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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法是中華文明的三大組成部份(儒釋道)中唯一的非原生文

明。佛經的翻譯和編修是大規模的文化交流工程，其在文明史

的地位，不亞於阿拉伯的百年翻譯運動。因此，以佛法為依托

的文化符號，能夠將中華文明以較小的阻力，散播至儒家文化

圈以外。

　漢傳佛教徒素有勇於嘗試新科技的傳統，公元868年（唐咸通

九年），在雕版印刷術萌芽之初，印行了金剛經（敦煌唐刻本），

這是目前已知世界第一部雕版印刷品，比歐洲早五百年。

　日本於一百年前編修的大正藏，是近代較為齊全、廣為流通

的版本。由於大正藏，以及收錄大量中國祖師著作的，卍續藏

之成就，日本人可以自豪地宣稱，漢傳佛教的研究重心，已由

中土轉移到東瀛。

　生為炎黃子孫、身為三寶弟子，感謝日本為保存漢文佛經投

入的努力，但以佛法流傳的角度而言，這是歷史的異常及脫軌

(Abberation)，理由是：

一）大正藏係由學者主導，而自二千五百年前，佛陀入滅之後，

隨即開展的王舍城七葉窟結集以來，古今中外歷代翻譯編修

佛經皆由僧團主持。

　大蔵出版株式会社以編製校勘產生的法律保障，不許他人販

售該版佛經，這違反佛經自古以來自由公開的天然屬性。

　而CBETA的大正藏授權來自於日本，換言之，任何在其上的

加工與加值，都受相關著作權法的制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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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佛經不能只是學者的研究材料，也不該是燙金精印、絲綢

包裹但卻束之高閣的文物，必須是任何人都容易親近的結緣

品。

　我們無法容忍一家日本書商限制佛經流通方式，我們必須捍

衛佛經「三根普被」的自由。

　如今我們擁有幾項前人難以想像的技術條件，正是打破這個

尷尬局面的機會。

一）大正藏考察了多個佛經版本，將經文的差異製成校勘，節

省了學者蒐集資料的時間，這是大正藏的核心價值。因為在

紙本時代，不可能人人坐擁所有版本的佛經，校勘在某個意義

上起到，同時參照多個版本的作用。

　但校勘畢竟是二手資料，保真度遠不如原始文物，如今所有

經文掃圖檔（公有財產）得以納入行動載具，只要建立了圖檔

之間的對照關係，從任何一段經文可輕易地調閱所有版本的

原始圖檔，校勘之重要性大減。

二）古代佛經主要是印度文明和中華文明（以及兩者幅射區域）

的結晶，但受限於彼此高昂的交流成本（當年取經本身就是九

死一生的冒險），其編製體例不可能有事先商議好的規範，這

就造成各種版本和語系的佛經很難彼此參照驗證，也讓魚目

混珠的現象難以杜絕與防犯。

三）將所有版本和譯本的佛經整合，統一參照系統的工作，我

們稱之為「經同軌」，不止是經文目錄層級的對照（目錄提供某

標題的各種版本和譯本的收錄情況及所在位置），而是更進一

步做到每個句子的精準對應。



　舉例來說，給定任何一句經文，電腦將有能力告知對應的原

文以及各種譯文，反之亦然。即所謂的「平行語料庫」，這也是

自然語言處理（如機器翻譯）的基礎材料。

四）「經同軌」，即佛經句子層級的對應，提供了比辭典更有效

的學習材料，也可以化解辭典無法處理的語境(context)和多義

(ambiguity) 關係。

　閱讀古文難點不在查字典本身，而是查到之後，義項

(senses)太多，挑選困難，一個句子只要有幾個生字，每個生

字又有幾個可能的解釋，產生歧義的現象將呈指數上升。

五）近年來電腦越來越快，即使是手機也能以不到一秒以查找

整部大藏經。於是瓶頸是使用者輸入文字的速度，以前是人等

電腦，如今則是反過來。

　因此，軟件的重點應該盡量掌握讀者所在的語境，做一些背

景工作。舉例而言，讀者卡停在某個頁面，背景程式就開始搜

羅彙整該頁的相關訊息，即：這一頁有哪些艱澀名詞？哪些法

師講過這段經文？哪些其他經文可以幫助閱讀理解這頁經

文？

六）古代藏經雕刻耗費的人力物力極為驚人，從譯經、編輯團

隊，到媒材的準備，抄寫刻字工，印刷及發行流通，是非常龐

大的生產鏈。

　成功的藏經，至少有兩個必要條件，一是政權的同意，二是

足夠的經費。皇帝未必真心信佛，和尚也未必服膺統治，但佛

經想要存活，卷首少不了歌功頌德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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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贊助刻經的，婦女是主力，後宮妃女的捐獻記錄，在藏經中

保留很多。台灣第一部大正藏，是孫張清揚（孫立人將軍夫人）

變賣首飾2，從日本運來的。

　如今我們做手機版，也應該比照古人的辦法，將緇素二眾的

護持事蹟編入藏經，我們這一代也作出了無愧先人、讓後人感

念的貢獻。

因此，我們決心以已成為人類公共財產的中土大藏經為基礎

材料，從頭做起。初步計劃是：

一）以山東圖書館公布之十七萬拍「高清永樂北藏彩圖」為基礎

，裁切成適合手機閱讀的50萬折（每拍三折）。每折5行，每行

17字，共85個字。

二）以CBETA校對過的大正藏文字檔為工作底本，按永樂北藏

的版式逐句重排，這樣就完全擺脫大正藏的製版權。加工成品

採用最寬鬆的授權方式(CC0)，還佛經以最大的自由。

三）使用者點擊的圖檔任何一處、立即由軟體換算為對應的文

字，可搜尋、查字典、連結原文、誦讀、顯示相關的開示錄影

等。

四）取得諸山長老的祝福，我們的目標是只要會按手機，都可

以悠遊法海。

五）由於沒有版權的限制，可以將此成果與置入商品平板電腦

，贈與經濟欠發達地區的僧人，以做為國際文化交流的拌手

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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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樂北藏 手機閱讀示意圖
《華嚴經普賢行願品》曰：「善男子：諸供養中，法供養最。……。何以故？以諸如來尊重法

故。」

一切布施中法施最殊勝； 一切味道中法味最殊勝；

一切喜樂中法喜最殊勝。 《法句經374偈》



佛說無量壽經 北藏卷下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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