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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江河文化是指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地域文化特性和文化集结的总和，五粮液文化是指围绕五粮液发展而

形成的以酒为元素的各类文化的集聚，研究江河文化对五粮液企业发展的影响，挖掘江河文化与五粮液

文化的共同特质，对于更新和提升五粮液文化的内涵、增强五粮液文化软实力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通

过文献研究法，对江河文化和五粮液文化文献进行梳理，深入剖析江河文化的内涵与特征，并通过实地

调研，结合五粮液发展史和五粮液文化建筑等内容，找寻江河文化与五粮液文化的交叉点，以交叉点探

寻江河文化对五粮液企业发展的影响，实现了江河文化与五粮液文化的统筹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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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iver culture refers to the sum of regional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and cultural aggregation in the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sd
https://doi.org/10.12677/sd.2023.134119
https://doi.org/10.12677/sd.2023.134119
https://www.hanspub.org/


肖兴政 等 
 

 

DOI: 10.12677/sd.2023.134119 1102 可持续发展 
 

Yangtze River and Yellow River basins. Wuliangye culture refers to the gathering of various cul-
tures with alcohol as the element formed around the development of Wuliangye. Researching the 
influence of River culture on the development of Wuliangye enterprises and exploring the com-
mon characteristics of River culture and Wuliangye Culture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updating 
and enhancing the connotation of Wuliangye Culture and enhancing its soft power. This research 
uses the literature research method to sort out the literature of River culture and Wuliangye Cul-
ture, deeply analyze the connot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River culture, and through on-site re-
search, combined with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Wuliangye and Wuliangye Cultural Architecture, 
find the intersection of River culture and Wuliangye Culture, and explore the impact of River cul-
ture on the development of Wuliangye Enterprises at the intersection, achieving a coordinated 
and win-win situation between River culture and Wuliangye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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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在大经济、大文化的发展格局下，流域文化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发展中的作用愈加明显，

长江、黄河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以长江、黄河流域为域而形成的江河文化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占有

极其重要的地位，江河文化已不自觉渗透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对其它文化以及社会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

响。五粮液文化作为酒文化代表，围绕五粮液身处的江河地理空间、五粮液发展史，研究江河文化特征

对五粮液企业发展的影响，对于增强五粮液的文化软实力，提升五粮液的文化自信，促进江河文化与五

粮液文化之间的文化交融具有重要意义。 

2. 江河文化的概念 

要想探析江河文化的内涵与蕴涵，首先要理清文化的内涵与外延。所谓“文化”，引易经贲卦彖辞

“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关乎天文，以察时变，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天文指自

然规律，人文指社会规律，二者看似独立不统一，但在历史长河中，二者却因人的活动建立起了联系，

而文化就是指人通过利用自然规律来促进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过程中遗留下来的具有传承意义的精神财

产与物质财产。文化的由来使文化同时兼具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因此，在探寻或定义某一文化时，必

然要探析该文化身处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于江河文化而言，自然属性源于其江与河的特殊地理与流

域环境，社会属性源于依赖江与河而衍生的人的活动，江河文化就是在流域民众与江河互动的实践活动

过程中创造、遗留和发展，且人们普遍趋于认同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在江河文化的流域文化体系

中，具有流域文化特色并被社会各界广泛认可的当属长江流域的大江文化以及黄河流域的大河文化，二

者合则形成了扩大包容的江河文化。 

3. 文献脉络梳理 

(一) 江河文化文献脉络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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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江河文化”主题关键词，通过中国知网、万方、维普等网站对有关江河文化的文献进行检索，

