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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诗酒文化与白酒品牌塑造

!!!以诗仙太白酒业集团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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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李白的一生诗%酒相辅相成"研究和发掘他的诗酒文化对酒类企业的发展有着深远的意义& 诗仙太白

酒业集团发掘李白的诗酒文化主要抓住了%个方面'从建筑风格上体现(充分利用文化载体& 从李白诗酒文化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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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在我国有着 <>>>多年的历史# 我国也被公认

为世界酒的故乡$ 我国的酒从诞生开始就与政治%经

济%军事%文化艺术等密切相连#这种关联又逐渐升

华为一种文化#&酒文化'便应运而生$ &酒文化'一词

最早是由我国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先生提出来的 D=E

#

它涵盖了酒的社会经济影响与文化价值# 对酒类企

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而涉及 &酒文化'#就不得

不提到诗与酒的紧密关系$ 尤其是#从古到今#诗与

酒就如同一对深爱的情侣一样# 相伴相爱# 形影不

离#甚或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酒是诗的载体#诗是

酒升华(酒中藏诗#诗中酿酒$ 酒是诗人创作灵感的

源泉# 酒文化又是诗词文化的精神体现# 概括说即

&诗是文中酒#酒是水中诗'$ 而素有&斗酒诗百篇'的

唐朝著名&诗仙'李白的&酒诗'#对&酒文化'的影响

不仅是巨大的而且是深远的$ 可以说#李白作为一个

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他的一生诗%酒相辅相成#研

究和发掘他的诗酒文化对酒类企业的发展有着深远

的意义$

一$李白的诗酒文化

李白!<>=)<F;"#字太白#号青莲居士#祖籍陇西

郡成纪县!今甘肃省秦安县"#中国唐朝诗人#有&诗仙'

之称#是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 隋朝末年#其家迁徙到

中亚碎叶城!当时属安西都护府#今吉尔吉斯斯坦北部

托克马克附近"#李白便出生于此$ G岁时#其家迁入绵

州彰明县!今四川省江油市青莲乡"#李白 ;G岁时只身

出川#开始了广泛漫游#经渝州%万州等地#过三峡#南到

洞庭湘江#东至吴%越等地$ 存世诗文千余篇#代表作有

*蜀道难+%*将进酒+%*行路难+%*梦游天姥吟留别+%

*梁甫吟+%*静夜思+等诗篇#有*李太白集+传世$ 与李

白同时代的&诗圣'杜甫称赞李白的诗&笔落惊风雨#诗

成泣鬼神'#晚唐时的皮日休也慨叹其诗&言出天地外#

思出鬼神表'

D;E

#可见人们对李白的诗评价之高$

杜甫说李白&斗酒诗百篇'#李白的一生与酒密不

可分#酒是他生命的源泉#也是他写诗的源泉$ 现存李

白诗 =>G>首#其中有关饮酒的有 ;=H首#占 ;>I$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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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酒诗都是他在狂饮之后狂草而成! 酒刺激着他的精

神和情感! 更展现了他豪放不羁" 超凡脱俗的诗仙本

性# $天子呼来不上船%&$一醉累月轻王侯%!在酒精的

催化下他的情绪得到了释怀! 不受任何的世俗约束和

限制!甚至那些王侯将相也可不予理睬!这是何等的豪

放与气概# 他能在宫中醉酒填词写下'清平调(!首!更

写下了'月下独酌(&'把酒问月(等著名诗篇# $举杯邀

明月!对影成三人%&$风吹柳花满店香!吴姬压酒劝客

尝%&$醉看风落帽!舞爱月留人%&$惟愿当歌对酒时!月

光长照金樽里%!这些脍炙人口的诗句体现了他的浪漫

和丰富的想象力!也展现了他的自信和才华#特别是李

白在其'将进酒(中!把他对酒的理解和自己人生联系

起来! 释放出他放荡不羁的个性特点)$人生得意须尽

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

来# 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 **古来圣贤

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

恣欢谑+**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

销万古愁+%

"!#这是何等的豪放与胸怀!难怪一代伟人毛

泽东曾经手书李白的'将进酒(!可见其对后人影响+在

李白的酒诗中!川酒成了不可或缺的题材!在他离开四

川后还写下了$遥看汉水鸭头绿!有似葡萄新泼醋%的

美句来赞美当时的川酒+

二!诗仙太白酒业集团与李白诗酒文化

目前白酒市场上与李白酒文化相关的酒品牌有陕

西省太白酒业有限公司生产的太白酒"重庆诗仙太白酒

业集团生产的诗仙太白酒"还有李白故里江油的诗仙阁

酒+ 其中!名气最大"品牌效应最好的当数诗仙太白酒+

"一#诗仙太白酒的由来

重庆诗仙太白酒业集团座落在举世闻名的长江三

峡库区中心城市,,,万州! 近代诗仙太白酒始创于

$%$&年+ '(世纪初!诗仙太白酒的创建人鲍念荣先生!

