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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第42回，写长坂桥张飞

喝退曹军那一段，可谓气吞山河，精彩

壮丽。

曹军追张飞到长坂桥，只见张飞倒

竖虎须，圆睁环眼，都不敢近前。接着几

员大将相继赶到，见张飞怒目横矛，立

马于桥上，都扎住阵脚，使人飞报曹操。

曹操赶来，张飞料得是曹操心疑，亲自

来看，便厉声大喝：“我乃燕人张翼德

也！谁敢与我决一死战？”声如巨雷，曹

军闻知，尽皆股栗。

曹操急令去其伞盖，回顾左右曰：

“过去听关云长说，翼德于百万军中取

上将之首，如探囊取物。今日相逢，不可

轻敌。”他话还没说完，只听张飞又大

喝：“战又不战，退又不退，却是何故？”

喊声未绝，夏侯杰惊得肝胆俱裂，倒撞

于马下。曹操回马而走，诸军众也一齐

望西逃走。

这罗贯中描写得好，而毛宗岗的评

点尤有画龙点睛之效。他评道：“写赵云

是几番血战，写张飞只是一声叱喝。天下

事亦有虚声而可当实际者，然必其人平

日之实际足以服人，而后临时之虚声足

以耸听，所以张飞之功与赵云等。非若今

人之全靠虚声，浑无实际也；人吃尽老

力，我只出一张寡嘴也。”言外之意，直射

现实，今天读来，仍觉新鲜。

毛宗岗的点评，把虚与实、声与力、

言与行的关系，讲得再透彻不过了。张

飞叱退百万曹军，是因为他“平日之实

际足以服人”，然后关键时刻一声大喝

才能发挥作用。如果平时“浑无实际”，

“只出一张寡嘴”，不要说喝退百万大

军，恐怕连个小孩子都哄不过去。

战争是最讲实际的。任何假的、虚

的，最终都会露出马脚。有意思的是，被

张飞吓退的曹操，后来曾演过一出“割

发代首”的假戏。不知道他遭遇的败战，

与这假模假样有没有关系？但有一点可

以肯定，在真刀真枪的战场上，“花枪”

