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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评介

书海淘金，撷取珠玑

视觉阅读·坝上牧场

胡拥军摄

第4972期

识才用才，举贤任能，是中国古

代典籍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古代诗词

中关于识才、用才、育才的篇章亦不在

少数。归纳起来，至少可以从以下三个

方面学习鉴赏。

治国之要在人才

明太祖朱元璋曾把贤才喻为“国之

宝”，墨子亦曰：“归国宝不若献贤而进

士”。明代内阁首辅高拱在《本语》中直

言：“要得天下治，只在用人。”这些都无

一例外地说明人才于一个国家兴亡的

极其重要性。宋代进士李九龄《读三国

志》后，曾写如下心得体会：

有国由来在得贤，莫言兴废是循环。

武侯星落周瑜死，平蜀降吴似等闲。

三国鼎立，曹魏挟天子以令诸侯，

主要得益于天时；孙吴占据富庶的江

南，主要得益于地利；刘蜀桃园三结

义，主要得益于人和。吴蜀两国相继

失去周瑜和诸葛亮后，很快就被曹魏

兼并统一。诗人以史为鉴，说明一个

国家的兴废与交替并不是天意的循

环，而是在于“得贤”。正所谓“江山也

要伟人扶”（清·袁枚《谒岳王墓》）。大

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单位，兴废大都

取决于有没有人才，这是一条定律，古

往今来，概莫能外。清人张鹏翀在《经

史法戒诗》中曰：“人才与国相终始，千

古兴亡鉴青史。”可见人才关乎国运，

国运倚靠人才。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

的兴盛和衰亡都能从是否重用倚靠人

才这个问题上总结出经验教训。清代

著名思想家、文学家龚自珍的《己亥杂

诗》中写道：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全诗主题鲜明，层层递进，指出只

有变革才能使国家焕发生机，并认为，

这样的力量来源于人才，唯此国家才有

希望。诗中“九州”“风雷”“万马”“天

公”这样一些气势不凡的词语，极具力

度和分量。

用才慎勿多苛求

用人所长是古今领导者一条基本

的用人方略，也是成就事业之道。刘邦

在总结自己成功经验的那一段话发人

深省：“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

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

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

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

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

下也！”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人才有其

长处，亦有其短处。用人就是要扬其

长，避其短。正如清朝诗人顾嗣协在一

首《杂兴》中写的那样：

骏马能历险，力田不如牛；

坚车能载重，渡河不如舟；

舍长以就短，智高难为谋；

生才贵适用，慎勿多苛求。

宋代著名词人黄庭坚在《过平舆怀

李子先时在并州》一词中曰：“世上岂无

千里马，人中难得九方皋。”九方皋是

《列子·说符》一书中记载的一位善于识

别马的优劣的人士。这两句词告诉我

们，世上从来都不缺人才，关键是要有

善于发现人才的伯乐，否则千里马再

多，也终将会被埋没。正如大诗人韩愈

所言：“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一个

贤才就好比是一个资源富矿，关键是开

采者会不会开采，会开采则宝藏源源而

来；不会开采无疑浪费了人才资源。王

安石《浪淘沙令》词曰：

伊吕两衰翁，历遍穷通。一为钓叟

一耕佣。若使当时身不遇，老了英雄。

这首咏史诗借伊吕两位古代贤臣

的际遇和名垂史册的功绩，寄托了作

者自己的感慨和理想。尤其说明，正

是因为有了英明的贤者，才造就、成

就了人才，否则英雄也就没有用武之

地了。

其实，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一

方面，要善于识才、用才；另一方面，

真正优秀的人才也需要去扶持，去引

领。正所谓“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

主而事”。用现在的话说，选人和用

人之间不是单向取舍，而是一种双向

选择。

人才成长需培养

人才的成长，一方面靠内因，另

一方面也离不开外因的作用。这个

外因，即扶持培育人才成长的外部条

件。比喻育才的诗句首推龚自珍《己

亥杂诗》中“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

泥更护花”两句经典名诗。诗句描写

的是秋花凋零之后纷纷扬扬地洒落

根底，不远去、不离弃，回归大地，化

身成泥，哺育花枝生命之树常青。诗

句巧妙形象地赞喻培育人才需要育

才者具有无私付出和奉献的崇高精

神。郑板桥的《新竹》一诗以“新竹高

