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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片丹心映龙井
跟随电视纪录片《胡公》导演组采风体验笔记（二）

烟 雨 蒙 蒙 笼 罩 着 江
南，春寒料峭，却没有挡住
电视纪录片《胡公》导演组

一行采风的脚步。讲述胡公故事，自
然绕不开“杭州”这座城市——胡则
曾两任杭州知州，且魂栖于此。

故而，21 日，在《胡公》纪录片总
策划、总撰稿人胡联章与胡公文化团
队的陪同下，《胡公》导演组一行实地
走访调研杭州老龙井，省内外相关历
史研究人员齐聚一堂，展开了一场关
于胡公影视化的研讨。

导演组一行通过实地走访后，
深入了解到胡公在杭州的历史人文
渊源和示范引领效应。在研讨会
上，赵玉良分三个部分解读了对这
部纪录片的初步构想。他说，这部
作品不仅要展现千年前胡则的所作
所为，更要挖掘讨论他对当下与未
来的启示和影响。在场的省内外历
史研究学者一致认为，胡公所蕴含
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价值理念、
道德规范，具有真切的现实意义和
时代价值，值得深挖细琢。

“纪录片的立意要站得很高，如
何理清逻辑线条，深挖胡公精神的
内涵，导演组的确得下一番苦功。”
北京大学历史文化研究所常务所长
范国强教授建议，第二部分应该从
胡公的主要政绩，着重体现“一带清
风、一心为民”。“胡则为官四十七
载，做了许多利国惠民的好事，其中
一件尤其值得一提，就是奏免衢、婺
两地的身丁钱。”

在胡则的众多政绩中，这是甚
为后世百姓津津乐道的。明道元年

（1032 年），江南大旱，赤地连绵。70
岁的胡则身为工部侍郎、集贤院学
士，得知灾情，立刻上奏：免除江南
十四州的丁钱。不少朝臣攻讦胡则
只顾百姓的粮袋，却不管朝廷的钱

袋。这些指控，并未让胡则动摇，他
再三地向皇上详述民众之困苦，尽
诉丁钱之积弊。最后，皇上为胡则
的爱民情怀所动容，遂下旨：永免
衢、婺两州身丁钱。

随后，范国强教授将身丁钱的
历史脉络娓娓道来，这项政绩的重
要性也越发明朗。当时北宋赋税极
高，江南十四州的身丁税困扰百姓
已久，弊病百出。因无力负担身丁
税，民间的惨案时有发生。譬如有
人生了儿子，或弃而不养，或卖给别
人做家仆。六七十岁的老妇人被迫
改嫁，因为无收入则交不起税。范
国强认为，胡则做的这件事，真正解
除了老百姓身上的一座大山，这个
故事完全可以大做文章。所以，纪
录片中应该思考更多，比如朝廷为
什么会同意胡则的进谏，在这一政
绩背后，胡则费了多大的心血等。

“纪录片要做到最大程度还原
胡则的生平，一定要讲述胡公的故
事。如献策镇西、遣返役夫、整治钱
荒、睦邻怀远、重辟平反、三保庄田、
义释昌期、治理钱塘、改革盐法、扶
茶助农、立训示后、胡范情义等等，
要选择好、展示好。”参加研讨会的
范国强教授还有一个特别的身份
——中国范仲淹研究会会长、范仲

淹 30 代孙。他认为，从来往书信诗
文及墓志铭可知，范仲淹与胡则志
同道合、关系甚密、互为知己。“关于
范公的人格，历史记载足多，如此一
来，岂不可证胡公的为人？”范国强
教授称，宋代兴起君臣共治天下的
大潮流，“不杀言官”，所以涌现了如
胡则、范仲淹等一批秉公直言、以天
下为己任的清官。

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徐吉
军研究员则提出，塑造胡公形象，不
可忽略两个“背景”，即胡公的家庭
背景和当下的时代背景。底层出身
的胡则更知百姓疾苦，所以干实事、
有担当，符合当前所倡导的精神气
节和道德理念。

席间，听闻“天下有胡公庙三
千”，仅在金华范围正式登记的就有
90 多座，省社科院《浙江学刊》总编
卢敦基兴奋地说：“这是一组多么庞
大的数字，是一种多么强大的民间
信仰啊！因百姓爱戴，胡公从人成

