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看任何数学公式来讲解傅里叶变换

这两天我们先后分享了《FFT结果的物理意义》、《傅立叶变换的物理意义》两篇文章，相信大家对

傅立叶变换原理和应用应该了解的差不多了，今天我们再次给大家整理重发一篇去年分享过的《不看

任何数学公式来讲解傅里叶变换》一文，来增进大家的理解。

这篇文章的核心思想是：

　　要让读者在不看任何数学公式的情况下理解傅里叶分析。

　　傅里叶分析不仅仅是一个数学工具，更是一种可以彻底颠覆一个人以前世界观的思维模式。但不

幸的是，傅里叶分析的公式看起来太复杂了，所以很多大一新生上来就懵圈并从此对它深恶痛绝。老

实说，这么有意思的东西居然成了大学里的杀手课程，不得不归咎于编教材的人实在是太严肃了。

（您把教材写得好玩一点会死吗？会死吗？）所以我一直想写一个有意思的文章来解释傅里叶分析，

有可能的话高中生都能看懂的那种。所以，不管读到这里的您从事何种工作，我保证您都能看懂，并

且一定将体会到通过傅里叶分析看到世界另一个样子时的快感。至于对于已经有一定基础的朋友，也

希望不要看到会的地方就急忙往后翻，仔细读一定会有新的发现。

　　————以上是定场诗————

　　下面进入正题：

　　抱歉，还是要啰嗦一句：其实学习本来就不是易事，我写这篇文章的初衷也是希望大家学习起来

更加轻松，充满乐趣。但是千万！千万不要把这篇文章收藏起来，或是存下地址，心里想着：以后有

时间再看。这样的例子太多了，也许几年后你都没有再打开这个页面。无论如何，耐下心，读下去。

这篇文章要比读课本要轻松、开心得多……

　　p.s.本文无论是 cos 还是 sin，都统一用“正弦波”（Sine Wave）一词来代表简谐波。

　　一、什么是频域

　　从我们出生，我们看到的世界都以时间贯穿，股票的走势、人的身高、汽车的轨迹都会随着时间

发生改变。这种以时间作为参照来观察动态世界的方法我们称其为时域分析。而我们也想当然的认

为，世间万物都在随着时间不停的改变，并且永远不会静止下来。但如果我告诉你，用另一种方法来

观察世界的话，你会发现世界是永恒不变的，你会不会觉得我疯了？我没有疯，这个静止的世界就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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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频域。

　　先举一个公式上并非很恰当，但意义上再贴切不过的例子：

　　在你的理解中，一段音乐是什么呢？

　　这是我们对音乐最普遍的理解，一个随着时间变化的震动。但我相信对于乐器小能手们来说，音

乐更直观的理解是这样的：

　　好的！下课，同学们再见。

　　是的，其实这一段写到这里已经可以结束了。上图是音乐在时域的样子，而下图则是音乐在频域

的样子。所以频域这一概念对大家都从不陌生，只是从来没意识到而已。

　　现在我们可以回过头来重新看看一开始那句痴人说梦般的话：世界是永恒的。

　　将以上两图简化：

　　时域：

频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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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时域，我们观察到钢琴的琴弦一会上一会下的摆动，就如同一支股票的走势；而在频域，只有

那一个永恒的音符。

　　所以

　　你眼中看似落叶纷飞变化无常的世界，实际只是躺在上帝怀中一份早已谱好的乐章。

　　抱歉，这不是一句鸡汤文，而是黑板上确凿的公式：傅里叶同学告诉我们，任何周期函数，都可

以看作是不同振幅，不同相位正弦波的叠加。在第一个例子里我们可以理解为，利用对不同琴键不同

力度，不同时间点的敲击，可以组合出任何一首乐曲。

　　而贯穿时域与频域的方法之一，就是传中说的傅里叶分析。傅里叶分析可分为傅里叶级数

（Fourier Serie）和傅里叶变换(Fourier Transformation)，我们从简单的开始谈起。

　　二、傅里叶级数(Fourier Series)的频谱

　　还是举个栗子并且有图有真相才好理解。

　　如果我说我能用前面说的正弦曲线波叠加出一个带 90 度角的矩形波来，你会相信吗？你不会，

就像当年的我一样。但是看看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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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幅图是一个郁闷的正弦波 cos（x）

