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白酒曾经没有香型，大家选择自
己喜欢喝的酒就好了。之前的30年，汾酒
清香一统天下，之后30年，五粮液浓香引
领江山。近5年来，茅台把酱香炒到了天
上，白酒的香型话题越炒越热。可是，大
部分消费者对于白酒香型依然比较迷
茫。白酒的香型究竟是什么？就由我们
来探究白酒香型的前世、今生和来世吧。

一、白酒香型的前世

上世纪50年代初，中国白酒行业基
本上还是手工作坊，根本没有香型概
念。当时，有关部门组织了汾酒、泸州、
茅台三大试点，为香型打下了理论基
础。1952 年，第一届评酒会评出了四大
名酒。1963 年，第二届评酒会评出了八
大名酒，白酒根本就没有按香型进行评
比。1979 年，第三届全国评酒会正式提
出并确立了清香、浓香、酱香和米香。不
属于前四大香类的统一归属其他香型。
第四届和第五届全国评酒会又从其他香
型当中，确定六种香型：兼香、药香、凤
香、特香、芝麻香、豉香。伴随着1990年
第五届评酒会发展出来的十大香型，直
到2021年，馥郁香型加入了中国白酒标
准。截至目前，药香型的董酒还没有见
国家标准颁布，这就是中国白酒行业公
认的白酒第十二大香型。

二、中国白酒的今生

白酒香型的产生只是评酒会专家们
的需要，因为香气也是一项评分标准。
如果把不同香气风格的白酒放在一起来
分类评级，就容易“误杀”好酒。清香型
白酒就没有浓香型和酱香型白酒香气明
显和强烈。如果放在一起评比，清香型
白酒得分就低了，这样不公平。所以，在
1979年8月的第三届全国评酒会上，就把
白酒按香气类型分组评比。但这个评比
真的规范吗？真的标准吗？白酒香型是
以酒曲和发酵工艺的不同而产生不同的
香气风格……

三、中国白酒的来世

我对中国白酒香型的唱衰和反对不
是挑战权威、哗众取宠。就连当年那些
定义白酒香型的顶级专家，回望白酒产
业走过的几十年，他们才发现白酒香型
束缚了白酒的发展。酒届泰斗周恒刚老
先生在临终前也再三地说白酒在味不在
香，再这样搞下去，中国白酒就没希望
了。确定白酒香型是为了评估，有个参
考标准，不是给消费者用的。如果靠香
型国标就能规范白酒市场，就不会有今
天大家对白酒的怀疑态度了……

各位焦作酒企企业家，广大焦作酒
类经营者和消费者：

为积极响应贯彻落实省委、省
政府关于“豫酒振兴”战略部署，推
动我市酒业高质量发展，河南老怀
山药酒有限公司现在向全市酿酒
企业和焦作酒类经营者及消费者，
发出“豫酒振兴，怀川先行，焦作酒
企酿好酒，焦作人喝地方酒”的倡
议。

历史上，焦作酒企曾经创造过
辉煌的业绩，承载着几代焦作人的
美好记忆。有些品牌的白酒厂家，
也为焦作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作出

了积极贡献。
如今，由于种种原因，焦作酿酒

产业与焦作整体经济形势一样，正
面临着“行到水穷处”的危机。我们
必须坚持“十年磨一剑”的决心，坚
定信念，才能全面实现焦作酿酒产
业的突围与破局。

河南老怀山药酒有限公司号召
大家积极行动起来，集思广益，群策
群力，通过开展各种有益的酒文化
研讨、酿酒技术交流和科技创新活
动，致力于发掘焦作地区源远流长、
博大精深的酒文化，深入探讨发展
壮大焦作酿酒产业面临的技术研

发、品质升级、文化定位、渠道运营
等诸多市场运作中的现实问题，有
的放矢，对症下药，为焦作酿酒产业
的振兴闯出一条生路；紧密配合省
委、省政府“豫酒振兴”的战略部署，
大力支持焦作地产名酒，优化营商
环境，努力营造“焦作人酿好酒、焦
作人喝地方酒”的市场氛围，切实推
动焦作酿酒产业做大做强，健康成
长，努力实现焦作酿酒产业异军突
起，再现辉煌！

河南老怀山药酒有限公司
2022年9月28日

本报讯（通讯员樊宇）秋风醉染红
高粱，怀川玉液酒飘香。近日，位于沁
阳市城区的河南老怀山药酒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老怀酒业）酒厂上空，到处
弥漫着浓郁的酒香，厂内酿酒师傅们
正紧锣密鼓地开展酿酒工作。据悉，
该公司第三届开酿节即将于10月5日
开幕。

