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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栾任之先生在职时，是上海汽车发动机厂的副总工程师兼化验室主任。
他不但对工作认真负责，成果丰硕，而且他的古汉语根底相当扎实，书法也很工整。
他对周易具有浓厚的兴趣，因此他在业余时间认真钻研周易理论。
记得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已经听到过他关于元素周期表有可能采用八卦形式来进行排列的论述。
但当时由于工作较忙，不可能进行详细的深谈。
后来，直到退休以后，他、王景祜和我都在同一个奔驰汽车公司被聘用，发挥余热。
于是我们三人就凑在一起进行研究。
　　大家一致认为：要用周易八卦的思维方式和基本精神去研究和解析当前自然界和社会中所出现的
各种事物和现象；努力寻求它们之间的本质联系；找出其规律性，并根据这种规律性对事件进行预测
。
积极引进和吸收现代科学的新概念、新名词，走中西学结合的道路，丰富周易八卦的词汇宝库，尽量
采用数理方程描述基本规律，避免用金、木、水、火、土老框框去分析事物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
我们常为一事一句争得面红耳赤，但心情都很愉快舒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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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要用周易八卦的思维方式和基本精神去研究和解析当前自然界和社会中所出现的各种事物和现象
；努力寻求它们之间的本质联系；找出其规律性，并根据这种规律性对事件进行预测。
积极引进和吸收现代科学的新概念、新名词，走中西学结合的道路，丰富周易八卦的词汇宝库，尽量
采用数理方程描述基本规律，避免用金、木、水、火、土老框框去分析事物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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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栾任之，高级工程师，男，汉族，1931年生，江苏省泰兴县人，1952年上海大同大学化学系本科
毕业。
历任上海汽车发动机厂化验室主任，中国化学会会员，中国工程热物理学会会员，上海南洋高级进修
学院常务副院长等职。
　　他在全国科技刊物上发表了二十余篇论文；编辑和出版了《定量化理论》等四种著作；翻译出版
了《铝合金中Al，Cu，Ni，Ti，Fe，Si六元素快速分析法》等俄、德、日、英四国十余篇科技文献。
他的业绩已经载入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IBC）出版的International Leaders in Achievement（1994）。
　　从1970年开始，他对祖国历史遗产《周易》发生兴趣，逐步深入进行研究，并考虑中西学结合，
将八卦理论应用于门捷列夫化学元素周期表中，使元素排列合理、更完整。
1998年初，与王景祜高级工程师合作，在《周易研究》（1998年第1期）上，发表了《元素周期八卦表
》一文；该文在当时已发现的和112号元素的基础上，预测尚有22个主族元素和84个副族元素（即
从112号元素至第218号元素）等待发现。
两年后，于2000年8月8日俄罗斯科学家宣布发现后第166号元素，这就证实了他们预测一半左右元素是
可能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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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篇 用周易思维论述宇宙起源、物质起源和生命起源第一章 研究周易走中西学相结全的道路1.在封
闭状态下，中西学对四种基本相互作用的研究成果2.爱因斯坦的直觉与追求3.爱因斯坦未达到理想追求
的原因分析4.周易理论是证实和实现爱因斯坦的直觉和追求目标的哲学基础与指导思想5.先进的哲学思
想必须采用先进的数学工具才能应用到物理学中去6.王洪吉理论的重要性第二章 周易宇宙统一论1.伏
羲定律2.周易第一定律2.1 从卦素变成代数2.2 从哲理变成数理2.3 从数理建立了数理方程2.4 “阴阳对立
转化”的含意3.宇宙和宇宙结构式4.周易第二定律及其图解4.1 无极生太极4.2 太极生两仪4.3 两仪生四
象4.4 四象生八卦4.5 关于周易第二定律图解的说明5.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与宇宙起源5.1 宇宙大爆炸学
说的理论依据5.2 宇宙气元(基本粒子)统一场论5.3 元气场与信息感悟场5.4 周易量子宇宙演化时间表6.
