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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实地考察 了西 藏 自治区芒康县 盐井镇 的井盐生产
,

认为西藏盐井原始 的井盐生产方法和

盐粮交易的特点
,

构成了一 种原生态的井盐生产 民俗
。

这种生产方式和 民俗
,

现在仍然对周 围的少数民

族 的生活产生着影响
。

其井盐生产民俗不仅具有历史价值
,

也具有重要 的文化遗产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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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 自治区芒康县井盐镇的井盐生产有着独特的历史传统和生产工艺
,

与四川
、

云南两地的井盐生

产迥然不 同
,

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
。

笔者于 年 月到盐井镇进行了实地调查
,

本文通过文献综述和

田野考察记录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

对西藏 自治区芒康县盐井镇的历史和现状进行论述
,

分析井盐生产的

工艺特色
,

并描述当地传统的井盐生产和销售民俗
。

一
、

西藏盐井的历史记载

在历史上
,

藏族就有盐业生产的传统和工艺
。

唐代吐蕃的食盐生产是所谓的
“

洗炭法
” 。

唐樊绰

云南志 日 “

昆明城 今盐源 有大盐池
,

比陷吐蕃
。

蕃中不解煮法
,

以咸池水沃柴上
,

以火焚柴成炭
,

即于炭上掠取盐也
。 ”

这是迄今所见最早的关于藏族制盐的文献记载
,

方法是用 卤水 咸水 浸泡柴
,

又 以

火烧柴成炭
,

再从炭上刮取结晶的食盐
。

这种方法在唐代就被 内地人认为是
“

不解煮法
” 。

可 以看 出 当

时藏族的制盐方法是落后于 内地的
。

而西藏 自治区芒康县盐井镇的井盐生产明显不 同于 以上的记载
。

西藏芒康县盐井镇位于西藏的东南端
,

紧连云南省的德钦县
,

为纳西族 民族乡
,

位处滇藏线茶马古

道 的必经之地
,

并邻近 四 川 巴 塘等地
。

镇上居住有藏族 多人
,

纳西族 多人
,

还有少量其他 民

族
。

据说
,

这里的纳西族是 明代丽江木土 司派来驻守盐井的后代
,

盐井的纳西族开采井盐 的历史应有

年以上
。

这一说法在史料中也有线索
,

如清代余庆远《维西见 闻录 》序记载 万历年间
,

丽江土知府

木 氏
,

率磨些兵攻吐蕃地
“

遂取各要害地
,

屠其民
,

而徙鹰些戍焉
,

自奔子 阑以北
,

番人惧
,

皆降
,

于是 自

维西及中甸
,

并现隶四川之巴塘
、

里塘
,

木 氏皆有之
,

收其赋税
。 ”

明清时期
,

盐井属于 巴塘地
,

当为木 氏收

赋税之地
。

这一说法在晚清剑川人段鹏瑞为 盐井 乡土记 写 的 自序 中也可得到 印证
“

时巴塘
、

里塘

皆为木氏有
,

盐井为 巴塘之匝脱
,

从可知 己
。 ”

年盐井设县
,

但民国初期盐井仍隶属 巴塘
。

到 世纪

年代后
,

盐井县划归西藏
。

新中国成立后
,

盐 田曾收为国有
,

年代 以后
,

盐 田又分给个人进行生产
。

历史上
,

芒康县盐井产的盐在藏区就十分著名
,

现在能看到的历史记载均为清代 以后的文献
。

清初

康熙六十年 六 月二十九 日
,

杜昌丁随清朝云贵总督蒋陈锡从云南阿敦子 今德钦县 进入西藏
,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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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此地
,

谈到 了
“

自此北行过盐井
,

数 日即小天竺
、

大天竺
,

滇蜀会兵必 由之路也
,

西即澜沧
” ①

,

这是迄今

所见关于
“

盐井
”

