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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酒文化特点
——白酒文化与竞争力之四

胡展源

（北京?@媒体研究中心，北京 8666<<）

摘 要： 中国酒文化博大精深，其核心内容体现在：酒文化是人的主观能动性和酒的客观能动性的辩证统一；酒文化

是社会文化的一部分，传达各种社会文化与民族文化精华；精英文化传颂酒文化中的酒礼和酒德，增添了酒文化强烈

的精英文化色彩；酒文化的矛盾性客观揭示了白酒文化的许多现象，合理解释了许多客观存在的问题。（孙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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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酒文化心的部分中，存在着如下几个特点，支撑起酒文化博

大精深的风骨。

8 酒是人的主观能动性和酒的客观能动性的辩证统一

作为一种物质文化现象，酒具有某些特殊的性质。与一般物质

文化现象不同，它对人类的精神文化领域，具有一种客观的能动作

用。一方面酒精可以刺激人们的精神、影响人们的行为；另一方面

酒文化又渗透和影响到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发挥着独特的能动

作用。这种客观的能动作用使其成为人类丰富多采的思想感情载

体。而其他一般物质文化现象，虽然也都有标志一些特定意义的社

会功能与作用，但却不具备酒这样能动的作用力。所以，酒是一种

比较特殊的物质文化现象。

酒作为一种商品，是由人来生产和流通的，而人是具有主观能

动性的，喝酒是有一定目的性的。尤其对于中国人来说，更看重酒

的精神价值，希望通过酒来达成某种意向、实现某种心愿。酒与人

一个有“情”、一个有“意”，就形成了丰富多采的中华酒文化现象。

酒能动作用的定位，实际上为白酒的文化产业定位打下了坚

实的基础。这种能动不仅包括“人的能动”与“酒的能动”，也包括

“人与酒的互动”，即人因酒而更加欢喜或忧伤，酒因人意韵无穷，

两者互相作用，衍化万千。酒能动作用的定位，也揭示了酒文化是

由酒与人共同组合而成的，缺少或偏颇其中任意一种都会使整个

酒文化残缺不完整，这也是为什么在目前的酒文化建设中要大力

强调社会文化与酒科技研究要协调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酒的能动作用是不断积累可以形成传统的，这保障了酒文化

的延续性，也使得酒中所孕育的民族精神可以得到巩固与强化，进

而形成强大的影响力。同时，因为与人特性的紧密相连，酒的能动

作用也是创新不断发展的，这又使得酒中所孕育的民族精神能够

不断与时俱进，形成自己强大的生命力。酒文化能动作用所具有的

延续与创新两个特性保障了酒文化的可持续性发展。

; 酒文化是一种社会文化

从杜康作酒的传说起，中国酒文化就开始在整个社会蔓延渗

透，它不是强制性的教育推广，而是“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般

的滋润，这种滋润一下子就是U666年，以致于中国人的骨子里都有

了酒的清香，“无酒不成席”就是这种深刻的酒文化烙印的最好体

现。从广告学角度讲，白酒的广告宣传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了，它

已经演变成为一种自然而然的民族情结了，这是任何一种商品都

无法与之比拟的。中国酒文化的影响不但有深度，而且有广度，整

个中华民族无一不受到酒文化的巨大影响，饮酒之人数量之多，饮

酒之人层面之广，都是世所罕见的。

白酒与其他酒类相比，有它独特的竞争优势，它是中华酒文化

的集大成者，深刻地渗透到社会的各行各业中，消费群体丰富，层

面广。前一阶段出了一种叫“足球神”的酒，厂家想用它主打球迷市

场。我们说白酒起这个名称还比较恰当，因为白酒是中国传统酒种

的代表，它在各行各业都有它的影子，所以在足球领域中也有生长

的空间。但是如果葡萄酒和果酒起这个名字则有些不伦不类了，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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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葡萄酒在中国的历史比较短，它的文化定位基本上是受西方影

