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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康熙年间!$%%$$$!&&%"福建食盐以商运为主&雍正元年!'!&"%"在皇帝整顿财政的背景下"闽浙总督

觉罗满保为裁革浮费和解决福建盐课亏欠问题"废除盐商"全省食盐自由运销&福建旧盐商因失去垄断盐利的特权

而对新法不满"制造了地方暴乱"并拒绝缴纳旧欠盐课"从而迫使觉罗满保于雍正二年!'!&(%恢复福建西路商运&

改革虽降低了地方盐价"增加了福建盐课收入"但引起不少非议"最终因改革者失去皇帝信任而全面废除& 雍正五

年!'!&!%"福建总督高其倬开始在福建试行水客运盐和官运法"及至乾隆七年!'!(&%开始招商行盐& 此后"福建地

方官府为垄断盐利"促使各县改商运为官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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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乾隆年间$福建食盐运销制度几经变革$对

此已有部分研究成果!如戴显群D%E

#王伯琪等学者"% 然

而相关研究或只提及其中的某次变革$ 或将不同时期

施行的制度视为共时性的盐法及将某一府州县的盐法

当作整个福建的制度含糊讨论$ 导致我们对这段时期

福建食盐运销制度演变的认识仍处于&糊涂'状态% 实

际上$在雍正朝和乾隆朝$福建食盐运销制度变化极为

复杂$不仅变革频繁$而且变化幅度大$尤其是雍正初

期短短几年内$福建食盐运销制度由商运改自由运销$

又由自由运销改商运与自由运销并存$ 再改为水客运

销和官运(即便在同一时期$福建省内不同县份的制度

也有所差别% 因而$本文拟在原有研究基础之上$结合

档案#盐法志和地方志等文献$综合考察雍正#乾隆年

间福建食盐运销制度演变的具体过程$ 并试图分析历

次变革背后的深层机制%

一%雍正整顿财政与福建废盐商

清初$ 福建食盐运销制度复杂多样% 顺治六年

!%&FG"$ 巡按福建监察御使霍达在题奏中称)&闽省行

盐与淮浙不同$淮浙两处引价#盐斤$数有画一#法无二

三%而闽中规则$凡纳课行盐$随地定制'

!

%根据食盐运销

办法和纳课方式不同$福建大体分为西路#东路#南路行

盐区$永福港盐引$六澳课银$漳州盐包以及盐场区等%其

中$西路#东路和南路涵盖面积广"

$销售盐引多$是福建

最主要的食盐销售区% 顺治#康熙年间$该三路实行商

运制度 DCE

$此外$原无盐商的泉州地区$也于康熙三十

二年!%&GB"招商领引$实行商运制度DBE卷B$版籍志*盐法
% 商运

成为康熙年间福建境内最为主要的食盐运销方式%

顺治# 康熙年间施行的食盐运销制度到雍正元年

!%HCB"被彻底改变$+钦定大清会典则例,载&雍正元年$

覆准将盐院衙门各官及商人尽行裁革% '

DFE卷 FIJ户部*盐法上废

除盐官和商人后$ 福建盐政该如何运作- 食盐如何运

销- 负责此次福建盐政整顿$主张废盐官#盐商的闽浙

总督觉罗满保和福建巡抚黄国材在其奏疏中提出了相

关设想$即)

裁撤盐衙门各员" 禁止盐商行盐" 废除各衙门陋

规&盐课九万四百两及捐纳铜银)河工之银一万二千五

百两"共计十万二千九百余两"即照广东琼州府向煮盐

BB



灶丁征收钱粮之例! 均摊于各盐场! 交各州县照数收

纳!按月交付布政司库以为兵饷!则钱粮完纳即速且易

也" 查商人买自灶丁之盐!既便于附近出售!其售价较

之买入价亦高出四五倍之多#远处行销!售价竟高达七

八倍"福建各盐场!每年得盐百万石!十万余两之盐课!

每石加价几分!即可得也"如此!私盐贩卖之弊可绝"盐

丁愿卖!百姓愿买!近者肩挑背荷!远者船运行销"而灶

丁获利得以完课$赡养家口!于沿海穷黎实有裨益" 再

每盐场选派一名府县左贰官! 勉励煎盐灶丁" 修理达

者!地方官员则酌情捐纳"深山狭谷!盐难至达之处!则

须通融办理!务使盐价持平" 此事交由兴泉道节制!就

近不时巡查!于事甚有裨益!"#$%$

"

上引文献中! 觉罗满保和黄国才描述了废除盐官

和盐商后!福建盐政该如何运作!包括管理盐场"征收

盐课和运销食盐等方面# 具体而言!盐官废除以后!盐

场仍然保留!但归州县管辖!而原来应由盐商缴纳的

盐课和捐纳铜银"河工银等项目!摊入各个盐场中!

由各盐场所在州县征收! 并按月上缴布政司库作为

兵饷$ 食盐运销方面!官府废除盐商!百姓可直接向

灶户购买食盐!而买盐的百姓到盐场时!则先缴纳盐

课$州县官在盐场征税!盐课按照盐一担征银 %&'"两

!(#" 册!""$ 号的税则进行征收$ 百姓纳课买盐后!%随处贩

卖&

!

$ 换句话说!人们只要在盐场上纳税!便可以毫无

限制地买盐"卖盐$

改革大大简化了福建盐政$伴随食盐自由贩卖!清

初以来的盐禁"盐额"运盐路线"行盐区等等规章制度

都失去了意义! 官府无需设关卡收税或设盐捕抓私盐

等$ 福建盐政简化为州县在盐场征收盐课及州县佐贰

官员督促灶户生产食盐'为了保证盐场生产顺利进行!

