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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罗蜜”一词，据《现代汉语词典》所载有

两层含义，一则常指水果波罗蜜，另外则是指佛

教用语①。水果波罗蜜，通称为木波罗，广州称其

为树波罗，云南称牛肚子果。英文学名Artocar-
pus Integrifolia，或称为Jack Fruit。［1］(第23卷 ，P44)梵语

为Panasa Phalasa或Kantakaphula。 ②史料中记载

较为详实的当属《本草纲目》：

波罗蜜，梵语也。因此 果味甘，故 借名之。
安南人名曩伽结，波 斯人名 婆那娑，拂 林人名

阿 萨 ，皆 一 物 也 。波 罗 蜜 生 交 趾 、南 番 邦 诸

国，今岭南、滇南亦有之。树高五六丈，树 类冬

青而黑润倍之。叶极光净，冬夏不凋。树至斗大

方结实，不花而实，出于枝间。多者 十数枚，少

者五六枚。大如冬瓜，外有厚皮裹之。若 栗球，

水果波罗蜜考
———兼论其与佛教用语波罗蜜的关系

孙笑颜

摘要：“波罗蜜”一词，一指水果波罗蜜，另外则是指佛教用语“到彼岸”之意。水果波罗蜜自唐代始见载于史料，称

“婆那娑”或“般橠娑”。此后在各地方志、笔记以及文人诗词中多有记载。然同名异物、异名同物者甚多，后人多有混淆。

波罗蜜产自南亚东南亚一带，自明清才在我国琼南一带大面积种植，此前始终为国人所稀见，故更添加了“异域想象”的

色彩。且受唐以后佛教世俗化的影响，世人不断地将与佛教相关的内涵加诸波罗蜜之上，不仅将“优钵昙”等概念附会，

又加以同佛教用语中的“波罗蜜”一词同音，赋予了水果波罗蜜以佛教文化的意象，在与佛教相关的绘画、诗词中多有体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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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Jackfrui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t with Paramita
Sun Xiaoyan

Abstract：Chinese word “Boluomi” not only refers to jackfruit, but also means the bank of abyss of misery in the Buddhist
contexts. It was originally found in historical records of the Tang Dynasty and then transliterated from Sanskrit. Thereafter, jack-
fruit was recorded in both collection of poems and literature. However, because of its imported name, people always confuse it
with other fruits. Jackfruit originated from South East Asia. It was not until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y that jackfruit was mas-
sively planted in Hainan Province of China. People rarely saw Jackfruit, so they added exotic imagination to it. Besides, due to
the Buddhist secularization after the Tang Dynasty, people endowed it with more Buddhist symbolism and imagination such as
“dumbera” and “paramita”, which was reflected in the Buddhist paintings and po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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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有软刺礧砢，五六月熟时，颗重五六斤。剥去

