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所谓白酒无好坏，香型无高
低。每一种白酒都有自己独特的味
型特征，根据酿造工艺的不同和独
特的地理环境，匠人们酿造出了各
种各样不同香型的白酒。中国的白
酒香型的代表有清香、酱香、浓香、
凤香、米香等。老丁今天就聊一聊
咱焦作特有的山药清香型白酒。

山药清香型白酒采用地道铁棍
山药、高粱、大米为主要原料，因为铁
棍山药与高粱、大米的支链淀粉和所
含物质不同，所以分解发酵需要的酒
曲、入缸水分、入缸温度、发酵时长都
不相同。河南老怀山药酒有限公司
与河南科技大学、天津科技大学、河
南中医药大学的多位专家教授合作，
经过12年潜心研究，无数次的实验，
最终确定了采用地缸分区低温发酵、
分区蒸馏、清蒸清烧、三次清、原酒协
同贮存的生产工艺。

采用干净卫生的地缸发酵，能
够隔离有害微生物，避免交叉感染，
最本真反映粮食发酵的香味，使酒
醅更清洁、干净、卫生、健康环保，可
以实现质量安全和风味的完美平
衡。工艺特点就是“清字当头，一清
到底”——茬次清，酒醅清，机械设
备、生产工具日日清，工完料尽场地
清，环境卫生清。在发酵过程中，地
缸更有利于酒醅的温度上升，帮助
有益微生物繁殖、生长和代谢；发酵
后期，利于醅温降低并保持适当的
温度，有助于后期香味成分的生
成。同时，在不同的季节，也起到了
限制酒醅升温过快、升酸过量的作
用，使其达到微妙的平衡。事实上，
地缸发酵的清洁、干净、卫生、精致、
娇贵与复杂性，超出了一般人的想
象，令人感叹不已。

总结来说，焦作的山药清香型
白酒是在原来山药酒的基础上，经
过多年研发推出的一款生产工艺
优、安全标准高、酿酒微生物多、代
谢产物少的优质白酒，品之则绵柔
醇厚、香味协调、入口顺、不刺喉、回
甜净爽、余味悠长，总体就是喝着很
顺、很舒服，喝酒所追求的也正是让
自己喝得更加惬意。

你愿意尝试一下山药清香型白
酒代表产品怀川玉液53°吗？

我是老丁，和您一起论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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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丁论酒

山药清香
道地佳酿

□丁向峰

酒是人类的一项饮食发明。应该
说，在人类所有的饮食文明形态中，我们
几乎都可以见到酒的存在。

中国的酿酒具有久远的历史。早在
5000年以前，华夏先民就以其特有的聪
明才智，从谷物的发酵中获得了酒，让一
代又一代的人为之畅饮，为之陶醉。在
浩瀚的历史长河中，酒伴随着人类的繁
衍而传递到今天，仍然保持着它特有的
活力。

（一）起源

关于酿酒起源有五种说法，分别是：
仪狄酿酒说、杜康酿酒说、黄帝酿酒说、
农业酿酒说、科学酿酒说。

一、仪狄酿酒说
仪狄是夏禹时代司掌造酒的官员。
《战国策》记载：昔者，帝女令仪狄作

酒而美，进之禹，禹饮而甘之，曰：“后世
必有饮酒而亡国者。”遂疏仪狄而绝旨
酒。

二、杜康酿酒说
夏朝的第五代国君。史书记载：“又

名少康，夏朝国君。杜康作秫酒。”
因杜康善酿酒，后世将杜康尊为酒

神，制酒业则奉杜康为祖师爷。后世多
以“杜康”借指酒。

三、黄帝酿酒说
《黄帝内经》记载：
黄帝问曰：“为五谷汤液或醪醴

(láo lǐ)如何？”
岐伯对曰：“必配以稻米或五谷，炊

之谷薪。谷米者完，谷薪者坚。”
帝曰：“何以然？”
岐伯曰：“此得天地之和，高下之宜，

故能至完，伐取得时，故能至坚也；饮者，
精神焕发；药者，强身健体。”

