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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清代南部县衙门档案为材料，选取档案中意思费解的“奔叩”“车煎”“串底”“地脉”“嚼”“引
张”六则俗语词，根据语境及相关文献，对上述六则俗语词进行考释，分析造词理据，以冀消除南部县衙门档案阅

读障碍，并对《汉语大词典》《近代汉语词典》《辞源》（第三版）《汉语方言大词典》等大型辞书的编纂和修订有所

裨益，补充未收录词条及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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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代南部县衙门档案（以下简称《南部档案》）
自顺治十三年（１６５６）至宣统三年（１９１１），时间跨
度２５６年，涉及政治、军事、司法、宗教、文化、教育
等方面，按照吏房、户房、礼房、兵房、刑房、工房、盐

房、承发房八房分列。《南部档案》是南部县和其

他各县衙门共同形成的活动记录，主要文体形式有

朝廷诏旨（抄件）、上级官府札令、同级官署咨函、

本县衙署官文、民间状结契约等，不仅对历史学、法

学、档案学有重要意义，对文献学、语言学、文字学

等学科领域也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南部档案》现保存于四川省南充市档案馆，

档案数量众多，有１８１８６卷，计８４０１０件，其中俗
语词数量巨大。《南部档案》中出现的“奔叩”“车

煎”“串底”“地脉”“嚼”“引张”六则俗语词意思费

解，易造成阅读障碍。现对上述六则俗语词进行考

释，以冀对《南部档案》的解读、研究以及对大型辞

书的编纂修订有所帮助，补充未收录词条及义项。

所引《南部档案》标明题名并括注目录、卷次、件

次，以便核对。

一、奔叩

（１）《为具禀张华仕等贿通盐吏把持隘口不许
民盐贩卖事》：“蚁等禀明前任于主，移催四次，不

至南厂买盐，蚁等奔叩大宪奉批札行南部，移催各

州县饬商赴厂配盐，先行具覆，商等藐批违抗，蚁等

于道光九年正月二十五日禀明。”（《南部档案》４
３７４１，道光十一年二月二十三日）

（２）《为具禀张华仕等私乱盐法不赴厂配盐
事》：“因奸商不赴厂配盐，道光四年十月二十日，

蚁灶民等奔叩大宪札行南部，移催各州县饬商赴厂

配盐，先行具覆，道光五年蒙大宪将案据报奏部。”

（《南部档案》４３７４２，道光十一年五月二十三日）
（３）《为再禀张华仕等私乱盐法贿通盐吏事》：

“因商等违例不遵，道光四年十月二十日，蚁灶民

等奔叩大宪札行南部，移催各州县饬商赴厂配盐，

先行具覆。”（《南部档案》４３７４３，道光十一年六月
初九日）

（４）《为具告张绍朴等欺藐不遵私乱盐法事》：
“谁知伊等逞刁，目无王章、欺藐不遵，于四年，蚁

等奔叩制宪札行南部县，移催各州县，饬商赴厂配

盐，先行具文覆。”（《南部档案》４３７６１，道光十六
年二月二十八日）

按：“奔叩”一词令人费解，《汉语大词典》《近

代汉语词典》《辞源》（第三版）《汉语方言大词典》

均未收录。

《说文·夭部》：“奔，走也。”［１］２１４段玉裁《说文

解字注·夭部》：“奔，走也。走者，趋也。”［２］古人

对走路的动作区分得很细，地点不同则行路动作不

同。《尔雅·释宫》：“室中谓之时，堂上谓之行，堂

下谓之步，门外谓之趋，中庭谓之走，大路谓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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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３］“奔”，《汉语大词典》共收录七义，第一义为

