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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盐镇孤独“老去” 

   “大宁大昌，不想回家乡。”“大宁好挣钱，一去七八年，想往回家转，没得盘缠钱。”“大宁场的银子搁撮箕撮，你啷个不去撮呢——

我没得钱买撮箕。”这些充满矛盾心思的民谣里唱的大宁场是什么地方？就是位于三峡库区大宁河流域的宁厂古镇，隶属于重庆市巫溪县宁厂

镇。解放前，巫溪县不通公路，最有效的交通方式是水路行船。沿着大宁河顺流而下，从宁厂镇经巫溪县城到巫山龙门峡口入长江这段距离，来

回一趟，最传统的小木船“辰驳子”需要6-7天。现在，从巫溪县城乘坐机动船到达龙门峡口只需要3小时左右。 

   古镇在中国多的是，宁厂古镇有什么特别之处呢？宁厂古镇的特别之处很多，首先是地理位置特别——在峡江的最深处；其次风貌很特

别——是镶嵌在峡江深处大宁河两岸并为群山环抱的古镇；第三，维系古镇生命的别无他物，唯有一股天赐的盐泉。确切地说，因为拥有这么一

股“天赐的”自然盐泉——人们称它为“白鹿盐泉”——才使得这里人烟集聚，从而成就了一个几千年的古镇，成就了巫溪县这个“峡郡桃

源”。此外，宁厂古镇的特别之处还有古老而神秘的文化氛围——距它不到五公里的地方有中国目前最完整的悬棺群——荆竹坝悬棺群。在大宁

河流域，还有以宁厂镇为中心发散出去的中国最古老的陆路交通网之一，由陆路古道和沿河搭建的栈道组成，习惯上它被称为“古盐道”。许多

学者相信，这里还有史上最古老的输卤系统（汉代通过在大宁河沿岸架设竹笕把宁厂镇的卤水输送到巫县沿江的城镇制盐）。 

   1983年5月，时任四川省省委书记的杨汝岱到巫溪县视察时重点考察了宁厂镇。视察过程中，杨书记禁不住慨叹“光荣的历史、萧条的景

象”。宁厂“光荣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有文字记载的大规模的盐销始于秦汉。自汉在巫县设盐官管辖盐政以来，它的名称和建制

几经变化。可考资料表明，唐代以前均隶属大昌县管辖，宋代始得“大宁盐场”之名。自“宋开宝六年（973年）因盐置大宁监”至民国的一千

多年间被称为“大宁盐场”（清代一度改称“厂”，民国初元又改为“盐场”）。直到民国29年（1940年）才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建制镇宁厂镇，

1949年解放后仍保留宁厂镇行政建制。  

   在经历了先秦的初创，秦汉的发展，唐宋的繁荣，明清至文化大革命前的曲折发展阶段之后，“文革”开始，盐厂连年亏损，为维持就

业，盐厂长期依靠地方财政补贴和省盐务局的“小盐厂补贴”得以生存。到了上世纪90年代，随着现代制盐技术的进步，全国盐业产大于销的局

面形成，随之而来的是国家盐业政策的调整，生产工艺落后、长期亏损的巫溪盐厂终于失去了继续存在的空间，宁厂镇手工制盐的历史也宣告终

结。1996年，巫溪盐厂全面停产，生产指标转给作为巫溪县制盐业的后起之秀——真空制盐方式作业的田坝盐厂，由田坝盐厂代生产。大量工人

和居民无以维持生计纷纷外迁，从此千年盐镇越发萧条。1998年巫溪盐厂与前万县地区的其他几个盐厂一起被万州的索特集团兼并，2005年，巫

溪盐厂被改制后名存实亡。这个解放前曾经聚集了上万人的小镇，眼下长期居住在镇上的仅有800人左右，大部分是盐厂退休的老人，以及附近

老高山上退耕还林来此居住的农户。如今的宁厂古镇人去房塌，呈现出一派颓废景象。套用杨汝岱书记的话说是“更光荣的历史，更萧条的景

象”。 

     盐业衰落的直接结果是古镇人气骤减，宁厂镇从此开始落入“边缘化”的状态。1992年撤乡并镇，宁厂镇与附近的双溪乡合并，镇政府搬迁

至隶属双溪乡的双河镇，旧宁厂镇降级为新宁厂镇的一个社区。2002年4月，重庆市政府公布昔日盐场所在的旧宁厂镇为重庆市首批受保护的

“历史文化名镇”。自此，宁厂完成了从“大宁盐场”到“宁厂镇”再到“宁厂古镇”的演变历程。一组数据可以反映这座古镇急速萧条的过

程：1950年，宁厂镇常住人口4900人；70年代初3700多人；70年代末3200多人;1990年2027人（其中农业人口174人，自然增长率1.94%,系全县最