响的浪漫时尚的罗曼蒂克，而果酒则还停留在营养与保健的功能

性饮料上，更是担负不起白酒所具有的传达社会文化的功能。此外

还有酒鬼、舍得、百年孤独、小糊涂仙、金六福、孔府家酒、今世缘、

伟哥、唐宋八大家、射雕英雄酒等，不管它们经营得怎么样，都从不

同方面不同角度反映了白酒的社会文化印记。

白酒是几千年来的传统特色酒种，见证了中华文明的发展史，

在酒中，孕育了丰富的中华民族精神，包括爱国主义精神、创新精

神、忧患精神、和谐精神等民族精神，这是其他酒种所不能比拟的。

一种民族精神的形成要经过很长时间的积累、沉淀、批判、选择，最

终才能被打磨成一种积极的有长远影响力的精华文化指导体系。

白酒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优良文化载体，反映了社会文化、民族文化

的精华；而啤酒、果酒目前则只是一种食品饮料而已，更多的局限

于一种行业文化。当然，葡萄酒的文化枝芽正在迅速蔓延生长着，

但是和白酒比起来，它的精神内涵要浅薄得多。

在目前的中国白酒界，产品质量、香型、口味方面的成长改进

空间不算太大，但是在白酒的社会文化底蕴挖掘方面的空间却很

大。挖掘创新传统酒文化，就是要把白酒所代表的大社会文化精髓

彻底地反映出来，我们的许多酒企业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白酒业的夕阳期没有到来，那些无个性的白酒品牌夕阳期却

