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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浙东地区私盐制贩与 
国家治理模式的演变 

张宏利   刘  璐 

 
摘  要：宋代食盐专卖制度下，浙东盐场、州仓存在不按时、不依额发放或减克盐户盐本钱以及肆意侵

夺盐户盐货诸弊端，盐户因而被迫从事私盐制贩活动以完纳盐课与维持生计。同时，丰厚的盐利成为盐户热

衷制贩私盐另一重要诱因，居于盐卤之地的濒海细民亦为盐利所诱煎贩私盐。这两大群体随即成为浙东私盐

的持久供应者。活跃于浙东私盐市场的不法商旅是盐户、濒海细民所产私盐的主要收集者，由其将私盐贩卖

至各地。至此，浙东私盐制贩体系得以构建。面对愈演愈烈的浙东私盐制贩活动，宋廷被动地以灶甲制、巡

检寨、私盐律等举措予以预防并施以程度不等的惩治，由此不断强化国家对浙东盐业场域的治理力度。由于

浙东地方执行者基于自利性考量，多选择与私盐制贩者结成利益共同体，从而致使国家治理措施难以收到预

期效果。然究浙东私盐始终无法根绝的深层次原因，乃在于宋廷只是一味地强力维系业已僵化的食盐专卖体

制，而未曾基于盐户、盐商利益对该体制进行必要的调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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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食盐私煎私贩自唐中叶成为一个社会问题

后，随着时间推移，呈现出愈来愈重的发展态

势。两宋时期更是达到古代中国私盐贩易的一

个高峰，其时私盐贩易构成复杂、人数颇众，

制鬻私盐活动规模壮观并遍及整个宋境，时间

自北宋初持续至南宋末①。作为宋代海盐重要产

区的浙东，每年为宋廷提供巨额盐利收入。因

此之故，宋廷对浙东盐业实施垄断性经营，对

食盐生产、运销诸环节控制亦是十分严格。然

而，浙东私盐制贩活动却颇为活跃，遍及食盐

煎炼、储运、贩易诸环节，成为全国私盐活动

极为猖獗的地区。 

学界关于宋代私盐问题的研究始于 20 世纪

30 年代。大陆学者张家驹最早在论述南宋两浙盐

政时涉及私盐煮贩情形②。大陆学界自此至 20 世

纪 40 年代一直在探讨宋代盐政、盐业生产等时附

带提及私盐问题，此后对该问题的研究则陷入沉

寂状态③。降至 20 世纪 80 年代，学者们再度关

注宋朝私盐问题且持续发力，由此改变大陆学界

缺乏专论性研究成果的局面。郭正忠首先从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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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盐运销视角论述私盐兴炽之形①。漆侠接着概

述东南私盐兴贩情况②。史继刚随后发表多篇专题

性论文，先是分析宋代私盐盛行原因及影响，之

后论述宋代政府防范私盐措施，进而考察私盐贩

构成情形，最后研讨宋代私盐主要供给渠道及运

销方式③。受此影响，学人从官吏私盐贩易、私盐

律与盐子狱、私盐贩特征诸方面推进该研究④，一

些学者以区域史视角讨论某地区私盐问题⑤，部分

研究者考察宋代盐业时亦会论及私盐问题⑥。 

日本学者研究宋代私盐问题的成果集中于 20

世纪 60-80 年代，这很好地弥补了大陆此间研究

成果空白的状况。吉田寅在 60 年代已对宋代私

盐作专题性研究，重点考察南宋私盐流通情形及

政府防范私盐政策⑦。此后，久保惠子对北宋政

府如何处罚私盐煎贩者做了专门性讨论⑧。可以

讲，日本学者虽最早对宋代私盐问题开展专门性

研究，但文章并不多，研究者更多在研讨宋代盐

业、盐钞、盐法等议题时，或多或少地涉及私盐

问题⑨。这之后，日本学者未能在该领域继续耕

拓，相关研究成果亦难以得见。 

我国港台地区学者也对宋代私盐有着深入地

研究。香港学人程光裕于 1948 年简要言及宋代商

人购销私盐、辑查私盐官兵、私盐法⑩。之后，香

港学者关涉宋代私盐的论著则很难见到。与此不

同的是，台湾学界一直有相关成果问世。林瑞翰

简单叙述宋代因盐产官榷引起的私贩情形○11 。林

氏弟子梁庚尧深受其影响，在南宋盐业领域笔耕

不辍。他在考察宋境不同区域盐政时，程度不等

地涉及南宋淮浙私盐之于盐场盐灶与产量的影

响、福建私盐与钞盐法间关系、广南食盐走私活

动、四川私盐对官盐市场的影响○12。在此基础

上，梁氏对南宋时期私盐作专题研究，重点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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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盐产销、盐寇活动与社会秩序、政府防治私盐

