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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题记

回JIi井盐业，岛战国末年史藉苦见打井记载，至今己有

泻千多年的历史。和其他古老手工业部n相比，四川井盐业

具有自己鲜明的特色。其历史文献记录之多，现存实物档案

之富量民及内容上的多学科支织，凡此种种，实堪引起学术

界的注嚣。

我馆为专业性博物馆，主要任务是现实物资料为基础，

通过球对，展示四)1}井盐业运久的历史和丰宫多采的内容。

为了不断提高陈列璜量、活跃学术研究，我创于1976年创办了

以井盐经济史和科技史为主要内容的专业性学术刊物 4 井盐

史通讯苦，供内部进行学术支流。承蒙史学界、文博界和井

矿盐、石油天然气工程技术界，以及有关大专院校的大力支

持和热情鼓扇，使这份刊物得以适冬去刊，到目前为止乡己

!l:十二期，什一百二十余万字。由于印数有限，各方面来索

甚众，不能满足需妥，我伺特从宁选出二十二荔语文，编

辑或奄暗 )11 井盐史告丛:. ，公开出版。借此机会，瑾白为《井

盆史通讯 E 撰稿均各方面作者，深王之谐，比。

《四 )1\ 井盐史论丛》作为我国第一部反映井盐史畸诠文

集， ~C录了一部份作者对这个领域的初步研究成果，由于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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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玛档案材特当时还未被发掘出来，故统一些法若在探索的

再度和广是主自不免受到一定影喝。我104己这部论文集作为

引玉之砖，冬献给学术界，热切盼望有史多的学术工作者来

关注井盐史这门新兴的边缘学科，今后有更多高质量的学术

成果再世。

我省著名社会活动家、史学界老前辈张秀熟同志为本书

题签，北京经济学院吴天颖、四 JII 大学存尤荣等同志对本书

编辑出版给予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表示谢意。

我们特邀原在我馆主持《井盐史通讯 E 编辑工作、 5主任

四 )1\ ~手范学院历史系中理历史文献教研室主任彭久松窍志，

与我馆陈立兰同志一遂，虫责本书的主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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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井杂谈

徐中每

人类社会达到定居的农耕阶段，必然要开始凿井以适应

其生活上itJ需要，房谓"凿井市诀，耕四百食纱，就是这个

时代的标志。

这里所谈的古井，上起殷商，下迄哉匾，前后一千年间

的古井，还是非常原始的，发展是极其缓慢的。如果要闻这

)千年阔的古井有什么发展，也只是各个地区之间发展的不

平衡，时剖并不重要，即使有所改进，也必2页经过漫长的岁

月，甚至还要经历凡个世纪之久。

关于井的文献徐《易经 B 井卦和《庄子牵一点零星记录

以外，我们只能利用古文字及地京发掘的资料却以补充，牵

捞范围极广，不全不备，只能说是杂谈。此外，有关十八世

纪西伯利亚的方木井，也在这军谈一谈。

一、古井的井上影制

关于古井的形制，在我国象彭文字中还有一些迹象可

寻。象形文字是古代直接遗存的文献，反映了当时存在的事

物，我们必续加以充分利用.

