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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对自己文化的感情与评价有一种有趣的依赖性，他们的民族认同，文化认

同，他们的自信与自卑，完全建立在与西方的比较和西方学者对中国文化的评价之上。五四人所提倡的

“借鉴”与“引进”早已成了全面的替代，离开了西方的概念与方法系统，我们今天就不会做任何（具有

学术价值的）研究；离开了西方人对中国的评价，我们今天就没有办法自知妍蚩。就连我们民族的感情，

也主要要看洋人的眼色。李约瑟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的研究与结论，在当今具有不能质疑的权威地

位。德国哲学大师黑格尔曾经轻率地批评过孔子的思想，这也成了喜欢反思中国文化传统的知识分子们否

定儒家思想的有力论据之一。那些热爱中国文化，但又怀着深刻自卑感的知识分子们，又屡屡引徵西方人

对中国古代“奇迹”的发现与赞叹，以求获得心理上的平衡。总之，没有西方，中国真是国而不国了。 

一个常常触动中国知识分子的爱国情结的故事，是德国通才大师莱布尼茨首创的二进制，特别是他对《周

易》中的二进制系统的发现。随着计算机技术在现代生活与经济中的重要性逐渐获得普遍的认识，二进制

的声价也一跃千仗。中国人才是二进制的真正发明者，这个震撼人心的“事实”令怀古的知识分子沾沾自

喜，令崇洋的知识分子感慨万千--我们为什么就没有在《周易》二进制的基础上发明电脑，看来，还是人

家洋人伟大啊！ 

一．莱布尼茨的二进制 

在德国图灵根著名的郭塔王宫图书馆（Schlossbiliothke zu Gotha）保存着一份弥足珍贵的手稿，其标题

为： 

“1与0，一切数字的神奇渊源。这是造物的秘密美妙的典范，因为，一切无非都来自上帝。” 

这是德国通才大师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1646 - 1716）的手迹。但是，关于这个神奇

美妙的数字系统，莱布尼茨只有几页异常精炼的描述。用现代人熟悉的话，我们可以对二进制作如下的解

释： 

20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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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 2 

22 = 4

 

23 = 8

 

24 = 16

 

25 = 32

 

26 = 64

 

27 = 128

 

以此类推。 

把等号右边的数字相加，就可以获得任意一个自然数。我们只需要说明：采用了2的几次方，而舍掉了2几

次方。二进制的表述序列都从右边开始，第一位是2的0次方，第二位是2的1次方，第三位时2的2次

方……，以此类推。一切采用2的成方的位置，我们就用“1”来标志，一切舍掉2的成方的位置，我们就用

“0”来标志。这样，我们就得到了下边这个序列： 

  

在这个例子中，十进制的数字“229”就可以表述为二进制的“11100101”。任何一个二进制数字最左边的

一位都是“1”。通过这个方法，用1到9和0这十个数字表述的整个自然数列都可用0和1两个数字来代替。0

与1这两个数字很容易被电子化：有电流就是1；没有电流就是0。这就整个现代计算机技术的根本秘密所

在。 

二．莱布尼茨和八卦 

这份手稿完成的时候，莱布尼茨五十岁。毫无疑问，他是这个作为现代计算机技术的基础的二进制的发明

者。而且，在此之前，或者与他同时，似乎没有一个人想到过这个问题。这在数学史上是很罕见的。 

莱布尼茨不仅发明了二进制，而且赋予了它宗教的内涵。他在写给当时在中国传教的法国耶稣士会牧师布

维（Joachim Bouvet，1662 - 1732）的信中说： 

“第一天的伊始是1，也就是上帝。第二天的伊始是2，……到了第七天，一切都有了。所以，这最后的一

天也是最完美的。因为，此时世间的一切都已经被创造出来了。因此它被写作‘7’，也就是‘111’（二

进制中的111等于十进制的7），而且不包含0。只有当我们仅仅用0和1来表达这个数字时，才能理解，为什

么第七天才最完美，为什么7是神圣的数字。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它（第七天）的特征（写作二进制的111）

与三位一体的关联。” 

1 1 1 0 0 1 0 1 

27  26  25  0  0  22  0  20   

128 + 64 + 32 + 0 + 0 + 4 + 0 + 1 =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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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维是一位汉学大师，他对中国的介绍是17、18世纪欧洲学界中国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布维是莱布尼茨

