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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专刊

玉祁双套的前世今生（之七）

———全国书画名家齐聚玉祁听姚永海谈—全国书画名家齐聚玉祁听姚永海谈““双套双套””
一 容/文 周益峰/摄

“玉祁双套”黄酒前几年被国家商务部正式

评定为“中华老字号”产品，并排序无锡市目前

9 个老字号产品的第 2 位，这是继“玉祁双套”黄

酒 2009 年获得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之

后的又一次飞跃，玉祁酒业的这些荣誉同样也

成了无锡人的骄傲。然而这些成果的得来自然

不能不提到深于情而厚于德的该公司董事长姚

永海。

癸巳蛇年春节前，来自全国各地的 20 多位

书画名家齐聚无锡玉祁酒业，各路名家用手中

的笔，醉墨丹青，为中华老字号“玉祁”酒业独

特的“双套”黄酒酿造工艺申请国家级非遗助

力。 此次玉祁酒业全国书画会吸引了著名古

文物研究专家、散文家、中国文物学会世界遗产

研究会秘书长、吐鲁番研究会副院长、华夏散文

杂志社执行主编丹青，福建省书协常务理事方

文达，江苏省美协理事、常州美协常务副主席丁

德源等也到场挥毫祝贺，来自北京、南京、盐城、

兴化等地的书画家韩启东、顾青蛟、陈德华、陈

文山、吴月霖、冯冠群、沈炳南等近 20 多位书画

界人士挥毫泼墨，妙笔生花，现场描绘出黄酒文

化与无锡历史文化相互交融、交相挥映的书画

作品。玉祁是我国的黄酒发源地之一，有 200

多年的历史，一直是黄酒中的精品佳酿。玉祁

酒业 2009 年被江苏省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被

商务部评为中华老字号，是无锡酒文化的骄

傲。目前，玉祁酒业发展过程中逐步积累形成

的独特“双套”黄酒酿造工艺已申请国家级非

遗，为了宣扬这一非遗项目，有关方面已专门创

作了大型舞蹈到各地演出和宣传，而这次全国

书画笔会也是其中重要一笔。

“这次，我们以黄酒文化为主题，通过邀请

书画家笔会，宣传提高玉祁黄酒的品牌知名

度。”无锡市玉祁酒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姚永海表

示，在 2011 年举行的玉祁酒业荣获“中华老字

号”庆典与双套酒文化研讨会上，来自全国各地

的酒业企业、专家和艺术家们一起聚首“双套”

