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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情感的快乐与痛苦之特征 



快乐和痛苦是人的情感的两个基本状态. 

情感需求:  人们希望得到更多的快乐，减少或没有痛苦. 

快乐和痛苦属于心理学范畴. 

按照百度百科的解释，快乐和痛苦是人类的精神感受. 

什么是快乐？什么是痛苦？ 



快乐是一种愉悦，是一种心灵上的满足，是由内而外感受 

到的一种非常舒服的感觉，使人处于一种开心高兴的状态. 

痛苦是一种广泛而不安的人类感受,指人心理感到难过或 

不愉快而表现出来的一种苦楚状态,也指精神上的折磨疼痛 

希望的破灭而出现的心理不平衡状态。 

身体的痛苦通常称为疼痛. 



2.个体情感数学模型与分析 



快乐/痛苦的长短，来自于经受快乐/痛苦过程的长短， 

（一辈子、一阵子、一下子）. 

 

快乐/痛苦的大小，来自所做有愉悦/伤害之事的大小. 

来自于需求/伤害强度的大小. 

快乐/痛苦的深浅，来自事情在自己心中地位的深浅 

（爱情、友情、伟大之事等）. 

 

快乐/痛苦的多少，来自喜欢/痛恨事物的多少. 

来自于满足/未满足自己内心需求、愿望的多少. 





2:10± 

我们从一个例子开始. 

你和朋友有个约会，你可以有两种时间选择方式 

精确时间——8:10 

近似时间——8:10左右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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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定义1进行扩充： 
2 



将定义1和定义2进行合并： 3 



例 1 



例 2 

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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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2.4 

………… 

女：两朵孤单的魂 

会心的眼神  

你我的苦 竟是如此吻合 

感情的沦落人 

相遇在这伤感的城 

合：我最深爱的人 伤我却是最深 

女：……………… 

合：……………… 

男：……………… 

合：我最深爱的人 伤我却是最深 

………………………… 

我们不禁想起张雨生、张惠妹的一首歌 

《最爱的人伤我最深》 





3.情感长短期行为关系分析 



前面的讨论我们知道，情感值有两种特殊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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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告】 

有些人，在遇到争论时，不断“翻小肠”，不断“翻旧账”， 

斤斤计较，不以发展的眼光看问题，不看重长期效果，  

用“个别事件”取代“发展历程”，要求过分，过分要求， 

阻碍了快乐的发展，拒绝了快乐的到来. 



【忠告】 

就事论事，心平气和，分析原因，弥合分歧  

明确规矩，缩小距离，扩大包容，增加谅解  

以微分的态度看待问题抓主要，略细节 

以积分的观点关注积累看成效，增能量 

记住:两人相处的是现在，更是未来，而不是过去！ 

 



4.情感的投入产出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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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情感的共识沟通方式分析 



1 

2 
【例5.1】 



【例5.2】 



−𝑥 −𝑦 

【例5.3】 



−𝑥 −𝑦 

【例5.2】 



沟通方式 第一次 

沟通 

第二次 

沟通 

沟通效果 





长
度
增
加
了
一
倍 

大长腿 

修长身 



原原本本告诉了真相 







例5.2中的情况就是 

方案分解 方案分解 

解决方案 解决步骤 解决步骤 解决步骤 解决步骤 

方案I 方案II 

4.1 





沟通意向是走向共识的重要动力 

沟通方式是达成共识的重要手段 



6.群体情感数学模型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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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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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体问题是天体力学中的基本力学模型。它是指三个质量、初始位置和初
始速度都是任意的可视为质点的天体，在相互之间万有引力作用下的运动
规律问题。 



第73届雨果奖最佳长篇小说奖 

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 

《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  

中小学生阅读指导目录（2020年版）》高中段文学阅读 

《三体》2006.5 
《三体2：黑暗森林》2008.5 
《三体3：死神永生》2010.11 

刘慈欣 

地球人类文明和三体文明的信息交流、生死搏杀及两个文明 

在宇宙中的兴衰历程。 



“三体问题”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数学家希尔伯特  

(D. Hilbert)在第一次世界数学家大会(1900年) 

著名的演讲中提出了23个困难的数学问题中作为  

佐证的例子之一（还有一个是Férmat大定理）. 

在一百年多年后回顾，这两个问题对于20世纪数学的整体发展所起的作

用是非常大的. 

David Hilbert 



一般三体问题中，每一个天体在其他两

个天体的万有引力作用下的运动方程都

可以表示成3个二阶的常微分方程，  

或6个一阶的常微分方程 .  因此，一般三体问题的运动方程为16阶方程，

必须得到18个积分才能得到完全解 .然而，目前还只能得到三体问题的

16个积分，因此还远不能解决三体问题 .  由此可见， 

一个三人组合相当于一个更为复杂的、难以解决的“三体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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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发现三体问题的周期性特解绝非易事——自“三体问题”被确认以 

来的300多年中，人们只找到了3族周期性特解.可以被归结为下面3族: 

拉格朗日-欧拉族 “8”字形族 



布鲁克-赫农族的解比较复杂，两个天体在里面横冲直撞，第三个天

体在它们外围做环绕运动. 



    1878年，美国数学家R. Hill（1838-1914）发表文章， 

月球近地点运动具有周期性。Hill的工作引起了Poincaré 

对三体运动的极大兴趣。三体运动方程组是无法求解的， 

类似于Hill，Poincaré将一般的三体问题简化为“限制性 

三体问题”，即其中一个天体的质量可以忽略不计（地球、 

月球和人造卫星或者火箭就是限制性三体问题）。 

Poincaré的研究表明，限制性三体问题也无法得到精确  

解，于是他就开始了定性研究。由此开创了微分方程定  

性理论的研究方向。Poincaré的工作发现了长时间行为 

的不稳定性——即混沌的现象！ 

庞加莱 

希尔 



其实，三体运动已经是对实际物理简化得很厉害了，比如说对质点，

球体自转、形状已经统统不考虑了，然而即使是这样，Newton、

Lagrange、Laplace、 Poisson、Jacobi、 Poincaré等等大师们为这个

问题穷尽精力，也未能将它攻克. 

牛顿 拉格朗日 拉普拉斯 泊松 雅可比 庞加莱 



进入本世纪,塞尔维亚物理学家米洛万·舒瓦科夫和迪米特拉·  什诺维奇

发现了新的13组特解.他们在《物理评论快报》上发表了论文，描述了

他们的寻找方法:运用计算机模拟，先从一个已知的特解开始，然后不

断地对其初始条件进行微小的调整，直到新的运动模式被发现.这13组

特解非常复杂，在抽象空间“形状球”中，就像一个松散的线团. 



N(≥3)体运动十分复杂，通常表现出混沌状态， 

其拓扑结构也十分复杂，更不得其解了. 





亲爱的朋友们 

亲爱的朋友们 

快乐每一天 快乐每一事 快乐每一人 快乐这一生 

善待家人 善待朋友 善待工作 善待社会 善待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