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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一·厂地上 

滇之产铜，由来久矣。怀 见于《汉书》[1]，装采著于《后汉》[2]。自

蒙段 [3]窃据以来，画江为界，皆无可考。元、明产铜之所，仅金齿 [4]、临

安[5]、曲靖[6]、澄江[7]四处[8]。我朝三迤[9]郡县所在，多有宝藏之兴轶于往

代，而铜亦遂为滇之要政。按，滇省年运京铜六百三十余万，局铸、采买

（又）〔共〕需千万[10]。向有四十八厂 [11]，以次封闭[12]，现在开采者三十八

处。宁台十五厂[13]专供京运，凤凰八厂 [14]兼拨京运、局铸、采买，回龙十

四厂[15]及宁台、香樹二厂之紫板铜 [16]专供局铸、采买，金钗厂低铜专拨采

买。此各厂产铜供运之大略也。爰列其坐落、经费、程站，而以开减、经

管、考成附焉。 

[1] 《汉书》：又称《前汉书》，东汉班固（32～92）撰。内容记述汉

http://baike.baidu.com/view/2037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06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703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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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祖元年（前 206）至新朝的王莽地皇四年（23），共 230 年的史事。包括

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传七十篇，共一百篇，八十万字。《汉书》是

我国第一部纪传体的断代史，以后列朝的正史都沿袭《汉书》的体例，如

刘知几所说“自尔迄今，无改斯道”。  

[2] 《后汉》：指《后汉书》，南朝宋顺阳人范晔撰。《后汉书》包括本

纪十篇，列传八十篇，志八篇。志取自司马彪《续汉书》。全书主要记述了

上起东汉的汉光武帝建武元年（25），下讫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220），共

195 年的史事。此书综合当时流传的七部后汉史料，并参考袁宏所著的《后

汉纪》，简明周详，叙事生动，故得以取代以前各家的后汉史。《后汉书》

是继《史记》《汉书》之后又一部个人撰写的重要史籍。与《史记》《汉书》》

《三国志》并称为“前四史”。 

[3]  蒙段：即蒙氏建立的南诏国和段氏建立的大理国。南诏国，由蒙

舍诏首领皮罗阁于 738 年建立，国民主要是乌蛮和白蛮，极盛时期统治范

围包括今云南全境及贵州、四川、西藏东南部、越南北部、老挝北部和缅

甸北部地区。大理国，由通海节度段思平于 937年灭南诏建立，定都羊苴

http://baike.baidu.com/view/3703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03976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20228.htm


 

 3 

咩城，国民以白族为主体。大理国灭亡后，元世祖至元七年（1270）置大

理路，辖境包括今大理、洱源、巍山、祥云、永平，以及姚安、大姚、保

山、腾冲等地。蒙段代表唐宋时期与中原王朝相对应的西南地区少数民族

政权。 

[4]  金齿：今保山地区，元置金齿宣抚司，明置金齿卫，清为永昌府。

建置沿革见《大清一统志》卷四八七《永昌府》：“永昌府，在云南省治西

一千二百里，东西距三百一十里，南北距一千一百二十里。东至顺宁府顺

宁县界一百四十里，西至腾越厅界一百七十里，南至孟定土府界一百七十

里，北至大理府云龙州界二百五十里，东南至顺宁县界一百一十七里，西

南至天马关界一千一百一十里，东北至云龙州界三百五十二厘，西北至马

面关界三百里。自府治至京师一万一千八百十里。《禹贡》梁州荒裔，古哀

牢国，九隆氏居之，未通中国。汉武帝元狩二年，置不韦县，属益州郡。

后汉永平初，于县置永昌郡治焉。三国汉因之。晋成帝时省。萧齐后置永

昌郡《南齐书·州郡志》：‘有名无民，曰空荒不立’。隋废为益州总管府地。唐初为

姚州云南郡《通典》：‘后汉永昌郡，即今云南郡’；《唐书·南蛮传》：‘姚州境有永昌蛮，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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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永昌郡地，咸亨五年叛，高宗以太子右卫副率梁积寿为姚州行军总管，讨平之。武后天

