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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传统时期!中国各地海盐生产技术改进的历程并不一致!其中!福建晋江浔美盐场是较早改煎盐法为

晒盐法的盐场之一!至迟到元代!浔美场已大规模采用埕漏法制盐% 制盐技术的改进不仅降低了制盐成本!大幅度

提高了食盐产量!而且还促成了元代福建盐政管理体制的多次调整!以及相关盐场的裁撤与合并% 明初以降!与其

它盐场相比!浔美场的制盐技术却停滞不前!直至民国依然采用埕漏法!此则与当地具体的盐政体制&历史社会背

景相关% 故而以制盐技术为视角切入!对于理解区域社会盐政的运行和变革!当有一定的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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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 制盐技术是盐业生产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量#因而倍受学界关注$目前学者们已深入探讨了我国

古代最为主要的海盐% 井盐和池盐的生产技术演变和

效益# 以及不同技术给盐区带来的各种影响等问题!

$

不过#食盐生产技术的革新就区域来看并不同步#在同

一时段#不同盐区#甚至同一盐区内不同盐场的制盐技

术都可能有差异#因而研究古代盐政#需要对不同时期

各盐场的制盐技术进行考证$ 本文所研究的福建晋江

浔美场位于今天福建泉州晋江市和石狮市交界的地

方%深沪湾东西两岸#是典型的海盐产区$ 当地产盐历

史悠久# 许多学者指出该场制盐技术经历了从煎盐法

到晒盐法的改进#但是关于制盐技术何时改进#以及采

用晒盐法之后#制盐技术是否又有改良等问题#学者们

观点颇异# 致使我们难以清晰把握该场制盐技术改进

历程$ 本文拟结合正史%政书%文集等传统文献和田野

考察资料# 详细考证自元至民国时期浔美场制盐技术

的演变过程及其影响$

古代中国东南沿海海盐的生产#有&煎'和&晒'两

种方法$ 无论是煎盐还是晒盐#一般都包括四道工序#

即&晒灰取卤'%&淋卤'%&试卤'和&煎晒成盐'$其中#前

三道工序是获取盐卤的必要作业# 而第四道 &煎晒成

盐'则将卤水转化为成品盐D%EA&

$ 煎盐和晒盐的根本区

别#就在于第四道程序#即如何使卤水结晶成盐$ 顾名

思义#煎盐是指将卤水注入锅%盘等器具#然后烧柴薪#

借助火力使卤水结晶(而晒盐则是利用阳光曝晒卤水#

最后成盐$煎盐法是宋元时期最主要的海盐生产方法$

元元统年间!%&&&)%&&F"浙江华亭下砂场盐司陈椿编

撰了*熬波图+#详细记述了宋元时期的海盐煎盐法DAE

$

除煎盐法外# 宋元时期东南沿海部分地区也开始采用

晒盐法$

一般认为#福建是较早改煎为晒的地区D&E

$其中#最

先提出福建食盐生产技术由煎盐法改为晒盐法的是日

本学者藤井宏#他认为明朝弘治年间!%F"")%#$#"福

建地区就出现改煎为晒的现象DFE

$刘淼认同藤井宏的观

点DFE

$曾玲则指出福建在元大德五年!%&$%"时已经零星

出现晒盐法#但是范围不广D#E

$ 白广美在对中国古代海

盐生产技术进行整体考察的基础上# 明确指出晒盐法

始于元代福建盐场D&E

$林树涵和郭正忠不同意元代福建

&F



晒盐法是零星的生产的观点! 他们指出元代福建已经

大规模采用晒盐法!且福建晒盐法诞生于宋代!

"

本文赞同福建盐区早在元代就大规模采用晒盐法

的观点" #元典章$明文记载!大德五年%!"#!&!福建运

司申照浙江行省时指出!'%福建&所辖十场!除煎四场

外!晒盐六场所办课程全凭日色晒曝成盐(!晒曝而成

的食盐'色与净砂无异!名曰砂盐(

$%&卷 ''!户部八)禁治砂盐
!而

客商小贩就在其中搀和砂土!难以辨认!即'一等贪图

厚利客商*小贩之徒贩盐散处货卖!为见市价稍贵!于

晒盐内插和砂土!色泽一般!实难辨别(

$%&卷 ''!户部八)禁治砂盐
"

从该记载可知!大德年间%!'()+!"#)&福建的晒盐法

已非零星采用!而是大规模开展!十个盐场当中就有六

个采用晒盐法!即超过一半的盐场运用晒盐法"林树涵

指出大德五年%!"#!&距离宋亡仅二十二年!在古代生

产技术传播缓慢的情况下! 晒盐法应该产生于宋代$)&

"

