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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卜测病治病，是旧时的一种迷

信。这个方法有时准，有时不准。碰上

了，纯属巧合；碰不上，就免不了露馅。

《聊斋志异》里，记了这么一件事。

有一个叫牛希英的人，他请人治疗自己

身体虚弱的毛病。这人对他说：“我能治

病，不能治命。”接着，他分析了病人的

各种进补方法，给他谈了一大堆中医治

病的道理。最后说：“君病非药所能治，

但遏除嗜欲，远胜于草根树皮。”

中药的主要成分是草木。“草根树

皮”代指中药，是一个形象的说法。中

医是一座宝库，是古代劳动人民智慧和

经验的总结，与迷信的治病方法是完全

不同的。占卜测病虽然是没用的把戏，

但这个人给病人的结论却是千真万确的。

韩愈诗云：“人欲久不死。”想活得

长久，是人类的夙愿。但怎么才能活得

长，则是另一个问题了。古时的羽士、高

人乃至皇帝，为求长生，有的访道求仙，

有的烧汞炼丹，种种奇怪的方法都用上

了，但最终只见全部“入地”，未见一人

“升天”。所以唐代的张籍写诗讽刺：“汉

皇欲作飞仙子，年年采药东海里。蓬莱无

路海无边，甘泉玉树无仙实。”

人都是要死的，但人的寿数有长有

短。欲求长生，得把“方子”找对。据

我看来，还没有什么仙方胜过“遏除嗜

欲”这一方。

而最能说明这一点的，莫过于“公

安三袁”了。

“三袁”，就是晚明的袁宗道、袁宏

道、袁中道。这“三袁”是明末文坛的

领袖，开一代风气，对后世影响巨大。

但文人大都有一个毛病，诗酒狂放，不

拘小节。

“三袁”非但不能例外，乃更为风

流。尤其在他们年轻时，几乎可以用纵

情声色来形容了。这顶帽子不是信口雌

黄乱扣的，而是明明白白写在他们的诗

文里。

老大袁宗道做官最早，在官时间最

长，加上官场的约束，所以他能好一些。

老二袁宏道，即大名鼎鼎的袁中郎

就不同了。他做吴县县令一年多，就受

不了官场清规戒律的束缚，辞职不干

了，此后可以说诗酒留连、追欢逐笑无

虚日。他给朋友写信说：“生平浓习，无

过粉黛。”

老三袁中道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他说自己生平“无一事不被酒误，甚

者，乘兴大饮后，兼之纵欲，因而发

病，几不保身命”“酒后耳热，大骂粉骷

髅”。

这些自怨自艾的话，在他的著作里

所在多有。

不单是他们。诗酒声色，在当时的

士大夫中好像形成一种风气，许多人

“为好色，为快活”。袁中道写他一位族

兄“恣啖任情，不戒祍席，久之遂病”。

中郎也说，他“亲见前辈早夭人，个个

以粉骷髅送死”。

袁宏道还记了这样一件事：

有一天，几个人到他的表兄王回家

饮酒，前一晚还在一起“痛饮叫笑如

常”。天亮时他三弟来，说王回病了而且

病得非常厉害，开始他以为是开玩笑。

等他急忙赶到去看他时，王回已经病

亡。他为此写了一首长律哭他，诗里有

这样两句：“命轻殉粉黛，形老备甘

肥。”可见，他的表兄王回，平日里也是

放浪形骸、纵情色酒的。

后来，他们从这些眼见的教训中终

于明白，“四十以后，谋置粉黛，求繁

华，便是夭促消息”“古人战战兢兢，临

深履薄，是吾人保命符”。

不过，他们似乎都明白得太晚，最

后三人都“夭促”而亡。老大41岁，老

二43岁，老三活得长一点：54岁！

纵酒迷色，无异于双斧伐枯树，心

思康健而口服毒药，其谁能久？这岂不

是杨万里说的：“阎罗王未曾相唤，乃自

求押到”哉？

“天下无一物不养生，亦无一刻不养

生者。”贫贱之人，是在奔奔波波、疲劳

思虑中养生的。富贵之人，旷室以养

体，淫妖以养目，丝肉以养耳，极珍羞

美酒以养口，穷极嗜欲以养性。养之未

久，病疴立至，伐生斧命，莫厉于此。

“故养生者，伤生者也”。只有那些贤明

智慧的人，收视却听以卫耳目，恬淡虚

无以葆神气。

这是袁宏道写在《养生主》中的一

段话。袁中道说得更明白：“不绝欲亦不

纵欲，不去利亦不贪利，不逃名亦不贪

名，人情内做出天理来。”

