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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岁孩儿说得，八十岁翁翁行不

得。”满嘴谎话、只说不做的人，不分古今

中外，没有人不讨厌的。

对这样的人，不论是普通的百姓，还

是有良知的学者，攻击都是毫不留情

的。明末清初学医出身的傅青主，就是

这样的一个人。有人把他的轶事编到书

里，以问答的方式传递了他的思想。

有人问他，外间传闻的长生久视之

术是怎么回事儿？傅曰：大丈夫不能效

力君父，长生久视，不过是像猪狗那样活

着罢了。

又有人说他精通汉魏古诗赋。先生

说：这都是些驴鸣狗吠的东西，对国家有

什么益处呢？

与那些敝帚自珍、把那点“文字渣

滓”看得跟珍宝一样的人不同，傅青主不

认为这有什么用处，这是比较特别和少

有的。他的话似乎说得有点过激，但推

究起来却是不错的。

封建社会的君父，是国家的象征。不

能效力君父，就等于不能为国家社会作贡

献。一介做官人，不能做点实际的事而只

会吟风弄月，就会完全成为多余或是有害

的了。如果能像苏轼、白居易那样，一边

干着造福于民的实事，有时间再采点风、

写点诗、作点词，亦没有什么不可以。

但古来的士大夫们，往往言行不一，

只说不做。汉代出了一位大儒叫董仲

舒，他说过两句话：正其谊不谋其利，名

其道不计其功。因为他代表的是封建正

统思想，所以这意思几乎统治了成百上

千年，没有人敢说个不字。

这第一句话尚无大错，第二句话看上

去似乎也有道理。假如用在研究上，这种

为学问而学问的态度原是好的，但其流弊

是后来成为说空话唱高调者的招牌。

这害处后来的人渐渐明白，逐步地

进行矫正。明代的王阳明，是重知行合

一的伟大学者。他在有名的《阳明传习

录》里说：“圣学只一个功夫，知行不可分

作两事。”还有一句，是我们现在常引用

的：“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

清代的阮葵生，也是一位具有进步

思想的官员。他是乾隆进士，官至刑部

侍郎。与那些冷酷的理学家不同，他主

张男女平等，屡为受压迫的妇女鸣不平，

颇懂人情物理，注意民间疾苦。他说：

“读经须识世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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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得很好也

很近情理。

可惜的是，一些学道的士大夫，嘴上

说要杀人，却全无上阵之意。或是只躺

着喊冲锋，自己却往甲板后面躲。就像

袁宏道说的：“眼见世上学道者专一说

谎，殊不如田父野老之近情也。”

有个笑话，说有一个呆子，其母患急

病，求人想办法。人说，这只有割股合药

才能救治。呆子说，这个不难。说完就拔

刀而出，他看见有个人卧在街上，抓住腿

脚就割起来了。卧者惊讶地叫喊起来，而

呆子急忙掩住他的嘴说：“忍一忍吧！你

不知道割股救亲是很好的事儿吗？”

街上的人听了他的话，都一齐笑出

声来。

编笑话的人评曰：“夫知救亲之为

美，不自割而割人，宜人之不能听也。”

真是！有的人说话之所以“人不能

听”，很大一个因素就是“不自割而割

人”。

看了这笑话，觉得这呆子一点都不

呆。行孝这样的好事自己做，割股的痛

苦留给别人受，正是这“呆子”聪明的地

方。无奈现今这样聪明的“呆子”实在太

多，我辈跟着他们吃的亏、受的苦也实在

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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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丽无比。

罗贯中描写得好，而毛宗岗的评点

尤有画龙点睛之效。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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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点到一些人的根子上了。

《甲申殉难录》载某公诗曰：愧无半

策匡时难，惟余一死报君恩。近人洪允

祥把诗采入《醉余偶笔》，说：没中用人死

亦不济事。然而，难道怕死是对的吗？

天醉曰：要他勿怕死是要他拼命做事，不

是要他一死便了事。

这里也是说得直接痛快，意思也清

楚明了。

人活着，为做事。即使死，也不能死

得太难看。以死塞责，不但死得没样子，

死了以后也会留下骂名。

知与行不可分作两事
■哲 之

“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

走”，是毛泽东同志对我军机动灵活战略战术的高

度概括。这四句话，既相互关联，又各有深意。即

便在信息化战争的今天，依然是战争指导的“宝

典”。

然而，与前三句话相比，“打不赢就走”似乎成

了一个忌讳的话题。在一些人的意识里，一提到

“打”，就必须每一仗都大胜而归，决不能出现别的

结果。这作为一种精神来提倡，是应该的。但只要

是战争，就会有“胜”与“败”两种结果。只有把“败”

