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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鹽水神女”

 鹽， 對 於 社 會 生 活 有 特 別 重 要 的 意 義。《 管

子·海王》說：“十口之家，十人食鹽。百口之家，

百 人 食 鹽。” 1 王 莽 曾 經 在 頒 佈 經 濟 政 策 的 詔 書

中也強調：“夫鹽，食肴之將。”2 或說：“夫鹽，

國之大寶也。” 3

 國 計 民 生 的 需 要， 促 成 了 鹽 業 生 產 的 發 展。

秦 漢 文 獻 始 見 體 現 社 會“ 鹽 神 ” 崇 拜 的 信 息。 當

時信仰世界中的“鹽神”及相關社會意識的反映，

可以看作關於鹽業史進程的特殊的文化遺存。

所 謂“ 鹽 水 ”“ 神 女 ” 即“ 鹽 神 ” 傳 說 發 生

於“ 鹽 陽 ”“ 鹽 水 ”“ 巴 氏 ” 所 在 地 方， 正 與 我

們有關鹽業區域開發史的知識大體一致。“鹽神”

崇拜後世的發展，呈現紛雜多樣的形態。其源頭，

可 以 追 溯 至《 後 漢 書 》 有 關“ 鹽 水 ”“ 神 女 ” 的

記載。

一、鹽水神女

正 史 有 關“ 鹽 神 ” 記 錄， 可 見《 後 漢 書 》 卷

《後漢書》卷八六《南蠻傳·巴郡南郡蠻》有關“鹽水”“神女”的記載，是迄今所見

最早的關於“鹽神”崇拜的信息。體現比較早的“鹽神”記憶的文獻載錄，是寶貴的

鹽史資料。《太平御覽》卷九四四引《世本》又可見“鹽水神女”名號。所謂“鹽水神

女”即“鹽神”傳說發生於“鹽陽”“鹽水”“巴氏”所在地方，正與我們有關鹽業區域

開發史的知識大體一致。可以說，“鹽神”在當時信仰世界中特殊形象的出現，與鹽

產與鹽運的進步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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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六《 南 蠻 傳· 巴 郡 南 郡 蠻 》 所 記 載 有 關“ 鹽

水”“神女”的情節生動的神異傳說：

巴郡南郡蠻，本有五姓：巴氏，樊氏，

瞫氏，相氏，鄭氏。皆出於武落鍾離山。

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於赤穴，四

姓之子皆生黑穴。未有君長，俱事鬼神，

乃共擲劍於石穴，約能中者，奉以為君。

巴氏子務相乃獨中之，眾皆歎。又令各乘

土船，約能浮者，當以為君。餘姓悉沉，

唯務相獨浮。因共立之，是為廩君。乃乘

土 船， 從 夷 水 至 鹽 陽。 鹽 水 有 神 女， 謂

廩君曰：“此地廣大，魚鹽所出，願留共

居。”廩君不許。鹽神暮輒來取宿，旦即

化為蟲，與諸蟲群飛，掩蔽日光，天地晦

冥。積十餘日，廩君伺其便，因射殺之，

天乃開明。廩君於是君乎夷城，四姓皆臣

之。廩君死，魂魄世為白虎。巴氏以虎飲

人血，遂以人祠焉。

所 謂“ 鹽 水 ”“ 鹽 神 ” 故 事 發 生 在“ 鹽 陽 ”。 李

賢註引《荊州圖副》、盛弘之《荊州記》《水經》

及《水經註》，對相關背景與情節有所補說：
* 王子今：歷史學碩士，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出土文獻與中國

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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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荊州圖副》曰：“夷陵縣西有溫泉。

古老相傳，此泉元出鹽，於今水有鹽氣。

縣西一獨山有石穴，有二大石並立穴中，

相去可一丈，俗名為陰陽石。陰石常濕，

陽石常燥。”盛弘之《荊州記》曰：“昔

廩君浮夷水，射鹽神於陽石之上。案今施

州清江縣水一名鹽水，源出清江縣西都亭

山。”《水經》云：“夷水別出巴郡魚複

縣。”註云：“水色清，照十丈，分沙石。

蜀人見澄清，因名清江也。”

《後漢書》前稱“鹽水有神女”，後稱“鹽神”。

李賢註引盛弘之《荊州記》則直稱“鹽神”。《後

漢 書 》“ 廩 君 ” 故 事， 應 是 較 早 的 關 於“ 鹽 神 ”

