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传承千年的手工晒盐手艺，有望通过打造特色文旅项目重获新生
惠东县新闻中心供图

渔盐制瓷等发展成经济支柱叁

苏东坡推广中原先进农具贰
据《两广盐法制》记载，清乾隆 22 年，“惠州所

属八场，岁产盐斤将及百万包，以通省而论，惠州
居其大半”。 清代惠盐通行广东，也培育出诸多盐
商，其中惠阳的邓氏家族最有名。 邓氏家族曾靠经
营盐业富甲一方，后代中培育出“铁笔御史”邓承
修、革命烈士邓仲元等众多才俊。

盐是中国历代王朝控制极严的货物，盐商是
一个好营生，产盐多的地方，自然会让某些人暴
富。 镇隆崇林世居、淡水两秀新居和秋长早期的
一些大型围屋，都是盐商建造的。其中，淡水邓氏
的开基始祖邓奕贵，就靠着贩盐，一举开创了邓
氏富甲一方的传奇，并给后嗣几代子孙留下了巨
额财富。

此后，邓氏家族开枝散叶，后裔子孙中人才辈
出。邓承修是清代咸丰十一年（1861 年）举人，历任
刑部郎中、浙江道、江南道、云南道监察御史、鸿胪
寺卿等官职。 任御史时，他大胆进谏，弹劾权贵，痛
陈利弊，人称“铁笔御史”。 光绪十五年（1889 年），
他又在淡水创办崇雅书院，即今天的崇雅中学。 晚
年，他主讲丰湖书院，一心扑在家乡文教事业上。

民国时期，不少邓氏后裔投身革命。 像同盟会
元老邓仲元，曾任广东军政府陆军司司长、粤军总
参谋长兼粤军第一师师长， 参加过广州黄花岗起
义、光复惠州、讨伐袁世凯、驱除龙济光、统一广东
等战役，功勋卓著。 他逝世后，国民政府还确定每
年 3 月 23 日为“先烈邓仲元先生殉国纪念日”。 广
州、惠州、梅州等地先后建立以邓仲元名字命名的
学校、医院、图书馆、街道等。苏东坡见证的

小麦水稻
“地盘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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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唐书·地理志》记载，
唐贞观年间， 惠州地区人口
只有 6891 户，至“开元盛世”
的天宝年间也不过 9525 户，
社会经济以农、 渔业生产为
主，经济相当落后。

入宋后， 尤其是宋仁宗
时的政策促进南方发展。《元
丰九域志》记载，仁宗朝后十
几 年 的 宋 神 宗 元 丰 年 间
（1078 年-1085 年）， 惠州总
户数已达到 61121 户。 其中
主户 23365 户， 客户 37756
户。 客户即外乡、外县移居本
地的佃户和“射耕人”，已占
惠州总户数的 61.8％。 大量
移民的进入， 反映了这个时
期惠州社会经济规模迅速扩
张。

这一时期朝廷派到惠州

的官员，也很重视发展生产，
其中最突出的就是陈偁。 宋
治平三年（1066 年），仁宗驾
崩的第二年， 此前仁宗朝时
就曾任惠州知州的陈偁再次
知惠州。 这次，他推动惠州民
众大规模种植小麦。

惠州种植小麦的最早记
载，见于郑侠所撰《西塘集》。

“南民大率不以种艺为事，若
两麦（大麦和荞麦）之类，盖
民不知也。 公始于南津间地，
教民种麦，是岁大获，于是惠
民种麦者众矣！ ”这里所说的

“南津”，本地人称“麦地”，也
就是今南湖南岸至麦地路之
间。

陈偁任惠州知州时所筑
的湖堤被人称为陈公堤，即
今天城区通往丰湖书院的黄

塘堤。 陈偁走后约 30 年，苏
轼游博罗香积寺， 看见路边
“夹道皆美田，麦禾甚茂”，禁
不住用“二年流落蛙魚乡，朝
来喜见麦吐芒”的诗句，来表
达丰收在望的喜悦。 这说明，
此时惠州已是大面积种植小
麦并获得成功。

粮食生产的发展， 无疑
为宋代惠州人口增长和社会
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除小麦外，荔枝、药材和
茶叶也是宋代惠州农业生产
的重要项目， 罗浮山的药市
和水北的荔枝浦， 在当时闻
名遐迩 。 宋咸平二年 （999
年），陈尧佐权知惠州，在梌
山太守东堂（今惠城区教育
局附近）手植荔枝，把优良品
种引进惠州。

