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新时代背景下湖州丝绸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宋其然 董妙璐 郭宇晨 吴旋 朱璐瑶
1
 

（湖州师范学院，浙江 湖州 313000） 

【摘 要】：湖州的是世界丝绸之源，丝绸文化源远流长，但近代以来却出现了没落的趋势。这揭示了在传统丝

织业走弱的环境中，丝绸文化才是复兴湖州丝绸的钥匙。通过实地调查可以发现，在融通历史与现实的前提下，丝

绸主题遗址公园可担当活态展示和群众参与的多元载体，满足村民、市民和游客的精神需求与符号消费需求，进而

为丝绸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提供新的模式。 

【关键词】：丝绸文化 湖州 主题遗址公园 

【中图分类号】F426.81【文献标识码】B 

 “丝绸之路”有很强的符号意义，是人类活动全球化过程的重要标识。新时代的战略构想赋予了这一文化符号新的意义：

以文化传承推动社会经济建设，以创新创意激发民间创造活力。作为“世界丝绸之源”的湖州，得天时与地利，可因地制宜、

融古通今、博采众长，以“丝绸”为载体，通过构筑主题遗址公园等方式，再造丝绸文化，带动丝织业、文化旅游产业的协同

发展。钱山漾、菱湖丝厂、南浔古镇等具象丝绸文化元素，很好地体现了丝绸之源和丝织业发展，能还原明清以来湖州丝绸的

兴衰历程。时至今日，如何在全球化和地方化的进程中，充分利用区域的历史资源，通过文旅产业传承历史、振兴经济，是本

课题设计之旨要。鉴于目前丝织业的衰落格局，我们需要关注丝绸文化所承载的文化乡愁、世界精神和符号意义，寻找丝绸文

化同湖州非丝产业、城乡及社会建设的结合点，推动新时代背景下丝绸文化与湖州城乡的复兴。 

1 湖州丝绸产业发展历程 

自上古钱山漾遗址中那片轻薄如羽，又重若泰山的史上第一片丝绸起，湖丝便在漫长的岁月里细细地打磨自己，将那自然、

纯粹的光泽洒向人间。归功于代代先民矢志不渝的努力，至明季中叶，湖州的蚕丝业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随之而来的，是

“湖丝冠绝海内，归安为最”，“蚕丝之贡，湖郡独良”，以及“辑里湖丝甲天下”等溢美之词。无论是桑叶，还是蚕茧、丝

织物的产量，湖州在明清时期都已达到十分可观的规模。譬如在桑树种植上，湖州精密细致的园林式栽培法有力地推动了桑叶

产量的提高，进而促进了蚕丝业的发展。在蚕丝业生产中至关重要的原料——桑叶上，湖州的产量长期在江南各产桑区中居于

前列。 

在丝绸纺织方面，湖州在明朝又创新了打线工艺，使得丝织物呈现出绉纹，遂成就享有盛誉的湖绉。下游的丝织业与上游

的缫丝叶、蚕桑业构成了一条漫长而完备的产业链，促成了湖州“人家门户多临水，儿女生涯总是桑”的现象。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随着上海开埠，湖州生丝出口日益兴盛，这意味着湖州的丝绸产业以生丝为突破口，开始同世界市场

发生密切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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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晚清湖州生丝出口量的激增，湖州丝商获利颇丰。与许多传统商人不同，他们注重品牌建设，并将较大的一部分资金

