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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了解更多美酒资讯，请

关注华夏酒报微信公众

号。

今天，酒对于人类来说，具有前所

未有的意义。相较以往，酒的文化意

涵、社会意义、情感都在发生巨变。

过去，我们常说：“酒品见人品”，指

的是人在醉酒状态下，能显露出最真实

的自己。而如今，这句话的含义变得更

加多维。酒变成了内心的折射、价值观

的外显、生活态度的标志和圈层的象

征。你爱喝怎样的酒，大概就是一个怎

样的人。一个人对一种香型、一个品

牌、一种价值的认同，能够体现他如何

看待自己、看待文化、看待世界。

为何有一种为何有一种““生活方式生活方式””叫叫““酱香酱香””？？
当一瓶茅台酒成为连接文化认同当一瓶茅台酒成为连接文化认同、、社会责任和全球对话的媒介时社会责任和全球对话的媒介时，，
它承载的已不仅是酒精的度数它承载的已不仅是酒精的度数，，更是一个民族品牌与时代同行的温度与高度更是一个民族品牌与时代同行的温度与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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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茅台构建的“茅友”生态中，品牌

与消费者早已超越简单的买卖关系，升

华为共同价值观的践行者。

这个独特群体正以茅台为纽带，在

全球范围内书写着中国企业社会责任

的新范式。此前，在2024年10月举办

的京津冀茅友嘉年华上，贵州茅台公益

基金会携手贵州茅台北京、天津、河北

经销商，向北京市慈善协会联合捐款

200万元。这种品牌担当与消费者善行

的同频共振，生动诠释了“价值共生”的

深层含义——茅台不仅提供美酒，更搭

建了一个让善意放大的平台。从赤水

河畔的生态保护，到乡村教育的精准帮

扶，茅友们跟随茅台的公益足迹，将商

业消费转化为社会价值的共创。

从“粉”到“友”，一字之差，却又是

观念、定位和责任的全面升华。如今的

茅友群体，既是茅台工艺的鉴赏家，又

是非遗文化的传播者；既是美酒的消费

者，又是公益事业的参与者。以酱香著

称的茅台，俨然变成了一种被广泛认同

的生活方式。这种多维度的互动，标志

着中国白酒行业正在经历从“卖酒”到

“卖生活方式”的转变。当一瓶茅台酒

成为连接文化认同、社会责任和全球对

话的媒介时，它承载的已不仅是酒精的

度数，更是一个民族品牌与时代同行的

温度与高度。

人类用万年时间驯化了酒，而酒正

在用它的方式重新定义人与人、人与自

我的关系。当举杯时，我们喝下的不仅

是粮食与水果的精华，更是一个时代的

情感密码。或许在未来某天的餐桌上，

当年轻人举着酒杯说“这是我的本命

酒”时，他们真正想表达的其实是：“这

是我选择成为的人。”

“茅生态”：
从“产品消费”到“价值共生”

