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庖 丁 解 牛 ”的 故 事 ，我 们 耳 熟 能

详。庖丁的过人之处就在于，能够准确

掌握牛的肌体组织结构及肌理，知道在

何处走直刀、何处走偏刀。从哲学角度

讲，就是把握住了事物的规律，并经过

长期摸索达到了一种游刃有余、出神入

化的境地。

生 活 处 处 有 哲 理 ，战 争 场 场 有 机

理。现代战争的变化看上去眼花缭乱，

实则亦有规律可循，最根本的是战争的

制胜机理变了。作为反映战争运行规

则与原理的核心要素，战争制胜机理是

蕴藏于战争迷雾之中、不以人的意志为

转移的深层取胜之道，是战争准备的逻

辑基点，往往标定着平时练兵备战尤其

是 战 斗 力 建 设 的 方 式 和 演 进 的 方 向 。

历史经验表明，人类以什么方式生产就

会以什么方式打仗，有什么样的战争制

胜 机 理 ，就 会 孕 育 出 什 么 样 的 战 争 形

态、催生出什么样的战斗力状态。现代

作战区别于传统作战最大的变化就在

于制胜机理，制胜的天平必然向着拥有

新质战斗力的一方倾斜。谁能在新质

战斗力建设上领先一步，谁就能赢得制

胜先机；谁能把现代战争制胜机理搞清

楚弄明白，谁就能把赢得现代战争的主

动权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

察势者智，驭势者赢。观察人类发

展史，可以说每一次科技进步不仅从根

本上改变着我们的生产方式，也改变和

重塑着战争博弈的制胜机理、制胜要素、

制胜概率。尤其是当今时代，随着人工

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技术的

快速发展，信息化战争形态经历了数字

化、网络化阶段之后，正朝着智能化方向

发展，“三无战争”正加速向我们走来，制

网权、制天权、制脑权将成为掌握战争主

动的新型制权。面对这样的新形势新挑

战，我们只有密切关注科技领域的新动

向，紧紧跟上战斗力转变的新步伐，只争

朝夕拿出研究战争制胜机理的新成果，

才能在未来战场上立于不败之地。

探索战争制胜机理不是目的，但只

有掌握了制胜机理，才能看清战争、打赢

战争。抗日战争时期，刘伯承同志就曾

亲自组织翻译日军的《刺杀教令》等教

材，引导官兵悉心研究日军的训法战法，

从中找到克敌制胜之道。应时而生的制

胜机理，既有其内在属性，也有其客观标

准。就前者而言，它是新的技术装备、新

的人才群体、新的结构编成等有机结合

的天然禀赋。而对于后者，则必须具备

可承受、可操作、可应用三大基础条件。

换言之，战争制胜机理的有效研析和实

现途径，不能“老虎吃天”，一方面无从下

口，一方面又感到咬哪儿都对。

制胜机理关乎未来战争主动权，它

受制于物质基础，更受限于理论思维，

理论研究短板就是战争制胜短板。工

作中，我们虽然强调非对称作战，但有

时仍不自觉陷入到对手的打仗套路之

中；虽然经常呼喊改革创新，但实践中

又常常把过去的优势、过时的技术、过

期的经验贴上新时代的标签。军事实

践告诫我们，理论研究与时代发展相脱

节，战争设计与制胜机理相背离，到了

战场上非吃败仗不可。当前，研究现实

军事斗争的制胜策略，亟待注入科学精

神、独创元素，急需以苦干实干的劲头

深耕细作、刨根问底。战争是善变的，

我 们 必 须 要 有 先 见 之 明 ；战 争 是 残 酷

的，我们必须要有真招实招。

把战争制胜机理弄明白，只是找到

了通往战场胜利的一把钥匙，并不一定

就能保证打开胜利之门。像赵括、马谡

之辈，问起他们的韬略战策、排兵布阵

来，个个对答如流，可惜一上战场就找

不着北。这警示我们，真正管用的制胜

机理，大都是在理论与实践的反复磨合

中提炼出来的。实践出真知，也出战斗

力。应针对当前部分官兵对现代战争

特点规律和制胜机理认识不深不透、训

练水平与未来作战差距较大等问题，不

断加大实战化训练力度，让广大官兵在

感受实战氛围、承受实战压力中，感知

制 胜 机 理 的 威 力 、检 验 制 胜 机 理 的

成效。

人是军事活动的主体，现代战争的

神奇都蕴含在人脑之中。恩格斯曾指

出：“在目前军事公开的情况下，只有多

动脑筋，在军事领域和国家资源的利用

方面不断地改进和发明创造，以及发展

本民族特有的军事素质，才能在一个时

期内使一个国家的军队在竞争中间跃

居首位。”这也启示我们，搞清搞透现代

战争制胜机理，有形的东西易得，无形

的东西难求，非大智慧者无以把握，非

新思维者无以开拓。当前，各级正积极

探索现代战争制胜机理、打造新质战斗

力增长极，我们应当提醒自己，对“器物

层”的深究不可或缺，但对“脑皮层”的

挖掘尤为关键，努力实现“人脑”的“刷

新和升级”甚为迫切。

“守不忘战，将之任也；训练有备，

兵之事也。”充分解放和发展新质战斗

力，搞清搞透现代战争制胜机理是关键

一环。广大官兵特别是各级指挥员，应

紧紧抓住和用好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历

史机遇，大兴谋战研战之风，掌握现代

战争制胜机理，点燃战斗力跃升的新引

擎，为实现打胜仗夯基垒台、积厚成势。

（作者单位：陆军研究院）

把现代战争制胜机理搞清搞透
—充分解放和发展新质战斗力②

■张西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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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 渊 潭