　　第二幅图是 2 个卖萌的正弦波的叠加 cos (x) +a.cos (3x)

　　第三幅图是 4 个发春的正弦波的叠加

　　第四幅图是 10 个便秘的正弦波的叠加

　　随着正弦波数量逐渐的增长，他们最终会叠加成一个标准的矩形，大家从中体会到了什么道理？

　　（只要努力，弯的都能掰直！）

　　随着叠加的递增，所有正弦波中上升的部分逐渐让原本缓慢增加的曲线不断变陡，而所有正弦波

中下降的部分又抵消了上升到最高处时继续上升的部分使其变为水平线。一个矩形就这么叠加而成

了。但是要多少个正弦波叠加起来才能形成一个标准 90 度角的矩形波呢？不幸的告诉大家，答案是

无穷多个。（上帝：我能让你们猜着我？）

　　不仅仅是矩形，你能想到的任何波形都是可以如此方法用正弦波叠加起来的。这是没有接触过傅

里叶分析的人在直觉上的第一个难点，但是一旦接受了这样的设定，游戏就开始有意思起来了。

　　还是上图的正弦波累加成矩形波，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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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几幅图中，最前面黑色的线就是所有正弦波叠加而成的总和，也就是越来越接近矩形波的那

个图形。而后面依不同颜色排列而成的正弦波就是组合为矩形波的各个分量。这些正弦波按照频率从

低到高从前向后排列开来，而每一个波的振幅都是不同的。一定有细心的读者发现了，每两个正弦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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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都还有一条直线，那并不是分割线，而是振幅为 0 的正弦波！也就是说，为了组成特殊的曲

线，有些正弦波成分是不需要的。

　　这里，不同频率的正弦波我们成为频率分量。

　　好了，关键的地方来了！！

　　如果我们把第一个频率最低的频率分量看作“1”，我们就有了构建频域的最基本单元。

　　对于我们最常见的有理数轴，数字“1”就是有理数轴的基本单元。

　　时域的基本单元就是“1 秒”，如果我们将一个角频率为 的正弦波 cos（ t）看作基础，那么

频域的基本单元就是

　　有了“1”，还要有“0”才能构成世界，那么频域的“0”是什么呢？cos（0t）就是一个周期无限长

的正弦波，也就是一条直线！所以在频域，0 频率也被称为直流分量，在傅里叶级数的叠加中，它仅

仅影响全部波形相对于数轴整体向上或是向下而不改变波的形状。

　　接下来，让我们回到初中，回忆一下已经死去的八戒，啊不，已经死去的老师是怎么定义正弦波

的吧。

　　正弦波就是一个圆周运动在一条直线上的投影。所以频域的基本单元也可以理解为一个始终在旋

转的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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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介绍完了频域的基本组成单元，我们就可以看一看一个矩形波，在频域里的另一个模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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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什么奇怪的东西？

　　这就是矩形波在频域的样子，是不是完全认不出来了？教科书一般就给到这里然后留给了读者无

穷的遐想，以及无穷的吐槽，其实教科书只要补一张图就足够了：频域图像，也就是俗称的频谱，就

是——

　　再清楚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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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发现，在频谱中，偶数项的振幅都是0，也就对应了图中的彩色直线。振幅为 0 的正弦波。

