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葡萄酒品尝过程中的美感

李 华，王照科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葡萄酒学院，陕西 杨凌 !"#"$$）

摘 要： 葡萄酒一般清亮、晶莹、透明、有光泽，具有令人愉悦的外观和回味无穷的内涵，因而葡

萄酒具有美学特性。葡萄酒品尝过程中美感活动是一种逐渐深化的过程，美感的形成机理研究介

于哲学辩证法的借入，诠释葡萄酒品尝过程中美感形成的机理。由葡萄酒品尝过程中主观、客观

存在的美感追溯其美感内涵，以提升葡萄酒品尝者对葡萄酒的欣赏水准，倡导葡萄酒消费审美文

化，引领葡萄酒时尚品味，旨在使葡萄酒品尝者通过葡萄酒品尝，怡神悦意、净化心灵、完善人格、

激励斗志、升华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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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With pleasant appearance such as clear and transparent wine body and enjoyable aftertaste，grape wine was in

possession of aesthetic characteristics. The aesthetic feeling gradually developed and deepened during wine tasting.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aesthetic feeling was studied and illustrated by dialectic philosophy. The inner aesthetic feeling in

wine tasting was investigated objectively and subjectively to improve consumers' appreciation levels，to initiate aesthetic

culture of wine consumption， and to guide wine tasting vogue. As a result， consumers' mind could be purified and

perfected by wine tasting.（Tran. by YUE Y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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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纪是一个全球化时代，是文化和需求多元化

时代，因而，葡萄酒文化的全球化也更为明显。随着人们

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在满足物质需求的时候，更注重

精神需求。葡萄酒消费既是一种物质需要，也是一种精

神的审美需要。研究葡萄酒品尝过程中美感的形成机

理，对提高葡萄酒消费质量、指引葡萄酒品尝者步入葡

萄酒文化的殿堂、开拓葡萄酒产业等具有十分重要的现

实意义。

" 葡萄酒的美感内涵

葡萄酒是用时间孕育出来的佳酿，富集乡村田园的

泥土气息，带有舒适和亲切感。葡萄酒的美学外观特征

包括葡萄酒的颜色、澄清度及流动性。葡萄酒形式上有

序、纯净或色彩缤纷，其形式美为人们所喜爱。

")" 葡萄酒的颜色

葡萄原料的品种、葡萄酒的酿造工艺、葡萄酒的酒

龄等因素决定着葡萄酒的颜色。根据葡萄酒的颜色，葡

萄酒可分为白、桃红和红葡萄酒。不同的葡萄酒种类展

现出斑斓错综的色彩世界，能够表现出极为丰富的色彩

层次感，交融互渗而构成晶莹美妙的审美意境。葡萄酒

的各种色彩既有视觉效果或认识意义，又有感情效应或

象征效应，即存在审美价值。对葡萄酒的颜色观察有助

于品尝者判断葡萄酒的醇厚度、酒龄和成熟状况。葡萄

酒的颜色包含着深刻的内涵，葡萄酒品尝过程中颜色的

辨别是品尝者认识葡萄酒美学世界的重要条件。葡萄酒

颜色能对品尝者的生理和心理产生特定的刺激作用，吸

引品尝者的视线，开拓品尝者的视觉空间，提高品尝者

的视觉质感，因而也能打动品尝者的心灵［"］。

")# 葡萄酒的香气

葡萄酒清幽撩人的香气，清远而细致，让人回味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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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乃是葡萄酒之美的真趣与韵致。葡萄酒香气的特征

