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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大藏經，誠如論壇大會所言，是佛教的聖典，是古代亞洲文化交流的结晶，也是
今天研究東方文化不可或缺的資料。大藏經的整理、保護、重印、流通，與發     
展，是古今中外所有佛門弟子共同的責任與願望，也是古往今來，許許多多佛門
大德畢生心血之所寄。 
 
我萬分有幸，自 2002 年秋天以來，有緣參與對全世界各地聯絡贈送 乾隆大藏經
及其他多種大藏經之法寶流通工作。六年多來，從贈藏之實際工作中，累積了一
些經驗與心得，今日藉論壇盛會作一簡單報告，提請各方大德指正、參考，亦是
殊勝因緣。 
 
二二二二、、、、我國歷代對大藏經的整理我國歷代對大藏經的整理我國歷代對大藏經的整理我國歷代對大藏經的整理、、、、重印重印重印重印、、、、與與與與保護保護保護保護    
    
據傳我國大藏經的整理、彙集，始於南北朝時代。梁武帝天鑑年間，曾收集歷代
翻譯的經典多部，據傳是佛經有藏的開始。依  隋書經籍志 等史書記載，梁朝 釋
僧祐 撰 出三藏記集，是現存最早的佛典目錄；不過，自漢至隋唐，佛經都靠手寫
本流傳 (目前尚有若干古代寫本佛經倖存)；這些早期傳說的藏經全是手寫本，目
前均已失傳。 
    
除 了 石 刻 經 典 及 手 寫經 本 之 外 ， 佛經開 始 有 木 刻 本 始 於 晚唐 ( 大 約 公元 九 世紀
時)。現存最早的木刻佛經，是在敦煌發現的唐咸通九年(公元 868 年)王玠出資雕
刻的金剛經，這是我國現存最早有刻印日期可考的雕版印刷書。 

 

依目前可考之記錄，我國大藏經之 刻印始于北宋開寶年間於四川所刻的 開寶藏
(或稱蜀藏)，所以修藏史一般從宋朝開始起敘；宋代之前，佛經刻本多屬單行
本。 
 
歷代整理、彙集大藏經，國內可考的，宋及遼金八次、元二次、明四次、清一
次；國外可考的，高麗三次，日本七次，其大要者略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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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時，智昇作 開元釋教錄，這是一部精詳的佛教典籍之目錄學著作。到了宋
代，宋太祖敕令於益卅 (現在的四川省) 雕刻 開寶藏，這是我國第一部木版刻印的
大藏經。開寶藏 以 開元釋教錄 之目錄為依據，而後來歷代的大藏經，則又都以宋
代之 開寶藏 為基礎。開寶藏 於宋初傳入高麗，為 高麗藏 之所本。 
 

從宋朝、元朝到明朝，大藏經代有編集；到明朝萬曆年間，大藏經已有四種版
本，其中包括明太祖洪武年間的南藏 (在南京刻)，及永樂年間的北藏 (在北京刻)
等。到了清朝，世宗皇帝於雍正十一年 (公元 1733 年) 命王公大臣及漢、藏僧侶
等一百三十多人，于北京賢良寺設立藏經館，以明初的北藏為基礎，校勘修訂，
開始編集重刻大藏經，是為 清藏。這部大藏經於乾隆三年 (公元 1738 年) 竣工，
也稱乾隆大藏經，俗稱龍藏。這是中國官刻大藏經的最後一部，是我國現存的唯
一一部大藏經版，也是目前最為完整的一部漢文大藏經。 
 

大藏經，是將一切佛教經典作有組織、有系統地整理、彙集。佛入滅後，佛教經
典是如來正法之所繫、眾生慧命之所寄，影響深遠、關係重大。而歷代朝野對大
藏經的編集，不但整理、校對、保存了歷代漢譯之佛經，同時，各朝代之藏經編
集者亦不斷收集並增補當時新發現之各種佛教文獻及相關資料。這樣的努力，正
是對法寶的保護，使法典得以不斷流傳，也使當時及後世之大眾於學佛時有所依
憑。 
 

以目前我國現存的唯一一部大藏經版，龍藏經版為例，即可知古人刻印大藏經
時，對保護經藏所用之苦心。目前龍藏經版有一部份保存於北京雲居寺，我於 
2003 年至雲居寺參訪時，曾有幸親見龍藏之部份經版，包括龍藏中惟一的一塊整
版雕畫 -- 全佛圖。 
 

