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佛光山在「人間佛教」的旗幟下，星雲大師（以下簡稱大師）

為了推動佛教現代化，創立了四大宗旨，落實於弘法的實踐。其中，

在文化弘法中，如何應用現代的科技，將佛光山編藏處於四十餘年

中，艱辛地編輯出的藏經，隨著時代走上資訊化、普及化而與時俱

進，這是大師設立「佛光山電子大藏經」的宗旨與使命。探討佛光

山藏經數位化的歷程內容，包含：《佛光大辭典》、《佛光大藏經》、

電子大藏經網站的應用，及現在進行與未來展望等諸項。

一、成立緣起

佛光山電子大藏經，於 1995 年初成立，由慈惠法師及陳履培

教授，分別擔任主任及副主任。首先著手的工作，是將《佛光大辭

典》（1988 出版）製作成光碟（CD）。為了讓數位化的佛典工作，

能配合時代進展，亦與世界性的「電子佛典國際學術會（EBTI）的

組織（1993 年成立）」、中央研究院等，時常研討並交換意見。《佛

光大辭典》光碟的製作過程，需要投入大量資源及軟體程式，在大

師的支持下，均由佛光山自行設計完成。

製作過程，動用佛學院的專任教師、學生、研究生及發心的義

佛光山藏經數位化的歷程

永本法師（佛光山電子大藏經主任）

專欄：人間佛教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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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近五十人等，在如火如荼、全力以赴下，進行七百萬字《佛光

大辭典》的輸入、校稿、修改、測試。於 1996 年八月大師七秩華

誕時，完成世界佛教第一片《佛光大辭典》的光碟版，並於 1997

年年底，正式由佛光出版社發行。

隨後，於 1999 年跟西來大學合作，聘請西來大學資訊組丁治

安老師，協助佛典數位化的程式設計。雖然在時空的轉換中，人事

稍有變動，但遠居美國的丁老師，一直至今，仍然為佛典的數位化

程式設計發心奉獻。隨著數位化的程式應用需求，亦於 2005 年，

聘請林燦明居士作網站的設置、程式更新、維護等，並隨著編輯工

作的需求，提供運用的相關程式。

二、《佛光大辭典》數位歷程

「佛教的工具書」一向擔任進入佛法大海、探究佛教教義的重

要角色。《佛光大辭典》的內容十分豐富，包括佛教教義、歷史、

宗派、人物及法器等，可以說包羅萬象，應有盡有。同時在內容上

增加近八千條辭彙的《中英文佛學辭典》，是佛教史上一項空前的

巨著。《佛光大辭典》更隨時代資訊發展，開發易於攜帶、操作、

儲存、應用的 PC 版、PDA 版、USB 版、APP 等，使佛教的工具書

的運用，從文本走入數位化。

《佛光大辭典》第一片光碟，自 1997 年發行後，因編輯嚴謹，

內容詳實，具通俗性、學術性，深受學界與教界一致肯定及應用，

各界好評不斷；甚至在各方網站上，都可以看到《佛光大辭典》的

網路連結及廣泛被使用，故如南華大學的蔡瑞霖教授說：「目前漢

語佛教辭典，體例最完備、卷帙最龐大、解說最豐富的，則以《佛

光大辭典》為代表。而且，佛教學一直被忽略的學問訓練的環節，

佛光山藏經數位化的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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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歷史學、文獻學、語言學的基礎工夫，在此尋得一個客觀檢驗的

試金石。難得的是，這部辭典的實用性、通俗性與學術性都照顧到

了。」

因為時代進步，程式要不斷更新。2000 年七月完成《佛光大辭

典》（二）更新版。接著，2003 年八月完成「佛光大辭典＆中英佛

學辭典」（三）更新版，把《中英文辭典》也加入《佛光大辭典》中。

2004 年八月完成全世界第一片《佛光大辭典》PDA 版。PDA 的掌

上型電腦，輕便、小巧、抽取式性強。而《佛光大辭典》的 PDA版，

及《中英文佛學辭典》PDA 版，是把整部佛光大辭典，安裝在掌上

型的電腦上，不但內容豐富，而且攜帶方便、操作簡單，不管何時、

何地、何處皆可隨時使用，使辭典的閱讀、搜尋更為方便。

2008年九月，經佛光山宗委會指示，進行《佛光大辭典》增編。

也為了《辭典》增編的內容，能符合十方大眾需求，請教方廣錩、

藍吉富教授等，希望藉由學者的意見，作為《辭典》增編的參考。

增訂版的《佛光大辭典》，大量收集近百年以來之佛教重要事件、

國內外知名佛教學者、具有代表性之論著、學說，以及佛教界重要

人物、寺院道場等，一者表示全佛教之一切活動並未停頓於百年以

前之風貌，再者亦可彰顯當代佛教、佛學所具有之薪盡火傳、承先

啟後之積極意義。目前佛教界盛行的「人間佛教」相關辭彙，也編

入其中。

2014 年八月，慶祝星雲大師九十華誕暨弘法六十週年紀念，

《佛光大辭典增訂版》十大冊正式發行。總條目達三萬餘條、近

三千幀圖片、近千萬字，內容包括全球近二十多年來，佛教界相關

資訊及辭彙，舉凡典籍、語彙、古則公案、偈語、寺塔、人氏、事

件、宗派團體、藝術、器物，皆在新增之列。2014 年十二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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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辭典增訂版》隨身碟