的文獻記錄。

 所 謂“ 即 化 為 蟲， 與 諸 蟲 群 飛， 掩 蔽 日 光，

天 地 晦 冥 ”， 或 許 是 對“ 鹽 水 ”“ 溫 泉 ”“ 水 有

鹽 氣 ”， 即 導 致“ 陰 石 常 濕 ” 情 形 的 近 水 霧 氣 的

神 話 描 述。 當 然， 進 行 其 他 解 說 的 可 能 性 也 是 存

在 的。《 太 平 御 覽 》 卷 九 四 四 引《 世 本 》：“ 廩

君乘土船至鹽場。鹽水神女子止廩君。廩君不聽。

鹽 神 為 飛 蟲， 諸 神 從 而 飛， 蔽 日 為 之 晦。 廩 君 不

知東西，所當七日七夜。使人以青縷遺鹽神，曰：

纓 此， 與 爾 俱 生。 鹽 神 受 縷 而 纓 之。 廩 君 應 青 縷

所射，鹽神死，天則大開。” 5 其“鹽神為飛蟲，

諸 神 從 而 飛， 蔽 日 為 之 晦 ” 等 文 字， 記 錄 了“ 諸

神 ” 起 飛“ 蔽 日 ” 的 異 常 景 象。“ 群 神 ” 模 糊 表

現 了 神 異 群 體 的 出 現。 而 所 謂“ 至 鹽 場 ” 及“ 諸

神 從 而 飛 ” 等 情 節， 也 都 是 前 引《 後 漢 書 》 所 沒

有顯現的。

二、“巫鹽”“神女”說

 有 學 者 認 為， 巫 山 神 女 傳 說， 與“ 巫 鹽 ” 有

關。

 任 乃 強《 說 鹽 》 寫 道：“ 川 鄂 接 界 的 巫 溪 河

流域，是與湖北神農架極其相似的一個山險水惡，

農 牧 都 有 困 難 的 貧 瘠 地 區。 只 緣 大 寧 的 寶 源 山，

有兩眼鹽泉湧出鹹水來，經原始社會的獵人發見。

（ 相 傳 是 追 神 鹿 至 此。 鹿 舐 土 不 去， 被 殺。 因 而

發 覺 其 水 能 曬 鹽。） 進 入 煮 鹽 運 銷 之 後， 這 個 偏

僻 荒 涼 的 山 區， 曾 經 發 展 成 為 長 江 中 上 游 的 文 化

中心（巴楚文化的核心）。即《山海經》說的‘臷

民 之 國 ’， 又 叫‘ 巫 臷 ’， 又 叫‘ 巫 山 ’。（ 今

人 稱 巴 峽 南 北 岸 山 為‘ 巫 山 十 二 峰 ’， 以 北 岸 神

女峰為主峰。乃是唐宋人因宋玉《高唐》《神女》

兩 賦 附 會 成 的。 其 實 宋 玉 所 賦 的‘ 神 女 ’ 是 指 的

巫鹽。巫溪沿岸諸山，才是巫山。）《大荒南經》

說：‘ 有 臷 民 之 國， 為 人 黃 色。 帝 舜 生 無 淫， 降

臷處。是謂巫臷。巫臷民朌姓，食穀。不績不經，

服 也。 不 稼 不 穡， 食 也。（ 郭 璞 註：‘ 謂 自 然 有

布 帛、 穀 物。’） 爰 有 歌 舞 之 鳥。 鸞 鳥 自 歌， 鳳

鳥 自 舞。 爰 有 百 獸， 相 群 爰 處。 百 穀 所 聚。’ 此

書描寫極樂世界，都用鸞鳳自歌舞來形容，如‘丹

穴 之 山 ’‘ 軒 轅 之 國 ’ 與‘ 嬴 民 封 豕 ’ 皆 然。 此

言 臷 民 不 耕 不 織， 衣 食 之 資 自 然 豐 足， 豈 非 因 為

他 擁 有 食 鹽， 各 地 農 牧 人， 都 應 其 所 需 求， 運 其

土產前來兌鹽，遂成‘百穀所聚’之富國乎？” 6

 其實，蕭兵在楚辭研究的論著中已經說到“鹽

水 神 女 ” 與“ 巫 山 神 女 ” 的 神 秘 一 致 性。 論 者 指

出，“ 自 薦 ” 體 現 的“ 人 神 婚 姻 故 事 裡 包 含 着 性

的 獻 祭 和 犧 牲 ”“ 在 最 初 的 傳 說 裡， 這 種 神 女 的

社 會 原 型 卻 是 獻 身 的 聖 處 女 無 疑。”“ 巫 山 神 女

的‘ 雲 雨 高 唐 ’ 實 際 上 以‘ 遺 跡 ’ 的 形 態 反 映 了

婦 女 從 群 婚 到 對 偶 婚 時 代 的‘ 贖 身 ’ 行 為（ 應 該

注 意 到， 傳 說 反 映 的 史 實 比 傳 說 風 行 的 時 代， 尤

其 比 傳 說 的 記 載 和 描 述 古 老 得 多 ）。” 蕭 兵 對 相

類同的傳說的評論中說到了“鹽水神女”：“《九

歌· 河 伯 》 並 非 表 現 河 伯 娶 婦， 而 是 描 述 河 伯 跟

他 的‘ 妻 子 ’ 洛 嬪 從‘ 河 源 ’ 崑 崙 直 奔 東 海 的 嬉

遊。 7‘ 子 交 手 兮 東 行， 送 美 人 兮 南 浦。’ 這 美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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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是 洛 水 女 神 宓 妃。 她 應 與 巫 山 神 女、 塗 山 氏、

鹽 水 女 神、 湘 江 女 神、 漢 水 女 神 等 等 一 樣 以 山

川 之 神 兼 着 高 禖 女 神。” 8 我 們 看 到，“ 鹽 水 女

神 ”“ 願 留 共 居 ”“ 暮 輒 來 取 宿 ” 的 表 現， 確 實

與“巫山神女”“願薦枕席”“王因邢之” 9 即蕭

兵所謂“巫山神女的主動獻身” 10，頗為相近。

 任 乃 強 在 關 於“ 巴 鹽 ” 的 論 說 中， 甚 至 判 定

了與“鹽”有關的宋玉“《高唐》《神女》兩賦”

