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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介绍了我国现代葡萄酒之父———张弼士传奇的人生。张弼士先生于 1894 年从外国引进 120 多个优质葡

萄品种，建立了自己的葡萄酒原料基地，并引进压榨机、蒸馏机、发酵罐、橡木贮酒桶等酿酒先进设备，建立了我国最

早采用现代科学技术酿造葡萄酒的大企业———张裕葡萄酿酒公司。从此，揭开了中国葡萄酒工业化生产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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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NG Bishi--Father of Modern Grape Wine in China
SHI Jianhe

(Jinjiu Group Co.Ltd., Tianjin 320013, China)

Abstrac: The life legend of ZHANG Bishi, father of modern grape wine in China, was introduced in this paper. He introduced more than 120
quallity grape species from abroad in 1894 and then established his own raw materials base of grape wine. Besides, he introduced lots of advanced
wine-making apparatus including squeezer, distillating machine, fermenting pot, and oak wine barrel etc. Furthermore, under his leadership, the
largest grape wine-making enterprise in China--Changyu Co.Ltd. had been established. He had opened the door to industrialized production of
grape wine in China. (Tran. by YUE Y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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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 醉卧沙场君莫

笑， 古来征战几人回”。 唐朝王翰

这首悲壮感人的《凉州词》，被我国

聪明的外贸人员用来证明葡萄酒我

国古已有之， 迫使港英政府取消对

港出口葡萄酒课以“洋酒”重税的做

法， 和传统高粱酒及其加工的五加

皮、状 元 红、玫 瑰 露 酒，统 称 为“土

酒”，实施同样的税务。 本文主要介

绍被称为我国现代葡萄酒之父的客

家人———张弼士[1]。
张弼士对现代葡萄酒工业的贡献， 可和天津民族资

本家———范旭东先生对中国近代化学工业的贡献齐名。
在范先生的领导下， 黄海工业研究社创造了闻名世界的

侯氏制碱法， 而张氏振兴民族工业的行动比范氏要早好

几十年 (参见笔者所撰“黄海工业研究社与白酒工艺创

新”一文，http:∥www.lmst.com.cn2011-01-13)，张弼士无

疑是我们中华儿女的光荣和骄傲。

1 中国现代葡萄酒之父

1894 年，南洋华侨首富张弼士先生投资 300 万两白

银， 辟烟台两座占地

千亩的荒山， 从 1905
年 起， 历 时 10 年 之

久，经过 3 次改造，靠

近海边的亚洲唯一最

大 地 下 酒 窖 建 成 使

用， 窖内恒温 11℃。
经过 20 多年的拼搏，
于 1914 年 1 月 20
日，注册商标“双麒麟

牌”葡萄酒横空出世。
1 年后，即 1915 年美

国旧金山召开的 “巴

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

会”上，张裕的 4 种葡

萄酒：可雅白兰地、红

葡萄酒、味美思和雷司令，一举夺得了 1 个金奖和 3 个优

等奖。可雅白兰地因此更名为金奖白兰地。中华民族从此

拥有了令西方人称道的金奖白兰地和系列葡萄酒， 打破

了洋酒不可战胜的神话[2]。 几十年后，北京、东北和山西

等地才开始建立现代葡萄酒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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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多年过去了，张弼士先生亲手缔造的世界品牌，
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

财富。 历史不会忘记，1912
年，孙中山先生到“张裕”参

观时挥毫写下了 “品重醴

泉”四个大字[2]。 1954 年，周

恩来总理用张裕金奖白兰

地在日内瓦会议期间宴请

与会代表，被称为“金奖白

兰地外交”；1992 年， 张裕

公司成立百年庆典，江泽民

同志亲临视察并写下“沧浪

欲有诗味， 酝酿才能芬芳”
的佳句[3]。

2 今日之张裕[4]

当今，在葡萄酒行业中，除“张裕”外，尚有“王朝”和

“长城”葡萄酒三巨头。 1987 年，在第 25 届布鲁塞尔世界

葡萄酒优质产品评选会上， 张裕解百纳干红葡萄酒荣获

金奖，扬名海内外。2005 年，张裕解百纳批量出口欧洲 14
个国家， 以其独特的东方韵味， 征服了口味挑剔的欧洲

人。 2006 年，张裕解百纳创下了 5 个中国葡萄酒之最：首

次进入了 3000 多家欧洲超市；首次进入了欧洲邮购销售

系统；首次进入了欧洲葡萄酒专卖店；首次进入了欧洲五

星级饭店；首次进入了德国汉莎航空公司的头等舱。
张裕昔日风采，昭示着今日辉煌，彰显张先生的精明

远见。

3 张弼士先生的传奇人生[3]

