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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眾生平等──以小乘佛教平等觀拆解男尊女卑之 

 性別意識 

   如前所述，小乘佛教對女性存有五穢、十惡、八十四醜態及不能成佛之曲解，

卻為何又以「苦」、「空」、「無我」及「眾生平等」來教化眾生？女性修行除了以

《長老尼偈》為典範，尋求生命的另一個可能之外，該如何以「苦」、「空」、「無

我」及「眾生平等」的教義來解讀「女性為次等生命」之矛盾？以下將以小乘佛

法之平等觀來拆解男尊女卑之性別意識。 

 

第一節 佛教的平等觀 

 

    一、業報決定一切而非性別 

在婆羅門的教權制度中，人一出生就不平等，四種姓當中唯獨首陀羅沒有宗

教信仰的自由與輪迴再生的希望，但釋尊並不認為一個人出生的階級會成為修持

的障礙。佛教的教團成員來自各個階層，不論是婆羅門、剎地利、吠舍或首陀羅，

只要有心修行皆可加入僧團。佛陀捨棄一切差別，打破種姓階級，認為四種姓之

分別乃屬人為建構、世間言說，根據《雜阿含經》所載：  

四姓悉平等耳，無有種種勝如差別，世間言說故有。婆羅門第一，婆羅

門白，餘者悉黑，婆羅門清淨，非非婆羅門，婆羅門生，生從口生，婆

羅門作，婆羅門化，婆羅門所有，當知業真實，業依。1 

佛陀認為一個人的優劣決定於道德之淨染與行為之善惡，而非由出身來安

排。人若行善，則生善趣；若成盜賊，即使貴為最高種姓之婆羅門亦須墮惡道，

在《雜阿含經》中記載如下： 

婆羅門作十不善業跡，當墮惡趣。阿羅呵所，作如是聞。剎利、居士、

長者亦如是說。復問：「大王，若婆羅門行十善業跡，離殺生，乃至正

見，當生何所？為善趣耶？為惡趣耶？於阿羅呵所，為何所聞？」王白

尊者摩訶迦旃延：「若婆羅門行十善業跡者，當生善趣。阿羅呵所，作

                                                 
1 大藏經，第二冊阿含部下，《雜阿含經》卷第二十，頁 142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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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是，聞如是。剎利、居士、長者亦如是說。」2 

