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坡井的传说

苏东坡在元符三年（1110 年）从儋州获赦北归，路过廉州，当地文士邓拟招

待他住在城东北风景优美的清乐轩。苏东坡在廉州每日除了同邓拟、刘几仲等人

饮酒赋诗、游览名胜之外，还经常访问当地父老，了解廉州风土人情。他在与当

地父老交谈中，得知廉州群众饮用的水是从西门外的廉江挑回来的。为了用水的

问题，廉州群众付出了很大的劳力。群众从西门外的廉江挑水每趟来回两公里，

挑回的河水除了煮饭、煮菜之外，洗脸、洗脚后的废水还用大缸聚集起来，用来

煮猪食。当时离廉江较远的群众，饮用的水源是相当困难的。苏东坡跑遍了廉州

大街小巷，发现廉州城内只有三个水井，一是知州衙前的廉泉井；二是大北街的

让水井；三是东门武庙左侧的硃砂井。硃砂井的水据说可以入药，因而被当地的

豪权占用，平民百姓是无法饮用的。苏东坡询问当地父老，得知廉州水井少的原

因，主要是群众受豪绅迷信风水的影响，认为在城内挖井取水会破坏廉州风水灵

气，故不敢在城内挖井。苏东坡了解情况后，便耐心向群众解释：“廉州既然有

三个水井，又有众多水塘湖泊，大者几十亩，小者几亩。这都是建城取泥时所挖

成的。这些水塘和水井对廉州从未见有什么坏的影响，挖井取水当然也无问题。”

为了向群众释疑，苏东坡出资带民工在清乐轩附近挖了一个水井。水井竣工后，

苏东坡邀请当地父老试饮该井的水。大家觉得该井的水味甘质重，水质非常好。

于是附近居民便纷纷来这个井担水饮用。苏东坡在廉州挖井的事，不几天便传遍

了整个廉州城。不久廉州各街道群众也纷纷挖井。苏东坡离开廉州后，人们为了

纪念他，便将他出资开凿的这个井，取名为“东坡井”。廉州名士邓拟并为该井

题了字，刻石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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