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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据文字记载!双沟酿酒已有8666多年的历史"古代文人墨客留下许多有关双沟美酒的诗句!陈毅同志与双沟

酒也有不解之缘!教育家#文学家叶圣陶先生曾赋诗赞双沟!更有$双沟醉猿%印证了双沟的悠久历史" &小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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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酒史如画亦如歌

有关双沟酿酒的确切文字记载"距今已有8666多年历史,早在

唐宋时期"双沟美酒的声誉便在江淮地区广泛传播,当时的一首民

谣十分流行$
淮上行船望双溪!但闻酒香十里堤"
未饮先有三分醉!不知何日是归期"
历代文人骚客-达官巨贾"或寻幽访盛至此"或宦海沉浮暂泊"

留连于淮河古渡"借酒抒怀"留下了许多令人陶醉的优美诗章,
宋代大文豪苏东坡遇诬遭贬"携妻带子迁徙途中路经双沟"其

挚友章使君送双沟佳酿和空心挂面等双沟特产请诗人品尝, 隆冬

的夜晚"际遇凄凉的苏东坡他乡遇故知"挚友的一片真诚让他深受

感动"难以入眠, 客人走后"苏东坡提笔写下了如下诗句$
暮雪纷纷投碎米!清流咽咽走黄沙"
旧游似梦徒能说!逐客如僧岂是家"
冷砚欲书先自冻!孤灯何事烛成花#
使君夜半分酥酒!惊起妻孥一笑哗"
宋仁宗年间%868=年&"御史唐介贬官途中"由双沟渡淮"举目

河水波汹浪涌"感慨万千"赋诗抒怀道$
圣宋非狂楚!清淮异汨罗"
平生仗忠义!今日任风波"
舟揖颠危甚!鱼龙出没多"
斜阳幸无事!沽酒听渔歌"
诗人对封建官场的险恶黑暗深恶痛绝"惟有双沟的美酒-酒乡

的闲适才令他深感人间的美好,
明清以后"描写双沟美酒的诗词歌赋更是不胜枚举"其中明朝

诗人-江宁进士黄周星所作.醉月/一诗颇具代表性$
月出浮图腹!云收大泽魂"

酒人迷白昼!诗客战黄昏"
登台悲杜甫!赋塔忆岑参"
零落一杯酒!苍茫万古心"

5 将军!教育家和总书记的"双沟情#

陈毅是杰出的军事家- 才华横溢的诗人" 平生也喜爱饮酒,
8;7=年陈毅率领新四军转战两淮地区" 军部所在地就设在双沟酒

厂的前身000全德糟坊附近, 那时他经常来到糟坊"或与将士-酒

工对弈"或啜酒论诗,当地至今还流传着许多有关陈毅饮酒-论诗-
弈棋的故事,一次"陈毅同志款待苏皖边区抗日统一战线的民主人

士"特地拿出双沟大曲酒与客人们一同品尝, 席间"来宾们无不为

双沟酒的馥郁芳醇所陶醉"连连夸赞$将军待客酒"天下第一流啊1
喜笑颜开的陈将军也竖起大拇指由衷地说$+好酒" 双沟酒的确天

下第一流1)那时每逢战斗胜利"陈毅将军总要到糟坊来痛饮一番,
有一年阳春三月"草长莺飞-柳绿桃红"陈毅同 志 与 邓 子 恢-彭 雪

枫-范长江-张太冲等同志到风景秀丽的淮河滩头000大柳巷试马

春游"中午在郊外席地野餐"边饮双沟大曲酒"边议战绩和抗战形

势"即兴写下了脍炙人口的.大柳巷春游/这一著名诗篇$
淮水中分柳巷洲!平沙绿野柳丝抽"
春郊试马优游甚!难得浮生似白鸥"
为惜春残共举杯!番番风雨苦相催"
人间好景随时在!满眼梨花锦作堆"
十里长滩步自迟!阑珊灯火启情思"
旧歌不厌人含笑!抗战新声更展眉"
全国解放后" 陈毅同志担任国家重要领导职务" 由于公务繁

