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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公的故事

浙中永康，在方岩溪与乌江溪之域有一
片绿源沃野，东起华釜，西水归津，南望公婆
岩，北倚卧龙岗，钟灵毓秀，如财入库，名曰

“库川”（胡库）。
宋乾德元年（963 年）八月十三，库川善

人胡承师正在田间劳作。忽然，一老农叫
道：“你们看，这一团五色祥云笼罩着我们库

川村，看来我们村要出大人物了。承师，你
的娘子是否要生了？”承师说：“我家娘子还
得过几天才足月。”话音刚落，突然远处赶来
邻人，喊道：“承师，快回去！你家娘子生
了。”

原来，承师娘子应氏昨晩梦神送子，今时
如厕产子，他就是胡则（胡厕）。

《宋史·胡则传》载：“胡则，字子正，婺州
永康人。”胡则，初名厕，他从小就酷爱读书，
因家境贫寒，少年时只得行担出门，边学手艺
边看书。太平兴国三年(978年)，吴越国纳土
归宋，恢复科举，他弃艺就学，“购经史、属文
辞”，五峰潜读，方岩深修，勤学苦练，品学兼

优。端拱二年(989 年)，27 岁荣登进士榜，是
永康第一位进士，开宋代八婺科第先河。

殿上取士时，宋太宗御笔润泽、削厂留
则、堂上赐名。胡则欣喜作《及第》诗：“金榜
名传四海知，太平时合称男儿⋯⋯小花桥畔
人人庆，一带清风雨露随。”他立志爱民报国。

至道二年（996年），胡则（34岁）任山西宪
州录事参军。时西寇梗边，朝廷十万大军征
讨。胡则受命筹运大军30天所需的粮草。胡
则提出：“为百日计犹或不支，30 天怎么够
呢？”上司大惊：“乃遣公入奏。”

太宗召见胡则时，问了有关西境形势、用

兵方略等诸多问题。胡则成竹在胸，见解高
远，应答称旨。太宗大喜，不但准奏，而且对身
边的大臣们说：“想不到州县中竟然有这样优
秀的人才！”遂让中书省记下胡则的姓名，以备
提拔重用。事后的军情发展，果如胡则之所
料，朝廷有预策，西境终得安。

“恩莫大于父母”“百善孝为先”是胡公的醒世恒言。天禧五年（1021年），
胡则（59岁）任广南西路转运使，远离家乡已多年，朝廷拟任他为谏议大夫、知
广州。此时，其父承师公年已八十，胡则思父心切，恳辞返乡，感动圣上，以户
部郎中复任江淮制置发运使，以近孝亲。翌年，老父仙去，公以哀去职，尽心
于丧。忆及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胡则（46岁）提举两浙榷茶事知睦州时，
丁应太夫人（胡则母亲）忧，庐于墓侧，以终丧纪，有草木之祥，受到郡府赞
赏。圣上表彰胡则至孝，谕：“胡某为孝，虽非其例，与以明劝也。”特为其母赠

“永乐县君”，为其父赠“吏部郎中”，光宗耀祖。

天圣二年（1024 年），胡则（62 岁）再次受丁谓案牵累，从吏部郎中降
知信州（现江西上饶）。原来，当年胡则补许田县尉时，“丁谓客许田，公
厚遇之”，并资助丁谓科举。后丁谓两次列相，也曾推荐胡则。两人有
交往，性格却迥异。胡则刚直秉正、为民担当，丁谓后来私欲膨胀、为官
不端。因许田之缘，丁谓每每被弹劾，往往连累胡则。胡则屡屡蒙累，
但其仗义、爱民的品性从未改变。丁谓最后被罢相，贬为崖州司户参
军。路遥加避嫌，丁谓昔日的宾客皆不见，门庭冷落鞍马稀。胡则虽然
也被贬，内外交困，但他还是数次派人去崖州看望丁谓。公富宇量、笃
风义，士大夫交称之，《宋史》载：“丁谓贬崖州，则馈问如平生。”

天圣四年（1026 年），胡则（64 岁）

任右谏议大夫、知杭州。当时的杭城，
水患肆虐，百姓流离失所。胡则上任
的第三天，即带幕僚、工匠勘察钱塘
江；发布的第一道知州令，即修建钱塘
堤防。他运筹帷幄，身体力行，终于将
钱塘潮水驯服，潮患变成了水利，也为
几十年后的另一位杭州知州苏东坡治