授中，遣御史裴怀古，招怀至长寿，时大首领董期率部落内属’。后为蒙氏六节度之一，

徙西爨蛮居之。段氏、高氏，皆称永昌府。元初立千户，隶大理万户府。

至元十一年置永昌州，十五年升为府，隶大理路。二十三年改置金齿等处

宣抚司于此《元史·地理志》：‘中统初，金齿白夷诸酋，各遣子弟朝贡。二年，立安抚司

以统之。至元八年，分金齿、白夷为东、西两路安抚司。十二年，改西路为建宁路，东路

为镇康路。十五年，改安抚为宣抚，立六路总管府。二十三年，罢两路宣抚司，并入大理

金齿等处宣慰司’。明洪武十五年，仍置永昌府，又立金齿卫。二十三年省府，

以金齿卫为军民指挥使司。嘉靖元年，改为永昌军民府《滇志》：‘景泰中设镇，

嘉靖中罢’。本朝为永昌府，属云南省，领县二、土府一、土州二，安抚司一。” 

[5]  临安：《大清一统志》卷四七九《临安府》：“临安府，在云南省

治东南四百三十里，东西距五百七十里，南北距四百八十里。东至开化

府界三百二十里，西至元江州界二百五十里，南至交趾界二百五十里，

北至澄江府江川县界二百三十里，东南至开化府界二百七十五里，西南

至元江州界二百九十里，东北至广西州弥勒县界三百四十里，西北至元

江州新平县界三百六十里。自府治至京师八千六百三十里。《禹贡》梁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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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裔，古句町国。汉武帝开西南夷，置句町县，属牂牁郡其东南境为益州郡

地。后汉因之。三国汉属兴古郡《三国·汉志》：建兴三年，丞相亮南征，分建宁牂

牁为兴古郡。按：蜀汉时，府东南境为梁水郡地。晋以后因之。梁末废。唐武德

七年置南龙州，贞观中更名钩州，隶戎州都督府按：《元史·地理志》：‘唐隶牂

州’。天宝末没于南诏，蒙氏置通海郡都督府，段氏改为通海节度，寻改

秀山郡，后复名通海，阿僰部蛮居之。元宪宗六年内附，置阿僰部万户

府，至元八年改为南路，十三年又改为临安路，隶云南行省。明洪武十

六年改为临安府，属云南布政使司。本朝因之，属云南省，领州三、县

五、长官司五。” 

[6]  曲靖：《大清一统志》卷四八四：“曲靖府，在云南省治东北三百

里，东西距三百九十里，南北距六百二十里。东至贵州普安直隶厅界一百

七十里，西至云南府嵩明州界二百二十里，南至广西州界一百七十里，北

至贵州大定府威宁州界四百五十里，东南至普安厅界二百五十八里，西南

至澄江府路南州界一百三十里，东北至威宁州界二百七十里，西北至武定

州禄劝县界四百六十七里。自府治至京师七千九百里。《禹贡》梁州荒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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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为益州、牂牁二郡地。三国汉改置建宁郡东境为兴古郡地。晋置宁州东境分

置平蛮郡，东北境分置西平郡。宋因之。齐改建宁郡，曰左建平郡。梁末州郡

俱废为爨氏所据。隋置恭州、协州。唐武德初开置南宁州，改恭州置曲州，

析协州置靖州，四年置总管府，八年更名郎州《唐书·地理志》：‘武德元年，开南

中，因故同乐县置治味，五年侨治益州，八年复治味，更名郎州’。贞观元年罢都督府

按：《南蛮传》：永徽初始罢朗州都督府。与志异。天宝末没于蒙氏，伪置石城郡。

宋时段氏因之。后为卫摩弥部所据。元初内附，置摩弥部万户府，至元八

年改为中路，十三年改曲靖路总管府，二十五年升为宣抚司，隶云南行中

书省。明洪武中改为曲靖军民府，隶云南布政使司。本朝因之，属云南省，

今领州六、县二。” 

[7]  澄江：《大清一统志》卷四八一《澄江府》：“澄江府，在云南省

治东南一百二十里，东西距二百三十六里，南北距一百七十五里，东至广

西州弥勒县界二百里，西至云南府晋宁州界三十六里，南至临安府宁州界

一百二十里，北至云南府呈贡县界五十五里，东南至弥勒县界二百五十三

里，西南至临安府嶍峨县界二百一十五里，东北至云南府宜良县界七十里，



 

