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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 味 贺 兰
拓兆兵

从银川市区远眺贺兰山东麓，碧空如洗。

塞外冬季，灿烂阳光下，山顶片片白雪如

花般怒放，形成了宁夏著名的古八景之一“贺

兰晴雪”。

宁夏首个酒庄便以贺兰晴雪命名。

如今，宁夏全区酿酒葡萄种植总面积达

60.2 万亩，超过全国三分之一；年产葡萄酒

1.4 亿瓶，占全国近 40%；先后有 60 多家酒庄

的葡萄酒在国际大赛上获得上千个奖项⋯⋯

驾长车，贺兰山东麓的宁夏葡萄酒突出重围。

葡萄酒的香味，已成为贺兰山最浓郁、最

具代表性的风味。

响了！曾名不见经传

2011 年 9 月，《品醇客》杂志举办的世界

葡萄酒大赛上，来自中国的贺兰晴雪成为最

大黑马。

击败来自世界各地的竞争对手，其中包

括阿根廷、美国、澳大利亚甚至法国波尔多本

地的生产商，获得 10 英镑以上级别波尔多风

格红葡萄酒国际大奖的，是一瓶来自名不见

经传产区的 2009 年加贝兰——这是当年轰

动世界葡萄酒界的一件大事。自此，世界认

识了出产优质葡萄酒的中国宁夏产区。

从银川市西夏区北京路拐上沿山公路不

远，就来到了贺兰晴雪酒庄。庄主容健提起

那段往事，仿佛在诉说一个传奇故事。

宁 夏 葡 萄 酒 产 业 起 步 于 上 世 纪 80 年

代。但直到 90 年代中期，其得天独厚的资源

优势才逐渐被葡萄酒专家发现认可。第四次

全国葡萄科学讨论会在银川召开时，与会的

国内外专家认为：以银川为代表的部分西北

地区是中国最佳的葡萄产区之一，也是中国

生产高档葡萄酒最有竞争力的潜在地区。

一石激起千层浪。这些观点不仅引起了

葡萄酒行业的关注，也让宁夏回族自治区党

委政府意识到发展机遇。于是，法国的葡萄

品种、设备、技术和人才被一一引进，建立了

一批葡萄酒企业。

1997 年，宁夏将葡萄酒作为农业六大支

柱产业之一重点支持发展。2001 年，宁夏葡

萄产业协会成立，这是国内第一家省级葡萄

产业协会。容健担任会长，王奉玉担任秘书

长，张静担任副秘书长。2005 年，容健与王

奉玉先后退休，3 个人萌生建设一个示范性

小酒庄的想法。地址选在贺兰山脚下，取名

贺兰晴雪。容健与王奉玉搞管理和种植，年

轻的张静负责酿酒。

3 个人的酒庄条件简陋，处于半手工状

态。当年，酒庄开荒种下了第

一 批 8 公 顷葡

萄，张静到中法两国农业部门的合作项目——

中法庄园实习，拜首席酿酒师李德美为师。

2009 年 ，贺 兰 山 东 麓 产 区 气 候 条 件 优

越，葡萄成熟度非常好。2011 年初，酒庄顾

问李德美萌生了把 2008 年、2009 年两个年份

的酒送到国际参赛的念头。

“酒庄报名参加英国《品醇客》杂志举办

的世界葡萄酒大赛时，主办方的产区选项里

甚至都没有宁夏。颇费一番周折，才报上了

名。”李德美回忆。

2011 年 9 月，该项赛事颁奖仪式在英国

伦敦举行。公布结果时，让所有在场嘉宾感

到震惊的是：中国宁夏贺兰晴雪酒庄 2009 年

份加贝兰葡萄酒夺得赛事最高奖！当时很多

人不知道中国能生产优质葡萄酒，更别说知

道宁夏！

这个奖项对全世界所有生产波尔多风格

葡萄酒的地区开放，把最高奖项颁给贺兰晴

雪，意味着中国生产的葡萄酒得到了世界认可。

蒙古语里，“贺兰”就是骏马的意思。由

此，宁夏葡萄酒产业踏破贺兰山缺，进入壮怀

激烈的高速发展时代。

稳了！没有不可能

略微有些酸，也有点甜，还有点儿涩⋯⋯

贺兰山东麓产区的葡萄酒处于榨季后的发酵

期，空气中弥漫着葡萄酒襁褓中的味道。

赤霞珠、马瑟兰、霞多丽、长相思⋯⋯品

类众多的葡萄酒百花齐放，加上混酿碰撞，或

激越，或温柔，或甜蜜，或羞涩⋯⋯倾诉着各

自的故事，绽放着各自的风格。

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区，位于北纬37o43′至

39o23′之间，是业界公认的世界上最适合种

植酿酒葡萄和生产高品质葡萄酒的黄金地带

之一。昼夜温差大，葡萄易于聚集糖分；黄河

冲积平原与冲洪积倾斜平原交汇地带的半砂

质土壤，让葡萄枝与葡萄秆的水分得到很好

调节。

多年来，宁夏先后从国外引进以红、白、

甜、露四大系列为支撑的 60 多个酿酒葡萄品

种品系，引进 20 多个国家的 60 多名国际酿酒

