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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解剖开人的大脑，所见无非是脑细胞和各种有机物质，而找不到人们认识世界所留下的表象。如果这

其间的隐秩序，即我们不能观感到的大脑里的体内解，恰与密文对应。而显秩序，即我们的意识随时都能反

映的外部事物及其联系，正与我们大脑理解的明文对应。那么大脑密码学,正是将意识与大脑内部组织相分离，

而通过明文与密文对应把它们联系在一起，以此揭示大脑的结构。这样，我们将发现人和动植物的密码体制

的建构原理，并无不同，只不过密钥不同罢了。因为从反应与记忆来看，人和动植物的机体相同，作为生命

物质，都由细胞、DNA构成，都有信息接收和反应表现，都有充分利用类圈体结构与功能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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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智能模型到密码学模型 

解剖开人的大脑，所见无非是脑细胞和各种有

机物质，而找不到人们认识世界所留下的表象。如

果这其间的隐秩序，即我们不能观感到的大脑里的

体内解，恰与密文对应。而显秩序，即我们的意识

随时都能反映的外部事物及其联系，正与我们大脑

理解的明文对应。那么大脑密码学,正是将意识与大

脑内部组织相分离，而通过明文与密文对应把它们

联系在一起，以此揭示大脑的结构。 

这样，我们将发现人和动植物的密码体制的建

构原理，并无不同，只不过密钥不同罢了。因为从

反应与记忆来看，人和动植物的机体相同，作为生

命物质，都由细胞、DNA构成，都有信息接收和反

应表现，都有充分利用类圈体结构与功能的特性。 

若从密码机和密码体制来看，其最低级层次上

都有类似光谱频率变换的三旋密码编译机制。但随

着动植物高级程度的不同，体外解性质的不同，这

种密码机和密码体制的复杂程度也不同。这不仅符

合它们的进化过程，也符合它们生存活动需要。以

语言、文字及其对应的具体事物为例，这些明文字

母在人类大脑中能够转换为密文编码，当它再作为

明文转译反映出来时，我们发现每个人的“密码机”

虽然形式、结构、原理相同，但结果却存在差异。 

这从传统密码的破译方法上便可以理解。传统

密码的破译通常使用统计分析的方法，分析字母的

频率和连缀关系。以英文字母的单表代替为例，破

译者首先统计密文中每个字母的频率及连缀关系，

然后与一般英文中各个字母的出现频率对照，即将

密文中高频字母群和明文中高频字母群对应，再根

据连缀关系进行探测，就可能破译密码。 

又如破译有周期密钥的多表代替密码，也是通

过计算重码之间的距离，并将这些数分解成因子，

根据出现频率最高的因子测定密钥的周期。一旦周

期被确定，破译多表代替密码就可归结为用频率法

破译各单表代替密码。由于每个人是硬件与软件相

结合的密码机与密码体制共振的独立系统，因此在

接受各种明文时，通常带有独特的处理方法，反映

在大脑译出的明文中，便是各具特色。 

这类似于几个人同译一本英文小说，英文的明

文是早定下的，翻译规则也大致相同，但因互不沟

通信息，因而各人所译便大不相同。数理语言学家

正是利用这种不同，来分析考证作品的地方色彩与

个性风格，从而确定它的时代与作者等问题的。 

有人把《红楼梦》一百二十回当成一个整体，

以回为单位，从中挑选出 47个常用字，由于字的使

用频率与作家的大脑密码编译直接相关，因此将这

些字输入计算机，并将其使用频率绘成图纸，从星

云状和阶梯状的图形，便可以直观地看出几大群落

----显示不同作者的大脑密码风格。据此有人提出，

《红楼梦》成书可能经过轶名作者作《石头记》，

曹雪芹以所作《风月宝鉴》插入其中，“披阅十载，

增删五次”，定名为《红楼梦》。再经程伟元、高鄂

整理形成全书。 

用三旋、九连环套和魔方的模式，我们不难理

解意识的密码学结构。换句话说，大脑对体外体内

的信息处理，都采用了有限自动机密码体制的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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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予以接收转译释放。至于通信，已用到现代

