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院宋朝是一个商品经济繁荣的朝代袁食盐贸易在社会经济中的角色相当重要袁
成为生产和贸易量极大的商品袁随之也出现了危及食盐安全的问题袁渗透到食盐的生产尧
储藏尧运销等各个环节遥 在食盐的生产过程中袁由于官员急功近利袁不合理的改变生产流

程袁导致食盐质量低劣袁出现了盐户的掺假现象曰在储藏过程中袁由于盐仓狭小无法及时

容纳袁舟人乘机偷盗掺假袁并且盐仓官吏与盐仓附近民户也参与偷盗官盐袁在盐仓中掺

假袁以次充好曰在运销过程中袁由于运盐路途遥远袁吏卒沿路偷盗掺假袁因此边缘地区出现

了食盐短缺的现象遥 为保障食盐安全袁宋政府采取了惩治违法人员袁改建盐仓袁严格管理

钥匙袁加强巡逻袁鼓励揭发和给予举报者奖赏等措施袁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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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食以安为先冶袁食盐质量的安全关系到人民的健康袁关系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袁是不能

忽视的重要问题遥 历代政府都重视食盐安全问题袁秦汉以来实行了榷盐制度袁对食盐进行监

管专卖曰隋唐时期袁对食盐掺假者施以重刑遥 宋政府对食盐安全问题更为重视袁在食盐的生

产尧储藏尧运销等环节袁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管理遥 但由于经济利益的驱使袁以及政府管理

中的漏洞袁宋代仍然出现了一些危及食盐安全的问题遥 目前袁学界对宋代的野食盐问题冶进行

了一些研究袁如戴裔煊先生的叶宋代盐钞制度研究曳[1]袁郭正忠先生的叶宋代盐业经济史曳[2]和

叶中国盐业史渊古代编冤曳[3]等袁对宋代食盐的产地尧类别尧征榷尧运输尧价格等问题有着较为详细

地论述遥 本文拟就对食盐安全问题进行全面探讨袁希望能为研究宋代盐业经济和社会生活提

供一个新的视角遥
一尧宋代食盐安全管理概况

宋代食盐安全颇受重视袁食盐安全主要包括质量安全和数量安全遥 即由于种种原因袁在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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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的生产尧储藏尧运销过程中袁出现的危及食盐安全的问题袁主要表现为掺假尧盗贩尧欺诈等行为

导致的食盐质量安全和食盐短缺导致的食盐数量安全等问题遥
宋代是我国古代一个商品经济繁荣的朝代袁人们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袁食品的种类也日

益丰富袁食盐是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调味品袁苏轼曾有野饮食不可无盐梅冶[4]的诗句遥 食盐也

是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袁宋仁宗景祐中袁野天下岁收商税钱四百五十余万缗袁酒课四

百二十八万余缗袁盐课三百五十五万余缗袁和买绢二百万匹遥 庆历中袁商税钱一千九百七十五

万余缗袁酒课一千七百一十余万缗袁盐课七百一十五万余缗袁和买绢三百万匹冶[5]遥 由此可见袁盐
税收入是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遥 为了缓解野三冗冶问题带来的财政危机袁维持庞大的

