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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梅煮酒”这一高逼格探究，怕死了不少真正
有才华的人。孟叔与玄叔二人论英雄，其实只有孟
叔一人在高谈阔论。玄叔不停地煮酒，偶尔“哦、
呀”两声。孟叔不停地出题，玄叔始终在那里装
麻。梅子是东吴的苏梅，酒是荆州石首的绣林玉
液。当时不叫绣林玉液，叫什么来着？绝对不是
什么“康”也不是什么“台”。哦，对了，就叫“玉石首
大曲”。

英雄本色，英雄本来就好色。不懂两门外语你
色什么色？愿士，谈都不谈，你孙悟空在我这儿就不
可能愿世。人家玄叔深谙三方游戏规则，装麻装得
惊天动地，装得天衣无缝，你跟人家比，醉了也比你
清醒。

玄叔知天命之年殁了甘夫人，他还有个糜夫
人。一个夫人不够用，瑜夫子为他说亲，把他连襟
吴主的妹妹许玄叔作妾。好比吃河豚，味道绝对
是鲜美的，可藏着恶毒。三个锦囊，子龙护驾。果
然深入虎穴，抱得虎女。玄叔南徐拉虎皮做大旗，
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天天跟孙尚香

温柔缠绵，喝那个玉液酒，就那个舒筋活血的苏
梅，果然就得了那个慢性“妻管严”，果然就乐不思
蜀。大个三十来岁算个鸟，人家还大五十多岁哩，
不符东方伦理？人家移居美丽国，你东方管人家西
方的事？！

关键时候，孟叔又间接帮了玄叔，率五十万大军
直奔荆州。孟叔一生觊觎“二乔”，要是乔国老还有个
女儿叫“幺乔”，孟叔一定会满载几船“杜康”来求亲，
一定不会来搅局。吴蜀联姻，吴魏联襟，大抵都差不
离。大家都成了“连襟”，成了姑爷，想喝“杜康”就喝

“杜康”，想喝“梦之蓝”就喝“梦之蓝”，想喝“绣林玉
液”就喝“绣林玉液”，兴许魏、蜀、吴三家早成一家，不
再鼎立掣肘。而今玄叔娶了吴女做夫人，明摆着把我
当外人，看我不吓唬吓唬你们。

马蹄滚滚，玄叔猛醒，脚底抹油，尚香夫人夫唱
妇随，跟了玄叔溜之大吉，亮叔、云长叔、翼德叔齐来

“刘郎浦”接驾。注意这个刘浪浦，包括杜甫在内的
许多高光文人，都提到过刘浪浦，就在湘鄂边界的石
首城西北对河。高山流水本来在石首调弦口，人说
在他那里，石首人不争；还有那“三个摇窝”之争，牺
牲了那么多烈士，争不来。刘郎浦，三国铁板上钉了
钉，看谁争？

有人质疑，当时也不叫“刘郎浦”，是因为玄叔“贩
桃子”才有了这个地名。什么鬼谐音梗，恰好成了人
家的证据。

玄叔携尚香及兄弟一阵来到石首城，当地百姓
夹道欢迎，张灯结彩，把城北的“阳歧山”打扮的锦
绣如林，让玄叔与吴国公举在荆州石首完婚。满城
尽带玉液香，人人都醉了，只有孙夫人醒着啦。据
说她可以喝三斤“绣林玉液”，有个浑名叫“一直

喝”。云长叔拚不赢，翼德叔也甘拜下风。那个阴
阳怪气的亮叔更是谈都不谈。石首城后来有条“皇
叔街”，吃牛骨头，喝“绣林玉液”通宵达旦，风气始
于三国。

孙夫人尚香酒名誉城，酒匠们更是处心积虑地
古法新法炮制。孙夫人与百姓打成一片，一心与民
同乐，时常与民同醉。孙夫人兰心慧质，面容姣好，
街巷里弄，所到之处，皆嘘寒问暖。孙夫人不仅十
八般武艺了得，还深谙酿酒之术。她将吴酒精华与
楚酒陈阴结合融合，教习与绣林酒坊，于是满城尽
带玉液香，酒好不怕巷子深，百儿八十里都来取经
效法。