南江
文教事业有赖经济支撑：

“惠州城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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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业和盐业， 特别是盐
业，是宋代惠州经济支柱。 惠
州有漫长的海岸线，渔盐历来
是其财政收入之大宗。惠州府
城是各县渔盐山货的集散地，
唐庚寓惠期间就曾写下“利倾
小海鱼盐集， 味入他村酒茗
甘”的诗句。

据史载，宋代广东有盐场
17 个，惠州占了 3 个，分别为
归善淡水盐场、海丰古龙盐场
和石桥盐场， 均属官府所有，
当时有“今日财赋，鬻海之利
居其半” 的说法。《宋要会辑
稿·食货》 载， 宋绍兴三年
（1133 年）， 惠州的 3 个盐场
则课利 5 万多贯，推断年产量
为 100 万斤以上。

北宋宣和年间的惠州佥
判陈鹤用“捐盐仓箩头钱置学
田以增廪”的方法解决办学经
费，是惠州置田赡学的最早记
载， 说明盐业在宋代惠州，是
官府办学的重要经济来源。

宋代惠州的另一支柱产
业是铸钱。《宋史·食货志》载，
宋熙宁四年（1071 年）， 惠州
设置阜民钱监，这是当时全国
十六个钱监之一，且为全国第
二大监。近年惠州一些采沙船
在东江大桥附近采沙时，采出
约一万枚全新“崇宁通宝”折
十大钱，铁划银钩，字体清朗，
说明惠州铸钱有很高的工艺
水平。

阜民钱监也是当时惠州规
模最大的手工生产作坊。 若参
照南唐时期一个铸工年铸铜钱
一千五百缗的标准推算， 年铸
量为七十万缗的阜民钱监约需
铸工 500 人，另加翻沙制范、烧
窑看火、加工磨铣、冶官监卒、
护卫后勤以及原料、燃料供应、

产品储存输送诸色人等， 用工
规模或达千人以上。

陶瓷业在惠州也是传统
产业， 最早可上溯到 3000 年
前的缚娄古国时期。惠州发现
有宋窑遗址多处，如三栋瓦窑
岭、朱屋村等等，其中以位于
城区东平窑头村的宋窑遗址
规模最大， 面积达 40 万平方
米， 是北宋广东三大民窑之
一。 据专家考证，该窑从北宋
初年开始烧造瓷器，生产历史
长 达 100 多 年 。 该 窑 址 于
1976 年被发现挖掘时， 出土
瓷器、窑具等 650 多件，种类
繁多，造型美观，技艺精巧。

东平窑的瓷器主供外销，
尤以白瓷最著名。近年来有国
外学者在考察研究东南亚、西
亚、 非洲北部的古瓷器时，发
现有相当一部分产自中国广
东。惠州北宋东平窑址的白瓷
正与东南亚一带所见白瓷相
同。 当年，通过广州港外销的
陶瓷数量巨大，内中包括惠州
的产品。 在东平宋窑遗址出土
大量铜钱中有越南的“天福镇
宝”钱，也从侧面印证了这一
历史事实。

制盐、铸钱、制瓷诸业的
兴旺，促进了惠州水运业的发
展。 东江是粤东黄金水道，惠
州又在东江和西支江交汇之
处，各地商品集散于此，水道
一片繁忙。宋代广州与惠州已
有定期班船，惠州区内客渡更
多，如博罗从县城南门至石湾
的东江流段上便有十三渡运
载客人。 宋绍兴二年（1132
年）， 名儒罗从彦于罗浮创建
钓鳌书院，就是靠收取这东江
十三渡的税捐“以赡来学者”，
是书院稳定的经济来源。

苏轼贬谪惠州， 把中原
先进的农具及其使用技术也
带来了。

我国传统的农具到宋元
时期已基本完备。据元人王祯
所撰的《农书》记载，宋元时期
全国有农具 105 种， 其中除
传统旧式农具外，许多是宋元
时期创新改造的新式农具、如
踏犁、简车、秧马、水磨等。 在
岭南，秧马、水磨这些先进农
具， 就是在苏轼的积极推广
下，首先在惠州开始使用的。

绍圣元年（1094 年）苏轼
被贬惠州，行经江西庐陵（今
江西吉安），在庐陵属下的西
昌（今江西泰和）遇上宣德致
仕郎曾安止。 曾安止将自己
写作的《禾谱》一书请苏轼过
目，苏轼读后，觉得该书“文
既温雅，事亦详实，惜其有所
缺，不谱农器”，于是向曾安