军费开支袁宋代对食盐实行专卖制度袁即政府直接或间接的对食盐的生产尧储藏尧运销等环节

进行控制袁从而垄断盐业的利润遥 为此袁宋朝政府对盐务实行层叠系统的严格管理袁如院野淮东

盐场袁祖宗以来吏部差注袁有催煎官袁专管诸场煎盐曰有买纳官袁专管买亭户盐曰有支盐官袁专支

客人盐曰又以诸煎盐场各有地分袁故旧来差注巡检袁以捕违法者袁其巡检不许至亭户场内袁恐其

骚扰也遥 内外关防袁可谓详矣冶[6]遥 催煎官负责管理食盐的生产袁买纳官专管食盐的收纳袁支盐官

负责食盐的销售遥 在食盐的生产尧收纳尧运销等各个环节都有巡逻吏卒袁加强了看管的力度遥 宋

政府对于食盐的监管体系看似完备袁但即使如此袁在食盐的生产尧储藏尧运销等方面袁仍然存在

着食盐安全问题遥
渊一冤食盐在生产中的安全问题

宋代食盐在生产过程中袁出现了在食盐中加硝和泥土的掺假现象遥 由于食盐与硝色泽很

像袁很难分辨袁而且野其盐夹硝味苦袁民不愿买冶[7]遥 硝是一种工业原料袁食盐掺假加硝袁损害人民

的利益袁而且对人民的身体健康也有极大的危害遥 宋哲宗绍圣三年渊1096冤袁陕西制置解盐使孙

路曾野请禁止河中府虞乡尧华州蒲城两县人户煎硝遥 都大提举成都府利州陕西等路茶事司相

度袁私硝颇与解盐相类袁味苦而冷袁堪用入盐冶[7]遥 关于陕西盐户在食盐中加硝以假乱真的现象袁
在叶宋史曳中也有类似的记载院野陕西民多以朴硝私炼成颗袁谓之倒硝袁颇与解盐相乱冶遥 绍圣三

年渊1096冤袁陕西制置解盐使孙路将此上报朝廷袁宋哲宗野诏犯者减私盐法一等坐之冶[8]遥给予掺假

者的惩治仅仅比走私食盐低一等罪遥 野盐一石约售钱二千冶[9]袁所以袁在当时食盐巨大利润的驱

使下袁一些人将硝掺入盐中袁从中获利遥 在食盐中加硝乱盐袁在宋代是难以分辨和检测的袁对人

民的健康产生了严重的危害袁是影响食盐安全的重要表现遥
在食盐中掺和泥土袁也是威胁食盐质量安全的重要方面遥 民间一些客商小贩在食盐中掺

和泥土以增加斤两袁野添觅价钱袁亏损百姓冶遥上官均在叶上徽宗乞罢河北榷盐曳中说院野通计一路袁
就使息钱增多袁然民间盐价比昔日倍贵袁又多伴和泥土袁烹煎不精袁至于犯法被刑袁督责赏钱袁为
害不细冶[10]遥在食盐中掺杂泥土袁导致食盐脏不可食袁危害人民健康遥当时袁食盐掺假现象是极其

严重的袁即使是皇宫御膳房所用之盐袁也掺杂沙土袁劣质现象袁不忍目睹遥 天圣年间袁皇太后曾

问大臣说院野闻外间多苦盐恶袁信否钥冶大臣回答说院野惟御膳及宫中盐善尔袁外间皆食土盐遥冶太后

说院野不然袁御膳多土不可食遥 冶[11]即使是皇宫所食用的盐袁也严重的掺杂了沙土袁可见当时食盐

掺假现象之严重遥
在食盐的生产过程中袁一些官员急功近利袁改变生产工艺袁不按原本的自然规律产盐袁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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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食盐的质量受损袁口味不适遥 宋徽宗崇宁元年渊1102冤院
解州贾瓦南北圆池修沼畦眼袁拍摩布种袁通得盐百七十八万二千七百余斤遥 初袁解梁

东有大盐泽袁绵亘百余里袁岁得亿万计遥自元符初袁霖潦池坏遥至是袁乃议修复曰四年袁池成遥
凡开二千四百余畦袁百官皆贺遥 内侍王仲千者董其役袁以课额敷溢为功遥 然议者谓解池灌

水盈尺袁暴以烈日袁鼓以南风袁须臾成盐袁其利固博曰苟欲溢额袁不俟风日之便袁厚灌以水袁
积水而成袁味苦不适口遥 [12]

解盐又称池盐袁池盐的生产靠风力和日光的照射袁海盐则是水煮而成遥 以生产海盐的方法

来加工解盐袁生产流程盲目改变袁导致生产出的食盐口味不适袁质量低劣遥 可见袁食盐即使按传

统工艺生产袁也存在科学和不科学之分院野然造化虽出于自然袁未有不因天时尧假人力者遥 故大

卤灵泉袁亦须因南风赤日袁略假人力灌种而成遥 冶[13]生产流程的不合理导致食盐质量受损遥 这是

官员为了追求食盐产量袁不遵循生产规律袁盲目的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后果遥
渊二冤食盐在储藏中的安全问题

