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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周刊

周礼故地醋飘香
—— 探访岐山传统淋醋技艺

毛丽娜

岐山是周公制礼作乐

之地。岐山人是周人后代，

《物原类考》中记载，“周时

已有醋，一茗苦酒，周时称

醯”，《周礼》则有“醯人掌

五齐、七葅”之语。“醯人”

是周王朝设立的掌管祭祀

和王室公族饮食的官职，

“五齐”是我国古代酿造的

五个过程。由此看来，早在

那时，岐山人就已经掌握

了酿醋技术。

时至今日，在岐山县

凤鸣镇、雍川镇很多村民家

中，仍然保留着手工淋醋的

传统。夏收时节，笔者来到

位于岐山县凤鸣镇北塬的

雍水村，对传统手工纯粮食

淋醋工艺进行了探访。

“ 醋 香 不 怕 巷 子 深

嘛！”迎出来的淋醋传承

人脱洪武笑道。一袭中式

粗布麻衣，一双黑色布鞋，

实诚谦逊是他给人的第一

印象。迈入红色的大铁门，

便闻到空气中弥漫着的酸

香味，眼前这个散发着古

典气息的醋坊，曾经是一

所废弃的校舍。2015 年，

脱洪武将这里租赁下来，

用于手工淋醋。

“岐山醋之所以好，得

益于这里的水好、粮食好、

气候好——水从乔山的腹

地流出，格外清甜 ；地上出

产的麦子筋丝大、谷子黏

劲足、玉米糖分高、高粱硬

度强 ；气候不干不湿，空

气中醋酸菌弥漫，别的地

方就没有这么浓郁的醋离

子。所以，醋坊搬到别处就

制不出这么好的醋！”脱

洪武说。

提起做醋，49 岁的脱

洪武说，十多年前和外地同

学聚会，大家畅谈各地美

食，当他谈起引以为豪的家

乡醋时，却没几个人知晓。

岐山醋流传了三千多年，可

谓岐山众多美食中的调味

瑰宝，他们这一辈人更是吃

母亲酿的醋长大的，如今却

到了鲜为人知的境地，这让

他十分心痛！

脱洪武脑海里浮现了

一个念头——回老家淋醋。

当时，脱洪武在天津的建材

生意做得很好，突然要转行

回家淋醋，不免遭到周围人

的反对。2015 年，在众人

的反对声中，他一步一个脚

印，默默开始自己的事——

建醋坊，收购笸篮、瓮，踩

曲，淋醋，出成品。

“六年来，我坚持用传

统方法手工淋醋。虽然周

期长、工序繁杂，但这种老

手艺制作出来的东西没污

染、零添加，受到了大家的

欢迎，醋的味道更是工业

化制作的醋没法比的。”脱

洪武说。他一步步实现着

自己的抱负和理想，著名

作家林清玄当年来宝鸡还

专程到他的醋坊，品尝手

工醋的鲜香之后特别为他

题字称赞。

粮食醋到底是怎样制

作的？带着问题，笔者进

入醋坊。这里面有原粮库、

蒸煮间、发酵间、包装间，

陈列着大铁锅、笸篮和瓮等

淋醋器具，摆放着精选的粮

食，充盈着发酵的香味，每

一道工序都显现出传统、

纯粹，还有淋醋人的良苦

用心。

“真正的岐山醋，不称

做醋、酿醋、制醋，而称淋

醋，淋醋也是传统手工艺

制醋中最后一道工序。”脱

洪武说，古法农家淋醋讲究

很多，所有器具必须是木制

的、竹编的、陶土的，不能用

金属的。工艺细致复杂，从

选料、蒸煮、发酵、拌料、调

温到淋制，需精心操作，一

丝不苟，数道细小环节看似

平常，但缺一不可。

脱洪武告诉笔者，淋醋

的头道工序是踩曲，要在三

伏天进行，因为酷暑的温度

最适宜发酵，培植酵母菌、

曲霉、乳酸菌、醋酸菌等。材

料要用大麦、豌豆、小麦等，

搭配好比例、控制好干湿，

一样都不能马虎。拌匀的料

放在木质模子中，四角踩

实，边线压紧。成形的曲块

立起来，放在新麦草中，依

次隔开，捂实，静等发酵。要

不了几天，曲块发热、变干、

