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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至民国时期贵州桐油产销发展 

及其历史地位 

胡蕊纯 张应强
1
 

(中山大学，广东 广州 510275) 

【摘 要】:清代中后期我国油桐种植业得到空前发展，贵州作为中国重要的桐油产地，有着自己特有的桐树培

植及桐油榨取技术。到了民国时期，桐油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出口物资。抗战爆发后，贵州更因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

成为了中国桐油集散的核心地区。因此通过梳理桐油这一特殊物产在贵州的历史演变可以呈现出贵州在区域经济活

动中的重要地理及贸易地位，借此拓展出研究区域变迁的新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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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清至民国时期贵州油桐种植历史概况 

清至民国时期，中国的主要植桐产桐区尤集中于长江上游及其附近地区，西南油桐主要种植区基本上位于川、黔、湘等省

的交界地带，即川南、川东、黔东、黔南和湘西等地。西南诸省及其邻近地区中，四川的桐油出产量最大，其主要产区主要分

布在长江流域(以重庆、开县为最)、嘉陵江流域和乌江流域等沿江地带;湖南的桐油产量也较大，且桐油质量优良，闻名世界，

其桐油产区主要分布在沅水流域沿岸;贵州是西南地区重要的产桐大省，其桐油产区主要分布在贵州境内的乌江流域、沅水流域

和赤水河流域;云南省的桐油生产也占有较大份额，其桐油产区分布在蒙自、个旧一带。［1］ 

清至民国时期，贵州作为西南重要产桐区之一，油桐种植分布广泛，分布60多个县，种植面积和产量不输于四川和湖南等

产桐大省，贵州的桐籽产量巨大，但其实际产油量并不算太高，大量桐籽在榨油前已经运往邻省如四川、湖南、湖北等地。贵

州油桐的主要种植区域基本位于黔东和黔南地区，分布于乌江流域和沅水上游流域和赤水河流域两岸的沿河沿江地带。［2］乌江

流域的产桐区包括德江、邱江、思南、松桃、铜仁、沿河、石阡、江口、思南等县;沅水上游流域的产桐区包括玉屏、青溪、镇

远、余庆、镇宁、安顺、黔西、都江、八寨、黎平等县;赤水河流域的产桐区包括仁怀、赤水、三合、榕江等县。 

那时桐油产业已经是是当时当地人的主要副业之一。(清)《思州府志》卷四《赋役志》就有“盖世桐林逼山近”的诗句记

载。《黔南识略》里亦有云“黔境多植青桐、茶、漆树”。［3］到了民国初年，国际桐油市场需求扩张，需求的变化促使贵州境

内油桐种植面积不断增加，黔东和黔南区域作为贵州省内重要的桐油产区，油桐树种植面积呈现不断扩大趋势，桐油逐渐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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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区域内农民的另一收入来源。至20世纪20年代初，油桐已经成为贵州许多地区的重要经济作物，农民普遍种植油桐。黔东

