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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酒茅台与百年世博———

九十五年 ，再铸中国梦

余凌吴言
今天， 在中国的东方———

2010

年上海世博会
已经盛大开幕。

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 关于世博会的最初印
象，大约是从一瓶名叫茅台的酒开始的。

设计独特的贵州馆内，国酒茅台是
600

平方米
的展示空间里重要的元素。

风雨桥回廊四周， 流淌着一条飘逸着酒香的
美酒河———“河水”由展馆另一侧的“茅台玉液”注
入而成。尽管，从茅台酒瓶模型中流淌出的“茅台
玉液”只是水，但经过高科技手段处理，展馆内仍
散发出浓郁的茅台酒香。

“醉美贵州”，设计者的创意聚焦于此。这个细
节， 仿佛在印证

95

年前， 茅台第一次走进世博会
时，以“香”惊世的传奇记忆。

百年中一路走来， 国酒茅台与世博历经漫长
曲折的轨迹，在今天再次相会。

所不同者，这是新的时间开始。

传奇———茅台一摔百年香
关于世博会，有三个传奇。

1915

年，旧金山，世博会。故事的版本有很多
种
,

大致是这样的
:

一位参展人员见无人识得茅台酒的真容，遂
怒掷酒瓶，顿时香惊四座。此举果然奏效，好奇者
纷纷寻香而来，争相品尝，交口叫绝。世博会展馆
一时人头攒动，热闹非凡，茅台成了明星展品，终
于得以荣获金奖。

茅台一摔百年香，其传奇色彩不言而喻。

还有一个传奇是，晚清上海小说家陆士谔，在
1910

年发表的小说《新中国》中，竟然精准预测了
中国上海世博会就在

2010

年召开。不仅时间准确，

小说中所描写的许多情节，也与
100

年后的今天极
其契合。

其准确性，让人惊叹。

在书中，陆士谔精确地预言了浦东的开发：跨
江大桥横跨浦江两岸，一时渡过了桥，只见洋房鳞
次栉比，马路四通八达，往来车马，像穿梭一般，黄
浦江底也铺设了过江隧道， 电车可以快捷地直行
浦东。交通的便利加快了浦东的城市化进程，中国
国家银行分行开设在浦东， 万国博览会也在浦东
召开……如今，这些梦想早已实现，而世博会的举
办更是印证着这一预言的神奇。

关于世博会的开创，亦是极富传奇色彩。

至今， 我们可能依然无法完全理解阿尔伯特
亲王当年关于万国工业博览会的设想， 究竟是深
谋远虑还是灵机一动。但举世公认的在于，世界博
览会的第一人， 非阿尔伯特亲王莫属———由他创
意举办的

1851

年的伦敦万国工业博览会， 开启了
世博会

150

多年的光荣与梦想，今天，这个梦想照
进了中国。

1851

年，伦敦万国工业博览会的成功举办，为
英国赢得了意想不到的声誉。 英国充分利用这次
世界盛会，向世界展示了日不落帝国的工业、科技
和文明，在人们封闭的头脑中照射进一道炫目、震
撼、启迪的光芒。这道光芒让人豁然开朗，理解与
交流、展示与表达，原来可以以这样一种方式昭告
世人。

这是一个传奇的时代，人们制造传奇，也渴望
传奇。

似乎，一切都与世博会有关。

95

年前，这里热闹非凡。来自各国的希罕玩意
吸引着好奇的参观者：欧美工业国家的蒸汽机车、

汽车、双翼飞机与来自传统农业国家的工艺品、农
产品、土特产等，就像隔着一条时间长河的两岸，

代表着不同时代的智慧与技巧。

1915

年的美国，充满着勃勃生机：跨越北美的
铁路通车不久， 联结两大洋的巴拿马运河刚开挖
成功， 汽车也开始降价， 陆续进入工薪家庭。而
1915

年的中国，尽管已有了早期工业的萌芽，但整
个社会仍停留于中世纪的农耕时代。

农耕文明亮相巴拿马，可谓一场洗礼。

和西方列强争奇斗艳的工业产品不同， 中国
选送的多是农产品。深褐色陶罐中的茅台酒，混在
绵、麻、大豆、食油等土特产中，并不起眼。

按工业时代的标准看，

1915

年亮相美国的茅
台酒，是农耕时代典型的作坊式产品，尽管品质优
良，却不具备现代产业所应有的特征———规模大、

标准统一、质量恒定、高效率的分工合作、易识别
的产品包装与商标等。

时代、差异、背景、加上人的因素，于是就有了
那传颂百年的一摔。

具体的细节， 今天已经很难考证，“酒香为
媒”，生动地打破了东西方的界限，为世博会添上
了一丝浓郁的东方式的幽默与温暖。 而这个故事
也是如此激动人心，它的传奇，完全遮住了中国在
世博会上的其他身影。

