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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作品以两淮盐引案为线索，描写了封建专制垄断盐业政策下，两淮盐业链上包括盐官、盐商、盐民
、盐匪等各个阶级、阶层、集团的各自无奈的生存状态以及尴尬处境；揭示了18世纪之后，中国封建
社会政治体制以及盐业政策走向没落乃至崩溃的必然性，以及这个体制所豢养、盘剥与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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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资鑫，江苏人。
作家，编剧，学者。
毕业于扬州师范学院中文专业。
为中国武术学会委员、中国说唱艺术研究中心理事、江苏作家协会会员等。
迄今发表300多万字。
主要作品有电影剧本《天国恩仇》(潇湘电影厂)《辛弃疾铁血传奇》(峨眉电影厂)；专著《三国长靠
武打散论》《水浒与武打艺术》《扬州三把刀》《广陵散》《大爱如雷》等；另有小说、散文多部(
篇)。
曾获中国通俗文艺理论奖、全国武术论文优秀奖、朱自清文学奖、美国汉新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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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祸起“萧”墙！
    清乾隆二十三年，农历二月二十八日，古城扬州，东关城门，一份杀人告示赫然贴出：处以萧耿鹤
绞刑！
    早春二月的扬州，依然滴水成冻，呵气成冰。
而这消息无异于春寒料峭中的一声炸雷，炸蒙了已经两千两百五十岁的扬州城，也炸傻了这座城池的
平头百姓！
    因为，萧耿鹤是两淮盐商，又俗称为扬州盐商！
    扬州盐商，那还了得！
作为中国两千年帝制晚期最大的商业资本集团，头上有红顶子，腰间揣白银子，手头有笔杆子，府内
养刀把子，要月揽月，要星摘星，要风来风，要雨得雨！
大清王朝的子民谁个不知，东南繁华扬州起，而扬州繁华以盐盛，盐兴城兴，盐衰城衰，扬州盐商似
乎决定着这座城池的命运，掌握着这座城池的航向！
    而且，这个商业财阀集团绝不仅仅是地域性的，它的行盐运销影响半壁江山，它的盐税捐输军国所
需，它是大清户部的胆，是乾隆爷心尖尖上的肉！
它一跺足，六个省的盐业市场颤三颤！
“富甲天下，动关国计”，这八字评价，字字实事求是，从来不是饰词虚话。
像这样举足轻重的人物，怎么会被送上断头台呢？
！
    而且，萧耿鹤还不是一般的扬州盐商，他是总商！
    盐商自有组织“盐商公所”，内中豪富集聚，但是虎无头不走，散商的头头就是总商！
盐商业立足两淮，步步离不开盐漕察院与盐运使司；而盐漕察院与盐运使司管理盐务，又事事离不开
盐商。
而这官与商之间的桥梁，也正是总商！
总商岂是人人能当的？
非财力雄厚者不能担任，非精明练达者不能担任，像这样的人中之凤、商中之王，怎么会被处以极刑
呢？
！
    但是，巍然耸立的东关城墙那青砖上，血淋淋大字明明白白贴着：这是事实，这是三天后即将兑现
的惨状！
因为，萧耿鹤头上被冠上的罪行是那样的触目惊心，匪夷所思：他勾结盐枭，抢劫盐课，封占盐道，
破坏盐法！
    按大清盐律，这其中任何一条，只要沾上哪怕一点点边，都是处以极刑的滔天大罪！
更何况，他所勾结的盐枭乃是江淮间盐匪第一霸，唤作“海鬼帮”，帮主名叫张老桅，行走江湖二十
年，专劫富豪盐金，专与官府做对，从不走手，三江营、缉私营会同瓜洲水师多次围剿，都无功而返
