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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竹叶青亦作竹叶清, 简称竹叶, 是我国历史名酒之一。竹叶青起源于战国时期, 南北朝

时已深受社会各方人士喜爱。随着社会经济和文化的迅速发展, 竹叶青酒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 唐

宋时已达到鼎盛阶段, 曾得到著名诗人白居易、杜甫等 20 多人的赞誉。元代关于竹叶青的记载不

多, 仅出现在杂剧中。至明代竹叶青成为宫廷御酒, 并且衍生出一种新型竹叶青酒———药酒竹叶。

竹叶青酒在清代鲜有记载, 笔者推测在清代竹叶青的影响力大为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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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Zhuyeqing liquor, also named Zhuye, is one of the famous liquors in China. The birth of Zhuyeqing liquor could

trace back to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and it became popular among people in the South and North Dynasty. With rapid

social development, it had reached its climax in Tang Dyansty and Song Dynasty (praised by famous poets BAI Ju-yi and

DU Pu etc.). There were only a few records on Zhuyeqing liquor in Yuan Dynasty (only appeared in poetic drama). Up to

Ming Dynasty, it became an appointed liquor product in imperial life and a new-type Zhuyeqing liquor———medicinal

Zhuye had developed. There were few records on Zhuyeqing liquor in Qing Dynasty. Thus the author supposed that the in-

fluence of Zhuyeqing liquor in society in Qing Dynasty faded away greatl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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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叶青亦作竹叶清 , 简称竹叶 , 是我国历史名酒之

一, 研究报道不多。包启安《名酒谈古》中曾述及竹叶青

酒, 尚不够全面。笔者在参阅大量史实资料的基础上较

为全面地梳理出竹叶青酒的历史脉络和历史状况。

竹叶青的历史最早可上溯到战国时代 , 宋苏轼的

《竹叶酒》就是很好的佐证。《竹叶酒》云:“楚人汲汉水,

酿酒古宜城。春风吹酒熟, 犹似汉江清。耆旧人何在, 兵

坟应已平。惟余竹叶在, 留此千古情”[1]。可见竹叶青悠久

的历史。

竹叶青最早产于苍梧( 今广西梧州) 、宜城( 今属湖

北省) 等地。宜城县古属于豫地 , 汉惠帝三年更名为宜

城。正史中最早有文字记载的是《晋书》列传第二十五

《张载传》, 文中将竹叶青之魅力刻画得淋漓尽致:“乃有

荆南乌程、豫北竹叶, 浮虮星沸, 飞华萍接。玄石尝其味,

仪氏进其法 , 倾罍一朝 , 可以流湎千日 , 单醪投川 , 可使

三军告捷”。《陈王曹植酒赋》赞曰:“其味有宜城醪醴, 苍

梧缥清”[2]。西晋初年张华《轻薄篇》云:“苍梧竹叶青, 宜

城九酝醝。浮醪随觞转, 素蚁自跳波”[3]。张协《七命》中也

有“荆南乌程, 豫北竹叶”[4]的记载。

竹叶青在南北朝时深受社会各阶层的喜爱, 上自王

公大臣下至寻常百姓都津津乐道。南梁简文帝萧纲《乌

栖楼四首》云:“宜城醖酒今朝熟, 停鞭系马暂栖宿”[5]。又

《九日侍皇太子乐游苑》诗中写道:“兰羞荐俎, 竹酒澄

芳”[6]。竹叶青酒在寻常百姓中也盛行。北周文学家瘐信

《春日离合诗二首》云:“田家足闲暇, 士友暂流连。三春

竹叶酒, 一曲鹍鸡弦”[7]。竹叶青也备受文人青睐, 陈朝阴

铿《侍宴赋得夹地竹》云:“夹地一丛竹, 垂翠不惊寒。叶

酝宜城酒, 皮裁薛城冠”[8]。同朝的张见《对酒》中也称赞

道:“竹叶三清泛, 蒲萄百味开”[9]。

竹叶青的酿制方法魏晋时已有记载。张华《轻薄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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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苍梧竹叶青, 宜城九酝醝”。醝是色极淡的清酒, 是

