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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瞭望

玉 渊 潭

八一时评

跨界思维

长城论坛

或许有很多人想不到，即使是最

精确的世界地图，也无法真实反映世

界“本来的样子”，甚至存在很大误

差。我们常见的地图中，俄罗斯看似

“庞然大物”，但其实，它的面积只约

等于半个非洲；格陵兰岛的大小看似

与澳大利亚差不多，但实际上，前者

还不足后者的1/3。

何以至此？原来，地球是三维球

体，地图是二维平面，把球面转换为

平面，需要一种“投影”的方法。但

投影会造成地形的畸变，这是“维

度”改变所致，无法避免。常见的地

图多采用“墨卡托投影”，其在赤道区

域能真实呈现地形，但随着纬度升

高，地形的畸变越来越大，以至于高

纬度地区的俄罗斯、格陵兰岛，看起

来要比实际上大得多，让人产生错觉。

不只如此，世界地图还会让人陷

入另一种视觉误区——“两点之间直

线最近”。比如，从英国伦敦飞往美国

西雅图的民航航线，在地图上显示为

一条弧线。有人觉得这是走弯路、绕

远路，但实际上，这条弧线才是两座

城市间的直线距离。它之所以显示为

弧线，也是地图畸变造成的。

这些事实告诉我们，通过二维地

图去认识三维世界，会遇到重重阻

碍、产生种种错觉，甚至于形成错误

的“世界观”。一味地按“图”索骥，

不仅可能找不到骥，还可能误入歧

途、陷入险境。然而，地图的畸变是

不可避免的，解决问题的关键不在于

地图本身，而是如何使用地图。只要

知道畸变的原因、了解投影的原理，

在头脑中把二维平面“还原”成三维

世界，就可以矫正视觉误差、认识世

界原貌。从二维到三维的“升维”意

识，带来的不是量变，而是质变，会

让人进入一个“新世界”。

军事领域的一次次变革，推动战

争的维度不断拓展，因此，“升维”意

识之于军人尤为重要。当前，战争已

覆盖陆、海、空、天、电、网等多维

空间，还延伸到思想或心理空间。要

想制胜未来战场，就必须像“把地图

还原成地球”那样，以“升维”意识

思考问题，时时扪心自问：还有哪些

维度没看清楚？还有哪些维度没想周

到？还可能被哪些“投影”所误导？

还可能被哪些“畸变”所欺骗？只有

从更高的维度去认识战争、准备战

争、设计战争，才能避免遭到对手的

“跨维打击”“降维打击”。否则，可能

在被对手击垮之后，连对手是谁都不

知道。

“这是一个你醒来太慢就干脆不用

醒来的时代。”胜利者常常期待，下一

场战争能像上一场一样，然而“青山

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战争形态的演

变不会以个人意志为转移。抛弃过去

的规则和惯性，迎接新的挑战和变

革，主动以“升维”意识看问题，方

能赢得未来战场的制胜先机。

看问题当有“升维”意识
■罗升平

宋代陈师道在《后山谈丛》中记载，

汝阴有一株“异木”，相传已有数百岁，

时荣时枯，没有规律。还有传言说，这

株“异木”是“粉黛涂容，金碧之树”，充

满奇幻色彩。

然而，陈师道亲赴实地调查发现，

这所谓“异木”之下有块石碑，写着“文

词阐相，粉黛涂容”“金刹一树，永出烦

笼”等字句。作者考证后认为，此地曾

是佛家道场，“粉黛涂容”指的是造佛

像，“金刹一树”指的是建庙宇。所谓的

“异木”“金碧之树”，只是人们口口相传

闹出的“乌龙”。

“金碧之树”，意象很美；究其实

质，却只是一段普通的木头。然而，

在现实生活中确实有这么一类人，由

衷喜欢“金碧之树”的华美，乐于相

信“金碧之树”的存在，人云亦云，

以讹传讹，“种”出了不少有名无实的

“假树”。正如陈师道所言，如果没有

那块石碑为证，“金碧之树”可能大行

其道，“亦足惑世也”。

治学之道，贵在学思践悟，如果当

别人东西的“搬运工”，可能连“金碧之

树”都种不出来。宋代的黎宗孟、王无

咎，觉得别人的学问做得好，于是照猫

画虎，结果，画虎不成反类犬，被世人传

为笑柄。黎宗孟被称作“模画手”，却是

“一点画不出前人”之手；王无咎被称作

“转般仓”，却是“致无赢余，但有所欠”

