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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界思维

圣人曰“三立”，其一为“立言”。

“立言”情有所不敢，力有所未能。

若如苏辙所云，“人生逐日，胸次须出一

段好议论”，则作为目标可，终身实践亦

可。

人生百行百业，总有一行是属于自

己的。干好自己这一行，方不白来这世

上走一遭。说来惭愧，本人体脑俱弱，

力不能提刀上马，忝为文人之列，这“发

好议论”之说，自非为他人所言，理应专

为文人而发。

吃白食，是现今的说法，《诗经》里

叫尸位素餐。后人加以发挥，更进一

解，说：不但有益于世为不素，即益于

世，如果日间不作一善事，不增一学问，

不发一好议论，便是素餐。一日如是，

虚度一日；一年如是，虚度一年。素餐

孰大于是？按照这个说法，为文的没有

写出好东西，就等于吃白食。以此来衡

量，这行当白吃白喝的人应该不少吧？

南宋的洪迈，写了一本有名的书

《容斋随笔》。他本身在朝廷作官，任翰

林学士。有一天他侍奉在皇帝身边，孝

宗忽然问他：“近来恍惚见甚斋随笔？”

洪迈不知道皇帝这话什么意思，紧

张地回答：“是臣所著《容斋随笔》，没有

什么价值。”皇帝说：“很有些好议论。”

洪迈这才放下心来，并连忙起谢。后来

他把这件事郑重地记在书里，说：“书生

遭遇，可谓至荣。”受到皇帝的垂青，洪

迈写得更加卖力了。

随笔里很大一部分内容，是对史实

的考订和评论。孝宗皇帝如此说法，可见

他是认真地读了这书，而且眼光也是不错

的，因为后世跟他同样看法的人还有不

少。史称他是南渡后最有作为的皇帝，想

必是从书里吸取了不少治理的经验。

明清之际，有几个文人我是又爱又

怕的。爱的是他们胆子大、敢说话，能

言人所未言；怕的是他们每每戳到你的

痛处，使你一会儿脊骨透凉，一会儿双

面发烫，冷热间作，如犯疟疾。

先说这袁中郎。他议论的泼辣，乃

是独树一帜的。他评价庄子和荀子，

“见从己出，不曾依傍半个古人，所以他

顶天立地”。他讥讽当时那些记几个烂

熟故事、用几个现成字眼的人是“粪里

嚼渣，顺口接屁”；他批评那些“剽窃影

响”之作，如老妇人涂脂抹粉，愈显其

丑，徒增人厌。

好议论的“好”，首先体现在情感上

的“真”。中郎写信给他的好朋友江盈

科，说自己“越行诸记，描写得甚好”，大

概玩笑话占十之七，严肃的话占十之

三，“然无一字不真”。他说，把这些作

品拿给那些作假事假文的人看，他们会

极其怨愤怒怪，如果给兄弟您看，你肯

定会笑倒无疑的。

他为江盈科作传，说他的文章“有

俚语，无套语。俚语虽可笑，多存韵

致。套语虽无可笑，觉彼心中，烂肠三

斗，未易可去”。中郎说，文人可以有俚

语，但不能有套语。而有些文人专用套

话作不痛不痒文章，读来犹如嚼渣，更

无一篇可存于世。

好议论的“好”，还表现为意思上的

“新”。人家这么说，你也跟着这么说，

那叫拾人牙唾，不叫好议论。而许多好

议论，恰恰是平常语。

明代的李贽，也是一位个性鲜明的

作家和思想家。他论文道：“世人厌平

常而喜新奇，不知言天下之至奇，莫过

于平常也。日月常而千古常新，布帛菽

粟常而寒能暖、饥能饱，又何其奇也！”

