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民民间间间珍珍珍藏藏藏老老老酒酒酒
“““华华华山山山论论论剑剑剑”””

本报济宁8月27日讯(记者
马辉) “您看我这瓶酒的价值怎
么样？”、“我这酒存了20多年，您
给看看！”……26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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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走进
济宁，虽然当天下起了雨，但依然
有近500名市民带着自己珍藏多
年的老酒而来，请白酒专家进行
鉴定。

除了山东省白酒协会的专
家之外，孔府家、孔府宴、心酒、
红太阳、金贵、金钢山等本土白
酒企业的鉴酒专家也悉数到场，
为济宁市民鉴定老酒。当日从上
午9点多，藏酒爱好者就陆续来
到位于红星路八号惠全名酒坊，
有的用报纸包着两瓶酒，有的则
用箱子盛装，打开包装，曲阜老
窖、曲阜特曲、金贵酒、嘉酒、祥
酒、钢山特曲等，一瓶瓶酒体泛
黄、沧桑感十足的本土老酒就登
场了。

“您看看我这个酒怎么样？”
一早从曲阜赶来的藏酒爱好者王
彦鲁老人，拿出了自己珍藏多年
的白酒，请孔府家酒业总经理李
建国鉴定。李建国仔细查看完后，
对王老先生说，如果将今天鉴定

的白酒排成一个金字塔的话，这
瓶酒就是塔尖。它产于上世纪70
年代，是孔府家酒的“长辈”，从它
的年限、知名度、保存完好度等因
素考虑，这瓶酒具有很强的收藏
价值。

“这两瓶酒对于金钢山酒业
来讲，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在金
钢山董事长王宪军的桌前，一大
排酒摆在他的面前，王宪军拿起
其中的两瓶酒说，这两瓶酒的酒
体一样、包装几乎相同，均产于
1981年，但名字却不一样。“这两
瓶酒一个叫千泉特曲，一个叫钢
山特曲，千泉特曲要稍早一些，为
了参与评奖，后来厂家才注册了
钢山牌商标，且一直沿用至今。”
王宪军说，这两瓶酒可以说是金
钢山发展的一个缩影。

主办方负责人说，此次鉴定
的白酒以鲁酒为主，为了保证藏
酒爱好者手中的酒能够得到精确
鉴定，此次鉴酒活动将采取专家
合议的形式对老酒进行鉴定估
价。此次寻找到的优质老酒将由
山东省白酒协会和齐鲁晚报联合
颁发收藏证书。十分具有收藏价
值的老酒还将拿到拍卖会上予以
拍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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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老酒精品陆续脱颖而出

来自嘉祥的曹先生是
一位藏酒发烧友，他不仅
带来10多瓶珍藏多年的老
酒，还特意准备了一张独
具匠心的名片，上面写着：

“家中珍藏各个年代老酒
5000余瓶。”

曹先生将他的爱酒一
个个摆到“鉴宝台”上，等
待着专家的鉴定。他告诉
记者，他从上世纪80年代
开始搜集各种白酒，从上

世纪70年代出厂的五粮液
到产于各个年代的本地
酒，基本都能从他的藏品
中看到，家里俨然是一个
老酒博物馆。

一位 2 0 岁的女孩手
中拿着的一瓶老酒，引来
了诸多藏酒爱好者的关
注。女孩告诉记者，她出
生在云南省，出生时父亲
在当地买了这瓶好酒，一
直珍藏了20年，打算在她

出嫁时作为嫁妆送给自
己 。而 嘉 祥 的 贺 先 生 手
中，也不乏很多的老酒精
品。产于上世纪七八十年
代的嘉酒、祥酒等，都是
本土白酒品牌发展的一
个时代缩影。“我家以前
是开小卖铺的，后来转行
干别的，这些酒也就放进
了储藏室里，没想到现在
又有了新的价值。”贺先
生说。

“济宁民间藏酒的热
情超出了我的预期，很多
市民珍藏的老酒价值巨
大。”济宁市轻纺办副主任
李广吉告诉记者，民间藏
酒热情的高涨，其实也能
在一定意义上推动整个鲁
酒产业的发展。

孔府家酒业总经理李
建国告诉记者，民间珍藏

的老酒，就是一个个时代
的烙印，代表着白酒企业
的发展历程。

特别是随着一个白
酒企业的发展壮大，收藏
多年的老酒更是具有了
更大的价值，也有利于市
民对于白酒文化的追求，
也能推动白酒产业的发
展。

济宁惠全名酒庄总经
理廉先生则认为，白酒收
藏的金融化是一种趋势，
四川的一些品牌做得尤其
好，这有利于白酒文化与
历史的延续和传承，特别
是白酒企业，也都愈加重
视其中的文化内涵，这也
有助于民间白酒收藏文化
气息的增强。

“不少藏友的酒虽不
错，但可惜的是外包装有
残缺。”金贵酒业副总经理
周申景说，在鉴定的很多
老酒中，虽然不少都是珍
藏多年的精品，但是保存
的情况普遍不算很好。

藏酒爱好者田先生用
包带来了七八瓶老酒，但

是很多白酒的商标都已经
有所残缺。“很多藏酒爱好
者都是进行简单的收藏，
没有很好地加以保护，致
使酒体挥发、商标或包装
缺失，藏酒的完整度大打
折扣。”周申景说。

李建国建议藏酒爱好
者，要保证藏酒的完整属

性，包括瓶盖、外包装、生
产日期、合格证等。在收藏
时，也要注意白酒的收藏
环境，要注意避光、恒温，
避免强烈地碰撞，防止瓶
体破裂。同时，因为白酒是
易燃物，还要注意防火。

本报记者 马辉

白酒因为“破相”收藏价值大打折扣

众行家说白酒收藏在“金融化”

▲往往一瓶好酒就能引起“酒
友”们的围观。

一瓶价值不菲的白酒鉴别了
出来。 本报记者 张晓科 摄

老酒年份按四档划分

为了更好地给老
酒进行价值评估，经
过组委会讨论决定，
将此次寻找到的民间
老酒按四档进行估
价。这分别是1986年
之前(含86年)，1987至
1993年，1994年至1997

年以及1998年至2002

年，对于年份少于10

年的酒不予鉴定。
同时，在估价上

还将对高度和低度酒
进行区分。“高度酒能
够得到长久保存，而
低度酒时间久了虽然
有一定历史意义，但
已经失去了其本身的
实用价值。”姜祖模
说，为此，鉴酒活动中
以40度为标准，同样
年份的白酒，低度酒
将 比 高 度 酒 折 价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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