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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友拿出千个单品参与 专家面对珍品惊呼“罕见”

“寻找老酒”活动寻出不少“宝贝”

“山东是白酒生产销
售大省，山东酿酒历史源
远流长。2012山东首届寻
找民间老酒活动恰如其
分地将鲁酒产销和广大
藏酒爱好者联系在一起，
活动意义非凡，”刘全平
在潍坊站启动仪式上评
价此次活动。

作为中国芝麻香型白
酒最早的发现者，也是山
东酿酒三大古镇之一的景
芝酒业，自今年开始在白
酒生产和白酒文化传播
上，不断推出大手笔。“景
芝酒业与鲁酒兄弟企业担
负着振兴鲁酒的神圣使
命，景芝酒业未来发展按
照我们制定的‘十二五’发
展战略规划，提出了建设
景酒生态酿酒产业园、齐
鲁酒地文化产业园两大园
区，和加快‘山东是白酒发

源地之一，山东白酒发源
地在景芝’的挖掘工程，创
造性提出‘齐鲁酒地’文化
理念，建设集酒类品鉴、生
态藏酒、工业物流、拍卖交
易、文化展示、旅游度假于
一体的酒类综合服务平
台，打造山东乃至中国的
白酒收藏新高地，为实现

‘中国北方生态酿酒第一
镇’积淀雄厚的文化基
础。”刘全平正在带领景芝
人，为实现远大理想奔波
在路上。

“也希望通过此次活
动，真正唤醒消费者对白
酒的认识、认知和鉴赏能
力；通过寻找老酒活动为
契机，继续深入挖掘鲁酒
文化和鲁酒品牌的打造
工程，提升鲁酒品牌价值
和影响力。”刘全平对活
动提出了更深远的建议。

打造山东乃至中国

白酒收藏高地
山东景芝酒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全平

老周又来了。在“2012

山东首届寻找民间老酒”
潍坊站活动现场，记者再
次见到了来自山东邹城
的藏酒爱好者周现杰。

在参加了“2012山东首
届寻找民间老酒”启动仪式
之后，凭借着手中藏有的上
万瓶老酒，老周成为了很多
藏酒爱好者的“偶像”。

“很多人给我打电话，
有朋友也有陌生人。有的
还问我一些储藏老酒的办
法，让我帮他看看收藏的
酒是真的假的。这次在潍
坊鉴酒我们约好了一起过
来了。”开了6个小时车赶
到潍坊的老周，兴奋的话
语中略带疲惫。

在鉴酒现场，记者看
到十几个藏友围着老周，
老周也一一对他们的老酒

进行鉴定，同时也时不时
交流着藏酒心得，有时为
了一瓶酒的生产时间一群
人争的面红耳赤。有的连
专家都拿不准真伪的酒，
老周却能给出鉴定，现场
的很多藏酒爱好者亲切的
称呼他为“周裁判”。“通过
活动我认识了很多朋友。
我觉得与这些喜欢藏酒的
朋友在一起交流是最开心
的事情。”老周笑着说。

同时，老周这次除了给
朋友鉴定老酒外，也带来了
自己收藏的四大箱老酒。这
些老酒中有的都还没有开
封。“藏了这么多年酒，一直
都是自己在摸索。这次通过
专家鉴定又让我了解了很
多藏酒知识。别叫我周裁
判，其实我更是一名‘运动
员’。” 记者 王丛

裁判老周

喜欢藏酒人很多，像
郭潇这样为藏酒所着迷
的人很少。

在“2012山东首届收藏
民间老酒”活动潍坊站现
场，记者见到了郭潇。“早
说在淄博还要搞哇，我看
到收藏老酒活动宣传，我
就从淄博赶了过来。”

“当初藏酒就是因为
喜欢，打听到哪个国营糖
酒站要清理存货我就跑去
收。慢慢的就开始参加一
些老酒拍卖。”12年前郭潇
开始藏酒并深深的喜欢上
了这项收藏。“我现在藏了
近3万瓶酒，包括上个世界
50年代的茅台、70年代的鲁
酒，可以说全国一线名酒、
山东名酒，就连山东县级
的一些老白酒我都有收
藏。”“老酒是一种文化更
是一段历史。不要简单的
认为那是一瓶老酒，透过
它能够看到在那个年代的
饮酒习俗、生产能力、消费
能力。”说着说着，郭潇情
不自禁的陶醉在自己的藏
酒理解中。

现今，郭潇在以区
域、时间划分老酒的同

时，还在香型上对老酒进
行归类。“芝麻香型白酒
是我们山东的代表。四大
家芝麻香领军企业的代
表产品我都有。

在谈及他在此次活动
上的最大感受时，郭潇说

“很多人喜欢收藏老酒，但
他们不懂怎么收藏。这次
活动起到了一个很好的引
导作用。同时，这个活动也
是咱鲁酒第一次大规模的
寻找老酒的活动，这说明
鲁酒企业更重视企业文化
延续。这样的活动对鲁酒
整体知名度和美誉度的提
升也很有好处。”

