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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石振峰)山东单县蔡堂镇有个叫辛羊庙的村庄，因盛产芝麻香酒而闻名。几
百年来，酒的故事、庙的故事、人的故事，口口相传，便成佳话。

神秘的辛羊氏

辛羊庙村位于太行堤河北岸，依堤傍水，景色秀丽，气候宜人。《单县地名志》记
载：辛羊庙建村于隋唐之前，距今至少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是县内少有的几个千
年村镇之一。在那黄河屡屡泛滥的宋元明清四朝，这个处在黄河北堤脚下的小村庄
历经多次大水而不灭，应当说也是奇迹了。辛羊庙立村历史悠久，但以庙称名的历
史似乎在明朝中叶以后。正如县域内的曹马镇一样，汉以前称为兴元镇，后来曹操
在此屯兵养马，当地百姓便把兴元称为曹马了。辛羊庙村名的来历好像也有如此相
似之处，只是隋唐时期叫什么名字已无文字资料可查，只能在我们心中留下小小的
遗憾。

辛羊庙村的名字来自于一个自称辛羊氏的老人。具当地百姓相传，明朝嘉庆年间，
村里来了一位头发花白的老者，自称为辛羊氏，面貌平和，谈吐文雅，彬彬有礼。
老者看到此地沃野良田，五谷丰登，认定这是一方风水宝地，便以打杂为生在此地
居住下来。老者有学问，知礼节，为人厚道，做事勤恳，深受当地百姓敬重。后来
老者劝说当地百姓酿酒，他说此地五谷色正质纯，是酿酒之佳品，此地众水包汇，
川流不息，气候湿润，是酿酒之佳水佳地。为动员众人酿酒，老者还拿出了自己的
积蓄予以资助。在帮助众人酿酒期间，老者亲自采池、制麯、配方、蒸煮、储藏，
一应娴熟，看来是个造酒的行家里手。苍天不负有心人，等到出酒的那一天，全村
百姓都沸腾了，厚厚的醇香，浓郁的芝麻香，回味的麯香，淡淡的窑香征服了每一
位品酒人，由此该村酒业大兴。

辛羊氏为帮助村民酿酒费尽了心血，倾尽了资产，临终时他告诉村民，自己本来是
朝中大臣，因性格耿介，为民请命，触怒了权贵，遭到迫害才流落于此，死后就此
安葬，不必声张。辛羊氏去逝后，村民们十分怀念他，就在他的原住处造了一座庙
宇，内塑辛羊老人金身，春、秋二时进行祭祀，辛羊庙会也由此兴旺起来。酒业兴
带来百业旺，庙会兴旺带来了人员聚集。短短几十年间，一个寂寞冷落的农家小村
，便发展成为远近闻名的大集镇。辛羊庙的名字也越叫越响，远近客商和附近村民
便以庙称其村了，时间久之，约定俗成，直至于今。

辛羊庙村现有居民没有辛羊氏，也没有辛氏和羊氏。中国百家姓中也没有辛羊氏。
我搜索了浩瀚的历史资料，终于在晋朝发现了一线蛛丝。晋朝有个叫羊耽的人，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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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辛宪英为妻，生子为辛羊氏，其后再无下文。难道辛羊君是辛宪英和羊耽的后代
吗?那么从晋至隋唐的几百年间为什么没有辛羊氏的文字记载呢?宋代所整理的百家
姓为什么也没有辛羊氏呢?也许在辛羊老人身上还有更多的秘密。

辛羊老人教人酿酒，又自称了这么个神秘的姓氏，他让我想起了夏朝的羊辛。《吕
氏春秋》中记载：“桀用羊辛，纣用恶来，宋用唐鞅，齐用苏秦”。羊辛在夏朝是
一位有名的酿酒大师。夏桀令羊辛为自己酿酒，羊辛看夏桀暴政荒淫，不愿意为其
酿出好酒，夏桀欲杀之。羊辛为夏桀酿出好酒后便隐遁山林，不知去向。羊辛会酿
酒，辛羊氏也会酿酒，两人的姓氏一字不差，只是辛羊二字的前后顺序颠倒而已。
如此巧合的历史故事，其间必有相牵连的缘由。于是我大胆猜想，辛羊老人可否是
羊辛氏的后世嫡孙呢?他的酿酒术可否是从羊辛氏那里一代又一代传承下来的呢?倘
若如此，那么辛羊酒也就是正宗的嫡系真传，堪称为酒业中的名门之后了。

