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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文献［１］的基础上，介绍了一般系统的 ｙｏｙｏ模型在人类思维领域中的应用。 特别的，
在 ｙｏｙｏ模型及旋转流体实验的基础上，在研究人的思维方面，利用 ｙｏｙｏ模型及它的旋转域的结
构讨论了人思维的运作机理，并且从理论的高度解决了如何培养人取得成就及自信的动力问
题。 本文及文献［１］的工作结果表明：系统的 ｙｏｙｏ模型可以为科学研究提供一个统一的、有效
的工作平台及推论的方法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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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１］论证了一般系统的 ｙｏｙｏ模型的存在性及
其理论基础：研究工作中的每一个系统或物体都可以
抽象的看作一个多维空间中的实体；它环绕着一个隐
形轴不停的旋转着。 如果将它理解为一个物质世界中
的实体，我们就得到图 １ 中的结构。 其中黑洞面将所
有的东西，例如物质，信息，能量等，吸入该旋转体。 通
过一个短窄脖颈后，所有的东西都于大爆炸面崩出。
一些崩出的东西会重新回到该旋转体的黑洞面，而其
它的东西则会被别的旋转体所吸收。 基于它在三维物
质世界中的一般特性，该结构称为一个 ｙｏｙｏ。 该模型
所表明的是：物质世界中的万物，无论是实际存在的还
是理论的抽象，无论是生命体，还是以人为主的组织、

图 １　一个一般系统的涡动模型
Ｆｉｇ畅１　Ａｎ ｅｄｄｙ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文化或文明，都可以抽象地看作多维空间中的各种各样的具有旋转域的 ｙｏｙｏ体。 每一个 ｙｏｙｏ体都保持在不
停的旋转之中。 如果某个系统的 ｙｏｙｏ 结构停止了它的旋转运动，这个系统将不再是实质性的存在。 文献
［２］较系统的介绍了这个模型在自然科学， 经济， 历史， 数学， 工程， 气象中的应用。
　　本文在 ｙｏｙｏ模型的基础上探讨了人思维的系统理论结构，从而得出了如何培养追求人生目标的动力及
自信。

１　ｙｏｙｏ模型在人类文明研究中的应用
就社会组织形式（每个组织结构都是一个旋转运动着的液体）而言，每个国家每个文化（作为一个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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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都经历扩张与收缩的不同阶段。 每当经历由扩张到收缩或由收缩到扩张的过度时期，这个社会组织
就必须要通过一个溃变及重组的洗礼。 在这个社会组织的发展与演化过程中，每一个溃变及重组的过程都
代表了这个社会发展与成长中最薄弱的环节。 如果一个社会组织不能够成功的应对由扩张到收缩或由收缩
到扩张所相应的溃变及重组的洗礼，这个组织，作为一个抽象的旋转 ｙｏｙｏ体，将不复存在。 为了在数学上进
一步证明这个结论，让我们来看二维的涡流是如何经历由扩张到收缩或由收缩到扩张所相应的溃变及重组
的。
引入一个二维的流函数ψ（x，y，t）。 其二维的流体动力方程可以写为：

（Δψ） t ＝J（Δψ，ψ）

Δψ（x，t）
t ＝０

＝Δψ０
（１）

如果在方程（１）中加 J（ f，ψ）， f＝２Ωｓｉｎ矱，这里矱为地理纬度，则可以得到旋转流体（如大气）涡动的一

般方程。 在方程（１）中，J（A，B） ＝抄A
抄 x

抄B
抄 y －

抄A
抄 y

抄B
抄 x为 Ｊａｃｏｂｉ算子，ψ（x，y，t）为我们引入的二维流函数，u ＝－

抄ψ
抄 y，v＝

抄ψ
抄 x；Δψ＝楚２ψ＝ζ＝３为垂直方向涡度。

方程（１）是一个二维涡流的 Ｃａｕｃｈｙ 初值问题。 就其形式而言它等价于 Ｅｕｌｅｒ 语制的二维流体力学方
程。 由于这个方程来自连续介质的流体力学，我们必须引入如下的假设：在－∞ ＜x，y ＜＋∞上ψ０（x，y）连
续可微，并且满足：

