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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瞭望

谈训论战

长城论坛

基层观澜

玉 渊 潭

浩瀚史料中，小人物鲜有清晰生动

的镜头。每每读到，总感觉别开生面、

耳目一新。读陈寿的《三国志》，就偶有

所得。

东吴诸葛恪围攻合肥新城时，城中

派士卒刘整突出重围、传递消息。刘整

任务失败被捕，面对诸葛恪手下的威逼

利诱，大骂道：“死狗，此何言也。我当

必死为魏国鬼，不求苟活，逐汝去也。

欲杀我者，便速杀之。”

随后，城中又派士卒郑像传递消

息。由于奸细出卖，郑像也被捕获。敌

人将他捆绑起来，逼着他绕城喊话，劝

城中守军放弃抵抗，投降东吴。郑像不

从，他顶着利刃向着城内大呼：“大军近

在围外，壮士努力！”

刘整、郑像牺牲后，镇东将军毋丘

俭向魏主曹芳详述了两人事迹。曹芳

诏令：“整、像召募通使，越蹈重围，冒突

白刃，轻身守信，不幸见获，抗节弥厉，

扬六军之大势，安城守之惧心……今追

赐整、像爵关中侯。”那个时代，史家之

笔写普通士兵，虽然旨在颂扬统治阶

级，却也让后世看到了小人物身上“有

陨无贰”的崇高气节。

词典中解释，小人物是指在社会上

没有地位、不出名、没有影响的人。即

便如此，没有地位不代表短了气节，不

出名不代表不出色，没有影响也不代表

缺少能量。进一步讲，小人物如何定位

自己、如何立身处事，在大是大非问题

上持什么态度、有什么作为，并不是小

事，可以看出他的品性和格局。

《曹刿论战》，是人人熟知的名篇。

这篇战争题材的文章流传千古，不在于

文笔有多优美、兵法有多传神，而在于

乡人与曹刿的经典对话。齐鲁长勺之

战前，曹刿请求拜见鲁庄公，为国出

力。乡人说：“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

这番话，反映了小人物的一种典型心

态。而曹刿则用自己的行动证明：小人

物身上也有巍峨。

顾炎武的《日知录》有“降臣”一节，

讲述国难之后，小人物的应对和处境。

其中谈到，楚汉之际，有一个姓郑的人，

曾在项羽手底下办差。项羽死后，刘邦

命令项羽旧属直呼项羽名字，郑君独不

奉诏。尔后，那些直呼项羽名字的，被

封为大夫，郑君则被逐。这一则事源于

《史记》，郑君“失其名”，可知绝非大人

物。史家将他的被逐，与别人的被封拿

来对比，足见深意。

“今浙江绍兴府有一种人，谓之惰

民，世为贱业，不敢与齐民齿。志云：

其先是宋将焦光瓒部曲，以叛宋降金

被斥。”这是“降臣”里的一条原注。

《堕民猥编》中也有延伸记载：“明太

祖定户籍，匾其门曰丐。”不去抗争、

降叛失节者，包括他们的后人，被称

为惰民、堕民、丐民，其社会地位低于

别的普通百姓。这就说明，如果不念

国家存亡、不作殊死抵抗，即便是小

人物，也要背负耻辱，甚至让后人抬

不起头来。

在《刘敬叔孙通列传》中，司马迁

说：“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台榭

之榱，非一木之枝也；三代之际，非一

士之智也。”刘敬以戍卒身份，穿着羊

皮袄拜见了刘邦。他劝帝迁都、主张

和亲，并提议移民关中，为汉代政权

巩固立下汗马功劳。司马迁的感叹启

示我们：积小成大，人人集智竭力才

能干成大事、成就大业，其中小人物

也概莫能外。

“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

矣。”绝大多数人不会成为大人物，这是

事实。然而，这无碍我们培塑深沉的家

国情怀。只要勇于榨出“皮袍下面藏着

的小”，以大格局、大担当履行好职责，

以忧患感、紧迫感奋力于事业，即便是

平凡一人、普通一兵，也能投下巍峨的

身影。

小 人 物
■铁 坑

江西于都，中央红军长征的集结出

发地。5月20日，习主席来到这里并指

出：“当年革命十分艰难，也可能不成

功，但人们心中理想信念之火一经点

燃，就永远不会熄灭，就一定会前赴后

继，哪怕当时不成功，将来也必然成

功！这个理想信念我们一定要有，要把

这个火烧得旺旺的。”

