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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一时评

理论的创造者是少数人，而接受和

学习理论，则是大多数人的渴望。这一

规律说明，理论与受众之间，始终会有

一段距离。拉近这一距离，需要搭建一

座通向心灵的桥梁。

有这样一个故事：相亲的时候，女

孩问对方：“你是做什么的？”男孩回答

说：“我是做室内光线控制设备的。”女

孩听了，莫明所以，问：“能说得通俗点

吗？”男孩回答：“噢，就是卖窗帘的。”女

孩这才明白过来。

把卖窗帘说成“做室内光线控制设

备”，从理论上说没有错。但日常交往

与交流，就没有这个必要了。卖窗帘就

说卖窗帘，明明白白、清清楚楚。故作

高深，把一句通俗的话说得概念化，反

倒使人如坠云雾，搞不清是怎么回事

儿，弄不好还会坏了“好事”。

理论是什么？说穿了就是一些道

理。人从能感知世界开始，莫不直接或

间接地接受各种理论。这些理论，有的

凝结为老一辈人的经验，有的转化为立

身做人的格言。父母的训导、老师的教

诲，往往都是从传授自己的经验、讲清

基本的道理开始。

理论有的是高深的，而真理总是简

单的。把理论化为真理，把原理变成道

理，需要从日常讲起，从家常说起，融社

会实践、人生经验、个人体会于一体。

这样，便于把理论拉近、把道理讲活，使

人容易理解、乐于接受。

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大家都承

认它是科学的。但这一高深的理论，真

正懂它的人并不多，就连他的学生也不

完全了解它。一天，几个学生问爱因斯

坦，能不能把“相对论”解释得通俗点，

爱因斯坦思忖片刻，回答道：一位美丽

的姑娘陪你坐一小时，你可能会觉得只

有一分钟那么短暂；要是你在火炉上坐

一分钟，你就会觉得有一小时那么久。

这就是“相对论”。这里有人物、有形

象，比喻生动、论理巧妙，不但是爱因斯

坦的学生，就是普通人也都懂了。

理论是时代的精华，每一理论无不

体现时代的特点。就像马克思说的，它

是“在它的敌人的叫喊声中进入世界”

“浸进沙龙、神甫的家、报纸的编辑部和

国王的接待室，浸进同时代人的灵

魂”。所以，从理论上讲，没有人会不喜

欢自己时代的理论。有的人把“抬头”

的人讲得“低头”了，这不是理论的错，

而是讲的人没讲好、讲不好、不好好

讲。有的官兵“宁肯跑个3公里，也不愿

坐下来听政治课”，也不是他们不爱理

论，而是因为讲的人把好端端的“理”，

讲成了干巴巴的“论”，不但没有拉近理

论与官兵的距离，反而拉远了理论与官

兵的距离；不但没能架起直抵官兵心灵

的桥梁，反而堵塞了官兵学理论的兴趣

之路。

马克思，一个200年前的人物。而

“大众理论公开课”《马克思是对的》一

开播，就吸引了男女老少一大堆人。这

一节目之所以广受欢迎，就在于它通过

开展精彩问答、故事讲述、诗歌朗诵等

方式，让理论通俗化，使理论既有实践

基础，又有青春气息；既有思想高度，又

有时代特色。

《平易近人——习近平的语言力

量》一书，集中展示了习主席巧妙运用

语言、增强说理力量的智慧。讲理想信

念，习主席用“拧紧‘总开关’”来阐述；

讲价值观培育，习主席用“人生的扣子

从一开始就要扣好”来阐述；讲坚定不

移实现改革目标，习主席用“开弓没有

回头箭”来说明。这些表述，简单明了，

形象生动，一看就能让人记住。

搭建通向官兵心灵的桥梁，基层也

有许多好方法值得借鉴。比如，让官兵

登台，兵言兵语讲述；采取问答方式，热

点话题碰撞；音频视频制作，视听综合

运用，等等。有时候，从排斥到喜欢，只

需一个喜闻乐见的方法；从“低头”到

“抬头”，往往取决于讲者与听者是否产

生了共鸣。

从前有一个秀才喜欢掉文。一天

夜里，他被蝎子蜇了，大叫道：“吾妻，有

毒虫袭吾，速燃灯！”他老婆没听明白，

他又重复了一遍，老婆还是不明白。最

后，他疼得大叫：“老婆子，快点灯，有蝎

子咬我。”

