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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承与创新中焕发新活力
——方山县酿酒史溯源及流变研究

□ 闫卫星

1、于成龙酒业的现代发展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山西于成龙酒

业，于成龙酒的历史渊源最早可以追溯
到 1576年，当时于成龙的祖父于采在永
宁州于家山庄创建于家酒坊，开启了于
成龙酒的历史篇章。于成龙酒业的酿
造技艺经过几代人的不断改良和创新，
形成了独特的“六古”工艺。这种工艺
不仅在原料选择上严格把关，更在酿酒
技术上精益求精，最终形成了于成龙酒
独有的“窑香”特色。

“六古”工艺的核心在于对传统酿
酒技艺的尊重和传承，同时结合现代科
技，不断创新和提升，确保了酒的高品
质和独特风味。北武当山下的神泉圣
水，为于成龙酒的酿造提供了得天独厚
的条件。泉水清澈甘洌，富含多种有益
微量元素，使得于成龙酒在品质和风味
上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于成龙酒业在现代的发展中，不仅
注重传统的传承，更积极融入现代科
技。企业通过与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
等高校研究单位的合作，组建了行业唯
一的国家固态酿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等多个科技创新平台，从微生物学、分
子生物学、信息科学等多个高新技术领
域对白酒生产的关键环节进行深入研
究。这种创新不仅提升了酿酒技艺，更
让于成龙酒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活力。

于成龙酒业还积极探索品牌文化
创新表达，从首创国窖 1573封藏大典到
举办国际诗酒文化大会，一系列有影响

力 的 活 动 已 成 为 于 成 龙 酒 业 独 有 的
IP。通过艺术的力量展现中华历史之
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于成龙酒业不
仅在传承中创新，更在创新中传承。

于成龙酒业秉承“天下廉吏第一”
于成龙“天理良心，清正清廉”的古训，
崇尚“传承古法，匠心酿造，丰富酒文
化，助力家乡建设”的经营理念，致力于
将企业打造成国内顶级名酒产地。通
过不断的技术创新和文化推广，于成龙
酒业决心让于成龙精神永流传，让非遗
窑香酒香飘世界。

2、良泉酒业和老传统酒业的贡献
良泉酒业依托方山县丰富的水资

源和优质的原料，生产出口感纯正、香
气浓郁的白酒。企业注重原料的选择
和工艺的创新，确保每一瓶酒都达到
高标准。良泉酒业还积极参与社会公
益活动，致力于提升品牌形象和社会
责任。

老传统酒业“坚守老传统，只酿纯粮
酒”的理念，在保持传统风味的同时，不
断探索和创新，力求在现代市场中占据
一席之地。老传统酒业的产品以其独特
的风味和文化内涵，深受消费者喜爱。

方山县的酿酒史不仅是一段技术
发展史，更是一段文化传承史。通过科
学种植和管理，确保了原料的品质，提
升了酒的品质。通过文化活动的举办，
推广了酿酒文化，增强了当地居民的文
化认同感和自豪感。方山县的酿酒史，
是一段值得深入研究和传承的历史。

汾阳地处晋西，有文字记
载的历史二千六百年，设都、
州、府、县、市建制长达一千五
百余年。汾阳土地肥沃，气候
温和，水质甘美，物产丰富，远
在六千年前，即有原始先民在
此定居，开始了以农业为主的
生产活动。

1998年，由国家文物局、山
西省考古研究所联合组成的考
古队进驻汾阳，对汾阳杏花村遗
址进行细致的野外调查，用一件
件深埋在地下的古代文物酒器
撩开汾酒历史神秘的面纱。

杏花村遗址在如今汾酒集
团所在的杏花镇东堡村东北方
向，面积约十五万平方米。根
据获得的层次关系及对其内涵
的分析，考古学家将遗址形成
分为八个阶段，分别属于仰韶、
龙山、夏商文化时期。

其中第一、二阶段，属于大
约六千年前的仰韶文化中晚
期，在出土的器物中，有大量的
陶质罐、盆、瓶、壶、碗、刀等生
活用具，此外还意外地发现了
稀世珍宝小口尖底瓮，成为迄
今为止我国最早的酿酒容器。
原始先民把谷物装进小口尖底
瓮中，待其发酵成酒后即可澄
清饮用。甲骨文和钟鼎文中的