泛白，其质量好坏，决定了

醋的成色。笔者看到，压实

晒干后的醋曲像粗糙的土

坯砖块一样。

煮醋是淋醋的第二道

工序，将高粱、小麦、大米、

糜子、红豆、黑豆等谷物入

锅蒸煮、焖放，再分摊晾开。

随后拌入碎成核桃般大的

曲块，反复搅拌均匀，入缸

开始发酵。先糖化再酒化，

熟到后从缸里舀出来，拌上

麸皮搅匀，放在笸篮，早晚

搅拌，完成最关键的醋化过

程。这一过程技术含量高、

难度系数大，醋化的过程越

慢越好，要能够飘出浓烈的

酸香味。

往里走，进入一个放

置着数十口大缸的车间。

脱洪武把缸口封着的塑料

膜撕开一角，“你过来闻一

下！”笔者凑近后，一股沁

人心脾的酸香扑鼻而来，

再品一口，感受到酸的柔

和，粮食余香缠绵入喉，使

人全身舒畅。

淋醋时，头道醋、二道

醋等沉淀下来后清掉淀粉，

装坛贮存。三道醋用来进入

下一个循环，一点也不浪

费。整个过程稍有闪失，醋

就报废了，脱洪武说，他最

多一次倒掉了 20 多缸成品

醋，直接损失 10 万元。

西府人对醋的看重，还

造就了醋糟粉。醋糟粉是醋

糟沉淀出来的淀粉，和上面

粉蒸后，拌上蒜泥、绿菜等，

酸爽提神，是人见人爱的

“神来之食”。 

在这座老院子里，依

然延续着学徒的传统，经

过拜师仪式，徒弟跟着师

傅学习一段时间后，才能

独立工作。整套淋醋流程，

师徒口口相传。一道道工

序，宛若变魔术，严密、有

序、神奇。

一部制醋史，就是人

类的丰收图、和谐曲与繁衍

谱。“农家淋醋是中国酿醋

工艺的活化石，传统手艺需

代代传承，我会一直坚持做

下去，让更多人吃上粮食

醋。”脱洪武说。

今年 57 岁的李君是陇县

曹家湾镇曹家湾村人，他从小

酷爱收藏石头，与奇石有着不

解的情缘。

说到藏石，李君津津乐道。

他上小学时，经常和小伙伴们在

河里摸鱼捉虾，捡拾各种石头。

每逢汛期，从关山沟河上游冲刷

下来的石头不计其数，形态各异，

这可乐坏了他。那时他并不懂得

收藏，只要看见喜欢的石头，就往

家里拿，为此，他没少挨家里人责

骂，许多石头都被父母扔出门外。

但他对奇石的喜爱有增无减。

1983 年 10 月，李君应征入

伍。十几年的军旅生涯，他不论

到哪里都会留意好看的石头，弘

扬奇石文化的种子在他心里慢

慢扎下了根。1997 年 10 月，他

转业到地方，从事道路建设工

作。在工作中，他几乎跑遍了陇

县的山脉梁峁、沟林河川，许多

鬼斧神工、妙趣横生的石头，被

他像宝贝一样搬回了家。有一次

为了收藏石头，他在山里迷了

路，一天一夜没回家，在破庙里

过夜，第二天，靠着山羊的足迹

才摸索着走出大山。

藏石圈有句话“千金易得，

一石难求”。李君说，一块石头的

好坏，要从质地、颜色、纹理、象

形等各方面去综合评价，他从捡

拾“瘦漏透皱丑”，到学习“质形

色纹韵”，再到揣摩“像稀特术

文”，可谓一步一个脚印，其中的

艰辛和不易唯有自己清楚。几十

年来，他收藏奇石陨石累计上万

件，总重近 50 吨，为了弘扬奇石

文化，搭建奇石交流平台，2019

年 3 月，李君自费筹建了石艺

馆，让大家免费参观。

近年来，李君的“李氏火焰

纹”“橄榄陨石”“铁陨石”“银蛇

飞舞”“盘龙卧虎”“金蟾”等藏

品，多次参加全国和省市奇石陨

石展并获奖，其中“银蛇飞舞”于

2021 年 4 月参加北京国家会议

中心“奇石韵陨石情”展览交流

活动，并荣获中国奇石节金奖。

李君与石为伴，以石会友，

藏石已成为他生活中不可或缺

的一部分。

宝鸡高新区渭水苑社区 ：

用红色藏品讲述红色故事
本报讯 “看着从七大到十九

大的党章，我更加深刻地了解了中

国共产党一路走来的艰辛历程。”

