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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蚕业沿革

本区兴桑养蚕历史悠久。据紫阳县志记载，远在西周(公元前771

年)，该县即“盛产桑、蚕、麻、棕、漆、茶”《华阳国志·巴志》o紫阳白马石

战国墓出土的戈上附着丝质织物残迹，估为本区最早之丝织产品。

1985年1月，石泉县前池乡出土的“鎏金蚕”，经鉴定系前汉文物(现存

陕西省博物馆)o北魏《水经校注·汉水》记载：“汉水右对月河谷151，山

有大坂，月川在中，黄壤沃衍，桑麻列植。”汉阴在唐宋时期，就有人将桑

树作为产业传给子孙《汉阴县志：一人物志·李袭誉传》。元代重兵革，轻

农桑。明、清两代，复将“耕农树艺，养蚕织绸”视为“王政之本”o明洪

武二年(1369年)，石泉县令谭衍“劝课农桑”。明成化十三年(1455

年)，兴安知州郑福以“省沃土，课民树桑棉，艺菽栗”，有政绩，深得绅民

称颂。清康熙，乾隆年间，视兴桑养蚕为“富民之道，立国之本”。当时，

本省兴平县农学家杨灿(音申)，“自髫年矢志经济，视仕宦为畏途。家

居躬耕讲学，从事农桑作业和蚕织著述”。他遍考南北蚕桑历史渊源，

博采各家蚕书而取长弃短，著成《知本提钢·卷五》、《蚕政摘要》和《幽风

广义》三部蚕书。乾隆六年(．1741年)，杨氏将其著作同所缫水丝和所

织绢帛，一并呈验陕省当局．，呼吁重振关中蚕业。引起陕西巡抚陈宏谋

重视，将其“招之来省，设立蚕馆，发给工本，养蚕织缣”。乾隆十四年四

月，陈宏谋在给朝庭奏疏中称：“陕西幽、岐艽地，蚕桑之事，自昔为盛，

日久渐替。查西同、风汉、邻(音宾)乾等府州，皆可养蚕。今令地方官

身先倡率，广植桑株，雇人养蚕。并于省城置机、觅匠、织缣，此次迸呈

之缣，即系省城所织。‘民间知种桑养蚕均可获利，今年务桑者更多。计

通省增种桑树已及数十万株。从此渐加推广，陕省蚕桑之利，可以复

兴”。1‘杨灿的努力与陈宏谋的倡导，对恢复关中蚕业起了有限作用。但

对本区影响较大。嘉庆十三年(1805年)，兴安知府叶世倬将杨灿蚕书

择其精要纂成《蚕桑须知》，刊印发行。并为之作序说：“古人蚕桑之教



起于西北，今则其利尽归东南。秦人知农而不知桑，一遇旱潦则饥馑随

之。不知蚕桑之利倍于衣，而其功且半于农。毋乃先代之失传，亦乃有

司劝课之未详欲?乾隆初；兴平杨’氏惜乡犬坐失衣被之利，独取古人成

法，一一躬亲试之，无不验者。于是纂辑《幽风广义》三卷，其于树桑、饲

蚕、缫丝≤织侄之法：；具存次第，．涤理倦末，复述以树桑老道：菇田。夫野老皆
酊通硗薏一去《农径》j、《蚕经!》；f《齐’民要术》乒f民必用蠢诸鹊Ij乍．不撵悉要。，

