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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读·观察

山东一年

300吨茅台流向哪里

主要是大型企业和星级酒店，

但近年来散客比例上升很快

本报记者 石念军

山东人好酒，酒桌上自然少不了
茅台。据山东的茅台经销商鲁供糖酒
有限公司统计，目前，山东一年销售茅
台约300吨。

一年300吨茅台都流向了哪里？知
名茅台收藏家、山东鲁供糖酒有限公
司总经理许大同说，虽然这300吨茅台
喝掉的比例较大，但茅台并不只是用
来喝的。伴随市场对茅台需求的持续
火热，其收藏和投资价值越发凸显。

“全国一盘棋中的重点”

许大同告诉记者，自1983年算起，
他在茅台酒的经销行业已经整整干了
30年。

白酒行业素有“得山东者得天下”
的说法，而作为被茅台高层喻为“全国
一盘棋中的重点”的山东市场，有相当
一部分茅台都是从他这里发出的。

“山东目前一年销售茅台300多
吨。”许大同说，在茅台的全国市场布
局中，跟贵州、北京、河南、上海等地一
样，山东的份额排在前列。而上述300
多吨酒，主要是指“飞天”和“五星”两
种53°的高度贵州茅台酒。

那么这些酒主要销往了哪里呢？
许大同介绍，主要是一些大型企业和
星级酒店，但近年来明显的变化是，一
些家庭聚会、老人生日等宴会，散客购
买茅台的比例上升很快。在他的销售
记录本上，我们看到有很多类似“2
瓶”、“1件”(1箱)这样的零售记录。

不过，跟国内其他一些省市情况
略有不同，根据许大同的调查了解，山
东的茅台喝掉的比例相对较高。他认
为，这可能与山东的酒文化比较盛、经
济发展相对较好有关，一些乡镇企业
的消费能力往往超过县、市。

“有心藏酒而留不住”

前几年，许大同就搞过个人茅台
收藏展。他收藏的一款上世纪30年代
的茅台土陶瓶，在当时的展览上广受
关注。随着藏品的增多，他正准备在济
南择址建设一家私人茅台博物馆。

终端市场的火爆和收藏市场的升
温也使得市场上假茅台泛滥，许大同
虽然只是经销商，但他也不得不为自
己卖出的酒设计防伪条码。他说，“在
货到公司后，我们要根据货单验货，在
验货的时候，连锁的编号都要记录在
册，之后登记入库。在给客户发货的时
候，每批货的数量、发货地点都要登
记，甚至连货车的车号都要登记。”然
后，利用自行设计的防伪条码进行二
次防伪。

由于产能限制而市场旺盛，茅台
至今沿用“类计划经济”产销模式。每
年的经销商大会上，茅台都会和经销
商一次性签约下一年的供货数量，除
此之外临时追加要货基本很难实现，
即使如许大同这样的大经销商也不能
例外。因为供货不足，许大同常常不得
不“挪用”自己收藏的酒满足客户之
需，“有心藏酒而留不住”。

“不是卖茅台，而是卖文化”

茅台有价，而文化与艺术无价，茅
台的销售总是与文化、艺术密不可分。

在茅台集团厂区的园林里，停歇
环廊刻满了政要、名人的题词书法作
品。鲁供糖酒有限公司的办公区域里
也是如此，展厅里、走廊内，同样有很
多当代书画名家的作品。

“卖茅台，其实不单是卖酒，而是
卖文化。”许大同说，对茅台的喜好在
某种程度上讲也是一种情趣，而以酒
会友才是传统酒文化的内涵，“自古以
来，文人墨客的创作与交际就与酒文
化密不可分。”

文化让酒变得儒雅。实际上，记者
在茅台集团采访时也了解到，与“红
学”的形成类似，对茅台文化的研究早
已成为一门新兴学派，就叫做“茅学”。

“酒喝了也就没有了，但文化会一
直留下来。”在许大同看来，正是其他
品牌不可比拟的独特历史文化优势造
就了茅台的独特价值，2000元买一瓶
酒偏贵，但2000元买一件艺术品就很
廉价了。