理西湖水系打下了基础，才有了后来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
的杭州美景。《咸淳·临安志》载：神，姓
胡名则、婺之永康人，守杭有惠政，在
郡时独无潮患。

一 库川云瑞

二 太宗赐名

三 献策镇西

九

草木之祥

十

朱崖馈问

十一

力保庄田
天圣三年（1025 年），胡则（63 岁）任福州知州。福州原有大片海涂、荒

滩，太宗时授券予民耕。后因朝廷财政紧张，欲将福州一带庄田再卖，佃
农群情激愤。胡则一上任，即查明实情，上奏保田。然奏章没有回音，胡
则再深入察访，二次奏本，仍无音信。胡则义无反顾，三次奏本，慷慨激
昂：民有疾苦，刺史当言之；而弗从，刺史可废矣！胡则力保庄田之举，终
引起皇上重视，下旨其值减半，宽限至三年；三年后又予全免，佃农感激。

天圣三年（1025 年），胡则（63 岁）任福州知州。前有四川学者龙昌期，
曾应福州知州陈绛之邀，给州府官员、州学士子授《易》，陈绛给他 10 万酬
谢。后来发现此酬金是从国库里开支的，陈绛坐罪罢官，刑部将龙昌期押
禁，交由胡则审案。胡则凭事实、重证据，当堂宣判：龙昌期无罪有功，10万
公金限期追缴入库。龙昌期既感激又忧愁，原来，10 万之酬早已花为其父
母妻儿的口体之奉，难以清偿。胡则悉知此情，扶起昌期，慨然道：为师领
束修（学费），圣贤所创之规也，千古同理；10 万公金当以本官俸禄扣抵，先
生自由了。胡公秉正崇善、尊师重才、豪杰气概，令人肃敬。

十三 治理钱塘

咸平二年（999 年），胡则（37 岁）任河北
路贝州节度观察判官。此时，贝州倾力支前
已是民困物乏，朝廷又令修该州新乐、蒲阴两
县城防，向各地共征十万民夫，百姓民不聊
生、怨声载道。

胡则为民请愿，奋笔上书，力劝停工：高

垒深沟，不如民心团聚。两县城防非急务，民
生却更困苦。若百姓疲于奔命，则天下真危
矣，亟待与民休养生息！

此奏引起朝内激烈争论。经胡则极力争
取，皇上最终准奏，十万民夫得以回家，农耕
得以恢复。

景德四年（1007 年），胡则（45 岁）由河
北 路 贝 州 节 度 观 察 判 官 任 广 西 浔 州 知
州。浔州乃三省交会之地，山高林密、水
险路崎。时值虎患正烈，人丧虎口，畜牧
不保，致客商不敢往来，民众不敢出门，且
有人嫉撵胡则，谣言四起，人心惶惶。

胡则智勇双全，上任伊始便发布公告，

征召达练猎户，组织猎虎；筹集赏银重奖
勇夫。同时，在虎兽出没之境设机关、挖
陷阱、投生畜、置毒饵。另一方面，带领官
员及乡绅诚祈天神，驱虎祛邪。最终，虎
患弥消，社会复平。范仲淹在胡公《墓志
铭》中载：“在浔州，人有虎患，公斋戒祷城
隍神，翌朝，得死虎于庙中，其诚之效欤！”

天禧三年(1019 年)，胡则(57 岁)任广南西路转运使。时有宜州上报重
犯 19 人，提请秋后处斩。胡则细阅案卷，疑点隐现，意往当地复核。往宜
州山高路远，又逢涨洪水、传疾疫，属下劝阻。胡则认为人命关天，岂可草
率。他不顾自身安危，毅然前往宜州微服私访，重实凭据，确认 19 个疑犯
中有 9 人属冤假错案，遂予平反。史载：“时有大水，公不虑患，而特往辨
之，活者九人焉。”

四 遣返役夫

五 智除虎患

大中祥符四年（1011 年），大宋闹钱荒，
经济萧条。49 岁的胡则临危受命，出任屯
田员外郎、提举江南路银铜场铸钱监。胡
则入矿井、探铸场、进市坊，明察暗访，摸清
结症之所在——官吏贪腐、管理松弛、矿难

