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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彝族酒文化是中国酒文化中的一个组成部分，通过对凉山彝族酿酒工艺的考察，发现彝族人的

酿酒技术是科学的，酿造的酒的确是绿色酒，但酒曲的质量比较差，酒产率很低。因此，许多地方还有待于进

一步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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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述

!# ! 彝族人口及分布情况

中国的彝族主要分布在四川、云南、广西、贵州

等地。四川的彝族主要分布在凉山彝族自治州、攀

枝花和乐山市的马边县和俄边县。凉山彝族自治州

的彝族人口 !/" 万 （"&&$ 年统计数据），遍布凉山州

!+ 个县市。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由于历史和自然环

境的原因，凉山地区与外界之间的联系甚少，还处于

一个封闭或半封闭的状态。也正是由于历史和地域

的原因，形成了“圣乍”、“所地”、“日诺”三个大的土

语区。因物产等方面的原因，三个土语区的饮食习

俗不尽相同，但也是大同小异。

彝族的宗教还处于原始宗教的状态，还没有形

成一个完整的宗教体系；一些萌芽状态的宗教思想

隐约地在规范着人们的行为，虽然使社会相对和谐

稳定，但对科学技术的进步产生着一些不利的影

响。

!# " 彝族人的生活与酒

彝族人嗜酒2 由来已久，并已经成了独特的酒文

化。在彝人的政经文化、生活、生产、宗教中，无处没

有酒。彝族人视酒为天下食品之首，以酒为大，无酒

不成礼，无酒不成席。汉人贵在茶，彝人贵在酒。彝

族人的生活中酒是一种很重要的饮料。婚丧嫁娶、

喜庆节日、招待宾客、磋商议事、调解纠纷处处以酒

为首，走亲访友更是可不带其它礼物，却不能不带

酒。有酒时想到老人是孝，有酒时想到小孩是爱，有

酒时想到朋友是情。彝族的谚语说“一个人等价于一

匹马，一匹马等价于一碗酒”，在处理人与人的纠纷

中酒是一种很好的“润滑剂”。

同时酒也是一种很重要的祭祀品，比如 “献祭

酒”这种很普遍也很重要的的仪式是这样做的：倒

!& 3 "& 毫升酒在一个小碗中，用蒿草叶蘸取洒向四

方，口念敬酒词2 据说这样可以驱邪、避灾、得到保

佑。好长时间没有回老家了，回到家中的第一件事就

是到爷爷奶奶的故居去 “献祭酒”，求得爷爷奶奶的

保佑，如果忘了，可能你会发高烧或头疼。在我的记

忆中不只一次的忘过，也不只一次的发过高烧，治疗

的方法也是 “献祭酒”，献完即好，这点的确令人费

解。有的人家还专门准备一点酒，有客人来时如果没

有带酒的话，用家备的这点酒做“献祭酒”，避免客人

生病；不过这些酒也是可以用来招待客人的。修房屋

需要破土动工时，首先要 “献祭酒”以求得土地神的

保佑，这样才能修得将来住着使人吉祥如意的房屋；

到森林里去伐木，还是先要“献祭酒”，以求得森林神

的保佑，这样才能顺利吉祥等等。

喝了拜年酒或者小孩第一次到外公外婆家时所

带的酒，或多或少都要给拜年者或小孩一点钱物，以

示吉祥。

传说彝族人酿酒的始祖是色色帕尔和迪莫阿

支，彝族古诗《酒谱》中叙述了他们爬山涉水、历尽艰

辛采来十六种草药合练，最终酿出上乘美酒的过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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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山彝族 “圣乍”、“所地”、“依诺”三个土语区，

每个土语区的彝族都会制烧酒。在圣乍土语区，越

西县和甘洛县的彝族人还擅长制作 “杆杆酒”；在依

诺土语区，美姑县的彝族人擅长制作 “泡水酒”。从

对凉山彝区制酒工艺的考察，发现凉山彝族地区的

制酒工艺是普及的也是比较先进的，所产的酒是绿

色饮料，但产酒率都不高，究其原因是因为制作酒曲

的技术不先进，酒曲的质量普遍不好所至。

# 酒曲的制作

如果到彝族民间去询问有关酒曲的制作方法，

目前已很少有人能明确地告诉你。据笔者多方考察

了解，在凉山彝族地区，酒曲的制作行业是一个 “暴

利”行业，它的成本很低，制作很简单，卖价却比较

高。但因为酒曲的消量有限，从事酒曲制作行业是

不可能使人发财的。在彝族地区，由于这个行业一

般都是由无儿无女的孤寡老人来从事的，其收入仅

够让这些孤寡老人安度晚年。在年青人和中年人

中，因为怕成为无儿无女的孤寡之人，所以谁都不愿

去学这种手艺，只有真正成了孤寡老人后才会去学，

去从事这个行业。正因为这个原因，酒曲的制作工

艺就得不到发展，酒曲的质量也就得不到提高，从而

影响到了酒的质量和产率，这也就制约了整个彝族

制酒业的进一步发展。

彝族制酒曲的原料主要是荞麦的根和荞粉等，

另外还要少量的干酒曲粉作引子。目前，彝族的先

民们是如何得到最早的引子的，这就不得而知了。

$ 常见酒的制作

$% " 烧酒的制作

烧酒也叫白酒或烤酒，是“烤”出来的，所谓“烤”

