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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产量达到23万担，蚕价每百斤

105 银元。“金戒指挂满桑柴拳

头”，在桐乡种桑养蚕能发大财。

桑蚕是桐乡的支柱产业，桐

乡人既兴奋又焦虑。兴奋在于，

蚕吐出的丝能换来真金白银；焦

虑在于，蚕丝丰欠由天不由人。

蚕是软体昆虫，极其娇贵稚嫩。

它怕冷、怕热、怕光、怕湿，养蚕

就像养小孩子。从蚕孵化出蚕

卵到吐丝结茧，历经一个多月。

这期间任何的一点风吹草动、照

顾不周，都会导致减产甚至绝

产，让一年的期望打了水漂。蚕

农历来将养蚕视为大事。张履

祥在《补农书》中说：“大约蚕之

生疾，半在人，半在天。人之失

恒于惰，惰则失饲而蚕饥，饥则

首亮；惰则失替而蚕热，热则体

焦，皆不稔之征也。”

人力这一半做到了，天时那

一半就没有好办法了。蚕病种

类非常多，主要有病毒病、细菌

病和真菌病三大类。古代蚕农

对蚕病的认识既粗浅又不系统，

始终研制不出有效的药物，更谈

不上有效治疗。但蚕茧的丰欠

“人在杆上翻，杆在船上立，船在河

中行”是高竿船技的最大特色。水天之

间，绕竹翻转，是对“蚕神”的敬仰，也是对

丰收的祈愿。

清明节前后，浙江桐乡洲泉镇双庙渚

附近的河港里，大小船只密布，场面十分

热闹。这一天，附近各地的蚕农摇船齐聚

河港，参加一年一度的蚕花水会。

双庙渚位于几条河港的交汇处，水上

交通十分便利。旧时在双庙渚、芝村、南

松三地分别建起了双庆寺、芝村庙、富墩

庙三座庙宇，并在庙中设殿供奉“蚕花娘

娘”一尊，人称“姐妹仨”。

附近村民回忆，过会当天早上 5点左

右，老人们会给蚕花娘娘“梳妆打扮”，换

上大红色的新衣服。到了早上 9点，放起

一挂鞭炮，人们在炮声中将霞帔凤冠的蚕

花娘娘从庙里面请出来，抬到神船上。船

上摆好供品，插香燃烛后，便撑离船埠，开

始在河港中巡游。神船经过之处，众蚕农

们均合掌躬拜，求得桑茂蚕丰收。

三只载着蚕神的神船行至双庙渚前

汇合，然后仍停回庙前水域上。随后，参

加蚕花水会的各地的船只便在船上表演

节目，娱神悦人。

最受人们喜欢的活动，便是高杆船

技。就是在船中间放一个大石臼，上面插

着一根又粗又高的毛竹。毛竹下，用四根

短毛竹从四个方向加以固定，竿端套有一

只形似升箩的“踏脚”，然后表演沿竿而

上，直到竿顶，依托“踏脚”，表演各种动

作。

在高杆上能展现怎样的绝技？有“躺

竿”，即双手放开，仰躺于竹上；有“倒挂锄

头”，即双足勾住竹稍，人体倒悬；双臂挽

勾竹竿，谓之“苏秦背剑”。最精彩的动作

是“龙蚕放丝”：把一匹绸缎系在竿端。表

演者从竿端迅速下滑，毛竹被弯成弓形，

人好像坠入河中，惊险非常。

桐乡高杆船技流传区域不广，仅局

限在洲泉镇，集中在镇西一带农村。它的

产生与孕育，和桐乡一带的自然环境与经

济生活密切相关。

水乡提供了船，桑蚕业的繁荣则提供

了魂。史载，太湖流域植桑养蚕的历史十

分悠久。明清以降，商品经济进一步刺激

了蚕桑业的发展。康熙二十八年（1689
年），康熙皇帝第一次南巡路过桐乡，看到

桑海无垠、翠色万顷，欣然提笔为《桑赋》

作序，说：“朕巡省浙西，桑林被野，天下丝

缕之供，皆在东南，蚕桑之盛，惟此一区。”

到了晚清，通商口岸的设立为桑蚕业开辟

了广阔的海外市场。民国前期，桐乡蚕业

达到鼎盛，栽桑面积达到 27.7万亩，蚕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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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和家庭生计息息相关。于是，蚕神成为