击退上百万穷凶极恶的追兵阻敌，

征服空气稀薄的冰山雪岭，穿越渺无人

烟的沼泽草地……震撼世界、彪炳史册

的长征，给我们留下许多深刻启示和宝

贵财富。绝处逢生，凭的是什么？革命

胜利，靠的是什么？继续前进，需要什

么？1938年，张闻天在陕北公学作演讲

时的一番话，暗含着答案。他说：“那时

候大家只有一个思想，就是无论如何也

要克服困难，为自己的理想奋斗到底。

没有理想，不用说万里长征，红军连一

千里都走不了。”

理想信念是照亮前路的灯、把准

航向的舵，更是驰而不息的桨、长风破

浪的帆。一个人有了远大理想、鸿鹄

志向，才能明晰奋斗方向、激发奋进潜

力，才能披荆斩棘、攻坚克难。否则，

就会像无舵之舟漂泊不定，任何风都

成为逆风。水激石则鸣，人激志则

宏。实践告诉我们，提高人生奋斗的

思想起点，确保干事创业的持久动力，

就必须在前进的道路上，把理想信念

之火烧得旺旺的。

当年，家中有1500多佃户、田产多

到“乌鸦都飞不过”的彭湃，甘做家中

“逆子”，甚至牺牲年轻的生命，就是为

了改变那个不平等的世界，让穷人过

上好日子。抗战时期，冒险跑到延安

吃粗粮、穿粗布的知识分子，大多家境

殷实，他们不顾一切奔向延安，就是为

了追求心目中的理想王国。革命历史

上，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若是图个

人享受，这些同志完全可以走一条不

那么艰难的路。但正因为他们的“为

理想而活”，我们的民族才多了几分希

望、强了几分力量。

大风大浪中，能否立定脚跟、笃定

向前，最能检验一个人理想信念的纯

度和硬度。当前，绝大多数官兵将个

人梦融入中国梦、强军梦，在东风浩荡

的新时代挥洒汗水、不懈奋斗。但也

要看到，有的人理想信念弱化软化、动

摇滑坡，容易受环境的影响，“染于苍

则苍，染于黄则黄”。在他们那里，理

想信念只在口头不在手头、只在纸头

不在心头，习惯于用“高头讲章”代替

躬身实践。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他

们耐不住腐蚀而变得堕落、经不起磨

砺而选择推诿。这种人虽然是少数，

但这种精神衰弱、意志衰退的现象，必

须引起高度重视。

现在，强国强军伟大事业正处在滚

石上坡的关键阶段。相比过去，今天的

事业虽然在环境、条件、任务等方面有

一些差异甚至有很大不同，但无疑是极

具开创性、艰巨性、复杂性的事业，必然

会面临严峻挑战和考验。想象道路平

坦笔直、诸事顺心如意，总是一个胜利

接着一个胜利，是不现实的。只有坚定

理想信念，根植听党话跟党走的自觉、

拿出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保持越是艰

险越向前的干劲，我们才能扛起政治责

任、永葆斗争精神，把“很自然的责任”

