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滔滔的黄海推涌着盐民的“煮海为盐”的千

古传奇。几千年的斗转星移，沧海桑田，诸多的事

实充分证明“煮海是大丰的根，拼搏是大丰的

魂”，这就是盐文化的内涵和主题。2l世纪之初，

大丰市草堰镇被江苏省人民政府正式命名为“古

盐运集散地保护区”，从此，一个规模宏大的挖

掘、保护、利用和弘扬淮盐文化的大幕徐徐拉开，

一幕幕景深广阔、空前绝后的古盐运集散地场景

将陆续再现，一种以盐为载体的盐文化将以厚重

素雅的独特品格，跻身世界文化之林。

本文就淮盐起源与大丰盐业；大丰盐文化的

特色与特点；大丰盐文化中的典型人物与代表作

品；大丰盐文化的挖掘与保护状况；大丰盐文化资

源的开发前瞻与保护利用构想等进行调研和探

讨，以就教于专家学者和淮盐文化研究的爱好者。

一、淮盐起源与大丰盐业

淮盐生产历史比较悠久，源远流长。最早记

载两淮盐业的史籍是司马迁的《史记》。《史记·

货殖列传》记载：“彭城以东，东海、吴，广陵，此东

楚地也，⋯⋯夫吴阖庐、春申、刘濞三人招致天下

喜游子弟，东有海盐之饶⋯⋯”这段记载说明了

早在公元前514年的春秋时代，吴王阖庐就在苏

北沿海发展盐业，继后战国时期的春申君、西汉时

期的刘濞又进一步地发展两淮盐业。进而两淮盐

业成为中国盐业的主要产区之一，在漫长的历史

时期中，曾对国家作出过杰出的贡献。两淮盐业

的发展过程，可以用四句话概括：“起源于春秋，

发展于隋唐，振兴于宋元，鼎盛于明清。”

在两淮盐业的发展过程中，大丰盐业应运而

生。西汉时，吴王刘濞立国广陵，煮海为盐。左思

云：“海陵之仓，红粟流衍。”大丰原为海陵沿海滩

涂，正是煮海之地。唐置海陵监、盐城监对盐业生

产加强监督与管理。北宋时，楚州盐城监“盐场

九所，在县南北五十里至三十里，俱临海岸。”《太

平寰宇记》载：“其九场是：丁溪、紫庄、南八游、北

八游、竹溪(竹子)、七惠、四安(四海)、伍佑、新

兴。”南宋绍兴十八年(1148)，因王晌措置，创添

五场，其中就有刘庄场。绍兴三十年(1160)，吴

献将新添场合并，丁溪至刘庄场地里接连，合并称

丁溪刘庄催煎场，并属西溪买纳场。元代两淮29

场，其中就有大丰境的“丁溪、小海、草堰、白驹、

刘庄5场”。明代沿袭元制，境内乃有上述5场。

清代境内盐场有所变化，乾隆元年(1736)，白驹

场撤并于草堰场；乾隆三十三年(1786)，小海场

撤并于丁溪场。至此境内乃有丁溪(小海并场)、

草堰(白驹并场)、刘庄3场。还有何垛场的东北

部和伍佑场的东南部，在新淤滩涂上新建的亭灶。

民国期间，随着废灶兴垦高潮的深入发展，盐业渐

趋衰落。民国元年(1912)，刘庄场撤并于草堰

场，至此，境内只有草堰场全部和东何场东北部及

伍佑场东南部盐灶。民国33年(1944)，抗日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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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政府将老盐场建制～律革除，在境内东部沿海

