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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弼时被称为“中国革命青年的导师”。他

之所以赢得这个美誉，是因为他和蔼可亲、视青

年为朋友，善于倾听青年人的意见和建议。

延安时期，一位同志同他谈起边区机关和部

队中存在的缺点，任弼时一言不发，耐心地倾听

着。这位同志谈完后，任弼时一条一条帮他分

析，这才发现任弼时比他掌握的情况还多。这位

同志后来回忆说，他如此倾听是“为着不愿打断

下面同志提意见的热忱”，是“希望从一百句话中

听到一两句有用的话”。

有人说，倾听着是美丽的。善于并乐于当听

众，是工作方法，更是领导作风。一个人能够耐

心地听人把话讲完，才能知道自己的工作对象想

什么、盼什么，从而找到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办

法。如果连听都没有耐心，怎么可能有解难的决

心、对症的药方？

一个忠实的听众，才能受人尊重与信任，让

人捧出心来，道出实情。一位法官在办理一起案

件时，原告就一个问题反复述说。她自始至终没

有打断他的陈述，而是神情专注，耐心倾听。事

后，这位当事人说：“你是第一个完完整整听完我

讲话的人，你对我的尊重让我信任你。”最终促成

了案件的和解。一位战士，给带过他的指导员打

电话，兴奋地说，他这几天被感动和幸福包围

着。原因是一位领导到连队调研时，在与他近一

个小时的交谈中，一直听他把话讲完而没有打断

他，让他说过了瘾！看看，耐心地倾听，战士是多

么渴求，对做好工作是多么重要。

诉求，是人共有的心理倾向。一个人遇到想

不开的事、解不开的结，就想找个人说一说，把

“苦水”倒一倒。有时，问题虽然没有解决，但话说完了，心里会觉得轻松多了。因

而可以说，倾诉具有“自愈”功能，可以减轻人的思想负担，排解心理压力，缓解紧

张情绪。但心里有“苦”的人，有时会“说来话长”，甚至是“没完没了”。这就需要

倾听的人，有“从百句中听一句”的耐心。如果不耐烦、打断他，就会使诉说的人把

话“窝”在心里，从而加重心理负担。

一位优秀指导员介绍他做思想工作的经验：“先听战士把话讲完，然后再做工

作。”有的人缺少的，恰恰是这种简单而管用的方法。有时战士找上门汇报思想，话

还没说完，就不耐烦了：“别说了，我知道了。”或者敷衍了事：“现在我有事，以后再

谈。”可以想一下，当你遇到这种情况时，你心里会怎么想、心理上是什么样的感受？

倾听，需要耐心，更需要爱心。在基层工作的同志都有这样的体会，开始与战

士谈话，往往是客客气气，说着说着，真实想法就吐露了，真知灼见就出来了，有时

会让你觉得“很有想法”。这就是“从一百句话中听到一两句有用的话”的道理。

如果没有“一百句话”的前提，是连“一两句有用的话”也听不到的。

听有学问，听有艺术。做好工作，需要张大嘴巴说，更需要竖起耳朵听，启发

战士打开“话匣子”。人有一个嘴巴、两只耳朵。人说我听、少说多听，别人说的我

耐心地听，我说的别人也才能听得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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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部主官向上级领导介绍一位干部

的情况，说他“很全面”，没有什么明显的

不足。当这位领导问起他懂不懂组织指

挥、完成重大任务的情况时，这位主官回

答：“这方面是短板和弱项。”这位领导当

即指出：“不懂打仗，就是个大毛病！”

