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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蚕技术的广泛传播

公主和亲，蚕种西传

远在老普林尼时代，我国的丝绸就已经传到了罗马。古罗马人对中国

丝绸细腻的质地及绚烂的图案称赞不已、喜爱至极，罗马妇女以能在公共

场合炫耀自己的中国丝绸而感到骄傲。但当时，人们始终不明白如此精美

的丝织物到底由何种材料制成，当时最普遍的看法是丝绸是由植物的叶子

粘着动物的绒毛制成的。

最早向中国求教养蚕方法的国家是瞿萨旦那，地理位置大约在新疆和

田（古称“于阗”）附近。这个国家在向中国求取蚕种及相关养蚕技术的

时候，曾被中国断然拒绝，从此中国控制蚕种更加严格，与此同时还出台

相关的律令应用于边关。对此状况，瞿萨旦那王也并没有放弃，他用“和亲”

的方式来对付此种局面。于是他以卑辞厚礼向中国的公主求亲，并且获得

了批准。在迎娶公主的时候，他便开始“施计”。

瞿萨旦那王问公主的专使：“公主所穿衣物有何讲究？”

专使回答：“公主乃陛下掌上明珠，所穿衣物都由专人专制，用丝绸

织成。”

瞿萨旦那王说：“公主嫁到我国怕是要受些委屈了，我们不曾掌握养

蚕丝织技术，也没有丝绸织物。”

华夏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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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专使把此种情况如实地反映给公主，公主听后先是大惊失色，而

后郁郁寡欢，后来专使为公主献一妙计，他对公主说：“公主莫愁，我有

一计可为公主解忧。”

公主喜笑颜开道：“专使快讲。”

专使说：“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把蚕种带到瞿萨旦那了，虽然现在边

关检查很严，但是公主可以把蚕种藏在发髻中，纵然卫兵有天大的胆子，

也万不敢触碰公主发髻。”

后来公主依此方法顺利地通过了检查，蚕种也被顺利地带到了瞿萨旦

那国。在公主的指导下，瞿萨旦那国开始发展养蚕丝织技术，从种桑养蚕

一步一步开始，没过几年，瞿萨旦那国便桑木林立、桑蚕遍地了。

关于养蚕西传的故事在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和藏文的《于阗日记》

中都有相关的记载。通过考证，迎娶中国公主的是于阗王尉迟舍那。

1900 年，英国著名的考古学家斯坦因发掘出一块木质画板，画面由地上盛

满蚕茧的篮子、纺车、贵妇和侍女组成。上面的贵妇身着盛装，右侧的侍

女手指贵妇高冕。据推测，此块木板画就是玄奘《大唐西域记》中所记载

的蚕种西传故事。由于此块木板出土于新疆于阗丹丹乌里克遗址，也为故

事的可信度提供了依据。

从“树叶蔽体”到“蚕丝织衣”

中国纺织技术历史悠久，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纺织技术起源

于哪里？除了蚕丝外，我们的祖先还使用了哪些材料制作衣物？考古发掘、

华夏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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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资料给了我们哪些探本溯源的启示？接下来，我们将沿着历史的时间

轴，揭开这些谜团。

我们的祖先最早是用兽皮、树叶等片状物缝接到一起蔽体的，在采集

和狩猎过程中，逐渐学会用荆条编结篮筐，用树皮、草茎搓制绳索，制作渔网。

如古书上所说：“结绳以为网罟（捕鱼捕兽的网），以畋（打猎）以渔（捕鱼）。”

古人逐渐认识到，野麻和葛藤韧性好，把它们编织成网，不仅可捕更多鱼，

还可以将它们代替兽皮穿在身上。这就是最原始的织物，但还只是编织品。

历史从旧石器时代过渡到新石器时代，古人的编结技术不断提高，

开始使用搓捻的方法，将撕细的葛或麻纤维搓成线。这样增加了纤维的长

度和强度，编成的织物就是最原始的纺织品了。这种纺织技术，起源于约

6000 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期。据考古研究报告，在我国约 30 个省市较早的

遗址中，几乎都有原始纺轮的发掘。随着人口的增加和原始纺织业的发展，

野生麻、葛已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我们的祖先开始进行人工栽培。商周

时期，苎麻已普遍由野生利用变

为人工栽培。黄河流域的人们在

西周时期已广泛利用葛藤织布。

新石器时代，古人发现了另

一种纺织原料——蚕丝，生活在

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氏族和长江

流域的河姆渡文化氏族开始接触

和利用蚕茧了。

中国是桑蚕业的起源地之一， 蚕茧（苏州丝绸博物馆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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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最早利用的蚕为野生蚕。当野生蚕丝制品无法满足人们生产生活所需