佛陀反對的，並非與自己宗教信仰不同的婆羅門，而是反對婆羅門制度將人

劃分等級、壓迫奴隸，佛陀從「業感」的立場否定四種姓，唯有「業」才可決定

一切。在《中阿含經鸚鵡經》中說明「業」決定人身壞命終後往生善處或惡處，

而不是性別問題： 

若有男子女人殺生凶弊，極惡飲血，害意著惡，無有慈心於諸眾生乃至

昆蟲，彼受此業，作具足已，身壞命終，必至惡處，生地獄中。來生人

間，壽命極短。所以者何？此道受短壽。謂男子女人殺生凶弊，極惡飲

血，摩納當知，此業有如是報也。摩納，何因？何緣男子女人壽命極長？

若有男子女人離殺斷殺，棄捨刀杖，有慚有愧，有慈悲心，饒益一切乃

至昆蟲，彼受此業，作具足已，身壞命終，必昇善處，生於天中，來生

人間，壽命極長。所以者何？此道受長壽，謂男子女人離殺斷殺3。 

不論是婆羅門或首陀羅，不論是男性或女性，就「業報」的立場來說是平等

無差別相的，《增壹阿含經》說明善有善報、惡有惡報： 

夫人修其行  行惡及其善 彼彼自受報  行終不衰耗 

       如人尋其行  即受其果報 為善獲其善  作惡受惡報 

       為惡及其善  隨人之所習  如似種五穀  各獲其果實4 

   所謂「欲知前生事，今生受者是；欲知來生事，今生作者是」，善自獲福，惡

自受殃，一切果報，皆是自作自受，他人無法代受。《雜阿含經卷第四十六》〈大

2-338上〉云： 

唯有罪福業，若人已作者，是則己之有，彼則常持去，生死未曾捨，

如影之隨形。 

人之所以有種種不同的際遇，來自於無明所造的業，而業報如同影之隨行，

或受輪迴之苦或往生善趣，皆是隨業受報。《雜阿含經》云：「眼生時無有來處，

滅時無有去處，如是眼不實而生，生已盡滅，有業報而無作者此陰滅已，異陰相

                                                 
2 大藏經，第二冊阿含部下，《雜阿含經》卷第二十，頁 142下。 
3 大藏經，第一冊阿含部上，《中阿含經．鸚鵡經》，頁 705上。  
4 大藏經，第二冊阿含部下，《增壹阿含經》卷第五十一，頁 826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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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除俗數法。」更說明色身之我乃依四大五蘊之假和，唯有業報是真實的。 

佛陀看透世間言說的虛妄，在種姓階級嚴格、女性毫無地位的時代，釋尊以

業報平等鼓勵人們完善自身，否定社會建構的種姓制度與性別差異。 

 

二、佛陀說法隨根相應  正法之前男女平等 

根據《雜阿含經卷三十三》記載阿難曾請教佛陀女性是否具證悟能力，佛陀

如是回答： 

阿難復白佛言：「若女人出家受具足戒能得沙門四道果不？」佛言：「能 

得。」5   

釋尊認為女性親證佛法追求解脫之能力與男性並無差別，所以度化女性出

家。佛法並非針對佛教徒而說，佛陀所揭示的生命真相與解脫之道，適用於每一

個人，《雜阿含經卷五》〈大 2-37上〉云： 

世尊覺一切法，即以此法調伏弟子，令得安隱，令得無畏，調伏寂靜，

究竟涅槃。世尊為涅槃故，為弟子說法。 

任何一位來到佛陀座下的弟子，佛陀皆為她/他說法。佛陀說法乃隨根相應、

隨機為說，無論是四眾弟子或異學外道，對不同生命特質的人給予不同的教導，

根據《入大乘論》記載： 

問曰：「若諸眾生各有根性，云何應為隨根說法？」答曰：「上根眾生為

說菩薩深妙法藏，以知根性堪菩薩行故，說菩薩藏。」6 

佛陀說法契理契機並無性別之分，完全視弟子根噐的利鈍給予深淺不一的教

誨，其終極目的即希望眾生能放下執著、調伏習氣，解脫自在！《中阿含經》即

說明作為人之最終意義和價值來說，「解脫自在」、「了生脫死」是相同的，只要

精進修持，不分男女均能證悟： 

是以男女在家、出家，常當勤修慈心解脫。若彼男女在家、出家修慈心

解脫者，不持此身往至彼世，但隨心去此。比丘應作是念，我本放逸，

                                                 
5 大藏經，第二十二冊律部一，《彌沙塞部和醯五分律》卷第二十九，頁 185下。 
6 大藏經，第三十二冊論集部，《入大乘論卷上》，頁 39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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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不善業，是一切今可受報，終不後世。⋯⋯7 