师在产区服务，聘请 20 多个国家的冠军侍酒

师作为推广大使。200 多个酒庄和酿酒企业

分布在百公里葡萄酒产业长廊，参观百多个

酒庄，宛如周游列国。

加贝兰获奖后，来贺兰晴雪参观访问和

品尝的人很多。“人们夸赞，酒的风格非常波

尔多。但我觉得加贝兰要成为宁夏的加贝

兰，而不是波尔多的加贝兰，也就是要成为自

己。”张静说，宁夏产区是一个很独特的、具有

自己风土特色的葡萄酒产区。

与贺兰晴雪酒庄仅一路之隔，迦南美地

酒庄的风格及酿酒师的个性、理念、目

标、方法均与之不同，可有一点是共通的：成

为自己。

庄主王方旅居德国 10 余年，对有“德国

葡萄酒女王”之称的雷司令品种情有独钟。

2011 年，王方带着对家乡酿酒业的憧憬回到

宁夏，建了一个 200 多亩规模的小酒庄，开始

了自己的酿酒生涯。

在宁夏，种植雷司令一度被认为是不可

能的任务。但因酿酒风格大胆、敢于打破常

规而被业界称为“魔方”的王方坚信：脚下土

地就是雷司令的希望之地。果然，贺兰山东

麓种植雷司令成功，酿出的酒清爽、酸度适

中、口感清脆。

短短几年，迦南美地酒庄酿造的葡萄酒

就赢得了国际声誉，曾作为唯一一个亚洲酒

庄受邀赴德国参加展出和一年一度的雷司令

盛宴。

除了标准瓶，迦南美地酒庄还推出了如

试管一样的小瓶酒，便于携带和直接饮用，很

受年轻人青睐。“葡萄酒认产区。我对我酿的

酒有着绝对自信，我坚信宁夏产区能酿出好

酒。”王方说。

风土共享，风格各表。

走进西夏区博纳佰馥酒庄，草木丛生，完

全是不修边幅的自然状态。庄主孙淼和彭帅

是一对年轻夫妻，2013 年从法国留学回国，

来到贺兰山下酿酒。酒庄面积只有 100 多

亩，建在一片盐碱地上。

酿酒东麓下，悠然见兰山。俩人都在法

国著名的勃艮第产区工作过，选择了自然传

统的田园生活生产方式，自己开拖拉机、施

肥、除草、酿造、养鹅、喂狗⋯⋯“两个人的酒

庄”个性十足。“每串葡萄里都有我们的体温，

每瓶葡萄酒里都有我们的心血，我们在做一

座最典型的艺术酒庄。”孙淼说。

打开一瓶 2015 年的红葡萄酒“馥”，拥有

可爱甜美的果香和略带俏皮的青味，如春季

贺兰山散发的生命萌发的气息。博纳佰馥酒

庄年产量 1 万多瓶，酒畅销上海等大中城市。

彭帅师从著名葡萄酒专家、西北农林科

技大学李华教授，孙淼师从李华教授的夫人、

著名葡萄酒专家王华教授。小两口师从老两

口，两代人致力于葡萄酒的研究和酿造，成为

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区的佳话。

准了！寻味即寻路

这些各具特色的葡萄酒，有一个共同语

境：贺兰山风土。

风土，是一个地方特有的自然环境。于

葡萄酒而言，风土就是魂魄。七分种植、三分

酿造，产区的风土对葡萄酒的品质和风格有

着决定性影响。

贺兰山东麓的风土条件得天独厚，但对

于葡萄酒产业发展初期

的 宁 夏 来 说 ，如 何 把 大

自然的馈赠做成人间臻

品 ，是 摸 着 石 头 过 河 。

走弯路、资本抢滩、无序发

展、质量低下，没少踩坑。

2003

年 ，在 自 治

区 党 委 和 政

府的努力下，当

时的国家质量监

督 检 验 检 疫 总 局

批准对贺兰山东麓

葡萄酒产区实施地理

标 志 产 品 保 护 。 这 借

鉴了国内外葡萄酒产业

发 展 过 程 中 的 经 验 和 教

训，对宁夏建立自己的产区

保护和把控葡萄生产品质非

常有益。

次 年 ，宁 夏 组 成 考 察 团 赴

法 国 了 解 葡 萄 栽 培 和 葡 萄 酒 酿

造 技 术 。 考 察 中 发 现 ，葡 萄 酒 生

产 在 欧 洲 大 都 以 酒 庄 形 式 存 在 。

考 察 团 形 成 共 识 ：宁 夏 葡 萄 酒 产 业

想 要 有 更 高 水 平 的 发 展 ，一 定 要 打 造

一 批 致 力 于 酿 造 高 品 质 葡 萄 酒 的 精 品

酒庄。

2013 年，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区开创实

施了具有自己特色的酒庄分级制度。宁夏紧

紧抓住了风土和酒庄制两个关键词。

深刻挖掘和充分表达贺兰山的风土魂

魄，专注于“酿一瓶宁夏风土的好葡萄酒”，葡

萄酒产业蒸蒸日上。

张言志，1995 年就读于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葡萄酒学院，之后留学法国。这位在葡萄

