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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盐入黔与赤水河流域的社会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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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川盐入黔是贵州历史上食盐消费的主要方式% 历史上贵州的盐业状况主要受制于以下因素"包括自

然因素上贵州地质上缺乏盐产&交通闭塞#社会因素方面贵州地域处于中央集权体制下的边缘地区"以及经济落

后&民众购买力低&政府的政策失误等% 以赤水河流域仁岸为主体的川盐入黔"带动了赤水河流域经济&交通&文化

及民族关系等方面的全面发展% 川盐入黔与赤水河流域社会互动的历史"反映了边缘化的贵州不断纳入中央治理

范围的历史轨迹% 探索这一盐运古道和盐运历史具有一定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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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在人们生活中作用重要#所谓$盐是地球上最普

通的商品#但要完整描述它的真正价值#从来就不是一

件容易的事% 在这个星球上#盐是无所不在的精灵% &

E?F

但在贵州却是非常稀罕之物# 因为贵州不产盐#$黔介

滇蜀之中#独不产盐#惟仰给于蜀% 来远而价昂#洗金

之物与金争价% 黔之民有不如西域之驼# 桂平之牛者

矣%&

E;F其形象地说明了由于贵州不产食盐#川盐入黔是

贵州历史上食盐消费的主要方式# 贵州民众跋山涉水

运川盐入黔的艰辛# 以及贵州民众所承受的盐价高昂

之苦% 造成这种局面的因素是多重复杂的# 依笔者浅

见#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川盐入黔的源起和成因

#一&自然因素的影响

地质上贵州盐产缺乏# 地貌上贵州属于边缘山区

省份#俗话说$地无三尺平&#群山相连#交通闭塞#潮湿

多雨#与外界沟通沟通困难#物流成本高#无疑抬高了

盐价#增加了食盐供给的困难%关于贵州及黔北的地理

季候特点#学者多有论述#民国学者张其昀在论述遵义

的地理位置与环境时指出'$就高原之地势而言# 全省

殆为一切割高原#谷岭错纵#崎岖不平#西高而东地#倾

斜甚缓#平均海拔一千公尺左右#除娄山高出一千七百

公尺外#其余无足以阻凝之山脉#各方气流#得以长驱

入境#以本身为互争消长之地#因之天气湿润#其他各

省#罕与之匹%&

E=F多山多雨的地形气候条件在科技不甚

发达的时代#无疑是当地人与外界沟通的巨大障碍#在

相当长的一段时期# 贵州当地的交通出行方式以人力

或蓄力为主#费时费力#效率低下#史称$本区交通全赖

陆路而无水运#区内河流复幼下切#方兴未艾#纵剖面

上多急流险滩#即是水量浩淼的乌江#仍乏舟楫之利#

陆道亦须逾山越岭#起伏不平#除特别修建之现代公路

外#均不克通行车辆#旅客外来多步行或乘肩舆#百货

运输#藉人畜背负% 故本区交通不等称便% &

E=F这种自然

交通条件在没有有效改善的情况下# 成为影响川盐入

黔数量的重要因素#史料显示$黔省向恃川盐济销#每

月所运及配销各县数量均有定额#以途迂道险之故#水

陆辗转接远#累月始能到达#且为自然环境及力物力所

限#除每月运额盐外#殊无法于额外再行多运% &

EGF

'二&社会条件的限制

明代以前#贵州地域处于中央集权体制下的边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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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没有纳入到中央的有效控制与治理当中!正如当代

学者深刻指出"明以前的贵州是大中国版图中的腹地心

脏的边缘!又是中国边疆连接中央王朝的腹地# 在政治

上游离于$边%和$内%之间& '

!"#从明代到民国年间!虽然

贵州实现了建省!行政区划逐渐明晰定型!但由于种种

原因!其边缘化的现实并未根本改观& 贵州地域仍为土

司统治!特别是赤水河流域!在明初处于水西土司(播州

杨氏土司等的统治之下!后来虽然明代至清朝实行了改

土归流!中央对这一地区的政治(军事控制有所加强!但

并没有改变这一地区的边缘化趋势!