釋迦度化之比丘尼有高種姓的（如穆妲長老尼、達磨亭娜長老尼）、有剎地

利家庭（如得利卡長老尼、蒂莎長老尼）、有農民的女兒（如裴娜長老尼）、有出

身王國的（如蘇摩娜為拘卅羅國王的妹妹）、也有從事妓女行業的（如維摩拉長

老尼），凡有心皈依佛法僧三寶者，無論職業貴賤、出生高低，上至王公貴族，

下至乞丐妓女，均可在釋尊的教團裡接受釋尊慈悲之攝受。佛陀座下有十大弟

子，如解空第一的須菩提、智慧第一的舍利弗、天眼第一的阿律那⋯⋯；但在比

丘尼僧團裡，也有所謂的「十大女弟子」，如「說法第一」的達磨亭娜長老尼、「宿

命通第一」的巴德拉卡比拉尼長老尼、「天眼第一」的薩姑拉長老尼、「精進第一」

的索娜長老尼、「智慧第一」的凱瑪長老尼、「神通第一」的烏布拉婉那長老尼。 

被譽為「解法第一」的鵬耆長老曾說： 

「如來之降生 為世間男女  無論是何人  都得大利益   

比丘比丘尼  皆得見真諦  牟尼成正道  世間普得益」8 

佛陀說法四十五年，即是以所悟所證引導眾生同臻解脫涅槃，豈有希望比丘

開悟、比丘尼不得開悟之理？「比丘比丘尼  皆得見真諦」，代表兩性在本質上

皆有開悟之可能，女性在父權體系的運作下，承納了低於男性的社經地位，對修

行者而言，自度度人乃菩提心之展現，因此男性更應提攜女性、教育女性，幫助

女性修行以積聚福德、解脫生死。在女性沒有宗教自由的社會裡，釋尊敞開佛門，

接納女性出家、肯定女性證悟能力，不但是一種革命性的創舉，也是佛法平等觀

的另一展現。 

 

 

 

 

 

 

                                                 
7 大藏經，第一冊阿含部上，《中阿含經》卷第三，頁 438上。 
8 《長老偈‧長老尼偈》，鄧殿臣/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8），頁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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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成佛乃功德法身之完善  非關男女色身 

以男性為主體的小乘佛教思想，認為女身不能成佛，但男性單方面的主觀認

定，無法成為普遍性意義。何謂「佛」？佛不是供在大殿上讓佛教徒虔誠禮拜的

偶像，佛也不是神秘而遙不可及的主宰；佛，乃是自覺、覺他、覺行圓滿之意。

印順導師認為佛陀的多聞弟子雖也能正覺解脫成羅漢，卻無人被稱為佛，所以佛

的自覺，「不同聲聞弟子的「悟不由他」，是「自覺誰嬭女」的自覺。佛法由釋尊

的創見而流布人間，他是創覺者，所以稱為佛陀。」9釋尊是現觀緣起而成佛的，

所以「自覺」是佛陀對緣起法性的創覺；覺他，則是佛陀不忍眾生在五濁惡世中

流轉不已，所以悟道後在各地弘法，希望眾生能依止正法求得究竟解脫；而「覺

行圓滿」則是自覺覺他的最圓滿境界，所以「佛」乃是一種完美人格的呈現。如

果我們依循佛陀的教示，對生命有全新的覺醒與認識，對存在的本質有更清晰的

領悟，並能幫助他人解決痛苦，這就是覺者。《雜阿含經》卷第四如是定義： 

爾時，世尊說偈答言：「佛見過去世，如是見未來，亦見現在世，一切

行起滅，明智所了知，所應修已修，應斷悉已斷，是故名為佛，歷劫求

選擇，純苦無暫樂，生者悉磨滅，遠離息塵垢，拔諸使刺本，等覺故名

佛。」10 

《雜阿含經》卷第四又云： 

世尊說偈答言：「天龍乾闥婆，緊那羅夜叉，無善阿修羅，諸摩睺羅伽，  

人與非人等，悉由煩惱生。如是煩惱漏，一切我已捨，已破已磨滅，如

芬陀利生，雖生於水中，而未曾著水。我雖生世間，不為世間著，歷劫

常選擇，純苦無暫樂。一切有為行，悉皆生滅故，離垢不傾動，已拔諸

劍刺。究竟生死除，故名為佛陀」11 

佛，乃是悲智雙運的覺者，對人生真相及宇宙法則有清楚的覺知，因而對生

活、生命有全新的領悟。佛，德無不備，障無不盡，應修已修，應斷已斷，遠離

人我分別；反之，染著外境，於境界上起分別想，即為眾生。 

                                                 
9 《佛法概論》，印順/著，〈新竹：正聞出版社，2002.10〉，頁 15。 
10 大藏經，第二冊阿含部下，《雜阿含經》卷第四，頁 28上。 
11 大藏經，第二冊阿含部下，《雜阿含經》卷第四，頁 28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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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阿含經卷第六》云： 

