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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论坛

水不激不跃，人不激不奋。激励

是前进的动力，是催征的战鼓。营造

当兵打仗的浓厚氛围，必须强化一切

为战的激励导向，坚决摒弃弱化备战

打仗的“负向激励”。

“疑行无名，疑事无功。”干事

成业，得先把导向立起来。商鞅将

要变法时，命令已经起草好了，怕

天下之人不相信，乃立三丈之木于都

市南门，贴出告示，有能把木头搬到

北门的，赏他十金。百姓还是怀疑，

没人敢动。他又命人张贴告示说：

“能移木者赏五十金。”这时，有个

人搬移了它，商鞅果然赏了他五十

金，表明真实不欺的态度，然后才

下令实施变法。

练兵备战，事不同而理同。近年

来，全军上下力除和平积弊，用好监

督利剑，立起备战打仗指挥棒，任用

研战研练的，奖励能打善战的，罢免

平庸懈怠的，惩处弄虚作假的，纠治

演训场上的不实之风，从根本上端正

训练指导思想，正确的激励导向基本

形成，备战打仗的氛围日益浓厚。可

以肯定地说，没有正确的激励导向，

就不会有今日练兵场上的龙腾虎跃、

真打实备。

曾几何时，干部任用，端盘子的

比端枪杆子的吃香；表彰奖励，搞平

均主义、平衡照顾，这个也该奖，那

个也该奖，真正研兵练战的人却轮不

上。现在，这种现象虽然得以纠正，

但在个别人那里，和平积弊一遇气候

就故态复萌，虚嚣之风稍一放松就死

灰复燃，负向激励不抓不纠就故伎重

演。在个别单位，表现优异的没有完

全受肯定，钻研打仗的没有完全得重

用，干主责主业的没有得到应有的表

彰奖励。

“负向激励”，产生的必然是负

面效应。这就像刮风一样，风向哪

边吹，草向哪边倒。任用一个端盘

子的，就会使人竞相往“过日子”、

图安逸的道上跑；晋职晋级吹吹拍

拍的优先，就等于鼓励人抢着干那

些省力讨好、容易得甜头的事；表

彰奖励搞轮流坐庄，先进的显不出

来，后进的滥竽充数，训练场上较

着劲、比着练的风气就无法形成，

只会助长推一推动一动、甚至推了

也不动的疲沓作风。最后的结果必

然是，干主责主业的越来越少，投

机取巧的越来越多，提高战斗力就

成为一句空话。

“负向激励”伤人心，坏风气，弱

化备战打仗。强化一切为战的激励导

向，必须把训练成绩“一票否决”落

实好，成绩达不到优良的，不能提拔

任用；未完成军事训练任务的，不得

在综合性表彰奖励中评先评优；发现

弄虚作假等情形的，必须严肃惩处并

责令整改，坚决纠治担不起职责、扛

不起重任的庸官现象，纠治精于个人

算计、疏于研究打仗的投机钻营，逼

出进取担当，逼走平庸懈怠，真正树

起“训练好的吃香、训练差的受罚”

的鲜明导向。

战场如赛马，仅有闪光锃亮的鞍

子，崭新漂亮的辔头，精心打造的马

蹄套，不一定能提高奔跑的速度。有

力的鞭策、正确的激励，才能不断把

奔跑的内在动力激发出来。

别让“负向激励”弱化打仗导向
—在严抓练兵备战中推动积弊纠治走深走实⑥

■顾 鹏

开山岛，不仅缺淡水与食物，连植

被和鸟兽都很少。在外人眼里，守岛无

疑是一件异常艰苦的事，王继才却把这

看得如家常便饭。每当人们问起守岛的

困难，他总是说得云淡风轻：“习惯了！

别人的生活没过过也过不习惯。”

