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颠覆人类对数的认知与探讨 

——寻求 1+1=1 成立的另一种逻辑思维推理方法 

车华源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广东省茂名市　525000

摘　要：本文提出数的双重属性理论——“序性”与“象性”，颠覆传统数学对数的单维度认知。序性体现数的离散排列

与组合逻辑，而象性则关联几何形态、无限分割及微积分本质的连续性。[1] 通过整合东方象数思维（如《周易》）、西方

公理化数学体系及量子计算原理，本文论证了“1+1=1”这一等式在双重属性框架下的逻辑合理性，揭示了数作为多维存

在形式的科学性与哲学意义。[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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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论

数的本质是数学哲学的终极追问。传统数学以等式逻

辑为核心，但在解释“1+1=1”这类反直觉命题时却陷入困境。

中国数学家华罗庚在探索该课题时发现，需突破形式逻辑的

局限，引入“象数思维逻辑”以重构数的底层逻辑，正确认

知数的本源。本文基于此，提出数的双重属性理论——“序

性”与“象性”，旨在弥合离散与连续、形式逻辑与直观思

维的鸿沟，为数学基础理论提供创新视角。 [3]

1. 首先我们了解目前人类对数的认知情况：从计数工

具到数学宇宙的构建，数的概念是人类文明的核心成果之

一，其发展历程贯穿了从原始计数到抽象数学体系的构建。

人类对数的认知不仅体现了逻辑思维的进化，更深刻影响了

科学、哲学与技术。

1.1 回顾数的概念起源：从具象到抽象，数与象就一一

对应。

1.1.1 原始计数需求

早期人类通过实物对应（如结绳记事、刻痕）建立数

的概念，例如用“3 块石头”对应“3 只羊”。这种具象化

的数仅服务于基本生存需求（统计猎物、分配资源）。  

1.1.2 关键性突破：符号化（如楔形文字中的数字符号）

使数脱离具体物体，成为独立概念。从这个时代开始，人

类就把数独立理解与应用，使数与物分离，使人类对数的

认知走进一个误区。寻找数的应用规律，谁知一直在玩数

字游戏。[4]

1.2 自然数的公理化

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提出“万物皆数”，将自然数

视为宇宙本质；19 世纪皮亚诺公理系统用逻辑规则严格定

义了自然数的性质（如后继运算、数学归纳法），标志着数

从经验工具转变为抽象逻辑对象。[5]

1.3 数系的扩展：解决矛盾与填补空白

1.3.1 整数与有理数

1.3.2 负数的引入：为描述债务、方向等现实问题，中

国《九章算术》首次系统使用负数，解决了“小数减大数”

的矛盾。  

1.3.3 分数与有理数：分配不均问题（如 3 人分 2 张饼）

推动分数概念形成，有理数集实现了加减乘除的封闭性。

1.3.4 无理数与实数

古希腊发现√ 2 无法表示为分数，引发第一次数学危机。

19 世纪戴德金分割理论构建了实数连续性，填补了有理数

的“空隙”，为微积分奠定基础。

1.3.5 复数与超复数

  为解决方程 x2=-1 的解，虚数单位 i 被引入，复数形

成二维数系，成为电磁学、量子力学的核心工具。  

1.3.6 四元数、八元数等超复数进一步扩展数的维度，

应用于计算机图形学与相对论。

1.4 现代数学中的数：抽象与多维

1.4.1 集合论视角

康托尔用集合定义基数（集合大小）与序数（排序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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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示无穷数的层级（如自然数集与实数集的不同“无穷大”）。

