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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武陵酒的

湖湘文化基因之二

■文/杨博智

图/王立三

湘人出了名的“霸蛮”。

一介书生曾国藩，以“打脱牙齿和血吞”的霸蛮风格，成为“中兴将相，十九湖湘”领军人

物，使“湘军”变成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地位显赫的词汇。“湖南骡子”黄兴，以“老子不信邪”的

脾气，在1908年3月的钦廉起义中，率200湖南兵，抗击清军两万之众，历时40余日，其“血霸

蛮”之举，雄健不可一世；1915年12月，蔡锷在护国寺召集旧部，慷慨陈词：“与其屈膝而生，毋

宁断头而死。此次举义，所争者非胜利，乃四万万众之人格也。”他的“大霸蛮”之为，加速了

护国战争的胜利，也因此成为流芳百世的“再造民国第一人”。

湘酒武陵同样“霸蛮”。

1972年，“霸得蛮”的鲍沛生带领一众年轻人，三度奔走茅台镇，历经两年潜心研制，师法

茅台酿造出独具幽雅风范的酱酒武陵，茅台酒厂厂长品尝后惊呼“这分明就是茅台酒”；1989

年，在中国第五届评酒大会上，武陵酱酒力压群芳，高出国酒总评分第一，成为湘酒唯一“中

国名酒”，一时风头无两；2010年，力排艰难，武陵“元帅”携三“将”作为湘酒代表入驻世界最

高舞台———上海世博会，让全世界瞩目，赢取一片喝采。

一切看似不可能，然而对于“霸得蛮”的湘人和“霸得蛮”的湘酒，却又显得如此顺理成

章。追寻武陵酒的湖湘文化基因，我们发现，如果说“天下”是其情怀，那么“霸蛮”，则无疑是

其风骨。

湖湘文化中的“霸蛮”风格，同样成就了一壶湘酒的风范。

近现代层出不穷的湖湘精英，对于湖湘文化中最宝贵的“霸蛮”

基因的承袭，正如武陵酒对于酿造好品质的信仰一样，一脉相承。

对于武陵酒而言，一滴珍酿宛如“液体黄金”般珍贵，如此的品质

除了原料的精挑细选和工艺的历练外， 更重要的是酿造武陵酒的那

份虔诚和追求。只有不懈追求的人，才能成就杰出；也只有恪守虔诚

和远见的酿酒人，才能成就武陵酒的珍贵。

水系情怀，湖南人的品格、湖湘文化中特有的民族精神，亦渗透

在湘酒之中。酱香武陵自诞生之日起便被赋予了这种将军般的情怀、

品质和性格，凝聚成深入内心的酒魂。

上世纪60年代末，毛泽东曾两度回到湖南常住。随后，宾客屡增。

当时，茅台酒作为接待专供酒，对湖南的供应量每年只有1000斤，严

重供不应求。 当时的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决定在湖南本土开发一款与

茅台口感接近、品质相当的接待专用酒。几经筛选，把这一重担交给

了时任武陵酒厂厂长的鲍沛生。

“临危受命”的武陵人将自信、使命和拼搏精神熔铸于酒中，历经

两年多潜心研制，1972年，师法茅台又独具细腻幽雅风格的酱香武陵

酒应运而生。后人分析，鲍沛生带领武陵人之所以能酿造出与茅台同

台竞芳的酱酒武陵， 一是因为武陵酒厂所在地与茅台酒厂所在地的

经纬度、气候接近，二是因为鲍沛生与其时的茅台酒技术副厂长是同

班同学， 因而得到茅台的大力支持。 但在我看来，“知其不可为而为

之”，这种典型的湖南人“霸蛮”风骨，才是他们取得成功的关键。

武陵人的“霸蛮”从另一件小事中更见其风骨。上世纪70年代中

期，酱香武陵有口皆碑、家喻户晓。茅台酒厂一度很正式地向当时的

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提出合并方案， 申请在武陵酒厂的基础上建立茅

台酒分厂。革委会负责人当即回绝了这一提案，理由简单有力得让人

无可辩驳：“武陵酒是主席家乡的酒，我们一定要自己做下去！”

延承湖湘精神的“霸蛮”风骨的武陵，又是如何成就了这一壶湘

酒的风范？毋庸置疑是他们于酿造的每一个细节中，那种近乎“霸蛮”