的好朋友，一直与他保持着频繁的书信往来。莱布尼茨曾将很多布维的文章翻译成德文，发表刊行。恰恰

是布维向莱布尼茨介绍了《周易》和八卦的系统，并说明了《周易》在中国文化中的权威地位。 

八卦是由八个符号组构成的占卜系统，而这些符号分为连续的与间断的横线两种。这两个后来被称为

“阴”、“阳”的符号，在莱布尼茨眼中，就是他的二进制的中国翻版。他感到这个来自古老中国文化的

符号系统与他的二进制之间的关系实在太明显了，因此断言：二进制乃是具有世界普遍性的、最完美的逻

辑语言。 

另一个可能引起莱布尼茨对八卦的兴趣的人是坦泽尔（Wilhelm Ernst Tentzel），他当时是图灵根大公爵

硬币珍藏室的领导，也是莱布尼茨的好友之一。在他主管的这个硬币珍藏中有一枚印有八卦符号的硬币。 

三．八卦与二进制 

今天，西方学界已经获得了普遍的共识：八卦与二进制没有直接的关系。首先，中国的数字系统是十进制

的。其次，依照我们今天掌握的史料，秦、汉以上，中国还没有--在莱布尼茨的二进制意义上的--“零”

的概念。 

假如说《周易》中系辞的部分讲的阴、阳化生万物就是莱布尼茨所说的0、1为万物之源，这是难以成立

的。今本《周易》大概可以分成三个部分，第一是卦，第二是爻，第三是传，即所谓的“十翼”。其中，

卦的部分应该是最古老的。从《尚书》、《周礼》、《左传》、《国语》等先秦文献，以及后来的考古发

掘，我们对西周初年的龟卜有了初步的认识。但是，对于“易卜”我们几乎没有任何详细可靠的资料。

《周易》中的卦也许就是韩宣子所见到的“易象”。无论如何，我们在卦、爻中基本上看不到阴、阳的影

子。阴、阳的系统基本上是在《易传》中得到完善的发展与表述的，尽管它的渊源一定早过《易传》。而

《易传》显然是十进制的体系。通过《汉书·律历志》的记载，我们不仅可以知道，在《周易》大行于世

的时代历算使用的是十进制，而且其中关键数不是1，更不是0，而是2（阴、阳）和3（天、地、人）。

（相见拙文《儒家对数学几何的热爱》） 

另外，道哲学体系中的重要概念“无”与莱布尼茨的0没有任何直接关系。罗素在《数理哲学道论》中将

“0”解释为：一切没有分子的类的类。这正是莱布尼茨心目中的“零”。而罗素的这个解释正是受到了著

名德国语言哲学家弗莱格（Gottlob Frege，1848-1925）的著作Grundlage der Arithmetik（《算术基

础》）的启发。弗莱格、罗素的数论体系中的“零”换成中国话说，就是一切“无”的总称。而道哲学中

的“无”不是却不是很多“无”的总和，而是那一个特定的“无”，是那一个“道”的本质。 

简单地说，莱布尼茨以来三百年间，西方的科学家与哲学家作过无数的研究，都不能发现二进制与八卦有

什么实质性的联系。而在我们中国，秦汉以下，除去利用对八卦特殊的解释建立哲学系统的努力，我们也

基本上看不到对它具有说服力的解释。 

四．拳王阿里与少林寺武术 

迷信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与批判，是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通病。假如有一天拳王阿里心血来潮，

迷上了少林寺的武术，我们一定会说：他哪里能懂武术，懂武术的精神呢？其实，无论是黑格尔对孔子的

批评，还是莱布尼茨对八卦的解释，都如同拳王阿里之于少林寺，只能管窥，不能得其全象。当人问英国

大诗人爱略特：你的好友庞德从汉字的字形获得其创作的灵感，你在《荒原》中使用了几十种不同的文

字，怎么就是没有中文呢？他回答说：那是一个几千年的文化，千百人搞了几千年还没有搞明白，我哪有

本领弄明白他呢？（大意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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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布尼茨、黑格尔都是我个人非常崇拜的大师，连拳王阿里都在我的凌烟阁上。但是，他们之所以是专

家、是大师、是冠军，正是因为他们专注于各自的专业，从自己的文化中汲取营养，发展创新。我们中国

的文化经历了比较特别的历史命运，具有比较特别的内涵，比较特别的沉淀。想把它弄明白，还要靠有着

深厚中国文化功底、良好中国文化素养的专家，而不是一两个外国人偶然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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