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壹 千古流芳绝世酿
足以畅叙幽情

黄酒大家都不陌生吧，它已经是江浙人家餐桌上的老朋友

了。黄酒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酒类之一，它发源于中国，兴盛于中

国，且唯中国有之，与啤酒、葡萄酒并称世界三大古酒。

酒是中华文化中浓墨重彩的篇章。如今无论是婚丧嫁娶还是

接待亲朋，酒都是必不可少的。但白酒的制造工艺源自阿拉伯亚

力酒，直到元代才传入中国，因此当我们谈历史说文化时提到的酒

大多是黄酒，它有着极为辉煌的发展历史。

关于黄酒的起源，有一种说法是“空桑偶得”。相传上古时期

的原始人将剩饭贮藏在桑树的树洞中，有时一不小心就把饭忘记

了，等他们再想起来时，饭竟已发酵成了一种醇香带有甜味的食

物，这种食物便是黄酒的雏形。

两千五百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击败

敌国成为春秋霸主的典故流传至今，但你有听过越王“箪醪劳师”

的故事吗？“醪”在古代是一种带糟的浊酒，是黄酒的前身。《吕氏春

秋·顺民》中记载：“越王苦会稽之耻⋯⋯有甘肥，不足分，弗敢食；

有酒，流之江，与民同之。”勾践将酒沉于河中，与将士一起迎流共

饮，士卒士气大振，留下了“三千越甲可吞吴”的历史佳话。后人有

诗云：“往事悠悠逝水如，习流尚想报吴时。一壶解遣三军醉，不比

商家作酒池。”这条投醪河至今仍在绍兴南边汩汩流淌。

到了一千六百年前的魏晋时期，王羲之在会稽山乘着酒兴写

下千古珍品《兰亭集序》，在“一觞一咏”间，道“足以畅叙幽情”，在

宴会上王羲之喝的酒正是黄酒。相传王羲之在酒醒之后欲重写

《兰亭集序》，但均与曲水流觞宴上微醺之时写就的那篇相去甚远，

技法与天时、地利、美酒共同成就了千古绝唱，前无古人，后无来

者，这成为了黄酒文化史上熠熠生辉的一页。数千年浮沉积淀，数

千年历久弥香，黄酒在历史长河中不断积蓄芬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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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文化研究工程与你同行-约会江南经典老行当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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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篱把酒黄昏后
一曲新词酒一杯

贰贰

浙江文化
研究工程成果

●《浙江黄酒文化研究》

（沈珉）

●《浙江黄酒产业历史和

当代发展研究》（傅建伟）

本报记者 姜赟

通讯员 张玲

本报记者 姜赟

通讯员 张玲

让黄酒的芬芳飘香世界

行天下
风雅处处是平常
宋韵黄酒看浙江

叁

正所谓风雅处处是平常，宋韵黄酒看浙江。南宋

是华夏文明发展的黄金时期之一，围绕着都城临安孕

育出了独特的宋韵文化，在黄酒文化与宋韵山水的碰

撞之间，形成了极具浙江辨识度的中国气派。

当时在南宋都城临安城内，酿酒作坊星罗棋布。

我们熟知的西湖十景之一“曲院风荷”除了是赏荷胜地

外，更是宋代“榷酒”制度的重要见证。在当时，“曲院

风荷”的“曲”字也并非迂回曲折之意，而指的是酿酒用

的“酒曲”。直到如今此处还设有南宋御酒文化坊，传

承千年的南宋酒文化延绵不绝。

除此之外，曾作为南宋临时都城的绍兴也是当时

优质黄酒的主要产地之一。宋高宗以“绍奕世之宏休，

兴百年之丕绪”寓意，改年号为绍兴元年，越地所产米

酒遂冠以“绍兴”二字，产自绍兴的黄酒至今依旧极富

盛名，饱受赞誉。

明清之后，“越酒行天下”，清代袁枚《随园食单》中

赞美：“绍兴酒如清官廉吏，不参一毫假，而其味方真又

如名士耆英，长留人间，阅尽世故而其质愈厚。”