考虑在前，消灭各种可能导致失败的因素，才能真

正实现“打得赢”的目的。最近一位领导的评价很

能说明问题：某些单位一搞训练就是进攻敌人，一

设情况就是优势兵力，训练场上有太多的想当然、

片面性，想没想过怎么防御？想没想过敌众我寡咋

办？想没想过一旦失利如何处置？

毋庸讳言，走向战场的敌对双方，谁都恨不得一

口吃掉对手。但战事难料，谁也不敢拍胸脯说一出战

就百分之百能赢。孙子讲“百战不殆”，而不是说“百

战百胜”，人们把能打仗的部队称为“常胜之师”而不

是“全胜之师”，原因就在于历史上从来没有不吃败仗

的军队。能打仗的部队不在于全胜，而在于多胜；不

在于不败，而在于如何败中求胜。

既然没有全胜之师，那么“打不赢就走”无疑是

其中的选项之一。这种“走”，不是落荒而逃、一走

了之，更不是放弃对胜利的追求，而是以退为进、为

打而走，通过“走”来扭转颓势，创造新的战机。倘

若战略全局需要，即使拼到最后一个人，也在所不

惜；但若只是个人意气，那就得不偿失。

《斯巴达克思》一书，描写过这样一个场景：沦为角斗士的斯巴达克思，在一场

惊险的团体角斗中，他的同伴一个个都倒下去了，而对方还剩三个人。就个人的

斗技来说，斯巴达克思是超人出众的。可是，在三个强手的联合攻击下，他寡不敌

众、难以招架。此时，斯巴达克思急中生智，瞅空子摆脱对方，拔脚就跑，三个对手

穷追不舍。由于各人的运动速度不同，四人渐渐拉大了距离。突然，斯巴达克思

返身而战，迅速打倒了第一个追上来的对手，接着又打倒了第二个、第三个。很明

显，斯巴达克思正是通过“走”，把一场一对三的劣势，变成了三场一对一的优势，

从而达到了战胜对手的目的。

一位军事专家提醒人们，信息化战场，总会有一些战机无法轰炸、坦克无

法到达、电脑无法计算、精确制导无能为力的地方，这些地方只能靠经验丰富

的步兵装备着轻武器前去攻占。也就是说，无论科技如何发达，攻防交替、优

劣转换、走打并举永远都是战场上的常态。多练一练如何走出困局、走向胜

局，其收获远比一攻就破、一打就赢要大得多。

（作者单位：陆军研究院某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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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部一名机关干部到一个连队蹲

点，几次碰到同一个战士。每次遇见

他，都要问一句：“你叫什么名字？”这让

这名战士感到很失落。

机关干部下到连队，要他们一下子

记住每个战士的名字，似乎有点苛急。

但如果在连队待很久了，尤其是遇到同

一个战士，还是叫不出他们的名字，就

有点说不过去了。另外，叫不上名字，

也应以“同志”相称，不应以居高临下的

姿态，张口闭口就是“你叫什么名字”。

记住战士的名字，虽然不是什么大

事，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机关对基层、

干部对战士的尊重与感情。机关干部

下到基层，一个重要职责就是了解基

层、了解战士。所以，记住战士的名字，

是一个起码的、基本的要求。如果连战

士的名字都记不住，何谈了解与理解？

某部机关干部蹲点回来，汇报完蹲点调

研情况后，一位领导问：“你们能叫出多

少战士的名字？”结果，有的叫出的多，

有的叫出的少，少数干部只能叫出几个

战士的名字。这位领导说：“尊重和了

解战士，从记住战士的名字开始。”这一

要求，提得很好。

当然，记住战士的名字，又不能止

于记住战士的名字。记住是手段，了解

是目的；记住是前提，服务是根本。记

住名字是第一步，最终还是要把服务基

层、服务官兵落到实处。只有前者没有

后者，“记住”就没有意义了。

记住人的名字，显示了对他人的尊

重。如果每次见面都拉着对方的手问：

“你贵姓？”或者动不动就来一句“你叫

什么名字”，无形中就拉开了与战士们

的距离，更不要说对战士真知、深知了。

记住战士的名字
■惠凡芮 张仪璞

人与人分别之后，有的永不能相

见，大多数人还会再见。别后以什么样

的面目相见，这是多数人不曾想的一个

问题。

毛泽东同志1938年12月1日在抗

大第四期毕业典礼、1939年1月28日在

抗大第五期开学典礼上，两次向学员们

郑重提出：我们要“订一个条约”，即“我

们将来要永远以革命者的面目相见”！

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这有一

个背景：当时，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

阶段，日本帝国主义调整侵华策略，对

国民政府开始以政治进攻为主要手

段。在抗战形势日益严峻的背景下，毛

泽东提出“永远以革命者的面目相见”

