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化 2023年6月6日 星期二

E-mail:ycrbwh@126.com
文化新闻部主办

责任编辑 游映霞 美编 张徐曼 校对 郝鹏飞

编者按 习近平总书记在对运城博物馆和运
城盐湖考察时指出“要深入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
程，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让盐湖独特
的人文历史资源和生态资源一代代传承下去，逐
步恢复其生态功能，更好保护其历史文化价值”。
聆听领袖声音，坚定文化自信。本报原总编辑、高
级编辑卫君翔，对其恩师景克宁教授生前撰写、未
曾正式发表的“关于盐文化巡礼”的一篇文化专题
片解说词，从框架和视角方面略作整理，交与本
报。这是一篇富含历史价值和时代价值以及文献
和学术意义的文稿，本报今特予刊发，以飨读
者。

上篇：河东盐池远古的回声

盐与人类

1.九曲黄河，南淌东流，大河直角，正对着河东大地，
运城盐湖。

为什么说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
为什么说黄河中下游会交处的河东地区是中

华民族的摇篮？
历史的回声说：因为这里有盐池，这里有一个

宝地——河东盐池！
盐，在一般人的视野里只是普普通通的调味

品，他们也许没有想到盐在人类生活中曾经扮演
过的重要角色，展示过无与伦比的魅力。

现在，就让我们一道走进盐的领地，观赏一下
盐的世界，了解一下中国文化的历史进程。这样，
我们也许就会眼界一开，真正地认识盐，认识中国
盐文化，特别是运城盐湖人文历史的绚丽光彩！

2.形形色色的盐；袋装的，瓶装的，散装的，堆积如山
的盐……

盐，像阳光、空气，像谷物、水、火，是人类生存
不可或缺的物质。科学实验证明，盐在现今人类生
活中用途达到14000多种。

盐，在人类进程中的历史价值，不仅在于物质
的效应，而且在于精神的作用。世界历史证明：人
类文明的生成是与盐文化生成同步的。

3.食堂，家庭烹饪用盐，工厂生产以盐作为原料辅助
材料，农村牧区牲畜食盐……

苏联国家科学院院士塔塔里诺夫说：“人类没
有火箭是可以思议的，如果没有盐却是不可思议
的！”

美国学者 A·H·恩斯明格说：“盐在人类历史
上占有独特的地位；为了盐曾发生过多次战争，有
些王朝因得到了盐而得以建立，另一些王朝因得
不到盐而崩溃，甚至人类文化也是在盐产地周围
发展起来的。”

古希腊在奴隶买卖中，盐是重要的交换媒介。
英国薪金（Salary）这个词，源于拉丁文，就是

盐的意思。在中世纪英国皇家宴会大厅，设有堂皇
的盐窖，高贵的宾客才有资格被邀请坐在盐窖的
上方，以便随时可以取盐。

非洲一些地区，是用盐来估价黄金价值的。
4.柳宗元《晋问》，宋应星《天工开物》，映出解说词中

的字幕。
中国唐代文学家柳宗元在他的名著《晋问》中

说：“猗氏之盐，晋宝之大也，人之赖之与谷同。”明
代科学家宋应星在他的科学巨著《天工开物》中指
出，盐是“生人生气之源。”

5.河水、池水、井水，各种谷物、各种盐交映的画面。
水、谷物、盐都是人类生存不可缺少的。在古

老的中国神话中有盐与人类生命联系的众多传
说；现代生理学又给予盐之于生命的繁衍作出了
科学的解释。

水与谷物对人类来说，有可供选择和种植的
广阔的地域，唯独盐是不可选择的。

盐在人类居住的星球上，只是蕴藏在有限的
地域。

人类生存的早期，科学技术尚未诞生，人类对
盐的发现和需求，完全依赖于自然界公开的奉献
和恩赐。

盐像磁性物质一样，产生着强烈的磁场效应，
吸引着人类向有盐分布的地区靠拢和聚集，建立
起生活基地，逐渐构成了人类的原始部落，氏族集
团，民族文化的衍生体。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盐
更显示了它特殊的作用，影响着国家政治、经济、
文化生活的发展与演变。

6.五光十色的盐的特写画面。
盐，就是这样在人类生存和社会生活中获得

了众多的桂冠：
“食肴之将”；
“百味之祖”；
“生命之源”；
“国之大宝”。

河东盐池与“中国”