四、农业酿酒说
晋代江统在《酒诰》中说：“有饭不

尽，委余空桑，郁结成味，久蓄气芳，本出
于此，不由奇方。”说的就是粮食酿造黄
酒的起源。

五、科学酿酒说
《中国科学技术史·化学卷》这样说：

“特别是伴随新石器时代而到来的农业
振兴，制陶术的出现，表明谷物酿酒的社
会物质条件已经逐渐成熟，谷物酿酒由
此肇兴。到了仰韶文化时期，许多部落
已掌握了谷物酿酒的技术。”以上论点曾
被化学科技史系统以及酿酒行业普遍采
用。

现代研究成果充分说明：我国以谷
物酿造黄酒的起源，大约始于新石器初
期，到了夏代已有较大的发展。夏朝的
疆域指伊、洛、颍、汝四水流域。北至晋
南（怀川地区），东至鲁西，南至淮河，都
属于夏王朝的势力范围。怀川（覃怀）大
地，正好在夏朝的中心区域。

目前之所以会有以上几种传说，这
是因为中国古文明形成惯例，习惯把每一
项重大发明都附在一个人物身上，借以强
调此项重大发明的权威性和神圣意义。

以上就是酿酒的五种说法。

（二）怀川地区与酿酒业的密切关系

五千年文明，三百里怀川，与中国酿
酒史息息相关。下面从姓氏、考古、自然
气候三个方面加以阐述。

1.姓氏
夏朝有个叫“覃怀”的地方，大致也

就是现在沁阳、温县等焦作市辖区范围，
是覃姓的发源地。覃怀氏部落民风淳
朴，擅长酿酒与治水。

其后以部落名为姓，称为覃怀氏，后
简称为覃姓。

氏族首领伯益带领覃怀人随大禹到
各地治水，从怀川覃怀地到江南会稽郡
（今浙江省绍兴市）一带。后大禹积劳成
疾在会稽去世，为纪念祖先大禹、伯益，
覃怀人把会稽郡作为覃氏的堂号。

由于族人迁徙，口音变化，覃氏演变
成多音字覃（qin）。

2.考古
“覃怀”字意来自甲骨文中的解释。

考古学家罗振玉说：“覃像酒盈樽（古代
的酒壶）。”

郭沫若讲：“覃”字上面的“西”字，是
酒壶的盖，西下的“曰”是酒壶的大肚，

“十”字底部为尖状，插入地中便于存放。
以郑州商城、辉县、温县、殷墟的商

中心统治区内77座不同时期的贵族墓
为视点，发现商代的随葬品多以觚、爵等
酒器为代表，形成以酒器加炊器、食器、
盛器、水器和礼乐器为组合的随葬模式，
而且数量极大。

焦作地区活态传承至今的黑陶、
柏山缸、绞胎瓷都是古代酿酒业的有力
证明。

3.自然气候
怀川地区气候环境“春不过旱、夏不

过热、秋不过涝、冬不过寒”，适合谷物等
粮食作物的生长。因为粮食产量高，在
秦朝时期，秦始皇把这个地方的农业赋
税定为全国第一等，就是最重要的一个
原因。

由于此地北依太行山，南临黄河，被
山河怀抱，得名为“怀”，又称“三百里怀
川”。此处土壤的形成以黄河冲积为主，
并吸纳了太行山岩溶地貌经雨水冲刷渗
透而来的成分，形成了疏松肥沃、与众不
同的黄土地，特别适合各类粮食的生长，
也孕育了我们非常有名的四大怀药。

所以说，通过姓氏、考古、自然环境
等三个方面论述，焦作这个地方从古至
今就是酿酒的核心区域。

（三）历史

酒起源于新石器时期，酿酒技术的

产生，说明尧、舜、禹时代的粮食生产和
发酵技术有了很大进步。到了夏、商时
期，有了酒曲发酵，酒的品质有了进一步
提高。

周代，人们率先把饮酒活动规范成
礼仪和制度。祭祀是生活中的大事，酒
是祭祀中的主要祭品。

合卺(jin)之礼。周人夫妻结婚，要
把一个匏(pao)瓜剖成两个瓢，男女各执
其一，是为合卺，以此表示婚配礼成。

汉朝，有了专门的制曲技术，发明了
多次投曲的九酝古法酿酒技术，酒的规
模化生产开始出现。

对于小有资产的人来讲，投资酿酒
行业是一种明智的选择。司马相如携卓
文君私奔，便选择了酒肆行业来维持生
计。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记载：司马相
如来到临邛，“尽卖车骑，买酒舍，乃令文
君当垆。相如身自著犊鼻裤，与庸保杂
作”。

