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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说监利早酒说说监利早酒
□ 李珍文

监利早酒文化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明、
清时期。监利县城滨临长江，旧时有很多
码头，渔民为了捕捞之便，都聚居在码头
周围。码头工人每天进行繁重的体力活，
为了抵御晨间的寒气和增强体力，他们和
渔民会在清晨喝上一杯热酒，以驱散江边
的严寒，干活更有力气。久而久之，这杯

“清晨的热酒”便成了监利美食中的早酒。
随着时间推移，这种饮食习惯不再

局限于工人和渔民，而是演变成一种文
化现象，成为监利社会的一部分。早上
酒一盅，整天兴冲冲。朋友、同窗三五成
群，围坐于餐桌旁，喝酒聊天，叙旧话新；
家人久别重逢或节日团聚，畅叙亲情；外
地友人造访，监利早酒成了平常百姓宴
请的时尚。

监利的早酒店、摊一般不会出现在正
街，正街上的生意门面只允许开设超市、
销售电器、服装、珠宝、文具书籍、医药等
清净的行业店铺。监利早酒店铺、摊点都
出现在小街窄巷或菜场边缘。一间陋室，
几张矮桌，几条长凳或几把歪歪斜斜的椅
子，便成了早酒店设施的全部。

酒香不怕巷子深。无论寒暑季节，每
天凌晨5时左右，早起的行人便三五成群
地穿梭在霓虹灯下，陆陆续续地奔向小街
陋巷，只为抢到早酒店的正座。殊不知

“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等来到早酒
店，室内早已座无虚席。众多男女老少已
经喝得酒酣耳热，不亦乐乎了！

还好，大凡喜欢喝早酒的食客并不挑
剔，既然座上早已客满，那就拣摊铺的外
墙角坐定。檐下即大堂，只要酒香菜美，
同样可以酒醉饭饱乐逍遥。

面对琳琅满目的各色吃食，老顾客会
轻车熟路地点起餐来。而初来乍到的食
客往往一脸茫然，不知所措。看这也好，
那也好，拿不定主意，不知点什么下酒菜
才好。这时机灵的店伙计会像做广告那
样，向你推销各种美食的材质、做法、味
道，甚至历史渊源，让你放一百二十个心
去品尝，去体验。

当你坐定后，立马杯盘碟盏次第上
来，将小小的桌面铺得满满当当。腌红辣
椒、鲜鱼片、鲜鳝片、鲜肉糜、各色卤菜、爽
口小菜，配着白瓷碟儿，倒也好看。桌子
中间摆着四个粗瓷大碗，大碗中装着热乎
乎的高汤，下面垫着浅口碟子。

再看看满桌生鲜，怎么不见火锅？正
满心疑惑，店家来了，拎着个酒精瓶子，像
玩魔术似的往四个粗瓷大碗下的碟子里
注入液体酒精，再将酒精碟紧挨在一起，
拿起桌上的竹筷略沾酒精，火机一闪，点
燃竹筷，插入碟里，蓝色的火苗“刷”地串
遍碟子，引得食客一声惊呼。

喝什么酒呢？是茅台酒，还是泸州老

窖？此情此景，这
些昂贵的酒根本不
接地气。店主人
说，在监利的地盘
喝早酒当然要监利
本地出产的酒，监
利粮酒、程集酒，近
年还有“毛市佬”酒
问世，不是应有尽
有吗？就是街边酒
铺打的散酒也行。
酒的度数有高低，
食客们的酒量有大
小，大家各尽所能，
酒量大的喝白酒，
不胜酒力的以啤
酒、饮料代之，这
样，才能掀起喝早
酒的气氛。

锅 里 生 鲜 未
熟，酒杯先端起来，
仅以花生米、小碟
菜 下 酒 ，算 作 铺
垫。谈笑间，蓝色的火焰窜起一碗多高，
声势骇人，不一会儿就将粗瓷大碗里的高
汤烧开了。鱼片鳝片肉糜也相继熟了，食
客将肉糜汤盛入碗里，汤色清亮，肉糜雪
白，喝一口，爽了唇齿，浸了味蕾，味道鲜
美的监利早酒美食，让大家称赞不已。

