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月，是纪念日比较集中的月份。

9月3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

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9月18日，九

一八事变爆发纪念日；9月30日，烈士

纪念日。

今年的9月，经历过抗战历史的老

人又逝去了些。目前登记在册在世南

京大屠杀幸存者仅剩73人。9月7日，

最后一位全程亲历东京大审判者高文

彬先生去世。一个时代的见证者，一段

历史的亲历者，终有一天，在册幸存者

数量会变成0。

当伤痛的历史在这片土地上的印

迹成为一个个纪念馆、遗址和墓碑；当

经历过抗战历史的人陆续离世，如何才

能让那段历史不在我们的记忆中湮

灭？靠纪念馆里静默的陈列品、墓碑上

一个个姓名、纪录片里的影像和文字？

靠每年纪念日的提醒？还是就做一个

与历史无关的旁观者？

对于今天许多人来说，很难一下子

定位抗战历史和自己的关系。毕竟时

空变迁、国情大异、环境已变，比及遥远

的过去，似乎关注当下才更实在。也有

人认为，历史是国家的历史，与历史有

关的应是历史学家，普通个人与那段历

史关系不大。

所以，有时我们会看到，一些人对

于纪念九一八事变的鸣笛显得不知所

谓和冷漠淡然；抗战纪念馆和遗址变成

了一个个打卡景点；面对充满雷人剧情

或早已异化为偶像剧的“抗日神剧”也

已逐渐见怪不怪；把调侃几句抗战历史

当作“有梗”“幽默”；个别人甚至对于每

每抗战历史的重提充满烦躁，认为都是

“包袱”，不必纠缠，又与我何干……

E.H.卡尔在《历史是什么》中讲

道：“我们只有根据现在，才能理解过

去；我们也只有借助于过去，才能理解

现在。使人能够理解过去的社会，使人

能够增加把握当今社会的力量，便是历

史的双重功能。”一段抗战历史，对中国

和中国人来说，意义是巨大的。它告诉

我们，凭借什么我们从昨天走到了今

天，又如何在把握现在中走向未来。

创深痛巨之后的觉醒在今天看来

依旧刻骨铭心。“1937年的中国，不仅

仅是国力弱、军力弱、装备弱、训练弱，

国人精神弱、意志弱、心理弱、斗志也

弱”，而“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全

体中华儿女为国家生存而战、为民族

复兴而战、为人类正义而战，社会动员

之广泛，民族觉醒之深刻，战斗意志之

顽强，必胜信念之坚定，都达到了空前

的高度”。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

全体中华儿女勠力同心、以弱胜强的

雄浑史诗，显示了中国人民和中华儿

女坚不可摧的磅礴力量，坚定了中国

人民追求民族独立、自由、解放的意

志，开启了古老中国凤凰涅槃、浴火重

生的历史新征程。

一个国家，会因旁观者众多而衰

亡；再厚重的历史，也会因旁观者的增

多而逐渐凋零。梁启超在其《呵旁观者

文》中讲道：“大抵家国之盛衰兴亡，恒

以其家中国中旁观者之有无多少为

差。国人无一旁观者，国虽小而必兴；

国人尽为旁观者，国虽大而必亡。”他也

痛言，“天下最可厌可憎可鄙之人，莫过

于旁观者……此种人无以名之，名之曰

无血性。”

作为年轻一代，我们需要有历史自

觉和记忆自觉，我们有责任了解和熟知

那段历史，尊重那段历史，铭记那段历

史留下的教训，并致敬那些为国家和民

族尊严而“坚忍地站在黑暗中”“执火炬

的人”，那些“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

黑暗的闸门”给了我们一个宽阔、光明

的今天的英雄们。

历史留给人们的警醒不仅是关于

过去的，也是关于现在和未来的。今天

是我们回看历史，明天后代从历史中看

我们。我们每个人都活在历史之中，是

历史的参与者，而非旁观者。

与普通人相比，军人身上有天然

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无论是在数

千公里外边境线上日夜戍守，还是在

东海南海的海空域驾驶着战舰和战机

巡视海天，人民解放军用忠诚、勇敢、

善战、奉献践行使命，用责任和担当在

祖国的历史画卷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

笔笔。只因坚信，责无旁贷地参与历

史、激情似火地创造历史，才是对历史

最好的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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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瞭望