　　　老实说，在我学傅里叶变换时，维基的这个图还没有出现，那时我就想到了这种表达方法，而

且，后面还会加入维基没有表示出来的另一个谱——相位谱。

　　但是在讲相位谱之前，我们先回顾一下刚刚的这个例子究竟意味着什么。记得前面说过的那句

“世界是静止的”吗？估计好多人对这句话都已经吐槽半天了。想象一下，世界上每一个看似混乱的表

象，实际都是一条时间轴上不规则的曲线，但实际这些曲线都是由这些无穷无尽的正弦波组成。我们

看似不规律的事情反而是规律的正弦波在时域上的投影，而正弦波又是一个旋转的圆在直线上的投

影。那么你的脑海中会产生一个什么画面呢？

　　我们眼中的世界就像皮影戏的大幕布，幕布的后面有无数的齿轮，大齿轮带动小齿轮，小齿轮再

带动更小的。在最外面的小齿轮上有一个小人——那就是我们自己。我们只看到这个小人毫无规律的

在幕布前表演，却无法预测他下一步会去哪。而幕布后面的齿轮却永远一直那样不停的旋转，永不停

歇。这样说来有些宿命论的感觉。说实话，这种对人生的描绘是我一个朋友在我们都是高中生的时候

感叹的，当时想想似懂非懂，直到有一天我学到了傅里叶级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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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傅里叶级数（Fourier Series）的相位谱

　　上一章的关键词是：从侧面看。这一章的关键词是：从下面看。

　　在这一章最开始，我想先回答很多人的一个问题：傅里叶分析究竟是干什么用的？这段相对比较

枯燥，已经知道了的同学可以直接跳到下一个分割线。

　　先说一个最直接的用途。无论听广播还是看电视，我们一定对一个词不陌生——频道。频道频

道，就是频率的通道，不同的频道就是将不同的频率作为一个通道来进行信息传输。下面大家尝试一

件事：

　　先在纸上画一个 sin（x），不一定标准，意思差不多就行。不是很难吧。

　　好，接下去画一个 sin（3x）+sin（5x）的图形。

　　别说标准不标准了，曲线什么时候上升什么时候下降你都不一定画的对吧？

　　好，画不出来不要紧，我把 sin（3x）+sin（5x）的曲线给你，但是前提是你不知道这个曲线

的方程式，现在需要你把 sin（5x）给我从图里拿出去，看看剩下的是什么。这基本是不可能做到

的。

　　但是在频域呢？则简单的很，无非就是几条竖线而已。

　　所以很多在时域看似不可能做到的数学操作，在频域相反很容易。这就是需要傅里叶变换的地

方。尤其是从某条曲线中去除一些特定的频率成分，这在工程上称为滤波，是信号处理最重要的概念

之一，只有在频域才能轻松的做到。

　　再说一个更重要，但是稍微复杂一点的用途——求解微分方程。（这段有点难度，看不懂的可以

直接跳过这段）微分方程的重要性不用我过多介绍了。各行各业都用的到。但是求解微分方程却是一

件相当麻烦的事情。因为除了要计算加减乘除，还要计算微分积分。而傅里叶变换则可以让微分和积

分在频域中变为乘法和除法，大学数学瞬间变小学算术有没有。

　　傅里叶分析当然还有其他更重要的用途，我们随着讲随着提。

　　————————————————————————————————————

　　下面我们继续说相位谱：

　　通过时域到频域的变换，我们得到了一个从侧面看的频谱，但是这个频谱并没有包含时域中全部

的信息。因为频谱只代表每一个对应的正弦波的振幅是多少，而没有提到相位。基础的正弦波A.sin

(wt+θ)中，振幅，频率，相位缺一不可，不同相位决定了波的位置，所以对于频域分析，仅仅有频

谱（振幅谱）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一个相位谱。那么这个相位谱在哪呢？我们看下图，这次为了避

免图片太混论，我们用 7 个波叠加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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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鉴于正弦波是周期的，我们需要设定一个用来标记正弦波位置的东西。在图中就是那些小红点。

小红点是距离频率轴最近的波峰，而这个波峰所处的位置离频率轴有多远呢？为了看的更清楚，我们

将红色的点投影到下平面，投影点我们用粉色点来表示。当然，这些粉色的点只标注了波峰距离频率

轴的距离，并不是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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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需要纠正一个概念：时间差并不是相位差。如果将全部周期看作 2Pi 或者 360 度的话，相

