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發表於 佛教圖書館館訊 第十四期 1998 年 6月 ，轉眼就過了26年，現原文照抄，以

玆紀念。

漢文電子佛經檢索軟體的實作
以《印順法師佛學著作集》光碟版為例

　　佛典數位化早在五、六年前就已開始引起教界的重視。數位科技因挾其無與

倫比優勢：如保存久、散佈廣、檢索快、攜帶便利等，將傳統的任何媒體：木刻、

石刻、印刷品、錄音帶等，都遠遠拋在後頭，所以將佛典數位化是思想前瞻的佛

子很自然的想法，因為這除了有永遠保存原典的消極意義之外，更能積極地將

它當成弘法的新方便。網際網路的普及，也讓大家見識到佛經上所形容的「分身

無數億、法音廣宣流」的環境在網路似乎可以得到某個程度的實現。

　　緣此，感受到時代呼喚與歷史使命感的一些人，不約而同地投入這項工作，

他們經過一段時日的摸索，逐漸發現，在到達數位化誘人的成果之前，原來竟然

有這許多始料未及的問題：缺字、系統內碼、操作平台、中文檢索、標記、文件結

構、多版本......，問題既複雜且繁瑣，比方說，某字該不該「造」？這就不只是技

術上的問題（會遇到造字空間的限制），也涉及文字學的素養；要輸入哪個版本的

佛經？原版中明顯有錯誤的地方可不可改（不改看了難過，改了增加校對的困擾

，因為需要求校對者的佛學素養，這就會減少可幫忙的人數，而拖延進度......）？
根本的問題在於：「保存原貌」和「便利流通」。這兩個問題到目前為止還是互斥的

訴求，其平衡點究竟在那裡？這情況宛如玄奘的「直譯」和羅什的「意譯」一樣，

千年難論對錯。

　　電子佛典的工作，投入的經費龐大，開發的過程困難，需要整合的人才多樣，

而願意支持的人卻少之又少（相對於其他的弘化事業），我不止一度思考，這是

否值得繼續做下去？就在心生退卻之際，妙雲蘭若的法師在偶然的一次會議上

，提及導師的全部著作已輸入電腦，校對也已近完工階段，問我有沒有興趣參與

最後的工作：製成全文資料庫發行？我知道這不是輕鬆的工作，然憶起自己深受

導師著作的啟發，所以就答允了，一旦手邊的工作結束後就開始進行。

　　97年10月後，開始把大部份的時間投入到導師全集的軟體製作，考慮到導師

的讀者必定有翻閱原典及查佛學工具書的需求，因而想設計出同時擁有快速檢

索及便利閱讀的開放式環境，讓往後的佛經資料和工具書可以很自然地納入這

個系統，整合成一致的使用介面。經過長期密集的討論，我們將這個軟體環境命

名為OPEN 98，以下是OPEN 98的架構和發展情形：

https://www.gaya.org.tw/journal/m14/14-mag2.htm


　　（一）需要一組針對佛典結構設計的開放式標記語言，作為描述文件結構及增

添新功能的基礎。 OML就是在這個理念下被設計出來的，我們將文件的內容、

結構、擴充功能（如圖片嵌入、語言、影像等）都用統一的標記語言來描述，標記

過的文件再由OPEN 98預先進行分析、建立索引檔。檢索時則可以輸出成標準

的HTML（由瀏覽器解讀）或直接輸出到WORD進行編修。

　　（二）因為資料量相當龐大，我們需要一個效能良好的檢索核心，同時也要解

決中英日梵文混合及缺字的問題。我們曾考慮過直接引進既有的技術，如中研

院的CSMART、吳昇教授帶領團隊開發的GAIS系統，但是經過評估，還是決定

自己開發專屬的檢索核心，除了不必負擔軟體授權費之外，更能針對OPEN 98
的需要進行最細微的調整。值得一提的是，檢索程式開發的途中，遇到高手跨刀

提供檢索技術和觀念，使得最新的版本（比本次發行的光碟版新，目前只有透過

網路使用）檢索一億字幾乎可以在一秒之內完成，索引檔平均也只有資料檔的

1/3，相較於一般市售的產品毫不遜色。

　　（三）成品要同時能在網路上及光碟上執行。網路雖有更新方便、管理容易、

範圍廣的優點，但由於現有公共網路基礎建構趕不上使用者的成長，導致嚴重

的「塞車」問題，對個人使用者而言，上網查資料意味著長時間的等待，使用意願

普遍不高，因此，我們要求成品不但要能在網路執行，也要能在單機和區域網路

環境運作。我們的願望是使用者只要有一部平價的個人電腦，不必連線上網，即

可輕鬆地享受到我們精心製作的全文檢索軟體、字形及佛典資料庫。

　　（四）對於缺字這個頭痛的老問題，考量點在：佛經有必要和其他文獻做交叉

參考，如以史料方面的文獻為例，假設我們的電子佛典採用一套封閉的、專屬的

缺字系統，這對未來跨領域的交流非常不利。所以我們不走造字檔的老路子，而

決定重新設計一套新的內碼系統，運用一些編碼的技巧，以漢語大字典五萬四