1 



甲骨文金文的井字，沿用至今，和我们现在适用的并

字，并没有什么不同。西周中期的井字，有时也写作书，在

井字中间增加了一点，现在《说文》里只收了这个非字。

《说文》解释这个字影说z "井象椅韩(干同，树干〉形，

·嚣象也。 P 井干四面横直相交为苟，这是一种四万形的并

栏，其彭能是先立四根木柱，每方再各用到接横木相交为

栏，井字就象井栏两摄直木商报横木相交之影。毒是汲水围

的陶器， .就象征事彩。古代文字在创造中，或繁或筒，本

无定彩，总期易于识到，增·者示其为汲水所用之器，藉以

罢号子捕兽肝的陷井之井。

甲骨文、"井方n 、 "帚〈妇〉井梦之司屡见，井方是一

个部族的名称，妇井是武丁之妇，可能出于井方这个部族。

具有井栏形的井字，在殷商时代就早已存在了。甲骨文又有

一词 EI: "雯〈获〉井黑纱( <<后》下，六·一三) ，黑

象无角的住露，从匕〈娓〉表示其为女性，这个塑/旦在路井

中捕获的，这个井就是陷井商不是水井。甲骨文又有 ·词

日"百降" ( <<林) -，八·→三) ，黯府从之11 ， 象术

影，也象陷井之井， <<1豆文》弈〈也是拼字的异文〉古文作

霄，从水，与此形碍。甲骨文多记回器之事，路多至于百，

可能还是属于陪阱之井。

古井不仅有井栏，井栏上有时还要安置一个注水用的辘

护，这个辘铲仅是一个有轴的医木〈没有摇柄，相当于一个

1 定滑轮) .甲骨文有一个录字作窍，金文作翠，这个录字

上面的-形，提象一个有轴的因木，下面的军形就象噩木下

厨系的陶器及水自向军渗i哥哥下之形。古人称为录，后人称

为辘伊，录、穰古司音字〈同是来母(1)入声物部字) ，辘

铲又是来母双声，录租辘萨都是事3f1辘护连续不断的转动之

? 



声。甲骨文有井录二字!说明殷商时代井有并栏并且已用辘

萨汲水了。

用梧棒汲水，给克于战国时代的记载。《庄子·天地h

"凿井为机，后茧前轻，苹〈取也)7.K若挡，数〈疾速也〉

如没汤〈一本作侠荡。侯，突出s 荡，流动也) ，其名为

棒。'罔书《天运:;: "夫桔捧……引之黯倍，舍f之黯

仰。"庄子对于桔赛不惮反复加以说明，可见桔捧还是当时

薪出现的事物，是一般人所不熟悉的东西。桔棒丑母 (K)

双声，省称为棒，字又作桥〈见《说苑·文震>> )替群母

也〕字，克母群母都是舌根音，只是发音清?虫不同。;萍、

桥古音又国在宵部，桥即若捧二字的合音。日挤臼棒都是指

其"舍之副部"峙的上举之意。

桔棒虽是一种简单机械，也是劳动人民在生产实践中巳

佳运靖符合于物理学上杠杆原理的成果。东汉时代武梁祠画

:录中有两锢桔棒波井图〈克 4 金石索·石索，卷三及卷自)，

商望大致相同。其街臂上面摇了一块大石，大石的重量以能

举起另一端的汲桶为度F 另一端的停臂，属绳子系了一个汲

桶，夜梧的容量已数倍于古代自甘南嚣，需要有一个省力的工

具提起来，桔棒就是为适应这个需要而产生的。辘萨的支点

在国离由中斗，商臂棺等，只能改变用力的方向，并不省

力z 桔榨不徨改变了m力的方向，还能用较少的力，举较重

的水，是比辑萨较为进步的汲7.K工具，出辘护发展到拮棒与

自天平发票到帮都是属于物理学上同一杠抨原理的应用。天

平前窝臂相等，就必须用若干轻重不等前硅码以衡量若干轻

重不等的物体，使ffl是不方便的主秤则利用手F抨两臂不等，

只屑一个轻重不变的权〈即秤花〉以衡量各种轻重不等的物

钵，筐，唱秤就比使用天平方便得多，这也是→个发展。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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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秦枝，却有秦始皇统一度量衡的语书，说明秦以前己经有

秤，战国时人就知道用权衡量物体的轻重( .:孟子·梁惠

王): "权然后知轻重" )据此言之，桔棒与秤都是战国时

代的产物。

由天平发展~J秤与自辘轩发展到桔棒，都是劳动人民在

生产实践中对杠杆京理认识的提高。平是天平之平的象形字，

金文作卒，)A八象天平两边轻重相等之恶。秤从平而读为称，

称举也，秤是举起来使用的。抨是会意字，称是形声字，撞

萨租天平发生在前，就有录租平两个象形字，桔棒和抨发生

在后，只有后起的彭声字或会意字，在文字中也展示了辘萨

布桔棒发生的先后次第。

二、古井的井下棋混

从井和录窝个象形字布有关桂棒的记述，使我的认识了

古代井上的结艳，在最井栏外还有撞轩秸桔棒。井下的状况又

是怎样鹿?现在我们也可就从地下发握中却以了解。

4 灌图发摇报告，概插了张家境居住遗址中共发现西属

早期和晓黯*井八处，其情况是靠

"有长方形和黯盟形两种z 长方形的发现五崖，井口长

一 .0六一一二·囚，宽o. 七一-0. 五米z 椭国影

的有三座，长径一·九五一一二·一米，短径 ·三

一一. .四米2 ……井的壁上都有对称的脚窝。'

