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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梁
故事

经 营 了 三 十 多 年 的 国 有 羊 羔 酒 业 ，在
2001年以后，进入了休眠期。数年之后，孝义
市有识之士、原孝义市农业发展银行行长张
铁虎，接过了孝义“羊羔酒”这块宝贵的品牌，
将羊羔酒业的可动的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全
部接手，进入了民营化运作阶段。

2007 年 4 月 18 日，羊羔酒迁建项目在孝
义高阳科技农业园区开工兴建，厂名变更为
孝义盛义酒业有限责任公司。聘请已经退休
的原孝义酒厂厂长田仲和任筹建处负责人。

2008年 1月 9日，“羊羔酒”立排生产暨产
品上市剪彩仪式隆重举行。1月 30日立排试
产成功，同年 5月份，全面通过省质监局现场
检测、验收评估，获得《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
可证》。2009年初，公司固定资产总值达 5255
万元，流动资金为 1450 万元，年生产能力达
1250 吨，原酒仓储能力达 1200 吨，年可实现
产值 6500 万元，利税可达 2400 万元，可转移
安排劳动力 260余人，带动千余户农民种植高
粱 6000多亩，带动农民创收 600余万元。

2009年 12月 8日，因企业资金困难，运行
艰难，由民营企业家、山西正城煤业股东、副
董事长苏光宇收购盛义酒业，由孙敬平任总
经理负责接收管理，并进行了不断的设备完
善和更新改造。苏光宇接收以后，于 2011年
12 月变更厂名为山西羊羔酒业股份有限公
司。

2011 年，董事长苏光宇聘请原山西杏花
村汾酒厂孝义酒厂厂长傅一清任总裁，全面
负责经营管理。傅一清接任总裁以来，从质
量体系的建设入手，使得羊羔酒品质稳定提
升。制定了完善的《质量手册》和与之配套的

《质量管理体系程序文件》。从原材料进厂，
到生产全过程，再到成品出厂的全流程，进行
全面有效的质量管理。特别是对产品从酒体
到包装进行全新设计，聘请深圳和正包装设
计公司熊明旭先生为羊羔酒新产品设计了全
新的一系列的包装，特别是 20年红瓷瓶和 12
年喷涂仕女瓶受到了市场的热捧。酒体设计
以质量为中心，以市场消费者为导向，设计出
6年、8年、12年、20年和 30年全新酒体产品，
于农历 2011年底一上市即受到广大消费者的
喜爱，特别是 20年瓷瓶酒被很多消费者深深
喜爱，甚至有的消费者宁愿喝 20年羊羔酒，也
不喝 20年汾酒。由于发展势头强劲，市场前
景良好，是年，“羊羔”商标获山西省著名商
标，“羊羔”牌羊羔酒获山西名牌产品荣誉称
号。

以拓展市场为着力点，公司成立了专门
的羊羔酒销售公司，组建了专
业的队伍，聘请张大成任经理，
经过几年的努力，羊羔酒从初
始的百万级市场，达到了数千
万级的市场，到 2015 年达到一
个高峰——孝义市人均年消费
一箱酒的业绩。域外市场销售
业绩也超越了孝义市场水平。

后来，由于一些因素，市场出现严重萎缩，经
历了 2016——2017年的市场低迷。在新任营
销经理张文健和全体员工的努力下，推出具
有孝文化特色的羊羔酒类品牌“羊羔”“羊羔
跪乳”“羔儿”“羊羔美酒”“郑兴酒”“行孝仗义
酒”“父爱如山酒”“母爱如山酒”“兄弟情深
酒”“羊羔坊酒”“郑兴义酒”“孝义兴酒”等五
大系列 60多个品种，使得市场回暖向好，取得
了良好的发展势头。现在羊羔酒市场已经占
有山西 10 个地市，30 多个县区市场，并且拓
展到河南、河北、内蒙古、浙江等省区。

近年来，企业以羊羔酒非遗文化旅游为
引领，打造中国孝文化第一品牌，为促进羊羔
酒市场拓展和经营业绩稳步增长打下坚实的
基础。充分挖掘羊羔酒深厚的文化底蕴，弘
扬孝道文化、感恩文化。着力打造羊羔酒非
遗生产性保护基地观光园，以及休闲农业和
乡村旅游示范基地，并于 2020 年 8 月被吕梁
市命名为“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示范点”。树
立厂区即景区意识，全面引导员工树立员工
即是导游的思想，人人做到拿起工具能做工，
遇到游客可讲解。建起了羊羔酒文化博物
馆、羊羔酒勾调体验室、羊羔酒品鉴展示厅，
推出羊羔酒参观通道文化长廊。

