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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律是军队的命脉。陈毅元帅概括说：

纪律是军队战斗力的测量器，又是团结内

部的轮带和锁钥，纪律严明，共同遵守，人

人生活都愉快，能做到各尽所能，千金散尽

还复来。

新修订的《纪律条令》，着眼确保军队

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保证军队

高度集中统一，着力体现新时代纪律建设

成果，首次对军队纪律内容作出集中概括

和系统规范，将政治纪律、组织纪律、作战

纪律、训练纪律、工作纪律、保密纪律、廉

洁纪律、财经纪律、群众纪律、生活纪律10

个方面内容写入新条令，重点解决奖惩条

件老、少、缺等问题，补齐短板缺项，规范

行为边界，突出纪律规定的刚性、严肃性

和约束力。《纪律条令》的贯彻实施，必将

极大地凝聚部队铁的意志、锤炼部队铁的

作风、锻造部队铁的队伍，使部队任何时

候任何情况下都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

致向前进。

用兵无常法，治军有铁律。一支军队的

力量，不仅要看人数、看武器装备，还要看纪

律性。纪之不严，必生怠惰；律之不明，必怀

异心。拿破仑曾经讲过，两个马木留克兵绝

对能打赢三个法国兵，而一千个法国兵则总

能打败一千五百个马木留克兵。单兵的骑

术和剑法再精，没有严格的纪律一样吃败

仗。纪律对于一支军队，犹如空气之于生

命。离开空气，人就不能存活；离开纪律，军

队就无法生存。就像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

念馆里那醒目的诗句：“没有纪律，我们会像

散沙一般，被敌人一粒一粒，很快地踩碎。”

严明的纪律是我军的传家宝，严格遵守纪律

是每个军人的自觉行为。“这个军队之所以

有力量，是因为所有参加这个军队的人，都

具有自觉的纪律。”

我军历来重视纪律建设。早在红军初

创时期，毛泽东同志就提出了“三大纪律、六

项注意”。1930年，红军制定了《中国工农红

军纪律条例草案》，这是我军历史上首次规

范军队纪律的法规。在三大条令中，《纪律

条令》不仅诞生最早，也是修订次数最多的，

至今已经是第17次修订。这次修订，进一

步规范了纪律内容，优化了奖惩项目，完善

了奖惩条件，按照新体制调整了奖惩权限，

涵盖了纪律建设的方方面面，使条令更加完

善、更加科学，操作性更强，更适合部队建设

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

回顾以往，我们有靠严格的纪律约束取

得胜利的光荣历史，也有因纪律松弛而发生

问题的沉痛教训。少数人置法纪于度外，有

纪律不遵守，有规矩不执行，或者合意的就

执行，不合意的就不执行。“纪纲一废，何事不生？”这种以言代法、以权压法的行为，

严重损害纪律的权威性，影响部队战斗力建设，使依法治军、从严治军受到严重干扰

和破坏。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把“坚持实行自觉的严格的纪律”作为我军政治工

作优良传统的一项重要内容加以强调，并指出，要提高制度执行力，让制度、纪律成

为带电的“高压线”。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加快把我军建设成为世界一流

军队，纪律之弦一刻不能松。

列宁说：“战争就是战争，它要求铁的纪律。”未来信息化战争，对军队决策的科

学性、指挥的统一性、行动的准确性提出更高要求。纪律不严明，肯定打不赢。只有

做到军令如山、守纪如铁，才能催生出无坚不摧、无往不胜的战斗力。无论时代如何

发展、条件怎么变化，我军严守纪律的优良传统不能丢、落实标准不能降。

纪律面前人人平等，执行纪律没有例外。凡是条令明确的，都必须不打折扣地

执行；凡是条令规定不能做的，绝不能打“擦边球”、碰“高压线”。纪律硬如“铁”，谁

碰谁流血。每名官兵真正自觉地坚持纪律约束，令行禁止、步调一致，我们这支队伍

就能“上下同欲”，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作者系《纪律条令》课题组组长、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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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写马克思已经很久了，但因为

