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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的家乡永远的江口醇
(代序)

歌怒光

家乡如微风

抖落出无限的情结
家乡如灯火

摇曳着依稀的记忆

走近内心。走近家乡

心中盛放的夜雨秋池

溢出一个清晰的记忆
——江口醇

又寸于巴中市平昌人民来说．家乡就是酒．就是江口醇。家
乡的江口醇以其鲜明的个性和丰厚的文化底蕴深受消费者膏

睐。她传承文明．抒发友谊．激发兴致．成为全县乃至全市人民

的自豪与骄傲。有了家乡人民的呵护和关爱．江口醇一路高歌

猛进．成为贫困地区工业的一面旗帜．为家乡人民赢得了众多
荣誉．成为川东北唯一一家“中华老字号一工业企业。江口醇
诚信、开明、包容的形象和思想成为家乡新形象的代表．江口

醇的大气与精美也为田内同业所称赞．江口醇文化所孕育出
的诸葛酿，马六甲、布衣江口等品牌．引领誓中田白酒文化的

另类风骚．成为出口创汇的新军。

江口醇这朵川酒奇葩．因为有了家乡人民的浇灌．才-B：放

的如此鲜艳：巴山深处的家乡．也因江口醇而名扬海外。无论

走到哪里．江口醇将永远记誓我们的家乡．我们的家乡将永远
为我们的江口醇而骄傲。

永远的家乡．永远的江口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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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1．本志系以图助文．直观地展现江口醇集团的历史传统、

发展现状和所具特色。 ．

2．本志上限为1879年．下限为2005年。对平昌酿酒历史

的追述，适当上溯至春秋战困时代．以考其渊源。

3．本志结构为篇章体。全志设历史，发展、产品，公益、人

物．文化六篇．另页排版：下设条目．以【】表示．楷体文字。

4．官职，纪年、地名、货币，度■衡计■单位等称谓．均按
“中田地方志指导小组关于地方志编纂工作的规定修使用。

5．本志以宣传为主．不便宣传的内容．未编入本志：人物

仅收录历任法人代表或主要领导人、全围“五一劳动奖章”获

得者和年销售5000万元以上的片区总经销商：重要文献纳入

“文化篇”，以条目标识。

6．本志逾越“志书体例”和文体“规范的语体文一之规定．
有破“忌偏尚辞”之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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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篇

【删泺l

巍巍巴山．自古就与美酒

联系在一起。巴人苦酿，苦饮

黄酒，有史可考．有文可直．有
物可证。

《华阳田志·蜀志"戢：秦

昭王时，巴子田白虎为害．秦、

蜀，巴，汉患之。秦王乃置募田
中：育能杀虎者．“邑万家．金
帛称之”。是夷朐忍等辈乃作
白竹笋于高楼上．射，虎哦恚，
尽搏杀之．大吼而死。为长期
抵御兽害，繁衍生患．在生产

生活实践中，巴人研制出了一
种既能舒筋活皿、强筋壮胆．

叉能除困解乏、提神颤劲的饮
品——米酒。“南山峡峡西有巴

乡村．蔷5＆酒，故俗称巴乡村
酒也”。之后．秦昭王与巴-3-圈

劐石为盟“秦犯夷(巴族的一

支．古称板檐蛮)．输黄龙一
双：夷犯秦．输清酒一钟一．夷

人安之。这个故事在另一史书
K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和

北魏郦遵元的地理巨着《水经

注”中亦有类似记氧。秦愿用
一对最征王权皇位的“黄金锦
成的龙■与巴人一钟“清酒”
交换．足见“清酒”自古已负盛

名!