锦屏县位于沅水流域，沅水连接着黔湘两省，因此锦屏具有利用沅水便捷连通湖南洪江的优势，加之锦屏下游位于湖南境内的

洪江县炼油产业发达，所产的洪油享誉中外，锦屏当地农民利用山地广泛种植油桐树，并从中获得了较大的经济利益。［4］《锦

屏县志》中有记载，1922年锦屏县桐商陈长茂在当地租赁了大面积的土地进行植桐，创办了油桐林场，在其经营的几年间总共

植桐数万棵，并雇佣了上百名工人来经营林场。［5］20世纪30年代，国际局势动荡不安，各资本主义强国纷纷开展军备竞赛，桐

油作为重要的工业原料和军事物资，国内及欧美市场对桐油的需求激增，受此影响，国内桐油收购价格较大幅度上升，农民植

桐可以获得较为客观的利润，这极大地刺激了贵州农民植桐的积极性，贵州油桐树种植面积进一步上升，全省植桐面积达到20

余万亩，当时贵州全省有81个县，普及植桐的县份就有80个，由此可见植桐规模和和植桐热情之盛，桐油的产量也因此大大增

加。［6］ 

二、清至民国时期贵州油桐种植和桐油生产 

油桐是属于大戟科油桐属的落叶乔木，叶可互生，春季开花后即结果，果实初期是青绿色的，秋季成熟的时候会变为褐色

或者黑色，果实多为不规则的圆形或者椭圆形，每个果实中都有数颗桐籽，桐油即从桐籽中榨出。油桐是亚热带山林经济作物，

其适宜生长于北纬25至35度之间气候暖湿的山地，尤为适合长江中上游种植，油桐对于年降雨量和气温有较为严格的要求，适

宜年降水量为900至1200毫升，适宜年平均温度14至18摄氏度。油桐喜微酸性土壤，土壤土质对于最后的桐油质量有着极为重要

的影响，以微酸性的腐质砂土最为合适。 

徐光启《农政全书》记载:“乃将旁边山锄转，种芝麻收毕，仍以火焚之，使地熟而沃，再种三年桐。此桐三年乃生，首一

年犹未盛，第二年则盛矣。”又云:“种桐者，必种茶，桐子乏，则茶子盛，循环相代，较栗利而大。”［7］油桐因为其习性，在

种植时需与别的树种或农作物间植，即“初可在桐林地种植五谷等物，而与幼苗无害，待桐树快开花结果时因欲多得产量起见，

即停止耕种”。［8］ 

“林木混植”、“林粮间种”等育林技术在贵州的应用具有较悠久的历史。清至民国时期，在贵州境内，油桐树与杉树、

茶树等树种进行混合种植的种植方式已经较为盛行。贵州桐农根据当地的自然条件，较早就开始运用“间种”技术来进行油桐

种植。［9］如清道光、咸丰年间的文书就已经有杉树、茶树、柴薪树和油桐的间种技术的记载。从油桐的习性上来说，林木和林

粮混种有利于油桐的健康生长，有助于提高桐油质量。油桐喜疏松透气的微酸性砂质土壤，采用“间种”技术，有利于增加土

壤的蓬松度和透气性，还能有效防止病虫害，农作物收货后的庄稼残留还可以为油桐生长提供腐质土壤，为油桐生长提供养份。 

贵州多地对于油桐种植技术，都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探索，并逐渐探索出了行之有效的经验技术。《岑巩县志》卷九《物产

志》载:“油桐树，宜种湿润肥沃之地，山石瓦砾地亦可，黄瘠土则不宜。冬腊月至正二月间，以种子直接播之，俯置土种。长

成后，高一二丈，叶类梧桐，柄长，春末盛花。桐每年立夏后至处暑前须锄一次，则枝叶繁茂，结实夥，而油汁亦多。”《从

江县志》云:“油桐树栽于山冲碎石裸露处，生长良好，产量高。”［10］油桐种植时需要将种子头向下放置，以便种子长出根须

后嫩根是朝下的，这样油桐幼苗才能扎根结实，才有助于油桐发育。贵州的桐农通常将油桐种植于山坡破面的次生堆积层中，

这样为油桐生长提供了良好的透气性和蓬松度，有利于在降雨的时候雨水能够渗透进深层土壤，能够促进油桐树的水份供给。 

桐油是淡黄色或深褐色的胶状液体，从油桐树桐籽中压榨所得，是十分重要的工业原料和军用物资，桐油干燥快、耐酸碱、

耐腐蚀性强，具有广泛的用途，可以照明、可以制漆制墨、制作油布、油纸、农药、医药等。宋人程大昌说:“桐子之可为油者，

一名荏桐。予在浙东，漆工称当用荏油，予问荏油何种，工不能知，取油视之，乃桐油也。”宋人叶梦得言:“世不留意墨者，

多言未有不黑。”［11］ 

贵州在油桐种植和桐油生产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十分成熟的桐油提炼技术。民国《岑巩县志》卷九《物产志》云:“油桐，

霜降实热，收桐籽放露天隙地，壳经腐蚀，以铁钩挖出种子焙干、筛净、研末、蒸熟，用铁箍、稻草包成饼状，入榨压取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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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贵州地区作为重要的桐油产区，有一整套完整的桐油生产技术和成熟的生产工具。普遍而言对于桐籽的加工，贵州桐农最常