的精益求精态度。

“霸蛮”坚持采用川南泸州“绿色有机生态原粮种植基地”的上等

糯红高梁为原料，要求皮薄粒满，每一粒均须经过重重工艺的筛选，

杂质尽去，可谓粒粒皆“宝”。

“霸蛮” 坚持使用数百个连续使用了几十年的石壁泥底窖池，打

造一个适合酿酒的有益微生物的区系和生态链， 以保证酿造的酱香

武陵酒拥有了更醇香、更绵柔、更细腻、更幽雅的独特品质。

“霸蛮”坚持使用原酒再经七次取酒，掐头去尾，纳取精髓，坚持

地窖储存，让原酒在恒温恒湿的环境下，去躁除杂、均匀熟化，静静等

待岁月的历练，坚持陶坛封闭，确保酒体自然呼吸，二次磁化。

就是这样的“霸蛮”，才让每一壶武陵酒的出炉，整个流程严谨而

细密，犹如完成一件伟大的艺术品。

湘人的“霸蛮”风骨，对于湘酒不仅有着润物无声的浸润，更

有着激情四溢的碰撞。湘人，天生领袖，湘酒，浑然美质，他们的碰

撞，必酿传奇。

武陵酒“一将一山河”的精神气质、外包装中“将军令”的巧妙

设计、重新起航后于市场中的纵横捭阖，无一不是湘人湘酒的“霸

蛮”风骨激情碰撞的结果。

2007年9月9日，武陵酒向高端市场推出“武陵三酱”，在其包

装设计中，每一酱都是形神兼备的将军：上酱以“祖母绿”演绎无

视风云、决胜千里的气度；中酱以“景泰蓝”阐释卓然淡定、砥柱中

流的风范；少酱以“中国红”显尽英姿勃发、势不可挡的神采。

2009年，武陵“元帅”升帐，一声令下，三“酱”相聚，酱香武陵

的“将帅”文化终能浑然天成，渐臻化境，集结成一支能够在白酒

江湖里开疆拓土的威武之师。

梁文峰，中国酒类包装创意大师，产品静态销售体系创造者，

也是“武陵三酱”的包装设计者，在与记者谈起武陵三酱的设计时

称，武陵酒包装中有众多湖湘元素，如瓶身的“军令牌”，正是映衬

湖湘精神里“天下情怀”和“霸蛮风骨”，是对湖湘文化的致敬。

一“帅”三“将”的推出，彰显了武陵酒的“霸蛮”风骨，并让它

在竞争激烈的高端白酒市场开拓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中国十

大营销策划机构北京正一堂策略机构总裁杨光在论及武陵酒的

全新战略时称，全新推出的酱香武陵酒，除保留传统酱香白酒独

有的醇和丰满、窖香浓郁的特色外，还增加了绵软细腻、柔顺幽雅

特色，创造出独有的细腻幽雅的酱香口感，堪称中国酱香型白酒

中的稀贵珍品。它的诞生无疑将为群雄无首的“湘酒”阵营提供了

一个领军品牌的有力之选。

2007年，“霸得蛮”的武陵人又高扬启航的帆，年底，酱香武

陵酒顺利通过“中国名酒”质量水平的复评；2009年3月，全新防

伪武陵版浓香型洞庭春色上市，7月， 为纪念武陵酒荣获国家名

酒金质奖20年打造的又一高品质酱香型白酒———金奖武陵和具

有全新六重防伪技术的酱香武陵酒接连上市，9月， 武陵兼香型

酒芙蓉国色上市，至此，武陵酒已涉足酱香、浓香和兼香白酒三

大领域。

正是武陵人的这种“霸蛮”精神，让入主武陵酒的泸州老窖

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总工程师兼武陵酒有限公司董事长沈

才洪豪气顿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力争经过3年的努力，确保

武陵酒实现恢复性增长；5年内，使武陵酱酒成为湖南、四川等区

域的名酒强势品牌；10年内， 力争武陵酒成为又一全国性名酒

强势品牌。

有了“天下”情怀，再加上“霸蛮”风骨，让我们对武陵酒的再

度启航有了足够的信心。然而，大步迈向辉煌的武陵酒，一定还有

些湖湘基因是我们没有找寻到的，它会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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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湖湘人士的许多性格特质，如倔强、刚直、英勇、坚

毅、强悍、豪侠，以及“特立独行之根性”，皆源自“霸蛮风骨”