3.1 家境清贫变首富

张先生本名振勋，字 弼 士，号 肇 燮。 1841 年（一 说

1840 年）12 月 21 日（清道光二十一年十一月初九）生于

广东省大埔县、西河镇、黄塘车轮坪。小时候家境清贫，只

跟随在乡村当师塾的父亲读过 3 年书。 18 岁时，毅然只

身漂洋过海，远赴南洋荷属巴达维亚（今印度尼西亚雅加

达）谋生。 起初在一家米店当杂工，后来又到了一家纸行

当杂工。由于他做事勤恳认真，聪明过人，而且忠厚诚实，
后升任管账，深得老板信任，将唯一女儿嫁给他。 岳父死

后，继承遗产。 他自立门户，开了一家酒行，销售各国名

酒， 并承办了当地的酒税

和 新 加 坡 的 典 当 捐 税，随

后又承包了荷属东印度公

司在印度尼西亚一些岛屿

的鸦片烟税， 资产很快得

到了扩充。 接着，他把目光

投入了垦殖开发业。
当时， 荷属东印度殖民者为

开 发 与 掠 夺 鞭 长 莫 及 的 岛 屿 资

源，曾放手让华侨组织垦殖公司，张弼士抓住这一时机，
抽出大部分资产投入这一事业。 1866 年，他在荷属葛罗

巴埠创办了裕和垦殖公司，大规模地开垦荒地，专门种植

椰子、咖啡、橡胶、胡椒、茶叶等热带经济作物，并在垦殖

区间种杂粮，获取了极大经济效益。 1875 年，他又在苏门

答腊的阿齐创办了新的垦殖公司。 1877 年和 1878 年，他

在荷属怡厘创办的裕业垦殖公司、 爪哇日里创办的笠旺

垦殖公司就有橡胶园 8 处，雇工近万人。在经营垦殖开发

的同时，他积极捕捉机会创办各类实业，取得了很好的效

果。如他在英属马来亚彭亨州文东埠开设东兴公司，开采

锡矿，赚了一大笔钱。 在日里开设日里银行，专门办理华

侨储兑和侨汇业务，深受广大华侨欢迎和依赖，业务得到

很大发展。 在棉兰、槟榔屿兴建了大量中西合璧的住宅，
大力发展房地产事业。 组织了一个联系海内外的药材批

发网，国内的名贵药材多经张氏药行批销海外，海外名贵

药材及西药，亦多经张氏药行批销回国，沟通了海内外的

药材市场等。这样，从 19 世纪 60 年代开始的 30 多年里，
张弼士终于建立起了自己的企业王国， 最高资产达到七

八千万元，成为当时南洋华侨中的首富。
3.2 铮铮铁骨民族魂

1898 年，从印尼首都巴城到新加坡的海面，波涛起

伏，海水不时地拍打着停靠在码头的德国班轮。 张弼士

一行 3 人和一名德籍家庭医生准备乘坐德国班轮前往新

加坡办理商务。他叮嘱管事购买 4 张头等官舱票。船票买

回来，却只有一张官舱票，3 张统舱票。 张弼士很奇怪，问

管事为什么只买回 1 张官舱票，管事无奈地说“德国轮船

规定华人不准购买官舱票， 那张官舱票还是德国医生买

到的”。 张弼士听后，当即勃然大怒，将 4 张船票撕得粉

碎，扔进了波涛汹涌的大海。他感到炎黄子孙的尊严受到

了严重侵犯，良久不能平静，随手举起慈禧太后赏赐的御

窑宝蓝大花瓶向地板砸去，打了个稀巴烂，并愤然吼道：
“岂有此理，华人不能坐官舱，什么苟例？ 简直欺人太甚！
中华民族不可侮，中国人不可欺！”“对，中国人不可辱，我

们坚决不坐德国人的船”。在场的中国人也义愤填膺地说

道。“大家说得对，我们要坐自己的船。清政府无能力办商

1915 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牌和证书

孙中山先生题词

江泽民同志的题词

张弼士先生塑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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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我张某来办！ ”弼士旋即对一同来的创办潮汕铁路的

