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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了更好地保护和发展镇江蚕桑文化，文章对其特点和现状进行了深入地研究。近年来由于
过度追求经济增长效益和效率，对蚕桑文化缺乏重视、宣传和发展规划，导致镇江蚕桑文化保护和发
展非常滞后。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策略:合理规划，强化宣传;加强对蚕桑文化古建筑保护;强
化蚕桑文化内涵建设; 与文化旅游融合发展;建设蚕桑文化主题公园;开发蚕桑特色文化产品;加强
蚕桑科普文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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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search on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ericulture in Zhenj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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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better protect and develop sericulture of Zhenjiang，the characteristic and present situation of
sericulture in Zhenjiang were studied deeply． In recent years，the importance of sericulture development has not been
well propagated due to excessive pursuit of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lack of attention to sericulture culture，which
causes sericulture culture conserv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Zhenjiang lags behind．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ericulture in Zhenjiang，the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strategies of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sericulture in Zhenjiang，such as: carrying out reasonable planning and powerful
propaganda; increasing the force of ancient sericulture architecture protection; enhancing sericulture connotation
building; integrating development of sericulture with tourism industry; constructing a theme park of sericulture;
designing and developing tourist products with seri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strengthening the popular science of
seri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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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世界蚕业的发祥地［1］，中国丝绸享誉世
界，蚕桑文化与中华文明交相辉映，是最具特色的中
华文化之一。中国蚕桑文化历史悠久，它萌生于数
千年前以蚕纹为标志的石器时代［2］。陶昌馨等［3］论
述了蚕桑文化占据中华农耕文明的半壁河山，在农
耕时代，蚕丝不仅是强国富民、发展经济的重要内容

和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而且还承担着特殊的教育
功能。李发等［4］提出蚕桑文化是植根于中国传统文
化之中，体现了人与自然、社会之间的密切联系，其
特质主要体现在农耕文化、君子文化和哲学文化等。
王济干［5］认为蚕桑之道是变化变通、创新创业、务本
务实之道，蚕桑文化不仅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息息
相关，更是浸润着中国人的国民性格。钱荷英等［6］

阐述了蚕丝文化的“满足、整合、导向和教化”等功
能，提出了蚕丝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当前关于蚕桑
文化的研究和论述较多，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蚕桑
文化的渊源［7-13］、内涵［5，14-15］和功能［16-19］等方面，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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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蚕桑文化的保护与发展方面的研究报道相对不
足。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首要前提是合理地保护
与开发［20］。对于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发展研究，基于
具有代表性的城市开展相关研究有更好的示范效
应。镇江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具有悠久和光辉的历
史，蚕桑文化底蕴十分深厚，特别是近代以来，其蚕
桑发展历程是中国这个时期蚕桑发展典型的缩影，
颇具有代表性。1926 年中国合众蚕桑改良会镇江蚕
种场在镇江建立［21］; 1951 年中国唯一的国家级蚕业
专业科研机构落户镇江［22］; 2009 年蚕桑行业具有里
程碑意义的“现代农业国家蚕桑产业技术体系项目”
在这里启动［23］。镇江作为蚕桑业的科教高地，在推
动中国乃至世界现代蚕桑业的快速发展谱写了光辉
的篇章。另外，文化是当前国家或城市间竞争的软
实力，传统文化是城市的灵魂和文化的源泉，处于竞
争的核心层，文化的保护与开发在城市建设过程中
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24］。随着 2013 年以来“一带
一路”战略构想的提出与实施［25］，蚕桑文化焕发出
新时代的气息。在信息化时代的今天，借助“一带一
路”发展战略的东风，充分挖掘、保护和发展镇江蚕
桑文化，无论对于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还是提升城市
的竞争力和城市品位，均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时
代意义。

1 镇江蚕桑文化的特点
1． 1 镇江蚕桑文化具有悠久和光辉的历史

镇江的蚕桑文化源远流长。早在新石器时期，
镇江已出现陶纺轮和石纺轮，约在原始社会后期，镇
江人已掌握丝的生产和纺织技术［26］1-7。据《新唐
书·地理志·江南道》所述，唐代镇江蚕桑业已具备
相当规模。在宋元时代，镇江在制绸和印染方面十
分发达。至明代，镇江的丝绸印染水平居全国之首。
明清时期，镇江有 80%以上的人口生活来源与纺织
或丝绸息息相关。镇江的丝绸产品“江绸”以质地细
软柔滑，畅销海内外。民国时期，以冷御秋等为代表
的实业家和知识分子在镇江创办蚕桑专业农场和职
业学校，开启中国现代民族蚕桑事业［26］。