早酒场面渐入佳境，霓虹灯映在喝
酒人脸上红彤彤的，形似烧酒上头一
般。若是夏天的早上，有些男食客干脆
赤膊上阵，也顾不了在场有女士，顾不了
讲文明。餐桌上谈笑风生，推杯换盏，觥
筹交错。食客们正在兴头，喝的手舞足
蹈，唱起了《喝酒顺口溜》，“感情深，一口
闷；感情浅，舔一舔”“男人不喝酒，枉在
世上走”“朝辞白帝彩云间，半斤八两只
等闲”……这些顺口溜富有节奏感，都是
酒文化的一部分，能够拉近人与人之间
的距离，增加酒桌上的欢乐气氛。体现
了中国人对酒文化的热爱，也反映了人
们在社交场合中通过喝酒来增进感情的
传统习俗。

喝酒聊天，时间飞逝，直到日上三竿，
小街窄巷里的早酒兴味才渐渐淡去。食
客喝早酒后很少吃米饭，来一小碗面条，
几笼“毛市佬”的小笼包，几个监利团子足
够了。有食客说，早酒从凌晨四五点喝
起，最晚到中午十一点左右才结束，悠闲
得很呢！又说，监利是个慢生活的城市，
所以早酒才长盛不衰。

其实，监利早酒又何只在城区呢，乡
下小集镇上也不乏“早酒”现象。毛市镇
卸市老街是明、清时的遗存，小街东头有
一家“毛市佬”早酒店，每天从晨曦初露开

始，店内外陆陆续续地坐满了喝早酒的食
客。老板王宝高在外闯荡做包子近 20
年，是中国面点师之乡——毛市镇3万多
名外出创业者之一。1999年，王宝高返
乡创业开始经营“毛市佬”早酒店，一干
就是十几年。王宝高精通厨艺，无论是
火锅还是煲仔，抑或是卤制品还是现炒
菜，色香味形都能得到食客们的青睐。
店内最具特色的美食是鳝鱼面。一碗鳝
鱼面，二两监利酒，馒头包子“毛市佬”，
绝配早酒三个宝。活蹦乱跳的鳝鱼，有
的购买于附近的养殖专业户，有的是村
民捕捉的野生鳝鱼卖给店子的。鳝鱼面
制作精致，从杀鳝鱼、洗鳝鱼、切鳝丝到
调料的配置、下锅爆炒，王老板都是操作
自如，技艺娴熟。三三两两的食客，吃鳝
鱼面条，品监利粮酒，尝“毛市佬”包子馒
头，有时还添上几个“卸甲河糖饼”，谈笑
风生，海阔天空，真是快活如神仙。“毛市
佬”早酒是监利早酒的重要部分，其热闹
的生意场景，已然成为卸市老街上一道靓
丽的风景线。

监利的早酒文化由来已久，源远流
长。男女老少都喜欢喝早酒，由此使得早
点的品种繁多，味道鲜美。监利早酒不论
身份地位的高低，从达官贵人到凡夫俗
子，都在早酒摊前聚首。在监利喝早酒，
就和广州人喝早茶、武汉人吃热干面一
般，成为监利的一张特色名片。监利早酒
以它独特的文化内涵，留住了乡愁。一杯
监利酒，一口家乡味，一份思乡情，远在天
南海北的游子，对监利早酒无不情有独
钟，梦牵魂绕。

三国故事⑩
朝天口

自从盘古开天地，石首城区就有两
座较大的山峰，一座叫东岳山，一座叫
绣林山，两座山紧密相连，两山中间只
隔一条山缝，在山下望上去就像是一条
通天口。

古时候，人们常上山打柴，就在山
缝间踩出了一条山路通往东岳山顶。
后来，人们又在东岳山顶修了一座庙，
叫东岳庙。来东岳庙朝神拜佛、烧香求
愿的善男信女还不少，久而久之人们就
把这两山之间的山口叫作“朝天口”。