建立了何垛(潘J)、川东、草庙、王港盐务合作社

及垦北盐场，小海、沈灶亦有部分盐灶产盐。至

1956年底，大丰境内长达千年的草煎盐业全部废

灶兴垦，划了一个完整的句号。

二、大丰盐文化的特色与特点

淮盐文化是区域性特征尤为明显的文化遗

产，是在受到地理环境、气候条件、物产材料、民族

成份、风俗习惯、审美趣味等方面因素的影响下而

创造和发展起来的区域文化。它具有中华民族传

统大文化中的上层文化(官方文化)、中层文化

(市井文化)、下层文化(民问文化)，它不是指某

一形态的文化现象，而是涉及物质、精神、社会、语

言的范畴。

大丰淮盐文化有明显的中华民族传统大文化

的特色，因此具有下列特点：

——特点之一：盐文化与湿地文化的交融，突

显出局部地区文化的特异性，这在全国是独一无

二的。两淮盐区在1000多年前，被一条古堡岛海

岸线所固定，相继稳定了几千年，这条古堡岛海岸

线，就是唐代李堤、宋代范堤的位置。西汉时，吴

王刘濞煮海为盐，就是在这条古堡岛海岸线以西

地区。南宋绍熙五年(1194)，黄河南徙夺淮人

海，人海口就在两淮的中部，因大量泥沙人海，岸

线东移，沧海桑田。

海势东迁，淤沙成陆，对发展盐业生产十分有

利，“两淮盐业鼎盛于明清”，这是主要原因，因为

滩涂湿地上的第一个生产活动就是盐业。在新灶

区历代政府都勘分土地给灶丁煎盐办课。如明代

洪武年问，编充灶丁，每丁拨给草荡一段，令其自

行砍伐，煎盐办课。又如清乾隆二十一年

(1756)，泰州分司勘查新淤沙荡时，发现草堰场

东北部新淤滩涂有6户垣商置亭场162面，清政

府先后5次分给这6户垣商草荡21869亩，鼓励

置灶煎盐办课。嘉庆二十三年(1818)泰州分司

勘查草堰场港西新淤沙荡时，将15万余亩沙荡，

分给垣商李集庆等11户。

湿地上的丹顶鹤也与盐有缘，每年冬天它们

都要从黑龙江来两淮盐区越冬，据报导，当今世界

丹顶鹤总存量仅有2000只左右，而中国就有

1000多只，占50％，每年来盐城滩涂湿地越冬的

丹顶鹤一般在500～600只，超过全国总数的半数

以上，其中来大丰湿地越冬的在300只左右，接近

全国总数的1／3。

——特点之二：盐文化与湿地文明中的麋鹿

文化相伴生，不仅是大丰盐文化的特点，就是在全

国乃至全世界也算得上是一个特点。

麋鹿是中国的特产，俗称“四不像”，它的角

似鹿非鹿，头似马非马，身似驴非驴，蹄似牛非牛。

麋鹿的栖息地是在沿海滩涂湿地。西晋张华《博

物志》记载：“海陵多麋，千万成群。”说明当时海

陵沿海麋鹿很多。20世纪60～80年代，曾多次

在泰县、南通、大丰等地发现麋鹿化石，单大丰就

有草堰、三圩、刘庄、白驹、西团、新团等6个乡镇

先后在3—6米深的土层中，多处发现麋鹿亚化

石。说明了在1000多年前大丰沿海滩涂上有麋

鹿。所以盐文化与麋鹿文化交融是大丰的又一个

特点。这是任何一个地区都无法比拟的。

大丰是麇鹿的故乡，因此国家级麋鹿自然保

护区就建在大丰。1986年8月14日，国际野生

动物基金会无偿提供的39头麇鹿，从英国伦敦用

飞机运抵上海，再用卡车运回大丰安家落户。经

过保护区的精心饲养，现在总数已超过500头，成

为世界最大的半野生饲养的种群，同时于2003年

放养18头回归大自然，过着全野生的生活。

——特点之三：盐文化与滩涂湿地上的移民

文化交织在一起，使盐文化更丰富，更有生命力。

千年盐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大的移民高潮有

三次，每次移民运动都带来社会的发展和经济的

振兴。

第一次移民高潮是在西汉时期，刘邦死后，儿

子惠帝刘盈封摇为东海王(公元前194～公元前

188年)，建都东瓯(浙江温州)，东海王曾组织4

万人迁徙江淮间。48年后武帝刘彻(公元前140

一公元前87年)又迁徙闽越移民数万人至江淮

问。其间吴王刘濞立国广陵，招募天下亡命人和

喜游弟子，到沿海滩涂煮海为盐，这些亡命人和游

民，就是两淮盐区最早的开拓者。随后刘濞又在

泰州以东设置“海陵仓”用以积贮海盐。西汉末

年，海陵县东境已是“四望皆鹾卤亭煎”。以致王

莽代汉建立新朝时(9～23)，将海陵县名改为“亭

问”，义为亭场很多。有亭场就要劳动力，这些劳

动力就是移民。

第二次移民高潮是明代，民间称这次移民运

动为“洪武赶散”。朱元璋的这一次移民，是中国

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移民行动。《明史》、《明太祖

实录》等典籍中记载，从洪武六年(1373)至永乐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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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年(1417)的44年里，先后从苏州、松江、嘉