干什么的就要会什么、懂什么，成

为那个方面的行家里手。在本职岗位

上不专业、不懂行甚至是外行，就是不

称职、不合格。说一个指挥员“很全面，

就是不懂打仗”，就像说一个农民“人很

朴实，但就是不会种庄稼”一样，要这样

的外行有什么用？

过去一个时期，一些人把懂不懂打

仗看得可轻可重。推荐介绍干部，似乎

什么都会，就是不会打仗；似乎样样都

行，就是指挥打仗不行。选人用人，不

是看会不会“点兵”，懂不懂组织指挥，

而是看关系、看背景、看来头，该用的人

没有用，不该用的人用了，“劣币驱逐良

币”，会“点菜”的挤走了能“点兵”的，善

钻营的淘汰了善钻战的，会来事的排挤

能干事的，黄钟毁弃、瓦釜雷鸣，搞坏了

风气，损伤了一大批人的积极性。

军队的根本职能是打仗。对军人而

言，不懂打仗、不会打仗，绝不是一般的

毛病、缺点，而是致命的短板、不能原谅

的弱点。如果“能打仗”这一关过不去，

就是不称职、不合格，就坚决不能用。所

谓“一将无能、累死三军”，这样的人上了

战场，不但不能带领官兵打胜仗，反而只

能用生命来填补他的无能和短板。

战争年代，干部在战场上考察，能

力在实践中检验。几仗下来，谁行谁不

行，立见分晓。那个时候，许多战将都

只有三四十岁，都是“泥腿子”出身。他

们之所以脱颖而出，走上各级指挥岗

位，就是一条：能打仗。选的人、用的

人，都是在战场上“遛”出来的，谁有本

事谁上。不懂打仗的人，不但不可能得

到重用，而且很快就会被淘汰。这样的

用人导向一经树立，大家只有一个目

标，就是向前冲、打胜仗。

曾几何时，为什么一个位置出来了，

谁都想去争一争？原因就是，那些想上

的人，心里首先存了一个当“和平官”的

念头，“只想当官，不想打仗”。而那些搞

不正之风的人也想：“反正不打仗，用谁

都一样。”选人标准一旦失据，就必然会

形成一种乱象：只要有空位置，就“一窝

蜂”地争，谁都觉得自己能干、自己可以

上，还往往会出现“逆淘汰”。

经过大力匡正选人用人风气，一大

批钻打仗、会打仗的人用起来了，只想

谋个位子、混个职务的人就会越来越没

有市场。就像有的同志所说的那样：

“离打仗越远，就意味着离免职越近”

“不谋打仗，现在连立锥之地都没有

了”。但毋庸讳言，仍有个别人有一种

“过日子”心态、“享太平”思想，心思不

在战场，工作不在状态，不是集中精力

研究战争，而是关注“房子的价格”“赚

钱的行业”“汽车的牌子”。以不打仗的

心态做打仗的准备，用打仗的标准干不

打仗的事，必然打不了胜仗备不好战。

用人导向是最根本的导向，选人用

人的导向一旦发生偏差，对战斗力的损

害就是致命的、根本性的。指挥员不懂

打仗，说什么都没有用，其他一切都是

空的。这个“毛病”不克服，这一短板不

补上，其他方面优点越多，对打赢的损

害可能就越大。其他方面的缺点和不

足可以原谅，唯有“不懂打仗”这一点不

能宽恕、不能原谅。坚持用打仗的标准

选人、用打仗的尺子量人，能者上、庸者

下、劣者汰，才能真正把用心备战打仗

的人选出来、用起来，也才能把那些不

懂打仗、争着当官的人堵在门外面。

（作者单位：军委国防动员部）

不懂打仗就是“大毛病”
■黄献国 刘建军

全国政协委员、吉林大学教授孙

正聿，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著名

专家和学者，著作等身，成果卓著。

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孙

正聿教授就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

方法论问题进行了讲解。他治学的一

个重要方法，就是“忙别人之所闲，

闲别人之所忙”。

孙正聿说：选择一种职业，就是

选择一种生活方式。做学问，既要有

“平常心”，又要有“异常思”；既要

“美其道”，又要“慎其行”。没有“平

常心”，总想一鸣惊人、出人头地，就

静不下心、沉不住气，既不能“苦

读”、又不能“笨想”，就丢掉了做学

问的大气和从容。有了“平常心”，就

会读出人家的好处、吸收人家的营

养，从而悟出自己的思想、形成自己

的体系，也就是具有启发性和震撼力

的“异常之思”。

学问之道不同，但基本精神是相

同的，就是要专一、坐得住、肯吃

苦、乐奉献。这些精神，孙正聿聚于

一身。他治学的名言“忙别人之所

闲，闲别人之所忙”，就是这种精神的

形象概括和生动写照。“忙”与“闲”

