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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绪　论

任何一个事物就是一个总体。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这是公理。

在一个总体集合中，就有“主语”“谓语”“宾语”。事物的主语是“以太”或者说“希

格斯场”及“希格斯玻色子”。“以太”是远古的概念，指的是最基本的总体的主语。“希格

斯场”和“希格斯玻色子”是现代概念，希格斯场是指在希格斯机制中，一种可引起自发对

称性破缺，并将质量给予规范传播子和费米子。希格斯粒子是希格斯场的场量子激发，它

通过自相互作用而相互作用获得质量。希格斯粒子指量子自旋为零（其对称即是隐形），每

一量子只有一个量就是质量，其期望值是246GeV；但期望值是一种理论值，由于“不确定

性原理”使其无法测出。希格斯玻色子是2013年3月探测到的唯一没有质量的粒子。这二者

本质上就是“随机性”分布。但“不确定性原理”也解释了其结构性——即对称性，也就是

说因为加入任何条件都会改变其总体，故无法测出，而加入的条件越想确定其中一个的时

候，另一个就变得越模糊，这种推论是对称的，故其对称性统称为共轭对称。

只要观察时间足够短（观察距离足够近），你就会发现我们的世界，还有这平静“有序”

的现实，其实充满了混乱和随机，其不是关于存在的描述，它是一种条件的描述，故不是存

在于那里，而是等待在那里。当你附加条件去测量其存在，其就与附加条件共同形成一个

“总体”来表现出事物的存在，故自然的不确定性，就是观察的不确定性。

那么，在一个总体中，测量者与被测量者都属于总体时，被测量者就是“总体-1”。

因此，一个事物与另一个事物相互作用，则两个事物就可以看成一个大的总体，而这

两个事物可以看成是大总体的两个样本。针对大总体，可以以宏观的角度看出其趋势性，也

就是“有序”性；而在样本之间，由于相互作用而发生了改变，故表现出“无序”性。故从宏

观角度事物是有序的，从微观角度事物是无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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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从数学角度分析宇宙构成的基础

也许我们看到、听到、摸到的只是影子，而真实的世界要靠所谓的第六感觉感知。比

如，我们看不到时间，但却能感知时间。

任何事物都可以看作是一个总体，而事物是事情和物体组成的。事情，是一种对过程

的描述；物体，是客观存在的一切有形体的物质。

物质是指在人们的意识之外独立存在又能为人的意识所反映的客观实在。其内涵：物

质是质量的空间分布。其外延：所有物质，包括精神物质和现实物件。物件：某一有限质量

在某一有限空间内的瞬间分布。

场：指物体在空间中的分布情况。场是用空间位置函数来表征的。因此，我们抛开对

希格斯场与希格斯玻色子的定义，而就“场”的定义看，可以将希格斯玻色子与希格斯场统

一，即希格斯玻色子是粒子，而希格斯场是粒子在空间中的分布情况。因此，下文有时用希

格斯场做主语，有时用希格斯玻色子做主语，就是这个原因。

在物理学中，经常要研究某种物理量在空间的分布和变化规律。如果物理量是标量，

那么空间每一点都对应着该物理量的一个确定数值，则称此空间为标量场。如果物理量是

矢量，那么空间每一点都存在着它的大小和方向（趋向性），则称此空间为矢量场。

由此，一个事物就是一个“总体”，事物由“过程量”“标量场”“矢量场”所组成。最

基本的物质是“希格斯玻色子”，故一个事物的“主语”就是“希格斯玻色子”。

标量场：数学上，实数域内任一代数量a都可称为标量。若标量为代数变量x，则它的

定义域为（-∞，+∞）。在物理学中，任意代数量一旦被赋予“物理单位”，则成为一个具有

物理意义的标量，即所谓的物理量，例如电压、电荷量、电流、面积等。

矢量场：又称向量场，是由一个向量对应另一个向量的函数。最常见的向量场有风场、

引力场、电磁场等。

事物从宏观的角度总能找到其顺序，可以是从空间角度来说——大小性，也可以是

从物质角度来说——多少性，还可以是时间性——周期（或频率），或者从前后过程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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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说。

