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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逐 ———
李康建对红酒的着迷缘于他的一次新闻

采访。2010年左右，潍坊市区突然冒出好些红酒
庄，那段时间，就连街头巷尾也能听到人们在
谈论什么拉菲。李康建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
新闻选题，为了完成采访，他认识了不少酒庄
的老板。不料，这竟成为他结缘红酒的开端。

朋友都说他“装什么装”，就他那点工资还
玩什么红酒。但对此，李康建不屑一顾：不懂红
酒的人，也不会明白追逐红酒的人。

李康建总结出，35%的有钱人把自己购买
红酒的目的归结于自用，认为喝红酒对身体有
益，同时养成了饮酒的习惯；此外，25%的有钱
人是为了赶潮流才购买红酒的，在他们眼里，
购买高端红酒是一个潮流趋势，即使不喝，也
要买一些放在家里；而20%的中国有钱人则完
全是为了商业目的如送礼等购买，在应酬的时
候才会喝红酒。值得一提的是，还有8%的有钱
人自己收藏和投资红酒，这类人一般财富量比
较大，有独立的储藏红酒的空间，也正是这些
人支撑着潍坊市场上异军突起的火爆的红酒
投资和收藏市场。

但问起他是属于哪一种，他却笑而不答。

——— 狂热 ———
据说，当今全球红酒市场的增长堪称乌龟

爬，而个别国家红酒市场需求更是被宣布为睡
着的兔子——— 因为已经处于饱和状态。

不过，还好有中国：5月15日，《财富品质》杂
志在上海发布《中国高端红酒报告》称，中国红
酒消费增长迅速，保持平均70%的增幅；国外红
酒品牌更是大举进军中国大陆，但凡叫得上名
的，不是已经在中国，就是正在来中国的路上。

而潍坊在追逐时尚的脚步上从来不会慢
于其他城市，如今在潍坊街头，以波尔多、卡斯
特、拉菲等命名的各类酒庄随处可见，各种以
酒庄为主题的饭店也越来越多，不少酒店甚至
都号称自己拥有潍坊地区最大的地下酒窖。可
惜的是，有报道称，在中国高端红酒消费领域，
个别渠道的假酒数量达到90%以上，甚至有些
渠道100%全是假酒。

但这似乎并不妨碍潍坊人对红酒的接纳。
李康建告诉记者，“在潍坊，红酒作为一种奢侈
品，其消费具有‘显摆’的功能。”进口商处理卖
不动的红酒，方法就是加价。“消费外国酒是步
入中产的标志，美国人上世纪六十年代之所以
开始热衷于红酒，也是因为那时的电视广告和
喷气式飞机服务都力图把红酒推销为一种所
谓的生活品质，今日中国所发生的，也许是老
调重弹。”

——— 装腔 ———
根据李康建研究，超过一半的消费者表示

自己对红酒的认知非常一般，28%的消费者甚
至认为自己根本不了解红酒，对红酒一无所
知，只有10%的消费者认为自己熟知红酒，并且
非常爱好红酒。

说起红酒，李康建不禁想起了2011年5月
份，他去烟台参加一个朋友的婚礼，当时婚庆
公司安排的游园路线包括去参观张裕葡萄酒
庄园。在品酒会现场，来宾们对酒庄提供的各
种颜色的葡萄酒感到好奇，品尝之后更是各执
一词。在李康建眼中，张裕应该是国内葡萄酒
行业的翘楚，但当他在品酒会现场看到的景
象，却让他觉得国内葡萄酒文化确实匮乏。

在潍坊，李康建见到很多自恃红酒专家
的人。这些人典型的特点是，他们从来不看葡
萄酒书籍，因为他们认为自己了解葡萄酒的
一切。他们会从牛排餐厅的酒单上点一瓶
2000年份Opus One给他们的朋友留下深刻印
象。他们也可能用厚重的酒杯来饮酒，像端碗
那样端着酒杯来喝他们售价高昂却冷却过头
的霞多丽。李康建说，这些人都是装腔作势的
假行家；其中非常多的人都缺少基本的葡萄
酒知识。而且当他们的这些装腔作势被人忽
视时，他们会觉得很恼怒。

而对此，《红酒指南》已经做出了很好的
表述：“完全不用担心自己不懂红酒，因为没
有多少人是真的懂，所以装呗。接到满是外文
的酒牌，你当然完全看不懂，随口报出一个你
好不容易记住的酒来，就好像你家里藏了几
万瓶好酒似的。”

