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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衣食住行，是人类生存与生活的基本条件。
“衣”是人类和其他动物间行为进化的重要区别，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标志。
人类私有制出现以后，“衣”更是人的阶级地位的象征，是文化礼仪的主要成分之一。
    化学纤维的出现至今还不足百年。
在漫漫历史长河中，人类穿戴使用的全是天然纤维。
起源于印度河流域的棉花、起源于近东与地中海沿岸的亚麻、起源于我国的蚕丝和起源于中亚地区的
羊毛，这四种天然纤维构成了人类历史上主要的衣着原料。
    一片桑叶，一条天虫，一根蚕丝，一方绸缎，自中华民族先祖发现、驯化桑蚕并发明栽桑养蚕、缫
丝织绸以来，桑蚕茧丝绸伴随着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兴盛发展，走过了7 000余年的发展历程。
公元前5000年的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中的蚕纹牙雕盅，公元前3000年的山西夏县西阴村仰韶文化遗址
的半个蚕茧，证明了中华先民早已认识和利用桑蚕。
公元前：3500年的河南省荥阳市青台村新石器时代遗址的丝织物，公元前2750年的浙江湖州钱山漾遗
址的绢片、丝线和丝带，证明养蚕制丝织绸已经有5 000余年的历史。
农桑并举、男耕女织，天子亲耕、皇后亲蚕，成为我国农耕社会生活的长期写照，蚕桑丝绸在中华文
明的发展中形成了独特的影响。
悠悠万里的丝绸之路，更是将世界不同文明联系在了一起，对全人类文明的交流、融合和发展作出了
不朽的贡献。
由此，世人将蚕桑丝绸看成是中国和中国文明的象征。
蚕桑丝绸产业，是中国的传统产业、功勋产业，至今仍然是中国的特色产业、优势产业，在当前我国
的现代化建设中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中国农业科学院蚕业研究所(简称中蚕所)成立于1951年(当时称华东蚕业研究所)，前身为1932年在南
京成立的中央农业实验所动物生产科蚕桑系，1951年与浙江蚕桑试验场、无锡蚕桑试验场、镇江蚕桑
试验场、华东纤维研究所等单位合并，在原中国合众蚕桑改良会镇江旧址上建立华东蚕业研究所。
1955年华东区撤销后，改名为镇江蚕业研究所，由江苏省代管。
1957年中国农业科学院成立后，成为中国农业科学院蚕业研究所。
1995年增挂“江苏省蚕业研究所”牌子，在原“三权”不变的情况下，实行部、省双重领导体制。
为顺应科技体制改革，2001年与华东船舶工业学院合并。
合并后，学校升格更名为江苏科技大学；蚕业研究所实行省部共建以江苏省为主的管理体制，继续保
留中国农业科学院蚕业研究所独立法人地位，确保其继续保持和发挥国家队的作用与功能。
    蚕业研究所成立以来，坚持以桑、蚕、茧、丝为主要研究对象，以应用研究为主，有重点地开展应
用基础研究，强化开发研究，着重研究蚕桑优质、高产、高效的现代化生产重大关键技术，牵头组织
全国或地区性蚕业科技攻关，解决蚕桑生产中的重大科技问题，为发展我国蚕丝业服务；同时担负着
开展国内外学术交流、蚕学硕士生和博士生高层次人才培养，专业刊物和理论著作编辑出版等重要任
务。
凭借70多年的历史及60多年的艰苦努力，中蚕所已发展成为我国蚕业科学应用研究中心、蚕桑种质资
源保存和研究中心、国内外蚕业科技交流中心、蚕桑新品种新产品新技术推广中心、蚕桑产业产品质
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在国内外蚕桑丝绸行业知名度高、地位重要。
    科学技术的进步，需要历史积淀；自然科学的发展，需要与人文学科相辅而行。
正是由于这个缘故，研究所在致力于蚕业科技研究的同时，也始终没有忘记将蚕桑丝绸历史文化研究
纳入业务范畴。
基于以上认识，中国农业科学院蚕业研究所与(杭州)万事利集团开展合作，支持由李奕仁主编、李建
华副主编开展《中国蚕桑丝绸历史文化研究札记——神州丝路行》一书的编集出版工作。
    本书是一部集古迹、文物、史料、游记为一体的大型蚕桑丝绸资料史册。
