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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道至简（The greatest truths are the simpl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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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经》凝聚了伏羲、周文王、老子、孔子四位圣人为代
表的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对宇宙、自然和社会的认识和理
解，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 《易经》的智慧为中国的儒、道、释等诸子百家及医学、
建筑、武术、书画等百工提供了充足的思想支持。 

• 伏羲始作八卦、周文王的周易六十四卦、老子的道教、孔
子及学生的易传十翼 

– 伏羲，上古时期三皇：太昊伏羲、炎黄神农、黄帝轩
辕（尧、舜）。 

– 周文王，西周（前1046年—前771年） 

– 老子，公元前571年生，中国道家学说创始人。 

– 孔子，公元前551年生，中国儒家学说创始人。“五十
以学《易》”，乃至“韦编三绝”。 

 

 



• 《易经-系辞传》 

–  “《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 

– “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
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
之业。简易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
中矣。” 

– “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 

– “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矣，生性存存，道义之
门。” 

•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老子
《道德经》第一章） 

• “万物之始，大道至简，衍化至繁。” 

• 研究和描述科学问题的方法  

 

大道至简（The greatest truths are the simpl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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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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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坚定的道路自
信、理论自信、制度
自信，其本质是建立
在5000多年文明传承
基础上的文化自信。 
 
•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
一个国家以及一个政
党对自身文化价值的
充分肯定和积极践行，
并对其文化的生命力
持有的坚定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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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 我们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措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培育和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让中华文明的影响力、凝聚力、感召力更加充分地展示出来。 —2018

年3月20日，习近平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 

• 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 

– 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
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
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
的精神标识。—2016年7月1日，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
会上的讲话 

• 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满自信 

– 我们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要对我国宪法确立的国家指导思想、发展道路、奋斗目标充满自信，对我
国宪法确认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充满自信，对我国宪法
确认的我们党领导人民创造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满
自信。—2018年2月24日，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时指出 



习近平讲“和合”与“上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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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儒家倡导“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主张“协和
万邦，和衷共济，四海一家”。 

• 儒家贵“和”尚“中”。在儒家的“和合”理念
中，“和”是和谐、和平、祥和；“合”是聚合
、合作、融合。 

• 推己及人、由近至远的思维，洞明着共赢共生的
“和实生物”之道。 

• “和而不同”“和衷共济”的主张，揭示的是求
同存异、包容互补、和谐共存的价值取向。 

• “和合”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和精华，
也是千百年来中华民族孜孜以求的理想世界。  

 



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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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因斯坦对中国古人和西方的科学发展基础对比： 

– “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的，那
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
学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
系（在文艺复兴时期）。在我看来，中国贤哲没有没
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令人惊奇的倒是
这些发现（在中国）全部做出来了。” 

• 分析心理学创立者荣格也对《易经》赞不绝口 

– “谈到人类唯一的智慧宝典，首推中国的《易经》，
在科学方面，我们所得出的定律常常是短命的，或者
被后来的事实所推翻，唯独中国的《易经》恒古常
新。” 

• 《易经》在世界上也享有“宇宙代数学”的美誉 

 



易经中的简单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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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易经中的简单数字说起： 

– 1：道（太极） 

– 2：阴与阳 

– 3：三爻（天、地、人三才） 

– 4：四象（四个对立统一关系） 

– 5：五层认知空间（九五之尊、五行学说） 

– 6：六爻（上下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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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子-道德经四十二章》 

–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 《易传·系辞·上》说：“是故易有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
四象，四象生八卦。” 

• 《易传·系辞·上》说：“一阴一阳之谓道”。所谓阴阳，是老
子以来发明的一对哲学概念，认为宇宙自然界存在相反属性
事物，相反事物的推摩作用是事物的普遍规律。以彼此消长
的形式进行的，处于动态平衡状态的变化之中，保持着事物
的发展变化态势。 

• 阴中有阳，阳中有阴。太阳，太阴；少阳，少阴。 

• 36计的第1计： “阴在阳之内，不在阳之对。”阴阳是对立
统一关系，如影相随。 

《易传·系辞·下》：“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彖
者，材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动者也。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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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量事物按天、人、地“三才”的阴阳哲学理念进行
抽象表达，没有事物和数值观念，只有阴阳相别。 

• 《易经.说卦》：“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
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 

• 《易》中象征自然现象和人事变化的一系列符号，以
阳爻、阴爻相 配合而成，三个爻组成一个卦。 

• 观测事物：从底到高，次序为地、人、天。 

 
 

