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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远在上古，中华民族已有素

称发达的农业，在农耕生产发展的同时，我们的祖先便发明

了用谷物酿酒。公元前二十二世纪以前的龙山文，化的遗存

中，出现的许多陶器有：尊、聋、岙、高脚杯、小壶等，是专

用于酿酒和饮酒的器具。考古工作者认为这些器具是龙山文

化中晚期的遗物。从开始酿酒饮酒发展到酿酒和饮酒有专用

的器具是需要相当长的历史过程的。因而我们可以确信，大

约在五千年前的龙山文化的早期，．我国先代人民已开始不断

酿酒了。 ～
．’

·．

根据《尚书·说命篇》的记载，公元前十二世纪前半期

的商王武丁和他的大臣傅说的对话中，有4若作酒醴，尔维

曲蘖一的论述。这就说明，在三千二百年前，我国人民不仅

发明了曲蘖，而且成熟地用曲蘖来酿酒了。

。蘖”是发芽的谷物——麦芽和谷芽，用麦芽和谷芽作

谷物酿酒的糖化剂酿成的酒称为。醴”。醴是一种’甜淡的

酒。
‘ 一

曲是主要以含淀粉的谷物为原料的作为培养微生物的载

体(基质)，在其中培养着丰富的菌类——曲霉菌、．根霉菌：

毛霉菌以及酵母菌、细菌等。用曲酿酒能同时起到糖化和酒

化的作用。曲的出现使谷物酿酒的两个步骤——糖化和发酵

——结合在一起。这不仅说明酿酒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也为我国后来酿酒的独特方法·酒曲法和固态发酵法奠定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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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基础。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中，。我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制

曲酿酒的国家。由于应用了多种微生物，产生了许多增加酒

中风味的物质成分，因而中国酒不仅酒体丰富、优美，在风格

上，自古以来，也在世界上独树一帜。

公元前十一世纪，西周王朝建立，农业和手工业有了进一

j步的发展，酿酒已发展成独立的而且是相当大的二个手工业

部门。周王室已设置了专门掌管的官职，在《周礼》、《礼

：记》等书中见到的就有“酒正靠’、。酒入”、。郁人”、“鬯

?人t、“司尊彝"、 。浆人”、“大酋”等等职名。这些官

-职不仅掌管有关酒的政令，而且还直接组织和监督酒的酿

’造j《礼记·月令仲冬》说： 。乃令大酋，秫稻必齐；：曲蘖

．必时，。湛禧(炽)必洁，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齐必得支

i兼用六物；大酋监之，无有差贲”。这一段话的大意是：--“在

冬至节到来的时候，酒正向大酋发出命令：把品质整齐的高

·梁和稻子准备好，抓住时机生产好曲和蘖，。浸泡和蒸煮要做

得洁净，用水要选择纯净的，器具必须选择精良的，火候要

t掌握适当，这六件事都做好了，在大酋的管理和监督之下，

就不会酿出质量低劣的酒来。”从现代的酿酒工艺来看，它

-已把酿酒的主要注意事项都提出来i。这是后代所说的鼍古

。遗六法嚣的渊源，是我国最早的酿酒工艺的操作要点和生产

规程，也是世界上最早的酿酒工艺规程。 ，

_。随着酿酒操作技术的提高；。酒的品种也不断增加。例如

《周札_酒正》说：、“辨三酒之物，，一旧事酒，；日昔酒，’
三日清酒。”又《浆人》中说：．“浆人掌共王之六饮，水0

浆、醴、‘凉、医、酏；入于酒府；劳据现代学者们研究i“三

酒糟是三种不同的酒； “事酒”是一般的酒或‘{浊醪”；一“昔

酒嚣是贮存一定时间的酒；“清酒纾是经过沉清j争痛的净酒。
一

一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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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穴诙靠4币的棠、一醴、酏等也是不同的酒的名称。见子《礼