这虽然是一个笑话，但说明当时确

实有许多故作深沉的人。笑话中的秀

才，本来是可以讲得通俗的，却偏偏要

咬文嚼字、故弄玄虚，这是没有必要的。

（作者单位：武警河南省总队）

搭建直抵官兵心灵的桥梁
——让党的创新理论走进基层官兵②

■刘春江

跨界思维

有这样一个实验，两棵长得差不多的

植物盆栽，被套上透明罩，放在校园里。

同样施肥、同样浇水、同样晒太阳。

唯 一 不 同 的 是 ， 左 边 的 盆 栽 写 着

“这株植物被霸凌”，每天听着学生们录

好的语言暴力的音频。右边的盆栽写着

“这株植物被赞扬”，每天听着来自学生

们的表扬和夸奖。30天过去了，奇怪的

一幕发生了：被语言暴力所霸凌的植物

枯萎了，而被赞美声“喂养”的植物依

旧生机勃勃。这个名为 《人类言语的能

量到底有多大》 的实验，其科学性虽有

待进一步验证，但足以说明语言暴力对

生命的影响无处不在。

语言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却听

得到、感受得到。暖心的话产生正能

量，戳心的话则产生负能量。从这个角

度讲，上面的试验虽出意料之外，又在

情理之中。

人为万物之灵，对语言的感知能力是

任何植物都比不了的。他们有时候比植物

更坚强，有时候又比任何植物都脆弱。这

其中的区别，就是因为人是有感情、有知

识的。有人说，有时候，击垮一个人，只

需一句话。如果植物是可以被“骂枯”

的，那么人就更会被“骂枯”了。关键时

刻“猛击一掌”是必要的，恶言冷语相加

则违背相处之道。

带兵带的是心、带的是情。带兵首先

要爱兵，有情感才能带好兵。十八九岁当兵进军营，目之所及崭新如初，还有

一个期待蜕变的自己。当“你是什么玩意儿”“你是不是智商有问题”“没见过

你这么笨的”这些话当众砸来，剩下的恐怕只有自我怀疑、自我否定甚至自暴

自弃了。

当然，这么说，并不是要带兵人用甜言蜜语来“喂养”战士，而是让大家

认清语言暴力的危害，从内心深处尊重战士，不要总是说什么“打是亲骂是

爱”。即使真亲真爱，不一定都要打、都要骂。以心带兵、以情带兵，不打不骂

也能带好。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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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基层一位战友说，有一次他

参加机关学习讲座。组织者看见

前面几排都空着，号召大家：“请

大家往前坐，各位领导带头坐前

面。”

一般来说，重要的会议都会安

排座次。但一般的集会，比如学习

讲座、业务培训等，就不需要座次

了。每当这时，有人就会尽量往后

面坐，前面的几排稀稀拉拉。尽管

工作人员几次三番动员大家往前

坐，但就是没人愿意动，有时往往

费很大劲，才能动员大家把前面坐

满补齐。

战争年代，指挥员都是号召大

家“往前冲”。而在和平时期，却号

召大家“往前坐”。这看起来似乎有

点多余，甚至会有人怀疑：坐哪儿

不都是听讲，还需要带头“往前

坐”吗？

细节之中见作风。坐哪里，不光

是个简单的座次问题，同样也是作风

的反映。且不说坐在前面听的效果如

何，就是空出来那么多位子，看起来

也给人散漫之感。试想，平时都这样

散散漫漫，关键时候如何紧得起来？

平时不愿“往前坐”，战时怎能“往

前冲”？所以，“往前坐”不是件小

事，把这事拿出来说一说，也绝非小

题大做。

带头“往前坐”
■王小龙

某连 5 公里越野考核时，有的
战士为减少摩擦摆动，习惯性地把
挎包、水壶和步枪用背包绳捆在一
起。考核督导组发现问题后，立即
督促纠正，现场整改，并把这一情
况通报全部队，要求大家引以为
戒，不能为了提高训练成绩而违背