表现为优雅、怡悦、和谐、晶亮、浓郁的芳香植物香与纯

正、优美的酒香，其香气质量具有优雅、怡悦的优雅度

（令人舒适、和谐，以浓郁的醇香为特征），典型、别致、果

香、花香、酒香、醇香的纯正度（形容口感纯正、完整、明

快），绵长、浓郁、馥郁的浓郁度（形容香气浓厚、完整、芳

香）。葡萄酒的香气可分为一类香气、二类香气、三类香

气。一类香气有玫瑰、柠檬、茉莉等花香，樱桃、草莓、苹

果等果香，落叶气味、青叶气味等植物与矿物气味，麝香

等动物气味；二类香气有酒香或发酵香；三类香气有还

原和氧化醇香，香脂和香料气味.!/。馥郁的、芬芳的葡萄

酒甘香就如同友谊，虽然淡如水却又清香悠远，使人有

一种春风拂面的感觉。

%)& 葡萄酒的滋味

葡萄酒的滋味特征表现为纯净爽怡、清新幽雅、爽

洁明快、柔协圆润、醇厚柔协、舒顺爽净、和谐悦人、优美

醇正、甘甜醇厚，具有令人舒畅的口感，酸甜协调适口、

酒体完整平衡、典型突出明确。葡萄酒甜味特征表现为

圆润（舒适、和谐）、柔软（柔顺、顺口、韧性和可塑性）、肥

硕（醇厚）、流畅和柔和。葡萄酒的结构特征表现为丰满、

有骨架、完全、浓重、有结构感、肥硕、流畅、滑润、柔和、

柔软、圆润，融合。在葡萄酒品尝文化中，葡萄酒的滋味

往往蕴涵着丰富的文化信息，她与伦理、道德、风俗及品

尝者的身份、地位、情感等有广泛的联系，往往使葡萄酒

的滋味本身具有精神性和情感性的特点.&/。

%)0 葡萄酒的韵味与余味

“韵味”是指意境中所蕴含的那种咀嚼不尽的美和

效果，它包括情、理、意、韵、趣、味等多种因素，因此有

“韵”、“情韵”、“韵致”、“兴味”等多种别名。有韵则雅，无

韵则俗；有韵则远，无韵则局。葡萄酒韵味无穷，是葡萄

酒品尝过程中意境的审美特征。

葡萄酒的余味、回味与后味就是其意蕴奥妙所在。

葡萄酒是健康而美的饮料，在韵味方面达到了极致，感

受葡萄酒之美的同时，品尝者要有美学欣赏的自觉意

识，以一种十分明确的审美追求，注重直觉体验、自由联

想和瞬间顿悟方面的相默契之处，在葡萄酒美学的王国

尽情翱翔，驰骋想象。

%)# 葡萄酒的内容美

年份、葡萄品种和生态环境等自然因素与葡萄栽培

管理、酿造工艺和历史传统等人为因素让酒体呈现更细

致的风味，葡萄酒的风格就是自然地出现在葡萄酒品尝

过程中的一种审美旋律，其魅力在于对典型细节的重

视。葡萄酒的内容美表现为酒体丰满、入口圆润、口感有

曲线变化。葡萄酒的内容美，就是意蕴之美，其内容美开

启感官神经、以辅德、益智、促劳、健身、养性，使葡萄酒

品尝者产生一种审美感受和审美愉悦。

! 葡萄酒品尝的审美建造

!)% 酒具与品酒环境的审美选择

!)%)% 葡萄酒酒具

葡萄酒酒具不仅具有盛酒的实用价值，而且具有相

对独立的审美价值。它们往往以其造型的优美、曲线的

畅想、色彩的洁白、光泽的明亮而成为可供欣赏的艺术

品。在葡萄酒品尝活动中，葡萄酒酒具的审美作用是显

而易见的。葡萄酒酒具能引起人的联想和想象，令人赏

心悦目，使人获得审美快感。葡萄酒与酒具之间因情景

施器，彼此相融，相映成趣，锦上添花，搭成美好的审美

意境，达到一种新的境界和氛围。

!)%)! 品酒环境

品酒环境包括物质环境和人际环境，它虽然与食物

没有直接联系，但却在品酒的整体系统中占有颇为重要

的地位。一般来说，品酒环境为品酒提供某种背景、气

氛、情调，对品酒活动起着弱化或强化的作用。在一个景

色优美、格调高雅、朴素大方的环境里，能优化和强化品

尝者的审美心灵。品酒环境与葡萄美酒的完美结合构成

了葡萄酒品尝美学中的意境之美。轻松、和谐、自由的情

调能洗脱人生旅途中的忧愁和疲劳，陶冶人的情操，净

化人的心灵，激励人的精神。

!)! 葡萄酒品尝的审美建造

“和”是葡萄酒品尝过程中美学的最高境界，即进入

统一、平衡、和谐的状态，这种和谐产生于葡萄酒与品尝

者的知觉活动的同构对应和契合，从而使葡萄酒品尝者

感受到一种平和宁静、轻松自得的愉快，一种适情顺性、

轻松柔和的情感状态和体验。“和”的境界又有不同的层

次，最基本的是由葡萄酒的色、香、味、形彼此搭配构成

的“和”，高层的是葡萄美酒、酒具和菜肴相映成趣产生

的“和”，更高一层是葡萄美酒、酒具、菜肴和品酒环境相

互呼应所形成的“和”，最高层的“和”是超越了葡萄酒品

尝的具体行为，意味畅想所达到的“和”，澄怀观道。

& 葡萄酒品尝者审美的主观因素

葡萄酒品尝可分为葡萄酒消费、葡萄酒接收和葡萄

酒鉴赏三个阶段，三者的关系见图 %。葡萄酒消费是初

级状态的或者低层次的葡萄酒接收，而葡萄酒接收则是

高级状态的或者高层次的葡萄酒消费，二者共同指向的

核心均为葡萄酒欣赏或审美鉴赏这个葡萄酒品尝活动

的最高层次.0/。

&)% 葡萄酒品尝的多种模式选择

由于葡萄酒品尝者的葡萄酒文化积淀、品尝动机和



图 ! 葡萄酒消费、葡萄酒接收与葡萄酒鉴赏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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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美素养等因素的影响，葡萄酒品尝的模式必然是多种

