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盐业史研究》2016 年 4 期 

 

·74·

 

 

“《盐业史研究》创刊四十周年座谈会 

暨多维视野下的中国盐业史研究学术研讨会”综述 

程龙刚  邓  军 

 

 

2016 年 10 月 28 日至 30 日，由自贡市盐业

历史博物馆、中国商业史学会盐业史专业委员

会、扬州市个园管理处主办的“《盐业史研究》

创刊四十周年座谈会暨多维视野下的中国盐业

史研究学术研讨会”在四川自贡召开。来自中国

社会科学院、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

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

中山大学、华中科技大学、西南大学、云南大学、

中国海洋大学、西南财经大学、首都经济贸易大

学、山东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大学、重庆师范大

学、江西中医药大学、扬州大学、湘潭大学、河

南科技学院、聊城大学、潍坊学院、四川理工学

院、乐山师范学院、中共天津市委党校、重庆市

文化遗产研究院、东莞市博物馆、綦江博物馆及

自贡市盐业历史博物馆等单位的老中青知名学

者及相关领导 70 余人，参加了此次会议。 
 

一、开幕式隆重举行 

10 月 29 日上午，会议开幕式在中共自贡市

委会议厅隆重举行。开幕式上，自贡市盐业历史

博物馆馆长宋青山代表此次会议的主办方与承

办方表达了对与会领导和专家学者的热烈欢迎

及诚挚感谢，并回顾和介绍了《盐业史研究》的

发展历程与取得的成绩。宋青山馆长介绍道：

“《盐业史研究》是我国唯一以盐为研究对象的

专业性学术刊物。1976 年，自贡市盐业历史博物

馆的一批盐业史专家以独具敏锐的学术视野艰

辛创办起了内部刊物《井盐史通讯》。1986 年，《井

盐史通讯》更名为《盐业史研究》，在国内外公

开发行，为海内外学者搭建起了盐业历史文化研

究交流和传播的平台，推动形成了盐业历史文化

研究的学术共同体。目前，《盐业史研究》为四

川省社科一级期刊、CSSCI 扩展版来源期刊。在

2015 年度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指数排名

中，《盐业史研究》发文转载率在全国历史学学

科期刊中位列第 19 名。创刊 40 年来，《盐业史研

究》走出了一条依托专业博物馆开创的具有中国

气派的特色办刊之路，有力地扛起了中国盐业历

史文化研究和传播的大旗。” 后，宋青山馆长

真诚地希望：“各位与会代表对《盐业史研究》

的进一步发展多提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协同推进

学术繁荣，弘扬灿烂辉煌的中华盐业文明！” 

中国商业史学会盐业史专业委员会主任黄

俶成教授在开幕式致辞中对《盐业史研究》给予

了高度评价：“《盐业史研究》从一份内部期刊走

出四川、走向世界，进行了一次没有终点的长征。

——————————— 

作者简介：程龙刚（1974-），男，自贡市盐业历史博物馆副研究馆员。 

          邓  军（1986-），男，自贡市盐业历史博物馆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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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40 年的发展历程中，《盐业史研究》刊载了 1495

篇高水平的论文或文章，为中国乃至世界盐业史

研究者提供了发表学术成果的重要平台，为国家

盐业管理制度的制定和改革提供了历史依据和

理论依据。” 

扬州市个园管理处副主任张红玲致辞道：

“《盐业史研究》创办 40 年来，以严谨的学风引

领盐业史研究的发展，扬州个园作为盐商园林积

极参与盐业历史文化的宣传推广，得到了《盐业

史研究》的大力支持。扬州市个园管理处愿与《盐

业史研究》一道致力于盐商文化、园林文化的研

究和推广。” 