黄酒文化研讨会。这就给他一个很好的启示：

酒文化是中华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种类，无锡黄

酒文化则是酒文化中不可或缺的文化，因此可

以以文化形式演绎玉祁黄酒历史的辉煌传奇。

当天到来的中国散文家杂志社社长丹青先生的

一番话，也是对于无锡对非遗文化保护的认可，

他认为，黄酒文化是中国酒文化的一个重要方

面，也是无锡地方文化的一大特色。无锡是历

史文化名城，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许多无锡的

民情风俗、文化名人等均与酒有关，无锡的文学

艺术各个方面都有黄酒的分量，民俗风情中有

相当一部分与酒发生了关系。荣获“中华老字

号”，说明是对玉祁酒业成为中国双套黄酒酿制

技艺重要传承基地的认可，也对中国黄酒文化

传承作出重要贡献。

邀上三五好友，围着暖炉，温一壶老酒，听

董事长姚永海讲“双套”，品老酒，确实是一件很

惬意的事。1964 年，已成为地方国营的玉祁

酒厂，迎来了第一批公派学徒。当时的学徒

倪林生被厂方指定为“双套”酒酿制掌门人顾

福佩的弟子，成为第五代“大酿法”酿制双套

酒的传人。而今姚永海传承并发展了这一在

中国绝无仅有、十分成熟和高超的技艺，成为

“双套”酒酿制的第六代传人。一粒米，如何

变成一滴酒，对很多人来讲，确实都不知道这

个过程。

姚永海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谜。

大稳厚重的姚永海，在我们的内心常常

有所感有所悟但对他却无法言说。我曾在一

篇《智者》的文章中写道：与姚永海交，脑子里

始终无法把他当成老板，他也的确没有老板

的架子，毕竟在经院里喝了不少的墨水，知道

自己是哪方和尚，如今又迷上了酒文化，他自

然没有轻看我这个穷儒，于是乎，每一次去他

那儿，都是品最好的茶，什么云南的“普洱”、

福建的“乌龙”、黄山的“云雾”。仿佛天下的

好茶在他那儿一样不缺，缺的倒是对手。当

然最纯度的极品玉液也是一定要品尝的，姚

老板在心理上更需要对他的茶、酒及字画的

认同。而当他一谈起绘画与书法，那种比茶

醉酒醉更醉的状态让人感到他是那么地可爱

又单纯。他的话就像酒一样火热而烧人，听

了就能让人醉。他对俗界有关“人与人道德

观念与地位成见”的思想，其实走得已经很远

很远了。

行业圈子里的人都知道他对人真诚、面

子又薄，常常经不起酒桌上酒友热情的酒话，

10 天就有 8 天喝醉了。一次和他一起喝酒时，

见我们十分贪酒便说：“今后你们喝的酒我全包

了，你随时随地都可以来拿。”一句话，把我们的

嘴就封住了。之后我们喝的酒真的就给他包

了，我们每天要喝上一点酒，兴致高的时候喝上

个半斤八两也没当回事。玉祁酒厂的“极品糟

烧”色泽异常朴雅又纯度极高，与贵州茅台酒一

个味道，连制作原理也同出一辙。他又没欠我

们什么，直到现在我们也没想明白，凭什么我

们白喝他的酒？

谈起酒的话题，姚永海总如数家珍、滔滔

不绝。一次品酒的宴席上，他讲出了“玉祁双

套”酒香不怕巷子深的秘密。他说：用于黄酒

发酵的菌种决定了酒的独特风味，被称作酒

的灵魂。“玉祁双套”黄酒的菌种采用的是野

生 酵 母 菌 。 野 生 酵 母 菌 现 在 已 经 很 难 采 集

到，玉祁酒业的科研人员运用生物技术对菌

种不断提纯复壮，控制其变异以保持独特风

味。黄酒的原汁原味首先来源于传统的酿造

工艺，“玉祁双套”黄酒全部是老法技艺酿造，

从浸米、蒸饭、开粑，到露天堆醅发酵、落缸、

榨酒、煎酒，每道工序都精益求精。麦曲头道

工艺不粉碎，米饭要酥而不烂，米浆水要采用

上等精白糯米浸泡 10 余天再煮沸撇沫提炼，

制成培养基，再接入采集并经试验的野生酵

母，从小陶土缸盆到中盆再到大盆，分级培养

成“大酵头”，投入大缸发酵，整个生产工序要

经过大大小小 30 余道。用“ 大酵法”酿造的

“双套”黄酒异香扑鼻、入口醇香、营养丰富。

在同类黄酒行业中，通过现代手段检测各项

理化指标，在国内“双套”黄酒中均居首位。

姚永海不无感叹：一坛老酒，一段文化，

一部酒史。可谓“玉祁双套老字号，无锡老酒

成非遗；太湖陈酿醉天下，江南玉液香万年。”

