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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在运城盐湖铲盐工人在运城盐湖铲盐 记者 薛俊 摄

□李百勤

放眼全国乃至世界的盐
湖，地处人口密集的中原地
区的山西运城盐湖都是十分
独特的。运城盐湖古称“渤
澥”，因地处河东地区，又称

“河东盐池”。作为中华先民
开发最早的盐池，河东盐池
历史文化底蕴深厚，对国家
贡献极大。

中国古代主要有三种产
盐方式：东南沿海人们煮海
成盐，称为海盐；西南川滇地
区人们凿井取卤，熬制成盐，
称为井盐；相对海盐和井盐，
通常人们说的池盐，是经日
晒风成，在大自然温度的作
用下产生的，生产方式最为
省力。渤澥中的卤水平地流
出，夏季气温达到 38 摄氏度
时，卤水中的氯离子与钠结
合生成氯化钠，就是食盐。

古人为河东盐池造了一
个字，曰：“盬。”《说文解字》
说：“盬，河东盐池，袤五十一
里，广七里，周百十六里。”

《穆天子传》记述周穆王“戊
子，至于盬”，说的就是河东
盐池。

在旧石器时代，人们可
能通过猎食动物获取身体所
需要的盐分。当中原地区有
了原始农业，人们以粮食为
主要食物后，盐对人们显得
格外重要。河东盐池周边数
千平方公里是新石器时代文
化遗址分布最密集的地带，
仅运城地区的仰韶文化遗址
就多达200余处。

自夏代开始，人类历史
进入青铜器时代。夏朝曾建
都于安邑，就在盐池附近。夏
代的东下冯遗址，在盐池东
部 10 公里之内，这里海拔比
辕村遗址略高，印证了文献
中对夏禹时代雨量增多、盐
池水域扩大的记载。可以肯
定地说，这个大型遗址与盐
池有着密切的关系。进入商
代，人们在东下冯修建了城
堡，城内发掘出大片储盐的
盐仓，这是关于商代盐池开
发利用的重要发现。河东盐
池位于商王朝都城之西，甲
骨文称这里为西土。这里的
盐池也被称为“卤”，是这片
土地的显著标志，故“西”字
与“卤”为同形。

西周王室实行分土封侯
的政治制度，周武王把自己
的弟弟封在盐池的西边，称
郇侯。郇侯就是为周王室管
理盐池的。郇城在运城市盐
湖区西曲樊村，这里出土了
西周时期的盐窖。窖穴为圆
状袋形，开口直径 0.6 米，底
部直径1.2米，深1米左右。

商周之际，大批戎人进
入今晋南地区，并建立了国
家。近年考古学家在山西翼
城县大河口村发掘出霸国墓
地，这里距河东盐池数十里

之遥，当时，霸国参与了盐池的
生产活动。霸伯墓出土了一件
青铜簋，上边的铭文记述了周
王室派井叔到霸国协商贡盐事
宜，赏赐给霸伯帱、丹、虎皮的
事情。霸伯把这件事铸到铜簋
上，以显示荣耀。

春秋时期，晋国兼并了周
边的小国，盐池归晋国所有。晋
昭公六年，大夫戎生以盐到今
安徽一带的地方换取铜，为此，
戎生铸编钟一套，在铭文中记
述了这件事。当时，河东盐池是
自由采捞的。鲁国有个贫士，名
顿，他向陶朱公（范蠡）询问致
富之道，陶朱公告诉他到西河

（今晋南一带）牧羊可致富。顿
到猗地，发现池中可采捞盐，

《史记·货殖列传》载：“猗顿以
盬盐起……与王者埒富。”

战国时期，河东盐池归魏
国，魏国在盐池北边置盐氏邑，
经营管理盐池。

汉武帝实行“盐铁官营”
政策。在河东郡治安邑设盐
官——均输长，管理盐池的生
产、运输和销售。东汉因之。

北魏太和十一年，置南安
邑县（在今山西运城市），设盐
官驻南安邑。

唐代，河东盐池发明垦畦
浇晒法，又称五步产盐法，大大
提高了盐池的产量。为了加强
盐池管理，在盐池周匝开挖壕
沟，并围以樊篱。唐代以前，人
们奉“盬宗”为河东盐池之神。
唐代宗封河东盐池之神曰“宝
应灵庆公”，在安邑县城南建祠
奉祀。