于旧竹枝，全凭老干为扶持”的比喻，

形象地阐明了人才需要培养以及青

出于蓝而胜于蓝的道理。大诗人杜

甫在《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 先寄

严郑公五首》一诗中有两句也很值得

品味。诗曰：“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

应须斩万竿。”诗人对“新松”倾注了

热 烈 的 爱 ，希 望 快 快 长 大 、早 日 成

才。而对那随处乱生、侵蔓庭院的

“恶竹”则欲除之而后快。这两句诗

的深层含义绝非限于松竹，而是借物

表达了诗人扶助君子和人才，贬抑小

人的思想内涵。

古人还认识到，人才的培养并非一

蹴而就，而是需要一个渐进和积累的长

期过程，正所谓“十年之计，莫如树木；

终身之计，莫如树人”。白居易在《放言

五首·其三》诗中以“试玉要烧三日满，

辨材须待七年期”的比喻，说明人才培

养非一日之功，而是需要日积月累地长

期做工作。不仅如此，有远见的古代政

治家还主张在艰苦复杂动荡的环境中

识别、培育人才，唐太宗在《赐萧瑀》中

提出了“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的思

想。这两句诗的含义与南朝宋文学家

鲍照的“时危见臣节，世乱识忠良”基本

相似，都主张要在危急艰险的环境中识

才、辨才。

江山社稷，人才为本。治国理政，

用才为先。只有不断地发现人才、重

用人才、培养人才，我们的事业才能出

现“江山代有才人出”（清·赵翼《论

诗》）那样一种后继有人、人才辈出的

局面。

广聚天下英才
—中国古代诗词中的人才观

■王争亚

经典重读

每一次回味都有收获

“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
能动摇我们的信仰！”近日重读《可爱的
中国》（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再次被
作者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精神所
打动，仿佛窥见方志敏烈士那颗燃烧而
滚烫的心，看到一个共产党人凛然之气
概、不屈之节操的高大形象。

方志敏，江西省弋阳县人，1924年 3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江西省农民协会
秘书长、中共弋阳县委书记、赣东北特区
革命委员会主席、赣东北省苏维埃政府主
席、中共闽浙赣省委书记、红十军代政委、
红十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等职。1935年
1月底，在江西怀玉山区战斗中被俘，后囚
禁于南昌绥靖公署军法处看守所。1935

年 8月 6日被国民党反动派秘密杀害，时
年 36岁。他被捕后，在狱中写下了《自
述》《可爱的中国》《死！——共产主义的
殉道者的记述》《清贫》《狱中纪实》《我从
事革命斗争的略述》《我们临死以前的话》
《在狱致全体同志书》等，均被辑录该书。

任何人的信仰都不是与生俱来的，
也不是凭空产生的。那么，方志敏的信仰
是怎样形成的？书中作了详述。他在遗
作中说，自己生活在黑暗的旧中国，人民
普遍“受着压迫和耻辱地生活着”，贪官污
吏“简直是一伙会吃人的豺狼老虎”，民众
“冤抑无处诉，叫苦连天”，到处是“一副凄
惨黑暗的图画”。在学生时代，他“读西洋
史，一心想做拿破仑；读中国史，一心想做
岳武穆”。他时常疾呼“从崩溃毁灭中，救
出中国来！”他憧憬——一旦赶走了侵略
者、推翻了国民党黑暗统治，“到那时，到
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
异的进步，欢歌将代替了悲叹，笑脸将代

替了哭脸，富裕将代替了贫穷，康健将代
替了疾苦……”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时无
比自豪：“共产党——这是一个极尊贵的
名词……从此，我的一切，直至我的生命
都交给党去了！”

细细品读方志敏的遗作，就能清楚
他到底“信仰”的是什么。有人说，每个
人的信仰不是虚的，不能只说在口中、
写在纸上，必须用实际行动来证明。而
方志敏就是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对“信
仰”作了有力回答。

在对待革命事业上，他不知疲倦地
工作。早年他有肺病，经常吐血，“但只
要有一天病好，我就得积极工作一天”。
在弋阳任县委书记时，他“通常是每日做
十四个小时的工作”“总要弄到非常疲倦
不能再挨下去的时候，才去睡觉”。在带
领红十军团开赴皖南的路上，重病在身
的他“下决心去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
“党要我做什么，虽死不辞”。

在对待金钱和物质利益上，他甘于
清贫。有时“经手的款项，总在数百万
元”，但他“一向是过着朴素的生活，从
没有奢侈过”。他被捕时，敌人从他身
上只搜出了“一只时表和一支自来水
笔”，连个铜板都没有。他认为“清贫，
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
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

