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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雨水，润了酒乡柳林。镇外路旁

的柳树还在，只是折柳相送的古人早已走

进历史的尘烟。所幸的是，那条车水马龙

的古丝绸之路还在，那壶见证着时光变迁

的老酒还在，让人举杯畅饮的同时，不由

得心头涌出那句绝妙的广告词——“假如

没有这只凤凰，龙的传人是何等的寂寞！”

凤翔因凤凰翔于雍而得名，也正因

为这只凤凰，这壶老酒叫“西凤酒”，中国

老牌四大名酒之一；这种酒的香型叫“凤

香型”，而凤凰飞过的这方土地也因此成

为中国凤香型白酒核心产区。

可以毫不谦虚地说，白酒产业是宝鸡

绝对的优势产业、绝对的富民强市产业、绝

对的靓丽文化名片！

作为“中国凤香型酒城”的宝鸡，近

年来，高度重视白酒产业发展，将其纳入

全市13 条重点产业链，并从今年启动了

“三年提升行动”，全面提升凤香型白酒

产业链的规模和水平，全心助力“凤舞

九天”。

听着秦腔，闻着酒香，踏上了此次寻

“凤”之旅，去聆听那凤凰高亢的鸣叫，去

品鉴那壶老酒时代的新味道…… 

一壶老酒如何酿出新味道
■ 本报记者 韩正强

诗意 凤 香

香飘千年  醉了古人醉今人
沿着古丝绸之路出凤翔城区西

行，往柳林方向走，仿佛跨过时光隧

道，那一幕幕藏在历史与岁月深处

的记忆活泛了起来——

大秦将士出征，秦王手捧柳林

铺官窖酿的“秦饮”为官兵壮行，一

饮军心齐；二饮豪气生；三饮而尽

赳赳老秦出关中，天下惊！

继续走就会看见那耸起的雍

山，如果能够“穿越”的话，可能会

遇到一支汉代“祭天”的队伍，以最

高之礼节在雍山“天坛”祈祷天下安

康，而祭天的“仙酿”，就是取自柳林

以凤为名的酒。

还是在这条路上，到大唐都城

长安觐见“天可汗”的西域诸国使

节，返回行至凤翔城西十里的柳林

时，忘不了要带数十坛这里出的美

酒，以解一路风尘与寂寥。

……

香飘千年，历久弥新。当陕西西

凤酒厂集团有限公司出现在眼前

时，一股浓浓的酒香味远远飘来。

这是一座现代化大型酒企，建

厂颇有几分传奇。1955 年 4月，万

隆会议召开期间，一些东南亚华侨

向参会的周恩来总理打听西凤酒情

况，称为喝不到西凤酒而遗憾。周总

理回国后，亲自过问此事，1956 年，

陕西西凤酒厂在酿酒古镇凤翔柳林

镇成立。

“西凤酒被称为‘酒中凤凰’，酒

厂是在明代传下来的烧酒作坊基础

上建起来的，至今沿用传统的‘老五

甑’酿酒工艺‘纯粮固酿续渣法’，保

持了西凤酒独特的香型与味道，也

被列入国家非遗代表性项目。”906

基酒车间副主任刘峰说，拌粮、甑

蒸、窖池发酵，“三倒三馏”“掐头去

尾取酒”……每一个环节他们都做

得扎扎实实，一代代传下来的不仅

有工艺，还有不变的匠心。

在新建的制曲楼里，记者见到了

今年 60岁的李宗信，他是高级曲技

师，从1983 年进厂至今，他一直在制

曲车间制酒曲，几十年下来共制4亿

多块酒曲。“曲为酒之骨，曲的风格决

定酒的风格。”李宗信说，西凤酒的制

曲工艺是采用柳林白酒“烧锅”沿袭

下来的古法工艺，他为学制曲拜了

两个师父，而师父又是跟师父学的，

就这样一代代口传心授，古老的工

艺得以传承。西凤酒大曲主要以大

麦、小麦、豌豆为主，温度主要控制在

58-60 摄氏度之间，不能高也不能

低，这种温度把曲中杂菌消灭了，又

保留下来许多有益菌群，其中淀粉酶

会转化为香源。酒曲制坯后，一周左

右开始升温，维持三五天后慢慢降

温，每天要人工观察、翻倒，来不得半

点马虎。再有几个月他就退休了，令他

欣慰的是，他带出了好些徒弟，可以

