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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民族关系及民族格局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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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志书称：“贵州四面皆蛮夷，所可知者各
府若卫军民之数，甚寥落也。
（贵州宣慰司）隶籍人民多来自中州，风声气息一如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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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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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书称他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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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趁布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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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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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如学者所指出：“‘川盐齐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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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当前，赤水河流域经济社会发展的现状及特点：昔日川盐入黔已成为历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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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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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使其处于欠发达状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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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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