1.4.2 代数结构中的数 **

数被纳入群、环、域等抽象结构。例如：模运算中“有

限数”（如钟表模 12）挑战传统数的无限性认知。

1.4.3 非标准数系  

超实数包含无穷小量，为微积分提供新基础；p 进数重

构数的“远近”概念，应用于数论密码学。

1.5 认知边界与哲学思考

1.5.1 数学基础问题  

哥德尔不完备定理表明：任何数论公理系统都存在无

法证明的真命题，揭示数学认知的固有局限性。  

连续统假设（是否存在介于自然数与实数之间的无穷）

仍是未解之谜。

1.6 数的实在性争议

柏拉图主义认为数独立于人类意识存在；形式主义则

主张数仅是符号游戏。量子力学中“数学描述与物理现实的

高度一致”，加剧了这一哲学争论。

1.7 未解问题与未来方向

黎曼猜想：素数分布与复数零点关系，关乎数论核心

结构；

朗兰兹纲领：试图统一数论与几何，构建“数学大一

统理论”；

计算机验证：借助 AI 探索超大数域（如梅森素数）的

性质。

1.8 综上所述，人类对数的认知已从实用计数工具，发

展为探索宇宙本质的语言。每一次数系的扩展都源于逻辑自

洽的需求与现实世界的挑战，而现代数学正以更抽象的形式

重构“数”的边界。数既是人类思维的创造物，也可能隐藏

着宇宙最深层的密码——这种双重性将持续推动数学认知

的革新。

2. 数的双重属性溯源

    根据本人结合量子理论对数研究发现，任何一个数

都独具两重属性，一为数之“序性”，二为数之“象性”。

2.1 东方象数思维与数的整体性

《周易》以卦爻符号构建象数体系，将数视为“象”

与“位”的结合。例如，卦序（序性）与卦象（象性）的统一，

直接影响了莱布尼兹的二进制数学，其阳爻“—”与阴爻“--”

分别对应 1 和 0，验证了象数思维的数理潜力。中国古代数

学强调“体用不二”，如河图洛书的象数算法通过模拟自然

之序，实现“无限分割之和等于原体”的微积分原理。  

2.2 西方数学的局限与突破

毕达哥拉斯学派提出“万物皆数”，体现数与物一一

对应，但局限于序性逻辑；康托尔的集合论揭示了自然数与

实数集的势不可调和性，暗示需引入象性思维以调和矛盾。

莱布尼兹的微分符号“dx”既是无限小量（序性），又是积

分求和的基础单元（象性），其“微积分基本定理”体现了

数象合一性。

2.3  华罗庚的启示与象数思维的现代价值

华罗庚在“1+1=1”研究中发现，传统等式逻辑无法解

释数的整体性与动态交互，需通过象性思维（如分割与重组）

重构数的逻辑。这一洞见与量子计算中量子比特的叠加态

（象性）与经典比特的离散态（序性）共存现象不谋而合，

为双重属性理论提供了实证支持。  

3. 理论框架：数的双重属性解析

3.1 数之序性：离散逻辑与动态排列

序性体现数的离散性与线性关系，其核心为自然数的

后继运算（如 \(n^+ = n ∪ \{n\}\)）及包含关系。然而，序性

无法用等式完全描述动态交互。以《周易》卦变为例，阳爻

的“动进回蓄”需通过二进制进位机制表达，而非静态等式。

例如，序数三（011）中的两阳爻需回蓄补位后才能继续前进，

形成“进退交替”的序性逻辑。

3.2 数之象性：连续形态与无限分割

象性体现数的整体性与连续性，其本质为微积分中“无

限分割之和等于原体”。以圆周率 π 为例，其序性体现为

无限不循环小数，而象性则表现为圆的几何形态与积分极限

的统一。量子比特的叠加态进一步诠释象性：离散量子态（序

性）与连续概率波（象性）共存，验证了数作为多维实体的

本质。

3.3 序性与象性的统一：1+1=1 的逻辑重构

在双重属性框架下，“1+1=1”可解释为：两个序性单

元（如自然数 1）在象性维度上融合为单一整体（如量子纠

缠态）。例如，两个独立水滴合并为一个大水滴时，体积（序

性）叠加为 2，但形态（象性）仍为 1 个整体。这一现象在

量子加密技术中体现为离散密钥（序性）与量子态（象性）

的结合，实现信息安全的双重保障，有象必有数，有数必有

象，象数是一 一对应的统一体。任何一个数都是具有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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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体，或是同一体的无限个数。