红红酒酒来来了了，，来来得得迅迅速速却却不不突突然然，，

当当我我们们越越来来越越熟熟悉悉高高脚脚杯杯里里的的红红色色液液体体，，““洋洋””标标签签被被撤撤下下来来

“““还还还俗俗俗”””的的的红红红酒酒酒
文/本报记者 于潇潇 付志锦 片/本报记者 吴凡

“尴尬”的红酒

市民李山峰至今记得他第一次喝葡萄
酒的场景，那是上世纪90年代初，他与朋友
在潍坊市区一家酒店聚会时，第一次看到
了葡萄酒。出于“尝鲜”的心态，李山峰与朋
友点了一瓶，

李山峰清楚地记得，当时那瓶红葡萄
酒价格是7块钱，相对于当年一块五一瓶的
啤酒来说，价格不低。

看着服务员用开瓶器打开红酒，倒在
透明的高脚杯中，红色的液体闻上去似乎
并不难喝，李山峰端起酒杯尝了一口，味道
却“涩涩的、淡淡的，不尽人意”，直到晚宴
结束，每个人面前的高脚杯中仍有不少剩
余。

进口红酒进入潍坊，已经有十几年的
时间了。而发展起来，是最近四五年的事。

之前的潍坊市场上，白酒啤酒各占“半
壁江山”，国产张裕、长城干红在市场上挤
出一块空间。2002年，法国卡斯特家族牌葡
萄酒代理商杨少波开始在潍坊做红酒代理
商的时候，潍坊市场上的进口红酒品牌也
有两三家，销量也少。

为啥销量少？杨少波说，酒文化在其中
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潍坊的自有白酒品牌
不少，景芝、云门春、乾隆杯……每个白酒
品牌背后有蕴含着历史悠久的文化，也让
潍坊人对于白酒有着明显的偏爱。

潍坊市区某星级酒店的王经理介绍，
上世纪90年代酒店刚开业时，红酒在潍坊
并不受欢迎。价格高、口感涩，一周都很少
见有人点一瓶红酒。当时市民选择红酒，就
因为这是西方的东西，追求时髦。如今的情
形大不一样。红酒已经成为许多市民的选
择，酒店里的红酒种类也随之增多。高档宴
会，红酒已经是必备之一。

喝红酒的人开始多了，可以说也代表
了一个社会的进步。然而，本是高雅怡情代
名词的红酒，在中国的酒桌上，高雅早就被

“一口连干三个”的凶猛驱赶得无影无踪。
“基本都是把红酒当啤酒喝，在我国情

意重不重，看的就是酒喝得多不多，倒三分
之一杯摇晃着慢慢喝，那简直是不可能。”
杨少波经历的酒席上，有时候一桌人能喝
上一箱红酒。

“平民”的红酒

而最近四五年，红酒开始“疯狂”了。
潍坊市场上各种品牌的酒庄也如雨后

春笋般冒了出来。这最直接的原因，是红酒
“浪漫、养生”。

在洋红酒大举进军国内的同时，红酒
的保健作用也被宣传得深入人心。作为世
界六大健康饮料之一，红酒对于人体健康
的价值越来越受到认可，逐渐成为人们餐
桌上的新宠。“十年前，单位接待来访客户，
基本没有喝红酒的，现在几乎每桌都要点
红酒。”潍坊一家建筑公司的办公室主任秦
先生介绍。

“当然，现在红酒销量大，主要是因为
人们生活水平提高，品味不断在上升。”赵

田希说。他经营的红酒品牌多样：美国四
姐妹、智利古藤酒、澳大利亚袋鼠干红等
不一而足，价格则从不足百元一瓶到数千
元一瓶，很多人都消费得起。

除此之外，追求新鲜和浪漫的八零后
正逐渐成为红酒消费的主流人群。赵田希
说，现在购买红酒的人群也越来越广泛，
30岁到70岁之间都有。他们选择的方向不
同，30岁左右的人比较注重红酒的品质，
而老人和女士更注重口感和养生功效，因
此选择的价位也不同。