不若：盼秦人之书为秦大劝；i则苑倍而可证邋j÷缓以．《蚕桑》两卷择奠精

要§：称瓣剞劂{必期i山：农简明易i晓≥其余则姑2略焉≤濒?日《蚕桑须知眺。凡
我±庶j，其余依法行之。’；不久；滑艇以筵圣输疗渤I·l瓣：重农桑以是衣食多鲁

条肉有i埘桑养蚕赊渐矩瑟四州n溯讹汐|、李余省多乔宜?’‘之匀；囊陈凝洪郡树
桑养蚕是孬适宜?c：：眭氏叉颁发《示兴郡绅j民急宜树桑养：蚕渝糖，弓lj经据

典濡理纠正兴郡不宜树。桑养蚕老误裁并督促绅民‘‘春令瞬届i：所肴养
蚕器炖急宜遵照前颁书图式购办i j并预购蚕种了以备=：应涌：≯切勿狐疑

泊误了裔负拳府钦遵圣谕j谆谆为渫狐民衣食本癔?誊弹作诗涪赋：，劝民

业霉二诗。目量?幽风耕笔刚目兽诸营何事秦农添业蚕?：桑柘山；嗽随处有；休

教美剩属东南善’；汉阴丽通簇|J钱鹤年遵照府示j，积极劝谕多民兴1桑养蚕三
他发现当地参民养鎏暴1取：丝、织缛．0律帛添得其浅∥戚茧松而耀实_取丝
粗丽’色培’擎丝绢杰不均洁≤作痛不能润厚X：便从原藉浙东带来蚕种；；并

延善垂养蚕者来鼙瑟，·教展兴桑。；养蚕；、取丝支织绸‘§f器帛慈法棼嘉庆老六

每姐踟g聋参誊钱：氏。拯其《疵植桑树谕》申说；：i鬈饲；蚕至奎眠时厂叶上微撒
石灰私喳成茧；紧密瓶；窦≥．：煮茧：需厨河撒．，‘釜中宠。茧环瘟、多著巍不宜久
煮篙。：每丝。根熏茧数枚?空取丝细赛譬织绢光匀；雅常润擘0涪÷：l现在封匕
参周代朝家已将其‘法养蚕织绢≥导南省湘，等。浦鹭，居民饶饮选栽种桑
手余株。j已成犬树毅＼百：余株，韵属可嘉§·翼经零分府会伺本府给景僵
额，跳丽鼓励密寨譬0·道光滞瑶争至王书四年(；i835每1躺j箨9≥渐东孝
廉陈仅任紫15隧安慷绷县’：勤醚睬民：i，极重液桑j竺剥《艺苕集》。；劝民种

植备荒鼋’粼蚕桑示魁教民树桑养蚕。’埯胨．氏；巍《紧阳县志》作瘭说二“余
之矛紫民也冀规种构jj错种桑．，劝种蓍丝盼为储积莲再至墨譬≯因政绩
卓著；：嵩任时譬民庶遣爵，：愿借寇而未能翘l?丢骺蓝《雹侯陈公去；恩碑》似



资纽念∥道光童卡·芄军孓1 848：：罐)：：《蕃泉县志；火物惑谚语搽’2饶车灭
浏冰泰翘妻募氐其孑文秀≯邑痒生尝；垮读《蚕寨须哭酚书’；聚妇瑟而听
乏吾故其家事蚕桑藩饲÷÷夏缫：：袄冬络纬：赢织1≯继之以夜?’：享，茏绪差卡
蔓牮(i：-896，年。)琴兴安简麻鲞兆蓉主持制褥《蚕桑衙要章程》c，细述树桑；

养蚕j缫丝溅，并’为老作婷黼乾嘉戳前：，其利不著i，遂厨缫丝溶茧天
多谙’习i_、·蒜获剩者七魄鬯；幕爹’‘-y6-‘．馨罐种植采剪宋谱良；法；眯薄丝粗雩和犹

采尽：％。g兹采蓉势i成法≥诲为《蚕桑简要章程靛分簪各肩；、惩我董庶i．重

相劝勉誊地谨佃嘻⋯；重相畜禁专j推产葱；精选老；数年邃哆酌美褙溥而风俗

博≥岂j害甚盛事茜够：。：清莱，本拯安康≮·涎阴之吞荔羽吩道丘陵地区洪桑养
蚕均有较大发隽邕、沈：拟受康五望：铆辩≥带菇佳善：毫据《垂修兴安俯；恙》
记载；安康篡西乡田亩膏腴专棉桑遘野渤黄织。富’申金境％!j皇觐刍辟
欣欣向荣景象0槿积极循导唆展蚕禁垂萨酌；向瞒；霉璧地秀．官吏亦注
意培养蚕桑入才毒宣统多军(．1911@律，)；：安词耄知县榔檬光泡圣力霉艺秭蓥业
学堂，并设有桑匾<蚕窒÷匦粥专仪器供学生实习善?所用教糍垮灰：摩本蓟
进≥、即有《蚕噩泛论学》《土壤肥料渤．※桑树栽培学》、檬蚕饲养学漱
《蚕体维‘理学》i《蚕稚，唏0丝学》誊：民j昏萎年岱9{3肄≥：≥紫：骚腿知葶刘式
～金主持创办÷瑟种蚕梗，算资勘该强汉至城炎壬雨谟趁日，零薛学饔桑毫
同时越日溜}学蚕桑的香凝皋县‘漳海坪i人陈虢’；陈回国循：-静在安康苞
种蚕业学堂任教三．：并旌薄河辉和县城教场坝兴桑养蚕；戏受桑树公社冀
泊任社长喜j后厌医，：建茸廊曾位零省；政协爽安椒；孓民；国魂浑藿：民国
三千年；本陵蚕业．处于平顺泼；展，时期：0：蚕业坏粳乜i成为农村熏要家庭