元素周期八卦表与化学物质起源6.1 A卦交而生万物6.2 元素周期八卦表的正确性和预见性6.3 关于“三
是万物之母"的问题7.生命起源与生物遗传密码表7.1 周易理论在生命起源和生物遗传学科中的运用7.2
DNA三联密码卦爻表与生物遗传密码卦爻表8.周易现实标准宇宙系发展简史8.1 现实标准宇宙系8.2 原
始太阳系8.3 太阳系经络系统8.4 地球经络系统8.5 顺其自然与善待地球9.四种基本自然力相互作用及其
统一问题9.1 四种基本自然力相互作用概述9.2 四种基本自然力相互作用的交换力模式9.3 四种基本自然
力相互作用的表达式9.4 四种基本自然力相互作用的4个特性9.5 结论第三章 周易与地球偏转论1.众多的
史前文明残骸之谜得到了合情合理的解释2.“洛书”的内涵和来历3.“洛书”九宫方阵在描述地球旋转
方面的应用4.地球偏转过程的特性5.地球偏转过程中关于地球自转轴的讨论5.1 与常健民先生的不同之
处5.2 再论与常健民先生的观点分歧6.对地球偏转论效验的引证和深思第四章 生命起源与生物遗传密码
表1.生物科学简述1.1 地球上生命的起源1.2 细胞的构成1.3 什么是基因1.4 DNA双螺旋分子结构模型
图1.5 DNA分子的构造与三联密码表1.6 RNA分子的构造与生物遗传密码表1.7 基因的表达功能2.周易文
王八卦学说在生命起源和生物遗传密码上的应用2.1 能量最小原理与左旋性和右旋性2.2 周易理论在生
命起源和生物遗传学科中的运用3.人工合成法创造生命和活细胞3.1 DNA顺序的测定3.2 组成DNA生命
长链3.3 转录成RNA长链3.4 转译成氨基酸(蛋白质)长链第二篇 未来元素周期表第五章 一种新的化学元
素周期表1.元素周期律及其表述形式的改进过程2.八卦学说及八卦原素周期表3.矩阵式八卦原素周期表
与改进型门氏化学元素周期表的内在联系特征3.1 两表的相等性3.2 两表的相似性3.3 两表的对应性3.4 
两表的同构性4.元素周期八卦表5.关于“门捷列夫化学元素周期表(改进型)”的说明第六章 怎样正确阅
读与运用新的化学元素周期表[问题1]在矩阵式八卦原素周期表中，“特性值”和“排列序数”有什么
区别?为什么门捷列夫化学元素周期表中没有“特性值”?两表的相似性、相等性、对应性、同构性不
是被打破了吗?[问题2]第五章中所述的两表上述“四性"都是对主族元素而言，那么，元素及其排列序
数是如何判定的?它们与八卦理论又有什么联系?[问题3]如何计算第1、3、5、7、9及第2、4、6、8各周
期的分割点元素的排列序号?[问题4]请分别计算188号和194号元素的周期数，并说明其先后位置是如何
判定的?[问题5]提出元素周期八卦表有什么实际意义?第七章 怎样认识元素周期八卦表的正确性和科学
性1.门捷列夫化学元素周期律发现、发展和逐步完善的过程1.1 元素周期律最初的叙述是不够精确的1.2
镧系元素是怎样排进元素周期表的?1.3 锕系元素又是怎样排进元素周期表的?1.4 原子和原子核组成的
理论是怎样形成的?1.5 元素周期律的精确叙述2.核外电子的排布要服从的几个基本原理⋯⋯第三篇 如
何正确运用周易思维方式的学术论辩第八章 怎样才能使周易八卦的科学性充分显示出来？
第九章 克隆技术的哲学依据第十章 关于用周易理论研究元素周期表时值得商榷的几个问题附录参考
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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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爱因斯坦的直觉与追求　　爱因斯坦（1879—1955）1921年因发现“光电效应定律”而获得诺贝
尔物理学奖。
从此，他成了名扬四海、誉满全球的人物。
可是他毫不满足，向更困难的领域从事开拓性的工作。
同样的追求使爱因斯坦定下更高的目标：推广广义相对论，建立一个不仅包括引力论，而且包括电磁
场，可以从非统计的、更深刻和更普遍存在规律中推导出微观世界的量子统计规律性的理论——一种
统一场的理论。
　　他凭自己的直觉认为，物理学的表达式应该是统一的。
因此，他的后半生（近三十年）几乎用全部精力投入了“统一场论”的探索，试图把电磁场、引力场
和量子力学统一起来。
他留下了光辉的思想，但没有达到证实，更没有达到目的。
　　3.爱因斯坦未达到理想追求的原因分析　　（1）没有找到“统一场论的指导思想”。
1955年，爱因斯坦临终的前一天，他还在床上继续他的统一场论的计算。
有人曾把他的这一时期评价为“迷途的徒劳探索时期”。
但爱因斯坦坚信：“我完成不了这项工作，它将被遗忘，但是将来会被重新发现。
”物理学家没有遗忘统一场论的思想，一批卓越的科学家继续为之奋斗。
1967年，弱相互作用场与电磁场被统一成一个理论。
今天，人们进而统一包括强力场和弱力场在内的全部四种相互作用的宇宙粒子场理论，已指日可待。
　　（2）未接触到周易的哲学体系和思想体系。
当然就无法理解周易用“阴阳八卦”的有限变化模式把宇宙万事万物概括净尽的理论。
爱因斯坦认为“科学理论是人头脑自由创造的产物”。
　　4.周易理论是证实和实现爱因斯坦的直觉　　和追求目标的哲学基础与指导思想　　从20世纪80
年代开始，中国进入了稳定发展时期。
人们对中国古老的周易的研究摆脱了占卦、算命的老路子，进入了哲学化、科学化研究的新时期。
从现在的情况来分析，如果1925年爱因斯坦能接触并了解周易八卦的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则他后三十
年的成果，可能更加辉煌。
可以举出以下几点：　　（1）老子从宇宙起源论的高度说道：“天下之物生于有，有生于无。
”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天下万物产生于有形有象的东西，“有”则是从无形无象的东西中产生出来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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