举措与效果等问题①。 

综合上述，大陆学者最早关注宋代私盐问

题，但专题性研究成果则要晚于日本学者。与此

相比，日本学人先行研究起步虽晚，却最早出现

专门性研究成果。就学界研究趋势而言，20 世纪

80 年代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此后日本学界相

关研究处于停滞状态，而我国大陆和港台地区学

者则持续发力，不断推进其研究，呈现出欣欣向

荣之态。总的来看，研究者大多从整体上研讨宋

代私盐问题，深入探究某一区域私盐的成果不

多。学界既有成果多集中于研讨私盐盛行原因、

来源、运贩、影响诸问题，却很少探讨私盐制贩

运作实态及其演变情形。学者们主要基于经济史

视角研究宋代私盐问题，且多以国家视域自上而

下研讨该问题，以“在地化”视角自下而上看

待宋代私盐问题的研究成果较少。有鉴于此，

本文拟以“在地化”视角阐释浙东地区盐户、

濒海细民、不法盐商制贩私盐活动，并以国家

治理维度考察中央政府、浙东地方官府因应私

盐的举措与困境。 
 

二、浙东盐务苛政与盐户生计 

在宋代食盐专卖制度设计下，浙东诸盐场

是基层盐业管理机构，其职责一是向盐户发放

盐本钱，二是收纳盐户盐货。实际上，盐场未

能完全依照宋廷制度设计运行，某种程度上却

成为食盐专卖制度的破坏者。这主要表现在：

一是盐场不依时、依额发放盐本钱；二是盐场藉

宋廷赋予的权力肆意并持久地侵夺亭户盐货。随

着时间的推移，浙东盐场上述所作所为发展成为

浙东盐务苛政。 

这首先表现在盐场官吏拖欠、欺取盐户本钱

以及上等盐户掩取中下等盐户盐本钱。盐本钱是

宋廷用于收购盐户盐产的买盐钱。由于盐场所处

沿海滩涂为贫瘠的盐碱地，基本不产粮食，盐户只

能以官府发给的盐本钱为生产成本和生活依靠②。

依照宋廷规定，盐场负责向盐户发放盐本钱③，

“支盐本钱分上下次。先以上次五分发下催煎

场，呼名支散，贫户下户均沾本柄，下次五分留

买纳场，候发盐到，秤见实数，却行贴支”④。

虽然如此，但盐场并未完全予以遵守。翻检文献

可知，参知政事王随最早于明道二年（1033）提

到盐场拖欠盐户本钱⑤。此后盐场拖欠盐户本钱

事例呈现增多趋势，且愈来愈严重。宋廷虽明文

规定盐户所产之盐“到场秤盘既毕，即时支还本

钱”，实际情况却是“近来钱在支仓，百端艰

阻，隐匿窠名，桩留在库，却与民户径经上司指

定名色，擅行借贷以万计，是致下户有盐在官，

积欠盐本钱不可胜数”⑥。 

值得注意的是，文献关于北宋盐场克扣盐民

本钱的记载较少，进入南宋后逐渐增多，不仅愈

为普遍，而且数额也颇巨⑦。不仅如此，南宋时

期出现新的现象，即主管浙东诸盐场的浙东提举

司开始侵占盐户本钱。宋廷乾道元年（1165）拨

支浙东盐户本钱，“访闻多是提举司并本州主管

司当行人吏通行邀阻，不与依时支给，或容干请

计会，方行支付，分数减克。其逐场率多科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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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三:仁宗[M].北京:中华书局,2004:2655. 

⑥ 徐松,辑,刘琳,等,点校.宋会要辑稿:食货二七[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6586-6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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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衷私将盐本钱以公使为名，妄有支费”①。浙

东提举司此举无疑加重盐务机构侵害盐户利益的

情势，盐场克扣盐户本钱事态日趋严重，盐户生

产生活环境更为恶劣。盐户所遭剥削尚不限于

此，宋廷于庆元府创置的茶盐分司，“为分司者

皆是小官，赫然自振监司之体，吏卒数百，牌匣

专人，纷然四处，亭户田庐剥卖既尽，无以应其

诛求，则又预将盐仓所管亭户将来合得本钱先自

私借分擘，名曰文凭钱”②。此后盐场不仅改变

支付盐本钱时间，而且刻意降低支偿盐户本钱额

度，盐户纳盐多而所得本钱则少，“向来亭户先

请本钱而后纳盐，其后则先纳盐而后请钱。今买纳

到盐出卖获利，称息数倍，乃犹占恡，不肯给还元

价。纵或支偿，十未一二，几于白纳而已”③。其

后，浙东提举司及所属诸盐场移借盐本钱之势几

无以复加。盐丁详叙其情形为：“仓台给降本钱

以一万缗计之，使司退三千缗为敖底盐钱，二千

缗为官吏费，止有五千缗到场，移借侵用之余，

散及亭户者无几。每斤必双秤，所请本钱莫偿澄

滷买薪之费。”④ 

浙东诸盐场不能按时售出盐货是盐户无法尽

得盐本钱另一重要原因。浙东盐场盐本钱来源：

一是宋廷预留官钱，二是盐场售盐收入。宋廷虽

预留部分官钱作为盐户本钱，但盐货所得乃是盐

本钱主要依赖之源⑤。浙东官盐滞销现象较为严

重，“温州诸场有管积盐，虽立限半年，加饶给

卖，今限满，发泄未至通快”，“温、台州买纳

正耗盐数，逐年支发比较皆不及三分之一”⑥。

浙东提举司将其原因归于交通不便而客人不愿前

来请贩，“温盐水路由海道，陆路涉山岭，客人

少肯请贩”，“缘二州登山涉海，从来少有大商

兴贩”⑦。另需注意的是，浙东“私盐盛行，侵

夺客贩，致积压官盐支发不行，因致拖欠亭户本

钱浩瀚”⑧。可以说，由于盐场经常存在官盐无

法按时全部出售情况，导致盐本钱来源具有极强

的不稳定性，无法依时、依额向盐户发放盐本钱

便成为常态。 

尚不限于此，浙东诸场盐民还要遭受盐场官

吏、上等盐户的刻意剥夺。盐场官吏欺取或以折

纳之名多取盐户本钱事例较多，如场官“但欲得

钱，高价抑纳，虚销簿书”，“创为倒灶之说，

如亭户纳盐两限，则场官虚申三限，本钱一到，

则拘收虚申之钱数”，“先本钱之未支，预作亭

户名目潜借盐仓本钱”，“诸场统催、都催、都

长等掩取众户本钱”⑨。不惟如此，官吏对盐户

本钱，“不独欺取于既散之后，又且搂借于未散

之先”⑩ 。上等盐户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过程

中，有意识地侵损中下等盐户利益，普遍做法是

冒领后者盐本钱。旧例中下等盐户由上等盐民发

放本钱，这为上等盐户侵占中下等盐户本钱提供

了可乘之机。史载：“缘催煎地远，内有贫乏下

户无力守等交秤，支请本钱。上等有力亭户一状

——————————— 

① 徐松,辑,刘琳,等,点校.宋会要辑稿:食货二七[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6591. 