｜ψ０（x，y） ｜≤k， k＝ｃｏｎｓｔ （２）
现设 t∈［０，T］ （T＜∞）； x，y∈（０，L），ψ（x，y，t）一致连续。 为了方便讨论问题的连续性，取：

x，y＝０， Δψ（x，０，t） ＝Δψ（x，０，t） ＝１　
x，y＝L， Δψ（L，y，t） ＝Δψ（x，L，t） ＝ΔψL

（３）

为了不失一般性，我们引入下面的变量分离：
ψ（x，y，t） ＝A（ t）Ψ（x，y）
ψ０（x，y，０） ＝A（０）Ψ（x，y） （４）

式中假设对 t∈［０，T］ （T＞０），A（ t）为正。 将方程（４）带入方程（１）并化简可得：

ΔΨｄA
ｄt ＝A

２ ［Ψy（ΔΨ） x －Ψx（ΔΨ） y］ （５）

显然，方程（５）［］中的 ２项本质上相同。 所以取其中的第 １项来讨论。 设ｄAｄt ＝A
·
，我们有：

ΔΨA
·
＝A２Ψy（ΔΨ） x （６）

运用方程（２）中的条件并分解未展开变量可得：

A
·

A２ ＝－λ

（Δψ） x ＋λ
Ψy

ΔΨ＝０
（７）

由方程（７） 和方程（４）有：

A＝
A０

１ ＋λA０ t （８）

当 １ ＋λA０ t＝０或　t＝tb 时，有：

λ＝－ １
A０ tb　ｏｒ　 tb ＝－１

λA０
（９）

将此表达式带入方程（８）再乘以ΔΨ，得到：

Δψ＝A（ t）ΔΨ（x，y） ＝
A０ΔΨ

１ ＋λA０ t＝
Δψ０

１ － t
tb

＝
ζ０

１ －t
tb

（１０）

式中ζ０ 为初始涡度。 方程（１０）揭示了一个涡流的转化。 当 t≥tb 时，出现转折性变化的溃变。 值得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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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个变化是可逆的。
如果初始涡度满足ζ０ ＞０， 则当 t ＜tb 时流体的运动是初始正涡度的沿续。 当 t ＝tb 时，流体的运动经

历一个溃变。 当 t＞ tb 时，由于 １ －t
tb ＜０，流体的运动由初始的ζ０ ＞０转变到ζ０ ＜０的涡度。 如果所给

定的初值为负涡度，即ζ０ ＜０， 则流体运动的变化与上面所描述的情形相反。 所以，对二维涡流来说，正负
涡度的旋转是可以相互转换的。

２　思维的 ｙｏｙｏ结构
人的思维（ｍｉｎｄ）由 ４部分组成［５］ ：自我意识（ｓｅｌｆ －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 想象（ ｉｍａｇｉｎａｔｉｏｎ）， 良心（ｃ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

及自由意愿（ｆｒｅｅ ｗｉｌｌ） 。 下面从 ｙｏｙｏ模型的角度对这 ４个概念分别加以讨论。
2畅1　自我意识（ｓｅｌｆ－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

自我意识表示每个人知道自己的存在，自己不同于别人及事物，自己拥有属于自己的思想和权利［６］ 。
从认识论角度来说，自我意识代表个人对自己身份精髓的理解。 人们运用自我意识来检验自己的思想，决定
合适的方式来应对所面临的问题。 自我意识包含下述内涵：自制，小心谨慎，严谨，协调，深思熟虑，及取得成
就的需求与愿望［７］ 。 由于动用自我意识的能力不同，人们的行为举止受到自我意识的极大影响。 例如，一
些人更注重审视自己。 那末自我意识是如何产生的呢？
每个人都是一个系统，都具备他固有的高维 ｙｏｙｏ结构。 正如一个龙卷风，除了从黑洞及大爆炸面吸收

释放物质外，他的 ｙｏｙｏ体的各个侧面都在同时吸收和释放出物质。 同时他的 ｙｏｙｏ体与它的环境不具有分界
线。 这个 ｙｏｙｏ结构表明不同的系统间存在永恒的争斗。 具体地说，在释放物质时 ｙｏｙｏ结构相互排斥（由此
说明了为什么每个人都意识到他与别人及物的不同）； 在吸收物质时，多个 ｙｏｙｏ结构同时争夺共同感兴趣
的物质（由此说明了人们感受到的资格与权利是如何产生的）。 这些永恒的争斗使人们意识到他们各自的
存在，其他人及物的存在，各自思想活动的存在。 自我意识的强烈程度由各自 ｙｏｙｏ 旋转域的旋转强度所决
定。 由于各自的生存取决于 ｙｏｙｏ结构间永恒的争斗，这就说明了为什么每个人都以自我为中心，都对自己
的姿态及意向很敏感。
根据上面对自我意识的新认识， 我们现在讨论为什么人们在各自的人生中有着不同程度的动力（ ｓｅｌｆ－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与执着（ｓｅｌｆ－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古往今来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研究过此问题，但是至今没有得出
满意的结果

