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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比丘尼生存状况研究

———以陕西地区尼寺为考察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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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伴随着社会的发展，现代化设备的普及，当前许多尼寺已悄然改变了传统的清修方式，以更包容更积

极的态势融入社会，比丘尼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观念都发生了变化。以陕西地区尼寺为考察重点，利用收到的第一

手口述资料，可全方位地对当前比丘尼生存状况包括经济状况、精神状态、健康状况、社会关系等方面进行考察，

并展现当代比丘尼真实的生存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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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丘尼长期以来都被视为特殊的女性群体。
真正学术意义上的佛教女性研究始于上世纪３０
年代初陈寅恪的《莲花色尼出家因缘跋》。谢重

光、白文固著的《中国僧官制度史》是新中国成立

后国内学者涉足佛教女性研究的标志。此后学

术界展开了一系列针对古代比丘尼的相关研究。

同时一些佛教的内部刊物如《法音》《佛教文史》

《佛门女性专刊》等也有对比丘尼的相关论述。

但就研究内容来说，这些论著多是从历史考证、

妇女史、宗教史角度进行探究。对比丘尼的生存

状况情况，尤其是有针对性地对某地区现有的比

丘尼生活及存在状况的研究少有人涉及。本文

拟从口述史的角度，以陕西地区比丘尼为考察重

点，收集第一手口述资料，并进行分析研究，对当

前比丘尼生存状况包括经济状况、精神状态、健

康状况、社会关系等方面进行深一步探索。

一、比丘尼出家前的基本情况

（一）出家原因

比丘尼出家的原因，是研究比丘尼的首要问

题。通过对牛角寺、户县福慧寺、户县佛光寺、户

县石龙寺、临潼二天门寺、灞桥资圣寺、三桥归元

寺、三桥西山寺、清凉寺、罔极寺、云居寺、丰德

寺、观音禅院、福慧禅寺、咸阳戚山寺、福圣寺、渭

南宣化寺、永庆寺、宁山寺等１９个尼寺，３０余位
比丘尼的采访结果来看，现代女性出家原因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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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家庭因素。祖父母或者父母的信仰会