“急走，跑”［４］３２６０。《辞源》（第三版）：“奔，急

走。”［５］９８３进而引申为“急切、迫切”。

《正字通·口部》：“叩，苦候切，音寇，问也。

又稽颡曰叩首。”［６］《辞源》（第三版）：“古时行礼

俯首到地叫叩头，简称叩。”［５］６４９《汉语大词典》中，

“叩”有“叩头”之义，由此引申为“请求、乞求”。

“奔叩”似为“迫切求助”。在《汉语大词典》中检

索有关“叩”的词条时发现，有一词条为“叩阍”，即

“吏民因冤屈等直接向朝廷申诉”［４］３４８０。“阍”即

“守门人”，代指朝廷官员。

例（１）中，“蚁”即“小民”，百姓在官吏面前的
卑称。“蚁”作主语，“奔叩”为谓语，后跟宾语“大

宪”。“宪”，官名，清时指朝廷委驻各行省的高级

官吏。清代称巡抚、藩司、臬司为三大宪。三大宪

的职责分别是：巡抚主管一省军政、民政、吏治、刑

狱、关税、漕政等；藩司主管一省民政与财务；臬司

主管一省司法。结合辞书及文献语境，“奔叩”应

为“平民急切乞求官方做主”。

例（２）、例（３）中，“灶民”指以煮盐为业的人。
“蚁”与“灶民”连用，同位短语作主语，表明自己的

职业。灶民请求大宪做主，让南部县饬令盐商赴厂

配盐，行销盐斤。例（４）中，“逞刁”即“耍无赖”，
因张绍朴等人无赖放刁、目无法纪，特乞求大宪做

主，使其赴厂配盐。

“奔叩”在清代及以后文献中也有用例，多与

官名搭配使用。

（５）（清）常明修、杨芳灿纂《四川通志》：“值
采太使者横恣，时行冒死力争，为所中伤。羁泸五

年，泸老稚奔叩关下，事得白。”［７］

（６）李峰《苏州通史》：“二十八年春，康熙帝南
巡至苏州，杨宾偕弟杨宝泣血奔叩行在，愿身率妻

子代父戍。上驻攀问之，以其罪名重，非祖制，

不允。”［８］

（７）龙泽江、傅安辉、陈洪波《九寨侗族保甲团
练档案》：“虽有七旬严父，受惊卧榻难起，仅存继

母吴氏不得抛头露面。负罪奔叩大人台前做主，电

察情节。倘蒙笔下超生，德延宗桃，阴阳感戴

无穷。”［９］

（８）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编辑委员
会、《中国民族问题资料·档案集成》编辑委员会

编《中国民族问题资料·档案集成·第５辑·中
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蚁等壮愚

无知，即奔叩臬、府两宪，蒙批回府。乞叩青天大老

爷台前做主，正其夫额，惩其役索，蚁顶公侯

万代。”［１０］

例（５）中，泸州老少请求“关下”做主，“关下”
即“守关的官吏”。例（６）中，“奔叩”也可与地点
搭配使用。“行在”即“天子巡行所到之地”，此处

代指天子。例（７）中，供状人因父亲卧病在床、母
亲不能出面，遂主动伏法，特此恳求“大人”做主。

例（８）中，“乞叩青天大老爷台前做主”可佐证“奔
叩”即“平民急切乞求官方做主”。例（７）、例（８）
均为现代人整理的明清档案，具体时间不详。

二、车煎

（１）《为具诉胡守礼私造假约诬控陈文魁霸煎
募卖事》：“如果实有其事，伊叔兆麟何不控要盐

井，兼之道光三年何中明将伊每年半载井期出卖董

廷才故父董文道车煎，伊叔癙每年仍煎地脉一月无

异。”（《南部档案》４３７５１，道光十四年二月十
八日）

（２）《为具诉胡守礼私造假约诬控陈文魁霸煎
募卖事》：“蚁故父周仕明与何白祥故父何中明伙

佃胡守礼胞叔胡兆麟地土，开凿盐井六眼，现已漏

毙两眼，目下只得活井四眼车煎。”（《南部档案》４
３７５１，道光十四年二月十八日）

（３）《为具禀陈大川等毁坏厂廊私造假约事》：
“蚁等应遵

"

