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丝绸之府的“四象八牛”
指的是谁

湖州吴兴区钱山漾遗址出

土了 4000 余年前的残绢片，余姚河

姆渡遗址出土了6000年前的蚕形虫文象

牙盅，都证明了浙江是“世界丝绸之源”。

钱山漾一带的当地人自古掘池养鱼、塘基植

桑、桑叶养蚕、蚕蛹喂鱼、塘泥肥桑⋯⋯这种“桑

基鱼塘”生态系统传承千年，也因此被联合国粮

农组织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钱山漾遗址的发现，缘于 1934 年，湖州潞

村一位留美博士慎微之回乡时发现了一些石

器，凭借多年实地调查研究，2年后，他发表了论

文《湖州钱山漾石器之发现与中国文化之起

源》，引起世人关注。1958年国家组织的一次遗

址挖掘中，临走最后一天出现了戏剧性的转折

点：深埋在遗址土层中的一件被压扁的竹筐，考

古人员发现里头赫然存放着疑似为绢片、丝带

和丝线的纺织物！经碳 14 测定，这批绢片距今

已有 4750 年！是迄今世界上发现的最早的家

蚕丝织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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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文化研究工程与你同行-约会江南经典老行当①浙江文化研究工程与你同行-约会江南经典老行当①

浙江文化
研究工程成果

●《浙江认知的中国蚕

丝业文化》 蒋猷龙

●《浙江丝绸文化史》

袁宣萍 徐铮

●《浙江丝绸名商巨子：

南浔“四象”》董惠民

●《浙江丝绸名商巨贾：

南浔“八牛”》董惠民 蔡

志新等

●《都锦生传》 李冈原

一丝不苟、千丝万

缕、锦上添花⋯⋯汉语

中有近百个和“丝”相关

的成语，以“纟”为偏旁

的汉字更是数不胜数。

这根小小的丝线，你知

道它的前世今生吗？

参与浙江文化研究

工程的浙江工业大学袁

宣萍教授说，在以农耕为

传统的古代中国，男耕女

织、栽桑养蚕、缫丝织绸就

是日常生活之一。人们用

丝绸来“敬鬼神”，西汉时

就有“化干戈为玉帛”的说

法，里头把玉和丝织物喻

示着和平。丝绸文化在中

国有约七千年的历史，而

浙江是中国丝绸文化的重

要发源地之一。

本报记者 王慧华 姚琼本报记者 王慧华 姚琼

中
国
丝
绸
博
物
馆

浙
江
理
工
大
学
丝
绸
博
物
馆

湖
州
丝
绸
小
镇

都
锦
生
织
锦
博
物
馆

万
事
利
丝
绸
文
化
博
物
馆

浙江丝绸文化寻访打卡点

唐代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时曾作诗：“红袖织绫夸柿蒂，青旗

沽酒趁梨花。”“红袖织绫”说的是杭州丝绸，而“柿蒂”则是绣在

丝绸上的柿蒂花。北宋年间，杭州城内有名气的 106 家商铺

中，就有28家与丝绸有关，占据总数的26.4%。南宋定都杭州

后，杭州丝绸更是盛极一时。

明清开始，湖州因丝绸贸易发达而有了“湖丝衣天下”

的美誉。“湖丝”的说法始见于南宋，其中南浔镇辑里村的辑

里湖丝因为有独特的工艺，形成了“细、圆、匀、坚、白、净、

柔、韧”八大特点，被逐渐推广到了杭嘉湖苏各地。而在

湖州市南浔地区更出现了“四象八牛七十二金狗”的商

界现象——民间比喻富豪财产达白银千万两以上者，

为“象”，五百万两以上，为“牛”，百万两以上，为“狗”。

“刘家的银子，张家的才子，庞家的面子，顾家的

房子。”当时一个流传的段子生动地形容南浔“四

象”——刘镛、张颂贤、庞云鏳、顾福昌。“四象八牛七

十二金狗”拥有的家产，高达1.5亿两白银，称得上“富

可敌国”，在很大程度上还搅动了民国历史风云。正

如前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舒乙曾评价道：“南浔一镇

⋯⋯在经济上全力支持了辛亥革命⋯⋯功不可没。”

