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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白酒文化探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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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吉焕

（陕西省太白酒厂，陕西 眉县 >5576?）

摘 要： 陕西省眉县出土距今9@66A?666年的粗陶酒具，把我国酿酒历史向前推进了8666多年。太白牌太白酒诞生

于斯，她起源于周，兴盛于唐宋，有着7666多年的悠久历史。历代达官显要、文人墨客称道她、传颂她，留下了许多美丽

的传说和赞美诗篇。厚重的历史、精湛的技艺、勤劳的人民孕育、丰富和发展了太白酒文化，使她成为历史名酒、中国优

质酒而享誉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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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太白酒厂座落于关中平原西部、秦岭主峰太白山脚下

的眉县金渠镇，南依秦岭，北临渭水，西毗宝鸡 凤 翔 ，东 接 周 至 武

功。这里山高水清，气候温和，物华天宝，土润民勤，人杰地灵，是周

秦文化和中华酒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从远古至今，历朝历代，均重

视兴农酿酒，使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独树一帜的太白酒文化得以

传承和发展。

眉县位于黄河中游泾渭流域的中部，考古发现早在86万年前，

这里就有原始人类活动的足迹 C8D。据眉县县志记载C5D，旧石器时代，

这里人类活动频繁，可以遍及全县75处原始社会仰韶文化和龙山

文化遗址及出土大量的铜鼎、编钟、陶器酒具等文物中得到证实。

眉地最早叫邰，始于新石器时代中期，距今有一万年历史。史传邰

是神农炎帝姜姓部族的封地，也是神农氏教民种稼的地方，他们在

这里繁衍生息，发展壮大并开创了中华民族最早的农耕文化。从西

安半坡原始人村落遗址，也说明了关中农业起源很早。农业的发

展，粮谷的积累为酿酒提供了充分的物质原料，陶器的出现为酿酒

饮酒提供了使用器具，以农业为主的原始人类的定居生活和人们

对谷物发芽、发霉至自然发酵产酒现象的发现、掌握和使用，为人

类开创酿酒历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正如考古专家李仰松提出的

“我国酿酒的起源，可能与农业同时或稍晚些时候出现”。因此，眉

地最有条件成为上古酒文化的中心地区和酿酒发祥地。这从考古

上得到了证实。据报道 C7D，8<@7年86月，在神农炎帝部落活动的重

要地域———宝鸡市眉县马家镇杨家村二组（现陕西省太白酒厂三

车间所在地）考古发掘出土了一组新石器时代的陶器，计有9只小

杯、=只高脚杯和8只陶葫芦，全部为粗陶制品。高脚杯的高脚部分

已断裂丢失，杯碗底部可清晰看到=个粗壮的指纹。经考古专家鉴

定后确认，这批古陶器为酒具无疑，属原始社会新石器时代仰韶文

化史家类型，器物为泥质红陶，烧成温度均在<66 E，距今有9@66A
?666年历史，它是我国目前出土最古老的酒器，是中华酒文化的瑰

宝 C=D。它为研究我国远古时期的酿酒业和酒的起源提供了可靠的

物证，为探索中华原始酒文化找到了珍贵的实物标本。同时以确凿

的文物佐证表明，早在9@66A?666年前眉地就已有酿酒饮酒事实，

从而否定了人们世代流传的仪 狄（距 今 约9866年 ）、杜 康（距 今 约

=666年）最早发明造酒的传说，把我国酿酒史向前推进了8666多

年。这是眉地远古先民神农炎帝部族后裔对中华酒文化和世界酒

文化做出的重要贡献，对丰富多彩、渊源流长的中华酒文化产生了

深远的影响。

在公元5666多年前，据传我国古代医学名著《黄帝内经》、《素

问》、《汤液醪醴论篇第十四》中记载了一段黄帝与岐伯讨论酿酒

（醪醴）的对话：“黄帝至岐，见岐伯引载而归，访以治道：‘为五谷汤

液及醪醴奈何？’，岐伯答道：‘必以稻米炊之稻薪。稻米则完，稻薪

则坚’”（注：岐伯是黄帝的臣子，我国太古时期德高望众的医学家，称为

医学家始祖，他是岐山脚下人，距今眉县几十公里）。这说明在黄帝时

代，人们已经掌握了用稻米为原料，经蒸煮酿成为称甜酒的“醪醴”

酿酒技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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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黄先民们在这里长期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社会实践中，

