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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只涅槃的凤凰，脱胎换骨之日，

正是需要强筋壮骨之时。对于我们这

支刚刚破茧成蝶的军队来说，强筋壮骨

是长远之计，更是当务之急。

“大抵有基方筑室，未闻无址忽成

岑。”经过几年的调整改革，重塑了军队

领导指挥体制，制约我军的体制性障碍、

结构性矛盾基本解决，人民军队体制一

新、结构一新、面貌一新，发生了浴火重

生的变化。但从脱胎换骨到强筋壮骨，

犹如一个“三级跳”，中间还要经历好几

个层次。尤其要看到，脱胎换骨之际，正

是身虚体弱之时，强身健体刻不容缓。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基础扎实，坚

如磐石。改革之后的军队，可谓百事待

举，但抓训练始终是重中之重；按照新

的标准要求推进实战化训练，可谓千头

万绪，但打基础始终是必由之路。万丈

高楼平地起。基础训练，是战斗力生成

提高的基石，犹如大厦之地基、桥梁之

底座。训练基础不扎实，就像在烂泥塘

里跳高，使什么招都不管用。可以说，

基础训练的程度，决定实战化训练的深

度，也是衡量一支军队是否有战斗力的

重要尺度。

一位哲人说过，最基本的才是最有

用的。基础知识学习、基本动作训练看

似平淡无奇，实则是打仗的“必杀技”。

打牢部队的训练基础虽然下的是慢功

夫，实则走的是打赢未来战争的“快车

道”。凡事都有其内在逻辑和规律，如

果连最起码的知识和技能都不掌握，即

便再科学的作战体制、再高超的指挥艺

术、再先进的武器装备，也难以转化成

所向披靡的作战力量。二战时期，德军

与英法军队在武器装备等方面不相上

下，之所以能够“闪击”大半个欧洲，一

个重要原因在于德军官兵训练有素，平

均战斗力水平比对手高出15%以上。

现在有一个流行语：对于任何技

能，仅仅知道了，没用；泛泛理解了，没

用；什么时候才有用？熟练了才有用。

尤其是现代兵器，科技元素已渗透到每

个部件，即使把高科技兵器摆在你面

前，没有三年五载的揣摩和积累，没有

足够的知识和技巧，也难以有效破译和

掌握，更不用说熟练与精通了。有人做

过调查，一名坦克兵至少要3年、一名飞

行员至少要5年才能上战场。信息技术

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构造复杂，另一方

面又非常脆弱，对武器装备训不到家，

就发挥不出其应有的威力。

经验表明，基础训练不怕慢、就怕

站，不怕重复、就怕重复得没有效益。

应当看到，军队本身就是一个流动的集

体，训练对象年年都在刷新，这就决定

了基础训练没有止境，不可能一劳永

逸。尤其要看到，改革后新组建的单位

和人员，素质参差不齐、能力强弱不

一。重新唤起对基础训练重要性的认

识，持续加大基础训练的力度和强度，

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

从当前情况看，部队的基础训练情

况不容乐观。一些新单位为了尽早展

现新成效，心急火燎，军事训练一起步

就“高抬腿”，一开局就“撑杆跳”，这种

做法无异于沙地筑楼。一些指挥员训

练环境稍一复杂就一头雾水，考核条件

稍有变化就无所适从，这从根本上来

说，是基本功不扎实所导致的。

现代战争虽然是体系对抗，但最终

都要体现到一枪一弹、一招一式上。军

事技能上的任何缺陷和闪失，都可能授

柄于敌、招致祸端，进而影响体系作战

能力的发挥。以色列军队在总结“铸铅

行动”教训时发现，基础训练不扎实是

导致巷战出现伤亡的主要症结。为此，

以军下大力强化基础训练，仅射击训练

的出枪、更换弹匣动作，就要练几千甚

至上万遍。理由很简单，只有把这些技

术练成“本能反应”，上了战场才能处变

不惊、克敌制胜。

“习兵之学，必先由下以及中，由中

以及上，则渐而深矣。不然，则垂空言，

徒记诵，无足取也。”打基础是一个长期

叠加积累的过程，短时间内见不了效，运

动式、活动式的方法打不牢。因而要有

