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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 州 蚕 桑 志

凡 例

一、定名依据地方志统一要求。

二、上限不定，下限至1995年。

三、1983年前为地区范围，1983年后为现行政区划。

四、本志记事，详今略古，横分门类，纵向叙述，按专业内容

设章、节、目层次。

五、采用记述体的述、记、录、图、表并用的综合体裁。

六、资料来自历史文献、档案和口碑资料，一般不注明出

处；采用数字多以生产统计为准。

七、计量单位，1984年以前采用蚕桑生产照实记载，1984年

后尽可能使用法定计量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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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在进入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和

新世纪开端的第一年里，《徐州蚕桑志》在市地方志办公室

的指导和市丝绸公司(市多种经营管理局)的领导支持下，

经过全体修志人员的共同努力，终于出版面世了。这是我

市蚕桑丝绸界的一件大事，也是我市文化传承事业的重要

组成部分和最新成果之一。

《徐州蚕桑志》全书共分八章约14万字，大部分资料来

自历代文献和档案资料，亦有采自口碑，皆弥足珍贵。内

容涉及从栽桑养蚕制种到丝绸加工业在徐州的历史现状、

经验教训，尤其展示了贯彻改革开放政策以来蚕桑业所取

得的巨大成就。编纂本志的根本目的，在于为今人和后人

提供完整系统、准确全面的地情资料，起到“资治、存史、教

化”之功效。

栽桑养蚕在徐州地区有悠久的历史，早在唐宋时期就

已成为全国重要的丝绸产地。据《唐六典》贡赋记载，当时

徐州地区的各种丝织品曾被唐政府限定进贡纳赋之用。

后来由于历代王朝征战不息，徐州又是兵家必争之地，频

繁的战乱对生产力造成了极大破坏，所以南宋之后蚕桑生

产便日趋没落，至解放前夕已频于绝迹。解放后由于党和



政府的大力提倡，蚕桑生产才有了新的恢复和发展，1995

年全市桑园面积突破四万公顷，居全省第三位，并且成为

全国五个桑园面积最大市之一。然而，由于地市演变和管

理机构多次调整，对蚕桑生产情况的记载缺乏连续性，一

些历史资料文献繁杂、分散，难以有效利用，这部《徐州蚕

桑志》的出版面世，结束了徐州无蚕桑专志的历史，将为更

好的了解徐州、认识徐州、发展徐州提供借鉴。

本志的编纂遵循了志书修订的一般原则和方法，具有

鲜明的地方特色。编写人员在长达十年的资料收集整理、

鉴别考证、制订篇目和撰写志稿、组织专家评审等过程中，

虽有断续，但也焚膏继晷、精益求精，数易其稿才定版付

梓，殷切期望能在繁荣我市茧丝绸行业中起到更大的推动

作用。

丝绸以其独具魄力的服饰性能和深邃的文化内涵，一

直被誉为“纤维皇后”，在消费越来越注重环保和倾向于回

归自然的今天，进一步开辟国内外市场仍有极大潜力。在

《徐州蚕桑志》即将出版之际欣然命笔代序，以志庆贺，谨

祝新世纪徐州蚕桑事业更加繁荣昌盛。

髟以强黝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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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1·

概 述

“麻叶层层荧叶光，谁家煮茧一村香?隔篱娇语络丝

娘”。这是宋代文学家苏东坡在曾作为汉高祖刘邦故乡的

徐州任太守时(1077年)描写徐州古代蚕桑和丝绸纺织业

盛况的词句。在历经千年沧桑巨变与兴衰绝续之后，这一

古老传统产业终于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农村产业结

构调整的大潮中获得了新生，至“八五”末，全市从桑苗繁

育、栽桑养蚕制种、蚕需物质供应到蚕茧收烘、缫丝织绸、

服装加工及技术推广等环节齐全，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完

整的生产体系。尤其丝绸产业从无到有、由弱到强的发展

历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徐州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也是

徐州对外开放与经济发展的一个缩影，预示着千古龙飞地

更加绚丽多彩的美好未来。

(_)

徐州古称彭城，居苏、鲁、豫、皖四省交界处，所谓“东

襟淮海、西接中原、南屏江淮、北扼齐鲁”，相传为古代九州

之一。蚕桑生产起源予黄河流域，由北向南发展，徐淮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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