觉罗氏奏准从盐场所在府州县中选择一名佐贰官员

%勉励煎盐灶丁&($此外!兴泉道负责协调食盐运销!以

防止有些地方因盐贩不乐意前往而导致无人销售的情

况出现$

据上引奏疏!觉罗氏大幅度改变福建盐政!一是为

了废除各衙门陋规!二是为了平定福建高飙的盐价!以

裨益于沿海百姓$ 废除衙门陋规之说在于该改革是在

雍正元年'')$*(朝廷整顿财政和吏治的大环境下!顺

应皇帝号召的一个举措$ ')$*年!国家面临着国库亏

空"各省财政普遍存在亏欠的问题!雍正登基之后立即

着手整顿亏空"处理导致亏空的官吏 !)#+

$ 在清代财政

中!盐法与关税"钱法"田赋都被视为国家财政重要来

源!清人王鼎相就指出)%国家正赋之外!充军国之用!

惟盐法"关税"钱法而已&

!,#卷"*-'*''

$ 因此!雍正整顿财政

的措施除火耗归公"划分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外!还革

除各地盐政陋规$雍正元年'')$*(正月初一日!雍正即

颁布诏谕)

盐道一官!尤关国课" 尔年盐法弊端丛生!正项钱

粮每多亏欠"%%尔等运筹盐法!宜将陋例积习尽情禁

革!必思何以苏商& 何以裕课& 上利军国!下利闾阎!方

为称职"%%果能肃清纲纪!无致废弛!朕当破格奖励"

其或因循不改!朕必置之重法!.#卷首!圣谕
"

雍正诏谕盐官革除盐政%陋例积习&$政令一出!各

盐区纷纷清查盐政各相关衙门的浮费$ 查出的浮费有

两种处理办法)一是实裁!把不应有的浮费陋规彻底裁

去!减少引目成本*一是裁减归公!将原本作为各级官

吏私人所有的各种浮费转为国家收入!增加财政收入$

闽浙总督觉罗满保即是在雍正要求整顿财政和吏治的

情况下!裁革福建各盐政衙门!并裁出各盐政衙门各种

浮费八万余两!'%#'$,/'*$

$

雍正只要求裁革浮费! 为何觉罗氏却要将福建盐

官和盐商全部废除+ 关于此问题!觉罗氏另有详细的理

由$其实!除浮费问题外!福建盐政还出现盐课亏欠严重

的现象$ 康熙末年以来!福建盐课每年大约有三分之一

的课额被拖欠!即%福建盐课唯九万余两!每年未完之

数皆有二,三万两&

!"#$%$

$ 觉罗氏在奏疏中极言福建盐课

亏欠严重!但是%商人一年获利足有二十万两&

!"#$%$

!故

盐课亏欠不是因为盐业萧条"盐利少!而是福建盐官"

地方官及盐商都只图私利!不关心盐课所至$ 他指出!

福建盐官%只知征收常例!不问钱粮完否&

!"#$%$

!地方官

吏%只图获得本衙门常例!为商人缴纳私盐!小民疾苦

则全然不顾&

!"#$%$

$ 在官府的放纵下!福建商人%只知抬

高盐价!唯利是图!恣意挥霍!钱粮能完与否!并不挂

虑&

!"#$%$

$ 最终受害的是沿海贫民!他们%虽有盐场!但晒

得之盐却无处销售$ 虽有船捕鱼!却无盐腌制$ 终日惶

惶!束手无策$ 有时贩卖私盐!因拒捕捉!明知罪不可

赦! 亦得依附歹徒! 结伴而行$ 因此而家破身亡者甚

多$ &

!"#$%$既然导致福建盐课亏欠的关键因素是盐商"盐

官"州县官的贪婪!那么将盐官"盐商裁革是解决问题

的办法之一$

解决福建盐课亏欠的问题!对于觉罗氏而言!甚至

比裁掉浮费更重要! 因为盐课征收情况直接关系他们

在闽浙总督及福建巡抚任上的考成$%考成是考核官吏

的一种制度$通过年终考成!政绩优异的得到升迁或记

录的奖励*政绩不好的受到降级或纪过的处分$ &

!'%#+'盐

政考成有很多种! 其中征课考成和销引考自顺治年间

''(++-'(('(已在全国推行!康熙年间''(($-')$$(

越来越严格!所涉及官员亦广!包括巡抚"运司"提举

司"分司大使及监管盐务的知县"知州"知府"道员和布

*+



政使等! 清代以来"就有许多官员因销引不利和拖欠

盐课被参革!""#

! 清初"福建最高盐政机构几经变革"顺

治# 康熙年间有专门管理盐政的都转运盐使司或盐法

道"到雍正元年$"$%&%"&事归各地总督巡抚"在福建以

闽浙总督兼理"遂为定制! '

!'#可见"作为当时的闽浙总

督的觉罗满保和福建巡抚黄国才身上都肩负着征收盐

课的重任"处理不好可能会影响自己的仕途! 因而"他

们都极为关注盐课拖欠一事"虽然雍正只要求裁浮费"

但觉罗氏等则希望在裁浮费的同时" 也解决盐课拖欠

问题"于是"有了废盐官#盐商之举!

觉罗氏自称改革还有为福建沿海百姓着想的目

的! 福建沿海地区确实对商运制度不满! 在泉州"康熙

中期实行商运制度施行不久" 福建巡抚张伯行就指出

该法有诸多弊病(盐商与官府勾结"设盐捕#巡栏等给

晒盐户#地方小民带来困扰!"(#卷("饬禁横抽盐税示
! 因而"改革

可能与地方势力对商运法不满有关" 但这似乎需要更

多材料证明!

