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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胡”“西域”盐色与丝路交通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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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汉代以来盐史记忆中已经可以看到中原人对远方奇异盐产的印象。多

处盐产地盐的异样色彩，与内地以往经济生产与饮食生活中的观察体会及消费经

验有所不同。关于宿沙氏“煮海”传说盐色“五样”的情节，学者以为“异闻”。许多

文献资料可见所谓“紫盐”“青盐”“黄盐”“赤盐”“黑盐”等记录。这些对于远方盐

色的体会，是以长途交通实践为发现条件的。而早期丝绸之路史的记录，与相关盐

史迹象存在某种关联。这一情形，值得交通地理与文化交流史研究者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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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原人传统日常饮食体验中，“白盐”占据重要地位。①而对于远方盐产的印象，尤其是盐

的不同色觉，或与内地以往通常经济生产与饮食生活中的观察体会及消费经验有明显的不同。
《山堂肆考》饮食卷“煮海”条说宿沙氏“煮海”盐色“五样”，学者以为“异闻”。②许多文献资料保

留的盐史信息中，可见“北胡”“西域”地方所谓“紫盐”“青盐”“黄盐”“赤盐”“黑盐”“五色盐”
等。这些对于远方盐产不同色样的体会，是以不远千里的艰苦交通实践为发现条件的。早期丝

绸之路交通史的记录，与相关盐史迹象存在某种关联。有关远方盐色的历史记忆，无疑值得历史

交通地理与文化交流史研究者关注。远方色彩各异的诸多盐产于食用之外多种用途的开发，有

可能受到远方异族生产与生活经验的启示。在满足物质生活消费的经验之外，“戎盐”在医学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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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术学方面的应用，在一定意义上也体现出某种精神文明层面的文化影响。

一、“西方”“殊域”“五色盐”

中原人对于盐的通常视觉体验，“白”是鲜明的基色。多见以“雪”“冰”“玉”形容者。《北堂

书钞》卷一四六引徐幹《齐都赋》关于齐地盐产，有“皓乎若白雪之积”句; 又引刘桢《鲁都赋》“其

盐则……素鹾凝结，皓若雪氛”①，或作“素鹾凝结，皓若雪华”②; 所引王廙《洛都赋》“其河东盐

池，玉洁冰鲜”③，则形容内地池盐。又有传蔡邕言“江南有胜雪白”④。然而汉代以来历史文化

记忆中还可见中原人对远方奇异盐产的印象。《北堂书钞》卷一四六“青盐”条引《广志》说到

“西方”“北胡”乃至“波斯国”盐产:“盐体同于水，故多产于海滨。海东有印成盐，西方有石子盐，

皆生于水。”又说:“北胡有青盐，五原有紫盐，波斯国有白盐，如石子。”⑤《白孔六帖》卷一六《盐》
“青紫”引《西域记》曰:“西海南有青盐、紫盐，池盐方寸半，食味甚美。”⑥唐段公路《北户录》卷二

“红盐”条:“按盐有赤盐、紫盐、黑盐、青盐、黄盐。”⑦明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一四《西戎·火

州》写道:“盐有五色。”“按郭璞《盐赋》曰，‘烂然若霞，红盐也’，非赤如珠者乎?”又引蔡邕语:

蔡邕又曰:“江南有胜雪白盐，今德中白盐也。”非白如玉者乎?

又写道:“李白、东坡之诗称水晶盐，今环庆之墟，盐池所产如骰子块，莹然明如水晶者，亦白盐也。
药中取用有青盐。”又引《续汉书》:

《续汉书》云:“天竺国产黄盐、黑盐。”
又说:“道书又有紫盐，谓我盐也。今甘肃、宁夏有青、黄、红三种，生池中。可见书不诬也。”⑧清

褚人获《坚瓠广集》卷二有“五色盐”条，其中写道:“郭璞《盐赋》曰:‘烂然若霞’。‘红盐’也。蔡

邕曰:‘江南有胜雪白盐。’淮浙食盐是也。太白、少陵诗称‘水晶盐’，今环、庆之间盐池所产，如

骰子块，莹然明澈，盖‘水晶盐’也。药中所用‘青盐’。《续汉书》云: ‘天竺国产黄盐、黑盐。’道

书又有‘紫盐’，谓‘戎盐’也。甘肃、宁夏有青、黄、红三种，生池中。高昌有‘赤盐’。安息国出

‘五色盐’。”⑨文字略异于《殊域周咨录》。然而均引蔡邕语及“《续汉书》云”。所谓“道书又有

‘紫盐’，谓‘戎盐’也”，“戎盐”是正字。
清王士禛《香祖笔记》卷七也写道: “盐煮于海，惟河东、宁夏有盐池、红盐池，滇、蜀有黑、白

①

②

④

⑥

⑦

⑧

⑨

③ 〔唐〕虞世南:《北堂书钞》，影印光绪十四年南海孔氏刊本，中国书店 1989 年版，第 617 页。
⑤ 〔唐〕虞世南:《北堂书钞》，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明〕严从简撰，余思黎点校:《殊域周咨录》，中华书局 2000 年版，第 482 页。
〔唐〕白居易原本，〔宋〕孔传续撰:《白孔六帖》，《四库类书丛刊》，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264 页。
〔唐〕段公路纂，〔唐〕崔龟图注:《北户录》，《丛书集成初编》第 603 册，排印清《十万卷楼丛书》依宋本校刊本，中华书

局 1985 年版，第 26 页。
〔明〕严从简撰，余思黎点校:《殊域周咨录》，第482 页。今按，郭璞《盐赋》及蔡邕之说，标点应作:“按郭璞《盐赋》曰:

‘烂然若霞’。红盐也。非赤如珠者乎? 蔡邕又曰:‘江南有胜雪白盐。’今德中白盐也。非白于玉者乎?”“我盐”应是

“戎盐”。
〔清〕褚人获:《坚瓠集》，《笔记小说大观》第 15 册，影印上海进步书局本，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 1984 年版，第 39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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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井。”①

上述有关远方盐产的记述，涉及“五原”“环庆之墟”“甘肃”“宁夏”“北胡”“西戎”“波斯国”
“天竺国”“安息国”，正是丝绸之路沿线。关于“西方”“北胡”“殊域”盐产异色的文字记录，体现

了中原人对于较宽广空间的经济地理认知，也体现了交通理念与世界意识。这些知识的获得，与

丝绸之路交通与文化交流有直接的关系。其早期记录，往往可以追溯到汉代，甚至汉代以前。

二、“朔方”“紫盐”

