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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龙兰萍并非首次来到

永康。2020 年春，她作为央视《中

国影像方志·浙江卷永康篇》的导

演，在第一次赴永康的动车上，遇见

了一对和她同车的母子，并和他们

攀谈起来。

“小朋友，你是永康人吗？永康

有什么出名的？”面对龙兰萍的提

问，11 岁的男孩胡来来大方地回答

道：“有五金、肉麦饼、西津桥⋯⋯

更有方岩山上的胡公！”随即，他又

认真地说起了胡公的故事，还朗诵

了《胡公谣》。他的介绍流利而生

动，使得龙兰萍人还未到永康，就

已经为胡公大大惊艳了一把。

“我真没想到，一个小孩子，竟

能把胡公说得头头是道。”龙兰萍在

研讨会上分享了这件趣事，说各地

都会有历史名人，但胡公形象在永

康能家喻户晓，连儿童都能朗朗上

口道出一二，可见非同一般。

导演组在永采风期间，市领导

蒋震雷、胡天忠、胡增强、胡潍伟等

分别同他们进行了交谈。

近一周的永康之行，让胡公的

形象在《胡公》导演组的脑海里愈发

丰满。“来此之前，我的计划是拍一

部单纯的人物传记，人们看后知道

胡公是谁，那就成功了。”龙兰萍说，

经过几天的采风体验，她意识到这

远远不够。“怎样让我们的党员干

部、百姓民众学习胡公？怎样培育

更多新时代的‘胡公’？这些都是

《胡公》纪录片中应该反映的。”

胡联章曾在文章中写过：“从古

至今，一个官员在百姓中的分量、

在 历 史 上 的 地 位 ，不 在 于 他 姓 什

么、官职是什么，而在于他为百姓

做了什么、带来了什么。”胡公精

神，穿越历史，更臻醇厚；胡公文

化，饱经风霜，历久弥新。我们期

待大型历史人物纪录片《胡公》的

摄制展播，能进一步推动“弘扬胡

公文化、致力时代伟业”，让胡公精

神更加焕发时代的光芒。

一带清风源永康
跟随电视纪录片《胡公》导演组采风体验笔记（一）

15 日至 20 日，电
视纪录片《胡公》导演
组 一 行 在 胡 公 故 里

——永康调研采风、体验生活。
据了解，大型历史人物纪录

片《胡公》（暂定名）由永康市委、
市政府出品，时长75分钟，共三
集，作为建党百年献礼片将通过
中央电视台与广大观众见面。
届时，北宋名臣、浙江先贤胡则
的其人、其事、其德，将全景式、
立体型地生动展现。

早在抵达永康前，导演龙兰萍、副导

演赵玉良、导演助理张丽等就对胡则这一

历史人物做了功课，通读了有关介绍胡公

的书籍。这位古人为何能得到历代皇帝

的十多次嘉奖、受到人民领袖的广泛赞誉

⋯⋯ 一个故去千年的官吏，缘何能备受

各时代、各阶层人们的推崇？这些问题在

导演们来到胡公故里实地走访体验后，有

了更清晰的解答。

这些天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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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组一行先后走访了方岩、古山、芝

英和胡库、园周、五金城、博物馆、融媒体

中心、胡公书院、影视基地及有关村落、企

业、学校、文化传人。在河南一村和溪心

村的胡公殿，当地每年轮村、每日轮户供

奉胡公，风雨无阻、终年不断；在画眉岩，

胡公家庙煌煌赫赫矗立，专程从福建采制

的石柱每一根都雕龙刻凤，每一处细节都

可见信众的爱心、用心⋯⋯

胡公出生在古山胡库，是这次采风

体验的重点之一。在胡则史迹馆，导演

一行驻足在一块古旧的石碑前瞻仰。据

介绍，这是清光绪三年（1877 年）乡贤应

宝时牵头重修的胡公墓墓碑。这块墓碑

原置立在杭州西湖龙井源，后经多次颠

沛辗转，最终由胡公后裔、胡库人迁回了

胡公故里。听着胡则史迹馆管理员胡贻

甫老先生的介绍，导演们的脸上露出了

惊叹的神色。

“永康民众对胡公的爱戴之深、信仰

之厚，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龙兰萍感慨

道,“历史上，名人身后被奉为神的不多，

能流传千年的更少。在永康的所见所闻，

令我对胡公的了解与崇敬得到了极大的

提升。民众对胡公的热爱是光凭文字资

料表达不了的。”

走进胡公故里采风体验走进胡公故里采风体验

18 日 晚 ，胡 公 书 院（映 湖 校

区）灯火通明，一场关于历史人物

纪录片《胡公》的摄制研讨会正在

举行。

“我们设想把神圣的胡公与时

代、与现实、与未来融合起来。”赵

玉良提出了制作这部纪录片的初

步构想。“在这部作品中，我们不仅

要讨论千年前的胡则，条分缕析他

当时的时代背景、所作所为，更要

挖掘他对当下与未来的启示和影

响。”

在《胡公》摄制团队的初步设想

中，这部纪录片拟从三个层次来表

现主题。在第一集中，观众能看到

一个作为“神”的胡公，以方岩庙会、

“十岁上方岩”的盛大场面入手，通

过人民领袖、历代皇帝，及范仲淹、

方孝孺等对胡公的评价，采用层层

递进的方式，将观众对胡公其人的

好奇推向高潮。

在第二集中，将镜头对准官场

上“一带清风”的胡则，概述胡则为

官四十七载、历践要途、一心为民、

敢于担当的历程，重点讲述其盐法

改革、睦邻怀远、治理钱塘、奏免丁

钱等故事。“胡则主推的盐法改革

虽然持续时间不长，但为宋代的商

业发展打下了基础，为后来的‘庆
历新政’‘王安石变法’作先驱，是
非常了不起的。”曾与胡公文化团
队一同走进国家图书馆，参观过典
藏文物《放商盐颂》拓片的龙兰萍
如是说。

在第三集中，拟重点聚焦胡公
文化在当代与未来的积极意义。
上下五千年的中华文明，是当代
和未来成功之路的奠基石。“中华
文化传统教育体系该如何溯源，
我们的文化自信来自哪里？”赵玉
良说，这些问题也能在胡公文化、

《胡氏家训》中找到答案。“十年树

木，百年树人”，传统文化体现的就

是这样一种润物细无声、潜移默化

的影响。行走在与胡则渊源颇深

的丽州大地上，摄制团队感受到了

一种历久弥新的人文情怀在涓涓

流淌。

“一直以来，关于胡公的讨论都

是双线并行的：一条是人，一条是

神；一条是官方评价，一条是民间影

响。”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亮研

究会负责人章锦水说，“胡公文化对

地方影响深远，在后来的永康名人，

包括陈亮、应宝时等身上，都能看到

胡公的影子。”

胡联章表示，通过《胡公》纪录

片，将“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秉正崇

善、福民益邦”的胡公精神鲜活地展

现出来。作为胡公文化团队的领军

人，这些年来，他带领同仁志士跋山

涉水、风雨无阻，寻访胡公路、致力

新时代，也因此对胡公精神有了更

深的解读。“各地纪念胡公的形式有

所不同，但初衷本心都一样。”胡联

章说，“胡公精神融于地方文脉，成

为后人立身立德的重要基因，这也

许是胡公文化对时代与未来的意义

所在。”

《《胡公胡公》》摄制研讨会摄制研讨会

在千年古镇芝英老街采风在千年古镇芝英老街采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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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组在胡公故里采风导演组在胡公故里采风

上方岩 寻胡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