二!地方矛盾与西路恢复商运

从商运到自由贩卖" 福建食盐运销制度发生天翻

地覆的变化"这中间也出现一些问题"主要是因地方势

力不满引起的地方暴乱及官府无从追回西路盐商旧欠

盐课等!

首先" 食盐自由运销制度废除了在商运制度下盐

商垄断盐利的特权"引起旧盐商的不满"并导致了地方

暴乱! 食盐运销制度变革必然牵扯到与之相关的不同

势力群体的利益!觉罗满保废除盐商"福建食盐自由运

销"使得原非盐商的普通百姓得以贩卖食盐! 因而"出

现&一时闽阖省人民欢声动地"莫不感戴天恩! 而沿海

穷民#渔户久为商人所苦"忽见革商便民"具纷纷赴场

买盐"向官纳课'的欢喜现象!

!新获得贩卖食盐权利的

人在档案中被官员们称为&小民'! 而福建原商运制度

中拥有食盐专卖权的盐商则成为&旧商'! &小民'能够

贩卖食盐意味着&旧商'丧失了垄断盐利的特权!在&旧

商'看来"&小民'与自己竞争食盐消费市场#争夺盐利!

为了维护利益"&旧商'阻止&小民'贩卖食盐"甚至互相

斗殴! 例如"雍正元年$')(&%十一月"泉州同安县民叶

得利在浯洲场$位于该县浯州屿#烈屿%缴纳了盐课"向

灶户购买了食盐"运到龙溪县贩卖!旧商王嵩龄知道了

此事"就十分不满"史载&$王嵩龄%尚有从前未完课盐"

今见居民争买新盐"虑旧盐难于销售"遂称越界'"因此

两方斗殴"且有受伤!

! &旧商'与&小民'的矛盾甚至惊

动宸阍! 雍正二年$')(*%"川陕总督年羹尧密奏雍正"

称觉罗氏改革&奉行不善"以至通省无籍小民人人买盐

私贩"而私贩伙内又有恃强争闹夺盐者甚多'

"

! 雍正因

此谕令觉罗满保上奏详细情形!

其次"出现官府无从追讨西路&旧商'欠款的问题!

雍正二年$')%*%正月"觉罗满保上奏称(

至今年正月!细察西路"雍正#元年分盐课银三万

八千两$公费银三万两!全欠未完!又欠"康熙%六十一

年课银一万八千两!又有前盐臣鄂齐礼$甘文煜题名变

价充饷盐银一万七千八百两! 合算共有十万三千八百

两之数& 皆须于西路十五县商人征追& 今悉运民盐!则

商盐不行!此十万两课银竟无着落&旧欠钱粮不于此时

及早清完!将来难于弥补& 钱粮重大!无计变通#

&

因为改革后盐课银和公费银都摊入盐场征收"而

不分西路或其他路" 所以引文中西路所欠雍正元年

$')%&% 盐课银和公费银是指是年九月盐政改革之前"

西路盐商所应缴纳的税课项目!根据引文所载"康熙六

十一年$')%%%到雍正元年$')%&%"西路盐商共欠银十

万三千八百两!债务由西路旧商所欠"官府理应向他们

追回"不管现在施行何种盐法! 但觉罗氏称&今悉运民

盐"则商盐不行"此十万两课银竟无着落'"即食盐自由

运输以后"官方就没办法追回欠款了!为什么会出现这

种情况) 当然" 可能真有部分旧商失去垄断盐利特权

后" 无其他经济收入可还欠款的情况" 但更有可能的

是"西路旧商以之为借口"用不缴纳欠款的方式与官府

对抗"以表达其对新法不满"进而迫使官府改变盐法!

而实际上" 他们确有人提出盐法变革"&有申报以民卖

新盐甚多"恐于旧盐未便者'"要求恢复专卖制度!

!

觉罗满保迫于地方压力"为了收回旧欠盐课"在食

盐自由运销制度实行不到三个月" 即雍正二年$')%*%

正月时"奏请恢复西路食盐商运的制度! 其上奏称(

于今年正月暂停"西路%民运!催令商人尽此夏$秋

二季将所存旧盐赶运上游!委官监卖& 其银设柜封贮!

尽数先完旧课#

&

暂准商人销完旧盐!再令撤商&其新贩之盐亦暂禁

其侵界& 嗣于十一月内!将未完旧课之商界俱行指明!

委官将旧商未销之盐监卖!催令早完&其附场旧课已完

各县!俱听民便!运往发卖!

&

为了征收盐课" 觉罗氏采取了满足西路盐商要求

的措施" 奏准让原西路商人将食盐从盐场运到西路地

区"并委派官员监督贩卖! 需要注意的是"西路商运区

之外的泉州府#漳州府#兴化府#福州府等食盐仍可自

由贩运! 也就是说"雍正二年$')%*%正月以后"福建地

区形成西路商运"而沿海府州县食盐自由运销的格局!

改革取得一定的成效" 既追回了西路旧商所欠税

款"又扭转了福建盐课亏欠的局面!雍正三年$')%+%八

&+



月十二日!觉罗满保奏称"

自雍正元年九月二十日奉文! 臣已将元年旧额课

银照数征完" 其雍正二年分征完课银九万四百六十一

两零! 并公费归入正项银八万二千二百一十两已经具

疏奏销"此外!盈余银九万六十八两零!已经解贮司库"

又现存各县各场盐斤本银五万三千七百二十九两零!

系应卖出!归入二年盈余数内之款"又各项未完解银二

万八千七百一十八两零!系应解归二年盈余之款"臣俱

查明!造册!续行提报" 各在案!

