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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轩

日前，由中国酒业协会指导，五粮液公司

主办的 2023年“五粮液家有老酒”陈年五粮
液全国巡展活动第六站———南京站“五粮液

老酒馆”快闪店盛大启幕。

从酒都宜宾到古都南京，作为中国著名的

历史文化名城，南京拥有着六朝古都的深厚文

化底蕴，也同样拥有着绵长的酒文化史，这座

城市，犹如一坛年份久长、货真价实的“老酒”，

既能满足“饮者”的品鉴需求，又能满足“老饕”

的挑剔味蕾，更能满足“藏者”的内外兼修。

品历史沉淀之酒，悟古都金陵之韵。五粮

液老酒因其稀缺的存世量，且具备文化、历

史、物质等多样属性，其价值正被越来越多的

收藏爱好者及投资者所青睐。近年来，各行各

业的老酒收藏爱好者不断加入其中，不仅规

模日益壮大，而且更为专业化，在全国各地形

成百花齐放的格局。

时代鉴证 和美之约
江苏酒文化深厚，消费体量大，酒文化与

饮酒习惯深入人心，形成浓厚的消费氛围，同

时居民的高消费水平和全国较高的人口密

度，造就江苏名列前茅的白酒市场规模，因

此，江苏一直是五粮液的战略重点区域之一，

对于五粮液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五粮液作为白酒龙头企业，连续 5年深
耕陈年酒市场，在行业内率先发起陈年酒全

