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程第三天，胡公文化团队驱车

前往平潭县（原属福州）。在平潭县君

山片区马腿村，潮汐裹挟着千年历史

翻涌而来。退潮之际，大片滩涂展现

在众人眼前。大家的思绪瞬间被拉回

到千年前胡公在这里“三保庄田”的场

景中。

明《万历福州府志》、清《雍正福建

通志》均有载：彼时，大宋耗费颇大，国

库欠实。官府企图将福州沿海经农民

（渔民）多年改良后的滩涂“官庄田”，

增加租米，百姓生计维艰。胡则深感

民间疾苦，上奏劝阻。朝廷同意不加

租，但过了不久又欲收回庄田变卖，且

定价高昂，百姓激愤。胡则再次上奏，

建议降低田值，可他的奏章如石沉大

海。他第三次上奏，部下力劝。他深

知坚持上奏会触怒朝廷，但他更明白

这片庄田是无数佃农养家糊口的依

靠。他毅然启奏：福州庄田海近风烈、

地脊收薄，佃农生活艰难。他疾呼：

“百姓疾苦，刺史当言之；而弗从，刺史

可废矣！”他手捧乌纱帽，为民请命。

他舍官身保庄田之举，终得朝廷重视，

下旨田值减半，宽限三年（三年后又予

全免），佃农无不感恩。

如今，平潭已成为国家级旅游度

假区。当地坚持改造滩涂，海岸边种

满了防潮水的木麻黄树，还建有大片

虾苗养殖场等。胡则当年守护的这片

庄田滩涂，愈加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

力，呈现出一片安澜繁荣的景象。

在平潭期间，胡公文化团队走访

了 Dazzling 悦琴海度假酒店，与酒店

董事长吴运龙、总经理丁琴等开展文

化交流。胡联章向他们讲述了胡公当

年在福州义赎昌期、三保庄田的故事，

在场的人听后无不为之动容。丁琴同

大家介绍了父辈在此开采砂矿、带动

全村就业的往事。她说：“这里是我父

亲梦想启航的地方。我们在外地打拼

多年，现在回到这片故土，开设这家酒

店，就是希望以爱之心，为平潭的发

展、为乡亲的共富贡献绵薄之力。对

照知州胡公为民造福的大爱，我们是

难以企及的，但愿以一己之小爱，共筑

美好之未来。”

当天，胡公文化团队还前往福州

大学，探寻胡公兴学重教、扶持人才的

遗风。

4月23日，胡公文化团队乘高铁前

往福州。福州地处闽江下游，依山傍

海，气候宜人。沿途之景令人心旷神

怡，不禁遥想：一千年前（1025 年），胡

公从信州（江西上饶）出任福州知州时，

又是怎样一番景象？

列车驶过宁德站时，胡联章触景生

情，向同行的队友介绍起习近平总书记

当年（2003 年）视察永康方岩时的深情

寄语。一行人深感此次溯源行动意义

非凡。

抵达福州后，胡公文化团队首先前

往福州博物馆，探寻榕城的历史文化底

蕴。福州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人文荟

萃，遗产丰富。展厅内，张伯玉、蔡襄等

福州太守的塑像巍然屹立，可惜没有看

到胡则的展示。

当讲解员小郑讲述五代闽王王审

知在福州创办“四门学”的故事时，胡

联章向陪同的博物馆人员介绍：《宋

史》、范仲淹写的《胡公墓志铭》均有记

载，北宋初年，四川学者龙昌期应福州

知州陈绛之邀前来授课，并获得 10 万

公金酬谢。后来，陈绛坐罪罢官，龙昌

期亦受牵连，从四川押到福州，交由新

任知州胡则审案。胡则秉持公道、实

事求是，宣判龙昌期无罪有功，但 10

万 公 金 需 限 期 上 缴 ，龙 昌 期 又 喜 又

忧。得知龙昌期已将酬金用于家庭生

计、实在无力退还后，胡则慷慨解囊，

用自己的俸禄扣抵公金，并资助其返

乡路费。后来，龙昌期出任太子洗马

一职，一生出书百余卷。福州博物馆

的工作人员听到这个故事甚为惊喜，

更为胡公秉直公正慷慨、尊师重教爱

才的高尚品格与博大情怀所深深感

动。

离开博物馆，胡公文化团队漫步于

福州的上下杭历史文化街区。这里是

闽商的发祥地，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

要节点，素有“福州传统商业博物馆”之

美誉。三通桥、尚书庙、永德会馆等，见

证福州蝶变为东南重镇的历史。或许，

这与胡公千年前的治理相关，“为官一

任、造福一方”的胡公精神至今仍在榕

城闪烁着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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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3 日至 26 日，春风轻拂，细雨如织，永康市胡公文化团队一行在胡公文化研究会会
长、胡公书院院长胡联章的带领下，踏上了前往福建的探源旅程。此行以北宋名臣胡则（胡
公）千年前在福州履职的历史脉络为主线，探寻“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精神在闽都的千年回
响。这是永康“寻访胡公路 致力新时代”第三十一次探源行动。

