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① 《史记》卷八八《蒙恬列传》：“始皇欲游天下，道九原，直抵甘泉，乃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壍山堙谷，千八百里。”第２５６６页。《史记》

卷六《秦始皇本纪》：“三十五年，除道，道九原抵云阳，堑山堙谷，直通之。”第２５６页《通志》卷四《秦纪》：“（秦始皇）三十五年，除道，道九原

抵云阳，堑山堙谷，千八百里直通之。”

②《汉书》卷二八下《地 理 志 下》：“陇 西 郡，秦 置。莽 曰 厌 戎。户 五 万 三 千 九 百 六 十 四，口 二 十 三 万 六 千 八 百 二 十 四。有 铁 官、盐 官。”第

１６１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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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语】
秦实现统一是中国历史进程中的重大事变。秦政此后影响中国政治文化及社会生活两千多年。“秦

统一及其历史意义再研究”作为２０１４年立项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工作任务在于说明秦完成统

一的基本因素、秦王朝行政操作与社会控制的主要特点、秦政治风格对后世形成的历史影响。本栏编发的

几篇论文作为此重大项目的阶段性成果，从不同视角讨论了秦统一及其历史意义这一学术主题，或当对于

相关问题的深入探索和全面认识有所推进。

秦始皇直道的盐运效能

王子今
（中国人民大学 国学院、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北京　１００８７２）

摘　要：秦人有重视盐产资源和盐运线路的传统。秦始皇直道在连通九原与云阳，形成南北“直通之”的交

通格局，以实现抗击匈奴的军事支持功用外，也有经济作用。这条交通干线有利于北边地方盐产内运的效能，体

现了统一的秦帝国执政集团的经济战略意识，也是秦史研究者应当注意的学术考察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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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秦人早期发展的历史迹象中，已可见对盐产

资源和盐运线路的重视。秦始皇直道连通九原与

云阳，形成 了 南 北“千 八 百 里 直 通 之”① 的 交 通 格

局，以实现抗击匈奴的军事支持功用。就交通结构

战略设计的出发点而言，在军事意义之外，这条道

路其实也有经济联系的作用。除满足军需运输的

要求而外，这条交通干线有利于“北边”地方盐产内

运的效能，也是秦直道研究者应当予以关注的学术

考察主题。以盐产和盐运为视角分析秦始皇直道

经济带的意义，应当有益于深化对秦史和秦直道史

的认识。而对于秦始皇及其助手们努力维护统一

的战略构想与行政操作的意义，我们由此也可以有

较深入的理解。

一、西汉水盐产与早期秦史

回顾秦人早期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到重视盐产

资源与盐运路线的传统。
在秦文化崛起的最初根据地，曾经占有盐业生

产的优势。《水经注》卷二○《漾水》可见相关记述：
“……西汉 水 又 西 南 迳 始 昌 峡。《晋 书·地 道 记》
曰：‘天水，始昌县故城西也，亦曰清崖峡。’西汉水