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孩子的宗教信仰。一些比丘

尼因自幼接触佛教的教义和习惯，从而自觉、自

愿地选择佛教作为自己的信仰。如渭南宣化寺

龙德法师“以前在家都学着”“从小就信仰着，大

人那时候就是信佛的”①；福慧寺如学法师说：“父

亲是农民，我家６个孩子，四女二男，全家人信奉
佛教。我小时不爱说话，全家信佛”②。这种受家

人宗教信仰影响的情况，在年纪大的比丘尼（一

般７０岁以上）中表现得更为突出。相对年轻一
些的比丘尼多数接受过世俗文化教育，并且是在

有一定社会经历之后皈依佛门，永庆寺的宽莲师

父说：“家人都是信佛的”“大学的时候选修的是

宗教学”③。家人宗教信仰对她们的宗教选择起

到一定的影响作用，但并不绝对，她们的宗教信

仰选择有明显的主动性和自主选择性。

其二，因缘际会。在佛教信徒的观念中，自

幼喜佛或者厌世离俗，亦或对佛经有特别的感悟

和极好的记忆，都被称为“有慧根”。在现实中遭

遇不快和打击，也会成为人们出世的重要推力，

“宗教具有神奇的力量，能使人的心灵最难以忍

受的痛苦变成最深厚的和最持久的幸福”［１］，出

家后的多数比丘尼不愿谈及从前的“执念”，意在

忘却不快和波折。一些特殊事件如还愿或者其

他偶然的境遇，也会成为皈依佛教的促因，整体

看和古代女性出家原因中的婚姻、还愿、相信、宿

缘这几个因素基本相同。如渭南永庆寺通禅师

父所说：“我是半路遇到了佛法，一遇到就非常喜

欢。”“一个偶然的机会，就很平常地出家了”④。

牛角寺延道法师则是为了还愿：“身体不好，得了

子宫肌瘤，是恶性的……以前在李法师的寺院听

过梵音，甚觉好听，在病痛拜佛中，一边拜佛，一

边说‘如拜佛我的病好了，我就出家’，在拜佛过

程中，我妈摸我肚子，确实感到有渐好之趋势”⑤。

类似情况并不在少数，偶然的机会下或者因一时

的需求，进而在心理上感恩和认同，并最终皈依

佛门。

宽莲师父认为出家是为了追求佛学真谛以

及内心的安静平和：“有些人可以为了自己出家，

有些人为了佛法而出家，很多人，就像很多居士

过来一样，他会问，第一你是不是事业上受挫了，

第二你是不是感情上受了重创了。其实不是的，

在现在这个社会当中，这个媒体传播的影响力，

人会误以为，有些人出家，一是事业受挫，二是感

情受挫，孰不知，这个佛法的甚深妙理会给人心

带来多么大的欢喜，会给人心带来多么大的力

量。我是心甘情愿为佛法而出家的。我觉得我

学了佛法之后，如果我能悟到这个甚深的佛理，

我去做到了，当有人有烦恼的时候，到庙上来了，

我们能够为他解决这个内心的烦恼，让他心里头

不再有负担，让他心里头更舒服，这是我们穿上

这身衣服该做的。”③

（二）出家前的身份及教育情况

家庭的经济状况及社会地位对女性宗教信

仰有一定影响，这种影响同样在老一辈比丘尼身

上体现得较为明显。如宁山寺９２岁的悟德师父
和宣化寺７４岁的龙德师父，出家前家庭成分均
为贫农，经济困难。从采访结果来看，当前出家

的比丘尼并没有集中于哪一个社会阶层，出家前

的经济因素不构成影响。永庆寺通禅师父出家

前“做财会，后来就是跟家里一起做公司、做个

体，做了十多年。”④老一辈比丘尼出家前普遍文

化程度不高，甚至并不识字，如清凉寺的老住持

释刚香在采访中称出家前“没有文化，就是跟着

师父念念经，然后背诵，经典啥都会了”；宣化寺

龙德法师称：“跟师父学念经，也赶上了扫盲，能

略识字”。而现在年轻的比丘尼中不乏有受过高

等教育者，她们所学的相关专业知识，如管理学、

宗教学等也有助于尼寺的日常工作管理以及自

身佛学修养的提高。

二、比丘尼的物质生活状况

（一）尼寺的经济来源

多数尼寺的经济来源主要有两种：供养和募

化。寺院作为精神信仰的场所，宣扬佛教思想、

为信众提供精神依托和情绪安抚从而得到信众

的扶持。因此，信众的供养对尼寺的日常运营、

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尼院经济状况与尼

院的地理位置、信众数量和比丘尼的威望有着重

要关系，也是造成尼寺之间经济状况差异较大的

原因。清凉寺、罔极寺、云居寺位于西安市区，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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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近居民的居住地，香火较为旺盛，因此寺院的