使用的加工工具是“雷公榨”、“马榨”等传统的桐油压榨工具。雷公榨的体积比较小，是由一整根木料加工而成，一个人便

可通过锤打榨出桐油。相较于雷公榨，马榨的体积比较大，一个人不能单独操作，往往需要三到四个人共同操作，需要将桐籽

包扎以后通过撞杆进行压榨。［13］炼油可分为剥壳、烘干、碾碎、制饼、压榨与过滤等六个步骤: 

第一、剥壳。剥壳有多种方式，大多地方用刀将桐果外皮剥去，用干草覆盖其上，等桐果自行发酵脱落外壳，再取出桐籽，

有些地方，将桐果放置于铁锅内高温蒸煮，使壳裂开后再取出桐籽。 

第二、烘干。因为桐籽中含有水分，会影响桐油的品质，所以桐农会先将桐籽烘干后再榨取桐油，有的地方专门建有烘干

房用以烘干桐籽，一般桐籽会被煤火烘烤20小时左右。有的地方直接烈日暴晒桐仁，使之变干，这样烘干的桐籽榨出的桐油呈

淡黄色，酸性较弱。 

第三、碾碎。桐籽需要被碾碎后才能有效压榨桐油，桐农通常将桐籽置入圆形石槽碾压，也有的地方用人力将桐籽捣碎。 

第四、制饼。桐籽在经过碾碎的环节以后，需要进行加热，和稻草混合在一起，在大铁锅内蒸烤一定时间，这样有利于油

脂流出，最后装入铁模，最终制成油饼。 

第五、压榨。压榨桐油的工具有撞榨、绞榨、凤凰榨等，以马榨和雷公榨为代表的撞榨最为普遍，将油饼放入木榨中，一

人或者多人来操作撞锤捶打油饼，桐油便慢慢流出，最终得到所要的桐油。 

第六、过滤。刚榨出的桐油浑浊不清，有很多残渣，需要进行最后一道滤清的工序，将桐油用麻布进行多次反复的过滤，

最后的到精炼的桐油。［14］ 

不过在贵州尤其是沅水流域的榨取桐油方式与上述步骤略有不同，当地人在日积月累的生产中逐渐形成了一套桐油榨制的

地方性知识。沅水上游流域产桐区大多集中在雨水充足的山丘地区，很难修建大型的榨坊，且劳动力也会稍显不足。因而，人

们充分利用这一带产桐区地表水源充足、分布密集以及水量充足的优势在河道旁修建榨坊，利用水位的落差推动水磨磨碾，从

而节省人力的同时也可以使桐籽碾碎得更加均匀充分。制做桐饼的过程在贵州普遍被称为“包桐枯”，［14］一般而言“包桐枯”

是整个桐油榨取过程中最考验手法的环节，枯包的太松在榨制过程中容易产生大量的残渣，使得桐籽没办法被充分榨取;包得太

紧撞榨的油工需要花比平时多一倍的力气来榨取桐油，也会加速撞锤的耗损速度。在桐油榨好之后一般也不会使用麻布进行过

滤，他们更倾向于让桐油自然沉淀后，再倒入洁净的木桶，这样剩下的沉淀物就不会因为麻布的过滤有丝毫的浪费。很多油工

还将沉淀物加上初次榨取后剩下的残渣混合之后再行榨取第二次桐油，此时榨出来的桐油虽然成色透明度不如初榨的好，但是

可以用于点灯或其他日常使用。这因地制宜的生活智慧为地方社会生活带来了很多新的影响元素，值得仔细审视和深入研究。 

三、抗战以前贵州桐油的贸易及运输 

桐油是国际贸易中重要的工业原料和军事物资，1875年克洛发现了桐油具有的干燥性，迅速成为了亚麻油的替代品，桐油

开始受到欧美工业国家的青睐。从清朝中后期开始，中国便一直是世界桐油贸易体系中最重要的桐油供应国，独占着国际桐油

贸易的绝大部分份额。1912年，中国的桐油出口量虽然有波动，但呈现波动中上升趋势，1913年至1923年，中国的桐油出口量

增加了181%，至1933年，更是增加了269%。桐油在中国出口贸易中占的份额呈现不断上升趋势，1923年时占2．32%。;到1933年

占到中国出口贸易额的4．95%，至1937年时更是达到了10．72%。［15］ 

中国桐油出口对象国有美国、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日本、丹麦、荷兰、挪威、瑞典、芬兰、比利时、苏联、朝鲜