事物从微观的角度也存在着无序，如热相对于冷的分子活动、电子在原子核外的运动

等等都是一种相对无序性。

没有脱离物质而存在的空间，空间是事物存在的条件和展现的平台。这就引出了结

构与功能相统一，在一个总体中，损伤与修复相对平衡的原理。下面来说明事物存在的状

态性：

如图1-0-0（1）所示，当同一总体abOcd在圆锥体

Oab和Ocd之间沿着y轴振动时，在O点其周期最短，频率

最大，越远离O则频率越小。而达到ab和cd时，都是平行

于xz轴平面的，有红色螺旋则是平行于xy轴平面的。从图

中，可以将该总体的物质看作是希格斯场，而在O点希格

斯场处于一个点内时，其以一种旋转状态，也就是说是一

种频率的多少存在着。而希格斯场处，即到达空间ab、cd

时，是有方向和大小的，如Oc、Od为圆锥体Ocd的母线，

也就是物质的分布由O点高频旋转达到cd所在的圆后低频旋转，空间大小有方向性的扩

延，而旋转频率越来越减慢。难怪在研究希格斯场时说宇宙大爆炸，引起的塌陷由希格斯

玻色子来撑着。

从O到cd是有过程的，这个过程就是“过程量”。

一个总体总是由样本组成的。我们用统计学的思路来论证事物的本源。在一个总体

中，由原点频率达最大，到总体边界频率最小，在这个过程中，其空间分布也是由最小到最

大。这样，以频率的大小为序，从原点到总体分布边界，是从集中到离散，其排序也是由大

到小；反之，是从离散到集中，其排序也是由小到大。因此，随着集中点的频率由大到小，

其分布范围却逐渐扩大。故该范围是连续渐近的，是旋转频率赖以存在的分布空间。

那么，人们一定不理解，一种随机抽取的概率与一个旋转频率有什么关系呢？下面，就

详细论述。

图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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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体的动态理解

总体是根据研究目的而确定的同质观察单位的全体，更确切地说，它是同质的所有观

察单位某种观察值的集合。其样本是通过随机抽取得来的。

样本可以均化而得到样本均数，而样本又可以分成一个个小样本，这些小样本也可以

均化；样本与样本又可以合并成大样本，这些大样本也可以均化……这样，不论是样本无限

抽取，还是样本分解与合并，总是向两个趋势发展，即总体与总体均数。

既然这样，一个总体中最少可以分为两个样本。如果将“总体”用

“总体圆”来描述，而圆中的内接多边形表示抽取的样本，当抽取的样

本无限增加，最终内接多边形边与圆弧相同时，所有样本与总体重合。

如图1-1-0（1）所示，当且仅当一个总体分成两个样本以上时，在总体圆

这个示意图中，样本才可以形成内接n边形，也就是说才可以有样本均数

出现。

第一节　总体与傅立叶变换的关系

一、从概率角度分析

（一）从静态角度来说

一个总体如果有n个小球，将这n个小球进行编号，则其排列为n!种情况，有2n种组合

方式。因此，不论进行多少次抽取，什么样的随机抽取方式都不会偏离这些排列和组合情

况。实际上是总体（圆）在核心轴上只一个样本（原点）构成时，其组合是1，即 nCn 。沿着核

心轴在渐近到下一组样本时，其组合为 1�n
nC ……每一次抽取的概率都是 n 。

图1-1-0（1）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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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动态角度来说

