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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中国劳动人民利用自然资源的蚕丝，已有五千多年的历史，

随着社会的发展，蚕类被驯化家养，形成蚕丝业，成为国计民

生重要的产业部门之一，在与各国进行经济文化的广泛交流中，

中国蚕丝和技术远在公元前七八世纪，就开始向世界各国传播，

中国成为最早发明养蚕的国家和世界蚕业起源的中心，中国与

丝绸紧密地联系起来，从而赢得了“丝国”的称号。4

祖国数千年蚕丝业的发展，丰富人们的生活，与人民结成

深厚的感情，渗透到衣．食，住、行各个领域，形成浩瀚多彩

的丝绸文化，举凡诗文，传记，书画、服饰、传说，歌谣，科

技，教育，遗迹，无不见到先民在获取高产优质蚕丝的生产斗

争中可歌可泣的丰功伟绩。对此进行系统的发掘、整理和研究，

是有深刻的意义的。

我国出版全国和地方蚕业史的专书，略有数种，与蚕丝业

的久远传统和伟大贡献很不相称，以方志形式出版的专书，以

本书为契机，尤其难能可贵。

南阳地处中原，为我国古蚕区之一，上下三千年，方圆数

百里之间，发展蚕丝业以增加物质财富．改善人民生活。推动

科技进步等方面作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虽道路崎岖坎坷，历

经兴衰，在中原独树一帜，迎风招展。尤其在柞蚕业方面，出

於天时地利人和，不独在本地区千年绵延，且以此为中心向全

国多数省区传播，辅之以科技，成为柞蚕业发源地之一， 厥功

尤伟。凡此种种，不垂之青史，愧对先人创业之维艰，无以导

来者之所追。

有鉴予此，赵魁同志在一生从事蚕业的基础上，受命集本



地区群贤之力，积极从事本地区蚕业资料的蓖集，考证文物，

遗迹访古，广探民风歌谣，垂询老农，摄影拓片，几经寒暑，

易稿者屡，务求本书之能充分体现南阳地区蚕丝业文化的丰富

内涵，亦从一个侧面窥见祖国丝绸文化的一斑，在启迪爱祖国、

爱人民、爱科学方面用意深切，尤足供全国各地编写蚕业、丝

绸志之借镜。

余生之也晚，追随先辈，同志们从事蚕业甫四十载，每

以蚕丝业兴盛而欣喜交加，蚕丝减产或滞销而中心戚戚。新中

国建立四十年来，由于灾害和人为因素，蚕丝业道路也几经曲

折，总的呈大发展趋势，这与全国蚕丝业工作者的忘我劳动不

可分割，可慰全体莘莘学子，今又见《南阳蚕业志》专书出版，

预期祖国蚕业前程光明。故不辞孤寡，乐书数语于书之端，以

为同人共勉。

蒋猷龙识

一九九。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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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南阳蚕业志》的问世，是蚕业界的一件大事，以一

方蚕业之史料修成此书，尚属罕见。其内容十分丰富，包括：

蚕茧、丝绸、丝毯、丝绣的生产史略；销售流通的变迁；饲养、

制做技术的沿革。从社会学、生态学、政治经济学的各个角度．

用翔实的史料，由表及里地展现了蚕业发展之规律，实属难得

之好书。为此，对参与修纂、审核的人士所付出的辛勤劳动及

其取得之成果，．深表敬意和祝贺。望从事蚕茧生产，加工、经

销之人士一读，以求借古鉴今，促进蚕业的更好发展。

李玉忠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十九日



序 三

南阳地处秦岭东南，襟三山而带群湖，枕伏牛而蹬江汉，

为南北气候的过渡地带。她由中原民俗，楚国风尚融合而成独

特的地方文化。由于地理、历史原因，南茶，北果俱全，麦，

稻作物兼丰。更为甚者，当属蚕丝之业。桑蚕起源之早，不亚

于黄河流域；产量之丰，直至今la仍为河南之最；所产一化黄

色柞蚕，其丝质的透气、亲水性能和珠光宝气之色泽，盖世无双。

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她虽受灾荒、战乱的侵袭，棉花，

合成纤维的抗衡，以及某些决策失误的影响等等，仍能屹立于

世，受人青睐。尤其当今综合开发的进展，蚕丝产品由过去单

一的丝绸，发展为丝毯，丝绣，服装，豪华装饰用品，饲蚕剩

余槲叶，又进行加工出口。其经济效益，已成宛地创汇之源，

致富之本。

南阳蚕业的文明史，是光辉灿烂地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弘扬传统，反映现实，服务当代，激励后世，是我们编纂

本书的根本目的。农业志编委和作者，不辜负人民的希望，

组织的重托，纵以上古、下至当今，横以蚕茧生产、丝绸加工，

销售流通等项内容，以史料，文物熔为一体，编纂成难得之书。

她的诞生，为宣传南阳，了解蚕业，运用前车之鉴振兴蚕业，

c将会有无可估量的作用。

潘际合

一九九。年三月一日



凡 例

(一)本书为了尽量系统，完整地反映南阳蚕业情况，并

彰明因果关系，所以含：蚕茧生产、丝绸加工，销售流通为全

部内容的专业志书，力求使读者知其全貌。

(二)此书断代，上朔远古，下限以1988年。

(三)在事物表述上，本着“详今略古”． “详独略同”

的原则。在具体问题的处理上，重事物发展历史，轻技术操作

描述；重当地事件，独特发明及别处少有的事件，轻与外地类

同的事件。例如柞蚕生产，丝绸的传统加工和机械化生产，就

是以柞蚕生产和丝绸传统加工为主，其它一般仅作交待，或作

略述。

(四)疆域范围，以历史沿革为依据进行阐述，不作人为

增舍。如1950年以前含舞阳、叶县。1965年以前含泌阳。

(五)度量衡的记述，清代以前不作任何折算，民国以后，

以1984年2月27日国务院《关于在我国统一实行法定计量单位

的命令》执行，如：面积以亩，万亩：重量以公斤．担，吨；长

度以米、万米。还考虑地方的历史习惯，在叙述中保留部分传

统计量，如过去柞蚕茧产量和近代种茧以粒的记述方法。

(六)在对历史资料的选用中，认为明显错误者，以更正

后的内容写入正文；原认为是错误的记载，则注入括号以内。

如，魏《通典》食货六载： “淮安郡贡绢千匹”，查遍旁证，

无此记述，并且也没有蚕桑大发展的背景，故将“十匹”记入

正文，将“千匹”注入括号。

(七)人物收录，均以奉献选取典型，一律用简介方法纂

写。



(八)创造发明，科技成果均选其要，并以最先成功、发

表，有文可查者，进行收录。

(九)机构称谓，第一次出现，书写全称。如：河南省南阳

地区行政公署，再次出现一律使用简称如“南阳行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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