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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贵州酒文化及旅游功能!
王仕佐9，邓咏梅9，黄 平5

（9<贵州大学旅游系，贵州 贵阳 886658= 5<酿酒科技杂志社，贵州 贵阳 886665）

摘 要： 中国贵州是山川秀丽、风景如画的多民族居住地，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创造了灿烂的民族文化，而且

这里还是名酒的故乡，有着内涵丰富的民族酒文化，作为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必将在贵州旅游经济发展中显示

出它强大的、众多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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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贵州地处云贵高原，气候温和，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无论

被广泛赞誉为“公园省”、“春城”，还是“高原明珠”等都不过份。在

这块神奇的土地上，多采多姿的少数民族风情、超凡脱俗的喀斯特

自然景观、特别是色彩斑斓、内涵丰富的酒文化，展现着中国西南

这块土地上的地域特色，构成了中国贵州旅游一道亮丽的风景。

9 中国的名酒之乡

贵州位于中国西南的高原地带，地理位置独特，有着温和的雨

水和丰润的气候特征，有利于各种谷物和水果、药材的生长，到处

有清澈的水泉，为贵州酿酒业创造了有利条件，加上贵州各族人民

千百年来积累的精湛的酿酒技艺，酿出的白酒品种繁多、风格各

异，尤以酱香酒最负盛名。以茅台、董酒、贵州醇、青酒、鸭溪等为代

表。

贵州各地都产好酒，黔北地区有茅台、董酒、习酒、鸭溪窖酒、

湄窖酒等；贵阳地区有贵阳大曲、黔春酒、筑春酒、朱昌窖酒、阳关

大曲等；安顺地区有平坝窖酒、贵府酒、安酒、黄果树窖酒等；黔南

地区有匀酒、泉酒和惠水大曲等；黔西南有贵州醇、南盘江窖酒等；

黔东南有青酒、从江大曲等；六枝有九龙液。还有以贵州珍贵药材

天麻、杜仲泡制的天麻酒、杜仲酒等；花溪、惠水一带苗族同胞酿制

的刺梨糯米酒、黑糯米酒，清香醇厚，富有营养，应是黄酒中的姣姣

者。

贵州酒尤以茅台酒为骄傲，“茅台美酒盛名扬，与众不同韵味

长，风来隔壁三家醉，雨过开瓶十里芳”。这首诗形象地写出了茅台

酒享誉世界和它独特的风韵，茅台酒的酿造是贵州人民的一大创

造。贵州酿酒历史悠久，早在5666多年前，贵州一带即产一种枸酱

酒，为人们所称道。茅台酒的酿造不仅与这里的独特的自然条件有

关，在原料与工艺上也独树一帜，茅台酒以它超乎寻常的风格誉满

五洲，中国政府常以它作国宴酒，宴请来自世界各地的贵宾。在中

美建交和中日建交的日子里，美国总统尼克松和日本总理大臣田

中角荣都曾为茅台酒香冽醇美的风味所倾倒，所以茅台酒又被誉

为代表中国的“国酒”。“来中国不可不饮茅台酒，来贵州更不可不

饮茅台酒”早已成为世界各地人民的共识，茅台酒是贵州秀丽山川

的缩影，是贵州各族人民智慧的结晶。

贵州各地盛产名酒，有着浓厚的地域民族文化特色。贵州是一

个多民族的省份，除汉族外，还居住着苗族、侗族、布依族等9>个民