龍藏木經版全由上等梨木製作雕版，而且，每塊經版都是用一整塊梨木雕刻而
成。梨木材質堅硬不易變形，且木紋平直，紋理密集整齊，是用來製作雕版的上
好材料。雖然我國早在宋代就發明了活字印刷法，但清朝刻印龍藏，，，，反而使用老
式的整版雕版印刷法。這是因為雕版印刷雖然比活字印刷效率低，但其版本較容
易完整保存。也正因如此，龍藏經版多數至今尚能完好保存，也才能使我國保存
下來最完整的漢文大藏經。    
 

當然，討論對經藏法寶的保護，不能不推崇房山石經。漢朝司馬遷云：『藏之名
山，傳之其人』，房山石經將保護經藏、藏之名山，傳諸萬世的苦心發揮到了極
致。 

 

佛法東來之後，在我國北魏太武帝及北周武帝時曾遭遇兩次法難，經書被焚燒破
壞。同時，南北朝時，戰亂不止，手寫經本也難以保全。為了將經藏妥善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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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被世間災難及戰亂毁壞，以令正法長存，北齊慧思大師即有意將重要佛典刻於
石上，藏於山洞中，以作將來重行拓印流通之底本。 
 

房山石經即是由靜琬大師秉承其師慧思大師之遺願，於隋朝大業十二年（公元
605 年）開始創刻。刻經事業自隋至明（公元 1644 年），經歷六個朝代，上下綿
延 1039 年。師徒相承，代代接替，共鐫刻佛經 1122 部、3572 卷、14278 塊，規
模之宏大，用心之良苦，令人嘆為觀止。 

 

2003 年我至雲居寺參訪時，先在地宮見到了在恆溫、恆濕下妥善保存之石經板，
再有殊勝因緣，得以到對面石經山上原刻經洞參訪。面對萬千手刻石經板，對古
代大德漚心瀝血、弘護正法之弘願，實深覺震撼，感戴無已。 

 

三三三三、、、、參與贈藏因緣及工作成果報告參與贈藏因緣及工作成果報告參與贈藏因緣及工作成果報告參與贈藏因緣及工作成果報告    
 

我能參與對全世界各地聯絡贈送 乾隆大藏經及其他多種大藏經之法寶流通工作，
是一個不可思議的因緣。在 2002 年中時，我即聽說 淨空老法師 及其所代表之十
方善信大德提倡恭印 乾隆大藏經，計劃贈送給世界各國之國家圖書館及大學圖書
館，以保存、典藏，並供大眾參閱。 
 

作為佛弟子，我對此舉深為讚歎。一方面，將 乾隆大藏經 分佈世界各地，廣為保
存，能助經藏長存，維護正法久住；另一方面，經藏所在之處即如同有佛，一如 
景印《乾隆大藏經》緣起 所言，我也盼望藉由流通 乾隆大藏經 之功德，迴向法界
眾生消災解劫，祈求世界和平。不過，在當時，我沒想過會與此一事業有所關
聯。 
 

到了 2002 年秋天，美國東部的同修告知，贈送 龍藏 給世界各國國家圖書館及大
學圖書館之計劃進行不太順利，似乎贈送無門，希望我能幫忙試試看。當時我不
覺得我有能力幫多少忙，不過，流通經藏、維護正法久住，是每個佛弟子的天
職，我願意盡力一試。在當時我剛聯絡贈送了一部 禪藏 給芝加哥大學東亞圖書
館，有一點點聯絡基礎，因此，找了幾位義工同修，組織了一個 「贈藏小組」，
從芝加哥附近之 伊利諾大學 及 芝加哥大學 兩所名校開始，嚐試寫信聯絡。 
 

結果，「贈藏小組」出師大捷。兩所著名大學都很快回信表示願意接受龍藏贈
送，我們很快建立了一點信心。接著，我選定美國東部的長春藤盟校為下一目
標，先以校友身份成功地將龍藏送入賓卅大學，再逐一聯絡，將龍藏送入了 哈佛
大學等幾所著名大學。 
 

至此，我的信心增多，開始試著聯絡世界各國國家圖書館，選定先由美國國會圖
書館試起。當時 伊利諾大學東亞圖書館的陳館長提供給我美國國會圖書館亞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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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王博士的聯絡資料，我鍥而不捨，給王博士寫了幾次英文長信，說明贈藏目
的與用心；在一再努力下，經過安檢等程序，終於將龍藏送入了美國國會圖書
館，為贈藏工作邁出了一大步！    
 
