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墒要 :中 美联合三峡盐业考古是中国首次盐业专题考古。考古发现不仅为认识三蛱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提

供了新的视野,也 为三峡旅游开发开辟了新的思路。通过全面调查 ,我 们可以发现古盐业遗址具备旅游文化价值、

观赏价值和娱乐价值 ,完 全应该作相应的旅游开发规划与建设 ,值 得旅游界与社会备界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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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产是历史时期遗留的、人类宝贵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1972年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通过了

《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该公约将文化遗产定义为三类 :文物、建筑群和遗址。其中,工业遗产是其

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在遗产旅游研究方面 ,国 内目前基本属于空白领域 ,国 际上的研究成果也不多见。Am-

″αJ5or To∝ rjs″ R纟s纟己rc九 于 1996年 推出一期遗产旅游专集 ,其工业遗产旅游部分主要是矿场和采石场

(耐nes and quarries),研 究领域较窄 ,但文章所探讨的主题仍有借鉴意义。作者认为 ,遗产旅游的价值并不

在于遗址本身 ,而在于遗址所反映出的对社会变革所产生的影响匚1彐 (3-7页 )。 台湾学者王鑫认为遗产地旅

游 ,具有四个方面的属性 :旅游吸引物、社区识别标志、正式与非正式教育基地以及经济重振的基础。当然 ,

不同的遗产地在上述四个方面的表现有所不同,各有其侧重点匚2彐 (8-9页 )。 约翰 ·斯沃布鲁克将工业遗产

作为景点开发的主要类型进行了探讨。BO年代以后 ,英 国、法国等纷纷开发这项旅游产品,甚 至把它作为振

兴老工业城市的一种手段。1993年 ,英 国旅游局和英国国家旅游委员会的促销主题就是
“
工业遗产游

”
,更

加促进了工业遗产旅游景点的开发匚3彐 (84— 85页 )。

我国手工业历史悠久 ,种类繁多 ,技艺精湛 ,考古发现的大量手工业遗址不仅有珍贵的文物价值 ,而且极

具旅游开发价值。与欧美相比,我 国的手工业遗址所反映的历史更为久远 ,文化内涵更加深厚。开发以后 ,

可以与欧美等工业革命的遗产形成对比和时间连接 ,展现东西方的不同特点和世界工业文明的历史演变。

但是 ,我 国这一丰富的旅游资源并没有得到充分利用 ,以 往的开发仅仅把它作为文物展品陈列 ,由 于专业性

强 ,形式呆板雷同,游客索然无味 ,开发者人不敷出,形成游客少—资金缺一遗产资源保护不力甚至破坏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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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恶性循环 ,实在令人惋惜。笔者试图通过三峡古盐址案例 ,抛砖引玉 ,引 起各界对工业遗产旅游的关注。
- 三峡古盐业遗址与旅游资源

1999年 3月 和 7月 ,笔者随中美联合三峡考古队 ,对三峡库区的古盐井遗址进行了两次全面考察 ,这也

是我国首次盐业专题考古。初期研究成果将中国井盐开发的历史上溯至商周时期 (以前的研究上限为战国

末),也为认识三峡流域历史时期的社会、经济、文化提供了全新的视野。这些发现为三峡旅游开辟了新思

路 ,而大量的古盐井遗址以及相关的建筑群、文物为三峡旅游开发提供了新的资源赋存 E4彐 。

古盐井 :三峡地区现存的古盐井遗址主要分布在忠县、云阳、万县、开县、奉节、巫溪、彭水 7个县 ,共计有
32口 。主要有三种类型 ,一是瀑布型天然盐泉 ,如 巫溪县宁厂镇白鹿泉、彭水县郁山镇的飞水井等 ;二是地

下盐泉出露 ,如奉节县白帝城下长江沙洲上的
“
臭盐渍

”(因 盐水中含硫化氢 ,味臭 ,故名),盐泉从长江水下涌

出,色 白,冬季形成
“
白龙过江

”
的奇观 ;三是人工大口井 ,如云阳县的白兔井、浣泉井等。

古盐业作坊 :彭水郁山镇、巫溪宁厂镇、云阳云安镇均保留有完整的原始的土法熬盐的作坊 ,可 以重现土

法制盐的全过程。

古建筑群 :巫溪宁厂镇因盐而成 ,因 盐而兴 ,古建筑群保存完好 ,风格独特。南北云峰夹峙 ,后 溪清流如
带 ,由 于地形险峻 ,所有房屋后靠青山,面临河岸 ,建筑形式以块石奠基 ,原木支撑的

