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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易
——人类用认识论编织一张大网，用它来包罗万象

孙锐

（省市：上海市 邮编：200237）

内容概要：《易》所描述的古代物质观转变为《周易》所描述的古代世界观，是知识的量的扩大；《易》所描

述的古代物质观转变为现代物质观，以及《周易》所描述的古代世界观转变为现代世界观，是知识的质的变革。

人类的不断认知的过程就是知识的不断革新的过程，而每一次知识的革新（无论是量变还是质变）都会伴随认

识观的改变，因此我们说伪真理是相对性的。

关键字：真理；意识；客观认识；伪真理；逻辑学自洽；半单群；直因子群

中图分类号：O411.1O411.1O411.1O411.1 文献标识码：AAAA

0000 引言：

西方哲学先贤百家和西方近代科学研究者毕其一生对物理学、社会学等做出杰出的探索和

研究，而最后的统一之路似乎是现代研究者们所期盼的最终工作。西方人需要建立一个统一的

体系，因为他们没有。那东方人有吗，他们是否在很久以前就已经拥有了这样一套统一的理论

体系但后人却不明晓，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现代的东方人在他们的写字台前还要寻找什么？

0.1 前言一

人类所认识的这个世界本质是认识，而一部《易经》已经足够解释认识。《易经》从无极混

沌开始推论，而无极相当于真理�，祂之所以被称是混沌，正是缘由祂的不可逻辑性。真理不

同于认识，祂和认识有着严格的界定，即真理是唯一的非认识。故而《易经》中将祂称谓为无

极，所以严格的来说，无极是真理最早的称谓。

因此我才会有这样的判断：无极和有极，翻译成现代语言是说非认识和认识。于是就范畴

上而言，分为非认识范畴和认识范畴两大类。真理是惟一的非认识，所以也将非认识范畴看作

即是真理，即是无极。而相应的，认识范畴是为有极，其中有极之初始，亦称为初始认识，属

于认识范畴，如意识。

无极而太极，阐述了真理通过人类直觉（直观）在人脑中形成意识。伏羲用太极来描述意

识，考朱熹作品《周易本义》有言：“太极者，象数未形，而其理已具之称。形器已具，而其理

无眹之目。在河图洛书，皆皆虚中之象也。周子曰：‘无极而太极。’邵子曰：‘道为太极。’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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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心为太极。’此之谓也。”

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这是一个唯心主义认识过程，伏羲以太极来描述

意识，而用八卦（乾卦，兑卦，离卦，震卦，坤卦，艮卦，坎卦，巽卦）分别描述天，泽，火，

雷，地，山，水，风八种现象存在。在伏羲的眼里，这天，泽，火，雷，地，山，水，风的集

合构成了他对这个世界的客观物质认识或者说成是他所认识的客观物质。因此，此段首句话阐

述了意识经由逻辑思维后得到客观物质存在。意识第一性，物质存在第二性，故而将它理解为

一个唯心主义认识过程。

伏羲用八卦来描述他的客观物质，由于他的客观物质中的元素天，泽，火，雷，地，山，

水，风是自然现象存在，因此这八卦是为先天八卦，其述天道。而周文王在羑里根据伏羲先天

八卦演算所得六十四卦，卦卦皆是描述周文王对为人处世的认识，所做八卦为后天八卦，其述

世道。邵子曰：“文王八卦，乃人用之位，后天之学也。”

意识经过逻辑思维后得到客观物质存在，这一过程是为唯心主义认识过程。客观物质存在

经由逻辑思维后得到（或回归至）意识，这一过程是为唯物主义认识过程。举例说明对书籍《周

易本义》物质存在的认识：首先有一个意识即直观地意识到某个物质存在，然后经逻辑判断这

是一部《周易本义》书籍（唯心主义认识过程：意识第一性，物质存在第二性）；之后再经过辩

证唯物主义逻辑思维判断得到结果：在意识到它的存在之前，这部《周易本义》物质存在就是

存在着的（唯物主义认识过程：物质存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即先意识到某物质的存在，然

后才能去谈某的先存在后意识性即唯物主义性。因此唯物主义认识论是建立在唯心主义认识论

基础上的。单方面的认同唯心主义或者否认唯心主义都是不正确的，这种片面性的错误在物理

学史上屡见不鲜（如波粒二象性）。

初始认识，认识和认识观属于认识范畴，是认识范畴内的三个阶段。

将客观物质归纳至客观认识，可以把意识和客观认识的元素想象成是围棋棋盘上的天元和

其他落子点，黑子先手天元，然后黑白交替连成一条曲线，最终可以绕回天元。意识的元素想

象成天元，而在围棋棋盘上落子相当于是定义客观认识的元素。意识直接推出意识自身表明意

识是逻辑学自洽的，我们可以将这一过程想象为是棋盘上只有黑子在天元上。

于是我们可以这样定义意识：由逻辑学自洽性所描述的初始认识叫做意识。它产生于人类

的直观作用。因此，所谓直观就是作用于将非认识（真理）转变为意识，其中意识（作为初始

认识）属于认识范畴。

自天元至棋盘各个位置（唯心主义认识过程），棋子交替随性地落子最终回归至天元（唯物

主义认识过程）。不仅如此，从棋盘上任意位置（非天元）开始下子，都总能下回至起始位置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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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包围�。所以客观认识的逻辑学是自洽的。