训练规律。
这正是：
步枪挎包用绳捆，

好似迎考一妙计。

就怕带到战场上，

仓促解枪来不及。

洛 兵图 杨 阔文

最近，一篇篇题为《杜富国！！》《请记住

他最帅气的样子：杜富国》《杜富国，你的伤

情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的文章在朋友圈刷

屏，很多人看完扫雷英雄杜富国的事迹后，

红了眼圈。

英雄是什么？杜富国用他的行动给出了

答案：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

人；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步的

人。10月11日，在边境第三次大面积扫雷行

动中，南部战区陆军某部扫雷四队作业组

长、中士杜富国，在扫雷作业中突遇爆炸。

“你退后，让我来”，这是杜富国受伤前对同

组战友说的一句话，也正是因为爆炸时杜富

国舍生忘死的刹那一挡，两三米外的战友仅

受了皮外伤，而他却被炸成了一个血人，失

去了双眼双手。一个月后，当医院和部队决

定把真实伤情告诉杜富国，得知一切后的他

心态平和，反过来安慰心理医生。网友看

哭，齐齐留言：向英雄致敬！他的坚强让人

心疼！

罗曼·罗兰说，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

英雄主义，那就是认清了生活的真相后依然

热爱它。就在2016年，也是在执行边境扫雷

任务过程中，扫雷三队战士程俊辉牺牲。除

了定期报平安，从来不在家人面前提部队事

的杜富国首次开口，对父亲讲了战友牺牲的

事。他深深知道，虽然身处和平年代，脚下

的雷场就是战场、残酷的生死场，但却一步

不肯退缩，“用穿越死亡的勇气坚持到底”。

正如杜富国的妻子王静说的：“他太热爱这个

行业（扫雷）。”因为他坚信，“军人的价值在

战场”。

英雄，永不独行。除了杜富国，还有更

多官兵奋战在扫雷战场上。11月16日下午，

就在杜富国负伤的雷场，十多名扫雷官兵当

着当地政府代表和老百姓的面手牵手蹚过雷

场，用这种特殊的方式向老百姓说明脚下的

每一寸土地都是安全的。穿越到上个世纪，

同样是在这片土地上，那场守护祖国边境的

战斗让无数热血青年、英雄儿女舍生忘死。

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见证着昨天英雄的事

迹、今日英雄精神的传承。

人们说，英雄就是普通人拥有一颗伟大

的心。但从杜富国身上，笔者重新认识到，

英雄不仅拥有一颗伟大的心，还拥有一颗强大的心。受伤一个多月来，他日夜

与伤病顽强斗争。单位领导和慰问团来探视，每次他都绷紧身体，试图起身敬

礼；每次家人探视，他都宽慰家人，鼓励弟弟“在部队好好干”。他用那颗强大

的心战胜苦痛，虽然眼睛看不见了，双手不能再触摸了，还是想留给大家一个

坚强的背影。人们去给他加油鼓劲，却被坚强的他所感染；人们想给他力量，

却从他身上汲取到力量。这大概，就是英雄本身的模样。

英雄，不会独行。杜富国扫雷受伤的消息经媒体报道后，引起了全国民

众的关注，他的伤情让很多人牵挂不已。人们纷纷来到医院探望，表达着对

杜富国的关切与敬意。特别是麻栗坡猛硐乡的群众，颠簸了7个小时赶到医

院探望杜富国。曾在边境作战中光荣负伤的战斗英雄安忠文、一等功臣王曙

光、英雄山主攻营营长臧雷，特地赶到云南开远，到病床前为他加油鼓劲。

病房外面的走廊上，总有一些年轻人结伴来看望时留下的鲜花。因为杜富国

伤情严重，医生不建议到病房探望，他们就把花放下，隔着玻璃悄悄看上几

眼才走。来自众人的温暖，汇聚在英雄周围。

“要将英雄及家属照顾好，不能让奉献者流血又流泪”，这是杜富国受伤

后网友最多的留言。毕竟，“往后的日子，还很长”。伤后余生，他将不得不

面对因失去双眼双手而带来的日常生活的种种艰难；他的父母，不得不接受

灿烂年华的儿子从此看不见世界、触摸不了亲人的事实。这是任何荣耀和抚

慰都难以抚平的，也是英雄故事里最令人绞心的部分。我们不会让英雄独自

前行。让我们每一个人用真心致敬他们，用真诚关爱他们，相信前行的路

上，英雄必定不会孤单！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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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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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口气读完《庚子西狩丛谈》，只想