时，便开始出现野生蚕的驯化家养。早在夏代的东南地区，就已经出现了

养蚕业从起源阶段向发展阶段的过渡。当时，在淮河中游一带，每年 3 月

开始养蚕。奴隶主对此非常重视，养蚕开始时，奴隶主的妻妾都要亲临，

参加养蚕。

商代的养蚕业更为繁荣，出现了专门养蚕的官员，被称为“女蚕”，

为典蚕之官，人们对蚕事极为尊崇。秦汉以来，人们对野蚕仍继续采集利

用。魏晋南北朝时，蚕的选种、制种技术有很大进步，人们开始注意到桑叶、

湿度和温度等因素对蚁蚕生长的生态影响，蚕具安放时注意蚕座的疏密适

当，常在室外上簇，雨天则簇于屋内。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卷五《种桑、

柘第四十五养蚕附》中，记载了养蚕的方法，如蚕室的布置、温度的调节、

如何隔湿防尘、如何促进蚕多食速长等。宋代蚕事趋于完善，生产过程进

一步细化。再到元代，人们对养蚕的条件、饲叶多少、生长周期、稀疏布置、

环境因素都总结得更加全面。明代，人们对蚕种选择和品种改良都很重视，

最早发现了杂交蚕种的优势并加以利用，育蚕技术已有较完整的体系。

南宋以后，棉花广为种植，开始替代葛麻进入主要纺织衣料的行列，

也成为蚕丝衣料的有效补充。我国华南、西南和西

北新疆地区，早有棉花栽培，这些地区的棉纺织业

和汉族丝、麻纺织业的历史一样悠久。这些地区的

少数民族同胞为我国棉纺织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

献。这里必须提到的是一位松江老婆婆—黄道婆，

她从黎族同胞那里学会运用治棉工具的技能，实现蚕（苏州丝绸博物馆模型）

华夏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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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我国棉花加工技术的革新，使棉花栽培技术迅

速推广到全国。

通过大胆尝试、努力探索，我们的祖先尝试

了不同的纺织材料，创造出了我国古代独有的养

蚕技术；通过系统研究、不懈钻研，我国劳动人

民继往开来，挥笔书写着我国养蚕丝

织技术的新篇章。近百年来，我国养

蚕技术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人们

把传统养蚕技术与现代科学知识相结

合，积极吸取国外先进科学技术，积

极开展我国蚕业科研教育，不仅在养

蚕技术上有了很大进步，而且在学科

上也已形成了完整的体系。栽桑学研

究家蚕优质饲料的生产，为家蚕养殖

提供物质基础；养蚕学综合了蚕体解

剖学、蚕体生理学、蚕体病理学、家

蚕饲育学、野蚕学等分支学科，以科

技的手段为养蚕提供支持。中国养蚕

业的蓬勃发展为纺织技术的不断进步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养蚕丝织流程场景
微缩模型

养蚕丝织流程场景微缩模型
（中国科学技术馆馆内展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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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有的野蚕家养技术

自从我国先民发现了蚕丝这种优质的纺织材料之后，随着社会生产力

的不断发展、人们对于纺织品需求量的增加，野生蚕丝制品已无法满足贵

族的生活所需。于是，人们通过长期观察野生蚕的生活环境、生活习性、

生长历程，总结了大量与蚕相关的专业知识。为野生蚕实现家养奠定了基

础。据相关文献记载与出土文物相印证，早在 5000 年前我国就发明了蚕

的家养技术。在这项技术的实现过程中，智慧的先民大胆地尝试、努力地

探索，创造出了我国古代独有的养蚕技术。

蚕室

为了使蚕宝宝可以健康地成长，养蚕房间的修建是十分重要的。首 

先，用于养蚕的房间以坐北为最优，切忌选择东屋。其次，要保证室内通风，

保持空气新鲜。最后，要保证湿度、温度稳定。

 蚕室（苏州丝绸博物馆模型）

华夏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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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种

选种对于养蚕而言至关重要，直接影响着蚕

丝的质量。如何选取优良的蚕种呢？

据《齐民要术》记载：“收取种蚕，必取其

簇中者；近上则丝薄，近地则子不多也。”

《农桑辑要》对此记载得相对比较详细：“凡

收种茧种，取簇之中，向阳明净厚实者。蛾出第

一日者名苗蛾，末后出名末蛾，皆不可用；次日

以后出者取之，铺连于槌箔，雌雄相配，至暮抛去雄蛾。将母蛾于连上分布，

所生之子如环成堆者，皆不可用。”