转化为新的更大成绩。

《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

的作者索尔兹伯里曾说：“人类的精神

一旦唤起，其威力是无穷无尽的。为理

想活着的人，就是这种精神被高度唤起

的人。”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我们一定

要用真理武装头脑、指引理想、坚定信

仰，做到不论时代如何发展、条件如何

变化，都风雨如磐不动摇，自觉做共产

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

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用

理想之光照亮奋斗之路。

（作者单位：火箭军指挥学院）

把理想信念之火烧得旺旺的
■杨 颖

“我们的干部应该做‘暖男’。战士

们心暖了，战斗力才强。”某部队思想形

势分析会上，党委针对战士反映的少数

干部待兵不冷不热、主动关心战士不够

等问题，对基层干部提出明确要求。

作为热词，“暖”既是当下人际关

系所缺，也是所需。信息时代，人与人

沟通的渠道丰富了，可交流却变得更

少更浅；“私人花园”构筑得很精心，

但那份真诚沟通、古道热肠的情谊却

变得稀罕了。网上热播的动画短片

《冷漠先生》，先是讽刺“双手插兜，不

愿以举手之劳助人”的冷漠症，继而

赞美减少疏离、增进温度之后的亲密

与和谐。这部短片颇受欢迎，反映了

人们对“暖”的呼唤。

人与人之间多一些“暖”，有利于

提高生活质量、涵养社会公德。对于部

队而言，其价值则远不止这些。官兵同

处一个战壕，少一些“冷”、多一些

“暖”，平时能够培养呼吸相通、生死与

共的深厚情谊，增强部队凝聚力和练

兵动力；战时可以激发“为他人挡子

弹”“为了胜利一无所惜”的英雄气概。

“心暖”也是战斗力。正因此，那些善于

带兵的人，总是千方百计用关心和关

爱，把一颗颗战士的心融成一体。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一位久经沙

场的将军提出，要认真总结经过流血

牺牲取得的经验。对比战争年代，他

说：“那个时候的干部战士关系好，营

长牺牲了，全营哭三天啊！现在干部

战士关系怎么样？恐怕没有那时上下

级关系那么好，差得远。”将军的话，

放在今天依然振聋发聩。只有时刻牢

记“差得远”的警醒，努力做到心贴

心、心暖心，才能更好地消除官兵之

间的疏离感、隔阂感。

在一次基层座谈会上，一名新战

士谈到自己的经历。去年底，他在训

练基地度过了来部队后的第一个生

日。他清楚记得，那天晚上，排长利用

夜训前的空隙时间，端来一碗热腾腾

的泡面，并把班里的战友集合起来唱

生日歌。这名战士说：“从那以后，训

练再苦也不怕了。那次生日，我一辈

子都不会忘。”准备一碗生日泡面，这

是很小的事，战士却从中接收到了

“暖”的信号。反观那些离兵的干部，

往往就是对这些小事不琢磨、不在

意。在大家看来，他们除了安排任务、

提要求，极少钻到兵的心里去。

越是任务重，越是要暖心。现在，

无论落实改革任务、释放改革效能，

还是加强练兵备战、提升打赢能力，

人人肩头都有一副重担子。而且要看

到，有的同志在挑重担的同时，还面

临发展受限、家庭困难等种种难题。

这种情况下，只有多说一些走心的

话、多办一些暖心的事，才能更好地

凝心聚气、振奋精神，形成同心操舟、

同向用力的强大合力。如果只谈纪

律、不讲关爱，只提要求、不听心声，

只压担子、不卸包袱，就难以调动官

兵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更难以持续

激发一个单位攻坚克难的内生动力。

古人说：“明月入怀，毕竟幽冷，

不如朗日在胸，以赤腹投人也。”让我

们敞开心扉，热心关爱战士、真诚关

心同志，用温暖凝聚起更强大的力

量，助推强军事业阔步向前。

﹃
心
暖
﹄
也
是
战
斗
力

■
王
密
勋

贺
海
明

内容更丰富

下载更方便

欢迎关注“八一评论”微信公众号

没有地位不代表短了气节，不出名不代表不出色，没有影响也

不代表缺少能量。小人物如何定位自己、如何立身处事，在大是大

非问题上持什么态度、有什么作为，并不是小事，可以看出他的品

性和格局。

某部队组织连贯考核比武，期间多

次“吹哨集结”，点验官兵的携行物资。

据了解，他们过去也是这么做的，目的

在于确保比武公平和安全。对此，前来

观摩的一位领导直言不讳：“这是在养

成痼癖动作，如果是在战场，部队行踪

有可能就暴露了。”