共检索出 11 篇文献，其中 2011 年 1 篇，2013 年 1 篇，2012 年 1 篇，2017 年 3 篇，2018、2019 年分别

1 篇，2022 年 2 篇。在研究内容上，关于长江、黄河流域的文化特征，何一民在探析长江江源岷江文化

的特征时，认为岷江文化同时承载了长江文明与黄河文明，具有双源性和多元一体性[1]。邓先瑞从文化

生态的角度论述了长江文化所具有的整体性、开放性、动态性、人地相关性特征[2]。张冬宁认为黄河文

化具有起源性与延续性、开放性与包容性、正统性与典型性等特征[3]。关于长江、黄河文化的价值研究，

陈华文在分析长江下游流域文化特点的基础上，从走向世界的大门、文化交流的桥梁等视角解读了江河

流域文化所具有的舟桥价值[4]。朱丹丹在研究黄河文化的时代价值和实现路径时，认为黄河文化对于坚

定我国文化自信、凝聚中国力量具有重要意义[5]。关于长江、黄河文化的其他研究，谢忠凤从历史层面

探析了长江巴蜀文化、荆楚文化以及吴越文化三大文化与民族精神形态之间的关系[6]。王英华则从水利

遗产的视角出发，提出了依托黄河流域水利遗产促进黄河文化传承和发展的建议[7]。可见，目前学者们

围绕长江、黄河的江河文化研究主要集中于文化特征的探析、文化价值的追寻、文化间的交流互动等方

面，且多将长江流域文化与黄河流域文化单独进行研究，将长江、黄河文化纳为整体，对江河文化进行

的系统性研究较少。 
(二) 五粮液文献脉络梳理 
围绕“五粮液”主题关键词，通过中国知网、万方、维普等网站对近十年有关五粮液的文献进行检

索，并且查阅与五粮液相关的专业著作，发现随着五粮液企业不断发展，有关五粮液的相关研究正处于

蓬勃发展阶段。 
在作者分布情况上，发现在篇名(含副标题)含五粮液的学术期刊论文中，四川省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

公司赵东以 15 篇居于第一，四川轻化工大学郭五林以 9 篇居于第二，四川省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郑

佳、彭志云和四川省宜宾广播电视大学黄均文以 7 篇并列第三，四川省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乔宗伟、

李曙光、王戎、陈亮、彭智辅、葛隐、唐圣云、张建敏、刘芳等人发文在 4 篇以上。人民日报社侯隽发

文也是 4 篇。由以上检索结果，不难发现，有关五粮液研究的大部分的文献都来自于五粮液集团内部人

员，在五粮液公司之外，仅郭五林和候隽发文较多，由此可见，五粮液集团对于品牌宣传和企业文化研

究较为重视，拥有一批属于自己的科研和宣传队伍。 
在期刊分布情况上，对篇名(含副标题)含五粮液的文献的期刊进行分析，中国酒以 64 篇居第一，酿

酒科技以 59 篇居第二，廉政瞭望(上半月)以 34 篇居第三，中国酿造、食品与发酵工业则以发表 4 篇并列

第四，管理世界、中国软科学、财经科学、经济体制改革、理论与改革等期刊上发表的篇名(含副标题)
含五粮液的学术期刊论文均为 2 篇，其中，属于学术期刊论文的仅 1 篇。通过分析以上文献，发现各界

在五粮液的研究角度上较为集中，研究角度聚集于酒、企业管理、财经等方面。在图书分布情况上，随

着社会各界对五粮液相关研究的关注和重视，五粮液研究团队的不断壮大，五粮液的研究已有专门的著

作，如罗培红编写的《宜宾酒文献集成》，杨振东编写《五粮液图志》，郭五林编写的《五粮液酒文化

研究》、孟宝所著的《中国白酒文化旅游开发研究》、李幼民的《五粮液酒文化》等图书著作。 
根据前人的研究成果，可将有关五粮液的研究内容分为以下几类： 
一是关于五粮液发展史的研究。早在 1987 年，在鲁戍中等人主编的《五粮液史话》中就详细记载了

五粮液从明代初的两家槽坊，到清朝末年的 4 家老号的发展史以及从杂粮酒到 1929 年正式取名为五粮液

的改名史[8]。1992 年，范用余在其编著的《中国五粮液》一书中，全面系统的论述了五粮液酒厂的过去、

现在和未来，在研究内容上，相较于 1987 年《五粮液史话》，该书除了对五粮液的发展史进行了追溯，

还增加五粮液酒厂的变迁、扩建、改建以及五粮液的现代化管理、科研以及人物事迹等研究内容[9]。2015
年，由龚平、左孝本合著的《虎变百年五粮液》出版，全书从千年传承、企业发展、品牌重塑、技艺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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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诗酒文化五个章节，重现了五粮液的百年商业发展史，在历史和现实的客观叙述之上，记录了世世