兴、湖州、杭州等地往江淮地区移民有20余次。

以后的洪熙、宣德、正统、景泰、天顺、成化等朱元

璋的子孙，都非常注意向淮南沿海移民。

朱元璋迁徙苏州、松江、嘉兴、湖州、杭州等地

的无业游民到淮河流域开垦、煎盐，人数达10万

之众，其中苏州人就有4万之多。这就是闻名古

今的“洪武赶散”。

第三次移民高潮是民国初年的废灶兴垦。在

民国初的淮南盐区废灶兴垦，成立盐垦股份有限

公司的高潮中，在张謇的倡导下，通启海人多地少

地区的农民，纷纷迁徙到地多人少的盐垦公司。

这次通启海的移民是为谋生而来，完全是自愿的。

盐垦公司成立后的劳动力主要是来自两个方

面，一是原来的灶民，就地转垦务农，约占劳动力

总数的15～20％，二是招来的移民，他们主要是

南通、海门、启东等地的人，其次是如皋、东台、盐

城、兴化等地的人。这些移民是公司的主要劳动

力，占劳动力总数的80％以上。民国初的废灶兴

垦，成立盐垦公司，这期间的自发性移民总数在

50万人以上，单大丰境内的六大盐垦公司移民总

数就达12．8万人，占淮南各盐垦公司总数的1／

4。这也是大丰盐垦公司成为淮南各盐垦公司之

冠的主要原因之一。

——特点之四：盐文化与盐垦文化交融，形成

了独特的区域文化，使盐与垦对立统一，有效地进

行产业结构调整，成为经济发展的推动力。

民国初年，淮南草煎盐产区，因海势东迁，卤

气日淡，废灶兴垦已成趋势。废灶兴垦的倡导者

和组织者是清末状元张謇。民国元年(1912)张

謇被邀出任南京政府实业总长兼两淮盐政总理，

这时他更加注重淮南盐区的产业结构调整。民国

2年(1913)，张謇出任中华民国政府农工商总长

后，亲自主持制订了《国有荒地承垦条例》29条及

《实施细则》18条，从而彻底打破了历代封建王朝

对沿海荒地资源实行禁垦的规定。从而为淮南盐

区的废灶兴垦制订了法律依据，为淮南的废灶兴

垦创造了条件。

民国3年以后，张謇弃官南下，开始他的“实

业救国”之路，一手兴办民族工业，一手抓废灶兴

垦，开发原棉基地。在短短的几年中，南起长江口

的吕四场，北至海州云台山，其间700余里，总面

积36700平方里的广大滨海区域，投资总额达

1732万元，规划占地460余万亩，先后组建大小
．R．

77家盐垦股份有限公司，其中最大的盐垦公司是

大丰盐垦股份有限公司，规划土地112万亩，占整

个盐垦区面积的1／4，成为淮南各盐垦公司之冠。

在大丰境除大丰盐垦公司之外，还有通济、通

遂、遂济、泰和、裕华等盐垦公司，这些公司共同开

发大丰沿海荒地资源，使草荡荒滩变成了棉海。

据1937年统计，大丰境各盐垦公司已垦植棉的面

积48万余亩，占苏北各盐垦公司植棉面积的33．

74％。子棉总产23万余担，占苏北各公司总产的

34．63％。由此可见，大丰境各盐垦公司的垦植成

绩了。

——特点之五：大丰盐文化中的张士诚文化，

集中展示了盐民的精神状态，使盐文化更富有生

命力。

张士诚(1321～1367)，乳名九四，白驹场人，

盐民出身，以运盐为主，并为盐舟纲甲。为生活所

迫，有时也贩卖私盐。故经常受元朝士兵侮辱，关

卡爪牙勒索，盐商地主欺压、剥削，因此对元朝统

治阶级恨之入骨，反抗情绪油然而生。

元至正十三年(1353)正月，张士诚和胞弟士

义、士德、士信及盐丁李伯升、潘原明、吕珍等18

人挑运私盐，经过草堰界牌头15里庙时，碰到元

朝兵弁查缉，张士诚等一气之下杀死元朝弓兵丘

义，惹下了杀身之祸。于是他们一不做二不休，在

草堰北极殿聚集盐丁数百人揭竿起义。

张士诚领导的盐民起义，先后经历了14年

(1353—1367)，所占领的地区，南抵绍兴，北逾徐

州，达于济宁金钩；西据汝、颖、濠、泗；东薄于海。

地广2000余里，带兵甲数十万。张士诚所到之处

为民办好事、办实事，深受人民群众欢迎和爱戴。

因此在张士诚七月三十日殉难后，江南人民偷偷

地烧香纪念他，称为“久思香”(张士诚乳名九四，

“久思”与九四谐音)，苏北沿海各地盐民，更加缅

怀张士诚，在每年七月三十日晚上，家家户户在门

槛上放三只蚊蛤壳，注上香油，放上灯草点燃，名

日“点歪歪灯”，并烧香叩拜称为地藏王菩萨过生

日(“地藏王”与“祭张王”谐音)。

三、大丰盐文化中的典型人物与代表

作品

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苏州吴县人，

26岁中进士，初任泰州西溪盐官，后来参予朝廷

政事，官至枢密副使，龙图阁直学士，陕西经略安

抚正使，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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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大中祥附八年(1015)，范仲淹监西溪盐仓

