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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鹏

说起白酒，生活中最难忘的就是小时候

父辈们聚会喝白酒。当时觉得父亲、叔叔们把

握酒杯一饮而尽的样子特别有趣，自己充满

好奇心的抿一小口，都会被白酒辣得咳嗽呛

喉。那个时候，笔者就在想，长大以后也要和

老朋友如同父辈们一样，大口喝酒，大碗吃

肉，是何等的快意人生!
今天，让我们从遥远的上个世纪 60 年代

开始，在时间的长河中顺流而下，直到抵达最

后一次评酒会(第五次全国评酒会)结束后的

90 年代，不仅仅回忆人生和品味老酒，还要在

岁月磨砺的边角拾掇起心里面最珍贵的记

忆。

60年代，白酒凭票供应
20 世纪 60 年代的中国，最让笔者父母难

忘的就是包括粮票、布票、油票、糖票和酒票

等各类计划物资票据。比如粮票，当时是使用

粮票置换食物和生活用品，其一直扮演着调

节社会供需的杠杆角色。

当时全家人过年需要攒够相当量的副食

票、糖票和酒票，然后拿到粮店去兑换成食

品、白糖和白酒。那个年代因国家粮食物资缺

乏，酒水供不应求，所以酒是需用酒票供应

的。当时不仅要排好长的队，还要担心没有兑

换到东西怎么办。

当时也没有品牌的概念，绝大部分兑换

单位都是标注着“土酒供应：壹市两”、“酒票：

贰两”等。当然，也有标注“土酒供应：壹市斤”

或者“壹斤”的，那时凭此票兑换购买可是土

豪级别了。

后来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我国逐渐进

入了市场经济，酒票也渐渐退出了历史的舞

台，淡出百姓的生活。岁月荏苒，多数酒票也

随之消失，有的已如同珍贵邮票一般一票难

求。一瓶老酒是岁月的印迹，而一张老酒票，

则是老酒历史意义的身份证明。

70年代，激情燃烧的岁月
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中国也完成了历史

巨变，逐渐进入现代化建设新时期，这是一个

激情燃烧的岁月。笔者是 1979 年出生的，属

于 70 末 80 初生人，对 70 年代到 80 年代的痕

迹记忆最深的还是家里的那些宣传画和老物

件。比如，当时记忆深刻的便有“农业学大寨、

工业学大庆”、“铁人王进喜”等等。老物件除

了“红灯牌”收音机、“韶峰牌”电视机、“凤凰

牌”缝纫机、“永久牌”自行车，还有街上偶尔

见到的“红旗牌”小轿车等。

70 年代的白酒给笔者的印象基本都是啤

酒盖、炮弹瓶、光瓶酒，盖子上还有一层红的、

黄的或透明的塑料封膜，高档一点的会在光

瓶酒外包裹上一层棉纸，又或者配上一个简

单的双层纸盒，里面是我们称之为“瓦楞纸”

