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诗家兰昧

’̀ 。

陆游说的
“

诗外工夫
“ ,

最重要的就是诗人必须具有和人民同呼吸共命

运的历史责任感
,
并且投身于时代的洪流

,
从而获得不同寻常的社会 阅历和切身的深刻

的生活斗争体验
, 因真情实感而赋诗

,
自然妙境天成

。

代表们认为
,

陆游作为伟大的爱

国诗人
,
为后代留下了许多优秀的诗篇

,
并且也影响了毛泽东这样的伟人和诗人

。

毛泽

东就写过和陆游 《示儿》 的诗作
。

南郑军旅生活在陆游一生中有重要地位
,
在陕西南郑

举行毛泽东诗词研讨会的同时举行陆游学术讨论会
,

对继承发扬爱 国主义优 良传统也 很

有意义
。

会议期间
,
代表们还就 中华诗词的继承与创新

,
在新时期精神文明建设中的地

位与作用问题进行了探讨
,

就中华诗词的创作 问题进行了交流
。

张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张鸯故里

陕西城固县召开

1 9 9 3年 8 月 18 日至 8 月 20 日
,

由中国电影文化发展中心
、

城固县人民政府
、

北京海

外广播影视交流中心主办
,
贵州习酒总公司协办的张赛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城固县举行

。

来自北京
、

上海
、

新疆
、

吉林
、

广州
、

四川
、

陕西和德国
、

阿富汗
、

韩国
、

保加利亚等

国的 91 位学术界
、

文博界
、

影视文化界
、

新闻界的代表出席了会议
,
提交了 50 篇论文

。

其中有我院两位代表提交论文参加了会议
。

代表们就张蓦的生平事迹
、

汉武帝时期的社

会历史和张蓦出使西域的原因
、

影响
、

丝绸之路对世界文明的作用
,
及关于张赛影视作

品的创作等课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

8 月 18 日隆重举行了汉博望侯张赛墓公祭仪式
。

会议

期间代表们还就促进张蓦故乡经济文化发展题 目进行了座谈
。

(汉 元 )

第四届蜀道石门石刻国际学术研讨会

在汉中市召开

1 9 93 年 1 1月 1 日至 4 日 ,
由汉中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四届蜀道石 门石刻国际学术研

讨会在汉 中市召开
, 日本国古道路学术代表团

、

书法代表团
、

旅游团三个团体共 25 人专

程前来参加了研讨考察
,
上海

、

四川
、

甘肃
、

陕西等省的 85 位专家教授和研究者到会
,

共提交论文 80 余篇
。

会议就古代蜀道的历史沿革
、

建筑工程
、

日本的古代道路与现代公

路建设关系
, 石门摩崖石刻的书法史地位

、

对近现代书法的影响等课题进行 了 深 入 探

讨
。

与会的中
、

外代表还实地考察了被誉为
“

国之瑰宝
” 、

书法的
“

日本之师
”

的石门

故址
,
考察了古代蜀道 的栈道区段

。

我院领导和学术方面提交论文的 5 位代表参加了会

议
。

(汉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