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試説“流形”原意

［日］大西克也

　　《上博·七》面世將一年，《凡物流形》是大家議論最多的一篇。 小文要講的是文

章開頭“凡物流形”的含義。

“流形”二字散見於傳世文獻，如《周易·乾》：“雲行雨施，品物流形”，《禮記·孔

子閒居》：“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管子·水地》：“人，水也。 男女精氣合，而水流形”，

《淮南子·繆稱》：“金錫不消釋，則不流刑”等，這些都是大家指出過的。 各家根據這

些例子加以發揮，解釋的方向大致相同。 曹錦炎先生説：“‘凡物流形’，謂萬物受自然

之滋育而運動變化其形體。 《易·乾》曰： ‘雲行雨施，品物流形。’意思相同。” 〔１〕廖

名春先生説：“流，具、生。 ‘流形’，具有形質。” 〔２〕季旭昇先生基本同意廖先生的看

法，但他指出：“但依嚴格訓詁，‘流’似可訓爲‘傳’，引申爲 ‘化’，《廣雅·釋詁三》：

‘流，匕（化）也。’” 〔３〕吴國源先生的意見和季先生一致，他也根據《廣雅》將“流形”解

釋爲“成形”或“化成形”。 顧史考先生亦用此説。 〔４〕王連成先生則認爲“流”字與青

銅器的鑄造過程有關，説：“‘流’就是指高温流體的形態。”簡文“民人流形”王先生翻

譯成：“人類也是由液體物質（精子和卵子混合物）形成的。” 〔５〕

但是，如果將“流形”釋爲“成形”或“形成”，接著講的“流形成體”就不好解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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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承源主編：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七）》第２２４頁，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８年。

廖名春： 《《凡物流形》校讀零劄（一）》，孔夫子２０００網（犺狋狋狆： ／ ／ 狑狑狑．犮狅狀犳狌犮犻狌狊２０００．犮狅犿 ／ ）２００８年１２
月３１日。

季旭昇《上博七芻議三： 凡物流形》，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犺狋狋狆： ／ ／ 狑狑狑．犵狑狕．
犳狌犱犪狀．犲犱狌．犮狀／ ）２００９年１月６日。

顧史考： 《上博七〈凡物流形〉上半篇試探》，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２００９年８月２３日。

這種觀點和後文引述的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的看法有點接近，但他没有注意到本文指出的《凡物
流形》和《胎産書》的關係。 王先生的觀點參見《〈上博七·同物流形〉： 開篇釋義》，山東大學簡帛研究
網站（犺狋狋狆： ／ ／犼犻犪狀犫狅．狊犱狌．犲犱狌．犮狀／ ）２００９年１月６日。



“流形”和“成體”是同一概念還是有實質區别？ 這一點季旭昇先生討論過，他的回答

是：“‘流形’與‘成體’有别，‘流形’即‘成’，‘形’爲形式義、材質義，屬外在；‘成體’即

‘生’，爲實質義、生命義，屬内在。”

其實，“流形”一詞本來是非常具體的一個概念，意同“始胚”，指胚胎的發生。 楚

簡的“流型”馬王堆帛書《胎産書》作“留刑”：

禹問幼頻曰：“我欲埴（殖）人産子，何如而有？”幼頻合（答）曰：“月朔已

去汁□，三日中從之，有子。其一日南（男），其二日女殹。故人之産殹，入於

冥冥，出於冥冥，乃始爲人。一月名曰留刑，食飲必精，酸羹必【熟】，毋食辛

星（腥），是謂財貞。二月始膏，……三月始脂，……”〔１〕

馬繼興先生對此提出了三種解釋，他説：“其一是泛指物體的形體，……其二，指

轉化而成爲形體（即由無形轉化爲成形的過程）。 ……其三，刑字可假爲型。 型爲鑄

造器物的模具。”馬先生認爲其中第二和第三説爲長。 〔２〕周貽謀先生解釋説：“懷孕

的第一個月胚胎始結，尚未成形。” 〔３〕學者們已指出《胎産書》的“留刑”，隋巢元方《諸

病源候論·卷四十一·妊娠候》作“始形”：

懷娠一月，名曰始形。飲食精熟酸美，受御宜食大麥，无食腥辛之物，是

謂才貞。〔４〕

日本丹波康賴《醫心方》卷二十二所引《産經》也作“始形”：

懐身一月，名曰始形。飲食必精熟酸美，無御大〈丈〉夫，無食辛腥、是謂

始載貞也。〔５〕

唐孫思邈《備急千金要方》卷二引北齊徐之才《逐月養胎方》作“始胚”： 〔６〕

姙娠一月，名始胚。飲食精熟酸美，受御宜食大麥，無食腥辛，是謂

才正。〔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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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王堆漢墓帛書〔肆〕》第１３６頁，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５年。

參見馬繼興： 《馬王堆古醫書考釋》第７８１—７８２頁，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１９９２年。

參見周貽謀： 《馬王堆簡帛與古代房事養生》第２１頁，岳麓書社２００６年。
《宋本諸病源候論》第１９４頁，（大阪）東洋醫學研究會１９８１年。

丹波康賴： 《醫心方》第四册卷廿二第二葉，（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１９７６年。

