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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川酒文化的!中国白酒金三角"旅游发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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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理工学院 川酒发展研究中心"四川 自贡 !"#$$$#

摘 要!酒文化旅游可推动酒业经济的发展$地方文化的弘扬$酒类企业的壮大% 凝练川酒文化特色"挖掘川

酒文化旅游资源价值"以推动该区域旅游资源合理布局"并以此带动相关产业的协调发展"对打造&中国白酒金三

角'战略有重大意义% 要将川酒文化旅游作为&中国白酒金三角'旅游专线的核心资源"应从几个方面着手(整合资

源"统一规划)打造产区战略"实现生产旅游一体化)塑造各类品牌"多角度吸引旅游客源)搭建立体宣传平台"提升

国际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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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白酒金三角$ 位于长江上游的川黔接壤地

带%方圆大约 D 万平方公里%聚集了茅台&五粮液&董

酒&泸州老窖&郎酒&习酒等名酒企业%成为中国优质白

酒产业的集聚区E=F

' ;>><年 G月%#沿海与中西部县市

区第 ;=次联席会议(正式决定)利用东部沿海发达地

区条件%整合贵州省的遵义市&四川省的泸州市和宜宾

市的酒文化资源和旅游资源%开辟和打造*中国白酒金

三角国际旅游专线(

E;F

' 不难看出%四川是打造*中国白

酒金三角(的核心地带%它是浓香型和酱香型世界顶级

白酒的发源地%这片区域历史文化底蕴深厚%风景名胜

众多%经济发展稳健快速%具有发展旅游文化产业的先

决条件和基础'如何凝练川酒文化特色%挖掘川酒文化

旅游资源价值%以推动该区域旅游资源合理布局%并以

此带动相关产业的协调发展% 对打造 *中国白酒金三

角(战略有重大意义'

一%以川酒文化为核心

发展&中国白酒金三角'旅游的理论依据

(一$四川酿酒历史源远流长

古蜀国时期%+华阳国志,巴志-中记载巴人善酿清

酒.秦汉时期%四川出现蒸馏酿酒方式.西汉%出现批发

酒的商铺和零售小店.到清康熙年间%著名酿酒师朱煜

开创*天益老号(酒作坊%酿制出新一代绵竹大曲%风靡

全川乃至全国/四川漫长的酒类产品生产经营过程%积

淀了内涵丰富&个性突出的酒文化元素%为酒文化旅游

的发展奠定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二$四川白酒酿造技艺独具特色

既有传统的*两次投料&高温制曲&高温堆积&发

酵&高温摘酒(工艺风格为特征的茅香型大曲!以茅台

酒&郎酒为代表"%也有以*续槽配料&固态泥窖发酵&混

蒸混烧&洞藏陈酿(工艺风格为特征的泸香型大曲!以

泸州老窖&五粮液为代表"%以及长期流传在川府民间

的以 *小曲箱式固态培菌&配醅发酵&固态蒸馏( 工艺

风格为特征的小曲白酒等EHF

/ ;>>I0;>>J年%国务院先

后将四川名酒*六朵金花(的白酒传统酿造技艺列为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四川堪称为中国蒸馏酒工艺历

史博物馆% 使酒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具备很强的延续

性和传承性/

(三$四川酒类民俗文化种类众多

彝&羌&傈僳&土家族等少数民族在各自不同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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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活过程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酿酒工艺!饮酒习俗!

民间歌舞酒会" 如在饮酒习俗上#有彝族的$转转酒%#

傈僳族$晨酒%#土家族的$咂抹坛酒%等&在酒俗中#有

伏天踩曲#重阳下沙等" 这些特有的民族风情#再现了

不同民族的人类文化传统符号# 对丰富酒文化旅游内

涵#吸引外来游客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

!四"四川与酒有关的文化遗存形式多样

在酒窖方面# 有以泥底石板壁为窖的茅香型白酒

窖池# 用猕猴桃藤汁和碱性白泥筑成的董香型白酒窖

池#还有以泥土为窖的泸香型白酒窖池" 除窖池外#四

川民间还有种类繁多的各类酒器具# 如苗族使用的竹

筒杯!牛角杯!蚌壳杯!葫芦酒具#彝族使用的鹰爪杯!

