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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 1 (上)汉代由土与草杆堆造成的长城

(下 )长城一览与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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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届国际酒文化学术研讨会在中国陕西省咸阳市顺利召

开。这次研讨会是中日的微生物专家坂口谨一郎先生与方心芳先

生关于/发展东方微生物酿造文化0的提倡得以落实的结果。自第
1届研讨会于 1991年在四川省成都市召开以来, 研讨会以 3年一

届的形式曾分别在杭州和无锡的大学为会场召开过。

第 4届研讨会的会址咸阳, 距今 2200年前是秦国的都城, 黄

河的大支流渭水横穿而过, 座落于原隋唐都城西安(原长安)的西

北约 30公里处, 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小城镇。王维那首以/渭城朝

雨,,0开头的送别诗5送元二使安西6中曾提到的所谓/渭城0便
是古时的咸阳, 而安西当时则是守卫中原西土的重镇, 位于吐鲁

番数百公里以西, 从咸阳出发往西 3000公里处, 且途中需穿越沙

漠才能到达。研讨会后我们去参观了敦煌 (距咸阳 1500公里以

西) , 此后, 我们又看了敦煌西南 200公里处的汉代 (约 2000年

前)关口玉门关。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绵延在沙漠绿洲中, 由土与

草杆混合堆积起的防御工事, 汉长城的一部分 (图片 1)。据说这

里曾居住了 2000名士兵。我情不自禁地想象着他们的生活;继而

又想到王维诗中的元二君更往西走的旅途状况; 甚至还想到了繁

盛的丝绸之路, 真可谓浮想联翩。

日本有一些将文化与科学分而置之的倾向, 而中国的 /酒文
化0却囊括酒的历史 (考古学) , 及其生产技术, 相关诗词, 艺术及

设计的商品化, 因此研讨会上的发言范围也很广。研讨会的盛况

正如酿造研究所的佐藤和夫博士所描述的那样: 从广袤的中国大

地各处不远千里赶来的 150多人会聚一堂, 使大会得以隆重热烈

的召开(图 2为品酒的研讨会)。

我作为日方团长出席, 故在开幕式上发表了祝辞与基调演讲

(日本酿造研究的最新成果)。祝辞中我介绍了日方出席人员, 并

以中文说出了坂口先生那句/酒是人类文化的财富, 有道是, 酒香

的民族,则其文化必醇0的名言(这是旅行社张丰岛的翻译语) (鼓

掌) , 余下部分则拜托翻译李先生(陕西工学院)译成中文。

研讨会第 3天, 王炎先生(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人士, 第 1届会

议主办者)与程光胜先生 (原北大教授, 中国微生物学会会长) 到

我的房间来商谈了一下关于第 5届研讨会由日本主办 (第 6届仍

由中国主办)的事。这在第 2届会议时就曾提出来讨论过,这回又

听取了事务所的想法, 我一个人还是无法决定。故约定利用中国

的联系窗口 (已拜托王、程两位先生)就研讨会的组织形式与举办

方式进行多方协商, 听取意见, 尽早予以答复。

由于这回事务局示意我在基调演讲中强调一下这次研讨会

的意义,故我临时加上了这一条。(我的话不具备 OHP, 十分麻烦)

讲话中, 我提到虽然现今中日造酒技术存在很大差异, 但都是一

种用谷物发酵作为酿造基本手段的酒文化。中国历史悠久, 酒文

化源远流长, 中国古文中 /麴0、/鞠0之字, 而礼记中曾记载过/麴

衣献天子0, 即将天子衣服的金黄色比作麴的孢子 (麦尘) 之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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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 2 品酒研讨会

图片 3 一夜大雨造成的西安市内的大水

(车中有木下祝郎氏与作者秋山等)