又西南迳宕备戍南，左则宕备水自东南、西北注之。
右则盐官水南入焉。水北有盐官，在嶓冢西五十许

里。相承 营 煮 不 辍，味 与 海 盐 同。故《地 理 志》云

‘西县有盐官’②是也。其水东南迳宕备戍西，东南

入汉水。”［１］４７９《元和郡县图志》卷二五《成州·长道

县》写道：“西汉水东北自秦州上封县界流入。”随后

说到“盐井”：“盐井在县东三十里，水与岸齐，盐极

甘美，食之破气。”在说到“盐官故城”时，也言及盐

产的质量：“盐官故城在县东三十里在嶓冢西四十



里相承营煮 味 与 海 盐 同。”①《太 平 寰 宇 记》卷 一 五

○《陇右道一·秦州》写道：“南岈、北岈二岈，万有

余家。《诸葛亮表》言：‘祁山县去沮五百里，有人万

户，瞻其 丘 墟，信 为 殷 矣。’即 谓 此。《周 地 图 记》：
‘其城汉时所筑也。’盐官水在县北一里，自天水县

界流来。”②《明一统志》卷三五《巩昌府·山川》有

“盐官水”条：“盐官水，在西和县北，自秦州旧天水

县界流入。《汉地理志》陇 西 亦 有 盐 官。唐 因 号 为

盐官镇。”③

《嘉庆重修一统志》卷二○○《巩昌府·山川》
说到“盐官水”，引录了《水经注》及《太平寰宇记》文
字：“盐官水，在西和县东北。《水经注》：‘盐官水在

嶓冢西五十许里，相承营煮不辍，味与海盐同。故

《地理志》云：西县有盐官是也。其水东南迳宕备戍

西，东南入汉水。’《寰宇记》：‘盐官水，在长道县北

一里，自天 水 县 界 流 来。’《府 志》：‘在 县 东 北 九 十

里，源出嶓冢山，西南流长道川，入白水江。’”同卷

《巩昌府·古迹》又说到“盐川城”：“盐川城，在漳县

西北。《九域志》：‘熙宁六年，置盐川寨，在通远军

西三十里，后改为镇。开禧二年，金分道来伐，使舒

穆尔出 盐 川。嘉 定 十 三 年，安 丙 分 遣 王 仕 信 等 伐

金，自宕昌进克盐川镇。’《金史·地理志》：‘定西州

领盐川镇。’《明统志》：‘元初并盐川镇入陇西县，至
元中，置漳县。’按：今漳县，在府南七十里，与《九域

志》所纪不同。元以盐川镇地置县，非即镇为县治。
旧《志》皆谓盐川寨即县治，误。‘舒穆尔’旧作‘石

抹仲’，今改。”此外，又有“盐官城”：“盐官城，在西

和县东北九十里。《元和志》：‘在长道县东三十里，
嶓冢西四十里，相承营煮，味与海盐同。’《唐书·地

理志》‘成州有静戎军，宝应元年，徙马邑州于盐井

城置’即此。”④

齐召南《水道提纲》卷一一《入江巨川一·嘉陵

江》有“西汉水”条，其中对“盐官水”的位置与流向

有较为具体的记述：“西汉水亦曰沔水，即《汉志》误
指为《禹贡》之 嶓 冢 导 漾 者，源 出 秦 川 西 南 之 嶓 冢

山，西南流，曰‘漾水’。有小水自东南来会，又西北

曲曲流，曰‘盐官水’。稍北有横水岭水，南自西和

县城东来会。又北有永平水，东北自刑马山来会。
折西流至礼县东，有水西北自柏林青阳东，南流经

县城东北来注之。又西经县城南，又西折，西南流

数十里，曰‘长道河’。经西和县西北境折，东南流

过仇池山西麓。有岷峩江自西北岷峩山东麓来注

之。”⑤“盐官水”与“礼县”等地的关系，体现这条河

流正是秦人早期活动区域的主要水道。“盐官水”
名义，自然与“盐官”密切相关。

清代学者储大文《存研楼文集》卷七《杂著》篇

首即“三谷”条，言“秦入蜀汉道，古纪‘三谷’”。其

中说到“盐官水”川道的交通地位：“宋郭思《祁山神

庙记》又以县西北四十里屛风峡为正祁山，而宝泉

山在北二十里，上有湫池。汉水在县旧长道县南，
源亦出嶓冢，与西汉水合，入白水。武侯军垒比比

在其间。夫西汉水者，今盐官水也，在县东北九十

里。繇秦州天水界流入汉，白水江在北二里。繇西

东流经阶州，会嘉陵江。军垒在汉水西汉水白水之

间，是趋天水道也。”⑥所谓“夫西汉水者，今盐官水

也”的意见值得注意。“盐官水”很可能与盐运通道

有关。而所谓“武侯军垒比比在其间”，说明诸葛亮

六出祁山，可能有与曹魏军争夺盐产资源与盐运路

线的战略意图。其实，早在一千多年之前，后人称

作“盐官”和“盐官水”的盐产优势，很可能已经为秦

人先祖所关注。他们就近控制了这一具有战略意

义的地方，除满足人畜用盐需求外，可以面对周边

占据显著的优势地位，得以逐步发展，迅速扩张。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王建新教授在与笔者

谈及秦人在甘肃礼县附近之早期遗存的区域文化

意义时，曾提出秦在这里取得生存和发展的优越条

件，当与附近的盐业资源有关的判断。此说信是。

相信今后的考古工作，可以提供能够说明这一情形

的可靠证据。

考古学者对礼县秦早期遗址的调查获得丰富

收获。其中对盐官镇附近遗址的考古调查值得重

视。《西汉水 上 游 考 古 调 查 报 告》介 绍 了９８处 遗

址，而 盐 官 镇 相 关 遗 址 多 达１３处，竟 然 占 总 数 的

１３．２７％。报告执笔者写道：“据说当地在汉代以前

还生产池盐，唐代以后才转为生产井盐，而唐代这

里产盐的盛况可见于杜甫的相关诗篇。”就遗址地

理分布与交通形势进行的分析，关注了盐运与秦文

化发展的关 系：“沿 红 河、上 寺 河 溯 流 而 上 可 至 天

水，进入渭河河谷；顺流而下可到盐官镇。这是一

条 历 史 悠 久 的 古 道，秦 人 迁 徙 亦 有 可 能 循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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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径。”［２］

二、秦直道的经济功用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记载：“三十五年，除
道，道九原抵云阳，堑山堙谷，直通之。”［３］２５６《史记》
卷一五《六国年表》：“（秦始皇）三十五年，为直道，
道九原，通甘泉。”［３］７５８秦始皇直道是秦王朝营建的