② 黄震,著,张伟,何忠礼,点校.黄氏日抄:卷七七:浙东提举之申免茶盐分司状[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2186. 

③ 徐松,辑,刘琳,等,点校.宋会要辑稿:食货二八[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6633. 

④ 戴埴.鼠璞[M].北京:中华书局,1985:42. 

⑤⑧ 徐松,辑,刘琳,等,点校.宋会要辑稿:食货二七[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6581. 

⑥ 徐松,辑,刘琳,等,点校.宋会要辑稿:食货二七,食货二八[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6587,6605. 

⑦ 李心传,著,胡坤,点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M].北京:中华书局,2013:3726;徐松,辑,刘琳,等,点校:宋会要辑稿:食货二八[M].上

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6605. 

⑨ 黄震,著,张伟,何忠礼,点校.黄氏日抄:卷八〇:浙东提举到任榜,约束诸场折纳盐,差场脚走递文字[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

社,2013:2241-2249. 

⑩ 黄震,著,张伟,何忠礼,点校.黄氏日抄:卷八〇:戒谕仓库欺弊[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2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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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请数千贯者，下户有经年不得本钱。”① 更有

甚者，部分上户“与监官结扇，骗取小户本

钱”，“不自煎盐，反以都长统催为名，夺取小

户勤身苦体卖肉所得之钱”②。对盐场官吏、上

等盐户欺剥盐民本钱行径，时人明确指出浙东提

举司人吏诸色之欺取为该弊端本源，场官、上户

之掩取皆弊之末流③。 

浙东盐场上述所为已为宋廷知悉，故屡下诏

令其依时、依额支给盐户本钱，并严格约束地方

官员玩忽职守行为。宋廷“屡下诏书辄及之，命

给亭户官本，皆以实钱”，后令淮浙买盐监官

“依限支钱，不可少有邀阻”，“将日前所欠亭

户本钱尽数支还。自今收买到盐，即时给付元

直，不得仰勒亏减。如更不许，许亭户越诉”，

“如买不尽若支钱违限，并徒二年；因而乞取减

克者，官勒停，吏配千里”④。实际上，宋廷所

规并没有被浙东盐场诸官吏有效执行。 

这种情形下，宋廷只能要求浙东提举司严加

约束所属盐场官吏，并令提举官亲临诸场查验盐

本钱发放情形，对违反者施以不同惩处，且允许

盐户越诉告发⑤。据文献记载，浙东提举司对盐

场官吏欺取本钱等行为的确有过约束⑥。然而，

以浙东盐场恶意拖欠克减盐户本钱呈现愈来愈重

的发展态势观之，浙东提举司约束之法并未奏

效。伴随着南宋中晚期盐务组织由上而下皆已腐

化，致使原已存在的种种弊端更是变本加厉，盐

户更是经常取不到应有的盐本钱。⑦ 正因宋廷只是

以政令形式严令浙东提举司、盐场及时及额发放

盐本钱，却没有制度性保障举措，致使盐户不能

按时及额获得本钱的局面未能发生根本性改变。 

浙东盐务苛政之二是盐场、州仓官吏侵夺盐

户煎炼的盐货。宋廷规定：“盐场秤买亭户盐

货，依法两平交秤，每袋以三百斤装角。”⑧ 实

际运行中，浙东盐场为吸引商人前来贩盐而“有

大搭斤重之弊，上亏盐额，下损亭户”，宋廷为

此诏给浙东提举官“照条盐袋并以三百斤装打，

不管分毫大搭……如有违戾，即将提举官及本属

官吏申取朝廷指挥，重行责罚。若点检后再敢拆

袋暗增斤重，许诸邑人陈告，得实，犯人依私盐

法断罪追赏”⑨。宋廷虽有如此规定，却未对场

官侵夺盐货行为起到明显的遏制作用。 

正是在此背景下，宋廷于各州增设州仓，以

削夺盐场权力。然而出乎宋廷预料的是，州仓的

设置非但没有清除关防搭带欺弊，反而造成州仓

侵渔盐场，致使后者将增添盐货复转嫁于盐户。

文献记载：“一州有管盐场四处，各已立定多寡

之额，分为甲乙丙丁四等，每遇客旅支盐，随其

分数，谓之品搭支拨。后奸弊日滋，许令客人指

场投请，支仓人吏因缘为奸，遂与客旅通同拣诸

场盐袋斤两高者，方行投请。诸场之盐惮于停

留，各欲发泄，至有添二十斤或三十斤在袋。遂

至诸场暗失官盐，无从而补，唯于亭户处重秤浮

盐。”⑩ 据此可知，盐场与州仓在盐货交纳过程

中形成掣肘之势，彼此之间的制衡作用未能得到

——————————— 

① 徐松,辑,刘琳,等,点校.宋会要辑稿:食货二七[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6590. 

② 黄震,著,张伟,何忠礼,点校.黄氏日抄:卷八〇:浙东提举到任榜[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2240-2241. 

③ 黄震,著,张伟,何忠礼,点校.黄氏日抄:卷八〇:浙东提举到任榜[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2242. 

④ 脱脱,等.宋史:卷一八二:食货下四[M].北京:中华书局.1977:4435;徐松,辑,刘琳,等,点校.宋会要辑稿:食货二五,二八[M].上

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6537,6541,6633. 

⑤ 徐松,辑,刘琳,等,点校.宋会要辑稿:食货二七,食货二八[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6591.6609. 

⑥ 黄震,著,张伟,何忠礼,点校.黄氏日抄:卷八〇:约束诸场折纳盐[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2244. 

