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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的真相和幸福 

 

简介 

 

我认为，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证明了“本我”的存在，而这份证明结果

不需要科学测量就可获得，这彰显了逻辑的力量。但是，在《我思故我在》

这本书中，我们试图用这种逻辑的力量证明“整个宇宙”（整个世界）是无

限的，永恒的，超越时间的真理。虽然这本书是表达略显严谨的论文，但在

此之前，作为其基础，还刊登了两篇易于理解的论文。 

 

接下来谈到了“幸福”。我认为“幸福”是无限且永恒的，是整个宇宙生命

体共同拥有的普遍价值。 

 

这本书能解答“宇宙的尽头是什么样子呢？”、“宇宙是从何时开始，到何

时结束？”、“幸福是什么？”、“怎样才能变得幸福呢？”等疑问。 

 

希望这本书能成为照亮黑暗的光。 

  

（一）宇宙的真相 

（二）论幸福 

 

（一）宇宙的真相 

1. 关于无穷无尽 

2. 关于永恒：“万事万物”永恒存在 

3. “整个世界”和大爆炸理论 

4. 伟大之物和宇宙的程序 

5. “整个宇宙”是无穷无尽的、永恒存在的、超越时间的。 

6. 与宇宙有限论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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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无穷无尽 

 

宇宙有尽头吗？ 

宇宙没有尽头。整个宇宙（万事万物）都是无穷无尽的。 

 

例如，如果你想乘坐宇宙飞船抵达宇宙的尽头，可能永远也不会实现，因为

超越不可避免地存在。即使宇宙被像墙一样的事物包围起来，那墙也不是尽

头。因为不管墙有多少层，其数量必然有限，而在墙之外还会有另一个空间

存在。 

即使宇宙的范围就像气球的内部，那气球外部的世界也必然存在。即使宇宙

被包围在虚无之中，整个宇宙（万事万物）的范围也是无穷无尽的，因为它

包含了虚无。 

 

假设，即使宇宙是三维圆环体结构，既然是有限的三维结构体，那么它应该

容纳在由 XYZ 轴组成的无限空间中，因此整个宇宙是无限的。也就是说，既

然是有限的三维结构，就应该包含在无限的 XYZ 轴中，反过来说，XYZ 轴在

三维圆环体结构的外侧（其前方无论到哪里）都是扩张的。 

 

对了，如果是“一直直线前行”，或者循环不到指定地点的前方（不管一直

直线前行到哪里，都变成兜圈子等情况），如果宇宙是类似程序的产物，这

种情况也是有可能的。但是，如果把一定地点之前的“无”等也包括在内的

话，整个宇宙仍是无限的。 

 

您可能会怀疑我的这个观点，但是如果您能按照下面的逻辑思维来思考这个

问题的话，或许就会理解我所说的话了。 

 

不管你按照什么标准划分宇宙的范围，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个外部世界。

因此，“整个宇宙”（万事万物），包括接近绝对的零（无），都是无穷无

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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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更准确地解释一下这个问题。 

 

一个人在假设 B的范围的同时，也就定义了 B以外的范围（参考数学中的集

合）但是，如果有人怀疑该范围不存在，他们可能就是在说所有范围都不存

在，因此一切都是无！ 

 

那么，证明了一个范围真的存在，又能证明什么呢？它能证明“万事万物”

的存在，这里的“万事万物”由一个特定范围和这个范围之外的事物组成。 

 

现在我要引用笛卡尔的一句话来证明一个范围的存在。 

 

他说：“我思故我在”。这句话告诉我们以下真理：如果一个主体不存在，

它就不能思考；这就说明思维自我是真实存在的，而不仅仅是一种幻觉。这

既证明了自我的存在，也证明了自我必须存在于某一个范围（范围 B）。 

 

此外，一个事物的存在意味着其必然是一个行为或感知的主体或客体。如果

一个事物不存在，它就不能发出任何行动，也不能接受任何东西。您可以想

一想玩接球游戏，或许就会理解我说的是什么意思了。再说一遍，一个事物

存在意味着其必然是一种行为或感知的主体或客体。 

 

那么，什么是无？当我们思考自我和世界的存在时，这个问题就显得尤为重

要。 

 

无，恰恰是一种接近于无的存在。简单来说，无本身就是一种存在形式。 

 

“接近于无的存在”可以分为两种；“相对无”和“接近绝对的无”。“相

对无本身就是一种存在，它可以是某些存在所发出的行动或感知的客体，但

是却不会被其他事物感知。例如，紫外线是真实存在的一种相对无，人类的

五种感官都无法感知到它。附带说明一下，人类可以借助传感器感知紫外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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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接近绝对的无这种状态只能通过逻辑来进行感知。 

 

反过来说，除了逻辑之外，它不能成为其他任何行动或感知的客体。这里所

说的“无”是作为一个字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无”。但是世界上没有一种

现象是不能用逻辑进行客观化的。这从感性的方面来说，就是“将无物化”，

“给“无”命名”。  

换句话说，我们可以将某种状态命名为“接近绝对的无”，而只有逻辑能将

这种状态客观化为行为或感知。这种状态并不是妄想或幻觉，而是以“无”

的形式存在的，因为它被正确地感知了。因此，宇宙间并不存在一种无法被

客观化或被感知的状态：“绝对无”是不存在的。“绝对无”是对逻辑的滥

用。 

 

我在上述内容中定义了“存在”和“接近绝对的无”。 

现在我们来谈一谈主要的问题。 

 

