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祭扫胡公墓、参观胡公

馆后，胡公团队一行和老龙

井接待中心的同仁们共聚

狮峰，举行“纪念毛泽东主

席赞评胡公 60 周年老龙井

御茶园胡公文化座谈会”。

座谈会由省机关事务管理

局浙江西湖老龙井接待中

心主办，胡公文化研究会、

胡公书院协办。

浙江西湖老龙井接待

中心董事长方力主持座谈

会，并表达了召开这次座谈

会的初衷：聚智凝力、不忘初心，不仅

要学习探讨“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

胡公文化精神内涵，还要借此机会助

推老龙井园区的胡公文化建设。得知

每年上龙井的游客人数超过 10 万，胡

联章甚为欣喜，他在介绍胡公的生平

事迹后感叹道：“杭州，是胡公爱民大

领地、栖息显应地；永康，是胡公出生

风水地、圆梦赫灵地。显应赫灵连理，

仁人志士协力，胡公精神必将如沐春

风、再度升华！”

会上，胡公书院向浙江西湖老龙

井接待中心赠送了胡公人文资料。播

放了中纪委网站的专题片《为官一任、

造福一方——北宋名臣胡则》，在座的

与会人员感触良多。

曾任永康市委书记的杭州市原市

长孙忠焕作了主旨讲话。他深情讲述

了胡公与胡公文化的历史与情缘。他

说，胡则身上集中体现的不忘初心、践

行使命，勤廉奉公、为民担

当精神，正是当下党员干

部最需要的、也是百姓最

期盼的。“毛主席的赞评是

最权威最准确的定论。胡

公可供我们学习的精神有

太多太多。”他郑重提出，

老龙井的提升改造应以胡

公文化为主线，定位要准，

站位要高；要守正创新，紧

跟时代步伐，促进福民益

邦。

关于胡公文化的新一

轮发展，与会人员各抒己见、建言献

策。大家围绕筹建“中国胡公文化狮峰

论坛”这一中心，期盼能一进提升老龙

井建设，进一步弘扬胡公文化。大家认

为，胡公精神，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

都具有积极意义，充满正能量，也能为

老龙井的各项事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

文化支撑和民意支持。胡公文化之花

必将越开越灿烂，熏陶激励着更多的人

们传扬优秀文化，奋斗时代伟业。

在杭州老龙井，“蜿蜒其岗，一径
深窈”，飞瀑急流，奇树百态，茶山如绿
裙连成一片。胡则就安卧于这片幽静
灵秀的山水之间，不受外界纷扰。这
方墓碑的背后，凝聚着从古至今多少
代人的缅怀和牵挂。

清代年间，以永康乡贤、前江苏按
察使应宝时为代表的一批士人才俊联
手走访、寻访湮废多年的杭州胡公墓
址。他们越岭涉涧、征诸群籍、多方求
证，终于在光绪二年（1876 年）找到了
胡公墓原址；胡公墓重修后，应宝时等
众人又集资在墓旁建造胡公庙，以庙
守墓。但 100 多年之后，杭州龙井源

胡 公 墓 及 其 祠 庙 又

日渐衰落，终成一片

废墟。

纵观史河，因胡

公墓远在故乡之外，

其 祭 祀 与 维 护 难 以

长期维系，以致屡兴

屡废。于是，永康人

决 定 做 一 件 近 千 年

来 一 直 想 做 但 没 有

做 成 的 大 事 情 ——

迁墓。经过充分的准备，在永康市政

府的重视下，1992 年，迁墓终于付诸

实施，胡氏后人将胡公坟墓迁回故里

——永康胡库村。胡库下村老支书胡

章田和龙井村党总支书记钱卫国就是

当年历史的亲历者，他们至今对那段

往事印象深刻。胡章田说：“费了不少

周折，非常感谢龙井人，胡公能魂归故

里、落叶归根了。”