止介绍了秧马的作用和形
制，并作《秧马歌》教人使用。

到了惠州， 苏轼又把秧
马介绍给博罗县令林抃。 林
抃因地制宜，略加修改，制成

“加减秧马”。 使用秧马前，农
民拔秧，“俯伛秧田， 非独腰
脊之苦。 而农夫例于胫上打
洗秧根，积久皆至疮烂。 今得
秧马， 则又于两小颊子上打
洗，又完其胫矣”。 秧马既提
高了生产效率， 又保护了劳
动者。 很快，“惠州民皆已使
用，甚便之”。

龙川令翟东玉了解情况
后， 主动上门找苏轼索取秧
马图纸，带到龙川推广。 苏轼
离惠十余年后，唐庚来惠，沿
途看到农民普遍使用秧马，
写下了 《到罗浮始识秧马》
诗， 其中有“从此驰君四十
年”一句，表达了对苏轼勤民

恤农精神的追慕之情。
以流水为动力的碓磨 ，

在当时也是一种先进生产工
具。 明宋应星《天工开物·攻
麦》中记述，每副水磨每天可
磨麦六石，相当于 20 个强壮
劳动力的工作量。 宋绍圣二
年三月，苏轼在惠州作《游博
罗香积寺》 诗的小序中说：

“寺下溪水，可作碓磨。 若筑
塘百步，闸而落之，可转两轮
举四杵也。 以属县令林抃，使
督成之。 ”

此前，陈偁也大兴水利，
在丰湖“筑堤捍水， 延袤数
里，中置水门备潦，叠石为桥
于上，鱼利悉归民”。 当时遇
到大旱，他又“教民以牛车汲
水入东湖溉田， 民赖其利”。
林一鸣继任后，也“为文谕民
力学种麦，垦荒田、修陂塘、
去丧乐、禁杀牛”。

濒临南海的惠州惠东，自古得渔盐之利，惠州
人从事海盐生产有近千年历史。 然而，随着经济社
会发展，手工盐业逐渐走向衰落。 如今，这一传承
千年的技艺正在谋求新发展， 有望通过开发特色
文旅项目，重新成为惠州的金字招牌。

手工制盐难以适应社会发展
从宋代开始， 制盐业成为惠州社会生产重要

部门。《宋史·地理志》记载，北宋熙宁九年 （1076
年），广东沿海开辟 15 个盐场，其中淡水盐场就在
惠州归善县，即今惠东县平海镇东部。

1985 年， 惠东县盐田总面积 748 公顷， 共分
为 3 个盐场。进入 90 年代，县内各盐场面积锐减，
至 1995 年全县共有盐田 603 公顷。

惠东县稔山镇长排村是一个传统制盐村，不
少村民靠晒盐为生，曾有专业盐民 3000 多人。 时
至今日， 当地仍保留着一个有数百年历史的百亩
盐田，沿用传统晒盐方法。 涨潮时，海水就从水渠
引进来，经过第一格池停顿过滤，然后进入第二格
池，层层过滤。 海水在盐池中经日晒风吹，水分渐
渐蒸发，最后结晶成盐。

传统方法晒盐很辛苦。“赤日炎炎似火烧，盐
町粒粒汗中熬。 辛苦劳累谋生计， 大爱真情日月
昭。 ”这是盐农后人、惠东县稔山镇大墩小学教师
罗宜景为自己辛苦耙盐一辈子的父母所作的诗
句。 他说，制盐是他们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但
由于劳动负荷重，收益不高，盐农的下一代基本都
不传承祖业了。

古老技艺有望变成旅游项目
今天，惠东的“四色旅游”标签中，“古色”占比

颇重，盐洲岛、稔山、港口附近的产盐文化依然浓
厚。 随着当地盐业的淡出，惠东的盐民也在谋求新
发展。

历史上， 惠东县港口滨海旅游度假区属于半
渔半盐地区，盐业曾是当地的重要产业。 如今，手
工晒盐场所已成港口文化遗迹的一部分。 不少盐
农选择把盐田改造成海产品养殖池； 也有人坚守
传统工艺，不愿放弃。

在港口滨海旅游度假区内的港尾等村民小
组，有许多天然沙滩，吸引了众多游客前往游玩。
利用这一资源，当地盐民纷纷发展渔家乐、民宿等
旅游业，目前全村民宿约有 50 家。