位差则是时间差在一个周期中所占的比例。我们将时间差除周期再乘 2Pi，就得到了相位差。

　　在完整的立体图中，我们将投影得到的时间差依次除以所在频率的周期，就得到了最下面的相位

谱。所以，频谱是从侧面看，相位谱是从下面看。下次偷看女生裙底被发现的话，可以告诉她：“对

不起，我只是想看看你的相位谱。”

　　注意到，相位谱中的相位除了0，就是 Pi。因为 cos（t+Pi）=-cos（t），所以实际上相位为

Pi 的波只是上下翻转了而已。对于周期方波的傅里叶级数，这样的相位谱已经是很简单的了。另外值

得注意的是，由于 cos（t+2Pi）=cos（t），所以相位差是周期的，pi 和 3pi，5pi，7pi 都是相同

的相位。人为定义相位谱的值域为(-pi，pi]，所以图中的相位差均为 Pi。

　　最后来一张大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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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傅里叶变换（Fourier Tranformation）

　　相信通过前面三章，大家对频域以及傅里叶级数都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但是文章在一开始关于

钢琴琴谱的例子我曾说过，这个栗子是一个公式错误，但是概念典型的例子。所谓的公式错误在哪里

呢？

　　傅里叶级数的本质是将一个周期的信号分解成无限多分开的（离散的）正弦波，但是宇宙似乎并

不是周期的。曾经在学数字信号处理的时候写过一首打油诗：

　　往昔连续非周期，

　　回忆周期不连续，

　　任你 ZT、DFT，

　　还原不回去。

　　（请无视我渣一样的文学水平……）

　　在这个世界上，有的事情一期一会，永不再来，并且时间始终不曾停息地将那些刻骨铭心的往昔

连续的标记在时间点上。但是这些事情往往又成为了我们格外宝贵的回忆，在我们大脑里隔一段时间

就会周期性的蹦出来一下，可惜这些回忆都是零散的片段，往往只有最幸福的回忆，而平淡的回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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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渐被我们忘却。因为，往昔是一个连续的非周期信号，而回忆是一个周期离散信号。

　　是否有一种数学工具将连续非周期信号变换为周期离散信号呢？抱歉，真没有。

　　比如傅里叶级数，在时域是一个周期且连续的函数，而在频域是一个非周期离散的函数。这句话

比较绕嘴，实在看着费事可以干脆回忆第一章的图片。

　　而在我们接下去要讲的傅里叶变换，则是将一个时域非周期的连续信号，转换为一个在频域非周

期的连续信号。

　　算了，还是上一张图方便大家理解吧：

　　或者我们也可以换一个角度理解：傅里叶变换实际上是对一个周期无限大的函数进行傅里叶变

换。

　　所以说，钢琴谱其实并非一个连续的频谱，而是很多在时间上离散的频率，但是这样的一个贴切

的比喻真的是很难找出第二个来了。

　　因此在傅里叶变换在频域上就从离散谱变成了连续谱。那么连续谱是什么样子呢？

　　你见过大海么？

　　为了方便大家对比，我们这次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频谱，还是傅里叶级数中用到最多的那幅图，我

们从频率较高的方向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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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是离散谱，那么连续谱是什么样子呢？

　　尽情的发挥你的想象，想象这些离散的正弦波离得越来越近，逐渐变得连续……

　　直到变得像波涛起伏的大海：

　　很抱歉，为了能让这些波浪更清晰的看到，我没有选用正确的计算参数，而是选择了一些让图片

更美观的参数，不然这图看起来就像屎一样了。

　　不过通过这样两幅图去比较，大家应该可以理解如何从离散谱变成了连续谱的了吧？原来离散谱

的叠加，变成了连续谱的累积。所以在计算上也从求和符号变成了积分符号。

　　不过，这个故事还没有讲完，接下去，我保证让你看到一幅比上图更美丽壮观的图片，但是这里

需要介绍到一个数学工具才能然故事继续，这个工具就是——

　　五、宇宙耍帅第一公式：欧拉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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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虚数i这个概念大家在高中就接触过，但那时我们只知道它是-1 的平方根，可是它真正的意义是

什么呢?

