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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門： 
(1)如來於久遠之往昔即已成道 
  （久遠實成之本佛） 
(2)以顯示佛陀之本地、根源、本體 
   之說，所以稱之實體 
2.迹門： 
(1)新近示現之佛陀（伽耶始成之身） 
(2)以顯示本佛為教化眾生而應化垂 
   迹之說，所以稱之應迹、影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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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據法華經卷五如來壽量品載： 
一切世間天、人皆以釋尊為伽耶始
成之新佛，實則於百千萬億那由他
劫以前已然成佛，伽耶成佛之身僅
其垂迹而已。 
4.智者大師主張本迹二身之義： 
將法華經之內容大別為本迹二門 
(1)法華經中，前十四品為迹門 
   後十四品為本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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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迹門：以方便品為主，開三乘之 
   權巧方便，顯一乘之真實義，此 
   即開權顯實 
   本門：以如來壽量品為主，開伽 
   耶始成佛之近迹，而顯久遠成佛 
   之本，此即開迹顯本。 
   迹門為「權」（方便之法） 
   本門為「實」（實相之理）   
…………權實一體之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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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而言之……………… 

(1)迹門： 

★乃伽耶近成之佛於法華以前所說
之藏、通、別三教，均為導入法華
圓教之方便，為除眾生執著於方便
教，而顯圓教（迹門之開顯） 

★聲聞、緣覺………… 

  皆能成佛之一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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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門： 

★為拂除如來為近迹佛之觀念，
而直顯其為久遠已成之本佛，使
菩薩增長中道之智慧，而減少變
易生死 

★本迹二門，均為…… 

  顯示一實相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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