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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籍或传说中酒的起源

人类社会的发展是经过原始社会’畜牧社会’农业

社会进入到现代社会的& 原始社会的先民是依靠采集果

实和渔猎来维持生活的& 捕捉的食草野兽经过豢养’驯

化%就出现了畜牧业& 动物家畜的乳汁中含有乳糖%经过

酵母菌的作用会发酵产生酒精%成为奶酒& 这是人类最

早饮用过的一种酒&我国关于奶酒起源的记载很少&)梵

天庐丛录*中有所记载外%)周礼#礼运篇*所记载的+醴

酪,%即指畜乳酿制而成的酒& 由于家畜数量有限%奶酒

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较为重要& 汉民族很早就进入农耕

时代%所以酒的起源和发展是在进入农业社会之后&
野果的浆汁极易变成酒%因为果浆中含有大量的葡

萄糖%皮上常附有酵母%加上空气中的酵母%在温度适合

的条件下%果浆就会发酵成酒& 南宋周密)癸辛杂识*在

梨条中写道$+山梨者%味极佳%意颇惜之& 漫用大瓮储数

百枚%以缸盖而坚其口%意欲久藏%旋而食之& 久则忘之%
及半岁后%因于园中忽闻酒气薰人%疑守舍者酿熟%因索

之%则无有也& 因启所藏梨%则化而为水%清冷可爱%湛然

甘美%真佳酿也%饮之辄醉,& 金代诗人元好问的)蒲桃酒

赋*里也有野葡萄自然发酵成酒的记载$+贞佑中%邻里

一民家避寇%自山中归%见竹器所贮葡萄在空盎上%枝蒂

已干而汁流盎中%薰然有酒气%饮之%良酒也,& 另有一种

水果变成酒的事实%人常称之为猿酒%如)紫桃轩杂缀*
中+蓬栊夜话,就有猿酒的说法& +黄山多猿猱%春秋采花

果子于石洼中%酝酿成酒%香气溢发%闻数百步%野樵深

入者或得偷饮之%不可多%多即减酒痕%觉之众猱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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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必死之"# 清李调元辑$粤东笔记%卷九中也有类似记

载&’琼州!海南岛"多猿((当于石岩常处得猿酒!盖猿

以糯米杂百花所造!一石六辄有五六升许!味最辣!然亟

难得"# 陆柞蕃撰$粤西偶记%中甚至说&)粤西平乐等府!
山中多猿!善取百花酿酒!樵子入山得其巢穴者!其酒多

至数石!饮之香美异常!名曰猿酒"# 姑且不论其数量大

小! 这种在大自然中天然生成的果酒完全是可能的!但

与人类根据其现象加以模拟生产果酒有本质上的区别!
不能与酒的起源相提并论#

当我们进入农耕时代!谷物成为维持生活的主要食

源!因而通常研讨酒的起源一直是侧重于谷物酿酒# 所

以正如西汉刘安主撰的$淮南子*说林训%所说&)清!"
之美!始于耒耜"#$%+ 意思是酿酒始于耕耘!质言之!应该

始于谷物# 这是正确的说法# 人们只有掌握了种植谷物

技术之后! 才为酿酒创造了规模性生产的基础条件!因

此我们讨论酿酒起源一直是侧重于谷物酿酒# 以往关于

酒的起源都是对历史人物方面的探讨 #&’(%# 其中流传最

广!谈得最多的是杜康!并尊之为酿酒祖师爷!有关他的

史料不足!而且说法不一!就连杜康究竟是哪个时代的

人!至今还未搞清楚# 宋高承在其$事物纪原%一书中也

说&)不知杜康何世人!而古今多言其造酒也"# 感到迷惑

不解# 汉朝许慎$说文解字%中记载,)杜康作秫酒!少康

杜康也"#据此杜康应是夏禹时代的人#宋窦萍$酒谱%中

有&)杜氏本出于刘累!在商为豕韦氏# 武王封之于杜!传

国至杜伯!为宣王所诛!子孙奔晋!遂有杜为氏者!士会

亦其后也# 或者康以善酿!得名于世乎"的记载!那么他

该是周朝人!西晋张华$博物志%有杜康是汉朝的酒泉太

守!善酿酒的记载# 南北朝梁肖统$文选%中说&)康字仲

宁! 或云黄帝时人"# 据此有关杜康酿酒之史料并不具

体!基本的时代问题矛盾太多!无法证明其酿酒时间!更

不能证明他是酒的创造者!不能称是酿酒的祖师爷# 只

能说明是一酿酒能手而已# 另外!有人认为杜康造秫酒

的秫是高粱!却有商榷的必要# 因为至今还没有找到黄

帝或夏代已有高粱的确证#
高粱传入我国的时代尚有争论! 而且高粱含单宁!