“食肴之将”与“百味之祖”是盐的自然属性，
它构成了人体生命生理需要的自然元素。

孕育并发展人类的文明与文化，是盐产之地
的社会属性，它构成了并影响着人类历史的社会
因素。

7.滔滔黄河，河东山川、田野、水流。
盐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文化起始源头之一，从

考古发掘的历史记载中，可以得到生动的佐证。
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位于黄河中

下游的河东地区，则是中华民族的摇篮。
在华夏文明史前时期，河东是中国原始先民

聚居的集中地带，积淀了极厚的原始文化层；在华
夏文明起源及其发展历程中，河东是华夏文明的
直接源头。在 1965年公布的山西省第一批新旧石
器时期的 25 处文化遗址中，就有 14 处集中在河
东，这当然不会是偶然的历史现象。

8.黄河岸边，中条山下，西侯度文化遗址。
集中在河东地区的 14 处文化遗址中，最引

人注目的是西侯度文化遗址，它位于中条山南
麓，黄河北岸的芮城县西侯度村，据考证距今已
有 243万年。

西侯度出土的文物，引起举世注目的有两点：
一是西侯度人制作的石器及角骨之类的工具；一
是出土的烧骨，证明西侯度人已经使用了火。过
去，考古学家认为60万年前的北京人，开创了人类
用火的纪元，现在，西侯度烧骨的赫然出土，把人
类用火的历史向前推溯了近200万年，这是迄今为
止所知的世界人类用火的最早记录。

9.匼河、坡头、丁村等文化遗址。
在河东发掘出的文化遗址，以其丰富多彩的

文物，展示了人类文化历史发展的轨迹，生动确凿
地证明了河东是华夏文明的策源地。

10.河东地形图。以河东盐池为点，用红线勾画出周
围的古文化遗址。

在考古发掘中，人们发现了一个突出的历史
现象：天然表露于地的河东盐池，像个轴心，在方
圆50公里—200公里之间大片土地上，大量新旧石
器时期的文化遗址，东南西北，四面八方，密度很

高地分布在河东盐池周围，这一绝非巧合的历史
布局，给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历史学家以无可辩
诘的论证：河东是中华民族的摇篮。240万年前我
们的原始先民在这里生息繁衍，在逐渐形成一个
伟大民族的进程中，河东盐池无可怀疑地起过非
凡的历史凝聚作用。

11.河东山川、田野、水流交叉出现的画面。
当然，我们的原始先民选择在河东地区生息，

不只是由于盐，因为河东地区气候温和，水源充
足，土地丰沃。但天然表露于地，天日曝晒即可结
晶成盐的河东盐池，自然也就以其无与伦比的吸
附力，召唤着我们的原始先民在其周围生息，建立
生活基地，繁衍下去，创造文化。

12.炎、黄、尧、舜、禹五帝画像，以河东盐池和池神庙
建筑群为背景。

中国的神话传奇，记载着炎、黄、尧、舜、禹五
帝，在中国古老的河东历史舞台上，上演着五帝创
造中国的伟业。

在这一幕幕神人交织、声色瑰奇的传说中，河
东盐池作为背景，熠熠闪光，以轴心的吸引力，召
唤着中华五帝在这里揭开了早期中国生成的序
幕，演出华夏民族开辟广阔的原始剧目。

13.山西省地图，渐次投射到晋南一域画面。
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指出：“中国”一词

最初指的是晋南一块地方，因为是“帝王所都”。
汉末训诂学家刘熙说：“帝王所都曰中，故曰

中国。”
小小的晋南——河东，何以能成为华夏民族

的最早的“帝王所都”呢？
14.《史记·五帝本纪》中关于黄帝的一段文字的特写

镜头。
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记载，黄帝轩辕

作为原始社会后期有熊氏部落的首领，被列为五
帝之首。河东是黄帝活动的重要区域，为了争夺河
东这片丰沃土地的统治权，黄帝曾与炎帝大战于
阪泉之野。炎、黄二帝三战之后，以黄帝胜利而告
终，在面对新的强敌南方部落首领蚩尤的侵夺中，
炎黄二帝结成了同盟，融为一体，共同对敌。

