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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论酿酒用水

傅金泉
（浙江衢州市蛟池街十五弄 3 号 1 单元 401 室，浙江 衢州 324000）

摘 要： 回顾了我国酿酒用水的历史记载，对绍兴酒、茅台酒、汾酒、西凤酒酿酒用水水质分析进行了总结综述。
对我国酿酒行业生产用水研究提出了希望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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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Water Used for Liquor-making
FU Jin-quan

(Room 401, Unit 1, No.3, Alley 15, Jiaochi Rd, Quzhou , Zhejiang 324000, China)

Abstract: The historical records on water used for liquor-making in China was reviewed. The analysis of the quality of water used for the produc-
tion of Shaoxing yellow rice wine, Maotai, Fenjiu, and Xifeng liquor was summed up. And the hope and the suggestions of the research on water
used for liquor-making in China were put forward. (Tran. by YUE Y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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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酒产地必有佳泉， 因为水是酿酒的最重要原料之

一。故自古以来，酿酒者对酿酒用水都非常重视，故有“水

是酒的血”之称。因为水在酒中占有很大比例，如黄酒，水

的成分要占 85 %左右；白酒，水的成分约占 50 %。 因此，
酒质的优劣直接与水有密切的关系。另外，水质的优劣也

直接影响酒的酿造过程中的发酵质量，影响其出酒率；水

质优劣还直接影响制曲质量。

1 我国酿酒用水历史记载

我国先民已知选择并应用优质水酿酒的起源很早。
麹如《礼记·月令》：“乃命大酋，秫稻必齐,麹糵必时，湛炽

必洁，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齐必得……”。 这是先民通

过实践得出的“酿酒六必”的宝贵经验。 “水泉必香”就是

对酿酒用水提出的要求标准。 根据现代人的物理性状标

准，酿酒用水应无色、无味、无臭、水质清澈；这可能就是

“水泉必香”的要求了。
北魏贾思勰撰写的《齐民要术》中的酿酒记载是我国

最早的酿酒操作法，其中就记载了有关酿酒用水，大多是

用河水或井水。
《齐民要术》中的“造神麹并酒”记载：“收水法，河水

第一好。远河者，取汲甘井水；小咸则不佳”。“作麹、浸麹、
炊、酿，一切悉用河水；无手力之家，乃用甘井水耳”。

“笨麹并酒”载：魏武帝“上九醖法奏”曰：“臣县故令，
九醖春酒法：用麹三十斤，流水五石”。还记载了：“日未出

时，取水制麹”和“用热水浸曲的方法”。
“法酒”载：“秔米法酒：糯米大隹。 三月三日，取井花

水三斗三升，绢 麹末三斗三升，……”
（清）童岳荐编撰《调鼎集》载：“江湖长流宿水，煮茶、

酿酒皆宜”。 “腊水，立春之前之水，用以酿酒，香美清洌。
并可久贮”。 “惟吾越则不然，越州所属八县、山、会、肖、
诸、余、上、新、嵊，独山、会之酒，遍行天下，名之曰绍兴，
水使然也”。 “新、嵊亦有是酒，而却不同，新昌以井水，嵊

县以溪水……造之虽好，不能久贮。总不如山，会之轻、清

香美也”。 “浑水不能做酒……”。 “凡长流河港，深夜舟楫

未行之时，泛舟流中，多载坛、瓮取水……”清人梁章短在

《浪迹续谈》中说：“盖山阴，会稽之间，水最宜酒，易地则

不能为良，故他府皆有绍兴人如法制酿，而水既不同，味

即远逊”。
先民为我们提供了酿酒用水宝贵的经验， 大自然为

我们酿酒用水提供了丰富优质的水资源。

2 绍兴酒酿造用鉴湖水

世界闻名的绍兴酒的酿造与得天独厚的鉴湖水是密

切相关的，是鉴湖水形成了绍兴酒的独特品质和风格。因

此，离开了鉴湖水也就酿不成绍兴酒了。
鉴湖是东汉时期修筑起来的一个人工湖。 当时鉴湖

的湖堤以会稽郡城为中心，分东、西两段，东起今天上虞

县的曹娥江，向西经过郡城之南，折向西北，止于今天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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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市相邻的钱清江，全长 63.5 km。 湖的南界是会稽山