( i盘西发掘嵌告 E 又在客省庄居住遗址中友理战国71<井二十

六座-Z

4 

"frr :tf的并没有倒外的都是长方彰的z 长度大都在一·

六一一一·八米之间，二米以上的只有九座s 宽度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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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米左右。……所有的井在长边的商壁上都有对称展晦

窝，掬窝处的土质很坚硬，当是践踏的结果。上?腾窝

酶距窍，在o. 五米左右。挣

关于腾窝， <郑妇、1二里坷》记述离代窑穴灰坑的踌窝时有详

细蜻摇写，并举其中灰坑九为例z

"灰坑为-长方竖井彭的坑，坑口作南南长方形，拭口

蓓北长二·二九，东西宽-- .一， J高深五·九五，长二

·一西，宽o. 九米。坟前四壁微颜斜，在东西两壁的

中部存-行可供上下的脚窝五对，每天才相距约 0- 三

一-0. 四米，脚窝长o. 二一-0- 三，宽o. 二五

一-0. 四，深o. 一五一-0. ~写来。 P

这里还附有一个剧窝形的断面围如右z 之三

我钉如果在这个黯面图的两侧各引~号

直线作为两壁的组切面，其形当如醋， 1--.1 

f 说文 P 中有一个自部就是莘莘l这个剧窝形的象形字。

《说文，国部共i泼了三个字: A 

1.醺 L黯 3.黯

第一个字从夫，篆文央作雯甲骨文作芋，从〉象环有缺的主是

彩，从年.式，象左右手持政之形，篆文安这)为-1，谁电为十，

两相对比，知夫在p从甲骨文央字衍变商来，或释为争，实误。

这个字说萌眉之所在就是大地的缺陷处。第二个字从豆豆，其

是撞文的噬字，这个字就是摇文隘字，这个字也说明自之所

在就是古代狭踵的隧道。第三个字从国、从火，遂声，足烽

费之费的本字。古代边亭上的蜂费就是在隧道中堆君主柴薪燃

镜后放姻亘上作为日间军情报警之用。

除上到三字舟，金文中还有一个撞字作剿，从萄哭声，

5 



古代害穴或水井，♂靡不在高山之上，也不在江河水滨镜下的

地方'.凡是岳之房在，也就是大陆所在的高平广大的原野。

从自之字后来蕃省从崖，如握、如5莲、如醋，其铺旁昌皆

省为筐。量音步，两昌之间，其距离仅一米左右，恰是一个人

两足分张踏在脚窝上跨度房及之处，一升一薛就是一步。昌

吉读重唇音为步，后来转为轻唇音则读为阜。古称码头而

步〈如瓜步、步头) ，今黯通称为埠，古代文是或半穴居，

出入上下只莉用姆窝，并没有棒子，后来有了独术梯，拉木梯

也是摹仿蹄窝形割成的，王军在羌族还有这样的独木梯。文字

中凡从喜之字楷书皆省作 rs (指健旁在左的，如酷、降、陈、

商等字皆是，其偏旁在右的，如部、鄙、郑、那则是昌的省

形〉。春秩晓期寿县出土的蔡侯铜器铭文中凡JAS由镜旁实

作阜，这就是楷书阜形野鼠出。

层象蔚窝，象拉木裙，所以从层之字如盼、除、陵、

黯、悖等字都有勘级之义，静、降、建、挤、鼠、壁、晴、

堕等字都有升辞、上下、假、跌之义.