魏晋时期，社会饮酒风气陡然高起，
弥漫天下，感染时代。

唐代出现了生姜酒、地黄酒、茱萸
酒、菊花酒。

张海林《中国饮食文化寻踪》记录：
北宋以后，清酒南渡，蒸馏之烈性白

酒统治中原，沿袭至今。河南境内也仅
有南阳、沁阳、濮阳还有清浊之遗存，遂
使绍酒专美于天下。

这就说明沁阳在宋代之前的酿酒业
就比较发达。

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
北宋南迁后，隆裕太后住在绍兴，不

爱饮当地之酒，下令北方酒工开瓮自
酿。北方人在绍兴酿酒，就把中原地区
的先进酿酒技术传授到绍兴本土，这对
绍兴酒业的发展，无疑是一个大的推
动。到南宋中期时，绍兴酒业已经显示
出行业领先的趋势，所以孙因会有“斯越
酒之酝藉兮，非宜城中山之比”的诗咏自
誉。

● 中国最早的发酵酒是米酒，有
清酒和白酒之分。汉代起，白酒改称浊
酒。

● 宋时期，随着酿酒业的技术进
步，黄酒完全成熟。 （未完待续）

上图 老怀酒业的工人正在遵古法
酿制工艺进行生产。 宗 楠 摄

怀川酒文化的历史与发展（一）

□丁向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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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金忠，辽宁义县人，1969年10月入党，1969年12
月入伍，当了13年铁道兵，从施工连队的风枪手，到连队
文书，到师部警卫员，到铁道兵文工团通信员、文书、创作
员，再到团宣传股干事、师文化科干事，除了营部没干过，
从连队到铁道兵总部机关，他几乎干了个遍。

刘金忠曾说，在铁道兵部队，他是幸运的，铁道兵培
养了他，给了他成才、发展的机会，每逢命运转折的路
口，总会有好的机遇。后来，他离开了追求辉煌梦想的
舞台，但他没有沉沦，没有止步，以自己的努力跻身于铁
道兵作家群，赢得了属于自己的那一分荣光。中国作家
协会会员、焦作日报副刊部主任、焦作市作家协会副主
席，出版诗集3部、长篇小说1部，其作品多次在全国征
文中获奖，参加过素有诗坛“黄埔军校”之称的“青春诗
会”，他的一首朗诵诗《曾经当过兵》网络热传，另一首朗
诵诗《北京时间》在《诗刊》发表后，被选入中国作协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晚会的朗诵作品。

诗情铸就的灿烂人生

刘金忠的文化程度不高，初中毕业，其实初中还只上
了一年。当刘金忠坐上咣咣当当的闷罐火车离开家乡，走
向军营时，他并不知道命运会把他甩到何处。数九寒天，
在河北太行山深处的浮图峪，新兵训练结束了。新兵分配
开始，看到很多老乡都被分到了机关或汽车连、机械连，带
着党员光环来当兵且有几分文采的刘金忠几乎崩溃了。

他被分到了一个打山洞的施工连队，这是他万万没想
到的。到连队后，他被分到风枪班，成了一名风枪手。穿
上笨重的防水衣，头戴绿色塑料安全帽，脚踏黑色大水靴，
戴上防尘口罩，刘金忠走向隧道深处。这时的他有些迷惘
了，因为他的梦想是骑马挎枪保边疆……但他没有消沉，
而是开始勤奋地工作。