记)>中的酒名，还有。元酒毋，。清酌静、 “醴酸一、 。浆

醍圹0“澄酒”’-、‘。旧泽”、。“酶”等。-可见当时酒的品种
●

确已不少了。’
：

．”‘：?。’?
1。

．：一西闰以后，农业生产在继续发展和提高，酿酒也在不断

发展着，劳动人民也有了酿酒和饮漕的风气。这可从《诗经》

中的二些民歌币见到。‘例如《豳风·七月》中有；_十月获

稻，’为此春酒。” “十月涤场，朋酒斯飨。竹《小雅·伐木》：

：“有酒滑我，无酒酤我⋯⋯迨我暇矣，饮此滑矣。纾这些诗歌

都是形容劳动人民在收获后偶有闲暇饮酒消遣的情况：到了

战国时代， i=公元前四七五至前二二二年)从《楚辞》中也

见到了不少美酒的各称，如矗瑶浆簟， 。冻饮"、“椒浆一：

?“吴醴嚣等，说明在不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名酒了：
’

：秦汉以后：由手封建王朝的建立，随着农业经济的发展；

我国人民对酒的酿造，也有了更大的发展。西汉讼元前二
。六至公元八年)初午，常有。酾黟、 。大醯簟的记载≯如

‘《史记·孝文本纪》诏书说： 盔朕初即位，其赦天‘下‘·：：：·：

酶五日。嚣汉文帝以后的帝王都常有大酶之举，武帝二代即

达五次之多。所谓盔酶⋯是：囊大饮酒也嚣， 。大酶?‘是群聚

犬饮， e醯五日斧是群众聚会大饮五天。这是封建王朝；每

篷皇家大庆，对民众的一种特许，但也反映出当时民间酿酒

饮酒比前代更多了。 一’‘。

如前所述，我国酿酒是以曲为糖化发酵剂。’酒的品质风

格与曲有密切关系，因而制曲的方法和操作，一直受到重视。

西汉人杨雄著的《方言》一书中记载的地方名曲就达八种之

多。当时已出现了饼状曲——款，这是制曲的一大进展。因

为散曲适于好气曲霉菌的生长，’饼曲更利于根霉、毛霉、酵



母的繁殖。说明我国劳动人民已在利用和培育糖化力更强的

根霉菌了。
J’

’

西晋(公元二六五至三一六年)人嵇含在所暮《南方草

木状》中，记述了当时人们在制曲原料中加入一些植物的材

料，这是后来酿酒用“酒药圹的开始。 “酒药玢的出现，说

明公元四世纪；我国制曲已由饼曲发展为大曲、小曲了。。
。

北魏(公元三八六至五三四年)人贾思勰著的《齐民要

术>>是记述农业科学和农产品加工的典籍，从各方面总结和

记载了我国古代和当时黄河流域劳动人民在农业、农产品加

工及有关生物学方面的丰富经验和科学成就。这部书的卷

六、卷七、卷八及卷九的一部分，集中地记述了当时已知的

微生物知识。卷七中总结性地记述了当时制曲酿酒的技术经

验和原理，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早的酿酒工艺学，在当时世界

范围内也是最先进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制曲的各节中，

有用曲的滤液作酿造的记述，这不仅意味着认识到微生物在

发酵中的作用，而且认识到微生物所产生的酶的作用。这与

国外在一八九七年才发现磨碎的酵母菌滤液能使糖类发酵相

比，约早一千三百多年。 。
一

．．宋朝时(公元九六。至一二七九年)朱翼中写了《北

山酒经》．，其中除对制曲的原料和操作技术有了新的发展和

改进外，一最突出的是介绍了制4干酵”的方法。 。干酵纾盼

制法是从正在发酵的酒醅表面撇取酒醅，再拌上曲末；风干。．

这种风干的微生物制剂，就叫“干酵嚣。显然，这是一种制取

干酵母菌的原始方法。当时把它叫“干酵”，说明人们已意

识到。酵”是引起酒精发酵的物质。这也是后来我们把酒精

发酵的一类主要微生物叫做酵母菌的来源。，’ ．

宋代以来，我国制曲酿酒的又一重大创造是红曲霉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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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和应用。’红曲霉在自然界中生长缓慢，。耐热：‘耐酸和不需

