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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酒的醡酒文化及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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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黄酒有 "%%% 多年的历史，其压榨技术也有 &%%% 年的历史。在汉代，是把酒醅装入绢袋

或葛布袋中压榨，该法一直延续到现代。(% 世纪 )% 年代发明并推广应用的板框式气膜压滤机，大

大提高了劳动生产力，出酒率和酒质也有很大提高。利用膜分离技术进行精滤和超滤，是黄酒工

业过滤技术的发展方向。黄酒糟中有丰富的营养，应充分开发利用。（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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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酒和白酒都是我国传统酒类产品，具有悠久的历

史文化，特别是黄酒已有 "222 多年的历史，是我国和世

界上最早的饮料酒，受到消费者的喜爱［.］。白酒是在黄

酒生产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不同的是前者是压滤的原

汁酒，后者是蒸馏酒，酒度较高。黄酒经过酿造后，采用

压滤技术，使酒保持发酵后的许多营养成分，具有酒度

低、营养丰富、酒味醇厚、有益于身体健康的优点，是我

国政府提倡发展的饮料酒。研究和探讨我国黄酒生产压

滤技术及其发展史，对弘扬中华民族精神和祖国历史悠

久的酒文化，促进我国酒业发展和国际酒文化学术交流

具有重要意义。

. 黄酒的压榨及历史

古代酒的压滤早在古书里已有记载。如约公元前

.3 世纪的夏桀时代，夏禹的“后世必有酒亡其”记载了

“桀为酒池，可以运船，糟丘以望十里，而牛饮者三千”。

这里可能有夸大之意，但从“糟丘”看，说明当时已有把

酒与糟分离的技术事实，至今已有 &222 年的历史。

在东周惠王 ’. 年，齐桓公 &2 年（公元前 )") 年），

距今 ’)$- 年。齐桓公率领诸侯侵蔡，蔡溃又伐楚，楚请

盟于昭陵，在接待楚使时，管仲曾代表周朝指责楚国说：

“尔贡包茅不入，王祭不供，无以缩酒，寡人是徵”，意思

说你们应当进贡的“茅包”并未按期交来，给周王祭祀祖

先神灵造成供应匮乏，没有“缩酒”的材料。什么是“缩

酒”呢？在晋·杜预的注：“ 茅灌之以酒”，为“缩酒”。《礼

记·郊特性》：“缩酌用茅明酌也”。在《诗经》里也有“酾酒

有鑈”的诗句。这就是筛去渣的酒。在《诗经》里还有“有

酒蔍我，无酒酤我”，意思是有酒给我们筛过的清酒，无

酒给我们带渣的新酒，这都反映了我国上古时代饮酒的

要求，当时也有滤过的清酒。在当时也可能有用竹筐滤

酒的方法。“缩酒法”可能是我国最早的原始滤酒法了。

《周礼》中有“三酒”即事酒、昔酒和清酒的记载。这

大概是西周时期王宫内酒的分类标准。事酒是专门为祭



祀或宴会而酿的新酒，酿期较短，无需经过陈酿即可饮

用；昔酒则经长时间酿造如冬酿春熟的酒；清酒是酿造

时间最长久而味最醇美的高档酒。这种清酒是经过长时

间的贮存而自然沉清的酒，所以这种清酒在当时是非常

珍贵的。说明古人在实践中已知道经过长时间酿造过

程，使酒糟下沉这一自然现象而得到上层清酒的另一种

方法。

在山东诸城凉台出土的包厨图画石像中，就雕绘有

两人负责酒的过滤操作，还有一个拿着勺子，大概是要

把酒装入酒瓶的操作图像。在汉代的画像石上也有沥酒

图。两图都好像是用袋滤法，即把酒醅装入用绢袋或葛