的内包装。

70 年代的白酒酒标通常分为正标和颈

标，颈标上标注着白酒品牌和商标，正标上有

的标注着度数 (一般是 60 度、55 度)，有的没

有。很多白酒都很“直白”，名称就是“白酒”，

或者“伊伊白酒”。比如湖南常见的有“湘白酒”、

“常白酒”、“粮白酒”等等。

值得一提的是，70 年代白酒酒标上一般

不会标注酒厂的名称，基本都是标注“各地区

副食品公司经销”的字样。比如当年的湖南省

各地州市，基本都是标注着“岳阳地区付食品

公司经销”、“湖南郴州市副食品公司经销”等

等。注意“付”和“副”字都会同步使用，酒标的

图案一般都是帆船、江河、大桥、工厂等，少部

分也有名胜风景等。

80年代，改革开放
1985 年，笔者 6 岁，少时记忆中家里最显

摆的车辆和电器，就是永久牌或凤凰牌自行

车和韶山牌黑白电视机，在父辈回忆和儿时

印象中的那个时代已经

结束了，那个激情岁月的老酒却还在持续发

酵和慢慢成熟。

80 年代基本都是笔者的童年时代，也是

一个电视节目视觉爆炸的时代，除了一年一

度的“春晚”，记忆深刻的有《聪明的一休》、

《圣斗士星矢》、《西游记》、《霍元甲》等令人难

忘的电视节目和动画片。

在吃的方面，还记得很多不可思议的小

吃，特别便宜但又让人垂涎欲滴。比如，麦乳

精、棉花糖、果丹皮、酸梅粉、老冰棍等，甚至

连驱虫药“宝塔片”都是零食美味。

在计划经济末期向市场经济转轨之际，

当时的父辈们一杯便宜老酒，一碟小菜，三五

老友，不管是四合院还是筒子楼，不管是亲戚

来访还是邻居串门，小酌怡情，不失对家庭的

责任和生活的信心。

笔者还记得 80 年代的童年时代，父亲是

区供销社主任，当时一瓶茅台酒标价 8 元(当时

父亲的月工资才 15 元)。80 年代，也是湖南省

第六次酿酒技术协作会议召开的重要时期，关

于科研项目和分工的基本方向提上日程，常

德、湘潭、益阳等地区将主要攻关固态发酵法

的白酒提高质量的试验。因此，常德武陵酒、德

山大曲在 80年代的成功绝非偶然。而常德、迴

雁峰、长沙市及邵阳在攻关降低大曲酒酒度试

验的成功，亦为湖南省优质低度白酒扩展市场

甚至远销国外建立了坚定的基石。

虽然所谓“液态法白酒”今天又成历史争

议，但通过提高液态法白酒质量及液体曲的

试验和推广，在粮食短缺的特殊时期，对于满

足人们群众日益增长的饮酒需求也起到了开

源节流、扩展思路的作用。而通过降低酒精白

酒中甲醇含量的试验，为人民群众的食品安

全和饮用到更加优质价廉的白酒起到了不可

或缺的作用。

1984 年，湖南白酒的三驾马车“常德武陵

酒、德山大曲酒、浏阳河小曲酒”获国家优质

产品银牌奖。同年，在全国轻工业系统酒类大

赛中，常德武陵酒厂酿造的岳阳楼牌武陵酒

获金杯奖，岳阳酒厂的三醉亭牌岳阳小曲酒、

长沙酒厂的白沙液牌白沙酒、澧县酒厂的兰

江牌中华猕猴桃干酒、常德德山大曲酒厂的

