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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梁瑜） 聚焦新发展理
念，我市以“世界十大烈酒产区·吕梁产区”
和“世界美酒特色产区·汾阳产区”为依托，
着力提高白酒产业全产业链发展水平，建设
世界著名的清香型白酒集聚区、杏花村酒文
旅融合发展示范区，力争在白酒产业高质量
转型发展上蹚出一条新路。

杏花村坐落于汾河之滨、子夏山脚下，
既是一座历史文化名村，也是一个酿酒历史
名村。杏花村不仅是汾酒集团公司所在地，
也是酒文化旅游胜地，包括杏花村遗址、汾
酒老作坊博物馆、汾酒文化博物馆、汾酒工
业园、中国汾酒城等一系列景点，全面展示
了杏花村的酿酒史、中国酒文化的风采。

按照《山西杏花村酒文旅融合发展规
划》，杏花村酒文旅融合项目位于汾阳市杏
花村镇镇域核心地带，由杏花村古村修复、
酒文旅小镇、仰韶文化遗址公园、中国白酒
祖庭博物馆、汾酒老作坊、太符观扩建、现有
汾酒厂区及周边村落风貌改造等项目组成，
项目总占地 5000 亩，总投资 200 亿元，按照

“一点两轴三板块”总体规划逐步推进：“一
点”即以杏花村遗址为原点，“两轴”即贯通
东西的“产业发展历史轴”，贯穿南北的“文
化演绎历史轴”。“三板块”即占地 1000 亩、
投资 40亿元的诗意杏花村，占地 1500亩、投
资 70 亿元文旅杏花村和占地 2500 亩、投资
90亿元的产业杏花村。预计到“十四五”末

实现“五五”目标，即汾阳白酒年产量完成
50 万吨，白酒工业年总产值实现 500 亿元，
汾酒市值力争达到 5000 亿元，杏花村酒文
旅景区年游客量突破 500万人次，文旅产业
年纯收入超过 50亿元。

据悉，目前杏花村酒文旅融合项目已落
实土地 243亩，用于博物馆、诗酒文化园、演
艺中心等项目建设；汾阳市博物馆项目主体
封顶，完成展陈设计评审工作；清香大道及
汾酒大道两侧建筑风貌改造工程基本完
工。子项目——牧童街诗酒文化园项目一
期修建性详细规划已通过专家评审，将实现

“白酒+文旅”高点谋划设计、高位推进落
实、高效统筹资源。

一点两轴三板块

杏花村酒文旅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快速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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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期间文水掌柜留影

文水出土的汉朝青铜扁壶及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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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世界上酿酒最早的国家之一，酒
的酿造在中国已有数千年的历史。在中国
几千年的文明史中，酒几乎渗透到政治、教
育和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成为中国人道
德、思想、文化的综合载体。

酒文化是中华文明的组成部分

中国酒文化历史悠久，内涵丰富，博大
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的
酒文化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形式，在传统的
中国文化中有其独特的地位。中国是一个
以农立国的国家，因此一切政治、经济活动
都以农业发展为立足点。而中国的酒，绝大
多数是以粮食酿造的，酒紧紧依附于农业，
成为农业经济的一部分。粮食生产的丰歉
是酒业兴衰的晴雨表，各朝代统治者根据粮
食的收成情况，通过发布酒禁或开禁，来调
节酒的生产。汉武帝时期实行国家对酒的
专卖政策以来，从酿酒业收取的专卖费或酒
的专税就成为了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
之一。酒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给人民的生
活中增添了丰富的色彩。中国古人就认识
到酒以治病、酒以养老、酒以成礼、酒以成
欢、酒以忘忧、酒以壮胆等独特作用。