汉晋文献已经体现北边地区出产“紫盐”。唐段公路《北户录》卷二“红盐”条注引虞世南书:

蔡邕《从朔方报羊月书》云:“幸得无恙，遂至徙所，自城以西，唯有紫盐也。”②

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后汉文》卷七三据段公路《北户录》题《徙朔方报羊

陟书》③。如果此说可靠，则是关于“紫盐”最早的记载。即东汉时中原人已经有了关于“紫盐”
的直接体验。
《北堂书钞》卷一四六“紫盐”条引《博物志》也说到“五原”的“紫盐”:

《博物志》云: 五原有紫盐也。④

《博物志》逸文:“五原有紫盐。”⑤“紫盐”，也是北边或说“北胡”地方特殊的盐产。
山西解池据说也有“池水紫色”的盐产基地。《新唐书》卷三九《地理志三》: 解州“有紫泉

监”⑥。《太平寰宇记》卷四六《河东道七·解州·安邑》记述解州盐池，“今池水紫色，湛然不流，

造盐贮水深三寸，经三日则结盐”⑦。
关中地方也有“紫泉”。司马相如《上林赋》说上林苑水资源的优越，《史记》卷一一七《司马

相如列传》:“左苍梧，右西极，丹水更其南，紫渊径其北。终始霸浐，出入泾渭。酆鄗潦潏，纡余

委蛇，经营乎其内。荡荡兮八川分流，相背而异态。”裴骃《集解》:“郭璞曰:‘紫渊所未详。’”张守

节《正义》:“《山海经》云:‘紫渊水出根耆之山，西流注河。’文颖云: ‘西河谷罗县有紫泽，在县

北，于长安为北。’”⑧《汉书》卷五七上《司马相如传上》:“左苍梧，右西极，丹水更其南，紫渊径其

北。终始霸产，出入泾渭，酆镐潦潏，纡余委蛇，经营其内。”颜师古注: “上言左苍梧，右西极，丹

水更其南，紫泉径其北。皆谓苑外耳。丹水、紫泉非八川数也。”⑨司马相如赋及注出现“紫渊”
“紫泽”“紫泉”。但是我们没有看到此“紫泉”与“紫盐”相关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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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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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王士禛撰，湛之点校:《香祖笔记》，中华书局 1982 年版，第 126 页。
〔唐〕段公路纂，〔唐〕崔龟图注:《北户录》，《丛书集成初编》第 603 册，排印清《十万卷楼丛书》依宋本校刊本，第

26 页。
〔清〕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 1958 年版，第 872 页。
〔唐〕虞世南:《北堂书钞》，影印光绪十四年南海孔氏刊本，第 616 页。
〔晋〕张华:《博物志》，清《指海》本。
《新唐书》，中华书局 1975 年版，第 996 页。
〔宋〕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中华书局 2007 年版，第 968 页。
《史记》，中华书局 1959 年版，第 3017 页。
《汉书》，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2547—254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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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北胡有青盐”

《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记载北边盐产，说到朔方郡朔方的两处“盐泽”，即“池盐”
资源:

金连盐泽、青盐泽皆在南。①

其中“青盐泽”之“青”，很可能是说“盐泽”出产盐的结晶色彩。《博物志》佚文: “北胡有青松

盐。”②《水经注》卷三《河水三》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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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所谓“汉置典盐官”者，明确说在汉代已经得到开发利用。所谓“其盐大而青白”，说所产盐的结

晶体形状及颜色。其色“青白”者，显然与通常“白盐”不同。“又名戎盐”的说法，指述“盐池”方

位，也说明了早期开发者的族属。
前引唐段公路《北户录》卷二“红盐”条注引虞世南书有涉及汉代盐业史信息的文字: “蔡邕

《从朔方报羊月书》云:‘幸得无恙，遂至徙所，自城以西，唯有紫盐也。’”其中“紫盐”，严可均辑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后汉文》卷七三据段公路《北户录》题《徙朔方报羊陟书》，作

“青紫盐”④。《两汉全书》《蔡中郎外集卷弟二》题《徙朔方报羊月书》，亦作“青紫盐”:

幸得无恙，遂至徙所，自城以西，唯有青紫盐也。⑤

整理者的判断与严可均同。
前引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北堂书钞》卷一四六“青盐”条引《广志》云:“北胡有青盐。”光绪

十四年南海孔氏刊本《北堂书钞》作: “《博志》云: ‘北胡有青盐。’”孙星衍、孔广陶等据宋本校:

“今案陈俞本‘博’作‘广’，本钞此条，‘博’下无‘物’字，是《广志》无疑。‘广’改‘博’，乃永兴避

隋炀帝讳也。”⑥所谓“戎盐”名号，与“北胡”方位是一致的。
此所谓“北胡有青盐”，可能表明了“青盐泽”产品特色的影响。很可能在“北胡”方向还有其

他生产“青盐”的“池”“泽”。也就是说，“青盐”可能是中原人所设定的“北胡”地方盐产特征的

区域性符号。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汉书》，第 1619 页。
〔晋〕张华撰，范宁校证:《博物志校证》，中华书局 1980 年版，第 126 页。
〔北魏〕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中华书局 2007 年版，第 76 页。
〔清〕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 872 页。
董治安主编，庄大均、李士彪、林开甲、胡长青、唐子恒、王承略、刘晓东整理:《两汉全书》，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

第 13857 页。
〔唐〕虞世南:《北堂书钞》，影印光绪十四年南海孔氏刊本，第 61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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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高昌、于阗“出赤盐”

唐段公路《北户录》卷二“红盐”条:“按盐有赤盐、紫盐、黑盐、青盐、黄盐。”题名“红盐”而正

文言“赤盐”。在“赤盐、紫盐、黑盐、青盐、黄盐”中，“赤盐”位列第一。崔龟图注:“《书钞》云: 沈

约《宋书》曰:‘虏至彭城，与张畅语，送白毡、赤盐。’又郭璞《盐池赋》曰‘烂然汉明，晃尔霞赤’是

也。又虞世南书云: 蔡邕《从朔方报羊月书》云‘幸得无恙，遂至徙所，自城以西，唯有紫盐也’。
《续汉书》云:‘天竺出黑盐。’又《北堂书钞》引《博物志》云: ‘北胡青盐。但以味色浮杂为不同

耳。’”①所谓“赤盐”，来自“虏”地。
与《说郛》本不同，“验之，即由煎时染成，差可爱也。郑公虔云: 琴湖池桃花盐，色如桃花，随

月盈缩。在张掖西北”。《十万卷楼丛书》据宋本作:

验之，即由煎时染成，差可爱也。公路记郑公虔云: 琴湖池桃花盐，色如桃花，随月盈缩。
在张掖西北，隋开皇中常进焉。

崔龟图注:“一云，十五日以前盐甘，月半以后苦也。”②

《魏书》卷一〇一《高昌传》记载高昌国环境物产:“地多石碛，气候温暖，厥土良沃，谷麦一岁

再熟，宜蚕，多五果。又饶漆。有草名羊刺，其上生蜜，而味甚佳。引水溉田。”随后又说到特别值

得注意的盐产:

出赤盐，其味甚美。复有白盐，其形如玉，高昌人取以为枕，贡之中国。③

《隋书》卷八三《西域传·高昌》:“出赤盐如朱，白盐如玉。”④所谓“赤盐”应指盐产结晶呈红色。
《新五代史》卷七四《四夷附录三》记载:“甘州回鹘”其地出“红盐”。“晋天福三年，于阗国王李

圣天遣使者马继荣来贡红盐……”⑤

《魏书》卷一〇二《西域传·伽色尼》又说其地物产，也出现关于“赤盐”的信息:

土出赤盐，多五果。⑥

明汪砢玉《古今鹾略补》卷一:“高昌者，车师前王故地，汉之前部地也。出赤盐，味甚美。”⑦汉以

前此地早已开发，滋味优异的“赤盐”应当久为人们利用，只是没有看到汉代文献的直接记载。
宋黄震《古今纪要》卷七记载:“高昌，车师前王故地，或云汉兵之困者居之。羊刺生蜜，赤盐，白

盐色如玉，为枕献中国。”⑧言西域交通线路上“高昌”“车师前王故地”“赤盐”出产时，强调了汉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唐〕段公路纂，〔唐〕崔龟图注:《北户录》，《丛书集成初编》第 603 册，排印清《十万卷楼丛书》依宋本校刊本，第 26 页。
〔唐〕段公路纂，〔唐〕崔龟图注:《北户录》，《丛书集成初编》第 603 册，排印清《十万卷楼丛书》依宋本校刊本，第 26
页。或据《四库全书》本标点作:“公路记，郑公虔云……”〔唐〕段公路撰，〔唐〕崔龟图注:《北户录》，《中国风土志丛

刊》第 62 册，影印《四库全书》本，广陵书社 2003 年版，第 68 页。
《魏书》，中华书局 1974 年版，第 2243 页。《北史》卷九七《西域传·高昌》:“出赤盐，其味甚美。复有白盐，其形如

玉，高昌人取以为枕，贡之中国。”中华书局 1974 年版，第 3212 页。
《隋书》，中华书局 1973 年版，第 1847 页。
《新五代史》，中华书局 1974 年版，第 916—917 页。
《魏书》，第 2272 页。《北史》卷九七《西域传·伽色尼》:“土出赤盐，多五果。”第 3224 页。
〔明〕汪砢玉:《古今鹾略补》，清抄本。
〔宋〕黄震:《古今纪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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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军事地理形势。盐产“献中国”，使得内地有关盐的知识充实了来自西北的信息。
“赤盐”除“其味甚美”外，大约还有特殊应用途径。年代与秦汉时期相接近的，有《北堂书

钞》卷一四六引《抱朴子》说到专门制作“赤盐”的方式:

《抱朴子》云作赤盐法: 用寒盐一斤、雨泥一斤，内铁器中，以火烧之，消而成赤盐。①

“铁器”是“作赤盐法”专门的容器，也是专门的工具。“赤盐”之“赤”，或与赤铁矿石的颜色接

近，应与硫化铁杂入“盐”粒相关。实现这一反应的条件是加热，即“以火烧之”。而“雨泥”究竟

是怎样的成分，今天我们已经无从得知。前引段公路《北户录》“红盐”条写道:“恩州有盐场出红

盐，色如绛雪。验之即由煎时染成，差可爱也。”《抱朴子》所谓“内铁器中，以火烧之，消而成赤

盐”，也可以理解为“煎时染成”。
方以智《物理小识》卷七《金石类·盐》说: “《本草》: 戎盐，南海青，北海赤。”②指出虽同称

“戎盐”，但是“南海”“北海”盐色不同。“红盐”“赤盐”或因加工成色，值得盐史研究者注意。
其实内地盐产也有“赤盐”。如山西解州盐池出盐确有赤色者。前引《北户录》“郭璞《盐池

赋》曰‘烂然汉明，晃尔霞赤’”。郭赋又有“紫沦洒炎，红华笼光”句。“炎”或作“焰”。③ 宋沈括

《梦溪笔谈》卷三《辨证一》可见关于解州盐池的记述，也说到其产品“卤色正赤”:“解州盐泽，方

百二十里。久雨，四山之水悉注其中，未尝溢; 大旱未尝涸。卤色正赤，在版泉之下，俚俗谓之‘蚩

尤血’。”④“盐泽”“卤色正赤”，于是被联想为“蚩尤血”，除了颜色因素而外，“赤”与“蚩尤”之

“蚩”字音的接近也值得重视。
前引清王士禛《香祖笔记》卷七:“盐煮于海，惟河东、宁夏有盐池、红盐池，滇、蜀有黑、白盐

井。”宁夏的“红盐池”，可能如沈约《宋书》记述，因“虏”所送，为中原人得识。而“高昌”“伽色

尼”所产“赤盐”，也丰富了内地有关远方盐产的知识。

五、天竺国“黄盐”

唐人段公路《北户录》卷二“红盐”条: “按盐有赤盐、紫盐、黑盐、青盐、黄盐。”关于“黄盐”，

说到具体的出产地，包括“安西城北涧中”，对其颜色也有文字形容:

黄盐，安西城北涧中有色如芜菁华者。

①

②

③

④

光绪十四年南海孔氏刊本其文截止于“用寒盐一斤”。注:“今案见平津馆本《抱朴子》内《黄白》篇即《御览》八六五

引‘斤’下其文甚详。陈俞本已增入。”〔唐〕虞世南:《北堂书钞》，影印光绪十四年南海孔氏刊本，第 616 页。下文“雨

泥一斤，内铁器中，以火烧之，消而成赤盐”，见《太平御览》卷八六五《饮食部二三·盐》。〔宋〕李昉等:《太平御览》，

上海涵芬楼影印宋本，中华书局 1960 年版，第 3836 页。
〔明〕方以智集:《物理小识》，《万有文库》第 2 集第 700 种，商务印书馆 1937 年版，第 179 页。
〔唐〕虞世南:《北堂书钞》，影印光绪十四年南海孔氏刊本，第 617 页。“紫沦洒炎，红华笼光”句下，注:“又云‘于是漫