近期考古工作者认为．当
时的巴渝地区酿酒作坊*旺

端荣．普谛使用了酒曲制作的

“复式发酵”工艺技术．足以推

断巴人所酿之巴酒是历史悠

久的琼浆玉液．十分名赛。

醚娶嶙胃由E·0■』喳■玉。∑!生!一

3

墼
．肇盯王与巴手旧引州辱玲盟

丙文阜o}施



讧口醇志

江口醇原产地

平昌县江口镇，地处

大巴山系南麓，正是
古巴子田的腹心地

带和汉JIl 85通的必
经之地。汉JIl古遒北

起陕西汉中，向北直

通长安、戚阳．向南
经壁州(通江)至平

州(江口场)．取巴

河．渠江水路达通州
(达州)．南抵涪州

(重庆)，是唐代以前连接西南湖广最便捷、最繁华的交通要道之一。
晋武帝太糜元年(公元280年)在江口■平州(周)县：隋开皇九年
(589年)，更名为“归仁县一：历经更迭．1948年从巴中、达县和通江

分别划出一部分．设立“平昌县”，县治所设在江口场：1949年12月

县境解放．翌年2月成立平昌县人民政府。境内北高南低．淘壑纵
横．屋峦叠嶂．通江、巴河(南江)汇于江口．汤汤南下．注入嘉寝．溪
流漂碧．水运发达。气候温和湿润，光照适宜．土地肥沃．盛产水稻、
小麦、玉米，高粱等农作物，这正是酿酒的上熏原料。祖先的“复式发

酵咱良酒技艺．在水美粮丰的条件下得以流传至今。

二十世纪三+年代初的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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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々

相传．三田时．蜀军中川兵毫饮浓香

酒．黔兵喜饮翟香酒。诸葛壳招集川黔酿

酒技师拟“浓头盗尾”之方．满足了士兵
的不同喜好。其酿酒秘籍至今尚保留在
汉川和米仓古道民间。

史虢．东汉末年．群雄逐鹿．刘备在

话风坡前箱失军师庞统．被困涪关．蜀汉

虎将张飞奉命自荆州发兵救主。他溯汉

江而上，径取汉川古道八蜀，攻取巴部
(今巴中)。但见巴郡四门九寨．深沟高
垒．驻巴老将严颜[建安十六年f套元211

年)任巴部太守】调兵谴将．坚守不出．张

飞难以接近．搦战数日无果。张飞听从王
平之计．退兵八十里．在平州(今平昌)青

云场一带安营扎阵．且以杀猪卖肉、酒醉

平州，假以替身．辟路攻城为计．夜袭巴

州．智擒严颜老将．夺得巴郡．演绎了张

飞“醉服严颜”的历史佳话。正所t胃“生擒
严彦勇绝伦．惟凭义气服军民。至今庙貌

留巴蜀，社酒鸡豚日日看”。之后．平州酒

被张飞作为犒师用酒，备受关羽、张飞、

赵云、马超．黄忠五虎上将青睬。后人为
丧尊崇．将张飞驻扎之地取名为斗阵村．

遗迹至今依拂可辨。 聪．嚷蜊爱爨．j

袖錾1j龟cw智墒
产蕊甄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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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n功出难知底，

险韵诗成更显才。
所憾不知能饮否，

相连强斗几千杯’

唐初巾帼樊梨花．乃西凉嗣寒江关守将樊洪之女。因～德高望重

之神预言此女带着怨气出生．将酿成杀兄弑父、毁家灭团大祸。樊洪遂

将其丢^大海．不想被一位道人救起．此道人就是梨山老毋。樊梨花即
随梨山老毋于梨山(今仪陇县立山镇)悟道．练就一身移山倒海，天下

无双的幻术绝技。樊梨花18岁那年，其父安排梨花与西凉太将军杨藩
成婚。但渴求自由婚恋的梨花因不满这场政治权势婚姻．毅然出走，
往找师傅梨山圣毋。圣母却劝她回去顺应天命，将遇夙世姻缘，并可

