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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岩，胡公承续儒风的发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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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传，当年胡则的父母结婚几
年了还没孩子，就到方岩拜观音求
子。后来母亲“惊梦怀子”，有了胡
则。这是胡公发祥地一说。

其二，当年胡则在方岩五峰、
方岩山顶读书，“寓居峰顶寺，不
觉度炎天”。“程伯劝学”、勤学苦
练，品学兼优，受到州牧举荐，进

京 赴 考 。 下 山 前 ，他 作 了 一 首
《别方岩》诗，书写在方岩僧舍的
屋壁上。

胡则离开方岩后的第二年三
月，金榜题名，又有“太宗赐名”。
范仲淹记载，吴越百年，士用补荫，
不设贡举，儒风几息，“而公能够经
史，属文辞。及归皇朝，端拱二年

御前登进士第”，成为永康第一位
进士。他在《及第》诗中写道：“金
榜名传四海知，太平时合称男儿。”
胡则是从库川、方岩走出来的永康
骄子，是宋代婺州一带承续儒风的
代表人物。“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
堂”。饮水思源，他誓言“一带清风
雨露随”、爱民报国。

1959年8月21日下午，毛泽东同志从庐山

返京途经浙江金华时，在专列上召集地县负责

人座谈。

毛主席问永康县委书记马蕴生：“你说，你

们永康什么最出名？”

马蕴生脱口说道：“五指岩生姜很有名。”

毛主席轻轻摇了摇头，说：“不是什么五指岩生

姜。你们那里不是有块方岩山吗？方岩山上

有个胡公大帝，香火长盛不衰，最是出名的

了！”

毛主席接着说：“其实胡公不是佛，也不是

神，而是人。他是北宋时期的一名清官，他为

人民办了很多好事，人民纪念他罢了。”

随后，毛主席语重心长地说：“为官一任，

造福一方，很重要啊！”

44年后，2003 年 6 月 12 日下午，习近平同

志视察永康方岩，他在胡公祠广场镌刻毛主席

语录的照壁前深情地说：“在宁德当地委书记

的时候，我提出来的号召就是‘为官一任，造福

一方’，把它作为座右铭。”

走进胡公祠，看着胡公事迹的壁画，习近

平同志说：“我们也要像胡公‘睦邻怀远’那样

招商引资，加强对外合作。”接着，他又对陪同

的金华市委书记、市长说：“减免丁钱，这是汤

黎路、徐止平要做到的，税费改革，减轻农民负

担。”

在连接方岩和南岩的天桥上，习近平同志

远眺群山，感慨地说：“天下粮仓，百姓富足，不

正是我们共产党人所追求的吗？”

西湖龙井茶乃茶中极品，追本
溯源，缘有胡公。当年，胡则方岩
求学，对家乡茗茶情有独钟：“拾菌
寒云外，烹茶翠竹前。”出仕后，清
茶清廉随身相依。知睦州、提举二
浙榷茶使，他铲茶霸、疏茶路、惠茶
农。两度知杭州，他治钱塘、兴州
学、重农商、轻徭赋，守杭有惠政，
百姓感恩，在龙井为他立生祠。灵
山天竺寺住持慈云大师很敬重胡

则，常与其品茶论道赋诗。
景祐元年（1034 年），胡则（72

岁）致仕后归隐龙井，在整理家训
后潜心驯化从狮峰采来的野茶。
他结合方岩茶道，从龙井源取水浇
灌，用佛炉香灰培根。精诚所至，
金石为开。胡则培植的野茶初展
秀姿。宝元二年（1039 年）胡则仙
逝，他临终前叮嘱子孙，将其安葬
在正对茶园的龙井源凤凰岭上，坚

信龙井茶总会迎来艳阳天。不久，
胡则的茶业后继有人，这个后继者
就是著名高僧、慈云大师的弟子、
上天竺寺原住持辩才法师。

斗转星移，沧海桑田。胡则和
辩才当年培植的那些茶树之基因，
历经 700 多年风雨依然生机蓬勃，
不断抽出一茬茬新枝嫩叶，苍翠欲
滴，被乾隆敕封为御茶。当今，西湖
龙井茶更是享誉中外、惠泽普民。

在胡公的生前与身后，受到了
十位皇帝给他的十三次封赏。在
众多封赏的敕诰中，直接讲到方
岩、赫灵或方岩胡公祠的有四次。

1122 年，宋徽宗《敕封(胡则)
佑顺侯诰》，内有云：“天道助顺，鬼
神害盈”“策马饮池，源泉陡涸。凶
徒沮骇，王师奋张”“建祠寺侧，用
赫厥灵”“宜特赐佑顺侯”等。是讲
方岩神（胡公）显圣，助除反逆，建

祠颁额封侯，以彰表。
30 年（1152 年）后,宋高宗《敕

赫灵庙额诰》，内有云：“公四世从
孙、建州通判胡廷直辩白陈请。”