远赴泸州!重金购买了具有 )((年历史的温永盛酒坊窖

泥和母糟!结合唐代沿袭下来的古老酿酒技艺!回万州

重建酿酒作坊!这便是诗仙太白的前身+ 因唐代大诗人

李白三过万州!曾滞于万州西岩!把酒吟诗弈棋!尤其钟

情于万州的大曲酒!后人为纪念李太白!遂名诗仙太白

酒+ 后人曾写诗描绘当时李白游三峡把酒吟诗的情境)

谪仙乘凤游三峡!奕棋西山兴酣然"

太白岩上览明月!歇凤岭下涌甘泉"

泉酿琼浆人欲醉!诗添豪情语惊天"

一自诗仙酒成后!千古美名天下传"

这首诗不仅描绘了诗人李白当时把酒吟诗奕棋的

情境!也为今天$诗仙太白酒%找到了一些依据+

古城万州!众水毕会!百舸争流!贾客云集!千年商

埠!素有巴蜀门户之称+这里风光旖旎!人杰地灵!历来

是文人墨客游冶之地+ 万州城西有座太白岩! 峭壁凌

空!拔地而起!古木苍藤!清荣峻茂!云蒸霞蔚!气象万

千-城北 *里处有座歇凤山!横亘百里!气势恢宏!崇崖

叠嶂!岚气缭绕!峰峦竞秀!流泉琮+这两处名胜都与

诗仙太白有关!诗酒情缘!天人感应!演绎出一段美妙

而动人的故事+

"二#李白诗酒文化在诗仙太白酒业的体现

通过实地考察和调查访谈! 诗仙太白酒业集团在

发掘李白的诗酒文化方面主要抓住了 +个方面+

首先! 从建筑风格上体现! 进入诗仙太白酒厂大

门! 映入眼帘的便是屹立在太白广场的镀铜诗仙李白

雕像!李白举杯邀月的形象迅速在人们的脑海中形成+

酒厂生产车间的大门设计也别具匠心! 大门以唐代门

楼风格形式设计!楼门上写着盛世唐朝 )个大字!就连

供行人休息的亭楼都取名为诗韵亭+ 整个酒厂处处渗

透着李白的诗酒文化+

其次!充分利用文化载体+诗仙太白酒业集团建立

了酒史陈列馆!让集团的每一个员工了解酒史!熟悉中

国的酒文化! 同时也将这个文化的普及带给了每一个

来参观的人+ 此外诗仙太白酒业集团还有自己的企业

杂志并且命名为'醇粹(!集团还在员工中举行诗歌征

文比赛!将获奖的诗歌在'醇粹(上发表+让诗酒文化深

入到集团的每个员工心中! 酝酿了整个集团的诗酒文

化+充分利用话剧'李白(的表演效果!不仅给酒文化大

餐添加了一种新口味!也给诗仙太白酒作为$中国第一

诗酒%的品牌塑造带来了新的契机+

三!从李白诗酒文化看白酒品牌的塑造

重庆的诗仙太白酒业正是借助了李白的诗酒文化

来丰富了$中国第一诗酒%这一品牌内涵+从 $%*%年在

青岛评酒会上被指定为$国庆 $(周年国宴用酒%以来!

