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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文献记载着手，初步探讨盐城监的设立时间、延续、地理位置，并谈到盐城监的设立对盐

城发展的深远影响，用史料说明“盐”曾在盐城的历史进程中所起的举足轻重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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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城因其得“海”独厚的地域优势——“斥

卤弥望，可以供煎烹；芦苇阜繁，可以备燔

燎”⋯27科，历来为国用不足、励精图治的统治者及

为其排忧解难、建言献策的改革派所关注和青睐。

元狩三年(前200年)，南征北战的汉武帝倍感国

库空虚，任用大冶铁商孔仅和大盐商东郭咸阳负

责盐铁官营事务。元狩四年(前119年)汉朝政

府设立盐渎县。元狩五年(前118年)，正式实施

盐铁官营政策，先后设置了48处铁官和35处盐

官。而立县不久的盐渎县从全国众多的郡县中脱

颖而出，榜上有名——设立铁官。“因官器作煮

盐，官与牢盆”，因牢盆是铁做的，这样也就间接

控制了盐的生产。东晋义熙年间，盐渎更名盐城，

盐城之名始见经传，并沿用至今。南朝阮升《南

兖州记》日“上有南兖州，盐亭123所，县人以渔

盐为业，略不耕种，擅利巨海，能致饶沃，公私商运

充实四远，舳舻往来恒以千计，此吴王所以富国强

兵而抗汉室也。”凭此繁华景象，盐城县在南朝、

陈至隋初一度升格为盐城郡。而“盐亭123所”

也成了盐城的代名词，被后代的史书反复引用，如

《新唐书》、《资治通鉴》、《太平寰宇记》等。因

此，当天宝以后，戎事方殷，两河宿兵，户赋不入，

唐朝统治者为解燃眉之急，实施盐铁专卖，设盐监

管理盐场，盐城监的设立也就顺理成章。

一、盐城监的设立时间

探讨盐城监的设立时间，必然涉及到第五琦

和刘晏。为叙述方便，我们先把相关的历史记载

暨两人的履历疏理一下，以期看出些端倪。

(1)至德初，为国用不足，令第五琦于诸道榷

盐以助军用‘2】2236。

(2)乾元元年，第五琦初变盐法，就山海井灶

近利之地置监院。实行盐铁的垂直管理旧]瞄。

(3)上元元年五月，刘晏代吕趣任户部侍郎，

充度支、铸钱、盐铁等使【4]316。

(4)上元元年，元载代刘晏任度支、铸钱、盐

铁等使HJ316。

(5)宝应元年元月，刘晏为户部侍郎兼京兆

尹，充度支、转运、盐铁、铸钱等使‘3】3563。

(6)广德元年初，刘晏任吏部尚书，同平章

事，度支等使仍兼任。

(7)广德二年正月，刘晏罢为太子宾客，过两

个月，任命刘晏为东都、河南、江淮、山南等道转运

使。以第五琦专判度支、铸钱、盐铁事H瑚1。

(8)永泰初，(第五琦)奏准天下盐斗收一百

文，迄今行之∞J。

(9)永泰二年，刘晏与第五琦分治盐利。刘

晏为东道转运、常平、铸钱、盐铁使，琦为关内、河

东、剑南、_--jq转运、常平、铸钱、盐铁使怛】1333。

综观已有资料，关于盐城监的设立时间，一说

乾元元年，一说宝应年间，一说南唐。南唐说委是

不堪一击，乾元说也站不住脚，宝应说也不令人信

服。盐城监在何时设立的呢?史学界比较倾向于

刘晏变法的产物。《资治通鉴》说“晏专用榷盐法

充军国之用。时自许、汝、郑、邓之西，皆食河东池

盐，度支主之；汴、滑、唐、蔡之东。皆食海盐，晏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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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怕J1551“三月已酉，以太子宾客刘晏为河南、江

