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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镜不仅是古人的日常生活用品，也是其重要的随葬器物之一，其类型
与纹饰更是考古学断代的重要依据之一，也是当时人们经济、社会文化习俗
甚至信仰的重要反映。金代铜镜虽没有汉唐时期那样耀眼的成就，但其类型
多样，纹饰繁多，相比更加世俗化和商业化，主要有龙纹镜、双鱼镜、人物故
事镜、花卉纹镜以及仿古镜等，目前研究金代铜镜多关注前几种类型，对仿
古镜研究不深，而宋金时期的仿古铜镜达到了高峰，无论是数量还是种类都
有了很大突破。金代仿古铜镜中很重要的一种类型是仿东汉晚期的龙虎纹
铜镜，且有学者做过统计，仿汉龙虎纹铜镜是金代仿古铜镜中数量较多的一
种类型。

金代仿汉龙虎纹铜镜根据外区有无铭文带，可分为两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是有铭文带仿汉龙虎纹铜镜，这是比较典型的形制，应是以

东汉至魏晋时期龙虎纹铜镜（图1）为模型直接翻铸的，与原镜相比，纹饰与铭
文均比较模糊，只能分辨出大概形状和数量，细节不甚清晰。基本形制主要为
圆形，圆钮，钮顶多数较平，圆形钮座，内区主题纹饰为浮雕龙虎纹夹钮张嘴
对峙，外区为一周铭文带，铭文内容略有差异，但基本都为东汉晚期流行的铭
文内容，其外为栉齿纹、锯齿纹和水波纹等的镜缘饰，各纹饰带均以凸弦纹间
隔，窄素斜缘。

典型代表，如吉林出土铜镜，外区铭文为“青盖作竟四夷服，多贺国家人
民息，胡虏殄灭天下德，风雨时节五谷熟，长保二亲得天力久”末尾与开头以两个点隔开。阿城
县1973年白城遗址出土铜镜，直径9厘米，外区铭文为“青盖作竟自有纪，辟去不羊宜古市，长
保二亲宜孙子，为吏高官寿命久”。

第二种类型是无铭文带仿汉龙虎纹铜镜，根据镜背瑞兽数量的不同，又可分为两类。
一类是两瑞兽纹铜镜，如张家口市博物馆藏铜镜，直径 9.4厘米，厚 0.4厘米。圆形，桥形

钮，顶平，圆形钮座。内区主题纹饰为高浮雕瑞兽出没于海水中，张嘴长颈弓身分尾，尾端有一
小瑞兽，三角扁形嘴回首弓身。小瑞兽头顶的海水间有铸铭“青盖”二字，其外饰一周栉齿纹，
宽素卷缘。

从形制上看，两瑞兽纹铜镜是有铭文带仿汉龙虎纹铜镜的简化，龙虎夹钮对峙简化为一
张嘴弓身的瑞兽和尾端的一小瑞兽，由于纹饰模糊，只能分辨出头和身体，铭文带简化为两字
铸铭。

另一类是三瑞兽纹铜镜，也有学者称其为三鼍龙纹铜镜，或者三龙纹铜镜，但其不论与鼍
龙还是龙的形制都相距甚远，因此暂时称其为三瑞兽纹铜镜，比较符合实际。这种类型是金代
仿汉龙虎纹铜镜的主流形制，主要为圆形，桥形钮，顶平，圆形纽座，内区主题纹饰为高浮雕三
瑞兽绕钮逆时针排列，形态各不相同，一瑞兽似是回首静卧；一瑞兽抿嘴立耳，头向前伸，似是
向前爬行；一瑞兽张嘴立耳，鬃毛后扬，前肢蹬地，似是一跃而起要扑咬前面瑞兽尾巴的样子；
三瑞兽皆是圆眼弓身，脑后有鬃毛飞扬，脊背饰一排珠毛。外区基本是栉齿纹、锯齿纹、水波纹
等镜缘饰。窄素斜缘。

典型代表，如河北张家口市博物馆藏，直径 10.2 厘米，厚 0.7 厘米，栉齿纹间有铸铭“官
押”。侯马乔村金元墓出土的M58：5，直径13.2厘米，无铸铭或刻铭。北京平谷河北村元墓出土
的M4：2（图2），直径10厘米，厚1厘米，栉齿纹间有铸铭“官□”。北京延庆县元墓出土的M3：1,
直径10.5厘米，厚0.3厘米，弦纹间有铸铭“官□”。