很快，他被调到连部当了文书，又被调到师部当警
卫员。一年后，又被调到铁道兵文工团当通信员。从基
层连队走进总部机关大院，来到首都北京，这是刘金忠
梦寐以求的，刘金忠不知道的是，他一生赖以安身立命
的事业在这里开始了。当通信员，就是给文工团领导办
公室打扫卫生、打开水、取报纸、送文件，上传下达，跑腿
听差，刘金忠干得很投入。他懂得，要百倍珍惜这样的
机会，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机遇。他为人诚实质朴，
和所有人相处都很融洽。

文工团有一间资料室，也就是小型图书馆，这里保存
着大量图书和杂志。刘金忠拿着资料室的钥匙，定期打扫
卫生，这就给了他一个难得的读书机会。要知道，他在老
家时没有书可读，往往找到一本书就读好几遍。如今到了
一个书的海洋，他利用休息时间如饥似渴地学习。当时只
是想多学一些知识，没想到写作。读着读着，就产生了一
种想法，那些作家真是伟大，他们不在了，自己的著作还留
在这个世界上，当人们看到他们的名字时，就知道曾经有
这么一个人来过这个世界。“我能不能也学习写作呢？哪
怕书中只留下一个名字也不算白活。”就这样，刘金忠开始
了写作。

第一次写了两首诗，是反映铁道兵筑路生活的，其中
一首题目是《激浪飞舟》，写的是铁道兵在金沙江上用木排
运送物资的，这种生活刘金忠并不熟悉，但他有施工连队
的生活体验。另外，他看过电影纪录片《铁道兵战斗在成
昆线》，再就是当时铁道兵文工团排演了一个舞蹈《金沙激
浪》，就是表现这种场面的。第一次写稿，第一次投稿，投
给哪呢？就投《解放军文艺》吧，当时全国的文学期刊大都
停刊了，只有《解放军文艺》正常出版。于是他偷偷把稿件
装进信封寄走了。这是1972年夏天。3个月后的一天，
他照例去大院收发室取报纸，收发室的小滕问他：“小刘，
你写的诗歌登上《解放军文艺》了，是不是你写的呀？”刘金
忠心里咯噔一下，不敢相信这是真的。赶紧翻开新到的
《解放军文艺》，果然，那上面白纸黑字写着自己的名字。

幸福来得太突然了，刘金忠一下子蒙了，该不是在做

梦吧？第一次投稿就命中了，还是全国级刊物，真是想不
到，也不敢想，太幸运了。他拿起报纸杂志和信件匆匆回
到文工团，对谁也没说，但很快大家都知道了这件事。人
们说，看不出来，这个平时不爱吭声的小通信员还会写诗，
还能登上《解放军文艺》。紧接着，他写的一篇文章《戳穿
仁者爱人的画皮》，也登在了《铁道兵》上。他不善交际，给
同在大院的《铁道兵》投稿，也是放在大院门口的邮箱里。
《北京文艺》上也发表了他的诗歌《站在韶山唱颂歌》，《光
明日报》发表他的歌词《高举红旗向前进》。

铁道兵分布在全国各地，筑路生活丰富多彩，这给
刘金忠提供了创作上的极大空间。1976年，刘金忠提
干调到文工团创作组，这是他实现梦想的平台，他早就
有这样的愿望，成为一名专业创作员，写出几首流传全
国的歌词，他觉得自己有这个潜力，也默默为此积蓄着
能量。1977年秋，刘金忠被调到铁道兵9师，当了一名
干事，仍写了大量诗歌，先后在《诗刊》《解放军文艺》《解
放军报》《中国青年报》《萌芽》《青春》《长春》等报刊发
表，几乎都是反映铁道兵生活的，因为他对铁道兵一往
情深。他还一度成为《解放军文艺》《解放军报》的重点
作者，时常接受约稿。

历经磨难的一身傲骨

刘金忠是东北人，他具有东北人的豪爽与孤傲，也
有“竹林七贤”之一嵇康的刚直不阿。也许是他从小看
书学到的，大有嵇康视死如归的耿耿豪气。他为人谦卑
不失桀骜不驯，寡言少语却内心情感厚重。