□丹盘，薄搜重床，紫沦洒炎，红华笼光’。王石华校，‘炎’改‘焰’。今案陈俞本脱‘丹盘’三句，‘炎’亦作‘焰’。惟

严辑《郭璞集》与旧钞同。”
〔宋〕沈括撰，刘尚荣校点:《梦溪笔谈》，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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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注:“郑虔亦述。”①

《说郛》卷六四上段公路《北户录》“红盐”条也提到黄盐，“恩州有盐场出红盐，色如绛雪。
验之即由煎时染成，差可爱也。郑公虔云: 琴湖池桃花盐，色如桃花，随月盈缩。在张掖西北。按

盐有赤盐、紫盐、黑盐、青盐、黄盐。亦有如虎、如印、如伞、如石，如水精状者。”②

《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天竺》说“天竺”物产，列举“诸香、石蜜、胡椒、姜、黑盐”。而明

徐应秋《玉芝堂谈荟》卷二四“红盐池”条:

《续汉书》:“天竺国产黑盐、黄盐。”③

说到了“黄盐”。前引明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一四《西戎》也写道:“《续汉书》云:‘天竺国产黑

盐、黄盐。’”可知东汉人已经有“天竺国”“黄盐”的知识。清陈元龙《格致镜原》卷二三《饮食

类·盐》又记载:

《续汉书》:“天竺国在月氏东南数千里，其国有黑盐、黄盐。和帝时数遣人贡献，后西域

反畔乃绝。”④

保留了“天竺国”盐产与外交史记录的关系，明确说“天竺国”“黄盐”在东汉“和帝时数遣人贡

献”，所谓“后西域反畔乃绝”，指示“黄盐”“贡献”来自“西域”方向，即经过“西域”交通线路进入

中土。

六、身毒有“黑盐”

《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写道:“( 大夏) 其东南有身毒国。”张守节《正义》说到这一国度

的自然环境、民俗文化、物产资源，也涉及交通形势: “一名身毒，在月氏东南数千里。俗与月氏

同，而卑湿暑热。其国临大水，乘象以战。其民弱于月氏。修浮图道，不杀伐，遂以成俗。土有

象、犀、瑇瑁、金、银、铁、锡、铅。西与大秦通，有大秦珍物。”⑤所谓“西与大秦通，有大秦珍物”句，

应据《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天竺》:

天竺国一名身毒，在月氏之东南数千里。俗与月氏同，而卑湿暑热。……土出象、犀、玳
瑁、金、银、铜、铁、铅、锡，西与大秦通，有大秦珍物。又有细布、好毾 、诸香、石蜜、胡椒、姜、
黑盐。

前引唐段公路《北户录》卷二“红盐”条崔龟图注、明徐应秋《玉芝堂谈荟》卷二四“红盐池”条、明
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一四《西戎》、清陈元龙《格致镜原》卷二三《饮食类·盐》等，皆据《续汉

书》记载说到“天竺国”“黑盐”。
“黑盐”又写作“乌盐”。《新唐书》卷二二一下《西域传下·骨咄》记载:“骨咄，或曰珂咄罗，

①

②

③

④

⑤

〔唐〕段公路纂，〔唐〕崔龟图注:《北户录》，《丛书集成初编》第 603 册，排印清《十万卷楼丛书》依宋本校刊本，第 26
页。“郑虔亦述”，《四库全书》本作“郑公亦述”。〔唐〕段公路撰，〔唐〕崔龟图注:《北户录》，《中国风土志丛刊》第 62
册，影印《四库全书》本，第 68 页。
《说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明〕徐应秋:《玉芝堂谈荟》，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清〕陈元龙:《格致镜原》，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史记》，第 3164—316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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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长皆千里，王治思助建城。多良马、赤豹，有四大盐山，山出乌盐。”
由所谓“西与大秦通，有大秦珍物”，应知“天竺国”与“大秦”间的交通格局。其交通地位，即

在东西文化交流系统中的重要作用也得以明朗。所产“黑盐”，也应看作远方表现出特殊物色的

盐产。
中原人对于相关盐产知识的获得，显然由自丝绸之路交通条件形成之后的东西文化交流。

七、“南海异物”“天竺”“白盐”

异国出盐，也有白色者，即所谓“白盐”。但是这种“白盐”，也有异于通常所见“白盐”的不寻

常处。如前引《魏书》《隋书》说高昌国出“白盐”。又《北堂书钞》卷一四六“一车输王”条引《吴

时外国传》:

张海洲有湾，湾内常出自然白盐。每岁以一车输王。①

同卷“如细石子”条引《吴时外国传》:

张海洲有湾，湾内常出自然白盐，峄峄如细石子。
又“白如水精”条:

又云: 天竺国有新陶水，水特甘美。下有石盐，白如水精。②

又同卷“状如石英”条:

《南海异物志》云: 天竺国有新陶水，特甘香，有白盐，状如石英。③

大概这些被看作“外国”“异物”的“白盐”，其色泽、晶体结构与中国常见的“白盐”有所不同。所

谓“张海”“涨海”及“天竺国”“新陶水”，明确标示出相关知识来自海上丝绸之路交通见闻。有

关远方异型异色的“盐”的知识，是丝绸之路史研究应当关注的信息。
清姚振宗《三国艺文志》卷二《史部·地理类》“康泰《吴时外国传》条”介绍了《吴时外国传》

及其作者:“《梁书·诸夷列传》: 海南诸国大抵在交州南及西海大海洲上，相去或四五千里，远者

二三万里。其西与西域诸国接。汉元鼎中遣伏波将军路博德开百越，置日南郡。其徼外诸国自

武帝以来皆朝贡。后汉桓帝世，大秦、天竺皆由此道遣使贡献。及吴孙权时，遣宣化从事朱应、中
郎康泰通焉。其所经过及传闻，则有百数十国。因立记传。《南史·海南诸国列传》同。”又写

道:“《太平御览》图书纲目有康泰《扶南土俗传》，又七百八十七云: 吴时康泰为中郎，表上扶南土

俗。所引凡十二条。又三百五十九引康泰《吴时外国传》，《史记·秦本纪》张守节《正义》引《吴

人外国图》，《大宛列传》张守节《正义》引《康氏外国传》。”“侯志曰: 康按《水经》卷一、卷三十六

及《御览》屡引康泰《扶南传》，又引康泰《扶南土俗》，《艺文类聚》及《御览》屡引《吴时外国传》。
窃意康泰遍历百数十国，必不至专记扶南一方，其大名当是《吴时外国传》，而《扶南传》则其中之