新中国成立后，镇江的蚕桑丝绸业进入快速发
展期。中国蚕桑事业唯一的国家级研究机构———中
国农业科学院蚕业研究所 ( 简称“中蚕所”，2000 年
与华东船舶工业学院整建制合并，后与学校融合发
展，保留“中蚕所”名称，增挂“江苏科技大学蚕业研

究所”牌子) 在镇江扎根，经过数十年的发展，中蚕所
取得丰硕的科研成果，培养的蚕业学子遍布海内外，
向多个国家推广先进的蚕桑生产技术。镇江一度成
为世界的蚕业科教中心之一，在蚕桑行业享有盛誉。
镇江的蚕桑文化随着镇江蚕桑在行业的影响力的增
强而增大，成为镇江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
成部分。
1． 2 镇江蚕桑文化资源特色鲜明
1． 2． 1 具有保存完整的蚕桑文化建筑

建筑是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现镇江保存有完
备的与蚕桑生产相关的特色建筑，其中最具代表性
的为中国蚕桑改良会合作蚕种场旧址。1926 年，中
国合众蚕桑改良会在镇江四摆渡购地 13． 73 hm2

( 206 亩) ，创立镇江蚕种制造场［27］。该场在民国时
期为中国家蚕品种改良、繁育、提高蚕丝品质与产
量，推动全国蚕业经济发展等起到不可替代的作
用［21］。现存有建筑 21 幢( 分布于镇江蚕种场和江苏
科技大学西校区内) ，有大门、岗楼、水塔、蚕室、缫丝
室、储茧库、冷藏库、办公楼、检种室等各类建筑。这
些建筑自民国以来一直沿用，现仍有部分还在使用。
建筑主体为砖木结构，保存较为完好，作为整个蚕种
生产流程配套十分齐全，在全国极为罕见。它不仅
见证了镇江蚕桑业发展的历史，更是中国蚕桑史的
重要组成部分，有着重要的历史和科学价值。合作
蚕种场旧址已分别于 2007、2011 年被列为镇江市文
物保护单位和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另外，在四摆
渡这片土地上，还有两家重要的蚕桑生产与科教单
位，即镇江蚕种场和中蚕所。始建于 1927 年的镇江
蚕种场在鼎盛时期，江苏一半的三级原种和 10%左
右的普通种由该场繁育，由于蚕种品质优良，享有
“铁种”之美称［28］。中蚕所，其前身为 1932 年在南
京成立的中央农业实验所蚕桑系［27］，该所现为中国
蚕桑行业唯一的国家级专业研究所，其在行业更是
享有“蚕中央”的美誉。在镇江蚕种场和中蚕所均保
存有一批颇具特色的历史文化建筑和大批蚕桑生产
资料。另外，当前位于镇江的石马、黄墟、高资等地
也存有一些很有特色的蚕桑古建筑。
1． 2． 2 具有丰富的蚕桑文化名人轶事

历史名人是现代社会中最稀缺、最可贵的文化
资源，具有不可复制与无可替代性特征［29］。名人轶
事在文化传承和弘扬过程中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
镇江在蚕桑发展方面拥有很多与国家领导人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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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难忘的往事。比如，“朱德在镇江( 蚕业研究
所) ”［30］“王震三顾蚕业研究所”［31］“佩剑将军张克
侠，三次亲笔复函筹建蚕业研究所”［32］“习近平赠送
卡斯特罗桑树种子( 桑种由中蚕所选送) ”等。这些
名人往事不仅展现了国家领导人对于蚕桑产业发展
的高度重视，也从侧面反映出蚕桑产业在不同时期
的重要性。
1． 2． 3 具有丰厚的精神内涵