在云峰酒业的店内记者看到，相比于
白酒，红酒包装更精致，有常见的礼盒套

装，也有淡黄色木盒包装，外观漂亮而且
时尚。赵田希说，除了养颜养生的功效，红
酒常被作为品味和身份的象征，所以不少
人将其作为馈赠佳品送给亲朋好友。

“纠结”的红酒

“纠结。”市民宋朝晖用这两个字来形
容自己最近买酒的经历。

四五天过去了，宋朝晖手中用来买酒
的一千元钱一直没花掉，要是在两年前，
这些酒早换成两瓶茅台或五粮液了。

宋昭晖的纠结来自要弟弟带女朋友
回家。“女孩子第一次上门，不能寒酸了，
得有档次。”宋昭晖想，而且女孩喝白酒肯
定不习惯。朋友建议他弄点儿红酒，又美
容又有档次，“我也赶赶时髦。”

但是，当他第一次走进一家酒庄时，
就有些后悔了，“法国的、西班牙的、智利
的、澳大利亚的……酒瓶上找不到一个汉
字，全凭服务员在那里讲，什么酒好，什么
酒不好，自己也一窍不通，只能靠着价格
判断。”

事实上，宋朝晖的经历不是个例。记
者走访了潍坊市内多家酒庄、名酒行以及
大型超市内的酒水专柜，想在洋红酒瓶上
找到对酒本身的中文介绍非常困难，而在

酒瓶下面的价格标签上，也仅仅写明了产
地。对于酒好坏的衡量，价格和摆放的位置
成为了标准。

“乱花渐欲迷人眼”，这个词用来形容
潍坊现在的红酒市场一点也不过分。潍坊
现在的每条街巷，几乎都有红酒代理商。

在业内人士看来，最大的感受就是
“乱”。 法国卡斯特家族牌葡萄酒代理商
杨少波说，很多经销商打擦边球、傍名牌、
以次充好、用国内灌装酒冒充原瓶进口产
品欺骗消费者。

杨少波介绍称，全世界大约150多个国
家产葡萄酒，其中，法国、西班牙、意大利、

德国、澳大利亚、智利等国家的葡萄酒已经
卖到了潍坊。而从品牌上看，尽管国内市场
上的进口葡萄酒多通过打擦边球等方式面
向消费者，但有的酒是好酒，只是贴了别人
的标签；有的就是进口的垃圾红酒，以次充
好。

持续加剧的市场竞争，开始导致一些
有悖商道的投机行为。最明显的就是假冒
伪劣产品泛滥。赵田希把原因主要归结为
绝大多数消费者缺乏基本的红酒品鉴能
力，以致让不法商家有机可乘。

“市民对红酒还不够熟悉，以致于有
很多很低端的红酒，价格十几块甚至几块
钱的，包装后也卖到一百元以上。”赵田希
说，大多市民对此无从分辨。

而从品牌上，潍坊市场上，有许多葡
萄酒都声称来自法国，但实际上法国很多
酒庄本身也是良莠不齐。最近几年国内存
在一种浮躁的氛围，葡萄酒经营的门槛也
很低，有资源没资源都可以进来，潍坊的
市场也很大，在产品促销上拼价格拼关系
和资源，竞争的模式也很低端。不过赵田
希认为没有大乱就没有大治，“潍坊人喝
红酒多了，品鉴能力上来后，自会分辨酒
品质的优劣，以次充好的将没有市场。到
时候会出现一批倒闭的酒庄、经销店。”

“品质”、“层次”、“文化”……

这些符号背后涌动着怎样的内容与情绪

“装腔”的红酒
本报记者 蔚晓贤

端着一杯咖啡就是一种姿态，潜台词是，
你拥有某种身份和品位。在星巴克，一杯拿铁
咖啡的价格是25元人民币，没有昂贵到工薪
阶级不能负担。25元咖啡已不能区隔社会地
位和阶层。于是，红酒来了。

在潍坊，随处可见的红酒庄表明这个城
市在追逐潮流上丝毫不落伍。如果你没听过
拉菲，不知道波尔多和勃艮第，那你就别妄称
自己还是小资，红酒已经成为一种象征，品位
也罢，装腔也罢。

寻常潍坊人恐怕很难说清一瓶波尔多红酒与普通红酒的不同，但这并不影响他们对红酒的感觉。
在中式文化的包容下，餐桌上的红酒悄然褪去了西餐厅里的高雅精致，另外有了一种小家碧玉的亲切，走

近了潍坊人家常的热闹，开始“入乡随俗”。

市市区区一一家家环环境境优优雅雅的的红红酒酒屋屋。。

2288日日，，在在市市区区一一家家大大型型超超市市内内，，市市民民正正在在选选购购红红酒酒。。
记记者者了了解解到到，，目目前前超超市市内内销销售售的的红红酒酒种种类类有有百百余余种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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