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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蟋蟀文

已形成--j']科学

色彩的一部分。从宋贾似道促织经以后，各代所出蟋

蟀谱，多以贾本为兰本，仍流传至今。多属沿袭抄录

古谱历史文献之列，而真正从科学与昆虫学角度来编

写，要算吴继传教授所著“中国宁津蟋蟀志’’及“中

国斗蟋力等书。分别是从生态环境(土壤、气候)与

营养化学；从斗蟋形态学解剖学分类学来论述斗蟋，
， 用逼真的彩色图相，记录斗蟋的形色、神韵，将中国

对蟋蟀的传统认识与经验，提高到科学高度剖析讨

论，引导中国蟋蟀研究向纵深发展。

，吴继传教授，多年来在大学任教讲学，又在中国

科学院担任重要科研课题的研究，经常发表文章，著

．书立论，科研获多项专利。吴教授也是中国昆虫学会，

北京昆虫学会理事，亦是我国有名昆虫学家，他编著

’已出版的“中国斗蟋"一书，在国内外享有盛誉。他

应用了近代科学理论与技术，先进仪器与测试手段，

对全国蟋蟀总科所属以下及种内，进行了深入的机理

探索与研究，把科学性与趣味性相结合，深入浅出。今



受宁津县政府委托，编写了“中国宁津蟋蟀志"一书，

在中国昆虫学上具有一定的理论水平与价值。在建立
中国蟋蟀学中做出了重大贡献。

．是谚去L。。j幔-t0
注：吴福桢教授是我国最著名的昆虫学专家，是

中国昆虫学的奠基人，是中国昆虫学会的创始人，是

中国昆虫学及中国蟋蟀研究中最高学术权威，现已九

十四岁高龄，是中国昆虫学界老前辈，在国内外学术。
界久负盛名，享有崇高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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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 中国蟋蟀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是具有浓厚

东方色彩的中国特有的文化生活，是中国的一门科

学，也是中国的艺术。中国的蟋蟀文化主要发源于中

国的’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的中下游。南方以江、浙、

苏、杭J二海为代表；北方以京、津、河北与山东为代

表，而真正的蟋蟀名产地，则以山东齐鲁大平原而闻

名于全中国，齐鲁有蟋蟀王国之雅称，而宁津则又是

蟋蟀王国王冠上宝石。因宁津特有的地理位置，土壤

种类与生态条件，以及相应气候因素，常年籽粒品种

特性的遗传，使宁津得天独厚，所产的蟋蟀兼具南北

虫的优点而集中于一身。宁津种的蟋蟀有南方蟋蟀的

优点，即有南虫的个头大，头大、项大、腿大、皮色好，

同时宁津蟋蟀又有北方干旱区虫的体质、顽强的斗

性、耐力，受口与凶悍，真有咬死不败的烈性，故近年

来全国蟋蟀大赛中，宁津蟋蟀多获冠军。历史上宁津

蟋蟀闻名北方，为历代帝王斗蟋的进贡名产地，故才

有宁津雌蟋斗慈禧的民间故事传说。
’

中国斗蟋之风近千年，而且经久不衰，历史上多

少名人、诗人、大文学家、书画家、都留下了关于蟋蟀
一

． ·】‘



诗、词、歌、赋，以及精辟论述，多少斗蟋轶事，流风遗

韵，至今使人相信怡养蟋蟀是一种正当健康的文化

生活，是一种高尚娱乐，关键在于正确引导，怡养蟋蟀

对生活与工作应该是一种鼓舞与促进，应严禁用蟋蟀

赌博：古人云：“天下顺治在于民富，天下和静在于民

乐”，今日斗蟋之风为盛世景象，说明国泰民安人们安
居乐业。

7

．

近年来作者也接受了一些外国朋友对中国斗蟋

活动的采访，感到很多外宾对中国的蟋蟀文化很感

兴趣，将可增进中国与世界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往来与
友谊。

本书是作者受山东省宁津县委，县政府的正式委

托而编写的，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中国科学院，中

国昆虫学会有关领导的热情支持，及宁津县政府各级

领导的热情支持，特别是宁津副县长郑若霭，科委主

任王新民，办公室副主任李世民、孙立华，医院外科主

任高新华，以及王静安等同志的具体支持与帮助，故

在此一并鸣谢。 ，

作者虽对宁津蟋蟀进行了多年的考察与研究，但

本书的提笔编写时间仅三、四个月，时间短而仓促，，

又因水平有限，错误之处，望读者批评指正。
、

．。编著者
． 1991年四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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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绪论

第一节宁津县概况

宁津县地处鲁西北，是山东省最北部的一个县

份，西、北隔漳卫新河与河北省吴桥、东光、南皮三县

相望。距省城济南120公里，距德州64公里，距天津

180公里。总面积821．65平方公里，共有10．5万户，

总人口42．4万人，其中农业人口39．8万人。年平均

温度12．3℃，降水量423mm。全县有5镇、20乡，855

个自然村。

宁津县境商朝时称古鬲国，战国时谓东邑。秦朝

于今保店镇置胡苏亭，属上谷郡。东魏于胡苏亭始置

胡苏县，属冀州渤海郡，唐改名临津。金天会六年(公

元1128年)秋，大水毁旧城，县城东迁12公里，取安

宁之意，将临津县改为宁津县。

宁津县属冲积平原，海河水泵。地势平坦，土质较

好，光照充足，四季分明，交通便利，为经济发展提供

了有利条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济建设和

各项社会事业都有了迅速发展。1989年，全县社会总

产值达到13．8亿元，工农业总产值8．28亿元。其中，



农业总产值2．2l亿元，工业总产值6．07亿元。农民

人均所得570元。

工业历史悠久。小纺织业自清末就闻名全国。抗

日战争时期，活动在冀鲁一带的上千名八路军的军

装、裹带都是宁津供应的。小五金加工业也发展较早，

铁匠、小炉匠遍布各地，故有“宁津锢漏遍天下"之说。

现代经济以“五条龙"(五金加工、纺织生产、地毯生

产、畜禽生产、果品蔬菜生产)产业结构形成了独特的

发展格局j主要工业产品近30个门类，50多个品种，

地毯、手绣毯、抽纱、索具、服装、家具、景泰蓝、剪纸等

多种产品远销国外。有5项产品获国家专利，10余种

产品填补国内、省内空白或获省、地科技成果奖。孟集

轻工业机械研制生产的卷烟行业用的“PET传送带"

和时集仪表厂研制生产的“B、ⅣJ—A型标准涡轮流量
计’’。，填补了国内空白。张宅索具厂的系列索具远销日

本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外贸绒绣厂的手工针艺毯出

口量占全省同类产品出口总量的六分之一。时集柴油

添加剂厂开发生产的柴油添加剂质量位居省同类产

品之首。保店生产的剪纸在北京亚运会上深受外国人

青睐。大曹景泰蓝厂的产品工艺精湛，仿古性强，远销

西欧、中东等许多国家和地区，并为1988年全国城

运会制作了奖杯。特别是乡镇工业，1989年完成产值

4．5亿元，居全区各县市首位。1

．农业发展迅速。粮食、棉花资源丰富。1989年粮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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