①

②

③

〔唐〕虞世南:《北堂书钞》，影印光绪十四年南海孔氏刊本，第 617 页。
〔唐〕虞世南:《北堂书钞》，影印光绪十四年南海孔氏刊本，第616 页。《太平御览》卷八六五《饮食部二三·盐》引《吴

时外国传》曰:“涨海州有湾，湾中常出自然白盐，峄峄如细石子。天竺国有新陶水，水甘美。下有石盐，白如水精。”
注:“《南州异物志》云:‘盐如石英。’”〔宋〕李昉等:《太平御览》，上海涵芬楼影印宋本，中华书局 1960 年版，第 3840
页。
〔唐〕虞世南:《北堂书钞》，影印光绪十四年南海孔氏刊本，第 61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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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扶南土俗》又《扶南传》之别名也。”姚振宗指出: “按《隋志》有《交州以南外国传》一卷，

《两唐志》‘南’作‘来’，并不著撰人，似即此书之残本。据《梁书》《南史》，则康泰及朱应所记，并

及西域、天竺土俗。”此外，又有朱应《扶南异物志》一卷，万震《南州异物志》一卷，沈莹《临海水土

异物志》一卷，薛珝《异物志》，薛莹《荆扬以南异物志》等著作。① 有关“天竺国”“水土异物”知识

的获得，应当与西汉以来南洋航线的交通运行、文化交流有关。
方以智《物理小识》卷七《金石类·盐》也说到“天竺”“新陶水”:“《吴录》曰:‘天竺有新陶水

石盐如水晶。’”下文又引“金幼孜《北征录》:‘北有盐海，出白盐如水晶。’”②所谓“石盐如水晶”
“白盐如水晶”，对于中原人的常识来说，似是不同方向远方盐产的异样特征。

八、“诸盐各有所宜”

《管子·海王》说:“十口之家，十人食盐。百口之家，百人食盐。”③王莽曾经在颁布经济政策

的诏书中也强调:“夫盐，食肴之将。”④或说“盐，食之急者，虽贵，人不得不须”⑤。于是有“夫盐，

国之大宝也”的说法。⑥ 然而“西方”“殊域”之盐，有的并非食盐。《宋书》卷四六《张劭传附兄子

畅传》记载:“魏主又遣送毡及九种盐并胡豉，云:‘此诸盐，各有宜。白盐是魏主所食。黑者疗腹

胀气满，刮取六铢，以酒服之。胡盐疗目痛。柔盐不用食，疗马脊创。赤盐、驳盐、臭盐、马齿盐四

种，并不中食。胡豉亦中啖。’”⑦《宋书》卷五九《张畅传》:“焘又送毡各一领，盐各九种，并胡豉:

‘凡此诸盐，各有所宜。白盐是魏主自所食。黑盐治腹胀气懑，细刮取六铢，以酒服之。胡盐治目

痛。柔盐不食，治马脊创。赤盐、驳盐、臭盐、马齿盐四种，并不中食。胡豉亦中啖。黄甘幸彼所

丰，可更见分。’”⑧其语《魏书》卷五三《李曾传》所载又略有不同:“凡此诸盐，各有所宜。白盐食

盐，主上自食。黑盐治腹胀气满，末之六铢，以酒而服。胡盐治目痛。戎盐治诸疮。赤盐、驳盐、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清〕姚振宗:《三国艺文志》，民国《适园丛书》本。
〔明〕方以智集:《物理小识》，《万有文库》第 2 集第 700 种，第 179 页。
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中华书局 2004 年版，第 1246 页。又《管子·地数》:“十口之家，十人咶盐。百口

之家，百人咶盐。”张佩纶云:“‘咶’，‘舐’俗字，当作‘甛’。《说文》‘甛，美也’，《周礼·盐人》‘饴盐’，注‘饴盐，盐之

恬者’，是其证。”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第 1364—1365 页。《太平御览》卷八六五引《管子》:“十口之家

十人舐盐，百口之家百人舐盐。”〔宋〕李昉等:《太平御览》卷八六五《饮食部二三·盐》，上海涵芬楼影印宋本，第

3839 页。《能改斋漫录》卷五《辨误》“以言餂之”条写道:“《管子·地数》篇: 管子曰:‘十口之家，十人咶盐。百口之

家，百人咶盐。’此‘咶’字与‘餂’字虽异，其义则一。何者? 均以口舌取物而已。”〔宋〕吴曾:《能改斋漫录》，上海古

籍出版社 1960 年版，第 99—100 页。
《汉书》卷二四下《食货志下》颜师古注:“将，大也，一说为食肴之将帅。”《汉书》卷二四下《食货志下》，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1183 页。
《后汉书》卷四三《朱晖传》，第 1460 页。
《三国志》卷二一《魏书·卫觊传》，中华书局年 1959 年版，第 610 页。
《宋书》，中华书局 1974 年版，第 1398 页。《南史》卷三二《张劭传附兄子畅传》:“太武又遣送毡及九种盐并胡豉，云:

‘此诸盐各有所宜: 白盐是魏主所食。黑者疗腹胀气懑，细刮取六铢，以酒服之。胡盐疗目痛。柔盐不用食，疗马脊

创。赤盐、驳盐、臭盐、马齿盐四种，并不中食。胡豉亦中啖。’”中华书局 1975 年版，第 830 页。
《宋书》，第 160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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臭盐、马齿盐四种，并非食盐。”①

所谓“此诸盐，各有宜”“凡此诸盐，各有所宜”都说不同地方盐产种种，对于社会生活的意义

是多方面的。“不用食”“并不中食”或说“并非食盐”的作为外用药的盐，很早就已经被发现、被
利用，其实例已见于河西地区出土的汉代简牍资料。

居延用盐首先以食用为主。② 但是我们也确实可以看到反映其他用盐方式的信息。例如:

治马欬涕出方取戎盐三指掫三□ ( 155． 8) ③

“戎盐”已见于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五十二病方》:

一、赣戎盐若美盐，盈隋( 脽) ，有( 又) 以涂( 涂) 隋( 脽) □下及其上，而暴( 曝) 若

( 169)

整理小组注释:“赣，疑读为 ，小杯。戎盐，又名胡盐，见《神农本草经》，主要产于西北。”④然而

我们看到文献中有“戎盐”和“胡盐”并说的情形。例如《魏书》卷五三《李曾传》:

