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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的海宁市丝绸公司丝绸大厦

全国最大的缫丝企业——浙江制丝一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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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国际先进设备的海宁丝绸时装厂

省级先进企业一一海宁中蝗三厂



指委1988年颁发给

一厂的“国二”证书

1983年浙丝一厂的梅花牌Z／171刍厂丝荣获国家银

宽敞明亮的中丝三厂立缫车问



浙丝一厂的自动缫丝车间

海宁绸厂准备车间

中丝三厂电脑绣花



海宁丝绸服装厂成衣车间

浙丝一厂生产的真丝针织服装畅

销日本、意大利等国家和地区

中丝三厂工艺鞋厂车间



乡办丝厂一袁花丝厂扬返车间

海宁绸厂生产的。佳丽丝”“紫薇g‰产品
分别获全国新产品开发奖，“省优”省优秀四

新产品的称号。产品旺销不衰，名扬国内外

海宁丝厂引进的提花真丝针织吊机



序 言

四度寒暑、几易其稿，《海宁市丝绸工业志》终于印刷成书了，可

喜而又可贺!

《海宁市丝绸工业志》是海宁有史以来第一部丝绸工业专志，它具

有鲜明的指导思想，浓厚的地方特色，较完整的方志体例和翔实的基

础资料。因此，它是一部比较能够全面地反映海宁丝绸工业发展状况

的专业志。

研究历史、考察现状是编纂社会主义时代新方志的主要任务之一。

我们通过丝绸工业志的编纂，从中了解了海宁丝绸生产所经历的漫长

而又曲折的道路和海宁丝绸生产之所以发展缓慢的原因，找到了建国

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丝绸工业突飞猛进的轨迹，从

而指导当前的工作，同时，也为子孙后代留下了丰富和宝贵的历史资

料。因此，《海宁市丝绸工业志》是一部比较成功的专业志，因为它体

现了资治、存史、教化的作用。

然而，修志难，修第一部志难，要修好第一部社会主义时代的方

志更难。这是因为千年古县市，演变过程多，特别是民国时期，战乱

频繁，变革迭起，资料散佚，收集不易，故在详今略古方面难免顾此

失彼，此乃海宁市丝绸工业志之一缺。

“以史为鉴，可知得失"。愿我们海宁市丝绸工业的广大职工在研

究历史、谱写历史的过程中，用我们的力量和智慧，添上更辉煌的一

页；让海宁的丝绸之花开得更加鲜艳夺目。

郭秀钦

一九九一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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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

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则，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实事求是，努

力真实地记载和反映海宁为“丝绸之府’’重点产区的特点和悠久的丝

绸生产历史。

二、书名：海宁市丝绸工业志。

三、范围：以海宁市范围内丝绸工业为重点，兼述茧站、丝行等。

四、文体：采用语体文、记述体、“叙而不论"。

五、结构：采用“小框架”结构，设6章、31节。卷首设序言、凡

例、概述、后附大事记、附录、编后记，全书约20万字。

六、断限：上限力求追溯事物发端，下限至1988年底。

七：体裁：采用志、纪、图、表、录，以志为主体。本着“详今

略古’’的原则，横排门类，纵述史实，力求揭示经济规律。

八、数字运用：以1987年2月1日起试行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

用法的试行规定》为准。

九、历代称谓，沿用历史正称，加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

采用公元纪年。志书中引用的“建国’’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十、用字：一律以1964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编印的《简化字总

表》为准。

十一、荣誉录：记载本市丝绸工业系统内企业、集体、部门、个

人获省级以上荣誉名录。

十二、附录：本市主要丝绸工业企业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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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海宁历史悠久。早在新石器时代(距今五六千年)，就有先及生息。秦为由拳、

