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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见越地重建树 再续浦阳桐木情
——“寻访胡公路 致力新时代”探源行动之二十七

顾不得歇息，胡公文化团队驱车前

往浦江县黄宅镇勇进村桐木殿。浦江县

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应玉明热忱地接待

了我们。

同行的胡公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秘

书长王燕燕告诉记者，这是胡公文化团

队第二次考察浦江胡公文化。时隔 6 年

再相逢，桐木殿风韵更佳。这座古殿始

建于明代天启二年（1622 年），扩建于清

代雍正七年（1729 年），新中国成立后又

经过两次修葺。只见殿门庄严，大堂宽

敞，殿宇肃整。

盛世逢良辰，今年正好是桐木殿建

殿 400 周年，方圆百姓要为胡公庆贺，

殿方还特地主办了胡公文化主题书画

展。“这是今年刚修好的两层厢房，上次

你们来时还很杂乱呢！”桐木殿住持释达

胜法师介绍，并带我们走进书画展现场，

“这里有 3 个展厅，共展出 56 幅书画作

品，都是我们当地的书画家绘制的。”

听说我们是胡公故里的来客，歇坐

在桐木殿的村民纷纷站起身来，热情让

座，并当起导游。“这个大戏台，已有 400

多年了。每年农历八月十三胡公生辰，

正对着胡公庙堂，在这儿连演三天戏。

胡爷爷的号召力大，每年都有胡公庙会，

可热闹了！”陪同我们参观的工作人员

中，有位姓朱的姑娘，她的长辈多年参与

桐木殿的修建与维护，她从小在桐木殿

长大，对桐木殿情有独钟，对孩提时的桐

木殿迎灯庙会活动记忆犹新。

耳边是村民们热情的讲述，眼前是

墙壁上惟妙惟肖的胡公生平连环画，温

馨的氛围感染着我们。释达胜还给考察

组每人送了一本胡公连环画。画册封面

的胡公像，出自永康方岩山。

浦江坊间传说，当年胡公为民请命，

力奏免除包括浦江在内的衢婺两州身丁

钱，侵害了有关权贵的利益，遭人陷害，

出走避难。胡公来到浦江，正是浦江茂

盛的桐木林帮助他躲过一劫。后来，浦

江百姓为了纪念胡公，建了不少胡公庙，

其中就有这座桐木殿。胡公的故事，在

浦江一代代口口相传，浦江人亲切地称

呼胡公为“胡爷爷”。

“胡爷爷在我们这里是一种信仰，是

渐渐融入民间生活的文化印记。”浦江县

黄宅镇统战委员黄家杰说，浦江境内供

奉胡公的大小庙宇共有 40 多处，浦江人

民对胡公文化有着亲切的认同感。

这份温热的认同感，伴随着我们来

到此行的最后一站——浦江县塔山公园

龙德寺塔。应玉明说,龙德寺塔已有

1000 多年历史，是国家级文保单位，素

被誉为浦江的“镇县之宝”。浦江县文物

保护所所长张智强介绍，元代释自闲（金

华智者寺住持）在《全元文》“修塔记”中

记载：“浦阳邑，东南一里，有吴赤乌中

龙德寺，是为观音、僧伽二大士灵感道

场。宋天圣乙丑，永康胡则捐钱百万，陈

公养施砖千灶，建塔山巅：七层六面，周

遭栏楯，金碧丹垩。”张智强动情地说，

这座古塔是胡公当年为感谢与祝福浦江

百姓而捐资助建的，胡公与浦江的情缘

源远流长。

龙德寺塔四周有筑栏环护，左前方

还有一棵高大的古樟树为其遮阳蔽雨。

塔身楼阁式砖石结构，六个面共七层，中

空。我们走进龙德寺塔中间，仰头凝望

塔顶，试图以此同先贤胡公遥相“对话”：

千年后，我们该如何将你的文化精神传

承下去？

古塔巍峨，饱经风霜、顶天立地；胡

公美德，承载千秋、历久弥新。免除身丁

钱留住的、倾囊造塔守住的，都是民生与

民心！正是胡公这种“为官一任 造福一

方”的精神力量，感召着历代百姓，而令

香火长盛不衰。

接待我们的浦江县委副书记钱福安

深情地说：“老百姓记着胡公，亲切叫着

胡爷爷，都是因为胡公造福百姓，因为他

的为民情怀。新时代研究胡公文化，我

们要紧紧地把握‘以人民为中心’这条主

线，不断挖掘选树一心为民的身边榜样，

赋予胡公文化新的内涵。”浦江县副县长

贾珊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

是啊，“胡爷爷”这个称呼的寓意，不

仅有人们对这位古代好官跨越时空的仰

慕，更表达了黎民百姓的殷切期望——

在我们的土地上，能有更多如胡公爷爷

那样功国惠民、可敬可亲的清官、好官！

参加考察的胡潍伟颇有感慨，现场

赋诗：

诸暨、浦江寻访探源
景慕胡公久，寻芳廿七场。

唐州逢盛事，悬岭喜重光。

木铎流声远，桐琴遗韵长。

忘机山寺里，龙德话沧桑。

融媒记者 马忆玲

秋风送爽，硕果飘香。秋雁更捎来了远方胡公文化的佳信。9月6日、7日，市胡公文化团队一行在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吴
东明，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胡潍伟，胡公文化研究会会长、胡公书院院长胡联章的带领下，踏上了“寻访胡公路 致力新时代”探源
行动第二十七站的寻访之旅。

