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盐商 #盐官 #宗族

) 以黔县弘村汪氏宗族为中心

1香港 8卜永坚

内容提要:本文依据宗谱与盐政志等史料 , 重构徽州零县弘村汪氏宗族迁移及发展的历史 ,

探讨了明清时期宗族及盐业等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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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stra ct :R ested on genealogies and salt data , this art iele re new s W ang elan 乞m igra tion and de-

velopm ent histo叮 in H uizhou Y i eounty H ong village , d iseusses som e questions ab out elan and sal t in-

dust叮 on M ing and Qing Dynasties.

K ey w o rd s : sal t m erehant; salt offi eial; elan ; H uizhou

明清时期的徽州府黔县弘村汪氏宗族 , 以经营盐业 ,移徙杭州 , 因而致富 "本文

依赖该宗族之宗谱以及盐政志等史料 ,尝试重构此宗族迁移及发展之历史 ,探讨明清

时期宗族及盐业等问题 "

徽州府黔县弘村汪氏宗族简史

与徽州地区其它汪氏宗族一样 , 徽州府黔县弘村汪氏宗族 , 都尊奉 44 世汪华为

/新安显祖 0 "汪华生于陈至德4 年(586 ) , 卒于唐贞观 23 年(649 ) ,享年 64 岁 "¹ 南

北朝末年 , 天下大乱 ,汪华乘时崛起 , 成为 /带甲十万 0 !控制 /宣 !杭 !睦 !婴 !饶等州 0

¹ 汪纯粹纂修 , 5弘村汪氏家谱 6 ,乾隆 13 年(17 48 )刻本 ,藏上海图书馆 , 图书编号:长267师4 一69 ) , 卷3哎世传二 #四十

四世 #华 6, 页 2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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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盐商 #盐官 #宗族

的武装割据豪强 "¹ 汪华先后奉隋 !唐正朔 ,换得王朝政权相对客气的对待 "武德九

年(626 ) ,唐高祖任命汪华为 /总管款宣杭睦婆饶六州诸军事 !款州刺史 0, º但却把他

调至长安 ,形同软禁 "汪华后来也死于长安 ,至永徽 3 年(652 ) /由诸子扶枢还新都 ,

是为江南汪氏显祖 ., "»

徽州各处汪氏宗族 ,均公认44 世汪华为徽州始祖"而黔县弘村汪氏,则奉61 世

汪仁雅为 /始迁黔北祖 0;¼并奉66 世汪彦济为 /弘村始迁祖 0,汪彦济 /宋元丰乙丑

(10 85 )生 ,绍兴辛未(1151) 残 0 "½ 也就是说 ,汪氏定居黔县弘村 ,可上溯至两宋之

际 "

弘村汪氏从61 世汪仁雅开基 ,至75 世分为 /里门 0 !/外门 0两支: /佳一公为弘

村里门支祖 ,容二公为弘村外门支祖 , 自七十五世以下 ,则分里门 !外门 0 "¾里门由

汪佳一的独子 !76 世汪辛算起 , /一脉递传至八十世周字辈 ,其时同堂兄弟 ,屈指仅计

四十二人 0"º 汪辛 , /明洪武甲寅(1374 )生 ,永乐甲辰(1424 )段0, 曾任 / 山西运粟主

簿 0"À本文提及的所有汪氏人物 ,均属里门"

到了明末 ,从82 世汪元台开始 ,弘村汪氏里门支派出现了重大发展:汪元台因经

营盐业而从黔县迁居杭州 " 5弘村汪氏家谱 6的 5世系 6并没有交代汪元台经营盐业

一事 ,只相当简略地记载: / (82 世 )元台,字文宇 ,元配叶氏 ,继配周氏 ,迁居浙江省

城 ,子二:宗给 !宗绅 "., Á

幸好 ,汪氏一个支派的家谱 ,把汪元台经营盐业一事 ,交代得十分清楚 " 5平阳

汪氏九十一世支谱6云:/(82 世)文宇公因业醛,始迁于杭 , 卜居钱塘之普宁里 ,是为

迁杭始祖 ",,Â

这是 82 世汪元台因经营盐业而迁居杭州的最明确记录"另外 , 5弘村汪氏家

谱 6的 5事实 6部分 ,收录了陈世馆撰写的汪元台传记 5遗命捐田供修祖祠文宇公略 6,

鉴于汪元台在弘村汪氏宗族的重要性 ,兹不避烦冗 ,抄录如下:

5弘村汪氏家谱6 ,卷35世传二 #四十四世 #华6 ,页26 b

5弘村汪氏家谱6 ,卷3(( 世传二 #四十四世 #华6 ,页26 b"

5弘村汪氏家谱 6 ,卷s(( 世传二 #四十四世 #华6 ,页27a "
5弘村汪氏家谱 6 ,卷35世传二 #六十一世 #仁雅公 6 ,页50a 一50b "汪仁雅生卒年不详 "

((弘村汪氏家谱 6, 卷3(( 世传二 #六十一世 #彦济公)) ,页56b

5弘村汪氏家谱 6 ,卷s(( 世系一 6 ,页 18b "

5弘村汪氏家谱 6, 卷55世系一 6 ,页 19 a"

5弘村汪氏家谱))卷 45世传三 #七十六世 #辛公)) ,页63b "

5弘村汪氏家谱 6, 卷 125世系 #二房周展公 6 ,贞Za"

汪曾立纂修 , 5平阳汪氏九十一世支谱 6 ,同治6 年(1867 )刻本 ,藏上海图书馆 , 图书编号:徐汇 ,卷上 , 页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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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学 #第四卷 (3 )

公讳元台,字文宇,姓汪氏 ,居彩邑之弘村 ,,业联于杭 , 卜居钱塘焉 "帷是

联之为业,利广而用繁 ,且日与官为市,往往易涉侈靡"公独辞丰就约,一切甘食

鲜衣,却之弗御"处事明断,有功于联不少,以故为同事所推重,,念迁杭以来,

址垄俱在故土 ,歉然于中, 岁或一再往 , 必躬亲祭莫 ,赡支祠正仪堂,,命子若

孙 ,捐田亩以备不时修理 ,追后贤嗣辈出, 家声 日振,,岁己卯(158 0? ) , 以展墓

归里门 ,遂购疾卒"¹ 再传至育青公 ,觅地于湖山 ,得吉壤 ,奉公枢 , 暨配孺人叶

氏枢来杭 ,合葬于灵隐之龙门山"育青公旋捐入祠田若干亩,永供岁修之需"º

82 世汪元台是 80 世周字辈汪周晨之孙 "具体来说 ,80 世汪周晨有三子 ,长子为

81 世汪邦奇;81 世汪邦奇有二子 ,第二子就是汪元台"» 汪元台的上述事迹有三个

重点 "第一 ,汪元台已经迁居杭州 ,但仍然保持与黔县弘村老家的关系,方式是定时

回乡拜祭祖墓及捐款予弘村汪氏祠堂正仪堂 ,他本人也死于家乡 "第二 ,到了汪元台

孙子 !84 世汪时英(育青)这一代 , ¼则将其灵枢迁葬杭州 ,从此黔县弘村迁杭汪氏有

了自己的开基祖的陵墓和祠堂 "汪氏迁黔与迁杭的模式 ,如出一辙 "第三 ,汪元台致

富的主要原因,就是经营盐业 ,而其迁居之杭州 ,就是两浙盐运司衙门所在地 "不少

徽州盐商 ,都是先迁移至杭州,才北渡长江 ,定居扬州 ,参与两淮盐业的 "