于是定义客观认识：由逻辑学自洽性所描述的认识叫做客观认识。客观认识包括客观物质

认识，客观世界认识和客观哲学认识。换句话说，物质的本质是认识，世界的本质是认识，哲

学的本质是认识。客观认识（作为认识）属于认识范畴。

物质的本质是认识。根据唯心主义认识论，意识是第一性的，物质存在是意识的结果，如

图二所示，意识作为初始认识属于认识范畴，物质存在则是进一步作为认识属于认识范畴。客

观物质认识解决一个认识问题：物质（或物质原理Physics）是什么？

世界的本质是认识。世界和物质是阶梯关系的，世界是物质的更高级，世界中包含物质。

这一点从《易》之八卦和《周易》之六十四卦的关系可以看得很清楚。客观世界认识解决一个

认识问题：世界（或人类社会 Society）是什么？

哲学的本质是认识。这一项是很特殊的，前两项——物质和世界——是为科学认识，而哲

学是物质和世界的最高级，哲学中包含世界。客观哲学认识解决一个认识问题：哲学是什么？

由逻辑学自洽性所描述的认识所形成的认识观定义为伪真理。如客观物质认识形成的物质

观，客观世界认识形成的世界观，客观哲学认识形成的哲学观。其中前两项统称为科学观。伪

真理（作为认识观）属于认识范畴。

真理和伪真理�是镜像关系。真理是绝对性的，不可逻辑性的。伪真理是相对性的，可逻

辑性的，属于认识范畴。真理到伪真理的桥梁就是直观以及随后自洽的逻辑学，或者说直观以

及自洽的逻辑学构建了作为真理的镜像的伪真理。

更一般的，《易经》能够自洽地描述伏羲的物质观，于是，《易经》描述了伪真理：伏羲的

物质观。故而《易经》其实就是一部逻辑学上自洽地阐述或描述伏羲的物质观的书籍，而《周

易》则是一部自洽地阐述文王的世界观的书籍。

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遂有《易》。

0.2 前言二

《周易本义》有言：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

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通过《易经》八卦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伏羲时代人们对客观物质的认识是天，泽，火，

雷，地，山，水，风。它们构成了伏羲时代人们大脑里对客观物质的认识。而《易经》正是原

于它的逻辑学自洽地描述了这个认识即客观物质，从而使得《易经》能够描述伪真理。可是到

了如今这个时代，人类对这个客观物质的认识在不断地改变，现代人已经不可能将客观物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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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成天，泽，火，雷，地，山，水，风的集合，随着人类认识的扩大，他们对这个客观物质有

着更为先进的理解。

不仅伏羲先天八卦所描述的客观物质发生了变化，概念的数量在变多，就连文王的后天八

卦六十四卦所描述的世界也同样数量上在变多，性质上也发生了变化，已经无法描述现代人对

客观世界的认识。曾经，文王修改《易经》为《周易》，是要将物质观上升到世界观，非严格的

来说类似于是要使得前者成为后者的子集，即将八卦上升至六十四卦，从而能够描述文王时代

人们的世界观。但是，文王的《周易》描述的终究是文王那个时代人们的世界观，譬如举个最

为简单的例子，那个时代有君子和小人两种人，可是对现代人而言，君子和小人的界限已经模

糊，甚至已经成为了古董，已被历史所遗忘。因此《周易》之六十四卦已经过时，它根本无法

描述当今现代世界观之客观世界了。所以我认为有必要继《周易》之后再次修改一下《易经》，

使之能够自洽地描述当今时代即现代人们的物质观，世界观以及哲学观。

《后易》因此产生。若将《易经》看做是描述了伪真理，那么《易经》便是描述了这样一

个伪真理：古代物质观（即古代客观物质认识形成的认识观），并且描述其中的客观物质认识

的逻辑学是自洽的。④同理，若将《周易》也看成是描述了伪真理，那么《周易》便是描述了

如此一个伪真理：古代世界观（即古代客观世界认识形成的认识观），并且描述其中的客观世

界认识的逻辑学是自洽的。由此下来，《后易》则是描述了现代哲学观（即现代客观哲学认识

形成的认识观）。三者之间的关系相当于原版，修改版和第二次修改版。其中《后易》的八卦部

分描述了现代客观物质认识（即现代对客观物质的认识），八卦衍生得到的六十四卦则是描述了

现代客观世界认识（即现代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于是，《后易》所描述的伪真理就是现代哲学

观（即现代客观哲学认识形成的认识观），并且根据客观认识的定义，要求描述其中的客观哲

学认识的逻辑学必须是自洽的。

（古代）客观物质认识是被自洽逻辑学描述的；（古代）客观世界认识被自洽逻辑学描述的；

（现代）客观哲学认识被自洽逻辑学描述。这三者正分别是《易》、《周易》和《后易》的中心

思想。

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就是这部《后易》的伪真理部分：

某个认识观是伪真理的充要条件是描述这个认识观里的认识的逻辑学是自洽的。根据前言

一里对客观认识的定义，也可以等价的说成是：某个认识观是伪真理的充要条件是这个认识观

里的认识是客观认识。于是可得：

《后易》所描述的伪真理是如此现代哲学观（即现代客观哲学认识形成的认识观），其中

形成此现代哲学观的现代客观哲学认识由自洽的逻辑学来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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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不同的客观认识，描述它们的自洽的逻辑学是不同的。并且不同的客观认识所形成的

伪真理是不同的。

此著分为《数论》和《理论》两部分。其中《数论》是《后易》的数学基础；而《理论》

则是《后易》的客观认识部分。

真理

直观

图一 《易经》八卦图 图二 真理和认识

1 数论

1.1 逻辑学自洽原理

命题 1：{ }iλ 构成群是逻辑学自洽的充要条件。

证明：⑴{ }iλ 构成群是逻辑自洽的充分条件

根据群的封闭性： ijk λλλ =

上式等价为： Λ→Λ×Λ:f

( ) kij λλλ →,

f 是群 { }iλ=Λ 的二元运算

逻辑上也可等价地写为，通过 jλ

ki λλ ⇒

又根据群的可逆性： ejj =−1λλ

非认识范畴

（即：无极）

客观认识

认识范畴

（即：有极）
意识

虚 线 表

示：伪真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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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 iijjkj λλλλλλ == −− 11

