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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界思维

常言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其中的“攻”，是打磨的意思。如果说

“攻玉”还不算太难，“攻钻石”就没那么

容易了。因为，钻石实在太硬了。

在莫氏硬度表里，钻石的数值为

10，刚玉为 9，水晶为 7，相差似乎不

大。但若论绝对硬度，钻石要比刚玉大

100倍，比水晶大1000倍。

正因为钻石坚硬异常，一般的物质

无法用来打磨钻石。加工一颗钻石，若

是劈割，就须用另一颗钻石在待加工的

钻石上削出凹痕，再用劈刀在凹痕处施

力，将其劈成两半或多块；若是锯切，则

须用涂有钻石粉末的圆锯，将待加工的

钻石锯开。无论怎么加工，大抵都跳不

脱“以钻石攻钻石”的路子。

钻石须用钻石磨，同样地，一个战

士要想练就过硬的本领，需要一个过硬

的对手。对手够硬，才能逼着你挑战

自己，把技术运用到极致，把潜能发挥

到极限。诚如一位哲人所言：“要感谢

你的对手，因为他可以使你强大起

来。”国外很多部队都有拜强者为师的

传统，谁打痛过他，他就尊重谁。

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抗美援

朝，人民军队经历的每一场战争都不好

打，遇到的每一个对手都足够强。但正

因如此，才把我军官兵磨砺得更英勇、

更顽强、更善战。如今，战火硝烟散去，

作为和平时期最贴近实战的一种训练

方式，对抗训练已成为检验和提升作战

能力的主要途径。但从实际情况看，对

抗训练能不能真正抗起来，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蓝军”是一个什么样的对手。

朱日和训练基地的“蓝军第一旅”，

处处跟对手拧着干，成心给对手找麻

烦，变着法儿让对手不痛快。在他们看

来，不论什么招数，能把“红军”拉下马

的都是好招；不论什么规则，能让“红

军”想不到的就是准则。他们的指导思

想十分明确，角色定位也很准确，那就

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你优，部队

才会更优；你高，部队才会更高；你强，

部队才会更强。

然而，也有一些单位，“蓝军”似乎

只是一个摆设、一种陪练，挺不起腰杆，

抹不开面子，不敢抗、不真抗、不经抗，

往往一抗就散、一抗就退、一抗就败。

这样的对手，存在价值能有多少？这样

的对抗，实际意义又有多少？

未来信息化战争，作战对手只会

更加强悍。为此，应着眼潜在对手，打

造更多“知敌、像敌、超敌”的专业化

“蓝军”，逼真模拟强敌的作战思想、行

动特点，给受训部队提供一个真正研

究敌军的“活样本”、对抗交战的“真对

手”。只有“蓝军”普遍强起来、真正硬

起来，才能更好地引导“红军”练谋略、

练战法，从而用“钻石”磨出最完美的

“钻石”来。

钻石须用钻石磨
■张新海 王格林

岩画是人类先民约在4万年前，用

石器在岩壁上刻磨下的生产生活场景，

堪称人类最早的“文献”，其价值和意义

不言而喻。

已被发现的岩画遍及五大洲，但长

期以来，世界岩画界认为中国没有岩

画。除了文化偏见之外，更重要的是中

国古籍中除了《水经注》外，几乎没有岩

画的载录，即便是著名的《徐霞客游记》

亦无涉及。

直到上个世纪70年代，考古工作者

循《水经注》所载，寻到一处“悉有鹿马

之迹”的岩画。接着，又有数以万计的

岩画被陆续发现，轰动了世界。从此，

以“鹿马迹”为代表的中国岩画受到世

界瞩目。

话说回来，岩画记录为何如此之

少？或许一个原因就在于，古代文人寒

窗苦读，奔波于科举功名考场，哪里还

迈得出踏寻山野峡谷的步履？

事实上，历史留给我们的遗憾远不

