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胡公，姓胡名则，字子正，宋乾德元年

（公元963年）出生于婺州永康胡库村。

当时的永康，归属吴越国。吴越百

年，不设科举，王朝官员多是贵族后代，

百姓读书出仕无望，学风萧索。

永康地处浙中丘陵地区，山多地少，

农业不能自足，百姓在务农的同时，还要

学会一门手艺以谋生。家境贫寒、年方

14岁的胡则，也加入了手艺人的行列（学

铜艺），“出外就傅，从师学艺”，开启了“工

匠行担奔四方，走乡串巷别家园”的模式。

在胡则16岁那年，发生了一件改变

他命运的大事。宋太平兴国三年（公元

978年），吴越国纳土归宋。

宋太宗秉持“武而立国、文而治国”

方略，把科举作为最重要的人才选拔制

度。无论是富家子弟，还是寒门学子，

只要用功读书，考取功名，都能入朝为

官，施展抱负。

吴越归宋后，宋太宗增加了科举考

试的录取名额。16 岁的胡则作出人生

新的选择——回乡读书，参加应举。

胡则寒窗苦读，27 岁时金榜题名，

成为永康第一个进士，也是宋代两浙八

婺大地的首位进士。少年时吃苦敬业、守

信创新的工匠精神磨炼，给胡则为官为人

的思想打下了基础。

胡公少年学艺，距今已有一千多

年，是五金工匠的同道人。

前期，笔者与胡公文化团队走访国家图书馆、南海博物馆和中国五金历史文化体验中心；近日，又同胡公书院特聘教授吕志辉、徐吉
军、麻建成等漫谈探讨永康文化、五金文化、商业文明与工匠精神诸话题，同感诸文化均与胡公文化基因同源，唇齿相依。胡公文化是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其中蒙尘千年的胡公三件事，甚为亮丽。在此，特辑之，共品鉴。

2022年4月12日 星期二

融媒编辑：孔香翠05 胡公文化YONGKANG DAILY

■延伸阅读

蒙尘千年的同道人拓路人先行人
——“胡公之路”探源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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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亦 晨泽

少年学艺——五金工匠的同道人

胡则，字子正（963年-1039年），

浙江永康胡库人，永康第一位进士，

开宋代八婺科第先河，太宗赐名。官

至北宋权三司使（计相），以杭州知州

加兵部侍郎致仕，深受百姓敬仰，被

尊称“胡公”“胡相公”“胡公大帝”。

胡 公 一 生 77 岁 ，为 官 四 十 七

载。他逮事三朝，十握州符，六持使

节，两挂相印，历践要途。宋宝元二

年（1039 年）逝世，天子悼之，敕葬杭

州西湖龙井源。

胡公出身寒素，不忘初心，志存

高远。他献策镇西、遣返役夫、智除

虎患、培茶惠民、整治钱荒、睦邻怀

远、重辟平反、力保庄田、治理钱塘、

改革盐法、兴教扶才、立训启后，一心

为 民 ，敢 于 担 当 。 宋 明 道 元 年

（1032 年），他虽年已古稀，仍直言极

谏，奏免衢婺两州丁钱。百姓感恩，

敬之若神。

范仲淹为胡公作墓志铭：“进以

功，退以寿，义可书，石不朽，百年之

为兮千载后。”

胡公受到宋太宗、元成宗、明太

祖、清世宗等历代皇帝的多次封赏。

天下有胡公庙三千。

1959 年 8 月 21 日，毛泽东同志

接见永康县委书记，赞评胡公“为官

一任，造福一方”“是北宋时期的一名

清官，为人民办了很多好事”。

习 近 平 同 志 多 次 赞 评 胡 公 精

神。2003 年 6 月 12 日，他视察永康

方岩，号召“把‘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作为座右铭”。2006 年 6 月 13 日，习

近平同志视察金华磐安时指出：“文

物古迹中人变成神都是有功的，如永

康的胡公、福建的妈祖⋯⋯要保护

好，要研究、开发、弘扬民族文化。”

2016 年 3 月 15 日，中央纪委网

站推出《为官一任 造福一方——北

宋名臣胡则》专题，从为官、做人、家

训多方面展示胡公形象。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胡公精

神，万古流芳！

睦邻怀远——重义行利的拓路人

宋天禧三年（公元 1019 年），57 岁

的胡则任广南西路转运使，前往琼州

按察。

当时，有一艘外国商船在海南遇

难，向大宋求救。胡则即命琼州府贷钱

三百万给外商，但立刻有不少官员阻

止，认为外商与我语言不通，而船又没

有根，只怕有借没还，风险太大。胡则

开导说：人有难，要相帮。外商向大宋

求救，如果置之不理，岂是大国应有的

风度！再说，瓷器、丝绸、茶叶诸物，海

外甚销，现今我陆境有战患，贸易受阻，

如能开拓海路，利华益邦耶。他毅然自

己担保，救援外商。

借期快要到了，这些外商却没有一

点音信。当时，琼州遇旱，百姓疾苦。

胡则写信回永康老家：把田地等家产卖

了买粮食，运来琼州。侍卫含泪刚要出

门送信，吏员来报，有外商求见。只见

一群外商扛着几只箱子来拜见胡则，原

来他们就是胡则救助的那批人。外商

跪拜高呼：“感谢大宋！感谢胡大人！”

返还借贷十倍：三千万！宋真宗获悉大

悦，下旨表彰胡则：胸襟阔广、敢于担

当、睦邻怀远、为国争光！

2003 年 6 月 12 日，习近平同志视

察永康，在方岩胡公祠指出：“我们也要

像胡公‘睦邻怀远’那样招商引资，加强

对外合作。”在胡公故里永康，在勇立潮

头的浙江，素有“义利双行，以义为先”

的美德情怀；胡公在一千多年前率先身

体力行，是重义行利的拓路人。

改革盐法——兴商创新的先行人

宋天圣八年（公元 1030 年），68 岁

的胡则迎来了仕途上最辉煌的时期：由

河北都转运使升为给事中、权三司使。

三司使，又称计相，是宋代主管全国财政

经济的最高长官。此时的皇朝，正陷财

政危机，胡则一上任就面临考验。

山西运城盐湖区的解（hài）州，是

北宋重要的食盐产地，也是重要的财政

收入来源。当时，解州盐池的盐堆积成

山，而百姓却无盐可食。如何解决盐荒

这个难题，就落在了胡则的头上。胡则

经查访，提出了“盐制改官卖为商销”的

提议。然而，在那种重农抑商的社会环

境下，这个提议引起了朝中官员的极力

反对，认为有辱圣人治国之道，更有人

攻讦他是官商勾结。

胡则深知官盐官销，实施多年，利

益错综复杂，自己又深受丁党之累，一

有不慎，就会授人以柄；况且，胡则已经

68 岁，正常情况下再过两年就退休了，

是不是还值得领衔改革？事实是：胡则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他义无反顾、

勇往直前！

在与翰林学士盛度、御史中丞王随

等人商议后，胡则再奏《通商五利之

法》，言之有据、切中时弊，宋仁宗准奏，

新盐政施行。有市场竞争，盐的价格降

了，品质好了，买卖顺了，朝廷的收入多

了。而胡则却因改革得罪不少权贵，一

年后从计相贬为知州。

改革盐法，是宋仁宗支持、胡则主

导的北宋立国以来的第一次经济改

革，它使商业得到重视与发展，也启蒙

影响了后来的庆历新政、王安石变法

和“浙东学派”。胡公是兴商创新的先

行人。

胡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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