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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盐榷"政策何以在紧缩与宽弛间摆荡
!!!读梁庚尧"南宋盐榷!!!食盐产销与政府控制#

!

潘启雯

食盐是国家财政的大宗 !又
是百姓日常生活必需的产品" 在
以农立国# 工业不甚发达的传统
时代!历来都是官府专营

9

其着眼
点首先是财政需要!单盐税一项!

最高时曾达全国财税收入的三分
之一" 也有时!国家拿小头!盐官
和盐商拿大头"

梁庚尧在其著作 $南宋盐
榷%%%食盐产销与政府控制&中!以
宋史研究为中心! 探讨涉及盐业等
两宋社会经济问题!显然是有以研
究南宋榷盐史演变历程以通'凝练
治国之理!训立施政振邦(之旨"

盐利是南宋政府极重要的收
入!其方式就是专卖!即所谓'盐
榷(!从生产到运销!都由政府控
制! 以高出成本甚多的价格出售
食盐!取得丰厚利润"

梁庚尧研究发现! 南宋时期
食盐的运销! 可视为北宋末年所
立新钞盐法的扩张与限制" 所谓
钞盐法! 即宋代食盐专卖中的通
商法! 由商人向中央政府的榷货
务纳钱!算请盐钞!再到产盐州县
凭盐钞请盐!运销于指定市场"此
外!南宋四川所行的引盐法!也效

自钞盐法! 引盐法同样由商人向
官府纳钱买引!请盐运销"宋代对
于食盐的征榷! 大略可分为官鬻
与通商两种方式" 官鬻为政府直
接专卖!由官府自运自销!甚或配
售于民)通商则为政府间接专卖!

由商人向政府请钞运盐! 即钞盐
法在制度上属于通商"

影响南宋时期盐业生产的因
素很多! 战争或和平# 政府的措
施#场灶的增减#技术的改进#物
价的涨跌# 吏洽的良窳**都足
以导致盐产量与政府所收盐额的
变化"亭户是盐场的主体!盐业生
产全赖亭户! 其境遇的优劣是量
度盐业生产情况的最佳指标" 自
南宋初期至中期! 亭户境遇不断
改善!盐额日益增加"南宋晚期亭
户境遇转趋恶劣!盐额随之消减"

亭户境遇的优劣! 又与吏治良窳
密切相关"吏治良好!各项有利于
盐业生产的因素才能真正发挥作
用!引导亭户致力于生产"

尽管增加财政收入是盐榷的
重要目标!盐户与盐商的待遇!却
也随着时势的演变而有变化" 南
宋官员黄震! 在面对南宋末年盐

务的衰敝时! 曾如此感慨+'正缘
南渡以后!护养根本!民生乐业!

盐额所以再登!今当败坏之极!乃
不思根本之计" (所谓'根本(!实
指亭户"南宋初年!政府对淮浙盐
场的兴复措施! 以安集亭户为首
要!可称'护养根本()南宋末年!

政府不能整饬盐场吏治以改善亭
户境遇!故称'不思根本之计("

无论从财政或从民生着眼 !

南宋政府都必须防治私盐! 但其
态度是复杂的! 有各种方式与考
虑" 政府对于食盐的生产与运销
过程!有严密的法规管理!以防盐
户带产私盐#盐商挟运私盐"政府
颁布有处置私贩食盐的严格法
令!而且不断申严"

除了制定相关法令并加以申
严之外!南宋政府也加强对犯法者
的缉捕" 对于执行法令的官员!以
赏罚来督促他们" 从南宋初年以
来!已规定知州#通判#知县#县丞
等官员均负有督捕私盐的责任!若
放任私盐透漏过境而不加缉捕!会
受到处分)实际负责缉捕私盐的巡
检#县尉!皆以巡捉私茶盐矾系衔!