断，易敢禀复取戾，缘嘉庆二十一年，

蚁国寿等故绝胞叔罗仕明以伊四百余串钱盐井，作

钱二百串，出当与陈大川父陈良明车煎，凭中系蚁

四胞叔罗仕安眼同仕明亲笔书立当约付据，约内注

明限随井完。”（《南部档案》４３７８１道光十八年八
月二十三日）

按：“车煎”一词，意思令人费解。《汉语大词

典》《辞源》（第三版）《汉语方言大词典》《近代汉

语词典》均未收录。

例（１）中，今人整理撰写的档案题名中的“募”
为讹写，由档案整理者混淆了部件“力”和部件

“夕”所致。“募”有“招募、募集”之义，“募卖”一

词与文献语境不符，“募”应作“ ”。“ ”也作

“ ”，二者皆为“寞”的异体字，有“寂静、无声响”

之义，这里引申为“悄悄、偷偷”。“ 卖”即“悄悄

变卖”，在没有知会相关利益者的情况下变卖东

西。例（１）何中明的盐井，每年有一半日期应归董
文道“车煎”。例（２）中，“伙”即“打伙”，在西南官
话中表示“合伙”。“伙佃”即“共同租佃”。周仕

明与何中明伙佃胡兆麟之地，开凿盐井，进行“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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煎”。以上例证，“车煎”均为动词，且与盐相关。

《汉语大词典》：“车，泛指用轮轴旋转的工

具。”［４］１３７０３《后汉书·宦者传·张让》：“又作翻车

渴乌，施于桥西，用洒南北郊路，以省百姓洒道之

费。”［１１］王先谦《后汉书集解》：“翻车，设机车以引

水，渴乌为曲筒，以气引水上也。”［１２］《中华字海》：

“车，用轮轴来转动的器械或机器。”［１３］１３５３“煎”，

《汉语大词典》释义为“熬煮”。

根据清代盐业背景可知，早期盐井提取卤水方

法与普通吃水井的提水并无不同，由于时代进步，

冲击式凿井法广泛应用，人们发明了便于提取井下

卤水的工具———汲卤筒，将卤水提出井底的动力就

是天车。天车，为盐场中用于提涝法采卤的杉木捆

扎井架的称呼。天车上下各安装定滑轮，通过汲卤

绳连接，以牛力拉动提取卤水［１４］。“卤水”即“含

盐量大的井水”。结合辞书释义及文献语境，“车”

