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歷來許多高僧大德都曾閱讀《大藏經》，如現代人間佛教理念開創者
太虛大師（1890～1947年），就是由參禪閱藏而開悟的。大師在他的自傳中說
自己19歲那年，在慈谿汶溪西方寺，因閱讀《大
藏經》中的《大般若經》而有悟境。

積月餘，《大般若經》垂盡，身心漸漸凝

定。一日，閱經次，忽然失卻身心世界，泯然

空寂中，靈光湛湛，無數塵剎，煥然炳現，如

凌虛影像，明照無邊。坐經數小時，如彈指

頃；歷好多日，身心猶在輕清安悅中。

印順導師27歲上普陀佛頂山慧濟寺閱藏，
30歲閱畢後下山，在自述中他提及：

從（民國）21年夏天，到25年年底，除了在

武昌佛學院專修三論章疏半年，又到閩南

佛學院半年，及其他事緣外，都住在普陀

佛頂山慧濟寺的閱藏樓。……那時候，看

《大藏經》是一般人求之不得的。這裡的

環境，是這一生中覺得最理想的。白天閱

讀《大藏經》，晚上還是研讀三論與唯

識。三年閱藏的時間，對我來說，實在所

得不多。因為清刻的《大藏經》，七千餘

卷，每天要讀七、八卷（每卷平均約九千字）。這只是快讀一遍，說不上

思惟、了解。記憶力不強的我，讀過後是一片茫然。不過閱藏也還

是有所得：從所讀的《大藏經》中，發現佛法的多采多姿，真可說

「百花爭放」、「千巖競秀」！這是佛教的大寶藏，應該是探求無

盡的。知道法門廣大，所以不再局限於三論與唯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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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藏慕道，頂戴感恩─如何閱讀電子《大藏經》

另外如聖嚴法師也曾閱藏，他在《聖嚴法師學思歷程》中提到：

若從我的閱讀和寫作的範圍及其性質來看，好像非常龐雜。其實我在台灣

南部閱讀《大藏經》的階段，已經有了一個明確的思想路線。

現代人有便利的電子《大藏經》可檢索閱讀，比起紙本閱藏實在方便許多。
那麼該如何開始讀藏的第一步？以下提出幾個重點：

1 準備好讀經的必備工具
手邊可準備幾本佛學辭典，或上網查找線上佛學辭典、維基百科或教育部重

編國語辭典修訂本等，
這些對於了解佛經名相
及字詞非常有幫助。

2 研讀相關資料
例如佛教歷史、佛

教概論、道次第（《菩提
道次第廣論》）、個別佛經
的釋論等書，這些是
為了增加閱藏深度和
廣度所準備，對於掌
握經文主旨和核心，也
很有幫助。

3 衡量自己需求，選擇適合經典
釋迦牟尼佛具足無上智慧和慈悲，他說法49年，針對不同根器的學生，開示

過許多教法。這些法門可依主題、語言與時間等區分。在這些典籍當中，您可選
擇適合自己的經典來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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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明末藕益大師就曾在藏經中找到《占察善惡業報經》，向地藏王
菩薩受戒。

從明朝那時候蕅益大師說的，現在在南閻浮提找不到五個清淨比丘，所以

他沒法得戒。他才在《大藏經》找到《占察善惡業報經》，跟地藏王菩薩

受戒。（夢參老和尚〈處眾時，與眾人想法不同，應如何做？〉開示）

另外，《大藏經》中，亦有高僧
大德解釋的佛典和譯經家的譯著，
這些也是很好的閱讀選擇。而藏經中
還涵括天文、地理、政治、醫學、文
學、美術等知識，亦值得探索。

4 設定進度，保持心情平和
在自己可允許閱讀的時間內，

訂定一個短期或長期目標，比如多
少天看完多少頁。而閱藏時，心情
應保持平靜，切勿因藏經眾多，為
了想趕時間，快速看完，而掉入急
急忙忙、囫圇吞棗的心態。

5 作筆記、摘要和寫心得
適當地作些筆記非常重要；看到重要段落，也可畫線將重點圈起來；在讀完

某些經典後，應適時地整理思緒，寫下心得。

讀藏知津！讀懂藏經，能讓我們深入佛法，儲備資糧，弘揚佛法。讀藏不
僅可止惡行善，開啟智慧，佛教三藏十二部經典，更可讓我們解脫，證悟無上
菩提。

佛教藏經目錄數位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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