北 面 丘 陵 的 山 麓 线，北 面 是 湖 堤，全 湖 呈 狭 长 形，周 围

179 km，面积约 206 km2，分布在山阴、会稽两县境内，会

稽山面丘陵上的若耶溪、兰亭溪等 36 支大小溪流都注入

湖内，为鉴湖提供了丰富的水源。
王羲之、王献之父子曾赞叹说：“山阴道上行，如在镜

中游”，“镜湖澄澈，清流泻注，山川之美，使人应接不睱”。
杜甫的“越女天下白，镜湖五月凉”等等。

1988 年 7 月，浙江省人大常委会颁布《浙江省鉴湖

水域保护条例》， 把鉴湖水域分为主体水域和一般水域，
称东起绍兴市市郊稽山桥， 西至绍兴县湖塘乡西跨湖桥

之间的水城为主体水域。
1981～1983 年，绍兴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所，绍兴

市工科院、浙江省冶金地质勘探公司和浙江大学、杭州大

学等 9 个科研教学单位，对鉴湖水质作过一次全面、深入

的调查研究。
鉴湖水来自会稽山的大小溪流， 经研究分析水源地

区的地质结构得知，在基岩、风化壳、底泥中，对人体有害

的重金属含量较低，且处于收敛状态。同时却含有适量的

矿物质和有益的微量元素，如：钼，水的硬度也适中。这些

地区又大都有良好的植被，水流经过沙石岩土层层过滤，
水源没有受到污染而清洁甘洌。

山水流入鉴湖水域以后，四周的农田不免有少量污

水排入，但因为鉴湖湖面广阔、蓄水量大，使污染物得以

迅速稀释。 另外，湖水的自净能力较强，从湖水中无机氮

硝化速率来看，比一般河流快约 3 倍。 所以鉴湖水具有

清澈透明，水色低（色度 10）、透明度高（平 均 透 明 度 为

0.86 m，最高达 1.4 m）、溶解氧高（平均为 8.75 mg/L），耗

氧量少（平均 BOD5 为 2.53 mg/L）等优点。
又因为上游集雨面积较大，雨量充沛，山水补给量较

多，故水体常年更换频繁。 据估算，每年平均更换次数为

47.5 次，平均 7.5 d 更换 1 次。 1973 年达 57.5 次，最少的

1978 年也达 39.2 次，每次频繁更换，使鉴湖水质保持长

年常新常清。
研究表明，鉴湖区广泛埋藏着上下 2 层泥煤。 下层

泥煤埋在湖底 4 m 深处，分布比较零散，对湖水仅有间

接作用。 上层泥煤分布在湖岸或祼露在湖底，直接与水

相接触，其长度约占鉴湖水域的 78 %，湖底复盖面积约

为 30 %。 这些泥煤含有多种含氧官能团，能吸附湖水中

的金属离子和有害物质等污染物。结果还表明，岸边泥煤

层所吸附的污染物高于上下土层， 说明它的吸附污染能

力远胜于一般土壤。而实测的结果又表明，至今这些泥煤

所吸附的污染物含量还很低，仍有巨大的吸污容量。这种

特殊的地质条件的形成，是其他湖泊水体所没有的。
绍兴酒酿制季节是在冬、春两季。按原有习惯于每年

小雪（相当公历 11 月 22 日）开始浸米，大雪（12 月 7 日）
蒸饭发酵，至立春（翌年 2 月 5 日）便停止蒸饭发酵。绍兴

酒的酿制季节正选择在鉴湖水的最佳季节，即在当年 10
月至翌年 5 月之间。 所以绍兴酒必重冬酿，俗称“冬浆冬

水”，这有利于保证酒的质量，这是千百年来先民从实践

中得来的宝贵经验，也完全符合科学道理。其他黄酒生产

也是采用冬水酿造为最佳。 现将酿造绍兴酒用鉴湖水不

同地域水质的分析结果列于表 1 中。

据有关资料报道，绍兴酒中的含硒量要比北京、上海

产的黄酒高出 5 倍以上，这可能与绍兴鉴湖水有关。黄酒

酿酒用水的微量元素测定与研究， 对黄酒营养价值与保

健功能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目前还有待更深入的研究。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鉴湖水系范围内的绍兴酒乡镇

企业发展较快，据 1989 年统计，绍兴鉴湖水糸内的酒厂

有 76 家，总产量约 9 万 t，乡镇酒厂产量占绍兴酒总产量

的 40 %。 目前，我国黄酒厂大都应用当地的自来水，而水

源大都来自当地的江水（溪水）、湖水。 如山东青岛和即墨

两地酿酒用水的水源都来自崂山。 而自来水厂的水源也

是来自崂山， 不同的是经过自来水厂处理而更达到我国

生活饮用水的卫生标准。 自来水厂水质分析结果见表 2；
我国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见表 3；酿造用水要求见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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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茅台酒酿造用水赤水河水质