之仓。

与此相反，如果坚持自己的思想，

探索自己的风格，形成自己的气派，种

出的就不会是“金碧之树”那种华而不

实的东西，而是独属于自己的“参天大

树”。

唐代的张旭，起初学习吴道子的

画，并未学出名堂，后来却在草书上

造诣颇深；同时代的颜真卿，起初学

习张旭的草书，也没什么成效，后来

却成了正楷的一代宗师。究其原因，

就是他们努力发挥自己的“英才杰

气”，各自成家，以名于世。试想，如

果张旭坚持学吴画，颜真卿执意学张

草，一条道走到黑，要么是超越不了

前人，即便与前人达到同等水平，也

有“争名”的弊端。

还有些人，对事物的价值缺少基本

的评判能力。别说是有名无实的“金碧

之树”，即便是真正的金树银树摆在眼

前，他也认不出来，反而弃之如敝屣。

这就更加可悲了。

苏东坡曾对王安石讲过一个故事：

抚州出产一种乐器“杖鼓鞚”，淮南的豪

绅出高价收购这种乐器。有一个抚州

人，家里世世代代传下来这样一件“杖

鼓鞚”，于是不远千里，到淮南向豪绅出

售。豪绅敲击了一下“杖鼓鞚”，说：“无

声！”于是不肯购买。抚州人十分恼怒，

来到河边，把“杖鼓鞚”投入水中。孰

料，“杖鼓鞚”此时却吞吐有声，很是奇

异。盯着慢慢沉入水中的“杖鼓鞚”，抚

州人叹息道：“你早作声，我不至此！”明

明是自己不识货，却怪人家不作声，真

是可笑可叹。

别人的“金碧之树”再好，也长不出

属于自己的果实。北宋时期有个叫潘

谷的人，藏有一块奇墨，被麝香熏染之

后，“香彻肌骨，磨研至尽而香不衰”；陈

惟进也藏有墨，与麝香在同一箧子中放

了 10年，却“麝气不入，但自作松香

耳”。对此有人评价，陈惟进的墨肤理

坚密，不受外熏，潘谷的墨，“外虽美而

中疏尔”。

诚哉斯言。只有“自作松香”，才能

留下永恒的味道。把“原创”当成用心

血浇灌的花、用情感酿造的蜜，自己的

道路就会越走越宽广。

少种些“金碧之树”
■郝启荣 杨元庆

据报道，某连队一名战士向网贷公
司“打白条”，为父母购买家电“尽孝
心”。但由于其津贴并不充裕，本息金
额超过偿还能力，因此陷入困境。当
下，“花明天钱、办今天事”的社会现象
在军营有增多趋势，管理者当做好提前
引导，以避免诱发各类问题，影响部队

稳定。
这正是：
超前消费有风险，

量入为出慎贷款。

节俭传统不能丢，

莫为网购遮望眼。

洛 兵图 张 旭文

近日阅读《向守志回忆录》，其中一

段文字让笔者印象深刻：“在会上，思想

上互相帮助如同战场上的‘火力支援’，

批评如同家常便饭，干部挨了战士的批

评也从不记仇，散会后改正了缺点还是

好战友。”

战场上，友军之间的“火力支援”，

关乎战斗的局势，关乎战友的生死。从

战场走下来的向守志，把思想互助比作

“火力支援”，足以体现思想互助的重要

意义。战友之间，如果发现对方存在问

题，却不愿讲、不敢说，就如同战场上的

见危不救，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表现；明

明觉得对方存在问题，却只拣好听的

说，那就如同“捧杀”，更加不负责任。

“火力支援”的效果，也取决于被批

评的人。是把批评当成“支援”，还是把

批评当成“攻击”，结果大不同。只有求

谏若渴、虚怀若谷，才会让说真话者感受

到正向激励，从而知无不言、言之求真。

延安整风时期，有人责备陈毅没有管好

干部，陈毅反问：“怎么？你来责备我？”

后来，陈毅觉得自己做法不妥，步行30

多里路登门道歉、自我批评。20多年后

回忆此事，陈毅感慨写下“难得是诤友，

当面敢批评”的诗句。每名党员干部不

妨都扪心自问：“我有几个诤友？”

