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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灵州盐业管理与运营机制研究

展 龙 耿 勇

自西汉 以来 ,宁夏池盐即被纳人政府盐业生产与销售体系 。经过唐 、西夏 、元的不断

发展 ,迄明 ,宁夏池盐生产达到高峰 。其中 ,灵州盐业因被纳入北边防御体系 ,不仅产量逐

年增高 ,行销区域不断扩大 ,盐引行销方式也时有变化 ,表现出鲜明的时代和地域特点 。

长期以来 ,学术界对明代盐业 已有较多研究 ,但对明代灵州盐业的研究却尚嫌薄弱 。最

早 ,姚继荣先生 《明代西北马政中的中盐马制度 》一文围绕西北马政 ,对明代灵州盐课司纳

马中盐制度做了初步考察 。①继之 ,薛正昌先生 《灵州盐池与宁夏历史文化 》一文概括介绍

了自西汉至清代灵州盐业生产情况 ,于明代灵州盐业生产着墨尤多 ,但 囿于史料 ,文中尚

留有诸多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 。②以此为基础 ,本文睽诸以往研究征引较少的相关资料 ,

着重对明代灵州盐业管理机制的运作 、盐池的额课 、盐引行销方式 、行盐地方 的变化等重

要问题予以探究 ,以期借此观察明代盐业管理机制的运作规则 、时代特点及现代启示 。

一 明代灵州盐业管理体制及调整

最早 ,洪武三年 十二月 ,依户部奏请 ,置陕西灵州盐课提举司 ,额定大盐池盐夫

人 ,小盐池盐夫 人 。③提举 人 ,从五品 ,同提举 人 ,从六品 ,副提举若干 ,从七品 ,

所属吏 目 人 ,从九品 ,库大使 、副使 人 ,所辖各盐仓大使 、副使 ,各场 、各井盐课司大使 、

副使并 人 。④十年 九月 ,降为陕西灵州盐课司 ,为正八品衙门 ,设大使 、副使各

人 。⑤建文元年 六月 ,裁革陕西灵州盐课司 ⑥三年 四月 ,复置 ⑦。嘉靖十年

年闰六月 ,裁革灵州盐课司副使 员 。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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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薛正昌 《灵州盐池与宁夏历史文化 上 、下 》 , 《宁夏大学学报 人文社科版 年第 、 期 。

③ 《明太祖实录》卷五九 “洪武三年十二月庚申”条 ,台北 ,中研院史语所 , 年 ,第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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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盐课司之外 ,在陕西地方亦设有两个盐引批验所 一是固原盐引批验所 。明初 ,灵

州小盐池引盐由固原运至平凉 、巩昌二府销售者 ,须将盐运至平凉府静宁州验掣 ,称静宁

盐引批验所 成化间 ,固原设镇 ,为三边总督驻地 ,静宁盐引批验所迁至固原城内 , “资其利

佐军府费 ” ,称固原盐引批验所 。①并规定 “遇小盐池支出往平凉 、安会等处地方发卖引盐 ,

俱由此批验 ” ,并由固原兵备官员 “就近稽察 ,革其奸弊 ”。②固原盐引批验所旧在州衙之

西 ,弘治十一年 ,移至东关厢 ,十五年 ,总制三边军务尚书秦绒奏设五盐厂 ,

东盐厂于东关 ,南北 步 、东西 步 ,南盐厂于难关 ,东西 步 、南北 丈 ,西盐厂于西

关 ,东西 丈 、南北 丈 ,北盐厂于北关 ,南北 丈 、东西 丈 ,中盐厂于西关 ,东西 巧

丈 、南北 丈 。③嘉靖十年 ,总制三边军务王琼以 “盐池去镇远 ,转劳运费 ” ,将盐

引批验所改设于固原城北 、距离小盐池稍近之下马房 ,称下马房盐引批验所 ,此次改移 ,虽

缩短了运输距离 ,但批验所距离州城较远 ,监管难度增大 , “行之数年 ,盐利损失 ,私贩渐

盛 ” ,嘉靖十五年 ,经总制唐龙奏请 ,将下马房盐引批验所回迁回固原州 。④

一是萌城盐引批验所 。洪武间 ,于陕西庆阳府北的萌城设置盐引批验所 ,称萌城盐引
批验所 ,灵州所产食盐往庆阳一带发卖者 ,悉在此盘掣 成化二十三年 ,迁至红德

堡 ,称红德堡盐引批验所 。⑤规定黑城 、乾沟二路盐车俱抵庆阳府城卸载 ,盐商同卸载店主

“资执引目 ,赴府验过 ” ,然后将盐运至官府规定的行盐地方销售 ,食盐售完之后 ,盐引要交

付卸载店主销毁 。⑥弘治十六年 ,迁洪德堡盐引批验所于庆阳城内 ,听环庆兵备副

使提督 。⑦因批验所位于庆阳城北关 ,称庆阳北关盐引批验所 。⑧盐引批验所迁至庆阳城

后 ,由于食盐须至北关盐引批验所严掣之后才能发买 ,而 自萌城至庆阳六百余里 ,路途遥

远 ,盐商多不乐 “转辕北贩 ” ,使得 “二千里之内所食盐尽私盐矣 ,一移易之间 ,百弊之所 由

生 ” ,缘此 ,嘉靖二年 巧 ,经巡抚都御史张润奏请 ,盐引批验所重新迁回萌城 。⑨嘉靖十

年 十二月 ,因萌城 “地方平漫 ,私盐偷漏 ,不能关防 ” ,总制尚书王琼奏准将盐引批验

所迁至萌城南八里之甜水堡 。⑩

盐课司官员为 “微末之职 ” ,位卑权轻 ,而中盐者多为 “豪势之家 ”⑩,加之灵州盐池分

① 《明世宗实录》卷一八四 “嘉靖十五年二月甲午”条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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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各地 ,事务繁多 ,随着灵州盐池额课的不断增加 ,简单的盐务管理体制难以适应 日益复

杂的盐业事务 。故 自成化起 ,明廷开始对灵州盐业管理体制进行调整 ,主要表现在

一是点派御史巡盐 ,节制灵州盐务 。点派御史巡盐是明代盐业管理的一大特色 。永
乐十四年 开始差御史巡盐 ,监察各食盐产地的盐业生产及行销 。①成 化九年

,差御史一员巡视河东运司并陕西灵州大 、小二池盐课 , “其陕西所属关内 、关南 、关

西 、河西 、庆阳等道 ,河南所属河北 、汝南 、河南等道各分巡官带管盐法者 ,悉听节制 ” 。②正

德四年 ,添设御史王错 ,专理陕西盐课 、巡捕盗贼 ,开始有御史专门巡察灵州盐业事

务 。五年 ,添设御史贺锐 ,巡按延绥 、宁夏二镇 ,兼管灵州 、临巩盐课 。③同年 ,令王

错茶马事务 ,兼理临挑 、巩昌二府盐课 ,灵州盐课由专官管理又变为由他官兼管 担当兼理

灵州盐业的御史主要职责为 “提调官吏人等 ,督工煎办 ,灶丁忧缺 ,量为金补 ,一应奸弊 ,随

宜禁革 ” 。④十年 巧巧 ,令陕西巡茶御史兼理西和县 、漳县二地盐课 , “关给引 目 ,设法开

中 ” 。⑤

二是调整职官设置 ,力求盐官专任 。虽成化初已有御史负责监察灵州盐业事务 ,但除

王错在正德初年专管灵州盐务外 ,其余均为兼管 ,其所负责的区域广大 ,加之灵州盐池地

处边方 ,兼管官员的精力很难顾及 , “理盐委官 ,原非专设 ,禁令不行 ,岁月因仍 ” ,以至 “商

人 、车脚之守候 ,动经旬月 ” ,灵州盐业生产 “废弛极矣 ” 。⑥因此 ,成化二十三年 ,令

陕西庆阳府每岁委佐贰官一员监支灵州盐课司 , “商人纳马官盐及民间食盐 ,皆以次相兼

给放 ” 。⑦弘治十六年 五月 ,经工部侍郎李隧及总制陕西军务户部尚书秦绒奏请 ,增

设陕西庆阳府通判一名 ,监理灵州大 、小盐池盐课 ,规定 “自弘治十九年 以后盐引 ,就令监

理通判开放 ”⑧,自此始有专官管理灵州盐引挚放 。对于灵州盐课司大 、小二盐池 ,初大盐

池属延绥管粮金事兼理 ,小盐池属宁夏管粮金事兼理 。⑨后因 “放盐委官 ,作弊多端 ” ,添设

陕西按察司副使一员 ,驻扎庆阳 , “职虽整伤兵备 ,实兼督理盐法 ” 。⑩至隆庆四年

三月 ,总理屯盐都御史庞尚鹏以 “理盐委官 ,责任不专 ,事鲜成效 ” ,奏准令大 、小二池通判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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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申时行 《 万历 明会典》卷三四《户部二十一 ·盐法三》 ,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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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灵州益业管理与运管机制研究