文化精神是文化的深层结构，也是文化的灵魂。
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在于精神内涵。在镇江蚕桑文
化历史的长河中，特别是近现代以来涌现出了许多
优秀的杰出人物。如沈秉承、冷御秋、陆小波、严惠
宇、葛敬中、顾青虹、孙本忠、曹诒孙、胡鸿均、高一
陵、吕鸿声、何斯美、严忠婉等［33］。沈秉承先生清末
在镇江任职期间“捐俸植桑”，身体力行指导蚕桑生
产并编写了在蚕桑行业具有重要影响力的《蚕桑辑
要》一书［26］68-72。民国时期的蚕桑事业“三老”( 冷御
秋、陆小波和严惠宇) 倡导和践行“实业救国，教育兴
邦”，积极出资兴办蚕桑学校和蚕种场，大力发展蚕
桑产业［26，34-37］; 中国蚕业界一代宗师吕鸿声先生年
近八旬仍筹措实施龙年写作计划，直到“驾鹤西去”
仍有未完成的稿件，他一生著书数百万字，为后世留
下了珍贵的知识宝藏［38］。此外，在镇江大地上，还有
很多蚕桑界先驱们为国家、为民族、为蚕桑行业无私
地奉献，在他们身上体现的正是蚕桑文化的精髓。
1． 2． 4 具有中国唯一的国家级蚕桑专业研究所

中蚕所是中国蚕桑行业唯一的国家级专业科研
机构。中国唯一的国家级蚕业专业学会———中国蚕
学会也挂靠在该所，该所在蚕桑行业不仅地位特殊，
而且在全国甚至国际上均具有重要的影响力。这里
拥有世界上保存蚕桑种质资源最多的资源库或资源
圃。另外，中蚕所也是重要的蚕桑专业人才培训基
地，是蚕学博士和硕士研究生培养单位，作为国内外
蚕业科技交流的窗口，长期以来，与数十个国家保持
着蚕业科技的交流、合作和友好往来［26］73-77。中蚕所
在蚕桑行业声誉卓著，它的存在，对镇江蚕业和蚕桑
文化的发展来说具有明显的优势。

2 镇江蚕桑文化的保护与发展现状
经笔者走访和调研发现，镇江的蚕桑文化保护

与开发目前仍基本处于“无序”状态。尽管镇江合作
蚕种场旧址已被纳入文物保护单位，但对于文物的

维护也有很多亟需改进的地方。对于文保的标识，
仅在现镇江蚕种场内的中央位置并排立了两块文物
保护的混凝土纪念碑( 一块为镇江合作蚕种场旧址，
一块为镇江蚕种场旧址) 。其中介绍镇江蚕种场的
碑文大多已模糊不清，其他文保建筑未见任何标识。
这些建筑大多长年大门紧锁，有的门窗和屋顶破损，
甚至坍塌而缺少维护，有的被辟作他用面目全非，特
别是镇江蚕种场内的道路状况极差，相当一部分蚕
桑建筑被农田侵蚀或被当作厂房，蚕桑建筑未能得
到有效保护。
2． 1 重视力度不够，缺少合理的规划

尽管镇江拥有如此丰厚的蚕桑文化积淀，却没
有一部相关的地方保护条例或法规。正是缺少规
划，镇江蚕桑文化的发展存在无法可依的境况，这也
导致了镇江部分蚕桑古建筑遭到了破坏。比较典型
的是位于江苏科技大学西校区内的原中国合作蚕种
场旧址存留的多栋蚕房在校区建设过程中被拆除。
当前镇江蚕桑文化的发展明显滞后于城市建设。
2． 2 对蚕桑文化的宣传力度不够，蚕桑文化标识缺位

多年来，镇江的蚕桑文化宣传处于“原始”状态，
未见有相关政府部门关于蚕桑文化的宣传报道。另
外对蚕桑文化的标识也存在严重的缺位甚至错位，
比如，中国合众蚕种场建立之处位于如今的江苏科
技大学西校区内，现仍存留有多栋已纳入文保的蚕
桑文化建筑，包括原镇江合作蚕种场的大门依然存
在。然而在江苏科技大学西校区内没有任何有关蚕
桑文化保护的标识和介绍。另外，将中国合众蚕场
的文化保护纪念碑立于现在的镇江蚕种场内也颇具
争议。杨瑞彬和王福海( 前者为著名的镇江古城文
化学者，后者为镇江蚕桑历史学者，两者也是将镇江
合作蚕种场纳入文保单位最主要的倡导者) 等对此
曾提出过异议。相关部门也意识到问题的存在，但
由于重视不够，如今仍未能得到纠正。在如今的镇
江蚕种场内也仅有两块有关蚕桑文化保护的纪念
碑。很多建筑都没有蚕桑文化的标识，包括镇江蚕
种场的大门( 现为宾馆的广告牌，看不出丝毫的蚕桑
印迹) 。长期的宣传缺位，标识的缺失或错位，导致
人们对镇江蚕桑文化了解不足甚至认识错乱。
2． 3 蚕桑文化缺少与其他传统文化和产业的融合

