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莆 吉
刖 青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为给“两个文

明矽建设提供历史借鉴和现实依据，．我们在市纺织工业办公室的领

导下，编纂了《宝鸡市纺织工业志》，现奉献给为振兴宝鸡纺织工

业，战斗在各个不同岗位上的广大职工!

宝鸡纺织工业，特别是丝绸业，历史悠久。旧的县志上虽有记

载，但粗略简单，挂一漏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党和各级

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下，经过全市纺织战线两万三千余名职工三十

八年的艰苦奋斗，使全市纺织工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实

行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光辉业绩，更是蒸蒸日

上。因此，用新的观点、新的方法，新的资料编纂成书，载入史册，

势在必行，也是历史赋予我们这代人的历史使命。

《宝鸡市纺织工业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按照

“详今略古，详市略县，立足当代，回首过去”的原则，以生产力

的发展为主线，简明扼要地记述了宝鸡纺织工业的起源，发展、变

迁的历史与现状，及宝鸡纺织工业取得的伟大成就和经历艰难曲折

的道路。

全志章前为概述、大事记，章内设机构沿革、行业演变，企业管

理，职工队伍，人物等十三章四十九节，并附附录、各种图表，共十

八万余字f在编写过程中，编写人员先后在市档案馆、市志办资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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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纺织工业办公室档案室查阅有关档案九十五卷，摘录各种历史资

料二十万余字，走访知情人二十人次。全部志书的资料搜集、编

纂、修改、审定工作，历时一年零七个月。

由于编纂面广量大，且涉及时间久远，一些史料残缺不金，加

之人力、编者水平有限，虽竭力求全，但遗漏和谬误之处，在所难

免，殷切希望学者、同行斧正，惠赐补遗，使之更臻完善。

本志书编纂自始至终得到市纺织工业办公室领导的重视，市地

方志办公室的热情指导，省、市，县(区)各纺织厂和市纺织工业

办公室各科室的大力支持，积极配合，值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宝鸡市纺织工业志》编纂办公室

一九九一年一月



凡 例

一、《宝鸡市纺织工业志》是一部具有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

相统一的部门志。‘它是以宝鸡地区纺织工业发展的历史与现状为主

线i结合古今史料进行编纂的。

二、编纂范围系驻市区内的省属纺织企业和市直属，县(区)

属纺织企业，不包括乡镇纺织企业。 ．

三、全志设章，节、目三个层次，编写体例采取“横排类目，

纵写史实"的方法。。记述中，突出特点，兼顾一般。重点记述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三十八年来的发展史。

四，断限时间，上限追溯到本事业的发端，下限截止1987年

底o

五，撰写体裁为记、志、图、表、录，以文字记述为主，随文配以

图，表。

六，志书资料来源于宝鸡地．市机关文书档案，凤翔、岐山、

扶风、宝鸡、眉县，陇县六县工业志和十八个纺织企业的厂志，史

料。

七、采用语体文，记述体文体。以记述事实为主，寓是非，功

过，得失，盛衰于事实记叙之中，让事实说话。

八、引用历史资料，注明出处。字体一律采用国家正式公布的

汉字简化字，横写，分段，通用标点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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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历史朝代一律沿用>--j惯称谓，如清朝、民国⋯⋯。朝代纪

年统用汉字，在括号内注明公元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

公元纪年。

十、涉及到的地名，以原地名为准，并在括号内注明今名。

十一、遵循“生不立传”的惯例，不为生人立传。有突出贡献

者，采用以事系人办法记述。

十二、数字应用，凡公历年、月，一律用阿拉伯数字，世纪，

年代、夏历年月、年龄一律用汉字；绝对数用阿拉伯数字，非绝对

数用汉字，分数用汉字，百分比用阿拉伯数字。

十三，正文中不宜收入，但确有存史价值的文件、资料，皆收

入附录，以备查考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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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宝鸡地处陕西八百里秦川西陲，远古是中华民族最早繁衍生息

的地区之一，是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必经要冲，今为陕西省一座市管

县体制的新型中等工业城市，也是陕西省主要的工农业生产基地之

一。市辖两区(金台、渭滨)、十县(宝鸡、凤翔、岐山，扶风，

眉县，陇县、千阳、太白、麟游、凤县)，总占地面积l 81 75平方

公里，其中市区378平方公里，总人口305万人，其中市区35．2万

人。境内交通发达，商业密布，能源充足，物质资源丰富，工业实

力较强，科技力量雄厚，对发展纺织工业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

宝鸡手工纺织业，历史悠久，约始于六、七千年之前新石器时

代。在宝鸡发掘出土的古代文物中，有纺垂纺轮，标志着那时就有

了手工纺织业。周太王古公直父定居周原之后，设“百工，，之治，

各类手工业竞相发展。当时，扶风、岐山地区已有纺织、蚕丝、刺

绣等手工业生产。

近几年来，在周原召陈遗址，茹家庄西周墓、秦公一号大墓等

处，也发掘出代表不同时期纺织工业发展的麻、丝织品，如益门镇

竹园沟西周墓中，凝绣在铜器上的丝、麻织品，缠绕在青铜短剑柄

部的丝线残痕。南北朝时期(420～581)，著名女诗人苏若兰(扶

风人)用红、黄、兰、紫、黑五色彩线交织成的八寸见方“织锦回文

璇巩图”，表明远在古代，。宝鸡纺织工艺品已发展到相当高的水

工



平。

上述史料，说明宝鸡纺织业历史源远流长，但由于深受半封

建、半殖民地经济的束缚，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直至本世纪三十年

代中期。在此之前，没有近代纺织工业，仅有一些传统的手工业和

家庭式的作坊，多为农家自种棉、自纺絮、自染织，农村家纺户

织，比比皆是。尤以沿古丝绸之路的凤翔、岐山、扶风和秦岭脚下

的眉县、宝鸡等地为盛，迄今在农村，特别是贫困山区依然存在。

进入三十年代后期，由于陇海铁路通车宝鸡，加之抗日战争爆

发，宝鸡地处抗日战争大后方，陕西关中平原又盛产棉花，诱使民

族工业大批内迁，宝鸡新式纺织工业始得以迅速发展。八年抗日战

争期间(1937～1945)，先后在宝鸡市郊十里铺，玉涧堡、益门镇

及蔡家坡、虢镇、双石铺、凤翔、眉县建立300多家纺织厂，生产

合作社，其中：官僚资本企业3家，官办企业4家，官商合办企业4

家。规模较大，设备优良，经济实力雄厚的有从汉口内迁宝鸡的申

新纱厂，官僚资本家束云章所办的雍兴公司蔡家坡纺织厂，虢镇业

精纱厂、西北机器厂，公办的经济部农本局公营纺织厂和私营泰华

毛棉纺织厂、民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宝鸡分厂等。与此同时，应运

而生的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简称“工合”，下同)亦相继建立一批

织布、织袜、毛巾、毛毯，纺织机械修理等生产合作社，生产抗日

军需民用产品。这是解放前宝鸡纺织工业发展的鼎盛时期。当时，

纺织工业在陕西省占绝对的优势。民国三十四年(1 945)抗日战争

胜利后，大部分纺织厂因负债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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