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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年代，粟裕驰骋沙场，身经

百战，“愈出愈奇、愈打愈妙”，演出

了一幕幕雄壮的战争活剧。粟裕之

功，不仅在于杰出的军事指挥艺术，

更在于他“斗胆直陈”，敢于和善于提

出对全局具有重大意义的战略性建

议。1946年 6月，党中央提出了外线

出击的战略方针，指示华中野战军主

力到淮南地区作战，并征询战略区领

导人的意见。粟裕经过深思熟虑，权

衡在苏中作战和在淮南作战的利弊得

失，多次向党中央建议，坚持在苏中

内线作战。党中央予以采纳，并适时

调整了外线出击的战略方针。1948年

春，粟裕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极大

的政治勇气，斗胆直陈，三次向中央

军委提出华野第一兵团暂不渡江，集

中主力在中原作战的建议，最终被采

纳。1948年 9月，他首先提出发起淮

海战役，尔后又提出将敌军主力歼灭

在长江以北的重大建议，被中央采

纳，并负战役主要组织指挥之责，对

淮海战役的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

“斗胆直陈”，就是勇于把真话说出

来，开门见山，不隐恶，不饰非。《荀子·

修身》中讲：“是谓是，非谓非，曰直。”清

代唐甄在《潜书·抑尊》中评价说：“直言

者，国之良药也；直言之臣，国之良医

也。”古人论政，常常把任人和从谏放在

同等重要的位置。

以史为鉴。《吕氏春秋·壅塞》中

记载：宋王得到消息，齐国要派兵进

攻宋国，便立即派人去侦察齐军入侵

到了什么地方。先后有三个侦察使者

因说了真话而掉了脑袋，第四个使者

见状就对宋王胡诌了一通，说：“连齐

军的影子也看不见，百姓十分安定。”