外 皮，壳 内 肉 层 叠 如 橘 囊，食 之 味 至 甜 ，美 如

蜜，香气满室。一实数百核，核大如枣。其中仁

如栗黄，煮炒食之甚 佳。果中之 大者惟 此与椰

子而己。［2］（果部第三十一卷，P1508）

波罗蜜在各地方志、 笔记以及文人诗词中

也多有记载，但同名异物、异名同物者甚多。而

判断波罗蜜是否为如今我们所认知的依据应为

是否有类似“大如冬瓜，外有厚 皮裹之”、外 壳

“若栗球，上有软剌礧砢”及果实“一实数百核，
核大如枣”诸如此类的形容。

学界专门就波罗蜜成文的有李善磊的 《古

代波罗蜜地理分布考》［3］，文章就波罗蜜在明清

时期南亚、东南亚种植的地理分布进行了梳理，
钩沉了广东、广西、云南方志史料中波罗蜜的记

载。 但文章仅局限于波罗蜜在明清二代史料中

的记载， 并未对波罗蜜水果本身追本溯源，对

“波罗蜜”“优钵昙”等名词界定及时间的考证中

也存在着诸多疏漏。 因此本文试图对波罗蜜追

本溯源，考证、厘清波罗蜜这一名物历代的史料

记载。 并勾勒水果波罗蜜和佛教波罗蜜是如何

确立文化关系，历代如何层垒地加注文化想象，
赋予波罗蜜众多的文化意义。

一、同物异名：婆那娑、般橠娑、婆罗那娑、
波罗蜜

史料中关于波罗蜜的记载最早见于隋唐时

期，但在此时期波罗蜜尚未在我国普及栽培，国

内关于这种异果的认知也十分有限， 仅作为南

方蛮夷诸国的特产略记一笔。在这一时期，关于

波罗蜜名称的记载较为混乱， 多个名称同时共

存。 所用的名称为梵语音译的 “婆那娑”“般橠

娑”“婆罗那娑”等。
《隋书》中记载真腊有“异者有婆那娑树，无

花，叶似柿，实似东瓜”［4］（卷 八 十 二《南 蛮》,P1837）。而唐人

段成式所著的《酉阳杂俎》中也有关于婆那娑树

的记载：
婆 那 娑 树 ，出 波 斯 国 ，亦 出 拂 林 ，呼 为 阿

贋 。树长五六丈，皮色青绿，叶 极光净，冬 夏

不凋，无花结实。其实从树茎出，大如 东瓜，有

壳 裹 之 ，壳 上 有 刺 。瓤 至 甘 甜 ，可 食 。核 大 如

枣，一实有数百枚。核中仁如栗黄，炒食 甚美。
［5］（卷 十 八 《广 动 植 之 三 》,P178）

玄奘《大唐西域记》中记载为“般橠娑”，为

奔那伐弹那国特产：
奔那伐弹那国，周四千余里……土地卑湿，

稼穑滋茂。般橠娑果既多且贵。其果大如冬瓜。
熟则黄赤。剖之，中有数十小果，大如鹤卵。又更

破之，其汁黄赤，其味甘美。或在树枝，如众果之

结实。或在树根，若伏苓之在土。［6］（卷十,P231）

《大唐西域记》中“般橠娑果”一词的记载，
同《隋书》及《酉阳杂俎》所记的“婆那娑”同音，
同梵语Panasa Phalasa音极为相近，且外形、大小

的形容和食用方法符合波罗蜜的基本特征。“奔

那伐弹那”或译作“奔那伐檀那”。《新唐书》地理

志附安南通天竺道载：“自羊苴咩城……又西北

渡迦罗都河至奔那伐檀那国六百里……一路自

诸葛亮城西去……又西南千二百里， 至中天竺

国东北境之奔那伐檀那国。”［7］（卷四十三下,P1152） 故地

据考证在今孟加拉国朗普尔附近，为古代缅甸、
印度间交通线所经之地。

此外，在唐人所修的《北史》中记“婆那娑”
为“婆罗那娑”，其遣词和形容与《隋书》相 同。
“异 者，有 婆 罗 那 娑 树，无 花 ，叶 似 柿，实 似 冬

瓜”［8］（卷九十五,P3162）。而“婆罗那娑”这一名称至少至

宋代仍得以沿用：如郑樵《通志》中记载真腊特

产，“有婆罗那娑树”［9］（卷 一 百 九 十 八 ,P3176）；马端临《文

献通考》的《真腊传》中载：“婆罗那娑树，无花，
叶似柿，实似冬瓜。”［10］（卷三百三十二,P2605）

而至宋代赵汝适所著的《诸蕃志》始称其为

“波罗蜜”：
波罗蜜，大如东瓜。外肤礧砢如佛髻。生青、

熟黄。削其肤食之，味极甘。其树如榕，其花丛

生，花褪结子，惟一成实，余各蘸死。出苏吉丹。
广州南海庙亦有之。［11］（卷下，P34）

苏吉丹为爪哇属国，后讹为思吉港。《明史》
记载苏吉丹：“国在山中， 止数聚落。 酋居吉力

石。其水潏，舟不可泊。商船但往饶洞，其地 平

衍，国人皆就此贸易。其与国有思鲁瓦及猪蛮。
猪蛮多盗，华人鲜至。”［12］（卷三百二十四，P8405）今为加里

曼丹岛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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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婆那娑”“般橠娑”和“婆罗那娑”三种名称

