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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文明古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古老的文化三大古酒之一的黄酒便起源于中国。据

出土实物推测迄今至少有5000年的历史而中国独有的另一酒种——白酒也i匠乎千年故

有～部酿酒史就是^类文明的发展史1之说足见酒起源之历史悠久。然而中国酿酒工业

的发展还是比较晚的别的不说单说高劳动强度的手工作坊式生产就延续了数千年。

近百年来随着陈鞠声魏凸寿来宝镶等为代表的一批在西洋学习了先进微生物技术

的爱国学者的相继回国回国后的他们相继投^到国内微生物的科学研究之中逐渐引进到酿

酒工业自此中国酿酒工业才开始有了科学的分析化验总结从而结束了没有任何文

字资料的1：3口相传师傅带徒弟”的手工酿酒业时代进人了科学的分析化验总结的酿酒

时期。

陈辅声魏曲寿朱宝精金培松方心芳朱梅等这些微生物学象中圃酿酒工业先

躯应当被我们铭记。

一声炮响历史进^了新的时期转眼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成立60周年f

从1949年解放到而今新中圈成立∞年来酿酒行业发展极为迅速。新中国成立初期我

国酿酒行业年产量仪1I 52万吨产品结构单一工业水平落后。振兴中国酒业的历史使命落

在酒界同仁的肩上。2008年饮料酒总产■5504 46万千升黄酒白酒集露酒啤酒葡萄酒



等竞相争鸣。

任何产业的繁荣都离不开精英人物和在他们带动下的行业工作者．我国酿酒行业建国以来

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中国酿酒工业涌现出了一批大家：秦含章、周恒刚．熊子书、郭其昌，

王秋芳、辛海庭．管敦仪、王阿牛⋯⋯他们为中国酿酒工业的发展做出了新的贡献．应当被我

们铭记。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推开了一扇尘封的大门．中国人民毅然决然地踏上改革开

放的伟大征程．开始了新的历史条件下新的伟大革命。弹指一挥问．中国改革开放的征途已经

走过了三十年!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酒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而在中国改革开放现代商业史中．酒

业无疑留下了最华丽的篇章。作为中国市场化程度最高．竞争最为激烈的行业之一．酒业完威

了纵身～跃的完美蜕变，同时也成就了中国酒界群英荟萃独挡～面的时势英雄——一他们因开

拓创新之举倡风气之先而成为人物精英，他们是探索者，改革者；他们是推动者和创造者；他

们是领军者和掌舵者。

他们曾经或正在改变着中国酒业．他们的思维理念．行为决断对中国酒业发展产生了独

到．深刻．久远的标杆意义——这些书写或正在书写酒史的的人．应当被我们铭记。

重温他们的辉煌．细品他们的卓越。这既是一个中国酒业在进步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理性思

考．也是推动中国酒业继续大踏步前进的源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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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驹声：我国最早的发酵工业专家