代代五粮液从 1915 年至 2015 年来的百年奋斗历程[10]。2021 年，由杨振东、李明强编纂的《五粮液图

志》，借助图片和文字相互穿插的形式对五粮液的发展史进行了梳理，相较于《五粮液史话》，在时间

上，该书更加侧重于介绍五粮液酒厂成立后的相关足迹，内容涵盖五粮液的生产环境、工艺技术、建筑

雕塑等多个方面，且该书图片较多，更形象具体[11]。 
二是关于五粮液企业管理和企业文化的研究。2010 年，由中国企业成功之道五粮液案例研究组编写

的《五粮液成功之道》正式出版，该书从企业管理的角度出发，从企业管理背景、成功企业的管理案例

等方面论述了五粮液成功之道[12]。2013 年，赵晨从投资者角度出发，在其编写的《五粮液收藏投资指

南》一书中对五粮液从清朝至新世纪的产品系列进行了细致介绍，为收藏家们提供了有价值的收藏攻略

[13]。2015 年，王岚在五粮液案例研究组和赵晨的研究之上，深刻剖析五粮液文化的精神内涵，并在《五

粮液企业文化》一书中将五粮液企业文化分为了历史文化、企业发展战略文化、建筑文化、责任文化以

及五粮液人的精神文化五大企业文化，并对五大企业文化进行分章论述，与《五粮液成功之道》的“以

案促管”不同，该书着力把握五粮液在新时代发展的新特征，重点挖掘并诠释五粮液企业文化的底蕴和

特质，全面、系统的展示了五粮液独特的企业文化[14]。 
三是关于五粮液酒文化的研究。酒文化是指人在社会生活中，在与酒的联系中因酒而形成的精神财

富和物质财富总和，包括技艺的、心理的、行为的，包括酒的起源、历史、习俗以及围绕酒而形成的一

切社会文化现象都属于酒文化的研究范畴[15]。五粮液文化是指围绕五粮液发展而形成的以酒为元素的各

类社会文化现象的集聚，针对五粮液酒文化，学者们对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李幼民在追溯酒以及五粮

液的形成和发展历程时，从酒与人、酒与社会、川南民风民俗与酒礼酒俗、五粮液酒的酿造工艺等多角

度对五粮液所蕴涵的酒文化进行提炼，认为五粮液酒具有香醇美酒、生命美酒、极阳美酒、尚礼美酒、

智慧美酒五大文化特征[16]。郭五林在《五粮液酒文化研究》中，从五粮液酿造文化、五粮液制度文化、

五粮液精神文化、五粮液文化产业等方面对五粮液酒文化进行了论述，充实了五粮液酒文化的内涵[17]。
赵永桂在探析五粮液酒文化的内涵时，认为五粮液酒文化传承了中华“和合”文化的精髓，其中蕴涵的

