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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酒”漫谈

溢香轩

（北京市右安门大街5<号9=门975号，北京 9666=>）

摘 要： 酒具有两重性，古今对其评价分为三大派：功派、祸派和中派。功派认为酒具有健体强身之功，舒筋活血之

效，激发诗文书画创作灵感之妙，是“百药之长”。“诗给酒添点味儿，酒给诗添点劲儿”；祸派认为酒是“祸水”，是“万恶

之源”。“大则亡国失天下，小则败家丧身”。“君子以之败德，小人以之速罪”。对社会造成的危害亦不小，诸如酒后车

祸、酗酒犯罪、酒精中毒引起的疾病等触目惊心；中派则认为“酒无善恶，在人所用”。酒之祸，罪不在酒而在于人，归罪

于酒不公平。酒能益人，亦能损人；既可药用，又会伤身惹祸；既是兴奋剂，又是镇静剂；“利增则祸减，祸增则利减”。罪

不在酒，而在人的自控能力。（小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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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酒在我国已有=666年历史，它一直伴随着我国的历史发

展。自从酒在这个星球诞生以来，酒功耶？祸耶？就开始争论不休，

并一直延续至今。时至今日熟是熟非也不曾争论出个名堂来。由

于饮酒是一种复杂而又微妙的社会问题，所以多年来，说的尽管

说，喝的尽管喝，各行其事。只有哪一天酒在地球上消失了，争论也

就自然熄灭了。

古今对酒的评价，其争论可分为三大派，即功派、祸派和中派。

自古至今关于酒的评价其著述浩如烟海，在这零纸碎篇中，摘几则

三派的论点，与同道者共同商讨。不当之处尚乞不吝指教。

9 功派

古人早已指出医食同源，说明饮食与医疗之间，存在着相辅相

成、对立统一的辨证关系。当然酒也在其中。

《说文解字》：“医治病也⋯⋯酒所以治病也”。《王莽诏书》：“酒

为百药之长”的说法流传至今。《黄帝内经·素问》：“其醪醴也，属酒

类，用以治病”。唐代陈藏器《本草拾遗》：“（酒）通血脉，厚肠胃，润

皮肤，散湿气，消爱息怒，宣言畅意”。白居易：“霜天雪夜，变寒为

温”。唐代大医学家孙思邈：“作酒服，佳于丸散，善而易服，流行迅

速”。

明代李明珍《本草纲目》：“老酒和血养气，暖胃避寒”。并记载

药酒方达8?种之多。9?@7年马王堆出土帛书上记载的 《养生方》、

《杂疗方》上记述的药酒配方上说明，有助正气、活血通络、祛寒镇

痛之功效。

我国自古在民间就有按时令制药酒，预防疫病的习惯。如除夕

饮“屠苏酒”；端阳饮“雄黄酒”；重阳饮“茱萸酒”、“菊花酒”等。并以

酒医疗外伤，或以酒祛寒镇痛。外国民间用酒医治疾病的例子也很

多。法国用热葡萄酒，日本用热清酒加鸡蛋，饮后发汗医治感冒。

酒用于医疗，除外伤杀菌之外，主要是有些药物中的有效成分

是醇溶性的，酒可以增加药力。还由于酒精在人体内迅速渗透，通

过血液循环，有助于迅速吸收。

一部分人因酒有麻醉作用而有快感，贪图其 “有春风和煦之

妙”。酒有强烈的兴奋作用，是活跃思想、激发灵感的助燃剂，使他

“神来笔健”。“李白斗酒诗百篇”。他诗中自述也说：“三百六十日，

日日醉如泥”。诗圣杜甫亦善饮，一生穷困潦倒，还“得钱即相觅，沽

酒不复疑”。至今流传下来的李白的诗共有9=66首，其中说酒的共

有9@6处，占98 Y强。杜甫流传下来的诗共有9>66首，其中论酒的

有766处，占59 Y强。其他唐代大诗人如贺知章、白居易、孟东野、

贾岛等所写的诗，都是用酒泡出来的。

晋大文学家陶渊明善饮，饮酒不择优劣，多在竹林田间与樵子

农夫共饮。其饮酒诗有56首流传后世。宋代大词章家陆放翁、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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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李清照等都是忧国忧民与酒为伴的。