宋王听了非常高兴，赏赐了他很多金

银。结果没几天，齐军便攻进城来，

宋王也成了丧家之犬。回忆做客蒋介

石家宴的场景，冯友兰说，我发现一

条规律：善做官的人，如果蒋介石问

他所管辖之地的情况，总是说很好。

这是一个最简单、最容易、最保险的

回答。说一个“好”字就过去了。假

使回答说有问题，甚至还要说有什么

问题，要对那些问题作一种分析或请

示，那就麻烦了。不但解决不了问

题，可能还要受到斥责……大小官员

都不得不用官僚主义的一个“妙诀”，

就是瞒来瞒去，最后导致事情糟到极

点，无可挽回了。

“贤路当广而不当狭，言路当开而

不当塞”。对领导干部来说，能够听到

别人给自己讲实话，就会使自己少走

或不走弯路，少犯错误或不犯大的错

误。如果一味喜欢奉迎恭维的虚话、

大话、假话，只会使自己变得昏庸，

导致决策失误，事业失败。如果领导

干部听见的要么是谎言，要么是鸦雀

无声，无形中就把自己与民意隔绝开

来，那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习主席在古田全军政工会上强

调，把党性原则在全军牢固立起来。

党性原则的一个鲜明体现，就是讲真

话、道实情。回望往事，中国有“大

跃进”“放卫星”的不智之举，但更有

不少人勇敢地说出真相、坚持真理：

“横刀立马”、敢怒敢言的彭大将军，

出以公心、言不及私的黄克诚，不怕

批判、敢说真话的马寅初，晚年痛写

《真话集》、深刻剖析自我的巴金……

他们的坦诚和勇气，彰显了实事求是

的人格魅力，标注了中国人的精神高

度。正如列宁所说，“我们应当说真

话，因为这是我们的力量所在”。

“言之所以为言者，信也；言而不

信，何以为言？”讲真话，向来是中华民

族的优良传统，也是改革攻坚期特别值

得提倡的精神。值得注意的是，面对纷

繁复杂的社会现实、不断调整的利益格

局、多元多变的思想观念，不仅需要敢

说真话的勇气，更需要冷静观察的定

力、理性思考的能力，方能道出人所未

言、形成真知灼见。这，是今天我们激

发真话力量的新考验所在。

从“斗胆直陈”说开去
■袁宝玉

“胡琴圣手”孙佐臣早年练功，数九

寒天把两手插在雪堆里，等到冻得僵硬

麻木，才拿出胡琴来练，不到手指灵活、

手心出汗，不肯收功，以致左手食指尖

上留下一条深可到骨的弦沟。由此联

想，“得之在俄顷，积之在平日”，抓好部

队的基础训练、夯实基本功，当学“胡琴

圣手”。

基础训练，是一切军事训练活动

的基石，攸关部队战斗力生成和实战

能力提高。当前，我们面向未来战

场，大抓实战化、实案化军事训练，需

要像“胡琴圣手”那样，把打基础、练

基本功这样的事情抓紧抓好、练精练

过硬，才能不断把训练引向深入，提

到更高层次。因为，越先进的武器装

备，对操作精准性、娴熟性要求越高；

体系作战的信息化、智能化程度越

高，对每一单元、要素的可靠性要求

越严。

一位哲人说，最基本的才是最有

用的。基础知识学习、基本动作训练

看似平淡无奇，实则是打仗的“必杀

技”。以色列军队在总结“铸铅”行动

教训时发现，基础训练不扎实是导致

巷战出现伤亡的主要症结。为此，以

军下大力强化基础训练，仅射击训练

的出枪、更换弹匣动作，都要苦练千百

遍。在革命战争年代，我军在武器装

备相对落后的情况下，普遍开展以刺

杀、射击、投弹、爆破和土工作业“五大

技术”为主的基本技战术训练，培养出

了一大批神枪手、神炮手。官兵们把

普通招数练到极致，最大限度发挥装

备性能，照样打胜仗。

随着战争形态不断演变，如今打仗

主要靠信息化手段和高精尖装备。有

人认为，不需要再吃过去战场上那份

苦、受那份罪、冒那个险了，只需要抓好

研究好战法就行了，基础训练偏点漏点

弱点无大碍。其实，无论战争形态怎么

演变，最终都要体现到一枪一弹、一招

一式上。军事技能上的任何缺陷和闪

失，都可能授柄于敌、招致祸端，进而影

响体系作战能力的发挥。该跑的跑不

动，该打的打不响，该按的键按不下，该

爬的坡爬不上，该蹚的河蹚不过，必定

战败沙场。

“铁杵磨成针，功到自然成”。基础

训练的每个课目、每项内容的设置，都

是经过长期积累和实战中用生命与鲜

血换来的宝贵经验，练好基本功是一件

老老实实的事情，来不得半点虚假。只

有把时间用够了、功夫下到了，一支历

经转型换羽的军队，才能筋强骨壮、振

翅高飞。

夯实基本功当学“胡琴圣手”
■文/杨思聪 图/周 洁

“中国人民深知，对待侵略者，就得

用他们听得懂的语言同他们对话，这就

是以战止战、以武止戈，用胜利赢得和

平、赢得尊重。”习主席在纪念中国人民

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大会