的行为特质。经过一个又一个世纪沧海桑田的岁月积淀，“霸

蛮风骨”早已烙印成湖湘文化源远流长的显著标志，定格为

湖湘人士一脉相承的独特个性。

“霸蛮”，湖南方言，意指执着，在困难中吃得苦，认死理。

是湖南人性格的具象描述，其内涵和外延却在千百年来被湘

人演绎出更多的解读。它蕴含野性，大度，豁达，执着，意气风

发，它概括了湖南人民不畏艰难，不怕牺牲，敢为天下先的精

神。

霸蛮二字，无论从字面还是字义，都透出一股气势。它有

一种内生的张力和外扬的显力。刀光戟影，银瓶乍裂。在中国

的哲学里，阳极而阴，刚极而柔。在“霸”和“蛮”的极刚烈的诉

说中，却演绎出粗中有细，细而绵柔，柔中带刚，刚而不烈的

风骨。

湖南三面环山，一面临水，是一块马蹄形的地域。后有重

山，前有大泽，是一个“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地方。环境的

艰苦，锻炼了人的坚强勇毅的性格；环境的闭塞，培育了人的

独立思考、不随人俯仰的精神。古人所谓“深山大泽，实产龙

蛇”，即此之谓。从时间上来看，楚人含有古蛮族的血统，后与

炎黄文化融合，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接受了中

原文化的影响，又保有蛮族文化生猛雄健的遗绪。

霸蛮，实指一种好胜、好强、永不言败的拼搏精神，一种

坚韧顽强、绝对自信的生命意志。随着历史进入近现代，当拯

救中华民族危亡的严峻任务被提上中华雄杰的议事日程时，

这种“蛮性风骨”的血性征，便转化为一种济世匡民的强烈使

命感，勇往直前的雄杰以及特立独行的创造流，因而造就了

湖南杰出人物中的众多军事将领，并引着时代发展的前沿。

从“中兴名臣”曾国藩，到“晚清重臣”左宗棠，从以“孙

黄”齐名的民国元勋黄兴，到“护国大将军”蔡锷，近代湖湘豪

杰无不演绎出一脉豪情万丈的“霸蛮”风骨。被毛泽东称为

“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的陈独秀，曾在其创办的《新青年》杂志

撰写过一篇令湖南人为之一振的文章《欢迎湖南人的精神》。

“湖南人的精神”是一种什么精神？实质正是一种“霸蛮风骨”

的精神。他在文中写道：黄克强历尽艰难，带一旅湖南兵，在

汉阳抵挡清军大队人马；蔡松坡带着被，亲领子弹不足的两

千湖南兵和十万袁军打死战，他们是何等坚忍不拔的军人！

“湘人不倒，华夏不倾”，敢把“江山社稷”扛在肩上的湖

南人，最具“霸气”的便是这股当仁不让、舍我其谁的济世情

怀。从而让湖南人凭“霸蛮”二字，挺成泱泱中华的脊梁，成就

潇湘之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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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商在历史上也是很有名的。汉口的“宝庆

码头”和怀化的“洪江古商城”就是湘商的作品。

与晋商、徽商相比，历史上湘商有什么特征呢？我

们可以用一个字来概括，那就是：“打”。这一点和

湘军是相通的，与湖南人的尚武精神密切相关。

湘商开创的宝庆码头曾经就被徽商夺去，湘

商打了一百年才最后夺回来。我们今天民间说的

“打湘帮”，指的就是这回事。这是很久以来的湘

人尚武精神在当时湖南商业领域的反映。但并不

是说湘商靠武力去征服市场， 湘商也是讲诚信

的，而且在当时的洪江还流传有湘商另外一个商

业信条：“吃亏是福”， 湘商是刚中有柔， 柔中有

刚，很懂辩证法的。“打”，是它迫不得已的一种自

我保护手段。

湖湘文化的基本特征是一种“天下情怀”，并

由此产生的一种“悲剧精神”。当然，这个“悲”不

是“悲哀”的“悲”，而是“崇高”、“悲壮”的意思。这

种“天下情怀”和“悲剧精神”融合在一起，铸成了

刚才所说的湖南人的尚武精神，并由此形成了湖

南人一种与众不同的“气概”。

这种气概反映在政治层面， 就是“王者之

气”；反映在军事层面，就是“霸气”；反映在民俗

文化层面，就是“蛮气”；反映在经济层面，就是

“打码头”；从“王者之气”到“打码头”再往下滑，

就变成了“匪气”。湖南人这股气的上扬与下滑的

转折点在于“势”的顺与不顺，势顺则气上扬，能

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如近、现代史上出

的那些伟人、名人；势不顺则气下滑，也会搞得你

下不了台，这就是匪气发作了。

要敢于拓展湖南人的“天下情怀”，正确疏导

湖湘文化的“王者之气”和“霸气”，坚决摈弃湖湘

文化的“蛮气”和“匪气”，让“天下情怀”、“王者之

气”和“霸气”成为湘商品牌建设的一种全新意义

上的现代文化底蕴，使湘商成为一个拥有国际化

视野、行业领军气魄、强烈竞争意识、大胆开拓精

神、充满锐气的积极昂扬向上的经济群体。

湘商的“霸气”与“匪气”

选自周行易2008年11月29日《在湖南省湘商

研究会专家顾问座谈会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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屡获殊荣的武陵酒。

武陵上酱定制酒摆放在武陵酒博馆里格外显眼。

上酱 中酱 少酱

元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