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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首先来看上洋筠香斋出品的
《春蚕胜意》和吴文艺出品的《蚕花
茂盛》。虽是不同年画商出品，但画
面内容大致相同，皆是一妙龄少女
骑在马上，身后锦旗飘荡，上书
“马”字，只是方向恰恰相反，乍一
看，很像是一组对画。那么，这位明
眸善睐的少女究竟是何人？和马有
什么关系？又如何能保佑“蚕花茂
盛”呢？我们都知道，养蚕是一件非
常辛劳而高风险的农活，整个过程
充满了很多不确定因素，任何一个
小小的失误，都有可能造成欠收，
因此在没有科学方法可以抵御这
些不确定因素之前，蚕农们只能依
靠全能的蚕神，祈祷风调雨顺，蚕
丝丰收。《春蚕胜意》和《蚕花茂盛》
这两幅画就反映了江南地区的蚕
神崇拜现象，细致刻画了蚕农心中
敬若神明的蚕花娘娘，每到养蚕时
节，蚕农都会在家中张贴这类年
画，以祈平安。

在中国，被誉为蚕神的有好几
位。最古老的是嫘祖信仰，主要在
北方比较盛行；江南一带，蚕神庙
中奉祀的一般都是马头娘、马明菩
萨，其形象多为一女人披马皮，或
一女人骑马，即《春蚕胜意》《蚕花
茂盛》两幅画中骑在马上的少女。
至于为什么蚕和马会有联系，有人
说因为蚕身柔婉而头似马，即“蚕
与马同气”。但蚕与马真正开始结
合，并造出人身马首的蚕马神，则
始于一则流传广泛的民间故事。晋
人干宝编著的《搜神记》卷十四中
对其有详细记载，翻译如下：

太古时，有个做官的人远征在
外，家里没有别人，只有一个女儿。
有一匹公马，由女儿亲自饲养。女
儿独身一人，寂寞无聊，思念父亲，
就开玩笑对马说：“你能为我接父
亲回来，我就嫁给你。”那马听到这
话以后，挣断缰绳奔去……父亲因
为畜牲这样通人性很不平常，喂养
它格外丰厚，但是马却不肯吃。每
看见女儿进出，它就又喜又怒，显
得十分兴奋，用蹄叩地，像这样不
止一次。父亲感到奇怪，暗地里问
女儿怎么回事。女儿把经过一一说
了。父亲说：“这事不要再讲了，人
家知道了，丢咱家的脸，你暂且不

要出入。”于是用弩把马射死，把马
皮曝晒在庭院里。父亲再次出征，
女儿与邻家的姑娘在马皮附近游
玩，用脚踩着马皮说：“你是畜生，
还想娶人做媳妇吗？招来屠宰剥
皮，何苦呢？”话还没说完，马皮突
然竖起，把女儿卷起就走……过了
几天，一棵大树的枝叶间，女儿和
马皮已经化成了蚕，在树上作茧。
这茧又厚又大，与平常的蚕不一
样。邻家的妇女取来喂养，收到的
丝多出几倍，于是就把这种树称为
桑。桑是丧的意思。从此，百姓竞相
种桑养蚕，今世所养的就是。

魏晋以后，此故事广泛流传，
逐渐形成祭祀“马头娘”的风俗，既
有设立小庙专门奉祀的，也有在蚕
农家中奉祀的。祭祀定于农历十二
月十二举行，据说这天是蚕花娘娘
的生日。江南各地的祭祀活动也各
不相同，难以尽述。除了蚕花娘娘
生日这天，也有在清明前后，即蚁
蚕孵出这一天，奉祀蚕神的，俗称
“祭蚕神”；有做丝完毕、采茧以后，
奉祀蚕神的，俗称“谢蚕神”。 小
满前后，苏州先蚕庙还会演剧三日
祀蚕神，男妇观者，热闹异常。