多样的。

"#!#! 消遣性品尝

采用此模式去品尝葡萄酒时，品尝者往往偏重选择

葡萄酒的娱乐性、趣味性，甚至追求某种刺激，以实现替

代性欲望的直接满足。品尝者的情感反应也较多地停留

在喜好、爱慕、快乐等基本情感的水平上，寻求一种直接

的心理冲击。采取此种品尝模式，品尝者过于偏重满足

直接的心理欲望，使想象活动受到这种指向性的制约，

无法进入一种更高的审美境界。这种模式是一种大众葡

萄酒品尝模式，也是葡萄酒品尝学所不提倡的。

"#!#$ 欣赏性品尝

欣赏性品尝超越了单纯的消遣性品尝，它追求审美

愉悦和情感陶冶升华，而不停留在捕捉直接的感官满

足。品尝者的期待视界已经进入了“思想期”，其注意力

更多地被葡萄酒的兴味所吸引，并且在审美的层次上展

开想象和情感活动。在欣赏期待欲中，审美情感和道德

情感等高级情感的追求也占了较大的比重。欣赏性品尝

从本质上来说是审美的，品尝者只有采取这种品尝方式

才能真正进入葡萄酒的美学殿堂，从而获得美的享受。

"#!#" 批评性品尝

在批评性品尝中，品尝者常带有比较明确的功利性

和目的性，品尝者的品尝期待欲与纯粹的消遣和欣赏都

有所不同，品尝者的注意力更多地去使自己的感受捕捉

各种对批评活动有意义的对象，而不会一味地放纵自己

的感官和情感去轻易地获得补偿满足。总之，理性是批

评性品尝的核心和基础，批评性品尝模式一般为葡萄酒

品尝专家所使用。品尝者也常常自觉不自觉地进入欣赏

状态，可他能自觉地从欣赏中跳出来，越过表面纷繁复

杂的意象去发现可以被他用来进行二度创造的有用素

材，并能重新组合这些素材，用自己的思路去规范她，从

而赋予她别样的生命%&’。

"#$ 葡萄酒品尝者的生理基础、心理基础和社会基础

美感又称为审美感觉，是在审美活动中的一种特殊

心理现象。它是由美所引起人的主观情感，是审美意识

的重要组成部分，美感作为一种社会意识，有其产生和

发展的生理基础、心理基础和社会基础。

"#$#! 美感的生理基础

从生理基础看，葡萄酒品尝过程中美感是葡萄酒作

用于品尝者的感觉器官而引起的大脑神经活动，而审美

感受经常与情感联系在一起，情感情绪的产生在于大脑

皮层对丘脑抑制的解除。品尝者只有在爱慕、快乐、满意

的情境下，机体内部舒展、和谐才发生快感，在生理快感

的基础上，才有可能产生美的感觉。由于品尝者的感觉

存在着内在联系，五官感觉会形成同感，可以相互补充，

所以葡萄酒品尝过程中美感不是葡萄酒简单机械地在

品尝者的大脑中的摹写，而是全面的、被理想化的、充满

激情的一种愉悦体验。

"#$#$ 美感的心理基础

葡萄酒品尝过程中美感的心理基础，就是品尝者对

自身本质力量关照的心理活动，这些心理活动源于对品

尝者自身本质力量的认识，而本质力量的不同就决定了

审美心理包含着不同层次的审美情趣、审美理想、审美

鉴赏能力和审美创造能力。

"#$#" 美感的社会基础

社会基础对葡萄酒品尝过程中美感的产生具有重

要的作用，葡萄酒品尝过程中美感并不是品尝者某种永

恒不变的先天能力，而是与社会基础紧密相连的。葡萄

酒品尝过程中美感是品尝者在社会实践中产生出来的

一种高级精神感知，是对客观现实的一种特殊的能动反

映。葡萄酒品尝过程中美感的产生和发展，归根结底，取

决于品尝者的社会物质生活，取决于品尝者创造美的社

会实践。实践是检验美感的客观标准，社会是获得美感

的丰富源泉，只有品尝者客观上通过社会实践不断地培

养格调高雅的审美情趣和审美品味，树立正确的葡萄酒

审美观，才可能在主观上相应地形成反映葡萄酒的特殊

审美能力和美感体验。

"#" 葡萄酒品尝者的审美心理要素

葡萄酒品尝过程中美感是由品尝者的感知、想象、

情感、理解等多种心理功能综合活动交错的结果。这些

心理活动既相互独立又彼此依赖，相互渗透、不可分离。

感知是美感的出发点，想象是美感的关键和载体，情感

是美感的中介和动力，理解是美感的指导和规范。

"#"#! 感知

美感的艺术表达只能靠形象描述而不能靠概念陈

述，葡萄酒品尝者从感受开始，以敏锐的感觉和触觉，捕

捉葡萄酒的审美艺术感觉。葡萄酒之美在语言中是一个

模糊的价值符号，葡萄酒品尝过程中美感是品尝者对自

身所体察到的感受和感情的一种表达，但另一方面，这

种表达又是以评价葡萄酒的方式做出的，由此可见，美

的基础是感知，没有感知就没有美。

李 华，王照科·葡萄酒品尝过程中的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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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象

