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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世界佛教论坛会智慧大和尚发言 

佛教文献的整理与保存 

─以宝莲禅寺网站建设为例 

 

佛教典籍浩如烟海，汗牛充栋，是中国传统文化传播的重要形式之一，对世界人类

文明的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保存与弘扬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

项艰巨的任务。党的第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为佛

教文献的整理与保护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在这一特殊的历史时刻，第三届世界佛教

论坛顺利召开，对推动佛教文献的整理与保护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

义；在今天数字化时代，计算机数字科技为佛教文献数据的整理与保存提供了技术保证。

本文仅以宝莲禅寺网站为例，在如实检讨该网站成功的经验与不足之处的基础之上，从

某一个侧面试图探索佛教文献的整理与保存，为宝莲禅寺网站未来的发展探路。 

 

1.古代佛教文献的整理与保存 

佛陀在世时，他的教法并没有形成文字，而是以记忆复诵的方式口口相传，依靠「经

师」和「持律师」的记忆，保存佛法。但是，时间久了，难免会出现偏差。为了确保佛

陀教法的纯正性和延续性，迦叶尊者在佛陀入灭后三个月，带领五百弟子在于王舍城结

集佛陀的教法，史称「第一次结集」。「结集」是弟子们聚集在一起，诵出佛陀的遗教，

经过讨论、甄别、审核，确定为佛陀的教法，再逐渐归类整理，最后形成今日经、律、

论三藏的格局。这种情形持续到公元前一世纪前，称为「口传时期」。 

然而，再好的记忆都有出错与遗忘的可能。随着文字的普及，佛陀入灭后三百到四

百年，保存佛法的方法进入「贝叶经时期」，佛弟子们将口传的教法书写在贝叶片上，

形成著名的「贝叶经」。依南传《岛史》记载，公元前一世纪时，斯里兰卡的比丘们为

了便于弘法，首先把巴里文的经典书写在贝叶上，以免圣典散佚。这是以文字记录、传

播佛经的最早记录。印刷术发明以前，中国书籍的流传全依靠人工抄写，敦煌藏经洞内

的敦煌写经、刺血写经、名人抄经正反映出「写本时期」佛教文献的整理与保存情况。 

然而，手抄佛经不仅速度慢，而且容易发生错误。为了节省抄写时间及降低抄写所

产生的错误，在公元 600 年左右(隋代)，人们开始用雕版印刷雕刻佛经。现存最早的雕

版印刷佛经是 1966 年在韩国庆州佛国寺发现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刻印于七世

纪末中国唐朝武则天时代。而敦煌藏经洞内发现的最古老雕版《金刚经》，约为公元 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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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印刷品。还有唐印本《陀罗尼经咒》等，都是极珍贵的雕版印刷孤本或珍本。而始

刻于北宋开宝四年的《开宝藏》，则标志着中国大规模编藏保存佛经的开始。 

由于雕版印刷比较费时，无法换字，而且存放不便。所以，现实社会的需要推动了

印刷术的发展。北宋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提及，毕升于 1041-1048 年间发明了

活字印刷术，改写了人类文化传播的进程。活字印刷术发明后，佛教经籍的编辑便进入

一个全盛的时代。累朝历代，都花费大量人力和物力编辑佛教典籍，以保存佛经。其中，

最具影响力的藏经版本有 23 种。其中「龙藏」是我国最后雕刻的一部大藏经，以其经

板尚存，弥足珍贵。1979 年 3 月，中国佛教协会将大藏经珍本──《龙藏》共 7173 卷

赠送给宝莲禅寺，成为本寺的镇山之宝。随着佛教的向外传播，汉文大藏经先后东传至

高丽和日本。他们根据各版汉文大藏经进行复刻、排印或编纂，先后共有 9 个不同的版

本，以《大正藏》最为有名。 

由上文分析可知，保存佛教文献的方式，随着社会的进步而有所不同，先后经历了

口传时期、贝叶经时期、写本时期、雕版印刷时期和活字印刷时期。在不同时期，南、

北传佛教界大德们都不约而同地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整理、保存佛教文献，确保佛陀

