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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阿巴尔巴勒尔(Abarbanel) “赫布里阿”的拉丁名。

阿贝拉即“阿伯拉尔”。

阿波罗精神(Apollonian spirit)亦译"日神精神"。 

德国尼采用语。指把世界当作美丽梦幻来欣赏的精神境界。 

与“酒神精神”相对。在《悲剧的诞生》中提岀。尼采认为艺术 

的连续发展与日神和酒神的二元性分不开。日神阿波罗是希 

腊艺术的两位守护神之一。日神代表的是一个梦幻世界，她 

的美丽形象只在梦中岀现于人们灵魂面前，使人把世界当作 

梦境欣赏,梦幻世界的美丽面貌成了一切造型艺术的先决条 

件，使造型艺术得以产生。日神是造型能力和预言之神。日 

神精神与酒神精神不断冲突、调和产生希腊悲剧。

阿波罗尼俄斯(提阿那的)(Apollonios o£ Tyana,前 

1世纪末生)古希腊哲学家，属毕达哥拉斯学派。生于小 

亚细亚卡帕多西亚的提阿那城。曾去西里西亚塔尔苏斯和埃 

伊加的阿斯克勒皮乌斯神庙学习,研究毕达哥拉斯学派学说， 

过严格的禁欲主义生活。后游历尼尼微、巴比伦、印度等地。 

到欧洲后,在希腊、意大利、西班牙等地传授巫术，受到欢迎。 

后因罗马皇帝尼禄(Nero Claudius Caesar,37—68)指控他谋 

反，移居以弗所(Ephesos,一译爱非斯,在今土耳其伊兹密尔 

附近)，创立学校，卒于该地。哲学观点是折衷斯多亚学派化 

的柏拉图主义和毕达哥拉斯主义。认为有两类神:第一类是 

惟一的至上神，离开万物和第二类神独立存在,不接受任何献 

祭,不能用任何语言来指谓,只能凭理性领悟;所有尘世事物， 

就其质料构成来讲都是不纯洁的,不配和至上神接触。第二 

类是低等的诸神，需要祭祀。公元2—3世纪希腊雅典学者斐 

罗斯屈拉特撰有阿波罗尼俄斯的传记小说，不尽可信。

阿伯拉尔(Pierre Abelard, 1079—1142)亦译“阿 

贝拉”。中世纪法兰西经院哲学家和神学家。先后求学于唯 

名论者洛色林和唯实论者尚波的威廉。曾在巴黎等地办校讲 

授哲学，成为当时最著名但又最有争议的教师。由于他在讲 

学和著作中，宣传非正统的观点，多次遭教会的谴责，在1121 

年桑松和1140年桑城的公会议上，他的著作被斥为异端。其 

哲学主要讨论一般与个别的关系。他既不同意极端唯名论， 

也不赞成极端唯实论，认为一般是有意义和内容的概念。这 

种观点被称为概念论。提出单数词能够表示某个东西，认为 

“苏格拉底”是个专有名词，它是苏格拉底其人的名字，所以个 

别是真实存在。一般名词不是如此，“人”是个一般名词，世上 

并不存在同样明确的实体与它相符合。但不能因此断定,一 

般是无意义的空话。赞同亚里士多德的观点,认为人的理智 

具有抽象能力，它既能形成个别事物的观念，又能形成个别事 

物的相似点的观念，而相似点的观念即一般。相似点是一般 

观念的客观基础。在伦理学上，他强调道德的主体是个人，原 

罪说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上帝不可能为某人父亲的犯罪而惩 

罚其儿子。个人的信念和良心是伦理中最重要的因素。一种 

行为的是非不在于其结果，而在于行为者的动机。在神学上, 

以新柏拉图观点解释三位一体，认为圣父是太一或善、圣子是 

逻各斯或上帝心目中的理念，圣灵是世界灵魂。这三位代表 

上帝的权力、智慧和良好的意愿。在理性与信仰的关系上认 

为先有理解,然后才有信仰，人不能盲目相信,应先怀疑而后 

达到相信。信仰是自由意志的行动。他发挥“因信称义”的思 

想，认为只有因律法而知罪，却不能因律法而称义。称义即上 

帝的爱，但上帝的爱是从福音来的。在逻辑上,系统论述命题 

的组成部分、直言命题和直言三段论、假言命题的概念、假言 

三段论、定义、划分等问题，对中世纪逻辑学的发展有很大影 

响。主要著作有《是与否》、《神学》、《我的遭难史》。

阿布巴塞尔(Abubacer) ”伊本•图斐列”的拉丁名。

阿布・胡载里(Abu al-Hudhayl al-'Agf,约 753— 

850)伊斯兰教穆尔太齐赖派神学家。生于巴士拉,居于巴 

格达。瓦绥勒•伊本•阿塔的信徒，以“阿拉弗"('Allafun,意 

为“草料商”)绰号著称。伊斯兰教学者中，他较早吸收希腊哲 

学并对伊斯兰教教义学发生影响。主张除真主本体外，没有 

任何其他无始的德性(属性)，所有德性与其本体不可分.既异 

名同实，又不是一物，如真主的知觉、生活、能力等德性为真主 

本体的三个方面。认为真主是无始无终的，但介于无始的真 

主本体与真主所创造的物质世界之间有个桥梁，即真主的创 

造意志，这是一种非物质的能力，它不是无始的。认为世界万 

物及运动都是有始有终的。强调人类理性作用，认为借助观 

察和推理去认识真主,获得部分知识，就能辨别善恶,趋善避 

恶。认为人类的行为可分为两类:一种是人不受任何逼迫而 

借自身的能力完成的行为,即道德行为或内心的行为;另一种 

是自然行为或肢体行为。著作大都已佚。

阿布拉莫夫斯基(Edward Abramowski, 1868— 

1918)波兰哲学家、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曾在日内瓦求 

学。19世纪80年代末，参加“第二无产者党”的组织工作。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