等。其中美国是中国桐油国际贸易中最大出口目的地国，1936年，输往美国的桐油量占到当面中国同桐油出口总量的71%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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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桐油总出口86．7万多公担，总出口桐油价值高达7300万元以上，其中输送往美国的桐油就达到17500万磅以上，其价值约

为5200万元。［14］除美国外，苏联也是中国桐油的重要输入国，尤其是中苏易货借款签署后，桐油作为重要的工业原料，源源不

断地通过香港输往苏联，极大地支持了苏联的卫国战争。1935和1936年富华公司在香港总共向苏联输出桐油达4300吨，即43000

公担。［16］抗战爆发前三年，中国桐油平均产量有136000000磅，可供出口的桐油达到了一亿磅。［15］ 

在这样的市场消费的导向下和厚利之下，原本分散在西南各地的桐农门开始根据市场反应调整种植面积，把控桐子品质;由

于桐油有季节性上市的特点，每到冬末春初，桐油来货缺乏但需求不断，负责加工桐子和运销桐油的商人为免销路惨淡，特设

期油、现油之分，以应付外商全年收购之需。桐油运输方式有陆运和水运两种，陆运人力运输效率比较低且成本过高。由于油

桐树的生长习性，中国重要的桐油产区大都分布在长江中上游交通不便的山地，所以桐油的运销方式主要以水运为主，先由人

力运销至沿河沿江的码头，再由货船运销至桐油集散地。 

贵州是西南桐油产区之一，据资料记载，1912年，贵州全省桐油产量高达30万担，［17］贵州桐油的贸易市场通常被分为两个

部分:省内的贸易市场和省外的贸易市场。省内的贸易市场主要是省内百姓消费桐油，用作燃料、灯油等。省外的贸易市场一般

包括国内别的省份的使用和出口贸易。乌江流域、沅水流域以及赤水河流域都是是贵州重要的桐油产区，因而贵州的桐油产区

一般都有较为便利的水运条件。贵州桐油产区周围分布有各种大小桐油集散中心，通过长江航运输往汉口、上海出口，临近贵

州的常德、重庆、万县、汉口和昆明等桐油传统集散中心都是当时贵州桐油运销海外的集散地。具体就水路而言，抗日战争全

面爆发以前，贵州乌江流域产区的桐油是主要通过水运运至重庆、汉口，转运至上海出口欧美市场。［18］重庆、万县开埠以后，

贵州沿河、德江、印江、思南等县所产桐油，有30%以上是先集散于重庆的，有60%以上是集散于万县的。而沅水流域产区的桐

油，通常先集中于流域内的铜仁、镇远、青溪等集散中心，运往洪江、常德转运至汉口、上海进而出口到欧美国际市场。 

而陆路运输桐油则以滇越铁路为主，很长一段时间内滇越铁路在贵州桐油运销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是贵州桐油出口最重

要的线路之一。滇越铁路建成通车于1910年4月，是联系云南和越南的重要陆上通道，云贵地区产出的桐油，经过越南老街、河

内，运至海防后可由海上运至香港广州等地，再由广州、香港等地出口至欧美国际市场。滇越铁路的建成和投入使用在很大程

度上促进了西南尤其是贵州地区的桐油生产和出口。［19］ 

四、抗战爆发后贵州桐油贸易网络的变化 

中国是最大且最重要的桐油出口国，整个民国时期，桐油生产和贸易在国民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为政府带来了巨

