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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盡宇宙奠基於精簡的要素，物質無窮，卻只有百餘元素；元素又源自更精簡的分子、原子。生命看似複雜難解，待遺傳基因

真相大白，才發現宇宙之奧妙，基因竟係兩種要素合成，一為結構、一為基因。

　　結構：ＤＮＡ脫氧核糖核酸又稱「雙核」，是兩個「單核」、ＲＮＡ核糖核酸絞合而成。在雙核的兩核之間，係由無數成對的

「核鹼基Nucleobase」跨接，是稱「基因序列」，圖示如下：

　　結構圖　　　　　　　　　　ＤＮＡ脫氧核糖核酸

　　　　　　　　　　　┌───────┴───────┐

　　　　　　　　　核糖核酸RNA1───基因序列───核糖核酸RNA2

　　　　　　　　　　　│　　　　　　　│　　　　　　　│

　　基因：四個鹼基分成兩對，其中Ａ與Ｔ是一對，Ｃ與Ｇ是另一對，兩對又合成鹼基對，可以控制蛋白質的成長，是為「基

因」。基因只有ＡＴ、ＴＡ，或ＣＧ、ＧＣ兩兩成對的排列組合，但各對之間組合無限。這種排列能吸引相對的鹼基組合之，如在

單核的梯級上有Ａ鹼基，則可吸引一個Ｔ鹼基；同理，如單核上有Ｔ則會吸引Ａ（Ｃ吸引Ｇ，Ｇ吸引Ｃ）。

　　這種機制能將雙核分子「氧化」，成為單核分子。單核分子上的鹼基找到另一半對象後，又還原成為「去氧」的雙核分子，這

樣一段一段的分解、還原，便成為生物的複製。生物體在這種複製的序列過程中，根據雙核分子上鹼基的排列組合，能將長時期演

化所得的訊息，一代一代遺傳下去。

　　基因圖　　　　　　　　　　　　　基　因

　　　　　　　　　　　┌───────┴───────┐

　　　　　　　腺嘌呤Ａ、胸腺嘧啶Ｔ　　　　　　胞嘧啶Ｃ、鳥嘌呤Ｇ

　　　　　　　┌───┴───┐　　　　　　　┌───┴───┐　

　　　　　　　Ａ　　　　　　　Ｔ　　　　　　　Ｃ　　　　　　　Ｇ

　　基因是客觀物質，但是由單核到雙核之複製、及雙核到單核的解除，則是各鹼基自主的變化，換句話說，基因複製是「主觀精

神行為」。由於基因之行為早在鹼基分子形成之前已經確定，Ｃ吸引Ｇ，Ｇ吸引Ｃ取決於分子結構，其複製依賴客觀環境，所以其

「自主性變化」必然又受到客觀制約，成為主客一體的生命特性。

　　如果僅有四種鹼基，能代表的訊息顯然有限，以人類為例，基因由２３對染色體組成，其中一條Ｘ染色體和一條Ｙ染色體，基

因組則含有約３０億個鹼基對，代表了人生一切變化。實際上，宇宙的本象便是「以簡馭繁」，如同易經的分類，兩儀分成四象，

四象分成八卦，上下卦再相合，成為六十四卦。由六十四卦排列組合，可以表達宇宙中一切的變化。

　　因此，再以漢字概念分類（詳見第二章、第三節）為例，作表如下：

　　漢字結構圖　　　　　　　　　　　漢字

　　　　　　　　　　　┌───────┴───────┐

　　　　　　　　　字首（字部）　　　　　　　　　　字身（字尾）

　　　　　　　　　　　│　　　　　　　│　　　　　　　│

　　再看漢字概念基因圖如下，此表與基因表完全一致。

　　漢字概念基因圖　　　　　　　　　漢字概念　

　　　　　　　　　　　┌───────┴───────┐

　　　　　　　　靜態，客觀（體）　　　　　　　　動態，主觀（用）

　　　　　　　┌───┴───┐　　　　　　　┌───┴───┐　

　　　　　 　抽象　　　　　　具象　　　　　　認識　　　　　　行為

　　再下去，是兩個核糖核酸的單鍵、合成脫核糖核酸雙鍵，藉著基因鹼基的排列組合，一連串的基因訊息，展開了生命體的點點

滴滴。同理，在漢字上，將字首、字身組合成字，再以概念之抽象、具象與認識、行為組合成詞（象徵詞、觀念詞，詳見《詞



易》），由詞組成文句（詳見《文易》）、由句成文，最後以文章代表意念。如此，基因序列與概念序列，同屬動態精神的指引藍

圖，由微而著，宇宙、人生依序可解。

　　漢字係「漢民族文化文字」之統稱，除了文字本身係據象形所形成之概念外，尚有遵循自然之生活習俗，以及崇尚序列之倫理

思想、抑己和眾之道德觀念在內。但由於漢字源自象形，一字一形，形音分離，與舉世各國所採用之拼音文字迥然有別。值今資訊

時代，任何文字若無法與電腦相通，必然面臨淘汰滅絕的命運。

　　作者有鑑於此，利用「易理分類」，設計了供電腦輸入之「倉頡系統」，以「字碼、字序、字體、字形、字音、字義、字辨、

字用」八大功能，一舉解決了漢字面臨的困境。

　　所謂的「易理分類」，與基因結構異曲同功。因此，隨著將倉頡輸入法的功能展開，各種功能下皆有不同的「基因」，分別代

表不同的性能。