这一观点完全源于逻辑推理! 作者并未给出有力史料

证据" 郭正忠则详细分析了,古今合璧事类备要$*,赤

坎笔谈$等记载晒盐法的文献!指出宋代福建已出现晒

盐法!宋末元初!晒盐法就在福建地区推广$*&

" 笔者认

为!毫无疑问!宋代福建地区已经出现晒盐法!而究竟

哪些地区采用晒盐法!晒盐法推广到何种程度!因史料

阙如不得而知" 可以肯定的则是至迟到元代大德年间

%!'()+!"#)&!福建地区采用晒盐法已经非常普遍"

文献记载大德五年%!"#!&福建十个盐场中有六个

采用晒盐法!究竟是哪六个盐场!史料并未明载" 然而

可以肯定!位于泉州路的浔美*浯洲等盐场!都采用晒

盐法制盐" 光绪,金门志$收录的明朝人所撰,沧浯琐

录$中就有关于浯洲场改煎为晒过程的记载!其云-

金之建场征盐也! 自元大德元年始""编民丁充

灶户!以十丁为纲!共一灶!岁给工钞煎盐!每丁日办盐

三升#官起囤仓廒!分召商运!仍任达鲁花赤董其事!岁

收盐课""后为丁夫$灶户上言岛上艰苦状!达鲁花赤

议准%令将崩塌$通潮及抛荒埭田!砌小石为盐埕!日晒

卤水!结成白粒!召商贩运!以为定例$(&卷 "!赋税考&盐法
#

引文中'金(指的是今天的大金门岛!大金门岛在

元*明*清时期隶属福建省泉州同安县$!#&卷!舆地志中)同安之山)

浯洲屿
!有浯洲*仙洲*浯江*浯岛*浯海*沧浯等别称 $!!&!

"

据上述记载!元代浯洲设盐场之后!先是采用了煎盐法

生产食盐!与其他盐场普遍采取'团灶(的生产组织不

一样$!'&

!浯洲场以'纲(为盐场基层组织!将灶户十丁编

为一纲!一纲共用一灶"此后!在灶户的要求下!达鲁花

赤议准采用晒盐法!'将崩塌*通潮及抛荒埭田!砌小石

为盐埕!日晒卤水!结成白粒("与浯洲隔海相望的晋江

浔美场和丙洲场%位于晋江西部沿海地区!今晋江市东

石镇*金井镇地方&也采用晒盐法!大大提高了食盐产

量" 所以!到元朝后期!泉州盐额占福建总盐额的大部

分"元代李士瞻到福建'督办盐货!易换方物(

$!"&卷!!与汀州陈

参政书时指出!福建盐课中!泉州占 %#+

$!"&卷 '!与泉州马总管书
"

且明洪武年间%!"%*+!"(*&确定的浔美*丙洲等场丁*

产盐课额比其他场多!甚至比浯洲场多$!,&卷 '!都转运使何思赞呈

造盐册事宜
"

改煎为晒不仅节省了煎盐的柴草! 降低了制盐成

本!而且提高食盐生产量"据记载!采用煎盐法!大盘一

天可煎二百斤" 以浯洲场为例计算! 十个盐丁共用一

灶!若采用大的煎盐锅盘!一天可以煎盐二百斤!一人

可得盐二十斤" 而采用晒盐法!在晴朗的天气里!一人

一日即可得二百斤"

"可见!改煎为晒以后!每天人均食

盐生产量大概是原来的十倍" 因而!随着晒盐法推广!

福建食盐产量大大增加!与之相适应!福建盐额亦极速

增加" ,元史$载-

福建之盐!至元十三年始收其课!为盐六千五十五

引# 十四年!立市舶司!兼办盐课# 二十年!增至五万四

千二百引# 二十四年!改立福建等处转运盐使司!岁办

盐六万引# 二十九年!罢福建运盐司及盐使司!改立福

建盐课提举司!增盐为七万引# 大德四年后立运盐司!