频发。他肃吏治、重人才、修章法、治矿山、
整铸坊，清正勇为，恩威并施，实现安全增
产、铜质提高、钱荒缓解、朝廷增收、百姓受
益。史载：“查信州矿事诏治罪，缴池州吏
匿铜数万斤。朝廷褒赏，百姓额庆。”

天禧三年（1019年），胡则（57岁）任广南
西路转运使。时有番船在远海搁浅，向琼州
府求助未果。胡则认为，番商所贸之瓷器、丝
绸、茶叶诸物，外邦甚销，开拓海路，利华益
邦，当即允其贷。属下劝阻，公曰：人有难，应

相帮；远邻求助于大宋，置之不理，岂是大国
风度焉！胡则以自身担保，令借公帑钱三百
万。番商如愿，一年后十倍还。朝廷彰表胡
则：胸襟阔广、敢于担当、睦邻怀远、为国增
光！史曰：“救番船，十倍还，朝廷嘉焉。”

八

重辟平反

明道元年（1032年），胡则（70岁）任工部
侍郎、集贤院学士。当年江南大旱，赤地连
绵。胡则上奏：永免江南十四州身丁钱。不
少朝臣攻讦胡则只顾百姓的粮袋，不管朝廷
的钱袋。

胡则毫不动摇，详述民众之困苦，尽诉丁

钱之积弊。皇上为三朝元老、古稀爱卿胡则
的忠君爱民情怀所动，下旨：永远免除衢婺两
州丁钱。胡则山呼：皇上圣明！并挥笔写下
七律诗《奏免衢婺丁钱》：“六十年来见弊由，
仰蒙龙敕降南州⋯⋯ 臣今未恨生身晚，长喜
王民绍见休。”

明道二年（1033 年），胡则（71 岁）任刑
部侍郎、再知杭州。他一上任就大力兴办
教育，请范仲淹代笔，向朝廷奏乞余杭州
学 名 额 。 兴 教 重 才 也 是 胡 则 的 一 生 所
向。他出身贫寒，苦读登科，深知平民子
弟读书之难、读书之要。

早年，胡则在家乡方岩建读书堂，在
寿山坑建重楼，以方便后人读书。他在许
田任上厚待清贫举子丁谓；在福州任上义
释四川学者龙昌期；在陈州任上以国士相

知青年才俊范仲淹。
晚年，胡则又和弟弟胡赈创立了胡氏

家训，崇尚学习，重视教育。史载，胡则金
榜题名后十一年（1000 年），胡赈喜中进士

（礼部侍郎）；胡则 52 岁时（1014 年），长子
胡楷荣登服勤词学科（进士、知睦州）。胡
氏一门进士及第多达 54 人；胡库一村，明
清两朝秀才、贡生、举人就有近 200 人，为
官者众多，涌现了一批清白传家、为国尽
忠、为民造福的清官、好官。

宝元二年（1039 年）六月十八，胡则寿

终，享龄 77 岁。天子闻而悼之，进一子官，

赐墓田五十一亩，敕葬杭州钱塘县南山履

泰乡龙井源。

胡公一生为官四十七载，逮事三朝、十

握州符、六持使节、两扶相印、历践要途。

他出身寒苦、不忘初心、志存高远、一心为

民、敢于担当，百姓感恩，敬之若神。

范仲淹为胡公作祭文和墓志铭：“富

宇量，笃风义，轻财尚施，不为私积”“进以

功，退以寿，义可书，石不朽，百年之为兮

千载后”。

胡公先后受到了宋太宗、元成宗、明太

祖等历代皇帝的十多次封赏，天下有胡公

庙三千座。

毛泽东主席赞评胡公“为官一任、造福

一方”“是为人民办了很多好事的一位清

官”；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把为官一任、造

福一方作为座右铭”；中纪委网站推出《为

官一任 造福一方——北宋名臣胡则》专

题；中央电视台播出《人物记·胡则》。为官

一任、造福一方，胡公精神，万古流芳！

十六 奏免丁钱

十七 兴教重才

十八 立训示后

景祐元年（1034 年），胡则（72 岁）在杭
州知州任上加兵部侍郎致仕，归隐杭州。
他回想自己的以往人生，更加明白“积财谷
遗子孙，不如积阴德留子孙”的道理。他与
弟弟胡赈一起，归纳其为官为人处事的感
悟，创立了“胡氏家训”。经宋、元、明历代
传承整理，到清乾隆年间形成较为系统完
整的《胡氏家训》。