最终要败给“真枪”。所以，赢得胜利、获

得力量，必须拿出实实在在的行动，“只

出一张寡嘴”是靠不住的。

长征时，红6师18团的同志们经常

说：杨政委在队前一站，不用开口讲什

么，就是最好的政治动员。“杨政委”，就

是这个团的第二任政委杨秀山。官兵们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他有足以服人之

处。在一次战斗中，他左眼眶被一颗子

弹击中。他抹了一把鲜血，继续指挥部

队作战，直到把敌人打退，才简单地做

了包扎。每天行军时，他头缠绷带，行走

在队伍中。

工作难做的时候，不妨自己拿出行

动来；力量薄弱的时候，不妨自己冲到

前面去。淮海战役中，为防止受伤感染，

前线指挥部要求所有同志都理光头。但

有一名战士的工作就是做不通，怎么说

也没有用。在此视察的邓小平同志问明

原因后，二话没说，自己先理了个光头。

见此情景，这个战士没有再说什么，也

把自己的头发理光了。这个故事说明，

自己做好了，问题就容易解决，关键时

候喝一嗓子，后面就会跟上来一大片。

可现在一些人，只有“虚声”而无

“实际”，只有言论没有行动，让别人“吃

尽老力，我只出一张寡嘴”，喊着让别人

往前冲，自己却往后面躲。前十来年，有

许多这样的人这样的事。他们说起来头

头是道，做起来莫名其妙；处理别人“铁

腕一套”，轮到自己“抱歉一笑”；对别人

吹胡子瞪眼，自己却想怎么干就怎么

干。言与行不符，名与实相悖，把许多优

良传统破坏了，把人们心中原有的信仰

颠覆了。

自己满脸脏，没法号召别人讲卫

生。红军时期，毛主席把“行”称为“实

际宣言”，要大家“以行动来宣传”。抗

美援朝战争爆发，他带头把自己的儿

子送上前线，后来毛岸英长眠在异国

他乡。就连把他的遗体运回国内，毛主

席也坚决反对。老一辈革命家的威信，

就是通过这一个个行动建立起来的；

振臂一呼的力量，就是通过强大的引

领效应产生的。

“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圣学只

一个功夫，知行不可分作两事。”少数人

说话没人听、没人信，根本原因就是知

与行的分裂，所谓“三岁孩儿说得，八十

岁老翁行不得”。前贤千言万语，无非是

让众人能知能行。这就像旅行的人问

路，问毕即行；又如有病的人找医开方，

拿到方子就用，绝没有问完路坐下不

动、开了方子扔到一边的道理。

世上许多道理都不难懂，难的是说

得行不得。“一张寡嘴”，只能骗人于一

时，不能骗人于一世。只有实实在在的

行动，才能散发出长久而强大的魅力。

只凭“一张寡嘴”可不行
■杨振国

农民种田，当年见效。下实功则收

实效，做虚功则见效小，甚至会落个颗

粒无收的下场。所以有句话叫：“要得

富，须真正下老实种田，莫儿戏。”很贴

近情理。

军队要打仗，“地球人”都知道。

“实”之一字，相对于农民种田，显得更

为紧要。农活做虚了，影响的是一季的

收成、一家人的生活。抓紧补种、及时

补救，还来得及。打仗备战的事，就不

是那么简单、那么容易了。一旦做虚

了，绝不是少收个三五斗的事，而是要

吃败仗、掉脑袋，严重的会破家亡国。

这不是危言耸听！回头看历史，睁眼看

现实，看看那些打了败仗的国家和军队

的下场，就会明白一切。如果把上面那

句话套用一下，也可以这样说：“要想

赢，须真正下老实练兵，莫儿戏。”

可“实”之一字难言哉！看一看落

实中有多少不实的，就知道工作中有多

少要求实的。

“表态性”落实。热衷于喊口号、表

决心，嘴上很响亮，表态很坚决，但落

实左盼右顾，行动迟疑不决，“决心”在

嘴上，“打算”在会上，“落实”在纸

上，开始轰轰烈烈，中间平平淡淡，最

后杳无音信。

“象征性”落实。把“说了”当“做

了”，把“做了”当“做好了”，既不管

“下文”如何，又不搞“下回”分解，信

奉“不干不够意思，干点意思意思，干

好没啥意思”，坚持“不跑前头，不落后

头，在中间晃晃悠悠”。

“选择性”落实。合意的干，不合意

的看；对自己有用的落实一下，对自己

没用的放到一边；该啃的“硬骨头”能

躲就躲，该接的“烫手山芋”能绕就绕。

“空转式”落实。忙于文山会海，乐

于跑跑颠颠，热衷于俗务，埋头于事

务，油门踩得嗡嗡响，就是不见车轮转，工作不是打了滑，就是挂在空挡上。

“炫忙式”落实。公文包不离身，文件袋夹腋下，电话接个不停，手机打得

发烫，永远是一副忙忙碌碌的形象。出色的技巧，往往能于关键时得巧卖乖，

揽功入怀。

“面子式”落实。眼睛盯着上面，注意力放在上头；不怕基层不满意，就怕

上面不注意；只为领导脸色好看，不顾基层官兵难堪。

这式那式，说到底都是一些假把式；这性那性，就是没有干实事的心性。

事以实成而以虚败。没有实打实地干、实打实地练，到头来必然“竹篮子打水

一场空”。只有把该做的事做实做细，真正做到真抓实干、真训实练、真打实

备，扎实练兵，踏实备战，才能把目标变为现实，收获胜利的果实。

“上以实求，庶下以实应。”不实之风、不实之事，有许多是上面逼出来

的。上面虚一寸，下面虚一丈。上面求实，则下不敢虚；上面好虚，下面就会

以虚对虚。因而，纠正儿戏之事，要从上面做起，坚持领导带头。领导机关和

干部崇实破虚，带头树立求实之风，带头把工作往实里抓，带头察实情、办实

事、创实绩，树立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干事、扎扎实实抓建的鲜明导向，

就会形成上行下效、靡然从之的良好效应。

天下之至拙，胜天下之至巧。言不空泛则立信，术不机诈则立智，名不虚

浮则立德，事不伪饰则立世。现在正处于改革强军的加速推进期，既面临难得

机遇，又面对诸多挑战。契机等待我们去把握，使命等待我们去肩负。河入峡

谷，风过隘口，当此紧要之时，耽于空想和虚声，是走不好这一程、闯不过这

一关的。越是形势复杂，越要把各项工作做实做细；越是任务繁重，越要保持

埋头苦干的精神品质。

有人说，说话要说打粮食的话。干事，更要干打粮食的事。而要真正打粮

食，就必须老实种田，用真抓的实劲、敢抓的狠劲、善抓的巧劲、常抓的韧

劲，把事情干实干漂亮。历史不会让那些弄虚作假的人得逞，也不会让那些真

抓实干的人吃亏。实干的人不会被忘记，舞台终将选择那些“老实种田”的人。

（作者单位：空军军医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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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清单”上，经常会出现一些“常