保障食盐在储藏中的安全袁也是关乎食盐安全的重要方面遥 宋代有不同类型的盐仓袁以供

大量食盐储藏的需要遥 郭正忠先生指出院野宋代的盐仓袁大致有收纳型尧中转型和供销型三种遥
另有一些盐仓袁具有综合性的功能遥 冶[14]宋代的盐仓建设较之前代有很大的发展和进步遥

在食盐的储藏过程中袁出现了偷盗官盐袁掺杂充数等影响食盐质量的安全问题遥 如院野都仓

为合干人蠹蚀之地久矣袁走失官物袁前后殆不可以数计遥公一日入仓袁亲行检校袁出至门子房侧袁
望屋后小径通人往来袁云院是守宿人巡更行路遥 因至其所周视袁团墙低矮袁不满五尺袁与居氓室

庐相抵袁隙穴甚多遥 又检校门子房袁内贮盐五十四则零一十一斤遥 公意此盐当时传出墙外袁试令

吏卒以盐则就墙里传过袁便可交手分付袁见得前后盗盐袁非止一端遥 冶[15]由于监管力度不够和宋

代政府对于惩治偷盗食盐的法律不完善袁再加上盐仓建设本身的局限袁使吏卒利用看管盐仓

的便利袁与周围居民沆瀣一气袁合伙偷盗官盐遥 为了弥补官盐亏空袁在食盐中掺杂沙土充数袁影
响食盐的质量安全曰偷盗过多袁会造成官盐数量的减少袁导致食盐的短缺袁严重影响食盐数量

的安全袁给人民生活和国家社会秩序的稳定造成不利的影响遥
由于部分盐仓过于狭小简陋袁不能及时容纳食盐袁也造成了食盐偷盗掺假现象的出现遥 政

府盐仓野敖宇隘陋袁不能容顿袁诸场津般到买纳监袁不得交秤袁留船以待袁于是舟人盗卖袁杂以粪

土冶[16]遥 可见袁政府盐仓的狭小简陋袁致使盐仓无法及时容顿食盐袁偷盗官盐后袁在官盐中掺杂粪

土以充分量袁对食盐的质量产生危害遥
渊三冤食盐在运销中的安全问题

宋代食盐从产盐区运输流通到非产盐区袁从生产者手中流通到消费者手中的过程袁正如

郭正忠先生所说院野宋代食盐的运输体制袁大致有三种院一是官运曰二是官民联运曰三是民运遥 这

三种运输体制袁也可合并为两种袁即官运和民运遥 宋代的食盐销售体制袁大致亦有三种院一是官

府垄断的榷卖曰二是官府控制下的民户分销曰三是商民自由销售遥 冶[17]在这样的运销体制下袁由
于种种原因袁仍然出现了押纲使臣和兵梢等人的盗卖和掺假现象院野买纳盐场发盐赴州仓纳盐

日限袁途中滞留袁州仓盐专不即交纳袁般稍人等扫袋偷窃袁暗耗官盐斤数袁或以沙泥夹杂充足袁以
致客人兴贩折阅袁不愿请买遥 冶[18]押运纲梢大都是厢兵充当袁其待遇微薄袁所得薪俸只能供养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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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袁很难养家糊口遥 所以在运盐途中偷盗官盐袁杂以沙泥充数袁导致食盐的质量安全受到损害遥
宋代纲梢乘运盐之机袁将私盐搭载于船袁沿路贩卖遥 然后将所运之盐中添入水浆泥沙遥 运