看来，他们并非不知道夭寿穷通的

道理，这大概就是佛经里说的“看得

破、忍不过”吧！

《渑水燕谈录》载：宋太宗寻访天下

高寿的人，前青州录事参军，相当于现

在的检察官麻希梦，九十多岁了，住在

临淄。太宗把他召至宫廷，从容地询问

他人间利害，老人回答得非常详细，许

多建议被皇帝采纳。又过了几天，问他

养生之理。老人对曰：“臣无他术，惟少

寡情欲，节声色，薄滋味，故得至此。”

太宗听了，下诏给他尚书工部郎的待

遇，赐金紫。

遏除嗜欲远胜草根树皮
■田之章

战略上常讲，“要下好先手棋”。但

从战术上来说，有时也需要留好“后手

牌”。

古往今来，凡善战者，既善下“先

手棋”，也注重留好“后手牌”；既善使

“下马威”，也善于在关键时刻拿出“撒

手锏”。《隋唐演义》里有个“混世魔王”

程咬金，他使一把大斧子，上阵就是

“劈脑门、扎眼仁、剔排骨”三下子，而

且只会这三板斧。对方躲不过去就被

“报销”，要是躲了过去，自己就只有挨

打或逃走的份儿了。从程咬金的经历

看，虽然策马叫阵无数，但似乎从来没

有辉煌过。

古人云：“凡属艰难危险之事，必预

筹而布之，务有一定之法，并计不定之

法。”关照全局，预留后手，以备后患，于

战机转换之时方有应变力，于战事吃紧

之时方有反制力，于战局僵持之时方有

决胜力。我军历来重视后发制人。“后

发”为什么能“制人”？很主要的一个策

略就是以静制动、以退为进，等到对手

亮出家底、露出破绽之后，瞅准时机，一

击中的。因而，与敌交锋，对力量的使

用，最好是“用三分，守三分，还有三分

防后侵”，不可一股脑儿把底牌和盘托

出，要给自己留有回旋的余地。

现代战争，首战即决战，但决战并

不是“豪赌”。强调集中精兵利器，但

并不意味着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虽

然先声夺人有心理优势，先发制人有

先机之利，但有时候，情况刚好相反，

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好。毛泽东曾

拿林冲打翻洪教头作过一个形象的比

喻：“谁人不知，两个拳师放对，聪明的

拳师往往退让一步，而蠢人则气势汹

汹，劈头就使出全副本领，结果往往被

退让者打倒。”

“势不可使尽，聪明不可用尽。”这

句话告诉人们，凡事不能做过头、做绝

对，物极则必反，过头必有过失。防止

难以避免的摩擦所引发的不良影响，最

可靠的方式大概就是确立有可能动用

的预备资源，千万不要在直升机数量刚

好符合所需的情况下展开作战。家有

余粮，心中不慌。用兵打仗不能有缺

口，同时在力量和手段运用上也不能不

“留一手”。

留好“后手牌”
■张西成

解放军原306医院院长邹德威，曾讲过

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件事：

有一次，他参加医疗救护，当直升机到

达安置救护平台时，由于直升机螺旋桨发出

的噪音太大，队员们听不清彼此说话的声

音。这时，如果有急救指令，手语又表达不

清楚，该用什么样的通讯工具来传递呢？当

时，专家们被这个问题困扰了好几天。最后

的方案是：事先准备一块小黑板，有指令时

只要写在上面就可以了。这件事说明，创

新，未必都是那么复杂。

创新是一个系统工程，这不错。但有时

人们往往把创新想得太难，认定自己与那

高、精、尖的创新创造无缘。这种认识局

限，使创新在基层“曲高和寡”，成果寥寥。

顺从惯性思维，创新便如死水一潭；打

破旧有模式，创新才会生生不息。创新的初

始阶段，大都是从小处入手的。号称“创造

之父”的亚历斯·奥斯本，写过一本风靡全

球的书《我是最懂创造力的人》。书中的理论

可以用这几句话来概括：“创新并不难，创新

并不远；人人勤思考，创新在身边。远乎

哉，不远也；创新是小事一桩，小菜一碟。”

著名的“奥斯本法则”，就是强调从小处入手

做大事，途径无非是改变、增加、减少、替

代、颠倒、重组六个方面。不断地尝试，对

这六个途径进行优化，创新自然会水到渠成。

有人说：“天底下没有全新的东西，有的只是新元素的新组合。”海尔集团

不就是在洗衣机的下水管处增加了一个普通的泥沙过滤器，便“问世”了俏销

农村的“大地瓜”洗衣机吗？福特公司不就是加宽了汽车前座的距离，就使汽

车的快速稳定功能大为增强吗？看来，创新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在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新时代，把高精尖的发明留给专业人士去吧，而

