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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 + 时代蚕丝智慧与农桑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结合《蚕丝智慧与农桑文化》课程设计

闻　燕 1　李木旺 1　周俊亦 2　钱　平 1

（1. 江苏科技大学 生物技术学院，江苏 镇江 212000；

2. 东南大学 人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18）

摘要：5000 年前，嫘祖“养天虫以吐经纶，始衣裳而福万民”，蚕桑文化与华夏历史自此融汇交织。亘古历尽，桑蚕文化已深深融

入华夏文明。蚕丝缕缕，承载民族气节；桑叶沙沙，诉说千年往事。从纺织到建筑，从保健到科技，从甲骨文到国礼，无处不体现着老

祖宗的智慧。

时至今日，在互联网大背景下，从普通民众到高级白领，从萌萌孩童到当代大学生，人们在快生活背景催促下，对老祖宗留给我们

的蚕丝智慧与农桑文化越来越淡漠，如何在互联网 + 时代背景下，将蚕丝智慧与农桑文化有效的传承与发展值得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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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序言

我们要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蚕桑作为我国功勋产业和优秀传统文化的象征，对推进“精准扶

贫”“乡村振兴”“一带一路”具有重要的作用。桑蚕丝织技艺

充分展示了丝绸之路文明在中华文明历史的传承、担负着赓续中

华文脉、坚定文化自信、展示大国形象、推动文明对话的重要作用，

为中华文明传播做出了重大贡献，并通过丝绸之路对人类文明产

生了深远影响。

2009 年，中国传统桑蚕丝织技艺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

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对非

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抢救性保护措施。中国传统桑蚕丝织技艺包括

栽桑、养蚕、缫丝、染色和丝织等整个过程的生产技艺，以及其

间用到的工具、织机和由此生产的绫绢、纱罗、织锦、缂丝等丝

绸产品，同时也包括在这一过程中衍生的相关民俗活动。

基于此，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传承发展工程”中提出的要求，深入挖掘伴随栽桑、养蚕、缫丝、

织绸过程中产生的中国传统桑蚕丝织技艺文化内涵，在江苏科技

大学开展中国传统桑蚕丝织技艺传承和推广，促使广大青少年在

学习中国传统桑蚕丝织技艺的过程中，深刻体会、领悟、培养和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依托江苏科技大学和中国农业科学院蚕

业研究所（2000 年并入我校），整合和挖掘江苏、浙江等地丰富

的桑蚕丝织技艺文化资源，协同建设相关课程《蚕丝智慧与农桑

文化》。课程将“立足学校、面向江苏、辐射全国、走向世界”，

通过社会实践和志愿服务实现“走出去”，开展研究成果展示、

交流、传播，向社会宣传普及中国传统桑蚕丝织技艺；依托中古

蚕桑合作项目，将中国传统桑蚕丝织技艺辐射“一带一路”国家，

通过虚拟仿真技术将蚕桑艺术实践工坊、科普文化基地建设情况

搬到线上，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蚕桑文化，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

传播中国文化、彰显大国文化自信。

二、坚持自信，蚕桑王国仍是蚕桑王国。

中国农科院蚕业研究所李龙教授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题为教

授的题为《坚持自信 开创蚕桑产业新篇章》的文章，深入剖析了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蚕桑产业现状：我们茧丝产量世界第一，蚕