止这些。马克思有句名言：“他们无法表

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问题是，

如果历史的表述者不是来自创造历史的

国度，反倒是由须眉眼目非我族类者来

定义命名，怎么说也是件堵心事——

“丝绸之路”这个流光溢彩的名称，

竟然是由德国人李希霍芬在1877年最

早提出，并使之扬名天下的；

瑞典人斯文·赫定不仅在世界上首

次横穿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而且从千年

无人迹的尘沙覆盖下，让传说中的楼兰

古国神灯般惊艳于世；

俄国地理学家普尔热瓦斯基让罗

布泊的地理考察进入世界的目光，还发

现并与其姓氏命名了“普氏野马”；

美籍奥地利人约瑟夫·洛克上个世

纪20年代初进入云南，开始了20多年

的植物学、人类学、语言学考察，凭借对

纳西东巴文化“开拓性和奠基性”的研

究，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丽江古城一个绕

不过去的人物……

当然，一个探险者的学识与成就并

不能证明其动机的纯粹和品格的高尚，

在帝国主义纷纷扩张的历史大背景下，

这些纷至沓来的人们，都拥有多重身份

和目的。但不能否认的是，他们在荒漠

僻壤步步惊心的孤行苦旅、探求未知领

域的勇气和献身精神、渊博的专业知识

和扎实的学术功力，又的确令人称道。

看到这，读者难免疑窦重重——咱

们的学者在哪里？中国古代有两种通

行多年的读书方法，一是以东汉郑玄为

代表，从章句内解说文义、注读经书；二

是以南宋朱熹为代表，从章句外“得不

传之学”。可无论哪种方法，考据朽绳

残简也罢，诵读皇皇巨著也好，无一例

外地都是从书本到书本，进行着钩沉索

隐、寻章摘句，销蚀了放眼天水苍苍、感

受山风猎猎的志趣。

教育制度的落后和学术视野的缺

乏，不仅使读书人陷于迂腐，更令人焦

虑的是对世界与历史认知的封闭。以

新疆为例，除了一些流放官员、文人写

过些风物笔记外，真正意义上的考古研

究始终是一片空白。1927年，北大学者

黄文弼自告奋勇参与了斯文·赫定历时

3年的考察远征队，成为解放前唯一到

罗布泊地区考察过的中国考古学家。

而这时，“敦煌学”“楼兰热”已在西方火

了多年……

“开时不用嫌君晚，君在青云最上

头。”所幸的是，我们也有挺身而出的知

识分子，站立在历史的顶端。1935年，

25岁的燕京大学学生费孝通与新婚妻

子王同惠踏入广西瑶山做实地调查。

费孝通不幸落入猎人捕兽陷阱，王同惠

在下山救援中不慎坠崖身亡。此时，他

们结婚仅108天。3年后，费孝通写出

了社会学经典著作《江村调查》，首页上

写着：献给我的妻子，她庄严的牺牲使

我别无选择地跟随着她。

是的，面对沉重的历史表述，面对

脚下厚实的土地，我们同样别无选择！

从岩画的发现到历史的表述
■郑蜀炎

周末可以请假外出时，某部的战士
竟没人愿意外出。原来，外出人员归队
时，约定俗成地要给班里战友带些吃的
喝的。对于战士来说，这些“外出成本”
累积起来是一笔不小的负担。为此，该
部及时组织教育，号召官兵抵制请吃吃
请等陈规陋习。

这正是：
周末请假人寥寥，

只因外出成本高。

战友情谊贵在真，

交往何须落俗套。

洛 兵图 司晓帆文

前不久，中俄军队共同参加的两场

军事演习，受到瞩目。

其一，是“和平使命-2018”联合

军演，在俄罗斯切巴尔库尔训练基地举

行；其二，是“东方-2018”战略演习，在

俄罗斯楚戈尔训练场进行。

如果说“和平使命-2018”联合军

演的目的，在于让参演各国更好协调

特定的战役进行方式，同时交流具体

的战法，那么“东方-2018”战略演习

之于我军的意义，则不止于战役和战

术层面。

与前者相比，“东方-2018”战略演

习的层级更高、规模更大、要素更全、联

合性更强，是中国军队“史上最大规模”