都是基于波罗蜜梵语的音译， 并不具备汉语植

物命名的原则属性。而自宋代后，无论文人诗词

笔记还是地方志都基本沿用 “波罗蜜” 这一名

称。赵汝适《诸蕃志》中记载的波罗蜜表示了广

州地区已经出现并开始栽培波罗蜜这一水果。
“波罗蜜”这一名称的沿用，则正是完成了在地

化后，广州当地的居民赋予的名称。然而“婆那

娑”是如何并为何转变为“波罗蜜”这一名称，并

为何同佛教词汇的波罗蜜相关联？ 则甚少有学

者涉及。《本草纲目》中提出一说：“波罗蜜，梵语

也。因此果味甘，故借名之。”［2］（果部第三十一卷，P1508）但

《本草纲目》仅仅是解释了借“蜜”一字的含义。
事实上，早于隋唐甚至更早前，我国本土就已经

有了“波罗蜜”这一作物名称。
二、同名异物：波罗蜜及其同名果物

唐代《蛮书》中有便已 有“波罗蜜 果”的记

载，产于云南丽水城。但究其形容，和我们现今

所认知的波罗蜜种相去甚远：
丽水城又出波罗蜜果，大者若汉城甜瓜，引

蔓如萝卜③。十一月、十二月熟，皮如莲房，子处

割之，色微红，似甜瓜，香，可食。或云此即思难

也。南蛮以此果为珍好。禄卑江左右亦有波罗蜜

果。树高数十丈，大数围，生子，味极酸。蒙舍、永

昌亦有此果，大如甜瓜，小者似橙柚，割食不酸，
即无香味。土俗或呼为长傍果，或呼为思漏果，
亦呼思难果。［13］（卷七，P193）

《蛮书》记载该“波罗蜜果”引蔓如葡萄，应

为藤本植物。皮如莲房，果实大者若甜瓜、小似

橙柚。据清人卢文弨的校注，该处的“菠萝蜜果”
别称为“蜜多萝”④，一名“树菠萝”。此外，明人谢

肇淛在《滇略》记载 :“波罗蜜形如瓜，短瓣攒生

如椀。其味，黄者甘、赤者酢，潞江及亏容夷地所

产。”［14］（卷 三《产 略》，P122）可见云南地区所称的波罗蜜

除却名称外， 无论形容外貌和果实， 同常绿乔

木、果实巨大的波罗蜜并非同一物种。据笔者参

考《中国树木志》《中国植物志》等推断，这一地

区的“波罗蜜”可能是南五味子属的“黑老虎”⑤。
而在波罗蜜应当已经较为人所知的明清时

期，波罗蜜仍有诸多同名异物者。如清人谢堃所

著的《花木小志》中记载：“蕉，名芭蕉者，叶可制

扇。名水蕉者，花香,皙白，实形似肥皂水角，可

食，根名波罗蜜，亦可食。”［15］（P370）则是将水芭蕉

的根称为“波罗蜜”。
不仅如此， 菠萝和波罗蜜两种果物也多有

混淆。清人周煌在《琉球国志略》中所载的“阿咀

呢”一物：
阿咀呢，叶长，旁有刺，久成林，连蔓坚利，

可为籓墙，叶可造席，根可绞索。开花者为男木，
花白若莲瓣合尖，左右迸叠。十余朵直上。五桠

蕊露如杖，长数寸，芳烈如橘。女木无花，结实大

如瓜。肤纹起钉，皆六棱，可食。云即波罗蜜别

种，一名凤梨。［16］（卷十四，P170）

阿咀呢，一说为林投，古亦作菻荼，是热带

太平洋海岸常见植物⑥。 周煌认为阿咀呢分男

女，开花者为男木，无花为女木。女木被当地人

称为“凤梨”，被认为是波萝蜜的别种。参考《中

国植物志》中林投的图像，其果实同凤梨无论茎

叶、果实都更为相近，其别名为“假凤梨”，常被

误认为同源物种。凤梨俗称菠萝［1］（第13（3）卷，P65），医

书和方志中或作“波罗”，同波罗蜜仅相差一字，
因此常被认为有所渊源。 而波罗蜜树也多被记

作“波罗树”。如屈大均所著的《广东新语》中记

波罗蜜于“波罗树”词条中；清人印光任所撰《澳

门记略》记：“波罗树，今南海神庙前一株最古。
萧梁时西域达奚司空携种入中国者，一名‘优钵

昙’，无花而果。”［17］（P69）

此外，波罗 蜜也多被 认为即是“优钵昙”。
如屈大均在《广东新语》记载 波罗蜜即 佛氏所

称波罗蜜，“亦曰优钵昙”［18］（卷二十五《木语》，P634）。清人

吴其濬著《植物名实图考》中记 载对波罗 蜜又

称优钵昙给予一种解释：“……无花结果，或生

一花，花甚难得，即优钵昙花，可备一说。”［19］（卷三

十一《果类》，P684）即因为波罗蜜“无花结果”的特性，因

此被误认为优钵昙。优钵昙是梵文dumbera的音

译，即优昙花，全音译为“优昙钵罗花”，意译为

“祥瑞灵异的花”。《南史》:“国中有优钵昙花,鲜
华可爱。”［20］（卷七十九，P1986）但深究优钵昙为何物，除

有波罗蜜一说外，还有诸多 解释。较 为通行的

一种是“无花果花”。《本草纲目》中记载：“无花

水果波罗蜜考———兼论其与佛教用语波罗蜜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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輶斩

