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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有一座方亭护着一口古井，井圈上绳痕深嵌，井壁上青

苔斑驳，井底下泉水清澈，平鉴宜人。这就是九江最早的历

史文物浪井，又称灌婴井、瑞井。 据晋张鉴的《浔阳记》记

载：此井是西汉名将灌婴在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领兵屯

扎九江时开凿的，故称灌婴井。后年久湮塞。三国时，孙权

曾驻九江，令人掘井。适得故处，并有石函井铭，文曰：“

汉六年颍阴侯开。”下云：“三百年当塞，塞后不满百年当

为应运者所开。”孙权大喜，以为瑞兆，遂名瑞井。 瑞井与

市内诸井不同之处在于，“每遇江涛汹涌，人闻井有浪声”

。李白颇信此说，他在《下浔阳城泛彭蠡寄黄判官》一诗中

写道：“浪动灌婴井，浔阳江上风。”宋代诗人苏辙不信此

说：“胡为井中泉，浪涌时惊发。”“浪井涛声”旧时是九

江十景之一。 李白的说法，认为是井近长江，地下有泉眼相

通，因而江上有浪，井中有涛。苏辙的说法是：井底下有泉

眼，地下水上冒，井水才有涛声。孰是孰非，千余年来无人

深入考究。明代桑乔在《庐山纪事》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

嘉靖年间，浔阳北门内有人掘井挖到了泉眼，井水涌现波涛

，汹汹有声，且与江涛相应。其势泛溢不可止，此人惧而将

井填塞。看来，如能挖到泉眼，就可以形成浪井，浪井之谜

似乎找到了答案。 千载悠悠，古井长存，但不知从何时起，

井底已听不到涛声了。据说是由于江岸筑堤，垒石护坡，地

下通道被堵的缘故；也有的说是地下水位下降，泉水无力翻



涌作浪，孰是孰非，又待识者考证。地址: 九江市区西园路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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