族以及其他待识别的民族，他们主要分布在贵州东南部、南部和西

南部。

如果我们把“茅台酒”、“贵州醇”、“青酒”称为贵州酒的代表，

那么，这几种酒确实也代表了不同的地理方位，不同的民族文化自

然也有其不同的风格特征。茅台酒的产地遵义地区同时也是贵州

文化之乡，在这里，有平叛入播，经历了七个王朝，统治遵义（古称

播州）长达近A66年历史的杨氏家族而形成的“播州文化”；有在晚

清代表贵州在文坛、政坛等显赫卓著的文豪硕儒郑（郑珍）、莫（莫

有芝）、黎（黎庶昌）而形成的“沙滩文化”；有中国工农红军长征途

经黔北时召开遵义会议、突破乌江、四渡赤水、娄山关战役等形成

的“长征文化”；更有赤水河两岸酒厂密布，四季飘香的美酒河畔而

形成的“美酒文化”等等。这些文化既各具特色，又相互交融，使其

更显无穷魅力。今天，人们到黔北来，在感受地域文化与巴蜀文化

相融的文化氛围时，似乎从呷一口国酒的荡气回肠中得到了验证。

青酒的产地在黔东南镇远县，黔东南是贵州苗族、侗族的主要

居住地，这里民族风情浓郁，人民好客，酒作为他们日常生活的重

要组成部分，形成了他们独特丰富的少数民族酒文化，在艺术上、

收稿日期：5667’6C’5A
Y 为“第五届国际酒文化学术研讨会”交流论文。

作者简介：王仕佐（9:88’），男，贵州人，大学本科，副教授，《酿酒科技》编委，发表论文数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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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礼仪上、在劳作上都有众多的体现。在黔东南，几乎每个县都有

展示其地域文化的民族节日，如“台江姊妹节”、“苗山鼓藏节”、“凯

里芦笙节”、“榕江西瓜节”、“从江碰柑节”等，这些节日无不以酒为

待，以酒为歌，整个节日始终飘溢着酒的芳香，这些少数民族世代

以自己酿造的低度糯米酒（或称“=")+, >)+,”酒），自酿自饮，接物

待客，吸引着人们，也赢得了人们。这使我们不由想到“青酒”正是

以它那低度、甘甜、浓浓的乡情，广泛得到人们的接受与赞誉而香

飘四海，“喝杯青酒，交个朋友”的著名的广告语，它绝不是表面上

的人际交往的套词，而应该是或正体现的是黔东南苗族、侗族同胞

坦诚、朴实、热情的处世原则与价值观。难怪来这里的国际友人，特

别是日本客人，他们在领略当地的习俗民风时，喝牛角酒、唱酒歌，

常常使他们心旷神怡，流连忘返。

“贵州醇”的产地在黔西南兴义市，与黔东南不同的是这里居

住的主要是苗族、布依族，尤以布依族为多。布依族村寨多依山傍

水，靠近河谷平坝，值得一提的是，布依族喜欢喝自酿自烤的米酒

和包谷酒，酒同样是他们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之一，可以说他们是

好酒的民族，任何情况下都离不开酒，如他们的节日“三月三”、“六

月六”、“查白歌节”等节日，表现的是布依族人民不畏强暴、追求爱

情、热爱生活的民族气质，酒在其中担当了重要角色。在此文化地

理环境下酿出的“贵州醇”当然有着厚重的文化底蕴，“贵州醇”以

及那盘江水的清澈，丰富的五谷特产，典型的地域口味，使它享誉

神州、扬名海外，在一些地区，据说还出现了“非贵州醇不喝”的现

象。布依族是智慧的民族，他们创造的蜡染服饰，风格奇异，在某种

意义上已成为布依族的标志和贵州旅游的代名词，同样，“贵州醇”