，不仅使盐运使束手无策，即便朝廷也头痛不已！
以至当扬州的小伢子们顽皮不睡之际，一句“海鬼来了”，成了坊间小大娘们儿哄吓稚童迅速进入睡
眠状态最灵验的偏方！
堂堂总商萧耿鹤居然认贼作友，屡做大案，岂是一颗头够杀的？
！
    扬州人当然不敢相信。
其时，全世界在五十万以上人口的大城市有十座，扬州其中居一。
不能说五十万人，人人惊诧，个个惋惜，至少说，凡认识他的人、听说过他的人都在心中打了个大大
的问号！
    盐务衙门里的官员们打马乘轿，路过东关城门，心里都在犯嘀咕：“萧耿鹤一向是刚廉正直，遵纪
守法的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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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淮盐业商所中的同仁们结伴来看布告，惊讶不已：“萧耿鹤可是以诚经商、以信处事的好人啊
！
”    而闲逛东关闹市的扬城百姓，更是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萧耿鹤是一个善人哪！
——    那些上了年纪的长者还记得，三十年前，那个来自安徽歙县的小伙子萧耿鹤，初来扬州打拼，
走街串巷卖饼，至今那徽皖风味似乎还在颊间留香；    那些每天跨过小秦淮河的市民也记得，脚下这
座灰砖单孔拱圈小虹桥，就是萧耿鹤业盐后，在少有积蓄尚不富裕的情况下捐资修建的；    那些广陵
书院的学子们都晓得，身为平民子弟，之所以能在学塾里摇头晃脑读论语、诵诗经，全是耿鹤先生十
年如一日挥金不吝所赐；    而那座苏唱街内育婴堂的弃婴们当然还不曾懂得，有衣穿，有饭吃，又捡
回一条命，全系萧爷爷的善心所至。
    两江总督赠他“急人之难义所宜施”匾，百姓则流传着“好事做不过萧耿鹤”民谚，像这样的活菩
萨，会是通匪内应？
！
    P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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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写淮盐，以及与淮盐相关的人和事，一直是我的夙愿。
    因为，我的根，在淮南盐产区——南通。
我的父系原籍如皋皋南镇王巷，我的母系贲氏籍贯是海安古贲乡，而我的祖母李氏是海安西场镇人。
这三个地方古时一直归属南通府，而且在明清500多年间，也一直是淮南盐场以及盐镇所在地。
其中，西场镇更是因盐场而干脆以“场”冠名。
    一    我的祖父王芳圃是清同治十二年生人。
在我学龄前刚刚记事起，他已经是个双目失明的八旬老人了。
我的启蒙便是在他教我背诵《金刚经》中完成的；而我第一次懵懂地看历史，听生计，也是他眦张着
浑浊的双眸，仰面瞪视漆黑的时空，给我讲述自明清以来，王氏列祖列宗绵亘数代，与盐打交道的陈
年旧事。
靠山吃山，靠海吃海，王氏身在淮南盐场，自然靠盐吃盐。
盐务传家，几乎规范了每个投胎到王门子弟的人生路。
以盐立业，以盐活口，至我祖父这一代，已传二十五世。
    先祖之中，有经营得好的，诸如十二世至十四世先祖，甚至手握两淮盐务机构派驻淮南盐场最基层
的印把子，尽管他们连品秩都没有，充其量只是协管员；有混得稍逊的，也能在盐业生产链第三产业
服务中分得一杯羹；当然也有落魄破产的，特别是嘉庆之后，不得不跌入最无产最悲凉的盐民深渊！
然而，无论他们或为小吏，管理仓储验引、过秤记账；或为商贾，经营麻袋窝折、盐坨齿耙；或为力
行，提供搬运堆垛、中转运输；或为灶户，从事引海耙田、淋卤煎盐⋯⋯兴也好，衰也好，沉也好，