德山大曲酒、浏阳酒厂的浏阳河小曲酒五种

获银杯奖，洪江牌桂花酒获铜杯奖。1985 年 6
月，华容酒厂的中国湘莲白酒、澧县的猕猴桃

酒获轻工业部优秀新产品奖。

值得一提的是，1988年，来自常德的武陵

酒更是异军突起。1989年在安徽合肥举办的第

五届全国评酒会上，湖南武陵酒艳压群芳，以

盲评最高分值获得了中国酱香型白酒第一名，

成为与茅台并列的酱香型白酒代表，并和茅

台、郎酒等历史名酱一起荣获中国名酒称号并

获得国家金质奖章，比肩并称“茅、武、郎”，从

此结束了湖南没有“中国名酒”的历史。

除了上述的知名品牌，湖湘酒品

如春秋战国时期华夏文明的百家争

鸣一般，曾经一度百花齐放、群星

荟萃。80 年代的洞庭特酿、吕仙醉

酒、苏仙酒、湘竹酒、香稻酒等，加

上 90 年代行销全国的酒鬼酒，足

以代表湖湘酒业在那个年代的最

优水平。

在市场经济大潮的洗礼中，当年

如日中天、风光无限的“长沙大曲，洞

庭春，酃湖大曲”等湖湘名酒，均随历史的

车轮随风消散，永远铭刻在父辈的记忆中。

90年代，春天的故事
作为一个标准的 70 后，上个世纪 90 年代

基本都是我们这代人的青春记忆，从小学到

中学，继而又从高中到大一，刚好完美地衔接

了我们的少年和青年时代。

20 世纪 90 年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它是

中国经济由朦胧而逐渐清晰的年代。90 年代

给笔者印象最深的除了严格得令人害怕的班

主任、懵懵懂懂的青春初恋、1997 的香港回归

等等，记忆深处的还有忙忙碌碌的人生百态。

记得在一次省城的摄影展览上，诸多照片让

笔者瞬间回到了那个忙碌、充实和全国人民

向前奔跑的加速发展新时代。

1997 年 7 月 1 日，香港顺利回归祖国，这

一年笔者印象最深的就是包括茅台、五粮液、

武陵酒、酒鬼酒纷纷发行庆祝香港回归的各

类限量版纪念酒，其中有些品种在收藏市场

已经是天价。

河图在《老酒街》里说：“夕阳漫不经心走

下酒坊，晚风路过陶坛吹散了酒香。偷倒空的

酒壶还挂在墙上，猫咪抱着尾巴睡得好安

祥。”

我记得你所有的模样，你可还记得当年

占据你一部分青春的懵懂少年郎? 作为一名

湖南人，不仅仅致敬 90 年代，还要致敬以大

师“鲍沛生、肖继岳、黄会成、王锡炳……”等

等为代表的那些曾经为湖南酿酒事业辛勤耕

耘，为湘酒在 90 年代前五次的全国评酒大会

上获得 1 金 8 银骄人成绩作出重大贡献的老

一辈酿酒人们(武陵 1 金 2 银、德山大曲 3 银、

浏阳河小曲 2 银、白沙液 1 银)。
时间是一道转轮，寒来暑往，兜兜转转，

却在不经间磨平了人的棱角。蓦然一惊，已到

中年，所有青春的轻狂，化作老酒一杯，凝成

过往。少年听雨歌楼上，壮年听雨客舟中，暮

年听雨僧庐下，一杯浊酒渡人生!