这类三瑞兽纹铜镜还有一种特殊形制，圆形，桥形钮，顶平，无钮座，内区主题纹饰为高浮
雕的三瑞兽逆时针绕纽排列，其中两瑞兽形态基本相似，均为侧面形象，圆眼张嘴扬鬃，弓身
分尾，脊背上饰一排珠毛，整体似是跳跃扑咬前方瑞兽的尾巴，另一瑞兽扁嘴，三角头前伸，小
圆眼，鬃毛后扬，长身分尾，四肢弯曲呈爬行状态。外区基本为宽凸带纹、栉齿纹、锯齿纹、正反
碎三角纹等，宽素斜缘。这种形制的铜镜主要出土在山西地区，如山西翼城原村元墓出土的
M1：20（图 3），直径 14.1 厘米、厚 0.5 厘米。山西侯马天马-曲村金元明时代墓葬出土的
M6022：4，直径13.4厘米，厚0.25～0.3厘米。

另外，在北宋境内也发现有仿汉龙虎纹铜镜，如河南方城金汤寨北宋范致祥墓出土的铜
镜，直径9.3厘米，厚0.3厘米，圆形，圆钮，圆形纽座，内区主题纹饰为高浮雕三瑞兽环钮追逐，
以乳钉纹间隔，外区铭文为“三羊作竟真有纪保口不兮”。其外依次为栉齿纹、锯齿纹、水波纹，
三角镜缘。它与金仿汉龙虎纹铜镜相比，更像是把金代三瑞兽纹铜镜和东汉龙虎纹铜镜结合
在一起创造的新形制，线条感较强，内区的三瑞兽与金代三瑞兽纹铜镜相似，但形态略有区
别，外区的铭文则与东汉铜镜铭文相似，镜缘也是仿东汉晚期至三国时期的三角缘。

综上所述，金代仿汉龙虎纹铜镜的第一种类型，即有铭文带仿汉龙虎纹铜镜，数量较多，
是金代完全按照东汉晚期龙虎纹铜镜为模直接翻铸的仿古铜镜，而且由于其合金成分的变
化，所以纹饰都很模糊，只能大概分辨形态，其形制、纹饰完全是照搬，没有金代的特征。其中，
辽宁省博物馆藏的一面仿汉龙虎纹铜镜有金世宗大定十四年（1174）的刻铭，故宫博物院藏的
一面仿汉龙虎纹铜镜，有泰和五年（1205）的刻铭，金哀宗正大三年（1226）墓也曾出土有仿汉龙
虎纹铜镜，说明有铭文带仿汉龙虎纹铜镜的铸造和使用贯穿金代始终，即使在铜禁结束后仍
在使用，说明仿汉龙虎纹铜镜不仅是为了规避金代严格的铜禁政策，其背后更是富有深厚的
世俗和文化内涵，首先东汉晚期辟邪祈福的铭文内容在金代同样受欢迎，其次龙和虎都是古
代的瑞兽和神兽，都有着辟邪驱凶，抵挡灾祸和鬼魅的作用，这也是当时人们的真实愿望。

第二种类型即无铭文带的仿汉龙虎纹铜镜，则是金代自己铸造的仿古铜镜，其中的两瑞
兽纹铜镜是有铭文带仿汉龙虎纹铜镜的简化，但这种数量发现极少，应是有铭文带仿汉龙虎
纹铜镜向三瑞兽纹铜镜的过渡形制，而三瑞兽纹铜镜则是两瑞兽纹铜镜的继续发展，并最终
形成了金代铜镜独具的特色，完成了由仿铸到自铸的转变，这种形制数量发现也较多。而且三
瑞兽纹铜镜在北宋境内也有发现，但略有区别，有可能是北宋铜镜受金铜镜影响的结果，说明
北宋和金文化交流的频繁。典型的三瑞兽纹铜镜一般都有“官押”或“官□”的铸铭，时代从金
代一直延续到元代，元墓出土的很可能是金代的铜镜延续至此时继续使用，而不是元代自铸
的；山西地区出土的三瑞兽纹铜镜都是元墓出土的，直径较大，均在13或14厘米左右，发掘报
告均认定其为元代，因为其与金代典型的三瑞兽纹铜镜有所差别，有可能是地域特色，也有可
能是金代三瑞兽纹铜镜在元的继续发展，即元代自铸的三瑞兽纹铜镜。