《齐民要术》和《农桑辑要》这两段话主要是说在收取作种用的蚕时，

一定要选择位置在蚕簇中部的。靠近上面的，将来蚕茧丝薄；靠近地面的，

所产的卵不易成活。

孵化

由于蚕卵在自然状态下只需要几天就可自然孵化，但蚕卵被生出来

的时间有前后差异，导致孵化时间不统一，不易管理，所以古人们就想到

了通过人为控制温度等条件来使蚕卵统一孵化，在前 4 天，使室内保持

22℃，第 5 天起至孵化期，保持 25℃。如果春季室内温度低，则将火炭

点燃放火盆中升温及保温，火盆离蚕卵 1 米以上，以免烘死蚕卵，加火升

温时还要加水保持湿度。催青至第 8 天，蚕卵的一端出现小黑点，叫“点

青”。当一批蚕种内有 1/5 蚕卵点青时，用报纸将蚕卵包好，把着蚕卵的

蚕结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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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面朝下，进行遮光，使蚕卵发育一致。这种方法叫作“低温催青法”。

饲养

桑叶是家蚕的主要食料，桑叶的品质会影响蚕的健康和蚕丝的质量。

我国古人在很早以前就发明了修整桑树的技术。早在西周，就出现了低矮

的桑树，也许它就是后来人们所讲的“地桑”（鲁桑）。西汉的《氾胜之

书》具体讲述了这种地桑的栽培方法：第一年把桑葚和黍种合种，等桑树

长到和黍一样高，与地面齐平割下桑树，第二年桑树便从根上长出新枝条。

这样的桑树比较低矮，便于采摘桑叶和管理。更重要的是，这样的桑树长

出的桑叶较嫩，适宜养蚕。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引用农谚，对地桑做

了积极的评价。

饲喂蚕的桑叶要新鲜，要做

到现用现摘。采来的叶子会有一

些灰尘，如果洗净，一定要晾干

再喂，不然小蚕或大蚕吃了会拉

肚子，严重的话还会死亡。

蚕食桑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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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接力种桑养蚕

我国作为世界上最早开始养蚕的国家，并没有将优良蚕种和先进养蚕

方法据为己有。千百年来这些宝贵的资源都被直接或间接地传向世界各地。

与我国接壤的近邻——朝鲜，自古就与我国保持着密切联系，两国人

民更是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根据古书记载，我国的蚕种和养蚕方法，远在

前 11 世纪的商周时期就已经传到了朝鲜。日本的养蚕方法，据说是秦始

皇派去东海的徐福从中国传去的，在日本民间，徐福被尊称为“蚕桑神”

便是证明。后来日本又多次派人到中国和朝鲜取经，还招收中国技术人员

去日本传授养蚕技术，以促进桑蚕事业发展。直到近代，日本还不断地从

我国引进优良蚕种和科学的栽桑技术。

华美的丝绸是我国古代劳

动人民的智慧结晶，很早就被

源源不断地运往波斯、罗马等

地。西汉建元三年（前 138 年），

汉武帝刘彻派外交家张骞出使

西域，从昆仑山脉的北麓及天

山南麓向西穿越葱岭（今帕米

尔），再经中亚细亚，最后到波斯、罗马等国。这就是闻名世界的“丝绸

之路”。后来，我国的蚕种和养蚕方法由内地传到新疆，再从新疆经“丝

绸之路”传到阿拉伯地区、非洲、欧洲。这条交流经济、科技和文化的神

奇道路为沿途各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财富、知识和机遇。

丝绸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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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是世界上唯一能同时生产桑、柞、蓖麻、姆珈蚕丝的国家。虽然

在印度有许多野生桑树，但没有直接证据证明桑树及蚕丝就一定起源于印

度。季羡林先生在翻阅大量中印两国的古代文献及考古发掘资料后，发现

并确定了早在前 4 世纪，中国的丝就开始输出到印度，而近年来的数据显

示，印度已成为继我国之后的第二大蚕丝生产国。印度更发明出不用水煮

蚕茧就可以直接获得蚕丝的方法。可见自从中国养蚕技术传入印度后，数

千载的历史已经造就了印度自有特色的生产体系。

之后，世界对养蚕技术的接力从未停下脚步：7 世纪，养蚕技术传到

了阿拉伯地区和埃及，10 世纪再传到西班牙，11 世纪又传到意大利，15

世纪蚕种和桑种终于被带到法国，从此法国有了栽桑、养蚕、织丝的生产

线。英国羡慕养蚕给法国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效仿法国，于是养蚕技术

又从法国传到了英国。

在美洲，据说墨西哥早在 16 世纪中叶就已经开始养蚕。但是，美洲

大规模发展养蚕生产是在 17 世纪。那时，英国殖民主义者认为作为殖民

地的美洲气候适宜、土地肥沃，养蚕能获得很大的利益，于是就在美洲大

规模地开展养蚕试验。从此，蚕丝翻山越岭、漂洋过海，走向了世界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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