专理盐法 ,其仓场事务就近分管 , “不得复预他事 ,营私旷职者听该道参治 ” 。①隆庆六年

闰二月 ,从巡盐御史俞一贯之请 ,增设陕西宁州 、固原州同知各一员 ,分理花马池

盐务 。②

三是调整官员驻地 ,以便就近管理 。灵州盐池分散 ,且彼此相隔较远 。灵州大 、小盐

池虽由环庆兵备副使兼管 ,但驻扎庆阳 , “相离大 、小盐池各数 日之程 ,实难遥制 ” 。③所以

正德间 ,总制三边杨一清奏请 “将环庆兵备改作整伤环庆 、灵州等处兵备 ,常川在于灵州驻

扎 。兼理灵州盐课司大 、小盐池盐法 ,仍听陕西 、宁夏巡抚官员节制 ”。④嘉靖初 ,置灵武兵

备道 , “专理边备及花马池 、大小二池盐法 ” ,后裁革 。⑤灵州盐业事务重归环庆兵备副使管

理 。九年 十二月 ,王琼以灵州大 、小二池盐课改庆阳兵备副使兼管 , “相离六百余

里 ,顾理不周 ” ,奏准令延绥西路管粮金事兼管大盐池 ,宁夏管粮金事兼管小盐池 ,以便就

近管理 。⑥三十四年 ,户部以灵州盐课 “官无职 ,处置事宜 ,法久弊滋 ,正额 日拙 ”为

由 ,奏准将庆阳分守道改移环县驻扎 , “给救谕 、关防 ,专董其事 ” ,其监放之官 ,大盐池委宁

夏东路通判 ,小盐池委宁夏中路通判 ,并将 旧用把总 、吏 目 、典吏等官裁革 。⑦隆庆二年

三月 ,总督陕西侍郎王崇古以主管灵州盐务之河西道参议 “本道分管延庆二府 ,难

以遥制 ,盐利岁减 ” ,奏准专设定边兵备副使一员 ,驻扎定边营 ,东起延绥西路旧安边 、西至

宁夏萌城 ,听其经理 , “专管大 、小二池盐法及休伤边事 ” 。⑧新任定边兵备副使张守中 ,

“曲尽心计 ,区划得宜 ,镣以周垣 ,守以巡军 ,四隅并立墩台 ,人夜分更轮哨 ,池亭公署 ,鼎建

一新 ”⑨,灵州盐业管理的混乱局面得到很大改观 。

至此 ,明代灵州盐业的管理体制基本确定 ,形成 了 “总之者督臣 ,分之者抚臣 ,稽之者

按臣 、盐臣 ,恭亲捞探则有盐法兵备以及管盐府州佐贰官 ”⑩的一整套盐务管理体系 。

① 《明穆宗实录》卷四三 “隆庆四年三月丁酉”条 ,台北 ,中研院史语所 , 年 ,第 页 。

② 《明穆宗实录》卷六七 “隆庆六年闰二月乙丑条 ” ,第 页 。按 “陕西 ” ,原作 “山西 ” ,误 。 明
山西无宁州 ,宁州属陕西庆阳府 ,故改 。

③ 【明 杨一清 《关中奏议》卷七《为经理要害边防保固疆场事 》 , 《杨一清集》 ,第 页 。

④ 〔明〕陈子龙 《明经世文编 》卷三六 庞尚鹏《清理宁夏屯盐疏》 ,第 页

⑤ 明 〕陈子龙 《明经世文编 》卷三一九王崇古 《陕西四镇军务事宜疏 》 ,第 页 。

⑥ 《明世宗实录 》卷一二 “嘉靖九年十二月癸亥 ”条 ,第 一 页 。

⑦ 《明世宗实录》卷四二六 “嘉靖三十四年九月戊午 ” ,第 页 。

⑧ 【明〕徐日久 《五边典则》卷一八 “隆庆二年三月 ”条 , 《四库禁媛书丛刊 》本史部第 册 ,第
页 。

⑨ 【明」陈子龙 《明经世文编 》卷三六 庞尚鹏《清理宁夏屯盐疏》 ,第 页 。

⑩ 明 〕赵世卿 《司农奏议》卷二 《陕西盐池开采疏 》 , 《续修四库全书》本第 册 ,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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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明代灵州盐池的额课及变化

古代灵州地区盐池众多 ,星罗棋布 。唐时有温泉池 、两井池 、长尾池 、五泉池 、红桃池 、

弘静池等 。①至明 ,灵州盐课司所属盐池主要有大盐池 、小盐池二处 。大盐池位于庆阳府

北五百里的三山儿 , “周回八十里 ” 小盐池距庆阳府城三百里 , “周回二十七里 ” ②其余若

花马池 、李罗池 、狗池 、硝池 、石沟儿池 ,皆分隶大盐池 。③灵州盐课司除了管辖灵州境内的

盐池之外 ,亦兼管临近巩昌府西和县 、漳县盐井 。④西和县盐井在县城东北盐官镇 今甘肃

丰县盐官镇 ,漳县盐井位于县城西南处 ,约在今甘肃省漳县盐井镇 。⑤

自明初开始 ,灵州盐池根据西北军事 、地方行政的需求及自身的生产能力 ,中间虽有

两次小幅度的削减额课 ,但从总体而言 ,灵州盐池的额课不断上升 。虽然其盐业总产量在

明代盐业生产中所 占份额较小 ,但从增长幅度上看 ,灵州盐池的食盐生产增幅最大 。大体

而言 ,洪武至弘治间 ,灵州盐池额课虽有下降 ,但变化不大 正德元年 之后 ,因为西

北军事开销增大 ,加之地方行政事务的需求 ,明廷增加灵州盐课 司的额课 ,灵州盐池的产

盐量较之以往 ,增长幅度较大 ,至明末 ,池盐额课达到顶峰 。

洪武二年 十二月 ,定灵州岁办大引盐 引 ,每引重 斤 ,约

斤 。⑥之后 ,灵州盐课有所削减 ,规定 西和县岁办 斤 ,漳县岁办 斤 ,灵州岁

办 斤 。⑦三者共 斤 ,较洪武二年所定额数减少 斤 。凡遇闰年 ,西

和县盐井额课增加 斤 ,漳县盐井额课增加 斤 。⑧至弘治时 ,灵州 、西和县 、漳

县三处岁办盐降至 斤 ⑨,相比洪武时减少 斤 。

正统以后 ,蒙古人不断南犯 ,西北军务趋紧 ,军费开支增长 ,明廷开始通过增加灵州盐

课 ,以缓解军费之困 。正德元年 ,灵州大盐池每年增加额课 引 ,并旧课

引 ,小盐池增加额课 引 ,并旧 引 ,共 引 ,较之前增加 引 。⑩同时 ,

因灵州大 、小盐池均 “地在极边 ,山路险远 ,费重利轻 ,趋之者少 ”⑧,为吸引客商中盐 ,实行

① 〔宋」宋祁 《新唐书》卷五四《食货四》 ,北京 ,中华书局 , 年 ,第 页 。

② 「明〕陈讲 《马政志 》卷二 《盐马 ·盐池》 ,第 页。

③ 明 〕胡汝砺 《 嘉靖 宁夏新志 》卷三 《所属各地》 ,第 页。

④ 明」申时行 《 万历 明会典》卷三三 《户部二十 ·盐法二》 ,第 页。

⑤ 〔明〕陈讲 《马政志 》卷二 《盐马 ·盐池》 ,第 页 。

⑥ 《明太祖实录》卷四七 “洪武二年庚寅条 ” ,第 页 。

⑦ 明」申时行 《 万历 明会典》卷三三 《户部二十 ·盐法二》 ,第 页。

⑧ 明 〕陈讲 《马政志》卷二 《盐马 ·课额》 ,第 页 。

⑨ 明」申时行 《 万历 明会典》卷三三 《户部二十 ·盐法二》 ,第 页。

⑩ 〔明」申时行 万历 明会典》卷三三 《户部二十 ·盐法二》 ,第 页。

《明宣宗实录 》卷五六 “宣德四年七月丁未 ”条 ,台北 , 中研院史语所 , 年 ,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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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增斤不增引的措施 ,即增加每引食盐的重量 ,从而降低盐商中盐的成本 。正德元年

