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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8 7年 3 月

孙 廷 拴 与 《 山 蚕 说 》
’

于 云 傲

( 山东省淄博市博 山区林业局 )

孙廷锉的 《 山蚕说 》 ,

是目前所知最早的柞蚕专著
,

是研究柞蚕史很有价值 的著 作 之

一
。

但古今有关书刊仅录其篇名或部分内容
。

经郑辟疆先生 1 9 6 2年校后刊行的清末王 元 挺

《 野蚕录 》 ,

从周亮工 《 因树屋书影 》 引录了 《 山蚕说 》 的内容
,

从 “
安丘石门村

,

多生搬

树林
”
到

“
吉凶可从焉

,

五也
。 ”

凡 3 40 字
。

清乾隆二十五年修 的 《 沂州府志 》 卷 三 十 三

中
,

亦有相似的记载
,

共 5 47 字
。

这是否就是 《 山蚕说 》 的 全 文? 至 于 《 山蚕说 》 的写作

背景
、

经过等
,

更鲜为人知 ; 作者故里的府
、

县志书等古籍也未载录
;
为了弄清上述问题

,

笔者通过访 口碑
,

查史料及实地考察等途径
,

基本上弄清了孙廷栓的身世及一生 中的 主 要

活动
。

一
、

孙 廷 拴 其 人

孙廷锉 ( 1 6 1 3一 1 6 7 4 )
,

初字枚先
,

在京为官时取字次道
,

告病请归后又字伯度
,

号址

亭
、

灌长 氏等
。

溢
“
文定 ,,

。

山东省青州府益都县 ( 今淄博市博山区 ) 人
。

明庚辰 ( 1 6 4 0 )

成进士
,

明末任抚宁监纪推官
。

明亡归故里
。

清顺治二年 ( 1 6 4 5 ) 荐授河间府推官
,

累官至

内秘书院大学士仅一年
,

便因病请告归故里
,

日事考查著书
。

撰 有 《 颜 山杂 记 》
、

《 汉史

忆 》
、

《 址亭文集 》 及 《 南征纪略 》 等
。

二
、 《 山蚕说 》 的成文背景及经过

古时各代皇帝
,

每年不但要亲自或遣廷臣祭告本朝先王及前朝有名的帝王
,

而且还要祭

告
“
河海山岳之神灵

” 。 “
会稽禹陵及南海

”
是常祭之处

。

顺治八年 ( 立6 5 1 )
,

当孙廷栓摧

太常寺少卿 ( 宗庙礼仪官 ) 时
,

他便奉使南征去祭告会稽禹陵及南海
,

将沿途见闻
,

以日记

形式撰文成集
,

这就是 《 南征纪略 》
。

此集分一
、

二两卷
,

以 “
干支

”
记 日

。

《 山蚕说 》 是

一卷中的一篇
“ 日记

” ,

但无标题
, “

山蚕说
” 三字抑是后人所加

。

南征的经过 是 1 6 5 1 年

古历
“ 四月戊辰二十四日

” ,

他从京师琉璃厂起身
,

经天津
、

抢州
、

长山
、

淄川
,

回到了老

家颜神镇 ( 今博 山区
,

当时为益都县所辖 ) 耽搁了几日
,

又经青州府 ( 原山东省 益 都 县
,

1 9 8 6年改为青州市 )
、

昌乐
、

安丘
、

向诸城县进发
,

于己酉 ( 六月初四 )
,

当行进到诸城县

本文 1 9 8 6一 0 6 ee 2 3收到 , 修改寄回
: 1 9 5 6一0 8一 12

。

.
本文在采写过程 中

.

得到中国历史研究所何龄修
,

中国农科院
、

南京农学院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章楷
,

沈阳农学 院柞

蚕教研室冯绳祖等同志及 《 蚕业科学 》 编辑的指教
。

在此一并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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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 07 里的石 门村北的 山谷中
,

见到满山坡都生长着柞树及放柞蚕的情况
,

便趁在石门村住

宿时把当日见闻加以
“
记述

” ,

这便是 《 山蚕说 》
。

根据 《 南征纪略 》 ,

我 们 得 知 《 山蚕

说 》 共 62 0 字
。

为了证实此问题
,

笔者又沿孙氏当年南征路线进行了实地考察
。

诸城县地名

办公室的唐琦同志介绍说
: “ 我县共查出村庄 1 3 53 个

,

只有一个
`

石 门
’

村
,

位于县城东南

60 余里
。 ”