这里有一条数轴，在数轴上有一个红色的线段，它的长度是1。当它乘以 3 的时候，它的长度发生了

变化，变成了蓝色的线段，而当它乘以-1 的时候，就变成了绿色的线段，或者说线段在数轴上围绕

原点旋转了 180 度。

　　我们知道乘-1 其实就是乘了两次 i 使线段旋转了 180 度，那么乘一次 i 呢——答案很简单——

旋转了 90 度。

　　同时，我们获得了一个垂直的虚数轴。实数轴与虚数轴共同构成了一个复数的平面，也称复平

面。这样我们就了解到，乘虚数i的一个功能——旋转。

　　现在，就有请宇宙第一耍帅公式欧拉公式隆重登场——

这个公式在数学领域的意义要远大于傅里叶分析，但是乘它为宇宙第一耍帅公式是因为它的特殊形式

——当x等于 Pi 的时候。

经常有理工科的学生为了跟妹子表现自己的学术功底，用这个公式来给妹子解释数学之美：”石榴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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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这个公式里既有自然底数e，自然数 1 和0，虚数i还有圆周率 pi，它是这么简洁，这么美丽

啊！“但是姑娘们心里往往只有一句话：”臭屌丝……“

　　这个公式关键的作用，是将正弦波统一成了简单的指数形式。我们来看看图像上的涵义：

　　欧拉公式所描绘的，是一个随着时间变化，在复平面上做圆周运动的点，随着时间的改变，在时

间轴上就成了一条螺旋线。如果只看它的实数部分，也就是螺旋线在左侧的投影，就是一个最基础的

余弦函数。而右侧的投影则是一个正弦函数。

　　关于复数更深的理解，大家可以参考：

　　复数的物理意义是什么？(关注 EETOP微信号后 回复关键词 数学 可见这篇文章）

　　这里不需要讲的太复杂，足够让大家理解后面的内容就可以了。

　　六、指数形式的傅里叶变换

　　有了欧拉公式的帮助，我们便知道：正弦波的叠加，也可以理解为螺旋线的叠加在实数空间的投

影。而螺旋线的叠加如果用一个形象的栗子来理解是什么呢？

　　光波

　　高中时我们就学过，自然光是由不同颜色的光叠加而成的，而最著名的实验就是牛顿师傅的三棱

镜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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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其实我们在很早就接触到了光的频谱，只是并没有了解频谱更重要的意义。

　　但不同的是，傅里叶变换出来的频谱不仅仅是可见光这样频率范围有限的叠加，而是频率从 0

到无穷所有频率的组合。

　　这里，我们可以用两种方法来理解正弦波：

　　第一种前面已经讲过了，就是螺旋线在实轴的投影。

　　另一种需要借助欧拉公式的另一种形式去理解：

　　将以上两式相加再除2，得到：

　　这个式子可以怎么理解呢？

　　我们刚才讲过，e^(it)可以理解为一条逆时针旋转的螺旋线，那么e^(-it)则可以理解为一条顺

时针旋转的螺旋线。而 cos (t)则是这两条旋转方向不同的螺旋线叠加的一半，因为这两条螺旋线的

虚数部分相互抵消掉了！

　　举个例子的话，就是极化方向不同的两束光波，磁场抵消，电场加倍。

　　这里，逆时针旋转的我们称为正频率，而顺时针旋转的我们称为负频率（注意不是复频率）。

　　好了，刚才我们已经看到了大海——连续的傅里叶变换频谱，现在想一想，连续的螺旋线会是什

么样子：

　　想象一下再往下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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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很漂亮？

　　你猜猜，这个图形在时域是什么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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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是不是觉得被狠狠扇了一个耳光。数学就是这么一个把简单的问题搞得很复杂的东西。