巧 ,规定每盐一引 , “照盐一车 ,以六石为则 ” 。①以每石 斤计算 ,每引盐重达

斤 ,为以前每引 斤的 倍 。此时灵州大 、小盐池的额课为 斤 ,加上西和县 、漳

县旧课 ,灵州盐课司每年的额课达 斤 。

嘉靖八年 十一月 ,巡抚陕西右副都御史寇天叙以韩府短缺宗禄 , “无所取给 ” ,

奏准 自嘉靖九年 为始 ,大盐池岁增 引 ,小盐池岁增 引 , “照例纳银 ,专

补诸王岁禄 ”。②万历六年 ,灵州盐课司岁办 斤 ,较之前增加 斤 。③

此后 ,灵州盐池额课又有提高 ,至二十一年 巧 时 ,大盐池每年额课已达 石 ,小

盐池 石 ,共计 石 ,以 石为 斤计算 ,灵州大 、小盐池额课增至

斤 ,加上西河 、漳县额课 ,灵州盐课司每年额课达 斤 。至此 ,灵州盐课司额课达到

顶峰 。同年 ,以总督叶梦熊所奏 ,准灵州盐课司大盐池额课暂时酌减 石 ,小盐池额课

暂时酌减 石 ④若 日后大 、小二池 “盐花盛升 ,捞采有余 ” ,则要 “议复原额 ,征银充

炯 ”。⑤

实际上 ,灵州盐课司的额课并不能真正的代表同时期灵州盐池的产量 ,除却大量无法

纳人官方统计系统的私盐 ,就灵州盐池的生产情况而言 ,因受到气候 、军事威胁及盐务管

理情况的影响 ,池盐产量并未能依照政府规定 的额课进行 ,每年的食盐生产或多或少 ,情

况不一 。首先 ,池盐生产受气候因素影响较大 , “二池所产盐利 ,全籍天时 ,与他处煎晒不

同 ,雨肠若时 ,则盐料颇收 ,旱涝不常 ,则盐花少结 ”⑥。万历四十年 ,灵州盐课司小

盐池水灾 ,淹没盐料 万多石 。⑦崇祯四年 七 、八月间 , “淫雨作祟 ,昼夜不断 ” ,灵

州盐池大坏 , “花马大池三百四十余万石之盐尽化为乌有 ”。⑧其次 ,灵州盐池地处边境 ,

“最为虏冲 ”⑨,时常受到侵扰而影响池盐产量 。嘉靖初 ,灵州大 、小盐池皆因 “虏患频仍 ,

坐失岁课 ”。⑩朝廷考察盐官时即考虑到此点 ,万历二十三年 巧 七月 ,灵州盐课司大 、

① 【明 」申时行 《 万历 明会典 》卷三三 《户部二十 ·盐法二 》 ,第 页 。

② 《明世宗实录 》卷一 七 “嘉靖八年十一月乙卯 ”条 ,第 页 。

③ 明 〕申时行 万历 明会典》卷三三 《户部二十 ·盐法二 》 ,第 页 。

④ 〔明 〕赵世卿 《司农奏议 》卷二 《陕西盐池开采疏 》 ,第 页一 页 。

⑤ 《明神宗实录 》卷二六 “万历二十一年五月甲寅 ”条 ,台北 ,中研院史语所 , 年 ,第
页 。

⑥ 《明神宗实录》卷二一 “万历十七年四月庚辰”条 ,第 页 。

⑦ 《明神宗实录》卷五三二 “万历二十三年五月丙辰 ”条 ,第 页 。

⑧ 【明 毕自严 《度支奏议 》山东司卷六 《覆河东盐院题花马池盐淹没罚治盐官疏 》 , 《续修四库全
书 》本第 册 ,第 页 。

⑨ 明世宗实录》卷八五 “嘉靖七年二月丁未 ”条 ,第 页。

⑩ 《明世宗实录》卷八五 “嘉靖七年二月丁未 ”条 ,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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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盐池 “捞盐缺额 ” ,各官例应参治 ,但 “以经虏犯有之 ” 。①再者 ,灵州盐业事务长期无官

专管 ,管理混乱 ,严重影响到池盐的生产 。正德时 , “当事者各出意见 ,奏行新例 ,纷纭变

乱 ,新旧混淆 ,弊端百出 。后任者不体前官之意 ,以至各年各项报中 ,俱未支掣完足 ,盐引

堆积多至二十余万 ”②又因兼管灵州盐务的环庆兵备副使精力有限 ,对于大 、小盐池 “顾里

不周 ” ,实行封池制度 , “每年十一月为始 ,不许支盐 ,至次年三月河开方许掣放 ” ,极大限制

了池盐的生产 ,以至嘉靖九年 ,灵州大盐池 “止放过盐三百余引 ,节年未支商盐共二

十余万 ,大约十年方可支尽 ”。③

三 明代灵州盐引的行销方式及演变

明代灵州盐业 的行 销方式 ,大体经历 了三次变化 洪武三 年 至正统三年

,灵州盐课司盐引行销主要采取开中制 ,纳粮中盐 正统三年至弘治九年 ,主

要实行纳马中盐 弘治九年以后 ,主要实行纳银中盐 。但 出于西北军事及地方事务的需

要 ,灵州盐课也实行了其他中盐方式 。在实行纳银中盐时 ,所得银两的用途前后也有变

化 ,早期主要用于延绥 、宁夏 、固原三镇买马 ,后期随着军响缺额的增大 ,所得银两主要解

送三镇 ,补充军响 。

一 纳粮中盐

为解决军粮问题 ,明初实行开中法 , “各行省边境 ,多召商中盐以为军储 ”④。洪武三年

,户部奏准灵州大 、小盐池 “募商人人粟中盐 ,粟不足则以金银 、布帛 、马 、驴 、牛 、样

之类 ,验值准之 ”。⑤次年五月 ,进一步对灵州池盐开中做出规定 于延安 、庆阳 、平凉 、宁

夏 、临挑 、巩昌纳米 斗 ,兰县 斗 ,灵州 斗 ,并于灵州给盐 引 于巩昌 、临挑 、兰县纳米

石 斗 ,漳县 石 斗 ,西和县 石 ,并于漳县 、西和县给盐 引 。⑥宣德四年 七

月 ,巡按陕西监察御史傅吉以召商于宁夏中纳灵州盐粮 ,每盐 引纳米 斗 ,比平凉等府中

纳者每引多纳 斗 升 ,并奏请减少宁夏中纳盐粮例 。⑦同月 ,减宁夏中纳盐粮则例 ,凡陕

西及所属客商每引纳米麦 斗 ,宁夏卫所每引纳米麦 斗 升 。⑧五年 四月 ,户部

重新奏定各处中纳盐粮则例 ,于宁夏卫仓纳粮中灵州小盐池盐者 ,陕西及所属客商每引纳

《明神宗实录 》卷二八七 “万历二十三年七月丁亥 ”条 ,第 页 。

〔明 〕杨一清 《关中奏议 》卷一三《为申明救谕陈言边务以御虏寇事》 , 《杨一清集》 ,第 页 。

明 〕范钦 《嘉靖事例》 , 《议夫灵盐挑挖延宁边堑 》 ,第 页 。

〔清 〕张廷玉 《明史》卷八 《食货四》 ,第 页 。

《明太祖实录 》卷五九 “洪武三年十二月庚申 ”条 ,第 页 。

《明太祖实录 》卷六五 “洪武四年五月甲子 ”条 ,第 页。

《明宣宗实录》卷五六 “宣德四年七月丁未 ”条 ,第 页

《明宣宗实录》卷五六 “宣德四年七月戊午 ”条 ,第 页。

⑥⑦①②③④⑤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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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麦 斗 升 ,宁夏卫并所属客商每引纳米 斗 。①正统元年 四月 ,陕西西宁卫以