正如当代诗人杨子敏所言：“诗给酒添点味儿，酒给诗添点劲

儿”。把诗酒关系刻画得入木三分。

如果没有酒，哪来的王羲之“兰亭醉笔”？如果没有酒，也就没

有张旭的“酒醉狂草”！大书法家怀素与酒齐名。有人评他书名有

多高，酒名有多大。他在诗中说：“醉来信手两三行，醒后却书书不

得”。苏东坡：“吾酒后乘兴作数千字，觉酒会沸沸从十指出也”。看

来饮酒对诗文书画创作上激发灵感，确实起到充电作用。

酒还有另外一项特殊作用，那就是酒后吐真言。苏东坡：“世人

言，醉时是醒时语”。秦观：“我观世中人，无如醉最真”。酒可以使

人表现出真面目，但往往寓祸于此。

5 祸派

功派说酒是“天禄”，是“福水”，是“百药之长”。祸派则说酒是

“祸水”，是万恶之源。总之，在社会上对酒的评价是贬者多而褒者

少。

《酒诰》乃西周初政治家姬旦所著，见于《尚书·周书》篇，在文

中反复叙述不要沉湎于酒，以免误事。这可能是最早的祸派文诰。

《通鉴前编》：“桀作瑶台，罢民力，殚民财，为酒池糟堤，纵靡靡

之乐，一鼓而牛饮者三千人”。隋炀帝因贪酒色而失天下。纵观历

史，因酒色而亡国失天下并不鲜见，败家丧身者更不胜数。关于饮

酒伤身招祸例子甚多，仅摘几例不再赘述。

晋代葛洪《抱朴子·酒戒》：“夫酒醴之近味，生病之毒物，无分

毫之细益，有山丘之巨损。君子以之败德，小人以之速罪”。

李时珍《本草纲目》：“若夫沉湎无度，醉以无常者，轻则致疾败

行，甚则丧邦亡家而殒躯命”。“过饮败胃肠胆，丧心损寿。甚则黑

肠腐胃而死”。扁鹊云：“过饮腐肠烂胃，溃髓蒸筋，伤神损寿”。宋

《小说》：“少饮不济事，多饮济甚事，有事坏了事，无事生出事”。他

算把饮酒挖苦到家了。

酒系社会性食品，因此，饮酒危害绝不只是个人，也必然将危

害带入社会中。所以大多数人认为酒弊大于利是有道理的。

据文献载，56世纪<6年代后期，社会上由于过量饮酒，造成车

祸，酗酒犯罪，酒精中毒引起的疾病等，都是社会上的顽疾，也是渊

源已久的社会负担。据统计，光是酗酒造成的交通事故和犯罪，全

世界每年要付出5=66亿美元的代价。

酗酒也是俄罗斯的痼疾，56世纪<6年代末资料表明，有8> ?
抢 劫 罪 ，8< ?杀 人 罪 ，@8 ?强 奸 罪 以 及5 A 7的 森 林 大 火 及 房 屋 失