& 如李化龙在其上

奏明廷的"请罢开矿疏'中指出)"盖贵州原非省会!止以

通滇一线!因开府立镇!强名曰省!其实皆高山峻岭!军

民无几!尚不能当他省一大府!有何名焉&'

!$#说明在明代

封疆大吏的眼中!贵州的重要性不如云南!其设省的初

衷只是在交通上沟通云南!起到一个通道的作用& 进一

步而言!即对中央政府来说!贵州"只是一个通往云南的

通道!贵州建省时并不具备作为一个省级行政区域的主

体地位! 而仅仅是一个通往已不是要荒之地的要荒之

地& '

!%#清末至民国年间又处于地方军阀的统治之下& 政

治上的这种边缘化趋势导致了贵州长期以来的经济落

后!社会闭塞& 自然难以有效地统筹解决食盐问题&

!三"社会贫穷与民众购买力低

由于地理气候条件的限制! 长期以来远离中央集

权王朝政府的统治核心所造成的边缘化趋势! 使贵州

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长期落后!经济凋敝!财政困乏!

特别是明清以来相当长一段时期!靠周边及内地省份

的"协济'度日!正如学者指出)"交通不改良!则未来

种种生产建设虽发展!目下本区货物贸易!多赖人挑

马驮& 运费昂!运力有限!本地产品如剩余粮食!大量

木材都难外输&外来之盐布等必需品!多年远道而至!

价格数倍于原产地!致本区域贸易屡年入超!经济凋

敝& '

!&#大河无水小河干!当地的居民尤其是农村社会

购买力普遍低下!清人称)"黔省地瘠民贫!夷多汉少!

夷民食盐在可有可无之间!家道稍丰者向商贾买盐以

资食用!其穷夷则概食山菜所酿辛酸之物!或曰辣子!

或曰酸菜!竟不食盐&黔省夷苗穷困者多!且黔地跬步

成山!舟车不通!并无富商大贾!不过穷民谋生!肩挑

背负!或羊一二牛马!从川省富顺等处驮盐至本地贩

卖!少觅蝇头& '

!'#民国时期!"乡村居民!购买力薄弱!

负荷农产薪材入市!购回盐巴一块而外!日用品别无

他求& '

!&#综合因素决定下!在其他省份看似不成问题

的问题!却成为贵州历史上一重要问题!一严重问题&

!四"地方政府决策的失当

川盐入黔的困难! 贵州下层民众受缺盐( 盐价昂

贵!甚至淡食之苦&与历史上贵州地方政府的财政状况

及采取的与民争利的不当政策而导致食盐流通不畅有

关&明代贵州建省以来!地方财源困乏(财政收入不足!

一致是贵州地方官员头疼的问题& 周边各省的"协济'

*犹如当今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是历史上贵州地方政府

运行的重要保障之一!但往往是远水解不了近渴!战乱

年代!财政上更是朝不保夕&贵州地方官员也千方百计

的开发经济! 扩大税源& 特别是民国军阀统治贵州时

期!地方军阀为了扩大势力!招兵买马!财政开支浩繁!

而地方财力有限!就想法设法寻求生财之道!鸦片税和

盐税是其中重要财源&为了扩大盐税收入!当时的黔政

府垄断川盐运销!不顾省情民意!改革盐法!采取"各案

专商'大商人的政策!所谓"则法愈繁而弊愈滋!事愈繁

而争愈大'

