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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族以其口感香醇的水族酒、丰富多彩的酒俗向外界展现了自身的魅力。水族的酒文化还是丰富的高品

位旅游资源,充分认识其娱乐、观赏、参与、食用等旅游功能 , 在“多彩贵州”的推出和发展地方旅游业实践中 , 应强

化将水族酒文化同发展地方旅游结合起来 , 从产酒地域、酿酒工艺、饮酒习俗等方面进行系统的开发 , 使其在贵州

民族文化旅游业中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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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文化是传统文化的一个分支 , 它的形成和发展存在

于传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中 , 有专家这样说到 : “酒文化是

一种以酒为物质载体 , 以酒行为为中心 , 反映人类世代劳

动成就的文化形态。它既包含了物的成分———酒 , 也包含

了人类在改造自然的环境中所形成的品格和行为方法 , 以

及由此积聚起来的风俗、礼仪、意识等精神复合体”。水族

是贵州特有的民族 , 水族的酒具有多种功能 , 作为饮料和

由此产生的饮酒行为, 是物质与精神的结晶 , 贯穿于历史、

社会礼仪、宗教、娱乐之中 , 从一个侧面反映和体现了一个

民族的传统文化。水族人有句俗话叫做“无酒不成礼”, 这

句话道出了水族人民对酒的特殊且深厚的感情。这些酒文

化所包含的特点无疑都具备了少数民族风情旅游开发的

价值 , 中国是一个传统饮酒的国家 , 从酒入手来开发旅游

产品能使旅游更具特色。如让人在观赏水族当地的风光、

品尝美食美酒的同时 , 能在当地购买一瓶独特酿制的美酒

带回去。回味无穷的九阡酒酒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水族是

一个喜食糯米的民族,在水族简史里这样说到“饮食以大米

为主,清中叶以前还以糯米为主食”。也因为如此, 水族人家

培育出了许多特殊的糯稻品种 , 有白糯、香糯、黑糯、半边

糯等。这品种繁多的糯米 , 也让水族人民酿制出各种不同

的美酒。可以说水族人民把酒渗透到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

婚丧嫁娶、喜庆佳节、祭祀祖先都离不开酒 , 不同场合的不

同用酒习俗都体现了水族人民的性格特征 , 水族人民用酒

来表达自己复杂的思想感情 , 在酒中融入真性情。这些都

恰巧是少数民族风情旅游开发中非常具有价值的部分。

1 水族的酒

水族人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创造了丰富多彩的酿酒

工艺, 水族喜食糯食, 他们的酒以糯米酒为主 , 还酿制大米

酒、杂粮酒、甜酒等。水族人无论男女老少都喜爱饮酒 , 离

不开酒。值得一提的是, 在水族, 酿酒的工作通常是由妇女

来担任, 人们都说水族的人家每家妇女都会酿酒。

九阡酒在水族地区具有悠久的历史 , 俗语说“不喝九

阡酒, 枉到水乡走”, 九阡酒与水族的文化和历史具有直接

的关系。水族人爱饮酒 , 生产劳累、逢年过节始终离不开

酒, 因此, 水族民间世代都传承有酿造酒的技术 , 就这样造

就了最负盛名的九阡酒。九阡是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的

一个镇 , 因当地水族生产出了独特的糯米酒 , 故以地名来

命酒名。九阡酒以糯米为主要原料 , 酿制过程中加入多种

药材。酒色棕黄, 状若稀释的蜂蜜, 味微甘, 酒香馥郁。九阡

酒下窖的时间越长越醇。陈年九阡酒通常在孩子出生时酿

造下窖, 直至结婚时, 甚至到寿终时才饮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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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阡酒是历代水族民间向皇宫敬贡的主要特产。曾在