大的财政收入，在抗日战争期间，桐油贸易所带来的资金更是成为中国政府发展国民经济、购买武器、招募军队的重要经济来

源，为中国抗击日本侵略贡献了重要的力量。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中国政府基于国际国内局势，对全国经济实行了战时管

理，并设立了贸易调整委员会，委员会管辖战时的对外贸易，对战时的进出口贸易实行管制。［20］随后中国政府对多项战略物资

进行统购统销，桐油于1938年4月被列入统购统销名单，政府开始对桐油实行统制整政策。1939年2月，中美两国签订了借款合

约，这一借款合约又被称为桐油借款合约，因为合约中规定了中国政府需要用等价桐油偿还美国出口银行借贷给中国的两千五

百万美元借款。两国为履行条约规定都成立了专门机构负责，美国设立了世界贸易公司，而中国则成立了复兴商业公司，专门

负责桐油输美及向世贸公司采购、销售美货业务，复兴商业公司是中国政府战时委员会旗下最大的贸易公司。 

不过此时由于日军的封锁，长江沦陷以致整个中国桐油出口运输十分困难，且桐油的走私活动十分猖獗，桐油出口贸易受

到了严重影响，出口贸易额有大幅度的下降，直到抗战结束后的第二年才有所恢复。［21］ 

在这个大环境下，西南诸省，特别是贵州北部靠近长江的地区产出桐油的运销路线不得已发生了很大改变。“八一三”事

变后，长江出海口被日军封锁，贵州所产的桐油大都经过粤汉铁路运往广州，再转运至香港出口欧美国际市场。 

具体来看，这个时期贵州桐油输出路线出现了如下较大的变化:全面抗战爆发以前，贵州诸产区的桐油主要是向北集散于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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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万县，再向东运销至汉口、上海，全面抗战爆发以后，转为向南运销。这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武汉失守、汉口被占领，

长江航运中断。其次，西南的交通网络逐渐完善起来，滇越铁路、滇越公路、滇缅公路等的开通促进了桐油出口线路的变化。

此时贵州桐油对外输主要还是分水路和陆路:水道取道湘西至常德，由省府妥筹保护，到常后，交厂方常德分处，转运至港，不

过随着长江水路的沦陷该路线愈发转运艰难。而陆路一般取道云南昆明或广西梧州再行转运。 

此时的贵州已经渐渐凸显出其在战时桐油运销中的重要位置，在极大的国际桐油需求刺激以及运输责任之下，贵州在1938

年下半年成立了桐油购销委员会，专门负责桐油统制的相关事宜。《贵州桐油运销委员会章程》写道: 

查本省地处云贵高原山脉绵亘交通不便地利未辟、生产落后入超甚巨然农村经济尚不致于枯绝者端赖大宗桐油之出口贸以

资调剂，然本省财政困难交通梗阻欲谋便利运输筹集资金以赖专门机关规划布置庶能负荷艰巨推行尽利，于是本会乃应运而生。 

本委员会由贵州省政府(以下简称省府)发起，经农本局(以下简称句方)及中国植物油料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厂方)各

派代表一人，由省府正式加委为本委员会委员，以省府代表为主任委员，代表本委员会对外活动。［22］ 

在委员会成立的当年，便在全省范围内购得桐油 90．36吨，在之后先后成立了 9家桐油代理点专门负责桐油收购一应事宜:
［23］ 

表 1 

地点 代理点名称 备考 

龙溪口 李聚兴 每百斤取手续费五角一切装运桂其办理 

都匀 将集泉 每百斤取手续费五角一切装运桂其办理 

麻江下司 协昌 每百斤取手续费三角一切装运桂其办理 

遵义 公懋纱号 每百斤取手续费三角一切装运桂其办理 

贵阳 杜德盛 限价已收不取佣金 

三合 李裕安 每百斤取手续费三角一切装运桂其办理 

铜仁 三益祥 每斤十七两三钱每百斤取手续费四角一切装运桂其办理 

青溪 资义先 每斤十九两二钱每百斤取手续费三角一切装运桂其办理 

六寨 都骏隆 每斤十六两三钱每百斤取手续费三角一切装运桂其办理 

 

