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海盐文化在重塑新盐城形象中的地位!

于海根
（盐城市委 党史办，江苏 盐城 !!"##!）

摘 要：盐城有着两千多年的产盐历史，聪慧勤奋的盐城人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海盐文化。底

蕴丰厚的海盐文化遗存是中国海盐业发展的历史缩影，璀灿的海盐文化是盐城沟通世界的桥

梁，多元的海盐文化符号融入城市建设是重塑名实相符的现代化“盐”城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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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是一个民族的魂，深深

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文

化在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城市、一个企业的

地位作用也日趋凸现。城市是文化的载体，是物

化了的文化。城市既是历史文化的产物和结晶，

又是历史文化的承载者和创造者。建设富有地域

特色的文化城市，必须立足这座城市文化之根，保

护、发掘、整理、发扬光大城市的历史文化。

盐城地处淮河下游的黄海之滨，有着富饶的

海水资源，在这块“环城皆盐场”因盐置县的广袤

盐区，有着两千多年的产盐历史，盐城是“两淮盐

税甲天下”的重要源区。聪慧勤奋、自强不息的盐

城人“煮海为盐”，更创造了粗犷朴实、灿烂辉煌的

海盐文化。散落在盐阜大地上丰富的物质和非物

质的海盐历史文化遗存，充分证明了盐城这个地

域、这座城市的文化之根，就是历千年而韵存、熠

熠生辉的海盐文化。盐城在城市现代化建设的进

程中要想搞出品位，打出特色，就应当紧紧围绕底

蕴丰厚的海盐文化，给这座城市注入“盐”份，还

“盐”于城，充分彰显海盐文化魅力，体现城市个性

特色。笔者在编纂地方志工作之余，从事海盐文

化研究多年，现就海盐文化在重塑历史“盐”城形

象中的地位作用做些探索，以就教各位方家。

一、丰厚的海盐文化遗存是中国海盐

业发展的历史缩影

盐城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海盐产区，位于江

苏东部沿海，置县已有 !%## 多年的历史。史书记

载，在周朝以前，这里是一片港汊海涂，被称为“淮

夷地”。战国后期，盐城一带属楚，《史记·货殖列

传》记载“东楚有海盐之饶”。汉武帝元狩四年（公

元前 %%+ 年）始建盐渎县，东晋义熙七年（"%% 年）

改称“盐城”至今。历唐、宋、元、明、清数代千余

年，这里一直是我国海盐生产历史影响最大的“两

淮”盐区中心，当地产出大量的海盐，成为国家税

赋的重要来源。在长达两千多年的海盐文化历史

进程中，盐城，在两淮甚至全国扮演了一个相当重

要的角色。“煮海之利，重于东南，两淮为最”。元

中叶，两淮 !+ 盐场产盐 -(# 万石，居全国产盐区

之首，盐城境内 %- 个盐场产盐 !+# 万石，占淮盐

总产的 &,.。“两淮盐税甲天下”，盐城的产盐对

全国的贡献可想而知。况且，至今的盐城仍然是

我国重要的八大海盐生产基地之一。几千年的海

盐生产发展历史贯穿盐城历史全过程，直接带动

当地社会各方面的发展，盐城作为中国海盐业发

展的历史缩影一点也不为过。遍及盐城各地的海

盐历史文化遗存和继续发展的海盐业，已成为通

过盐城了解中国海盐文化的基本内容。

（一）海盐文化物质遗存

海盐文化物质遗存，是指海盐生产场地、工

具、运销码头、器具、盐政管理官署建筑、碑刻、盐

民日常生活场所、用物等，现在仍有遗迹可觅或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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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可观的文物。现文物部门登记在册的海盐文化

