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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尤卡坦半岛上保存着一

个玛雅人的球场。大约在 7世纪时，

玛雅人发明了这项匪夷所思的球类

运动——球门是在墙上雕出的一个

装饰有蛇形图案的圆洞，球是橡胶做

的；比赛时不允许用手和脚，只能用膝

盖、肩、背、臀部顶球，破门进球得分。

令人惊悚的是，据说输球的一方队员

全部要被砍头祭神——输者被认为是

遭神嫌弃者。

尼采有一句话：“快乐是我们接受

挑战时的感受。”我相信，倘若面临这个

球场的挑战，这个偏执的哲学家也一定

会马上修改对快乐的定义。

学者认为，“现代体育”的产生并

替代了“古老的游戏”，是人类文明的

一个重要标志。虽然几千年前的游戏

不乏现代体育和大众文化的若干特

征，但早期的竞技运动总是通过极端

的形式展示着战争。或者说，人类早

期的游戏与战争，从来就没有远离

过。如同现在常常用以介绍棋盘对弈

的词——博弈，其实就是一个英国作

家为了描述中亚地区的战争与冲突、

阴谋与袭击，而专门创造出来的。我

是殊死搏杀的斗士，而非漫不经心的

看客。史诗《伊利亚特》中关于运动

会、拳击等几次著名比赛的描写，实则

就是战场上格斗厮杀的翻版。譬如自

由搏击的规则是“利用一切可以利用

的手段击败对手”，唯一不允许的动作

就是挖眼球和用牙咬。

游戏这个词来源于古罗马血腥的

角斗。西方在大约11世纪一度盛行的

比武大会延续着这种嗜血风格，每次基

本上等于一次小型战争。开始信号一

发出，双方纵马奔驰、挥舞着各色武器

迎头冲杀。实际上并没有什么规则限

制，只有等到夜幕降临才结束。尽管大

多数参赛者的目的并不是杀死对手，而

是要活捉他们最终索取赎金，可一旦毫

无节制地放开来打，其残暴程度肯定是

不可控的。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一活动属

于贵族游戏，平民是无权参与的。所

以，每一次比武大会后公布的长长的

死亡与伤残名单上，都是令人眼花缭

乱的头衔与爵位。这难免让统治者

们有物伤其类的感觉，由此开始制

定规则，如参战者使用木质的“娱乐

性武器”，观战者不允许携带刀剑石

块，竞技场设置栏杆，出杆就不能再

追杀……仅从这些禁令，就可以想象

到曾经的杀气腾腾。

“我曰东归，我心西悲。”贵族竞技

运动尚且如此，平民甚至奴隶所参与

的就更是致命游戏了。《圣经》上描写

了一场12人对12人的游戏，担任组织

的国王说：让少年在我们面前戏耍

吧。直到 24人全部被杀死，这场“戏

耍”才算结束。

这些往事虽然早就成为了历史的

陈迹，但在体育精神和竞技运动的蔚蓝

天空下，阴影从来没有消散过。1936年

柏林奥运会上，到处飘的都是纳粹旗

子，主题居然是“雅利安人至上”。希特

勒企图把竞技运动，作为其种族论的证

明。就在那些至暗的日子里，我们记住

了一个令人动容的故事。

1941年，匈牙利犹太姑娘塞伊凯夺

得了全国游泳冠军，使她产生了成为奥

运冠军的理想。然而，随着纳粹德国的

入侵，身为犹太人的她开始是被禁止比

赛、禁止训练，接着又成为疯狂的纳粹

分子的屠杀对象。就在被准备枪决的

生死一瞬间，父亲挡在刽子手面前，哀

求道：“她是游泳冠军，让她活下去吧。”

那人看了看，挥挥手，居然放过了赛伊

凯。

此后，赛伊凯和几十个犹太人一同

躲在一处安全屋内，每天坚持着唯一可

行的锻炼——爬楼梯，因为她那个金色

的梦想始终没有熄灭。

1945年，她和活下来的几个幸存者

走出了安全屋。1952年，她在赫尔辛基

奥运会上终于夺得女子 200米蛙泳冠

军。那一刻她想到，为了数百万在战争

中丧生的犹太人，每一名幸存者都必须

释放自己的光芒。

著名作家福克纳的一段话此刻读

来分外震撼：“有时候，人需要被提醒

罪恶的存在，需要去改正、去变革。而

不应该永远只记得善与美。”我们捧读

人类文明与体育精神写下的光荣史

册，千万不要忘记种种曾经发生过的

耻辱与愚昧的记录。“历史无情翻旧

账，沧桑有迹认残灰。”那些散落在运

动场上的“旧账”“残灰”，属于历

史，也关乎未来。

陈迹“旧账”记犹新
■郑蜀炎

场边杂弹

“67、68、69……余近斌，加油！王
永义，加油！”日前，一场在海拔 4300米
雪域高原上进行的举炮弹比赛吸引了
不少战友的围观，现场加油助威声此起
彼伏。经过激烈比拼，王永义以 78次赢
得了胜利，成了最后的获胜者。