接下來，持續密集之贈藏聯絡雖令我常須日以繼夜工作，寫信、回信、安排寄
送、解決通關、編目、儲存種種問題等等，但進展尚稱順利。幾年間，接受我們
此項聯絡捐贈服務之機構幾乎涵蓋了世界各國及全美國、加拿大所有的著名大學
及圖書館。 
 

受贈 龍藏 之國家圖書館除上述美國國會圖書館之外，尚包括丹麥皇家圖書館、以
色列國家圖書館、印度國家圖書館、新加坡、愛沙尼亞、及捷克共和國等國之國
家圖書館，與中國國家圖書館。另有些國家圖書館，例如敘利亞國家圖書館、波
蘭國家圖書館等，無法使用漢文龍藏，但要求並且接受了大量的英文佛書。 
 

著名大學方面，則分佈範圍更廣，美國、加拿大之外，亦包括中南美洲聖保羅大
學，及澳洲國家大學；歐洲方面，包括了倫敦大學、劍橋大學、牛津大學，及德
國、荷蘭、法國、西班牙等約十個 國家之多所著名大學。  
 
亞洲方面，包括了台灣大學、尼泊爾及印度、新加坡等國之多處學術研究機構；
中國大陸方面，則包括了北京大學、浙江大學及 四川大學 等多所著名大學之圖
書館及研究所。 
 

我們開始之聯絡贈送以龍藏為主，但配合受贈機構之需求，贈送之佛典範圍逐漸
擴大，漸漸也包括贈送大正藏、緬甸巴利藏、印度巴利藏、大部套裝祖師大德著
作及佛學叢書，以及大量之英文及其他語文佛書。六年多來，不敢說成就輝煌，
不過，贈送出之佛典、大藏經 ( 龍藏、大正藏、巴利藏) 數量十分可觀，受贈之國
家、機構相當廣泛，相信對傳揚佛典、協助保存古籍，並促進與世界各地正統學
術機構之文化交流發揮了一定的作用與影響。  
 
四四四四、、、、由由由由贈藏贈藏贈藏贈藏經驗累積之心得及對經驗累積之心得及對經驗累積之心得及對經驗累積之心得及對大藏經大藏經大藏經大藏經弘揚的展望弘揚的展望弘揚的展望弘揚的展望    
    
我的贈藏聯絡工作不是從頭到尾一帆風順，不過，感謝三寶加持、龍天護念，及
許多義工同修與協助寄送單位同仁之大力配合，所有難題都終能解決。 
 

由幾年的贈藏經驗中，我也累積了一點點心得，謹略述於此，敬供參考： 
 

1. 推廣推廣推廣推廣、、、、流通大藏經流通大藏經流通大藏經流通大藏經及佛典及佛典及佛典及佛典 ，，，，是一個需要群策群力的集體工作是一個需要群策群力的集體工作是一個需要群策群力的集體工作是一個需要群策群力的集體工作，，，，而且而且而且而且，，，，必須必須必須必須
要要要要有一定的財力資源有一定的財力資源有一定的財力資源有一定的財力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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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項 工 作 ， 不 但 主 要 負 責 人 員 要 有 廣 大 人 脈 、 良 好 之 溝 通 及 隨 機 應 變 能
力，也需要有同心同志、高度配合、能隨時待命、一起解決問題的後援小
組 。 廣 大 人 脈 對 推 展 任 何 工 作 都 是 一 大 助 力 ， 對 於 跨 國 對 不 同 宗 教 、 文
化 、 語 文 之 朋 友 推 廣 、 流 通 大 藏 經 及 各 種 佛 典 ， 更 是 不 可 或 缺 的 必 要 條
件。 
 

以贈藏實務經驗而言，找到每一個合適的受贈單位中的正確聯絡人去開始
聯絡，是整個贈藏過程中最艱難的工作。而良好、廣大的人脈基礎，則為
此項艱難的工作提供了極大的幫助。比如說，倫敦大學亞非圖書館主任透
過 伊利諾大學之介紹，主動與我聯繫；然後，劍橋大學圖書館中文部主任
又透過 倫敦大學之介紹，也主動與我聯繫。諸如此類，經由各地圖書館
長、主任之推薦、介紹，使贈藏過程中，找尋正確聯絡人的工作負擔減輕
不少，這也是佛門「廣結善緣」的一個極佳之運用與例證。 
 

