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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村f-J多'l-水，处处竹为家。

素有“小江南”之美称的博爱县，目前拥有我国黄河流域

以北地区人工栽培面积最大的竹林资源。这里，北依太行，

南临沁河，山川秀丽，土地肥沃，人杰地灵，多年来形成了

行山沁河文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

全会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县从政治到经济，从

物质到精神出现了一派勃勃生机、欣欣向荣的繁荣景象。这

如诗如画的金博爱，今朝更好看。

。博爱县竹子，迄今已有两千余年的悠久历史。此次将竹

子单独立志，详书其绩，对研究竹子生产和发挥其资源优

势，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志书客观、翔实地反

映了博爱县竹子生产与竹编业的历史和现状，具体记载了竹

区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积累的丰富经验，对现在和

今后全县的竹子生产与竹编业的发展将起到借鉴作用。同

时，对全县特别是竹区人民的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轨迹提

供了全面可信的史料依据，富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具有收

藏、研究和实用价值。 ，

目前，全县人民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的指引下，大力弘扬“团结拼搏、艰苦创业、自加压力、负

重奋进、求真务实、勇争第一”的博爱精神，积极投身于改1
·

．·

‘

乡

l-一-Illl．0II
rI『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j．j{。．j

-



序

一．．序， ． 。_。 ．．

1
。

．

‘

博爱县地处中原，北依太行，南邻沁水，．西傍丹河。登

高望远，条条清渠川流不息，片片竹林增明滴翠，郁郁葱

葱，环抱着座座村庄，青山一翠竹一碧水，如诗如画。历代

’文人写下了许多记载和颂扬竹子的篇章。： ‘。
，

据《山海经·五藏山经·北次三经》蕊：。虫尾之山，其

上多金石，其下多竹，多青碧，丹水出焉，南流注于河。”这

说明：；在战国至西汉初期，太行山下，丹水河畔，已有繁茂

，竹林。．从隋唐以后，竹林主要分布于太行山南麓，丹河两

岸。至清代，据(道光五年)《河内县志》(博爱县原属河’’

。内)载。入河内境，7见太行抗其脊，洪河(即黄河)带其

襟，1竹林阴医”，也表明100多年前这里竹林多而茂盛。但

博爱竹林由于受自然灾害和社会诸因素的制约，竹子面积由

大到小。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竹林面积仅有8000余

亩。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人民

政府采取积极措施，扩大竹子栽培区，提高竹产量，竹林生 ．

产发展较快。到1994年全县竹林面积达到1．32万亩，成为，

目前黄河流域以北地区人工栽培竹林面积最大、竹种资源最

多的县。 一
‘

在博爱县200多竹种中，斑竹是一个优良的乡土竹种，

是博爱县著名的土特产之一，历代地方官都以竹为贡品。清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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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博爱县竹志

初成书的《覃怀竹枝》中记载“万派甘泉注几郇(村)，腴田

百顷长龙孙(笋)，养成斑竹如椽大，到处湘帘有泪痕”的咏

竹佳句，形象地描述了斑竹的形态及其作用。

博爱县竹编业，历史悠久，．盛产竹货，经营竹货的行店

云集于此，形成华北最大的竹货集散地，被誉为“竹坞”。

1914年有．14种博爱竹器参加了在美国旧金山举办的万国商

品博览赛会，这些产品手工精巧，形式美观，受到海内外与

会者的赞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竹编有了较大的发

展，其中竹篮、竹门帘、竹架杆板、竹椅、竹沙发等多种竹

器行销全国17个省市自治区，颇受顾客欢迎。、 ．．

竹林是博爱县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竹子生产为竹区人

民的主要经济来源之一。。历代1日志中虽有不少竹的记述，尚

不能充分发挥其资源优势。博爱县志总编室，经过9个春秋

的辛勤笔耕，．将竹子单独编纂成志。全书共分11章，‘其资

料翔实，符合志体，结构严谨，文风朴实，语言流畅，富有

鲜明的地方特色，填补了河南竹志的空白。该志对研究竹生

产、竹文化和发挥其资源优势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

历史意义，具有收藏、研究和实用价值。‘ ，，

博爱县志总编室的同志嘱我为《博爱县竹志》作序，
●

有感而发，即以此文代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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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德政 ．

、 1995年5月18日

(鲁德政系河南省地方史志办公室主任、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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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本志以反映博爱县竹子的历史沿革、地理条件、竹

林现状、竹林管理和竹编生产为宗旨，积极服务于当前经济

工作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记述过程中集科学性、知识

性、资料性为一体，力求翔实、客观地反映全过程。
。

．、

·二、本志为小篇结构模式。’概述设于志首，内文为主体

置志之中，附录为志之尾。全志分章、节、目三级结构。

三、本志上限记始端，下限至1994年。在记述方法上
’