82 世汪元台开基杭州,业盐致富"从他两名儿子 !83 世汪宗谱 !汪宗绅开始 ,更

拥有科举功名 ,汪氏开始通过科举将其经济资本转变为文化资本 "汪宗络 /字玄宰 ,

国学生 ,浩封奉直大夫 ,康熙丁卯(1687) 崇祀浙江乡贤祠 0"½ 汪宗绅也是 /国学生 ,

救封承德郎 !兵马司指挥 0"¾汪宗谱生有二子:汪肇衍 !汪肇璋 "这位 84 世汪肇璋 ,

也就是康熙初年两淮盐运司泰州分司运判汪兆璋 "此人与本文所要探讨之问题 ,大

有关系"但是 ,在介绍汪兆璋其人其事之前 ,有必要先对于明清时期的两淮盐政制度

作一简单介绍 "

原文如此 ,疑 / 购 0为 .. 构 0之误 "

5弘村汪氏家谱 6,卷24 5事实三 6 ,页79a 一79b "

5弘村汪氏家谱 6,卷 12 5世系 #二房周晨公 6 , 页la一Za"

按:84 世汪时英 ,字育青, 为83 世汪宗绅第二子, 而汪宗绅又为82 世汪元台第二子"见 5弘村汪氏家谱 6,卷 12 5世系

二房周展公 6 ,页Za 一3b "
5弘村汪氏家谱 6,卷 12 5世系 #二房周晨公 6 ,页 Za"

5弘村汪氏家谱 6,卷 12 5世系 #二房周晨公 6 ,页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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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商 #盐官 #宗族

两淮盐政与 /中+ 场 0

明清时期,食盐是政府专卖的商品"食盐由官方设立的盐场生产 ,通过商人运输

至指定地点贩卖 "今天的江苏省沿海地区,就是明清时期的最重要的食盐生产区 "

这地区的盐政机关 ,是两淮盐运使司 "该司下辖通州 !泰州 !海州三分司 ,而三分司又

各辖十盐场 "两淮的食盐 ,就是来 自这三分司三十盐场 "所谓 /两淮 0 ,分指淮南 !淮

北 ,海州分司所生产之食盐 ,被称为淮北盐 ,其指定销售区即今江苏北部;通州 !泰州

二分司所生产之食盐 ,被称为淮南盐 ,其指定销售区包括江苏南部 !江西 !湖北 !湖南 !

甚至贵州 , 由于市场庞大,交通便利,因此淮南盐向来最受欢迎"

这三分司三十盐场之中,通州分司和海州分司不少盐场 ,或因海潮侵害而无法产

盐 ,或因地点遥远 !运输成本昂贵而停止产盐 "泰州分司十盐场 ,就成为淮盐的主要

生产基地 "这十盐场位于海州分司以南 !通州分司以北 , 因此被又称为 /中十场 0 "

而 /中十场 0之中 ,又以富安 !安丰 !梁垛 !何垛 ! 东台五场 ,产盐最多 ,据万历末年

被派往两淮改革盐政的官员袁世振所云:

祖制:三等派榜 ,支买各有定场"于此场支正盐, 即于此场买火盐"乃近年

以来 ,群三十场支盐之商 ,而并聚于富安 !安丰 ! 梁垛 ! 何垛 ! 东台五场 "¹

/中十场 0的重要性 , 是不言而喻的"而负责泰州分司的官员) 泰州分司运

判 ,比起另外两位运判 ,虽然同样是不大不小的正六品官 ,但在整个两淮盐政衙门中 ,

必然会特别受到部门首长(两淮盐运使)及中央特派官员(两淮巡盐御史)的重视 "

汪兆璋生平事迹

掌握了两淮盐政这一独特的制度背景 ,就使康熙初年担任两淮盐运使司泰州分

司运判的汪兆璋其人 ,特别引人注目"但汪兆璋值得注意之处 ,还不仅仅因为他担任

泰州分司运判这一重要职务,也不仅仅因为他编纂了一本重要的地方志 5中十场

志6, º更因为他还是徽州府黔县弘村汪氏宗族的成员 ,更准确一点来说他是从黔县

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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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振 , 5两淮盐政疏理成编 #盐法议四6 ,载陈子龙 !宋征璧 !李雯编 , 5皇明经世文编6 ,明崇祯间平露堂刊本 ,北京:中

华书局 , ( 1962 )1997 年影印 ,卷 474 ,页28a ,总页52 16

汪兆璋 , 5中十场志 6,康熙 12 年(16 73 )刊 ,东台:东台县编修县志办公室 , >985 年抄本"



徽学 #第四卷 (5 )

弘村迁移至杭州的汪氏宗族的成员 "这个汪氏宗族有众多成员从事盐业 "同一宗

族 ,有人是盐商 ,又有人是盐政衙门重要官员 ,这是何等敏感的重合!