真的来到了。在产品极大丰富的情况下，人们的纯物质需求已经变

成了一种情感性需求，用白酒业内人士的话讲“白酒已经从品牌酒

竞争转向了文化酒竞争”。所有的文化酒都是在白酒大社会文化体

系之内的，白酒丰富的社会文化内涵也为白酒文化酒的成长提供

了广阔的空间。在一些白酒企业要撤离白酒行业的情况下，许多其

他行业的企业却纷纷进军白酒行业，并凭着对白酒文化的独特深

刻的理解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这说明，白酒市场的饱和是相对的，

有文化含量的白酒市场空间的存在却是绝对的，白酒文化的细分

市场仍然很多，赢余空间仍然很大。可以预见，随着有文化含量的

酒品牌的不断崛起，白酒市场又会出现百花齐放的新的大好局面。

同时，由于消费者对白酒品牌文化含量的更高的要求，也会迫使企

业在资金、人才、产品品质等各方面有更高的投入，客观上抬高了

进入白酒行业的门槛。

在新的白酒时代里，白酒存在的独特意义，也是不可被替代的

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能向社会传达各种各样的社会文化与民族

文化精华，并用这些精华去给养整个消费大众。

7 醉翁之意不在酒

中国人把酒不是作为一种饮料来喝，而是作为一种传达和寄

托情感的媒介。中国酒文化有着浓郁的精神文化特点，它被寄寓了

许许多多的个人希望和社会期待，早已超出了一种饮料所实际具

有的功能。

西方人虽然很爱饮酒，酗酒者远比中国多，但从整体上讲，他

们是为了饮酒而饮酒。而中国人则不然，即便是形态层面的饮酒，

表达的也多是精神层面的主旨。酒作为中国人追求个性自由的基

本需求的替代物，与政治、军事、皇权社稷、世俗人情、悲欢离合、亲

疏远近、喜怒哀乐、雅俗深浅、性情风度等有着密切联系，而且饮者

甚众。从氏族社会的酋长到封建社会的皇帝，从达官巨富到贫儒乞

丐，从君子僧道到烟花浪子，男女老少都与酒结过不解之缘。可以

说中国的酒文化是一种地地道道的社会文化，尤其自晋代以来，酒

文化的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精神价值也越来越大。客从远方来，

无酒不足见其情；良辰佳节，无酒不足显其乐；丧葬忌日，无酒不足

致其哀；困顿蹉跎，无酒不足消其忧；春风得意，无酒不足畅其怀。

皇帝登基、天下太平要喝酒，将军打了胜仗、举子及第也要喝酒，祭

神祭祖要喝酒，打了粮食也要喝酒⋯⋯酒真正成了人们表达感情、

寄托理想、增进友谊、扩大交往、维持心理平衡、调节人际关系的不

可或缺的精神幽灵。

在上述酒文化的种种现象中，我们可以看出所谓的“醉翁之意

不在酒”乃是中华民族委婉含蓄的民族性格表现，是丰富的民族文

化心理的展现，是一种东方智慧的流露。

“醉翁之意不在酒”使酒摆脱了单纯的产品物化形态，使酒有

了更广阔的生存发展空间，也使企业产品的竞争层次有了质的不

同。

< 凸显精英文化色彩的中国酒文化

酒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各个阶层，所以酒的反映应该是百

态的。但是，我们今天从酒的人文精神来看，酒却更主要是文人与

士大夫们饮酒行为与心理的写照传记，这在酒文化史上是对现代

影响很大的，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却在酒文化的精神主

旨方面对后世影响较小。同样是饮酒，为什么会出现两种精神影响

差距很大的结果呢？

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后，人类的精神生活和文化生产出现了

分化。这种文化的分化是由社会结构的分化造成的，在私有制和城

邦出现以后，社会群体开始分化，产生了在经济、政治上占统治地

位的少数贵族。这些贵族阶层及其知识分子掌握着文化上的权力，

他们的文化一直占据着主流文化地位，不仅形成了对整个社会的

精神统治，也培养了自己独特的精神追求和审美情趣。酒礼和酒德

就是统治阶级思想文化在酒文化上的反映，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

统治阶级潜移默化强加给社会大众的。中国酒文化强烈的政治性

也把社会少数精英分子的饮酒 价 值 取 向 作 为 社 会 楷 模 来 宣 传 推

广，因此中国酒文化凸显出了强烈的精英文化色彩。

而社会大众不仅在经济上、政治上处于被统治地位，在文化上

也处于无权地位，他们得不到受教育的机会，不识字或很少识字，

只能以口头方式传播文化信息表达自己的理想观念和文化追求。

这些“布衣”与“白丁”是没有资格在酒文化史上占主流地位的。并

且由于传播手段的限制，普通百姓的酒风、酒事只能依靠一代一代

口传影响去小范围流传，其间经历过一些战乱或灾荒就很可能失

真或丢弃了，也不可能有机会成为全社会普遍共享的文化。

孔子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在古代信息传播形式单一的

情况下，只有用笔来记载这样一条途径，文人们自然成了记载的主

体，这些主体是很被平民羡慕的，因为他们是精英文化的宠儿，是

可作为楷模来学习的。尽管在酒史上有很多文人是用酒来作为消

极反抗当时政治社会的工具，借酒消愁，表达不满，但是这些人也

是很有代表性的，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的政治思想是代表百姓

的呼声的，所以虽然政治不得意，但仍然得到百姓的尊敬与拥护，

其所留下的酒闻轶事也因此而得到广为传颂，成为中国酒文化中

的一笔宝贵财富。

时至今日，当工业经济代替了农业经济，当产品极大丰富代替

了产品严重短缺，当人们的单一消费变为多元消费时，我们再来审

视一下曾经对酒文化消费有重大影响的精英文化色彩时，我们发

现依附在白酒上的精英文化色彩正在分流与弱化，首先，有话语权

的社会主流人群正在面对日益增多的产品选择，原来的传统酒种

一枝独秀的局面受到了严重的挑战，白酒面临着葡萄酒、洋酒、啤

酒、果酒的多重冲击，因此社会精英分子的饮酒价值取向也相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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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利用它，古为今用，这是大有文章可做的。”这是周老对遗址的