“九月九，酿新酒，好酒出在咱的
手。好酒……”电影《红高粱》中的这
首插曲，便是中国传统民间酒厂自行
庆祝开酿盛典的真实写照。

为激活品牌白酒的市场活力，重
塑我市白酒从行业到消费者的品质认
知，老怀酒业早在2020年9月便举办
了第一届开酿节。

时光转瞬即逝。如今，每年初秋
的开酿节，不但成为老怀酒业的年度
大事，而且成为大家共同期盼的一个
业界盛会和合力打造焦作白酒最佳品
质的“高光平台”。

“品质为基，文化为魂。实实在在
做人，认认真真酿酒。这应该就是我
们焦作业界同人长期以来坚持的品牌
发展理念。”老怀酒业董事长丁向峰

说。
对酿酒行业而言，初秋是一个十分

重要的时期。清香型古法酿酒，自古就
有七月制曲、八月投料、十月取酒的传
统。山药清香型怀川玉液的酿制，以山
药、高粱为原料，采用清蒸、清烧三次清
工艺，通过大曲固态地缸发酵古法酿制，
强调清蒸排杂，一清到底。

每年金秋十月，老怀酒业酒厂经
过28天至45天发酵期的地缸窖池，
将于重阳之际隆重开启，所酿出的原
浆精华是当年产出的第一批原酒，也
是山药清香型怀川玉液一年一次最
好的头排酒。山药清香型怀川玉液，
在头排酒蒸馏出酒时，优中选优，只
取靠近中段的那一部分酒。这一部
分的酒微量成分比例协调，尤其是酸
酯的和谐度良好，是不可多得的优质
原酒。

作为优质白酒的经营者和资深懂
行的消费者，业界大咖们怎会错失这
个难得的机会呢？

开酿节期间，老怀酒业将会开启
线上直播，届时将向焦作白酒行业、经
销商、消费者庄严宣告怀川玉液的品

牌战略导向，即“焦作酒企酿好酒，让
焦作人喝好酒”。在转播开酿节盛况
的同时，老怀酒业将会拿出部分山药
清香型怀川玉液头排酒进行销售，敬
请大家关注。

另讯 近期，我市有关部门将举
办“豫酒振兴，怀川先行”座谈会，热烈
欢迎业界同人、行业协会代表、酒文化
达人、各界专家学者、行业嘉宾、媒体
代表莅临，共襄盛举。会务组联系电
话：18439192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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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② 敬祭酒神、喜品新酒是
开酿节的保留节目。老怀酒业董事长
丁向峰在往届开酿节活动中，率领企业
员工领略传统酒文化的无限魅力。

（本版资料图片由老怀酒业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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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焦作市民间艺术家王长青
□布财勇

古人曰：书痴者文必工，艺痴者技必良。在焦作市
书画界，有一个奇人，常用“虎头虎脑”自嘲。然而，他用他
那厚厚的大手，烙出了细如发丝、栩栩如生的画，也烙出了
自己精彩的人生。他就是焦作市民间艺术家王长青。
“心有梦想情痴往

现年60岁的王长青，从小对艺术
钟爱。小时候，上过学的父亲用钢笔给
他画了一只小鸟，在他幼小的心灵留下
了最美的图案。

1969年，上小学后，他开始拿起铅
笔比葫芦画瓢学画画。老师在课堂上
讲课，他在课堂下涂鸦，为此老师没少
让他叫家长。

“没灯走夜路咋不跌跟头？”王长青
感慨地说，刚开始画画时，画出的仙鹤
像小鸡，但依然阻挡不了他对画画的痴
情。

“想拜师拜不起呀。”王长青说，那
时候一分钱都想掰成两半花，父亲一个
人工作，还要养活爷爷、奶奶和他们姊
妹四人，全家吃饭都是问题。

没有老师教，自己想办法。他一听
说谁家挂上中堂或贴上好年画，就像发
现新大陆似的，一个劲地往人家跑，比
葫芦画瓢照着描。

画画需要专用纸，没钱买，他就央
求父亲给5分钱，然后一溜烟儿跑到商
店，买几张做花圈的白纸，回家一裁，当
画画纸进行练习。

好不容易借到一本《芥子园画
谱》，他如获至宝，通宵达旦，连抄到
临，直到烂熟于心。上了初中，学校有
了专业的美术教师，一放学他就追着
老师求教。

进入高中，他明白素描是绘画的基
础。学校美术室有伏尔泰、大卫、米洛
斯、维纳斯等石膏像，看到这些石膏像，
他一下子就像遇到了初恋，满脑子都是
这些石膏像的影子。学校美术室晚上要
关门，他央求老师让他将石膏像带回
家。老师开了“后门”，他带回后一直临
摹到次日凌晨，再将石膏像小心翼翼地
送回。

他天天攻素描，在绘画技艺上有了
长进，但文化课严重短板。1980年高中
毕业时，他很遗憾未能迈入大学门槛。

机遇不负追梦人

在家待业的日子里，父亲劝说：“长
青呀，画画抵不上吃喝，咱去矿上下井
混口饭吃！”一听说让他放弃喜爱的画
画，他死活不去。

1981年7月份，焦作市制镜厂面
向社会招工，有艺术根底且高中毕业的
青年都可报名。因为有根底，他当场用
30分钟创作了一幅国画《牡丹图》，受
到主考官、当时我市在全国相当有名气
的书画家常胜、宋治国两位老师的首