“耕而作陶”，发明了原始农业和原始制陶业，也发明创造了中国最

早的原始酒文化，同时也孕育创造了古老的太白酒。西周初年，周

武王为了报答叔父太伯、虞仲给周文王让位的恩泽，便把秦岭一带

山脉封为太伯山（后转音为太白山）以示纪念（此段历史见岐山周

公庙壁文（注：太白山一名最早见于《魏书、地形志》，“其山冬夏积雪，故

名。或曰，初有金星坠圭峰西，其精化为白石若美玉焉，故名）。此后，秦岭

山中的许多动物、植物皆以“太白”命名，这一带出产的酒自然也就

叫“太白酒”了。太白山是秦岭的主峰，渭水和汉江的分水岭，海拔

7<=< (，“太白积雪六月天”，是驰名中外的关中八景之一，它是我

国大陆东部的最高峰，孤峰独立，势若天柱；以高、寒、险、奇、富著

称于世，四季气候带明显，水质甘甜富含锌、锶、偏硅酸盐等56多种

微量矿物质，特别适宜酿酒。西周时期，这里酿酒业非常兴旺，素有

“太白积雪六月天，雪水陈酿几千年，借得太白灵池水，酿成玉液醉

八仙”的佳话，所产太白酒已成为王室御酒。《诗经》中：“申伯信迈，

王饯于郿”（注：郿通眉）的诗句，讲的就是周成王在眉县 用 太 白 酒

为远行的申伯信饯行的故事。8>58年清道光年间，在眉县李村出土

了周初青铜器大盂鼎铭曰：“在于御事，睿酒无敢⋯⋯”“率肆于酉

（即酒）”的记载（注：此鼎现存北京故宫博物院）。据考释，大盂鼎是可

以作为一种大型贮酒容器的。8?99年在眉县李家村出土的稀世珍

宝“金马驹”上考释，马的前胸上有铭文@6余个，此马是周天子赏赐

给分管养马大臣的，共一对，该马胸腹中空，马鞍可以像壶盖一样

取下，这实际上是一种高级酒具。8?><年，在眉县的马家镇杨家村

出土发掘了我国最早的西周铜编钟8>件，这种编钟是王室的高级

乐器，音乐与美酒往往是伴生物。编钟、周鼎、金马驹等文物的考古

发现，有力地说明了古老的太白酒经过数千年的孕育在西周时早

已诞生，并得到了发展，且酿酒技术日趋完善。

在周代已发明了酒曲，用曲酿酒总结了“五齐、六法”。“五齐”

即酿酒发酵的五个阶段分为“泛齐、醴齐、盎齐、缇齐、沉齐”，意为

泛齐就是发酵已开始进行，谷物膨胀，泛浮；醴齐是糖化作用的发

生，使醪液变甜成醴；盎齐是发酵旺盛强烈，气泡大量产生并发出

响声；缇齐是酒精成分增加，浸出了原料的颜色，使醪液色泽加深；

沉齐是发酵停止结束，酒糟下沉。“六法”是《礼记》、《月令·仲冬篇》

中记载对酿酒工艺过程的要求、要点，“乃命大酋，秫稻必齐，曲蘖

必时，湛 食喜必洁，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齐必得。兼用六物，大酋

兼之，毋有差贷”。指在冬季酿酒，应准备好品质上乘的酿酒原料高

粱、稻子，在适宜于制酒曲的时节生产出好的酒曲，原料的浸泡和

蒸煮应洁净卫生，酿造泉水应甘润甜美，生产用陶器要精良，要把

火候掌握得恰到好处。抓住了这六要素，就会酿出好酒来。“五齐”