九年又罢之! 并入本道宣慰司# 十年又立盐课都提举

司!增盐至十万引# 至大元年又增至十三万引# 四年改

立福建运盐司$!-&卷 (,!志第四三&食货二&盐法
#

据上文记载! 从至元十三年 %!')%& 到至大元年

%!"#*&的短短 "'年间!福建额征盐引由 %#--引提高

到 !"####引!增加了 '#倍多"元代福建盐引每斤四百

斤! 据此可算得 "' 年的时间! 福建盐额就增加了

,(-.)*万斤" 盐额增加可能与元代对福建盐场的控制

加强或者其他因素有关! 但是福建制盐技术的改进与

推广带来的食盐产量增加是必不可少的前提"

随着晒盐法普及!官府也制定了相应的工本钞" 所

谓工本钞!是指元代由官方酌定盐本付给食盐生产者的

薪酬"由于晒盐法程序简单!产盐量高!其劳动成本相对

煎盐法便大大降低!因此晒盐法推广以后!朝廷区分了

煎盐法与晒盐法的工本钞!即'其工本钞!煎盐每引递

!至二十贯!晒盐每引至一十七贯四钱(

$!-&卷 (,!志第四三)食货

二)盐法
" 因晒盐法成本较低!所以晒盐的工本钞也较少"

上引,元史$记载亦说明!随着福建盐额提高!元代

福建盐政管理机构多次变革! 几乎每次盐额的增多都

伴随着福建盐政管理机构的变更" 福建盐课为六千五

十五引时由舶司兼办! 盐课升为六万引时设福建等处

转运盐使司! 盐课升到七万引时改设福建盐课提举司!

此后盐课提举司被废!但当盐课增至十万引时!盐课提举

"-



司又被恢复!到盐课增到十三万引后"福建改盐课提举司

为盐课司#可见"导致福建盐政管理机构的设置变更一个

很重要的因素是盐额的增多"盐额增多则源于食盐生产

技术的改进"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制盐技术的提高及

普及"是元代福建盐法变更频繁的重要原因之一#

浔美场制盐技术至迟在宋末已改煎为晒" 那么在

明清两朝时是否还有改进$关于此问题"目前学界所见

不同# 这里需要指出"根据晒盐方法之不同"晒盐法又

可进一步分为板晒法%埕漏法%埕坎法等等# 板晒法主

要推行于两浙盐区!"#$

"就福建境内的晒盐法而言"主要

包括埕漏法%埕坎法两种!

# 该二法是根据准备卤水的

方式进行区分的"埕漏法从煎盐法演变而来"与煎盐法

一样"需要准备卤水"在福建地区用&溜池'%&漏'来准

备卤水(见图表 %)# 埕坎法则直接将海水引入卤池"分

层暴晒取卤"然后把卤水引入晒盐池成盐!&$

#显而易见"

埕坎法在准备卤水上比埕漏法少了几道程序" 因而比

埕漏法先进#

关于埕坎法推行的时间" 曾玲认为明朝万历年间

(%'()*%*+,)福建开始采用埕坎晒盐法"刘淼则认为

有明一代福建都采用埕漏法# 曾玲提出福建在明万历

年间已经采用埕坎晒盐法的观点的根据是郭柏苍 +海

错百一录,的记载# 郭柏苍曰-

闽盐凡三变! 宋元以前皆用煎法! 至明初始用晒

法!万历间有以瓦片砌埕坎晒者!今尽埕坎矣!%($卷 &!记盐!-.

"

曾玲根据郭柏苍上述记载指出" 万历年间福建出

现埕坎晒盐法"并以万历+运司志,中记载福建牛田场%

浔美场%丙洲场%浯洲场等已经是&场下设埕'的组织形

式"印证该观点!/$

#尽管曾玲的观点有材料为依据"不过

仔细阅读郭氏的记载就可发现" 郭氏在上述概括福建

制盐法变革之后" 还详细介绍了明初的晒盐法 (埕漏

法)"然后"郭氏又称&近砌埕坎潮入晒之"潮再至已成

盐矣'

!+($卷 0"记盐",.

# &近'的表述似乎透露了其所记载的埕

坎晒盐法与作者撰写该段文字时间上相隔不久" 郭氏

生活于 +-+'*+-,1年"以此推断"埕坎晒盐法很可能

出现于清代中期# 而曾玲以浔美等场场下设埕来证明

万历年间福建采用埕坎晒盐法也值得商榷# 因为&埕'

是福建晒盐池的称呼"不管是埕漏法还是埕坎法"准备

好的卤水都是在&埕'上暴晒成盐# &埕'亦是浔美等场

的组织"自明初以来如此# 因此"埕的出现并不与埕坎

晒盐法有直接关系#

实际上"根据明代文献记载"明代万历年间福建仍

采用埕漏法# 按万历+福建运司志,载-

海滨潮水平临之处! 择其高露者用腻泥筑四周为

圆!而空其中!名曰#漏$!仍挑土实漏中!以潮水灌其上%

于漏旁凿一孔!令水由此出为卤"又高筑穈盘!用瓦片平

铺!将卤洒埕中!候日曝成粒则盐成矣!%-$卷 %!区域志&晒盐法则
%

按上述史料"万历年间(%'(2*+*+,)"福建晒盐场

地就有&漏'%&穈盘'等设置# &漏'用以准备卤水"而&穈

盘'用以曝晒卤水成盐#穈盘亦称盐埕%埕坎"