地名的最早记载
。

在光绪年间
,

还 曾在盐井县设盐榷
,

现在能查找到的一个盐榷官是光

绪年间的云南剑川白族段鹏瑞
,

宣统二年后他被赵尔丰任为盐井县的盐厘局长
,

他著的 盐井乡土志

说
“

盐 田之式
,

土人于大江两岸层层架木
,

界 以叮畦
。

俨若 内地水 田
。

又掘盐池于旁
。

平时注 卤其中
,

以备夏秋井 口淹没之倾晒
。

计东岸产盐二区
,

一名蒲丁
,

一名牙喀
,

西岸产盐一区
,

曰 加打
。

东岸盐质净

白
,

西岸盐质微红
,

故滇边谓之桃花盐
,

较 白盐尤易运销
,

以助茶色也
。

通计盐 田二千七百六十有三
。

卤

池六百八十有九
,

井五十有二
,

常年产盐约一万八千余驮
,

驮重百四十斤
。

如将来讲求穿井之法
,

岁出 尚

不止此
。 ’,

②从 田野考察来看
,

现在也是东岸的盐色 白
,

西岸的盐色红
,

以上还提到当时有 卤井 口
,

卤池

个
,

盐 田 块
。

而现在 的数量有所增加
,

卤井有 多 口
、

盐 田约 块
。

宣统元年
,

清廷的军官程凤翔率清军到达盐井
,

他撰文描述了当时盐井的生产情况
“

江东岸

产 白盐
,

西岸产红盐
,

盐井深不及丈
,

卤盛若泉
,

夷 民拙不能汲
,

架梯入井
,

负水为盐
,

四 方 商贾
,

多惫迁

焉
。

其取盐之法
,

不藉火力
,

江两岸岩峻若壁
,

夷 民缘岩构楼
,

上覆 以泥
,

边高底平
,

注水于 中
,

日暄风燥
,

干则成盐
,

扫贮楼下以待沽
。

夷名其楼 曰 盐 田
。

数 田之间有盐窝
,

状类 田而稍深
,

用 以囤积盐水
,

春暖夏

融
,

江把井湮
,

盐户取 田 泥浸诸其窝 以取盐
,

仍与井水相若
,

盐楼鳞 比数千
, · ·

一诚天生利源也
。 ’,

③以上

详细记载了清代井盐生产过程和 当时盐 田 的建构情况
,

说明当时盐井镇的食盐生产工艺和水平就 比不

上 四 川和云南
,

那时四 川和云南都 己经使用竹奄汲 卤
,

并以火煎煮卤水获得食盐
。

而盐井镇当时是架梯

入井
,

从井下背 卤水到井上
,

并且不用火力煎盐
,

而用 日晒法
,

借助阳光和风力将 卤水蒸发干燥
,

获得食

盐
。

通过调查
,

我们发现
,

现在的生产仍然如此
,

在工艺上没有任何变化
,

说 明井盐生产工艺历史传承久

远
,

变异较小
。

又据宣统元年十月初三 日
,

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上奏
, “

查 巴塘产盐
,

惟在盐井一处
,

滨临

澜沧江东西两岸
,

皆有井地
。

⋯ ⋯现查澜沧江东岸有井三十余 口
,

西岸二十余 口
,

东岸井深
,

盐质颇厚
,

西岸井浅
,

曾有硝质
,

色味较逊 ⋯ ⋯本拟改用 煎熬之法
,

曾经试验
,

一经提炼
,

色味俱佳
。

惟关外向无煤

矿
,

全用 山柴
,

成本几增二十余倍
,

只可暂仍其 旧
。 ” ④当时的盐井的数量

,

与今天相 比大体相当
,

记载中

提到晚清时官方还尝试过用火力蒸发来煎盐以提高产品质量
,

但 由于烧柴的成本太高而放弃
,

说 明了盐

井工艺持续传承与当地的 自然条件有着密切的关系
,

技术受到了环境的制约
。

在民国时期
,

据 年刘曼卿到盐井的记载
“

阿敦 今德钦县 不产食盐
,

民食 皆由西康盐井 当时

盐井属西康省 运往
,

滇省设盐税局 以征盐税
。 ”