剖业若而且对集镇繁荣起：了重要作佣譬j缨桑；丝瑜绍韵!地辔≠安康有桑

园铺埙耥_沈桑铺：÷桑溪鳙0石泉有丝艮坝0：安康：汲阴j’i紧阳、0石泉
县城和÷些人涵：稠密：、交通方使韵集镇，冠相继成为较集：中：的蚕丝窆建易
市场j民国十兰年(匆辑年K陕西省府‘份调．查报告表明；，当时安康县

拥有湖桑灌桑暑咖余公顷0筝产；士墼I疆．．班苦：民眉犟牛．年(疆9堑j攀)奎
区蚕茧总’声落j工复9．5：赢两；咎：垒省萨量的}73。逮％∥为誉匿建国前年彦

蚕茧最高永梁誊此时；乒丝织绍壤遍及城乡。。j÷就萁规模和’繁荣状况晷：；首

推安康西乡：t主、彪店、洋溢河之带毒萁勰溅阴城关潮；：：l瞧i誊蒲溪一



●

，

带；再次是安康城关地区。据部分业者回忆：王彪店、洋溢河_带的丝

织作坊，拥有单机者千余户，拥有3至5台织机者、百余户，拥有5至7

台织机者50余户。首户为王彪店源顺和丝坊。该丝坊创办于民国八

—珲(。i万年)：殖友资7#银-N 510100。元i三十年代初期硼有弦莉2问琢
机18台，长年顾工60余人。。丝织产品有巴绸、绢绸、绫子、花丝葛．、五

丝缎等等，品种凡多，质地优良。汉阴城关及涧池、蒲溪一带，不少农户

、和城镇居民以经营丝坊为谋生手段。所、产花丝葛及各种丝帕，色泽适

度，经久耐用，成为畅销西北各省的传统商品。安康城关经营丝织作坊

者50余家，拥有织机百余台，从业人员600余人。另有从事各色丝线

经营者10余家，年经营丝线40000余斤。经营蚕丝及丝织产品，价格

稳定，利润丰厚。安康、汉阴、紫阳、石泉等县一些商户，争做此项“稳当

生意”，获取巨额利润。仅安康城关，专营或兼营丝织产品的店铺即有

天厚生、钰源长、聚顺生、义聚福、义聚生、聚丰厚、燮昌永、富德堂、福聚

源、福聚祥等十七、八家。资本雄厚、经营规模最大者为天厚生。民国

十七年(1928年)天厚生一次就从汉阴涧池、蒲溪一带购进生丝一万多

斤，顾用百辆独轮手推车浩浩荡荡运回安康。各县商户经营的生丝及

丝织产品，除小部分就地销售外，大部分经过整理，分类装箱，销往外

地。其销售方向一是陆运西安、由西安转销西北各省；二是水运汉口，

由汉口转销东南各省及港、澳等地。抗日战争时期，特别是解放战争时

期，国民党政府为维持其统治，内战不休，民不聊生。不仅极其残酷的

剥削压迫农民，而且对商业、手工业亦横征暴敛，倍加摧残。加之天灾

不断、匪霸横行，交通闭塞、技艺落后，农业、商业、手工业遭到极大破

坏，蚕桑生产随之急剧衰落。至建国前的1949年，全区桑园面积仅存

1．1万亩，生产蚕茧’20．76万kg?只占抗战前最高年产量的17．9％o ．，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建国以后，＼在中共中央、