通过全体员工不断的努力，羊羔酒已经
取得了一系列可喜的成绩，成为孝义市的一
张亮丽名片。

2013 年 5 月，孝文广新发【2013】35 号文
确认，羊羔酒蒸馏传统酿造技艺，被列为国家
级晋中文化生态保护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
性保护基地。山西省人民政府晋政函【2013】
123 号文公布第 1 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性目录中羊羔酒酿造技艺为榜上有名。
2014 年，山西省孝文化研究会授予羊羔酒业
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孝文化传承基地。”积
极参加国内国际各种酒类赛事，取得了一系
列的骄人成绩。2016年 8月 26日，公司 2012
年产 60°（30 年）羊羔原浆酒在墨西哥举办的
比利时布鲁塞尔国际烈性酒大奖赛上一举夺
得银质大奖。

2018 年 8 月，在保加利亚举办的第 19 届
比利时布鲁塞尔国际烈酒大奖赛中。羊羔酒
不负众望，60 度商务酒和 45 度珍藏原浆酒，
一举荣获两枚金奖。（本次比赛共有 54个国家
1315款样片参赛）

2018 年 9 月，第十三届亚洲品牌盛典在
香港隆重开幕，羊羔酒被授予亚洲名优品牌
奖。2019年，42度大羊嘴和 45度（20）羊羔酒
分别荣获布鲁塞尔烈性酒赛金奖。

2020 年，羊羔酒荣获首届“杏花村”杯全
国清香类白酒创新产品荣誉。2020年山西羊
羔酒业股份有限公司荣获吕梁烈酒产区十朵
小金花企业。2021 年春季 FISA 法国国际烈
酒大奖赛上，45度羊羔酒（20）荣获金奖，42度
羊羔美酒荣获银奖。

2021 年 6 月 25 日，在第三届中国酒业华
北高峰论坛暨华北五省市区产品质量感官品
评会上，山西羊羔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的“羊羔
美酒”产品被认定为“中国酒业华北产区地域
标志产品”。

因为近十多年来的努力和取得的成绩，
羊羔酒业董事长苏光宇也获得了多项荣誉。
2015年度获“山西优秀企业家”称号。并荣任
山西省企业家联合会、山西省企业家协会第
六届理事会理事。2018 年荣获“新时代中国
品牌创新人物”荣誉称号。2019 年荣获山西
食品工业改革开放四十年优秀人物奖。2021
年荣获吕梁市“优秀民营企业家”。

那些年 那坛酒
□ 傅一清

现代羊羔酒之民营时期

（下）

“三春竹叶酒，一曲 鸡弦”这是南北朝庚信
的一句诗，诗人边品竹叶酒，边弹琵琶，兴致勃
勃!“勾引桃花凭好曲，安排竹叶遣余情”，这是
明、清两代国子监司业，傅山好友朱之俊留下的诗
句，说明竹叶青酒很受文人雅士的喜爱。提到竹
叶青酒，会联想到一位山西历史名人——傅山。
傅山不仅是书法家，在绘画、诗文、医学等方面也
造诣颇深。

傅山，字青竹，或署青竺后改青主，别号公它、
朱衣道人等。作为明朝的遗民，到清代他一生都
没有入仕为官。清初，傅山一直居无定所，寄居在
汾阳、盂县等地的友人家中。史料记载与他来往
较多朋友中，有汾阳人朱之俊、仁岩村濯吾等。文
以载道，酒以寄情。自古以来，宦海沉浮的墨客骚
人们或是春风得意，或是忘情风月，或是意气风
发，或是踌躇满志，但大多是“人生得意须尽欢，莫
使金樽空对月”。当时的文人士大夫阶层以饮用
黄酒为主，但是傅山偏偏爱上了汾酒、竹叶青等烈
性烧酒，也可能是因为烧酒酒精度偏高，容易麻痹
神经，消忧解愁，能给郁郁寡欢的傅山带来一丝欢
乐。

傅山喜欢喝酒，因生活清贫，魏一鳌、濯吾等
人常送酒给他。《丹崖墨翰》中第六通信札有这样
一段文字：“侨汾而汾之名酒不可常得。间一沽
之，村 而已。良酝远至，深快旧肠。酒道人者以
酒遗人，真不啻佛之舍身也。”说明傅山喜欢喝
酒。他也常驻杏花村，该村有“申明亭”一座，便是
傅山和友人聚会所在地，傅山为了让竹叶青酒的
药效更好、味道更佳、色泽更亮，对药材配伍进行
过指导。他还为竹叶青酒题过“得造花香”四个
字，有刻石留存。

