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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太极图 
◆张金泉 

（兰州制胶厂质检科） 

 
摘要：太极图（图 1） 是中国古代《易经》中的一个核心思想，可

以用几何解图的方式阐明它的结构和所代表的思想，螺旋曲线（图 2）

是宇宙及其事物运动变化和存在的线型图或

一维图像，梅花图（图 3） 是宇宙及其事物运动变化和存在的平面

图或二维图像，太极图是宇宙及其事物运动变化和存在的立体图或三维

图像，更进一步说，螺旋曲线是太极图和梅花图的线形图或一维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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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极图 几千年以来一直是人们探讨和研究的一个焦点，

对后世及现时代的社会思想和自然科学有着及其深刻的影响和

指导意义，以下让我对其进行分析和论述。 

1985 年秋，我是兰州大学化学系的一个新生，在一节《无

机化学》辅导课上，老师给出了这样一个图形（图 4）

它的意思是液体溶液吸收什么光，它就显示被吸收光互补色的光

的颜色。它是液体溶液的一个光学性质，有趣的是老师给它加了

两个圆圈，外圈一个圆，内圈一个圆，就变成了这样一个图形（图

5） 这小小的两个圆圈，使它的趣味大增，我是一个

好幻想的青年，也非常惊讶这个圆环，引起了我的许多联想，我

发现宇宙中的所有事物按性质区分，都可以放在一些特定的圆环

上。比如说好与坏就可放在一个圆环上（图 6） 后来

我发现圆环上有一个缺口，缺口的两端成极性状（比如说太好与

太坏，太大与太小等等）（如图 7） 并且它的两端又是一些

新圆环的起点或终点（如图 8） 如果无限地进行这种演化，

它就成了这么一个图形（如图 9） 如果我们设想给

它的两端施加一个外力，它就变成了一条螺旋曲线（如图 10）

但宇宙中的任何事物都存在矛盾，有分离的

一面，就必有结合的一面，有结合的一面，就必有分离的一面。

于 是 这 条 螺 旋 曲 线 就 变 成 了 这 样 一 个 图 形 （ 如 图 11 ）

这就是宇宙万物运动和存在的螺旋曲线

图。 

有一天中午，我外出走步，看见满地随风摇曳的小野花，它

们五颜六色，非常好看，把我带进了无限的遐想之中，忽然我好

似发现了什么，眼前一闪，恍然大悟，我发现小野花的图形或梅

花图就是宇宙及其事物运动变化和存在的平面图或二维图像（如

图 12）
 

螺旋曲线就是宇宙及其事物运动变化和存在的线型

图或一维图像，而我思虑良久的中国古代《易经》中的太极图

就是宇宙及其事物运动变化和存在的立体图或三维图像。当然还

存在它的多维图像。这是宇宙及其事物运动变化和存在的一个真

理。现将它总结如下：（1）螺旋曲线 是宇宙

及其事物运动变化和存在的线型图或一维图像，其中极大与极小

并不一定就是极大与极小，它只代表宇宙事物矛盾的两个方面，

太极代表一种根源，能包含一切，对任何事物都适用，反映的是

宇宙及其事物运动和变化的规律，表现了世界普遍存在的对立统

一与阴阳消长，从太极图上可以看出它的两个鱼眼是代表宇宙事

物各自向相反方向运动的过程，如果宇宙事物向左运动，那么它

的反面鱼眼就表示向右移动，两条鱼两个鱼眼就正好是螺旋曲线

所指示的。 表现了宇宙及其事物矛盾的对立

统一规律。相向的两个箭头表示宇宙及其事物相互结合的运动，

相反的两个箭头表示宇宙及其事物相互分离的运动，螺旋曲线中

的所有箭头都必须是单向的，表示事物此时作单向运动，宇宙及

其事物正是在这种分离结合，结合分离中运动变化和成长。 

（2）梅花图（或小野花图） 是宇宙及其事物运动变化

和存在的平面图或二维图像。在自然界中能经常看到这种现象。 

（3）太极图 是宇宙及其事物运动变化和存在的立体图

或三维图像，当然还存在着它的多维图像。它是宇宙及其事物运

动变化和存在的高级图。 
（4）螺旋曲线是太极图和梅花图的线型图或一维图像。梅

花图是太极图和螺旋曲线的平面图或二维图像。太极图则是螺旋
曲线和梅花图的立体图或三维图像。它们互为表里，是同一个事
物的不同几何表现。这个规律和真理表现在宇宙的所有事物中，
它是宇宙 本质 根本的一个规律。天地之道、万物之纲纪。揭
开太极图之面纱，解开这千古难题，为当今科学服务，为人类社
会服务。（5）我们可以从螺旋曲线上看出，宇宙及其事物的运动
变化具有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八分为十六…的特性，
我们就从树木或植物体上看出了上分而为枝干，又分而生花生
叶，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八分为十六…的特性。（6）
从螺旋曲线上可以看出，有分离的一面，就必有结合的一面，有
结合的一面，就必有分离的一面，就构成了宇宙及其事物的运动
和变化。当代《高能物理学》中所研究的强作用与弱作用，就属
于这种情况。由于宇宙物质在某时段作剧烈的收缩运动，导致了
原子原子核和核子的形成，这就是强作用，同时具有发散运动，
这就是弱作用，形成了电子等弱子。（7）在《易经》问世后的几
仟年中，每朝每代都有与之有关的著作问世，但空洞者亦不计其
数，让人感到困惑。从某一侧面讲，《易经》的科学就是事物的
两极，矛盾的双方分离结合，结合分离的科学，向前发展与回归
的科学，从螺旋曲线上可以看到这种精神，两极结合就是八卦图
中的阳爻—，两极分离就是八卦图中的阴爻——，不同的分离结
合形成不同的事物，不同的事物有不同的分离结合，即不同的事
物有不同的八卦图，不同的八卦图代表着不同的事物，这与《易
经》相一致、相符合，根据分离结合，结合分离，形成一定的组
合即八卦图，再根据宇宙及自然和人类常理解释这些组合所包含
的规律和人事得失，这是整个《易经》的总旨。 

通过这种解析，破解了太极这道古老的难题。这道人类几仟
年的科学难题顿时清晰之至，从此你可以轻而易举地阅读它、认
识它、利用它，向更高科学前沿拼博进军，吹响了人类向新的希
望进发的号角。使我们的明天豁然开朗，不再迷雾重重。人类的
新希望，新明天就要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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