时，目睹200多年唐大历元年(766)李承筑的捍

海堰年久失修，破缺不堪，每逢海潮泛滥，田户淹

没，亭灶破毁，民不聊生。范仲淹体察民情，上书

江淮制置发运副张纶，建议复修捍海堰。张纶奏

请宋仁宗任命范仲淹令兴化，主持修堰工程。北

宋天圣元年(1023)范仲淹征集通、泰、楚、海四州

民夫4万余人开工筑堤。因恶劣天气和怪潮，刚

筑的海堤多处决口，民工冻死、饿死和累死一二百

人，工程被迫停工。后经朝廷派两淮都转运使胡

令仪前来实地考察后，积极支持范仲淹修堤主张，

上疏仁宗，方得继续施工。于天圣五年(1027)再

次兴工筑堤，至天圣六年(1028)春，终于筑成一

条底宽3丈、面1丈、高1．5丈、长143里零136

丈的捍海大堤。该堤北起刘庄新城，南止东台安

丰，其中近60％在大丰。堤成后不久，即有1600

多户农民和盐民恢复生产，3000多户逃亡在外的

农民和盐民重返家园。人们为了纪念范仲淹，将

捍海大堤称之为“范公堤”。他的名言是“先天下

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孔尚任(1648—1718)，字聘之、季重，号东

塘，别号岸堂，自称云亭山人。出生山东曲阜，传

为孑L子六十四代孙。

康熙二十五年(1686)秋，孔尚任随工部侍郎

孙在丰前往淮扬疏浚海口水利工程，在疏浚白驹

场运盐河时，孔尚任长期驻扎在海边渔村一西团。

他深人基层，经过长时间的考察，写下了反映西团

风土人情，描述西团地理状况和反映当时灶民、渔

民生产、生活的名篇《西团记》；吟下了脍炙人口

的著名诗作《西团海上村》。

孔尚任的《西团记》，为后人研究西团、研究

大丰，提供了极其珍贵的资料。

郑板桥，兴化县人。清代著名诗人、书画家，

为扬州八怪之一。郑板桥与大丰小海康氏有姻亲

关系，又是当时乡耆朱子功的两世相知，故其常诣

小海，郑板桥中年因病落魄小海，羁族表兄康家。

清雍正十一年(1733)，郑板桥曾为朱子功82

岁诞辰撰写寿序，书写在长183公分、宽48．5公

分的12幅条屏上。书成之后，郑又邀表弟李鳟绘

12幅花鸟屏一并相赠。该字画以篇幅之大，尺页

之长，为国内所罕见。

李汝珍(1763～1828)，字松石，直隶大兴人。

清代文学家，曾任河南县丞，晚年写成古典长篇小

说《镜花缘》。

清嘉庆六年(1801)，李汝珍之胞兄李汝璜任

草堰场大使，李汝珍在出任河南县丞前，随兄在草

堰场多年。他在草堰场署闲住，闻说大海各种奇

观，对灶户烧盐、渔民出海捕捞、滩头小取等海边

劳作之事，他都前往留心观游。壮观的大海和灶

户、渔户的劳作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镜花

缘》中有不少故事情节，皆当时西团海边见闻。

李汝珍想把当时世道不平、朝廷昏庸、官场黑

暗、人民受苦之事写一本书，但不知取何书名?他

在观游西团海边时，眼前忽然浮现出“海市蜃

楼”，使他忽然想起曹雪芹《石头记》(即《红楼

梦》)口咏宝玉和黛玉的诗句：“一个是水中月，一

个是镜中花。”李汝珍触景生情，将此书取名《镜

花缘》。李汝珍对《镜花缘》这个书名十分满意，

于是他就在草堰埋头写《镜花缘》了。据说《镜花

缘》的前半部就是在草堰场署用宋代义井的水磨

墨写成的。

施耐庵(1296—1370)，名子安，又名肇瑞，字

彦端。耐庵是别名。元末赐进士，曾在钱塘为官

二年，因不满官场黑暗，不愿逢迎权贵，弃官回乡。

先祖曾居扬州兴化，后迁海陵白驹。

张士诚领导盐民起义时，施耐庵参加了张的

军事活动。张士诚占据平江后，施又在其幕下参

与谋划，和张士诚的部将卞元亨相交甚密。后因

张贪享逸乐，不纳忠言，施与鲁渊、刘亮、陈基等人

大为失望，都相继离去。后来张士诚灭国身亡，施

耐庵浪迹天涯，漫游山东、河南等地，曾与山东郓

城教谕刘善本友善，后寓居江阴徐氏处，为其塾

师。随后还归自驹，隐居不出，感时政衰败，作

《江湖豪客传》(即《水浒》)寄托心意，后又与弟

子罗贯中撰《三国志演义》、《三遂平妖传》等小

说。施还精于诗曲，但流传极少，除套曲《秋江送

别》外，还有和顾逖诗、《赠刘亮诗》传世。

施耐庵在自驹写的《水浒传》，已成为公认的

中国“四大名著”之一，况且《水浒传》的内容，又

是张士诚起义的影子，因此，这个《水浒传》对研

究大丰的盐文化，有着特殊的意义。

四、大丰盐文化的挖掘与保护状况

2001年2月19日，江苏省人民政府命名“大

丰草堰古盐运集散地保护区”，这是对大丰沿海

古代海盐生产和运销历史价值的客观认定。这鲜

红大印的文件，印证了大丰草堰那独特而厚重的

盐文化历史，昭示着古盐文化历史特有的研究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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掘价值，拉开了弘扬盐文化的帷幕，再现古盐运集