5弘村汪氏家谱 6对于汪兆璋的记载有两段 ,汪兆璋既为本文之关键人物 ,兹全

部抄录如下 , 以便之后分析:

(84 世)肇璋,字带斯 ,名周老,钱塘县序生,岁贡"任泰州盐分司,升任广东

盐提举 "配吴氏,救赠安人 ,口吉氏 !余氏"子二:体仁 !行义 "¹

<广东提举略>兆璋公, 字带斯,封翁静庵公次子, 太史念弘公胞弟也"少补

钱塘博士弟子员"康熙六年 (1667 ) , 以明经选授 两淮泰 州分 司"十 四年

(16 75 ) ,丁艰归里"服闲 ,补任沦州运判"二十一年(168 2) ,转升广东盐课提举

司 ,语授奉直大夫 ,卒于官"º

综合而言 ,汪兆璋 ,又名周老 ,字莆斯 ,谱名肇璋 ,清朝浙江省杭州府钱塘县籍 ,岁

贡生 ,也是徽州黔县弘村汪氏 84 世成员 "他生年不详 ,康熙 6 一14 年间(16 67 一

167 5) 担任两淮盐运使司泰州分司运判"大约在康熙17 年(1678 )或 18 年(1679 )开

始 ,他担任长芦盐运使司沧州分司运判 ,就职位而言属于平调"从康熙21 年(1682 )

开始 ,他到广东盐课提举司任职 ,其职位不详 ,但既云 /转升 0,应该是高于运判的职

位 "他最后也死于广东盐政衙门任内"汪兆璋的第二子 !85 世汪行义 ,是 /杭郡库

生 ,岁贡 ,授严州府寿昌县训导 ,配程氏 ,子七:易 !赠 !窿 !峰 !昆 !盼 !嵘 0"»

汪兆璋非科举正途出身 ,仕途并不算特别显赫 "他的胞兄汪肇衍则显赫得多:

(84 世)肇衍 ,字子洒 ,号念弘 ,名兆涟 ,钱塘学生 "顺治丁酉(16 57 )浙江举

人 ,康熙甲辰(16 64) 进士"钦点翰林院庶吉士, 改授刑部福建司主事"充内院

幕修官,幕修两朝实录,事峻,授翰林院编修 ,加一级 "康熙壬子(1672 )科钦差

正主考 "配吴氏 ,救赠宜人 "体仁承 "¼

这位汪兆琏(肇衍)仕途得意 ,但并无子嗣 , 因此由其侄儿 !汪兆璋长子汪体仁继

嗣 "

总之 ,82 世汪元台迁杭业盐致富 ,他的孙子之中 ,84 世汪肇衍官至翰林院编修 ,

汪兆璋终生担任盐政衙门的中 !高级官员 "如果说这些身份 !这些关系 ,完全无助

¹ 5弘村汪氏家谱 6 ,卷 12 5世系 #二房周展公 6 , 页Zb 一3ao

º 5弘村汪氏家谱 6 ,卷25 5事实四 6, 页88b 一89a "

» 5弘村汪氏家谱 6 ,卷 125世系 #二房周晨公 6 ,页7a一sa"

¼ 5弘村汪氏家谱 6 ,卷 12 5世系 #二房周晨公 6 ,页Za一Zb "参见 5浩授奉直大夫崇祀乡贤念弘公纪略 6,载 5弘村汪氏家

谱 6 ,卷 25 5事实6 ,页87b 一88b "