到了1939年，贵州的桐油在统购统销中形成了以贵阳为中心，遵义、铜仁、镇远、都匀、青溪等为支点的桐油统购统销网

络。这个销售网络辐射到了贵州所有的重要产桐区，因此它的形成不仅很好地统合了贵州境内地桐油运销网也连接起了周边区

域内的桐油集散。1940年开始，由于日本发起了对整个东南亚地区的进攻，滇越铁路中断，因此，贵州桐油输出的线路又出现

了新的变化。此时贵州输出的部分桐油经由兰州，通过公路运销至苏联。后来由于美国积极援华抗日，开通了驼峰航线，贵州

桐油也可以经由驼峰航线运往印度，再出口至美国。［24］ 

1943年，中国政府取消了全国性的桐油统购统销政策转而以分区管制，贵州作为非管制区域相应地放宽了一应买卖政策。

这个阶段，贵州由于不再是桐油的统制区域因而市场恢复了一定的活力，在境内的桐油可以自由交易。不过，周边的四川陕西

湖南部分地方依然属于桐油的统管区域，因此时常会有周边向贵州采办桐油的需求。在这样的背景下，同年，贵州省贵阳市植

物油制炼工业向贵州省申请接管了整个贵州区的桐油运销［25］以便更好地接洽桐油的省外输出事宜。 

立合约人:贵州省桐油运销委员会/(以下简称甲、乙方并色抬其法定代理人)今有甲方委托乙方办理桐油购买存储业务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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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定条款如左: 

一、委托代办业务为就地采购桐油加工、包装并运至相当地点存储。 

二、甲方办理桐油购销业务所需资金均向乙方息借，另订借款合同，所有借款合同内订定各条款双方均应遵守。 

三、购买桐油限价由甲方陈清贵州省政府，拟定用书函通知乙方照办，但乙方因有借款关系对于限价高低亦得参加意见。 

四、购买数量、采购地点及存储处所由甲乙双方随时会商决定，但乙方因有借款关系，必要时得暂停采购或减少数量及变

更存储处所。 

五、乙方承办业务除采购、加工、包装、运输及保险等一切成本费用 

六、乙方代理购买桐油，由甲方派员就地检验品质，乙方对于购进桐油之品质概不负责。 

七、乙方对于委托代办事项，应负责妥慎，周密处理，如遭受不可抵抗之损失，均由乙方负担之。 

从以上的合约里可以发现，此时贵州植物油炼制工业与贵州桐油运销委员会呈现相互监督和相互制约的状态，这样一来，

贵州的桐油运销网络可以更好地运转同时也保证了桐油的生产品质和运输效率。 

总体而言，统购统销之后的这个时期是贵州桐油贸易的大幅飞跃时期，贵州在国内桐油集散网络的重要性得以彰显。若单

论产量，一直以来，贵州的桐油产量排在四川和广西之后，原本在战争爆发之前，长江作为中国桐油的最主要输送线承担了百

分之八十的桐油运输量，四川的大部分桐油都沿着长江直达汉口和上海。然而，抗战爆发之后长江航道接连沦陷，汉口上海不

再能作为桐油集散港口，整个中国的桐油集散全面南移，其中以梧州香港最为重要。在这个特殊的战争时期，贵州也由于独特

的地理位置以及水路陆路两通的优势使得自己的运输优势突显出来。 

五、结语 

通过以上初步梳理可以看到，贵州桐油产销在清代中后期即得到了一个空前的发展，不仅桐树种植的范围在不断扩大，相

应的榨油技术和运销网络也得到新的发展。虽然桐油产量不及四川和湖南，但在抗战时期贵州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对中国桐油

集散和出口做出了重要贡献。尽管与贵州桐油相关的历史文献相对有限，对贵州桐油产销发展历史的研究也稍显欠缺，但相信

通过对这一地方物产的历史发展脉络之梳理，我们不仅可以看见一个较为完整清晰的贵州桐油发展历程，还可以结合深入的田

野工作和细致的文献解读，将其放进对地域社会发展演变的考察和思考之中，拓展诸如物的生命史与区域社会变迁等更有价值

的学术研究的新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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