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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啤酒。2004 年，哈尔滨啤酒成为百威集团旗下品牌。

在哈尔滨啤酒诞生之前，尽管中国早已有用发芽的谷物酿

酒的传统，或者可以说早已有啤酒的雏形，可这些蘖法所酿之

物，正式的名称叫做“醴”。至于“啤”这个字，在《康熙字

典》里都未曾有。“啤”字综合自德文 bier、英文 beer 前面字

头两个字母 bi 和 be 的发音，由此造字而来。这样的翻译方法，

自然颇为神妙。有说法称，早期，有人将这一舶来品的酒类称

为“皮酒”。这样的命名，从音译的角度来看，自然无伤大雅，

就犹如沙发、水门汀等等音译一般。而“啤”这一翻译方法，

则如古代西域传入中国的葡萄、琵琶等等物事，为一物而造一

两个字。“啤”——口字旁堪称形旁，侧一个“卑”堪称声旁，

妥妥的形声字。而又能感受到“口”为了得到此物而宁愿谦卑，

为之倾倒。这一由谷物酿造，带有气体的低度酒精饮品，名正

言顺地被称之为啤酒了。从啤酒的命名，亦能看出一次东西方

文明的精彩碰杯！

1911 年，辛亥革命之际，上海本土酿造啤酒之始。记者从

普陀区文旅局网页查阅到，在如今的澳门路江宁路附近，当年

德国商人设立了联合啤酒有限公司，雇员工 100 人，年产啤酒

2000 吨。由于这款啤酒的商标为“UB”，当时的上海人根据谐音，

坊间称作“友啤啤酒厂”。2019 年 4 月 12 日，此地入选中国

工业遗产保护名录。回想当年“友啤啤酒厂”设置在苏州河畔，

实在与宋朝时设置“上海务”有相同的理由——在不同的时代，

在同一个空间，人们做出了同样合理的选择。所谓“上海务”，

其得名的原因在于——宋朝时吴淞江下游有两处所在，一为上

海浦，另一为下海浦。而酒务设在上海浦，故名上海务。之所

以有上海务，是因为此地贸易发达，人流量高，酒的消费者——

往来客商、码头工人、当地居民等等汇聚于此。而到了 20 世纪

初，同样在吴淞江畔，此地工业化初始——河两岸各种工厂林立。

从江南深处运往上海的各种原料、初级产品，以及远销海内外

的工业制成品，都经苏州河往来。李寻告诉记者：“啤酒在中

华大地出现之初，有些地方的人们一时无法接受其口感。中国

人普遍接受啤酒的口感，其实要到 20 世纪 80 年代末。”

对于开风气之先的上海来说，情况当然并非如此。啤酒很

早就融入了市民阶层的生活。读过鲁迅先生小说的朋友，大抵

知道他钟爱家乡的黄酒。比如《在酒楼上》写道“我”回到 S 城，

在一个雪天的下午，到一个曾经熟悉的酒楼闲坐，开口就对堂

倌说：“一斤绍酒。——菜？ 十个油豆腐，辣酱要多！”接着

又遇到了旧友吕纬甫，又加菜、添酒……。殊不知，鲁迅也是

啤酒爱好者。1930 年的夏天，在上海的鲁迅多次在日记中提到

“饮啤酒”“买啤酒”。不管是好友来访、亲人小聚，还是观

展归来，都要买点啤酒吃吃。

直至如今，一些上了点年纪的上海爷叔，仍能回忆起改革

开放之前，直至改革开放之初那段岁月，每到夏日，以饮啤酒

为乐的时光。那景象，实则与鲁迅在上海生活的年代无异。花

点小钱，用竹壳子热水瓶零拷啤酒回来，在弄堂里摆几个方凳

权当桌子，摆几样夏日小菜，几个朋友坐在矮凳上，就能度过

一个味道相当赞的夏日乘凉之夜。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啤酒逐步全国风靡。百威集团的前

身英特布鲁集团是在 1984 年通过为广州珠江啤酒提供技术转让

而与中国结缘。1995 年百威啤酒武汉工厂成立。 2008 年 11 月，

英博集团与安海斯 - 布希集团合并，创建了新的百威集团——

一个世界级的消费品公司。百威集团同时超越南非米勒，成为

全球最大啤酒制造商。之后，收购并未止步。2013 年，百威集

团收购墨西哥最大的啤酒公司莫德罗公司，也就是科罗娜的母

公司。2016 年，百威集团又收购了当时全球啤酒界排名第二的

南非米勒。

百威集团在全球市场的潮涌，令其在中国市场的旗下各品

牌也不乏优秀表现力。

在李寻看来，中国的啤酒市场是在不断变化着的。“改革

开放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市场上多是瓶装啤酒。最多有一些

扎啤之类。接着，随着烧烤、小龙虾之类的兴起，鲜啤开始风

靡起来。”李寻告诉记者，“但随着消费升级，2015 年开始，

在一些城市，市面上精酿啤酒开始有良好表现了。”

1911年，上海第一家啤酒厂——联合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