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專題F e a t u r e
責任編輯：賈選凝　版面設計：謝錦輝 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本版逢周一刊出

A28 2012年10月29日(星期一)

博物館的正廳是一艘船，是清末民國初
年的運鹽船，它是從江蘇中部地區的弶港
徵集過來，經過走訪老船工、老木匠和查
閱歷史資料修復過的。入館參觀的人士可
以看到船上面設置了三根桅杆，所以也把
它稱之為「三帆運鹽船」。這三個帆如果
一起使用，最快的速度可以達到每小時25
公里左右，在當時這樣的速度還是非常快
的。
如同船的速度一樣，中國的鹽業發展，

也在千百年的歷史長河中，經歷了快速的
變化和整合。鹽業的歷史，其實也就是中
國歷史的一個縮影與寫照。

鹽之自然韻味
博物館的第一個展廳是講述鹽的自然狀

況。通常所說的鹽包括食用鹽和工業用
鹽，他們的主要成分都是氯化鈉，是金屬
鈉離子和酸根氯離子的化合物，他們只是
用途有所不同。那為什麼叫鹽而不叫氯化
鈉呢？這是因為裡面還含有其他的雜質成
分，所以約定俗成的就叫它「鹽」。鹽的
晶體結構形狀，使大家了解到鹽的化學分
子結構，它的每一個鈉離子被6個氯離子
所包圍㠥，觀眾看到的這個正六面體就是
鹽結晶的標準形狀。展廳中的大屏幕上是
一個鹽的樹形家族表，這上面介紹了鹽有
按照用途來分，還有按照原料來源來分等
等。展廳後方是來自全國各地的鹽的品
種。這邊幾個展櫃裡是山東、天津還有鹽
城等地生產的原鹽的結晶塊。他們的晶體
形狀大多數是正六面體的。但除了正六面
體，鹽結晶還有其他的一些形狀，比如這
邊展板上我們看到的針狀的樹狀的球狀的
等等，都是因為受到了外力和環境等因素
的影響而結成的。
鹽的家族成員有很多，分布也很廣泛。

包括它的衍生物在內，目前鹽的種類大概
有一萬五千種。按照樹形家族表我們看到
了鹽有按照生產方式、原料來源等等來分
的，一般來說按照原料來源分的話，可以
把鹽分為海鹽、池鹽、井鹽和岩鹽等。池
鹽也叫做湖鹽，是人類最早發現和食用的
自然鹽。最早是在西周時期，產於山西運
城那一帶。因為產於當時運城的解池，所

以也叫「解鹽」。而古代運城的名字叫潞
村，所以也叫潞鹽。這邊這個動漫演示講
述的是池鹽被一個放羊姑娘發現的故事。
現在池鹽的產地主要是在青海，新疆、甘
肅、內蒙、寧夏等地區。

歷史意涵的鹽「味」
另一個展廳是講述鹽業歷史的。首先鹽

是什麼時候出現在我們生活中的呢？目前
還沒有具體的史籍記載，只有神話傳說大
概的描述，這裡就是關於鹽的兩個神話傳
說，一個是夙沙煮海，夙沙氏這個長久居
住在山東半島的古老部落，經過不斷的探
索創造出直接將海水煮成鹽的生產技術。
另一個奪鹽之戰，是黃帝族與蚩尤族為了
爭奪鹽池的支配權，在逐鹿這個地方展開
了一場戰爭，最終以黃帝族的勝利而告終
的，也是形成了漢民族的基礎。不過從這
兩個神話我們可以看出，早在上古時期，
人們就已經發現了鹽，並且肯定了鹽在人
類生活中的重要意義。
隨㠥歷史的發展，夏商周時期的海鹽業

與過去有了很大的不同，這個時候出現了
一項制度，叫任土作貢，就是說根據土地
的情況指定上貢貢品的數量和種類，這時
候，海鹽就已經作為貢品上貢給朝廷了。
煮海熬波，向我們展示的是古代鹽民們

製鹽的場面，那麼當時他們是怎麼製鹽的
呢？我們看一下，罐子的底部都是尖的，
所以要放在特定的灶架上煮鹽，一邊加
熱，一邊加入新的海水，鹵水越來越濃，
最後結成固體，然後要將罐子打破才能取
出鹽。歷代鹽字的寫法很奇特，在甲骨文
字中還沒有「鹽」字，而是有了鹹字，可
以知道的是那個時候，「鹽」的味覺感受
通過文字形式表達出來了，在西周金文中
也找不到鹽字，卻有了鹵字，鹽最早出現
在《周禮——天官》這本書上，據《說文
解字》說，鹽和鹵指的是同一種物質，但
也有區別，自然形成的鹽稱為鹵，人力加
工形成的稱為鹽，那麼我們可以看出，這
裡的鹵大概指的是池鹽，而鹽指的就是海
鹽。
春秋戰國時期的海鹽業出現了食鹽官營

