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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府老酒
□高建刚

老酒的妙府里
众多美女婆娑之影
那是许多经年陶罐
腹里有麦子歌舞踏曲
黍米出本草

入血脉秘笈

我要娶那一罐
回家喝了一晚
睡梦中
我在房顶摘星星
满满一篮的光辉耀眼

我爱上了她
却怕自己千杯少
适度为好

有人见
说气色真好
不是寒暄 是真的

□韩松礼

朋友送我一坛容量五升的紫黑色
陶瓷坛子盛装的老酒，上面泥封着。还煞
有介事地告诉我说，这是有年号的封装
酒，对人的身体保健极为有益，打开后最
好一次喝完，要烧到滚开了趁热喝。当时
我就暗自思忖，谁有这样大的酒量呀，一
次能喝这么多酒，那还不成了打虎英雄
武松了吗？除非是多邀请几个人一起分
享。酒是收下了，一直没机会品尝。
最近，参加了市作协组织的文化

采风活动，第一站就是参观生产老酒
的“妙府老酒”有限公司。因为家有存
货，所以对此行程格外留意。车到公司
旧址，一进院子，先被堆码得几乎一人
高的长长酒坛垛给吸引了。几辆喷写
着“妙府老酒”的货车停放在院子一
角。我隐约闻到了一股老酒的芳香，特

意靠近酒坛垛前使劲地嗅着。
在会议室，接待我们的“妙府老

酒”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中国黄
酒酿酒大师于秦峰先生简要介绍了公
司的发展历程。在他热情洋溢的力邀
下，我们品尝了公司生产的“妙府老
酒”。深褐色醇厚且飘着诱人粟米香气
的酒液一口咽下，一股热流自腹内油
然而生，甜甜的味道在口中回旋。我不
禁脱口感叹道：好酒。于董说，喝老酒，
稍温即可，口感最好。近些年，时兴喝
低温的，效果也很好。喝了妙府老酒，
身体由内向外发热，由脚底向上升温。
所以，有很好的御寒作用。传统的产妇
在生产后喝温热的老酒，对调理身体
恢复健康有极大的帮助。听到此，我对
那位送我老酒的朋友说的老酒要烧到
沸开才能喝的说法哑然一笑。
接下来，有着英国留学背景的公

司总经理于渊超带领我们参观生产现
场。他给大家陈述了“妙府老酒”继承
数千年传统的即墨老酒工艺，公司科
学总结发展了严谨的生产管理程序，从
主要原料的选取，各种辅料的采用和生
产环境的规范，一丝不苟地精心酿造每
一坛妙府老酒。比如妙府老酒所采用的
主要生产原料大黄米是由专门的农业
基地提供的；酿造过程所需的水，是当地
特有的天然麦饭石泉水汲取来的；作为
酿制老酒关键环节的“曲饼”也是严格精
选了最合适的麦糠调和发酵而成。所谓
“黍为酒之肉，水为酒之血，曲为酒之骨”
是也。年轻的于总十分认真地给我们讲
解了老酒传统的“古遗六法”，即“黍稻必
齐，曲糵必时，堪炽必洁，水泉必香，陶器
必良，火剂必得”，这是古人所讲究的六
个生产黄酒的关键要法。我这参观者是
外行，听得云里雾里，却也在内心对妙府

酒厂的科学严谨求实求细的作风暗暗
钦佩。隔着玻璃墙，一些工人正在认真地
生产操作。浓郁的酒香，绕过玻璃墙的阻
隔，弥漫在整个参观大厅，也回味在我的
心里。
在生产现场、在产品展示厅、在公

司新址占地200多亩的万吨储存酒
窖，我都看到公司的生产规范条例条
条款款清清楚楚地标示在墙上，这些
无声的展示，让我对这家生产“妙府老
酒”的公司，产生了由衷的敬意。
从“妙府老酒”有限公司出来，忽

然想起我那朋友和他送的那一坛老
酒，是不是该选个日子，再邀上三五个
好友，一起分享那凝结着古人智慧和
今人辛勤劳作所得的美味佳酿呀。

□崔均鸣

我的家乡莱阳市穴坊镇与即墨区
金口镇的物理距离相去八华里，而风土
人情，乡间俚俗却毫无二致。比如，有这
样一则谚语：“这个世界上没有一壶老酒
解决不了的问题。如果有，那就再来一
壶。”总而言之，只要大家能够坐到一张
桌子前，小酒盅一端，两杯老酒下肚，所
有的问题便不再是问题，所有的矛盾便
烟消云散了。以酒为媒，用胶东话勾
兑，以此稀释略显粗糙的日子，应该是
家乡人所具有的独特的生活智慧。
在即墨，妙府老酒只有25年的成