除了祭祀蚕神，还有各种各样
祈愿蚕花茂盛的风俗活动，如戴蚕
花、接蚕花、扫蚕花地等等，还催生
了蚕猫这一富有民俗特色的避邪
物。对于蚕农来说，最痛恨的动物
莫过于老鼠，因为老鼠不仅喜欢吃
蚕，还要咬蚕种纸，咬蚕茧，而老鼠
的天敌就是猫，所以杭嘉湖一带的
蚕农几乎家家都养猫，而且在养蚕
之初打扫蚕室时，也很注意堵塞鼠
洞。然而，似乎还嫌不够，一般蚕农
还会上街买一两只泥塑彩绘的蚕猫
放在蚕室里，或者买两张印有蚕猫
的糊荙纸贴在衬幼蚕的蚕荙上，这
才安心。也有的蚕猫图是印在白色
宣纸上张贴在蚕室墙壁上的，小校
场年画中三幅画有蚕猫、取名《蚕猫
茂盛》的画都属此列。这几幅图虽然
构图、设色略有差异，但在意象上却
如出一辙：硕大的蚕猫、飞舞的蝴
蝶、盛开的蚕花，满满的画面充满吉
祥之感，在祈愿蚕花茂盛之余，取其
耄耋（猫蝶）富贵的谐音，寄托长寿
延年的祝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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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 缫丝厂的特色远不止以上几

点!对蚕丝工业的冲击更是影响深远!而

蚕丝业在中国近代工业发展中的地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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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经历了一次自北向南的重心转移!从此!吴越地区一改以往偏远落

后的局面!一举成为朝廷最主要的赋税来源!被称为"鱼米之乡#$ 但

其实"鱼米%之外!蚕丝业的后来居上才是江南经济腾飞的决定性

因素!小小一枚蚕茧俨然已成为江南一地的经济命脉$这一现象

在民间年画中同样有所反映! 在尚存世的数百幅小校场年画

中!和蚕有关的就多达十余幅$ 这些画或描绘养蚕过程!或

刻画蚕花娘娘!或祈祷丰年收成!把浓浓的民俗浸润在饱

含期冀的吉祥时令画中!绘成了一派江南蚕丝业盛景$

让我们看图说话! 以这一幅幅上海小校场年画为标

本!细细品说江南养蚕风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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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说完这几幅寓意吉祥的《蚕花茂盛》，我
们再来看一幅孙文雅店铺出品的《蚕花茂
盛》，与前几幅从多个角度反映民间蚕神信仰
不同，此画让我们对彼时蚕农生活有了直观
感受。这幅画截取养蚕过程中几个重要阶
段———蚕种、上山、收茧、烘茧、收子，细致描
绘，糅合成画，完整地展现了蚕农繁忙辛劳的
农作生活。从做种到缫丝，蚕农无不亲力亲
为。自清朝后期，这一产业有了更多细分，很
多蚕农不再做种而直接从市场采购，桑叶也
直接从叶商处购买。而更大的推进动力来自
于 !"#$年的上海开埠。从前江南生产的蚕丝
主要用于内需，只有很少一部分运输到广州
出口，但自上海开埠后，因其地理位置贴近江
南传统产丝区，水路运输非常便捷而廉价，蚕
丝贸易中心迅速由广州转移到上海。%"&'年
到 %"'$年，上海生丝出口量迅速由 '%&(担
上升到 ("))(担，而同期广州的出口量则从
'&*+担下降到 $((,担，但与出口量日益增
长相对应的，却是生丝价格的一路下跌，从
%"()年每担 &+)两直降到 %""(年每担 ,-&