为“天车”，此处活用为状语，“车煎”即“用天车取

卤水熬煮”。

《南部档案》中，“车煎”与“煎烧”用法十分

相似。

（４）《为胡守礼具告陈文魁等霸煎募卖事》：
“不料陈文魁将井眼卖与董洪道之子董廷才煎烧，

小的才来案具告的。”（《南部档案》４３７５２，道光十
四年三月二十四日）

（５）《为陈大川具告罗国寿等糟辱凶殴陈大川
母使之自缢事》：“嘉庆二十一年，小的外公罗秀之

子罗仕明将盐井十眼当与小的故父陈良明煎烧，当

价钱二百千，外有廊厂器具在内，现有当约，约内注

明竹漏帮限，有罗仕明承认。”（《南部档案》４３７８
３，道光十八年九月初十日）

“煎烧”是制盐的一个重要环节，将卤水倒入

锅中，大火熬煮，水分蒸发之后，从而得到盐晶。例

（３）与例（５）出自《南部档案》同一卷不同件号的
文献，皆关于罗仕明与陈良明的盐井纠纷。例（３）
中，罗仕明将盐井出当与陈大川父陈良明“车煎”，

当价二百串；例（５）中，罗秀之子罗仕明将盐井十
眼当与陈大川父陈良明“煎烧”，当价钱二百千。

以上材料，可以表明“车煎”与“煎烧”用法相同，词

义近乎相同。

“煎烧”也见于明清其他文献中。

（６）（明）朱廷立《盐政志》：“盖因各处兴贩满
道，煎烧蔽野，所谓私盐真而官盐杂，私价轻而官价

重，利之所在，人必趋之。”［１５］

（７）（清）丁宝桢《四川盐法志》：“户部议略：

煎盐灶户按井煎烧，其井或在山中，或在平地，或在

水边，大约各井相隔，非比居民稠密，可以编作保甲

也。”［１６］１０２３

（８）（清）王定安《两淮盐法志》：“而煎烧盐
斤，以一昼夜为火伏，灶户临煎，向本商领取旗号，

火举则扬，火息则偃，垂为定例，又有往来巡查之

人，用防息火之后私煎。”［１７］

“车煎”一词，目前只在《南部档案》中发现，在

其他明清文献中暂未发现使用。

三、串底

（１）《为审详马洪仁等上控吴思荣等私造大秤
大斗私盐店害民事》：“至蚁等背米一斗，亦勒入伊

店 量，每斗定打行米三合，卖将伊等钱文一百只

有九十八文，每千又扣串底钱文。”（《南部档案》４
３７０１，道光五年七月十八日）

（２）《为审详马洪仁等上控吴思荣等私造大秤
大斗私盐店害民事》：“王政安等常至吴思荣店内

卖米买盐，因市规每钱一千均用九八，又扣串底钱

八文，向来买米照依市规，买盐独用足钱，以致王政

安与吴思荣等口角控。”（《南部档案》４３７０１，道光
五年七月十八日）

（３）《为审详马洪仁等上控吴思荣等私造大秤
大斗私盐店害民事》：“经卑职讯明，断令嗣后无论

买米买盐，凡用钱文，一概每千均用九八到底，不许

再扣串底，亦不许卖盐独取足钱，取具各遵结在

案。”（《南部档案》４３７０１，道光五年七月十八日）
（４）《为审详马洪仁等上控吴思荣等私造大秤

大斗私盐店害民事》：“马洪仁不依，与吴思荣们争

角，就告在县。蒙案下断令无再扣串底也，不许盐

店独要足钱，取结究案。”（《南部档案》４３７０１，道
光五年七月十八日）

按：“串底”一词，意思令人费解。《汉语大词

典》《辞源》（第三版）《汉语方言大词典》《近代汉

语词典》均未收录。

《汉语大词典》：“串，量词。旧时制钱一千文

之称。”［４］６２３《近代汉语词典》：“串，量词，制钱一千

文。”［１８］２５４孔尚任《桃花扇传奇》二十出：“亏了一

个赵吏目，纠合义民，捐钱三百串。［１９］１３８清代的官

制铜钱，每串钱有一千文整，皆用麻绳穿起，称为

钱串。

《中华字海》收录 “底”义为 “根 基，基

础”［１３］５１６。《汉语大词典》：“底，底子；基础。”［４］４６２４

《辞源》（第三版）：“底，最下的部分。”［５］１３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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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１）中，“ ”在西南官方中为“量，测量物体