感．并己订下终身。梨花

心有不甘．遂向程咬金埋

手。咬金觉得武艺高强的
梨花嫁^薛家、归顺大唐是件大好事．将事情嗣至大唐皇帝处．结果

皇帝下旨今丁山与梨花完婚。丁山无奈，只好屈服圣旨。但丁山竟设

法挑剔梨花．今其知难而退。梨花点也不气馁．更用心学习中原礼

仪。待到经梨花倾力相助．替薛家对抗番兵攻打辽国受伤．慢慢被薛家
所接受时．陈金定却从中挑拨．制造二人间重大误台．令丁山及众人

迁恐梨花。梨花愤然离开薛蒙。

后来，西凉国派人行弑大唐皇帝未遂．引发更大战争。但西凉国

力己够强大．薛丁山久攻不下。未几+发现原来误含了梨花的薛丁

山．择汉川古逼南下梨山．以平州清酒为礼．三请潜^梨山老母处的
樊梨花西征。梨花终被丁山真情所动．丈破白虎关，并游说翼父兄归

顺大唐．樊洪顺应彤势．停息了战争，与六唐议和。其义举也成就了

癸梨花与薛丁山蜂火奇遇的旷古传奇姻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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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回望绣成堆，
山顶千门次第开。

一骑红尘妃子笑，
_屯^击口是荔枝采。

——杜牧(‘i丑华清官*
绝代美人杨贵妃喜食荔枝。唐

明皇为满足其嗜好，不惜劳民伤

财．取汉川古道．自涪州，经通州
(达州)．平州(平昌江口)、壁州至

汉中达长安，昼夜风雨兼程递驮荔
枝．此乃史书所载的“荔枝道”。相

传，一目．马队经过归仁(古平州．

今平昌江口)一带时．望望前路即
为崇山峻岭．蜿蜒盘旋．时置傍晚．

不觉人困马乏．疲惫不堪。但见路

旁幺店依稀横出一面旗幡迎风招
展，上书“绮楼春■一拔人马不约

而同地“试倾一杯重碧色，快剥干

颗轻红肌”．美酒就着荔枝．好不爽
，陕了一宵!井带上“绮楼春”酒念念
上了路。待到下站匆忙移交．忘记

取出夹^荔枝中的“缔楼者”酒。该

批荔枝送人宫中．太监验鳙时发现

一包裹异样．立马禀报。皇上龙颜
大怒，命三日内查清原委，否则沿

途驮夫一一治罪。忽有官员三拜九

贵妃醉酒f痒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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叩谏道：现荔枝无损无减．仅

多出物．想必为驮运疏忽
所致，打开再论．为时不晚。

遂命打开包裹．乃一瓦罐．
侧阳文书“绮楼暑”．另侧阴刻

题诗一首“神曲清浊酒，牡丹
深浅花。少年，歙相谈，此乐何

可涯匕原来是酒!开坛细观．

芳香四溢。翌日．掌管荔枝托
运的官员将驮队经过归仁(古

平州)之况如实禀报．并称“绮
楼春”产于武皇曾生活过8年

的壁州、平州一带．驮夫着迷
于已久负盛名的巴地清酒，忘

乎所以．别无他意。皇上遂转
怒为毫，命歌舞以乐。那姆I
裳*、蚵a衣》之曲响起．念奴伴
着赛妃婀娜箍姿．母明皇陶醉

不已．早把治罪之事忘在脑

后。驮夫侥幸免除劳役之灾。

后人特在故事发生地设荔枝

乡．以示纪念。

之后．因为荔枝与“绮楼
春”之故．汉川古道竟先后迎

来了唐明皇、唐倡宗两代天

子丧家失围奔蜀避乱芘辇的

轰鸣．也演绎了“赛妃醉酒”

和“宛转峨眉马前死”的离奇
故事。壁州剌史郑凝缋还在

这里迎养了以疾辞任避祸的

他的父亲一唐莱宰相郑畋。
站在巴河岸边．捡起一片

d、小的竹叶放于水中．看它
顺流而下．跨越时空界限，想

想looo多年前这里繁华的人

文景况，不得不为后来都城

南徙东迁．“倚楼春”伴着“荔
枝古道”辈受冷落而扼腕叹

息。



古今中外的杂剧《西厢

记*的元稹。元和十年(815年)．他出为通州(今达州)司马。在赴任选

中和通州为官期间．与白居易等遥相酬唱，诗作甚多．史称“元白竹。
其闻．作有缡酒十章》和“先醉*、弼虫醉"等“醉”诗十三首，其他与酒
相关的诗作更是不计其数。饮酒想起诗．赋诗想起酒．酒中有诗．诗
中有酒．活脱出了元稹与巴山涓滔的不解之缘。