国巡展活动，与全国的消费者一同见证时代

之美，定下和美之约。

当天，五粮液老酒馆快闪店在江苏南京

德基广场户外中广场亮相，快闪店整体以中

国古典建筑元素为灵感，加上五粮液经典的

酒瓶形状展陈，每一个角落都充满着浓厚的

酒文化气息。

步入快闪店内，一股浓郁的酒香便扑鼻

而来，墙壁上展示着各时期的陈年五粮液，让

人仿佛置身于陈年五粮液文化的殿堂之中。

中国酒业协会名酒收藏专业委员会秘书

长刘海坡致辞表示：家有老酒，是岁月的珍

藏，是生活的礼赞，更是对美好未来的期许。

面向未来，陈年酒的品质文化之美与时光艺

术之美必将在消费者的美好生活中绽放出更

大光彩，为华夏大地带来更多至味芬芳。

活动现场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

理、江苏营销大区总经理王源培表示：五粮液

深受高端消费群体喜爱，是开瓶率、复购率最

高的高端白酒。随着时间的推移，陈年五粮液

的陈酿将会越来越稀少、越来越珍贵。

随着五粮液江苏省经销商联谊会会长、

江苏苏糖糖酒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国锁先

生用毛笔在画卷上勾勒出独属于五粮液的字

样，“五粮液老酒馆”正式开馆，同时南京传统

节目改编的《金陵酒韵》演出，将五粮液与南

京的故事娓娓道来，也将整个活动现场的氛

围推向高潮。

时代记忆下的陈年五粮液
作为巡展第六站，本站活动体验再次升

级，在保留原有五大极富创意性和趣味性的

互动区域基础上，新增五粮液的历史发展与

明代古窖群展区，为粉丝们更全面地展示品

牌文化与底蕴。

进入“五粮液老酒馆”的那一刻，仿佛穿

越时空隧道，重回历史的长河。这座老酒馆将

岁月流转的痕迹与往昔的记忆封存于每一瓶

陈年五粮液之中，静静述说着陈年五粮液的

历史与文化内涵。

陈年五粮液的魅力，源自它的不凡历练。

就像一位智者，它经历了岁月的洗礼，承受了

生活的磨砺，从而变得愈发醇厚、深邃。

在活动现场，粉丝们可以自由参观与打

卡，在“客官这边请”区域领取号码牌开启活

动。在“客官且品尝”区域，粉丝们可落座到中

式古韵的酒馆卡座中，全时段参与盲品陈年

五粮液（10年、20年）猜年份互动，每一瓶陈
年五粮液都有着自己独特的故事，而只有通

过亲身品鉴，才算真正走进了这一段段历史。

在“陈年老酒行”，这里进行着陈年酒外

观鉴真伪的互动，还能向专业鉴定师学习到

真正的鉴定技术，了解收藏工作的匠心匠艺。

在“五粮老酒馆”区域打卡拍照，留下自

己在快闪店的美好回忆。

在“客官莫客气”抽奖区，放置着各式酒

牌以供粉丝抽取参与有奖答题。

在“客观请观赏”区域，粉丝可通过近距

离观赏五粮液八大古窖池群的模型，深入了

解其 655年连续不间断生产的历史。
为帮助粉丝深入理解陈年五粮液的历史

与价值，活动现场特别安排了专家鉴评环节。

通过专家鉴评活动，不仅为藏家们提供展示

收藏品的平台，同时也让更多人有机会走近

陈年五粮液，爱上陈年五粮液。

在鉴评活动之后，中国酒业协会名酒收

藏专业委员会兼职副秘书长，鉴定委员会专

家委员焦健先生现场公布了“五粮液家有老

酒”南京站的鉴评成果：共征集到 106瓶陈年
酒，其中总计 102瓶陈年五粮液、陈年五粮
春、陈年尖庄顺利通过《陈年白酒鉴定规范》

团体标准，去伪存真，完成鉴评。

我国自古就有“酒是陈年好”之说，陈年

五粮液就像一块熠熠生辉的宝石，集品味价

值、文化价值、历史价值、经济价值于一身，是

天人合一的人间精华，是美酒艺术的极致表

达，是永不褪色的光阴故事。

藏者揽尽风月，饮者享用和美。陈年五粮

液的收藏是一个让人着迷的行当，每一瓶陈

年五粮液的背后，是一群默默爱着老酒，爱着

中国酒文化的人，藏的是时间，品的是历史，

喝的是品质，悟的是文化，相信未来五粮液在

南京广大藏家与粉丝的支持下，将会绽放出

更大的光彩。

■ 文轩

日前，第六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在国

家会展中心（上海）正式开幕。云门酒业作为

中华老字号企业，随山东商务厅参展团亮相

进博会人文交流活动展区，向世界展示“好客

山东 好品山东”齐鲁形象，讲述鲁酒品牌的

高质量发展故事。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由中华人民共和国

商务部、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旨在坚定支持

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主动向世界开放

市场。作为世界首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

展会，以及体现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国家

级、国际性盛会，进博会充分发挥国际采购、

投资促进、人文交流、开放合作四大平台作

用，已经成为中国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窗口、推

动高水平开放的平台。

本届进博会共有来自 154个国家、地区
和国际组织的超 3400家参展商参展，750余
个交易团约 39.4万名专业观众注册报名入

场采购，展会规模及注册人数均创历史新高。