规模、硬件设施较好，比丘尼的数量众多。就募

化而言，由于西安地区信众多，香火旺，外出募化

相对较少，主要以信众所捐的善款和功德箱的筹

资来维持寺庙的日常运营、大殿的修缮和寺庙的

扩建。一些偏僻地区的小型尼寺，比丘尼们还亲

自种植一些粮食和蔬菜以满足日常生活的需要，

日常运营经费来源除了居士供养外还通过一些

佛事活动如替人念经消灾等，这些收入大部分都

用于寺庙的维护和扩建。

（二）比丘尼的衣食住行

“一切众生皆依食住”［２］，佛教承认一切众生

皆依“食”而生存，因“住”而安定，但与一般人不

同，比丘尼的衣食住行需要依据一定的戒律，换言

之，她们的修行渗透在其日常的衣食住行之中。

１．衣着服饰。现在僧服的颜色主要以灰色
为主，同时有黄色、暗黄色、褐色、青色之分，根据

级别其颜色和形制也有所不同。其所着的尼服

有比丘尼自己缝制的，也有居士供养的，还有寺

内传承的。比丘尼的鞋子也有３种类型，即草类
编织的芒鞋、罗汉鞋、僧鞋，其中布料所做的僧鞋

与世俗的“便鞋”差别不大。罗汉鞋的鞋面的尖

部由３片布条排列缝牢，鞋帮缝缀一些方孔，适
合在夏季使用，以灰色、黄褐色为主。

２．饮食状况。尼寺因规模不同，在食物来
源、做饭工具、饮食时间安排及饮食内容上都有

所差异。一些尼寺开垦的小型菜园能满足日常

所需，也有一些尼寺因土地少、交通不便，外出采

购极为不易，不能自给自足，日常需要以居士供

养为主。如二天门寺“水是居士送来”，“吃的菜，

用的太阳能、风扇、电暖气、电视信号接收器也都

是居士们送来的”⑥。永庆寺师父说：“我们庙上

的师父随缘的，居士供过来什么吃什么，可能有

段时间居士供过来很多馒头，那你没办法，你不

能浪费，你可能在１个月或者是半个月这段时间
都是馒头，这就是你修行的一个过程。看你的舌

头对这些味道、不同的食物有没有贪恋。”⑦与小

型尼寺居士帮忙做饭或者比丘尼轮流做饭不同，

大型的尼寺有专门负责斋堂、料理饮食的典座师

父：“一个寺庙必须有典座师父，必须有一个管理

的方法和模式，尤其是佛教，戒律是很严格的。

一个地方乱了，其他地方都乱了，不能偷懒。”⑧厨

房的设施也和寺庙经济状况有关，一些大型寺庙

配备有压面机、饺子机等大型现代化机器，而条

件差的尼寺有的仍烧柴煮饭。

“过午不食”是僧人一戒，也叫持午，标准的

称呼是“不非食时戒”［３］，“一般是两顿，有的时

候，我们出家人要讲态度，出家人晚上吃的那顿

饭，不叫饭，叫药食，是说如果你饿了，身体需要，

身体状况不行的情况下，你可以吃，当药来吃，而

不是说去为了你的贪嘴而吃。”⑦相比其他戒律，

“不非食时戒”并非绝对化，一些地区的僧侣有白

天劳作的“农禅”风习，体力消耗大，所以寺庙也

允许用晚餐，但必须适可而止。采访中一些规模

较大的尼寺，因为香客众多有的会留下吃饭，也

需要准备三顿斋饭，如西安长安区清凉寺斋饭要

准备米、面、馍以及５种菜品，每日的食材采购花
费可达千元。

３．住宿环境。采访中发现，尼寺中等级较
高、年龄较长的比丘尼多为独自居住，而资历浅

的年纪较轻的多为几个人合住。参考寺院的规

模和人数，大多为两到三个比丘尼合住，如清凉

寺、云居寺，而由于清凉寺和云居寺香火旺盛，僧

舍的改建和扩大卓有成就，部分僧舍已改为楼房

形式，而其他寺院或因为面积小或者地理位置限

制，如丰德寺位于丰裕口地势较高处，仍以平房

为主。居住的室内环境也根据各个尼寺情况而

有所不同，从采访结果来看，基本可以实现夏天

有风扇、冬天有电褥子。

４．出行及对外联系情况。《四分比丘尼戒
本》二卷记载：“若比丘尼，无病乘乘行，除时因

缘，波逸提”［４］。远行的方式在佛世乃至中国古

代都是徒步或坐马车等，当时所有的车乘都是用

人或动物驾驶，出于对关爱一切生命的考虑，所

以有了“无病不得乘乘行”的规定，还规定不得乘

坐异性动物驾驶的车子［５］。如今交通工具发达，

无须乘坐动物驾驶的工具了，因此乘坐时可以无

此一层忧虑。又因无法搭乘专车，所以当前即使

在车上僧俗男女共处，也不犯与僧、与男人同乘

行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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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现代交通工具极大地便捷了出行，但比