重大工程之一，以规模之宏大，意义之重要以及施

工效率之惊人，可以看作秦政的纪念。
秦直道的 修 筑，当 然 也 是 规 模 宏 大 的 经 济 行

为。关于秦直道的建设动机，《史记》卷八八《蒙恬

列传》的记述，强调秦始皇个人的出行需求：
始 皇 欲 游 天 下，道 九 原①，直 抵 甘

泉②，乃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堑山

堙谷，千八百里。道未就。
李斯为赵高陷构，于狱中上书秦二世，自言七条罪

状，实则自 陈 建 国 强 国 之 功 绩，“幸 二 世 之 寤 而 赦

之”。其中说到主持驰道规划建设：
治驰道，兴 游 观，以 见 主 之 得 意。罪

六矣［３］２５６１。
也说秦帝国的交通建设事业，目的在于满足秦始皇

“游”的需求，炫耀威权，“以见主之得意”③。
《资治通鉴》卷七“秦始皇三十五年”的记载引用

《蒙恬列传》的内容，然而不取“始皇欲游天下”语：
三十五年，使蒙恬除直道，道九原，抵

云阳，堑山堙谷千八百里，数年不就［４］。
司马光的取舍，体现出正确的历史判断。显然，秦

直道营造的主要出发点，并非仅仅满足“始皇欲游

天下”的需要。
从秦直道工程主持者蒙恬的身份可以得知，修

筑这条道路的主要意义，在于完备抗击匈奴的国防

建设。司马迁“自直道归，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

亭障”［３］２５７０，说 明 了 直 道 和 长 城 边 防 的 关 系。《史

记》卷一 一○《匈 奴 列 传》又 明 确 写 道：“后 秦 灭 六

国，而始皇帝使蒙恬将十万之众北击胡，悉收河南

地。因河为塞，筑四十四县城临河，徙適戍以充之。
而通直道，自九原至云阳，因边山险堑溪谷可缮者

治之，起 临 洮 至 辽 东 万 余 里。又 度 河 据 阳 山 北 假

中。”［３］２８８６开通 直 道 的 作 用，与“塞”“戍”“据”等 长

城防务建设有关，也与“北击胡”，“渡河”攻伐匈奴

的作战行动有关［５］。
其实，从经济史的视角考察秦始皇直 道，也 可

以有所发现。《史记》记载“始皇帝使蒙恬将十万之

众北击胡，悉收河南地”，蒙恬部队的军需供应，提

出了交通运输要求［６］。又“因河为塞，筑四 十 四 县

城临河，徙適戍以充之”，这些移民的迁入和安置，
以及与原居地的经济联系，也是经济史考察面对的

问题。我们曾经注意直道北运丝绸的可能性。史

念海的秦始皇直道研究，较早已经提示了这条道路

的经济功能［７］。如果完全否认秦始皇时代 直 道 交

通设计和交 通 经 营 与 经 济 的 关 系，恐 怕 是 不 合 情

理的。

三、北边的盐产基地

秦始皇直道联系北边盐产基地的事实，也值得

我们关注。
汉武帝时代开始推行严格的盐铁官营制度，盐

业生产和运销一律收归官营。“募民自给费，因官

器作煮盐，官与牢盆。”对“欲擅管山海之货，以致富

羡，役利细 民”的“浮 食 奇 民”予 以 打 击，敢 私 煮 盐

者，“釱左趾，没入其器物”［３］１４２９。当时于产盐区各

置盐业管理机构“盐官”。
西汉“盐官”的设置，据《汉书》卷二八《地理志》

记载，各地盐官合计３５处，即：
河东 郡：安 邑；太 原 郡：晋 阳；南 郡：

巫；钜鹿郡：堂阳；勃海郡：章武；千 乘 郡；
北海郡：都昌，寿光；东莱郡：曲城，东 牟，
巾弦，昌阳，当利；琅邪郡：海曲，计斤，长广；
会稽郡：海盐；蜀郡：临邛；犍为郡：南 安；
益州郡：连然；巴郡：朐忍④；陇西郡；安定

郡：三水；北地郡：弋居；上郡：独乐，龟兹；
西河 郡：富 昌；朔 方 郡：沃 壄；五 原 郡：成

宜；雁门郡：楼烦；渔阳郡：泉州；辽 西 郡：
海阳；辽 东 郡：平 郭；南 海 郡：番 禺；苍 梧

郡：高要⑤。
《地理志》所载录盐官其实并不足全数，严耕望曾考

补２处：西河郡：盐官；雁 门 郡：沃 阳［８］。杨 远 又 考

补６处：越嶲郡：定莋；巴郡：临江；朔方郡：朔方，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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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张守节《正义》：“九原郡，今胜州连谷县是。”

张守节《正义》：“宫在雍州。”