15.解州城、河东盐池滩水。
黄帝与蚩尤曾大战于涿鹿之野，神话传说中

的蚩尤，人身牛蹄，铜头铁额，在涿鹿战斗中，蚩尤
战败，黄帝擒而杀之，肢解了蚩尤，因其尸“解”，故
名其地为“解”，即今天的河东解州。传说，蚩尤身
首异处，血化为卤，变成了解地的盐池——即河东
盐池。

16.中条山，河东盐池，蚩尤村，蚩尤冢。
沈括在《梦溪笔谈》中写道：“解州盐泽方百二

十里，久雨，四山之水悉注其中，未尝溢；大旱未尝
涸。卤色正赤，在阪泉之下，俚俗谓之蚩尤血。”

有趣的是，盐池之南古有蚩尤城，又名池牛
村，后改名为从善村，今又复名蚩尤村。在村的东
南中条山脚下，还有蚩尤冢。

17.河东盐池远景、近景。
具有永久魅力的神话，生动地印证了炎黄二

帝的阪泉之战，黄帝蚩尤的涿鹿之战，河东盐池显
然是争夺的重要对象。天然表露的河东盐池，自然
是有利于统治地位的重大因素。胜利后的黄帝族
与炎帝族合为一体，并融合蚩尤以及其他部落，组
成了华夏民族的前身，炎黄二帝遂成为我们华夏
民族的伟大始祖。

河东盐池在这场关系到华夏民族融合的壮美
剧目中，实在是一个具有凝聚力的导演。

18.平阳、蒲坂、安邑（禹王城）遗址。
神话传奇中的五帝之首黄帝，虽然建业河东，

却并未建立固定的都城，他的后继者尧、舜、禹，却
都有建都之说：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

考古学家、历史学家不能不瞩目这样一个独
特的传说事实：中国最古老的三帝之都，同在河
东。

19.以河东盐池为中心，勾画出“三帝”都城形成一画
面。

更有意思的是：三帝之都均近河东盐池。尧都
平阳，离河东盐池140公里；舜都蒲坂，离河东盐池
60公里；而禹都安邑（禹王城）离河东盐池仅 20公
里。

“帝王之都曰中，故曰中国。”那么，河东无疑
是中国之起始，而河东盐池在其间的作用，应是题
中之义，不言而喻的。

20.中国地图，标出齐家文化、马家窑文化、河姆渡文
化、龙山文化、马家浜文化遗址。

究其实，盐产地域以其巨大的凝聚力，吸附着
先民聚集生活，创造文明这一生动的历史文化遗
址遍及全国，甘肃、青海、四川、长江流域和沿海广
大地区的出土文物中，都一再证明了人类原始先
民聚集、生息、繁衍的地域，无不首先围绕在盐业
资源丰厚的区域。

如果我们放大视野巡视世界，我们会同样发
现：极为壮观的古文化遗址，考古文物，无不雄辩
地证明盐以人类文化构筑邈远深厚的历史建设作
用。

21.古人类文化遗址变幻映出，黄河巨流。
人类的祖先给我们遗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

址，使我们有可能探索盐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
联系。现在，在科学技术发达的条件下，又使我们
有可能更加清晰地认识盐对民族的形成，对国家
文化经济的发展，对社会文化的演进所产生的推
动作用。

让我们走进盐的晶体王国，了解一下盐与中
国文化演绎的史诗。

河东的池盐文化

中国盐业是一个庞大的家族。池盐在盐的家
族中的地位是独特的。它主要分布在内蒙古、青
海、宁夏、甘肃、新疆等省、自治区，大大小小生产
池盐的盐湖，星罗棋布，蔚为大观。

22.河东盐池鸟瞰
河东盐池是池盐家族中规模不算太大的一个

成员，但在盐文化的历史长河中，河东池盐的车轮
却是最悠久的，其作用也是无与伦比的。

23.池神庙，舜弹琴处遗址，《南风歌》字幕，黄河，中
条山，涑水。

“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
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