在面对生死考验时，他毫无畏惧。
被捕后，他怒斥敌人：“你们只能杀死
我们几个，决不能消灭中国革命！”“我
们为革命而生，更愿为革命而死！”他在
遗作中还说：“一个革命者，牺牲生命，
并不算什么稀奇事……为党为苏维埃
流血，这是我十分情愿的。”

斯人已逝，精神长存。今天，每读
《可爱的中国》，总让人产生凝重的思
考。人的一生可以高尚也可以堕落，
起决定作用的无疑是信仰。若一个人
没有崇高的信仰，就会滋生及时行乐
的思想、贪图私利的行为，就会在各种
考验面前不攻自破、不打自垮。在共
产党人的字典里，始终倾注着“为中国
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赤
子情怀，始终激荡着“压倒一切敌人，
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的斗争精神。
每一个共产党人都应该用一生的奋
斗、一生的坚守，去唱响信仰之歌，去
传递信仰之火！

信仰的生动诠释
■轩 荻

《读懂大国优势》

中国制度的密码
■宗旭阳

《读懂大国优势》（东方出版社）通过

讲述领导优势、人民优势、法治优势、集

中优势、民族优势、经济优势、文化优势

等13个方面，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的显著优势。本书以这些显著优势

为主旨，有助于各级干部强化制度意识，

带头维护制度权威，做遵守制度的表率，

并带动全党全社会自觉崇尚制度，坚决

维护制度。

《我是共产党员》

至诚报国的科学者
■徐舟周

《我是共产党员》（人民日报出版社）主

要选取近年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

刊刊登的科学家求真务实、报国为民、无私

奉献的先进事迹，其中有被誉为中国“氢弹

之父”的于敏，有“共和国勋章”获得者孙家

栋等多位为国家做出突出贡献的知识分

子。本书旨在展现广大知识分子共产党员

的爱国情怀和高尚品格，弘扬民族精神和

时代精神。

《陆军建设学》（军事科学出版社）
这部近 30万字的著作，是军事科学院副
研究员杨震用五年多时间完成的。这
部倾注了作者大量心血的专著，凝聚着
著者对陆军的深厚感情，更有他对陆军
未来的美好期盼。整部书包含了陆军
建设所涉及的主要理论和实践问题，是
一部视野开阔、创新前瞻、全面系统的
理论著作。鉴于新体制下陆军理论尚
不成熟，这一著作的推出显得十分难
得、十分及时，能够为形成新型陆军理
论体系、提高陆军建设指导艺术、增强
陆军建设质量效益提供有力服务。

这部书的作者以较为宽广的学术视
野，论述了新型陆军建设的概念、地位作
用、基本任务等内容，从武器装备、体制
编制、军事训练和军事理论等维度，回顾
了现代、当代世界陆军历史发展脉络，研
究梳理了包括美国、俄罗斯、以色列等国
家在内的陆军建设的主要做法，站在战
略管理高度研析了陆军发展战略基础理
论。作者从现代战争需求、特点、要求、
原则、内容，以及新时代发展路径等方
面，系统分析了思想政治建设、武器装备
建设、体制编制建设、军事训练建设、人
力资源建设、后勤建设、军事理论建设、
法制建设、后备力量建设等陆军主要建
设领域的本体内容。

这部书的出版，有利于读者科学认知
陆军建设实际。陆军建设理论是陆军建
设实践的升华，是陆军建设实践经验的理
论概括。《陆军建设学》对科学筹划、科学
组织、科学实施陆军建设具有重要作用。
特别是在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加速演进，我国安全形势不确定性不稳定
性增大，陆军转型建设也面临着前所未有
的巨大挑战，迫切需要符合我军实际、具
有我军特色的陆军建设理论体系来指
导。此外，专著还系统回答了陆军建设的
诸多理论问题。
《陆军建设学》针对“陆军地位下降

论”“陆军过时论”等观点，系统提出了陆
军建设的战略地位、使命任务和发展方
向，回答了“未来陆军到底要建设成什么
样，究竟如何发展，在建设过程中有哪些
重大问题需要解决”等理论问题，并为陆
军转型顶层设计提供了决策参考。陆军
转型是一项紧迫而艰巨的战略工程，涉
及的内容涵盖方方面面，影响到广泛的
部门和个人利益。《陆军建设学》系统研
究了陆军转型的核心内容，从理论上回
答了需要解决的问题。尤其是根据未来
作战需要，探索设计了未来陆军的发展

