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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曼函数是宇宙哲学的存在

——无限阶四色双轴对称方阵证明黎曼函数

李传学

（济南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济南　250098）

摘　要：信仰极致数学，数学极致哲学。史前文物符号 启佑四色猜想、△“1 面 3 线”

组合是无限阶四色双轴对称方阵的来历，黎曼函数交叉成像≌无限价四色双轴对称方阵等腰直角△，刻画

了宇宙起源“点线面”哲学含义。

本文重点对黎曼函数的无限阶四色双轴对称方阵等腰直角△交叉成像的“所有非平凡 0 点”、朗道—

西格尔 0点位置与定量状态进行释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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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色双轴对称方阵单元“四方八位”链锁具有

黎曼函数特征。黎曼函数交叉成像≌无限价四色双

轴对称方阵 4个等腰直角△。

一、四色猜想“非平凡 0点”事件的提出。

四色猜想数学语言定义规定“如果两个区域相

遇于一点或有限多点，则不能叫作相邻”。规定使

此点失去了“线”意义，成为“不能叫作相邻”的

特殊（线点两面性）概率点（口“+”字交点＜1色），

变成了“非平凡 0点”虚实同存事件。

二、宇宙起源的“点线面”哲学含义。

数学家认为，面无限细分的极限趋于点。四色

猜想“任意地细分”的 1、2、3、4 数字单元趋于点

且“不重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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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含义。（1）点就是宇宙起源，没有任

何体积，被挤在宇宙的“边缘”；点是所有图形基础。

（2）线就是由无数个点连接而成的。（3）面就是

由无数条线组成的。

（二）宇宙起源的四色猜想。宇宙的“点线面”

哲学含义图与四色猜想数学语言定义的△“1 面、3

线”组合 （金字塔鸟瞰）链锁图一致。在链锁过程中，

由 1、2、3、4 点元素构成的方阵形封闭曲线，总是

以重组对顶，（数字）相异相邻、相同（异）对顶

的规则存在于 图版的周边位置，用哲学含义来说

就是“被挤在了宇宙的“边缘”。

三、无限阶四色双轴对称方阵来源于其单元的

"四方八位 "M=n2 阶链锁。

n=2、3、4、5、6……m……

（一）△“1 面 3 线” 组合的四色双轴对称

方阵单元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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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1、2、3、4标记△“1面、3线”组成 形，

1800 连续翻转（右二下三）五次（或右三下三），

便可实现与“四方八位”形4阶双轴对称方阵单元。

（二）1、2、3、4 数字标记的 24 种排列生成

4阶双轴对称方阵单元。

从 1、2、3、4 数字标记的 24 种排列中，选择

性组成双轴对称矩阵，或对任一组合的行、列顺逆

变换生成 24 个等价的 4阶双轴对称方阵单元。

四、黎曼函数的定义、特性。

（一）定义。黎曼函数的所有非平凡 0 点都位

于实部为 1/2 的直线上。

（二）Y0=1/2+iY示意图（Y0非平凡0点虚线）。

根据黎曼定义，黎曼函数所有非平凡 0 点，都

应位于无限阶四色双轴对称方阵 + 交点位置，且对

称分布于实部为 1/2 直线 Y0 上及两边。黎曼函数的

值域：ε=（0，1/2，1/3……1/p……），其中自然

数 P≥ 2。特征是：

1.黎曼函数区间（0，1），上界 1/2、下界 0，

值域 0点，即数列 {1/p} 极限点。

2. 关于 Y0=1/2 直线对称，适用于区间位置内

的所有无限四色双轴对称方阵。

3. 区间（0，1）△（▽）形顶角位置无限、交

叉成像。无限阶双轴对称方阵内有无限个等腰直角

三角形纵横显现，越发散越多。

△底边叠加重合。所有黎曼无限价四色双轴对

称方阵△底边，都在区间（0，1）线上，即方阵外

层封闭曲线□、方阵阶数最大位置。因此黎曼函数

图像上疏下密。

朗道—西格尔 0点总在（0，1）区间靠近“1”

位置，即现即逝标识黎曼函数发散特征。

    五、黎曼函数是宇宙数学、宇宙哲学。

黎曼函数在（0，1）区间的图像状态，与无限

阶四色双轴对称方阵等腰直角△交叉成像等价。

（一）无限价四色双轴对称方阵△的黎曼函数

定义、特性。

1.黎曼函数无限价四色双轴对称方阵△（母阵）

特征。

（1）M 阶四色双轴对称方阵由 4 个等腰直角△

（母阵）组成。△（母阵）M 阶对称方阵△内“所

有非平凡 0 点”数有 M2×4 个（K=0，未发散态）。

M按△顶计量。

（2）△内“所有非平凡 0 点”是等腰直角△

的顶角，顶角数 =m（m-1）、即等腰直角△个数。

△区间位置偶（□）间隔、奇数排列；所有△区间

位置对称但不相同。

（3）母阵△内“所有非平凡 0 点”为顶角的

等腰直角△，其底边皆在母阵底边叠加重合。

（4）朗道—西格尔 0 点总在靠近区间“1”位

置（△右底角）。

2.黎曼函数无限价四色双轴对称方阵△（母阵）

顶角交叉成像（子阵群）。

（1）交叉成像（子阵群），是△母阵内“所

有非平凡 0 点”为顶角的 m（m-1）个等腰直角△底

边发散，依然叠加重合在△母阵底边。

母阵内所有△底边叠加重合在区间（0，1）线

上（区间幅度对称）、方阵封闭□线阶数最大位置。

因此黎曼函数图像（子阵群）上疏下密。

（2）对称。间隔线上的△顶角为奇数，则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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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 Y0 线经过顶点；△顶角为偶数，则 Y0 对称线经

