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习总书记说，让更多文物和文化遗迹活起来。

我觉得，胡公墓、胡公祠这些作为省廉洁文化教育

基地，就是让文物“活”起来的最好的一个典范。

我非常庆幸我们永康有这么一批有情怀的胡公

后代、仁人志士，他们为研究胡公文化做了大量的工

作。我之前就看过胡公的宣传片、胡会长的著作和

一系列刊物。《胡公文化》杂志也编得很好，我一直当

成学习资料阅读。这次在重立老龙井胡公墓碑敬典

现场，又听到了孩子们吟诵的《胡公谣》，我特别感

动。有这么一批人在用心地做这件事，我相信胡公文化工作一定会越来越好。

听到老龙井胡公墓、胡公庙、范仲淹写的胡公墓志铭等要申办省保、国保单位，

我觉得我应该提供力所能及的力量，去帮助胡公文化发扬光大，让更多人所熟知、得

惠泽。

苏唯谦
《浙江文物》主编

助力胡公文化发扬光大

我主要研究外国史，并不是中国文化研究这方

面的专家。以前，我对胡公不是很熟悉，但我喜欢在

杭州爬山，每次爬到老龙井，都会经过胡公馆、胡公

墓。我常常感慨，这个地方的风水真好，群山环绕、

风清气爽，非常人可以栖歇。

作为浙江省历史学会，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责

任，就是要研究好我们当地的历史文化。胡公是我

们浙江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人物。今年3月，胡联章

会长向我介绍了胡公文化研究的相关情况，让我十

分感动。我还和胡会长提出，胡公文化研究会可以作为我们浙江省历史学会的一个理

事单位，胡会长也希望浙江省历史学会可以作为胡公文化研究、弘扬的一个支持单位，

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建议。

我十分愿意支持胡公文化研究。接下来，我们也会邀请更多专家学者，共同支持、

帮助胡公文化研究取得新成果。

沈坚
浙江省历史学会会长、浙江

大学教授

支持胡公文化研究取得新成果

胡公文化发源于永康，影响全国乃至全世界，是

珍贵的文化资源。毛主席、习总书记赞评胡公“为官

一任，造福一方”，也为我们指明了方向。胡公的执

政为民理念对党员干部有着深刻的教育意义。

作为永康市四套班子领导，我们要带头学习、带

头落实好胡公文化，提升履职能力，彰显为民情怀。

永康会一如既往地重视、支持胡公文化工作，让

胡公文化更好地流传，继续为民造福。

胡积合
永康市政协主席

提升履职能力 彰显为民情怀

小时候就盼着能够到10岁，因为10岁就可以上

方岩了，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特别想长大。最初，我把

胡公当成“神”，后来才慢慢了解到，胡公是一位清

官。我觉得我们现在纪念胡公，其中一个很重要的

意义就是要践行胡公精神。

前段时间，我负责成立了胡长孺文化研究会，还

研究过胡长孺和胡公是什么关系，其实他们是一支、

同一派的。我们所说的 18 进士、《十八蝴蝶》就是这

样延伸过来的。作为胡氏后人，我觉得我们最重要

的就是把胡公文化继承好，把胡长孺文化研究好，这

都是我们永康灿烂的历史文化。

胡礼祥
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原党委书

记、教授，永康五金技师学院院

长、永康博士专家联谊会杭州分

会会长、胡长孺文化研究会会长

胡公不是“神”是一位清官

宋代杭州出了很多标志性人物，包括胡则、赵

抃、苏轼、范仲淹等仁人志士。可以说，宋韵文化代

表了古代文化最高峰，也是世界文化高峰，值得我们

去发掘、传承。

胡公修筑钱塘江海塘、奏免丁钱，在胡公身上，

我们看到了实干的精神、爱民的情怀。我认为，胡公

文化是继往开来、与时俱进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

究胡公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包括胡公文化中的廉

洁文化，值得我们去深度关注。

徐吉军
杭州市历史学会会长、研究员

我觉得，胡公精神在我们新的历史参照系中，也

有它的闪光点。创新精神是我们一直在强调的，千

年以前，胡公在改革盐法中就体现了创新精神。睦

邻怀远的开放精神也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如今，全国都在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我觉得胡

