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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印象·地理

天光云影铜锣寨
林庸明

现在许多驴友喜欢探险游，铜锣寨无疑是

一个好地方。它山体薄如锣，两面悬崖绝壁，飞

石凌空，险象环生。

铜锣寨风景区位于霍山县西南部，总面积

92平方公里，由铜锣寨、铜锣大峡谷和铜锣寨

温泉三部分组成，主峰铜锣峰海拔1096米。

铜锣寨风景区有奇松、怪石、云海、温泉四

绝，兼有翠湖、险谷、幽潭、飞瀑、古迹、珍禽、异

兽，可谓一步一景，移步换景，有“江北黄山”之

美誉。

铜锣寨由赏石峰、阅翠峰、慕云峰、铜锣峰

和览秀峰组成。山上奇松广布，以“古、直、异”

著称。它们直如竹，曲若溪，愈高愈秀，愈矮愈

奇，让人看后连声叫绝；怪石则千姿百态，神奇

异常。

位于后寨的铜锣大峡谷，全长七公里，九

曲十八弯，幽潭涟涟，古迹星罗，瀑布高悬。

它是1600多种植物的王国，更是200余种动

物的乐园。

“山无水无韵，水无山无趣”，铜锣湖倒映着

铜锣峰，波光粼粼，跃动着山峰雾霭，天光云影

共徘徊，让人流连忘返。

驴友们都说“上山流汗，下山沐浴”，在铜

锣寨，沐浴有温泉，让你游玩后一洗疲惫。温泉

位于前寨，分布面积2平方公里，有11个出水

点，平均水温52℃，日出水量500吨，且含有多

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

为了酿造健康酒、生态酒，徽印象酒历经实践，还原“原生态、老字号”的
地道工艺——徽密。其复活的独特酿酒配方，具有悠久历史。

林庸明

“原生态、老字号”的地道工艺，到

底是什么样的工艺，可属于重大商业

机密？

徽印象酒业董事长李怀安笑着

介绍，生产工艺当然有核心东西不能

透露，但徽密酿酒源自柘皋地区古法

造酒，这还离不开一个植物，即竹

子。原来，柘皋地区，在远古时期就

利用当地的竹子在生活中，不仅食用

竹笋，利用竹竿做各种器具，还以竹

叶包东西，渐渐地，发明了竹叶包饭

的发酵方法制酒。

竹子，是禾本科的一个分支，分

布在热带、亚热带地区，有低矮似草，

又有高如大树。通常通过地下匍匐

的根茎成片生长，其种类也最多，四

季青翠。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有“梅

兰竹菊”四君子、“梅松竹”岁寒三友

等美称。

现代研究表明，“竹子”全身都是

宝，现代人称“绿色黄金，植物之王”。

竹汁的突出保健作用在东方被视为

“神水”；后世《本草纲目》详细记载了

竹子“凉心经，益元气，除热缓脾，养血

清爽”的神奇食疗养生作用，竹子在民

间有“食用、食养、食补、食疗、食治”之

说。当然，远古时期的柘皋人不能科

学地认识到竹子在养生、保健上的价

值，因为当地竹子多，在贫困时代要充

分利用啊，其中就有竹叶包饭发酵制

酒，这是自然而然中发明的。

从远古时期看，酿酒必备两大条

件，一是农业发达，因为没有富足的粮

食就没法酿酒，另外是制陶业发达，这

是酿酒的工具。巢湖地区是中国文明

发祥地之一，科学考证，距今四十万年

就有人类筑巢生活，也逐渐使用陶

具。今天的考古发现，新石器时代晚

期，柘皋地区开始出现的陶甑、甗等与

夏商周时期类似的专用酒器现象，则

表明此时柘皋地区的酿酒习俗相当盛

行，酿酒逐渐迈进专业化阶段，酿酒的

技术也获得空前的发展和提高。

酿酒的发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人们慢慢地把竹叶、竹竿用于酿酒，这

就形成了徽印象酒独创的竹香工艺和

配方“甘草”、“枣类”为中国徽文化酒

机密。2010年中国徽文化酒将徽印

象酒工艺、配方列为中国徽文化技术

保密项目“机密”级。2011年、2012

年，中国徽文化酒研究机构重申这一

项目为“秘密技术”等等，其中重要一

项就是“竹香工艺”，这也是与竹相连

的酿造与“生态”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

关系。

李怀安告诉说，“徽密”工艺有很

多老祖宗传下来的许多独有的酿造技

术，其中与竹子的关系甚多，简单的工

艺作业外显的就有窖壁竹撑、稻糠加

竹屑、曲——手工刨制、竹香入味，辅

料（甘草、枣），全程出酒渠均用竹器

等。徽印象酒在酿造工艺上充分利用

竹子“绿色黄金，植物之王”的精髓，既

保持了徽印象酒独有的风格，更增添

了竹香、竹味的特色。正因为如此，徽

印象酒的整体品质在生态地位上独树

一帜，并获得现代酿造科技的考量与

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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