“
吊脚楼

”
为主,古色古

香 ,错落有致。街道蜿蜒曲折 ,顺河延伸 ,长约三公里多 ,俗称
“
七里半边街

”
。由于古代盐业兴盛 ,盐产地普

遍兴建神庙 ,规模最大的巫溪宁厂镇龙君庙 ,创 自汉代 ,为祭祀盐泉龙君而建 ,盐泉洞口还有
“
宝源天产

”
、
“
黄

金玉洞
”
等摩崖石刻。

栈道遗迹 :大宁河栈道以宁厂镇为中心 ,向 下游至龙门峡口,向 上游一直通往湖北、陕西交界地带。栈道
石孔呈方形 ,一般距水面 zO米左右 ,孔距 1米余 ,孔深约 50厘米 ,多数地段有上下两排 ,呈

“
品

”
字形 ,排距约

近 2米。石孔的个数据说有 68gg个 ,不可确信。大宁河栈道的用途有三种说法 ,但都与宁厂的盐业有关 ,

一、运盐船的纤道 ,二 、运卤水的笕道 ,三 、上溯运粮船(供给盐厂)的纤道。

出土文物 :三峡库区现已经查明有旧石器遗址 65处 ;新石器遗址 85处 ;夏商周时期巴文化 (三峡地区古

属巴国)87处 ,墓葬 3处 ;东周时期巴楚秦遗址 狃 处 ,墓 葬 18处 ;秦汉遗址 152处 ,墓葬 290处 。与盐业开

发有关的考古发现主要在忠县的中坝遗址、哨棚嘴遗址 ,出 土的尖底杯和花边圜底罐将我国井盐开发的时间
上限向前推至商周时期。涂井镇的一个东汉崖墓出土了大量精美的房屋模型 ,反 映了汉代盐商家族的奢华
生活。

二 古盐业遗址的旅游价值
(一 )旅游历史文化价值

过去 ,对于三峡旅游文化的认识是不全面的,除 了唐宋诗文的美学欣赏和三国故事的流传外 ,游客对于
“
原生

”
的三峡地域文化知之甚少 ,而新旅游者渴望体验不同区域的文化风情 ,古代盐业开发正是认识三峡历

史时期 ,特别是早期人类活动的重要基点。

从地理环境看 ,三峡地区山高水急 ,土地贫瘠 ,并不是古人类生活的理想场所 ,但结合盐业开发 ,则 给我
们有益的启示。张其昀、张光直等著名学者提出盐与中华文明起源有密切联系 ,炎 帝、黄帝阪泉之战以及夏
朝、商朝的发展都与山西解州池盐的利用有关。任乃强教授提出了以大宁盐泉、郁山盐泉为中心的

“
巫戡文

化
”
和
“
黔中文化

”
的概念。《山海经》记载 ,巫溪地区原始居民

“
不绩不经 ,不稼不穑

”
,但衣食无忧。《后汉书》

记载古巴人的迁移是为了逐盐而居。所以,因 盐而聚众 ,聚众而成邑是三峡地区早期人类聚落形成至关重要
的因素。

据笔者研究 ,三峡区域行政区划和城市布局的形成与盐业密切相关。从城市布局看 ,盐产地皆最早设
县 ,并成为经济的增长点 ,周 围县城多从产盐县分出。而且 ,产盐县几乎都历经了从产盐镇向县城转移的过
程 ,如云安镇——云阳县、宁厂镇——巫溪县、郁山镇——彭水县、干杯井镇——忠县等。从行政区划看 ,今

天重庆直辖市的成立实乃东汉末政区的历史轮回,今天的重庆市区、万县开发区、黔江开发区即相当于东汉
末的巴郡、固陵郡、巴东郡 ,而汉末三郡的形成 ,就是以盐产地为经济支撑 ,盐商家族地方势力割据自立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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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匚5彐 (1o-16页 )。