的多少”。“ ”与“量”在此为同义连用，表示测量

米的多少。买家以米换盐，一百文只得九十八文，

少两文钱，于是控诉卖盐商家私扣“串底”钱文，

“串底”为与钱有关的名词。例（２）中，“足钱”即
“十足钱，足额的铜制钱”，“九八”即“九八钱”。

清代货币以银为本位，制钱（铜钱）为辅币。制钱

单位为“串”“贯”或“吊”，一千文（个）为一串，以

麻绳穿之，两百一束，五束一串。一串规定有一千

文，实则不然，市面流通制钱实际每百只穿九十八

文，此为“九八钱”。还有制钱每百只穿九十六文

或九十九文，称九六钱或九九钱。档案中旧规买盐

用足钱，足钱不扣串底，非足钱需扣串底。例（３）
中，买卖大米使用九八钱，需扣除“串底”再行交

易。例（４）中，官府下令，交易盐、米时一概使用市
规九八钱文，不许单独索要足额钱，也不许私扣九

八钱的不足部分，即“串底”。

因此，结合传世文献及文献语境，“串底”即

“一串钱中不足一千文的部分”。

“串底”一词，并非《南部档案》独用，也见于清

代及其他时期文献。

（５）（清）程德炯《陵川县志》：“又西夹道夫二
名，每夜量加煤炭钱二文，岁支钱八十一千文，尚有

余钱一千文，除串底钱三百二十四文，下剩钱六百

七十六文，以为岁修窝铺贴换更锣之费。”［２０］

（６）（民国）黄佩兰修、王佩箴等纂《涡阳县
志》：“查丁漕科征，原以银为本位，自折钱便民之

说行，始以每钱二千作银一两，核收正耗平余一两

三钱五分，须交钱两千七百文，以市通用九七四制

钱，每千补串底钱二十六文。”［２１］

（７）（民国）龙云、周钟岳修纂《新纂云南通
志》：“嗣后各属采买积谷，应一律用钱出入，不准

再行折银。所扣串底，一并算明，归入正款造

报。”［２２］

（８）（民国）李佩恩修、张相文纂《泗阳县志》：
“以上各项收入，除洋河厘金外，凡在城市经行买

卖者，无论何种，均照九九串底。”［２３］

例（６）中，市用钱为九七四制钱，九七四即一
千文只有九百七十四文，每千要补“串底”二十六

文，这部分钱文数量正是一千文中不足的部分，可

佐证上文对“串底”的释义。

四、地脉

（１）《为具诉胡守礼私造假约诬控陈文魁霸煎

募卖事》：“况南部复兴厂，凡佃地凿井，地主止煎

地脉，日期或一月、或二十四天，成规久定，人所咸

知。”（《南部档案》４３７５１，道光十四年二月十
八日）

（２）《为具诉胡守礼私造假约诬控陈文魁霸煎
募卖事》：“嘉庆年间，蚁故父周仕明与何白祥故父

何中明伙佃胡守礼胞叔胡兆麟地土开凿盐井六眼，

现已漏毙两眼，目下只得活井四眼车煎，每年地主

止烧地脉，日期一月。”（《南部档案》４３７５１，道光
十四年二月十八日）

（３）《为具诉胡守礼私造假约诬控陈文魁霸煎
募卖事》：“如果实有其事，伊叔兆麟何不控要盐

井，兼之道光三年何中明将伊每年半载井期出卖董

廷才故父董文道车煎，伊叔癙每年仍煎地脉一月无

异。”（《南部档案》４３７５１，道光十四年二月十
八日）

（４）《为胡守礼具告陈文魁等霸煎募卖事》：
“小的父亲周仕明与何白祥父亲何中明伙在胡守

礼地内开凿盐井三眼，胡守礼每年煎烧地脉一月，

历年系小的与何白祥各煎五月半日期。”（《南部档

案》４３７５３，道光十四年三月三十日）
按：“地脉”一词容易误解。《汉语大词典》将

“地脉”释义为“地下水”。《西游记》第二八回：

“烟波荡荡接天河，巨浪悠悠通地脉。”［４］２７７０《辞

源》（第三版）：“地脉，指地下水。水流像人身血

脉，故称地脉。”［５］８１１《近代汉语词典》：“地脉，指泉

水。”所引例证唐孟云卿《放歌行》：“地脉日夜流，

天衣有时扫。”［１８］３７３以上辞书将“地脉”释义为“地

下水”“泉水”，但上述释义无法合理解释《南部档

案》中“地脉”的词义。

上述用例均出自《南部档案》八房中的盐房，

“地脉”与“煎”“烧”“煎烧”等词搭配。由例（１）只
能“煎”地脉一个月或二十四天、例（２）止“烧”地
脉一月可知，“煎”即“烧”。例（４）中，“煎”与“烧”
同义连用，构成“煎烧”一词。“煎烧”在《南部档