⑦ 梁庚尧.南宋的私盐[J].新史学,2002(2):59. 

⑧ 徐松,辑,刘琳,等,点校.宋会要辑稿:食货二七[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6587. 

⑨ 徐松,辑,刘琳,等,点校.宋会要辑稿:食货二八[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6628. 

⑩ 徐松,辑,刘琳,等,点校.宋会要辑稿:食货二七[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6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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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原有积弊反而日深。 

宋廷为革除这一弊端而命浙东提举司：“今

后发盐须管计程立限，运赴盐仓即时交纳。”①

然则，诸州仓皆未能严格遵行宋廷此规，反致盐

户遭受般剥销折之患与多付登涉道路之费，宋廷

终罢州仓而依旧在盐场支给②。州仓废除后随即

出现“场分迂远，客人艰于般请，及诸场竞相增

加斤数，轻重不等”诸问题，宋廷依浙东提盐邵

大受所奏而复置州仓支盐③。于此可言，盐户非

但没有在浙东盐业机构改革中获利，反而受到盐

场、州仓的双重扰夺。盐场、州仓常以优待商人

的名义而要求盐民多纳食盐，此举无疑加剧了盐

户的贫困化，“今淮、浙路支盐仓与买纳场相为

表里，务欲招诱客人，或受客人计嘱，往往多搭

斤数，有增数千斤者，是致亭户词诉不绝”，故

时人称之为“虽名优润商旅，而实坐困亭户”④。

卢益论述此事为：“前日建议者谓就场支盐，多

有搭带，故逐州置仓，以防私予之弊。窃恐其弊

今在诸场，而又在诸仓也。”⑤ 

在此种情势下，宋廷希冀通过增大对盐场擅

加斤重行为的惩处力度来遏制其发展态势。

“淮、浙盐场买纳亭户盐，盐官、公吏大秤斤

重，罪轻者并徒一年，许亭户越诉。即将大秤到

盐妄作亭户支请官盐钱入已，计赃，以自盗论。

并许人告捕，赏钱二百贯文。提举官常切检察，

知而不举，并监官知情，与同罪；不觉察者，各

杖一百。”⑥ 以实际效果而言，上述规条大多停

留于纸面，偶有落于实处者。浙东盐场、州仓收

买盐货，“多是大秤斤重，少支价钱，却将宽剩

盐数妄作亭户入中，支请官钱，分受入己”，宋

廷对此仅“令提举司检坐元降指挥，行下禁戢”

而已⑦。当然，宋廷对私增斤重行为偶或施以重

惩，监明州昌国买纳盐场兼催煎张广仁“在任增

秤亭户盐，于亭户单状内添写盐数，盗请官钱入

己”，而被宋廷“贷命，追毁出身以来文字，除

名勒停，决脊杖二十，刺面，配惠州牢城”⑧。

整体看来，宋廷所制规条未得到全面、有效地实

施，从而导致官吏私搭盐货之风盛行，盐户因此

生计艰难。 

在浙东诸盐场与州仓持久地拖欠、减克盐户

本钱以及侵夺亭户盐货，宋廷却无力改变该局面

的情形之下，盐户尽罹苛刻之苦，其制盐活动、

全家生活随即陷入困乏的境地。柳永描述盐户困

苦之景为，“周而复始无休息，官租未了私租

逼。驱妻逐子课工程，虽作人形俱菜色。鬻海之

民何辛苦，安得母富子不贫”⑨。浙东提举黄震

言其凄惨之状为，“鹑衣鹄形，流离饿莩者，满

东西浙皆是也”⑩。不仅如此，还有盐场官吏行

推排之虐政，“余姚局章支盐行石堰西场以上岸

山地水田，推排碱地盐袋，亭户卖上岸之产，以

实纳虚增之盐，产业既尽，盐无可买”○11 。黄震

因此而感叹“天下有生之类，未有苦于亭户者

——————————— 

① 徐松,辑,刘琳,等,点校.宋会要辑稿:食货二七[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6588. 

② 徐松,辑,刘琳,等,点校.宋会要辑稿:食货二七[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6594. 

③ 徐松,辑,刘琳,等,点校.宋会要辑稿:食货二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6575-6577. 

④ 徐松,辑,刘琳,等,点校.宋会要辑稿:食货二七,食货二八[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6601,6628. 

⑤ 徐松,辑,刘琳,等,点校.宋会要辑稿:食货二五[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6552. 

⑥ 徐松,辑,刘琳,等,点校.宋会要辑稿:食货二五[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6555. 

⑦ 徐松,辑,刘琳,等,点校.宋会要辑稿:食货二八[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6630. 

⑧ 徐松,辑,刘琳,等,点校.宋会要辑稿:刑法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8551. 

⑨ 柳永.鬻海歌[M]//郭荐.大德昌国州图志.杭州:杭州出版社,2009:4777. 

⑩ 黄震,著,张伟,何忠礼,点校.黄氏日抄:卷七一:辞两浙盐事司季运使札状[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2107. 

