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鹽與明清歷史：研究史的回顧 
 

徐 泓 

 
一、序言：「夫鹽，國之大寶也」 
甲、鹽與中國歷史： 
１. 佐伯富，〈鹽と支那社會〉，《東亞人文學報》3 卷 1 期（1943）；楊
合義（中譯），〈鹽與中國社會〉，《食貨月刊》復 4卷 11/12期（1975）。 

乙、鹽史研究的主要工具書： 
１. 陳然，《中國鹽史論著目錄索引，1911-1989》（北京：中國社會科學
出版社，1990）。 

２. 何維凝，《中國鹽書目錄》（台南：中國鹽業公司，1951）。 
３. 林振翰，《鹽政辭典》（上海：商務印書館，1928）。 

丙、台北是明清鹽史研究的資料中心。 
二、鹽與明清政治： 
甲、鹽法與中央集權專制政治 
１. 徐泓，〈明代的鹽務行政機構〉，《台大歷史學系學報》15期（1990）。 

乙、鹽務組織、官僚與鹽商 
１. 波多野善大，〈中國官僚の商業高利貸的性格──清末における兩淮
鹽商の二例を中心として〉，《東洋史研究》11卷 3期（1951）。 

２. 朱宗宙，〈清代乾隆年間兩淮鹽引案〉，《揚州師院學報》1989：1。 
３. 佐伯富，〈清代における鹽務の疑獄について〉，《東方學》32（1966）。 
４. 潼野方三郎，〈乾隆年間における官僚と鹽商〉，《九州大學東洋史論
集》15（1986）、22（1994）。 

５. Metzger, T. A., “The Organizational Capabilities of the Ch’ing State in 
the Field of Commerce: The Liang-huai Salt Monopoly, 1740-1840,” in 
W. E. Willmott (ed.) Economic Organization in Chinese Societ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三、鹽與明清財政 
甲、鹽稅與鹽政 
１. 陳鋒，《清代鹽政與鹽稅》（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 

乙、戶口食鹽法與開中法 
１. 徐泓，〈明代前期的食鹽運銷制度〉，《台大文史哲學報》23期（1974）。 
２. 徐泓，〈明代中期食鹽運銷制度的變遷〉，《台大歷史學系學報》2期
（1975）。 

丙、鹽政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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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徐泓，〈明代後期的鹽政改革與商專賣制度的建立〉，《台大歷史學系
學報》4期（1977）。 

２. 徐泓，《清代兩淮鹽場的研究》（台北：嘉新文化基金會，1972），第
六章〈兩淮鹽政改革〉。 

３. 周維亮，〈張季直與清末民初之鹽務改革運動〉，《鹽業通訊》62 期
（1945）。 

４. Adshead, S. A. M.,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Chinese Salt 
Administration, 1900-1920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丁、行鹽地 
１. 佐伯富，〈清代淮南鹽販路の爭奪について〉，《史林》39卷 4/5（1956）。 

四、鹽與明清社會經濟： 
甲、鹽業生產形態 
１. 徐泓，〈明代前期的食鹽生產組織〉，《台大文史哲學報》24期（1975）。 
２. 徐泓，〈明代後期鹽業生產組織與生產形態的變遷〉，《沈剛伯先生八
秩榮慶論文集》（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76）。 

３. 彭澤益，〈清代四川井鹽工場手工業的興起和發展〉，《中國經濟史研
究》1986：1。 

４. 珍琳．瑪德萊（Zelin），〈富榮鹽業考〉，《中國鹽業史國際學術討論
會論文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頁 371-393。 

５. 徐泓，《清代兩淮鹽場的研究》，第二章〈灶戶組織的變遷〉，第三章
〈生產形態的變遷〉。 

乙、鹽的運銷與流通與鹽商 
１. 佐伯富，〈清代における鹽業資本について〉，《東洋史研究》11 卷

1-2期（1950-1951）。 
２. Ho, Ping-ti (何炳棣), “The Salt Merchants of Yang-chou: a Study of 

Commercial Capitalism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XVII, no.1-2 (June 1954). 

３. 薛宗正，〈清代前期的鹽商〉，《清史論叢》4（1982）。 
４. 汪士信，〈乾隆時期徽商在兩淮鹽業經營中應得利潤與流向試析〉，
《中國經濟史研究》1989：3。 

５. Liu Ts’ui-jung (劉翠溶), “Features of Imperfect Competition of the 
Ming-Ch’ing Salt Market,” The Second Conference on Modern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 (II) (Taipei: Academia Sinica, 1989), pp. 559-631. 

五、鹽與明清社會及文化 
甲、鹽戶、鹽商的社會流動 
１. Ho, Ping-ti, 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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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私鹽與秘密社會 
１. 徐泓，〈明代的私鹽〉，《台大歷史學系學報》7期（1980）。 
２. 渡邊惇，〈清末揚子江流域における私鹽集團〉，《社會文化史學》6。 
３. 清水泰次，〈鹽徒について〉，《史學雜誌》47卷 6期（1936）。 
４. 魯子健，〈清代四川的鹽榷與鹽梟〉，《鹽業史研究》1986：1。 
５. 何維凝，《中國鹽政史》（台北：何龍澧芬出版，1966），第七章〈清
代之鹽政、鴉片戰爭與中國鹽政、鹽梟之活動〉。 

丙、鹽商與城市文化 
１. 王振忠，〈明清揚州鹽商社區文化及其影響〉，《中國史研究》1992：

2。 
２. 王振忠，〈明清兩淮鹽商與揚州青樓文化〉，《復旦學報》1991：3。 
３. 王振忠，〈明清兩淮鹽商與揚州城市的地域結構〉，《歷史地理》10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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