不宜用于造酒# 这里的)秫"可能是黍!黍的穗子!同样是

很好的制帚材料#
晋江统在$酒诰%中说&)酒之所兴!肇自上皇"# 所谓

上皇指的是传说的远古伏羲氏-燧人氏-神农氏的)三

皇"和黄帝-颛顼-帝#-唐尧-虞舜五帝+ 这种把酒的发

明归功于)三皇"-)五帝"!表现出先人对统治者的感恩-
崇敬心情的寄托!这种作法中外是一样的+ 我们把它理

解为时代的象征是否更为妥当+
总之!对这些尚无文字的传说进行分析以得到确证

是困难的事!但是把酒的发明创造归功于某个氏族部落

首领或神是很自然的事+ 在国外也是这样+ 这主要是因

为酒的起源!源远流长!史前又无资料可查!必然有种种

传说+ 例如埃及人认为奥西里斯!)*+,+-"是酒的发明人!
亚洲两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人认为挪亚!./01"是酿酒

的始祖!并传给人类的美酒+ 古希腊人认为狄奥尼苏斯

!23/45-6-"是酒之神!古代罗马人认为巴克斯!703316-"之
子是酒神!但并没有把这种传说作为酒的起源+

在亚洲西部伊拉克一带是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人聚

居的地方!在乌尔发现了一幅名叫)司汤达德"的粘土板

画!现藏于英吉利博物馆!反映 89:: 年前的古代奠酒活

动!在叙利亚发现了尤如我国少数民族饮咂酒的场面的

粘土版画.图 $/# 埃及于 9::: 年前就已种植葡萄园并

酿制葡萄酒!这些都是考古学家的重要发现!是令人信

服的科学论证# 在我国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中有许

多酒器!可以证明在当时已有酒的存在# 这些传说的酒

的发明!都远在仰韶文化时期!他们所酿的酒甚至是相

当进步的!而不是酒的发明# 现在让我们从我国考古以

及出土文物来看我国谷物酒的起源吧;

& 谷芽酒的起源

关于谷物酒有起源于龙山文化时期的论者#<’=%!有起

源于仰韶文化时期的论者#$:’$&%!但是最初的酒是什么酒!
其演进又如何!还缺乏这方面的论述# 根据一些考古文

献资料! 通过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许多小口尖底瓮-漏

斗等酿酒用具!某些浅穴灰坑是制谷芽的坑!结合古巴

比仑及古埃及酿造麦芽酒用具以及甲骨文-钟鼎文中的

)酒"字!)$")%&"字等等!有力地证明我国最早的酒是

谷芽酒!其时间决不会迟于仰韶文化时期!在大汶口时

期得到发展! 至夏文化初期米曲霉曲酒已得到确立!开

始了曲酒和谷芽酒二者并存的局面#
&>$ 新石器时代的粮储及谷芽的制备

根据目前考古资料 #$?’$8%!我国北方最早是采用窖穴

来储粮!以保证生活的需要!其起源可上溯到产生原始

农业的新石器时代# 从早期的磁山-裴李岗-密县峨沟-
马良沟-巩县铁生沟等遗址!都发现了储粮用窖穴和堆

图 $ 用管吸饮小口尖底瓮中酒的情景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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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半坡遗址出土的 --# 号灰坑