想象在审美活动中起着创造和派生形象、推进形象

鲜活、丰富形象意蕴的重要作用。一个富有想象和敏感

于审美的品尝者在品尝一支葡萄酒时，脑海里会浮现出

一幅意味深长、颇有趣味的动态画面，构成自身心目中

的审美意象，从而获得更多的美感。通过想象使葡萄酒

的灵魂、酿酒师的思想艺术再现，品尝者捕捉葡萄酒的

像外之像，领悟其味外之旨，给葡萄酒作无形的补充和

改造，使意境全出。

&)&)& 情感

情感在审美心理活动中是最重要、最普遍、最活跃

的因素，情感是感受美的动力，没有情感，一切审美欣赏

和艺术创作都无法进行。情感是品尝者与葡萄酒产生共

鸣的中介，品尝者与葡萄酒在情感交流过程中达到某种

和谐一致时，就会出现共鸣的情感效用，通过情感体验

把无情的葡萄酒变成有情的葡萄酒，使品尝者与葡萄酒

产生共鸣。

&)&). 理解

葡萄酒品尝者用审视力、洞察力和判断力创造了葡

萄酒的感染力，使其从中获得理性认识，在创造中获得

美感，得到一种感觉上的享受和感情上的震动，这是用

逻辑思维开掘精神的巨大生动性而萌发理智美的艺术。

理解起着方向和规范作用，理解是对情感的理性化，是

对葡萄酒深层意境的感悟，这是理解的最高层次，只有

达到对葡萄酒意境的理解，才能体味葡萄酒的象征意

义。妙悟葡萄酒的味外之旨，感悟其美学思想，才能领悟

到“微尘中有大千，刹那间见千古”的深远含义/01。

在审美过程中，上述心理要素以一定的比例结合起

来，并达到自由协调的状态时，愉悦的审美经验就产生

了。葡萄酒的艺术美是现实、想象和情感的统一。葡萄酒

品尝过程中美感形成的过程，就是品尝者心灵奥秘的洞

悉，以“悟、兴、会、意想、神思”，使生命之敞亮和体验之

升华，显现出一种内在的生机、情感、灵魂、风骨和精神。

&). 葡萄酒品尝者的审美情趣

审美情趣是品尝者在葡萄酒审美欣赏和审美创造

中表现出来的一种特有喜好和偏爱的选择能力，是品尝

者审美能力水平高低的标志之一。审美情趣有时代、民

族、阶级、个体的差异性。审美情趣个性的形式有先天和

后天两方面的因素，先天因素包括生理素质、性格类型、

气质、禀赋等自然因素，后天因素对审美情趣个性的形

式起决定作用，比如生活实践、文化修养、职业等。

美是事物本身具有的某种形象特征，不取决于品尝

者的主观评价。因为作为美学特性寄托着的葡萄酒形

象，是由葡萄酒的色、香、味等自然因素构成的。美的本

质是真与善的统一，那么，作为主观意识，审美感的本质

便是理解与情感的统一，也是感性与理性的统一/21。

. 葡萄酒品尝过程中美感的形成机理

.)% 葡萄酒品尝过程中美感特性

视觉、嗅觉、味觉的肯定性感觉，只能称之为快感，

只有当思维参与人的审美活动的时候，才能称之为美

感。葡萄酒必须通过品尝者的品尝、理解、欣赏过程才能

产生美感效应，葡萄酒的美学特征只是葡萄酒艺术魅力

的一种潜能，要把这种潜能转化为现实的心理能量，还

必须依靠品尝者的审美实践。葡萄酒的审美素质与品尝

者的心理结构相结合，即会产生审美主客体的协调、惬

意，显示葡萄酒的艺术魅力，产生各种美感效应。

.)! 欣赏葡萄酒之美的方法

观其色、闻其香、尝其味是品赏葡萄酒的三部曲，品

尝者饮用葡萄酒时，需在适宜的温度下才能最完美地表

现葡萄酒的美学特性，品尝红葡萄酒最适温度为 %03%4
5，白葡萄酒为 43%" 5。葡萄酒之精妙兼具众美，品尝

葡萄酒旨在欣赏其艺术趣味，领略其真美和大美。品尝

葡萄酒时，一方面要感受葡萄酒的具体形态；另一方面

要领略葡萄酒的深层意蕴。对葡萄酒的欣赏，不能只满

足于悦目悦口，还要进一步深化美感，陶冶情操、展开想

象、领悟人生，从而达到悦心悦志，这是一个从生理到心

理，从感觉到理智，从快感到美感的多层递进过程。对葡

萄酒的欣赏有以下三个阶段。

