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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九岁时，因一次意外，失去了右
前臂；他身残志坚，经过多年奋斗，创新
了阿胶制作技艺。他就是聊城市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阳谷天德堂阿胶制作技
艺代表性传承人徐勇。7月27日，笔者
到阳谷县阿城镇岳家庄的“天德堂非遗
工坊”采访了徐勇。

徐勇介绍，据传阳谷古阿邑是阿
胶发源地，内有古阿井，天德堂阿胶
制作技艺传承地岳家庄位于古阿邑
南一公里处，千百年来熬制阿胶都要
到古阿井去挑水。古阿井距今至少
已有 2000 余年的历史 ，无论天多干

旱，井水不溢不涸。北宋沈括《梦溪
笔谈》、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北魏
郦道元的《水经注》中均有对古阿井
的记述，唐太宗曾派鄂国公尉迟恭重
修古阿井，并立碑为记。

徐勇说，阿胶味甘、平、微温、无
毒，世代阿胶制作的经验表明，阿胶
有滋阴、润燥、补血、止血、美容养颜
的功效。岳家庄熬制阿胶已有上千
年历史，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就有 40
余家堂号。

1973 年出生的徐勇，自幼便对中
医药文化充满浓厚的兴趣，其家族世
代 以 熬 制 阿 胶 为 生 ，技 艺 传 承 几 百
年。他的父亲徐德亮为天德堂第六

代传承人，是当地的阿胶制作名人，
精通“九提九炙”等古老制胶技艺。
徐勇从小就跟随父辈学习阿胶制作，
对父辈手中那烦琐而精细的工序充
满了好奇与敬畏。从选料开始，每一
道工序都需严格遵循古法，精选上等
黑驴皮，经过浸泡、刮毛、切块、熬胶、
过滤、晾胶等多达 50 道复杂工序，方
能成就一块色泽透亮、质地细腻、疗
效显著的阿胶。在父辈的悉心教导
下，他不仅掌握了阿胶制作的核心技
艺，也对阿胶的文化底蕴和食用价值
有了深刻理解。1993 年，徐勇从医学
专科学校毕业后，系统学习、传承阿
胶制作技艺，如今已从事阿胶制作 30

余年。
徐勇说，阿胶的熬制过程非常严

格，每道工序都须认真对待，丝毫不
能马虎。经过多年的实践，徐勇熬制
的阿胶质地细腻、色泽红润、口感微
甘无异味，质量上乘，对阿胶文化的
推广产生了积极影响。2023 年 12 月，
天德堂阿胶制作技艺被评为聊城市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徐勇介绍，天德堂采用古法熬胶
工艺与现代化生产设备相结合的方
式，生产阿胶及阿胶系列产品，并根
据市场需求研发新产品，现共有五大
门类 30 余个品种。徐勇先后发明了

“阿胶生产用提沫机”等 14 项实用新
型专利，并与哈尔滨工业大学、齐鲁
工业大学等相关院校合作，在熬胶、
擦胶等环节，进行生产线的数字化提
升，优化阿胶制作技艺。通过工艺创
新 ，徐 勇 不 仅 保 留 了 阿 胶 的 传 统 精
髓，还为其注入了新的时代元素。

作为阿胶制作技艺传承人，徐勇
深知自己肩负着传承和弘扬中医药
文化的重任。他积极参加各种文化
交流、公益活动和社会服务项目，向
公众普及阿胶知识和制作工艺，积极
参与中医药文化普及和推广，为特殊
群 体 提 供 优 质 阿 胶 产 品 和 健 康 服
务 。 他 多 次 走 进 校 园 、社 区 和 博 物
馆，为师生和市民讲解阿胶的历史渊
源、药用价值等。

为了将阿胶制作技艺更好地传承
下去，徐勇收徒传艺，将自己多年的
经验和技艺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年轻
人。在他的指导下，许多年轻人掌握
了阿胶制作的核心技艺。

徐勇对阿胶制作技艺的传承和发
展充满信心。他说，他将积极探索和
创新阿胶制作技艺的传承方式和发
展模式，推动阿胶产业向更高层次、
更广领域发展。

徐勇:30年坚守，以匠心做好胶

徐勇（右）在检查阿胶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