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闻酿酒宝地

1871年，张弼士应邀去法国驻吧城领事馆做客，跟他一同前去的还有当

地的荷兰总督拉辖。两人到领事馆后，法领事用法国葡萄酒盛情款待他们。品

尝闲聊之余，法国领事喋喋不休地介绍起他们的法国酒，并说：“你们喝的

这种酒在我们法京（法国巴黎）每樽兑价高达一英镑。”那一英镑是什

么概念呢？据有关资料介绍，清朝中晚期1英镑相当于7两银子，而1两

银子大约合1000文钱，普通百姓三口之家一年花费也不过6两银子，足见

这种酒价的高昂，也就是说普通的中国人根本喝不起。话归正传。张弼士听了

法国领事的 介 绍 之 后 就 品尝了一下，果然这种酒味道醇 美，酒香四溢。

看到两位客人如此着迷，法领事就继续跟他们说：“其实啊，你们中国北

方的烟台、天津等地，土质、气候和温度都特别适于种植酿酒葡萄。”张弼士

好奇地问询对方：“朋友，你是如何知道的？”法领事一边回忆着往事一边

说道：“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也就是你们中国人说的咸丰十年，我曾

作为士兵随法军进驻烟台、天津两地。这两地生长着许多本地葡萄，士

兵们就用小型制酒机自己榨汁，自己酿造，结果酿造出的葡萄酒很有特色，

非常好喝。最后竟然有些士兵打算在烟台或天津长期住下，创立公司，专

门种植葡萄，酿制葡萄酒。后来因为战事逐步平息，我们撤走了，事情

也就搁置了下来。”二人听后各有所思，而张弼士想到的是我们中国人什么时

候自己能酿制葡萄酒，让国人也能喝得起这种昂贵的“洋酒”。或许是酒神的

垂爱和牵引，烟台就这样在无心之人的话里悄无声息地出现，而又在有心人

心中激起了波澜涟漪，留下烙印。据说，这就是张弼士在烟台创办张裕酿酒

公司的缘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