一个“怕”字迟迟没敢动笔。

这“怕”，一则因为马克思主义博

大精深，不是我辈稚弱的思想与稚嫩

的笔所能承担起来的。二是主观地觉

得理论的东西终归枯燥，一直没有鼓

起兴趣来。大概是十几年前了，由于

工作的关系，开始接触一点马克思主

义著作。

先是试着读 《马克思恩格斯选

集》。这一读，就再也没有能够放下，

还连带着把一些相关的理论著作也读

了。读完选集，又找出全集来读。那

段时间，我是家里一册，宿舍一册，

办公室一册，到哪里，就在哪里读起

来。皇皇50册的巨著，大概用了三年

多的时间，终于囫囵吞枣地翻阅一

过。看到精彩的地方，就画上红线，

看完一本，随即输入电脑，差不多做

了有百十万字的笔记。几年下来，由

于没有任何运动，体重居然增加了十

多斤。这对于一个不容易长肉的人来

说，可以说是很难得的了。我得对得

起马克思！

2018年5月5日，马克思诞生200

周年的日子。孩子们过个生日，还得

说几句像样的话，何况这样一位我久

仰的伟人！可当我真正动笔时，仿佛

觉得笔下千钧，重得有点拿不起来。

马克思主义，面对这么大的一个题

目，简直无所措手足！一番讨论，一位

同事的话点醒了我：“多写马克思，就

等于写了马克思主义。”于是，一个可

爱的马克思的形象浮现出来。

如同“文如其人”“风格即人”，

什么样的人，就会有什么样的思想、

什么样的行为。事实上，马克思与马

克思主义是绝难分开的。当他的思想

吻你的时候，他那伟大的人格就紧紧

地拥抱着你。更多地了解，才有更深

地理解；更多地了解马克思这个人，

才能更深地理解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的可爱，首先是他的“人间

大爱”。他的爱，是对全人类劳苦大众

的爱。当资本的每个毛孔都滴着鲜血，

当资本家为一丁点利润践踏一切人间法

律，马克思却在“为人类”而工作。他

提出那响彻云霄的口号是：“全世界无

产者，联合起来！”他说：“科学绝不是

一种自私自利的享乐。有幸能够致力于

科学研究的人，首先应该拿自己的学识

为人类服务。”一切个人的东西，在他

的研究事业面前都退居次要地位。他之

所以无比伟大，主要是因为思想的人和

实践的人在他身上是密切结合着的，而

且是相辅相成的。

马克思在他那个时代，用现在的

话来说，是典型的“高富帅”。他的祖

上几代都是有名的律法学家，他的岳

父是被封为男爵的政府高级顾问。如

果为私利、为个人考虑，他完全可以

过一种安逸幸福的生活。但他在选择

自己的职业时，就已经背叛了自己的

家庭，背弃了几代人所尊崇的信仰，

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

事业，并坚信“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

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对真

理的不倦追求，源于他内心最深厚的

情感。正像他说过的，我的“皮不够

厚”，不能把背向着“苦难的人间”。

他曾写信给他的朋友说：“我嘲笑那班

所谓‘讲求实际的’人和他们的聪

明。只有禽兽才会漠视人类的苦难，

而只关心自己。”