忙"一直无暇光顾多年思念的双沟酒厂"但他常向晚辈们提起在双

沟时的往事, 8;<;年"陈毅同志的长子-当时的团中央书记陈昊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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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江苏考察!特地赶到双沟酒厂瞻仰先辈遗迹"他参观了业已变成

现代化大型企业的双沟酒厂!了解了双沟大曲的生产情况"当时恰

逢双沟酒厂;<度双沟大曲和<=度双沟特液在第三届全国评酒会上

双双荣获国家优质酒称号" 昊苏同志饶有兴味地品尝了闻名中外

的双沟美酒!不禁吟咏起父亲在此写下的#大柳巷春游$里的佳句!
兴之所至!挥毫题写了#长相思$一词!赠送给双沟酒厂%

古泗州!醉猿洲!特液酿成淮水头!浓香品质优"
争上游!再上游" 不愧中华第一流!举世赞双沟&
我国著名教育家’ 文学家叶圣陶先生生前也与双沟酒厂结下

了不解之缘"叶老喜欢饮酒!酒量不大!但(品味)颇高!故与(双沟)
美酒结缘甚早&8=><年底!叶老听说全国第四届评酒会转年即将召

开!(双沟)上下士气高涨!攒足了劲誓将(国家名酒)称号夺到手!
他铺纸研墨’沉吟良久写下了一个大大的(思)字!把它送给了双沟

酒厂& 看到这幅题字!酒厂上至领导班子下到普通员工!大家冷静

了许多%是呀!评(国家名酒)仅有士气高昂还远远不够!还须深思

熟虑想想自己的差距在哪里!要首先从思想上’技术上’质量上真

正达到(国家名酒)水平* 叶老的一个+思)字!让双沟酒厂摒弃自

满!精益求精!质量更上一层楼!终于在第四届评酒会上以优异品

质勇夺金牌&
8=>7年以后!叶圣陶老人已届=6高龄& 由于年老体衰!他遵医

嘱不再饮酒!但仍一如既往地关注双沟酒厂的发展!经常向与双沟

酒厂有联系的江苏作协的同志询问(双沟)情况!直到8=>>年5月与

世长辞&有一次双沟酒厂的同志到他家去看望他!随身带了两瓶双

沟名酒请他品尝并代表酒厂向他致谢&此时的叶老已滴酒不沾!但

看到自己熟悉的双沟大曲酒!仍忍不住将它拿在手中久久把玩!并

不由得触景生情’感慨系之!遂叫家人备上纸笔赋诗一首%
曾饮双沟酒!如今老不能"
芳醇犹记忆!佳酿信堪称"
8=>7年86月<6日!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同志来到江苏酒乡

泗洪县,双沟酒厂所在地-视察工作& 县委同志在汇报工作时把双

沟酒厂的发展情况作了介绍!耀邦同志很感兴趣&县委领导当场拿

出国家名酒双沟大曲和双沟特液请他品尝& 耀邦同志接过装潢精

美的双沟大曲酒!仔细地观赏!摇了一摇’晃了几晃!只见酒瓶里泛

起晶莹诱人的酒花!总书记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当时服务员取

酒杯还未到来!耀邦同志便拧开瓶盖!轻轻地呷上一小口!顿觉得

满口生香!芬芳的酒香让在座的所有人都陶醉了&耀邦总书记对大

家笑着说%+真是好酒* )并让陪同的王兆国同志’新华社的穆青同

志’江苏省委书记韩培信等同志都尝尝& 结果!在耀邦同志的提议

下!你抿一口’他抿一口!一瓶双沟酒不一会儿竟饮去了小半瓶&胡

耀邦同志详细了解了双沟大曲的年产量和经济效益后! 对泗洪县

委领导们说%+你们要充分发挥本地资源优势!大力发展名优产品’
拳头产品!认真抓好像双沟酒厂这样的大中型骨干企业!带动地方

经济快速发展& )他特别强调%+发展酒业可以搞一条龙生产!拉动

各种相关产业!致富一方..)