酒也从未停步，充分发挥其民族智慧，坚持创新、不断提高产品质

量和创立特色，他们近年推出的“奇香贵州醇”酒，就是中国优雅型

白酒的开山之作，它以葡萄和高粱为主要原料，小麦天然制曲，采

用传统工艺混合发酵，精心酿制，长期贮存而得。真谓口味“奇香”，

不仅如此，“贵州醇”独特的创造、先进的工艺无论对文化酒或酒文

化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中国的贵州盛产名酒，名酒的产地不仅如前所述的民族风情

浓郁，文化积淀厚重，而且这些地区都是绿水青山，有着雄浑秀丽

的自然景观和风景名胜。作为喀斯特之最的贵州，喀斯特面积占全

省国土面积的 ?7<@ A，面积达97万平方公里之多，比以此喀斯特地

貌著称的前南斯拉夫多出近一倍。经过大自然亿万年的自然演变，

贵州被雕琢得奇幻瑰丽，超凡脱俗。这里空气清新，水质优良，真谓

“好山好水出好酒”，“举目出酒处，一派好风光”。如国酒之乡的赤

水河，两岸青山相对，河中渔舟唱晚，岸边灯火闪烁。河水伴流酒

香，“美酒河”犹如一条飘香的彩带，镶嵌在贵州的北部。沿着赤水

河，仁怀市的“国酒门”、“国酒城”、“国酒文化博物馆”、美酒河的景

观、赤水市的独特景观如丹霞地貌奇观、竹子海洋奇观、珍稀植物

桫椤奇观、众多的瀑布奇观及人文景观都会浮现在你的眼帘，自然

会使你拍案称奇，倘你此时正呷上一口国酒，完全会使你感到人与

大自然融合的完美与统一。在青酒的故乡黔东南也是如此，凡稍知

道青酒的人们，都把它与“氵舞阳河风景区相提并论。青酒的产地镇

远县是一著名的历史重镇，古代一直是西南进入中原地区的咽喉，

时至今天，县城仍保留了众多的历史古迹，著名的“三教合一”的青

龙洞古代宗教建筑群依山而建，雄奇壮丽，早已引起海内外人们的

关注。我们不知道“青酒”的“青”与青龙洞有何直接联系，但是它们

在文化上的联系应是必然的。今天，随着青酒的走向世界和 氵舞阳

河的旅游开发，它们相得益彰。黔东南的旅游发展扩大了青酒的知

名度，青酒的飘香也促进了地方的旅游业发展。再有就是 “贵州

醇”，它的故乡黔西南兴义也是著名漂流胜地马岭河所在地，兴义

地理位置独特，处在与广西、云南交界处（或称滇、黔、桂地区），此

地不仅产美酒，也产黄金，电力丰富，煤炭藏量大，真谓“金三角”，

随着天星桥梯级电站开发而形成万峰林湖区，更把兴义点缀得奇

光异彩。一年一度的“马岭河国际漂流节”和“贵州醇”的奇香，来这

里“既玩山、也玩水、更喝酒”的人群不断涌现，在游览山水、体验文

化、品尝美酒的同时，从内心里感受到这里的确是一块美丽、神奇

的土地。

如诗如画的山水，辉煌灿烂的文化，随地飘香的土地，这就是

名酒之乡，中国的名酒之乡。

5 名酒之乡的民族酒文化

如上所述，贵州是块神奇的土地，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着9?个

少数民族，是民族文化的百花园，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的，由这里的

奇山异水滋养的贵州人民，具有独特的心理性格与民族气质，他们

世代生栖繁衍在这块土地上，依山傍水而居，披金戴银而饰，能歌

善舞而娱，热情好客而为，热爱生活，热爱自然，与环境和谐共处，

形成了内涵丰富的民族文化，如苗族文化、布依族文化、侗族文化、

土家族文化、水族文化、瑶族文化等，这些文化现象中，以酒形成的

文化是其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其内涵丰富、多采多姿展

现其民族风貌，越来越引起人们关注。

酒，在贵州各民族的生产、生活、社交等方面，都是一种不可或

缺的饮食文化。对于他们，酒绝不是一种单纯的饮料，它是贵州少

数民族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相掺和，并经漫长岁月 “发酵”、

“蒸馏提纯”出来的玉液琼浆，酒，又是贵州少数民族丰富多采的文

化载体。各民族绚丽多姿的酒礼酒俗，构成了令人陶醉的贵州酒文

化。

贵州少数民族，当孩子初降人世始，就与酒结下了不解之缘，

诸如三朝酒、百日酒不胜枚举，成年之后，酒更是无时不在生活中

涌流。

5<9 姑娘酒 侗族和苗族都有酿制姑娘酒的习俗，即姑娘出生

时，马上为她煮一坛甜酒，将其窖在地下或埋藏在池塘底，待姑娘

长大成人，婚嫁之日才开窖启用。与江南地区酿造的“女儿红”异曲

同工。

侗族是作为姑娘陪嫁，谓之姑娘酒。

苗族又叫女酒，是在女儿出生时酿的甜米酒，经过滤后密封于

小口大腹的土罐中，至冬腊月之际，池塘水干涸时，埋于池塘底部，

直至女儿出嫁后回到娘家，才取出用以招待亲友宾客。

姑娘酒由于长期窖藏之故，酒液高度浓缩，色泽绿中透红，酒

香浓郁持久，酒味甘甜醇和，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佳酿美酒。

5<5 讨八字酒 黔西南布依族婚俗中，盛行着一种有趣的讨八字

酒习俗。男女青年经过恋爱、说媒之后，双方父母已无异议，就需择

出婚期，在定婚期前，男方家的媒人要到姑娘家来讨八字，女方家

要在堂屋中的神案前摆上八碗便当酒 （音 “=")+, >)+,”即 家 酿 米

酒），并将姑娘的年庚生辰八字写在一张纸上，再压在其中一碗酒

的底下，这时，主持人就请媒人去揭姑娘八字，媒人只能凭直觉去

找，当揭起一碗若没有姑娘的八字时，媒人就将该碗酒一饮而尽，

然后再揭，直至揭出八字为止，才能带回与男方八字合在一起，由

阴阳先生推算出良辰吉日，作为选定的婚期。

5<7 栽花竹酒 苗族家庭中，或婚后无子、或小孩体弱多病、久治

不愈的，为求子或为小孩消灾祛病，都要用栽花竹酒这一形式以求

达到自己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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栽花竹酒要请巫师主持。家人从山上竹林中挖取两株连根竹，