仙鹤点穴出神奇

喝过辛羊酒的人都知道，辛羊老窖味道纯正，香味独特，口感胜过五粮液，堪与茅
台媲美，芝麻香味尤浓。

月光融融，临窗而坐，赏月品酒，三杯过后，灵感忽发，随口拈出一联：“庙立村
，酒兴业，千年文润辛羊镇;麯聚魂，水出神，百年窖池芝麻香”。酿酒离不开水，
好水出好酒，好酒出神彩。辛羊庙地上地下水资源丰富，酿造好酒具有得天独厚的
条件，特别是村中那口千年古井，更是带有几分神秘色彩。

相传很早以前，有一年天下大旱，赤地千里，河道干枯，井中无水，庄稼颗粒无收
，百姓四处找水无着，不少人因饥渴而殁。

一天清晨，该村一位老农被阵阵鹤鸣惊醒，便循声而去。只见太行堤河北岸有一对
仙鹤在地上起舞高歌，鹤舞之处似有水花飞溅。老农刚要近前看个究竟，仙鹤冲老
农点点头便展翅高飞了，地上留下一片好似刚下过雨的湿地。老农喜出望外，连忙
回村告知邻里乡亲。村民纷纷前来观看，发现此片湿地呈圆周形，直径约八九尺，
断定此地下必有水源，于是决定在此打井。他们一边让木工制盘，一边以湿地为圆
，开挖井坡。当挖到两人多深时，发现一个砖砌井口，人们更加惊喜，认定这是一
个被黄河淤埋的古井。他们把新制的井盘放在古井口上，边往上砌砖，边沿古井往
下继续掏挖。当往下又挖掏了两三人深时，挖井人脚下突然一滑，咕嘟一声泉眼通
了，一股清泉喷涌而出。旺盛的地下泉水很快将新井盘淹没了，人们争相取水品尝
。喝着清凉的地下泉水，村民们为之狂欢，为之陶醉。他们买来鞭炮，摆设贡品，
虔诚对井参拜：谢拜仙鹤点穴，祈拜井龙王为民送来清澈的救命之水。为保护水井
，村民又请石匠打制了一个直径三尺、厚度七寸有余的石井盖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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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口新旧两井叠加在一起的井上井，水质纯净，清冽甘甜，水源旺盛，可谓取之不
尽，用之不竭。因这口井系仙鹤点穴，所以被当地民众称之为“仙井”。后来辛羊
老人来到此村，就是用此井之水酿造出了甘冽纯柔的芝麻香酒。上世纪八十年代，
单县酒厂的酿造专家王灿成曾经说过：“辛羊庙酒的芝麻香味与他村里的那口沟底
井有很大关系”。辛羊庙村大小坑塘众多，一个连着一个。井上井就紧靠着一个大
坑的边沿，雨水大时坑水与井水几乎连在了一起。这些坑塘又与太行堤河、古路沟
河相连。特殊的水质，特殊的气候，滋养了特殊的生物种群，特殊生物种群滋养了
特殊香型，这或许就是同样的高粱同样的发酵能酿造出不同酒香的真谛。

古井是辛羊人酿酒的功臣，人们不会忘记它，历史也不会忘记它。现在村民们已经
把这口井保护起来，厚实的土堆护卫着青砖井壁，以防雨水、坑水的侵蚀。井台上
安装了不锈钢护栏，平整的井口上套着破旧的石井盘，那日积月累磨出的道道石痕
清晰可见，石盘上面加盖了一层厚实的钢化玻璃，既不影响人们观看，又对井口起
到了保护作用。“功臣”就应该有“功臣”的待遇，人物皆然。

绝非空穴来风

20世纪70年代，社会上广泛流传着这样一则大消息：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曾经喝过单
县辛羊庙的芝麻香酒，这一次到中国来，还向周恩来总理要芝麻香酒喝。这一传闻
当时在单县传的神乎其神，几乎达到了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地步。

传闻的源头到底在哪里呢?有的人说是从北京传出来的，有的人说是从日本传过来
的。从北京传出来的说法是：1972年田中角荣紧随美国总统尼克松之后访华，在周
总理为他准备的宴会上，喝着茅台酒的田中首相告诉周总理，在侵华战争中他曾喝
过单县的芝麻香酒，堪与茅台相媲美。这事引起了周恩来总理的关注，送走田中角
荣后，他指示有关人员打听单县芝麻香酒的下落。当得知确有此酒时，又安排有关
部门扶持地方恢复生产，准备出口日本。于是单县辛羊庙酒厂迅速恢复生产，其后
终兴公社蔡溜村办企业开始加工木酒盒，“辛羊老窖”作为中国的农副产品走出国
门，摆上了日本人的餐桌。此一段时间内辛羊酒被炒成了热点，普通百姓以能喝上
辛羊酒为荣，机关干部以喝辛羊酒为身份的像征，买辛羊酒要凭票，一度一瓶难求
。

