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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边杂弹

连日来，武

警青海总队海东

支队在高原腹地

组织官兵进行刺

杀操训练，挑战

参训官兵体能极

限，砥砺官兵敢

打必胜、百折不

挠的战斗精神。

龚泽玺摄

军体之星

“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

安，忘战必危。”这是中国古代一本

叫 《司马法》 的兵书中的话，此书

记载了殷周与春秋战国前期一些古

老作战思想原则，成书时间比 《孙

子兵法》 还要早许多年。有人推论

是姜子牙所著，也有人说是春秋战

国时齐国大司马 （相当于国防部

长） 的托名之作……由于原书的150

多篇亡佚仅存5篇，使之更增添了几

分神秘色彩。

“玉室金堂余汉士，桃花流水失

秦人。”漫长的历史云烟遮挡住了作

者的身影，可那位不知名的兵家两千

多年前留下来的睿智之语，今日读

来，却毫无暌违之感。

史学家通过对存在于 7000年前

的战争工事考古证实，人类在发明

文字之前就已经产生了有组织、够

规模的战争，且发生得相当频繁

（据说在世界 5000年的各类史书上，

就记载了上万次战争）。而在公元前

后交替的191年时间里，罗马帝国却

长久地维持了和平与稳定，在这段

堪称“高光时刻”的时期，以城市

发展和技术传播为标志的工业、农

业、制造业、冶金业等得以大幅度

繁荣发展，成为世界史上著名的

“罗马和平期”。

191年并不算短，被伏尔泰尖刻

地嘲讽为 “既不神圣，也不罗马，

更非帝国”的神圣罗马帝国是如何获

得这难能可贵的和平的？历史所蕴含

的机锋和谜底，所承载的幻梦和峥嵘

是一部厚重的大书，而在这部书里，

毫无疑义地可以找到这样的章节——

体能与体育。

在近200年的时间里，无论兵器

装备、战术技术等怎样地发展变

化，35万罗马常备军有一项重要的

训练内容始终以不变应万变——坚

持严格 （不，应当说是严苛的、近

乎于角斗士般的） 士兵体能训练；

除此之外，还将退役士兵集中安置

于定居点，在这里可以得到许多补

助，条件是必须到就近的军营完成

全课目的体能训练……

当一个国家把自己的一代代男人

锻炼成为狼奔虎逐般的精壮汉子

时，民风甚至时尚圈都随之改变，

崇尚强健体魄和热衷运动竞技引领

着社会潮流，这就是直到今天我们

谈论体育依然绕不开古罗马的原

因；而另一方面，在冷兵器时代，

这个国家军人和男人们强悍的肌肉

与力量，无疑是对觊觎者一种霸气

侧漏的威慑……

成功的经济学家总是正确地进行

了资源配置和市场均衡，成熟的军事

学家则从来都是以不好战亦不忘战为

原则的。而体育这种“带有竞争意味

的、有规则的大众游戏”往往能够在

一定程度上体现这种原则，我们熟稔

的许多关于“体育与和平”的故事佳

话证实了这一点。

当然，历史总有例外。如同恩格

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所说：“最深

的暗和最明亮的光，对我们眼睛起同

样的目眩作用。”希特勒说，自己对

犹太人的仇恨开始于一个中学犹太同

学。史学家考证，他说的就是著名的

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当看到才华横溢

的同学各方面都比自己优秀，就怀恨

在心、性格畸变，可见其心理的阴暗

与丑陋。

他在军队做下士时的皇帝，1888

年登基的德皇威廉二世与他何其相

似。威廉酷爱体育，源于他幼时有一

只手畸形，为了维持皇家形象和礼

仪，从小被父母绑在马上练骑术。由

此，他对体育产生了畸形的狂热。践

祚后，威廉将3项运动列为培养军国

主义精神的“德意志民族体育”：一

是铅球，因为投掷物与野战炮炮弹重

量相当；二是鞍马，因其许多操练要

领恰如骑兵；三是体操，因其整齐划

一的节奏动作、步伐编队如出《步兵

操典》的队列训练。

虽然狂热，但他对体育和体能的

了解，仅限于队列马术等方面。当时

英国报纸就有这样刻薄的评价：其体

育素养和那些拿着望远镜在观礼台上

尖叫的贵妇人差不很多。这个被丘吉

尔形容为“在军火库门口抽烟的人”