有人解读得比较悲壮———摔酒罐的那个人定

是爱茅台爱到了极致， 他出格的举动本身也是那
个积弱积贫的年代， 人们为民族命运呐喊的一种
悲伤抵抗和民族尊严的释放。爱之深，所以才成就
了这么一个悲情的传奇。

有人解读得比较理性———怒掷酒瓶壮国威，

这个故事的流传，和当时衰微的国运、孱弱的国力
不无关系。茅台酒的一鸣惊人，寄寓着国运昌隆的
梦想。当年的许多细节已经无从详考，但确定无疑
的是，一个来自于边远的贵州的产品，与世博会从
此纠结在了一起。

95

年之后， 贵州茅台以高级赞助商的身份再
次亮相这个舞台，身形和精神都焕然一新。贵州茅
台集团董事长季克良动情地说：“贵州茅台集团公
司签约赞助中国

2010

年上海世博会， 又为茅台酒
的历史写下一笔浓墨重彩。百年回眸，再次携手，

历史的荣耀和民族复兴的自豪在这里凝聚。”

民族、国家、时代、茅台、世博会，缘起缘结。息
息相连。

英国阿尔伯特亲王开启世博会之光， 中国茅
台一摔而百年香， 中国小说家准确预言世博
会———三个传奇，堪为一脉相承。

传奇， 为中国人的世博之路蒙上了一层浪漫
主义的色彩。尽管真实的情景未必这般美丽，但其
中，包含了我们的期待与梦想。

使命———国酒茅台的开国印记
1935

年
3

月
15

日。茅台镇。

一支疲惫的军队出现在这里， 红色的军旗上
书写着“中国工农红军”字样。尽管装备简陋，衣衫
褴褛，但士兵们的眼里，仍泛着理想主义者特有的
坚毅———这是中央红军先头部队。

这支队伍特别的气质以及对穷苦人的关爱，

令茅台人一下子产生了亲切感。 红军驻扎茅台镇
期间，当地工农群众抬着肥猪和大坛的茅台酒，到
红军总政治部慰问红军。

后来被尊为国酒之父的周恩来问士兵们，你
们知道这是获得巴拿马金奖的茅台酒吗？

红军将领深知茅台酒的特殊价值。 抵达茅台
次日，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副主任
李富春即联署发文———《关于保护茅台酒的通
知》：“……私营企业酿的茅台酒，酒好质佳，一举
夺得国际金奖，为人民争了光，我军只能在酒厂公
买公卖。对酒灶、酒窖、酒坛、酒瓶等一切设备，均
应加以保护， 不得损坏。 望我军全体将士切切遵
照。”

从最高统帅毛泽东到普通士兵， 都严格遵守
这个规定。毛泽东派警卫员陈昌奉、朱德派工兵连
长王耀南、周恩来派警卫员魏国禄一同去买酒，用
4

块银元买了两竹筒茅台酒，慰问将士。

在缺医少药的红军中间， 茅台酒成为疗伤治
病的灵丹妙药。历史资料显示，中国大多数开国元
勋，都在那时经过茅台。美酒河畔的短暂停留，成
为他们一生中的重要记忆。

据时任中央秘书长的邓颖超回忆道，“红军长
征，一路封锁，缺医少药，死伤很多。路经茅台，周
总理告诉大家，我们不是来喝茅台酒，而是利用茅
台酒疗伤。于是，所有茅台酒都用来代替红药水、

紫药水给士兵擦伤口……”