桑丝科技成果国际领先，丝绸就是我国国家名牌；我们的行业服

务平台愈来愈健全，丝绸品牌文化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我们的桑

蚕产业绿色循环生态，桑蚕产业脱贫增收作用明显，政府重视，

人民欢迎；我们还一批像向仲怀院士、舒惠国书记、朱保成组长

一样具有家国情怀热爱蚕桑事业的专家领导。我们有充分的理由，

让我们坚信，蚕桑王国仍是蚕桑王国。

三、坚持自省，蚕桑王国更是蚕桑王国。

不可回避的是，目前蚕桑产业还存在不足：我们的机械化养

蚕程度还不够高，养蚕技术还有待提高，我们的合作模式还有待

创新，行业之间还缺乏进一步交流。好在，我们在自省，自上而下，

各种研修班，各种实践交流一步一步使得蚕桑王国更是蚕桑王国。

四、坚持自立，蚕桑王国超越蚕桑王国。

位于太湖流域的中国首个以蚕桑为主体的蚕桑文化园就是一

个集农业示范、蚕桑科研、文化休闲、科普展示、生态旅游一体

的特色生态园。是现代蚕桑产业的一个缩影，紧紧围绕如何行走

新时代蚕桑之路，如何行走互联网时代下丝绸之路，如何行走新

背景下文旅融合之路做工作，率先实现了“一丝绕三产 三产促振

兴”。大胆改革使得蚕桑蚕业更生动，更全面，现在的蚕桑王国

正在一步一步超越以前的蚕桑王国。

五、坚持自救，蚕桑王国成就蚕桑王国。

四位专家从不同角度阐述了蚕桑王国如何自救，给出了丰富

案例。在新时代网络化、全球化及同质化特点下，从丝绸产品的

品牌化着手，赋予丝绸温度和新的文化。从单一的产品销售，上

升到产品加体验服务销售模式，多层次全方位科学为丝绸产品赋

能。呼吁我们每一个人都来喝一杯桑茶，饮一杯桑葚酒，吃一枚

桑叶鸡蛋、戴一条丝绸围巾，穿一件丝绸衣服，以实际行动参与

到桑蚕丝绸产业中，成就新时代的蚕桑王国。

坚守责任，择一事，终一生，致力蚕桑文化教育与传播。借

助蚕业研究所资源优势，每年义务向中小学生普及蚕桑文化教育。

在蚕研所所长、书记的支持下，带领团队开展《蚕丝智慧与农桑

文化》课程制作。为蚕桑文化传播贡献自己的力量。其中也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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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发，现结合《蚕丝智慧与农桑文化》课程设计，谈谈互联网 +

时代蚕丝智慧与农桑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一）互联网 + 时代，如何传播蚕桑智慧与农桑文化，必

须利用好网络资源，从当代大学生开始。针对目前大学生数字原

住民的特征，他们一出生就处于信息无处不在的世界，有着鲜明

的时代特征。他们喜欢更愿意通过网络获取知识，将蚕桑文化设

计成通识课程，向全校乃至全国大学生推广无疑是传播蚕丝智慧

与农桑文化的好办法。

我们都知道，种桑养蚕在中国已经有 5000 多年的历史，它不

仅为中华民族发展和文化传承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对人类发

展也是功不可没。蚕桑是中华的文化枢纽，也是智慧的象征。你

可能听说过桑基鱼塘，也听过丝绸之路。那你可知华夏民族何以

农桑立国？家蚕如何起源？又有哪些品种？作为模式昆虫，家蚕

在人类探索生命奥秘的道路上又有哪些贡献？桑叶作为养蚕最好

的饲料，它在育种、营养与保健上又给我们什么启示？蚕茧如何

变成生丝？蚕桑文化在精准富农、大国战略上又起着什么养的作

用？这都蕴含在《蚕丝智慧和农桑文化》中。该课程是作为一门

通识课程向全校乃至全国热爱蚕桑文化者开放，以蚕、桑、丝为

载体，讲述“蚕桑”在各个历史阶段、不同视角下所蕴含的智慧

和文化的课程。帮助现代大学生增强民族自豪感，致力于蚕桑文

化传播。

该课程的最大特点莫过于跳出蚕桑讲蚕桑，其中不乏精彩篇

章：蚕的传奇一生、建筑大师、国礼丝绸、舌尖上的蚕桑、红楼

梦里话丝绸等等等等，聚集了江苏科技大学中国农业科学院蚕业

研究所几十位专业教师的心血。现以其中甲骨文上看蚕桑为代表

加以介绍。作者从另一个方面向我们展示了老祖宗的智慧，展示

了农桑文化。创作之初，作者对甲骨文就有了一些研究基础，知

道甲骨文字中大约有 4500 个单字，多为从图画文字中演变而成的

象形文字。出土的甲骨文中，经过文字学家和考古学家们分析、

判断，能够辨认的甲骨文近 2000 个。而与桑、蚕、丝、帛有关的

就有 100 多个的事实，让作者吃惊之余，也说明殷人已能用象形

字记录蚕桑丝织过程的同时，更说明了栽桑养蚕的对农耕起源和

中国文化影响的重要性。

关于蚕、桑、丝究竟如何从甲骨文一步一步演变成今天的汉

字的模样的故事也颇有意思。经典典故，赞美诗词，恒河沙数。

老祖中的智慧可见一斑，爱国之情油然而生。中国汉字博大精深，

古人在造字之初就把甲骨文与蚕、桑、丝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作者以丝为例，做了拓展，图文音并茂地阐述了带绞丝旁的汉字