○11  黄震,著,张伟,何忠礼,点校.黄氏日抄:卷七七:浙东提举之申免场官责罚状[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2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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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民生苦恼无如亭户，日受鞭挞无如亭

户”①。 

陷入困苦之中的盐户常将制贩私盐作为重要

生存策略，仅在极少数情况下有些盐户为躲避盐

课被迫逃离盐场而成为反抗苛政的流民②。浙东

盐户积年不得本钱而致逃亡已多，钱清盐场所属

盐户大多逃亡，黄姚一场更是无户可招③。盐户

被逼到生存绝境之时，便会采用极端方式回应盐

场。鸣鹤东西场亭丁因场官拖欠盐本钱而作过，

沿途间有被官府杀伤者，有逃窜山谷者，导致一

乡惊扰，几不聊生④。庆元茶盐分司肆意掠取盐户

而致后者“本钱既充文凭，盐课惟事劫取，以致

流亡大半，课额顿亏，至今春遂群起为盗矣”⑤。

黄震叙述盐户谋生无望而奋起反抗之因由、演变

情形为：“照得沿海亭民积年被官吏椎剥，并不

曾有本钱到亭户之手，反日事鞭挞，倍数取盐，

以此亭民不胜其苦，流亡大半……今岁饿荒，无

所谋食，官吏酷虐如故，于是萌等死之心，所在

相挺为盗，杀伤死亡者十居二三”，“诸场委是

败坏残零，见存无几”⑥。 

总的来看，随着本位利益取向日深，盐场和

州仓拖欠、克扣盐户盐本钱及侵夺盐户盐货演化

为常态化的行为，业已显现出滥用权力的趋向。

宋廷对此却缺乏有效地约制，导致二者很容易出

现擅权行为，盐场、州仓由此对盐民稽留割剥，

形成百端骚扰之势，严重侵犯盐户利益，直接导

致盐户普遍贫困化。相对应的则是，盐户处于弱

势地位，其力量无法对盐场、州仓官吏构成抗衡

之势，其权益自然得不到有力地保障。在此背景

下，盐户为维持生计、完纳宋廷盐额，不得不从事

私盐制贩活动，这成为他们维持生存的主要手段。 
 

三、浙东私盐制贩体系的构建 

文献详叙有力盐户与贫下盐民食盐煎炼的具

体情形。有力盐户常以占据的盐场盘灶煎出正额

以外的盐货，“淮浙盐一场十灶，每灶昼夜煎盐

六盘，一盘三百斤，遇雨则停……其如一日雨乃

妄作三日申，若一季之间，十日雨则私煎三十六

万斤矣”。⑦ 贫下盐户虽无法在盘灶煎盐，却于管

制之外的夜晚另行煎煮，“亭户小火一灶之下无

虑二十家，家皆有镬，一家通夜必煎两镬，得盐

六十斤。十灶二百家，以季计之，则镬子盐又百

余万斤矣。”⑧ 据此可窥见盐民私盐生产之一端，

抑可推知其生产规模之庞大。伴随北宋中叶至南

宋中叶海盐生产技术的进步，盐户生产私盐能力

更是得到加强⑨。 

浙东私盐煎卖另一不可忽视的群体是濒海细

民，他们以地利之便而肆意煎贩食盐。文献载：

“东海皆盐也。苟民力之所及，未有舍而不煎，

煎而不卖者也”，“其地产盐，类多私贩，因以

为盗”⑩。明州是沿海民众从事食盐私煎私售的

重点区域，“象山、定海、鄞县旁海，有卤田三

——————————— 

① 黄震,著,张伟,何忠礼,点校.黄氏日抄:卷七七:浙东提举之申免场官责罚状,卷八〇:浙东提举到任榜[M].杭州:浙江大学出

版社,2013:2188,2241. 

② 徐松,辑,刘琳,等,点校.宋会要辑稿:食货二七[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6590. 

③ 黄震,著,张伟,何忠礼,点校.黄氏日抄:卷七一:赴两浙盐事司禀议状,卷七七:浙东提举之团结申省照会状,卷七七:申乞免

场官责罚状[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2109,2185,2188. 

④ 黄震,著,张伟,何忠礼,点校.黄氏日抄:卷八〇:晓谕亭户安业[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2245. 

⑤ 黄震,著,张伟,何忠礼,点校.黄氏日抄:卷七七:浙东提举之申免茶盐分司状[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2186. 

⑥ 黄震,著,张伟,何忠礼,点校:黄氏日抄:卷七七:浙东提举之申省宽盐课状[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2185-2186. 

⑦⑧ 李心传,著,徐规,点校.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十四:淮浙盐[M].北京:中华书局,2000:296. 

⑨ 梁庚尧.南宋的私盐[J].新史学,2002(2):105. 

⑩ 苏轼,著,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四八:上文侍中论榷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86:1401;徐松,辑,刘琳,等,点校.宋会要辑

稿:食货二七[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6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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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顷，民史超等四百六十余家，刮土淋卤煎

