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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端拱二年春，一位生于茅厕、取名胡厕

的婺州二十七岁青年，荣登科举金榜。宋太

宗赐名胡则（百姓称他“胡公”）。

胡则初仕许田县尉，助学清贫举子丁

谓。以宪州录事参军之职面圣献策，朝臣怒

讽，寇准捏汗，太宗大悦：“州县之地有治国之

才也！”在贝州，遣返役夫十万。睦州知州钱

叔明暴亡，胡则奉旨从浔州启程接任。钱叔

明之妹钱淑贞、吴馨兰急寻胡则为兄报仇。

征途上，淑贞为救胡则中箭。胡则智取地狱

山庄，剑锋直逼王府。九王爷迫许侍郎自尽

以脱身，许武潜逃。

在睦州，胡则伏色魔、兴茶业、慰民心。

两侠女心仪胡则。胡则为母丁忧期满，夫人

陈思兰为两侠女牵眷，胡则未纳。许武趁旱

灾率匪进犯浙东，胡则领军保温州、援台州、

复临海。两侠女助胡则屡建奇功。许武天台

溃败，逃往东海。追击中，胡则孤船遭许武众

船围剿，两侠女奋不顾身保护胡则，遍体鳞

伤。许武见胡则力竭，下令活捉，不料血人钱

淑贞一跃而起，一剑正中许武心窝！飓风袭

来，船只被抛向空中⋯⋯

在东福岛，胡则醒来，两侠女却已仙去。

胡则护两侠女魂归胡门，忍悲再踏征程。力

顶丁谓施压，处置矿难，整治钱荒。真宗爱其

才，连擢胡则主政江淮路、副计相、赐金紫。

受“丁党”之累，移广南西路转运使，为死囚犯

重辟平反。以身作保，救助外商，睦邻怀远，

被真宗嘉奖。知福州，用俸禄义赎学者龙昌

期；三上奏章，为福州佃农保庄田。“百姓疾

苦，刺史当言之；而弗从，刺史可废矣！”

知杭州，治理钱塘，“在郡时独无潮患”。

受命代计相，改盐法由官卖为商销，益国利民

却触犯权贵，贬为知州。以国士之礼厚待范

仲淹。古稀年出任工部侍郎，舍身惩腐、为民

请命、感动仁宗，永免衢婺丁钱。再知杭州，举

州学、除地霸、扶龙井。加兵部侍郎致仕，立胡

氏家训。宋宝元二年，胡则逝世，享年七十七

岁，仁宗悼之，在杭州西湖龙井源赐地建墓。范

仲淹含泪撰写墓志铭，“百年之为兮千载后。”

《大宋胡公》共92回、46万多字，徐徐展示

胡则波澜壮阔的为官为人全息画卷。

深度展示胡公“为官一任 造福一方”全息画卷
46万多字历史文学新作《大宋胡公》本月正式出版

□雨晨 泽愔

不知诸位是否听说，天下竟有“胡公庙”