.)!)% 致用

“致用”就是在品尝葡萄酒时，逐步熟悉和掌握该款

葡萄酒的身份（酿造原料、生产厂家、年份）、特性（颜色、

结构感、平衡性）、香气质量（纯正度、优雅度、浓郁度）

等，使葡萄酒的美感内涵为我服务。

.)!)! 比德

也就是在葡萄酒的欣赏中，品味其情韵、意味、趣

味、兴味与情味，触摸细节，捕捉最美的风景，领略葡萄

酒具备的美的品质。欣赏葡萄酒内涵之美，感受到葡萄

酒的积极诱导和调节而进入有序而活跃的状态，品尝者

的自然意识会被激活而汇入情景交融的心理空间，在品

尝者与葡萄酒一起共鸣的意境中，使品尝者的整个身心

放松。

.)!)& 畅神

品尝和欣赏葡萄酒时，从第一层面的观、闻和品，到

第二层面的想象与灵感，达到第三层面的天人合一，领

略葡萄酒的景外之景、味外之旨，解读葡萄酒的神妙，探

索葡萄酒审美王国的最大奥秘，以美引善、以美启真、以

美怡情，这才是欣赏葡萄酒的最高审美境界/41。品尝者要



有健康乐观的情感，这样才能真正欣赏葡萄酒的自然之

美，形成对葡萄酒的审美意境。

!"# 审美欣赏的过程

首先是静心聚意的准备阶段。对葡萄酒进行欣赏

时，需要静心聚意，全神贯注于葡萄酒本身，包括葡萄酒

的颜色、香气、滋味、韵律、变化、和谐等，将自身与葡萄

酒连为一体，主客不分，物我同一。其次为美感的实现阶

段。在审美的心态下，经过对葡萄酒全方位的想象和理

解，就会调动品尝者头脑中早已储存的审美经验，通过

情绪记忆的信息系统，再传递给葡萄酒，从而对其做出

审美评价，实际上也就是对葡萄酒获得了形式感或感

知，有了美的感知，就会得到美感。最后是美感的升华阶

段$%&。

!"! 葡萄酒品尝过程中美感的形成

葡萄酒的醇和熔炼本土饮食文化的精髓，是一种滋

润、一种积淀、一种怡然，这是让你乐在其中的原因。葡

萄酒美感的欣赏是品尝者被葡萄酒吸引后，对葡萄酒之

美所做的深层次、多方面的咀嚼、领悟，并能在这一过程

中，既感受到身心愉快、又获得悦志悦神的享受。

悦目悦口、悦心悦意和悦志悦神是葡萄酒品尝过程

中美感渐次深入的三个纵向层次。悦目悦口给品尝者的

是轻松舒畅的审美快感；悦心悦意给品尝者的是共鸣、

被理解、觅得知音的兴奋；悦志悦神给品尝者的是启迪、

震动、鼓舞的愉悦，使葡萄酒品尝者产生浓厚的审美兴

趣和理想的审美效果，深层次上意味着生命的至高形

态。葡萄酒之美是品尝者本质力量的感性显现，美感实

质上就是品尝者在他所创造的美的葡萄酒中对自身本

质力量的一种发现、肯定和关照，葡萄酒品尝者与葡萄

酒所蕴涵的信息发生了情感共鸣。

葡萄酒从外到内，层层溢美流芳，共同形成了天之

美禄的召唤结构和特有的艺术魅力。欣赏葡萄酒艺术奇

葩能培养葡萄酒品尝者的观察力、想象力和思维力，使

我们不断发现美、感知美、鉴赏美，培养爱美的情趣，品

味成功、品味生命，感悟人生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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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华，王照科·葡萄酒品尝过程中的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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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酒品牌价值 .* 亿元
本刊讯：由世界品牌实验室和世界人周刊主办的世界品