惠东县相关工作人员介绍， 今天依然有很多
人对古盐场感兴趣， 未来当地有望将海水晒盐的
生产民俗开发成旅游项目， 游客可以亲眼观看展
示，也可以参与其中。

小麦和水稻在中国的种植
历史都非常悠久。 考古学发现，
早在新石器时代、甚至旧石器时
代晚期， 中国古人就开始采集、
培育小麦与水稻作为食物了。

从植物学上来讲 ， 这两种
作物同属禾本科， 但生长习性
有很大不同，一个旱作，一个水
生， 因此在分布地域上有天然
差异。 笼统地说， 小麦分布于
北方， 水稻分布于南方 。 而两
者的地理分界线，一般来说，在
秦岭淮河一线。

不过也不尽然 ， 秦淮线的
南北， 出现水稻小麦交叉分布
的区域也不少。 毕竟 ， 二者并
非 “势不两立 ”，只要满足条件
就可生长。

比如从 19 世纪中后期开始，
“北方之北”的东北黑土地上也出

现了水稻种植。 而在南方的一些
地域，小麦也有种植。比如在岭南
惠州， 宋代大文豪苏轼被贬到这
里时，就惊喜地看到了麦浪。

那一日苏轼在前往博罗香
积寺的路上， 看到 “夹道皆美
田 ，麦禾甚茂 ”，于是他用 “二
年流落蛙鱼乡， 朝来喜见麦吐
芒”的诗句，记录下了当时的喜
悦心情。

在大海之滨的岭南看到小
麦，让长期在东京汴梁（今河南
开封 ）为官的 “中原人 ”苏轼感
觉新奇而亲切。

其实，那时候惠州种小麦已
经 好 多 年 了 。 北 宋 治 平 三 年
（1066 年） 陈偁任惠州知州，曾
推广小麦种植，使得这种来自北
方的农作物在岭南落地生根。

水稻和小麦的“地盘”划定，

主要决定于水田和旱田的分布。
而这，又主要决定于气候条件。

不过就是同一个地区 ，在
不同的历史时期 ， 气候也会有
些许变化。 根据气象学家竺可
桢的研究， 历史时期的气温会
有上下波动， 这会导致水田旱
田分布的变化。 于是 ， 气候温
暖时降水多，水稻分布就变广；
气候变冷时天干少雨 ， 小麦就
乘机扩展“势力范围”。

据考证 ， 惠州在岭南率先
种植小麦，也和气候变化有关，
南北宋交替至南宋这段时期 ，
正处在气象史上的寒冷期 。 这
时旱地面积变大 ， 南方出现了
更多旱田， 此时惠州能成功引
种小麦，也就不难理解了。

除气候变化会引起水稻小
麦面积增减外，还有社会学层面

的因素，那就是人员流动。 因政
治或军事等原因，人口从北往南
流动，习惯于种植小麦、吃面食
的北方人南迁，就会把生产生活
方式带到南方，这也促动了小麦
种植向南方地域扩展。

中国人口的南北流动是有
规律的。 岭南有不同时期迁来
居住、 定居的北方人 ， 即客家
人 。 他们的到来 ， 本身就是文
化的冲击与交融 ， 他们改变了
当地，当地也改变了他们。

小 麦 和 水 稻 的 区 域 变 迁
史，本身就是人类文化史。当年
苏轼在惠州时 ， 恰好感受到了
这种变化。那一刻的感受，借助
于他的诗文，得以留存至今。现
在的我们看到这诗句 ， 还禁不
住会心一笑， 仿佛也看到了东
坡当年所见的原野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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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制盐技艺
有望成旅游民俗

羊城晚报记者 吴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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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教育的发展以经济为基础。宋
仁宗后，惠州文教兴盛，这自然
离不开经济发展的助力。先是宋

仁宗朝的知州陈偁两次主政惠州， 疏浚
西湖， 推广小麦种植； 后有苏轼贬谪惠
州，不仅给惠州留下千年诗名，更留下来
自中原的先进农具；此后，鱼盐、铸钱、陶
瓷等经济支柱相继崛起， 成了惠州文教
事业井喷式发展的有力支撑。

百里东江，自古是黄金水道，渔盐酒
茗，集于一市。 当时的惠州，已成为岭南
地区最繁华的几个城市之一，人文、风物
甚至能与中原地区媲美。 正如之后的北
宋诗人唐庚在《西溪》诗中所说：“百里源
流千里势，惠州城下有江南”！

贤太守引入小麦种植技术壹

北宋时引种小麦 ， 惠州
才有了面食文化 ，后来还创
出了著名的“伊府面”

惠东港口附
近 ， 盐农们辛苦
晒出的盐堆成了
小山

惠东县新闻
中心供图

插图 / 杜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