的教法「不走样」、保持其权威性。 

 

2.数码时代佛教文献的整理与保存 

自计算机和网络诞生以来，信息科技与网络科技的猛迅发展，佛教界热心人士纷纷

将佛教文献数字化。数据库具有储存量大、易于更新、检索快速、使用简单、携带方便

等优点，这使得整理、保存佛教文献资料迈向一个新纪元。依据「佛教导航•佛教网址」

和其它数据，至 2010 年止，在全球中文网站中，由寺院建立的网站有 186 个，由各级

佛教组织建立的网站有 102 个，以收集佛经文献为主的网站有 7 个，由学校（主要指香

港中小学校）建立的网站有 33 个，而模规较大的综合性佛教网站有 143 个。其中以中

华佛教在线、中国佛教网、大渡网、地藏缘论坛、佛音、中国佛教信息网、中国佛教导

航网、显密文库网、戒幢佛学教育网、佛光文化网、华人佛教网、大渡网、佛教天地网、

凤凰网、世界佛教论坛网、东莲觉苑佛门网和宝莲禅寺网等最具代表性。 

杨曾文教授对现有佛教网站的内容和形式有如下评说，「如果将各地佛教寺院网站

的内容加以综合，既有宣传国家的政策和形势、各地佛教界的动态的内容，又有介绍自

己寺院的历史、讲经和弘法活动、佛教专题论坛、慈济公益事业、内外交往、期刊介绍、

寺院人物和古迹、文物的栏目，此外还有佛典、图书数据共享等等。在表达形式上，既

有文字介绍，也有图像展示，甚至也有生动的视频、悦耳的音乐配合。这些不断改进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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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实的寺院网站，既反映了各地寺院教团四众丰富多彩的活动和充满朝气的精神面貌，

也反映了中国佛教文化的悠久历史和蕴含的丰厚的人文资源。」1 

由以上描述可知，大多数佛教网站以宣传自己的寺院、协会、机构为目的；比较综

合性的大型佛教网站正致力于佛教资料的收集，但在佛教资料的归类与整理上明显有点

力不从心。各种网站由于受建库人动机的影响，相对独立发展，重复建设现象特别严重；

加上缺少统一的标准与规范，难以在在短期内整合成佛教文献数字库的体系架构，以展

示中国佛教的全貌。这种局面不利于中国佛教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和影响力。 

鉴于此，2006 年 5 月，宝莲禅寺在重整自身网站时，决定以正在兴建的万佛宝殿(见

下图)为基地,全面收集、整理佛教文献资料，以期在不久的将来建成佛教文献数字库，

以此来保存佛教文献资料，展示中国佛教的风貌。 

 

                                                        
1杨曾文，「办好佛教网站是当代佛教文教建设的需要」。《当代宗教媒体的定位与责任研讨会論文集》，上海玉佛

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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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六年的努力，宝莲禅寺网站框架初步建成，共设有十个栏目，全面展开收集、

整理佛教文献资料的工作(见下表)。 

宝莲禅寺网站资料一览表 

栏目 数量 注 
佛教期刊 274 种（近万册） 其中，民国期刊，58 种；大陆期刊，140 种；

港澳台期刊，59 种；海外佛教期刊，17 种 
寺院巡礼 30，348 条 分内地、香港、澳门、台湾、海外五类，包含

寺院简介、图片、电话、地址， 

以 google 地图连接导航 
资源下载 佛教图书:8，799 册；佛

教典籍:251 册 
已稍作整理 

佛教艺术 35，756 条 子栏目有：佛教雕塑、绘画、建筑、篆刻、书

法、摄影、法器法物、石窟 
专题图库 人物类:1，100 张； 

艺术专题类:2，240 张图

片 

包括赵朴初、妙湛、十世班禅、正果、虚云、

弘一等大德高僧图片专辑 

因明学苑 1274 条 因明研究方面的论文 
佛教论文 116，946 篇 已初步作分类整理 
禅林清韵 4，878 条 包括诗词、偈颂、楹联等 
佛教组织 1，500 条 海内外佛教协会、居士林、宗教事务局、其它