丘尼仍会保留“行脚”的传统。行脚看似普通却

很实际，通过实实在在的步行，收拢攀缘之心，通

过行脚，眼不观、耳不听、身不觉，默默持行，在行

动中修持。行脚乞食沿途不住旅馆，不住人家，

不住寺院，露宿野外。过斋时间，比丘尼被分为

多组，前往途经村中乞食，乞食归来，所有僧人将

乞到的食物倒出，交给“净人”统一分配。比丘尼

们依照受持戒律的条数多少和受持戒律的时间

长短，依次而坐，等待过斋。

对外联系方面，从采访的结果来看，一般年纪

大的比丘尼对外界信息、新闻并不关注：“一心无

挂碍，啥都不想，把我功课完成就对了，有人来访，

完成不了，晚上不睡觉都要完成呢。寺院都管不

清，还国家大事呢。”⑨也有比丘尼通过现代化信息

工具如手机、电脑与外界联系。“手机不是人人都

能用，刚出家的就算有手机也不能用，师父给收起

来，怕和外界联系太多扰乱了心思。我在二天门寺

４年了，去年孩子给我买的手机。”⑥对于此类现象，
永庆寺的住持认为：“现在很多人看到出家人用手

机，都很讶异。时代是在不断发展的。如果出家人

真的过得跟古人一样的生活，我问你能不能融到这

个社会上？出家人和一般人很大程度上是同步的，

在同步的基础上从简，不那么奢侈。如果跟时代脱

轨了，你怎么去跟信众接触，怎么能去引领他们学

习佛法？”由此来看，对于手机、电脑这类表面上比

较奢侈的用品，她们认为关键还在于使用它的方

式，看它能否增进道业，而非一律地以为奢侈容易

退失道心而排斥。

（三）比丘尼的健康状况及社会保障

《无量寿经》有“常以四事供养恭敬一切诸

佛”［６］，意思是用食物、衣服、汤药、卧具来供佛

祖，佛教并不避讳疾病。因为饮食的清淡、作息

的规律和内心的清净，比丘尼较一般女性普遍身

体状况、精神状态好。一些不严重的疾病如感冒

等，一般选择静养、不借助药物治疗，采取静心、

自愈的方式。“很少去，甚至说是不会去（医院），

基本上是有病了，我们会在心上下功夫。”年龄大

的比丘尼会有一些白内障等老年病，需要去医院

接受治疗。

从调查结果来看，比丘尼的社会保障情况普

遍不容乐观，以生病为例，只有尼寺里一些资历

老、威望高或者对于陕西佛教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的比丘尼，才会有佛教协会或陕西省政府提供的