国宴上 , 九阡酒得到了毛主席的赞赏 ; 周恩来总理也曾经

对九阡酒表示赞誉。20 世纪 90 年代后, 三都把九阡酒做为

主要代表水族的特色产品开始推广。2002 年, 九阡酒成为

我省对外宣传的包含茅台在内的四个酒类产品之一 , 为此

贵州电视台在《发现贵州》栏目专门以《酒乡传奇》为题拍

摄了 4 集电视片。其中《山香野趣》就推介了九阡酒 , 中央

电视台也因为九阡酒中传承的水族文化 , 很有民族特色 ,

所以特选《山香野趣》在中央电视台播放。

肝胆酒是水族所独有的一种酒 , 通常用来招待客人。

此酒是将猪胆汁注入米酒中而成。以此酒待客 , 表示主人

愿与客人肝胆相照 , 苦乐与共。宰猪时将附着苦胆的那片

猪肝一起割下 , 以火烧结胆管口 , 防止胆汁流出 , 然后将其

煮熟, 再与猪肉一起祭供祖神。客人入席酒过三巡后, 主人

拿起猪肝, 剪开胆管, 当众将胆汁注入酒壶 , 为在座者各斟

一杯肝胆酒, 依长幼客主之序分先后干杯。猪胆能消炎灭

菌、清火明目、降低血压。常饮肝胆酒有益健康 , 故在水族

群众中流传成俗。

节日习俗是一个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历史沉

淀下来的综合文化现象。节日的欢庆需要酒的助兴,酒的独

特色香味和所含的酒精都能让过节的人们热情高涨。水族

历史悠久 , 文化璀璨 , 有着很多自己民族所特有的节日,其

中最为人所知的就是水族的“端节”和“卯节”。

端节是水族重大的节日, 就是水族过大年。从 10 月要

一直过到 11 月, 是世界上最长的一个节日。水族人民也称

“端节”为“借端”( “借”水语“吃”的意思) 、吃端、过端 , 水族

人民欢庆团聚、辞旧迎新、庆丰收而举行的节日。端节的当

天也是整个节日期间最热闹、最快乐的一天。在这一天的

大清早 , 族里的人就会在长老的指挥下敲起神圣的铜鼓 ,

聚集在周围互祝人寿年丰, 然后挨家挨户的去吃庆贺的年

酒。每到一家, 大家便会按辈分依序入座, 挽着手臂在“秀!

秀”( 水族语: 好! 好! ) 的欢呼声中拿起手中香醇的糯米酒,

一饮而尽。水族人民用他们所特有的糯米酒欢庆这个丰收

的日子 , 人们会尽情的喝酒 , 因为这时候的酒不再只是一

种饮料, 更多的代表着富足。

卯节, 水语称“借卯”, 意译为“吃卯”, 是水族别具特色

的又一传统节日。卯节实际上是歌节、情人节, 水族青年男

女会在节日这一天 , 在卯坡上以歌声传情达意 , 寻觅自己

的意中人。在卯节当天, 人们也会喝着糯米酒 , 唱起“姨娘

歌”。同时, 每家都会设置“歌堂”, 女歌手和伴音姑娘坐在

房间里 , 男歌手与同伴、听众坐堂屋中 , 欢歌达旦 , 甚至连

绵数昼夜。

水族待客以酒为贵 , 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 , 一定要让

客人尽兴而饮。在水族的村寨里, 只要一家来客人, 全村的

人都会轮流请到自家中做客 , 一直到客人离开。客人进寨

还要喝可口的拦路酒 , 这是水家人向你表示友好 , 是必须

要喝的。水族是一个很讲究待客礼仪的民族 , 有许多待客

的方式。

2 水族酒文化的旅游功能

随着贵州少数民族民俗旅游的不断发展 , 需要挖掘更

多的旅游资源来丰富旅游市场 , 而水族独具魅力和丰富多

彩的酒文化为我们开发新的旅游产品提供了可能。将其与

旅游业相结合不仅对旅游业的发展有着积极作用 , 同时也

是对水族酒文化很好的展示。

2.1 娱乐功能

旅游有六大要素, 即吃、住、行、游、购、娱 , 其中: 娱乐、

愉快是十分重要的 , 旅游的目的说到底就是享受 , 心灵享

受、物质享受、娱乐享受、视觉享受最终都要转变为心情愉

快 , 脱离愉快的旅游是不可想象的。因此 , 在旅游开发中 ,

是否具有娱乐功能成为留住游客的关键。

水族酒文化的内容 , 许多都有娱乐的成分在里面 , 这

是因为在古代 , 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 , 水族的娱乐生活比

较贫乏 , 喝酒能给生产劳动需要提供一定的能量 , 同时也

是精神上的享受。因此许多娱乐活动都是围绕酒展开的。

水族人喝酒的娱乐主要体现在酒舞、酒歌、乐器演奏、劝酒

等 ; 值得一提的是 , 这种酒文化的娱乐还体现在喝酒后 ,

“智者”若无其事的“傲气”而直抒内 心的胸臆 , 而“失意”