这是正在野外驻训的陆军某团官
兵利用训练间歇进行的一场特色体能
竞赛，也是该团在高原驻训以来针对各
兵种专业特点开展特色体能训练的一
个缩影。

高海拔地区因氧气稀薄、天气寒
冷、气压低等原因，给官兵的体能带来

较大考验。据研究表明，在海拔 4300米
的高原居住几个月以后，大部分人的运
动能力会下降到平原地区的 70%左
右。如何保持官兵良好的运动能力，并
努力在野外驻训期间获得提高，这是该
团在组训中着力探索的问题。

中长跑、引体向上、双杠练习等常
规方法在野外驻训场显然有点不合时
宜，也不受年轻战士们的欢迎。如何寓
训于乐，激发官兵的训练热情？“练技能
先练体能，练体能更要具针对性……”
该团在实践中感到，在高海拔地区驻
训，结合军兵种的任务特点开展特色体
能训练，是一个有效途径。

雪域高原对人的体力消耗相比平
原要大很多，这也给该团的官兵带来了
更大挑战。因炮兵需要砸火炮驻锄、装
填炮弹、升降炮身，训练中体能消耗较
大，对官兵的核心力量要求也很高。为
此，该团专门为他们制订了针对腿、臀、
腰背、胸、肩颈、手臂等部位的专项体能
训练计划，并按照耐力、爆发力、协调性
和灵敏性等方面分类开展阶段性体能
强化训练，设置“跪姿缓冲俯卧撑”“简
易波比收腹跳”“翻轮胎+提 16公斤壶
铃农夫行走”“哑铃弯举”等训练内容。

列兵邵旭是某型榴弹炮的四炮手，
主要负责装填炮弹。自从上高原驻训
以来，高原反应让体能本就不算出类拔
萃的邵旭在训练中感觉有些吃力，对自
己的体能也有些担忧。部队开启特色
体能大练兵后，战友们苦练体能的热潮
也感染了他。邵旭从小强度、小力量开
始练起，逐步适应高原环境。经过半个
多月的坚持，他上周在装填炮弹时明显
感觉比之前要轻松很多，对提升训练成
绩更加充满信心。

风雪高原，气候多变。一次，该团
通信指挥连官兵在训练时突降大雪。
为保障信息畅通，他们在积雪路段架设
空明线。然而，部分官兵在攀登固定时
遇到了不小的问题，一爬一滑，难以快
速前行，需要借助脚套攀爬才能勉强完
成。

这一遭遇，让他们深深意识到必须
要在腿部力量、上肢力量和身体协调性
上下功夫，才能避免类似尴尬再次发
生。为此，通信兵的体训套餐里增加了
深蹲、蛙跳、鸭子步、俯卧撑和腿部力量
组合训练等项目。此外，他们还通过集
体冲山头、短距离接力赛等中等强度训
练来提升体能素质，在训练过程中还经
常组织班与班之间的集体对抗、夺红旗
比赛等来增加趣味性，让官兵在欢声笑
语中提升体能水平。

该团合成一营，作为“贺龙投弹
手”营的英雄传人，训练中对臂力要求
非常高。在该营训练场上，军体骨干

带领大家正在上演一场俯卧撑表演
秀，在扩胸运动、肩绕环、振臂运动以
及 10 分钟慢跑的热身完成之后，窄
距、中距、宽距、击掌俯卧撑轮番上
演。每个动作要做 3组，每组 30个，完
成一组训练后可以休息 2 分钟，而后
根据体能消耗的情况，下一组每个动
作减少 5个。

连长哈勒其哈是连队里数一数二
的投掷好手，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后也

超越了自己曾经的最好成绩。他不禁
感慨道：“特色体能训练助力技能提升，
让自己在训练场上迎来了新突破。”

如今，该团探索出了一系列针对
不同兵种特点的多样化高原体能训练
模式。在部队战斗力水平稳步提升的
同时，这些训练方法安全有效，为实
战化训练的开展蓄力加油。高原驻训
场上，强身健体、矢志打赢的氛围更
加浓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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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脚下展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定向越
野比赛。在戈壁落日的映照下，官兵一
会儿在骆驼刺和沟坎中穿梭，一会儿又
徒手攀山越岭、爬坡过崖。最终，来自
六连的排长黄梦龙获得了这次定向越
野比赛的冠军，全团在该课目的优良率
上更是达到了86%。