案》中义为“熬煮”，是制盐的步骤之一，故“地脉”

应该与“盐”相关。周仕明与何中明伙佃胡守礼的

土地，开凿出盐井三眼，约定地主胡守礼煎烧一个

月地脉，剩下十一个月由陈文魁和何白祥均分煎

烧，这里的“地脉”似为“盐井”。辞书将“地脉”释

义为地下水，盐井亦是地下的盐水，与地下水相关，

因此《南部档案》用“地脉”代指“盐井”。

“地脉”也作“地脉井”，在由当代人整理的清

代文献中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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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吴斌、宋平、邱岳、秦双星《盐业纠纷解决
研究·以四川近现代盐业史料为中心》：“立杜卖

地脉井日份基址契约人王好泉，情因负债无偿，愿

将地名周家冲公共业内派分盐井基址二眼，弟兄串

名王三福，出佃与颇永庆捣锉海源井、海流井二眼，

每眼基址横宽十二丈，顺宽十六丈为界。”［２４］８１

（６）吴斌、宋平、邱岳、秦双星《盐业纠纷解决
研究·以四川近现代盐业史料为中心》：“兹将下

剩地脉日份一天，并基址股份在内，自央中证，一并

扫卖与颜永庆名下承买锉办推煎管业。”［２４］８４

例（５）中，“杜卖”即“出卖、出售”，“日份”即
“日期”，王好泉出售盐井及煎烧日期。

五、嚼

（１）《为审详马洪仁等上控吴思荣等私造大秤
大斗私盐店害民事》：“历年以来，伊等嚼索贫民均

家，伊等私设情真，伊场店每日有千余银买之利，有

四十余千钱之肥利。”（《南部档案》４３７０１，道光五
年七月十八日）

（２）《为审详马洪仁等上控吴思荣等私造大秤
大斗私盐店害民事》：“迫蚁以私店嚼民等情，具控

南部县案奉批，既打行盐，又取行钱，重复得利，难

免把持。”（《南部档案》４３７０１，道光五年七月十
八日）

（３）《为审详马洪仁等上控吴思荣等私造大秤
大斗私盐店害民事》：“实非县主之不仁，委遭蠹书

之朦弊，伊等并无引税，私设行规。国有明条，例有

悠规，下则苛嚼贫民，上则显干王章。”（《南部档

案》４３７０１，道光五年七月十八日）
（４）《为武生肖联皗等具告书役宋仕杰等浮收

盐课案饬南部县唤齐人证查究事》：“县主偏执，伊

旧欺上嚼下，藐违府祖断案，不准公举井首派催，自

封投柜，且比从前更甚。”（《南部档案》４３８３５，道
光二十三年四月十五日）

按：“嚼”字，字面普通而义别，容易误解。《康

熙字典》：“本作噍，砫也。疾略切，噬嚼也。”［２５］

《汉语大词典》：“嚼，剥蚀。”引例证宋真山民《朱溪

涧》诗：“雪融山脊岚生翠，水嚼沙洲树出根。”［４］３９６１

《辞源》（第三版）：“嚼，喻剥蚀。”［５］７７０按照辞书的

释义，“嚼”也指“受风力、水力、冰川、害虫等自然

因素的影响，山川草木由此遭到的侵蚀和剥蚀”。

此释义无法合理解释《南部档案》中“嚼”的意义。

例（１）中，马洪仁控告吴思荣私开盐店，趁机
“嚼索民众”，“嚼索”作谓语，“嚼索”的对象为贫

民。“索”为索要、索取义，“嚼”在此处应与“索”