即 ( ) ikjf λλλ →− ,: 1

等价为通过
1−
jλ ik λλ ⇒

因此， ( )( )ijji ff λλλλ ,,1−=

即通过
1−
jj λλ 和 iki λλλ ⇒⇒

所以逻辑学自洽。

⑵{ }iλ 构成群是逻辑自洽的必要条件

已知： iski λλλλ ⇒⇒⇒⇒ ... ，

因为： ki λλ ⇒ ，所以群中总是存在 Λ∈jλ 使得 ( ) ijkijf λλλλλ =→,:

所以满足封闭性

单研究 si λλ ⇒ 部分

故群中存在 Λ∈tλ 使得 ( ) itsitf λλλλλ =→,:

再就 is λλ ⇒ ，可知

群中必存在 Λ∈−1
tλ ，使得

( ) istf λλλ →− ,: 1

其中 ett =−1λλ

因此满足可逆性

e是群元且 iλ 满足结合律

所以 { }iλ=Λ 是群

综上⑴⑵证明可得：{ }iλ 构成群是逻辑学自洽的充要条件。

{ }iλ 是逻辑集合，同时它的每一个元素 iλ 因 ( ) ii ef λλ →,: 和 ( ) istf λλλ →− ,: 1
又是逻辑思

维的结果即是客观认识的元素。（唯心主义认识论：客观认识的元素是逻辑思维的结果）

1.2 客观认识的数学概述

认识范畴的第二阶层认识用集合表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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Λ=认识

其中Λ是非空集合，Λ的元素为认识的元素。令非空集合Λ构成群，则

根据客观认识的定义

Λ=客观认识

根据意识的定义

ε=意识

其中ε 是Λ的平凡群，Λ的元素是客观认识的元素。

命题 0：不同的客观认识，对应的描述群是不同构的。

证明：令 G≅Λ ，其中G称为二番群， ( )Gϕ=Λ 称为一番群，表示G及其同构群。

当 21,GGG = 时， 21,ΛΛ=Λ ，若 21 GG ≅ ，则由同构的传递性可知： 21 Λ≅Λ ，即同构

的二番群对应的一番群是同构的，根据客观认识的定义式，此时两客观认识之间是等价的。因

此 21 GG ≅ 表示描述的客观认识是相同的或等价的，描述群Λ是同构的。特别的，因 21 G≅Λ 于

是可知一番群 1Λ 也是 2G 的一番群。

当 21,GGG = 时， 21,ΛΛ=Λ ，若 21 GG ≅/ ，则 21 Λ≅/Λ .即不同构的二番群对应的一番群

也一定不同构，根据客观认识的定义式，此时两客观认识之间是不等价的。因此 21 GG ≅/ 表示

描述的客观认识是不相同的或不等价的，描述群Λ是不同构的。

二番群和一番群的区别：二番群G描述客观认识，一番群 G≅Λ 表示G及其同构群，描

述客观认识，因此客观认识的描述群不是二番群G，而是一番群Λ .

不同的客观认识，对应的描述群Λ是不同构的。不同的客观认识，形成的伪真理是不同的，

因此伪真理具有相对性。

1.3 当二番群G是 nM = 群直积的数学研究

定义存在某个群G，描述某个客观认识，它的恒元 E，描述该客观认识的意识。群G的

元素是该客观认识的元素。其中， GGGf →×: 是群G的二元运算。

若群G是一个单群，则G称为 1=M 群直积，即是两个正规子群的群直积。因此， 1=M

群直积G拥有两个直因子群：G和 E。特别约定，将平凡群 E称为 0=M 群直积；群G的群

元 E称为G的 0=M 直因子群。因此， 0=M 群直积仅拥有一个直因子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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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群G是两个单群 1G 和 2G 的群直积，

( ){ }22112121 ,:, GaGaaaGGG ∈∈=×=

其中 11× ， 11 ×G ， 21 G× ， 21 GG × 是G的四个直因子群，分别为 0=M ， 1=M ， 1=M ，

2=M 直因子群。则称半单群G为 2=M 群直积。

若群G是三个单群 1G ， 2G 和 3G 的群直积，

( ){ }332211321321 ,,:,, GaGaGaaaaGGGG ∈∈∈=××=

其中 111 ×× ， 111 ××G ， 11 2 ××G ， 311 G×× ， 121 ××GG ， 31 1 GG ×× ， 321 GG ×× ， 321 GGG ××

是G的八个直因子群，分别为 0=M ， 1=M ， 1=M ， 1=M ， 2=M ， 2=M ， 2=M ，

3=M 直因子群。则称G为 3=M 群直积。

进一步，若群G是 n个（有限个）单群的群直积，

( ){ }iinn GaaaaGGGG ∈=×××= :,...,,... 2121

群G拥有
n2 个直因子群。则称G为 nM = 群直积。

定义 1： nM = 群直积 nGGGG ×××= ...21 ，其中 nGGG ,...,, 21 分别是单群，则称这 n个

单群 nGGG ,...,, 21 为 n个爻。

因此，可得

爻的数量数群直积的 =MM

于是 nM = 群直积是由 n个爻构成的群。爻的数目由 ] [ nG = 来表示。

定义 1’：若G是 nM = 群直积，它总可以写成两个直因子群H和K的群直积

KHG ×=

H和K称为G的阴子和阳子，而 KHG ×= 称为G的一个两仪划分。特别的， 1=M 群直积

只有一个两仪划分。 [ ]以下简称划分

由此，继而推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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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分数
数之和所有直因子群的数群直积的 MMM =

所以 nM = 群直积有
n2 个直因子群和

12 −n
个划分，故 nM = 群直积是由

n2 个直因子群和
12 −n

个划分构成的群，其中
+∈Zn .