所以他说，是新奇正在于平常，世人不

察，反于平常之外觅新奇，这能说是新

奇吗？在他们看来，文章议论新奇，原

无一定格式，发人所不能发，一一从胸

中流出的东西，才是真新奇。而当时的

一些人，有一种“新奇套子”，表面看似

新奇，实际上是陈腐，尤为可厌恶之甚。

读好的文章议论，常常觉得“此中有

人”，有人的情感、人的爱憎，字字欲飞、

纸纸欲立，而不是如僵尸一般，死气满

纸。我学写一点东西，恪守一点：尽量多

写点事实，多写点故事，尽可能地少发点

空论，少说点套话。理想固然崇高，达到

实属不易，不被讥为“嚼渣”亦幸矣。

好议论并不限于文字。就是寻常

说话，也可以少一些家长里短、米盐琐

屑，多一点识人论事、社情民俗；少一些

官职升降、钱财出入，多一点人民疾苦、

百姓痛痒。

清代的汪钝翁，与某宗伯议论多不

合。一日，他与严白云论诗，对白云说：

“您在宗伯门下最久，你认为他说的什

么话为确切不移的谛论？”白云举出他

说的一句话：“诗文一道，故事中须再加

故事，意思中须再加意思。”钝翁听了，

不觉爽然自失，才不得不佩服他。

“儒生有毛病，道理充穷腹。”好议

论最怕挦扯割裂。尤其是一些以文为

业的人，出口全是道理，细想全无道理，

尽是一面之理。正的反说，反的正说；

今日这么说，明日又那么说；今日见些

子道理，明日又见些子道理，这是最误

人的。

“上之人刻意求平，下之人刻意求

奇”，这两个方面，都是要不得的。

每天发一段好议论
■哲 之

前不久，某部机关干部兵分多路，
调查了解当前基层官兵思想状况。但
由于走的是“固定路线”，看的是“独特
风景”，调研报告出笼后，因为内容空
泛、没有“情况”而受到批评。他们重
新下到基层，采取线上与线下、问卷调
查与个别交谈、面对面与键对键相结
合的办法，了解掌握了不少新情况新

问题，修改后的材料也生动充实多了，
成为党委机关改进工作的重要依据。

这正是：
跟着导航搞调研，

走马观花终是浅。

沉到水底抓活鱼，

不愁空手入宝山。

洛 兵图 惠凡芮文

党的力量来自组织，组织强则军

队强。

全面加强新时代我军党的领导和

党的建设工作，一个根本落脚点就是

要坚持组织路线服务政治路线，聚焦

备战打仗主责主业，加强我军党的组

织体系建设，增强各级党组织的领导

力、组织力、执行力，把党的政治优

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制胜优势。

一根筷子，轻易就可以折断它；

而一把筷子，费很大气力也奈何它不

得。这就是分散开来与组织起来的区

别。自从我军设立各级党的组织，军

队的凝聚力空前增强，部队战斗力空

前提高。我军成为威武之师、文明之

师、胜利之师，以弱胜强、以劣胜

优，打败一个又一个对手，战胜一个

又一个强敌，创造中外战争史上一个

又一个奇迹，一个重要原因是党的组

织力量发挥了关键作用。实践表明，

把各级党组织建设好了，打赢就有了

可靠保证；把广大党员的模范作用发

挥好了，就有了带动部队的骨干力量。

列宁指出：“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

的斗争中，除了组织而外，没有别的武

器。”军队是要打仗的。偏离中心抓党

建，就会把党的建设抓虚了、抓空了。

围绕中心抓党建，真正把战斗力这个唯

一的根本的标准贯穿到军队党的建设各

方面，以这一标准来规范和评价各级党

组织的建设、运行和业绩，才能切实形

成有利于提高战斗力的舆论导向、工作

导向、用人导向、政策导向，促使各级

干部始终把打仗作为主责主业，把心思

和精力向战斗力聚焦，从而不断提高统

兵打仗和作战能力。

明者因时而变，智者随事而制。

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实现了我军体

制编制的整体重塑，构建形成军委管

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新格局，体

现了战略谋划、建设标准、发展路径

与价值导向的统一，体现了保持正确

政治方向和坚持强军制胜改革取向的

统一。同时，改革的深化，使军队党

组织的体系结构、类型设置、职能配

置等也发生了很大变化。适应新体

制、履行新职能、担当新使命，要求

各级党组织必须尽快找准职能定位，

优化组织设施，健全制度机制，改进

领导方式，把组织功能充分发挥出来。

组织功能最终要用实战来检验，

组织力量最终要靠打赢来衡量。目

前，党建工作还存在中心不居中、结

合不够紧等问题。有的游离于中心之

外，就党建抓党建，没有与战斗力建

设形成良性互动；有的抓战斗力建设

精力不够集中，议训议战制度落实不

好、质量不高，等等。这些问题不解

决，既影响党的建设质量，也影响部

队战斗力提高。只有把党的建设与战

斗力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捆在一起

抓，才能使二者相互促进、共同提高。

信息化战争，改变的只是战争形

态和作战样式，而不是战争的本质属

性。从一定意义上说，信息化战争是

全时空的政治战，每一步都具有很强

的政治性。特别是小战争、大背景，

局部战争、全局影响，军事手段、政

治目的之特征，对军事决策的科学

性、指挥的统一性、行动的准确性提

出了更高要求。把党组织建设得更加

坚强有力，把组织功能充分发挥出

来，准确快速决策就有了坚实依托，

才更有利于把我党我军政治上的优势

转化为军事上的胜势。

组织是靠山、是保证。军队打胜仗

离不开党的领导，个人进步同样离不开

组织培养。据说，一位从事地下工作的

革命前辈，晚年体弱多病，靠轮椅代

步。可是，当组织上派人来看望他时，

他听到女儿的喊声：“组织上来人了！”