秦始皇的交通行为可以“见 主 之 得 意”的 例 证，有《史 记》卷 七

《项羽本纪》：“秦始皇 帝 游 会 稽，渡 浙 江，梁 与 籍 俱 观。籍 曰：
‘彼可取而代也。’”第２９６页。《史记》卷八《高祖本纪》：“高 祖

常繇咸阳，纵观，观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 当 如 此

也！’”第３４４页。
《汉书》卷二 八 上《地 理 志 上》，中 华 书 局１９６２年６月 版，第

１５５０页至第１５５１页，第１５６６页，第１５７５页，第１５７９页 至 第

１５８０页，第１５８３页，第１５８５页 至 第１５８６页，第１５９１页，第

１５９８页至第１５９９页，第１６０１页，第１６０３页。
《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第１６１０页，第１６１５页至第１６１９
页，第１６２１页，第１６２４页 至 第１６２６页，第１６２８页 至 第１６２９
页。



牧；东平国：无 盐；广 陵 国。又 写 道：“疑 琅 邪 郡 赣

榆、临淮郡盐渎两地，也当产盐，尤疑东海郡也当产

盐，姑存 疑。”［９］亦 有 文 献 透 露 出 其 他“盐 官”的 存

在①。如此西汉盐官可知位于３０郡国，共４３处。
秦汉时期，“北边”成为社会共同关注的区域方

向。“北边”当时也是确定的军事地理和民族地理

的代表性符号②。《史记》卷三○《平准书》说，汉武

帝时代经营边疆地区的文化扩张，“严助、朱买臣等

招来东瓯，事两越，江淮之间萧然烦费矣。唐蒙、司
马相如开路西南夷，凿山通道千余里，以广巴蜀，巴
蜀之民罢焉。彭吴贾灭朝鲜，置沧海之郡，则燕齐

之间靡然发动。及王恢设谋马邑，匈奴绝和亲，侵

扰北边，兵连而不解，天下苦其劳，而干戈日滋。行

者赍，居者送，中外骚扰而相奉，百姓抏弊以巧法，
财赂衰 耗 而 不 赡”［３］１４２１。“事 两 越，江 淮 之 间 萧 然

烦费矣”；“广巴蜀，巴蜀之民罢焉”；“灭朝鲜，置沧

海之郡，则燕齐之间靡然发动”。汉文化在这三个

方向的扩张，都只是导致局部地方的民众承受了沉

重的压力。然而对匈奴的战争，却牵动全国，致使

“天下苦其劳”。直道的战略意义，当然与这一形势

有关。
西汉时期，有“北边二十二郡”的说法。《汉书》

卷八《宣帝纪》：“（本始元年）夏四月庚午，地震。诏

内郡 国 举 文 学 高 第 各 一 人。”颜 师 古 注 引 韦 昭 曰：
“中国为内郡，缘边有夷狄障塞者为外郡。成帝时，
内郡举方正，北 边 二 十 二 郡 举 勇 猛 士。”③所 说“成

帝时”事，见《汉书》卷一○《成帝纪》：元延元年秋七

月诏：“与内郡国举方正能直言极谏者各一人，北边

二十二郡举勇猛知兵法者各一人。”④所谓“北边二

十二郡”与所谓“内郡国”形成对应关系⑤。两者人

才构成的特点有所区别，我们注意到，“北边二十二

郡”中，计 有“盐 官”１２处，即：陇 西 郡；安 定 郡：三

水；北地郡：弋居；上郡：独乐，龟兹；西河郡：富昌；
朔方郡：沃壄；五原郡：成宜；雁门郡：楼烦；渔阳郡：
泉州；辽西 郡：海 阳；辽 东 郡：平 郭。“北 边 二 十 二

郡”所有“盐官”占全国“盐官”总数的２７．９％，比例

已经相当可观。
由此可以理解司马迁《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

传》所谓“山东食海盐，山西食盐卤，领南、沙北固往

往出盐”之“山西”“沙北”盐产形式。所谓“盐卤”，
张守节《正义》：“谓西方咸地也。坚且咸，即出石盐

及池盐。”［３］３２６９“北边”盐产以“池盐”为主。
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直道沿途地方有多处