佛教团体的简介及联系方式 
人物专栏 24，678 古今佛门人物简介，并初步按年代分类 

此外，还有佛教大事记、素食文化、佛教故事、护生放生、佛教教育等栏目，正在

整理归类中。就网站现有的资料而言，宝莲禅寺已成功地建成了一个佛教综合网站，为

全面展开整理与保存佛教文献资料的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3.宝莲禅寺网站未来发展的方向 

宝莲禅寺网站与其它佛教综合网站一道，反映了当前佛教界对佛教文献资料的整

理、保存与弘扬的信心与决心，取得了丰硕成果，被人们广泛使用，方便人们查找佛教

信息，成为社会了解佛教的窗口。这正说明了人们对数字化佛教文献数据的需求及其价

值的认同，令人鼓舞。然而，我们也必须清醒地意识到，由目前的佛教网站发展成真正

意义上的佛教文献数字库，尚有不小的距离。现配合宝莲禅寺网站未来发展的方向，从

如下几方面对佛教文献数字库的建设作一尝试性的探讨，达到整理与保存佛教文献资料

的目的。 

(1)完善宝莲禅寺网站主体框架计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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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的佛教网站总体框架大致可分为三类:（一）以传统的经、律、论三藏为其框

架，（二）以某个范围的典籍、丛书集成支撑起网站的框架，（三）以类似图书馆中以

现代学科分类而支撑起来的框架。这三种分类法各有优点，但也有不够科学的地方，如

分类烦琐，交错不清，更难以应对知识过剩时代急遽增加的数据。考虑到网站自身的特

点与信息技术的新成果，我们有必要突破旧框框，创立新的宝莲禅寺网站总体框架，使

佛教网站的建设有一个新的飞跃。宝莲禅寺网站初步确立以「人物」、「时间」、「地

点」、「事件」四大主库支撑网站主体框架，并花大力气对入库数据进行人、地、时、

事四个方面的「标注」、勾连，以便最终建立起一个动态、立体、多功能的佛教文献数

字库，拥有强大的、深层次的搜索、查询功能，为学者的研究提供最先进的工具。 

(2)收集齐全资料 

佛教文献浩如烟海，一个人即使穷毕生之精力收集之，也难免有遗漏；更何况收集

资料过程中会遇到智识产权等问题。所以，收集齐全的资料，是进一步完善该「网站」

遇到的最大难点之一。为此，我们应花费最大的人力编目，寻找数据。在充分掌握资料

的全面情报后，尽最大力量搜集齐全，待补充部分必须在本库内现场备注。 

(3)精准数据难以保证 

目前佛教网站日渐增多，但质量却参差不齐。提供精准数据，是使用者关心的焦点，

更是宝莲网站成败之关键。为此，宝莲禅寺应充分利用佛教界的优势，培训专业人员从

事网站资料的制作；招募义工，对所有入库数据必须精校精审，绝不牵就敷衍，宁缺勿

滥，为使用者提供准确的数据，使人们放心使用本网站提供的数据。 

综上所述，在佛教界众多的网站中，以介绍自身寺院、组识的网站占大多数，难以

形成模规;而几家比较大型的综合网站，只是以收集更多的佛教信息为目的，仍没有走

出数字佛教图书馆的概念。为此，我们需要超越现有佛教组识建网站的理念，突破现有

的佛教网站框架结构的局限性，在核心技术上有一个突破性的发展，开发第二代佛教网

站软件，为最终建立佛教文献数字库做准备，这才是彻底的整理与保存佛教文献的最佳

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