展会期间，湖北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忠

林，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副司长赵涛，潍坊市委

书记刘运，青州市委书记宋伟伟等多位领导

莅临云门酱酒展位，驻足感受云门文化，并对

近年来云门酒业在产品规划、品牌建设等方

面所做出的努力表示了肯定。云门酒业集团

党委书记、董事长汲英民，集团公司总经理王

邦坤陪同参观交流。

作为齐鲁酒文化的传承者、弘扬者之一，

云门酒业以酒为媒，通过进博会等平台多维

度展现齐鲁美酒蕴含的经典人文精神和厚重

历史传承。

近年来，云门酒业在稳步发展国内市场

的同时，不断加大国际市场开拓力度，产品先

后出口韩国、美国等多个国家和地区。

未来，云门酒业将以本届进博会为契机，

继续做好中国白酒文化的传播者，展现中华

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努力为广大消费者酿

造一瓶源于北方的齐鲁美酒。

向海外推广白酒
要制定中国白酒的标准
■ 玖文

中国酒业的世界表达，需要中国标准！在

国际上推广具有中国文化、中国元素、中国技

艺的酒类产品更需要有官方认证、规范透明、

权威专业、消费者认可的中国酒类赛事。

这两年，酒业有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

是酒企们热衷于参加各种所谓的专业的、科

学的、严谨的国际酒类评比赛事。特别是近

五年，随着一些“洋”赛事先后在中国“扎

根”，仿佛打开了国产酒水足不出户就能站

上世界舞台的新大门。

但仔细翻阅这些赛事的相关规则就会

发现，国际酒类赛事的评审标准通常是基于

西方酒类产品的特点制定的，可能并不适用

于评价白酒、黄酒等具有独特中国口感和风

味的产品。

并且，赛事的评委团通常是由来自不同

国家和地区的外籍酒类专家组成。尽管相当

一部分评委们在各自的领域也是佼佼者，但

对中国酒类产品的演变史、酿造技艺、品类

差异、风土气候乃至文化属性等各方面的了

解、知多少是需要画个问号的。在这样的情

况下，仅凭临时培训，就以外国“口味”去评

判中国酒样，难免会出现对特定地区或特定

类型的酒类产品了解不足或存在文化偏见，

从而影响到对产品的公正评价的问题。

此外，参加国际酒类赛事需要投入更多

的时间和付出更高昂的费用，因为样品大多

需要向海外邮寄，这对于一些中国酒企而

言，会增加其参与国际赛事的成本和难度。

因此我们也会看到，不是所有的优秀酒品都

有机会出现在国际评委的杯子里，再加上很

多酒品自身足够优秀，并不需要国际赛事的

奖项“傍身”，那参赛样品的总体质量究竟如

何？从中选出的“大金奖”“金奖”等产品又是

否能代表或者匹配行业最优？也引发了不少

行业协会领导和专家学者的质疑。

同时，还需关注的是，以往，一些国际酒

类大赛仅仅是对产品做出评选。如今，越来

越多的大赛开始延伸出产业链发展：如巡回

举办颁奖典礼、组团参加国内外展会等。更

有甚者，专门针对中国市场开设各种类目的

分赛，以收割财富，或者以寻找场地、酒杯赞

助等名义玩起“有钱人的游戏”……

据业内人士爆料，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

会的奖项打着“世界”“国际”旗号，实际上交钱

就能入选；而颇受关注的比利时布鲁塞尔国际

烈性酒与葡萄酒大奖赛，因中国酒样的获奖比

例越来越高，同样也让酒业内外颇为担忧。

不管怎么说，中国市场的国际酒类评比大

赛越来越多，奖项和商业模式也是越来越五花

八门，大有“乱花渐欲迷人眼”的架势。在这个

过程中，还有赛事主办方、承办方不断喊出要

赋能中国酒类产品走向世界的口号。

但理想越丰满，现实就越骨感。

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白酒的出口量常年

都不足 2万千升，出口额也不到 50亿。如果

再进一步研究这些数字，通过参与国际赛事

获得海外市场成交的占比有多少，貌似也经

不起推敲。

既然如此，产业与政府、相关机构甚至

酒企们为什么如此热衷于承办、举办或者参

加国际酒类赛事？历经数千载而不衰，已实

现产量、规模，甚至结构上的飞跃式发展的

中国酒类产品，是不是只有对国际酒类赛事

趋之若鹜，才能获得更广泛的海外关注和推

广？想要香飘世界，难道不应该以文化为根

和基，坚定文化自信吗？

中国酒业协会理事长宋书玉曾表示，文

化是产业的灵魂。文化的继承、文化的创新

是酒类产品的重要价值体现。弘扬文化就是

彰显价值，就是产业发展的生命支撑。

因此，我们真诚地呼吁与建议：中国酒

业的世界表达，需要中国标准！在国际上推

广具有中国文化、中国元素、中国技艺的酒

类产品更需要有官方认证、规范透明、权威

专业、消费者认可的中国酒类赛事。毕竟让

中国标准成为世界标准才应该是中国酒业

征服海外市场的最佳路径。

开拓国际市场 弘扬齐鲁美酒
云门酱酒亮相第六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品历史沉淀之酒 悟古都金陵之韵
2023五粮液“家有老酒”全国巡展南京站圆满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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