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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杰出的学者、哲学家兼作家阿维森纳（阿拉伯文名阿布。
阿里&middot;阿尔一胡赛因&middot;伊本&middot;阿伯达拉&middot;伊本&middot;西那，980年生于布
哈拉附近的阿夫沙那，1037年卒于哈马丹）的着作中间，他的巨着《阿士一式法》（《治疗论》）里
讨论心理学的第六卷以重要着称。
我们研究的对象就是这一卷。
无论在希腊古典时期，还是在整个中世纪，在亚洲，还是在欧洲，心理学在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巨大领
域中可以说是一个最为重要的科学部门，因为它所探讨的问题涉及一切生命现象，特别是涉及感性认
识和理性认识的问题，以及心灵与形体的联系问题；因为这个道理，心理学是包括在古代自然科学的
领域之内的。
这许多问题也出现在我们现在从事研究的阿维森纳心理学中；他的心理学，从科学的观点看来，是依
据亚里士多德和逍遥学派的心理学以及古希腊医学哲学家们所讲的心灵与形体的学说的。
由于这个缘故，欧洲中世纪的心理学在很大的程度上不出阿维森纳心理学的范围之外。
我们出版的《论灵魂》，可以有助于说明这种阿维森纳的心理学一直影响到欧洲经院学者们的心理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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妄的学说　第六节　用他的学说所讲的东西来驳斥他们的学院　第七节　解决所提出的那些疑问，以
补充那些对透明体及其光滑面保持种种不同位置的可见事物的諭述第四章　諭各种内部官第五章　諭
理性灵魂文献目录交譯名对照表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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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但是我们现在要想知道的是产生这些活动的那些机能：究竟是每种活动都必需有一种为它专有的
特殊机能，还是没有这个必要？
所以我们说：至于那些以强和弱相异的活动，的确，它们的本原是一种同一的机能，然而，有时候它
们在作用上此较完全，有时候它们在作用上又比较欠缺。
如果欠缺需要其中比较欠缺的东西有一种机能，异于此较完全的东西所具有的那种机能，那么，有多
少种程度的欠缺和增长，就应当有多少种机能，而这些程度的数目几乎是无限的。
此较好的说法是：同一种机能偶然地造成此较强和此较弱的作用，有时是根据选择，有时是根据器官
的顺从，有时是根据外来的阻碍，看这些阻碍存在还是不存在，减少还是加多而定。
　　至于各种作用及其缺乏，在前面那些一般命题中已经向你说过，其本原是一个同一的机能；至于
这种机能的作用的不同，则属于在“种”方面是稳定性态者的范围，例如知觉和运动，或者这样一种
知觉和另外一种知觉，达就是值得一个考察者加以考察的问题，例如他就可以考察：是否所有的知觉
机能都是同一种机能，只是这同一种机能凭着它自身就会具有某一些知觉，这些知觉是可理解的东西
，而又由于器官的不周，凭着不周的器官具有某一些知觉？
如果可理解的东西与可感觉的东西属于两种机能，那么，是否一切在内部想象到的和在外部知觉到的
可感觉的东西都是凭着同一种机能？
如果那些在内部想象到的东西属于一种机能或几种机能，那些在外部知觉到的东西是否就属于同一种
机能，而这种机能在不同的器官里造成不同的作用？
因为同一种机能并不是不可能知觉到各种不同“种”和不同“属”的东西的，例如我们凭着学者们的
理智的性态就知道这一点，凭着他们的想象的性态也知道这一点；或者，例如那些共同的可感觉的东
西，人们曾经认为它们是大小、数目、运动、静止、形状，有时候就为每一种感官或者一定数目的感
官所知觉到，虽然通过另一个感性对象为中介。
　　其次，运动机能是否就是知觉机能呢？
为什么这是不可能的呢？
情欲机能本身是否就是忿怒机能呢？
要是这样，如果它忽然遇到了快乐，它就以一种方式感受，如果它忽然遇到了损害，它就以另一种方
式感受了。
营养、生长和生殖的机能，是不是某种具有这些机能的东西呢？
如果不是，它们是不是同一种机能，当事物没有为一种形式所成就的时候，这种机能就依据一种性态
和一种形状，把养料推到这件事物的各个方面去，而当事物完成了的时候，这种运动就靠它自己推动
，这只是因为形状已经成就，另一种形状还没有开始存在，大小已经达到一定的程度，因而这种机能
不再完成它的任务，把多于已经消耗了的养料引进这个事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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