浮也好，总之，一个“盐”字，竟滋养了王氏繁衍500年！
说来好笑，民以食为天，别人活着靠粮，而我王门生存，竟然靠的是盐！
我至今记得，祖父在陈述家史时，既不昂扬，也不悲伤，神情极为平静，语调极为平坦；然而，愈平
静，愈平坦，愈发折射出他内心深处的别样况味。
可惜，少年不知涩滋味，当时的我麻木不察。
    我的祖父年轻时也是以盐为生的，大致在如皋城里，开过一个小小盐铺，小的连批发都担不起，只
做零售。
他在接近天命之年时，人生突然急转弯，盐铺倒闭了！
就在那一年，他瞎了！
至于引发原因，祖父从来只是沉默着，死也不说。
那双老眼，恰如关闭了心灵的窗户，使我无从探究原因。
若干年后，我看《白毛女》，看到杨白劳喝卤一幕，心头一悸，想起了祖父！
自那以后，祖父决定另辟新业。
我想，是不是在盐业的回光返照中，政弊、官贪、费滥、产减、销拙、枭狂，使祖父不堪重负，心力
交瘁？
清末民初，祖父在如皋北城河南、丁家巷口，开了家“群贤旅馆”，他以为，他从此可以告别那个祸
福难分、恩怨莫辨的“盐”字了。
    可是，理不清，绪还乱，王家注定与“盐”冤家路窄！
因为，常驻祖父旅馆的，依然还是来自扬州、淮安和苏皖赣鄂的盐号商人。
也许，内中就有清末两淮七大食商中的谦益永盐号的老板许氏、同福祥盐号的掌柜贾氏、乙和祥盐号
的经理汪氏⋯⋯群贤旅馆实际成了两淮盐商常驻淮南盐场的宾馆兼办事机构。
可悲的是，祖父最终还是没能与“盐”划清界限，没能从苦涩中剥离出来，他只能抱着淮盐的僵尸，
在“盐”这棵树上吊死终生——也许，冥冥之中，这成了我写作《大清盐商》的第一次萌动。
    很自然地，祖父把另觅人生疆场的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了。
上世纪30年代，当我父亲王维钰还只有十七岁时，祖父以一盲人之躯，拄着拐杖，在我姑母搀扶下，
亲自将父亲送到大上海，送进美国人开设的华洋汽车学校。
老祖父临了，到底向近代文明靠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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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我父亲便把我们这个家安在四个车轮上，坎坷走一回。
直到共和国礼炮声响彻不久，我们终于一路颠簸，西进扬州。
    我也就从淮盐产地，踏进了扬州城。
而这座城市，作为明清两淮盐务管理中心，曾经指挥、组织、监督、调控过我的家乡海盐的生产；而
且，我们的居住地，恰恰就是盐业一条街的南河下！
    南河下，一条古巷，自西而东，盐商巨富，豪宅云集。
我记得我家门牌是132号，向西170号便是民初大盐商汪鲁门故居，人称“世德堂”；向东数步，走过
盐引交易所的“引市街”，街口拐角是一组三路四进的大院落，人称“世彩堂”，本是晚清盐商廖可
亭的大宅门；东行尽头，就是今存扬州最大的城堡式建筑群，上万平方米，南北11进，那是光绪年间
盐商卢绍绪的“卢庆云堂”；隔壁紧傍全国仅存的“盐宗庙”；拐个弯，又见乾隆朝两淮八大总商之
首江春的“康山草堂”遗址；而属于这个片区的不远处，还珍珠般洒落着许氏盐商“东西宫”、贾氏
盐商二分明月楼、小盘谷、平园⋯⋯不仅如此，南河下还有另一个特别的地方，是会馆林立！
两淮盐商以及为其服务的湖南会馆、湖北会馆、安徽会馆、江西会馆，全都人气旺盛地聚集在这条原
本不长的石板街上！
    当然，这些大宅门已经功能大挪移，有的已改仓库，有的变作厂房，更多的翻作《七十二家房客》
的居民大杂院。
而对于尚未开蒙的我而言，却成了我享受童乐的平台，我钻进深宅，院落中藏猫猫，花园里捉虫虫，
就像鱼儿游弋在深海。
尽管眼前门楼破败，窗棂毁坏，亭台倒塌，天井寥落，但是那飞檐翘角的遗留，仍然掩盖不住两淮盐
