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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最大化问题与最小化问题，是普遍存在的 

国庆节休假的一天，我打开家门，遇到了一个邻居。  

她说：你好，怎么一个人呀？  

我说：国庆节快乐！休假的时候，一个人也很好啊！  

她说：一家人，很多人，不是更好啊？  

我说：古人讲，“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大

一”是最大的，“小一”是最小的。“大一”可以引导我们以最大化的眼光

看问题，“小一”可以引导我们以最小化的眼光看问题。  

她说：那怎么看休假问题呢？  

我说：我们不仅要享受与家人在一起快乐、与全国人民一起快乐，这

是最大化的快乐；还要享受一个人的快乐，这是最小化的快乐。  

她说：有意思，快乐在人数方面，还有最大化的快乐和最小化的快乐。

受教了，祝你国庆节快乐。  

邻居走开了，而我还在继续思考国庆节快乐的最大化与最小化问题。  

国庆假日期间，有人选择了远途旅行，这是距离最大化；有人选择了

宅家，这是距离最小化。谁比谁更快乐呢？不一定。快乐各有千秋。  

国庆假日期间，有人选择了与最多的朋友在一起，这是人数最大化，

是众乐乐；有人选择了独处，这是人数最小化，这是独乐乐。谁比谁更快

乐呢？不一定。还是快乐各有千秋。  

国庆假日期间，有人选择了花钱消费，这是开支最大化，是花钱买乐；

有人选择了节支，这是开支最小化。谁比谁更快乐呢？不一定。快乐仍然

是各有千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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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用最少的金钱和最小的身体支出，获得最大的节日快乐，是节日

快乐的效益最大化；相反，我们用最多的金钱和最大的身体支出，获得最

小的节日快乐，是节日快乐的效益最小化。通过这样的思考，我们可以发

现，在节日快乐方面，存在一个最大化的视野，也存在一个最小化的视野。 

在节日快乐方面，有一些东西，我们是要追求最小化的；而另一些东

西，我们是要追求最大化的。我们同时有最大化的思维取向和最小化的思

维取向，在哲学上，也就是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我们同时有最大化的哲

学视野和最小化的哲学视野。  

难道只是在节日快乐方面，我们才有最大化问题和最小化问题吗？不

是的，最大化与最小化，与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复杂的关系。我们

的世界，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思维，总是存在着太多太多的最大化与最小

化问题，这些问题总是在左右着我们的生活，左右着我们的思考，左右着

我们的视野。  

所以，笔者认为，我们花一些时间，来了解和思考最大化与最小化的

问题，是很有必要的。由于最大化问题与最小化问题，是普遍存在的，因

此，这样的问题，要上升到哲学的层面上来讨论、来思考、来研究。  

我们这本书，就是要从哲学的高度，来关注一下最大化与最小化的问

题，讲一讲最大化与最小化的哲学视野，给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思维，提

供一些新的要素。  

特别说明：本书写作时，图片和资料主要来自于网络资源。本书选择

利用的许多图片，非常符合本书的需要，却找不到原创作者，因此不能每

张图片都能够指出出处，本人在此敬请原创者谅解并深表感谢。如有原创

人读本书时看到了自己的图片，本人的感激之情随文涌现，滔流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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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最大化、最小化与宇宙大爆炸 

从宏观上讲，我们面对的世界，特别是我们的宇宙，是最大的、最广

的，所以，我们考察宇宙，要用最大化思维。没有最大化的思维取向，我

们不可能从总体上、宏观上考察我们的世界、我们的宇宙。  

从微观上讲，我们面对的世界，特别是我们的宇宙，也是最深的、最

细的，所以，我们考察宇宙，要用最小化思维。没有最小化的思维取向，

我们不可能从细微处、微观上考察我们的世界、我们的宇宙。  

我们考察宇宙的存在，最大化的思维取向、最小化的思维取向，要结

合起来用。通过下面的一些分析，我们将会发现：最大化与最小化，作为

宇宙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的。  

看待宇宙是怎样诞生的，这个问题已经不神秘了。现代的天文学和宇

宙学，给了我们很好的答案。让我们从最大化与最小化的思维取向，考察

人们是如何思考宇宙起源问题的。  

“大爆炸宇宙论”认为：原始宇宙是一个致密炽热的奇点，于 137 亿年

前一次大爆炸后膨胀，逐渐形成我们现在的宇宙。  

1929 年，美国天文学家哈勃提出：星系的红移量与星系间的距离成正

比，这就是哈勃定律，据此可以推导出宇宙中的所有星系都在互相远离的

宇宙膨胀说。  

“大爆炸宇宙论”是现代宇宙学中最有影响力的一种学说，主要认为：

宇宙曾有一段从热到冷的演化史。在这个时期里，宇宙体系不断膨胀，宇

宙物质密度也从密到稀地不断演化，如同一次规模巨大的爆炸。  

“大爆炸宇宙论”认为：爆炸之初，物质只能以中子、质子、电子、光

子和中微子等基本粒子形态存在。宇宙爆炸之后，不断膨胀，温度和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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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宇宙大 爆炸设想 图一 

