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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春江碧 胡公情浓
“寻访胡公路 致力新时代”探源行动第十六站

富阳、永康，是浙江大地上两块富饶的沃
土，都孕育了彪炳史册的人才、创造了光彩夺目
的文化。随着胡公文化团队的富阳探源考察之
行成功进行，两地之间进一步搭建了一座历史
人文的交流之桥、友谊之路。

去年 12 月 12 日、13 日，冬雨初歇、暖阳和
煦。在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章锦水和胡公文化
研究会会长、胡公书院院长胡联章的带领下，胡
公文化团队一行前往杭州市富阳区考察交流胡
公文化与地方文化。

在富阳区文旅局副局长陈明陪同下，胡公文
化团队先后走访了环山乡诸家坞村胡氏文化、郁
达夫故居、常绿镇五联村胡公庙、大源镇三岭村
胡公庙等地，所到之处，富阳的文化之韵和富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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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孙权故里在龙门，孙权赐名“永葆安康”
相传，东汉名士严子陵游历富阳，发现这块灵秀之地，即赋

予一个响亮的名字——龙门。龙门古镇现有 7000 多人口，其中
九成以上是三国吴孙权家族的后裔。据家谱记载，沿袭至今已
是第65代，是一个名门大族的聚居地，远近闻名的“世外桃源”。

以卵石作墙垣的民居，显露原木本色的宽阔厅堂，尽染古朴
灵气的古樟古桥，潺潺作响穿村而过的秀溪⋯⋯我们仿佛在异
乡见到了永康的母亲河。

《永康县志》记载，相传三国吴赤乌八年（公元 245 年），孙权
之母因病到上浦进香，祈求“永葆安康”。吴国太病愈，孙权大
喜，遂赐名该地为“永康”。这一吉祥的名字，护佑永康千百年，
成就了安逸富饶的一方福地。

多少年来，孙氏一门自古多豪杰。孙权坐踞江东，成就一代
霸业；上溯春秋，兵圣孙武写就《孙子兵法》；近代伟大的革命先
行者孙中山，都与龙门孙氏有着割不断的血脉亲情。厚重的人
文，凝聚成富阳浓厚的历史文化氛围。

二、清代富阳篆刻名家胡震是永康先贤应宝时的幕僚
去年12月12日上午，胡公文化团队走进了以胡氏文化而著

名的环山乡诸家坞村。群山环抱的诸家坞村，至今已有 500 余
年历史。与胡公家乡永康胡库相似，诸家坞村大部分村民都姓
胡。更巧的是，挂在祠堂墙上的《胡氏家训》也和永康的《胡氏家
训》不谋而合，告诫子孙要“读书，勤俭，和顺，谨慎，忠孝”。

胡氏家族淳厚朴实的家风孕育出了众多人才，乡邦文化让
诸家坞的底蕴更显深厚。村内有清朝帝师董邦达的私塾、嘉庆
皇帝赐给孝子胡谦的“六胜园”、晚清篆刻名家胡震等名人的文
墨遗宝。

胡谦当年身体力行的孝德，至今没有过时，因为有孝的理
念，胡氏家族的家庭、邻里关系尤为和睦；胡震出生于书香之家，
为人特立独行，对书法、篆刻有很高的造诣，是影响深远的浙派
篆刻奠基人之一。

在参观胡震故居时，章锦水发现，胡震原来是永康人应宝时
（清代江苏按察使、上海道台）招募的幕僚。《海上墨林》卷三亦揭
示了两人的关系并不一般,其上记载：胡震卒于沪上，应宝时理
其丧，蒋敦复为立传。