［８］ ）。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首先从 ｙｏｙｏ模型看动力与执着是什么意思。 如果一个 ｙｏｙｏ在没有额
外的外界压力下自己旋转，则我们说这个 ｙｏｙｏ结构具有自身的动力与执着。 一个人的动力与执着的强度由
他的 ｙｏｙｏ结构的旋转强度来衡量。 所以回答现在问题的关键是在于解答宇宙间的物质为什么会旋转。
由爱因斯坦相对论的非均匀时空

［９］
知道宇宙间任一个物质的结构都是不均匀的。 所以在物质的内部

自然出现梯度力。 在非均匀力臂的作用下，承载物质必定以力矩的方式旋转［２］ 。 由这个解说推出：当一个
人的 ｙｏｙｏ结构由非均匀物质组成时，他的 ｙｏｙｏ 结构更有可能自身旋转；并且他的 ｙｏｙｏ 结构越不均匀，他的
人生就越具动力与执着。 这个结果完美地解说了为什么在逆境中长大的人比在舒适平稳环境中成长的人更
可能具有动力与执着。 同时这个结论也指出：个人动力与执着的强度是由他一生所经历的艰难与困苦所决
定。 特别的，由于儿童时代的不幸可以容易地成为生活中极为重要的危机，所以一个人儿童时期的经历在很
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一生的对某种事物或目标的追求。 所以，人生活中追求某种事物或目标的动力与执着不
是天生的，而是后天生活中所经历的磨难及知识结构所决定的。
2畅2　想象

人思维中形成抽象图形及概念的能力及过程称之为想象（ ｉｍａｇｉｎａｔｉｏｎ）。 由思维的想象，人们对经验赋
予内涵，对知识予以认识。 人通过这个天赋来了解周围的物质与精神世界［１０］ 。 想象力是人的一个本能。 通
过它，我们形成各自的价值观及信仰［１１］ 。 爱因斯坦曾说过［１２］ ：想象比知识更重要；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则
包罗了整个世界。 历史上最著名的发明与创作均是想象的结晶。
想象是人思维的工作室。 在已有知识的基础上，想象将思想的火花变为具有实用价值的产品。 想象是

人类灵魂创作的源泉。 无论一个人想要或想做什么，他首先在想象中构建他的需求以及他未来满足这个需
求的可能

［１３］ 。 现在一个自然的问题是：想象的工作机理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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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文献［１］的讨论知道，感觉器官是人的多维 ｙｏｙｏ结构在三维空间的实现。 所以，感觉器官无法感受到
世界上的许多域的结构及域与域之间的相互作用。 人的 ｙｏｙｏ 场与其它域永恒的争斗预示着一个比感觉器
官所获取的信息更为丰富的与场的相互作用有关的经验及知识的存在。 就是说，想象代表全体有意识或无
意识所获取的域与域之间相互作用的总和。 当人们需要建立一个抽象的影像或概念时，人们只需要利用各
种各样的技能从他们各自的经验与知识库中获取相关的内容。 这里技能的高低决定一个人从他的智库中所
获取经验和知识的程度，从而决定了他所建立的影像和概念的深度。 由于人的思想与物质世界具有相同的
ｙｏｙｏ域结构［２］ ，所以当想象在运作时，它将所要求的任务与经验和知识库中的相关内容相匹配。 如果匹配
近似完美，想象的运作记为成功。 如果匹配不存在或不满意，则想象的智库将获取新的内容。 值得强调的是
这个智库由 ２部分组成。 一部分包含所有感觉器官所采集的内容；另一部分由其他知识和信息组成。 适当
的自我意识方面的训练可使一个人具有“奇迹般”的能力从他想象的智库中提取有用的内容。
现在我们来讨论为什么想象的威力在于它能够将逆境、失败及错误转化为鲜为人知的无价之宝。 对此，