果,释名映日果。《便民图纂》称优昙钵，广州志

称阿驵。”［2］（果部第三十一卷，P1508）

但作为佛教词汇的“优钵昙”指的即是“无

花而实”的祥瑞。仅仅是一虚指，世间并无此花。
唐释慧琳《一切经音义》释义：“优昙花，梵语古

译讹略也。梵语正云乌昙跋罗，此云祥瑞灵异。
天花也。世间无此花。若如来下生、金轮王出现

世间，以大福德力故，感得此花出现。”［21］（卷八，P143）

又如苏东坡《赠蒲涧信长老》⑦诗中记：“优钵昙

华岂有花？问师此曲唱谁家。”南宋王十朋注云：
“优钵昙，翻译名义，集优昙钵罗此，云瑞应阎浮

提内有尊树王，名优昙钵，有实无华，若优昙钵

有金华者，世乃有佛。”［22］（卷三十八《赠蒲涧信长老》，P2066）

优钵昙被认为是波罗蜜或是波罗蜜别种，
这一说法在明清时期开始在史料中出现。 主要

是因为波罗蜜花较为稀见，因此被认为是“无花

而实”，故而附会波罗蜜为优钵昙，这一联系或

许也层垒地增加了波罗蜜和佛教的诸多联系。
三、水果波罗蜜和佛教关系

佛教中的 波罗蜜一 词本为梵 语。《六祖 坛

经》载：“何名波罗蜜？此是西国语，唐言到彼岸，
解义离生灭。著境生灭起，如水有波浪，即名为

此岸；离境无生灭，如水常通流，即名为彼岸。故

号‘波罗蜜’。”［23］（《般若品第二》，P83）“波罗”是“彼岸”的

意思，“蜜”是“到、到达”之意。波罗蜜译为“到彼

岸”，即从生死此岸到达涅槃彼岸的修行，解释

其意义即为“离生灭”。简而言之就是“到彼岸、
度无极”的意思。佛教中有六度修行的说法，布

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往往也称为布

施波罗蜜，忍辱波罗蜜等。原本和水果的“波罗

蜜”没有直接的关系。在明代以前，史料中也极

少见到水果“波罗蜜”和佛教有关的记载。
元大德年间的 《南海志》 记一则事：“波罗

密，樛枝大叶，实生于干。其大如瓠，蜜煎最宜。
南海庙东西各一株。每岁九、十月熟，取供诸台，
它莫敢取。本西域种也。一名曩伽结。”［24］（卷 七，P32）

南海庙东西两侧的菠萝蜜树相传是萧梁时期，
西域达奚司空栽于此处。 这一传说赋予果实神

秘色彩，带有着独特的“异域想象”和宗教色彩。
但从明代开始， 水果波罗蜜成为了宫廷佛

法仪式的贡品， 和佛教的关联初现端倪。《明宫

词》中有关波罗蜜的词有两首，记载的是天启年

间的宫内西苑溺死二人，作法事礼佛一事。一首

是蒋之翘《天启宫词一百三十六首》中的一首：