金代为何会在众多的汉唐铜镜中选择仿制龙虎纹铜镜，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
在思想上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宋代慕古之风盛行，而金代在与北宋的长期接触中，深受宋代
慕古思想的影响；且龙虎纹铜镜所代表的思想刚好和当时人们的需求相契合，并铸造精美，而
金代本身没有成熟的铜镜技艺和文化，因此会以东汉晚期的龙虎纹铜镜为摹本制作自己的铜
镜。其次，金代由于铜荒，实行禁铜政策，严禁私自铸镜，但由于高额的利润，私铸铜镜却屡禁
不止，为了逃避官府的检验，因此很多私铸铜镜多仿铸古镜来进行售卖获利。第三则是技术的
原因，金代仿镜会选择高浮雕的龙虎纹铜镜为模板，主要是由于其高浮雕更容易翻铸，而且金
代铜镜的含锡量减少，铜和锌含量增加，致使铜溶液的流动性和可塑性增强，这种成分配比非
常适于铸造浮雕纹饰，但不利于铸造纤细的线条纹饰。

综上所述，金代仿汉龙虎纹铜镜的流行在当时有着非常现实的文化和技术因素，是工匠
们审时度势做出的一种符合历史潮流的选择。有铭文带仿汉龙虎纹铜镜贯穿金代始末，是金
代工匠以汉龙虎纹铜镜为模板翻铸的，完全是照样仿铸，没有自己的特色，数量较多。无铭文
带仿汉龙虎纹铜镜中的两瑞兽纹铜镜则是有铭文带仿汉龙虎纹铜镜的简化，是一种过渡形
制，三瑞兽纹铜镜则是两瑞兽纹铜镜的继续发展，是金代铜镜在仿汉龙虎纹铜镜上的创新，并
最终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实现了由仿铸到自铸的转变。其中，北宋境内也有三瑞兽纹铜镜的出
土，但形制略有区别，说明北宋与金文化交流的频繁。而山西地区出土的形制特殊的三瑞兽纹
铜镜，或是一种地域特色，或是元代对其的进一步发展。

书籍是中华文脉的维系，是文化传承的载
体，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中灿烂瑰丽的宝藏。近
年来，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越来越多的古代
书籍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广受关注。如何做好这
些古籍的保护与利用，成为各大图书馆、博物馆
重要的工作与研究方向。一直以来，作为国家一
级图书馆的抚州市图书馆，在这方面持续进行了
一些有益尝试与探索，取得良好效果。笔者通过
此文抛砖引玉，希望共同促进古籍保护事业可持
续发展。

深挖地域资源、强化预防
实现古籍原生保护

抚州市图书馆，始建于 1958年，现馆坐落于
江西省抚州市迎宾大道 588号，2007年 6月动工
建设，2008年8月竣工，建筑面积9610平方米，共
4层，2010年 9月 1日正式对外开放。馆内设读者
座席千余位，各类馆藏文献45.84万余册，其中古
籍 192部 1429册、善本 32部 191册，数字资源达
44.7TB。馆藏善本中，明代张榜编著的汇编丛书

《群言液》7册，明刻本《苏子瞻》1册等收入《全国善
本书总目》；古籍《宋抚州本礼记注（附考异）》入选
江西珍贵古籍名录。另有馆藏清光绪八年五色套
印本（朱、墨、蓝、黄、绿）《重刊补注洗冤录集证》5
册，较为罕见。这些古籍忠实地记录着中国历史
发展轨迹，承载着抚州独具特色的文化传承。

实行分级管理，实现集中保护。为使馆藏古
籍、善本得到有效保护，抚州市图书馆新馆建成
之初，特别设立了特藏部，主要藏书为地方文献、
历史文献、历代临川才子所著八股古籍及其他地
方贤达著述等。2020年，通过深入挖掘临川文化
特色资源，建立临川文化主题馆，集中收藏了自
宋以降临川才子所编撰著录的书籍文献资料。特
藏部按照行业标准《图书馆古籍特藏书库基本要
求》建造，实行专人专管，并配套防潮、防湿、防
火、防鼠虫害、防尘防光等先进预防性保护设备，
通过营造良好的古籍储存管理环境，严格实行分

