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考古视角：
人类早期制盐出现的时间和地点

李水城

人 类 是 从 何 时 开 始 制 盐 的？这 个 问 题 考 古 学 家 至

今 还 没 有 一 个 明 确 的 答 案 。 在 狩 猎-采 集 经 济 阶 段 ，

人 类 靠 取 食 动 物 的 肉 、 血 、 奶 等 满 足 身 体 所 需 的 盐

分 ，不 需 要 额 外 再 补 充 盐 ，而 且 也 不 会 制 盐 。 即 便 进

入 全 新 世 以 后 ，世 界 上 仍 有 很 多 狩 猎-采 集 民 族 不 事

农 耕，也 不 制 盐，有 些 民 族 甚 至 不 怎 么 吃 盐。

在 人 类 历 史 早 期 ，尽 管 还 不 会 制 盐 ，但 大 自 然 有

天 然 的 馈 赠。 在 中 国 山 西 南 部 的 运 城 市 的 河 东 盐 池，

每 年 春 夏 之 交 ，南 风 袭 来 ，池 水 中 便 自 然 结 晶 出 白 白

的 盐 花。 在 有 些 盐 泉 出 露 的 地 区，人 们 甚 至 直 接 开 采

天 然 卤 水 食 用 。 20 世 纪 60—70 年 代 ，由 于 食 盐 供 应

紧 缺 ， 在 四 川 的 成 都 平 原 和 长 江 三 峡 某 些 历 史 上 产

盐 的 地 区 ，村 民 仍 会 汲 取 盐 井 中 的 卤 水 煮 食 菜 稀 饭 。

直 到 今 天 ， 在 我 国 西 藏 北 部 的 羌 塘 草 原 上 仍 活 跃 着

一 支 牦 牛 驮 队 ，每 年 春 夏 之 交 ，当 地 的 藏 民 赶 着 大 群

的 牦 牛 长 途 跋 涉 前 往 赞 宗 盐 湖 ， 采 集 湖 面 上 结 晶 的

盐 块，运 出 来 供 人 们 食 用 ①。

世 界 各 地 的 民 族 志 证 实，有 些 民 族 不 用 陶 器 就 能

制 盐。 在 新 几 内 亚，约 鲁 巴 人 种 植 一 种 含 盐 植 物 来 获

取 盐 ， 类 似 的 方 法 也 见 于 中 美 洲 热 带 雨 林 的 某 些 民

族 。 在 东 南 亚 ，有 些 民 族 将 富 含 纤 维 的 植 物 茎 秆 、朽

木 、 椰 壳 等 有 机 物 放 入 盐 泉 或 海 水 中 浸 泡 ， 汲 取 盐

分 ，将 其 晒 干 ，焚 烧 成 灰 ，再 将 其 中 的 卤 水 淋 滤 出 来

制 盐 。 制 盐 容 器 也 非 常 简 易 ，有 的 用 木 头 削 制 ，有 的

用 椰 壳 或 竹 编 器 具 ，在 表 面 内 外 涂 抹 泥 土 、蜃 灰 权 充

熬 盐 器 具。

在 欧 洲 的 波 伊 纳·斯 拉 提 内 （Poina Slatinei）地 区

曾 发 现 可 能 是 陶 器 出 现 之 前 的 制 盐 遗 址 。 考 古 学 家

在 当 地 古 盐 泉 的 周 围 找 到 了 燃 烧 的 遗 迹 ， 年 代 可 上

溯 至 公 元 前 六 千 纪 上 半 叶 ②。 近 些 年 来 ，在 法 国 阿 尔

卑 斯 山 的 莫 里 耶 （Moriez）地 区 也 发 现 有 人 类 在 公 元

前 六 千 纪 前 半 叶 制 盐 的 证 据 ③。 这 些 新 发 现 表 明 ，有

些 人 类 早 期 的 制 盐 活 动 不 会 留 下 任 何 物 质 遗 存 ，这

也 大 大 增 加 了 考 古 学 家 寻 找 早 期 制 盐 遗 址 的 难 度。

人 类 在 新 石 器 时 代 进 入 农 耕 社 会，饮 食 结 构 开 始

发 生 大 的 改 变 ，以 谷 物 类 碳 水 化 合 物 作 为 主 食 ，肉 食

减 少 ，在 这 一 背 景 下 ，人 类 对 盐 的 需 求 增 强 ，遂 开 始

主 动 寻 找 和 开 发 盐 业 资 源 ④。 这 个 理 论 不 仅 能 解 释 人

类 制 盐 出 现 的 大 致 时 间 范 围 ， 也 能 解 释 为 何 内 陆 的

盐 业 开 发 要 较 之 沿 海 地 区 为 早 的 现 象。 一 般 而 言，居

住 在 海 边 的 人 比 较 容 易 获 取 和 食 用 海 产 品 ， 从 中 很

容 易 获 取 到 盐 ， 摄 取 盐 的 几 率 远 高 于 内 陆 地 区 。 因

此 ，沿 海 地 区 的 制 盐 机 制 和 动 力 也 大 大 低 于 内 陆 ，制

盐 出 现 时 间 也 普 遍 晚 于 内 陆。

根 据 考 古 发 现，世 界 各 地 已 知 的 早 期 制 盐 遗 址 都

已 发 展 到 了 一 定 规 模。 欧 洲 的 盐 业 考 古 学 家 认 为，东

南 欧 喀 尔 巴 阡 山 东 部 一 带 拥 有 丰 富 的 盐 泉 ， 很 可 能

在 新 石 器 时 代 之 初 就 被 人 类 开 发 利 用 了 。 在 罗 马 尼

亚 的 布 科 维 纳 （Bukovina）、靠 近 索 尔 卡 （Solca）的 斯 拉

蒂 纳·马 雷（Slatina Mare）一 带，密 集 分 布 有 大 量 盐 泉。

有 学 者 指 出 ，曾 在 属 于 公 元 前 六 千 纪 的 克 瑞 斯 （Cris）
文 化 层 内 发 现 了 早 期 制 盐 陶 器 ， 但 也 有 学 者 对 此 说

并 不 认 同 ⑤。 根 据 在 靠 近 这 个 地 区 的 卡 奇 卡 （Cacica）
遗 址 地 表 采 集 的 遗 物 看 ， 上 述 说 法 确 实 存 在 不 确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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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素 ⑥。

