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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历代不衰，源远

流长。在全闲各地普修新方志的热潮中，潍坊市丝绸公司根据上

级的统一部署，在潍坊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和LlI东省丝绸公可史

志办公宅的领导下，我们成立了丝绸志编纂领导小组，经过四年

多的努力，终于完成了《潍坊市丝绸志))的编纂任务，这是潍坊

市茧丝绸事业在文化建设方面取得的一项重要成果。 ．．

潍坊市的茧丝绸生产，历史悠久，古今称盛。建囝前，在清

末民扔进入兴盛期，民国初年至z-t。年达到鼎盛，在社会经济中

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建国后，茧丝绸生产仍然是农村一项重要的

副业生产，对社会主义建设和改善人民生活起了重要作用。但关．

于茧丝绸的发展历史，在历代史料中从未系统的记叙过，为了总

结历史经验，找出茧丝绸生产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规律性，故

编纂一部具有潍坊区域特点的丝绸志势在必行，使它能起到资

治，教化、存史的作用。

本志在编写过程中，力求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方

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

实事求是地反映潍坊市域内茧丝绸事业发展的历史和现状。力求

做到观点正确，资料翔实、体例完备、特点突出、语言通顺。但

是，由于我们的理论，业务、写作水平所限，难免存在着很多缺

点和错误，诚恳的要求领导和同志们给予批评指正。

本志在征集资料和编纂过程中，曾得到山东省丝绸公司、潍

坊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省图书馆、市档案馆、青岛市图书馆

档案馆、临朐县史志编委会、潍坊纺织品站，各县丝绸公司史志

组等单位和个人的热情帮助和支持，在此特表示感蝣。

l 9 8 7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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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 例

一、本志记叙了潍坊市茧丝绸事业各时期的发展状况。采甩

了以事分类，横排怪写的形式。在文体上采用记叙体，运用丁文、

图、表、照片等表达形式。

二，在记叙内容上主要从近代开始，因茧丝绸事业在潍坊市

历史悠久，故有的资料追溯到古代。下限截止到l 9 8 5年，但

有的内容，涉及到l 9 8 5年之后。

三，在记叙中，凡公历年月H，年令、金额、计量、统计数

字和褒格一律嗣阿拉伯数字表示。历史记年，先婀阿拉伯数字书写

公元纪年，再用汉字在括号内注明当时通用的习惯写法。习惯用语

申的数字谢语和成语中的数字及数字专门名称，一般用汉字表示。

四、本志分章节目几个层次，共分十二章。通过对建国前后

茧丝绸事业发展状况的记述，体现了此项事业在各个历史时期所

处的经济地匝，作用及发展特点和规律。在第三章蚕茧部分中，

因蚕茧生产历史悠久，内容较多，故篇幅较长。同时潍坊市鲁桑

品种优良，资源丰富，为历史悠久的地方品种，在全国桑树品种

资源中占有重要地位，特作、了较为详细的记述。临胸桑蚕、昌邑

柳疃丝绸、明代f与桑、建国前后益都蚕业技术指导机构四部分，

具有潍坊市茧丝绸事业的地方特点、时代特点、专业特点，特作

专题写入附录部分。

五，在有关章节中，属技术方而的内容，因住教科书籍中记

述详备，未作详细的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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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 述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养蚕、缫丝，织绸的冈家。据古代传说，

我国养蚕、缫丝、织绸是黄帝的妻子嫘祖发明的，也是她首先向

人民传播的。但是从养蚕，缫丝剑织绸这样复杂的过程，哪能由

一两个人独创得出来!它必然是勤劳智慧的劳动人民在长期生产

实践巾创造出来的。古代的这种传说，只不过表明桑蚕生产在我

国很早就开始罢了。

潍坊市为古老的蚕乡。植桑，养蚕、缫丝、丝织业有悠久的

历史，古今称盛。据1965年，在益都县王小公社苏埠屯商(公元

前1600年一前1100年)墓中，发掘到一些玉饰，其中有一种是

玉蚕r，形态逼真。殷代的奴隶丰，把玉石雕凿成蚕形，作为自

己的饰物，说明+^．青州一带人民早在3500余年前的商代已有了植

桑养蚕业。 ’