的辩证法，在其他研究领域如此，在

军事科学研究中更是这样。

打仗是军人独有的专业，是“别人

之所闲”；而打仗之外的事，则是“别

人之所忙”。我们既不能忙别人的、闲

自己的，更不能“忙别人之所忙”“闲

别人之所闲”。如果看别人忙着赚钱，

自己也去搞投资、做微商，“种别人的

地，荒自己的田”，发展下去就会导致

严重的后果。只有别人“闲”的我们

“忙”，别人“忙”的我们“闲”，国家

和社会才能协调发展、繁荣稳定。

忙人所闲 闲人所忙
■邓 聪 文鹏民

礼法社会，制度森严。朝廷内

部，就连官员之间见面，如何打招

呼，都明确地写在宪章里，错忤不得。

明代初年，朱元璋严刑峻法，惩

治贪官污吏，纠察官的地位就上升了。

明代的笔记 《治世余闻》 记载

说：近来有的官员张势太过，三公九

卿亦曲意奉承，慢慢都见怪不怪了。

有个名叫李兴的官员，性情尤为

躁暴。他巡察陕西时，凡三司官进

见，负责接待的厅事吏都要先在大门

口高叫：“三司官作揖！”再由门子宣

传：“进来！”然后皂隶齐声喝道：“进

来！”经过这样一个过程，三司官才得

以见到李兴。

后来，李兴打死多个平民，又与

巡抚韩文闹别扭。韩文就弹劾他，派

人查实后，判他杀头之罪。后经吏部

尚书、太子太保王恕疏解，他才得以

免死。

从这以后，才取消了三司官报门

之例。作者陈洪谟说，他曾听说，先

年一位资格很老的翰林院掌院，他的

几个学生履新出京之前，相约来辞见

他，并请教他有什么话说，不料这位

老翰林声色俱厉地说：“出去不可使人

怕，回来不可使人笑。”

显然，这位翰林目睹这些官员的

“躁暴”绝非一天两天了，耳闻这样的

事肯定也不是一件两件。不是憋了很

久，他见到自己的门生故旧，应该不会

如此严厉吧！

陈洪谟把这两句话视为“名言”，

郑重地记录在他的笔记里，说几个人

听了这话的反应是“群属凛然”，可见

是切中要害了。

古代那些“使人怕”的行为，还

有官员的出行，那声势是很煊赫的。

就连那些侍卫官，慢慢地都借官员的

威风，以权谋私，为非作歹，危害百

姓。连汉光武帝刘秀都说：作官要作

“执金吾”。这“执金吾”，就是手持大

棒立在马路两边的侍卫。后来，他们

的权力超越原来的范围而越来越大，

因而出去后也越来越令人害怕。

熟悉清代典章制度的内务府镶黄

旗人福格，在《听雨丛谈》里说：

“此官之盛，由来久矣。”他叙述

了“执金吾”这一官职的演变过程后

说：它不但掌管禁军，巡捕五营，还

自理词讼，上传下达，“出入九衢，清

尘洒道，街官闾吏，呵殿道迎”，即使

亲王走在路上，也没有这样的威风。

当然，“使人怕”的不一定使人

尊、使人敬，而往往不免让人骂、让

人 笑 。 有 些 臭 名 昭 著 的 ， 被 人 一

“笑”就是上千年，污点永远也洗不掉

了。

有一老吏，说他作幕僚二十年，

作官三十年，游历九行省，亲见吏治

之坏，因而说：“知府、知县，幸不甚

知。知则劫富民，噬弱户，索土产，

百姓更不堪命；巡抚、巡道，幸不常

巡。巡则搅驿道，折夫马，斥供张，

勒馈赆，属吏更不堪命，仍苦百姓

耳。”

记录这件事的陈康祺，觉得“其言

殊太激切”，后面又举了一个正面的例

子：

诗人袁枚任沭阳县令时，南靖庄

廉访使前来巡察。来到县馆后，用酒

肉招待他，只袁枚一人陪他。他询问

沭水原委、财税收入、土风民情等情

况特别详细。第二天，召集诸生于学

宫，为他们讲解 《中庸》，“款款尽

意，闻者色动”。

第三天，又观看兵丁射箭。结

果，箭大都没有射中。点燃火器，火

器也发不出去。兵丁伏地请罪，袁枚

面子上也有点下不去了。

这时，只见这位廉访使脱去外

衣，手持弓箭，亲自示范。十八发全

部中的，火器也都命中目标。归而就

坐，他笑着对袁枚说：“没有什么可责

备的，你专心治民就是了，巡视是我

的职责，来年再为你们示教吧！”

跟随这位廉访使的，只苍头二

人、童子一人，皆自饮其马，不烦

接待。他临去的时候，县衙赠以金，

辞不受。后卒于官，民为之罢市号

哭，自动为他集钱，一日就达六千

缗。由此可见他受老百姓爱戴是如

何之深了。

写完故事，作者感叹：像这样的

巡察官，老百姓正怕他来的太晩呢！

这最后的感慨，真是余音绕梁，

不绝如缕……

出去不可使人怕
■一 丁

拆字，是中国独有的文化现象。通过

拆字，能更深地理解词义字义、把握要

义。因为聪明的古人在造字时，不是率然

为之，而是把人生的经验与智慧融入其

中，往往是一边表形、一边表意，既形象

生动，又富于哲理。

现在讲打赢，究竟怎样才能赢？把

“赢”字拆开来看，也许能帮助我们更深

地理解“打赢”的涵义。

“赢”的最上面是个“亡”字。本来

是要赢，为什么最先的笔画却是个“亡”