2002 年，杭州规划建设老龙井风

景区，胡公墓旧址作为其中最重要的

历史资源被重新挖掘出来，不仅重修

了胡公墓，还新建了胡公馆、胡公桥。

胡公墓群山翠拥、面朝无垠的茶山，墓

地宽敞平整，高大的墓碑上书“宋兵部

侍郎胡公墓”八字，墓旁还立有一块指

示牌，将胡则的生平呈现在人们眼前。

时至今日，龙井源胡公墓不仅仅

是一块墓地，更多的是当地乡民心中

的托庇。记者曾随机问了这儿的一位

茶农关于胡公的情况，茶农一脸崇敬，

能说出胡公爱民显应的一二三来。而

屹立在胡公馆里的胡公像则接受着游

人信众的心仪，胡公馆的徐徐清风，也

吹拂着前来的人们。稚童围着胡公像

一圈圈地绕走，大人们在门槛外合手

闭眼拜上一拜，还有几位年轻男女仰

头默念着铜墙上的胡公事迹介绍。

亘古千年，文脉长流。如今，不少

在杭州的永康人、金华人和士人官员

学生，亦如历史上的乡贤、士大夫那

样，在清明或假节日前来龙井祭拜胡

公。尽管过去了近千年，但胡公故事、

胡公精神口口相传、千古流芳！神州

之东有钱江，胡公文化源流长。永康

与杭州，虽然相距甚远，但同饮钱江

水，胡公文化一脉相承。

主办：胡公文化研究会 胡公书院
支持：古山镇党委 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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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湖老龙井：千年胡公今又春

6 月 26 日，先是细雨
蒙蒙，继而惠风和畅。淅
沥的雨丝如琵琶弦般打湿
了青瓦，把杭州老龙井御
茶园的景致衬得更具雅
韵。在胡公书院院长胡联
章带领下，我市胡公文化
团队一行踏足此地，一场
关于“纪念毛泽东主席赞
评胡公60周年”的胡公文
化座谈会就在这片青山秀
水中徐徐展开。

一代名仕
与杭州结下深厚情缘

“君住伊江头，吾住伊江尾；想

君不见君，同饮一江水。”永康与杭

州，这两个有诸多不同的城市因为

一位历史名人而联接起来。永康

先贤、北宋名臣胡则，曾两次出任

杭州知州，并在杭州为官、生活，度

过晚年，身后又安栖于此地。之所

以选择杭州作为自己的终老之地，

是因为胡则与杭州具有深厚情愫。

胡则于 27 岁踏上宦途，累调

远方。20 年后，父母陆续亡故，胡

则携妻儿守孝三年后，将他们接至

任官之处。这样一来，故乡永康留

给胡则的牵念终是不多了。

天圣四年（1026 年），胡则从

福 州 调 任 杭 州 知 州 ，明 道 二 年

（1033 年），又从陈州再度赴任杭

州知州。他治理钱塘、兴办州学、

发展商贸、扶正祛邪，“守杭有惠

政”，被百姓称为“神”，在西湖上龙

井立“生祠”敬颂之。“‘显应’‘赫

灵’等庙号的由来，与胡公深得民

心不无关系。因为老百姓非常感

恩戴德，便为他建了生祠。他是古

代为数不多的在杭州建了生祠的

人。”省文化传承研究所所长鲍志

成教授如是说。

两任杭州知州，胡则对这座城

市无疑是熟稔而亲切的，他称赞杭

州“素为善地，蔚有秀民”。对胡则

而言，杭州承载着他的为官记忆、

惠民足迹。宝元二年（1039 年），

77岁的胡则在杭州私邸（吴山脚下

十五奎巷）寿终，朝廷顺应民愿，敕

葬其生祠所在地——西湖上龙井

（今之老龙井十八棵御茶园），距今

已有 980 年。杭州也就这样成为

他的魂栖之地。

一方胡公墓 道出永康先贤的前世今生

一场座谈会 引领胡公文化向未来

□记者 马忆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