、国务院领导下，各级党委和人民政府高度重视农业，重视蚕桑。在蚕桑

生产上不仅制定了一系列方针、政策，而且在资金扶持、培养人才、推广

科技成果方面作了大量工作。推动了蚕桑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建国后的40年，是本区蚕桑生产大发展的40年。1989年全区桑



园面积已达339．204亩；养蚕2．44181张；产茧729．9万kg o桑园面积与

蚕茧产量分别为1949年的30倍和34倍。四十年间，本区蚕茧生产年

均递增加9．3％；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年均递增13．6％‘；

1987--1989年，年均递增17．1％。步伐加快，形势喜人。一个以蚕桑

生产为基础，以丝绸、绢纺工业为龙头，对本区经济建设具有深远影响

的骨干产业正在逐渐形成o ，’

．建国以来本区蚕桑生产的恢复与发展，总体看比较顺利，但也不是

一帆风顺。随着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经历了一个“三起两落”的曲折

过程o
‘

1950年一1958年，随着土地改革的完成和农业集体化的实现，广

大农民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各级党委和人民政府因势利导，在蚕桑

生产的恢复与发展上作了大量工作。一是从四川、江苏、浙江等省调进

一批蚕桑科技干部，并通过他们培养本地科技人才，组织蚕农学习科学

知识，提高科学兴桑，科学养蚕水平；二是发动群众采桑籽、压桑条、育

苗移栽，不断扩大桑园面积。并从1956年起，有计划有组织的引进荷

叶白，桐乡青等桑树优良品种；三是引进推广二化性优质蚕种，淘汰一

化性土蚕种，1956年基本实现良种化。1955年引进秋蚕良种’45张，试

养成功，平均张产蚕茧55．1市斤，结束了本区一年只养一季蚕的历史；

四是着手蚕种场、催青室的基本建设o 1955年9月14日，陕西省农业

厅决定在本区安康、汉阴、紫阳修建三处蚕种催青室。1956年经过认

真调查和返复酝酿，决定在安康县大同乡谢家岭建立安康地区蚕种场。

安康专署委派温玉林、曹其栋负责选址征地，开始筹建；五是在安康j、紫

阳、汉阴等县建立以推广蚕桑科学技术为主的农业技术推广站。结合

不同地区’，不同季节蚕桑生产实践；组织蚕农普及新技术，总结新经验，

不断提高兴桑养蚕水平。此阶段历时九年。由于各级党委和政府重

视，各项工作抓得扎实，蚕桑生产得到较快恢复和发展o 1958年，全区

桑园面积扩大到3．249万亩，比1949年增长196％；蚕茧产量达到85．5

万kg，比1949年翻了两番，同时涌现出一批兴桑养蚕的先进单位和先

进人物。当时安康县被列为全国蚕桑发展最快的四县之一。安康县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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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总的情况是进展比较缓慢，措施不够坚强有力”。《通知》强调：“今年

每队一亩苗圃+韵任务，只许超过，不许减少，只能搞好，不能敷衍塞责”。

5月。20日，地委、专署专门召开了育桑苗工作会议。地委书记韦明海

和副书记郭毅分别作了长篇讲话。‘会议确定：一队一亩苗，其中：桑苗

五分，柿子苗二分，其他三分；全区育桑苗10000亩，应以籽育为主，埋

条、、压条为辅；每亩桑苗要成苗1．5万株，十亩桑苗秋季要增养二张蚕；

育苗要有专人管理j秋后要达到苗高一公尺。会后，从农村到城镇，从

机关、学校到厂矿。、企业，一场轰轰烈烈的育苗运动全面展开。是年春

蚕空前丰收o’7月5日，地委、专署又及时召开了“全区养蚕先进单位

和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o会议总结交流了春季养蚕务桑经验，表彰奖，

励了248名养蚕先进单位和先进生产者。专署杨安仁副专员作了总结

报告，地委书记韦明海再次作了长篇讲话蛐与会代表向全区广大干部

社员发了《倡议书》，号召大家积极行动起来，育好桑苗，养好秋蚕，为夺

取全年蚕桑生产大丰收努力奋斗o 7月11日，。中共安康地委全委会议

正式通过《关于大规模发展蚕桑生产的决定》o《决定》有十项内容：

(j)蚕茧生产的奋斗目标．．．⋯·从明年(1966年)起，用五年左右的时

间，力争全区蚕茧生产量达到1000万斤；(二)积极开展育苗植桑．．．⋯·

地委要求，除少数生产队不宜育桑外，一般一队育苗半亩，全区育苗

i0000亩，每亩出圃1．5万株，秋季苗高lmo全区植桑一亿五千万株左

右；(三)培育桑树分两步走：第一先荆桑化，第二逐步实现良桑化；(四)1：

集中力量打歼灭战．．．⋯·蚕桑生产究竟是大发展，中发展，还是小发展?

