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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印象·地理

萧县天门寺
王春柏

天门寺在萧县东南戴村，是皇藏峪国

家森林公园的一部分，属于历史遗产、省级

自然保护区和重点风景区。

天门寺约建于元至正年间（公元 1341

年）历经元、明、清各朝，均香火鼎盛。元至

正年间，禅僧静本等喜爱这里地幽深僻，开

山建寺，因为山东南之谷号天门，便给寺取

名：“天门寺”。

明宣德四年，知州杨秘重建，更名为

“天门禅院”。还有一种说法，公元425年，

南朝开国皇帝刘裕之子义隆在天门山兴建

寺院，因山坳两侧的山头是簸箕型延伸出

去，又像天公的两扇大门，得名天门山，因

寺院建于此处故称为天门寺。

天门寺周围有千年以上的古树，有些

古木树龄高达两千六百年以上。这里的

古树以青檀居多，造型怪异，其中怀中抱

子是一棵树心已经朽为空洞，仅靠皮干支

撑却依然枝叶茂盛的古树，在树洞里又长

出一棵小树，就像一个大人怀抱一个孩子

一样；树抱石是古树根顺岩石向下攀延，

经千百年生长后，一块或几块石头被树紧

紧缠绕在一起，已不可分离，再加上雨水

冲洗造成水土流失，使树根和石头都裸露

在地面上形成的独特景观，彰显了岁月的

沧桑与厚重！

传说，孔子也曾来到萧县讲学，听说天

门寺也来欣赏，一场大雨把他随身携带的

书打湿。天晴以后孔子就把书放到草丛上

晾晒，便有了“孔子晒书台”。

徽印象酒历经实践，还原“原生态、老字号”的地道工艺——徽密，其中，有很
多老祖宗传下来的许多独有的酿造技术——手工刨制、竹香入味，辅料（甘草、枣），
全程出酒渠均用竹器等。这就使得白酒行业有了“徽香型”产品。

林庸明

在一次白酒文化论坛上，有专家介

绍徽印象酒独特的甘草、竹香入曲和串

香工艺的结合，开创了中国白酒生产甘

草入曲和徽香工艺的先河，由此带来了

中国白酒行业开创性的“徽香型”。

徽印象酒业董事长李怀安介绍，由

柘皋镇酿酒师在生活中逐步发明的“徽

香型”，主体风格是“浓中带酱、微苦回

甘”，这由内而外的隐忍品质，使得市场

上许多人对“徽香型”比较陌生。

实际上，对于白酒的香型，许多人

都是陌生的。

长期来，清香型、浓香型、酱香型认

为是中国白酒的三大主体香型。

清香型白酒：采用大麦、豌豆制曲，

清蒸清烧两遍，固体发酵工艺生产。其

酒气清香芬芳，醇厚绵软。在选料上，

优选东北高粱与高原高粱、优质大麦、

精选富含微量元素的黑皮豌豆。以山

西汾酒、河南宝丰酒、河南龙兴酒等为

代表，属大曲酒类。

浓香型，采用老窖位发酵生香基

地，窖越老，窖泥中的酿酒微生物越多，

生产的酒越好。浓香型白酒其酒味芳

香浓郁，绵柔甘烈，香味协调，回味悠

长。发酵原料是多种原料，以高粱为

主，发酵采用混蒸续渣工艺 ，其主要成

分以乙酯为主体，泸州特曲、五粮液、剑

南春等酒为代表。

酱香型亦称茅香型，以茅台酒为代

表，属大曲酒类，是采用高温大曲产酒

生香的，其酱香突出，酒体醇厚，清澈透

明，色泽微黄。

上世纪80年代以前，以山西汾酒和

北京二锅头为代表的清香型白酒雄踞

白酒市场，可谓盛极一时。上世纪80年

代以后，清香型白酒发展趋缓，浓香型

白酒受到青睐。

随着人们生活和消费水平的提升，

人们对于健康饮食、健康消费越来越重

视。“健康饮酒，喝健康的酒”，无疑成为

人们的共识。同时，伴随人民生活水平

提高和饮食结构改善，人们在饮食的口

味需求上逐渐变化，香气浓郁的白酒越

来越不受欢迎，所以，白酒开发上，香型

也就丰富起来。

“徽印象人还原柘皋老艺人‘徽香

型’白酒是传统香型白酒的延伸和提

升，它的酿造过程以不添加任何（谷壳、

稻壳、高粱壳等）填充辅料的真正纯粹

粮食，经完全固态发酵工艺酿制而成。

因为原料中不含（谷壳、稻壳、高粱壳

等）纤维质类复杂填充成分，因此新酒

馏出就香醇柔和，味道纯正，饮后不口

干、不上头。纯粮、绿色、好喝、纯净、生

态、健康、安全、时尚，顺应现代人的饮

酒需求。”李怀安介绍。

李怀安继续介绍：说清楚“徽香

型”，必须要还原柘皋镇人文的一段历

史。柘皋镇3.5公里的核心产区，独特

的地理环境，酿酒微生物菌种群经过千

百年繁衍和进化形成独特的生态圈。

唐、宋、明、清时期，柘皋镇一带一直是

巢湖地区以至于皖南的酿酒业中心。

清朝乾隆时期，柘皋镇一带的酿酒趋于

萎缩，原柘皋镇一些酿酒技师流落到皖

南地区当“大师傅”，同时也把柘皋镇

的酿造技艺完整带了过去，这种清冽的

酒中，带着竹子的香味，当时外乡人把

这种“浓中带酱、微苦回甘”主体风格

的酒称为“徽香型”。后来，也有人把

徽州府籍的商人以“吃苦耐劳，隐忍低

调”的商业风范与酒相联系，这样的酒

人合宜的印象，也正是“徽印象酒”品

牌文化的依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