我们首先建立逆境，失败及错误的系统模型。 考虑 ｙｏｙｏ Ｋ 与 ｙｏｙｏ Ｈ 相互作用，见图 １。 由于每个旋转域都
无限地延伸到空间之中，这 ２个 ｙｏｙｏ均坐落在对方的旋转域之中。 在圈起来的地域内，这 ２ 个 ｙｏｙｏ的流动
方向相反。 所以，如果一个小 ｙｏｙｏ ｍ 沿着 Ｈ 的域在图 １（ａ）左边的圈地内或在图 １（ｂ） 圈地的左边运行，则
ｍ将面对一个逆境。 因为它的运行方向遇到的 ｙｏｙｏ Ｋ的阻拦。 如果 ｍ向上的运动被 ｙｏｙｏ Ｋ向下的推力完
全阻止，则 ｍ经历了一个失败的考验。 如果 ｍ选择沿着 ｙｏｙｏ Ｋ的局部域的方向运行（因为 Ｋ的局部域似乎
比 Ｈ的局部域更有力），当 ｍ在 Ｋ域的其他地段运行时 ｍ很可能不喜欢它所面临的全新的运行规则。 这样
的事后不满表示 ｍ在早些时候选择改变运行方向时犯了一个错误。

图 ２　２个旋转 ｙｏｙｏ的相互作用
Ｆｉｇ畅２　Ｔｈｅ ｒｅｃｉｐｒ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ｗｏ ｓｐｉｎｎｉｎｇ ｙｏｙｏ

　　当一个人经历逆境，失败或错误时，他正在面对或已经面对了上面所述的 ３种情形之一。 这些情形被认
为是逆境，失败或错误的原因在于在这个人想象的智库中不存在类似情形的记录。 如果他有能力到达他的
想象智库的深处，则他就会反复研究所经历的事件用以防止类似的情形再次发生；如果类似情形的发生与否
无法自己控制，他将会设计一套方案从类似的情形中得到可以获取的好处。 这就是逆境，失败及错误为人们
带来好处的原因。 无数的现实例子说明［１３］ ，所有历史上成功人士都或多或少的使用了他们的想象力来扭转
他们所经历的各种各样的逆境，失败及错误， 并在其中获取无价的经验教训从而为他们最终的成功奠定了
理论及实际操作上的基础。
2畅3　良心

良心是人分辨正确与错误的能力，它深知自己的行为准则及自己的思想及行为是否与这些准则相符。
当一个人做了一件与自己的道德观不符的事的时候， 他会受到良心的谴责。 当他的行为与他的道德观一致
时， 他会感到正直、公正及一个完整的自我。
历史上， 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 包括宗教、世俗及哲学， 研究过这个概念以及它在决策中的作用。 当

代生态学， 神经科学与演化心理学把良心看作为大脑的一个功能［１４］ 。 研究发现，重要的问题是： 良心从何
而来？ 为什么它可以辨别正确与错误？
由上面对自我意识及想象的讨论可以看到， 所谓的良心是定义在想象智库上的一个不完全±函数。 对

某些域的相互关系， 这个函数的值为＋， 此时，与这些域的相互关系相对应的行为举止被认为是正确的， 道
德的；对另一些域的相互关系这个函数的值为－。 就是说， 相对应的行为举止被认为是不正确的， 不道德
的。 这个函数是不完全的原因在于：除了有＋或－值的域的相互关系外，想象智库中还有许多其他域的相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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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所有具有＋或－值的域的相互关系的全体称为这个±函数的定义域。
自一个人是婴儿起，他的±函数就在不断的得到定义与修改。 在最初的时刻，他的±函数的定义域是空

集，随着岁月的流逝，该定义域得以扩充。 如果在他的一生中发生了某个重要的事件，他已经定义了的＋／－
值可能会发生变化。 考虑到子涡流的不同产生机理，最初定义的＋值赐予了与流动方向一致的相互作用；最
初定义的－值给了与流动方向相反的相互作用，因为同方向的流动有助于子涡流的健康成长，反方向的流动
有损成长的发展。
当一个人长到一定的年龄时，他的±函数就会比较根深蒂固地烙印在他的自我意识之中，所以，无论他