该书图文并茂，介绍了各地与蚕桑丝绸兴衰的相关历史事件、人物典故、风土人情、技术演进和各种
文化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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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集者在编撰时，秉承温故知新、推陈出新、继承创新的精神，采取“单篇成文、归类成篇、合并成
册”即“文为点、篇为线、册为面”的编撰手法，力求通过收集整理历史资料、熟悉和了解历史变迁
、总结分析历史经验，以史为镜，鉴往知来，启迪今后的发展。
    在全国上下致力于构建循环经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背景下，蚕桑丝绸产业正在迎来新的发展机
遇期。
大型蚕桑丝绸资料史册《中国蚕桑丝绸历史文化研究札记——神州丝路行》的出版，对于继续振兴与
发展传统养蚕、缫织绢丝产业，延伸和拓展古有线索、今有创意的非绢丝新兴产业，对于“弘扬古蚕
绢文化，开拓新丝绸之路”，均具有积极的推进作用。
    中国农业科学院蚕业研究所    2012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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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李奕仁主编的这本《神州丝路行》以研究札记的形式，搜集整理上下五千年有关中国蚕桑丝绸史料，
最后归纳成古迹、产业、文化、吟咏和振兴五篇，共200余篇既独立成文又相互关联的文章，字数100
余万。
前四篇，均为1949年前的资料，可谓古近代篇；第五篇为1949年后的资料，可谓现代篇。
五篇合起来，总体上可以构成一本比较完整的蚕桑丝绸资料史册。
每篇均有与蚕桑丝绸有关的笔记文章资料数十篇，基本上按朝代、年代为序排列。
各篇或以历史事件、或以人物典故、或以风土人情、或以技术演变为主题，读者可以按题目与兴趣选
阅。

    《神州丝路行》可供蚕桑丝绸业同仁及对中国蚕桑丝绸历史文化有兴趣的读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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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奕仁，1944年12月出生于浙江省武义县刘宅村，在武义县读完小学、初中、高中后，1961年考入大
学，1965年7月毕业于浙江农业大学蚕桑系，同年分配到位于江苏省镇江市的中国农业科学院蚕业研究
所工作。
期间于1983—1985年以中国政府派遣访问学者的身份在日本东京大学研修2年。
在研究所内，历任课题组长、研究室主任、副所长、所学术委员会主任；先后兼任中国蚕学会常务副
理事长、名誉理事长，中国丝绸协会常务理事、副会长，全国蚕桑品种审定委员会委员、主任委员，
农业部全国蚕种专家小组组长，农业部蚕桑产业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镇江)主任、全国蚕桑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顾问等职务。
二级教授(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部级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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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上册：古迹篇从山西省夏县西阴村仰韶文化遗址发现的半颗茧壳说起湖州钱山漾遗址的发现与发掘浙
江河姆渡遗址出土雕刻有编织纹与蚕纹图案的牙雕小盅河南荥阳青台遗址发掘的丝织物残片江苏金坛
