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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盐古道的路线分布、历史作用及遗产构成 

—基于 2014-2015年的实地考察 

程龙刚    邓军 

(自贡市盐业历史博物馆，四川 自贡 643000) 

【摘 要】川盐占道源于四川(含重庆)的产盐区，是川、黔、滇、鄂、湘、陕、渝等地的水陆混合型运盐占道，

是以盐运文化为特色的文化线路。依托川盐占道形成的川盐运销，对促进沿线地区的开发、经济发展、文化交融及

民族国家的治理有重大作用。川盐占道文化遗产以占盐道、占场镇、占街道、占码头、会馆、庙宇、堰闸、碑刻、

盐运器具及饮食、传统民间音乐、诗词等为核心，类型多样、数量众多，具有重要的遗产价值、考占价值、旅游价

值及开发利用潜力。应充分认识川盐占道的历史作用和当代价值，对其科学定位，采用文化线路保护的理念和方法

对其进行整体性、多层次保护及合理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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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道路交通型文化遗产己引起国内外高度而广泛的关注，“丝绸之路:长安一天山廊道的路网”及“中国大运河”在

2014 年成功申报为世界文化遗产，蜀道、茶马古道等也正在开展“申遗”工作。本文研究的川盐古道，是西南及中南地区重要

的道路交通型文化线路。它是分布于西南及中南地区以盐运文化为特色的文化线路，是在历史时期形成的由水路运输系统和复

杂的网状式陆路运输系统组成的源于四川(含重庆)的产盐区，通过食盐的运销辐射到四川、重庆、湖北、湖南、贵州、云南、

陕西等地的水陆混合型运盐古道，呈现出水路和旱路交织的格局，其本体主要由运盐石板路、纤道、栈道、河道、码头、古桥

及关隘等组成。在沿线许多地方，老百姓又称之为“盐大路”或“老大路”。     

作为文化线路遗产的川盐古道，具有重大的遗产价值、考古价值及旅游价值，但因缺乏对川盐运销史料的翔实梳理和系统

的实地考察，学界对其形成的背景与过程、历史作用、路线分布、遗产赋存等情况是不清楚的。源于上述因素及保护川盐古道

文化遗产的迫切需要，自贡市盐业历史博物馆在 2014-2015 年度系统开展了“寻访川盐古道”大型学术考察活动。2014 年 4 一

11月及 2015年 11-12月，自贡市盐业历史博物馆组织科研人员对川、黔、滇、鄂、湘、陕、渝境内运销川盐的古道及盐运文化

遗产进行了大规模考察
①
。考察区域包括四川的自贡、沪州、宜宾、乐山、遂宁、广元、绵阳、凉山，重庆的石柱、纂江、黔江、

酉阳、云阳、开县、巫溪、巫山、彭水，贵州的铜仁、遵义、毕节，云南的昭通、曲靖、丽江、大理，湖北的恩施、十堰、神

农架林区，湖南的张家界及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陕西的安康和汉中地区。     

                                                           
收稿日期：2016－03－12 

基金项目：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盐文化研究中心招标项目 （YHWHZB14-01、YWHZB12-01）；2015 年度自

贡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课题 

作者简介：程龙刚 （1974－），男，四川自贡人，自贡市盐业历史博物馆副馆长，研究馆员， 《盐业史研究》杂志社执行主编，

主要从事盐业史与盐文化研究；邓 军 （1986－），男，四川自贡人，自贡市盐业历史博物馆研究部文博馆员，主要

从事盐业史与盐文化研究。 

 



 

 2 

两年内的系列考察，共历时 98 天，总行程约 2. 7 万公里。考察组通过严谨的实地考察、深度访谈、查阅地方文献资料，

并得到沿线各地方文物管理部门的大力支持，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考察组共收集到盐运实物 38件、地方文献资料 89册，