多年后，那些忠勇的将士们作为开国元勋，南
征北战，不仅建立了一个新的中国，也彻底改变了
这个古老国家的精神面貌， 并在中国历史上推动
了一场最为深刻的社会变革。

历史的机缘， 让茅台酒在这些开国者艰难的
奋斗历程中，留下了特殊的印记。

“红军能顺利到达陕北，茅台酒立下了很大功
劳”———多年后，邓颖超这样评价说，“周总理一直
希望茅台酒要扩建增产， 就是希望所有的人民都
能感受到茅台酒的好处。”

昔日的红军将领们， 有很多终生保留了对茅
台的喜爱。在他们的生命中，茅台不仅是美酒，更
是一段无法忘却的记忆。

这种特殊的记忆，为茅台成为中国的国酒，注
入了无可替代的基因。

1949

年
12

月
6

日， 中国外交史上的第一步：毛
泽东前往苏联商谈两国协议和条约。 在带给斯大
林的礼物中， 除了浙江的龙井茶、 湖南的湘绣被
面，还有茅台酒。

此后， 党和国家领导人把茅台作为礼品赠送
给了许许多多的外国领导人。

1954

年，周恩来带队出席日内瓦会议。这是新
中国成立后，首次参加国际性会议。会议期间，周
恩来不失时机利用茅台酒展开外交攻势， 招待各
国友好人士。事后，周恩来感慨，新中国在日内瓦
会议上的胜利，“两台” 立下汗马功劳。“两台”，一
指“贵州茅台”， 一指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

尼克松访华，茅台酒再次亮相，以至于这位卸
任元首在回忆录中不断提及。在后来的中美建交、

中日建交及近年两岸会谈等共和国政治、外交、经
济生活的重大时刻，国酒茅台一如既往，扮演着不
可替代的重要角色。

红军长征、开国大典、粉碎“四人帮”、中美建
交、中日建交、香港回归……一系列与中国命运有
重大关系的关键词， 都成为茅台发展轨迹上的关
键词。

辉煌，荣耀，在茅台沉淀下来。一如孕育茅台
美酒的赤水河水，融进茅台的血液，发酵、升华，散
发阵阵幽香。一次又一次，茅台见证了改变中国命
运的重大事件， 也见证了中华民族向世界释放出
越来越强的民族自信和自豪感。作为国酒，这是一
种使命使然，也是一种使命归宿。

天意从来高难问。或者，可以这样说，是历史
选择了茅台。

传承———开放坚守，从传统文明走向现代文明
赤水河畔，茅台小镇，四面环山，一水中流。

茅台镇，昔日贵州黔北著名的盐码头之一，贵
州对外往来的经济重镇———也许是这种特殊的地
理位置带来的地域文化， 造就了茅台当年敢于走
出国门，拥抱世界的愿望和勇气。

1915

年，茅台酒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荣获
金奖———这代表了中国民族工业率先走向世界。

2010

年上海世博会大幕拉开， 有关昔日巴拿
马博览会的种种典故的发掘也越发细致。

新近出版的钱江晚报披露， 当年组织国货参
加巴拿马博览会的重要人物，是浙江青田人陈琪。

文章提到，正是陈琪，让当时被埋没于众多农副产
品之中的茅台酒一鸣惊人。

不止是钱江晚报， 越来越多的中国媒体开始
关注此类话题。

关于茅台与民族，关于茅台与国家，关于茅台
与世界，关于茅台与世博……伴随世博的临近，各
种解读，成为热议的焦点。

人们感兴趣的是，立足于如此偏远的茅台镇，

国酒茅台怎样平衡传统与创新的取舍？

一个月前，贵州西江。由贵州省政府与上海世
博局举办的西江论坛开幕。

茅台集团党委书记、 总经理袁仁国向来宾分
享茅台的历史时说， 茅台之所以有机会走出数万
公里，走向工业世界，不仅源于其道法自然，天人
合一的酿造工艺， 也源自这里对外来文化一贯的
开放与接纳。

袁用诗意的语言总结道：“这种哲学般的微
妙，见证了人类文明从一个一个孤立的原始部落，

走向大开大合的文化交融。没有开放，就没有更宽
阔的吸纳，也就无从获得更为持久的进步。”