文化的融合发展是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的重要
途径［39］。镇江的传统文化资源丰富，在当地相关部
门的重视下，“西津渡”文化、运河文化，以及“三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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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山、焦山和北固山) 文化等产业融合发展迅速，如
今已有较高的知名度。然而遗憾的是，镇江的蚕桑
文化处于被遗忘的角落。

1) 蚕桑文化建筑缺乏与周边建筑的融合。目前
镇江保存有较多的古建筑( 较集中的区域为伯先路
和西津渡一带) ，这些建筑中日式建筑非常少。位于
镇江四摆渡( 中蚕所和镇江蚕种场所在地) 的蚕桑建
筑是典型的日式风格，不仅颇具特色，且文化底蕴丰
厚。另外，四摆渡与西津渡和伯先路相距仅数公里
之遥，在历史和文化上与前两者之间也存在着千丝
万缕的联系。因此，四摆渡的蚕桑文化建筑如能融
入到西津渡和伯先路等古建筑文化区，将进一步丰
富和完善镇江古城文化产业。然而目前，镇江的蚕
桑建筑不但未融入其他古建筑文化区，而且处于无
人问津的境地。

2) 蚕桑文化与镇江的旅游文化和产业脱节。近
年来镇江在着力打造历史文化名城和优秀旅游城市
的过程中，建设涵盖了西津渡、运河、醋、白蛇传等传
统文化元素，唯独“丢下”了蚕桑。另外在镇江旅游
文化的宣传和建设上也见不到蚕桑文化的影子。比
如影响力较大的镇江游园卡，景点虽涵盖了几乎镇
江所有具有特色的地方，却见不到任何与蚕桑有关
的内容。在镇江旅游商品打造和推介过程中，仍主
要局限于传统的“三怪”( 肴肉、香醋和锅盖面) 。尽
管当前镇江拥有一些颇具特色的蚕桑制品，然而在
旅游市场却见不到踪迹。

3) 缺少与镇江其他文化街区的融合。近年来镇
江着力打造的“西津渡文化街区”已颇具规模，该街
区引入了镇江诸多特色传统文化内容，尽管镇江丝
绸文化与因漕运而兴的西津渡文化有着深厚的渊
源。遗憾的是，诺大的街区中也没有一丝展示蚕桑
文化的空间。
2． 4 蚕桑文化内涵与价值有待深入挖掘

当前，具有深厚文化历史底蕴的镇江蚕桑文化
基本处于原始的“粗放”状态。镇江的蚕桑地位、历
史事件、蚕桑文化建筑内涵、名人轶事和自身资源价
值均缺乏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和挖掘。

1) 镇江蚕桑的历史地位阐述不足。近代以来镇
江蚕桑业的发展过程是这个时期中国蚕桑发展的缩
影和历史见证，中国蚕桑改良会镇江合作蚕种场和
中蚕所对中国蚕桑的发展影响巨大而深远。前者的
设立是民国时期推行科学养蚕，振兴和发展蚕桑事

业而做的重要举措，扭转了家蚕良种主要靠进口的
局面，显著提高了中国蚕丝的品质，促进了蚕桑育种
机构的快速发展，使中国蚕桑行业的面貌发生了深
刻的变化。后者为中国蚕桑行业唯一的国家级专业
科研机构，其为新中国蚕桑业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
推动作用。然而当前还没有关于镇江蚕桑历史地位
方面的专门研究。

2) 对历史事件的整合有待挖掘。民国以来镇江
蚕桑的发展历程中出现了很多对中国蚕桑发展有重
大影响力的事件，如镇江合作蚕种场和中蚕所的设
立，国家领导人对镇江蚕桑发展关怀与批示，国家蚕
桑产业技术体系的启动，与国外的蚕桑合作与交流
等。这些事件对中国农业经济和蚕桑业的发展进程
均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3) 镇江蚕桑文化建筑的价值有待挖掘。镇江较
为完备的蚕桑文化建筑，具有重要的学术、艺术和商
业价值。中国合作蚕种场和镇江蚕种场的蚕桑古建
筑不仅布局科学合理，而且具有优美的日式建筑风
格。随着商业经济和旅游经济的发展，如果有效地
梳理和挖掘镇江蚕桑古建筑，使之与周边的西津渡
和古运河等融为一体，将成为一个靓丽的景点。然
而当前这方面的规划和开发仍是空白。