宇宙有尽头吗？ 

宇宙没有尽头。宇宙是无穷无尽的。 

不管我们如何划分宇宙的范围，宇宙总有更远处。自我真正存在的范畴是宇

宙，这一事实也证明了自我和宇宙的存在。同时也证明了更远处的存在。 

因此，整个宇宙（万事万物）的范围是无穷无尽的。 

换句话说，万事万物都是一个真实而无限的世界，这个世界由存在和接近于

绝对无的存在组成。 

 

宇宙的范围是无限的，我们无法在物理上到达它的尽头。但是，我们可以发

挥创造的力量，即使这种力量可能很小。要知道，地球只是浩瀚宇宙中一颗

很小的星球，但即便如此，地球上的和平也尚未完全实现。所以，我们必须

通过创造性合作让地球变得更美好。 

 

“万事万物”与大爆炸理论 

 



 5 / 27 
 

“万事万物”将永远存在，不会消失。其没有开始，亦不会结束。 

因为“始”代表“前无”，“终”代表“后无”，但万事万物却会一直存在，

永不消失。 

换言之，万事万物无始无终，永恒存在。 

 

如果您觉得事实并非如此，那可能是因为您心中有一些误解。 

根据主观经验，我们知道大多数事物都有开始和结束。 

然而，这种经验只适用于大多数情况，并非每次都绝对正确。 

我们还应该意识到，“万事万物”的存在既没有开始，也不会结束。 

当前的宇宙学理论普遍认为，大爆炸的奇点和奇异区域是宇宙的开始。 

乍一看，这个宇宙学原理似乎与事实不符：“万事万物”的存在既没有开始

也没有结束。 

但是，如果从以下角度来讨论，其实两者并不自相矛盾： 

如果事实是，大爆炸是“万事万物”中某一部分的开始，那么我的观点与大

爆炸理论之间就不存在矛盾。 

 

回望过去，据说大爆炸的奇异区域是时间和空间开始的地方，但我认为，奇

异区域只是“永恒存在的整个宇宙”中某一部分的开始。 

因为奇点和奇异区域的概念是假设它周围是“无”，而我认为“万事万物”

也包括“无”。 

 

无限永恒的“万事万物”既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因此我认为，大爆炸只发

生于“万事万物”的其中一部分，而一部分时空就由此开始了。 

－－－ 

*“除所有”和“限制所有”是用词错误。 

* 幻觉不是无，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即某些存在。） 

* “绝对无”这个词严格来说是错误的。“绝对无”是不可能的。 

 

2．关于永恒：“万事万物”永恒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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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宇宙（万事万物）都存在。我在另一篇文章中证明了这一事实，是从真

理“我思故我在”中推导出来的。 

 

存在就意味着一个事物在某一时刻必然存在。因此，“万事万物”至少在某

一时刻是存在的。  

 

现在，我们来思考一下万事万物的本质。“万事万物”永远不会作为一个整

体消失，因为其中包含了接近绝对的无。例如，如果某个空间已经变成接近

绝对的无，那么该空间将作为接近绝对的无存在。因为我们通过逻辑思维可

以正确地感知（因此它真实存在）“所谓的无（接近绝对的无）”，所以“万

事万物”作为一个整体永远不会消失。即使它可能在某些部分发生变化或有

所不同，它也不会作为一个整体消失。这就意味着，“万事万物”是永恒存

在的。 

 

因此，“万事万物”永恒存在。 

 

另一方面，在作为“万事万物”的整个宇宙的一部分,时间可能不会永远持续。 

 

根据主观经验，我们知道自己生活的世界充满了变化。即存在的瞬间“时”

和“时”差，变化，存在一直延续的时间。 

 

那么，如果万事万物都不再发生变化呢？虽然一切都将继续存在，但作为其

中一部分的我们生活的世界却有可能消失。时间在整个宇宙的一部分中可能

并不永远持续。 

 

尽管如此，“万事万物”不会消失。因为是无限的，即使我们居住的世界消

失了，整个宇宙中的某个地方也会继续存在下去。 

 

如果伟大之物创造了宇宙，我们可能会在其所创造的这个宇宙范围内超越时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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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编写一个计算机程序。在程序中我们可以超越、停止、后退、前进、

复制、删除、快进、延时。 

 

那么，假设“伟大之物”已经编写了宇宙的程序呢？ 

那样的话，我们可以说我们很可能超越了宇宙中的时间。 

 

（我认为时间是两个时刻之间的差异。但我并不认为它是有一定顺序的。根

据日常经验，我们觉得时间是按时间顺序排列的，但我不认为这始终正确。） 

 

补充1：时间和时的不同 

 

*时间=时与时之间 

*时=时间点、时刻 

*时间点·时刻=某物“存在”的瞬间 

*期间=持续一定的时间。 

 

（*出自广辞苑） 

 
3. “整个世界”和大爆炸理论 

 

当前的宇宙学理论普遍认为，大爆炸的奇点和奇异区域是宇宙的开始。 

乍一看，这个宇宙学原理似乎与事实不符：“‘整个世界’的存在既没有开

始也没有结束。 

但是，如果从以下角度来讨论，其实两者并不自相矛盾：如果事实是，大爆

炸是“整个世界”中某一部分的开始，那么我的观点与大爆炸理论之间就不

存在矛盾。 

回望过去，据说大爆炸的奇异区域是创造时间和空间的地方，但我认为，“整

个宇宙”是永远存在的，而奇异区域只是其中某一部分的开始。 

因为奇点和奇异区域的概念是假设它周围是“无”，而我认为“整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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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包括“无”。 