“高玄法会演盂兰，个个西僧紫袖宽。泽畔魂归

幡影乱，波罗蜜供佛灯寒。”《明宫词》注云：“西

苑溺死暖阁二人，赠升乾清宫管事。是年中元，
命忠贤于大高玄殿作佛事荐之。 甜食房制进波

罗蜜为佛供。”［25］（《天启宫词一百三十六首》，P60）另一首诗为

秦徵兰所作，也收录于《明宫词》：“冰鸭银苗院

院同，鹊桥衣卸巧山空。晚凉供罢波罗蜜，去看

河灯万点红。”《明宫词》注：“甜食房进供佛波萝

蜜，西苑作法事，放河灯。”［26］（《天启宫词一百首》，P41）两首

宫词所述的都是天启年间宫中甜食房进供波罗

蜜作为礼佛的贡品。
而在清代文人诗词之中， 这一关联性则更

为突出。如清人朱景英《畬经堂诗文集》中收录

的《食波罗蜜》一诗：“为爱中边味，宁辞割蜜脾。
余香来佛钵，再濯出清池。薝卜风林现，醍醐露

乳垂，三三劳说法，噉罢尚攒眉。”［26］（诗 续 集 卷 二 ，P81）

除“余香来佛钵”这一明显与佛教关联外，诗中

还有多处佛教典故。如“中边”一词，佛教指中观

与边见。《四十二章经》 载：“佛所言説， 皆应信

顺，譬如食蜜，中边皆甜，吾经亦尔。”［27］（第 三 十 九 章

《教诲无差》，P76）又如清人谭莹所著收于《乐志堂文集》
一诗：“桄榔树古，恰如铜柱之威灵；葭菼花明，
恒见铁船之巡逻。波罗蜜果依然老佛之因缘，灵

化楮钱且作伽蓝。”［28］(卷十七，P179) 诗中将波罗蜜果

实同道家、佛教相联，意指波罗蜜的果实有能将

祭祀所用纸钱灵化为佛教寺院的功能。
此外，如《两浙 轩续录》中收录了郭象升⑧

所写的平昌土产八咏， 其中有一咏写波罗蜜：
“参透波罗甜似蜜，我来南土当西天。而今不用

拈花笑，现宰官身已四年。”［29］（卷二十九，P2165）诗中则

将水果波罗蜜和佛教词汇的波罗蜜彻底混淆，
认为波罗蜜果中藏有佛学玄机亟待参透。

在清代画家顾尊焘⑨所绘的 《语石早年遗

照》一图中，波罗蜜在僧人的遗像画中也有所呈

现。 图为通证禅师⑩单趺坐于黑色红底榻上，左

手持紫色花朵；身旁立一位侍者，衣纹繁复，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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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自在。底榻右边立有方桌，除肖像画中常见的