　　顺便说一句，那个像大海螺一样的图，为了方便观看，我仅仅展示了其中正频率的部分，负频率

的部分没有显示出来。

　　如果你认真去看，海螺图上的每一条螺旋线都是可以清楚的看到的，每一条螺旋线都有着不同的

振幅（旋转半径），频率（旋转周期）以及相位。而将所有螺旋线连成平面，就是这幅海螺图了。

　　好了，讲到这里，相信大家对傅里叶变换以及傅里叶级数都有了一个形象的理解了，我们最后用

一张图来总结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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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傅里叶的故事终于讲完了，下面来讲讲我的故事：

　　这篇文章第一次被卸下来的地方你们绝对猜不到在哪，是在一张高数考试的卷子上。当时为了刷

分，我重修了高数（上），但是后来时间紧压根没复习，所以我就抱着裸考的心态去了考场。但是到

了考场我突然意识到，无论如何我都不会比上次考的更好了，所以干脆写一些自己对于数学的想法

吧。于是用了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在试卷上洋洋洒洒写了本文的第一草稿。

　　你们猜我的了多少分？

　　6 分

　　没错，就是这个数字。而这 6 分的成绩是因为最后我实在无聊，把选择题全部填上了C，应该是

中了两道，得到了这宝贵的 6 分。说真的，我很希望那张卷子还在，但是应该不太可能了。

　　那么你们猜猜我第一次信号与系统考了多少分呢？

　　45 分

　　没错，刚刚够参加补考的。但是我心一横没去考，决定重修。因为那个学期在忙其他事情，学习

真的就抛在脑后了。但是我知道这是一门很重要的课，无论如何我要吃透它。说真的，信号与系统这

门课几乎是大部分工科课程的基础，尤其是通信专业。

　　在重修的过程中，我仔细分析了每一个公式，试图给这个公式以一个直观的理解。虽然我知道对

于研究数学的人来说，这样的学习方法完全没有前途可言，因为随着概念愈加抽象，维度越来越高，

这种图像或者模型理解法将完全丧失作用。但是对于一个工科生来说，足够了。

　　后来来了德国，这边学校要求我重修信号与系统时，我彻底无语了。但是没办法，德国人有时对

中国人就是有种藐视，觉得你的教育不靠谱。所以没办法，再来一遍吧。

　　这次，我考了满分，而及格率只有一半。

　　老实说，数学工具对于工科生和对于理科生来说，意义是完全不同的。工科生只要理解了，会

用，会查，就足够了。但是很多高校却将这些重要的数学课程教给数学系的老师去教。这样就出现一

个问题，数学老师讲得天花乱坠，又是推理又是证明，但是学生心里就只有一句话：学这货到底干嘛

用的？

　　缺少了目标的教育是彻底的失败。

　　在开始学习一门数学工具的时候，学生完全不知道这个工具的作用，现实涵义。而教材上有只有

晦涩难懂，定语就二十几个字的概念以及看了就眼晕的公式。能学出兴趣来就怪了！

　　好在我很幸运，遇到了大连海事大学的吴楠老师。他的课全程来看是两条线索，一条从上而下，

一条从下而上。先将本门课程的意义，然后指出这门课程中会遇到哪样的问题，让学生知道自己学习

的某种知识在现实中扮演的角色。然后再从基础讲起，梳理知识树，直到延伸到另一条线索中提出的

问题，完美的衔接在一起！

　　这样的教学模式，我想才是大学里应该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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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写给所有给我点赞并留言的同学。真的谢谢大家的支持，也很抱歉不能一一回复。因为知

乎专栏的留言要逐次加载，为了看到最后一条要点很多次加载。当然我都坚持看完了，只是没办法一

一回复。

　　本文只是介绍了一种对傅里叶分析新颖的理解方法，对于求学，还是要踏踏实实弄清楚公式和概

念，学习，真的没有捷径。但至少通过本文，我希望可以让这条漫长的路变得有意思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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