至於整體推廣、流通大藏經及佛典之組織必須有一定的財力資源，則是顯
而易見之理。重印或購置各種大藏經及佛典，所費不貲，不言可喻；而越
洋、跨卅寄送厚重之法寶書籍，相關之運費、倉儲及通關費用更是龐大支
出。雖然若干受贈單位能夠並且願意支付運費，但部份受贈單位確實無力
負擔鉅額之運送及通關費用。 

 

我在聯絡捷克共和國之國家圖書館時，適逢東歐大水災之災後重建期間，
館方實言相告，說雖然很盼望能申請一部龍藏，但無力負擔通關及內陸運
費，不得不放棄。我好言相慰，祝福他們重建順利，並承諾會代付所有寄
送費用，オ將龍藏順利送成。 

 

又如聯絡中南美洲聖保羅大學時，因協助寄送單位之同仁流通法寶心切，
基於熱心，多寄了數十箱佛書，結果，聖保羅大學拒收，龍藏及數十箱法
寶 差 一 點 要 遭 拋 棄 或 被 原 櫃 遣 回 。 我 當 時 正 在 出 差 ， 接 到 消 息 ， 萬 分 著
急，火速拜託聖保羅當地蓮友先代收法寶、代作通關，並承諾一定付回所
有通關、倉儲及內陸運費，幾經努力，才順利保住所有法寶，並終於全數
送入聖保羅大學。 

 
因 此 ， 未 來 若 要 將 大 藏 經 及 重 要 佛 典 之 保 護 、 推 廣 、 流 通 與 弘 揚 工 作 做
好，實在需要有志佛子一同發心，以財布施、法布施、無畏布施，三種布
施做圓滿的精神來從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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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弘揚弘揚弘揚弘揚、、、、流通大藏經流通大藏經流通大藏經流通大藏經及及及及重要重要重要重要 佛典佛典佛典佛典，，，，需要有專業人才整理各種需要有專業人才整理各種需要有專業人才整理各種需要有專業人才整理各種藏經藏經藏經藏經及重要佛典及重要佛典及重要佛典及重要佛典
之目錄之目錄之目錄之目錄。。。。    

    
此一編目專才小組需能配合現時代圖書館及研究機構之需求，建立中文、
英文，乃至於其他較多人口使用文字之編目索引系統，以便利推廣大藏經
及重要佛典之研究。 

 

在聯絡贈藏之初期，美國著名的西北大學給我回了一封信，很客氣地婉拒
了龍藏贈送，理由是他們沒有中文編目人員，無法將龍藏編目上架供大眾
使用，因此不敢接受。我雖覺可惜，但也愛莫能助。 
 

到後來，愛沙尼亞之圖書館請求協助，將一批所贈中文佛書之書目譯成英
文，我有了西北大學的前車之鑑，不敢怠慢，找了幾位義工配合，我也參
與校閱訂正，將那批中文佛書之書目全譯成了英文，並略作分類，以協助
其上架供當地學子使用。 

 

我曾對首屆世界佛教論壇提出建議，盼望能『集合全世界佛教界與中國政
府 之 力 量 ， 設 立 一 個 大 規 模 之 國 家 譯 經 院 ， 以 承 續 古 大 德 之 偉 大 譯 經 事
業。將乾隆大藏經及大量之中文經書、法寶等，陸續譯成英文；並選擇若
干最重要、最基本之經書、法寶，譯成西班牙文及其他較多人口使用之文
字』。 

 

此一提倡譯經事業之建議，對弘揚、流通大藏經及重要佛典而言，更顯得
重要。即使譯經事業之全面展開需要較長時間來完成，但各種大藏經英文
編目及索引系統之建立，則無論對保護或推廣經藏而言，都是當務之急。 

 
3. 大藏經大藏經大藏經大藏經與其他大部叢書與其他大部叢書與其他大部叢書與其他大部叢書    (例例例例如四庫全書如四庫全書如四庫全書如四庫全書)    的數碼化與電子化的數碼化與電子化的數碼化與電子化的數碼化與電子化，，，，是時代潮流下是時代潮流下是時代潮流下是時代潮流下