投资于扩大再生产，进而促进了湖州丝绸及其它产业的发展。譬如南浔刘氏，设立浔震电灯公司，参与浙江兴业银行的组建，

还发起创办浙江铁路公司，这些举措无疑催生了湖州的近代工业。不少丝商在致富后相当重视家乡的公益事业，或兴办学校，

或募捐济贫，或筑楼藏书。由此，湖州也堪称“因丝而兴”的典范。湖州也因丝绸产业的外向性而较早地接触了世界。1857 年

南浔的丝商就接待了前来考察蚕丝生产的英商代表。而规模最为宏大的一次则是在 1923年，美国商团到访并与丝商研讨辑里丝

的改良问题。双林的丝商蔡声白则率先启用模特推广湖州丝绸，并拍摄商业电影、开办时装巡展，大步走向国际市场。蔡声白

的美亚公司还形成了一条囊括种桑、养蚕、缫丝、织绸等环节的产业链，促进了湖州丝绸产业的集约化、现代化。湖州丝商还

将丝厂扩建至上海，加强了与在沪丝行和洋商的联系。 

上述现象也在一个侧面反映出一个现象：伴随着经济上的世界化、开放化，湖州的丝绸文化内涵也日渐丰富，呈现出包容、

开放、进取的气象。与此同时，湖州也因丝绸成为近代江南欣欣向荣的一方创业乐土。笔者认为，湖州丝绸文化在近代所显现

的拥抱世界的新气象与新时代背景下湖丝文化和湖州城乡的复兴是一脉相承的。此外，当代湖州丝绸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不仅需

要我们对辉煌历史的敬重，还应有对于湖州丝商和丝工那份开拓进取精神的肯定和发扬。 

辉煌之后的湖州丝绸业却遭遇了严酷的寒冬。日本侵华战火、“大萧条”的冲击，被称作“白老虎”的蚕害，加之 19世纪

末伊始日本丝、人造丝的竞争，20 世纪 30 年代起湖州的丝绸产业趋于衰微。从 1930～1933 年，由于茧价、丝价持续下跌，湖

州的蚕茧及生丝产量随之大减。 

 

图 1 1930～1933年湖州蚕茧收购价 

1932年湖州厂丝出口量也已从 1930年的约 100 万 kg下降到约 40万 kg,1934 年更是仅有 1.5 万 kg 的生丝从上海出关。而

战时湖州桑树的 6/10，丝织品的 5/10，以及育蚕缫丝工具的 5/10都被日军毁坏。 

抗战胜利后的 1946年，面对满目疮痍的桑田、丝厂，民族实业家章荣初邀专家为湖州蚕丝业重镇菱湖拟订了“菱湖建设计

划”，并设菱湖建设协会推广蚕桑良种、兴修桑田水利、兴办文教卫生等公共事业，力图实现“促进农村进步繁荣，建立新型

田园都市”的目标。田园都市的目标合乎高质量城镇化的理念，而丝厂的社会功能则与我们提倡的服务地方、提升人民生活质

量的诉求一脉相承。 

建国之后，湖州丝绸有了新的发展，在 1989 年已达 38227t，较 1949 年激增 13.8 倍；丝绸工业企业共 314 家，1989 年产

值达 94.14亿元，占湖州市规模以上工业产值的 8.8%。但 1992年后，丝绸产业总体需求疲软，产值滑坡，到目前为止湖州丝绸

产业对地方经济总量的贡献已微乎其微。进入新千年以来，由于传统优势产业不振，新兴产业比例不足，湖州的经济发展总体

上不温不火。 

在笔者看来，湖州既是因丝而兴，亦是因丝而衰，湖州城的繁荣与否在某种程度上与丝绸产业的兴衰相映照。丝绸文化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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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长期根植于湖州地方经济中的血脉，经历了数次衰落，一次是 20世纪初至抗战结束，本土丝织业受到战乱与外国生丝及其制

品的冲击；一次是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民众的审美情趣发生了极大改变，而本土丝织业尚未与时俱进，偏安一隅，加之纺

