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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盐城有不少独具特色的地名，它们与其 自古繁盛的煮盐业密切相关。从语源和文化两个 

视角探讨这些地名的命名理据，揭示其所蕴含的历史文化内涵，对于人们认识地名的文化学、民 

俗学价值，更好地传承和弘扬地域文化，有着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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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盐城市位于黄海之滨，地处江淮之间， 

有着两千余年历史。据明杨瑞云《盐城县志》载： 

“盐城，本汉盐渎县，一俗名日瓢城。” 该条语料 

透露出以下信息：其一，从历史看，“盐城”之名源 

于汉代的“盐渎”。其二，“盐城”之名明代之前即 

已出现(实于公元411年更名为“盐城”)。其三， 

“盐渎”和“盐城”为雅名，“瓢城”为方俗名。 

另据史料记载，公元 1128年黄河夺淮人海以 

前 ，盐城距海仅约 500米，海岸线长达 580多公 

里，并长期维持在今上岗、草堰、东台一线，这一有 

利的地理位置大大促进了当地的盐业发展。于 

是，作为历史的印记，盐城出现了许多与盐业密切 

相关的地名。主要包括如下四类：一是与煮盐用 

具有关的地名。二是与贮储海盐及煮盐草料有关 

的地名。三是与盐业管理和运输有关的地名。四 

是与发展盐业地理特征有关的地名。本文拟就 

“盐渎”、“盐城”、“瓢城”以及第一和第二类地名 

的命名理据加以探讨，以揭示其所蕴含的历史文 

化内涵。 

首先，关于“盐渎”、“盐城”和“瓢城”的命名 

理据。 

1、盐渎 

盐城自古产盐，汉代便有因盐设县之举，因此 

“盐渎”之 “盐”的理据十分显豁。接下来考察 

“渎”的命名 之 由。《说 文 ·水部》：“渎，沟 

也。” 《史记 ·屈原贾生列传》：“彼寻常之汗渎 

兮。”司马贞索隐：“渎，小渠也。” 可见，汉代所 

设的“盐渎”县应是因与盐业有关的沟渠而得名， 

而非缘 自其所濒临的黄海。这就牵涉到两个问 

题 ：一是沟渠如何与古盐城相关联的?二是为何 

称“渎”可表示其“小”? 

先看问题一。王筠《说文句读》：“河者，天生 

之；渠者，人凿之。”_4 古盐城在汉代(或汉代以前) 

有没有开凿人工渠的客观需要?回答是肯定的。 

因为早在汉初，盐城就已盛产海盐，为了将所产之 

盐外运出去，官府就征丁开挖人工渠，这就是所谓 

“穿渠通运”。《后汉书》就记载有此类做法，如卷八 

《灵帝纪》：“遣守宫令之盐监，穿渠为民兴利。” J 

“盐渎”之“渎”当由“穿渠通运”之“渠”获名。 

再看问题二。“渎”可表“小”，其据有二：第 
一

、“渎”从卖得声，而从“卖”得声的同族词，其语 

源多有“小”义。如：(1)椟。《玉篇 ·木部》：“椟， 

小棺也。”L6 (2)犊。《资治通鉴 ·汉纪八》：“是以 

羔犊之弱而扦虎狼之敌也。”胡三省注：“小牛日 

犊。” 7 第二、从面积上看。《说文 ·水部》：“沟， 

水渎。广四尺，深四尺。”“渎”“沟”互训，二者义 

同。广深各四尺的水道，断不会指浩淼的黄海。 

2、盐城 

据《盐城县志》(黄垣 1991)载：“为民生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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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城海上，环城皆盐场，故名盐城。” 可见，“盐 

城”的得名缘于该地盛产海盐。这也令其成为迄 

今为止全国乃至世界唯一直接以盐为名的城市。 

盐城产盐，不仅历史久远，而且产量巨大。说 

其久远，是因为汉初就已“煮海利兴，穿渠通运” 

