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国酒文化历史源

远流长。汉代卓文君当

垆卖酒、武帝饮枸酱酒

“甘美之”、曹操青梅煮

酒论英雄..……欢愉时

以酒助兴，悲伤时借酒

浇愁，分别时把酒情

深，重逢时沽酒相庆。

古往今来，酒既是动人

性情的琼浆，又是人际

交往的调味品，蕴藏历

史文化，饱含人生况

味。

历史上，享有盛誉

的名酒更是不胜枚举，

沧酒便是其中之一。它

不仅有着不外传的独特

酿造工艺，还是沧州先

民饮食文化的一个代

表，与南川楼和大运河

有着神秘联系。探寻它

的历史，会让你油生感

慨和敬意，犹如飘瓶而

出的酒香，挥之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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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之不去的南川至味挥之不去的南川至味挥之不去的南川至味
本报记者 魏焕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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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州有百余种图书入辑

据《运河大典书目》总编纂何香
久介绍，《运河大典》 是由文澄阁
《四库全书》编纂委员会编纂的一部
区域性、百科性、综合性新型类书，
是中国运河流域，包括上古运河、隋
唐运河、京杭运河、浙东运河（亦称
江南运河）等流域的古文献集成，是
大运河文化灵魂的一次总体展示。

大典收书时限上自先秦，下迄
1911 年，地方志部分酌情下延至
1949 年 ， 共 收 录 图 书 6947 种 、
145256卷，约 17亿字，体量上相当
于两部多清修《四库全书》。《运河大
典》依照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
排纂，于四部之外复设丛部。析史部

“诏令奏议类”和“政书类”有关水
利部分的内容，入丛部（一），设水利
水务类；析史部“地理类”有关方志
的内容，入丛部（二），设方志类。在

“方志编”，记者看到，万历版《沧州
志》、康熙版《沧州新志》、乾隆版
《沧州志》、民国版《沧县志》等沧州
典籍均在列。据悉，这次编纂，沧州
共有百余种图书入辑《运河大典》。

在选书原则上，《运河大典》以
选单刻本为主，对丛书，如《四部备
要》《四部丛刊》，及具有广泛影响的
譬如 《抱经堂丛书》《知不足斋丛
书》《海山仙馆丛书》《功顺堂丛书》
《藏修堂丛书》《文学山房丛书》之类
精制精刻者，也进行了酌情取用。

明年将陆续出版

文澄阁 《四库全书》 总项目

总监理、市文联党组书记王月周
说，沧州是大运河战略位置十分
重要的节点城市，大运河世界文化
遗产申报成功，是大运河全流域共
同努力的结果，也是沧州人做了大
量工作的成果。大运河非遗展示馆
落户沧州，使沧州对运河文化的开
发在硬件建设上上了一个新台阶，
而 《运河大典》 的编纂，是沧州
运河文化开发软实力的彰显，也
是沧州对运河文化的开发作出的
卓越贡献。

王月周说，《运河大典》 的编
纂，填补了中国大运河历史文献的
一个重要空白，必将对研究和开发
大运河文化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目前，该书已进入出版程序，明年
二季度起将陆续出版。

中医药转化成果源自《普济方》

发布会还推介了文澄阁《四库全
书》中医药文化研究院的最新科研成
果：由研究员彭功江、国家执业药剂
师丁广银研发的“中式口腔抑菌
粉”。该产品系文澄阁《四库全书》
中医药文化研究院的科研成果转换。

方源来自《四库全书》子部医家
类的《普济方》。该书由明代朱橚等
人编纂，全书426卷，是中医方书类
中的重要文献。中式口腔抑菌粉是
《四库全书》服务于当代民生的一次
有益尝试，已通过国家有关部委的核
准。