布袋中滤酒。

陶渊明在江西做彭泽令时，公田种糯稻（有的认为

种黍），酒熟后以头上葛巾滤之。因为布袋孔细小，所以

酒自然要比“缩酒法”清澈得多了，在技术上也是一大改

革和进步，这就是滤袋滤酒法。至今在民间家酿米酒压

滤都采用布袋法。

从考古发掘研究角度看黄酒压滤历史，如在浙江省

余杭县吴家埠遗址，出土的良渚文化漏斗形流滤器，见

图 ! 和图 "。此器现藏于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其器

是黑皮陶，器身外表有朱红色彩绘，现已看不清图案的

形状。器型由冲天的漏斗状流和圈足钵状过滤器组成。

流口外敞，外表有三周瓦楞形的凸梭，下端与钵形容器

相通。高 #$%&，口径 ’$%&，是一件墓葬品，出土时，流的

上部套有一件过滤钵，钵上还有一个子母扣的半球形器

盖，过滤钵底部有一小孔，高 "()$%&，口径 *("+%&，正好

套在流嘴内，整个物器高 !*,#$%&。类似的物器不仅在吴

家埠遗址出土较多，而且在附近的良渚庙前、海宁县的

达泽庙等许多遗址中均有发现，成为浙江北部良渚文化

富有特征的物器，这表明当时是已被广泛使用的滤酒

器。在吴家埠出土的另外一件过滤钵的底部，竟有 !- 个

排列规则的小孔，类似于现在的漏勺底。为了确保酒液

的纯净，有些器物下部容器内还有一个低于沿部的横

档，酒液从嘴部进入容器后首先流入档前面的空间，将

未滤尽的酒渣再次沉淀，然后纯净的酒液才流入档后面

的空间。这种造型别具匠心，反映出良渚人已相当重视

酒的后期处理，成为当时普遍的重要陪葬品。

从良渚文化时期出土的酒过滤器表明，我国在浙江

余杭一带，四、五千年前就已有酒的生产与酒的过滤历

史了。笔者也认为这种漏斗形流滤酒器所用过滤材料可

能是茅草一类的东西。

在汉字中有个“鍈”字，在舒新城等主编的《辞海》

（山西古籍出版社出版）里我们查到，“鍈”即压酒具也，

见《广砋》。这个“鍈”字可能就是木榨也。而在汉代的《说

文解字》未查到“鍈”字。宋朝大诗人黄庭坚有两句诗写

木榨榨酒的情景：“鍈头夜两排檐滴，杯面春风鼻香”。宋

朝另一位大诗人杨万里也有“松槽葛囊方上鍈，老夫脱

帽先尝新”。从诗中知道鍈床是用松木制成的，酿成的酒

醅装入葛布制的滤袋里，然后加压而使酒浆流出来，这

就是木榨榨酒法。是古人应用力学杠杆原理制成的，这

大大提高了压滤酒的效率和质量，这种木榨榨酒法大概

在宋代已非常成功地普遍应用了。

“鍈”经过明、清时期的不断改进，已基本定型，如以

绍兴酒传统木榨为代表，各地大同小异。此榨压 ".+/，可

出酒 !000+12，每副榨袋 !)0 只（酒袋从前用生丝袋，"0
世纪 ’0 年代后改为尼龙布袋），每袋灌酒醅重 !’()+12，

每副榨有 !" 块榨石，每块重 .0+12，笨重的体力劳动全

凭手工操作。这样的木榨榨酒时代持续了 !000 多年的

历史，至今小型黄酒厂仍采用此法。

" 板框式气膜压滤法

!-*. 年，轻工部组织了轻工部发酵所、绍兴、杭州、

上海青浦等酒厂进行了压榨机的研制，!-*) 年完成了

3456).7#"0 板框式气膜压滤机，它的特点是把过滤与

压榨的两个单元操作在一机内完成。实现了黄酒压榨机

械化和自动化，是我国黄酒工业的一项重大改革，结束

了古老的木榨榨酒的历史。"0 世纪 ’0 年代后在全国黄

酒厂推广的板框式气膜压滤机榨酒法，这种单机榨酒，

使用 !"$/，能出酒 !,)$8，酒糟干燥，酒的质量有很大 提

高，解放了笨重的体力劳动，获得国家发明三等奖。

图 ! 漏斗形流滤酒器

图 " 漏斗形流滤酒器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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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黄酒酒体透明度提出