的一次出境参演，创造了中外联演史上

的多个“第一”。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它

是中国军队经过新一轮国防和军队改

革后，第一次赴境外参加战略演习。

新的编制体制下，练兵备战的思

维理念、方法路径也必然是新的。要

把新的力量体系转化为新的更强的

战斗力，前提是把力量构成的特点研

究透、运用的规律掌握好，最大限度

释放改革效益、最大程度激发打赢潜

能。而开展中外联演联训，是新体制

下研究力量构成特点、摸索力量运用

规律的一个重要途径。

战略指挥机构直接组织和实施，战

区联合战役指挥机构直接指挥，改革中

新调整组建的合成营参演……这次“东

方-2018”战略演习，对我军改革成效

和联合作战能力是一次实战化检验，对

于多军兵种联合作战能力、大规模跨境

远程投送能力、在陌生环境下的机动作

战能力等，也是一次难得的历练。

改革中调整组建的新部队，列装仅

6个月的新装备，刚走上主官岗位不到

两个月的新连长……改革带给此次中

外联演的“新”风，扑面而来。这对进入

新体制时间的官兵而言，也意味着挑战

更多、难度更大、要求更高。把个人的

能力素质放在中外联演这个舞台上量

一量，有利于我们明确优势不足，找准

努力方向。

放眼全球，我军在联合作战方面无

疑是“后来者”，有许多要向外军学习借

鉴的地方。就拿最近的叙利亚战争来

说，俄罗斯经过“新面貌”改革后，其联

合作战能力大增，依靠高效可靠的闭合

打击链，“大比分”战胜一度猖獗的“伊

斯兰国”。我们只有多与外军开展深度

交流合作，才能有效检验改革的实际成

效，促进战斗力水平实现跃升，从而缩

小与军事强国的差距，不断抵近“世界

一流”的目标。

近几年，从“和平使命”系列演习、

多国海上联合军演，到国际军事比赛，

我军每年与外军开展联演联训达数十

场次；随着我军担负的维和、护航、国际

救援、吉布提基地驻军等各项任务越来

越多，与外军的接触和交流也越来越

多。看一看别人怎么训练、水平如何，

把别人的优势观清楚，把别人的经验拿

过来，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履行新时代使

命任务。

如今，国防和军队建设站在新的历

史起点上，机遇千载难逢，挑战前所未

有，我们的视野有多宽阔，决定着我们能

走多远、登多高。把改革强军的事业放

在世界背景下来看，跟最优秀的比、跟最

先进的学，多见识、多交流、多切磋，把

“走出去”的过程变成“强起来”的过程，

我们的强军之路就能越走越宽广。

（作者单位：96863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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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过几天，国庆佳节就要来临。此