盐”①。由于私盐“利厚而法不能禁”②，导致沿

海居民煎贩私盐活动盛而不衰。 

在宋朝食盐专卖体制下，官府享有对食盐

产销的垄断之权，这直接造成官盐普遍存在质

次价高问题。与此相对照的则是，浙东私盐质

优价廉，民众多食用之。文献载：“杭、秀、

温、台、明五州共领监六、场十有四，然盐价

苦高，私贩者众”，“官估复高，故百姓利食

私盐，而并海民以鱼盐为业，用工省而得利

厚。由是不逞无赖盗贩者众”③。从事私盐制贩

人数极多，乃至“两浙岁断犯盐者十七万人，

终亦不为衰止”④。 

物美价宜的私盐有着广阔生存空间，这使得

私盐贩长期活跃于食盐运销领域⑤，由此形成较

为稳定的供需市场，专门从事私盐运贩的不法商

旅应运而生。宋廷允许商人贩盐，商人需按规定

价格从盐场、州仓购买官盐，之后运输至政府划

定的行盐区域贩卖。私盐盛行直接损害了盐商利

益，致使其不愿意请销官盐⑥。私盐虽存在冲击

盐商的一面，却也吸引着盐商跻身于私盐贩之

列。兴贩私盐获利颇厚，这导致许多盐商分销官

盐的同时，借助其特殊身份夹带私盐⑦。再者，

宋廷重税政策和林立的税卡，导致盐商想方设法

同官府争利，贩卖私盐成为其获取厚利的重要方

式⑧。盐户鉴于私盐收购商买入盐货价格远高于

官府，而多将盐货售于不法商旅⑨。 

不法商旅在浙东购买私盐后的运输、贩易情

形为，他们以“海船般贩私盐直入钱塘江，径取

婺、衢货卖”⑩。商旅将私盐从产盐地运出后，

不敢在公开场合售卖，而是伪装入市或私下交

易，有时还需要依靠作为中间人的牙人居中撮

合，寻找销盐对象○11 。可以说，宋代私盐因商人

运销而流通○12 。缘于此，浙东贩私盐活动兴盛，

具有群体性特征，且已深入村落。浙东濒海四州

属产盐地分，“故贩私盐者百十成群，或用大船

般载”○13 。台州人杜范称：“某居于海乡，目所

亲睹，亭民卖私盐，游手贩私盐，百姓食私盐，

盖有年矣”，并言村落中亦有贩卖私盐者○14 。据

此可言，私盐贩卖既适应民众食低价盐需要，又

为贩卖者带来厚利，在宋廷盐业体制难于彻底改

善之下，私盐漫衍滋盛便是一种无可避免的历史

现象○15。 

随着盐户、濒海细民生产私盐数量日益增

多，浙东境内私盐消费市场趋于饱和，向外拓展

市场成为必然。浙东山地多、对外陆路交通不

——————————— 

① 李心传,著,胡坤,点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M].北京:中华书局,2013:1196. 

② 范纯仁.范忠宣公集:卷十三:朝散大夫谢公墓志铭[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677. 

③ 脱脱,等.宋史:卷一八二:食货下四[M].北京:中华书局,1977:4436,4441. 

④ 黄震,著,张伟,何忠礼,点校.黄氏日抄:卷七一:申杨提举新到任求利便状[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2105. 

⑤ 姜锡东.关于宋代的私盐贩[J].盐业史研究,1999(1):11. 

⑥ 徐松,辑,刘琳,等,点校.宋会要辑稿:食货二五[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6541. 

⑦ 史继刚.浅谈宋代私盐盛行的原因及其影响[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89(3):71. 

⑧ 史继刚.宋代私盐贩阶级结构初探[J].盐业史研究,1990(4):39. 

⑨ 徐松,辑,刘琳,等,点校.宋会要辑稿:食货二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6568,6570. 

⑩ 徐松,辑,刘琳,等,点校.宋会要辑稿:食货二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6559. 

○11  史继刚.宋代私盐的来源及其运销方式[J].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1):142. 

○12  梁庚尧.南宋政府的私盐防治[J].台大历史学报,2006(37):6. 

○13  朱熹,著,曾抗美,徐德明,校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十八:奏盐酒课及差役利害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

教育出版社,2010:821-822. 

○14  杜范.清献集:卷七:贴黄,卷十五:回丞相札子[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663,732. 

○15  郭正忠.宋代的私鹾案和盐子狱[J].盐业史研究,1997(1):7. 



张宏利  刘璐：宋代浙东地区私盐制贩与国家治理模式的演变 ·49·

便，故私盐贩多选择海路向外运售盐货。如“苏

州界海内，捕得温州贩私盐万四千斤”，“温明

州私盐百余舰往来（长）江中，杀掠商贾，又各

自立党，互相屠戮，江水为丹。军城外公然卖

盐，一斤五十钱。西上晋陵、武进境上数十聚

落，皆食此盐”，肇庆府“有温、台、明州白槽

船尽载私盐，扛般上岸，强卖村民”①。 

浙东盐户与不法商旅皆因私盐而获厚利，

“今濒海盐户，其入纳所羡，悉为私易，一舟之

数，私易百万”②。其结果便造成官盐滞销，

“除明、越两州稍通客贩，粗有课利外，台、温

两州全然不成次第，民间公食私盐，客人不复请

钞，至有一场一监，累月之间不收一袋、不支一

袋。”③ 受其影响，宋朝财政收入锐减，“今日

财赋之源，煮海之利寔居其半，然年来课入不

增，商贾不行者，皆私贩有以害之也”，“二浙

私盐侵损国家利入几十之六七”④。 

综上可知，在盐场、州仓侵损盐户本钱、盐

货日趋严重而宋廷无力改变该局面的情势下，浙

东盐民广泛地进行私盐煮炼，濒海民众亦为盐利

所诱而制私盐，不法商旅则将私盐生产与运贩环

节加以接续，浙东私盐制贩体系由此得以构建。

浙东私盐制贩已然演变为盐民、濒海细民、不法

商旅满足自身需求的社会活动，同时在利己性驱

使下成为扩展自身利益的行为。可以说，浙东赖

盐而生群体并非是国家制度的被动接受者，他们

在自身利益受损与利益诉求表达渠道淤塞时，便

从事私盐制贩活动，以改变资源控制权非均衡配

置的状况。 
 

四、浙东私盐治理模式的演进 

纵观宋代浙东私盐制售情形，盐户始终是主

体，其私煎私贩活动持续时间既久且规模又巨。

这迫使宋廷对浙东食盐生产、运输、销售均制定

严格的管理措施，采取多种手段整治浙东盐户私

盐煎贩活动。宋廷欲在源头禁绝私盐供应，乃于

浙东地区推行灶甲制，藉此强化对盐户人身的管

控，将盐户煎炼活动全部纳入盐场监管之下，意

图以此法实现国家对浙东盐场有效治理。 

北宋时卢秉已将浙东盐户编入灶甲，“盐场

皆定盐灶火灰盘数，以绝私煎之弊，自三灶至十

灶为一甲，而煎盐地什伍其民，以相讥察”⑤。

灶甲制另一形式是行于台州杜渎盐场的盐栅制，

“管栅一十有八，亭户二百三十有六，灶五十有

四”⑥。文献虽未载述浙东盐场灶甲运行机制，

却详述淮南东路灶甲具体规定，可资参考。淮南

东路诸场“亭户结甲，递相委保觉察，如复敢私

买卖，许诸色人陈告，依条给赏，同甲坐罪。如

甲内有首者，免罪，亦与支赏”⑦。 

然而，灶甲制实际运行中却多有违碍之处。

浙东提举黄震访闻旧例：“上户不屑入甲，止将

中下户入册，又是具文，不曾从实结定，递相觉

察。”⑧ 缘于此，黄震推行的灶甲制更为严密，

务求落于实处。具体做法：一是诸场“不问上、

——————————— 

① 孙觌.鸿庆居士集:卷十二:沈相书[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132;徐松,辑,刘琳,等,点校.宋会要辑稿:食货二三,方域十

九[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6504,9670. 