“连年旱灾 ,粮价腾涌 ” ,请求减少中纳盐粮则例 ,户部奏定纳粮于西宁卫中灵州盐者 ,甘州

卫每引 斗 升 ,凉州卫每引 斗 。②二年 十一月 ,户部又以凉州 “馈运艰难 ” ,奏准

将灵州盐课司官盐召商开中。③四年 八月 ,因巡抚陕西右副都御史王文奏宁夏岁用

粮料不足用 ,请求 “减轻开中 ,米麦兼收 ,以备接济 ” ,重定宁夏中盐则例 ,再次减少中盐粮

数 ,于宁夏中灵州盐者 ,每引纳粮 斗 升 。④八年 ,定陕西沿边中盐则例 ,中灵州

盐者 ,宁夏 、延安 、绥德等仓每引 斗 升 。⑤成化九年 二月 ,陕西灾害严重 ,巡抚陕

西都御史马文升以 “陕西粮草 ,必须多方区画 ”⑥为由 ,奏请开中宁夏盐池 万引 ,筹措粮

草 ,户部奏定 ,于边境中纳灵州池盐 ,每盐 引纳豆 斗 、草 束 ,于环县中纳灵州池盐 ,每

盐 引纳豆 斗 、草 束 。⑦

二 纳马中盐

为防御蒙古骚扰 ,有明一代重视加强西北边防 。陕西一带 ,内则固原 、环县 、庆阳 ,外

则宁夏 、延绥 ,皆 “防胡重镇 ” 。军务所急 , “莫先于马 ” ,但 自正统初年始 , “胡尘弗靖 ,战马

告乏 ” 。⑧为缓解陕西边镇马匹短缺状况 ,明廷 自正统以后 ,于灵州盐课司召商纳马中盐 ,

将所易之马供给临近边镇使用 。

正统三年 正月 ,宁夏总兵官史昭奏 “宁夏边军缺马骑操者众 ” ,而延安 、庆阳 、平

凉等处 “军民之家养马成群 ,宜出榜招之 ,令将马匹赴官中盐 ,验马以定引数 ” 。户部奏定

上马 匹 ,给灵州官盐 引 ,中马 匹 ,给灵州官盐 引 ,其马匹送宁夏总兵官 、参赞军

务右金都御史金镰处公同验收 。⑨此时 ,灵州池盐所中马匹只供应宁夏一镇 ,马匹需送至

宁夏总兵官处上纳 。至正统四年 五月 ,宁夏马匹数多 ,都督同知郑铭奏改中盐马匹

于陕西布政司上纳 ,所收马匹也不限于供应宁夏一镇 , “甘凉诸边缺马 ,则给之 ”⑩。同年十

月 ,进一步规定陕西灵州盐课司召商中盐所纳之马 “供给甘肃 、宁夏官军骑操 ” ,中宁夏西

路大 、小盐池盐者 ,于庆阳 、平凉诸处发卖 ,中宁夏东路花马池盐者 ,于延安 、西安府发卖 。⑧

此后 ,视边镇马匹充裕情况及纳马中盐的具体实行情况 ,对于纳马中盐则例进行了调

① 《明宣宗实录 》卷六五 “宣德五年四月己卯条 ” ,第 页 。

② 《明英宗实录》卷一六 “正统元年四月己未 ”条 ,台北 ,中研院史语所 , 年 ,第 页 。

③ 《明英宗实录 》卷三六 “正统二年十一月丙午 ”条 ,第 页 。

④ 《明英宗实录》卷五八 “正统四年八月庚子 ”条 ,第 页 。

⑤ 《明英宗实录》卷一 九 “正统八年十月辛亥 ”条 ,第 页。

⑥ 《明宪宗实录》卷一一三 “成化九年二月庚午 ”条 ,台北 ,中研院史语所 , 年 ,第 页。

⑦ 《明宪宗实录》卷一一三 “成化九年二月丁亥 ”条 ,第 一 页。

⑧ 明 〕杨一清 《关中奏议》卷二 《为处置各边马匹事》 , 《杨一清集 》 ,第 页。

⑨ 【明 」申时行 《 万历 明会典 》卷三二 《户部二十 ·盐法二 》 ,第 页 。

⑩ 《明英宗实录》卷五五 “正统四年五月辛酉 ”条 ,第 页 。

⑩ 《明英宗实录》卷六 “正统四年十月壬寅 ”条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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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 。正统十年 四月 ,延安 、庆阳二卫召商纳马中盐 ,每上马 匹给盐 引 ,每中马

匹给盐 引 ,俱于灵州盐课司小盐池支盐 。①同年九月 ,宁夏总兵官黄真以灵州盐池道

路险远 , “中纳者少 ” ,奏准增加定边等卫中盐纳马则例 ,每上马 匹支盐 引 ,中马 匹

支盐 引 ,较之前户部所定中盐纳马则例增加 引 。②天顺四年 ,镇守太监王清

奏准宁夏 、延绥 “轮年循环中纳马匹 ”。③成化二十一年 八月 ,巡抚宁夏都御史崔让

奏改陕西灵州花马池等处纳马中盐者 ,每上马 匹给盐 引 ,每中马 匹给盐 引 。④较

之正统十年 所定纳马中盐则例 ,商人中盐成本提高一倍 。

除将灵州盐课司每年额课用于易马之外 ,遇边镇军队缺马太多 ,则临时增拨盐引 ,召

商纳马中盐 。如景泰六年 ,都督张泰等题称宁夏并东 、西二路官军缺少马匹 ,兵部

覆准开中灵州盐课司盐课 万引易马 ,补充宁夏镇所缺马匹 。⑤成化元年 ,宁夏镇

缺马达 余匹之多 ,巡抚宁夏副都御史陈价奏请开灵州花马池等处盐课召商中马 ,补足

缺额 ,户部题准给盐引 万道 ,于灵州盐课司易马 。⑥

然而 ,这一时期所实行的纳马中盐制度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存在弊端 一是中盐所纳之

