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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雁门今日雁门
雁门峰峙关雄，历史

大人物舒卷云雨书写历
史；南口堡巍酒香，酿酒
之 英 雄 凝 收 天 露 幸 福
天地。

经过近 3 年的苦战、
鏖战、决战，一座拥有现
代化生产能力的古式酒堡终于建成并于近期投入运
营，是山西省级专业特色小镇建设又迈出的关键一
步。酒堡要以龙头酒企的标杆风范崛起在祖国的北
方，带动代州黄酒及整个北方黄酒产业，创新老产
业，形成新业态，完成时代赋予他们的历史重任——
乡村振兴！

酒堡人，自感责任重大，任务艰巨，需要强大的
思想武器和源源不断的思想动力。他们从管理决策
层到一线职工，从宣传接待人员到后勤保障人员都
静下心来，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视察山西时
的系列讲话指示精神，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新质生产力和高质量发展的指示精神，特别是认真
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期对旅游工作作出的重要指
示精神，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加快建设旅游强国，推
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他们认识到旅游业
的三重特性：新兴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具有显著时代
特征的民生产业和具有显著时代特征的幸福产业，
一致认为要做好代州黄酒实业，形成一个新的老黄
酒业态，向着幸福产业的宏伟目标砥砺奋进！

一
雁门王酒堡，顾名思义，就是一座生产销售代州

黄酒的基地式城堡。此外，我们不能忘记酒堡所在
之地南口是长城雁门关段众多堡口中的重要组成部
分，它有着挖不完的历史文化富矿，讲不完的人类进
步故事，吃不完的流传数千年之美食，永不断流的世
界三大名酒之一——中国黄酒系列代州黄酒。

酒堡坐落在勾注山脉的深沟口，沟内是中华第
一关雁门关。雁门关是黄土高原与蒙古高原结合带
上的一座大门，它串起了中原农耕民族与关外游牧
民族碰撞、交流、融合的大历史，承载了从陉到塞、从
塞到关、从关到5A旅游景区的历史演变。“雁门关外
野人家”要游牧，关内人家要农耕种桑麻，两种经济
模式通过陉、塞、关等形式开展了互补互助，共同发
展进步，走到今天——长城内外是同根同源的历史
脉络和历史发展架构。所以，在酒堡建设之初，决策
者和管理者又赋予其另一种担当，即雁门关5A景区
南口游客集散中心，将酒堡置于山西大旅游的格局
当中，与世界文化遗产五台山、云冈石窟及数千年的
晋阳古城牵手共赢。

一座酒堡肩负两个时代担当，哪一个时代担当
都不轻松。第一个担当是数千年老酒的数十个品种
中守正创新出最具时代消费特征的黄酒新品种，形
成新业态走进国际国内市场循环大格局中。第二个
担当是把雁门关隘文化、长城文化和民族融合文化、
英雄文化、古酒文化与文明互鉴共同发展相融合，向
着新兴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具有时代特征的民生产
业，特别是幸福产业砥砺奋进，高质量高品位的酒和
幸福生活指数紧密相连。俗语说：“无酒不成宴”，就
是对酒和生活质量的高度概括和总结。

酒堡投产运营后，业主必须面对并且亟待解决
的一个重要问题：年产10万吨的代州老黄酒如何进
入国内已经形成的销售大格局中，如何集纳和遣散
进入酒堡游客中心的游客，并逐渐升级扩容，由数十
万、数百万客流量提升至数十亿、数百亿乃至千亿
级。在传统的理念中，代州老黄酒的产销量是产业
经济问题，游客集散中心的客流量是旅游经济问题，
两者虽有一定的联系，但是并不紧密，基本上是各唱
各的调，各走各的路。在文旅深度融合、担负新时代
文化使命的今天，代州老黄酒的销售递增、游客中心
的扩容升级就成为一个问题。因为广大游客需要长
城文化、关塞文化、英雄文化、老黄酒文化高度融合
后产出的具有时代特色的公共文化产品，需要在雁
门关“重峰叠翠云聚霞飞”的特定地域环境中，品着
黄酒望着星空体验冷硬的朔风；在苍凉的音乐奔放
的胡旋舞中，走进文化交融的高远境界；在大口吃肉
大碗喝酒的古代帐篷中，感悟历史人物的博大胸怀，
最终挺起炎黄子孙的脊梁，增强长城文化的自信，增
强做中国人的底气和骨气，把自己投身到中国式现
代化建设中。