一時，佛住摩拘羅山。時，有侍者比丘名曰羅陀。白佛言：「世尊， 

所謂眾生者，云何名為眾生？」佛告羅陀：「於色染著纏綿，名曰眾生。

於受、想、行、識染著纏綿，名曰眾生。」12 

佛，具有清淨性靈，不著世間法，如蓮生水間卻亭亭出水，《雜阿含經卷三

二》如是形容：     

佛告聚落主：「若有四愛念無常變異者，則四憂苦生。若三、二，若一

愛念無常變異者，則一憂苦生。聚落主。若都無愛念者，則無憂苦塵勞。」

即說偈言：「若無世間愛念者，則無憂苦塵勞患，一切憂苦消滅盡，猶

如蓮花不著水」13 

釋昭慧法師認為：「佛，是『覺者』義，凡已覺證緣起正法，斷盡煩惱習氣，

福德智慧已臻圓滿者，都可稱為佛陀；所以佛陀不是造物主，不是天人，沒有給

人類賞罰的生殺大權，而是由人修持成佛，轉凡成聖的典範。」14，然眾生為何

累世仍在六道中輪迴？印順導師認為：「佛性是佛的德行，人的佛性，即人類特

性中，可以引發而向佛的可能。說人有佛性，如說木中有火性一樣，並非木中已

有了火光與熱力的發射出來⋯⋯不過眾生性與人性中，含有一份迷昧的、不淨

的、繫縛的，以迷執的情識為本⋯⋯，人類學佛只是依於人的立場，善用人的特

性，不礙人間正行，而趨向於佛性的完成。」15，佛性人人具足，但眾生依習性

看待世事，因此不知開展佛姓。 

佛，又稱一切智成就、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

士、天人師、世尊，這些名號皆是頌揚佛陀的慈悲與智慧，而非其外表色身，《雜

阿含經》卷三二對「如來」的讚揚為： 

如來於過去、未來、現在、應時語、實語、義語、利語、法語、律語，

無有虛也。佛於初夜成最正覺，及末後夜，於其中間有所言說，盡皆如

                                                 
12 大藏經，第二冊阿含部下，《雜阿含經》卷第六，頁 40上。 
13 大藏經，第二冊阿含部下，《雜阿含經》卷三二，頁 230上。 
14 《佛教倫理學》，釋昭慧/著，〈台北：法界出版社，2001.8〉，頁 123。  
15 《佛在人間》，印順/著，〈台北：正聞出版社，1971.11〉，頁 9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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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故名如來。復次，如來所說如事，事如所說，故名如來16 