"

觉罗氏完成了雍正元年#!"#$$旧额盐课!改变康

熙末年以来! 福建每年大概都要亏欠三分之一左右盐

课的情况!不仅如此!雍正二年%%"&'&除征收了原盐课

额和公费银外!还多征收了'盈余银(九万六十八两)增

加的*盈余银(差不多等于福建原盐课课额!由此可见

福建盐课增加幅度之大+

增加盐课收入是为官方所重视!而非百姓所关心!

对福建地方百姓而言!改革的真正效用是!降低了沿海

地区的盐价) 雍正二年%%"&'&,三年%%"&(&时!福建境

内!除了驿路,山僻各县因为路途遥远盐价渐增外!沿

海地区盐价降低了"*从前买食商盐时! 沿海近场各县

每盐一斤卖钱四五文至六七文不等! 盐少时亦有卖至

十五六文者+今革除商人后!沿海近场各县俱系小民肩

挑散卖!场盐广出!时每盐一斤止卖钱二文半或三文半

不等!较之从前实为大贱+ (

"

综上!雍正元年%%"#$&九月施行的食盐自由运销

制度损害了福建旧商的利益!引起不满!并激发福建不

同地方势力群体的矛盾以及出现无法追回旧商所欠盐

课的问题+ 为追回盐课! 觉罗氏被迫恢复西路商运制

度!形成西路商运!其他地区自由运销的运销格局+ 然

而觉罗氏的改革在增加福建盐课收入和降低福建盐价

方面!也确实取得成效+

三!君臣失信与食盐官运!商运改革

福建于雍正元年%%"#$&,二年%%"#'&推行的食盐

运销制度到雍正五年%%"#)&的时候就被全部废除+ 之

所以如此!与雍正不再信任改革者觉罗满保密切相关+

觉罗氏的改革动作大! 因而也牵扯到许多群体的

利益!上文已指出雍正元年%%"#$&九月份的改革施行

不到三个月就爆发了福建地方新旧商人的激烈矛盾!

福建地方暴乱的事情通过年羹尧密报雍正! 引起雍正

的警觉+ 此外!觉罗氏的改革还遭到其他官员的非议!

除年羹尧密告外!梁文科也对其进行弹劾+ 梁文科!正

白旗举人! 康熙五十二年 %%"%$& 到康熙五十四年

%%"%(&任福建分巡粮驿道,康熙五十四年%%"%(&到五

十七年%%"%*&任福建分巡台厦道!于雍正三年%!"&(&

参奏觉罗满保+!$,卷&"!职官八-分巡粮驿道
+ 笔者并未见到梁文科

参觉罗氏的奏折! 不过从觉罗氏在受其参奏之后所上

的奏折看! 梁氏所参内容与福建盐政改革及盐课征收

有关+在梁氏参他后!觉罗氏于雍正三年%!"&(&八月十

二日上奏雍正皇帝!备陈自雍正元年%!"&$&九月以来

福建省盐课征收,已未完,杂费等详细情况%即上引奏

折&+ 从该折看!在他主持下!福建雍正元年,二年的盐

课不仅得以完成!而且还增加了!可谓成效明显+ 但生

性好疑,致力于打击贪污官吏的雍正已对其失去信任!

朱批曰"'你既令朕疑惑!则所奏朕皆难信矣.!并令毛

文铨,景考祥接办福建省盐务!

+雍正四年%!"&)&!毛文

铨任福建巡抚!与景考祥共同主办福建盐政!但该年福

建盐政似乎没有太大变化+

直到雍正五年-%"#".!福建总督高其倬展开新一轮

盐法变革! 全面废除了觉罗氏推行的西路商运和其他

地方自由运销制度! 开始在福建试行以招募水客运销

食盐为主!以官运为辅的制度+ *招募水客.运盐与两

淮,两浙,河东,长芦,两广等盐区招商运盐方式相似!

水客实际上就是福建运盐司内部运销食盐的商人!但

由于福建运盐司没有向户部请引! 贩运食盐的商人不

持盐引!因此不称*盐商.+ 水客虽然不持盐引!但与两

淮等盐区一样有分地区行销食盐的权利+也就是说!福

建省的水客虽然没有窝地! 但实质上与其他地区纲盐

法下商人与窝地对应! 盐商享有窝地的食盐专卖权一

样+ 实际上!高其倬就是根据两淮等盐区的方式!提出

在福建招募水客的! 之所以不依照其他盐区一样直接

招募商人运销引盐!是因为他考虑到相对于其他盐区!

福建商人资本薄弱!若立刻招募商人!则很有可能出现

由资本薄弱的旧商充当新商的现象!这可能导致*上亏

课费.!*下乏民食.的问题+因此!他奏准了暂时招募水

客分别认领地方销售食盐!并辅之以官运!三年后若没

有出错的!再报户部佥为商人 +%',"'

+ 即*近复用水客肩

贩!请暂令水客分认行销!而以官运接济.

+%(,卷))!雍正六年二月

甲午
+ 招募水客运盐是主要的食盐运销办法! 官运只是

作为其补充! 在缺乏水客认办之区及产盐场县推行#

+

需要指出的是!因为雍正元年福建盐官都被废除了!所

以所谓的*官运.是指县官负责运销食盐!而非盐政衙

门运销%下文将详细论述福建*官运.的具体运作&+

高其倬的改革虽为*试办.!却基本定下了自此到

同治四年%%*)(&福建改票盐法之前!福建食盐运销制

度的大体改革方向$

!乾隆七年%%"'#&福建招商行引盐

法就是在其基础之上制定的+是年!闽浙总督那苏图奏

准在福建正式实行招商请引制度!并以官运辅佐商运+

$)



当时官帮行盐!仅止永安"长乐"福清"晋江"同安五县!