制作碑刻拓片 7张，拍摄考察照片约 9万张，专题式深度访谈约 60位报道人，口述录音资料达 78小时，视频纪录资料约 34小

时。通过系统调查，我们对川盐古道的历史而貌和现状有了较为整体、鲜活的认识。本文结合调查发现所获，主要关注川盐古

道的路线、历史作用、文化遗产体系构成及保护问题。 

一、川盐古道主要路线分布     

四川(含重庆)是西南地区的盐产富聚区域，自贡、乐山、遂宁、绵阳、彭水、忠县、巫溪、云阳等地的食盐除供应四川、

重庆外，还大规模地外运至贵州、云南、湖北、湖南、陕西等地销售。厘清川盐外运的线路和运销范围是研究川盐古道路线分

布的基础。本文结合历史文献、沿线碑刻记载、盐运遗址及口述史料等调查资料，将川盐古道的主要线路分述如下。     

1.川黔古盐道     

川盐入黔，是明代以来至近代贵州食盐来源的主要方式。贵州素不产盐，历史时期所食之盐主要是川盐、淮盐、粤盐和滇

盐。元代，贵州即开始食用川盐。据《四川盐法志》载:“至元二年„„是为贵州食川盐之始。”明代，“洪武三年，募商纳米中

盐，普安、普定、乌撒、乌蒙等处皆杂给淮浙、四川、安宁等盐”。清代，“顺治十二年„„贵阳、安顺、平越、都匀、思南、

石叶、大定、遵义，以上九府州食川盐”。至乾隆中期，“不食川盐者唯黎平一府”
②
，即贵州全省几乎全仰仗自贡、乐山、遂宁、

彭水等地的川盐供给。“蜀盐走贵州，秦商聚茅台”，这是清代诗人郑珍对贵州地区盐业运销情况的真实写照。川盐运黔通道，

主要依托永岸、仁岸、纂岸、涪岸四大盐岸，再由“四岸”转运至黔境各地。     

仁岸盐道，以四川沪州市合江县城为起点，主线是合江—复兴—丙滩场—胡市镇—土城—顺江场—兴隆场—三合树—茅台

村—鸭溪—刀把水—遵义、贵阳等地，逆赤水河而上，水运比于茅台，再转陆运至贵阳、黔西、安顺等地。仁岸主要依靠赤水

河逆水而上，该河段滩多水险，实行水陆结合，采用不同船型分段运输的方式。     

永岸盐道，自贡、乐山的井盐运到叙永转运，主线是叙永县—普市—赤水河—金银山—毕节县—兔场—南毗—水程(城)厅

—鸡冠营—代马—普安厅。可分为二条主要分线，其一是经过叙永的雪山关到大定的瓢儿井再到大方、织金、普定、安顺、永

宁、镇宁，其二是叙永—赤水—毕节—大方—黔西—威宁—水城—兴义—盘县。该段盐道，主要采用人力背运和马帮运输的方

式。     

纂岸盐道，自重庆纂江上运至贵州桐梓县属的松坎起岸，主线是纂江县运抵三溪—盖石洞—越水镇—牛口石—松坎—新栈

—中冈—视坝—绥阳县—遵义县—羊崖关—崖坑场—瓮安县—平越县—都匀县。有三条主要分线，其一是运至正安县、i潭县、

瓮安县和荔波县，其二是运至桐梓、遵义、息烽、定番、平越、都匀、独山，其三是运至广顺、罗解等地。以纂江水运为主，

上岸后通过人力背运、马帮运输分销。     

涪岸盐道，以重庆涪陵为起点，溯乌江经彭水至酉阳的龚滩，由龚滩经贵州沿河、思南进入黔境腹地。主线是涪陵县—小

溪场—边滩—羊角硕—江口镇—彭水县—龚滩—沿河县—新滩—潮底场—思南府—葛内渡—塘头场—石叶府—龙家沟—思州府

—龙溪口—镇远府。主要支线有两条，其一为龚滩转运至思南、沿河、秀山县城、松桃及铜仁城区，其二为从彭水县运至正安、

务川。以乌江水运为主，上岸后采用人力背运和马帮运输方式分销。     

2.川滇古盐道     

云南本产盐，但是滇东北的昭通、曲靖地区距云南的盐产地道路险远，是滇盐较少输入的地区，这些地区的民众食盐短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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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依靠川盐接济。云南会泽、巧家、昭通、永善、绥江、鲁甸、大关、镇雄、彝良、盐津、宣威等地在明清及民国时期长期