哲学思想推动了五粮液的发展[18]。黄均红从五粮液酒文化特征出发，认为五粮液酒文化具有唯一性、多

源性、独特性等特征[19]。 
总体来看，有关五粮液话题的研究涵盖了社会、文化、经济等多个层面。在研究学科上，五粮液的

研究涉及管理学、社会学、经济学、文化学等学科；在研究内容上，近 30 年有关五粮液的研究主题聚集

于五粮液发展史、企业管理、企业文化、五粮液酒文化等方面。五粮液酒文化作为近年来学者们的研究

热点之一，学者们研究五粮液文化研究时，侧重于从文化学角度追溯五粮液文化历史、解读五粮液文化

特征与精神内涵、探析五粮液文化与中华传统文化的联系，从五粮液身处的江河流域出发，探析五粮液

文化与江河的关系的相关研究少有。本研究通过文献研究法，在整理分析五粮液和江河文化现有研究的

基础上，提炼出江河文化的特征，结合特征探寻江河文化于五粮液企业发展的影响。 

4. 江河文化的特征 

(一) 江河文化的开放性 
江河文化在整体功能上，是一个具有开放性特征的文化系统。首先，从自然属性上来看，无论是长

江还是黄河、在物质组成上，都由水元素组成，水的流动使长江和黄河形成了内部和外部自然系统，以

河岸为界，河岸之内水流经区域属于内部系统，河岸之外属于外部系统。在外部系统中，江河的开放性

体现在长江、黄河水在顺流而下的过程中与沿江沿河的自然环境进行的物质转换，该种物质转换，不仅

孕育和塑造了长江、黄河流域两岸的生态，也促进了长河和黄河上、中、下游的生态信息的交流；于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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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系统而言，由长江、黄河水塑造的水环境满足了生物的生长和繁衍需求，一方面，江河水的长年稳定

使河流成为了生物绝佳的栖息地，另一方面，江河水在流动的过程中，因流迹而形成的自然通道也满足

了生物向各个方向繁衍和迁徙的开放通道。其次，从社会属性上看，围绕长江、黄河的开放性特征的研

究涉及众多领域；从舟楫文明的角度来看，由长江、黄河水系衍生出的舟楫文明是江河开放性特征最典

型的表现形式。古代交通不便，无论是《淮南子》中关于“胡人便于马，越人便于舟”的论述，还是《慎

子》说：“行海者，坐而至越，有舟也；行陆者，立而至秦，有车也。”的论述[20]，都表明舟楫早在吴

越文化时代就已成为了人出行的代步方式，而吴越文化又与长江密不可分，此外，考古学者早在 2001 年

就曾在长江流域发现拥有 8000 多年历史、作舟楫文明典型器物的独木舟，可见，江河两岸的人们，早在

古代就利用舟楫，沿江河东迁西移，加深了与外界的交流。从航运的角度来看，长河、黄河由水形成的

天然航道使江河从古至今都肩负着通商的使命，成为了开放的先锋。近代以来，随着外国势力侵入长江，

为冲破外国势力对我国航运业的垄断，中国第一个由官督商办企业轮船招商局正式在上海成立，在当时

重农轻商，对开放口岸持谨慎态度的封建文化传统中，招商局的成立，是我国航运业在长江的踏出的第

一步，而后在改革开放背景下，长江流域更是利用自身通江达海的地理优势，不断加深与外来文化、技

术、科技的交流合作，促进了沿江经济的发展。可见，江河文化的开放发展对于推动人类文明具有持续

性作用。 
(二) 江河文化的包容性 
中华文化是一个大包容的文化体系，江河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江河文化也极具包容性。江

河文化的包容性主要表现在：一是民族包容，根据数据统计，在长江流域的常住人口中，除了汉族外，

流域内还有侗、回、布依、瑶、白、纳西、哈尼、傣、傈僳、羌等 50 多个少数民族[21]，在黄河流域常

住人口中，除汉族外，还有藏、满、东乡、蒙等 8 个少数民族，各个民族之间沿长江、黄河流域生活，

其习俗、饮食、服饰虽有别于其它民族，却能互不排斥，和谐共存，彼此之间相互尊重，从该种意义上

看，江河文化是由多民族融合而成的文化。二是语言包容，语言文字符号是解读文化的关键字符，由古

彝文编写的《仓颉书》、古彝文和汉甲骨文混合编写的《夏禹书》、贵州石壁的《红岩天书》、四川的

“巴蜀符号”、云南的“东巴文字”等尚未被解读的语言文字皆出土于长江流域。到了现代，随着长江

两岸经济的发展，长江两岸的方言开始自成体系，在汉语的七大方言中，就有吴语、赣语、湘语等 6 种

方言分布在长江流域。可见，长江流域对于语言的大包容使得语言在长江流域呈现多姿多彩的态势。三

是对其它文化的包容与吸纳，长江由岷江和金沙江汇流而成，岷江代表着蜀文化和中原文化，从青藏高

原和云贵高原飞泻而来的金沙江，则是边地文化的写照，吴楚文化扎根长江下游，凭借地理位置上的优

势，长江使自身作为结合部，将中原文化、巴蜀文化、吴楚文化与边地文化联络起来，用其开放包容的

气度使得长江流域成为各类文化交流和碰撞的聚集地。相较于长江，黄河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其强