酒界摸爬滚打的青岛汉子，2017 年到贺兰山

东麓成立西鸽酒庄。虽建庄较晚，但短短几

年间规模和销售均处于国内头部位置。“让世

界爱上中国葡萄酒”，这句镌刻在西鸽酒庄

墙上的话，是张言志立下的志向，也是贺

兰山东麓产区的愿景。

袁辉，1996 年开始在贺兰山下

种植防护林，2008 年在废弃砂石

坑中建起志辉源石酒庄。酒庄

以贺兰山废弃石料为主材，

种 下 3000 亩 葡 萄 ，修 复

6000 亩废弃矿区。以志辉

源石酒庄为代表，贺兰山

走出了一条经济发展与

生态保护结合的路径。

虽在国内几大葡

萄 酒 产 区 中 起 步 较

晚 ，但 贺 兰 山 东 麓 产

区 表 现 亮 眼 ，2021 年

国家葡萄及葡萄酒产

业开放发展综合试验

区、中国（宁夏）国际葡

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

落 户 宁 夏 ，2022 年 ，国

际葡萄酒品牌中心也落

户宁夏。

山之魂，人之魄，黄河

水灌溉，贺兰山守护。假以

时日，宁夏贺兰山东麓产区葡

萄酒“当惊世界殊”。

路越修越堵，只是错觉吗
刘奕彤

道路，承载着城市中人与物的流通，是城市交通

中的核心组成部分，社会经济发展离不开它，生活也

离不开它，所以才有了“想要富，先修路”这样响亮的

口号。

城市越扩越大、车越来越多，很多地方通过不断

修路来满足人与物不断“膨胀”的出行需求。这样的

行为听起来再正常不过——在城市发展初期，道路

建设进程往往滞后于机动化发展进程，这个时候需

要有足够多的道路承载交通流量，的确得修路。所

以我们经常会有“到处都在修路”的观感，坑坑洼洼，

尘土飞扬，感觉无论走到哪儿都是修路的围挡。

所以，每当出现交通拥堵，人们会下意识认为：还

是路不够多不够宽，多修点就不会这么堵了。这么想

其实没错，在发展初期，修路甚至可以称得上是解决

交通拥堵的捷径。但当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人们会

逐渐发现：路确实多了，但交通好像依旧是堵的。

不止我们，交通经济学家也注意到了“修路但

堵”的现象，并研究得出了一条非常著名的当斯定

律：在政府对城市交通不进行有效管制和控制的情

况下，新建的道路设施会诱发新的交通量，而交通需

求总是倾向于超过交通供给。

也就是说，“路越修越堵”的情况是客观存在的，

且有科学依据。

当斯定律尝试为我们描述当城市发展到一定阶

段时的情况：

一方面，道路供给赶不上需求增长。社会经济

发展繁荣，居民拥有和使用小汽车的需求持续高

涨。但城市中的路网规模和级配已相对完善，尤其

是中心城区，几乎没有土地可用于修建新的道路。

也就是说，道路交通供给在这个阶段已经几乎不会

出现大幅增长了。

以北京为例，在实施机动车调控政策前，机动车

保有量年增速维持在 10%以上，在 2010 年甚至达到

了 20% ，实 施 机 动 车 调 控 政 策 后 维 持 在 4% 左 右 。

2022 年 ，北 京 的 道 路 长 度 同 比 2021 年 长 度 增 长

0.67%，道路面积增长 1.4%。对比车与路的数据可以

看出，就算政府对机动车保有量已经严格控制，其增

速也依旧让道路的扩张速度望尘莫及。

另一方面，一条新路修成后，会刺激产生更多新

的交通量，这就是经济学概念中的“诱导需求”。简

单来讲就是，一条好走且畅通的新路开放了，自然会

吸引很多人来走——原来不走这边的人来了，之前

坐公交地铁的人也转而开车来了⋯⋯用不了多久，

这条新路就会开始发生拥堵。同时，这条路还会发

生交通流的“网络化效应”——路总是互通互连的，

这条路交通流量大了，相连的路也难逃拥堵的命运。