古井作长方%或椭画影，这是按照摇隧道的方式摇成

的。《庄子·天地辛: "子贡南锤子楚，反于鲁，过汉民，

觅一丈夫方将为噩睦，凿隧λ井，指事商出撞。"古井实

际上就是搓道的一段， "凿睦λ井，抱喜出灌纱只能是一种

浅井，没有井栏，没有辘萨，也没有插棒。战国时代这捍嚣

始的井还普遍存在，可见古代黄河流域经济文化的发展就是

这样的不平衡。

古井是长方?在或椭器形，其长度宽度大约是二与一米之

比，古代人民要在这样长度井上的正中，安置一个西方彤的

井栏，长的两边与宽的两边就不能梧等，长的两边必须向立

柱左右爵方延伸半米左右，才可以应拦人畜童入井中，其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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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如井z 短能两边其作用只是连结两长边的井栏，就不必窍

外延伸，其形当如同，据此知非、间都是象井栏的象影字。

同象井形而错为丹， <<说文》 244丹象采丹井J 丹是丹

砂，古代采取丹砂也是用摇摇道的方式向地下矿井中呆握的，

理此，就营用长方?在井的两端同形的井拦，为丹井之井。丹

象井栏形，又可以从丹之"青"字加以说屑，青是空膏，有

铜矿处则产空膏，空青也是从地下矿井中采握的。青字厨从

之丹，也就是采青之井。金文静字偏旁必青"或从非作举

〈免盘) ，或从井作举〈静自) ，这就是民象并栏形的又一

佐证。

三、 《易经》的持量占

f 易经》井卦言，上坎〈三〉下良〈三) ，坎为水，庭

为木，井卦就是取象于木上有水之形，说晓古井一般都有木

制的井栏。 4 易经苦的井卦是有关属代井的重要文献，但是

井卦除讲水井之外，还涉及井国之井和珞井之井，过去注萌

家捏这三种不同的井都说成是水井之井，另吁以就有许多牵强

附会之诀，越讲越糊涂了。

f 易经》中的卦辞呈辞应是西属的文献，西晋出土液家

书，二其中哇磊》上下经与今本《易经》的卦灵辞完全相同。

波家是魏襄玉的坟墓〈公元前318-296年)，说明 4 易经 E 卦

交辞最晚也要出于魏襄王以前。据此，并卦所讲的井最晚也

应是战国以前的古井。兹将井卦卦美辞分另1I说明如次z

井卦卦辞说= 44改色不改井，无得无丧。往来井井。汽

至，亦未绪〈音摇〉井，赢其瓶，凶。纱这里所说的井包括

了三个不同的内容。"改邑不改井"乃井囡之井。井司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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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进步的自剖，当时农民已经离开了共耕或换耕〈换耕相当

于古代的"爱国"和吉代德意志的"马尔克罗〉的时代而进

λ一夫百亩、分因而耕的小农经济了。其田界的划分，八家

或九家共一井，恰如井栏的井字之形，所以和为井田。古代

色的编制是以八家或九家为井作为一个单位， "四井为邑"

〈见《周礼》及《司马法>> )是用四个井编成一个邑。"改邑

不改井纱是说此井的八家或九家可以改隶夜色，被井的八家

或九家可以改隶11:主邑，丽井的编制不变，所以说"无得无

丧。" "往来井井步是广大农耕都按井盟划分疆界，人民往来

其障，就觉得这里的目界整齐刽一，有条不紊， "井井'就

是由井自主i 申前形容词。"汽至"，汽是水于涵。 "g露井"

之缮从苔， <<说文>: "霞以肇有所穿也" J 释雷为穿，其

义实与摇胃，绢摇古音同在物窍， "结井"就是握井， 1日注

以结为绩，主更是绳子， "主更井炒就讲不透了。 必赢其瓶，

凶炒，赢与累同，系也，井干摇了，又不加深握而系其瓶于

井，中既无7}(可涯，瓶可能还要碰磁，这就是睦兆。

以上卦辞，下面再讲六灵的美辞z

"初六，并混不食， IB井无禽" J 井水为混污浊就不能

食用J I日时已庭的陷井就不能撞获走兽，古称禽也包括走兽

在肉。这样水井和陷井都是捷具空各部无实窍。

"九二，井谷蜡射，嚣敝渴" J 并谷指陷井言， <<说

文》 z "泉出通JII为谷纱，路井与山闰流出的泉水相逗，其

中有甜可射，这就是说路井已失其捕兽的作用，与事之版漏

不能汲水相同。

U九三，井澡不舍，为我，乙、髓，可用汲" J 谍是除去水

中污浊，井中污?虫巳除，其7}(清洁可以读用，弃而不食，这

就为我也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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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六四，井楚，无咎。纱 4 释文) "甏如割，以砖为