卦的三爻 

–卦的表达 
 

天 

人 

地 

三才 3维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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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架构的八卦（ “说卦传” ） 

• 老子曰：“道法自然”[道德经25章] 

• 按自然法则进行映射。 

• “天地定位，山泽通气，水火相逮，雷风不相悖。” 

• 表示这些不同事物之间的不同对立统一关系 

• 计算机设计与算法中的四个基本科学问题 
–天—地：集中—分散(集-分)—定位（空间） 

–山—泽：刚性—柔性(刚-柔)—通气（相济） 

–火—水：并行—串行(并-串)—相逮（时间） 

–雷—风：供给—需求(供-需)—不相悖（平衡） 

– “刚柔相推而生变化。” 刚柔相与切摩推荡，而产生变化。
“变化者，进退之象也。” 变化是前进或后退的现象。 

 

 

 四个对立统一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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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卦的基本物理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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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个经卦的物理属性 

– 乾为天，意味着刚或健； 

– 坤为地，意味着顺或和； 

– 震为雷，意味着动或进； 

– 巽为风，意味着入或风； 

– 坎为水，意味着险或陷； 

– 离为火，意味着附或丽； 

– 艮为山，意味着止（规定）； 

– 兑为泽，意味着说（可变）或悦； 

http://baike.baidu.com/albums/6683/6683/0/0.html


4V of Big Data 

• Dimensions of Big Data 
– Volume 

– Variety 

– Velocity 

 

– Value 

– Veracity 

 

 

*Figure from Kalapriya Kannan，IBM，2013 

 

3V 

4th V 



大数据的四个基本对立统一关系 
• 大数据管理(表达+处理) 

– Volume（规模性）：大/小、集中/分布 

– Variety（变化性、多样性）：刚/柔、确定/模糊、单模
态/多模态 

– Velocity（高速性）：离散/连续、并行/串行 

– Veracity（真实性）：真实/虚假、真/伪、虚/实 

– Value（价值性）：实价/虚价 

• 所对应的4对基本对立统一的推演关系为: 

– 空间： Volume：集中—分布  

– 时间： Velocity：连续—离散  

– 性质： Variety： 刚性—柔性  

– 价值： Veracity：真实—虚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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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层认知空间 

 

                  深     理 

 

 

                                             数 

 

 

 

                                            象 

 

 

                                            变 

 

 

 

                  浅    通 

信仰（宗教） 

领袖、圣人 

哲学（公理） 

先贤、院士 

数学（物理）模型 

教授、研究人员 

研究领域理论 

学者、教师 

体系结构、关键技术、
算法、机制 

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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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生之谓易，成象之谓乾，效法之谓坤，
极数知来之谓占，通变之谓事，阴阳不
测之谓神。 

• 阳生阴，阴生阳，生生不息，就是易；在天成象，
象就是乾；在地效法，法就是坤；规律的本质是数，
数极则变，能够预测未来，就是占（卜）；变则能
通，通则久，先通后变，就是事业；阴阳变化不穷，
难以估计，所以神（奇）。 

–五大学问（不同层次）：理、数、象、
变、通。 

–推象知数，推数穷理。 

 



三十六计“总说” 

19 

• “数中有术，术中有数。阴阳变理，机在其中。机不可设，设
则不中。” 

• （按语）“解语重数不重理。盖理，术语自明；而数则在言外
。”“若徒知术之为术，而不知术中有数，则术多不应。” 

• 数：规律（科学）的本质是数，阴阳变数。 

• 术：权术、手段、方法（通则）。 

• 机：变通机理 

• 理：易、天地变易的道理。 

• 设：假设、主观臆造。 

• 中：成功、实现。 

• 以我 “强” 敌“弱”与敌“强”我“弱”区分，再分：多、
少、相当3种程度，得6种战计谋略； 

• 每种战计中有虚实（阴阳）、攻防（动静）、彼已（主客）、
劳逸、刚柔、奇正6种计谋（对立统一关系），共有36计。 



六爻与六十四卦 

•《易传·系辞上》曰“六爻之动，三极之道也”。 可明显表达
天、地、人之位的三维空间，天、地、人合一系统。 

•天、地、人三才每才有两种变化可能(天--阴阳;地--柔刚;人--仁
义)，三才组合有八种可能。 

•《易传·系辞下》:“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
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 

•《说卦传》日“参天两地而倚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
刚柔而生爻。”“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 

