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翌日，胡公文化团队一行来到西

湖龙井源，敬访胡公墓、胡公馆。

永 康 先 贤 ，缘 何 故 后 安 栖 在 异

乡？回溯胡公四十七载官宦生涯，他

曾两度出任杭州知州：治理钱塘水

患、鼓励茶桑农业，发展丝绸贸易，兴

办州学文化，为杭州人民做了许多好

事。当地百姓自发为他在上龙井建

生祠。

后来，胡公以杭州知州加兵部侍

郎致仕，归隐西湖龙井源。他立训示

后、育茶惠农、会友论道、风光霁月。

宝元二年（1039 年），胡公逝世，享

年77岁，天子震悼，赐地51亩，敕葬西

湖龙井源。

走过一条悠长洁净的石道，登上

数十级石阶，胡公馆出现在众人面前：

左边外墙上镶刻有毛主席评价胡公

“为官一任 造福一方”的 8 个毛体铜

字，右边外墙上书有范仲淹撰的胡公

墓志铭。馆外，一块块石碑，记刻着胡

公的生平年表、政绩功德和胡公诗作。

胡公馆正中，矗立着纯白的胡公

塑像，庄严清癯，一尘不染。四面壁

画，展现胡公生平轶事；天花板彩绘九

只仙鹤，寓意祥瑞。

胡公馆往西，跨过胡公桥，再走数

百步，就是胡公古墓。墓碑上书“宋兵

部侍郎胡公墓”8个大字。在胡联章主

持下，众人整装肃立，向胡公墓敬献花

篮、鞠躬致礼。胡天忠宣读了省委主

要领导对胡公文化的批示。

胡公墓群山怀抱、绿茶如茵、芳韵

飘香、风景秀丽。有传说，龙井茶的始

祖是胡则与辩才，其说待细考，但龙井

胡公圣地，确是满目翠茶、碧绿常春，

十八棵茶树更是迎霜斗雪、鹤立鸡群，

曾受乾隆垂青，被封为御茶。

参观礼敬胡公馆、胡公墓后，举行

了“永康·杭州老龙井胡公文化座谈

会”，旨在学习贯彻省委主要领导的胡

公文化批示精神，商讨提升胡公文化

工作。

西湖老龙井接待中心董事长沈莉

萍介绍说，近年来，老龙井与胡公文化

建设有了很大的改观，但与时俱进、务

实创新，今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她

希望两地加强交流往来，携手共建、协

同向上。杭州永康商会秘书长李振韶

等纷纷发言，献计献策。“优秀的先贤

文化能给予我们精神力量，胡公文化

定能成为老龙井的金字品牌。”

下午，考察团一行来到上城区，

寻找宋代遗风，受到了杭州市委巡

视办主任胡飞龙，上城区委副书记

王 歆 ，区 委 常 委 、统 战 部 部 长 米 剑

波、杭州永康商会会长陈坚等的热

情接待。

“上城区是北宋时期杭州府的所

在地。”陪同走访的杭州市历史学会会

长赵一新对记者说，传说胡公的私邸

就在上城区吴山脚下的十五奎巷一

带。

陪同我们的上城区委办主任周朝

升介绍说：“十五奎巷里藏着鲜活的老

杭州，如今的十五奎巷保留了古时杭

州的传统风貌。”我们看到，街道两旁

店铺如云，均是古民居制式，人来人

往，人声鼎沸，好不热闹。

风霜雪月，沧海桑田。“我们虽没

找到胡公私邸的留痕，但仍不虚此

行。”同行的老领导胡德伟感慨地说。

省政协原副主席陈加元在西子湖

畔接见胡公文化团队时，激情赋诗，勉

励胡公文化、陈亮文化工作。诗云：

胡公陈亮文化有感
自古风流出丽州，胡公陈子冠千秋。

建功建德人称颂，立说立言鬼见愁。

人物双峰已载史，精文两璧待研修。

今朝喜得新消息，当政亲为大计谋。

仙鹤去千年，圣名存万古。永康

先贤胡则的足迹虽然随着历史烟云的

消散而渐渐平复，但他治理过的土地

依然生生不息、人民安居乐业；他“为

官一任 造福一方”的文化精神，依然

是文明当政者的不变情怀与践行理

念。相信先贤在天有灵，也会欣慰不

已吧。

二章和桂千年情
□记者 高婷婷 通讯员 王燕燕 胡亦

10 月 22 日、23 日，秋高气爽，丹桂飘香。永康市胡公文化团队一行在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胡天忠和市政府原正处级领
导，胡公文化研究会会长、胡公书院院长胡联章带领下，前往杭州天竺三寺、灵隐寺、西湖老龙井和上城区，交流胡公文化，得到了
省政协原副主席陈加元和省民宗委、省佛教协会、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上城区委办、杭州永康商会的支持。这也是永康“寻访胡
公路 致力新时代”探源行动的第二十站。

