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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月經期間不能入廟祭拜的迷思

Topic



• 組員親身經歷在經期期間被告知不能入廟祭拜

• 好奇不能入廟祭拜原因
是否有經文列明？是誰說不可以的？

構思



👊【打破迷思—月經期間不得祭拜？向霸權
說不！】

廟宇，或者係其他嘅宗教場所，成日都話歡
迎所有虔誠人士入內，但你又有無聽過有啲
宗教場所指明，嚟m期間係唔可以入內？到
底係有咩根據？呢啲嘅根據又符唔符合宜家
嘅香港社會呢？



🩸月經污穢？
古代嘅衛生用品無宜家咁先進方便，女性經期期
間好容易被經血染到衣物甚至地下，加上當時知
識未普及，大家認為月經來自下身，同大小便同
源，故此古人似乎將月經視作污穢，所以有啲民
間廟宇會張貼「污穢勿近」嘅字眼，提醒女性經
期期間不得入內。老一輩仲會嚇啲後輩﹕「如果
嚟m仲入廟嘅話，死後就要拎住桶水去洗廟
門！」

除咗內廟祭拜之外，女人經期間拜袓先都係唔鼓
勵嘅，唔少人認為祖先成神，陽氣重，而女性為
陰，二者沖剋；而且血象徵戰爭、災禍同流血，
唔吉祥，所以唔比女人嚟m期間拜祭。

🪷佛教點睇月經？
如果問「到底有咩根據？」可能你會聽過「食血
餓鬼」。食血鬼係正法念處經，餓鬼品的三十六
種餓鬼之一，鍾意食人血，尤其係經血。



所以以前嘅人認為女人經期間易招食血鬼，會為自
己同身邊嘅人帶嚟危險，所以禁止經期間入廟。

事實上，佛教從來無明確嘅經文寫明女人經期係唔
應該入廟，喺佛教嘅角度睇，認為諸佛、菩薩係唔
會怕見血污或發起瞋心，亦唔會因為嗜血而見血起
貪心；所以認為女性無論在任何時間和任何日子都
可以到佛教寺院或在家拜佛、誦經、上香。然而，
任何信徒到寺院或在家中燒香、禮佛，亦應該保持
一切整潔。「整潔」，並不是單單指女性的月事，
當中亦包括了體臭、抽煙或任何不潔淨的情況。

雖然緣由就眾說紛云，但喺現今香港社會嚟講，女
性可輕易買到唔同嘅月經用品，月經變得更加尋常
而且較古人輕鬆；而教育較為普及嘅香港社會，都
知道月經只係女性好平常嘅生活一部分，唔係污
穢，更唔應該係一個將女性拒絕於門外嘅合理原
因；但某啲文化入面嘅女性就未必有我地咁好彩。



🤔係邊個決定我地嘅宗教自由？

講左咁耐，到底係邊位神明確話過女人月經期間唔
能夠進入宗教場所祭拜呢？當然，有唔少宗教經典
都提過月經係不潔，但由於釋經嘅問題，加上社會
嘅發展變化，其實某啲嘅傳統做法係唔係真係值得
保留？

各路神仙都無講過月經期間係唔可以祭拜，真正決
定我地宗教自由嘅其實係當權者。印度薩巴里馬拉
神廟一例，我哋可以見到，就算司法機關已經定
判，宗教領袖同傳統思想嘅影響依然係好大，改變
社會習俗比改變法律更難。

呢一種利用宗教嚟控制宗教自由、貶抑女性嘅做法
其實係一種父權社會體制下嘅產物。以男性為主的
宗教領袖透過說不清緣由嘅宗教傳統嚟打壓女性，
在社會文化、輿論的長期控制下形成霸權
（hegemony），潛移默化地規範女性，令大眾對月
經的宗教禁忌習以為常，循環往復。



✝華人以外的宗教點睇月經？

除左上文提及嘅佛教，其實唔少宗教例如係印度教同猶太
教，喺佢地嘅文化入面，月經都係不潔嘅，如印度教經典
視月經為asaucha(不潔)，Vashishta Dharmasastra (1:5:4-6)提
及婦女在月經中，有三日是不潔的。她們不得沐浴...不得
碰火、吃肉...。猶太教根據《利未記》制定婦女喺月經期
間及其後七日都唔能夠同丈夫有性行為，如果唔係，二人
都可能需要透過一啲儀式嚟「潔淨」。在傳統嘅規範下，
雙方信徒在月經期間都唔能夠入宗教場所參加宗教活動。

咁作為最多人信奉嘅基督宗教又點睇呢？舊約聖經《利未
記》（15:19-33節）指出月經是不潔的。

「女人月經期間，有血從體內流出，她必不潔淨七天；凡
摸她的，必不潔淨到晚上...女人所躺的東西都不潔淨，所
坐的任何東西也不潔淨...不論是床，或她坐過的東西，人
摸了，必不潔淨到晚上。男人若和這女人同寢，沾了她的
不潔淨，就不潔淨七天，所躺的床也都不潔淨。『你們要
使以色列人與他們的不潔淨隔離，免得他們玷污我在他們
中間的帳幕，因自己的不潔淨死亡。 』」