前人栽树、后人摘果的胸怀，要下燕子垒

窝那样的苦功、细功，以钉钉子的狠劲、

滴水穿石的韧劲，一点一滴、月月年年，

全面、深入、经常、扎实、细致地做好打基

础工作。只要把时间用够了、功夫下到

了，一支历经换羽换骨的军队，就会筋强

骨壮、振翅高飞。

（作者单位：陆军研究院）

脱胎换骨更要强筋壮骨
—破解实战化训练难题大家谈③

■张西成

“发理完了，思想也通了。”这是一位

“老政工”回忆当年做思想工作的体会。这

种境界，今天听来，也不禁令人神往。

思想工作讲究春风化雨、润物无声。

“发理完了，思想也通了”，讲的正是这种

“化境”。那个年代，每个连队都有一两个

理发员，许多干部骨干也都会理发。这不

仅是一种特长，而且是思想工作的重要方

法和手段。干部骨干一边给战士理发，一

边拉着家常：家里来信没有，对象处得怎

样，社会上流传什么消息，最近有什么想

法……理发的同时，不但了解了战士的思

想，而且许多思想疙瘩顺势就解开了。

这样做工作的好处，是不强迫、不生

硬，自自然然、入情入理。这种方法，虽

然简单，却实际管用，是我军政治工作的

优良传统。

思想工作犹如在人的头脑里植入一片

绿色，最需要的是和风细雨，最怕的是疾

风骤雨。毛主席曾把思想工作比喻为下

“毛毛雨”，指出“不能用粗暴的方法，不

能下大雨，要像下小雨一样才能渗透进

去”“毛毛雨下个不停，倾盆大雨一来就会

发生径流，吸收不了”。这是说得再清楚不

过了。

还有人把交流与沟通比喻为饮酒。“迫

人饮，饮者寡；任人饮，饮者多。故君子

之教人，但为人具佳酿，不为人严觞政。”

“严觞政”指的是严格的酒令。意思是说，

强迫人喝酒，人喝得少；而在宽松的环境

下让人随意地喝，则喝得多。所以，君子

只为人酿造可口的美酒，而不是制定严厉

的罚人喝酒的措施。这一比喻，生动准确

地道出了接受与被接受之间的关系。

但现实中，“迫人饮”者多而“任人

饮”者少，“具佳酿”者少而“严觞政”者

多，不管自己酿出的酒是否甘甜，提起壶

来就是硬灌。有的做工作就那么三两下

子，就那么三五分钟，甚至只宣布政策，

不宣传讲解，态度粗暴，方法简单，甚至

强加于人，信不信由你，通不通不管。这

就像下暴雨一样，听起来“噼里啪啦”下

了不少，但真正让土地吸收的没有多少，

甚至还会因剧烈的冲刷，把许多养分给冲

掉了。

信息网络的发展，为思想工作注入新

的生机与活力。许多单位利用“微元素”

开展思想工作，运用微故事、微讲堂、微

论坛、微寄语等形式搞活教育，为官兵所

喜闻乐见。但也有少数人过分依赖于

“键”而忽视于“面”，键上来键上去，就

是不见“真人面”，把一些好的思想工作传

统给丢掉了。有的把很自然的思想交流，弄成刻板的“套路”，谈个心还专门设

立“谈心室”，做“谈心记录”，把本来随时随地都可以开展的谈心活动，搞得

变了味，把本该随机的思想工作搞成了程式化、形式化。这种做思想工作的方

法，与那种“发理完了，思想也通了”的渗透滋润相去甚远，其效果也可想而

知。

有位骨干做一名战士的思想工作，他苦口婆心说了一堆，这名战士一句一

个“是”、一句一个“明白”，气氛很尴尬。什么原因？这位骨干事后自我反

省：平时对战士关注多、关爱少，指点多、指导少，交流不交心，身近心不

近，“你对我不打不骂也不爱，我对你光听不信也不服”，导致信任度降低、距

离感增大。

人的思想是软的、活的，所以做人的工作最忌生硬和死板。现在，部队内

外环境变化很大，官兵思想十分活跃，“三两分钟就想摸透，急雨一阵就想滋

润”的做法是行不通的。更不能像人们讽刺的“执杯持耳翁”那样，提耳硬

灌、敲头劝学。只有“捧出一颗心”来，以心换心、以情动情，懂得士兵的

心，关注士兵的情，善解官兵的难，让官兵觉得：你就是那个懂我的人！这样

做工作才能事半功倍，取得良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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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之事，莫神于兵；天下之能，莫巧