 7 

西北至呈贡县界一百三十里。自府治至京师八千三百二十里。《禹贡》梁州

荒裔。战国时为滇国地。汉置俞元县，属益州郡按：《明史》：汉为牂牁郡地，隋

牂州。后汉因之。三国汉属建宁郡。晋增置新兴县。宋因之。齐为建平、

建宁二郡地。梁属南宁州。隋属昆州。唐武德元年隶戎州都督府，七年析

南宁州二县地，置西宁州。贞观八年更名黎州，天宝末入于蛮，后南诏取

其地，置河阳郡。宋段氏时为罗伽部《元志》：唐天宝末，麽些蛮居之，号罗伽甸，

后为僰蛮所夺，南诏蒙氏为河阳郡。《明统志》：‘段氏析麽些蛮为三部，曰强宗、曰休制、

曰步雄，其步雄后居罗伽甸，号罗伽部，又黑爨蛮之裔，居路甸，号落蒙部’。元初内附，

置罗伽万户府，至元三年改为中路，十六年升为澄江路，隶云南行省。明

洪武十五年改为澄江府，隶云南布政使司。本朝因之，属云南省，领州二、

县二。” 

[8]  四处：《云南铜志·厂地上》：“元、明产铜之所，曰中庆、金齿、

临安、曲靖、澄江数处而已。” 

[9]  三迤：清雍正年间在云南分设迤东、迤西、迤南三道，三迤遂成

为云南的代称。至清末，迤东道领府四：曲靖、东川、昭通、澄江；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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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二：广西、镇雄；治曲靖府。迤西道领府五：大理、楚雄、顺宁、丽江、

永昌；直隶厅三：景东、蒙化、永北；治腾越厅。迤南道领府一：普洱；

直隶厅二：镇沅、镇边；直隶州一：元江；治普洱府。  

[10] “滇省”至“千万”：《云南铜志·厂地上》所载与此处有差异：“滇省

每年额运京铜六百三十余万斤，本省局铸，外省采买，共需铜千余万斤。”

根据后文所载，《云南铜志》所载正确。  

[11]  四十八厂：云南铜厂的数量在各个时期不同。明代谢肇淛《滇

略》卷三《产略》：“滇有铜矿十九所，铅矿四所。”雍正《云南通志》卷十

一《厂课》：“云南全省共有铜厂二十个、白铜厂两个。”《张允随奏疏·乾隆

十二年三月初十日》：“为敬陈滇省铜厂情形，预筹开采接济以裕京局鼓铸

事：……查滇省铜厂共有二十余处，每年产铜百余万斤，只可搭配本省鼓

铸，又皆距水次甚远，不能上供京局，惟汤丹、大水、碌碌三厂，铜质既

高，每年产铜多至八九百万斤，少亦六七百万斤，由东、寻两路运抵永宁

水次，止二十余站，可由川江运送。”清代檀萃《滇海虞衡志·志金石第二》：

“铜出于滇，凡四十八厂，最著者：东则汤丹、落雪；西则芦塘、宁台。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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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开新，繁猥难数。”光绪时期，刘盛堂编《云南地志·物产一》：“矿物：云

南金、银、铜、铁、锡、铅均产，其发现者不过十分之二三，未发现者尚

十分之六七。且咸丰回乱，多因争矿起衅，大半封闭。现以铜关京运，开

采尚多。……铜厂一百五十余，以东川、武定、永北、顺宁、昭通为富。……

铅厂十余，以东川、曲靖为富”。  

[12]  封闭：云南铜矿所产之铜，主要用作京运、采买和本省局铸。《朱

批奏折·乾隆八年七月初二日》：“查矿产为天地自然之利，固应开采以资民

用。抑必详查出产地方无妨碍滋扰，妥酌办理，始为有利无弊。是以各省

产铜、铁、锡、铅之山场，如经该督抚查明产矿处所并无妨碍民田庐墓，

招商刨挖，酌定章程，不致滋事启弊，保题开采，户部俱照该督抚所题，

准其开采。倘遇矿砂淡薄，所出不偿所费，即准题请封闭。现在开采省分，

如云、贵、广西之铜、铁、铅、锡矿厂，四川、湖南之铜、铅、铁矿，俱

经开采；湖北产铁地方，已令该督抚查明定议；广东之锡矿，业据该督抚

题请开采，其铜、铅矿厂，近据该布政使托庸奏请开采，经户部会同总督

庆复议令该督抚将开采事宜妥议具题。是各省凡有可采之山产厂，俱经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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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官查明保题，先后开采，以济民用。其或已经开采，迄无成效，以及一

