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坡笠的来历

东坡笠又称凉笠，是过去合浦妇女出入必戴的一种凉帽。东坡笠是用细园草

编织成的，直径约一尺多，成园盖形。笠顶有一碗口大的圆洞，笠周围用一尺来

长的短麻布围成园帐状，短布交接处如同蚊帐口一样，可启可合。戴笠时将短布

交接处放在正面，头顶住园洞，系紧笠带。东坡笠工艺精巧，造型美观、实用。

每当太阳猛烈时，可将围布放下，只放开帐口看路。如果太阳不甚猛烈，可将围

帐放在笠顶上。东坡笠比一般竹笠或草笠阴凉得多，并可避免太阳斜照面部。东

坡笠据说是苏东坡来廉州时传下来的。

东坡笠已经有八百多年的历史。据说北宋以前合浦妇女因为害羞，很少出街

入市，抛头露面。这样便束缚了合浦妇女的社会交往和外出劳动。东坡来廉州时

了解到这个情况，便为合浦妇女设计制作这种既可遮太阳又可遮羞自勺凉笠。后

来人们为了纪念苏东坡，称这种凉笠为东坡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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