之，著井底周也弗吉这是说以砖著井底作为井壁以拦井旁泥

土的下壁。《释文》的作者陆德明是唐代人，也只见后人用

砖砌井以为古代"爱井纱也是用砖，这是不对的。据现代考

古学知识言，我的知道古代房屋建筑，墙用板筑，盖用茅

茨，并无砖瓦。春夜时代有一个边名称为"瓦屋" ，这应是

用瓦之始，战国时代前燕下都才有掏瓦出现，东汉时代的坟墓

才开始用砖，城墙和房屋普遍用砖还是朝代以后的事，砖的

应用还是随时代演进而逐渐推广的。"井瓷m 之苦， 4:象

辞>> ì!雪为"傍井纱，古代土井易于污浊，必须时常精治，费

从瓦，就是以i海片著井底以免污浊泥水的上泛。《庄子·秩

水》说z 培〈罔坎〉井之蛙"出、跳梁乎井干之上，入、休

乎缺瓷之间" ，因为借井肩悔瓦片，所以称为"缺蕾"。

"无替"是无祸之晃。

"九五，井冽寒泉，食飞井水清洁，虽寒可食，前洁也o

a上六，井段，揭幕z 有孚，元吉。"幕覆盖也， "井

收纫幕"言陷井已收拾不用，上菌就不盔、再用草覆盖了。

"有孚"言诫信发于中商晃于外之义，路井而不再覆盖，则

中外如一，不为人兽之害，这就是大吉之兆。

以上根据《易经》井卦所提供的资抖，使我们知道战国

以前的井都是没井，也就是 4 庄子 E 所称的"珞井" J 因为

是浅井，所以蛙还能生患于其中。当然，这样的浅井必然易

于于酒，易于污浊，因此，也就必然要时加深掘，时加瓷

洽，它与君来用砖砌的深井是不能梧提并论的。

四、西饱和i蓝前方木井

我国古代只有士井， "井甏P 也只是用藏掏片砌的井

9 



窟。东汉以后砖的使用渐广，用砖翻井，盟井出瑰了，井的影

制就发生了一个盖着的变化。武粱祠画像两蝠信捧涯井圈，

井上作吕影，可以分为上下药层z 下层的已形显示用砖黯井

之后，井口逐渐缩小之像，上层口形，则是在井口上安置的

井菌，这个井器是圆形或方菇，在这样简单的图象里还辨别

不出来，解放前后成都近郊四川大学和华西大学〈即今四川医

学院〉在握土中部发现有一层一层地累和而上的悔割绳纹国

井圈，每个井国大约亘径一米，高三米左右。当时仅有一

个并发摇到底，去地西不及两米。同时，井旁还有汉砖租五

锥钱出土，知其为东汉时代遗物。这种陶井就是在原来土井

中累积若干掏井圈而成，仍然是一种浅井，这恰是由方井向

国井、出土井向砖井发展的过接形制。传世东汉明器中，井

上的陶井黯仍多作方影或长方形，盟并匮还是少见的。

东汉以后方影或长方形的井既己逐揭开为困井所代替，方

木井在中国也就逐渐绝迹，但在一千六七百年之后茜信莉亚

捷行的方木井还保存中国古代方井的影髓。《史记·大宛

传>: "自宛域中薪得秦人，知穿井。步西汉时大宛人"知

穿井"二还是从秦人〈当时外族对中国人的称呼〉传接去

的。西f自1号;亚的方木井也应是中国古代文明远播于异域的一

个证明。

十八世纪初器理琛奉清帝玄哗之命颁发皇帝谕旨于当时

驻牧于俄属里海一带的土尔嘉特部向玉奇汗处。也子康熙五

十一年五月自北京出发至康黑五十四年四月返京复命，前后

共历三年〈公元1712---1715年) ，来因均假道于俄露西伯利

亚。也写了-部《异域录》记述道途经历的见障。也在西f吉

利亚贝却尔湖西北五十里厄朵白城〈今译作伊尔库黯克〉租

喀山地区者在雪到那里人民食方木井水。他又在喀出以茵的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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