‘神’，民间自发组织规模宏大的庙
会活动，千年来香客历代不绝。这
其中的历史过程，总能激起人们的
好奇，如果能通过影视手段展现，想
必会很精彩。”

“杭州之行，收获颇丰，在各位
历史专家的引荐下，胡公的形象更

饱满立体了。”龙兰萍表示，在这次
追寻胡公之路的一周时间里，她逐
渐领悟到，胡公最闪光的并不限于
鲜活的人生，在他身后的千秋，香
火不绝、名垂青史。探索胡公对后
世 的 影 响 ，宣 扬 新 时 代 的 胡 公 精
神，恰恰是这部纪录片的重要意义
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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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传，胡则素来爱茶且好客。
他出生在方岩山麓库川村的普通
农家，从小就参与茶叶的种植和采
制，出仕前又曾在方岩僧舍攻读，
有过“拾菌寒云外，烹茶翠竹前”的
难忘日子。可想而知，他对老龙井
情有独钟。

从胡则的出生地出发，寻访胡
则的归隐地，渴望能挖掘到更多关
于胡则的生动刻写。因此，对这次
采风行动的最后一站，导演龙兰萍、
副导演赵玉良、导演助理张丽可谓
是充满期待。

胡则口中“蔚有秀民的善地”是
何模样？什么牵引着他归老此地？
晚年的胡则在老龙井留下了哪些可
追寻的历史印记⋯⋯这片掩藏在狮
峰山下的茶园，显然可以为纪录片

《胡公》提供不少珍贵素材。
采风团队一下车，就得到了浙

江西湖老龙井中心董事长叶根棋和
他的同仁们的热情接待。西湖景区
老领导吕金土、龙井村党总支书记

徐胜强专程前来关心帮助。
老龙井御茶园的入口并不起眼，

里面却亭台楼阁错落有致，人文古迹
遍布其间，十八棵御茶、龙井泉、宋广
福院、宋梅等遗迹犹存至今。沿着乾
隆皇帝走过的御道，路转溪头，豁然
开朗，西湖十景之一“九溪烟树”的溪
源便呈现在眼前。正是这叮咚泉水，
陪伴了北宋名臣胡则千年。

拾级而上，只见胡公馆的外墙壁
上拓印着毛主席书写体“为官一任
造福一方”八个大字，导演们围走胡
公馆一圈，惊喜地发现了馆外角落上
有一方 2002 年 4 月立成的石碑，由
中国美院画家绘，西泠印社刻，胡友
生捐助造，应是胡公后人用以纪念
的。导演们纷纷感叹：胡公已经在这
长眠千年，影响力却不减分毫。

宋景祐元年（1034 年），胡则以
杭州知州加兵部侍郎致仕，归隐龙
井；宝元二年（1039 年）去世，宝元三
年（1040 年），赐葬于狮峰山麓龙井
源。1161 年，朝廷又在胡公墓附近

建显应庙，敕封胡则为“显应侯”，庙
里供着胡则高大的石像，周围栽种
着胡则喜爱的龙井茶树。清代学者
汪孟鋗在《御览龙井见闻录》中记载
了乾隆第三次下江南巡幸龙井时，
在狮峰山下胡公庙前采摘“十八株
茶”的故事。

如今，庄严肃穆的胡公墓对面
依旧是郁郁葱葱的茶山，二者皆虽
历经岁月风霜，却仍然吐露着鲜活
的生命力，春意让茶树常吐新芽，
香火让胡公精神长盛不衰。众人
站立在胡公墓前，向胡公三鞠躬以
示敬意。环视满山青翠，龙兰萍有
感而发：“胡公护佑着这片茶园，这
满园茶青也在守护着这位一心为
民的‘地方神’，守护着这份流传千
年的精神财富。”

春雨过后，漫山遍野尽是头戴
斗笠、肩背茶篓的茶农，穿梭园间忙
着采茶。龙井茶素有清汤绿叶的品
相，一杯清茶，两袖清风，唇齿留香，
恰似北宋名臣胡则一生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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