无限永恒的“整个世界”既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 

因此我认为，大爆炸只发生于“整个世界”的其中一部分，而一部分时空就

由此开始了。 

 

4．伟大之物和宇宙的程序 

 

伟大之物已经编写了宇宙的程序。 

如果是这样，它（伟大之物的创造）在某种程度上似乎是不完美的。 

然而，我们可以从一个更加积极地角度去看待它。 

程序必须在全宇宙中几乎完美地运行，而我们生活中之所以会发生一些悲剧，

是因为这个庞大的程序在运行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小错误，这些错误是可以修

改的。 

对了，在程序中我们可以超越、停止、后退、前进、复制、删除、快进、延

时。 

那么假设伟大之物已经编写了宇宙的程序。 

那样的话，我们很可能超越了宇宙中的时间。 

补充说明： 

空间从无处产生这一现象，可能就像某人刚开始运行一个有空间（世界）的

计算机游戏程序时会发生的现象。 

 

5.“整个宇宙”是无穷无尽的、永恒存在的、超越时间的。 

 

摘要 

 

本文揭示了这一真相：“整个宇宙”（整个世界）是无穷无尽的、永恒存在

的、超越时间的。 

大爆炸本来会在“整个宇宙”的某个部分发生。 

为证明这一事实，我运用逻辑思维的方法，并引用笛卡尔的名言“我思故我

在”。 



 9 / 27 
 

最后得出的主要结论如下: 

“整个世界”实质上等于“整个宇宙”或“自我以及自我之外的其他一切事

物”。 

“整个世界”永远存在，因为它既不会变成“绝对的零”，也不会消失。 

“整个世界”既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因此它超越了时间的概念。 

它是永恒存在的。 

我提出的这一真相也可能表明，如果我们希望获得和平，那么我们应该传播

快乐。 

我这么说的原因是，既然我们都共享同样的生活，那上述论述就是普世价值。  

我们应该在平凡的生活中实现快乐共存。  

这里的“整个”一词暗含一层“神圣”的意思。“整个宇宙”的存在本质让

我产生了一种神秘的感觉。 

  

第一部分 

 

“整个世界”等于“整个宇宙”或“自我以及自我之外的其他一切事物”，

是无穷无尽的、永恒存在的、超越时间的。 

首先，因为宇宙总有更远处，所以其是无穷无尽的（1）。 

其次，“自我和自我之外的一切事物”是真实存在的，这可以用笛卡尔的名

言“我思故我在”来证明。（2）（3）。 

第三，因为“整个世界”永远不会消失，所以它是永恒存在的。 

既然没有“绝对的无”，那么即使“整个宇宙”都变成所谓的“无”，我也

认为它仍然存在（我认为所谓的“无”也是一种存在）⑷。 

因此，“整个世界”是无穷无尽的、真实存在的、永恒的。 

 

（1）如果你乘坐宇宙飞船环游宇宙，就会发现宇宙没有任何边界。 

这是因为超越不可避免地存在。 

即使宇宙被“无”包围，我认为无也是超越。（“整个世界”包括“无边界”） 

 

（2）“主体不存在，则不能思考”这一事实既证明了自我的存在，也证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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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必须存在于某一个范围（以下令 B代表范围）。 

还证明了除 B以外，宇宙间还有其他范围存在。 

 

（3）一个人在假设 B的范围的同时，也就定义了 B以外的范围（参考数学中

的集合）。 

 

（4）前提①如果人们可以正确地感知一个事物并为其赋予一个专有名称，我

就认为它是存在的（正如我们给“无”也赋予了名称）。 

这听起来有点矛盾，但这是我现在所能表达的极限。②“绝对无”这个词本

身就是错误的，因为根本就说不通。 

 

第二部分 

 

“整个世界”（整个宇宙）是永恒存在的，因为它既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

还超越了时间的概念。 

首先，这是因为“整个世界”是永恒的。 

这个事实似乎与“有限宇宙论”相矛盾——这一理论坚持时间和宇宙的有限

性，而否认其永恒性。 

这一理论认为，一个事物的开始意味着在其之前没有任何东西，而结束意味

着在其之后不会再有任何东西。 

然而，“整个世界”一直存在，这就意味着它是永恒的。因此，它是永恒存

在的。（5） 

其次，永恒就意味着要超越时间的概念。 

这是因为，时间表示的是两个时刻之间的差异，但永恒却意味着在任何时刻

始终如一地持续存在。（6） 

因此，“整个世界”是永恒的。 

 

(5) 根据主观经验，我们知道大多数事物都有开始和结束。 

然而，这种经验只适用于大多数情况，并非每次都绝对正确。 

我们还应该意识到，“整个世界”的存在既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 



 11 / 27 
 

(6) 我认为时间是两个时刻之间的差异。 

但我并不认为它是有一定顺序的。 

根据日常经验，我们觉得时间是按时间顺序排列的，但我不认为这始终正确。 

因为如果时间就像一个计算机程序，我们就有可能超越时间。 

  

第三部分 

 

总之，如上所述，“整个世界”是无穷无尽的、永恒存在的、超越时间的。

因此，我们应该传播“幸福”，这可能是“整个宇宙”中最好的价值，而不

是拘泥于特定的意识形态，如种族、宗教、思想和国家。这些意识形态固然

包含许多有价值的概念，也应该受到高度尊重。比如耶稣所说的“爱你的敌

人”和“彼此相爱”。（不管是作为基督徒、犹太人和穆斯林中，耶稣都是

圣洁之人） 

 