三、郁达夫妙笔著文，《方岩纪静》脍炙人口
永康的出名，既是由于五金工匠响当当，更不乏因方岩胡公

之故。而方岩的美名远扬，又与富阳的一位大文人密切相关。
“从前看中国画里的奇岩绝壁，皴法皱叠，苍劲雄伟到不可思议
的地步，现在到了方岩，向各山略一举目，才知道南宗北派的画
山点石，都还有未到之处。”这就是我国现代著名小说家、散文
家、诗人郁达夫先生笔下的灵秀方岩。上世纪三十年代，他走读
方岩时，留下了脍炙人口的名篇《方岩纪静》。从此，方岩与胡公
更成为有缘之士心驰神往的地方。

昔前有郁达夫先生登顶永康方岩，积弘胡公文化之功；而
今，永康胡公文化团队一行来到其富阳故居，探访先生当年的生
活印迹，略表致敬之意。郁达夫故居原在富阳城关镇的一条幽
巷里，1998年因旧城改造，迁移至富春江畔的郁达夫公园内。门
前约三十米就是美丽的富春江。周围被高木簇拥着，楼前是花
枝繁茂的小花园，小楼旧韵幽幽，重现了郁达夫的童年、少年、结
婚时的场景。正厅与房中陈列着郁达夫的生前遗物，以及和鲁
迅、郭沫若等好友交往的书画文稿。

站在楼上，听江涛阵阵，让人不免回味起郁达夫先生字里行
间的温润清和。他是这样描述方岩胡公庙的：“从岩下街起，曲
折再行三五里就上山，山上的石级是数不清的，密而且峻，盘旋
环绕，要走一个钟头，才走得到胡公庙的天门。⋯⋯胡公少时，
曾在方岩读过书，故而庙在方岩者为老牌真货。”这一番描述，使
得方岩“胡公大帝”的名声更盛，慕名前来朝拜者常年络绎不绝。

近千年来，人们祭拜胡公，胡公赐福于人们，其中的灵迹故事数不胜数。在每位香客信众
心中，胡公是慈悲的、爱民的、有求必应的。走访富阳的两座胡公庙，我们有幸亲耳听到了胡
公赫灵之神奇而感人的故事⋯⋯

常绿镇五联村胡公庙：
老夫妻守庙38年，胡公赫灵感人心

常绿镇位于富阳区东南部，与萧山、诸暨
相连，地处“两市三地”的交界，历史上称长
春，全境遍布竹林，居民绝大部分姓章。沿着
蜿蜒的山路，望着满山的翠绿，我们一行人抵
达常绿镇五联村崔尾岭的胡公庙前。乍一
看，很难想象，眼前这座规模不大的胡公庙，
竟然承载了各地香客数百年的虔诚与信仰。

一对老夫妻迎接了我们。93 岁的章德
祥阿公和 88 岁的朱茶香阿婆，他们俩既是

“修庙人”，也是守庙人。据介绍，该村的胡公
庙始建于明代，已有 400 多年历史。现在的
这座胡公庙，是在朱茶香 50 岁那年修建的。
至今，夫妻俩已守庙38年了。

“最早的胡公庙在这里。”朱茶香老人一
边比画，一边讲述起修庙的故事：老胡公庙是
祖辈传下来的，由于岁月沧桑，庙堂已经陈
旧，原先是不打算扩建的，因为她顽病缠身
30 余年，四处寻医问药也不见好转，经济
拮据。后来，一个梦让她有了新的想法⋯⋯

“有天晚上，我做了个梦，胡公二夫人吩咐我
要修胡公庙。第二天，我跟家里人说了这件
事，全家商量，虽然家里钱不够，但有多少就
拿多少，一定要把胡公庙修好！”于是，一家人
省吃俭用，还把养的猪也卖掉，积攒的钱都用
在修庙上。村邻感其修庙之善举，也纷纷捐
资助力。

章德祥老人回忆，修庙并不容易，他特意
步行到杭州万松岭，去请专门师傅来修造，足
足花了一年多的时间。老人指向屋檐，我们
看到梁柱由一根根细木整齐搭建，依稀可见
当年耗费的心力。老人的孙子章开锋告诉我
们，修庙期间，爷爷奶奶担心被窃，天天守在
庙里，晚上就在庙里打地铺。