茅台人也愿意从茅台酒的酿制过程来证明开
放与守成的相辅相成，对于成长的重要作用———

茅台酒的酿制过程，概括起来，就是“从一到
十”：一是指一年一个生产周期；二是指两次投料、

两种发酵；三是指茅台酒拥有醇甜、窖底、酱香三
种典型体和高温制曲、高温堆积、高温接酒等“三
高”特点；四是指四十天制曲发酵；五是指五月端
午制曲；六是指六个月存曲；七是指七次取酒；八
是指八次加曲、堆积、入池发酵；九是指九次蒸煮；

十是指十个独特工艺：高温制曲、高温堆积、高温
接酒、轮次多、用粮多、用曲多、出酒率低、糖化率
低、长期储存、精心勾兑。

茅台酒整个生产周期耗时一年， 正好吸纳了
春夏秋冬天地之精华灵气。

与其他白酒不同， 茅台酒生产工艺中有两个
重要环节，即封闭式发酵和开放式发酵，俗称阴阳
发酵。 所谓封闭式， 就是把酒醅密封于窖池中发
酵，发酵中不要氧气参加，俗称“厌氧发酵”，意在
吸地之“灵气”，茅台酒的基因，就在这种封闭式的
环境中，逐步成长，为未来的出炉强身健骨。这段
封闭的时间， 就像一个人从幼年走向青年之前的
积蓄，是一个自我思考、自我沉淀、自我修炼的过
程———须有守成，才可稳固根基。

所谓开放式发酵， 就是通过把酒醅摊凉、高
温堆积、在地面上进行发酵，（即“有氧发酵”），充
分摄取、网罗、繁殖、筛选空气中对人体有益的微
生物，揉和、升华、发酵，弥补了大曲微生物中某
些数量和品种的不足， 生成了大量的香味物质，

为入池发酵最大限度创造了活力， 旨在纳天之
“精华”。

这种开放式发酵， 与中国的改革开放有着异
曲同工之妙。细数中国经济在过去

100

年的起伏跌
宕，打破封闭，对外开放一直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
要因素。如果站在人类历史的高度来回顾，每一个
文明的大国，都是在开放的状态下获得成功的。

季克良将茅台酒的工艺称为中国白酒的“活
化石”。茅台镇位于高山峡谷的地域，人们的生活
相对封闭，因此，一些传统劳作方式得以延续；与
此同时，工业化进程中的不断革新，也令茅台酒的

酿制持续走向精进。

只有开放，才可宽阔吸纳，进步持久。茅台的
经历和演进也在为人类的进步书写着一份闪亮的
记录———坚守与创新、传统与超越。

在现代工业文明社会中， 茅台不仅成功地共
荣于工业社会，还在自身导入了工业文明的元素，

借助工业手段使产量翻倍增长， 借助科技手段逐
步破译茅台的神秘密码， 使茅台酒这份承载传统
文化的佳酿愈加芬芳夺目。

坚守在赤水河畔，坚守着古老工艺，坚守着时
光与真理，坚守着容融合和，茅台酒从中国酿酒历
史中走向现代工业文明， 成为今天东方最具美誉
的白酒。

责任———大品牌有大担当
“国家、民族、责任———茅台人一直把它看作

最神圣的使命， 作为上海世博会惟一的白酒高级
赞助商，作为享誉全球的民族品牌，茅台要担当起
国酒的责任，担当起大品牌的责任。”

2010

年
4

月，“醉人间茅台，美天下西江”西江
论坛。茅台集团总经理袁仁国代表茅台，向世人这
样郑重宣誓。

诚哉斯言。

如果多年后回顾
21

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历
史学家也许会发现，这段时间，正是中国人恢复
民族自豪感的真正开始。从载人航天升空、奥运
会的举办， 再到上海世博会———历史上首次在
发展中国家举行的世界博览会， 自