幸福的价值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因为我们都生活在同一个世界。我们应该在

平凡的生活中实现快乐共存。 

这里的“整个”一词暗含一层“神圣”的意思。“整个宇宙”的存在本质让

我产生了一种神秘的感觉。 

  

6.与宇宙有限论的对话 

＜＜１＞＞与“宇宙是有终结的”这一观点的对话 

由讲谈社 2017年发行的 BLUE BACKS 《宇宙有没有“终结”～最新宇宙论描

绘的从诞生到“10的 100次方年”后～》一书中指出，站在最新的科学见解

来看，宇宙是有终结的。 

＜引用～＞我们的宇宙从虚无的宇宙之母中诞生，经历了大爆炸的混沌，大

约在宇宙历史的 10的 100次方年后，将迎来永恒的寂静，被称为“热寂”。

＜～引用＞（p.13） 

 

这本书的作者吉田伸夫并没有明确说明这个“宇宙之母”的传播范围是有限

的还是无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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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即使“宇宙之母”的传播是有限的，但如果以“整个宇宙”的无限扩

张和持久性为前提，“宇宙之母”也不一定只有一个。因此，即使这一个宇

宙之母成为“热寂”，最终迎来“寂静”，但在另一个宇宙之母中，也许会

发生大爆炸。如果以会发生另一个大爆炸为前提，“整个宇宙”作为一个整

体，便不会迎来“寂静”，结束的只是无限宇宙的一小部分。重申一遍，无

限的“整个宇宙”，并不会迎来整体“寂静”。 

相反，如果将“宇宙母亲”的扩张视为无限，即使“我们的宇宙”迎来被称

为“热寂”的永远寂静，在无限的整个宇宙中也有可能存在其他宇宙，或者

诞生新的宇宙。 

但是，据该书作者所述，虽然可以指出无数宇宙诞生的可能性，但仅仅提出

想法是不够的，至今还没有提出能让众多物理学家信服的理论。如果不提出

可计算的具体模式，在物理学上，就不能被视为一个像样的讨论。 

尽管如此，无论“宇宙母亲”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从理论上来看，“整个

宇宙”作为一个整体，不会迎来“寂静”，但无限宇宙中的一小部分可能会

结束。重申一遍，无限的“整个宇宙”，并不会迎来整体“寂静”。 

 

＜＜2＞＞与“宇宙在时间上是有限的”这一观点的对话 

“整个宇宙”在时间（*）上也是无限存在的。如果以“大爆炸”开始的宇宙

可能以空间和时间为开端，那么它与无限的时间乍一看是矛盾的，但这种矛

盾可以用多层时间模式来解决，前提是将以“大爆炸”开始的有限宇宙视为

无限扩张的“整个宇宙”的一部分。 

 

首先，（1）说明整个宇宙在时间上也是无限存在的，其次，（2）说明多层

时间模式。 

 

（1）简明扼要地阐述结论，整个宇宙包含具有无限扩张空间的无（绝对性无

Ⅰ），由于它始终保持不变，因此在时间上也是无限存在的。所以，整个宇

宙在时间上是无限存在的。 

作为前提的整个宇宙的说明如下。 

简而言之，整个宇宙就是“无”和“有”的结合。所谓“无”，分为“绝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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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无”和“相对的无”，无论哪一种，都是作为认识对象的“存在”之一。 

即，整个宇宙=全部，是指“绝对的无Ⅰ”+“绝对的无Ⅱ”+“有”（包括“相

对的无=相对的有”）。 

 

（“绝对的无Ⅰ”=只有通过语言才能认识的无中，有空间的存在） 

（“绝对的无Ⅱ”=只有通过语言才能认识的无中，没有空间的无） 

（相对的无”=“相对的有”=对于某一存在来说，用 5感等无法识别的事物。

例如紫外线。人类不能直接用 5感识别，但存在。通过测量仪器等，可以看

见识别。） 

（“有”→能够识别存在的对象中，为了方便除去“绝对的无Ⅰ、Ⅱ” 的事

物，包括“相对的无”、“相对的有”。） 

（“绝对的无Ⅰ・Ⅱ”可以通过语言来认知，所以可以将其视为存在之一。） 

 

现针对“绝对的无Ⅰ”和它在时间上无限存在的说明如下。 

“绝对的无Ⅰ”是指“除了语言以外无法认知、具有扩张空间的无”。具有

扩张空间的理由是，它是从空间中去掉一切“有”后的结果。（“有”不仅

是物品，还包括电波、光、气味、能量等存在物），因此，不包括任何“有”。

另外，即使假设空间的膨胀、缩小、扭曲。为此，也需要允许膨胀、缩小、

扭曲并包含在内的场（空间），“绝对的无Ⅰ”就是这样的场（空间）。也

就是说不包含任何变质的因素，所以一切不变。如果用其他表现，因为是除

去了“有”的事物，所以反过来，也可以说是“有”所在的背景场域。一切

不变，就是继续存在、不会消失，因此在时间上是无限的。 

 

“绝对的无Ⅰ”在空间上无限扩张的说明如下。 

在设想某个领域的同时也设想该领域以外的部分。如果将某个领域的内外合

并起来，就是无限空间，但是「绝对的无Ⅰ」存在于该领域的内外，且与内

外同样广阔（无限广阔），这是因为它是从该领域的内部和外部分别去除了

所有的「有」。 

因此，如果将某一领域作为宇宙，那么该领域内外的整个宇宙就会无限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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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绝对的无Ⅰ”也会无限扩张。 