相传，这是虞舜在河东盐池之畔，手抚五弦
琴，吟唱的《南风歌》，这首千古绝唱的舜歌，昭示
着河东盐池在盐文化史中的千古席位。

河东盐池古称解池，它背倚中条，面迎涑水。
史传尧、舜、禹三帝都建都河东，追本溯源，无

不围绕河东盐池而立国建都。说明河东盐池对我
华夏民族孕育结胎繁衍，文化发祥的凝聚、催化的
策源作用。

24.《山海经》《周礼》《左传》……中有关河东盐池记
载的文字特写画面。

关于河东盐池的信史，可以追溯到周代，解州
的“盐泽”，解池的“苦盐”“盬盐”“大盐”“颗盐”等
等，都可以分别在《山海经》《周礼》《竹书纪年》《左

传》《说苑》等古籍里找到记载。
《山海经》描述的“南海盐贩之泽”，即指河东

盐池；
《左传》说晋国欲迁都郇、瑕氏之地，明白无误

地指明因该地“沃饶而近盐”；
周穆王、秦穆公及汉代帝王“安邑观盐”的壮

举，乃至秦人“和之美者，大夏之盐”的赞辞颂文，
都是指河东盐池的。

25.运城市风貌，广场、园林、水系、街道、商场。
运城已经有600多年的城市历史了。它的城建

与发展，和河东盐池的生产、运销、管理息息相关。
“运城非盐池不立，盐池非运城莫统也”。运城就是
因与河东盐池的依附关系而兴建起来的一座盐务
专城。

26.运城市政治、教育、商贸、交通、文化等标志性的
特写镜头。

运城的城市史，是河东盐文化发展史的写照。
运城，在春秋时被称作盐氏，汉时曾在这里设

司盐都尉，所以冠名司盐城，元初名潞村，盐池生
产之盐，也就名为潞盐。元太宗因河东盐池惠泽天
下而赐名为圣惠镇。元末，始建城廓，名为凤凰城，
以示吉祥之兆。同时，因设运治，又称运城。由此可
证：运城是由于盐池的开发沿革而兴建的一座盐
务专城，这在产盐之地中是独树一帜的，在中国城
市建设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在世界城市史中亦
属罕见。

27.河东盐池远眺，郭沫若手书的“盐池”卧石，明代
“河东盐池之图”碑。

河东盐池在创造了丰富的物质财富的同时，
也创造了多彩的文化财富。这表现在河东盐池的
生产工艺上、运学发展上，以及围绕河东盐池的禁
垣建筑的文化遗址上。

28.盐滩，蓄卤池，结晶池硝板，盐井等特写镜头。
河东盐池的天日晒盐历史最为悠久。
河东盐池从自然的天然结晶，集工捞采，到唐

代产生了垦畦浇晒法，是划时代的一大变革，标志
着人类由依靠自然的恩赐，进步到能够掌握自然
规律成为自然主人的新时期，它在我国和世界天
日晒盐史上，都居于领先地位。随后，在生产实践
中不断创造、完善的硝板上晒盐，咸淡水反搭配、
南风熏陶，形成了河东盐池潞盐生产的独特工艺，
是很有特色的文化现象。

29.《河东盐法备览》、“运学”、“河东书院”、“正学书
院”、“宏运书院”的特写镜头，现今的运城学院、运城职业
技术学院（今运城职业技术大学）、山西运城农业职业技
术学院、康杰中学、运城中学、盐化中学等镜头。

伴随着河东盐池经济的繁荣，城市的发展，这
里的文化教育事业也相应地发展起来。

元代，在运城兴办起盐务专学——运学，这在
全国产盐区是一个开历史先河的创举，运学的创
建使河东盐池的盐业商民家族有了自己的学宫。

明清之际，在运城又兴建了三座书院——河
东书院、正学书院、宏运书院以及养蒙社学五所，
遐迩闻名，冠于其他州县。

由此可见，当时因河东盐池而生发的文化教
育的盛况。

今天，河东文化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景象，是可
以从河东盐池运学始建而后发中找到历史渊源的。

30.《河东盐法备览》中盐池图中“禁垣”的特写镜头，
转化为禁垣的残墙断壁的实景，凸显当今正在重建中的
中禁门、东禁门、西禁门宏伟工程……

当您漫步于河东盐池四周，沐浴在南风薰陶
中，观赏银湖熠熠风光时，您便会在无意中发现一
些残垣断壁。您也许并不知道，这曾经是可以比拟
为河东盐池长城遗址，它原是为保护河东盐池而
兴建的土墙卫士，它的名字就是禁垣，亦称禁墙。