“两浙转运司保奏到婺州永康县方
岩山神佑顺侯、故兵部侍郎胡则
祠，祈祷灵应，乞加封。”“始正为封
胡公，赐庙额曰赫灵。”这是“赫灵”
庙额的正式开始。

进入元朝，1300 年，元成宗

《敕婺州永康县赫灵庙佑顺嘉应福
泽灵显侯》，内有云：“神其歆之，益
宏贶施。可特封显应公。”

又过 89 年（1389 年），明朝开
国皇帝、明太祖朱元璋《加封胡
公 显 应 正 惠 忠 佑 福 德 齐 天 帝
诰》，御赞胡则：“七任县令，从官
摄政，正直忠良。敕封保定，天
下臣胡，统之一姓。录朝御葬，
方岩得圣。”

胡公去世后，百姓感恩他，在方

岩山等地建造了胡公祠，在五峰书

院（重楼）建了胡公家庙（抗战时期，
国民党浙江省政府曾在此办公）。

方岩胡公祠是历史悠久，赫灵八方

的总基地。五峰书院文风鼎盛、人

才辈出，胡公是领头人、好榜样。

胡公文化源远流长。近年来，

胡公文化团队开展了“寻访胡公

路，致力新时代”探源行动，已走访

考察 20 多个县（市区）的胡公文化

和风土人情。各地百姓对胡公的

敬仰、对方岩的敬重，真是让人动

容。

如嵊州后庄胡公庙，100 多年

前，后庄先人到方岩请了泥土，以

方岩泥土为母土，塑胡公像、造胡

公庙。我们去走访时，刚好在筹资

重修胡公庙。我们很感动，给他们

捐款，后来又送去“则有千秋”匾

额，他们很高兴，说是胡公又显灵

了。

温州永嘉陶公洞，是洞天福

地。陶公洞胡公庙管理人介绍说，

从前有个财主，想把祖坟迁进来，

百姓不同意，马上派两青年到永康

方岩请胡公。按平常，永嘉到方

岩，往返要好几天，而财主已经择

好日子，第三天就要移坟进来。据

说，两青年得到胡公神助，第二天

太阳落山前就赶回陶公洞，挂上胡

公像。财主知道后大吃一惊：胡公

来坐镇了！

还有，兰溪有个叫小方岩的胡

公庙，也有很生动的故事。说是清

朝时，当地有位善人，每年都要上

方岩拜胡公。后来年纪大了行走

不便，心想最后一次上方岩，把胡

公的画像带回来，在自己的村里造

个胡公庙。他带着胡公画像回到

兰溪，还没到村，一阵风吹来，放在
兜里的胡公像飞走了。看它飞进
一处林子里，找不到了。善人醒
悟道：“原来，胡公喜欢这个地方！
方岩胡公来了！”消息一传开，左邻
右舍 18 个村的人都响应，就在那
里建起胡公庙，取名叫小方岩。

方岩，胡公钟情龙井茶的蒙发地

方岩，历代皇帝封赏胡公的主承地

方岩，天下胡公庙的总基地

方岩，人民领袖关注的吉祥地

永康方岩是一个神圣又神秘的领地。山脚下的“赫灵”屏封，天街前的“方岩居中”照
壁，胡公祠广场的“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毛体大字，威武而慈祥的胡公塑像，还有石阶、天
门、游人、香火乃至亭台楼阁、山水草木、寒暑风云，林林总总，似乎无不蕴含与诉说着方岩
的前世今生。

余窃以为，方岩的地理与人文、历史与现在、过去与未来，是方岩秘境之基，而胡公文化
是方岩秘境之魂。

胡则（胡公），北宋名臣，永康先贤。一生 77 岁，从政 47 载，曾任权三司使（代理计相，
掌管全国财经的最高长官）。他逮事三朝、十握州符、六持使节、两扶相印、一心为民、果敢
担当，功高德丰。范仲淹为他作墓志铭，历代皇帝给他十多次封赏，天下有胡公庙三千，尊
称他为“胡公大帝”。

胡公的一生与身后千秋，都与方岩有不解之缘。

“八月十三桂花香，方岩庙会号角响，胡公

故里开殿门，欢天喜地乐四方。”胡公是百姓心

中的神。宋代，“浙水之东，祠宇相望”；元代，

“凡村墟里社，必为祈报之所。故公别庙布满

郡境，不啻数千百区”；清代，“浙东千里，几无

一乡一邑无公庙”；民国时期，郁达夫赞叹“方

岩香火不绝而又以春秋为盛，朝山进香者，络

绎于四方数百里的山道上”。

以纪念胡公为要旨、以永康为核心的方岩

庙会，已有近千年历史，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各地的胡公祠庙与胡公文化活动，既是

胡公“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功德的历史见证，

也是黎民百姓对清官好官的敬仰期盼和美好

生活之愿景的社会展示。这也许是探寻方岩

秘境胡公情的向导图吧。

后后 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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