对于那些专业机构不容易关注到而战斗力建设又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人人都

有可能成为军营中的“创客”，都可以用创新火花助燃战斗力“引擎”。

（作者单位：洛阳外国语学院十五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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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瞭望

从严治党，打虎拍蝇，肯定要得罪

人。不得罪成百上千的腐败分子，就要

得罪十三亿人民。

正风反腐，想两头讨巧，当“泥瓦

匠”、充“和事佬”是行不通的。选择跟

什么样的人站在一起，反映的是态度，

体现的是立场，检验的是党性，容不得

丝毫暧昧和含糊。

当年,陈云同志为整顿党风，大力

倡导过不怕得罪人的精神。他说：“要

提倡坚持原则，提倡是就是是、非就是

非的精神。只有我们党内首先形成是

非分明的风气，党的团结才有基础，党

才有战斗力，整个社会风气才会跟着好

转，才会使正气上升、邪气下降。”一段

时间,在少数领导干部中刮起一股向下

属单位要高级轿车的歪风，他在“情况

反映”中批示：“不论是谁，一律退回，坐

原来配备的车。在这件事上，得罪点

人，比不管而让群众在下面骂我们要

好。”要求纪委不能当“老太婆纪委”，要

做“铁纪委”。

腐败现象侵蚀党的肌体，损害人民

利益，群众深恶痛绝。尤其是一些严重

腐败分子越过了做人做事的底线，丑陋

行径可谓千夫所指、万众唾骂，早已走

向了党和人民的对立面。不及时割除

这些政治毒瘤，将会国无宁日、党无威

望、民不安生。我们党代表人民利益，

历来与腐败现象水火不容、势不两立。

反腐败绝非权宜之计，而是全面从严治

党的必然要求；绝非个人恩怨，而是关

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根本问题。

在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上，不能有任何妥

协，也没有中间道路可走。该得罪的就

要得罪！

解放之初，毛泽东同志严厉批评

和处分过一位私自在香山盖楼搞特权

的领导干部，说：“你这么干，还配当

共产党的干部吗？老百姓要戳着脊梁

骨骂我们的呐！我们共产党员是为人

民服务的，不是来这里享受的，更不

允许搞贪污腐化，如果都搞起特殊化

来，我们的江山要坐不牢的啊！”我们

党把人民看得最重，最在乎人民的呼

声。战场上我们不曾怕过任何敌人，

如今更不会怕得罪一些腐败分子，但

我们要怕老百姓骂，怕老百姓戳脊梁

骨。因此，能让老百姓高兴的事，就

要尽心竭力去做；但凡老百姓痛恨的

事，就要坚决予以制止和反对。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

早就提出过“两个绝大多数”的思想，指

出：“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

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

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始终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追求，始终坚持跟

绝大多数人站在一起的基本立场，“一

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因此能够

赢得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戴和支持。过

去夺取革命胜利靠的是这个，如今夺取

反腐败斗争的胜利同样离不开这个。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以“得罪千百人、不负十

三亿”的巨大政治勇气，铁拳出击，高压

反腐，惩恶扬善，激浊扬清，全面从严治

党取得显著成效。不敢腐的目标初步

实现，不能腐的笼子越扎越牢，不想腐

的堤坝正在构筑，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

势已经形成并巩固发展，强力反腐赢得

了党心民心，不正之风如过街老鼠人人

喊打，广大人民群众拍手称快，党的威

望大大增强，执政基础更加巩固，我们

党变得更有力量。

为人民利益不怕得罪人的人，必

将会被人民永久敬仰和铭记。北宋包

拯为官刚直不阿，对当时政治腐败的

揭发始终不遗余力、不留情面。他两

弹宋庠，六弹张尧佐，七弹王逵，“贵

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百姓

称其为“包青天”，千百年来传颂不

息。如今开封府历代府尹题名碑上的

包拯名字，被人们一遍遍抚摸，竟然

摸出了一个凹痕。“清心为治本，直道

是身谋。秀干终成栋，精钢不作钩。”

今天，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也要

大力弘扬这样是非分明、刚直不阿的

“精钢”品质。

“涓涓不塞，将为江河；荧荧不

救，炎炎奈何；两叶不去，将用斧

柯。”实践证明，管党治党必须真管真

严、敢管敢严、长管长严，时紧时松

就会尽弃前功。对不正之风必须露头

就打，对腐败行为就要紧盯不放。只

有抓常抓长、落细落小，以永远在路上

的执着把从严治党引向深入，才能不断

巩固压倒性态势进而夺取压倒性胜利。

（作者单位：武警安徽省总队政治

工作部）

本系列到此结束

得罪点人比群众骂我们要好
—全面从严治党再出发⑦

■许志天

跨界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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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天，南京等地连下暴雪。官兵