創 作 的 具 體 年 代。 他 認 為， 秦 楚 戰 爭 所 激 烈 爭 奪

的戰略目標，包括巴鹽產地:“秦滅巴蜀時，楚國

亦 已 奪 取 巴 國 東 部 地 盤 至 枳( 今 涪 陵 縣 )。 幾 於 完

全 佔 領 了 巴 東 南 駢 褶 地 區 的 所 有 鹽 泉。 在 秦 楚 對

立 之 下， 楚 人 扼 制 向 秦 地 行 鹽。 僅 才 這 樣 對 立 了

八 年 ( 公 元 前 316 至 308 年， 秦 國 的 巴、 蜀、 漢

中 三 郡 人 民 克 服 不 了 缺 乏 食 鹽 的 痛 苦， 迫 使 秦 不

得 不 大 舉 十 萬 遠 征 軍 浮 船 伐 楚。 直 到 奪 得 安 寧 鹽

泉 與 鬱 山 鹽 泉， 建 立 黔 中 郡《〈 六 國 表 〉 與〈 楚

世 家 〉 有 明 文 》) 後， 初 步 解 決 了 鹽 荒 問 題， 才

得 安 靜 二 十 餘 年。 但 在 二 十 餘 年 中， 楚 國 又 因 大

江 水 運 之 便 從 枳 奪 去 了 鬱 山 鹽 泉， 使 秦 人 再 感 鹽

荒 的 壓 力、 於 是 秦 國 開 展 了 再 一 次 爭 奪 巴 東 鹽 泉

的大舉。從公元前二七九年(秦昭王三十六年，楚

頃 襄 王 二 十 年 )， 一 面 命 白 起 繞 由 東 方 的 韓 國 地

界， 突 襲 楚 的 國 都， 拔 鄢 郢， 燒 夷 陵， 截 斷 楚 國

援救巫黔中的道路。一面助蜀守張若再次大發兵，

浮 江 取 楚 巫 黔 中。 這 次 兩 路 大 舉 相 配 合， 克 以 全

部佔有巴東鹽泉地區(《楚世家》與《六國表》亦

有明文)。反使楚國斷了食鹽來源。於是頃襄王率

其 眾 奔 陳， 去 仰 給 淮 海 食 鹽。 是 故 蘇 代 說，‘ 楚

得 枳 而 國 亡 ’( 在《 燕 策 》)， 謂 枳 為 巴 東 鹽 泉 樞

紐 之 地， 當 秦 人 所 必 爭， 爭 之 不 得， 則 不 能 不 出

於滅楚也。”任乃強又寫道:“秦國這次先滅楚社

稷， 以 其 地 為 南 郡。 大 概 因 為 巫 黔 中 的 楚 人 拚 死

抵 抗， 第 二 年( 楚 頃 襄 王 二 十 二 年 ) 張 若 才 取 得 了

枳 與 巫 山， 再 一 次 復 立 黔 中 郡。 但 是， 楚 人 不 能

甘心喪失了巫黔鹽源，促成了上下一心的新團結，

如 大 盜 莊 蹻， 也 率 其 眾 擁 楚 仇 秦。 只 不 過 一 年 時

間，頃襄王二十三年，因‘秦江旁人民反秦’(《六

國表》)，‘乃收東地兵，得十餘萬，復取秦所拔

我江旁十五邑以為郡，距秦。’(楚世家)這說明，

頃襄王亡失鄢、郢、巫、黔只一年，又復國於郢，

仍 自 據 有 巴 東 鹽 泉。 起 碼 也 復 佔 有 巫 山 鹽 泉， 建

立巫郡，楚人不再鬧鹽荒了。宋玉的《高唐》《神

女 》 兩 賦， 便 作 於 此 時。 那 是 歌 頌 巫 鹽 入 楚 的 詩

賦。把食鹽比為神女，猶廩君故事(在《後漢書》)

說 的‘ 鹽 水 女 神 ’ 是 一 樣， 並 非 真 有 一 個 神 女 來

自 薦 枕 席( 另 有 分 析 文 字 從 略 )。 大 約 在 考 烈 王 之

世， 楚 仍 失 去 了 巫 黔 中， 迫 於 東 徙 巨 陽( 考 烈 王

十二年)，秦乃第三次佔有巫黔中，仍為黔中郡，

並 為 秦 始 皇 三 十 六 郡 之 一。” 11 秦 對 於“ 巫 鹽 ”

生 產 資 源 所 在 的 控 制， 有 的 學 者 有 這 樣 的 表 述，

“ 秦 滅 巴 後， 與 楚 人 展 開 了 對 鹽 的 爭 奪， 並 很 快

控 制 了 三 峽 地 區 的 鹽， 三 峽 之 鹽 便 成 為 秦 統 一 六

國的重要資源。” 12

所 謂“ 鹽 水 女 神 ” 與“《 高 唐 》《 神 女 》”

一 樣 是“ 把 食 鹽 比 為 神 女 ” 的 說 法， 對 於 鹽 史 及

與 鹽 相 關 的 社 會 文 化 的 認 識， 是 有 積 極 意 義 的

見解。

三、“巴鹽”神話

 任 乃 強 曾 經 在 回 顧 夏 商 史 的 時 候 說 到“ 鹽 ”

的 作 用， 特 別 關 注“ 巴 鹽 ”。 他 說 到《 山 海 經 》

所 見 鹽 史 信 息， 又 寫 道:“ 其《 大 荒 西 經 》 還 說:

成 湯 伐 夏 桀， 斬 其 衛 士 耕。‘ 耕 既 立， 無 首。 走

厥咎，乃降於巫山。’文把他叫作‘夏耕之屍’。

分 析 這 章 神 話 所 表 達 的 史 事。 應 是 夏 桀 這 個 大 奴

隸 主， 糾 集 為 他 耕 種 的 奴 隸 群， 抵 抗 成 湯。 這 批

奴 隸 的 首 領， 被 成 湯 殺 了。 奴 隸 們 逃 到 巫 山， 投

效於臷國。所以說他無首，而稱為‘夏耕之屍’。

等於說:夏桀的耕種奴隸們早已知道巫臷這個地方

也 產 鹽， 不 只 解 池 才 有。 還 可 能 他 們 原 是 耕 的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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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 地 區 的 土 地。 每 當 解 鹽 接 濟 不 到， 也 兌 過 巫 臷