牌大会于 )**. 年 / 月 , 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大会发布

了《中国 .** 最具价值品牌》排行榜。郎酒以 .*"%. 亿元人民币

的品牌价值名列第 ’’. 位，位居入选食品饮料行业品牌第 ’.
位，白酒行业品牌第 0 位。比 )**! 年上升 )# 位，品牌价值净

增 %"!# 亿元。

这次评比是由世界品牌实验室第 ) 次对中国品牌进行的

全面评估。据了解，此 次 入 选 )**. 年《中 国 .** 最 具 价 值 品

牌》排行榜的品牌中，食品饮料行业品牌共有 ,# 个品牌入选。

郎酒集团十分注重品牌的战略发展及品牌管理，自 )**’ 年企

业改制以来，加强了品牌建设和宣传工作，对品牌资源进行了

整合，特别是 )**! 年，郎酒确立了以打造“中 国 郎 ”为 概 念 核

心的品牌战略，在央视等媒体上投放了大量的广告宣传，“神

采飞扬·中国郎”全新的品牌理念极大 的 提 升 了 郎 酒 品 牌 形

象，并产生了极大的品牌效应，凝聚了众多忠诚 的 消 费 者 ，市

场份额逐渐扩大。今年，郎酒集团又斥巨资在中央电视台和凤

凰卫视进行品牌推广活动，为进一步提高郎酒知名度、美誉

度，提升郎酒品牌，促进郎酒销售都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会 上 ，牛 津 大 学 商 学 院 教 授 126E<6@ M33?AF7 博 士 、耶 鲁

大学管理学教授 NFO= P<F7 博士向郎酒等到会入选品牌单位

颁发了证书和奖杯。（小砂）

泸州老窖开展“ 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申报工作

本刊讯：近日，泸州老窖公司集中人力、物力，在市政府及其相关

部门的领导下，积极开展把泸州老窖酒的酿造技艺作为“非物质文化

遗产”向国家申报的工作。

根据《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办法》的定义，“我

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指各族人民世代相承、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

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如民俗活动、表演艺术、传统知识技能，以及与之

相关的器具、实物、手工制品等）和文化空间”。

泸州老窖酒的酿造技艺发源于古江阳。其“浓香正宗”的酒文化风

格，以及独特的经济、文化、科学、历史价值，也充分展现了其鲜明的地

方特色和中国民族文化创造力的杰出价值，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人文精

神，在中国浓香型白酒的酿造上独树一帜，也使得泸州老窖酒成为了

中国浓香型白酒酿造的典型代表，全面反映着中华酿酒文明的历史延

续性。据了解，这些先决的条件是完全符合“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

的申报程序和规则，对此泸州市、市委市政府非常重视申报工作。余小

萍副市长亲自担任领导组组长，市文化局、博物馆等部门与泸州老窖

公司通力合作，积极开展筹备工作。博物馆副馆长冯健进驻泸州老窖

公司，具体安排各项工作。

据悉，/ 月 ’. 日前，已制作成了规范的申报文本，并于 / 月 ’0 日

上报到了四川省文化厅。（小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