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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根香港 以「MEI」傳承東方美學
10月19日，以 「飛天茅台：一個世界品

牌的香港故事」 為主題的茅台品牌文化展
在香港半島酒店拉開帷幕。中國香港，這
裏是茅台品牌進入全新開端的關鍵地標，
這裏曾是茅台走向國際化、進軍世界市場
的第一站，也是本次茅台國際品牌推廣活
動的最後一站。一件件泛黃的複刻版舊文
書、手繪設計稿、塵封老酒、包裝各異的
茅台舊瓶陳列於此，生動地記敘着中國香
港與茅台的珍貴記憶。 文/圖：戴世錦

如果有一個地方記載着文明的碰撞與交融，敦煌
一定當仁不讓。

飛天作為佛教中的重要形象之一，以各種肅穆靈
動的身姿出現在敦煌石窟中，他們或在凌空飛舞，
奏樂擊鼓，彈琴拍板，有的輓籃散花，或是捧着瓔
珞花盤，手擎香爐，馮虛御風，翱翔盤旋。

相傳，飛天的形象來自古天竺神話中的乾闥婆和
緊那羅。 「香音神」乾闥婆相傳是一位男天神，住
在花蕊中，擅音律，體有異香，隨逐諸天，為諸天
作樂，讓佛陀面前鮮花不敗，燈火不滅；而 「天樂
神」緊那羅能歌善舞，負責撫弦歌唱，與乾闥婆形
影不離，琴瑟和鳴。

從西域流入敦煌，兩位天神的形象逐漸融合起來，
集眾家之長，以印度文化、西域文化、中原文化共同
孕育成了 「敦煌飛天」——他們不長翅膀，不生羽
毛，沒有圓光，雍容華貴，主要憑藉飄曳的長裙，飛
舞的綵帶而姿態優雅，生機勃勃，輕盈飄旋。

飛天作為敦煌的形象大使，毫無疑問，它是東方審
美的起源，是民族審美的基因，亦是東西方文明融合
的重要特殊表達。1958年，這一香神與樂神的飛天合
體形象，漂洋過海，在香港，被第一次畫入彼時茅台
酒廠的 「飛天」商標，並在這裏成功註冊。

在香港這座海上絲綢之路的驛站——傳遞着來自
陸上絲綢之路的榮耀與浪漫，它宛如一種隱喻，自
此， 「飛天」被首次刻於瓶身，陪伴並記載着茅台
出海的步伐，隨之香飄世界，與更多的國際文明交
匯相遇。

「飛天」的故事
事實上， 「茅台」本身的發展與迭代也留下了屬

於每個時代獨特的歷史印記。
翻開首次茅台酒註冊證，是中糧總公司駐香港五

豐行在香港註冊的飛天貴州茅台酒商標註冊證。基
於當年中國計劃經濟體制和政策框架，建國初期，
實行國家外貿出口統一經營，由總公司或口岸分公
司按專業系統內部調撥出口貨源。出口商品所使用
的商標，也統一由各總公司掌握辦理——1958年，
正是香港五豐行公司為貴州茅台酒做銷售代理服
務。

將時鐘撥回至 1954 年，當時最早的茅台商標為
「車輪」圖樣，由麥穗、齒輪、紅色五星組成，齒

輪代表着工人和工人階級，高粱麥穗代表着農業和
農民階級。

1958年，時值冷戰時期， 「車輪牌」茅台被西方
視為 「政治象徵」，因此在國際市場並不受待見。
為打破國外反華勢力阻撓 「五星」金輪茅台出口，
從政治文化和現實因素的角度，香港五豐行的年輕
人李歡、魏一翀、吳烈主導設計，參考中國文化的
經典，把被斥之有政治色彩的 「五星」改為了兼具
有傳統文化元素與現代審美的交織符號 「飛天」。

那時，他們費盡心思到香港摩羅街古玩市場尋覓
爵杯作為參考，把最具中國傳統文化的元素——敦
煌壁畫中的 「飛天」與古代酒具爵杯結合在一起，
提煉並圖案化，繪製了商標草圖，而後，設計師吳
烈用中國畫線描設色的方法，繪製完成了 「飛天」
商標。

