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志延：干杯文化未必是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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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正在采访“葡萄酒大师”李志延（左） 

 

李志延能够成为Master of Wine， 源于她对葡萄酒的热爱， 源自她20年来孜孜不倦地品尝 

各种葡萄酒、研究各地文化和酿酒工艺。18年前，李志延来到香港做记者，她就开始关注和研

究中国的葡萄酒行业，至今，她已经访问过部分中国产区，收藏了50余种中国葡萄酒，对于中

国葡萄酒市场、中国葡萄酒产业以及中国菜与葡萄酒的搭配，都有深刻的见解。 

   

干杯文化未必是坏事 

  

说到喝酒，中国的干杯文化历来受到诟病，无论白酒、啤酒还是葡萄酒，也不管是多大的杯子

，热情好客的中国消费者总是喜欢一饮而尽。对于所有来到中国的外国人，都需要一段时间来

适应我们的“干杯”文化。 

  

然而，对于中国文化有着深刻了解的李志延，对中国的干杯文化有着自己的见解：“干杯也不

一定完全是坏事，干杯文化也是会改变的。在干杯在所难免的情况下，试想一下，对于我们的

身体而言，干掉一杯12度的葡萄酒总好过干一杯50度的白酒吧！” 

  

李志延指出，干杯文化并不只存在于中国，在日本、在韩国以及一些东南亚国家，大家同样喜

欢干杯。这样的干杯文化与我们亚洲人吃饭速度快的习惯有 

一定关系。一顿中餐，若干道菜往往会在很短的时间内上齐，大家二三十分钟就可以吃完这顿

饭，这与西方人一道一道依次上菜的饮食习惯有较大差异。 

  

“我之所以说干杯文化会改变，首先是因为西餐被越来越多的中国消费者所接受，大家自然就

会接受与西餐相匹配的葡萄酒文化；其次，现在倡导的慢生活也会对我们的葡萄酒消费有帮助

，慢生活同样也需要慢慢品味美酒，不急着干杯。”李志延向记者表示。 

 

中国口感造就红葡萄酒独大 



  

纵观世界葡萄酒行业，普遍而言，红葡萄酒与白葡萄酒在市场的比例大多为六比四。然而在中

国，红白比例夸张的成为八比二，甚至九比一，大家往往把这一现象归结为中国人对红色情有

独钟，红葡萄酒中的保健成分对中国人更有吸引力等原因。 

  

对于中国市场上红葡萄酒独大的现象，李志延认为，中国人喜欢红葡萄酒不只是因为中国人喜

欢红色、红葡萄酒富含保健成分的原因，这与国人的饮酒习惯以及饮食习惯有关。 

  

传统上，白酒、黄酒是中国人酒桌上的主要酒类饮品，它们的口感是中国消费者习惯且热爱的

。因而，与白酒、黄酒口感接近的葡萄酒，更容易被中国消 

费者所接受。就白葡萄酒和红葡萄酒这两大类而言，白葡萄酒的口感多以清爽见长，红葡萄酒

的口感醇厚、复杂，更有质感，与中国人热衷的白酒、黄酒有相似之 

处，因而更受到欢迎。此外，中国人喜欢热汤、热饭的饮食习惯，也普遍降低了消费者对干白

葡萄酒的接受度，因为干白葡萄酒往往需要较低的饮用温度，与中国人 

喜欢吃热的食物、喝热饮的习惯不符。 

   

中国葡萄酒更需细腻优雅 

  

“毫无疑问，今后的葡萄酒世界将是中国的天下，无论是在葡萄酒销售方面还是葡萄酒生产方

面。”李志延向记者表示。已经品尝过的50余种中国葡萄酒，其中不乏佳酿。李志延还特别提

到了山西、云南、蓬莱、宁夏等几个产区出产的葡萄酒，给她留下了深刻美好的印象。 

  

在李志延品尝过的数10种中国葡萄酒之后，她发现，多数中国葡萄酒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其

一，中国葡萄酒过于热衷使用橡木桶，有一些酒是完全没 

有必要进行橡木桶处理的，特别是她曾经尝到了几款橡木桶储存过的雷司令酿造的葡萄酒，感

觉十分费解；其二，中国葡萄酒需要更加细腻和优雅，这可能与酒陈酿 

的时间不足以及葡萄酒酿造过程中的过度处理有关。她曾经尝过的一些酒，原本应该有上佳表

现，但酿造或者储存过程中的管理不严格，就导致了酒体受到污染，使 

得酒的香气和口感不够纯净。 

  

在走访了部分中国葡萄酒产区、研究了中国近年的葡萄酒行业数据之后，李志延不无忧虑地问

：“为什么10年前，主流的中国葡萄酒企业都拥有大面积的葡萄基地，而时至今日，很多中国

葡萄酒厂却只出产葡萄酒而没有葡萄园？” 

  

葡萄园都是酒厂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葡萄酒的生命，对于众多中国葡萄酒企业不重视葡萄园发

展的现状，李志延表示十分遗憾。她认为，应当有相关部门出台行业法规，制订什么样的酒厂

或酒庄应具备多少葡萄园，否则，这对于中国葡萄酒的声誉将会产生负面影响。 

   

让中国消费者更懂酒 

  

李志延看到了中国消费者对于葡萄酒文化和葡萄酒知识的欠缺，与此同时，她也看到了中国消

费者对于学习、了解葡萄酒文化和知识的热切渴望。 

  

现在，中国有很多机构针对葡萄酒爱好者开展品酒培训，这对于中国葡萄酒行业的发展有着非

常积极的推动作用。 

  

但是，李志延认为，我们不应该只让消费者停留在掌握品酒技巧的初级阶段，而是应该更加大

力的倡导消费者了解葡萄酒产区、葡萄品种、年份，特别是与葡萄园有关的内容，当消费者们

深入了解了特定葡萄园的风土条件以及不同年份的表现，消费者就会更加深刻地理解葡萄酒中

蕴含着的全部信息，进而更加热爱杯中的美酒佳酿。在培育中国本土的葡萄酒文化方面，中国

的很多专业院校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如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中国农业大学等高校都开设有葡萄酒专业，中国的葡萄酒专业教育



也开展了20余年，一大批葡萄与葡萄酒专业毕业的学生已经投身到了中国葡萄酒行业中。在李

志延看来，他们就是中国葡萄酒行业的未来，从他们中将涌现出越来越多的业内“新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