云南大学校长林文勋教授代表与会嘉宾致

辞。林文勋教授认为：“40 年来，《盐业史研究》

坚持以盐为研究和宣传对象的办刊宗旨，始终追

求学术、追求创新、追求超越，深深根植于西南

大地，扎根中国学术，已从一株幼苗成长为一棵

参天大树，培桃植李，光灿学林，成为中国学术

界的一面旗帜，为中国学术和科技事业的进步发

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林文勋教授结合《盐

业史研究》出版发行的 137 期刊物，综合栏目设

置、研究选题、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视角

等方面，评价道：“《盐业史研究》40 年，使中国

的盐业史研究枝繁叶茂，硕果累累，成为我国学

术界 具学术活力的领域；《盐业史研究》40 年，

使我国的盐业史研究走向国际，成为国际学术交

流的重要平台；《盐业史研究》40 年，使自贡走

向了全国和全球，自贡因此成为盐文化研究中

心。今天，《盐业史研究》已经成为国内重要的

学术科研平台、成为人才成长的摇篮、成为中国

的学术名片。”同时，林文勋教授对《盐业史研

究》的未来发展提出建议：“要坚持创新，追求

卓越，努力开创盐业史研究新局面；要全面服务

于我国盐业改革发展；要广泛开展国际合作与交

流，搭建好国际合作与交流的桥梁。” 

武汉大学陈锋教授代表与会嘉宾在开幕式

上向自贡市盐业历史博物馆捐赠了“承载盐史  

开创盐学”的书法作品。陈锋教授对该题字蕴含

的意义阐释道：“《盐业史研究》创刊 40 年来，刊

载了大量盐业史研究的学术成果，在学术界产生

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自贡市盐业历史博物馆要

以《盐业史研究》为平台成立中国盐业史研究院，

团结学界同仁，努力构建中国盐学体系。” 

后，中共自贡市委常委徐其斌致辞，徐其

斌常委希望各位领导、专家、朋友们以《盐业史

研究》创刊 40 周年为契机，多为自贡的繁荣发展

提供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更多地关注自贡各方

面的建设和发展。 
 

二、研讨会大会报告精彩纷呈 

开幕式结束后，当天上午在市委会议厅举行

了大会学术报告。报告分为两段，共 10 位与会代

表作了交流发言。大会报告的第一阶段由云南大

学校长林文勋教授主持，武汉大学陈锋教授担任

学术点评人。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王子今教授作了《秦始

皇直道的盐运效能》的报告。王子今教授指出，

直道是秦汉交通史上非常重要的工程，规模宏

大，耗时两年完成，营建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军事，

也可能有经济作用，汉王朝往匈奴运送丝绸即通

过直道。王教授强调与此道有关联的是，其北边

有相当多的食盐产地，可从盐产、盐运的视角观

察直道经济带。而且，在陕甘宁边区时期，直道

还在服务于经济运输。1990 年，王子今教授等学

者对其进行了初步考察，发现部分直道的宽度还

有五六十米。 

年已八旬的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自贡市

盐业历史博物馆名誉馆长吴天颖先生带来了他

的封笔之作——《富荣盐场年限井→子孙井嬗替

考——兼说“地脉日份”广义土地资本化及其他》，

详细考证了富荣盐场年限井向子孙井的嬗替。吴

天颖教授在报告中指出，清代富荣盐场的“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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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是收益有时间限定的合资经营体制，“子孙

井”则是无时间限定的长期合资经营体制，二者

体现了投资者和土地所有者权利、义务的极大差

别；在年限井向子孙井这一漫长的嬗替过程中，

终导致子孙井“地脉日份”与土地所有权的彻

底分离，完成了土地资源向土地资本的转化。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孙华教授作了《王杰

