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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一倍法”就是严格意义的“二进制” 

“加一倍法”就是严格意义的“二进制” 

姜广辉 发布时间： 2007-03-28 10:00 光明日报 

  邵雍(公元1011~1077年)，字尧夫，谥康节，是中国北宋时期著名的
哲学家，主要哲学著作有《皇极经世书》。他发展《周易》象数学，以
“数”作为其哲学思想的逻辑起点，提出一种《周易》先天学。此学有关
于伏羲八卦与六十四卦卦序排列的四种图表，称为《伏羲四图》，即《先
天图》。  

  近二十多年来学术界讨论 的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就是：德国大哲学
家、数学家莱布尼茨（GottfriendWilhelmLeibniz,1646-1716）发明
“二进制”与邵雍《先天图》的关系。参加这场讨论的有西方包括李约瑟
(JosephNeedham,1900-1995)在内的科学史家，以及国内许多著名的科学
史与中国哲学史的专家学者。讨论的焦点大致有两个：一是邵雍的《先天
图》卦序是否一种二进制的记数方法？或是一种“无意识的巧合”而符合
二进制的记数方法关系？二是莱布尼茨发明二进制是否受了邵雍《先天
图》的启发？主流的学术观点认为邵雍的《先天图》不是二进制记数方
法，或至少不是一种自觉运用的二进制的记数方法；莱布尼茨在其发明二
进制之前并未看到邵雍的《先天图》。  

  这一问题之所以存在长期争论，有人归结为这样一种原因，即懂得
《周易》的学者不大懂得自然科学，而懂得自然科学的学者又往往不懂
《周易》。这确实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但这又并不是绝对的，莱布尼茨用
二进制的视角去读《先天图》，并不需要他很懂《周易》；而《周易》有
几千年的发展历史，谁又可以说完全弄懂了它？况且，邵雍的《皇极经世
书》又是一部很难懂的书。  

  在笔者看来，首先应懂得怎样去读邵雍的《先天图》，从中看它的卦
序是不是二进制的记数方法，它如何是或如何不是二进制的记数方法。如
果说邵雍当时已经发明、并自觉运用了二进制的记数方法，那莱布尼茨发
明二进制时是否受了邵雍《先天图》启发的问题就已经不那么重要了。如
果不是这样，那莱布尼茨发明二进制时即使看到了邵雍的《先天图》，那
又能说明什么呢？  

  邵雍的《先天图》四图的卦序都遵循着一种逻辑法则，当时被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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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一倍法”。所谓“加一倍法”即是今天严格意义上的“二进制”的记
数方法。其中有二图比较直观，兹附图下：  

  邵雍的《先天图》无论八卦还是六十四卦，其卦序顺读都是始《乾》
终《坤》，我们的绝大多数学者都按顺读的方法来读它，这当然不容易发
现其中的二进制的记数方法。但邵雍已经指出：“夫易之数，由逆而成
矣。”（《皇极经世书》卷十三）他告诉我们考察《先天图》的易数关系
的要诀是“逆数”，其中包括卦序的“逆数”和爻序的“逆数”。卦序的
“逆数”是从《坤》卦至《乾》卦，如果我们将卦画中的设定为“0”，
设定为“1”，那上面的《伏羲八卦次序图》正好是按二进制记数方法所
表示的0－7的自然数表：     

  《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在六十四卦的圆图中，又置有一个六十四卦
的方图。无论圆图和方图，卦序之中都内在地体现严格意义上的二进制的
记数方法。其中的方图更为典型而直观，读懂它的要诀就是“逆数”，即
由左向右，第一行始坤终否，接第二行始谦终遯，再接第三行始师终讼，
以下接第四行、第五行、第六行、第七行，最后接第八行始泰终乾。而这
正是按二进制方法所表示的0－63的自然数表： 





  需要指出的是，《先天图》的二进制数表是以《周易》卦画为形式
的。从易数的观点看，卦画所表示的是数，而不是象。其计数方式是通过
两个基本的卦画符号和来进行的。而爻位就是二进制数的位值。先天八卦
图体现的是三位二进制数表（0－7），先天六十四卦图体现的是六位二进
制数表（0－63）。  

  以上所说，是读懂《先天图》卦序的要诀：卦序的“逆数”。而要进
一步理解先天易数的具体进位方法，还有一个要诀，就是爻序的“逆
数”：由低数位向高数位进位，是上爻向五爻进位，五爻向四爻进位，四
爻向三爻进位，三爻向二爻进位，二爻向初爻进位。而进位的原则是逢二
进一位。  

  现代国内外有学者提出邵雍《太极图》的易数关系并不是一种自觉运
用的二进制的记数方法。我们认为，如果邵雍不是自觉运用“二进制”的
记数方法排出这一卦序，我们想不出他还可能用其他方法排出这种卦序，
而正巧与“二进制”的数表完全相吻合。  