在孙夫人深入基层，走村串户，一心打造一座美
酒城之时，努力为玄叔收取民心之际，那个“贩桃子”
的玄叔某一日又被兄弟们强行绑架溜之丘也。他们
说是要去攻取巴蜀，好还借来的荆州给小舅子，免去
吴蜀两家争地怨仇。其实，那几个小叔子欲还借城是
假，羡慕嫉妒玄叔才是真，美酒美女你大哥一人占了，
真还要生出个小小公举来，成了事实婚姻，我们几个
不也要投靠吴门檐下。不行，绝对不行。

玄叔思量再三，信了几个小叔子，再一次辜负吴
国公举，拍马玄枪直奔蜀山。爱江山还是爱美人，这
个无数英雄永恒的考题呀，害得多少妙龄守寡。玄叔
不辞而别，尚香泪流成河。

有唐代.吕温巜刘郎浦口号》诗镌存石首：
吴蜀成婚此水浔，明珠步障幄黄金。
谁将一女轻天下，欲换刘郎鼎峙心。
今玉液尚香，孙夫人英魂尚在，而三国英雄何处

寻焉？！
（儿戏三国故事，诚赞绣林玉液，砖家勿拍。）

绣林自古盛产美酒，从绣林山脉发现的
距今三千多年的珍贵文物——铜觚，是中原
殷商王的酒器。商代二里岗晚期至殷墟一、
二期，南方集团的越族曾生息在这片土地上，
当时的石首酒文化已相当发达。有人传颂
曰：“酒史悠悠三千页，殷商酒器遗故穴，传说
石首有奇醪，绣林妙酿有玉液”。

——编者

玉液尚香
□ 唐糊糊

王之勤点评：

杨子江用诗情打开绣林玉液的瓶盖，一股清纯的幽香
溢出，令人陶醉在飘飘欲仙中。

“一吻，一见钟情；再吻，情定终身”。好贴切地比喻
啊！初读绽放一脸笑意，再读生出满心欢喜，复读感受无限
温暖。

诗好美，酒好香。
酒在杯中，情在心中。让人爱不释手的绣林玉液，是融

化在作者骨子里的浓浓乡愁。它美丽如水月，透明似琉璃，
飘着芳香，散着甘甜，轻轻柔柔就仿佛成了我们身体里的一
部分，其中的韵味，其中的美感，其中的欣然，都在无以言说
之中。

酒香流唇间，人生五味足。
我与杨子江的相识始于今年8月份，我们互相加了微

信，他发了《背着石首去旅行》《用油菜花招待客人的马船》
两首诗给我，我编发在8月15日荆州日报石首版《绣林》副
刊上。这两首诗，抒发远方的游子心系故土，抒怀乡愁。

一壶好酒绣林玉液，杨子江更是写出了对家乡美酒之
爱，酒香甘醇心惦记，都是因为乡愁。在杨子江的笔下，绣
林玉液是“吃了石首的五谷长大的，也是被绣林的灵气养大
的”，“不管是故乡抑或异乡，她都是一首，安魂曲”。绣林玉
液酒，因为有了历史的久远，因为有了人文的滋养，早已成
为石首人心中的地域文化和品牌，它柔情似水也好，浓烈如
火也好，都是我们心中的最好，也是我们心中的最爱。绣林
玉液，成为杨子江笔触中香飘万里的乡愁。