低）；2000年古镇人口1190人；此后由于高山移民迁来的原因古镇人口略有上升。2001年古镇1385人；2002年1445人；截至2010年8月31日，古

镇户籍人口1869人，据笔者现场调查，实际居住在镇上的只有588人，其中包括人在户不在的暂住人口54人。 



灿烂遗产弥足珍贵 

   宁厂因盐而兴，宁厂盐业的发展对当地及所在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都产生了相当深刻的影响。自汉在巫县（当时巫溪巫山所在地统属巫

县）设立盐官管辖盐政以来，宁厂盐业便一直是当地最重要的财源，宁厂因此成为秦巴地区的经济交流中心，历史上“一泉流白玉，千里走黄

金”、“利分秦楚域，泽沛汉唐年”、“吴蜀之货，咸萃于此”等种种说法是对其过去的生动描述。从这些描述中我们可见其在区域经济史上的

重要地位。事实上，既有交通之便，又有鱼盐之利的宁厂，在中国古代史上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正如学者王川平所论述的

那样：“在四川自贡的井盐没有开发之前即李冰治蜀之前，巴国的盐雄踞长江中游、上游一带数千年……三峡之盐便成为秦统一六国的重要资

源。”几千年来，大宁场生产的食盐不仅滋养了峡江地区的巫溪和巫山，而且还远销到邻省湖北、陕西的几十个属县。太平天国起义和抗日战争

期间，在淮盐运道受阻的情况下，大宁场生产的食盐参与了中国近现代史上两次“川盐济湘楚”，免除了湖广人民的淡食之苦。宁厂古镇蕴含着

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是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无论从文化遗产的角度，还是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而言都具备深刻的价值。 

   从文化遗产的角度来看，它具有特定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从历史价值来看，宁厂古镇为我们研究三峡库区的盐业史提供了一个鲜活

的样板，同时也为深入全面地认识中国盐业史打开了一扇窗口。对宁厂盐业的研究也为观察和理解巫溪及其所在区域的发展史乃至中国历史文化

的发展史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从文化和艺术价值来看，宁厂古镇因盐而兴，盐业是滋养古镇的唯一资源。盐业经济的发展不仅造就了宁厂独

特的“七里半边街”的峡江古镇风貌和建筑艺术，而且造就了古镇独具特色的文化个性。同时，这种文化作为宁厂与外界文化交流与融合的结

果，对于研究宁厂与所在区域城镇的互动关系也极具价值。宁厂古镇作为文化遗产所具备的科研价值主要体现在这几个方面：一是可以对自然盐

卤展开更深入的科学研究，为以后可能的开发利用提供必要的科学依据；二是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对古镇及其周边历史遗存进行必要的考古调

查和发掘，为宁厂盐业的研究提供确切细致的材料；在综合研究的基础上，可以为揭开大宁河流域巫文化之谜、古栈道之谜、悬棺之谜等提供重

要佐证。 

    此外，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来看，宁厂古镇所具备的核心价值在于:其一，宁厂以它独特的发展路径为我们观察近百年来中国社会的发展变迁

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样板；其二，宁厂作为典型的资源型社区提出了一个严峻的问题：一个对单一资源极度依赖的社区如何在新的市场环境中实现

可持续发展？其三，宁厂的现状也为我们提出了一个值得反思的问题：在现代化背景下，人类该如何对待它的历史和文化。 

峡郡明珠亟待保护 

     2002年宁厂古镇被成功申报为重庆市历史文化名镇，此举原本是古镇保护与发展的福音，但事实上宁厂古镇的保护或保存现状不容乐观，它

的步调与整个中国的步调是那么格格不入。请您试着想象一下：往南走——相距十公里的巫溪县城正在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相距一百公里不到