张耀轩说：“记住， 以后我的商船凡德国人一律不卖票”，
众人喝彩，海水呼啸！

不久，张弼士邀张榕轩、张耀轩等，共筹航行苏门答

腊及中国南部海面的远洋航运，创办了“裕昌远洋航运公

司”和“广福远洋轮船公司”。 从此，辽阔的太平洋上开始

出现飘扬着中国大清龙旗的侨办远洋巨轮， 并专门与德

国轮船同走一条航线，比德国的同等官舱票价低一半，并

且一报还一报，不卖票给德国人，迫使德轮取消了歧视华

人的规定，大长了中华民族的威风。
3.3 “红顶商人”桂冠

张弼士深受清廷赏识倚重，是地道的“红顶商人”。他

不仅在晚清时期的国内政商两界声名赫赫， 还经常代表

清政府在海外叱咤风云。 他先后担任清政府驻新加坡总

领事、商部考察外埠商务大臣、闽粤两省农工大臣、钦命

头品顶戴、光禄大夫、粤汉铁路总办、佛山铁路总办等职。
民国初年，还被任命为总统府顾问、工商部高等顾问、立

法会议员、全国商会联合会会长等。但清政府的腐败无能

和后来北洋军阀政府的相互倾轧，他却看得十分透彻，对

参政并不热心，把一生的主要精力都倾注于“实业救国”，
给当时积贫积弱的祖国和举步维艰的革命事业以慷慨支

持。
3.4 拳拳报国心

辛亥革命初兴， 张弼士即鼓励儿子张秩捃加入同盟

会。当革命党人在海外秘密活动时，张弼士便指示其南洋

企业秘密援助， 并通过胡汉民暗助孙中山 30 万两白银。
辛亥革命爆发后，张弼士又向孙中山捐赠一笔巨款，后来

他还给福建民军捐赠白银 7 万两，1904 年又为东海海防

筹捐巨款。
1900 年，黄河决口成灾，张弼士目睹灾区惨状，深为

同胞遭难而忧虑，急回南洋募捐百万两银款赈灾，清政府

为此赐其“急公好义”牌匾，竖于其故乡大埔。
张弼士倡导教育、弘扬中华文明更是不遗余力。在新

加坡等地，他创办了中华学校和应新华文学校，又专门设

置福利基金为外出学子辅助学费。 在他的带动下， 新加

坡、马来西亚两地相继兴办了 8 所华文学校。他在汕头设

置“育善堂”，购置数 10 间楼房堂产，作为福利基金，为出

国学子补助学费等。 晚年还遗言捐助广州中山大学和岭

南大学修建校舍，现在的中山大学有一座“张弼士楼”，纪

念他的善举。 1905 年，他获清朝光绪皇帝恩赐御书“声教

南暨”匾额一方，在受匾典礼上，张弼士慷慨陈词：“国家

贫弱之故，皆由于人才不出，人才不出，皆由于学校不兴，
我等旅居外埠，积有财资，眼见他西国之人，在埠设西文

学堂甚多，反能教我华商之子弟，而我华商各有身家，各

有子弟岂不可设一中文学校，以自教其子弟乎？ ”
梁绍文在《南洋旅行漫记》中称“在南洋最先肯牺牲

无数金钱办学校的，要推张弼士第一人”。 张弼士的拳拳

赤子之心、殷殷报国之志可见一斑。
3.5 兴办实业强我中华

1890 年，张弼士任巴城商务领事时，有一次参加法

国领事举办的酒宴。席间，人们对所饮法国三星斧头牌白

兰地名酒大为赞赏，法国领事为此大谈酒经，并对张弼士

说：“此酒用法国波尔多地区盛产的葡萄酿造， 如用中国

山东烟台所产的葡萄酿造， 酒色并不逊色”， 张弼士问：
“这话怎说”？ 法国领事犹豫片刻后告之说：“当年英法联

军入侵中国时，我也是其中一员，法军驻屯天津附近时，
我曾与其他士兵一起，到烟台采集了大批葡萄回营，用随

军携带的小型压榨机压汁酿造，味道香醇，酒质与法国白

兰地可相为媲美。 当时，法国官兵曾议论，瓜分中国领土

时，法国要力争山东，好在烟台设厂酿酒”。张弼士听后大

为震惊，将此事牢记心中。 1891 年，张弼士应督办铁路大

臣盛宣怀之邀，到烟台商讨兴办铁路事宜。张弼士借此机

会对烟台进行了全面考察，了解到此地靠山面海，气候湿

润，土质肥美，确是种植葡萄的好地方。 当即决定于此投

资设厂，这就是诞生“张裕葡萄酿酒公司”的前因。
除了创立现代葡萄酒业外， 有资料报道说张弼士先

生还是我国第一辆拖拉机、第一家织布厂、第一家玻璃厂

的创始人。为了事业的需要，他除了通晓南洋通行的各种

华族方言外，他还能讲英语、荷兰语和马来语。
3.6 因疾而终、流芳千古

1916 年 9 月，张弼士为庆祝“可雅白兰地酒”荣获金

奖和赴美之行成功，在印尼巴城五知堂设中秋宴会，答谢

中外宾客。 会上他异常兴奋，频频举杯祝酒，导致心肌绞

痛，终因医治无效，病逝于荷兰皇家医院，享年 75 岁。 张

弼士病逝后，灵柩返籍途经新加坡、香港时，英荷政府下

半旗致哀，港督躬亲凭吊，民众到处设牲祭奠，可谓生荣

死哀。 国学大师章炳麟亦敬送挽联“南人光祖国，天际以

归魂”。 当由汕头溯韩江而上时，两岸群众均摆设牲仪致

奠，遗体运到大埔时，国民政府特派广东省省长朱庆润亲

赴大埔致哀，孙中山先生在得知噩耗后，还特派代表送挽

联：“美酒荣获金奖， 飘香万国； 怪杰赢得人心， 流芳千

古”。 极尽哀荣！

4 槟城的“蓝屋”[5]