猪脚杯等#既体现了酒器的传统内涵#又展现了丰富多

彩的酒文化特色# 极大地丰富了酒文化旅游资源的开

发潜力!"#

"

二#以川酒文化为核心

发展$中国白酒金三角%旅游的现实基础

!一"四川名酒资源众多

四川是著名的白酒产区# 在不断发展中形成了以

$六朵金花%'五粮液!泸州老窖!郎酒!剑南春!沱牌!水

井坊(为典型代表#$三匹黑马%'丰谷!小角楼!江口醇(

为中坚力量#宜宾高洲酒业等$八大原酒%为供应梯队

的发展态势# 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

位"

从地理位置上#川酒分布从广元!江油!绵竹!灌

县!邛崃到乐山!犍为!宜宾!泸州!合江#再到重庆!涪

陵!万县!云阳形成外延线&从绵阳!德阳!广汉!成都!

彭山!眉山到荣县!自贡!富顺#再到合川!广安!渠县!

达县构成内环圈" 这外延内圈形成一条逶迤千里的酒

文化资源锁链# 为酒文化旅游的发展创造了得天独厚

的产业优势"

!二"酒城泸州酒窖文化独具传统特色

作为$中国白酒金三角%一角的酒城泸州#拥有 $

个全国名酒生产基地)))泸州老窖和古蔺郎酒" 迄今

为止#仅泸州老窖就拥有 %&&'"口古窖#其中百年以上

老作坊 ()座#保存完好!至今仍连续使用的百年以上

的老窖池 %)%*口" %**)年 %%月#$%+,(国宝窖池群%

被国务院评为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 年 )

月#泸州老窖酒传统酿造技艺被国务院认定为$中国非

物质文化遗产%#这二者并称为$双国宝%

!+#

"

古蔺郎酒储藏基地)))天宝洞和地宝洞#%***年

被载入上海大世界基尼斯纪录# 成为当今世界最大的

天然酒库" $&&,年被列入四川省文物保护单位#有$中

国酒坛兵马俑%之称#堪称一绝"天宝洞与地宝洞#总面

积达 %-"$万平方米# 洞内贮有土制陶酒坛上万只#储

存基酒数万吨"

!三"酒都宜宾酿酒历史凸显文化脉络

$中国白酒金三角%另一角的酒都宜宾拥有 "千年

酒文化历史和底蕴#从先秦时期僚人酿制的清酒#秦汉

时期的酱酒到古戎州的重碧酒#宋代的荔枝绿酒!姚

子雪曲#明代的杂粮酒#直至现代的五粮液#悠长的酿

酒历史是中华酒文化耀眼的一页" 位于五粮液集团公

司内的五粮液酒文化博物馆建于 %*''年#是目前国内

建得最早!规模较大#馆藏丰富的酒文化博物馆#向人

们充分展示了 +千年中国酒文化的历史画卷!)#

"

秦朝的五尺道# 东汉的百戏宴饮图# 宋朝的流杯

池#明朝的箐竹屋基#现代新建的$古爵新韵%酒鼎!五

粮液大道!城雕*醉+等#无不凸显宜宾酒文化的厚重与

活力!,#

" $&&,年 %$月#首届中国酒都宜宾$酒圣节%成

功举办#$酒圣节% 现已被评为四川省最具影响力的十

大民俗节日之一# 进一步展现了宜宾酒文化的号召力

与吸引力"

三&以川酒文化为核心的$中国白酒金三角%

旅游发展策略

!一"整合资源'统一规划酒文化旅游战略

要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高端白酒旅游区#

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突破区域界限#实现跨区域战略

合作"以川酒文化资源为$金三角%旅游龙头#首先必须

制定科学的决策机制#打破$行政分割%和$各自为战%

局面#实行统一规划!协调!建设和管理" 其次#梳理区

域内的白酒文化脉络# 深度挖掘各地区白酒文化之间

的内在关联#建立重点旅游区和旅游线路的发展规划#

形成拳头出击" 再次# 建设高素质酒文化旅游人才队

伍#全面改善基础设施#营造良好的旅游环境"最后#以

酒文化旅游为核心形成观光旅游! 生态旅游! 红色旅

游! 休闲旅游相结合的综合性旅游路线, 如古蔺)乐

山)自贡)蜀南竹海组成, 酒文化)佛文化)盐文

化)竹文化生态休闲旅游线&以金沙江!岷江!赤水河!