物质遗存就有 !"# 多处（件）。这些物质遗存又分

为不可移动和可移动两部分。根据文物普查显

示，目前盐城境内不可移动的海盐文化物质遗存

主要分布在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古碑刻等方

面。较有代表性的属于直接生产、运销方面的遗

址有新兴场唐代烧盐遗址、宋代范公堤遗址、串场

河、明清大丰草堰古盐运集散地等；属于盐政管理

官署遗址有汉盐渎县城故址、唐盐城监遗址、宋西

溪盐仓监遗址、宋元明清历代古淮南 $% 个盐场遗

址等；与重要历史事件和著名人物相关的有宋范

公祠遗址、元末盐民起义领袖吴王张士诚故里、张

士诚起义处北极殿遗址、明王艮“东陶精舍”遗址

等。涉及到海盐文化的古墓葬有 &# 余处，如沿原

范公堤沿线的汉代墓葬群、市区发现的唐宋时期

墓葬、元末张士诚部属墓、明清及民国时期的墓碑

等。境内现存的古建筑，大都与海盐文化有关联，

大量的塔、民居、桥、堰、闸等成为海盐文化又一独

特的风景线。境内还有各种歌颂碑、草荡盐场界

碑、盐政管理衙署告示碑以及墓志碑等各种碑刻。

经过文物部门 $# 多年的努力，盐城目前已收集到

大量各个历史时期遗留下来可移动物质遗存，主

要包括海盐生产工具、盐民生活用具、各级盐政管

理衙署有关盐业产销用的文告、税票以及重大历

史事件有关文物等。

（二）海盐文化非物质遗存

海盐文化非物质遗存，是指海盐生产的变革、

运销形式的发展、管理政策的变化以及通过文字、

口传等方式流传至今的重要历史事件、重要历史

资料、哲学思想观念、文艺作品、民俗风情等。从

某种意义上讲，海盐文化的精神遗存更多的是通

过非物质文化遗存流传下来的。据历年各种文化

普查资料汇编统计，全市共发现海盐文化非物质

遗存资料逾 $’## 余件。《史记·货殖列传》、《汉书

·吴王列传》、《汉书地理志》、《太平寰宇记》、《兖州

记》、《天工开物》以及明清以来各种地方志和其它

史料书记载了盐城海盐生产方式变革及重要历史

情况资料。这些生动的资料不仅贯穿盐城历史的

全过程，同时更是全国海盐文化历史不可分割的

重要部分。

地名是承载厚重历史文化的“化石”，如今在

“环城皆盐场”的古淮盐产地上诞生的被盐卤浸泡

过的大量咸地名，如以“场”、“团”、“灶”、“盘”、

“锅”、“丿”、“仓”、“圩”、“滩”、“垛”、“荡”等命名的

地名，就是历史的烙印，成了一道在全省乃至全国

别致而有趣的独特风景。这也是海盐文化非物质

文化遗存最为鲜活的符号。另外，明末清初盐民

诗人吴嘉纪为代表的诗人、民间文学家创作了大

量反映盐民从事海盐生产、生活的诗歌、歌谣等文

学作品，形象地描述了盐民艰辛的劳动环境、困苦

的生活以及盐民的心声。众多的民间传说，更多

地反映出盐民对美好生活的盼望和苦中寻乐的心

态。大量民谣、民谚的流传，盐业民俗的形成，均

是海盐文化精神的形象体现。盐民出身的明代

“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的哲学思想有着很深的海

盐文化的烙印，其“百姓日用即道”的哲学思想在

中国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海盐文化有着重

要影响。

以上这些大量的物质的非物质的海盐文化遗

存，奠定了盐城在全国海盐文化历史中的地位，同

时也是中国海盐业发展的历史缩影。

二、璀灿的海盐文化是盐城沟通世界

的桥梁

海盐文化是盐城本土文化的基本特色，贯穿

盐城历史发展的全过程。海盐文化是中华民族优

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中华五千年文明

史同步发展。海盐文化是世界性的行业文化，在

盐城对外开放中起着重要的桥梁作用。

（一）海盐文化的本土特征

海盐文化是与特殊的海盐生产环境相联系

的。盐城境内早在五千多年前就已有人类活动，

由于海浸和战乱等原因，这些来自不同地区的先

民未能在此继续生活下去，因而形成了缺乏鲜明

个性特征的断裂状态的浅层文化模式，这种以海

盐生产和农耕、渔业的生产方式下产生的本土文

化，具有一定的封闭性和保守性，这些东西构成了

海盐文化深层的消极因素。海盐文化内涵中积极

的、占主导地位的因素还是值得赞颂的。在长期

生产劳作过程中，面对恶劣的生存条件和超强度

的生产指标，先民们练就了刚勇坚毅、奋发进取的

主体意识；残酷的自然灾害和频仍的战乱匪祸，先

民们练就了不畏强暴、不屈不挠的斗争意识；团煎

共煮、小规模团队协作的生产方式，先民们练就了

团结拼搏、艰苦创业的责任意识。这些元素构成

了今天“盐城精神”的主要内核。其实，盐城倡导

的城市人文精神中的“铁军精神”的精髓，也是与

海盐文化内涵一脉相承的。从地理条件看，盐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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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是传说中最早开始煮海为盐的地区之一。战

