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峨蔓的鹽丁之路。鹽工每日沿著這條石頭小路，穿過兩側的紅樹林，將鹽往外運出。

對我來說，田野地的決定一向是種種機緣的巧合。大學時最常出田野的地方是宜蘭，那裡是我母親祖先來臺時的地點
。寫博士論文時的田野地在重慶，是我父親出生的地方。所以當北大的老師向我提出邀請赴海南島進行鹽業考察時，
雖然我已說了很多次想要暫停鹽業的題目，擺脫「鹹溼考古學家」的稱號，但還是立刻答應了這個邀請，因為海南島
是我父親在1949年來臺灣前生活的地方。從小我的身份證及戶口名簿上的祖籍都是寫「海南特別行政區」，讓我總
覺得與其他的小朋友不一樣，對於海南島，總是有股很特殊的感覺。今年一月的海南島田野行，剛好就完成了我以田
野尋根的最後一站。

這次的田野主要考察海南島洋浦及峨蔓一帶的傳統製鹽工藝，以供當地政府未來發展觀光的參考。從文獻上來看，《
新唐書‧地理志》裡面即有「廣州新會有鹽，潮州海陽有鹽，瓊州瓊山有鹽，振州、寧遠有鹽。近海百姓煮海水為鹽
，遠近取給。」的記載，其中瓊山、振洲及寧遠都在海南島，顯示最遲到唐代，海南島已有相當規模的鹽業生產。不
過遺憾的是，清代以前的文獻記錄都只有和鹽政相關的零星記載，我們沒有太確切的文獻能夠說明他們當時生產鹽的
方式。從清乾隆二十七年的《兩廣鹽法志》來看，清代時兩廣及海南地區生產鹽的方式主要有火煮和日曬兩種，而這
次我們考察的便是其中的日曬法產鹽。

海南島地圖

如果曾到過臺灣南部鹽田參觀的人一定有印象，臺灣南部的曬鹽可以分為大蒸發池、小蒸發池及結晶池這三個部份。
海水由腳踏的水車依序從大蒸發池、小蒸發池進入結晶池的過程中逐漸提高濃度，而大家印象中看到整片雪白的鹽田
就是結晶池的部份，在臺灣又可分為以土為底的土盤，以及以打碎的陶甕舖底的瓦盤兩種。

臺灣瓦盤鹽田示意圖

臺南七股井仔腳觀光鹽田結晶池

臺南七股井仔腳鹽田瓦盤結晶池

                                1 / 4

http://mepopedia.comhttp://mepopedia.com/forum/read.php?128,29559,29559#msg-29559


MEPO Forum / 原住民
到了海南島才知道⋯「鹽來如此」!

基本上所有採用日曬法製鹽的步驟大同小異，都是將海水濃度提高至某一個程度後，再將高濃度的鹵水放入結晶池中
讓其結晶成鹽，但在工序上各地仍會有所差異。洋浦及峨蔓地區的鹽場被區隔為若干的單元，每一個完整的單元包括
被曬鹽槽所圍起來的鹽田、過濾池、蓄鹵池、鹵水缸、曬鹽槽，以及數個單元合用一個的工棚。

海南洋浦鹽田示意圖

一個完整的鹽田單元

完整的製鹽工序是先從引海水入鹽田開始。鹽工在海岸到鹽田之間挖出引水溝渠，漲潮時海水便會沿著溝渠流向鹽田
，使鹽田中的砂土被海水充份浸潤。退潮經過曝曬後鹽田內便形成混合鹽粒的砂土。在2至3天的反覆過程中使鹽田
內的土壤含鹽量達到飽和後，便將鹽泥鏟入鹽田中的過濾池。每組鹽田有一到兩個過濾池及蓄鹵池。過濾池與蓄鹵池
是一個以石板相隔的池子，其間有暗道相通。鹽泥鏟入過濾池後鹽工會將鹽泥踏平，並舖上茅草做為過濾。在過程中
，鹽工不斷向鹽泥澆注海水以溶解鹽泥中的鹽份，此時鹽水便會順著暗道流入蓄鹵池。如果蓄鹵池的鹽水濃度到充份
飽和後，鹽工會用海邊生長叫黃魚茨的植物的莖來檢測鹵水是否達到一定濃度。當黃魚茨的莖浮在水面上時，表示鹵
水濃度已可用來曬鹽，反之則要再做進一步的濃縮。

