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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东成语典故园“嫘祖养蚕”雕像

□记者 薛丽娟 文图

关于“嫘祖养蚕”的传说，不少人或
多或少都有听说过。她被尊为“华夏之
母”“蚕神娘娘”，但真正了解她的人并
不多。

嫘祖是中华文明史上不可不提的
重要人物，而且她与我们夏县西阴村有
着莫大的渊源。

夏县西阴村，以前因栽满了桑树，
整个村庄被茂密的绿荫遮掩着，唯独太
阳西落时分，才能看到村落，故而得名

“西阴”，该村自古便有之。这里桑树繁
茂，绿荫遍地，传说是轩辕黄帝之妻嫘
祖教民养蚕种桑的地方，而且这里发掘
出有人工切割痕迹的半枚蚕茧化石。
传说和考古发现完美地互相印证，更加
确定了西阴村为远古西陵氏部落嫘祖
养蚕所在地。

嫘祖同炎帝、黄帝生活在同一时
期，同为人文始祖。嫘祖，黄帝的正妃，
西陵氏之女，开创了植桑养蚕、缫丝织
衣的先河。传说，她生于西阴村，“嫘”
字即养蚕缫丝之女。

有关嫘祖的故事版本众多，有为了
兑现和马儿的承诺，与马皮合二为一，
变成蚕神姑娘的故事；也有她出生不
祥，被放至狼虫虎豹横行的山涧，却受
百兽保护的故事。在夏县西阴村一带，
也流传着独特的嫘祖始蚕故事。

相传，嫘祖的父亲是黄帝手下一名
大将，常年出征在外，家中只剩她和一
匹白马。她思父心切，与好朋友闲聊，
说如果谁能把父亲找回来，便以身相
许。她话音刚落，白马便一声嘶鸣，飞
奔出了家门。嫘祖的父亲在军中看见
家中白马找来，以为出了什么大事，赶
紧骑马回了家。嫘祖见到父亲非常高
兴，可是白马到家后水不喝，草不吃，而
且又叫又跳。父亲追问缘由，才知道女
儿许下的诺言。他十分生气，怎么能让
一匹马娶自己的女儿，当下便拉弓射向
白马。嫘祖趁父亲不注意，放走了白

马。白马负伤跑到桑林倒地不起，一阵
狂风过后，化成了白色的毛毛虫。为报
答白马的恩情，嫘祖便把白色毛毛虫带
回家饲养，发现它喜欢吃绿色的桑叶，
还能吐出白色的丝……于是，嫘祖把毛
毛虫称为“天虫”，后来叫蚕，蚕化蛹后
结成的小圆团叫茧。

无意间，嫘祖发现蚕茧泡进水里，
能抽出丝来，便心生好奇，想知道能抽
出多长的丝。没想到，抽出来的丝不仅
很长，还很柔软，而且平滑均匀，极有弹
性和韧性。嫘祖就用蚕丝缝制兽皮，穿
在身上保暖御寒。一次，她受到树上蜘
蛛结网的启发，想到是不是可以把蚕丝
制作布。于是，她开始养蚕，收集茧丝，
试了许多方法，织成了最早的丝绸，解
决了人们的穿衣问题。后来，嫘祖将蚕
丝献给了黄帝，做了黄帝的正妃。

嫘祖养蚕的行为，在当时可以说是
一项了不起的壮举。用智慧创造美好
生活，或许，这也是人区别于山川、鸟兽
的地方。

后来，嫘祖不仅将植桑养蚕技术带
到了黄帝部落，辅佐黄帝教族人养蚕技
艺、抽丝制衣，还为了部落繁衍发展，和
黄帝一起推广农业和手工业技术，确定
了礼仪和婚嫁制度。

嫘祖发现许多孩子只知其母不知
其父，无一定的婚嫁制度，倡导嫁娶。
当时人们居无定所，逐水到处游猎，为
了更稳定的生活，首要任务是让人们定
居。因此，黄帝与嫘祖一起，黄帝带领
部落进行农耕生活，而嫘祖教民养育蚕
苗，缫制茧丝，纺线织布，裁剪缝纫。从
此，郊祭庙祀有了礼服，部落百姓有了
衣服，“黄帝垂衣裳而天下治”，当时中
华民族已经有了“锦衣华服”的雏形。
农业蚕桑，男耕女织，乃是立国之本。
所以，后世人们都喜爱在住所周围栽植
桑树，而至今，人们赞扬某人为家乡作
贡献，还是以“功在桑梓”来形容。

因为最早养蚕缫丝，所以人们奉她
为“嫘祖”。《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
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嫘

祖。嫘祖为黄帝正妃，生两子，其后皆
有天下。”