USB，普羅大眾，方便

攜帶、儲存、檢索、應

用。

時代的進步，手機

的運用更為廣泛、普

遍。在與時俱進下，於

2015 年完成《佛光大辭

典增訂版》的 APP，讓

《辭典》的功能，出現

在手機、平版電腦上而

無遠弗屆。手機上面的

APP，除了《辭典》外，

還有《中國佛教白話經典寶藏》（包含經律論、歷代近代高僧主要

著作）中之題解和源流，使查詢佛教名相外，亦可閱讀 132 冊的佛

教經論的概要，增進學習經典的便易性。APP 程式設計是 apple 系

統，此乃顧慮到使用者下載的安全性問題，是最佳的學佛利器。以

下簡述《佛光大辭典》數位功能：

1. 閱讀的功能：不但可以透過目錄的視窗，簡便地找尋辭目名

相，更可以隨時利用內文視窗，來閱讀解釋名相的內文。並且可以

選擇閱讀佛光大辭典、中英文佛學辭典，或自行擴充「我的辭典」

的內文。

2.「我的辭典」的功能：如果在閱讀名相中，有自己的心得，

或從其他辭典中，找到同樣的名相，卻不一樣的解釋，可以把它另

外成立「我的辭典」，以方便自己日後使用。

佛光山藏經數位化的歷程

南華大學林聰明校長在大師見證下，聘任佛光山電

子大藏經主任永本法師為宗教學研究所兼任教授專

業級技術人員。2014.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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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簡易名相功能：閱讀名相中，如果發現釋文中有些字句，不

知是否是名相，可以再開啟「簡易名相」視窗來查尋。如：碧巖錄，

按搜尋時，程式會依照碧、碧巖、碧巖錄，依次搜尋。

4. 搜尋功能：只要輸入名相字串，就可以很快找到名相的解釋

內文。還可以依類別來搜尋，如：名相內容、名相全文、名相開頭、

全文搜尋。搜尋範圍包含：佛光大辭典、中英文佛學辭典、我的辭

典。搜尋選項有：單一字串、多字串、整個字串（英文）、Unicode（外

字集）對照表查尋等功能。

5.Unicode 對照：這是外字集。電腦的中文系統，常無法出現

經典的古字，可以利用此項功能來查尋。

6. 中梵巴的對照：因梵文、巴利文無法輸入中文系統，故用英

文字母，可以快速找到中文之中的梵文、巴利文。

7. 中英佛學辭典：可以中文來閱讀英文的佛學辭典內的釋文。

《佛光大辭典》、《佛光大辭典增訂版》，從 PC 版、PDA 版

進化到 USB 版、App，任何電腦、手機上，皆能於視窗上自由調整

字、或目錄、或內文的大小，使辭典的應用功能，更符合時代的需

求。

三、《佛光大藏經》數位歷程

《佛光大藏經》的文本，乃於 1977 年成立「佛光大藏經編修

委員會」，由大師主其事，集學者數十人，經年累月，採各版藏經，

冀望作文字之校勘、全經之考訂，以及經文之分段、逐句之標點，

甚而名相之釋義、經題之解說，並有附有諸家之專文，期編纂一部

現代人人能讀，讀而易解，解而能信，信而易行之佛教聖典。

大師主張佛教現代化，故於《佛光藏》文本編纂出版同時，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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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藏經數位化，藉著資訊時代的科技，將藏經的保存、流通、推