<西路盐场图说>浅说》的报告。根据四川广元市

皇泽寺博物馆馆藏文物清人王杰的《西路盐场图

说》的说明文字，孙华教授认为，清代浙江海宁

县西路盐场面临着海滩淹没、缺卤少柴、丁多荡

寡等特殊问题。孙华教授进一步提出了几个值得

继续探讨的课题，如王杰为何要为《西路场图》

手写图说，并将该图说书写在绢本上？海宁盐厂

的盐场图说又为什么会流落到四川广元？为此，

他强调，在各地的文物、图书、档案部门，可能

还保存有一些我们尚未注意到的盐业史资料，而

关注和整理这些资料，应当有助于盐业史研究。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王振忠教授在

《从徽州文书新史料看晚清的两淮盐政史》的报

告中，利用其新发现的徽州盐商信函、家族文书、

盐商分家书、盐商诉讼案卷、族谱等，以盐商程

氏家族的盐业经营为重点考察对象，探讨了该家

族与晚清盐政制度设计者、两江总督曾国藩的密

切关系，指出天平天国之后具有商人背景者直接

出任盐政官员似成常态，权力与资本紧密勾结的

现象更为肆无忌惮，这从侧面反映了明代以来中

国政商关系的新变化。 

云南大学研究生院赵小平教授作了《清代云

南盐业生产中的薪本银借贷问题研究》的报告。

赵小平教授指出，“滇南大政，惟铜与盐”，经费

是云南盐业发展中的重要保障，薪本银借贷则是

云南盐业经费中 为特殊的一项。报告翔实阐释

了薪本银借贷产生的原因及演变，认为薪本银借

贷对清代云南盐业生产中维持灶户的正常生产、

保障盐税征收和稳定社会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武汉大学陈锋教授对上述 5 位专家的精彩报

告点评道：5 位专家的报告内容涉及宽泛。王子

今教授的报告研究了秦朝初年直道的食盐运销

及其与经济社会的关系，是非常好的视角，值得

后来者学习。吴天颖先生是四川井盐史研究的主

要开创者，其报告对众说纷纭的“年限阱”“子

孙井”嬗替问题及“几说”做了定论式的考证，

非常严谨、扎实。孙华教授的报告非常有意思，

通过考察一幅书画作品，考证了两浙地区盐场管

理、盐业生产以及厂课征纳等问题。王振忠教授

对民间文书的收藏尤其是江南徽州文书的收藏

有多年，是非常有成就、有名气的收藏大家，而

且利用所收藏的文书研究盐业史，非常有价值。

赵小平教授研究云南井盐多年，云南井盐煎制过

程中的柴薪是非常突出的问题，报告专门对薪本

银借贷问题做了很详细的研究。 

大会报告第二阶段由东莞市博物馆钟长永

研究馆员主持，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王振

忠教授担任学术点评人。 

武汉大学陈锋教授作了《清代盐运使的职掌

与俸银、养廉银及盐务管理经费——清代盐业管

理研究之四》的报告。陈锋教授就清代盐运使的

设置、职掌及盐运使的俸银、养廉银、盐务管理

经费等问题作了深入研究，指出在食盐产、运、

销各个环节，行政管理起着重要的作用，特别是

具体职掌各盐区盐政事务的盐运使更为重要。 

中山大学历史系黄国信教授作了《清王朝盐

政制度安排的市场倾向——基于发生学的考察》

的报告。黄国信教授指出，盐政是国家运用政治

权力干预经济，为国家财政服务的制度。因而，

有学者认为，为从盐政中获得更多的财政来源，

清王朝垄断资源稀缺的食盐，实行有悖于市场机

制的食盐管理办法。黄国信教授通过对清王朝在

西南土司地区施行的盐政制度的考察，提出了极

具启发性的新观点：盐政专卖有其内在的逻辑

性，并非完全对经济发展具有阻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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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历史系倪玉平教授在《清朝嘉道时期