“盐官”存在。上文说到的４３处西汉“盐官”，其中

位于直 道 途 径 以 及 直 道 可 以 联 系 的“北 边”诸 郡

者，有：
安定郡：三水；
北地郡：弋居；
上郡：独乐，龟兹；
西河郡：富昌；
朔方郡：沃壄；
五原郡：成宜。

这７处“盐官”，在已经考定的４３处西汉“盐官”中，
数量比例达到１６．３％。这些盐产基地的产量以及

４ 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６年１１月　

①

②

③
④
⑤

如西河郡盐官以“盐 官”名 县。《汉 书》卷 二 八 下《地 理 志 下》：

雁门郡沃阳，“盐泽在东北，有长丞，西部 都 尉 治。”第１６２１页。
《水经注·河水三》：“沃水又东北流，注盐池。《地理志》曰‘盐

泽在东北’者也。”“池西有旧城，俗谓之‘凉城’也。”“《地理志》

曰‘泽有长丞’，此城即长丞所治也。”《汉书》卷二八上《地理志

上》：越嶲郡定莋“出盐”。第１６００页。《华阳国志·蜀 志》：定

笮县“有 盐 池，积 薪 以 齐 水 灌，而 后 焚 之，成 盐。汉 末，夷 皆 锢

之。”张嶷 往 争，夷 帅 不 肯 服，“嶷 禽，挞 杀 之，厚 赏 赐 余 类，皆

安，官迄有之。”当地富产盐，元置闰盐州，明置盐井 卫，清 置 盐

源县。“汉末，夷皆锢之”，西 汉 时 则 有 可 能 为 官 有。《水 经 注

·江水一》：“江水 又 东 迳 临 江 县 南，王 莽 之 盐 江 县 也。《华 阳

记》曰：‘县在枳东四百里，东接朐忍县，有盐官，自县北入 盐 井

溪，有盐井营户。’”《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朔方郡 朔 方，
“金连盐泽、青盐泽皆在南。”第１６１９页。《水经注·河 水 三》：
“县有大盐池，其盐大而青白，名曰青盐，又名戎盐，入 药 分，汉

置典盐官。”《汉书》卷 二 八 下《地 理 志 下》：朔 方 郡 广 牧，“东 部

都尉治，莽曰盐官。”第１６１９页。东平国无 盐，“莽 曰 有 盐 亭。”

第１６３７页。《史记》卷一○六《吴 王 濞 列 传》说，吴 王 刘 濞“煮

海水为盐”致“国用富饶”，《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也说广

陵“有海盐之饶”。第２８２２页，第３２６７页。《后 汉 书》卷 二 四

《马棱传》：“章和元年，迁广陵太守，时谷贵民饥，奏罢盐 官，以

利百姓。”第８６２页。是广陵也有盐官。
《史记》卷 三○《平 准 书》言“匈 奴 数 侵 盗 北 边”，“侵 扰 北 边”，
“北边未安”，又记载汉武帝巡行“北边”事：“天子北至朔方，东

到太山，巡 海 上，并 北 边 以 归。”第１４１９页，第１４２１页 至 第

１４２２页，第１４４１页。《汉书》卷二四下《食货志下》也写道：“天

子北至朔 方，东 封 泰 山，巡 海 上，旁 北 边 以 归。”第１１７５页。
《汉书》卷二五上《郊 祀 志 上》：“上 乃 遂 去，并 海 上，北 至 碣 石，

巡自辽西，历北边 至 九 原。”第１２３６页。“北 边”，已 成 为 汉 帝

国长城沿线地方的地理代号。“北边”是汉代文献中出现比 较

频繁的区域称谓。《史 记》卷 八 八《蒙 恬 列 传》：“太 史 公 曰：吾

适北边，自直道归，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堑山 堙 谷，通

直道，固轻 百 姓 力 矣。”第２５７０页。又《汉 书》卷 七《昭 帝 纪》：
“发军屯西河，左 将 军 桀 行 北 边。”第２１８页。《汉 书》卷 六 九

《赵充国传》说道：“北 边 自 敦 煌 至 辽 东 万 一 千 五 百 余 里，乘 塞

列隧有吏卒 数 千 人。”第２９８９页。王 子 今：《战 国 秦 汉 交 通 格

局与区域行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１２月版，第１４２
页。
《汉书》的第２４２页。
《汉书》的第３２６页。
“内郡国”，可能是西 汉 后 期 出 现 的 体 现 区 域 意 识 更 为 明 确 的