淮以来转运使，议开汴水。庚戊，又命晏与诸道节

度使均节赋役，听便宜行毕以闻。”【6】1526从上面的

履历可知，刘晏不兼度支一职始在广德二年，而唐

代宗给刘晏“听便宜行毕以闻”的财政大权也是

在广德二年。况且检诸史所记刘晏盐法，未有面

向全国者，如十三巡院，皆在东部，各大盐场、盐监

也在东部，其遣吏晓导的盐业生产也是立足于海

盐生产。也就是说，判度支的第五琦与主海盐的

刘晏在广德二年形成同“盐”竞技的局面。而仕

途屡次受挫的刘晏“敢不悉力，以答所知”，“以盐

利为漕佣”，“不烦州县而集事”，改革所辖地的盐

法，盐吏多贝IJ'kH县扰，出盐乡因旧监置吏，自余州

县不复置官等。“晏始以官船漕，而吏主驿事，罢

无名之敛，正盐官法，以裨用度。起广德二年，尽

建中元年，黜陟使实天下户，收三百万。”口"瑚也

点明了起始年代为广德二年。“第五琦始权盐佐

军兴，晏代之，法益密，利无遗入。初，岁收缗钱

60万，末乃什之，计岁人千二百万，而榷居太

半。”[3】3565“初，岁收缗钱60万”，当指刘晏广德二

年变法后永泰初年的年收入。而史载第五琦的作

为只有“盐斗收一百文”。孰优孰劣，一目了然。

至于“因旧监置吏”中旧监如何理解，《盐法志》为

我们解开答案，“乾元间江淮有海陵监，刘晏因旧

监置使，复置嘉兴、盐城等十监。”【7阁

综上所述，应在广德二年(764年)，盐城监设

立；ix泰二年(766年)，盐城监设盐仓一座，收贮

存盐；大历年间(766—779年)，盐城监已荣登全

国十大名监榜，产盐量大大提高；元和年间(806

—820年)，盐城监岁煮盐45万石，仅次于海陵

监，位列全国第二，达到它的巅峰时代。元和六年

(811年)九月，盐城县升为上县H脚。唐时上县令

从六品上。

二、盐城监的历史延续

盐城监自设立起，历唐、五代、北宋，南宋时淡

出历史的舞台。由历史记载可知，从盐城监到仓

再到买纳场(买纳监)的演变过程。

1．盐城监在唐末、五代时曾扮演着重要的角

色，同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唐末黄巢起义(876

—884年)时，骁勇善战的高骈奉命镇压，唐僖宗

先后任命他为江淮盐铁转运使、淮南节度副大使

兼节度事。谁知他受命后一反常态，拥兵自重，据

淮南八州，与据宣歙的秦彦、据浙东的刘汉宏皆自

擅兵赋，迭相吞噬，朝廷不能制，江淮转运路绝，两

河江淮赋不上供[2】460。在这种背景下上演了萧胜

向高骈求盐城监的一出闹剧，真实记录了唐末藩

镇割据时盐城监的归属问题。后周显德五年

(958年)南唐李景俯首称臣，割让淮南四州给周

世宗，周世宗“遣盐城监使申屠谔赍书及御马一

十匹、金银衔全、散马四十匹、羊千口，赐江南李

景。谔先为王师所俘，故遣之。”H牌7这种由盐城

监使充当的政治慰问明显带着象征性且羞辱性，

但寄人篱下的李景选择忍气吞声，全盘接受；同时

也说明盐城监曾为南唐所有。

2．到了宋朝，情况发生了变化。“宋自削平

诸国，天下盐利皆归县官。”⋯2576无独有偶，“国

初，盐荚只听州县给卖，岁以所人课利申省。而转

运司操其赢，以佐一路之费。”[91359为革藩镇割据

之弊，宋代县一级都由京官知县事，为差遣官，

“产盐路分知县在职系兼监盐场”。盐城县自开

宝九年(976年)隶属楚州，盐城监在太平兴国三

年(978年)自泰州来隶，其中有两年的脱节。据

《宋史》统计，宋太宗(976—997年)时，盐城监年

产盐量41．7万石，下属有九场。在末盐煮海的诸

地方中优势还是明显的。至道二年(996年)二

月，敕江、浙、淮南官卖盐，并赴永丰、盐城监般请，

其海陵监应副客人一J瑚。由此可见宋初盐城监不

容小觑的产盐量以及盐城监海盐的销售区域。

3．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起，盐城监

改为仓¨0|。这可以从历史记载中得到印证。“盐

仓今后年满班行乞举侍禁已上文臣，泰州如皋楚

州盐城各知县事即举京朝官，通州泰州西溪盐仓

文臣即依淮南山阳监官例举。”【llJ327说的就是天

圣元年(1023年)有关盐仓官员和盐城知县的迁

转问题。“楚之盐城造盐之场七，皆售县仓。亭

灶棋列，相去亘百里，掌出纳者以仓为主，而不出

郛廓。”一忙62则是景{；占(1034—1038年)初盐城仓

的情况。“楚州盐城古盐仓”[12】唧。

4．宣和四年(1122年)六月二十三El，提举淮

南等路盐事朱百药等状管下买纳盐场¨lJ360。由

此推知，至迟在宣和四年(1122年)，盐城仓的名

称又发生了变化，变为功能性一目了然的盐城买

纳场。根据中兴会要的记载，南宋高宗绍兴年问

(113l一1162年)，楚州盐城买纳场的岁额为27

万7700石，分别为五事占场催煎场的17万5000石

和新兴场催煎场的10万2700石¨刈319。但也许

由于称呼的习惯，买纳场有时也被时人称为买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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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如南宋王象之在《舆地纪胜》“盐城监”条目下