　　　　茲將易理分類之結構說明如下：

　　　　　　　結構定義　　　　　　　　　　　　　　　系統結構

　　　　　　（一元－點）　　　　　　　　　　漢　字　倉　頡　系　統

　　　　　　　　　　　　　　　　　　　┌───────┴───────┐

　　　　一維（兩儀－線）　　　　　客觀（體）　　　　　　　　　　主觀（用）

　　　　　　　　　　　　　　　┌───┴───┐　　　　　　　┌───┴───┐

　　　　二維（四象－面）　　 抽象　　　　　　具象　　　　　　認識　　　　　　應用

　　　　　　　　　　　　　┌─┴─┐　　　┌─┴─┐　　　┌─┴─┐　　　┌─┴─┐

　　　　三維（八卦－體）　字碼　字序　　　字體　字形　　　字音　字義　　　字辨　字用

　　易理結構為《易經》之基本，但因古人缺乏具體之「系統觀」，本表係作者整理而得。

　　「結構定義」指《易傳》文字陳述之「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太極相當於點，於系統中即為「漢

字倉頡系統」；將各點連接，產生一維之線，線有兩端，是稱兩儀，於系統為「客觀、主觀」；兩儀為二維之面，面有四角，分別

代表「抽象、具象、認認、應用」；再生為三維，成八卦之「字碼、字序、字形、字體、字音、字義、字辨、字用」。

　　以上倉頡系統，於客觀，有抽象體如「字碼、字序」，為求與拼音系統同步，係採用ＡＳＣＩＩ碼。具象指「字體、字形」，

漢字字體甚多，有「篆、隸、草、行、楷」等，字形則隨字體一一有別。於主觀，有供認識之「字音、字義」，字音供語音辨識、

字義供意識理解。另外有供應用之文字辨識「字辨」及供學習、寫作等「字用」之具體理論。

　　此外，倉頡系統之根據乃「漢字概念」，再將概念代入上表，遂得「漢字概念分類」，如：

　　　　　　（一元－點）　　　　　　　　　　　　概　念　系　統

　　　　　　　　　　　　　　　　　　　┌───────┴───────┐

　　　　一維（兩儀－線）：　　　靜態，客觀（體）　　　　　　　動態，主觀（用）

　　　　　　　　　　　　　　　┌───┴───┐　　　　　　　┌───┴───┐

　　　　二維（四象－面）： 　抽象　　　　　　具象　　　　　　認識　　　　　　行為

　　　　　　　　　　　　　┌─┴─┐　　　┌─┴─┐　　　┌─┴─┐　　　┌─┴─┐

　　　　三維（八卦－體）：定義　應用　　　本存　人造　　　感知　狀態　　　能力　經驗

　　根據上述「漢字基因分類」表，於結構之「一維線」，概念系統有「靜態、客觀」之體，又有「動態、主觀」之用，相當於

「基因」之核糖核酸；當概念組合為觀念（詳見《詞易》），形成「脫氣核糖核酸」，漢文遂有了生命力。

　　於結構「二維面」，漢字也有四個「義基（相當於鹼基）」其中體（Ａ）、用（Ｔ）是一對，因（Ｃ）、果（Ｇ）是另一對。

在此，體用、用體之組合稱「象徵詞」，係概念符號、數字之代表；因果、果因則組合為「觀念詞」。

　　　　　　　　　　　　　　　　　　　　　字詞＝字＋字（或詞）

　　　　　　　　　　　　　　　┌────────┴───────┐

　　　　　　　　　　　　　客　觀（體，靜）　　　　　　　　主　觀（用，動）

　　　　　　　　　　┌────┴────┐　　　　　　┌────┴────┐

　　　　　　　　　抽　象Ａ　　　　　具　象Ｔ　　　　認　識Ｃ　　　　　行　為Ｇ



　　　　　　　　┌─┴─┐　　　　┌─┴─┐　　　┌─┴─┐　　　　┌─┴─┐

　　　　　　　　時　　　地　　　　人　　　物　　　事　　　情　　　　理　　　法

　　　　　　　　└──────┬─────┘　　　└──────┬─────┘　

　　　　　　　　　概念、符號、數字組成象徵詞　　　　　　　概念組合成觀念詞

　　倉頡系統另定了字首、字身的結合規律，以供取碼用。漢字字首為單核如ＲＮＡ、字身亦然，組合成字則如ＤＮＡ之雙核，文

字之基因「體、用、因、果」各各就位，悉如下表：

　　　　　　　　　　　　　　　　　　　ＤＮＡ概念

　　　　　　　　　　　　　┌───────┴───────┐

　　　　　　　　　　　核糖核酸RNA1　　　　　　　　　　核糖核酸RNA2

　　　　　　　　　 　　　字首　　　　　　　　　　　　　　字身

　　　　　　　　　　┌──┴──┐　　　　　　　　　┌──┴──┐

　　　　　　　　　體Ａ　　　　用Ｔ　　　　　　　　因Ｃ　　　　果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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