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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丹青到酒海的缘分
远远的看见，柴火跳着轻盈而热烈的舞步在一口浅腹蒸

锅和灶台之间腾挪，与灶台旁忙碌的劳作者们身上中国红的
衣服相映。随着越走越近，听到了柴火燃烧时发出的噼里啪
啦的响声，让我们感受到了一千多年前穿越而来的辽代生活
气息；蒸锅上面升起了袅袅热气，如绢如丝萦绕于眼前、心
间，不由得令人仰视……这是在大安酿酒总厂院内，正在重
现一千多年前辽金古法烧酒蒸馏工艺的现场。孔令海用实际
行动，经数年如痴如迷方寻到了酒的生命之源。

提起孔令海，在大安无人不知，其经历与追求不失传奇
色彩。

孔令海祖籍山东曲阜，1950年生于大安市。许是血脉中世
代的传承，他自小喜欢写写画画。人们都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而要想把兴趣做好，乃至做成事业，更需要勤奋与天赋。孔令海
就是将兴趣、勤奋与天赋完全融合，外加一份机缘。

“自小对丹青笔墨的爱好，促使我自学，勤奋与执着令我
小有所获。所以说，在书法和绘画方面我是自学成才。”孔令
海说起自己的成长之路，那份阅尽沧海的自信溢于言表。孔
令海介绍，早在上世纪70年代，他创作的美术作品年画《扎
红灯庆胜利》参加吉林省美展，在吉林省人民美术出版社组
织的展览中获奖并出版。这大大激励了他绘画的热情，并一
直影响至今。孔令海说，他坚信，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来自
于人民，就应在群众中扎根、开花、结果，所以，如今他是
一名省书法家协会的志愿者。这几天，忙里抽时间跑基层为
群众送福写春联呢。

孔令海的作品大都彰显着浓浓传统文化色彩，在绘画的
过程中他就阅读了辽代史、金代史、元代史。在阅读历史的
过程中，他感觉到北方民族的文化，尤其是契丹文化比绘画
更有意思，因此研究起契丹文化。正是对文化的情有独钟，
让孔令海的生命与事业交辉出别样的风景。

上世纪80年代初期，正是改革兴起之时，而研究契丹文
化是孔令海除了工作之外的唯一爱好。当时还是一名建筑公
司普通工人的他，决定用创建实体经济来支撑自己对文化研
究的热爱。适逢当时他被大安市建设局选派到下辖的劳动服
务公司，带领安置在这里的待业青年创业、就业。通过一年
多的经营，孔令海看准市场把劳动服务公司改名为装潢公
司。他说，如此一来，与文化可谓更加衣带相连了。装潢字
面解释是指“器物或商品外表”的“修饰”，是着重从外表
的、视觉艺术的角度来探讨和研究问题。所以，文化在这样
的框架上会更有用武之地。

于是，孔令海凭着那股激情和对事业敢闯敢干的精神，
装潢公司在大安很快就成为优秀企业。1998年国企改制，在
政府号召下他接手当时大安市“老大难”企业——大安市酿
酒总厂。说实话，当时面对这样大的跨业改变，他也曾有过
顾虑。但改革就是需要有人去勇当先锋，就这样，孔令海变
成了一名“白酒”人。

职业变了，行业也变了，但内心的那股激情和对社会的
担当情怀从没改变。心中有愿力，脚下有动力。为此，在近
20年的白酒酿造生涯中，孔令海带领大安酿酒总厂收获了诸
多荣誉：吉林省私营企业安排就业先进企业、吉林省私营企
业纳税先进单位、吉林省百强私营企业、吉林省“守合同重
信用”企业、吉林省拥军优属先进单位、吉林省社会保障优
秀民营企业、吉林省质量诚信企业、吉林省精神文明先进单
位等等。他个人先后获得吉林省特等劳动模范、白城市特等
劳动模范、大安市特等劳动模范。2015年，他被评为吉林省
拥军优属先进个人，2016年被评为吉林省第五届优秀志愿
者、吉林省拥军优属先进个人……他还是白城市人大代表。