所以，“绝对的无Ⅰ”作为“有”所在的场域，就像背景一样无限扩张，存

在于无限的时间里。 

顺便说一下，“整个宇宙的时间开始和结束”这个说法是错误的。因为这是

不可能的事情。 

 

（2）多层时间模式 

据说在以大爆炸开始的限定宇宙中，时间是被设想出来的产物。（*） 

在时间也是多层次的模式上，这个设想与整个宇宙的时间无限并不矛盾。 

也就是说，以“绝对的无Ⅰ”的空间上、时间上的无限为背景，可以设想某

一层时间的开始。 

例如，为了便于理解，通过开启和停止时间前进速度不同（比通常快/慢）的

秒表，可以知道一段时间中可能存在另一段时间。因此，在无限时间内可以

存在另一个时间或者更多另一个时间的开始和结束。时间可以是多层次的。 

顺便说一下，整个宇宙既无限又永恒，所以大爆炸也不一定只有一个。应该

认为宇宙可以存在多数吧。 

我对（*）处论述的，针对“时间”的定义，理解如下。 

时间=时与时之间 

时=时间点、时刻 

时间点·时刻=某物“存在”的瞬间 

期间=差、变化、原样的延续。 

  

截止目前（2023 年 5月），相关知识点的了解仅限于此。 

 

（*）大爆炸理论认为时间是有开始的：佐藤胜彦.“相对论中时间和宇宙

的诞生”.时空设计.2007. 

http://umdb.um.u-tokyo.ac.jp/DKankoub/Publish_db/2006jiku_design/satou.html ， 

（见 2023-5-2）. 

 

＜＜3＞＞与基于三维圆环体结构的宇宙有限论的对话 

http://umdb.um.u-tokyo.ac.jp/DKankoub/Publish_db/2006jiku_design/satou.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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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三维圆环体结构，是指某个长方形的上下、左右相连的二维圆环体（环

面）（类似甜甜圈表面的结构）前后也相连的结构。与 2 次元的情况不同，

不考虑边，而是考虑面，将相距较远的面作为相同的东西连接起来。因此，

不管朝哪个方向一直前进，最终，都只是在同一个世界里转来转去。 

这里的甜甜圈形状比喻只是作为类比，没有任何地方的曲率。也就是说，空

间没有弯曲，而是粘连在一起的结构。 

（参考：松原隆彦《宇宙是无限还是有限》光文社新书 2019年） 

而且，宇宙就是这样的三维圆环体结构，其扩张是有限的。 

然而，即使我们居住的宇宙是这样的三维圆环体结构，仍认为“整个”宇宙

是无限的。或者，认为“整个”宇宙是有限的，这种想法是错误的。 

 

首先，即使假设三维圆环体结构是物理上可能存在的有限结构体，既然是有

限的三维结构体，其应该容纳在由 XYZ轴构成的无限空间中，因此整个宇宙

是无限的。也就是说，既然是有限的三维结构，就应该包含在无限的 XYZ轴

中，反过来说，XYZ 轴在三维圆环体结构的外侧（其前方无论到哪里）都是

扩张的。 

其次，三维圆环体结构不具有像甜甜圈那样的弯曲，即不具有上下、左右、

前后弯曲的连接结构，但它等于具有一定宽度的，不从某一地点向前推进，

而是盘旋的循环结构。也就是说，在那里即使是通过“笔直地向前推进”，

也不能循环地在一定地点之前推进（无论一直向前推进到哪里，都变成了兜

圈子等）。如果我们居住的宇宙是编程的，那么这个循环就可能存在。然而，

即使我们居住的宇宙是这样一个循环的三维圆环体结构，整个宇宙仍然是无

限的，因为它包含一定扩张的外侧和循环点的前方（即使它是“无”的）。 

顺便说一下，因为整个宇宙是无限的，所以也有可能同时存在多个三维圆环

体结构的宇宙和不是三维圆环体结构的宇宙。 

 

＜＜4＞＞与“空间是物理存在，与‘无’不同。‘无’不具有空间扩张”的

观点对话。 

我认同，存在语言上没有空间的“无”（我将其命名为“绝对的无Ⅱ”）。

然而，从空间中除去物质、波、光、能量等一切“有”的“绝对的无”（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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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其命名为“绝对的无Ⅰ”），也应该作为具有空间扩张性的事物而存在。

（即使假设空间具有扭曲的性质，也需要有一个背景允许和包含它的场域，

所谓“绝对的无Ⅰ”，既是这样的场域（空间）。空间也可以是多层的。也

就是说，作为背景，不发生任何变化的层和发生变化的层是共存的。 

换言之，可以假设具有空间扩展的“绝对的无Ⅰ”为背景（和多层），物理

性质的空间正在扩展。如果空间不具有物理性质，不包含任何“有”，就等

于“绝对的无Ⅰ”。 

作为空间可以是多层结构的例子，可以举出虚拟现实世界。计算机的虚拟空

间作为一个现实存在，我们所居住的世界则是其背景。 

另一个例子（作为示例可能稍显不足），是假设在实验中使用的容器。如果

容器中的空间和实验室的空间产生差异，就可能成为空间的多层结构的例子。

也就是说，只有容器中的空间在物理上发生变化，与实验室的空间产生差异，

可以成为多层结构。 

因此，“无”中，有的有空间，有的没有空间。即使“无”的一部分包含了

没有空间的事物，就认为它表示所有的“无”，是认识上的错误。“无”中

也存在具有空间扩张的事物。 

 