!(#

!导致食盐流通受阻!盐价昂贵!损害了川

盐产地盐厂及贵州民众的利益& 这引起了当时有识之

士的忧虑!甚至受到四川盐政官员的干预!如民国时期

,川盐特刊-数次刊布各界要求贵州省政府取消各案专

商以恢复自由贩运的函件& 民国 )' 年*)(*(+'月的

"盐运使署函请贵州省政府将各岸专商予以取消恢复

自由贩运以符盐法案' 即指出了这种弊政的危害!指

出)"行销边地之盐!往系该地贫苦农民于农隙之时!肩

挑背负以运行!每盐一张!约需足夫七十余名!以年销

二千余引之盐!约需劳工十数万人!该足夫又以所得力

资!在永购买零盐!以作带手!多至十斤!少则六七斤不

等!此项带手!每年计达百引!足夫亦得同沾余利!兼可

接济民!自该专商成立!挟黔府势力!进口称吊!不准带

手!甚至于劳工足资!故意克扣减少!如遇盐边需盐之

时!该专商增高盐价!抑不运!近月人民嗟可如何!其

对运商!则低价买!百般刁难..若不取缔专商!则

运商终难自由!防碍国税民食!商业劳工& '

!+,#时人更直

言不讳指出导致黔盐价昂的根源在于贵州当局的食盐

重税政策!"其咎在黔不在川!而根本上川盐并不重税!

而重税者亦在黔省政府..川省每年行销黔省之盐曰

五百余载!黔省政府即包政商人一百五十万元!没包已

值五元之矩!大商又转包小商!藉次垄断!层层剥削!倍

于正供/ 近日复闻又有每包加征三元之事! 则每盐一

包!黔省政府已政取十五六元/ 超出川税几倍以上& 且

川省盐本运费以及税收各项! 综合核价至多不过售洋

一角! 在黔省盐商每斤售至五六角之多/ 以此种种事

实!相提并论!则实行恶税者黔省政府也!重累黔民者

亦黔政府也& '

!++#该评论还指出了黔省官商勾结!谋取

盐利!抬高盐价的事实!"且以仁边岸而论!川盐仁岸销

场!历由黔省盐商就合江向川商自由购买盐载!自前年

*+(*'年+黔省政府招商保税后!黔包商遂得以操纵垄

+"



销岸 配厂 盐别 行销路线
行销区域 清代

管理机构

民国验收汇缴

运照机关
四川省 贵州省

仁边岸 富荣 火白巴盐!炭黑巴盐

由自流井经合江转江!自仁

怀厅 "今赤水市#! 猿猴 "元

厚#!土城到仁怀之茅台村

仁怀厅$遵义!大

定!贵阳各府
仁岸分局 合江督销局

綦边岸 富荣 火白巴盐
由重庆江津之江口转江自綦

江$经桐梓之新站入黔
綦江!南川两县

遵义!贵阳!都匀

各府$平越府
綦岸分局 綦江查验局

涪边岸
富荣 !犍

厂

火白花盐!火白巴盐!

炭黑巴盐! 火草白巴

盐!青口炭巴盐

由涪转江自酉阳之龚滩入黔
酉阳 ! 秀山 !黔

江!彭水各县

思南 ! 思州 !镇

远!石阡!铜仁各

府$松桃厅

涪岸分局 涪陵督销局

永边岸
富荣 !犍

厂

炭黑巴盐!青口炭巴!

白口炭巴

由纳?转江自叙永入黔$溯赤

水河至大定!安顺等地

叙永!古宋!古蔺

等县

大定!安顺!兴义

各府$普安厅
永岸分局 叙永督销局

断$对川商则贱价买$对黔省食民则高价短销$每盐

一载黔包商有获利至四五千元之多者$ 黔民有贵价淡

食之苦$川盐则因积滞陷于不可生存地位% &

!""#

二!川盐入黔的路线

四川自贡地区自古以来是我国的重要的井盐产

地% 由于贵州特别是黔北地区与四川地理和行政上的

接近$ 川盐入黔是贵州食盐消费的主要渠道和形式"

%

从明代以来$在历代中央及地方政府的干预下$川盐入

黔主要形成了四大口岸$即仁!綦!涪!永四大口岸$具

体参见表 "%

其中以赤水河为主体$以赤水河畔的赤水!习水!