的 鹽。 所 以 當 夏 桀 命 令 他 們 抵 禦 成 湯， 兵 敗 國 亡

之 後， 他 們 便 直 跑 來 投 附 巫 臷 了。” 任 乃 強 接 着

寫 道:“ 同 篇 還 說:‘ 大 荒 之 中， 有 山 名 曰 豐 沮 玉

門。日月所入。有靈山，巫咸、巫即、巫朌、巫彭、

巫 姑、 巫 真、 巫 禮、 巫 抵、 巫 謝、 巫 羅， 十 巫 從

此 升 降。 百 藥 咸 在。’ 豐 沮， 顯 然 指 的 鹽 泉。 玉

巫 兩 字， 篆 書 常 易 相 混。 玉 門 有 可 能 原 是 指 的 巫

山 河 峽。 靈 山， 也 可 能 就 是 巫 山 字 變。 由 於 鹽 泉

之 利， 聚 人 既 多， 農 牧 發 展 不 利， 獵 業 大 興， 山

中百藥也被發見了。所以方士(巫)來採藥者亦多。

巫 咸 之 名， 見 於《 尚 書 》， 為 殷 商 宰 相。 巫 彭 即

世 傳 為 殷 太 史 的 彭 祖。‘ 咸 彭 ’ 聯 稱， 又 屢 見 於

《 楚 辭 》， 都 可 證 是 實 有 其 人。 這 可 說 明 : 整 個

殷 代， 這 裡 仍 是 一 個 獨 立 而 文 化 很 高 的 小 國。 巫

朌的朌，郭璞註:‘音頒。’頒與巴音近，可能就

是 巴 族 的 一 個 祖 先。 巴 族， 原 是 定 居 於 洞 庭 彭 蠡

間，巴丘、巴水部位的漁業民，稱為‘巴誕’(《後

漢書》註)。大概是因為有窮后羿所滅。一部分誕

民 東 流， 而 為 今 世 的 蜑 族。 一 部 分 人 西 流， 依 附

巫 臷， 為 他 行 鹽 經 商， 從 而 被 稱 為 巫 誕 了。 這 與

巫 頒 游 巫 或 許 有 些 關 係。 巴 人 善 於 架 獨 木 舟 13，

溯水而上，銷鹽至溪河上游部分。整個四川盆地，

都 有 他 行 鹽 的 腳 跡。 後 遂 建 成 了 巴 國。 其 鹽 循 江

下行，供給荊楚人民，又促進了楚國的文化發展。

近 世 考 古 學 家 就 地 下 發 掘 材 料 證 明， 巴 楚 兩 國 文

化 有 其 共 同 特 點。 這 恰 是 先 有 巫 臷 文 化， 再 衍 為

巴楚文化這一歷史發展過程的明證。”