商当年豪甲天下的恢宏气势。
那么，在这青砖黛瓦下活跃着的资本动辄以百万千万计的商海奇才，是些什么人？
我的童心充满好奇！
    命运弄人，想当初，祖父让王氏后人远离“盐”，我挥一挥手，告别大盐场，不曾带走一粒盐；没
想到，身进扬州城，扎根南河下，却又一头误入盐海！
因为，被我视为稚趣乐园的盐商大宅门，不还是物质形态的盐么？
终点，又回到了起点。
    更具戏剧性巧合的是，我的左邻右舍中，不乏当年盐商的家庖私厨、上房丫头、护院武师、园林花
匠、戏班鼓手、抬轿杠夫，以及专为太太小姐们梳头的老妈子⋯⋯每至夏夜，院内摆下竹床，我便头
顶星光，耳闻蛙声，缠住大爷大娘们开讲说古，好在他们肚里尽是盐商故事。
什么一夜淮盐堆白塔，讨好乾隆帝；什么人参喂母鸡，一个鸡蛋一两银；什么金山散箔、秦淮放舟；
什么家蓄戏班、厅摆百宴；什么一代富，吃姜喝醋；二代富，挂金穿缎；三代富，拆梁卖柱⋯⋯一层
神秘的面纱罩在两淮盐商身上，愈发撩起了我探秘的冲动。
大概，这就是我创作《大清盐商》的第二次萌动。
    年纪渐长，我晓得“文化”这两个字了。
扬州，作为拥有2500多年历史的古城，即使什么都缺，也唯独不缺文化；尤其是清代文化，更是她充
满自信的资源。
启功说过，清代文化的中心在扬州。
由是，我与清代扬州文化零距离接触了。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我突然发现，举凡洋洋大观的扬州文化品牌身后，总有一个背影——两
淮盐商！
不能不承认，没有两淮盐商的崇儒重教，没有两淮盐商的敦本尚义，没有他们从腰包里掏出白花花的
银子，现存申遗的扬州文化无从谈起，起码没有如此辉煌！
而白花花的银子背后，是白花花的海盐的支撑——又是盐！
    几乎同时，令我有点儿窘的，是我读到了自称“我是扬州人”的朱自清写的《说扬州》，他说，他
讨厌扬州人的小气和虚气，小是眼光如豆，虚是虚张声势，因为扬州人中有“甩子团”，扬州人有“
扬虚子”的名字。
流风所被，这一特定人群性格的形成，与仿效盐商求奢侈、耍气派、夜郎自大、麻木不仁，难道毫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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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吗？
    两淮盐商究竟是怎样的商帮团体？
写作《大清盐商》的情愫，第三次萌动了。
我下了最后决心。
    四    1999年，有人约我写盐商了；甚至，一辆来自外地的面包车喷着《XX盐商》剧组的字样，邀我
以编剧身份入伙，周游列省，化缘募金。
我谢绝了。
    不是清高，而是畏惧。
因为，我还没有做好准备。
其时，我对两淮盐商还读不懂，吃不透；当时如果仓促开工，至少有四，占’把握不住：    1．准确性
   有关两淮盐商的资料，除坊间流传的趣闻逸事外，见诸史料的，多是他们有关文化、慈善、社交、
生活的记载。
两淮盐商是儒商，但是他们的根本身份，首先是商，其次才是儒。
只写儒不写商，或重写儒而轻写商；只写文化不写经济，或重写文化而轻写经济，都不能表现真正意
义上的两淮盐商。
    因而，只有还原了清朝纲盐制下淮盐从生产、库存、购买、运输、中转到销售，从领引到缴引的运
作全流程；并且在这个经济商贸活动过程中，刻画这个商业集团，两淮盐商才能提供具有自身独特性
的历史信息。
这是我需要补课的。
    2．辩证性    中国有十大商帮集团，二三十年来，这个群体已经成为经济理论研究和文学影视创作的
热门之一。
但是，有的地方出于标签式地促进当代企业家思想道德建设的需要，出于广告式地推动本地旅游经济