上的铿锵话语，再次道出了与敌斗争一

个颠扑不破的真理：人不犯我、我不犯

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中国人民不惹

事，也不怕事。

什么是“用他们听得懂的语言”对

话？简单直白地说，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

其人之身，让他们感同身受，有切肤之痛

的行动；就是与他们在同一舞台上亮相、

同一竞技场上亮剑、同一频道上发声。

“用他们听得懂的语言”对话，是敢于

斗争、善于斗争的集中体现。斗争不是一

句空话，也不是喊口号、作姿态，斗争应该

也必须有实际行动。当敌人用刺刀说话

时，我们不可书生意气，理当拔剑而出，而

不是做“沉默的羔羊”，任人宰割；当敌人

用拳头说话时，我当“打得一拳开，免得百

拳来”。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在这里，

“将”是对“兵”的语言，“水”是对“土”的话

语。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就是对所有犯

我利益者、伤我百姓者、触我国土者在正

义的旗帜下以迎头痛击，以我之矛攻其之

盾、以我之盾克其之矛。这样的“语言”才

有力量和分量。

“用他们听得懂的语言”对话，是讲究

斗争方法、提高斗争本领的内在要求。“对

话”是一门艺术，它有时需要含蓄婉转、旁

敲侧击，有时需要简洁明快、开门见山。

对手用什么语言和方式，我们就应该用什

么语言和方式来应对。我们当然希望是

对话而不是对抗，但是一味地“温良恭俭

让”换不来一厢情愿的美好愿望，只有“用

胜利赢得和平、赢得尊重”。曾几何时，出

于善良，或基于认知，或囿于胸怀，或源于

对话本领不强等，我们在一定程度上缺乏

“用他们听得懂的语言”来对话的意识和

能力。当他们恬不知耻地攻击我人权、民

主和自由，甚至到了欺骗撒谎、造谣中伤、

甩锅讹诈的地步时，我们有时还在自言自

语、自说自话和“自弹自唱”。对话需要对

接，讲究对等，不与他们的话语体系对接，

他们就“听不懂、弄不明、搞不清”。“听不

懂”等于没说，说了也等于白说。仅仅用

“勿谓言之不预”是不够的，就得让他们听

得懂、有震慑，让话语权牢牢地掌握在我

们手中。

“用他们听得懂的语言”对话，是实

力、国力和意志力的充分彰显。说什么

话、用什么方式说话是需要底气的。当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

族的伟大复兴进程加快，当中国越来越

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我们有资格也有

条件去理直气壮地与他人对话。当今世

界，有人动辄习惯于挥舞制裁大棒，耀武

扬威，我们就应该用反制的“语言”告诉

他们，一切形式的霸凌主义是行不通的；

有人时时处处事事想的是自己“优先”，

热衷于搞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我们就应

该用更加改革开放的“语言”告诉他们，

世界是命运共同体，谁都不可能独善其

身，等等。面对这次突如其来的新冠肺

炎疫情，我们打出了气势，打出了胜利，

也用我们的战略性成果赢得尊重、赢得

敬佩，更赢得底气。有了这份自信，我们

与之对话的“语言”，就更加有说服力和

冲击力。

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我们面临各

种重大安全问题。面对各种敌对势力，

“用他们听得懂的语言同他们对话”是

时代所呼、事业所需、人心所向。备战

备的是强敌之战，打仗打的是强敌之

仗。只有真正练就抗击强敌、制衡强敌

的真本领、硬功夫，才能用胜利赢得和

平、赢得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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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大草原奥兰治河两岸的羚羊

有着奇怪的差异，东岸羚羊的奔跑速度

比西岸羚羊快许多。动物学家研究发

现，东岸羚羊之所以更强健，是因为附

近生活着一个狼群，可怕的对手逼着它

们奔跑更快。

在军事领域，“东岸羚羊”的哲理同

样适用。就训练而言，正如一位军事专

家所指出：“一支军队最可怕的不是没有

对手，而是没有‘可怕的对手’。”

