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仡佬族，又称濮人，远古至秦汉时期就繁

衍生息在百濮之地。后历经岁月迁徙，演变为

现在的仡佬民族。“当抱原来无人烟，开荒辟

草是仡佬”，可见仡佬族是贵州最古老的民

族。同时据《仡佬族百年实录》记载，仁怀现在

居住的八大民族里，仡佬族是赤水河岸最早

的土著民族。

溯源仡佬族
寻找时光佳酿的源头

公元前 135年，仡佬族酿出了第一坛酱香

酒。据司马迁《史记》记载：公元前 135年，汉武

帝刘彻令唐蒙出使南越，南越食蒙蜀枸酱，蒙问

何所来，曰“道西北牂牁”。蒙归至长安问于贾

人，贾人曰“独蜀出枸酱，多持窃出夜郎”(时仁

怀，属蜀国东南境)。由此可见，早在汉朝以前，

仁怀境内已盛产美酒，仡佬族先民所酿枸酱广

受欢迎。因此这种酒又叫“枸酱香酒”。

至汉明帝时李连天，利用炼丹原理，将

“捞糟”酒进一步炼化，得到酒精含量较高的

酒，称为“烧酒”。并将烧酒献与田毕濮王。濮

王又将其作为贡品献予汉明帝，从此汉明帝

以酒祭天。

好手艺靠传承，传承靠民族气韵和人品。

仡佬族族人们不忘本心，在传承酿酒技术的

同时也传播着感恩祖先的匠人精神。每年农

历九月初九，仡佬族煮酒祭，祭奠的便是“达

贵”、“酒不力”、“李连天”这三位制酒先祖。人

们虔诚供奉祭祀，以此祈求保佑，期待多出酒

出好酒。

仡佬族每年有立土台、祭祖先的传统习

俗，以表达对先人开荒破草的崇敬(现发展为

农历九月初九煮酒祭)。这块常被仡佬族用来

祭祀的土台上长满了茅草，惯称“茅草台祭

祖”，久而久之，人们惯称为“茅台”。元朝以

后，此地被官方定名为“茅台村”，其后经历

“云鼓镇”、“益镇“，最后定名为茅台镇。

虽然都是酱香酒，在茅台镇生产的才是

茅台，在贵州遵义生产的就是珍酒，即使技

术、原料和整个程序完全一样，最后的产品还

是有所区别。茅台镇地处东经 106毅22'，北纬

27毅51'，年均气温 17.8益，年均降水量 926.1 毫

米，冬暖夏热，雨水少，风小温润，犹如一个天

然大酒甑，是公认酿酒的“风水宝地”。

祖国地大物博，而中国酱酒本来的味道却

只能来源于一处核心小产区。因酱酒酿造需要

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更需仡佬族世代传承的

酿酒技艺和文化气韵。从采药、制曲、祭祀、制酒

到贮存与渗合，全程历经 5年以上。

新中国成立以后，许多私营企业根据号

召，纷纷转为公私合营和国营。1953 年 7 月，

茅台镇成义、荣和、恒兴三家私营酒房完成合

并，划为省级企业，正式名称变更为贵州省茅

台酒厂。茅台改版仡佬族酱香酒酿造工艺，此

后打造品牌价值，终成为酱香酒第一品牌。

雄正酒业创立于 1998 年，由仡佬族酿酒

技艺非遗传承人张再彬先生创立。 历时二十

三年，在仁怀市茅台镇 7.5 平方公里核心小产

区内，建成“雄正非遗酿酒生产基地”及“基酒储

存基地”，在仁怀市茅坝镇安良村种植几万亩有

机高粱基地，并在贵阳建成“仡佬族酿酒技艺传

习馆”及“仡佬族酒文化博物馆”。

仡佬族酿酒技艺第四代传承人张再彬先

生坦言，对传统手艺的传承与坚守，体现在每

一个不容忽视的细节里，有了先天好条件，还

需匠者仁心，才能还原酱香酒本来的味道。

得天独厚的地域条件
铸就雄正酱香酒