花草饰外，方桌上还放置三枚菠萝蜜。基于上述

理解， 陈设波罗蜜则有涅槃、 渡彼岸的佛教意

象。遗像画中陈设摆放三个菠萝蜜，或有佛法僧

三宝的寓意。

明清两代开始， 波罗蜜逐渐地被赋予了佛

教的文化象征。 一方面是上文言及的波罗蜜和

优钵昙的误认致使人们产生佛教文化的想象。
另一方面，可能也是最主要的原因，则是明清时

期水果波罗蜜和佛教波罗蜜由于名称一致而产

生的自主的联想，使人们产生了混淆。
四、波罗蜜传入中国后的在地化

波罗蜜传入中国的具体时间传说最早源于

萧梁时期，西域达奚司空携子二枚栽于南海庙，
临江也因此得名“波罗江”，南海庙也称为“波罗

庙”輥輯訛。在广州南海诸地的地方志中多沿用这一

说法。但在正德《琼台志》中记载波罗蜜传入中

国应当为元代中叶：“始产临高， 今邻邑大半有

之，则是此种传来中国未久，当在元中叶时也。”
［30］（卷 八《土 产》，P171）明人王同轨在《耳谈类增》提出另

一说，认为波罗蜜在上古时期并未传入中国，直

至明朝初年起才有所见， 历经五六十年后在海

南地区盛产。
《四夷传》：百济有波罗婆树，其实如瓮。又

波斯国亦岀，佛林国呼为阿菩嚲树。长五六丈，
皮色青绿，叶光净，冬夏不凋，无花结实。从树茎

出，有壳裹之。壳上有刺，核大如枣。一壳中其数

百枚，核中仁如粟黄，食甚美。古中国未有也。国

初始产临高邑，邑父老曾未之识。历五六十年，
始多有之。南海亦间有。宣徳季年，内使岁取充

贡，临高甚苦之。正统改元，太皇太后下诏禁止，
民得苏息。［31］（卷二十二《脞志草木篇》，P180）

但实际上前引宋《诸蕃志》中记载在广州南

海庙已有波罗蜜的存在。《耳谈类增》 提到自宣

德年间始纳贡朝廷，成为海南百姓沉重负担，至

正统年停止纳贡。
明清时期广东、海南和福建诸地方志中始有

较为详实的波罗蜜的记载，对作物的类型、产地和

食用方法有了进一步的叙述。如正德《琼台志》记

载：“波罗蜜，干湿胞二种。剖之若蜜，其香满室。出

临高者佳。间有根结地裂，香出尤美。……始产临

高，今邻邑大半有之，则是此种传来中国未久，当

在元中叶时也。宣德季年，内使取充贡，民甚苦之。
正统改元，圣后临朝禁止。”［30］（卷八《土产上》，P171）

《琼台志》中波罗蜜分为干胞、湿胞两个品

种的分类沿用至今， 并提出以产自海南的波罗

蜜为最佳。虽然滇南地区也有产出，但如吴其浚

《植物名实图考》中所载，滇南元江州所产的波

罗蜜极易腐烂，品质不佳：
波罗蜜，详《桂海虞衡志》。《本草纲目》始收

入果部，不花而实。两广皆有之。核中仁如栗，亦

可炒食。滇南元江州产之，三五日即腐。昆明仅

得食其仁。 其余多同名异物。《粤志》 谓无花结

果，或生一花，花甚难得，即优钵昙花，可备一

说。［19］（卷三十一《果类》，P684）

波罗蜜作为原产于南亚、 东南亚的热带水

果，受制于纬度、气候和地理位置的限制，在我

国主要集中在琼南地区， 也是因为同东南亚地

区的气候和水土较为相似。 食用方式则以生食

为主较为简单， 主要是依据波罗蜜的干湿品种

和产地略有区分。正德《琼台志》中记一长诗，将

波罗蜜的形貌、 食法和传入中国的历史以文学

的形式呈现：
大易称硕果，此物无与友。重大难著枝，一

一树腰吐。造化妒全美。命形有好丑，好者如圆

瓮，丑者如缺缶。周壳刺森森，乍见惊触手。秋来

腹酿蜜，好丑无不有。簇簇黄金胞，十百聚一母。
胞胞崖蜜满，蜜唧堪比偶。异香谢龙脑，慎摘敢

轻剖？置之密室中，香风穿户牗。霜刀分黄金，八

口来聚首。老稚各满量，弃核收升斗。濯香炒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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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比栗犹可口。下惠食饴美，思以养黄耇。我心