又说
“

因滇省中 中甸
、

维 维西
、

阿 阿敦 数县均不产

盐
,

若 由本省产盐各区运至
,

则运输实感困难
,

若尽量让康盐入 口
,

则恐康盐倾销太盛
,

影响滇省经济
,

故

高其税率以征收之
。 ” ⑤

,

说 明民国时期芒康盐井的产盐十分兴盛
,

对滇西北 的藏区经济有重要影响
,

限

制其在滇省的倾销
,

当局采用了征收高税率的措施
。

藏族文献未见盐井的记载
,

但在藏族著名史诗格萨尔 姜岭大战 中
,

描述了姜国王萨旦王发兵侵

犯岭国盐海
,

受到 以格萨尔王为首的岭 国军 民奋起抗击的故事 ⑥
,

当地人传说
,

盐井就是姜岭两国发生

战争的地方
。

而历史上
,

藏族和滇西北各民族
,

为争夺盐产地
,

曾经频繁发生过战争
,

也确是事实
。

二
、

井盐生产的实地考察

年笔者到西藏芒康县盐井镇考察当地的井盐生产
。

在我们之前 自贡市盐业历史博物馆的陶宏

和黄健先生也对此地盐井的生产技术作了详细的调查 ⑦
,

但有关史料的发掘和 民俗部分还有待加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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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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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陶宏
、