词义相近。例（２）中，“行钱”即“行费”，从事某一
行业需缴纳的费用，金额与盈利数额有关。吴思荣

等人“嚼民”的具体行为包括：买卖运销食盐、专揽

盐店、垄断当地盐业市场、抽取行费。“嚼”在此处

有“剥削”义。例（４）萧联皗、敬心德等人指控宋仕
杰、严会川受县令保护“欺上嚼下”。“欺”有欺骗、

欺负义，有贬义色彩。“欺上”与“嚼下”并列，可见

“嚼”词义相近。结合辞书及文献语境，“嚼”应为

“剥削、欺压”义，“嚼”的对象多为百姓。

“嚼”即“欺压、剥削”，清代及以后文献中

可见。

（５）（清）曾王孙《清风堂文集》：“比奉钧差至
县，始知本役不自悔祸，反控经承胡名佐并黄捷等

在台，其盘踞侵粮、
#

国嚼民之情状，有不待照而自

露者。”［２６］

（６）（清）许瑶光修、吴仰贤纂《嘉兴府志》：
“盖厂夫之设，原系蠹役巧立名色，科派乡民，设立

以后，相仍十余年，每年安享三十六两之工食，又皆

无赖棍徒，倚恃蠹役为腹心，作恶嚼民，诚有如按臣

示内所称者。”［２７］

（７）（清）余缙《大观堂文集》：“其初入也，任
其饱餐，既而果腹不能去，卒复为群蜂所食，颇似婪

吏嚼民，终为怨家仇恨所毙者。”［２８］

（８）王卡、汪桂平《三洞拾遗》：“凡蒙君纵恶、
欺上嚼下之罪，概不准赦；凡受贿陷民之罪，概不准

赦；不能以道事君之罪，照例坐究不赦。”［２９］

例（５）中，“
#

国嚼民”即损害国家，剥削民众。

例（６）中，“厂夫”由“蠹吏”成员组成，其摊派力
役，索取钱财，无恶不作。“作恶嚼民”即作恶多

端、欺压百姓。

六、引张

（１）《为具禀将酌改县丞巡检分驻地方一资稽
查盐务事》：“前因卑县城内设有同知衙门癩司盘

验引盐，稽查私贩，该大使于查核井灶之外，别无所

事。且卑县先年盐井较少，盐不敷配，各州县引张

纷纷改配，更无所用其清查。”（《南部档案》４３６８
１，道光二年五月十九日）

（２）《为具禀将酌改县丞巡检分驻地方一资稽
查盐务事》：“此时即将引张全行撤回，亦不能居奇

长价，况一经定价，凡遇米炭昂贵，灶户必藉。工本

不敷，停不煎烧。”（《南部档案》４３６８１，道光二年
五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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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为奉令各盐商持引赴南部县厂采配盐以
疏积滞而杜漏私事饬各州县》：“历年照办在案，兹