食用川盐，是川盐销滇的主要区域。运往云南的川盐，主要是自流井、贡井、键为、五通桥盐场及凉山盐源县的食盐。据史料

记载，早在明洪武元年(1368)，自贡井盐便开始运往云南昭通、镇雄地区。     

川滇古盐道主要有三大路线:其一，乌撒入蜀旧路线，即叙永—毕节—威宁—宣威，再从宣威运至沾益、富源等地。其二，

大致沿着“五尺道”的路线，即宜宾—琪县—高县—翁连—盐津—豆沙关—大关—昭通—鲁甸—曲靖。上述两条运输路线的食

盐主要来于自流井、贡井、键为及五通桥的盐场。其三，“润盐古道”路线，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盐源县以白盐井和黑盐井为主

要产地的食盐，经西昌、攀枝花、木里到达云南宁菠、永胜、华坪及丽江。调查发现，上述三条路线与南方丝绸之路、茶马古

道、石门道、五尺道及明清时期滇铜京运的部分路段是高度重叠的。     

3.川鄂古盐道     

川盐入鄂，在历史上对川盐的生产和运销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尤其是在太平天国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的两次“川盐济楚”，

海盐运入湖北受阻，湖北、湖南的食盐大量依靠川盐接济。运入湖北的食盐，主要是产自自贡的富荣盐场、乐山地区的键为与

五通桥盐场，巫溪的大宁盐场、开县的温汤井盐场、云阳的云安盐场、彭水的郁山盐场和忠县的井、涂井盐场等。清代民国时

期，湖北的鹤峰、来凤、建始、宣恩、利川、长乐、咸丰、长阳、宜昌、江陵、公安、石首、监利、松滋、枝江、宜都、襄阳、

均县、光化、宜城、南漳、钟详、京山、潜江、天门、郧阳、房县、竹山、竹溪、郧西、保康、荆门、当阳、远安、枣阳、株

归等地均为川盐销区。     

川鄂古盐道分布线路，总体上呈“四横一纵”的格局。“四横”即长江线、汉水线、清江线和酉水线，“一纵”即由万县(万

州)、奉节等长江盐运码头出发，经陆路翻越大山到湖北恩施，并辐射到湖南凤凰等地。长江线，是川盐入鄂的最主要的运道，

自贡、键为的盐运至沪州，由沪州进长江经江津、朝天门、涪陵、丰都、奉节、巫山沿川江顺流而至湖北的巴东、株归、宜昌、

沙市;忠县、云阳、奉节的食盐直接顺长江运往湖北腹地;巫溪的食盐经大宁河运至巫山后进入长江，再顺江进入湖北销区。汉

水线，巫溪、云阳的食盐陆运至竹溪、竹山后再由堵河转运至汉水，由汉水向郧阳、襄樊、荆门运至武汉。清江线，自贡、忠

县的井盐水运至石柱西沱，陆运至恩施，由恩施经清江水运至景阳、水布娅再至长阳、宜昌。酉水线，酉阳、秀山、彭水方向

的食盐经利川忠路到咸丰再至来凤，其中一条支线沿酉水进入湖南洞庭湖流域;另一条支线向东经宣恩、鹤峰，再经渔洋河由宜

都入长江，进入湖北江汉平原。“一纵”是万州、云阳、巫山、奉节、石柱等方向的食盐在水码头起岸后，翻越七耀山，运至利

川、恩施、宣恩、咸丰及来凤等地。此外，运往竹溪、竹山的川盐则进一步转运至陕西安康、镇坪等地。     

4.川湘古盐道     

湖南与四川并不接壤，川盐需通过湖北或贵州境内运达湖南。川盐运湘，主要是从恩施、铜仁、酉阳三个方向转运入境。

第一，恩施方向的川盐进入湘西主要有两条路，其一是经建始、恩施、宣恩、来凤进入龙山、桑植、永顺;其二是经恩施的建始

花坪、景阳双土地、石灰窑、鹤峰，进入桑植，再到张家界等地。第二，酉阳方向的川盐，经湖北咸丰、来凤到龙山;或经里耶、

洗车河到龙山，再经桑植、张家界、石门到 I}县，到 I}县后部分盐又经常德进入洞庭湖流域。第三，铜仁方向的川盐，主要是

从涪岸经乌江运至铜仁后，转运入湘西的里耶、凤凰及洪江等地，再转运至沉水，由沉水进入洞庭湖流域。     

由上可见，川盐的对外运销异常艰难，须翻越武陵山、大巴山、大凉山、乌蒙山、七耀山、方斗山等山脉，依托沱江、乌

江、汉江、郁江、清江、沉江、永宁河、大宁河、赤水河、南广河、I}水、酉水等大江大河，经过重重的跋山涉水方能抵达外

省销区。 

二、川盐古道的历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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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盐古道是历史上跨区域配置食盐资源的孔道，促进了沿线经济社会发展、区域开发、民族发展进程及文化交融与互动。

可以说，川盐古道像血脉一样串起沿线的大小城镇和村落，勾连起盐产地、沿线和销区的经济和社会文化，促进了土家族、苗

族、彝族、讫佬族等少数民族地区与外界的交流。其历史作用表现为:     

第一，川盐古道是沿线经济发展的生命线，是可与南方丝绸之路、茶马古道媲美的重要战略性物资运输通道，是历史上跨

区域配置食盐资源的典型。川盐古道作为商道，不仅供食盐运输，也是茶叶、马匹、铜矿、桐油、中药材、粮食、生漆等交换

的通道，促进了物资流通，对沿线商品经济的发展、集镇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而且，川盐古道是西南地区较早形成的交通要

道，对促进和改善西南地区的交通建设、发展有重要意义。     

第二，川盐古道是文化传播与交融的孔道，促进了沿线地区文化的繁荣及多元文化相融共生的局而。长期大规模的川盐运

销，对沿线民族文化的多元性和包容性的形成，及其地方文化的传播和交流有着深远的影响。比如，在方言运用方而，调查发

现川盐古道沿线的江津、纂江、盐津、利川、桑植、思南、仁怀等地的部分方言与自贡地区的一些方言在词汇、语音和语意上

高度相似;而且，这些方言的口音、语调与自贡地区也有诸多的相似。可推测，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食盐运销促进了地区之间语言

的传播和互动。     

第三，川盐古道促进了沿线的区域开发，对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进程有重要意义。川盐运销对赤水河流域、乌江流域的开