三星村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蚕纹权杖四川盐亭——黄帝元妃嫘祖的故乡宜昌的嫘祖庙远安的“垭丝
”与嫘祖庙会节河南西平：又一处嫘祖故里“泰伯奔吴”与《穆天子传》甲骨文中的桑蚕茧丝各地出
土的玉蚕因1933年四川茂县大地震而消失的蜀王故都之蚕陵重镇蚕丛氏一青衣神与青神县三星堆遗址
一纵目人一蜀侯蚕丛汤祷桑林的故事出生于空桑的两位名人张骞通西域“丝绸之路”有关资料集锦—
—陆上丝绸之路“丝绸之路”有关资料集锦——海上丝绸之路蚕桑西传首入新疆于阗春秋时期蚕桑纹
尊考湖北荆州博物馆里的战国丝绸藏品吴头楚尾为桑兴兵的记载长沙马王堆汉墓女主人的素纱禅衣出
土“鎏金蚕”的安康市石泉县沿用两千多年的高档书写材料“缣帛”三国时期桑椹充作军粮的记载诸
葛亮家的桑园新野县里的汉桑城山西运城关圣家庙的五世同堂桑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绢画法门寺地宫
丝绸见唐风福建泉州开元寺的“桑莲法界”四川广元皇泽寺石刻连环画——蚕桑十二事图定陵：明朝
万历皇帝的珍宝北京祭坛中的先蚕坛承德避暑山庄棒槌山上的龙女树颐和园内的耕织图景区大兴“御
林古桑园”及其桑椹文化节产业篇禹别九州六州产丝夏朝历法《夏小正》中的蚕事记载齐国名相管仲
的治蚕之道设在齐国都城临淄的“三服官”从西施浣纱到勾践兴越《秦律》中有关“依法护桑”的条
款汉武帝封禅泰山沿途赏赐绢帛的记载“天下以农桑为本”的提法始于汉昭帝渔阳太守张堪在京津地
区栽桑种稻的历史业绩曾经在历史上存在过十五六年的“蚕富县”成都——汉唐时期的锦官城古时四
川的“蚕市”晋朝时鲜卑慕容氏向晋求桑种之记载北魏至隋唐均田制中永业田的规定对后世桑麻纺织
业的影响豫章“鸡鸣布”与永嘉“八辈蚕”唐初“越俗大化，竞添花样，绫纱妙称江左”的诀窍唐朝
宣州的“红线毯”闭关专修蚕织的吴越王河北：自东汉至宋元时期的主要蚕区“北迁南宣”之迁安桑
皮纸今安在秦观《蚕书》与蚕桑古籍范仲淹之子范纯仁“种桑免罪”的故事湖南省桑植县县名的由来
元世祖诏令与《农桑辑要》之刊行明太祖朱元璋关于强制推行栽桑养蚕的几次诏令冯梦龙笔下的丝绸
重镇——盛泽兴于明、衰于清朝的名牌丝织品：潞绸有关天子亲耕、皇后亲蚕的资料御制《耕织图》
的来龙去脉明清“江南三织造”之一：《红楼梦》与江宁织造府明清“江南三织造”之二：苏州织造
署与观前街的太监弄明清“江南三织造”之三：寻找已经消失的杭州织造署清朝康乾时期把持生丝外
贸近百年的广州海关“十三行”“桑基鱼塘”的形成与珠江三角洲蚕区的兴起享誉海内外的“香云纱
”光绪年间广西涌动的一次蚕桑热晚清重臣左宗棠为振兴福建蚕丝业所作的努力西北的“左公柳”与
新疆的蚕桑业到南浔镇寻访“辑里湖丝”的源头清末民初南浔镇上靠辑里湖丝发迹的“四象八牛七十
二墩黄金狗”毁在生丝贸易商战中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天下第一村”里靠丝绸起家的古商街北京
前门八大祥之“瑞蚨祥”从《杨乃武与小白菜》说到余杭“土”蚕种中国近代第一家外资缫丝厂陈启
沅与国人开办的第一家机器缫丝厂机械缫丝：从引进到推开所走过的七十年无锡的“钦使第”与江南
“丝茧大王”薛寿萱杭州蚕学馆清末民初“办学热”中的蚕桑学校热心于发展实业与实业教育的两江
总督张之洞天堂美景都锦生西湖绸伞丝袜的流行与蚕丝消费孙中山重视与关心蚕丝业之实例考证清末
状元、民国实业总长张謇兴办的农桑事业杭州蚕学馆毕业生史量才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郑辟疆、费达
生的蚕丝改良与费孝通的《江村经济》葛敬中与“中国合众蚕桑改良会”和“中国蚕丝公司”民国时
期镇江四摆渡丘陵地带的蚕种业——国家级蚕业研究所建所前所走过的风雨历程何香凝与广东仲恺农
工学校蒋介石和宋美龄发动推行的新生活运动与苏稽蚕种场原四川蚕丝改良主管技官尹良莹记述抗战
期间“蒋总统对蚕丝业之训示”敌伪占据时期苏浙地区的蚕丝业创办于抗战后方的云南蚕业新村股份
有限公司柞蚕放养技术起源与“山东绸”乾隆年问给贵州引进桑柞养蚕业的三位地方官员清朝中期柞
蚕放养技术在全国的传播与朝廷的态度来自河南的报道：中国柞蚕之乡——南召关于其他绢丝昆虫利
用的记载宝岛台湾的养蚕业黄河古道千亩桑林“颐寿园”文化篇有关先蚕与蚕神的各种传说杭嘉湖地
区的蚕花习俗年关节庆蚕事风俗之一：蚕卜与茧l、、面茧与春卷年关节庆蚕事风俗之二：腊月二十五
