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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亙”與“亙先” 

——上博楚竹書《亙先》的關鍵概念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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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本文同意《亙先》第 12 號簡那兩個被李零讀作“恆”的字應當隷作“ ”和“ ”，並

讀作“極”。第 1-9 號簡的六個“亙”字，裘錫圭讀作“極”，本文則認爲應當讀作“恆”。由此，這篇竹書

可直接稱名爲《恆先》。（2）“恆”包含了“恆先”概念，後一概念是從前一概念分化出來的。學者多將這

兩個概念等同起來，甚至以“恆先”爲此一概念的優先表達形式，這是不正確的。（3）竹書的“恆”有別

於老子的“道”。在《恆先》中，“恆”衹是表示宇宙生化的初始階段，而“恆先”則推至其極，表示宇宙

的端初，約略跟《淮南子》的“太始”概念相當。（4）“恆”與“天道”在竹書中對應的宇宙論階段不同。

“恆”居於竹書宇宙論的初始階段，即虛無階段；而“天道”則處於形下界，是用來描述天地萬物生成變

化的客觀法則。（5）在《恆先》中，“恆”不是一個貫通性的概念，它與“極”不是互爲表裏的關係。“恆”

爲恆常義，包含著質樸、靜止和虛無的特性，它僅表示宇宙生化的初始階段；而“極”訓“準則”，是以“天

道”爲其實際内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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