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犀牛湾的传说

西门江穿过廉城，弯弯曲曲地向南流了四五里，便形成了一个大水湾。这就

是有名的犀牛湾。犀牛湾这个名称起源于明万历以后，这里面有一个传说。

明万历年间，廉州知府残暴地剥削人民。加上西门江水每逢夏秋之交，泛滥

成灾，沿岸房屋倒塌，五谷不登，人们流离失所，四处逃散。有一年，河湾来了

一头巨大的犀牛。说也巧，自从河湾住下了犀牛，西门江水再也不泛滥，而是四

季清澈如玉。江岸两旁的人们又回到了自己的家乡，辛勤耕作，生活一天天地好

了起来。

但是廉州知府对人民的盘剥却丝毫没有减轻。侥幸的是，官吏差役每次到这

里征赋税、徭役，都被那犀牛显灵把他们搞得不死便伤。因此，官差再也不敢到

这一带作恶了。人们有感于犀牛的神灵，每逢初一、十五，便到河湾来祭祀。

康州知府不甘心败于犀牛的神灵。他决心征服它。一天，他身贴一符，带领

差役数人，到江湾一带来窥探虚实。知府站在江湾旁的山丘上，脱下衣冠，身着

道袍，披发跣足，手持桃木剑，把一符投于江湾之中。瞬时，河水翻腾，犀牛急

喘乱跳。他“嘿嘿”地冷笑了两声，便策马回府了。第二天、康州府出了告示，

征夫捐料，在江湾附近的山丘上修建文昌塔。文昌塔落成后，每逢太阳一升，塔

影就倒映在江湾中，像一条长长的赶牛鞭。从那以后，犀牛便在这个地方消失了。

江湾两岸的人们十分崇敬犀牛，把江湾叫作犀牛湾。天启三年，犀牛又出现在距

县城二十多里的大湾村的江湾中为人们造福。天启五年，廉州府又仿文昌塔在大

湾村中修建了“顺塔”，又赶走了犀牛。从此，犀牛便不知去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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