＜＜5＞＞与“基于空间曲率的宇宙有限论”的对话 

松原隆彦在《宇宙是无限还是有限》（光文社新书，2019 年发行）一书中，

阐述了基于空间曲率的宇宙有限论。 

 

以下为引述 

...在实际的宇宙中，如果能够用某种方法证明空间曲率始终是正的，那么就

可以得出宇宙是有限封闭的结论。在这种情况下，宇宙是否无限延续的问题

就画上了句号。在这样的宇宙中直线前行就会回到原来的地方，空间不会无

限延续。 

...引述完毕 

 

但是，假设空间是弯曲的，如果真的直线前行，就会穿透那个封闭的空间，

前方，将会无穷无尽地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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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可以从“在地球上直线前行”产生的认识误区来理解。 

通常，只要在地球上直线前行，就会回到原地。因为它围绕球面一周。由此

产生了即使“真的”直线前行，也会产生回到原地的误解。 

 

以下为针对该误解的列举。 

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并不是直线前行。如果在地球上直线前行，实际上是“沿

着地球曲面”直线前行，而不是真正的直线前行。 

如果真的一直直线前行，就会不按照球体表曲面前行，逐渐离开地表，冲向

宇宙。 

同样，如果在宇宙中“真的”一直直线前行，因为未遵循空间弯曲，就会超

越该封闭空间，向无限的前方前行。 

假设存在空间弯曲，是否存在不按照弯曲前行和不按照弯曲前行的方向，是

另外的问题。 

即是否不循弯曲而行，这是一个技术问题；不跟随弯曲前行的无限前方，从

理论上考虑，明显是存在的。 

由上可知，即使我们居住的宇宙是封闭的有限空间，其前方也存在着无限的

广阔空间。 

 

＜＜6＞＞与“宇宙空间是膨胀、收缩的有限产物”这一想法的对话 

作为大爆炸理论等的宇宙有限论之一，存在着宇宙空间膨胀、收缩这一意义

上的有限论。 

也就是说，宇宙的膨胀是否有极限，是由物质的“临界量”决定的，如果超

过临界量，宇宙会发生与大爆炸相反的现象，最后宇宙会收缩到一点，如果

低于临界量，宇宙膨胀会永远持续下去（二间濑敏史《图解杂学宇宙论》枣

社 2002 年第 100 页）。 

然而，无论空间膨胀还是收缩，整个宇宙都是以“无”为背景存在的，因为

它也包含“无”，所以它的扩张是无限的。（有关“无”和整个宇宙无限，

请参见“关于无限”。） 

 

顺便说一下，我们居住的宇宙是整个宇宙的一部分，即使它在一个被称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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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兰奇”的收缩中结束，在无限的整个宇宙中的某个地方，应该存在并继续

着另一个宇宙。 

 

 

（二）论幸福 

 

(1) 什么是幸福？（幸福的定义） 

(2) 一个人如何才能获得幸福？ 

(3) 什么是永恒的幸福？ 

(4) 什么样的社会是一个幸福的社会？ 

(5) 结论 

 

（1）什么是幸福？（“幸福”一词在字典中的定义） 

 

简单来说，“幸福”因国家和文化而异。但是，稍后我会通过一个很好的例

子来向您解释这个定义。 

 

不同的字典给出的关于幸福的定义也不尽相同。在不同国家的不同语言中，

译为“幸福”的这个词在含义和内容上有一些相似之处，但也有一些差异。

也就是说，在全世界范围内，幸福的定义是很难比较的。这是翻译过程中不

可避免会出现的问题。词语的选择必须是等价的、任意的，即使是权威人士

的翻译也是如此。  即使在同一种语言中，幸福的定义也可能随着历史的演

变而发生一些变化。  

例如，全世界范围内来说，幸福（及其同义词）经常被

定义为“好运”和“良好的外部环境”，但在美国语言

中，人们更侧重于将其定义为“良好的内部感觉和状

态”。（通过对 30种语言进行比较发现，在 24/30=80%

的词里面，“好运”等同于“幸福”）。  （来自《跨

越时间和文化的幸福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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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便说一句，在某些地方，人们可能还无法通过语言准确定义“幸福”的实

质。也或许是我们对“幸福”这个词期望过高，或者对它抱有幻想。  

 

在此，我想以《牛津英语词典》中对“幸福”的定义为例，讨论一个人如何

才能获得幸福。该字典给出的“幸福”的定义是：保持幸福的性质或状态。

而这又分为三层含义：1.（a）生活中或特定情况下出现的的好运气；成功，

繁荣。现在很少见了。（b）真实出现的好运气或出现的原因。2.（a）心境

愉悦满足的状态；对自己的处境深感高兴或满足。（b）快乐或满足的实例或

来源。3．成功的或恰到好处的才能、适合性、适应性或适当性；令人幸福的

事。另外：一件真实发生的事情。现在很少见了。  

 

最关键的事情是，我们应该认为上面的定义已经足够好了，切勿对“幸福”

这个词抱有过高的期望，也不要在其本身的意思上增加或删减一些不必要的

内容。否则，我们就会不知所措，迷失方向。 

 

这是因为，上述定义不仅简单、清晰、广泛和丰富地涵盖了大部分含义，而

且它在大程度上考虑到了主观性的东西，因此不会缺少含义。也就是说，它

完全涵盖了人们思想的方方面面，以及使他们感到满足的各个方面。 

 