大的包容性不仅兼收了周边文化，更是吸纳了海外各国的文化，早在商周时期，黄河地区就已经有同北

方草原文化、东南海洋文化交流的痕迹；到了汉朝，随着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更是促

进了黄河周边文化与西域文化、丝绸之路沿线各国文化的交流；隋唐时期，在经济的高度繁荣下，对外

来文化的吸收、消化则更盛，印度文化、基督教文化皆在该时期传入我国，此外，隋唐大运河的开通、

宋元明清时期北方游牧族涉足中原更是为黄河和长江两大流域文化体系的融合创造了历史条件，两大文

化的相互碰撞最终完成了中华文化一体化的过程。黄河、长江流域文化输出和吸收的背后蕴涵的是江河

的兼容并济，包容开放。 
(三) 江河文化的创新性 
文化作为一个民族的内生动力，中华民族文化能够在上下五千年的历史进程中继承和发展，得益于

其拥有一个以和谐创新、兼容创新、整合创新为范式的自主创新体系。以长江、黄河为域的江河文化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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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华民族文化中的一个分支，之所以能在时代的步伐中不被摒弃，在于其能够跟随时代的发展，取精

华、弃糟粕，在继承之上扬弃和更新，从而使自身在时代的潮流中保持强大的生命力并得以延续和发展。

和谐创新是指人在进行社会劳动创造的同时，能够在“顺自然之道，载自然之物”的人与自然的活动中，

形成属于自身的文化体系。长江、黄河作为我国拥有几千年历史的母亲河，以长江、黄河为根而生的稻

作、农耕文化之所以能延续至今，是流域民众主动适应自然，尊重自然规律，从众多文化中择优保留和

更新的结果。兼容创新、整合创新是指不同种文化通过交流与互鉴，相互吸收、竞争、调和最终整合为

一体的过程。兼容和整合创新的最大特征在于“去一求合”，单一的文化易因无比较、无发展而处于被

动停滞的状态，文化“合”才能形成比较，并在比较中保留和更新真正能适应时代的文化系统。以长江、

黄河流域被广为人知的文化为例，在空间向度上，无论是留存于长江流域上、中、下游的巴蜀文化、荆

楚文化、吴越文化，还是发源于黄河流域上、中、下游的三秦文化、中原文化以及齐鲁文化，这些文化

最终能被延续并整合为一体，必然经历了一次次与其它文化碰撞、竞争、吸收、更新甚至取代的过程。

可见，江河文化创新属性在于兼容于中的文化在时时刻刻的发展和创新。 

5. 江河文化对五粮液企业发展的影响 

张志强在研究中华文化时，指出对中华文化的理解要把握中华文化的体系性特征[22]。所谓体系性，

一是要强调文化联系，文化联系是指不同文化之间因存在某种关联或共有特质，依靠该种关联或共有特

质将涵盖不同内容的文化凝铸在一起而形成的多元文化体系；二是要强调文化实践，文化实践是指中华

文化在人类生活中不是无躯体、游魂般的存在，而是潜移默化的在历史世界、人类社会生活世界以百姓

日用而不知、习焉而不察的方式进行着一次次实践。江河文化作为中华文化中的重要内容，在探究江河

文化与五粮液之间的关系时，可从文化的体系性特征出发，把握二者之间存在的文化联系与文化实践。

在文化联系上，江河文化与五粮液之间的联系在于二者之间所拥有的空间同源、开放包容、多元融合以

及创新创造等共有特质；在文化实践上，五粮液的存在，使得江河文化不再是游魂，而是依赖共同特质

使无形的文化转变为有形的种子，于社会生活中落地生根，繁荣生长，五粮液便是这粒有形的种子；简

