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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掌握基本方
法非常必要。方法得当，才能深刻领会
蕴含其中的基本原理，把握经典的精
髓，从而使自己得到丰厚滋养，获取智
慧、信心和力量。

结合历史读。经典是历史的产
物，理论是时代的声音。马克思主义
经典著作都是为了回答和解决现实问
题和矛盾而产生的。每一部经典著作
的诞生，都有深厚的历史背景、一定的
历史条件和相关的历史事件。经典著
作与历史这种密不可分的特点，决定
了研读经典著作必须了解其酝酿、形
成的历史背景和当时经济社会条件，
了解经典著作产生过程中相关联的人
物、事件，从历史中了解思想革命、理
论创新的艰辛历程，以及经典作家的
伟大人格力量。只有把这些都搞清楚
了，才能消除阅读经典著作的障碍，真
正弄清其产生的历史必然性、观点的
具体内涵和文本原意，进一步掌握经
典著作的普遍价值和当代意义。同
时，结合历史研读经典著作又可以进
一步加深对历史的认知和理解。

原原本本读。习主席指出：“学习
理论最有效的办法是读原著、学原文、
悟原理。”辅导教材、参考资料、拓展材
料这些书籍，无论怎样忠于原著，都不
能代替原著。恩格斯指出：“对于那些
希望真正理解它的人来说，最重要的却
正好是原著本身。”因为只有研究“原著
本身”，才“不会让一些简述读物和别的
第二手资料引入迷途”。经典的精华、
精髓和灵魂都附着在原著的字里行间，
只有原原本本地细心研读，用心体味，
才可能得其要领。经典原著的基础性、
原创性文化价值和精神内涵在非原著
辅导读物里有时是无法充分体现的。
辅导读物仅仅是辅助“引路”而已，真正
要“上道”“入行”，还是要原原本本读原
著，从而取得“真经”。

精读和深读。经典著作由于其思
想的深刻性、内容的深邃性、背景的复
杂性、价值的恒久性，要求我们必须做
到精读和深读。经典著作的思想水平
远远高于常识。马克思主义经典为什
么相对难懂？首先，经典都是人类历
史的传承，其中有着伟大传统的结晶，
“既是那个时代精神的精华又是整个
人类精神的精华”，自然富有极其丰富
的内涵和极其深刻的思想。其次，经
典的目的性都非常明确，就是要在历
史上引领一个时代。因此，经典为了
表达它的革命性思想和创造性理念，
往往在研究方法和表达形式上不拘一
格。基于这些原因，我们当然不能指
望能够轻而易举地把那些经典读懂。
人们有时候把读书叫做啃书，就是这
个道理。越是难啃的经典之作，越需
要精读和深读，也越见读者的精神和
修养。列宁说：“谁怕用功夫，谁就无
法找到真理。”精读和深读，才能读出
经典的深刻内涵，读出经典蕴含的价
值观，掌握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

熟读加精思。宋代教育家朱熹一
向倡导熟读精思，他在《读书之要》中
说：“大抵观书须先熟读，使其言皆若
出于吾之口；继以精思，使其意皆若
出于吾之心，然后可以有得尔。”学习
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也应当熟
读精思。经典著作蕴含的思想和智
慧非常深刻，读一两次不一定能读出
它的真谛，只有长期反复阅读，才能
读懂它，体悟它的内在底蕴。延安时
期毛泽东曾经说：“马列主义的书要
经常读。《共产党宣言》，我看了不下
一百遍，遇到问题，我就翻阅马克思
的《共产党宣言》，有时只阅读一两
段，有时全篇都读，每读一次，我都有
新的启发。我写《新民主主义论》时，
《共产党宣言》就翻阅过多次。”读书
百遍，其义自见。通过熟读精思，方
能晓经典之意、明经典之理、通经典