和平时期，实战化军事训练是锤炼

部队打仗能力的根本途径。实战化的训

练既需要接近实战的环境，也需要接近

实战的对手。“敌人只会比我们想象的更

强大。”我们常讲，要紧贴实战练兵。贴

近实战练兵，实际上就是紧盯对手练兵；

打什么仗的问题，说到底是同什么对手

打仗的问题。如果平时对抗习惯把对手

设弱了，一旦在实战中遇到劲敌，恐怕就

不知如何应对。再说，常常是胜方，就容

易忽视日常训练中存在的问题，实战中

就可能出现不知道败在哪里的情况。平

时把对手设强，把对抗当真，将一般性的

“带着敌情练兵”转变为“与作战对手打

仗”，即使对抗失败也能回头找原因、查

问题，掌握克敌制胜的方法。

锋利的刀刃，靠坚硬的石头磨砺；

过硬的素质，靠强大的对手锻造。对手

越可怕，对抗越逼真，越能练出真本

领。有资料显示，牺牲于空战的飞行

员，大多在头 10次空中格斗中被击

落。1966年，以色列空军组建了世界上

第一支模拟蓝军部队——“外国空军模

拟大队”，利用模拟对抗帮助飞行员增

长经验，成功避过“头 10次”。在此后

与伊拉克的空战中，以色列空军以1∶20

的击落率重创对方，蓝军威名从此震惊

世界。美军也曾专门派遣类似蓝军的

相关部队前往伊拉克、阿富汗等真实战

场，提升其作为“磨刀石”的锐度、韧性

和陌生感。

如今，世界各军事强国都建有自己

的蓝军部队，虽然文化不同、军情各异，

但大都习惯以狼作为标志，为何？恐怕

与狼的习性不无关系。狼在出击前向来

不动声色，盯上目标后则如影随形，哪怕

忍饥挨冻，从不轻言放弃。独狼已很凶

狠，群狼更为可畏。有了这样的可怕对

手，不愁吃不到苦头，长不了本领。然

而，揆诸现实，个别部队综合演练的对手

却都是“老熟人”：要么是自己人，要么是

老对手，要么是陪练手。这样的对抗，大

多是红胜蓝败。训练结果看似喜人，实

则无益于战斗力提升。

实践证明，只有旗鼓相当的对手，才

能有效激发一支部队的进取精神和练兵

动力。没有与高强对手的对抗磨炼，没

有几次惨败教训，即使战术原则背得再

熟，指挥程序走得再溜，网上模拟搞得再

多，也是靠不住的。

“真正的练兵场是在敌人面前。”被

毛主席誉为“最会打仗”的粟裕大将，其

“尽打神仙仗”的一条秘籍就是，研究透

对手，搞好针对性训练。新形势下，我们

面临的安全威胁更加复杂多变，作战对

手具有多元特征，信息化战场瞬息万变，

潜在对手同样也在不断变化。只有在与

高手、强手对抗中，找到对手持什么样的

“盾”，才会倒逼自己打造能有效出击的

“矛”。把这些基本道理体现在练兵备战

中，就会主动寻找“可怕的对手”，积极设

危局、难局，在近似实战、高于实战的训

练中磨砺打赢硬功。

(作者单位：32238部队)

练兵要多些“可怕的对手”
■魏上海

“无论时代如何发展，我们都要汇

聚万众一心、勠力同心的民族力量。”在

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

战70周年大会上，习主席深刻阐释了伟

大抗美援朝精神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价

值，指引我们重温胜利历史，追溯胜利

根源，汲取众志成城、排除万难、一往无

前的奋进力量。

万众一心、勠力同心是广大民众所

焕发出来和凝聚起来的一种气势和力

量。古往今来，民气盛，则凝心聚力、同

舟共济；民气旺，则国运昌、国力强，反

之则一盘散沙，民弱国衰，分崩离析。

汉代晁错《言兵事疏》中说：“窃闻战胜

之威，民气百倍；败兵之卒，没世不复。”