如果观察一下地图，不难发现一个

有趣的现象，即大部分河流的形状都是

弯弯曲曲的。这是因为河流在奔流前

行的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阻挡和

障碍，只有绕道而行，才能避开山阻石

拦，最终到达遥远的海洋。

弯道是自然界的常态，人生亦是如

此。纵观纷繁复杂的人生，我们很多时

候都在跑各式各样的弯道。既有情感的

弯道，也有生活的弯道，更有事业的弯

道，至于其弯曲弧度，更是千差万别。对

于年轻的战友而言，如何面对弯道、如何

跑好弯道是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

“ 弯 ”和“ 直 ”其 实 是 相 对 而 言 的 。

发明家爱迪生在选择用金属钨做灯丝

前，曾选择了上千种材料，却都失败了，

他则不以为意地表示，自己没有失败，

而是找到了不成功的原因，证明那些材

料是不能做灯丝的。可见，“弯与直”就

像“得与失”一样，是辩证统一的。正确

看待失败挫折，把经历的磨炼和汲取到

的教训，当作突破弯道、踏上直道的铺

垫，那么“弯”也就变成了“直”，更变成

了“值”。由此，再深想一层，弯道又何

尝不是一次机遇。赛跑选手的超越，常

常是在弯道处；赛车选手超越对手的地

方，也多是在弯道处。人生的拼搏、事

业 的 发 展 同 样 如 此 ，弯 道 直 道 不 停 切

换，在直道上比赛，很难甩开对手，只有

在弯道区，才有可能超越对手。

抓 住“ 弯 道 机 遇 ”，在 弯 道 上 跑 得

好，还得讲究方法和技巧。有的人之所

以在人生的弯道上会落伍，抑或停滞不

前，其原因不外乎两点：一是胆怯于弯

道。诚惶诚恐，犹豫踟蹰，甚至自甘“躺

平”；二是过分轻视弯道。认为不就是

多了几个弯儿吗？不能随机而变，依旧

用跑直道的方式去跑弯道，其结果不言

而喻——往往会因为掌握不好平衡而

减速，甚至跌倒。一位速滑高手说：“一

般情况下，综合人体结构及运动机能，

速滑转弯倾斜角在 45 度到 60 度之间为

最佳，这样滑跑起来更省力，更利于加

速。”所以，不仅能跑，而且会跑，是实现

弯道超越的重要方法。

当前，部队建设处于转型发展的攻

坚期，军事斗争任务艰巨繁重，新情况、

新矛盾和新挑战不断涌现，争当奋斗强

军的“排头兵”，就是要经受住种种“弯

道”的考验。愿更多的战友，既能直面

眼前的各种挑战，又能不失时机地抓住

“弯道机遇”，信心百倍、拼尽全力去实

现超越，收获更精彩的军旅人生。

善于在善于在““弯道弯道””超越超越
■■文文//赵美军赵美军 郑歆洋郑歆洋 图图//周周 洁洁

在天津市蓟州区的盘山上有一块

“摇动石”，据称早在唐代就有人在石上

写下：“摇动石重千斤，一人推之则动，众

人推之则不动。”究其原因，就在于各自

的用力方向不一致，力量相互抵消了。

推石如此，干事创业更是如此。对

于一个集体来讲，要想干成事，团结是

第一位的。团结就像凸透镜，把分散的

力量集中到一点，产生向心力、激发凝

聚力。相反，如果各吹各的号，各唱各

的调，只会如一盘散沙，难以成事。

项羽是中国历史上叱咤风云的盖

世英雄，当年很是强大，“分裂天下，而

封诸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但他

有一个突出弱点，就是刚愎自用，不会

团结人，英布 、陈平 、彭越相继弃他而

去，最终兵败垓下、自刎乌江。反观刘

邦，虽个人能力有限，但颇有肚量、会团

结人。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

他不如张良；填国家，抚百姓，给饷馈，

他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

取，他不如韩信，但他能把所有的人都

团结起来，结果赢得了天下。

中国古建筑领域有一种营造方法

叫榫卯结构，即两块木结构之间凹凸部

位相结合，不用钉子，也能做到严密扣

合，达到“天衣无缝”的程度。其奥妙就

在于，每一方既保留自己的主体，不是

简单地迎合对方，又能完美接纳对方，

填补自身的缺陷，最终实现了整体价值

的最大化。

我 党 我 军 一 直 有 上 下 同 欲 、精 诚

团结的优良传统，产生了诸多黄金“榫

卯”组合。刘伯承年长邓小平 12 岁，两

人 性 格 爱 好 也 有 不 小 差 异 ，工 作 风 格

截然相反。熟悉刘邓的周恩来曾评价