张弼士足迹走遍东南亚与中国大江南北， 住过的豪

宅难计其数，但经过近百年的风风雨雨与战火洗礼，完整

保留下来的屈指可数。在东南亚，唯一保留得最完整的张

弼士故居，应是槟城的“蓝屋”。在槟城，你要是问人：怎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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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张弼士故居？ 恐

怕 没 几 个 人 说 得

上。 你要是说“蓝厝

（屋 ）”， 没 人 不 晓

得。 蓝屋坐落在颇

有诗意的老街———
莲 花 河 （Leith-
Street）。 也 许 百 年

前真有莲花， 也真

有一条河吧？ 现在看不到莲花，也见不到河，却留下一个

雅名，莲花河蓝屋，以及周围十来栋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时

代的百年老屋，编织成了一幅殖民地时代的风景画。1995
年，这座老屋的新主人进行全面重修，已成为一座气派不

凡的展览馆，对外开放。

5 张氏故居[5]

在广东侨乡的大埔县西河镇黄堂乡车轮坪村某山脚

下， 爱国华侨、 中国现代葡萄酒之父张弼士先生的故

居———光禄第，始建于 1908 年（清光绪三十四年）的围龙

屋，虽历经百年风雨而保存完好。 建筑面积约 4180 平方

米，三堂四横一围，共有 18 个厅、13 个天井、99 个房间，
是罕见的大型客家围龙屋。其飞檐斗拱、雕梁画栋的建筑

气派不亚于山西“乔家大院”。院门前有清政府御赐“乐善

好施”，“急公好义”牌坊，正门上的“光禄第”匾额为清代

名臣李鸿章手书。
当地党委、 政府为弘扬这位客家先驱， 通过多方筹

资，共投入资金近 100 万元，修缮故居、扩建停车场，建张

裕酒文化展馆、客家民居文化展馆。如今，这座围龙屋，已

不单是深藏在山里的大型客家民居建筑的代表， 在整合

周边村庄、山坡、河流、农田、码头等后，已成为客家民俗

文化的旅游圣地。
张弼士先生留给我们的，绝不仅仅是宏大的故居、金

牌名酒的芬芳，更重要的是，他留下了意味深长的酒文化

和伟大的客家人精神。在实施“四个梅州”战略和建设“世

界客都”的今天，我们有信心也有一种使命，要将这位“实

业救国”先驱的遗志发扬光大！

笔者后记：我父亲于 20 世纪 30 年代在张裕工作多

年，后因一次失火离开。小时看过父亲拍的失火时浓烟滚

滚的照片，听他讲过靠近海边的地下酒库。故比较关注张

裕葡萄酿酒公司，我曾 3 次参观该厂和地下酒库。文中开

头引用唐诗，让港英取消重税的事，是在天津一次外贸展

览会上，讲解人员的讲解。
2010 年，天津同乡会让我写篇文章，配合当年在广

东河源召开 23 届世客会，感到应该弘扬张氏的精神，因

此撰写了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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槟城的“蓝屋”

张弼士先生故居

上半年广东啤酒企业产量排行榜
本刊讯：据《华夏酒报·中国酒业新闻网》报道，2011 年上半年，广东 11 家啤酒公司产量排行榜如下：（其中，青岛啤酒广东 3 家公

司分别为：深圳青岛啤酒朝日有限公司 22.9117 万千升、青岛啤酒（三水）有限公司 16.7717 万千升、青岛啤酒(珠海)有限公司 9.4552
万千升）。

1.广州珠江啤酒集团有限公司 54.6656 万千升；2.青岛啤酒广东 3 家公司合计 49.1386 万千升；3.深圳金威啤酒有限公司 25.7377
万千升；4.百威啤酒（佛山）有限公司 17.0043 万千升；5.广东燕京啤酒有限公司 16.5384 万千升；6.华润雪花啤酒(广东)有限公司

12.8199 万千升；7.肇庆蓝带啤酒有限公司 4.8118 万千升；8.嘉士伯啤酒(广东)有限公司 4.5227 万千升；9.麒麟啤酒（珠海）有限公司

2.4179 万千升；10.生力(广东）啤酒有限公司 1.4350 万千升；11.中山金星啤酒有限公司 0.7818 万千升。（刘畅 文，江砂荐）

来源：华夏酒报·中国酒业新闻网 2011-0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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