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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盐业考古是考古学的分支学科，在国外已有较长的历史，但在中国还是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
近十年来，通过中外学者的不懈努力，有关中国古代盐业的考古发现和初步成果已充分显示出这是一
个非常具有潜力的研究领域。
　　本书收录的大部分文章来自在美国和德国召开的两次有关中国古代盐业考古的国际学术研讨会，
内容涉及东亚、东南亚、近东、欧洲、北美洲和中美洲的盐业考古及其相关研究。
我们希望通过这些域外研究案例和优秀成果的介绍，将中国的盐业考古推向一个更高的层次，达到“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目的。
　　本书可供国内外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经济史、政治史、地质学、地理学、环境学、化学及
其他相关学科的学者和学生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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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在迈向政治集权的漫长过程中，中国盐业专卖发展出许多复杂的形态。
历朝历代均十分依赖盐税所带来的国库收入，资以统治广袤的疆土，故有关盐的专卖乃至盐业的文献
记录都相当可观。
在中国的制造业中，除了农业和纺织业可与之相比外，几乎没有其他产业部门拥有如此丰富的记录。
比如采矿这一行业在近代以前的社会中虽然也相当重要，但文献记录却远不如制盐业。
每一个在中国帝制体系中任职的官员，都可能期望在仕途中至少担任一次盐官，因此他必须学习大量
的相关知识，以便届时能够为管理人民福利和国家利益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体系作出贡献。
在文章一开始，需简要说明中国传统制盐业的基本状况。
中国主要的盐产地有三个：①位于山西省黄河弯流处的解州盐湖，是最古老的盐产地之一（陈星灿和
刘莉等，见本集；Janousch 2006），帝制时期，中国食盐有近10％-15％出于此地；②四川、云南的井
盐，占5％左右；③沿海地带的海盐生产，约占食盐总产量的80％～85％（如明代早期，
见Chiangrao-Chang 1975a：96）。
此外，在中国盐业的悠久历史中，有几项重大的发明与创新。
其中一项发明是11世纪中叶前后四川的深钻盐井技术。
可以确知的是，到19世纪初期，四川盐井钻深已达800～1000米，然而，此时在欧洲还鲜有超过200米
者。
另一项惊人的成就是将天然气用于工业，以之熬煮卤水。
有关天然气的运用，最早的记载可追溯至3世纪左右，但较系统的使用要到16世纪才有相关的记录，这
也与四川钻井技术进一步发展有关。
技术上的发明与革新也同样显示在池盐和海盐生产上。
采用连续畦池日晒蒸发并不是一个简单地借助日晒风吹使海水浓缩成卤的问题，实际上它还涉及一系
列相当复杂的工作，即建造一个能分段导引水流的系统，用以沉淀天然盐水或卤水中的不同成分。
理想的情况是，利用此法可先去除钙质或石膏，接着将氯化钠结晶排除，最后留下镁盐。
这些物质中有些既苦又易于吸收潮气，因此也是盐户希望将其排除的。
在接下来的海盐生产例子中，我们会发现：日晒法绝非古代中华帝国最主要的制盐法，但它却随着时
间的推移而变得愈益重要，并最终取代了煎煮浓缩卤水的制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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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2006年6月，《中国盐业考古》第一集结集出版。
当月底，在德国图宾根大学召开了“四川盆地古代盐业的比较观察”国际学术研讨会。
会议期间，举行了《中国盐业考古》第一集的首发式。
就在首发式的宴会上，罗泰先生和我共同倡议，将与会代表在图宾根大会的发言和提交会议的论文收
人《中国盐业考古》第二集，到会的各国学者对此报以热烈的掌声。
2007年，《中国盐业考古》第二集的编辑工作启动，一晃时间已过去将近三年。
现在，文集的编辑工作已有了一个大致的眉目，对我而言也可以说是莫大的安慰！
在过去的一千多个日日夜夜，时常要与罗泰先生和文集的其他作者、编辑就稿件的问题讨论、协商。
尽管我们这支团队的学生英文都很好，但由于他们大半还不大了解古代制盐工艺流程和一些十分特殊
的词汇，有的甚至根本没见过那些造型奇特的特殊制盐器物，因此在这方面的错误和不足也就在所难
免。
包括编辑，也是如此。
为此，我也只能认真核对、校改出版社给我的三次版本的校样，硬着头皮、逐字逐句地校对，为此耗
去了大量时间，包括我在四川郫县进行野外调查期间，在法国东部马萨尔（Marsal）城堡制盐遗址的
考古发掘期间，乃至在国内旅行期间。
本文集是《中国盐业考古》系列第二集。
出于内容和篇幅的考虑，特别是本系列采用双语出版的形式，每本书最多只能选取十来篇文章。
最初，依照我的意向，第二集将围绕长江三峡重庆忠县中坝遗址的研究工作进行，这也和《中国盐业
考古》第一集的内容相呼应。
但罗泰先生执意坚持本书以国外盐业考古为主。
最终还是我屈服了。
现在回过头来看，罗泰的意见比较英明。
这有两层原因：其一是我没料到稿件会出问题。
因为当初我们要求中坝和国外这两组论文提交的时间大致相差不多，况且我手头已经有了部分中坝遗
址的文章，但后来的结果是，至今中坝这组文章尚未收齐。
假如我坚持本书以中坝遗址为主题的话，很可能会因稿件问题而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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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盐业考古(第2集):国际视野下的比较观察》是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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