亦似之，食此忍下脰。忆昔博望侯，空遍西域走。
波斯佛林产，武帝曾识否？寥寥千载下，识者属

谁某？怪哉唐成式，秘检搜二酉，著此《异木篇》，
其传亦已久。何时来琼海，名称小变旧。无乃西

海舶，世远不可究。在昔岁丙辰，尤物为民咎。谁

俾死复生？女中尧舜后。遗泽万万年，每食祝万

寿。又：硕果何年海外传？香分龙脑落琼筵。中原

不识此滋味，空看唐人《异木篇》。［30］（卷八《土产上》，P171）

除了削皮食用内瓤外，粤西、滇南地区将硕

大的波罗蜜核收集起来炒制，核中的仁，味道极

佳，似栗黄味。
五、余论

“舶来品的真实活力存在于生动活泼的想

象的领域之内， 正是由于赋予了外来物品以丰

富的想象， 我们才得到了享用舶来品的无穷乐

趣。”［32］（P17）波罗蜜于隋唐时期自南亚、东南亚将

此品种传入国内，广州、海南等地方先后开始培

育，逐渐成为了地方特色的水果之一。
波罗蜜这一水果于隋唐始见载于册，为“婆

那娑”或“般橠娑”等舶来词，直接音译自波罗蜜

的梵语名称。唐代虽然也有被称为“波罗蜜”的

果物， 但究其形貌与如今的波罗蜜并非同一物

种。自宋代《诸蕃志》始，波罗蜜这一称呼成为定

称，但同佛教用语的波罗蜜并无过多联系。直至

明清， 水果波罗蜜才和佛教的关系逐渐牵连起

来。一来在于波罗蜜本身无花结实的特性，被一

部分人认为是“优钵昙”，即无花而实的祥瑞，同

音译为“优昙钵”的无花果树相混淆。
另一方面，也是最主要的原因，则应当是两

个波罗蜜由于名称的相同使人自发的产生同源

的联想。波罗蜜原产于波斯，后仅在南海和琼州

有所种植，为世人所罕见。而南海庙种植的两株

波罗蜜树又赋予果实神秘色彩， 带有着独特的

“异域想象”和宗教色彩，在当地也以此作为供

奉。在《明宫词》中，法事以波罗蜜做佛供。在清

代除了画作外， 诗词中也明确地将波罗蜜水果

同佛教关联， 取佛教语的优钵昙的祥瑞之花和

波罗蜜语到彼岸的意味。
波罗蜜一词何时、以及为何被本称为“婆那

娑”的水果借称为波罗蜜，已无从知晓，是否是假

借或仅仅是同云南地区的“波罗蜜”名称巧合，也

未可知。《本草纲目》提出一种解释，即“波罗蜜”
之名“或因为此果味甘，故借名之”。但这仅仅解

释了蜜字的原因。且“波罗”又同菠萝相近，在诸

多方志谱书中也多被混淆。在李约瑟看来，汉语

植物命名法这样一个庞大体系， 由于过去长期

自然发展， 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些从现在看来

可能属于篇目累赘的毛病———混乱和交叉的问

题［33］（P18）。波罗蜜自广、琼一带传入，在命名中有

口语声调转变和各地方言不同的原因， 致使了

波罗蜜写法上的不同，从而造成了诸多混淆。但

正是这些巧合和混淆，丰富了历代人民的想象，
不断层垒地充实波罗蜜诸多的文化意象， 为文

学和绘画提供了素材。

注释：
①“波 罗 蜜：1.佛 教 用 语 ，指 到 彼 岸 。也 译 作 波 罗 蜜

多。梵语paramita。2.常绿乔木，高可达20米，叶子卵圆形，

花小，聚合成椭圆形。果皮黄褐色，果实可以吃。原产于印

度、马来西亚一带。指这种植物的果实，也作菠萝蜜。也叫

木波罗。” 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

《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97页右栏。