顺便说一句，我认为上述定义可以集中在两个方面：1. 感到幸运的一种状

态。2．感到愉快和满足的一种状态。 

这样才能集中注意力考虑这个问题（2）一个人如何获得幸福？ 

 

（2）一个人如何获得幸福？ 

 

所以你如何获得幸福？你怎么填满自己的内心？ 

 

对于个人来说，我相信这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来实现：（a）满足需求，（b）

保持知足的心态，（c）调整需求（在某种程度上），以及（d）以让自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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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快乐的方式思考问题。（e）感到幸运 

 

下面对其进行详细解释。 

 

（a）满足需求 

 

从狭义上讲，获得幸福的方式是：满足自己所有的需求。 

 

根据心理学家马斯洛的理论，一般来说，人有五个层次的需求。分别是生理、

安全、社交（即对于爱或归属感的需求）、尊重和自我实现。但具体而言，

每个人有哪些需求取决于自身情况。 

 

生理需求针对的是食物、水、氧气等。而社会需求则是一种对朋友、爱人的

渴望，也希望能在一个集体中占有一席之地。此外，对于尊重的需求指的是

对自我、他人尊重、地位和成就感的渴望。最后，对于自我实现的需求指的

是对寻找自我和获得成长的渴望。据说，只有当所有其他需求都得到充分满

足时，这种自我实现的需求才会出现。 

 

因此，您应该满足自己的上述五个需求；您应该让自己吃得好，活得好。也

应该结交朋友或伙伴，获得尊重，实现自我等等。 

 

这里有一些小建议。 

您可以通过谷歌搜索如何拥有朋友、爱人并被所有人接受，或者如何实现自

己等问题，或许可以得到一些答案。至于“发现自己”的需求，您应该认识

到目标和现状之间的差距，然后想想应该做些什么来填补这个差距。您也可

以寻求一些帮助（例如阅读自助书籍或从好朋友或智者那里获得建议）。 

 

关于满足自我实现欲望的更多评论。 

 

在我看来，大部分人都只是一种追求快乐远离痛苦的生命体（生物），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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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也是有理想并会为之奋斗的人。因此，我认为，要满足自我实现的需求，

既要爱自己，又要实现理想的自己。 

 

（b）保持知足的心态（对自己生活中大部分的事情感到满意） 

 

感觉到自己拥有的已经“足够”也能够带来一种幸福感。 

 

诚然，人的欲望是无底洞，我们倾向于寻求更多更深层次的快乐，但也有一

些欲望是我们可以控制的，这些欲望的多或少是可以由人的意识决定的。 

 

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控制自己的注意力分配。当你意识到自己缺少什么、想

要什么和要做什么时，你就会有一种缺少了什么的感觉，这会导致大脑分泌

与之相关的化学物质。换句话说，一种真正的稀缺感会出现在你的意识中。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假设，如果我们专注于让我们满意的事情，大脑

就会分泌与此相关的化学物质，我们就会在某种程度上感到满足。（但这就

会使得注意力和意识在很大程度上更加专注于我们想要的东西。（此时，我

们可能会感到冲动的稀缺。） 

 

（然而，我目前尚不知道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品尝过最顶级的幸福，就不

会满足于二级、三级的幸福。我想知道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怎么做。） 

 

（c）调整需求（d）以让自己感到快乐的方式思考问题。 

 

顺便说一句，我认为在某种程度上，人似乎可以调整自己的欲望，方法就是

改变其思维方式。 

 

换句话说，当一个人的心态发生变化时，对某一事件的看法也会随之改变。

当一个人对情况的感知发生变化时，大脑分泌的化学物质也会发生变化。所

以，我得出的结论是，如果大脑分泌的化学物质发生变化，欲望就会增加或



 22 / 27 
 

减少，而幸福感随之也会提高或降低。 

 

例如，如果你对一件事情感到越来越焦虑，时刻担心“如果 X（一件坏事）

发生该怎么办？”，你会感到焦虑，真真切切地感到不快乐。相反，如果你

从积极的角度思考这个问题，比如“焦虑是一个警告信号”，再比如“尽自

己所能采取应对措施后，就不要太在意它了”，那么随着你的态度开始变得

积极起来，多巴胺和其他积极的化学物质就会从大脑中分泌出来，你的焦虑

感就会减少，而快乐感就会增加。因此，一个人是否感到快乐，在一定程度

上取决于其对一件事情的态度。 

 

顺便说一句，既然欲望有很多种，那么获得快乐的方式也一定有很多种。 

 

例如，一个人应该通过不同的方式来满足食欲等生理需求。 

每个人甚至在选择“爱好”时都是不同的，这应该属于更高层次的需求。 

诚然，对于自我实现或“成为你想成为的人”的需求时，每个人的想法都应

该是各不相同的。 

 

（e）感到幸运 

 

运气（fortune）通常被认为是一个偶然因素。不过，在人的意志力的作用下，

这个偶然因素发生的概率或许可以有所增加。首先是因为，从机械论的世界

观来看，因果关系通常是正确的。换句话说，如果你行好事，就会得好报。

再换句话说，如果你做好事，你就会变得幸运起来。 

 

其次是因为，我们可以通过相信自己是幸运的来期望获得好运。 

这是因为人类有一种叫做选择性注意的认知能力。换句话说，对于那些没有

刻意注意的东西，我们不太可能认得出来，但对于那些我们确实密切注意的

东西，我们却有可能认得出来。再换句话说，当你认为自己很幸运的时候，

你就更有可能找到好运，或者说，你会变得很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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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科医生桦泽紫苑于2020年11月举行了一场名为“如何获得幸福”的研讨