《胡氏家训》包含行善、修身、勤业、劝
学、孝悌等内容，倡导“以清白相承、积善行
德”，提出“读书至乐、教子之要”“读书志在
圣贤、当官心存君国”“穷则独善其身、达则
兼济天下”，要求后人各勤生业，“士者攻其
学、农者力于耕、工者专于艺、商者蓄其
贷。”敬业爱岗，惠人益邦。2016 年 3 月，中
纪委网站向全社会推送了《胡氏家训》。

十九 扶茶惠民

西湖龙井茶乃茶中极品，追本溯源，缘
于胡则。当年，胡则方岩求学，对家乡茗茶
情有独钟：“拾菌寒云外，烹茶翠竹前。”出仕
后，清廉清茶随身相依。后提举两浙榷茶
事、知睦州，他铲茶霸、扶茶业、惠茶农。两
度知杭州，他治钱塘、兴州学、重农商、扶龙
井、轻徭赋，守杭有惠政，百姓感恩，在龙井
为他立生祠。灵山天竺寺住持慈云大师很
敬重胡则，常与其品茶论道赋诗。

景祐元年（1034年），胡则（72岁）致仕后
归隐龙井，在整理家训后潜心驯化茶苗。他
从龙井源取水浇灌，用佛炉香灰培根。精诚

所致，金石为开。胡则培植的茶苗初展秀
姿。宝元二年（1039年）胡则仙逝，他临终前
叮嘱子孙，将其安葬在正对茶园的龙井源凤
凰岭上，他坚信那些茶树总会迎来艳阳天。
不久，胡则的茶业后继有人，这个后继者就
是著名高僧、慈云大师的弟子、上天竺寺原
住持辩才法师（1011年~1091年）。

斗转星移，沧海桑田。胡则和辩才当年
培植的那些茶树之基因历经风雨却依然生
机勃勃，不断抽出新枝嫩叶，后被乾隆敕封为

“御茶”。当今，西湖龙井茶更是享誉中外、惠
泽普民。胡则、辩才有知，也是欣慰了吧。

二十 万古流芳

天圣九年（1031 年），胡则（69 岁）

因改革盐政得罪权贵，从权三司使贬
为河南陈州知州。范仲淹（43 岁）也因
上言国是，被贬为陈州通判。胡则慧
眼识人，以国士遇之。范仲淹知道胡
则是清官、好官，敬之为师长。两人一
见如故，成为莫逆之交，在陈州致力农
商治安、兴学济贫、福民益邦。

后来，两人各任其所，却始终保持
密切联系。“清风又振东南美，好梦多

亲咫尺颜。”胡则 71 岁任刑部侍郎、再
知杭州，范仲淹奉诗祝贺；“千年风采
逢明主，一片襟灵慕昔贤。”胡则 72 岁
以杭州知州加兵部侍郎致仕，范仲淹
韵诗祝福；胡则 76 岁时，范仲淹来杭拜
访挚友，即席吟诗一首《西湖筵上赠胡
侍郎》奉送；胡则 77 岁仙逝，范仲淹为
他作祭文和墓志铭：“诚可代孝子而言
焉”“百年之为兮千载后”。胡范情义
千古传唱，两公伟德万世敬仰。

十四 改革盐法
天圣八年（1030 年），胡则（68 岁）升

任给事中、权三司使。时值大宋闹盐荒，
胡则建议“盐政改官卖为商销”，招来一
片反对声，认为有辱圣人治国之道。胡
则力排众议，再奏《通商五利之法》：一能

解盐荒，二能增税源，三能利百姓，四能
通有无，五能益和谐。言之有据，切中时
弊。仁宗准奏，新盐政施行，盐荒缓解，
朝廷增收，百姓称便。史称：十月，诏议
盐法，画“通商五利之法”上之。

十五 胡范情义

六 整治钱荒

七 睦邻怀远

十二

义释昌期

□胡 亦

惊梦怀子惊梦怀子 太宗赐名太宗赐名

奏免丁钱奏免丁钱

睦邻怀远睦邻怀远

整治钱荒整治钱荒

范公作铭范公作铭力保庄田力保庄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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