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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在佛教變遷的時代與全球交流 

Women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Buddhism 

鄭喬語 佛教學系學一班 

釋慧空法師（Ven. Karma Lekshe Tsomo）是國際知名的西藏佛教比丘尼，美

國聖地牙哥大學教授，也是「國際佛教善女人協會（Sakyadhita）」創會暨前

任會長。二十多年來，慧空法師透過教育和國際組織，積極的實踐佛教女

眾發展的關懷與培訓，創立了文殊基金會（Jamyang  Foundation），透過文殊

女眾佛學院（Jamyang Choling Institute），為發展中國家的佛教女眾提供教育。

其卓著的貢獻與成就，激勵鼓舞了現代佛教女眾發展力，在西方的比丘尼

學者中，慧空法師是致力於推動比丘尼研究者最具代表性的人物。 

 

今日的講座，親身感受到慧空法師的熱衷與活力，她講述自佛陀時期到現

代，佛教中女眾地位與歸屬因緣。其中提到佛陀接受牧羊女的乳糜供養回

復健康善緣，以及首位出家女眾大愛道比丘尼奠定佛教女眾修行有著極為

重要的影響力。她藉由故事延伸到現今佛教出家眾的身分，男眾分為比丘

及沙彌；女眾也分為比丘尼及沙彌尼，但並非所有女眾都可以受具足戒成

為比丘尼，列舉不同的佛教傳統，讓我們瞭解各不同形象佛教中的出家女

眾，除北傳佛教之外，其餘皆屬沙彌尼的身分。在這些佛教傳統的出家女

眾即使受了具足戒，成為比丘尼，也無法受到傳統接受承認。包含斯里蘭

卡的十戒女、緬甸的八戒女與西藏佛教的阿尼。這些佛教女眾的學佛處境

艱難且日常生活物資貧乏，在這樣的情況下，她們亦無能為力——希望出

家受戒卻不被允許；希望受具足戒卻沒有人願意為她們舉行；只是想學佛，

也難有任何機會。 

 

 因而開啟「國際佛教善女人協會」積極在國際佛教婦女之間建立溝通網絡，

致力維護女眾修行者的權益與安全。慧空法師提到創會初期僅有幾百人參

與，但所有的人都觀察到佛教女眾所面臨的困境，尤其是開發中的國家。

有許多長老的出家女眾穿著破衫，沒有足夠的食物，沒有安頓的地方，更

沒有適當的醫療支援。因為不識字也無法研習佛法經典。經過多年努力，

獲得了許多支持與捐助，提供了佛法教育與訓練給這些開發中國家的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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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眾。例如 2000 年在斯里蘭卡成立訓練與禪修中心，是重要的資源。相較

之下，台灣、韓國、越南的女眾是非常幸運的，擁有美好的修行環境，舉

凡教育、書籍、僧伽等。慧空法師說，她看到這些國家佛教女眾的卓越成

就，感覺很喜悅。 

 

佛說眾生皆有佛性，男女眾俱有同等覺悟之力。然而，至今尚有許多有志

修行的女眾無從接觸佛法。儘管情況改善，不過仍面臨著困難，女眾修行

者仍沒有公平的受教機會。她殷切的說，期盼大家踴躍參與，共同改善，

希望設立更多佛學院，讓佛教女眾安心修行，就像安於僧團的保障。 

 

佛教是世上最重要的文化力量，影響層面遍及了人類活動的各項領域，依

特質與背景融合成就，而女眾的力量是具有相當重要的涵義。就像慧空法

師以其悲願，無有疲憊的為眾鋪陳建設離苦之道，給予佛教女眾積極的動

力，帶領眾人以其個人所及力量起身行願，自信的完成更多利益眾生的志

業！也讓在艱困中載浮載沉的佛子們找到安心之道。在慧空法師的分享過

程，深感其堅毅道心，一時憶及聖嚴師父大願興學，感恩學校慈悲廣道及

有系統的教育。觀自心願，成就有限，但願以戒定慧增長善緣，運用自性

深入即知即行之道，分享知識，慈悲助學，成就他人，延續光明，與眾成

就聖嚴師父的期望——讓學校展現光明的、有動能的影響力，吸引別的學

校前來取經，實現淨化人心、淨化社會的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