海盐县地，建安九年(公元204年)设海昌屯田都尉，吴黄武闻析由拳海盐地为

盐官县。南朝陈永亮二年(公元558年)置海宁郡，为海宁有名之始。元朝元贞

三年(公元1297年)，升县为州。明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降州为县。清乾

隆三十八年(公元1778年)复升为州。民国元年(1912年)改海宁州为海宁县。

1986年11月，海宁县撤县建市。

海宁市地处杭嘉湖平原南缘，是上海经济开发区沿海开放城市之一。东临海

盐县，西接余杭县，南临钱塘江，与萧山、上虞隔江相望，北连桐乡县，东北一

隅与嘉兴市郊接壤。

海宁水陆交通十分发达。沪杭铁路纵贯全境，杭金(金丝娘桥)、杭申公路分

别在南北通过，水路四通八达。

海宁素有“鱼米之乡、丝绸之府”之称，物产丰富，是全省、全国蚕茧重点

产区之一。据1988年统计，全市年末实有土地623375亩，其中桑园114774亩．

占18．41％，年蚕种发种34．84万张，收购鲜茧总量9．5733万公担，(19．1466万

担)。

海宁土地肥沃，气候湿润，雨量充沛，四季分明。平均气温摄氏16度，最冷

月(1月)平均气温摄氏3．4度，最热月(7月)，平均气温摄氏28，4度，属亚热

带季风气候。年均降雨量1185．8毫米，以春雨、梅雨和台风风雨为主。无霜期一

般为231天，年均降雪日为7"8天。全市河流纵横，农业自然资源丰富，发展蚕

桑和丝绸生产条件得天独厚。

海宁蚕桑和丝绸生产源远流长，历史悠久。

据《三国志·吴志》载，陆逊任海昌屯田都尉并领县事，对蚕桑生产非常重

视，曾在境内劝督农桑。

晋(公元280年)，据《晋书·慕容载记》载：“先是辽川无桑及魔通于晋求

种江南，平州之桑由悉吴来。’’又据《浙江丝绸史纪要》载：辽东需要桑种不就近
·1 ’