记载“今岁趁盐27．7万石。”¨3J418再如绍兴三十

年(1 161年)正月二十五日臣僚谈及盐场四弊时，

就称买纳场为买纳监LII J393。

5．元时，盐场变为运司直管，跟地方的关系再

度疏离。国初，两淮内附，以提举马里范章专掌盐

课之事，至元十四年(1277年)，始置司于扬

州¨4】1430。当时两淮盐运司下辖各场盐司三十一

处‘151119。在淮安路盐城境内有五{右场、新兴场，

并分别在两处设置了盐司。至元三十年(1293

年)，悉罢所辖盐司，以其属置场官，场官包括司

令、司丞、管勾、监运、典史等。但人口统计时仍归

属所在地。元时则完全不见盐城监的踪影。

三、盐城监的地理位置

根据盐城市博物馆馆藏资料，2006年盐都区

龙冈镇果林场出土一合唐代咸通九年(868年)墓

志，上有“葬于盐城县西迮家岗”字样。周运中先

生说唐代盐城县治的位置在小海与大海之间，小

海即今天的盐城市小海路附近¨引。《盐城县志》

也说以盐利为重，治所随亦徙也。三者可渭不约

而同，说明在唐代，盐城县治的位置在登瀛桥东，

跟现在的位置基本相当。“开宝七年，以盐城还

隶；太平兴国三年，以盐城监来隶。”⋯嗍开宝七

年应为开宝九年之误。关于盐城监来隶的过程，

《宋史》卷431说的比较详细，“太宗时，呙以监处

泰楚间，泰僻左而楚会要，盐食为急，请改隶楚州。

从之。”⋯渊以上两则表明盐城监与盐城县治不

在一处，不能相提并论。况且刘晏设立盐城监的

初衷就是“不烦州县而集事”。乐史《太平寰宇

记》说，“盐城监，古之盐亭也，历代海岸煎盐之

所，原管九场，伪唐以为盐城监，⋯⋯盐场九所，在

县南北50里至30里，俱临海岸，即五桔、紫庄、南

八游、北八游、丁溪、竹子、新兴、七惠、四

海。”【l7J233就把盐城监与盐城县区分开来。

因《元和郡县志》中淮南道部分散佚，我们只

能从后人的记载中略知一二。《舆地纪胜》引《元

和郡县志》云“今官中置盐监，以收其利”【13J417。

而《方舆胜览》也引这段则为“今关中置盐监，以

收其利”【18j907。孰是孰非，无从得知；笔者判断，

“官中”与“关中”读音相同，应为地名，关中现为

何处，待考。《明一统志》、《江南通志》异口同声

说盐城监在盐城县南¨引。至于南到多少里，不得

而知。根据《太平寰宇记》的记载，笔者估计，极

有可能在大冈境内。大冈，盐城著名的沙冈之一，

成陆时间较长，堪称“古之盐亭也”，有深厚的人

文底蕴和便利的水陆运输。解放前后，在大冈镇

南河道有沙沟、兴化、安丰、东台邦船停靠点，在文

昌桥北有泰州邦船停靠点，家祠场河边有盐城、伍

佑邦船停靠点。《盐城县志》说，大冈，本名南冈，

明初以居盐邑三冈(上冈、冈门、南冈)之居，遂称

大冈。唐宋时，逐步形成集镇。大冈东侧冈沟河

北首卧龙桥(据说赵匡胤曾卧于此桥)，西北角有

沙井㈣J80。南冈，在盐城县南28公里，位置适中，

跟刘晏变法时设的扬州巡院更接近，符合“监处

泰楚问”。这些似乎都预示着大冈非等闲之地。

盐城监会不会在盐城县南(冈)呢?不得而知。

具体位置还有待考古资料的进一步的补充和确凿

的证实。

四、盐城监的历史影响

根据世间万物皆不是孤立存在而是相互联

系、相互影响的原理，海盐的生产尽管在一个相对

封闭的环境下进行，但海盐的产、运、销必然对当

地的经济结构、人口构成等诸多方面产生深远的

影响。

1．促进了屯田即农业的发展。“江淮俗尚商

贾，不事农业。”【5J3”但因农业是古代世界的决定

性的生产部门。毕竟卖“盐”得钱何所营?身上

衣裳口中食。几乎与盐城监的历史同步，盐城县

农业得到进一步的开发。代宗大历年间(766—

779年)李承“为淮南西道黜陟使，奏于楚州置常

丰堰以御海潮，屯田瘠卤，岁收十倍，至今受其

利。”[2】2148常丰堰，经常带来丰收的堰，寄托了当

时人们的美好的祝愿和切实的向往，它的作用即

为屯田瘠卤。南唐时，不仅鼓励农民垦荒，并且政

府还进行屯田，或称营田，设置屯田使来掌管，如

荆罕儒(显德)“四年(957年)，泰州初下，真拜刺

史，兼领海陵、盐城二监屯田使。”⋯删再如宋乾

德元年(963年)，海陵、盐城两监屯田副使为张

蔼‘23I。而千古流芳的捍海堰(明代始称范公堤)，

“起基于天圣五载(1027年)之秋，毕工于六载之

春，既尔捍其大患，蠲其宿负，期月之内民有复业

射田者二千六百户，将归其租者又三千余户。”Ⅲ】

它的创始人范仲淹就特别重视农桑，他主张“善

政之要，唯在养民；养民之政，必先务农；农政既

修，则衣食足。”况且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历朝

统治者都重视和强调农业，他们视农业为本，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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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为末，并在相关制度上有明确的政策倾斜，所渭

本富为上，末富次之。这也是古代社会把以末致

财，用本守之奉为圭臬的重要原因，这客观上也促

进了农田的开发。后由于海势东移，卤气日淡，实

施废灶兴垦战略，这在前人的研究中多有涉及，在

此不再赘述。可见，盐城历史的发展大致经过以

盐利为重、盐利与农田并举、废灶兴垦三部曲。

2．推动了地方工商业的发展。盐业的发展带

动和促进了酒业的发展和商税的提高。亭户因生

活在社会的底层，生存状况堪忧，何以解忧，唯有

杜康。以宋朝为例，楚州共设有五个酒务，盐城为

其中之一。“宋仁宗天圣元年六月十四日三司盐

铁判官俞献卿言，盐场围侧近各有酒店，致亭户多