  因为大家都知道，如果我们对六十四卦任意排列组合，那可以排出的
卦序的种类，应是64的阶乘：1乘2乘3乘4……乘64,其结果将是一个无比
庞大的数字。而邵雍能一卦不差地排列出符合二进制数表的卦序，如果将
这说成是一种“无意识的巧合，”此种巧合的机率渺乎其微，几乎完全不
可能，这反过来说明邵雍已经发明并能熟练运用“二进制”的记数方法。
问题在于，邵雍虽然已经发明了二进制的方法，但除了能逻辑地处理卦序
关系外，还不能将此二进制的记数方法派上其他用场。  

  邵雍的这项发明，已为当时的程颢所理解，并为之命名为“加一倍
法”。程颢认为邵雍的“加一倍法”比扬雄的太玄数更高明。当时邵雍听
到程颢的话之后惊抚其背说：“大哥，你恁聪明！”  

  邵雍的“加一倍法”受到后来的朱熹的重视。在朱熹那里，“加一倍
法”又被称作“加一位法”。而“加一倍法”的要点就在于，加一位，即
加一倍。  

  按照邵雍“加一倍法”的原理，每增加一个爻位（实即数位），二进
制数表中所包含的自然数的数目便会增加一倍，比如二进制六个数位包含
了六十四个自然数（0－63），若增加到七个数位，那自然数的数目也便
翻了一番，而包含一百二十八个自然数（0－127）。若增加到八个数位，
便包含二百五十六个自然数（0－255）。而若从八个数位增加到十五个数
位，那自然数的数目便翻七番，而包含三万二千七百六十八个自然数（0
－32,767）。如此类推，数位越多，包含的自然数的数目也越多。而即使
再多数位，其中包含的自然数的数目再多，要用二进制的记数方法写出它
所包含的所有自然数，也并不困难。  



  这也就是说，只用两个符号便可以以一种明白无误的逻辑方法（可操
作、可验证的）表示任何自然数。反过来也可以说，一切自然数都可以用
两个符号以逻辑的方法表示出来。  

  邵雍的“加一倍法”意味着中国早在九百多年前的北宋时期，已经发
明了二进制的记数方法，这是中国先哲的智慧和光荣，我们作为后人应该
记住它，而不应该抹煞它！  

  本文得到董光璧教授拨冗审读指正，在此谨致谢意。(作者单位：湖
南大学岳麓书院)  

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即圆图方图）  

伏羲八卦次序图  

《莱布尼茨二进制与伏羲八卦图考》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8月出版胡阳、李长铎合著《莱布尼茨二进制
与伏羲八卦图考》，该书第一章考证了莱布尼茨在发明二进位制之前的
1687年曾读过比利时耶稣会教士柏应理(PhilippeCouplet,1623~1693)介



绍中国的古代经典包括《周易》的著作，从而了解相关的易图与卦序。  

  该文指出，柏应理曾著有《中国哲学家孔子》
(ConfuciusSinarumphilosophus)一书。这部书于1687年在巴黎出版。在
这本书中的“缘起与宗旨”部分，从第38页至第50页对伏羲八卦图做了介
绍。特别是在第41页与43页之间的插页，画出了“伏羲八卦次序图”和
“伏羲八卦方位图”两张。而在第44页还有一图题为“六十四卦图”。  

  艾田蒲在“莱布尼茨与中国(Ⅲ)”一书中写道，莱布尼茨于1687年在
致冯·黑森－莱茵费尔(L.E.VonHessen-Rheinfeds)的一封信中提到了不
久前在巴黎出版的一部有关孔子的著作，并已阅读。根据这个线索，胡
阳、李长铎从德国“柏林科学院”AKADE-MIE-VERLAG·BERLIN出版的《莱
布尼茨》(GOTTFRIEDWILHELMLEIBNIZ)(1970)一书第25页中查到此信，该
信编号为：N.9,题为：“莱布尼茨致函冯·黑森－莱茵费尔”
(LEIBNIZANLANDGRAFERNSTVONHESSEN-RHEINFELS)，发信时间为：1687年
12月19日9点法兰克福(Frankfurta.M.,9./19.Dezember1687.)。莱布尼茨
在这信中提到“Fohi”一词，这个词就是汉语中的“伏羲”，不言而喻，
莱布尼茨见过柏应理书中的“伏羲八卦次序图”、“伏羲八卦方位图”和
“六十四卦图”三张图。  

  胡阳、李长铎这篇考证文章所说的“六十四卦图”，属于后天六十四
卦图，亦即是今传本《周易》，其卦序之间没有二进制进位的关系。但
“伏羲八卦次序图”和“伏羲八卦方位图”两图，属先天图，则有二进制
进位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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