到一句话：唯饥可以下饭。

古时以干支纪年，六十年为一甲

子。由后往前推，有一庚子年是 1900

年。这一年，我们国家和民族发生了一

个很大的事件，就是八国联军打入北

京，连皇宫紫禁城都占了。大清的掌门

人慈禧皇太后，挟着小皇帝，带着一班

文武大臣，仓促出逃，一路西行，最后落

脚古城西安。

《庚子西狩丛谈》，说的就是这一路

逃亡及相关之事。记录这一路情况的

是两个人，一个是怀来县知县、曾国藩

孙女婿吴永，一个是浙江名士、山东省

幕刘治襄。后来，这两人成为同事，又

正好坐对案，吴永讲，刘治襄记，遂成为

这本两人合作完成的“西狩”传奇。

一天，“天色阴晦”，吴永接到一个

“紧要公文”，让他准备接驾，公文上拉

有单子：除皇太后、皇上，还有这个王、

那个王，这个爷、那个爷，这个大人、那

个大人。最后附一句：“随驾官员军兵，

不知多少，应多备食物粮草。”并明确，

除备四个“一品锅”之外，还要“满汉全

席一桌”。

一个偏僻的小县城，不要说一下子

来这么多高官显贵，就是接待这么多普

通客人，都不是一件容易事，何况23日

接报，当天人就来了。时间之紧、难度

之大，可想而知。

这吴永不愧是一个“会办事”的人，

居然准备得停停当当，让太后甚是满意。

23日，慈禧一行到了怀来，即召见

吴永，问了一些基本情况后，就问：“一

切供应有无预备？”得到回答后，又说：

“好，有预备即得。”说到这里，富有戏剧

性的一幕发生了，慈禧“忽放声大哭”，

说：“予与皇帝连日历行数百里，竟不见

一百姓，官吏更绝迹无睹……”

看着慈禧在哭，吴永也跟着她哭。

哭罢，慈禧又给吴永述说她路途的

苦况，说连日奔走，又不得饮食，既冷且

饿。途中口渴，命太监取水，有井而无

汲水之具，或井内浮有人头。不得已，

只有采路上的高粱秆与皇帝共嚼，略得

浆汁，即以解渴。昨夜与皇帝仅得一板

凳，相与贴背共坐，仰望达旦。晚间寒

气凛冽，森森入毛发，殊难忍耐。你试

看，我已完全一乡姥姥，即皇帝亦甚辛

苦。今天到此已两日不得食，肚子饿得

很，此间曾否备有食物？

吴永急忙回答：尚煮有小米绿豆粥

三锅，被溃兵掠食其二，只剩一锅。慈禧

说：“有小米粥，甚好甚好，可速进。患难

中得此已足，哪还计较什么好不好。”

这时，吴永见皇上立于近左空椅之

旁，穿戴松松垮垮，“发长至逾寸，蓬头

垢面，憔悴已极”。

饭后，大太监李莲英对吴永说：“尔

甚好，老佛爷甚欢喜，尔用心伺候，必有

好处。”随后又说：“老佛爷很想吃鸡蛋，

能否取办？”吴永乃走出街市，亲自寻

觅，在一橱屉内搜得五枚。跟随的人都

已四散照料，这个知县只有自己动手，

找到一口锅，舀水吹火，觅得一粗碗，佐

以食盐一撮，捧交内监呈进。

因为“供张甚办”，太后来时穿的葛

衣，吴永敬上衣裘，太后大喜，第二天就

被擢升为知府。在怀来住了两天，25日

黎明启程，走时还带走了吴永的厨子周

福，因为他“很会烹调，方才所食扯面条

甚佳，炒肉丝亦甚得味”，慈禧很满意，

称赞吴永“此次差事，真难为你办得很

好。汝甚忠心，不日即有恩典”。

27日，走到宣化，吴永接到御旨，着

以知府留于原省候补，先换顶戴。

不知是不是该替吴永庆幸，如果不

是这次西逃，他恐怕一辈子都不会见到

这么多王公贵族，更不要说至尊的皇太

后了。但他的幸运，却是国家的不幸。

也不知是不是该对慈禧抱以同情，但她

的遭际实在是由于自己作孽。

平时深居禁宫，生杀予夺，为所欲

为。不要说吃几枚鸡蛋、喝碗小米粥，

只要是她想吃的、想喝的，没有什么是

办不到的。可她这辈子吃的喝的，恐怕

没有什么比这鸡蛋和小米粥更香了

吧！原因就是开头所讲的那句话：唯饥

可以下饭。

这个道理，是宋代范公偁总结的，

记录在《过庭录》里。

说是有一天，待制王子野在家吃

饭，“罗列珍品甚盛”，正好研究《老子》

的水先生来了。子野指着桌上那些好

吃的埋怨：“您看看，这哪个是可以吃

的？”水先生把这些食物瞧了一遍，对他

说：“这些都不能吃，唯饥可下饭尔！”

故事到这里戛然而止，再无一字。

但千年之后，仍余音绕梁，久久不绝。

直至看到慈禧的西逃，也还是这个感

想。

对那些日食万钱，还说无法下筷子

的人，可以把慈禧逃难的经历给他讲

讲，并送上这句话。

唯饥可以下饭
■哲 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