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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海探秘———古老神奇的太白荆条老酒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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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太白酒采用酒海长期贮存 , 其酒海采用荆条藤蔓手工编织、经 100 多道工序制成 , 能贮酒 5000 kg。古老

而神奇的老酒海铸就了太白酒酒体醇香馥郁、醇厚丰满、绵柔甜爽、余味悠长的典型风格。( 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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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on J iuhai (Liquor Storage Container Weaved
by Twigs of the Chaste T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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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Jiuhai is hand-knitted liquor storage container weaved by twigs of the chaste tree through more than 100 weaving procedures and its

storage capacity is 5,000 kg. Taibai liquor stored in Jiuhai has mellow and soft taste and long aftertaste with appealing aroma. In this paper,

Jiuhai for Taibai liquor storage was investigated. (Tran. by YUE Y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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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走进幽深的太白酒陈藏酒库, 站在肥硕雄壮、粗

犷古朴、足显岁月沧桑、陈旧斑驳的已被列入市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的《太白酒酿造技艺》的核心要素之一的太

白荆条老酒海面前 , 迎面飘来阵阵酒香 , 陶醉在酒的海

洋 , 漫步酒阵 , 酒海探秘 , 仿佛进入了酒魂荡漾、酒海林

立的迷宫世界, 感受到酒海大肚能容之势和去杂成醇、

水禾精华之功。这些古老神奇的荆条酒海是企业的传家

宝, 是百年太白历史进程的缩影。当揭开尘封数载的老

酒海时, 一股浓郁的酒香便会从酒海深处翻卷而来, 让

您感受到那久远岁月的太白酒积淀的醇香和甘美。

优质太白酒品质标准决定于 3 个方面, 一是酿造工

艺, 二是贮存工艺, 三是勾兑工艺。贮存容器是贮存工艺

和品质控制的关键环节, 卓尔不凡的太白酒选择荆条老

酒海子长期贮存, 是其特殊品质要求决定的。

荆条老酒海是太白酒的先民们因地制宜发明的一

种古老神奇的特殊贮酒容器 , 因其体积庞大 , 盛酒数万

斤, 被称之为酒海。千百年来, 它与太白酒“长相许长相

依”, 是形成太白酒独特风格和高贵品质的重要法宝。酒

海与发酵窖池一样是太白酒生产过程中重要的传统生

产设备, 对太白酒品质的提升和典型风格的形成具有举

足轻重的作用 , 如果说产酒生香靠发酵的话 , 那么老熟

成型则靠酒海。

太白老酒海是以太白山上生长的无污染原生态荆

条藤蔓纯手工精心编织而成 , 是一种返璞归真、崇尚自

然的环保型贮酒容器。其选材用料考究, 工序繁杂, 配方

神秘, 精雕细作, 浑然天成。精湛的制藤、编藤、裱糊和封

腊技艺代代相传 , 从原藤收割到制成酒海 , 至少需要经

过 100 多道工序, 300 多个时日。

太白山属温带与亚热带过渡湿润区 , 终年阳光充

沛, 自然环境优越, 森林植被极其丰富, 属于棕榈科攀援

植物的荆条藤在这里充分享受大自然的恩赐, 与其他植

物和谐共生 ; 其生长期较长 , 品质优异 , 刚柔相济 , 是一

种密实坚固而又轻巧坚韧的天然条材, 有着自然、朴实、

纤美的魅力, 是编制太白酒海的上等材料。

每到秋实冬藏之际 , 当藤叶飘落 , 藤茎汁液内聚收

敛, 藤条营养丰富, 肉质丰厚, 圆润饱满, 粗细匀称时, 即

可修枝割杆。太白酒海对于藤条的选择谨遵以下三不选

原则 : 残枝枯藤不选 , 因藤茎营养枯竭 , 日月精华尽泄 ;

细枝嫩藤不割, 因其天地灵气未藏; 粗细不匀者不用, 盖

其营养吸收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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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更是应该不遗余力, 应充分利用地域优势对水族酒文化

旅游进行开发 , 在旅游路线的设计上 , 有意识地把水族酒

文化旅游同其他民俗旅游相结合 , 实现酒文化旅游与民俗

旅游的互融。所谓“酒香也怕巷子深”, 有力的宣传是必不

可少的。可以通过拍摄电视专题片、民俗风光片等形式, 对

水族酒文化的独特魅力做一个全面的介绍。也可在全国的

一些旅游品牌推荐会中大力推荐水族的酒文化旅游。当然

光有政府的大力支持 , 没有当地民众的积极参与 , 酒文化

旅游还是开展不起来, 所以对当地酒文化旅游进行开发的

同时 , 应重视调动当地民众的参与性 , 为酒文化旅游开发

创造良好的外围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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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效果可以满足日常测试工作的需要。因此, 对于所研