之神。
联系实际读。一语不能践，万卷

徒空虚。学习经典著作要“带着问题
学、联系实际学，更好把科学思想理论
转化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物
质力量”。研读经典著作的目的全在
于应用，必须联系社会实际、工作实
际、生活实际、思想实际进行研读。毛
泽东曾说：“要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工具
看待，没有什么神秘，因为它合用，别
的工具不合用。”所谓“工具”，又叫思
想武器，也就是世界观方法论。马克
思主义的实践性品格，必然要求理论
与实践相结合。我们研读经典也是这
样，不仅是为了增进自身知识和理论
修养，也是为了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
这一重要“工具”来指导实践、改造世
界，同时还为了对照检查和分析解决
实际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减少工作中
的失误。当然，经典的应用并不全是
立竿见影的效果，更多的是把经典中
的智慧逐渐转化为自己的思想方法和
思维方式，把经典中蕴藏的深邃思想
转化为奋进新时代的动力。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政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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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队思想政治教育投入多产出少，
官兵不满足、领导不满意的问题虽然减
少，但依旧存在。形成这一“顽疾”的原
因很多，笔者以为，一个重要方面在于
教育供需错位，即“供给侧”出现问题。
因此必须不断改进教育方法，使教育更
加有的放矢，提高教育的实效性。

贴近教育对象。广大官兵是受教
育者，也是教育的最终指向。理论灌
输和思想启迪，必须因人而始、为人而
施。这要求我们无论搞什么内容的教
育，在教育开展之前，教育者都必须深
入到官兵中去，通过交心交流等深入

调查，摸清教育对象存在的共性或倾
向性思想问题，捕捉官兵的现实问题
和活思想，找到教育的靶子，努力使教
育不游离于官兵思想之外，增强教育
现实针对性。

拿出管用方法。思想政治教育的
主要功能，一方面是用党的科学理论武
装官兵头脑，进而打牢官兵献身强军事
业的思想根基，另一方面针对官兵思想
观念上的疑惑，或在现实生活工作中存
在的思想问题，通过疏通、引导，化解官
兵的这些困惑疑惑，使他们保持高昂的
士气和持久的工作动力。而实现这一
目标，需要在教育之前做好充分准备，
即在搞好思想调查之外，还要认真备
课，找准切入点，努力让授课中的每一
个要点、每一个事例都能讲到官兵心坎

上；注重改进语言表达习惯，努力用最
新颖、最活泼、最生动的事例和语言讲
道理，坚决摈弃掉书袋、照本宣科、故意
卖弄等做法；要善于运用新媒体，努力
做到图文并茂、形式新颖。

严格检验标准。思想政治教育实
施之后，有什么样的效果，有关部门必
须按严格的标准进行检验。而要科学
地检验教育效果，检验工作就必须有
的放矢，比如，检查教育过程，看应有
的教育环节落实了没有；进行知识测
验，看官兵对教育内容理解消化了没
有；了解官兵的思想，看存在的相关问
题和矛盾在教育中化解了没有。只有
检验工作有的放矢，才能真正检验出
教育的成效，并最终推进教育方法手
段的创新。

努力使教育更加有的放矢
■李自力

汉朝的京兆尹董宣性格刚直倔

强，一次严格执法惹恼了光武帝的姐

姐。光武帝看到姐姐哭诉，急召董宣

来问罪，谁知他坚持自己没有错，只是

执行皇帝的法令。光武帝欲让董宣给

姐姐磕头认个错了结此事。可董宣

“两手据地，终不肯俯”。光武帝只好

说，原来这个家伙有病，颈骨硬了。董

宣因不畏强权、据理力争，硬起颈骨、

绝不低头，被后人称为“强项令”。

刚正不阿、宁折不弯的“强项”，从

来都是为人们称颂的品质。《聊斋志

异》中记载了“强项”官员吴同知的故

事：当时官场有个陋规，官员犯了贪污

罪，上司设法加以庇护，并让同事分摊

赃款替其上交，几乎无人敢违抗。但

吴同知坚决不干，面对上级叱骂，他硬

顶回去：“某官虽微，亦受君命。可以

参处，不可以骂詈也！要死便死，不能

损朝廷之禄，代人上枉法赃耳！”书中

赞曰：“通郡官僚虽七十有二，其实可

称为官者，吴同知一人而已。”