4) 蚕桑名人轶事资料有待整理和挖掘。在镇江
历史上拥有很多优秀的蚕桑名人，然而调研发现，仅
有 1994 年出版的《奉献在丝绸》一书中略有提及。
此书中仅收录 20 世纪初期到 90 年代部分蚕桑业人
士的简介，不仅不够全面，也缺乏对蚕桑重要历史事
件和名人轶事的收录与整理。多年来这方面的工作
仍停滞不前。

5) 自身资源利用不够，镇江蚕桑资源具有重要
的学术研究价值。现在还没有人对镇江蚕桑资源做
专门和系统的研究; 中蚕所藏有大量的蚕桑档案资
料，对研究中国蚕桑发展史、丝绸经济史等课题意义
重大。另外，中蚕所也是中国蚕桑对外技术援助和
交流的主要对接单位，突显了镇江蚕桑具有重要的
文化交流价值。然而这方面的研究工作鲜有人
涉及。
2． 5 蚕桑产品品牌效应不足

目前，镇江以中蚕所为代表的科教单位已开发
出一系列蚕桑产品，如保健品桑叶茶、桑叶蚕蛹片
等，饮品如桑果汁、桑果酒等，日用品如蚕丝被，装饰
品如蚕茧工艺品，化妆品如蚕丝面膜、蚕丝精华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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蚕丝皂、蚕丝慕斯等。但这些产品一方面缺乏有效
地宣传，知名度都不高;另一方面对蚕桑文化的深入
挖掘还很不够，缺少文化内涵的支撑。

3 镇江蚕桑文化的保护与发展策略
3． 1 合理规划，强化宣传

蚕桑文化发展规划是蚕桑文化保护和发展的重
要依据，也是当前镇江蚕桑文化保护和发展迫切需
要解决的问题。传统文化的科学规划是一项较为复
杂的课题，其不仅牵涉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又要考虑
文化经济与社会效益的协调与统一，实现文化的可
持续发展。对于传统文化的发展地方特色非常重
要［40］，因此，对于蚕桑文化的规划不仅要高屋建瓴，
突出专业性，也应广纳民间力量，突出文化的原创
性，提升蚕桑文化规划的科学性、实践性和地方
特色。

强化蚕桑文化，对于重要的蚕桑文化资料要建
立文化标识和说明。对于蚕桑文化的宣传方式可以
不拘一格，如通过制作宣传短片，建立蚕桑文化网
站，举办公益讲座和蚕桑文化知识竞赛等途径，让蚕
桑文化融入到人们的生活中，增强人们对蚕桑文化
的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
3． 2 以文保为契机，加强对蚕桑文化古建筑保护和
维护力度

古建筑是承载文化的宝贵财富，是先辈留下的
不可再生的遗产，对其进行有效的保护尤为必要。
一方面，应对已纳入文化保护单位的蚕桑文化建筑
建立有效的保护和维护机制。另一方面，更应挖掘
和评估那些尚未被纳入保护的特色蚕桑建筑及其文
化，对有重要文化价值的建筑及时加以有效的保护。
3． 3 加强蚕桑文化内涵建设，提高对自身价值的认知

内涵建设是文化建设的核心内容，是提升文化
品质的重要途径。镇江蚕桑文化丰厚的文化内涵需
要合理地开发和发展。加强对镇江蚕桑文化内涵建
设方面研究课题的立项与扶持力度; 充分挖掘镇江
蚕桑光辉的发展历程，对镇江蚕桑历史地位进行全
面、准确和系统地阐述; 搜集、整理和深化与镇江蚕
桑相关的重要历史人物与事件，进一步充实和丰富
镇江蚕桑文化的内在内容; 加强对镇江蚕桑文化建
筑周边环境的整治，使之与镇江蚕桑文化建筑风格
相协调，突出蚕桑文化建设的历史感及美感。深挖
镇江蚕桑资源价值，做好与新时代文化的衔接，使之

