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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经哲学的数学原理

王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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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用数学方法破解 了千年古籍 《易经 》 的秘密 ？ 在 引 入二进制数组并创 建其 右进位加法后
，
利 用代

数定序和几何定位的方式给 出 了先 天八卦和伏羲先天六十四八卦的建构原理 ； 引入元素置换 ， 用 图论方法得到

了 文王后 天八卦的 建构原理 ．
结合群论 中的数学概念 ，

揭示 了 先天易 的循环群特性
，
不仅去除 了 《 易 经》 神秘

的玄学外衣
，

也 为 易经哲学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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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经 》 是中国最老的古籍 ［

１

—

５
］

． 它建立在阴采用数学方法揭秘 《易经》 的建构原理 ， 为 易经哲

阳二元论的基础之上 ， 以
一

套符号系统描述宇宙学奠定科学的理论基础 ．

间万物的变易 ， 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 自然哲学， Ａ 从从 一 、

４ｔ如 １ 抓如 全
一

与伦理实践的根源问
．１Ａ卦的一进制数组表不

相传在上古时 ， 伏羲首先创造了先天易 ， 后《易经系辞传 》 云 ： 易有太极 ， 始生两仪 ， 两

来神农 氏和轩辕 氏又分别建立 了连 山 易和归藏仪生四 象 ， 四象生八卦 ［

１ ５
］

．

易 ． 连山 易和归藏易都 已失传 ， 先天易因 为周文天地未开前的状态 叫无极 ， 现代科学称之为混

王姬昌和孔夫子的传承而得 以发扬光大ｍ ． 商朝沌 ． 天地初开即有 阴阳 ， 《易经 》 中称为两仪 ， 并分

末期 ， 周文王在被商纣王囚禁期间推演伏羲先天别用符号
“
一

”

和
“
一

”

进行表示 ． 而太极则是阴

八卦的过程中创建 了后天八卦 ［
８

］

． 经过规范化 、阳在混沌中 的孕育状态 ， 因此 ， 太极图常将两条黑

条理化之后 ， 八卦被进
一

步演绎出 了六十四卦和白 的鱼形孕育于圆形之中 （见图 １ ） ， 其中 的圆形指

三百八十四交 ， 有 了卦辞 、 爻辞 ， 人称 《周易 》
［

９
］

． 自的是混沌状态的宇宙 ， 而黑 白鱼形则隐喻阴阳 ． 阴

伏羲首创先天易开始 ， 几千年来 ， 众多 的先哲阳又有老阴 、 老阳 、 少阴 、 少阳之分 ， 此即为四象 ，

们都 曾试图破解其中 的秘密 ． 据说十七世纪末而八卦者 ， 即坤 、 艮 、 坎 、 巽 、 震 、 离 、 兑 、 乾 ． 八

微积分创始人莱布尼茨就 曾用 二进制数解释过卦是 易学体系的基础 ， 有先天和后天之分 ， 并常与

《易经》
［
１ ＜ ）

］

． 对 《易经 》 的研宄大致可分为义理太极图搭配出现 ， 它代表了早期中 国的哲学思想 ，

和象数两派 ， 义理派着重于从卦名 的涵义进行解除 占 卜 、 风水之外 ， 其影响还涉及宗教 、 中 医 、 武

释 ， 发掘 《易经》 的哲学价值 ； 而象数派则注重术 、 数学等方面 ［

１ ６
］

． 八卦的二进制表示最早开始于

从八卦所象征的物象来解释 ， 侧重于将 《易经》十七世纪 ， 由微积分创始人莱布尼兹给出 ［
１ °

］

， 方法

用于 占 卜
［

１ １
］

． 目前 ， 易学研宄在原理探索上仍无是将阳 爻
“
一

”

取 １ 、 阴爻 取 ０ ． 到 目前为

重大进展 ， 理论研宄停滞不前 ， 思想混乱 ， 实际止 ， 八卦的二进制表示有数和立体坐标两种
［＇ 例

应用也常趋向神秘主义
［
１ ２
＞［

１ ４
］

． 《易经》 记录的是如 ， 艮卦 （见表 １ ） 的二进制表示有 ：
（ １ ） 数 ： ００ １

；

“上帝
”

的法则 ， 数学是
“

上帝
”