陈冀声，1934午回国后．任中央工业试验所工作。1934—1937年应聃为

建源公司上海中国耀精厂总化学师。在厂年余，生产蒸蒸日E。八一i事变，

工厂被口机炸毁。先生一度失业，々门从事写作．闻或在上海一些大学燕谭。

1940年转任新亚酵素厂技术总监．该厂为中国第一宗从事酵母生产的工厂。抗

龌胜利后，蕞任上海华星酒精厂技术顾阿．及经济豁上海工商辅导处化工组组

长。1947年．工商辅导处搬销后．茂任E海_I业技术委员舍尉主任委虽。

1950—1951年，奉食品工业郜委诚，到东北协助糖厂和酒精厂复工事宜，

又刊西北备省勘定甜菜糖厂的建厂厂址。1952—1956年蓑任华应化JI=厂(夸}

海酒精厂)技术顾同．并一直担任上海洒精一厂和二厂技术最问至1957年。

1955—1956年任上海第一地方t业局化验室技术顾问，1956年该单位改组为上

海市轻【业研究所后．任发酵研究室主任。1966年，该室自轻工所分出．成立

上海市工业微生物研究所．继续主持研究工作至1982年。1982年6月．应聃

为上海科技大学生物工程系主任。辞世前．为该景名誉蕞主任、教授。

陈■声先生在北京、南京，上海觳度任教，痔覆田发酵工业培莽不少^

才。早年兼任泉师大学讲师、中央大学讲师、田立劳动大学剐教授。1934年兼

任固立交通太学发酵化学特别讲座讲师。抗战期间．在上海大夏大学、圣约翰

大学、暨南大学．泸江大学等校蔫课。1950—1952年．兼任江南大学食品工业

系教授。1953—1954年．蓑任复旦大学．上海第二医学院教授。1980年应聘为

上海科技大学顾问教授。1982年以83岁高龄为上海科大创立生物工程系。

陈■冉历任中华化学工业会理事，上海化学舍理事、理事长，上海化工

学会剐理事长、顾问．中国化学会理事，上海报生物学会理事．中田徽生物学

会理事，中国微生物学会酿造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品协会理事．上海食品

协会理事．上海市第六届政协委员．上海市第七届人大代表。1956年加入了九

三学社．1978年被评为上海市先进工作者．同年还荣获全园科学太会重大科技

成就个人奖．1990年荣获国家教育委员会荣誉证书。他的专著《中园蠢生物工

日一



业发展史》荣获1977—1981年全国优秀科技图书奖。1986年9月11日加人中国共产党。

陈翱声足迄今为止我囡第一位实际从事微生物工业发酵的科学家。1922年他大学毕业后即

到IJJ东济l奉j溥益糖厂附设的洒精厂(今山东酒精总厂前身)担任技术1二作。这是一家由中国人自

己开办的最早的几个酒精厂之一．使用甜菜制糖后的废糖蜜为原料发酵生产酒精。陈驹声刚来到

该年问时，主持技术工作的足从日本聘请的技师渡边，由于渡边对以甜菜糖蜜酿造洒精没有经验，

在使用糖蜜酿造酒精时．未将锖蜜特别处理，致使发酵遭遇困难，开工后屡试屡败。陈鞫声大胆

接受了试验重任，悉心研究发酵失败的原因。设法免除之．终于使发酵得以顺利进行，达到预期

的洒精产率。这一成果得到当时担任公司技术顾pd的德国专家林德曼和日本专家堀宗一的签字认

可。为此，厂方特别举行酒精出货庆贸大会．当场宜布陈驹声晋升为工程师，加薪一倍，并取代

了渡边的技术主任职务。23岁的陈驹声以出色的成绩开始了自己后来70年的工业微生物学生涯。

在美国进修期间。曾跟随当时闻名的酒精发酵专家欧史氏(W．L．Owen)研究酒精制造。回国以

后被聘为新开设的中国洒精，‘总化学师，又成功地用甘蔗镛蜜作原料大量生产洒精。后来陈翱声

一直足酒精酿造界的著名专家．长期担任上：海洒精厂的高级顾问。1955年．当时我国洒精酿造中

仍采用固体曲工艺，这种工艺劳动强度大．占地面积大，严重限制了扩大生产。而美国和日本早

巳采用液体曲。为此，陈鞫声首先提出开枝液体曲的研究．在E海市和当时的食品工业部支持下，

液体曲制酒精被确定为1957年全国性科研重点项目，有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食品工业部制

酒局上海科研所、华南J二学院和上海If『轻工业研究所参加，由上海市轻工业研究所负责，该所发

酵组任陈驹声指导下，于1959年全面完成。并在生产中应用。陈驹声于1958年与其他作者合作

编著了((液体曲研究》一书，1959年又编著了《洒精发酵研究》。在上海科技大学工作期间，他已

经80多岁，还在指导细菌发酵生产酒精的试验。在当时，这是全世界的研究热点。

20髓纪30年代初，在中央工业试验所工作期间．陈翱声还对我国传统的酱油酿造工艺改良

做出过贡献。他从酱油曲中分离出蛋白酶活性很强的米曲霉，制成纯种曲．分发给各地试用，既

提高了猪油的产率，又缩短了制曲时间．还不受季节限制。在缩短酱油酿造时间方面。他创立了

所谓。Y”式酿造法，即把酱油曲中的大豆和麦子分开加盐水发酵，然后再合并发酵．可以在两个

月中制成成熟的酱油。小试验成功后，他利用一个数百平方米的旧造纸厂的平房建造了100多个

保温发酵池，批量生产酱油，获得成功，立即引起了国内酿造界的重视，被认为足中国酱油酿造

改革的先声。他也是国内首先开展以豆饼代替大豆，以麸皮代管小麦，生产酱油的试验者之一。这

些技术的推广．为国家节约了大量粮食。为推广新法酱油的生产工艺，他曾开设酱油讲习班，自

编讲义．自任讲师，为酿造界培养了-不少人才。

陈翱声思想敏锐，经常奁阅文献，了解学科发展动态并笔耕不缀的习惯直到临终前酃没有改

变。由f他能熟练掌握英文和H文，在当时本行业年轻人普遍外文水平不高的状况下，为本单位．

乃熏全国及时提供了许多新鲜f矗息和决定研究方向的建设性意见。例如在卜海开腰的细菌淀粉酶

研究、糖化酶|孑蛋白酶的生产和心用研究、浅盘发酵，￡产柠檬酸的研究及其他柯机酸发酵研究、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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氨醴和核苷酸的发酵生产研究等，他都能厦时写出专门书籍，对从事有关工作的年轻^有报大的