以上可參魏啟鵬、胡翔驊： 《馬王堆漢墓醫書校釋（貳）》（成都出版社１９９２年）及馬繼興： 《馬王堆古醫
書考釋》第７８２頁。
《中國醫學大成續編》第四册第２６頁，岳麓書社１９９６年。



如上引述的四種文獻的有關部分都是一脈相承的， 〔１〕由此可見“留刑”就是“始

形”、“始胚”。 晉葛洪《抱朴子·塞難》：“故授氣流形者父母也”，其意亦同。

“流形”爲什麼可以表示懷孕一個月胚胎始結呢？ 馬王堆帛書整理小組已經作了

一個解釋，今引述如下：

留刑，同墓竹簡《十問》作溜刑，即流刑。《淮南子·繆稱》：“金錫不消

釋，則不流刑。”刑是鑄造器物用的陶範。這裏是以金屬的凝鑄比喻胚胎始

結。《周易·乾》象傳：“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原意與此相似。〔２〕

後來馬繼興先生、魏啟鵬先生都基本同意了小組的看法。 〔３〕

除了小組的比喻説法之外，我個人以爲“流形”有可能本來就指胚胎的發生。 楚

簡中“流”字作如下諸形：

Ａ： 　（上博《凡物流形·甲篇》簡１）

Ｂ： 　（上博《凡物流形·甲篇》簡３反）　　 　（郭店《緇衣》簡３０）

Ｃ： 　（上博《從政·甲篇》簡１９）

Ａ形从二“它”，字形稍訛。 Ｂ形最多見，楚簡中的“流”字一般从二“虫”形作聲旁。

Ｃ形二“虫”中間加一“口”形，此字根據劉釗先生的分析，“流”字聲旁二“虫”形原來從

甲骨文 （“■”）字演變而來。 劉先生説：“‘■’字本爲‘毓’字簡體，字从‘倒子’，三點

表示生子時之血水。” 〔４〕“流”字古音爲來母幽部，“毓”爲以母覺部字，語音非常接近。

“毓”即包孕、産生，“流形”之“流”通“毓”，表孕育之意。 妊娠一個月的胎兒雖然還没

成爲人形，但具有一定的形體，所以用抽象的“形”字來表述，其意與《淮南子》的“流

刑”稍有不同。 東京大學東亞歷史專業博士研究生海老根量介君指出馬王堆帛書《十

問》８７號簡有“夫卧，使食靡宵（消），散藥以流刑者也”一句，其文意思與《淮南子》的

“流刑”接近。 〔５〕我同意他的意見。 《十問》此處“刑”即“型”，“型”比喻人體，説藥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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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見鈴木千春： 《中国古代·中世における逐月胎児説の変遷》，《日本醫史學雜誌》５０卷４號，２００４年

１２月。

參見《馬王堆漢墓帛書〔肆〕》第１３６頁。 小組解釋的依據是楊樹達先生的《淮南子證聞·卷四》，説：“許
注云： ‘刑，法。’‘消’與‘銷’通。 《説文·金部》云： ‘銷，鑠金也。’《説文·土部》云： ‘型，鑄器之法也。

从土，刑聲。’注訓‘刑’爲‘法’，讀‘刑’爲‘型’。”

參見上引馬先生著作第７８１—７８２頁和魏、胡先生著作第８４頁。

參見劉釗《讀郭店楚簡字詞札記》，《郭店楚簡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第７９—８０頁，湖北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０年。

本校２００９年度夏學期“楚系文字研究”課的課堂發言。



佈到全身，此處“流刑”並無“始胚”之意。 由此可見“流刑”本有二意。 我認爲本文所

作的推論雖然不是一定對，但是“流形”一詞可表胚胎發生，指由無轉有的開始階段，

這是毫無疑問的。

《管子·水地》云：“人，水也。 男女精氣合，而水流形。 三月如咀，……五月而成，

十月而生。” 〔１〕此句與上述幾種醫書似乎同出一轍，“水流形”就表述人的胚胎由“水”

産生，五月以後纔成人形。 可見竹書“流形成體”分成兩個階段，前者指胚胎始結，後

者爲成形或出生。 〔２〕竹書《凡物流形》甲篇簡２—３説：“民人流型（形），奚得而生？

流型（形）成體，奚失而死？”此句可翻譯爲：“人的胚胎始結，得到了什麼東西而出生？

胚胎始結而成形出生後，失去了什麼東西而死亡？”“流形”和“成體”是有區别的，“流

形”在前面，更是根源；“成體”在後面，是“流形”的結果。 總之，“流形”本指胚胎始結，

用來比喻萬物的始有。

（大西克也　日本東京大學人文社會系研究科副教授，

東京都文京區本鄉７ ３ １東京大學文學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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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編諸子集成》第五册，第２３６頁，（臺北）世界書局１９７２年。

海老根君認爲《管子·水地》説的人的發展順序是“流形”、“成”、“生”，這與《凡物流形》中“凡物”的“流
刑”、“成體”、“生”的順序完全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