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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的农历八月十三，临海市白

水洋镇与 100 多公里外的我市方岩镇

等地一样，都会迎来一年中最热闹的

胡公庙会。12 月 6 日中午，在临海市

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部长赵晟，临海市

政协副主席刘国志和临海市政协文史

委主任张驰，白水洋镇党委书记程卫

国等领导引领下，胡公文化团队来到

了白水洋镇上雪村。

“每年胡公生日，我们这里都要举

办庙会，周边的人们会特地赶过来为

胡公庆贺，非常热闹。”我们刚抵达上

雪村东宝殿胡公庙，管理员朱福镯等

众乡亲就热情地迎了过来。朱福镯管

理胡公庙多年，对胡公的感情很深。

“宋代就有这座胡公庙了，香火一直都

很旺盛。2007 年，村民曾集资修缮。

2015年，省民宗委还作了‘浙江省民间

信仰活动场所’正式登记。”朱福镯的

语气里充满了自豪与虔诚，可知胡公

在当地享有崇高地位。当地村民还一

再挽留大家在村里吃完饭再走，十分

好客。

离开上雪村，胡公文化团队前往

河头镇山上叶村奇岩寺。车子沿着山

路蜿蜒而上，陪同的临海市文广旅体

局副局长王俊介绍，奇岩寺胡公大帝

庙坐落在高山之顶。奇岩位于百罗山

脉，是天台、临海、三门交界处，群山绵

延、龙盘虎踞，以岩奇、景美、佛灵而闻

名遐迩。

更令人惊叹的是，奇岩寺巧妙地

融入了悬崖峭壁和山涧岩洞中。跟随

着寺庙住持释净安的脚步，我们拾级

而上，穿过狭窄洞口，又转而往下，进

入到天然形成的洞窟中，胡公大帝庙

就在这里。

身临这座与岩石融为一体的胡公

大帝庙，我们不禁感叹险峻的山崖上竟

有如此奇观，同时心中也感到疑惑，胡

公大帝庙为何会建在这里？从净安法

师口中，我们得知了关于胡公的传说。

当地口口相传，胡公是古代的大

官、清官，他清正奉公，深受百姓爱戴，

皇帝信任他，多次委以重任。当时，官

场险恶，贪官污吏不少，百姓屡屡遭

殃，尽管胡公自己洁身自好，勤廉为国

爱民，但也难挽狂澜。几经周折，胡公

弃官封印，立意修道。他先在家乡永

康方岩造殿，后又到临海奇岩建庙。

奇岩山有仙人岩、仙水井，岩貌奇突；

左看形如两龙接舌、两龙挪珠，右看又

似白猴捧桃，送入金龙之口，风景甚

好，胡公非常欢喜，故决定在此山安

身，扬道惠民。

净安法师边讲述胡公故事，边带

领我们参观“悬崖古井”“仙人远眺”

“胡公化身”等奇观，并向我们介绍了

《重修奇岩寺碑记》石碑。碑文记载：

“奇岩寺重建于清代乾隆年间。每逢

农历八月十二，各地村民便齐聚此寺

拜胡公、庆胡公生日，祈神灵佑护民

众，保众乡四季平安。”

