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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桑只当寻常看，山河依旧古今

遥。”有执迷足球的哲学家，或者是热

爱哲学的球迷，穿越时空组建起了一

支哲学家足球队——克尔凯郭尔不会

被花哨的假动作迷惑，善于从主观经

验中辨别客观事实，应当是很棒的中

后卫；萨特的存在主义认为，有些事与

物的存在平时并不会被注意，只有出

现问题时才会发现其重要性，无须再

议，他不去当门将就可惜了……

疫情期间，欧洲足球联赛如果在

一个个空空的场子里开踢，此时的教

练，非庄夫子莫属也。试想，在那没有

山呼海啸的球迷，没有人声鼎沸的赛

场，庄老师一句“当有则有，当无则

无”的制胜秘籍，抵得上许多名头巨响

的足球明星。

这当然是说一个幽默小段了。法

国哲学家、作家加缪，虽然没被球迷选

中，但事实上，他才是货真价实的足球

队员——曾担任过大学校队的守门

员，所以，他才有资格这样说：“有关生

活的一切，我都是从足球里学到的。”

是的，球场上和生活里的哲学，总

是相通的。荷兰明星球员和教练克鲁

伊夫信奉足球场上的“英雄哲学”——

每临开赛，他总是向自己麾下众将挥

臂高喊：去享受这英雄的足球吧。同

时，他身在名利场，却向来鄙视物欲哲

学。他对商业和商品给球员带来的诱

惑，有句针砭之语可谓一针见血：从前

球员们醉心于球场上的享受，现在倒

了过来，醉心于场外的享受。

“过程比目的重要。”这是具有浪

漫气质的法国哲学所提出的一个典型

论断。法国球星齐达内最受观众尊重

的一点，就是他传承了这种浪漫哲学，

不以胜负论英雄，而以比赛的全部过

程、球场上的每个细节来揭示足球的

魅力——在球出界或者对手犯规被罚

后，他根本不会因为战术原因迟缓拖

时，总是迫不及待地立即去捡球发球

进攻；同时，他不屑于“飞铲”这一技

术，因为每逢铲球，必定耽搁比赛进

度。他痴迷于踢球的过程和节奏，甚

至胜于比赛的结果。

“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这是老

子《道德经》里的名句。而有一本围

棋谱，就叫《玄玄棋经》。显然，说到

运动的哲学，围棋是一定绕不过去

的。所有哲学都有一个聚焦点——

时空。而围棋的基本规则，就是在一

定的时间里，完成对空间的争夺。有

人说，围棋起源于推演战争过程的沙

盘。但我觉得，围棋没那么玄乎，它

只是游戏，但同时又是有思想的游

戏。中国人发明的围棋必然折射出

中国古代哲学的元素。阴阳、盛衰、

盈亏、有无……这些古老的辩证法无

不和黑白棋枰枝脉同根。

当然，最令我惊叹的是，围棋界公

认的最高境界“流水不争先，争的是滔

滔不绝”，竟然和维特根斯坦哲学箴言

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在哲学上，竞赛

的获胜者是能够跑得最慢的人。或

者：是最后到达终点的人。”

以辩证法起家，以辩证法称雄，这

里说的可不是什么研究所，而是中国

乒乓球队。1961年，在 26届世乒赛

上，中国男乒首次夺得团体冠军。徐

寅生创造了“12大板”的奇迹；容国团

一句“人生能有几回搏”的名言，由此

成为很多中国青年的奋斗名言，响彻

今日。取得荣誉后，徐寅生受命帮助

女队总结经验。他结合自己的实践与

思考，围绕国家荣誉与个人得失、思想

过硬与技术过硬、学人之长与补己之

短等，做了一个精彩的发言。这个发

言稿送到贺龙元帅手中，大受赞扬，元

帅为此写下很长的批示，转发给各个

运动队学习。

接着，毛泽东主席看到了这个发

言稿，老人家看罢挥笔给予很高的评

价：“讲话全文充满了辩证唯物论，处

处反对唯心主义和任何一种形而上

学。”由一篇体育人谈体育运动的讲

话，在全国掀起了学哲学、用哲学的高

潮，这不能不成为中国运动员一段难

忘的记忆。

毫无疑义，再高深的哲学也替代

不了体育运动的千般计谋、万种功

夫。但是，运动场上又何时何地少得

了、离得开哲学的奥秘和辩证法的玄

机呢？王夫之所言极是：“而清光如

月，又岂日之所能抑哉。”

体 育 与 哲 学
■郑蜀炎

场边杂弹

“这次单杠考核的标准也太严了
吧！”近期，某合成旅组织考核比武的
单杠课目让不少战士铩羽而归。以往
信心十足的项目碰上了严格的考核标
准，让有的战士“翻了车”。
“上杠悬停 3秒后再开始，身体摆