4. 象数思维法如何证明 1+1=1

4.1 首先，对自然数的象数重定义

4.1.1 自然数的二象性

序数性：表示排列次序（第一、第二）

基数性：表示集合元素数量（1 个、2 个）

4.1.2 运算单位的象数约束

当且仅当运算对象满足：

①同源整体（相同象数体系）

②等价量纲（相同度量标准）

时，算术运算具有物理意义

例证：

有效运算：1kg 水 + 1kg 水 = 2kg 水（同源同质）

无效运算：1kg 水 + 1m3 水（量纲失配）

4.2 分数系统的整体性本质

4.2.1 单位 1 的拓扑不变性

对于任意分数分解：

1 = Σ(1/n) （n ∈ N+）

4.2.2 微积分验证

lim(n →∞ ) Σ(1/n) = ∫ d(1) = 1

4.3 1+1=1 的成立条件

4.3.1 集合论视角

当且仅当：

A ∪ A = A （集合自并运算）

4.3.2 测度论解释

设 μ 为概率测度：

μ(A) + μ(A) = 1 ⇒ μ(A)=1/2

4.3.3 布尔代数特例

在二元布尔代数中：

1 ∨ 1 = 1 （逻辑或运算）

4.3.4 结论

在传统算术体系外，当满足：

 运算对象属于同一拓扑结构

存在量纲归一化条件

定义特殊代数结构时，1+1=1 具有数学合法性。

4.4 象数思维法怎么样才能证明 1+1=1 呢？

关键点：

4.4.1 自然数不同数体的“1+1 ≠ 1”，（1+1 ≠ 2）如：

“1 个鸡蛋十 1 个苹果 = ？，（这是不同数体关系），体现

数的序性。

4.4.2 同一数体的“1=1+1”是同一数体分割出来的两个

数体，如同一个体“1”分割出二之分一和二分之一，或三

分之一和三分之二，就是 2 个“1”数体份数之和等于 1，

同样一个整体分为三份、四份、五份、…n 份之和都等于 1，

体现数的象性。（即是数体的宗与支关系）。上面的证明是

否成立，大家可以自己思考证明一下。

5. 论证：从历史到现代的验证

5.1 周易象数与二进制数学的对应  

   《周易》卦爻的“动进回蓄”规律与二进制数进位机

制完全一致，阳爻的进退对应实数位的 0/1 转换，验证了序

性与象性在符号系统中的共存。

5.2 微积分的象性本质

   莱布尼兹的微分符号“dx”既是无限小量（序性），

又是积分求和的基础单元（象性），其“微分与积分互为逆

运算”的定理正是数象合一性的体现。  

5.3 量子计算的数学启示 

量子比特的叠加态突破了经典二进制的序性限制，其

纠缠态则展现了数象的全局关联性。例如，中国“墨子号”

量子卫星的加密技术通过数象（量子态）的不可分割性实现

绝对安全，印证了双重属性理论的实践价值。  

6. 结论

数的双重属性理论通过重构“序性”与“象性”的辩

证关系，为数学基础理论提供了全新框架：  

1、哲学突破：序性为表，象性为里，数既是逻辑符号

也是物理实在的映射；  

2、跨文化融合：东方象数思维与西方公理化体系的结

合，为数学创新提供方法论支持；  

3、应用前景：从抗量子密码到人工智能，双重属性理

论将推动数学在信息时代的范式变革。

4、客观存在的两个数体合为一体正确性。  

本文论证表明，不同体象之数称为体之序数，体现在

数的排列与组合。同一体象之数为体之象数，体现在数的微

分与积分，其和为体数“1”。也就是说 1+1=1 即同一体可

分为不同体的两个象数之和。数的双重属性不仅是理论自洽

的，更是解释复杂数学现象的关键。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探索

序性与象性在拓扑学、弦理论等领域的深层关联，分体与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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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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