定义 1 和定义 1’分别展示了 nM = 群直积的两种定义。

2 理论

2.1 当二番群G取 nM = 群直积的理学研究

G描述客观认识，群元 E描述意识。特别的，结合《易》学：

若群 { }eG = 即 0=M 群直积，则它只有惟一的直因子群{ }e ,故 0=M 群直积没有阴阳划

分。将 0=M 群直积G的惟一的直因子群形象为断一文字，即为太极。故太极本质是 0=M 群

直积G的（惟一的）一个直因子群。

若群G是 1=M 群直积，则它有惟一的两仪划分 { } { }eaEGG ×=×= 1

故两仪本质上是 1=M 群直积G的两个直因子群，其中 { }eE = 是群G的 0=M 直因子群。

若群G是 2=M 群直积，则有两个两仪划分

1. ( ){ } ( ){ }2121 ,, eeaaEGG ×=×=

2. ( ){ } ( ){ }2121 ,, aeeaKHG ×=×=

1a e

1a

2a

1e

2e

1a

2e

1e

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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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所谓四象实质是 2=M 群直积G的四个直因子群，其中 ( ){ }21,eeE = 是G的 0=M 直因子

群。

若G是一个 3=M 群直积，则有四个两仪划分

1. ( ){ } ( ){ }321321 ,,,, eeeaaaG ×=

2. ( ){ } ( ){ }321321 ,,,, aeeeaaG ×=

3. ( ){ } ( ){ }321321 ,,,, aaeeeaG ×=

4. ( ){ } ( ){ }321321 ,,,, eaeaeaG ×=

1a

2a

3a

1e

2e

3e

1a

2a

3e

1e

2e

3a

1a

2e

3e

1e

2a

3a

1a

2e

3a

1e

2a

3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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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八卦的本质是 3=M 群直积G的八个直因子群。 3=M 群直积G描述客观物质认识，群G的

0=M 直因子群 ( ){ }321 ,, eeeE = 描述该客观物质认识的意识。

同理可推得，所谓六十四卦本质上是 6=M 群直积G的 6426 = 个直因子群。

由此可知，《易》有八卦，其实是指二番群 1G 是一个 3=M 群直积，描述《易》的客观认

识，其中二番群 1G 拥有 8 个直因子群。并且令二番群 2G 是一个 6=M 群直积，描述《周易》

的客观世界认识，二番群 2G 拥有 64 个直因子群。

2.2 逻辑和知识

定义 2： nM = 群直积的直因子群描述该群所描述的客观认识的知识。

命题 2：若 1G 是 aM = 群直积，且存在 2G 同构于 1G ，则 2G 是 aM = 群直积，它们所描述的

客观认识是等价关系的或相同的，并且这两个M 群直积的所有直因子群之间是一一同构的，即

所描述的知识也是等价关系的或相同的。

证明：存在 2G ，使得 21 GG ≅ ， 1G 是 aM = 群直积，即同构映射

21: GG →ϕ

取 aM = 群直积 1G 的任一划分： KHG ×=1 ，其中 KH , 是 1G 的直因子群

由 ( ) ( )khhk ϕϕϕ →: ， 1, Gkh ∈∀

( )
{ }
( ){ }
( ) ( ){ }
( ){ } ( ){ }kh

kh
hk

KkHhhk
KHG

ϕϕ
ϕϕ

ϕ
ϕ

ϕ

×=
=
=

∈∈=
×=

,:
2

因此， ( ) ( )KH ϕϕ 和 是 2G 的直因子群，上式是 2G 的一个划分，由于ϕ是同构映射，因此它们

分别同构于 1G 的直因子群 KH和 . 1G 的每个划分【总共有
12 −a
个划分】下 2 个直因子群 KH ,

【总共有 a2 个直因子群，记作 iH 】同构于 2G 的 2个直因子群 ( ) ( )KH ϕϕ , 【总共有 a2 个直因

子群，记作 ( )iHϕ 】构成 1个划分【总共有 12 −a 个划分】，因此 2G 是 aM = 群直积。

举个例子： { }5432
6 ,,,,,1 xxxxxC = ， { }yC ,12 = ， { }23 ,,1 zzC = ，因此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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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22
32 ,,,,1,,,1,,1,1,1 zyzyyzzCC =×

32 CC × 和 6C 之间存在一个同构映射 632: CCC →×ϕ ，即

326 CCC ×≅

6C 有 4 个直因子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22 ,,,,1,,,1,,1,1,1;,1,,1,1,1;1,,1,1;1,1 zyzyyzzzzy ϕϕϕϕϕϕϕϕϕϕϕϕ

分别同构于 32 CC × 的 4 个直因子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22 ,,,,1,,,1,,1,1,1;,1,,1,1,1;1,,1,1;1,1 zyzyyzzzzy ，