抚今怀古，再续先贤咏桂情

在闻名中外的杭州灵隐、天竺景

区，庄严古刹静立于飞来峰修竹茂林

深处。深秋早晨，胡公文化团队来到

这里，在省民宗委调研员魏微、省佛协

秘书长金幸祥陪同下，先后走访了天

竺三寺（三天竺法镜寺、中天竺法净

寺、上天竺法喜寺）和灵隐寺，走访参

学、互赠书籍资讯。胡公文化团队还

向寺院赠送了“公为天下 福民益邦”

的铭牌。

在上天竺法喜寺，团队有幸见到

了德高望重的释定本方丈。定本大师

年近九秩，目清耳明，脚步稳健，精神

矍铄。知悉永康来客，十分高兴，他紧

紧握住胡联章会长的手，热情相叙。

“一千年前，上天竺的慈云大师与

胡公情谊深厚。”胡联章的开场语，让

在场众人茅塞顿开。

原来，胡公与佛门一直保持着非

常密切的联系。其中，他与慈云大师

的交往更被后人传为佳话。

慈云大师，名遵式，字知白（964 年

—1032 年），俗姓叶，台州宁海人，宋代

天台宗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中国佛

教史上著名的“慈云忏主”。慈云大师

在天竺寺礼佛十多年，曾幸见“桂子月

中落，天香云外飘”的美妙景象，特作

《拾桂》《种桂》二诗，于宋天圣八年

（1030 年）九月丹桂飘香之时，将其所

作的两首诗和天竺寺中的月坠桂子寄

给了他的挚友——原杭州知州，时任

给事中、权三司使（代理计相）的胡则。

胡则收到老友寄来的礼品，分外

高兴，欣然作了两首和诗回赠：

酬和二章，拜呈慈云大师，伏惟采

览。给事中胡则上。

和桂子
孤峰耸高桂，千载同一日。

秋气正飞霜，天风落丹实。

纷纷宝砌傍，颗颗露珠密。

始自月中来，又从骊颔出。

香浮古佛刹，光照高僧室。

吴越饶珍异，金玉非俦匹。

尝咏贤人诗，未载史臣笔。

至矣天竺山，山灵诞奇物。

和种桂
累累丹桂子，秋落古禅关。

乍到圆蟾窟，潜依灵鹫山。

始知尘外有，会向月中攀。

千载孤峰上，清阴与客闲。

为了纪念此盛事，慈云大师将这

些诗留刻在天竺寺石壁上，后来又载

入《天竺寺志》。

同行的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所长

徐吉军研究员介绍说：“胡公一生秉正

崇善、福民益邦，与佛学也情缘深厚。”

宋濂《重建龙德大雄殿碑》云：“宋天圣

三年，僧咸若募兵部侍郎胡公则捐钱

五十万所建。”宋濂《惠香寺新铸铜钟

铭》一文中还有“宋宝元间⋯⋯得中宫

赐铜为助，而兵部侍郎胡公则力相其

事”的记载。元代黄溍《天竺灵山教寺

大殿记》云：“兵部侍郎胡公继典州事，

为辍俸资以营三门二庑。”

胡公文化研究会秘书长王燕燕告

诉记者，2018 年 8 月，胡公文化团队到

温州走访时发现：上世纪 60 年代，在

温州慧光塔，出土了宋明道二年（1033

年）十二月，胡则印施的《大悲心陀罗

尼经》。

时光荏苒，佳话不绝。如今，桂花

已被定为杭州的市花。当年，谁又能

想到，990年后，在一样的季节，来自永

康的胡公家乡人、胡公后人，与慈云大

师衣钵的承继人，又在桂花飘香的天

竺寺相逢相聚。透过他们紧握的双

手，仿佛再度窥见千年前胡公与慈云

对诗品茶的酣然之景。

有感于这场跨越时空的天竺相

逢，胡联章作了一首诗，敬赠释定本方

丈，诗云：

二章和桂千年情
胡则两知杭，与朋佳话长。

慈云吟桂赋，计相和华章。

诚谒天灵殿，欣闻圣果香。

高僧传佛学，千载续辉煌。

——1030 年秋，胡公任给事中、权

三司使（计相），酬和二章，拜呈上天竺

寺方丈慈云大师，诗刻天竺石壁又入

志。2020 年秋（10 月 22 日），余同永康

胡公文化团队成员敬访天竺三寺、灵

隐寺，上天竺寺（法喜寺）定本方丈，年

近九秩，激情相待，怀古慨今、面授佛

学、道义浓浓、亲善融融，众沐春风，皆

不胜感怀。余谨以记之。

胡公故地，生生不息永常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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