照田蚕年关节庆蚕事风俗之三：设膏粥、迎紫姑、祭蚕神年关节庆蚕事风俗之四：七夕祭拜牛郎织女
“避鼠蚕猫”年画与泥塑彩绘“蚕猫”《太平广记》中视蚕为灵虫的两篇小说南朝张率的《绣赋》与
刺绣“齐纨楚竹”话绢扇太古余音话“丝弦”殷商时期遗制《桑林舞》秋胡戏妻的故事与京剧《桑园
会》越剧《何文秀》桑园访妻之“九里桑园”《二十四孝》之“拾椹供亲”与元朝戏剧《降桑椹》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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瘤采桑见重愍王《列女传》中停机断织教子劝夫的两则故事杜康造酒的由来：有饭不尽，委余空桑刘
备故里楼桑村与楼桑车盖苏东坡在黄州“身耕妻蚕”的日子佛家戒律：头陀不三宿空桑为晋武帝手植
桑所作的三篇《桑赋》乾隆皇帝赋咏“桑椹”诗历史上有名的三篇《蚕赋》织锦回文诗《璇玑图》上
千词牌中的《采桑子》宋词词牌《九张机》里的佳作宋朝宋庠《蚕说》一文的用意兰亭茧纸入昭陵楮
纸、桑皮纸与“交子”汉字书法中的“蚕头燕尾”官秩分品级舆服别尊卑“贵州屯堡”保留下来的明
代服饰丝绸的保健作用——从宋美龄自带丝绸床单入住白宫说起矛盾的短篇小说《春蚕》《红楼梦》
十首怀古诗谜谜底之争蒲城桑叶落，灞岸菊花秋下册：吟咏篇诗经古韵忆蚕桑唐诗宋词咏蚕桑名联巧
对题蚕桑成语典故道蚕桑农谚民谣话蚕桑振兴篇毛泽东青少年时的志向与新村建设设想邓小平故居里
的蚕房院子江泽民主政期间4次过问蚕桑丝绸事业胡锦涛考察陇南地震灾区，鼓励农民多种桑树、多
养蚕朱总司令的蚕丝情结董必武鼓励学生植树造林、试养蓖麻蚕张澜：从四川蚕校校长到共和国副主
席王震将军与农垦、蚕桑的不解之缘茧丝产量重新跃居世界首位的时刻中国丝绸公司的两次成立与撤
销九顶大盖帽追着一顶破草帽1996年发生的两件大事压绪压锭“助推”缫丝自动化农业行政主管部门
的理念：蚕桑属于大农业富安：乡镇级茧丝绸集团的脚印宜州继宜山歌乡承蚕乡宁南——金沙江畔新
蚕乡喀喇沁旗：从末代蒙古王爷的“南蚕北移”到现在的“东桑西移”从石牌到“实牌”——广东省
家蚕原种场走过的五十年青州蚕种场：从山东最早到世界最大见证全国第一家蚕种生产专业合作社的
成立遂溪县“小蚕共育”企业化运作的成功尝试引进外来绢丝昆虫蓖麻蚕杂交桑——桑树育种与栽培
上的重大突破嵊州十年磨一剑打造国际领带城杭州：“艮山门外丝篮儿”与万事利丝绸2001上海APEC
会议引发“唐装风”21世纪初叶家纺市场的新宠——丝绵被新型丝毯的骨干厂家——嘉兴华帛创建中
国自己的真丝绸标志嘉陵江畔“千年绸都第一坊”坐落在西子湖畔的中国丝绸博物馆从凤凰古城走出
来的(丝绸)文坛大家——沈从文从电影《春蚕》到《蚕花姑娘》20世纪经典中国民族舞剧《丝路花雨
》丝绸时装T台秀化腐朽为神奇——记广通宝医药有限公司桑椹饮料上了空中航班沙地桑研究者的宏
愿建立在京郊防风林带里的国内首家桑饲料厂中国竹乡里冒出来的新秀——“桑枝地板”云南蚕桑生
产第一县全国桑条造纸第一家蚕宝宝与“冬虫夏草”的联姻蚕蛹油里炼出“脑黄金”一树托两业：桑
叶养蚕与桑枝养菇点数各地古树  见证人间沧桑参考文献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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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建安十二年(207年)，刘备三顾茅庐，恳请诸葛亮辅佐。
    诸葛亮出山后，家里一应事务当然只有交给夫人黄硕和其弟诸葛均操办。
诸葛亮出山之后，过了9年，其弟诸葛均也外出为官了。
已经位居蜀汉丞相夫人的黄硕，带着幼儿诸葛瞻，守在家中持家教子，等候佳音。
    诸葛亮在《自表后主》中所说的“臣家有桑八百株，田十五顷，子孙衣食，自有余饶”，应该也都
是夫人黄硕治家有方的结果。
黄硕在宅前宅后植桑八百株、以倡导蚕丝生产的做法，与诸葛亮在成都重视蜀锦的恢复发展遥相呼应
。
在《成都——汉唐时期的锦官城》一文中，笔者曾提到“蜀汉立国后，建兴(223—237年)初年，诸葛
亮下达《言锦教》，强调蜀锦生产对国计民生的重要性：‘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惟仰锦耳。