火，多与酗酒有关。9>><年司机酒后驾车造成B;@=万起交通事故，

死亡>666多人，伤=7666人。9>><年美国酒后驾车肇事的竟达9<6万

人之多。意大利每年死于肝硬化的5万人中，有B6 ?以上是酗酒所

造成的。因过量饮酒，意大利在这十年中，导致精神分裂症致使神

经机能衰竭而死者达B=66人。还有9@=6人醉后自杀。据CCD 5665
年报道，英国一年死于过度饮酒人数高达7766人。北京市5665年上

半年，发生酒后驾车恶性事故58起，死亡5<人（《北京晚报》）。5665
年上半年上海市酒后驾车恶性事故9<6余起，造成59人死亡，9B6多

人受伤。试看这些酒祸，确实令人触目惊心，得不慎哉？

7 中派

尽管中间派对饮酒的看法有些和稀泥的味道，却对饮酒有一

定见解。其论断也比较公平。

孔夫子并不反对饮酒，并对饮酒有深刻理解。“惟酒无量、不及

乱”。说的是饮酒没有一定限量，只要不喝到乱性就可以了。

李时珍对酒的评价：“酒能益人，亦能误人”。窦革《酒谱》：“君

子可以宴，可以酿，不可以沉，不可以湎”。说的是在宴会上可以饮

酒，也可以酿酒，但不可以沉湎于酒而不能自拔，确是至理名言。

晋代葛洪《抱朴子·酒诫》：“节而宜之，则以养生之功，用之失

适，则焚溺而死⋯⋯宜生之具莫先于食，食之过多，实结症瘕，况酒

醴之毒物乎”？说得很风趣，也很有道理。邵尧夫诗云：“饮酒须教

微醉后”。如果“我愿东海水，尽向杯中流”，那就糟了。饮酒贵在自

节，切勿席间逞能。丑态百出，耗血伤身。

现代诗人流沙河先生：“饮不至醉，半酣即停。醉不至狂，微醺

即醒。斯是酒德，君子奉行”。道出了饮酒真缔，真知酒者也。

酒无善恶，在人所用。正如孟东野所言：“罪人免罪酒，如此可

谓箴”。所谓酒之祸，罪不在酒而在于人。归罪于酒是不公平的。

少量饮酒对身体健康有益的说法，世界卫生组织说:E！认为

目前少量饮酒有益健康的宣传，很大程度上是酒商的促销广告。要

保持健康，生活规律，加强锻练，少吃酒荤等才是有效果的作法。

B 结束语

古今中外为什么对酒一直争论不休呢？原因就在于酒的双重

性。

酒行业本不是国计民生的支柱产业，而它却是许多地方上的

重要经济来源。酒不是生活必需品，但它在人民生活中又是不可缺

少的。酒能益人，亦能损人。它既可药用，又能伤身惹祸。酒既是

兴奋剂，主要又是镇静剂。酒还存在着利增则祸减，祸增则利减的

相互关系。在这多项双重作用而又矛盾中，使得人们对酒的认识各

不相同，故而对酒的评价亦因之而异，遂造成对酒的看法不同而争

论不休。

酒，功也好，祸也罢，总之是人在饮酒，关键在人，人则在于自

节。说得容易，酒这个怪东西，就是使人控制不了自己而难以自节，

于是只有酒代人受过了。

近年来，世界先进国家对酒生产都采取了一定的限制政策，使

酒产量有一定下降。我国对酒的政策是，不禁不纵，有节有仪，趋其

利而避其弊，重在引导消费。例如调整酒税，发放许可证，严格质量

管理，发展低度酒等一系列措施，使白酒产量逐年下降。广泛宣传

科学饮酒，文明饮酒，借此以正酒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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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酿酒工程技术研究技术委员会会议在无锡召开

本刊讯：5667 年 < 月 55 日，江苏省酿酒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技术委员会会议在无锡召开。

“江苏省酿酒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被列入 5669 年度省科技厅基础设计建设计划。经过两年多的建设，现已具有一定的规模，已

经搭建起较为完整的研究开发和工程化的技术创新平台，能够立足企业，面向行业开展科研攻关、成果推广、质量检测、项目咨询和

工程设计等技术服务。具备解决行业共性技术、关键技术和配套技术的能力和开发符合市场需求的新产品。在江苏酿酒行业中适时

组建江苏省酿酒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是实施“技术保质量、质量保市场”方针的重要措施，同时也是为了实现科技成果产业化的重要

途径，是“振兴苏酒”、提高“苏酒”整体质量技术水平的有效手段。目前基本完成了“工程中心”的各项建设任务。（许乃义，陈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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