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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摘 要 

本文以唐初女性佛教信仰为研究对象。正史中关于女性的记载很少，但墓志

等史料为我们提供了女性生活的原始素材，从中我们可以爬梳出女性佛教信仰的

珍贵信息。因此，本文主要通过对唐初的墓志、造像题记、灵验类故事等史料的

统计分析来考察唐初的女性佛教信仰。对唐初女性佛教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全面了

解佛教在唐初的发展情况，对于佛教史的研究亦有一定的意义。 

本文除导论和结论外，分为四个部分，包括唐初女性佛教信仰的社会人文背

景、唐初信佛女性的构成和信仰缘起、唐初信佛女性的主要宗教活动、唐初女性

佛教信仰与家庭和社会的联系，试图展现唐初女性佛教的方方面面。文章的结论

认为：唐初统治阶级对佛教的扶持、逐步恢复发展的小农经济和商品经济、较为

开放的社会风气，为女性佛教的发展提供了较好的环境条件，使得女性佛教信仰

深入各个阶层。女性信佛的缘由多种多样，表现出明显的实用性特点。她们较少

钻研佛理，信仰活动整体呈现出简单化的特征，宗教生活与世俗家庭保持着一定

的联系。 

 

关键词：唐初；女性；佛教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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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I

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women’s Buddhism faith in the early Tang Dynasty is studied. 

There is very little record about women in the official history records, but the epitaphs 

and some other historical data provide us with the information  

of the women’s lives, from which we can get precious information of the women’s 

Buddhism faith. Therefore, this paper study the women’s Buddhism faith in the early 

Tang Dynasty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epitaphs, the inscriptions of the Buddha 

statues and the efficacious stories. The study on the women’s Buddhism faith in the 

early Tang Dynasty can help us get more knowledge of the development of Buddhism 

in the Tang Dynasty ,it also has a certain significance for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Buddhism. 

Except the introduction and the conclusion, there are four parts in this paper, 

including the social and human background of the women’s Buddhism faith in the 

early Tang Dynasty ;the composition of the women with Buddhism faith in the early 

Tang Dynasty and the origins of their faith; their major religious activiti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ir faith and the family and the society. This paper tries to 

show all aspects of the women’s Buddhism faith in the early Tang Dynasty.  

The article concludes that: the support from the ruling classes in the early Tang 

Dynasty, the more open social atmosphere, and the gradually development of the 

smallholder agriculture and the commodity economy, provided a better social 

surroundings to the women’s Buddhism faith. The women’s Buddhism faith was 

found in all classes. There were varieties of origins of the women’s faith, which 

showed conspicuous practical features. The women less studied the Buddhism 

doctrine, their religious activities were simple and kept relations with the secular 

families . 

 

Keywords: early Tang Dynasty; women; Buddhism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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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论 