传闻来自于日本的说法是：在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那场侵华战争中，田中角荣作为
下级军官到过中国，曾在东北，河北等地驻防，也曾到过徐州一带。在徐州停留时
曾经喝过单县辛羊庙的芝麻香酒，回国后一直念念不忘，在不同场合多次提起芝麻
香酒。田中角荣就任日本首相后，这一信息被嗅觉灵敏的商人得知后便迅速流传开
来，由商人传到了民间，由日本传到了中国，由传闻变成了多位日本人的实地考察
探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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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上世纪70年代至本世纪初，日本人来单县寻访辛羊芝麻香酒的还真不乏其人。20
04年，在省人大和省外事办的陪同下，两个日本人来到了县人大，他们就是来探寻
芝麻香酒的。可惜当时辛羊酒厂处于停产状态，他们既没有喝到辛羊酒，也没有看
到辛羊酒，留下遗憾，无获而归。2015年，一位在曹县庄寨做桐木加工出口生意的
老板也曾提到，他们的日本客户也曾提到过单县辛羊庙的芝麻香酒，并专门到辛羊
庙酒厂考察过。这位日本客户是从什么渠道了解到辛羊芝麻香酒的，不得而知。由
此看来，田中角荣和辛羊酒的故事，在这么多人、这么多渠道、这么不同的地域传
播，绝非空穴来风。

红色的烙印

俗话说：“时势造英雄”。但凡能在世间闯荡出一片天地，创造出一定业绩，能对
社会做出一定贡献的人物，必定与其所在的社会环境有必然联系，正所谓应运而生
。人即如此，事物亦然。辛羊酒起源于辛羊氏，兴盛于明清，到了民国时依然十分
兴旺，就是在那十几年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炮火中，她也得到洗礼，增添了许多
红色荣光和革命传奇。创造这种荣光和传奇的主人公就是时任单县第一个抗日民主
政权辛羊区区长、辛羊酒厂的大掌柜朱筱舫。

朱筱舫，又名朱鸿济，1882年出生，单县东南蔡堂镇朱庄人。青年时期便操持辛羊
酒厂经营酒业，因为头脑灵活，吃苦耐劳，逐渐富裕起来，成为当地有名望的人物
，后任单县东南方民团团长、单县五方局局长。抗日战争爆发，朱筱舫具有强烈的
民族危亡感，积极支持抗日，主张国共合作，心仪共产党，经常与共产党员李毅、
张子敬、孟庆之等分析讨论时局，共议抗日大计。他拥护“有钱出钱、有粮出粮、
有枪献枪、有人出人，团结起来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主张，身体力行，积极为抗
日捐送粮食。1937年底，单县东南方成立抗日自卫团，朱筱舫在部队的组建、军训
和后勤供应等方面提供了大力援助。1938年，单县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辛羊
区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各界代表公推他为区长。筹建区政府和抗日基干大队期间，
经费来源主要靠酒厂的经营收入，辛羊区抗日基干大队的枪支弹药大部分是酒厂购
买的，抗日政府的经济开支也由辛羊酒厂支付。朱筱舫舍家为国的情怀深深地感动
着当地群众，时至今日，每当提到那段历史，辛羊庙的村民总会自豪的说：“朱筱
舫是受人敬仰的抗日烈士，辛羊酒厂是对抗日战争做出过贡献的”。而由土匪改编
的国民党地方土顽却趁国难当头、百姓竭蹶之时到处抢劫。朱筱舫严惩了国民党匪
兵，而得罪了国民党地方顽杂，派兵将朱筱舫杀害。中共湖西区党委在单县王集召
开了追悼大会。区党委负责人郭影秋亲自为他写了悼词和悼诗。诗曰:

悼朱筱舫父子

1939年冬 郭影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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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伪顽军暗结防，湖西遍地是沙场。