几乎都与丝绸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比如纸，是指丝帛，古人用

于书写的材料，纸的加工技术也多移植自丝绸的后道加工工艺。

丝绸业与造纸的关系是源与流的关系；又如细，古人用来形容从

蚕茧中抽出的丝的大小；再如结：古代婚礼上，新郎用一根丝绸

带拉着新娘入洞房，红绸带中间系成死疙瘩，象征永结同心，不

可分解；而绝是指一缕丝绸从中间剪短的动作；彩是指多种颜色

丝绸集中在一起；绪则表示每粒茧的茧丝头。找到了绪就能清晰

的抽出整根蚕丝。另外引导学生试着分析其他带绞丝旁的汉字，

如绍、绩、继、纨、络、纯、纱、给、组等绞丝旁的字与丝绸的

关系，使得学习者思路更加开阔。最后肯定了丝蚕桑丝赋予中国

汉字及中国文化美妙元素，引导学生发掘更多的蚕桑丝智慧在中

国文化中体现的事例。

（二）互联网 + 时代，如何传播蚕桑智慧与农桑文化，必须

立足岗位，勇于创新。无论是身居科研教学，还是缫丝制绸，抑

或是栽桑养蚕，抑或是销售设计，我们必须立足于自己的岗位，

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勇于创新。向科研先锋向仲怀院士，产业先锋

胡毓芳，行业标杆储呈平学习，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

事迹。让我们奋斗团结前进，一起迈向更加美好的蚕桑产业的明

天！

通过互联网 + 时代线上课程的教授，改善了选课大学生对蚕

桑文化了解不够的问题；对在校大学生学情调查分析表明，92.2%

的同学表示对蚕桑文化有所了解；但 86.3% 的同学表示对蚕桑文

化了解不够深入。团队利用平台及师资优势，基于而又不仅限于

蚕桑基础知识，向大学生展示了多彩蚕桑：从家蚕的全变态生长

发育过程，到建筑大师般的巧夺天工的结茧艺术，再到惟妙惟肖

的仿生建筑；从家蚕基因组计划，到智能可穿戴蚕丝，再到基因

编辑可食用苹果的家蚕品种；从舌尖上的蚕桑，到蚕桑丝的药用

保健，再到琳琅满目的蚕桑日用商品；从 6500 年前的半个蚕茧，

到保留至今的蚕俗文化，再到峰会上的国礼丝绸；从塘上桑叶绿，

塘里鱼儿肥的桑基鱼塘，到精准扶农乡村振兴，再到新时代的一

带一路，《蚕丝智慧与农桑文化》课程为大学生上演了一餐饕餮

盛宴。改善了选修大学生对蚕桑文化不感兴趣的状况；因为不了解，

所以没兴趣！课前，63.3% 的同学表示对蚕桑文化不感兴趣。课后，

84.2% 的学生表示应该多了解一些蚕桑文化知识。超过 95% 同学

表示愿意向同学推荐本课。学生将课程所学反哺社会，向小学生

宣传蚕桑文化是本课程的意外收获。自 2019 年秋季开始本课程以

来，教学团队老师及选课学生受邀走进镇江十余所小学课堂，为

上千名小学生进行了几十场蚕桑科普活动。学校自 2020 年开始，

全面放开种质资源圃，开展 “蚕桑科普开放日”等活动，提高大

众对蚕桑、丝绸的认识。活动被网易新闻，镇江菁年故事，青春

江科大，镇江教育信息网，中国公益新闻网，今日头条，聚焦镇江，

镇江论坛，金山网、中国青年网等几十家媒体报道。产生了一定

的社会影响力。2021 年主讲教师接受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拍摄

邀请，《蚕丝智慧与农桑文化》部分课程内容将很快在央视舞台

崭露头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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