单来说，五粮液与江河文化是存在联系的，五粮液和江河文化所拥有的共有特质即是二者之间的联系，

而江河文化对五粮液的影响正式由于这些联系而产生；亦可说，五粮液文化是在继承江河文化与五粮液

文化共有特质之上，结合自身不断更新和塑造，最终落地于社会生活的一次文化实践。 
(一) 以江河水为源，塑造了独一无二的五粮琼浆 
好水产好酒，佳酿的问世离不开得天独厚的水源条件。以时间为轴，纵观五粮液的发展史，从先秦

时期蒟酱、唐朝时期的重碧春和荔枝绿、宋元时期的姚子雪曲、明清时期的杂粮酒直至今天的五粮液，

在酿酒原料的筛选上，五粮液的酿酒原料经历多次的更迭，但“水”却始终未被取代。宜宾作为岷江、

金沙江、长江在三大水源的汇集地，宜宾独特的江河水源对五粮液的塑造彰显了水乃万物之源、水育万

物的属性：首先水育沃土，三江水的浸润使宜宾拥有水稻土、新积土、紫色土等优质土壤，优质土壤的

存在不仅为酿酒作物提供了肥沃的生长环境，更为酒窖提供了绝佳的筑窖材料；其次，水育微生物群落，

白酒的发酵工艺对生态环境、气候和地域微生物有着较强的依赖性，只有当三者和谐共存时才能打造适

宜的发酵环境，宜宾的山水交错，使宜宾包裹于山水中央，形成了依山旁水且相对封闭的生态圈，促进

了酿酒微生物群落的生长，根据数据记载，在宜宾可以找到五粮液酿造过程中所需的 150 多种空气和微

生物。最后，水作为酿酒的主要成分，五粮液的酿造用水保留了岷江、金沙江、长江的水质特点，岷江、

金沙江皆发源于西部雪山，雪山水流至宜宾时，既保持了雪山水质的清澈透明，又在三江汇流时吸取了

宜宾地域水系的微量元素，形成了酿造五粮液最独特的水源条件。承上所述，五粮液之所以能成为佳酿，

在于它拥有独一无二的江河血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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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开放包容、多元融合，兼容各类文化精髓 
从江河的整体特征来看，五粮液深受江河文化包容性、开放性的影响。所谓开放包容，是指五粮液

具有江河所蕴涵的兼收并蓄的气度，勇于融合异质文化的有益之处；而多元融合是指五粮液对于异质文

化的吸收，并非机械的搬套，而是在吸收异质文化的同时，形塑属于自身的文化样态。 
五粮液文化的形成过程，是对不同种类文化汲取并整合输出的过程。从文人墨客留下的关于酒的诗

词来看，五粮液可能吸收了诗酒文化。在中国，有酒必有诗，无诗酒不雅，诗酒文化早在文人墨客关于

酒的诗词中生根发芽。纵观五粮液的发展史，诗酒文化自唐朝就与五粮液结下了不解之缘。唐朝杜甫的

“重碧拈春酒，轻红擎荔枝”、宋朝黄庭坚的“姚子雪曲，杯色争玉”、清朝杨惠泉的“如此佳酿，名

为杂粮，似嫌凡俗”皆是五粮液中的诗酒元素。五粮液的酒文化博览馆、宜宾的安乐泉、流杯池还留存

了上百篇各时期著名的书法家、政治家、军事家、文艺家、名人赞五粮液的诗词。诗酒元素的存在使得

五粮液不再是仅具物质文化属性的琼浆玉液，更从高雅文学层面赋予了五粮液新的文化内涵。 
五粮液文化的开放和包容表现在与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庸文化的交流。“中者天下之大本也，庸者

天下之达道也”，中庸文化主张致中和，天人合一。五粮液是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的美酒，天生之、