宋代分河东盐池为东、西
两池，于安邑和解州分别置盐官
——榷盐制置使，封东池盐神为

“永泽资宝王”，封西池盐神为
“广济惠康王”，并在唐代壕篱的
基础上修筑了矮马短墙。

金代设解盐使司，置解盐
使、解盐副使，管理河东盐务。

元代在平阳设都转运盐使
司，管理河东盐务，都转运盐使
为从三品，这是历代盐官最高
的品秩。在安邑城南圣惠镇置
盐场官。元至正十六年，运盐使
那海俊德在盐池中部北岸修筑
凤凰城，城内置运盐使司，管理
盐务。在运城南卧云岗修建池

神庙，奉祀“宝应灵庆公”。
明代承袭元制，置河东都转

运使司，管理盐池的东场、西场
和中场。明代继承了盐池的垦畦
浇晒法，在盐池设立畦户，专门
经营盐池的生产。为了防止嵑水
进入盐池，冲淡卤水，影响盐池
产量，在盐池周边修筑了 72 道
堤堰，设有专人管理，称为堰户。
在各地设立盐户，经营盐的运输
和销售，并将人头税加入盐税中
征收。畦户、堰户和盐户统归盐
运使管辖，盐运使为正五品衔。
明代正德年间，在宋代矮马短墙
的基础上修筑了盐池禁墙，周匝
长度为百十六里。最初在北墙中
部开设一个禁门，后因生产销售
不便，于北墙东、西各增设一个
禁门，东禁门曰“育宝门”，中禁
门曰“佑宝门”，西禁门曰“成宝
门”。禁墙内由缉私营管辖。禁墙
外归掣制署管辖，掣制署置游击
将军，管理 3 个巡检司，即圣惠
镇巡检司、长乐镇巡检司和盐池
巡检司。运盐道上二里设一铺，
归巡检司管辖。

自隋代实行科举制以来，各
州、县设学，生员各有定额。明正
德八年，河东运盐使在运城创立
河东书院，供盐官和盐商子弟就
读，参加科举考试。明清两代，盐
学考取进士多达百余人。

清代乾隆年间，山西布政使
编修《河东盐法备览》，分盐池、运
治、职官、渠堰、坐商、运商、引目、
课额、律例、学校、奏疏、艺文十二
目，记述了历代对河东盐务的管
理。正在此时，将河东盐池实行民
运民销，按“摊丁入亩”的办法征
收盐税。民国时期，战乱频仍，社
会板荡，河东盐池生产凋敝。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设立盐
业化工管理局，除生产食盐外，
综合开发利用盐池资源，生产多
种化工产品，为改善人民生活、
促进国民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
贡献。

一池河东盐，半部华夏史。
如今，运城这座中国历史上因盐
运而设立的城市，不断加大“退
盐还湖”生态修复力度，把盐湖
从矿区变为生态保护区、旅游目
的地，河东盐池依旧源源不断地
为中华文明的发展提供着前行
的能量。 （《中国文化报》）

□王爱军

宋端宗景炎三年冬，文天
祥在抗元过程中兵败被俘。元
将张弘范屡次劝他投降，还令
他写信招降另一抗元将领张世
杰，文天祥说：“我不能保护父
母，还教别人背叛父母，可以这
样做吗？”之后他写下了著名的

《过零丁洋》一诗，张弘范在读
到“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
照汗青”时，知道文天祥不会屈
服，便不再逼迫他。

第二年，崖山海战失败后，
张弘范又劝文天祥说：“丞相的
忠心孝义都尽到了，若能改变
心意，像侍奉宋朝皇帝那样侍
奉大元皇上，就不会失去宰相
之位。”文天祥含泪说：“国家沦
亡却不能补救，作为臣子，死有
余辜，怎敢怀有二心苟且偷生
呢？”张弘范无奈将他送往大
都。元朝廷对文天祥也是百般
威胁利诱，许他以宰相高位，都
被他拒绝。

文天祥被囚禁三年之久，
所居环境极其恶劣，他在《正气
歌序》中描述说：“余囚北庭，坐
一土室。室广八尺，深可四
寻。单扉低小，白间短窄，污下
而幽暗。”虽是如此，他依旧写
下了名垂千古的《正气歌》，表
明自己的志向：“时穷节乃见，
一一垂丹青。”

