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狮峰山麓，九溪源上；碑亭长望，中

华隆昌⋯⋯”10时许，清朗之声从狮峰茶

园传出。此时此地，老龙井胡公碑亭落成

开放仪式正在举行。主持人——浙江西

湖老龙井接待中心主任陆志炜喜出望外，

胡公文化研究会会长、胡公书院院长胡联

章豪情满怀地颂读《老龙井胡公碑亭记》，

浙江省直物业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彭建

文深情宣读《老龙井胡公碑亭建设日志》。

循迹溯源，不忘来路。天圣九年

（1031年），69岁的胡则因改革盐法，从权

三司使（计相）贬为陈州知州。时年43岁

的范仲淹也因上言国是得罪权贵，外放为

陈州通判。胡则慧眼识人，以国士遇之。

范仲淹悉知胡则仕途坎坷，忠君爱民，敢

于担当，乃为政者楷模，敬之为师长。两

人一见如故，成为莫逆之交。“千年风采逢

明主，一片襟灵慕昔贤。”胡公 72 岁以杭

州知州加兵部侍郎致仕，范仲淹韵诗祝

福。胡公76岁时，范仲淹来杭拜访挚友，

即席吟诗《西湖筵上赠胡侍郎》奉送。

胡公 77 岁逝世，范仲淹忍含悲痛为

其撰写1900余字的墓志铭。这篇墓志铭

详尽记载了胡公生平事迹与卓越贡献，是

范公所撰的墓志铭中篇幅最长、分量最重

的一篇，极具史迹价值与时代意义。重立

胡公墓志铭，一直以来都是民心所愿。

今年秋，胡公碑亭历时 2 个月建成，

热心人士纷纷解囊敬助。周国辉在致辞

中表示，胡公亭与墓志铭之新建与重修，

于古贤，是超越千年之缅怀；于当今，是

朝野上下之同唤；于未来，是实现复兴伟

业之精神弘扬。

随着孙文友宣布老龙井胡公造像（墓

志铭）碑亭落成开放，专程从北京赶来的

范仲淹三十代孙范国强与胡公书院、专家

学者代表欣喜揭幕，来宾同仁踊跃参观。

走进胡公亭，只见胡公造像刚毅容

光、栩栩如生，令人肃然起敬；造像后方，

范公撰写的墓志铭笔酣墨饱、字字珠玑，

让人不禁感慨。碑亭周侧的胡公文化石

雕墙上，刻录着省老领导陈加元、孙文友

和夏一鹏、柳晓康等多位西泠印社书家

书写的胡公诗文与胡公生平。

参加活动的杭州市历史学会会长、

浙江省科社院研究员徐吉军表示：老龙

井胡公碑亭在胡公逝世 985 周年后落成

开放，这不仅为西湖老龙井增添一处新

的文化地标，也是胡公文化赓续与弘扬

的重要里程碑，这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传承发展也是一次有意义的探索。

“为官一任清风尚，造福一方百姓祥

⋯⋯”在胡公碑亭开放揭幕前，参加活动

的人员首先整理衣冠、拜谒胡公墓。大

家在胡公墓前肃立，胡联章致胡公敬词，

集体行鞠躬礼，敬献鲜花，以表对胡公的

敬仰与追思。

敬仰先贤敬仰先贤 拜谒胡公墓拜谒胡公墓

西湖龙井，群贤毕至；狮峰古岳，
文脉绵延。11月9日的杭州城，由雨
转晴，阳光如春，“‘为官一任 造福一

方’2024胡公文化浙江西湖龙井汇”活动拉开帷
幕。来自浙江和北京、湖北、新疆、黑龙江等多地
专家学者与胡公文化爱好者汇聚西湖老龙井，溯
源千年历史，追思胡则公、范仲淹公之遗风，探讨
胡公文化的时代价值与创新之道，助力让胡公文
化更好地为民造福。

北宋清官名臣，政治家、改革家、实干家胡则
（胡公），为官47年，勤廉担当、赤诚为民、忠心为
国，百姓敬仰，尊称其为“胡公大帝”，至清代，天
下已有胡公庙宇 3000 多。1959 年毛泽东主席
赞评胡公“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是北宋时期的一
位清官”；2003 年习近平同志视察永康方岩，号

召“把‘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作为座右铭”。胡公
文化风雨千年，历久弥新。

此次活动由中国范仲淹研究会、浙江省历史
学会支持，杭州国家版本馆、浙江图书馆、浙江省
博物馆学术指导，杭州市历史学会、胡公文化研
究会主办，胡公书院、浙江西湖老龙井接待中心
承办。

浙江省政协原副主席、浙江省政协诗书画之
友社理事长孙文友，浙江省政协原副主席、浙江
省科普联合会会长周国辉，浙江中医药大学党委
书记黄文秀，浙江省文投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林亮，浙江省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局长倪艳红，中
国范仲淹研究会会长、北京大学教授范国强，浙
江省历史学会会长、浙江大学教授沈坚和胡公书
院、老龙井接待中心人员等100多人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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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时值毛泽东主席赞评胡公“为