客”。这些“问题常客”，有的走了又来，有

的来了不走。对于这样的“客人”，主人应该

毫不客气来一句“上茶”，把他们送出殿堂。

这里的“常客”，指的是训练中的一些

“疑难病”“常见病”。比如，和平思维、“二

八现象”、安全至上，等等。这些问题，常常

游走于唇齿间、徘徊在材料中，前年讲，去

年讲，今年还在讲；你也讲，我也讲，他也

在讲。什么时候解决，把它从“问题清单”

上清理出去，是个未知数。

不可否认，有些“常客”走了还会来，

一些问题解决了还可能反复。但也不得不承

认，有的人对“问题常客”客客气气，甚至

有点喜欢搞“问题秀”，把暴露问题当作一种

姿态，认为一张辣味十足的“问题清单”，能

给上级留下认识深刻、态度坚决的印象。

“问题常客”的经常出现，还与一些领导

机关喜欢有关系。基层的同志讲，有的机关

领导一到基层，看得最多的是纸面上的“问

题清单”，重视的是“问题清单”上条目数量

的多少，而看过、比较之后就完事了，“山还

是那座山，梁也还是那道梁”，怎么解决、措

施如何、成效怎样，往往不甚了了，不再深

究了。这无形中会形成一种误导，助长“重

暴露、轻解决”的不良风气。

暴露问题与解决问题是两个不同的步

骤。梳理问题的爽快，不能掩盖解决问题的

拖拉。问题一晒、万事大吉，足以误事害

人。过去，一些人对问题遮遮掩掩，讳莫如

深。如今，大家敢讲问题了，这是一个很大

的转变。但问题暴露了不等于解决了，级级吆喝了不等于层层落实了。讲出问

题是前提，解决问题才是根本。如果只讲问题而不解决问题，只求面子“出

彩”而忽视里子过硬，列出多少“问题清单”都没有意义。

事物是在解决问题中发展进步的。当前，部队已进入“新体制时间”。老问

题解决了，新问题还会大量涌现。如果怀有“鸵鸟心态”，抑或习惯于穿新鞋走

老路，不能把“问题常客”真正请出殿堂，就会陷入问题的泥坑不能自拔。军

队再大的事，也大不过备战打仗。“问题常客”里，有许多事关练兵备战，事关

打赢能力。只有在战争来临之前，迎着问题上，盯着问题改，切实把它们从各

个角落里清理出去，让“问题清单”早一点转化为成效清单，才能早一点掌握

制胜先机。如果战争已经来临，“问题常客”还在，麻烦就大了。

（作者单位：北部战区陆军联合参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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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部一名战士周末请假外出看
病，因人多排队，比规定时间晚回来十
几分钟。进营门时，纠察把他的名字
登记在册。为此，连队要求他在全连
军人大会上作检查。机关通报下发
后，他发现同样是外出超假，而别的连
队只给予当事人口头警告。上级机关
召开“谏言会”，这名战士正好参加
了，便把憋在心里的话说了出来。机

关领导要求以后遇到类似问题，必须
严格按条令处理，不得各行其是。

这正是：
违纪情节无不同，

处理结果两准绳。

一把尺子量长短，

宽严轻重莫失衡。

洛 兵图 邓治强文

旧时北京人见面，有一句打招呼

语：吉祥！当然，这只是一个美好的祝

愿，是否吉祥、能否吉祥，还要看行为处

事的方式。

清代的周亮工，说先父“著述甚

富”，尝作《观宅四十吉祥相》，有益于世

道人心，便逐一抄录，并在后面加了自

己的理解。

“观宅”，就是看家庭陈设，引申为

考察一个家庭的行为处事方式。周父认

为，有四十种情况，是吉祥的象征。

我有幸读到这些，对此可以负责任

地告诉大家，除了少数几条不合现在的

情况，如“妇女不识字”“妇人不垂帘观

剧”等，其他抄录出来的每一条，自信都

是吉祥的。

案头无淫书。这第一条，想想现在

“黄货”对未成年人的毒害，就马上清楚

了。所以周亮工说，案头如有片纸只字，

当尽数焚却。

架上无整齐书。这是什么意思？我

们看他的解释。他说：本本精良，一一完

善，手没有摸过，更不用说眼睛看了。看

了架上，便知腹中。这是说这种“两脚书

橱”，并没有把书装进肚子里去。真正读

书之人，架上之书必厚厚薄薄、高高低

低，不像那装样子的人，像砖头一样堆

垛得整整齐齐，装点得金碧辉煌，煞是

吓人。

座上有二三十年前老友，堂中有七

八十年前古桌椅，门下有祖父遗留庞眉

皓首老仆。此一条颇有韵味。周曰：如此

方称得世家，如此方免得俗气。

纸牌不入手中。周曰：近日马吊盛

行，士大夫俨然为之不耻。马吊，类似于

今天的扑克牌游戏，具体玩法已不是很

清楚了。周在这里有一个区别，并不一概

而论。他说，这种游戏，只宜下层贫民，宜

不识字人，宜街边桌几之上。总之人不耐

独坐，不肯习静，下棋变成马吊，世风日

下。他认为，与其马吊，不如下棋。

门前仆从，见士人过，毋论识与不

识，皆起身直立；遇诸途，皆侧立而行。

现代家庭，虽无仆从之称，但“身边人”