三千。范仲淹为这位北宋时就名闻遐迩的胡

公作墓志铭，他是这样写的：进以功，退以寿，

义可书，石不朽，百年之为兮千载后。

评价之高，令人动容。

之后，历代皇帝，比如宋太宗、元成宗、明

太祖、清世宗等，都对胡公进行封赏，至少有

十五次之多。皇帝对胡公进行封赏，主要是

因为舆情——老百姓都说胡公好。那时虽然

没有互联网，但因老百姓的普遍夸赞，金銮殿

多少还是知道一点的，所以做皇帝的不能不

顺应民意。

为什么老百姓都说胡公好？自然是因为

胡公做了太多的好事。

胡公（即胡则），字子正，北宋名臣，是浙

江永康人，不仅是永康历史上的第一位进士，

也是开宋代两浙八婺大地承续儒风先河之

士。他做官很久，长达四十七年，历宋太宗、

真宗、仁宗三朝，先后知浔州、睦州、温州、信

州、福州、杭州、陈州等十州，又按察江淮、京

西、广南西、陕西、河北等六路使节，并提举两

浙榷茶事、提举江南路银铜场铸钱监，任户

部、礼部、吏部郎中，工部、刑部、兵部侍郎，权

三司使（计相）等重要官职。

历朝历代，官做得多、做得久的，大有人

在。但关键是，胡则做官，官声很好，名望很

高。他在哪里做官，就为哪里的百姓办实事，

手中的权力只用在为国为民解忧造福上，因

而为历史称道、为百姓称神，这就太了不起

了。我们现在讲“初心”，讲“担当”，他就是那

样的原味。

如要更多地了解胡公到底做了哪些好

事，就读读这本《大宋胡公》吧。作者将一个

栩栩如生的胡公，从历史里凸显出来，让今人

后人认识。

我这里说栩栩如生，这很要紧，也是文学

的认识功能的价值体现。不要因史书中的几

句简略概括而使得我们忽略了历史，忽略了

人性在历史中的闪光，忽略了政坛中那些难

能可贵的清新。这本 92 回、46 万多字的作

品，对于人们全面地认识胡则，思昔抚今，大

有裨益。

作者胡联章做了一件好事。

本书可以让读者更加知道，为什么毛泽

东同志在 1959 年 8 月接见永康县委书记之

时，赞扬胡公“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说他“是

北宋时期的一名清官，为人民办了很多好

事”？为什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在

2003年6月视察永康方岩之时，提出“把‘为官

一任，造福一方’作为座右铭”这样的要求？

胡联章是胡则的第三十一世从孙，也是

胡公文化研究会会长、胡公书院院长，他对胡

公的研究与述写是极为认真而精细的，记得

他已经撰写了《胡公传奇》《胡公足迹》《胡公

故事》《胡公简史》等书籍。我在主持浙江省

作家协会工作的时候，就知道他在这方面的

辛勤耕耘。而如今，为使胡公这一形象更加

栩栩如生，他旁搜远绍、勘典问籍，持续深耕

细耘，采用长篇历史小说这一体裁，从胡则二

十七岁“荣登金榜、太宗赐名”起笔，一直到胡

则七十七岁“回归元殿、范公作铭”收笔，时间

上跨越了五十年。他在不断地探索怎样述说

胡公，以便更能走近读者、走进人心。

这部小说确实可读，情节跌宕起伏，文笔

很接地气，读来不累。

而且，读罢，你必定会感慨：胡公大帝毕

竟是胡公大帝！

而且，日后如有机会去浙江永康方岩山

上的胡公殿拜谒，或者平日翻开中纪委有关

文献进行学习阅读的时候，你也许会有更加

刻骨铭心的感触：官怎么做？人怎么做？

2022年1月3日于杭州
（黄亚洲，曾任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中

共十六大代表、第六届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第六届浙江省作家协会主席，中国鲁迅文学

奖得主。现任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副会长、中

国作家协会影视委员会副主任、《诗刊》编委、

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胡公书院院长胡联章潜心耕作，深度展示胡公为官为人全息画卷的历史文学新作《大宋胡公》，本月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92回、46万多字，精装、烫金，16开，图文并茂，
附有“胡则年表”“历代皇朝对胡则赞赏与敕封列表”一并问世。中国作协原副主席、浙江省作协原主席黄亚洲作序，浙江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徐吉军等作书评。本书的创
作出版得到组织关怀、读者关注，被列为“对区域文化发展或历史文化研究有重要影响的重大课题”。《大宋胡公》将为更好地“弘扬胡公文化，致力人民伟业”添砖加瓦。

