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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課程目標 

1. 「群蜂繞蜜喻」的內容與寓意為何？ 

2. 您是怎麼理解「群蜂」的存在？您會是別人心目中的那隻蜜蜂嗎？ 

二、 課程內容 

1. 《如來藏經》第二個比喻是「群蜂繞蜜喻」，故事是說：有人若要取得樹上之蜜，

須有方法，驅趕群蜂，比喻認取如來藏，也要有方法面對煩惱的存在，才能發揮

認取的作用。 

2. 在這個比喻中，蜜蜂喻如人的八萬四千煩惱，淳蜜是如來藏，岩樹是眾生的煩惱

身。但是，有一個難解之處，便是故事中，淳蜜與蜜蜂的關係。 

3. 因為就取蜜人而言，蜜蜂是煩惱，但就純蜜而言，蜜蜂是製造者。那麼，「煩惱」

是甚麼？欲取純蜜的人，是否應知「蜂蜜與蜜蜂」的關係？ 

4. 其次，純蜜在樹上，如來藏則在眾生自己身上，凡夫要認取自己的如來藏，是否

有如蜜蜂之採花釀蜜，在過程中，自己就是這些辛勞的蜜蜂，也有許多幫助自己

的弟兄（蜜蜂）一同努力，才能經營出目前的成就，那麼，成功了，要分享成果

時，如何取用呢？ 

5. 如來藏，一般的理解為對「佛性」的肯定，但甚麼是「成佛」？其次，要有「方

法」認取，何謂「方法」？ 

6. 假如說：佛性是光明、清淨、無所不在，但是，怎樣體會呢？在艱難中，人容易

失去信心；在過程中，人要不斷排除煩惱的障礙，唯識的說法，有六個根本煩惱，

以及二十個隨煩惱。 

7. 這些煩惱，如影隨形，在於身上，那麼，如來藏在身中，有如淳蜜之在岩樹上，

是說如來藏的發現，要有煩惱的身與周遭環境之面對。 

8. 其次，說有如來藏，是對「佛性」肯定的一個虛擬之詞，即它不是如「一物」般

存在身上，而是通過許多艱困的面對而發現，這個發現的過程，稱為「釀蜜」，

是有很多善知識與善因緣在幫助我們，但是，我們是如何看待它們呢？ 

9. 世間法，是以功業來評估一個人的成就，名成利就，子孫滿堂，是大多數人的得

意所在；在普通人，也以衣食滿足，不虞匱乏作為成功，那麼，如來藏肯定佛性，

意義為何？卻又以為煩惱如蜜蜂之包圍著自己，必須處理，這個問題，該如何理

解？是本次課程的目的。 

三、 文本解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