官一任，造福一方”65 周年。1000 多年

前，胡公逮事三朝，十握州符，两知杭州，

履迹遍及当今十九省域。史载他主政杭

州期间治理钱塘、兴贸立市、培茶惠民、

重教扶才、立训启后，政绩卓著，去世后

敕葬西湖老龙井。1000 年后的今天，胡

公，已不仅仅是一个北宋清官的名号，更

代表一种丰厚的历史文化沉淀。历经风

霜雨雪的磨砺，已形成了以“为官一任，

造福一方”为精髓的胡公文化。

怎样进一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

想，努力践行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2024胡公文

化浙江西湖龙井汇”的一个重要篇章：胡

公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龙井聚智

会，于活动当日下午在老龙井云溪厅举

行。来自北大、浙大、华中师大、杭师大、

浙理工大、浙江省委党校、浙江省社科院

等院校的专家学者相聚汇智、献计献策。

“秉持一个理念、实施四项工程、赓

续一大主题”，会上，胡联章作“胡公文化

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141 方案’初

步实践与期望”的主旨发言介绍。近年

来，胡公文化工作“秉持一个理念”：高举

党的旗帜、弘扬胡公精神、助培时代新

人、致力人民伟业；“实施四项工程”：成

立一所胡公书院以承前启后，出品一套

胡公书籍助熔古锻今，提升一批胡公基

地促铸魂赋能，创作一部胡公影视推继

往开来；“赓续一大主题”：以人为本、不

忘初心、以国为重、守正创新，让胡公文

化助力胡公故里永康打造“世界五金之

都 品质活力永康”。

与会专家学者对胡公文化“141 方

案”与其实践，给予充分肯定。大家围绕

胡公文化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主

题，进行深入探讨，提出可通过建立胡则

版本资源库等多元形式，探索胡公文化

在新时代背景下的传播路径，将传统文

化基因以现代化的方式进行诠释、传播，

让胡公文化进一步焕发出新时代光芒。

范国强深度阐述了老龙井胡公碑亭

落成的意义、胡公与范公的千年情义美

德、拓展扩大胡公文化的影响力等论题。

杭州国家版本馆副馆长张璞表示，

胡公文化很有作为，也大有可为。要继

续做精做深胡公文化的研究课题，透过

历史尘封，揭示胡公文化与宋韵文化，不

断提升胡公文化的知名度与影响力，把

胡公文化打造成浙江乃至全国的重要文

化标识。

“赞同胡公书院的研究成果，胡公文

化的当代解读可定义为——精髓：为官

一任 造福一方；信念：秉正崇善 福民益

邦；使命：爱国爱乡 勤廉担当；风范：重

情重义 创新开放；文脉：读书教子 嘉风

辈传；特征：与时俱进 永续辉煌。”

“范仲淹当年为胡公作墓志铭：诚可

代孝子而言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

下之乐而乐’‘进以功，退以寿，义可书，

石不朽，百年之为兮千载后’⋯⋯胡范情

义千古传唱，两公伟德万世敬仰。”与会

专家学者畅所欲言，各抒己见，途殊同

归。透彻的分析、开拓性的思维，为胡公

文化更好地传承发展提供了智力支撑。

文字/融媒记者 王佳涵 摄影/建华 田馨

胡公文化风雨千年再谱新曲胡公文化风雨千年再谱新曲
————““为官一任为官一任 造福一方造福一方””20242024胡公文化浙江西湖龙井汇举行胡公文化浙江西湖龙井汇举行