诗仙太白酒先后荣获了中国优质酒" 全国酒类评比金

奖"*届四川名酒"重庆名酒等 ++(多项荣誉+ +((*年

$(月!通过国家工商总局的认定!诗仙太白酒荣获中

国驰名商标称号! 是重庆白酒行业首家获此殊荣的企

业-+((,年 *月!通过国家旅游局的认定!重庆诗仙太

白酿酒工业园被评为$全国工业旅游示范点%!成为重

庆旅游界最大的亮点-+((&年 $月! 国家商务部公布

的首批获得国家酒类质量认证的 +%家企业!诗仙太白

酒成为重庆市唯一上榜的企业+ 这充分体现了利用李

白与其酒诗的影响力!造就了企业的品牌+

"一#酒行业的核心竞争力是酒文化

对于白酒行业来说!它与其他替代品相比!它的核

心竞争力是它的酒文化+ 为什么许多白酒业内人士对

,+



于白酒的未来充满信心! 因为他们认为有强大的酒文

化保障!白酒行业会继续辉煌"从核心竞争力的 !个特

点来看!酒文化可以充分的体现用户的价值!白酒文化

唯一见证反映了中华文化的精华具有独特性! 白酒文

化博大精深能够与时俱进! 酒文化千百年来一直是白

酒行业茁壮发展的根本保障而具备持久性! 因此酒文

化是白酒行业的核心竞争力"

但是酒文化不是靠惯性自然维持的! 而是要靠白

酒行业自己来积极建设推动的" 传统的优秀的东西不

一定都能一直传承发展和强大下去! 有中国特色的产

品是有很多的! 这其中有很多是已经灭亡或正在衰落

的"这需要白酒行业迅速行动起来!建设起自己强大的

酒文化体系! 打造出自己的行业核心竞争力" 近几年

来!白酒业的整体都有所上升!可是白酒行业现阶段仍

然处于竞争日趋激烈# 市场日趋饱和与营销手法日趋

同质化的尴尬状态中!现在做低端白酒产品!基本上是

无利润$做中档产品!又竞争激烈!区域品牌占据区域

市场$做高档酒产品!门槛很高!大品牌优势明显等"白

酒企业想要有所作为!关键的就是不断进行营销策略#

运营模式创新"

!二"品牌文化可以增加白酒产品的附加值

品牌一词来源于古挪威文字 "#$%&! 意思是 %烙

印&!也形象的表达了品牌的含义!即怎样在消费者心

中留下烙印'!(

" 在高速发展的白酒行业中!进行品牌塑

造已经成为我国白酒营销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 近

几年白酒行业的快速发展!白酒企业利润大增!让白酒

品牌彰显出了更多的魅力"%品牌才是市场终极制胜的

力量' &曾经有业内人士发出了这样的感叹" 而对名人

与酒文化相结合的发掘与研究! 对酒企业的品牌塑造

又有着非常积极的影响"而在进行白酒品牌塑造时!经

过分析研究后赋予品牌文化特征! 目的是提供给消费

者更多附加价值! 让消费者能够由此联想到一些购买

的理由'!(

" 文化有利于品牌树立独特的个性!形成了鲜

明的差异!从众多竞争品牌中脱颖而出!并产生强大的

品牌感召力"如诗仙太白酒的%诗酒&文化!让人们立即

想起李白的风流倜傥# 豪放不羁# 超凡脱俗的仙骨气

质!也是现代人所向往的$酒鬼酒的%鬼&文化!充满浓

厚的浪漫色彩与神秘气息"而且%酒鬼&不是%醉鬼&!讲

饮酒要饮出文化品味!饮出酒的灵性与真谛 '!(

$孔府家

酒%家&的文化!随着社会信息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

背井离乡参加工作!这种%家&的文化便满足了大家的

思乡之情$%小糊涂仙&的%糊涂文化&!实际上是中国人

的一种人生哲学和处世之道(((%难得糊涂&" 这种从

%酒文化&到%文化酒&的物化凝练了人类社会发展与酒

相关的物质和精神财富')(

"面对竞争日益激烈的白酒市

场! 酒类企业如何能正确利用酒文化来塑造品牌非常

重要" !众所周知!一流的企业做文化!可口可乐#迪斯

尼#耐克等等品牌企业为何能长久不衰'*(

!正是因为其

有非常显著的企业文化"

!三"创新是企业生存之本

新中国成立以来!白酒行业迅速发展" 从白酒质量

看!+,)-年全国第 +届评酒会评选出全国八大名酒!其

中白酒 .种!称为中国四大名酒" 随后连续举行至第 /

届全国评酒会!共评出国家级名酒 +0种!优质酒 //种$

+,0,年全国第 1届评酒会开始! 将评比的酒样分为酱

香#清香#浓香#米香和其他香 /种!称为全国白酒五大

香型!嗣后其他香型发展为芝麻香#兼香#凤型#豉香和

特型 /种!共计称为全国白酒十大香型"从白酒产量看!