想什么或做什么，他都会自然地无意识地与他的±函数的定义域中的元素相比较。 如果他想的和做的具有
＋值，他就会感到正直与公正，因为自儿时起，大人们就一直不断地表扬他所有＋值的行为；如果他想的和做
的具有－值，由于类同的原因，他会感到悔恨和自责。 如果一个想法与行为不具有＋或－值，他会为后果的
不确定性感到害怕，所以我们的分析表明，良心并不完全是基因所决定的，因为良心完全建立在想象之上，而
想象建立在自我意识之上，而自我意识也不完全是一个天生的本能。 另一方面，良心的内涵， ±函数定义域
中具体的元素，以及具体的＋或－值的使用都是后天学到的。
2畅4　自由意愿

人履行诺言的能力称为自由意愿，它表示人做决定、选择及采取相应的行动的能力。 自由意愿发展的程
度在日常生活中以诚实及完整的方式重复得到应验。 自由意愿的存在带来了种种宗教，伦理，哲学及科学上
的后果。 例如，就宗教而言，自由意愿预示威力无穷的神没有在个人的意愿及做选择时发挥威力，就伦理而
言，自由意愿的存在意味着每个人都要在伦理上为他们各自的行为负责。 就哲学而言，自由意愿的基本位置
可以通过如何回答下述问题来分类：决定论是否正确？ 自由意愿是否在现实中存在？ 就科学而言，自由意愿
表示身体与思维的反应不一定要与外界的因素完全对应，也不一定完全由物质的因果关系所确定。 延续我
们前面的讨论，现在的问题是：自由意愿的系统机理是什么？
事实上，所谓的自由意愿是个人预测自己可以成功地做什么及应对给定的环境什么选择最佳或更好。

特别的，由于自由意愿的存在，每个人形成了他的想象智库，他的伦理价值的±函数及它的不断膨胀的定义
域。 这里非常重要的是个人的由自我意识所定义的自我位于何处，它在他的±函数的定义域内部还是外部？
如果这个自我位于他的±函数的定义域内部，则它的＋值将会迫使他做出尽可能精确的关于什么自己

可以完成，什么自己不可能完成及应对给定的环境什么选择为最佳或更好的预言。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他对
某个情况不很确切，他对自己或他人的诺言将是：他将作最大的努力但不能够做任何成功的保证。 与之对
应，如果他的自我是－值，他也会迫使自己尽可能的做出种种关于什么自己可以完成，什么自己不可能完成
及应对给定的环境什么选择为最佳或更好的预言。 但此时，他的承诺极有可能与他基于他的想象及±函数
的预言相反。 最后一种情况是他的自我不在他的±函数的定义域内。 对于这种情况，这个人会对自己对别
人随意许诺，因为无论他是否遵守， 履行他的承诺，其结果都不会对他本人产生任何良心上的后果，就是说，
就一个人的良心的发展而言，他生长的环境在一定的程度上认定了他遵守与履行承诺的能力和意愿。
事实上， 我们的分析表明： 无论一个人是如何长大成人的， 无论他的自我是否位于他的±函数的定义

域之中， 无论他的自我是＋值还是－值，就伦理与道德而言，以上的讨论表明无论一个人是否有他定义完好
的±函数，无论他的自我是否位于他的±函数的定义域内， 他都处于一个更具威力的旋转域之中。 这个更
具威力的旋转域支配着如何为他的自我取±值。 从科学的角度来看， 上面的讨论表明人的肢体及思维的反
应一般与外界物质世界的刺激没有直接的一对一的关系，并且不为外界的刺激所决定。 这是因为外界的刺
激及因果关系仅仅表示环境中的域与人的 ｙｏｙｏ 结构相互作用。 至于人的肢体及思维如何针对这些外部的
刺激及因果关系而做出反应，在分析了域的相互作用及有关的流体的运行方式之后，它将由个人的什么他可
以完成，什么他不可能完成，对于给定的情形什么选择为最佳或更好的预测来定夺。

３　结束语

文献［１］和本文所展现的结果充分说明了系统 ｙｏｙｏ模型在科学研究中的有效性和实用性。 为了使这个
模型更加完善，还有许多需要填补的内容。 例如，如何使用数量的方法来探索多个旋转 ｙｏｙｏ 体之间的相互
作用？ 如何建立一个适用于旋转 ｙｏｙｏ螺旋体的数字系统？ 更重要的是，如何把自然科学及社会科学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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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地统一在 ｙｏｙｏ模型，方法，及推理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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