深夜出动，扫雪除冰。在这同一时刻，

一个微信朋友圈的截图被刷屏，在这个

寒冷的冬天里温暖着你我。

截图说的是，某旅一名士官随部队

深夜出动扫雪，他随即发了一个微信朋

友圈，他的爱人看到后留言：“为什么要

晚上出去啊？”他回答道：“这样不扰

民，我们悄悄地来，也会悄悄地干，再

悄悄地走！”

数九寒天，雪没过脚踝，夜深人

静。不是急事，人都尽量待在家里，打

开暖风，缩进被窝。此时此刻，一队队

士兵悄然出动，挥锹铲雪。他们冷吗？

肯定很冷！但为了百姓出行方便，他们

不在乎这寒风呼啸、滴水成冰。他们累

吗？当然很累！但为使驻地群众少受点

苦、少受点累，他们苦点累点也心甘。

无声地来，悄悄地干，再悄悄地走，这

就是新时代革命军人留给人们的感动。

虽然是“悄悄地来、悄悄地干”，但

还是被人民群众看在眼里。他们的冷、

他们的苦、他们的累，人民群众记在心

里。请看这样一些留言：我们在安稳睡

觉的时候，他们却在努力地铲雪；有困

难的时候，就有他们的身影；哪有什么

岁月静好，只是有人为我们负重前行；

人民子弟兵亲们，你们永远是听党指挥

的好儿女，是祖国的骄傲、人民的骄

傲。官兵们将这些留言，当作鞭策、化

为动力，积蓄起继续前行的力量。

军人自有军人的本色，军人自有军

人的传承。时代变迁，传统不变；时光

穿梭，本色依旧。那是1949年5月的清

晨，当上海弄堂里的人们走出家门，被

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大街上，整齐有序

地并排躺着一群群解放军战士。“就睡在

南京路上”，从此成为人民解放军进入上

海的第一回忆。做好事，不扰民；为人

民，不辞劳。几十年过去，光荣传统、

红色基因，就这样一代一代、一茬一茬

地传承下来、发扬光大。

军队的宗旨，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

服务。军人的本色，是始终坚定地听党话，服从命令听指挥。困难时候，有我

们；危险时刻，我们在！哪里有激流洪水，哪里就有浪遏飞舟、踏浪前行；哪

里有坚冰暴雪，哪里就有战天斗地、帮危救险。汶川、玉树抗震救灾，舟曲泥

石流抢险救援，军人冲了上去；1998年抗洪抢险，2008年南方雨雪冰冻灾害，

子弟兵们冲了上去。

面对湍急洪流，他们用坚实的臂膀、结实的后背，筑成安全屏障；面对地

动山摇，他们置生命于度外，不怕艰险、不知疲倦，传递无疆大爱。那一抹抹

闪亮的“橄榄绿”，那一次次奋不顾身的逆向而行，是永远留在人民群众心中的

鲜亮记忆。他们把忠诚写在山河，把赤诚刻在心中，用生命践行使命，用行动

书写担当。

“子弟兵来啦，希望来了！”这句话的背后，是子弟兵无数次的不计安危、

奋不顾身，是难以计数的默默奉献、献身使命。军队与使命共生，与使命同

在。人民的需要就是军人的使命，人民的期待就是军人的责任。他们就是这样

用一个个“使命之约”，用一次次“逆行之美”，诠释着新时代革命军人的忠诚

与使命、本色与担当。

“军人能打多少分，老百姓说了算！”时代在变、面孔在变，唯一不变的，就

是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上，在党和人民需要的时候挺身而出、义无反顾。任何时

候、任何情况，“子弟兵在，请放心！”是我们永远不变的誓言。默默地奉献、

“悄悄地”付出，人民群众心里最有数。只要人民安宁，再苦再累也值得。

（作者单位：东部战区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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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一时评

元月下旬，某部机关为实现对基层
全时段管理，出台一项规定：战士休息
时间离开连队必须写请假条，并由连队
主官签字批准。规定出台后，战士们深
感不便。本想去相邻的连队找战友见
个面，或想去训练场上“补补课”，但一
想到那繁琐的审批，就打消了这些念
头。问题反映出来后，部队领导及时纠

正，并举一反三，废除了其他一些土政
策、土规定。

这正是：
士兵外出有明文，

不应另出土规定。

严格管理本应当，

人治法治不相容。

洛 兵 图 刘鸿斌 文

谈训论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