栽在自家房屋中柱的旁边。还要请95位上有父母、下有儿女的有福

之人参祭，并由主人家以酒肉盛情款待，此为喝栽花酒。另外，还要

在所栽花竹根下，埋一坛密封好的米酒，使其终年不干，以示吉利。

5<= 滴酒祭祖 水族待客请酒，无论什么场合，都有一个滴酒祭

祖的习俗。

主客入席坐定后，一般由主人提议，请在座中一位辈份年岁最

大的人先执筷。于是这位被推出来的老人就用筷子蘸一滴酒洒在

桌面上，以示先向祖先敬酒。接着，主人才双手捧杯将酒敬给客人，

客人则要接过酒杯放在桌上，亦用筷头蘸酒祭奠，以示对祖先的敬

仰和怀念。滴酒祭祖的习俗，在苗族中也普遍盛行。

5<8 敬客酒 贵州少数民族是好客的民族，他们常用酒来表达自

己的好客、无私、友好、热情，但敬客酒的习俗 又 依 民 族 和 地 区 不

同，形式和内容也不相同。

黔东南地区的苗族敬客，先由男主人向客人敬酒，每人必须先

喝两杯，寓意“你是用两只脚走来的”，这两杯酒都要一饮而尽，第

三杯开始，主人便可随意。待到一定时候，其主人便同姑娘、媳妇们

一起上阵，手持酒海（盛酒的土钵）、酒碗站立客人身后以歌敬酒。

先从长者开始敬完一轮，再反方向敬一轮。有的好客者，为挽留客

人住下，妇女们就会选择一“关键”客人，势图将其灌醉，使得“群龙

无首”，只好乖乖留下。苗家真情可谓“酒如其人”，令人陶醉。

5<> 鸡头酒 生活在黔西南地区的布依族，每逢节日庆典、贵宾

临门，都要杀鸡备酒款待客人，其中主要客人有几位就要杀几只

鸡，此鸡谓之“凤凰头”。入席后，主人就将“凤凰头”对着主要客人

双手献上，客人接过“凤凰头”后，要饮酒一杯，再将鸡头对着其他

客人，示意大家共同举杯，并一饮而尽。

5<? 转转酒 生活在贵州的各民族都有饮转转酒的习俗，转转酒

包含着两种不同的内容和形式。一种是指饮酒时，大家围坐成一个

圆圈，席上只有一碗酒，在座的顺一个方向将酒碗依次传饮，以示

亲密无间，无所猜忌。这种习俗在彝族、苗族、侗族中尤为盛行。另

一种是指同一村寨，以家为单位，轮流邀请外来客人也叫转转酒。

贵州的布依族有“一家来客全寨亲”的说法，所以这种转转酒在布

依族村寨尤为盛行，谁家来了客人，这家的亲戚、邻居、以及全寨各

家都要轮流转到，否则视为不合群。

5<@ 交杯酒 在贵州的苗、布依、侗、水等民族地区，普遍盛行着

一种颇具特色的酒俗———交杯酒。交杯酒有7种形式：一种是两人

各持一杯，相互同时递到对方嘴边，并同时饮下；第二种是主客各

自举杯与对方持杯的手臂相勾，再将自己手中的酒同时饮下。这两

种多是主人对客人敬酒时所行的酒俗，取交杯即“交情”、“交心”之

意。第三种是在集体的酒宴中，众人围坐，各持一碗同时顺同一方

向举起至相邻客人嘴边，再同时饮尽，此俗取心心相印，肝胆相照

之意。

5<: 打印酒 贵州黔东南一带的苗族盛行一种打酒印的习俗，无

论是婚嫁或是节日的酒席上，主人家用萝卜或红苕等做些“大印”，

礼节性的酒过三巡，主客群情激动就开始打酒印。客人每饮一杯，

就有人用“大印”蘸上蓝靛（染布的青色染料）或墨汁、锅烟等，在客

人脸上盖一印记，脸上印多，标志着主人盛情，客人海量。打酒印是

饮酒计量的一种方式，但更主要的还是一种娱悦形式，往往这种场

合优美动听的酒歌伴着满室飘香的米酒，频频劝饮的嘻闹映着张

张打满酒印的笑脸，使酒宴达到尽欢尽乐的境地。

5<96 拦路酒 这是贵州少数民族迎客的一种酒俗，广泛流行于

苗、布依、侗、水等民族中。拦路酒礼俗，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形式

和程序。一般都是在进寨的必经之路上，由主方备酒恭候于路中，

有的还在路上设置障碍。客至，先以酒歌劝酒，饮后方得进寨，有的

主客双方还需对歌，然后才能饮酒“过关”。

苗族的拦路酒通常都有三、五道，多的可设95道，真所谓“过五