文天祥的妻子和两个女儿
都在宫中为奴，过着牛马不如
的生活，而他只要投降，家人即

可团聚。但文天祥不愿因妻子
和女儿而丧失气节，他在写给
自己妹妹的信中说：“人谁无妻
儿骨肉之情？但今日事到这
里，于义当死，乃是命也。奈
何？奈何！”后来忽必烈还不死
心，亲自出马，问他有什么愿
望，文天祥回答说：“天祥受宋
恩，为宰相，安事二姓？愿赐之
一死足矣。”我文天祥得到了大
宋的恩泽，做了宰相，怎么会服
侍第二个姓的君主呢？希望赏
赐我一死，我就满足了。面对
视死如归的文天祥，忽必烈无
计可施。1283 年 1 月，文天祥
面朝南方，在柴市从容就义。

在历史上，文天祥是颇受
儒家知识分子推崇的“气节”之
士。气节首先是一种“临大节
而不苟”的正气，就是当民族或
国家遭受外敌入侵面临生死存
亡的紧要关头，能够临危不苟、
威武不屈、杀身成仁、舍生取
义。生命固然足惜，但还有比
生命更值得珍爱的东西，这就
是道义，孔子将其描述为“志士
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
成仁”。

这种浩然正气所根植的底
蕴是志向。孔子说“三军可夺
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当人
身处危境或关键时刻，能够坚
守志向而不屈服，不苟且偷生，
而是慷慨赴死，成仁取义，就是
因为有“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
祸福避趋之”的崇高志向作为
内在的支撑。 （《天津日报》）

文天祥：舍生取义一池河东盐 半部华夏史
——从文物遗存看古代河东盐池的开发与管理

□喻清录

在古代，“识大体”是最重
要的思想素养。封建官僚“识
大体”的内涵广泛，主要是两
点：其一，明白尊卑之位、君臣
之别，君为尊，臣为卑，“君君臣
臣、父父子子”是也。其二，遵
循主流道德规范，为君尽忠、为
国捐躯，是最高精神追求，“杀
身成仁、舍生取义”是也。

《资治通鉴》中对两汉、魏
晋人物的记述，充分证明了“识
大体”的重要性。

汉高帝元年，刘邦与项羽
逐鹿中原。刘邦大将韩信连战
皆捷，占据了黄河下游之地；而
刘邦则屡战屡败，连老爹、老婆
都成了俘虏，急召韩信救援。韩
信这时却奏请刘邦曰：“齐伪诈
多变，反覆之国也；南边楚。请
为假（代理）王以镇之。”刘邦览
奏大怒，骂曰：“吾困于此，旦暮
望若（你）来佐我；乃欲自立为
王！”张良、陈平蹑（轻踩）刘邦
足，附耳语曰：“汉方不利，怎能
禁止韩信自立为王！不如因而
立之，善遇，使自为守；不然，变
生。”刘邦省悟，复佯骂曰：“大
丈夫定诸侯，即为真王耳，何以
假为！”遂立韩信为齐王。韩信
拥兵自重，这一刻已经埋下了
日后被杀的祸根。

汉建安二十四年七月，曹
操使左将军于禁、立义将军庞
德率七支军队讨伐关羽于樊

城。八月，大霖雨，汉水溢，平地
数丈，七军皆没，于禁“穷迫，遂
降”，拘押荆州狱中；庞德“为

（关）羽所得，立而不跪，羽杀
之”。十月，孙权袭取荆州，“释
于禁之囚”；曹魏黄初（曹丕年
号）元年正月，曹操薨，曹丕继
位，孙权送于禁归魏。曹丕鄙于
禁为人，令诣邺城谒高陵（曹操
墓），但“先于陵屋画关羽战克、
庞德愤怒、于禁降伏之状”。于
禁看见图画，“惭恚发病死”。

曹魏景元三年十月，大将
军司马昭“专断国政，欲大举伐

（蜀）汉，朝臣多以为不可，独司
隶校尉钟会劝之（赞成）”，司马
昭乃任命钟会为镇西将军，“都
督关中”。次年八月，钟会“军发
洛阳，陈师誓众”，与征西将军
邓艾分兵伐蜀。钟会“内有异志

（称王称帝）”，灭蜀后杀邓艾，
“独统大众，威震西土，遂决意
谋反”，并与蜀汉降将姜维密
谋，妄想“事成，可得天下；不
成，退保蜀汉，不失作刘备也！”
然而阴谋败露，魏军将士哗变，

“众格杀姜维，争前杀钟会”。伴
随着身首异处，钟会的黄粱美
梦终于破灭。

韩信、于禁、钟会皆为一代
名将，他们身败名裂的悲惨结
局警示后人，做官必须“识大
体”：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以
个人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之
上，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背叛
国家。 （《洛阳日报》）

古代“识大体”的重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