这位老人居然条件反射似地站了起来，

问：“组织上有什么指示？”这一句简单

的话，竟然唤醒了老人埋藏在心底的记

忆！这个故事生动地展示：“组织”二

字在革命者心中的分量。

组织是无声的命令，也是最大的

依靠。组织功能充分发挥，强军事业

充满生机。强大的组织力量，永远是

我军发展壮大的根本保证，永远是我

军立于不败之地的力量源泉。

（作者单位：军委国防动员部）

组织有力量 部队打胜仗
—全面加强新时代我军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工作系列谈③

■王东海

一个人从小学到大学，要经历各种类

型的考试，必然会碰到既有“必答题”也

有“附加题”的试卷。“附加题”是“正

题”之外，不计入总分、可做可不做的考

题，因而不少人并不在乎它。

如果说，在考场持这种态度及做法还

情有可原的话，那么到了生死对决的战

场，对不期而遇的“附加题”就万万不可

小觑了。换言之，对战场上的“附加题”，

我们不仅要答，而且必须答好。

“天下之事，莫神于兵；天下之能，

莫巧于战。”活力对抗的战争舞台之所以

神秘莫测、精彩纷呈，就在于谁都无法任

由自己的性子来设定战争的进程和结局。

对任何一方来说，随时都会遇到或打乱作

战节奏、或干扰信息通讯、或破坏协同部

署等这样那样的“附加题”。对“附加

题”视而不见无异于掩耳盗铃，对“附加

题”处置不当必然会陷入被动。

有人说过：“想象力比标准答案珍贵千

百倍。”战场上的“附加题”，实际上就是给官

兵出的一道道“思考题”“发挥题”，考验的是

指挥员的想象力、应变力。战争实践表明，

储存在题库里的用兵知识与经验，你能想到

的敌人也能想到；写入教科书里的制胜原理

与法则，你会运用的敌人也会用。“反者道之

动，弱者道之用。”未来信息化战争，指挥员

最忌讳的是思维被“标准答案”所困，一味在

敌知我知的共性问题上反复纠缠，看起来非

常认真、非常较真，实则对打赢没多大价值。

战场上的功夫有时全在题外，好多问题

看似题外话，却又是题中应有之义。近年来，随着我军练兵备战的不断深入，广大

官兵实战意识、实战能力有了明显提升，但仍有一些不足之处。有的只盯着分数，

与积分有关的“必答题”抓得紧、抠得细，而对加不了分的“附加题”能省略就省略，

能不做就不做。这些与战争法则相悖的“考场思维”不破除，很容易限制指挥员的

创造性，很可能被战场上一道道“附加题”所难倒。

毛泽东曾在一次谈话中说：“考试出20道题，学员能答出10题，答得好，其中

有的答得很好，有创见，可以打100分；20题都答了，也对，但是平平淡淡，没有创

见的，给50分、60分。”未来战场存在着一系列的可能，战争远比想象的复杂，谁也

无法真正辨清哪些是“必答题”、哪些是“附加题”。唯有多设计一些不限条条框

框、不定标准答案的思考题，才能逼近战争真谛，找到制胜战场的好办法。

（作者单位：陆军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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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保定市有一个地方叫白沟。

一台缝纫机、一张案板，原本不

产皮革的白沟，从家庭作坊起步，如

今发展成为“中国箱包之都”。他们发

展的一个重要理念是：“风起了，重要

的是紧紧跟上。”