据史料记载，商胤时代，山东省气候逐渐坐暖7j，优越的自

然条件加上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为蚕业生产的发展提供丁有

利条件。黄河流域足中华民族的发源地，齐国义是周窀主要贵族

的封国，因而西周到春秋战国时期，齐囤已成为全国桑蚕生产最

发达的地区之一。据《禹贡》载：。青州厥篚糜丝，则齐宜蚕；即

宜桑也竹。 ((谷梁传)》中记载齐桓公十四年(公元前677年)

“王后观蚕，以供祭服”。所谓“王后观蚕"，就是在育蚕的季节

里，王后率领一批贵妇们，用一定的仪式去喂一下蚕儿。 《管

子》卷五中记述了齐国名相符仲“以行其山泽，观其桑麻，计其

之畜之产，而贫富之国町知也"。因而在国内大力提倡植桑养蚕

业，实行“民之通于蚕桑，使蚕不疾病者，皆置黄金一斤，直食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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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石⑤"的奖励政策。说明蚕业生产在当时所处的重要经济地位

和当时统治者的重视程度。

秦汉时代，山东仍是全国蚕桑业最发达的地方。((史记》

载t “齐州(临朐、益都两县古时属齐)山海，膏壤千里，宜树

桑麻’’。汉代的临朐、益都以丝绸美观、轻软，保温耐腐，誉满

中外，促进了西汉王朝的对外贸易，丝织品通过“丝绸之路，，行

销西域各国。齐国丝织品织作冰纨绮绣纯丽之物，号为冠戴衣履

天下’’④。

唐代大诗人杜甫在回忆唐朝“开元盛世"时的丰饶景象时写，

到： “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可见潍坊辖区在：墨

、时茧丝绸事业的发达景象。

元朝时，由于棉花栽培面积的扩大，对蚕丝业的发展起了排

挤作用，但蚕丝毕竟有它独特的优点，明代中叶以后，随着商品

经济的发展，蚕丝业仍具有一定的重要位置。

1 8 4 O年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势力侵入我国，冲破了我

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使蚕丝业进一步向着商品化经济发

展。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帝国主义各国忙于战争，暂时放松了

对我国的侵略，蚕丝业曾有些起色。大战结束后，品质精良的III

东丝绸，畅销世界各国，价格猛涨，大大刺激了蚕丝业的发展。

当时作为山东丝绸重点产区的潍坊辖区， 此项事业呈现出兴旺

发达的景象。民国初年至二十年，是潍坊市蚕丝业的兴盛时期。

l 9 1 5年，山东省产桑蚕茧l 1 8，8 1 O担， 潍坊市各县

共产茧5 7，O 5 0担，临朐县产茧达到4 5，O O 0担⑤l

l 9 3 0年，山东省产桑茧9 6，4 2 6担，潍坊市各县共产茧

4 7，4 2 7担，临朐县产茧4 0，O 0 O担⑥，l 9 3 7年，全

省产桑茧6 6，6 7 0担，潍坊市各县共产茧3 4，5 3 0担，

临胸县产茧3 O，0 0 O担⑦。在当时，潍坊市辖域各县产茧占

J工l东省的一半左右，又主要集中于临朐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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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蚕丝出口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位置，l 8 8 O年至