紧挨着朝天口的山腰间有一块巨
石，表面平整光滑。说来也怪，在这光
滑的石面上，有两只小脚印，清晰可见，
两脚印之间还有一条水沟印，人们传说
这一双脚印是三国时孙夫人留下的。

据传，刘备和孙夫人在绣林山分别
后，在四川当了蜀国的皇帝，就再也没
机会回来了，这可把孙夫人等苦了，她
天天都站在朝天口的巨石上盼望她的
丈夫刘备回来，巨石上都站出了两个脚
印，泪水都流成了一条小水沟，但刘备
却再也没有回来。后来，孙夫人听说刘
备病死在白帝城了，她悲痛不已，就在
朝天口跳江自尽了。

可惜的是，20世纪 70年代，在加
固长江大堤时，人们不断地采集石首东
岳山石料。此山没过多久被炸毁了，据
说那块望夫石被炸碎崩到长江中了。
现在，东岳山不见了，东岳山上的古庙
没有了，望夫石也不见踪影，仅仅留下
了一个地名一一朝天口。

唐开元年间宰相诗人张九
龄，仪凤三年（678年）出生于韶州
曲江，字子寿，一名博物，谥文献，
世称张曲江或文献公，有《曲江
集》二十卷传世，被誉为文坛宗
匠、岭南第一人。开元二十五年

（737年），张九龄被贬为荆州大都
督府长史，在荆州度过了自己一
生中最后的宝贵岁月，创作出大
量不朽篇章和传世之作。开元二
十八年（740年）春，张九龄回曲江
拜扫先人之墓，因病去世。

张九龄在荆州的主要诗作，
原荆州地委宣传部 1982 年主编
的《历代诗人咏荆州》选录了“四
登”，即《登荆州城望江》《登郡城
南楼》《三月三日登龙山》《登古阳
云台》，颇有代表性。但是笔者认
为，在“四登”之前，应当加上《望
月怀远》和《感遇十二首》。因为
这两首五言古诗是张九龄的传世
名篇，在史上影响广阔而深远。

张九龄《望月怀远》写道：“海
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
遥夜，竟夕起相思。灭烛怜光满，
披衣觉露滋。不堪盈手赠，还寝
梦佳期。”创作《望月怀远》的具体
地点虽然难以考究，但很多人都
相信是张九龄在荆州古城南楼上
写的，这里是遥望明月、抒发情感
的最佳地点。张九龄被贬荆州，
身处异乡，远离政治中心，中秋之
夜仰望明月，遥对远方的亲人和
朋友，心中涌起深深的思念之情，
写下《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
月，天涯共此时”成为史上咏中秋
节诗词名句中的名句。

张九龄《感遇十二首》巧妙地
运用托物寓意的手法，将自己的
思想感情寄托于自然景物，感慨
身世、表现操守，含蓄蕴藉、意味
深长，厚重真挚、令人动容。张九
龄晚年遭馋毁，忠而被贬，“每读
韩非《孤愤》，涕泣沾襟”（徐浩《张
公 神 道 碑》），遂作《感遇十二

首》。各首诗分别通过不同的植物或自然现象，
表达对人生、政治和社会的思考。历代都对这
组诗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其语言质朴自然，没有
过多的雕饰和华丽的辞藻，却能深刻表达诗人
的内心世界和人生哲理，具有雅正冲淡、体合
《风》《骚》的艺术特色，是盛唐诗歌的杰出代表。