对马克思来说，生活就是工作，

而工作就是战斗。这位在知识海洋里

“不知疲倦的旅行者”，除了少量的休

息，几乎永远在“时间的机床上奔

忙”。他每天从早晨八九点钟开始工作

直至深夜，经常通宵达旦、彻夜不

眠。他习惯的休息方式是来回踱步。

在他的书房从门口到窗前的地毯上，

留有一条由于来回踱步而踏成的长

痕，就像草地上的小径一样。他的女

婿回忆说，马克思肩宽胸厚，体格强

健。但由于过度劳累、过度思考，“他

的胃囊不能不为他的头脑的繁重工作

付出代价”“整个身体都为头脑牺牲

了”。

“那少数通晓事理的人，都有几分

傻气，不知道明哲保身。他们向庸众

吐露了自己的见解和真情，只落得在

十字架和火刑堆上丧命。”《浮士德》

里的这几句诗，好像是专为马克思而

写的。自从马克思用他天才的眼光，

揭穿了资本家剥削的秘密，刺穿了资

本主义社会的底蕴，宣告他们的最终

灭亡之后，马克思及其家庭就无家可

归了，他们不断地被驱逐、遭流亡，

“只有在骷髅的十字架那里才能找到自

己的归宿”。

但马克思就是马克思。他抗拒了

一切“想用黄金锁链把他束缚住的企

图”，忍受贫穷、饥饿、病痛乃至死亡

的威胁，钢铁般的意志像磁针一样，

毫不动摇地指向人类的崇高理想。只

是在写给恩格斯的信里，才详细叙述

自己经常面临的窘境：由于衣服进了

当铺，他不能出门；由于不让赊账，

他不能吃肉；由于没有邮票，他不能

寄信；由于付不起房费，他被房东赶

出家门，债主们常常把他的家“给包

围了”，以至于贫困和饥饿，夺走了他

7个孩子中4个孩子的生命。可怜的孩

子“出世时没有摇篮睡，而死后也好

久得不到小棺材”。他感叹道：“恐怕

没有什么人在这样缺钱的情况下写作

关于‘金钱’的著作了。”一直到逝

世，他都没有能够为自己争取到一个

哪怕是勉强过得去的生活。

就像马克思的母亲说的那样，“假

如他走上了‘正路’的话，他的成就

会有多大”。

马克思走的路实在太“正”了。

他是思想家、政治家、革命家、社会

活动家，又是作家、评论家、哲学

家、语言学家、经济学家、数学家。

这一切集于一身，使他成为千百年来

少有的百科全书式的伟大人物。他即

使只从事某一方面的研究，就足以成

为世界一流的学者；哪怕只有一篇文

章存世，也足以使他的英名永不磨

灭。可他就像法国学者丹纳说的古希

腊时代的那些伟人，“集一二十种才能

于一身，而不使一种才能妨碍另外一

种；成为士兵而不变做机器，成为舞

蹈家歌唱家而不成为舞台上的跑龙

套，成为思想家和文人而不变做图书

馆和书斋中的学究……”

马克思认为：“无知从来也不能

帮助任何人！”他把知识作为斗争的

武器，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

来武装自己。他精通十多种古代和

现代文学，能够熟练地用德英法三

国文字交替写作。他终生对数学保

持浓厚兴趣，认为一种科学只有在

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真正

完善的地步。仅创作 《资本论》，他

就读了 1500本以上的书籍，博览了

从古代到他那个时期的各种著作，

其中包括哲学、历史、法学、文艺

以及物理学、机械学、土壤学、细

胞学、生理学、农业化学等等。他

熟悉古来一切伟大作家的作品，能

够成段地背诵但丁的 《神曲》，对俗

语和典故的运用信手拈来。对于那

些 轻 视 知 识 、 以 不 学 无 术 为 荣 的

人，他恨不得把他们“挥鞭赶出学

术的殿堂”。他讽刺那些“头脑简单

的人们”：“靠‘从天上’掉下来的

灵感，当然不需要下这样的工夫。

这些幸运儿为什么要用钻研经济和

历史资料来折磨自己呢？”

正是这样的融会贯通，使马克思

的著作有一种动人心魄的力量，其文

字就像汪洋大海里跳跃着的波涛。德

国杰出的理论家梅林评价说：“马克思

表现在他的学术著作中的高度艺术才

能，一开始就是沿着一条奇特的道路

发展的。就语言的气势和生动来说，

马克思可以和德国文学上最优秀的大

师媲美。”以至于把他的文字翻译成任

何一种外文时，都不免要失去许多神

韵。

莱辛说过，在完美的叙述中，概

念和形象应当像夫妇一样地互相结合

在一起。马克思的全部著作，无不体

现这一点。其分析之精辟、定义之准

确、论述之深刻、讽刺之有力、表达

之生动，而且把各种修辞手法结合得

如此完美，可以说是举世罕见的。

《共产党宣言》，世界各国共产党

人的“圣经”，“科学共产主义的出生

证书”。它开始只是教义问答式的条

文，经马克思的修改润色，完全变成

了一部文采飞扬的旷世经典，无可辩

驳地指出，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死刑

的执行人。

在马克思的全部著作中，充满

哲理和辩证色彩的诗句俯拾皆是，如

春日山花烂漫，耀人眼目；如行山阴

道上，令人应接不暇。他无情地批评

拉萨尔：“目前他是一个很不可靠的朋

友，在将来是一个相当肯定的敌人。”