胡公文化 总第92、93期 主办：胡公文化研究会 胡公书院 主编：胡联章 支持：古山镇党委政府

胡公文化

眼前这本《大宋胡公》书稿，就要交

给出版社了，我不禁思绪又起。

约莫是5岁那年，我第一次上方岩，

是父母带我去的。那时的我看到胡公

的塑像那么大，胡公的脸那么红，拜他

的人那么多，香火那么旺；还有金鱼那

么好看，馄饨那么好吃，我是既好奇又

兴奋！上小学后，我曾在作文里写道：

我最爱写的字是“听毛主席话”“跟共产

党走”，最亲的人是父母，最敬重的人是

胡公。

我从17岁参加工作起，一直都在为

胡公故里服务：永康-金华-永康。时光

荏苒，日月如梭。2015 年，距我回永康

工作已有三年，我在市政府分管文教卫

体等工作。是年秋，时任永康市委书记

同我谈话，说组织上安排我兼任胡公文

化研究会会长。第二年，在时任永康市

委书记、市长的支持下，胡公书院成立，

并任命我为院长。可以说，研学与传播

胡公文化，不仅是我儿时的愿望，更是

我责无旁贷的使命。

不久，我同鲍李俊友合写了《胡公

传奇》，收到多方好评，但自我感觉颇有

不足，意犹未尽。其后，胡公文化团队

开展“寻访胡公路 致力新时代”探源行

动，我和同人走访了不少地方，拜会了

不少学者，查阅了不少资料，也曾到过

中国国家图书馆。胡公的动人事迹、百

姓的深情敬仰、民间的口口相传、历朝的

满满封赏、伟人的高度赞评，这些都让我

们一次次心灵震撼、一回回心潮澎湃！

梳理着关于胡公文化的所见所闻

所悟，我到各地举办了逾百场胡公故事

讲座，自己也受益匪浅。这些年，我先

后编著出版《胡公足迹》《胡公故事》《一

带清风》《二章和桂》《胡公简史》等胡公

文化书籍。

我和胡公文化同人有一个愿望：与

时俱进，更好地研学胡公、述说胡公，让

如此优秀的胡公文化能更走进大众、助

益社会。几年来，我边研学积累、边构

思撰写《大宋胡公》，从胡公二十七岁

“荣登金榜、太宗赐名”起笔，一直到其

七十七岁“回归元殿、范公作铭”收笔，

时间跨度五十年。《大宋胡公》以胡公的

史迹履历为经线，以除恶扬善、福民益

邦为主旨，整合史料典籍，吸纳民间传

说，采用历史小说体裁，力求全景展示

胡公“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壮阔历程，

成稿后共有92回、46万多字。

2020 年 10 月 10 日，浙江省委书记

袁家军对胡公文化作出重要批示，指

出：“胡则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清官，他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为历代百姓所称