行政地理概念。帝王诏令的使用，见于《汉书》卷八《宣帝纪》、

卷九《元帝纪》、卷一○《成帝纪》。第２４１页，第２４５页，第２４９
页，第２６４页。另《汉书》卷七○《陈汤传》及卷九九中《王 莽 传

中》也可见“内郡国”。第３０２４页，第４１３１页。



满足消费需求区域的规模，我们尚无从估计。
而上郡的独乐和龟兹，五原郡的成宜，朔 方 郡

的沃壄，秦始皇直道几乎直接通达。
从历史文献获得的盐业史信息，我们可以看到

秦始皇直道联系数处盐业基地的情形。

四、“朔方”的两处“盐泽”
与“新秦中”移民运动

　　《水经注·河水三》说到“北河”“王莽之盐官”：
“自高阙以东，夹山帯河，阳山以往，皆北假也。《史
记》曰‘秦使蒙恬将十万人北击胡，渡河取高阙，据

阳山北假中’是也。北河又南合南河，南河上承西

河，东径临戎县故城北。又东径临河县南，又东径

广牧县故城北东部都尉治，王莽之盐官也。径流二

百许里，东 会 于 河。”随 即 说 到“朔 方”的 两 处“盐

泽”：“河 水 又 东 南 径 朔 方 县 故 城 东 北。《诗》所 谓

‘城彼朔方’也。汉元朔二年，大将军卫青取河南地

为朔方郡，使校尉苏建筑朔方城即此城也。王莽以

为武符者也。按《地理志》云‘金连盐泽’、‘青盐泽’
并在县南矣。又按《魏土地记》曰：‘县有大盐池，其
盐大而青白，名曰青盐，又名戎盐，入药分。汉置典

盐官。池去 平 城 宫 千 二 百 里，在 新 秦 之 中。’服 虔

曰：‘新秦，地名，在北方千里。’如淳曰：‘长安以北，
朔方以南也。’薛瓒曰：‘秦逐匈奴，收河南地，徙民

以实之，谓之新秦也。’”
所谓“‘金连盐泽’、‘青盐泽’”位于“新秦”或曰

“新秦中”，据《魏土地记》，“池去平城宫千二百里”，
又言“在 新 秦 之 中”。按 照 汉 代 学 者 服 虔 的 说 法，
“新秦，地名，在北方千里”。此言在关中秦汉文化

重心“北方千里”。这正是与以关中地方为基点所

见秦始皇直道走向大体一致的方位。如淳提示的

空间位置，“长安以北，朔方以南也”，也正指示了秦

始皇直道的位置与方向。《水经注》引薛瓒曰“秦逐

匈奴，收河南地，徙民以实之，谓之‘新秦’也”，同样

值得探索 直 道 史 的 学 者 关 注。相 关 文 字 见 于《史

记》卷 三○《平 准 书》的 记 载 及 其 他 史 家 的 解 说。
《史记》卷三○《平准书》：“（汉武帝）徙贫民于关以

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余万口，衣食皆仰给

县官。数岁，假予产业，使者分部护之，冠 盖 相 望。
其费以亿计，不 可 胜 数。”对 于“新 秦 中”，裴 骃《集

解》：“服虔曰：‘地名，在北方千里。’如淳曰：‘长安

已北，朔方已南。’瓒曰：‘秦逐匈奴以收河南地，徙

民以实 之，谓 之 新 秦。今 以 地 空，故 复 徙 民 以 实

之。’”［３］１４２５《水经 注》引 瓒 曰，自“秦 逐 匈 奴 以 收 河

南地，徙民以 实 之，谓 之 新 秦”截 断，不 取“今 以 地

空，故复 徙 民 以 实 之”。汉 武 帝 组 织 的 这 次 移 民，
“徙贫民于关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余万

口”，规模甚大。而“衣食皆仰给县官”，又引发牵涉

面甚广的运输行为。所谓“数岁”，则言这种“衣食”
的“给”，持续相当长的时日。而“使者分部护之，冠
盖相望”，已经明确提示了“徙民”的交通程式。

联系《平 准 书》言“朔 方”和“徙 民”事 及《水 经

注》“盐泽”位置与秦始皇直道的共同关系，可以进

行有关直道盐运可能性的判断。

五、“金连盐泽”和“青盐泽”等盐产

由秦直道南运的可能性推想

　　《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朔方郡”条明确

记载了两处“池盐”产地“金连盐泽”和“青盐泽”之

所在：“朔 方 郡，……朔 方，金 连 盐 泽、青 盐 泽 皆 在

南。莽曰武符。”①。
《读史方舆纪要》卷六一《陕西十·榆林镇》“胡

落池”条写道：“《汉志》朔方县南有金连盐泽及青盐

泽，今堙废。”②清齐召南《水道提纲》卷五说：“套中

产盐池以喀喇莽凡为大，即古郡南金连盐泽及青盐

泽，唐时名胡 洛 盐 池 者。”③《旧 唐 书》卷 四 八《食 货

志上》：“胡落池在丰州界，河东供军使收管。每年

采盐约一万四千余石，供振武、天德两军及营田水

运官健。自大中四年党项叛扰，馈运不通，供军使

请权市河东白池盐供食。”④王先谦《汉书补注》“朔

方”条也写道：“《魏土地记》云：县有大盐池，其盐大

而青白，名曰青盐，又名戎盐，入药分，汉置典盐官。
池在新秦之中。薛瓒云：秦逐匈奴，收河南地，徙民

以实之，谓之新秦也。……陈澧云：今蒙古 鄂 尔 多

斯右翼南境有喀喇莽尼池、乌蓝池，即此二泽。其

孰为金连盐泽，孰为青盐泽，未详。”⑤王先谦《后汉

书集解》“朔方”条 也 引《魏 土 地 记》云：“县 有 大 盐

池，在新秦之中。”注：“《一统志》：盐池今名喀剌莽

泊。”又引薛瓒云：“秦逐匈奴，收河南地，徙民以实

之，谓之新秦也。”还写道：“《晋志》无。《一统志》：
故城在今河套内鄂尔多斯右翼后旗境。”注：“董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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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云：《汉 志》谓 盐 泽 在 县 南，则 故 城 在 喀 剌 莽 泊

