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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別報導】 

既仁且智之舉 

──星雲法師發表〈比丘尼僧團的發展〉 

 

楊曾文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教授 

 

一 

  自從上世紀末至今世紀初，在短短的幾年之中，佛教界和佛教研究學界的有識之士經常

縈回在心頭和彼此交談的一個重要話題是： 

  佛教在新世紀應以怎樣的面貌存在和發展？ 

  雖然每人的答案不盡相同，然而絕大多數人幾乎是異口同聲地表示：佛教必須因應時代，

契理契機地進行適當的變革，使佛教煥發新的生機活力，在弘法利生中作出更大貢獻，並且

在維護世界和平中，乃至在保護世界生存環境、生態平衡等方面發揮重大作用。 

  「佛教必須因應時代」，這句話說起來容易，做到卻是很難的。客觀的不說，就是從每

個人自身來說也就不那麼容易。或是宥於舊的成規，或是因襲舊的觀念，也甚至是出於個人

暫時利益得失的考慮，並非佛教界所有的人對一切有意義的切實可行的革新做法都會表示同

意，甚至也有出來反對的情況。正是由於存在這種情況，那些敢於提出革新主張的人固然可

貴，值得嘉獎，就是那些德高望重的處於教界重要地位的長者敢於適時站出來表示鼓勵和支

援，也會博得教內廣大僧俗信眾乃至社會各界的讚揚的。 

二 

  二○○二年三月底，筆者應聘到位於台北縣的中華佛學研究所講學。四月二十一日下午，

中華佛學研究所李志夫所長帶我乘車出席由弘誓文教基金會主辦的「人間佛教與當代對話」

的學術研討會。這對我來說是突然的，因為他事前只說參加一個學術會議，我對會議內容一

無所知。就座後才得知會議已經進入第二天，從散發的論文集可知，與會代表發表的不少論

文是關於佛教中的女性尊嚴和權利問題的，其中最令人感到振奮的是在海峽兩岸具有很高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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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並且名揚海外的台灣佛光山教團的領袖星雲在開幕式上發表的專題演講〈比丘尼僧團的發

展〉。回到法鼓山後，筆者將這篇不同凡響的致詞和論文集的其他全部論文都讀了，並且又

閱讀了斷然拒絕並表示廢除「八敬法」的昭慧法師所贈送的幾本論著，感受到中國佛教正在

經歷一個具有歷史意義的變化──從實現教內男女平等的事件切入，必將推動佛教整體的進

一步更新，以新的面貌適應迅速發展的人類社會。 

  我儘管作為佛教學者不便對佛教界內部事情說三道四，然而卻可以站在學者的立場對已

經發生的事情發表自己的見解。 

  任何一個有正義感的學者都會為人類社會每一個進步而感到鼓舞。世界各國歷史不同，

但幾乎都經歷了為民族獨立、民主和自由、平等而進行的奮鬥。現在世界的進步潮流，不僅

繼續主張徹底廢除各種形式的民族壓迫、種族歧視，而且也要求進一步提高婦女的社會地位，

實現真正的男女平等。在這種形勢下，佛教界有人出來要求取消對女性出家眾的歧視，提倡

教內的男女平等，是完全可以理解的，也應當得到教內外的同情和支援。 

  當我三月底剛剛來到台灣之時，從一本學術刊物偶然得知昭慧法師去年三月採取斷然拒

絕並廢除「八敬法」的舉措後，心中為之一震，為她的正義感和大無畏的精神所深深感動。

新世紀的佛教界需要這種女性，需要這種為了實現教內男女平等和彼此團結合作，推進佛教

適應現代社會而敢為天下先的女性。當然，我也非常希望看到佛教界內部有更多的比丘主動

作出理解和支援的反應，看到在佛教界有聲望的長老站出來聲援。 

  然而沒有想到我能有機會出席「人間佛教與當代對話」的學術研討會，不僅遇到主導廢

除「八敬法」的昭慧法師，而且又得到會議論文集，讀到那麼多令我感興趣的文章，特別看

到我在十二年前已認識並且敬仰的星雲法師的開幕詞。 

  星雲法師不僅是具有雄厚實力和巨大社會影響的佛光山教團的領袖，而且是在整個台灣

的佛教界，以至大陸的佛教界都有很大影響的「重量級人物」。這就是我前面提到的佛教界

內那種「德高望重的處於教界重要地位的長者」。昭慧法師振臂高呼廢除「八敬法」，要求

實現教內男女平等，能夠迅速得到星雲法師這樣有名望的教界領袖人物的支援，肯定會得到

很大的鼓舞，並且必將使這一事件在佛教界和社會上產生更大的效應。 

三 

  星雲法師的開幕致詞〈比丘尼僧團的發展〉，首先介紹自己在創辦佛光山教團過程中有

意提倡「四眾共有，僧信平等」，讓女眾承擔重要任務，放手讓她們發揮自己的才幹，並且

說她們在自己的崗位上都做出了突出的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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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從世界的潮流著眼，認為佛教應當旗幟鮮明地主張女性有平等權、參與權、自主