动不算、双腿晃动不算、仰头过杠不
算、碰触警示线不算……”听着示范员
一串一串的“不算”话语，战士们仿佛
被浇了盆冷水。“咱平常也没这么抓细
节呀？”在这次考核中，有的战士连合
格线都没达到，只能灰心丧气地回到队
伍里。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二营的干
部队伍在考核中全部达到了合格标准。
“平常总觉得干部的体能素质一般，这
次单杠的成绩着实让人意想不到，”下
士叶裕民诚恳地说。

在严格的标准下，为何干部队伍
能够取得更好成绩呢？

原来，自新大纲下发以来，二营
全体干部就开始了体能特训。他们对
照新大纲狠抓细节，按照最高标准严
格进行训练，精益求精。他们除了在
工作之余进行体能训练外，还利用操
课后开饭前的间隙时间进行强化提
升。同时，该营为每个人都建立了专
门的训练信息档案，动态跟踪人员训
练情况，定期组织考核，以考核结果
驱动人员训练主动性。考核前两周，
二营全体干部还自行组织了三次模拟
考核。在模拟考核中，他们对暴露出
来的问题进行针对性训练，狠抓动作
细节。因此，即便是在考场上面对更
加严格的标准，他们也能够做到心中
有数。

在这次考核之后，战士们对干部
队伍的体能印象大为改观。大家一起
研究体能训练细节，精武强能的氛围
更加浓厚。

严标准 促提升
■鄢 冉 李 强

任营长后，我在体能训练时成为大
家信任的教练员，是我始料未及的。

我从 3年前开始接触健身，到现在
已经养成了良好的健身习惯。如今，
比自己健身更让我高兴的是，许多官
兵在我的带动下也开始进行科学训
练，尝试健身，不少官兵的体能素质
稳步提升。

刚到营队，我在和战士们一起训
练的时候发现，很多战士将体能训练
与跑步画上了等号。谁跑得快、用时
短就是体能好，而且有的战士跑步姿
势不对，不仅提高不了成绩，也不利
于身体健康。

对于这种情况，我看在眼里，急在
心里。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后，我决定
有针对性地为官兵讲解体能训练的方式
方法、动作要领，并带领大家一起健
身，培养运动兴趣。

营区里没有专业的健身房，于是我
和战士们一起对营区的杂货房进行改
造，除了把上级配发的一些体育器械搬
进去，还焊接了杠铃架和哑铃架，再用
伪装网遮住墙壁掉漆的部分。别说，布
置完的健身房还真像那么回事。

设施虽然有了，关键还要会练。我
结合自己的健身经验和学到的健身知
识，在健身房为官兵准备了一堂关于如
何训前热身、科学训练、训后放松的健
身理论课，许多战士听后不仅产生了浓
厚的训练兴趣，还在健身房摩拳擦掌，
跃跃欲试。

刚讲完课的那几天，许多官兵开
始到健身房积极尝试训练。然而，我
发现不少官兵在训练时盲目追求大重
量和快节奏，什么器材都想练两下，
做几次就不行了，使用器械动作变形
走样，存在不会练和蛮练的现象，这
样不仅提高不了训练水平，反而容易
出现训练伤。

作为一个长期坚持健身的人，我深
知，这是健身的一个误区。力量训练要
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合理分组，每组做
几次，中间还要进行小休息。如果一开
始就进行大重量的训练，第二天很可能
会造成肌肉酸痛，从而对这项训练产生
恐惧心理，久而久之，对体能训练也会
失去兴趣。

发现问题后，我除了在健身房自己
训练外，还会帮助身边的战友纠正动
作，讲解训练方法和注意事项。

一段时间过后，很多官兵身上的肌
肉块慢慢凸显出来，肌肉线条也有棱有
角了，身材的真实变化让大家对健身训
练的兴趣逐渐浓厚，对自己也越来越有
信心。

健身可以让身体机能保持最佳状
态。在开始健身前，很多人都会觉得健

身很累。其实，健身并没有那么累，当
你切身感受到那种挥汗如雨后的酣畅淋
漓，就会发现它的魅力。

经过一年的训练之后，不少体育骨
干学会了如何进行组训，战士们学会了
如何正确训练，官兵对体能训练培养出
了浓厚的兴趣，对自己的体能素质也有
了新定位。每当战士们摸着自己的腹
肌，看到镜子里的肌肉男，个个露出了
自信又自豪的笑容。