沧州大运河，这条沧州经济的大
动脉、沧州人文精神的载体，正随着
运河文化的开发利用迎来新的发展和
生机。

绵延1700公里的大运河是中国文化的中轴线，随着运

河文化的挖掘，追溯运河精神、传承运河血脉成为主旋

律，我国大运河文化的开发进入一个新阶段。这条承载了

一个民族苦难和奋进的大运河，也需要一部与它凝重而波

澜壮阔的历史、博大而深邃的文化相匹配的文化典藏。

11月24日，文澄阁《四库全书》编委会召开新闻发布

会，发布了该书最新的编纂成果《运河大典》，以及文澄

阁《四库全书》中医药文化研究院的转化成果，大运河文

化灵魂全面展示于一书。

古文献集成古文献集成《《运河大典运河大典》》
在沧发布在沧发布
本报记者 魏焕光

沧酒为黄酒被称“北方冠冕”
南川楼下泉水酿造者最佳

悠悠万世，不知人间何年。仙人
吕洞宾乘黄鹤飞过洞庭湖，来到沧
州，特地品尝沧酒，不料几杯下肚，
竟不胜酒力，沉醉如泥。

这虽是神话传说，但沧酒连神仙
都能醉倒，却渐成赞誉沧酒的佳话，
被文人、酒家、酒客传扬至今。

神话荒渺难稽，但沧酒的著名
却是历史事实。在北酒范围内，燕
赵大地曾出过很多名优产品，其中
沧酒、易酒表现最为突出。沧酒属
于典型的北派黄酒，明朝时已十分
知名。

黄酒是中华民族的特产，是我国
最古老的传统酒。它是以糯米和黍米
等谷物为原料，经过蒸煮、糖化和发
酵、压榨而成的低度原汁酒，因多数
品种呈黄色或黄中微红色，故名黄
酒。

大家知道，黄酒中，最为著名的
要数绍兴酒。可是，清人宋起凤却在
他的《稗说》里称，绍兴酒陈放三四
年的，才可以赶上沧酒。可见，这绍
兴黄的品质口感，以前还真不如沧
酒。有人将绍酒称为“南酒魁首”，
将沧酒誉为“北方冠冕”。

除了宋起凤，古代还有一个沧酒
的宣传大使——清人梁章钜。梁章钜
有本书名叫《浪迹续谈》，内容多记
载温州、杭州等地的名胜、风俗和物
产，内中却对远在北方的沧酒情有独
钟，单列一目予以推介。文中，在对

沧酒大加赞赏后，他还犀利地指出了
当时酿酒界存在的弊病：

沧酒之著名，尚在绍酒之前。而
今人则但知有绍酒，而鲜言及沧酒
者，盖末流之酿法，渐不知其初耳。

在他看来，当时绍酒之酿造方法
实属末流小技，真正系出名门的还得
是沧酒。

梁章钜写到这儿，还特地讲了一
个民间故事，用神话渲染出沧酒好喝
的神秘色彩，奇哉怪也，倒也有趣，
现全文抄录如下：

相传沧州城外酒楼，皆背城面
河，列屋而居。明末有三老人，至楼
上剧饮，醉去，不与值 （付钱）。次
日复来饮，酒家亦不问也。三老复
醉，临行以余酒倾泼门外河中，水色
渐变，以之酿酒，味芳冽胜他处……
过此，南北水皆不佳。

这个故事道出了沧酒宝贵的水
源——南川楼下运河地泉。相传，
沧城酒家历来都取南川楼下麻姑泉水
酿酒，用此泉酿出的酒，香醇甘冽。
其他地方的酒家虽如法炮制，却东施
效颦，难有其美。

除了天赐的自然水源，上乘的秘
制方法，也是沧酒好喝的另一秘诀。
据说，真品沧酒并非普通人家能酿
造，必须是旧家世族、代相授受，才
能得水火之节候。沧州就曾有吴氏、
刘氏、戴氏等数家世代相传的造酒作
坊。

然而，沧酒的神奇之处还不止这
些，存储方式也大有讲究。据记载，
沧酒既怕冷又怕热、既怕湿又怕干，
环境稍微变化，酒味就变，静静放置
10年才是上品。喝酒时，要从酒坛
里用酒器平平地舀；如果用酒器搅
拌，酒会失去原味，须静放几天才能
恢复。