仁怀为重要接点的仁岸$为川盐入黔的最重要口岸$明

清以来$经仁岸运往贵州的食盐占据大宗%特别是清末

民初$仁岸食盐运销贵州大部分地区$如贵阳府!思南

府!安顺府!兴义府!都匀府!平越直隶州!石阡府!大定

府$以及遵义府所属遵义!桐梓!绥阳!正安五县和赤水

厅%'仁岸&川盐入黔的路线是沿着赤水河逆流而上$全

程共分七段%第一段(川盐由四川省的自流井用小船运

到邓井关$再运到赤水)第二段(从赤水市沿赤水河运

到元厚站)第三段(从元厚站运到土城站)第四段(从土

城站运到二郎滩站)第五段(从二郎滩站运到马桑坪)

第六段(从马桑坪到茅台村)第七段(从茅台站陆路起

运$分两路(一路经石子坝!两路口!坛厂!长岗!枫香坝

到鸭溪% 另一路经梅子凹!盐津河!鲁班场!五马!岩孔

到金沙!大定等地"见图 "#%

在主要依赖人力的传统交通时代$ 在崇山峻岭阻

隔的川黔之间$水运无疑是最经济的货运方式$因为$

川盐入黔自然地与赤水河形成了不解之缘$ 如前所言

川盐入黔以赤水河为主要通道$ 而川盐入黔过程本身

又有力地推动了赤水河流域的经济! 交通! 文化的开

发%同时$以仁岸为主体的川盐入黔凝结了贵州人的鲜

血和汗水$ 表现了贵州人在严酷的自然条件面前的不

屈的抗争精神$ 川盐入黔史谱写了贵州特别是黔北民

众可歌可泣的悲壮历史画卷%

三!川盐入黔与赤水河流域的社会互动

"一#经济方面

川盐入黔使使得赤水河流域的城镇活跃起来$仁

岸盐运沿途$为了满足过往商贾!运盐人员和驮马食宿

生活需要$纷纷开设旅栈!饭馆!食店!马店及各种商品

销售店铺% 赤水河盐道沿途人民不仅在食盐方面得到

表 ! 川盐入黔情况一览表

注!此表根据民国林振翰编"川盐纪要#$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 !年%"#"#&第 $%&'$%(页$$!)'$!$页及贵州省地方志编纂

委员会编"贵州省志'商业志#$*##+年版第 ,(%页(丁宝桢)四川盐法志#%续修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版$卷 *-$第

