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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公在温州：誉满瓯越名扬古今

□记者 高婷婷

两天的温州市区走访结束，我们意

犹未尽地踏上了回乡的路程。车窗外天

气渐晴，鸟鸣啾啾，我们的心情久久不能

平复，在温州目睹的一幕幕景象深深映

在脑海：溪头街村胡公殿负责人金宝弟

老人接过胡联章院长授予的“公为天下

福民益邦”牌匾后，马上找来工具，将这

块来自胡公故里的赠匾庄重地挂在胡公

殿前。老人眼眶中闪烁的泪光，折射了

当地百姓对胡公的虔诚与信仰。

目前止，胡公文化团队已走访了浙

江省内的 17 个县（市、区），见证了当下

各地胡公文化的五彩斑斓。有像温州

这样气势恢宏的胡公殿，也有修在不毛

之地的简易小庙；还有多姿多彩、各有

千秋的纪念胡公活动。但不管庙宇规

模大小，祭祀方式异同，当地信众都无

一例外地对胡公虔诚有加。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

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胡公一生不

避艰险，不喜私积，只为俯仰天地，立德

立人，造福于民。也许这就是“胡公大

帝”能被黎民百姓代代铭记、千古流芳

的缘由吧！

1 月 8 日、9 日，冬雨初歇，在胡公文化研究会会
长、胡公书院院长胡联章带领下，胡公文化团队一行
前往“寻访胡公路、助力新腾飞”系列活动的第十三站
——温州市区（鹿城区、瓯海区、龙湾区），这也是继永
嘉、瑞安之后，胡公文化团队在温州开展的第三次考
察活动。

祖祖孙孙的敬仰

胡 公 与 温 州 的 渊 源 ，要 从

1000多年前说起。

宋真宗大中祥符三年，温州

地方的贪腐官吏与渔霸、匪首勾

结，强征渔船，鱼肉乡里，百姓苦

不堪言。新任温州知州胡则到岗

后，整肃吏治，收服山匪；又上疏

朝廷免温州赋税，行仁道，民得

安。

在我们走访过的温州市区和

瑞安、永嘉各地，当地的胡公文化

发展都很兴旺。“胡公是有求必应

的”“胡公大帝世代保佑我们”，诸

如此类的赞美之声不绝于耳。

8日，在鹿城区副区长严立陪

同下，胡公文化团队考察了鹿城

区山福镇下冯山村胡公殿、藤桥

镇胡公殿、景山公园胡公殿。

下冯山村胡公殿建于崇山峻

岭之中，通往殿宇的道路蜿蜒曲

折。我们沿着石阶拾级而上来到

胡公殿，只见红脸胡公像和两位

夫人像端坐庙堂正中，上挂“有求

必应”“宁静致远”的牌匾，神像前

插满了红烛和绢花，天花板上还

系着许多还愿敬赠的红幡。

殿前石碑记载，该胡公殿古

称三清胡公宫，始建于清朝中叶，

从永康方岩胡公殿请来香火，建

宫于此。从殿前望去，瓯江美景

尽收眼底。

“这座胡公殿最早是我祖先

发起建造的。”今年 71 岁的胡公

殿管理人陈克明告诉我们，他祖

先曾梦到胡公显圣，要分住下冯

山，保护村庄太平。在他祖先发

起下，村民们合力修建了最初的

胡公殿。

38 年前，陈克明从父亲手中

接过了守护胡公殿的使命，又与

热心的村民将胡公殿进行了重

修。

“每年农历八月十三，这里都

会举办盛大的庙会。”陈克明说，

“附近村的村民都会提着贡品到

这里敬拜胡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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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愿同心“迎胡公”
在温州考察的过程中，我们发现胡