蓝图，从顶层对陆军转型所涉及的各项
内容进行构想。

总之，该书覆盖了陆军建设所涉及
的主要理论领域，既有规律性、通用性的
基础理论，也有现实性、对策性的应用理
论，还有系统性、长期性的思路和举措，
三者集为一体，前瞻性、理论性、系统性
和指导性较强。本书瞄准建设世界一流
陆军，从满足陆军转型建设现实需要出
发，对陆军建设理论问题进行了对策性
研究，有助于领导机关解决好陆军建设
实践中遇到的各种实际问题，也有助于
全面构建新时代陆军建设理论体系。相
信广大军事理论工作者和军事爱好者会
喜欢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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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的生命就像沙漏，里面装

的沙子总量大致相当，不同的是，有的

沙漏颈部较细，有的沙漏颈部较粗。颈

部较细的沙漏能够抓住每一粒时间之

沙，即使沙子总量一样，也能拥有更长

的生命。”细细品味这段话，深感视角

独特、表述新颖，让人有茅塞顿开、恍

然大悟的感觉。

看书并记住书中的东西只是记忆，

并没有涉及推理，只有靠推理才能深入

理解一个事物，看到别人看不见的地

方，这部分推理的过程就是你的思维时

间，也是人一生中占据一个显著比例的

时间，你走路、买菜、洗脸洗手、坐公

交、逛街、出游、吃饭、睡觉，所有这

些时间都可以成为可利用的时间。这部

分时间，是在人们看不到你的时候，那

些别人用来浪费、你用来思考和用功的

私人时间，是当时还不能产生直接成果

的时间。这些时间看起来微不足道，但

日积月累用好，将会产生巨大的效应，

甚至能决定人生成就的“高光度”。

生活中，我们常常会听到这样的

感慨：“时间太紧了，忙不过来。”“本

来想查个资料，结果手机一刷，半个

小时就过去了。”人类满足生存需要，

吃喝拉撒睡、行动坐卧走；满足精神

需求，需要学习、工作、阅读、娱

乐、社交……这些都需要时间的投入

和保障，没有时间就无从谈起。能够充

分利用时间的人将无形中多出一大块生

命。你也许会发现这样的人似乎玩得不

比你少，学得不比你多，但不知怎么的

就是比你走得更远。你可能会奇怪，他

们到底哪来的时间？

古往今来，追求自我突破、成就人

生的人士都是善用时间的楷模。一代文

豪欧阳修在《归田录》记述：“谢希深

亦言：‘宋公垂同在史院，每走厕，必

挟书以往，讽诵之声，琅然闻于远近，

其笃学如此。’余因谓希深曰：‘余平生

所作文章，多在三上，乃马上、枕上、

厕上也。盖惟此尤可以属思尔。’”马

上行走时，枕上临睡前，厕所解手时，

这“三上”的时间恰恰都是欧阳修读书

涉猎、反刍思考、谋篇布局的好时间。

如此来看，欧阳修能够成为千古文章大

家，与他科学管理时间不无关系。

一代伟人毛泽东倡导“活到老学

到老”，他一生酷爱读书，生命不息、

学习不止。他曾说：“饭可以一日不

吃，觉可以一日不睡，书不可以一日

不读。”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他日理

万机，席不暇暖，不可能有大块的时

间读书学习。据他身边工作人员回

忆，他读书的时间几乎都是工作之

余，吃饭前、入睡前，在火车上、飞

机上、轮船上，还有会议间隙、批阅

文件的间隙、会见外宾等待时。就连

游泳下水前或者游泳后稍稍休息的几

分钟里也时常看书，时间就是这样被

他“挤出来”“抢出来”。

看到时间空闲就抢抓，看到时间流

逝就悲伤，这是一切成功者对待时间最

积极的心态。因为在他们看来，流逝的

不仅是时间，还是自己的生命。不成功

的人总以为浪费几分钟时间无所谓，今

天做不完的事情明天可以再做，他们不

会为浪费时间而痛惜不已。而成功者之

所以能成功，就在于他不会浪费一分一

秒，总会力争在设定的时间之内把所有

的事情做完。

八小时之外，学习训练之余的时

间，可以是零碎的，也可以是完整的。

这个时间是自我的、自由的、自主的，

看似没人管你，但时间一直在暗暗地跟

随你，静静地看着你用功或者颓废，在

你看不见它的时候不动声色地拉开平庸

和优秀的距离。

青年官兵要树立梦想从学习开

始、事业靠本领成就的观念，珍惜时

间、把握当下，坚持在寂寞里执着行

走，暗里酝酿、明处闪亮，期待人生

路上的星光满天和皓月当空，在实现

强国梦强军梦的伟大征程中迎来属于

自己的高光时刻。

抓住每粒时光之沙
■杨克功

书苑随笔

启迪智慧，滋润心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