总会有几个。这是他尊重读书人，周说

“此类细事，然主人忠厚不忠厚，奴仆生

事不生事，皆由此而定”。

不奴隶疏族穷亲。《红楼梦》里说，朝

廷里也有几门穷亲戚。疏族穷亲，人所不

免。不奴隶他们，这也是应有的厚道。周

曰：疏族穷亲无所归，代为赡养，亦盛德

事。视同奴隶，令供奔走，大伤元气。

口中无刻薄尖酸议论。出语尖酸刻

薄，大是文人通病。周曰：一语而伤天地

之和，一言而折终身之福，“切须念之”。

先辈格言，常在壁上口头。我每次

回家，喜听家人聚谈，格言俗谚每从此

出。周曰：存之于心，则能体而行之矣。

目中口头，已有二三分受用处。

凡梦俱可告人。日间所思所做，常

常形诸梦寐。梦可告人，必是坦坦荡荡，

无苟且之事。周有感于“梦中所作所为，

常有不可告人者”，所以他说，凡梦皆可

以告人，去道不远矣。

肯为人宛转寄家信。信息社会，有

微信无家信，基本不存在寄家信的问

题。但在那个时代，寄信是很烦难的一

件事，所以有句话叫“千里路上不捎

书”。因而周曰：宛转以期必达，尤其是

积阴德的事。“以此类推，凡事肯为人方

便可知矣”。

躬送破衣亲友出门外。人不难于对

上恭敬，难于对下有礼，尤难于尊重穷

亲戚、穷朋友。所以周曰：待失意人，不

难有恩而难有礼。此语须体验。此等事

最伤人心，亦令人勘破势利心肠。

不戏谑父执贫友。父执，就是父亲

的朋友。周曰：既知其为父执，又轻之为

贫人，且有戏谑之不如己友者，孝子慈

孙，必不如是。

坐定不问新闻。这又使我想起《红

楼梦》第二回，贾雨村见到冷子兴，问：

都中可有新闻否？这一问，便引出一大

篇是非来。坐定不问新闻，周以为“省却

无限葛藤”。

在这四十吉祥相的后面，附有程幼

洪的一段话，节录如下：

读周先生《吉祥》四十则，防嫌于

微，杜祸于渐；外施家政，内端女范；长

幼式训，上下咸宜；言择行修，立功寡

过；荡涤爬梳，瑕疵净尽。诚教家之良

规，检身之宝鉴也。“余愿凡有家者，各

书一通于座右”。

正是有感于他这番话，所以我不避

烦琐，选一些抄录下来，略加点窜，加上

自己的理解与认识，有些好处，大家看

看，如不对路，弃之可也。

积善之家有吉祥
■哲 之

人有爬着前行的，也有站着奔跑

的。哪一种方式快，是不言而喻的。

选择什么样的奔跑方式，当然取决

于处在什么样的状态。对于一个跌倒的

人来说，首先是调整自己，先站起来再

奔跑。“先站起来，再跑步”，这是某集团

总裁奉告青年创业者的一句话。

在波涌浪翻的大海上，有巨轮破

浪前行，也有落水者在打捞破碎的夹

板。腾讯研究院的一份调查显示，

2017年“死亡”的创业公司，就多达

150多家，平均每两天半，就有一家

创业企业“死亡”。但每一个创业者，

都希望自己是“风口上的那头猪”。这

一巨大的思维反差，使许多创业者只

看到生存看不到死亡，只想成功而不

想失败。所以，这位总裁用这样一句

话，让青年们面对现实，合理确定自

己的目标，并让他们“先就业、再择

业、接着创业”，最后锁定终身事业。

应该说，这不失为一理性的忠告。

创业如此，其他事如此，人生也莫

不如此。每个人的一生，都在不断演绎

“失败、成功、再失败、再成功”的故事。

跌倒了，赶紧爬起来。一蹶不振，难以成

功；趴在地上往前走，只能匍匐前进而

不能健步如飞。所以，对于不幸跌倒的

人来说，第一个念头是爬起来，然后再

跑步往前追赶。这样，即使失败与落后

了，也可以迎头赶上。趴在地上往前赶，

永远会落在别人后面。

（作者单位：武警后勤学院）

先站起来再奔跑
■张仪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