随机抽取事实上就是随机的一种排列组合。故随机抽取k次，或者是随机抽取k个小

球，都是这些排列组合中的一个
k
nC 样本。而k次，每一次的概率是 ；n次，则每一次的概

率为 n 。

二、从总体参数来说

（一）均数

从第一个样本到第k个样本的总和实际上是� k
nC 个样本在总体中的分布。其中，n为

小球数，可视为正无穷，k为由1到n的自然数。

共n个小球，随机抽取k次等价于一次随机抽取k个小球，当n个小球全部抽取时，则只

有一种组合情况。当一次抽取n-1个小球时，其组合为 1
n
�nC 。而一次抽取k个小球时，其各种

组合方式之和为2k，该样本均数为
k

�k
。

当样本量为总体的全体样本时，即有2n种组合方式，其总体均数为
n

�n 。相对于总体

来说，该样本无限小，则k近似为0或1，故总体均数就是1（即样本是小单位）。而在这个排

列组合的螺旋连续渐近过程中，动态地看，每个样本就是随机抽到与抽不到两种情况，故

而每一个样本的序数即为2k的指数k。显然，k是连续排列的自然数，也就是序数，或者叫

秩。或者说，是样本均数与总体均数的差（样本2k除以总体均数的倍数）。

（二）方差

每个样本的组合方式都有2k种，这就是样本连续渐近范围的总和。在总体中每一种组

合分别为 nCn ， 1
n
�nC ，…， 2/

n
nC ，…， 1

nC ， 0
nC ，在样本k中每一种组合分别为Ck

k ， �Ck
k ，…，

/Ck
k ，…，Ck ，Ck ，而底数2是指两种情况（随机抽到和抽不到），即二项式定理。故而，

我们对比一下二项式中的每一项与方差的每一项不难发现，在二项式中除两个无样本的 nCn，

0
nC ，其他都与方差中一一对应，如 �k k kn

nC X a =
�

�
x a

n
nk

k kn

k 与（xk-µ）2相对应，在连续

渐近的螺旋中，x与a的比值决定着螺纹间的宽度（螺距）。设x为抽到的概率，而a为抽不到

的概率，则 ��X
a （即圆锥体的高），an为总体中最大的抽不到的情况（即圆锥体的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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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扩延趋势是由x与a共同作用下的螺旋形成的圆锥的母线，母线的平方为“样本均数-总体

均数”平方的2倍（即圆锥体的高的平方+圆锥底的半径的平方）。因此，方差可近似写成n-1

个平方和的均数，即
�

������ ���x x x
n

n 。

（三）正态分布

随机抽到和随机抽不到两者样本都是n，这是因为要连续渐近n个周期才可以达到总

体，而在每个周期中小样本的分布不同，如图1-1-1（1）所示：

从内到外依次为 nCn ， 1
n
�nC ，…， 2/

n
nC ，…， 1

nC ， 0
nC ，而不同样本

又是不同的组合组成的。

在这种连续渐近螺旋循环的变化中，螺距λ是随机抽取样本的比

值，即“抽到”与“没有抽到”这两种组合比值，以螺距λ，多少倍的螺

距λ，可以看成的多少个周期（即秩），故在这里最基本的是秩，秩代

表着不同的组合，这种组合形成了正态分布。

三、正态分布与连续渐近螺旋的相互转化

在正态分布中，横坐标为一个个组距，而纵坐标为一个个频率密度。在图1-1-1（1）中，

如果从黑色为 0
nC ，开始逆时针旋转，旋转90°时正好是μ-σ的位置，即其频率密度为 4/n

nC ；

旋转180°，即是μ为圆心的位置，其频率密度最大，为
2/

n
nC ；当样本为无穷大时，即为图中白

色部分，其频率密度
nCn=1。

当样本均数与总体均数的差为σ时，随机抽取的各种样本的组合概率是处于集中趋

势——处于一个螺旋渐近的循环过程中。这是一个分界拐点，实际测得为一个“总体”的螺

旋连接渐近循环中由25%概率旋转到75%概率的位置，即这个范围内的频率所占总体频率

2n的68.27%。如果为旋转了1.96倍（约等于2倍）标准差值σ，实际上趋向于总体了，即概率的

95%以上。

综上，可以将一个总体四分为25%、50%、75%，几个点将圆2π分成
π

、
π

、
π

，2π一

个周期。这里2π是一周的角度，而σ是总体“圆”的半径，故实际上这是个复数方程，即实

数为半径σ，虚数为旋转的角度，即半径 2π。如果i为90°（即π/2），1为360°（即2π），-1为

180°（即π），-i为270°（即3π/2），显然，如果一周后，其虚数面积为1，即为2π。故虚数半

图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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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也就是说一周的半径或者用虚数1表示，或者用 2π 表示。故
� 2