酒就是将制好的醅进行水蒸气蒸馏，馏分就成了烧

酒。

烧酒、杆杆酒和泡水酒的醅，制作工艺都大致相

同。古老的做法基本上都用玉米、荞麦、大麦、小麦、谷

子等作原料。用玉米时，先需要将玉米粗磨，将一颗玉

米子磨成 # & ’ 个颗粒使用，其它的原料都可直接使

用。将原料煮熟后滤出，洒一些凉水使煮熟的原料冷

却至室温后，洒上酒曲，盖上被子保温发酵二至三天，

再翻到坛子里保存半年至一年得醅。现在为了提高酒

率，都是把原料磨成粉后加水蒸熟。

最古老的“烤”酒方法是：将一口大锅上灶盛水，

锅上放酒甑，酒甑内放置竹编的蒸格，蒸格上放一小

沙锅，将醅置于这个沙锅的周围；甑的上面放一个铁

锅，铁锅中放满冷水进行冷凝；用柴火加热，进行蒸

馏，酒就被蒸馏到小沙锅中。估计沙锅里的酒满了就

取出沙锅，将酒到入其它容器后又将沙锅放回甑内，

如此反复。“烤”酒的火不能太大。在彝族社会中，

“烤”酒是妇女的事，因这种工艺的工作量很大，需要

几个妇女共同协作。因需要密封的地方都是用布料

密封，酒气渗漏比较严重；在取沙锅的操作中也会损

失不少的酒气，因此出酒率不是很高。稍微先进一点

的 “烤”酒方法是将上述装置进行了一些改进，用木

制的酒漏取代小沙锅，在甑子的中部开一个小孔，放

入一跟木管，木管和里面的酒漏相连，用柴火加热蒸

馏时，酒能自行流出甑子。改进后的装置，制酒人员

的工作量要小得多，酒气的浪费也少得多。

$% # 杆杆酒和泡水酒的制作

向存有醅的坛子中加入山上的泉水，泡上五六

个小时后，向醅中插入一跟竹管就能吮出酒，这就是

所谓的杆杆酒。越西、甘洛一带的彝族先民均有吮饮

这种杆杆酒的嗜好。插入坛子中的竹管有一定的长

度，也可以弯曲，因此可以将坛子里面的酒虹吸出

来。杆杆酒的醅中往往还加了高粱，这样的杆杆酒的

味道更好。在食用时，可以不断的向坛子里加水，不

断的吮酒，只是到了最后，酒的浓度往往都很低了。

在该地区，在火把节时，家家户户都要拿出自己酿制

的杆杆酒；婚庆、大型的宴请或者大型的祭祀活动中

也需要杆杆酒。

制醅时将醅翻入下方开有一个小孔的木通中封

存，食用的时候也是加入山上的泉水，泡上五六个小

时后，将木桶的小孔打开，让酒流出，这就是泡水

酒。泡水酒的制作主要是在凉山的美姑等县。在该地

区，彝族年、婚庆、大型的宴请或者大型的祭祀活动

中就需要泡水酒。

$% $ 醪糟的制作

在凉山彝族地区，醪糟分为玉米醪糟、糯米醪

糟、米醪糟和燕麦醪糟等。玉米醪糟的制作是先将玉

米磨成粉，然后将玉米粉做成玉米饭，蒸熟后冷却至

$()左右，洒上酒曲，盖上布料保温发酵二至三天，

即可得玉米醪糟。这是普通的醪糟。做得好的醪糟是

很甜的，可以直接食用，也可将其翻到坛子里保存，

随着保存时间的延长，醪糟中的酒精度数越来越高，

而甜度将越来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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糯米醪糟和米醪糟的制作工艺与玉米醪糟的制

作工艺大致相同，也是先将糯米饭或米饭蒸熟，然后

凉干并冷却至室温，洒上酒曲，盖上布料保温发酵二

至三天，就可得糯米醪糟或米醪糟。这是中等档次

的醪糟。这种醪糟也可将其翻到坛子里保存。

燕麦醪糟的制作也是先将燕麦煮熟后，凉干并

冷却至室温，洒上酒曲，盖上布料保温发酵两、三天，

就可得燕麦醪糟。这是高档醪糟。也是可直接食用或

将其翻到坛子里进行保存。

彝族的酒文化是中国酒文化的一个部分，彝族

酒文化在构建和谐社会中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彝族

的酿酒技术是科学的，酿造的酒的确是绿色的，但因

酒曲质量不高，制作工艺滞后，因而产酒率很低，整

个酿造的技术和工艺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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