最温柔的爱是乡愁，最温暖的爱是乡愁。
为这血浓于水的乡愁，为这温暖如春的乡愁，我们共同

举杯，一杯敬朝阳，一杯敬月光，一杯敬绣林玉液的过往，一
杯敬绣林玉液的明天！

苌楚点评：

“吮玉液兮止渴，啮芝华兮疗饥。”诗人身在异乡，饮绣
林玉液何止止渴，简直心醉神迷，而诗兴大发，而“酒”话连

篇。只因这酒是来自故乡的酒，有着七十年悠久的历史，有
透瓶的奇香，寄寓着石首人的乡情、温情和对美好生活的热
爱与赞美之情。诗作如酒一样情感浓郁，余味绵长。

竹间墨点评：

《绣林玉液》，如歌的行板，低回温婉的小调。一组组新
奇而生动的比喻，以舒缓的节奏，抒发着诗人对家乡美酒深
植于肌肤与灵魂的依恋和赞美，非常优雅迷人。“一吻，一见
钟情；/再吻，情定终身。”款款深情，淡淡的，很静；静静的，
很美。“绣林玉液，一种很少女的水，/一种很柔情的香，一首
提着灯笼/凌波而来的小令。”醇厚的佳酿，如风姿绰约的少
女，清新脱俗，散发着恬静柔美的馨香，令人沉醉。“她清秀
绵甜……撑着油纸伞从悠长雨巷飘过……”含蓄隽永，清新
可人。“她随风潜入夜，纵使千里万里，也能找到你月下的思
念。”有一种旷日持久的甘甜，丝丝缕缕抵达诗人的梦境，如
微醺的春风，如酣畅的夏雨，浇灌着杯中明月，汩汩不息。“她
是吃了石首的五谷长大的，/也是被绣林的灵气养大的……
闪耀着油菜花海的味道。”端起家乡的酒杯，回望家乡的风
景，一如躺在柔软的河里，感受着家的味道，爱的味道，踏
实、心安的味道。“不管是故乡抑或异乡/她都是一首安魂
曲。”任凭一股温热的气流，跌宕斑驳陆离的年轮，于灵魂深
处，当是最温暖的慰藉。好诗如酒，清新宜人，回味悠长。

阿苏点评：

绣林玉液，乍看，不熟悉的人不知它是什么来头，即使
是读了这首诗。可是，作为一个石首人，读完这些文字，会
觉得妙极，会觉得字字都是绣林玉液，句句都透着酒香。
爱喝点酒的人，绣林玉液不是酒，是他的初恋情人，而且
是一见钟情的那种。所以，杨子江用了一个“吻”字：“一
吻，一见钟情/再吻，情定终身。”可不是嘛，爱酒的人，喝
了绣林玉液这种酒，眼神便会情不自禁地锁定了她，心
儿便与她有了某种精神上的契合，眼里心里全是她。品
尝美酒佳酿的感觉就是那么微妙，她是“一种很少女的
水”，有一种“很柔情的香”，喝过她就像读过一首元时的
小令，而且是“提着灯笼”“凌波而来”。那种味道是独一
无二的，在这世上，唯绣林玉液才有那种“清秀绵甜”，才
有从诗人戴望舒《雨巷》里走出来，老远老远就隐约嗅
到、“撑着油纸伞”女孩的“体香”。这位绝妙的女子，

“她是吃了石首的五谷长大的/也是被绣林的灵气养大
的”，“是被时间宠坏的天使”。是啊，儿时记忆里，父辈
最爱的酒便是绣林玉液，可是那个年代，他们受贫穷限
制，日日为生活打拼，却很难品尝一次。绣林玉液便成了
父辈们魂牵梦绕的女子。岁月在绣林玉液里沉淀，绣林
玉液也在岁月里沉淀，她在岁月静好里被宠出了“宋词的
水灵”，“油菜花的味道”。油菜花什么味道呢？杨子江君
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石首人。年少参军保家卫国，转业后
定居东莞虎门。他是一个诗人，一个石首诗人，一个为故
乡石首魂牵梦萦的诗人，一个为石首东升马船的油菜花
生生不息吟咏的诗人。油菜花便是这种味道。绣林玉液
便是这种味道。“爱你，她不会让你飘飘欲仙/恨你，她不
会让你昏昏沉沉”，“至多，她让你面泛桃花/把久藏心底
的话，一一展开”。不难想象，多少个月夜，多少个夜阑
人静之时，诗人杨子江君独捧着那杯绣林玉液，独品着
一腔浓浓的乡思！的确，这首《绣林玉液》，句句咏的是
绣林玉液，字字都是诗人内心深处对故乡石首这方生他
养他厚土的思念之情。每一个意象都是从诗人的血脉里
走出来的，不多一字，不少一字，诗歌的张力伸展得恰到好
处，诗人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

