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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古人会这么能喝呢？
酒在中国很早就出现了，但度数
很低，早期的酿酒方法比较简
单。儿时在农村长大，笔者曾亲
眼见过酿酒过程。大概步骤是：
先把糯米蒸熟，用凉水把蒸好的
糯米饭冲凉，完全冷却后将碾末
的酒饼与糯米饭均匀地搅拌，最
后放进酒坛，再把瓮口用布密封，
让其酝酿。

密封的步骤很重要，要双重
保险，再用一个大盘装水，把密封
好的瓮倒扣在大盘中，然后再把
瓮放置在一个相对暖和的地方，
剩下的一切就交给时间了。几天
后，打开瓮口，里面的糯米就会生
出酒娘，老家人称之为水酒，古人
称之为醴。醴甘甜无比，几乎没
有度数，千杯不醉。醴往往还会
夹杂着很多的酒糟，有些混浊，所
以也叫浊酒，不讲究的就连带着
酒糟一块吃喝下去，因此古人都
管喝酒叫吃酒。讲究的，就要把
酒糟过滤了，变得更清澈，叫清
酒。

越往后时间越长，酒质愈醇，
酒色愈清朗、明净，醴就要变老
酒、黄酒了，味道也越来越醇，古
人称之为醪。会喝酒的人都爱喝
这种有度数的老酒，这种老酒初
入口还好，但后劲比较足，喝多了
也会醉，且醉了不容易醒。当然，
经多次精细配制加工，还有更高
度数的酒，古人称之为酎、 ，当
然度数也不会高特别多（详见许
嘉璐先生《中国古代衣食住行》）。

最近刚好读到孙机先生的
《中国古代物质文化》，书中讲到
一个冷知识：当酒精的浓度达到
百分之二十后，酒母就不会再发
酵了，所以古人的酒精浓度不会
超百分之十八。武松喝的“透瓶
香”酒劲再大也不会超过这个
数。换作现在，武松顶多也就喝
了一斤大几的二锅头。况且武松
喝酒的时间也长，从晌午时分一
直喝到傍晚，加上两三斤牛肉下
酒，完全可以边喝边解酒。《水浒
传》是文学作品，为刻画人物形
象，我们也不能把“十八”看得太
死，也许只是个虚数，用夸张的手
法来说明武松能喝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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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四川人近代才吃辣的
说法其实是不对的。四川人
喜欢吃辣的确历史悠久，辣
椒虽然是明代传入中国的，
但不代表着没有辣椒就没有
辣味。在辣椒之前，提供辣
味的是芥姜、葱蒜以及茱萸。

东晋常璩所著的《华阳
国志》里明确说了：（川人）其
辰值未，故尚滋味；德在少
昊，故好辛香。类似说法也
多见于其他文献。

又萌又长知识

2. 以前清明节理论上是
没有扫墓习俗的，清明应该
做的事是踏青，寒食节才应
该扫墓。因为两个节日离得
实在太近，所以从明清以来
慢慢就习俗合并，不区分了。

3. 虽然七夕和元宵都声
称自己是中国版的情人节，
但真正称得上是中国版情人
节的节日叫上巳节，日期是
三月初三，在这一天男女相
约出游，互赠芍药。

4. 葡萄酒大约西汉时传
入中国，在中国有两千年的饮
用历史，比楷体字历史还久，
可以说是传统饮料了。

N谢彪、福建日报、历史教育

《水浒传》深受人们的喜爱，
《景阳冈》一文甚至还被编入小
学课文，武松大碗喝酒、赤手打
虎的英雄形象家喻户晓，广为流
传。但不知你有没有想过一个
有趣的问题：武松为什么喝了十
八碗酒都不醉呢？

一大碗酒，以每碗四五两
计，十八碗也得有个七八斤啊！
就算武松喝酒的姿势粗犷一些，
中间会洒掉不少，怎么着也得有
个四五斤吧？四五斤“透瓶香”
喝下去，武松咋就不醉呢？更厉
害的是，还能上山赤手空拳打死
老虎，真是不可思议。

真正的高度酒出现在元代。尽
管唐代已经有一些度数稍高的白酒，
比如“剑南烧”，但从工艺上讲，这些
酒实际上仍然是度数稍高的黄酒，并
不是真正的白酒。元代文人姚燧的
《牧庵集》中记载，当时京城里有很多
酒店，每天酿造的酒达到三百石，一
个月消耗的谷物甚至高达上万石。
元代医药学家和营养学家忽思慧在
《饮膳正要》中记载了烧酒的制作方
法：阿拉吉酒，味道甘辣……用好酒
蒸馏提取，就成了阿拉吉，即通过蒸
馏提取好酒，与米酒或果酒的原味有
所不同。元代画家、诗人朱德润在
《轧赖机酒赋》中明确记载了烧酒的
由来：烧酒原名阿刺奇，元时西征欧
洲，归途经阿拉伯，将酒法传入中国。

明代叶子奇在《草木子》中说：
“法酒，用器烧酒之精液取之，名曰哈
剌基。酒极浓烈，其清如水，盖酒露
也。……此皆元朝之法酒，古无有
也。”

蒸馏酒主要运用了一个物理原
理——汽化现象，即物质由液态转变
为气态的相变过程。酒精的汽化点
是 78.3℃，水的汽化点是 100℃。只
要将酿好的酒加热到这两个度数的
中间值，酒精就会变成气体，再想办
法把分离出来的气体酒精冷却，这样
提炼出来的酒的度数就高得多了。
这样蒸馏的方法可以往复多次，次数
越多，酒的纯度就越高，可以达到 60
度，甚至更高。

《水浒传》写的是北宋末年的事，
作者施耐庵生在元末明初，他倒是能
喝到高度白酒。话说回来，元代以前
酒的度数虽不高，但喝多了，也同样
会醉。《史记·袁盎晁错列传》中有把
人灌醉后越狱的记载。还有能接连
醉60天的阮籍，他的“醉生梦死”估计
可以去申请吉尼斯纪录了。

以前的酒度数不高
喝多了同样会醉

5.我们今天去博物馆里
看到的各种上古器具的名
字，比如鬲、簋、爵、觚、觯等
礼器的名字，是宋代人考据
确定的。

近代考古学出现以后，
甲骨文、青铜器等文物大量
出土，发现上面记的名字居
然跟宋人定的名字一模一
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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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喝的酒
度数没法与现在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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