如此地理、如此条件，长期在岛上

生活，苦是必然的。但王继才把这苦看

得很轻，用“习惯”来应对这苦，并从

中悟出一条生活的哲理：苦惯了，对安

逸就不习惯了。

人生的许多事，经常是从不习惯到

习惯的。社会规范的遵循、纪律法规的

约束，以及艰苦朴素的生活等等，开始

时或许不是很习惯，但慢慢适应了，就

会成为习惯，成为一种自觉。这种由不

习惯到习惯的过程，是对意志的磨炼、

对精神的考验，也是对一个人价值观

念、道德品质以及高尚人格的塑造。良

好的习惯一旦养成，可以使人受益终身。

有的事则是从习惯到不习惯的。比

如，习惯了安逸，对艰苦的生活就不习

惯了；习惯了锦衣玉食，对粗茶淡饭就

不习惯了；习惯了热闹与繁华，对朴素

与淡泊就不习惯了；习惯了衣来伸手、

饭来张口，就会对自己动手、亲力亲为

不习惯了。这种从习惯到不习惯的过

程，是思想的蜕变、精神的蜕变、人格

的蜕变。而不良的习惯一旦形成，就会

贻害国家、社会，最终也会毁掉自己。

“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中国革命是

苦出来的，是苦成功的。为了革命，有人

苦了一生，苦了几代，还有人牺牲了家

庭，苦掉了性命。正是有了他们的苦，才

有了我们今天的福；正因为他们苦过了，

有许多苦我们今天才不必吃、不再吃。他

们的苦，就是为了我们今天的甜。

我军是从苦中过来的。打仗时的

苦，物质匮乏的苦，万里长征的苦，等

等。但这种苦，能锤炼筋骨、强健体

魄，能磨炼意志、培塑精神。正是有了

苦这一笔巨大的财富，后来不论遇到什

么事，都不觉苦、不怕苦了。今天，人们仍把长征作为吃苦的参照，只要有人

叫苦，就会有人说：苦不苦，想想长征二万五。毛泽东总结说：“野菜味道虽

苦，但可以磨炼我们的意志，吃下去，干革命就不怕苦了。”

军队与军人，与苦有不解之缘。怕苦的人，当不了兵也当不好兵，更别说

历险蹈海、上天入地打仗了。吃苦，是军人必备的能力与素质，也是能打仗打

胜仗必不可少的条件。谁不想把日子过得好一点，谁不想生活得安逸一点。常

人可以这样想，但军人不能这样想。军人一旦贪图安逸，想着过太平日子，国

家就会遭殃，百姓就要受苦。

“尝天下之难者，必无难天下事。”吃惯了苦的人，遇到苦事、难事，必能

意志坚定、应付自如；而没有吃过什么苦的人，一遇艰苦，就吃不消、扛不

住。这样的人，是成不了什么气候，干不成什么事情的。

千学万学，先学做人；而教人做人，必先教他吃苦。从古到今，莫不如

此。明代的忠宣公刘大夏，他一边教儿子读书，一边让他兼做农活，经常让儿

子在风里雨里耕耘。他告诉人们说：“习勤忘劳，习逸成惰。”意思是说，习惯

了勤勉就会忘记疲劳，习惯了安逸就会懒惰成性。王继才也是这样。他把子女

接到岛上，让儿子外出打工，使他们体验生活的艰辛与不易。练成“克服困难

的硬骨头”，就是他留给子女的最大财富。

一种习惯的养成是不得了的。刘蓉在其养晦堂之一室读书，俯而读，仰而

思，思而不得时，辄起而徘徊。时间长了，把地下踩出一尺长的小坑。后来他

虽然把这个坑填平了，但每当走过这个地方，还是要不自觉地抬起脚来。他由

此感叹：“习惯一旦养成真厉害啊！”

好习惯养成难，坏习惯养成易。习惯吃苦还是习惯安逸，这是精神上的分

水岭。 （作者单位：军委训练管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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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有个神箭手，对自己百步穿杨的箭术

非常得意，但有一个卖油翁却说：不过是手熟

罢了。神箭手不服气，卖油翁便给他展示了自

己一手“顺着铜钱眼倒油，而铜钱眼不沾油”