“玉祁双套”黄酒不仅因其独特酿造技艺而得

名，而且正是 它 丰 厚 的 科 学 、社 会 和 文 化 价

值 ，才 能得到无锡人和江南酒友的青睐。就

连盛产黄酒的绍兴一家颇有名声的酒厂，看

到“ 无 锡 老 酒”在 江 南 一 带 巨 大 的 潜 力 和 商

机，前不久也以“无锡老酒”在当地工商局注

册了商标。为此姚永海一再让我们通过媒体

向市民提个醒，买“无锡老酒”一定要认准无

锡市玉祁酒业有限公司生产的“无锡老酒”，免

得鱼龙混杂以假乱真。

每每读到姚永海那耿实不欺、宽厚真诚、

和蔼可亲的眼神，我们便有些自惭形秽。不

知道朋友这个词的内涵到底有多丰富，但我

们却一直尊姚永海为方家道兄、知己。虽然

他走的是一条经商之路，可我们总觉得他的

骨子里是文人，他以审美的人生态度取代了其

他种种流行的人生态度，这正是我们最欣赏与

尊重的。生意上的事他一定是大巧若拙、大智

若愚，但我总感到他的做人更地道，命运成全了

他。就像他平日闲话不多，逢了人总带几分腼

腆，却娶了年轻貌美又富有的妻子，别人直到现

在也弄不明白，为什么就能娶到这么能干的老

婆，让很多同事都羡慕死了。

姚永海对我们来说永远是个谜。

吴江，一个在中国地图上微乎

其微的地方，却是一个闻名于中外

的所在。70 多年前，我国社会学奠

基人费孝通以自己家乡吴江的小村

庄江村为题，剖析了整个中国农村

的社会结构，写成了著名的社会学

著作《江村经济》，吴江因而成为观

察中国农村社会的一个窗口。而今

天的吴江，不仅是中国农村经济发

展的标杆，也是中国农村文化建设

的一个窗口。

2013 年 1 月 26 日，《中国文化报·
大运河文化专刊》执行主编应晓萍带

领记者深入运河沿线城市，开展文化

媒体走基层的系列活动，专程到吴江

进行大运河申遗采访。吴江区委宣

传部副部长何斌华，吴江区文广新

局、文物局副局长秦志刚，吴江区作

协副主席朱萸，文物科科长朱预浩等

领导热情简要地介绍了吴江在 2012

年大运河申遗工作的主要成果，共同

展望 2013 年的工作愿景，深入细化、

探讨双方合作的内容，大力推进大运

河世界申遗的步伐。

冬日的江南，依旧是温和的。汽

车行驶在吴江干净整齐的道路上，放

眼四望，感觉传统中透着强烈的现代

气息，繁荣却不喧闹，一派祥和宁

静。古老的运河由北向南穿城而过，

静静地流淌，仿佛吴江经济社会发展

的“脉搏”，平稳却非常有力。

按照江苏省的发展规划，吴江于

2012 年 9 月成为苏州的一个区，区委

宣传部副部长何斌华，一个生于吴

江、长于吴江的男人，温和敦厚中蕴

含着进取和才干，从与他的谈话中，

我们了解到了吴江文化建设的概貌。

吴江一直把文化建设作为民生

福祉的一项重大工程大力推进，充分

发挥文化教育人民、引领社会、推动

发展的作用，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

多层次精神文化需求。近 5 年来，吴

江的一般预算收入平均增长 20%以

上，而文化事业经费平均增长比例大

于财政收入增长比例。在公共文化

设施上，吴江将市、镇、村 3 级公共文

化活动设施建设作为重点，先后投资

8 亿元，建成吴江图书馆、市文化中

心、吴江博物馆、市青少年科技文化

活动中心、吴江人民剧院、汾湖文化

艺术中心等，农家书屋在全市实现全

覆盖。

“吴江区域文化联动”项目是首

批国家文化创新工程项目之一。该

项目以广场文艺联演为主要载体，同

时开展电影联映、书画联展、优秀社

团联评、文艺创作联动和理论研究联

动。从最初的“三镇”联动起步，发展

为“十镇”联动、“长三角”区域联动，

一直到 2010 年的京杭大运河（江苏）

区域联动。“吴江区域文化联动”项目

已经成为公共文化服务建设领域的

一大品牌。9 年来，吴江市共举行大

型文艺巡演 200 多场，参演人员 2.3

万 多 人 次 ，观 众 达 100 多 万 人

次。 2011 年，“区域文化联动”通过

了国家文化创新工程项目验收，成为

第一个结项的国家文化创新工程项

目，也是第一个县级的国家文化创新

工程项目。同年，“吴江市戏曲文化

生 态 保 护 区 建 设 ”项 目 又 被 列 入

2011 年 度 12 个 国 家 文 化 创 新 工 程

项目之一。吴江历来是多元文化交

流、汇集之地。苏州的昆曲、评弹，

苏锡常地区的锡剧，浙江的越剧，上

海的沪剧，还有京剧、黄梅戏等多种

戏曲剧种，在吴江均有广泛的群众

基础，戏曲文化活动深受吴江百姓

的欢迎。吴江市委、市政府与江苏

省戏剧学校合作，创造性地提出在

吴 江 市 实 施 戏 曲 文 化 生 态 建 设 工