千餘字為基礎，做成一套可以在網路及光碟上運行、不需任何造字檔、不需加掛

任何驅動程式、並可在任何系統平台運作的「漢字庫」，本字庫業已順利運用於

導師的光碟中，也獲得一致的好評。關於「漢字庫」的細節，超出本文的範圍，有

機會再為文說明。

　　（五）雖然我們的著眼點在於電子佛典的普及，但也希望同時能滿足最嚴苛的

學術要求，因此，即使OPEN 98輸出的經文已重新分段，每行字數也與原典不

同，但是檢索的結果卻可以顯示原書的頁、欄及行的程度，有需要的使用者可以

很快地找到原文。另外，部份的經文也將附有高麗藏及大正藏的頁碼顯示及原



書影像檔，如此，不離開螢幕也立即可享受看到原書的喜悅，這對學術研究來說

可謂相當便利。

　　（六）OPEN 98的開放設計，讓使用者同時可以是經文的提供者，只要用OML
來標記文件檔，就可以讓OPEN 98讀取並檢索，所以使用者可以自由地上傳或

下載文件，創造自己專屬的操作環境。各種文件也可以很自然地融和在一起。比

方說閱讀導師的著作時，可以很快地查回原典，或者查各類佛學名相辭典（目前

進行中的有《佛光大辭典》、《中華佛教百科全書》、《重編一切經音義》等數種）。

　　看到以上所設定的目標，就知道OPEN 98的研發是一項艱鉅的工程，所幸在

發展的過程中，不斷地有適時出現的助緣幫我們度過一次次的難關，而使用者

的期待是支持是我們繼續下去的原動力，我們相信，無論是技術上還是非技術

上的困難都是有限的，但是這一套軟體若能成功地研發出來，為教界學界帶來

的利益卻是無窮：

　　（一）各道場只要把精力專注於資料的編輯和整理，而不必為諸多技術問題傷

腦筋，這就能有效提高教界製作電子佛典的意願。

　　（二）使用者只要學習一套軟體和介面（如果有用瀏覽器上網經驗的人，更立

即可以上手應用），就可以同時使用多種資料庫，無形之中省下極為可觀的安

裝、學習及教育成本。

　　（三）提供一個成本最低、功效最著的方式，讓電子佛經順利地搭上這波資訊

革命的便車，以光碟的形式大量複製、留存千古，同時用網路的形式散佈於這威

力絕倫、可能無限的虛擬世界。最後附上幾幀OPEN 98的執行畫面證明我們不

是在畫餅，而是真正在做事。



圖一：OPEN 98的整合介面，可以看到多種資料庫，原典、今人著作、辭書都可

以整合在一起。

圖二：這就是98年4月8日發行的導師著作全集光碟版的起始畫面，您可以看到

導師數十載的著作都收錄在這裡，每本書除了可以檢索，也可以進入閱讀模式，

逐章逐頁拜讀。

圖三：這是佛光大辭典的全文檢索結果，查詢條件是「見道之別名」，只找出一筆

「正性離生」，紅色的數字{P1991-2-14}表示此句在原書1991頁第2欄第14行，

藍色的[P1991-3]表示這是原書第 1991頁第3欄的開始，另外，最後一行Time
taken by OPEN 98 Kernel（OPEN 98核心花的時間）顯示共花了0.048秒來查，

0.014秒轉成HTML格式。比第一版的佛光大辭典（97年5月16日由佛光山寺發

行）耗時8～10秒鐘，快了近200倍。



圖四：這是統計導師著作中「脅尊者」的出現頻次。OPEN 98會清楚地列出哪些

書出現「脅尊者」、出現幾次，並且最後還會計總，當然，也可以按右邊的按鈕來

瀏覽查詢結果。

　圖五：優異的缺字顯示是OPEN 98相當值得一提的能力，不必加掛任何「驅動

軟體」就可以顯示數以萬計的中文缺字，查詢則可以用通用字（如輸入「脅」可查

出「月劦」，輸入「缽」可查出「金本」，或者萬用字元「？」）。我們和中央研究院文

獻處理實驗室保持相當密切的合作關係，這套目前收錄字數5萬4千餘的《漢字

庫》就是受謝教授的觀念啟發，加以實現的成品，這裡要表達我們的感謝之意。



　　圖六：這是目前在最後修改階段、即將由妙雲蘭若發行的一片光碟之首頁：

「導師引用原典集」，也是採用OPEN 98作為核心。畫面中列出的是硬碟中所能

找到的五部經文。本光碟的設計考慮到無法一次出齊所有導師引用過的原典，

而且資料也有修正的需要，所以特別加入了動態首頁的觀念，使用者可以自由

地從網路或來函索取的方式取得原典經文，軟體可以自動偵測並動態更新您電

腦上的首頁，這樣，我們提供一個開放的架構，便利大家製作新的經文，自用或

送人兩相宜。

　　十方來、十方去，我們是深受教界法乳深恩的一群人，所以自我定位為教界

的「公共研發團隊」，歡迎大家給隨時給我們批評指教，如果有任何電腦軟體方

面的疑難，也請不必客氣，我們會盡力給予協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