胡公文化团队还参观了台州市博

物馆、台州府城、紫阳古街、葭沚老街、

台州第一个党组织纪念馆、解放一江山

岛战役纪念馆等地。椒江区政协副主

席李伟兴、政协文史委副主任徐彪在陪

同路上向我们介绍了台州的历史沿革、

人文地理、文保典故，共同追寻先贤先

烈足迹、红色记忆，感怀中华文化、革命

先辈的不朽精神。

在探源寻访活动中，台州市委常

委、市委组织部部长朱巧湘和椒江区政

协主席王跃军、副区长蒋吉清等领导热

情地接待了我们，并一起进行胡公文化

与地方文化交流。

胡 联 章 介 绍 ，从 省 有 关 部 门 获

悉，全省正式登记的胡公庙有 170 多

座，民间还有更多。这几天的台州走

访学习，我们深深感受到了胡公文化

的源远流长。永康市委组织部干部

二科科长童卓超介绍了永康开展打

造胡公式干部队伍，创建世界五金之

都的简要情况。

朱巧湘说，台州的胡公文化也很

有渊源，天台的方山酷似永康方岩，方

山胡公庙香火很旺；民间传说，胡公是

仙居的女婿呢。胡公一生为官清廉，

务实为民，至今仍被百姓铭记，胡公文

化流行千年而不衰，已经成为浙江乃

至全国鲜明可辨的文化标识，是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探

源、弘扬胡公文化，对于激励党员干部

勤廉担当、干事创业、为民造福很有积

极意义。

在市委、市政府的重视和各地的

支持下，从 2016 年开始，胡公文化团

队开展“寻访胡公路 致力新时代”探

源行动，已进行了 30 次。寻访胡公之

路，也是传承、交流、弘扬胡公文化之

旅。“胡公与胡公文化何以历经千年

而绵延不绝？关键在于胡公‘为官一

任，造福一方’的责任担当和‘ 秉正

崇善，福民益邦’的民心所向。”胡联

章如是说。

胡增强表示，胡公文化发源于永

康，影响全省、全国乃至全球，是十分珍

贵的人文资源。我们一定要好好珍惜、

好好传承与弘扬。

融媒记者 王佳涵 通讯员 古立

方岩取圣土 汇溪塑胡公

12月6日至8日，风轻云淡，天高气爽。市胡公文化团队一行在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胡增强，胡公文化研究会会长、胡公书院院长
胡联章的带领下，来到台州的临海市、椒江区，走访交流胡公文化与地方文化。这也是“寻访胡公路 致力新时代”的第三十次探源行动。

这次临海、椒江行，胡公文化团队亲眼看到了多座历史悠久的胡公古殿，亲身体验了当地民众对胡公的敬仰与爱戴。永康先贤、北宋清官
胡则未曾在这里任职，又何以被这里的百姓奉为“神明”？我们且行且探寻。

顾不得歇息，胡公文化团队马不

停蹄驱车前往临海市汇溪镇两头门

村。途中经过天台县坦头镇，同行的

胡公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秘书长王燕

燕偶然发现路边有座胡公庙，众人忙

停车敬访。只见华服重彩的胡公与夫

人庙中正座，土地公、财神与诸仙左右

相随，“有求必应”匾额高悬，胡公庙门

口与胡公塑像两侧分别镌刻着对联：

“圣德扬五省 政声播江南”“历春秋变

更金身复现 经岁月沧桑圣像重光”。

可见，此处胡公庙是刚重新修缮的，与

我们有缘，给我们的探源之行带来了

意外之喜。

“ 到 两 头 门 了 。”两 头 门 村 的 胡

公 大 殿 坐 落 在 一 个 大 院 子 里 ，胡 公

大殿前的两棵大樟树，伟岸挺拔、郁

郁葱葱。两头门村党支部书记汪日

官 介 绍 ，胡 公 大 殿 最 初 只 有 百 来 平

方米，曾历经沧桑，几度兴废，后仅

剩 遗 址 。 改 革 开 放 后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来 胡 公 大 殿 遗 址 祈 福 的 信 众 不

断增多，香火渐旺。上世纪 80 年代，

村老人协会倡议，村民响应，重建胡

公大殿，现有占地面积 1320 平方米，

是当地重要的民间信仰与文化活动

场所。

“为庆祝胡公诞辰，每年从农历八

月十三起，我们村都要连做好几天戏。

每月初一、十五来敬拜胡公的人也非常

多。”汪日官说，“胡公大殿香火不断，因

为当地人都知道，胡公是个清官、好官，

为百姓做了许多好事。拜胡公、做好

人，可以保平安、得福报。”

两头门村的胡公大殿，当初是怎么

建起来的呢？胡公大殿管理员王云甫

老人介绍，当地有传说：距离两头门村

不远处有个楼桥村，古时候，楼桥村有

人到永康方岩拜胡公，并取来方岩山上

的泥土，想挑回自己村里为胡公塑像。

在回家的路上，梦见胡公对他说：“如果

在哪里挑不动了，就把我塑在哪里。”后

来，这位挑担人走到两头门村时，担里

的方岩泥土特别沉，真的就挑不动了。

他想这是胡公显灵了，于是就在两头门

村建殿塑像，得到众人的响应支持。同

行的方岩镇副镇长朱蕾感慨道：“我们

的方岩山脚下，不就有两头门村吗？真

是奇了、巧了！”

12月7日，胡公文化团队来到临海

市大田街道田圳村胡公殿。大田街道

文化站站长郑秋临介绍说，这座胡公殿

始建于清代康熙年间，距今已有300多

年历史。2005 年，热心村民纷纷捐资

修缮胡公殿。2011 年，该胡公殿被列

为临海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同行的我市博物馆馆长胡驰鹤向

他们简要介绍了方岩胡公庙会的情况。

“是啊。因为胡公是清官，拜胡公

又非常灵验，所以这里的香火很旺盛，

周边县市的许多善男信女专程过来敬

拜。”郑秋临接过话题绘声绘色地讲述

道，胡公诞辰的前一天——每年农历八

月十二，是村里最热闹的时候，大家都

要捧着香火，上胡公殿给胡公祝寿，大

约有上千人。

胡公精神 绵延不绝

胡公诞辰
百姓共庆

考察临海上雪村胡公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