第一时间向世卫组织报告疫情，第

一时间分享病毒基因序列，第一时间开

展疫情防控专家国际合作；承诺待中国

新冠疫苗研发完成并投入使用后作为

全球公共产品，建立30个中非对口医院

合作机制，落实“暂缓最贫困国家债务

偿付倡议”；向世界卫生组织提供5000

万美元现汇援助，150多个国家和国际

组织提供物资援助，200多个国家和地

区出口防疫物资……

铁肩担道义，大爱写春秋。在全球

抗疫的关键时刻，中国在做好自身防控

的同时，秉承“天下一家”的理念，发起

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援助时间最集中、涉

及范围最广的紧急人道主义行动，为全

球疫情防控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充分

展示了讲信义、重情义、扬正义、守道义

的大国形象，集中体现了中国人民和衷

共济、爱好和平的道义担当，生动诠释

了为世界谋大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大国担当！

孤举者难起，众行者易趋。当今世

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各种全球

性挑战层出不穷，各国相互联系、相互

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没有哪个国家

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

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

孤岛。尤其是“前所未有的新冠肺炎大

流行深刻表明全球的紧密联系及脆弱

性”，也再次证明人类休戚与共、命运相

连，携手应对风险挑战才是唯一正确的

选择。

和平是中国人民的永恒期望，是中

国发展的鲜明特征。自古以来，中华民

族秉持天下一家、协和万邦，强调和衷

共济、风雨同舟，倡导休戚与共、守望相

助，这是几千年来深入中华民族血脉的

文化基因，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

主义中国的坚定战略抉择，也是中国军

队的不懈追求。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中

央军委的直接指挥下，我军忠实践行人

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认真履行大国军队

国际责任，积极开展抗疫国际合作，共

同维护国际卫生安全。在做好本国疫

情防控的前提下，分别向伊朗、巴基斯

坦、缅甸、老挝、柬埔寨、越南、黎巴嫩等

国军队提供物资援助或派遣抗疫专家

组；中国军队抗疫医疗专家还分别与巴

基斯坦、新加坡、俄罗斯3国军队医疗专

家召开防疫经验交流视频会议……中

国军队同各国防务部门和军队加强抗

疫国际合作，让合作的阳光驱散疫情的

阴霾，守护共同的家园。

“一支强大的中国军队，是维护世

界和平稳定、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坚定力量”。从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