 任 乃 強 說：“ 巴 東 這 個 地 層 駢 褶 帶， 還 有 頗

多 的 鹽 泉 湧 出。 例 如 奉 節 南 岸 的 鹽 磧 壩， 雲 陽 西

北 的 萬 軍 壩， 開 縣 東 的 溫 湯 井， 萬 縣 東 南 的 長 湯

井， 忠 縣 的 泔 溪 和 塗 溪 二 井， 彭 水 的 鬱 山 鹽 泉，

與 長 寧 縣 的 安 寧 鹽 井。 除 鬱 山 鹽 泉 與 大 寧 鹽 泉 同

樣是從山地湧出，能很早就被原始人類發見利用，

克 以 形 成 一 個 原 始 文 化 區 外， 其 他 七 處 鹽 泉 都 是

從河水底下湧出的，不易為原始人類發見和利用。

唯 獨 習 於 行 水 的 巴 人 能 首 先 發 見 它， 並 在 巫 臷 文

化 的 基 礎 上 設 法 圈 隔 鹹 淡 水， 汲 以 煮 鹽， 從 而 擴

大 了 行 鹽 的 效 果， 建 成 了 巴 國。 並 且 至 於 強 大 到

合 併 巫 臷， 壓 倒 楚、 蜀 的 大 國。 只 因 巴 族 成 為 富

強 的 大 奴 隸 主 後， 偷 惰 腐 化， 習 氣 衰 老， 才 被 新

興的秦楚所分割了。” 14  

“ 瞿 唐 峽 直 長 三 十 里， 在 巫 臷 上 游。 巫 峽 直

長 百 餘 里， 在 巫 臷 下 游。 兩 座 絕 峽 封 鎖 着 巫 臷 地

區。 其 北 是 大 巴 山， 其 南 七 嶽， 幫 助 了 封 鎖。 只

緣 下 水 行 鹽 較 易， 故 兩 湖 盆 地 自 夏 代 的 巴 族， 到

周 代 的 荊 楚， 都 只 能 吃 巫 鹽。 行 船， 非 巫 臷 人 的

長 技， 故 他 必 須 使 用 善 於 行 水 的 巴 族 為 之 行 鹽。

巴 族 亦 藉 行 鹽 行 之 便， 籠 絡 得 四 川 盆 地 的 農 牧 民

族，從而建成巴國。巴國日強，逐步吞併了巫臷，

專 有 巴 東 鹽 泉 之 利， 在 春 秋 初 年 楚 國 也 是 聽 命 於

巴的。但其時沿海鹽業漸興，東楚的人不吃巫鹽。

所 以 楚 襄 王 與 考 烈 王 在 喪 失 巫 黔 中 後， 都 向 東 楚

奔 遷。 但 巴、 蜀、 漢 中 與 南 郡 的 人 卻 不 能 不 食 巴

鹽。 所 以 秦 楚 都 拚 命 爭 奪 這 一 產 鹽 地 區。 這 是 巴

東 泉 鹽 的 壯 盛 時 代。 它 與 河 東 解 池 是 一 樣， 從 發

生 到 壯 盛， 大 約 經 過 了 一 萬 年 的 時 間。 由 於 四 周

多 種 新 興 產 鹽 區 的 發 展 競 爭， 使 盛 極 一 時 的 解 池

和巴東鹽利，顯得日就衰老了。解池受到了海鹽，

內 陸 池 鹽 如 河 套 的 花 馬 池， 寧 夏 的 吉 蘭 泰 鹽 池，