的需要，用实用主义的态度对待历史商帮，他们从当初的全盘否定一变为全盘肯定，从一个极端走向
另一个极端，盲目崇拜，大唱颂歌，无限夸大可供今人解读的商帮密码，连疮口红肿都美化成了三月
桃花。
这显然是不够严肃的文化志趣、不够负责的历史意识。
    这就需要我从现有的思维定势中突围而出，批判性地反思两淮盐商。
从功过得失与双重影响两方面，辩证地评价他们对于推动经济，发展文化，包括城市精神特质建设方
面的历史价值与先天不足，客观地给予他们准确的历史定位。
    3。
深刻性    我的键盘不是摄录机，不是复印机，我不能仅仅满足于表现和猎奇这个商团，哪怕是把他们
的头发还原得纤毫毕现。
这只是流于表层的。
换言之，对两淮盐商，我不能停留在：是什么。
    我的任务是回答：为什么？
两淮盐商为什么会出现？
为什么会鼎盛？
为什么会消亡？
它给今人留下了什么？
我必须探讨在十八世纪欧美从帝制走向共和的全球大背景下，清王朝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统治阶级
与商业集团之间的复杂关系；我必须揭示十八世纪之后，中国封建社会政治体制以及盐业政策走向没
落乃至崩溃的必然性，以及这个体制所豢养、盘剥与钳制的两淮盐业及其商业集团跟随其衰颓与消亡
的客观历史规律。
    我是在写两淮盐业、两淮盐商，我又不仅仅在写两淮盐业、两淮盐商，我其实是将两淮盐业作为意
象，两淮盐商作为载体，旨在反思那段历史给今人的启迪与教益，从而探索社会发展规律。
    4．精彩性    我十二分地羡慕青年朋友，笔端流淌的多是审美与乐趣；而我生于动乱，沉重使我无法
潇洒，我也许更多关注的是信仰与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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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业内说法，《大清盐商》该归属严肃文学了。
我以为，严肃文学更应该重市场、注重读者。
一本书，甭管好坏，首先得有人读，这是前提，这是基础；没有人读的书，所有的精神价值都是空谈
！
这就要求我的小说必须有个精彩故事，有个欲知后事如何，急看下回分解的故事。
    而多年来，写票商的、米商的、丝商的、纸商的、染商的、药商的、布商的⋯⋯故事，多了去了。
而且，不少都是从个人奋斗、艰苦创业、惨淡经营、同业竞争、妻妾争风、子弟纨绔、家族倾轧等方
面着笔，你这样写，我也这样写，也就成了老套路。
这就逼着我不能偷懒了，程式不能因袭，只能另辟蹊径。
这就是我最终将乾隆朝三大案之一——两淮盐引案作为我的小说突破口的原因。
我为我的故事设计了泄案、冤案、追案、查案、发案、破案、审案、断案这条线索，我想，这就会使
我有可能抽丝剥茧地、跌宕起伏地去说故事了：去说一部悲怆恢宏的商战历史，去说一幅展现两淮盐
务的宏阔画卷，去说一段正义与背叛、追求与沦落、英雄与枭雄较量的心路历程，去说一个信仰对抗
、智力对决的盐商传奇，去说一对同父异母兄弟之间的人性博弈，去说牵涉五个家族、上下两代、跨
度十年的恩爱情仇的生死演绎，去说在封建专制垄断盐业政策下，两淮盐业链上包括盐官、盐商、盐
民、盐匪等各个阶级、阶层、集团的各自无奈的生存状态以及尴尬处境了。
    以两淮盐引案为载体，我在故事中呈现了多种元素。
诸如血雨腥风，刀光剑影，江淮民俗，人间情爱，哲学反思，草根智慧，内幕解密，奇谋设局，绝地
潜伏⋯⋯它们的亮相，我不敢奢望碰头彩，我只是希望读者能兴趣地读这本书，读完这本书。
    五    其后的十年，我是在阅读、思辨、甚至颠覆中度过的。
终于有一天，在那个蝉鸣的日子，我自觉明白些了，便动笔了。
两年后，成就六十万字，我为全书画上了句号，虽然阿Q似的，划得是那样的不圆。