是对酿酒过程中各阶段发生的变化和现象的总结，“六法”是对酿

酒生产工艺、操作要点的归纳，实际上就是“生产规程”。现代太白

酒的生产工艺就是在此基础上逐步演变而来的，是传承、发展、创

新的结果，她与古老太白酒的原始酿酒方法有着千丝万缕的渊源

关系，是一脉相承的。历史悠久的太白酒文化对丰富和发展古老的

中华酒文化作出了贡献。

到了汉代，眉地酿酒业得到了较大的发展，酿酒技术已开始对

外进行传播交流。据《太平御览》记载，东汉桓、灵二帝时，扶风郡眉

人孟侘，给宦官张让赠送了一斛葡萄酒，便得了个凉州刺使的官

位。孟侘到任后经常微服去当地农村传授酿酒技术，以致家家户户

善酿，“四街酒肆鳞接，曰西笙歌不辍”（武威县志·风俗志）。由此可

见，眉地精湛的酿造技艺对凉州酒业影响颇深。

进入盛唐时代，国泰民安，富足的经济和繁荣的文化促进了太

白酒的空前兴旺昌盛，此时随着科技的进步，蒸馏白酒已出现，从

白居易《尝新酒忆晦叔二首》中的“樽里看无色，杯中动有光”和《荔

枝楼对酒》中的“荔枝新熟鸡冠色，烧酒初开琥珀香”的诗中得到验

证。太白酒也逐渐地从酒精含量较低的发酵醪酒朝酒精含量较高

的蒸馏白酒转变，并自成一体，别具一格。相传，吏部尚书陪同唐太

宗李世民到眉县太白山下汤凤泉避暑时，畅饮了当地所产的太白

酒后欣然赋诗称赞：“闻香十里远，隔夜知味长，何得此琼液，恒寒

雪花浆。”足见太白酒醇香典雅，绵甜悠长，比之为琼浆玉液也不足

为过。

唐朝盛世创造了绚丽多彩的唐文化和酒文化。李白是中国历

史上最著名的“诗仙”、“酒仙”，他流传下来的 8666多首诗篇中，与

酒有关的就有8<6多首，“李白斗酒诗百篇”同“张旭嗜饮书狂草”，

“裴昱醉舞剑犹在”一起被唐文宗李昂称为当世“三绝”。据传在唐

代天宝元年（公元<@5年），李白从西蜀到京都长安求取功名，他翻

越秦岭太白山，夜宿眉县金渠镇，当晚畅饮太白酒后，赞不绝口，借

酒生情，回忆蜀道艰险，人生辛酸，便挥毫写下千古绝唱《蜀道难》。

进京长安后以此诗为引，拜会了当朝名仕、秘书监贺知章，贺知章

初读诗稿时尚不介意，不以为然，当读到“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

断峨嵋颠”时，竟拍案叫绝：“公非人世之人，可是太白星精耶！”从

此，李白就有了“谪仙太白”之雅号，并受到朝廷的重用，后来，李白

在《对酒忆贺监并序》中仍忆及那次奇遇：“四月有狂客，风流贺季

真，长安一相见，呼为谪仙人”。“谪仙太白”的美誉使李白与太白酒

结下了不解之缘，也使太白酒在唐代声名大振，进入昌盛时期。

当时，长安已是人口达百万的国际大都会城市，一派兴旺发达

景象。海外使节、达官商贾、文人墨客及贩夫走卒云集城下，使得长

安的酒肆业飞速发展，盛况空前；长安内外，仅酒肆就有上千家；为

了竞争发展，店家酒肆纷纷悬挂“太白遗风”、“太白酒家”招牌，开

启醇香甘美的太白酒，招揽天下豪杰英雄。不光京城如此，象卞梁

等大都市也纷纷效仿。由此可见太白酒的吸引力和美誉度。太白

酒也从此由关内走向关外，香飘九州。

在太白山上，因其特殊的地埋环境和自然条件，常年生长着许

多名贵中草药，医用价值很高，素有“太白山上无闲草”之说，许多

植物名都冠以“太白”二字，以示此物与众不同。仅“七”一类，就归

纳为“太白山七，七十二样七”共 8@@种。故太白山就成为历代医药

名家向往之地。唐代大医药家孙思邈曾在太白山隐居@6余载，用毕

生精力，钻研医术、悬壶济世、施惠于民。他采摘太白山上所产的大

黄、桔梗、白术、肉桂等药材，用太白酒浸泡，药效神奇。据传太白药

酒对当时南方流行的瘟疫有显著疗效。当年药王沽酒泡药、医治百

病、普救众生的佳话至今还在传颂。

到了宋代，太白酒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工艺逐步完善成熟，

质量稳定，风格独特，令多少名师大家倾倒。宋朝的张载在眉县生