傅山除指导竹叶青酒配制外，还发明了“清和
元头脑”。据记载：明朝灭亡后，傅山带领其母回
太原生活，因母亲年迈体弱，于是发明了“八珍
汤”，他把这道“八珍汤”的做法传授给了太原一家
饭馆，此后这家饭馆特地经营“八珍汤”，并为这家
饭 馆 题 写 店 名—— 清 和 元 ，跋 语 写 着“ 头 脑 杂
割”。合起来读就是“头脑杂割清和元”，顾名思
义，不断地提醒广大汉民，要宰割入侵者的脑袋，
维护民族正义，维持民族气节。

“青竹”二字，是傅山的字，与“竹叶青”中的两
个字字相同，而且“竹”与“逐”谐音，言外之意就是
说把清军驱逐出中原，恢复大明。青色象征着坚
强、希望、古朴和庄重。竹叶青酒视觉上给人以舒
服，金黄微翠传达了清爽、理想、希望、生长的意
象，是一种非常美丽、优雅的颜色，象征着生命生
生不息。“竹叶青”三个字因与青主名号相近，将

“反清复明”暗藏于字句之中，这也正是傅山为什
么喜欢竹叶青酒的缘故吧。

苏东坡曾说“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竹”
在中国文化中有着重要的地位，从“竹林七贤”到

“梅兰竹菊”四君子再到“岁寒三友”，无一不体现
着竹子的独特地位。郑板桥在题国画竹中说：“盖
竹之体，瘦孤高，枝枝傲雪，节节千霄，有似君子豪
气凌云，不为俗屈。瘦劲孤高，是其神也；豪迈凌
云，是其生也。”这里的“生”，指竹的外部形象；这
里的“神”，则是内在气质。形神毕肖，移情予物，
托物寓意。历代文人借竹比托自己虚心谦让的美
德，我想，傅山也是借物言己。在历史上，汾阳当
地包括杏花村周边均有竹子生长。《西岩别墅记》
中有“堂之前，种竹万竿，把玩徜徉，无忘肉味”的
表述（《汾州沧桑》第三卷 732页）。

甘当绿叶接受平庸,也许是傅山的无奈。他
曾说：“文章小技，于道未尊，况兹书写，于道何
有！吾家为此者，一连六七代矣，然比不为人役，
至我始苦应接。”傅山的祖上为官宦和士绅，在明
代家境富足，自然不必以售卖书画为生。到了傅
山，国事、家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要靠写字卖
画行医看病来维持生计，这难道不令傅山遗憾
吗？为了恪守政治节操，傅山心甘情愿地面对现
实，潜心写书作画，行医看病。他把书画用于各种
场合礼尚往来的应酬，或换取种种服务，或换取生
活用品、维持社会关系等等，总之他虽然迫于生计
而靠卖书画为生，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他还是能
按照自己的意愿来行事，之于此便甘当绿叶应酬
好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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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过《傅山的交往和应酬》
（白谦慎著），书中专门介绍了与
傅山交往较多的朋友，比如魏一
鳌、戴廷 等，以及他本人的日常
应酬，书中用较大篇幅讲到傅山
喜欢饮酒以及朋友赠酒的事情。
其实我最敬佩的是，傅山为了恪
守政治节操，拒绝参加康熙主持
的博学鸿儒特科考试，当时傅山
几经推辞后，被当地官员派车拉
到北京，但他最终装病拒绝参加
考试。这一事件，还被福建当代
剧作家郑怀兴编写成晋剧《傅山
进京》，并成功地推上了晋剧舞
台。可见，其“驱遂清人”的理想
伴其一生，虽然知道他的努力是
徒劳的，但仍然不放弃恢复明朝
这一想法。

如果说酒是一种文化，那么
竹叶青酒则是文化中的精髓。不
仅能给人以味觉上的享受、视觉
上的冲击，也能给人以精神上的
追求。中国上下五千年的文化离
不开酒的陪伴，酒不仅是传统佳
节的“座上宾”，而且深受文人雅
士所喜爱。李白有举杯邀明月的
雅兴意趣，苏轼有把酒问青天的
闲情逸致,曹操有对酒当歌人生
几何的慷慨苍凉,而清早期的傅
山则是借酒消愁，萧然物外，自得
天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