把自己的爱好分享给战友，并且帮
助战友收获不一样的美好，让我这个营
长更有自信了。希望在今年，能有更多
战士喜欢上体能训练，爱上健身。

让
健
身
成
为
一
种
习
惯

■
李

虎

运动心语

西藏山南军分区某团在海拔4500米的驻地不畏艰苦，因地制宜修建足球

场。图为官兵正在进行足球友谊赛。 张照杰摄

火箭军某基地通信团着眼使命任务需要，科学制定军事体育训练方案，充分利用训练资源，常态化组织以体能竞技为主的小比武、小对抗竞赛，锤炼官兵敢打敢

拼的血性虎气。图为下士韩子潘在进行爬绳训练。 张倩晓彤摄

炊事班夺得“军事体育训练流动红
旗”了！

近日，一场别开生面的体能考核在
武警安徽总队机动支队机动二中队展
开。由考核组精心设置的“穿越火线”
“战场速递”“穿插追击”“弹轰敌营”等 6
个课目环环相扣，与官兵的体能素质、专
业课目紧密相连。参考官兵不仅要匍匐
爬过铁丝网、翻过阻绝墙、穿越水火障，
还要在往返搬运轮胎、来回翻滚重达二
百斤的圆木后，完成手榴弹投掷、“登山
夺旗”等项目。经过激烈的比拼，中队长
赵泽团最终宣布：在本次的体能考核中，
总共6个课目，炊事班拿了4个第一。

机动二中队的军事训练可谓远近
闻名，“军事体育训练流动红旗”从来都
是在战斗班之间风水轮流转，这次却
“花”落炊事班，这让很多人直呼意外。
但了解这个班的战友都相信，这次他们
夺冠并非偶然，更不是运气。

炊事班的体能素质为何这么厉害？
“炊事兵不是打酱油的兵，炊事兵

也是硬邦邦的汉子。”中队长赵泽团
说。该支队这两年树立了大抓后勤专
业兵军事训练的鲜明导向，对于炊事

班中体能素质稍差的战友，支队会安
排他们到战斗班进行强化训练，补课
结束后，方能回归。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炊事班
班长陈相君，2011年 12月入伍，是一名
体能素质过硬的老兵。从进入军营开
始，陈相君就严格要求自己，在体能训练
上从不放松，数年如一日坚持到今天。
经过常年的严格训练，他的基础体能和
器械课目在支队均名列前茅，多次获得
参加总队重大保障、集训任务的机会。
2019年，他还在总队一专多能的比武考
核中获得优异成绩。陈相君不仅自己苦
练体能，还将炊事班的全体人员都带上
了体能训练的快车道。
“快乐训练法，让战友们在快乐中

训练、提高、收获。”谈到训练秘籍，班
长陈相君这样说。针对过去炊事班训
练时间不足、考核经常拖中队后腿的
实际，他们通过更新训练理念、活用训
练方法、改进训练模式等，使大家不断
增强训练主动性、提高训练积极性。
他们在训练中加入趣味活动、融合练
习、心理抗压 3项内容，坚持训练前热
身、训练时高效、训练后放松，并为每
个人量身定制训练“套餐”。“每周至少
三次体能训练大课，上厨前去健身房
练练力量，周末闲暇之时到操场跑跑
圈，睡觉之前练练深蹲、蛙跳和平板支
撑，循序渐进稳步提高，感受运动之
美，体验汗流浃背的快乐。”在班长陈
相君带领下，班里战士体能素质都有

了明显进步。
下午 3时，炊事班的战士们正在支

队的训练大棚内进行体能训练，动感
单车、杠铃卧推、哑铃箭步、臂力甩绳
等一系列“花样”课目轮番上阵，大家
练得乐此不疲。“每天晚餐上厨前，我
们都要来到训练大棚内热身，这已经
成为我们班战士的一个习惯了。”陈
相君说。

凭借着一股子“倔”劲，和“炊事兵
也要当尖兵”的信念，陈相君带领大家
挤时间训练，并长期坚持。最终，在大
家诧异并敬佩的眼神里，这些成天与油
盐酱醋打交道的战士还真在支队季度
体能比武中，拿了 4项第一，并摘得了流
动红旗。

炊事班的体训经
■钟 斌 孙小山

军体观察

有人说，任何事情最难得的就是

坚持。你只有坚持到了最后，才有可

能体会到成功的喜悦。有时候，你的

收获也许并不是什么大的成功，但至

少这是对你坚持和努力的一种回报和

肯定。就像炊事班班长陈相君和他的

战友。他们或许没有过人的天赋，但

凭借着长期的坚持和努力，最终收获

了骄人的成绩。

莎士比亚说得好：“事情的好坏，多

半是出自想法。”在日常的训练生活中，

当你以积极、热情、进取、乐观的心态来

面对，一切终将不同。

军旅多艰辛，乐观壮豪情。不颓

废于“葛优躺”，不沉湎于“手机控”，做

快乐的“实干派”，坚信“每个不曾起舞

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不惧任

何艰难险阻，全身心地投入到强军实

践中去，快乐、精彩、收获等便会如约

而至。

坚持努力 成就精彩
■张 宁

短 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