活居住@6余年，与太白酒结下了不解之缘。他的诗作中时常有酒的

诗句出现：“柳絮飞时与君别，南楼把酒看明月”、“觥垒欲解痛瘏

恨，采耳无因备酒浆”、“雨声便早睡，酒力压新寒”、“黄金门，白玉

堂，置酒恺乐，荣华有光”。太白美酒陪伴他渡过人生的光辉之旅，

讲学著作，传经布道，使他成为当时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和教育

家。相传大文豪苏轼与友人到眉县的眉坞游玩时（注：眉坞在今陕西

省太白酒厂三车间附近，据眉县志记载，东汉初平三年［8?5年］献帝封董

卓为郿侯，他动用59万民夫在郿城北阜筑坞，是仿帝都长安城建筑的号称

“万岁坞”，又称小长安。吕布戏貂婵的故事就发生于此），饮罢太白酒后

欣然写下“刘伶借问谁家好？李白还言此处香”的楹联，称赞太白酒

的醇香、甘美 A9B。

其实，唐宋时代，有许多的皇亲国戚、达官显贵、文人高士都曾

到眉地赏玩，登太白山，品太白酒，论天下事，留 下 了 许 多 千 古 绝

唱、传世之作。繁荣的唐宋文化，滋润、孕育、丰富和发展了太白酒

文化，使太白酒文化深深根植于中华酒文化的沃土中，茁壮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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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酒精生产工艺，酒精清液回流采用不同的回流量。对于

高温蒸煮工艺，由于蒸煮过程中有较多的氨基糖———类黑素等物

质生成，而类黑素是一种胶体，吸附在酵母细胞的表面而严重影响

酵母发酵活力，根据实践经验，高温蒸煮工艺酒糟清液的回用量为

56 <=76 <。对于中温蒸煮工艺，也有少量的氨基糖———类黑素等

生成，酒糟清液的回用量一般是>6 <=96 <。对于!?@工艺及低温

液化糖化工艺（液化温度A9=B9 C），由于没有影响酵母发酵的有

害物质的生成，酒糟清液可以实行全回流。

玉米酒糟清液实行全回流的优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8）实践证明，酒糟清液全回流，可以提高淀粉的利用率，因为

采用低温工艺，对维生素没有破坏，也没有有害酒精酵母的物质生

成，为酒精酵母发酵提供较好的环境。

（5）酒精质量可进一步提高。据有关资料报道，在酒糟清液回

流过程中，成熟醪中甲醇、异戊醇含量下降了。

（7）玉米酒糟清液全回流，降低酒精生产成本。因为酒精清液

中含有较高的热焓，回流拌料时，只需少量的蒸汽。

（>）实行玉米酒糟清液全回流，酒精厂基本上可以做到无污染

物排放，能够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虽然，由于酒糟清液是酸性的，要消耗一部分碱类物质，但和

原来污水处理费用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同时，玉米酒精清液全回

流，如果掌握不好，会造成一定的损失，这一点通过技术人员的努

力完全可以克服。

玉米原料 酒 精 厂 采 用!?@工 艺 和 适 合 我 国 国 情 的 低 温 液 化

糖化工艺，玉米酒糟经高效离心机分离，实行玉米酒糟清液的全回

流是完全可行的。希望能够推而广之，为酒精行业可持续发展奠定

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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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时，眉县的酿酒业迅速发展，形成了一定的规模，仅金渠、

