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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五千年，西凤酒香三千

年。西凤酒是我国历史悠久的白酒品

牌，不仅具有很高的饮用价值，而且

具有让人引以为豪的文化价值。在漫

长的发展历史中，西凤酒积淀了深厚

的文化内涵，创造了精湛独特的酿酒

技艺。

从周文王、周武王犒赏三军，到

秦穆公给野人赐酒，从唐代吏部侍郎

裴行俭“送客亭子头，蜂醉蝶不舞”，到

苏东坡“花开酒美盍不归，来看南山

冷翠微”……在历史长河中，西凤酒

演绎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传说和典故。

经悠悠岁月之酝酿，集百代先贤之智

慧，西凤酒最终形成了“春开坛、夏制

曲、秋立窖、冬缮海”四季礼酒程式，让

酿制技艺和文化得以薪火相传，成就

了3000多年无断代历史传承。

近年来，西凤勇担使命，依托中

华文明发祥地、中华唐诗开创地、中

国酿酒产业及酒文化主要发源地等

优势，充分挖掘、有效整合各类历史

文化遗产资源，成立了西凤酒文化研

究院；立足中国酒源、凤香根脉、文化

之魂的文化定位，制定文化发展战略

规划，系统阐述西凤酒文化体系建设

思路和规划。同时，启动建设西凤老

街、原粮基地等文旅产业项目，打造

集田园观光、休闲度假、文化传播等

于一体的文旅体验区，不断推动西

凤酒文化、中国白酒文化创造性

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用好双遗实现五变
陕西省文旅厅非遗处三级调研员  周颖

2021年 6月，“西凤酒酿造技艺”

入选第五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

录；同年12月，西凤酒酿酒工业遗产

群入选第五批国家工业遗产名单；西

凤还有十多个国宝级的酒海。希望西

凤人充分发挥西凤酒酿造技艺的历史

文化和工艺优势，用好以“双遗+国

宝”为核心的文化资源，加快健全保护

传承体系，夯实非遗保护根基，梳理、

总结、完善西凤酒的历史渊源、传承沿

革、文化价值和表现形态，丰富西凤酒

文化内涵，让古老的非遗传统在现代

焕发光彩。

推动非遗的传承和发展要在“守”