(杨瑞云 1991)，并因盐设县。说其产量巨大，所 

据如下：《史记 ·货殖列传》载：“(吴)东有海盐之 

饶，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亦江东一都会也。” 

这里所谓“东有海盐之饶”即指今盐城一带。《史 

记 ·吴王濞列传》：“濞则招致天下亡命者，益铸 

钱，煮海水为盐，以故无赋。”张守节正义日：“其 

民无赋，国用乃富饶也。”因产盐而达到“国用富 

饶”的经济 目的，并凭此夺取江山，足见当时盐业 

的兴盛程度。另《宋史 ·食货志》载有两条语料， 

也集中说明了盐城产盐量之巨。其一：“盐城监， 

岁鬻四十一万七千余石。”其二：“以蜀广浙数路 

言之，皆不及淮盐额之半。” 

悠久的产盐史，巨大的产盐量，以“盐”名城， 

既名副其实，又浅显易明，令理据得以彰显。 

3、瓢城 

盐城之所以称作“瓢城”，原因有三：一是其 

形似瓢。明永乐十六年，盐城不仅改土城为砖城， 

而且筑城墙，修城池，设城门。当时设有东、西、北 

三个城门，其中东门和北门的濠河上有吊桥，西门 

为登瀛桥 ，为外通要道。至万历七年增开南门后 ， 

盐城总体布局就基本定型，即“西狭东阔，状如葫 

芦瓢”̈ 。因此作为万历七至十三年盐城知县的 

杨瑞云才会在其主修的《盐城县志》中出现“俗名 

日瓢城”之语。二是其濒临黄海。与内陆居民一 

样，傍海而居的人们，因历史上多不同程度遭受过 

海患，故对祥和、安宁、富庶的海滨生活充满渴盼， 

这种强烈而美好的祈愿往往寄寓在他们对地名的 

命名上。如江苏南京的江宁、浙江温州的永嘉、福 

建石狮的永宁，等等。于是，居处于盐城的人们便 

“取瓢浮于水 ，不被淹没之意”(王克蔚 1994)，以 

此表达对盐城永保太平的希冀。三是“瓢城”之 

“瓢”从“票”得声 ，而从“票”得声的同族词其语 

源有“轻”义。如：(1)傈。《说文 ·人部》：“傈， 

轻也。”(2)剽。《广韵 ·宵韵》：“剽，小轻也。”̈ 

(3)嫖。《说文 ·女部》：“嫖，轻也。”(4)漂。《文 

选 ·王延寿 <鲁灵光殿赋 >》：“漂蛲而枝柱。”李 

善注：“漂，轻貌。”_】 (5)翮。《史记 ·太史公 自 

序》：“闲不容翱忽。”司马贞索隐：“翱者，轻也。” 

正冈“瓢”暗含“轻”义，故其能“浮丁水”而“不被 

淹没”。 

其次，与煎煮海盐用具有关之地名的命名理 

据。主要包括“ ”和“灶”。 

l、 

盐城有不少含“ ’的地名，如曹』、顾 J、华 

J、潘 J，等等。何以称“J”?《说文 ·J部》： 

“J，右戾也。象左引之形。”徐锴《说文解字系 

传》：“其为文举首而申体也。”̈ 意思是“ ”字 

象抬头而展伸身体之形。字又作“擎”，作“撇”。 

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擎，假借为 J。”从 

“J”得声 的同族词，其语源多有“引”义。如： 

(1)延。《吕氏春秋 ·重言》“乃令宾者延之而 

上”高诱注：“延，引也。”l14]《楚辞 ·离骚》“延伫 

乎吾将返”朱熹集注：“延，引颈也。”_l (2)曳。 

《礼记 ·曲礼下》“车轮曳踵”孔颖达疏：“曳，拽 

也。”l16]《楚辞 ·九叹 ·远逝》“曳彗星之皓旰兮” 

王逸注：“曳，引也。”又《天问》“鸱龟曳衔”洪兴 

祖补注：“曳，牵也，引也。” 