由此，貴州茅台酒廠首次使用 「飛天圖樣」作為
外銷包裝，繞開意識形態的阻撓，給當時大門緊閉
的海外市場撞開了一個角。

展覽現場，有一張來自 1957 年的問詢函。那一
年，香港代理商給茅台酒廠發去了一封問詢函件。
函件中列了27個問題希望茅台回答，諸如 「茅台酒
裏有什麼成分？」 「茅台酒裏有無人工香料？」
「茅台酒對人體有沒有特異功能？」等等。
在今天看來，這都是食品工業中常見的再基礎不

過的一些問題。但彼時，茅台的釀酒師們，由於年
代、環境、知識等的受限，尚未從科學角度對自己

的產品有更細緻的了解，無法
用 先 進 的 檢

驗體系說清楚茅台酒的物質構成與成分含量，自然
對這些基礎問題都感到難以回覆。

但這些問題，是外部世界對剛開始進入海外市場
的茅台酒所提出的關切，也讓茅台人逐漸意識到，
現代化市場體系對於市場產品的要求與規範。

這份問詢函與當時的香港一起，向茅台展示了一
家現代化的品牌應該有的模樣，以及高標準的國際
市場對於市場主體的門檻和要求，這無疑敦促着茅
台提升管理水平，對加快建立符合現代要求的檢驗
體系產生了催化作用。

香港這片沃土，培育和澆灌了茅台的 「科學種
子」。為了讓這瓶酒獲得世界更多的目光與認可，
他們引進科技人員，建立實驗室，對產品的秘密進
行探尋，制定釀造環節的標準模式，從農耕時代的
小作坊漸漸展開進入現代工廠的序章。數十年櫛風
沐雨，篳路藍縷，茅台人銳意進取，踔厲奮發，完
成了向千億級大型現代企業的華麗轉身，發展成世
界蒸餾酒第一品牌。

迄今為止， 「飛天」商標作為貴州茅台酒的重要
識別標識使用已有65年。而這張帶着飛天貴州茅台
酒全標和飛天圖形的商標，從維多利亞港出發，後
來陸續在新加坡、加拿大、英國、馬來西亞等國家
註冊，成為茅台酒走出國門銷往世界的重要標誌。

而貴州茅台酒，實現了關於 「飛天」的浪漫和遼
闊的宏願。從茅台出廠的酒品，便是中國文化的一
張名片，茅台酒，也與蘋果手機、特斯拉汽車、可
口可樂、百事可樂一起，並列為全球唯五的單品年
收入超過200億美元的產品。

香港見證着茅台國際化的萌芽與成熟，65年後，
茅台回到香港，在這場為香港而準備的特殊展覽
中，茅台寫下， 「對於茅台而言，香港不僅僅是其
走向海外的第一個窗口，更是走向全球的第一座橋
樑。謝謝香港。」

從「美」到「MEI」
在 「飛天茅台：一個世界品牌的香港故事文化

展」上，有一處融合了香港屬地文化與茅台文化的
霓虹空間，是特色鮮明的打卡點。

大大的 「五豐商行」招牌被安放在核心位置，絲
襪奶茶、大四喜、樂享士多等香港特色街景小攤，
貴州茅台酒、茅台雪糕、巽風世界等IP互相碰撞，
蘊含着獨特而豐富的茅台美學。

2022 年以來，茅台以 「美」作為價值觀和方法
論，率先在行業提出進入 「美時代」，並從 「美」
時代到 「美」營銷，再到 「美」科創、 「美」傳承
……茅台正在構建起以美為導向，以 「美」思維為
基底的 「美生態」發展系統。

在茅台的 「美」的國際化路徑中， 「MEI」正在
通過這樣的模式，以具象的形態走到懂茅台，愛茅
台的朋友們面前，用 「MEI」與世界對話。要如何

用 「MEI」產品賦能 「MEI」生活，讓茅台擁
有更多更具象的消費場景和目標人群。

本次在香港，茅台也在用一場文
化展給出答案。

在茅台集團黨委
書記、董事長丁雄軍看
來， 「美」的國際化表
達不能被簡單地翻譯為beauty或aesthetic，它們一個
是具象的美，一個是哲學中的美，而 「MEI」作為
「美」的國際表達，傳遞中國美酒的價值內涵，可

以描述出物質層面的滿足，也能帶來精神層面的富
足。

「美」是一種價值觀。喝酒也是在喝文化。二十
四節氣是中國古代曆法中表示自然節律變化的特定
節令，它不僅是中華民族農耕文明的智慧結晶和深
厚積澱，更是流淌在每個中國人基因里的文化自
信。茅台酒打造了豐富的二十四節氣的文化活動
IP，並以適合節氣特性的基酒融入茅台酒典型的口
味特點，用以體現萬物應節而生、隨氣而長的時節
規律。