過濾池(右)及蓄鹵池(左)

黃魚茨在鹽田旁隨處可見

高濃度的鹵水會被暫時存放在鹵水缸中。每副鹽田約有二到三個左右的鹵水缸。每日上午十一點左右開始曬鹽，鹽工
將鹵水舀至鹽田周邊火山岩質的曬鹽槽內。這些火山岩鹽槽都相當的淺，不到一公分左右，因此當天下午五、六點左
右即可採收。一個鹽槽每次出鹽不會超過1000公克。採收好的鹽會暫時存放在鹽田旁火山岩砌成的工棚內，達一定
數量後再運出販賣。每一個家戶擁有一個左右的工棚，以及二到三個左右的鹽田。

火山岩鑿成的曬鹽槽

在峨蔓還存在另一種形式的鹽槽。鹽工將火山岩敲打成若干正方形的方塊，然後將這些正方形的方塊拼起來形成長、
寬數公尺的方形大鹽槽。這種技術曬鹽的鹽量較高，應是改良後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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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形火山岩鹽槽

目前對於這個地區的製鹽工藝已大致了解，現在正在構思如何撰寫這次的田野報告。雖然我們主要的工作是傳統鹽業
工序的研究，但同時也會根據研究的結果提出一些建議，以協助當地發展觀光。雖然還沒有很明確的定案，但在我田
野筆記本裡面已有一些基本的想法：

1. 由於海南島目前旅遊是以海口、博鰲、萬寧到三亞的東北至西南一條的旅遊線為主，而洋浦所在的西岸則是工業
為主的城市。如果要發展觀光，無法只靠單獨的製鹽生產就撐得起旅遊線，而是要連結西岸地區包括漢代古城、東坡
書院景點，以及一些生態景點，連成一條可供一日旅遊，甚至能吸引觀光客過夜的旅遊線，否則無法將人留在當地，
刺激經濟。

2. 如果洋浦要發展觀光，必須解決環境污染的問題。當我沿著海岸走時，沿路可以看到大量的垃圾。除此之外，鹽
場周圍數公里範圍內有多間造紙廠及煉鐵廠等工廠，他們所排放的污水可能已影響當地海水，必須先進行化學成份的
分析。否則製作出來的鹽如果受到污染，就不適宜發展。未來成為觀光地點後，仍應每週定期檢查，並主動出示檢測
結果，以獲得消費者的信頼。

洋浦發展觀光急需解決的便是垃圾及污染問題

3. 在發展傳統文化產業時，其實也面臨了現代相關衛生法令的衝突。以食鹽中添加的碘為例，碘缺乏除了造成我們
熟知的甲狀腺重大的問題外，懷孕期的婦女如果缺乏碘，容易造成流產和先天性的畸形兒，成長期的幼兒則會有智力
發育遲緩的問題，因此中國對於鹽添加的食用碘的量有一定的規範。海洋中有一定量的碘，但各地區的碘含量的情況
不一。當地鹽工抱怨他們生產出來的鹽常常被衛生官員以未添加碘的理由阻止在市面販售，在峨蔓鹽丁小學的操場上
甚至還可看到巨大的標語寫「缺碘影響孩子智力發展」。我認為應儘速檢驗當地海水的含碘量，如果確實有不足量的
情況，可以輔導當地鹽民人工添加足量的碘，或修改法令，允許少量以觀光為主的傳統製鹽販售。這類的問題應有全
國性的通盤考量，因為四川及雲南等地的鹽礦也有碘量不足的問題，目前這些地方的鹽生產也都是以觀光為主，可以
制定相關法令，替這些文化產業製造的鹽解套。

峨蔓鹽丁小學操場上的標語

4. 未來在規劃當地的觀光時應將當地居民的納入決策當中，避免由旅遊公司壟斷所有的規劃和設計。整個鹽場的觀
光動線必須重新設計，目前的行走動線是以現有的生產路徑規劃，如果仍沿用現有的動線，一方面難以疏散大量涌入
的遊客，另一方面導致僅有較前面靠近動線的鹽戶吸引到較多的觀光客。在規劃時至少要以家戶為單位考量，達到利
益均享的原則。最重要的是，我不想看到海南島的美麗灣!!