长史。但是，它恰到好处地继承了即墨
黄酒“黍米必齐、曲蘖必时、水泉必香、
陶器必良、湛炽必洁、火剂必得”的“古
遗六法”，坚守传统酿造初心不改。“独
持偏见，一意孤行”，这更像是一位艺
术家的自信情怀，也符合山东汉子“一
条道走到黑”的执拗性格。在市场经济
大潮澎湃激荡的岁月里，这种气质让
妙府老酒赢得了市场，也暴得大名。
2013年，妙府黄酒传统酿造技艺即被
列入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
录。

前些日子，我们有幸走进妙府老
酒厂，听该厂的主人于秦峰先生讲述
自己的创业经历和人生故事，许多动
情的细节穿插在坚硬的时间缝隙里。
也许，那些只有当事人才能够品咂摸
出的滋味随着岁月的流逝，已经发酵
出了浓烈的酒香。回首往事，在他的口
中所传递出来的主题词除了“感恩”、
“感谢”和“相信”之外，再无其他。在我
看来，妙府老酒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
年来一个具有标本意义的缩影，该厂
厂长于秦峰也是中国民营企业家的一
个典型代表。受政策指引，被目标召
唤。与此同时，他也经历了中国市场经
济从稚嫩到成熟，从混乱到规范的一
个复杂曲折的过程。他是亲历者，也是
见证者。其间甘苦，可谓“一言难尽”。
然而，于秦峰及他的妙府老酒还是挺
了过来。他把自己挺成一位屹立不倒
的山东汉子，把妙府老酒挺成北派黄
酒的优秀代表。这些年，于秦峰也收获
了荣誉无数。比如，全国轻工业劳动模
范、黄酒行业惟一的中国酿酒大师、山
东省首席技师、山东省有突出贡献的
技师、山东师轻工首席技师、世界生产
力科学院院士等等……从业40年来，

他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国工匠”。
在于秦峰看来，即墨四千余年黄

酒文化是先輩留下的最宝贵的财富，
作为“即墨黄酒传统酿造工艺代表性
传承人”，只有严格尊重传统，才是唯
一出路。因此，这些年来，妙府老酒在
“煪糜、糖化、发酵、压榨、陈储、勾兑”
六个酿酒环节中循规蹈矩，一丝不苟。
也许，这正是妙府老酒以往赢得广泛
市场的“妙招”所在。
眼下，于秦峰的儿子于渊超已经

长大成人，开始介入妙府老酒厂的经
营与管理工作。这名有着英国留学背
景的年轻人，熟悉金融业务和市场营
销，也比较了解资本运作。喜欢穿工装
的“老于”与喜欢着西装的“小于”同时
出没于工厂大院正成为妙府老酒厂一
道独特的风景。
这当然是一个关于“老于”与“小

于”的故事。
“老于”与“小于”是老子与儿子的
关系。“小于”当然继承了老爸对于黄
酒制作工艺的较真儿精神。“小于”认
为：在黄酒制作过程中，为了省事而
“变通”不可取；为了谋利而“创新”更
是无耻。与此同时，“小于”还认为，北

方黄酒市场占有率目前还很低，妙府
老酒的发展空间相当巨大。摒弃“酒香
不怕巷子深”的传统营销观念，应该是
妙府老酒厂再上新台阶所必须面对的
市场“大考”。这些年，妙府老酒所推出
的诸如“封坛节”等一系列营销新举措
显然更多地体现了“小于”的行事方
式。“老于”继续秉持他的“酒香”事业，
“小于”则偏重于把妙府老酒迅速推出
“深巷”。今年1月，中央电视台国际频
道大型文化体验纪实类节目《非常传
奇》（第二季）前来妙府老酒公司，拍摄
山东省非遗项目———“即墨黄酒传统
酿造工艺”专题纪录片，并于同年6月
在央视播出；今年6月，妙府老酒还被
选为“上合组织青岛峰会指定产品”。
传统的制作方法与现代的营销理

念有机融合，构成了妙府老酒在新时
代再出发的“双缸驱动”发动机。可以
想见，在不太远的未来，妙府老酒会让
我们对世界，对生活产生更深刻，更和
谐的理解。快乐生活的妙处在于———
把所有的不幸与痛苦抛之脑后。面对
不期而至的风和雨，告诉世界：我们的
生活其实很简单，也很滋儿。
复杂江湖，尽在一杯老酒中。

一坛老酒

妙府老酒之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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