除左以上經文，月經期間嘅女性亦被記載喺《路加福音》
入面。



對此，基督宗教領袖對月經嘅解釋有唔同看法，
三世紀的狄奧尼修斯主教，認為上述經文入面，
血漏病婦女知道月經期間觸摸耶穌本人係不合
適，所以只觸摸耶穌斗篷，佢指出經期婦女在禮
拜場所係冇一席之地；相反，中世紀早期的教宗
聖葛利果一世指出，由於耶穌對經期婦女觸摸他
嘅斗篷沒有表示任何擔憂，因此月經並不會使婦
女變得不潔，他認為月經期婦女不必回避禮拜和
聖禮。教會早期和中世紀後期的歷史語境對月經
婦女遵守的儀式要求有不同的看法，例如因為基
督教想同猶太教的習俗區分開來，放鬆左對月經
的限制，而基督教中世紀早期，人們嘅關注點由
月經純潔轉向處女純潔。而家，月經作為基督教
衡量婦女嘅純潔性嘅標準已被處女貞潔所取代。

傅科（Michel Foucault）的系譜學提出我們討論的
問題要追溯其歷史或具體語境的發展，概念不能
脫離歷史，不是恆久不變的。



古代女性衛生用品大多用紡織物料、草墊等，吸
血能力差，的確會有「所躺、所坐的任何東西也
不潔淨」的情況，而醫療技術落後嘅當時，「不
潔淨」確實會染上疾病導致死亡，呢啲都造成左
月經係不潔、會影響宗教場所聖潔的形象，但去
到幾百年後嘅今日，醫學發達，女性衛生用品的
質素已大大改善，嚟m仲係唔係不潔呢？呢啲經
文又合唔合理？經文由人所詮釋，會有不同的聲
音，宗教領袖主張的教義側重點隨時間而有所改
變，信徒執行的宗教禁忌自然會有變化。



🙆其它亞洲地區點睇月經？

BBC喺2017年曾經報導過，喺尼泊爾鄉村地區，甚至城市地區都
有一種叫「Chhaupadi（當地語月經的別稱，帶貶義，指女人經
期不潔）」嘅風俗。女人月經期間會被隔離於專門嘅小屋入
面。空間極小，幾家共用一個，裏面無企理嘅牀鋪、被褥，居
住環境衛生差，甚至會被蛇咬。被隔離的女人唔可以煮飯，唔
可以由村內嘅水源取水飲用，唔准接觸植物、牲口、男人，如
果唔係就會被視為污染或詛咒咗別人。比起母親、祖母的一
代，宜家Chhaupadi 其實已經執行得無以前咁嚴格，但仍然可以
見到月經期間嘅女人被特殊化、被孤立嘅文化係仍然存在！

印度南部喀拉拉邦，有幾百年歷史嘅薩巴里馬拉神廟禁止「月
經年齡」（定義為十歲至五十歲）嘅女性進入。神廟幾個世紀
以來嚴格執行「女性止步」政策，雖然當地最高法院喺2018年裁
定，神廟嘅做法違反性別平等嘅憲法原則，下令神廟讓所有年
齡層嘅婦女入內參拜，但印度教本來就視女性為「不潔」，該
廟供奉嘅生長之神阿雅帕又係奉行獨身嘅男神，所以廟方同大
部分印度教徒都無視法庭裁決，繼續反對讓女性進入。最終喺
2019年1月，多達五百幾萬婦女走上街頭，組成長達620公里嘅人
鏈以示抗，其中一名女子表示：「薩巴里馬拉神廟並不是今天
的主要問題。我相信男人和女人是平等的。」 可以見到禁止女
性月經期間參拜嘅呢個文化現象，背後唔只係迷信，更加係對
女性嘅一種壓迫。



😩咁到底點樣可以打破循環？

要解決問題，首先要洞悉問題。透過了解唔同社會脈
絡，了解唔同社會嘅文化，我地明白呢個現象嘅產生
同影響，自我覺察（self-awareness）已經係好重要嘅
第一步。

喺薩巴里馬拉神廟嘅例子我地可以見到，司法立法機
關有時都未必可以保障我地太多，但唯有引起社會討
論先可以凝聚更多共識，而薩巴里馬拉神廟嘅呢場抗
議，最終爭取到兩位女性進入廟內，打破幾個世紀以
嚟嘅禁忌，雖然距離平等公義仲有一段距離，但民意
手走出嚟嘅呢一步，確係重要嘅一步。

最後，教育自己同身邊嘅人，主動了解相關議題都好
重要，亦都只有裝備好自己先能夠加入社會討論！

#打破迷思第一人
#黎m唔可以入廟拜究竟邊條友講架
#月經羞恥
#宗教自由
#反抗吧崛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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