积的粮食$其数量是相当大的$现仅就磁山遗址发掘的

情况作一概括介绍%
河北武安磁山第一文化层遗址&-#’$经放射性碳测定

为 %/##0%!## 年前的遗址$从 !#%1 2! 发掘面积$发现

灰坑 -34 个$大小不等$最深者达 4 2$浅的 &)# 2 左右%
其中平面呈圆形和椭圆形灰坑 !! 个$ 最深者 -)# 2$或

者 &)# 2% 从浅者堆积物来看$可能是遭到严重破坏的居

住遗址 &-4’$不似粮窖% 长方形灰坑 -#% 个$一般坑壁垂

直$四壁规整$极少数为袋状% 其中 4! 个还有粮食堆积$
其 厚 度 出 土 时 &)/0&)! 2$ 其 中 超 过 ! 2 者 -& 个 $如

5/64$坑口距地表深 &)3# 2$坑口长 $)$ 2$宽 &)1 2$深

/)4# 2!见图 !"$最为典型$堆积谷物$虽已腐朽$出土时

谷粒粒粒可见% 不久即风化成灰$经反射线分析$断定为

粟% 这些窖内粟的数量总计达 $&1 2/$重量达 #& 7$按人

年食用量以 !&& 89 计$相当于 !#& 人一年的口粮% 由此

可以证明新石器时代中期已是集团定居$没有私有财产

的原始氏族社会$生活已达到贮存大量粮食的水平% 结

合出土农具看$农耕技术已较发达$虽有狩猎$但已开始

养猪$进入农耕时代$可以说粮食已达到较为充裕的程

度$已具备了酿酒的物质条件%
通过 5/64 窖穴的内容物的考察$ 可知当贮存粮食

装入窖穴之后$如图 ! 所示$上面是用黄土及灰土覆盖

的$这样才能延长谷物的保存期$覆盖物的厚度则为谷

物的 / 倍$而那些浅得在 &)# 2 以下的窖穴$能贮存多少

谷物呢: 除前述可能是遭到严重破坏的居室遗址外$其

中某些浅坑可能是仰韶文化时期用来制备麦芽的*后将

述及.最初遗址%

仰韶文化属于我国母系氏族社会时期的文化% 因为

最早发掘的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而得名% 年代为公元前

#&&& 年0公元前 /&&& 年$ 是我国新石器时代诸文化中

的一支主干$展示了我国母系氏族社会从繁荣到衰落的

社会文化% 本文谈及的主要是陕西西安半坡遗址 ;-%<$邠

县下孟村遗址;-3<(临潼姜寨遗址;-1<$庙底沟仰韶文化遗址
;!&<$晋西南地区仰韶文化遗址;!-<$河北蔚县三关仰韶文化

遗址;!!<% 郑州大河村;!/<仰韶文化前一期出土陶器中发现

了酿造谷物酒的小口尖底瓮和酒器%
西安半坡遗址定居的先民数达百到千人$ 发掘出

!&& 多个贮粮窖穴$说明贮粮数量相当大% 其中所发掘

出的 --# 号灰坑$ 其结构与其他 !&& 多个贮粮窖不同

!如图 / 所示"$坑的口径 --# =2$底 -43 =2$深 #! =2$
坑中尚残存谷物约 -3 =2 厚$腐朽的谷壳灰呈灰白色;-/<%
与同时发掘出的其他窖穴有明显的不同% 首先$贮粮窖

都要有一定深度$除容纳一定量的贮粮外$还要有一定

厚度的覆盖物$但 --# 号灰坑却浅得不会是用于贮藏谷

物的一般窖穴% 其二$贮粮窖穴为了防潮都有厚达 -&0
!& =2 的防潮层% 同属仰韶文化时期的陕西临潼姜寨遗

址;-1<的窖穴$除涂有草泥外$还有火烧结$仰韶文化时期

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 &!&’中的窖壁及底部也有厚 -&0!&
=2 草泥$都是为了防潮$也是仰韶文化时期贮粮窖的共

同特点$这都可以作为 --# 号坑并非贮粮窖的佐证% 其

三$--# 号灰坑底部周围有一周浅沟$ 这是贮粮窖所没

有的% 因此$根据这)浅*()无防潮层*()有排水沟*/ 点$
可以认为它决非是贮粮窖$而是谷物发芽用的窖穴% 坑

壁上薄薄涂了一层黄土泥$仅仅是为了防止黄土脱落污

染谷芽$底部环沟的设置$表明了谷芽制备技术的进步$
即制谷芽过程中可以洒水$ 使谷物保持发芽必要水分$
并能排除多余的浸渍水$以免因水过量而窒息谷芽% 同

时也可以推断在使用这种发芽坑前$曾用过无环沟的普

通浅坑% 总之$--# 号灰坑是新石器时代先民制备谷芽

的物证%

!)! 仰韶文化时期的小口尖底瓮和谷芽酒

半坡遗址还出土了装水或酒的平底瓮( 小口壶(漏

斗及小口尖底瓮*图 6!-".$其外形整体成流型$小口尖

底(鼓腹(短颈(腹侧有两耳$腹部饰线纹%大者高 4& =2$
小者有 !& =2%许多研究者认为这是水器$笔者认为它是

酿酒发酵容器$这种小口尖底瓮的分布很广$除西安半

坡遗址!图 6!-""(晋西南地区仰韶文化遗址!图 6!!""(

图 ! 磁山遗址贮粮窖 5/64 平剖面图

!"