要太多的氧气，以红曲霉制红曲，需要与前不同的技术。用

红曲酿酒，就使我国酒的风味更加丰富多采了。福建、浙江、

台湾等省酿造的红曲黄酒，至今也是很有名的。 n．

由于我国酿酒在制曲(糖化发酵剂)方面，有长远和独特

的发展，曲的种类繁多，酒的品种也是很多的。真是：、。曲

米酿得春风生，琼浆玉液泛劳樽。” 。．、

我国的酒除了最古老的黄酒外，从中世纪开始，白酒——

蒸馏酒问世，从此黄酒和白酒并行发展。由于酿造白酒的原

料的种类比黄酒更多，加上各地生产操作的不同和气候条件

的差异，同是白酒都各有自己的独特风格，因而更是名酒倍

出，与日俱增。 ． ．7
．

我国人民很早以前就认识酒(酒精成磅)是一种良好的

溶剂，以香花果品入酒可以增加洒的风味。我国气候温和，

资源丰富，香草奇花、珍果异药满布山林，经过加工调制，

配入酒类，便成各有一番风味的美酒和药酒(有补养和治疗

的功效)。
。

．，、

．

我国具有丰富的水果资源，果酒生产也有悠久的历史。·

我国葡萄酒在唐代曾盛极-时。 ． t

。近世交通发达，又引进了一些新的酒类。由于我国自然

条件的不同，原料和工艺的发展，我国产品已形成了自已的

独特风格：’ ，‘

“

中国酒类之繁多，风格之特异，是世界各国无法比拟的。

：‘ 中国人民既有悠久的酿酒历史，自然也有饮酒的习俗。

逢国庆、新年等节日或迎送宾客无不举杯助兴。古代不少文

人更和酒结了不解之缘，甚至诗酒终身，名盛二时。。李白

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尊， a一曲新词酒一杯嚣．也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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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为千古佳句。‘广大的劳动人民；在丰年乐岁，能做蓟厶桑

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归。”也认为是太平盛世j j

可惜的是，我国历史上的许多名酒，虽然闻名遐迩，。为

人讴歌，但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受到生产力的限制，加上反

动政府的摧残，都没有得到发展，时移岁去，便日久天长而

湮没无闻了。 ． 。：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政府对我国宝贵的民族工艺和

科学遗产十分重视，酿酒事业也获得了空前的发展，不仅许

多失传多年的名酒得到恢复，各地新酿制的名酒也是百花齐

放，美不胜收，为各地人民群众所喜爱者已数以百千计。国．

家为了选拔全国名酒，三十年来，对各省、市、自治区的代表

酒，先后举行了三届全国评酒会议。·九五三年第一届评酒会

议；评出了全国八大名．酒；一九六三年第二届评酒会议，评出

了全国各酒十八种：全国优质酒二十七种；一九七九年第三屉

评酒会议，评出了全国名酒十八种、全国优质酒四十七种：由!

于不少的酒蝉联三届或两届全国名酒或优质酒称号，合计共

有全国名酒二十二种、全国优质酒五十八种。这些名酒；既有

古老的为世人所熟悉的传统名酒，又有初露头角的后起之秀。

它们不仅在国内被认为是名酒佳酿，．而且绝大多数在国际上

也为广大饮者所欣赏和珍爱，运销五大洲，享有很高的声誉。

’‘本书对各种名酒、1优质酒分别记述其品质风格：．产销历．

史、源流和荣誉以及原料和工艺特点等，故名《中：国名：酒

志掺’。’书中酒的分类，’参照全国评酒会议的分类方法，分为

白酒、．黄酒、葡萄酒。’果露酒：啤酒类。各个酒的先后，依

照全国第三届评酒会议评选的‘次序(见《财贸战线》，报j九

七九年九月：七日‘)，．、全国第二届评酒会议评的名酒和’优质．

酒h列子各酒类之后。’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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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白 酒 ．．，

? C

’

’