把制曲工艺传下去了。

这份传承与匠心，是我市建设

中国凤香型白酒核心产区深厚的

底蕴。

在西凤酒文化馆里，记者看到

这样一组荣誉：1867年在南洋赛

酒会上，西凤酒荣获二等奖，蜚声海

外；1910 年在南洋劝业会上，西凤

酒荣获银质奖，被列为世界名酒；

1915 年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西

凤酒荣获金质奖；1952 年在第一

届全国评酒会上，陕西西凤酒与贵

州茅台酒、山西汾酒、四川泸州曲酒

被评为中国四大名酒……2010 年在

“华樽杯”第二届中国酒类企业品牌

价值评议颁奖典礼上，西凤酒入选

“中华白酒十大全球代表性品牌”。   

荣耀，属于西凤酒，也属于整个

凤香型白酒。

“以西凤酒为代表的凤香型白

酒，是中国白酒中的经典香型，它的

优势产区在陕西，特色产区在宝鸡，

核心产区在凤翔。”市国资委创新发

展科科长何斌参加今年 3月中国酒

业协会在宝鸡的调研时说，“我们宝

鸡的白酒都属于凤香型，长期发展

积累形成凤翔、眉县两大产区，形成

‘西凤酒’‘柳林酒’‘太白酒’等著名

品牌，使得凤香型白酒的种类更加

丰富。”

好山好水酿好酒。酒是物产、

文化、历史与技艺的结晶，在探索

凤香型白酒的“前世今生”中，记者

越过渭河来到眉县，这里有秦岭最

高峰太白山，有“太白积雪六月天”

雪水酿的佳酿“太白酒”，有诗仙李

白醉饮太白酒挥笔写下“西当太白

有鸟道，可以横绝峨眉巅”的传说

与诗句……

太白酒的酿造技艺与其他凤

香型白酒类似，不同的是藏酒方式。

太白酒酿出来后，先是缸藏、酒海藏

酒，而后再放进秦岭山中进行洞藏。

这种技艺是1956 年公私合营建厂

时从酿酒作坊传下来的，而太白酒

始于唐代，盛于明清，在目前凤香型

白酒酒类中，西凤酒与太白酒都被

列为国家地理保护产品。

喝一口太白酒，眺望太白山，思

绪纷飞——遥想当年苏轼在凤翔府

任判官，到眉县公干，是不是也有“才

饮西凤酒，又端太白酿”的感叹？

“凤香型白酒经过上千年的积

淀，留下了诸多传说与名人逸事、

诗词，使得我们的酒文化丰富多彩。

作为凤香型酒企的一员，我们盼望

西凤酒做大做强，从而带动整个

凤香型酒类及产业链实现新的跨

越。”陕西省太白酒业有限责任公司

党委书记、酿酒公司总经理申旻说，

他的爷爷爱喝酒，因此他小时候常

随家人到商店给老人买酒。记得上

世纪 70 年代，商店里卖的西凤酒、

太白酒与国内其他名酒都摆在一

起，价位虽然有差别，但是当时的

差别不大。近年来这种差别很大，

特别是受到市场上不断涌现的新

香型白酒的冲击，加之白酒消费群

体更迭，需要凤香型酒企把凤香型

白酒的故事讲好，需要获得更大范

围的认同，只有这样，这壶老酒方

能醉了古人醉今人。

酿酒古镇  新酒陈香越新途
酒是时光与文化的陈酿，因处

在周秦文化源头和丝绸之路的缘

故，以西凤酒为代表的凤香型酒故

而有“诗意凤香”之称。

“送客亭子头，蜂醉蝶不舞。三

阳开国泰，美哉柳林酒。”这是唐朝

吏部侍郎裴行俭送波斯王子回国，

在柳林铺作别时写下的诗。

假如裴行俭可以从大唐穿越

过来，会发现如今的酒镇柳林早已

不是老模样。当年的酒作坊已变成

现代化酒城，城内有西凤酒厂、柳林

酒厂等酒企。其中，西凤酒先后四次

获得国家名酒称号，数次夺得国际

金奖，多次入选“中国500 最具价值

品牌”，而这几家酒企年产的白酒加

起来可抵得上盛唐时全国酒作坊好

几年的酒。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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