帮助。

陈鞠声是微生物学界少见的著作等身的科学家。从192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他编著的第一本

书《世界各国之糖业》开始．60多年里他编写了敛十部著作，超过千万字。抗日战争时期他编写

的大学丛书Ⅸ酿造学总论》和《酿造学分论*．洋洋洒洒140万古，1941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是

当时少见的毂科书。1953年编写的Ⅸ实用微生物学*．也是20世纪60年代之前许多非医学微生物

学专业工作斋案头常备的书籍。《中园微生物1．业发展史*是我国迄今唯一记录工业微生物学在我

国发展的专著。他主编的Ⅸ发酵工业词典》也是本行业少见的常用工具书。

1982年5月6日，上海市工业微生物研究所，上海科技大学在上海科学会堂联台召开。庆祝

陈舅声教授从事工业微生物工作六十周年学术报告会。．年追80的陈鞠声的贡献得到了国家和同

行的肯定。他的老同学．时任垒国人大副委员长的胡厥文先生作诗祝贺：“民强端赫能生产．国富

全凭科学工，不倦勤攻六十载．前程贡献利无穷”。

陈真声隶学翊源．多才多艺，既是著名的微生物发酵专衷，又擅丹青．工书法，还是诗人。

在他晚年自费印剐的诗集《现微集》中，记载着1975年他用五言古风描绘微生物的诗篇。漫谈微

生物”，他用诗的语占将微生物的特点精烁地表选出来。这也许将成为微生物界的绝唱。特恭录于

此：

大块一馓尘．细菌之所宅，戢如恒河沙，何啻千万亿．垒际长浮沉，

地中暗栖息。物小而害大．无处不侵袭，蟹之草木枯，触者人畜疾。

虽然闻蔓惊．其理有可述。天生万物中，生存有定律．共生与抗生，

变化乃无极，有害印有益．操纵在人力。酵母同霉荫，相处九相习，

酝酿成浊醪，理浅蠲(易讽．利用此共生，九传酿酒术。两菌相斗时．

一苗辄败北．胜者显何能，治病料可必．又凭抗生力．遂刨奇药物。

何况茁体中．富台蛋白质．何曾夺我粮．却可增我食。匪夷之所思．

矿百亦能蚀，用之干冶金．不使一物失。饲之吼石j由，变化曼西出．

居然怍衣裳．助耕复代织。宙台若洪炉．风火日蒸炙，万汇生其中，

无肄一巨t。近代科学情，体会多奇获．臭腐化神奇，靳道宜羽翼。



魏虽寿：微生物学先驱

毕业回国后魏毋寿即参加了北伐战争．在国民革命军的技术单位服务，

1927—1930年在上海圄立卫生变验室从事研究工作，并于1929年秋兼任国立

劳动大学农学院农艺化学系教授。1930年，他在国立中央大学农学院创建我

国第一个农艺化学系．担任系主任和教授至1937午。1935年，他受实业部的

推荐，曾兼任中田酒精厂总工程师。抗H战争期间，魏带寿在资源委员会工

作，在四川、云南等省创建并管理过多家酒精J。。1945年，台湾回归扭国怀

抱，他受陆志鸿校耗之聘．前往台湾接收由日本经营的台北帝国大学．该校

更名为国立台湾大学。1946—1957午，任台湾大学工学院院长蔗化学工程系主

任，井在农业化学系教授微生物学。1957年，受中央研究院代院长之聘，负

责筹建了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工作，担任筹备处主任，至逝世前一直任该

所所长．1970年4-5凡阐，短暂代理过中央研究院院长职务。1959年，任台

湾中田生理学会理事，1962年，健聘为“胡适纪念馆管理噩员会’副主任委

员。

魏砖寿的科学生茬开始于日本求学期间，他在喜多谭逸教授指导下学习

化学和微生物学，并研究真茁学。1926年lO月．泛太平洋学术会议第兰次会

议在日本东京召开．魏母寿以大学生的身份．作为我国留日学生维织中华学

艺杜的代表与竺可确．任鸿隽、翁文稿，胡先辅等中国科学杜的代表一起参

加台议。向会议提空了他的第一篇研究报告：。两种新的致东方术结构房屋腐

朽的霉菌’(Two new kinds of mould putrefying wooden houses in the

orient)．这悬目前我田关于非医学微生物学的第一篇试验研究报告。在京都

大学学到的工程技术功底和化学．般生物学等方面的知讽．为他归田后在应

用微生物学方面进行开拓性工作准备了较好的条件。魏而寿儿一开始就把自

己的研究工作紧密地和人类的日常生话结合着．而且终生不渝。1927年归国

后，他在上海劳动大学农学院农艺化学系带领学生们从事我国传统发酵食品

中靠生物的分离和研究】：作，1929年在美国的《科学*(Science)杂志上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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