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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修志，志载盛世，史不绝志。

我县有史以来的第一部盐业专志一一《宁海盐政志》，越时三

载，三易其稿，当今成编问世之际，欣逢建国四十周年和本公司成立

二十周年，谨以此志作为献礼。这既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

成果，也是我县盐业史上值得庆贺的一件大事。今为志作序。深感有

幸。

盐事关民食工需，国之税源，向为历代执政者重视。其管理产运

销税与缉私，自成体系。宁海制盐始于隋唐，源远流长，沧桑更变，

历经兴衰，为制盐业积累了丰富经验。新中国成立以来，本县盐业由

废转兴，革故创新，发生巨大变化，为人民生活与“四化”建设作出

了应有的贡献。惜自溯源至今，历时一千二百余年，典章文物，成败

得失，向乏系统记载。明，清两代县志，虽设“盐政”篇章，但语焉

不详，间有片鳞半爪，亦多散诸载籍，不能不使盐业工作者引以为

憾。
‘。

史鉴使人明智， ．“前事不忘，后入之师一．志是经世致用之书，

彰明因果，揭示规律，温故知新，启迪来者。但史之不存， 焉能借

鉴?因此，编纂盐志，己属当务之急。适逢县志开修，得以附骥成

志。编者以严谨的态度，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坚持求实存真。殚精竭虑，广征博采，反复考证，承古贯今，详今略

古，门类齐全，内容详备，突出专志风格。为总结历史，开发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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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了翔实可贵的资料。使之前有所稽，后有所鉴，对于激励今人，’