名酒首先具备的条件, 这种酿制方法是九酝法。九酝原

来是汉代曹操上奏献帝所介绍的一种酿酒法, 在我国酿

造史上有重要的地位。此法有 3 个特点, 其一, 利用浸渍

曲子来制备酒母 , 也可以说是最古老酿酒的酵母培养

法 ; 其二 , 将酿酒用米分 9 次投入 , 曹操称之为九酝 , 也

是酿酒技术上很重要的一种工艺 ; 其三 , 九酝法也是调

制酒味的一种方法, 如嫌辛辣, 可再投饭以增添甜味, 因

此酿出的酒质醇厚[10]。

唐宋时 , 随着社会经济和文化的迅速发展 , 社会上

饮酒、沽酒蔚然成风。竹叶青酒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此期

竹叶青达到了鼎盛阶段, 曾得到诗人白居易、杜甫、苏轼

等许多人的赞誉。

竹叶青在唐代仍负盛名。唐《十道志》曰:“宜城, 汉

县。其地出美酒, 故曰宜城竹叶酒也”[11]。任华《怀素上人

草书歌》云:“素屏凝晓霜, 待君挥洒兮不可弥忘。骏马迎

来做堂中, 金盆盛酒竹叶香。十杯五杯不解意, 百杯已后

始颠狂”[12]。竹叶青用金盆盛, 可见其名贵。十杯五杯不

解意, 更显其味美。刘禹锡《和乐天以镜换酒》:“把取菱

花百炼镜, 换他竹叶十旬杯”[13]。菱花百炼镜应是一名贵

物件, 刘禹锡却以镜换酒, 足见竹叶青独特的魅力。寻常

百姓也曾饮用竹叶青。唐代著名诗人杜甫《闻惠二过余

溪特一送》就曾吟道:“崖密松花熟 , 山杯竹叶青”[14]。罗

隐《送魏校书兼呈曹使君》云:“乱离无计驻生涯, 又事东

游惜岁华。村店酒旗沽竹叶, 野桥梅雨泊芦花”[15]。

竹叶青著以“清澄”, 南梁的简文帝箫纲的诗中曾称

赞道 :“竹酒澄芳”。 白居易《咏家酝十韵》中亦云 :“常

嫌竹叶犹凡浊, 始觉榴花不正真”[16]。可见竹叶青已是至

“清”之酒。《觞政》的《十二品第》中称:“凡酒以色清洌为

圣色”。依此而论, 竹叶青可称之为“圣酒”[17]。

竹叶青的“功用”很多。“百礼之会, 非酒不行”, 竹叶

青已成为人们宴会之佳酿 : 张玭《南康夜宴东溪留别郡

守陆郎中》:“飘然野客才无取,多谢君侯独见知。竹叶樽

前教驻乐,桃花纸上待君诗”[18]。郎余令《晦日宴高氏林

亭》:“三春休晦节 , 九谷泛年华⋯⋯尊开疏竹叶,管应落

梅花”[19]。白居易的《洛下雪中频与刘李二宾客因寄汴州

李尚书》:“碧毡帐暖梅花湿, 红燎炉香竹叶春。今日邹枚

俱在洛, 梁园置酒召何人”[20]。和《渭村退居寄礼部崔侍

郎翰林钱舍人一百韵》:“球簇桃花绮, 歌巡竹叶觞⋯⋯

尊罍分圣酒,妓乐借仙倡”[21]。

竹叶青也是世人生活的消遣品。刘威《早秋游湖上

亭》:“竹叶一尊酒,荷香四座风”[22]。李峤《酒》:“临风竹叶

满, 湛月桂香浮”[23]。刘禹锡《杂曲歌辞·忆江南》:“无辞

竹叶醉樽前,惟待见青天”[24]。韦庄《章江作》:“杨花慢惹

霏霏雨 , 竹叶闲倾满满杯。 欲问维扬旧风月 , 一江红树

乱猿哀”[25]。

它还作为人们的精神寄托和倾诉离别之情的载体。

罗邺《帝里》:“谩道青云难得路, 何曾紫陌有闲人。杯倾

竹叶侯门月,马落桃花御水春”[26]。 孟浩然《除夜有怀》

云:“五更钟漏欲相催, 四气推迁往复回。帐里残灯才去

焰 , 炉中香气尽成灰。渐看春逼芙蓉枕 , 顿觉寒销竹叶

杯。守岁家家应未卧, 相思那得梦魂来”[27]。唐朝诗人骆

宾王《送吴七游蜀》中记载道 :“桃花嘶别路 , 竹叶泻离

樽”[28]。《秋日送尹大赴京》云 :“挂瓢余隐舜,负鼎尔干

汤。竹叶离樽满,桃花别路长”[29]。戎昱《送王端公之太原

归觐相公》:“春雨桃花静,离尊竹叶香。到时丞相阁 , 应

喜棣华芳”[30]。此外, 也是名家大作的催化剂, 贯休《观怀

素草书歌》诗云:“铁石画兮墨须入, 金尊竹叶数斗馀。半

斜半倾山衲湿,醉来把笔狞如虎”[31]。

唐时也有关于竹叶青酿制方法的记载。王绩《过酒

家五首》:“竹叶连糟翠,蒲萄带曲红”[32]。 武则天《游九

龙潭》:“酒中浮竹叶, 杯上写芙蓉 ”[33]。李中《春日招宋维

先辈》中这样记载竹叶青 :“瓮中竹叶今朝熟,鉴里桃花

昨日开”[34]。温庭筠《常林欢》:“宜城酒熟花覆桥, 沙晴绿

