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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兖州植桑养蚕、缫丝织绸的历史j已有数千年之久。据我县王

因古墓群出土的石纺轮等文物考证，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中期的大

汶口文化，唯年代深邃，无文字可征。商代甲骨卜辞，是最古老的

文字记事，虽有桑、蚕、丝、帛等文字出现，但多是殷王朝问神信

鬼的占卜记录，亦无蚕事专记。能够记载历史上蚕桑发展的典籍，』

始于春秋战国。《尚书》．．(禹贡)就是战国时期人们记载古代山

川形势、经济地理、物产贡赋的古文籍。它记载了夏禹平水土，全

国划分九州，第一个就是兖州。《禹贡》在九州物产中记述了-兖

州桑土既蚕，厥贡漆丝，厥篚织文一。《诗经》何风”、 “雅”、

“颂一各篇章和《孟子》都大量记录着西周至春秋战国间鲁国地域

的蚕织活动(汉司马迁《史记．周本纪》记载，负夏(今兖州县)属

鲁)。当时的鲁国已成为蚕织重地。，“孟母断机”、 崔曾母投杼一‘

的故事足可看出家庭纺织业的普遍存在。从我县大安李村出土春秋

时的殉葬铜蚕及鲁秋胡戏妻(秋胡妻墓在今漕河区甄桥村)的故

事，亦可证实兖州地区植桑养蚕在春秋时期就相当发达。蚕桑和丝

织生产，两汉和唐代为最盛时期。至宋室南迁，我国北方的蚕桑重

心移向江浙之后，我县蚕桑生产虽稍有减退，而个体手工丝织作

坊，却有增无减。到明末清初，则不如周村发展迅速。辛亥革命

后，丝织行业尚称兴盛，唯生产规模未能扩大，仍是民营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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坊。建国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恢复和发展此项事业。至八十年代

初，蚕桑生产已达到历史上昂好水平。从已征集到的大量实物和文

字资料，足可证明兖州县人民在这块古老而肥沃的土地上从事植桑

养蚕，缫丝织绸有着悠久的光辉历史。但是，以专志形成记载这一

对人类历史的发展起到重大贡献的生产活动尚无先例。

盛世修志是历代修志的基本规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兖州县百业俱兴。在这大好形势下，《兖州县丝绸志》编修班子建

立，韭于1 986年7月，开始征集资料，．设目撰写，至1988年4月脱

稿付印，历时一年又九个月。 “丝志”资料翔实，内容丰富，体例

较为完备，它既可弥补本县地方志的空白，又有助于人们对本县蚕

桑丝织的历史全面了解。同时，也能使人们总结经验教训，为今后

的蚕桑生产提供借鉴。总之，将有益当代，惠及后世，对社会主义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起着积极作用。 一

本志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丝绸公司领导亲切关怀，大力支持和

县史志办公室的指导。以及县委党校、档案局、林业局、统计局、

多种经营乡镇企业局、地名办公室、图书馆、博物馆、气象站和济

宁市丝绸公司丝志办公室等单位提供资料，鼎力协助。理当标列卷

首，聊表谢忱。 ‘“丝志”的撰写过程就是编者的学习过程。由于时

嗣短，．水平低，虽经黾勉为之，但缺点、错误仍在所难免，诚恳地

祈望史志家和读者，不吝赐教。
’

’，

一九八八年四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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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的时间断限，是起于1840年，止于1985年。为了记述

的需要，个别章节略有上溯。

二、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党的路线、方针、

政策为准则。力求达到思想性、科学性和实用性的统一。突出时代

特点和地方专业特色。 。

三、本志编纂原则，本着实事求是，详今略古，立足当代。用

新的观点真实地反映全县蚕桑事业的面貌。

四、本志是以收集出典精确，信而有征的古今资料为依据撰写

的。史料虽多，难免冗杂讹谬，精糟韭存。如一一罗列，则徒增篇

幅，反成累赘。采取去劣存优，删繁就简，择其既有历史价值，又

符合逻辑的部分使用。其他资料尽管与本志有关，也不惜缩小篇

幅，尽皆删去。

五、太志为横排纵写。设篇、章、节、目四层结构。共分十

篇，二十三章，12．5万字。版本为1 6开纸，以通用简化汉字印刷。：

六、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体。以文字记录为主。对桑树形

态、成果数据均用图表显示。为清晰地反映事物面目，志内嵌入部

分照片。

七、志中出现的人名，第一次只冠以职务，一概不加同志等称

谓，再次出现即直书其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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