国秦汉以来，盐城的煮盐、晒盐生产历史是连贯

的，没有中断过，它贯穿了盐城的全部历史。盐城

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都深深地打上了海盐的

烙印，一部古代盐城发展史，其实就是一部盐业发

展史。因此，海盐文化成了盐城本土文化中最富

基本特征的地域文化。

（二）海盐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

中华民族有着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史，海盐文

化正是伴随中国文明的开始进入中国人的生活，

相比井盐、池盐、湖盐、岩盐，海盐的生产历史最

早。“世界盐业，莫先中国。中国盐业，发源最古。

在昔神农时代，夙沙初作，煮海为盐，世称盐宗，此

海盐所由起”［!］（"#$%）。海盐与其它盐相比，生产者

最艰苦，影响最广泛，历史贡献也最大，伴随发生

的历史事件也最多。因而海盐也是历代统治者最

为重视的一块。蓝色的海波与炽热的红色火焰凝

结了洁白的食盐，编织了一幅历史悠久的海盐文

化的绚丽篇章。海盐文化对于中国传统优秀文化

最大的贡献是春秋初期齐国管仲的盐政理论。管

仲“管山海”和“盐专卖”等盐政理论的创立，距今

已有二千六百多年的历史，不仅在中国，就是在世

界范围内也是居先的。民国林振翰称：“《海王》一

篇，千古言盐政者祖焉”［&］（"#&&’）。海盐文化，从煮

海为盐的创始及转向天日晒制的过程，为我们提

供了极为丰富的海盐生产工艺业演变过程的文化

遗产，色彩纷呈，蔚为壮观，有极其丰富的研究内

容和价值。由于海盐文化的孕育，使得管仲这样

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同时成为一位伟大的

盐政理论家和实践家，从而得到“千古盐政之祖”

的美誉。因此，海盐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

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海盐文化是世界性的行业文化

盐是维持人类生命的必需品，凡是沿海国家

和地区都有用海水生产盐的历史。海盐的生产、

流通、使用、管理等过程及其对人类社会生活各方

面产生诸多影响也是必然的。同时又因各自文化

起源不一样而形成特色。有的国家已有意识专门

开展这方面的研究或办有专业博物馆，并以此开

展文化交流，也有些国家在不自觉地利用海盐文

化进行沟通。日本有座盐业博物馆，尽管规模不

算太大，但他们团结了一批从事盐业史研究的专

业人员，出了不少盐文化研究成果。盐城作为中

国海盐文化的典型代表，海盐文化成为盐城跻身

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品牌，同时也成为和

世界沟通的重要桥梁。

三、多元的海盐文化符号融入城市建

设是重塑名实相符的现代化“盐”城的必然

选择

利用海盐文化资源优势，建设盐城历史文化

名城，提高盐城在全国和海外的知名度，促进全面

发展，是时代赋予我们的重要机遇。面对丰富的

资源优势，关键是通过多种方式，彰显海盐文化特

色，建设具有独特个性的丰厚文化历史底蕴的

“盐”城城市形象。笔者认为，多元化的海盐文化

符号融入城市建设，把城市建设的个性特色定位

于“盐”上，还“盐”于城，这样才能提高城市品味，

准确城市定位，进一步提高城市的竞争力。

（一）在城市现代化建设中还“盐”于城，进一

步提高城市的文化品位

盐城新一轮城市规划建设提出“东方湿都，水

绿盐城”目标，将盐城最有特色的“盐”的概念涵盖

其中，为盐城城市建设找到它的历史文化底蕴。

要做到还“盐”于城，使海盐文化得到彰显必须尽

可能使海盐文化内容在城市建设中得到载体化，

具体做到“三个结合”。

第一，保护与显现相结合。即对于尚存海盐

文物的保护，与该文物的内容、重要价值的显现相

结合。比如现存的海盐文化遗存盐渎县城故址，

在认真界定它的保护范围，尽可能保护文物历史

原貌的基础上，在其界址上，设计建造如汉阙等有

代表性的标志物，并刻上必要的文字说明以显示

出该文物的历史文化内涵，给人以厚重的历史文

化感。其它如范公堤、串场河、古建筑等都可依此

表现。

第二，改造和复原相结合。有关海盐文化重

要内容的街道、铺面、民居、官署等，大都在历次城

镇改造中被毁坏。在新的城市规划建设中，可以

根据有关资料，选择重点部分地段按历史原貌进

行修复，如市区东仓巷（唐宋时期盐仓）、东门闸

（范公堤上仅存的三大古闸之一）、市区北闸码头

（汉至明代盐城通海码头）等，同时配以适当的说

明。对一些特别重要，又有较完整考古资料的历

史建筑物，进行局部或部分修复，以利系统彰显盐

城城市的历史演变过程，如“瓜井仙踪”，结合该处

发现的汉井复原，并将盐城历代水井形式一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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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复原，形成以“瓜井仙踪”传说与盐城水井系