在杭州丝绸业，则有一个“都锦生现象”。1898年2月，

都锦生出生于杭州西湖茅家埠村，父母希望他能有一个锦

绣前程，所以取名“锦生”。没想到成年后的他真的为“锦”而

生，在乱世中织出了中国民族工业的“锦绣河山”。

24岁的都锦生在茅家埠一带建立了第一家丝织作坊，4年

后，织锦作品《宫妃夜游图》获美国费城博览会金奖，被誉为“东

方艺术之花”。1929 年，都锦生的织锦参加了第一届西湖博

览会，荣获特等奖和优等奖。之后都锦生和他的团队，

又研发出了“以竹为骨、以绸为面”的西湖绸伞，伞

面上印制着西湖风景图，大受欢迎。

今年 5 月刚好是杭州都锦生

建厂 100 周年，凤起路上的

都锦生织锦博物馆专门

推出了“百年织锦”特

展，吸引了不少市民

前来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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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
为何这么重要贰

国家文物局、浙江省政府主办的“2022丝绸

之路周”活动刚刚于 6 月 23 日闭幕。那么“丝绸

之路”是怎么由来的？为什么能在历史上承担

起东西方交流的重要使命？

公元前114年至公元127年间，西汉张骞以

丝绸贸易为媒介，凿通了中国与中亚、中国与印

度间的“西域商道”——丝绸之路从此绵延至今

2000多年。丝绸作为中国人独一无二的精美特

产，成为当时罗马贵族争相用黄金购买的奢侈

品之一。丝绸在世界流传的同时，也促进了汉

语言文学的发展和世界文化技术的交流。

到公元7世纪的唐朝，丝绸已成为中国最为

重要的出口货物了。而宋朝海上丝绸之路的开

通，让中国丝绸一举成为全世界最受欢迎的丝

织品。其中，浙江承担着丝绸生产任务的主要

角色，明初的杭州、嘉兴、湖州成为丝绸重镇，清

代江南地区在规模和水平上成为全国丝绸业的

中心。

“丝绸之路”是 100 多年前德国地理学家李

希霍芬“发明”的。他写的《中国——亲身旅行的

成果和以之为根据的研究》首次提出“丝绸之

路”。1936年，他的得意门生、探险家斯文·赫定

出版《丝绸之路》一书，在欧洲畅销。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

路”倡议，“丝绸”作为该倡议最重要载体

和媒介之一，被赋予了全新的理

念和内涵。

浙江省社科联

钱江晚报·小时新闻

联合出品

是什么
让浙江成为
世界丝绸之源

正如蚕的一生需经历成长、休眠、破茧、蝶化，以浙江丝绸业为代表的中国丝绸产业也

经历了兴衰沉浮。几个关键词显出了当代丝路在革变创新：

产业集群——目前浙江丝绸业产值200多亿元，产值约占全国的1/4，真丝绸缎、真丝

服装、真丝领带分别占全国 30%、40%和 80%。形成了杭州丝绸女装、湖州高档丝绸面料、

嘉兴丝绸针织和蚕丝被、嵊州真丝领带等特色明显的产业集群。

科技赋能——浙江理工大学李加林教授是现代织锦工艺创新者，他发明的“五色交织

法”，一改各国沿用了 100 多年的丝织图像表现方式和传统织锦生产方式，创造出 4500 多

种色彩，诞生了丝织长卷《清明上河图》、《富春山居图》等现代织锦“国礼”作品。丝绸界

“软黄金”香云纱通过改进沿袭600多年的染织技艺而走进寻常百姓家。

文旅产业——丝绸元素被应用在时装、服饰和家居设计中，出现时尚高贵的丝绸手机

壳、丝质邮票、丝织书桌等新产品。2021 年，杭州丝绸龙头企业万事利正式登陆 A 股创业

板，成为“中国丝绸文创第一股”。

丝绸小镇——湖州投资90多亿，将以国际丝绸时尚中心、东方丝绸交易中心、丝绸文

化体验中心等三大战略作为支撑，重点规划13个产业项目。

一带一路——2014 年，第一个丝绸国际标准由中国牵头制定并实施。该标准包含的

生丝电子检测技术由中国主导科研攻关，并得到国际丝绸界认可，对提高世界各国生丝质

量水平、促进丝绸经贸往来、提升中国丝绸国际影响力具有重要意义。

哪些关键词 能代表当代丝路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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