织原料的变动带来了物美价廉的替代品，丝织品的消费需求大大下降而式微。在这个已经难以凭借纯粹作为纺织物的丝绸而单

打独斗的时代里，现今湖州丝绸文化的经济效应和社会效益不言而喻。然而，能肯定的是，在某一特定产业的没落之际，唯有

其所蕴含的文化有可能经久不衰、深入人心。那么我们究竟要采取哪种方式来传承和创新湖州的丝绸文化呢？ 

2 破茧：一种丝绸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模式 

在相当程度上，当下的遗址公园在理念设计方面趋向于精英风格，运营中则呈现出明显的商业化取向。这意味着关乎遗址

公园的看法很大程度上会集中于后期考古工作、文物保护的手段与设备、建设开支或潜在的经济效益等宏观问题，进而忽略遗

址公园真正的受众——公众。在一些专业人士看来，群众的需求的确与遗址保护及公园开发中的学术性需求、专业性需求格格

不入，因此专业知识的壁垒使很多普通人都难以参与关乎遗址公园的讨论。这显然会对一个日益关注公众参与的社会带来一些

消极影响。事实上，有关部门早已指出：遗址公园是指以重要考古遗址及其背景环境为主体，具有科研、教育、游憩等功能，

在考古遗址保护和展示方面具有全国性示范意义的特定公共空间。但是，我们又应如何处理遗址公园营设过程中公众同专家之

间、现实需求与精英文化之间的沟壑，使遗址公园成为真正的公共空间呢？ 

笔者通过大量的调研认为，“主题遗址公园”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它借助遗址本身可造的文化及其符号扩充遗址公园的

概念，可为公众提供一方门槛低而参与度高的文化场域。当然，“主题遗址公园”的目的并非使遗址的文化一味地去迎合公众

的各种需求，而是以“主题”为引子，以遗址公园为载体，帮助公众了解其所在地的文化、认识遗址“主题”与生活的关系。

同时，公众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近距离感受陌生又令人好奇的考古职业，并在身临其境中制作和消费与“主题”相关的现实符号。 

根据湖州的地域历史和文化特色，本文将丝绸文化作为“主题遗址公园”概念里的“主题”，生成了关于丝绸遗址主题公

园的思路。 

首先，丝绸主题遗址公园是丝绸文化这一符号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存在的，是丝绸文化形式与内涵的一种表达方式。因此，

丝绸主题遗址公园的“主题”便指向丝绸文化，而且是广义的丝绸文化，不仅仅局限于丝绸本身。广义的丝绸文化能分为物质

维度、精神维度两方面，也可分为历史与现实两个维度。就物质维度而言，广义的丝绸文化覆盖了出产蚕丝的桑田、出土丝绸

残片的遗址、制造丝绸成品的工厂、陈列丝绸精品的博物馆，以及作为纺织物的丝绸。就精神维度而论，它囊括春蚕吐丝所象

征的“天人合一”观念、丝绸之柔所潜藏的“以柔克刚”哲理、丝绸商业所蕴含的开拓进取精神等等。若从历史维度加以考虑，

广义的丝绸文化不仅指看得见、摸得着的文物，还包括与丝绸相关的地方文化、群体文化、社会习俗、生活方式等。若基于现

实维度，它融入了由丝绸引申而来的服饰文化、消费文化。其次，丝绸主题遗址公园也是符号消费者身临其境获得满足感的文

化场域。所以，湖州现有的丝绸文化遗址如钱山漾、菱湖丝厂便是丝绸主题遗址公园的载体，可满足符合消费者的精神满足感；

而浙江制丝二厂、织里服装产业基地、一体化的定制工坊则是丝绸主题遗址公园的外延，满足符合消费者的物质满足感，即消

费欲。 

基于上述分析，丝绸文化主题公园的具体构想将围绕钱山漾、菱湖丝厂这两处载体，以及浙江制丝二厂、织里服装产业基

地、一体化定制工坊和源头体验型店铺等概念外延展开，凸显丝绸文化这一主题，探讨切实有效的传承与创新模式。 

2.1遗址现状 

钱山漾遗址保护区控制范围约 23.4万 m2，周边地形开阔，水系发达。所在地交通通达度高，方便上海等地游客抵达遗址，

但内部路网不完善，不利于深入参观。另外，既有的钱山漾文化交流中心，但据原址较远。钱山漾遗址出土了大量文物，但多

被异地收藏。总之，钱山漾遗址在区位条件上具备建设丝绸主题遗址公园的条件，但由于遗址主要的历史遗存同其本身相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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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导致遗址出现了荒芜的问题。此外，钱山漾存在着丝绸文化特色不鲜明、潜力欠挖掘的问题。就此，我们不妨以钱山漾为

