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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葡萄酒的优秀品质取决于酿酒葡萄生长地的环境与气候，虽然葡萄是一种适应能力强的物
种，不过能够用作酿酒的葡萄对于生长地的气候、土壤、水分等却十分“挑剔”。被世界公认的优质
酿酒葡萄应该生长在纬度30°—50°之间，因为这一地带适宜的气候、充足的阳光、适量的雨水、适
合的土壤等都是酿酒葡萄生长的“充分必要条件”。拥有举世闻名的葡萄酒酿造传统与声誉的法国波
尔多就在这一葡萄种植的黄金地带上，其他盛产优质葡萄酒的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德国和美国
的加州、南美的阿根廷、智利、澳洲南部，以及南非也都无一例外地处于这一地带之上。所以每一瓶
葡萄酒酒标上标明的出产地是人们鉴别和品评该酒优劣的基本标示。 相应的，我国北方著名的葡萄出
产地新疆、山东、河北也在这一葡萄适种地带，所以我国早期的“张裕”、“长城”葡萄酒品牌也诞
生于此地。因为北纬30度纬线横切我国长江而过，所以一直都有“长江以南不适合种植优质葡萄”的
传统说法。不过，南乡坝打破了这一被公认的传统说法，人们在坝子里这个并非处于葡萄种植带的地
方，培育出了出色的葡萄，也酝酿出了一瓶瓶晶莹剔透的葡萄酒，这与坝子特别的环境息息相关。 高
海拔低纬度的云南高原坝子——南乡坝，终年太阳高度角大、阳光充足、空气清新，由于阳光少了
近1500米的穿透与过滤，使得葡萄享受了充分的阳光滋润，易于葡萄的深着色、浓味道与糖等成分的
积累，同时，也因为强烈的紫外线照射，极大抑制了足以使葡萄致命的病虫害发生，满足了葡萄对阳
光的要求；坝子受热带大陆干暖气流的控制，气候温暖而干爽，坝子里的葡萄也不需要像北方的那样
，为了渡过严寒而被迫休眠，所以葡萄的生长期既长，果实又早熟，每年6月份，当北方的葡萄还未
见踪影时，坝子里的葡萄早已硕果累累，挂满枝头了。满足了葡萄对气候的要求；坝子干湿季节分明
，降水时雨量充沛，土壤对雨水吸收的有效性高，配合干季的春灌也满足了葡萄对水分的需要；坝子
里的红土地，富含矿物质，腐殖质少，红土地的底部为石灰岩或砾质土层，蓬松而疏水，再加之坝子
土地的年平均气温13度，使得葡萄的根系能够全年生长，葡萄由此可以全年吸收到来自根部提供的充
分营养，满足了葡萄对土壤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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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本书前二分之一介绍了葡萄酒的相关知识，历史故事，可读性强；读到后来，有卖弄历史文化术
语和广告之嫌。所以，此书应以5折卖出。
2、吃完开喝，顺便扫雷——虽然对这套书的水准有预计，还是被雷到了。说是民族志，写得支离破
碎；说是历史，又没有很清晰的几条脉络；说到规范，各种书袋没事就拿出来掉一掉，书不是这么攒
出来的好吧？而且说到这个地方2005（7？）年酿出亚洲最早的冰酒来——不知道从文献看显然对1930
年代以来就已经规模生产的老牌国产葡萄酒吉林通化葡萄酒一无所知的作者，是不是连百度一下2002
年通化就有了雅士樽冰酒的功夫都没有呢？
3、地方葡萄种植本可以写成很有趣的人类学研究，但这本真的很糟糕。历史叙事和实践逻辑几个重
要部分写得实属典型的架子大，内容杂，抛出概念却不深入挖掘其和田野的联系。大部分章节脉络零
散，有凑字数之嫌。书中还配了很多无关紧要的插图。不像人类学，像旅游管理的论文。
4、理论运用太生硬
5、“物”研究——来自法国的葡萄（殖民*-后殖民，地方/全球）；structure—social agency互动，强调
实践的价值；和茶、盐这样的由内到外或纯粹本土化实践不同，葡萄酒体现的是从global到local的反向
传播及影响过程；饮酒、饮食方式：外来、当地结合*，意义本土化(p.64,p.66-67,p.71-72)；知青的话
语(p.89)；记忆选择——叙事策略；1980年葡萄重新大规模推广种植(p.134)；葡萄生产对家庭权力关系
的改变*(p.163-167)；知识分子角色(p.170)
6、还没看完，正在看，觉得还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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