無可避免的必然趨勢無可避免的必然趨勢無可避免的必然趨勢無可避免的必然趨勢。。。。    
 

無論時代如何演變，印刷出來的經本絕對有流通、保存之必要；不過，只
要保存有適量的印刷版本，數碼化與電子化事實上是保護及推廣、研究大
藏經及重要佛典的最好方法。 

 
2004 年下半年，我收到了製作精美的乾隆大藏經光碟片，非常歡喜。當時
已有大正藏之電子版 CBETA 流傳，但尚未包含全部之大正藏經文。乾隆大
藏經之光碟片雖是掃描檔案，於搜尋資料時，不是太方便，但包含了全部
龍藏 經文，而且，研究經典時能有電子版使用，已比逐本逐頁找經文，再
去影印抄錄，要方便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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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與台灣同修商議，得到光碟廠家贊助，再找義工幫忙，到 2004 年底時，
我們的聯絡贈藏工作增加了一項服務，主動再各寄出兩套乾隆大藏經之光
碟片，並附贈一套淨土宗祖師 (蕅益大師或印光大師) 著作，給每一個已收
受我們贈送 乾隆大藏經 服務之國家圖書館、大學圖書館及研究機構。結
果，此舉大受歡迎。2005 年初，我已收到許多受贈單位之再次感謝信函；
不但感謝我們主動再度贈送龍藏光碟之美意，而且，幾乎所有單位都盛讚
龍藏光碟片可增進、協助其使用者對乾隆大藏經及佛教典籍之研究。 

 
2005 年四月時 ，美國奥瑞岡 大學東亞 圖書館之目錄學專 家給我寫了一 封
信，除了感謝我們贈送龍藏光碟及祖師著作之外，並且表示想設計一個特
殊網頁，將乾隆大藏經電子檔案放在該大學網路上，供大眾搜尋、使用，
希望能得到我的允許。我以最快速度代他取得原光碟廠家之許可，並建議
他與台灣大學 之 佛學數位圖書館及博物館 配合。奥瑞岡大學也確實很快推
出了設計精良、易於使用之網路圖書館。 

 
到今天，網路上已有許許多多各種文字之大藏經及其他佛學文獻與典籍資
料可供一般大眾參考使用。網路上資料之多，已遠超過 「浩如湮海」四字
所能形容。古人言：「過猶不及」。如何善用、統合人力及財力資源， 配
合上述編目索引系統之建立，將大藏經與其他重要佛典資料作最合適之數
碼 化 與 電 子 化 整 理 ， 是 新 時 代 保 護 及 推 廣 、 研 究 大 藏 經 之 重 要 課 題 。 如
此，一方面可避免許多不必要的重複工作與資源浪費，另一方面，也免得
學人面對大量的資料，有難於搜尋、不知從何下手之困擾。 

 
五五五五、、、、結語結語結語結語    
 

大藏經，無論是傳統漢文大藏經、藏傳甘珠爾，還是南傳巴利三藏，都是智慧的
寶典，是人類文化的結晶。「佛在世時我沈淪，佛滅度後我出生，懺悔此身多業
障，不見如來金色身。」佛不在世，幸得經藏流傳，佛之法身舍利尚在，眾生慧
命尚有所託。我輩佛子，追緬先賢，遙想法顯、玄奘、般剌密帝等諸大師，前仆
後繼、不計身命以流傳、弘揚經藏之大願高行，即使自慚後學、德行微薄，又豈
敢不勉力效法先賢，以保護、弘揚經藏為己任乎！ 
 
一愚之誠，願與論壇大德及十方有志善信高賢共勉之！阿彌陀佛！！ 
 

 
    公元 2009 年二月八日于美國芝加哥 



附圖介紹附圖介紹附圖介紹附圖介紹    
    
一、龍藏木經版，全佛圖 

    

 
 

二、房山石經 經片 

 

 
 

三、乾隆大藏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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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參考資料參考資料參考資料：：：：    
 

• 漢文大藏經刊刻源流表  

(http://www.suttaworld.org/collection_of_buddhist/Chiarnlurng_Tripitaka/menu/right-18.htm) 
• 維基百科：大藏經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8%97%8F%E7%BB%8F) 

• 百度百科：高麗藏 (http://baike.baidu.com/view/111061.htm) 

• 北京日報：雲居寺展出《龍藏》木經版  

(http://big5.gov.cn/gate/big5/www.gov.cn/fwxx/wy/2008-01/16/content_859389.htm)  

• 佛教線上：房山石經 : 一個延續千年的故事  
(http://big5.fjnet.com/whys/whysnr/200710/t20071030_55826.htm)         

• 歷代漢文大藏經概述 ─ 李圓淨 (原載 南行第六期, 南行學社編印) 
• 中國印刷圖書文化的源與流（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