鸭鸣咬咬”[35]。又白居易的《蔷薇正开春酒初熟因招刘十

九张大夫崔二十四同饮》中 :“瓮头竹叶经春熟 , 阶底蔷

薇入夏开”[36]。可见, 竹叶青酒是用竹叶和曲一起发酵而

成, 其酿制时间大概在冬季, 盖需三四个月方可熟。竹叶

青的色泽, 也颇为世人所称赞。唐诗人皮日休《奉和鲁望

四月十五日道室书事》:“竹叶饮为甘露色”[37]。白居易

《钱湖州以箬下酒李苏州以五酘酒相次寄到无因同饮聊

咏所怀》:“倾如竹叶盈樽绿,饮作桃花上面红”[38]。《日高

卧》“小青衣动桃根起,嫩绿醅浮竹叶新”[39]。

宋代竹叶青的生产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张能臣

《酒名记》中记载 :“杭州竹叶清 , 梓州竹叶清 , 福建泉州

竹叶, 宜城竹叶清”[40]。可看出全国已有多处地方酿制竹

叶青酒。宋代李保《续北山酒经》中的《酝酒法》中还提到

了“竹叶清曲法”。诗人苏轼《次韵子由月季花再生》中

云:“腊果缀梅枝 , 春杯浮竹叶”[41]。《岐亭道上见梅花戏

赠季常》中称:“野店初尝竹叶酒 , 江云欲落豆秸灰”[42]。

在词人之作里也有竹叶青的记载。陈著《满江红》:“竹叶

酒, 倾杯小”[43]。赵构《渔父词》“竹叶酒, 柳花毡”[44]。王琪

《望江南》:“江南酒,何处味偏浓⋯⋯竹叶满金钟”[45]。

元代时竹叶青常出现在杂剧里, 杂剧《遇皇后》中就

有“竹叶瓮头春”、“问甚么秋泉竹叶青 , 九酝荷叶杯”[10]

等词句。

明代竹叶青酒又焕发了青春, 成为宫廷御酒。明秀

水蒋之翘楚稚著《天启宫词一百三十首》中云 :“御酒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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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造, 不过竹叶青数种, 贤在外造辨转于御茶房进上, 有

全盘露、佛手汤、君子汤、琼酥、天乳等名”[46]。此期竹叶

青酒又衍生出一种不同于常酿的新品———药酒竹叶。李

时珍《本草纲目·附诸药酒方》:“竹叶酒: 治诸风热病, 清

心畅意。淡竹叶煎汁, 如常酿酒饮”[47]。此外, 竹叶青还得

到了明代著名作家冯梦龙的垂青。《警世通言》第八卷

《崔待诏生死冤家》和第三十七卷万秀娘仇报山亭儿中

记载道:“三杯竹叶穿心过 , 两朵桃花上脸来”[48]。《醒世

恒言》第三十七卷《杜子春三入长安》中称:“竹叶杯中辞

少妇, 莲花峰上访真人”[49]。

据笔者查阅的资料, 竹叶青酒在清代鲜有记载。仅

在梦笔生《金屋梦》第三十八回记载道 :“披的是狐裘貂

帽, 烧的是兽炭沉烟 , 打开那隔年的泥头竹叶青”[50]。另

外 , 由《湖广通志》卷十山川《宜城县》记载 :“宜城县 , 有

金沙泉, 县东二里其水造酒甘美, 也谓竹叶春, 又名竹叶

青, 今塞”[51]。笔者推测在清代竹叶青的影响力大为削

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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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我国保健酒市场容量将突破 130 亿
本刊讯: 中国酿酒工业协会理事长王延才表示 , 从市场成长性分析 , 我国保健酒市场成长空间很大 , 到 2010 年 , 保健酒市场容量将达到

130 亿元以上。

王延才说 , 虽然目前国内白酒行业整体下滑 , 但是保健酒市场却异军突起 , 正以每年 30%的增长率高速发展 , 未来的市场潜力很大。

有资料显示 , 就保健酒消费情况而言 , 国际上保健酒的消费量占酒类消费总量的比重为 2%, 而在我国 , 这一比例还不到 0.5%。( 丹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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