世祖又遣赐义恭、骏等毡各一领，盐各九种，并胡豉。孝伯曰:“有后诏:‘凡此诸盐，各

有所宜。白盐食盐，主上自食; 黑盐治腹胀气满，末之六铢，以酒而服; 胡盐治目痛; 戎盐治诸

疮; 赤盐、驳盐、臭盐、马齿盐四种，并非食盐。’”⑤

“主上自食”语值得深思。由“马建叩头言·使使再拜白顷有善盐五升可食 ……”( E． P． T2:

5A) ⑥简文可以得知，在河西地方，即使食盐也有不同的品级。彭卫据此简文曾经指出:“可知汉

代的盐在质量上有等级之分。”⑦推想戍卒所食用的应非“善盐”，很可能是其中比较粗劣者。⑧

所谓“盐各九种”之下，包括“胡盐治目痛; 戎盐治诸疮”。“凡此诸盐”，除“白盐食盐”外，其他盐

的主要作用，都“并非食盐”。关于盐的药用，类同“黑盐治腹胀气满”“胡盐治目痛”“戎盐治诸

疮”等，在《五十二病方》中，还可以在“伤痉”“婴儿索痉”“【 ( ) 】”“白处方”“冥( 螟) 病方”
“【人】病马不间( 癎) 者”题下，看到“ ( 熬) 盐以熨”“□□二，盐一，合挠而烝( 蒸) ，以扁( 遍)

熨”“以盐傅之”“□甘盐□□……”“以盐财和之以傅”“ 盐隋( 脽) 炙尻”等例证。⑨ 张显成总结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魏书》，第 1170 页。《北史》卷三三《李孝伯传》:“孝伯曰:‘有后诏: 凡此诸盐，各有所宜。白盐食盐，主上自所食。
黑盐疗腹胀气满，末之六铢，以酒而服。胡盐疗目痛。戎盐疗诸疮。赤盐、驳盐、臭盐、马齿盐四种，并非食盐。’”第

1221 页。《太平御览》卷八六五引《后魏书》曰:“世祖南伐，遗孝伯赐刘义恭等盐各九种，并胡豉。孝伯曰: 有后诏: 凡

此诸盐，各有所宜。白盐食盐，主上自所食。黑盐治腹胀气满，末之六铢，以酒下。胡盐治目痛。戎盐治诸疮。赤盐、
驳盐、臭盐、马齿盐四种，并非食盐。’”〔宋〕李昉等:《太平御览》卷八六五《饮食部二三·盐》，上海涵芬楼影印宋本，

第 3839 页。
参看王子今:《居延〈盐出入簿〉〈廪盐名籍〉研究: 汉塞军人食盐定量问题》，《出土文献》第 2 辑，中西书局 2011 年 11
月版; 王子今:《汉代边塞军人食盐定量问题再议》，《江苏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年第 5 期。
谢桂华、李均明、朱国炤:《居延汉简释文合校》，文物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254 页。
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编:《马王堆汉墓帛书·五十二病方》，文物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69 页。
《魏书》，第 1170 页。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省博物馆、文化部古文献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居延新简: 甲渠候官

与第四燧》，中华书局 1990 年版，第 2 页。
彭卫:《秦汉时期的饮食》，《中国饮食史》第六编卷二，华夏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493 页。
根据《周礼·天官冢宰·盐人》记录的制度，“祭祀共其苦盐、散盐。宾客共其形盐、散盐。王之膳羞共饴盐，后及世

子亦如之”。郑玄注:“饴盐，盐之恬者，今戎盐有焉。”〔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原世界书局缩印本，中华书局

1980 年版，第 675 页。人的等级和食盐的等级是对应的。
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编:《马王堆汉墓帛书·五十二病方》，第 36、40、49、59、63、64—6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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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帛所见药名，“盐”归于矿物类金石部中。除《五十二病方》外，又有《万物》W009、W072 例

证。① 所谓“胡盐治母痛”，又有武威医简之例:

治目恿方以春三月上旬治药曾青四两 盐三两皆冶合以乳汁和盛以铜器以傅目良( 16)

整理者注:“右简为医治目疾方。”又说:“简文中‘ 盐’即‘戎盐’。”《神农本草经》称戎盐:‘主明

目，目痛，益气，坚肌骨，去毒蛊。’一谓戎盐即青盐。苏颂《图经本草》称:‘医家治眼及补下药多

用青盐，疑此即戎盐。’‘铜器’，指盛药的器皿。一九六八年在河北满城西汉刘胜墓中曾出土一

件铭有‘医工’字样的铜器，说明汉代制药，盛药多用铜质器皿。‘傅’即敷之意。”②张延昌等《武

威汉代医简研究》也说:“盐，即戎盐。味咸，寒。”③

盐的特殊用途，比较奇异者，有明方以智《物理小识》卷七《金石类·盐》“戎盐累卵法”条所

记载:“即青盐、紫盐之类，以水化之，涂鸡子，则累之而不堕。”④所谓“青盐、紫盐之类”的饱和溶

液“涂鸡子，则累之而不堕”作为一种日常经验始于何时，我们不能知晓。但是人们看到，“鸡子”
“累之”易“堕”作为生活常识，很早就作为政治语言借以形容“事势”⑤，频繁见于史籍，如《史记》
卷七九《范雎蔡泽列传》载范雎语:“秦王之国，危於累卵。”⑥《史记》卷八五《吕不韦列传》张守节

《正义》引《战国策》录吕不韦说秦王后弟阳泉君语:“王之春秋高矣，一日山陵崩，太子用事，君危

于累卵，而不寿于朝生。”⑦《史记》卷一二八《龟策列传》亦可见“国危于累卵”语。⑧《汉书》卷三

六《楚元王传》:“上有累卵之危。”⑨《汉书》卷五一《邹阳传》:“臣恐长君危于累卵……”瑏瑠《汉书》
卷五一《枚乘传》:“必若所欲为，危于累卵，难于上天。”“欲乘累卵之危，走上天之难。”瑏瑡《后汉

书》卷一〇上《皇后纪上·和熹邓皇后》: “诏曰: ‘朕以无德，托母天下，而薄祐不天，早离大忧。
延平之际，海内无主，元元厄运，危于累卵。’”瑏瑢《后汉书》卷二九《申屠刚传》:“国家微弱，奸谋不