与“强项”相反的是那些胁肩谄笑、

委曲从顺的“应声虫”，这种人任何时候

都被人所鄙弃。晚清时，英使威妥玛在

日记中提道：“中国虽事权不归一，然大

臣仍不敢各抒己见……若王一发言，则

个人轰然响应，亦莫非是言；若王不言，

诸大臣必不敢先言也。”一日，他对总理

衙门的大臣们说：“今日天气甚好。”诸

人听罢竟不敢言，直到为首者回应，才

敢跟着附和。对此，《清稗类钞》评曰：

不啻如犬之吠影吠声矣。清政府腐败

无能、日益衰落，与不敢说真话的“应声

虫”泛滥有很大关系。

时移世易，随着全面从严治党向

纵深推进，党内政治生态焕然一新，清

正廉洁日渐形成自觉，但“硬颈骨”的

直言者还不够多，“事上官”的封建处

世哲学在少数地方仍有市场。有的畏

权力唯领导马首是瞻，犹如“墙头草”；

有的惧人言总是太爱惜羽毛，成了“老

好人”；有的怕担当遇难事难题不拿主

意，像是“溜肩膀”。清代《居官日省

录》一书对此类现象剖析深刻：“居官

动谓迫于上官不得不从者，毕竟自己

无真见而有私心也。”为官颈骨不硬，

说到底是怕官运受损、遭打击报复，完

全是为保一己之利。

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是我们党的

一贯要求，也是党性所在、传统所在。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有许多胸怀坦荡、

坚持真理、勇于直言的典范。彭德怀

面对李德的错误指挥，拍案而起，“崽

卖爷田心不痛”；黄克诚抓党风“不怕

撕破脸皮”，被赞为“党内夸刚正，人推

黄克诚”；陈云坚持“原则问题，该顶必

顶，现在不顶，以后检讨”，提倡“头皮

要硬”，等等。正是因为他们硬起颈骨

同错误思想和行为作斗争，我们党在

工作中才一次次减少失误，取得成绩，

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需要注意的是，一些善于伪装的

干部以服从命令、听从指挥为借口，把

言听计从、唯唯诺诺当忠诚，貌似尊重

领导、忠厚老实，实则是不负责的伪忠

诚、无原则的假服从。这对我们党的

事业无疑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穿着

“隐身衣”，虽能迷惑一时，但终将被历

史戳穿和唾弃。相反，那些坚持真理

有骨气的人，因为他们心中自有原则

在、心中自有主见在，虽然短期可能被

误会，但毕竟有益于工作和未来，日久

也终将赢得肯定和口碑。

“硬起颈骨”既是道德操守，更是

党性原则；既显革命气节，更显忠勇至

诚。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

大斗争，广大党员干部必须追求无我

境界、摆脱利益羁绊，不断强化党性锻

炼、大力弘扬求实作风，始终保持共产

党人的政治本色和务实品质，坚决不

当“墙头草”、不患“软骨病”、不做“应

声虫”，以求真务实的精神干事创业，

努力成为新时代让党和人民信得过的

干部。

（作者单位：75310部队）

颈骨要硬不能软
■陈 静 王洪兴

论苑漫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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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有所思

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
还。“来世再见”，这是志愿军战士许
玉忠留下的最后一句话。说完，他就
向着一处高地发起冲锋，最终倒在朝
鲜战场，埋骨异国他乡。一枚名章、
一粒纽扣、一面失去光泽的小圆镜，
是许玉忠留下的全部遗物。2020 年 1
月，归国志愿军烈士遗物在沈阳首次
展出，透过这些浸染着战火硝烟的物
品，我们仿佛又回到 70 年前抗美援朝
那场可歌可泣、立国立威的战争，一
股舍我其谁、敢打必胜的血性胆气扑
面而来，传递着穿越时空、生生不息
的无穷力量。

美国人为什么把抗

美援朝战争称为“最寒冷

的冬天”？

美国华盛顿特区，有一个小小的朝
鲜战争纪念公园，那里有 19 个士兵雕
塑，他们身披雨衣、表情复杂、队形松
散，透出一种紧张的战地氛围。这样的
园区在美国并不多见，好莱坞战争大片
也几乎不涉及这段历史。21世纪初，美
国战地记者大卫·哈伯斯塔姆的著作
《最寒冷的冬天：美国人眼中的朝鲜战
争》面世，把这场战争又呈现在世人面
前。书名“最寒冷的冬天”，给出了美国
人对这场战争不忍言说的答案。