程，并依据地方戏曲这一地方性、口

述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特性，形

成保护性建设、传承性建设、普及性

建设、提高性建设、服务性建设五位

一体的生态建设理念，使吴江市戏

曲文化生态建设与凝聚民心乡情有

机结合、与育人惠民有机结合、与和

谐社会建设有机结合。

文化部从 2009 年起启动实施了

“国家文化创新工程”。到 2012 年，

吴 江 已 拥 有 3 个 国 家 文 化 创 新 工

程。一个县级市能连续承担国家文

化创新工程项目较为少见，被业内称

为“吴江现象”。

2010 年，吴江正式启动“四位一

体”农村综合信息服务体系试点创

建。通过对农家书屋、共享工程基层

服务点、党员远程教育中心、乡村图

书室资源整合，建立“农村公共信息

服务中心”，为农村居民提供专业化

服务。吴江是苏州“四位一体”农村

综合信息服务体系创建的首批试点

建设单位。经过两年努力，“四位一

体”农村综合信息服务体系取得了显

著成效。通过更新软硬件设施、建设

标准化队伍、实现图书通借通还、开

展惠民服务活动等，使文化服务走进

了吴江的千家万户。目前已全面完

成全区总分馆建设，全区共向农村发

放借书证 2600 余张，村一级借阅量

从 0 册上升到了 23795 册，在基层百

姓中掀起了一股阅读之风。与何部

长谈话中听到的两个例子充分说明

了文化在吴江的魅力：他到一个乡检

查工作时，看见一个三轮车夫中午休

息时，到图书馆借书看；清晨，在居民

区里，发现男女老少捧着书本阅读的

人很多。

在文化建设上，吴江对挖掘和保

护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工 作 也 十 分 重

视。据区公共文化艺术中心副主任

朱晓红介绍，吴江通过积极申报有关

场所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示范基

地、选定专门传承人、努力扩大传承

队伍、创建硬件设施，为保护提供必

要的条件、编辑出版有关书籍及对重

点项目进行多层次、全方位的立体式

保护等措施，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取得了很大成效。现有吴江区级非

遗名录 36 项，其中国家级 1 项、省级 2

项、苏州市级 10 项；确定吴江区级代

表性传承人 24 位，其中国家级 1 位、

省级 1 位、苏州市级 4 位。吴江还正

式出版了《吴江非物质文化遗产概

览》，集中展示吴江市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

大运河可谓是吴江的母亲河，自

北向南穿城而过。沿岸分布着众多

的文物遗存，如运河古纤道、三里桥、

安德桥、安民桥等，其中运河古纤道

现为京杭大运河苏州段唯一保存的

古堤岸工程设施，已被列入大运河

申 报 世 界 文 化 遗 产 的 首 批 申 报 项

目。据区文广新局、文物局副局长

秦志刚及文物科科长朱预浩介绍，

为支持和配合大运河申遗工作，吴

江 开 展 了 一 系 列 吴 江 段 大 运 河 及

沿 岸 遗 产 点 的 保 护 工 作 。 根 据 运

河 古 纤 道 的 现 状，制 定 了《吴 江 运

河 古 纤 道 修 缮 方 案》，并 获 得 国 家

文物局的批准。同时，为配合东太

湖大道运河大桥公园建设，制定了

《运 河 吴 江 段（垦 田 段 至 大 桥 工 地

段）古 纤 道 驳 岸 维 修 保 护 补 充 方

案》，拟 定 还 原 该 段 古 纤 道 的 历 史

风 貌 并 整 治 环 境 。 为 配 合 苏 南 运

河航道“四改三”工程，正分批分期

逐 步 完 成 对 整 个 运 河 古 纤 道 的 保

护 修 缮 工 程 。 不 久 ， 古 运 河 畔 将

重现“纤夫之路”。

宋代诗人陈尧佐有诗：“扁舟系

岸不忍去，秋风斜日鲈鱼乡。”今日

的吴江，让人留恋的已不仅仅是鲈

鱼，更是吴江人用锐意进取、务实创

新的精神谱写的经济、文化的时代强

音。作为发展的软实力，我们相信吴

江的文化事业一定会谱写出更加辉

煌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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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襟 吴 带 楚 客 多 游，壮 丽 东 南 第 一