来号召学员，含义是十分深远的。

对这一重大问题，毛泽东从两个方

面予以解释：第一，是“抗战到底”，是

“永久奋斗，就是要奋斗到死”。第二，

“永远”有多远，又要走向哪里？毛泽东

说：“我们总要达到抗战必胜与建国必

成的目的”“为共产主义奋斗要一起达

到共产主义的胜利”。这一奋斗到底的

革命信念，被毛泽东称为“革命的道德”

“真正的政治道德”。

后来的实践证明，毛泽东“永远以

革命者的面目相见”的要求，高瞻远瞩，

寓意深远，至今犹有教育意义。

“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的确，

在漫长的人生之路上，今天别离，没有

人确切地知道再会时是什么时候、什么

样子。在动荡战乱的年代，尤其如此。

许多人开始时都是以革命者的面目出

现，形势顺利的时候，他们前进着；处在

十字路口时，他们就开始犹豫徘徊；当

革命遇到挫折时，有的就背叛了革命、

背叛了自己的初衷。这些人，不是坚定

的革命者，而是摇摆主义分子；不是“永

远”的革命者，而是暂时的革命投机主

义分子。

坚贞的革命者，是永远以“革命的

面目相见”的。第一次相见是那样，第

二次相见时也是那样，最终相见还是那

样；顺利的时候是那样，遇到挫折甚至

失败时也是那样，他们永远不改革命者

的本色与面目。就像赵尚志说的：在鲜

血染成的党旗面前，轻易不要举起你的

右拳，一旦举起来了，就不可以轻易放

下。他三次负伤，三次被捕，一次赴刑

场陪决，两次被错误开除党籍，但他革

命者的本色与面目从未改变。

石可破而坚不可夺，丹可磨而赤不

可灭。方志敏身陷牢狱，坚守“我能舍

弃一切，但是不能舍弃党”；谢觉哉从秀

才到党员，坚信“我已以身许党”；罗瑞

卿虽身处险境，也“宁可冻死饿死，绝不

背离共产党”；赵一曼面对屠刀，坚定

“我的主义、我的信念，绝不更改”。纯

粹的革命者，不分顺利与挫折，不管成

功与失败，信仰从不改变，血脉赓续相

传，哪怕泰山压顶，无论风吹浪打。

留下来的都是最坚强的种子。在

严酷的斗争形势面前，改变了“革命面

目”的人不知凡几。但血与火的磨炼、

生与死的考验，使革命者的意志更加坚

强，信念更加坚定，那些意志薄弱者被

不断淘汰，也因而使我们这个队伍更纯

洁、更有战斗力。

我们不曾被拿枪的敌人所打倒，有

人却在敌人的糖衣炮弹面前吃了败

仗。这些人当中，有的原来也是革命队

伍中的一员，打过仗、负过伤，在鲜红的

党旗下宣过誓。但革命胜利后，便经不

起诱惑，面目也随之改变，有的甚至变

得面目全非，由艰苦朴素变成了贪污腐

化，由服务人民变成了以权谋私，由官

兵一致变成了高高在上，由和蔼可亲变

得面目可憎。这些中途变节、变质的

人，与毛泽东“永远以革命者的面目相

见”的目标相差甚远。

一个人长时间不见面，突然一见，

往往会脱口而出：“变了！”这个变，既有

体貌与外表上的改变，也有思想与精神

上的改变。但该变的变，不该变的永远

不能变；其他的可以变，但本色不能变，

初心不能变，革命者的面目不能变。为

防止“不能变”的变了，解放后的徐海东

将军，每逢有人来探望他，将军必问：

“政治上犯错误没有？经济上多吃多占

没有？生活上和老婆离婚没有？”

将军三问，一问思想，二问廉洁，三

问作风。一个人变没变，从这三问中就

可以问出个八九不离十。

现在，可能有人久已不闻“革命者”