本报记者 石念军
发自贵州仁怀茅台镇

见证者———

你知道“国酒之父”

是谁吗

汉、唐、宋、元、明、清六个历
史展馆和现代馆错落排列，茅台
厂区号称全国第一规模的工业
品牌文化城，清晰记录了茅台自
东汉以来的发展历程。然而，正
如文化城最显眼处所陈设的，是
一幅幅开国领导人在各种宴会
上饮用茅台酒的影像，奠定了茅
台过去60年的成功根基。

“你知道‘国酒之父’是谁
吗？”茅台酒厂的酒师郭少卿(化
名)自问自答地告诉记者，“周恩
来。”

在茅台集团的办公楼前，开
国总理周恩来的铜像在一尊基
座上昂然挺立，居高凝望“茅台
渡口”，基座上有四个鎏金大字：

“国酒之父”。
郭少卿说，如果没有周恩来，

就不会有茅台酒的今天。至今，每
逢九月九日重阳节，酒师们都会
聚集到周恩来的铜像前三鞠躬。

虽说古已有名，但茅台迄今
的发迹，普遍被认为“运气不
错”——— 1935年，在这里，它与毛
泽东、周恩来相遇。

那是距今整整77年的1935
年3月，遵义会议后的四渡赤水，
帮助中国工农红军成功摆脱了
国民党的围剿。3月16日，红军长
征路过茅台镇，深藏大山一隅的
茅台酒，从此与中国红色革命紧
密相连。

开国第一位女将军李真回忆
说，在茅台镇，大家纷纷用酒擦
脚、治疗腹泻或喝酒以舒筋活血
的时候，周恩来告诉他们“不要浪
费圣人(酒的别名)”，并且告诉他
们这是获得巴拿马博览会金奖的
茅台酒，极其名贵，“我们才知道
用那种喇叭形土罐盛装的居然是
世界闻名的茅台酒”。

而根据工兵连长王跃南的
回忆，毛泽东曾对战士们说：“茅
台是出名酒的地方，用它来擦脚
太可惜了。”

1950年2月茅台镇解放，党
中央致电仁怀县委，要其组织已
经停产的各个作坊恢复茅台酒
的生产。

1952年9月，周恩来主持全
国首届酒类评选会，茅台先于汾

酒、泸州老窖特曲和西凤酒，位
居榜首。

守旧者———

异地酿茅台11年未果

站在茅台集团办公楼的21
层眺望茅台酒厂，17个车间沿着
山势一一坐落，每一个车间下辖
六到七座楼的生产区域。车间之
上，酷似宿舍楼的酒库有序排
列。如今的茅台酒厂，规模之大

已远非往昔可比。
不变的，唯有工艺。
沿着厂区内的盘山公路一路

下行，徒步40多分钟后便靠近了
赤水河岸，两个酿造车间紧邻岸
堤而建——— 茅台酒厂最古老的一
车间和二车间，这正是当年“成
义”、“荣和”两大酒坊所在地。

跟当年的“成义”、“荣和”一
样，如今茅台酒厂的酿造工艺虽
有改良，但仍保持完全人工酿造
的特色工艺。3月13日的酵期放
假期间，酒师郭少卿仍然要每天
来到车间，查看酒料发酵的程
度。这位年轻的酒师平素几乎不
喝酒，但凭着“望闻问切”一般的
娴熟经验，就能掌控所酿酒品保
持相当高的水准。各个工种的工
人加在一起，几乎每个车间都有
三四百名，一批一批的茅台酒，
就被他们像孩子一样呵护着汩
汩流出。

但这个“孩子”，却是极不易
“伺候”的。

“原子弹都能造的中国，连茅
台酒的秘密都不能揭开？”1974
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方毅亲
自主持茅台酒的易地生产规划，
茅台酒厂精选了一批表现好的酒
师、工人、工程师，带着大批设备、
原料，包括一箱子灰尘(据说那里