.-*页$.-#/.".页等资料数据综合而成*

图 ! 赤水河流域仁岸!永岸川盐入黔线路示意图

注!该图根据现代贵州省行政区划图+谭其骧主编"中国

历史地图册,清代贵州地图及)仁怀县文史资料,第 #辑袁廷

尧)仁怀盐运述略,资料绘制而成$其中点状线路表示仁岸$

直线路线表示永岸*

"$



需求的便利!而且开始寻求商机!"食盐之路#上兴起了

一批充满活力的商业市镇$ 川盐入黔直接带动了赤水

河畔仁怀的酿造业%旅栈服务业%造船业%商业%邮电

业%金融业等行业的兴起!所谓&仁怀商以通而力裕#

!"#$

$

可以说!仁怀今天能够形成中国酒都的地位!与川盐入

黔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所谓&茅台镇因盐而兴旺!积聚

了大批盐商$ 这些盐局不少是陕西%山西籍的商人!人

称'老陕($ 清代著名诗人郑珍道光二十三年)%&'(*有

'蜀盐去贵州!秦商聚茅台(的诗句$++仁岸著名的四

大盐号,'永隆裕(%'永发详(%'协兴隆(%'义盛隆(在茅

台村羊叉街竞相建仓筑舍!以至鳞次栉比!当地人称之

为盐苍街$ #

!%($除了茅台镇之外!因川盐入黔兴起的市

镇还有打鼓%永兴%团溪和赤水等$ 打鼓镇就是后来的

金沙县!其位于赤水河的中游!打鼓又称打鼓新场!相

传过去在这一带赶集时! 要分别在打鼓寨与红岩桥头

各置鼓架!击鼓为号方能进入市场!因此而得名$ 所谓

&每旬三%六%九赶场!击鼓为号!故称$ #

!%'$由于处在川

盐入黔的重要通道上! 打鼓镇到清末民初得到了迅速

发展!这里逐渐成为湖南%四川两省布匹%烟%酒%糖%丝

绸销售的市场!同时又作为境内山货%药材等土特产品

销往外地的主要集散地$ 与川盐运销直接相关的一些

产业更是应运而生!如驮马%铁匠%木匠%棕匠%草鞋匠

等行业等到发展! 带动了整个城镇日益活跃起来$ 此

外! 川盐入黔重要的口岸% 位于赤水河下游河畔的赤

水!民国时期发展成为贵州重要港口城市及西北门户$

这里自清代以来便是贵州主要盐港! 民国时期更是占

据川盐入黔的半壁江山!据资料显示!%)#*年&赤水县

所征盐务附件税占贵州全省各统税局所征盐务附加税

总和的 '*!#

!"*$

! 表明赤水河仁岸盐运地位的重要!其

直接给地方政府增加巨大税收! 成为沿岸城镇发展的

有力推手$当时!来自下游的舵船与上河的梢船在此换

载!这里&港口装卸搬运愈繁!港区盐船百余艘!总载量

+,,,余吨!年吞吐量达二三万吨!为全省之冠$ #

!%*$

!二"交通方面

以仁岸为主体的川盐入黔有力地推动了赤水河航

运业及川黔交通的发展$赤水河为长江上游支流!汉代

称大涉水!晋以后称安乐水!唐代称赤虺河!后来逐渐

称赤水河!在云%贵%川三省接壤地区$赤水河发源于云

南省镇雄县!上游称鱼洞!东流至川%滇%黔三省交界处

的梯子岩!水量增大!称毕数河!经贵州省赤水市至四

川省合江县入长江$ 全长 *#(公里! 流域面积约 #-,'

万平方公里$ 两岸陡峭%多险滩急流$ 其航运条件并不

理想!特别是川盐入黔!是逆流而上!运输起来相当困

难$为了改善川盐入黔的运输条件!明代以来的历代政

府都非常重视对赤水河的治理!重点是改善航运条件$

如清代乾隆时期贵州总督张光泗为了改善川盐入黔的

条件!同时也为了滇黔铜黔物资的输出!在其倡导与主

持下!赤水河中上游河道得到了一次整治$ &此期工程

上起毕节县境内的天鼓岩!下至猿猴附近的鸡心滩!纵

长 ',,余里$ 乾隆十年十月初一动工!次年闰三月初一

竣工!共整治滩险 .&处!耗银 (&.'#-*两++新增通航

里程 (,,余里$ #

!%*$之后!赤水河的河道屡有修整$ 清光

绪时!四川总督丁宝桢改革贵州盐务!其中一项重要的

措施就是设立江河维护局!专门负责打险滩%修路$ 民

国时期!主要完成了川黔干线公路的修筑与改善$ 根据

民国史籍记载该路的情况是,&黔川路位于本省北部!

自贵阳起经息烽%乌江%遵义%桐梓%松坎%至黔川交界

之崇溪河!由贵阳至桐梓一段!于十九年)%)(,*完成!

桐梓至崇溪河一段!因工程浩大!历经几年!仍未成功-

至二十四年经中央拨款补助!始完成通车!但全线地势

险峻!山岭重叠!修筑多不合标准++先后经中央拨款

交由本省建设厅设置工程处整理-至卅五年)%)'.*底!