② 徐松,辑,刘琳,等,点校.宋会要辑稿:食货二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6576. 

③ 朱熹,著,曾抗美,徐德明,校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十八:奏盐酒课及差役利害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

教育出版社,2010:822. 

④ 徐松,辑,刘琳,等,点校.宋会要辑稿:食货二七[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6596-6597. 

⑤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三〇:神宗[M].北京:中华书局,2004:5602-5603. 

⑥ 陈耆卿,著,张全镇,吴茂云,点校.嘉定赤城志[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61. 

⑦ 徐松,辑,刘琳,等,点校.宋会要辑稿:食货二七[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6593. 

⑧ 黄震,著,张伟,何忠礼,点校:黄氏日抄:卷八〇:行移团结亭丁[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2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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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下户，比同编户，一体置牌，结罪保明”；

二是盐户排结、入册，每“十家结为一甲，轮月

递充甲首。应充甲首之户，常切告报”；三是

“上户本不与下户同列听令，备丁私仆充之”；

四是“场官一人，每十日以此唤上甲首，点名告

诫”；五是若发生盐民逃亡、扰乱盐场事，对所

犯盐户“重置典刑，场官先从按劾，场吏并置重

典”；六是每月轮甲户催盐①。浙东灶甲制设计

严密，却难以得到有效执行。提举浙东茶盐公事

王然将明州盐场下户“一例拘籍，其间有不愿结

甲，及虽结甲而不愿贷本钱，至有忧畏而自缢，

或持仗而逐保正者”，吊诡的是宋廷却以扰民罢

黜了竭力推行灶甲制的王然②。 

有鉴于此，宋廷希冀强化浙东私盐稽查力

度，以求禁绝浙东私盐。浙东盐场官吏虽具有查

禁私盐之责，但往往不能尽到职责，反而常会激

发新的矛盾。庆元茶盐分司官吏以查办私盐之

名，公然为己谋利并激起民变③。缘此，宋廷于

浙东增置巡检寨专理缉私，设有 19 寨 1648 名士

兵，与诸县尉形成有效互补④。 

初始之时，宋廷规定巡检寨兵丁由当地土军

充之⑤。时间既久，土军弊端日渐凸显出来。他

们常与盐户勾连一处，公然遮庇盐户私煎私贩食

盐⑥。土军未能有效发挥缉捕私盐贩的职能，反

而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贩私活动⑦。为此，宋廷

以下列举措应之：其一，轮差禁军。宋廷“敕诸

路巡检下士兵，以原额之半，轮差禁军，半年一

替”⑧。宋廷此举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土军的

弊端，却也带来新的问题，即巡检所辖兵士多为

外地人，对屯驻区域情况不甚谙熟，致使缉私作

用十分有限⑨ 。不仅如此，“为巡检者多不识

字，悉由寨司，亭户每发私贩，反为外护”⑩。 

其二，宋廷制定规条惩处稽查不力官吏。具

体规定如下：“盐地分巡检不觉察亭户隐缩私

煎、盗卖盐者，杖一百，监官、催煎官减二等，

内巡检仍依法计数冲替”，“诸巡捕使臣透漏私

盐一百斤，罚俸一月，每五十斤加一等，至三月

止；及一千五百斤，仍差替；二千五百斤，展磨

勘二年；每千斤加半年，及五千斤降一官，仍冲

替；三万斤奏裁。” ○11  当然，宋廷对尽到职责缉

捕私盐贩的官员会给予奖励○12 。整体来看，由于

各级巡捕官吏玩忽职守、贪赃枉法，致使宋代缉

私机构不能充分发挥其职能，说明政策激励效应

明显不足，而在这些人包庇纵容下，贩私活动更

加猖獗○13  。 

因此之故，宋廷制定一系列的法律规条，对

从事私盐制贩活动的盐户、濒海细民施以严惩，

试图遏制他们煎贩私盐势头。绍兴二年（11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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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条规定：“今后亭户辄将煎盗盐货冒法与私