盐野途中滞留袁州仓盐专不即交纳袁般稍人等扫袋偷窃袁暗耗官盐斤数袁或以沙泥夹杂充足袁以致

客人兴贩折阅袁不愿请买冶[18]遥 可见袁押运人员的偷盗袁在官盐中掺假充数袁影响食盐质量曰欺诈

短秤袁导致食盐的亏损袁也是威胁食盐安全的重要表现遥 另外袁在运盐途中袁路途遥远袁一些纲

梢乘运盐之机营私舞弊袁偷盗掺杂遥 宋仁宗明道二年渊1033冤袁参知政事王随建议指出院野淮南盐

初甚善遥自通尧泰尧楚运至真州袁自真州运至江尧浙尧荆湖袁纲吏舟卒袁侵盗贩鬻袁从而杂以沙土遥涉
道愈远袁杂恶殆不可食袁吏卒坐鞭笞袁徒配相继而莫能止遥 比岁运河浅涸袁漕挽不行袁远州村民袁
顿乏盐食曰而淮南所积一千五百万石袁至无屋以贮袁则露积苫覆袁岁以损耗遥 又亭户输盐袁应得

本钱或无以给袁故亭户贫困袁往往起为盗贼袁其害如此遥 冶[19]由于宋代的残酷剥削导致亭户的贫

困袁亭户为养家糊口袁在运盐过程中偷盗食盐袁由于损耗偷盗过多袁往往在食盐中掺假充数袁对
食盐的质量产生影响危害极深院野先是袁仓吏与纲兵奸利相市袁盐中杂以伪恶袁远人未尝食善盐遥
渊刘冤挚悉意核视袁且储其羡以为赏袁弊减什七遥父老目为学士盐冶[20]遥这些纲梢袁有时会因为偷盗

过多袁整条船的盐都被他们偷盗殆尽袁怕官府追究袁就将船凿沉袁说是途中遇到风浪覆溺遥 如院
野漕舟沿江货所附私盐袁既尽袁遂盗官物遥盐尽袁凿舟沈之袁声言风水遥每岁抛失十三四袁而盗取监

临袁私货抵法袁枕藉于市冶[21]遥 由上述材料看来袁在宋代运输条件的局限之下袁食盐在运输过程

中袁固然会受到天气等原因而出现损耗袁这些都是客观原因的限制袁但是押纲使臣和兵梢偷盗

贩卖私盐袁则反映出宋政府缺乏严密的押运管理制度袁以及其惩治管理的滞后性袁以致于官盐

在运输过程中袁吏卒与运盐工人偷盗贩卖杂以沙土袁甚至出现将偷盗殆尽的运盐船凿沉等现

象袁威胁宋代食盐质量安全遥
二尧宋代食盐安全问题出现的原因

宋代食盐安全问题袁导致了食盐质量的低劣和私盐横行袁产生了不良的影响遥 每一安全问

题的出现袁都有其深层原因遥
渊一冤利益的驱使

盐业利润丰厚袁使得一些盐户在食盐中加硝乱盐袁不惜损害人民的健康和国家的集体利

益袁从中获取厚利袁是导致食盐掺假的重要原因遥 野其盐夹硝味苦袁民不愿买冶[7]客商小贩有贪利

之心袁盐仓管理中有空隙可钻袁在利益的驱使下袁使盐户利用硝与盐色泽很像这一特点袁在食

盐中掺假袁以次充好遥 在宋代的商品贸易中袁食盐贸易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袁成为获取巨额

利润的行业之一遥 食盐贸易利润可观袁一些吏卒乘运盐之便袁偷盗贩卖食盐袁在食盐中掺杂沙

土袁以致于野吏卒坐鞭笞袁徒配相继而莫能止冶[19]遥 从中可以看出盐利之大遥 官员追求产量袁急功

近利袁野苟欲溢额袁不俟风日之便袁厚灌以水袁积水而成袁味苦不适口冶[12]袁导致食盐质量低劣遥
看管盐仓的官员贪污渎职袁追求利益遥 都盐仓利用看管官盐这一近水楼台袁盗卖官盐袁也