“酒”字，即从这种瓮体象形演
化而来。

杏花村遗址小口尖底瓮的
出土，把我国人工谷物酒的酿
造时间提前到六千年前的仰韶
文化中期。这个发现，为探讨
中华原始酒文化的起源提供了
珍贵的标本，也为研究地球酒
史找到一把新的钥匙。

在杏花村遗址第三、四、五、
六阶段，考古学家们挖掘出相当
数量的壶、尊、杯、甑、大口瓮和三足杯等陶制酒具，这一
时期，也是华夏造酒之祖仪狄和杜康生活的时期。

在杏花村遗址第七、八阶段，主要为商代器物，
其中的酿酒器、盛酒器品种数量均显著增多，尤其是
遗址中发现的玄纹铜爵，是商代青铜酒器中不可多
得的艺术珍品。遗址中出现这样精美的酒具，当时
所酿酒的质量之好可见一斑。

得天独厚的杏花村，用水和高粱酿出属于自己
的荣誉与财富。这里有着让人羡慕的自然地理条
件，气候温和湿润，土地肥沃平整，出产的高粱颗粒
饱满，营养丰富，非常适合酿造使用。这里还流淌出
源源不断的地下泉水，清澈透明，味美甘甜，杏花村
的空气和土壤，也含有多种极利于酿酒的微生物。
这些都构成了非他处可比的产酒优势。

多少年来，杏花村人把他们的这种优势称为
“天、地、禾”。天，就是气候和看不见摸不着的微生
物；地，就是这里的神井和神泉水；所谓禾，就是指汾
河水土孕育出的高粱、豌豆、大麦。

除此之外，杏花村汾酒还与西北的匈奴人有着
千丝万缕的关系。

汾阳古称兹氏，汉魏之前，与匈奴、鲜卑等少数
民族隔黄河而居。长期以来，两岸纷争不断，刀光剑
影，争战激烈。经年累月的战争使两岸民族两败俱
伤，筋骨大伤。曹魏时期，由于两族人民对战争的厌
倦，汉朝廷实施和靖政策，终于促成一些匈奴部落的
内附和移民。

据《晋书》记载：“魏末，复改帅为都尉。其左部都
尉所统可万余落，居于太原故兹氏县。右部都尉可六
千余落，居祁县。南部都尉可三千余落，居蒲子县。
北部都尉可四千余落，居新兴县。中部都尉可六千余
落，居大陵县。”这一记载说明，在魏晋时期，应该有三
四万匈奴人移居到山西省，其中汾阳就达一万多人。

朝廷允许匈奴人移居内地，目的是要同化他们，采
取的自然是与汉民杂居的方式。这大大方便了汉匈两
族群众，他们互相交朋友，交流酿酒技术。于是汾阳地
方酿酒数量大增，酒的质量也越来越好。正是这种民
族的交流和互动，促使山西地区生产出一系列名酒。
其中汾阳杏花的汾清酒和竹叶青酒，最为人们喜欢和
赏识。成为最早载入史册、为人所称道的中国名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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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山县，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的县域。其酿酒历史源远流长，不仅见证了中国酿酒
技术的演变，也反映了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脉络。本文将对方山县的酿酒史进行溯源及流变研
究，探讨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酿酒技术和产业发展，并结合现有的山西于成龙酒业、良泉酒业、老传
统酒业等企业，分析其在现代酿酒产业中的地位和作用。

方山县，是一片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
厚的土地。其历史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
考古发现表明，早在那时，方山县境内便有
人类活动的痕迹。战国时期，方山县境内始
置皋狼邑，属赵地。隋大业三年（607年），
置方山县，至今已有 1400多年的历史。

尽管方山县的酿酒历史在早期记录中
并未明确提及，但考古发现为我们提供了
一些线索。位于方山县附近同属吕梁市的
汾阳杏花村的考古发掘点显示，中国在
6000 年前已经掌握了酿酒技术。杏花村
的考古发现包括陶器碎片和青铜容器中的
酒渍残留物，表明当时的酿酒原料包括稻
米、蜂蜜、水果等。虽然这些发现主要集中
在杏花村，但类似的酿酒技术可能在相近
的地区如方山县也有所传播。特别是明清
时期，方山区域由汾州府管辖，这就更进一
步加快了酿酒技术的传播。