因此 6C （是 2=M 群直积：有 4 个直因子群和 2 个划分）的 4 个直因子群所描述的 4 个知识

分别等价于 32 CC × （是 2=M 群直积： 2C 和 3C 分别是两个有限单群【素数阶循环群】）的 4

个直因子群所描述的 4 个知识。

《易》的古代客观物质认识的描述群是一个 3=M 群直积 1G≅Θ ，拥有八个直因子群：乾、

兑、离、震、坤、艮、坎、巽，分别描述八个知识：天、泽、火、雷、地、山、水、风。我们

也可以这样理解，伏羲时代人类的一切知识无非就是这八个知识。同理，《周易》的古代客观世

界认识的描述群是一个 6=M 群直积 2G≅Π ，拥有六十四个直因子群：剥、比、豫、谦、师、

复、夬、大有、小畜、履、同人、姤；颐、屯、震、明夷、临、蒙、坎、解、升、艮、蹇、小

过、晋、萃、观；大过、鼎、巽、讼、遁、革、离、家人、无妄、兑、睽、中孚、需、大畜、

大壮；损、节、归妹、泰、贲、既济、丰、噬嗑、随、益、蛊、井、恒、未济、困、涣、旅，

咸、渐、否；乾、坤，分别描述六十四个知识。所以朱熹作《周易本义》主要就是在阐述这六

十四个知识，因为文王时代人类的知识可总结为这六十四个知识。

2.3 《易》和《周易》的阐述和关系论

根据客观认识的定义，客观认识= G≅Λ .

若二番群G取 3=M 群直积 1G ，描述古代客观物质认识，则 ( )1Gϕ=Λ ，表示 1G 及其同

构群，记 ( ) Θ=1Gϕ ，即一番群 Θ=Λ ，客观认识为古代客观物质认识。即古代客观物质认识

=Θ .

因此，形成《易》所描述的伪真理：古代物质观的客观认识称作古代客观物质认识，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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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个 3=M 群直积Θ描述的，它的八个直因子群分别描述天、泽、火、雷、地、山、水、

风八个知识。

若二番群G取 6=M 群直积 2G ，描述古代客观世界认识，则 ( )2Gϕ=Λ ，表示 2G 及其同

构群，记 ( ) Π=2Gϕ ，即一番群 Π=Λ ，客观认识为古代客观世界认识。即古代客观世界认识

=Π .

因此，形成《周易》所描述的伪真理：古代世界观的客观认识称作古代客观世界认识，是

由这样一个 6=M 群直积Π描述的，它的六十四个直因子群分别描述《周易》中的六十四个知

识。

对《周易》，令 6=M 群直积 IFDCBA ×××××≅Π （ IFDCBA ,,,,, 是单群）描述古代客

观世界认识，形成一个古代世界观。古代客观世界认识拥有 6426 = 个直因子群分别描述 64 个

知识。由于《周易》的物理基础是《易》，因此《易》的古代客观物质认识的描述群同构于《周

易》的古代客观世界认识的描述群的一个 3=M 直因子群。令群直积 CBA ××≅Θ 描述《易》

的古代客观物质认识,于是有

111 ×××××≅×× CBACBA

令 ( )CBA ××=Θ ϕ , ( )IFDCBA ×××××′=Π ϕ ,于是有

( ) ( )111 ×××××′≅×× CBACBA ϕϕ

( )111 ×××××′ CBAϕ 是Π的一个 3=M 直因子群.

因此Θ的 8 个直因子群（所描述的 8 个知识）分别等价于 ( )111 ×××××′ CBAϕ 的 8 个直因子

群（所描述的 8 个知识），并且 ( )111 ×××××′ CBAϕ 的 8 个直因子群又分别是Π的其中的 8

个直因子群。所以《易》的古代客观物质认识的 8 个知识分别等价于《周易》的古代客观世界

认识的 64 个知识其中的 8 个。

2.4 现代客观物质认识和现代客观世界认识的阐述和关系论

根据客观认识的定义，客观认识= G≅Λ .

《易》所描述的古代物质观演变为现代物质观：

若二番群G取 3=M 群直积 3G （和 1G 不同构），描述现代客观物质认识，则 ( )3Gϕ=Λ ，

表示 3G 及其同构群，记 ( ) PG =3ϕ ，即一番群 P=Λ ，客观认识为现代客观物质认识。即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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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物质认识= P .

因此，形成现代物质观的客观认识称为现代客观物质认识，它是由另外的某一个 3=M 群

直积P（和Θ不同构）描述的，使得它的八个直因子群和《易》的不同构，即描述的八个知识

和《易》的八个知识是不同的。

《周易》所描述的古代世界观演变为现代世界观：

若二番群G取 6=M 群直积 4G （和 2G 不同构），描述现代客观世界认识，则 ( )4Gϕ=Λ ，

表示 4G 及其同构群，记 ( ) SG =4ϕ ，即一番群 S=Λ ，客观认识为现代客观世界认识。即现代

客观世界认识= S .

因此，形成现代世界观的客观认识称为现代客观世界认识，它是由另外的某一个 6=M 群

直积 S（和Π不同构）描述的，使得它的六十四个直因子群和《周易》的不同构，即描述的六

十四个知识和《周易》的六十四个知识是不同的。

现代世界观的物理基础是现代物质观，即形成现代物质观的现代客观物质认识的 8 个知识

等价于形成现代世界观的现代客观世界认识的 64 个知识中的 8 个。举个例子，假设形成现代

物质观的现代客观物质认识由 ςηρ ××=≅ 3GP 群描述的（其中 ςηρ ,, 分别是单群），则形成

现代世界观的现代客观世界认识由 σςηρ ×ℜ×ℑ×××=≅ 4GS 群描述（其中 σ,,ℜℑ 分别是单

群）。

2.5 现代客观哲学认识的阐述

继现代物质观和现代世界观后，接下来是阐述《后易》的客观哲学认识和描述群。

根据客观认识的定义，客观认识= G≅Λ .