图 ! 郑州大河村仰韶文化一期出土的小口尖底瓮碎片

!"#
!"#!""!式小口尖底瓶!$%& ’()" !%""式小口尖底瓶!$(& ’)""

!*"!式小口尖底瓶!$%& ’"**" !)"小口尖底瓶!$(! ’*&"
!"#

!"!

图 ) 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小口尖底瓮

陕西庙底沟仰韶文化遗址+图 )!%",#陕西邠县下孟村仰

韶文化遗址#河北蔚县三关仰韶文化+图 )!)",外$出土

更多的要算是陕西临潼姜寨遗址和河南郑州大河村仰

韶文化遗址%

河北省蔚县三关遗址出土的小口尖底瓮属仰韶文

化庙底沟型陶器$系泥质红陶#轮制#小口#双唇#细颈#
溜肩#腰微束#尖底% 器表饰以不规整的细绳纹和网状

纹%高 #*-& ./$口径 #-* ./$腹围 #!-) ./%现存河北省文

物研究所%
陕西临潼姜寨遗址发掘出 "% 件小口尖底瓮$ 可分

为 % 式%
!式 ( 件% 小直口$短颈#鼓腹#尖底$腹侧有双耳$

耳有穿孔+图 (!"",% 肩部至耳旁周饰同左斜的细绳纹$
形状大小略同$高 (" ./%
"式 ) 件% 略同!式$口部较长$底更尖% 肩腹部有

绳纹$高 (( ./% 细砂硬红陶质+图 (!*",%
#式 ) 件% 两件完整$口微敞而短$唇内凹$颈短而

粗$鼓腹$腹最大径在双耳下部% 饰绳纹$细砂红陶质+图
(!%",%

从郑州大河村仰韶文化前一期陶器中发现了小口

尖底瓮标本共 ) 件$均残#分为 * 式%
0 式&标本 * 件$小口$内折沿$沿面下凹呈子母口$

圆唇#束颈细长$下部残% 素面$$%& ’()$泥质陶% 器表

及内壁呈棕红色$ 灰胎% 口径 ( ./$ 残高 %-) ./ +图 !
!"",$另 " 件 $%& ’"**$泥质陶% 器表及内壁呈棕色$灰

胎$口径 )-( ./$残高 )-( ./!图 !!*""%
"式&标本 " 件+$(& ’)",% 泥质陶$器表及内壁呈

棕色$灰胎$小口$内折沿% 圆唇上翘$束颈细长$下部残%
素面% 口径 ( ./$残高 ) ./+图 !+%,,%

另 有 " 件 +$(! ’*&$为泥质陶% 器表及内壁呈杏黄

色$灰胎火侯较低$用手摸搓掉沫$上部残% 深鼓腹$瘦

长$圆底$素面% 中腹部两侧对称器耳两个% 残存最大腹

径 "! ./$残高 *# ./+图 !+),,%

仰韶文化第二期出土的小口尖底瓮较少$ 而且均为

残片% 皆是泥质$共 & 件!如图 #"$除 % 件为底部残片

外$其余可分为 % 式%
0 式&标本 * 件% 子母口尖底瓮$均为泥质红陶% 小

口$内折沿$圆唇上翘$似子母口$束颈细长$鼓腹$下部

残%颈部饰细线纹数周$腹部饰细线方格纹%$""$1’&&$
口径)-* ./$残 高 ! ./+图 #!"",% $""$1’&2$口 径 )-*
./$残高 3-& ./+图 #!*",%
"式&标本 * 件% 折颈小口尖底瓮$均为泥质陶% 器

表及内壁呈红色$灰胎% 小口$内折沿$圆尖唇$细长颈$

!*"晋西南地区仰韶文化

遗址出土尖底瓮

!%"陕西庙底沟仰韶文

化遗址出土尖底瓮

!)"河北蔚县三关

遗址出土尖底瓮

图 ( 临潼姜寨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小口尖底瓮

!""!式尖底瓶!4&’"" !*""式尖底瓶!4#’("
!%"#式尖底瓶!4*"’""