黄健 《西藏芒康县盐井 乡盐业研究 》【
,

《盐业史研究 》 年第 期
,

第 一 页
。



中国藏学 年第 期 总第 期

离盐井镇乡政府 一 公里处的澜沧江峡谷底部
,

就是井盐生产的工场
。

在澜沧江两岸
,

密密麻麻地

分布着数千个木头搭起的晒盐木架
,

称为盐 田
,

它们成片地互相连接
,

十分壮观
。

我们主要考察了江东

岸纳西族的盐场
,

这里有上盐井村和纳西村
。

江西岸的盐场
,

据介绍均为藏族妇女制盐
,

这种不同
,

从历

史到现在都是如此
。

限于条件
,

此次考察未能到江西岸调查
。

盐场属干热河谷气候
,

适于井盐生产
。

据

介绍
,

盐井共有 多户是专业的制盐户
,

有 多户是既有盐 田也有农 田 的农户
。

在江东岸的盐场
,

约有

多名纳西族妇女从事制盐活动
,

这是她们谋生的主要职业
。

而她们的男人大多从事农业
、

贸易和其他

职业
,

所 以制盐并不是家庭最 主要 的经济来源
。

妇女们早上来
,

晚上 回
,

中午则在盐场的小木房 中用

餐
。

盐场是 以户为单位
,

属家庭作坊式的井盐生产
。

盐井的纳西族妇女 由于长期居住在藏族地区
,

穿着

服饰都 已完全藏化
,

平时说话也使用藏语
。

但问到其 民族成分时
,

她们一致 回答是纳西族
。

卤井就分布在峡谷底部的澜沧江两岸的江边
,

东岸有卤井 多个
,

西岸有 卤井 多个
,

盐井之间相

距 一 多米不等
。

卤井为典型的大 口浅井
,

井深不等
,

从 一 米到 一 米都有
,

井径约 一 米
,

都是人

工凿出的
。

有的盐井外围用石头建筑成围堤
,

外形如同圆柱形的碉堡一般
,

这是为了阻止夏天江水暴涨

进入 卤井
,

使夏天能继续采 卤水
。

这与清代康熙年 间云 南 滇南盐法 图 》描述的云南安宁等地在河 中

造井有相似的地方 ①
。

井 内往往有木制的井梯直达 卤水
,

梯近于垂直
。

卤水是在江边井下的缝隙中 自

然流出的
,

在井 口就可看到源源不断涌出的盐泉
。

西藏芒康县盐井镇的制盐工艺有别于 云南
、

四川的煎煮法
,

而类似于沿海地 区 日晒法
。

在芒康
,

春

天的卤水最浓
,

也是晒盐的最佳时机
。

晒出的盐最 白最好
。

所 以晒 卤的旺季处于 一 月间
。

而在夏天
,

由于处于雨季
,

有混浊的江水渗入 卤井
,

晒 出的盐颜色往往偏红
,

质量稍欠
。

地质调查表明
,

这一带属于

上升强烈的地带
,

岩层受到来 自东西方向剧烈的挤压
,

形成褶皱带和大断层
,

为含盐地层
,

含断裂带的温

泉水溶解了含盐地层
,

卤水就源源不断喷涌而 出
,

站在盐井 口
,

常常可看到热气 冒出
。

盐井镇的盐实质

上是一种岩盐
,

这与藏西北所产的湖盐是很不相 同的
。

江边晒盐的盐 田
,

东西两岸共有约 块
,

盐 田数量每年都有变化
。

筑盐 田的方法是用多根圆木柱

作为支撑
,

成 网状排列
,

柱子的间距约 米左右
,

圆木柱的长度
,

则因山势和地形从 米到 一 米不等
。

支

撑的上面有二层
,

一层用 圆木密集排列
,

第二层就铺上木板
,

用黄泥或红泥夯实抹平
,

泥层约厚 厘米
,

四壁稍高
,

约高出 一 厘米左右
,

形成一个长方形的浅槽
。

即晚清文献中描述的
“

夷民缘岩构楼
,

上覆

以泥
,

边高底平
” 。

每个盐 田的面积约在 一 平方米之间
,

更大的面积
,

圆木就难以支撑
。

盐工把 卤水倒入浅槽的盐田中晒
,

木架的水平面一定要准确
,

否则 卤水会流失而减产
。

由于木板之

间有缝隙
,

往往有长短不等的结晶小盐柱垂下
,

显得晶莹透亮
。

盐 田常常要维修
,

这要视 卤水渗漏的情

况而定
。

这些晒盐的木架层层叠叠
,

最多达 一 层
,

错落有致
,

绵延数里
,

成为盐场的一大景观
。

贮 卤池为地坑式
,

约有数百个
,

史籍中称为
“

盐窝
” ,

每户人家都有一个
,

深度近 米
,

长宽则在数米以

上
,

即文献所述的
“

状类 田而稍深
,

用 以囤积盐水
” 。

当夏季洪水泛滥
,

卤井被淡水冲没后
,

就靠贮 卤池中

的卤水维持盐的生产
。

妇女们顺梯子下去
,

把 卤水从井中背出
,

这与历史记载的
“

架梯入井
,

负水为盐
”

是一致的
。

她们用一个长约 厘米
,

直径为 厘米的木桶
,

在井下 舀卤水装入木桶中
,

用一根宽约 厘米

的环形布带把水桶固定在后背上背 出井外
,

倒入贮 卤池中
,

以后再把 卤水倒入盐 田
,

即可晒盐
。

背 卤水

很辛苦
,

一般 由中年人和媳妇做
,

没有嫁出的姑娘 由于 卤水太重
,

怕影响体型和身体健康
,

很少背 卤水
。

一家人中往往有一二个妇女配合制盐
。

芒康县的卤井为当地盐工共有
,

盐工沿梯子下井去舀卤入桶
,

然

后背上盐井
。

这与云南云龙诺邓井卤工下井汲 卤有类似之处
,

诺邓井深达 米
,

在清代康熙时期
, “

诺邓

井 ⋯‘二 卤脉微细
,

以人进井
,

舀入桶 内
,

然后 用木车扯 出井
。 ’,

②到 民国时期
,

就使用竹奄汲 卤
。

而芒康藏

族地区的盐井大而浅
,

汲 卤一直是 由人下井背 卤
,

技术一直没有改变
,

传承至今
。

据介绍芒康县的盐井
,

每 平方米的盐 田可晒得盐 一 斤
。

约 桶 卤水可晒得 多斤盐
。

桶 卤水约有 斤重
。

一位妇女多

① 朱霞 从 滇南盐法 图 看云南古代少数民族的井盐生产 【
,

自然科学史研究 》 年第 期
,

第 一 页
。

② 清 王符 康熙云龙州志 【 卷六
“

赋役附盐政
” ,

国家图书馆古籍部的缩微胶卷影印本
,

原本藏哈佛大学汉和图书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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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每天背 一 桶
,