(6) 盐商 #盐官 #宗族

于汪氏家族其它成员的盐业 ,恐怕谁也不会相信 "当然, 由于史料方面的局限,我们

无法确知汪兆璋及其叔伯兄弟之间是否就盐业问题进行过联系 ! 协商 "但是 ,在

5弘村汪氏家谱 6中 ,我们发现有大量与汪兆璋同时的宗族成员从事盐业 "一个宗族

内部 ,有人任职盐政衙门 ,有人经营盐业 ,至少可以说相得益彰的吧 "兹列举数例 "

例如 ,84 世汪时英 , /字育青 ,岁贡生 ,救授承德郎 !兵马司指挥 0, ¹是83 世汪宗

绅第二子 ,也就是汪兆璋的堂兄弟 "汪时英 /承先人业 , 以盐荚转输于浙 ,遂家钱塘 ,

,,建支祠 ,捐祀产,,徽 !杭两地称盛德君子焉 "0º如前所述 ,也就是这位汪时

英 ,把其祖父汪元台的灵枢从黔县迁葬杭州 ,正式建立迁杭汪氏宗族 "其财力无疑来

自盐业 "

又例如 ,84 世汪兆漩 ,属汪氏80 世周字辈汪周向之后 "按:80 世汪周晨 ! 汪周

篙 !汪周向 !汪周逞 ,分别是 79 世汪天生的四名儿子 "由此排算 ,汪兆瑛与汪兆璋

是疏堂兄弟 "汪兆漩 /字衡玉 ,国学生 ,救封儒林郎 ,覃恩救封文林郎 0"» 他 / 自少经

营盐荚 ,历四十余年 ,诸所佐理,咸中当事意"雍正二年(1724 ), 为祁门分销黔县引

盐事宜 ,率本族同事数人 ,力请磋使噶具题奉旨依议 ,钦定醛志可稽 "0¼雍正二年 ,汪

兆璋恐过世已久 ,但另一方面也可见汪氏经营盐业之长久"

5弘村汪氏家谱 6之中 ,类似上述两例的记载尚多 ,兹不赘 "但特别值得留意的 ,

是有关汪氏宗族成员迁居两淮及两浙盐场的记载 "例如:86 世汪继修 /迁居淮安庙

湾场 0"½ 又例如 ,85 世汪志英 !志伸兄弟 /迁松江府奉贤县青村场高桥头 0"(口这两

则记载无疑太简略 ,而且我们无法确知这两支汪氏迁居盐场后是否经营盐业 ! 是否

致富或破落 "但以下这则记载就清楚显示汪氏成员迁居盐场 ,业盐致富的过程:

兰培公 , 字永芳 ,考授州司马 , 以联业居松江头场一团,,康熙四十七年

(17 08 )春 ,饥 , 平集米豆麦各二百余石 "时盐直贱 , 增值广收 , 亭户不私篙 , 一方

少犯 "雍正七年(1729) , 浚护塘沟 ,捐百余金助各坝工 "¿

显然 ,汪兰培已经是雄据盐场的大财主 ,垄断了两浙盐运司松江分司头场的食盐

¹ 5弘村江氏家潜6.卷 12 5世系 #二房周展公6 ,贞3b

º 5弘村汪氏家谱 6 ,卷25 5事实6 , 页89 b 一goa

» 5弘村汪氏家i普6.卷 12((世系 #二房周向公 6 ,贞 191,

¼ 5迭恩救封衡 丘公略 6 ,载5弘村汪氏家谱 6 ,卷255事实四6 ,页91b 一92a

½ 5弘村汪氏家i普)) , 卷8 5世系 #下四房昭公)) ,页27}2

¾ 5弘村汪氏家i普6 , 卷!2 5世系 #二房周向公 6 ,页24 "一24 b

¿ 5弘村汪氏家谱 6 ,卷25((事实四6 ,页96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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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 "他的儿子汪鼎 ,也继承父业 ,在雍正 10 年至 12 年间 ,积极参与贩灾活动 ,可见

其盐业之经营 ,至少延续两代 "¹

汪氏宗族 !乃至普遍的徽州商人 ,如何维持其内部凝聚力 , 以经营盐业? 不少学

者均注意到徽州商人巩固宗族组织这一现象 ,认为宗族组织对于盐商之网络发展 !