这一点清代文人袁枚在《随园食
单》中也给予了证实：

余性不近酒，故律酒过严，转能
深知酒味，今海内动行绍兴，然沧酒

之清、浔酒之冽、川酒之鲜，岂在绍
兴之下！大概酒似耆老宿儒，越陈越
贵，以初开坛者为佳，谚所谓“酒头
茶脚”是也。

沧酒让无数好酒人求之若渴。
曾当过沧州知府的董思任在位时，
并没喝到过真正的沧酒。他罢官后
再到沧州，住在一位好友家中。主
人请他喝酒，他把人家家酿的好酒
一饮而光，而后抚肚叹道：“真该
早点儿罢官啊！”历代文人对于沧
酒也纷纷题咏，用优美文辞抒怀言
志。

清嘉庆以后，沧酒开始走下坡
路，到晚清已沦落为下等酒，直到淡
出市场。

有学者考证，沧酒衰落的具体原
因大致有三：一是造假者趋多，败坏
了沧酒的名声；二是上等好酒深藏少
售或不售，使劣质酒泛滥；三是家族
世传酿酒大户技术保守，家境衰败连
带沧酒一起消亡。

折射饮食文化变迁
曾经扬名京津地区

沧酒已然成为历史，但人们对它
的怀念却与日俱增、越来越浓。这不
仅因它味美绵长，更因它是沧州先民
饮食文化的历史符号。

据《沧州市志》记载，由于历史
原因，沧州人民的饮食习俗受到北方
一些少数民族的影响。沧州人的食料
以面食为主，主要有高粱面、白面、
玉米面、小米面、豆面等，兼以米
类。同时，因居于京、鲁之间，菜肴
具有北京、山东风味，种类繁多。饮
料则以茶酒为主，由于民风豪放，酒
席上常有“感情深，一口闷；感情
浅，舔一舔；碰一碰，喝三盅”的劝
酒谣。上世纪 80年代，啤酒开始为
人赏识，饮者渐多。

关于沧州人的饮食，民国版《沧
县志》“食”这一章节有耐人寻味的

记载，有两段是这样写的：
一曰麦面，邑之产麦，田产十之

四，而食麦者不及百之一，城镇大商、
乡村仕富备庖厨以制面食而卖……多
售之街市行人，中等以下之产，食者
盖少。

酒备黄白，茶分红绿，则恒数十
里而不一遇，然邑治之中素称善，善
饪酒馆三十家，制品时有京津所不及
者，若夫清初至乎乾嘉，故家烹饪之
精见于记录歌咏与夫故老传闻者近
是。

上面这两段记载具有史料价值。
从第一段记述来看，旧时代饿肚子应
该是常事，人们以吃粗粮为主，吃白
面馒头属于富人专利。今天，吃白面
馒头成了家常便饭，丰盛酒肴更是日
常必备。读来真是让人感觉时代进步
之大之快。第二段记述，是把酒和茶
混在一起说的，不过我们从中可以读
出这样的信息：民国修 《沧县志》
时，沧城酒馆有 30多家，餐饮业已
算发达；再有就是当时之酒肴佳馔制
作之精良，不亚于今日之火锅鸡、羊
肠子等名吃，扬名在外，以至于京津
地区制品的味道都赶不上它。

沧 州 白 酒 再 创 辉 煌
南川老街留有沧酒文化味道

沧酒黯然谢幕后，由它派生出的
沧州白酒再创新辉煌。

据《沧州市志》记载：1947年
8月，沧州城内 9家私营酿酒作坊合
营，成立国营新生酒厂。1949 年，
泊头聚盛泉酒厂转为国营企业，更
名为泊头酒厂。这两家酒厂成为我
市早期的酒类生产企业。到 1988年
底，沧州酿酒业飞速发展，成立了 6
家企业，白酒产量 37283 吨，啤酒
产量 15198 吨，产品品种多达 42
个。沧州的御河春、盐山的双春、
中捷农场的五姑春等白酒名噪一
时，行销全国各地。沧州啤酒厂的
长城啤，更是远销英美等国家。今
天，沧州白酒品牌更是不断开拓创
新，取得长足发展。

同时，沧酒的水源地南川楼地
带，也随着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发生巨
变，成为沧州新的“城市会客厅”。
但它独特的地理优势依然如昨，依然
和沧州饮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
系。