于战。”在活力对抗的战争舞台上，敌对双方

都绞尽脑汁，挖空心思，你想置我于死地，

我想陷你于绝境，你因我而定策，我因敌而

施计，正所谓敌动我动、一动全动，敌变我

变、一变全变。在这种情况下，肯定难有

“常势”“常形”可言。

战争较之其他社会现象，往往最难捉

摸，也最具不确定性。然而，兵无常势，却

有常法。它如同一头怪兽，看起来气势汹

汹、煞是吓人，可一旦摸透了它的脾气、掌

握了它的规则，就不愁它不听你的调遣。一

些人之所以在“兵无常势”面前手足无措，

就在于对战争特征没有深入研究，对战争

“常法”缺乏深刻的认知，人为地把它神秘

化了。

古人云：“废阵者败，执阵者愚。”阵

者，排兵布阵之法也。尽管战争形态千姿

百态、千变万化，但总有一些基本的兵战

元素和规则恒久不变，一旦掌握了，将受

益匪浅，于时代发展不会过时，于战术创

新不会失效。从人类战争实践中提炼出来

的高超的排兵布阵艺术，是知识和智慧的

载体，传递的是关于战争最为本质、最为

重要的信息。很难想象，一个对战争规律

一点都不懂的人，怎能带领部队练好兵、

率领部队打胜仗？

战不过攻守，术不过奇正。出奇谋、用

奇兵，历来为兵家追求制胜的至高境界。然

而，许多人在探讨这一问题时，仅局限于以

奇说奇、就奇论奇，殊不知用奇与用正是紧

密相联的，不能用正，焉能用奇！古今中外

那些出奇制胜的战例，很多就是在常法、常

理、常规基础上因地制宜、灵活变通取得的。知常才能反常，反常先要知常。

只有把常规的战略战术研究透，才可能根据实际情况，创造出奇特的用兵方

法。指挥员对“常”的认识愈深，对“奇”的运用才会愈巧。

“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常法”教给我们的不是教条，而是启迪智慧

的思维方式。学“常法”是为了激“变法”，战场上机智灵活、巧妙取胜，才是“常法”

的真正价值。

（作者单位：甘肃省庆阳军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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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部一名战士因违反训练时间不
允许去超市的规定，被机关通报。他
按照连队要求写了一份检查。不料，
检查交上去后，被认为字数太少，断定
他认错态度不端正，并要求他拿回去
重写，不能少于 3000字。指导员得知
后，纠正了这一做法，并在晚点名时
说，认识到错误并改正就行了，不能用