发，对黔北、滇东北、神农架林区、武陵山区、乌蒙山区、大巴山区等地的历史发展有较大的推动作用。同时，川盐的运销也

增进了汉族与土家、苗、彝、藏等少数民族之间的联系。     

第四，川盐古道对民族国家的治理和边疆地区的稳定有深远影响，先民历经千辛万苦将川盐运入滇、黔、鄂、西康等边区，

为民族地区和边区提供了稀缺的食盐资源。同时，它也是西南和中南地区的汉族、土家、苗族、彝族、藏族等各民族之间在历

史时期进行经济联系的通道，对维护民族、政治及边疆的稳定具有重大作用，尤其是在太平天国时期的“川盐济楚”及抗日战

争时期的川盐“增产赶运”期间得到了最为充分的体现。 

三、川盐古道文化遗产构成     

川盐古道沿线留下了类型多样、数量众多且时空跨度较大的盐运文化遗产。物质形态层而涉及碑刻、盐道、关隘、码头、

古镇、盐号、会馆建筑等;非物质形态层而主要是与盐运活动相关的船工号子、背盐歌、诗词及饮食文化。     

1.物质形态     

(1)盐运碑刻     

川盐古道沿线遗存了部分明、清及民国时期记载川盐运销、盐路修建情形的碑刻，对盐道开通的历史和背景、路线及运盐

规则等有重要参考价值。调查发现的碑刻有:自贡漆树乡的《颜昌英李振亨二善人修路碑记》、邓关的《富顺县邓关运盐船业同

业公会会所修建碑》及《患除不均》碑刻，沪州合江红牵子山上的《同结善缘》石碑，酉阳龙潭镇的《补修小盖山至山黛沟盐

路碑》，石柱西沱楠木娅修路功德碑，开县七里潭廊桥记事碑，纂江的“盗盐反省碑”及“筑路功德碑”，酉阳龚滩的《永定成

规》《永定章程》《永遵陈规》《同善结缘》碑刻，竹溪卡门湾的《万古不朽五福桥》碑刻，神农架林区的《百步梯修路碑》，赤

水河《天恩桥劳绩碑》《整理赤水河航道碑》《陛诏修河碑》，金沙县境内的《万年碑》《立德永年》《万福桥碑》等修筑盐道的记

事碑。此外，还有自贡旭水河“菩萨石”摩崖造像、凉山盐源县平川镇骡马堡“润盐古道”摩崖石刻及葫市摩崖造像等题刻。     

在此，仅选取如下三块碑刻，从中窥见盐运碑记的部分要义。其一，合江与习水交界的红牵子山上立有清嘉庆十五年(1810)

《同结善缘》功德碑
③
，碑文载“周王有千丰之地，夏禹有百世知应”，而“我川黔运盐古道的修建，有我背盐人和乡绅功德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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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垂”，反映乡绅、马帮和民众整修当地盐道之事，也可见嘉庆时己有“川黔运盐古道”之称。其二，据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