•两个经卦“卦象”形成一个64卦中的别卦 

•别卦的复合卦象（属性）相制相克、相和相应关系 

– 例如，上泽下火，革卦；相制相克。 

– 例如，上水下火，既济卦；相和相应。 

– 例如，上火下水，未济卦；无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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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aike.so.com/doc/1455568-1538844.html
http://baike.so.com/doc/3458037-3638673.html
http://baike.so.com/doc/1585220-1675721.html
http://baike.so.com/doc/2541413-268453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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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卦间关系 

• 两经卦皆处于上下层之位，但在易传的语
义解释中可有5种关系： 

– 上下；内外；前后；平列；同卦相叠。 

• 在易经中不但爻有阴阳之分，而且六爻所
在层位子也有阴阳爻位之分。6种阴阳爻象
与爻位结合情况和相应学说。 

• 六十四卦之间的关系： 

– 六十四卦中的某一個別卦反映的是系统某一個
發展階段的特點和狀況； 

– 六十四卦的卦之间变换关系：可由层次的性质
和位置变换表达：错卦、综卦、交互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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爻象与爻位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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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爻象与爻位关系：6种 

– 刚柔相应说 

– 刚柔当位说 

– 刚柔得中说 

– 刚柔尊位说 

– 刚柔上下位说 

– 柔刚从乘说 

• 爻象与爻位关系影响卦的属性和卦象推演的评价 

– 吉利、凶险及盈虚和得失等 

– 中庸学说是东方思维和易经推演中最重要的学说 

– 中庸学说体现在刚柔得中说、刚柔相应、柔顺从刚、
柔顺得中和当位等学说中。 

 



东西方文化思维的差异（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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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华的校歌，其中有一句话叫“东西文化、荟萃
一堂”。 

• 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主要体现在辩证思维与逻
辑思维上： 

– 学者们常常用辩证思维来描述东方人，尤其是中国人
的思维方式； 

• 具有：整体性、模糊性、不确定性 

• 见长：性质分析和系统设计原理 

• 强调：悟性 

– 用逻辑思维或者分析思维来描述西方人，尤其是欧美
人的思维方式。 

• 具有：孤立性、准确性、确定性 

• 见长：数量分析、逻辑推理和系统分析描述 

• 强调：形式化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399816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170616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170616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150323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69341865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69341865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711945


东西方文化思维的差异（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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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的辩证思维包含着三个原理：变化论
、矛盾论及中和论。 

– 变化论认为世界永远处于变化之中，没有永恒
的对与错； 

– 矛盾论则认为万事万物都是由对立面构成的矛
盾统一体，没有矛盾就没有事物本身； 

– 中和论则体现在中庸之道上，认为任何事物都
存在着适度的合理性。 

• 对中国人来说，“中庸之道”经过数千年的历
史积淀，甚至内化成了自己的性格特征。 

 



东西方文化思维的差异（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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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人的思维是一种逻辑思维强调世界的同一
性、非矛盾性和排中性。 

– 同一性认为事物的本质不会发生变化，一个事物永
远是它自己； 

– 非矛盾性相信一个命题不可能同时对或错； 

– 排中性强调一个事物要么对，要么错，无中间性。 

• 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也叫分析思维，他们在考虑
问题的时候不像追求折衷与和谐，而是喜欢从
一个整体中把事物分离出来，对事物的本质特
性进行逻辑分析。 



大数据、AI与东方文化思维 

– 科学研究的第4范式 

• 第一范式 实验，例如钻木取火 

• 第二范式 理论，例如牛顿第二定律 

• 第三范式 计算机仿真，例如天气预报，四色猜想 

• 第四范式 大数据思维，从数据发现现象和规律 

– 数据->现象->因果关系 ->相关关系->知识  

– 数据思维是大数据处理的一种哲学理念 

– AI是大数据处理的推理方法，具有一定模糊性、
不确定性 

– 易经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大数据表达和AI思维
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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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经三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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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凿度》云：“《易》一名而含三义：所谓易也，变易也
，不易也。” 

• 郑玄“《易》一名而含三义：简易，一也；变易，二也；不
易，三也。”。 

• 由其生之原而论，是简易。由其生生不己而论，是变易。由
其生之有序而论，是不易。 

• 简易者其德，不易者其体，变易者其用。 

• 象、数、理是《周易》的基本范畴 

– 象即万物之象 

– 数为信息盈虚和得失成败之数 

– 理就是事物恰到好处的情由 

• 推象知数，推数穷理 

– 由事物的外在形象来认识其内容 

– 由事物的状态来认识事物的属性 

– 由事物的属性来认识事物的本质。 

 



易经三义（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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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易：（象）大道至简，用两个最简单的符号表达宇
宙一切。 “一阴一阳之谓道”，道者简易也。于心