这原本是一场账面实力悬殊的战
争：1950年，美国工农业总产值 2848亿
美元、钢产量 8772万吨，我国分别只有
229.6 亿美元、60万吨；武器装备方面，
美军掌握制空权和制海权，地面部队全
部机械化，以火炮为例，美军一个师除
坦克外，有各种火炮 959门，志愿军一个
军才有 522门。但经过近 3年的浴血奋
战，志愿军将士同朝鲜军民一道，把以
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打到“三八线”
以南、打到谈判桌前，甚至迫其三易主
帅。“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成为美国
历史上第一个在没有取得胜利的停战
协定上签字的司令官。据我方公布战
果，中朝军队共歼敌 109.3万余人，其中
美军 39.7万余人，击落击伤和缴获敌机
12224 架，击毁击伤和缴获敌坦克 3064
辆，击沉击伤敌舰船257艘。

面对血淋淋的战场，恐惧可以说是
抗美援朝战争留给美国人的集体记
忆。在他们看来，志愿军进攻时“很可
能服用了一种特殊药物”，特别是“撕心
裂肺的军号声”，让他们胆战心惊。李
奇微在他的《朝鲜战争回忆录》里描述：

“这是一种铜质乐器，能发出一种特别
刺耳的声音。在战场上，它仿佛就是女
巫，只要它一响起，共产党的军队就像
着了魔法一般，全部不要命地扑向我
军，每当这时，我军总是被打得如潮水
般溃退。”毛泽东曾说：“志愿军打败了
美国佬，靠的是一股气，美军不行，钢多
气少。”正是凭着那股气，志愿军将士一
往无前、震慑敌胆，把抗美援朝战争打
成了美国人眼中“最寒冷的冬天”。

冰雪长津湖上是什

么支撑“原木在移动”？

这是美国老兵约翰讲述的“原木在
移动”的故事：1950 年底，朝鲜长津湖
畔，当约翰钻进鸭绒睡袋准备就寝时，
突然枪声大作，志愿军出其不意发起了
夜袭。慌忙爬出的约翰惊呆了，他看到
志愿军战士披着白布从树林里冲出来，
由于裤腿被冻住无法弯曲，他们跑得很
慢，像“原木在移动”。美军的坦克、火
炮和机枪一齐射向他们，他们像原木一
样一排排倒下去，后面的又像原木一样
一排排涌上来……“我被那些不畏死亡
的灵魂震撼了，太可怕了。”
“我爱亲人和祖国，更爱我的荣

誉。我是一名光荣的志愿军战士。冰
雪啊，我绝不屈服于你，哪怕是冻死，我
也要高傲地耸立在我的阵地上。”这是
志愿军战士宋阿毛留在长津湖阵地上
的一首绝笔诗。当时，他所在的连队埋
伏在死鹰岭高地，他们穿着单薄的衣
裳，在零下数十摄氏度的雪地里一动不
动，最后全连 125人以俯卧战壕的战斗
姿势全部壮烈牺牲，成为一个个永不后
退的冰雕。此情此景，连美军官兵都肃
然起敬。这是惨烈的长津湖战役的一
个缩影。参加这场战役的我志愿军第
9兵团，由于从中国南方急调入朝，一
时棉衣供应不上就进入长津湖战斗。
他们的对手美陆军第 7师和海军陆战
队第 1师，却是行军有汽车、睡觉有睡
袋、武装到牙齿的部队。在生存都难以
保证的情况下，志愿军经过五天五夜殊
死搏斗，创造了歼灭美军整团建制部队
的战绩。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从解

放战争硝烟中走出的志愿军将士们临
危受命，他们知道将要去的是一个完全
陌生的国度、将碰到的是世界上装备最
精良的敌人、将面对的是前所未有的困
难挑战。但为了保家卫国，为了民族尊
严，这一群最可爱的人毅然“雄赳赳、气

昂昂”跨过鸭绿江。正是靠着这种“革
命理想高于天”的崇高信念和向死而生
的英勇决绝，志愿军官兵哪怕是冻成
“原木”，也要坚定前“移”、战斗不止。

上甘岭战役的奇迹

是靠什么创造的？

2019年 5月，央视电影频道播放影
片《上甘岭》后，93岁的老英雄张计发再
次走进人们视野，他就是影片中 8连连
长张忠发的原型。据老英雄回忆，当时
运输员刘明生把一个捡到的苹果，带进
坑道交给了他。尽管已经 7天没有喝
水，但大家谁都不愿意吃，苹果从他手
中传出去，传来传去又传回到他手中。
“这么多人，连个苹果都消灭不掉，怎么
打敌人？”于是，他带头咬了一小口，并
命令大家每人咬一口，一个小小的苹
果，在 8 个人中传了整整 3 圈才吃完。
一个苹果一面镜，生死相依战友情；官
兵团结如一人，哪场战争打不赢？