的语言 ？ 本文（ ２ ） 立体坐标 ： ｘ
＝

 ｌ 、
＞

；＝
０ 、 ｚ ＝

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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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 ， 以往所有八卦的二进制探讨都仅止步综合表 １ 和定义 ２
， 不难验证 ： ｑ 对应的十进

于表示 ， 未能进
一

步揭秘其原理 ． 相应于八卦的制数为 ＆
（
＆ ＝〇

，
１

，

…

，
７

）
．

二进制立体坐标表示 ， 对于 多重结构的八卦 ， 例＾ｉｔ ， ｉ＇
－ｔ

如伏羲先天六十四卦 ， 可将其拓广为数组形式 ，

２

为此 ， 先建立二进制数组概念 ．在数论中 ， 若正整数 ｍ 除以正整数 Ａ ： 的商是 ｄ 、

定义 １ 设 《为正整数 ， Ｕ ，

…

，

ｊｃ
？ ）称为

一

余数是 ｃ ， 则有同余式
［
１ ７

］

：

个 ｎ维的二进制数组 ， 当且仅当ｗ 
＝

ｃ（ｍｏｄＡ：

）
，

；ｃ
ｔ
＝ ０ 或 １（

々
＝

１
，

…

，

《
）

．扩充这
一

表示 ， 引入完整的同余记号 ：

其中 ， 称为
（々 ，

…

， ？ ） 的第 Ａ： 分量或坐标 ．ｍ
＝

（ ｃ ，
ｄ

） （ｍｏｄ ｙｔ
）

，

由 艮卦的二进制表 ７Ｋ不难看出 ， 相应于八卦
并创建二进制数组的右进位加法

“

０
”

如下 ：

各交的从上 ｇ［
Ｊ
下次 其二进

上
擞编码是从右到定义 ３ 设 《 是正整数 ， ％

＝ｊｃ
？ ） 和

左次序 ， 而兑体坐标编酬依二维坐标 （
ｘ

， ７ ，
ｚ

）… 都是 ” 维二删数组 ， 若
次第是从左到右次序 ． 类似于八卦的立体坐标编．

〇

＝ ０ ，Ｘ
ｋ



＋
ｙｋ

， ｄ
ｋ
＿＾ ｉ

ｃ
ｋ ，

ｄ
ｋ ）（ ｍｏ ｄ２ ）

码 ， 可建立八卦和伏羲先天六十 四卦 的二进制数
（

ｉｔ
＝

ｌ
，

． ． ．

，
《 ） ， 其中

“

＋
”

为十进制加法运算符 ，

组编码删如下 ：

Ｉ Ｉ定义 ，

＂ ．

，
ｃ
？ ）

．

ｍｉ自定义 ３ 不难看出 ， 二删麵的右进位加法

的结果由余翻成 ， 商 Ａ耐也是第 （ 分量位置上
１ ）艇難纖 ， 瓶第 ／

ｔ ＋ ｉ分量位置参与运算 ． 于
２ ） 阳交

二
―

’
’

取 １ ’ 阴交
”