31.禁垣、隍堑残迹，护宝长堤。
古籍记载：“环池四面，周围以墙，屹然如城，

名曰禁垣所以御盗贼而资保障也。”
禁垣始创于唐，继之以宋，完成以明，已经有

一千多年的历史。
禁垣全长达 60公里，还筑有马道、隍堑。禁垣

对于防止盗盐走私，增加财赋收入，堵截洪水侵犯
起了积极作用，被目为河东盐池的长城，是中国乃
至世界产盐地区独具风貌的建筑。现在，它虽然只
剩下了断壁残垣，仍然可以为我们提供河东盐池
辉煌历史的文化物证。

历经四千余年沧桑岁月的河东盐池，可谓畴
昔风采，独倾四方；而今风姿，生机勃发。

下篇：中国盐湖伟大的孕育

中国池盐的巨大仓库

32.西北地区内蒙古、宁夏、甘肃的盐湖面貌。
在内蒙古、宁夏、甘肃、新疆、青海广袤的区域

里，天然盐湖如璀璨的明珠，镶嵌在广漠的土地
上，构成中国池盐的巨大仓库。

33.新疆，天山远眺。
新疆拥有丰富的盐业资源，在天山南北，仅天

然盐湖就有 100多处。除此而外，还有丰富的盐矿
储藏，开采出来的矿盐晶莹洁白，如珠似玉。新中
国成立初，在首都北京一次轻工业品展览会上，曾
经展出一座用新疆矿盐雕刻的天安门城楼，通体
洁白无瑕，宛如玉石之雕，令人叹为观止。

34.柴达木盆地，大大小小的盐湖。
在西北盐湖中，最负盛名的是青海柴达木盆

地的盐湖群。
柴达木是蒙古语的译音，意为盐泽。在这里有

大小盐湖100多个，被誉为“世界屋脊上的盐库”。
柴达木盆地盐湖的储量是惊人的，根据勘探

测定的储量，如果全部开采出来，可供全世界人口
食用一万多年。

35.用盐筑成的各种建筑物：万丈盐桥，行进在盐桥
上的车队，奔驰的火车。

在这“世界屋脊上的盐库”中生产出来的盐不
但源源外运，而且成为可以创造奇迹的建筑材料。

人们用这里的盐修建球场，建筑窑洞，修桥铺
路，先是筑造公路，后是修建铁路。

在察尔汗盐湖，青藏公路从这里穿越而过。在
盐湖里 40公里的公路面，不用钢铁，不用砂石，不
用沥青，路基路面，全部用盐筑成；这举世无双的

“万丈盐桥”，成为世人赞叹的筑路佳话，构成了中
国盐文化的伟大奇观！

36.盐湖里的采盐船，堆积如山的盐，运盐的车队。
这里我们浏览的，不过是中国池盐文化的一

个轮廓，远非它的全貌。
人是文明的创造者，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带来的蓬勃发展，分布于河东、内蒙古、青海、甘
肃、宁夏、新疆的众多盐湖，将在为社会创造巨大
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会为社会创造出新世纪的
文化财富，让中国池盐文化闪烁出更为绚丽的光
辉。

蓝色的海盐文化

大海哺育着人类，海盐是大海奉献给人类的
宝藏。

中国是个临海大国，有着 18000 公里海岸线
和5000多个大小岛屿，提供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的海盐资源，在世界上，中国的海盐一直雄居首
位。

37.浩瀚的大海，海中岛屿。
《中国盐政史》说：“世界盐业，莫先中国。中国

盐业，发源最古。在昔神农时代，夙沙初作，煮海为
盐，世称盐宗，此海盐所由起。”在远古的神话中，
煮海为盐的夙沙氏，便被说为海盐之神。

38.《天工开物》中的煮海为盐图，煮盐器物、盆、灶、
蓝色的海洋，红色的火焰，洁白的盐粒。

蓝色的大海，孕育着蓝色的海盐文化。大海慷
慨地为人类贡献了无其量的海盐资源。中国海盐
生产的多样化，反映着海盐文化的丰富多彩。

在中国广袤的沿海地区，我们滨海先民延续
千年的煮海为盐记载，在古籍《尚书》《周礼》《史
记》《天工开物》以及历代史书中，都有生动的描
述。

煮海为盐，体现了我们伟大祖先的豪迈气魄，
利用自然资源的巨大能力！

39.连绵的海盐产场滩地，如画的制卤池，晒盐池。
我们滨海先民在煮海为盐的劳动实践中，不

断总结，不断创造，逐渐发现了从大海提卤炼盐的
多种方法，并精益求精地创造了形式众多的天日
晒盐方式，在海盐生产中实现了由“煮”到“晒”的
飞跃。大海为此而欢腾，展开它博大无边的胸怀，
愿为勤劳、聪明的采炼者作出无限奉献。