制度，首創這個制度的就是管仲，這個場
景就是管仲見齊桓公，他建議齊桓公實行
鹽的專賣，並向一些不產鹽的諸侯國出售
食鹽，達到在政治和軍事上左右這些國家
的目的，這也使得當時齊國成為春秋時期
稱霸中原的首霸。管仲也被尊為我國三大
鹽宗之一。這個富國大計的場景就是齊國
實行這個鹽業制度後國力強盛的寫照。
漢武帝死後，漢昭帝時期，有許多文人

學士認為武帝時實行的鹽鐵專賣政策造成

了百姓的疾苦，於是在長安召開了一場特
別的辯論會議，史稱「鹽鐵之議」。由各
郡國推舉的賢良學士與桑弘羊等反對官員
進行辯論要不要取消這個政策，辯論的過
程後被桓寬整理成一本書《鹽鐵論》，為
後人研究鹽業制度和專賣制度提供了寶貴
的歷史資料。

中國海鹽博物館的第三展廳是「煮海之歌」，介
紹了「人文之鹽」。五千年的海鹽文明不僅造就了
人們豐富的物質財富，也造就了豐富的精神財富。
其中包括民俗、文學、藝術等等。新開鹽門：當時
兩淮地區的鹽要運送到湖廣、江西一帶，因為那帶
的河道十分狹窄，所以鹽運到儀征一帶時就要把鹽
打包成小包，用小船運出去。所以儀征一帶的人就
以掣捆引鹽為職業，鹽起運的那天就叫新開鹽門。
因為這關係㠥人們一年的生計，所以在這一天要舉
行大型的祭祀典禮和民俗活動。祭張王：這位就是
元代十八條扁擔起義的領導人張士誠，因為他當時
率領鹽民起義的時候對百姓毫不侵犯，起義成功後
開倉賑濟百姓，所以得到了老百姓的擁戴。當時民
間有祭地藏王的習俗，人們取的是藏和張的諧音。
也就是明祭地藏王，暗祭張士誠。鹽民嫁女：我們
現在的人結婚時，婚禮的流程特別多。以前鹽民嫁
女的婚嫁習俗，在婚禮的前一天，要把婆家和娘家
的船合併到一起，稱為「船過船」。新人上船後，
要脫下鞋子，擺放在船艙口，寓意和諧美滿。最裡
面還有一條小船，這艘船上沒有槳和櫓，最後一個
流程就是把新人送到這艘船上，再由新郎的父母把
船推向遠方，新郎新娘就在這樣漂浮不定的小船上
度過他們的新婚之夜。都天廟進香：都天神指的就
是唐代的張巡，因當時平定安史之亂有功，使得長
江下游的百姓免受其害，所以每年的9月16日都會

有一個都天廟進香。但是在蘇北地區，卻有其他的
寓意，因為在這一天也是張士誠的祭日，所以也會
順便祭拜一下張士誠。曬龍鹽、烘缸會：兩淮地
區，不管是煎鹽還是曬鹽，都需要好天氣，所以人
們都崇拜太陽神。
展廳中可以看到我國三大鹽宗，中間是產鹽之

宗，創造了煮海為鹽這個生產技術的夙沙氏；最右
邊的是經鹽之宗——膠鬲，他是中國第一代鹽商；
最左邊的是管鹽之宗——春秋戰國時期的管仲。鹽
民們在生火煎鹽之前，要祭拜鹽宗，希望他們保佑
能有個好天氣；滅火收煎後，也要祭拜，希望鹽宗
保佑鹽產業能大豐收。
除了民俗風俗外，還有很多與海鹽有關的神話傳

說，落鳳化鹽：說明了鹽的珍貴；悟空盜鹽：相傳
在很久以前，鹽只有人間有，天上是沒有的。有一
次玉皇大帝到民間來做客，嘗到了鹽的鮮美。於是
就命令太陽神把鹽烤成鹽磚，帶到天庭只供他一個
人享用。這件事後來被孫悟空知道了，他決定為百
姓討回公道，把鹽磚偷了出來，在和天兵天將的追
逐中，不小心把鹽磚掉進海裡，從此，海水就是鹹
的了，人們要用鹽，把海水一煮就能得到了。這說
明了古代鹽民不屈不撓的鬥爭精神；張羽煮海：說
明了對美好生活的嚮往。
與海鹽有關的文學經典是鹽文化的重要組成部