地养之是指五粮液的产地宜宾所拥有的气候、水源、五谷为五粮液生产提供了绝佳的天时与地利，人成

之是指酿酒过程中宜宾人民所付出的劳动。五粮液的生产过程传承了天时、地利、人和的中庸文化精髓，

实现了自然与人工的折中和平衡。不偏不倚谓之中，五粮液以高粱、小麦、大米、糯米和玉米为原料，

追求“香气悠久，味醇厚，入口甘甜，入喉净爽，各味谐调，恰到好处”的酒品质，饮酒者可以从味觉

感受上五谷杂粮相互中和之美，五粮液重视酒味的和谐，而和谐正是中庸文化在中国酒文化中的写照。

可见，中庸文化从诸多层面完善了五粮液文化的思想内涵。 
其次，五粮液文化还表现在吸纳中华民族以五谷为中心的饮食文化。五谷历来都是极具营养价值的

养生食物，以五谷为原料酿酒，不仅可使酒汲取五谷的精华，更可以增加酒的养生价值，马王堆汉墓的

竹简就曾以“酒者，五谷之精气也，其入中散流，其入理也彻而周”阐述了五谷对于酒的重要性。在原

料选取上，从南北朝的“小麦、青稞、黍米”、宋元时期的“高粱、大米、糯米、荞麦、蜀黍”到现代

“高粱、大米、糯米、小麦、玉米”的五粮配方，五粮液始终秉承以五谷酿酒的饮食文化。此外，中华

饮食文化亦重食物的“性”与人机体的协调，从养生学的角度来看，食物可依其性分为热、温、平、凉、

寒五类[23]，其中，温性、平性食物于机体有益，宜多食，热性、凉性、寒性食物虽不可或缺，但宜少食。

五粮液深谙食物之性，在原料中以性温的高粱、糯米，性平的大米、玉米为主，使酒之性贴合人机体的

需要。五粮液博大精深的文化中潜藏了中华民族最正统的饮食文化。 
最后，五粮液文化还深受宜宾地域文化的影响。五粮液发源于万里长江之源的江河首城——四川宜宾，

宜宾以长江、岷江、金沙江三江汇合之隘口而建，借水文之利，而沿水筑城。该段江水以金沙江为主流，

汇集大大小小河流上百条，积少成多，以成江河；此段河流总长约 6380 多公里，绵延盘长，而溯源于此

江河中的五粮精品，也亦如三江汇合一般，以包容吸收五谷精粮之核而沉淀为五粮液。亦如江河绵延，

滋润万物，五粮液以五谷为基，互相吸收，互相交融，交相以为资，借以时间之手，形成精品佳酿。五

粮液中所体现的兼容并包、交流融合也和所处三江汇合之处的宜宾一样，在积累中沉淀出精品并不断发

展。同时，新时代和新经济形势的大背景之下，不论是绿色长江治理的新局面，还是宜宾城市发展的新

机遇、新变化，亦或是五粮液集团所面临的新挑战，都如长江一般，滚滚向前而行。生态治理的新局面，

要求对长江的水资源，需在多加保护的前提下进行合理利用，而宜宾城市当前所处的高速发展新时期，

也要遵循在合理产业结构下的良性向前；落脚到五粮液自身，在生产线的产品规划上、在产品价格体系

的设置上、在销售网络的铺设上、在经销层级的安排上，自然也需遵循高低有序、合理安排的要求。 
概而言之，五粮液文化的形成并非仅受一家文化的影响，而是似江河汇万千支流般，以开放、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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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气度，在与各类文化的交流中，取各类文化中与自身同质的部份，融各类文化精髓，最终形成层次、

内容丰富，结构复杂的五粮液文化。 
(三) 以创新创造为旨归，与时俱进，创设不同视觉的五粮液 
文化是人类社会的根与魂，文化的形成、发展、表现都与社会经济、时代背景有关。五粮液文化作