廣，加以統合，使藏經能獲得充分的應用。從阿含藏、禪藏、淨土

藏、般若藏皆出版單片的光碟，各藏個別使用。文本藏經出版之後，

從光碟 PC版的製作，進化到USB隨身碟，從單藏單片到五藏合一、

七藏合一，乃至藏經的電子書，使閱讀經藏的功能，更能簡潔、方

便。

藏經在數位化編輯過程，一開始都必須靠文字一筆一筆輸入。

後來，工程師的程式提升了，以程式轉檔來簡化輸入文字的繁瑣。

但是，藏經的文字跟現代文字有很多差異，轉檔過程，都需要造字，

而且圖表和表格、文字容易喪失。所以文字轉檔後，為了顧及這些

問題，必需重新校對三次以上，再請工程師安裝完成的程式。之後，

進行題解、註解、各種語言的電腦、圖表、梵巴字之程式應用測試。

最初《阿含藏》的程式，既修改了 13 次，方於 2002 年出版藏經第

一片《阿含藏》的光碟。《阿含藏》的註解內容豐富，且，附錄有

近 40 篇研究阿含的重要文獻。為了讓信徒接受《藏經》的數位化，

在全台舉行十五場的說明會，介紹辭典、藏經的應用。

自《法華藏》出版後，為使藏經的搜尋統整，讓使用者運用方

便，2012 年出版阿含、禪藏、淨土、般若、法華藏「五藏合一」之

隨身碟。為了區別藏經的隨身碟跟一般隨身碟不同，要讓人望之而

生起對法的尊重，故用名片的方式來呈現。又於 2018 年 9 月出版

阿含、禪藏、淨土、般若、法華、本緣、唯識藏等「七藏合一」的

隨身碟，將近 260 冊的文字，容納到一個 USB。隨身碟的封面，以

「書」的型態來表示「藏經」的內容。

七藏合一的《佛光大藏經》，點閱後，在「類別」的工具列上，

有跟紙本藏經一樣的「目錄」，包含樹狀式的題解、章節，閱讀很

佛光山藏經數位化的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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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便。如果遇到艱澀的教理名相、難懂的名相，可以使用工具列《佛

光大辭典》查詢功能，查詢時，名相查詢出現小框框，可跟經文同

時閱讀。還有內文引用的功能。字體大小，可以自由調整。視覺的

畫面，看起來很清楚，容易閱讀。

四、電子大藏經網站功能與應用

網站上，首頁出現《佛光大藏經》光碟、《佛光大辭典》、

APP、《四十周年紀念特刊》等的標示畫面。隨著點閱，可以查詢、

閱讀《藏經》與《辭典》。有學者建議在電子大藏經的網站上，能

提供佛光山的歷史資料，故亦將《四十周年紀念特刊》製作成電子

書，掛在網站上，提供閱讀、研究。配合時代，網站除了提供線上

藏經、辭典的搜尋、APP 功能外，各藏也有電子書的閱讀功能。

究竟有多少人使用藏經的網站？據 2022 年四月的訪客統計，

有荷蘭、澳大利亞、俄羅斯、加拿大、瑞士、比利時、印度、柬埔

寨、蒙古、巴基斯坦、馬其頓等 88 個國家、16000 筆。關鍵字搜尋，

每個月有 2253筆，來自中國、日本、馬來西亞、法國、泰國、越南、

德國等 13 個國家。從成立以來，藏經、辭典的關鍵字查詢，筆數

最多的地區是中國大陸。網站上，也提供問題諮詢，不論是安裝，

或操作方式，或藏經內容。時常有國外人士詢問，如何買到藏經、

如何下載藏經內容等。

五、現況與展望

目前數位化的編輯作業，包括《禪學大辭典》、《法藏文庫》、

《聲聞藏》的編輯，以及進行網站更新的作業。編輯中的《法藏文

庫》110 冊，是大師指示編藏處蒐集台灣及大陸的碩博士的論文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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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在學術領域很有參考價值。網站預計在六月底全部更新，除了

更新程式外，閱讀視窗畫面也跟著更新；同時增加「延伸閱讀」的

項目，以《阿含藏》的譬喻故事、《禪門喻語》的語彙，增進大家

閱讀的興緻。2020 年八月出版 55 冊的《聲聞藏》，是部派論典的

總匯集，佛陀教義精緻化的學說，將於 2022 年八月掛上網站，提

供大眾閱讀與搜尋。

21 世紀，是修持身心靈的世紀，最熱門、普遍受大眾歡迎的就

是「禪修」。故藉此《禪學大辭典》的編輯，提供給喜好禪修者，

作為參禪者的修行指南。收錄類別，以修學禪定的方法，及禪宗的

派別、思想為主。收錄類別有：典籍、人物、語彙、寺塔名、宗派、

公案、用語、制度、器物、軌則等，並附禪宗的傳承表、清規等。

希望能在兩年內儘速完成。

結語

大師說：「過去常有人說，佛教的慧命在文教；現在應更進一

步說，佛教的發展，應該重視資訊的運用。唯有文教資訊普遍化、

現代化，則佛教的傳播，深入社會大眾中，將指日可待不為難也。」

現代科技資訊一日千里，利用網際網路所產生的附加價值來傳

播佛法，提高弘法效率，不管現在或未來，都是不可忽視的一環。

我們將配合文本藏經的出版，隨之數位化，讓佛教的經典，廣為流

傳。未來並讓《禪學大辭典》的出版、數位化，成為禪修者的指針。

同時，在此方向發展下，希望能再創編纂的格局，為佛教的慧命獻

身，使佛法現代化、人間化，為佛教歷史繼往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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