密码学中正在研制的“公开密钥密码体制”。所谓公

钥体制，是讲该体制的加密算法和加密密钥，均可

以公布于众，供加密者选择使用。 

而解密密钥，由用户 A 自行秘密保管。当用户

B向 A用密码的形式发送消息M时，B首先要从密

钥记录表（相当于电话簿）中找到 A 的公开算法和

公开加密密钥，并用它来加密信息M，然后在 A、B

之间的公共信道上传送（由 B发给 A）；当 A接收

到 B所发来的密文信息后，就用 A所秘密保存着的

解密密钥解密，恢复出明文信息M。 

当然 B 也可用自己保管的秘密密钥作变换，那

么，当 A接到 B的信息后，可用 B的公开密钥作逆

变换，恢复原来的信息 M。也许一切显秩序，即我

们认为是明文的事情，其实它们和人类的大脑之间，

早就在用密码进行通信，并且实行的都是公钥体制。 

因为从大脑与物质的合一性研究，这种双方的

公开密钥是很好理解的，就是物质的类光谱变换的

三旋自然密码机制，和九连环套式的伪随机序列编

码机制。而主要的公共信道是光波传送。至于各自

的解密密钥，无生命物质一般都是这两种公开的密

钥形式。 

而有意识活动的人或高等生命，解密密钥便多

了一层魔方式对应的密钥穷尽搜索机制。因为大脑

工作机构所面对的外部事物有着无穷的密文，要破

译这种有限自动机产生和释放的密文，便不能不利

用大脑密钥穷尽搜索机制。大脑潜意识活动的这种

公钥解密过程，实际已经适合有物质手征的光学活

性选择，即包含了对内外有关的熵能量分流的处理。

在这里，物质与大脑公钥的合一性，是自然界的伟

大创造，它减少了自然界的混乱和复杂，又加强了

生物的发展进化。 
 

二、大脑创造性思维的密码学机制 

现在再看大脑密码学与经济、军事活动中，人

工创造的密码机和智能机的联系。不管是智能控制

论中的神经元二值逻辑模式，还是密码学的编译模

式，都还不能包罗大脑创造性思维的全部功能。对

此，人们提出了种种设想，例如采用模糊数学逻辑

来模拟大脑对模糊信息的处理，发展模糊计算机。

认知科学、思维科学与神经控制论、心理控制论的

相互渗透，在智能控制论的基础上创建思维控制论

等等。 

其实，大脑类圈体三旋转座子机制，不但与物

质的结构性统一在一起，而且还把密码机功能与创

造性和模糊识别思维能力结合在一起。这里不妨对

大脑的密钥穷尽搜索机功能，与它的创造性思维的

结合情况，作一探讨。第二次世界大战广泛使用的

转轮密码机，大多是一部打字机外带几个转轮，实

现的是一种周期密钥多表代替密码。 

由于数学方法在密码学中的应用，使得这种复

杂密码体制还是被破译了。当时日本使用的转轮密

码机----九七式欧文印字机发报的密码，被美国密码

专家佛里德曼等人破译，就显示了数学工具（其中

包括群论、数论、统计学）的威力。1948 年香农建

立了信息论。次年他发表了将信息论用于密码的文

章，从理论上探明有效的破译密码，应当具有的密

文字母数量，提出破译起码要求是有充分数量的密

文。他将所需密文的最小量，称为“唯一解点”或“唯

一解码量”。 

香农研究了破译密码的统计方法的本质，提出

两种抗统计分析的密码设计方法：分散法和混乱法。

分散法是使多余度扩散到大范围的统计中，以迫使

破译者增大工作量。混乱法是使描述统计量和密钥

关系的方程，变得更加错综复杂，以此达到抗统计

分析的目的。 

1977年美国商业部国家标准局，公布了 DES密

码，这是实现香农理论的产物。DES密码，对 64位

二进制数字加密，产生 64位密文数字；所用密钥也

是 64位（除去 8位奇偶校验位，实只 56位）。 

前面提到的转轮密码机，只是有限自动机中的

一种，输入和输出运用的是字母。20世纪 50年代由

