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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古代分属巴、蜀两国，早在先秦的古史传说中就保留了不少有关制盐的记
载，此后历朝历代，四川盆地的制盐业在科技史上一直占有突出地位，不少发明创造
就产生在那里，包括首先使用煤和天然气作为制盐燃料；首先发明小口深井开凿技术
（公元１１世纪中叶）；首次钻出世界上第一口超千米深井（１９世纪初）等等。关
于四川地区有文献记载以来的制盐业，史学界已经取得了丰富成果。遗憾的是，我们
对于更早一阶段，特别是文献记载以前的盐业生产历史还知之甚少。为了改变这种现
状，１９９９年初，北京大学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共同发起了一项国际合作计划，
后来参加这一计划的还有成都市文物考古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及部分欧洲国家
的学者。这项计划在中国开启了盐业考古这一新的领域。 
   从１９９９年开始，中外学者对成都平原及周边地区的盐业遗址和近现代盐厂进
行了一次大范围的考古学和人类学调查，并参与了重庆忠县中坝遗址的考古发掘，大
量的出土遗物证实，干井河谷的制盐业至少可上溯到公元前２千年 新石器时代晚
期，并持续到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甚至更晚。目前，该项目所取得的一系列成果以
及中国盐业考古呈现的巨大潜力已经引起国际学术界的高度关注。 
   为了将中国的盐业考古推向深入，也为了扩大和加强国际间的合作，前不久，由
德国、美国和中国的学者共同发起的“四川盆地古代盐业的比较观察”国际学术会议在
德国图宾根大学举行。此次会议得到德意志东亚科学基金Ｇｅｒｍａｎ－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Ｆｏｒｕｍ和德意志研究基金Ｇｅｒｍａｎ Ｒｅｓ
ｅａｒｃｈ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的大力资助。与会学者近３０名，他们分别来
自德国、中国、美国、法国、西班牙、德国和日本，其中不乏在各国盐业考古领域长
期辛勤耕耘的著名学者。 
   本次大会共设定四个主题。 

盐业考古在中国的位置 
   主要介绍和讨论中国盐业考古的收获、初步研究成果和存在的问题。北京大学李
水城教授以“中国内陆和沿海盐业资源的开发”为题介绍了鲁北地区的考古发现及研究
成果，并强调中国盐业考古是个有着巨大研究潜力的新领域。四川文物考古研究所孙
智彬先生介绍了中坝遗址的发掘收获。山东文物考古研究所王守功先生对鲁北四县发
现的盔形器和陶窑做了介绍，并认同盔形器是商周时期的制盐用具。 
    
中国盐业遗址资料的阐释方法 
   焦点集中在中坝遗址的发现、考古学方法以及资料的解释等。加州大学洛杉矶分
校的罗泰教授（Ｌｏｔｈａｒ ｖｏｎ Ｆａｌｋｅｎｈａｕｓｅｎ）对中坝遗址和四
川地区盐业的生产系统作了分析。他认为用“考古学文化”分类史前遗存局限性很大，
应将制盐陶器的形态与经济活动、贸易等模式的研究结合起来。哈佛大学的傅罗文博
士（Ｒｏｗａｎ Ｋ． Ｆｌａｄ）主张通过对动物遗骸的研究以重建制盐遗址的环境
变化并对当时的经济形态和生业做出合理的解释。他介绍了中坝遗址是如何从最初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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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于食盐生产进而发展到用盐加工保藏食物和远距离贸易活动的迹象。台湾大学的陈
伯桢博士强调了中坝制盐陶器的形态变化反映出制盐技术的发展，而且可以观察到中
坝制盐陶器的标准化程度在逐步地增加。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的关玉琳博士（Ｇｗｅ
ｎ Ｐ． Ｂｅｎｎｅｔｔ）认为中坝遗址的石器中一些可能与制盐生产有关，而对石
器制作及石料开采的研究可提供观察人类经济生活的另类视角，甚至作为观察社会复
杂化进程的间接证据。  