他讽刺约翰·罗素勋爵：“他的那种把

大事化小的天赋才能，只有他的那种

把小事充作大事的罕有本领才能比得

上。”他描画普鲁士资产阶级在三月革

命后执掌普鲁士国家政柄时的形象：

“因缺乏任何独特性而显得平庸，同时

又因为本身平庸而显得独特。”他在

《英法对俄战争》中讽刺俄军：“近乎

怯懦的小心谨慎有时却由于完全无知

而变为轻率的大胆；将军们出奇地平

庸而军队却出奇地勇敢；失败似乎出

之有意而胜利却由误会得来……”他

讥讽福格特的自我吹嘘：“再没有比水

肿病人更干瘪的了。”

语言是思想的外衣，是思想的

直接现实。马克思的论著，绝不是

简单的炫耀词藻，而是射向敌人的

一发发炮弹，每一发都直接命中要

害。就像他自己所说的：哲学是在

它的敌人的叫喊中进入世界的；然

而就是哲学的敌人的内心也受到了

哲学的感染，他们要求扑灭思想火

焰的求救哀嚎就暴露了这一点；哲

学 把 无 产 阶 级 当 作 自 己 的 物 质 武

器，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

精神武器。把贫困的工人阶级彻底

从 劳 苦 中 解 放 出 来 ， 必 须 首 先 用

“精神武器”把他们武装起来。

200年了！马克思没有随着时间流

逝而走远，他的思想在世事变迁中愈

显时代光芒。发展中的各种矛盾和问

题，使人们不得不经常回到这个大胡

子老人那里去寻找答案。

伟大需要有人懂。黑格尔在临终

前谈到自己的学生时说：“我的学生当

中只有一个人理解我，但可惜的是，

就连这个人也理解得不正确。”有人对

马克思不“待见”、不理解，一半由于

被诬蔑，一半由于被神化。把马克思

当人而不是当神，把他的理论当科学

而不是当教条，结合实践与现实来读

他，就会发现：马克思不仅是活着

的、靠谱的，而且无处不在、无时不

在，与每个人的生活与人类的未来息

息相关。

可爱的马克思
■一 丁

谈训论战

基层心声

长城瞭望 玉渊潭

文山会海，没有人不头痛，没有

人不厌烦。可是，不知你注意到没

有，有时文山会海的“受害者”，又

恰恰是它的“复制者”。

“受害者”与“复制者”，看起

来似乎是一对矛盾，但有时候，这

两者在个别人身上又是统一的。尤

其是一些中间部门，“受害者”也

是“复制者”的现象更为突出。比

如，上面文多会多，到了中间环

节，接受又是以文件落实文件、以

会议贯彻会议，从而导致越往下文

越多，越往下会越多，使文山会海

呈现宝塔式形态，自己充当了既是

“受害者”又是“复制者”这样一

个双重角色。

为什么会形成这样一个怪圈？这

是因为，有的“复制者”认为，上面

发了文、开了会，自己不发文、不开

会，就好像不重视、没落实。于是，

就照着发一个文，照样开一个会，致

使文件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会议

像大海涨潮一样越升越高。而事儿还

是那些事儿，工作还是那些工作。落

实了么？没有！

明知道文山会海于落实无益，明

明自己是它的“受害者”，为什么还

要成为“复制者”？原因很简单，就

是这样做既省事、又省力，容易“留

痕”、讨得便宜。据调查，有些地方

一个镇子因为发文过多，光购买纸张

的费用就达几十万元。这不能不归咎

于那些“二传手”。

不是一律不能发文，只要不成

为“山”；不是一概不能开会，只要

不形成“海”。文可以发，但要少；

会可以开，但要短。比如，可以把

文件与会议精神的原则性要求具体

化，列出那么几条来，一条一条地

加以落实；或者创造性地加以落