马原规定轮年循环配送给宁夏 、延绥二镇 ,后 “此法渐驰 ,各边相互奏讨 ”⑦,马匹分配制度

相当混乱 。如天顺五年 ,巡抚宁夏副都御史陈翌以宁夏中 、东 、西三路缺马 ,题准

“灵州盐课不必与延绥分定年分 ,各另召商中纳 ” ,破坏了原定宁夏 、延绥二镇轮流中纳马

匹的规定 。⑧正德十三年 ,延绥镇又以 “本镇大虏住套 ,损伤马匹 ” ,奏请 “将灵州盐

课或五年 、或十年 ,俱与延绥买补马匹 ” ,户部虽最终只覆准 “将正德十四年分一半盐引 ,并

十五年分盐引尽数俱与延绥支用 ,至正德十六年以后照旧宁夏 、甘肃二镇轮流开中 ”⑨,但

仍然破坏了之前轮流开中马匹的规定 。二是 “势家多将老病马散之各营堡 ,以给官军 ,抵

商人报中之数 ” ,所纳之马 “未及一年 ,十死八九 ” ,而使用此马之把总等人却 “莫敢谁何 ” ,

只能 “仍复依例追补 ” ,连累军人无辜赔偿 。⑩三是随着食盐价格的上涨 ,纳马的价值远低

于所中池盐的价格 ,大量盐课并未获得与之价值相符的马匹 ,盐课大量浪费 。按照官府所

定纳马中盐则例 每上马 匹给盐引 道 ,中马 匹给盐引 道 ,每引 道支盐 斤 ,

① 《明英宗实录 》卷一二八 “正统十年四月乙卯 ”条 ,第 页 。

② 《明英宗实录》卷一三三 “正统十年九月丙申”条 ,第 一 页 。

③ 明〕陈讲 《马政志》卷二 《盐马 ·召中》 ,第 页 。

④ 《明宪宗实录》卷二六九 “成化二十一年八月甲午 ”条 ,第 页。

⑤ 明〕张学颜 《万历会计录》卷二七 《本镇响额 ·盐课 》 , 《续修四库全书》本第 册 ,第 页 。

⑥ 《明宪宗实录》卷一七 “成化元年五月辛亥 ”条 ,第 页 卷二一 “成化元年九月癸丑 ”条 ,第

仁明」杨一清 《关中奏议 》卷二《为处置各边马匹事 》 , 《杨一清集》 ,第 页 。

明」张学颜 《万历会计录》卷二七《本镇晌额 ·盐课 》 ,第 页 。

明」张学颜 《万历会计录》卷二六《本镇晌额 ·盐引》 ,第 页 。

《明孝宗实录》卷一一二 “弘治九年四月壬午 ”条 ,第 页 。

⑨⑧⑩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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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引支盐 万斤 当时 万斤盐价值银 两 ,则每纳上马 匹所中食盐价值银 两 ,

中马 匹银 两 ,而同时期上马 匹价格为 两左右 ,中马 匹价格为 两左右 。①如

此 ,官府在纳马中盐中所费盐引是马匹市价的四倍 ,出现 “引常有余 ,马常不足 ,万车载去 ,

俱人权门 ,数匹牵来 ,仅有毛骨 ”的现象 ,灵州盐课司所产盐利 “不在商人 ,亦不在公家 ”。②

因此 ,纳马中盐制度的实行并未有效缓解陕西边镇军马短缺的状况 ,反而使得 “利归私门 ,

分家不得实用 ” ,各边镇 “一或缺马 ,动辄仰给京师 ” 。③

三 纳银中盐

鉴于纳马中盐中存在种种弊端 ,成化六年 规定 在实行纳马中盐的同时 ,若商

人无马可纳 , “情愿折银 ” ,则 “听照盐价折收 ,前去有马去处市买给军 ” ,纳银中盐开始出

现 。④二十一年 八月 ,灵州花马池等处在实行纳马中盐时 ,允许内地每引纳银一钱

八分中盐 ,所收之银 “以济边炯 ”。⑤弘治九年 四月 ,应宁夏都指挥金事傅钊奏请 ,

兵部题准 自此年始 ,凡报中灵州盐课司盐课 ,每引百道纳银 巧 两 ,给与商人勘合执照 ,每

遇中马之年 ,各镇需将马匹死损数目上报 ,兵部 “计其价值 ,行陕西布政司给散各军自买 ” ,

并规定若所买之马不堪使用 ,则 “不许印烙 ”。⑥自此 除于嘉靖元年 至四年

间有短暂反复 ,又重新实行纳马中盐之外 , ⑦纳银中盐正式取代纳马中盐 ,成为开中灵州盐

课的主要方式 。

纳银中盐制度确定后 ,根据灵州盐业的生产状况及西北军事的需要 ,对纳马中盐则例

进行了一些调整 ,前后变化较多 。弘治十五年 ,提高灵州盐引的售价 ,每引定价银

钱 分 ,每引可载盐 石 ,所中东路盐价由庆阳府收储 ,所中西路盐价由固原州收储 , “分

解各边买马 ” 。⑧后因灵州大 、小二池 “边远险阻 ,脚价艰苦 ,比之淮 、浙 、河东 ,事体不同 ” ,

正德元年 ,经总制三边军务杨一清议准 ,灵州大 、小盐池照例召商 ,每引纳银 钱

分 ,每引支盐 车 ,以 石为则 ,盐商将所中池盐运至固原 、庆阳二盐厂卸所 ,每引收卧引银

① 【明 〕何孟春 《何文简疏议 》卷二 《马政疏》 ,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 册 ,第 一 页 。

② 【明 何孟春 《何文简疏议 》卷二 《马政疏 》 ,第科 页 。

③ 明 〕杨一清 《关中奏议 》卷二 《为处置各边马匹事 》 , 《杨一清集 ,第 页 。

④ 【明 〕张学颜 《万历会计录 》卷二七 《本镇晌额 ·盐课 》 ,第 页 。

⑤ 《明宪宗实录 》卷二六九 “成化二十一年八月甲午 ”条 ,第 页 。

⑥ 《明孝宗实录》卷一一二 “弘治九年四月壬午 ”条 ,第 页 申时行 《 万历 明会典 》卷三三
《户部二十 ·盐法二》 ,第 页。

⑦ 嘉靖元年 巧 正月 ,巡抚宁夏都御史王时中以 “先年延宁二镇更番召商中马 ,计直掣盐 ,公私
两便 。顷乃困仰商人 ,使俱诣陕西布政司纳银候引 ,即重劳官 ,复辗转借用 ,不佐边方之急 ” ,请求重新恢

复纳马中盐 ,兵部覆准令环庆兵备副使督同盐厂官 “从公召商中马 ,以次分派三镇 ” ,先甘肃 ,次延绥 ,第

页 。至四年 十月 ,兵部尚书兼左都御史 、总制三边军务杨一清言 “中马不若中银 ” ,又重新变为
纳银中盐 ,每引纳银二钱五分 、卧引银一钱 ,所纳之银 “专侯各边轮支买马 ” ,先延绥 ,次宁夏 ,又次甘肃。