长江为轴心形成酒文化观光旅游线& 以怀仁)绵阳)

广汉)成都)邛崃等酒产业生态保护区为节点组成酒

文化体验路线等"

!二"打造产区战略'实现生产旅游一体化

$中国白酒金三角%的根基是产区#依托川酒企业

集中发展区#才能提升酒文化旅游的扩展力"在酒都宜

宾建设含酒文化特色街!酒文化主题酒店群!酒美食文

化广场等在内的五粮液酒城# 使旅游形式从附加值较

))



低的观光型旅游向附加值较高的度假! 休闲型旅游转

变"在酒城泸州集中打造一批酒文化建筑#重点展现藏

酒历史!制酒文化#再现$十里长街千户酒%的壮观场面"

在茅台!剑南春!水井坊等名酒所在地#开展访古酒文

化#参观各类酿酒基地#品各地名酒#领略各类酒坊酒肆

风情的综合性旅游活动"使川酒酒业所在地不仅成为世

界顶级白酒生产基地#中国酒类产品展示和交易的最大

平台# 更成为中国最具特色的酒文化主题形象城市!中

国白酒文化体验和酒文化旅游的最佳目的地"

!三"塑造各类旅游品牌#多角度吸引旅游客源

文化型旅游"发展酒文化旅游#是通过旅游实现感

知!了解!体察酒文化具体内容的行为过程#可吸引大

量观光休闲的旅游者"酿酒遗址!酿酒工艺!饮酒习俗!

与酒相关的名人名作各类旅游形式均可涵盖其中" 以

四川 !"#$国窖窖址!水井街酒坊遗址和剑南春$天益

老号%酒坊遗址为例的酿酒遗址旅游#既可通过酒坊遗

址中墙基!路基!房屋和作坊的位置#了解古代社会手

工业的布局情况&又可通过保存完好的酒窖!粮仓!蒸

馏设施!炉灶!瓷质酒具等#了解古法酿酒的工艺流程"

展会型旅游" 泸州的$酒博会%#宜宾的$酒圣节%#

此类名酒交易会!名酒节!名酒论坛等大型展会是发展

会展旅游的良好载体#不仅是经济的传播#也是对酒文

化的传播" 展会期间#学者!商家!媒体!普通消费者济

济一堂# 即可进一步从酒类产品的精神层面和文化层

面进行深度的挖掘和提升#提高区域知名度&又可发展

会展旅游招商引资#开发酒文化旅游产品#促进该地区

整体旅游的发展#并带动旅游产业集群的发展"

体验型旅游"利用酒乡各民族各地区特殊的节庆#

如土家女儿会!凉山彝族火把节!都江堰放水节!黄龙

庙会!塔公草原赛马会!米亚罗红叶节等#将民族文化

表演和原生态民俗体验等多种旅游活动组合起来#并

以民族特有的酒礼!酒俗代客#发展体验型生态旅游#

参观原酒酿造过程#提供保健!疗养旅游产品#通过品

尝购买等方式#给旅游者留下深刻印象"

!四"搭建立体宣传平台#提升国际影响力

在旅游营销上# 应充分调动各级政府和旅游企业

的积极性#整合各类媒体资源#形成整体宣传合力#产

生市场凝聚效应#搭建一个基于川酒文化的$中国白酒

金三角%旅游宣传模式" 在旅游宣传方面#可充分利用

各级各类媒体大力宣传区位旅游优势和酒业优势#将

$酒都%!$酒城%作为城市产业名片进行宣传&也可通过

专业力量制作专题# 将各类型酒文化旅游形式以纸质

媒体!网站!音像视频等形式在各级媒体上广泛传播&

还可以组建一个综合性!集约化的以$论坛%为载体的

立体宣传平台#对川酒文化旅游进行全方位的挖掘#邀

请体验高质量的旅游路线并向外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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