雄正酱香酒生产基地位于仁怀市茅台，

距离飞天茅台生产基地 3.2 公里，年均气温

17.8益，年均降水量 926.1 毫米，属中亚热带

温润季风气侯区。

茅台镇因其特殊的自然环境，被誉为酿

酒的“风水宝地”。

四面环山、一水中流，全年冬暖夏热，雨

水少，风小温润，仿若一个天然大酒甑，适宜

酿酒微生物的形成和繁衍，为酿酒提供了极

为有利的自然条件。

除得天独厚的地域条件优渥外，雄正酱

香酒的用料更是极为讲究。

雄正酱香酒的用料采用本地种植的红缨子

糯高粱，这种高粱只能在赤水河流域特有的水

分、土壤和气候环境下种植。红缨子糯高粱粒小

皮厚、扁圆结实，其直链淀粉含量高于普通高

粱，占总淀粉量的 99%，具有吸水量低、耐蒸

煮、不易糊化的特点，有利于满足雄正酱香酒多

轮次蒸煮、翻拌、发酵的工艺要求。

除了原材料粒粒甄选，绝不添加任何外

来物质是雄正酱香酒的酿酒初心。

运用窖藏多年的不同香型、不同轮次、不

同度数的陈酿老酒进行“精心勾兑”，其最后

确立的酒精度是用酒精度不同的轮次酒调和

而成，不用水降度，无任何添加剂。酱香酒特

殊的酿造工艺决定了它能够充分利用微生物

群并发挥它们自身的效应，使其达到越老越

好、越陈越香的境界。

以匠心工艺
缔造雄正酱香酒独特魅力

仡佬族传统酿酒技艺是采取祭天、采药制

曲、祭祀下沙、润粮、蒸粮、拌曲、发酵、取酒、调

配封存等工序完成，有着浓郁的民族特色。

端午节前 4 月 28 日是药王菩萨之寿

辰，各类植物正处生长旺盛期，是采摘草本植

物的极佳时间，上山采取产于当地深山中的

草本植物，分别制成“干药”或“汤药”，用以配

制酒曲之用。

端午期间，精选当地优质小麦粉碎，与制

好的草本植物粉末及母曲拌合，踩成曲块，用

稻草铺设装仓，在 60毅C 高温发酵，期间进行

两次翻仓，40 天后，曲块出仓，存放半年方可

投入酿酒生产。

重阳祭祀经过下沙、润粮、蒸粮、拌曲、发

酵、上甑蒸馏取酒等工序,九次蒸煮、八次发

酵、七次取酒;待七轮次取完后,根据各轮次酒

质的情况,第一年进行盘勾,使其达到产品的

初具固有风格,风味,然后装入大溶器中,在自

然的太阳光下日晒雨淋一年,然后再抽回到库

房地窖中用土陶罐贮存 3 年以上, 等待醇化

和酒体完全老熟后,再根据轮次、酒精浓度、典

型体、生产日期的不同进行分类,装入土陶罐

贮存 3 年以上。

雄正酱香酒采用茅台镇仡佬族酿酒技

艺，整个酿造过程需要历经最少 5 年的时间。

在漫长而神秘的生物反应过程中,各种有益的

微生物尽数罗置于酒中,等待醇化和酒体完全

老熟,才能酿造成地道酱香型酒。

张再彬肩负希望，坚守使命，用实际行动

践行了这一理念。未来，他还将继续在这条道

路上坚持下去。将雄正酒业做成百年企业，将

家族与民族技艺酿造的香正味醇酱香酒带到

千家万户，是他不变的信仰。

雄正，酱香酒本来的味道。 渊据酒业家冤

■ 苏铖 孙瑜

白酒行业“总量不振，消费升级，集中度

提升，结构性景气”，这从“量”“价”“竞争格

局”“投资方向选择”四个维度进行了高度概

括。消费升级已经且将持续是白酒未来十年

以上维度的主线，核心即品质升级。次高端和

高端价格总体上升趋势明朗，未来两者消费

量占比提升趋势不改。未来能继续在次高端

及以上甚至更多价格带能够满足消费者品质

升级追求的唯有真年份老酒，这是在中高价

位白酒进一步体现价值刻度和品质差异的核