其余各县实行商运!"#$卷%&!沥陈闽省鹾务积弊请改行票运厘课并抽疏
# 那

苏图详细规划了福建省内盐课"盐引及具体行销办法!

大体将福建盐课与盐引分为正课与正引" 盈余盐课与

余引"额外盈余盐课及额外余引三种$ 即%

'(正课与正引

将福建省雍正元年 &")*+' 以前的盐课原额

,-./'(/两零!雍正元年&')0+'闽浙总督觉罗满保裁革

盐院各官杂费归公银 100'-两!及雍正元年&')0+'以

后陆续升报盐折银 +)+(1两零!共银 ')+-.&(&两零!内

除原额及新升穈折共银 '+11&()两零!另行解部外!实

存银 '&,'&,()两零!此项银两额征有年!定为正引$ 正

引 &.&-/&道零!由福建西路"东路"南路及沿海各县澳

分引承办$ 西"东"南三路销售引额及应缴盐课按雍正

改革之前的旧制!此外沿海各县也定了引额和课额$

0(盈余盐课与余引

雍正十年&')+0'闽浙总督郝玉麟以闽省销盐既招

水客承充!应酌定盈余!照各年已行之难易通塞均匀!

令水客认办!因酌定盈余银 '.'/,1(/两余$ 盈余盐课

没有采取摊派的办法!而是(此项盈余银两视商本之厚

薄!量地方之难易!秉公酌定均匀配搭!务使上有益于

帑课!下无亏于商民)!最后(此项盈余盐银恐有此项一

时不能行销!应准其于可以多销之县通融办理)$ 乾隆

七年&').0'!闽浙总督将此项银两定为盈余盐课!对应

的盐引为余引!全省共有余引 .-/,..道$

+(额外盈余盐课及额外余引

额外盈余盐课指的是正课"盈余盐课之外!福建每

年多征收的盐课$该项银两乾隆元年&')+/'有 &,/0+(,

两零! 乾隆三年 &')+1' 有 )..'/(+两零! 乾隆四年

&')+,'有 ,1',+(+两零等等$ 因为各年多征收的银两

多寡不定!各州县行销也盈缩难定!所以规定额外余引

每年西路约发余引 0+---道! 东南二路及各县澳约发

余引十万道!(不必定州县!令各路及各县澳通融办销!

听督臣随时给发!倘有存剩未销之引!于每年奏报时一

并缴部注销)!(不算入年额考成之内)

!

$

除对正引" 余引和额外余引的运销方式及相关税

课征收办法有具体规定外!福建各盐场食盐产量"坐配

县份及哨捕数额等方面也都有了明确而严格的限定$

以福建晋江浔美场为例!乾隆*泉州府志+载该场%(产

盐每年定额七万六千担!年额销盐六万八千担$内晋江

官运!并场销商,渔船大小贩!共配销额盐五万六百担-

南安商运! 年额配销浔盐七千一百七十五担- 安溪商

运!年额配销浔盐八千二百二十五担-海澄商运!年额

配销浔盐八百担- 长泰商运! 年额配销浔盐一千二百

担$ )

!')$卷0+!盐政按照府志的记载!浔美场盐配给泉州府晋

江县"南安县"安溪县及漳州府海澄县"长泰县$其中晋

江县官运!其他县商运$

此外!各县运销方式"销盐额"课税"坐配哪些盐

场等也都有定制$ 如晋江县(系官办!每年配销正额盐

一万九千六百零四担二斤!盈余盐五万八千三百九十

五担九十八斤!额外溢额盐六千担$ 以上共应销正额"

盈余"溢额等盐八万四千!!$ 盐一担配引一道!年额

引八万四千道$每引一道完课钱一百五十文!折课银一

钱五分! 共该课银一万二千六百两! 解赴盐道衙门兑

交$ )

!')$卷0+!盐政

综上所述! 觉罗满保的改革因皇帝对其失去信任

而最终被废除!雍正五年&')0)'!福建地区开始试行以

招募水客运盐为主!官运为辅的食盐运销制度$到乾隆

七年&').0'!开始实行招商行盐法$ 自此!福建食盐运

销逐渐制度化"固定化$

四!官府垄断盐利与官运县份增多

乾隆年间&')+/.'),&'!福建食盐运销制度没再

出现雍正初年那样彻底否定前法的改变!这段时间!改

革缓和许多!集中体现在许多商运县份改为官运$

雍正五年&')0)'!福建总督高其倬在缺乏水客认

办的地方及产盐场县采取官运制度$ 在他的制度设计

中!官运只是弥补水客办运的不足及遏制私盐所需$到

乾隆七年&').0'!实行招商行盐法!仍留有五县官运$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闽浙总督,福建巡抚等高级官员

看来!官运比水客运盐或盐商运盐更能有效遏制私盐$

雍正十年&')+0'!闽浙总督郝玉麟在题准福建延平府

永安县,福州府长乐县,福清县!泉州府晋江,同安二县

及漳州府漳浦县等地方暂委官运时!就指出这些县(或

附场之邑!或系产盐之区!均属走私之薮!非官运不能

遏绝私枭)

!'1$卷0,!征榷考&四'/盐
$ 此外!总督等官员还认为官

运盐课更容易征收$在福建!官运各县采取了与商运不

同的盐课征收办法!(官运官解!商运商解!赴盐道衙门

交纳)

!')$卷0+!盐政
$ 即商运各县的盐课由盐商直接缴纳盐

法道&乾隆年间设'!而官运各帮的盐课由各县县官直

接交纳盐道衙门$一开始!县官按日完纳盐课!(均应按

日计算!责令完纳)