点燃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火，并最

终将自己的国家与皇位一并押上了屈

辱的战败赌局。

作为人类最具有对抗与竞争性的

文明运动，体育永远是和平生活中

激奋人心的英雄主义。在群情鼎沸

的运动场我总会想起波伏娃的诗

句：“我是景色，也是目光。”当

然，也是思考。

“罗马和平”
及体育与战争的断想

■郑蜀炎

新排长李业尘刚下连队，连队的
老兵们就对他的能力有所质疑。这也
难怪，初上高原，连里安排他先休
息，逐步适应环境。于是他一有空闲
时间，就用来看书学习。战士们在私
下里纷纷议论这个新排长整天与书打
交道，便更加认定他是个只懂理论的
“学生官”。

很快，李排长一周的适应期结
束 ， 恰 巧 赶 上 连 队 组 织 5 公 里 测
试，他主动要求参加。连里的几个
体能尖子暗自高兴，心里攒着劲要
给这个“学生”好好上一堂“高原
体能课”！

测试开始，剧情果然按照大家预
想的方向发展，李排长一直处于连队
的末尾跟跑，几个体能尖子也很有
“默契”地一个个放慢脚步，落到队尾
看看李业尘，又慢慢地从他身旁超过
去。

“最后 400 米了，坚持住！”突
然，一个厚重的声音从后方传来。随
即，矫健的身影从队尾杀出，一鼓作
气超过了所有人，第一个冲到了终点！

战士们看得目瞪口呆，被李排长
深藏不露的体能素质震撼了。后来战
士们才知道，原来他曾经在国防科大
获得健美大赛的第二名。

这次测试后，李业尘的“名声”
迅速在连队传播开来。不断有战士在
李业尘的带领下科学地进行健身训
练。连队的娱乐室一时间成为了大家
的“健身房”，每个人都想早日成为像
李排长那样的“高原筋肉人”。

其实李业尘的健身之路，也充满
曲折。李业尘是怀着一腔热血来到军
校的。可谁知新训刚刚开始，他便打
起了退堂鼓。单杠一个也上不去，俯
卧撑做不了 20个，跑步不及格……面
对成绩的不如意，李业尘焦虑万分。
但似乎不管他多努力，成绩依然没有
明显的进步。“我从来没有如此无力
过，可能我不适合……”李业尘向新
训班长倾诉心声。

班长沉思了一会儿，说：“走！
我带你去一个地方。”班长带着李业
尘去了学校的健身俱乐部，看着一身
腱子肉的班长，李业尘感觉更加遥不
可及了。班长却告诉他：“成绩的提
升不是一蹴而就的，我刚来那会儿体
能还不如你呢！但是我的班长告诉
我，军人要勇于挑战自己。从此，我
坚持健身，慢慢地，成绩自然而然就
提升了。”班长的话像一盏明灯照亮
了李业尘。“军人要勇于挑战自己”
也成了李业尘的座右铭，时刻激励着
他不能放松。“那段时间挺苦的，但
是现在回忆起来却是甜的。”李业尘
回忆说。

分配到西藏后，李业尘依旧坚
持自己的训练强度，甚至每个月一
次的长跑训练，他依然保持着。有
人说高原上不适合这样的高强度训
练，他却说高原不是个大问题，心
态才是。

有人说，人最大的敌人往往就是
自己。那么，挑战自己并战胜自己的
滋味，就叫苦尽甘来吧。

挑战的滋味有点“甜”
■陈秋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