1
π 就是表示在总体为

1的情况下，原点μ在总体中的分布比例为角度和半径的倒数的乘积，也就是最大频率密度

就为
� 2

1
π 。

（一）用复数推理

当x=μ±σ时，其半径为σ，而角度旋转360°，即μ+i 4σ≥x≥μ+i 2σ时，如图1-1-1（2）所

示，此为由μ点旋转2π，半径达σ，此时其复数分布如图1-1-1（3）所示。在半径由0到σ的过

程中，在圆周相同的前提下，频率越来越小。

          

图1-1-1（2）                                           图1-1-1-（3）

（二）从傅立叶变换思路分析

如图1-1-1（4）中紫 线 所示：从样本平均数到总体 均数，其变换 与傅立叶 级数

cos sinπ
1

0 � �� �
�n

I

n L
a a nbn) )(f ( x x π

L
n x 变 换相似，只是将立体的螺 旋 连 续 渐 近曲线

转化成了平面圆与内接多边形。由内接正n边形内角和为（n-2）×180°得出的是其角度分

布为 ����
�

π
ooo

n n nn nn nn （其 中n 3为 3 边 形 的 边 数，即 3；n 4

为4边形的边数，即4；nn为n边形的边数，即n；nn+1为n+1边形的边数，即n+1）。若将图

1-1-1（4）沿着核心轴展开，在形成的螺旋连续渐近组合分布中求π的计算方法如下： 

0
)!12(

)1(...
!7!5!3

x
0

12753

�
�

�
����� �

��

�

�

n

nn

n
xxxx

时，得到x的最小正实数为π（来自于Leibniz定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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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1-（4）

（三）从平面几何角度分析

1. 内接 n 边形与概率分析

结合前面所述，可推出 )1(sin
1

22

2

�
�

�

��
n n

x
x

x
π （

x
x

正好是边长与圆弧的比值），可

以看作是样本量与总体量的比值，其中x为相应圆弧或者弦长2rsin
x

所对的中心角。

如果把每个圆周看成是一个样本或一个总体，那么样本反应总体就必须要求样本

足够大。即一个大总体总是由无数个小总体构成，小总体叫作大总体的样本。如果随着

小总体的样本量增大，小总体的1/2不够大总体的半径σ，那么这个样本就不能够反应大

总体。也就是说，随机抽取样本至少反应4σ/（2πσ）=63.66%的总体量，才可以反应该

总体。

这也是说，大于该拐点后，其便可以形成多边形，也就是样本才可以取平均值，如图

1-1-0（1）所示。但从几何角度来说，由于在一个总体中，一边太短而不能形成正多边形（也

就是说样本量不足），直到其分布达总圆弧的82.699%（样本量可反应总体的82.699%），

为正三角形以上才可以对其进行外切圆的推论，达90.03%即为正方形（样本量占总体

的90.03%），达93.707014%为正五边形（样本量占总体的93.707014%），达95.492967%

为正六边形（样本量占总体的95.492967%），达98.66884%为正七边形（样本量占总体的

98.66884%）……而圆是正n边形（n为无穷大）时的结果，正n边形是形成圆的前提条件，当

样本量大时，就可以将样本平均化而形成均化的“正n边形”，只有“正n边形”的边数取∞

时，才形成总体正态分布。因此，在推理时，总是将样本分类后求平均值。

当x>μ+σ或者x<μ-σ时，其已经不在该总体的集中区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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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当从正三角形开始时，其分布为1-（2π/3- 3 ）/2π=94.25%<95%，故当分布为