是导致宋代食盐掺假的重要原因院野本府衙前使院人吏尧诸县税户运到盐纲袁赴都盐仓入纳遥 交

秤之际袁既取出剩袁自都盐仓发过府衙袁包卓局又取出剩袁所谓出剩袁官未尝得其利袁徒为合干人

弊幸之地遥 兼之两处各求赢余袁则包卓局未免减落斤两袁夹杂灰沙袁卖与百姓袁此弊久矣冶[15]遥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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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可见袁都盐仓和包卓局两处在接纳食盐过程中钻营取利袁各求赢余袁导致官盐亏损不足袁不
得不夹杂灰沙充数袁卖与百姓袁这一弊病成为食盐掺假的又一重要原因遥 食盐运来以后袁不能

及时交秤袁致使舟人偷盗贩卖袁杂以粪土院野何谓慢收贮袁盐之为物袁饮食所资袁务在洁净遥 敖宇

隘陋袁不能容顿袁诸场津般到买纳监袁不得交秤袁留船以待袁于是舟人盗卖袁杂以粪土遥 今若令于

买纳监添置盐廪袁遇有盐至袁实时分交袁无使稽留袁则善矣冶[16]遥 船运舟人趁机偷盗袁在食盐中掺

杂粪土充数遥
运盐途中袁运盐官吏和纲梢野沿路偷盗添入水浆泥沙冶[22]袁纵然宋政府对偷盗贩卖采取了严

格的惩治办法袁但利之所在袁许多人趋之若鹜袁即使是官吏也沆瀣一气袁在官盐中掺假充数袁置
国家的法规和人民的利益于不顾袁铤而走险遥

渊二冤运盐路途遥远

宋代运盐无论是走陆路还是水路袁多是长途跋涉遥 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袁运盐工人和官吏

又待遇极差遥 所以运盐工人和官吏在运盐途中难免沆瀣一气袁偷盗贩卖官盐袁以维持自己或家

庭的生活费用遥 为了弥补盗卖出现的亏空袁不得不在所运官盐之中掺杂沙土充数院野自通尧泰尧
楚运至真州袁自真州运至江尧浙尧荆湖袁纲吏舟卒侵盗贩鬻袁从而杂以砂土遥 涉道愈远袁杂恶殆不

可食袁吏卒坐鞭笞袁配徙相继而莫能止冶[23]遥 从产盐区运输到消费区袁押运人员趁机偷盗袁路途越

遥远袁他们偷盗的就越多袁掺假也就越严重袁所以边远地区的人民很难吃上质量上层的食盐遥
野远州村民袁顿乏盐食冶[24]袁食盐短缺相当严重袁所食之盐的质量也相当低劣遥 边远地区的居民经

常吃不到质量好的食盐遥 如院野先是袁仓吏与纲兵奸利相市袁盐中杂以伪恶袁远人未尝食善盐冶[20]遥
所以运盐路途遥远袁也是官盐质量低劣等食盐安全问题出现的重要原因遥

渊三冤榷盐制度不合理

政府的榷盐制度不合理袁也是导致食盐安全问题出现的重要原因之一遥 俞靖在叶上仁宗论

河北榷盐曳中说院野昔者太祖皇帝特推恩意以惠河朔袁故许通盐商袁止令收税遥 今若一旦榷绝袁价
必腾跃袁民苟怀怨袁悔将何及浴 伏缘河朔土多盐卤袁小民税地不生五谷袁唯刮卤煎之以纳二税遥
今若禁止袁便须逃亡曰盐价若高袁犯法必众遥 边民怨望袁非国之福遥 付讫且令仍旧通商袁无辄添长

盐价以鼓民怨遥 冶[25]由于河朔地区多盐碱土地袁不能种植粮食袁居民只有刮卤煎盐为生袁如果政

府在这一地区实行榷盐制度袁则人民便无以为生遥 人民为了养家糊口袁只有私煎盗卖官盐袁铤
而走险袁野侵盗贩鬻袁从而杂以砂土冶[26]袁以次充好袁对食盐安全产生危害遥

榷盐制下食盐的销区划分不合理遥 宋朝政府为了垄断盐业的利润袁对食盐实行禁榷制度袁
而且对食盐的行销区也做了严格的规定院野凡禁榷之地袁官立标识候望以晓民冶袁野若禁盐地噎噎
各有经界袁以防侵越冶[27]遥 宋政府对食盐的行销区做了严格的划分袁不能逾越遥 这就使得一部分