到抗击埃博拉疫情，从亚丁湾护航到尼

泊尔抗震救灾……中国军队坚持履行

国际责任和义务，始终高举爱好和平、

合作共赢的旗帜，为维护世界和平和促

进共同发展作出积极贡献，彰显了和平

之师、正义之师、文明之师形象。

“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

值得注意的是，当下有个别国家的一些

政客，出于政治目的和一己私利，抛出

形形色色的“甩锅论”，干一些以邻为

壑、损人利己的事情。但是，不管国际

风云如何变幻，无论其他国家或其个别

政客作何选择，“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

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

序的维护者，中国军队始终是维护世界

和平与发展的正义力量”。我们始终会

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做顺应时代潮流

的事情。中国军队将继续忠实践行人

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坚决当好国家利

益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捍卫者守护

者的基础上，认真履行大国军队国际责

任，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安全产

品，为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

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美好世界作

出应有贡献。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

肩负和衷共济爱好和平的道义担当
—弘扬抗疫精神推进强军事业系列谈⑤

■巩进军

时下，许多单位机关干部下基层蹲

连住班，也就是常称的“蹲点”。但是，个

别机关干部的蹲连住班方式难以让基层

官兵认同。比如，有的蹲的是招待所，忙

的还是机关事务；有的到了基层还是沉

不下心来，“蹲不下去”“蹲不住”，基层待

几天，回机关几天……

当兵蹲连是我军的优良传统。作

为领导机关抓建基层的重要手段之一，

当兵蹲连一方面是领导和机关干部增

强与基层官兵感情，祛除身上的娇气、

躁气、机关气，改进作风的现实需要；另

一方面，也有助于全面细致掌握基层情

况，了解基层现实矛盾问题，增强工作

的指导性、针对性、科学性。1958年5

月24日，谭政大将《在全军组织工作座

谈会上的讲话》中讲道：“不下部队，情

况不了解，漆黑一团，只知道个大概，怎

么能指导工作？”他强调，要“克服空虚

病”，就得“下部队，接触实际”。领导和

机关干部当兵蹲连蹲得扎实，官兵关系

更加密切，对基层了解也就越深入，开

展工作就能有的放矢；而一旦浮于表

面，不仅与战士的距离越来越远，也会

在工作上离实际越来越远。

为什么现在个别领导干部一开会讲

基层还在不自觉地讲跟不上时代的老

话、材料式的空话，为什么有的领导干部

一开口就让基层官兵感觉有一点“不食

人间烟火的味道”，就是久居领导岗位、

离基层官兵距离太远了。正如一位经历

当兵蹲连的领导干部所讲，自己是普通

士兵出身，自信对基层生活是熟悉的，但

到了基层才知道，真和自己当兵的时候

不一样了。领导和机关干部以普通一兵

的身份蹲连住班，缩短的不仅仅是和基

层官兵的距离，也缩短的是和部队实际

的距离，缩短的是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

的距离。

自 2013年习主席作出“全军和武

警部队团以上领导和机关干部下连当

兵、蹲连住班”重要指示以来，全军每年

有数万名领导和机关干部踊跃投身基

层火热实践，这对于弘扬我军光荣传

统、改进工作作风、密切官兵关系、加强

基层建设起到重要促进作用。但是，一

强调就重视、不强调就忽视的工作习性

在一些单位还是不同程度存在，导致当

兵蹲连如今在有的单位和个别人身上

逐渐走了样变了味。

“当兵就要真当，蹲连就要真蹲，切

实当出感情来、蹲出好作风。”新修订

的《军队基层建设纲要》再次明确规定

了“当兵蹲连”的抓基层工作机制。当

兵蹲连不仅仅是继承优良传统，也应成

为当下领导和机关干部的必修课，绝不

能流于形式。当前，基层部队变化快、

官兵思想活跃，更需要把当兵蹲连这个

传统优势发扬光大。蹲下去，才能把准

基层发展脉搏；蹲下去，才能洗掉身上

的官气；蹲下去，才能进一步感受到肩

上的责任。摸到了实情、体验到真情、

取到了真经，才能在工作中接地气的同

时更有底气，促进基层建设全面进步、

全面过硬。

（作者单位：南部战区空军某旅）

真蹲下去才能真懂基层
■唐永志

这段日子，伴随全国抗疫斗争取得

重大战略成果，全国各地的高校陆续开

学了。

在清华大学建筑学院，一位新生在

了解学院名人历史时惊讶发现：70年

前，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的时候，清华大学建筑学家林徽因曾亲

手缝制骆驼毛棉背心，送给冰天雪地中

的志愿军将士御寒。

无独有偶。当年，南京大学教授方

光焘不仅送儿子参军，还批评儿子参军

只想当空军的“个人主义”思想。而在

苏南文化教育学院，刘百川教授带头送

子参军，则成了广大军民学习的模范。

回望70年前，在“抗美援朝，保家卫

国”这个家喻户晓的时代口号感召下，

不同行业、不同职业、不同面孔勠力同

心，援助友邦，共御外侮，“打仗当英雄,

劳动做模范”成为一代人的共同追求。

在这其中，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知