面有丰富的微生物，是制造茅台
酒所必需的)，敲锣打鼓搬往遵义
近郊——— 一位姓周的海军副司令
员在全国找了50多个地方后才选
中的新址，这里没有任何工业污
染，有大量的山泉，旁边就是“董
酒”的生产厂。最关键的，这里和
茅台镇相距100多公里，按道理
说，气候属同类。

实验进行了11年，1985年，
50多名评酒专家的评断最终让
这种原本叫做“茅艺”的酒放弃
了与茅台沾边的念头。当地从此
多了一种“珍酒”，而异地酿茅台
的事再也没人提起。

正如茅台集团终身名誉董
事长季克良感叹的，“这里的地
形、土质、风向、阳光的照射、赤
水河的流向，都决定了茅台独一
无二的味道。”“离开了茅台镇就
酿不出茅台酒”，酿造车间扩容
必须固守茅台镇。

国家化———

茅台酒特供的由来

在茅台镇其实很难买到茅
台酒。据已经从业30年的山东最
大的茅台经销商许大同介绍，收
藏市场讲求“物以稀为贵”，茅台
酒恰恰符合了这一特征。他说，
纯手工酿造的工艺决定了茅台
要想扩大产能就必须扩大车间
规模，类似人海战术，而不能仰
仗机械化和现代化程度的提高。
这就决定了茅台的产量只能缓
慢提升，而不会短时大幅提升。

其实自新中国成立伊始，茅
台酒始终都是稀缺商品。

1973年，金日成找毛泽东要
茅台酒，毛泽东直接打电话给中
央军委，指定要1952年生产的茅
台酒3箱，用飞机送到北京，2箱给
金日成，1箱留在中央。为什么要
1952年生产的酒？1952年，茅台镇
的3家老酒坊刚刚合并，产量不
高，就在那年，周恩来主持全国首
届酒类评选会，茅台高居榜首。

其后历次举办的全国性的
评酒会中，屡屡夺魁的茅台后来
被指定为国务院宴会招待外宾
的专用酒——— 茅台就此成为新
中国的“国酒”。

“国酒”既成，茅台酒特供的
历史就此开始。但因为解放初年
产量才75吨，所以从一开始就规
定了特供标准，至少是省级部门
才有资格获得特供酒。

即便放开价格后，“茅五剑”
仍是只供机关、社会团体与军队
的特供酒，中国酒类商业协会副
会长朱行胜回忆：当时一年每个
省可分到几百箱(每箱12瓶)，最
后分到县城，能够有一箱就已经
不错了。

时至今日，产能瓶颈仍是困
扰茅台发展的最大问题，虽然
2011年的出厂量据估计已达1 . 2
万吨，但与旺盛的市场需求相比
仍是微不足道。

从茅台集团办公楼上眺望，
厂区内的大片酿造车间技改扩容
工程正在紧张施工，工地上有大
批挖掘机和渣土车。可以想象，假
以时日，这里又会是一片酱香。

茅台的酿造固然是一项复杂的工艺，
但“国酒”的酿成，显然不单单是工艺使然———

公务接待，
茅台的“国酒”之路

寻找茅台的旅
程，其实也是一段重
温红色革命历史的
旅 程 。行 走 在 茅 台
镇，稍微留意各色酒
庄的招牌或楹联，就
能读出已经被镶嵌
在茅台文化中的革
命史。有的酒家，干
脆就叫“红四渡”。

站在赤水河边
的“茅台渡口”，东望
是红军四渡赤水纪
念碑巍然矗立，西望
是茅台酒厂坐落于
彼岸。赤水河见证了
中国革命的艰难征
程，在这里，茅台第
一次与中国革命产
生交集。1935年3月16
日，红军长征路过茅
台镇。

茅台的酿造固
然是一项复杂的工
艺，但“国酒”的酿
成，显然不单单是工
艺使然。

▲茅台镇的很多白酒展厅
都关着门。 石念军 摄

赤水河从茅台镇穿过。 石念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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