■ 曾宇

老酒收藏市场持续升温，不同层面的火

热都昭示着这一现象：老酒藏界开始有了一

年一度的老酒交流会、各大电商平台开始增

设“老酒”类目、电视媒体对老酒收藏的关注

度空前高涨、如痴如醉的收藏爱好者与日俱

增、老酒概念逐渐深入人心……这似乎在预

示着，全民收藏老酒的时代已经到来。然而，

您可知道，老酒收藏存在巨大风险？今天冒着

要得罪 BOSS 团的风险，来讲一讲收藏老酒不

可不知的风险。

收藏老酒存在巨大风险？

风险一：假货风险
老酒市场并未完全成熟，尚未形成科学

有效的鉴定体系，更没有固定的供应链，买到

假酒成为收藏老酒的头号风险。

打孔假酒。老酒品相决定价格，一瓶不跑

酒的茅台与跑酒的茅台差价甚至数倍。于是，

造假者会在跑酒的老酒身上做文章。他们在

瓶子上钻孔，然后注入酒，增加酒的重量，以

期售出高价。

这种手段主要出现在茅台酒上，但随着

老酒价格一路飙升，在其他品牌的老酒上也

有此现象出现。打孔主要是在一些不明显看

到的地方，例如：酒标后、飘带下、盖顶和盖侧

面等。

换标假酒。目前换标酒在稀缺藏品市场

较为泛滥。一瓶 20 世纪 70 年代的稀缺老酒，

往往收藏价格可以轻松破万。造假者自然不

会错过这样的制假机会，他们会买来老酒标，

将这些老酒标张冠李戴地贴在一些无标的老

酒瓶上，如此，一瓶“品相完美”的老酒就重获

“新生”了。

后封膜假酒。某些原本有封膜的老酒（尤

其是塑料盖的老酒）由于时间久远，原有的封

膜或变脆，或脱落，酒的品相和收藏价值受到

影响，同时也不利于酒的收藏鉴定。此时，造

假者为实现高价销售，重新再封上一层膜来

掩人耳目。

后压盖假酒。又名翘盖假酒。早期很多老

酒采用的是压盖，又名啤酒盖。造假分子会回

收全套真品瓶和盖，灌上其他酒，再重新用压

盖机压上，如此一来，一瓶老酒可以数次横空

出世。

后仿假酒。又称假老酒、新仿酒，指的是

后人仿造出来的“老酒”，实则完全是新酒做

旧。这好比古玩界里瓷器做旧，彻头彻尾就是

个仿冒产品，不仅酒是假的，而且根本不存在

“老”的特点。

风险二：跑酒风险
很多人并不懂得老酒保存的专业知识，

对老酒的保存环境、包封方法均存在一定的

误解。若保存不当，老酒势必随着时间推移发

生跑酒情况，价值随之降低。

跑酒，指的是因为保存不当或酒瓶本身

的密封问题，而造成酒的挥发或渗漏。对于存

世动辄二三十年的老酒来说，跑酒是再正常

不过的事情。然而，一瓶跑酒的酒与一瓶品相

好的酒，收藏价格却相去甚远。

我曾见过一箱 20 世纪 80 年代的 12 瓶装

茅台，其中有 3耀4 瓶都已经空了，其他的也均

有不同程度的跑酒，这便是酒收藏不可预计

的风险与损失。

风险三：品质风险
白酒保存时间过久，酒的成分发生了变

化，从而会失去原有的风味。同样一箱酒中的

两瓶酒，酒质都会有所不同。通常情况下认

为，老酒口感的适饮期，应该在 15耀30 年，酱

香型酒时间可以更长。有些老酒由于保存条

件不好，产生异味、杂味，从而变得寡淡，即使

酒是真的，酒品质也发生了变化。目前，最可

怕的是大量的垃圾酒存在。本世纪初，市场充

斥着各大品牌、各系列的低端酒，这些酒大都

是酒精勾兑，在当年卖价十分低廉，这些低端

酒保留到现在，被行内称为“垃圾酒”。垃圾酒

历经多年存放，其中的酯类香精物质容易发

生水解，无法产生令人愉悦的陈味。

如何规避老酒风险？

见招拆招，给您以下几条建议：

一是收藏老酒，必须做好包封处理。

二是收藏老酒，保存环境十分重要。经常

有人告诉我，他们将买来的酒埋在地底下，吸

取“日月精华”。在此呼吁，这样的做法万万不

可！不要放在潮湿的环境、不要和有异味的物

品放在一起、不要埋在土里！请大家牢记老酒

存放环境五要素。

三是不要收藏酒厂的低端系列酒。本世

纪初的低端系列酒往往为酒精勾兑，即使收

藏再多年，也没有什么增值潜力。

四是选择正规的渠道、选择靠谱的商家。

由于从事老酒交易的门槛较低，专卖假老酒

的商家越来越多，各种噱头酒、概念酒、发霉

酒呼之则来，收藏老酒建议选择身边信誉度

良好的老酒商，他们不仅会传授丰富的老酒

知识，让人少走弯路，更是可成为值得信赖的

朋友。

渊作者系著名老酒收藏专家尧江西省酒类流通

协会藏酒委员会会长尧曾品堂创始人遥 冤

舍得老酒
战略挺进华东、西北
■ 戚萱

近日，舍得酒业以老酒战略为引导，深化

战略执行力度，以推进舍得老酒布局华东与

西北市场为目标，分别在西安与苏州举办了

舍得老酒战略推介会。

西安是国家中心城市，历史悠久，经济发

达，在西北战略位置尤为突出，有“得西安者

得西北”的区位优势。7 月 18 日，舍得酒业与

食品新观察携手，以合作共赢为原则共同推

广舍得老酒品牌，邀请老酒圈层、白酒大商优

商等人员参会，寻求长期战略合作客户。

7 月 20 日，舍得老酒战略推介会（苏州

站）在金鸡湖凯宾斯基大酒店举行。苏州，无

锡，常州市为江苏经济最繁荣的地区，有高端

酒类消费的大市场，老酒需求市场潜力十分

巨大，此次推介会邀请了苏州，常州，无锡三

地大商参与，核心目的是推进三地招商进度，

吹响布局华东市场的号角。

“老酒”处在行业风口，白酒行业当下正

朝着高质量发展持续深化，预计到 2021 年，

老酒市场规模将达到千亿。舍得兼具“老窖

池、老曲艺、老酿艺、老酒糟、老匠人、老基酒”

