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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长孺教授赴日讲学

从去年十一月十八 日至 今年三月十八 日
,

我校历史系教授唐长孺 同志应 日本京都大学人

文科学研究所邀请
,

赴 日讲学
,

历时四个月
。

唐长孺教授是我国著名的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专

家
,

在日本学术界享有盛誉
。

早在五十年代
,

唐长孺教授就 同日本研究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的

同行们有学术上的通信来往
。

这次赴日
,

唐教

授会见了 日本史学界的老一辈学者
,

结识 了许

多朋友
,

开展 了广泛的学术交流活动
。

唐长孺教授先后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

所
、

京都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
、

日本东方史学

会
、

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等学术团体内做

了 《吐鲁番文书中所见的佛教和道教 》
、

《中国

解放以来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状 况》
、

《吐鲁

番文书发掘和整理介绍》
、

《魏晋至唐的部曲和

客》
、

《关于 <桃花源园 >》 等五个学术报告
,

参

加了多次学术座谈会
。

许多 日本史学界的专家

从 日本北方的北海道
、

南方的冲绳等地专程赶

来听唐教授的学术报告
。

日本学者对新中国成

立 以来
,

中国学者在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中

取得的成绩表示祝贺和赞赏
,

并殷切希望两 国

学术交流能得到进一步密切和发展
。

日本学者

对吐鲁番文书表示 了极大的兴趣
,

对唐长孺教

授主持的艰巨的吐鲁番文书的整理工作取得的

成绩表示敬佩
,

并热切期待着十卷本的 《吐鲁

番文书》 的早 日问世
。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

所和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还要求将唐长孺

教授的三篇论文发表在日本杂志上
,

其中有一

篇用中文发表
。

(胡德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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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
,

这样
,

每年用于农业机械化的资金也只有 300 万元
。

在这样一个农场群里
,

又是农工商

综合经营
,

机械化不仅包括添置
,

而 且 还 包 括 维 修

、

配 套 等 等

,

这
3 00 万元是无济于事的

。

仅

1 9 7 9 年 进 口八 台 联 合 收 割 机 就 花 去 60 万元
,

占 一 年 农 机 投 资 的 20 %
。

目 前

,

企 业 因 积 压 原

材 料 特 别 是 机 械 零 配 件 而 占 用 的 流 动 资 金 相 当 可 观

。
19 7 9 年 底 占用 定 额 流 动 资 金 6, 9 90 万元

,

为 国 家 拨 给 企 业 流 动 资 金 定 额 的
165

.

3%
。

这 是 造 成 企 业 目 前 流 动 资 金 严 重 不 足 的 重 要 原 因

。

可 见

,

单 靠 农 业 自 身 的 积 累

,

又 要 在 短 期 内 全 面 实 现 农 业 机 械 化

,

是 绝 对 办 不 到 的

。

如 何 实 现 我 国 农 业 机 械 化

,

需 要 根 据 我 国 的 基 本 特 点

,

按 照 经 济 发 展 的 内 在 联 系 和 客 观

要 求

,

找 出 一 条 理 想 的

、

适 合 我 国 国 情 的 道 路 和 有 效 的 途 径 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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