才悲铜北遭明劫，又痛辛羊中暗枪。

微子东横成跳板，黄河北绕固新疆。

人民血化莫邪剑，荆棘劈开斩虎狼。

1939年，湖西区发生了血雨腥风般的“肃托”事件。党内“肃托”的始作俑者就是
那个怀有狼子野心的阴谋家康生，湖西区“肃托”的罪魁祸首即是臭名昭著的王凤
鸣和王须仁。短短几个月的时间，300多名党的优秀儿女惨遭杀害，仍有100多名
同志被关押待决。在湖西区抗日根据地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党中央派罗荣桓同志
来湖西处理“肃托”事件。罗荣桓从鲁南出发，日夜兼程，飞马湖西。他果断制止
了一切捕杀行动，收押了王凤鸣和王须仁两个恶棍，对在押的100多名同志全部释
放。在辛羊庙酒厂边的酒店坑(为避寒)连夜召开秘密会议研究善后事宜，后又召开
大会，为被冤枉的同志平反昭雪，鼓励刚出狱的同志坚定革命意志，去掉思想包袱
，继续革命，继续战斗。最后罗荣桓让辛羊酒厂拿出最好的窖藏老酒为蒙冤出狱的
同志洗冤，为他们重新踏上抗日征程壮行。几十年后，当我们找到这些老同志座谈
湖西党史资料时，他们对罗政委的那次壮行酒仍记忆犹新，不少老同志眼含热泪说
：罗政委的一杯辛羊酒，冲掉了我们的怨气，洗掉了我们的耻辱，激励了我们的斗
志，大家都重新振作起来投入抗战。

1942年，刘少奇同志由苏北去延安在单县停留了几天，地方党政军领导用地方特产
和辛羊美酒招待了刘少奇同志一行。地方干部汇报，辛羊美酒名气大，度数高，味
道独特，不仅畅销湖西抗日根据地，还销往敌占区砀山、徐州、曹州、河北，甚至
东北一带。为我抗日根据地换回很多紧缺物资，如枪支、弹药、纸张、油墨、药品
等。刘少奇听了很高兴，指示要扩大生产，壮大根据地经济，争取自给自足。酒厂
根据刘少奇同志的指示，当年就扩大了规模。可惜1943年秋日军万人大扫荡湖西抗
日根据地，在辛羊庙烧杀抢掠，海喝带拿加破坏，给酒厂造成很大损失。后湖西地
委专署又拨出专款恢复扩大酒厂生产。因日伪和国民党地方头目中有一部分人好此
一杯，传说亩日军军官经常到此弄酒喝。战后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作了高官还念念
不忘。。。。。。。。国共日伪对酒都有所图，酒厂才得以延续下来。

辛羊庙村是一块风水宝地，此处物蕴天华，地育人杰。解放后的70年间，这个村培
育了两位共和国的将军和几十名厅、处、科级干部。国防部外事局的孙启祥将军便
是辛羊庙村诸多英才中的佼佼者。孙将军已经80岁了，每当回忆起家乡的往事，他
总是对辛羊庙酒厂称赞有加。他说：“辛羊酒厂是有功的，她对革命战争做出过贡
献”。孙将军回忆：在解放战争时，华东野战军派了一个军代表对酒厂进行监管。
军代表姓赵，约莫有50多岁，披个军大衣，就住在他们家西屋内，白天在厂内巡视

                                    5 / 6



王须仁(王须仁简介)

生产，安排原酒调运，晚上回家记账。当时生产的酒绝大部分被解放军调走了，有
的运到了各个野战医院。淮海战役期间，伤病员陡增，辛羊老酒被作为医用酒精使
用，医治好了成千上万伤病员的伤，挽救了很多战士的生命，立下了一大功劳!

1948年的冬至前一日，大雪初霁，艳阳高照，一派红装素裹的妖娆景象。中午时分
，一辆美式吉普车悄悄开进了单县公安局，从车上下来的是刘伯承和陈毅两位司令
员，他们是从淮海前线去西柏坡向毛主席汇报工作的。单县公安局刘毅夫局长为两
位首长准备了单县羊肉汤和辛羊庙老酒。两位首长对单县的支前工作十分满意，在
品尝了辛羊庙老酒后趁酒酣气足，挥毫题词。刘伯承司令员题词曰：“冀鲁豫人民
为完成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尽了最大努力，现在还是努力于支前工作，十分难得，
特致敬佩”。陈毅副司令员题词曰：“胜利在望，继续作战，继续支前”。两位首
长的题词都对人民群众的大力支前予以高度赞扬。革命战争中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援
才是胜利之本，这是民心之所在。辛羊酒不言，但她选择了民心，选择了人间正道
，我们应该为她烙上一个大大的红色商标。

斗转星移，世事沧桑。辛羊酒从历史的深处走来，她像一个神秘的天使，降生在这
块神奇的土地上，历经沧桑，历经坎坷，历经辉煌，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
一人一事，都孕育着她丰实多彩的故事。辛羊酒还要向历史的远方走去，带着她的
神秘，带着她的精髓，带着她的故事，生生不息，源远流长。

2019年6月20日于多元阁南窗

[文/张金亮 惠正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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