< 追溯白酒的!源头"

8=??年夏! 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李传夔研究员

在江苏泗洪双沟镇附近的松林村的一次野外科考中! 意外寻获一

块缀有<颗臼齿的古生物上颌骨化石& 这一发现意义重大!因为它

不仅是迄今在亚洲发现的时代最久远’ 已有8666多万年悠久历史

的长臂猿化石!而且这种猿类还与非洲’欧洲和亚洲地区业已发现

的其他种类长臂猿完全不同&因这块珍贵化石出土于双沟镇!而双

沟自古又以曲酒最富盛名! 李传夔便为这件化石所代表的猿类起

了一个颇富意境的学名///双沟醉猿&
(醉猿)二字!可谓寓意深邃’引人遐思& (醉)者!酒之作用也0

而+猿)字!则喻示了历史之悠长&这不禁让人们对+双沟)酒史的追

溯产生了浓厚兴趣&
著名考古学家裴文中先生数十年前曾提出过一个重要科学论

断%远古时期+双沟一带曾是南’北动物群的过渡带)& 而今这个论

断已被一系列考古发现所证实%就在+双沟醉猿)化石发现地所处

的地层!近几十年来先后出土了多达@;种伴生动物化石!并发现了

距今约7万年的现代中国人祖先///双沟下草湾古人类化石&无论

中国还是世界!尚无任何一个地区古人类’古生物遗址密度能与双

沟地区相媲美&由此专家们一致认定%以双沟为中心的苏皖地区自

古以来气候’水土和植被等自然环境极其优越!特别适宜动物和人

类的生存’发展&广义的双沟地区曾经是中国和世界人类起源的中

心之一&
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 自然生态环境以及动物与人类的生息

繁衍!为酒的起源和演化提供了某种内在的必然根据&据专家们考

证!远古时期!这里河网交错’森林密布’植被丰厚& 早在旧石器时

代!生活在这里的猿人便将采撷来的野果堆藏于洞穴!经雨水浸泡

自然发酵后!野果及其流出的液体散发出诱人的醇芳!+自然酒)由

此而诞生& 此后由于古代地层沉积!大量古生物’原始森林随地壳

沉降而埋藏于地下!形成了双沟地区特有的土壤和地下水成分!加

上四季分明的气候!便构成了这里得天独厚的酿酒自然条件&
双沟地处淮河下游!沿途气候温和’雨水充沛’土壤肥沃’物产

丰富!古时即有+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之说& 独特的自然环境

造就了这里的发达农业&而酿酒产业作为农产品的延伸!加上适宜

的自然酿酒环境!使得+淮河流域是中国白酒主要发源地之一)的

观点日益为业内外专家’学者所认同&而查阅古代1天工开物$一书

中! 更发现了有关双沟地区早在8666多年前即已成为优质酿酒大

曲生产和集散中心的专门记载!这为上述+白酒发源地)之说提供

了有力印证&
毫无疑问! 正是双沟地区优质的水资源环境和自然地理环境

推动了我们祖先从远古时期自然酿酒到后来人工酿酒的转变!直

至近代白酒产业在此兴盛发达& 这一地区独特而悠久的酒业发展

历程!与双沟得天独厚的优良酿酒环境密不可分&
双沟醉猿’ 下草湾人及其伴生动物群在自然史上的特殊地位

是古地理’古自然环境’古脊椎动物和古人类进化发展中的一种自

然进程!然而这一切又恰恰与酒的起源’与白酒的演化以及后来双

沟酒的兴盛和发展遥相呼应& 正是人文地理环境与传统酒文化二

者有机融合铸就了双沟地区特殊的文化特征! 而地域的差异就是

文化的差异!地域文化正是创造+双沟)名酒品牌个性差异的重要

基础&在文化经营战略上+双沟人)可谓独具慧眼!他们十分珍视自

己的宝贵文化遗产!先后实施了包括设立裴文中奖励基金’兴建双

沟醉猿文化遗址公园’科考博物馆等一系列科考文化工程!同时还

运用传统酿造工艺和现代创新技术全新开发出+双沟醉猿)珍品文

化纪念酒!这款创新产品无论其酒质风格’包装设计还是开发理念

无不充分体现出浓郁的古典色彩’厚重的文化氛围以及典雅’华贵

的珍品气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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