公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善于调查研究的好干部，特别

是他在献策镇西的时候，对当时的边境战事了如指

掌；在重辟平反中，他不顾个人安危去调查研究；还

有治理钱塘，胡公上任杭州知州的第三天，即带领

幕僚考察杭州的水系⋯⋯这些都是在新时代、在新的历史坐标系中，胡公精神所绽放

的新光芒。

我们今天去回顾胡公，重温胡公，致敬胡公，不仅仅是为了回顾，更是为了向前，

就是要在新的起点上更好地去传承和弘扬胡公文化、胡公精神。

陆昇
金华市委党校社会文化

教研室主任、副教授

在新的起点上弘扬胡公精神

参加此次活动，我觉得特别有缘，因为我在杭州

读大学时，就知道了胡公墓在老龙井。工作、成家

后，我每年清明都会带小朋友到老龙井敬拜胡公墓，

再爬一下龙井山。

作为年轻一代，我觉得我们更要学习胡公精神，

弘扬胡公文化。今年正月初一，我也上了方岩，并在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照壁前拍了照片。6 月份，

我还跟着胡联章会长一起走访了胡库、方岩等地。

现在，我又来到老龙井，感觉特别激动。

我认为，我们要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宋韵文

化、胡公文化研究得更细致。我读博士时选修的是

教育专业，因此我也想知道胡公在教育领域作出过哪些贡献，但这需要我们进一步

去挖掘。传承胡公文化需要我们共同努力，我希望自己也能在这方面做一些学习、

探讨，同时带领学生一起研究胡公文化。

王胡英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机械工

程学院党委书记、教授，永康青联

杭州分会会长

在胡公身上看到实干精神

胡公“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范公“先天下之

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两者一脉相承，胡公和

范仲淹都是心怀天下的北宋名臣，毛主席、习总书

记对两人的评价都很高。

我认为，一批圣人造就了一个时代，一个时代

造就了一批圣人。因此，胡公文化要放在整个时

代的大背景下研究，我们要从北宋建国 160 多年

的历史中，去看胡公是怎么为官，怎么为人，怎么

担当。

宋代是最文明的朝代之一，中国真正的教育体系就是在那个时候建立起来的。

那么，胡公有没有对教育作出贡献？我认为是有的。在第二次担任杭州知州期间，胡

公大力兴办州学，并请范仲淹代笔向朝廷“奏乞余杭州学名额表”，恳请朝廷尊师重

道，教育贤才。这就说明胡公是十分重视教育的。

我建议要打开思路，从思想哲学等方方面面去研究胡公文化。同时，要以这次

胡公墓的修缮、保护为新起点，注重历史文化的积累、展示，要想办法将老龙井胡公

墓、胡公庙、范仲淹写的胡公墓志铭等古迹文物挖掘出来，积极申报文保单位，继往

开来，不断保护、提升胡公文化。

范国强
中国范仲淹研究会会长、

范仲淹30 世孙、北京大学历史

文化研究所常务所长、教授

继往开来 不断提升胡公文化

胡公文化能够流传千年经久不衰，这本身就

值得我们研究。胡公文化可以说是永康、是浙

江，也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文化。我在永康任

职期间，接受了胡公文化的滋养和熏陶，感受到

了永康文化的深厚灿烂。

在永康，胡公文化家喻户晓、深入人心。永

康的百姓以胡公为荣，永康的干部以胡公为镜。

我听永康有些同志说过，公职人员必须以胡公为榜样，为老百姓多做好事、实事，假如

不做事，那不如回家种红薯。在永康的经历，让我深感胡公文化博大精深。

我们研究胡公，要把他放在历史和现实的大场景去研究，可多维度研究，但要

抓住最本质的东西。要从胡公的生平、功绩和身后的千年评价中去研究从政规

律，就是从政要有怎样的为官之道。社会心理学有一个心心相印定律，那就是习

总书记说的，老百姓在你的心目中有多重，你在老百姓心中就有多重。百姓的口

水可以淹死一个人，百姓的口碑可以造就一个“神”。胡公就是百姓心里的“神”，

百姓的守护神。

胡公“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特别具有担当精神，这是研究胡公文化、传承胡公精

神的现实意义。群众最反感当下某些地方党员干部的“躺平”现象，希望勇于担当、勇

于任事，真正践行为人民服务宗旨。

周国辉
浙江省政协原副主席

以胡公为荣 以胡公为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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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百姓记在心坎里把百姓记在心坎里 将文章写在大地上将文章写在大地上
纪念胡公诞辰纪念胡公诞辰10601060周年暨第三届胡公文化研讨会在杭州周年暨第三届胡公文化研讨会在杭州举行举行

胡公文化 总第124、125期 主办：胡公文化研究会 胡公书院 主编：胡联章 支持：古山镇党委政府

胡公文化

赓续文脉，创新未来。8月6日下午，纪念胡公诞辰1060周年暨第三届胡公文化研讨会在杭州老龙井举行。本次研讨会由浙江省机关事务管理局、永康市人民政府、中国范仲淹研究会、浙江省历史学会支持，浙江西湖老龙井接待中心、永康市纪委监委、中
共永康市委宣传部、胡公文化研究会（胡公书院）主办。浙江省政府原党组副书记、副省长陈加元，浙江省政协原副主席周国辉，中国范仲淹研究会会长、范仲淹30世孙、北京大学历史文化研究所常务所长、教授范国强，浙江省历史学会会长、浙江大学教授沈坚，
浙江省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局长倪艳红和永康市政协主席胡积合等领导、专家学者30余人参加。