高度评价，也是对李渡酒业公司一个极大的鼓舞和鞭策。

从李渡考察后，深深感到能有机会参观李渡烧酒作坊遗址，是

我一生的荣幸，也引起我对白酒科技发展史的思考，同时也拜读了

有关白酒发展史的论文和书籍。如“东汉说”、“唐代说”、“宋代说”、

“元代说”等白酒起源的论述，结合李渡烧酒古遗址的发现，提出几

点不成熟的认识和看法，请大家批评指正。

8 白酒的起源

我的看法是萌芽于南宋，完善于元，发展于明清。

5 中国的蒸馏酒甑是从中国饭甑演变而来

从河姆渡的陶甑发展到现代的蒸饭甑，在形态和原理上基本

相同。蒸馏酒甑与蒸饭甑基本相似，不同的是在饭甑上面加了一只

盛冷却水的铁锅（后改锡壶）和一只烧酒承接的导管。这种天锅烧

酒蒸馏器，很可能从金代出土的铜烧锅演变而来。它们的形状、结

构是相似的。它与外国酒的蒸馏器形状根本不同，和中国古代的炼

丹设备也根本不同。

中国黄酒约有<666年的历史，白酒生产是从黄酒生产工艺基

础上发展起来的。其主要共同点是稻谷、高粱等为原料，酒曲糖化

发酵（边糖化边发酵），液态发酵法等，这种液体酒醅和酸酒采用蒸

馏办法取得烧酒。所以说白酒生产最早的是液体发酵和液态蒸馏。

宋《北山酒经》载有黄酒“煮酒”工艺，这是我国黄酒最早采用灭菌

方法的记载，其目的是利于黄酒贮存不变质。“煮酒”过程中，挥发

出大量酒精气体，这可能启迪古人创造出白酒的蒸馏器，也就是说

黄酒“煮酒”以后，久而久之而产生天锅式白酒蒸馏器。在现代，黄

酒“煮酒”过程中产生的酒精气体，经冷却器冷却而取得酒汗（或称

汗酒），其白酒具有独特芳香，江浙一带人颇为喜爱。

7 中国白酒是中国古人自己创造的，非外国传入

中国白酒生产从酿造历史、生产原料、酒曲、生产工艺、生产设

备、酒的质量和风味，都不同于外国酒，都有自己的特色和风格，所

以，中国白酒是中国古人自己创造的，非外国传入。

= 白酒生产固态发酵与蒸馏，是我们祖先的伟大发明

白酒生产从液态发酵与蒸馏，到固态发酵与蒸馏是我国白酒

科技发展史的一次飞跃。李渡烧酒作坊遗址的发现就是固态发酵

与蒸馏的一个例证，解开了白酒液态发酵与蒸馏，到固态发酵与蒸

馏的时间之谜。这比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记载的白酒起源时间

要提前很多。现在小曲白酒仍有液态发酵法和固态发酵法两种，而

大曲酒都采用固态发酵与固态蒸馏法，不论大曲白酒还是小曲白

酒，笨重的体力劳动与现代生活不适应，所以努力实现机械自动化

生产仍是一个发展方向和目标。

< 我国是世界上酿酒最早的国家之一

经过几千年的发展，我国至今是一个产酒饮酒大国，酿酒业在

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研究中国酒史，这对推动酿酒工业

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建议社会科学工作者和酿酒科技工作者相互

结合，相互学习与交流，取长补短，为研究中国酒史作出贡献。!

生了变化，产生了分流，从而带动了社会其他人群消费观念的转

变。其次，白酒本身所具有的精英文化色彩也正在弱化。如果说原

来的白酒精英文化色彩是社会精英分子主动赋予的话，那么，现在

这种精英文化色彩则需要白酒企业白酒行业自己挖掘创新。由于

我们的白酒行业属于传统行业，行业人才素质不高，这就造成了这

种挖掘创新工作的落后性与滞后性，白酒的文化色彩已经不是先

进的文化色彩了，已经不能代表最有号召力、最有榜样性、最有活

力的社会精英的先进需要了，因此白酒的精英文化色彩正在退化。

如果说白酒精英文化色彩的分流是社会发展大势所趋不可避

免的话，那么白酒精英文化色彩的内部弱化则是可以避免并且应

该加强的。白酒要想在社会主流酒种中占有一席之地，就必须要在

有话语权的社会主流人群中打上自己独特的文化烙印。这个烙印

既是时尚，又是永恒。只有这样，白酒才能站在最先进消费文化的

前列，做到与时俱进。

< 矛盾的中国酒文化

几千年来，中国人关于酒的争论从来没有停止过，从酒对人体

的影响作用看，喝酒一方面可以强身健体，疏筋活血；另一方面，喝

酒过量又容易导致神经麻木，身体受损。从酒的精神价值来看，喝

酒一方面可以活跃气氛，助兴添乐；另一方面，喝酒过多也容易酒

后胡言，败坏兴致。从酒的社会价值来看，一方面发展酒产业可以

刺激经济增长，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另一方面，酿酒又需要耗费大

量粮食，社会成本大，而且饮酒者过多又会为社会、国家的安定团

结增添了一些不安定的因素。从酒对人际交往作用看，一方面，饮

酒可以培养感情，增进友谊；另一方面饮酒不当又可以导致感情破

裂、朋友失和。

可见从区区的一杯酒中，我们能得到截然相反的结果，看到迥

然不同的情况，所以说酒是矛盾的统一体，它既寓真也寓假，既寓

善也寓恶，既寓美也寓丑，寓意深刻涵义隽永，酒的矛盾性也为之

在酒文化史上增添了许许多多的赞誉与贬斥、倡导与遏制。许多人

对酒是戒了又喝，喝了又戒，历史上多次的禁酒与屡禁不止都与此

有关。有人认为酒是万恶之源，百祸之首；也有人认为酒是天下之

美禄，可以凭此颐养天下。所有种种的议论与评价都是与对酒矛盾

性的认识角度、认识程度的不同有关的，因为酒深刻地渗透到国人

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日常生活、世俗交往等多个方面，所以酒的

矛盾体现也是多方面的，这也为众人的评说留下了广阔的舞台，为

酒本身增添了不少神秘与玄妙，为中国酒文化的灿烂增添了一道

独特的风景。

酒文化矛盾性的揭示，可以让我们更客观地看待有关白酒的

种种文化现象，更合理地解释许许多多客观存在的问题。可以说，

作为一种文化特性，很少有商品具有白酒的这种矛盾性，这也说明

白酒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早已超越了一般商品的物化形态，更多的

是作为一种文化精神食粮出现，这为白酒行业的文化产业定位打

下了一个坚实的理论基础。

注：此一部分受传统主流文化的强烈影响，可以归为传统主流文化下

的特点（请参见《酿酒科技》5667第5期本人拙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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