l 9 2 0年蚕丝出口占全国出口总值的2 5％左右，在此以前最

大占3 4，5％。潍坊市辖域的临朐，益都等县，历史上盛产蚕丝尸

1 9 2 3年至1 9 2 6年为临胸县生丝生产的极盛时期，年产生

丝4 O O 0余箱(担)，益都县最高年产生丝5 O 0余箱，由上海外

销，占全国生丝出口量的3；|；以上，可见潍坊市辖域内的蚕丝生产

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位置。但是，从中日两同蚕丝发展的对比来

看，日本蚕丝在近代由于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支持蚕丝发展的奖励

政策，采用科学新技术，在短时期内得到很快发展，竭尽全力搞蚕

丝输出，占据了国际主要市场，成为日本富国强兵的重要财源。

中国如此栩比，未具备以上条件，因而在竞争中失败。据史料记

载：l 8 8 0年，中闽出口生丝9 8，6 4 0担，为日本的5．9 8

倍；l 9 0 5年，中国出口生丝l 2 7，1 O O担，为日本

的1．3 8倍’l 9 2 O年，中国出口生丝l 2 l，8 O O担，

为日本的6 0％，l 9 3 0年，中国出口生丝l 8 3，l 6 O

担，为El本的2 7％。

几千年来，潍坊市人民即受惠于桑蚕业，民国初年， “桩胸

县桑蚕为全县诸业之冠，饲养之风，昔年特胜’’， “养蚕之盛，

甲于全省，为农村一大收入"⑧。享有“种录之田，十亩而七，

养蚕之家，十室而九秒@之说。“益都全境几于遍地皆桑，家家养

蚕⋯⋯黟⑩。养蚕“确为农家之主要副业⋯⋯农民之经济，赖以

活跃，国家之库收，因之充裕，其关系之实大’’⑨。l 9 l 6

～1 9 3 0年期间，桑蚕茧每斤价O．8～1元，折合玉米．

3 2～4 O斤。l 9 2 3年，临胸县有丝厂3 0 O余家，占全省

3 6 l家丝厂的8 4．1％，工人七、八万人，占全县总人口的

％。产丝4 O 0 0余箱，收入8 0 0万元。(每元钱可买谷子

6 2斤)，故有‘‘临胸县，桑一半"，“临胸蚕丝卖不完"之说。

潍坊市柞蚕生产历史悠久，主要分布于五莲，诸城等县。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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蚕生产，历来就是山区农民致富之道，谋生之本。柞茧蕈点产区

的百莲县盘早在八百年前的宋代，勤劳的农民即用劳事之余，开

始经营柞蚕生产，到清末民初已成为当地农民重要的经济来

源∥龟，清末民初为兴盛期，民国七、八年达到鼎盛，l 9 3 6

年，潍坊辖区内产柞茧达到l 5 6．3万斤。 ～

柞丝绸生产主要分布于昌邑柳疃一带，历史悠久，弛名中外，

几乎是人人会络簦，家家有织机，史称“丝绸之乡弦。清末民初

为鼎盛期，“丝织木机多达l万余架，工作人员达1 O万左右．

出品约6 0万匹，总值约4 0 0万元"⑩。丝织产品远销欧，

美、苏，Ft本、印度，东南弧2 0多个国家和地区。民国无年以

后，开始衰败，主要原因是国外复行重税，抵制出口，各绸庄业

主，为牟取暴利，产品减料掺假，质遗低劣，故声誉下降，销路

不畅。随着柳瞳丝绸业的衰退，昌邑柳疃一带的织匠，商人为求

谋生，·不少背起包袱远赴南洋等地经商，有的成为华侨或加A．夕i-

国籍，吕邑华侨之多，这是宅要原因之一，有归侨及侨眷5 l O O

多人。

l 9 2 9年爆发了世界经济危机，国际市场丝绸销路停滞，

价格猛跌，潍坊市丝绸业受到强烈冲击，逐使蚕丝业一厥不振。后

虽经山东省实业厅极力提倡，但仍无起色。其衰落原因t茹l、国际

的关系，不外国际问同业之竞争，人造丝之充斥以及销费闷需要

之不利j种⋯⋯。2，国内的关系，则由于生产者之改进缺乏，

以及农民不能安居乐业，实为最大原因⑨”。农民有的伐桑种谷，

桑树有所减少。特别是抗日战争爆发后，l 9 3 8年，日本帝国主

义侵占临朐，修碉锯，埋鹿砦，伐薪烧炭，桑树被砍伐过半。

l 9 4 2年，由于日，伪、国民党的横征暴敛，烧杀掳掠，地宅

恶霸的敲诈勒索，又加自然灾害和瘟疫流行，临胸成了“无人

区，，。此时，潍坊市辖域内，桑树破坏，蚕无人养，缝厂倒闭，

使潍坊市蚕亚生产处于崩溃的边缘。到l 9 4 9年，仅剩桑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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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7万株，桑蚕茧产量下降到l 4 5．4万斤。柞茧产蹙只有