级保护措施，让古籍得到妥善管理和有效保护。
强化预防保护，再现古籍风貌。古籍是记录

我们历史的珍贵文献，整理好、保存好每一本古
籍对促进文化传承，弘扬民族精神，彰显文化自
信具有重要作用。但由于古籍的特殊载体性质，
存在诸如生命脆弱，老化、霉蚀、易被侵害损毁等
缺陷。这些不可再生的古籍修复工作，成为图书
馆工作中的重中之重。近年来，抚州市图书馆加
大资金投入，成立古籍修复室，引进一批先进的
古籍修复设备，强化古籍预防性保护力度。同时，
做好古籍抢救性保护工作。通过加大馆内专业技
术人员的培训力度，培育古籍人才。先后选派工
作人员参加中国古籍保护中心举办的“全国古籍
定级培训班”“全省古籍修复人员培训班”等，通
过线上线下的学习，切实提高古籍人才专业水
平。目前，抚州市图书馆拥有古籍保护专家1名，
古籍保护人员1名。从事整理、保护、修复等原生
性保护工作，不仅降低了古籍文献载体的损坏风
险，而且让部分破损的古籍重现昔日风华。

合理开发利用、多措并举
让古籍焕新重生

长期以来，古籍以其严苛的保护条件及其
珍贵程度，一直被束之高阁，公众即使有查阅
需求也难窥其貌。为打破这一书难求的局面，
平衡纸质图书与数字图书资源，多年来，抚州
市图书馆多措并举，着力推进古籍整理、研究、
活化与利用。

一是实现古籍资源共享。积极发挥国家一级
图书馆的引领示范作用，通过打造抚州市古籍保
护网，传播古籍知；挖掘本馆和临川区图书馆古
籍资源，建立“抚州市图书馆古籍数字资源库”。
截至目前，古籍数字资源库已收录数字化古籍
168部857册70678页，逐步实现馆藏古籍资源的
数字化及古籍的资源共享，不仅方便了读者研
究、查阅，也让沉睡在库房里的古籍重获新生。

二是加强与行业组织合作。通过影印与抚州

名人、地志等相关古籍，充实馆藏，实现古籍合理
开发利用。如2016年，时值汤显祖诞辰400周年，
抚州市图书馆经过调查发现，国家图书馆收藏有
汤显祖编著的学术著作明万历四十年刻本《玉茗
堂书经讲意》，且为孤本。随即决定与江西省图书
馆共同影印出版。此书的影印出版，对纪念汤显
祖及研究明史等都具有重要意义，也为后人全方
位、多角度研究汤显祖提供了帮助。古籍数字化
建设及部分利用率高的珍贵地方史料影印、再
造，赋予了古籍全新的生命力，让深藏闺阁中的
古籍真正活起来、走出来，最大化地实现其价值。

三是设立专题展厅。抚州自古文风鼎盛、名
人辈出，在灿若繁星的临川文化之中，八股文化
独具特色。一般认为，明清时期的八股文刻板、僵
化，严重禁锢了士人的思想与才华，被视为封建
糟粕。然而在国学大师启功首撰文为八股文正名
后，学界纷纷掀起八股文研究热潮。

八股文化始于北宋经义，兴盛于明清。随着
研究的深入，发现抚州王安石是八股文化的创
始者，抚州八股文化在历史上曾经誉满全国，且
抚州士子一直坚守八股文经世实用的治学精
神，极力批判明清八股的颓风。为全面展示研究
成果，展现抚州八股文化风采，抚州市图书馆特
设“抚州八股文古籍专题展”展厅，展出古籍文献
100余册。同时，馆内还不定期推出“自古知兵非
好战——中国古代兵书专题展”“典籍里的中国
智慧——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等古籍保护成
果展，并结合展览主题邀请学界专家、学者来馆
开展主题讲座和古籍故事会等活动。这种将展览
与讲座、故事会相结合的方式，不仅拉近了古籍
文献与读者间的距离，也让公众切身感受到古籍
的魅力，让人们更加了解古籍保护状况，提高古
籍保护意识。

古籍是中华文明的根脉，是民族的智慧结
晶。留住灿烂的历史文化，让沉睡在古籍里的文
字活起来，让文化的传承生生不息，是我们这代
人的责任。图书馆古籍保护与利用之路虽然漫长
而艰巨，但值得我们坚持并为之奋斗。

▲图2 北京平谷河北村元墓铜
镜，图片采自《北京平谷河北村
元墓发掘简报》

◀图3 山西翼城原村元墓铜镜，
图片采自《山西翼城原村元墓发
掘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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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公共图书馆古籍保护与利用
——以抚州市图书馆为例

何敏珊 张蔓 梅乐兴

盈尺之间 产盐万金
寻访海南古盐田

支艳杰

从古到今，盐一直是人类生活的必需品，岩
盐（井盐）、湖盐、海盐等盐矿资源满足了世界各
地不同人群生存、繁衍的需要。中国是较早人工
制盐的国家，在新石器时代，沿海先民就开始刮
取海滨咸土来制盐。