贩、军兵、百姓交易，不以多寡，并决脊配广南

牢城，不以赦降原减”，其后改作“若系亭户卖

所隐缩火伏盐及买之者，依《盐敕》，并论如

《盐煎私盐法》，一两比二两……依《海行私盐

法》加二等断罪。所有亭户、非亭户煎盐，与私

贩、军人聚集般贩，及百姓依藉军兵声势私贩，

即依绍兴二年十二月八日指挥一节……今欲本犯

不至徒罪，乞配邻州；若罪至徒，即配千里；如

系流罪，仍依元降指挥刺配广南。”① 

宋廷已然意识到贩运私盐的不法商旅为浙东

私盐的重要吸纳者，故对其亦有相应地惩处措

施：一是对接引私盐之人进行约束、惩处，“将

自来停塌、接引、贩卖私盐破落户，尽行籍记姓

名约束，今后不得私贩。如两经有犯，不得以多

寡，除依法断罪追赏外，日下屏逐出界”；二是

对招诱指引私贩之人出卖私盐，并停藏接引私盐

的牙人，与走私犯人一等科罪②。 

依条文规定来看，宋廷对私盐贩惩处力度可

谓极强；然据实际执行而言，大多仅属空文而

已，“今来私盐盛行，往往将见条法视为文

具”，“两浙岁断犯盐者十七万人，终亦不为衰

止”③。就其本质而言，宋代私盐刑律是不遗余

力地维护宋廷对盐务的垄断和对盐利的独占，而

绝不容许民间染指盐利，甚至认为百姓去当盗贼

要好于去贩私盐④。因此之故，宋廷虽对私盐贩

绳以苛律、处以重典，并对官吏厉行督责和肆为

赏罚，结果却是私盐始终不绝于世⑤。 

浙东私盐终不能禁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宋代食

盐专卖体制。正如时人黄震所言：“大抵上专其

利，则下受其害，势有必至。而利之所在，害有

不恤，亦非势之所能尽禁。”⑥ 盐户实属其重要

一环，但宋廷对其权益缺乏必要的制度性保障。

宋廷仅维护盐户最低限度的生产生活，而欲最大

限度的占有盐利。在此情势下，宋廷上述举措实

属应时之策，受限于行政管理体制，只能是流于

形式。 

之所以如此，乃是古代国家决策通过自上而

下的权威性传导方式由地方政府予以实现⑦。宋

廷实施整治浙东私盐措施便是自上而下的国家单

向度治理路径，其政策执行过程以命令与服从等

级关系作为基础⑧。在这种体制下，任何一项制

度，都是由具体的人来执行和操作，他们自身的素

质、立场等对制度的执行影响较大，只有清强官吏

方可忠实地贯彻，否则必然导致其形同虚设。 

实际上，浙东盐场、州仓所作所为常偏离宋

廷制度设计，这需要宋廷及时进行调控。宋廷还

要妥善处理盐场、州仓、盐民、商旅等之间利益

矛盾并统筹协调各种利益关系。国家、盐场、州

仓、盐民、商旅之间方可构成自上而下与自下而

上的双向互动，官民能够共享盐利，各利益相关

方才能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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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宋朝食盐专卖制度下，地方盐务机构贯彻

中央政策、执行有关政令力度的强弱，直接关乎

食盐专卖体制运转。宋廷赋予浙东盐场、州仓向

盐户发放盐本钱、收纳盐民盐货两项权力，藉由

他们维持食盐专卖体制正常运行。然而，浙东盐

场、州仓却出现拖欠、克扣盐户本钱并侵夺盐货

等令宋廷始料所未及的诸项弊端，由此生成的盐

务苛政更是严重破坏着食盐专卖体制良性运转。 

受其影响，盐户的生计随之陷入困境，但是

在完纳盐课、谋求生存的双重压力下，盐户迫不

得已从事制贩私盐活动，并成为浙东私盐主要供

应者，濒海细民亦会提供部分私盐。不法商旅在

利益驱动下，从浙东购入私盐并售与民众。至

此，浙东私盐制贩体系得以构建。 

浙东地区私盐制贩活动，不仅导致宋朝盐课

减损严重，而且致使食盐专卖体制不能正常运

行。为此，宋廷以灶甲制、增设巡检寨、制定私

盐律法等举措，强化对浙东私盐场域的治理，但

均未能达到其预期效果，浙东私盐制贩却日益滋

炽。究其原因，在于宋代延行不辍的食盐专卖体

制。在该制度框架下，宋廷设计初衷是维持盐户

最低限度的生产生活，却意欲最大程度获得盐利

收入，据此而垄断食盐的产销。 

实际运行中，该制度本身具有的弊端逐步凸

显出来：首先，作为重要执行机构的浙东盐场、

州仓诸官吏基于自身利益考量而大肆侵剥盐户；

其次，由于盐户缺少本钱进行制盐活动及维持全

家日常生计而势必进行私盐制贩；最后，宋廷一

味地强化对盐户的管控力度以及缉查私盐的强

度，却未曾考虑过盐民的切身利益。 

正是因为上述弊窦的长期存在，宋廷又未能对

食盐专卖体制予以调适，从而导致中央政府、地方

官府、盐户、商人等利益相关主体持久地处于利

益失衡之中。有基于此，浙东盐务机构官吏、盐

户、商人等在自利性趋导下，以不同的方式分割

盐利，使得宋代浙东私盐问题始终无法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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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volution of Private Salt Production and Sales and  

State Governance Models in Zhedong Region in the Song Dynasty 
ZHANG Hongli  LIU Lu 

 
Abstract: Under the salt monopoly system of the Song Dynasty, there are some disadvantages in the salt 

works and warehouse of Zhedong region, such as not issuing salt on time and not according to the amount of 
Yanbenqian or reduce Yanbenqian of salt cookers. Therefore, salt cookers were forced to engage in private 
salt production and trading activities to complete salt tax and maintain their livelihood. The rich salt profits 
has become another important incentive for smuggling. People live at the seaside are also tempted by salt 
profits to boil and sell private salt.These two groups immediately became permanent suppliers of private salt 
in Zhedong region.The illegal business travelers active in the private salt market in Zhedong are the main 
collector of private salt and they sell private salt to various places.So far, the private salt production and sales 
system in Zhedong region has been built.In the face of the increasingly fierce private salt production and 
trade activities in Zhedong region, the imperial government passively took measures such as Zaojia system, 
Xunjianzhai and private salt law to prevent and punish the behavior of private salt production and sales, thus 
continuously strengthening the state's governance of the salt field in Zhedong region.Due to self-interested 
considerations, local executives in Zhedong region have chosen to form a community of interests with private 
salt makers and traders, which makes it difficult for state governance measures to achieve the desired 
results.However, the deep-seated reason why Zhedong private salt can never be rooted out is that the imperial 
government only firmly maintains the rigid salt monopoly system and has not made necessary adjustments to 
the system based on the interests of salt cookers and salt merchants. 
Key words: Song Dynasty; Zhedong; private salt production and sale; state governance; evolu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