⋯⋯地委意见是大发展，大规模，大搞群众运动；(五)加强经营管理；

(六)大力发展青竹生产：为解决蚕具提供原料；(七)加强各部门的配合

支援工作；(八)培训技术队伍；(九)树立前进的样板；在发展蚕桑事业

中，深入开展学大寨的群众运动。⋯⋯开展比、学、赶、帮竞赛，逐步实

现“一帮一，一对红，一带二，一片红”o(十)加强领导和干部蹲点：“要

把发展蚕桑事业列为各级党委的议事日程，定期讨论研究，具体指导”，

“专j县、区、社各级要成立多种经营领导小组，生产大队和生产队要有

一名队长专管蚕桑生产”o’秋季各机关、学校、厂矿、企业利用苗叶，普



遍开展了养蚕活动。部分单位给职工干部院发了桑剪。桑锯j桑刃三件

工具；要求做到会育苗，会务桑、会养蚕6j为帮助新蚕区尽快：掌握兴桑

养蚕技术；地区从安康县选拔100名有养蚕经验的辅导员，-分赴石一泉．L、

．平利．、旬阳、白河等县辅导养蚕。同时在安康、汉阴、紫孵÷岚皋、、乎利五

个县的15个区，130个公社j91452个大队，开展了“万张蚕茧丰彦方’’活

动，取得了丰硕成果。丰产方内’当年养蚕．14168张；张产．达到‘．57 7 7；：市

．斤，比全区平均张产54．4市斤，高出3：2市斤。经过全党全民共：同，努

力，蚕桑生产形成了迅猛发展势头。是年全区培育桑苗,1470ff亩：(其中

一半是实生苗)，比1964年净增1-2000亩；养蚕27304张．，比19钒聋净

增4252．5，张，蚕茧产量达到75．445万姘；比i964)．年增长54％7善：i固66

年上半年，本区蚕桑生产仍按预定计划飞速发展：’下半年虽有譬文化太

革命”干扰，但1965年形成韵大发展热头未受影响6。是年桑周面积猛

增到15．61万亩，蚕种饲养量达到34242．5张：蚕茧产量达到94j511‘万

kg。1967年，‘随着“文化大革命?’严重动乱出现；各级党委-政府工作陷

入瘫痪。社会上一些人把发展蚕桑生产当作“修正主义。’'批判：，狂叫要

“拔桑树，挖修根”o将韦明海等地、县领导同志倡导发展蚕桑生产的功

绩，诬蔑为“修正主义罪行”，关牛棚，受批判。是年；育苗植桑基本停

止，桑园面积下降到12．89万亩。．但桑树在生长，桑叶在增加。，广大群

众亦深知兴桑养蚕的好处。，所以，尽管有人破坏捣乱，全年养蚕仍达到’

38931张，，产茧量达到95．395万kg c『一’ ．．“ ．-’一i≮一

1968年一1978年，是我国遭受“文化大革命”动乱之害最严重的时

期。本区在蚕桑生产上，基本上处于时冷时热j时搞时停状态o、有对也

作过一些努力，但始终没有恢复1965．年至’1966年的元气。一在这段长

达i 1年的时问内，育苗活动零敲碎打，桑园面积徘徊在7至．1c!万亩之．

间，1975年猛降到6．j 16万亩。令人欣慰的是：大量桑树处在高产期，蚕

种饲养量和蚕茧产量仍在缓慢增长c『+1972年蚕种饲养量达到。52231

张，蚕茧产量达到122、82万kg；超过．1931年历史最高水平。：安康县产

茧50．5万kq；跨入全国县产万担蚕茧行列o 1978年蚕种饲，养量达到

72511．张，产茧量达到181．145万kg，为1949年的8．’7倍。．。、·。一’jj·



羚?j甥酾鹱9辱焉本区蚕暴；生产进滤意食稳定、迅速：j协调发展的新
黟期葑哆嚣每：：1{猢爵史恭巾央召焉予卡》掘三屯金会象提磷．孑党在社
盒麦必飙级阶段的总倭务总方．针；·奥定j琶全党蛋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

