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活日报记者 吴双

阿胶文化是中华文明的一块瑰
宝，是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的结晶，
是打开中国文明宝库的钥匙，在“大健
康”国家战略背景下发挥着重要的作
用。为传承千年非遗精神，弘扬中国阿
胶文化，12月22日，2019中国阿胶滋补
养生文化节暨福牌阿胶第70届神农祭
拜典礼在世界阿胶之源、中国阿胶之
乡——— 平阴县东阿镇开幕。

神农一脉，薪火相传

上古时期，为了“宣药疗疾”，使百
姓益寿延年，神农曾在平阴县东阿镇
遍尝百草，并教人医疗与农耕，被世人
尊称为“药王”“五谷王”，因此东阿镇
又被称为“谷城”。在东阿镇，神农以兽
皮进行炼丹，阿胶作为炼丹派生出来
的产物从此诞生，东阿镇也由此开始
了5000多年的阿胶制作历史。因此，几
千年来阿胶传承人都奉神农为先祖，
东阿镇也成为中国阿胶之乡、世界阿
胶之源。在平阴县东阿镇的狮耳山上，
至今仍保留着黄帝及其女儿当时用于
晾胶的胶台及取水遗址。

作为新中国第一家国营阿胶生产
厂，福牌阿胶制作技艺被列入第一批“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且完整
保留了传承千年的阿胶制作技艺和祭
拜神农的传统，并且始终把神农以人为
本、济世救人、厚德载福的人文精神作为
企业的社会使命，守护国粹文脉。

两代皇帝封赐，荣耀见证

明末清初时东阿镇阿胶生产达到
鼎盛时期，阿胶作坊林立，诸家各有所
长，福牌阿胶的前身于氏天德堂、邓氏
树德堂以出色的制胶技艺，在清代享
有盛名。于氏天德堂创办于道光年间，
其生产的阿胶量大价廉深得百姓的欢
迎。道光皇帝为表彰于氏天德堂以阿
胶济世救人的善举，钦赐圣旨，褒奖于
家祖母教子有方，授予她诰命夫人的
称号。

邓氏树德堂，祖籍东阿镇，生产的
阿胶色质俱佳。咸丰年间，邓氏树德堂
邓发受人引荐进贡阿胶，治好了咸丰
皇帝的宠妃兰贵人叶赫那拉氏的血
症。邓发因此获赐黄马褂、手折子及御
笔“福”字。1950年山东平阴阿胶厂(即
山东福胶集团有限公司的前身)建厂
时，邓氏树德堂第五代传人邓世祥先
生带着手折子进厂当了技术顾问(黄
马褂已随邓发下葬)，“福”字更是作为
邓氏树德堂的招牌一直传承演变到现
在，成为福牌阿胶的注册商标。

现今，两代皇帝的封赐及御笔
“福”字仍完好地保存在福牌阿胶所建
中国阿胶博物馆内，成为福牌阿胶重
德重行、造福人类健康的荣耀见证。

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中国福成为

世界福

1912年，为庆祝巴拿马运河的凿
通、促进贸易交流，美国宣布在旧金山
举办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刚刚成立的
民国政府非常重视此次盛会，责成农
商部进行全国选品，为此专门成立了
筹备巴拿马赛会事务局。

1914年，为积极征集精良商品代
表中国前往旧金山参赛参展，山东省
举办山东物品展览会。福牌阿胶获得
1914年山东物产博览会金奖，拿到阿
胶类唯一参加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的通
行证，代表中国阿胶类展品参展。

1915年，中国作为国际博览会的
初次参展者，第一次在世界舞台上公
开露面，福牌阿胶获得此次展会中医
药类唯一金奖。作为传统中药代表，福
牌阿胶从此迈出国门，走向世界。

1916年，为了表彰凯旋的福牌阿
胶，农商部颁发了“物产品评会金奖”。
2010年，上海世博会系列宣传周暨《走
进世博会》大型主题巡展上，著名编辑
俞力的《历史的回眸——— 中国参加世
博会的故事1851—2008》，针对福牌阿
胶荣获巴拿马金奖一事这样明确论
述：“福牌阿胶凭借其优选的原料、精
良的制作工艺，历经百年，仍充满活
力。在1915年巴拿马世博会上获得金
奖。”

昔日贡胶，福被苍生

清代中叶，虽然东阿镇阿胶业有
了较大幅度的发展，但仍满足不了日
益增长的需求。于是有多家商号到东
阿镇师法阿胶制作技艺。北京同仁堂
乐镜宇曾多次到东阿镇购买阿胶，后
来又学习东阿镇制胶经验设立阿胶
厂。道光八年，祖籍江西南昌的涂氏怀

德堂举家迁至东阿镇，实地研究制作
阿胶。涂氏家族习通医学，精习经方，
先后制作改进了“参茸阿胶”“藏红花
阿胶”“龟板阿胶”“柏枝阿胶”“尚清阿
胶”等多种功能阿胶，与邓氏树德堂阿
胶齐名于世。

与此同时，东阿镇的许多业主也
慢慢走出东阿在外地设立阿胶作坊。
尤其是济南五龙潭泉畔的东流水街附
近的阿胶作坊，多由东阿镇人创办。昔
日贡胶开始走入更多的寻常人家，佑
护百姓健康。