的绝技，然后对目瞪口呆的神箭手说：我也不

过是手熟罢了。

读这个故事，对两位高人油然而生敬佩之

余，也努力使自己不断向更加熟练、更加完美

的境地迈进。不过，凡事都有两面性。尤其对

军人来说，一旦在作战方法手段上陷入“熟

套”而不能自拔、无所创造，就等于自我封

闭、自我锁定，最终就会自绝于胜利之门。

熟套，泛指成熟不变的作战习惯、作战手

法、作战程式等。人都有“固恋”情结，对自

己多年“手熟”而形成的某些套路，一般不会

轻易改变。但“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如果用

一成不变的套路来应对不断变化的战场，迟早

会被对手知晓看透，失败也就成为一种必然。

一战时期，法国人从凡尔登战役的要塞战术中

尝到了甜头，同样的套路却使二战中的马奇诺

防线变成了毫无用处的废铜烂铁；海湾战争，

伊拉克军队难以忘怀八年两伊战争中挥师百

万、直取黄龙的辉煌过去，对付强大的美英联

军，仍抱着自己熟悉的战术套路不放，最终使

“萨达姆防线”变成了工业化的死亡“流水线”。

历史是一本教科书，也是一副清醒剂。战

争史的经验教训昭示：当一种作战理论达到

“炉火纯青”之时，也许就是“燃烧殆尽”之

际；当一支部队对某种攻防手法产生驾轻就熟

之感，也就潜伏着失败的危机；当一名指挥员

被对手摸透了作战习性之后，也就不难弄清他

下一步会想出什么计策来。这也警示我们，真

正束缚我们思维跃升的绳索并非未知的X，而是已知的A、B、C。人，往往会

被自己熟悉的作战套路拴住、局限，最后被自己熟悉的作战套路绊倒、困死。

拿破仑在谈到自己统兵打仗的经验时说：“我有时是狐狸，有时是狮子。进

行统治的全部秘密在于，要知道什么时候应当是前者，什么时候应当是后者。”

古今中外那些高明的将领，尽管都有自己鲜明的指挥风格和擅长的作战套路，

但他们从不拘泥于一格，不固守于一端，不呆板于一法，甚或经常反其道而行

之，逆其技而用之。就如同乒乓球比赛，防守型选手突然猛攻一板，进攻型选

手突然轻吊一球，往往会使对方猝不及防、难以招架。孔明的空城计之所以成

功，与他能突破成熟的套路、反用谨慎的个性密不可分。

打仗从来没有套路，战场最忌一成不变。然而，一些单位的战术演习，一

个场地年年练、一份想定练几年、一套方案打天下的现象司空见惯，战术考核

总是在那几个课目、那几件兵器、那几项标准上比来比去。“战胜不复，知变为

大”。把部队训练长期固定在一个套路、一个模式上，没有变化，不思创新，到

头来必然“熟”得越透，“伤”得越深。

与过去相比，现代战争的一次性效应更加凸显，“我们熟悉的东西有些快要

闲置起来了，不熟悉的东西正强迫我们去做”。唯有突破“熟套”，超越“辉

煌”，努力以求变应万变，以实训求实战，以再造求新生，才能在未来战场上措

置裕如、立于主动。

（作者单位：陆军研究院某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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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大家注意到没有，在大大小

小的会场上，除非规定不准携带手

机，总会有人在低头看手机、发短

信。某部一位领导在会议开始前宣

布：好好开会，从放下手机开始。

开会本是件严肃的事。传达文

件、布置工作、学习交流、通报情况

等等，有时都需要通过开会的方式进

行。但有人往往把开会看作处理私事

的好机会，或是不停地发信息，或是

翻看平时保存的资料和视频。这样不

但不严肃、不认真，而且干扰大家，

影响开会的效果。

会议有会议纪律，开会有开会的

规矩。有些重要的会议场合，还规定不

准携带手机，不准接打电话。这些规

定，都是必要的。而一般性的会议，虽

然没有这样硬性的规定，但也不能电话

响个不停、接个不停。大多数会议，长

的个把小时，短的几十分钟，除了战

争，没有什么急得了不得的事。所

以，放下手机、好好开会，是完全可

以的。还没有听说谁因为没有接手机

误了什么急事、大事、要事。

好好开会先放下手机
■温新峰

前不久，某连按上级要求组织问
卷调查。调查开始前，连长担心大家
“冒泡”，于是“精心安排”，并提出
明确要求。问卷上交后，机关发现官
兵回答问题的内容十分相像，有的简
直如出一辙。弄明原因后，机关干部
向大家说明，问卷调查只为掌握情
况，“冒泡”的担心是多余的。随

