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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匠人匠心”？ 酒界泰斗、一
代宗师秦含章曾说过：“匠” 是一门技
艺，“心” 是一种修为。 俗话说匠人易
得，匠心难修。“匠人”需要以“技”养
身，更需要以“心”养“技”，因为匠心是
一个工匠的灵魂。 只有培养好“匠人”，

匠人修炼好“匠心”，二者完美结合，才
是真正的工匠。 同时， 企业的诚信坚
守，材质的真材实料，产品品质的精益
求精，才是真正的匠心。

秦含章还是无锡日报《天下无锡
人》栏目采访的年龄最长者。

今年 5 月，他欣然接受无锡日报记
者采访，这也成为老人生前最后一次公
开接受媒体采访；6 月底， 当记者回访
时， 看到家乡水蜜桃， 秦老连竖大拇
指：这个好，只有阳山有！ 音容笑貌，犹
在眼前。 （综合）

谈到养生，秦含章说：
我能长寿过百岁， 主要是
坚持“四动”———动脚、动
手、动脑和动口。

动脚：脚是人的“第二
心脏”， 连接着人体各器
官。 老人躺在床上双手抱
头，做“双脚踩自行车”动
作，一次做 50 下。 由于长
年坚持， 有效改善了人体
一些器官与肢体功能。

动手： 每天练书法半
小时，已练了 10 多年。 章
老书法作品日益精进，前
来索字者不少。“书法曾被
列为最能促使人长寿的 20
种职业之首，我天天练习，
获益匪浅。 ”

动脑： 脑不动要生锈，
经常动脑可推迟脑细胞老
化，防止得老年痴呆症。 章
老动脑就是写诗，一般写的
是有关健康、品酒的七律古
诗，至今已写了上百首。

动口：常与人聊天，倾
诉自己郁闷， 可以有效防
止不良情绪对自身健康的
侵害。

秦含章的夫人索颖，
是从美国留学归来的营养
学家，知识丰富，在饮食上
为老伴积极“把关”，为其
搭配最合理饮食， 还亲自
下厨，动手制作榨鲜橙汁、
草莓酱和炒一些少油少盐
的时新蔬菜。

索颖对 果酱情 有 独
钟。 她觉得市场上卖的果
酱太甜，不适合老年人吃，
且有添加剂，便亲自制作。
每当草莓上市时， 一次买
来 5 斤新鲜的草莓， 洗净
切碎， 分批放进一只铁锅
里， 用一只木勺子在锅里
搅拌， 边搅边掺进少许白
糖， 一直搅到果碎全部融
成浓浓的褐色酱汁， 这样
装进已消毒的瓶子里，密
封好。 5 斤草莓能吃上一个
月。 尝一下，比外面卖的草
莓酱更新鲜可口。

章老的早餐是两片烤
面包， 一片抹上自制的草
莓酱，一片抹上奶酪，外加
一袋牛奶。“草莓是个好东
西，营养价值高，含有丰富
维生素 C， 有帮助消化的
功效，还可以巩固齿龈，清
新口气，润泽喉部。 这是美
味而营养的一顿早餐。 ”

年过百岁的秦老和索
老在生活中互相关心，互
相照顾，无微不至。 秦老右
耳不好，来客人了，索颖常
贴着他的左耳“传话”，一
传就是一两个小时。 两人
兴趣爱好不同， 看电视节
目时常常推来让去。 索颖
说：家是幸福的港湾，家和
万事兴，家和身心健。

（新民晚报）

中国酿酒界的一代宗师秦含章先生因
病医治无效， 于 2019 年 8 月 15 日 13 时
22 分在北京逝世，享年 112 岁。

中国酒业协会昨天发布悼念文章称，秦
含章是我国老一辈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是酿
酒界的一代宗师，也是新中国食品科学技术
和工业发酵与酿造技术的拓荒者和学术带
头人。 他学识渊博，造诣精深，理论联系实
际，积极培养青年一代，桃李众多，为推动
我国酿酒工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文章称，秦含章的去世，“使我们失去了
一位世纪泰斗、酒业巨擘和前辈楷模，更使
我们永远失去了中国酿酒产业中饱经沧桑、
学贯中外、矢志报国、鞠躬尽瘁的一代知识
分子中弥足珍贵的一块‘活化石’。 ”

酒业泰斗秦含章仙逝，享年 112 岁

秦含章先生 1908 年出生于江苏无
锡张舍镇，在家中排行老三。 父亲是教
私塾的穷秀才。 名字“含章”见于《易
经·坤卦·六三》：“含章可贞， 或从王
事，无成有终。 ”大致意思是谦虚处世、
谦和待人，保持美德，不居功、不自显，
把握时机，必能大显身手，有所成就。
而他的人生正如他的名字一样，饱含着
中国君子之风。