个案制订丝绸主题遗址公园的设计方案。 

2.2设计方案 

首先，钱山漾丝绸主题遗址公园的设计应注意协调“遗址”与“公园”两种角色间的关系，即在布局公园的旅游设施、商

业设施等时，绝不能侵占遗址保护的控制区。钱山漾遗址的东翼、北翼和西侧水域可作为公园的主要开发范围。 

其次，笔者根据实地考察的情况，对钱山漾丝绸主题遗址公园的功能进行分区。总体上，我们将该主题遗址公园分为控制

区、观赏农业用地、桑基鱼塘垂钓区、采桑与果树区、养蚕体验区、丝织体验区、博物馆区、内部水路、蚕宝宝码头、手摇船

训练营、考古实训营等十一个功能区。见图 2。 

控制区是禁止一切商业开发的考古探方回填区。它是主题遗址公园的灵魂所在，有环状水路萦绕。 

观赏农业用地则接近公园的东入口，营造出迎宾效果，可满足当下游客自拍的需求。观赏农业用地在春季是金灿灿的油菜

花田，夏季是明媚的向日葵，秋冬季节则是宛若满天星的荞麦花。 

与观赏农业用地接壤的桑基鱼塘垂钓区由原先的私人鱼塘改造而来，作为公园内部一处较宽广的水域，可以在景观上达到

与园内复古建筑相映生辉的效果。我们还建议在公园外围建设令游客放心的有机农场，提供优质的采摘、垂钓、自助餐和农家

乐服务，创设淳朴温馨的田园氛围。 

 

图 2湖州丝绸主题遗址公园（钱山漾）设计图 

采桑与果树区是亲子互动的场所之一，在传统造纸工艺的活态展示中可发挥作用。该区兼具运动休闲、教育和商业功能，

游客可以在攀树采摘桑叶、桑果中锻炼生存技能，在参与桑皮纸制作过程中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在有机桑果和“文房四宝”

系列文创产品的消费中收获满足感。 

养蚕体验区是儿童生活教育的重要基地。蚕的生长史也是儿童生活教育的可贵素材，蚕吐丝、蜕变、化蝶的经历可以让儿

童在与之年龄相应的“万物有灵”的心理状态下，形成对生命、对历练、对奉献精神的最初体验。“蚕宝宝”等主题动画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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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会以亦师亦友的角色帮助儿童学会喂蚕、养蚕、清理蚕匾等技能，满足儿童动手操作、参与活动的兴趣。 