保障和资助，其他多数比丘尼没有相关医疗保

险，她们的经济状况与尼寺的经济状况紧密相

联。寺院为比丘尼提供物质保障和必要的开支，

生病也由尼寺照料管理。“医疗保险，说都没有

办法说，没有医疗保险……（白内障手术）那是这

里头（指尼寺）给拿了一点钱，娃几个拿了一点

钱。”①“我们这师父都一样的，暂时还没有（医保

卡）。”⑦“没有医疗保险。居士们都有医保卡，生

病了他们都会帮忙拿药”⑩。这种情况应当引起

政府相关工作部门及妇女工作者的关注。给比

丘尼办理相关的社会保险并落到实处，这是我国

社会主义宗教政策和法制健全的具体体现，有利

于和谐社会的构建。

三、比丘尼的精神世界

（一）比丘尼与家人的关系

在传统印象中，比丘尼选择出家很大程度上

是因为家庭关系处理不当，不能从家庭生活中得

到心灵的满足。但从实际采访结果来看，并不尽

然。永庆寺的通禅师父有过婚姻并且孩子已经

毕业，她表示：“我出家，家人也不反对，虽然有点

舍不得。我出家之后，孩子还经常给我打电话问

我缺不缺东西，有什么需要。”“我丈夫开始的时

候也不愿意，后来我经常在家里学佛法，去一个

师父那聊天，他也慢慢认可了。而且我那个师父

他也见过，他也觉得特别好。他还说，你先走，以

后孩子结婚了，我也出家。”④

比丘尼出家后，一般不与家人主动联系，也不

参与家族事务的决定、管理。但她们不会刻意断绝

与家人往来，如果亲属来看望，也以居士相待。亲

属所捐的香火钱也以香客名义捐给尼寺而非比丘

尼本人。关于比丘尼死后的个人财产，最高人民法

院和国务院宗教事务局虽然并未对有继承权的亲

属按照世俗方式继承财产的情况给予否认，但按照

佛教传统、《全国汉传佛教寺院共主规约通则》及

佛教典籍的规定，从实践上是“按照佛教的丛林规

则和传统习惯处理，其在家亲属（包括直系血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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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系血亲和拟制血亲）不能继承。”［７］

简而言之，就是出家以后，比丘尼的生、养、

病、葬基本均脱离俗家，由常驻的尼寺负责，亲属

与比丘尼之间的关系也不再是世俗的亲人，而是

佛法上的朋友。

（二）比丘尼自身的性别观念与态度

佛教中针对比丘尼的戒律明显多于比丘，且

有佛陀的“八敬法”之说，这些规定从世俗来看，

完全将比丘尼置于比丘之下。现实情况来看，大

僧寺庙也普遍比二僧寺庙香火旺盛。多数比丘

尼并不在意这种佛教教义所言的性别地位差异，

以及现实存在的地位差别，相反，比丘尼对于生

命问题的敏锐观察，使得一些情况下她们比比丘

更有优势。比丘尼的宗教抱负并不受制于其性

别，宗教抱负越大，越能成为宗教界的“女中丈

夫”。

（三）比丘尼的教育与进修

１．寺院教育与进修。各寺院的作息时间固定，
普遍为晚１１点休息，早４点起床做功课。寺院不
同，功课有所差异，但主要集中在《金刚经》《楞严

经》和《法华经》等。比丘尼进入寺庙后，一般是由

师父教授，大型的寺院会组织一起学习，定期召开

佛法交流会，而小型的尼寺偏重于自学，自己领悟，

小范围交流。除了在寺院内部的自修，达到一定阶

段还要到各地云游参学、到佛学院进修。以苏州寒

山书院（女众部）２０１４年安居班为例，其明确规定
了招生条件为：历史清白、信仰纯正、身体健康、年

龄５０周岁以下的比丘尼和式叉尼。报名需要持本
人所在寺庙推荐信和相关证明。安居班比丘尼学

习结束经过鉴定合格者，可参加寒山书院（女众

部）考试，考试合格者，可录取在书院学习［８］。不

同的佛学院安排的课程也有差异，如浙江温岭市的

香教书院，除了以汉传佛教文化为核心的教学内容

外，还开设有佛教艺术中的绘画、音乐、佛教寺院设

计等主要专业方向，分科教学，以传承发扬佛教文

化和民族文化［９］。

２．其他教育。新时期党和政府在坚定贯彻
宗教信仰自由的同时，积极引导现实宗教与社会

主义制度相适应，巩固和扩大各民族宗教界的爱

国政治联盟。以陕西省第一期宗教界中青年爱

国人士研修班为例，陕西省委、省政府为了支持、

帮助陕西省宗教团体有计划、有步骤地培养一批

爱国守法、有较高宗教造诣的中青年教职人员队

伍，切实提高服务信教群众、服务社会的能力和

水平，２０１３年１０月在陕西师范大学举办了为期２
个多月的全省爱国宗教中青年人士研习班，基督

教、道教、佛教界共计 １９人参加了培训，其中比
丘尼有３名。课程设置包括基本的国学经典导
读，佛教、伊斯兰教、道教的思想史，马克思主义

哲学原理、中国近代史等，还涉及管理学、伦理

学、法学等相关课程。这有利于我国宗教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相结合，也为现代寺庙的管理、