然而在几个月前，官兵刚来到野外
驻训时，情况并非如此。

初到野外驻训地，该团就组织全体
官兵进行了一次定向越野比赛。在这
次比赛中，不少官兵因为没能在规定时
间内完成比赛而被取消了成绩。赛后，
很多官兵都表示自己在比赛时看到了
前方的目标点，但就是怎么也跑不动
了，空有一身技能无处施展，才导致没
能在规定时间内完赛；还有官兵表示自
己虽然勉强完赛，但是成绩比在营区里
慢了不少，脚上也磨出了血泡。
“说到底，还是心肺能力不够强，脚

底板不够硬。”参加过国际安全环境比
武的下士张旭一语中的。野外驻训地
与该团营区的海拔差了近 2000 米，对
于初次参加野外驻训的官兵而言，心肺
功能受到了不小挑战。

组织野外驻训，就是为了模拟实战
化环境，让训练更加贴近实战。针对官
兵心肺功能不强的情况，该团结合戈壁

滩周围的地形条件，创新训练方法，重
点打磨官兵在野外条件下的心肺功能，
以及爆发力等力量训练。

在驻训地周围有一些小山头，崎岖
不平，高低起伏，被官兵称为“魔鬼
坡”。利用这些“魔鬼坡”进行冲坡训
练，成为官兵改善心肺功能的训练方法
之一。
“预备，开始！”夕阳西下，官兵向着

一个小山丘冲了上去。官兵以全力
80%左右的速度冲上坡,然后从坡顶放
松慢跑下坡，并不断重复这两个过程。

初次参加野外驻训的战士刘星健
在参加完冲坡训练后，感触颇深：“感觉
自己的肺快要炸了，呼吸的节奏完全不
一样了，虽然这样的训练很累，但特别
受大家欢迎！”

除此之外，该团还将体能训练与爆
发力训练相结合，结合驻训地地形制订
了沙地冲刺的训练方法。

这是一条百米长的沙土路，最深的
地方能达到 20厘米，满是沙子和小石
子。官兵从起点跑到尽头绕杆后返回，
来回一趟共 200 米。通过沙地冲刺的
训练，官兵在定向越野比赛后脚上的血
泡明显减少了。

伴随这些因地制宜的体能训练方
法的推广，官兵不仅更加适应驻训环
境，各项训练成绩也有了稳步提升。

戈壁滩上军体秀
■王银兵 高 群

军体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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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外驻训是为了让官兵走出操场、贴近战场，是部队提升实战

能力的重要手段。在野外环境中，缺少健身器材和规范的体育场

地，如何因地制宜地进行体能训练，体训的量与强度如何把握，这

些都是需要认真思考和探索的问题。今天刊登的来自陆军某团和

新疆军区某红军团的实践，给我们以启示。

盛夏时节，海拔 4300米的雪域高

原，天空瓦蓝、白云飘飘，再加上独特的

雪域风光，置身其中会让你有种策马扬

鞭的冲动。

然而，由于海拔较高，昼夜温差大，

在这里驻训的官兵经常要一天经历四

季，刚刚还烈日高悬，忽然之间又雨夹

雪突袭而来，让人猝不及防。此外，因

为含氧量不足，每走一步都要消耗不少

的体力，在这里进行体能训练的难度可

想而知。

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

要上，驻训的目的就是为了练兵，而且

是要练精兵。体能训练、射击训练、战

术训练、对抗演习……一系列课目轮番

上演。

今天像打仗一样去训练，明天在

战场上就会多一份胜算。战争，不会

挑选在你熟悉的地域打响；战场上，什

么样的复杂环境都有可能会出现。官

兵只有在复杂的环境里历经千锤百

炼，真上战场的时候才能剑锋所向，无

往不利。

利剑千磨始成器，精铁百炼方成

钢。我们坚信，训练离实战越近，离胜

利也就越近。

利剑千磨始成器
■闪 晓 张 滔

短 评

蜜新疆军区某团开展“战神杯”练
兵比武竞赛，营造比、学、赶、帮、超的

浓厚氛围。图为女兵正在进行屈臂悬

垂课目竞赛。

徐天养摄

蜜武警安徽总队机动支队运用
“快乐训练法”，开展多种形式的体能

小竞赛，激发官兵的训练热情。图为

官兵正在进行扛轮胎比赛。

马守显摄

军营运动场

新疆军区某红军团在戈壁滩上进行负重越野训练。

张 翔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