关斩六将”，若是酒量平平者，早已望而却步了。不过，贵州的民族

是文明的，你若不善饮，就记住别用手触摸酒杯，只需将苗家姑娘

敬上的酒，示意性的饮过即可过“关”。你若是海量，接下酒来，那一

碗或一牛角酒就必须喝完。

5<99 送客酒 当你在黔东南一带苗家作客，终朝伴随你的就是

苗家的盛情和醇香的米酒。在你准备告别启程时，主人还会为你准

备一次情意缠绵，令你终生难忘的送客酒。客人上路时，主人手持

酒海、酒碗，边唱边走，三步一道歌，五步一碗酒，其歌绵绵，其酒浓

浓，惜别之情会令你热泪盈眶。

若是贵客离别，那送客酒就更为激动人心。主人家会在铜鼓坪

上踩铜鼓、吹芦笙，以此召来寨中男女老少加入送客队伍，自有寨

老安排铺桌摆酒，人们则自发前来为你唱送客歌、敬送客酒，还有

人会为你披红绸，献上五颜六色的花带，然后亦步亦趋将你送出寨

门，这其间歌不断曲，酒不停碗，出寨门时，主人会劝你喝最后一口

酒，并在客人脸上彬彬有礼地盖上一个红色酒印或写一个酒字，以

此留下主人以及全寨苗胞的深情厚谊，然后主客才挥手依依惜别。

5<95 咂酒 咂酒之俗，盛行于贵州苗、彝、仡佬、土家等民族中，

其历史悠久，源远流长。

制作咂酒的原料，依地区和民族的不同而异，多以本地所产的

主、杂粮酿制，不蒸馏、不除糟。饮咂酒，一般是将经发酵并存放一

段时间的原酒连坛端上，当场启封。

每当盛大节日、庆典或贵客临门，主人就捧出一坛原酒，启封

后，将数支咂管插入，砸管系用一米多长的细竹制成。酒礼开始，主

客便分批围坛捧杆吸饮，未饮者在一旁歌舞助兴，再逐渐轮换。旁

边还有人随时向坛内注入清凉的泉水或井水，使坛中玉液永不干

涸。有的地区饮咂酒时，饮者还要手捧咂杆围坛边咂边舞，其欢乐

豪爽之状令人难忘。

7 民族酒文化的旅游功能

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旅游是社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旅游随着人们观念的变化，也不断地改变着它

的形态。从现代旅游发展规律的趋势来看，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

信息社会的到来，交通条件的改善，全球一体化趋势的深入，自然

环境的恶化，人际关系的异化等社会因素的影响，传统的、原有的

单纯的观光式的旅游逐渐成为过去，代之的是人们追求的文化认

知，文化融合价值观，山水地貌景观已不再或不完全是现代旅游的

吸引物因素，人们渴望在紧张而繁忙的都市工作中去找寻清静空

寂的环境，去寻求或建立新的人际关系，以了解别人的文化，体验

别人的文化，以求达到文化观念、精神上的互补，进而寻找新的精

神家园。于是，近年来，生态旅游（A.%B%$&C"(）的兴起就是其标志。

生态旅游，按照有代表性的日本自然保护协会的定义，它是

“旅游业的一种形式，它意味着旅客不再破坏自己所观光地区的生

态系统和文化，而是去理解并且欣赏该地区的环境，为了使他们从

自己的经历中获得乐趣，要对他们进行环境教育，还要组建与环境

有关的机构。最终目的是使游客全力保护该地区的文化、自然以及

经济状况”。按照以上的定义，获得乐趣当然包括文化层面上的，而

理解与欣赏，同样是文化层面上的，这就展示了生态旅游重要的一

面，就是理解文化，而这种“文化”当然是原生态或次生态的文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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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由于众多的社会经济原因，历史上长期被封闭，与外界交流甚