．

‘

： ，．．

．

●

我国白酒无色透明，质地纯净，醇香郁烈，味感丰满。

在世界蒸馏酒中独具风格。同是白酒，各种名酒佳酿又自有

独特的风味。酱香雅净，清香馥郁，浓香芬芳，蜜香优美；_

醇厚柔绵，清冽甘润，：回味悠长，余香不尽。-慢饮细品，变

化无穷。 ． ． ’j

一我国自酒起源于何时?文献记载，其说不·。白酒既为

蒸馏酒，关键在于人们必须掌握蒸馏方法，然后才能获得高

酒精度的白酒。以文物为证，目前已发现了一套金代(公元～五至一二三四年)铜制烧(蒸)．酒锅(一九七五年河
北青龙县出土)，经有关部门进行蒸酒试验和鉴定，确认为金

代遗物，其铸造年代最晚不迟于金世宗(完颜雍)大定年问

(南宋高宗绍兴三十一年至孝宗淳熙十六年。公元一二六一

至一一八九年)，至今已有八百来年了。． ．

白酒经过八百年以上的发展演进，其产销数量已在我国

饮料中占第一位，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喜爱，不论通都大邑，

还是边远乡镇都有白酒生产。由于我国土地辽阔，气候各异，

原料丰富，工艺操作和生产设备互有差异，因而白酒品种繁

多，品质风格也各有千秋。总的说来，我国白酒也有其共同

的特点： ．

。； 一 ：一·一-

一i白酒主要是以谷物及含有丰富淀粉的农副产品为原

，料生产的蒸馏、高酒精度酒．(30度以上)．。。．．，。 ．‘

．

．
’

’

，T

’t
-。

·
。 ●h 。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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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白酒是以曲为糖化发酵翔Q，是糖化与发酵同时交

叉进行的复式发酵法生产的酒。 、

三、白酒是固态糖化发酵(部分小曲酒为半固态半液态)

固态蒸馏的酒。原|料投产后，一般要经过多次的糖化发酵和

蒸馏取酒。
‘

‘

四、白酒是以特殊的蒸馏器——甑锅间歇蒸馏的酒。蒸

馏阶段不同，酒度酒质也不同。 ： ，

· 以上这些特点是形成我国白酒的品质和风格的基本因

素。从原料到整个生产过程如有不同或改变，成品酒的品质、

风格也就显著不同了。由于我国白酒类的全国名酒、优质

酒和地方名酒都各有不同的工艺操作法(从原料处理到蒸

馏、贮存、勾兑)，因而也各有自己的独特风格，这是当代

世界谷物酒类中绝无仅有的。·
‘

我国的绝大多数名酒和优质酒生产的主要工序，仍然保

留着手工操作，十分重视传统的经验，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说

它们还是手工艺品。不仅在国外难能仿制，即使在国内；用

同样原料、’同样生产方法，异地而产，成品酒品质也就难以

相比。中国不少名白酒运行世界，被视为举世无双之珍品，

不是偶然的。 --

。、’ ’

’，· 全国·名 酒’
‘

t

_

一--y．．．茅各’酒．(大曲酱香)‘～． ，+．-，I

．

’

．

f，+。 ．

．

’

～。

‘ ～

茅台酒有独特的。茅香。，香气柔和幽雅，郁而不猛；

(D近二十几年推广的麸曲白酒。另如入工培养的酵母为发酵；f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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敞杯不饮持久不散，饮后空杯留香不绝¨为该酒之绝珍。

茅台酒纯净透明，入口醇香馥郁，有令人愉快的幽雅柔

细的香气，味感柔绵醇厚，回-味悠长，余香绵绵，虽为53度

之高度酒，却无强烈刺激性。最近分析说明，茅台酒的特殊

品质风格是由“酱香”、 “窖底香”和“醇甜扎三大特质融

合而成，，每种特质又由许多特殊的化学成分组成。目前茅台

酒的组成成分已分析出七十多种，这些成分相互配合才形成

了它与众不同的自然香韵。+ 、 J^’-?
，．

． 近年来，在我国白酒香型中，人们把茅台酒称之为’。酱

香型嚣酒，而茅台酒则为我国酱香型白酒风格最完美之典型÷

茅台酒在全国第一届评酒会议上被评为我国八大名酒之

一，在全国第二■第三届评酒会议上都被评为全国名酒，劳

荣获一九七九年国家质量奖的金质奖章。．
’

．·、茅台酒不仅为国内广大人民所喜好，也为国外各界人士

所珍爱。它远销于世界各地，在国际上获得了应有的荣誉。

广大饮者都以能喝到中国茅台酒为一快事，视为世界名酒

之珍品。茅台酒厂四时不绝地接待不远万里而来的参观者和

归国华侨参观团，他们赠锦旗，题字： 8祖国之光”、。祖

国之瑰宝盼j来赞扬茅台酒。有人为它作赞歌道：，

茅台美酒盛名扬，

与众不同韵味长。

风来隔壁三家醉，

． 雨过开瓶干里芳。

， 外运五洲于户饮，

内销|}l省万人尝。

漫道此酒只乃尔，

空杯尚留满室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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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台酒产于贵州省仁怀县茅台镇，以产地得名：