州。”这是明代诗人姚广孝在《淮安览古》

中的诗句。淮安历代名人辈出，灿若群

星，仅举国皆知无人不晓的就有汉时三杰

之一的著名军事家韩信、《西游记》作者吴

承恩、新中国开国总理周恩来。此外，还

有创汉赋文体写出名赋《七发》的枚乘和

他的儿子枚皋、晚唐著名诗人赵嘏、宋代

巾帼英雄梁红玉、近代国学大师罗振玉、

清初朴学大师阎若璩、清代“杨州八怪”之

一的画家边寿民、近代民族英雄关天培、

清末著名小说《老残游记》作者刘鹗、清初

著名文言小说《剪灯新话》作者瞿佑、著名

弹词《笔生花》作者晚清才女邱心如、当代

著名爱国人士李公朴，当代京剧大师周信

芳……《水浒传》的作者虽非淮安人，但他

避难迁居淮安，闭门写出了这部伟大著

作，最后客死淮安，葬在淮安，也算是淮安

人。《窦娥冤》的故事也发生在这里，关汉

卿在写作时曾到这里寻访过。

淮安不仅是一座人才辈出的历史名

城，也是一座运河古城，她与京杭大运河

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春节前夕，在《中

国文化报·大运河文化专刊》执行主编应

晓萍带队下，我们一行 4 人来到淮安，对

淮安大运河沿线古迹进行了两天的考察，

并进行了专题采访。在淮安区委宣传部

副部长宋舜同、文广新局局长杨文杰的陪

同考察下，我们与淮安区亲密接触，充分

感受到这座历史文化名城所散发的魅力

与文化底蕴。

在淮安区区委宣传部朱天羽主任的

带领下，我们来到中国漕运博物馆，这是

目前楚州区漕运总督部院遗址上国内唯

一反映漕运历史主题的大型专题博物馆；

而具有千年历史的淮安府署，从高处俯

瞰，犹如微缩版的紫禁城；我们还在原汁

原味的美丽古镇——“河下古镇”进行了

考察。河下素有“中国进士之乡”美称。

走进河下，这里与众多江南古镇一样，那

一条条石板路、一个个古街巷、一处处旧

民宅、一家家老作坊、一座座拱形桥……

无不让人感受她悠久的历史。中国漕运

博物馆、淮安府署、河下古镇如同三颗璀

璨夺目的明珠镶嵌在淮安文化旅游版图

上，吸引着四海宾朋，八方来客。

让 我 们 感 受 最 深 的 还 是 淮 安 的 运

河。京杭大运河是世界上开凿最早、线路

最长的人工河流。由南至北，大运河沟通

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

途径了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浙江六

省市，全长1794千米，历2500余年，现在还

能通航的里程仍有 1100 多公里。在中国

的版图上，它南北走向，与长城组成一个遒

劲的“人”字，横跨在这 960 万平方公里的

国土上，可谓蔚为壮观，叹为观止。据说，

这两项中国人民用双手和智慧创造的人类

奇迹、伟大工程，突显了中国人的两大精神

体系：一是长城的“守”的思想，即被后人称

为“墨守成规”的墨家思想。第二个就是运

河的开放、包容、交融、汇通的精神体系。

运河作为中国唯一一条南北走向的大动

脉，其对中国经贸、政治、民族繁荣、南北

文 化 的 交 会 ，起 着 极 其 重 要 的 枢 纽 作

用。可谓是中华巨工、人间奇伟，所聚东

方之极美、世人之眼球，空前，繁华。它

是中华民族与全人类共有的文化遗产。

它承载中华文明发展史的同时，也凸显

着世界文明的变迁。

淮安坐落在一片大平原上，照说一马