之北。”①

其实，史念海在发表于１９７５年的著名论文《秦
始皇直道遗迹的探索》中，已经说到直道沿线“金连

盐泽”和“青盐泽”等盐湖。他在讨论直道选线的考

虑时，说到湖泊存在的作用：“东胜县西南在秦汉时

是有湖 泊 分 布 的。直 道 在 这 里 经 过，自 会 绕 道 而

行。”于是推断“伊克昭盟东胜县城西南九十里，在

漫赖公社海子湾大队以东的二顷半生产队之南约

二百米的 地 方”发 现 的“百 米 左 右，残 宽 约 二 十 二

米”的“路面”遗迹，“可以认为是直道的一段”。有

关论说涉及“金连盐泽”和“青盐泽”等盐湖。史念

海写道：“在这条直线的两旁，虽无险峻的高山，却

散布着许多淖尔沼泽。汉代记载，在这河南地区域

里，有金连盐泽和青盐泽。青盐泽可能就是今杭锦

旗北部的盐海子，蒙语称胡布莽淖，迄今仍产结晶

颗粒较大的青盐，为伊盟主要盐产地。这个盐海子

原来很大，现在大部干涸，看来已很小。今鄂尔多

斯草原的湖泊以东胜县西南的巴汗淖和合同察汗

淖为最大，其形成时期似不会晚于盐海子。但这两

个湖泊虽大，水却是带苦味的。古代未见记载，可

能是这个缘故。”②

其他盐湖“古代未见记载”的原因，可能在于规

模小于“金连盐泽”和“青盐泽”，经济意义次于“金

连盐泽”和“青盐泽”，未必一定因为水质“带苦味”。
也可能由于“原 来 很 大，现 在 大 部 干 涸，看 来 已 很

小”，原先并非盐湖。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我们

在就额济纳汉简“居延盐”简文的讨论中，注意到因

气候变迁导 致 的 内 蒙 古“盐 湖”的 生 成 与 演 变［１０］。
所谓“居延海”、“居延泽”，《内蒙古盐业史》说，“原

本为一湖”，“后世湖面随着额济纳河下游的改道而

时有移动，且逐步淤塞分为二海，东海称为苏古诺

尔，西海称为嘎顺诺尔”，书中《阿拉善盟盐湖分布

图》，嘎顺 诺 尔 和 苏 古 诺 尔 均 标 示 为 盐 湖［１１］。而

《内蒙古盐湖》书中《内蒙古自治区水系分布图》，苏
古诺尔的图标则为“湖泊”，与“盐湖”有别。但是同

书《内蒙古 自 治 区 地 貌 区 划 及 主 要 盐 湖 分 布 示 意

图》中，该 湖 却 又 标 示 为“盐 湖”［１２］。董 正 钧《居 延

海》一书也说，今日之居延海有东海、西海之分，蒙

古语分称索果诺尔、戛顺淖尔，其水质一咸一淡③。
据实地考察，这一又被译作“索果诺尔”的湖为“盐

碱水质”［１３］，“距离湖岸边尚远”的地面，“有白色的

盐碱遗迹”，“由此可知索果诺尔已较以往缩小”④。
古今地理条件多有变易，然而“金连盐泽”和“青盐

泽”中的“青盐泽可能就是今杭锦旗北部的盐海子，

蒙语称胡布莽淖，迄今仍产结晶颗粒较大的青盐，
为伊盟主 要 盐 产 地”的 情 形 值 得 注 意。史 念 海 指

出，“这个盐海子原来很大，现在大部干涸，看来已

很小。”直道联系地区当时分布更多具有一定规模

的“盐湖”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而这些盐业产品主

要以关中地区为方向的外运，当时的经营者不会想

不到利用直道这样便利的交通条件。
《中国自然地理图集》中的《中国外生矿藏和变

质矿藏》图所标注的沉积盐外生矿床，直道西侧有

北大池、花马池［１４］。由于古今年代相距久远，这样

的信息，在考察秦汉时期食盐生产、食盐运销和食

盐消费时当然只能作为参考。不过，应当考虑到，
在现今对陕西关中食盐消费提供最主要支持的吉

兰泰盐产资源尚未能为秦汉帝国直接控制的情况

下，这些盐业资源当时如果得以发现，有所开发，无
疑可以为咸阳、长安附近政治文化重心地带提供盐

业产 品。而 最 便 捷 的 盐 运 路 径，显 然 是 秦 始 皇

直道。

六、直道经济带：以盐产盐运为视角

秦始皇直道沿线见于历史文献的比较明确的

盐池，历代多有记录。有些记载与“汉时”和“盐泽”
相联系。

《嘉庆重修 一 统 志》卷 五 四 三《鄂 尔 多 斯·山

川》说到“长盐池”、“红盐池”以及“锅底池”：
长盐池在右翼前旗南三十五里，蒙古

名达布苏图。
红盐池在右翼前旗西南三百里，蒙古

名五楞池。明成化 中 总 督 王 越 败 套 寇 于

红盐池，即此。《延 绥 志》：榆 林 东 有 长 盐

池、红盐池，西 有 西 红 盐 池、锅 底 池，俱 僻

在境外。《榆林卫志》：红盐池在卫西北三

百五十里。
锅底池在右翼后旗西九十里，周围二

十余里，产 盐。兔 河、赤 沙 河 二 水 注 入 其

中，即汉时朔方县 盐 泽，唐 时 名 胡 落 盐 池

者也。今土人名喀喇莽奈脑儿。《汉书·