榆木子点评：

自古以来，文人墨客多半好酒，诗中有酒，酒中有诗，诗
酒话人生。他们的酒主要在“喝”上做文章。而杨子江老师
的诗，是以酒品牌《绣林玉液》作诗，读罢让人拍案叫绝。诗
开头，“一吻定情，再吻定终身”，以酒喻情，以诗人特有的浪
漫情怀入笔，却有先声夺人之感，让读者好奇，什么酒让人
如此欲罢不能？！接着，诗人以拟人手法，绣林玉液，一种很
少女的水，一种很柔情的香，是从唐诗宋词里，是从悠长雨
巷里款款而来的表妹，她婉约动人，却又是食人间烟火的女
子，吃石首的五谷，吸绣林的灵气，舌尖上带着油菜花的味
道，故乡泥土的气息便扑面而来，她不仅缠绵悱恻，也豪情

奔放，怎不让人着迷呢！结尾，“不管是在家乡，或是异乡，
她都是一首，安魂曲。”意境更加升华，她不让自己飘飘欲
仙，也不让自己昏昏沉沉，而是让自己沉淀，安静，放松，我
想作者所表达的意思不外乎心安是吾乡，心安是归处吧！

梦溪子点评：

“一吻，一见钟情，再吻，情定终身。”诗歌以别出心裁的
开场表白，火热而奔放，吸引了读者欲罢不能的心。再读，
细细品。俨然一位博学倾城的才子传诵给佳人心心念念的
情诗，读者的眼前，若隐若现了清逸婉丽、楚楚动人撑着油
纸伞的女子在微风轻抚中翘首期盼着知心爱人……撩开神
秘面纱，她竟然是吃了石首的五谷长大的“绣林玉液”！都
说诗歌来源于生活，作者用细腻而传神的眼睛发现了绣林
玉液独到的美。“她身上，涌动着宋词的水灵，她舌尖上，闪
耀着油菜花海的味道”，贴近地气的情景与情感恰到好处的
融合，款款深情，充满着幻想与韵律之美，再次让读者在作
者引领的行云流水中如痴如醉，酒也美，人自醉。末尾实属
点睛之笔，缜密而大气，道出了异域他乡石首人对故乡的热
忱与牵绊，渴望三两知己，温一壶“绣林玉液”，抚慰无处安
放的心……

你好点评：

滚烫又漫长的夏，在一场台风后，瞬间凉了。哦，不，原
来是天高气爽的秋，姗姗迟来。在这诗意盎然的秋里，静坐
一隅，捧读一首好诗，不负潋滟秋光。其实当偶遇诗题（绣
林玉液），真心不以为然。这家门口的酒，何曾有什么独到
之处？寻常老酒还能写出什么新花儿来？一吻，一见钟情，
再吻，情定终身。噢！这是什么神仙美酒？这是什么魔力
文字？美酒佐美文，怎么不令人顿生爱意？绣林玉液，一种
很少女的水……她像一位撑着油纸伞从悠长雨巷里飘过的
表妹……画面瞬间跃然纸上：一位温婉如水的少女，从小巷
里慢慢走过。撩拔人心弦的是姑娘，是美酒。寥寥数语，淋
漓尽致地表达出最深沉的情怀与感念。无论是花前独酌，
还是相知对饮，不管是故乡或异乡，她都是一首，安魂曲。
全文的高潮不期而至。一首好诗正如一壶好酒，可以清酌
独饮，也可与知己言欢，人生的自在洒脱，全在这杯玉液里
各生欢喜。一杯美酒，也如一首乐曲，让人醄醉，令人沉
迷。希望能有幸欣赏到杨子江先生更多的诗篇。独处时时
读绣林玉液，感觉屋子里芳芳四溢，人也心旷神怡。不说
了。我得迫不及待寻友约酒去！