饮酒，怠堕农桑兼聚集不逞之人兴贩盐货，欲望自

今并令离亭围十里以外开张，如不愿出外者即依

例停闭。”¨lJ327另外，“乾道二年六月二十一日诏

诸路州军不得造酒科配盐亭户及诸般敷扰。从淮

南东路提盐向东请也”【11J柏1。也把盐亭户锁定为

消费者。不言而喻，亭户生产的盐必须通过运输、

流通才能产生效益，而商品的运输、流通必然产生

参考文献-

各种名目的税收。宋代盐城设有商税务，盐城的

商税达6487贯233文¨¨“7。

3．提高了盐城县在全国的历史地位。如上所

述，盐城于元和六年九月升为上县，历宋、元不改，

至明初，以税粮多少定县的等级淄】73，方不再为上

县。而唐、宋、元时一般以地位轻重、人口多少和

经济开发程度定县的等级哺J925。可以说，盐城以

盐立县，因盐的发展带动经济的繁荣，人口的增

多；人口的增多，粮食等各方面的需求增大，反过

来又促进盐城经济的良性发展，直至定为上县。

但另一方面，盐碱地又制约和束缚着屯田的进展，

况且盐利的丰厚，虽严刑酷法，仍私贩不止，不务

“正”业，即上文提及的“江淮俗尚商贾，不事农

业”；再加上张士诚起义对境内的不利影响和天

灾频仍，直至不再为上县。一言以蔽之，兴也海

盐，败也海盐。

以上乃笔者初步认识，难免挂一漏万。笔者

期盼有识之士对拙文批评指正，并期望盐城监的

研究能全面深入开展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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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Cognitive Psychology：Study on the

Influential Factors and Rules in Simultaneous Interpretation

GU0 Wen

(Tianping CoHege of Suzho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Suzhou Jiangsu 215000，China)

Abstract：Simultaneous Interpretation(SI)involves a process of simultaneous listening，analyzing，memorizing and rendering．It

needs advanced psychological，intellectual abilities and sophisticated techniques，which眦all related to cognitive aspects．The

thesis studies the influential factors in simultaneous interpretation including memory，background knowledge and schema，speech

competence．Additionally。it explores the rules in simultaneous interpretation，such够interpreting almost at the sa／ne pace，par-

sing ndes and listening—thinking—producing rules，attempting tO give some suggestions for learning and training．

Keywords：Simultaneous interpretation；cognitive psychology；influential factors；ru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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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mary Investigation of Yancheng Jian

WANG Hong—hua

(Yancheng Museum，Jiangsu Yancheng 224051，China)

Abstract：The paper begius with the literature recordation。gives out a primary investigation on Yancheng Jian，an administrative

organization in ancient Yancheng，in different ways，such as the establishing，the growth，geographical position and the profound

influe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Yancheng．The paper also iHustrates that the salt plays adecisive role in the hstory of Yancheng

with historical materials．

Keywords：Yancheng Jian；establishing；growth；geogrphical position；influence

(责任编辑：李军；校对：洪林)

 万方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