若透漏私盐!处分会更重"

但严禁并非政府唯一的态
度"政府或一些个别官员!有时也
会考虑或采取其他方式! 和严禁
互相配合!甚或取代严禁!以期能
收到更好的效果" 例如调整食盐
的产额#运输来源与售价!以期消
解民众生产#运销#购买私盐的意
愿!是这些方式中的一部分"

南宋晚期! 政府财政比南宋

初年更加困难! 对盐榷利入的需
求愈加急迫" 然而政府防治私盐
的条件和南宋中期相比! 却趋于
恶化"盐场监官素质日益低落!盐
务机构则因日益扩大而导致官吏
冗多!吏治#军纪自上而下腐化日
甚! 亭户# 盐商与民众均深受其
害!促使私盐活动更加兴盛"诚如
黄震以其亲身处理浙西基层盐务
的经验指出的那样+ 浙西沿海亭
户'倚赢余之私卖!以煎纳官之正
盐(的现象!正是在此种环境之下
产生"在私盐大盛的情况下!盐禁
也更为紧缩! 终致引发较严重的
变乱"

南宋政府面对追求盐利和宽
弛盐禁两者应如何取舍的难题!

政策在紧缩与宽弛之间摆荡" 但
是朝廷对盐务机构已无力甚至无
心整饬! 而财政压力终究使政策
趋向紧缩的一方" 政府难以约束
官吏却苛取于民! 黄震等人所主
张的'外示大防!内存宽恕(无法
实现! 而他们也只有目睹亭户赔
钱纳盐#逃亡自杀#暴乱死亡等种
种惨状! 在南宋亡国过程中一幕
一幕地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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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带着故乡前行
!!!读胡桑"在孟溪那边#

!

李海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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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身在泰国普吉岛#未
到而立之年的胡桑完成了这部乡愁之书"

乡愁是历史意识中最难捉摸的" 人到
晚年!对乡愁或返乡的书写!浸透了时间
的智慧" 古诗云'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
从何处来(!这意味着!通过'相见(!确认
了自己的伦理位置与灵魂居所" 这是用一
生来寻找的所在! 就如特朗斯特罗姆诗
云+'记忆看见我" (那么!有着哲学博士学
位的胡桑如何书写乡愁,

他笔下的乡愁! 批判都市和商业!希
望亲近乡土!以此获得存在之家+

上海的超市覆盖了新市镇!超市里什

么都是现成的!况且已经没有几个年轻媳

妇会做麦芽饼"包粽子了!渐渐地大家会

忘却这些手艺# 孩子们不知道风筝的做

法!油菜地只剩下零星的小块!当时的大

人快成老人了!现在的大人忙碌地来回在

去乡镇企业的路上!骑着速度极快的摩托

车!交通事故逐渐增多$

乍看! 这是缅怀乡土# 厌倦都市)细
思!并非如此" 这段出自$雪+一个世界的
逝去&的乡愁!与其说是'城市

&

乡土(的二
元对立!不如说是对自己具有绝对归属感
的记忆的追溯和建构+

我书写的不是对农业文明的乡愁!我

只是极其偶然地出生在了中国经济最为

发达的三角洲腹地的一个封闭村落$ 假如

我出生在都市!我会以同样的语言方式去

书写街道上%弄堂里"商场内部的那些繁

复事物$

胡桑的乡愁极具语言意识!将言说视
为存在之家" 这在他的写作中可分为两个

过程+其一!他找到了江南古典诗歌与其
自身生活经验之间词与物的对照!这突出
呈现在$隐逸的江南&里" 这意味着!他为
物找到了词! 找到了事物进入言说的入
口!从而可置身于这一传统或方式中确定
自己与故乡的关系" 其二!他努力使用自
己的词来命名这些物!命名故乡!就如江
南先辈诗人那样!让故乡在自己的言说中
显现#敞开#得以庇护" 在此过程中!言说
者将故乡命名为某种不可抵达或必将消
逝之物! 自己则相应地成了永远的异乡
人" 这便是全书的重点所在"

在胡桑的言说里! 异乡人存在着原初
创伤式的#来自儿时的对故乡的恐惧" 他的
言说极具寓言风味!比如对水的恐惧#与成
人交谈的恐惧**这些构成了事件性的意
义!构成了异乡人言说中源头性的存在" 这
是对自己与故乡之间裂隙与纠葛的隐喻+