+,.,年全国白酒产量仅为 +234万吨!至 +,,*年发展到

顶峰为 42+31万吨!是建国初期的 42倍!近几年来基本

稳定在 1/2万吨左右!全国注册企业近 .万家!从业人

员约几十万" 从白酒税利看!每年为国家创税利约 +-2

亿以上!仅次于烟草行业!其经济效益历来是酒类产品

的前茅" 白酒是我国世代相传的酒精饮料!通过跟踪研

究和总结工作!对传统工艺进行了改进!如从作坊式操

作到工业化生产!从肩挑背扛到半机械作业!从口授心

传#灵活掌握到有文字资料传授" 这些都使白酒工业不

断得到发展与创新! 提高了生产技术水平和产品质量!

一批厂家成为我国酿酒的大型骨干企业!为国家做出了

重要的贡献" 应继承和发展这份宝贵的民族特产!弘扬

中华民族的优秀酒文化!使白酒行业发扬光大'0(

"

怎样去创新) 这是一关键问题!在过去的几年中!

不少白酒企业给了一些启示"茅台俱乐部成立!从关注

产品# 关注销售的以产品为本的营销模式到关注消费

者!关注消费者购买#消费产品的感受的以人为本的营

销模式的转变'4(

$马拉桑系类酒#厦门恺胜酒业的小米

酒#梅子酒!以独特的原住民风情!结合网络渠道的销

售方式$五粮液成立%品牌运营商顾问团&!从战略层面

深挖经销商价值!从追求量#质的增长转向追求质#量

的增长'4(

$白云边精耕细作消费者工程!主攻消费者!成

功运作九江市场'4(

$华致酒行开辟全国的酒业专业化连

锁零售渠道!升级渠道资源'4(

$丰谷酒业设立千万创业

基金计划帮助经销商成长!突破招商困境!泸州老窖整

合资源战长沙等等!都给市场日趋饱和#营销手法日趋

同质化的白酒行业以惊鸿一瞥'4(

!给白酒企业以启示"

无论是营销模式的创新!还是区域市场突破策略的

创新!其本质都是一样的"那就是抓住事物的本质!因地

制宜地进行元素聚合重组"五粮液酒业品牌运营商顾问

团和丰谷千万创业基金计划的实施!代表的是企业战略

的转变!代表的是厂商关系的根本变化" 五粮液由注重

*1



市场上量到突显品牌与渠道相结合的战略!丰谷打破了

传统的经销商定位!使酒厂商之间由传统的隶属关系发

展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经销商不只是替厂家卖货赚

钱!更是在与厂家一起建品牌" 无论是茅台酒俱乐部的

建立!还是白云边消费者工程的实施!其本质都是从以

产品#销售为本的模式转变为以人为本的模式!"#

!这都是

基于市场营销的根本是消费者这个大前提的$厦门恺胜

的马拉桑酒的实施!其本质就是将销售团队#传统通路#

特殊渠道三者相结合!做得深透#做得彻底"

总之!文化空间决定市场空间!抓住本质#创新制

胜!是对于竞争日趋激烈#营销手段日趋同质化的酒业

行业#企业来说!不断创新才能让企业焕发新的活力$

对于新的行业新的企业来说!要占领行业制高点!更要

靠不断的创新和突破!$%#

" 因为!只有通过创新才能将市

场做深做好! 才能从困境中脱颖而出! 找到新的增长

点" 而创新源于务实! 创新的根本就是抓住事物的本

质!因地制宜地进行元素聚合重组"酒文化深深打有社

会文化和民族文化的烙印! 而其他的产品文化也是在

一定的社会环境下成长起来的! 它们的文化内涵当然

也或多或少存在民族文化和社会文化的影子! 与酒文

化的内涵形成了一定的重叠!产生了相应的替代"从这

个意义上讲!如果白酒文化没有自己独特的东西!那么

它很容易被其他产品文化所替代掉!$$#

" 因此白酒行业

必须展示出最优秀的文化来吸引消者! 展示自己博大

精深的文化底蕴才可能形成强有力的文化吸引! 既而

形成自己真正的酒业市场优势"

四!结 语

在古人那里!诗与酒有着自然而内在的联系!如李

白#杜甫#李清照等!在他们的诗里能感受到酒的醇香!