很快下降。随着温度降低、冷却，逐步形成原子、原子核、分子，并复合

成为通常的气体。气体逐渐凝聚成星云，星云又进一步形成各种各样的恒

星和星系，最终形成我们如今所看到的宇宙。  

宇 宙大爆炸 设想图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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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 宙大爆炸 设想图三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大爆炸宇宙论”的一个根本思维就是：我们所知

的宇宙的一切物质，都起源于一个奇点。这个奇点是什么呢？就是宇宙空

间的最小化的极点，这个极点被认为很小很小，是一个“小一”。可是，这

个“小一”不是空洞的“小一”，而是一个充实的“小一”，是包容了我们

已知宇宙一切物质的“小一”。这样的“小一”虽然空间最小化了，可是物

质的密度却最大化了，物质的各种物理参数也最大化了，也就是物质的矛

盾斗争最大化了。于是我们可以这样讲，我们宇宙起源的奇点，在空间最

小化的同时，包含了物质密度和各种物理参数的最大化。特别是，此奇点

中的各种最大化，必然导致宇宙自我矛盾斗争激烈程度的最大化，从而产

生宇宙矛盾斗争的最壮观景象：宇宙大爆炸。  

宇宙爆炸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呢？是宇宙空间最大化的一个过程。  

宇宙大爆炸开始时，只是一个奇点：约 137 亿年前，我们的宇宙只是

一个奇点，极小体积，极高密度，极高温度，被称为奇点。也就是我们的

宇宙起源于体积最小化、密度最大化、温度最大化的这么一个原始奇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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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 宙大爆炸 设想图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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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 宙大爆炸 设想图五 

这 个 原 始 奇 点 大 爆 炸

后 1043 秒：宇宙约 1032

摄氏度，我们的宇宙从量

子涨落背景出现。要知道，

量子是我们宇宙的物质存

在最小化的质点。也就是

说，我们宇宙最大化的爆

炸，首先创造的是最小化

的物质。  

这个原始奇点大爆炸

后 1035 秒：宇宙约 1027

摄氏度，我们的宇宙开始

引力分离，夸克、波色子、轻子形成。夸克、波色子、轻子是我们已知的

物质结构的最小化的存在。  

 

 

科 学家用粒 子碰撞重 现宇宙大爆 炸壮观景 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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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 粒碰撞重 现宇宙大 爆炸（图） 

这个原始奇点大爆炸后 510 秒：宇宙约 1015 摄氏度，我们的宇宙开始

形成质子和中子。质子和中子，是我们已知的物质实体的最小化的存在。  

大 型强子对 撞机内的 

宇 宙大爆炸 实验（图 ）  

这个原始奇点大爆炸后 0.01 秒：宇宙约 1 000 亿摄氏度，我们的宇宙

以光子、电子、中微子为主，质子、中子仅占 10 亿分之一，热平衡态，我

们的宇宙体系急剧膨胀，宇宙的温度和密度不断下降。我们的宇宙继续向

空间最大化、温度和密度最小化演变。  



·9· 

模 拟微型宇 宙大爆炸 （图）    

 

这个原始奇点大爆炸后 0.1 秒后：宇宙约 300 亿摄氏度，我们的宇宙中

子与质子之比从 1.0 下降到 0.61。这可以看作是我们的宇宙达到了中子与

质子之比的稳定度的最大化。  

 

科 学家用微 粒碰撞重 现宇宙大爆 炸壮观景 象（图） 

这个原始奇点大爆炸后 1 秒后：宇宙约 100 亿摄氏度，中微子向外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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逸，正负电子湮没反应出现，我们的宇宙核力还不足以束缚住中子和质子。

由此，我们的宇宙的中微子达到了自由度的最大化。  

宇 宙大爆炸（科幻 图）   

这个原始奇点大爆炸后 13.8 秒后：宇宙约 30 亿摄氏度，我们的宇宙开

始形成氢、氦类稳定的原子核。我们的宇宙最小化的实体物质存在，开始

向稳定度最大化的实体物质存在进化。  

  宇宙大 爆炸（想 象图）  

这个原始奇点大爆炸后 35 分钟后：宇宙约 3 亿摄氏度，我们的宇宙原

初核反应过程停止，但还不能形成中性原子。我们的宇宙原始状态的最大

化过程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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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宇宙在 大爆炸中 形成（图） 

这个原始奇点大爆炸后 30 万年后：宇宙约 3 000 摄氏度，中性原子形

成，我们的宇宙主要成分演变为气态物质，并逐步在自身引力作用下凝聚

成密度较高的气体云块，直至形成恒星、星系和星系团。我们的宇宙大爆

炸又在空间范围最大化的程度上继续进行，继续向空间最大化、温度和密

度最小化演变。如此这般，我们的宇宙最后会不会虚空而冻结呢？  



·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