道。研究胡公文化、传承胡公精神，对

于弘扬浙江优秀传统文化、激励广大干

部干事创业具有积极意义。希望永康

市及有关方面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文化建设的重要论述精神，深入研

究包括胡公文化在内的浙江优秀传统

文化，教育引导广大干部树立正确的政

绩观，勤廉清正、务实为民，不断增进民

生福祉，为我省忠实践行‘八八战略’、

奋力打造‘重要窗口’作出应有的贡

献。”时任金华市委书记陈龙和永康市

委书记章旭升也在第一时间作出批示

与部署。当时，《大宋胡公》初稿刚形

成，我本想歇一歇，是领导的鞭策，让我

深受鼓舞！在同人的协助下，我又花了

五个月时间，九易其稿。

《大宋胡公》的创作有缘得到了《光

明日报》浙江记者站站长严红枫和资深

高级编辑罗俞君的关爱。严老师是全

国优秀新闻工作者、浙江省特别报道突

出贡献奖得主；罗老师是浙江文艺出版

社编辑室原主任。两位老师博学多闻、

德高望重。时值建党一百周年，尽管工

作很忙，他们仍通宵达旦地帮我审阅书

稿。不久，两位老师亲临永康考察，为

弘扬胡公文化出谋划策。

与此同时，各级领导对《大宋胡公》

的出品也非常关注、热情支持。浙江省

政府党组原副书记、副省长陈加元专门

听取我的汇报介绍，仔细了解情况，及时

领航指向。现任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

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四组组长，曾任浙江

省政府副秘书长、省政府研究室主任应

雄，多次及时指点。杭州市委原常委、宣

传部原部长翁卫军，金华市政协副主席

祝伦根以及金华市委宣传部、金华市社

会科学联合会、永康市委宣传部等领导

都给我鼓励与支持。

《大宋胡公》的创作，还得到了黄亚

洲老师、石顺义老师的青睐。黄亚洲老

师曾任中国作协副主席、浙江省作协主

席，现任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副会长、中

国作协影视委员会副主任，为鲁迅文学

奖得主。石顺义老师是空军政治部文

工团创作室原主任、正军级军旅作家，

《父老乡亲》《说句心里话》《兵哥哥》等

名歌曲的词作者，现任中国音乐文学学

会副主席。两位老师抽出宝贵时间，高

屋建瓴，为本书把脉掌舵。黄亚洲老师

为本书作序，石顺义老师还以本书为重

要素材，创作胡公纪录片主题歌曲。

本书的成稿，还要感谢浙江省作家

协会会员鲍李俊、永康市诗词学会副会

长王云楠和永康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

书记胡德伟、永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原副主席麻建成等友人给予素材诗词、

构架用语等诸方面的帮助；要感谢浙江

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徐吉

军，浙江科技学院党委原副书记胡浙平

教授等给予史学、文学等方面的指导；

要感谢沐雨为胡公作画像并提出完善

文稿的好见解；要感谢北京科技大学张

明弘教授作插图；要感谢王燕燕、张能、

关莉娜等胡公书院学友和在校大学生

周顺意认真用心排版、多次细心校对；

要感谢徐吉军、胡浙平、周顺意和中国

科技五金城集团办公室主任应晓红在

帮助审读《大宋胡公》初稿后，提出中肯

建议并撰写了书评；要感谢胡公书院特

聘教授周双政、陈福生、钱关厅、徐关元

的大力支持；要感谢胡江左、胡祖军、胡

激扬、陈波、吕红育等胡公文化同人的

大力协助。尤其要感谢浙江西湖山庄

（杭州大华饭店）董事长方力、浙江西湖

老龙井接待中心董事长叶根棋的热情

帮助。

各级领导、各位老师、诸多同人对

胡公文化情怀之深、视野之广、见解之

高、扶持之力，让我如沐春风，十分振

奋！2021年春以来，我对《大宋胡公》书

稿又进行了九次修改，从历史到现实、

从主题到结构、从情节到用词，前前后后

重新审视，方方面面仔细雕琢，努力向佳

品、精品靠拢，往可读、可悟贴近。

饮水思源，《大宋胡公》是众愿所

寄、群智相聚的成果，并非著者凭一己

绵薄之力所能成。当然，本书肯定存在

不足，诚请书友方家帮助指正。

在此，我也要感谢我的爱人和子孙

们（本书的封面设计是我读小学的外孙

女的创意）。正是家人一直以来的理解与

支持，让我能专心奉公履职，让我能在所

热爱的胡公文化伊甸园里潜心做园丁。

概言之，《大宋胡公》的打造之旅，

历阅数载春秋，跋涉多番山水，我切身

体验到满满的受益、深深的感动，真乃

左右采获、感人肺腑！而今，千般感慨、

万乘言语，汇成一个心愿：胡公文化源

远流长，天下好人幸福安康！谨记。

胡联章
2022年3月6日

太宗赐名
（第 1 回）话说宋端拱元年（公元 988

年）八月初的一天，婺州永康大地，天蓝如

洗、日烈似火。来自方岩山附近库川村的

农家子弟、26 岁的胡厕因勤耕苦读、品学

兼优，得州牧举荐，即日起程前往东京（今

河南开封）应天子举。胡厕到达东京已是

寒风刺骨、滴水成冰的冬天了。

宋端拱二年（公元 989 年）三月壬寅，

春光明媚、莺歌燕舞。经殿试，太宗皇帝

在崇政殿隆重举行“临轩唱名”仪式，钦定

新科进士。

但当太宗唱名宣召到“胡厕”时，不由

眉头一皱：咦！这名字怎么⋯⋯

胡厕跪拜道：“皇上，学生家境贫寒，

母亲因劳累过度，腹痛产子于茅厕，爷爷

便为我取名‘厕’。我家乡婺州永康，原属

吴越之地，文人鲜见，取名也随意。我爷

爷曾说，茅厕乃五谷轮回之所，有庄稼助

长之物，也是农民的好地方。”

太宗笑道：“你爷爷的话自有一定的

道理，但你中进士了，是要任官为民做事

的，这个名字不大雅哩。”

胡厕福至心灵，立马恳请道：“请皇上

赐名！”

太宗御笔一挥：去厂为则，“你以后就

叫‘胡则’”。

胡则无比激动：“谢皇上隆恩！吾皇

万岁、万岁、万万岁！”

及第铭志
（第 1 回）“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

堂”。胡则金榜题名、太宗御前赐名，衣锦

还乡，拜亲会友。

永康县衙举行欢庆，参加庆宴的乡绅

十有八醉。

胡则很少喝酒，但此次也架不住家

乡的热情，多喝了几杯。有族老道：“你

是我们永康有史以来的第一个进士，才华

肯定不一般，何不写诗一首，让我们一饱

眼福？”

胡则酒兴正起，随口答应，竟忘了要

低调行事。夫人陈思兰拿来文房四宝，胡

则挥笔写道：

及 第
金榜名传四海知，太平时合称男儿；

五言似剑裁麟角，七字如刀斫桂枝。

御苑得题朝帝日，家乡佩印拜亲时；

小花桥畔人人庆，一带清风雨露随。

胡则虽是乘酒兴随意而写，但此诗成

了永康、婺州学子相互追捧的经典。远近

学子皆以胡则为榜样，更加上进了。

不久，吏部传旨，任命胡则为许田

县尉。

库川（古山）
（第 49 回）两浙婺州的永康，在方岩

溪与乌江溪之域有一绿源沃野，东起华

釜、西水归津、南望公婆岩、北倚卧龙岗，

风云际会、钟灵毓秀、如财入库，名曰库川

（胡库）。宋乾德元年（公元 963 年）八月

十三，库川善人胡承师的娘子应氏夜晩梦

神送子，次日如厕生产，他就是胡厕。

日月如梭，如今已过去了四十六年，

为儿尚未好好报恩，慈母却已仙去⋯⋯

胡则从睦州回库川老家料理丧事。

在墓旁修了草庐，与弟弟胡赈等一起守墓。

胡赈建议道：“母亲生前最爱听小孩

读书，我们在草庐不远处盖个简易的书

院，让胡家子弟及附近小孩皆来读书。”