过相邻△交点。

（3）朗道—西格尔 0点总在△右底角（0，1）

区间靠近“1”的位置，显现次数与△个数相等。

（4）黎曼函数在区间（0，1）等腰直角三角

形内最多有（P+1）2个“非平凡 0点”（m=M/2+1、

令 m=P+1 则为 m2）、最少有 4 个非平凡 0 点。交叉

成像，则会有（1+m）m/2个等腰直角三角形（m=p+1），

底边以不同的幅度对应在区间（0，1）叠加重合。

顶角在不同间隔线上，并依次按偶数递减方阵阶数。

（5）关于 Y0=1/2+iY。区间（0，1）内，所

有等腰直角△斜边与中垂线之比 2:1，相应囗间隔

口边与中垂线之比 2:1。当像限间隔为负偶数时，

实部 1/2 为中线与边之比，虚部为根号负偶数，如

√ -2= √ 2* √ -1=i √ 2。所有等腰直角△ 45°

的正弦值 = 余弦值 = √ 2/2、正切值 = 正弦 / 余弦

=1、余切值 =余弦 /正弦 =1。

3. 黎曼函数交叉成像（子阵群）发散，四色猜

想 1、2、3、4 四个数字标记的△“1 面 3 线”相异

相邻结构不变。

K是偶（口）间隔单数阶次m（m=M/2+1、△底边）

的自然数序（K=0、1、2、3……m），与最高方阵的

m 阶（母阵）是 2 倍次间隔（2K）之差。当 K=0（未

发散态）只有1个顶点三角△，非平凡0点数（m2）

最多。当 K=（m-1）/2时，由顶点在每 2间隔（囗）

母阵△底边有（m-1）/2 个△，（m-2k）2 每个△仅

有 4 个非平凡 0 点数量最少，处于囗 2 阶方阵四色

猜想的“1、2、3、4这四个数字”相异相邻状态。

因此，在黎曼函数发散过程中，4 个非平凡 0

点的三角△，始终使四色猜想“1、2、3、4 这四个

数字”标记的三角△“1面3线”相异相邻结构不变。

（二）黎曼函数是宇宙哲学的存在。

宇宙是个不断发散膨胀的“无底”球体。宇宙

由黎曼函数交叉成像（子阵群）的无限阶四色双轴

对称方阵单元（M）的同心（母阵等腰直角△顶角指

向宇宙中心）截面构成，“所有非平凡 0 点”密度

由中心（黑洞色面不足）到表面越来越高，密度最

高的表面被朗道—西格尔 0 点（哲学含义被挤在了

“边缘”）包围。

（三）黎曼函数交叉成像的逆向变体是金字塔。

鸟瞰金字塔，底面是由四色双轴对称方阵（M）

特征的 4 个等腰直角△组成。如果说黎曼函数是所

有△底边的叠加重合，那么母阵所有△顶角的叠加

重合则构成了金字塔的表面与塔高（m个△叠加）、

塔尖在△顶角、塔底边是母阵△底边。

朗道—西格尔 0 点集中在 4 个△表面边，每边

有 m个。

六、利用素数的奇数规律证明哥德巴赫偶数与

奇数猜想、孪生素数猜想。

（一）一句话证明哥德巴赫偶数与奇数猜想。

素数频数在自然数序中越来越低，是个由大到

小而趋于 0 的小概率（永不消失的泊松分布极限）

事件。这与黎曼函数图像上疏下密无缘。自然数序中，

“奇数+奇数=偶数”“奇数+奇数+奇数=奇数（先

偶后奇）”，这是奇数在自然数序中存在的自然规律。

素数在奇数规律之中，奇偶本质不变。“素数 + 素

数 = 偶数”“素数 + 素数 + 素数 = 奇数”，应无例

外服从奇数规律，否则与自然数序的存在相矛盾。

黎曼函数引入无限阶四色双轴对称方阵，在等

腰直角△交叉成像子群中，与偶间隔（相邻奇数差2）

对应的“非平凡0点”有奇数个，素数个无例外在其中。

哥德巴赫猜的“强猜想”或“关于偶数的哥德

巴赫猜想”，即用“任一大于 2 的偶数，都可表示

成两个素数之和”来表示数的奇偶本质；“弱猜想”

或“关于奇数的哥德巴赫猜想”，即用“任一大于 5

的奇数，都可写三个素数之和”来表示数的奇偶本质。

（二）一句话证明孪生素数猜想。

一般孪生素数猜想，即对所有自然数 k，存在无

穷多个素数对（p，p+2k）。k=1 时就是孪生素数猜想。

描述为：存在无穷多个素数 p，使得 p+2 是素数。素

数对（p，p+2）称为孪生素数（相邻素数差 2）。

与中学生讨论孪生素数猜想，他说一句话就可

以证明。那就是任意两个相邻奇数对（P，P+2）差

都是 2。素数是奇数，且孪生素数对（P，P+2）在

相邻奇数对中，差为 2属正常规律。

相邻素数，本来就在相邻奇数差 2 的自然数列

规律之中。怎么从自然数列中单列，相邻素数差 2就

神秘了呢？那么相邻奇数差 2岂不是也需要猜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