    我终于得以舒一口气了。
心中，唯有对上苍的敬重。
感谢上苍，让我完成了解剖淮商的夙愿。
    这个上苍，首先是生活。
我一路走来，读书十六年，插队七年，经商二十年，写作十三年。
做过农民、库工、记者、秘书、主任、经理、教授、拳师、律师、编剧、作家⋯⋯尽管其中若干是业
余的、客座的、兼职的，乱七八糟的，但大体离不开“文、武、商”三个字，所以有记者称我是“三
栖怪杰”，我当然汗颜。
因为我文也不成，武也不就，商也不精，充其量，不过像一棵三不像的歪脖子树而已。
然而，我的人生，我的阅历，让我拥有我的生活。
尽量把生活主动权攥在手中，折腾着，使生活多彩了；坎坷着，使生活厚重了。
我努力，不仅仅是活着，而是生动地活着。
写作也成了一种生活。
正是在感悟生活的进程中，我学会了思考。
当这种思考不再轻松，移焦社会发展时，我必须承担起讲述这种思考的义务。
这是一个作家的良心。
    人生常有师教诲，也是上苍的眷顾。
字里行间，已经融进了我的先生刘立人教授，以及淮盐史家朱宗宙教授的诲人不倦。
    幸遇山东人民出版社，痛快地决定出版传递我对生活的思考，大概也是上苍冥冥之中的赐予。
“大作气势磅礴，立意严肃深刻，情节跌宕曲折，人物丰满生动”——是他们对拙著的溢美。
山东是我仰慕已久的地方，她的神奇，在于既出孔夫子，又产武二郎，既有儒韵，又具侠风，拙著问
世于这片土地，无疑是一种缘分；更何况他们的指点和王路编辑的校正，更使得全书升腾起齐鲁豪气
。
    我的家，是上苍的温馨设计，那是我创作的动力源泉。
几千个日日夜夜，我在格子间爬行，艰难，但充实；劳神，但快乐；枯燥，却不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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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我的身畔，有吾兄资淼大哥的殷殷关注，有吾妻蓓蓓的默默奉献。
本书的最后改定，是在我赴美探亲时收工的，吾儿正正，吾媳大赫为我在草原间的木屋里，提供了宁
静；尤其，美国万里行的安排，让我聆听费城自由钟声，使我对共和与帝制的比较，拓展了非一般的
视野。
原本，一个化工博士，一个心理学博士，却对与他们毫不搭界的文学，倾注别样的热情，我心里明镜
儿似的，这是哄我开心哪，这是儿女们的另类孝意。
谢谢亲人，对我的路，对我生命方式的选择，所回应的宽容与欣赏。
    回想祖父临终遗嘱，王氏子弟永世不得与盐为伍。
我虽然不曾卖盐，却写盐了。
我违背祖训，还是牵手淮盐了，还是品评人间滋味了。
孙儿不孝，祖父在天有灵，想来不会动用戒尺责打我的手心吧。
    2011年12月成稿于维扬剑斋    2012年5月修订于芝加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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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大清盐商(上下)》由王资鑫所著，这是一桩乾隆朝三大案之一——两淮盐引案的深度揭秘；    这是
一幅展现两淮盐务的宏阔画卷；这是一段正义与背叛、追求与沦落、英雄与枭雄较量的心路历程；    
这是一曲信仰对抗，智力对决的盐商传奇；这是一对同父异母兄弟之间的人性搏奕；    这是一个牵涉
五个家庭、上下两代、跨度十年的恩爱情仇的生死演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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