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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李渡遗址看我国白酒史

傅金泉

（浙江衢州市蛟池街8@弄7号8单元>68室，浙江 衢州 75>666）

摘 要： 5665年=月，江西李渡酒厂在厂房改造时，发现了烧酒作坊遗址，占地约8@666 (5，目前已发掘面积7@6 (5。经

考古专家鉴定，该遗址属于“目前中国发现的时代最早的一处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生产蒸馏酒的作坊遗址”，距今约

?66年历史。由此推断，我国白酒萌芽于南宋，完善于元，发展于明清。其蒸馏酒甑由饭甑演变而来，白酒乃古人创造，

固态发酵与蒸馏是我们祖先的伟大发明。（庞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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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65年<月底，笔者受周恒刚老先生之约，和邓少平教授7人一

行去江西进贤县李渡酒业有限公司参观考察我国最古老的烧酒作

坊遗址。

据公司总经理林泽民先生介绍，该遗址是在5665年=月份，李

渡酒厂进行厂房改造时发现的，距今约?66年，占地约8@666 (5。国

家文物局考古学家黄景略认为：“这是目前中国发现的时代最早的

一处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生产蒸馏酒作坊遗址。”据江西省考古所

的同志介绍，该遗址目前发掘面积有7@6 (5，其发掘出的遗迹包涵

横跨元、明、清至近、现代的炉灶、晾堂、酒窖、蒸馏设备、墙基 、水

沟、路面和砖柱等。从现场遗址情况来看，是一个生产规模较大、工

场紧凑、工艺流程合理的大型古代烧酒作坊。

从炉灶基地形观察，这个蒸料甑估计可蒸5@6 *,或更多的原

料。在灶基台的后两侧各有5个砖砌的小池基座，据分析，一个是贮

存冷水的（供蒸馏时加冷却水），另一个是盛热水的（即蒸馏后产生

的热水，可供工具洗涤或是浸料用）。根据这布局，很可能应用的是

一个天锅型的烧酒蒸馏器，即在蒸料甑上面加一只铁锅，内盛冷

水，锅底中心安装有喇叭口的接酒导管，烧酒从这里流出而承之。

另外，从众多的酒窖的规模来看，只发现一座炉灶基，这个灶是一

物两用的，它既可蒸料又可蒸馏烧酒。这可能是较早的烧酒蒸馏

器。像天锅型这样的蒸馏器，至今在农村及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仍在

应用。

在遗址现场我们还看到底下有陶缸、上部用青砖夹土砌成的

圆形酒窖，也有腰形的，长方形的，这是在圆形酒窖基础上改进的。

因为这种酒窖便于取酒醅操作，很明显，这样结构的酒窖是用于固

态白酒发酵的。在离炉灶基5Z7 (处还有一口古井，井中水尚能看

到人影。炉灶前面是三合土结构的晾堂地面，以供摊凉、拌曲、糖化

培菌之用。

在李渡，我们还参观了遗址出土的文物陈列室，看到了766多

件完整和可以恢复的遗物及大量的陶器碎片，包括碗、碟、罐、高足

杯等。其中以酒具最为丰实，还有宋代的青白釉高足杯等。另外我

们还观察了遗址出土的酒窖泥和酒糟。考古所同志告诉我们，经鉴

定它具有活性微生物。结合从遗址发现的酒糟观察分析，这种酒糟

与稻谷原料发酵后的残渣很相似。李渡镇是古今江西有名的稻谷

产区，江西省包括李渡以小曲稻谷烧流传于农村至今仍闻名。根据

李渡古镇地理环境和江南粮仓的条件，结合遗址现场和出土的文

物分析，李渡遗址可能是小曲稻谷固态发酵、固态蒸馏的生产工

艺。

在遗址现场，中国著名白酒专家周恒刚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李渡烧酒作坊遗址是中国酒行业难得的 ‘国宝’，要很好地研究

（下转第 <>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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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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