少，就使得它的文化生态保持完好。积淀深厚的酒文化正是这一体

现。今天，贵州这块土地及这块土地上产生的现象，正引起中外的

广泛关注，都把贵州的自然与文化作为生态旅游的最具魅力的吸

引物，贵州成了当今中国乃至亚太地区生态旅游的最佳去处之一，

如到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居住地的外国游客每年均以 78 =的速

率在增长，而在这些游客中，又以日本客人为最多，他们对黔东南

地区的风土人情，包括民居、服饰、饮食、语言、艺术（当然也包括酒

文化）等都产生了极为浓厚的兴趣，同时又对日本的生活习惯与他

们的习俗在许多方面有惊人的一致或相似表示困惑不解。这或许

将成为一个难解开的谜团，和今后不少日本客人来黔的主要动因，

事实上也如此，古朴神秘的贵州文化，特别是酒文化必将以它的神

秘与魅力作为旅游的重要吸引物而存在。

内涵丰富的贵州酒文化在贵州旅游业上的独特地位，是因为

作为一种文化载体，它有着重要的和众多的旅游功能。

7<9 体验功能 文化作为人类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

和，它是一种无形的现象。看不见也摸不着，人们通过田野作业，深

入其间，亲自参与去琢磨，去理解，去认知。现代兴起的文化旅游，

人们已不满足去观光式的猎奇，或以现代文明式的眼光去观看落

后文明的景象，而是谋求去了解对方的作为：他们想些什么？做些

什么？为什么要那样做？假若我是他们？假若他们是我？⋯⋯从

而从理性上得到一种升华。为此，现代兴起的民族节日游、民间乡

村游、文化生态游等方面都给游客提供了参与，进而感受、体验的

机会，使他们能很快与社区居民融为一体。“做一天”或“做一月”地

方居民，贵州许多民族地区的旅游产品都在此方面进行打造。

贵州酒文化在“体验”功能上很容易做到，同时，也极具体验功

能，如：黔东南地区的敬客人的酒，当你迈入苗家的门坎时，他们朴

实的迎接方式，也是豪华的迎接方式，作为远方异乡的你顿时会被

这种盛情所打动，你会更加体会到场面的动情与自身的价值，即使

你大醉一场，也会发出“醉人之意不在酒”的会心一笑，令你回味无

穷。此外，还有交杯酒、打酒印、送客酒，甚至其他带有宗教崇拜的

酒文化，都会使你在体验中得到意外的感受。

7<5 娱乐功能 旅游业六大要素，即吃、住、行、游、购、娱，其中：

娱乐、愉快是十分重要的，旅游的目的说到底就是享受，心灵的享

受，愉快的享受，物质享受、娱乐享受、视觉享受最终都要转变为心

情愉快，脱离愉快的旅游是不可想象的。在许多景点地区，旅游业

都必须要把娱乐因素考虑进去，才留得住客人，显得充实，不枯燥。

贵州酒文化的内容，许多都有娱乐的成分在里面，喝酒除了生

产劳动需要一定的能量提供外，更多的则是精神上的享受。人们常

说，酒既可解忧亦可浇愁，庆功贺喜更要喝酒，同时，喝酒的乐趣还

在于活跃气氛，如酒舞、酒歌、乐器演奏、劝酒，智慧机智的体现；如

行令猜拳，胆略的体现，如猜拳中的技巧等。值得一提的是，这种娱

乐还体现在喝酒后，“智者”若无其事的“傲气”而直抒内心的胸臆，

而“失意”者，酩酊大醉时的“表演”也使游客在疲劳时得一阵欢笑，

一身的疲惫顿时烟消云散。

7<7 审美功能 酒文化之所以内涵丰富，当然是它具有文化属性

上的传承性，今天无论从酒歌、酒舞、礼仪、酒品等都是历代历辈传

承的结果，自然，文化的封闭性原因，它可能传下来一些落后的、封

建的糟粕，但之所以能传承下来，也说明它经历了时间的考验，能

够为广大的民众所实用、所利用、所接受，我们想，除了它有着实用

的功利目的外，其审美功能也是明显的。

贵州民族酒文化在审美功能上体现在其艺术性方面较明显，

举凡贵州各地，凡遇重大民众节日或家族、亲族重大活动时，或迎

接重要客人时，其隆重的场面都离不开酒，而饮酒的方法、方式或

礼仪复杂但有序，极易使人们在参与时常进入一种新的境界，得到