40.福建莆田陈侯庙，字幕：创晒易煎千秋功德，捐躯
为国一代忠贞。

广泽四海而造福万世的海盐天日晒制法，始
于宋代忠勋陈应功的创制，距今已有900多年的历
史。

史有记载：福建莆田人陈应功将军在平定福
建一次叛乱中身先士卒，为国捐躯，后世为表彰他
的功业，在他的灵庙前写有一副楹联：创晒易煎千
秋功德，捐躯为国一代忠贞。

陈应功将军开创了海盐天日晒制——这是运
用自然丰富资源造福人类所结出的海盐文化的硕
果。

红色的太阳，奉献了无可估量的能源；蓝色的
大海，奉献了永无止境的资源；天赋人工，源远流
长，惠泽天下，功莫大焉！

41.管仲画像，背景映出大海、“煮海为盐”图。
中国对世界盐文化的贡献，不仅在生产技术

工艺上是巨大的，而且在盐文化的理论建树上也
是深远的。

在世界盐业史上，对盐政首先作出理论概括
的先行者，就是中国 2600年前春秋时期的大思想
家、政治家管仲。

管仲是中国政治史上的一颗光华四射的明
星。作为春秋时期齐国的一代名臣，在纵横捭阖，
诸侯争霸的时代，由于他的文韬武略，使齐桓公成
为春秋诸侯的第一霸主，他的功业，彪炳史册。

被中国人民尊为智慧化身的诸葛亮，就以管
仲为师，衷心崇拜，尝不无自豪地自比于管仲。

42.《管子》推出《海王篇》特写镜头。
管仲的盐政学说，开盐文化史之理论先河。

《管子·海王篇》是管仲盐文化思想学说的系
统文献，被历史学家尊称为盐政论者之祖。

《海王篇》里记载着齐桓公与管仲治国之道的
精彩答问。在这篇昭彰史册的国政对话里，管仲提
出了他富国兴邦，称霸春秋的警世之论：“官山海”
与“正盐筮”。

43.管仲与齐桓公答问画像，字幕：“十口之家，十人
食盐，百口之家，百人食盐。”

“官山海”是主张将山海的盐铁之利收归国家
统一掌握的政策。“正盐筮”是推行盐课税并实行
盐专卖制度。

管仲在与齐桓公论政时，淋漓尽致地论证了
滨海的齐国据海而王的优势，雄辩深刻地阐述了
以盐税足以强国称霸的战略意义。

“十口之家，十人食盐，百口之家，百人食盐”。
从盐是人之必需品出发，管仲创立了“盐税是人头
税”及“盐专卖”两大学说。在历史上明确地把盐作
为战略物资审视论说的，管仲是史无前例第一人。
他的盐政理论，沿袭历代，为万世所宗。

44.齐国帅旗飘扬，画外出现战鼓，马蹄声声。
齐桓公采纳了管仲盐政建议付诸实践，因而

使齐国大兴称霸春秋的事实，验证了管仲盐政理
论的远见卓识和盐作为战略资源的重大价值。

管仲的盐政理论，是蓝色海盐文化辉煌的建
树，是中国盐文化的思想精粹，它对人类文化历史
性的贡献是不朽的！

走向世界的井盐文化

中国曾是世界科学的故乡。
英国李约瑟博士说：“在公元三世纪到十三世

纪之间，中国保持一个西方望尘莫及的科学技术
水平……足以使人眼花缭乱！”

中国的井盐文化在世界上是独树一帜的。
45.李冰石刻像，都江堰水利工程，凿井工程，凿井图

特写。
中国的井盐文化以四川井盐生产为代表。
四川井盐生产的开凿，相传在公元前255年—

251年之间。史载：秦昭王使李冰出任蜀守，他主持
修筑都江堰水利工程因而名扬四海。也就是在李
冰的主持设计指挥下开凿了四川广都盐井，从而
开辟了中国和世界开凿盐井的新世纪。