禁，六极之效，危于累卵。”瑏瑣《后汉书》卷四九《王符传》: “居累卵之危，而图太山之安。”瑏瑤《后汉

书》卷六一《左雄传》:“民萌之命，危于累卵。”瑏瑥《后汉书》卷六二《陈纪传》:“若欲徙万乘以自安，

将有累卵之危，峥嵘之险也。”瑏瑦《后汉书》卷七五《吕布传》:“今与袁术结姻，必受不义之名，将有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瑏瑢

瑏瑣

瑏瑤

瑏瑥

瑏瑦

张显成:《简帛药名研究》，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6、440、442 页。
甘肃省博物馆、武威县文化馆合编:《武威汉代医简》，文物出版社 1975 年版，摹本释文注释第 3 页。
张延昌、朱建平:《武威汉代医简研究》，原子能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20 页。
〔明〕方以智集:《物理小识》，《万有文库》第 2 集第 700 种，第 179 页。
《三国志》卷四八《吴书·三嗣主传·孙皓》裴松之注引《江表传》载皓将败与舅何植书曰:“观此事势，危如累卵。”第

1177 页。
《史记》，第 2403 页。
《史记》，第 2507 页。
《史记》，第 3234 页。
《汉书》，第 1961 页。
颜师古注:“累卵者，言其将 而破碎也。”《汉书》，第 2354 页。
《汉书》，第 2359 页。
《后汉书》，第 429 页。
《后汉书》，第 1013 页。
《后汉书》，第 1633 页。
《后汉书》，第 2021 页。
《后汉书》，第 206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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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卵之危矣。”①

唐段公路《北户录》卷二“红盐”条崔龟图注:“戎盐即《万毕术》‘累卵’是也。”②也说“累卵”
方式可以早至汉代。《太平御览》卷八六五引《淮南万毕术》曰:“盐能累卵。”注:“取戎盐涂卵，取

他卵置其上，即累也。”③《太平御览》卷九二八引《淮南万毕术》有两条涉及“鸡子”即“卵”的

文字:

《淮南万毕术》曰: “艾火令鸡子飞。”注: 取鸡子，去其汁，燃艾火内空卵中，疾风因举

之飞。
“盐之累卵。”注: 取盐涂卵，取他卵置上，即累矣。④

前者体现了对热空气可以帮助物体飞升的早期知识，后者也应当是体现了某种科学原理的实践

经验。
“戎盐”医用体现的知识积累与“戎盐累卵法”作为“术”保留的历史记忆，超越了远方盐产多

用于满足物质生活消费的经验，在一定意义上体现出某种精神文明的性质。
当然，所谓用食盐“以水化之，涂鸡子”，或说“取盐涂卵”的做法，亦不排除腌制“鸡子”以防

腐坏变质的可能。《齐民要术》卷六《养鹅鸭》:“咸彻则卵浮。”说的就是以盐水腌制禽蛋的方式。
石声汉说:“咸彻则卵浮”，说明了“咸蛋的成熟过程”。“淹没在盐水下，或包裹在浓溶液中时，可

能由于接触性离子交换，而逐渐增加了对食盐等分子的透过性，到后来，盐可以在卵壳以内累

积。”“‘咸彻’即是‘咸透’，咸透之后，卵的比重降低，便在盐水中逐渐向上浮动。”⑤这是食盐应

用于食品加工的特殊技术，所谓用食盐“以水化之，涂鸡子”者，或许与此有某种关系。

九、丝路“盐泽”: 交通地理、自然地理与经济地理知识

《史记》卷一一一《卫将军骠骑列传》记载: “张骞从大将军，以尝使大夏，留匈奴中久，导军，

知善水草处，军得以无饥渴，因前使绝国功，封骞博望侯。”⑥张骞行历远国所获得的见识，中原帝

国军事外交方面的进取，均以为重要信息资源。《史记》卷一一六《西南夷列传》: “元狩元年，博

望侯张骞使大夏来，言居大夏时见蜀布、邛竹、杖，使问所从来，曰‘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

贾人市’。或闻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国。骞因盛言大夏在汉西南，慕中国，患匈奴隔其道，诚通

蜀，身毒国道便近，有利无害。”⑦《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说: “大宛之迹，见自张骞。”又记

载:“骞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传闻其旁大国五六，具为天子言之。”⑧《汉书》卷六

一《张骞传》也写道:“骞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传闻其旁大国五六，具为天子言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后汉书》，第 2448 页。
〔唐〕段公路撰，〔唐〕崔龟图注:《北户录》，《中国风土志丛刊》第 62 册，影印《四库全书》本，第 69 页。
〔宋〕李昉等:《太平御览》卷八六五《饮食部二三·盐》，上海涵芬楼影印宋本，第 3840 页。
〔宋〕李昉等:《太平御览》卷九二八《羽族部一五·鸟卵》，上海涵芬楼影印宋本，第 4126 页。
〔北魏〕贾思勰著，石声汉校释:《齐民要术今释》，中华书局 2009 年版，第 597—599 页。
《史记》，第 2929 页。
《史记》，第 2995 页。《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骞曰:‘臣在大夏时，见邛竹杖、蜀布。’”第 3166 页。
《史记》，第 3157、316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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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地形所有，语皆在《西域传》。”所谓“地形所有”，颜师古注:“土地之形及所生之物也。”①关于

“地形所有”方面的自然地理与经济地理信息，是包括盐产资源的:“于窴之西，则水皆西流，注西

海; 其东水东流，注盐泽。盐泽潜行地下，其南则河源出焉。”关于“盐泽”，司马贞《索隐》: “盐水

也。《太康地记》云‘河北得水为河，塞外得水为海’也。”张守节《正义》: “《汉书》云: ‘盐泽去玉

门、阳关三百余里，广袤三四百里。其水皆潜行地下，南出于积石山为中国河。’《括地志》云:‘蒲

昌海一名泑泽，一名盐泽，亦名辅日海，亦名穿兰，亦名临海，在沙州西南。玉门关在沙州寿昌县

西六里。’”②

前引蔡邕《从朔方报羊月书》:“幸得无恙，遂至徙所，自城以西，唯有紫盐也。”由“朔方”“徙

所”再言“自城以西”，是丝绸之路西行重要路径。而此外上文说到的有关“五原”和“环庆之

墟”，乃至“甘肃”“宁夏”，又远及“北胡”“西戎”“波斯国”“天竺国”“安息国”等各色盐产的记

录，应当都基于丝绸之路交通实践与考察收获。这些历史文化记忆的由来，包括古丝路交通行进

的亲身体验与行旅见闻。
中原人获得的有关丝绸之路沿线盐产的信息，既是交通地理知识，也是自然地理及经济地理

的知识。丝绸之路的开通，除了提供物资流动、商贸开发、文化交往的交通条件之外，还使得地理

信息传递到极远的地方。
较发达的文明可以因交通的进步而得以扩展。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指出，“一个民族本身的