字呢？原来，此中有深意存焉。打赢靠什

么？靠备战！居安思危，不备则亡。“天

下虽安，未必能高拱无事”，无备其亡必

矣。古人总结那些失败的教训，往往是

“必不寇至一念误之也”。所以时时警惕

“闲暇苟不虞，仓卒恐见倾”，坚持做的是

“年年防火起，夜夜防贼来”。

“亡”字下面是个“口”字。打赢靠

的是实实在在的练，夸海口、玩虚套是不

行的，所谓“空言无补，说食不饱”。看

战国时的赵括，兵书读得不少，说起大话

来，一套一套的，好像凭那三寸不烂之舌

就能退敌。可一上战场就露馅了，折戟沉

沙，一败涂地。可见，打仗玩嘴上功夫是

靠不住的。言不空泛则立信，事不伪饰则

立世。再看戚继光的选将与练兵，专挑那

些诚恳朴实、不尚空谈的人，训练中花法

虚套一概摒弃不用。平日操练的，一一如

临阵一般，学一日有一日受用，学一件有

一件助益。作为一个从实战中打出来的将

军，因为他清楚，“空想”和“虚声”，在

真刀真枪的战争面前是一定要吃苦头的。

“赢”的左下面是一个“月”字。

“月”在古汉语里指的是“肉”，这里代指

人的身体。古代战争是冷兵器作战，对人

的身体素质要求很高。没有强壮的身体，

丈八长矛提不起来，百斤强弩拉不开来，受不了热，耐不住寒，这个仗就没

法打了。看看古代那些将士，一个个身体强健、肌肉结实，扛得住“磨”，经

得起“造”，几天不合眼、不吃饭，问题都不太大。

“月”的右面是“贝”字，居于“赢”字下面的中间部位。“贝”指钱

财，是战争需要的物质基础。军队生产安全，不生产谷物。但战争又是个高

消耗的事，其全部粮秣给养，都需要国家和社会来提供。没有全民的力量动

员，没有强大的物质保障，再强的军事力量也支撑不了多久。所以，把

“贝”放在打赢的中心位置，也很有道理。

组成“赢”字的最后一个字：凡。兵者，生死之道、军国大事。但再大

的事，也要从一点一滴做起。尤其是战斗力建设，更需要做打基础的工作，

从平凡小事、平日养成做起。一口吃不成胖子，一锹挖不出井水。好高骛

远、忽视基础性工作，最终也是免不了要吃亏的。

把“赢”字拆开来分析，再合起来研究，可以得到这样的启示：强烈的忧

患意识、良好的训练作风、过硬的军事素质、强大的物质保证、扎实的基础性

工作，在战争中缺一不可。缺了哪一项，在战场上就会成为瘸腿，赢得战争的

胜利就是一件很难的事了。 （作者单位：武警安徽省总队机动支队）

拆

字

说
﹃
赢
﹄

■
王

刚

某部党委正酝酿一名干部的任

用，一个知情者就把情况透露给当事

人了。一位主要领导严肃批评了这种

把“内情”当“人情”送的现象。

干部任用是很慎重、很严肃的

事，往往要经过考察、酝酿、谈话等

许多环节。在最终研究确定之前，谁

也不能把情况泄漏出去。但个别人以

“消息灵通人士”自居，喜欢拿“内

情”送“人情”。有的还在酝酿阶

段，报喜信息已经发出。个别知情人

甚至把一些具体意见通报给当事人，

造成矛盾和误会。这是很不应该的，

说轻了是“卖人情”，说重一点就是

违反组织原则。

干部任用意见不得随意散布，这

是干部工作制度，也是严格的组织纪

律、保密纪律。对拿原则作人情、用

职权谋好处的人，轻的要批评教育，

严重的要依据纪律规定进行严肃处理。

“内情”不能作“人情”
■车金芃

玉 渊 潭

长城瞭望

长城论坛

有天晚上，一位上等兵正在哨位
上，突然听到“扑通”一声。他打开强
光手电一照，才看清是前来查哨的机
关赵参谋。他连忙跑上前去，把赵参
谋扶了起来。第二天上午，连长把这
位上等兵叫到身边。他本以为连长
要表扬他，没想到递到他手里的却是
一份通报，通报上说哨兵“实战化意
识不强”。在他摸不着头脑之际，连

长说：就因为昨天夜里查哨时你打开
了手电。

这正是：
夜间查哨遇手电，

暴露目标如光天。

违背条令与实战，

遇到敌情一锅端。

洛 兵图 杨世超文

谈训论战

跨界思维

基层心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