的大昌古镇因三峡工程的建设而得以整体搬迁，再远一点的巫山县城游人如织呈现出盛世繁荣景象。再远一点，那些往昔赖食宁盐的市镇——湖

北的竹山、竹溪、房县、兴山、秭归，陕西的镇平、平利等，当然还有盐道上的若干村镇，无一不在生机勃勃地奔着现代化的生活而去。总之,

当整个中国都在大步迈向新时代的时候，唯有宁厂镇的时光好似停滞了、凝固了，沉默了。看吧——满目疮痍：清澈的后溪河河畔，七里半长的

“半边街”上，民居整栋整栋地垮塌了，没倒掉的已经东倒西歪，无人居住的房子里长出了野草或被种上了蔬菜。制盐的厂房只剩下几根砖砌的

柱子，没有屋顶的灶房里还有几口锈迹斑斑的大铁锅，旁边是与人一般高的茅草……这个曾经吸纳了上万人的镇子现在几乎成为一座“空镇”，

住着为数不多的老人、幼童、单身汉和几条类似野物的猫。难怪在古镇生活了81年的盐厂老工人陈老汉哀叹其“一败如灰”。事实确实如此，几

千年来孕育出来的各种文化形式在短短的几十年期间几乎荡然无存，甚至连制盐的车间和工具也没有一件完好的东西留存，其情状令人痛心。 

笔者借参加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受国务院三峡办委托对宁厂古镇开展调查研究的机遇，发现近现代以来，除了战争和不可抗拒的自然

因素以外，宁厂古镇损毁的过程总结起来大致经历了几个阶段：第一阶段（1950——1965），表现为解放初期各种运动的冲击。首当其冲的是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破除迷信运动”，这个运动的结果是小部分地毁掉传统文化象征；其次是大办钢铁运动，这次运动中诸多古庙建筑遭

到毁灭性的破坏，甚至作为盐场几千年文化精神象征的“龙君庙”也被拆毁。据说其石材被拿去建了炼铁用的土高炉，木材拿去做了炼铁用的燃

料。第二阶段（1966——1976）即“文革”时期，表现为“彻底破除一个旧世界”。这次运动中，以前因为距离较远（成人徒手单程步行至少两

个小时）因而幸存的部分古建筑如“二仙庙”受到波及，连盐镇的主神——龙君（龙王）的龙头也被砸毁。第三阶段（1976——）：这一阶段的

损坏主要来自原有产业的退出、政区的调整、古镇人的被迫放弃以及文物保护体制、经费缺失等的原因。 

     当然，造成宁厂古镇保护困境的因素客观原因也有许多，如自然灾害和经济价值的丧失，民国以来，宁厂古镇发生过几次大火灾，烧毁了一

些木构民居建筑。经济价值的丧失是宁厂镇遭遇衰落的又一主要原因。1976年城泉公路开通后，古镇商业价值丧失，加上盐厂的日益萧条，1980

年代中期开始，镇上的机关单位纷纷向外搬迁；1996年盐厂彻底停产之后，盐厂人大批举家搬迁或外出务工，宁厂镇逐渐成为一座空镇。经过20

多年的自然损毁或人为破坏，除了少数有人经管的私产之外，无人居住的民居基本坍塌。盐厂停产后其厂房和设施在混乱的情势下几乎无人监

管。改制以后盐厂的资产归属发生改变，但位于万州的索特集团对于盐厂留下的破烂厂房和工具设施也未采取任何保护措施，加剧了盐厂资产的

流失。同时，由于意识形态领域的偏差，历史上宁厂镇的文化遗产曾遭受几次人为的损毁。上述所提到的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破坏皆因此而

起。  

摆在我们面前的客观情况是宁厂古镇亟待科学的保护。日前，消息传来，巫溪县人民政府正紧锣密鼓地对宁厂古镇进行保护和利用规划，我们真

心期待这个规划是在科学研究、充分论证的基础上展开的，即要以尊重古镇的文化脉络、保护古镇遗产真实性和完整性为前提，否则给它带来的

不仅不是福音，而很可能是另一种破坏。  



(2011年7月15日5版) 

采编：高游 中国文物信息网

 

留言留言留言留言须须须须知：知：知：知： 

一、不得发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的言论； 

二、不得发表造谣、诽谤他人的言论；  

三、不得发表未经证实的消息，亲身经历请注明；  

四、请勿发表任何形式的广告、企业推广产品或服务；  

五、本信箱只用于中国文物报社和公众之间的交流，请勿发表与中国文物报社工作无关的留言； 

六、本网站拥有发布、编辑、删除网上留言的权利，凡不符合本须知规定的留言将予以删除； 

七、如在本栏目留言，即表明已阅读并接受了上述各项条款。 

网友留言只代表网友个人观点，不代表网站观点。另外网站不定期对评论实行审核后发布制度。

共 0 页  0 条 当前第 1 页  

本篇文章暂无评论 

共 0 页  0 条 当前第 1 页  

发表评论

名字：  匿名发表 

关于我们 | 联系电话 | 广告刊例 

中国文物报社版权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邮编：100007 社址北京市东直门内北小街2号楼东侧2层 

电话：010-84078838 传真：010-84079560 建议使用1024*768或以上分辨率浏览 

制作维护中国文物报社网络中心 电话：84078838-80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