!'/$卷.&!沥陈闽省鹾务积弊请改行票运厘课并抽疏
!即

(官运各帮勿论销盐,征课!向来按额每年匀作三百六

十日摊算!遇闰之年分匀三百九十日$ 销,征总以一年

匀办一年之额)

!',$卷''!引目
$ 嘉庆十八年&'1'+'!官运各帮

征课,销盐由按日计算改为按季算!',$卷''2引目
$ 不管是按

日算!还是按季算!官运各帮盐课归各县负责$ 虽然县

官运盐纳课不一定就能够遏制私盐,完成盐课!事实也

+)



证明县官并没有纳全课!下文将分析"#但在总督$巡抚

等高级地方官员眼里# 县官运盐纳课仍较商运效果更

好#毕竟朝廷制定的盐政考成也包括对县官的考核#若

县官办盐不利#不仅可以罚其俸饷$停其升职#严重时

还可以革其官职% 而这种政治压力难以应用于盐商身

上% 所以#雍正五年!!"#$"以来#福建在各盐场地区及

私销严重的地区采取了官运#此后#许多商运县份出现

亏欠盐课现象就被改为官办%

高层官员为了易于征收盐课而倾向于实行官运#

而沿海各县官府则为了垄断盐利而乐意运销食盐% 雍

正$乾隆时期#福建地方社会稳定#盐业蒸蒸日上%食盐

生产旺盛#运销食盐的利润丰厚% 因而#县官希望运销

食盐#以垄断盐利%地方官府的这种态度在漳州府漳浦

县是否佥商行盐一事展露无遗% 雍正十年!%"&#"#漳浦

县暂行官运%是年#闽浙总督郝玉麟奏准&漳浦$海澄$长

泰$平和$诏安等五县均应招商#因一时无人承充#暂委

各该县官运试行#俟招足殷商之日#咨部请定引课'% 但

是#过了近十年#直到乾隆七年!%"'#"#漳浦县都没有实

行招商政策% 这不是因为无人愿意充当盐商#而是由漳

浦县官方不愿意佥商行引所致% 乾隆七年!%"'#"#闽浙

总督那苏图就指出该县 &虽有具呈认充之商# 俱批不

准'

!

% 为什么漳浦县不招商运盐( 其原因是)

盖以一经招商请引!则一切钱粮部中均得稽核!官

有考成"今惟以试行为言!每年所收课银除十七万二千

六百余两旧额之外!俱可名之为#盈余$% 其运销之盈

拙&办理之勤惰!得以彼此通融!部中无从查考"而属员

又视盐运为利薮!上司则以委办为市恩!更浮开家人&

衙役工食&薪火等费!致闽省鹾政竟与各省迥殊" 若洁

已奉公之督臣照此办理!亦不致滋弊"倘有不肖之员通

同弊混! 又何从稽查' ((今以本地之官行销本地之

盐!即有不便!谁敢与较!况又必转委之书吏&家人!其

中病民更不问为可知者也!

%

据那苏图言#漳浦县不愿招商原因有二% 其一#官

员为了逃避考成之责% 在乾隆七年!%"'#"之前#官运各

县运盐属临时&试行'#盐课只分正课和盈余两项#而没

有明确的食盐坐派$运销盐额等方面的规定#官员容易

通融#从而逃避考成#而招商请引的话#盐商$盐引$盐课

等都有严格规定#且都归户部核查#官员不易混淆%正是

因为如此#乾隆七年!%"'#"以来#福建高层官府为了限

制州县官员规避考成#对官运各县要缴纳的正$余盐额#

需销售的正$余盐引额及销售食盐来自哪些盐场等都进

行详细的规定%其二#官府通过官运盐可获利%当时福建

食盐运销被视为&利薮'#上司不仅可以将之作为恩惠赏

赐给人操办# 还可以从中获得衙门各人员的 &工食$薪

火'% 引文中#&以本地之官行销本地之盐#即有不便#谁

敢与较'一句亦说明了官府行盐具有很大的&优势'%

那么县官如何通过运销食盐获取盐利( 回答这个

问题# 需要先了解福建官运食盐是如何运作的% 在福

建#官运是由州县官负责运销食盐#具体的办法是州县

官在县境内设&县馆'贩卖食盐% 以晋江县为例#乾隆

*晋江县志+载其)

乾隆三年!总督郝玉麟檄令将盐归县!始于厂口&

法石&深沪&陈埭&浮桥&洛阳&濠市等处设立县馆(&)卷&!版

籍志)盐法
"

乾隆三年!%"&$"#晋江县设了七个&县馆'贩卖食

盐%这七个&县馆'或位于晋江境内交通要道上#或坐落

人口密集区% 其中#厂口$浮桥是泉州府府城附近晋江

河道上两个重要的货物汇聚点, 洛阳在晋江与惠安交

界的洛阳桥,而法石$深沪$陈埭$濠市等地人口云集%

七个&县馆'分布负责销售晋江县各处食盐#因此亦称

为&盐馆'% 随着时间推移#晋江县县馆的数量不断增

多#到道光年间!%$#%-%$*+"增加了八个)岑兜$西仓$

后宅$银厝$围头$埭边$安海$祥芝(%,)卷$#职官.官运各帮.泉州府

属
%新增八个县馆都分布在海边#除祥芝外#其他七个县

馆都在晋江县境内的浔美盐场或丙州盐场周围% 增设

县馆有控制盐场附近食盐运销$杜绝盐场走私的作用#

从侧面体现了官府对晋江县食盐运销加强控制%

县馆设有馆办$ 秤手$ 哨捕等人员% 道光年间

!%$#%-%$*+"#晋江县额设馆办一十二名#秤手十名#

哨捕四十二名#水哨一名(%,)卷$-职官.官运各帮.泉州府属
% 秤手负

责秤盐#哨捕和水哨则为缉捕私盐而设%而所谓&馆办'