若二番群G取 6>= DM 群直积 5G ，描述现代客观哲学认识，则 ( )5Gϕ=Λ ，表示 5G 及

其同构群，记 ( ) ℵ=5Gϕ ，即一番群 ℵ=Λ ，客观认识为现代客观哲学认识。即现代客观哲学

认识=ℵ.

因此，形成《后易》所描述的伪真理：现代哲学观的客观认识称作现代客观哲学认识，它

是由 6>= DM 群直积ℵ（拥有
D2 个直因子群）描述的。其中ℵ的群元ε 描述现代客观哲学

认识的意识。

即形成《后易》所描述的伪真理的现代客观哲学认识是由群ℵ来描述的，群ℵ拥有
D2 个

直因子群，分别描述现代客观哲学认识的
D2 个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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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Physics， Society和ℵ的关系论

研究现代物质观和现代世界观以及现代哲学观的关系。仿效《易》和《周易》，我们做如此

阐述：形成现代哲学观的现代客观哲学认识的描述群是 6>= DM 群直积ℵ，它的
D2 个直因

子群分别描述
D2 个知识。现代哲学观的社会基础是现代世界观，即形成现代世界观的现代客观

世界认识的描述群 S同构于形成现代哲学观的现代客观哲学认识的描述群ℵ的 6=M 直因子

群；现代世界观的物理基础是现代物质观，即形成现代物质观的现代客观物质认识的描述群P

同构于形成现代世界观的现代客观世界认识的描述群 S的 3=M 直因子群。因此现代客观哲学

认识的 D2 个知识中存在有这样的 64 个知识，它们分别等价于现代客观世界认识的 64 个知识；

而现代客观世界认识的 64 个知识中存在有这样的 8 个知识，它们分别等价于现代客观物质认

识的 8 个知识。

命题 3：若存在一个 nM = 群直积 nm GGGGG ×××××= ......21 且 mGGGQ ×××= ...21 ，其

中 nm < ，使得同态映射 QG→:φ ， QG=φker ，则记 GQ ≺ ，表示：

1. mM = 群直积Q的 m2 个直因子群正分别同构于G的 n<= mM 直因子群 ~1×Q 的 m2

个直因子群；

2.Q描述的客观认识的 m2 个知识分别等价于G描述的客观认识的 n2 个知识其中的 m2 个知

识。

此时若存在两个群满足: GW ≅ , QJ ≅ ，则必有 WJ ≺ .

证明：为了方便理解，取 2=M 群直积 21 GGG ×= ， 1GQ = ，显然Q是单群有

111 ×=×≅ QGQ

所以根据命题 2，Q 的 2 个直因子群 Q,1 （平庸正规子群）同构于 11 ×G 的 2 个直因子群

1,11 1 ×× G .故而得证 1。

而对G来说，他有 4个直因子群 2121 ,1,1,11 GGGG ×××× ，并且前面两个同构于Q的 2 个

直因子群 Q,1 .因此我们说G的4个直因子群中有2个直因子群分别同构于Q的2个直因子群，

即G描述的客观认识的4个知识（由 2121 ,1,1,11 GGGG ×××× 描述）中有2个知识（由 1,11 1 ××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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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分别等价于Q描述的客观认识的 2 个知识（由 Q,1 描述）。故而得证 2。

令 ( )1GJ ϕ= ， ( )21 GGW ×′=ϕ ，显然有

( ) ( )111 ×′≅ GG ϕϕ

( )11×′ Gϕ 是 ( )21 GGW ×′=ϕ 的一个 1=M 直因子群，所以 1=M 群直积 J 同构于W 的一个

1=M 直因子群 ( )11×′ Gϕ ，根据命题 2 所述得， 1=M 群直积 J 的 2 个直因子群同构于W 的

一个 1=M 直因子群 ( )11×′ Gϕ 的 2 个直因子群。因此，满足表示 1.

又因为 ( )11×′ Gϕ 的 2 个直因子群是 ( )21 GGW ×′=ϕ 的 4 个直因子群中的 2 个，故用知识

总结为， 1=M 群直积 J 的 2 个知识等价于W 的 4 个知识中的 2 个。因此，满足表示 2.

J 和W 满足表示 1 和 2，故 WJ ≺ .

命题 3 中的两个群G 和Q是同态的，因此命题 3 又称作M 群直积的同态命题，它是知识

的局部等价。对应的，命题 2 称作M 群直积的同构命题，它是知识的整体等价。

将现代客观物质认识的描述群记作 Physics（或简记为P），现代客观世界认识的描述群记

作 Society（或简记为 S）。令 ϖσςηρ ×××ℜ×ℑ××× ... 及其同构群描述现代客观哲学认识，

即 ϖσςηρ ×××ℜ×ℑ×××≅ℵ ... ，令 σςηρ ×ℜ×ℑ××× 及其同构群描述现代客观世界认识，

即 σςηρ ×ℜ×ℑ×××≅S ，令 ςηρ ×× 及其同构群描述现代客观物质认识，即 ςηρ ××≅P .

根据命题 3，

ϖσςηρσςηρςηρ ×××ℜ×ℑ××××ℜ×ℑ××××× ...≺≺

又

ϖσςηρ ×××ℜ×ℑ×××≅ℵ ... ， σςηρ ×ℜ×ℑ×××≅S ， ςηρ ××≅P

于是

ℵ≺≺ SocietyPhysics ⑤

这就是现代客观物质认识的8个知识，现代客观世界认识的64个知识和现代客观哲学认识的
D2

个知识之间的关系。 Physics 的知识等价于ℵ的部分知识，表明ℵ的还有很多知识是超出

Physics的知识范围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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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注释⑤，也可以如此阐述：令 ϖσςηρ ×××ℜ×ℑ×××≅ℵ ... 是一个 DM = 群直积，

描述现代客观哲学认识；它有
6
DC 个 6=M 群直积 ℵ≺ ，其中只有 1 个 6=M 群直积描述现代

客观世界认识的，记作 σςηρ ×ℜ×ℑ×××≅S ； S上有
3
6C 个 3=M 群直积 S≺ ，其中只有

1个 3=M 群直积描述现代客观物质认识的，记作 ςηρ ××≅P .