酒与艺术有着不解之缘，流传的四万首
唐诗中，酒诗占有七千首，诗文化呈现着空
前绝后的繁盛之势，酒文化的发展之势也是
不言而喻。中国文人中多爱酒之人，曹操

“对酒当歌”，李白“斗酒诗百篇”，欧阳修自
号醉翁，“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
也”。尼采把梦和醉看作两种基本的艺术状
态。其实，天下酒徒未必都是艺术家，大艺
术家往往无酒而常醉。所以，酒只是工具，
只要能达于醉的状态，没有酒也可。辛弃疾

《西江月·遣兴》中写道：“醉里且贪欢笑，要
愁那得工夫。近来始觉古人书，信着全无是
处。昨夜松边醉倒，问松我醉何如。只疑松
动要来扶，以手推松曰去。”人们常说酒后失
态，可酒后往往才露出了平时被掩饰的真
态。古代酿的酒和现在酿的酒是不一样的，
宋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有篇《酿酒》的文章，
大意是说汉代酿的酒和宋代就不同，汉代酿
出的量大，稍微有点酒的气味而已，所以能
喝酒的人喝多了也不醉。当然，现代的酒和
宋代更是大不同了。

白酒味辛、甘，性温，能和血，祛寒壮神，
宣导药势；米酒又可温养脾胃，米酒、黄酒
有一定补益作用。《说文》中有：“医之性然得
酒而使”，酒与中国传统医学之间密切的联
系可谓源远流长。《神农本草经》中就明确记

载用酒制药材以治病，《黄帝内经》“汤液醪
醴论篇”中的“醪醴”指的就是治病和养生的
药酒。《汉书·食货志》中说：“酒，百药之长。”
古人在饮酒的过程中，还发现了酒能“行药
势，杀百邪恶毒气”等作用，认为用酒入药能
促进药效的发挥。元朝时撰写了《饮膳正
要》的御医忽思慧评价：“酒主行药势，杀百
邪，通血脉，厚肠胃，消忧愁。”他认为酒可以
加快血液循环，所以就在很多药里边用酒做
药引子。

历史悠久的文水酒业

文水属于晋中盆地，在上贤村发现了古
人类遗址，距今 7000 多年，属于仰韶文化中
期。在史前文化遗址的早期遗存中，不仅发
现了中国最早的彩陶制品，同时还发现了中
国最早的种植农作物黍。说明当时文水一
带就出现了原始的农业生产活动。文水汾
河流域特殊土质生长的高粱、玉米、大麦、豆
类等作物，特别是盛产“一把抓”高粱，是酿
造美酒的优质原料。境内又有文峪河、磁窑
河、汾河流过，水源丰富且优质，流经吕梁山
庞泉沟的文峪河，和位于子夏山下清澈甘洌
的地下水系，与毗邻的汾阳杏花村的水系同
属一脉，是天然酿酒水源。境内晋中盆地西
缘的地质构造由于地质变化隆起生成的上
贤梁与吕梁山东麓山脉崇山环抱，在它们之
间形成了特殊气候，有利于白酒微生物生
长，构成了绿色酿酒生态。因此，境内世代
相传的酿酒业，生生不息、源远流长，自古就
是盛产白酒之地。

早在夏商时期，这一带已开始有白酒酿
造，酿酒技艺历史悠久，闻名全国。战国时
期赵国的君主赵武灵王游大陵时陶醉于梦
境，醒来后挥之不去，难以自拔。在与群臣
酒宴之时，他将此梦说与大家，并滴水不漏
地将梦中少女的形象跟群臣描绘了一遍。
此时，正在席间饮酒的朝中大臣吴广显得有
些激动，因为赵武灵王刚刚所描绘的女子太
像他的女儿了。于是，吴广奏请赵武灵王，
将自己的女儿吴孟姚献给了他。由此可见，
战国时期赵武灵王就在古大陵与群臣饮酒。