散地的历史风貌。

古盐运集散地保护区，是以大丰草堰镇为核

心区域，集中体现中国盐业史的一个跨市县的历

史时空，是苏北沿海盐业生产、扩散的集散地和盐

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盐民在这个历史时空

里的生存和发展，演绎出一部恢宏的盐业史，创造

了独特的盐文化，留下的盐文化遗产，是我们追溯

历史的宝贵财富，搞好这一区域内历史文化的挖

掘、整理、研究和发扬光大，是保护区特定的历史

使命和义不容辞的责任。

“大丰草堰古盐运集散地保护区”命名二年

来，已取得可喜的成就。首先将散落在草堰古镇

的历史盐文化遗产进行了挖掘、整理和保护。它

们是：

——范公堤。北宋天圣六年(1028)春，范仲

淹负责主修的捍海堰筑成，全长143里余，经大丰

地面就有80多里，约占60％。可见当时该堤对

大丰的经济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人

称范公堤。

古范公堤，现在唯有草堰境内的一段，约四华

里长，还保存着古堤的原貌。现已成为大丰市的

重要文物保护单位，长期保存供世人瞻仰。

——草堰石闸(包括原小海场正越二闸和草

堰场正越二闸以及丁溪场的丁溪闸)。现存的草

堰石闸为原小海场正越二闸(又称鸳鸯闸)，是范

公堤上18座石闸中保存完好的珍品。

两座石闸以鸳鸯造型组合，更见古代先民治

水的智慧。该二闸是江苏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庆丰桥。位于丁溪古镇，始建于南宋淳