以梦为马为白酒寻根
许是上天的安排。2006年，大安酿酒总厂进行扩建，挖

出一口残破不堪的大铁锅。一群人围着铁锅看了半天也没瞧
明白。一直保持着探索之心的孔令海给这口大铁锅照了相，
让工人把铁锅放到酒厂后院，此事暂放一边。

2009年，孔令海前往四川观赏水井坊古窖池。这是一座
元、明、清三代川酒老烧坊的遗址。在这座被各界专家认定
为“中国最陈旧的酒坊”里，孔令海看到了古窖和蒸馏器基

座与内蒙古巴尔虎旗博物馆展出的蒙古酿酒“焖蒸馏”工艺
流程中的酿酒用具形似，这令他忽然想起3年前在自己酒厂
出土的大小铁锅、连接件及石料——“这和我那儿出土的物
件一样!” 回到大安，他立即从后院的角落里搬出了早已碎
成3片的大铁锅，“这口锅差点让工人给卖了，只是人家收废
铁的不要。”孔令海笑着说，“于是，我便四处拜访对契丹、
女真、辽金有研究的文化学者及相关考古专家。”

出土物件经过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的专家调查、
研究发现：两口大铁锅是两套烧制白酒蒸馏器。其中包括两
口大铁锅、两件小铁锅、一件铁承接器，出土的大缸是一口
大瓷瓮、古砖块是酿造白酒的炉灶石，这些物件全部源自于
辽金时期，是用来烧制白酒的器具。2012年，对出土的文物
进行专业的碳十四化验，测定为辽代蒸馏酒器。

“只有考古和鉴定还不够分量，得用这些物件酿出酒来才
最有说服力。”孔令海说，“我要把这些器物复原回到辽代。”于
是，孔令海运用一千多年前的古代烧酒蒸馏工艺，进行了一场
辽金古法烧酒蒸馏工艺模拟试验。试验人员在考古专家的指导
下，用此前出土的灶台石搭起石灶，再现原始的烧酒场景。

实验中，所用到的原材料按照古史记载的“以糜造酒”
的要求，把黄米、高粱、水稻等造酒原料，在古史记载的木
板窖中发酵制成。一口直径一米半的浅腹蒸锅被架在石灶之
上，锅内水深约15厘米。试验人员在蒸锅上的木甑内放入发
酵好的原料后便开始进行蒸馏。木甑内产生的水蒸气不断凝
结在位于木甑之上的“天锅”底部，“天锅”内的冷水和冰块
促使水蒸气迅速凝结为液体，经过半小时的蒸馏，酒通过木
甑腰部的导流管流出。

“第一次实验使用了300公斤酿酒原料，进行了3次，在
一个半小时内共酿出约50公斤烧酒，平均酒精度为54.5度。
后来的几次实验表明，这种古法酿酒味道香甜、口感纯正，
出酒率在45%—50%之间。”孔令海说，烧酒蒸馏工艺模拟
试验获得成功，证明了之前根据考古发现和《本草纲目》等
史料记载所设想的方法是正确合理的，也证明了根据古史记
载和当地考古遗迹反映的酿酒方法的合理性。

这一考古发现不但震惊了考古界，同样震惊的还有国内
白酒行业。

2014年，由中国酒业协会理事长王延才带队，集国内白

酒专家及国内考古专家、辽史研究专家组成的专家组，对大
安酿酒总厂的出土文物、复制辽代白酒蒸馏器出酒模拟实验
及辽代白酒蒸馏技术项目进行专题研讨。与会专家通过实地
勘察、调研、讨论，认可了复制的辽代白酒蒸馏器出酒模拟
实验的行业价值和成果。

