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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从唐诗看唐代麻织业 
 

 
唐代是封建社会诗歌发展的黄金时期，唐诗作为社会意识形态反映着社会存在，其
内容与当时社会生活紧密相连。唐诗中有数十首反映唐代麻织业状况的作品，是研
究唐代麻织业的重要资料。本文就唐诗所反映的有关唐代麻织业的分布、麻织品加
工以及麻织品在生活中的运用等方面对唐代麻织业作一粗浅探讨。 

一 

交纳麻织品是唐代赋税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按唐制“调随乡土所产”，庸“绢
每日三尺，布加五分之一”①。天宝时，全国赋税收入每岁“计粟则二千五百余万
石，布、绢、绵则二千五百余万端、屯、匹（其中绢740余万匹，绵185万余屯，布
1605万余端），钱则二百余万贯”，②如此多的麻织品与唐代麻织业的广泛分布紧
密相连。 

唐代麻织业分布最为广泛的地区是江南。当时江南地区不仅庸调纳布，而且在开
元二十五年（737年）后实行“以布代租”，③足见麻织业在唐代江南地位十分突
出。唐诗描绘了江南麻织业分布广泛的情景。戴叔伦《郊园即事寄萧侍郎》论及抚
州（治今江西抚州）情况称“邻里桑麻接，儿童笑语喧”，④抚州家家植麻，连成
一片，因而麻织业分布广泛是无庸置疑的。白居易《红线毯》一诗使宣州的丝织业
广为人知，而唐时宣州及吴中地区麻织业与丝织业相比并不显得逊色，李白在流放夜

郎归来后，从吴中至当涂途中曾做诗云：“石门流水遍桃花，我也曾到秦人家。不知
何处得鸡豕，就中仍见繁桑麻。”⑤可见其沿途麻织业均较兴盛。而唐代江南麻织
业的密集分布并不限于上述地方。严维《游荆溪》诗曰：“看卷云帆歌白苎”⑥，
表明常州义兴地区苎麻纺织较发达。皎然《寻陆鸿渐不遇》提到：“移家虽带郭，
野径入桑麻”说明湖州桑麻繁盛，而且在张文规为湖州刺使时对辖区内“苎布直胜
罗绮轻”颇感自豪，以至于“劝子强为吴会行”⑦，可见，湖州麻织业并不亚于江
南其它地方。唐代诗人许浑“绕屋遍桑麻”的江南农村风光描写并非夸口⑧，如陆
龟蒙在描绘松江甫里时就称：“四邻多是老农家，百树鸡桑半顷麻。”⑨唐代百姓
授田数按杜佑推算，天宝中每户合一顷六十亩，⑩而江南每户麻田种植就占田亩数
的近1/3，足以表明植麻纺织是江南农村中的主要副业。 

而唐河南道、山南道、剑南道及河北道广大地区麻织业也较普及。祖永《田家即
事》对汝州（治今河南临汝）境内“稼穑岂云倦，桑麻今正繁”的叙述，说明汝州
植麻繁盛，麻织业发达。①卢纶《送邓州崔长史》诗“绕郭桑麻通淅口，满川风景
接襄州”②，以及李频《送姚郜先辈赴汝州辟》“雷雨依嵩岭，桑麻接楚田”的描
绘③，说明从襄州（治今湖北襄阳）到邓州（治今河南邓县）之间的广大地区广泛
存在麻织业，亦即表明唐代河南道、山南道麻织业分布跨州连道。另外，山南道的
夔州麻织业历史悠久，如杜甫《夔州歌十绝句》说“蜀麻吴盐自古通，万斛之舟行
若风从”就是证明。④唐代剑南道植麻广泛，薛曜在绵州（今四川绵阳）时看到
“云雾含丹景，桑麻覆细田。”⑤表明今川西地区在唐代麻织业是其重要产业。唐
代河北道麻织业是其经济繁荣的表现之一。王维《渡河到清河作》诗云：“天波忽
开拆，郡邑千万家。行复见城市，宛然有桑麻。”⑥一方面说明人口多、集市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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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盛，另一方面桑麻繁盛构成了平原以东地带城乡风景的一大特色。 
中西部地区面积广大，麻织业分布虽然总体上不及江南等地，但仍相当广泛。据

《资治通鉴》记载天宝间，“是时中国强盛，自安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闾阎相
望，桑麻翳野”，⑦说明从长安到安息州（今中亚乌兹别克共和国布哈拉）之间均
有麻织业。大中四年（850）沙洲首领张义潮奉瓜、沙、伊、肃、甘等11州地图归唐
时，有人做诗曰“水流依旧种桑麻”，⑧表明只要适合麻的生长，这些地方就会发
展麻织业，可见唐代河西各州麻织业亦是农村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① 李林甫等：《唐六典》卷3《户部尚书》，三秦出版社，1991年版。 
② 杜佑：《通 典》卷6《食货六》，中华书局，1982年版。 
③ 《新唐书》卷51《食货志》 
④ 彭定求等：《全唐诗》卷273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⑤ 《全唐诗》卷181李白《下途归石门旧居》 
⑥ 陈尚君：《全唐诗续拾》卷16，中华书局，1992年版。 
⑦ 《全唐诗》卷366《吴兴三绝》 
⑧ 《全唐诗》卷529《春日题韦曲野老村舍二首》 
⑨ 《全唐诗》卷625《奉和夏初袭美见访题小斋次韵》 
⑩ 《通典》卷2《食货二》 
① 《全唐诗》卷131 
② 《全唐诗》卷276 
③ 《全唐诗》卷588 李频《送姚郜先辈赴汝州辟》。 
④ 《全唐诗》卷229 
⑤ 《全唐诗》卷882 薛曜《登绵州富乐山别李道士策》 
⑥ 《全唐诗》卷125  
⑦ 《资治通鉴》卷216“天宝十三载” 
⑧ 佚名《敦煌》《中华文史论丛》，1981年4期《补全唐诗拾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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