地区的食盐大量积压袁而处于偏远地区的人民却无盐可食出现食盐的短缺现象遥 据李焘记载院
野比岁运河浅涸袁漕挽不行袁远州村民袁顿乏盐食遥 而淮南所积一千五百万石袁至无屋以储袁则露

积苫覆袁岁以损耗遥 又亭户输盐袁应得本钱或无以给袁故亭户贫困袁往往起为盗贼袁其害如此遥 冶[9]

食盐从产盐区运送到消费区袁往往需要花费数月甚至是更长的时间才能到达袁很容易造成消

费区出现食盐短缺遥 所以袁榷盐制度下的不合理的食盐销区制度袁也是影响食盐数量安全的重

要原因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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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尧政府采取的安全管理措施

宋代食盐在生产尧储藏尧运销过程中袁出现了许多威胁食盐安全的问题袁政府是维护食盐

安全责无旁贷的力量遥 为了加强政府对食盐的控制袁宋朝政府采取了严格的管理措施袁来缓解

食盐贸易过程中出现的矛盾遥
渊一冤加强食盐在生产中的安全管理

绍圣三年渊1096冤袁陕西解盐制置使孙路的报告袁宋哲宗下诏院野犯者减私盐法一等坐之冶[8]遥
政府利用法令打击食盐掺假现象袁对举报人给予奖励院野户部请减一等断罪袁其告捕给赏袁并依

捕获私盐法遥 从之遥 冶[7]户部鼓励揭发举报并对举报人给予奖赏的做法袁说明政府对食盐安全的

重视袁同时反映出政府对食盐的安全管理和对犯案人员的惩治力度遥
为了从源头上保证生产的安全袁政府在一些产盐区增加巡视士兵袁从而加强食盐的安全

监管力度袁宋哲宗元符二年渊1099冤院
闰九月十一日袁右司郎中徐彦孚言院野去年盐池被水袁盖因涑水河尧姚暹渠尧樊家堰尧小

池等处人户盗决南岸袁使水入池袁缘涑水河尧姚暹渠两处堤岸并更有小樊家堰袁自来止委逐

县尉管认巡视袁缘盐池周围阔远袁今欲乞更添兵士一百人袁小使臣一员袁令分视堤岸遥 冶[7]