丝织体验区是丝绸文化的活态展示中心，也是文创产品的上游消费地。游客可在丝织工匠们的陪伴下体验缫丝机、花楼机、

手工或水力纺织机的操作，领略织绢工匠抛梭、翻丝、练染、雕花割绒、手工上矾等典型动作的风采；除传统的丝织工具外，

丝织体验区可配备现代化的数码喷绘、塑形设备，以便游客参与心仪的文创产品的设计和制作，使该功能区成为文创产品的上

游消费地。 

博物馆区是出土文物的保管与陈列处，鉴于文物异地保存会带来文化与文化实体之间脱离的问题，笔者认为钱山漾遗址的

出土文物宜就地展陈。而且，鉴于各综合型博物馆的史前文物展区普遍存在客流偏少、参观者兴致不高的问题，钱山漾博物馆

不妨通过借调等方式集中浙北的史前文物，着力挖掘史前文物的内涵、营设沉浸式的观展环境，打造区域性的史前文物专题博

物馆。我们还可以把主题遗址公园周边的八里店乡镇社区纳入博物馆及整个公园的设计方案中。在国际生态博物馆领域有着著

名的“六枝原则”，它指出“村民是其文化的拥有者，有权认同并解释其文化……生态博物馆的核心是公众参与，须以民主方

式管理”。在主题遗址公园及其博物馆的设计上，强调公众参与、关注村民福祉的“六枝原则”存在一定的迁移价值。长期以

来，遗址的原住民和周边村民往往被视为“守门人”，甚至是遗址的“活展品”。此类刻板印象既没有体现对作为文化的拥有

者的村民应有的尊重，也没有给予村民真正融入遗址文化的机会。而博物馆的村民志愿者这一角色能够把村民放在平等的、受

尊重的位置上，缩短“平民文化”与“精英文化”的距离。考虑到部分村民由于精神生活贫乏而易于陷入赌博等活动，城区内

也有不少退休老年人的精神需求亟待满足，我们认为除了遗址博物馆的志愿者一职外，公园的售票、解说、展示等运营人员也

可对村民和广大公众志愿者开放。我们可依据退休或在职城乡居民的专业、兴趣，将其分为多个分工明确小组。实际上，主题

遗址公园博物馆这种关注公众福祉的设计理念与生态博物馆的“安吉模式”有共同追求。当然，博物馆区也是文创产品的下游

消费地，可与菱湖丝厂和织里服装产业基地建立联系，将两地的设计与生产能力与主题遗址公园的消费能力紧密结合。 

内部水路是公园的水上游览线路，担当着交通动脉的重任。游客可以从公园内的三处码头登船经由环状水路沟通公园内的

几大功能区。此外，环形水路的东段位于遗址控制区和观赏农业用地之间，游客既可一览充满历史沧桑感的远古遗址，又可徜

徉浪漫的花海。 

蚕宝宝码头是公园主题活动的举办地之一，每逢中国传统节日、重要纪念日这里便会举行儿童复古游戏活动。如在上巳节，

这里可借环形水道举行曲水流觞的活动，并结合与主题遗址公园相关的桑皮纸、湖笔等物象开展书画交流会、露天音乐会。而

更重要的活动是贯穿全年的蚕乐会，它作为主题遗址公园的常设主题活动，包括蚕花节、蚕花庙会、踏（轧）蚕花、蚕神游行

等。 

手摇船训练营是公众参与“蚕丝贩运”、体验先民生活的学习和体验区域。该功能区由于水面开阔，是园区船只的一处驻

泊地，游客可以在乘船抵达此处后感受水上用餐的别样风情。 

考古实训营模拟考古工作者的工作实景，备有数个探方和洛阳铲等考古工具。考古实训营给予了游客参与考古知识学习的

机会，拉近了游客与陌生又具有新鲜感的考古职业的距离，也有利于参观者在切身体验中增强文物保护观念。 

3 结语 

在丝绸纺织品已缺乏市场潜力的当下，我们需要关注丝绸文化所承载的城乡之愁、世界精神和符号意义，并就此寻找丝绸

文化复兴的新起点。在寻觅新起点、探索新方案的时候，除了发掘、萃取湖州的地域元素，我们还要大胆地创新、小心地设计，

巧妙地运用文化、艺术、技术诸手段以动态和静态的形式向游客呈现具有世界意义的湖州丝绸文化。丝绸主题遗址公园可以将

抽象的精神产物与具象的观光体验结合，将先民的自然情怀与当代的生态文明融合，将地域文化同国家文化、民族文化乃至世

界联系，突出丝绸文化的符号性、共通性。无论是春蚕吐丝象征的天人合一、敬畏自然，抑或是丝滑柔顺的丝织品所寓意的和



 

 6 

合、互容、以柔克刚，都是人类在体悟这个世界的过程中产生的精神财富，而它们会随着丝绸主题遗址公园的诸多主题活动走

向你我的心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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