者 , 酩酊大醉时的“表演”也使游客在疲劳时得一阵欢笑 ,

一身的疲惫顿时烟消云散。

2.2 观赏功能

对于外出旅游的人们来说 , 生理和心理的享受应该是

统一的 , 体验彼此的文化不同成为人文旅游的重点。水族

酒的做法是很考究和有意思的 , 拿肝胆酒来说 , 其本身是

一种即做即饮的酒, 因此到当地旅游的人能在喝到肝胆酒

的同时观看到过程。肝胆酒的做法是特别的 , 其制作的过

程本身就很具观赏性 , 当你去到一个水族村寨 , 酒过三巡 ,

主人拿出猪肝, 将胆汁注入酒壶为你斟上一杯代表肝胆相

照兄弟情谊的肝胆酒 , 是何等的豪气万千。水族的名酒九

阡酒用特制酒曲配以用糯米酒在温火上熬成的棕黄色的

浆汁 , 然后用坛密封 , 置于无震动、避光的泥地上 , 每年要

破封检查一次。当酒的色香味正常了 , 还要加入适量的上

等糯米酒 , 填补挥发散失的部分。密封达 30 年的酒 , 会结

成状若蜂蜜的浆汁体。饮用时, 以 1 比 30 的比例搅入冷开

水中, 倘若再掺人少许鲜米酒, 即成为佳酿。色泽金黄的九

阡酒开封、稀释给客人饮用的过程相信同样给游客带来视

觉上不同的观感。九阡酒不仅酿制工艺特殊 , 饮酒习俗也

很特殊, 在水族, 九阡酒不是婚丧嫁娶、重大节日或者贵客

临门是不轻易开封的 , 节日里 , 贵客临门的人家常会听到

这样的对歌, “九阡米酒美, 九阡窖酒美。亲戚啊朋友, 大家

来干杯⋯⋯”试问, 在这样的热情洋溢的场面中 , 你还能无

动于衷吗? 水族酒文化观赏性还存在于许多的酒俗中 , 在

水族传统的婚礼中 , 酒宴时要唱歌敬酒 , 通常是由女主人

来唱歌, 女主人每唱一首, 到场的客人就要喝一杯 , 在这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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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最好方式就是一口喝光新娘的敬酒 , 用喝醉的方式为新