张九龄《登荆州城望江》写道：“滔滔大江
水，天地相终始。经阅几世人，复叹谁家子。东
望何悠悠，西来昼夜流。岁月既如此，为心那不
愁。”此诗原来是两首五言绝句，但在《唐诗别裁
集》中被合为一首律诗呈现。全诗通过描绘长
江的壮阔景象，寓情于景，将诗人的感慨与忧愁
巧妙地融入其中，在有限的篇幅内展现广阔的
时间和空间背景，深思人生的意义与价值。诗
句对仗工整，语言凝炼形象，节奏韵律和谐，给
人以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张九龄《登郡城南楼》写道：“闭阁幸无事，
登楼聊永日。云霞千里开，洲渚万形出。澹澹
澄江漫，飞飞度鸟疾。邑人半舻舰，津树多枫
橘。感别时已屡，凭眺情非一。远怀不我同，孤
兴与谁悉。平生本单绪，邂逅承优秩。谬忝为
邦寄，多惭理人术。驽铅虽自勉，仓廪素非实。
陈力倘无效，谢病从芝术。”诗中郡城南楼，指的
是荆州古城南楼，张九龄被贬荆州期间，常登此
楼赋诗，后人称之“曲江楼”。《登郡城南楼》是一
首描绘诗人登高远眺、抒发感慨的五言古诗，借
景抒情，语言凝练，意象丰富，意境深远，展现出
诗人深厚的文学功底和独特的艺术风格。

张九龄《三月三日登龙山》写道：“伊川与灞
津，今日祓除人。岂似龙山上，还同湘水滨。衰
颜忧更老，淑景望非春。禊饮岂吾事，聊将偶俗
尘。”荆州龙山，也称为八岭山，是荆州的重要自
然景观和历史文化遗址。古人习惯在春季上巳
日到水边洗濯，祓除宿垢和灾祸，三月三日登龙
山就是这种习俗的延伸。这首诗描绘诗人登上
龙山的所见所感，抒发对时光流逝、容颜衰老的
感慨。

张九龄《登古阳云台》诗中所写的古阳云
台，即阳春台，在今湖北省钟祥市境内。1982年
时，钟祥属原荆州地区管辖，所以原荆州地委宣
传部将此诗录入《历代诗人咏荆州》。这首诗回
顾楚国历史事件，追忆美好女性形象，表达了面
对时间流逝的无奈与哀伤。

除此之外，张九龄还写有《登荆州城楼》《荆
州作二首》《九月九日登龙山》《樊妃》《咏史》《始
兴南山下有林泉，尝卜居焉，荆州卧病有怀此
地》等二十多首诗作，题材多样，内容丰富，皆为
佳篇，流传甚广。

总之，在荆州期间，张九龄虽然身处逆境，
但他没有放弃对文学的孜孜追求，展现了伟大
文学家的才华和造诣，反映出著名政治家的胸
襟和抱负。通过这些诗作，人们可以深入了解
张九龄在特定历史时期的思想境界和情感世
界。同时，这些诗作也为荆州历史和后人留下
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文化遗产。

俗话说，过了腊八就是年，一年一岁
一团圆。小年一过了，承载着中华民族
5000年文明积淀和丰富文化内涵的新春
佳节，正向我们款款而来。

从欢天喜地贴春联，到阖家团圆的年
夜饭；从寓意吉祥的压岁钱，到热热闹闹
大拜年……

一系列充满浓厚民族特色的节庆活
动，凝聚了亿万中华儿女对家庭、对亲情、
对友情的珍视。

令人惊喜的是，去年12月初“春节——
中国人庆祝传统新年的社会实践”，正式
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作名录。作为中华民族最隆重、
最具代表性的传统节日春节的申遗成功，
不仅是对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和丰富文化
的高度认可，更是向全世界彰显了中华
文化。

“楚国八百年，鼎盛在荆州。”作为楚
国最强盛时期都城所在地的荆州，拥有着
无与伦比的历史文化瑰宝，楚人丰富的春
节节庆文化，给荆州民间习俗打上了深深
的楚文化烙印。

战国时期，由于楚国自然资源丰饶，
楚人闲暇时间充裕，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年
节习俗，其丰富的年节活动，对中国部分
重要年节的酝酿、形成和确定提供了历史
机遇，在一些年节主题确定和活动习俗的
形成方面，作出了有益的历史铺垫。