在南川老街明清风格的小吃街
上，不仅有沧州本地餐饮品牌“海兴
杨老帽珍食坊”“杜生包子”“南川·
烤肉冀”等，还有创意十足的西安老
陈肉夹馍、螺蛳粉等各地名吃。此
外，“沪上阿姨”“好伦哥”等国内连
锁饮品美食品牌，以及来自加拿大的
Tims咖啡等全球连锁品牌，也纷纷
进驻，成为美食家的天堂。夜幕降
临，市民涌入这里，钻进各种小店，
满足味蕾的旺盛需求，甜的、酸的、
辣的、香的、凉的、热的……交织成
舌尖上的舞蹈，跳跃出人间烟火的舞
姿。在一条条幽深的小巷内，和美味
一旦邂逅，必定倾心相许、久久相
守。

南川老街丰满的文化底色上，
烙刻着沧州盐业史、沧州道教史、
沧州漕运史、沧州村落史等优美纹
理，而沧酒文化无疑也是其中闪光
的一环。沧酒文化已变成大运河文
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大运河文
化带建设以及南川楼的复建重修，
运河文化中的酒文化也开始重回大
众视野。一些有识之士正在通过各
种方式，弘扬沧州酒文化，续写沧
酒传承地的历史文脉，再铸沧酒新
辉煌。

本报讯（记者哈薇薇） 11月 27
日，毛苌诂诗场景汉白玉群体雕塑
正式落户河间市第一实验小学。诂
诗群体雕塑，由青年艺术家欧阳新
光历时 8个月、8易其稿设计完成。
群体雕塑的落成，为河间市再添生
动诗经元素，是诗经文化传承的又
一重要成果。

这组雕塑的落成，是欧阳新光
继 2022年首次雕塑毛苌公像后又一
次艺术创新，也是对于诗经文化的
再一次致敬。群雕采用高浅浮雕、
线刻等一系列雕塑手法创作镌刻，
整体构造厚重雄健、人物构图环环相
扣，将毛苌在河间一带传诗的历史场
景进行了生动还原。诂诗场景塑造的
人物共有 4位：毛苌和他的三个弟
子：贯长卿、毛文倩 （毛苌之女）、
赵敬之（后成为毛文倩之夫）。所有
人物皆为站姿，俊秀传神，神态各
异：毛苌公温良敦厚、循循善诱；
贯长卿大气庄严，若有所思；毛文
倩吟唱蹁跹，笑容可掬；赵敬之读
诵认真，天真憨厚。群像活灵活
现、惟妙惟肖，生动再现了西汉时
期的著名读书场景。

群像揭幕现场，河间诗经社社
长、河间市第一实验小学家长委员会
主任董杰带领全体师生及嘉宾向毛苌
行拱手礼，表达对这位注释《诗经》
传承历史者的崇高敬意。在接下来的
《传承中华文脉 追寻民族基因》讲座
上，董杰又讲述了诗祖毛亨与其侄毛
苌为使《诗经》失而复得、教化于民
不懈奋斗的故事。第一实验小学教师
苑富花听完讲座激动地说，作为一名
新时代的教师，要以毛苌公为榜样，
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尽职尽责、教书
育人，以此激励学子刻苦学习；她也
会和学生们一起研读《诗经》，争取让
孩子们在《诗经》中获得更多的知识。

河间教育体育局副局长、少工委
主任周志伟说，此次毛苌公诂诗场景
雕塑揭幕，为河间市第一实验小学校
园诗经文化又添新景，将鼓励全体师
生再接再厉，传承发扬诗经文化，做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
扬者。同时，作为《诗经》再生地，
我们将立足河间、辐射全国，继续深
挖和传承《诗经》文化内涵、人文精
神，持续打造具有高影响力的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基地。现代美食诱人味蕾现代美食诱人味蕾 袁洪丽袁洪丽 摄摄

沧酒取水地沧酒取水地——南川楼地带依然人间烟火味南川楼地带依然人间烟火味 傅新春傅新春 摄摄

许多南川老街饮食颇具沧州地方许多南川老街饮食颇具沧州地方
特色特色 孙希旺孙希旺 摄摄南川老街旗帜临风南川老街旗帜临风 孙希旺孙希旺 摄摄

毛苌诂诗场景群体雕塑毛苌诂诗场景群体雕塑

22

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