整个内部结构”以及“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除了取决于“生产”“生产力”和“分工”的

“发展程度”之外，亦取决于其“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③。他们对自己的历史考察工作

有这样的判断:“到现在为止，我们主要只是考察了人类活动的一个方面———人改造自然。另一

方面，是人改造人……”这里，据编者注: “马克思加了边注: ‘交往和生产力。’”“交往”列在“生

产力”之先，值得我们特别注意。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交往”在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作用的强调，还

见于以下这段话:“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

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

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④丝绸之路史的研究，对于汉文化的历史进程以及丝路所联系

的相关文化实体的历史进程，意义非常重要。而涉及丝路沿线盐产信息的认识与感知，其实也有

特殊的文明滋味。

①

②

③

④

“具为天子言其地形所有，语皆在《西域传》”，中华书局标点本作:“具为天子言其地形，所有语皆在《西域传》。”颜师

古注标记在“所有”二字后。《汉书》，第 2689 页。
《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第 3160 页。
［德］卡·马克思、［德］弗·恩格斯著，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共

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47 页。
［德］卡·马克思、［德］弗·恩格斯著，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共

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167—16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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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Lushun and Dalian to Ｒussia． In order to prevent the expansion of the Ｒussian sphere of influence，the United
Kingdom proposed the lease of Weihaiwei from Qing court． According to historical records from archives，the
British careful analyzed and planned，and negotiated with other major powers before the lease of Weihaiwei．
Shortly following these，the United Kingdom negotiated with the Qing court for the Weihaiwei lease，and
pressured the Qing court to sign the Convention respecting Weihaiwei between China and Great Britainvention for
the Lease of Weihaiwei，which made Weihaiwei under British rule． Based on the historical archive，the Archives
of the Ministry Foreign Affair of the Qing Dynasty: the British Lease of Weihaiwei and other related historical
archives，we intend to provide a preliminary discussion on the negotiation process of the British lease of
Weihaiwei by inspecting the original archive of the Convention respecting Weihaiwei between China and Great
Britainvention for the Lease of Weihaiwei and related maps in this paper．

Keywords: Li Hongzhang; Weihaiwei; Convention respecting Weihaiwei between China and Great
Britainvention for the Lease of Weihaiwei; Liugong Island

Geographical Fundamentals of Worldwide Origination of Agriculture and Contributions
from China Han MaoLi ( 114)………………………………………………………………

( College of Urban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Peking University，Beijing 100871，China)

Abstract: Based on studies on the three major places of worldwide origin of agricultural crops，we propose
in this paper that China＇s most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world civilization is domesticating
foxtail millet，broomcorn millet and rice． We pay special attention on environmental settings of agriculture ＇s
places of origins and point out that physical environment at those places was not the best． Imperfect environment
forces people to give up hunting and gathering and to obtain food through agricultural practices． The excellent
natural environment of European plains once provided abundant fauna and flora resources，but it led to a long
period of barbarism and impeded the development of civilization． With a geographical perspective，we can see
that originations of human civilization were areas with fragile environmental settings．

Keywords: origination of agriculture; geographical fundamentals; environmental attributes; con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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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s of Salt from Northern Nomadic Ｒegion and Western Ｒegions and Transportation
Geography of Silk Ｒoad Wang Zijin ( 125)…………………………………………………

( The School of Chinese Classics，Ｒ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872，China; Ｒesearch Center of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of Unearthed Documents and Chinese Ancient Civilization，Beijing 100872，China)

Abstract: From the history of salt since Han Dynasty，we can see Chinese people＇s curiosity to the rare salt
from foreign lands． Salt from multiple originations has bizzare colors that are different from what people from
China Proper had been observing and purchasing in their economic production and daily diet． Many scholars
consider the“five-color salt”mentioned in the legendary Susha clan ＇s“boiling sea”as a foreign anecdote．
Ｒecords like purple，blue，yellow，red and black salt could be found in various documents． These experiences
with colored salt from distant places were based on practices of the long-distance transportation． There is also a
connection between early memories of the Silk Ｒoad and related evidences in the salt history． This conn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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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erves more attention from researchers in transportation geography and cultural history．
Keywords: purple salt; blue salt; yellow salt; red salt; black salt; Silk Ｒoad; transportation geography

Details of Finnish Mannerheim＇s Ｒeconnaissance in Xinjiang in Early 20th Century and Its
Analysis Hou Yongjian Han Binwei ( 138)………………………………………………

( Northwest Institute of Historical Environment and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Xi＇an 710062，China)

Abstract: In August 1906，after accepting the military mission from the General Staff Headquarter of
Ｒussian Armies，Mannerheim，a Finnish professional soldier，formed a small expedition team to conduct a
military reconnaissance from Central Asia to Xinjiang，China． This expedition lasted for one year and two
months． Mannerheim later arrived in Beijing and completed the military investigation report ( including attached
pictures) at the Ｒussian Embassy，and submitted the report to higher authorities． In this paper，we focus on
many historical details of this expedition team when they were in Xinjiang． These details include how they
focused on the military topography，how they made use of equipment，and how they eventually completed a
diary-style book with military intelligence values． After a hundred years， the timeliness of the military
intelligence has been greatly reduced，but the report and diary can still be used as valuable historical and
geographical accounts for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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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hoo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Southwest University，Chongqing 400715，China)

Abstract: Looking through the development of geography as a subject in China，human geography was
once translated into renwen dilixue or rensheng dilixue． The academia can hardly define exact meanings and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se two terms precisely． Interpretation of the literature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helps reveal the evolution of these terminologies． The course of such development should be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In the first stage，renwen dilixue evolved from the convergence between traditional chorography and
modern human geography in order to study humanity aspects of geography． In the second stage，rensheng dilixue
emerged in order to criticize the traditional chorography and to promote the theory regarding the human-place
relationship as the core content of human geography． It was affected by the French school of thoughts． The third
stage was，again，renwen dilixue，but with meanings differ from either of previous ones＇． It criticized the theory
of human-place relationship of the stage two． It was proposed under a general ideological background that
combined landscape and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theories． Throughout these three stages，we can notice that the
phrase human geography in China had different meanings at different time． Inheritance of those meanings exists，
but criticism from one to another dominates． Essentially，these variations of academic thoughts were the result of
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modern geographical thoughts that blended with the domestic academic environment
and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China．

Keywords: renwen dilixue; rensheng dilixue; connotation，evolu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