取 〇 ？

、
是定义 ３ 可简化为如下麵 ：

。

类似于 Ｚ：进制数与十进制数的关系 ’ 可Ｍ删 ２ 二进制数涵右进位加法遵循规则 ：

二进制数组与十进制数的关系 ．

１ ） 余数留在本位 ， 进数进入下
－

分量位置参与
定义 ２ 二进制数组 （々 ，

…

，

ｘ
？ ） （

？为正整运算 ？

ｎｉ２ ） 最后分雖置ｒ賴余数 ， 不再考虑进数 ．

ｘ
１

＋ ２ － ｘ
２
＋－ ＋２

ｎ－ １

－ ｘ
ｎ

．

一规则 ２ 规避了定义 ３ 中 的同余计算 ， 并使其计
１ ’＠合八卦的 自然 、 ５ ：行物象 ’ 胃

算与二进制数的加法相类似 ？ 例如 ， 由规则 ２ 可方

建立八卦的综合信息表见表 １ ．

不难看出 ，相应于八卦符号中各爻的从上到下
１

＿

次序 ， 其二进制数组分量从左至右依次编码 ， 比二（
１

，
１

，
０

） ？ （
１

，
１

，
１ ）

＝

（
〇

，
１

，
〇）

．

删数从右至左依次编码更加符合 自然习惯 ？其对应的二进制数运算是 ：

表 １
八舞综合信息表０ １ １＋ １ １ １

＝

１０ １０ ．

一￣
￣

二进制 自然 五行不难看 出 ， 运算起点前者在左 、 后者在右 ， 而

称 号数组表示数表示 属性 属性进位方向则刚好相反 ： 前者向右 、 后者向左 ？

￣ ￣

？
〇

＝

（ 〇
，
〇

，
〇 ）〇〇〇ｍ如果视 ０ １ １ 和 １ １ １ 为 ３ 维度的二进制数 ， 那么

艮ＥＳａＨ ｉ
，
。

，
。

）００ １山


它们相加 的结果 １ ０ １ ０ 却是
一

个 ４ 维度的二进制

坎 彐 而
＝

（ ０
，

１
，
０ ）０ １ ０水水数 ？ 定义 ３ 和规则 ２有效阻止了这种空间溢出 ， 其

￣

ｍ

￣

＝＝ａ
３

＝

（ １
，

１
，
０ ）

ｏｎＡ ＾右进位则是顺应规则 １ 的 自然编码次序而设置 ．

口５：： ； 久
３ 先天易 的数学原理

兑
三ａ ６

＝

（ 〇 ，
ｌ

，
ｌ ）１ １ ０泽金先天易 以先天八卦和伏羲先天六十四卦为基

乾三ａ尸（ １
，

１
，

１ ）１ １ １天
础．

－

５２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２０ １ ７ ， １ ６（ ３ ）



由规则 ２ 依次将
（
０

，

０
，

０
）

、
（

１
，

０
，

０
）

、

． ． ．

、

（
ｌ

’
ｌ

’

ｌ
；
）
与 Ｃ

ｌ
，
。

，

。
｝
作右进位加法运算 ， 得 ：办

三
＾

丁 三
３ ３

ａ
０ 
？４ｑ

（坤 ＋
艮＝艮 ） ；

ａ
，

十
＆

＝
ａ

２
（ 艮丄－－

＋
艮＝坎 ）

；
Ｕ

５ Ｚ

＾^
ａ
２ 
？ 屮

＝ ａ
３

（坎＋ 艮＝巽 ）
；

ａ
３
十
？

＝ ａ
４

（巽三ｉ三

＋
艮＝震 ）

；＝ ：
^

ａ
〇

？ ％
＝ ａ

５
（震＋

艮＝离 ）
；
ａ

５
十 ％

＝ ａ
６

（离

＋ 艮＝兑 ）
；ｓｎ＊天八＃方位

％
十
屮
＝ “

７
（ 兑＋ 艮＝乾 ） ； ？ 十 屮

＝ “
〇

（乾ｋ
＋

艮
＝坤 ） ？ｂ６２

＾＾
ＭＭ

ｂｉ ＇

于是有先天八卦的建卦原理 ：「Ｉ＼

原理 １ 先天八卦出于
“

坤
”

Ｕ Ｑ ）
，

）
、 生于？ ［ ．＾…

“
艮

”

（ ａ
ｉ
）

， 卦序满足 ：Ｖ／／

ａ
ｋ＋ ｉ

＝ ａ
ｋ
？ ａ

＼（ Ａ：＝ ０
，＾

）
．

，｜｜５
＝＾ １ １

，

〇Ｔ
，ｉ＝＝ｂ

＼

方位按如下规则确定 ：

ｂｏ

１ ） 天地定位
［

１
８

］

： 依据天上 、 地下的 自然特
图 ２先天六十四舞方位 图

性定位上乾 （
ａ
７ ）

、 下坤
（
ｆｌ
Ｑ ）

；

２ ） 八卦相生 ： 由
“

坤＋ 艮
，，

生
“

艮
”

、

“

艮４ 后天八卦的数学原理
＋ 艮

”

牛
“

故
”？ ？ ？“

兑＋ 艮
”

生
“

乾
”