６ 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６年１１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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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４年２月影印版，第１２９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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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志》：朔方郡 朔 方，金 连 盐 泽、青 盐 泽

皆在南。《水经注》：《魏土 地 记》曰：朔 方

县有大盐池，其盐大而青白色，名曰青盐，
又名戎盐，入药分，汉置典官盐池，去平地

宫千二百里，在新 秦 之 中。《唐 书·食 货

志》：安北都护府有胡洛池，岁得盐万四千

斛，以 给 镇 武、天 德。《元 和 志》：胡 洛 盐

池，在长泽县北五百里，周回三十里，亦谓

之独乐 池。声 相 近 也。汉 有 盐 官。按 汉

时朔方盐泽有二，至 后 魏 时 止 言 一 池，即

唐长泽县北五百里之胡洛盐池，今喀喇莽

奈 大 盐 池 也。但 汉 时 金 连 盐 泽 今 不

可考。①

《新唐书》卷四四《食货志四》：“唐有盐池十八

……”“盐 州 五 原 有 乌 池、白 池、瓦 池、细 项 池

……”②则“盐州”一州占唐王朝“盐池十八”总数的

２２．２％。《旧唐书》卷四八《食货志上》说到列于首

位的“乌池”的规模：“乌池在盐州，旧置榷税使。长

庆元年三月，勅乌池每年粜盐收博榷米，以一十五

万石为定额。”③

据吉成名 考 察，直 道 沿 线 区 域 汉 代 池 盐 产 地

有：北地弋居（治所在今甘肃宁县南）；上郡独乐（治
所在今陕西米脂县马湖峪）、龟兹（治所在今陕西榆

林市北）二县；西河郡富昌（治所在今陕西府谷县古

城乡）、盐官二县；朔方郡朔方（治所在今内蒙古杭

锦旗什拉召附近）、沃壄（治所在今内蒙古磴口县河

拐子古城）、广牧（治所在内蒙古五原县西土城子古

城）三县；五原郡成宜（治所在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

白彦花镇）。论 者 指 出，西 河 郡 有 盐 官 县（今 地 不

详），“县名之所以取名‘盐官’，可能与该县设有盐

官有关，据此推测该县产盐。”朔方郡广牧县，“莽曰

盐官。”新莽时期之所以将广牧县取名为“盐官县”，
“很可能 与 该 县 设 有 盐 官 有 关。据 此 推 测 该 县 产

盐”［１５］２８－２９。
魏晋南北朝直道沿线地方的池盐产地，有新平

郡“三水 县（治 所 在 今 陕 西 旬 邑 县 西 二 十 八 里）”，
“朔方郡广牧、朔方二县”。关于“金连盐泽”和“青

盐泽”，论者指出，“金连盐泽，今内蒙古杭锦旗哈日

芒乃淖尔（盐海子），青盐泽今地名不详。”“史为乐

主编《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将金连盐泽和青盐泽

均释为今内蒙古杭锦旗哈日芒乃淖尔（分别见该书

第１６０２页和第１４５４页），其中应 有 一 误。”池 盐 产

地，论者又 标 列“五 原 郡”：“晋 郭 义 恭《广 志》卷 上

曰：‘五原有紫盐。’这里所说的‘五原’很可能指五

原郡（治所即今陕西定边县）。”唐代则有“威州温池

县（治所 在 今 宁 夏 盐 池 县 惠 安 堡）”，“会 州 会 宁 县

（治所在今甘肃靖远县）”，“盐州五原县（治所在今

陕西定边县）”，“夏州朔方县（治所在今陕西靖边县

白城子）”、“德静县（治所在今陕西榆林市西）”，“宥
州长泽县（治 所 在 今 内 蒙 古 鄂 托 克 旗 东 南 城 川 古

城）”［１５］４０－４１，７２－７３。
虽然自然环境的变迁可能影响盐业的开发，而

历史文献记载的缺失也造成考察的困难，然而由直

道通过地带后世盐产资源的分布，仍然可以大体推

知：秦汉时期这一地区的盐业生产也应当有一定的

密度和规模；盐业产品，也曾经是直道运输业务的

主题之一。从这一视角认识秦始皇直道的经济作

用，应当是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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