当年，考古之父李济先生同友人寻
访夏代陵墓，路过一村落，偶然知晓了
此处名为“西阴”，附近还有辕村，凭着

“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这
句话，学者的敏感让他们停留了下来。

1927 年，李济先生在西阴村遗址
发现半颗人工切割的蚕茧，将中国的植
桑养蚕史推进到了4500年前，用实物
证明了西阴村嫘祖养蚕不是美丽悠久
的传说故事，而是历史事实。

2019年，夏县师村遗址发现6000
年前5枚石雕蚕蛹，再次佐证了运城是
养蚕剿丝技术起源地。

也正是从嫘祖养蚕起，人们种桑养
蚕、剿丝织衣，摆脱了束叶裹皮的原始
生活，解决了保暖御寒的问题，开创了
衣饰文明之先河，促进了人类社会的文
明进步。

也正是因此，才有了丝绸的发展，
有了丝绸之路，有了丝绸文化。中国丝
绸远销海外，惊艳世界，成了中华文化
的独特象征，成了中华民族的金名片，
成了中国元素中最璀璨的明珠。

“嫘祖养蚕”之所以流传几千年，不
仅是在告诉我们中华衣饰的由来，更是
在歌颂劳动人民的勤劳与智慧。嫘祖
通过观察和实验，发现了蚕吐丝的秘
密，又经过不断探索，学会了养蚕、抽
丝、织衣，最终做出既好看又舒适的丝
绸衣服。不仅如此，在当时社会，她带
领广大妇女用双手利用自然之物，改善
部族生活。这份养蚕之功归于妇女，不
仅反映了古代社会对女性的重视和赞
美，也体现了古代人民对勤劳与智慧的
崇尚。

善于从生活中汲取知识、总结经
验，这是先民留给我们的宝贵生活技
能，也教导我们要立足实践，善于创新，
才能促进人类社会的进步和科学技术
的发展。想必，这就是“嫘祖养蚕”的启
示。

““嫘祖养蚕嫘祖养蚕””:: 开 衣 饰 文明之先河开衣饰文明之先河

▶生活的强大是如何在艺术作品中表现出来的？
不是庞然大物招摇过市，而是在微小之处脱颖而出。

——余华

▶人活在世界上，需要这样的经历：做成了一件事，
又做成了一件事，逐渐地对自己要做的事有了把握。

——王小波
▲一个人身上真正闪耀的东西是善良、是教养、是

包容、是见过世面的涵养。向阳而生，做一个温暖的人，
不卑不亢，清澈善良。 ——杨绛

□屈吉平

一盏灯，一双眼，一颗心，一
部手机，几本书，几页纸，远离热
闹喧嚣，换来丰富多彩的人物和
精神思想的光芒。读书写作让我
越发心绪平静，思路清晰，感恩满
怀，幸福充实。

我之所以选择了文字，原因
很复杂，也许是寻求一种寄托，也
许是作为改变命运的一种手段，
也许更是一种天性的召唤，一种
与生俱来的热爱。

人，需要寄托，需要倾诉，需
要排遣和宣泄，而读书写作可以
抚慰和滋润心灵，可以缓解心中
的忧烦苦闷，可以尽情诉说而不
用担心对方是否理解和爱听。因
此，获得释放，获得轻松，获得读

者的认同，获得与外界人际间的
沟通。

为放松身心、摆脱生活的烦
忧，读书写作成了我生命的驿站，
满足于“清虚自守”中安于现状，
在无铜臭味、无物欲的字里行间
寻找一份快乐、一份自慰。与书
对话，把自己心里想的写成文字，
并得到回音，怎能不为此自得自
乐自信，又怎能因生活艰难困苦
而轻易改变初衷？

读书写作能让一天的收获胜
过数年的丰收，能拥有无限的视
角和人生感悟，能让我们在平凡
的生活中心生感动，为他人也为
自己。在纷纷扰扰的世界里，能
独守一分宁静，任其弱水三千，能
独取一瓢饮，顶住形形色色五花
八门的诱惑、冲击和压力，读自己

喜欢的书，写自己心里的话，鞭笞
假恶丑，弘扬正能量，真是心灵的
畅游、精神的满足、价值的体现。

读书写作也许是天意。既然
是缘定的事，那就此生此世注定
了要与之相随相伴，不离不弃。
尽管今天的网络空间很大，纸媒
不吃香，文学地位不再高贵，但我
绝不会抛弃她，愿做她永远的“情
人”。读书写作也会随时随地无
条件地接受我的痛苦欢乐、悲伤
忧愁，享受无与伦比的快乐。

为了这份执着的爱，我情愿
忍受一切不容易，坚持读书写
作。什么“文章惜命”“文不养人”

“读书不顶饭吃”等，都随他去
吧！电子时代，我仍是一个读书
人，哪怕只有一个读者喜欢我的
文字，我还是要坚持写下去。

读书写作读书写作：：我生命的驿站我生命的驿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