1978

年以来
的改革政策， 让沉闷多年的中国迅速成为世界
关注的热点。

如果把国酒茅台自
1978

年来的起伏轨迹与中
国这

30

年的变化轨迹做比较，你会发现，二者的曲
线在大部分区域高度吻合。

国家命运，决定了企业的命运。国家兴，则国
酒兴。

盘点国酒茅台在过去十年的上升曲线， 与其
在一个世纪前须一“摔”才能夺榜时的辛酸相比，

简直天壤之别。

茅台这个百年品牌， 今天已经跨入年产两万
吨、产值百亿元的企业行列，并在中国白酒行业，

多年来保持着上缴税金第一、 资本市场回报率第
一的领军位置。连续多年，茅台在英国金融时报、

中央电视台等知名媒体的国际企业排行评选中，

位居前列。

2008

年《福布斯》杂志评出的全球上市
公司

2000

强排行榜中， 贵州茅台集团位列上榜中
国企业中的食品饮料类第一名， 领先同行业的第
二名

399

位。

2008

年英国《金融时报》发布的
2008

年
全球上市公司

500

强企业排行榜中，贵州茅台榜上
有名，列全球

500

强企业排行榜第
363

位，在全球饮
料行业排名第九位， 是此次中国饮料行业唯一上
榜的企业。

2009

年，茅台集团入选中国制造业企业
500

强和中国企业
500

强，位居中国企业效益
200

佳
第
41

位， 上榜
2008

年度至
2009

年度中国最受尊重
企业，茅台酒荣获国家名片称号，“贵州茅台”入选
“

CCTV60

年
60

个品牌”。

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夺金，对于茅台而言，是一
个偶然呈现、但偶然之中有必然的节点。怒掷酒瓶
振国威，能够在旧中国饱受欺凌的年代，代表国家
民族立于世界舞台亮相出彩， 给予茅台酒酿造者
的激励无疑难以估量。

如果说当年茅台远赴旧金山参加巴拿马世博
会， 是积弱时代的中国人急切追赶世界脚步的真
实写照，那今天茅台在上海世博会的回归，呈现的
则是全球化时代一个伟大企业的气度和志向。

“茅台与世博会有着特殊的渊源，

95

年前，茅
台因世博会而闻名，

95

年后，茅台要为世博会做贡
献，在我们自己的国家，以主人翁的身份来支持世
博会，使这次世博会成为一届精彩、难忘、成功的
世博会。”袁仁国这样说。

大品牌要有大担当。在未来的征程中，贵州茅
台将秉承这个理想， 在坚守传统文化和工艺的同
时，更加改革开放，更加兼收并蓄，更加创新发展，

以产业发展，带动城乡发展，为中国社会的可持续
发展、和谐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95

年前，从积贫积弱的祖国远渡重洋，茅台酒
与世博会结下不解之缘；

95

年后，在日益强大的祖
国，茅台酒再度与世博相遇。这是一段书写不尽的
传奇，世博见证了一个民族品牌的成长。这是一个
叙述不尽的故事，茅台见证了世博的中国情缘。时
间沉积下来的，是荣誉，是辉煌，更是矢志不渝的
坚守，是沉甸甸的责任！

梦想———茅台之梦，中国之梦，世界之梦
1915

年，世博会，旧金山。

对于中国当时在世博会上的表现， 黄炎培在

日记中借用了美国人傅兰雅的描述，“中国馆之规
模为不足以代表中国，与之语，感愤之诚，溢于词
色。”

中国在此次世博会共获奖
1211

项，而“摔破茅
台酒，酒香四溢，名声大震”的佳话，成为当时积贫
积弱之国站在国际舞台上表露的惟一的亮色。

2010

年，世博会，上海。

“上海，

2010

年
5

月
1

日。承载着欢乐和期望，世
博会这个游历世界各地

150

余年、无数次点燃人类
文明智慧火花的奇幻之梦，在这里拉开大幕。”

人们用如此激越的文字表达激越的情绪与梦
想———有关中国的，世界的梦。

自
1851

年伦敦万国工业博览会举办， 世界各
国对举办世博会表露了极大的兴趣和热情。 除了
战争等不可抗拒因素，世博会几乎风雨无阻。究竟
是何种魔力， 使得世界各国对世博会如此情有独
钟？

答案也许是：机会与梦想。

伦敦第一届世博会，

160

天展期中， 参观人数
达
630

多万人次，是当时伦敦人口的两倍，这也是
当时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场景之壮观，

足以让英国乃至世界目瞪口呆。 除此之外，

630

吨
大功率蒸汽机、火车头、高速汽轮船、汽压机、起重
机，以及先进的炼钢法、隧道、桥梁等大型模型，不
仅展示了英国工业革命的成绩， 也激发了世界各
国创造的热情。

2010

年
4

月，上海。

世博会有关方面举行高规格的仪式， 国酒茅
台为此次世博会特制的一批纪念酒宣布问世。从
世博喜酒、盛世中国、世博会茅台纪念酒“醉美中
华”系列部分产品，到为参加世博会的