傲骨，来源于自身素养，刘金忠走到哪里，人们提起
来都会说，这个人不错！

刘金忠作为代表作的一首诗是《鹰翅》：
鹰在什么样的高度飞
幻觉才能抵达境界
羽毛划动风声，震荡苍穹
一扇风干的鹰翅，悬于高杆之上
从秋风上布下投影，守护着
播种者的梦想和每束麦穗的安详

一只鹰死了，只留下这扇翅膀
粘满云絮的翅膀，擦亮闪电的翅膀
把死亡忘记
打开阳光和天堂的门
生命的大水被领上高空
这项搬运灵魂的工程具体而生动

一部绒质的著作，天街上阅读
勇者的身影，高于禅音
蓝天高远，万物的渴望在上扬
铁也会生锈，羽毛和星星不朽
隐约于时间之外的神秘尖啸
像雨的飘临，无所不在

麻雀们巴望将鹰翅抬走或埋葬
可它们不敢，切齿的诅咒
也只能躲在很远的地方
旗一样神圣，帆一样壮美

飘动或静止，天地间精神弥漫
片羽凌空，也是王者威风

最大的力量是威慑的力量
果实与歌声之上，悬剑的沉默
如圣洁的墙，闪射崇高与冷峻
没有一只苍蝇敢飞来落脚
也没有谁敢在上面钉一根钉子
用来悬挂龌龊的心情

天空失去鹰，大地也会感到荒凉
受潮陨落的目光靠什么提升
这是九月的田野，我看见
一扇鹰翅，掩护整个金秋的进程
如果哪一天，蓝天收藏了鹰翅
一定是我们的头顶出现了又一只鹰
这首诗是刘金忠在1994年写的，参加了《诗刊》社

全国征文大赛，获得了三等奖。

仗义执言的一腔正气

刘金忠是个充满正能量的人，在他的言行里，在他
的心目中，是非黑白，绝不允许颠倒，他忠诚可靠，和蔼
磊落，从不搞蝇营狗苟之事，谈得来的，他可以和你掏心
窝子，否则，话不投机半句多。

诗品即人品。刘金忠的诗歌都表现了他的这种思
想。在创作风格上，他喜欢李白、杜甫，喜欢辛弃疾、苏东
坡，胸有铁马金戈，猛士弹剑而歌。如果生在古代，也许他
就是一个笑傲江湖的侠客。从他的诗中，你能看到一个有
理想的战士的深刻思维。比如他的朗诵诗《曾经当过兵》
《中国大阅兵》《北京时间》，比如他的小长诗《广陵散》《竹
林七贤归隐辞》《矿脉的两种写意》《隧道群》，比如他的《每
当我们说到雪山草地》《绝笔》《台前幕后》……

而刘金忠对于铁道兵的感情之深，也可作为他守望
灵魂的一种解读。他在连队时，几次遇险险些丧命，对
于那些牺牲在铁路建设工地上的众多战友，他由衷地敬
仰和缅怀。他在2008年花了一年时间创作出2000多
行长诗《远去的背影》，可以作为铁道兵的一部史诗，在
创作过程中，他经常会久久沉浸在悲伤的情绪之中，止
不住的泪水打湿了键盘。在这部长诗的诗代序中，刘金
忠的《献诗》这样写道：

那么多，那么多
八千多名牺牲的战友
站在一起，应该是一个加强师吧
我要用这首诗，把你们集合起来

你们倒下了，倒在
远离故乡的地方
铁路经过的地方
倒在我们也曾日夜战斗过的山水间
你们倒下了，就没再站起来

作为诗人，作为铁道兵的诗人
我，愧对你们，我热泪盈眶
而今天，我要为你们写一首诗
写一首迟到的颂歌
献给你们，献给曾经的岁月
刘金忠是铁道兵培养出来的诗人，他始终没有忘记

这个集体对他一生的影响，那是刻在心灵深处的眷恋，
那是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情怀。如今，刘金忠已从当年
的热血青年变成了古稀老人，但他生命的列车始终飞奔
在祖国的铁道线上，那每一条铁路，那每一个站台，那每
一节钢轨，都是他灵魂的归宿。

刘
金
忠
。（
本
报
资
料
照
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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