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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本文希望在台灣民間／佛教女性的範域內，略盡棉薄之力，經由對當代台灣比丘

尼「另類典範」的理論化建構過程，為廣泛歷史意涵之「另類歷史」，邁開一個

小腳步。基本上，我認為要探討在何種意義與脈絡下，有一群尼師們是「另類典

範」，應該放在戰後台灣社會文化的脈絡裡來建築。在此脈絡中，至少有三個子

脈絡是需要檢視的：首先是台灣漢人父系／權社會，其次是佛教傳統，再則是女

權運動和女性主義新潮流。這三個脈絡都是與一般社會對女性的規範和觀點有

關，也就是在戰後不同時段裡，對比於社會對女性的強勢知識、價值體系，來談

比丘尼的另類知識、價值觀，就更顯出建構不同知識、價值觀的理論與實踐的可

能性。在這三層脈絡下，我將問題化（to problematize）「傳統」一詞，並在各自

的論述脈絡中，以我走訪香光、佛光、法鼓三教團以及其他數位比丘尼的田野訪

談資料和一些相關出版品，分別以「身份」、「形象」和「身體」三個切點，來

解釋、說明這些比丘尼們何以是「另類典範」。並在第一個脈絡裡，以「人觀」

概念為焦點，來討論性別差異或不平等的社會實踐基礎。而此等社會上的另類女

性典範，是否可以給今日在台灣提倡女性主義或從事婦女運動的人士們一些靈感

與向度？順此也將檢視過去十餘年來，大多移植西方理論，和翻版西方研究的台

灣婦女研究，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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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突破「西方」的影響，走出西方學者近二十餘年來，以「性別」（gender）作

為一個分析的概念，去從事有關的研究之瓶頸？最後我將以討論「傳統」、「典

範」和「規範」間的糾結關係來總結全文。 

        而本文的處理過程和方法，則是一種「理論的實用情境取向（a pragmatic 

contextualist approach to theory）」的研究進路，也就是，對一個研究的主題，採

取多面向的分析角度，並且融合各種分析理論，比如意識形態理論、後結構主義

理論、女性主義理論等等，在不同特定的情境中，使用不同的理論來分析、批判

或解讀，以便對該研究有更多面和更適切的理解。這也就是 Douglas Kellner 的「多

元觀點的文化研究取向」。這種研究取向的實踐，基本上是跨學科、跨領域的。

而其特質，或許就在「打破既存的區隔，突破學術政治上的切割，拒絕被強加的

分類方式」上吧！ 

  

關鍵詞：傳統／典範／規範（traditions／paradigms／norms）、主動能動性（active 

agency）、性別（gender）、身份／形象／身體（social statuses／images／bodies）、

社會實踐（praxis／social practi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