#可见"埕

确实在明中期已在盐场出现" 但晒盐所用的卤水并非

直接晒在盐埕上"而是需要在&漏'中准备"即挑土实漏

中"用潮水灌溉其上"以此获得卤水# 因此"万历年间

(+'(2*+*+,)福建采用的是埕漏法"而非埕坎法# 当

时"与泉州相毗邻的漳州亦采用埕漏法晒盐#万历+漳州

府志,载-&盐地为埕"漉海水注之"经烈日曝即成盐'

!+,$

"

经刘淼考察"&漉海水注之'一语"是指用&漏'渗卤之

义"即漳州府也采用埕漏法"清道光年间修的+福建盐

法志,中记载的晒盐法仍为埕漏法!31$卷首.图说
#

浔美场晒盐技术不仅在明代没有改进"清代亦如

此"直到民国年间"该场还是采用埕漏法# 解放前"曾

亲自晒盐的晋江市龙湖镇前港村(前港是明清时期浔

美场重要的产盐地)村民施家港先生(",4%*)和石狮

市永宁镇岑兜村(岑兜亦是明清时期浔美场的一个重

要产盐地)村民李炳华(%,4&*)都告诉笔者"浔美场

在解放前采用传统的&漏法'翻晒的制盐技术#

# 李炳

华为笔者提供了他所撰写的浔美场晒盐技术的文章#

该文载-

盐工在海滩上各占据一定的区域!形成了一个一

个的正方形或长方形面积不等的 '泼水晒土埕$(漏

井)% '在土埕的一边中点深挖!埋下一个露出地面的

大木桶(桶的直径一米左右*深一米半以上)!再在近

桶边的地方挖一个椭圆形的土坑 (土坑深为一米左

右)!土坑的周边及底部纳上一层厚厚的优质泥土(主

要的为使坑内灌入海水时!不致过滤漏掉了)!埋在地

下的大木桶的周边离桶底部大约五*六十公分处打通

一孔!插进一根通节的一米多长的竹管!使之延伸到

土坑底部!然后在土坑底部铺设一层贝壳!把贝壳覆

图 % 福建埕漏晒盐法示意图

图片来源+刘淼+,明代海盐制法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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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住竹管!使土坑内的泥沙不致堵塞竹管口!使之形

成一个过滤层"

盐工们在每月小海潮时!就开始进行晒盐的劳作"

首先把土坑里的泥沙挖起!均匀地撒在晒土埕上!并把

撒好的泥沙平整压实!再用竹木制成有柄的耙!把土埕

表面泥沙耙松使之成为小土片" 然后挑海水泼在松撒

的土片上!泼海水一定要做到#水珠$均匀洒在小土片

上!使小土片吸收了海水% 而后让它经风吹日晒!晒干

后的泥沙然后再次洒一次海水!再让其晒干!这样土埕

上的泥沙含有一定的盐碱" 最后才把晒干的泥沙小片

&土块'!用木板制成的有柄拖土板!把土埕表面的泥沙

拖把装进土坑里!装满为妥%盐工们这时候就开始挑海

水灌满土坑!让土坑内的泥沙受过海水冲洗!冲洗泥沙

后的海水盐碱度增加!成为盐卤%这些盐卤就可以通过

土坑内的竹管过滤漏入木桶里&即井里'%当要晒盐时!

把桶里的盐卤抽取挑到晒盐坎里!让其风吹日晒!当水

分蒸发晒干后! 晒盐坎底部就结成一层厚厚的雪白结

晶颗粒的海盐了% 盐工们这时候就可以收成了!"#$

%

与明初由灶户生产食盐不同! 民国时期浔美场采

取盐工生产制!虽然食盐的生产者"生产制度已经发生

很大变化! 但从李炳华的描述可知直到民国时期浔美

场的晒盐程序与万历年间##%&'$#(#)%的记载一致&

浔美场的食盐生产技术从明朝到民国都采用漏井准备

卤水!然后把卤水从井里抽取泼在盐埕上暴晒成盐!浔

美场食盐生产技术没有大的改进&

以上考察了元明清时期浔美场的食盐生产技术!