闻名中外的茅台酒，产于贵州省茅台镇，位于仁怀市

城西 13 km 处的赤水河东岸， 处于东经 106°22″， 北纬

27°51″，面积 8 km2，依山近水，坐落在寒婆岭下，马鞍山

斜坡上。
正是这个独具特色的自然地理环境，造就了茅台酒。

“离开了茅台镇，就造不出茅台酒”。
赤水河素有“美酒河”之誉，发源于云南省镇雄县，流

经川、滇、黔三省边邻地区的 10 多个县，于四川省合江县

城东北隅注入长江，是长江上游一条重要支流。为茅台酒

创造了独特的、别处无法替代的天然条件。
茅台镇附近或赤水河两岸合格的泉水星罗棋布，例

如坛厂矿泉水日流量 700 多 t， 水源多由裂缝岩流出，原

始自然环境优越，水体未受任何污染，自身含有溴、碘、偏

硅酸等有医疗作用的元素成分。
茅台下场口矿泉水，水的 pH 值为 7.15～7.70，偏硅

酸锶含量较高，还含有其他 300 多种微量元素，如硒、锶、
铁、锰、锌、锗、铜、钴、钒等。 经过茅台地区特殊的土质过

滤、渗透和自然环境的净化、增补、吸收，形成了特殊的酿

酒用水，适用于茅台酒酿制。
根据当地地质部门的检测， 赤水河含有多种微量元

素，如钾、钙、镁、铁、硫、磷、锰、铜、锌、硒等，茅台地层的

深井， 与赤水河地下相通连， 井水中也含有这些微量元

素。 茅台酒的酿造用水，呈无色、透明、无臭、微甜、爽口。
水的总硬度为 9.46，pH 值为 7～7.8。 固形物中含有对身

体有益的成分，这种泉水适于茅台酒酿制。
赤水河两岸酿酒业除产于上游的茅台酒外， 还有荣

获国家名酒的郎酒、 国家优质酒习酒、 以及低度仙潭大

曲、毕节大曲、金沙窖酒、茅河窖、赤水大曲等，赤水河不

愧为一条美酒河。

4 泸州老窖酿造用水

泸州老窖大曲酒，产于四川泸州市，为全国八大名酒

之一，具有醇香浓郁、饮后余香、清洌甘爽、回味悠长的独

特风格，是浓香型的典型代表。泸州温永盛老窖大曲酒酿

造原用龙泉井水，由于生产量增大，龙泉井水远不足以满

足生产需要，因而改用自来水（水源来自沱江）。龙泉井水

和自来水（沱江水）成分分析见表 5。
从表5 分析结果看，二者均为优良的酿造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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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汾酒酿造用水

汾酒是我国八大名酒之一，是清香型酒的典型代表。
产于山西省汾阳县杏花村。 酿造汾酒， 用的是杏花村井

水，其特点是无色透明、无悬浮物、无邪气等。
现将 1933 年方心芳先生的“汾酒用水”的分析结果

列于表 6；1957 年山西省工业厅轻工局化验室的“汾酒用

水”分析结果列于表 7。

6 西凤酒酿造用水

西凤酒是我国八大名酒之一，产于陕西省凤翔、宝鸡

一带，以凤翔县柳林镇所产最为有名。西凤酒酿酒用水为

井水，以前，生产制曲用水大部分都是用涝池水，用井水

河水者较少。 因为涝池里的水是雨后积水,硬度低，含大

量有机物质，经过太阳晒和自然发酵，制成的曲醅，容易

膨胀生霉。 河水流经的途程远，硬度低，还含有适于曲菌

生长繁殖的矿物质，也有利于制曲；井水比较阴凉，制成

的曲不易生霉，发酵效能差，非缺水时一般都不采用。 20

世纪 60 年代末，将井水先盛于池内，经过几天日光曝晒

和自然发酵，使水温升高，然后用于制曲，效果尚好。酿酒

都是用井水， 现将柳林镇西凤酒厂生产用井水分析结果

列于表8。

7 结束语

新中国建国 60 周年来，在酿酒用水方面取得很大成

绩，主要有：①从 20 世纪 50 年代用井桶提水或从河中挑

水。 到 60 年代，工厂建设水塔供水，做到了用水自流化，
大大减少了笨重体力劳动。 到 70 年代以后，都用自来水

厂的自来水，这些水源都符合国家饮用水标准，提高了酿

酒用水的质量。 ②酿酒用水的感官鉴定已发展到物理与

化学分析和卫生学鉴定来衡量酿酒用水质量， 更全面地

保证了用水质量。 ③开展了酿酒用水的微量元素检测与

研究，为黄酒营养价值和保健功能提供了科学数据。④重

视工厂排放污水处理和利用以及节约用水取得新成绩。
⑤1984 年 5 月 11 日国家颁发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

