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酿造学社

谈到酿造学社，就不得不提一个人，他就是朱宝镛。朱宝镛教授是我国发酵科

学的著名教育家、科学家，著名酿酒专家。早年留学日本、法国、比利时，在法国

著名的巴斯德学院学习，后转比利时发酵工业学院学习，毕业后获得生物化学工程

师学位。1936年学成回国后，朱宝镛热衷于振兴中国酿造事业，并把张裕公司作为

报效祖国的第一站，曾在烟台张裕公司任工程师、厂长。

在张裕工作的那段日子里，抓恢复生产的同时，朱宝镛与担任经理的徐望之一

起发起组织中国酿造史上第一个学术组织——“中国酿造学社”。由于他的声望，

国内酿造界的知名人士慕名而至，诸如上海酒精厂经理汤腾权，厂长陈騊声、中央

大学农化系主任陈方济及教授鲁宝重，烟台张裕公司副经理朱梅、张裕公司农

艺师张勉新，化验室主任孙卫等都是这个组织的成员。

酿造学社的建立，是中国酿造历史篇章中较为浓墨重彩的一笔。以酿造学

社为平台出版的《酿造杂志》于1939年1月1日创刊，主要刊发来自于全国的有价值

的学术文章。目前，作为珍贵文物藏于博物馆档案室的《酿造杂志》共有三期。杂

志汇集了中国酿酒学术交流的有识之士，可以说是酿造业精英的学术大本营，对推

动中国酿造事业的发展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三期杂志中，朱梅和孙卫写的文章

最多，朱梅在公司安排下赴欧洲考察，回来写成“欧洲酿造工业考察记”。孙卫发

表了8篇有关葡萄酒和白兰地的文章，涉及到葡萄酒类别和营养成分、女性与葡萄酒、

全世界葡萄酒生产额对比以及白兰地酿造方式等专业内容，特别是当时张裕公司生

产的葡萄酒和白兰地产品介绍及成分分析文章，为公司留下了珍贵的历史资

料。酿造学社及其推出的学术刊物可谓酿造界访求酿造人才，探索研究学术，

严循忠实宣传的典范。当时中国酿酒学社的社址在上海静安寺路20号，《酿造

杂志》由国光印书局印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