立的《立德永年》碑记:“因盐道之崎岖，乃由茅台而修至安底„„不惜重金捐修盐道由仁邑而至水西”，得知当地修筑盐道的

社会、交通地理背景及具体运盐路线等内容。其三，赤水《天恩桥劳绩碑》记录了光绪六年丁宝祯主持对赤水河盐运航道的整

治，碑记“(赤水河)运道维艰„„率同盐商绅团，就地分修„„上裕国课，下通商贾”
④
。这些碑记与历史文献、口述资料等结

合，能还原区域内川盐运销的历史而貌，其研究价值和文物价值极高。     

(2)运道交通遗址     

川盐古道本体的核心组成是古盐道、关隘、古桥、码头、堰闸及闸坝等陆路和水路交通遗址。调查发现，陆路古盐道遗址

较典型的有:自贡地区的自流井汇柴口、舒坪镇狮湾村磨刀岭、苟氏坡、雷公坡、黄石坎、贡井中桥、艾叶大码头等处的古盐道，

沪州雪山关段古盐道，凉山喜德县孙水关段古盐道，宜宾翁连县犀牛村及隐豹关段古盐道，金沙县五里坡、赤水穿风坳、遵义

鸭溪镇水淋岩、毕节七星关等处古盐道，盐津豆沙关、富源县胜境关、宣威可渡关段古盐道，石柱西沱镇楠木娅及桥头镇大寨

坎古盐道，建始县花坪镇石娅村、神农架林区红举村段古盐道，镇坪的车湾、代安河及鸡心岭山娅古盐道等遗址。遗存的与川

盐运销相关的关隘有叙永雪山关、合江武定门、石柱大寨坎、盐津豆沙关、毕节七星关、宣威可渡关、富源县胜景关、酉阳西

屏关、翁连隐豹关及凌云关等。     

盐运古桥有自流井解放桥、善后桥，贡井中桥、济元桥、平康桥，元厚天恩桥、丙安双龙桥，沾益县黑桥、九孔桥，开县

七里谭廊桥，恩施永顺桥、步青桥，酉阳龙潭镇渤海桥及盐津高桥村五尺道高桥等。旭水河、釜溪河及纂江流域还遗存了民国

时期修建的堰闸和闸坝，以分节提高水位提升川盐运力，保存至今的有艾叶平康桥堰闸、平桥堰闸、中桥堰闸、五皇洞堰闸、

重滩堰闸、雷公滩堰闸、老新桥堰闸、金子幽船闸、沿滩庸公闸、邓关济运闸、盖石桐大信闸坝及羊蹄桐大严闸坝。川盐运销

的西南和中南地区水运较为发达，食盐转运的码头数量甚多，自贡艾叶滩大码头、艾叶顺海井盐码头、中桥码头、五皇洞码头、

重滩码头、自流井老街盐运码头、火井沱码头遗址、仙市盐运码头、詹家井盐码头、邓井关盐码头、宜宾榨子母码头、江津白

沙镇朝天嘴码头、仁怀市沙滩乡马桑坪码头、东溪镇盐码头、大同镇盐码头、丙安盐码头、土城盐码头等是较具代表性的古盐

运码头。     

(3)仓储遗址     

川盐古道沿线重要的盐运中转站设有专事食盐运输和销售的盐号。目前，遗存的有思南周家盐号、元厚穿心店盐号、太平

渡盐号、仁怀马桑坪华家盐号、习水土城盐号、金沙罗马街盐号、黔西大关盐号等，反映了众多盐号经营川盐的商贸活动。马

桑坪华家盐号、思南周家盐号、金沙罗马街盐号旧址内，还留存有清代民国时期的石制盐祛码，罗马街盐号内还存有刻“仁岸”