实，要求有了，直接指导基层干就

是了。这样做，偷不了懒，对干部

的能力素质也是一个考验。本领不

强，是很难做到的。还有一点，上

级机关在检查落实情况时，不要只

看是否发了文、开了会，还要划分

责权、问需于兵，到士兵中走一

走，到训练场看一看，形成一种导

向，让上上下下都不要成为文山会

海的“复制者”。

（作者单位：陆军研究院通用装

备研究所）

“受害者”不要再成为“复制者”
■杨 欢

对于领兵打仗，孙武教给我们的制

胜秘诀是：“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然

而，面对众多之“彼”，古人又道：“知

敌之众，莫如知敌将之性。”

兵随将，草随风；将能打，兵不

怂。每支部队都有自己的特色特性。这

种特色特性，主要取决于统率部队的将

领。战将怎样，官兵就怎样，战力便怎

样。战将的特长和优势，往往会成为所

属部队的特长和优势。战将敢战善战，

部属便不会畏战怯战；战将足智多谋，

部属便不会轻率莽撞。相反，战将身上

的缺点缺陷，也往往会成为所属部队的

缺点缺陷。战将优柔寡断，部属便不会

雷厉风行；战将好大喜功，部属便不会

脚踏实地。

人们常用“料敌如神”来形容指

挥员的神奇。其实，“料敌”很大程度

上就是“料敌之将”，把握住了敌将的

心理脉搏、思维轨迹，即可达到“如

神”的“料敌”效果。诸葛亮之所以

敢唱“空城计”，就在于他熟知司马懿

生性多疑的脾性；雷英夫之所以作出

美军将要在天堑仁川登陆的战略判

断，关键是他知道麦克阿瑟好战、狂

妄的性格，且喜欢玩“蛙跳战术”。人

有思维共性，自然也有脾气个性。摸

透了敌将的“牛脾气”，就不愁牵不住

他的“牛鼻子”。

古今中外，那些能打仗的高手，

往往是“知彼”的能手。拿破仑说他

在打仗时，如果不了解敌军司令官的

全部情况，包括他们的脾气、秉性，

便食不甘味、寝不安席；蒙哥马利在

北非同隆美尔较量时，房间里专门挂

着一张隆美尔的相片，不断地研究

他、揣摩他。我军老一辈军事家更是

这样。每次大战之前，都先给对方指

挥员“画像”，把研究作战对手作为重

要的战前准备，对“知敌将”做到了

如指掌。

人的思维看似天马行空，但并非漫

无边际。现代科学表明，一个人无论多

么不可捉摸，他的思维活动总有一定的

规律可循；无论思维自由度有多大，他

的思维空间绝不会超过其知识和经验的

思维活动半径。就如同从一个人读什么

书、结交什么人之中，大致可以判定他

是一个什么人一样，如果知道敌将在各

种情况下怎样思考问题，就不难弄清他

将来遇到类似事情时会拿出什么计策

来。换言之，敌将的思维是有边界的，

其脾性也是可以琢磨的。

“知己知彼”是胜战的重要前提。

“知彼”既要关注对手的编制结构、兵

力规模、装备性能等，更要摸清对方指

挥官的脾气喜好、性格特点、思维方

式，知道他们想什么、干什么、想干什

么。这样，才能在未来战场上更准确地

料敌、更有效地制胜。

“知敌之众”莫如“知将之性”
■张西成

某部一个连队组织火炮
射击训练，个别战士嫌穿防护
背心太重，就私自脱下了。连
队干部发现问题后严肃指出：
火炮射击时，防护背心能有效
保护射手内脏器官免受损
伤。训练中的每一个环节，都
与未来战争息息相关，丝毫不
能“偷工减料”。他们对照训
练大纲要求及时改正，实现训
练场与战场的无缝对接。

这正是：
防护背心保健康，

私自脱去为轻装。

装具岂能当道具，

重量不减没商量。

洛 兵图 郑建坤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