文章。此外, 中国至今仍保留着许多精美的青铜酒器,中山王墓还

有古时酿酒用的蒸馏陶器 (据说为酿酒之用) 出土。蒸馏陶器是

6000年前的, 我认为这一定会给日本带来影响。因此, 为通过研

讨会进一步深入了解酿造文化的发祥与发展, 也因为微生物酿造

技术研究成果斐然, 酒文化对亚洲来说也很重要, 我仍希望凭借

中国有许多酿酒中心的优势,使会场以中国为中心进行。而日本,

国小且历史浅短, 酿酒工厂缺乏多样化, 由日方主办研讨会 10年

1届(每隔 4~ 5年 1届)左右较妥。

关于日本主办之事, 出发前的小聚会上我又征求了以前辈木

下祝郎氏为首的许多人的意见, 还就鹿儿岛的烧酎研讨之事请教

了鲛岛氏, 就伊莫的国际会议之事询问了长浜先生。一般来说这

类由酿造部门单独举办的国际会议由于缺乏经验, 值得操心的事

堆积如山。

开幕式上本次的会长也是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会长杜子端先

生, 概括提出了本会的 5项要点。¹详细研究酒文化的历史。º明

确理论体系。»开发应用。¼展望新的发展道路。½最后强化酒
文化研究会组织, 强调考虑委员会的常设问题。

根据代表酒文化研究会的由王、程两位先生提出的提案和杜

先生的发言, 我认为我冒然提出的日方的意见 ( 10年 1届) 应是

没问题的。

第 3日的晚餐会是日方为答谢中方而设置的, 这从第 2届会

议实行至今, 一直深受好评。中方几乎次次全体参加,这次也不例

外。在这儿让我对负责这次盛会的咸阳各位 (陕西工学院的各位

及西凤酒与太白酒厂各位) 聊表谢意 (非常感谢许生卫先生 < 宝

酒造勤务> 的翻译) , 并已约定第 5届国际酒文化学术研讨会由

日方主办。

这次会议需以日本酿造学会为中心, 拜托日本酿造协会负

责, 请允许我先这样讲。希望最近( 1~ 2月中)准备委员会就可以

开始运作, 定下方针,充分与中方交换意见,以期能将会议开得盛

大成功。这还得靠每位会员的尽力协助。

此外我想谈谈这次研讨会的一些杂感。

这次有幸在参观访问中国老八大名酒厂之一的西凤酒厂和

太白酒厂 (这儿有 3个 6000年前的德利形壶)的过程中看到了不

使用兑水的白酒作坊,感到不胜欣喜。在这儿由于连夜暴雨, 我们

碰到发大水 (图片 3)。虽认为汉中平原降雨稀少, 这儿的大雨似

乎非常利害。据说黄河的泥流便是由于这些大雨造成的。

咸阳往东 50公里左右的地方, 有 6000年前仰韶时代氏族群

居的半坡遗址。这个博物馆的生活用品陈列室中仅存的陶器类

(中国文明展也有一部分) 中有 /蒸馏器0 着实让我颇为感动欣
慰。当时的人们就有了将食粮(后为小米)蒸后食用(只一部分)的

这种令人吃惊的热利用的智慧。我不禁想起在酿造研究所与冈

崎、田中等人谈到了 /蒸后的米易发酵0之说, 我总觉得这与酿造

的开端有些联系, 而前辈秦含章先生 ( 97岁)题仰韶酒的诗/仰韶

文化六千年, 制麦神工传遗篇。独厂专研成美酒, 众仙饮醉乐心

田。0尤给我很大感触(图片 4)。秦老前辈所著的 1700页之长的

有关白酒的大作, 全体出席人员在刘福德氏 (北京八达岭酿酒公

司) 的帮助下都得到一份。此外还得到了由周恒刚先生担任顾问

的5中国酒事集观6白酒卷一卷。这本书已放入与保存英国王室图

书馆寄赠图书一样精美、正式的书箱中(由酿造协会保存)。无锡

轻工业大学的教师们所著的 5中国酒经6这部纵横酒文化全部的

700页的大作出版了 4000部, 由此中国酒文化的博大精深可窥一

斑。还有今年,包启安先生执笔的阐述酒的关系的书也将出版。中

国酒文化之花可谓处处盛开。

我也由此逐渐认识到我们清酒的研究部门虽于最近 4、5年

来取得了较大成就, 但要更上一层楼还需在/温古0的基础上将视
野向纵深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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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 4 秦含章老先生的诗 仰韶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