切有碍地方之处，自行封闭，未便听民滥行开采，以致滋事。应将盖御史

所奏各省矿厂听民于地方官给照开采之处，毋庸议。” 

[13]  宁台十五厂：指宁台厂、得宝坪厂、大功厂、香树坡厂、双龙

厂、汤丹厂、碌碌厂、大水厂、茂麓厂、乐马厂、梅子沱厂、人老山厂、

箭竹塘厂、长发厂、小岩坊厂。 

[14]  凤凰八厂：指凤凰坡厂、红石岩厂、大兴厂、红坡厂、发古厂、

大风岭厂、紫牛坡厂、青龙厂。 

[15]  回龙十四厂：指回龙厂、白羊厂、马龙厂、寨子箐厂、秀春厂、

义都厂、万宝厂、大宝厂、大美厂、狮子尾厂、绿硔硐厂、鼎新厂、竜岜

厂、者囊厂。 

[16]  紫板铜：清代吴大勋《滇南闻见录》下卷《物部》：“揭铜，铜、

银各厂所用木炭，只是杂树，惟有揭蟹壳铜，必须用松炭，非松炭不能

成。出火又须用米泔水泼之，则宝色呈露。此皆精于打厂者体认得来，

其不能遽悉也。……米汤或泥浆或水浇熔液，熔液凝结一层，用钳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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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水中，便成铜饼，一炉可行六七饼，即紫板铜。则视需要，入蟹壳炉

精炼成蟹壳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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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台厂 

以下十五厂专供京运。宁台厂紫板铜局铸、采买兼拨。附子厂（二）〔四〕 [1]。  

坐  落 

宁台厂[2]，坐落顺宁府[3]地方，距下关店十二站半。乾隆九年开采。  

[1]  附子厂（二）〔四〕：实记录有子厂四，分别为：底马裤子厂、水

泄子厂、钱蔴岭子厂、罗汉山子厂。  

[2]  宁台厂：清代伯麟《滇省舆地图说·顺宁府舆图》：“铜厂一，宁台，

知府理之。” 

[3]  顺宁府：《大清一统志》卷四八三：“顺宁府，在云南省治西一千

一百五十里，东西距三百二十里，南北距六百八十里。东至蒙化厅界二百

里，西至腾越厅界一百二十里，南至猛缅长官司界三百二十里，北至永昌

府永平县界三百六十里，东南至景东厅治二百六十里，西南至耿马土司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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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百五十三里，东北至蒙化厅界三百四十里，西北至永昌府保山县界二百

二十六里，自府治至京师一万一千六百二十里。《禹贡》梁州荒裔。汉益州

郡徼外地，名庆甸，浦蛮居之。隋唐以后，蒙氏窃据，叛服不常。宋弃于

段氏，中国道绝。元泰定间始内附，天历元年置顺宁府及庆甸县见《明统志》，

隶云南行省，后省县入府。明洪武十五年，仍为顺宁土府。万历二十五年，

设流官，隶云南布政使司。本朝因之，属云南省，领州一、县一、宣抚司

一、长官司一。” 

经  费 

本厂每年出铜数十万、五六百万斤不等，向未定额、通商，亦不抽收

公、廉、捐、耗。每办百斤，抽课铜二十斤，官买余铜 [1]八十斤，每百斤

给价银五两。所收课、余铜，每百斤加煎耗铜十七斤八两，厂民补耗铜三

斤二两，不给价银，共耗铜 [2]二十斤十两，备供局铸、采买。 

乾隆二十五年，奏准：每办百斤，将抽课铜 [3]二十斤改减十斤，另抽公、廉、捐、耗

铜四斤二两，官买余铜七十五斤十四两，每百斤给价银六两。  

三十三年，奏准：每百斤加银六钱 [4]，连原价共给银六两六钱。  

三十八年，奏准通商 [5]，每百斤给厂民通商铜十斤。照前抽收课铜及公、廉、捐、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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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买余铜七十五斤十四两，每百斤给价银六两六钱九分八厘。  