于晶体管的发展，到 60年代初，商用数字通信系统

开始投入使用，原有转轮密码机已不能适应，因而

出现采用移位寄存器产生的伪随机序列，来加密和

解密的密码体制。 

这与生物中性漂变中，假性密码基因有很多相

似之处。我们如果用九连环套式的密码编制来类比，

对物质圈态结耦作过的解释，这也类似一个移位寄

存器。而这种编码是设被传送的明文是二元序列，

再用一个二元伪随机序列作为密钥，并按照一种对

应公式加密得到密文。解密时，把同样的伪随机序

列叠加到密文上，即得到明文。以一个 4 级移位寄

存器为例，它产生周期的伪随机序列为： 

111100010011010111100010011010…。 

这种移位寄存器序列，尽管是周期性的，但它

具有良好的统计性质，与白噪声接近，因此被称为

伪噪声或伪随机序列。用它作密钥时，一般将指数 n

取得相当大，使序列的周期充分大，因此这种密码

能抵抗统计分析。如果把生物进化程度愈高，看成

指数 n 愈大，这不是可以看作它的密码破译程度愈

困难吗？有限自动机是一种数学概念，它可以作为

大脑的类圈体群落结耦编码的数学模型。一般说来，

用移位寄存器序列加密和解密的这种有限自动机密

码体制，超出了周期密钥多表代替密码体制，而近

似于理论上不可破的一次一密体制。 

因此即使结构已经暴露，用“状态识别”试验的

方法来破译仍是困难的。如果用穷尽密文和开始状

态的所有可能的取值进行尝试，由于周期较大，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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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量也十分惊人。其次，由于函数的系数个数是变

元个数的指数函数，这样的方程更是难解。如 DES

二进制数字有限自动机，它自公布以来，研究者们

至今没有找到有效破译方法。 

但也有认为 56位密钥长度还不够，建议制造专

用机，由给定的密文和对应的明文片断对 258 种可

能的密钥进行尝试检查。1976年 8月美国国家标准

局计算机科学技术研究还专门召开会议，讨论建造

这种密钥穷尽搜索机器的可行性问题，但得出的结

论是，平均每天找出一个密钥的机器，大概在 1990

年前不可能建造，而且这种机器的造作达几千万美

元。从某种意义上说，自然界的物质和大脑的物质

都是一种圈群结耦有限自动机结构。人类体外信息

也是十分混乱和分散的，再加上用光波作公共信道

加密来反射，更类似白噪声，具有抗统计分析的效

应。但从自然界的普通物质进化到大脑物质，形成

的高级圈群结耦的这种有限自动机结构，对体外体

内的信息反应不仅采用了有限自动机密码体制的编

码接收，也采用了这种密码体制转译释放。 

反过来说，我们人类清醒意识认为是明文的事

情，大脑里的工作机构也许认为它是密文。而我们

认为大脑密码机里是密文的事情，却是大脑工作机

构的明文。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不难理解，大脑工

作机构面对外部事物存在多少密文啊！在这里，事

物机理也是一种密文：而要破译外部事物这种有限

自动机（每个人自身也是各自独立的有限自动机）

生产和释放的密文，既是大脑创造力与分析力的行

为，也是每个个体对付外部密码不得不还要建造密

钥穷尽搜索机器式的大脑的根源。而建造破译伪噪

声高级密钥穷尽搜索机器的可行性，已在生物进化

之颠的人类大脑中实现了，这就是大脑的三旋转座

子模式。 

用这种模式，我们不难理解人类的“意会思维”