心方向，也是由中高端白酒的消费人群需求

特点决定的。近年来老酒市场规模不断扩大，

根据中国酒业协会 2019 年发布的《中国老酒

市场指数》报告，2013~2018 年，老酒市场规模

从 110 亿元猛增至 500 亿元，CAGR 高达

35.4%，呈现放量增长，远高于同期白酒市场

整体 1.3%的复合增速，伴随国民消费升级、高

净值人群扩容，预计 2021 年老酒市场规模将

达到千亿以上。从需求侧趋势看，品质及品位

价值已成为高净值人群白酒消费的首要心理

诉求，老酒市场发展顺应这一趋势。

真年份蔚然成风，消费者教育步入加速

期。从供给侧趋势来看，老酒市场布局日趋完

善，老酒概念将日益深入人心，主要源于以下

4 方面：一是产品层面，白酒高端产品大多选

择做年份文章，以进行千元以上价格带的向

上突破。二是行业层面，酒业协会推动发布老

酒标准，并着手推进年份信息查询透明化、可

视化，有助于构建规范化的行业秩序，有利于

解决年份乱象痛点，加速老酒概念推广。三是

2C 层面，主流酒企为加强消费者培育，纷纷开

展老酒拍卖、品鉴活动，有利于引导消费者形

成老酒认知，扩大老酒市场受众。4)流通层面，

歌德盈香、阿里拍卖等专业老酒流通平台建

立，有利于解决老酒保真痛点，从而盘活老酒

流通市场，进一步激活老酒产品热度。

优质老酒企业应兼具品牌、储能、产能 3
大要素。如果企业有优质老酒，但品牌薄弱，

可能成为不错的原酒企业; 如果品牌优秀，但

储能薄弱，那么容易错过老酒崛起的最佳风

口;一旦确立优势位置，但由于产能薄弱，导致

优质足年份老酒不能有效滚存，其销售可持

续性将大打折扣。优质基酒储量作为保障年

份产品产量的关键，酒企领先优势主要取决

于：一是历史积累，领先进行基酒储备的酒企

在老酒年份积淀及产品布局方面具备先手优

势;二是存酒速度，具备产能及储能余裕的头

部酒企将更快实现基酒储量扩张，更好保障

未来发展。

例如，舍得酒业。浓香基酒储备领先，老

酒战略奋发向前。公司自从 70 年代开始进行

优质基酒战略储藏，老酒年份结构完整，目前

以 13 万吨老酒储备打造品质优势，筑高竞争

壁垒，并为高端战略奠定硬件基础。自 2019
年提出“老酒战略”以来，舍得持续开展各类

老酒活动，并与老酒流通平台达成战略合作，

叠加多渠道多维度的高效传播，在消费者心

中强势留下舍得老酒印记，目前在高净值人

群老酒品牌认知度仅次于茅台。

郎酒股份。坚守“品质战略”，全力积累老

酒。公司坚持“一慢两快”(慢销售、快生产、快储

存)，品质提升思路清晰，目前共拥有优质酱酒

储存量 13万吨，并力争在 2025年产能达到 5
万吨、存酒达到 20 万吨，2030 年存酒达到 30
万吨。在郎酒未来产能规模占优的背景下，加

大储酒力度有利于拉开竞争对手与公司的老

酒差距，对品质、品牌产生正向带动，进而帮助

巩固公司位列酱香前二的竞争格局。

近几年，老酒热兴起，从“朋友来了有好

酒”到“朋友来了有老酒”，老酒市场逐渐从私

人爱好发展成圈子爱好，高端人群对老酒的

热忱，让市场规模不断扩大。

日前，中国酒业协会发布《中国老酒市场

指数》，这也是酒类行业首次针对老酒市场发

布的权威性报告。

数据显示，2013 年-2021 年老酒市场规

模持续扩大。18-40 岁消费老酒的中青年人群

占整个老酒行业消费人群的 67.61%，2021