面对新趋势，成功的酒类品牌需

要从相对具有距离感的商业符号，蜕

变为有温度、有性格的“文化符号”。

消费者购买的不仅是一瓶酒，更是一

次与志同道合者的隔空击掌。对于

这一点，茅台举办的“茅友嘉年华”正

是最好的佐证。

5月20日，贵州茅台2025年茅友

嘉年华盛大开启，当近千位来自全球

各地的“茅友”齐聚一堂，迎接他们的

不仅是醇厚的酒香，更是一场关于感

恩与传承的文化盛宴。当你还在即

将进入茅台镇的高速路上时，便已经

能感受到茅台的“宠友”。在路侧的

道旗和隧道中的广告牌上，全是迎接

“茅友”的信息。在以“感恩茅台友，

共创高品质”为主题的欢迎仪式现

场，茅台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贵州

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

长张德芹，茅台集团党委副书记、总

经理，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党委副书记、代总经理王莉带领

一众高管，集体向“茅友”们深深鞠下

一躬，以表对“茅友”们的感恩。此

外，在欢迎仪式上，高粱种植户、制曲

员工、制酒员工、销售员工、法律合规

部员工6位代表，依次用质朴的语言，

诠释茅台品质背后的坚守、感恩茅

友。

这足以体现茅台以“宠友”心态

构建出的新型厂商关系，将单向消费

转化为双向奔赴，凸显了茅台对用户

需求的深度关注和情感联结，这种

“茅友”背后的逻辑与感情，不仅是商

业策略，更是品牌在新时代下的共生

哲学。

随后，“茅友”们以“醉美茅台”为

主题，分批参观了茅台生产车间和中

国酒文化城。“茅友”们走进难得开放

的茅台酒厂，观看了茅台酒堆积发酵

与入窖发酵的流程，并亲口品尝了茅

台酒七次取酒中每一次取酒后的不

同口感。在晚宴席间，由贵州茅台公

益基金会举办的公益义拍义卖活动，

也邀请每位茅友身体力行践行公益

理念。一天中，“茅友”们亲眼见证了

始终被坚守的传统工艺，听到了敬畏

自然的故事。这些所体现的，正是被

“茅友”们深深认同的茅台“顺天敬

人、明理厚德”的企业价值观。

而本次“茅友嘉年华”的高潮，无

疑是夜幕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

茅台联合举办，由王冰冰与尹颂主持

的“飞天之夜黄小西音乐盛典暨2025

茅友嘉年华”，唐汉霄、王啸坤、戴荃、

水木年华、黄霄云、胡彦斌、张艺兴、

韩红轮番献唱，并在演出之余不遗余

力地向全国观众推荐贵州的美酒、美

食与美景。

纵观整场活动，不论是茅台人声

情并茂的发言，参观路线人性化的设

计，以公益理念为主题的义拍义卖活

动，还是“流行音乐搭台，贵州文化唱

戏”的音乐节，无一不在传递茅台正

在全面践行的“顺天”的生态理念与

“敬人”的人文关怀。这些，都是被茅

友们深以为然的价值主张。

本次贵州茅台2025年茅友嘉年

华，茅台选择以流行文化为载体，用

音乐与茅台品牌IP相结合的方式，传

播、推介、弘扬中国的酒文化。这不

仅实现了茅台品牌的场景破圈，预示

着茅台从“卖酒”到“卖生活方式”的

消费场景转变，构建“以消费者为中

心”的市场生态。同时，这种方式也

十分契合众多“茅友”渴望将白酒与

潮流相融的生活态度。

更值得注意的是，本次茅友嘉年

华的意义不止于白酒行业本身，它深

度赋能文旅产业升级，让茅友嘉年华

化身茅台镇乃至贵州省的文旅名

片，这是贵州茅台的责任与担当。

本次“茅友嘉年华”打破了传统

的社交壁垒，以酒为媒，创造了一种

新型的社会联结。资深茅友李女士

分享道：“在这个圈子里，我们不论身

份地位，只谈对茅台的理解和热爱。”

茅台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构

建起一个既有文化深度，又有社交温

度的社群网络，让原本可能永无交集

的群体找到了情感共鸣。

在这个物质丰裕的时代，人们渴

望的不仅是口腹之欲的满足，更是精

神层面的归属感。茅台通过文化IP

的持续打造，成功将一杯酒升华为连

接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的纽带。当

茅友们举杯相庆时，他们庆祝的不仅

是一款美酒的醇香，更是一种被重新

发现的生活之美。

这或许就是茅台社群最珍贵的

价值——它让古老的酒文化在当代

社会焕发新生。

茅友嘉年华：从“品牌符号”到“文化符号”

李白曾在自己的诗中言：“风吹

柳花满店香，吴姬压酒劝客尝。”在过

去的岁月里，人与酒的关系往往停留

在味蕾的浅尝辄止。人们习惯用风

味指标形容自己对某款酒的偏爱

——喜欢它的醇厚、迷恋它的回甘或

者钟情于它独特的酿造工艺。

此前，我们常说自己是某款酒的

“粉丝”，这种关系是单项的，如同欣

赏一幅画或聆听一首歌，酒是客体，

人是主体，二者之间始终隔着一道品

尝与评判的距离。就像在中国白酒

中，茅台“粉丝”最多，人们之所以喜

爱它，便是胜在风味。酱香的酒体入

口绵柔，像丝绸掠过舌尖，令人惊讶

于53度的烈酒竟能如此温润，细腻的

甘甜缓缓展开。咽下后，酒体又展现

出惊人的厚度，带着饱满的粮香、淡

淡的焦香和蜜甜。喝完后，余韵更是

悠长，酱香在口腔中经久不散，坚果

香、花果香与微妙矿物质感渐次而

来。

然而今天，这种关系正在发生深

刻变化：酒不再只是被消费的对象，

而逐渐成为情感的载体、价值的符

号，甚至是精神的知己。消费者与品

牌之间，不再是简单的买卖关系，而

更像是一场双向奔赴的友谊。曾经

的“酒友”，是常聚在一起喝酒的朋

友；现在的“酒友”，则变成同样钟情

某一款酒的人们，即便相隔遥远的距

离，也能成为灵魂共振的知音，天涯

共此时。

“酒友”的语义迁移耐人寻味，在

豆瓣某个小组，有人写道：“喝过你爱

的酒，才算真正认识你。”这些现象暗

示着，当代“酒友”的本质是价值观的

镜像——我们通过酒标寻找同类，透

过杯壁确认彼此的存在。

从“粉”到“友”的转变背后，是消

费逻辑的根本性迭代——当物质丰

裕时代到来，功能性需求逐渐让位于

意义性需求。酒瓶里盛放的不再只

是液体，而是一个个关于身份认同、

生活态度或精神追求的故事。

酒文化的跃迁：从“粉”到“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