运行、宗教活动的开展提供了专业支持。

（四）比丘尼的贡献

１．庙宇修缮与维护。陕西地区现存的一些
尼寺历史悠久，还保留着古代的碑刻或其他文

物。这些尼寺在“文革”中或多或少地都受到冲

击，尼寺恢复与比丘尼的维护有着直接关系。

“文革”结束后，许多比丘尼在条件极为艰苦的情

况下省吃俭用，修复尼寺。宁山寺的住持悟德法

师回忆：“济云法师‘文化大革命’后就不在了，说

宁山寺没人，我才到这收拾烂摊子。当地人都说

那里的老鼠很难缠，我说来到刀山不怕刀杀，来

到刺里不怕刺扎。我到这的时候，后面都是荒

山，石头摊，这坡底下一个一个台子都是我开出

来的……从天王殿到西边那个墙，我从这边抛点

砖，那边抛点砖，抛一点盖一点，整天盖墙把手都

磨得没皮了，所以刘县长说‘没有释悟德就没有

宁山寺’”瑏瑡。归元寺“在‘文革’时期遭到破坏，

经过我们两代师父的修建现在有了一定的规

模。”瑏瑢寺庙是佛教徒参悟佛理、追问生命意义的

场所，重建修缮庙宇不仅能给修行者提供一个良

好的修行和弘扬佛法的环境，也是对寺庙内文物

的保护和文化的传承。寺庙重建与修缮的过程

同时也是信仰重建的过程。

２．传承佛教文化。比丘尼在自身传承佛教的
同时也在传播佛教。比丘尼对佛教文化的传承、传

播体现在诸多方面，一些在佛学上有造诣的比丘尼

通过出版对佛教典籍解读的书籍来传播佛法，使得

普通大众更容易走近佛教领会其精妙所在。比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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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作为佛教文化的直接传承者，也通过各种活动弘

扬传统节日与思想观念。在节日来临时组织各种

法会和法事活动，为信众进一步了解佛法、完善信

仰提供条件。如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清凉寺在每

年农历七月十五日举办盂兰盆法会，旨在利安现世

父母并超度已故七世父母。

中国有着深厚的佛教文化，而佛教文化也体

现在传统的佛教节日中。佛教的节日主要分为

传统节日和释门节日。释门节日主要是佛菩萨

出生、出家、成道、涅?形成的节日。除此之外，

在传统节日如除日、元日、上元日、寒食日、冬至

日等也会有大型的祈福法会。尼寺也是为女性

信众提供心灵抚慰与排忧解难的场所，比丘尼通

过对佛教经义的不断深入学习来“渡人渡己”，这

对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都有积极的意义。

３．开展慈善活动。因佛教理论自身的慈善
性和从善的理念，使得慈善活动成为佛教积极入

世的重要表现。我国政府在大力推进民间慈善

事业建设的同时，也积极支持和鼓励宗教界发挥

作用，为社会服务作贡献。

从调查的结果来看，就陕西地区而言，在经

济情况允许、信众较多的尼寺会开设孤儿院、佛

学院等机构，为信众提供佛学教育。观音禅院的

主持果宣法师介绍：“他们就可以到这里来，也不

收钱，他们就读书，在这吃饭，勤工俭学。”果宣法

师介绍观音禅院还资助了两三百个孤儿，其中有

的已经上了大学。许多尼寺也会收养流浪猫狗，

以及居士放生的鱼、鳖。

整体看，当前中国大陆的佛教慈善事业还处

于初步发展阶段，不够成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如缺乏系统性，随机性强，号召力和影响力有限；