增强县尉巡视职责袁以及添加士兵一百人和小使臣一员令其巡逻管理盐池袁体现了政府

对于食盐在生产环节的管理力度遥
当时出现了官私解盐的真伪辨别方法袁 给食盐的管理提供了方便遥 江休复说院野解池盐岁

课愈多而不精袁耆老云院每风雨起袁盐结须以朳翻转袁令风吹袁则坚实遥 今任其自熟袁其畦下者卒

虚软遥吴左丞春卿云院初任临安日袁捕到盐袁令铺户验之袁外界官盐则刑轻袁私盐则刑重遥患为铺

户所欺袁于庭下各取数纸裹之袁外用帖子题记袁置案上袁分铺户作两番去帖隔验之袁然后绝欺

弊遥 始靳其验法细诘之袁乃肯道云院煮盐用莲子为侯袁十莲者官盐也袁五莲以下袁卤水漓为私盐

也遥 私盐色红白袁烧焰灰染其色袁以效官盐遥 于是嗅以辨之遥 自是不用铺户袁自能辨矣遥 冶[28]用莲

子为火候标准袁十莲煮为官盐袁五莲以下为私盐遥 经过水煮而成的私盐大多为红白色袁是因为

私盐在生产过程中燃料熏染的缘故遥 而官府解盐则利用宽阔的盐池作为生产基地袁利用风力

之便生产而成遥 解盐真伪辨别方法的出现体现宋代食盐安全问题的严重以及政府对食盐监管

的重视遥
渊二冤加强食盐在储藏中的安全管理

首先是针对盐仓狭小袁不能及时容纳食盐致使舟人偷盗掺假的问题院野今若令于买纳监添

置盐廪袁遇有盐至袁实时分交袁无使稽留袁则善矣冶[16]遥 政府在盐仓之外增加盐廪袁用来及时放置

运到之盐袁提高办事效率袁避免舟人的偷盗掺假遥 虽然暂时容纳了这些食盐袁但非万全之策袁仍
需加强盐仓的建设和管理袁保障食盐的储藏和安全遥

为了打击食盐偷盗现象袁确保盐仓的储藏管理安全袁政府令靠盐仓居住的居民袁野毁拆元

屋冶袁政府出钱让居民另迁他处袁并且野自专秤尧门子以下袁别差人抵替冶袁将看守盐仓的房子建在

仓外袁看守人不得擅入仓内遥 每晚都要点检守宿人数遥 将盐仓围墙加高袁这些措施袁使得政府盐

利顿增袁仓库管理制度为之一新袁加强了食盐仓库的管理安全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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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厢官相视到仓门右边袁并系低墙袁居民一十二家靠墙居住袁即是日前盗出官盐之

所遥限三日起离袁毁拆元屋袁自专秤尧门子以下袁别差人抵替遥折去门子旧房袁只于仓门外起

小房守把袁合干火工尧秤子等袁遇夜于围墙外及仓门下守宿看管袁不得擅入仓内遥 监官临

门袁使臣李副尉每日黄昏时入仓周视讫袁封锁仓门遥 过夜不测于仓外点检守宿人数袁傍墙

居民自陈闰而下悉从遥 三日约起离拆屋袁独林俊系提举司孔目袁不尽毁拆袁犹有顾恋之色遥
公不敢以私废公袁判下打量合拆屋基丈尺袁拨和乐坊官屋地基如数与之换易袁仍给钱与之

改造遥自陈闰而次袁各给般移钱遥改筑围墙三十九文六尺袁高一丈袁阔四尺袁石基高二尺袁余
底阔五尺遥 又筑东边围墙袁高大与西相称遥 重结大门油饰袁别换门牌袁增筑仓后墙高低丈

尺袁与东西一同袁灰油如法袁费钱二百五十六贯八百五十六文省遥 不惟宿奸顿扫袁官课骤

登袁而仓之规制亦为之一新矣遥 [15]

仓库管理的改善袁同时也加强了对食盐的安全管理遥 加强对仓库钥匙的掌管袁也是仓库管

理的重要措施院野诸仓库监专袁同开闭并押记锁封掌钥袁以长官门钥以监门渊无监门处长官监兼

掌冤冶[29]遥 仓库钥匙掌管的严格规定袁闲杂人等不准随便进入仓库袁而且野诸仓库监专袁应早入晚

出袁而违者一时仗一百一十加一等罪徒二年冶[29]袁管理仓库的官吏要早入晚出袁对违反规定及知

法犯法者给予杖刑和徒流两年的处罚袁严格了管理法令遥
渊三冤加强食盐在运销中的安全管理

针对运盐纲梢在运盐途中偷盗食盐的问题袁宋朝政府规定野今欲下淮尧浙尧二广提盐司尧福
建转运司禁止施行袁仍今后发盐须管计程立限袁运赴盐仓实时交纳冶[16]遥路途遥远的须限定运盐

日期袁按期及时交纳袁不得在途中逗留袁这样也就在一定程度上保证食盐途中的损耗减少和按

时交纳院宋哲宗元符元年渊1098冤户部请示院野押纲人押荆湖南路盐粮纲袁已受省部赴身除袁程限

三十日到转运司公参遥 如无故违限袁论如之官限满不赴律袁违限月日袁仍不理磨勘袁从之冶[30]遥 限

制运盐时日保障食盐的及时运输遥
为了打击盗贩现象袁宋政府依据盗贩量的不同给予惩处遥 宋仁宗景祐元年渊1034冤院

诸色犯私盐兴贩入禁地袁旧条一两杖八十袁十斤杖一百袁二十斤徒一年袁二百斤加役

流袁比茶禁一两至二十斤笞四十袁十斤加一等袁百斤徒一年袁四百斤加役流遥 今以一两杖八

十袁二十斤杖一百袁四十斤徒一年袁每四十斤加一等袁四百斤加役流遥 [31]