沐清风龙井澄流 逢盛世丰碑伟岸

路漫漫其修远兮 吾将上下而求索

很高兴应邀参加老龙井胡公

亭暨胡公造像和墓志铭碑的落成

仪式。首先要表示热烈祝贺，同时

要衷心感谢范公、胡公后人的发心

用心，感谢社会各界的慷慨解囊，

感谢书家名家敬献墨宝，感谢省机

关事务管理局的热心支持。30 年

前，我在永康就受到胡公文化的熏

陶滋润，我深知此事的意义。为

此，我昨夜又拜读了范仲淹为胡公

所写的墓志铭。“进以功，退以寿，

义可书，石不朽，百年之为兮千载

后。”范仲淹所言，与胡公文化一

样，历千年风雨而不朽。掩卷便写

了点滴感言，以聊作致辞。

甲辰龙年，深秋吉日，吾伫立

于龙井之源，遥见胡公亭巍然矗

立，犹如历史之印记，心灵之港

湾。穿越时空之邃，古贤之智慧，

如清泉潺潺，滋养心田，生生不息。

范文正公所撰胡公墓志铭，历

经沧桑，载胡公之风华，映往昔之

辉煌。今重修之，非仅为缅怀古

贤，亦欲铭记过往，启迪来兹。文

化之韵，于喧嚣尘世中，如静谧之

隅，乃当今人心之所向所求。

胡公亭前，得心灵洗尘，反躬

自省，悟生命之意义，坚守初心，方

能行稳致远。胡公之精神，如文化

之光，穿越时空，映照现实人心之

迷雾，指引迷航者前行。

今驻足亭前，心怀敬仰，感慨

万分，以民本抒怀。胡公亭者，实

乃史之丰碑，心之灯塔，引领世人

追寻人生真谛与光明，共创美好未

来。

高尚之德，不应仅为高尚者之

墓志铭，而应成为时代之风尚；卑

鄙之行，亦不应为卑鄙者之通行

证，而应成为其耻辱之柱。

胡公亭与墓志铭之重修与新

建，于古贤，是超越千年之缅怀；于

当今，是朝野上下之同唤；于未来，

是实现复兴伟业之精神弘扬；于游

人，是散发着历史风韵之文化风

景；于吾辈，则是贯穿终生之心灵

洗礼。

遵举办者之嘱，作以上发言。

在老龙井胡公碑亭落成仪式上的致辞在老龙井胡公碑亭落成仪式上的致辞
十二届浙江省政协副主席 周国辉

这次，我从北京专程赶来，参

加老龙井胡公亭的落成典礼。胡

公亭可谓名亭，是“三名合一”名

副其实：胡公千古名人，名碑由范

仲淹撰墓志铭，胡公像和墓志铭由

当代碑刻名家戈春男恭刻。

范仲淹撰写的《兵部侍郎致仕

胡公墓志铭》是一篇重要的历史文

献。它全面地记录了胡公心系天

下、勇于担当、敢为人先、勤政为民

平实而伟大的一生。今天，胡公碑

亭在西湖老龙井落成了。我非常

感动，非常高兴！

我了解到，胡公碑亭的建设得

到了浙江省政府机关，得到了杭

州、永康百姓的大力支持，纷纷出

资出力，在这块风水宝地上建立这

座具有历史意义、人文价值的重要

碑亭。我认为，这是西湖文化内涵

中 文 史 价 值 最 高 的 一 个 文 化 地

标。老龙井胡公碑亭的建立，对于

杭州，对于浙江，以至于全国的胡

公文化精神宣传弘扬，是一个非常

好的基地。这里一定会成为全国

著名的文化旅游景点，也一定能成

为思想政德教育的重要基地。

最近，习近平总书记到福建考

察时，又一次提到“为官一任，造福

一方”。“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是毛

主席在几十年前提出的，要求我们

所有干部要像胡公那样“为官一

任，造福一方”，为人民做实事、做

好事。这不仅是古代官员的一个

道德的标准，也是我们当代官员的

一个道德标准。

为什么范公会写下有 1900 多

字的胡公墓志铭？这里面有很深

厚的文化背景。胡公比范公年长

26 岁，两公在早年时就密切交往。

宋天圣三年（1025 年），范公带领

泰、楚、通、海四州四万民工筑捍海

堤，这一举世瞩目巨大工程震惊朝

野 ，也 震 惊 了 胡 公 。 天 圣 四 年

（1026 年），胡公知杭州，也了解到

海潮侵袭钱塘江堤之苦，遂萌发修

筑钱塘大堤之想。七月，他邀请范

公到杭州共叙友情，共商修筑捍海

大堤的工程技术与方法，相互勉励

为老百姓做好事、做实事，这正是

为官的重要职责。为国为民办实

事，往往都会遇到艰难曲折，做一

件大好事更是不容易的。两位先

贤交流了为民服务、为天下服务的

民本思想。与胡公的对话，使范公

心怀豁达，并坚定了他创立宋学

（即新儒学）的决心。新儒学的核

心思想就是民本思想。

胡公逝世后，范公怀着沉痛的

心情写下这篇墓志铭。范仲淹给不

少人写过墓志铭，但这是最长、最动

人、最有文采的一篇。也是范仲淹

在《岳阳楼记》前写的重要名篇。

范仲淹担任杭州知州时，胡公

已去世十年。范仲淹非常怀念这

位老同事、好兄长，写了感人肺腑

的名篇《苏幕遮·怀旧》：“碧云天，

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

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

斜阳外。黯乡魂，追旅思，夜夜除

非，好梦留人睡。明月楼高休独

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这是

他对胡公、对老友深深的怀念。

在胡公文化浙江西湖龙井汇上的讲话在胡公文化浙江西湖龙井汇上的讲话（（选选））
中国范仲淹研究会会长、北京大学教授 范国强

龙年龙井访胡公亭有感
□陈加元

龙年祭典千秋则，造福一方菩萨灵。

龙井山中真情现，胡公亭匾见初心。

东南西北皆尊敬，四海五湖卓不群。

代有新人传薪火，决无杂念亵真金。

（作者为浙江省政府原党组副书记、副省长）

胡公文化守正创新聚智会胡公文化守正创新聚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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