西 海 的 茶 卡 鹽 池 和 冀 北 的 多 倫 等 池 鹽 的 競 爭， 喪

失 了 統 治 地 位。 巴 東 泉 鹽， 則 大 大 受 到 了 蜀 地 井

鹽 的 影 響， 退 到 從 屬 地 位 來。 但 他 們 還 不 至 於 消

滅。因為至少還有一部分人需要他。” 15

 雖 然 有“‘ 巴 鹽 ’ 與‘ 鹽 巴 ’” 即“ 古 代 三

峽 的 經 濟 命 脈 ” 的 說 法， 又 謂“ 三 峽 地 區 的 鹽 哺

育 了 巴 國 先 民， 孕 育 了 巴 國 文 化 ”，“ 先 秦 時 期

從 巴 地 出 產 的 鹽， 遠 銷 四 方， 以 致 當 時 的 人 們 都

知 道 巴 的 特 產 就 是 鹽， 且 巴 地 的 鹽 質 量 上 乘， 成

為 市 場 上 的 一 種 品 牌 ”， 於 是“ 鹽 巴 ” 成 為“ 產

自 巴 國 的 食 鹽 在 流 通 中 ” 的 名 號。“ 巴 鹽 ”“ 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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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成為其經濟“地位”的象徵， 16 但是事實上，

雖 然 秦 漢 時 期 有 些 商 品 的 地 方 品 牌 已 經 相 當 響

亮， 17 據 古 代 文 獻 中 提 供 的 信 息， 當 時 還 沒 有 出

現“巴鹽”“鹽巴”之說。

後世詩文可見“巴鹽”名號。如明楊士奇《贈

梁 本 之 二 首 》 之 二：“ 蜀 山 消 盡 雪 皚 皚， 江 水 初

平 灩 澦 堆。 問 路 遙 穿 三 峽 過， 之 官 惟 帶 一 經 來。

林 間 女 負 巴 鹽 出， 煙 際 人 乘 僰 騎 回。 莫 歎 遐 方 異

風俗，此州元有穆清台。” 18

四、“鹽神”崇拜的濫觴

 “鹽神”在中國民間信仰系統中的最初出現，

即 前 說 巴 地 的“ 鹽 水 神 女 ” 或“ 鹽 水 神 女 子 ”。

袁 珂 編 著《 中 國 神 話 傳 說 辭 典 》 有 關“ 鹽 ” 的 辭

條有:

鹽水 即“夷水”。《世本•氏姓篇》

（清秦嘉謨輯補本）：“廩君乃乘土船從

夷水至鹽陽，鹽水有神女謂廩君曰：｀此

地廣大，魚鹽所出，願留共居。’廩君不

許。”《水經註•夷水》云：“鹽水，即

夷水也。”參見“廩君”。

鹽神  謂鹽水神女。見“廩君”。

鹽長國  《山海經•海內經》：“有

鹽長之國。有人焉鳥首，名曰鳥氏。”

鹽宗廟  見“宿沙”。

“廩君”條寫道:

廩君，伏羲裔。《山海經•經海內》：

“西南有巴國。大皞生咸鳥，咸鳥生乘厘，

乘厘生後照，後照是始為巴人。《世本•

氏姓篇》（清秦嘉謨輯補本）：｀廩君之

先，故出巫誕。巴郡南郡蠻，本有五姓：

巴氏、樊氏、瞫氏、相氏、鄭氏，皆出於

武落鐘離山。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

生 於 赤 穴， 四 姓 之 子 皆 生 黑 穴。 未 有 君

長，俱事鬼神。廩君名曰務相，姓巴氏，

與樊氏、瞫氏、相氏、鄭氏凡五姓，俱出

皆爭神。乃共擲劍於石，約能中者，奉以

為君。巴氏子務相，乃獨中之，眾皆歎。

又各令乘土船，雕文畫之，而浮水中，約

能浮者，當以為君。餘姓悉沉，唯務相獨

浮，因共立之，是為廩君。乃乘土船從夷

水至鹽陽。鹽水有神女謂廩君曰：“此地

廣大，魚鹽所出，願留共居。”廩君不許。

鹽神暮輒來取宿，旦即化為飛蟲，與諸蟲

群飛，掩蔽日光。天地晦冥。積十餘日，

廩君不知東西所向，七日七夜。使人操青

縷以遺鹽神，曰：｀纓此即相宜，云與女

俱生，宜將去。’鹽神受而纓之。廩君即

立陽石上，應青縷而射之，中鹽神。鹽神

死，天乃大開。”……

又 引《 晉 書· 李 特 載 記 》：“ 廩 君 復 乘 土 船， 下

及 夷 城 ”，“ 階 陛 相 乘， 廩 君 登 之。” 休 岸 上 平

石 其 上，“ 投 策 計 筭， 皆 著 石 焉。 因 立 城 其 旁 而

居 之， 其 後 種 類 遂 繁。” 19 然 而 恰 巧 並 沒 有 引 錄

出現“鹽神”字樣的段落。《晉書》卷一二〇《李

特載記》明確說到“鹽神”：

鹽神夜從廩君宿，旦輒去為飛蟲，諸神皆

從其飛，蔽日晝昏。如此者十日，廩君乃

以青縷遺鹽神曰：“嬰此，即宜之，與汝

俱生。弗宜，將去汝鹽神受而嬰之。廩君

立碭石之上，望膺有青縷者，跪而射之，

中鹽神。鹽神死，群神與俱飛者皆去，天

乃開朗。

 言 其 地 經 濟 形 勢， 稱“ 土 有 鹽 鐵 丹 漆 之 饒”。20

“ 鹽 ” 位 列 最 先。 這 段 文 字“ 鹽 神 ” 名 號 五 次 出

現。 可 以 看 作 正 史 記 錄 中“ 鹽 神 ” 頻 繁 出 現 的 典

型文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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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十 四 史 中， 只 有《 後 漢 書 》 和《 晉 書 》 出

現“ 鹽 神 ”。 然 而“ 鹽 神 ” 崇 拜 在 民 間 是 長 期 存

在的。

 袁 珂 編 著《 中 國 神 話 傳 說 辭 典 》 所 見“ 鹽 宗

廟”，說：“見‘宿沙’。”“宿沙”條寫道：

 宿沙神農臣。宿一作夙。《世本•作

篇》（[ 清 ] 張澍稡集補註本）：“宿沙

作煮鹽。”《淮南子•道應訓》：“昔宿

沙之民，皆自攻其君而歸神農。”《藝文

類聚》卷十一引《帝王世紀》云：“炎帝

神農氏。諸侯夙沙氏叛不用命，箕文諫而

殺之，炎帝退而修德，夙沙之民自攻其君

歸炎帝。”即其事。宋羅泌《路史•後紀

四》註云：“今安邑東南十里有鹽宗廟，

呂忱云，宿沙氏煮鹽之神，謂之鹽宗，尊

之也。”明彭大翼《山堂肆考》羽集二卷

“煮海”條云：“宿沙氏始以海水煮乳煎

成鹽，其色有青、紅、白、黑、紫五樣。”