给予盗贩者杖刑和徒刑袁反映出古代专制社会法令的残酷袁但是其对维护食盐安全的作

用不容忽视袁具有一定的警戒意义遥 政府还规定袁对于野官员躬亲捕获私盐袁累及一万斤至十万

斤袁等第推赏遥 未获犯人者袁以三比一曰差人比获者袁以三之半比一袁内产盐地分获私盐袁须四分

中获一分袁犯人方得比折冶[7]遥 官员亲自捕获私盐者袁根据私盐量的不同给予不同的赏赐袁一方

面鼓励官吏以身作则袁另一方面也加强了政府对食盐的安全管理遥
宋政府对私煎偷盗掺假者给予严厉打击遥宋太祖乾德四年渊966冤十一月下诏院野重宽盐曲法袁

官盐阑入至百斤袁煮鹻至五十斤曰主吏贩易及阑入百斤以上袁乃死遥 蚕盐入城市及商人阑入至三

百斤以上袁加役尧流尧杖尧徒之等袁亦从厘减遥冶[32]禁止商人携带私盐进入城市袁是政府对私盐管理的

重视袁同时也是政府对商人的抑制遥 宋政府对于罪责较轻者袁也有一定的处罚院野凡私煎尧盗贩及

私置煎器罪不至配者袁虽杖罪皆同妻子迁五百里袁擅还者编隶冶[33]遥 因私煎盗贩官盐不足以给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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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刑处罚者袁都要受到杖责袁妻子儿女同时被发配到五百里之外袁未得赦令不得擅自返还遥
四尧余 论

宋代是我国古代社会商品经济发达的朝代之一袁 食盐是经济社会发展中不可缺少的商

品遥 所以食盐在生产尧储藏尧运销过程中所反映出的安全问题袁也最具代表性遥 宋代在商品经济

繁荣的背景之下袁政府的社会控制力却有所放松遥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袁宋代商人的经济实力

日益增强袁社会地位也有所提高袁所以很多人愿意从事商业活动遥 为了维护其统治和增加政府

的财政收入袁宋政府对食盐实行禁榷制度袁以垄断盐业的利润遥 这一制度虽然并没有完全排挤

商人袁但在一定程度上对商人形成了抑制遥 一些商人为了追逐利益袁不得不干起偷盗掺假的活

动袁给食盐安全带来严重的危害遥
两宋时期袁食盐安全问题层出不穷袁渗透到了食盐的生产尧储藏尧运销等各个环节袁产生了

严重的社会危害性遥 宋政府也采取了一系列的监管措施袁对危害食盐安全者施以重刑袁对维护

食盐安全与社会稳定袁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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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Salt Security Managemnet in the Song Dynasty
WANG Zhanyang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475001, China)
Abstract: The Song Dynasty was a prosperous dynasty in terms of commodity economy. The role of salt

in the social economy was quite important. Its production and deal were in large quantity, therefore, the
safety of salt seemed to be a critical issue in the process of salt production, storage, transportation and other
links. In the production process of salt, because officials sought for the instant success, they wrongly changed
the production process, resulting in poor quality of salt. In the storage and conveying processes, because the
salt storehouse was narrow and unable to accommodate the salt, boatmen took the opportunity to steal salt
and adulterated, so did the storehouse officials and the people nearby. Under such circumstances, the salt
shortage occurred in remote regions. In order to ensure the safety of salt, the Song government carried out the
measures of punishing the illegal personnel, rebuilding salt storehouses, strictly controlling the keys of
storehouses, strengthening patrol, and encouraging people to expose and report the illegal cases. These
measures had exerted a certain function.

Key words: the Song Dynasty; table salt; safety; production; storage; transpor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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