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荣成“另类秀才”

与他的“盐官司”
文/片 本报记者 高洪超

在威海，坊间一直流
传着有关一个清朝“另
类”秀才李廷爵的故
事。之所以说这个清朝

咸丰年间的秀才“另
类”，是因他为上万户
沿海渔民的生计，挑头
公开抗争，做了根“出

头的椽子”。

从成山头脚下的

卧龙村出发，先荣成

县，再济南府，最终走

进北京城，历时7年，熬

走了5任荣成知县，连
打3级官司，秀才最终

赢了。

此后，北起掖县，

东至成山头，南至莱阳

沿海的登州府渔民，孤
帆横海关东，购买大粒
盐腌鱼之习俗摆脱了
涉嫌贩卖私盐的灰色

阴影，得以合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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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廷爵进京上告的

结果是，案子被提到山

东省政府重新审理，时

任山东巡抚崇恩正忙于

镇压鲁南地区此起彼伏

的幅军起义，他便把此

等小事交给了山东按察
司和山东盐运司审理。

京控没有被直接驳
回，而是被指定到山东省

政府重审，最高层的这个

表态很微妙，省府老爷们

知道这个官民博弈的格

局必须有所微调。老爷们

审理了两年，到1857年判

决结果才出来。

“会查盐志，登郡

地方盐不设商亦不设

巡……而该处滨东海，

居民腌鱼为业，买盐接

济由来已久。若果有

碍，何以盐志并不设役

巡缉？可见该处鱼盐为

生民自然之利”，终于

承认了盐志对此“无明

文规定，则不为罪”，

做出了“委系腌鱼，并
非买作食盐，亦非私

贩……请登郡地方准其

收买鱼盐，各在本境应

用。为此议定章程，庶
与课运民生均无妨碍，

遂转饬沿海州县一体遵

照”的最终结论。但先

跳过登州知府到山东巡

抚、后又跳过山东巡抚

直接京控，李廷爵犯下

了两次“越诉之罪”，

累计要受笞刑80，折合

要被竹板或荆条打脊背

或臀腿60下，这个皮肉

之苦允许他掏钱抵免，

同时恢复了他的生员资

格。

闹了7年的“李廷爵
盐案”终以庶民的胜利而

结案，从此，包括今天威

海、烟台沿海的登州府渔

民受益于此，直到本地制

盐改灶煎为滩晒。

七年迎来最后胜利

庶民打赢无罪官司

今日卧龙村。成山头脚下的这个小村只有282户，当年户数更少，却出了一个响当

当的“另类秀才”李廷爵。

王知县查扣的这批关东大

粒盐中，有荣成县学生员、卧龙

村人李廷爵的20石，大约2400

斤，这不是一个小数目。《大清

律例·户律·课程》“盐法”条律

文规定，凡犯私盐(指无官方盐

引而贩)者，不必赃之多少，有

确货，即处杖一百，徒三年。也

就是说，不管贩卖了多少，只要

拿获盐赃，就要先打100大板，

然后再拘禁3年，无偿为官府服

劳役。

虽然出手有据，人赃俱获，王

锡麟却只抓了几个渔民，而没动

掺合其中的李廷爵，这个细节的

拿捏颇耐人寻味。

王老爷可能只是想捡几个

社会底层的软柿子，烧把火，树
树威，并不想把事情弄大、弄复

杂。而李廷爵头上罩着个“荣成

县学生员”的光环，就是后世俗

称的秀才，不同于苍苍黔首。秀

才这类人是大清候补干部，与

那几个渔民不一样，他直接归

荣成县学教谕管理，不可以简

单牧而治之。

这个长在海边、见惯了大

风大浪的的秀才却不领知县

老爷的情。他居然跳出来跟王

锡麟叫板，公开声称成山一带

渔民腌鱼向来都是用关东大

粒盐，既不食用，也不周转贩

卖牟利，因此，那些被查扣的

关东大粒盐就不是私盐，被逮

捕的渔民更不是私盐贩子。这

大大出乎王锡麟意料，一怒之

下，申请上级，革掉李廷爵的

生员功名，逐出县学，但没有

对李廷爵采取进一步行动。

不领知县宽大人情 卧龙秀才公开叫板

1851年，大清咸丰元年。当

年春天的成山头渔汛如约而至，

荣成知县王锡麟却在成山头脚

下、龙须岛上的卧龙、大西庄等

“东八村”，搞了一个出乎渔民意

料的大动作。他突然派兵扣留了

当地数家渔民合伙从关东购买、

用以腌鱼的大粒盐，还抓走了多

名渔民。王知县这把火彻底打乱

了当地渔民的生活和生产：没有

关东大粒盐就不能腌鱼，只能眼

睁睁地看着打上来的鲜鱼臭掉、

烂掉，再加上有人进了县监狱，

这次执法搞得那些没被波及的

渔民也无所适从，没有心思下海

打渔了。

王知县查扣龙须岛渔民购

自关东地区的大粒盐，可谓于

法有据，因为这种行为破坏了

大清皇朝的食盐专卖制度。按

照这个制度，一个地区的居民

只能定向购买固定盐场的盐，

反过来，其他盐场也不能进入

非指定地区行销，所谓“一盐场

对应一个锅，一个锅对应一盐

场”。勾系有数盐场和无数平民

锅灶的就是专营执照“盐引”，

政府出售盐引，招商运输、行

销，是为延续两千多年的食盐

专卖制度。

滨海的荣成县产盐，但外

销权归今天莱州三山岛附近的

西由盐场，具体到荣成本地居
民则有点特殊，他们可以就近

到盐场自买自用，但不得运销，

外来的盐也不得进入荣成界

内，否则就是“贩卖私盐”，这也
是盐史上被官方默认的“昌潍

以东不食官盐”现象。

成山渔民买关东盐 荣成知县认定违法

更出乎王锡麟意料

的是，被革斥的李廷爵
不屈不挠，转过年来，

他居然跑到济南府，把

王锡麟告到山东巡抚李

僡那里，理由还是“煎

盐不合盐鱼，运进东北

滩晒盐并非食盐”，坚

持自己和那些渔民很无

辜，没贩卖私盐。李僡

刚自河南平调山东巡

抚，是年63岁的他久经
宦海，深知此案勾稽面

广，属群体性事件，干

脆把案子转给了王锡麟

的直接上级登州知府汪

承镛。

审了一年，到1853

年结果出来，汪承镛维持

了王锡麟的一审判决。与

此同时，在上报李僡的行

文中，汪承镛如实汇报了

这种灰色交易存在的客

观原因，和盘托出了自己

维持原判的全面利害考

虑。

就在汪承镛做出这

个二审判决时，干了不到
3年的王锡麟离任，荣成

知县换成了赵敏功。

革名秀才越级上诉

登州知府维持原判

地方志记载，1853年

汪承镛做出这个二审判

决后，直到1855年，李廷

爵才到北京上告。也就在

这一年，李廷爵“走京”上

告刑部，理由是“官役勾

事”为由，矛头直指王锡

麟没事找事，滥用职权。

“走京”是今天成山

一带居民的习惯用语，这

是延续数百年的习惯说

法。在那个没有火车、汽

车，干戈纷扰的时代，李

廷爵“走京”打官司所需

要的勇气、决心，路上的

花销费用，已无法用李家

那20石被没收的大盐衡

量。以一己之力，挑头打

这个涉及沿海众多渔民

利益的官司，怕不怕官家

报复，今后还想不想在乡

里混了？

千里走京继续越诉

告官之路异常艰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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