重现当年那种思想互助如“火力支

援”的生动局面，很有必要。每名党员

都应当讲党性不讲私情、讲真理不讲面

子，让批评真正“辣”起来。只要勇于直

面问题、敢于揭短亮丑，触及思想灵魂、

击中问题实质，“火力支援”就会成为

“给力支援”，产生治病救人的实效。

把批评当“火力支援”
■华金良

寒冬来临之时，松鼠、仓鼠等喜欢

囤积大量食物，但实际上最后能吃掉的

却很有限。现实生活中，有一些人也患

有这种“松鼠症”，大量囤积那些未必需

要的东西，并从中获得满足感。

更有甚者，把不必要的东西“囤积”

在胃里。比如在吃自助餐时，有的人会

闹出“扶墙进、扶墙出”的笑话。一个重

要原因，就是自助餐不管吃多吃少，价

钱是固定的。这让一些人觉得，吃得越

多赚得越多，吃少了就亏了。于是，人

的欲求被放大，明明已经饱了，却总感

觉“我没吃饱”“我还能吃”。这种饥饿，

是一种“虚假饥饿”。

在现实中，被“虚假饥饿”困住的人

不在少数。有的人明明已经生活得不

错，却总是觉得票子不够多、房子不够

大、车子不够好，这也不满足，那也不满

意。在通过正当渠道不能达到目的时，

就铤而走险，违法乱纪，最终“为了得到

更多的，连原有的也失去了”。这就如

同吃自助餐，不停地吞下那些并不缺

少、并非必需的东西，总有一刻，会被自

己的欲望“反噬”。

明代的高攀龙曾指出：“今人极力

以营其口腹，而所得止于一饱……将焉

用之？”这话说得很明白，就算拼命吃、

吃饱了，也不过如此，还能怎么样？一

些人之所以会产生“虚假饥饿”，就是因

为精神空虚，除了名与利，不知道世界

上还有更高层次的追求。由此可见，要

战胜“虚假饥饿”，就要切实解决好“总

开关”问题，在物质上守知足之志，在精

神上怀不足之心。如此，才能抵得住诱

惑，经得住考验，守得住根本。

（作者单位：65370部队）

努力抵制“虚假饥饿”
■张 翀

“我为中国人民迸发出来的创造伟

力喝彩！”辞旧迎新之际，习主席发表

新年贺词，回顾 2017年的不凡历程。

习主席暖心鼓劲的话语，拨动了无数

人的心弦。

有意义的时间，才会构成历史。

而“创造”，正是意义的一个重要尺

度。在“创造”的语境里，我们的国

家可谓一日千里——

“慧眼”卫星遨游太空，C919大

型客机飞上蓝天，量子计算机研制成

功，首艘国产航母下水，复兴号奔驰

在祖国广袤的大地上……回首过去这

一年，在党的十九大竖立的里程碑

前，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的指引下，我们可以无愧地宣

告：我们把创造的伟力，刻入了时代

的年轮。

现在，一个全新的年份正在我们面

前铺展开来，它承载着许多“时间节点”