齐镇一带大小酿酒作坊就达76余家，太白酒产量增加，质量提高。

当时，关中道著名的文学家、邑人李柏（字雪木），酷爱美酒，在他的

《槲叶集》中有大量关于酒的诗句，抒发感慨：“野鸟呼姓名，药楼一

酒徒”、“布衣藏斗酒，还与古人同”、“把酒临水泉，浩然歌白酒”、

“记得前年春雪后，借书沽酒到人间”、“诗百篇，酒千杯，聊乘化以

归尽兮”等等。当他云游到眉县品饮太白酒后称颂道：“弈开星斗

阵，酒饮汉湘波，不识蒲团上，何缘见雪娥”。这是喝了太白美酒后，

就像坐在蒲团上作神仙一样逍遥自在 DGE。

太白酒商标是我国较早申请并正式注册的酒商标。清末民初

西京的“万寿酒店”和“积美酒店”两大名号首先使用“太 白 酒 ”和

“老太白”酒标瓶装上市。当时西京东大街大差市的“积美酒店”的

“老太白”酒标的副标上印有广告宣传用语：“本店不惜巨资⋯⋯特

请名师在凤翔府眉县用酿泉之水酿造成太白干酒，旨太白酒为记。

气味芳香⋯⋯不但甘美适口，而且避暑防疫。无不皆宜⋯⋯凡赐顾

者，请认明注册老太白酒为记。”（注：此“老太白”酒标现保藏于太白酒

厂档案室）。据《眉县志》记载：民国二十六年（8B7H年）A月8B日，西

京（西京即今西安）“万寿酒店”代理人郝晓春向省建设厅申请“太

白酒”商标注册。他在诉愿书中说：“本商经营酒业历十余年，在眉、

凤等处采购，运销省城及东府各县。其酒质纯正，气味清香，与街市

所售者实有天壤之别”。省建设厅于同年B月5A日审查同意，以建字

第579号报请中央经济部商标局核准，时因日冠侵华，南京失陷，国

民政府迁都重庆，注册商标的批文搁浅。8B>6年由于太白酒在西安

及东府各县销售已具盛名，万寿酒店恐他人争先注册，遂于85月8A
日在 《西安文化日报》>869号登载注册商标广告：“注册商标太白

酒，冬、寒冬、届寒冬，万象凋零，栗烈西北风。太白酒酿最精，醇和

香烈口同声，雪满三尺漏尽五更。一滴入肠便忘却坚冰，请试一盏

君躬尔康温暖。西京南大街一八五号万寿酒店”。8B>5年经济部商

标局始以川注第88GG9号文批准注册（注：此“太白酒”商标现保藏在

太白酒厂档案里）。从此，太白酒在政府正式注册成功。当时，万寿酒

店瓶装白酒实为眉县金渠镇公传合、太泉两作坊酿制。产销双方议

定：产方所供之酒，保持酒度稳定，酒质纯正；销方保证“太白牌”太

白酒不用外地产品装瓶销售。另据《凤翔县志》记载：西京南大街万

寿酒店由凤翔产地特选上品白酒，制装成太白酒，销路极广，久负

盛名 DHE。由此可见当时太白酒已瓶装上市，供不应求，需在凤翔选

酒装成太白酒以满足需求。

新中国成立后，太白酒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驶入了持续、健

康、快速的发展轨道。8B9G年在太泉、溢成海、福长号、德胜茂、义永

丰、裕德海等G家私营作坊的基础上组建成公私合营的眉县太泉酒

厂，8BG>年改名为地方国营宝鸡专区太白酒厂，8BGA年易名为地方

国营眉县太白酒厂，8BB8年更名为陕西省太白酒厂。生产方式由过

去落后的“涝池水，驴磨粮，风箱火，木锨扬”发展到现在较先进的

机械制曲，蒸汽蒸酒，行车起运，晾床通风，自动灌装和微机勾兑。

大大减轻了劳动强度，提高了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使酿酒过程从

自然王国走向必然王国。因太白酒质量上乘，历史悠久，先后获得

陕西省名酒、中国优质酒、国家银质奖、中国食品博览会金奖、中国

历史文化名酒、中国知名品牌、中国名牌产品、世界历史文化名酒、

中国名优食品、陕西名牌产品等A6多项殊荣，并获国际I-JB665质

量认证。产品质量体系通过了国家方圆委年检、复审，是全国食品

行业质量效益型先进企业、陕西省文明单位。特别是迈入58世纪，

太白酒跨越式的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先后与陕西省轻工

科研所、四川省食品发酵工业研究设计院等科研院所合作，实施科

技兴企方略；认真贯彻I-JB665质量标准，严格按国际质量标准规

范企业的各项质量管理工作，研发出“一支笔”、一壶藏”、“千禧”、

“太白人家”等几十个太白系列品种，以及浓香型、兼香型精品太白

酒，极大地丰富了太白酒文化的内涵。产值效益大幅增长，为当地

经济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同为凤型代表的太白酒，有着7666多年的历史底蕴和精湛的

酿造技艺，酒文化丰富多彩。她采用秦岭主峰太白山上的雪融之水

作酿浆，选用优质高粱为原料，大麦、豌豆进行中高温制曲，秉承百

年老窖发酵，把传统工艺与现代生物技术有机结合起来，以秦地独

有的酒海长期陈酿，精心勾调而成，是历史的产物和智慧的结晶。

她晶莹剔透，醇香典雅，诸味协调，甘润挺爽，尾净悠长，风格独特。

她是酒中珍品，无上妙品；她雅俗共赏，其味无穷；她与时俱进，开

拓创新。太白人坚信，厚重的太白酒文化一定会在58世纪开创新的

历史，谱写新的篇章，铸就新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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