始可通行车辆!但乌江河宽一百五十公尺!虽两岸设置

码头!打造渡船四双!因水流太急!过渡仍极费时$ #

!%.$

!三"文化方面

川盐入黔! 加强了巴蜀文化与贵州文化的交流与

融合!进一步丰富了黔北文化$千年的川盐入黔的历史

时期留下了许多反映盐运民工艰辛的文艺作品! 包括

脍炙人口的诗歌.茅台村/%.背盐歌/%.拉船歌/!朴实

自然%寓意深刻的小说作品.盐灾/等等$ 其中!反映川

盐入黔与美酒的如郑珍.茅台村/,"远游临郡裔!古聚

缀坡陀$酒冠黔人国!盐登赤虺河$迎秋巴雨暗!对岸蜀

山多$上水无舟到!羁愁两日过$0反映黔北背盐艰辛状

况的叙事诗歌如.背盐歌/!其词曰,&盐巴佬二一碗米!

半夜三更就漕起$ 背子上背就起身!七鞬八喘拢茅村$

靠起背子放过哨!歇口气又起路程$ 拢了坛厂望长岗!

坛长垭口坡好长$ 上坡出气搞不赢!拄扒载在屁股上$

到了长岗歇过夜!背上生起盐水疮$ 通痒通痒睡不着!

睁眼一晚抠到亮$ 鸡叫三遍催人起!背着背子望枫香$

枫香坝去歇口气!过称交差在紫溪$ 紫溪过称盐不差!

领起工资转回家$ 白天夜晚把路赶!腿发麻来眼发花$

一步跨进家门口!破年儿女敬菩萨$ 一柱香敬&背垫0!

二柱香来敬&拄扒0$ 背垫拄扒都是神!保佑我爹背盐

巴$ 一听叫人心头辣!想拉几句家常话$ 只望娃娃有出

息!长大莫去背盐巴$ 0

!%/$某些诗作反映了黔北妇女背

盐的艰辛情状!如.二郎滩咏负盐女/写道,&脂粉不曾

添额际!黛痕从未上眉尖$ 生来隐为花神弃!瓜字平平

尚负盐$ 峰回路转低石高!汗浸襦衫颊晕潮$ 多少韶华

%/



多少恨!几曾消受沈郎腰" 钩藏莲瓣石油礅!负重行艰

欲断魂" 那有浣纱津上事!风神凄绝苎罗村" 息肩斜坐

逞莺声!絮语迎风残莫惊" 阿妹十三依十六!朝朝离枕

听鸡鸣" #

!"#$反映历史上贵州盐价昂贵$百姓吃盐困难

的民间歌谣如%&斗米难换一斤盐!想吃咸点等过年'索

索掉起添一天!娃娃哭得泪涟涟" (&河东王!河西李!还

有胡爷与秦堂) 要吃盐!找胡爷!无钱去找河东王" (

!%$

*盐灾+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黔北乡土作家蹇先艾创作

的小说!其真实的反映了缺盐的贵州!在民国军阀统治

时期的食盐专卖制度下!盐商与官员勾结抬高盐价!造

成百姓吃不起盐,淡食成病的&盐灾(局面!小说中描写

到%&红沙沟最近闹起盐灾来! 农民们谈食已经一个多

月了) 今天我下坡去!在村子里走走!我所遇到的每一

个人!面貌都非常黑!没有一点笑容!像丧失了什么人

一样!不说话!低着头!托着鞋!不扣衣服!无目的的乱

走)(

!"&$字字血泪!读来让人心酸)此外!川盐入黔$缺盐

少盐的历史记忆对贵州的民族民俗文化产生了一定影

响!如&贵州侗族青年定情后!男方要请一位熟识的老

奶奶去女家说媒!征求姑娘父母的同意)媒人说媒所带

的礼物很简单!是用一片棕叶包着两样东西!半斤盐巴

和二两茶叶) 如果女家不收这份礼!退还媒人!则表示

女家不同意订婚) (

!%$当前黔北遵义的地方政府大力弘

扬红色文化!美酒文化!把独具特色的地方文化作为树

立地方形象!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措施之一)

这其中! 川盐入黔所凝结的盐运遗迹及其文化也是重

要的亮点!应有所珍视)

!四"民族关系方面

包括赤水河流域在内贵州作为传统的民族地区!