l 9．9万斤。． ， 一07 ．，．．：．

建国后，在人民政府的倡导和扶持下，蚕业生产很快得到恢

复和发展，l 9 5 3年桑蚕茧产最由1 9 4 9年的I 4 5．4万

斤恢复到2 3 3．6万斤。l 9 5 1年临胸县有养蚕户4 3 3 0 0

户，占全县总农户的4 8．6％。l 9 5 6年随着农业合作化的

发展，桑树随地折价入社，桑蚕生产由几千年来的分散喂养变为

集体喂养。l 9 5 8年后，大刮“共产主义风”，使生产关系超

越了生产力的发展，蚕业生产受到严重挫折，产鲮下降，至

l 9 6 1年，潍坊市桑蚕茧产壁’F降到6 3．6 5万斤，为建国

后最低年产量。l 9 6 2年，桑蚕生产由生产队经营，实行包工

包产，对管桑人员实行“三包一奖"的办法，对养蚕人员实行

“五定一奖"，到1 9 6 4年桑蚕茧又恢复到l 2 2．7万斤。

l 9 6 6年后，文化大革命期间，蚕茧生产一直处于徘徊不前的

状况。l 9 7 4年，山东省政府发出“大力发展蚕茧生产"的净

召，当时的昌潍地委也采取措施，积极发展蚕茧生产。l 9 7 6

年，昌潍地委提出： “‘五五’期间全区实现l 0 0 D万卤粮桑

间作，1 0万卤专用桑园"的规划。当时的地委书记魂坚毅亲自

在临胸县辛寨公社驻点，带头在河北大队建起了3 O O亩专用桑

园。同年从地方财政拨款9万元去安徽省购进桑种2．8万斤，

印发桑树育苗技术手册万余份，共育桑茁4．5万亩。。l 9 7 7

年，潍坊r|i桑阔发展到4．1 5万卤。l 9 7 8年春和l 9 7 9

年复，地委书记孙志缓两次在吕邑县召开由县委书记参加的桑蚕

现场会，要求县委书记配备嫁接上具，亲自搞桑树嫁接，拜技术

人员为师，以求抓好蚕屹生产。因If『『，为蚕业生产的大发喂奠定

丫恩慰和物质琏础。l 9 7 4年至l 9 8 O年，．是潍坊市建因以

来蚕业生产发展的最好时期。至l 9 8 O年，专用桑同发展到

5．2 2万亩，零星桑达到l 6 0 0万株，柞岚l 2．7万亩。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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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茧6 l 1．8万斤，其中产桑蚕茧4 8 4．5万斤，产柞蚕茧