识分子抗美援朝的热潮和壮举赢得了

社会各界敬重。

那个时候，青年学生参军参战，就

像抗战时期背着行李、燃着希望奔赴

延安一样，一度曾有“十万学生兵，披

上新戎装，跨进军干校，掌握新武器，

打击野心狼，卫国保家乡”的说法。一

则史料显示，在1953年12月的全国军

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解放军

总干部部在作专题汇报时介绍：抗美

援朝 3年来，全军共接收知识分子

337383名。这具体到个位的数字，实

际上也提供了一个佐证，当年“十万学

生兵”只是一个模糊的形象说法，准确

统计达33.7万人之多。

抗美援朝战场上，知识型指战员出

奇制胜，令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屡

尝败果。担任116师师长的汪洋毕业于

陕北公学，是一位熟读《孙子兵法》的儒

将。云山之战，中美王牌军首次对决，

他指挥3个团与美军短兵相接，白刃战、

肉搏战打乱了敌人的阵脚。纵观整个

朝鲜战场，知识分子出身的军、师、团级

指挥员，创造过不少经典战例。半个世

纪后，头上顶着大韩民国唯一“名誉元

帅”桂冠的白善烨访问北京，这才知道

与他在云山执戈厮杀的中国将军汪洋，

当年只有30岁，是指挥千军万马的一师

之长。志愿军队伍里的知识型指挥员，

让白善烨由衷钦佩。

后勤保障“打不断、炸不烂”的钢铁

运输线上，知识型保障员同样智勇双

全，常常让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深

感意外。停战谈判桌上，美军代表看到

就近的志愿军居然都穿上了新冬装，脸

上不禁露出惊讶的表情。当时，143万

套冬装前运时火车受阻，志愿军司令部

组织全军二线部队，实行长区段倒运。

“学生兵”发明的“拉网式”清障法发挥

了大作用，“联合国军”投掷大量的定时

炸弹、蝴蝶炸弹、四角钉等破坏性武器

被高效精准清理，使志愿军指战员入冬

前领到了新冬装。

列宁曾经说过，知识分子“是一个

出色的晴雨表”。回望历史，知识分子

抗美援朝，只是全国军民抗美援朝的一

个生动缩影，它代表了全国广大军民高

昂的爱国情绪、坚定的民族自信。

知识分子抗美援朝的生动实践，也

给今天的我们以有益的启示。今天，知

识分子绝不能“躲进小楼成一统”，只有

自觉走出“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局限，主

动告别“书斋气”，乐于到群众中去，敢

于到火热的现实实践中去，才能迸发强

大的创造和创新活力，为祖国和人民建

功立业。

知世界之晴雨，在大是大非中站稳

立场，才能更好地为国家搏风击雨。

知国家之晴雨，在解决问题中增长

才干，才能更好地为百姓遮风挡雨。

知时代之晴雨，在迎接挑战中防患

未然，才能更好地为民族栉风沐雨。

知识分子抗美援朝：一个时代的晴雨表
■董 强

画里有话

玉 渊 潭

前不久，海军某部不打招呼、临

机出动，将多方向执行任务的舰艇拉

至陌生海域，跳出想定，随机导调，

利用“措手不及”的情况倒逼官兵快

速反应、快速出击，既锤炼了部队临

机处置能力，又在近似实战的环境中

检验了多项战法。这种在随机情况

下，让官兵在“措手不及”中磨砺提

升实战能力的训练方式值得学习。

“黑天鹅”理论的提出者塔勒布，

在其之后著作《反脆弱》中写道：“风

会熄灭蜡烛，却能使火越烧越旺。随

机性、不确定性和混沌也是一样。你

要利用他们，而不是躲避他们。”他其

实描述了在一个充满“黑天鹅”的世

界，该怎么生存下来——那就是学会

从不确定性中获益，在“脆弱-强韧-

反脆弱”的能力提升闭环中，不断补

短板、强弱项，练就“反脆弱能力”。

虽然他针对的是金融领域，但是这种

思维在战场上同样值得借鉴。

“战争是最不确定性的王国”，变化

和风险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往往会超

出参战双方的预料。与确定性相比，毋

宁说不确定性、随机性方是战争的基本

特征之一。既然战争迷雾、突发情况不

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那么在日常训练

中，就得练就适应不确定性的大脑和能

力，因为“一切参加战争的人们，必须

脱出寻常习惯，而习惯于战争，方能争

取战争的胜利”。在战场上，担心变

化、惧怕不确定性的都是脆弱者。真正

的强者喜欢变化、适应变化。面对未知

的挑战，真正能够保证有效生存的思维

必须是“反脆弱的”。

然而，从当前一些部队实际训练

情况来看，个别单位仍把背脚本、走

程序当成战斗行动；有的单位搞演习

演练看着全程轰轰烈烈，但经不起突

发情况的考验，战斗稍微偏离预演，

就手忙脚乱；有的应急预案情况少，

离开预案里的已有情况，就不知道该

怎么办……诸如此类的训练方式，很

难提高部队应对随机事件和不确定情

况的能力。

打仗是一门大学问，既有基本的

制胜机理，又有许多的不确定性。我

们既得掌握基本的制胜机理，又得适

应这种不确定性。尼采有句名言：“杀

不死我的，只会让我更坚强。”正如人

体骨骼在负重和压力下反而会越发强

壮，许许多多的事物也会从压力、混

乱、波动和动荡中受益。带兵人在注

重抓好基础训练的前提下，不妨紧贴

未来战争多琢磨些“突如其来”，在日

常训练中多增设些“意外环节”，倒逼

官兵多处理些“意想不到”，积极设险

滩、置难关，利用战场上的不确定性

来检验短板弱项，锻造部队的应急能

力，不断提升他们应对真实战场的心

理建设和能力素质。让“不确定”这

把双刃剑为我所用，为打赢下一场战

争增添制胜砝码。

（作者单位：31662部队）

在不确定性中练就“反脆弱能力”
■赵博林

长城论坛

漫画作者：周 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