盐城有着悠久的产盐史，煮取海盐的器具也 

必然会随着盐业的兴衰更替而不断发展变化。汉 

代使用可分可合且十分笨重的盘铁(又称口、镬、 

牢盆)，唐改为高大似镬的铁锅，至明万历年间， 

官府废大灶行小灶，因此废高大铁锅而改用小铁 

锅。这种煎煮器具较之前代既小又轻，广口浅底， 

呈外引之形，因此称之为“J锅”(或称“锅 J”)。 

盐城有众多以姓氏加“J”构成的地名，这既 

是明代出现与小灶制相适应的 锅的鲜明印记， 

也是该地区历史上盐业繁荣兴盛的生动反映。 

2、灶 

盐城也有很多含“灶”的地名，如头灶、二灶、 

沈灶、陈章灶、朱家一灶，等等。“灶”为何物?盐 

城何来这么多的“灶”? 

《说文 ·穴部》：“灶，炊灶也。从穴，窀省 

声。’’徐锴《说文解字系传》：“穿地为灶也。”“灶” 

以“穴”获形，有的还可“穿地”而为之，故知其为 

中空之状(“灶膛”即是)，以土垡砌垒而成。包括 

灶台、灶门、灶膛(也称“灶肚”)，分别用来盛放炊 

具、输入草料和燃烧加温。 

古人向来有“以食为天”的思想，因此对关涉 

饮食之事也往往十分敬重，有的甚至达到将其神 

化而顶礼膜拜的地步。这些思想观念也必然会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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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到“灶”上。如《汉书 ·五行志中》：“灶者，生养 

之本。”E17]将“灶”的地位上升到“生养之本”的高 

度，足见其在古人生活中的重要程度。又如《释 

名 ·释官室》：“灶，造也，创造食物也。” 虽然 

从语源学看，该解释的臆测成分较大，但同时，该 

释义带有明显的将“灶”神化的色彩，而这正是古 

人重视与饮食密切相关的炊烧之事的真实反映。 

从这一点看，刘熙的解释又是有其合理内涵的。 

下面这则语料所笼罩的神化色彩就更加浓重： 

“灶，小神也，居人间伺察小过作谴告者也。”̈9J 

这些可 以看作是盐城地名 中出现众多含 

“灶”地名的思想文化理据，是潜隐的。当然，这 

种思想文化观念带有普遍性，而非为生活于盐城 

的先民所独有。因此，要探究盐城这些含“灶”地 

名的命名之由，还需进一步联系该地区获取海盐 

的方法。 

盐城地区自古采用煎煮海水而取盐的方法 ， 

因此一般用于烧饭的“灶”在该地区就有了独特 

的功用：煎煮海盐。北宋时期，官府对盐业管理力 

度加大，特别是宋神宗熙丰年间，推行史称“熙丰 

盐法”的一系列盐政，强化官购、官运 和官卖。 

“亭户灶甲法”即其一，据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 

编》卷二百三十载：“而盐场皆定盐灶火灰盘数， 

以绝私煮之弊。自三灶至十灶为一甲，而煮盐地 

什伍其民，以相讥察。” 

当然，时代不同，所使用的“灶”也不尽相同， 

如明万历前实行多户集中轮流煎煮(团煎)的方 

式，所使用的就是大灶；其后采用以一家一户为单 

位分散煎煮(散煎)的方式，所推行的就是小灶。 

在产量和人丁相当的情况下，大灶在数量上应远 

低于小灶，也就是说小灶的普及程度较之前代为 

高，在人们 日常生活尤其是经济生活中的地位也 

就更加突出。因此，“灶”才会以特有的方式嵌入 

人们的生活中来——以“灶”命地名。也正因这 

种“灶”与盐城的支柱产业——盐业紧密相关，便 

由此衍生出一些以灶涉盐的词语 ，如灶丁(煮盐 

工)、灶户(以煮盐为业的人家)、灶地(盐民聚居 

设灶煮盐之地)、灶泡(盐场的别称)等。 

盐城有为数不少以“灶”命名之地，既在一定 

程度上揭示出人们对该炊物的珍视，也体现了历 

史上该地区盐业生产的盛况。 

第三，与贮储海盐和煮盐草料有关的地名，主 

要有“仓”和“垛”。 

1、仓 

盐城东台有成系列含“仓”的地名，如一仓、 

三仓、东仓、西仓等等。何故? 