然而浔美场的情况并不能代表福建其他盐场& 可以肯

定!福建各盐场制盐技术的改进并不同步!因为元代浯

洲'浔美等场已经采用晒盐法!而分布在福州沿海的海

口场和牛田场! 以及位于莆田沿海的上里场入明以后

还采用煎盐法!至迟到明弘治年间(#*++$#%,%%才改

为晒盐法!

& 正因为如此!藤井宏等方误认为福建晒盐

法技术产生于明代弘治年间&而清中期!当浔美场仍采

用漏法制盐之时!福清'莆田的盐场可能已经采用埕坎

法了!所以才有前述郭氏关于闽盐制法三变的言论!#&$卷

*!记盐!)-./

&

晒盐法产盐量高'成本低!优于煎盐法!那么为何

福建的盐场元代已大部分采用晒盐法!%$

!而其他盐场迟

至明代才运用) 这其中!除技术传播需要时间外!还与

煎盐法利于国家严密控制盐业生产的盐场组织相配套

及晒盐法加剧余盐'私盐问题相关!""$

&

综上所述! 福建晋江浔美盐场是沿海地区较早改

煎为晒的盐场之一! 最迟元代已大规模采用埕漏法制

盐&制盐技术改进带来食盐产量的大幅度提高!为元代

在短短三十二年中盐额增加二十多倍提供了物质基

础!同时也导致元代福建盐政与盐场的设置多次调整&

不过!在明清两朝长达五百多年的时间里!浔美场的制

盐技术却没有较大的改进! 直到民国年间仍采用埕漏

法&与井盐相比!浔美场制盐技术不仅技术含量和工艺

要求低!而且在清代以来井盐钻探技术'生产工具都有

极大改进!"'$

!整个四川盐法发生巨大变化的同时!浔美

场技术却一成不变& 当然!浔美场制盐技术停滞不前!

并不意味着该场盐业没有变化&实际上!盐场管理制度

变革'食盐运销方法改变和运销市场变化!以及倭乱'

明清鼎革' 迁界等地方重大事件都给浔美场食盐生产

及盐政运作带来一定的影响&

注释!

"目前学界关于食盐生产技术演变的研究已经取得丰

硕成果!具体请参见(吴海波)曾凡英(*中国盐业史学术研究

一百年+!成都(巴蜀书社!",#,年!第 #(%.#(&页%

#林树涵(*我国海盐晒制产生年代考+!*盐业史研究+

#)+)年第 '期% 郭正忠(*宋代盐业经济史+! 人民出版社!

#)),年版!第 ',页%

$嘉靖*惠安县志+卷 %*物产,货属+!*天一阁藏明代方

志选刊+!第 #)页 /% !清$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

"(册*福建+!第 (&页 -%

%曾玲和刘淼都指出福建有两种晒盐法% 曾玲称明中期

之前福建的晒盐法需要准备卤水!万历年间则出现埕坎晒盐

法% 刘淼指出第一种晒盐法从煎盐法演变而来!用-溜池$)

-漏$准备卤水!第二种则直接将海水引入卤池!分层暴晒取

卤% 虽然描述有别!但所指一致% 为方便描述!笔者将第一种

晒盐法称为-埕漏法$!第二种称-埕坎法$% &见曾玲(*明代中

后期的福建盐业经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年第 #

期%刘淼(*明代海盐制法考+!*盐业史研究+#)++年第 *期%'

&道光*福建盐法志+卷首*图说+载(-其晒盐之地有盐

埕)盐坎)盐穈)盐漏之分!叠土作埂!四围周筑!名为盐埕% 以

埕截而为坎!以坎折而为穈%名虽异!而实皆同%至于盐漏!则

空土为窟!其下即为溜池% $

'笔者于 ",## 年 " 月 #' 日上午到石狮市永宁镇岑兜

村李炳华先生家访谈% 李炳华先生向笔者详细描述民国时期

晒盐情况及为笔者提供其所撰写的*岑兜村浔尾盐场+% ",##

年 "月 #'日下午在晋江市龙湖镇前港乡真如殿与前港乡乡

民施清水和施家港先生访谈% 民国期间!李炳华和施家港都

曾亲身在浔美场晒盐!他们所描述的晒盐法一致%

!!明$周瑛)黄仲昭著!清同治十年重刊(*重刊兴化府

志+卷 ##*户纪五,盐课+!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年点

校本!第 '"#页.万历*福州府志+卷 &*食货,盐课+!*稀见中

国地方志汇刊+第 '"辑!北京(中国书店据日本内阁文库藏

明万历年间刻本影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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