上甘岭，一个仅 3.7 平方公里的高
地。美军原计划用 2 个营、5 天时间、
伤亡 200 人以内将其拿下。然而最终
却动用了 6万余人、300 多门火炮、170
多辆坦克、3000 多架次飞机，打了 43
天，发射了 190 万发炮弹，付出伤亡和
被俘 2.5 万余人的沉重代价。在这样
的狂轰滥炸下，志愿军一度被迫转入
坑道作战，这是比阵地战更艰苦、更困
难的作战：强烈的冲击波撞击着坑道、
震撼着人体，不少人磕破了舌头、嘴
唇；坑道内弹药、粮食、药品等物资越
来越匮乏，阳光、水甚至空气，都稀缺
到使人难以生存的地步。坚守上甘岭
主峰的志愿军某部 8连，奉命组建“坑
道临时党支部”，在临时党支部领导
下，8连官兵打不垮、拖不烂，在断粮缺
水的绝境中坚守坑道作战 14昼夜，3次
打光 3次重建，最终歼敌 1700 余人，被
打出 381 个弹孔的战旗始终飘扬在上
甘岭主峰，创造了世界阵地防御战史
上的一个奇迹。

面对美国首席谈判代表哈里逊
“让大炮和机关枪去辩论”的骄狂叫
嚣，志愿军第 15 军军长秦基伟的回答
是“抬着棺材上上甘岭”，第 45 师师长
崔建功的态度是“打剩一个营我当营
长，打剩一个连我当连长”。各级指挥
员的以身示范，鼓舞和激励着每名战
士奋勇杀敌。世人都知道黄继光，但
鲜为人知的是，就在黄继光牺牲的那
场战斗中，拉响手榴弹、爆破筒与敌同

归于尽，舍身炸碉堡、堵枪眼的英雄，
留下姓名的就有 38 位！“不上英雄榜，
便涂烈士墙。”志愿军第 15军先后涌现
出各级战斗英雄 12347 人、英雄集体
200余个。

历史告诉我们，战争不仅是物质的
较量，更是精神的比拼。美国人用电脑
模拟得出的结论始终都是：凭借美军强
大的机械化装备，志愿军无论如何是抵
挡不住的。可是中国军队做到了，电脑
只能模拟常识性的东西，它永远无法模
拟出我们“谜一样的东方精神”。这个
“东方之谜”的谜底，就是一不怕苦、二
不怕死的战斗精神。

为什么现在钢多了，

气要更多、骨头要更硬？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以美国为首
的军事强国主导的几次战争，高新技术
武器装备成为战场新宠，超视距作战、
远程精确打击已成常态。面对战争形
态加速演变，智能化战争已经来临，人
们不禁要问：现代战争还需要刺刀拼
杀、人肉相搏的战斗精神吗？

应当承认，与传统战争相比，现代
战争短兵相接、刺刀见红的场面越来越
少，但战争的毁伤性、残酷性空前增大，
特别是精确制导武器给人带来的震撼
和摧毁超过以往，对军人的意志品质和
心理耐受度考验更甚。现代战争让更
先进的武器装备大显身手，也让更顽强
的战斗精神锋芒闪耀。2018年 9月，一
架以色列 F-16 战机以己为“饵”，躲在
一架俄军伊尔-20 侦察机后方实施机
动，并始终保持在叙利亚海岸线外侧飞
行。这使得叙地面防空部队错判为是
空袭，发射导弹误将俄伊尔-20 击落，
造成 14人遇难，以战机却扬长而去。敢
在精确制导下玩这一手，没有战斗精神
是做不到的。

气为兵神，勇为兵本。在战争制胜
问题上，人是决定因素。无论时代条件
如何发展，战争形态如何演变，这一条
永远不会变。以前，我军以劣胜优，以
弱胜强，用“气”弥补了“钢”的不足，彰
显了“气”的威力。如今，大量新装备、
新武器列装部队投入使用，为我们赢得
战争提供了更好的物质技术基础。我
们在用“钢”铸造雄师劲旅的同时，更需
要传承和强化我们“气”多“气”强的优
势。只有“钢”强“气”更盛，才能在未来
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执笔：任学丽、潘舰萍）

那场战争，那股气
—怎么看加强新时代战斗精神培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