《管子》一书也说：“是故民气，杲乎如登

于天，杳乎如入于渊，淖乎如在于海，卒

乎如在于己。”这都充分说明了万众一

心、勠力同心的力量和作用。

“别看五千年没有说破，你猜得透

火山的缄默？”在保家卫国的关键时刻，

这种由五千年绵延不绝之中华文明涵

养发育的伟大民族精神，如雷、如电、如

火山般勃然迸发，化作压倒一切敌人而

决不被敌人所屈服的强大力量。这样

的民族团结，是强国之本；这样的民族

精神，是大国之魂。

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党中央统揽

全局，实施有力的战争动员和正确的战

争指导，采取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开

展了波澜壮阔的抗美援朝运动，全国各

族人民在爱国主义旗帜感召下，举国同

心支撑起这场事关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

的伟大抗争，社会动员之广泛、战斗意志

之顽强、必胜信念之坚定，都达到了空前

的高度。让世界见证了蕴含在中国人民

之中的磅礴力量，让世界知道了“现在中

国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

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

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爱国主

义成为他们英勇作战，克服一切困难，

战胜一切敌人的强大精神动力，祖国和

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成为全体志愿军

将士的行动准则。为了祖国，为了人

民，他们远离自己的国土家乡，用自己

的血肉之躯去承担战争钢铁的压力，谱

写了一首首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祖

国在我们的身后，人民在我们的身边。”

对祖国人民和朝鲜人民深沉的爱，是志

愿军官兵的精神支柱。在抗美援朝战

争中，志愿军涌现出30多万名英雄模范

人物和功臣，立集体三等功以上的单位

近6000个。他们是祖国的英雄儿女，是

中华民族的光荣和骄傲。

在志愿军出国作战的同时，全国掀

起了声势浩大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伟大爱国群众运动，人民群众表现出空

前高涨的爱国热情。陈列在中国人民革

命军事博物馆中的一份已经褪色的《香

玉剧社半年来捐献演出工作总结》，记录

了香玉剧社义演的全过程：从1951年8

月起，剧社59名演职人员不辞辛苦，辗

转6省市行程万里，演出180多场，观众

达31.23万人。1952年2月，香玉剧社提

前半年完成捐献飞机义演，捐款达旧币

15多亿元。与此同时，全国广大青年踊

跃参军，到处出现母亲送儿子、妻子送丈

夫、兄弟争相入伍的感人情景；成千上万

的民工、铁路员工、汽车司机、医务工作

者奔赴朝鲜前线，担负各种战地勤务。

在党和人民政府的号召下，全国开展了

爱国捐献、订立爱国公约和爱国增产节

约运动。在一年时间里，各界人民为志

愿军购买武器捐献的资金就达5.56亿

元，相当于购买3700架飞机的价款。

鉴往事，知来者。抗美援朝战争的

伟大胜利再次证明，爱国主义是凝聚全

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伟大旗帜，万

众一心、勠力同心是我们赢得这场胜利

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

沧海桑田，物换星移，一代人有一代

人的奋斗，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担

当。和平年代远离了烽火硝烟，但存亡

考验仍然有；时代潮流消弭了剑拔弩张，

但风险威胁依然在。面对风险和挑战，

伟大抗美援朝精神历久弥新，必须永续

传承、世代发扬。回首走过的71年，从

白手起家建设新中国，到实行伟大的改

革开放，再到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

坚，中国取得的令世人瞩目的发展成就，

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同心同

德、同心同向努力的结果。从抵御地震、

洪水等自然灾害，到应对国际金融危机，

再到抗击非典、新冠肺炎等重大疫情，中

华民族不断战胜前进道路上各种各样的

风险挑战、荆棘坎坷，靠的就是万众一

心、勠力同心的民族力量。

勿忘昨天的苦难辉煌，无愧今天的

使命担当，不负明天的伟大梦想。今天

的中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关键时期，改革发展正处在攻坚克难的

重要阶段。在新时代继承和弘扬伟大

抗美援朝精神，就是要汇聚万众一心、

勠力同心的民族力量，以“同心同德一

戎衣”的情怀共同奋斗，以越是艰险越

向前的精神奋勇搏击，伟大的人民共和

国必将风雨无阻、高歌前行。

（作者单位：75222部队）

汇聚万众一心、勠力同心的民族力量
——弘扬抗美援朝精神提高备战打仗能力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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