该灶户雷光熊等以盐多积贮，请饬将改代引张撤

回，赴厂采配呈奉。宪台批，经盐茶道行据各县查

明各商均以改配年久，民不喜食，南盐若令撤回改

配，恐误税食。”（《南部档案》４３７７２，道光十六年
七月初一日）

（４）《为奉令各盐商持引赴南部县厂采配盐以
疏积滞而杜漏私事饬各州县》：“应将达县、大竹、

渠县、昭化、广元、营山等县引张准其改代，系为疏

引裕课起见，应请俯如所请办理。”（《南部档案》４
３７７２，道光十六年七月初一日）

按：“引张”一词，意思令人费解。《汉语大词

典》《辞源》（第三版）《汉语方言大词典》《近代汉

语词典》均未收录。

《汉语大词典》：“引，重量单位。宋以后盐或

茶运销时以‘引’为计量单位，每引规定的斤数，不

同时期和地区各不相同。”［４］５１５７《辞源》（第三版）：

“引，重量单位。元代有茶引，明清有盐引，每引规

定斤数，历代不同。”［５］１３８４

《汉语大词典》：“张，量词。”［４］５１９０“张”，《辞

源》（第三版）将其释义为“量词”［５］１３９４。

我国古代制盐过程复杂，制盐和销盐的方式多

种多样，有民办官办、民制民销、民制官销、民制官

卖商运、国家专卖等［３０］１０１。中国古代，根据盐法政

策生产、运输、行销并按时纳税的盐称为官盐；如若

未经官府允许，私自生产、运输、贩卖的盐，则被称

为私盐。《南部档案》中的“引张”，即盐商取盐贩

卖的合法凭证。盐商缴纳购盐费用且按照当时盐

税制度纳税之后，即可得到凭证，凭引张取盐贩卖。

清代盐业制度中，盐引是国家财政的极为重要的来

源之一，属于有价证券，可在市场流通。

引张的盐斤配额不是一成不变的，据当地产盐

情况而定。若出现盐不敷配的情况，官府会改配别

厂，以疏引课。例（３）中，据文献前文可知，先年因
该厂柴薪价贵，产盐不敷采配，经大竹、达县、渠县、

昭化、广元、营山各县盐商改配别厂。现南部县产

盐积贮，满足采配额度，遂请求将“改代引张”

撤回。

按照运盐通道的差异，“引”分为“水引”和“陆

引”。官方核对井灶产盐数量之后，估算销地食盐

人数，按情况分配食盐数量。根据运送距离的远

近，计划水路、陆路行运盐斤，配定行销水引、陆引

的张数，发交岸商运卖。从清代文献记载可知，因

水、陆引张额定盐斤数量不同，需缴纳的盐税也有

所差异。《四川通史·清卷》：“水引每张配盐五十

包，每包重二百斤，共重一万斤；陆引每张配盐四

包，每包重二百斤，共重八百斤。其征税标准：水引

每张课银三两四钱五分，陆引每张课银二钱七分二

厘四毫。”［３１］

（５）《为奉令各盐商持引赴南部县厂采配盐以
疏积滞而杜漏私事饬各州县》：“本司覆查南部县

盐厂额配保宁府属之阆中、苍溪、通江、南江、巴州、

广元、昭化、剑州，并顺庆府属之南充、仪陇、蓬州、

营山，绥定府属之达县、大竹、渠县、太平，龙安府属

之平武等十七州县，共水引一百六十八张，陆引七

千二百八十一张。”（《南部档案》４３７７２，道光十六
年七月初一日）

（６）《为具禀张华仕等贿通盐吏把持隘口不许
民盐贩卖事》：“且奸商等把持各隘口，反指南厂为

私盐，不许贩卖，水陆引张尽配犍为切，从前原系暂

拨，今日久假不归，害灶民等四百三十六眼煎盐无

行，待毙课税。”（《南部档案》４３７４１，道光十一年
二月二十三日）

除《南部档案》外，“引张”也多见于其他的清

代文献中。

（７）（清）崔澄寰修、王嘉会纂《续修隰州志》：
“今该州县一旦改食土盐，应将何处土盐，何人领

缴，引张如何发卖纳税，亦必声叙明白，均应饬令该

州并属另查确切妥议叙详通报。”［３２］１１３

（８）（清）崔澄寰修、王嘉会纂《续修隰州志》：
“查原食土盐之汾州府应销河东引张，例系每年春

季由该管厅州赴运库总领分给各属，按季配销土

盐，将引截角缴销。”［３２］１１９

（９）（清）丁宝桢《四川盐法志》：“应配水陆引
张，分行不产盐之成都、华阳等县，与产盐之简州等

厅、州、县、卫、所共一百三十八处，应分水引四千三

百四十九张，陆引五万九千八百七十三张。”［１６］３０４

（１０）（清）丁宝桢《四川盐法志》：“至粤省盐
癬，系由黔省之丙妹地方运至古州埠内，听黔贩接

买营销，其引张亦由粤商在粤省缴销。”［１６］４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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