公文化在温州影响深远，很多村都沿袭

着在胡公诞辰前后到永康方岩祭拜胡

公的传统。考虑到老一辈人出远路不

易，不少地方就选择在本地兴建胡公

庙，将胡公“请”过来。瓯海区瞿溪街道

溪头街村胡公殿和龙湾区新河村胡公

殿就是典型的例子。

8 日下午，在瓯海区副区长王晓康

陪同下，考察组走访了瓯海区瞿溪街道

溪头街村胡公殿。

溪头街村胡公殿于 1989 年开建，

1992 年修建完成。据负责人金宝弟介

绍，当地胡公信众众多，每年都有许多

人到方岩祭拜。为了方便长辈朝拜，大

家便集资建造了这座胡公殿。

1992 年，溪头街村胡公殿落成，村

里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抬着胡公金像，和

众多村民组成队伍，一路敲锣打鼓，到

各村巡游“迎胡公”。所到之处，村民无

不夹道欢迎。这样的仪式连续举行了

三年，于是，各地各村都知道溪头街村

“请”来了胡公大帝，人们纷纷来这里祭

拜，香火非常旺盛。

9 日上午，在龙湾区副区长陈军苹

的安排下，考察组走访了龙湾区新河村

胡公殿。

新河村有 1800 人口，胡公殿很有

规模。说起这座庙宇，新河村民曹其光

的脸上溢满着自豪之情，他对胡公殿的

由来如数家珍。原来，当地最早供奉胡

公的香火都分散在各家各户，40 多年

前，村民集资400多万元，建起了这座气

势恢宏的胡公殿。

“修建这座胡公殿的一木一砖，都

是我们新河村人出资的。”曹其光动情

地说，“胡公是一个很好的神，他一直保

佑我们生意兴隆、代代平安，所以大家

都很乐于为他修殿塑像。”

胡公殿外竖着一块石碑，静静地诉说

着当地百姓对胡公的评价：“逮事三朝勤

恳名扬古今，奋由一第清廉誉满天地。”

亦神亦人，立德立身的楷模
195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领袖

毛泽东曾有过这样一番著名的赞评：

“其实，胡公不是佛，也不是神，而是

人。他是北宋时期的一位清官，他为人

民做了很多好事，人民纪念他。”伟人对

胡公“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评价，就

铭刻在藤桥镇胡公殿的大门口上方。

因在位时殚精竭虑，为百姓谋福

祉，胡公去世后得以由人变神，入主殿

宇，“赫灵”之名长盛不衰。历史上各地

的胡公庙很多都凸现了胡公作为“神”

的形象，但藤桥镇胡公殿，却向人们更

充分地展示了胡公作为“人”的真切。

走进具有 5000 多平方米规模的藤

桥镇胡公殿，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大殿两

旁的壁画。这些壁画与方岩山胡公殿

的壁画如出一辙，旁边还用毛笔注释着

画面内容和胡则的生平故事，让每一个

永康人都感到无比亲切。

“惊梦怀子”“程伯劝学”“太宗赐

名”，壁画用一笔一画勾勒出一个勤耕

苦读、意气风发的青春胡则；“整治钱

荒”“减租平值”“奏免丁钱”，展示了胡

则爱民如子、敢于担当的高尚品行；“睦

邻怀远”“范公辅笔”，反映了一个开放

友善，千载不朽的神圣胡则。这些画，

生动地诠释了胡公的为官为人，考据严

谨，颇具深厚的人文气息。

参与胡公殿建设的周津国告诉我

们，这座胡公殿是由附近30多个村共同

筹建的。石碑上记载，村委会主任周孟

进带头捐款 51 万元。在建这座胡公殿

之初，大家商议：不仅要在胡公殿里展示

胡公作为“神”的威严，更要展现他为官

为人的品格，让世世代代学习和传承。

周津国和有关人员多次到方岩取

经，搜集了许多资料，打造了独具特色

的胡公文化壁画。如今，这座胡公殿不

仅是民间信仰场所，也是当地的廉政文

化基地、青少年教育基地。这些年来，

每年农历八月十三胡公寿辰前后，这里

都要举办大型纪念活动，庙会、唱戏、舞

龙灯⋯⋯四面八方的人们都会赶到这

里来欢庆，长明不熄的香烛将黑夜映照

得宛如白昼。

范仲淹曾为胡则撰写墓志铭：进以

功，退以寿，义可书，石不朽，百年之为

兮千载后。评价不可谓不高。周津国

说：“由人变神，说明了百姓对胡则的敬

意；而胡则的高风亮节，不只是惠泽了

当时的人们，更是影响了宋代以来的后

人，功德无量啊！”

后后 记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