年，老酒的市场规模将达到千亿。

“朋友来了有老酒”流行。“来我家尝尝这

瓶酒，我又搞到几瓶老酒。”不知从何时开始，

一些高端人群开始喜欢用老酒招待客户，亲

戚，朋友。从“朋友来了有好酒”到“朋友来了

有老酒”，成为消费升级的表现之一。

最贵的老酒为贵州茅台酒，某电商平台

1980-1999 年陈年老酒 20 瓶套装，价格 69.8
万元。该平台销量最高的老酒 2016 年 53 度

飞天茅台 500ml6 瓶装，价格 13999 元，坐实了

“液体黄金”的称号。

那么老酒与新酒的根本区别在哪里？让

老酒超越黄金的价值在哪里？酒是一种比较

特殊的饮料。大部分饮料都有明确的保质期，

而酒的保质期却一直非常模糊，特别是中国

的白酒：传统工艺酿造的纯粮食酒。

严格意义上来说，在贮存条件理想的情况

下，纯粮酒是没有保质期一说的。而且很多爱酒

和懂酒人士积极的寻找真正的贮存时间长的老

酒，对老酒的追捧形成了一种收藏文化。

新酒自然就是刚酿造出来的纯粮食酒。

每一位对酒了解的朋友都非常清楚新酒刚酿

造出来的状况。新酿造出来的酒在还没有尝

的情况下，闻着是非常香浓的，让人有忍不住

喝个痛快的感觉。但是当你真正尝试了新酒，

会明显的感觉到不同寻常的冲味，冲喉，辣

口，易上头，这就是新酒的特征。

而贮存过的酒，就是老酒了。为什么贮存

后的酒就能喝呢？纯粮食酒里面的风味物质

和杂质，无论是各种酯类物质还是醇醛酸等，

它们都能够互相发生反应，并且最终生成的

还是风味酯类物质。不仅酒里面的物质能互

相发生反应，而且同外面的空气，陶壁等都可

以反应，生成的也是风味酯类物质。这就是白

酒最神奇的地方，它在时间的流逝中不断生

香，同时不断的去杂，最终变成了一坛纯净无

杂质，充满了风味物质，香醇可口的白酒。

因此很多人说时间才是白酒最好的调味

剂，这是正确的。这种自然的，生态的调味相

比于添加香精，过滤等方法，好太多，健康太

多。为什么茅台在一年一轮次的取酒后，新酒

还要贮存三到五年才能勾调后上市销售，就

是为了去除新酒口感，自然生香去除杂质，保

证酒的纯净和香醇。

所以自然而然的，老酒因为品质和稀少

的原因，其价值远远高于新酒，而且基于越存

越香的这种特点，老酒处于不断升值的状态。

很多市场上的白酒因为这个特点，总是喜欢

搞一些混淆视听的障眼法，譬如名称后面标

一个 10,15,20 年陈等，让消费者误以为这是

贮存了 10 年 20 年的白酒，以此来提高酒的

价格或者知名度。其实这都是有一点欺骗性

在里面，因为这些酒根本不是全部贮存了这

么长时间，能有 10 年或者 20 年的老酒滴几

滴调味就算很不错了。

在价值方面，时间越长的老酒价值成倍

数升高，新酒的价值就是普通商品的价值。

渊据酒通社冤

占位千元价格带
四特珍藏版背后的
高端密码是什么？
■ 齐轩

四特珍藏版究竟“高”在哪里？

记者注意到，四特酒在以四特东方韵系

列进击全国、抢占次高端的的同时，围绕四特

珍藏版这款高端产品，撬动高档宴席、高端政

商务精英宴请等需求，定价 1280 元/瓶，在四

特酒品牌矩阵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当下，高端白酒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凭借