福州：千年胡公路 榕城续新章
——“寻访胡公路 致力新时代”探源行动之三十一

踏千年履痕 探闽都底蕴

行程第二天，胡公文化团队来到福

州城市规划展示馆，开启一场探寻福州

历史变迁与现代发展的文化之旅。规

划展示馆入口处的传统漆画作品《有福

之州》，将福州从古至今的沧桑巨变娓

娓道来。

步入馆内，一行人认真观赏福州的

发展现状。福州这座拥有2200多年建

城史的历史文化名城，三坊七巷、朱紫

坊、上下杭等历史文化街区均保存完

好，与现代福州的繁华景象交相辉映，

彰显了福州怀古抚今的城市发展理念。

规划展示馆放映的《有福之州 幸

福之城》纪录片，更加形象、直观地展示

了福州的千年之变。胡联章向讲解员

表示：“我们是胡公家乡人，因宋代胡公

在此任职、为民造福，所以慕名而来。

福州千年巨变，如今更是兴旺发达、百

姓幸福，这也是胡公的夙愿。”胡公文化

团队向福州城市规划展示馆赠送了《胡

则集》《大宋胡公》等书籍。

接着，一行人前往林文忠公祠，缅

怀林则徐的生平事迹。御碑亭内三石

碑高耸，记载着咸丰皇帝对林公的高度

评价。170 年前，福州人林则徐“勤于

政事、关心民瘼”的事迹，与一千年前胡

公在福州疾呼“百姓疾苦，刺史当言”的

为民情怀是多么相通啊！胡公与林公，

两人皆以“民惟邦本”为圭臬，皆是“开

眼看世界”的杰出先贤。

傍晚，一行人还探访了西禅古寺。

它始建于唐代，寺中有一棵千年荔枝

树，自宋代时便扎根于此，至今仍枝繁

叶茂，硕果甘醇。众人不禁臆想：未知

是否为胡公当年所植或胡公当年也曾

在此驻足观赏。

在前往住地的途中，一行人经过福

建省人民政府所在地（福州市鼓楼区华

林路）。据有关资料介绍，宋代福州州

衙就在此地域（宋福州城北旗山，即今

福州市鼓楼区后都御坪与华林路一

带），大家又不禁感慨：刚好一千年前

（1025 年），钦命福州知州、浙江先贤胡

公（胡则），原来就在这里上班履职。

平潭忆壮举 山海话初心

览榕城今昔 悟文脉绵长

古刹观遗珍 精神启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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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福州的最后一天，胡公文化团

队来到福州涌泉寺。这座千年古刹以

“进山不见寺，入寺不见山”的奇绝布

局令人称绝。一行人沿着青石阶缓缓

而上，两侧古木参天，山涧溪流潺潺，

让人仿佛置身于世外桃源。

灵源洞两侧，荟萃了宋以来的摩

崖石刻 200 多帧，真、行、草、隶、篆诸

体俱备。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喝水

岩”三字，相传神晏国师在此诵经，嫌

水声喧聒而大喝一声，从此泉水逆流

于东涧，西涧遂涸。

涌泉寺内，两座北宋元丰五年烧

制的千佛陶塔分立天王殿前，八角九

层的陶构飞檐上，1078 尊佛像在细雨

中呈现出紫铜色釉彩。在袅袅香烟

中，一行人谈论起文物古迹的保护与

传承。

胡公在福州任知州时间不长（仅

一年），但因其三保庄田、义赎昌期，为

民造福、为民担当而被百姓感念。而

福建莆田的妈祖，因在海上救险扶危，

受渔民敬仰。这不仅是民众朴素情感

的表达，更是民众对好官、对好人的铭

记与期待。

在回程的列车上，胡联章与队友

们热议：胡公在福州的故事，不仅是人

文历史的记忆，更是当代治理的镜

鉴。愿“为官一任 造福一方”的胡公

精神从家乡走向远方，从历史照进现

实，不断为民造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