少则 一 桶 卤水
,

视身体情况而定
。

据实地考察井盐生产的工艺顺序为
、

汲 卤 人沿很陡的梯子爬入井中
,

在井中用小盆舀卤水入木桶中
,

先把 卤水桶放在前面
,

爬出井后

再把桶背在后背
,

一次只能下井一人
。

现在也有用抽水机汲 卤到盐 田上的
。

、

背 卤 从井里背 出 卤水
,

一直往 山坡上走
,

约有 一 米左右就到了 自家的盐 田
。

先把 卤水倒

入 自家的贮 卤池 中
,

以后需要时再把贮 卤池中的卤水 舀起
,

倒入浅池的盐 田中
。

另一种将背出的卤水直

接就倒入浅池的盐 田中
,

或在 晾晒时将 卤水用细管从贮 卤池 引入盐 田中
。

倒 卤水时
,

应先用筐滤一下

渣
,

使晒出的盐更洁净
。

、

晒盐 在盐 田 中晒盐
,

主要依靠太阳光和风力
,

卤水经过风吹 日晒即析 出 盐
,

即文献所说的
‘

旧 暄

风燥
,

干则成盐
” 。

一般春季晒盐约 一 天
,

其他季节则要 一 天不等
,

晒后即 出 白色的晶粒
。

晶粒约为

立方毫米
,

这就是析 出的结晶盐粒
。

、

刮盐 用铁刀 状的工具把盐 田 中发 白的结晶盐粒刮 出
。

刮后用扫帚把盐粒扫入容器 中
。

再倒入

一个竹篮中
,

此时盐粒 中仍有一定的水分
,

就在竹篮 中逐渐沥干水即可
。

先刮的盐较洁 白
,

供人食用
,

后

刮的盐含较多泥土
,

供牲畜食用
。

每块盐 田每次能刮数十斤盐
。

妇女刮 出相 当数量的盐粒后
,

就在地上堆好
,

并用 自制的木斗对盐的数量进行度量
,

男人们赶来骡

子
,

把盐装袋驮起
,

就到镇上或外地销售
。

所生产的盐有红 白两种
,

这与历史文献的记载是一致的
。

当

地人介绍
,

由于江的西边土质较红
,

所 以盐偏红色
,

而江的东边 由于土质不 同
,

盐偏白色
。

但也有人说是

刮盐时
,

东岸的纳西族没有把红泥刮入盐中
,

而西岸的藏族却有意把红泥刮入盐中以造成差别
。

由于未

到西岸调查
,

其原因不 明
。

由于 卤水只是经 日晒后析 出结晶盐
,

没有煮盐工序
,

生产过程显得原始
。

在

晚清时
,

官府曾拟改用煎熬之法
,

通过试验
,

发现提炼的盐产品
,

色味俱佳
。

但 由于 当地无煤矿
,

全用 山

柴
,

成本增加 余倍
,

所 以只好放弃
,

这说明技术运用受资源的制约和影响
。

青海一带的藏区也使用这

种晒盐方法
,

在 中国其他地方这种方法就很少见于井盐生产了
。

笔者认为芒康的井盐 日晒法是 由青海

一带传来的
,

由于有相同的 自然环境与文化环境
,

这种技术在井盐生产中被创造性地使用与传承
。

芒康

的井盐生产也与中国古代海盐的晒盐生产方法有某种相似之处
。

这种盐的生产工艺近似于海盐
,

而不

近似于井盐
,

它成色差
,

颗粒粗
,

含有少量泥土
,

但盐的味道很咸
,

当地人称赞这种盐的特点是
“

劲大
” 。

三
、

井盐的销售和习俗

生产出的井盐
,

匕部分就地销售
,

卖给当地的商店和做盐生意的商人
。

以前附近的藏民和其他少数

民族都吃盐井产的盐
。

据说藏族和纳西族打酥油茶时
,

加入此地生产的红盐味道最佳
,

现在盐井一带的

当地居 民仍 以食用此盐为主
,

称为
“

藏盐 巴
” 。

另一部分盐则销往外地
,

装盐运销的方式
,

晚清时期采用

皮袋
,

如宣统元年十月初一 日
,