權和尊嚴權，這不僅符合時代的潮流，而且也符合大乘佛教所主張的「眾生皆有佛性」的理

論。筆者對此的理解和詮釋是：既然一切眾生皆有與佛一樣的本性，皆可接受最高佛法，最

後皆能成佛，那麼這裡所寓示的是對一切生命存在價值、特別是人在宇宙中的崇高地位的重

視；是對一切生命的主體性、受教育權和發展權、平等權的尊重；一切眾生尚且如此，又豈

可對人類的另一半──作為人類「半邊天」的女性繼續加以歧視和不尊重呢！ 

  星雲法師提出，即使已有的佛教經論和戒律，也不是規定完全剝奪出家女性在教團內的

一切權利，並且按照大乘佛教的「依法不依人」原則，應當實行在佛法面前男女一律平等，

讓女眾在教內具有與男眾一樣的權利。從般若空觀來說，男女外相並非重要，重要的是應實

現二眾之間互相尊重，互相幫助。如果能夠從教內做起，就會進而影響周圍社會環境，讓世

界變得更加融和可愛。他接著列舉歷史上和現在國內外的對佛教發展做出貢獻的比丘尼的非

凡事跡，指出她們的功績即使對於整個世界文明發展也具有積極的意義。 

  最後，星雲法師就〈未來比丘尼努力的方向〉提出自己的希望。他先介紹佛光山實行適

應時宜的「叢林制度」，使男女二眾彼此平等尊重，為弘法利生各自發揮最大的積極性和功

能。他表示，本來戒律中不少條款已經過時，基於「小小戒可捨」的精神，不必認真計較這

些；對於「八敬法」，即使不去刻意廢止，「自然會因為不適用而漸漸失傳」。他對未來比

丘尼的努力方向，提出四點意見：兩性平等化、發展事業化、教團組織化、教育普及化，主

張通過提高比丘尼的道德人格和文化素質，健全僧團組織，提供條件讓比丘尼參與廣泛的社

會文教事業，發揮比丘尼的積極性，為教團和社會作出更大貢獻。他說：  

  

總之，面對二十一世紀的今日，佛教走向人間，佛法與生活的密不可分，正是佛教動

員團結的時代，不但各國佛教界應及早更進一步的合作，儘速建立世界性的比丘、比

丘尼教團，同時各國男女二眾教團亦應力求健全圓滿，四眾通力合作，共同推進世界

的和平共處，使全人類同霑法益，共創幸福安樂的生活，共達世界平等和諧的境界。

（《普門學報》第九期，第二四五頁） 

  

  可以說，這是一篇適時的既仁且智的講話，以其對時代潮流的敏感，對佛教未來發展走

向的確切把握，對在教內長期處於弱者地位女性的同情和支援，對來自後輩女性代表者呼籲

的聲援，贏得教內外的讚賞和共鳴。 

  這是一篇有分量的文章，將被永遠載入佛教史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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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台灣的比丘尼在佛教內的數量據說達到比丘的三、四倍，大陸的比丘尼似乎也有日益增

加的趨勢。她們一般都有明確的出家動機和較高的文化素養。從現在的發展形勢看，未來比

丘尼將在兩岸的佛教界佔有重要地位，發揮重大的作用。 

  雖然說「八敬法」的實際影響在近現代以來越來越弱，然而它畢竟是妨礙教內兩性建立

平等關係，和諧相處，協作進行弘法利生事業的一個「不平等條約」。昭慧法師有鑑於此，

並根據自己的經歷和見聞的事實，毅然採取公開廢除「八敬法」的舉措，並且根據自己對佛

教戒律的研究撰寫論文反覆闡明對此的見解，以求得教內、社會各階層民眾的理解和支援。

這是正義的行為，是符合佛教適應現代社會而進行變革的總的歷史進程的。這一事件本來是

應當得到更多教內比丘的理解和熱情支援的。可是事實好像並非如此，其中原因當然可以找

出很多，然而鑑於本人並非教內人士，還是就此打住為好。 

  不過，據本人的經驗判斷，此事已經大體了結。說「八敬法」非佛所制予以公開廢除也

好，宣佈或默認它已經過時不必認真對待也好，都將促使整個佛教界重新審視男女二眾的地

位和關係問題，各個教團也必將或早或晚主動地或被動地進一步改善女性的地位，促成男女

二眾逐漸實現真正的平等。現在的反對者，也許還會以「八敬法」是「佛制」的理由作出公

開抵制的表示，然而這已是「強弩之末」，很快將成為過去，最終歸於沉默。因為，既然國

際社會已經將男女平等看作是現代文明的重要標誌之一，又有誰能夠憑藉怎樣的理由和力量

對教內要求男女平等的強烈呼聲進行抗衡呢？這真是「大勢所趨，人心所向」啊！ 

  星雲法師是德高望重的長老比丘，又是台灣佛教界舉足輕重的佛光山教團的領袖，在有

的人看來應當迴避的時刻和場合，卻出乎人們意料地站了出來，發表〈比丘尼僧團的發展〉

的演說，態度鮮明地表示贊成教內實行男女平等，提出系統的建設兩眾平權、和諧相處的僧

團的主張。他是以中國傳統道德「仁」的理念，以佛教「慈悲」的胸懷，以大乘佛教般若中

觀的超越世相的思想，以尊重一切人的生命價值的佛性思想，來看待佛教界的男女二眾的地

位和關係問題的。能夠順應時代潮流，在適當的時機和場合，回應教內要求實現男女兩眾平

等的呼聲，表現出來是一種智，是大乘佛教中與「般若」相並受到重視的「智巧」、「方便

勝智」（「漚和拘舍羅」）。 

  佛教在新世紀的繼續傳播和適應時代得到新的發展，需要大量具有這種既仁且智的長老

比丘、教團領袖，也期待通過教育和實際磨練培養出大量的具有這種品格素質的比丘、比丘

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