胡公文化研究会会长、胡公书院院长、胡则31代孙胡联章主持研讨会并汇报介绍了近年来胡公文化研究的进展、成果与设想。与会人员围绕“弘扬胡公精神与中国式现代化”主旨，进行了深入交流探讨，多角度分析了胡公文化研究与弘扬的重要性，阐述了
胡公文化的当代价值，为弘扬胡公文化，致力为民造福群策群力。现将第三届胡公文化研讨会与会有关领导专家的交流发言予以摘登。

胡公为官 47 载，忠心爱国、敢于担当、勤政爱

民、廉洁奉公，是当代共产党员的楷模，毛主席为此

赞评胡公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去年 10 月，我们老龙井胡公馆向省纪委监委、

省委宣传部申报了胡公廉洁文化教育基地，并获批

通过。今年 4 月 11 日，我们正式落成并对外开

放。到目前为止，我们累计接待了 95 批次团队，共

有 64 家单位、1458 名党员干部到老龙井接受廉洁

文化教育。

胡公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胡公文化历经千年，时至今日依然光彩夺目。我

们老龙井将持续建立好讲解、后勤、服务保障队伍，使胡公馆廉洁文化教育基地成为廉洁

文化教育的新渠道、大课堂、示范点和主阵地，不断深入研究胡公文化，丰富胡公文化人

文资源，让胡公精神世代传承，为民造福，永放光芒。

彭建文
浙江西湖老龙井接待中心主任

胡公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永康文化的标志性人物有两个，就是“两宋双

贤”胡公、陈亮。他们都是宋代人，都受到了高度

赞誉，不同之处在于胡公是立功立德，陈亮是立言

立学。研究好这两位先贤的文化，永康文化就有

了高度。

深化胡公文化研究还有许多工作要做。首

先,要紧紧扣牢“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这个主题。

毛泽东同志曾评价胡公“不是神而是人，是北宋时期一名清官”。因此，胡公这个人不

是一般的人，是为官之人；这个官也不是庸官，是造福一方的能臣、好官。我们可以围

绕这一主题展开更深入的挖掘和研究。

其次，胡公是一个有理想、有追求、有担当、踏实干事的人，胡公文化的根本基因就

是为官清廉，要做实事，为百姓造福，我们可以结合浙江省廉洁文化基地，开展主题活

动弘扬胡公文化。此外，胡公文化对企业经济的发展来说又有哪些现实意义？这也是

值得我们研究的。

胡公不仅是永康的胡公、浙江的胡公，也是全国的胡公、世界的胡公。我们要以更

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包容的胸怀，拓宽视野，提高站位，深入挖掘胡公文化，弘扬胡公精

神，让胡公文化得以进一步丰富、发展。

陈加元
浙江省政府原党组副书记、副省长

胡公文化基因并不是通过血脉相传的，是通

过思想和精神传递的。“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是

胡公文化的核心思想，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造

福一方”的为民思想。我认为，“造福一方”是有

多个层面的。

胡公为官从政，一心为民，这是一种实实在

在为民办事的政绩观。胡公思想对为商者也有

影响，就像“经世致用”，虽然不是胡公提出来

的，但他肯定是一个践行者、先行人，他的践行

对后来的“农商并重，义利双行”会产生影响，

包括胡公的开放思想对我们现在的改革开放也

有一定借鉴意义。

今年是胡公诞辰 1060 周年，也就是说 1000 年前，胡公 60 岁，这个时期应该是

胡公人生的鼎盛时期，他的为官理念应该有了丰硕的成果。范仲淹给胡公写的《兵

部侍郎致仕胡公墓志铭》中写道：“进以功，退以寿，义可书，石不朽，百年之为兮千

载后。”

从胡公的生平经历来看，他很少写文章，可能有两篇重要文章还是请好朋友范仲

淹代笔的，但在我看来，胡公的理念、品格是实干实用、为国为民，他用他的为官理念、

惠民政绩，将文章写在了大地上，百姓会永远感恩。

徐子伟
浙江省农业科学院原副院长、

省直机关知识界人士联合会会长，

永康博士专家联谊会杭州分会名

誉会长

胡公将文章写在大地上

挖掘胡公文化 弘扬胡公精神

融媒记者 王佳涵 整理

群英荟萃老龙井群英荟萃老龙井 胡公文化谱新篇胡公文化谱新篇 传承胡公文化需要大家共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