45

个参展国
家特制的和平使者系列酒， 这些由高品质茅台酒
制成的纪念品将成为本次世博会最为特殊的礼
物。

种种迹象表明，

2010

年世博会对茅台的助阵，

表现了异乎寻常的重视———

95

年前， 茅台酒就已
与世博会结缘，

1915

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茅台
酒一举夺冠， 赢得了令全世界刮目相看的尊严和
荣誉。

这次艰难而辛酸的亮相，是上世纪初，中国民
族工业品牌走向世界的真实写照———那是国家积
弱的年代， 中国的民族产品尽管拥有让世界赞叹
的出色品质， 但却不能在世界这个舞台上持续发
声。

昔日参加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的那些林林总总
的产品，在历经近一个世纪的风吹雨打之后，到今
天大部分已淹没无存。而像国酒茅台这样，成长为
全球上市企业

500

强的，更是凤毛麟角。

据世博会组织方介绍，自
2006

年
3

月正式启动
市场开发以来， 上海世博会已有

13

家全球合作伙
伴、

11

家高级赞助商和
13

家项目赞助商加盟。国酒
茅台是惟一的白酒高级赞助商。

此刻，“贵州茅台”已被英国《金融时报》评为
世界上市企业

500

强。而承载茅台的中国，也早已
告别往日的落寞与贫弱。

“希望茅台集团在成为上海世博会高级赞助
商后，扮演好文化交流‘友谊使者’这一角色，向世
界展现和弘扬中国白酒文化， 同时也为举办一届
‘成功、精彩、难忘’的世博会作出贡献。”世博会高
级官员一席话，道出了世人对国酒茅台的期待。

世博会能为茅台的未来带来什么？

袁仁国有着深刻的理解：“从经济上来讲，世
博会是中国吸引投资， 扩大对外经贸合作的展示
平台，助推中国民族品牌展示实力，走向世界。改
革开放

30

年来，中国民族品牌经过曲折发展，迄今
已取得巨大成就；然而，中国的品牌无论是从品牌
价值还是从发展潜力上看， 许久以来都是被低估
的。从酒类品牌上来看，作为百年来享誉世界的三
大名酒， 茅台酒的市值和品牌价值一直被严重低
估，我们希望借助世博会这个平台，包括我们茅台
在内的所有中国品牌，都能取得一次质的飞跃。”

“从文化上讲，现代世界的竞争更在于文化的
竞争。 发达国家输出文化产品使全世界都在追逐
他们的价值观，从而影响了全世界的消费观。酒类
产品是一个文化底蕴很深的产品类型， 一种酒的
风靡， 必然是建立在一种为大众认可的文化观念
上。茅台酒要想走向世界，必然将建立在中国文化
的输出之上，同样，世博会正是这个我们期待已久
的契机和平台。”在更高的层面上，茅台管理层这
样总结茅台的抱负。

茅台集团董事长季克良说， 从
1915

年到
2010

年，茅台对世博会的回归，不仅见证着一个企业的
95

年的沧桑巨变，更折射出这个国家，这个民族从
百年前的半殖民时代走向今日的波澜壮阔。

“……世界看中国，五千年经典；传承为了
今天，今天为了明天，世界看中国，梦想空间会
改变……”上海世博会的恢弘旋律响彻天宇。人
们相信：茅台的梦，中国的梦，世界的梦一定会
实现！

信阳市诚信酒业有限公司国酒茅台新县专卖店
地 址：黄河路行政中心门面房

电 话：（0376）2953111

手 机：13613976666

信阳心悦国酒茅台专卖店
地 址：信阳市八一路商业步行街

电 话：（0376）6189619� �

手 机：13513761861

将军酒业国酒茅台固始专卖店
地 址：固始县红苏路中段国源宾馆对面

电 话：（0376）6168698

手 机：13607616266

信阳市河区金汇食品经营部国酒茅台专卖店
地 址：信阳市大庆路阳光新村门面房

电 话：（0376）6288833

手 机：139397675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