是向县官承包盐馆事务$具体负责食盐运销的人%同治

年间!%$.#-%$"'"#闽浙总督左宗棠称)&州县畏难苟

安#任人包办#名曰!户% !户者即馆办之别名也'

(%.)卷

'*#沥陈闽省鹾务积弊请改行票运厘课并抽疏
% 可见#在官运各县#食盐运

销名义上由各县县官执行# 实际上县官将食盐运销权

承包给个人%

县官和馆办往往互相勾结# 钻盐课奏销制度的空

子逃避盐税#私吞大量盐利% 同治四年!%$.*"#福建盐

法道吴大廷陈述福建盐政弊病时就指出 &查官帮之二

十一厅县#向系各该地方官请引运销#完缴课项% 近年

以来#率借口于私盐充斥#官引不行#每届奏销只完二

三分#以顾考成%其实!户包办#输于官者甚钜#要皆挪

作别用#甚或竟入私囊#以致积欠愈多#锢弊难挽% '

(%.)卷

'*#闽省盐务改行票运厘课并抽章程可见#馆办缴纳县官的盐课数额

不少#但县官每年都以私盐盛行$官盐滞销的理由#奏

销只完成两三分的盐额# 那么其余的收入当然就成了

县官个人的财产了%

&$



与实行官运各县县官可以与馆办勾结垄断盐利相

反的是!若采取商运!官府则难以控制盐利" 在商运的

地方!食盐由盐商运销!盐课也无需地方官经办!由盐

商自行缴纳盐法道则可!因而!地方官难以染指盐利"

且实行商运各县的盐商并非来自本县! 福建盐商基本

都由福州府闽县和侯官县人充当" 在道光 #福建盐法

志$中所记载的 !"个商籍中!除了行销建宁%泰宁二县

地方盐斤的商人葛种义是邵武府建宁县人外! 其他三

十四个商籍都是福州府闽县人或侯官县人#$%&卷'!职官&商籍
'

可见! 福州府闽县和侯官县县商人垄断了福建省实行

商运制度的各府州县的盐利! 商运各县地方官府和地

方居民都难以分享盐利" 因而!在盐利丰厚的时候!官

府为分享盐利而与盐商争夺盐利!要求食盐官运"

福建上层官员为容易征收盐课乐意采取官运!而

县官为垄断盐利!亦要求官运!二者相结合!福建境内

实行官运制度的县份越来越多"在商运欠课的县份!官

府选择官运解决问题" 例如!福建龙岩%霞浦%莆田%南

安%龙溪%漳浦%南靖%长泰%平和%诏安%永安%南平%顺

昌%建阳%海澄等十五州县暨宁德%平潭等帮!原属商

运! 但因商人疲乏! 拖欠盐课! 而于乾隆三十九年

($(())时被改官运*是年!闽浙总督钟音奏准上述商帮

暂归官办!并+接准部咨,俟试行一-二年后!如果欠项

清完!帮有起色!即行另招殷商行盐办课!随时奏明.*

一年以后!即乾隆四十年($((")十二月!钟音称+顺昌-

建阳二帮归官办运已经一载!核其积欠!俱已完清!察

看情形实有起色! 并招有殷商闽县人邵建泽承办顺昌

帮务!浦城县人孟振翔承办建阳帮务.!奏准恢复顺昌-

建阳二县商运!

!但其余各县仍行官运制度* 经过多次

改商运为官运! 到道光年间! 官运的县份由乾隆七年

($()*)时五县!增加到十七厅县!包括长乐-福清-晋

江-同安-霞浦-福鼎!莆田-安溪-漳平-龙溪-惠安-南

靖-平和-长泰-漳浦-诏安-云霄等厅县* 到同治四年

(+',")时!闽浙总督左宗棠奏改票盐疏内声称福兴泉

州官帮共有二十一厅县!较道光年间又增多了#$,&卷)"!沥陈

闽省鹾务积弊请改行票运厘课并抽疏
*

可见!在福建!虽高层官员及地方官府各有考虑!

但都乐于采用官运制度!这就导致了雍正年间以来!福

建境内改商运为官运的县份越来越多*

五!结 语

雍正初年! 福建食盐运销制度频繁地发生激烈的

变化! 闽浙总督觉罗满保为了裁盐政各衙门浮费及解

决福建盐课亏欠问题革掉福建盐官和盐商! 实行食盐

自由运销制度* 食盐自由贩卖导致福建原来的盐商失

去垄断食盐运销的特权!因而福建旧商不满于新法*他

们制造地方暴乱!并且拒绝缴纳旧欠盐课!迫使觉罗满

保恢复西路商运制度!形成西路商运!其他地区食盐自

由运销的格局*改革取得一定的成效!既增加福建盐课

收入!又降低福建沿海盐价!但终因受到不同势力及其

他官员乃至皇帝的怀疑!而推行了三-四年就终止* 雍

正五年($(-,)!福建总督高其倬全面废除觉罗氏的改

革! 在福建试行水客运盐及官运两种制度* 乾隆七年

($()-)! 那苏图在高其倬改革的基础上推行招商行引

制*雍正五年和乾隆七年两次改革都以商运盐为主!官

运都被视为辅助手段*不过!雍正年间以来!在总督-巡

抚等高级官员认为官运食盐更能遏制私盐- 且能更好

缴纳盐课的观点指导下! 在县官试图通过垄断食盐运

销获取盐利的情况下! 福建改商运为官运的州县越来

越多* 由此可见!食盐运销制度变革与国家财政整顿-

皇帝对官员的信任程度-盐课征收情况-不同势力之间

争夺盐利等因素有密切关系*传统中国盐政制度复杂!