现 有 考 古 发 现 表 明，人 类 最 早 的 制 盐 活 动 主 要 集

中 在 欧 洲 东 南 部，时 代 为 新 石 器 时 代 中 期。 如 果 说 此

前 还 有 个 起 源 和 发 展 阶 段 的 话 ， 至 多 只 能 追 溯 到 新

石 器 时 代 早 期 的 偏 晚 阶 段 。 人 类 之 所 以 在 此 时 开 始

制 盐 ， 估 计 主 要 原 因 是 进 入 农 耕 社 会 后 食 物 构 成 变

化 强 化 了 对 盐 的 需 求 ，当 然 ，其 中 也 应 有 盐 业 生 产 内

在 动 力 的 驱 使。

从 事 物 的 逻 辑 发 展 进 程 考 察，人 类 即 便 掌 握 了 陶

器 制 盐 技 术 ，但 在 制 盐 活 动 的 滥 觞 期 ，也 不 可 能 制 作

专 门 的 制 盐 器 具 ， 很 可 能 会 用 一 般 的 日 用 炊 具 来 制

盐 ，生 产 规 模 也 很 小 ，仅 仅 能 满 足 自 身 群 体 需 求 ，这

类 制 盐 活 动 很 难 留 下 能 被 考 古 学 家 观 察 到 的 器 物 证

据。 不 过，人 类 早 期 的 制 盐 活 动 只 能 出 现 在 盐 卤 资 源

较 丰 富 的 地 区 ， 假 如 这 类 地 区 的 古 遗 址 数 量 和 规 模

表 现 出 某 些 异 常 的 话 ，必 然 会 引 起 考 古 学 家 的 注 意 ，

也 却 曾 有 盐 业 考 古 学 家 就 中 欧 某 些 类 似 发 现 做 出 过

推 测。 需 要 注 意 的 是，判 断 某 个 遗 址 是 否 存 在 制 盐 活

动 ，除 了 要 有 制 盐 器 具 方 面 的 证 据 外 ，还 需 要 寻 找 其

他 的 旁 证。

此 外， 制 盐 地 点 的 选 择 也 很 重 要。 在 沿 海 地 区 ，

人 们 一 般 会 选 择 距 离 海 岸 线 较 近 的 地 方 。 如 日 本 列

岛 的 古 代 制 盐 遗 址 都 选 择 在 距 当 时 海 岸 线 20~30 米

的 低 地 ，英 国 东 南 部 埃 塞 克 斯 的 红 丘 遗 址 就 是 如 此 。

此 类 遗 址 可 直 接 利 用 涌 入 海 岸 滩 涂 的 潮 水 制 盐 。 但

也 有 些 遗 址 会 选 择 在 距 海 岸 线 有 一 定 距 离 的 地 方 ，

开 采 地 下 浓 度 较 高 的 卤 水 制 盐 ， 如 中 国 山 东 北 部 莱

州 湾 商 周 时 期 的 制 盐 遗 址 就 是 这 样。

在 内 陆 地 区 ，制 盐 地 点 会 选 择 在 盐 泉 、盐 沼 或 地

下 蕴 藏 岩 盐 的 地 方 。 史 前 时 期 的 制 盐 地 点 会 选 择 在

河 谷 两 岸 的 阶 地 ，这 类 地 形 随 着 河 谷 的 下 切 ，盐 泉 易

于 涌 出 ，或 接 近 地 表 ，方 便 开 采 。 以 中 国 四 川 盆 地 为

例 ， 川 东 长 江 三 峡 地 区 的 制 盐 业 明 显 要 早 于 川 西 平

原 ， 因 为 川 东 河 谷 褶 皱 带 的 盐 卤 资 源 较 川 西 数 量 要

多 、也 更 接 近 地 表 。 附 带 的 一 个 重 要 原 因 是 ，人 类 早

期 的 交 通 运 输 主 要 依 靠 水 路 ，在 河 谷 地 带 制 盐 ，便 于

产 品 通 过 河 流 向 外 输 出。

有 了 上 述 条 件，还 要 考 虑 这 个 地 区 是 否 拥 有 充 足

的 燃 料 。 早 期 制 盐 业 全 都 依 靠 煎 煮 ， 需 要 大 量 的 燃

料。 如 此，制 盐 地 点 必 需 选 在 靠 近 或 有 充 足 燃 料 供 应

的 区 域。 以 中 国 四 川 蒲 江 盐 井 沟 为 例，当 地 的 制 盐 作

坊 并 未 选 择 在 盐 井 附 近，而 是 选 在 靠 近 煤 矿 的 地 方。

此 外，还 有 其 他 一 些 自 然 因 素 要 考 虑 进 去。 在 非

洲 西 部 ，撒 哈 拉 沙 漠 以 南 地 区 的 土 壤 富 含 盐 分 ，通 过

淘 洗 或 过 滤 含 盐 的 沙 土 可 获 得 制 盐 卤 水 。 因 此 这 个

地 区 的 很 多 国 家 都 有 制 盐 产 业 。 但 这 个 地 区 极 度 干

旱 ， 制 盐 地 点 有 没 有 充 足 的 淡 水 资 源 是 制 盐 地 点 的

一 个 重 要 选 项。 因 此，西 非 的 制 盐 场 所 往 往 选 择 在 拥

有 稳 定 淡 水 供 应 的 区 域 。 此 外 ，气 候 条 件 也 很 重 要 。

在 中 美 洲 的 尤 卡 坦 半 岛 ， 优 良 的 气 候 条 件 非 常 适 合

制 盐 ，当 地 的 玛 雅 人 很 早 就 学 会 了 制 盐 ，这 里 也 因 此