沈珉教授告诉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酒之所

以渗透于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中，首先，酒的生产规

模与状况，可以被视为一个时代社会富足程度的睛

雨表。其次，酒与国家政策紧密相关。中国很长时

间内实行“榷酒”制度, 从酿业收取的专卖费或酒的

专税就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再次,

酒的社会功能还大大影响了百姓的生活。中国古人

将酒的作用分为三类:酒以治病,酒以养老,酒以成

礼。它传递与寄托了人间复杂的情感，它见证了同

仇敌忾的豪情,它目睹伤身败体、亡家灭国的悲剧，

也催化浪漫无比的诗情。中国酒文化中的丰富内

涵，给人们带来乐趣和启示。

黄酒“飞入寻常百姓家”，融入浙江人的血脉。

比如著名的绍兴“花雕酒”又名“女儿红”，还有个故

事。晋代上虞人稽含在《南方草木状》记载，“女儿酒

为旧时富家生女、嫁女必备之物”。

2006 年，代表着中国黄酒酿造最高水准的“绍

兴黄酒酿制技艺”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在现代化的浪潮中，浙江的黄酒企业也

在不断推陈出新，酿造年轻人喜欢的低度酒、采用

年轻人喜欢的包装形式等等。匠心独运的酿酒人将

黄酒运用于食品研发，推出了多种网红黄酒美食。

即使不爱饮酒，也可以买一支黄酒棒冰，品一口黄酒

奶茶，浅尝黄酒的馥郁芬芳。

如今，蕴含着温和敦厚中华文化的黄酒作为国

礼，频频亮相世界级舞台。从 2008 年北京奥运会到

2010 年上海世博会，从 G20 杭州峰会到世界互联网

大会，甚至是美国白宫国宴，都能闻到黄酒的芬芳。

未来，黄酒必会继续乘势而上，走遍全国，让宋韵黄

酒的芬芳世界飘香。

中国黄酒最引以为傲的，当然是它所蕴含的文化。自古以来，

中国的酒和诗词、小说、书画、民俗就密不可分，而在历朝历代的黄

酒文化发展史中最辉煌的非宋朝莫属。

宋朝的酿酒业在理论概括和酿造技术方面均比前朝有了明显

进步。成书于北宋末期的《北山酒经》是我国古代酿酒史上学术水

平最高、最能完整体现我国黄酒酿造精华的专著。书名中的北山

就是西湖边的北山，而该书的作者朱肱曾在杭州官方机构都酒务

酿酒，有丰富的酿酒经验。书中详细记载了宋朝黄酒生产的十三

道工序，并在江南地区得到了传承。

除了学术专著，宋词也在黄酒的催化下登上了中国诗词文化

的最高峰。在宋朝，文人墨客喜欢饮酒作词，江湖侠客也偏爱以酒

会客。李清照在重阳佳节道上一句：“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

袖。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读罢，词句中亲人不能

相逢的离愁别绪顷刻间涌上心头。“一曲新词酒一杯”，晏殊词中的

伤春怀人之情跃然纸上。“浊酒一杯家万里”，范仲淹的词句中豪情

壮志，荡气回肠。“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傲视年华，老

当益壮的苏轼仿佛就在我们眼前。宋朝的酒既可以用来表达黯然

销魂的愁情别绪，也可以用来表达洒脱豪迈的胸襟，宋人把“酒以

言志”推向了文化之巅。

千年前，“天朗气清，

惠风和畅”，天下名士云

集绍兴会稽山之阴、兰亭

曲水之滨，席间王羲之酒

酣意畅，在这场曲水流觞

盛宴上写下了被称为“天

下第一行书”的书法佳作

——《兰亭集序》，而成就

这一传世名作的催化剂

正是今天的主角——黄

酒。

千年后，小桥流水，

对酒当歌，在回眸两宋文

明、追忆宋韵文化之时，

我们仿佛还能够嗅到那

股墨韵酒香。

风雅书卷气伴随着

幽幽黄酒香，在这绵延的

历史长河里微醺了数千

年，它宛若一曲悠长的歌

谣，激荡于“浙里”的每一

条河流、每一方土地。

浙江省文化研究工

程的参与者、浙江工商大

学教授沈珉曾写过《浙江

黄酒文化研究》一书，她

认为：酒被誉为“天之美

禄”，对于酒的产生就有

若干神奇的传说。酒文

化作为一种特殊的形式，

在传统中国文化中有独

特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