所謂的「應供」乃因其澄明的道德修養，《雜阿含經 卷第四》如是說： 

父母及長兄，和尚諸師長，及諸尊重者，所不應生慢，應當善恭敬，謙

下而問訊，盡心而奉事，兼設諸供養，離貪恚癡心，漏盡阿羅漢，正智

善解脫，伏諸憍慢心，於此賢聖等，合掌稽首禮。
17 

「善逝」則強調其貪瞋痴已斷，《雜阿含經 卷第十八》云： 

云何名為世間善逝？舍利弗言：「⋯⋯若貪欲已盡，無餘斷知，瞋恚，

愚癡已盡，無餘斷知，是名善斷。」18 

修學佛法在於見法而非見佛，因此尊崇釋尊成佛，其原因在於釋尊之清淨法

身而非無常色身，近代學者呂瀓認為：「佛有二身，一色身，即三十二相、八十

種好之身；二法身，即一切功德法所聚集身，是故見佛不可執取色身，因色身相

好，魔亦能幻作故。」19，佛雖具「三十二相、八十種好」，但形色音聲乃屬無

常，並非絕對之法，佛之為佛，在其斷惑證真、無著無染之佛德智慧，然而有情

眾生卻因不淨之分別心而處處著礙，認為佛陀以男身成佛，所以女性亦須轉為男

身方可成佛。執著好惡的分別，皆是自我中心的偏執，這種源於無明的模思構畫，

遠離了覺知、清明、寧靜、平等的真實。眾生皆具佛性，即已揭示眾生皆有成佛

的機會與潛能，卡魯仁波切曾說：「不論你是男性還是女性，只要你有信心、毅

力、慈悲、智慧，你將獲得開悟。這種完全的平等，出於心念的本質，它不是男

性也不是女性。每個人心念的本質都是一樣的，無所謂高低好壞。從絕對的層次

來看，心念的本質是空明無礙的，沒有男性或女性、高等或劣等的侷限。」20，

修持不分男女、證悟也無性別之分《佛說玉耶女經》即說明只要精勤修道男女皆

可成佛： 

自觀身形不得久住，危命如電速，如風過庭，少壯必衰，莫恃姿容。當勤精

進棄捨世榮，如菩薩法。汝今修行，可得至佛。佛道不可不學，經不可不聽。

                                                 
16 大藏經，第一冊阿含部上，《長阿含經》卷第十二，頁 75下。 
17 大藏經，第二冊阿含部下，《雜阿含經》卷第四，頁 24上。 
18 大藏經，第二冊阿含部下，《雜阿含經》卷第十八，頁 126上。 
19 《學院五科經論講要》，呂澂/著，〈台北：大千出版，2003.4〉，頁 105。 
20 《雪洞─丹津‧葩默悟道歷程》，維琪‧麥肯基〈Vicki Mackzie〉/著，葉文可/譯，〈台北：躍
昇文化，2001.2〉，頁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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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今得佛，稱善所致大乘教，無男無女，樂聞法者，隨願所得。21 

《增一阿含經》云「諸佛世尊皆出人間，非由天而得也。」從生物學來看，

佛陀身心之自然現象與眾生無異，同樣都須經歷生老病死的逼迫，但因佛陀的覺

悟，即使經歷與眾生相同的人生現象，但在本質上已斷無明貪愛，得「心解脫」、

「慧解脫」，其內心已與眾生全然不同。《金剛經》云「須菩提，於意云何？可以

三十二相見如來不？不也世尊，不可以三十二相得見如來。何以故？如來說三十

二相即是非相，是名三十二相。」又云「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

不能見如來。」，三十二相只是釋尊的外表色法，並非佛之所以為佛的法性，唯

有超越色身之侷限，才能了解「佛」的真實意義。  

成佛便是覺悟佛陀所說的實相，斷愛、斷無明，並發自度度人的菩提心。證

悟成佛超越性別，佛德智慧的完成在於行者本身的勇猛精進、不著世榮，而非男

性或女性之生理性別所能左右。 

 

 

 

 

 

 

 

 

 

 

 

 

 

 

                                                 
21 大藏經，第二冊阿含部下，《佛說玉耶女經》，頁 864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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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一切所有皆歸於空  無男亦無女 