自魏晋至唐朝．是一个诗与酒的时代．也是一代读书人“十分酒
兴诗肠，难禁冷落秋光”的时代。时代适就了一批纵酒放达．卓然不
羁的文人雅±．他们“或取诸怀抱．悟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

形骸之外”．成就了“竹林七贤”和“饮中／＼仙”的千古佳话。悠久的巴
山清酒“绮楼春”．有幸参加了这场横贯古今中外的文化大餐。

莎 藏
箩、翱 ’ ． ￡

”：u毒盎妫■＼、，

够‘麓

人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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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后，都城南徙东迁．汉川古道从此)肖逝了莘莘学子赴京赶考的

忙碌身影．受没了达官显贵的喧嚣车马．却鬼使神差迎来了另一位

皇帝韵身影。嫡江县志*载“西御诃‘诺水河．语河上游)以明建文帝
屑此．故名御河”。，“西乡胜迹录”载。“明建又帝人蜀．禅师(御史程

济)相随．圆积于此。”据《四J|通志"、“明末纪事率纪"载．建文四年
(1 t02年)．建文帝捐父磊王朱棣以“清君侧”的旗号出兵“靖难”．意

任谋夺侄子江山。皇城金陵失陷．皇宫起火．建文帝改扮僧入从密道

“走．先避难云墨高原，后赴蜀中奔邻水寻访天官植景成．以图复国

再起。后转辗大巴山．沼汉JI古道至平洲金龙台(平昌望京乡境内)
隐居。“窑落西南四十私．萧萧白发已曲头。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汉无

情水自流。长乐宫中云气敞朝元阎上雨声收。新蒲细柳年年绿．野

老吞声哭来怵”“风尘 夕忽南侵，天命潜穆四海心。风隐江湖红日

远．龙潜中峰碧云深 紫微有曼昆还擞．玉漏无声水目沉。遥想禁城

≥{；趸月．六宫犹望翠华临”。琏辗流落江湖多年的建文帝虽安于平淡
的当q母圊生活．但透过字里{亏间．我{1]分明感到他以酒为伴、借酒

浇愁，眷恋昔臼星宫生活的苦恼’

f}i{t¨¨{捧．t4J}“‘～t}}譬一‘“．tt．；；lA¨'．4ff．皇h棒“^E^口“¨‘tf。．r☆0n^^}¨■^}“t{tt；^H，¨uⅢlti¨t‘々d女wr
‘m}o“*}十}，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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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清初．宫廷王室视酒为有害之物．康熙、雍正、乾隆三朝
直严询禁酒．列烤酒．贩酒者绳之以法。此时，各地拿获的烧锅、茸

酒，制盐等大宗违禁案中．发案地多在直隶、湖广、江浙等产酒地区。

当时四川“山高皇帝远”．是禁谕执行薄弱之地．直隶、湖广．江浙酒
师纷纷移居四川．利用得天独厚的人文和自然条件继续酿酒。加之

自康熙二+六年(公元1687年)以来．严厉推行的禁酒政策已失去翼

有效性．地方官员有意弱化朝廷禁酒政策．收取“规费”以增加地方

收^．四川酒业因之获得+分宽松的生产、销售和发展环境。
乾隆三十三(公元1768)年．一原籍湖北的唐姓穆民．擅长制酒．

^川定居江口后．利用人少粮丰优势．重擦旧业．从农户手中买来大

■大米、高粱等．以之为原料，精心酿造出一种比米酒更香更来劲的
小酢“烧酒”，名日“酊缸酒”。此酒很快被百姓接受．且供不应求．声
名太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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