独树一帜的特香型，以及对品质的匠心坚守，

四特珍藏版是四特酒挖掘高净值人群消费潜

力的扛鼎之作。作为四特酒高品质的标杆，四

特珍藏版是送礼和收藏的上佳之选。

向高端发起进攻
珍藏版究竟“高”在哪里？

众所周知，“四特”品牌起源于清代光绪

年间，“娄源隆”酒楼老板娄德清以《天工开

物》中的“四特土烧”为原形，不断改进技术，

最终形成独特的工艺，最终酿造出酒色清亮、

香醇可口的优质白酒。四特酒的悠久历史赋

予品牌文化感，让产品由内而外散发出一种

独特气质，四特珍藏版也不例外。从外包装来

看，四特珍藏版采用皇家礼盒形式，双鹤展

翅，飞于祥云之上，寓意平步青云蒸蒸日上，

瓶体为“瓶中瓶”设计，瓶体中央一只仙鹤昂

首屹立，精美绝伦。

不仅如此，四特珍藏版的设计理念也颇为

讲究：苍穹型透明外罩、寓意吉祥顺意、富贵安

康的松鹤延年造型、手工类水晶仙鹤、松枝弥

足珍贵，栩栩如生。富贵与典雅并重，拥有非凡

气韵与高贵品质，集艺术、鉴赏、收藏价值于一

身，堪称酒类产品中不可多得的珍品。

更重要的是酒体设计，四特珍藏版的酒

体精选窖龄为 68 年的窖池经 101 天发酵的

优级粮糟酒，经 15 年坛贮，并添加多量的陈

年老酒，由经验丰富的大师精勾而成。香气上

具有米粮香、花香、坛陈香幽雅馥郁，口感上

体现醇甜柔和、丰满细腻、回甜怡畅的特点。

由此不难看出，四特珍藏版是四特酒精心打

磨的一款产品，超高颜值、超高品质代表着四

特酒的匠心精神，更透露出四特酒对品质的

严格要求，正是因为这种精神和要求，让四特

酒在江西市场的地位无人能撼。

有业内人士分析认为，四特酒通过四特

东方韵系列在次高端市场占据重要位置，在

高端市场使出四特珍藏版这一“杀手锏”，不

仅树立四特酒的高端品牌形象，更能通过高

端产品的占位带动次高端产品的增长。

四特酒的高端“野心”
藏在“12353”特香工艺密码里

四特酒布局高端，特香型的重要性不言

而喻，是其高品质的护城河。

熟悉四特酒的人都知道，1988 年四特酒

的香型被认定为“特香型”，作为中国特香型

白酒的开创者和标准制定者，四特酒开辟出

一条特香型白酒的差异化道路。凭借工艺复

杂性、地域独特性，造就了四特酒三香协调的

独特口感，有着“闻香幽雅舒适、诸香协调、酒

体柔绵醇和、回甜悠长”的特点，而这“一口

三香”的神秘口感也只有在樟树酿造出的才

最为正宗。

四特酒的特香工艺自有其独特之处，可

以概括为“12353”工艺：“1”指一种酿造原料，

“2”指两种窖池材料，“3”指三类物质大曲，

“5”指五轮次发酵，“3”指三层次摘酒，最终形

成“整粒大米为原料，大曲面麸加酒糟，红褚

条石垒酒窖，三型具备犹不靠”的香型风格。

值得注意的是，四特酒在糅合传统和现代酿

酒工艺的同时，通过特香型中高温大曲制曲

工艺、续糟配糟、分层起糟、分层入窖，分甑分

级量质摘酒、按质并坛等酿酒工艺，原酒陈酿

工艺，勾兑工艺及相关特殊技艺等，总共需要

39 道质量控制工序。每一道复杂的工序，四

特酒都严格把关。

当然，在传承酿造工艺的基础上，四特酒

在创新上下足功夫。为大幅提高特香型白酒

质量及科技含量，四特酒始终以创新驱动企

业发展，搭建起科技创新体系及创新平台，具

有国际互认检测 CNAS 权威认可的国家一流

水准。

“12353”工艺是四特酒高品质的密码，更

是四特酒发力高端的密码，四特珍藏版将如

何搅动高端市场，值得关注。

朋友来了有老酒 从“喝好酒”到“喝老酒”

老酒时代已经到来 真年份蔚然成风

走进雄正酱香酒
看今朝荣耀 忆往昔几度浮沉

远古时期赤水河畔

的土著居民———濮人善于

酿酒。“濮”亦称“僚”明代多

称“仡佬”其后裔即今仡佬族。

濮人古时酿造出一种香甜可

口的美酒称“枸酱”，这便是

茅台镇酱香酒的前

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