的两淮盐政与盐税》中指出，两淮是清代 重要的

盐区，嘉道时期两淮盐政已弊端丛生，后经陶澍、

陆建瀛的改革，两淮盐区 终走上了以市场为主

导、以利益为驱动的票盐之路。倪玉平教授通过对

盐引销售及盐税征收等方面的详实考察，认为嘉道

时期两淮盐区的票盐改革取得了成功。 

江西中医药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吴海波教

授在《清代两淮盐商与地方书院建设》中认为，

清代两淮盐商依托食盐专卖特权，积累了巨额的

社会财富，成为经济实力极为雄厚的社会群体，

为提高身份地位、巩固食盐垄断专卖特权、助力

其子弟步入科举仕途及取悦地方政府和民众，将

大量的财富投入到地方书院建设，为地方社会培

养了大批人才。书院的建设奠定了扬州的学术基

础，成就了扬州成为全国著名学术中心的地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李晓龙博士

在《清前期广东盐场的户籍与应役实态——以东

莞<凤冈陈氏族谱>为中心》的报告中，以《凤冈

陈氏族谱》为考察对象，分析了清代广东靖康盐

场的户籍登记情况和应役实态。李晓龙博士认

为，在具体的运作中，清代盐场中并没有一群专

门的人群被限定为“灶户”，即便在户籍编审和

应役实态上，“灶户”也只是一些虚设的户头。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王振忠教授对

以上 5 位代表的精彩报告评论道：陈锋教授的报

告是其研究清代盐业管理的系列论文之四。陈锋

教授做清代盐业史研究非常早，他的《中国俸禄

制度史》《清代盐政与盐税》都是相关研究的经

典著作，报告对于俸银、养廉银及盐务管理经费

等的研究做得非常细致，也有新的看法，很期待

他的“研究之五”“研究之六”“研究之七”的研

究成果。黄国信教授是 近 10 年盐业史研究中非

常活跃的学者，他在盐业与区域史研究上有很多

的思考，而且培养了一大批盐业史研究的新生力

量，可称为盐业史研究中的“黄家军”，很让我

钦佩；黄国信教授的报告从发生学的角度，研究

盐政制度安排的市场化倾向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一个方向，很有启发意义。倪玉平、吴海波两位

教授在近几年发表了相当多的盐业史研究论文，

两个报告都比以前的研究有了更为细致和深入

的探讨。李晓龙博士利用东莞的一部族谱，对盐

场的应役和实态做了探讨，利用民间和地方文献

对盐业史和区域史做了很深入的研究；研究制度

和实态，应该是盐业史研究非常重要的一个方

面，有望取得重大的进展。综上所述，以上 5 篇

论文既有对传统学术问题的深化，又有对新研究

方法的思考，利用了很多新的资料。这些研究成

果说明，盐业史研究仍然是大有可为，将来应该

会有更多的进展。 
 

三、研讨会大会交流视野广泛 

29 日下午，研讨会大会交流在汇东大酒店勤

劬厅举行，21 位代表从不同时期、不同角度对中

国盐业史进行了多方位、深层次的交流探讨，展

示了 新研究成果，为盐业史研究开拓了更为广

阔的学术视野。 

大会交流分为两大阶段。第一阶段由自贡市

盐业历史博物馆宋良曦研究馆员主持，云南大学

历史与档案学院黄纯艳教授、西南财经大学经济

学院史继刚教授担任评论人。交流的代表及题目

如下：1.中国海洋大学海洋文化研究所纪丽真教

授：《盐业与社会：区域社会史视角的中国海洋

盐业文化研究》；2.湘潭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吉成名

教授：《湘潭万楼与自贡王爷庙之比较》；3.华中

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赵逵教授：《淮盐

古道上的遗珍——淮盐建筑》；4.山东师范大学齐

鲁文化研究院燕生东教授：《商王朝对海洋资源

的开发》；5.潍坊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于民教

授：《1563—1571 年英国的盐业专营——赋税基

本理论视角的诠释》；6.扬州市个园管理处沈学峰

科长：《盐商园林旅游文化节开发浅谈——以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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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个园为例》；7.河南科技学院马克思主义教育学