 中国的资料与来自世界其他地区的比较 
   美国阿拉巴马大学的巴盐教授（Ｉａｎ Ｂｒｏｗｎ）将中坝遗址与南英格兰艾
塞克斯红山遗址作了比较。他认为不同地区、不同群体使用的制盐陶器足以反映整体
的技术变化，中坝遗址的超大规模反映出当时制盐产业具有良好的组织和协调能力。
路易斯安那大学的麦克基洛普教授（Ｈｅａｔｈｅｒ ＭｃＫｉｌｌｏｐ）介绍了中
美洲伯利兹Ｐｕｎｔａ Ｙｃａｃｏｓ泻湖４１个盐场的考古调查，以重建印第安人
土著早期的制盐业，同时也提供了和世界其他地区制盐业进行比较的资料。法国国家
科学研究院魏井仁先生（Ｏｌｉｖｉｅｒ Ｗｅｌｌｅｒ）根据民族学调查，认为欧
洲在陶器制盐术出现前，存在一种类似于新几内亚高地民族不需要陶器制盐的技术，
类似方法是否有可能在中坝的早期阶段也使用过？法国国家古物博物馆奥利佛先生
（Ｌａｕｒｅｎｔ Ｏｌｉｖｉｅｒ）介绍了法国洛林Ｓｅｉｌｌｅ河谷悠久的制盐
历史和考古发现，那里制盐遗址的堆积厚达１２米，盐业生产的规模也不断加大；外
来奢侈品的出现证实当时的贸易活动非常活跃。而制盐遗址附近分布的成片墓地显示
出Ｓｅｉｌｌｅ河谷在当地经济、社会和政治等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Ｓｅｉｌ
ｌｅ河谷的重要性还表现在它标志着２０世纪初制盐陶器研究在欧洲的滥觞。德国海
尔布隆博物馆的赫斯博士（Ｍａｒｔｉｎ Ｈｅｅｓ）介绍了他在德国的盐业考古和
研究，集中讨论了考古发掘中的一些技术问题：如怎样复原制盐陶器和采集标本？如
何清理并保护那些易毁坏的遗存？如何实验还原制盐过程？如何通过化学检测了解陶
器的用途？如何通过制盐陶器的分布研究盐的运输和贸易？奥地利萨尔斯堡的斯托尔
纳博士（Ｔｈｏｍａｓ Ｓｔ﹖ ｌｌｎｅｒ）对奥地利哈尔斯塔特（Ｈａｌｌｓｔａ
ｔｔ）和哈雷（Ｈａｌｌｅｉｎ）史前至铁器时代的盐矿遗址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揭
示了东阿尔卑斯山制盐业的兴衰和盐工的工作生活状况，以及盐业与农业、环境、区
域间能源结构和远距离贸易活动等。德国哥廷根大学的塞尔博士（Ｔｈｏｍａｓ Ｓ
ａｉｌｅ）以考古证据为基础，研究了中欧史前阶段的盐业和贸易模式。德国鄂兰根
大学的弗里斯－克诺布兰赫博士（Ｊａｎｉｎｅ Ｆｒｉｅｓ－Ｋｎｏｂｌａｃｈ）
认为史前时期的部落社会随着人口增加将加大盐的需求，以满足对皮革生产、食物保
存和牲畜喂养的需要。上述需求将导致一些盐业遗址逐渐出现原始都市化的特征并在
聚落结构上出现新的特点。日本富山埋藏文化财调查事务所岸本雅敏先生介绍了日本
盐业考古。他认为，由于日本靠近中国，因此两地可能存在着跨文明的影响。德国波
恩的雷内克博士（Ａｎｄｒｅａｓ Ｒｅｉｎｅｃｋｅ）介绍了越南隆安省新发现的
勾阿炎欠（Ｇò  Ｃｈùａ）制盐遗址。这个遗址的发现提供了与东南亚地区、特别

是与中国西南地区进行比较的新资料。 
     
历史时期的盐业考古 
   本议题在史前和历史之间架设了一座桥梁。西班牙马德里大学的亚诺士教授（Ａ
ｎｄｒｅａｓ Ｊａｎｏｕｓｃｈ）通过对一批中世纪宗教石刻碑铭的研究指出，安
禄山叛乱后，突显了盐税在国家财政收入上的重要性，为维持垄断，国家制定了详细
的管理监督系统。在山西解池，盐商们在国家祭祀体系外建立了自己的祭祀体系，以
表现他们在盐业和贸易中逐渐增强的角色。德国森根大学魏特霍夫特教授（Ｈａｒａ
ｌｄ Ｗｉｔｔｈｆｔ）研究了吕奈堡（Ｌüｎｅｂｕｒｇ）的古代盐业。盐业的高
利润导致了１１～１２世纪德国人口和贸易的增长和新的市场的开发。一系列数字证
实，１２～１４世纪盐业的增长促进了经济思想和新的经济秩序的变革。四川自贡盐
业史博物馆黄健先生介绍了自贡的盐业发展历史。他为大家播放了一部上世纪３０年
代的无声电影，形象地反映了那时自贡的盐业生产状况。四川省地方志办张学君先生
介绍了四川浦江和邛崃的古代盐业。德国图宾根大学的傅汉斯教授（Ｈａｎｓ Ｕｌ
ｒｉｃｈ Ｖｏｇｅｌ）认为，干井河谷的新发现填补了四川盆地史前时期盐业生产
的资料空白，对于理解四川盐业的长期发展、特别是对了解史前时期的盐业考古有着
难以估量的价值。 



   为配合此次大会的召开，由李水城教授（北京大学）和罗泰（Ｌｏｔｈａｒ ｖ
ｏｎ Ｆａｌｋｅｎｈａｕｓｅｎ）教授（加州大学）主编的《中国盐业考古》（第
一集）在大会举办了首发式。同时还决定，此次图宾根国际会议的文章将收入《中国
盐业考古》第二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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