和“言传思维”合一的情况。而且用三旋转座子的有

序图案对应寻找密钥，这又是自然力的一件伟大创

造，也是非常之平常和自然的事情。因为物质的始

元，本来就内禀蕴藏着三旋属性。人类大脑的这种

三旋转座子密钥穷尽搜索机器，正是人脑的创造力

和分析力的根本动力来源。 

这也正是我们说的创造性思维的神力所在，而

且人类生育的递归迭代的方式，也在强化和增质这

种密钥穷尽搜索机器。这是人类不同于机械的密钥

穷尽搜索机器，即人类社会表现出的自动的群体大

脑性、耦联性，也可以看着是第二级的密钥穷尽搜

索机。并且这种人类大脑互相间既出难题，又共同

组成解答难题的阵线，也是人脑密码学模型不同于

人工智能控制模型的地方。即人脑和人脑信息网络，

并不完全同于电子计算机和电子计算机的网络。当

然人脑和人脑网络，同电脑和电脑网络也有相似之

处，特别是将全球网络界的最大创新----因特网以及

无线上网映射人体，可以说人体内大脑与其它各个

器官，以及与各个细胞之间，都建立有类似电脑与

因特网之间的联系。 

再类比从地方网络到全球网络，建立的各级新

型的大容量系统和以网络为核心的企业重建涉及整

个经济领域所产生的效果，如网络化金融服务带来

的系统升级；网络进一步使证券市场、外汇及其他

投机性票据的交易导致的无国界资本的流动，致使

金融业成为资本全球化的先驱；以及将因特网技术

应用于企业内部的发展，大大超过因特网的发展步

伐的这种旨在将局限性很大的传统系统，改造为综

合企业网络的趋势表明各行各业的公司，都在努力

把因特网当作一种新的、分散的全球信息架的基础

等来看，就更知人体因特网的先进性和完美性。 

可以说人类社会还在向自然的进化看齐；或者

说，自然的存在，需要人类社会的科学进步才能得

以理解。因为所谓细胞的全息性、全能性、整体性，

从人体因特网的角度能得到更多更好的阐释。 

其次，还应该提出的是：大脑密码学建立的泛

解概念，对从热力学产生的泛熵学说是一个大挑战。

它进一步揭示了泛熵学说张扬的困境，是由于它自

身基立于点体观，而失掉了圈比点更基本而带来的

这部分目的性的计量和考虑。 
 

三、三旋理论思维的新视野 

人们对思维研究和认识的求衡演变，在我国直

至上世纪８０年代初，基本上仍局限在抽象的逻辑

思维范围之内。改革开放随之而来的思想解放运动，

在打破了禁区之后，到目前为止，学术界研究的各

类思维已达数十甚至上百种之多。可是从基本理论

上说，仍不外是逻辑思维和非逻辑思维，或理性思

维和非理性思维两种。三旋理论提出的环量子及其

存在内禀的面旋、体旋、线旋，用来阐释人类的思

维活动，是在现有的基础上，为人们开辟了一个新

的理论视野。 

例如，如果把人的思维比作魔方的变换过程，

把任何一种可描述的或存在过的思维，都看成类似

一种图案，那么只有２６个转座子５４格的魔方，

可以有 4325亿亿余种色彩图案。这样，不管是人间

的天才、怪才和鬼才的思维，也只不过是转座子的

旋转排列组合而变化万千的图案现象。让人们这样

来理解和把握思维，难道不是更形象生动吗？但魔

方还只类似球面，环量子是类似环面，把魔方的转

座子变换到环面，就可以用类似的类比，来说明灵

感思维，是转座子的线旋或体旋运动；而抽象思维

和形象思维，只不过是转座子的面旋和局部循环而

已。从而使这三种思维的区别，只是由于三旋的方

式不同。转座子的集合不同，以及局部旋转的方法

不同的区别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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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这种环面转座子的研究方法，根据美国著