《明世宗实录》卷五六 “嘉靖四年十月辛酉”条 ,第 一 页 。

⑧ 【明」申时行 《 万历 明会典》卷三三 《户部二十 ·盐法二 》 ,第 页 。



明史研究第十三碑

钱 ,总计每引需纳银 钱 分 ,较之前有所减少 。中盐所获之银 ,俱送庆阳 、固原各官库

寄放 ,听固原兵备兼理盐法副使及固原兵备副使管理 ,每季度庆阳理盐通判同灵州盐课司

大使将 “给过引 目 、放过盐数 ” ,造册上报总制三边军务及陕西布政司 ,以备考查 。如果边

镇缺少马匹 ,巡抚需将所缺马匹数额移文上报 ,根据具体情况 “斟酌通融 ” ,不拘泥于延绥 、

宁夏二镇轮年循环买马的成规 ,将固原 、庆阳所储银两 “给发买马之用 ”。年终 ,总制三边

军务将一年 “纳过银两 ,买过马匹 ,并分拨过各镇数目 ”造册上缴 ,如有剩余银两 ,则 “发库

收储 ,照例盘查 ” ,纳银 中盐制度进一步完善 。①此后 ,盐引价格继续下调 ,正德十二年

,取消卧引钱及车户上纳门盐等项 ,每引降至 钱 分 。②

嘉靖时 ,盐引价格开始上调 。四年 巧 ,总制三边军务杨一清奏准灵州盐课重新实

行纳银中盐 ,灵州大 、小盐池所产食盐每引 钱 分 ,卧引银 钱 ,总计每中盐 引需纳银

钱 分 ,盐引价格恢复到正德元年 所定标准 。③三十四年 ,制定灵州盐课

司西河县 、漳县盐井的盐引价格 ,每盐两百斤为 引 ,每引纳银 钱 分 ,每 引支西和县

所产盐 引 、漳县所产盐 引 ,与此相关如 “挂号 、截角 、支放 、禁约 、巡辑 ”等事宜 ,俱由分

守陇右道监理 。④之后 ,不断提高灵州大 、小盐池盐引价格 。三十五年 ,大 、小二池

所产盐每引定价 钱 ,每引支盐 石 隆庆元年 ,上调西和县 、漳县盐井所产食盐的

盐引价格 ,每百斤纳银 钱 分 ,每 斤为 引 ,则每引需纳银 钱 分 ,较嘉靖三十四

年 所定价格 ,每引多纳银 钱 分 五年 巧 ,因灵州大 、小二池每引支盐 石 ,

“四倍河东 ” ,户部题准提高灵州大 、小盐池盐引价格 ,每引增银 钱 分 ,加上卧引银 钱

分 、西路斗底银 钱 分 ,每引共需纳银 钱 分 。⑤

纳银中盐的实行本为避免纳马中盐存在的弊病 ,虽然规定将出售灵州盐引所得银两

专门用于延绥 、宁夏等边镇易马 , “不得别项奏讨 ”⑥。但在实施过程中 ,召商中盐所得之银

“往往取借别用 ”⑦,并未按照规定全部用于买马 ,以至于推行纳银中盐三十余年以来 , “各

边不沽马匹之利 ”⑧。弘治十二年 ,巡抚宁夏都御史以宁夏官军 “苦于无水 ,军马多

在僻处就水 ,贼人不得知 ,比得报追截 ,贼已出境 ”为由 ,请求拨银三万两并借支灵州盐课

司五六年盐课 ,修复河渠 。⑨次年四月 ,朝廷批准借支灵州盐课司弘治十四年 、十五年二年

① 以上皆引自杨一清 《关中奏议 》卷二 《为处置各边马匹事 》 , 《杨一清集 》 ,第 一 页 。

② 明 」申时行 《 万历 明会典 》卷三三 《户部二十 ·盐法二 》 ,第 一 页 。

③ 《明世宗实录 》卷五六 “嘉靖四年十月辛丑 ”条 ,第 一 页 。

④ 「明」申时行 《 万历 明会典 》卷三三《户部二十 ·盐法二》 ,第 页 。

⑤ 「明 」申时行 《 万历 明会典 》卷三三 《户部二十 ·盐法二 》 ,第 页 。

⑥ 赶明」杨一清 《关中奏议》卷一三 《为申明救谕陈言边务以御虏寇事》 , 《杨一清集 》 ,第 页 〕

⑦ 明 〕杨一清 《关中奏议 》卷一三 《为申明救谕陈言边务以御虏寇事 》 , 《杨一清集 》 ,第 页 。

⑧ 「明」范钦 《嘉靖事例》 , 《覆议宁夏抚臣条陈四事》 ,第 页 。

⑨ 《明孝宗实录》卷一五七 “弘治十二年十二月甲寅”条 ,第 一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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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课 “助修渠之用 ” 。①十五年 正月 ,宁夏粮草缺乏 ,又令其借支灵州盐课司弘治十

六年至十八年三年盐课 , “以备边储 ” 。②正德六年 ,户部右侍郎从兰以旧安边营 、

定边营等地 “虏骑出没 ,转输最难 ” ,奏请将灵州盐课司所辖大 、小盐池池盐 “查照时估 ,以

就近上纳粮草 ,听延 、宁二镇轮流收 ,拨花马池等城堡支用 ” ,户部覆准每年拨付五万引 “召

商报中粮草 ” ,以满足边镇需要 。③嘉靖八年 二月 ,陕西灾害严重 , “贩济不足 ” ,经

巡抚陕西都御史寇天叙奏请 ,将灵州盐课司大 、小盐池额课开中二年 ,西和县 、漳县盐井额

课开中三年 , “或折银两 ,或收杂粮 ,从宜区处 ,以备贩济 ” 。④九年 正月 ,陕西 、宁夏

旱灾依然 ,再拨灵州盐课银用于贩灾 。⑤十四年 ,总制三边军务兵部尚书王琼奏准

灵州小盐池额课 引 “专供花马池一带修边支用 ”。⑥灵州盐池所产食盐有限 ,频繁的

挪用本用于边镇买马的灵州盐课司盐价 ,势必影响边镇补充所缺马匹 。嘉靖九年 ,

据巡抚宁夏都御史翟鹏上奏 ,宁夏镇 “两次具奏官军缺马骑征 ” ,但所需银两 “皆取给于太

仆寺马价 ,而两池盐利未有分毫之助 ” 。⑦

随着商屯的破坏及西北驻军的增多 ,军晌不足 ,从嘉靖 中期开始 ,灵州盐课由主要用

于延绥 、宁夏 、固原 三镇买 马 ,逐步变为 三镇年例银 的一部分 ,以补充军响 。十四年

,户部题准灵州大 、小盐池增加额课三万引 ,召商开中 ,用于 “三边轮流买马 ,或接济

军响支用 ” ,如发生 “虏贼临边 ,车脚阻碍 ” ,则 “照旧停止 ”。⑧此时 ,灵州盐课司盐价虽主

要用于供给各边买马 ,但已开始将部分银两补充三镇军响 。三十四年 规定灵州盐

课司所属西和县 、漳县盐井中盐所得之银 “于年终解送花马池管粮衙门交收 ,专备防秋兵

马支用 ” 。⑨隆庆元年 ,户部题准将大 、小盐池纳价 、余盐等银五钱二分 ,以四钱作引

价 ,一钱二分作卧引 ,小盐池于宁夏西路销售者 ,纳斗底银一钱五分 ,卧引银及斗底银解送

固原州 ,用作固原军门搞赏银 ,引价解送庆阳府 , “听延 、宁二镇客兵支用 ” 。⑩ 自此 ,灵州盐

课司额课从补贴三镇易马转变为补充临近边镇军响 。之后 ,为适应西北边镇之需 ,对中盐

所得银两的分配又进行了调整 。四年 ,户部题准将西和县 、漳县课银每年二千余

① 《明孝宗实录》卷一六一 “弘治十三年四月丙戌 ”条 ,第 一 页。

② 《明孝宗实录》卷一八三 “弘治十五年正月辛巳”条 ,第 页。

③ 「明 〕张学颜 《万历会计录 》卷二六 《本镇铜额 ·盐引 》 ,第 页 明武宗实录 》卷七五 “正德六

年五月丁卯 ”条 ,台北 ,中研院史语所 , 年 ,第 页 。

④ 明」范钦 《嘉靖事例》 , 《覆议宁夏抚臣条陈四事 》 ,第 页 《明世宗实录》卷九八 “嘉靖八年二
月壬申”条 ,第 页 。

⑤ 《明世宗实录》卷一 九 “嘉靖九年正月甲寅 ”条 ,第 页 。

⑥ 明」申时行 《 万历 明会典》卷三三《户部二十 ·盐法二》 ,第 页 。

⑦ 【明 〕陈子龙 《明经世文编 》卷一 五梁才 《议支灵州盐课挑挖延宁边堑疏 》 ,第 页 。

⑧ 〔明」申时行 《 万历 明会典》卷三三《户部二十 ·盐法二》 ,第 页 。

⑨ 【明」申时行 万历 明会典》卷三三《户部二十 ·盐法二 》 ,第 页 。

⑩ 【明」申时行 《 万历 明会典 》卷三三 《户部二十 ·盐法二 》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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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 ,改为解送至兰州收储 , “专备临巩兵备 、固原二道客兵支用 ” 。①万历五年 ,户部

题准将大盐池额课解送至延绥镇 ,小盐池解送至宁夏镇 ,并将新增延安府 两 ,改解送

至延绥镇 。②至六年 ,灵州盐课司每年解送宁夏镇军响年例银 两 ,延绥镇年

例银 两 钱 分 ,固原镇客兵银 两 ,固原镇军门稿赏银 两 钱 分 ,四者

共计银 两 钱 分 。③ 自此 ,灵州盐课司额课被固定解送延绥 、宁夏 、固原三镇 ,补

充军炯 ,直至明亡 。

四 明代灵州盐池行盐区域及扩大

明初 ,对灵州盐课司池盐的行盐地方有明确规定 洪武三年 ,户部奏准陕西灵

州盐课司行盐之地为 “东至庆阳 ,南至凤翔 、汉中 ,西至平凉 ,北至灵州 ” 。④后凤翔府 、汉中

府为解盐行盐之地 ,灵盐大 、小盐池之行盐地方被限制在平凉府 、庆阳府及宁夏等卫 、榆林

宁塞营以西城堡 ⑤,西和县 、漳县盐井所产井盐行盐地方为临挑府 、巩昌府 。⑥之后 ,由于各

种原因 ,明廷对于灵盐的行盐地方不断调整 ,变化较大 。具体表现为 在陕西 ,尤其是在人

口较多的西安 、凤翔 、汉中三府 ,灵盐不断排挤河东解盐的销售区域 。

一 灵盐行盐区域变化的原因

一方面 ,灵州盐课司 “行盐地狭 ”⑦,而随着西北边镇庞大的军费需求 ,灵州盐课司每年
额课由洪武时的 余万斤上升至万历中期的 余万斤 ,是最初规定的 倍 。额课