近日，在宝鸡高新区渭水苑社区举

办的红色文化收藏展上，老党员刘

真深有感触地说。此次展览为首期

红色文化收藏展，吸引了百余名党

员群众参观（见上图）。

本次展览以“追寻党史印

记，传承红色基因”为主题，主要

展出 600 余件记录时代发展、反

映社会变化的报刊和书籍，包括

从七大到十九大的党章，刊登党

的重要会议消息的《人民日报》

《中国青年报》《解放军报》等报

纸，毛泽东著作单行本，国家领

导人文选、文集，封面为国家领

导人的杂志，英模人物图书和党

史资料读本等。渭水苑社区党支

部书记杨建明告诉记者，组织这

次红色文化收藏展，可以让辖区

党员群众更加形象和直观地了

解党的光辉历程，继承和发扬党

的优良传统和革命精神，更加热

爱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共同建

设幸福和谐社区。

据了解，此次展出的藏品均

由红色文化收藏人、中国红色文

化研究会会员周建华提供，在建

党百年之际，他计划将自己的红

色藏品无偿在各社区展出，为社

区居民提供一个学习红色文化

的平台。 

本报记者 郑晔

扶风民间剪纸艺人出新作——

红色剪纸颂党恩
本报讯 日前，家住扶风县城

关街道徐家河村的李淡林老人，

完成了剪纸作品《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一百周年》（见上图）。作品

中，解放军陆海空三军战士目光

坚定、英姿飒爽，守卫着迎风招展

的党旗，老百姓喜笑颜开、载歌载

舞，表达着对党的热爱和赞颂。

今年 68 岁的李淡林是扶风

县民间剪纸艺人，今年，她先后创

作出《祖国万岁》《祝福祖国》《长

征路上》《伟大领袖毛泽东》《爱

祖国》《中国梦》《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一百周年》等红色主题的

剪纸作品，这些作品构图复杂、刀

法细腻，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体

现出时代色彩。

为了创作红色主题的剪纸

作品，李淡林查阅了大量历史资

料，手绘图案，反复练习，直到熟

练后才正式创作，这幅《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就历时 20

多天。李淡林说 ：“没有共产党就

没有新中国，我要创作更多红色

主题作品，激发大家的爱党爱国

情怀。”       （邓亚金 颜永莉）

歌声飞到革命圣地
市群艺馆合唱团赴延安展演

本报讯 “一页页，一篇篇/

刻骨铭心的画面/ 我心之向往，

无限的追寻/ 追寻，我生命的那

份纯真……”6 月 10 日，市群艺

馆老年合唱团来到延安市，代表

我市参加在这里开展的“唱支山

歌给党听”大家唱群众歌咏活动。

“唱支山歌给党听”大家唱

群众歌咏活动由文化和旅游部

主办，省文化和旅游厅、延安市

人民政府承办。6 月 8 日，记者

在市群艺馆小剧场看到，合唱团

的 50 多位成员正在做着最后的

彩排（见上图）。他们参赛的歌曲

是电影《建国大业》主题曲《追

寻》，优美的旋律、深情的歌词，

仿佛把人们带到了战火纷飞的

革命年代。

据合唱团团长麻艳介绍，在

市音协主席、合唱团指挥高德里

的指导下，他们积极投入歌曲学

唱和声部训练，努力提高合唱水

平。此次代表我市展演，他们将

以饱满的热情、精湛的表演，展

示宝鸡文艺人才的风采。

本报记者 王卉

西府

守艺人  

拌料

曲块

醋缸

淋好的醋

李君展示重达 5 吨的红
伊丁陨石

钟爱石之美
—— 一位退伍军人的奇石情缘

毛丽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