’为此恢复了‘锦官’，专职管理蜀锦的生产和调拨，将蜀锦生产纳入官营，以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
。
从此，蜀锦生产愈见勃兴，花样时新，天下闻名。
”    根据史料记载和今人的演绎，诸葛亮夫人黄硕是个长相欠靓、但却颇有才华的贤妻良母。
黄硕的父亲也即诸葛亮的岳父黄承彦，是湖北襄阳人，东汉末名士。
《湖北省志·人物志》称其“为人高爽开朗，闻名于沔南。
有女黄头黑色而有才，许与隐居襄阳隆中的诸葛亮为妻。
”正史《三同志》中记载，黄承彦以通晓周文王64卦在当时很有名，与庞德公、司马徽等人交好。
妻子章氏为荆州牧刘表妻子的亲姐妹。
其女儿一个是嫁入荆州豪门蒯家的黄氏，一个是诸葛亮的正妻黄月英(即黄硕)。
由于诸葛亮原就与黄承彦相识相知，一次黄承彦“谓诸葛孔明日：‘闻君择妇，身有丑女，黄头黑色
，而才堪配。
’孔明许，即载送之。
时人以为笑乐，乡里为之谚日：‘莫作孔明择妇，正得阿承丑女”’(《三同志·诸葛亮传》裴注引《
襄阳记》)。
    说起这桩婚姻，网络上登载有不少篇故事，与其说是诸葛亮寻亲，莫如说是黄承彦择婿。
因为在两人的交往过程中，黄承彦认为诸葛亮淡泊寡欲，志在定国安邦，需要的是一位才德俱备的贤
内助，而不一定非要大家闺秀与美貌佳人，所以才不揣冒昧，来了个毛遂自荐，当面替自己的女儿说
亲。
而且，实际上不是黄承彦把女儿送过来，而是诸葛亮亲自前往黄府提亲。
对诸葛亮的到来，黄承彦事先做了充分准备：通过门内看家护院的木制机械狗、墙壁上挂贴的《曹大
家宫苑授读图》、推窗所见庭院内修剪得法的奇花异草等，一一展现自己女儿黄硕的非凡才华，使诸
葛亮不得不“重才轻色”，心满意足地将黄硕娶作媳妇。
    黄硕进了诸葛亮家门以后，“亲操杵臼，兼顾农桑，里里外外的粗活儿与琐事，都按部就班地处理
得妥妥贴贴，诸葛亮自然是身受其惠。
”    照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的陈述，其躬耕地应为南阳。
而现在外界所知的诸葛亮隐居地则是襄阳隆中。
该处现已成为国家四A级景区，并于1996年被定为同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诸葛亮的《自表后主》，有几种版本。
“臣家有桑八百株，田十五顷，子孙衣食，自有余饶。
”在有的版本里，变为“今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
”三国史研究专家谭良啸赞同这种记述。
谭还在《诸葛亮(自表后主)考析》一文中，引用唐朝《元和郡县志·双流县》和现在的《成都市志·
文物志》之记载，认为诸葛亮在蜀中的故居，“位于现今双流县金花、九江两乡交界处的葛陌村。
所谓‘葛陌’，即是指诸葛桑园和田间的小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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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中尚有井一口，乡人呼为诸葛井。
”    P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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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神州丝路行》是一部集古迹、文物、史料、游记为一体的大型蚕桑丝绸资料史册。
该书图文并茂，介绍了各地与蚕桑丝绸兴衰的相关历史事件、人物典故、风土人情、技术演进和各种
文化现象。
编集者李奕仁在编撰时，秉承温故知新、推陈出新、继承创新的精神，采取“单篇成文、归类成篇、
合并成册”即“文为点、篇为线、册为面”的编撰手法，力求通过收集整理历史资料、熟悉和了解历
史变迁、总结分析历史经验，以史为镜，鉴往知来，启迪今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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