的意义：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

年，改革开放40周年，决胜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实施“十三五”规划承上启下的

关键一年；距离人民军队“2020”目标仅

剩下两年，距离“2035”目标也只有 17

年。目标清晰、时间紧迫、责任重大，我

们更应拿出创造的热忱、发挥创造的才

智，迈步强军兴军新时代，开启强军兴

军新征程。

创造，原本就是一片探不到底、

望不到边的蓝海，潜藏着无限可能。

因此，不要看轻了你的力量，只要保

持开拓进取的魄力、领异标新的精

神、敢试敢闯的劲头，再微小的创

造，汇在一起也能具有改变世界的伟

力。敢于创造，善于创造，就能拉近

“想到”与“得到”的距离，锁定“优

势”到“胜势”的局面，就能传薪火

而开新宇，乘大势而唱浩歌。

怀着新的期许，想望新的抵达。搜

索引擎的数据显示，2017年全球范围内

最常被搜索的一个词是“how”——怎

么、怎样、如何。从中折射出的，是

人们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求索、希

冀。当你打开一本崭新的日历，你是

否想过，“一流”军队是什么样子，

“四有”军人该从何做起，“四铁”部

队当如何锤炼？你是否想过，多少险

滩等待穿越，多少坎坷等待踏平，多

少藩篱等待突破？

你有心声，时代就有回声；你的

行动，就是你的回答。每名官兵以怎

样的状态存在，决定了人民军队以怎

样的姿态创造未来。

创造的伟力，蕴藏在求真务实的

劳动之中。须知，顺着别人的路径留

不下自己的印迹，只有充分相信、不

断深挖自主创新的价值，才能闯出一

条属于自己、适合自己的路。党的十

九大报告强调，要“建设知识型、技

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军人作为

一种特殊的“劳动者”，更应拥抱知

识、技能和创新，重视工作的含金

量，从而以“劳动价值”这个杠杆，

撬动自己的人生价值，撬动部队的发

展变革。

创造的伟力，蕴含在慷慨无私的

奉献之中。歼-10飞机总设计师宋文骢

潜心铸剑、默默砺剑，甘心做“沉默

的砥柱”；“中国核潜艇之父”黄旭华

隐居在大洋某荒岛近30年，他的付出

是“血一滴一滴慢慢流”。可见，那些

埋头苦干、态度超然的人，不仅会在

创造中找到纯粹的快乐，也往往能收

获更高的成就。反之，如果完全以实

用、功利的心态搞创造，也许体味到

的只有汗水的苦涩，却难以行之久远。

山再高，往上攀，总能登顶；路

再长，走下去，就能到达。站在新的

起点，你我要以更多的创造，汇聚更

大的力量，成就更多的奇迹，为实现

中国梦强军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作者单位：武警上海总队政治工

作部）

把创造的伟力刻入时代的年轮
■朱昌金

2018年1月1日7时32分，雄伟的

天安门城楼上，嘹亮的升旗号角划破新

年的晨曦。数万名来自全国乃至世界

的观众，见证了一场全新调整、规模盛

大的升国旗仪式。这是人民解放军仪

仗队和军乐团首次执行天安门广场升

国旗任务。

新时代新仪式新气象。人民解放

军执行的天安门广场升国旗任务，增

加号手、礼兵迎旗环节，增加护旗队人

数等7个方面调整，仪式感、庄重感更

强，更好地体现新时代中国由大向强

的坚定自信，展示中华民族走向复兴

的壮志豪情。有关部门统计，元旦天

安门广场观看升旗的群众和官兵达到

9万人，还有数亿人通过电视、广播、网

络收看现场直播，极大地汇聚海内外炎

黄子孙同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磅礴力量。

国旗是国家的标志和象征。“五星

红旗，你是我的骄傲；五星红旗，我为你

自豪……”一寸山河一寸血。新中国的

万里江山是无数革命前辈一枪一弹打

下来的，五星红旗的每一根经纬是无数

革命烈士用自己的鲜血染就的。1949

年10月1日起，天安门广场上一次次升

起的五星红旗，与古老的故宫，见证了

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

伟大征程。对中国人民解放军来说，护

卫国旗，就是护卫国家、守护人民。

热爱祖国是每个公民最基本的认同

和责任。倡导爱国主义、表达爱国热情，

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是主旋律。瞻

仰一次烈士陵园、高唱一首红色歌曲等，

都是抒发爱国情怀的方式。升旗仪式，

不仅是一种形式，更是一次唤醒、一番激

励、一回寄托。从东方第一哨那面迎着

第一缕晨曦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到西

藏边陲次仁曲珍老人的一个人在农家小

院升起的五星红旗；从航天员翟志刚在

太空挥动的五星红旗，到蛟龙号在南海

海底插上的五星红旗……不一样的旗

手，不一样的观众，不一样的仪式，但表

达的都是对祖国的浓浓之情、拳拳之心。

人是时间的尺度。正是人通过一

定的仪式感赋予时间以特殊的标示和

意义。童话《小王子》讲，仪式就是使某

一天与其他日子不同，使某一时刻与其

他时刻不同。升旗仪式搭起了一座连

通爱国主义与内心世界的桥梁，让人能

够找到对祖国的认同感、归属感。记得

当年那位身患绝症的盲童小欣月，唯一

的心愿就是到天安门广场参加升国旗

仪式。国旗护卫队的官兵，像执行重大

任务一样，满足了她的愿望。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

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爱国是深沉的，

也是具体的。我们共享伟大祖国的繁

荣富强，我们共为五星红旗增光添彩。

新的升旗仪式，展示出人民军队奋进新

时代、奋力实现强军事业的坚定决心，

传递出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雄心

壮志。当亿万人民的爱国热情随着国

旗一起升腾，必将汇聚成磅礴的爱国洪

流，成为推动国家进步的“中国力量”。

变
化
的
是
升
旗
仪
式
，
不
变
的
是
爱
国
情
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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