盐业的重要性还形成了三峡独特的地名文化。忠县古称临江 ,长 江边城市众多 ,为 何此处叫临江 ,实 乃
“
盐江

”
的音转 ;奉节古称鱼腹 ,可能与白帝城下盐水涌出,江水色白,形 似鱼腹相关。另外 ,白 帝城下八阵图

遗址实为古盐业开发留下的遗迹 ;另 外 ,盐井取名多来自民间传说 ,如 白兔井、白鹿井、倒鹿井、鸡鸣井等。此

外 ,任乃强先生还考证出巫山神女的原型实为盐水女神匚6彐 (221页 )。

由于盐的重要性(古代国家税收的主要来源以及百姓生活必需品),行业神崇拜较为普遍 ,盐神庙在三峡

沿产区均有 ,可惜毁坏严重 ,仅有忠县、巫溪有存 ,对于研究三峡地区的民俗文化十分重要。

(二 )观赏娱乐价值

盐业遗址旅游的观赏娱乐价值包括文物参观、景观欣赏、劳作体验、休闲疗养等。三峡文物发掘工作是

一项世纪工程 ,大量的文物必将在日后展出,盐业文物作为重要组成部分 ,一定会受到关注。比如已发掘出

的忠县涂井盐商崖墓 ,各种房屋模型、陶俑等非常精致 ,甚至还有监狱模型、反映了盐商的富庶生活和强大势

力。景观欣赏主要是大宁河栈道和宁厂古镇 ,中 国古栈道一般用于军事交通 目的 ,用 于经济目的者十分罕

见 ,并且由于大宁河栈道的用途尚无定论 ,更能引起游客的好奇。宁厂古镇和中国其它古城镇相比,具有独

特的观赏价值。它是因盐而兴的手工业城镇 ,不 同于以农业为本的
“
耕读文化

”
村落。宁厂地处西南僻壤 ,以

当地常见的
“
吊脚楼

”
为主要建筑形式 ,同时将吊桥和对岸的制盐作坊联系起来 ,反映出中国古镇的

“
工业

”
景

观。宁厂、云阳、彭水都有保存良好的作坊 ,游客可观赏取卤一输卤—熬盐—成型的全过程 ,甚至可以直接参

加劳作 ,获得体验。目前 ,三峡地区的盐厂由于历史太久 ,盐 卤浓度低 ,成本较高 ,已 基本关闭 ,盐 卤资源完全

浪费 ,十分可惜。盐卤除了工业用途外 ,还具有洗浴健身的功能 ,盐卤浴场风行欧美 ,但我国还是空白,开县

温汤盐泉、巫溪宁厂盐泉、云阳大口盐井等都具有开辟为特色休闲疗养区的潜力。

(三 )科学价值

盐是人类生活的必需品,盐 的利用可以说与火的发明具有同等价值。但人类究竟何时利用盐 ,至今仍是

未解之谜。三峡盐业考古工作把井盐开发上限推到商周之际 ,意义重大。以前学者研究井盐的开发及其发

展 ,都 只关注自贡地区。事实上 ,自 贡井盐的开发远远迟于三峡。井盐的开发大致经历了天然盐泉一大口井

(浅井〉—小口井(深井)三个阶段。自贡位于四川盆地中部 ,盐矿埋藏深 ,钻井技术发展后才能大量开发。而

三峡位于盆地东部边缘 ,由 于长江及其支流的强烈下切 ,盐矿埋藏浅甚至天然出露。自贡槊海井(中 国第一

口千米深井)和 盐业博物馆已经列人四川旅游总体规划,但博物馆展示的都是盐业钻井技术的发展 ,三 峡盐

业旅游展示的天然盐泉和大口井 ,可与自贡互补 ,在空间上显示四川盆地地质条件的差异 ,在时间上演绎中

国古代井盐科技开发史的全过程。

三 古盐业遗址的旅游开发构想——兼论工业遗产旅游的特点与开发

三峡盐业遗址具有的历史文化价值、科学价值、观赏娱乐价值 ,不仅填补了中国盐文化的空白,也为旅游

开发提供了新的思路。以前三峡旅游属于传统观光旅游 ,现在融进工业遗产旅游 ,可大大丰富其旅游文化的

内涵 ,扩大其旅游开发的外延。并且 ,我们可以从三峡古盐业遗址开发的个案中,认识工业遗产旅游产品的

普遍特点以及开发思路。

(一 )主题展示——遗产地景观与文化解读

大宁河小三峡是三峡旅游向长江两岸的空间延伸 ,以 前的开发是单一的自然风光观赏 ,实质上与大三峡

旅游方式雷同,但大宁河是三峡盐文化的集中体现 ,也是三峡腹地人文精神的集中演绎。根据现有的资源条

件,可规划以下景点、景区和旅游活动。1.栈道景区。由于栈道的用途存在争议 ,可 恢复三段 ,三 种类型 :一

是拉船的纤道 ,并有纤夫表演(拉游船);二是输卤水的笕道 ,中 央电视台拍片时曾作过实验 ;三是供游客娱乐