水是一种古怪的生灵!它有着自己的

躯体和生命$ 在我的周围悄悄生息$ 水不

可能是一种无色无味无臭透明的液体$ 它

是面目乖戾的魔鬼$ 它又是我特殊的亲

人$ 我的敬畏而亲和的神祇$

与这种恐惧相伴的!则是对外部世界
的认知欲望" 这在书中多有呈现" 一部分
是对偶然闯入物的书写!比如顺着水流漂
进故乡的什物!比如疯子#乞丐#商贩等闯
入者!这些最终都指向对外部世界之欲望
的追忆和言说!并由此实现对自己异乡人
身份的建构"

如果说对闯入者的书写来自真实经
验!那么对天文学#地理学这些儿时趣味
的追忆则是以知识和想象力为纽带!构成
了胡桑对外部世界欲望的另一面+

天文学之于我!与地理学之于我的意

义是一样的!它们使对外部充满好奇的我

在物质上不能超越故乡这块狭小的地域

时! 得以在意识里去拓展一片壮丽的疆

土$ 所不同的是!地理学是在大地表面!天

文学则向上深入无限的宇宙内部$

借由这些知识所达成的对想象力的
发现!在胡桑的生命史中意义重大!这衔
接了他后来对以写作为志业的确认!尤其
是诗歌这一极具想象力的人类精神劳作+

我把迷恋天文学时对世界的全部想

象和奢望移植到了诗里$ 天文学让我第一

次触摸到了时间的羽翼$ 现在!我始终认

为!写诗是坐在时间的翅膀上穿越世界的

一种方式$

借由闯入者和想象力! 胡桑得以突破
故乡的限制!完成身体对故乡的突围" 然而

这尚未意味着他完成了对自己异乡人身份
的书写" 一个重要的步骤是离乡后对故乡
的追忆和对过往时光的守护" 在对故乡的
雪的书写中!胡桑制造了这种消逝感+

雪已很少下了$ 我说&了'的时候!又

一次感觉到了这些事物的逝去$

它永远地降落在故乡$ 不会死去$ 即

使一个旧的世界死去了!那片阴凉依然匍

匐在我心头$ 让我冷却下来!并且幸福$

胡桑书写乡愁的重要特色!是借助自
然风物" 它们成为他追忆时光的载体!从
而召唤出'事物在时间中的印迹以及曾经

存在于世的气息'!&正是这种气息塑造了

我对世界的感受力以及想象力!它们最终

在我的体内凝聚为对待世界的方式(" 对
自然之物的召唤!使他得以在消逝中追回
过往的时光!将乡愁变成一种恒常性的气
息!随身携带!永远守护!并指向未来" 这
颇具东方的智慧和美学"

身在故乡!无法远行时 !我们思念未
来!思念外面的世界)当羽翼渐丰飞离故
乡渐行渐远时!我们需要返回内部!为乡
愁赋形" 这既意味着心智的成熟!也意味
着生命时空的开阔和贯通" 故乡在胡桑的
言说里不再是儿时那个常常幻想着突围
的藩篱!而是自己在世的重负!漂泊的伴
侣!生命的守护" '离别!是为了返乡(!没
有乡愁的离乡者!只是漂泊者!而不是异
乡人%%%异乡人随身携带着自己的乡愁!

让它活在自己体内"

由此!胡桑书写乡愁 !不同于晚年之
人'记忆看见我(式的泰然和平缓" 他在最
好的年龄里!不是为自己建构一个安居之
所!而是建构一种守护" 随身携带乡愁的
人!是异乡人的另一个名字" 胡桑书写的
乡愁!不局限于狭义的故乡!而是构成异
乡人身份的一切必然消逝的事物"

携带着故乡前行!故乡也会随着自己
生长#变化" 胡桑不是用记忆为自己建造
一个终点!而是从记忆中找到一个终生伴
侣!一起成长#扶持#前行"

"南宋盐榷!!!

食盐产销与政府控制#

梁庚尧著

东方出版中心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