川滇边务天臣赵尔丰报盐井征收盐税的章程请备案
“

盐井所产之盐
,

⋯

⋯蛮民用皮袋盛装
,

驮运行销
。 ”

现在则采用麻袋或编织塑料袋
。

运盐靠马帮运送
,

沿滇藏和藏川茶马古道跋山涉水
,

销往滇
、

川
、

藏等地
,

特别是西藏的芒康
、

左贡
、

察隅
,

云南的德钦
、

中甸以及四 川的巴塘
、

理塘等藏族地区
。

晚清的文献称
“

大抵桑昂 以上
,

多用察盐

桑昂以下
,

多用井盐
。 ” ①四 川巴塘和理塘的藏民也常常赶着马帮来盐井驮盐

。

至今在盐井镇上
,

仍可见

络绎从外地来驮盐的马帮
。

清代和 民国时期
,

盐 民多为
“

差 巴 ” ,

并不拥有资源和生产资料
,

只是在盐 田

主手上租盐 田
,

产盐所得主要交给盐 田主人
,

盐民所得无几
。

当时这种盐主要用于交换粮食和茶叶
,

所

谓
“
盐茶互易

” 。

由巴塘土司派员收税
“ 巴塘土司

,

向派盐井协抽收盐税
,

均系青棵杂粮
” ②。

而对盐 民
,

则用青棵杂粮抵交
,

据 盐井 乡土志 记载
,

晚清时
,

中央政府管理盐井
,

开始征收税银
,

当时商贩运盐
,

每驮 斤
,

收税藏元一元半
,

折合银五钱二分五厘
。

盐务在历史上一直都是官方的要务
,

盐税在许多地区都是 国家仅次于农业税的大宗收入
。

宣统元

① 四 川省民族研究所编 清末 川滇边务档案史料 》
,

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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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盐井 乡土志 中国民族史地资料丛刊之十五 中央民族学院图书馆编
,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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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十月
,

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报请盐井征收盐税的章程
。

其中记载了官方对盐井的管理
“

边地

产盐地方
,

惟盐井一隅
,

向系 巴塘土司及喇嘛抽收税银
,

现在改土归流
,

应派员设局
,

整顿盐务
,

酌抽盐

税
。

无论年收多寡
,

作为边务经费
。 ” ①可见

,

盐井曾由巴塘土司管理改为中央政府管理
,

并把盐税收入

作为边务经费
。

同年十二 月
,

由于设官局费用太多
,

赵尔丰示谕将盐务改归商办
,

以节约费用
,

并颁布了

关于盐局管理
、

盐价
、

卖盐区域
、

收盐税等各方面的章程
,

从官方的角度对井盐生产
、

销售各方面进行规

范和管理
。

这样
, “

商局既立
,

则盐户有盐随时可售
,

不致滞销
。

商贩则随时有盐可买
,

不致滞运
,

此于两

家皆属有益之事
。 ”

但盐井的买卖盐中
,

存在严重的私盐问题
,

宣统元年十二月二十 日颁布的盐井管理章

程说
“

拿获私盐
,

以一半充赏出力之勇
,

一半由官发局变价归公
,

私贩送交地方官照章察办
,

商局不得干

涉
。 ”