字样的盐祛码。存放和分销川盐的盐仓遗址较少，主要有西沱镇的上盐店和下盐店、龚滩“半边仓”、土城的甲乙丙丁四大盐仓

及盖石镇恒昌裕盐仓。     

(4)传统聚落     

川盐的跨区域大规模运输需要大量的人力及沿线提供食宿等服务，位于交通节点上的场镇、村落和骚站因川盐运输而逐渐

繁荣和兴盛。考察发现，喜德县登相营古骚站旧址、沾益县松林骚站旧址、石柱西沱镇楠木娅骚站遗址、恩施穿心店骚站遗址、

富源县胜境关骚站、神农架林区猴子石骚遗址，从文化遗产和规模的角度看，是川盐古道沿线具有相当代表性的骚站。     

涉及川盐转运的古镇和古村落数量较多、分布广泛，包括:(1)四川仙市古镇、牛佛古镇、赵化古镇、邓关古镇、永安古镇、

福宝古镇、二郎古镇、太平古镇、尧坝古镇、南广古镇、横江古镇、礼州古镇、佑君古镇、金河古镇、卫城古镇等，天仙镇乐

道古村落、叙永陕西街及震东乡普市村等;(2)湖北利川柏杨镇、大水井、老屋基古村落、纳水溪古村落、张家寨古村落及梅子

水古村落，宣恩沙道沟镇、椒园镇庆阳坝凉亭街、两河口镇彭家寨、上洞坪老街及盛家坝小溪村，来凤黄柏古村落、石桥古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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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建始县高坪镇石娅村，巴东野三关，恩施屯堡乡罗针田村，神农架林区阳日镇、红坪镇红举村，湖南龙山县洗车河古镇、

里耶古镇、苗儿滩镇捞车河古村落，桑植县苦竹寨、仓关裕老街、陈家河老街，凤凰古城及洪江古商城等;(3)贵州丙安古镇、

土城古镇、大同古镇、思唐古镇、淇滩古镇、清池古镇等及复兴场古街等;(4)云南盐津盐井镇，会泽娜姑乡白雾村，永胜县三

川镇，大研古镇及束河古镇等;(5)重庆西沱古镇、东溪古镇、郭扶古镇、龚滩古镇、龙潭古镇、灌水古镇、大昌古镇、白沙古

镇等，西沱云梯街、支坪镇真武社区等。     

(5)会馆、庙宇     

川盐古道沿线保存了数量众多的盐商或盐工出资修建的会馆建筑，陕西庙、川主庙、贵州庙、湖广庙、王爷庙、观音庙、

天上宫、南华宫、万寿宫、禹王宫等非常普遍地散布于沿线各地。水路岸上保佑盐运平安的镇江王爷庙就有自流井王爷庙、东

溪镇王爷庙、龚滩王爷庙、思南王爷庙等，陕西庙(又叫陕西会馆、西秦会馆、春秋祠等)亦有自贡西秦会馆、会泽陕西会馆、

龚滩西秦会馆、叙永春秋祠、毕节陕西庙、昭通陕西庙、瓢井镇陕西庙等。土城船帮会馆是一处较难得的反映运盐船商和船工

活动的建筑实物。此外，沿线还分布着一些盐商的宅邸和祠堂建筑。     

2.非物质形态     

川盐古道沿线不仅留下了众多的物质文化遗存，还有诸多反映食盐运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至今的主要包含饮食