茅台，作為醬香型白酒，其生產釀造過程與農時
安排、農時生產息息相關。茅台的二十四節氣文化
產品正在實現中國傳統文化與白酒文化的美好共
振，傳遞着節氣時令與茅台工藝、科技完美融合的
文化價值之美。

展覽中陳列着來自茅台的節氣系列產品 「立夏」
「處暑」，讓茅台的消費者在每個節氣都可以感受

到茅台奉上的專屬節氣味道，沉浸式體驗蒸餾美酒
這一與自然密不可分，與節氣芳香融合的魅力。

此外，茅台也打造了 「小茅」 「茅小凌」等IP形
象，使茅台文化標識深入人心，通過各類節氣大典
等讓消費者更直觀地感受到茅台的 「美」文化。這
一次，亦是以中國香港為起點，向世界展示新時代
的中國白酒之美、文化之美，向世界消費者傳達

「茅台式」的 「美生活」方式。
「美」也是一種方法論。

茅台堅持科學傳承美、科技創新美、恪守
傳統的釀造工藝，開展大量科學研究，解析
茅台酒的釀造機理，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揭示茅台酒的獨特密碼，永葆茅台酒永不變
味。同時，茅台還圍繞酒主業，以茅台酒為
基點，構建了包含茅台醬香系列酒，保健
酒、葡萄酒等的美酒產品矩陣。美是一種
「匠人匠心」的極致表達。
總是衝上熱搜的雪糕、 「年輕人的第一口

茅台」咖啡、酒心巧克力等周邊衍生產品，
也是在主動擁抱時代風尚，通過技術和商業
模式的創新，契合消費趨勢，創造經濟價
值，為回答 「美」時代如何創 「美」而交出

專屬於茅台的答卷。

香飄四海
2023年，茅台踐行品牌文化出海行動，從泰國出

發，走過日、法、英，最後又回到香港。向大家共
同講述一路最初的模樣——這個東西方文化匯聚的
包容之地，是飛天茅台商標生長起來的地方。

展覽上的很多國寶級的文書與實物，也是茅台歷
史上第一次走出關外，在境外做展覽。這更代表着
香港一站的意義重大。茅台之美與香港之美的交
融，山海香融，茅台的 「美」時代從千里之外的赤
水河畔跨步而來。

茅台為美而生，其骨子裏的國際化基因，浸潤於
茅台鎮的萬物，練就了如水一般自信、開放、兼收
並蓄的心態，所以它在世界的文化語境中，也保持
謙卑，對友邦文化如數家珍，娓娓道來，接納並欣
賞外方風物。

從東京、巴黎到倫敦的茅台品牌文化展一貫延續
至今的環節便可見一斑。在日本，茅台依照1950年
代茅台酒瓶的樣子，用當地傳承千餘年的 「瀨戶
燒」技法燒製出酒瓶，茅台集團董事長與日中友好
會館中國代表理事親自給這支酒瓶貼上了酒標；在
巴黎，這支酒瓶被用代表法國、代表茅台的紅白藍
三色繪製了色彩；在倫敦，瓶子被灌裝貴州茅台
「雅鑒珍藏級」癸卯兔年生肖酒。
經過前序的一系列步驟後，這一瓶見證了海外之

旅、承載着各國特殊文化記憶的茅台酒，首度在本
次香港站展出，向從世界各地奔赴香港的觀眾展示
了茅台在國際市場上的 「美的聲音」。此後，它將
被永久珍藏於茅台博物館。

這些具有儀式感的環節背後，有着一脈相承的
「MEI」的理念。蘇軾在詞裏寫， 「酒闌不必看茱

萸，俯仰人間今古。」從古至今，美酒穿越歷史時
空，君子和而不同。酒承載着豐富的人文情感，變
成人類共通的語言。

香港雖是本年度茅台品牌出海系列展的收官站，但
茅台的國際化征程還在繼續。未來或許還會有很多次
文化盛宴，它們講述的故事版本、記錄的情誼或許各
不相同。但可以肯定的是，維多利亞港的海風會記
得，茅台在發現美、創造美的路上從未止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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