《说文 ·仓部》：“仓，谷藏也。仓黄取而藏 

之，故谓之仓。从食省，口象仓形。”《释名 ·释宫 

室》：“仓 ，藏也，藏谷物也。”仓(南方称作廒)即储 

藏谷物的地方称仓，也就是粮仓。这是就农业生 

产而言的，具体到盐城地名所用的“仓”，其所储 

藏的“谷物”是盐，即盐仓。 

设仓储盐是一种科学的方法，官府既能借此 

有效控制盐的流通、规避海患天灾，又便于集中管 

理富产区的盐，还能借此调控盐价。该法肇始于 

汉吴王刘濞，当时所设为海陵仓。此后至明代，历 

朝所设盐仓数量均极其有限，如唐设仓于扬州，北 

宋设于泰州，均一仓。自明始，朝廷愈加重视盐 

业 ，广设盐仓即其表现之一。也就在这一时期，产 

盐量较大的东台(原属泰州)开始于各盐场设仓， 

多达十处。 

盐仓的大小与多寡成为盐业盛衰的外在象 

征，东台作为重要的产盐区，以“仓”命地名当属 

情理之中。只不过这些地名中的“仓”与天津的 

“南仓”、“上仓”、“东仓”等地名中的“仓”所指不 

同(后者为粮仓)，也正因有着这种不同，才更能 

充分映衬出盐城独具的盐文化特色。 

2、垛 

盐城历史上还有一些含“垛”的地名，如梁 

垛、何垛、丁家垛等。何谓“垛”? 

《说文 ·土部》：“垛，堂塾也”，徐锴《说文解 

字系传》：“垛，谓堂前两阶嵛也。”段玉裁注：“今 

俗谓门两边伸出小墙 日垛 头。”_2 可见，古代 

“垛”指的是堂阶或门体上的端部附着部分。推 

而广之，也可指具有类似结构和位置的部分。如 

《玄应音义》“雀垛”注为：“垛，谓城上女墙也。” 

引申之 “垛”便有“小”义。如《古文字诂林》： 

“垛，小堆也。”_2 《慧琳音义》卷六十二“安垛”注 

引《文字典说》：“垛，小垒也。” 

盐城地区有广袤的海滩草荡，为盐民烧煮海 

盐提供了丰盛的原料。但这些生长于海滩的柴草 

季节性很强，为了将秋冬时节富余的草料储存起 

来以备来年煎盐之用，盐户就将收割的柴草成堆 

堆积起来，这就是“垛”，或称“草垛”。这与“场主 

积薪其中，苫蔽成丘”(蒲松龄《聊斋志异 ·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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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做法 和 目的相同。“垛 ”虽为“小堆 ”“小垒 ”， 

但这是就积土而言的，将其用来指称柴草时则并 

不一定言其小。如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 

二百三十五：“又差马军赵再立领兵七十三骑于 

庐江门外二十里店草垛后埋伏。”_2 《大清一统 

志》卷一百八之宁武府：“草垛山堡，在偏关县北 

少东六十里。北至边墙五里，明弘治中筑，周三百 

八十四丈五尺。” 能遮挡七十四名骑兵和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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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nalysis about the Geographical Name Origin of Yancheng 

FU Yi．ehun 

(School of Humanities，Yanche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Yancheng Jiangsu 224051，China) 

Abstract：Yaneheng has many unique places which closely relate to its ancient prosperous boiled salt industry．If the origin of ge— 

ographieal name could be discussed from the view of etymology and culture，there should be positive meaning in discovering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inner containing，in understanding its full worth of euhurology and folklore
， in inheriting and propagating 

the regional culture of Yancheng． 

Keywords：Yancheng；geographical name；tools；depositing salt；moti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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