究的黄酒样品, 利用傅立叶变换近红外透射光谱技术能

快速准确地测定酒精度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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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熟原藤采割后首先剥除残叶和外鞘, 露天横放 ,

隔日翻动 , 经过 36 d 的日晒夜露 , 使其整枝藤条都充分

享受日月之辉和冰雪浸润滋养。然后将藤条放置于四周

通风能避雨雪的场所 , 再经 49 d 风吹霜染 , 自然风干 ,

脱水定型。原先青涩粗糙的山野荒藤历经隆冬严寒 90 d

的风雪洗礼 , 变成了圆润光滑、刚柔相济、能防腐防蛀、

隔热阻燃的酒海用藤条。

岁首新春, 大地欢腾, 万物复苏, 此时是编织酒海的

最佳时节, 工匠们按照编制酒海的要求, 精选 3 m 长、食

指粗细且光滑匀称的藤条 , 采用“鼓”、“空”、“折”、“曲”

和“弧”等传统技法相结合 , 千回百转始成胎 , 纯手工编

制成雄壮粗犷、肥硕浑圆、含蓄沉稳、腹大口小、能贮酒

5000 kg 的太白大酒海。

编制好的大酒海需要掌握高超技艺和神秘配方的

老师傅对其内层表面进行精加工防渗处理, 裱糊材料、

粘合剂配方及蜂蜡蜡封后处理工艺对防漏和酒质提升

起着重要作用。首先酒海内层用糯米浆和植物蛋白等物

敷设填平 , 酒海内表层用轻盈柔软、结实耐用的植物纤

维枸皮纸和纯棉布料裹糊, 然后将白石灰、动物血浆( 以

猪血最佳) 等胶凝材料按一定比例复配 , 稻草调和碾磨

制成粘性极强的天然膏状粘合剂, 小心谨慎地用枸皮纸

一层( 3～4 张) 一层反复裱糊贴平。每个酒海需裱糊 99

层 , 每层裱糊完毕待其自然晾干后再糊第 2 层 , 直至第

99 层 , 再用白棉布裱糊 3 层。整个裱糊过程耗时 9 个

月。最后用新榨菜籽油、太白山槐花蜂蜡、鸡蛋清等天然

有机食品材料进行表面涂抹挂蜡处理, 使其平整光滑、

密实无隙。随后将裱糊处理好的酒海移放到洁静干燥的

地方, 进行后期养护定型, 再用原木固定即可投入使用。

用老酒海贮存太白精华原浆酒是太白酒生产工艺的重

要环节, 自古就有“太白酒养人, 老酒海养酒”的说法。太

白酒在酒海中长期醇化、酯化的过程也是酒体自身运

动、自然老熟、酒质升华的过程。由于酒海内层是由特殊

材料和特殊工艺加工而成的, 当酒海盛满原浆酒时就会

形成一层凝胶膜 , 这种生物膜具有防漏、除杂和醇化的

独特功能 , 一方面保证原浆酒不会渗漏出来 , 同时又保

障了酒与外界进行呼吸作用, 吐故纳新, 排杂集醇。

在纵横交错、排列有序、曲径通幽的酒库里 , 其空

气、温湿度及酿酒微生物等环境条件被合理地纳入其

中, 每个酒海子用它浑圆厚重、海纳百川般的胸怀, 默默

地对太白酒进行着精心呵护和孕育, 在静谧之下产生空

前繁荣景象 , 发生着诸如挥发、溶解、缔合、氧化还原等

一系列物理化学变化。每逢时节更替或天气阴晴转变之

际 , 就会感觉到酒海深处有酒潮涌动 , 在平静的酒海面

上泛起阵阵涟漪 , 并伴随产生低沉宛转的响声 , 这种顺

势而为的自然潮动, 正是酒海应力变化和酒分子运动的

结果 , 将赋予太白酒更多的内涵和灵气 , 使酒质更为醇

香怡人。太白酒在经过数千日厚积薄发、沉潜酝酿后历

久弥香 , 终于“去粗取精”, “去杂成醇”, 赋予太白酒特

征性成分乙酸羟胺和丙酸羟胺及类似 “杏仁香”、“蜜

香 ”的 复 合 香 味 , 并 蕴 藏 幽 雅 舒 适 、细 腻 柔 和 的 “老 酒

味”、“陈酒香”。正是这古老而神奇的老酒海铸就了太

白酒酒体醇香馥郁、醇厚丰满、绵柔甜爽、余味悠长的典

型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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