院毕昱文副教授：《清代盐业利益集团构成探

析》；8.中共天津市委党校中共党史党建教研部张

立杰副教授：《清末至民国长芦盐商式微的特殊

社会背景》；9.乐山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杨田

华博士：《官民之间：民国时期南阆盐场的经纪

人研究（1915—1949）》；10.重庆市綦江博物馆周

铃馆长：《浅谈盐马古道文化传播作用及其影

响》。 

史继刚教授对以上 10 位专家的发言做了评

论，认为：纪丽真教授的文章肯定了社会史研究

与区域海洋文化的关系，综述了区域社会视角下

的我国海洋盐业文化研究，提出了未来的研究方

向。吉成名教授将湘潭万楼与自贡王爷庙结合做

对比研究，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建议可从这两座

建筑与当地经济发展、与两个城市兴起之间的关

联性做进一步的研究。赵逵教授把盐业经济史与

古代建筑艺术结合进行研究，让人印像深刻。燕

生东教授探讨了商王朝对海洋资源开发的原因

及举措。于民教授从税收与西方专卖的角度考察

了 1563—1571 年的英国盐业专营。沈学峰科长

的文章让与会专家感受到了扬州盐商的儒雅和

盐商园林的优美。毕昱文副教授对清代盐业利益

集团的构成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分析。张立杰副

教授从外部因素探讨长芦盐商式微的原因，建议

还可从盐商经营管理的内部原因加以解析。杨田

华博士的文章对民国时期南阆盐场的经济人考

证详细。周铃馆长介绍了綦岸盐运文化遗址的调

查情况。黄纯艳教授认为：专家们的交流内容丰

富：从盐厂到盐商，从内陆到海洋，从古代到现

代；视角多元：涉及有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

等。10 位专家的大会交流总体上反映了盐业史研

究的学术价值及其广度和深度。 

大会交流第二阶段由自贡市盐业历史博物

馆林建宇研究馆员主持，山东师范大学燕生东教

授、云南大学赵小平教授担任评论人。交流的代

表及题目如下：1.自贡市盐业历史博物馆宋良曦

研究馆员：《清代盐商契约精神研究》；2.西南财

经大学经济学院史继刚教授：《宋代官盐商销制

与盐商贩私》；3.自贡市盐业历史博物馆刘德林工

程师：《自贡盐商新四大家族的特点及其发迹》；

4.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张国旺副研究员：

《元代史伯璿盐务思想考论》；5.华南师范大学历

史文化学院段雪玉副教授：《19 世纪广东海陆丰社

会经济初探》；6.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赵国壮副

教授：《抗战时期自贡井盐业运商融资问题研究》；

7.重庆师范大学陈倩副教授：《近三十年来四川私

盐史研究述评》；8.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裴一璞

博士：《宋代四川盐业管理设置与官方盐权博弈》；

9.潍坊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宋志东博士：《利

益博弈：20 世纪 30 年代中国精盐行销问题》；10.

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牛英彬馆员：《中国古代淋

土法制盐技术的发展与演变》；11.江苏省兴化市张

郭中心校孙建中老师：《探寻淮盐的源头》。 

赵小平教授对以上 11 位专家的发言做了评

论，点评道：宋良曦先生论述的契约关系在唐宋

以后是主流关系，盐商契约是契约关系中的代

表，由契约关系上升到契约精神，是值得思考的

问题。史继刚教授探讨了宋代私盐问题，分析了

官商争利问题。刘德林工程师提到的自贡盐商新

四大家族的 8 个特点中，集资入股、合作经营，

也是现代企业经营的目标，对现代企业经营有借

鉴意义。张国旺副研究员从经济思想史角度探讨

了盐务思想及私盐问题与盐务体制。段雪玉副教

授对 19 世纪广东海陆丰社会经济详细梳理，认为

清代特别是晚清海陆丰地区经济结构中以盐民

和渔民为核心的观点值得重视。赵国壮副教授认

为抗战时期盐运商融资活动中带有明显的政府

主导色彩，与战争这一时代特征有重要关系。陈

倩副教授对四川私盐史研究的述评非常有意义，

值得研究滇盐的学者借鉴。裴一璞博士认为，宋

代四川盐业管理机构的设置突出了地方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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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中央政府应加强对地方盐业的监督管理。