做成一款极具人文地域特色的公共文化产品，
不仅需要长城文化、关塞文化、英雄文化、代州黄酒

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还需要给产品
设计一条文化演绎过程。把一款公共文化产品设
计成一个文化演绎过程，并进入游客的五官或融入
游客的思维活动和文化认同中，这句话看似平常简
单，实则要求极高、难度很大，高到要去一万年文化
史中去研究，难到需进百万年人类史去考古，而五
千年文明史则成为一座研究创新的平台。而这个
文化演绎过程，即雁门王酒堡中提供的公共旅游文
化产品则成为了雁门关长城文化、关隘城堡文化、
边贸文化和丝路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的“路由器”“放大器”和“量子纠缠”。

雁门王酒堡的这款公共文化产品中蕴含着什
么样的文化历程呢？2020 年 5 月 11 日，习近平总
书记在视察山西时强调，发展旅游要以保护为前
提，不能过度商业化，让旅游成为人们感悟中华文
化、增强文化自信的过程。这就是说，当游客大众
进入景点、享用公共文化产品，以心走进文化演绎
过程中，学习中华文化的精髓，感悟中华文化的精
华，学习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经验，学习历史人物在
历史大潮中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坚定文化自信，
增强做中国人的底气和骨气。当游客享用这款公
共文化产品时，就走进了构建多民族统一国家这条
历史廊道，感受到“长城内外是一家”“民族兄弟都
不错”的浓厚历史文化氛围，认识到“和婚通婚”“边
贸榷场”“物流通关”“酒润人间”“酒化习俗不同”

“酒促文化认同”的重大历史价值。目前，大型诗舞
剧《天下归心》和博物馆黄酒专题展陈已做了破题
性工作，仍有待于进一步深化，突破性的守正创新，
搞出一两点创造性转化、创造性发展的实例或文化
发展节点。酒堡中会有文化演绎过程，或者说是旅
游过程的公共文化产品，虽然破题了，但工作平台
仍是几十年前的老平台，最新的文化建设成果、考
古科研成果、文明探索成果基本没有被吸收和
采纳。

二
从生产代州老黄酒这个角度讲，酿造出高质量

高产量的黄酒是酒堡的主业。如果从雁门关南口
游客集散中心、酒业销售环节来讲，发展旅游业也
是酒堡的主业，因为酒堡所做的就是民生产业、幸
福产业，而这两大产业具有显著时代特征，是当代
旅游服务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时代的旅游，已
经成为社会大众美好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或重要
内容。

酒堡人酿好酒，酒堡人抓旅游，要把二者纳入
民生产业、幸福产业的同时，更要对酒业和旅游业
进行深度融合，把广大游客看成酒业的销售大军，
把旅游市场看成代州黄酒的销售市场。今年 5 月
17日全国旅游发展大会在北京召开，中央政治局委
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在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
的重要指示：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体系，加快建设旅
游强国，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改革开
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旅游发展步入了快
车道，在市场格局方面呈现出三大特点：一是全球
最大国内市场，二是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地，三是国
际游客主要目的地。当代州黄酒以及黄酒小镇其
他酒类产品与旅游市场实现融合的时候，代县乡村
振兴及民生产业、幸福产业将跃上新台阶，代州黄
酒文化、雁门长城文化、雁门丝路文化将实现创造
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我们要站在全面提升保护、传承、利用水平的
新高度，研究挖掘代州黄酒文化、雁门长城文化，使
得两种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在酒堡实现创造性转化
和创新性发展。酒堡要担负起全面提升文物保护
利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时代重任，给酒堡酒业
的高质量发展提供软实力匹配和文化支撑。这门
功课看起来是学者做的虚事，但渗透在实实在在的
产品中，这就是难点；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费时
间，这又是一个时效点。建设高质量发展的酒堡和
酒业，这两点都绕不过。

雁门长城文化、代州黄酒文化是高质量发展酒
堡的底色，高质量发展的酒堡又锻造出代州黄酒文

化的“现代成色”，高质
量发展的酒堡在现代
黄酒产业创新发展中，
推动了雁门长城文化、
代州黄酒文化的创造
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酒堡人在做保护
利用的功课时，要纵身一跃跳到两个世界级平台上，
才能胸怀代州黄酒产业，放眼世界消费潮流，认清自
身地位，比较准确地丈量出产业发展势头与时代消
费潮头的距离。酒堡人吸收丰富的黄酒文化滋养
后，才能有能力有底气应对现代酒业发展的困难与
机遇。