5. 建議仿效臺灣臺南鹽博物館，對周邊所有與鹽相關的遺跡做清冊，以及以影像記錄的方式對所有的鹽工進行口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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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同時應開始對鹽業相關的文物進行徵集，以對未來可能興建的鹽業博物館或展示室做準備。

6. 目前鹽場僅販賣小包裝的鹽，周圍的餐廳也只有鹽焗雞和鹽烤魚與鹽有關而已。積極開發各項鹽相關的文創產品
，以及輔導周圍餐廳開發與鹽相關的菜色。

目前洋浦唯一出售的與鹽相關的產品

7. 目前當地製鹽主要集中在六至十月的夏季，必須思考如何在非產季的時間仍能吸引觀光客到此參觀。為達到此目
的，除考慮部份鹽田可以在非產季時仍維持觀光性質的運作外，應考慮強化整個製鹽產業與當地村落間的連結，讓觀
光客能真實感受鹽村的生活，而非僅只於參觀製鹽的過程。

8. 對於先前為了觀光所做的一些設施，應重新檢討有無必要，並做調整。在到洋浦之前我已在網路上搜集一些相關
的訊息，發現有人的網誌上有大石刻著「東坡鹽槽」四個大字。我對於現在中國很多文化觀光景點穿鑿附會名人的現
象很感到興趣，但在現場遍尋不著那塊大石。於是開口詢問村長是否有這塊大石，村長很熱心地帶我繞了一大圈路才
看到那塊石頭。「怎麼樣？還不錯吧？」「嗯…還可以啦」「我刻的」「什麼？你刻的？」「是呀，就上次領導說要
發展觀光，我想了想，不知道要做什麼，就用電腦印了字樣，自己把它給刻上去了」「那…我們沿路過來整條石頭路
上，每顆石頭都刻上各種銅錢、鹽耙、鹽桶、魚、蝦、蟹、龜等圖案，那也是你刻的？」「哦，那是另外一次領導說
要發展觀光，別人刻的」。這一類的人工添加物是目前中國文化遺產景點的一大問題，也應全盤檢討。

村長親手刻的「東坡鹽槽」

沿路的石頭被刻上各種圖案以”刺激觀光”

在田野的進行中，除了透過觀察和訪談去了解這項傳統生產技術外，我一直在想各種不同的方法幫助當地文化資產的
保護與利用，也不斷設想觀光化之後對於當地社會可能帶來的衝擊。有一天下午我坐在捕魚的石滬上往鹽田的方向看
，一會兒想像古代這裡的人是如何生產鹽及生活的，又一會兒開始想像如果觀光化以後這裡會變成什麼樣子，想著想
著不禁啞然失笑。考古學家守備範圍還真廣呀，過去、現在及未來都要兼顧，這真的是我的工作嗎？在教書的過程中
，常常遇到有同學跟我說他會選擇考古學而非文化人類學的原因是因為他不擅或不喜與人接觸，我認為抱持這種心態
來學習考古學是不恰當的。僅管考古學許多研究的材料都屬於過去，但進行考古學研究的人卻是活在現代，如何能擺
脫與現代的關聯？更何況考古學一再強調要由物見人，如果對人沒有興趣，沒有熱情，那如何能讓別人透過你的研究
看到古代的人呢？短短幾天田野的時間，海南島突然從從未到過的祖籍地，變成讓我掛心的地方。我想不單單是因為
我的親人曾在這裡生活的關係，而是每個田野地不論時間長短，都會成為心繫的故鄉之一。這點，人類學家都應該會
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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