肯。他在众多应聘者中脱颖而出，成为
市制镜厂的一名磨花工。

“当好玻璃磨花工需要练好两项
基本功：一是对图案造型要成竹在胸，
因为在玻璃上无法打草图。二是臂力
要强劲有力，在工作台上端一块几公
斤到数十公斤玻璃随着砂轮转动，没
有一定臂力不行。”他的话一点不虚。

在砂轮的飞速转动下，玻璃由于受
力不均，有时会一声炸裂，飞溅的玻璃
碴像刀子一样将胳膊划开一道道口
子。他通常用毛巾擦一下伤口，贴上创
可贴继续干活。不到3个月时间，他成
为玻璃磨画的好手。

随着市场的变化，玻璃磨花产品不
再时兴，企业转产玻璃画，他又成为一
名玻璃画工。他想：这下有了用武之
地。然而，现实太骨感。玻璃画是在背
面将图案反做，才能在玻璃正面呈现漂
亮的图案。他很不顺手，一点一点琢磨
纠正，终于在玻璃上无论是画山水还是
画花鸟，反做起来得心应手，一下子又
成了厂里的“香饽饽”。

命运多舛磨心志

天有不测风云。进入上世纪90年
代，企业日渐不景气，后至破产。下岗
后，为维持一家三口生活，他利用自家
平房带前后院的条件养兔。

麻绳专挑细处断。王长青养了5
年兔子，受养殖经验和市场行情影响，
死得比活得多，赔得比赚得多，全家人
生活困难到了极点。他欲哭无泪，想喝
瓶酒，还得一个一个硬币找，才凑够一
瓶酒钱。

落魄至此，他羞于见人，不愿走动，体
重一年光景从60公斤飙升到100公斤。

“静于一室，修于内心。”在苦闷的
生活中，他常以画画慰藉自己的内心。

文创产品求创意

2005 年，文化旅游产品日渐兴
盛。王长青和厂友陈黎明商议后，决定
在鸡蛋壳上雕刻太极拳，既能宣传太极
拳，又能开发旅游产品。

蛋雕创作，挑选合适的鸡蛋是关键
的一步。100个鸡蛋里一般只能挑出
三四个合格的。一次，他们在超市买鸡
蛋时，售货员见他们把整筐鸡蛋翻来覆
去地挑，非常奇怪，得知缘由后，便热心
地帮他们挑选。

“蛋雕看起来容易，其实步步惊心，
要在厚度不到1毫米的蛋壳上刻图作
画，就像在悬崖边上跳舞，一不留意就
会粉身碎骨。”王长青诙谐地说。

在实践中，王长青摸索到蛋雕功夫
在手上、活儿在眼上，用的是巧劲，拿捏
的是分寸，每一刀都要恰到好处。在实

践中，王长青慢慢找到了雕刻的劲道和
感觉。

功夫不负有心人。王长青和陈黎
明在蛋壳上不仅成功地雕刻出了24式
太极拳，还雕刻出了焦作山水和人物
等。新华社给予报道，新浪网、中国美
术网等知名网站给予转载。

蛋雕的走红成为王长青人生的拐
点，又让他看到人生的曙光。

艺无止境人无悔

在艺术事业的跋涉中，王长青又发
现被誉为画中的“活化石”和“火针刺
绣”的烙画。

构思、选料、拓稿、熨烙、抛光……
靠着扎实功底，他从烙画技艺基础学
起，渐渐入道。

然而烙画讲究轻重缓急，深浅浓
淡，掌握它并非易事。他常常一支“铁
笔”在手，仔细揣摩下笔的力度和时
机。由于电烙铁属于高温，在创作中，
烙铁烙穿过衣裤、烙焦过眼睫毛、烙伤
过手臂、烙伤过肚皮……

一块木板、一张宣纸、一个葫芦……随
着王长青“铁笔”的起伏，或落或起，或止
或走……青烟萦绕，各种景色和灵动跃
然眼前，展现出一种别样的韵味和意境。

尤其在葫芦上烙画，他紧密结合葫
芦的外形，将对艺术的理解和技巧娴熟
运用，一叶一花、一鸟一虫、一人一物、
一山一水，天人合一，禅意悠然。因而，
他又被大家誉为我市的“烙画葫芦王”。

世事难料。2020年10月底，正当
王长青信心百倍准备大干一场时，由
于体重过重，缺乏锻炼，健康亮起红
灯，去医院还得让人抬着腿上助力三
轮车。

也许是上天的眷顾，在鬼门关走过
一遭后，他更明白了人生的意义。他积
极配合医生治疗，戒了烟，断了酒，加上
锻炼，整个人像换了个人一样。

现在，他正集中精力创作2.4米长
的烙画《五福图》。“画面由5只平地虎
组成，取虎的‘福’之意，祝福人间‘五
福’常在、岁月静好。”王长青说，为了这
幅画，他已烙了4个月，仅老虎的一条
腿就需要烙上一天，整幅烙画完成预计
需要6个月。

“啥是本事，只有掌握技艺才叫本
事；啥叫成绩，天天干就有成绩。现在
我最大的心愿就是趁现在还能干，给世
人留点东西！”王长青说。

花甲之年的他，对人生又充满了信
心。

左上图 王长青在创作。
张志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