红叶点评：

这是一首品酒诗。它有宋词的味道，前二句抒怀，第三
句点明题旨。采用拟人的手法，利用感官的感受交融杂糅，
反复采用化虚为实的手法表达心中不可描摹的感受。写出
了绣林玉液的柔、香、醇，以及对酒的生产过程进行精确的
描绘。让人仿佛身临其境来到广阔的田野，从绣林玉液原
材料的采摘、生产、发酵、出窖时品尝舌尖上第一口美味的
喜悦、激动、开怀……表达的淋漓尽致。就像真喝了酒一
样，让人看得见摸得着。《绣林玉液》这首诗，有相当的浓
度。它像酒本身一样，看似柔情似水，其内在却极为浓烈。
诗人之所以能把《绣林玉液》写得这样甘醇，耐人品味，一是
诗人在写《绣林玉液》时，并不是纯客观地进行描述。而是
利用古今文人骚客对酒当歌时不同的心境进行客观描述，
让人仿佛跨越时光与古人对话。增加了诗意的美感。同时
也衬托了品酒后的极高境界。飘飘欲仙。全诗情感细腻柔
曼，注重色彩与意象的搭配。情景交融，化虚为实，虚实相
间，给人约我以礼，欲罢不能，体现诗与酒，爱的纯粹。

紫色点评：

闷热旱涝的天气让人产生许多不信任。街道拥挤，浓
密的山林河道都枯萎了一半。《绣林玉液》是久旱逢甘雨露
出在汗涔涔的人群，似云彩困顿在林立的高楼之上找到了
润滑的梯子，以灼热的光速把我们领入。整首诗没有一个
酒字，将绣林玉液比如妙龄少女，从情窦初开到杏脸桃腮描
写得出神入化。岁月不再回头，经历太多风雨，用这一杯酒
来敬我们的青春。

涟漪微微点评：

常恐诗之华丽词澡难以消化，今品绣林玉液绵柔，

抚慰忧伤。
原来，并不是所有的现代诗词都是意识流般虚无缥缈,

至少,今天读了眼前这绣林玉液。
一首描绘爱恋相思的诗，会让我们情不自禁的忆起曾

青涩的自己,那段迷茫中带着憧憬、苦涩和着酸甜的青春
是我们成长的必经之路，作者用细腻的笔触唤醒了我们渐
行渐远的记忆之春，正如那一口热烈与醇香的玉液酒，愈
久弥香。

兰花点评：

初读一见钟情，再读沉醉其中。诗人笔下的绣林玉液，
她仿佛是一位清纯美好的少女，深情款款地向我走来。怎
能不让人着迷？怎能不让人深爱？诗人整首诗运用拟人的
手法，构思奇巧！立意新颖！虽从未喝过绣林玉液，都因这
首深情的诗，便爱上了玉液美酒！我想一直沉醉在诗一般
的玉酒里了。

且行且歌点评：

当我第一次读到杨子江先生的《绣林玉液》后，令我这
个滴酒不沾的女人，也想独酌二杯绣林玉液，探一探杨子
江先生笔下柔情的、灵动的、知心的表妹天使。杨子江先
生的绣林玉液是灵魂的归依、是红颜知己、是豪情壮志、是
深深的思念和淡淡的乡愁。男人懂酒，酒也懂男人，李白
无酒不成诗，杨子江先生亦如是！

紫衣点评：

绣林玉液，好听的名儿，诗人正是由此起势，以拟人手
法，赋予其少女的神韵与风采，调动读者的视觉享受、嗅觉
感知，写酒之形美、色清、味香。芬芳馥郁、幽雅细腻，尝得
唇齿间的人间醇香，不觉要问：如此人间极品，所从何来？

诗人第二节做了回答：“她是吃了石首的五谷长大的，
也是被绣林的灵气养大的”。石首，一个令人遐想的地方，
唯其地名就有好听传说：惟首石之孤立者，作固作镇，取石
之首以命名之，更不必说其，旷野辽远，青山连绵，洲滩浩
广，江南风光，绣林入画！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才酿得这
人间至酒！