千年非遗，嫡系传承

1950年，为弘扬正宗阿胶品牌，新
中国在平阴县东阿镇建立了我国第一
家国营阿胶生产厂——— 平阴阿胶厂
(即山东福胶集团前身)。

福牌阿胶融合邓氏树德堂、涂氏
怀德堂、于氏天德堂等众家制胶技艺
精华，实现了东阿镇阿胶技艺、配方、
器具的大集成。2006年，福牌阿胶被评
为首批国家级“中华老字号”。2008年，
福牌阿胶制作技艺被列入第一批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水、皮、技”打造至臻品质

阴阳水、驴皮、熬胶技艺是自古以
来生产阿胶的三大关键，其一不足，都
难成佳品。福牌阿胶独家传承三大不
可复制性优势，铸就正宗阿胶。

阴阳水指古阿井水、狼溪河水，其
中，据旧《东阿县志》记载，县东南三
里，有泉，后成井，即现在东阿镇古阿
井，位于福牌阿胶东阿镇生产基地内，
目前已成为福牌阿胶的独有资源。

皮。驴皮是制作阿胶最基础的原
料，驴皮的好坏直接影响阿胶的生产
质量。福牌阿胶研究驴的繁殖、生长、
习性及特点，研究并制定了行业内最
为严苛的驴皮选用标准，严把驴皮采
购质量关；建立全球最大的驴皮样本
库；在国内率先建立驴皮冷链物流体
系，实现驴皮保鲜；建立行业首批
DNA检测室，质量溯源体系；建立起
行业内最为严苛的驴皮验收标准，盲
检、清检、分检、DNA检测、入库检、出
库检、投料检七大工序确保进入生产
环节的每一张驴皮拥有最优品质。

技。东阿镇阿胶制作技艺历经几
千年的实践，探索形成了一套成熟的
技术，制胶过程包含了泡、洗、煮、熬、
晾、瓦、擦、包、检验等49道繁琐工序，
是我国中药传统工艺的典型代表。作
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古东阿镇阿
胶制作技艺被福牌阿胶独家继承。

匠人匠心，福胶人的使命与担当

阿胶文化历经5000年的发展历久
弥新，靠的是代代相传、取精去粕。传
承的不只是技术，更重要的是世世代
代阿胶匠人们济世救人的人文精神，
是他们身上对品质的极致追求和对技
术的钻研求精。正是靠着一代又一代

制胶人的坚守和口传心授，确保了阿
胶技艺传承和稳定可靠的品质亘古不
变。

福牌阿胶在企业内部建立三级传
承人制度，形成了以言传、以身教、师
带徒、代代传的特色传承体系。现如
今，福牌阿胶依然坚守着这种传统。数
年来，在每年的祭拜神农典礼仪式
后，福牌阿胶非遗传承人代表都会
到第五代传人——— 邓世祥家中，向
邓老先生敬师奉茶，聆听熬胶大师
的教诲。虽然今年邓老先生已经仙
逝(享年96岁)，福牌阿胶非遗传承人
代表仍然去向师母(现年100岁)敬师
奉茶，聆听教诲。

邓老夫人叮嘱福胶人要继续恪守
“厚德载福”的祖训，实实在在做优质阿
胶，将福牌阿胶所承载的“皇室贡胶品
质、巴拿马金奖等荣誉”代代传承下去！

人工智能，千年非遗历久弥新

传承不泥古，创新不离宗。
在传承5000年阿胶制作技艺基础

上，福牌阿胶不断探索实践阿胶生产
的现代化之路。上世纪70年代，福牌阿
胶第一个制定了阿胶操作规程，无序
手工作坊进化到标准化流水线作业，
上世纪80年代第一个制定了阿胶国家
标准，传统黑笨粗的中药进化到精准
度量的科学时代，上世纪90年代第一
个研制自动化化胶罐、熬胶锅，工业
1 . 0进化到工业2 . 0，二十一世纪，开创
阿胶新吃法，缔造了百亿阿胶新市场。

2019年，福牌阿胶正式立项智慧
工厂项目，积极拥抱云计算和人工智
能。11月28日，在山东省科技厅公布的
2019山东省重点研发计划中，福牌阿
胶申报的“基于大数据和信息物理
系统的阿胶生产传统工艺挖掘及智
能化应用”项目获得第一批重大科
技创新工程竞争择优类项目1200万
元专项资金支持。该项目针对阿胶
生产过程中的智能控制以及智慧工
厂的建设，改变了阿胶关键工艺中
对技师经验的依赖，实现现代智能生
产与传统非遗文化的共生。从此千年
传承的非遗技艺将由AI薪火相传，永
无失传风险。

昔日神农遍尝百草舍身奉献，今
日科技赋能千年文明历久弥新。巍巍
5000年，完整梳理阿胶文化发展的脉
络，正本清源，我们不难看出：神农尝
百草的科学实践精神和舍身奉献精神
是阿胶文化绵延数千年的根脉支撑之
一；阿胶文化所蕴含的以人为本、天人
合一、和谐共生等宇宙观、价值观、生
命观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之本和安身
立命之根。福牌阿胶，作为传统阿胶非
遗制作技艺的嫡系传人，作为现代阿
胶文化奠基者，作为新时代阿胶文化
的书写者与缔造者，以高度的文化自
觉、文化自信推动阿胶文化的继承与
发展，真正将神农精神、非遗精神做到
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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