不诚，化简为繁。简易就是效法天道，保持人性的纯
正。(形象思维) 

• 变易：（数）《易辞》“阳生阴，阴生阳，生生不息
，就是易”。64卦表现了64种变化状态，384爻演化
了384种动态变化。 (辩证思维) 

• 不易：（理）1. 变易中，含藏不变之理。董仲舒“道
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2. 大道本自然

，老子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变化本自然。3. 变易是现象，不易是法则。认识变
易的现象，探求不易的法则。 (系统思维) 



中庸的思维理念（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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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庸哲学命题最早来源于孔子提出的“中庸之为德也，其
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雍也） 

• <中庸>：儒家中庸思想的经典著作之一，成书于战国末
期至西汉之间。作者子思，孙子之孙，战国哲学家曾参的
弟子。 

• 中庸作为一种美德、人生哲学和天道体现，成了宋至明清
，乃至现代的思想理念，有深远影响。 

• “天人合一”的中庸之道：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永恒
恪守中道；既平庸无奇又至高无上，既简单易行又终难企
及。 

• “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 

• “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中庸的思维理念（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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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人做事的中庸思想 

– 子日：“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
也。” 

– 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已而不求人则无怨。上
不怨天，下不尤人。 

– 君子之道，譬如行远必自寻迩，譬如登高必自卑。 

• 老子“道德经”第八章 

–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 

• 平遥文庙楹联 
– 博学笃志中庸治世 

– 切问近思大道修身 

 

 

 



思维哲理 

• 象、数、理 

– 象：  

• 《系辞下》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 

• 《系辞上》曰：“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能
事毕矣”。 

• 《系辞下》曰：“爻者也，效天下之动者也。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
也”。 

– 数： 

• 每卦六爻阴阳与天地人三才之间构成相互关联错综复杂的关系。 

• 八卦就是这种象中有数，数中有象，象数合一，不可分割的整体象
数符号。 

– 理： 

• 《系辞下》曰：“《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
焉，有地道焉”。 

• 《系辞上》曰：“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易与天地一
样广阔，包含宇宙间的一切道理，符合自然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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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理的举例 

• 从易经到名校校训 
– 清华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梁启超，1914年冬
讲题为《君子》) 

– 第1卦 乾 

•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 第2卦 坤 

• 《象》曰：“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 学善则为君子，学不善则为小人 

– 坚忍强毅，不屈不挠，自励之功与天同德 

– 度量宽厚，犹大地之博，无所不载 

– 对卦不可割裂，对立统一，不断变换。 

– 《杂卦》说：《乾》刚《坤》柔 

 

33 



解卦—图灵机—可计算性 

34 

• 40卦，解卦：（坎下震上，串行下供给上）。 坎为险，
震为动。 

• 异卦相叠 

• 《彖》：“解，险以动，动而免乎险，解。”“解之时大唉哉
！”，遇险而动，积极行动则可免除危险，这就是解卦。 

• 《象》：“雷雨作，解。”雷雨交加，故解卦。 

• 初六：《象》辞“刚柔之际，义无咎也”。没有害处 

• 本卦描述了一种哲学计算模型，基本思路是将一个计算问题分
拆为一系列操作，按串行序列做。“动而免乎险，解”是说，
如果能够做下去，就有解。否则，就危险，无解。 “解之时大
唉哉！”，可计算性的意义重大，是计算机重要基础理论模型
。1936年的图灵机（Turing Machine）提出也是基于同样的
哲学思想，随后图灵又提出了图灵机的形式化模型。 

• 易经从更高的角度给出一般问题的“解” ，“上善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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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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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易经》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哲学思维对计算机系统和算
法设计具有重大的启发意义，其普适性的模型和方法具有
重要借鉴意义。 

• 我们相信，中国传统哲学的《易经》思维将在系统和算法
设计上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 《易经》是中国人先辈三千多年的智慧结晶，自己的研究
微不足道，仅为他人的一颗铺路石子。 

• 进一步研究工作 

– 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的易经模型和思维 

– 系统安全和可信的易经模型和思维 

– 系统和算法设计中的36计 

• 附录 
– 易经 

– 道德经 

– 三十六计 

 



个人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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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老实实做人 

• 明明白白做事 

• 扎扎实实做学问 

• 平平淡淡做贡献 

• 黄金非宝书为宝，万事皆空学不空； 

• 成功的秘诀：用最不平常的努力做好平常
的事 

 

• 韩愈《师说》云：“师者，传道、授业、
解惑也。”温家宝说，传道授业解惑，是
老师在毕生中一定要做好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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