95%以上时，其至少为四边形（样本量占总体样本的97%），开始演变分布，此时对1.96有            

2（sin180°/n4n5+…+sin180°/nnnn+1）≈2，而2.58时分布为99%以上。

2. 扩大与缩小比例来分析总体的方式

在t分布中将半径缩小后，相对于原来的圆，其边数相对来说要大得多，故连续渐近变

化范围值也相应就大了。如图1-1-1（5）所示，绿色圆周长=红色正n边形周长>其内接圆周

长。如果将周长设为nm份小样本，而每m份小样本为一份，则形成正n边形。但nm可能是正

态分布（圆的分布），也可能不是正态分布（偏态分布）。如果大样本有n个，则可形成m个这

样的样本，故m个样本相互之间可独立进行比较。而方差是每一点上的分布面积，即在小样

本中是（x1-μ）2+（x2-μ）2+…+（xnm-1-μ）2+（xnm-μ）2=（nm-1）σ2；而在大样本中是（X1-μ）2+

（X2-μ）2+…+（Xm-1-μ）2+（Xm-μ）2=（nm-1）σ2/n，如下表所示。

x1 x2 x3 … xn-2 xn-1 xn

xn+1 xn+2 xn+3 … x2n-2 x2n-1 xn+n

xn+n+1 x2n+2 x2n+3 … x3n-2 x3n-1 xn+n+n

… … … … … … …

xn（m-2）+1 xn（m-2）+2 xn（m-2）+3 … xn（m-1）-2 xn（m-1）-1 xn（m-1）

xn（m-1）+1 xn（m-1）+2 xn（m-1）+3 … xnm-2 xnm-1 xnm

每一行的均值都是各项和再除以n，每一项的均值又是本表中所列大样本的值。

X1=（x1+x2+…+xn-1+xn）共有n个样本，而方差意义为每

个点的面积。故n个样本，就有n个面积，方差是这n个

面积的均值。
如果将Xm看作一个整体，则这个整体大约是原

来的n倍。而该Xm的方差为每一个Xm点上的面

积的均值。显然该均值是整体正态分布的各点

面积均值的n倍。故近似方差为原来的1/n。

X2=（xn+1+xn+2+…+x2n-1+x2n）

…

Xm=[xn（m-1）+1+xn（m-1）+2+…+xnm-1+xnm]

图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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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１-１-1（5）所示，红色的两个边如果看作是大样本X1和X2，其方差分别为S1和S2，

S1=σ2/n1，S2=σ2/n2，二者的方差和为S1+S2，S1+S2=σ2/n1+σ2/n2，意义为X1点上面积均数与X2点

上面积均数的和，即两点相混合后的面积均数。这种求方差方式为权重。  

第二节　总体的连续渐近变化

 “总体”是由连续渐近变化的样本组成的。而总体又存在着随机性，当一个物体抽取1

次，其存在着抽到与抽不到的可能性，故其概率为 ，但此时，抽取无穷多次，抽不到的可

能性甚至为零，故也可以看作是概率为 （可以看作频率为无穷多次）。只要存在两个以上

的小球，就会出现抽到与抽不到的可能性，故抽取n次，则该概率为 n 。从平面几何中，n为

内接n边形的边数；在傅立叶变换中，n为螺旋的次数，该次数是沿着核心轴增加的，是该螺旋

中的序。这个次数就是频率数，故设定红球为抽到的可能性，而白球为抽不到的可能性，当全

部为白球时，其抽到红球的可能性为零，此时可以看作抽取红球的频率为零。一个总体，就是

这些概率的总和。而在总体中每一个条件所决定的概率就是样本。故总体是从一个频率和位

置状态到另一个频率和位置状态的过程，也就是说一定时间内的变化过程和积累。

由于设定白球在红球中所占比例连续渐近性增大，则抽取到红球的概率也连续渐近

性减小，故有：（1）一个红球时，则怎么抽取都是红球；一个红球，一个白球时，则概率是

；一个红球，两个白球时，则概率是 ，…。（2）一共有n个小球，而随着红球比例逐渐减

小，如10个红球，没有白球，则抽取红球的概率为100%，若9个红球1个白球，则抽取红球

的概率为
���

，…，如此红球概率越来越小，而其抽取的范围越来越大，

因而红球和白球所构成的组合看作是红球抽取概率的连续渐近性变化范围。当白球比例越

大，则组合方式越多，故连续渐近范围也越大。

一、总体的集中性变化    

在上一节已经与傅立叶变换相转换，故总体就是一个个连续渐近的傅立叶变换的螺旋

曲线。该曲线有集中与离散，指数的变化是沿着核心轴变化的，将其排序为1，2，…，n，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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