熙年问(1174一1189)，明崇祯时名士杨大成募

修。清乾隆年间重修，道光九年再修。此桥砖石混

砌，并列无锁石，为单曲拱桥，桥身连同桥坡共七

丈5尺，宽一丈五尺至二丈一尺，高度为水面向上

二丈二尺五寸，纯弧形巨石构架支撑拱门。这座

宋代古桥是盐城市文物保护单位，并正在申报省

级文物保护单位。

——永宁桥。位于草堰夹河上，将古镇草堰

分为东西，上下踏坡五处，南指五个方向，河东二

处正面踏坡南通古街，通向河东沿岸茶馆、酒肆、

八鲜、粮行；河西三处正面踏坡直通西方庵，南北

通向夹河沿岸商店林立的繁华地带。大桥主体两

侧各有对联一副，南侧联为：“路接东亭日康日庄

占利济，桥成北堰乃文乃武际风云”。北侧联为：

．10．

“三百载逸韵遗风兴怀前哲，亿万年丰功伟绩泽

被群伦”。两联非但为桥增色添辉，也是大桥壮

观、价值之恰切写照。永宁桥完全石造，工艺精

美，姿态雄伟，实属罕见，是盐城市文物保护单位。

——朱恕墓。朱恕，字光信，号乐斋。明代草

堰场人，师从理学大师王艮，人称东海贤人。朱恕

生前事亲孝、待己严、安贫乐道，终身不仕，德高望

重，名闻遐迩。辞世后，墓葬草堰东二里，小海河

畔。泰州崇儒祠供享牌位，草堰建有朱贤祠三间，

祠有庙碑，碑载朱恕《负樵行吟歌》，哲理精深，耐

人寻味。为彰朱恕遗德，大丰县政府于1987年重

立“明理学家朱恕之墓”的墓碑，并冠以大丰县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

——竹溪碑廊。古镇草堰历史悠久，人文荟

萃，因此古碑石刻丰富，留存下来的数量较多，具

有较高的文学鉴赏价值。1990年江苏省文化厅

拨专款在草堰建成盐城市首家文物碑廊，因草堰

古称“竹溪”，故命名为“竹溪碑廊”。碑廊造型典

雅，妙合玲珑，廊腰缦回，古色古香。廊中收放了

草堰宋代以来的14块古碑。其中价值连城的有：

宋代“范公堤碑”、“草堰疆界碑”和“朱恕墓志

铭”等。

——宋代义井。古镇草堰原有古井108口，

现尚存60口。丁溪原有古井72口，现尚存20

口。这些井都是用青石、火坑石或苏州麻石做井

圈。这些古井代表着草堰古镇宋、元、明、清以来

的井文化。其中“双凤井”是三贤祠的遗物，青石

井栏上镌刻的字迹依稀可辨。明万历凿的“义

井”，清代文学家李汝珍在草堰曾用此井水磨墨，

写成闻名遐迩的《镜花缘》一书前半部。

——明、清水乡古街。水乡古街位于草堰夹

河两侧，南自永宁桥，北至北干桥。其间青石板

路，铺于明嘉靖年间，古河房、古码头保留着明清

遗风，夹河两岸古建筑，用小瓦盖成的房屋和店

面，“两岸人家尽枕河”。古街上有《镜花缘》作者

李汝珍旧宅和钱氏卷瓦楼(粟裕指挥部)等著名

遗址。这是里下河地区典型的水乡古街道。

——北极殿。北极殿规模宏大，历史悠久，在

草堰的39座庙寺庵堂中赫有名。全殿有楼房一

座，瓦房16间，四周围以砖墙，前面另有照壁，其

上用小瓦封顶，飞檐走壁，四角翼然。一条青石通

道，通向大门，道路旁边有青石墩，显得十分庄重。

古北极殿共三进，前殿是拱形大门，门上有白

玉横石，镌有“北极天枢”四个苍劲柳字，门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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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石门槛，云图如飞，内有四大金刚，气宇轩昂，怒