名神经生理学家、诺贝尔奖得主斯佩里教授，从裂

脑人实验中得出的大脑两半球在功能上有明显分工、

各司其职，又协同互补的科学结论，也能看出大脑

环面转座子的两大类型及其分工协同。这就是三旋

理论的“脑力思维二电机假说”的描述：人脑这个最

重要的思维活动场所，是由两个类似精神泵控制工

作的，就如像两部微型交流伺服电动机，它们将输

入的生理信息转而执行对人体黑箱的指挥和控制。 

人脑中这两个思维电机并不是连续而是交替进

行工作，即其中的一部在运转，另一部只对此进行

监护收录。而到一定时刻或遇新的刺激，二者会功

能互换。这样人脑里因同时存在正副两本记录，就

大大便利于对信息的整个储存、校核和检索。这样，

人脑思维二电机交替使用，不但提高了大脑的工作

效率，而且有利于减少人体黑箱对信息能的泄漏。

此种两部电机交替工作的情况，也可以看成是大脑

思维环面转座子活动的模型，它用现代脑科学证明，

大脑环面转座子标记的不是单一的左脑逻辑的理性

思维，而是还有右脑的非逻辑的非理性思维。只有

二者兼顾，人的思维才能全面的认识客观事物。 

把大脑环面转座子的研究方法，引进到立体思

维，也会有新的独到见解。例如客观世界中的事物，

在四维时空中的立体存在，已是立体思维的客观依

据。即我们周围的物质世界，是由形形色色的事物

互相联系而构成的统一整体，都处在一定的时空之

中，具有各自的体积和内在结构，无不具有相对的

单元和绝对的多元二重性，都是由既间断的多元又

连续的多极关系两种物质形态的统一立体。 

既然事物是相互交织而成的统一体，要正确地

反映它们，思维也必然是立体的。没有立体思维，

就不能如实地反映思维对象的立体存在。因此，立

体思维的基本形式，是在已有抽象的或具体的概念

基础上形成整体性的概念、整体性的判断、整体性

的推理与整体性的观念。 

但根据现代脑科学研究的最新进展，人脑内却

不存在传统意义上的思维中枢，即思维是整个大脑

的机能，不同脑区在思维中所起作用，只是各有其

特点，如附在大脑皮层的变形身体模型图，就是各

种感觉区和运动区的大脑皮质机能定位图，它说明

大脑皮层有多少注意力集中到机体的各种不同部位。

这是一种大脑环面转座子的机能定位图，而麦克莱

恩的爬虫复合体、边缘系统、新皮质的三位一体的

脑功能分工，是另一方面的大脑环面转座子的机能

定位图。 

斯佩里的左右半脑的功能分工合作，说明的是

大脑环面转座子立体思维又一机制。为了使三旋理

论与立体思维融为一体，就要重新认识或建构“思维

环”的机制。具体说来，联系大脑的认识机制，“思

维环”的具体工作原理是：人脑思维的基本单元是神

经元，而神经元的基本机能，是在刺激作用下产生

兴奋和传导。根据兴奋传导的方向，可将神经元分

为三种：一种叫做传入神经元，也称为感觉神经元；

另一种叫传出神经元，也称为运动神经元；第三种

叫做中间神经元，其作用是在中枢内部神经元之间

传导神经兴奋，又称为联合神经元。 

在一定意义上说，脑的发展实际上就是中间神

经元的发展，即脑的高级机能主要是通过中间神经

元的活动来实现的。正是这种中间神经元模型，通

过简化、抽象，也可变形为“思维环”，或叫“思维圈”。 

因为只有“环”或“圈”的线旋，才具有传入和传出

两极耗散的中间性，进而联系人脑“思维环”与环境、

信息密度的压力，也即才有张力思维环和无张力思

维环的构相之分。这样，进一步说明它是各类信息

的理想载体，并且与外界物质的微观立体构相以及

有机化合物的旋光异构有联系，而使三旋转座子思

维环模型具有很大的开放性。 

例如，它在论述“全息思维”和“点线面体文明”

等与思维科学相关的问题时，还能把高深的理论通

俗化，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使人能有较多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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