来到诸暨、浦江这两片热土，我们喜见胡公古殿重建与荣光，亲睹当地百姓敬仰胡公之热忱。永康先贤、北宋名臣胡则何以被百姓奉为
“神明”？我们在此行中收获了新的感悟。

“前方修路，请大家下车步行上

山！”眼看诸暨的云淡坞悬岭岗越来

越近，胡公文化团队乘坐的大巴车在

陡直的砂石路前停下。在诸暨市委

常委、统战部部长楼闯，诸暨市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俞越等领导引领下，我

们一路爬坡登高。

这里的山路，其实是规整陡斜的

游步道，两侧树木苍翠、花草芬芳，耳

畔有鸟儿在婉转吟唱，途中建有石刻

碑、将军亭。这让我们上山的脚步变

得轻盈。

到山顶了。亲眼目睹这座新落

成的胡公殿——悬岭胡公殿，我们不

禁感叹其规模之宏、气魄之大——巨

石坐守殿门，匾额对联锃亮，雕梁画

栋精良。参加考察的金华市建筑协

会副会长、明珠建设集团董事长陈福

生赞评说：“悬岭胡公殿，柚木构架，

做工考究，古香古色，堪称上品！”现

场，还有不少工人埋头忙活，只为赶

上两天后（农历八月十三胡公生辰）

的胡公殿开光。

胡公殿管理员张仲透热情地陪

同我们参观，言语间难掩兴奋：“经过

两年时间的精心打造，胡公殿终于又

和大家见面了！”

原来，这座胡公殿始建于元朝至

正年间，距今已有 670 余年。清乾隆

十三年（1748 年）因毁重建，上世纪

末再度倾塌。

张仲透介绍，昔日从村里到县

城，必经胡公殿前这条山路，挑石灰、

来上香的人络绎不绝。后来因交通

发达、胡公殿坍塌，走这条山路的人

越来越少，村里的不少年轻人都不知

道这儿的历史。因此，村里商议在原

址重建胡公殿，并且保留一段原先的

残垣断壁，以慰乡愁。

诸暨市委统战部副部长、民宗局

局长吴伟东介绍，悬岭胡公殿的重

修，离不开诸暨乡贤、云淡坞张氏第

十三世孙张仕波将军（上将）的关心

支持。张仕波将军曾任中国人民解

放军 20 集团军军长、驻香港部队司

令员、北京军区司令员、国防大学校

长，是中共十八届中央委员。2020

年，他回乡走亲，提议重修悬岭胡公

殿，弘扬胡公“为官一任 造福一方”

精神。

“胡公为官清正廉洁、一心为民、

勇于担当。张仕波将军对胡公深为

敬仰，多次叮嘱家乡修好胡公殿，把

胡公精神深植在干部民众心中。如

今，他每次从北京回来，都要上山看

看胡公殿的建设情况。”诸暨市政协

常委张堤说。张仕波将军的情怀与

心愿，得到了诸暨市领导和当地镇村

的共鸣与重视：重建悬岭胡公殿、打

造廉政教育基地。

张堤是云淡坞的“女儿”、胡公文

化的热心人。她为胡公殿的修建忙

前忙后、全程参与，注入了大量心

血。她说:“胡公殿的回归，一直是父

老乡亲的心愿，也是在外游子的归乡

寄托。”众人拾柴火焰高。为胡公殿

重建，民众积极捐赠善款 500 多万

元，表达了百姓对胡公的虔诚敬仰。

我们参观后的第三天是农历八

月十三胡公诞辰日，悬岭胡公殿举行

了庄重的重建开光典礼。我们从张

堤发来的影像信息中看到：胡公殿灯

笼高挂、彩旗飘扬，远近乡人、香客信

众闻讯赶来，虔诚敬拜胡公，见证红

布掀开、胡公重光的历史时刻，颔首

祈祷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离开云淡坞，胡公文化团队来

到同是诸暨市域的眉月山唐州岭胡

公庙。“这座胡公庙遭遇了很多的波

折。”见到胡公老家来人，该庙负责

人戚建明非常感慨。原在明清时

期 ，这 个 地 方 是 行 人 商 贾 必 经 之

路。有位僧人便在此地建起胡公

庙，乡人倾囊相助。胡公庙还向过

往行人布施草鞋、茶水。后来，日寇

侵华，生灵涂炭，胡公庙沦为废墟。

抗战胜利后，乡亲乡贤鼎力相助，唐

州岭胡公庙得以修复；后经沧桑，又

被湮毁。1993 年，周边村庄的信众

同仁又筹资重建；2012 年，此庙修葺

翻新，保留至今。

胡公庙的经历，见证了时代的变

迁、社会的兴衰。胡公文化团队对乡

亲们不屈不挠、为胡公建庙的信念与

毅力深深佩服。胡公非神非佛，却

“圈粉”千年、热度与日俱增，不正是

因为胡公品性高洁、务实为民，民众

发自内心爱戴、追崇，相信胡公大帝

“赫灵佑民”，只要他坐镇哪儿，哪儿

就能事事顺、家家兴吗？

诸暨：唐州逢盛世 悬岭喜重光 浦江：桐木遗韵长 龙德话沧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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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诸暨悬岭胡公殿赠贺匾 考察浦江胡公文化胡公助建的浦江龙德寺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