目圆睁。中殿供有北极真武大帝，他表情不喜不

怒、不卑不亢，给人一种庄严肃穆之感。后殿是一

座木瓦结构的两层楼，为藏经楼，当年张士诚聚义

兴兵就在这里。张士诚起兵之后，北极殿成了张

士诚祭奠祖先的行堂。张父死时，葬礼仪式就是

在北极殿举行的。后来历经沧桑的北极殿，在抗

日战争中荡然无存，残迹难辨。

为了弘扬张士诚在北极殿揭竿起义这段历

史，于2001年金秋，草堰镇集资300万元，在北极

殿旧址，按原样重建了北极殿，使当年北极殿的英

姿再现在世人面前，展示着神奇的风采。

五、大丰盐文化资源的开发前瞻与保

护利用构想

大丰地处两淮盐区的腹地，历史上是淮南盐

的主要产区之一，于国于民都曾作过贡献，并由此

产生了盐文化。盐在大丰历史以及整个黄海滩涂

发展史上地位独特，因此盐文化在2l世纪之前的

近千年中，是这个区域的主流文化。大丰区域在

成陆的过程中，被海水数度吞噬，几经沉沦，盐业

文明也有一个发生、发展、鼎盛和渐衰的过程，其

中大起大落，充满戏剧性，也充满喜怒哀乐。这就

为我们研究盐文化提供了无限的空间。盐文化是

一个历史现象，与其他文化交织在一起。在黄海

之滨，与湿地文明中的麋鹿文化；与滩涂湿地上的

移民文化；与地方上的人文文化；与历史上的水浒

文化等交织在一起。在社会空间，与滩涂的开发、

保护和利用，与历史文物的挖掘、保护和利用，与

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旅游开发，与地域经济和社会

事业的全方位发展等，都密不可分地交织在一起。

这就为研究盐文化延伸出广阔的领域。就盐的本

身来讲，五百年前范公堤旁有30座盐场，延绵数

百里，支撑起国家财税的半壁江山。大丰境内l／

5的盐场，盛产1／3的盐产量，可见大丰盐业的份

量。二百年前，广陵(扬州)位列世界十大名城之

一。扬州的繁华，靠盐业支撑，泰州中十场，就是

繁荣扬州的前沿。以今日大丰草堰为中心地带的

古集镇，当年官衙排列，商贾云集，茶肆酒楼，歌舞

升平。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中的三位作者，与

盐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由广大盐民和文人名

士共同创造的盐文化，是维扬文化中的精品，更是

中华文化宝库中的绝唱。由此可见，大丰盐文化

的开发前瞻是十分美好的。

综上所述，保护利用大丰盐文化的构想必须

是：建立一个机构、成立一个学会、办好一个刊物、

建好一个博物馆，串连一个露天博物馆、开发一批

特色产品，把盐文化研究工作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为三个文明建设服务。

——建立一个机构。大丰市人民政府宣布成

立了“大丰草堰古盐运集散地保护区管理委员

会”，负责全面领导、协调保护区的规划和建设工

作。并成立了专门办公室，负责具体的工作，首先

把草堰古盐运集散地保护区核心区的挖掘、保护

和建设工作搞好、搞扎实，搞出成果来。

——成立一个学会。由大丰市文联牵头组

织，经大丰市民政局批准的“东方盐文化研究会”