文化、传统民间音乐、民俗活动三大类。     

与盐运活动有关的船工号子、背盐歌及挑夫歌，至今尚有流传。由于水文特征的不同及地方文化的差异，各流域孕育出各

具特色的船工号子，如釜溪河盐船号子、永宁河船工号子、乌江船工号子、赤水河船工号子、酉水船工号子、南广河船工号子

等。以永宁河船工号子为例，它总体上分为“上水号子”和“下水号子”两种。上水号子可分为“拉纤号子”和“捉缆号子”，

下水号子又分为“稽号子”、“么二三号子”、“招架号子”及“数板号子”四种，还有特定情况下喊的“背船号子”、“装仓号子”、

“靠头号子”和顺风顺水情境下的“鳃巴郎号子”等。比较发现，“背船号子”是船工号子中非常罕见的形式，其生成背景是永

宁河水枯滩之时，滩险阻挡了船只的行进，盐工们便合力将船载的食盐转运到险滩的上游或下游，再将其空船背(抬)过滩险，

在合力“背船”的这一劳作过程中产生了“背船号子”。     

饮食文化方而，主要有自贡水煮牛肉、富顺豆花、沿滩太源井晒醋、仁怀茅台酒、福宝豆腐干、利川柏杨镇豆腐干、涪陵

榨菜、合江早豆花及尧坝先市酱油，其起源、技艺、发展和传播均和川盐转运有不同程度的关联。民俗活动方而，西沱盐运习

俗、五通桥龙舟会、利川黄柏园桃花灯戏、自贡资阳河流派川剧是典型的代表项目。     

此外，川盐运销的历史活动还给后人留下了重要的精神财富。川盐所运销的云贵高原、武陵山区、乌蒙山区、秦巴山区及

神农架林区等均属交通条件恶劣的区域，是海盐难以运抵的地区，先民须克服众多艰险的地理限制方能将川盐运达。此亦折射

出沿线民众千百年来与恶劣的地理环境抗争的精神。 

四、川盐古道的价值与整体性保护     

1.川盐古道的价值     

川盐古道具有重要的遗产价值、艺术审美价值、考古价值、旅游价值及学术研究等多重价值。首先，作为文化线路遗产的

川盐古道，将单一的古道、关隘、桥梁、码头、聚落等联系起来，并将线路上单一的文化遗产串联起来形成以盐运文化为特色

的遗产体系，且沿线分布着众多的夔人悬棺、摩崖石刻、古墓葬、洞穴、碑刻、牌坊等文物点，其遗产价值和考古调查价值极

其重大。其次，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并存是川盐古道所经区域的重要自然和人文特征，沿途自然生态良好、风光优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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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生态旅游的黄金线路，其旅游开发的潜力和价值较大。再次，沿线分布着的吊脚楼、庙宇、会馆、祠堂等民居建筑和经典

的古建筑(群)，不仅是建筑学研究的“活教材”，而且还具有突出的审美价值。最后，对川盐古道的研究，可成为盐业历史文化

研究的重要学术生长点。以川盐古道及川盐运销为切入点可进一步认识到四川(含重庆)的食盐产地在历史时期与周边在社会经

济和文化层而深刻的关联和广泛的互动;而且，还有助于推动文化线路及道路交通型线性文化遗产的研究。     

2.川盐古道的整体性保护     

随着现代化进程、城镇化建设的加快及交通方式的变迁，川盐古道文化遗产而临衰危和急剧消失的局而。突出地表现为沿

线各地缺乏整体性的保护、开发性破坏严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而临危机、“活态”留存的文化越来越少。可切实加强以下工

作，强化保护力度和创新保护方式。     

(1)联合申报“国保”，加强文物保护     

近年来，许多盐运遗迹因道路建设、大型水利工程的修建(如三峡大坝)己被水泥道路覆盖及被江河所淹没。而且，部分因

盐运而兴盛的古街、古镇及古村落的开发建设对相关物质文化遗存造成了毁灭性的损坏。为此，四川、贵州、云南、湖北、湖

南、陕西、重庆地区的文博机构应联合行动，以“文化线路”和“线性文化遗产”的视野，将川盐古道打捆申报为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以“整体”的形式提升保护级别。梳理相关保护项目发现，四川、云南、贵州联合申报的“茶马古道”及山西平

陆县虞坂古盐道，己成功申报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为川盐古道申报“国保”单位提供了极好的借鉴。“丝绸之路:

长安一天山廊道的路网”及“中国大运河”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对川盐古道的保护利用有重要的示范效应，待条件成熟时可协

调启动世界文化遗产申报的前期工作。     

地方文物管理部门应对相关文物点进行评估定级，抓紧申报不同层次的文物保护单位，给予及时保护。对存在严重隐患的

相关遗存和濒危遗产及时保护，遴选、争取一批濒危遗产项目进入国家文物维修保护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性保护项目库。同

时，抓紧搜集实物及民俗资料，着手筹建“川盐古道博物馆”。     

(2)建立协调机制，打造盐运景观     

沿线地方政府应协商建立起保护和协调机制，四川、贵州、云南、湖北、湖南、陕西、重庆地区的文物主管部门应协调制

订统一的总体保护规划与行动原则，尽快启动编制川盐古道文化线路保护方案，建立盐运文化旅游开发合作机制，并纳入区域

文化建设和社会经济协作发展的框架。     

各地区应选取盐运文化密集且类型丰富的代表性线路，打造底蕴深厚的盐运实体文化景观，通过修复沿线的古道、古镇、

骚站、盐号、盐店、盐仓、码头等古盐道本体及附属设施，凸显“盐运文化”符号，并与民族文化融合，使其成为沿线地区旅

游发展的新增长点。在自贡、石柱、纂江、合江、赤水、习水、金沙、思南、恩施、镇坪等川盐古道文化遗产遗存的核心区域，

选取一批条件合适的线路，打造盐运文化景观，修复代表性的古道、骚站、盐号、盐店、盐仓、码头等。政府、相关部门及民

间应广泛参与川盐古道文化遗产的保护，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3)继续深度调查，开展综合研究     

应启动川盐古道文化遗产资源的深度调查，围绕其历史文化、民俗、社会、语言、宗教及地理等进行深度的专题普查，全

而摸清盐运文化遗产的体系构成并逐一认定单体价值。对于盐运线路和川盐古道辐射的范围，还需要进一步结合文献资料及实

地调查进行深入的研究。一方而，要打破现有行政区划的限制，尽量还原历史时期川盐运销的线路，把握其变迁情况;另一方而，

可以县、市为单位，对相关的每一个县、市境内的川盐古道进行翔实的调查，从而准确地把握川盐古道各段的具体运输线路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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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     

目前对川盐古道的研究十分薄弱，应强化基础性的研究，除历史地理学、文物保护、考古学、盐业史相关的专家外，还需

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艺术学、音乐学、美学、传播学、文化遗产学、旅游学、政治学、语言学、水利史、交通史、城市

规划、环境保护及建筑学等更多领域和学科的专家学者介入，推动川盐古道的研究向多学科相互交融、多领域相互支持和有效

合作的方向发展。并且，科研机构和学科之间及川盐古道沿线的地方文管所、博物馆、档案馆、文化馆、图书馆、宣传机构应

加强合作，协同推进川盐古道文化遗产宣传、保护和利用工作。 

注释： 

①考察时间与考察点的基本情况为：2014 年 4 月 12－15 日，泸州合江、纳溪、叙永境内考察；5 月 14－25 日，江津、綦江、

黔江、酉阳、铜仁、遵义境内考察；5 月 20－22，乐山五通桥、犍为境内考察；6 月 12 日－7 月 9 日，石柱、云阳、忠县、开

县、巫溪、巫山、彭水、神农架林区、十堰、恩施、张家界、湘西 地 区 考 察；7 月 22－31，宜宾、昭通、曲靖、毕节地区

考察；9月 3－8日，自贡富顺、自流井、大安、沿滩、贡井境内考察；11 月 13－22日，凉山、丽江、大理境内考察；11月 20

－30 日，遂宁、广元、绵阳、安康、汉中境内考察。2015 年 11 月 26 日－12 月 4 日，自贡荣县、贡井、大安、自流井境内考

察；12月 6－10日，合江、赤水、习水、仁怀、叙永境内考察。 

②参见丁宝桢 《四川盐法志》卷 10·转运五·贵州边岸光绪八年 （1882）刻本。 

③该碑文由合江何开明先生提供。 

④此碑复制后展陈于赤水复兴万寿宫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