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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3/2021_2022__E8_A1_8C_E

4_B8_9A_E7_9F_A5_E8_c34_43713.htm 仪狄 仪狄，夏朝人，

相传是我国最早的酿酒人。《战国策魏策》商记载了：“昔

者，帝女令仪狄作酒而美，进于禹。禹饮而甘之。曰：“后

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遂疏仪狄而绝旨酒。”汉许慎在《

说文解字酒字条》中，也有同样的说法。意思是，过去，夏

禹的女人叫仪狄去酿酒。仪狄经过一番努力后，酿出味道很

好的美酒，进献给夏禹，夏禹喝了，觉得确实好。可是他说

“后世君王，如喝了这种美酒，一定要亡国的。”从此就疏

远了仪狄而自己也和酒断绝了关系。仪狄奉旨造酒，不仅没

受到奖励，反而遭到了惩罚，这岂不冤枉！ 关于仪狄造酒的

说法，在《太平御览》中也说：“仪狄始作酒醪，变五味。

”醪，是一种浊酒，是用米经过发酵加工而成，和现在的不

带糟的酒醪差不多。“变五味”，是指酒具有多种味道。 杜

康 杜康字仲宁，是康家卫人，善造酒。在《中州杂俎》、《

直隶汝州全志》里，都生动而具体地讲述了杜康造酒的过程

。 据说河南汝阳杜康村的酒泉沟，有一棵老桑树，这便是杜

康发明酒的地方。杜康小时候牧羊，每天日出，就把羊赶往

母羊坡放牧。晌午，就到酒泉沟吃饭看书。酒泉沟古时称空

桑涧，桑树丛生。一股清泉穿林而过。泉边有棵老桑树，因

年代久远，树身已空。杜康就在树下吃饭。他常缅怀祖选，

饭难下咽，就把剩饭扔进桑树洞里。乡亲们见杜康不思饮食

，日渐消瘦，就给他送来曲粉充饥。无意中，他又将曲粉扔

进了树洞。这样饭曲发酵变成了酒。杜康饮了此酒，才知酒



能解忧助兴。于是他总结了经验，从此以酿酒为业。 以后人

们命名的除“杜康沟”、“杜康泉”、“杜康河”，还有“

杜康墓”和“杜康庙”。魏武帝曹操在《短歌行》中“何以

解忧、惟有杜康”的诗句，这些都充分说明了杜康是古代酿

酒的专家。 阮籍 阮籍是晋代“竹林七贤”之一，他与六位竹

林名士美酒清谈，演绎了一个酒林趣事，诠释了酒的价值。 

阮籍饮酒狂放不堪，但最令世人称道的还是他以酒避祸，开

创了醉酒掩盖政治意图的先河。晋文帝司马昭想为其子司马

炎向阮籍之女求婚。阮籍既不想与司马氏结亲也不愿得罪司

马氏，只得以酒避祸，一连沉醉60多天不醒，最后靠着醉酒

摆脱了这个困境。 陶渊明 东晋的陶渊明，他的诗中有酒，他

的酒中有诗。他的诗篇，与分的饮酒生活，同样有名气，为

后世歌之颂之。他虽然官运不亨通，只作过几天彭泽令，便

赋“归去来兮”，但当官和饮酒的关系却那么密切：其时衙

门有公田，可供酿酒。他下令悉种粳以为酒料，连吃饭的大

事都忘记了。还是他夫人力争，才分出一半公田种稻。弃官

就无禄，喝酒就成了大问题。然而回到四壁萧然的家，最初

使他感到欣喜的是“携幼入室，有酒盈樽”。但以后的日子

如何，可就不管了。 白居易 白居易是位大酒徒。他的一生不

仅以狂饮著称，而且也以善酿出名。他为官时，分出相当一

部分精力去研究酒的酿造。酒的好坏，重要的因素之一是看

水质如何。但配方不同，亦可使“浊水”产生优质酒，白居

易就是这样。他上任一年自惭毫无政绩，却为能酿出美酒而

沾沾自喜。在酿的过程中，他不是发号施令，而是亲自参加

实践。 李白 李白，字太白，号青莲居士，是唐代著名的大诗

人。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东），隋末，其先人流寓碎



叶（今巴尔喀什湖南面的楚河流域），李白即生于此。幼时

随父迁居绵州昌隆（今四川江油）青莲乡。 李白少年时，就

显露才华，吟诗作赋，博学广鉴，并好行侠。25岁起离川，

长期在各地漫游。其间曾因吴筠等推荐，于天宝初，任供奉

翰林。但在政治上不受重视，又遭权贵谗毁，仅一年余即离

开长安。安史之乱中，曾为永王幕僚，因永王失败而受牵累

，流放夜郎，中途遇赦东还。晚年飘泊困苦，卒于当涂。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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