彝族$仡佬族$苗族等少数民族在这一地域存续的时间

悠久!历史曾占据很大比重!志书称明代的贵州&诸夷

环列如故(

!'($

!而赤水卫则是%&讼简盗稀!生计萧条!境

皆夷) (

!)($随着千百年的川盐入黔!特别是川盐产地自

贡等地的食盐生产对人力的吸收! 盐运古道上人员的

流动!重要口岸上盐号的建立!所引起的移民与文化交

流!影响了黔北民族关系的格局)一方面是贵州各族低

层民众为生计所迫!加入川盐入黔的运输队伍之中!彼

此加强了沟通与融合) 清朝末期贵州多数地区非汉人

族群分布广泛!社会发展落后!食盐消费困难!&至贵阳

为省会!民间食盐!较之别府虽多!惟是夷多汉少!无力

买着过半) (

!*$民国时期赤水河流域的大方瓢儿井一代

的仡佬人!许多为生计充当了川盐入黔的背盐?!他们

与周边各族社会低层的民众一样承担了传统时代盐运

的艰辛!志书记载其艰辛情状%&幼者十二三!老者五六

十!无不以负盐为业也!数步而肩换!三里而息喘!日食

玉蜀黍之爆花!昔眠粗白菅之短席!一生无被!终岁衣

缕!头蜭布巾!足惟草履!夏炙日!冬履霜!徒岭穿林!冲

风冒雨!一染寒疬!比户不休) (

!)%$另一方面!随着川盐

入黔刺激下赤水河流域古城镇的发展! 北方省份及湖

广江西等省区的汉族商人!在丰厚利润的刺激下!纷至

沓来!所谓&蜀盐走贵州!秦商聚茅台(!他们在赤水河

流域各盐运古镇或开设盐庄!或者经营客栈!或者流动

贩卖营销商业物资!这些人在当地定居生存!扩大移民

成分的同时也影响了当地的文化)于是!内地的儒家文

化$商业文化在此广为传播!使得黔北的汉人群体进一

步扩大!&夷多汉少(的格局在明清时期被逐渐打破!汉

人成为黔北的主流民族群体)正如学者指出%&-川盐古

道.的亘古与持久!不仅对中国内陆各民族的生存发展

起着重要作用! 也给我们在研究不同地域之间民居演

变,构筑方式,聚落成因以及文化的相互作用与影响等

问题时提供了一条明确而清晰的线索) (

!))$

四#讨论与结语

川盐入黔与赤水河流域的社会发展及两者间相互

作用的历史! 实际上反映了作为边缘化的贵州不断纳

入中央治理范围的历史轨迹) 从明代以来到民国军阀

统治时期!贵州整体上处于中央集权统治的视阈之外!

地处黔西北的赤水河流域更是边缘之中的边缘)此外!

这一地区多山交通不便的状况又加剧其与外界的联

系) 中央政府多从军事控制的角度加强这一地区的道

路建设!而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盐道建设严重滞后)

民国以来! 国民政府实现了对包括赤水河流域在内的

贵州地域的直接行政管辖! 再加上日后贵州作为抗战

的大后方! 贵州的经济交通建设日益成为政府的重要

任务)现代交通体系不断完善!贵州的边缘化状况逐渐

改观!川盐入黔方式逐步实现了现代化)同时其他地方

的食盐也不断通过多种路径进入贵州! 彻底改变了贵

州人民吃盐困难的局面)

随着赤水河流域各城市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出现!