行走的部分。还可以把栈道之谜、悬棺之谜、神女之谜合称巫峡大宁河三大谜 ,让游客在旅游中产生好奇心

和联想。2.盐泉景区:白 鹿泉、龙池(储盐水 )、 盐卤分孔(各盐灶引卤水的通道)、 绞渡(高空过河输卤管道)遗

迹。3.古代制盐作坊和土法制盐工艺展示。游客参观并可以参与 ,盐产品还可作为纪念品带走。考虑到忠

县制盐陶器的文物价值但又无法进行旅游开发 ,可在这里展示井盐史上最早的制盐陶器并复原熬制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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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巴马大学盐业考古专家巴盐教授作过复原 ,效果很好匚7彐 。4.宁 厂古镇 :突 出与
“
耕读文化

”
不同的山区

手工业城镇风格。全面保护和恢复民居、大宁监遗址、龙君庙、运盐码头、钱庄等 ,重现古代
“
两溪渔火 ,万灶

盐烟
”
的盛况 ,同 时开辟宁厂盐业历史陈列室。5.修建盐卤保健浴场。盐卤中含有硫、锶、硼、钾、溴等多种微

量元素 ,经科学方法处理后的卤水浴可调节神经系统 ,治疗呼吸系统疾病 ,改善人体睡眠,对皮肤美容、皮肤

疾病、皮肤面管扩张等也有明显功效。卤水浴风行欧美 ,但在中国还是空白,自 贡正在策划建设盐卤浴场健

身基地 ,如果宁厂开发这一项目,集观光旅游和康体度假于一体 ,必将更有吸引力。6.恢复盐神庙 ,使其成为

行业神崇拜与三峡民俗文化的新景点。

通过以上论述说明 ,工业遗产旅游关键在于突出其主题。工业遗产有不同的类型 ,但展示的方式是共同

的。工业生产主要包括以下环节 :即原料采集——工艺制作——产品——运输方式 ,传统工业的发展依赖于

自然 ,同 时也使自然面貌极大改观 ,所 以,工业遗产地的景观及其旅游开发反映出三个层次的变化 :自 然景观
——文化景观——景观解读 ,既反映了自然的人文化过程 ,又演绎了

“
工业史

”
历程 ,通过一定的旅游方式解

读工业文化景观 ,实现工业遗产旅游的开发(见下表 )。

原 料 制 作 产 品 运 输

自然景观 天然盐泉 河流阶地 天然河道

文化景观

盐 池、分 卤孔、绞

渡 (过 河 输 卤 管

道 )

龙窑、厂房、民居、

火神庙
盐 船队、码头、栈道

景观解读

自然 恩赐 ,“ 宝源

天产
”
;盐 泉龙君 ,

盐神崇拜

制盐工艺 (天 然使

用——陶 器 熬 盐

一 铁 器 熬 盐 ),

聚 落 形 态及 其 社

会 空 间 (盐 仓、店

铺、钱庄、戏 台、民

间宗教等)

盐的重要性 (政 府

税 利、生 活 必 需

品),盐 专卖制度、

盐 业 经 济 与 文 明

起源、城 邑兴衰和

政 区变更

大 宁河 盐 业 通 道

的兴衰、码 头及航

道的变迁 
′

旅游方式

观 光 (自 然 奇 观 ,

民间 宗教 )、 健 身

(盐 卤浴场 )、 科学

考察 (天 然盐矿成

因及价值 )

观光 (古 代制盐工

艺、古建筑 )、 体验

(参 与制作 )、 教 育

(了 解盐业及盐业

市镇的社会变迁 )

旅游商品 (文 物复

制、土盐 )

观光 (大 宁河 山水

风 光 )、 探 险 (漂

流、栈 道 )、 教 育

(栈 道、悬棺、神女

之迷 )

(二 )博物馆展示——遗产地保护与旅游教育功能

三峡文物抢救性发掘工作结束后 ,大量文物将整理展出。盐文化作为重要的主题之-,应开辟专题展
室。目前 ,重庆已开始筹建重庆博物馆 ,万县作为川东门户(万县一达县铁路通车后 ,北方游客可直接从万县
起程游览三峡),拟规划一座规模适宜、主题鲜明的三峡博物馆。在考古遗址现场 ,有选择地修建现场博物
馆。目前 ,奉节已在白帝城下建成当地出土的古象博物馆和新石器时期老官庙遗址博物馆 ,与 白帝城景区配