字数多少来衡量认错态度。
这正是：
检查不在字数多，

认错知改最重要。

若以字数论态度，

违情悖理难两好。

洛 兵图 惠凡芮文

北宋的政治家吕夷简，素来喜欢佛

教文化。他做宰相后，淡泊简静，很少

与士大夫们来往。只有那些能谈禅的

人，才稍得优容。于是那些好进之人，

往往宽袖道袍，经常到禅寺里去，随僧

众一起吃斋饭，谈说禅理，希望有一天

能得到宰相的青睐。当时的人把这叫

做“禅钻”。

明末清初的文学家周亮工，在他的

著作里引用了这个故事，并指出：儒释

道三家，各有钻者。“此外纷纷，钻不可

胜计矣”。这故事和议论，今天读来，仍

令人不胜感慨。

投机钻营的人，历代都有。投机钻

营的手段，也是花样翻新，种类繁多。

但不论钻营的方法有多少，一个共同的

特点，就是钻营者的眼睛始终盯着上面

的人，窥伺他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

看他们有什么特长、有什么爱好，以钻

其所长、投其所好。比如，领导喜欢摄

影，后面马上会围上来一批搞摄影的

人；领导喜欢打球，后面又会跟一帮打

球的人。这些人当中，有的是确实与领

导有相同的爱好。但不可否认，有的则

是把这当作接近领导的手段，以达到

“套现”的目的。“不怕领导讲原则，就怕

领导没爱好”，说这话的人，明明白白地

告诉人们，他们要利用领导的爱好做什

么，以及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

人的情趣爱好有雅俗之分、高下之

别。但即使高雅的情趣、健康的爱好，

一旦被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也会不知

不觉地落入圈套，最后甚至会掉进陷

阱。就说吕夷简吧，他清静自守，慎于

结交，也算是廉洁有为的一代名相了。

他对佛教的爱好，应该说也是很高雅渊

深了。尽管这样，有的人一听说，就到

禅寺里去了。试想，连这么高深的学

问，都有人费尽心机地去投机，还有什

么不能用来投人之所好呢？如果把利

用谈禅说理谓之“禅钻”，那么其它可以

用来钻营的渠道就实在太多了，不警惕

能行吗？

可能人们对这一现象看得太多了，

所以做过幕僚的汪辉祖告诫做官人：

“嗜好宜戒！”他说，以官员一人之身，侍

于旁者，候于下者，奔走于外者，不止数

十百人，无不窥伺你说话的声调语气，

乘机舞弊。不特声色货利一个都不能

沾染，就是读书赋诗、临池作画，弄不好

也会成为招弊之缘。当你写字画画正

在兴头时，就会有人用公事来试探。当

你稍微表现出不耐烦，弊端就可能由此

发生。所以他说：“人非圣贤，谁无嗜

好，须力自禁持，能寓意于物而不凝滞

于物，斯为得之。”就是说，不要陷到自

己的爱好中去。

蒲松龄在他的故事中，也告诫人

们：“为人上者，一笑颦亦不可轻。”唐太

宗李世民对他的儿子说：“人君当淡然

无欲，勿使嗜好形见于外。”历史学家王

夫之说这是“知道者之言”。为什么这

么说？因为人一旦沉迷于自己的嗜好

并表露在外，就会有人乘间以“相惑”，

由是而“销日糜月，滥喜狂怒，废事丧

德，戕天物，耗财用，导慆淫，迩宵小，抵

于败国亡家而不悟”。明太祖朱元璋则

明确地把嗜好上升到治乱的高度来认

识：“嗜好之间，治乱所由生也。”他经常

告诫大臣们慎爱好、戒嗜好。

大凡明白这个道理的人，都时时节

制自己的嗜好，不使其成为惑乱“围猎”

自己的缺口。孔繁森爱好摄影，但他把

这个爱好“藏起来”，直到他去世后，人

们才知道他是一个摄影爱好者。吉林

省水利厅原厅长汪洋湖，他的家人都知

道他喜欢吃鱼。而他在水利厅工作期

间，大家都知道他不吃鱼。他说，水利

厅管着全省几十个大小水库，一旦大家

知道他爱吃鱼，逢年过节，就可能有人

投其所好，容易滋长不正之风。

一个人尤其是领导干部，如果管不

住自己的爱好，就会给别有用心者以可

乘之机，成为他们办事牟利的“敲门

砖”，最终会因“爱好”而“累大德”。所

以，即使健康的、有益的嗜好，一旦被人

所利用，也会反过来使“益”变成“害”。

“禅钻”的教训不可不慎重对待。

（作者单位：武警部队后勤部）

警惕“纷纷各有钻”
■鲁闻恋

二战后，日本经济处于崩溃的边

缘。由于大量熟练工人死于战场，产

品质量一直上不去。

转机出现在1950年6月。控制日

本80%资本的21名企业家出席了一场

盛宴，欢迎美国质量管理专家爱德华

兹·戴明博士。戴明在日本举办了为

期8天的质量管理讲座，数百万日本

民众通过无线电波收听了戴明的授

课。戴明用他富于感染力的语言，传

递了两个重要的思想：一是高质量并

不意味着高成本；二是一开始就把事

情做对。

一场声势浩大的质量改革运动由

此拉开。在全社会共同努力下，日本

集成电路缺陷率降至千分之一，比当

时的美国低了许多。又过了10年，产

品的质量进一步提高，之后的检测表

明，其产品的出错率为零。

靠精益求精获得质量，靠一开始

把事情做对降低成本。这一思维理

念，托起战后日本电子产品的腾飞。

“一开始就把事情做对”，对企

业是这样，对战争更应如此。战争

是输不起、错不得的，更是不可能

修改的。一场战争，赢了就是赢

了，输了就是输了。它不像其他事

情，错了可以修改、可以更正，战

场上的每一个决策，都事关生死，

一旦错了，就要为此付出巨大的生

命代价，损失往往是难以弥补的。

所以，一开始就把事情做对，对战

争中的每一环节都显得极其重要。

这就要求每一个人在事关战争问题

上，都必须慎之又慎，树立强烈的

质量意识和高度的责任心，对每件

事、每个环节都精益求精，这样才

能以小的代价换取大的胜利。

一开始就把事情做对
■邓雅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