上游毕节地区的煤炭业!中游的酒业,下游的林竹业,

化工等产业初具规模!人们多半已经淡忘了那段历史+

昔日作为重要盐道的赤水河流域已失去往日的喧嚣/

昔日的盐运古道成了历史陈迹! 成了沿岸古老村镇人

饭后的谈资) 但是川盐入黔曾经带给赤水河的经济社

会发展基础是不应被遗忘的) 特别是那种精神层面的

财富! 更是今天赤水河流域经济社会发展所必需) 因

为!与东部及沿海地区相比!赤水河所处的边远位置!

相对封闭落后的交通运输条件!其整体经济实力等!仍

使其处于落后地区!差距较大)随着区域经济竞争的加

"*



大!随着人口发展需求与生态坏境承载力的矛盾凸显!

给当地人以新的发展压力和时代课题" 如何利用这些

川盐古道上的历史遗迹! 如何以川盐入黔盐运文化为

基础!加强赤水河流域川滇黔渝省区的协作与开发!这

是我们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

注释!

!特别是赤水河上游的黔西北的毕节地区!明清时代作

为"蛮夷#地区!土司统治时间较长!中央王朝对这一地区的

统治与教化经历了相当长的一段时期$ 相关内容参见温春来

%从"异域&到'旧疆&(宋至清贵州西北部地区的制度)开发与

认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除了行政)地理上的因素之外!历史上贵州主要选择

川盐应与川盐及滇盐的品质有关!根据早年日本学者的田野

人类学调查!当地人认为"川盐成块状!含碘!无害$ 滇盐成粉

状!缺碘!食用后甲状腺肿大$ &参见$日%冢本学%盐巴的供求

关系*!$日%坪井洋文编!黄才贵译%彝族的社会和文化,,,访

问贵州省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贵阳(贵州大学出版社!!"&&!

第 '(页$

#转江是川盐入黔过程中的一个技术术语! 指运盐船只

经过长江与其支流的交汇口时! 需要换船以适应支流河道的

航行$ 参见丁宝桢%四川盐法志*卷 &"!第 !"&页!"其盐入四

岸(旧制由大江至此!换船溯流折岸河!曰转江$ 永岸由纳?转

江自叙永入黔-仁岸由合江转江自仁怀厅入黔-綦岸由江津之

江口转江自綦江入黔-涪岸由涪转江自酉阳之龚滩入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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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论川盐之前因后果$8%3川盐特刊)&0!0)9'05+!*

$&"% 盐运使署函请贵州省政府将各案专商予以取消- 恢复自

由贩运以符盐法案$8%*川盐特刊-&0!0-1'05+4:(*

$&&% 曾?松*川黔争执与重税$8%*川盐特刊-&0/"-1&/05+(-0*

$&!% 爱必达*黔南识略$,%*台北+成文出版社-&0'#+&"*

$&/% 王强*贵州商业古镇茅台$,%*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4% 谭智勇*千里赤水河行$,%*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004+.'*

$&(% 夏鹤鸣-廖国平*贵州航运史+古)近代部分$,%*北京+人民

交通出版社-&00/+&('-&#"-&"#:&"0!

$&'% 何辑五*十年来贵州经济建设$,%*南京+南京印书馆-&04.+&&*

$&.% 母光信*川盐入黔与仁怀的经济文化$;%!政协贵州仁怀市

委员会学习文卫委编*仁怀文史资料* &00'-1&/5+&&.:&!.*

$&#% 罗剑僧*罗剑僧遗诗$;%!政协贵州仁怀市委员会学习文

卫委编*仁怀文史资料*&000-1&'5+&."*

$&0% 蹇先艾*盐灾$,%*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00&+':.*

$!"% 1嘉靖5贵州通志$6%*谢东山-修-张道-纂*嘉靖三十四年刻

本+&0(-!.!*

$!&% 任可澄-杨恩元*1民国5贵州通志$,%*贵阳+贵阳书局-&04#+

&"0*

$!!% 赵逵*川盐古道,,,文化线路视野中的聚落与建筑$,%*南

京+东南大学出版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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