“复原的成功，一是实物证明辽代晚期我国已经能够生产
蒸馏白酒，这将中国蒸馏白酒起源时间至少提前了200年；
二是确定了吉林大安为迄今为止最早的白酒起源地；三是让
东北白酒摆脱了缺少文化的尴尬。”孔令海说，大安老窖酒酿
造技艺已经被评定为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孔令海非常注重企业在发展中的文化建设，在他的主持
下，将酒厂出土的文物进行了搜集整理，建立了我市唯一的
白酒文化博物馆，成立了大安市春捺钵文史研究会。在他的
努力下曾成功地召开了第十二届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会年
会、中国辽代白酒复原鉴定会、首届中国大安春捺钵文化论
坛、中国古文字研究会大安笔会，开创了国家级学术会议在
县级市召开的先河。

保传承只为将根留住
辽代白酒蒸馏器的出土及辽代古法酿酒技艺的复原成

功，让孔令海对中国蒸馏酒起源于北方确信不疑，这也给了
他为中国白酒寻根的坚定信念。“白酒千差万别，因地域不
同、工艺不同，酿造出的酒质也不一样，这就是发酵酒和蒸
馏酒最大的区别。中原及南方地区天气酷热湿润，是发酵酒
天生的必定条件，所以说米酒、黄酒等发酵酒只能在这一带
产生。而东北多寒多风，天气枯燥，要制酒就只能用烧锅蒸
煮，后入窖发酵，再经野生蒸馏而成。经过了这种工艺的
酒，口感辛辣，酒精度很高。”孔令海说，古文里写的“李白
斗酒诗百篇”说的都是中原及南方一带产的米酒，如果换成
蒸馏酒，喝那么多早就把身体喝坏了。

孔令海认为，北方民族生活在多寒多风的大漠，以肉食
为主，酒是抵挡酷寒的必需品。另外，北方民族在礼节、祭
奠、节日等场所也都要饮酒，饮酒的人多，造酒业也就更兴
旺，酒税是那个时期朝廷财政支出的重要来源。

在孔令海手绘的一幅10米长卷里，有辽代皇帝举办春捺
钵时开怀畅饮的画面。史料记载，公元1057年后的100多年
里，我国东北边境少数民族政权统治者均有在嫩江流域举办
春捺钵的习惯。“‘捺钵’为契丹语，即皇帝的‘行宫’之
意。辽皇帝不是常年居守京城，而是转徙随时、车马为家、
四时游徙、岁无宁居。这样，辽皇帝选定4个地方作为行宫
举行春捺钵、夏捺钵、秋捺钵、冬捺钵。捺钵所在地就是随
季节变化而移动的政治、军事、经济、贸易、文化的都
城。” 孔令海说，“在当时，每年举办的春捺钵直接促进了蒸
馏酒的发展，这也是我坚持研究辽代捺钵文化的重要原因之
一。木甑蒸煮、木板窖发酵、木酒海贮存、斫冰烧酒等辽代
酿酒工艺等，就是在这个时期奠定的基础。”孔令海还表示，
一千多年前还没有玉米、高粱等作物，那时只有野生的燕麦
和荞麦等，而这些也均是白城松嫩平原生长的谷物，这点是
得到了中外专家一致认可的。所以，正如业内专家所说的以
物证史，就是以在大安出土的酿酒工具这些文物证明了，一
千多年前的工具是木板窖和木酒海，而技术就是北方斫冰烧
酒，以冰代替冷却器。这些足以证明，白城一江两河就是中
国烧酒的重要发源地。

孔令海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终能为白酒的前世今生写
下定论。他说，这是此生最大幸事。

相信很多人都能理解孔令海此时的心情。酒作为一种特
殊的文化载体，在人类交往中占有独特的地位。酒文化，令
中国传统文化更加的丰满。它立足于酒自身的物质特征，也
有品酒所形成的精神内涵，是制酒、饮酒活动过程中形成的
特定文化形态。