胡则道：“远近要把握好，近了怕惊扰

母亲，远了母亲又听不到读书声。”

胡赈道：“我们先叫胡淮哥儿几个早

上来读，以声音定远近如何？”

胡则一想，也是个办法。于是，安排

小儿子胡淮率胡氏子弟，天一早就在墓前

不远处朗声读书。不几日，简易书院建

成，胡则兄弟亲自执教。消息一传出，竟

有上百学子来听课。

秀岩（唐先）、后吴（前仓）
（第55回、56回）胡则上本后，开始在

永康、缙云一带察访民情，有时也到私塾、

书院去讲课，鼓励士子向上向善。

一日，胡则与长子胡楷等人来到秀岩

保定，只见此域山育猪牛，水绕绿野，地呈

紫气，民有蔚风，不胜感慨道：

峰峦叠嶂尽显秀，

林木青葱蕴奇岩；

溪流清澈润庐永，

丑耘亥福合万年。

胡楷甚赞曰：真宜居也！

又一日，胡则与钱淑贞、吴馨兰等来

到前仓后吴，馨兰感觉她与此地有缘但又

说不出所以然。原来，传说吴氏成神以

后，看见已转世在后吴的父母来拜神，心

念一动，便跟了去，成了他们的女儿。她

十六岁跟父母上方岩时，对胡则一见钟

情，非他不嫁，成为千年佳话，代代相传。

诸应（芝英）、合德（石
柱）、陬山（舟山）

（第 59 回）丁忧期将满，胡则很快就

要回岗了。趁还有点间隙，永康本邑有几

个地方得去看看。

听说要体察本邑的地理风情，最踊跃

的是东来，最高兴的是馨兰。夫人陈思兰

一大早就准备了胡则喜欢吃的角干麦饼，

以备路上当点心。

胡则一行首先来到诸应（芝英），这是

他的外婆家。他依稀记得自己小时候在

诸应的情景：最喜欢的是在外婆家附近的

溪里捉小虾；最爱吃的是外婆做的角干麦

饼和小麦饼；最爱听的是外公讲先贤的故

事；最怀念的是紫霄观的读书声⋯⋯

胡则考虑到诸应亲戚、熟人多，不宜

多打扰，得低调行事。于是，一行人以普

通香客身份参谒紫霄观。这紫霄观是永

康四大道观之一，始建于南朝（公元 536

年）。胡则少时曾在紫霄观读书。故地重

访，忆往思今，胡则不胜感慨！思兰、淑贞

已准备了文房四宝，胡则挥毫赋诗：

紫霄观
绮霞重叠武陵溪，鹫岭相逢路不迷。

白石洞中人罕到，碧桃花下马频嘶。

深倾玉液琴声细，旋煮胡麻月色低。

犹恨此身闲未得，好同刘阮灌芝畦。

胡则作诗引起了旁人的围观。他担心

身份暴露会麻烦地方，就带着思兰、东来等

悄悄离开诸应。一行人在合德（石柱）路边

品尝了馄饨、肉麦饼，与打金匠人聊了聊，然

后一直往东南，不觉来到了陬山（舟山）。

当年，胡则攻读方岩、研学陬山，曾感

叹陬山：

山之秀耸，水亦灵钟；地交两州，岭生

众龙。

这次，他带着亲人、侍卫，再次来到这

里，倍感亲切。

胡则在陬山登高望远、进洞察岩、涉

水探源、走村访户，赞美陬山：

道坦靖心，雄狮健行；台门通衢，沅口

风清。

胡则在一处石壁前，情不自禁，拾石

为笔，刻画留书：

石可成筑，洞可为府；才皆功国，人皆

勤朴。

天宝之乡，文脉隆昌；沃野陬山，斯当

永康。

五峰（方岩）
（第56回、59回）胡则与夫人还资助方

岩读书堂、五峰学馆，为读书人创造条件，

同时也与方岩、五峰结下了更深的善缘。

胡则遍访家乡山水，体察民情，见有

待改进的，皆记录转告永康知县胡锦苗完

善，父老乡亲无不赞许。

不日，圣旨到：升胡则为朝奉郎行太

常博士、知温州军事兼管内劝农事⋯⋯

《大宋胡公》选辑需要栩栩如生地介绍胡公
——胡联章长篇历史小说《大宋胡公》序

□黄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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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胡则印施的《大悲心陀罗尼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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