为了更好的收藏老
酒和传承酒文化。跟酿酒
工作毫无关系的郭潇投
资在周村古商城建立了
一个酒文化博物馆。“今
年十一之前就能开业。我
当初的设想就是在旅游
区去展示老酒，特别是山
东的老酒。”

郭潇在藏酒上的巨
大投入，让不少人认为他
是“酒疯子”，而在记者看
来那是一种超乎常人的
藏酒情结。 记者 王丛

“酒疯子”郭潇的藏酒博物馆

13日上午，由本报与山东省白酒协
会联合举办的“2012山东首届寻找民间
老酒活动第一站”在潍坊举行，众多老酒
收藏爱好者和鲁酒专家齐聚风筝之都，
开启这场老酒的饕餮盛宴。

本刊记者 陈卓然

活动从当天上午十点
开始，不到八点，位于潍坊
市东风大街与致远路交叉
口的景芝酒业办公楼外就
停满了各路车辆。车牌不乏
鲁B、鲁Q、鲁L……不难看
出不少藏友都是从周边城
市赶来，来自临沂的郭先生
就是其中一位。“寻找老酒
是咱们百姓贴地气的活动，
报纸上说还会有其他分站，
但是机会难得，想让专家早
点看看我收藏的宝贝。”现
场像郭先生这样的藏友比
比皆是，据悉，活动当天共
有三百多位藏友携带上千
种白酒单品参加鉴赏。

活动的火爆也得到了
鲁酒企业的高度认可，“寻

找老酒活动意义非凡，一方
面继承和弘扬鲁酒深厚的
品牌文化，另一方面对于提
升鲁酒品牌价值起到积极
的引导作用。”山东景芝酒
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刘
全平对本次活动高度评价。

火爆的现场气氛佐证了
山东人善收藏的印象，各种珍
品层出不穷。以景芝白乾为
例，从带有鲜明时代印记的
1973年产景芝白乾到1989年
生产的芝麻香前身——— 55度
特级景芝白乾，连现已78岁高
龄的原山东景芝酒业股份有
限公司总工程师王海平都大
呼“罕见”。据专家保守估计，
该款老酒早已升值近千倍，可
以说是一瓶难求。据主办方介
绍，现场优质的老酒除得到专
家的专业评定外，还获得了由

山东省白酒协会和齐鲁晚报
联合颁发的限量收藏证书。

相对于其他投资品的
刻意收藏，大多数老酒收藏
者可以说是无心插柳。不少
藏友表示，自己是听说本次
活动后，翻出了压箱底的存
货，没想到得到了一笔“横

财”。来自潍坊市奎文区的
尹先生告诉记者，自己平时
爱喝酒，家里有不少收藏，
今天是把原先搬家存到地
下室的酒带了过来，让专家
鉴定。没想到经过岁月的洗
礼早已价值不凡，尹先生兴
奋地表示道。

在寻找民间老酒会场，
郭志君一家三口格外显眼。
孩子打开箱子，把老酒一瓶
瓶拿出来，八十年代的兰陵
特曲、1983年的兰陵大曲、还
有兰陵老窖、兰陵大曲、兰
陵美酒、兰陵郁金香……郭
志君好像把兰陵的博物馆
搬到了会场。

郭先生说，家里还有三
千多瓶老酒，大多数都是临
沂本地产的。1994年刚参加
工作的时候就开始藏酒了。
最开始只是一种爱好。后来
收藏的酒越来越多，就开始

研究酒文化。现在除了老
酒，家里还收藏了很多酒器
和酒类的资料。十多年下
来，郭先生也成了个藏酒专
家。从厂家、度数、到年份、
酒质，临沂出的大多数酒郭
先生都能细细道来。

郭先生家几千瓶酒想
要储存还真是个难题。在他
家柜子里、阳台上、储藏室
密密麻麻摆满了酒。储藏室
都放不开了就放到车库。最
后干脆租了个二层小楼专
门存酒。现在，这个二层小
楼不仅是郭先生存酒的“酒

窖”，还是跟藏友交流的平
台。见到自己缺的特定系
列、特定批号的酒，就跟藏
友商量着收购过来，完善自
己的收藏体系。

景芝酒业一品景芝事
业部经理曹天河说：“现场
找到的很多老酒都很宝贵，
我们酒厂也需要寻找一部
分早年生产的酒来丰富企
业的历史和文化。”

文化本身是虚无的，它
一定要寄托某些实体才能
体现出来。比如说，商朝的
酒文化借助青铜酒器体现，

明清就用陶瓷酒壶、酒杯。
酒厂的历史底蕴和文化传
承最好的体现就是早年生
产的老酒。这一瓶瓶酒是一
个酒厂发展的历史，也是白
酒行业发展的历史，更能体
现中国几十年的发展路径。
他的价值已经超越了酒本
身，更多的是文化价值。只
有让广大藏友意识到老酒
内在的文化价值，才能更好
地保存老酒、保护这一段历
史文化。