同时，燕生东教授点评道：这 11 位专家的研究内

容丰富，从政治、经济、思想、制度、社会、人

物等方面，进行了多样化的论述，并在各自的研

究领域深化、细化，达到前沿水平。其中，牛英

彬馆员将考古发现与文献资料结合，对中国古代

淋土法制盐这一重要的制盐技术进行了严密论

证，结论可靠。孙建中老师作为江苏蒋庄遗址的

发现人，为大家介绍了 2015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

发现之一——蒋庄遗址的发现和发掘情况。 
 

四、《盐业史研究》创刊四十周年座谈 

研讨会大会交流结束后，“《盐业史研究》创

刊四十周年座谈会”随即在汇东大酒店勤劬厅举

行。来自《中国经济史研究》杂志社、《晋阳学

刊》杂志社和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等单位的专家

以及全国 12 个省、直辖市的 50 余名作者代表出

席了座谈会。座谈会由《盐业史研究》杂志社执

行主编、自贡市盐业历史博物馆副馆长程龙刚副

研究馆员主持。 

程龙刚副主编首先回顾了《盐业史研究》四

十年来的艰辛办刊历程，肯定其取得的成绩及办

刊特色，并分析了存在的不足。程龙刚副主编指

出，1976 年自贡市盐业历史博物馆研究人员以敏

锐的学术视野，在条件极其简陋的情况下，克服

办刊经费不足、稿源紧缺等各种困难，筚路蓝缕，

艰辛地创办起了内部刊物《井盐史通讯》，初步

搭建起了盐业史研究和交流的学术平台。经过 10

年的努力与坚持，《井盐史通讯》得到学界的普

遍关注与好评，也逐步团结起一批从事盐业史研

究的专家学者。1986 年，《井盐史通讯》更名为

《盐业史研究》，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成为我

国唯一以盐为研究对象的学术刊物，担负起了发

掘、整理和研究中国盐业历史文化及其盐业遗产

的职责，促进了科研繁荣，扩大了学术交流并普

及了盐业知识。程龙刚副主编认为：“《盐业史研

究》40 年的发展历程呈现出三个特色：其一，始

终坚持办刊宗旨不变；其二，不断追踪学术研究

前沿动态；其三，充分尊重作者及其学术成果。

同时，《盐业史研究》存在着网络化程度不高、

刊发文量有限以及编辑队伍学科单一等不足之

处。”程龙刚副主编真诚希望与会专家为《盐业

史研究》未来的发展献良策、出高招。 

座谈会上，《中国经济史研究》杂志社主编

魏明孔研究员从 2014—2015 年《盐业史研究》刊

载文章的学科门类、作者分布、课题级别等方面

做了分析，对《盐业史研究》给予了高度评价。

魏明孔主编赞誉道：“《盐业史研究》得到了学术

界的高度评价，取得了辉煌的成绩，是专业性学

术刊物的一朵奇葩，是每年度中国经济史研究学

术综述引用 多的期刊之一，成为了中国盐业历

史文化研究成果的学术发布平台，扛起了中国盐

业历史文化研究和传播的大旗。”同时，魏明孔

主编对《盐业史研究》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多刊载商榷性、宏观理论性文章；开辟‘国家

社科基金项目’‘盐史专家访谈’等栏目；扩大

刊物容量，适时将季刊改为双月刊；等等。” 