不仅不同地区相关制度不同! 而且同一个地方盐政制

度变革频繁! 每次变革背后可能都有其独特而复杂的

机制!因此!深入探讨此一机制!将是拓展盐法研究的

重要途径*

注释"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0.-0!内阁

题本#北大移交$!顺治六年八月初十日福建监察御史豁达题

为再明闽中行盐定规仰请明旨永为遵守兼请颁引目以便接

续商支事%

#西路&南路和东路三路行盐地为"西路包括福建延平

府属南平&顺昌&将乐&沙县&尤溪&永安&大田七县'建宁府属

建安&瓯宁&建阳&崇安&浦城五县'邵武府属邵武&光泽&建

宁&泰宁四县% 东路卖盐地方为福宁一州福安&宁德二县'福

州府属之罗源县'建宁及福宁府属之松溪&政和&寿宁三县%

南路行盐地方则止于省城&闽侯二县内外!上至竹崎所!下抵

闽安镇% #见#清&不著撰人"(盐法考)卷十五(福建*行盐地

方)!国家图书馆藏!清初手抄本% $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档案号"0).0+.!".0)!%.

00(!宫中档朱批奏折!雍正二年八月初四日闽浙总督满保奏

陈办理闽省盐务情形事%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档案号"0).0+.!0.00)(.

0+(!宫中档朱批奏折!雍正三年川陕总督年羹尧奏请密问福

建督抚通省盐政情形事% 一档目录中写该奏为雍正三年!但

根据其奏中有+以至通省无籍小民人人买盐私贩!而私贩伙

内又有恃强争闹夺盐者甚多,! 雍正皇帝于雍正二年七月二

十五日给觉罗满保的上谕亦出现与之完全一样的话语!因

此!笔者以为该上谕是雍正皇帝针对年羹尧所讲现象而质问

!%



觉罗满保! 也就是说"年羹尧的奏折应该在雍正二年七月二

十五日之前写的!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档案号#!"#!$#%&#!"%'#

!!("宫中档朱批奏折"雍正二年六月四日闽浙总督满保奏报

恭缴上谕并陈办理闽省盐务情形事!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档案号#!"#!$#%&#!"%'#

!$("宫中档朱批奏折"雍正三年八月十二日闽浙总督满保奏

为备陈闽省行盐事宜!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档案号#!"#!$#%&#!""(#

!%""宫中档朱批奏折"乾隆六年八月十二日署理闽浙总督印

务策楞奏请简发人员委办闽省盐务以收实效事!

$福建食盐运销制度从雍正四年到同治四年大体都分

官运和商运两种制度"食盐运销制度的调整较小"只是部分

县改商运为官运或改官运为商运! 到同治四年"福建地区实

行盐厘改革"福建地区的食盐运销制度又发生大的变革!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档案号#!"#!$#%&#$%))#

!%)"宫中档朱批奏折"乾隆七年八月初二日闽浙总督那苏图

奏陈闽省盐政混淆情形事!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档案号#!"#!$#%&#!"('#

!"%"宫中档朱批奏折"乾隆四十年十二月十九日闽浙总督钟

音奏报闽省顺昌建阳二帮招商承办行盐办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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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KY CBA?C L;BMF. LKD>F;<R MB X?N M=K BCY F?CM M?\KF. W=;A= DBLAKY 6?<Z?B#];BLB MB LKABJKL M=K EKLA=?<MF BXKL?M;B< ;< U>V;?<

_LBJ;<AK, [CM=B>R= M=K LKDBLE LKY>AKY M=K CBA?C XL;AK BD F?CM ?<Y ;<ALK?FKY M=K D;<?<A;?C ;<ABEK BD F?CM M?\KF ;< U>V;?<

_LBJ;<AK. ;M A?>FKY ? CBM AL;M;A;FE ?<Y Y;F?RLKKEK<MF. ?<Y A?EK MB ?< K<Y BD MBM?C ?ZBC;M;B< ?DMKL M=K LKDBLEKL CBF;<R M=K

F>XXBLM ?<Y ML>FM BD KEXKLBL, P< M=K D;DM= NK?L BD 9B<R 5=K<R 7$23%#$2%&. T;<R 8N<?FMN4. ]?B T;H=>B. M=K <KW RBJKL<BL BD

U>V;?< ?<Y 5=KV;?<R XLBJ;<AKF. ZKR?< MB MKFM XL;J?MK ?<Y BDD;A;?C BXKL?M;B<F B< F?CM, I<M;C M=K FKJK<M= NK?L BD T;?< GB<R

7$2%(#$2'&. T;<R 8N<?FMN4. M=K RBJKL<EK<M ZKR?< MB ;<J;MK ?<Y K<AB>L?RK EKLA=?<MF MB F?CM E?L^KM;<R, [DMKL M=?M. M=K

AB><M;KF ;< U>V;?< _LBJ;<AK RL?Y>?CCN A=?<RKY M=K DBLE BD EKLA=?<MF BXKL?M;B< MB BDD;A;?C BXKL?M;B<, a<K BD M=K E?;< LK?!

FB<F ;F M=?M M=K CBA?C RBJKL<EK<M BD U>V;?< _LBJ;<AK W?<MKY MB EB<BXBC;HK M=K F?CM XLBD;M,

B(7 C)041A M=K T;<R 8N<?FMNb F?CM XBC;ANb F?CM ML?<FXBLM?M;B< ?<Y E?L^KM;<R FNFMKEb U>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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