人與人之間經常以各種標記分別彼此，因此有種族、國族、性別、階級、貧

富各種概念，在國籍有英國人、中國人、德國人、日本人⋯⋯等區分；以膚色來

分則有黑人、白人、黃種人⋯⋯之不同；而在生理性別上則有男女之別。這種來

自於腦筋分別的概念，原本只是為了方便溝通，但我們執著紛繁假象與人為建構，

遮掩了我們對真相的認識。偏執一隅正如「瞎子摸象」，摸到象鼻的以為象是長長

的水管；摸到象耳朵的以為象是大大的扇子；摸到象腿的人則說象是粗粗的柱

子⋯⋯，大家以自己的經驗為標準，眾說紛紜，無一為真。我們對事物的認知亦

是如此，以自己的認知下定論，處處以自我為中心，跳脫不了「我」、「我的」的

想法，因此當我們聽到一個詞句，便為這個詞句加上了自己的成見與解釋，而這

個詞句卻可能沒有我們所加諸於它的任何意義。《增一阿含經》記載： 

一切所有皆歸於空，無我、無人、無壽、無命、無士、無夫、無形、無

像、無男、無女，猶如釋提桓因，風壞大樹，枝葉凋落，雷雹壞苗，花

果初茂，無水自萎。22 

世間一切皆是有為法，無常，也無我，《中阿含經卷第十一》如是說： 

愚癡凡夫不有所聞，見我是我而著於我。但無我、無我所、空我、空我

所。法生則生，法滅則滅，皆由因緣合會生苦，若無因緣，諸苦便滅。

23 

小乘女性觀受當時印度社會所制約，二者之間的交互作用已證明「諸法無我」

的至理；從小乘之「三障十惡」至大乘「轉女身」、「即身成佛」之發展來看，則

說明「諸行無常」的真諦。當我們回溯歷史進入人類的心靈時，更了知一切的衝

突來自於無知與私欲，也見證概念與思辨的變異性，從「無常」、「無我」中覺察，

更能了解佛教女性觀也只是一種世間法，不應執著經典所說。 

《圓覺經‧善眼菩薩章》說： 

「我今此身，四大和合。所謂：髮毛爪齒、皮肉筋骨、髓腦垢色，皆歸於地。

唾涕膿血、津液涎沫、痰淚精氣、大小便利，皆歸於水。暖氣歸火；動轉歸

                                                 
22 大藏經，第二冊阿含部下，《增壹阿含經》卷第六，頁 575下。 
23 大藏經，第一冊阿含部上，《中阿含經》卷第十一，頁 498中。 



 84

風。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即知此身，畢竟無體，和合為相，實

同幻化。四緣假合，妄有六根。六根四大，中外合成，妄有緣氣；於中積聚，

四有緣相，假名為心。」 

如果我們視虛假不實之差別為真，執四大假合之身、六根妄動之心為我，無

視萬法的空性平等，只會為自己帶來更多的煩惱。《雜阿含經》中記載尸羅比丘

尼入舍衛城乞食之後，在安陀林樹下休息，魔波旬化身為容貌端正的少年，少年

走到尸羅比丘尼面前說了如下一偈： 

     眾生云何生 誰為其作者 眾生何處起 去復至何所 

尸羅比丘尼識破魔波旬的企圖，便如是回答：  

     汝謂有眾生  此則惡魔見 唯有空陰聚  無是眾生者 

     如和合眾材  世名之為車 諸陰因緣合  假名為眾生 

     其生則苦生  住亦即苦住 無餘法生苦  苦生苦自滅 

     捨一切愛苦  離一切闇冥 已證於寂滅  安住諸漏盡 

     已知汝惡魔  則自消滅去24 

    肉體無常，豈可執著？《增一阿含經卷第二十八．聽法品第三十六》〈大

2-707下〉中記載優缽華色比丘尼欲禮拜如來，尊者須菩提則認為世尊乃是眼、

耳、鼻、口、身、意之身軀，所見之如來亦是地、水、火、風之和合，因此須菩

提便在家中以佛陀所教授之「緣起法」禮拜世尊，佛陀因此稱讚他：  

善業以先禮  最初無過者 空無解脫門  此是禮佛義 

   若欲禮佛者  當來及過去 當觀空無法  此名禮佛義 

肉眼所見之色身，乃肌肉、骨骼、毛髮、血液、感情、認知⋯⋯等精神與物

質之和合，這些組合瞬息萬變，並無「常、一、主、宰」的存在，因此「男相」

或「女相」都只是世俗假有。 

修習佛法即是破想破執著，佛法強調放下執著，所謂「依法不依人，依義不

依語，依智不依識，依了義經不依不了義」之四依止，即是要我們依止佛法、依

止如來功徳法身、明白眾生皆有佛性、真實智慧隨於自心，所以凡從大覺智海大

                                                 
24 大藏經，第二冊阿含部下，《雜阿含經》卷第四十五，頁 327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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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願海流出的語言，都是指引我們離苦得樂的真理。我們要成就的精神上的、心

靈上的、道德上的慧命，至於外表的男身或女身，正如「水沫無實不可撮摩，富

貴無常不可久住，色相如花須臾變異，壽如熟果不可久停。」（《佛說大乘戒經》），

四大假合本不可靠，終究只是一具會腐朽的臭皮囊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