结束语

《易》所描述的古代物质观转变为《周易》所描述的古代世界观，是知识的量的扩大；《易》

所描述的古代物质观转变为现代物质观，以及《周易》所描述的古代世界观转变为现代世界观，

是知识的质的变革。人类的不断认知的过程就是知识的不断革新的过程，而每一次知识的革新

（无论是量变还是质变）都会伴随认识观的改变，因此我们说伪真理是相对性的。于是，《后易》

所描述的现代哲学观是一个相对性的认识观，因此完全有理由相信形成这个现代哲学观的现代

客观哲学认识是会变化为未来客观哲学认识（形成未来哲学观）的【如同《易》所描述的古代

物质观变为现代物质观；《周易》所描述的古代世界观变为现代世界观；现代世界观演升为现代

哲学观】，这表现在它的描述群ℵ变化为ℵ′（两者不同构），因此它们的直因子群不一一同构，

导致了被描述的知识彼此之间是不等价的（即标志着新知识的诞生）。

后记一：现代客观物质认识和标准模型的应用

20 世纪 70 年代，人们已经得到了一个标准模型，取群的外直积：

( ) ( ) ( ) ( ) ( ) ( ) ( ){ }1,2,3:,,123 UtSUvSUutvuUSUSU ∈∈∈=××

这是一个 3=M 群直积。

若证实Higgs粒子的实在性，且标准模型群和P存在同构映射：

( ) ( ) ( ) PUSUSU →×× 123:ϕ

( ){ } ( ){ }tvutvu ,,,,: ϕϕ →

( ) ( ) ( )123 USUSUP ××≅

则标准模型描述现代客观物质认识。 ( ) ( ) ( )123 USUSUP ××≅ 给出如下 8个直因子群分别描

述如下 8 个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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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 } ( ){ }1212 ,,,, IIuIIu ≅ϕ ，

描述强相互作用理论知识；

2. ( ){ } ( ){ }1313 ,,,, IvIIvI ≅ϕ ，

描述弱相互作用理论知识；

3. ( ){ } ( ){ }tIItII ,,,, 2323 ≅ϕ ，

描述电磁相互作用理论知识；

4. ( ){ } ( ){ }11 ,,,, IvuIvu ≅ϕ ，

描述强弱作用理论知识；

5. ( ){ } ( ){ }tIutIu ,,,, 22 ≅ϕ ，

描述强电作用理论知识；

6. ( ){ } ( ){ }tvItvI ,,,, 33 ≅ϕ ，

描述弱电作用理论知识；

7.平凡群 ( ){ } ( ){ }123123 ,,,, IIIIII ≅ϕ

描述 X ⑥知识，同时描述现代客观物质认识的意识；

8.平凡子群 ( ){ } ( ){ }tvutvu ,,,, ≅ϕ

描述强弱电作用理论知识。对应的直因子群群元素的乘积是对易的。并且根据命题 2， P的以

上八个直因子群和四个划分使得它同样是一个 3=M 群直积。现代客观物质认识的元素为P的

元素： ( )tvu ,,ϕ .

1974 年乔治和格拉肖引入单群 ( )5SU ，是想用它来描述现代客观物质认识，即 ( )5SUP ≅ .

但是单群 ( )5SU 不具备 3=M 条件，因此 ( )5SUP ≅/ ，即 ( )5SU 不能描述现代客观物质认识。

它的描述失败是由 IMB质子衰变实验证实的，它的失败更鼓舞了 3=M 群直积描述现代客观

物质认识。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会十分坚定的摒弃大单群的盲目寻找，而将目光聚集在 6>= DM

群直积问题上。这样一来连Physics和 Society描述的现代客观物质认识和现代客观世界认识

都将逐渐退出客观认识的舞台，取而代之的是更为宽广的现代客观哲学认识和未来客观哲学认

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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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类不断地被动的认识万物，描述群也一定会不断被动的更新。人类会不停地用认识