合 ,效果良好。其余地方可矗立一块遗址纪念石碑 ,上刻遗址简介。国外对盐业的研究十分重视 ,并建有许
多盐业博物馆。三峡盐文化的博物馆展示和旅游开发结合 ,将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博物馆既是对遗产资源的保护 ,也是遗产旅游的重要方式。在遗址保存完好、文物及建筑群集中的区域
可建现场博物馆 ,使游客直接现场感知。其它分散的文物等可集中起来 ,统 一展出,使游客对区域历史文化
有全面的认识 ,体现博物馆旅游的教育功能 ,也为游客到实地旅游打下良好的认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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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科学专题旅游——科学探谜与美学欣赏的有机结合

三峡盐业的古老性和重要性与地质条件密切相关 ,地质埋藏条件决定了三峡井盐开采的难度和产量。

三峡地区的地质地理科学考察不仅仅是科研部门的热点 ,也是新兴的旅游产品。1996年 ,在北京召开的第

三十届国际地质大会 ,推 出了 142条地质旅行路线 ,三峡地质即为最主要的路线之一。这里也是大、中、小学

的实习、夏令营等活动的重要基地。把地质、盐业开发、自然风光、历史文化等结合起来 ,形成内容丰富的科

学考察旅游 ,一定会受到欢迎。三峡大坝建成后 ,三峡又将成为新的亮点 ,两千多年前的盐业手工业与现代

的水利工程遥相呼应 ,意义更加重大。

科学性是工业遗产的本质 ,但伴随工业发展而产生的社会变革又呈现出丰富的人文色彩 ,所 以,科学考

察旅游应是科学探谜与美学、文明欣赏的有机结合 ,通过旅游解说使两者融为一体。

三峡盐业遗址众多 ,但 目前具各旅游开发价值的主要集中在大宁河流域 ,盐文化的总体面貌可通过旅游

解说词传达给游客。盐与三峡早期人类活动、盐对巴国及后世社会经济的作用、盐与三峡地名文化等关系密

切 ,解说词还为大宁河盐业遗址旅游埋下伏笔 ,游客先从图文声像资料上了解 ,再逐步进人到实地旅游 ,最后

形成三峡的自然—文化映象。随着三峡库区文物发掘工程的深化 ,三峡的盐文化内涵将日益丰富 ,三峡的旅

游解说词也将更加精彩。

(四 )企业的旅游化识别——双蠃战略

三峡盐业遗产旅游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反映出工业遗产旅游的基本共性。但由于盐产品的普及 ,其重要

性在人们心目中已经逐渐淡化。所以,工业遗产旅游的一个重要特征和功能在三峡没有凸现出来 ,即 工业企

业的旅游化识别。从国外的经验看 ,如英国伯明翰的卡德布里世界和苏格兰威士忌文化遗产中心 ,都将工业

遗产旅游和现有产品的品牌形象和销售结合起来 ,实现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羸。卡德布里世界的五

个目标是 :树立公司品牌形象、提高产品市场占有率、使游客受到教育、增加游客数量、为社区提供休闲场所。

其景点描绘为
“
专门向游客介绍巧克力及卡德布里有限公司的历史 ,展示巧克力制造方法的景点

”
,促销口号

为
“
唯-的巧克力经历

”
。苏格兰威士忌文化遗产中心的使命 ,就在于

“
以传授知识和娱乐的方式促进威士忌

的销售
”
匚8彐 (84— Bs页 )。

这种双蠃战略十分值得我国借鉴 ,国 内一些企业已经作出努力或正在尝试。如成都全兴酒厂毅然卖掉

四川足球队的经营杈 ,把资金投向工业遗产保护和建设 ,策划修建
“
水井坊遗址博物馆

”
,该遗址是 1999年全

国考古十大发现之一 ,出 土了种类齐全的晾堂、酒窖、炉灶等酿酒设施遗迹 ,数百件陶瓷酒具 ,可 以复原传统

酿造工艺的全部流程 ,填补了我国酒坊遗址专题考古研究的空白,堪称中国白酒的一部无字史书。其时代大

约在 600年前的明代时期。该遗址对于企业品牌形象的影响可想而知 ,可 以使任何精彩的广告宣传显得苍

白无力。事实上 ,我 国的酒、茶、中药、陶器、铁器、造纸等等手工业 ,都具有无与伦比的优势 ,如果将这些珍贵

的工业遗产进行旅游化识别 ,其发展前景会十分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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