不断增加 ,而行盐地方却被限制在平凉 、庆阳 、巩昌等户口稀少之地 ,灵州池盐出现了 “患

于难售 ,而不患于难捞 ”⑧的难题 ,食盐产量远远超出了官府规定的行盐区域的消费能力 。

与此同时 ,河东解盐产地 “初开三门 ,塞其内外 ,水不人而盐花盛 ” ,食盐产量稳定 ,后主管

官员贪图盐利 , “并开其内外 ,水人而盐版坏 ” ,加以 “水潦不时 ” ,池盐产量难以达到规定的

额课标准 。⑨ “盐生着多 ,民食者少 ”⑩,灵州盐业生产中供需失调 ,加之解盐行盐区域于灵

盐行盐区域相邻 ,自明初以来 ,灵盐通过各种手段渗透至本属解盐行盐地方的汉中 、凤翔 、

西安 、延安等府 ,最终将延安 、凤翔变为灵盐的行盐区域 。

〔明了申时行 《 万历 明会典》卷三三《户部二十 ·盐法二 》 ,第 页。

仁明 」申时行 万历 明会典 》卷三三 《 ·盐法二 》 ,第 页 。

【明」申时行 《 万历 明会典》卷三三《户部二十 ·盐法二》 ,第 页。

《明太祖实录》卷五九 “洪武三年十二月庚申”条 ,第 页 。

明」杨一清 《关中奏议 》卷二 《为处置各边马匹事》 , 《杨一清集》 ,第 页 。

明」张学颜 《万历会计录》卷二九 《本镇晌额 ·盐课 》 ,第 页 。

《明宪宗实录》卷二五四“成化二十年七月庚戌 ”条 ,第 页 。

〔明 〕毕自严 《度支奏议 》山东司卷六 《覆河东盐院题花马池盐湮没罚治盐官疏》 ,

【明 张置 《西园闻见录》卷三五《户部五 ·盐法后》 , 《续修四库全书》本 ,第 册 ,第 页。

「明」杨一清 《关中奏议 》卷一三《为申明救谕陈言边务以御虏寇事》 , 《杨一清集》 ,第 页。

①⑤⑥⑨⑩②③④⑦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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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 ,灵盐的品质优于解盐 ,且价格便宜 ,具有更强的市场竞争力 。灵盐与解盐

同为池盐 ,但就盐的品质而言 , “灵州产美于河东 ”①,诗谓 “凝华兼积润 ,一望夕阳中 。素

影摇银海 ,寒光炫碧空 。调和偏有味 ,生产自无穷 。若史移南国 ,黄金价可同。”②将灵盐与

黄金相比 ,可见灵盐品质之优 。隆庆四年 ,河东盐池遭受水患 , “盐花不生 ,捞采为

艰 ” ,为保持解盐产量 ,除于盐池捞采食盐之外 ,另用浇晒法来生产食盐 , “其行之陕西者则

捞着也 ,其行之河 、陕者则晒者也 ” ,而 “晒盐味苦 ,不可以口 ,市不得膏 ” 。③加之 “河东盐

不足 ” ,食盐短缺 ,商人往往在本以味苦之盐中 “参和沙土 ” ,解盐的品质更为下降 。④在解

盐品质下降的同时 ,其价格较之临近的灵盐却相对较高 。以凤翔府为例 ,万历三十八年

之前为解盐行盐之地 , “每引纳课三钱三分 ,支盐一石 ” ,而与之临近之平凉 、庆阳二

府为灵盐行盐之地 , “每引纳课一钱一分 ,至盐一石 ”⑤,解盐价格是灵盐的三倍 。河东盐池

自“暴雨冲决 ,水淡盐薄 ” ,产量下降之后 ,盐价进一步抬升 ,至隆庆六年 ,据陕西巡

抚张瀚上报 ,陕西之解盐行盐区域 “一时盐价腾踊 ,西安地方斗盐三钱 ,凤 、汉之间 ,渐增至

倍 ” ,而陕西其它食灵盐郡县 ,盐价较低 , “每斗不及一钱 ”。⑥

二 灵盐行盐区域的变化

缘于上述原因 ,明廷对灵州池盐的行盐区域进行了不断的调整 。官府虽数次明确厘

清灵盐的行盐区域 ,禁止灵盐在解盐行盐地方销售 ,但灵盐的销售范围并未固定 ,变化较

为频繁 。为解决灵盐销售的问题 ,灵盐初期主要采取暂借解盐行盐地方以销售灵盐 ,灵盐

与解盐兼行 自隆庆四年 起 ,经过陕西地方官员的不断奏请 ,原属解盐行盐区域的

延安府 、凤翔府最终成为灵盐的法定行盐之地 。

宣德二年 八月 ,宁夏总兵官 、宁阳侯陈憋以 “前召商于宁夏纳米 ,灵州支盐 ,往

平凉 、庆阳餐买 ,而行盐地方不广 ” ,而此时 “河东盐池久被水潦 ,盐利不兴 ,灵州私盐转出

他境 ” ,奏准 “暂许灵州之盐得至陕西 、山西地界 ”销售 , “侯河东盐池有盐之 日 ,仍如旧

例 ”⑦。灵盐的销售区域暂时得以扩大 ,不仅得以在陕西境内销售 ,而且扩张至山西境内 。

之后 ,河东盐池生产能力得以恢复 ,灵盐的行盐地方又恢复到原来区域 。正统四年

十月 ,因西北边镇缺少马匹 ,灵州盐课司召商纳马中盐 ,所得之马补给西北边镇 ,并允许商

① 〔明 〕唐枢 《政问录 》卷一 , 《续修四库全书 》本第 册 ,第 页 。

② 〔明 〕胡汝砺 《 嘉靖 宁夏新志》卷三 《所属各地》 ,第 一 页。

③ 仁明」吴亮 《万历疏钞》卷一三萧彦《敬陈末议以备才择以裨治安疏 》 , 《续修四库全书 》本第

册 ,第 页 。

④ 「明 张营 《西园闻见录》卷三五 《户部五 ·盐法后 》 ,第 页。

⑤ 【明 毕自严 《度支奏议 》山东司卷六 《覆议凤属加盐以苏民困疏 》 ,第 页 。

⑥ 【明 〕张瀚 《台省疏稿 》卷三 《悉捆愚陈末议以安地方疏 》 , 《续修四库全书 》本第 册 ,第
页 《明穆宗实录》卷七 “隆庆六年五月戊申 ”条 ,第 页 。

⑦ 《明宣宗实录》卷三 “宣德二年八月乙亥 ”条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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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中花马诸池盐可以 “于延安 、西安府背之 ”①,灵盐开始在本属解盐行盐区域的延安府 、西