记者 孟萌

送酒鉴评，一家三口齐上阵

潍坊是山东的酒窝子，
更是藏酒达人云集的地方。
据悉，仅在安丘景芝镇，以
酒为生的人口便有近10万，
浓郁厚重的酒文化声名远
扬，让这里的人们对酒的理
解更为专业、理性。与当地
人随意的几句闲聊，便能听
出对酒发自肺腑的一种热
爱，更能感受到对酒的一种
敬仰。

在这里酒文化已融入
了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
每 家 每 户 都 会 藏 几 瓶 老
酒。当谈起老酒的收藏时，
一向内敛的潍坊人似乎一

下子打开了话匣子，不禁
如数家珍。来自奎文区的
盛钊便是其中一位，据他
自己介绍，收藏老酒已有
30多年的经验。

“你看看我这瓶三大
革命时期的茅台酒，背标
和 全 棉 纸 都是原 汁 原 味
的，要不是看你懂酒我是
不 会 轻 易 拿 出 来 给 人 看
的。”盛先生一边说着一边
小心翼翼的拿出被塑料膜
紧紧包裹着的这瓶“液体
黄金”。记者看到作为外包
装的全棉纸已经泛黄，岁
月 的 痕 迹 在 上 面 表 露 无

疑，见看的出奇盛先生补
充道，“这张全棉纸网上已
经卖到了 5 0 0元。”见有如
此宝贝，周围的人一下子
来了兴致，里三层外三层
的议论起来。“我给你两万
把酒让给我怎么样？”旁边
的一位年轻藏友见有如此
佳品忍不住开腔道，一听
这 话 ，盛先生 连 忙 摆手：

“想什么呢，专家说我这瓶
三 大 革 命 一 年 最 起 码 一
万，这已经收藏35年了，你
说得值多钱。”

记者看到，在盛先生
的藏品里，除了这瓶有时

代记忆的茅台，上个世纪
8 0年代的西凤、1 9 9 2年的
五 粮 液 、还 有 汾 酒 、董
酒……足足装满了两个纸
箱子。鉴定结束后，盛先生
的 激 动 之 情 还是难 以 平
静。“真的是对中国酒文化
有特殊的感情才坚持了这
么多年，从收藏的第一瓶
酒 开始没想过 升 值什么
的，就是喜欢。家里现在大
概有两三千瓶酒，我会继
续收藏，不为别的，就为能
够把中国的酒文化延续下
去。”

记者 陈卓然

藏酒达人的收藏经

刚刚大学毕业的刘金
彬在寻找老酒会上并不起
眼。他提着三个普普通通的
酒坛，坛口塞着木头瓶塞，
坛外套个竹篾编的篮子。在
熙熙攘攘的会场，没人会注
意到这个年轻的孩子。直到
刘金彬拔开塞子，浓浓的酒
香顿时在会场散开。不一
会，酒的香气就吸引了很多
人围观谈论。

这三坛果酒是十几年
前刘金彬的爷爷酿的。刘金
彬还说，以前他们村里家家
户户都酿酒。用祖上传下来

的方法发酵、蒸馏、掐头去
尾……浓浓的酒香常年萦
绕着仰天山脚下这个小小
的村落。村里来了亲戚朋友
村民都拿自己家酿的酒接
待。每当夕阳西下，家家户
户炊烟混着酒香从这个小
山村里徐徐飘起。那真是诗
一样的画面。

谁都没想到，四年以
后，大学毕业的刘金彬竟然
回到山村，继承了家里的酒
作坊，专卖自家土法酿造的
酒。刘金彬说，2009年，山果
酒工艺被列入青州市第一

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他分析
道：他家乡附近的仰天山开
发了旅游每天游人如织。小
村紧邻233省道，很多游客去
仰天山旅游都会经过这里。
人们开车到这里，闻到酒香
就停下来临走的时候都带
一坛。

刘金彬说，“到我小时
候，村里就剩下我们一家
还在做。现在村里年轻人
基本上都不会酿酒了。毕
竟是一种传统工艺，我爸
说，老一辈的好东西不能
就这么丢了。”

刘金彬告诉记者，这
次来寻找民间老酒现场，
主要是想跟专家请教，看
我们这酒还有哪里需要改
进发展。希望能在原有工
艺的基础上把果酒做的更
纯更好喝。把祖上留下的
传统技艺发扬光大。他们
家乡是山区。山上种了很
多果树，尤其是柿子树。山
上的果子基本上都没人采
摘。如果果酒得到专家指
点，能大量生产，还能为家
乡经济发展做点贡献。

记者 孟萌

大学生回家开酒铺

景阳春武松打虎系列酒成为活动一大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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