为五粮液的根与魂，五粮液文化不仅拥有内在的精神文化底蕴，更有外在形态的文学表达。拥有近千年

历史的五粮液，在五粮液外在形态的文学表达上，五粮液结合社会经济的发展、时代背景以及五粮液自

身的繁荣和兴盛，在酒瓶、建筑等方面创新创造，形成了鲜明的特色。 
首先，此种创新创造在酒瓶上表现为五粮液在包装风格上的更迭。从 1932 年至今，五粮液历经了八

代更迭，从受酒瓶生产工艺限制的一代“陶瓶”、颇具民国风格的二代“玻璃瓶”、到新中国成立后带

有历史厚重感的三代“手榴弹瓶”、红旗牌商标的四代“萝卜瓶”、改革开放后的五代“长城”、带三

防盖高级防盗功能的六代“多棱天地盖”、以及七代“水晶盒”直至今天的第八代五粮液，五粮液始终

紧随时代发展，在材质上，追随交通发展的脚步，以便于运输且不漏酒的玻璃瓶替换陶罐容器所制的陶

瓶，在瓶型设计上，不断创新创造，追求更精、更细生产工艺，形成了独具匠心的五粮液风格。此外，

五粮液在商标设计的背后是企业发展形象的具体展示，从以具象的五种粮食展现品牌的一代、二代五粮

液商标，到四代红旗牌以及改革开放后印有长城图案的五代“长城”，五粮液在商标上经历了从具体形

象到宏伟大气的转变，而与之对应的是五粮液集团的由弱到强百年发展史。初创期的五粮液因不具规模，

名气尚弱，因而以五种粮食为商标打造品牌形成，随着五次大规模扩建，名气的提升，五粮液在跻身中

国一流白酒行列后，商标设计逐渐转向大胆宏伟。可见，五粮液商标创新更迭的背后非简单的整合替换，

而是企业发展兴盛的写照。 
其次，五粮液文化的创新创造特质还表现在以五粮液文化为主题的打造建筑艺术方面。历史是过去

的今天，今天是明天的历史，以建筑为载体，修建带有五粮液文化色彩的建筑是记录和传承五粮液文化

的关键一步。以奋进塔、酒圣山、世纪广场等九大景区组成的十里酒城，将五粮液分为了初创期、高速

攀登期、多元发展期三个时代[24]。初创期的五粮液，人员少、规模小、尚未在白酒行业崭露头角，该时

期的五粮液在建筑上以奋进塔、酒史博物馆呈现了五粮液在初创期的拼搏和奋进文化。五粮液奋进塔由

五根长短不一的多面立柱以及塔尖上的奔腾骏马构成，五根多面立柱按照五粮液 5 种粮食配比参差排布，

直指蓝天，象征了五粮液人在初创期的豪情满怀、拼搏与奋进；塔尖上的奔腾骏马时刻与时间赛跑，代

表了五粮液排除万难、勇往直前的企业精神。高速攀登期的五粮液随着规模的扩大，名气与业绩的提升，

五粮液开始走向辉煌。该时期的五粮液建筑尽显恢弘之势，酒圣山作为“九五”时期五粮液建筑的最佳

代表，酒圣山由“日月宫”建筑、酒圣、奋进等雕塑、“芝麻开花”、“参天大树”等景点和艺术园林

组成。山素有登高望远，俯瞰天地之意，酒圣山相对高度超 40 米，圣山天梯 200 多梯，天梯的背后蕴涵

的是五粮液在攀登成功后难掩的喜悦与自信，展示了五粮液白酒王国的决心与雄心。多元发展期的五粮

液随着自身的不断壮大，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商业视角不再局限于国内市场，而是从一元转向多元，

同时占据国内和国际市场；在酒味风格上，也不再以单一的白酒风格为主，而是系统开发了五粮春、五

粮醇、金六福、京酒等几十种等不同档次、不同口味的酒系列，从而满足了不同区域、不同文化背景、

不同层次消费者需求[25]。该时期的五粮液建筑以宽广雄伟、气势磅礴的世纪广场、东大门广场为主要代

表。世纪广场、东大门广场占地共 3 万多平方米，其中不乏各种雕塑和园林艺术。可见，在腾飞的五粮

液之下，是其对自身企业文化的高度重视和不懈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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