一种美的享受。贵州名扬中外的“苗族飞歌”就是苗家在迎接远方

的朋友时给予最高的待遇的敬酒歌，那动人的弦律，穿着苗族盛装

的姑娘的演唱，给人一种如痴如醉的感觉，贵州著名苗族歌唱家阿

旺的演唱，唱遍了全世界，可以说若今天到任何一个苗寨，敬酒歌

都是随处可闻之动人心声。此外，布依族的查白歌节上男女相恋后

饮酒的场面，侗族送客、迎客，苗族在鼓藏节上唱酒对歌、芦笙伴舞

等体现的高超的民族民间艺术，令人倾倒。随着人们追求反璞归

真，回归大自然的趋势越加明显，这种文化所显示的审美功能就更

易被强化。

7<> 经济功能 旅游业的发展就是要推动地域经济的发展，作为

一种产业，它的目的就是要将资源优势转变为经济优势，今天，旅

游业已成为超过石油、汽车的第一大产业，而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

凸现的经济潜力正在显示出来，作为民族文化大省的贵州，如云南

省一样，民族文化是其高品位的旅游资源。

贵州酒文化所显示的经济功能是显而易见的，茅台国酒系列

酒的出现，不仅在国酒上增添许多新品种，而且对于带动地方产业

和经济起到巨大作用，其无形的资产，如知名度、品牌效应都在相

当的程度上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地域产业，当然也极大地影响着旅

游业。我们更要指出的是，随着贵州旅游业的进一步发展，酒文化

产生的经济效应正在显现。我们前面讲过，贵州的名酒产地都是旅

游业发达的地区，如黔东南镇远县、黔西南兴义 市 、黔 北 遵 义 、仁

怀、赤水等市，也是经济较发达的地区，酒文化所显示的功能一方

面体现在由酒文化导致的一种生态文化。众所周知，贵州的酒之所

以为名酒，一是因为有优质的原料、水质和环境，在名酒产地“喝酒

喝出健康来”已成为人们的一种“现代意识”。据说在国酒产地仁怀

市，至今未发现一例癌症患者，患其他病的几率也低。在美酒河畔

的赤水市自然生态良好，全市粮食产量连续98年获得丰收，社区居

民患病率低于贵州全省平均水平，我们认为这决不是偶然的，美酒

的飘香，酒的文化自然是其重要因素，由此来黔旅游的人、“闻酒”

而来的人在逐渐大幅度上升，充分体现了贵州酒文化强大的旅游

经济功能。另一方面，在贵州旅游的中外客人，他们饱览了贵州黄

果树大瀑布等天下奇观外，也饮尝了贵州的名酒后，对酒文化参与

后的体验难以忘怀，禁不住将当地的美酒或多或少要带回去，籍此

纪念。据笔者所知，苗族的糯米酒、布依族的米酒系列在贵州旅游

业发展的今天，他们在酒的包装、产量、质地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

变化，在他们看来，“米酒”已不是一种纯粹的饮品，已经成了一种

文化，他们生产的是一种文化，输出的也是一种文化，人们来品尝

的更是一种文化，这种文化—经济—文化的螺旋上升式的转化在

文化相融和文化经济协调发展趋势的今天，将会更加明显，内涵丰

富的贵州酒文化也必将在此局面下大放异彩。

贵州是名酒的故乡，是酒文化产生的丰润土地，更是饮者的乐

园。今天随着中国经济迅猛高速的发展，西部大开发也给贵州社会

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旅游产业的发展带来了难得的机遇，近年来贵

州旅游业以年增长率 76 =以上的速度发展，贵 州 秀 丽 奇 特 的 山

水，灿烂多姿的民族文化正在吸引着人们来体验贵州酒文化，贵州

酒文化也将以它特有面貌展示出云贵高原这方古朴神奇的土地，

贵州酒文化与旅游业的互动作用必将日益明显地体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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