!""西安半坡遗址出土

尖底瓮

包启安’史前文化时期的酿酒!一" 酒的起源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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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郑州大河村仰韶文化第二期出土的小口尖底瓮碎片

!-"!式小口尖底瓶!+--"/011" !#"#式小口尖底瓶!+$$"/02&"
!!"!式小口尖底瓶!+--"/012" !3"小口尖底瓶!+--"03"
!4"$式小口尖底瓶!+## 0-" !%"小口尖底瓶!+42 0-&"
!5"$式小口尖底瓶!+#% 0-5" !1"小口尖底瓶!+41 02"

!-4
!-!
!-!

!-!

图 1 古埃及葡萄酒的酿造

鼓腹$下部残% 器形瘦长$腹部饰线纹% +## 0-$口径 #
67$残高 3 67*图 %!4".% +#% 0$5$口径 5)5 67$残高 %
67*图 %*5..%

888 式&标本 $ 件*+$$"/02&.$标形口尖底瓮$泥质红

陶%标形口残$束颈$溜肩$鼓腹$下部残%口径约 5 67$残

高 $%)3 67*图 %!#".%
另有标本 4 件$均为泥质红陶$均为底部残片% 尖底

呈锐角$尖角分别为 5&($5&($45(% +$$"903$器表饰线

纹% 残高 1 67*图 %!3".% +42 0$&$器表饰线纹% 残高 2
67*图 %!%".%+41 02$器表饰划纹$残高 3 67!图 %!1""%

总之$这些出土的小口尖底瓮大小并不一样$有的

有双耳$有的无耳’出土时有的外壁下部还有涂着草泥

的痕迹% 有的还出土了漏斗$其流出口直径正好与小口

尖底瓮一样%
既然有剩余谷物及制谷芽设备(蒸煮及制酒器具小

口尖底瓮$ 是谷芽酒起源于仰韶文化时期的有力证据%
至于小口尖底瓮的功用及其使用将在下面详细叙述%

另一方面曾有人反对过这一论点$而提出酿酒起源

于龙山文化时期:%;% 其中一个论点是反驳半坡遗址出土

的小口尖底瓮是酿酒用具的论点$ 而是汲取井水的工

具$认为发酵用容器应是平底以保持其安定$岂能特意

使用尖底容器% 并且将出土的小口尖底瓮的两个耳环系

上绳子$垂入水中$当瓮到达水面即倒下$水从小口流

入$由于自重即直立起来$用这一试验反驳该小口尖底

瓮并非酿酒用的发酵瓮% 但是那些无耳的小口尖底瓮又

作何解释<笔者认为我们不应陷入一物专用或一物只有

一种功用的狭小认识圈子内% 事实证明小口尖底瓮酿酒

不仅在我国有$古巴比仑及古埃及都使用过与我国出土

的同型小口尖底瓮$分别酿造过麦酒和葡萄酒*图 1.%
最早的酒限于当时技术水平$ 其酒精成分很低$酿

造时的防腐是当时酿造的首要问题% 小口尖底瓮是先民

的伟大发明% 用狭口瓮减少空气的接触面积$以防止酸

败$如果装满就可以做到几乎无空气存在的可能$这是

一项很重要的措施% 采用细长的瓮体$可以促进渣滓的

沉降$尖底部可以有效地集中沉淀物$促进酒的澄清$增

加澄清酒液的高度$以利吸饮% 这种造型还可以减少插

管时搅起沉淀物% 这种共同饮用小口尖底瓮中酒的情

景$由叙利亚出口的葡萄酒瓮的粘土封印可为证明*图
-.% 共饮也是母系氏族社会所特有的习惯% 现在我国少

数民族地区仍保留着这种大家共同吸饮的习俗$一般称

之为咂酒% 另外$)酒*字几乎都是酿酒容器的形象$甲骨

文和钟鼎文中的)酒*字$几乎都是小口尖底瓮的形象

*图 2.$ 这岂不是小口尖底瓮是最早酿酒器的最强而有

力的证明% 古代巴比仑舒麦尔人酒的象形文字$也是小

口尖底瓮形状$真是无独有偶% !未完$待续"

图 2 甲骨文和钟鼎文中的)酒*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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