融入到当前“一带一路”的新时代文化大潮中去，突
出蚕桑文化的时代内涵。
3． 4 以文化旅游为载体，走融合发展之路

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的重要载体［41］。
特色文化资源的开发首选模式就是与旅游产业的融
合，实施文化旅游开发模式。将蚕桑文化资源与旅
游产业融合，建立蚕桑文化旅游保护与开发模式乃
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例如，可以将蚕桑文化融入到
“西津渡历史文化街区”中。“一眼望千年”的西津渡
早已声名远扬，成为与金山寺齐名的文化景区。镇
江曾是中国东南地区丝绸和漕粮等物质北运京师的
重要港口［42］，西津渡文化因港口货运而兴，蚕桑文化
与西津渡文化渊源深厚。将蚕桑文化融入到西津渡
文化街区中，以旅游带动蚕桑文化的发展，以蚕桑文
化提升旅游文化的内涵和质量，这将会是良性互动
的。另外，当地政府和有关部门大力支持蚕桑旅游
文化节、蚕桑美食节等活动的举办，同时开发和宣传
镇江的蚕桑文化旅游产品，鼓励建立蚕桑休闲小镇，
打造蚕桑文化旅游品牌。比如，当前江苏科技大学
每年均举办校园蚕桑美食文化节，在活动中展示了
基于桑叶和蚕蛹开发的具有色香味俱全和蚕桑风情
特色的美食，参会的人们可以体验蚕桑产品和蚕桑
文化。通过扶持和宣传，让蚕桑文化节走出校园，使
之融入镇江市民的传统文化生活。
3． 5 以建设主题公园保护和开发蚕桑文化

文化主题公园，既能满足人们多样化休闲娱乐
需求，也可以提升人们对传统文化的理解与认知，享
受传统文化的魅力。文化主题公园是建立在特定的
主题创意之上，以文化复制、移植、陈列和高新技术
等手段、假以主题情节贯穿整个项目的场所［41］。镇
江建立蚕桑文化主题公园，不仅可以弥补蚕桑文化
在展示方面的不足，同时也为人们提供一个领略蚕
桑文化的实体空间。因此，要充分利用镇江丰厚的
蚕桑文化资源，做好创意公园的规划与建设。结合
镇江蚕桑文化的特色，公园可以蚕桑发展历史为主
题，场馆可包含诸方面: 蚕桑名人文化馆，蚕桑文化
长廊( 以蚕桑相关的诗词、传说和轶事为主) ，蚕桑产
品馆( 基于蚕桑丝绸开发的各种产品) ，蚕桑机具馆
( 历代蚕桑生产相关的机具或模型) ，丝绸之路馆( 展
示传统丝绸工艺、丝绸政治、丝绸外交、丝绸经济和
不同时期丝绸发展的历程) ，蚕桑科技馆( 以蚕桑产
业近年来取得的重要科技成果展示为主)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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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6 以蚕桑特色文化产品为依托保护和开发蚕桑
文化

富有传统文化的特色产品是传播和承载文化的
重要媒介，在文化传承和弘扬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
作用。比如“镇江香醋”，因为它富含丰厚的醋文化，
醋就远不止是一个商品了，它还含有重要的文化成
分。正是由于特色的“醋文化”存在，镇江香醋不仅
声名远扬，同时镇江这座城市在一定程度上也因醋
而驰名中外。因此，不仅要开发蚕桑文化产品，更要
深挖产品的文化内涵，将产品融入到文化中，以文化
来包装产品，走产品与文化融合发展的道路。
3． 7 以科普文化保护和开发蚕桑文化

科普是提高全民文化水平的重要途径之一，具
有显著的社会性［43］。其形式多样，途径灵活，是有效
和流行的知识传播方式，科普与文化的结合也是科
普形式发展的新趋势。因此，将蚕桑文化融入到科
普中去，以科普促进蚕桑文化的普及，同时蚕桑文化
也可以丰富科普文化的内涵。

4 结 语
镇江拥有厚重而丰富的蚕桑文化资源，具有重

要的科研、经济和文化价值。合理地保护、开发和发
展，对于提升镇江文化品位和弘扬中国这一历久弥
新的优秀传统文化均十分必要。当前正处于“一带
一路”国家重大战略机遇的东风下，应抓住机遇，通
过合理规划，有步骤有秩序地深入保护、挖掘和深化
镇江蚕桑文化的内涵，使镇江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焕
发出更强的传统文化魅力，蚕桑文化得到更好的传
承和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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