时的人们，或许正在为坐上回家的火车

而“刷票”；或许正在和家人研究假期出

行的“攻略”；抑或哪儿都不去，打算“宅

着”休憩身心……总之，国庆意味着长

假，是娱乐休闲的“黄金周”。

但对于有些人而言，国庆假期“毫无

悬念”将在这样的地方度过——“这里的

山脊高过云头，这里的太阳晒化石头，这

里的孤独没有尽头……”这样的地方，就

是哨位；守在这里的，就是军人。

在雪域高原，在大漠戈壁，在密林

深处，在万里海疆，在每一个你去过或

没去过、听过或没听过的地方，只要哨

位设在那里，就有军人守在那里。无论

节日、假日、双休日，永远是哨兵的战备

日。只要站在哨位上，他们执勤的姿势

永远笔挺，警惕的双眼永远圆睁。

然而，总有一些特殊的时刻，能触

动人们特殊的情感。国庆，就是这样一

个时间节点。无论在哪一个哨位，无论

是哪一名哨兵，只要怀着一颗爱国心，

就能聆听到祖国强劲有力的心跳，尤其

是在为祖国“庆生”的时候。在国庆时

站哨，为国庆而站哨，即便哨兵的表情

一如既往的坚毅冷峻，他们的内心也一

定激荡着豪情、澎湃着热血。

祖国，是利益、命运、文化和情感的

共同体。对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的依

恋，是我们每个人的心理诉求。即便在

天之涯、海之角，只要能听到祖国的心

跳，就确认了彼此之间的情感联结，就能

让每一个坚守哨位的士兵，强烈地感受

到我们是谁，更多地思考我们为了谁。

“我站立的地方是中国，我用生命

捍卫守候，哪怕风似刀来山如铁，祖国

山河一寸不能丢。”对军人而言，无论守

在 960万平方公里陆地、300多万平方

公里海洋的哪一个哨位上，自己脚下的

那一方国土，都牵连着万里山河、万家

灯火。他们知道，只有把使命扛在肩

头、对哨位泰然坚守，才能换取老百姓

的放心、安心和舒心，才能托举节假日

的美丽、美妙和美好。

爱国是无形的，但是哨位上的军

人，用常年的坚守让爱国有了长度，用

无私的奉献让爱国有了宽度，用精神的

传承让爱国有了高度。坚守哨位，固然

是苦的、累的，但是为祖国站哨，苦中也

带着甜，累中也有浪漫。“这里的思念藏

在心头，这里的尊严高昂着头，这里的

深情没有尽头……”铁马秋风，战地黄

花，楼船夜雪，边关冷月，军人自能领略

其中的美。

对军人而言，不仅仅是哨位，每一

个岗位都是战位，都与祖国的命运紧密

相联。当前，我国正处于由大到强的

“关键一跃”，需要良好的发展环境和安

全环境。要发展，军人就要多出力、多

贡献；要安全，军人就要敢冲锋、敢牺

牲。军人“脑子里永远有任务，眼睛里

永远有敌人，肩膀上永远有责任，胸膛

里永远有激情”，则国家的“关键一跃”，

才能跃得顺利、跃得辉煌。

正如一首歌中所唱，“今天是你的

生日，我的中国”“我们祝福你的生日，

我的中国”……祝福祖国的生日，就要

用行动写下我们的回答。多去用心听

一听祖国的心跳，多去用心想一想这样

的问题：“你是中国人吗？你爱中国

吗？你愿意中国好吗？”

（作者单位：武警广东总队机动支队）

每一个哨位都能听到祖国的心跳
—国庆之际感悟家国情怀①

■陈宏懋

如今，在各类知识分享内容网络

平台上，冠以“干货”名号的文章层

出不穷。这里的“干货”，与“水货”

相对，指的是挤干了水分、只保留精

华的内容。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干

货”有助于人们在短时间内获取知

识、技能、经验。

但问题在于，即便是看了再多的

“干货”，依然有人无奈地感叹：“听过很

多道理，却依然过不好这一生。”何以至

此？其实不难理解：学习自有其规律，

越是想速成，越可能难成。如果以为读

了一篇“10万+”的爆款文章，就能真的

了解一个行业、熟悉一个领域、成为专

家达人，未免太过天真。

清代的申涵光曾说，“终日抄药

方，而不能瘳一疾”，并由此下了断

语，“徒知无益也”。然而，在现实中

又有多少人干着“终日抄药方”事

情？他们对于自己得了什么“病”，往

往心知肚明；对于如何治“病”的办

法，也学了不少。但是，如果以为掌

握了“干货满满”的药方，就等于治

好了自己的病，那就无异于“自己骗

自己”。

比如，一些领导干部明知道单位

的问题、短板在哪儿，对于如何解决

问题、弥补短板也列出了很多办法举

措，甚至立下了摘掉后进帽子、走入

先进行列的豪言壮语。但最后，却是

只听雷声、不见雨点。倘如此，又怎

么可能推动部队建设发展，怎么可能

赢得官兵信任尊重？

“终日抄药方”之所以行不通，

原因就在于道理的输入和行动的输出

之间存在“结构性失衡”。实际上，

“药方”未经历实践检验之前，其效

用仅停留于观念层面。惟有经过实践

的检验，才会对“药方”管不管用形

成清醒的认知，从而有针对性地提高

其效用。

与其在抄药方上下功夫，哪如马

上抓药、按时吃药？对此，王阳明说

得真切，“知为行之始，行为知之

止”。这话可以理解为：知道做不到，

等于不知道。一定程度上说，“治病”

的实践多，积累的经验教训也多，对

“病”的认识就能够更深刻一些，处理

“疑难杂症”的办法也会更多一点，这

些是抄药方所不能实现的。

据报道，一位官员有个小本子，

每天把自认为做得不好的事记在上

面，找出问题的根源，并逐步改正。

刚开始，本子上记得非常多，但是随

着时间推移，做错的事情越来越少，

本子上记得也越来越少。这，才是

“治病”的正确途径。如果本子上记得

越来越多，做错的事情却不见减少，

那么，这个本子不要也罢。

渴望破解矛盾、摆脱困境，那就

行动起来，今天就做、马上就做。因

为，明天去做就比今天又晚了一天。

“终日抄药方”治不了病
■张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