波光漾漾，清酒粼粼。绣林玉液，以她的醇厚绵柔，回
报孕育滋养她的石首儿女。一杯浅浅的酒，承载多少人生
的悲欢离合和喜怒哀乐。无论是东篱把酒，抑或还酹江月，
这三杯两盏，在诗人的眼中，“她都是一首安魂曲。”

全诗想象力丰富，以酒喻人。在诗人的构思过程中，酒
的意象浮现于诗人的脑海里，由模糊渐渐趋向明晰，由飘忽
渐渐趋向定型，她有形有色有味。自古就有美酒喻佳人之
说，但诗人不只停留在感官上，更体现在其神韵上，内涵
里。但显然诗人不只要酒美，他把如炬目光投入到孕育佳
酿的故土，让读者一起探寻那方神秘的山水，钟灵毓秀，人
杰地灵，含蓄隽永地讴歌家乡石首及多情儿女！这样渐进
式的构思，使诗文摇曳多姿，回味深长！

泓墨点评：

好诗如好酒，是可以长久回味的；好酒如好诗，是能
令人沉醉的。美酒，诗歌。二者至真至纯至美，融为一
体。诗人的思乡之情肯定比初入爱河的少年更执着更热
烈，不然他就不会在家乡的美酒中发现诗意。读一首好
诗，品一盏美酒，一下就忘掉了世间所有的烦忧苦闷，恨
不能从此就在这烟火里遁去，趁着诗兴酒意去做一回撑
着油纸伞的表妹，写词的宋朝女子……我相信，她们就是
我前世的真身。

张琼慧点评：

品读《绣林玉液》，我眼前一亮，不禁为这首蕴藏着丰厚
的人性和人情的好诗击节称赏。

一个优秀诗人的表达绝非空穴来风，需要凭借丰厚的
文化底蕴和丰富的阅历去彰显其真表达其情。在这首短诗
里，作者信手拈来，借用了多种意象，如灯笼，油纸伞，表妹，
宋词，油菜花……营造了一种古典而又唯美的意境，从而让
酒这个载体有了呼之欲出的美。

唯美浪漫的意象，承载着诗人雅致绝美的情感审美，含
蓄而又真挚地表达了诗人热爱家乡的情怀。《绣林玉液》其
韵意丰富，实乃好诗！

一吻，一见钟情；
再吻，情定终身。

绣林玉液，一种很少女的水，
一种很柔软的香，一首提着灯笼
凌波而来的小令。
她清秀绵甜，像一位撑着油纸伞
从悠长雨巷飘过的表妹，还在老远
就能闻到她的体香。
她随风潜入夜，纵使千里万里，
也能找到你月下的思念。

她是吃了石首的五谷长大的，
也是被绣林的灵气养大的。
她师从山泉鸟鸣，
是被时间宠坏的天使。
她身上，涌动着宋词的水灵。
她舌尖上，闪耀着油菜花海的味道。

爱你，她不会让你飘飘欲仙；
恨你，她不会让你昏昏沉沉。
至多，她让你面泛桃花，
把久藏心底的话，一一展开。

无论是花前独酌，还是相知对饮，
不管是故乡抑或异乡，
她都是一首，安魂曲。

群芳点评 绣林玉液

绣林玉液
□ 杨子江

荆江水甜
酿一川汉宫琼浆
绣林山美
演一幕合卺飞觞
诸葛呷两杯
智慧无量
关张饮三碗
威猛难当
皇叔燕尔
酡颜吻别新娘
你听
刘郎浦
那股豪迈还在激荡
你看
望夫石
那双醉眸还噙泪光
啊
千年情定这壶酒
这壶酒醉千年肠

鄂南明珠
续一脉流霞辉煌
绣林玉液
开一坛儒道竞芳
五谷萃精华
仁厚绵长
六合钟神韵
清逸悠扬
楚山荆水
物我同生共昌
你看
天鹅洲
飞雁闻酒盘旋低翔
你听
江豚湾
麋鹿啖糟欢叫芦荡
啊
千秋故乡这壶酒
这壶酒里吻故乡

注释：流霞——仙酒，美酒。

绣林玉液之歌
□ 刘精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