三十九年，停止加价，每额铜百斤，照旧给银六两。  

四十二年，奏准 [6]：应办紫板铜外，每年改煎蟹壳铜 [7]二百万斤。每百斤于紫板铜项

下，准销镕炼折耗铜二十斤七两七钱。每蟹壳铜一百斤，抽收课铜十斤，官买余铜九十斤，

每百斤给价银六两九钱八分七厘。其通商铜，准于紫板铜内发给。  

四十三年，奏定：年办紫板铜九十万斤，蟹壳铜二百万斤。  

嘉庆三年，奏准 [8]：减办铜一百万斤。自四年起，每年办紫板铜五十万斤，蟹壳铜一

百四十万斤。  

十年，奏准 [9]：照旧每年煎办紫板铜九十万斤，蟹壳铜二百万斤。紫板铜九十万斤内，

应办（低）〔底〕本铜二万四千五百一十八斤十一两二钱，遇闰加办二千四十三斤三两六钱；

应办官商铜八十七万五千四百八十一斤四两八钱，遇闰加办七万二千九百五十六斤十二两

四钱。每底本百斤，给价银五两一钱五分二厘五毫，并不抽课、通商，亦不抽收公、廉、

捐、耗，另款造册报销。其官商铜内，除厂民应得蟹壳、紫板通商，及抽收课、廉等铜外，

余铜给价收买，发下关店转运。蟹壳铜二百万斤内，应办底本铜十万斤，遇闰加办八千三

百三十三斤五两四钱；应办课、余铜一百九十万斤，遇闰加办十五万八千三百三十三斤五

两一钱。每底本百斤，给价银六两二钱八分三毫，并不抽课、通商，另款造册报销。其课、

余铜，照旧抽课十斤，官买余、铜九十斤，照前给价收买，发下关店转运。  

十九年，奏准：应办额铜之外，每年代办得宝坪厂减额铜六十万斤。  

道光七年，奏明：每年代办得宝坪厂减额铜三十万斤。通计每<年>煎办蟹壳京铜二百

九十万斤，紫板铜九十万斤。  

自厂至下关店，计程十二站半。每紫板铜百斤，给运脚银一两二钱五

分二厘一毫二丝五忽，不支筐篓。每蟹壳铜百斤，给运脚银一两六钱一分

五厘，每一百二十斤支销筐篓一对，银一分七厘 [10]。每年准支官役薪工、

厂费银一千七十三两，遇闰加增，小建不除。 

凡运脚银两，均于陆运项下报销。筐篓、厂费银两，均于厂务项下报销。准支官役薪

工、厂费银两，遇闰加增，小建不除。余俱仿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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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厂工本、运脚，应赴迤西道库请领。自厂至大理，共十二站半。每

千两每站给马脚、盘费银一钱三分四厘余厂同。如拨运局铸，自下关至省，

共十二站<半>[11]。每正、耗铜百斤，给运脚银一两六钱一分五厘，由迤西

道请领给发。如拨运采买，自下关店领运至省，每正、耗铜百斤，给运脚

银一两三钱三厘一毫二丝五忽，由委员赴司库请领。该厂铜斤，蟹壳八五

成色，净煎八三成色。 

[1]  官买余铜：“官买余铜”是清政府所实行的“官制铜政”政策的一项

重要内容。清代云南铜矿的大规模开采始于康熙二十一年云贵总督蔡毓

荣《筹滇第四疏·议理财》一折，当时对于铜矿的经营采取了“听民开采，

官收其税”的方式：“矿硐宜开也。滇虽僻远，地产五金，先经廷臣条议开

采，部覆将可否开采之处，令督抚查明具题，诚重之也。臣愚以为，虽

有地利，必资人力，若令官开售采，所费不赀，当此兵饷不继之时，安

从取给。且一经开挖，或以矿脉衰微，旋作旋辍，则工本半归乌有。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