列特色的博物馆等。

第三，新的建设与历史相结合。新的建设主

要是指一些公益性、公共性建设，如城市公园、绿

化带、广场、重要路段结合处、重要标志物等。所

谓与历史相结合，是在这些新建设的实体中，融入

海盐文化的历史内涵。比如汉初吴王濞招募民众

来盐城一带开发盐业，北宋范仲淹组织民众修筑

范公堤，元末张士诚十八条扁担起义，明初“洪武

赶散”江南大批移民来盐城烧盐为生等重要历史

事件，清初盐民诗人吴嘉纪与他的诗集《陋轩集》

以及大量民谣、传说等都可以为具体的公共场所

的新建设增添具有海盐文化特色的历史内容。市

有关部门已在这方面做了一些相关的工作。如市

建设局主持规划设计的沿河路景观带建设，集中

反映以海盐文化为主题的绿地公园；在市城西先

锋岛开发过程中适当添加些海盐文化方面的城市

小品；市级机关管理局为了把市政府行政中心大

楼建成市区著名的景观建筑，将来对社会市民开

放，在 ! " # 楼的室内空间大厅墙壁设计了四块华

贵的巨型浮雕，其中就专门设计了一块以海盐文

化方面内容为主的浮雕。这些海盐文化内容的融

入，使城市建设增添了亮丽的色调，同时也提高了

城市的文化品位。

（二）在发展旅游服务业中定“盐”题目，充分

凸显海盐文化项目带动作用

盐城市总体旅游规划中，明确沿通榆线（$%#）

国道为重点的人文景观旅游线。虽然盐城的主要

历史文化资源集中于此线路之中，但由于大都景

点规模小，分布散，难以形成气候，制约着旅游业

的发展。如果将该条线路确立为海盐文化旅游题

目，突出三四个重点项目的完善，可以迅速打开盐

城旅游服务局面，与城市西部的大纵湖、九龙口水

乡人文风景旅游区东西遥相呼应，带动盐城的旅

游市场。

第一，以海盐文化为主要内容，规划通榆人文

景观旅游业的建设。首先通榆沿线乡镇无一不是

因海盐生产、集散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它们的形

成、发展本身就是海盐文化的重要内容；其次，通

榆沿线重镇主要特色市井，正是因海盐生产、集散

特殊需要形成的，有海盐文化作为其背景，才能显

示其别具一格的历史文化内涵；再次，通榆沿线的

重点人文景观，只有以海盐文化作为依托，才能倍

显其价值，引起游人的兴趣。

第二，抓好重点景点建设，带动全线发展。通

榆沿线有关海盐文化旅游资源主要有：富安镇明

代 & 处民居和两株千年古杏树、安丰古街（包括部

分古盐运坝、码头等）、鲍氏大楼（徽商建筑）、曹氏

大楼（盐商建筑）、吴嘉纪祠堂、王艮画像碑等；东

台西溪的通圣桥、八字桥、梨木街、海春轩塔等；大

丰草堰的古盐运集散地，夹河及其两岸有 !$%% 多

米长的海盐集散中心，两岸码头林立，石板古街幽

深，明代、清代、民国桥梁沟通两岸，同时又是盐民

张士诚聚丁起义之地；白驹，有曾参与张士诚起义

后归隐故里写出《水浒》的施耐庵祠堂遗址、纪念

馆，便仓有张士诚起义部将卞元亨（枯枝牡丹园主

人）跑马街、运盐码头；由盐城市区向北则有新兴

场、上冈、草堰口、阜宁、东坎、陈港等。主要景点

在东台安丰、西溪、大丰草堰、白驹及盐都区的便

仓与盐城市区。现在各方面条件较为成熟的是大

丰草堰和盐城市区。大丰草堰古盐运集散地保护

区是江苏省政府 $%%! 年公布的全国唯一的省级

海盐集散地文化保护区，该地区主要景区已得到

良好的保护，如果得到正确的规划和开发，盐城市

区及《海盐文化苑》，只需半年左右的时间就可以

初具规模。在前面部分中，已经对盐城市区海盐

文化景点建设提出了设想，同时在市博物馆已有

《海盐文化苑》的陈列，让人较全面感受到海盐历

史概况。如果在《海盐文化苑》的基础上配以具有

文化特色的服务业如海盐沐浴，开发海盐特色产

品，那必将有力地带动盐城旅游业的发展。

第三，随着旅游业的推进，发展以海盐文化为

内容的服务业。在这方面起码有以下三点可以考

虑，一是在城市规划命名中推介海盐文化内容的