采用以时为序，从古至今，横分纵写。． ：。

四、本志书中行政区划按1994年现状分列。各类统计

数字基本上采用统计部门数字。有关统计性的数字，用阿拉

伯数字，五位数以上尾数零多的皆以万、亿为单位记述。

五、本志记述采用第三人称。计量单位使用国际单位记

述方法。但竹农耕作和产品加工规格及竹子标重仍按传统习

惯记述。

六、本志记述在清(包括清)以前纪年采用汉字，并用

括号标明相对应的公元年号，民国以后的纪年一律用阿拉伯

数字表示。

七、本志记述人物系在竹子生产、管理和科研以及竹编 ．

加工等方面作出贡献的行家里手，并在当地颇有影响的典型．

人物，均按生年为序排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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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博爱县竹志

八、1947年7月博爱县第二次解放前后、1949年10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

会前后，在文中第一次出现时写全称，以后分别称：博爱

放前后、建国前后、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 。

九、本志书采用语体文记述体，行文中一律使用规范简

化汉字。但志书中引证、辑录的有关文献和历史资料，}因其

出自特定的历史阶段，内容未加改动，保持原貌。‘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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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韵 竹林幽径

竹林近景



前排左起：高申敏李尚凤陈大军李俊禄杨永福

后排左起：王玉芬吴艳平张玉芹李建军



竹编产品



竹林深处的月山啤酒集团公司

穿越竹林的新济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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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博爱县竹志

第一节竹业手工副业⋯⋯⋯⋯⋯⋯⋯⋯⋯⋯⋯⋯⋯53

第二节名优产品·⋯⋯⋯⋯⋯⋯⋯⋯⋯⋯⋯⋯⋯⋯··55

第三节新产品开发⋯⋯⋯⋯⋯⋯⋯⋯⋯⋯⋯⋯⋯⋯59

第七章竹货贸易⋯⋯⋯⋯⋯⋯⋯⋯⋯⋯⋯⋯⋯⋯⋯⋯6 1

第一节竹集市场⋯⋯⋯⋯⋯⋯⋯⋯⋯⋯⋯⋯⋯⋯⋯61

第二节原竹销售⋯⋯⋯⋯⋯⋯⋯⋯⋯⋯⋯⋯⋯·⋯”63

第三节产品经销⋯⋯⋯⋯⋯⋯⋯⋯⋯⋯⋯⋯⋯⋯⋯65，

第八章t科研与成果⋯⋯⋯⋯⋯⋯⋯⋯⋯⋯⋯⋯⋯⋯⋯69

第一节竹子扦插育苗⋯⋯⋯⋯⋯⋯⋯⋯⋯⋯⋯⋯⋯69

第二节 斑竹开花初探⋯⋯⋯⋯⋯⋯⋯⋯⋯⋯⋯⋯⋯72

第三节 斑竹重量表的编制研究⋯”⋯⋯⋯⋯⋯⋯⋯·78

第四节产品加工研究⋯⋯⋯⋯⋯⋯⋯⋯⋯⋯⋯⋯⋯·79 ．

第九章竹子经济效益⋯⋯⋯⋯⋯⋯⋯⋯⋯⋯⋯⋯⋯⋯81．

‘第一节经济地位⋯⋯⋯⋯⋯⋯⋯⋯⋯⋯⋯⋯⋯⋯⋯8 1

第二节经济价值⋯⋯⋯⋯⋯⋯⋯⋯⋯⋯⋯⋯⋯⋯·?·83

第三节 经济收入⋯⋯⋯⋯⋯⋯⋯⋯⋯⋯⋯⋯⋯⋯⋯84 一

第十章竹文化⋯⋯⋯⋯⋯⋯⋯⋯⋯⋯⋯⋯⋯⋯⋯⋯⋯．87

第一节古诗⋯⋯⋯·?⋯⋯⋯⋯⋯⋯⋯⋯·⋯⋯⋯⋯⋯87 ，

第二节 熟语⋯⋯⋯⋯⋯⋯⋯⋯⋯⋯⋯⋯⋯⋯⋯⋯⋯93 ·

第三节 民谣⋯⋯⋯”一⋯⋯⋯⋯⋯⋯⋯⋯⋯⋯⋯·⋯·99 ：

第四节传说⋯⋯⋯⋯⋯⋯⋯·⋯⋯⋯⋯⋯⋯⋯⋯“103 j

第五节 书画·⋯⋯⋯⋯⋯⋯⋯⋯⋯⋯⋯⋯⋯⋯⋯”110
：

第十一章人物⋯⋯⋯⋯⋯⋯⋯⋯⋯⋯⋯⋯⋯⋯⋯⋯11 3 二

附录””””””””””””“”“””””””””””·”””“·123 ．

编后记⋯⋯⋯⋯⋯⋯⋯⋯⋯⋯⋯⋯⋯⋯⋯⋯⋯⋯⋯⋯155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