谈到目前酒厂的生产，孔令海说，我们不是工业化的生
产，是以传统的工艺，以酒庄生产模式为原型，打造既有文
化体验、文化展示，又有传统的产品，是小而全、小而美、
小而精的酒庄生产模式。为保证酒的品质，我们自己种的地
打多少粮就酿多少酒，不追求产量，不盲目扩大生产规模。
我们所秉持的这种传统手工生产方式，完全继承了中国白酒
的传统酿造方式。这也是如今我们的酒为什么能引起广泛关
注的原因。孔令海告诉记者，接下来，他们的重点将全力挖
掘斫冰烧酒传统文化，通过寻求白城市农科院等相关部门的
支持合作，做大做强燕麦白酒等特色品牌，打造白城名片，
为促进白城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经商逐利是本能，但我经商除了利润更看重的则是精
神、是担当、是情怀。我最喜欢的一句话是‘国无德不兴 人
无德不立’，人世间走一回，要为养育自己的这片土地、这个
民族、这个国家留下永恒的精神和文化，那才是最有意义
的。”孔令海的话真诚而有力量，这不就是人们常说的精神力
量和财富吗！而这种力量和财富将助他实现追求的目标，为
这方天地迎来朝阳。

在大安市税务局驻村工作队、安
广镇包村干部和村干部的帮扶下，大
安市安广镇永富村喇嘛窝卜屯的一星
贫困户孙东赫一家于2016年脱贫了。

人有旦夕祸福，月有阴晴圆缺。
正当一家人依靠勤劳双手对未来美
好生活充满无限憧憬的时候，一场火
灾却不幸降临到了这个家庭。2018
年12月4日，由于电线短路等原因，

孙东赫家于2016年危房改造后的新
房被大火烧得面目全非。当家人和
村民发现火灾赶到现场时，家中物品
已所剩无几。面对空洞洞、烧得发黑
的房子，一家人伤心得号啕大哭。

当日，屋外温度达到-20℃，寒
风凛冽，滴水成冰，站一会儿，人就冻
得瑟瑟发抖。孙东赫一家上有老下
有小。老人体弱多病，孩子正上小
学，一家人的生活全靠夫妻俩打工来
维持。突遭灾难，打击很大，一家人
陷入了困境。

在得知孙东赫家房子被烧的消

息后，安广镇的领导赶来了，安广镇
党委书记高升捐款500元、安广镇人
大主任万长德捐款500元……大安农
村商业银行安广支行的领导和同志们
赶来了，他们带来了职工的爱心捐款
5000余元。大安市税务局驻村工作
队为孙东赫家送来了米、面、油等生
活物资。永富村村“两委”成员赶来
了，安广木材公司的负责人赶来了，
大安市博爱志愿者爱心团队的志愿
者们也赶来了，大家有钱出钱，有物
出物，一周左右的时间就筹集款物近
万元。孙东赫用这些善款更换了门
窗，又将屋内墙壁进行了粉刷，购置
了锅碗瓢盆等生活用品，新的生活又
开始了。

孙东赫一家对来自社会各界的
爱心表达了感激之情，相信他们在全
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依靠勤劳
的双手和社会力量的帮扶，日子会越
过越好。

他是孔氏家族一员，身体中流动着祖先炽热的血脉；他是一名勇者，在改革大潮的急流中砥砺而行；他是嫩江湾畔古老
文化的追随者，渴望唤回千年的酒魂……

在美丽的嫩江湾畔，孔令海对酒的痴迷不是轻酌也非豪饮，而是对白酒来世今生的迷恋。他用常人无法想象的执着，一
步步接近、一点点走进，正是如此这般的谨慎坚持，孔令海方得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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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省特等劳动模范、大安酿酒总厂董事长孔令海

□本报记者 薄秀芳 文/摄

新闻故事

突遇火灾心灰意冷 众人合力走出困境
□李国义

孔令海与黑龙江省哈尔滨书画院院长孙永奇（右二）、副院长李荣德
（右一）体验辽代斫冰烧酒。

孔令海陪同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伊万诺夫在大安酿酒总厂考察
斫冰烧酒。

春节临近，我市节日气氛越来越浓烈，众多市民选购自
己心仪的年画、福字、春联、中国结、红灯笼等商品，脸上始
终挂着灿烂的笑容。

图①小朋友展示自己选购的新年礼物。
图②超市内挂好灯笼、对联营造节日气氛。

本报记者李晓明 刘冠男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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