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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动|变|化|思辨 
（1）动不是变，变不是动。动变一体两维：一是运动，空

间位置的变；二是变化，时间前后的动。动，横向移动、空间。
变、纵向改变、时间。动可称变，变可称动。动也可纵向改变，
变化了性质。变也可横向移动，运动的轨迹。 

（2）动即是变，变即是动。动中无变亦有变，变中无动亦
有动。动若无变怎会动，变若无动怎会变。动中有变才是动，变
中有动才可变。动中有变所以动，变中有动所以变。 

（3）动后连动，变中有变。动中有变变中动，变中有动动
中变。 

动动以变（动），变变以动（变）。动变以变（动），变动以
动（变）。动变相含相离，相正相反，相成相辅，相合相分。 

（1）变或是化，化必然变。变是初是快是显，化是终是缓
是彻。变与化同且分，共相连。变是化之小，化是变之大。 

二、概念明晰 
（1）物体：“物”一指整体\全体的物；二指构成整体物的

基础\ 小物，即物中之物。 
（2）周期：周期既指时维又指空维，一语双义，内涵双重，

一体两面，一事两维。时间上称时间周程，空间上称空间周程，
时间周期长度=周期，空间周期长距=周程。时空在此一分为二有
离无分的向着不同的方向发展变化，时空相统。 

（3）速度：速度既可指运动快慢又可指变化多少。本文速
度概念：（a）在空间维度运动的快慢，称之“动速”，运速是空
间维度位移的矢量。（b）在时间维度变化的快慢，称之“变速”，
变速是时间维度变化的标量。（c）动速和变速其本为一，称之“本
速”。本速动变兼备，是速度中的速度。（d）本速一个周期的速
度，称之“周速”。（e）周速一体两分，与周程合即是动速，与
周期合即是变速。（f）周速即一个单位的变速，变速即事物变化
的速度。（g）变速的本质是“‘数’变化的快慢”。 

三、一分为二 
（1）运动变化合二为一：动变。 
（2）时间空间合二为一：维度。 
（3）周期周程合二为一：周期。 
合并为一|【物\动变=周期×数=维度】 
分化为二|[物\动速=空间周程×数=空长] 
        [物\变速=时间周期×数=时长] 
四、时间的“一” 
周速和周期是时间的一体两面，周速是一个周期的速度，周

期是一个周速的时间。周速是时间变化速度快慢上的量，周期是
时间变化距离长短上的量。周速是数变化的快慢，周期是数间隔
的长短。周期性数的变化就是时间，时间就是数变化的快慢。时
间的数周而复始，所以时间在连续中间隔，在间隔上连续。 

周速的周期=“一”，“一”×数=时间。“一”是时间的基本
单位，“一”的时间随周速的周期变化。这个变化不是指时间在
基础单位上的量是恒定的情况下，时间总量上发生了变化多少的
变化。而是指时间在总量上的量是恒定的情况下，时间基本单位
的量发生了变化快慢的变化。此中变化不是指流逝上的变化，而
是指改变上的变化。时间的本质是万物自身周速的周期“一”的
变化。周速的周期“一”是时间的基本单位。“一”即是时间的
奥秘。     

时间由“动”生、“变”化、“周”成，动无则时无、变易则
时易、周转则时转。时间各相关要素，可变，时间各相关要素关
系，不变。以一物变化规律为标准，万物运动与之对照。标准物
标准变化即标准时间。时间是相对的，也是绝对的。相对之绝对，
绝对之相对。相对的绝对是绝对的，绝对的相对是相对的。 

时间向前、向远、向变。时间可长可短不可倒，可快可慢不
可停，可多可少不可缺。（1）物在物中，物在场中，一域一时间。
（2）万物各速各周，时间就是物自己的变，一物一时间。（3）
宇宙自有恒时，万物本一、速一、时一，一世一时间。 

时间是变；是变中不变；是变中不变的变；是变中不变的变
之相对；是变中不变的变之绝对。时间的意义即是变，时变的意
义即是事物的演化、转化、易化。时变或可物化，物化必然时变。
变化产生了时间，时间亦将化变一切。（注释：本文关于“时间
的一”所指的物是起本质作用的基础\ 小物。） 

五、万象归一 
时间无离空间，有变必有动，有动必有移，有移必有空。空

间无离时间，有动必有变，有变必有异，有异必有时。时空一体
两分，理论理想时空中，时间与动速可以度量空间，空间与变速
亦可量度时间。动速相乘变速相等时空合维的运动变化。 

世界的动力是周速，周速的实相是数变，是数的快慢、大小、
强弱。以此说世界的本质就是数的变化。数是自然的创造，是宇
宙的核心。周速、周期、周程一体三事。周期和周程都是周速动
变的生成。周期是周速在时间上的变，周程是周速在空间上的动。
周期是周速两数间时间维的间隔，周程是周速两数间空间维的轨
迹。所以说时间必有周期，空间必有周程。周速在一事两维中延
展，是一切的一切。周速一个时间周期的周程的数就是动速，动
速动去就是空间。周速一个时间周程的周期的数就是变速，变速
变去就是时间。速变，周程周期随之变；数变，空长时长随之变。
动变看似相反，实则相正；时空看似相分，实则相合。 

物外有物，物内有物；空外有空，空内有空；时外有时，时
内有时。物中物中物各有各空各时，一物动变，速、空、时三者
同频共率。时长任速，数变易时；空阔容物，质极变空。时-空
相合的本质是速，是数，速生数变的本质是物、是力、是能。物
一动、力一触、速一振（旋\跃）、数一变、空一移、时一易、性
一化、质一晃、能一转。本速-本力-本物-本质-本能，同一不
同象，由一化去，万物相联。①在内在联系中动变、在各种动变
中转换、在不同转换中分向、在各自分向中作用、在相互作用中
变化、在无数变化中无极。数学的基础数、物理的基础能、化学
的基础化、生命的基础质、音乐的基础振、美术的基础象、哲学
的基础理，于此相合。空-时-力-速-数-理-性-质-物-能，原出
一点，相合相分，动开变去，化宇成宙。一生万象，万象归一。 

①另文：任变无序相联 
万物各性各能在相互作用的无序联接中，自然的形成了自在

的规律。由事物自已在创造中形成的规律，必然由自在的规律影
响自在事物的创造。万物的无序要在由自己无序自然形成的有序
中有序的变化。即无序形成有序，有序规范无序。 

万物在有序变化中各自有变，互之可联。万物变化的实质是
“任变的不可任变的任变”，即“不任之任”。万物关系的实质是
“在无序中有序的无序”，即“序中无序”。万象世界在变幻中自
有自在的不变，在不变中任有变化的变。由此万物的关系是在由
自己无序自然形成的有序中有序相连的无序相联之变化，即“在
无序中有序的无序”。总的来说，万物五层变化：无序的有序的
无序自然形成的有序中有序相连的无序相联之变化。即“无序的
有序的无序中有序的无序”。 

世界本相“任变无序相联”，即任意的、无需秩序的、怎么
样都可以的相联。万物的相联是无序的，相连是有序的，万物在
相联中有相连，相连时可相联。总之万物相连之联，联中任连，
在不可任意中任意变化。任变无序相联的实质是自由自在的万物
无拘无束的相联，世界因其“任变无序”才可一切相联皆有可能，
因其一切相联皆有可能，世界才可“一切皆有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