人送上最深的祝福和对新人们热情款待的回报。唱着水族

原生态歌曲的新娘 , 欢声笑语中喝着水族酒的宾客 , 这些

场面对于生活在都市生活节奏紧张的人来说 , 可以使身心

得到很好的释放。

2.3 体验功能

少数民族民俗旅游本身就是一种体验性很强的旅游

类型。可以说, 如果不能让人们在参与旅游的过程中体验

到当地的民族风情 , 那这样一次民俗旅游无疑是失败的。

而水族的酒文化通过酒俗让人们最大程度的在参与中体

验到当地的民俗民风。如果你在端节这个水族人重大的节

日当天里来到水乡 , 那你一定会参加长达数小时的吃年酒

活动 , 在水乡人不厌其烦的热情中 , 每一户人家都会备好

美酒 , 热情招待到来的客人 , 小孩子用他们纯真的嬉笑打

闹为这场丰收的庆典装点上无比快乐的色彩。在席间 , 水

家人会提议喝交杯酒或者是团团酒 , 这些独特而热情的酒

俗都是生活在都市所感受不到的。喝着一杯杯香醇可口的

自制米酒 , 听着一首首好听的原生态水歌 , 还可能时不时

走来几个水家人对你唱歌劝酒 , 这时候所有的人都是微笑

着的 , 都是友好的, 工作中遇到的不顺心、都市生活的紧张

等等在这样一个时刻都不存在了 , 你所能体味到的都是水

家人溶在酒里的热情, 一种最纯净和原始的生活态度。

2.4 保健功能

在注重养身的今天 , 越来越多的人在追求口感的同

时, 也关注到了酒的营养价值和保健功能。水族的酒是原

生态健康营养酒 , 除了醇厚幽香 , 味 感和谐 , 营养丰富之

外 , 酒度在 15 %vol～25 %vol, 酒味浓而不烈 , 可以说是老

少皆宜, 同时还有着很高的药用价值 , 能强身健体 , 活血舒

经。在观赏和体验了水族当地文化后 , 很多人都会选择带

点当地的特产回去。中国人都爱喝酒 , 水族的酒如此特别

就更要带点回去了 , 不管是送人还是自己食用 , 都是很好

的选择。

3 水族酒文化旅游开发的对策思路

在酒文化旅游的开发中 , 若能让酒文化在旅游文化中

占有一席之地并发挥其特殊作用的话 , 那将对旅游开发、

尤其是少数民族民俗旅游的开展起到有力的促进作用。

3.1 开发水族酒风俗旅游

水族酒风俗形式独特而丰富多彩 , 具有很强的娱乐性

和参与性。“交杯酒”、“团团酒”等都很有特色。旅游的实质

在于特色, 旅游的成败在于特色。而“交杯酒”、“团团酒”等

是为其他民族所少有的, 其特色正好满足了游客猎古寻奇

的旅游心理 , 迎合了外国游客来华领略中华水族酒文化的

旅游动机。酒风俗旅游可以在酒乡进行 , 在非酒乡也同样

可以 , 如举办水族酒文化旅游节或者举行水族特色酒品会

等 , 并以水族特有的酒礼、酒俗待客 , 充分发挥水族酒文化

的吸引力 , 以求大幅度地提升水族酒文化的旅游价值 , 使

水族旅游在众多的民俗旅游地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在旅

游活动的开发中 , 可以在席间有组织地开展如“交杯酒”、

“团团酒”等都很具民俗特色的饮酒活动 , 不光可以活跃气

氛、同时酒还可以开胃 , 让游客在吃这一旅游要素中更加

尽兴 , 对水族酒文化本身也是一种很好的宣传和资源利

用 ; 还可以在重大的节日旅游路线中 , 穿插一系列的酒文

化旅游活动 , 如在端节这天带着游客一起吃年酒 , 对歌中

相邀饮酒等; 对酒俗旅游的开发正好能最大限度地提升旅

游者娱乐和参与的热情。

3.2 开发酒乡产地旅游

九阡酒远负盛名 , 有 400～500 年的历史 , 是水族的族

酒, 也是贵州很具代表性的少数民族酒。人们都说, 凡产美

酒的地方必然山美水美 , 九阡镇作为九阡酒的产地 , 环境

优美 , 民风质朴 , 寨子里 , 古树上垂挂着的铜鼓声声作响 ,

浑厚的音律在古寨回荡 , 而这些都可以构成风光旅游开发

的资源条件 , 也为酒乡旅游提供了先决条件。酒乡旅游一

般包括: 领略酒乡风情、习俗、酒艺 ; 深入酒厂、酒家观看制

酒表演; 品酒等。除自然景观之外, 九阡酒悠久的历史也让

九阡镇拥有了极为丰富的人文景观 , 当地可以举行水族酒

具、酒史图片实物展览会, 组织参观九阡酒的酿酒工艺。可

以在领略九阡镇美丽风光的同时 , 也满足了人们对九阡酒

酿制的好奇心理。这种开展酒文化与自然、人文景观相结

合的酒乡旅游, 是潜力无穷的, 也时相得益彰的。水族民俗

每年三月三采药, 六月六制曲, 九月九烤酒。完全可以在这

些特殊的日子里, 开展一些旅游活动 , 让人们参与到采药、

制曲、烤酒的过程中。比如在九月九这天就可以开展酿酒

活动 , 让旅客自己酿制一壶酒 , 放到酒窖 , 来年来取。这样

既可以让游客参与到其中, 又可以宣传当地的酿酒文化。

3.3 充分利用水族酒的保健功能开发旅游商品

利用酒的药用功能以及酒医药的丰富资料 , 迎合老龄

游客、海外游客的心理, 在科学饮酒的前提下 , 大力宣传酒

的保健药用功能。水族酒中的肝胆酒和九阡酒等都具有很

好的保健功能, 肝胆酒在米酒中注入胆汁 , 可以消炎灭菌、

清火明目、降低血压。而九阡酒是很好的保健酒, 因用多种

药材作原料, 所以有活血舒筋、健身提神的功能 ; 九阡酒风

格特点是: 棕黄晶澈、蜜香清雅、落口爽净、口味怡畅 , 香气

浓而不艳, 酒度低而不淡 , 过量不口干、不伤头。旅游的目

的之一就是享受 , 部分游客尤其是中老年游客的唯一目的

就是享受 , 因此, 保健酒、滋补酒就常常得到部分中老年游

客的青睐。通过旅游购物, 得到治病、保健、强身的功效, 这

样的旅游会得到游客的推崇。在对水族酒文化旅游资源的

开发中 , 充分发掘其所具有的治病、强身、保健功能 , 大力

宣传, 把原本单一的饮用商品做成水族具有代表性的旅游

商品之一。

3.4 政府对旅游产业的支持和当地民众的积极参与

旅游离不开当地政府的支持和当地民众的积极参与 ,

三都作为我国唯一一个水族自治县 , 对水族民俗旅游的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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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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胡建祥 , 蔡官林 , 刘义刚·酒海探秘———古老神奇的太白荆条老酒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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