46.井盐产区、井架林立、凿井工具。
在凿井的劳动实践中，显示了中国劳动人民

的智慧。
开凿井盐的钻治井工具和工艺技术，在生产

实践中不断地革新创造得到完善。从宋代的圜刃
钻头开始，仅有几种钻治井工具，明代发展到 15
种，到了清代得到大发展，竟多达160多种。

47.古代凿井特写，桑海井。
生产工具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钻

治井工具的发展，促进了钻井技术的飞跃。
盐井开凿的深度，宋代是 100 米—300 米，明

代加深到 400米，到了清道光中叶公元 1835年，四
川自贡桑海井钻深达到 1001.42米，居世界之冠。
这是中国和世界上第一口超千米的深井，标志着
中国钻井工具深井技术一直走在世界前列。

48.自贡盐业历史博物馆的生产技术发展史，工具陈
列。

井盐凿井、治井、修井所作用的钻头和其他名
目众多的工具，在四川自贡盐业历史博物馆完整
地保存陈列着，并配备着实际操作的模型，可供实
验观摩。精密的工具，熟练的演示，工效的殊异，令
人叹赏。

49.卓筒井、圜形刃的特写镜头。
中国井盐钻井工艺的成就，可以远溯到公元

十一世纪初，北宋仁宗时期卓筒井凿技术的发明
和运用。这是世界上最先创造的绳式顿钻钻井方

法。它的工艺技术与现代石油、天然气工业中广泛
采用的绳式顿钻钻井方法基本相似，但却比西方
最早使用这种钻井方法的美国要早800年。

50.井盐产区交错纵横的输卤、送气管道，古老的灶
形，煮盐锅。

宋代卓筒井的开凿，标志着中国凿井技术划
时代的创造，开辟了人在向地下矿产资源深层挖
掘的进军途径，在开凿盐井中，蕴藏在地下深层的
高效能源天然资源和石油矿藏被人类发现并加以
利用。这一重大突破，对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巨大
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51.现代油田、石油钻井、喷油、井架林立。
历史学家徐中舒教授说：“我国劳动人民在二

千年前就开始凿井，一千多年前又能凿避地泉渗
入更深的卓筒井，是我国过去人民继造纸、印刷、
指南针、火药四大发明之后，对人类文明又一卓越
贡献。”

英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博士认为：“今天风行
世界的钻探石油技术是中国人的发明。”

国内外专家公认：中国自贡恐龙及井盐生产
遗址，是世界性的文化遗产，中国井盐钻采技术是

“世界钻井之祖”“现代石油之父”“中国的第五大
发明”。

这是中国盐文化献给世界的伟大礼品！
世界没有忘记中国对世界作出的伟大贡献！
52.自贡市风貌，自贡盐业历史博物馆大门。
四川自贡是井盐生产的中心，1958年，这里建

立了自贡盐业历史博物馆。
雄浑瑰丽的建筑艺术，丰富多彩的馆藏文物，

使博物馆名扬海内外。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的《博物馆》，曾以《盐

都技术博物馆》为题，向世界作了介绍，并高度评
价它。在伦敦召开的国际博物馆协会第 13届年会
上，它被列举为中国有代表性的七大博物馆之一。

53.博物馆内井盐史陈列实物。
在博物馆里展出了完整的《井盐生产技术发

展史》，再现了两千多年来四川井盐生产技术发展
演进的全过程。

博物馆陈列展出了钻井、治井、修井、采卤、制
盐、天然气开采等一系列工具、机械文物。配套展
出的还有设在馆外的两口井，它们特别吸引着中
外参观者。

一个是世界上第一口超千米深井，它首先打
破了世界凿井深度超千米的记录。

一个是世界上罕见的小口径井，它是宋代开
凿卓筒井后历史延续的珍贵物证。

54.桑海井、小桥井特写镜头。
桑 海 井 ：世 界 上 第 一 口 超 千 米 深 井 ，深

1001.42米，开凿于清道光十五年（公元1835年）。
小桥井：井口直径仅有 726厘米，开凿于清乾

隆三十七年（公元1772年）。
这两口井向世界宣告了中国凿井技术创造性

的光辉成就！它们是中国盐文化领域里的珍贵文
化遗产。

55.博物馆内参观的人流、展口。
漫步于自贡盐业历史博物馆，犹如置身于中

国盐文化的历史长廊。每件展品，每件文物，都凝
聚着中国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都宣示着中国盐
文化的丰富宝藏；都告诉人们，中国盐文化对世界
文明的深远影响和无可估量的贡献。