两。这里就要提到一个在小校场年画中出现
过的人物，即《清朝活财神大开聚美厅》中描
绘的“活财神”胡雪岩。胡雪岩乃晚清著名商
人，初时以钱庄起家，后协助左宗棠开办企
业，将经营范围扩至丝、茶出口及外国机器、
军火进口等，至同治十一年（%"),年），其下阜
康钱庄支店达 ,+多处，遍及大江南北，资金
,+++万余两，田地万亩。《清朝活财神大开聚
美厅》描写的是事业正如日中天的胡雪岩，威
仪地端坐厅堂，旁有江南各地乃至东西洋美
女为其吹拉弹唱助兴。这位“活财神”最后竟
也落得家财散尽、抑郁而终的惨剧，导火索正
是生丝贸易。光绪八年（%"",年），胡雪岩在上
海开办蚕丝厂，耗银 ,+++万两，生丝价格日
跌，据他观察，主要原因是华商各自为战，被
洋人控制了价格权。于是百年企业史上，第一
场中外大商战开始。先是胡雪岩高价收购当
年出产新丝，无一漏脱，外商想买一斤一两而
莫得，无奈之下向胡说愿加利一千万两如数
转买此丝，胡非要一千二百万两不可。正当双
方都达到忍耐极限，胜负立判之时，中法战争
爆发，市面突变。危急时，国内丝商未能团结
一致，新丝仍为外商所收，胡无法，反而重求
外商收购旧丝，外商趁机杀价。胡考虑旧丝如
再存放定会变质无用，不得已只能如数卖给外
商，亏损银两达八百万。屋漏偏逢连夜雨，先前
胡雪岩曾代上海道邵小邨向外商借过一笔款
子，刚好到期，外商怎肯放过担保人胡雪岩，逼
胡代为偿还。各地钱庄资金周转不灵，胡雪岩
营丝亏本风声迅速传开，迎来了各国各地大规
模的挤兑风潮。十一月，各地商号倒闭，家产变
卖。接着，慈禧太后下令革职查抄，严追治罪。
悲愤中，胡雪岩于光绪十一年（%""'年）去世。

! ! ! !这场中外商战终以胡雪岩的全盘落
败而落幕，连胡雪岩这样家财万贯、背靠
大山的“红顶商人”都斗不过洋商，洋人
对华商的全面压制由此可见一斑。然而，
洋商对中国的盘剥让人切齿生恨，但是
由于洋商进驻而带来的生产技术的革新
却是值得肯定的，缫丝厂的开办就是对
传统蚕丝产业的一次巨大改革。已知的
上海第一家缫丝厂，是 %"(,年由怡和洋
行创办的，但很快就宣告倒闭。其后，旗
昌丝厂、怡和丝厂、公和永丝厂相继开
办，虽然面临技术工人缺乏和生丝销路
问题等诸多困难，但都度过了艰难的创
业期。到 %-+%年，上海共有 ,$.,"家缫
丝厂，)"++.)-++ 部缫丝车，平均每厂
,)".$&+部。

小校场年画中有一幅《湖丝厂放工
抢亲图》，此画重点刻画一种戏谑的滑
稽场面，而非展现丝厂本身，却依然可
以从中追寻到当年丝厂的一些特色。首
先不管缫丝厂从何地采购鲜茧，都要标
榜自己所产生丝为“湖丝”（浙江湖州府
出产的蚕丝），皆因自明代起湖州蚕丝
就以其上佳质地声名在外，其中又以产
于乡村市镇七里（辑里）村的蚕丝质量
最佳，被称为“辑里丝”，在市场上很受
欢迎，比一般丝价为贵，时长日久，“湖
丝”就成了上等蚕丝的代名词。其次，从
画中湖丝厂厂房墙上可见“英商 伦华
丝厂”几个大字，其实这个丝厂是华商
叶澄衷于 /"-$年投资开办的。虽然最
早的几家缫丝厂确由外商投资开设，但
在世纪递嬗时外商投资的重要性迅速
减退，那时大多数外国丝厂转到了中国
人的控制之下。%-%%年，上海丝厂中仅
有 '家为欧洲人所有，西方所有权往往
是名义上的，因为中国的所有者和投资
者会使用西方名称和商标做挡箭牌，这
样做的目的，部分是希望受到通商口岸
企业的治外法权保护，部分是为了取得
使用为外国市场所熟悉的西方商标的
优势。当买办或官员开始接管一家丝厂
的所有权时，他们往往设法隐瞒事实，
使它保持着仍为西方人拥有的外观。再
次，从这张图中还可以看出，当时在丝
厂工作的几乎都是女工，这和《蚕花茂
盛》系列图中蚕农无一例外都是女性如
出一辙，所谓“男耕女织”，养蚕丝织历
来被看作女子之事，连蚕神也是女性，
近代丝厂以女工为主也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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