这个词了。但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

“革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错综复杂

的形势面前，我们绝不能抱天真的“诗

人的幻想”，而应该永远做一个革命者，

“永远以革命者的面目相见”。

（作者单位：武警四川省总队）

别后以什么面目相见
■罗崇巍

前段时间，某部体能考核发现，有
的官兵体重超标。为了减肥，大家调
控饮食，加强体能训练，减肥效果明
显。同时也发现，个别人为快速减轻
体重，从网上购买甩脂机。这样并不
能达到增强体能的效果，也对身体健
康不利。连队干部发现这一问题，及

时制止，引导大家科学减肥。
这正是：
体重超标理应减，

科学之法刻苦练。

急于求瘦搞甩脂，

缘木求鱼不上算。

洛 兵图 邓雅雅文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明

天，就是中秋节了，圆圆的月亮将升起

在深沉的蓝宝石般的夜幕下。

一轮满月，象征团圆。在中国的传

统文化里，没有哪个节日比中秋节更多

地被赋予团聚的意义。

明月有如诗，月明如有情。月亮、

月色，在不同的人心中，往往有不一样

的感怀。“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

呈现的是一幅美丽而辽阔的画卷；“但

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传递了普天

下的人们对团圆的期盼之情；“与天地

兮比寿，与日月兮同光”，展现的则是

真诚炽烈的爱国热忱；“秦时明月汉时

关，万里长征人未还”，既表达了戍边

将士对和平生活的向往，也抒发了军人

舍身卫国的共同情怀。

一样的中秋，不一样的守候；同样

的月圆，别样的情愫。此时的军营，从

遥远的边关，到热闹的都市；从海拔最

高的哨所，到辽阔无际的海洋，也许，

将士们有的正挺立在哨所的杨树边，望

着白云中穿梭的月亮，托月亮捎给远方

亲人节日的祝福。或许，他们嘴里正哼

着一首熟悉的歌儿 《月亮代表我的

心》，用悠扬的旋律传递着对爱人的思

念。人们通过手机视频、电视画面等媒

介可以看到，高原海岛、雪域边关、密

林深处、城市街道……到处都有温暖的

绿色。正是这一抹绿色，守护着万家团

圆。

月是故乡明。此时此刻，长年在外

的军人，虽然不能与亲人团聚，但吃一

块老家的月饼，赏一下头顶的明月，听

一声电话那头甜美的笑声，当皎洁的月

光照耀着丰收的大地，老人与孩子们共

享团圆的喜庆，无论征尘有多厚、戍边

有多苦，都将一洗而尽，荡然无存。

有一种团圆，近在心底远在天边。

军人有家也有爱，人分两地心相印。

家，永远是军人的加油站，永远是军人

心灵的栖息地。但特殊的职业背景，注

定他们表达情感的方式会与常人有所不

同。军人以一抹绿色守护万家团圆，他

们的亲人也以别样的情怀，抚慰着边关

军人那颗思家的心。

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作为

军人，他们更懂得“一家不圆万家圆”

的含义，更懂得“大家与小家”的分

量。大地睡了，森林还醒着；夜空睡

了，星星还醒着。“岁月静好”的背

后，有军人的守候，有军人的奉献，有

军人的牺牲。

“只要万家灯火中有一盏是为我而亮，边关风雪再大又如何？”这是挂在军人

嘴边的一句话。对于中国军人来说，老百姓的灯火在哪里点亮，那一抹绿色就应

该在哪里出现。我们在奋斗中相互守望，在守望中实现自己的梦想。无论距离有

多远，只要满月挂在苍穹，幸福就在我们心中升腾！我们从万家团圆中品尝甘

甜，从人民安居乐业中感受价值。

头顶边关月，心系天下安。不必说军人辛苦，那是军人的职业；不必说军人

寂寞，那是军人的情怀；不必说军人危险，那是军人的使命。祖国需要守卫，人

民期待安宁。祖国的安宁，是军人最大的幸福；人民的需要，是军人最大的荣

誉。苍穹之下，大地之上，不论你身在何处，那一抹绿色都会映照在你的周围。

浓厚的情感将化作久久的凝望，偾张的血脉将弥漫在紧张的战位。这一切，都将

融化为巡逻时的高度警惕、哨位上的挺拔身姿，为你守候，为你祝福……

（作者单位：军委训练管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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