唐代施肩吾（公元 780年—861年），字东
斋，号栖真子。唐宪宗元和十五年（公元 820
年）举进士，后被钦点为状元，也是杭州地区

第一位状元。他在《旅次文水县喜遇李少
府》写道：“为君三日废行程，一县官人是酒
朋。共忆襄阳同醉处，尚书坐上纳银觥。”明
天启五年（1625）《文水县志》记载：“黍软硬
二种，软宜酿酒。”20世纪 90年代文水出土了
一件两千多年前的汉代青铜扁壶，壶内液体
经国家考古研究所化验鉴定含有酒的成分，
至今陈展在文水县博物馆。这是全国仅有
的几件出土白酒之一，也是文水酿酒历史的
实证。1500 年前的南北朝时期文水已形成
有一定规模的酿酒作坊。《北齐》一书记载：
西河有酿酒作坊，而西河当时就在文水这一
带。明代，文水已出现“广顺源”“涌泉长”等
小有名气的品牌酒坊，文水酒税占全县税收
的三分之二。明天启五年（1625）《文水县
志》记载：“商税三十三两五钱八分六厘二
毫，酒课银六十二两四钱，遇闰加银五两二
钱。”《文水县志》记载，民国 26 年（1937），全
县有酒坊 21座，年产白酒 17万公斤，总产值
3.4万元。伴随着农耕文明的开化演进，文水
境内世代相传的酿酒业不断发展，到 20世纪
90年代中后期，文水星罗棋布的大小酒坊达
200余家，最高年产白酒达 10万吨，但由于规
模过小，经营分散，缺乏优质品牌，未能形成
产业优势。近年来，文水县继续在白酒上做
文章，利用资源，发挥优势，创新品牌，展示
形象。目前，文水县有酒厂 70余家，年产 13
万吨，形成了女皇、则天故里、泌水神泉、宗
酒、兰花青、汾溪、汾河湾、玉笛、武士彟、杏
香牧童、则天井等近 300种酒类品牌。

走外的烧锅与本地酒坊

文水人历来重视经商，过去曾把“住地
方”做买卖，置于诸职业的首位。据清宣统
元年（1909）《文水县乡土志》记载，清光绪二
十九年（1903），全县人口 172708 人，经商人
数为 13974 人，成年人中平均每 8 人中就有
一人经商。“商多远出”亦为显著特点，全县
在外经商的人，遍及北京、天津、太原、兰州、
武汉、绥远、归化城、包头、张家口及东北各
地，有的远至海拉尔、满洲里、库伦等地。以
前人们把酿酒作坊称为烧锅，这也是文水人
走外经商的主要职业，他们有的制曲，有的
酿酒，有的售卖，有的当酒坊掌柜。

清末民初，堡子村赵氏以闯关东开酒坊
的人较多，赵家“厚”字辈五兄弟在辽阳开福
顺字号，包括木局、车铺、烧锅等生意；银锁
财主生有两子赵一魁、赵一吉，他们也闯关
东开酒坊；赵声家在关东本族酒坊学艺经
商。孟家庄孟二侯、孟合心在哈尔滨附近开
有酒坊，据说，当时占领了哈尔滨的白酒市
场；文倚村郝尚庆 16岁去热河丰宁县酒坊学
徒，他聪明伶俐，第二年就开始帮账，第三年
管账，后来成了酒坊的带股掌柜。上贤村西
门街上有王万胜的老宅，建于清嘉庆二年

（1797），王氏家族先人在京开设酒坊铺号起
家；西韩村岳岐山人称二财主，他与儿子岳
凝贵在张家口做白酒、皮货生意，岳凝贵非
常好学，利用与酿酒人员接触的机会，了解
酿酒的流程、技艺，通过勤奋学习，基本上对