或者说!在他们的%酒&里会体会到诗的豪放与幽雅"当

今社会!对酒诗文化的继承有点渐行渐远了"但为保护

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 有必要从古人那里挖掘诗酒文

化的内涵!发扬光大酒文化!应用在实际生产#营销过

程中!从而塑造良好的品牌效应!提高产品的社会价值

和经济价值"

参考文献"

!"# 康臖$倪江波%四川酒文化的剖析!&#%商业文化$'("($)'*+,-%

!'# 李白%李太白集!.#%沈阳+万卷出版公司$'(""+(("%

!/# 李白%李白诗集!.#%呼和浩特+内蒙古出版集团$'("(+/0%

!1# 吴艳青$程永高%中国酒文化对白酒品牌塑造的影响!&#%邢

台职业技术学院学报$'((-$)12+3'%

!4# 杨志琴$龚雄兵%做中国文化酒的引领者!&#%酿酒科技$'(('$

)"2+,"5,'%

!3# 郭强%中外大企业发展模式比较研究!&#%河南工程学院学

报+社会科学版$'(""$)"2+"(5"'%

!-# 陈育俭%利益相关者!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可持续发展!&#%

莆田学院学报$'("($)32+/051'%

!0# 吴勇毅%创新白酒渠道开辟新战场!&#%酒世界$'("($)/2+4(5

4"%

!,# 阳白云%我国企业实施绿色营销的困境和出路!&#%中南林业

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42+0-5,(%

!"(# 杨雪滢$傅利平$聂江%基于破坏性创新的自主品牌跨越式

发展及案例分析!&#%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2+,(5,4%

!""# 胡展源%白酒文化的竞争性"""白酒文化与竞争力之七!&#%

酿酒科技$'((1$)/2+,/5,3%

责任编校"陈于后

! "#$%& !'()*+$+ ,& -$ "($+ .,%/ ('0 -$12,# 32)42#%+ ('0

-$12,# "#('0 5,#/(4$,'

'! 6(+% +420* ,' 78$9$(' :($;($ <$'%+ =#,2>

&'() &*+,-./+,0 1'2 3/+4*+

56*7.89+ 1*48:; <=> ?/+@/;0 6*7.89+ 2+*A/;B*@C :D 67*/+7/ = E+,*+//;*+,0 F*,:+, GHI%%%0 ?.*+9J

!;+4#(64? 1* K9*B L:/M 9+N O*48:; B8LLO/M/+@/N /97. :@./;P </B/9;7.*+, 9+N /QLO:;*+, .*B L:/M 9+N O*48:; 78O!

@8;/B 79+ .9A/ 9 ,;/9@ B*,+*D*79+7/ @: O*48:; /+@/;L;*B/BN/A/O:LM/+@P R:/M 'MM:;@9O S9*T9* 1*48:; U;:8L ,;9BL/N @V:

9BL/7@B V./+ /QLO:;*+, 1* K9*B L:/M 9+N O*48:; 78O@8;/BW D;:M @./ A*/VL:*+@ :D 9;7.*@/7@8;/ 9+N D8OOC 8B*+, 78O@8;9O 79;;*!

/;P S./ *N/9 :D T8*ON*+, O*48:; T;9+N D;:M @./ A*/VL:*+@ :D 1* K9*BL:/M 9+N O*48:; 78O@8;/B *B O*48:; 78O@8;/ *B @./ 7:;/ :D

7:ML/@*@*:+ *+ O*48:; *+N8B@;CX T;9+N 78O@8;/ 79+ *+7;/9B/ @./ 9NN/N A9O8/ :D O*48:; L;:N87@BX *++:A9@*:+ *B @./ ;::@ :D 9+

/+@/;L;*B/B B8;A*A9OP S./;/D:;/0 *@ *B +/7/BB9;C @: /QLO:;/ @./ 7:++:@9@*:+ :D O*48:; 9+N L:/M 78O@8;/B0 79;;C D:;V9;N @./

O*48:; 78O@8;/0 L8@ @./ 78O@8;/ *+@: L;:N87@*:+ 9+N B9O/B 9+N *+7;/9B/ @./ B:7*9O 9+N /7:+:M*7 A9O8/B :D @./ O*48:;P

@%* A,#0+? O*48:; 78O@8;/X L:/M O*48:; 78O@8;/X T;9+N M:ON*+,X O*48:; /+@/;L;*B/

G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