取于北方，而求之于路远迢迢的钱塘、盐官(海宁)、嘉兴、海盐一带。可见，早

在1600余年前．海宁的桑树优良品种已经远近闻名。

宋神宗时(1068"--1085年)，蚕丝生产有一定发展。据《乡土寻根录》载：宋

代赋税中对海宁蚕丝需索达绢绸四万余匹。南宋庆元年问(1195"---1200年)，夏税

绢一万三千四百九十九匹三丈五尺，绸一千一百七十二匹一丈二尺，绵一万一千

二百十五两。可见海宁蚕丝业之发达。

南宋(1127～1279年)，建都临安(杭州)。大量丝织品通过宁波港出口日本

等亚州各国，对海宁的丝绸生产起了一定推动作用。据《紫桃轩杂缀》卷三载：

“硖石人积梅雨水．以二蚕茧缫丝织绸，有自然碧色，名日松明色，享上价。此法

本宋宁宗时(1195"--'1224年)，宫禁有为三者，一时号为‘天水碧’j’’海宁的“天

水碧’’绸已被列为贡品，且生产量大。《成淳临安志》亦载：“钱塘、盐官(海

宁)等县丝绸生产多有发展”。+

元朝中后期，设置。丝种’’等赋税，。蚕未成茧，即来索赋’’，严重抑制了蚕

桑和丝绸生产。至正闻(1341"--'1380年)，海宁州：丝实征一万零五十三斤；绵八

百八十二斤。

明太祖为巩固其统治，增加赋税收入．很重视蚕桑和丝绸生产恢复与发展。至

明朝中叶，更由于浙江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悠久的丝绸生产历史，逐步成为全

国蚕丝业重心，同时，已重点向杭嘉湖地区发展。据《光绪塘栖镇志》载：。明宪

宗成化时(1465--1487年)，临平镇的蚕丝贸易很兴旺，海宁所产的蚕丝多来此贸

易。"说明海宁蚕丝已不限于本地交易。

清代，蚕桑和丝绸业已成为海宁农业生产中的主要副业和主要手工业。康熙

25年(1697年)，康熙皇帝在《桑赋》序中说：“朕巡省浙西，桑树被野，天下丝

绸之供，皆在东南，而蚕桑之盛，唯此一区"。在。公私仰给，惟蚕是赖’’的情况

下，杭嘉湖地区人们称“四月为蚕月，育蚕之家，各闭户，亲邻不轻出"，连官府

也‘‘暂为停讼一，蒙童馆还缀学。谓之“放农忙’’。但是，据《浙江蚕丝业简史》载：

清康熙年间，海宁蚕桑生产在农业生产中所占比重太重，蚕农一旦遇到蚕荒，往

往“揭债鬻子，惨不免矣"。

海宁东部地区有风俗，谓之“皇岗轧太平"(又称“轧蚕花’’)。始于何时，无

考。每年农历二月初八．蚕农从四匿八方涌向皇岗(海宁市皇岗村)，人山人海，
·2‘



购买蚕具，名日。轧发轧发，蚕花大发’’讨个吉利，传说能使蚕作丰收。此风俗

至今尤甚。

清光绪年间(1875年)，随着国际丝织业机械化程度的提高，我国的生丝与机

械缫制的厂丝相比，在内在与外观质量上差异十分明显，通被称为。土丝。’．出口

遭到排斥。但是，海宁蚕农历来是“蚕熟丰年粮’’，蚕丝生产仍在农家副业生产中

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且硖石历史以来是蚕丝集散地，有相当一部份人从事‘‘丝

领’’(又称。纤手"，即领蚕农去土丝行销售的掮客)，或开设土丝行，商路广阔，

经销经验丰富。因此，尽管土丝生产已呈逐步淘汰之趋势，但是，‘‘硖绍丝，仍旧

行销。据《浙江丝绸史》(作者朱新予)引自《工商半月刊》第七卷第十二翔“江

苏丝织近况’’一文载：⋯⋯“素负盛名的南京贡缎云锦所用的原料，有羟、纬之

别，经丝须用上等细丝，全数购自浙江硖石。‘据江苏省上元、江宁两昙台志云’

织经之丝，海宁为上，溧阳次之，各乡丝又次之。’’当时硖石集散的‘‘硖绍兰一，可

概括附近数十里各城镇所产之丝，约占杭州府属总产额之大半，年产八、九千担，

主要商标为“双峰牌’’，在上海等地丝市中也很有名。

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海宁第一个丝业行会“硖石丝业工会’’反立．加入

公会的土丝行，必须按土丝收购数，每担交纳4元会费，作为公会率土丝，厅共同

促销土丝等之用。

据《海宁州志稿》。宣统元年(1909年)调查统计表"载：海宁宣统元苹养蚕

户有六万一千九百户，占全县农户总数86％以上，产鲜茧量四万二千担．出丝量

一千九百担，茧子售价每担银四十二元，丝每百两银三十二元。

民国二年(1913年)，海宁第一家缫丝厂(海宁模范丝厂)投产。民国三年

(1914年)，海宁县公署设立实业科，专司管理缫丝等工商业之责。民国lO年(1921

年)鼎新丝厂创办。民国13年(1924年)，双山丝厂筹办。至民国18年(1929

年)，蚕桑生产也达到历史最高水平。桑园面积达35万亩，占耕地总面积的

51．4％，总产桑叶122．5万担，养蚕农户7．49万户，占总农户的899．釜茧总产

量11万担。

民国19年(1930年)至民国25年(1936年)间，据《中国实业志)第七册

载：。近年我国丝业受世界经济不景气影响。国内外生丝市场，半为人造丝孑浸夺，

半受日丝过剩之打击，于是浙江缫丝业，逐陷于一蹶不振之地步⋯⋯海宁县之双
·3·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