染防治法》， 对水污染的防治作出了一系列强制性措施，
水环境保护工作得到了法律保证。 保证了我国酿酒用水

质量。
水是酿酒的重要原料之一， 与酒的质量和风味有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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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关系，但至今对酿酒用水的科学研究工作甚少，水与酒

关系之谜甚多，随着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行业内必须加

强对酿酒用水的科学研究， 探索水中的微生物和微量元

素等成分，对酿酒发酵过程的作用和影响，研究酒中的微

量元素等对人类营养与保健功能， 首先要把水中的成分

搞清楚，以达到更好的利用的目的。 我们期望，未来离开

了鉴湖水，也能酿出绍兴酒，离开了赤水河，也能酿出茅

台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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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忽儿想起赵太爷的威风，……便自己也渐渐的得意

起来，爬起身，唱着《小孤霜上坟》到酒店去”。即使在困难

的时候，“还剩几文，他也不再赎毡帽，统统喝了酒了”。鲁

迅在创造阿 Q 这个人物时，始终将他的喜怒哀乐，与黄

酒连在了一起。
鲁迅是中国近现代对日本影响最大的文学家和思想

家，在日本的中学教科书里有鲁迅的作品，很多日本人都

能说出《阿 Q 正传》等鲁迅作品的名字。 由于鲁迅作品的

巨大影响，也推动了绍兴酒以及酒文化的知名度，他是近

代以来弘扬绍兴酒文化最杰出的代表， 其作品中的有关

酒的描写已成为绍兴酒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并日益显

示出它们的历史价值。
目前，绍兴市作为中国的“黄酒之都”，有 3 个宣扬绍

兴酒文化的重要文化景点， 每年都能吸引大批中外游客

争相前来，其中日本游客人数为国外游客之最。
一是绍兴兰亭风景区。 为扩大绍兴书法文化艺术的

影响，绍兴每年农历三月初三在书法圣地兰亭举行“中国

兰亭书法节”，邀请中日韩等各界书法人士和文化界人士

参加，自 1985 年开始已经连续举办 25 届。兰亭书法节融

合国际性、专业性和群众性于一体，通过丰富多彩的书法

活动，更好地弘扬书法艺术。其中一项活动就是仿古曲水

流觞雅趣活动，文人们品茗绍兴黄酒，大发诗情，随性挥

毫，体会曲水流觞越千年的古韵。
二是绍兴的鲁迅纪念馆。 纪念馆内设置了专门介绍

绍兴酒及绍兴酒文化的陈列室， 馆外还建立了被戏称绍

兴酒俗博物馆的“咸亨酒店”。 旧时的咸亨酒店早已成为

历史的陈迹。 1981 年 9 月，为纪念鲁迅诞辰 100 周年，重

建了一家具有绍兴地方传统特色的“咸亨酒店”。
现在的咸亨酒店， 店内摆设格局和旧时绍兴小酒店

完全一样，曲尺形的柜台，朴拙的陶制酒坛，马口铁制的

窜筒，醇香的加饭酒，入味的茴香豆。 店门左侧有个身穿

灰色长衫、站着喝酒的男人，他左臂倚靠在柜台上，右手

指捏着一粒茴香豆。瘦长的体形，青白的脸上夹着一些伤

痕，嘴唇上留着乱蓬蓬的花白胡子，这个活灵活现的雕塑

就是孔乙己。这一切悉如鲁迅小说《孔乙己》所状，故时常

会使中外宾客回忆起鲁迅笔下的孔乙己时代。
三是中国黄酒博物馆。 2007 年，作为中国黄酒的代

表， 绍兴黄酒的酿制技艺还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名录。 同年，中国黄酒博物馆隆重开馆，绍兴市友好

市日本西宫市副市长河野昌弘出席开馆仪式。它集文化、
历史、旅游、购物于一体，成为中国“黄酒之都”的象征，并

把黄酒文化的精髓向世人展示，使之发扬光大。 此外，黄

酒博物馆还作为绍兴酒文化研究会的研发场所， 定期开

展酒文化的学术研究和学术交流， 同时也是文化旅游产

品的开发基地。
绍兴酒文化是一个宽泛的概念， 它包括了自绍兴酿

酒开始直至现代制酒工艺的全部历史发展过程， 也包括

了绍兴民众的酒风、酒情、酒俗。 从春秋时的《吕氏春秋》
中就有了绍兴酒的身影，随后，历史上王羲之、贺知章、李

白等也都与绍兴酒有不解之缘， 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篇

章名扬日本，同时，也将曲水流觞的雅趣，借酒写诗的乐

趣传到了日本。 鲁迅把绍兴酒以及与酒有关的各种内涵

放置于社会大环境中进行剖析， 使酒超越了原先单纯作

为饮料食品的地位，使之成为活的有生命力的载体，同时

包含有丰富的历史价值和时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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