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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贵州“六山六水”民族调查的命名，是因为贵州的少数民族大都聚居在境内的六座山、六条江的
地域。
所谓“六山”，系指贵州境内的雷公山、大小麻山、武陵山、乌蒙山、云雾山、月亮山；“六水”，
系指贵州境内的都柳江、清水江、乌江、阳河、北盘江、南盘江。
“六山六水”是贵州省“民族研究工作者对我省少数民族居住区域的一个带学术性的地理概念”，“
六山六水”区域面积广大，约占全省总面积的8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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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船运到思南，由水路经龙底江运往石阡销售，经陆路分售铜仁、镇远、江口、印江等地，年运盐
量达5000多吨。
　　明、清及民国时期，由乌江运入的货物主要是食盐，占绝对多数。
民国时期，开始运入一些布匹、棉纱、煤油、肥皂等日用百货品。
运出的物资主要是乌江沿岸的桐油、粮食、木油、生漆、五倍子等农副土特产品。
当时，乌江已成为我省与外省物资交换的运输要道。
　　在乌江河道航运中，除拉纤和添索外，还有盘滩、绞关等辅运助航措施。
　　乌江流经沿河的有些局部地段，陡壁较多，拉纤夫无路行走，遇有陡壁，纤夫只得离岸泅水上船
，待船运行过陡壁后，纤夫又得泅水上岸，继续拉纤。
有时陡壁多了纤夫一天要来回泅水若干次，即使严冬也得这样返复泅水。
虽然纤夫们增大了本来就大的劳动强度，作业艰苦，但船的航速却很慢。
从清道光年间起，人们就开始了在陡壁上开凿纤道的工作。
进人民国年间，特别是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后，为适应抗日战争军事方面的需要，政
府投入，征集民工开石凿道。
据介绍，先后在龚滩的小河口、金山子、背磨子的右岸、土坨子的右岸、草帽石的左岸、银童子的右
岸、石灰滩的右岸、梨志峡和鸡公滩的左岸、淇滩的左岸、七里滩的右岸等地开凿纤道1000多米。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对乌江航运极为重视。
1952~1955年的4年间，政府投入资金，组织了乌江航道第六工程队和第三工程队，又对原来开凿的纤
道进行了修整。
同时，又在扶塔、三堆子、旺牌、狗脚弯、丛渡、冉家滩、金腰带、黄石脚、婆儿子等地方新开凿了
纤道1500米。
经过艰苦努力，减轻了纤夫们泅水、上下岸、上下船的劳苦。
纤夫们可以在宽l米，高2米的陡壁纤道上拉船行走。
　　乌江上的“盘滩”，是两岸土家人民的创举。
由于乌江中礁石林立，有些地方不能通航，凡货船航运到这些地方必须起货陆运，绕过险滩，再另行
装船，被称为“盘滩”。
在乌江上，新中国成立前到新中国成立初，乌江河道虽几经整治，但仍有龚滩、新滩、潮砥需要盘滩
。
盘滩地方自然形成一个很重要的码头，历来为世人眼红，龚滩的盘滩任务，新中国成立前曾被陈其之
管理，从事搬运的工人都为陈氏族人。
　　绞关。
在乌江的激流险滩中，有的险滩水流过急，只依靠人力拉纤还不能使船上滩，必须借助岸上较稳固的
着力点，一点一点地将船牵引上滩。
最早的土法绞关是在险滩之上某一点的巨石上打一个洞，插进一根大木，用“头绞”（用碰竹做成的
粗纤绳）套人，由拉纤夫去绞动大木，让船徐徐上滩。
有时因水流过急，还须将船“提空”，即将货物从船上搬下三分之一，方能绞关上滩。
土坨子滩有200米的滩需要绞关，七里滩有300米需要绞关。
木绞关不耐用，逐渐改用铁木合制的和铁制的绞关。
铁制绞关运转灵活，经久耐用，使用铁绞关可以缩短时间四五倍，节省人力就更多了。
　　在乌江航运调查中，还有“毛耗”、“发汗”和“放炮”几种情况。
前文说到，乌江航运运进货物以食盐为大宗，盐本身的重量往往受天气的影响较大。
据长期从事运盐的船工介绍，有时天阴潮湿，一船盐会多400～500斤，若天气晴朗，气候干燥，一船
盐少300~500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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