1931 年， 毕业于上海劳动大学农
学院，虽出身贫苦，却以全国第二名的
成绩，成为庚子赔款最后一批留学生，
先后赴比利时、 法国、 德国学习，1935
年毕业于比利时国立圣布律高等农学
院，1936 年在德国柏林大学发酵学院
专修啤酒工业。

1936 年 9 月回国，历任复旦大学、

中央大学、南京大学教授。 1948 年，任
江南大学教授、农产制造系（新中国第
一个食品工业系的前身）首任系主任。

1950 年， 由周恩来总理亲自签发
任命书，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食品工业
部参事，成为新中国农产工业的拓荒者
和科学带头人、 中国食品工业的奠基
人。 历任食品工业部、 轻工业部参事，
第一轻工业部、轻工业部食品发酵工业
科学研究所所长。 并获得“国家突出贡
献专家”光荣称号。

1955 年， 秦含章奉命两度到青岛
啤酒厂研究啤酒装瓶后的混浊问题，并
研究试制“配制啤酒”，1960 年，秦含章
调任国务院第一轻工业部发酵工业科
学研究所所长。

1958 年， 南京工学院食品工业系

独立办学并迁址无锡，创建无锡轻工业
学院。主持创办无锡轻院的正是时任轻
工业部教育委员会副主任的秦含章。

1964 年 2 月 -1965 年 5 月， 秦含
章主持了科学试点项目“汾酒试点”，
第一次系统地揭示出白酒的奥秘，使
汾酒完成了从“传统酿造工艺”向“现
代酿酒工业” 的巨大转变。 行业内对
酒的分析达到了分子水平， 试点成果
1978 年获得了全国科学大会重大成
果奖。

1964 年， 方心芳与秦含章主持并
参与了茅台酒的研究科技试点组，按照
茅台酒的生产周期，分两期开展了科技
试点研究。

2007 年， 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
院授予“终身成就奖”。

从习农艺， 到留学欧洲向微生物
学、食品发酵工业转行，秦含章始终追
求“专业报国”“走应用科学道路”的理
念。 秦含章之于中国酒业，是酒类产业
规划和理论建设的奠基人， 是“新良
田”的开拓者。 丰厚的学识积累，不仅
为他取得辉煌成就奠定了坚实基础，更

让中国的酿造行业因此受益几十年。据
介绍，秦含章是中国食品界、酒界共奉
的“一代宗师、酒界泰斗”、“酒圣”，他
是新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和工业与酿造
技术的拓荒者、学术带头人，是著名食
品工业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专家，是中国
食品与发酵工业奠基人，是中国食品工

业发酵研究院的创始人。中国食品工业
专业协会名誉会长，中国食品发酵工业
研究所名誉所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候选
人评审委员会委员。上世纪 50 年代，他
主持筹建国内 15 所轻工业学院， 也正
是在他的坚持与关心下，中国高等教育
食品发酵大咖级专业落户无锡。

秦老一生治学严谨， 笔耕不辍，
撰写的科研报告、论文和著作以及与
他人合写的书共计 40 余部 ，6000 余
万字。 主要著作包括《国产白酒的工
艺技术和实验方法》、《现代酿酒工
业综述》、《酿造名优白酒的科学技
术》、《白酒酿造科学技术》、《中国大
酒典》、《新编酒经》、《酒文化小品
集》、《酒曲集锦》、《白酒春秋—————
中国蒸馏酒的演变及发展趋向》、

《我国酿酒工业的发展战略》、《入世
后的中国酒业》、《名白酒发展方向
和发展方法》、《清香型白酒在我国
酿酒工业中的优越地位》等。 其中近
80 万字的《新编酒经》，被业界誉为

“中国酒文化第一书”。
秦老 85 万字的《新编酒经》，对中

国酒文化进行了概括和论述，还提供了
具体的制曲、酿酒、榨酒、收酒、贮存酒
的方法， 被誉为中国酒文化的第一书；

90 岁时， 热爱古典文学的秦老出版了
30 万字的《酒文化小品集》，汇集了 400
余首酒诗；93 岁时， 5 万余字的论文
《白酒春秋—中国蒸馏酒的演变及发展
趋向》发表；同年，350 万字的巨著《国
产白酒的工艺技术和实验方法》 问世；
94 岁时，秦老“启动”了一个更大的工
程———《新编食经》。 据不完全统计，秦
老一生撰写的科研报告、著作论文共计
40 余部，6000 余万字。

秦老家会客室墙上悬挂着两张照
片， 一张是秦老和夫人索颖教授的合
影，一张是秦老的学生高景炎向秦老祝
寿的照片。 高景炎是秦老在白酒界最
为器重的学生，是中国清香酒界专家领

袖、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蒸馏酒
传统酿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

秦老的夫人索颖教授是我国著名
的营养保健界权威专家。 索颖教授长
期关注和研究酒的营养与健康问题，编

写了很多与酒有关的学术论文与著作，
1992 年， 她参加了法国可涅克市首届
国际蒸馏酒学术会议， 并发表了题为
《中国白酒的营养与卫生》 的论文，受
到国外学者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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