资本借贷 !信息交流等 ,均有重大作用"因此,把宗族组织视为阻碍经济发展的封建

势力的这种看法 ,已经得到不少修正 "而以下这一段史料 ,则详细披露了宗族与盐业

的关系:

(汪高)奉亲命 ,弃儒服 , 贾海昌,,业稍稍立 ,辄思报本 "以支祠未备 , 引

为己责 ,乃集本支之同业联策者 ,倡为启承会 ,经始支祠 "其法:买补者 ,盐一引 ,

捐钞五厘 ,掣配与住销者倍之 "会始于康熙壬辰(171 2) , 子母领息 , 日积月盛 ,

其祠遂以乾隆丁卯(1747 )秋落成 "º

汪高属85 世, /字景篙 ,今异公次子也 0, »属于汪氏周字辈周乱一派,¼论辈份及

生年 ,均低汪兆璋一代 "上述的海昌 ,属浙江省杭州府海宁县(乾隆 38 年(1773) 升

为州) ,可见汪高这一支派的成员是经营两浙盐业的 "汪高创立启承会 ,把经营盐业

与建立宗祠划上等号 "会员 ) 也就是宗族成员之经营盐业者 ) 按照他们拥有盐

引的数目捐钱建祠 ,捐款比例是每拥有一张盐引 ,则 /捐钞五厘 0,按 , /钞 0恐为 /银 0

之误 "无论如何 ,启承会就像今天的一个基金会 ,汪氏成员按照其拥有盐引的数目捐

出相应的资金 ,并将这笔资金进行投资 ,以获得利润 ,从 /子母领息 0这句话看来 , 似

乎启承会的投资至少包括贷款"结果 ,从康熙51 年壬辰(1712)启承会创立开始,经

过三十五年的 -旧 积月盛 0,终于在乾隆 18 年丁卯(1747 ) ,建成了宗祠 "

这里所提及的 /买补 0 ! /掣配 0 ! /住销 0云云 ,颇为费解 ,涉及两浙盐业的运作

制度 ,本文暂不予讨论 "可以清楚指出的 ,是建立宗祠的机制:捐纳宗族以建立祠堂

的款项多寡 ,与捐纳者所拥有的盐引的数目挂钩 ,这样看来 ,宗祠不就等于控股公司

吗! 宗族组织的控制财产 !经营投资的作用 ,在启承会这个例子中得到充份的证明"

可以说 , 明清时期的宗族组织 ,不但不是阻碍经济发展的 /封建宗法势力 0, 反而是在

明清时期中国本土发展出来的 !相当成功的促进经济发展的制度 "

¹ 5弘村汪氏家谱 6 ,卷255事实四 6.页 112a 一113 a"

º 5弘村汪氏家谱 6 ,卷255事实四 #景篙公孝义节略6 ,页 97b "

» 5弘村汪氏家谱 6 ,卷255事实四 #景篙公孝义节略6 ,页97ao

¼ 按:80 世汪周晨 ! 汪周骨 !汪周 !! 同汪周逞为79 世汪天生的四子"汪兆璋属周同之后"汪高则属于79 世汪天川第

二子汪周乱之后 "汪天生与汪天川为兄弟,汪兆璋与汪高则是非常疏的疏堂叔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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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商与盐场

像上文提及的汪兰培 ,如何渗透盐场? 按照明朝初年至万历 45 年(1617) 之前

所推行的 /开中法 0,盐丁是政府通过里甲户籍制度金拨的百姓 ,盐场是由政府创立

!结合政治统治 !社会管理 !商品生产 ! 军事防卫为一体的组织 "理论上 ,商人是
不能够直接进人盐场与盐丁交易的 "但是 ,早从十六世纪开始 ,盐商就已经开始通过