中国人民是可以为此而感到自豪的！
56.四川众多的盐会馆掠影，桓侯宫、王爷庙、南

华宫……镜头最后落于西秦会馆。
在井盐之都自贡，有一座气象万千的宏伟建

筑，这就是闻名中外的西秦会馆。
四川井盐产区，盐商及行帮工人在各个产盐

区修建有众多的盐业会馆，总数有一百多个。西秦
会馆就是众多的盐业会馆建筑艺术中的奇葩。

自贡盐业历史博物馆就设在西秦会馆内。
星罗棋布的盐业会馆建筑群落，是中国盐文

化派生的建筑文化，西秦会馆是这一建筑文化中
的艺术华表。

57.西秦会馆的建筑群落。
西秦会馆始建于乾隆元年（公元 1736年），由

陕西盐商耗费白银六万两，历时16年才建成。到清
道光年间又费银四万两进行了扩修，全部建筑面
积3000平方米。由于馆里供奉关羽神位，所以叫作
关帝庙，俗称陕西庙。

58.西秦会馆内部天街、献技楼、大观楼、福海楼、金
庸阁、贲鼓阁。

西秦会馆在四川数以百计的盐业会馆建筑群
落中，是出类拔萃的代表作。

整个建筑突破了传统营造法式的框架，表现
出丰富的想象力和别具一格的创造性。整体建筑
在广度、比例、统一、对比、均衡、节奏的处理上，起
伏开阖，运用自如；从基座、屋身到顶端，构思瑰
奇，筑架美妙，有机布局，浑然一体，形成独特的建
筑形象。

59.西秦会馆建筑细部特写。
在会馆内部建筑群体的构筑上，屋心相聚如

钩，檐角相凑似斗，布局富于变化，造型各无雷同，
密中有疏，错落有致，一一浏览，产生了步移而景
移的美学效应。

60.西秦会馆的大丈夫抱厅、参天奎阁、中殿、正殿。
西秦会馆筑于龙峰山下，它随形而筑，沿着中

轴线，地面不断升高，下承上接，前呼后应。整个建
筑群，一进高于一进，屋顶落差 6.6米，登到正殿形
成高潮。凌高眺望，密集的建筑群，高低起落，节奏
明快，和谐完美。

61.西秦会馆的各种建筑装饰、石雕、木雕、泥塑、彩
绘。

西秦会馆在建筑装饰上采用了木雕、石雕、泥
塑、彩绘等艺术手段，把神话传说、历史故事、戏剧
场面、珍禽异兽、草木花卉，或雕刻、或绘制，遍布
于全馆各个建筑物体，千姿百态，形象各异，涂金
施粉，色彩缤纷；步入其间，目不暇接，令人为之神
迷而流连忘返。

62.西秦会馆鸟瞰图。
综观西秦会馆，恢宏阔大，气象万千，瑰丽奇

巧，风格新异，在建筑艺术上具有很高的美学价
值，是中国盐业建筑文化中的杰出成就，它显示出
中国盐文化的丰富多彩。

63.中国盐文化镜头的交相辉映。
中国盐文化历史悠久，内容广泛，影响深远。

盐与人类文明、国家政权、典章制度、财政经济、军
事斗争、科学技术、文学艺术、民间习俗、饮食文化
等等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它是中国文化滔滔巨
流中源远流长的文化支流。

虽然，我们在这里展示的仅只是中国盐文化
的一鳞半爪，但是，完全可以看出它的宏伟、它的
深沉、它的丰富、它的多彩。历史的过去，中国盐文
化熠熠生辉，耀眼夺目；历史的未来，中国盐文化
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伟大进程中，一定能弘扬
远大，更放异彩！

华 夏 文 明 的 直 接 源 头
——运城盐池暨中国盐文化巡礼影视片解说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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