两天后
,

赵尔丰再次告示
“

惟此后商贩不准向盐户私买
,

盐户不准 向商贩私卖
。

违者从严究办
,

决

不宽贷
。 ” ②但私盐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

涉及官方和 民间的复杂关系
,

一直无法从根本上禁止
。

现在
,

盐 民 自己拥有盐 田
,

盐井所产的盐
,

主要用于交换粮食
,

也有一部分用于交换药材
,

如晚清程

凤翔报告西藏波密一带
“

夷商运井盐来易黄连
。 ” ③这种盐粮交换的方式是清代 以来一直延续着的传

统
。

据考察所见
,

盐工卖出的盐为 元钱 市斤
。

据云南德钦县明永村的藏民介绍
,

袋盐可换 袋粮食
,

或 斤盐换 斤粮食
,

用小麦和包谷均可
。

过去用马驮来盐
,

从盐井到德钦的明永村要走 一 天的时间
,

现在 已不用马驮
,

常用拖拉机运到德钦县的各乡镇
。

近来这种井盐 由于成色差
,

使用量 己逐渐下滑
。

由

于井盐较便宜
,

除一部分作为人食用外
,

在德钦一带
,

也用于喂牛
、

马
、

羊等牲畜
。

白盐多为人食用
,

价稍

高 红盐多为牲畜食用
,

价稍低
。

由于这种红盐能催膘
,

深受赶马人和养牛牧羊的藏民欢迎
。

纳西族主要居住在盐井村和纳西村
,

据介绍
,

共有纳西族 多户
,

多人
。

有些老人还能说少量

纳西话
,

并有
“

祭天
”

等少量的东巴仪式保 留
。

段鹏瑞在光绪丁末年 初到盐井时
,

说晚清时盐井一

地主要讲丽江的纳西话
“

奉檄司榷其地
,

甫至聆其语音
,

讶与丽江相近
,

问之通事
,

则 曰 实丽江之磨些语

也
,

惟 以地当川藏之交
,

故又杂以藏话
。 ”

所 以
,

在《盐井乡土志 》的
“

种族
”

节中
,

他就认为当地盐民属于
“
磨些种也

” ,

即纳西族
。

从此情况也可看 出
,

晚清到现代
,

当地的纳西语言 已在迅速地消失
。

现在
,

盐井镇的绝大多数纳西族信仰藏传佛教
,

也有一部分盐 民信仰天主教
。

盐井镇是西藏迄今惟

一有天主教堂的地方
。

天主教于 年传入此地
,

晚清时就有部分藏族和纳西族的盐 民改宗天主教
,

《盐井 乡土记 记载
“

今则盐井附近不过七十余户
,

而奉教者 已居其二
。 ”

即居 民中己有二成信仰天主

教
。

由于与其他地 区 的纳西族在生活和 习俗上都差别较大
,

所 以他们也 自称是盐井纳西
。

又 由于做盐

生意
,

常常与 内地人交往
,

汉族对当地纳西族的习俗也有一定的影响
,

这在晚清时就如此
“

盐井风俗与

巴塘土著同
,

惟地接滇边近
,

又与内地人往来
,

渐染汉风
。 ” ④

四
、

小结

通过 以上分析
,

可以认为
,

西藏盐井镇的井盐生产约有 年以上的历史
,

其生产工艺是原始的
,

与

内地的海盐晒盐有某种相通之处
,

而不同于云南
、

四 川井盐的煮盐方式
。

其原始的井盐生产方法和盐粮

交易的特点构成了一种原生态的井盐生产民俗
,

这在历史上就是如此
,

令人吃惊的是
,

这种原始的井盐

生产民俗一直保持到了 世纪的今天
,

并且还继续对周围的少数民族的生活产生着影响
。

所以
,

西藏芒

康县盐井的生产民俗具有历史价值和重要的文化遗产价值
。

其壮观的盐田也有一定的旅游观赏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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