酿酒的流程、技艺有了一定了解，还当上了
店铺掌柜。西石侯卢映旭在赤峰开有福记
茶庄和乾生祥杂货店，是通兴当最大的股东
兼掌柜，通兴当后来改作烧锅酿酒，在翁牛
特旗公爷府占有半条街。王川堡去东北闯
关东经商的人很多，有王本富、王振纲、王忠
福、王培玉、王茂等，他们主要是在酒坊做
事、当掌柜；北安庄张志祥在长春利兴永酒
坊做事，老板是清源拔奎人。炮守堡村正街
东头路北有座吕家二进院，吕家祖上在东北
开着大酒坊，村里人说那酒坊的锅很大，可
以在里面跑步；南庄村张跃是祁县乔家在海
拉尔的大掌柜，经营着永盛昌、大利号以及
一座酒坊，其弟张云、张引也在海拉尔酒坊
做事。

历史上，文水县境内农村商业也颇为活
跃。清末民初，农村商业均由私人经营，除
有众多的常年性和季节性的肩挑手推、走村
串乡、赶集上会的小商贩外，各镇村还有店
铺固定的座商，以及有一定资本的作坊。县
城东街成家都督府东有家酒如德大酒坊，掌
柜是樊连陞；章多涧河街老槐树东有座二进
院，大门进去外院有工房、酒坊，在这里胡完
儿和侄儿胡福牛开办酒坊，酒好不怕巷子
深，他们做的酒总是供不应求；信贤文岱清
是文家很有威望的一名族长，开办有天聚源
钱庄，并开有一座四合院酒坊；武村人李青
选在南关经营酒坊；北辛店三进源酒坊开创
者贺清俊、贺清俊继承祖业三进源酒坊后，
打破常规立志改革，大胆聘用外姓，扩建工
厂，提高酿酒质量，后在经营酒坊的同时又
开设粞坊；南庄村有张二保的酒坊；西石侯
村邓开科、杨义开办有万丰源酒行，武晋仁
开办有义源通曲行、福聚永酒行，贾德禄在
交城开办有福源永酒行；后周村曹家在村里
开有曲坊和酒坊，在周围村里售卖；南张村
赵宗礼在村里开酒坊；门世有开酒坊的侯封
阁、申居华，民国 27年（1938），洪善镇北营村
的张营丰在门世村开有公义泉酒坊；里村王
睿礼和王睿义在村里开有宝庆川酒坊，据说
酒质非常好，经常与杏花村酒赛酒；榆林村
有两座酒坊，分别是赵堂老板的北酒坊和赵
竹林的南酒坊，村北街东半村全是南北酒
坊的院子；榆林村赵堂老板在太谷有经营
药材的字号，在村里开着酒坊；苗家堡韩恭
在自家南院外开了一座集股酒房，每股高
粱十装，村民苗锡宁为掌柜；南武度中街
路南有王万洪大院，院里开有万庆和酒坊；
东夏祠王学仁之子王启富小名鼠则，在县
城南关开有酒坊；孝义村有座广顺源酒坊，
马东村张仁是股东之一；郑家庄有田振世
的德诚号油坊、酒坊，马瑞图的源瑞涌杂货
铺、酒坊；北明阳村西南的酒坊街有座涌仙
泉酒坊，正街南头路东是大盛德宅院，开有
酒坊和醯坊；石永村西街有德隆厚粞房、酒
坊，还有张开珏的德巨厚酒坊、李永芳的德
隆厚酒坊等。

文水酒纯净透明、醇馥幽郁、香气浓烈，
很受大众特别是北方市场的欢迎，文水人闯
关东、走西口、跑东口开酒坊，卖烧酒，以优
质和诚信占领了市场。王家堡三多堂王弼
在张家口和包头创办了兴隆长店，主要经营
茶酒、绸布、粮油等；水寨村人称寿先生是德
泰昌的掌柜，主要经营粮油、酒、杂货；赵村
武连智也开有销售酒的店铺。在文水乡村，
商铺几乎遍布每个村落，尤其在开栅、孝义、
下曲、南庄、西社、北胡等交通要冲的集镇，
各类商店有数十家，一般以经营杂货者居
多，但多数店铺里面售卖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