，

、

＇

？计几千年来 ， 人们只知道后天八卦是周文王在被
依 卜序

二

别将 （

』
， ）

、 人
（

二

２ ）
、 （

ｊ二 ＾王囚禁时推演伏義先天八卦而创建 ， 但却不知
方 向及震⑷、 离 兑

（〇按

＾

时针方向均
■为什么要那样作卦 ， 更不知道那个后天八卦图

勾地分布于右和左半圆周 （ 如图 ！ 所不 ） ．

（ 图 ３ ） 是如何作出来的 ．

考虑上下顔紙Ａ卦臟成醜 蝴有人棚删测挪书 ， 并＿ 卩

－些数字规
则 １

＝ 、

“

坤为地
”

卦 （ 即坤上坤下 ） 的－进制撒
謙行解释 ， 然而 ， 所有的解释除 了玄秘 ， 都未 曾

真正揭示后天八卦的本质 ． 本文用宫元 （ 即九宫 中
＆
〇
＝

（
０

，
０

，０ ，０ ，

０
，
０ ）

．

， 、
的元素 ） 换 ［

１ ９
］方法細解这

－

秘密 ．

令 ｈ
＝

（
１

，
０

，０ ，０ ，

０
，０ ）

， 类似地可得伏羲先天原理 ３ 视图 １ 中的 中央太极图位置为第九宫 ，

六
■

十四卦的建卦原Ｓ ．用 变 量 ａ 表示 其 中 的 太 极 图 ， 并 以 先 天 次 序

原理 ２ 伏羲先天六十 四卦出于
“

坤
”

（心 ）
，

［

ａ
Ｑ ， ？ ，

？ ？ ．

， ％ ，
ａ
７ ，

ａ
］ 为九 宫元素 的初始次序进

生于 “

剥
”

（Ｍ ， 卦序满足 ：

行置换 ？

ｂ
ｋ＋ｌ

＝ ｂ
ｋ
？ ｂ

ｉ （
ｋ
＝

０
，


■
？ ？

，

６ ２
）

．１ ） 进 ３ 宫 ： 图 １ 中各卦与太极图沿图 １ 箭头路

方位按如下规则确定 ：

线向前进 ３ 宫得图 ４
， 即九宫元素次序为 ：

１ ） 天地定位
［

１ ８
］

： 将
“

乾为天
’

卦 （ ＆
６ ３

） 和［

ａ
６，

ａ
７ ，

ａ
，
ａ
。 ，

ａ
，

，

…

，

ａ
４，

ａ
５ ］

；

“

坤为地
”

卦 Ｕ。
） 分别定位在圆周的正上和正２ ） 换位 ： 将图 ４ 中 的 ａ

５
（离 ）与 ａ（太极图 ）换位

下方 ； ．得图 ５
， 即九宫元素次序为 ：

２ ） 八卦相生 ： 由各卦加
“

剥
”

卦％ ）生后卦［
ａ

６ ，
ａ
７，ａ ５， 

ａ
０ ，

ｑ ，

…

，

ａ
４ ，

ａ
］

；

之卦序分别依次将Ｖ … ， ｈ ｉ

按逆时针方 向和３
）旋转 ： 将 图 ５ 中的 ａ

３ （巽 ）
、 ％ （

坤
）

、 ａ
７ （乾）

、

６
３ ２

，按顺时针方向均匀地分布于右和左艮
）固定在原位 ， 让 ａ

４ （震 ）
、 ｆｌ

２ （
坎

）
、 ａ

６ （兑 ）
、

半圆周 （如 图 ２ 所示 ） ？ａ
５ （离 ）逆时针旋转 ９０

°

， 即 得后天八卦 （ 图 ３ ） ．

／ｚ即 深圳职业技术学 院学报２ ０ １
７

， １ ６（ ３ ）－

５３
－



Ｓ依次 ６
６ ３
至 ６

，

， 于是有 ：

＾＝ｒ

ｒ

＂

ｒ

＇

＇

＇

ｚｚ ｎ定理 １ 先天八卦和伏羲先天六十四卦对应的

；＼二进制数组 ， 对其右进位加法构成 Ａｂｅ ｌ 群及阶数分

东 Ｅ５ 叫ｇ三 西别是 ８ 和 ６４ 阶的循环群 ．

＼／

ａ ＥＥ
、 土 ，

三 ？６结论和讨论
＂

ｔ《易经》 曾被广泛应用于天文 、 地理 、 军事 、

图 ３ 后 天八卦 方位 图建设 、 生活等许多领域 ， 也被公认为是人类智慧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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