《晋阳学刊》杂志社主编孙晋浩研究员，对

《盐业史研究》的学术性和影响力给予了高度评

价。同时，孙晋浩主编建议《盐业史研究》优化

栏目，增设专栏；优化目录索引，方便学术检索。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编审纪丽真教授讲述了她

与《盐业史研究》的不解情缘。纪丽真编审衷心

希望《盐业史研究》更加重视栏目品牌和特色；

完善外审制度；增加盐业史档案文献刊布量。 

座谈会在热烈、真挚的气氛中进行，各位专

家始终围绕“总结办刊经验、展望未来发展、推

进学术繁荣”这一主题为《盐业史研究》进一步

提高办刊质量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这

些意见和建议必将在《盐业史研究》今后继续坚

持特色、完善不足、服务专家、促进学术繁荣的

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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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会议圆满落幕 

29 日傍晚，“多维视野下的中国盐业史研究

学术研讨会”在汇东大酒店群言堂圆满落下帷

幕。闭幕式由自贡市盐业历史博物馆宋青山馆长

主持，四川理工学院曾凡英教授作大会学术总

结，中国经济史学会会长、《中国经济史研究》

杂志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魏明孔研

究员致闭幕辞。 

曾凡英教授在闭幕式上总结道：出席本次研

讨会的 65 位专家分别来自全国 12 个省、直辖市

的 36 个高校、科研等机构，收到学术论文 30 余

篇，有 31 位专家分别做了大会主题报告和大会交

流发言。本次研讨会具有鲜明的特色，表现为：

与会专家范围甚广，全国东南西北中的老中青盐

史专家集聚一堂；层次很高，与会专家几乎全是

教授、研究员和博士，具有丰硕的研究成果。本

次研讨会效果很好、影响深远，客观地反映了目

前中国盐业史研究的主流情况和专家们的研究

旨趣，充分展示了专家们 新的研究成果，与研

讨会的主旨十分契合，彰显了中国盐业史在传统

社会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唯盐史观”在研究传

统社会中的核心价值及与会专家的盐史情怀和

学术追求。本次研讨会是 1990 年在自贡市召开

“中国盐业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之后的又一次中

国盐业史研究的盛会，对与会专家今后开展广泛

的合作交流，实施盐业史研究领域的协同创新，

以及推进中国盐业史研究的进一步繁荣发展，构

建“中国盐学”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后，魏明孔研究员在闭幕辞中指出，本次

学术研讨会节奏紧凑、气氛热烈、成果丰硕，取

得了圆满成功！研讨会不仅是盐业史研究的一次

盛会，同时也是中国经济史研究领域的一次盛

会，将对中国盐业史乃至经济史研究产生深远的

影响。 

结束了一天紧张而充实的学术研讨会和座

谈会后，与会代表参观考察了自贡市盐业历史博

物馆。自贡市盐业历史博物馆以中国古代建筑的

艺术珍品——西秦会馆为馆址，为全国唯一展示

井盐生产科技史的专业博物馆，得到了与会专家

的好评。参观考察完毕后，与会代表欣赏了一场

独具自贡地域文化特色的戏曲表演——“盛世盐

风”。“有盐有味”的本土文化给专家们留下极其

深刻的印象。 

30 日上午，与会代表参观考察了燊海井、自

贡恐龙博物馆、仙市古镇。下午，与会代表载着

《鹾海集林：<盐业史研究>创刊四十周年论文选

编》（上下册）《川盐文化圈图录：行走在川盐古

道上》《川盐文化圈研究：川盐古道与区域发展

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多维视野下的中国盐业史

研究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等会议资料赋归。 

此次会议经过紧张有序的筹备及与会代表

的大力支持，取得了圆满成功。代表们普遍认为，

此次“《盐业史研究》创刊四十周年座谈会暨多

维视野下的中国盐业史研究学术研讨会”是近年

来中国盐业历史文化研究领域中 具有里程碑

式的学术盛会！ 

 

 

（责任编辑：周  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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