会盎义现斌讹建段型来。锶瓣g矩j$j月，．，：申共凌：康地委召开了荽地}区四

级书记会蠼文：对杰区凑业生麂方针傺孑。陕重：研究；i提出了专实现粮食
泊足有}余喜本力发展眺栋德牧为窿．缒多种经营}：’的指导思想’，；并把发展

蚕爨列为多种经营的：五太骨乇项目：这手≮，‘t980年2月‘?26j：日，，冲共安康

地委再次作’出匿《关妒太询’发展蚕桑生磬的辣定瓤：要求誊全+匿t980年
．彦蚕茧哒氆2筠页姆：；i：；9跬每达到：3吣溽：蟮；姻85年达到：，5舯．万的卫。
；《魄定》发表以后；进枣步提惫磊虑太承部群众办妊桂会主义蚕业的积

极性：蛊．农撼实葡联。产、爨包责任制毒廷给发展蚕：桑生赢注太孰、晦活力、。

这繁对期溅区蚕桑聋孝发融懒兄最好蝴j∈；．1其I母；也出现过波动b
爽俺膊况是攒疆9，锻至：11982律：；霉茧：产量每薛i以j÷丝¨5呖的速度递增j
归蹈年至二198筻每0蚕尊麝量每锥递增{3办％‘辽9躐年至1】|989：年；；i蚕茧产
量每隽递增疆7叠1％：磊逝羁犟本、区蚕业：形热：本妊≥是与地委§行署’的．重视和各级党蚕!瓣的；努秀分不开的毫?Jrl鲷7：霹：零；且、：‘在地区衙嚣召趼
钧蚕粟歪作会议上；地委鞘己阎，酉贤高嘁?蚕颧岁羔．，‘并向’庵太壬都群
狳发出?铺氧盖地植象￥f墨蚕茧彦量翻；番’¨‘皆毛j抓发展‘≯簧抓效益!’

韵曼召麓行署寿员魏明：生崔会洼；作焉题为《。浚结经验i需鼓币劲j：把我

区蚕桑生产推向一个新阶段》的报告b：此后l在虚簏爵!f专员正．万友≮王
寿森囊持歪。湿拙j露本区蚕业生彦瓤的奋饕；黾标}警垂992：年金呕蚕茧
彦量达到i稻Q：玎岣辫锣5i颦蚕萤产量达到÷‘删ooj万k9．丈20∞辱蚕茧声羞

达到i耋‘51口|!p恧k6j制定冠《寒．康地?医蚕桑生声基地建设规划淡《安康挑
区蚕种生意扩建与啜划；》和鬓豢；番大爽。发展；蚕漾生声盼蓿；千：政策j规定溉
安康交紫阳≮窆艮阴0石泉‘冉剩≮岚羞擎、旬佣县委≮．县政府也相继：作出呵it
些奖励蚕墚懿的决定￥政策：规定毒：j办法麓参方筹集资金j，扶持发展、蚕
桑生彦菪￡省委潮旅省本太≮省政协的；领犊同志：；赙本，区蚕桑生产徘
常羡砖爿瞵支持蔷、每次来安康视察玉；作或召开菇公会议；≯都要挝惘蚕
桑，研究蚕桑，?为蚕桑生产出谋划策0解决具体问；题毛；!D891年：2月≮省



人大副主任韦明海同志来安康视察工作，盛赞“安康地区蚕丝生产发展

很快，效益很好，潜力也很大”％夔就蚕丝生产和经营中的几个问题向

省上有关部门写了《书。倚建议》≯同年+3j月：i省政府特邀顾问张斌同志

来安康视察工作，在听取汇报后说：“安康蚕桑占全省90％，全省蚕桑

形成一点气候的只有安康泼碾前暴很好苫：：恢复陕西的‘丝绸之路’，希
望在安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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