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九九三年，我蒙聖嚴法師

引薦，到莊嚴寺的世界宗教研究

院任研究員，翌年，又任佛教電

腦資訊庫功德會總編輯（資功

會），得以親近沈居士十多年之

久。

沈居士的為人，給我印象最

深的，就是他的大氣。他一輩子

立大願、做大事，而每日每時，

又是兢兢業業、事必躬親─宏

大的氣魄、超人的智慧和無比的

毅力，在他的身上結合得如此完

美。

沈居士在一次早年的演講

中，鼓勵大家要「發大願」，他

說，比起只要努力幾天就可以完

成的「小願」，發一個「大願」

然後奮鬥多年而完成之，功德要

大得多。可以說，這正是沈居士

的自我寫照。

記得當年沈居士決心著手佛

經電子化工作，聽到消息，我很

吃驚─這是一個何等巨大的工

程啊！從古以來，修藏一事，都

是皇上下旨，國家主持；而今要

靠民間的力量，從事工作量遠比

修藏大上十倍百倍的事，談何容

易！浩如煙海的佛經，要一一輸

入、校對、編輯、編程……，需

要多少電腦、多少場地、多少專

業人員啊！

然而，沈居士硬是有辦法，

他創辦了「資功會」，這是一個

鬆散靈活的機構，它以設立分庫

的方式，把分散在世界各地的

志士仁人的力量凝聚在一起。

凡「資功會」成員，可以在自己

家裡輸入校對，最後匯總到總庫

編輯製作。佛家所說的「有財施

財，有力施力」，經過沈居士的

十年「資功會」
— 沈家楨居士的「大願」

 顧偉康(新加坡佛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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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超越了時空的限制。十年

間，上千萬字的佛經，輸入電

腦，每部經典校對四次……有限

的經費，兩三個專職人員，靠著

沈居士的智慧，就這樣，完成了

「不可能的任務」。

「資功會」成立後第一件

事，就是組織輸入校對工作。用

沈居士的話說，「冰箱裡原料放

滿了，不愁做不出菜來。」其操

作程序如下：會員輸入好指定的

經典，將碟片寄來總庫；我們則

將其編輯成規定的格式，印出後

再寄給校對者；每一經典至少要

校對四稿，也就是說要來回寄九

次，所有的會員聯絡、協調工作

全部是沈居士一手包辦，工作的

量大、繁瑣，不是親歷，絕

對無法體會。除此以外，作

為莊嚴寺的「大家長」，世

界宗教研究院的董事長，幾

個「攤子」，都是他的「分

內事」，沈居士的繁忙可想

而知。但就是在這樣的情況

下，沈居士居然又發了一個

「大願」！

當時，台灣的于凌波居士捐

助了剛開發成功的「丹青」中文

辨識系統和兩台掃描儀，經試

用，對於木刻本、石印本，如

《大正藏》者，辨識的正確率不

能符合要求；但如果是印刷質量

高的書籍，辨識效果就很好，其

速度則是手工輸入根本無法相比

的。於是，我們就開始掃描台灣

新文豐出版社的《大般若經》。

除了專職的胡萬梅居士，淑雅和

玉葵也每天犧牲休息時間，加班

加點，電子版《大般若經》進展

神速。

幾個星期後，我把掃描好的

數卷《大般若經》印出，送去沈

居士的書房，通常，沈居士會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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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稿分寄出去，請會員們分頭校

對。但那天他卻對我說，很久以

來，他就對流行的《大般若經》

的點讀有想法，所以趁這個機

會，他要親自校對和重新標點。

我又一次大吃一驚─一個人？

六百卷《大般若經》，光校對已

經是巨大的工程了，還要重新

標點，簡直難以想像！但就是這

樣，一個八十四歲每天工作日程

排得滿滿的老人，平靜地發出了

超級大願，時間是九三年三月。

從此以後，每次看到沈居

士，他的手裡多了一個塑料袋，

裡面裝著《大般若經》的印行

稿，只要有空，哪怕是幾分鐘的

時間，他隨時隨地就會取出來校

閱和標點。每次送淑雅去

鎮上買東西，她進商店採

購，沈居士就坐在車上校

對。

佛家說「行住坐臥皆

道場」，我終於看見了，

這就是！

一年之後，一九九四

年二月，我把存有六百

卷《大般若經》的電子文檔碟片

交給沈居士的時候，他很高興地

說︰「功德圓滿。」當我建議要

像古德那樣，寫一篇《經記》，

把事情的經過記錄下來，而且自

告奮勇，說由我來起草。沈居士

笑著搖了搖頭……

佛家說「平常心是道」，我

又一次看見了，這就是！

司 馬 遷 贊 揚 孔 子 說 ︰

「《詩》有之︰『高山仰止，景

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向

往之。」沈居士就是這樣一座

高山！他的大慈大悲、大智大

勇，讓人們永遠永遠的「心向往

之」。

十年「資功會」— 沈家楨居士的「大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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