重修了胡公庙，夫妻俩也成了守庙人。让
朱茶香想不到的是，多年旧疾，竟渐渐好起来
了。此后，这对夫妻一直面色红润，身体康健，
在乡里被传为佳话。“胡公大帝是我们老百姓
的保护神，只要心诚行善，就能得其护佑。”

接受记者采访后，朱茶香老人悄悄地问我
们（在场的有章锦水、胡祖军、夏虹、王燕燕、马
忆玲和当地人）：“你们当中是否有两个叫‘章’
的？”我们一时没反应过来，老人接着说：“前
夜，我梦见胡公说老家人要来看我，有两个

‘章’要来。”众人大吃一惊！章锦水很快反应
过来，接口说：“胡联章、章锦水！不正是‘两个
章’吗？”我们的惊讶之情可谓难以形容。

也许真如朱茶香老人所感悟的，胡公的
福荫，早已超出永康；作为地方神，他与家乡
人的关系是亲密的、互动的；心至诚，胡公真
的显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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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源镇三岭村胡公庙：
为胡公庙造桥，两个奶奶喜得贵子

浙江大学教授、原浙江传媒学院首任院
长张梦新先生的老家就在富阳大源镇岭下
张村。他在去年 11 月 11 日发表的《奶奶走
了，全村人都来为她送行》一文中写到：大源
镇岭下张村的胡公庙建在山溪的对岸，没有
桥，善男信女进香要绕很大一圈。为了表示
对胡公的敬仰，爷爷奶奶出资、雇人在胡公
庙前修了一座石桥，方便人们过溪干活和前
往胡公庙进香。说来奇怪，修造石桥后，两
个奶奶先后怀孕，两年时间连得三子。

怀着好奇，我们来到了张梦新教授笔下
的这个小山村。如今，岭下张村已和三支村
合并，改名为三岭村。还未见胡公庙，倒先
瞧见一个显眼的“胡公庙”公交车站牌。村
人说，来这里进香拜胡公的人很多，公交车
站牌是为方便他们往来而特意设立的。

三岭胡公庙墙体漆红，背靠山峰面朝溪
流，支木为柱。门头两侧刻写着毛主席赞评
胡公的语录和胡公颂。胡公雕像于殿内居
中而坐，门外的香炉余烟袅袅。村里 7 位老
人自发组成了胡公庙管委会，我们从他们口
中得知了这座胡公庙的前世今生。约 700
多年前，净空大师游历至萧富边境的山岭村
落中，发现此处山明水秀，实乃风水宝地。
于是奔波化缘，建起了一座规模相当的胡公
庙，香火甚是旺盛。

每逢农历八月十三胡公生日，为祭拜这
位清官“活菩萨”，这里都会办一场庙会。“我
记得五六岁那会儿，真是热闹极了！”说话的
是胡公庙管委会成员、80 岁的张月桥老
人。按辈分算，他得唤张梦新教授为爷爷。
据他回忆，那时庙前会搭起戏台，请戏班来
唱上两天两夜，邻村邻镇甚至邻县的都会赶
来，就连一些“大人物”也会来看戏。

时间更迭，胡公庙会的传统一直延续下
来，热闹的气势不减。附近村民、四方香客
仍结队前来进香拜胡公，祈福祈寿求平安。
一些慷慨的香客还承包了庙里每月一天的
公德供饭。

沧海桑田，这座有700多年历史的庙宇
也历经坎坷。1956 年和 2009 年，先后遭遇
特大洪水，两度冲垮了基坎。现在看到的胡
公庙是 2006 年当地村民筹资重建的。如
今，村里正计划扩建胡公庙，并申请开发三
岭胡公庙旅游金牌线路。对此，三岭村支书
楼汉华很有信心，他说：“胡公精神受到毛主
席、习总书记的高度评价，是一张金名片，如
果用得好，其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都可以双
丰收，这也是胡公‘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
新体现。”

□记者 马忆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