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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之曰：一生兩，兩生三，三生 成結。是故有一，天下無不有；無一，天下亦無一

有。         【簡21】
 

復旦讀書會： （女—母？）[1]

 

沈培先生：

 

聞之曰：一生两，两生晶（三），晶（三）生四，四成結。[2]

 

按： ，顯然不是“四”字。上博簡中“四”通常寫作 、 、 等形。[3]

 

《凡物流形》甲本中“女”字另外出現7次，寫作三式：

 

 

 

A
 

簡7

 

簡9

 

簡25

 

B
 

簡26

 
 

 
 

 

C
 

簡22

 

簡23

 

簡17

 



不難看出，簡21的 與C式一致，可見的確是“女”字。復旦讀書會對簡21的“女”字存疑

是有道理的，因為它在簡文中很難講通。筆者贊同“女”字很可能是“母”字之訛的觀

點。
 

“母”通常寫作 ，但也有寫作 、 、 等形。[4]簡21的 與“母”字後幾種寫法相類

似，大概是形近而訛。
 

整理者曹錦炎先生指出簡21可與《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相

對讀。[5]簡文的“三生女〈母〉，女〈母〉成結”與《老子》的“三生萬物”意義蓋相

近。“母”是一個道家文獻中常見的哲學概念，如《老子》：“无名，天地始；有名，万

物母。 ”朱謙之云：“四十二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此有名萬物

母也。”[6]《莊子·大宗師》：“夫道，有情有信，無為無形……豨韋氏得之，以挈天

地；伏戲氏得之，以襲氣母 。”成玄英注：“氣母，元氣之母也。”《淮南子·要略》：

“知變化之紀，說符玄妙之中，通迴〈迵〉造化之母也。”高誘注：“造化之母，元氣太

一之神。”可見，“母”在道家的觀念中是生成萬物的根源，與“氣”的概念基本等同。
 

《凡物流形》的“一生兩，兩生三，三生母，母成結”，所要強調的正是“一” （即

“道”）和“母”（即“氣”）的關係及作用。《老子》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

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 。”任繼愈先生指出：“（此句）並沒有更

多的意義，只是說，事物因混沌的氣（或樸，或一）分化成為萬物，由簡單到復雜的過程

罷了。”[7]黃皓堃、黃啓樂認為：“從‘道’到萬物並不是直接的，中間要通過‘氣 ’

來轉化，氣也是‘－’産生的。”[8]以上觀點對解讀《凡物流形》有一定參考價值。此外

還可參見《淮南子·天文》：“道始于一 ，一而不生，故分而爲陰陽，陰陽合和而萬物

生。故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上博簡《亙（極）先》： “有氣焉有有，

有有焉有始，有始焉有往者。”
 

《凡物流形》對“母”和“氣”的概念似乎進行了一定區別。簡文中“氣”共出現3

次：
 

五氣竝至，吾奚異奚同？  【簡4】

 

并（屏）氣而言          【簡27】

 

和倗和氣               【簡27】

 



其中的“五氣”，曹錦炎先生已經指出是“五行之氣”，並引《史記·五帝本紀》為證。

[9]“五氣”，還見于《鶡冠子·度萬》：“五氣失端，四時不成。”簡文中出現的“五

氣”、“五度”應是同一組概念。不難看出，“母”顯然是與此相區別的更高一級的概

念，是“氣之母”。 
 

《凡物流形》“母成結”的“結”字，大概也有特定含義。結，“聚合、凝聚” 之

義。《鶡冠子·泰錄》：“故神明锢结其纮，类类生成，用一不穷。”《鹖冠子·能

天》：“度十、五而用事，因動靜而結生，能天地而舉措。”黃懷信先生云：“結，聚

結。生，生發。動則生，靜則結。”[10]《凡物流形》中的 “結”作名詞用，可能是一個

術語，表示萬物“流形成體”的聚合狀態。“母”，即氣之母；“成”，亦生也。“母成

結 ”，可參看《莊子·在宥》：“今我願合六氣之精以育羣生。”成玄英注：“欲合六氣

精華，以養萬物。” 
 