后，他们在这个连队重新组织了调
查，收集到不少好的意见和建议。

这正是：
问卷调查听意见，

无需把关却把关。

担心冒泡没必要，

掌握实情需畅言。

洛 兵图 汪 聪文

前一阵，利用休假的机会，到大

连的海边走了走。面对辽阔的大海，

心潮澎湃，空自感慨：海浪啊，你真

美；大海啊，都是水。脑海中除了闪

过海子的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描写的话一句也想不出。海有多大、

水有多深，站在海边，心跟这大海一

样的茫然。

面向大海，如何描写？这真是一

个难题。思来想去，倒想起一个故事

来。看了这个故事，说不定还能悟出

一点描写大海的方法。

故事出自张岱《西湖梦寻》一书

的序。

相传，西晋的辞赋家木华写大

海，不过他的题目叫《海赋》。写着写

着，他也写不下去了。这时，有人给

他出主意：何不从海的上下四旁写起？

这一点拨，使木华很受启发，就

把《海赋》给写成了。

这文章写得如何，现在已经有点

读不大懂了，但不影响它在当时的地

位，文论家李善说“文甚丽”。

这且不管！我们单说这个没有留

下姓名的人给他出的点子。“于海之上

下四旁言之”，这个主意实在是高，不

失为一个作文的好方法。

作文不论好坏，都是一件大难

事。作好固不易，就是写一篇不好的

东西出来，有时也很费周折。因为有

时压根不知道写什么，不知道从哪里

下笔。千言万语一齐奔来笔下，似乎

要说的话很多，但哪句先说，哪句后

说，却又犯难了。

这下好了！把这一指点迷津的方

法推而广之，既然海可以从上下四旁

言之，那么其他所有的，何不可从上

下四旁写起呢？

金圣叹批点《西厢记》说，文章

最妙是目注彼处，手写此处。如果有

时必定要眼盯此处，则必须要手写彼

处。如果眼也盯此处，手也写此处，

便一览已尽，没有余韵。

他又进一步说，文章最妙是眼睛盯

着此处，却不马上就写，而是从远远处

写来，迤逦写到将要写的地方时，便又

停下来。然后再从远远处写来，迤逦写

到将要写的地方时，再停下来。如此反

复几遍，都是从远远处写来，迤逦写到

将至时停下，更不写开始眼睛盯着的地

方，使人于文外瞥然见之。一部《西厢

记》，纯用此种方法。《左传》《史记》，

也是纯用此种方法。

他又说，文章最妙处，是先觑定

一处，却于这一处之四面，将笔来左

盘右旋，右盘左旋，既不放脱，也不

定死，就像狮子滚球一样。球只是一

个球，却教狮子使出通身解数。一时

满棚人看狮子眼都看花了，而狮子却

不管这些，一心都在球上面。人眼盯

着狮子，狮子眼盯着球。

真是异曲同工！圣叹慧眼瞧出的，

不正是从“上下四旁”写起的方法吗？

浙江仁和人闻启祥，有一封信是

专门教导子弟作文的。他说：

文有正位，不可太粘，亦不可

太离。张宾王常阅友生一义云：他

人说得少愈多，子说得多愈少耳。

张元长云：作文如打鼓，边敲须极

多，中心却也少不得几下。二老真

狐精也。

因为这是写给自家子弟的，应该

是说得最真的了。信中的意思，都是

借两位张姓人的话发挥出来的，所以

不显得主观，便于子弟们接受。

这封信，清人周亮工给它加了个

题《示子弟》，编入他的《尺牍新钞》

一书。他著《因树屋书影》，把这封信

全文照录，评为“阅文之妙诀”。接着

又引了苏东坡说的话，誉为“真阅文

三昧也”。

东坡云：观文人画，如阅天下

马，取其意气所到。如果像画工那

样，只取鞭策、皮毛、槽枥、刍秣，

没有一点俊发，看数尺就厌倦了。

苏东坡、金圣叹、周亮工，都是

知文之人，看了这些论文的方法，不

谓之“狐精”不可也。

有位造诣极深的作家说，他作文

专以不切题为宗旨。读了他的自编文

集，再读他的散文全编，慢慢地品、

细细地思，才明白他这“不切题”，原

是“不死贴”。粗看好像天马行空，细

寻都有一根线索贯穿始终，使文章有

一种散乱而又齐整、形散而神不散的

美感。

我辈的写不好文章，是否与死盯

住那“海”有关系，在下就不知道了。

从“上下四旁”写起
■哲 之 胡中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