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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青岛啤酒的历史脉络

青岛啤酒品牌被一直延续下来，老

厂房、老设备则被改造成博物馆。2004

年，青岛啤酒博物馆被评为全国工业旅

游示范点。2018年，青岛啤酒厂（青岛

啤酒博物馆）被列入首批中国工业遗产

保护名录。

“博物馆现有藏品3万多件，分为百

年历史文化、酿造工艺发展、体验啤酒

魅力三个展区。”青岛啤酒博物馆名誉

馆长姜卫说。

进入博物馆，映入眼帘的是一张

1903年的青啤外景照片。姜卫说，以老

照片中的烟囱为界，左边3栋楼是当年

德国人居住与办公的地方，现在是博物

馆的A区，展示了青岛啤酒的历史脉络；

右边几栋楼是当时的生产车间，现在是

博物馆B区，展示了青啤从工业2.0到

工业4.0的发展历程。

在百年历史文化展区，参观者可以

通过详尽的图文资料、全息影像、互动

视频，了解青岛啤酒百年历史文化以及

当地啤酒风俗等。

随后进入酿造工艺发展展区。在

1903年的糖化车间，姜卫说：“糖化车间

分为两层，一楼所展示的是电机和锅的

底部，电机的作用就是带动锅里的搅拌

桨进行原料搅拌。我们眼前这台电机

产于1896年，现在通电后还可以正常运

转。”新中国成立后，经过青啤的创新发

展，电机得到了很好的维护保养，成为

中国啤酒工业百年历史的最好见证。

“这四口锅是1903年工匠用紫铜打

造的，大锅投料管外壁布满坑洼的小

窝。”姜卫说，早期没电话的时候，楼上

和楼下的工人为了方便通知对方投放

原料或停止投料，会用铁棒敲打投料

管。时间久了，这些投料管上就留下许

多“小酒窝”。

曾酿出慕尼黑黑啤酒

跟随姜卫的步伐拾级而上，就来到

了120年前的敞开式发酵池。通过全

息影像，人们可以看到青岛啤酒最早的

酿酒师汉斯·克里斯蒂安·奥古特。

1903年，就是他在这个发酵池中酿出第

一杯慕尼黑黑啤酒和皮尔森风味的黄

色啤酒。

“穿越”历史长河，来到宽敞的现

代化智慧灌装车间，人们可以直观地

感受到青啤从工业2.0到工业4.0的巨

大变化。

在智能生产线上，数千罐啤酒按照

客户个性化要求，被摄像头识别后精准

分流到不同区域。随后机械手将其迅

速装箱，放到无人智能运输车上，运到

智能立体仓库储存。

“‘最古老’的工厂，如今已是‘最先

进’的工厂。”青岛啤酒厂副厂长赵维成

说，青岛啤酒厂运用数字化手段，建成

包装产线管理等7大智能管理系统，通

过数字技术与生产制造融合，近3年碳

排放密度降低48%、单日平均产量提升

60%、成品出库效率提高50%。

近年来，青岛啤酒博物馆在保护的

基础上，充分做到让“文物活起来”。博

物馆设置了全息投影、动感单车、AR互

动等科技创意项目；在商品店，特色啤

酒、专属酒具等啤酒文化创意产品琳琅

满目；音乐餐吧可同时容纳近200人用

餐，备有烤猪肘、香肠及地道青岛海鲜、

创意啤酒料理等美食。博物馆还推出

沉浸式剧游，开设啤酒酵母面包坊等，

呈现出兼具历史和现代、文化和时尚的

博物馆新形态。

自开馆以来，青岛啤酒博物馆吸引

了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游客参

观，累计接待游客超千万人次。

文图均据新华社

江苏省无锡市宜兴市丁埂遗址发

现一块极为罕见的两面刻有虎纹、卷云

纹和飞鸟纹的良渚文化时期的石钺。

这是记者从日前召开的丁埂遗址

考古现场专家咨询会上了解到的。与

会的16名来自国内多个考古研究机构

以及南京大学、浙江大学等高校的考古专

家均表示，这是他们第一次看到刻有这种

虎纹图案的石钺，认为这一石钺或是一种

权力象征，对研究太湖西岸良渚文化社会

复杂化进程具有重大学术意义。

丁埂遗址位于宜兴市周铁镇东北

部，紧邻太湖西北岸，是太湖西岸首次

发现的滨湖濒水型良渚文化规模聚落

遗址。遗址原分布面积超过2万平方

米，现残余面积约1万平方米，于2020

年在工程开发中发现。2022年8月，经

批准由无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其中

1800平方米进行发掘，今年3月初发掘

工作完成并验收。

无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刘宝

山介绍，发掘显示，丁埂遗址有多个文

化层，最远可追溯到距今约4500年前的

良渚文化时期，发现并清理出良渚文化

时期的石器329件、石质和骨质箭镞73

件、完整的网坠436件，另外还有大量陶

器、玉石器。

虎纹刻符石钺是此次发掘最为重

要的发现。记者现场看到，石钺两面图

案相似，一面上层为虎纹，中间是卷云

纹，下层为飞鸟纹；另一面上层为飞鸟

纹，中间为虎纹，下层为卷云纹。刘宝

山说，这些图案均为单线刻画，不见重

笔，少见飞笔，线条较为流畅，推测刻画

工具为硬质尖状石器。

与会专家表示，这一石钺形制是典

型良渚文化石钺，鸟纹、卷云纹过往都

有发现，但这种虎纹极为罕见。石钺发

现于祭祀高台之上，有破损痕迹，应是

使用过，但又不是经常使用，推测可能

是某种权力象征，认为这一刻符石钺的

发现对于研究良渚文明的精神文化、崇

拜信仰以及美术史提供了新的材料，而

丁埂遗址的发现也为太湖西部文明探

源工程打开了一扇窗。

文图均据新华社

江苏无锡发现罕见良渚文化时期石钺

老厂房老设备被改造成博物馆
中国啤酒百年工业发展史在这里展现

在 山 东 省 青 岛
市 市 北 区 登 州

路上，有一座由老厂房、老
设备改造而成的啤酒博物
馆——青岛啤酒博物馆，
在此人们可以了解一段中
国啤酒百年工业发展史。

1903年，“日耳曼啤酒
公司青岛股份公司”在今
天的青岛市登州路 56 号
开业，其生产的“日耳曼
牌”啤酒，在 1906 年慕尼
黑世界啤酒节博览会上获
得金奖。1945年，厂名易
为“青岛啤酒公司”。
1949 年 6 月 2 日青岛
解放，更名为“国营
青岛啤酒厂”。

120年前的贮酒桶。120年前的糖化车间。

虎纹刻符石钺的正反两面和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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