在徒步考察中
,

我发现这里的 山川
、

道路及地貌等情况与 《 南征记略 》 中所 记载

的基本一样
。

石门村农民崔茂法说
: “

从前在我屋东的水沟上
,

用三块石板砌一 门
,

庄以此

得名
,

庄人是明洪武年间从山西迁来
。 ” 王树新 ( 80 岁 ) 说

: “ 我记事时
,

俺村边一搂粗的

柞树有好几百棵
,

小一点的满山遍野都是
” 。

石门乡蚕业技术员王夕文说
: “ 我乡放柞蚕历

史悠久
,

全乡至今仍有35 个村庄放蚕
,

建国后最高年产柞茧 5 00 多万粒
。 ” 以上可以证明

,

作者当年
“
宿焉

” 的石 门村
,

就是今山东省诸城县石门乡的石门村
。

作者触景生情
,

在那里

写下的关于
“
柞蚕简史

、

放养技术
、

制丝方法及对柞蚕丝绸的评价
”
文章

,

就是传世的 《 山

蚕说 》 祖本 ( 影印件略 )
。

现妄为标注
,

公之于世
。

三
、 《 山 蚕 说 》 全 文

自县 l() 南行入一黔 ()z 中
,

两岸夹 山
,

层峰远近
,

包络村烟
,

堤沙岸柳
,

曲 折 随 流
,

高

下川原
,

翠浮马首七十里
,

至石 门村宿焉
。

其中沙石粼粼
,

一溪屡渡
,

山半多生拼树林
,

是

土人之野蚕厥 s()
。

按野蚕成茧
,

昔人谓之上瑞
。

乃今东齐 (’) 山谷
,

在在有之
,

与家蚕等
。

蚕月抚种
,

出蚁

蠕蠕然
,

即散置懈树上
。

栅叶初生
,

椅狩不异桑柔
。

听其眠食
,

食尽
,

即枝枝相换
,

树树相

移
,

皆人力为之
。

弥山遍谷
,

一望蚕丛
。

其蚕壮大
,

亦生而习野
,

日日处风日中
,

雨中不为

罢 s()
,

然亦时伤水瑛 (e)
,

畏雀啄
。

野人饲蚕
,

必架庐林下
,

手把长竿
,

逐树按 行
,

为 之察

阴阳 ( 7 )
、

御鸟鼠
。

其稳 s() 也
,

与家蚕相后先
。

然其攘 (0) 者
,

春夏及秋
,

岁凡三熟 l(0 )也
。

作

茧大者二寸以来
。

非黄非白
,

色近乎土
,

浅则黄壤
,

深则赤值 l( 1 )
,

坟如果赢 l( “ )
,

繁实离离

缀木叶间
。

又或如难鸡毅帅 )也
。

练之
,

取茧置瓦励 l(’ )中
,

藉 l(5 ) 以竹 叶
,

复 (1 6) 以 荚 席
。

洗 l( 7 )之用纯灰之卤
。

藉之
,

虞 l( a) 其近火而焦也
。

复之
,

虞其泛 l( 的而 不 濡 (20 )也
。

洗 之 用

灰 (21 )柔之也
。

屠 (z )z 火焉
,

朝以逮伽 )朝
,

夕以逮夕
,

发复而视之
,

相其水火之齐
,

抽 其 绪

而引之
。

或断或续
,

加火焉 ; 引之不断乃 已
。

去火而沃 (24 )之
,

而盈s(2 ) 之
,

稗 勿 燥
。

瓣 之

不用缥车
,

尺五之竿
,

削其端为两角
,

冒茧其上
,

重 以十数
,

抽其绪而引之
,

若出一茧然
,

则练者工良也
。

竿在腋间
,

丝出指上
,

缀横木 ( 26 )而疾转之
,

且抽且转
,

寸寸相续
。

巧 者 日

得三百尺
,

或有间辍 ( 2 7 )
,

日得一二百尺
,

或计十焉
,

积岁乃成匹也
。

脱机而振之丁丁然
,

握

之如捻沙
,

则嫌善
。

食栅名懈
,

食椿名椿
,

食椒名椒 s(z )
。

茧如蚕名
,

嫌如茧名
。

又其蚕之小者伽 )
,

作黄坚

如石
,

大才如指上螺 (30 )
,

在 深 谷 丛 条间
,

不关人力
,

樵牧过之
,

载素 sl( )而 归
,

无所 名

之
,
日 山黄也

。

其嫌备五善也
:

色不加染
,

黯而有章
,

一也 ; 洗灌伽 )虽敝
,

不移色
,

二也 ; 日御 之
,

上者十岁而不败
,

三也
;
与韦 s(3 )布处不已华

,

与纹款恤 )处不己野
,

四也 ; 出门不二服 ( s3)
,

吉凶 (36 )可从焉
,

五也
。

故谚曰
:
宦者赢

,

葛布褐
,

言无入不可者
,

此亦有焉 v(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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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注
:

( 1 ) 指诸城县
。

( 2 ) 黔
:
同溪

。

( 3 ) 臃应为场
。

〔 4 ) 指古齐国 ( 今淄博市临淄区 ) 东南部山

区 ( 今潍坊地区 )
。

( 5 ) 罢 b `
:

停止 ; 罢 p i 同疲
。

( 6 ) 哎 h 合n :
烈 日曝晒 ; 枯

。

一 ( 7 ) 阴阳
:

有草木遮蔽柞墩 为 阴
,

无 则 为

阳 , 全枝全叶为阴
,

光枝为阳
。

( 8 ) 称
r己n :

老熟期
。

( 9 ) 攘
:

收获的次数
。

( 1 0 ) 沂州府志注
: “

三熟误
。

凡夏秋两熟
,

夏熟即春蚕也
。 ”

( 1 1 ) 值
z h i : 粘土

。

( 12 ) 坟
:

大小
、

形状
。

果赢
:

括楼
。

( 1 3 ) 毅 k o u :
待哺的幼鸟

。

意即
:
毛绵 (茧

衣 ) 的柞茧象刚出壳的小野鸡
。

( 1 4 ) 肺同釜
:

煮茧器具
。

( 1 5 ) 藉
:
垫在下面的东西

。

( i6 ) 复
:

获盖
。

( 1 7 ) 洗
:

浸泡熟茧
。

( 1 8 ) 虞
:

忧虑
、

怕
。

( 1 9 ) 泛
:
漂浮

。

( 2 0 ) 濡
:

沾湿 , 泡透
。

( 2 1 ) 灰
、

纯灰
;
均指生石灰

。

( 2 2 ) 膺
c u 。 :

放置
。

( 2 3 ) 逮
:
到

。

( 2 4 ) 沃
:
浇

、

浇灌
,

引伸为浸泡漂洗
。

( 2 5 ) 盆 拍通涟
:

滤
、

渗漏去水
。

( 26 ) 尺五之竿… …缀横木
:

系捻丝之原始工

具
。

后发展成
“

脖锤
”

和
“

捻杆
”

( 图略 )
。

( 2 7 ) 辍
:

中止 , 停止
。

意思是
:

如果中间有

停断的话
,

每天只能制丝一二百尺
,

甚至十来尺
。

( 2 8 ) 械泛指柞 , 椿即臭椿 ; 椒指花椒树
。

椒

蚕今无
,

查史料未见有此记载
,

抑是古时的一种以

花椒叶为食的野生绢丝昆虫
。

( 2 9 ) 此以
_

L指的是
“

皆人力 为 之
”

的 山 蚕

( 柞蚕 ) , 此以下指的是
“

不关人力
”

自生自长的

野山蚕 ( 茧 )
。

( 3 0 ) 螺
:
手指上的螺纹

。

( 3 1 ) 案 t u 6 :

一种口袋
。

( 3 2 ) 院灌
:
h

u 6 :

洗
。

( 33 ) 韦
:

皮革
。

韦布意即粗布麻衣
。

( 34 ) 纵
:

很细的丝制 品 , 细 绢
。

毅 加
:
有

绮纹的纱
。

纹毅系指用桑蚕丝制做的华美衣服
。 `

( 35 ) 不二服
:

不用更换衣服
。

( 36 ) 吉凶
:

婚丧
。

( 37 ) 赢同骡
,

系杂种
。

葛布
:
用葛皮 织 的

布
。

褐
:

粗布
。

意思是
:
虽然当官的外 出 非轿 即

马
,

穿着用桑蚕丝制成的华美官服
,

但 因 骡 子 骤

壮
,

象葛布褐一样的柞蚕丝织物更具备五大优点
。

所以说为官的骑着骡子
,

穿着柞绸衣服
,

本来是不

合情理的
,

但却是曾有过的事
。

孙廷牲奉使南征路线考证
:

关于孙廷拴奉使南征一事
,

有关记载表明
.

孙奉清帝使命于 1 65 1年 ( 顺治八年四月 ) 从北京琉璃厂动身南下
,

历时三

年
.

汾途经过的主要地 区有天 津
、

静海
、

沧州
、

庆云
、

长山
、

淄川
、

博 山 ( 颜神镇 )
、

临 淄
、

青州 ( 益都县 青 州 府 )
、

昌乐
、

安丘
、

诸城
、

石 门村
、

两城
、
日照

、

宿迁
、

洪泽
、

扬州
、

镇江
、

丹 阳
、

常州
、

无锡
、

苏州
、

嘉兴
、

杭州
、

绍 兴 (会

租 )
、 富阳

、

桐卢
、

建德
、

兰澳
、

瞿县 ( 瞿州府 )
、

常山
、

上饶
、

戈阳
、

南 昌
、

丰城
、

吉安
、

万安
、

凝县
、

大余
、

南 雄
、

韶关
、
佛 山

、

广州 ( 羊城 ) 和甫海庙 ( 位羊城东海道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