成 为 中 美 洲 古 文 化 最 发 达 的 地 区 之 一。

接 下 来 要 考 虑 的 问 题 是，一 旦 制 盐 产 业 形 成 了 商

品 经 济 规 模 ， 产 品 的 运 输 和 销 售 便 成 为 另 一 个 亟 需

考 量 的 要 素 。 以 法 国 的 布 赫 涅 夫 （Bourgneuf）海 湾 为

例 ，这 里 是 古 代 欧 洲 重 要 的 制 盐 产 业 中 心 之 一 ，其 原

因 不 仅 在 于 当 地 的 气 候 非 常 适 宜 制 盐 ，更 重 要 的 是 ，

这 个 海 湾 位 于 亚 特 兰 大 海 岸 的 交 通 枢 纽 位 置 ， 还 有

河 流 通 往 内 地 ， 便 于 向 周 边 沿 海 和 内 陆 地 区 输 送 产

品。

考 古 发 现 表 明，中 欧 地 区 最 早 的 制 盐 遗 址 可 上 溯

至 距 今 8000 年 前 后。 到 了 距 今 7500 年 左 右，欧 洲 的

制 盐 业 已 普 遍 发 展 起 来。 目 前，中 国 境 内 考 古 发 现 的

制 盐 遗 址 最 早 为 距 今 4000 年 前 后 ，相 较 于 欧 洲 要 晚

了 很 多 。 需 要 在 现 有 工 作 基 础 上 努 力 寻 找 年 代 更 早

的 制 盐 遗 址 ， 这 是 盐 业 考 古 对 中 国 考 古 学 家 提 出 的

新 的 要 求。

注 释：

①加 央 西 热 著 ：《西 藏 ：最 后 的 驮 队 》，北 京 十 月 文 艺 出

版 社，2004 年。

②Weller, O. and Gheorghe Dumitroaia (2005). The earliest

salt production in the world: an early Neolithic exploitation in

Poiana Slatinei-Lunca, Romania. Antiquity, 79 (306).

③ Denis Morin, Catherine Lavier, Myette Guiomar et

Michel Fontugne (2008), Aux origines de L’extraction dy sel

en Europe (VIe millénaire av.JC). La source salée de Moriez,

Alpes -de -Haute -Provence, Weller, O., Dufraisse, A., et

Pétrequin, P. (ed.) (2008), Sel, eau et forêt, D’hier au-

jourd’hui,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he-Comte.

④ Brown, Ian W. (1980). Salt and the eastern North

American Indian: an archaeological study (lower Mississippi

survey). Bulletin No. 6, Peabody Museum of Archaeology and

Ethnolog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⑤Ursulescu, Nicolae (1977). Exploatarea s rii din sara-

mur n neoliticul timpuriu, n lumina descoperirilor de la

Solca (jud. Suceava) (L’extraction du sel à partir de la

saumure en néolithique ancien, tel qu’il ressort des découvertes

de Solca [dép. Suceava]). Studii i Cercet ri de Istorie Veche

i Arheologie, 28(3), 307-317.

⑥Andronic, Mugur (1989). Cacica– un nou punct ne-

olitic de exploatare a s rii (Cacica – a new Neolithic spot of

salt exploitation). Studii i cercet ri de istorie veche i arhe-

ologie,40(2), 171-177.

（责 任 编 辑：周 广 明）

盐

业

考

古

129-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