的综合优势，品质基础已经积淀起充盈的能

量。

白酒行业“变革”在加速进行，高端白酒

市场必然成为竞争最激烈的部分。舍得老酒

战略推广计划正在一步步落实，老酒战略推

介会通过老酒战略的宣讲让参与者领会公司

战略及政策，从而深层次了解舍得老酒产品

及公司政策优势。

在推介会中，加入盲品环节，由舍得酒业

国家级品鉴大师带领参与者品鉴老酒，沉浸

式体验舍得老酒品质优势，加深对舍得老酒

品质认可！

舍得酒业始终秉承着与合作平台、经销

商共赢的原则，旨在与合作伙伴长期合作、深

度合作、共同发展。舍得酒业老酒布局会继续

深化，在全国范围内挖掘适宜市场与优质合

作商。

2020 年，舍得老酒客户战略总体可归纳

为：大商战略、优商战略、大消费者战略，舍得

已着手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优选有实力、有资

源、有思想，对舍得老酒战略高度认可的大

商，限额开发区域专属老酒产品，授牌经营。

舍得酒业将重建与经销商、终端渠道的新型

伙伴关系，为经销商全面赋能，努力打造厂商

命运共同体，提升舍得酒业经销权含金量，协

助经销商长期稳定地盈利。

在老酒战略的大方向指引下，舍得酒业

不断深化、升级与完善老酒营销模式，提高老

酒渠道运营效率，追求与合作商的长期共赢。

打造文化自信
推进白酒申遗
———中酒协调研牛栏山博物馆

近日，协会执行理事长王琦一行到北京

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牛栏山酒厂调研并举

行座谈。牛栏山酒厂厂长宋克伟，副厂长陈世

俊，中国文物交流中心党总支书记、主任谭

平，国家文物局机关服务中心党总支书记姚

兆，工业和信息化部工业文化发展中心遗产

所副所长周岚等相关单位和文物保护公司等

20人参加了座谈。

陈世俊副厂长向大家介绍了牛栏山文化

苑博物馆的建设情况。文化苑位于牛栏山酒厂

新厂区的中心位置，占地面积 11000 平方米，

建筑面积约 25000平方米。项目自 2014年初

开始筹划，2016年年初动工，目前主体结构已

基本成型，建成后将从历史、传承、非遗、社会

服务等方面展示中华酒业的文化魅力。

座谈会主要围绕着中国酒业文物遗产保

护和申遗进行探讨，王琦执行理事长介绍了

协会多年来在文化建设、遗产保护和申遗方

面所做的工作和思路。他说文化自信、文化自

立才能提升行业自信，协会希望作为助推器，

组织行业共同发力，将白酒申遗工作向前推

动。同时他指出，文化建设要与时俱进，在传

承的基础上也要加大文创建设，通过文创给

博物馆建设和运营赋能，协会将全力推动行

业企业博物馆建设，希望牛栏山文化苑可以

建成酒业博物馆在北京的地标建筑。

谭平主任交流了中国文物交流中心作为

国家文物局直属单位，多年来在文物保护、遗

产文化建设、协调和承办文化遗产国际合作

交流项目等方面的经验，表示愿意联合国家

文物局、工信部、商务部等相关部委，共同推

动酒业遗产保护工作。姚兆书记和周岚副所

长也从各自的角度，就中国酒业的文化遗产

和工业遗产的推广和保护做了发言。下一步

协会将和中国文物交流中心、工信部工业文

化发展中心以及牛栏山酒厂在文保建设方面

开展合作和交流。渊据中国酒业协会 CADA冤

收藏老酒有风险？标准答案来了

一杯老酒 品的都是故事

陈年老酒，通常

是指20世纪50、60年

代到90年代初生产，整瓶存

放、流传至今的白酒。收藏级

陈年老酒的度数建议以50度

以上为好，低于50度的老酒

由于口感不够出色，收藏

价值不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