分，在海鹽的生產過程中，許多法律法規、生產方

式都被記載在鹽法志書裡，展櫃裡有兩淮鹽法志，
山東鹽法志等等，兩淮作為全國首屈一指的海鹽產
區，曾經修纂鹽法志書七次之多，這些鹽法志書為
後世研究古代歷史和鹽業留下了寶貴的歷史資料。
在海鹽生產過程中，一些出自鹽民或長期接觸鹽民
的詩人寫了很多關於海鹽的詩句，比如說，李白曾
寫過：吳鹽如花皎如雪。吳鹽指的就是淮鹽，還有
宋代詞人柳永寫的《煮海歌》。這尊銅像是吳嘉
紀，他出生於官宦世家，後來家道中落，生活十分
貧困，其曾經燒過鹽，對鹽民的苦難生活有深切的
感受，所以創作了許多關於鹽民的詩詞歌賦。
明清時期，是我國古代小說的高峰時期，四大名

著中的三部，都與海鹽有㠥千絲萬縷的聯繫，說明
鹽在當時人們生活中有㠥很重要的地位。比如《紅
樓夢》的作者曹雪芹，他的祖父曾經在朝廷擔任過
巡鹽御史。比如施耐庵的《水滸傳》，施耐庵在張
士誠率領鹽民起義其擔任的是他的軍師，張士誠後
來南下了，施耐庵就隱居在鹽城的白駒鹽場寫了
《水滸傳》，書中很多人物的原型和張士誠的起義是
相似的。海鹽也與戲曲有關。淮劇原叫江北小戲，
隨㠥徽商的進入，帶來了他們的休閒方式——聽徽
劇，於是淮劇受到了徽劇和京劇的影響，在唱腔、
表演方式等方面逐漸豐富起來，就形成了今天這樣
一個成熟的劇種。我們看到這邊有 一個淮劇的臉譜
牆，其中我們可以找到京劇的影子。再譬如雜技，

十八團雜技起源於建湖慶豐。十八團指的是當時的
十八個鹽業生產基地，因為海岸線的東移，鹽民們
失去了鹽業生產的條件，有一部分人就選擇了以雜
技為生，自此，淮劇和雜技已不僅僅是鹽民的一種
精神文化，也是他們的一種謀生方式。

鹽業步入現代化
中國歷史上，華東沿海地區一共經歷了三次大的

沿海開發，第一次是古代，興灶煮鹽；第二次是在
近代，張謇提出的廢灶興墾；第三次就是在當代，
大規模的開發沿海灘塗。前兩次都是單一的開發，
一次是煮海鹽，一次是種植棉花，而第三次則是全
方位立體化的開發，包括灘塗資源開發，整個華東
沿海地區具有獨特的資源優勢，是中國內地最大的
後備土地資源；還有生態旅遊資源開發，它建有世
界上第一個野生麋鹿保護區和國內最大的灘塗型自
然珍禽保護區；港口資源開發，因為區域位置靠
海，所以設置了很多港口，譬如陳家港、濱海港、
射陽港、天生港和洋口港等。
海洋文明時代的到來，標誌㠥鹽業進入了現代化

的新時期。鹽，已經從國家的專有物成為大眾的日
用消費品。這是進步的標誌，也是歷史痕跡的尋
覓。在這所博物館中，我們看到了鹽的歷史，也見
證了民眾生活福祉不斷提高的脈絡。

文：徐全

煮海之歌 人文之鹽

漫步中國海鹽博物館

中國人家庭常說：開門七件事，柴、米、油、鹽、醬、醋、茶，隨㠥

時代的演變，柴的重要地位慢慢被取代，米都有代替品，然而鹽沒有，

無論在生活上、工業上都不可缺，鹽對人類的重要不言而喻；難怪中國

要為鹽設立一個博物館。

位於華東沿海地區的中國海鹽博物館，是全國唯一一座由國務院批准

的，反映中國海鹽歷史文明的大型專題性博物館。它是由中國工程院院

士、中國建築設計最高獎獲得者程泰寧先生擔綱建築設計的，館名是中

國書法家協會原主席沈鵬先生題寫。博物館的總建築面積是1.8萬平方

米，佔地86畝，總投資大約是1.9億元。博物館一共有四個展廳，分別是

「自然之鹽」、「歷史之鹽」、「人文之鹽」和「鹽城之鹽」。

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徐全

■中國海鹽博物館外景

■運鹽船

■鹽製文物

■製鹽圖

■曬鹽圖

■副漢代的牢盆，用來放置鹽。■井鹽

細嚼鹽與人的「美味」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