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具有
“

箕山之志
”

的徐千也不否定功业爵禄
。

何况他积极著书立说
,

亦符合儒家
“

三不

朽
”

的功业观
。

曹操等建安诗人生逢乱世
,

对生命的短暂
、

磨难
、

不幸有深刻的体会
,

面对着现实
,

他

们没有逃避
、

没有退缩
�
他们选择了以天下为己任

、

拯世济民
、

重建太平盛世的人生之路
。

因

此
,

他们迫求建功立业
,

把生命投入到功业之中
,

让它进发出灿烂的光芒
�
把精力倾注到拯

世济民的大业中
,

如此能够分散
、

冲淡生命悲剧意识
�

曹操作为建安时代重造夭下事业的创

始人
,

诗中充溢着英雄之气
, “

不戚年往
,

优世不治
”

是他诗歌的主旋律
。

曹植少有壮志
,

以

捐躯国难
、

视死如归的壮士为楷模
�
在后期的不幸生活中

,

他始终强烈地要求让自己回到重

造天下的队伍之中
�

生活上的困苦倒在其次
,

最根本的痛苦是壮志难酬
。

在统一天下的战场

上
,

即使为国捐躯也在所不惜
,

较之于曹操曹植之诗
,

曹王诗中所表现的英雄意识和功业思

想不太强烈
,

但还是有所表现
。

刘祯说他
“君侯多壮思

” � 《赠五官中郎将”
�

其
“

壮思
”

即主

要表现在这类作品中
�

他作为
“

旧式的明君典型
” ,

对重造天下大业颇为重视
,

亦有一定的建

树
。

王聚等建安诗人
,

作为重造夭下的中坚力量
,

跟随曹氏父子南征北战
,

立下了汗马之功
。

他们的诗文再现了
“

掳不朽之功
,

畅不羁之志
” �糜元 《讥许由�� 的心态

�

无疑
,

以三曹七子为

代表的建安诗人所表现出的英雄意识
、

功业思想乃是建安时代积极入世
、

激昂进取士风在文

学创作领域内的再现
。

建安诗人投入重造天下的事业之中
,

积极进取
,

建功立业
,

这是当时最为积极的选择
。

然

而
,

我们也要指出
,

如此并不能完全消解生命的悲剧意识
。

当诗人们将生命关怀倾注到功业

之中时
,

他们同时会产生时不我待
、

怀才不遇
、

壮志难酬的感受
。

领悟到生命的悲剧意识
,

并为消解此悲剧意识而努力
。

建安诗人没有在痛苦
、

迷惘中沉

沦
,

他们始终热爱人生
、

执著的探索人生的价值
、

生命的意义
。

可以说
,

他们的诗篇正是这

一心理历程的记录
。

〔资任编辑 张积玉〕

心

全国马列主义经济学说史学会
、

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史研究会

第四次学术研讨会在我校举行
全国马列主义经济学说史学会

、

中国社会主义政 时
,

必须进行宏观控制 , 对国民经济的宏观控制包括

怡经济学史研究会第四次学术研讨 会于 � � �  年 �� 计划的
、

经济的
、

法律的和必要的行政的方法
。

同时

月 � � 日至 �� 日在我校举行
�

出席会议的有来 自全国 也应认识到
,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之所以属于杜会

各高校
、

党校
、

科研及新闻出版单位的 �� 多位代表
。

主义经济范畴
,

是因为提出这一理论有助于搞活社会

会议共收到学术论文 �� 篇
。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经济 主义国有企业
,

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国有经济
。

代表

学科组顾问
、

中国人民大学宋涛教授在会上作了题为 们一致认为
,

在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

《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对马克思关于社 导下
,

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
,

我

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发展 》的报告
。

他指出
,

十四大提 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
�

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

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经 会议主要围绕
“

马克思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我国社会

济理论的一个新的发展
�

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主义市场经济
” 、 “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与发

的时间虽然不长
,

但实践已证明
,

在开放
、

搞活的同 展
”

等问题
,

广泛交流了各自的研究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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