海南岛地处热带、亚热带之间，属热带季风
气候，日照充足，近岸表层海水含盐浓度高，其得
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使海岛居民自古日晒制盐，沿
袭至今，兴盛不衰。

环海南岛的滨海地带，分布有数量众多的不
同历史时期的盐田。尤以琼岛西北部环北部湾的
儋州和洋浦两地盐田最具特色，历史悠久，面积
广大，保存完好，设施齐备，沿用至今。据清代乾
隆《琼州府志》记载：“古时峨蔓属义伦县管辖，唐
代容琼、宁远、义伦县各有盐场。”另《新唐书·地
理志》也载：“琼山、宁远、振州（即琼山、崖县、崖
城，今海口、三亚）等县有盐，近海百姓煮海水为
盐，远近取给。”说明自唐代始，海南全岛均有盐
田。明清时期，盐田扩展至全岛且规模宏大，已成
盐场。正如清乾隆《琼州府志·盐法》记载：“琼属
四面环海，遍地产盐。”至近现代，建于 1958年的
乐东莺歌海盐场是现今中国南方较大的海盐场，
总面积达3000多公顷。

儋州峨蔓盐田，横跨盐丁、细沙、灵返、小迪和
南湖5个自然村，相连成片，颇为壮观，总占地面
积约800余亩，现存设施齐全，有盐道、晾晒场、盐
槽、卤水池、过滤池、蓄水池、导引渠、排水沟、盐铺
等。盐道近旁立有石雕像一座，雕工粗犷质朴，形
象威严质朴，被村民敬奉为“盐神”。2015年，峨蔓
盐田被公布为海南省第三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洋浦盐田分布于新英湾区盐田村东面滨海
地带，东西跨度约600米，南北长度约1500米，面
积约 750亩，现存设施较齐全，有盐道、晾晒场、
蓄水池、过滤池、卤水池、盐槽、导引渠、便桥、盐
铺等。2009年，洋浦盐田被公布为海南省第二批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13年，被公布为第七批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峨蔓盐田和洋浦盐田所处的北部湾沿岸，是
典型的滨海火山岩台地地貌，地势平坦，土地贫
瘠。火山岩石质坚硬，易于雕刻打磨，石材抗风
化、耐气候，自古以来一直是盐民晾晒制盐的天
然良材，造就了独具特色的火山岩特质。现今盐
田留存有全套的制盐设施遗迹——盐道、晾晒
场、蓄水池、过滤池、卤水池、盐槽、导引渠、便桥、
盐铺等，均是就地取材用火山岩制成的。

中国沿海一带自古盛产海盐，北起辽东湾，
沿渤海至莱州湾，再到两淮，直至浙闽沿海，都施
行烧煮制盐工艺。宋代柳永著有《鬻海歌》，明确
描绘了浙江定海盐民灶煮海水制盐的工艺。明代
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则详细记述了岭南地区煎
锅煮盐的工艺。

唯有海南岛，因日照时间长、强度大和海水
含盐浓度高等因素，得天独厚的采用日晒制盐工
艺，省时省力，方便快捷，极具特色。以儋州峨蔓
盐田为代表，保存了丰富齐全的晒盐设施，千年

“煮海为盐”工艺传承至今。
淹盐田。即制备盐泥，为提高晒盐卤水的浓

度，收集干净泥土，放置于晾晒场。涨潮时，通过导
引渠将海水引入场内，浇灌和浸泡泥土，让泥土充
分吸收海水中的盐分，达到较大程度的饱和。

导引渠，即引导海水进入盐区或将海水用来
湮田、过滤取卤水的小沟渠。导引渠或用土筑、或
用小石块垒砌。高约 25厘米，沟宽 40～50厘米，
长度不一，按需而修，分布于盐田之间。

滤卤水。将经浸泡、盐分饱和的盐泥运往盐
池（过滤池）中，再用干净的海水进行过滤，去除
泥土等杂质，形成高浓度的卤水，成为晾晒海盐
的最终原料。这道工序需要的设施包括导引渠、
过滤池、蓄水池（积水洞）、卤水池等。

蓄水池，被当地人称为“积水洞”，即用来储
存海水的池子，用于冲刷、过滤盐泥、制备卤水。
蓄水池形态各异、大小不同，深者近两米，浅者数
十厘米，全都修建在火山岩石上。