会，我将使用其观点作为本文的论据。从具体的行动来看，这确实是一种获

得幸福的方式。 

 

简而言之，获得幸福的方法就是保持身心健康，加强与其他人的联系，努力

工作。 

 

如何获得幸福：精神科医生桦泽紫苑举行的一场的研讨会。 

 

研讨会得出的结论： 

 

你需要做的事情： 

1．保持身体健康，头脑清醒 

2．加强与所爱之人的联系：避免与外界隔离。 

3．全身心投入工作 

 

要做的事（更具体）： 

 

1．好好睡觉，好好锻炼身体，早上散步。 

2．与家人、朋友、宠物保持良好的关系。做义工，或做一些慈善工作， 

3．执行 PDCA循环（制定计划、执行计划、检查执行结果，总结问题并采取

行动），并在完成每个计划后给自己一些奖励。表扬或鼓舞自己。 

4．问问自己“什么时候感到最快乐？” 然后尝试复现那些时刻。 

 

5．每天找三件开心的事，晚上写三行简短的开心日记，然后开心地上床睡觉。 

 

原因： 

 

以上这些行为会让我们感到快乐，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大脑会充分分泌血清

素、催产素、多巴胺等使人感到快乐的化学物质，而这些物质也会在体内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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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平衡。 

 

（3）什么是永恒的幸福？ 

 

那么，什么是“永恒的幸福”？ 

 

它是“一种超越生死的满足状态”。 

 

我认为永恒的幸福无法安全达到，但却可以接近，因为万事万物都处在永恒

的变化之中，当然我们的状态也是如此。 

 

然而，如果我们也能生活在精神世界和/或数字世界中，我们就有可能无限接

近永恒的幸福。因为如果我们能够突破生命、出生、病痛、衰老、死亡的限

制，我们或许就能够克服这些生命历程带来的痛苦。  

 

从科学上讲，人作为有机体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应该伴随有有痛苦或不快乐。

例如，饿了就会不舒服，生病了就会觉得疼。衰老会带来人体机能的衰退，

死亡通常意味着消失，这会让人感到恐惧和痛苦。 

 

但是，如果我们也能生活在精神世界和/或数字世界中，我们就可以期待上述

苦难不会出现在自己的生活中。 

 

在这种情况下，一直寻求的永恒幸福，应该是“平和=欢喜共处，长生不老，

嬉戏一生。但是我们也不应该因为上述的一些痛苦时刻而完全否定现实的生

活。这是因为完全否定现实生活是具有破坏性的，虽然生活会有痛苦，但我

们可以通过医疗和社会进步来减少痛苦，甚至可以改变现状。 

 

也就是说，通过基因工程和先进的医疗手段，我们或将能够永葆青春，战胜

许多疾病，将我们作为众生的生活，改造成痛苦更少的、更令人满意的、更

长久的生活。此外，当一个保障多种生活方式的制度在社会上建立起来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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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个人的需求就能够得到满足了。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首先需要建立一个没有“恐惧和匮乏”的社会，还

得提供高水平的保护、自由和安全，以此来保护人民生命安全。 

 

当然，尊重他人生命也很重要。 

 

在这种情况下，我相信不仅是人类，其他众生也应该快乐。然而，在这个世

界上，强者与弱者的斗争，人类与猛兽、病原体、害虫的斗争是真实存在的。

所以，我想不出一种方法可以在现实中完全实现永恒的幸福。然而，通过引

入种族隔离、发展基因工程、食用肉类替代品或人工培养的肉类，可以最大

限度地减少受害者。 

 

(4) 什么样的社会是一个幸福的社会？ 

 

简而言之，这样的社会是一个每个人都感到快乐（知足）的社会。关键是“每

个人”。如果有人不断地受苦和悲伤，我们就不能认为这是一个幸福的社会。

尽管幸福可能因人而异，但是一个社会确实可以是一个幸福的社会。 

 

那么，幸福社会的目标应该是什么？ 

 

如果想要建立一个幸福的社会，那么我们需要做得就是，让社会中每个人（一

群人）都感到幸福。因此，满足我们作为生物的共同需求和愿望，满足我们

不同思想的需求和愿望，应该是个人层面和国家政策层面的目标。具体来说，

目标应该是提供各种各样的公共物品，例如水、食物、教育、安全和娱乐，

以满足每个人的不同需求。 

 

当我们在现实中考虑上述事情时，我们就一定需要运用生物学、社会学、经

济学、心理学和宗教学等各种知识来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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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 

 

虽然由于翻译等一些原因，很难对世界范围内幸福的定义进行比较，但我还

是以牛津词典为例来讨论如何获得幸福，定义的要点是：好运气；心境愉悦

满足的状态；对自己的处境深感高兴或满足。 

 

在一个人人都快乐的幸福社会中，一个人要想获得幸福，就需要满足自己的

所有需求，提升自己的满足感，调整自己的欲望，获得好运气，并以让你快

乐的方式思考。 

 

幸福不是幻觉或梦想，而是真实存在的，我们大可以得到或生活在其中。如

果我们超越生死，或者通过社会和医学的发展，即使在今生也可以接近永恒

的幸福，那么永恒的幸福就是可以实现的。 

 

我们应该活在当下，在享受美好的同时，通过自己的努力让社会变得越来越

好，不断向永恒的幸福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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