蚕农心中至高无上的守护神，人们为蚕神

献上贡品、表演节目，祈求蚕神能保佑蚕

茧丰收，家业年年兴旺。

蚕业的始祖相传为嫘祖。《史记·封

禅书》记载，嫘祖是黄帝的正妃，她首创种

桑养蚕方法，抽丝编绢之术，并且定农桑、

兴嫁娶、尚礼仪，是黄帝的贤内助，被尊为

先蚕。

而在桐乡民间，则将“蚕花娘娘”马头

娘和嫘祖并列，同尊为蚕神。这似乎源于

东晋干宝《搜神记·女化蚕》中“白马化蚕”

的故事：上古时，一个男人被掠走了，家里

只剩下妻子、女儿和一匹马。妻子便许愿

“谁能将丈夫带回来，就将女儿许配给

谁”。那匹马听了这番话后，忽然飞奔而

去。几天之后，男人骑着马回来了。此时

这家人却不愿意了，将马杀了后把马皮挂

在庭院里晾晒。刮来一阵大风，马皮忽然

卷起女孩飞走了，落在一棵桑树上。女孩

化为了蚕，马皮变成了茧——这便是马头

娘的蚕农蚕神信仰的内核。

高杆船技出现在桐乡不稀奇，为何只

局限在洲泉一带呢？因为洲泉的百姓自

古有习武好强的风俗。历史上，洲泉一带

战事频繁，常发生激烈的武装对抗。当地

百姓只有习武强身，才能自卫图存。青壮

年男子常在冬闲时节，聚在一起切磋技

艺。“义马众安桥，划子当大刀”，在水上一

言不合，就拿船桨作大刀挥舞，颇有几分

梁山泊好汉的气概和神韵。

表演高杆船技是项技术活，上杆前

要做充分的准备。高杆船最主要的道具

是竹竿，也叫总竹、蚕花竹，每次表演都要

重新准备。要选三年以上、笔直坚挺的毛

竹，还不能有蛀虫。毛竹买回来修好之后

还要上杆试竹，既不能太软又不可以太硬

压不弯。

杆上动作是高杆船技的精髓，它经历

了一个由简单到复杂、平易到惊险的过

程。民国初期，全套18个动作基本固定了

下来，多数是模仿蚕宝宝的形象和动作。

比如坐大蒲团、咬大升箩时，身体左右摇

晃扭动自如，是模仿蚕爬上桑枝吃叶；躺

竹、反张飞，是模仿蚕吃饱后休息；扎脚

背、后脚呢，是蚕成熟时准备作茧；甚至还

设置了“蜘蛛放丝”，模仿蚕吐丝时不慎从

柴垛上掉下来的动作。整套动作集祈神、

健身、观赏于一体，被誉为“水上杂技”。

据桐乡地方志记载，表演者大多是洲

泉附近的普通农民，平时种田养蚕捕鱼，

蚕花水会时才出来表演，不能算卖艺为生

的民间艺人。所以绝大多数人没有留下

资料，只有胡华六用高杆攻破了钦州城，

成为了战斗英雄。

胡华六是

桐乡人，生于

1917年，自幼家

境贫寒，到各处

当长工维持生

计。1949 年，解

放军进抵江西，

胡 华 六 参 军 入

伍。 12 月初，解

放军奔袭广西钦

州，城池猛攻五昼

夜都未能攻克，部

队首长动员全军为

破城献策。

胡华六站了出

来。他自幼善于表演

高杆船技。见到钦州

城边的树林里有几根长竹竿，便

自告奋勇说，可以顺着竹竿先登

入城，然后开城门接应大军。几

天后的一个雨夜，胡华六身背冲

锋枪、腰佩手榴弹，把麻绳搭在

竹竿上，一个悠忽，就窜上了城

头。他甩出手榴弹炸毁了碉堡，

趁敌人乱作一团，便移开堵塞城

门的巨石，打开城门。钦州城被

一举攻克，胡华六荣获战斗英雄

纪念章。

无独有偶，今天高杆船技

的传承人屠松根，也曾是一名军

人。屠松根生于 1963 年，1982
年，19岁的屠松根去当兵，在部

队里练习臂力、单杠、双杠、哑

铃，就把臂力练出来了。退伍回

家后，屠松根发现家乡有一艘高

杆船，但已经没有人会在杆上动

作了。屠松根架起一根高杆，照

着老人口述的动作，日复一日地

翻滚练习，渐渐掌握了门道。

1999年的蚕花水会上，屠松

根登场亮相，表演了失传已久的

高杆船技。演出相当成功。从

那时起，屠松根一直热衷于高杆

船技的发扬与传承。2018年，他

收了两个徒弟。高杆船技终于

后继有人，蚕农过人的智慧、胆

识和独特的审美情趣也许能在

新时代发扬光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