自古重商的白沟人，经历了从模式

转型、品质转型到业态转型、城镇转型

的过程。改革开放的春风在东南沿海掀

起春潮时，也在这个华北平原的小镇上

激起层层涟漪。嗅到开放气息的白沟

人，就开始走南闯北，倒腾玩具、泥人

和针头线脑了。“东方风来满眼春”。

1992年初，邓小平南方谈话，让白沟

人更强烈地感到，改革的春天已经到

来！当时，手提包、旅行箱在大城市逐

渐兴起，敏锐的白沟人迅速跟进，开始

箱包的制作生产。“南义乌，北白沟”，

这是今天人们一致的看法。

“风起了，重要的是紧紧跟上”，这不

仅是白沟人的成功之道，也揭示了发展

进步的普遍规律。军事领域是竞争最为

激烈的领域。科技之风、创新之风，总会

最先刮向军事领域这个桥头堡。能敏锐

地感受到风的到来，并抓住机遇、乘势而

上，才能发展自己、壮大自己；如果感觉

迟钝，对风的存在茫然不觉，甚至连南风

与北风、东风与西风都分不清，在风暴的

旋涡里四顾徘徊、左右摇摆，注定是要落

在别人后面被动挨打的。

“有些人能感受雨，而其他人则只

是被淋湿。”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鲍勃·迪

伦说的这句话，划分了风雨到来时的两

种情态。当前，世界新军事革命浪潮风

起云涌、风头正劲。谁见事早、动作快，

谁就能抢占先机；谁思想保守、固步自

封，谁就会在竞争中错失良机。只有比

别人更快、更深刻地觉察世界的变化，

并充分利用变化的条件创新创造，才能

立于潮头、破浪前进。

紧紧跟上开放的气息
■李栋杰

故事被刷屏，文本在流传，心灵受

震撼……

反映西藏边防军人真实生活的新闻

作品 《我站立的地方》，中青在线推出

后，短短二十来天就有超过1.2万个微信

公众号转发。许多人流下了感动的泪

水，更多的关注和祝福从祖国四面八

方，汇聚到了那个叫做“陇”的地方。

读罢这条新闻，让人感动的不光有

边防军人的事迹，也有千千万万“为之

感动着”的人们。这种感动弥足珍贵，

它让边防军人深切感受到祖国的关怀、

人民的厚爱，从中得到了温暖、受到了

激励。同时，也让更多的军人进一步读

懂了奉献的价值，看到了强大的后盾，

增添了无穷的力量。

对于边防军人来说，他们早已习惯

了默默无闻的坚守，视保家卫国为天职

和本分，从来没有想过要什么回报。就

如六连官兵说的：“没想到，我们做的分

内事、平凡事，能得到全社会的广泛关

注、一致认可。”这种“没想到”，正是

边防军人的可贵之处。而对于全社会来

说，因为这样的“没想到”，就更应该经

常“想得到”那些驻守边关的亲人们。

让更多默默无闻的卫国者“赫赫有名”，

赢得全社会的尊敬，这本身就是建设强

大国防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的关注，

意味着全民国防意识的增强。每一份关

注都是一种国防实力，都有益于激发部

队战斗力。无论何时，“边关”“军队”

“国防”“军人”都需要被关注，不该被

遗忘。

和平的星空下，仍有许多不为人知

的牺牲。生活普遍好起来了，仍需要有

一部分人长年镇守边关，继续吃苦受

累。当安宁的城市如期点亮“灯火”的

时候，他们却露宿荒野相伴“篝火”；当

悠闲的人们相约去“健身”的时候，他们却要行走在雪线上时刻准备“献身”；

当富裕起来的人们热议如何“养生”时，军中男儿却以生命代价为整个民族

“养气”。他们走过的路让人惊心，吃过的苦让人动容，受过的痛让人心疼。于

无声处听惊雷，故事背后是精神。从边防军人站立的地方，我们看到了一种站

立着的精神——这就是习主席倡导的爱国奉献精神。

爱国是最深沉的情感，奉献是最无私的行动。边防六连的事迹之所以打动

人心、催人奋进，就是因为这种精神里，既有“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

十州”的豪迈，也有“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担当；既有“压

倒一切敌人，压倒一切困难”的血性，也有“牺牲我一个，幸福十三亿”的境

界。这种精神，闪烁着文明古国几千年流传不衰的家国情怀，凝结了人民军队

91年奋斗牺牲的血脉传承，熔铸了当代青年奋发向上的价值追求，从《诗经》

流淌开来，向未来延续下去，这是新时代的“正气歌”，是新一辈写就的“英

雄颂”。

人无精神不立，国无精神不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

锣打鼓就能实现的，而需要无数个“边防六连”勇敢地站立在自己的阵地上，

用家国情怀、使命担当、牺牲奉献，挺起民族的脊梁。“我站立的地方是中

国”，站立的中国有精神。祖国的疆土一寸不能失，民族的尊严一丝不容凌。无

论身处什么环境，面对何种压力、艰险和挑战，都要顶天立地、无畏战斗、至

死不渝、侠骨留香。当每个中国人身上都有了这样一种站立着的精神，中华民

族就能永远傲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边关并不遥远，就在每个人的脚下。心防也是边防，需要所有国人共同守

护。中国的崛起，最先崛起的应该是精神。在“物质GDP”不断增长的同时，

我们也要让这样的“精神GDP”快速增长、全面提升。让边防六连的故事常讲

常新，让中国精神充盈每一寸山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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