了更高要求。目前，经压滤后的黄酒还要经过硅藻土过

滤机或真空过滤机再次过滤，以减少成品黄酒中的沉淀

物质。

今后，以膜分离技术进行精滤和超滤将是我国黄酒

工业过滤技术的发展方向。应用这一技术设备，不但可

除去混浊物质，长期保持酒的透明清亮，而且达到除菌

目的，避免了高温灭菌后给酒的风味、营养成分带来不

利影响。据报道，纯生黄酒就是应用了该项新技术。采用

现代高新技术来改造和提高黄酒传统工艺势在必行。

! 酒糟的综合利用

黄酒醅经压榨后所得的黄酒糟，一般粘米原料可产

出酒糟 "#$%."&$%（籼米原料出糟率在 !#$%左右），按

全国黄酒总产量 ’&# 万吨计算，年产酒糟在 ’( 万吨以

上。在传统应用上主要是作猪饲料、复制糟烧白酒等低

档产品，在当前国家创建“节约型社会”的新形势下，如

何提高酒糟利用价值，充分利用资源，以增加经济效益，

是黄酒工业面临的新课题。

在酒糟中（包括麦曲黄酒糟和红曲酒酒糟）含有丰

富的纤维素、糖类、蛋白质及氨基酸、维生素、微量元素

和活性物质等，都是人类健康所需要的营养保健物质及

成分，很有利用价值，是一项丰富的保健食品原料资源。

为此，建议有关工厂、高校、科研单位开展合作，在传统

中医理论和养生健康理论指导下，结合现代生物技术，

进行黄酒糟保健食品的研制，如保健饼干、面包、保健醋

及饮料等调节血脂、降压降血糖的保健食品，把黄酒糟

转变成为人类健康服务的保健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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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鲁豫皖第二届白酒峰会在泰安召开

本刊讯：苏鲁豫皖第二届白酒峰会于 "##& 年 - 月 "! 日至 "& 日在山东泰安召开，四省

!& 家白酒骨干企业负责人及全国评酒委员 ’!# 人参加了会议，四省酒协负责人、山东省轻

工业办公室负责人及泰安市领导出席了会议。本届会议由山东省白酒工业协会主办，泰山生

力源集团承办，特邀华北协作组专家高景炎等参加会议，业内主要媒体也应邀参加了会议，

’’ 家新闻媒体到会采访。

会上，山东省白酒工业协会副会长马西元做了“发挥优势，团结协作，共同发展”的主题

报告，将全国白酒分为五大板块：川黔板块、苏鲁豫皖板块、华北板块、华中板块及东北板块。

苏鲁豫皖板块在首届峰会后，又取得了新的发展：!经济效益上升，"##/ 年商品酒产量（规

模以上企业）’"")0 万千升，占全国比重由上年 !0).’%上升到 !-)/%；实现销售收入 ’.")- 亿

元，同比增长 ’’)/&%，占全国 "0)"%；实现税金 "!)-. 亿元，占全国 "!)-.%；实现利润 ()" 亿

元，占全国 ’#)&.%。"群体优势进一步呈现，"##/ 年度全国白酒百强企业中，苏鲁豫皖占 /& 席，山东 ’. 家，江苏 ’# 家，安徽 ’# 家，河南

0 家；#产品质量进一步提高，中国酿酒工业协会表彰的 (/ 个浓香型白酒中，该板块 ’. 个产品榜上有名；$市场占有率显著提高，目前，

山东 0&%的市场份额为鲁酒所控制，形成了 !# 多个强势品牌和近百个地方品牌；%区域生产技术合作开始起动。提出了该板块的发展

重点：!发展各自优势，加快产品结构调整；"以名优白酒企业为龙头，加强板块的品牌建设；#巩固当地市场，开拓省外市场；$加强产

品风格研究，以创新求发展；%以酒业为主，多元化发展；&加强交流合作，实现共赢。江苏白酒协会秘书长刘建华做了“加强协会建设，推

动江苏白酒业健康持续发展”的报告，对协会工作做了总结和展望；河南省酒业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熊玉亮做了“河南省白酒行业质

量现状与对策”的报告；安徽省酒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李文汉做了“坚持开拓创新，推动

安徽白酒业健康发展”的报告，提出“体制创新、产品创新、营销理念和营销工作创新”理念。

山东省白酒工业协会会长黄业立从技术角度做了“提高浓香型鲁酒风格特点的几项工艺技

术措施”的专题报告。安徽口子窖、江苏洋河、双沟、河南宋河、山东生力源等企业代表分别

从技术、市场开拓、品牌打造等方面做了大会交流发言。

著名白酒专家沈怡方和高景炎分别做了“创新是白酒生产技术发展的永恒主题”和“突

破禁区，博采众长，走自己的路”的专题讲座，受到与会代表的热烈欢迎。

会议期间，由专家和国家评委分别对 &’ 个送评酒样进行了品评，采用密码暗评，品评

结果与企业见面。酒样品评由著名白酒专家沈怡方主持并做总结。

会议期间，与会代表参观了生力源集团公司，并留下深刻印象。（小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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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苏鲁豫皖峰会

著名白酒专家沈怡方做专题讲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