《文物》创刊于 1950年，是由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家文物局主管、文物出版社主办
的考古类学术期刊，在考古界有非常权威
的地位。该刊 1980 年某期中刊载了一则
报道，消息称，1980 年 7 月，江苏常州市电
讯器材厂在建造住房时，出土了一方铜铸
官印。这方铜印通高 3.8 厘米，略呈长方
形，长 5.3 厘米、宽 5 厘米、厚 1.2 厘米。板
纽委角，素面无孔，高 2.6 厘米、厚 1.3 厘
米。印面阳文篆书“方山县酒税务朱记”，
印背纽两侧自右至左分两行浅刻阴文楷书

“崇宁三年四月少府监铸”。这一发现表
明，北宋时期的方山县已经有了较为完善
的酒税管理制度。

这方铜印的发现，为我们提供了北宋
时期酒税管理的实物证据，也显示了方山
县在北宋时期的酿酒业已非常繁荣。这方
印记的发现为考证当时经济活动和社会税
务管理提供了实物资料。北宋时期，酒税
是国家重要的财政收入之一。方山县酒税
务印的发现，说明当时的酒税管理已经相
当规范和系统化。铜印上的文字“方山县
酒税务朱记”表明，方山县的酒税管理已经
有了明确的标识和制度。这种制度的建
立，不仅有利于规范酒的生产和销售，也有
助于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

此外，铜印的发现还揭示了北宋时期
地方行政管理的细致和严谨。印背的铭文

“崇宁三年四月少府监铸”表明，这方铜印
是由少府监铸造的。少府监是北宋时期负
责铸造货币和官印的机构，其铸造的官印
具有很高的权威性和可信度。方山县的酿
酒业在北宋时期已经非常发达，这不仅得
益于当地的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也得益
于当时的社会经济环境和行政管理。

1、酿酒业的历史沿革
方山县的酿酒历史可以追溯到唐

宋时期，那时的酿酒业已经初具规模，
酒以其独特的风味和品质，深受人们的
喜爱。元明时期，酿酒技艺进一步发
展，方山县的酒开始在更广泛的区域内
流传。到了清代，方山县的酿酒业达到
了一个新的高峰，酒的品种和产量都有
了显著的提升。

方山县的酿酒历史不仅在古代有
着辉煌的篇章，在近现代历史中也发挥
了重要作用。方山县志记载，大武镇的

“景荣源酿酒坊”，酿酒历史可追溯到唐
朝贞观年间，距今已逾千年。1945 年，
贺龙元帅所部接管“景荣源酿酒坊”，所
酿之酒用于晋绥军区司令部招待党中
央领导和功勋战将以及社会名士，极其
珍贵。1949 年 2 月，更名为大武酒厂。
建国前，方山县大武酒厂及于成龙酒厂
前身的于氏家族老酒坊在革命时期发
挥了重要作用。他们生产的酒精不仅
支援了红色钢铁走廊上的战士，更为方
山县南村的国际和平医院分院提供了
医用酒精，这种贡献，成为方山县酿酒
业宝贵的精神财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
的酿酒人。

2、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
方山县位于黄河中游，拥有得天独

厚的自然环境。这里的气候温和，四季
分明，非常适合酿酒原料的生长。方山
县的土壤肥沃，富含多种矿物质，为酿

酒提供了优质的原料基础。更为重要
的是，方山县的水质纯净，富含多种对
人体有益的微量元素。这里的地下水
经过地下岩层的层层过滤，水质清澈甘
洌，是酿造优质白酒的理想水源。方山
县的水质，不仅提升了酒的品质，更增
添了酒的自然风味。

3、酿酒技术的传承与创新
方山县的酿酒技术在历史长河中

不断演变。从早期的简单发酵技术，到
现代的全产业链模式，酿酒技术的进步
不仅提升了酒的品质，也推动了当地经
济的发展。现代酿酒技术注重原料的
选择和工艺的精细，确保了酒的风味和
品质。方山县的酿酒企业，如山西于成
龙酒业、良泉酒业、老传统酒业等，通过
科学种植和管理，确保了原料的品质，
提升了酒的品质。

方
山
县
酒
税
务
铜
印

北宋时期的酒税务印 方山县酿酒业的传承

现代酿酒产业的发展

方山县大武酒厂上世纪八九十年
代的部分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