这两点，就是当斯定律想要告诉我们的：修路之

所以无法作为解决拥堵的长期方案，是因为城市中

的道路供给是有限的，且道路供给总会不断诱导出

新的道路需求，供给永远无法和需求实现等比例扩

张。换句话说，在“修路 VS 买车用车”的竞赛中，修

路永远都是“输家”。

国内外很多城市都有过“越修越堵”的惨痛教

训，但也有城市意识到了问题，选择“反其道而行

之”——拆掉一些高架桥、减少或收窄车道，将节约

出的空间归还给骑行、步行以及公共休闲。大家从

习惯性地开车出行逐渐转向公共交通和慢行出行，

最终收获了好结果。

路，肯定是要修的。我们需要与城市规模、人口

数量以及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匹配的道路基础设

施，但“修路”“修宽路”并不是缓堵的唯一“良方”，解

决问题的根本，还在于推动出行方式的转变。

（作者系北京交通发展研究院工程师）

洞台，是一个村名。距慕

田峪长城 8 公里，距京郊响水

湖 4 公里。

寒冬乍暖，沿怀柔乡路寻

访洞台村，仿佛是去探访一位

老友故知。清晨的阳光洒向燕

山山脉，沿着蜿蜒山路驱车行

进，便来到这个青山环绕的静

谧村庄。

驾车冲上一处百米斜坡，

几棵高大的核桃古树旁，见一

家叫“井邻”的花园民宿：八家

为一井，三井为一邻。借古言

今，建造者有意打造一个资源

共享、睦邻友好的乡村社区。

民宿创办人石晶看着蓝天

白云重叠高山长大。在互联网

行业打拼多年后，她重回宁静

乡村创业，还把乡村生活方式

作为卖点。上百棵百年栗树、

核桃树与近万平方米的草坪，

是“井邻”与其他民宿最大的区

别。繁盛鲜花、乐趣农场，吸引

着城里的情侣来这里办婚礼，他们背靠长城，在灿烂繁

星和古栗树的见证下，许下共度一生的誓言。

看重这份闲适，嫁到中国的越南人阮玉恒把家从

城里搬到了这里。“越南生活节奏比较慢，来到洞台村

就像是回家。”负责“井邻”烘焙房和活动策划的阮玉

恒把越南咖啡豆带到洞台村。现在，咖啡店里大部分

员工是村里大姐，她们不仅跟阮玉恒学会了做咖啡，又

学起了插画、扎染、烘焙。

“最近几年流行‘习慢者’这个概念，就是习惯慢慢

去生活的人。我来到井邻是想变成习慢者，也想让每

个前来度假的游客感受慢生活的时光。”阮玉恒说，最

美的日子是能在自然里自然醒，听着鸟声，看着阳光，

任窗外花开花落，云来云往，都能安静下来思考。慢慢

地吃饭，仔细品味每一口食物，慢慢闲逛看看整个园区

的花草，徒步村庄，爬爬山，找到自己真正的方向。

山一程、水一程，风一更，雪一更，连起来，就是漫

漫人生路。洞台村有个更宏伟的目标——打造乡村版

的“阿那亚”，这里的父老乡亲，正用独特的乡村生活方

式，提升乡村生活的品质与吸引力。

慢行洞台

韩秉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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俯瞰西鸽酒庄俯瞰西鸽酒庄。。（（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下图为志辉源石酒庄下图为志辉源石酒庄。。（（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星空下的赤木口长城星空下的赤木口长城。。

冯开华冯开华摄摄（（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西鸽酒庄橡木桶酒窖西鸽酒庄橡木桶酒窖。。（（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