第一节 选题的提出及研究意义 

佛教于两汉之际东传，魏晋南北朝的动荡离乱为其传播发展扩展了空间。隋

统一后，结束了近三百年的战争和分裂局面，在统治阶级的大力扶持下，佛教的

发展蒸蒸日上。唐朝建立之初，唐高祖和唐太宗延续了隋朝对佛教的扶持政策，

并加强了对佛教的控制。 

唐代是中国中世纪社会发展的繁盛阶段，亦是佛教中国化发展的关键时期，

佛教的发展于唐代到达顶峰。唐初是唐代繁荣之始，亦是佛教鼎盛之开端。这一

时期，佛教在民间获得了更为广泛的传播。比起士大夫对佛教的痴迷，约占唐初

人口半数的女性亦毫不逊色。不管是高门豪族出身的女性，还是市井小民，她们

对佛教的虔心都别无二致，有的出家为尼终身奉佛，有的在家虔诚修行。 

唐初女性的佛教生活是佛教发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由于女性在历史书写

中长期处于弱势，正史中关于女性的记载很少，关于她们的佛教信仰活动就更是

鲜少提及。那么，唐初女性的佛教信仰状况究竟是怎样的呢？其信仰发生在什么

样的社会人文背景之下？信佛的女性是由哪些阶层的人组成的？她们为什么信

佛？她们过着怎样的宗教生活？信仰生活与世俗家庭有着什么样的联系？基于

此，有必要对女性佛教进行研究。研究唐初女性的佛教信仰，有助于我们更全面

地了解佛教在唐初的发展状况。 

第二节 研究成果综述 

台湾学界关于唐代女性佛教信仰的有以下一些代表论著：李玉珍的《唐代的

比丘尼》
①
从碑石、笔记等材料出发，对比丘尼在士族社会中的角色、比丘尼教

团的发展、内道场的内尼进行了研究；释恒清的著作《菩提道上的善女人》
②
第

三章第三节探讨了唐代内道场的尼众群体。 

近些年大陆学界关于唐代女性佛教的研究逐渐增多，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

                                                        
①李玉珍：《唐代的比丘尼》，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9 年。 
②释恒清：《菩提道上的善女人》，台北：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9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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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的研究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探讨： 

一是唐代女性佛教信仰的特点及其信仰对婚姻家庭的影响。代表著述有：高

世瑜的专著《唐代妇女》
①
的第二章第九节《女尼、女冠、女巫》；严耀中的论文

《墓志祭文中的唐代妇女佛教信仰》
②
、《佛教戒律与唐代妇女家庭生活》

③
；段

塔丽的论文《论唐代佛教的世俗化及对女性婚姻家庭观的影响》
④
；吴敏霞的论

文《从唐墓志看唐代女性佛教信仰及其特点》
⑤
；焦杰的论文《从唐墓志看唐代

妇女与佛教的关系》
⑥
。 

二是对比丘尼及比丘尼教团的专门研究。蔡鸿生的专著《尼姑谭》
⑦
、洪丕

谟的专著《中国名尼》
⑧
以及李哲良的专著《中国女尼》

⑨
部分涉及到唐代比丘尼

的信仰生活；杨孝容的论文《中国历史上的比丘尼》
⑩
对唐代上层尼众僧团与民

间禅净僧团有所论及。 

这些研究在唐代信佛女性的信仰特点、佛教对女性婚姻观家庭带来的影响、

比丘尼教团在唐朝的发展等方面做了比较深入的探讨。但由于史料的缺乏，研究

者很难对唐代女性佛教做出全面清晰的考察，在唐初的社会环境对女性佛教发展

带来的影响、信佛女性的阶层构成、女性的日常宗教生活等方面还留有一些空白。 

第三节 研究思路和各章线索 

本文主要考察唐初女性佛教信仰，故所选资料集中在唐高祖唐太宗两朝（618

——649 年）。由于女性在历史上的地位低下，除了少数贞节烈女，她们的名字

鲜见于正史传记中，而出土的墓志、造像题记等史料，对墓主或造像人的家世生

平等叙述较为详细，且涉及到各个阶层各个年龄段的女性。所以本文采用《唐代

墓志汇编》（及续集）、《全唐文》、《唐文拾遗》、《唐文续拾》、《续比丘尼传》、《太

平广记》为主要研究材料。所选的墓志、造像题记、传记等材料，除了全部采用

                                                        
①高世瑜：《唐代妇女》，西安：三秦出版社，1988 年。 
②邓小南主编：《唐宋与女性社会》，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 年，第 467 页。 
③严耀中：《佛教戒律与家庭生活》，《学术月刊》，2004 年第 8 期。 
④段塔丽：《论唐代佛教的世俗化及对女性婚姻家庭观的影响》，《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 年第 1 期。 
⑤吴敏霞：《从唐墓志看唐代女性佛教信仰及其特点》，《佛学研究》，2002 年 00 期。 
⑥焦杰：《从唐墓志看唐代妇女与佛教的关系》，《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 年第 1 期。 
⑦蔡鸿生：《尼姑谭》，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6 年。 
⑧洪丕谟：《中国名尼》，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年。 
⑨李哲良：《中国女尼》，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 年。 
⑩杨孝容：《中国历史上的比丘尼》，《法音》，1998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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