亦為異聞。 21

“ 鹽 宗 廟 ” 應 是 對“ 宿 沙 ” 紀 念 的 遺 存。《 太 平

寰宇記》卷四六《河東道七·解州·安邑》：“鹽

宗 廟， 在 縣 東 南 十 里。 按 呂 忱 云‘ 宿 沙 氏 煮 海 謂

之 鹽 ’， 宗， 尊 之 也， 以 其 滋 潤 生 人， 可 得 置

祠。” 22

 《 山 堂 肆 考 》 羽 集 二 卷“ 煮 海 ” 條 說 宿 沙 氏

“ 煮 海 ” 鹽 色“ 五 樣 ”， 學 者 以 為“ 異 聞 ”。 而

山 西 解 州 鹽 池 出 鹽 確 有 赤 色 者。 宋 沈 括《 夢 溪 筆

談》卷三《辨證一》：“解州鹽澤，方百二十里。

久雨，四山之水悉注其中，未嘗溢；大旱未嘗涸。

鹵色正赤，在版泉之下，俚俗謂之‘蚩尤血’。”23

《 新 唐 書 》 卷 三 九《 地 理 志 三 》： 解 州“ 有 紫 泉

監”。24《太平寰宇記》卷四六《河東道七·解州·

安邑》記述解州鹽池，“今池水紫色，湛然不流，

造 鹽 貯 水 深 三 寸， 經 三 日 則 結 鹽。” 25 有 學 者 認

為，“黃帝與蚩尤之戰”即發生“在河東”，“極

可 能 是 為 了 爭 奪 鹽 這 一 特 殊 稀 少 的 自 然 資 源， 有

可 能 是 為 了 得 到 和 控 制 河 東 鹽 池。” 26 所 謂“ 蚩

尤 血 ” 的 傳 說 或 許 與 李 時 珍“ 鹽 之 氣 味 鹹 腥， 人

之 血 亦 鹹 腥 ” 的 知 識 有 關， 而 所 謂“ 鹹 走 血，

血 病 無 多 食 鹹， 多 食 則 脈 凝 泣 而 變 色， 從 其 類

也 ” 27， 亦 與 現 代 醫 學 認 識 有 所 符 合。 據 欒 保 群

編 著《 中 國 神 怪 大 辭 典 》“ 鹽 池 神 ” 條，“ 明 于

慎 行《 榖 山 筆 麈 》 卷 一 七： 河 東 鹽 池， 唐 時 曾 有

封號，謂之寶應、靈應二池。明初賜額‘靈惠’。

按：《 元 史· 成 宗 紀 三 》： 大 德 三 年， 加 解 州 鹽

池神惠康王曰廣濟。《泰定帝紀一》：泰定元年，

敕 封 解 州 鹽 池 神 曰 靈 富 公。” 28 今 按：《 元 史 》

卷 二 〇《 成 宗 紀 三 》：“ 壬 申， 加 解 州 鹽 池 神 惠

康 王 曰 廣 濟， 資 寶 王 曰 永 澤。”《 元 史 》 卷 二 九

《泰定帝紀一》：“敕封解州鹽池神曰靈富公。”

《 元 史 》 卷 三 〇《 泰 定 帝 紀 二 》：“ 戊 戌， 遣 使

祀 解 州 鹽 池 神。”“ 甲 寅， 改 封 …… 鹽 池 神 曰 靈

富公，……”29 又《中國神怪大辭典》“鹽神”條：

“ 清 梁 章 鉅《 退 庵 隨 筆 》 卷 一 〇： 古 夙 沙 氏 初 煮

海 為 鹽， 遂 為 鹽 之 神。 安 邑 縣（ 今 山 西 運 城 東 ）

舊 有 鹽 宗 廟， 即 祀 此 神。 夙， 又 作 宿， 又 作 質，

神 農 時 諸 侯， 大 庭 氏 之 末 世 也。 見《 呂 氏 春 秋 》

《 淮 南 子 》《 說 苑 》《 水 經 註 》《 說 文 》。 乃 今

之 業 鹽 者 不 聞 祀 鹽 神， 何 耶？ 吾 鄉（ 福 州 ） 業 鹽

之 家 必 祀 天 后， 而 夙 沙 氏 更 在 其 先。 按： 鹽 神 除

‘鹽池神’‘鹽井神’外，尚有‘鹽水神女’者，

見‘廩君’條。”所謂“鹽井神”，見《太平廣記》

卷三九九“鹽井”條、《太平寰宇記》卷八五。30

據《嘉慶重修一統志》卷四七五《雲南府·祠廟》，

雲南府有“鹽泉神祠”，“在安寧州善政坊。”31

 而小說家言，如宋何薳《春諸紀聞》卷四《雜

記 》“ 鹽 龍 ” 條：“ 蕭 注 從 狄 殿 前 之 破 蠻 洞 也，

收 其 寶 物 珍 異， 得 一 龍 長 尺 餘， 云 是 鹽 龍， 蠻 人

所 豢 也。 藉 以 銀 盤， 中 置 玉 盂， 以 玉 筯 摭 海 鹽 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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