。一‘从中国人民革命的历史名城一贵州省遵义市出发，沿
鸭(溪)茅(台)公路西北行一百二十公里，到了赤水河岸，

只见高山顶上写着；潭茅台甜，茅台香，香遍全球l。山下

临河有一个不大的镇市，便是茅台镇——茅台酒的家乡。+茅

台酒厂建于镇之一端，厂房连绵子赤水河滨。赤水河两岸高

峰壁立；地形险阻。中国工农红军在二万五千里的长征途中；

为了克敌制胜，’曾四渡赤水河，赤水河因而闻名中外j赤水

河流于高山深谷中，夏秋之间河水暴发，激流澎湃，奔腾而

去，冬春季节清流见底，游鱼可数，胜似平湖。这奇山异水；‘

就能哺育出茅台名酒。 ：‘

，：茅台镇地居云贵高原，但海拔仅四百公尺，’气候温润，。

草木葱郁。严冬季节，贵州冷至摄氏零下二、三度，居民犹

着单衣。人们说这里的气候和水土适宜子特种微生物的繁

殖，这对茅台酒独特品质的酿成有重大关系：他处采取茅台

酒的原料与工艺，t依法酿造，但品质：风格均难以相比。

o，]茅台酒厂所在地，名杨柳湾，有一个化字炉，建于明朝

嘉靖八年(公元一五二九年)，上列捐建者的户名中有。大

和烧房嚣。．譬烧房舒是旧时烧酒作坊的简称。据此古迹，茅

台产酒，并供应市场，当在四百五十多年前：但其后不久，

仁怀地方遭受兵燹，据《遵义府志》’记载； 。明万历二十五

年(公元一五九七年)⋯⋯仁怀城堡废。静茅台在仁怀境内，

城堡被废，茅台的村舍当也荡然无存：．清朝初年，茅台地区

的农业和生产有所恢复。据《仁怀县志》等有关记载，茅台

在清初仍然是一个小小的村庄或渔村。当时贵州省生产有了

一些发展，贵州的铜矿和锡矿要北运四川省，贵州人民生活

必需的食盐又仰赖于四川‘·川盐南运入贵州都靠人力和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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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由于山高谷深，道路崎岖，行旅运输极为困难，不仅旷

日持久，运价也过于高昂，成了贵州人民的重大负担。自然

会有人想到开通赤水河以通舟楫之利。赤水河流于川黔两省

之间j卣南至北，最后流至四JlI合江县汇入长江。要在赤水

河行舟是很困难的，前人曾写道： “赤水河乃万山中一线溪

流，自猿猴滩至鸡鸣滩共六十八滩，巨石蝗岩，耸峙中硫，一

万仞之山，壁立两岸，滩高浪激，势险路纡。”但勤劳的中

国人民具有征服自然的坚强毅力，赤水河也终于通航了。据

《遵义府志》记载茅台村的情况说：1“乾隆十年(公元一七

四五年)张广：泗(贵州总督)开修河道，始通舟楫，赤水环

绕，盐艘集聚，四川自流井之盐，由是起拨。∥又说： “乾

隆初疏凿河道，商船直抵新城之茅台村，蜀船俱泊城外。。

’《增修仁怀厅志》’也说，当时。JlI盐每岁由河运至仁怀县茅

台村登陆贩卖，源源接济⋯⋯。”大约从乾隆年间(公元一

七三六至一七九五年)起，．赤水河经过疏通以后，川盐由水

运可以直达茅台村，再起岸转运至贵州各地，茅台村成了Jll

盐集散的地方，商旅、船工往来日益增多，而渐渐发展成为

·个小镇市了。道光年间(公元一八二一至一八五。年)，，

有人写的诗句说：．“蜀盐走贵州，秦商聚茅台。，”自然是写

的茅台镇兴起的过程。当时经营川盐运销贵州的商人组织

·一盐号中的经理人员，他们获利倍增，’生活优裕i自然会

想喝美酒的：看来，盐业的兴起，促进了美酒的发展舀

+茅台酒既具有优美独特的风格．，又为市场所需要，’生产

的扩大也为自然之势。据记载，道光年问茅台镇的酒坊已增

加到。不下二十家静。茅台酒也日渐闻名于世j有入写诗说：二
●

●

． ． 茅台村酒合江柑， 。

． 小阎疏帘兴易酣；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