平川的地方是平淡无奇的，在这样的平淡

之处不会是人烟辐凑、人文荟萃的，但有

了这条大运河就不一样了。历几个朝代、

越上千年，京杭大运河都是南北交通大动

脉。几个朝代建都于北方，尤其是自元代

以来都建都于北京，各代都要从富庶的江

南输来稻粱。那时没有纵贯南北的铁路，

全靠大运河运输，这就在运河的重要地段

形成了经济发达、人文昌盛的诸多城市。

淮安的兴盛与运河息息相关。淮安是大

运河的关键地段，史称“南北襟喉，江淮要

冲”，黄、淮、沂、沭、颍、涡、濉、泗、汴、洪泽

湖等河流、湖泊交汇于此。可以说运河的

盛衰和淮安的发展息息相关。从公元前

486 年吴王夫差开凿邗沟开始，运河就和

淮安相伴相生。2500 年的大运河发展史、

封建社会赋予大运河的独特职能和地位、

淮安独特的地理位置，给淮安留下了极其

丰富的运河遗产。淮安历史上的鼎盛时

期是运河给予的，曾经因为其在黄、淮、运

河道治理、漕船制造、淮北盐集散、漕粮运

输、粮食储备等方面的显赫地位而成为运

河沿线与杭州、苏州、扬州并称的四大名

都之一，这奠定了淮安运河之都的地位。

运河孕育了淮安一代又一代人民，留下了

一段又一段华美的历史篇章。

淮安最有名的还是淮扬菜，有歌赋：

雏牛之腴，菜以笋蒲。楚苗之食，安胡之

饭。秋黄之苏，白露之茹。兰英之酒，酌

以涤口。小饭大啜，如汤沃雪，此亦天下

之至美也……淮安作为历代郡、州、路、府

的治所，紧依其旁的河下古镇自然是官宦

钦差、文人学士、商贾游客的集聚之地，这

就大大地刺激了它的饮食文化。因此，

这 里 形 成 了 具 有 地 方 特 色 的 菜 点 、菜

肴。文楼汤包是举世仅有的绝妙点心，

做工复杂、面皮削薄、透明嫩活、汤味鲜

美。有民谣曰：“桂花飘香菊花黄，文楼

汤包人争尝，皮薄蟹鲜馅味美，入喉顿觉

身心爽。”曾获得巴拿马国际博览会金奖

的河下岳家茶馓，产生于清代咸丰五年

（1855 年），一直流传至今。茶馓是用上

白精面发酵后，加入盐水、白糖等配料，

先揪成面条用菜油相拌盘入盆中，然后再

拉成线一样的细丝，可绕成梳子形、菊花

形、扇子形等式样，放入麻油锅中泡炸而

成，质地酥脆、味道香美、色泽嫩黄。淮安

人能烹制出上百成千道淮扬菜，高明的厨

师用长鱼做出 108 道鱼宴。加上淮安古

河酒业推出的“百年漕运”浓香型白酒，

使淮扬菜锦上添花。

淮安因运河而生，运河因淮安而显

妙曼。枕河而居，淮安就像一壶清茶，水

云缭绕，芬芳至今。一切金戈铁马、鼓角

铮鸣消融在兵仙韩信的韬略之中；无论

是天宫地府还是西天龙宫，在文学大师

吴承恩演出的西游中都惟妙惟肖地直抒

现实人间。运河水川流不息，它留给我

们的绝不仅仅是繁荣，更多的是对前驱

者的崇敬和时不我待的紧迫感。走近古

运河，解读历史，感受文化的浩瀚与沧

桑，总有一种沉重而又悠远的历史情结，

萦绕心头，挥之不去。

上图为江苏美术家协会理事、常州美协副主席丁德

元（右），中图为福建省书法家协会常务理事方文达

（右），下图为无锡画院专业画家、国家一级美术师顾青

蛟在玉祁酒业新春联谊会上展示现场作画的作品。

淮安府署

中国漕运博物馆

千 年 古 城 孕 辉 煌
———淮安运河建设印象—淮安运河建设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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