已成立二年多，学会团结社会各阶层人士，开展对

盐文化的研究，已取得显著成果。今后要进一步

扩充人员，把社会上的有识之士，都组织到东方盐

文化研究会中来，深人开展盐文化的研究工作，弘

扬盐文化精神，为三个文明建设服务。

——办好一个刊物。东方盐文化研究会成立

两年多来，研究会会刊一《东方盐文化》已出刊8

期，分别刊登了百余名作者的200多篇作品，盐文

化研究正向纵深发展。今后还必须组织和发动各

方面的力量，积极组织稿件，向盐文化杂志投稿，

把这个特色文化杂志办好。

——建好一个博物馆。大丰境草煎盐业历史

悠久，但结束时间也已半个多世纪，对草煎盐业的

情况，老年人已概念模糊，青年人什么都不清楚，

因此建好一个古盐运博物馆势在必行。

2004年5月中央电视台《走遍中国》栏目组，

在大丰市斗龙庄园拍摄《沧海桑田话盐城》专题

片时，留下的外景地可以充分利用，改造成古盐运

博物馆。那里现有明代盐业管理机构一草堰场盐

课司署；古代盐业生产单位一草煎盐场；盐业交易

市场一盐廪和盐民避灾之所一潮墩(救命墩)等

外景以及一部分生产工具和少数生活用品。以此

为基础，再进行系统的规划、征集、复制工作，一个

比较完整古盐运博物馆，就能很快建成。将成为

大丰市又一个乡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必

定会受到大丰人民、江苏人民的欢迎。

——串连一个露天博物馆。露天博物馆是大

丰草堰古盐运集散地保护区的载体。历史上绵长

的海岸滩涂，散列着各大盐场和星罗棋布的亭灶，

淮盐生产，就是在这样一个广阔的地域进行的。

如今遗存的亭灶、盐垣、潮墩，运盐河道、卸盐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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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泄洪防潮古闸旧址以及各盐场的盐课司署遗

址等，不可能以物体形态而收集陈列于室内，只能

以其原貌各居其位，供后人观赏和研究。这种特

殊的古盐运集散地空间形态的展示，只能以区域

保护的方式进行。

露天博物馆以草堰古盐运集散地为中心，逐

步向全市，向两淮盐区发展。因此露天博物馆可

划为中心区、延伸区、辐射区三个层次。

中心区：即草堰镇区。南至丁溪古街，西傍串

场河，北止“北极殿”，东为义阡寺。其问包括：省

级文物保护单位一草堰石闸；盐城市级文物保护

单位～庆丰桥、永宁桥、钱氏卷瓦楼、竹溪碑廊；大

丰市文物保护单位一草堰北闸、丁溪石闸、古范公

堤、丁溪古街、朱恕墓、皇姑墓、宋代义井、双凤井、

龙门桥、李氏民宅、朱氏民居等。

延伸区：指整个大丰市。大丰境内历史上有

五大盐场星罗棋布，盐文化底蕴丰厚，处处都有盐

文化的痕迹。如白驹的“倭子桥”和“施氏宗祠”

遗址；刘庄元代的“紫云山”和明代的“刘庄寨”遗

址；西团的“徽州会馆”、“晾网寺”、“白驹寨”遗

址和张士诚出生地一张家墩；小海的“东包场”和

“镇海寺”；万盈的“万盈墩”、“唐家墩”和“石港

盐包场”旧址；沈灶的“丁溪场盐课司署”旧址；潘

J的“盐包场”、“塌港岸墩”遗址；大桥的“镇海

墩”、“台北盐场管理处”、“吕家J厂”旧址；川东

的“盐包场”、“大板盐场”遗址；草庙的“盐包

场”、“大墩子、青竹山潮墩”遗址。这些遗址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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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search Report of Dating Salt Cultural Resources

ZHOU Ying—xi

(The Compilation Committee of Local History，Jiangsu Dafeng 224100，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explores into the origin of Huai Salt and Dating salt industry，the characteristics of Dating salt culture，typical

representatives and characters of Dafeng salt culture，its excavation and protection，its prospect of development and protective utili—

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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