过滤池，是用来提取卤水的池子。池子多为
长方形，深十几厘米，池子底部铺垫一层竹席或
草席，起到过滤的作用。

卤水池，是用来收集、盛放过滤池提取卤水
的专用池，与过滤池相连，最深处近两米，为晒盐
前的最后工序。

盐槽（池）晾晒。将经过过滤、收集在卤水池
中的卤水分置于各种形态、大小不等的盐槽中，
经风干日晒后，即制成晶盐。

盐槽是盐田数量较多、颇为壮观的遗迹，也
是火山岩特质的集中代表。盐槽是四周带沿的火
山石质平台，用来盛放卤水并将其晒成晶盐的。
仅峨蔓盐田就存有大大小小盐槽 7300 多个，全
部是用当地盛产的火山岩石人工凿成的。先将岩
石顶部凿成一个“凹”形平面，周边是一圈高约三
四厘米的立沿，防止晒制的卤水外流泄出。平面
大多呈不规则的圆形或椭圆形，大者直径接近两
米，小者直径也在 40厘米左右。相互之间紧密排
放，较为集中，使提取卤水和收集晶盐时更加方
便、省时。由于盐槽表面颇似文房用具中的砚台，
又形象地称为“砚式盐槽”。

仓储运输。海盐成品晾晒出来后，进入收集、
仓储、运输环节。

盐田中设有盐道，用于往来行走和运输。盐
道宽约 50厘米，蜿蜒曲折。有的路段用小型河卵
石铺垫；有的用 40～50 厘米见方的火山岩石组
成；在低洼的路段，放置有较为整齐的若干石块，
依序排放，以供踩踏。而在遇到有沟渠的地方，则
用较大的长方形石板搭建成桥，以便行人通过。

盐田内或左近设有盐房（盐铺），面积多在10
平方米左右，用来存放盐，有的直接进行销售。

另外，在盐田附近，据传还有灯塔和警惕塔
等设施，为盐船出行、往来提供指示和引导作用。

从峨蔓盐田现存的制盐设施，结合沿用至今
的传统晒盐技艺，我们清楚地了解了海南岛历史
上传统制盐的工艺流程。由于海水每月都有一次
大的涨潮和退潮，为制盐创造了十分有利的自然
条件，盐工们熟练地掌握海水潮汐的涨落规律。
在大的涨潮时期，海水将整个盐田淹没和浸泡，
退潮时，他们利用最佳时机抓紧生产，把经过海
水充分浸泡的盐泥晒干后，置放在过滤池中，浇
上海水进行过滤，获得卤水，再把这些含有高浓
度盐分的卤水，放在数量众多的盐槽里进行晾
晒，获取晒好的晶盐，再存放、运走、卖出，或缴纳
盐税、或贩卖获利。

由于海水含盐浓度高的天然优势，海南岛自古
晾晒制盐就收获颇丰。据明代《正德琼台志》记载，海

南岛每年“共盐六千二百五十三引三百一十二斤八
两”，以每引合400斤计算，盐总产量达1250多吨，可
见产量之高。现今儋州峨蔓盐田，盐槽大者每次成盐
数十斤，小者仅盈尺之间也能成盐数斤，大小盐槽
7300余个，仅峨蔓一处每年产盐已逾500吨。

正如盐帮菜是四川自贡井盐文化的独特符
号，海南岛也赋予了盐崭新的面貌。日晒晶盐白
如雪，细如棉，咸味适中纯正，是盐焗食品的上乘
调料，盐焗鸡、盐焗鸽和盐焗蛋是香飘万家千巷
的美味珍馐。陈年存放的盐更是清热退火、清毒
散瘀的民间良药，被称为“老盐”，身价远超普通
成盐。按儋州当地民俗，沿海居民家家存有老盐，
并被家中主妇视为珍宝，锁于橱柜，家中男丁往
往难以取得。近年来，风靡全岛的老盐柠檬、老盐
黄皮、老盐金橘等饮品，清凉可口，风味独特，正
是千年良品与现代时尚完美的融合。

古盐田，是海南先民利用自然、改造自然，获
取生存必需品的物质遗存和见证，已具备“独特
性、真实性、完整性”的基本条件。当前，在当地各
级政府不遗余力地保护、弘扬盐业生态的情况
下，赴琼旅游人数逐年攀升，古老的盐田已成为
游人观光胜景和学生的研学基地。

▲图1 龙虎纹铜镜 山西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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