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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青岛
C03

“这些年啤酒馆的称呼也不断变化，最初我们
叫摊位，再后来叫大棚，现在称为啤酒馆了。”担
任第二十届啤酒节指挥部指挥的温远胜向记者描述
说，1996年，青岛啤酒节正式由市旅游局移交给
崂山区主办，那时候，他就开始参与整个策划，见
证了啤酒节从一个地区性节庆活动发展为国际性节
日。

最初商户都比较小，基本上就是把现在在大街
上吃烤肉喝啤酒的情景搬进了啤酒城里，到2000
年，大的啤酒品牌面积达到了200平方米以上，这时
称呼改成了啤酒大棚。近年来，啤酒大棚的数量越来
越多，一个大棚的面积达到了1000平方米以上，今
年大的有2000多平方米，啤酒大棚也正式改称为
“啤酒馆”。

从摊位到大棚到馆 称呼变化见证成长

今年是慕尼黑啤酒节200年，而青岛啤酒节正
值20岁，东西方两大啤酒盛会的融通成为关注的焦
点。在本届啤酒节开幕当天，啤酒节指挥部收到了来
自德国慕尼黑啤酒节主办方的贺信，贺信中向青岛
国际啤酒节发出了合作邀请。
对于两大盛会的相似之处，温远胜说，饮酒狂欢

是两大啤酒节不变的主题，而啤酒饮品区、演艺活
动、嘉年华这三大主要板块是两大节会共同的地方，

而这三大板块又是相互融合的。
随着青岛啤酒节的壮大，慕尼黑啤酒节也开始

借鉴青岛的一些经验，比如，青岛成立了专门的啤
酒节办公室，在2004年，德国慕尼黑专门来到青
岛学习啤酒节办公室的模式，也成立了专门的啤酒
节办公室。另外，为了提高办节的档次，青岛啤酒
节一直采取收门票的模式，目前，慕尼黑也在酝酿
收费问题。

三个主题板块类似 青岛慕尼黑相互学

谈起最初到处带着优惠政策招商，到如今各品牌竞相参节的情景，20岁的青岛国际啤酒节

勾勒出了真正的“啤酒世博”。然而，就在20届啤酒节正在如火如荼举办的同时，啤酒城的改造也

让无数啤酒节人对未来啤酒节走向何方充满了期待和担忧。

青岛一年最火热的时候
就是啤酒节召开的时候，五
湖四海的人都冲着啤酒来
了，狂饮狂欢狂啖美食后，临
走不忘感叹一下，青岛啤酒
节确实好，不过为啥没有白
酒狂欢节呢？

虽是酒后狂言，却也不
乏创意的闪光点，你看很多
地方只是会在那争抢潘金莲
老家、曹阿瞒墓，何不独辟蹊
径来个白酒节呢？说不定会
成为另一个下金蛋的母鸡
呢。

不过细细想过之后，
又觉不妥，首先白酒不能
像啤酒这么个喝法，你要
这么大杯大杯地喝不是喝
进医院，就是这酒掺水
了。其次，白酒制作多复
杂啊，十年陈酿、二十年
陈酿的精品酒一年也就那
么点，总不会像啤酒这样
大量供应，没有规模难成
气候。再者，白酒可是国
粹，茅台、剑南春、五粮
液等等美酒，国外可与之
匹敌的可是凤毛麟角，所
以狂欢节上就不会有五大
洲的“嘉宾”来助阵，缺
了会念经的舶来品，这狂
欢节就缺了国际范儿了，
而中国人是最讲究范儿
的，不国际谁还有兴趣来
啊，还不如在家听和小
曲，热壶小酒喝呢。

所以说白酒节是不大好
弄，狂欢除了啤酒再难有别
的东西替代。这20世纪初才
传入中国的舶来品现在已是
别的什么酒都不能替代的
了。

白酒节狂想
本报记者 宋珊珊

记：啤酒节已成功走过20年，
而关于啤酒城要改造的消息也已
经传了2年多，明年的啤酒节还会
延续现在的传统吗，还是会有些
新变化？

温：明年啤酒节怎么办，说实
话我们还都没有谱。啤酒城地块
卖给了上实，他们要怎么改，或者
是否会有固定场地，这些还都不
确定。

记：已经家喻户晓的啤酒节
岂不是要面临一场大的变革？

温：是，啤酒节未来怎么办，
这给我们提出了新的课题，而且
是不同于以往经验的全新的挑
战，或许对啤酒节来说也是一次
新的机遇。

记：比如说啤酒节会有哪些
变化？

温：也许啤酒节要选择新的
场地，也许啤酒节将不再收门票，
也许办节模式会发生很大变化，
可能性会有很多，我们需要创新。

记：现在很多城市都在争抢
啤酒节这块蛋糕，你怎么看？

温：青岛有得天独厚的条
件，这是别的城市无法媲美的，
但是青岛啤酒节也缺乏危机意
识，没有意识到怎么把这一宝贵
资源利用好，啤酒节作为一个旅
游节庆，给青岛带来了巨大的游
客群，也带来很多商机，但是人
们对啤酒节的期望越来越高，给
予它的任务也越来越多，而这超
越了啤酒节本身应该有的范畴，
比如说招商，比如说旅游目的地
等，这让啤酒节有点走形。

格对话温远胜

啤酒节往下咋走

20 岁的青春

本报记者 宋珊珊 刘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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