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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弥勒佛，人们首先会想到大腹便便、开怀大笑
的形象，“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慈颜常笑，笑世间
可笑之人”。弥勒佛原本不是这样，五代十国以后，弥勒
佛造像融入了许多世俗元素，形成大肚、微笑、手持布袋
的形象。弥勒佛的中国化过程，发生在宁波奉化地区。
如今，奉化溪口的雪窦山已成为弥勒道场。

五代时，明州（宁波）奉化有一座岳林寺，寺有一僧，
法名“契此”，号“长汀子”。契此体形肥胖，心宽肚大，言
语无常，举止癫狂，常以禅杖挑一布袋出入街市。别人
供养的东西，他统统纳入袋子里，却从来没见他把东西
倒出来过，他那袋子似乎无所不包，无所不能，十分神
奇，所以，人们称他为“布袋和尚”。

布袋和尚身上常发生奇异之事，他曾雪中卧而身上
无雪，人以此奇之；只要他穿上蓑衣在街上疾走，片刻就
会下雨；他脚踏木屐在大桥上倒立，天气就会由阴转晴；
他示人吉凶，无不灵验。因此，布袋和尚被看作是弥勒
佛的化身。而他在世时，人们却不识其相，有偈云：“弥
勒真弥勒，时人皆不识”。等他去世以后，人们开始争相
描摹他的形象供养，《宋高僧传》载：“江浙之间多图画其
像焉。”

宋元时期，浙江地区佛教兴盛，尤为盛行弥勒与观
音信仰，一度出现“家家弥勒佛，户户观世音”的景象，信
仰布袋和尚的风潮很快从宁波传到了日本。

日本民间信仰中，有一个多神组合的群体，称“七
福神”，相当于中国的“八仙”。他们分别是：惠比寿、
大黑天、毗沙门天、辩才天、福禄寿、寿老人、布袋。七
福神各持所长，有的兴财运，有的招福延寿。七神之
中，只有布袋是真实的人，其他均为各类神祗。布袋
和尚在日本同样被信奉为弥勒佛的化身，他的职能是
保财运亨通、家庭幸福、和平与安全、不老与长寿，并
且还保佑生育与健康。

以布袋为主题的佛画，在日本禅宗人物画中最为突
出。日本的布袋画，多姿多彩，以布袋独姿者居多，常见
的有指月布袋、眠布袋、踊布袋等，也有些描写的是布袋
与童子玩耍的画面。

日本民众中个人收藏的“重要文化财”《崖下布袋
图》广为人知，此图出自日本著名画派“狩野派”的鼻
祖狩野正信（1434-1530）之笔，也是其代表作。纸本
墨画淡彩，109.0cm×40.0cm，画面上方写有当时的五
山僧人景徐周麟（1400-1518）的赞，堪称日本水墨画
的杰作。

布袋和尚既是一个人，又是一尊佛，或为人间弥
勒。布袋形象传入日本，犹如一场春雨，滋润日本大
地。在日本，布袋成为人人供奉的七福神之一，走进千
家万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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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读到《宁波晚报》三年前的一则旧闻，《江北岸
是如何成为外国人居留地的》，不禁想到外滩之名种种，
全因如今江北岸濒临甬江的区域冠以老外滩而起。

汉语词典释滩：河、湖、海边水深时淹没、边比岸低
的地方。本文说的是江滩，比如濒黄浦江的上海外滩、
宁波的老外滩。对应外滩，上海曾有里滩之名。靠近十
六铺的一段江滩，旧称里滩。外滩里滩相连，皆是黄浦
江的滩涂。上海外滩，曾有东方华尔街之称，这是后话。

犹如上海话中的阿拉是宁波话的舶来品，宁波江北
岸的老外滩之名，亦是上海的舶来品。1907年12月30
日，自宁波寄往南非约翰内斯堡的明信片，画面为宁波
外滩一景，上书The Bund in Ningpo。

宁波外滩品牌的前缀“老”，旨在区别于上海的外滩，
至于为何冠老呢？时有耳闻，曰：宁波开埠比上海早。

儿时，常听阿娘(祖母)念叨：人似鸟，江北岸上船睏
一夜，第二天天亮到上海。宁波与上海就是那样的江海
相连。在上海的老宁波人大多晓得江北岸与外滩等名
称。江北岸是地道的宁波“特产”，江北岸沿甬江的滩
涂，老宁波人统称白沙，靠近轮船码头（今宁波美术馆由
轮船码头候船室改建而成）至渔市场(今白沙公园)，称
下白沙，沿江往东至孔浦道头（原宁波海洋渔业公司），
则称上白沙，有“滚滚江涛走白沙”古诗名为证。

关于老外滩之说，近闻Y字形之说。说宁波外滩之
名，源于三江口形似英文字母大写Y，而外滩的外字恰
好是汉语拼音声母的Y。笔者不精汉语拼音，说的是石
骨硬灵桥牌普通话，听此竟查词典以明此说的可靠性，
一查“外”的汉语拼音声母是W，傻眼了。原来，此说的
原创也只是民间相传。听似头头是道，却毫无丁点根
据。阿拉文化，有时还是怕“走遍天下，弗及宁波江厦”
那般的自说自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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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轮船码头候船室改建的宁波美术馆，瞭望塔楼依旧可见。(周尧根摄于2008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