论编织着一张然后又一张大网，用它们来包罗一个又一个万象。

后记二：M 数和维度猜想

若二番群G是 nM = 群直积，即 nGGGG ×××= ...21 ，它的元素为

( ) Ggggg n ∈= ,...,, 21 ， ii Gg ∈

若 iG 是单群，则此 n维线性空间G称为 n维单纯线性空间，它的元素 g是空间上的点。若存在

群 G≅Λ ，则Λ也是 n维单纯线性空间。

如三维单纯线性空间 ( ) ( ) ( )123 USUSU ×× ，典型线性群 ( )3SU 是
33×C 的子集， ( )2SU 是

22×C 的子集， ( )1U 是
×C 的子集。 ( ) ( ) ( )123 USUSUP ××≅ 表明P也是三维单纯线性空间。

根据图二，可以看出，客观认识的元素即逻辑思维的结果（逻辑）根源上是直观的结果。

客观认识由群Λ描述，其中古代和现代客观物质认识之所以分别由两个不同构的 3=M 群直积

Θ和 P描述，说明在直观上，（客观）物质认识是三维的（三维单纯线性空间），古代和现代客

观世界认识之所以分别由两个不同构的 6=M 群直积Π和 S描述，说明在直观上，（客观）世

界认识是六维的（六维单纯线性空间），更高层面的，现代和未来客观哲学认识之所以由两个不

同构的 6>= DM 群直积ℵ和ℵ′描述，即说明在直观上，（客观）哲学认识是 6>D 维的（

6>D 维单纯线性空间）。

后记三：东西方哲学研究

东方哲学始于《易》，它是一个统一的自然哲学框架，《周易》是它的升级版，构成了古代

统一的社会哲学的框架。东方哲学的发展路线以先统一后拆分的思路进行的，称为“先合后分”，

所以东方哲学的目的是基本粒子的探究。

西方哲学始于原子的发现，它奠定了西方哲学研究的开端和发展路线。西方哲学是以先拆

分后统一的思维路线进行的，称之为“先分后合”，所以西方哲学的目的是统一理论的探索。

由此可看出，东方哲学的研究结果是西方哲学的开端，西方哲学的研究结果是东方哲学的

开端。这其实非常有意思，东方哲学和西方哲学的起点是相反地，理论是互补的。它们的研究

路线可几何化地看作是一个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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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西方哲学的统一理论在东方，而东方哲学的基本粒子理论在西方，那么为什么不能够

东西方哲学来一次大统一，从而真正意义上实现统一理论。

这就是《后易》的产生缘由。

《后易》在日后还会不断修改和拓展，但确是对东西方哲学大统一的第一次理论尝试。

后记四：编后感

写完《后易》，我偶然一次机会又重温了近代物理学的内容，就其中的“地球是圆的”这一

理论说事，在此之前人类的认识是通过直观，然后逻辑思维得到的“地球是圆的”一说，接着

又是直观和逻辑认为“是椭圆的”。之后呢，在经过漫长的研究后终于认定在二维上是椭圆形的，

在三维上是“橄榄球状的”，但是还没完，因为不止三维，数学家告诉我们完全没有理由拒绝高

维度这一条件，于是地球又变成这样的或那样的，然后没完没了了，上帝俨然成为了一位数学

家抑或物理学家。但是事实上，他是哲学家。

真理，正如前言中所说过的，祂是不可逻辑的，是惟一的非认识。所以地球究竟是什么形

状的，这本身没有任何意义，人们所能够探讨的、所能够思维的、所能够研究的根本不是真理，

不是“地球到底是什么形状的”，而是人类的认识，是人类对地球的认识。也就是说唯一有意义

的其实是人类是怎样思维和理解它们所认识到的一切（的认识），人类对直观到的一切的认识（特

别的，若是客观认识，即逻辑学是自洽的）形成认识观（则该认识观称伪真理，属于认识范畴）。

人类对所直观到的真理有着的不同理解和认识（形成伪真理）可以用不同的群来描述。人

类的认知如流水般永不停息，生生不止。这便是《后易》想要告诉人们的。

《易》：人类处于 3=M 时代；《周易》：人类处于 6=M 时代；《后易》：人类处于 DM =

时代。

注释：

①这里所谓的真理和马克思哲学论中定义的真理是不同的，马哲所描述的真理，属于认识范畴，它具有逻辑性，

即是逻辑思维的结果。

②马哲所阐述的真理其实是在说伪真理。

③所以围棋可以非严格地看成黑白双方各自制造逻辑自洽性的游戏。

④前言二中的黑体字分别表示对应的伪真理。

⑤提问：现代客观哲学认识的描述群ℵ的 6=M 群直积有
6
DC 个，是否表明现代客观世界认识的描述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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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ety有 6
DC 个？

证明： ϖσςηρ ×××ℜ×ℑ×××≅ℵ ... 的右边项通过同构映射对所有爻进行位置对易，依循命题 3 提出

前面 6 个爻如 ησςϖρ ×××ℜ×ℑ×××≅ℵ ... 则 σςϖρ ×ℜ×ℑ×××≅Λ1 ， ℵΛ ≺1 .这样的

6=M 群直积ℵ上有
6
DC 个（一番群且不同构）， Society 是其中的一个。现代客观世界认识的描述群

Society和其他 16 −DC 个 6=M 群直积Λ分别不同构， Society≅/Λ . Society描述现代客观世界认识，

因此其他 16 −DC 个 6=M 群直积Λ一定不是现代客观世界认识的描述群，即现代客观世界认识的描述群

Society是唯一的。

同理， Society上有 203
6 =C 个 3=M 群直积， Physics是其中一个。Physics和其他 19个 3=M

群直积Λ分别不同构， Physics≅/Λ . Physics描述现代客观物质认识，因此其他 19个 3=M 群直积Λ一

定不是现代客观物质认识的描述群，即现代客观物质认识的描述群Physics是唯一的。

结论：在ℵ上 Society是唯一的，在 Society上Physics是唯一的。

⑥ 仅 改 变 引 力 势 不 改 变 引 力 场 的 变 换 是 引 力 的 规 范 变 换 。 引 力 场 场 强 的 表 达 式 为 ：

tc
c

x
a i

ii ∂
∂

+−
∂
∂

−=
γχχ

2

21 ，采用时轴正交性消除矢量引力势 iγ ，于是引力场场强写为经典形式：

r
Ug −=

.对位矢 r复指数变换（相当于是相位变换）： riyxr ⋅+→ )exp( ，要使引力场场强不变，只有

要求标量引力势作相应变换： UyieUyeUU xx ⋅+⋅=′→ sincos .标量引力势规范变换后保持标量性，

于是要么 0=U ，要么 0=y （ π=y ，则标量引力势变负数）.令引力场的规范群满足幺正性，于是 0=x .

于是平凡群 ( ) ( ){ } ( ){ }123123 ,,,,1 IIIIIISU ϕ≅≅ 是引力相互作用的规范群， X 知识是万有

引力理论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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