高利贷等方式 ,控制食盐的生产 "而万历45 年(1617 )袁世振在两淮推行的 /纲法 0 ,

就进一步承认了商人在盐场的地位 "这里有必要对于 /纲法 0作一简单介绍 "

明代盐政制度 ,在 1617 年实施 /纲法 0之前 ,被称为 /开中法 0"简言之 ,是政府

邀请商人运送粮食至边防军镇,而以食盐偿还商人"粮食与食盐之间的交易 ,通过一

纸盐引来完成 "商人运送粮食之后 ,凭据到盐政衙门换取盐引 ,再持盐引换取食盐 "

盐引这张纸可以说是政府向商人借粮的借据 , 由于这张借据的价值建立在食盐的价

值以及政府的信用之上 ,因此迅速得到商人的欢迎 "一个围绕着盐引的投机市场开

始形成 "另一方面 ,十六世纪开始 ,外国白银涌人中国 ,促使明政府对盐引开征类似

今天印花税的白银税 ) 余盐银 ,从而在两淮获得每年 60 万两白银的财政收人 "随

着明政府不断滥发盐引 ,盐引的投机也越来越炽热 ,催生了手握大量盐引的 /囤户 0"

明政府发现自己陷人困境:假如把所有食盐兑换已经发行的盐引,则势必连续数年无

余盐银之财政收入; 假如继续发行盐引 ,也无余盐银可征 , 囤户操控兑换食盐的程

序 ,逼政府兑换其手上的盐引 "

袁世振在 16 17 年创立的两淮 /纲法 0,是承认囤户拥有大量盐引的事实 ,并提出

交换条件:政府承诺把迄今堆积 !无法兑换的为数约二百万张盐引 ,分十期兑换 "但

是 , 囤户也必须承诺认购新盐引以缴纳余盐银 "这样 ,一方面政府能够保持其余盐银

的财政收人 ,另一方面囤户也有望尽早把手上的旧盐引脱手 "就短期而言 ,可以说是

两全其美 "但是 ,长远来说 ,纲法深刻地改变了政府与商人的关系 ,也取消了一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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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使中国发展出公共资本市场的机遇 "¹

袁世振在两淮推行的 /纲法 0,既然承认了囤户的地位 ,并把他们的名字登记起

来 ,究竟对于盐场产生甚么影响? 简单来说 ,就是让商人 自行收购灶户的食盐 "这个

转变过程 ,可以通过以下记载看出来 "

以小海场为例 ,汪兆璋自行纂修的5中十场志6, 清楚记录了袁世振创立纲法所

带来的改变:

按:=小海场 2前明旧制 ,原系征盐入仓 , 以侯商支"苟岁久消折 , 则负累灶

总;征收不足 ,则参罚有司;积道久亏 ,则病商损国"万历四十五年(161 7) , 盐法

道袁详议 ,改为折价 " 自后遂以为例 "º

[赋役纪 #盐课 2有明国初 , 原额二十一万四千八百八十引:水 乡五千二百

五十引,常股七万八千一百五十六引六斤,存积一十三万一千四百七十三引一百

九十四斤"(自改折后, 止征银两,不征盐课 ,录存旧数, 用备参考")(万历四十

五年 ,奉例改折 ,其数目详见后折价内")»

/止征银两 ,不征盐课 0, 5中十场志 6如此明白无误的记载 ,得到了小海场地方志

的印证 ,根据 5小海场志 6:

按明制:籍户皆有罪应徒者充之 ,故计丁煎盐,计日定数" 自改折后 , 官不收

盐 ,听商自行交易"而灶户遂凭商与 主招募殷实之户 , 自置 场锅 , 尚可操

纵由己"本场四灶,计一百四十一户, 皆下贫,其 俱商置,供灶晒煎"¼

随着改折的实行,盐场的社会管理制度也发生变化 "5小海场志6云:

甲首:明制 , 旧设仓夫五名 , 催征盐课 "万历以后 , 改折 , 更设 甲首 , 大使 六

名 !副使四名 ,催征各总(催)折课 "每名岁给工食银二两四钱 , 支于本场经费 "½

小海场的变化是否孤立和个别? 绝对不是 "在梁垛场 , 同样有 /盐课改折 0的记

¹ 有关纲法乃至明代两淮盐业之研究 ,可参考藤井宏 , 5明代盐商内一考察(三)6 , 5史学杂志 6第54 卷(1943 )第 7 期 ,真

718 一72 7 ;徐乱 , 5明代后期盐业生产组织与生产形态的变迁6 ,载沈刚伯先生八秩荣庆论文集编辑委员会主编5沈刚伯

先生八秩荣庆论文集 6 ,台北:联经出版公司, 19 76 , 页389 一432 ;徐乱 , 5明代后期的盐政改革与商专卖制度的建立 6 ,

5台大历史学系学报 6 ,第4 期(1977 ) ,页299 一311;D avid Faure ,C hina and Capital ism : B usiness E nte印rise in M ed em C hi-

na , H ong K ong: D ivision "fH um an ities, H ong K ong U nivers ity of Seienee an d Te ehnol卿 , 1994 , pp. 23 一27 . 亦可参考拙作
5商业里甲制 ) 探讨 16 17 年两淮盐政之 /纲法 06 , 5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6200 2 年第 2 期 ,页 14 一21 "

º 5中十场志 6 ,卷4 ,页79""
» 5中十场志 6 ,卷4 ,页6la !72a"

¼ 林正青 ,5小海场志 6 ,乾隆4 年(1739 )刻本 ,卷5 , 页lb , 载5中国地方志集成 #乡镇志专辑 6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

1992 ,第 17 册 ,总页 210 "

½ 林正青 ,5小海场志 6 ,卷2 , 页10a ,总页 18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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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

自明万历四十五年 ,盐课改折 , 7盐]仓不储盐 ,今尽废矣"(卫

在富安场 ,也有类似的变化:

水乡额粮 , 旧派十甲,递年一千五百石;四姓寄庄四百九十一石;水乡众户头

根一千一百一十四石"原属民里二十五区,后因推粮下场, 坐催头办纳,屡遭侵

克"万历四十七年八月,水乡催头徐清等 ,条陈剔厘积弊,分为十户, 自封自兑,

有新刊规格册籍硕行 ,人称便焉产

以上记载 ,清楚显示纲法的成立 ,使明朝政府放弃了过往根据赋役黄册制度 ! 登

记户口 ! 金派劳役 ! 征收实物税的控制模式 "征税的方法 , 从实物(盐或 /水乡额

粮 0)变成货币(白银) "在这个意义上 ,可以说 ,袁世振在两淮盐政方面创立的纲法 ,

使得盐场也出现了类似一条鞭法的改革"

但是 ,假如政府不再向灶户征收作为实物税的食盐 ,这些灶户及其盐丁是否不再

生产食盐 ,全都改行? 当然不是,唯一的可能,就是盐丁继续产盐 ,但食盐就全部被像

汪兰培这类盐商买走 "盐商已经取代政府 ,成为盐场的新主人"

一旦明白了纲法对于盐场控制模式的改变 ,我们就更加明白汪兆璋担任两淮最

大食盐生产基地的行政长官这一事的重大意义"虽然没有更多史料佐证 ,我们可以

断言 ,在纲法时代担任两淮盐运司泰州分司运判的汪兆璋 ,有充份的能力去促进其宗

族内盐业的经营 "盐官 !盐商济济一堂的弘村汪氏宗族 ,绝对是一个研究徽州宗族

的好个案 "

按:本文初稿发表于200 5 年 10 月20 一23 日在安徽省屯溪市举行的 /徽州谱碟:

家族与社会研讨会 0,笔者感谢大会各方师长的指导批评 "

(作者单位: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

¹ 5中十场志 6,卷4 ,页54a(

º 5中十场志 6卷4 ,页69lj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