启发后代，开刨盐业新局面，均有重大意义。具有“存史、资治、教

化”的作用，成为一部服务当前传之后世的盐业历史文献。

愿我县盐业工作者继往开来，团结奋进，创造更大的业绩，载入

新的史册。

宁海县盐业公司经理：杨挺长．

副经理：张良光

助理：赵广汉⋯

l 9 8 9年l O月



凡 例

一、本志时间断限，上起事物的发端，下迄公元1 9 8 6年末。

有关长亭盐场外场部分记述，止于民国二十九年(1 g 4 o)析置三

门县时；少数内容有所延伸。

二、本志记载宁海县盐业的历史和建国后盐业发展的现状。其总

的结构是时经事纬，横排纵写；大事记则以时为序，采取编年体兼用

记事本末体的形式。条目设置为章，节、目3个层次，共分7章3 6

节。内容之详略，根据盐业的特点与史实的多寡，以及详今略古的原

则，客观地如实记述。

三、本志的体裁，采用述、记、志、图、表，录等形式。以述记

为志之纲，志为主体，图表分别穿插其中，录为志之尾。

四、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体。文字力求严谨朴实，简洁流畅。

言必有据，求实存真。标点符号以国家出版总署公布的《标点符号用

法》为准。

五、本志纪年， l 9 4 9年以前，按当时历史纪年，用汉字、括
注公元纪年。对其政权也用旧名。 1 9 4 9年建国后，概用公元纪

年。

六、本志使用数量字，古代沿用汉字；民国以后均用阿拉伯数

字·货币名称、金额，以当时流通的货币为准，建国后一律折算为新

人民币。度量衡的名称及计量单位，沿用当时通行的市制为准，以维

持数据资料原貌。必要时括注换算成现行计量标准数。高程均采用



l g 5 6年国定黄海高程系．

七、本志材料来自档案、志书、报刊、访录知史者12碑和书面记

述，为避免文字冗长，均录卡j’复印存档，文中一般不注出处。引号

内的引文，均系原文。繁体字或古体字。换用今之简体字。



概

制盐为宁海县古老的一大传统产业。始于隋唐，盛于宋明。据

《盐法通志》暨《唐书地理志》记载：“唐代宗时(7 6 3—7 7 9)，

天下有盐之县一百五。”宁海列为其中一县。

旧场基在港头，北宋大观三年(1 l 0 9)，东迁长亭，设官洽

理，始称长亭盐场。历经元、明，场区范围日渐扩展，盐灶遍布于三

门湾南北两岸， “环港皆立团灶”，’盛极一时。境跨今之长街、力

洋，一市3个区1 o个乡，镇，及今三门县境六廒等区。在县之东乡称

内场，在南乡称外场。明天启年间(1 6 2 l～l 6 2‘7。)，有盐田

25066亩，专业盐丁2691丁。宋时．年额产盐三万五千七百七十余石·

明代岁办盐额四千八百八十五引。是为鼎盛时期。迨至清、民两代，

或因政局动荡，战乱频仍，盐场弃置；或因滩涂淤涨，去海日远，遂

致弃盐农垦，自然淘汰。故自民国以来，内场日趋衰落，而外场则因

盐政废弛，私坦遍地，野灶林立，产量反十倍于东乡。北废南建，沦

桑递变，兴废顿殊。至民N-=-十九年(1 9 4 0)，析置三门县，外

场归属三门。‘县境内场仅存东乡三团，盐田百亩，年产五千担而己。

宁海制盐业起步虽早，而发展缓慢，长期受封建生产关系束缚和

政治制度的困扰，致使生产技术落后，设备陈旧，千古流传的用火煎

盐之法，经历六朝，终民国之世而未改。惟在清朝乾隆年间(1 736—

1 795)，创始缸坦晒盐，与早期出现的摊灰法采卤取代括泥淋卤，对

增加产量，节省成本，减轻劳动负荷，效益显著，实为盐业生产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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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大技术进步；乃盐民长期劳动中积累经验与知识的结晶。

盐业攸关国计民生。在古代，盐、铁与农业为封建社会国民经济

三大支柱。盐为民食所必需，盐课系国家主要财源， “天下之赋，盐

利居半。”甚至“百官俸禄、全国军饷，皆倚于盐。”唐、宋、元、

胡、清如此；民国时代，盐税仍属国库岁入之大宗，借外债的抵偿

品。所以，历代政府都以盐作为聚敛民财的重要工具，视盐政为要务。

制定各种盐制、盐法，用以管理生产和运销，控制财源。或行专卖，

或行征课，代有更张。然皆以数倍甚至十数倍于盐价之高税，复加众

多的苛捐，横征暴敛，民苦盐贵。虽法严刑峻，而抗税斗争，此伏彼

起；在宁海亦屡肇流血惨剧，数激民变，史记不绝。
：

宁海北靠象山港，南濒三门湾，海域宽广，滩涂辽阔平坦，海水

台盐度高，宜盐资源极为丰富。新中国成立后，盐业由废转兴。经过

规划开发，探索实验，利用资源优势，改造与建设了一批新型盐场，

古盐区焕发青春。海盐生产由手工操作方式，逐步使用机械化、电气

化取代。制盐工艺由圆锅煎熬发展成滩晒法生产，这是一项重大突

破。已形成原盐年生产能力5 0 0 0吨。最高年产量为民国时期历史

最高产量的二点六倍。致力于推广塑膜垫底结晶新工艺的结果，产品

质量优化，色白粒细，用户欢迎。现在继续向多品种、精细化进军．

对盐的副产品进行综合利用，创办盐化工业，开发出镁系列产品。盐

的产，购、运。销，实行计划管理，己建立国营批发，供销社与个体

商贩零售的销售体制。各种用盐，供应充足；市场盐价长期稳定。改

革．开放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盐业企业不断改善经营管理，提

高服务质量，工商税利有所增长。 1 9 7、1年一l 9 8 6年，盐业公

司上交利润50．4万元；入库税金607．6万余元。生产企业积累与盐

民实际收入．，逐年都有增加。

当前，盐业面临产不敷销的矛盾，十分突出。县境内丰富的海盐

资源，急待开发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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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广德大历年闻(7 6 3～7 7 9)

已置盐场。为全国一O五个产盐县之一。

‘

唐元和年问(8 O 6～8 2 O)

●●h - ●·

盐灶编组保甲，管理亭户制盐。
， ●

索天圣年问(1 0 2 3～l 0 3 2)

盐场属黄岩监管辖，称催煎场。绍兴年间(1 l 3 I～1 1 6 2)始分立。
’ ‘‘

‘‘!”：”：!

宋大观三年(1 1 0 9)

l，●’‘ ，

盐场由港头(治东十五里)迁长亭，在县东一百里。设署治理，置监长亭盐场文臣、武

臣、押袋各一员。 1+：‘! 一 ’

． 是年，．增签沿海居民为灶了凡免其徭役，专事煎盐。官给锅具、草荡、涂地，作为灶户

恒产，用于樵薪、采卤、煎盐。

宏熙宁五年(1 0 7 2)⋯● 。-’●’●
一

行灶户结甲之法。定三至十灶为_甲，设“甲头"，为监督场。灶．-之首领。，
长亭场年额产盐三万五千七百七十石一斗三升七台。

●●

元至元十四年(1 2 7 7)

每引定为四百斤，引斤划一自此始。

元大德三年(1 2 9 9)

定产盐之地。长亭场设司令一员，从七品；司丞一员，从八品；管勾一员，从九品。

元延奉占六年(1 3 1 9)

十月，盐场设盐运一员，正八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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