三
代州黄酒拥有世界三大古酒之一中国酒、世界

美酒产区代州黄酒及省级非遗三大身份，也是三个
高级别的发展平台，更是古老代州黄酒接受酒堡赋
能高质量发展现代化特征的三大契合点。这三大契
合点也是研发黄酒酒堡特质文创产品、酒类新产品，
实现现代代州黄酒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
三大创新爆发点和增长点。

俗话称：“南绍（绍兴）北代（代州），黄酒不赖。”
黄酒同为中华民族瑰宝，为老祖宗所创造，拥有五千
多年的发展史。“南绍”黄酒早已成功申报国家级非
遗，其代表性坊址——绍兴鉴湖酒作坊也于2019年
列入了中国第三批工业遗产保护名录。“北代”黄酒
生产的主要原料黍米（亦称黄米）获得了国家地理标
志产品，并于 2023 年由中国酒业协会授予代县“世
界美酒产区——代州黄酒区”。代州黄酒的产品质
量、工艺流程、酿造技术、历史发展、文化底蕴、农耕
文明，与绍兴黄酒同处在一个文化段位，同处在一个
高光点位。目前代县正在全力以赴，认真补课，做好
国家级、世界级相关名号的申报工作。

代州黄酒不仅拥有中国酒的共同文化底蕴和内
涵，还拥有自己的地域产品特征。20世纪80年代由
正黄芪创造的北芪黄酒，就是黄酒文化、中药文化、
保健文化、康养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黄酒、黄芪、
黄米是雁门关方圆数百里地区（包括大同市浑源县
一带）的地理标志产品，以“三黄”为显著特征的原
料，就是北芪黄酒走红的三种文化支撑和匹配。黄
酒可以入中药，作为中成药剂的药引子，这条文脉与
当前的幸福产业相遇相连，就是黄酒文化向康养文
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雁门王酒堡开创新
产业、形成新业态的一个发展方向。

北芪黄酒是代县国营酒厂生产的一款老酒，在
啤酒、葡萄酒等市场的冲击下，已停产下架近40年。
我们酒堡人完全有能力、有技术在这个广阔的药用
保健康养幸福新业态中大有作为，立足历史平台北
芪黄，守正创新幸福产业新领域。最近，笔者在湘西
凤凰拉毫村老苗区和老酿酒师共同商讨、研究、试验
出了保健康养黄酒，该款酒是色泽通黄，略显深酽，
口感颇好。当地民众都知道酿造黄酒的主料仍是糯
米，但加了个“富硒”的卖点，用独特工艺（不是勾兑）
酿出的黄酒为21度，含有23种氨基酸（普通黄酒18
种）；再按一定的比例浸泡28—30种当地中药材，药
酒的公式为：药 1、药 2...... 药 30。雁门关所在的勾
注山动植物及菌类众多，仅酒堡所在地南口村一带
的中药材就十分丰富，除《本草纲目》录入的代半夏、
代赭石外，还有地道的（业内称地理标志产品的叫
法）土龙骨、麻黄、远志、地骨皮（即枸杞根皮，上世纪
80年代曾生产过地骨啤酒）等，录入县志的多达300
余种。

山西中医院原副院长、主任医师冯明曾在省里
举办的黄酒论坛上公开一个观点：无酒不成药，药食
亦同源。他将传世的葛洪、张仲景、孙思邈所著医学
典籍中，以酒和合药方的个数，所总医方的百分比都
已统计出来。所以，我们重点强调一下，瞄准幸福产
业和民生产业两大目标，秉着“无酒不成药、药食亦
同源”这个文化精华理念，在代州黄酒、优质中药材
的广泛领域中，研究试验一番，一定大有作为。

四
这个建筑在雁门关南口的酒堡建筑群与企业主

导产业代州黄酒，我们可以把它们分开来研究，寻找
出各自与长城文化、丝路文化的契合点，分工合作，
携手同行，向新兴的幸福产业和民生产业挺进。笔
者提出以下几个契合点及产业挺进的方向：

一是酒堡与历史名人、历史大事件的契合，向幸
福产业进军。 （下转第四版）

向 前 ，向 前 ，向 前 ，朝 着 幸 福 产 业 砥 砺 奋 进
◆杨继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