②波罗蜜为常绿乔木，高10—20米，胸径达30—50厘

米；老树常有板状根；树皮厚，黑褐色。可能原产于印度西

高止山。我国广东、海南、广西、云南（南部）常有栽培。尼

泊尔、锡金、不丹、马来西亚也有栽培。本种果形大，味甜，

芳香；核果可煮食，富含淀粉；木材黄，可提取桑色素，见

《中国植物志》。

③卢文弨校：案疑作“葡萄”。

④蜜多萝，今为南五味子别名。为五味子科木质常绿

藤本植物。与黑老虎同属南五味子属，果实大小、样貌略

有区别。

⑤黑老虎为学名， 见载于 《中国树木志》《中国植物

志》。此外海南诸地或称为臭饭团、过山龙藤。《海南植物

志》：为藤本植物，全株无毛，叶革质。果实呈聚合果近球

形，红色或暗紫色，径6—10厘米或更大。产于江西、湖南、

广东及香港、海南、广西、四川、贵州、云南。见《中国植物

志》第30卷，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34页。

⑥“菻荼，亦曰林投，番语‘投’与‘荼’音相近，沿其音

而不得其文，则以为菻荼林投云尔。其树直，干无枝，长叶

利刺，刺参列如锯齿。林上取下，心结实如凤梨，不可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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擘 其 实，子 颗 颗 如 金 铃。”见 孔 昭 明《台 湾 志 略》卷 一“物

产”，台湾大通书局1984年版，第36页。

⑦《赠蒲涧信长老》：“优钵昙华岂有花？问师此曲唱

谁家。已从子美识桃竹，更问安期觅枣瓜。宴坐林间时有

虎， 高眠屋后不闻鸦， 胜游自古兼支许， 为采松肪寄一

车。”见苏东坡《苏轼诗集》卷三十八《赠蒲涧信长老》，中

华书局1982年版，第2066页。

⑧郭象升，字用积，号味蔗金华人。嘉庆庚辰进士。官

广东文昌知县，著《味蔗百草》。

⑨顾尊焘，生卒年不详，康熙年间人。字向临，江苏苏

州人。善写真，工诗词，学识广博。“游京师时，名公巨卿争

相延致。”

⑩通证禅师，生卒年不详，生活于明末清初。俗姓罗，

字超澄，号语石。上海圆津禅院第三代住持。酷爱书画，以

王鉴为师。泼墨山水尤为擅长，喜篆刻。与当时的文人画

家交往甚多。

輥輯訛“南海神庙在郡东南八十里，扶胥江口庙有波罗蜜

树，故江俗称波罗江，庙亦称波罗庙云。”见谭莹：《乐志堂

诗集》卷三，清咸丰九年隐园刻本；或见于郝玉麟监修，鲁

曽煜编撰：《广东通志》卷五十二“物产”，景印文渊阁四库

全书，第562册。

輥輰訛书以万历癸卯金陵书贾刻本为底本。《四夷传》载：

百济有波罗婆树。检郑樵《通志·四夷传》，百济不产此树，

疑“百济”为“真腊”之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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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编.张秀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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