總之，簡21闡述的是“一”——“母”——“天下”的生成關係，亦可參看《老子》：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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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min 在 2009-1-9 14:19:45 评价道： 

因技術原因，文中所有著重號均改為下劃綫，原始格式請參看文末所附WORD稿。

水土 在 2009-1-9 15:27:14 评价道： 

既然秦先生講到此簡的「四」，請允許本人稍作補充。當時本人採取那樣的讀法，除了考慮押韻外（「四」與

「結」押。嚴格地講，簡文的「四」確實被抄手錯抄成了「女」），還考慮過「四成結」到底怎麽講的問題。我

初步認為「結」當是「終結」的意思。簡文從「一」到「四」的生成過程，跟《老子》講的萬物生成的說法並不

相同。簡文重在強調事物的循環往復，其前「察知而神」到「察困而復」一段（其中「僉」的含義，秦先生可能

有一點誤會，古書訓為「同」，意思大概是「皆」，是副詞。此是另外問題，在此不談），秦先生已指出是講

「萬物循環變化之理」，我很同意。「一生二，二生三，三生四，四成結」講的也是這個意思，含有至「四」成

為一個終結，然後又從「一」開始循環往復的意思，就像一年有四時不斷循環往復一樣。《春秋繁露》說「官制

象天”，說「四选而止，儀於四時而終也」，與此似乎都有關聯。此點當另文詳之。請秦先生批判。

秦桦林 在 2009-1-9 17:16:13 评价道： 

沈先生，您好！您的批評意見我非常接受，《小爾雅》中「僉，同也」，的確是副詞。
我曾設想過僉，讀為“斂”（訓“收聚”）或“儉”（訓“約”），都符合道家“虛靜為一”的

觀點。只是考慮到古漢語中有同步引申的現象，而且為了遷就“同—僉”為一組概念的拙見，纔引

用的《小爾雅》。現在看來，讀為“儉”也許會更好些，如《老子》：“我有三寶，持而寶之：一

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夫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爲天下先。” 

“女”為“四”之訛，當然也有可能，“一生兩，兩生三，三生四”也通順。只是考慮到《繫

辭》：“《易》有大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一→二→四→八）與《老子》

中“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一→二→三）似有差別，而且《老子》明顯是《凡物流形》的

思想來源之一，因此我不取讀“生四”。從《老子》本身看，“一”是“道”，“氣”是“道”所

生成，“氣”又生成造化萬物。“氣”的地位很關鍵，而“母”道家文獻中又恰好解作“元氣之

母”“元氣太一之神”，加之“女”“母”形、音、義都又近似之處，所以我覺得“女”訛作

“母”的可能性更大一些。似還可參看《太一生水》：“天地者，太一之所生也。是故太一藏於

水，行於時，周【而又始，以己為】萬物母；一盈一缺，以為萬物經。”不當之處，懇請沈先生批

評指正。 
這兩天因為《凡》中的“灷”字，又重讀了沈先生的大作，對您的卓識欽佩不已。據我粗略地

統計，楚文字中從“灷”聲的字，大多讀文部、蒸部，讀東部、侵部的情況相對較少。我很想向您

請益，不知能否告知您的郵箱，我的是fushanwan@126.com，非常感謝！ 

 

水土 在 2009-1-9 17:45:25 评价道： 

秦先生，请在上帖点击我的网名“水土”，然后找到“给 水土 发送邮件”，再点击，就可以了。  

八刀婵 在 2009-1-9 21:32:33 评价道： 

“四成结”可参考孔家坡汉简《日书》中下列一段话： 

春徼戌也，是谓吾且生，子毋敢杀，尽春三月解于戌。夏徼于丑也，是谓吾且长，子毋敢藏，尽夏三月乃解于

丑。秋徼辰也，是谓吾且杀，子毋敢生，尽秋三月乃 解于辰。冬徼未也，是谓吾且藏，子毋敢长，尽冬三月乃解

于未。是谓四时结。结解不当，五谷不成，草木不实，兵革且作，六畜脊，民多不丰，刑、政乱。结解苟当，五

谷必成，草木尽实，兵革不作，刑、政尽治。 

“四成结”当即“四时结”。这两处简文讲自然变化，都提到“吾”，值得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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