l 2 7．3万斤。l 9 8 0年，临胸县产桑蚕茧3 0 2万斤，其

中辛寨公社产茧5 6．3万斤，成为全省产茧最多的县和公社。

其时，临胸县群众广泛流传着“远看是桑园，近看是良田，三步

一棵桑，一步一块钱，树上百斤茧，树下千斤粮’’的说法。充分

看出当时桑蚕生产兴旺发达的景象。

l 9 8 0年后，蚕茧产量有所F降，特别柞茧产量下降幅度

更大，其下降原因：(1)7 0年代所建的桑园强调数量，忽视

质量，桑园立地条件差，重栽轻管，平均亩产茧仅有4 9斤。进

入8 0年代后，实行将桑园承包到户的经济责任制，栽桑养蠢收

入低，蚕民感到不合算，因而刨桑改种其他经济作物，使桑园面

积逐年减少，到1 9 8 3年桑园血『积下降到1．9万亩，不及

1 9 8 0年的4 0％，以后每年发动栽桑，但也有刨桑，桑园面

积仍无明显增长。(2)其他农副产品相继提价，蚕茧不提，价

格偏低，影响蚕民栽桑养蚕积极性，也是盔茧下降的主要原因之

一。(3)柞岚平均分到户，零星桑随地走，每户分得的柞岚、

桑树数量少，形不成一定的生产规模而不放不养，致使放养．饲

养数量减少。(4)天气连年干旱，病虫害严重。各级政府和业

务部门针对蚕业生产存在的问题，本着“因地制宜，积极发展，

合理布局，适当集中"⑤的原则，桑蚕生产主要抓了高标准丰产

桑园的建设，实行科学养蚕，提高蚕茧质量和亩桑产茧量，经济

效益有了很大的提高，使蚕茧生产出现了稳步发展的好形势，并

涌现出很多先进典型，如益都县王母宫乡小胡村，l g 8 3年产

茧l 0 1 8 5．4斤，亩产达到3 3 4斤，亩收入7 7 0多元；

益都县何官乡南张楼村，l g 8 5年有桑园7 2 4亩，养蚕

1 6 8 5张，产茧l l 1 3 O 5斤，收入2 3 3 8 4 0元，成为

山东省桑蚕茧产量最多的村；临胸县龙岗乡宫家庄村，l 9 8 5年

产茧8 l 8 l 8斤，加之其媳蚕业收入共得纯收入2 1 6 7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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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每户平均蚕茧收入6 l 3元，桑蚕收入占全村农副业总收入

的6 4．5％；已具备了蚕业专业村的规模。l 9 8 5年，潍坊

市有专用桑园2 O 4 6 8亩、零星桑树5 5 4．8万株，桑蚕茧

产量达到4 0 2．8 4万斤，有9．2 5万个养蚕户，7 4 O O个

科技带头户，平均亩产茧l O 3斤，最高亩产茧4 3 5．6斤，

有专业技术人员2 5 6人，雇用农民技术员2 3 O人，桑蚕育种

l 4．8 3万张。柞蚕生产虽采取了一定的措施，柞岚连片，承包

给放蚕能手经营，但经济收入低，生产发展仍无起色。l 9 8 5

年有柞岚8万亩，产柞茧l 9．0 2万斤。

l 9 6 6年至l 9 7 2年，是蓖麻茧生产的高潮，最高年产

量是l 9 6 6年，产蓖麻茧皮1 0．5 7万斤。主要分布于寿

光、潍县、昌邑县北部，沟、渠，路旁到处栽植蓖麻，后由于蓖

麻资源减少，产量逐年下降，至l 9 8 0年已恭本绝迹。

随着蚕茧生产的发展，潍坊市的缫丝，丝织以及丝绸印染业

也棚应的得到发展。l 9 8 1年，潍坊市(原吕潍地区)丝绸公司

成立，下设临朐、益都，五莲，昌邑四个县丝绸公司。潍坊市丝

绸系统工业企业有6个，临胸县缫丝厂、临胸县丝织厂、临胸县

蚕药厂为国背企业；昌邑县丝织一厂，二厂，吕邑县丝绸印染厂

属集体企业。有3个蚕场，分别是益都桑蚕育种场，临胸县桑蚕

育种场，五莲县柞蚕育种场。有蚕茧站4 l处。I 9 8 5年，

潍坊市丝绸系统共有职工5 6 2 6人，其中亦：亡亦农和临时工

共有3 5 7 7人，大中专技术人员3 0 4人，其中蚕茧技术人员

2 5 5人，工业工程技术人员4 8人。1 9 8 5年，潍坊市丝绸

行业总产值1 3 3 3 3万元，实现利税l 2 6 5．6万元，产厂

丝1 7 4吨，年产农]：丝6 0吨，丝织品达到l O 3 7．8 7万

米，印染品达到l 2 7 2．8 7万米。

丝绸展望。

一，世界丝绸消费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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