安府与解盐兼行销售 。此后 ,西北边镇马匹需求不断增大 ,但 “灵州行盐地方止于庆阳 、平

凉二处 ,报中者甚少 ” ,为鼓励商人报中灵州大 、小盐池盐课 ,允许其 “所开中马盐引不为常

例 ,不限地方货卖 ”。②成化元年 五月 ,开灵州花马池等处盐课召商中马 ,并 “借西

安府地方行盐三年 ” 。③二十一年 ,再次允许商人于灵州花马池等处纳马中盐或纳

银中盐者 ,所中之盐可以在陕西西安等八府销售 。④

明朝官方在允许灵盐在本属解盐行盐区域销售的同时 ,也考虑到河东盐课 “内给宗

粮 ,外佐边铜 ,而余皆贮之布政司以备灾伤抵补之用 ”⑤的重要功用 ,如果灵盐长期挤占解

盐的行盐地方 ,加之灵盐相比解盐 “味甘价贱 ”⑥,势必 “阻坏彼处 河东 盐法 ”⑦,造成解盐

销售困难 ,进而影响到盐课银的足额完纳 。 出乎此 ,明廷数次严禁灵盐越境销售 ,试 图维

护解盐行盐区域的稳定 。成化十七年 ,户部奏准 “西安府人民不许兴贩灵州盐

课 ”⑧,禁止灵盐在西安府地 区的销售 ,但不久即重新允许西安府销售灵盐 。弘治二年

,重新规定灵州盐课司行盐地方 “仍旧于平凉 、静宁 、隆德 、政平 、庆 阳 、环县等

处 ”⑨,灵盐行盐之地缩至原来划定的区域 。继之 ,嘉靖 四年 ,巡按山西监察御史初

果以 “河东盐课专供宣府边储 ,见今堆积甚多 ,其行盐地方惟陕西凤翔 、汉 中等府道兼水

陆 ,商贩颇例 ,今若以灵州池盐于凤 、汉二府行发 ,则河东所积之盐阻滞 ” ,又灵盐与解盐

“各有行盐地方 ” ,要求禁止灵盐越境贩卖 。⑩同年 ,朝廷覆准初果奏请 ,规定 “商人原中灵

州大 、小池盐课 ,照原该行盐地方发卖 ,不许搀越境界 ” 同时 ,为严防灵盐越境销售 ,下令

山西 、河南各府 、州 、县 、卫 、所 “将河东行盐地方翻刻大字告示 ,张挂晓谕 ,但遇客商将官盐

越境货卖 ,及奸人兴贩本地 自煎私盐 ,查照律例 ,从重发问 ” 。⑨

由于灵盐的市场优势及解盐 自身存在的诸多问题 ,只是单纯的依靠限制灵盐行盐区

域的措施并不能解决解盐困难的问题 ,反而因为灵州官盐不能正式在市场上销售 ,使得陕

西西安 、延安等府灵盐 “私贩固未尝决 ”⑩。如延安府原为解盐产地 ,但 “山路崎岖 ,舟车难

《明英宗实录》卷六 “正统四年十月壬寅”条 ,第 巧 页 。

《明宪宗实录》卷一五八 “成化十二年十月癸酉”条 ,第 一 页。

《明宪宗实录》卷一七 “成化元年五月丁未 ”条 ,第 页。

《明宪宗实录》卷二六九 “成化二十一年八月甲午 ”条 ,第 页。

〔明 〕陈子龙 《明经世文编》卷二九八马森 《奏盐法事宜》 ,第 页 。

明 〕毕自严 《度支奏议 》山东司卷六 《覆议凤属加盐以苏民困疏》 ,第 页 。

「明 〕杨一清 《关中奏议 》卷二 《为处置各边马匹事 》 , 《杨一清集》 ,第 页 。

明」申时行 《 万历 明会典》卷三四《户部二十一 ·盐法三》 ,第 页 。

明 申时行 《 万历 明会典》卷三三《户部二十 ·盐法二》 ,第 页。

《明世宗实录 》卷五七 “嘉靖四年十一月己未 ”条 ,第 页。

【明」申时行 《 万历 明会典》卷三四《户部二十一 ·盐法三》 ,第 页 。

【明」杨一清 《关中奏议 》卷一三 《为申明救谕陈言边务以御虏寇事 》 , 《杨一清集 》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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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 ,计程凡二千余里 ,即输运及此 ,脚价视盐价岂但十倍 ” ,因此长期以来 , “不闻有河东商

人运盐至延安投引发卖者 ” ,居民食盐困难 ,但与之相邻之灵州盐池 “每年课程多溢于正额

之外 ,商人贸易 ,东至延安 ,所至皆坦途 ” ,使得出现 “私贩者昼夜公行 ,有司置不问 ”的怪

象 。①同样 ,凤翔府 “其地去解地千有余里 ,山险难行 ” ,解盐难以运至 ,灵州私盐泛滥 , “私

贩拘捕 ,无 日不闻 ' , 。②

严重的私盐问题使得陕西官员 日渐认识到不仅 “官盐不到 ,而欲禁捕私盐 ,其势 比不

能也 ”③,而且 “损课以资私贩 ”④。因此 ,明中期以来 ,不断有官员要求在陕西地区重新划

分灵盐与解盐的行盐区域 ,主要是扩大灵盐的销售区域 。后经总制三边军务秦绒 、御史王

错及总制三边军务杨一清的奏请 ,至嘉靖初年 ,重新划分灵盐与解盐在陕西地方的行盐区

域 ,除西安 、延安二府 “密迩河东 ,地广人稠 ,照例严加禁约 ,不许灵州盐斤私通贩卖 ”外 ,灵

盐 “许于凤翔 、汉中二府通行 ,与河东之盐相兼发卖 ,两不碍阻 ”⑤,灵盐获得了在汉中府及

凤翔府与解盐兼行销售的许可 。隆庆四年 十二月 ,经河东巡盐御史部永春及巡按

陕西监察御史郭庭梧奏请 ,延安府改食灵盐 ,正式成为灵盐的行盐区域 。⑥万历三十八年

十一月 ,河东巡盐御史陈于庭奏准凤翔府改食灵盐 ,正式变为灵盐的行盐之地 。⑦

至此 ,陕西布政司所属八府除西安府 、汉中府外 ,其余六府已全部为灵盐行盐区域 ,灵盐的

法定销售区域达到最大 。

结 语

明代灵州池盐生产虽在明帝国庞大的盐业生产中所占比重不大 ,但由于地处边地 ,自

开国以来 ,灵州盐业生产即被纳人到西北军事体系之中 ,是西北军镇一项不可缺少的经济

来源 。为满足延绥 、宁夏 、固原等边镇不断增大的经济需要 ,明廷逐步完善灵州盐务管理

机制 ,使得管盐各官 “上下综核 ,彼此提防 ”⑧。灵州盐课司的额课也不断提高 ,至万历中期

每年额课达到 余万斤 ,约是明初额课的 倍 。为适应西北边镇不同时期的需要 ,

明朝适时调整灵州盐引的行销方式 为解决灵盐的销售问题 ,又暂时采取借解盐行盐之地

与重新划定灵盐行盐 区域 的办法 ,适 当调整 、扩大灵盐 的行盐区域 ,至万历三十八年

① 【明 陈子龙 《明经世文编》卷三五九庞尚鹏 《清理延绥屯田疏 》 ,第 页 。

② 《明神宗实录》卷四七七 “万历三十八年十一月辛未”条 ,第 页 。

③ 仁明 陈子龙 《明经世文编》卷三五九庞尚鹏《清理延绥屯田疏》 ,第 一 页 。

④ 《明穆宗实录》卷六七 “隆庆二年十二月戊子”条 ,第 页。

⑤ 「明」杨一清 《关中奏议 》卷二《为各边处置马匹事》 , 《杨一清集》 ,第 页 。

⑥ 《明穆宗实录》卷五二 “隆庆四年十二月甲辰”条 ,第 页 。

⑦ 《明神宗实录》卷四七七 “万历三十八年十一月辛未”条 ,第 页 。

⑧ 〔明 〕赵世卿 《司农奏议 》卷二 《陕西盐池开采疏 》 , 《续修四库全书》本第 册 ,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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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销区域已扩展至平凉府 、庆阳府 、临挑府 、巩昌府 、延安府 、凤翔府等六府 。

灵州池盐生产与西北军事体系紧密相连 ,有一定的军事属性 ,但其作为一项必须经过

生产 、运输 、销售等一系列程序的经济生产活动 ,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西北商业经济的繁

荣 。弘治朝 ,灵州盐业经过总制三边军务秦绒的重新整顿 ,出现 “盐商云渝 ,盐厂山积 ,固

原荒凉之地 ,变为繁华 ”①的繁荣景象 。萌城盐引批验所是灵盐往庆阳一带销售的必经之

地 ,也由于盐业贸易而繁荣起来 ,薄彦徽 《萌城夜坐 》云 “山城展转望萌城 ,灯火如流逼汉

星 。征鼓弄声清夜月 ,族旗挥色列寒营 。”②生动的描绘了萌城盐引批验所的繁忙景象 。可

见 ,灵州池盐生产作为一项重要的商品生产活动 ,对于西北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积极

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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