名称，比如在盐渎县城故址中的房地产业、服务

业，要尽可能地与其悠久的历史内涵相匹配；二是

针对新开办的各种沐浴、餐饮、零售服务业，推介

海盐文化品牌，并可以尝试推出以海盐为内容的

特色服务；三是积极指导扶持以海盐文化为主体

内容的综合服务业，多元化打出品牌。

（三）在发展文化产业中建“盐”展馆，发挥东

方海盐文化中心桥头堡作用

盐城悠久的产业历史充分证明，盐城在江苏、

在全国海盐产区中居于中心的位置，盐城的海盐

文化是全国海盐文化的缩影。近年来，盐城市委、

市政府在抓好城市现代化建设的同时，重视城市

文化建设，在对外交往和对外宣传中，除了原有的

“新四军红色文化”、“麋鹿丹顶鹤滩涂湿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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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文化牌，目前又全力打造历史底蕴丰厚的“海

盐文化”牌。在市委、市政府的关心支持下，市有

关部门凝聚了一批有志于海盐文化研究的专家学

者，成立了盐城市海盐文化研究会，在市博物馆布

置了《海盐文化苑》专题展览，引起了一大批市民

和中小学生的关注，一度掀起“海盐文化”热。为

了把海盐文化这张牌打响，市政府非常重视筹建

中国海盐博物馆的建议，经与高层接触，已得到国

家有关部门和江苏省政府的认同，相关手续已进

入行政办事程序。目前，四川自贡有个盐业历史

博物馆，号称全国盐业史的研究中心。但他们依

托的是四川井盐，井盐文化是他们的主体文化。

谈到海盐文化，最合适的城市就是盐城。在盐城

筹建中国海盐博物馆，更具有科学合理性。这座

城市经历了中国海盐生产发展的全过程，是中国

海盐生产发展历史的见证。在盐城筹建中国海盐

博物馆，可以提升城市的文化品位，提高城市在全

国乃至世界的知名度，可以带动盐城旅游业和文

化产业的发展。在新馆的建设中，可以拓展融资

渠道，实行市场化运作，鼓励社会参与，形成政府

投资为主、民间资本为辅的多形式和多元化投资

结构，促进企业成本与城市文化产业的有机结合，

实现城市文化资源的共建共享，以该馆为平台，进

一步做大做强城市的文化产业。同时，紧密结合

市委、市政府“重抓日韩，拓展欧美，接轨上海，全

面发展”的战略意图，着手对日本、韩国海盐文化

进行考察了解，逐步推出以海盐文化为内容的文

物展览、海盐民俗风情展览、海盐烹调文化展演等

活动。以此既可打开文化产业发展之路，又为通

过文化交流，扩大对外开放作出贡献。在此基础

上，还可以积极筹备召开以海盐文化研究为主要

题目的国际性学术研讨会，邀请世界沿海各国海

盐文化专家学者到盐城开展学术交流，进一步提

高盐城在海内外的知名度。

综上所述，盐城这座咸卤浸泡过的城市，底蕴

丰厚的海盐文化物质的非物质的遗存，既是盐城

两千多年海盐生产发展和社会沧桑变化的文化符

号，更是中国海盐业发展的历史缩影。海盐文化

是盐城最富基本特征的地域文化，与中国五千年

文明史同步发展，是盐城沟通世界的桥梁。在建

设现代化城市过程中，要想重塑底蕴丰厚、名实相

符的现代化的“盐”城，就必须充分利用海盐文化

资源优势，还“盐”于城，加大城建“盐”份的融入；

加快发展旅游服务业，找准“盐”的定位，充分凸显

海盐文化项目带动作用；加快筹建中国海盐博物

馆的步伐，充分运用这个平台，带动文化产业的发

展，积极运作对外文化交流，扩大盐城知名度，充

分发挥东方海盐文化中心桥头堡作用。

（本文曾参考了市民盟梁建民等同志有关资

料，在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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