楚文化专家认为，楚国民俗文化习
俗在中国传统节日的形成、嬗变的过程
中，对春节、端午、中秋和重阳等传统节
日的形成与内容的丰富，起到了至关重
要的作用。

荆州，作为楚国核心区域，理所当然
的成为这些传统节日及其民俗事象的源
头和发祥地。以春节为例，楚人的春节系

列活动是从腊月祭祀灶神开始，一直延伸
到正月十五，形成了一个具有连续性的系
列节庆段落。农历十二月和一月，被楚人
视为鬼疫流行的月份，因此，楚人此时的
岁时活动多与避疫驱鬼有关。

《荆楚岁时记·正月》注引《庄子》佚文
说：“有挂鸡于户，悬苇索于其上，插桃符
于旁，百鬼畏之。”

应劭的《风俗通》里说：汉代“县官以
腊、除夕饰桃人、垂苇索，画虎于门，效前
事也”。汉代的风俗，带有浓厚的楚文化
色彩，文中的“效前事”，就是沿袭楚国的
故俗。

文献资料显示，从春秋开始，楚国在
移置、吸收周人立春日藉田礼及欢庆仪式
的基础上，加入自身传承的一系列正月岁
时活动，极大地丰富了华夏民族春节期间
的岁时活动，为后世春节、元宵两大节日
的形成产生了极为重大的影响，并延续到
了今天。

楚人除夕至正月初在房屋门口悬挂
鸡头、桃符、苇索，后来演为贴春联和门神
的习俗；

腊月二十四，小年祭火神的节庆，演
为舞龙灯的习俗；

祈祭主谷女神，演为正月十五祈卜瓢
姑姑的习俗。

而今天，最为中国人所重视的除夕吃
团圆饭和春节宴请宾客亲戚的习俗，则是
从楚人岁首饮椒酒、茹葱等饮食习俗逐渐
变化、衍生而来的。

南朝时，荆楚民间传承的正月晦日送
穷仪俗，则是由楚人祭祀火神祝融与祭饮
食之神的两项岁时活动复合而成的节日
习俗。于是，从腊月祭祀灶神开始，楚人
春节活动一直延伸到正月十五，形成了一
个具有连续性系列节庆段落。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年味，不变的则是
千年流传的文化底蕴，变化的是节日呈现
的形式。千百年来，“回家过年”始终是春

节不变的主题。虽然，随着时代变迁，中
华年节文化会发生一些形式上的变化，但
是承载这些文化内涵的民间习俗，却已深
深地融入到我们的血脉基因之中，并不断
地提炼、升华与创新的。

近些年来，荆州市在打造“荆楚文化
传承示范区”时，组织开展的“中国楹联
文化强市”活动，特别是“我为古城写春
联”和“我为家乡写春联”等活动，就是对
传统新年民俗文化活动最接地气的传承
与创新。

“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春节申
遗成功，是中国文化自信的体现。正如
鲁迅先生所言，民族文化需经提炼升华才
具生命力，才为世界所认同。在全球化的
浪潮中，必须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使其不断焕发出新的活力，不断提高
其影响力。

春节申遗成功，为文化旅游产业发展
提供了新契机。我们应当以春节申遗成
功为契机，一方面，有计划地抢救和申报
与传统节庆文化相关的“非遗”项目；另一
方面，紧紧盯住荆州独具楚文化特色的年
节文化，对伴随年节民俗活动的“非遗”项
目进行梳理，与旅游项目和文化活动进行
对接，以打造文化旅游发展中的新亮点。
如，可以组织研究南朝梁代宗懔的《荆楚
岁时记》，从书中记载的古代荆楚岁时节
令民俗风情入手，创新传统节日特别是二
十四节气的荆州表达方式，从节令的习俗
活动和美食入手，以展现“不一样”的文化
习俗，从旅游的角度，打造月月都有新主
题、旬旬习俗不一样的旅游新产品。

总之，要弘扬荆州地方节庆文化和习
俗文化，想方设法让藏在博物馆中、压在
故纸堆里、埋在地底下的历史文化遗产活
起来、动起来，成为可以触摸、互动甚至品
尝的新的文化形态，丰富人民群众的节日
文化生活，助推文化旅游产业发展，进一
步增强人民群众的文化自信。

创新节日表达方式 展现荆州独特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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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翅。（摄影 也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