佛教慈善组织缺乏规范化的管理和制度性的运

作；与佛教慈善事业发展相配合的法律制度仍不

健全等。但不可否认，由于拥有众多的信徒，我

国的佛教慈善事业还有巨大拓展空间和发展前

景，应探索出一条适合“本土化”的佛教慈善模

式，建立长效的运营机制，使得佛教慈善活动成

为社会慈善事业的重要力量，为健全民众的心理

健康发挥重大作用。

４．政治参与。比丘尼的政治参与状况可以

从两个方面来考察，其一，是否在政协担任职务，

或作为政协委员对佛教事务建言献策；其二，是

否关心、关注时事。从采访的结果来看，西安地

区尼寺的住持及寺院的管理者很多在当地政协

中担任职务，如观音禅院的住持释果萱是陕西省

政协委员，云居寺住持释吉祥同为政协委员，其

他尼寺也有级别较高的比丘尼在政协、人大中担

任职务。但她们都特别强调在政治参与过程中

需要格外小心，把握好合适的尺度，“议政不参

政”，对国家的宗教工作积极建言献策，不会涉足

与宗教无关的其他政治活动。

同时，因为现代化设备的普及和交流的便

利，寺院的比丘尼也拥有手机、电脑等设备，在方

便联系的同时，也为其关注新闻、时政提供了便

利。如释果萱师父还开通了新浪博客，密切了与

信众的交流。总之，比丘尼的参政议政是我国政

治民主化的重要体现，她们积极建言献策，对于

党和国家制定宗教工作基本方针，促进宗教关系

和谐，更好地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

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有着重要意义。

四、结语

随着时代的发展，尼寺已悄然改变了传统的

清修方式，以更包容更积极的态势融入社会，佛

教文化与大众文化协调发展；现代化设备的普

及，使比丘尼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观念都发生了变

化。全方位地从生活的细节方面探究比丘尼的

生活，分析当下比丘尼的生存状况，对社会各界

都有重要意义。对政府的相关部门来说，要坚持

党和国家的宗教政策，发挥佛教在新世纪文化建

设的积极作用，就要求提供相应的政策和制度保

障；于妇联工作者而言，对比丘尼这一特殊的女

性群体的生活状况和健康、心理等问题要多加了

解，从而有利于妇女工作的开展、妇女史的研究；

于社会大众而言，揭开比丘尼生活的神秘面纱，

有利于进一步增进了解和相互尊重，从而对社会

和谐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注释：

①　宣化寺龙德法师采访：贾琳珂采访，魏文婷、马磊整

理；时间：２０１３年 ７月 ２９日；地点：渭南宣化寺，

未刊。

·８４·

山东女子学院学报·２０１６年第３期



②　福慧寺如学法师采访：郭海文采访，武莹莹整理；时间：

２０１２年７月２１日；地点：户县庞光镇福慧寺，未刊。

③　永庆寺宽莲师父采访：贾琳珂采访，魏文婷整理；时

间：２０１３年７月２７日；地点：渭南永庆寺，未刊。

④　永庆寺通禅师父采访：贾琳珂采访、整理；时间：２０１３

年７月２７日；地点：渭南永庆寺，未刊。

⑤　牛角寺延道法师采访：郭海文、武莹莹采访、整理；时

间：２０１２年７月５日；地点：西安市长安区子午镇牛

角寺。

⑥　二天门寺德行师父采访：郭海文、黄楚掀采访、整理；

时间：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１日；地点：临潼二天门寺，未刊。

⑦　永庆寺宽莲师父、通禅师父采访：贾琳珂采访，魏文

婷整理；时间：２０１３年７月２７日；地点：渭南永庆寺。

⑧　丰德寺通满师父采访：高星采访、整理；时间：２０１４年

９月２０日；地点：长安区丰德寺，未刊。

⑨　清凉寺释刚香法师采访：贾琳珂采访、整理；时间：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２日；地点：西安清凉寺，未刊。

⑩　资圣寺宽博师父采访：郭海文采访、整理；时间：２０１２

年８月１６日；地点：资圣寺，未刊。

瑏瑡　宁山寺悟德法师采访：贾琳珂采访，贾琳珂、马磊整理；

时间：２０１３年７月２８日；地点：渭南宁山寺，未刊。

瑏瑢　归元寺行榜师父采访：采访人郭海文、程跃然；时间：

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６日；地点：西安灞桥归元寺，未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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