与“变”中寻求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

展的契合点，变静态保护为动态保护、

变被动保护为主动保护、变墨守成规

为创新发展、变老生常谈为标新立异、

变默默无闻为名满天下。西凤人要深

刻体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非遗保护传

承重要论述精神，在守正创新上下功

夫，坚持特色化发展方向，广泛凝聚发

展合力，积极探索非遗

与旅游深度融合发展的

新路径，在旅游布局中植

入非遗场景、在旅游业态

中注入非遗内涵、在旅游

推广中浸入非遗魅力，

全方位做好大空间融

合、大产业融合这篇文

章，为文旅强省建设贡献

非遗力量。

西凤考古要有新突破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  田亚岐

过去 40 年，我一直在雍城遗址

考古，见证了西凤酒的发展壮大。

对于西凤酒，我有三点感受。上

世纪 80 年代，虽然西凤酒厂规模很

小，但是声名远扬。那时候，每次来

凤翔参加考古工作的国内外专家学

者，必定要到西凤酒厂参观古老酿

酒技艺，然后把西凤酒带往世界各

地。前些年，西凤酒申报非物质文化

遗产，省工信厅和文物部门非常支

持，大家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准备好

了各种申报资料。第三点感受就是 4

月 19 日，参观西凤酒的新厂区，看

到老厂区和新厂区交相辉映，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已经变成了酒

城。未来，文化赋能西凤腾飞，我满

怀信心。

希望今后的历史文化研究工作，

在与西凤酒产业契合上有所突破。比

如在对古典文献的梳理研究和考古

工作中，找到更多白酒的原料成分和

酿造过程。制作西凤酒海的荆条，来

自秦岭深山，在对秦公一号大墓的

发掘中，我们发现有荆条的痕迹，可

以从食品安全的角度来研究荆条。

凤翔区地名中带“坞”的地方，一

般都是水深土厚，这和西凤酒的

酿造环境相符合。除了做酒之

外，还可以做文创，让西凤

酒的各种元素深入人心。

古代工艺见证文化传承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教授、酒文化研究专家  钱耀鹏

从考古发现来看，现代酿酒工

艺与古代蒸馏技术一脉相承。因此，

西凤酒酿酒工艺传承三千年无断代

是能够用考古发现来证实的。

宝鸡是周秦肇基之地，近年

来出土了大量青铜器，其中一半

以上是酒器。雍甗或者鏖甗，是西

汉早中期的器物，过去考古判断为

炊具。在研究古代蒸馏技术的过程

中发现，鏖甗和雍甗应属内接式承

露的原始蒸馏器，鏖甗和鏖糟实际

上是酒文化的载体。鏖甗与现在西

北、西南少数民族用来蒸馏酒的器

具外形非常相似，都是用于酒醅的

蒸发和冷凝、酿酒分离工艺。从文

物考古工作中，就可以找到实物证

明，我国在三千年前就掌握了白酒

蒸馏技术。

文化与产业发展是相互促进、

相得益彰的，很多酒具、饮酒场面出

现在古代文人墨客的诗歌中。西凤

酒发展产业，可以加强与文化考古

部门的合作，在雍城大地，找到更多

和酿酒有关的历史遗迹和文物，通

过对制酒文物的辨识、研究，深度挖

掘西凤酒所蕴含的历史文化价值。

酒是百药之长。在古代，酒不

仅是食品，还是药物，炮制药酒，

就是利用高度白酒的冷凝功能，

将药物中的有效成分提取出来。

西凤酒制酒工艺源远流长，西凤

酒文化博大精深。

为 深 入 挖 掘 西 凤 酒 历 史 文
化，以文化赋能产业振兴，4 月
20 日，西凤集团举办了以“创新
文化表达 赋能产业发展”为主题

的西凤酒文化研讨暨专家聘用仪
式，各界专家学者齐聚一堂，纷纷
发表了真知灼见，提出通过对白
酒 文 化 的 挖 掘、梳 理、研 究 和 创

新，揭示酒文化的深厚底蕴和精
神价值，以此扩大西凤酒品牌影
响力和美誉度，推动陕西白酒产
业高质量发展。

做大工业遗产品牌
陕西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产业政策处处长  刘建平

工业遗产是工

业文化的物质载体，

具有重要的历史价

值、科技价值和社会

文化价值。此次，西凤

酒酿酒工业遗产群成

功入选国家工业遗产名单，既是荣

耀更是激励，要利用好工业遗产的

品牌，不断挖掘西凤酒文化价值和

自身优势，抓住白酒产业发展的重

大利好政策，推动西凤酒做大做强。

具体来说，首先要加强品牌建

设，提升品牌影响力。作为传统四大

名酒之一，面对优势酒企的市场挤

压，需要从提升品牌质量、呈现品牌

文化和创新品牌推广等方面下功

夫，实现西凤品牌的再一次跃升；其

次，要推动文旅融合，提升产业竞争

力，深入挖掘工业遗产资源与工业

文化的同时，积极推动工业遗产的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切实打造

出集酿造技艺展示、西凤酒文化和

凤香酒发源地为一体的工业旅游景

区，探索出一条依托工业遗产、传承

工业文化记忆、推动存量空间更新

改造的新模式。另外，要积极参与白

酒联合申遗。目前，工信部已经成立

筹备会，正在推进中国白酒文化遗

产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申遗是一个

让世界快速了解中国白酒的机会，

西凤酒作为国家级工业遗产，一定

要积极参与。

历史中的秦酒与秦文化  
西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一级教授、中国秦汉史研究会顾问  王子今

西凤酒古称秦酒，始于殷商，盛

于唐宋，鼎盛于当代。考察秦酒的历

史，就会发现它是一个历史的沿革

与文化的传承。

李学勤先生在《东周与秦代文

明》里，把秦统一之前的中国文化空

间划分为七个文化圈：秦文化圈、北

方文化圈、中原文化圈、齐鲁文化圈、

吴越文化圈、楚文化圈和巴蜀滇文化

圈。随着历史发展，秦文化、楚文化和

齐鲁文化成为三个主流。随后在汉武

帝时代，统一融合为汉文化。

秦文化对整个中国文化和世界

历史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汉史中有

记录，当时的匈奴人不称中原人为

“汉人”，称“秦人”。西域人也称中原

人为“秦人”。秦文化将创新理念、进

取精神、开放胸怀、实用艺术、技术

追求体现得非常集中，某种程度上

来说，它是秦统一的基础，我们现在

把它概括为英雄主义和科学精神。

《史记》里保留了很多秦史和秦

文化，而这些大都和酒有关，比如秦

人祭祀用酒、秦穆公失马赐酒的故

事等。汉王朝的建立也和秦酒有很

大的关系，刘邦斩白蛇是在酒后，项

羽作《垓下歌》是在酒后，刘邦写《大

风歌》也是在酒后。诸多史料证明，

秦的统一和汉帝国的建立，都与秦

酒密不可分。

西凤集团和省考古研究院签

订战略合作协议，对挖掘推动酒文

化有着重要意义。考古的介入，可

以更进一步挖掘古代酒窖、酒曲等

相关历史。我建议西凤集团，除了

对西凤酒史的研究之外，还应着眼

于整个酒史和酒文化的研究，引领

产业发展。

激发西凤新动能
——西凤酒文化研讨活动精彩发言摘登文化铸魂

传承文化为品牌赋能
西凤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张正

让文化价值赋能西凤工业遗产群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教授、国家工业文化遗产核查组成员  刘成

2021 年，西凤酒

酿造技艺和酿酒工业

遗产群相继荣列国家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和国家工业遗产名单。

成为工业遗产后，西凤

集团该怎么往前走，如

何把工业遗产群变成中

国白酒的主要成员单位？

我们研究文化遗产，并不是单

纯追求一种真实的状态，更多的是

一种价值的传递。

文化遗产的价值是什么呢？

从科学价值来说它是人与自然的

智慧取向，社会价值就是人群的生

存守则与人群之间的磨合过程，艺

术和文化价值是人类自身教育认

知与传统继承，历史价值就是人类

需要这面昨天的镜子面对明天。

都江堰作为古代水利工程，一

直被称为活着的遗产。中国白酒文

化，也是五千年活着的文化遗产，

这个诠释，需要西凤人完成。

酒的历史源远流长，从黄帝时

代祭祀典礼“百礼之会，非酒不行”

到周代“酒礼”与“酒德”以及“酒祭

文化”；雍山血池遗址，从汉高祖至

文景帝19次祭五畤活动；唐代的“酒

催诗兴”。西凤酒被誉为华夏酒之

源，历史悠久，经历了五个阶段的无

间断传承。第一世，西周“秦酒”；第

二世，唐代“柳林酒”；第三世，宋代

“橐泉酒”；第四世，元朝“凤翔烧”；

第五世，以“西凤酒”之名，1933 年

获国际金质奖。从一定程度上来说，

西凤酒酿造技艺影响了川贵酒。

在这样的价值体系下，相信西

凤集团与省考古研究院强强联合，

会让更多与酒有关的文物、文献呈

现在人们面前。

    （本版稿件由刁江岭、王玲采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