练兵场日复一日的训练，会形成

“肌肉记忆”。其中，有的习惯有利于制

胜战场，比如快速反应、敏捷高效、密切

协同、追求创新，等等。然而，也有些习

惯落后时代、偏离实战，平日里却习焉

不察。军人在练兵场养成的习惯，无论

好坏都会带到战场、影响打仗。正因

此，练兵备战的每一个细节，都应该用

实战的眼光去审视、用实战的标准来要

求。否则，一旦形成战场痼癖动作，代

价就太昂贵了。

与实战要求不符的做法成为惯性，

这在军史中并不鲜见。英国曾有一位

军官看到，在火炮操练时，总有一名士

兵立于炮管下，毫无作为。他研究后发

现，过去火炮由马车运载，炮管下的士

兵负责拽住缰绳，以确保炮座稳定。惯

性延续，因而在火炮自动化时代出现了

“不拉马的士兵”。二战期间，盟军西西

里岛空降作战失利，固然有天气恶劣的

因素，但“固守桥头堡”的僵化思维更致

命，武器装备成捆地空投，导致伞兵空

降后不得不到处寻找装备，教训不可谓

不深刻。

战场痼癖动作的形成，不外乎这么

几个方面的原因：思想懒惰、思维僵化，

信奉“从来如此”；赛场意识强、战场意

识弱，把投机取巧的经验看得比较重；

不较真、不认真，满足于训到了、练过

了，严抠细训落实得不好；对现代战争

不研究、对时代变化不敏感，缺乏革新

的锐气和勇气……如此种种，都会在不

经意间养成一些偏离实战的习惯。虽

非故意，其害不小。

信息化时代，战争变脸的节奏加

快，突发性、残酷性特征明显。战争

是“铁面审计师”，绝不能等到那一天

真的来临，才开始严肃自我审视、纠

治痼癖动作。重养成，在平时。我们

只有始终坚持聚焦实战、对接实战的

练兵原则，一点一滴规正打仗动作、

提升打赢本领，才能真正经得起实战

检验。

不要形成战场痼癖动作
■杨程佳

按实战要求使用武器，是检验装备
性能、发掘装备潜能的重要途径。只有
大胆操作使用，才能更好实现人与武器
的结合。然而，个别部队新型装备配发
到位后，害怕损坏了被问责，宁愿将其
锁在库房里，也不经常使用。

这正是：
装备实战练，

方能成利剑。

若在库房闲，

潜能岂得见？

周 洁图 史建民文

某连队管理上很严格，战士训练中

很卖力，但朝气和活泼不足。当兵蹲连

的一位领导把问号抛给了连队主官：

“都是年轻战士，活泼的气性哪去了？”

朝气蓬勃、充满生机、气性活泼，既

是年轻人的天性，也是一个群体创造力

战斗力不可或缺的前提和条件。军队

是要打仗的。备战打仗不仅是苦累事、

寂寞事，更是危险事，需要创新活力、持

久动力。“一个部队生机勃勃，整齐清

洁，很有礼貌，这个部队在各方面的工

作成绩一定不错。如果一个部队内务

不整，死气沉沉，毫无礼节，各项工作也

肯定不会出色。”许世友的这番话说明

了一个道理：活泼的部队能打仗。善带

兵者，就要带出气性活泼的兵。

说到红军战士、雪山草地，有的人

脑海中会浮现“苦脸”。然而，事实并

非如此。杨成武在回忆录中提到，部

队到达长汀南山坝后，搞了一次晚会，

干部战士闹在一起、玩在一起。大家

来自五湖四海，带来了各地的一些传

统娱乐方式，尽管乡土气息不同，玩起

来却津津有味，这也驱散了挫折的愁

雾，使大家保持旺盛斗志。在《雪山草

地行军记》中，杨定华写道：“草原遍野

都是人。你来我往，一时提琴、口琴，

抑扬的音乐声、歌唱声，哈哈的笑声，

的确使战士们一切的疲劳饥饿的感觉

都消失了。”由此可见，把部队带得气

性活泼，对于战胜困难、赢得胜利十分

重要。

我军历来倡导“把战士的思想练

活”，但少数带兵人坚持得不好，个别人

甚至认为“思想活的兵不好带”。把带

好部队等同于管住不出事，不启发战士

开动脑筋、不敢让战士闲着，满足于“我

讲你听，我说你做”，这种僵化的思维、

机械的管理犹如绳索一般，必然会束缚

住战士的头脑。用这种办法带出来的

战士，平时虽然不会“捅娄子”，但到了

战场上，机灵劲、想象力、创造力也会弱

不少。

戚继光有言：“善操兵者，必使其气

性活泼，或逸而冗之，或劳而息之，俱无

定格。”带兵人要适应时代特点、任务特

点、战争特点，把战士的意志锤炼好、情

绪调节好；要更新带兵理念、改进带兵

方法，做到经常互动、情理交融。须知，

带出气性活泼的兵、带出部队的虎虎生

气，对于提高部队练兵备战质量大有

裨益。

带出气性活泼的兵
■刘冀龙 赵继鹏

官兵同处一个战壕，少

一些“冷”、多一些“暖”，

平时能够培养呼吸相通、生

死与共的深厚情谊，增强部

队凝聚力和练兵动力；战时

可以激发“为他人挡子弹”

“为了胜利一无所惜”的英

雄气概。

理想信念是照亮前路的灯、把准航向的舵，更是驰而不息的

桨、长风破浪的帆。一个人有了远大理想、鸿鹄志向，才能明晰奋

斗方向、激发奋进潜力，才能披荆斩棘、攻坚克难。否则，就会像无

舵之舟漂泊不定，任何风都成为逆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