道 ，刘 伯 承 是 大 军 事 家 ，办 事 举 轻 若

重，邓小平则举重若轻。尽管如此，他

们却能配合默契，“前后共事 13 年，两

人感情非常融洽，工作非常协调”。邓

小平政治家的胆识和刘伯承军事家的

谋略，珠联璧合，领军作战取得一个又

一个辉煌胜利，留下了“刘邓之间没有

逗号”的佳话。

陈毅与粟裕是我党我军历史上另

一对黄金搭档。解放战争初期，陈粟二

人调到一起工作，很快，陈毅就用电报

向中央表示：“华野、三野统一指挥”“在

军事上多由粟下决心”。毛泽东看到电

报后回电说：“在陈毅领导下，大政方针

共同负责，战役指挥交粟裕负责。”粟裕

看到毛泽东 、陈毅电报后说：“现在中

央、陈毅同志要我担负这个重责，我决

心竭尽全力挑起这副担子，使陈毅同志

用更多的力量抓全局。”在宿北战役中，

二人共同筹划，粟裕负责指挥，全歼国

民党军整编 69 师 2.1 万人。在鲁南战

役中，陈粟二人再度共同谋划，运筹帷

幄，消灭国民党军 5.6 万人。陈毅曾写

诗“ 轻 裘 缓 带 羊 叔 子 ，食 少 事 繁 诸 葛

公”，贴在粟裕的宿舍，对战友的赞誉溢

于言表。

习主席在《打好“团结牌”》一文中

就写道：“团结出凝聚力，出战斗力，出

新的生产力，也出干部。”对于领导干部

来讲，心里能装下什么人，就能团结什

么人；心中能装多少人，就能领导多少

人。团结如同“变压器”，能团结人，就

会放大功率；不能团结人，就会缩小功

率。能不能团结人，会不会团结人，是

衡量一个领导干部称职不称职的重要

标志。只有学会团结，各个部门、各个

环节、各个成员才能通力协作、顺畅衔

接，才能动如行云流水、静如山岳屹立，

激发蓬勃向上的力量。

当然，团结不是低层次的和谐。“以

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

团结亡”。抓团结不是搞好人主义，领

导者应秉持一颗公心，一碗水端平，一

把尺子量到底，才能让众人心服口服。

多下“活血化瘀”的苦功，多做寻求“最

大公约数”的努力，才能让大家心往一

处想、劲往一处使。现实中，有的一味

追求“一团和气”，生怕伤着人，于己不

利；有的搞拉拉扯扯、拉帮结派的小团

体，自以为是“管理之道”。殊不知，这

些做法恰恰导致离心离德，结果只会乱

了军心、散了人心、误了事业。

“如欲奋一战而胜万战，必须联万

心而作一心。”亿万中国人都熟悉这样

一个旋律：“团结就是力量，这力量是

铁，这力量是钢。”在前进的道路上，无

论遇到多大的困难，无论遇到什么样的

挑战，只要始终凝聚“想在一起”的团结

之心，鼓足“干在一起”的团结之力，14

亿多中国人民就没有跨越不了的沟坎、

战胜不了的敌人。

会 团 结 是 真 本 领
■刘奇山

前不久，某部召开机关基层双向讲

评会，一名军士说道：“这办法那办法，纠

治‘五多’的最好办法就是依法。”基层官

兵真切的声音，对我们启示颇深。

“法者，治之端也。”事有轻重缓急，

更有本末源流。如果不从“端”上解决问

题，而是在“面”上打转转，就会治标不治

本，陷入循环往复的怪圈。“五多”问题，

既是长期以来影响干扰部队工作、妨碍

战斗力建设的“恶瘤”，也是依法治军所

面临的一大顽症。从现实情况看，“五

多”问题具有复杂性、顽固性，这也决定

了依法是最科学、最有效的治理方式。

近年来，随着反“四风”改作风重拳

出击，各级精准发力纠治“五多”，有效为

基层减负。但我们也要清醒认识到，减

一时之负易，除久积之弊难。时下，“五

多”依旧未完全根治，个别问题还会反弹

回潮，甚至改头换面。如果不能及时有

效清除，就会空耗官兵精力，徒增基层负

担，对战斗力造成损害，更会削弱依法治

军、从严治军这个强军之基。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依法纠治“五

多”，首要的是增强法治意识。习主席

强调，首先要让法治精神、法治理念深

入人心，使全军官兵信仰法治、坚守法

治。没有这一条，依法治军、从严治军

是难以推进的。这深刻揭示出治军方

式转变的深层障碍和固本之策。广大

官兵要把遵守法规制度作为想问题、作

决策、办事情的第一原则，自觉从思想

上清除不合法治要求的惯性思维、惯例

做 法 、惯 常 行 为 。 法 规 刻 印 于 心 ，“ 五

多”自然无所遁形。

纠治“五多”要依法，而法在必行。

“五多”问题久抓而效果欠佳，一个重要

原因就是执行制度缺乏刚性。近年来，

我军依法治军蹄疾步稳，从条令条例、

训练大纲到基层建设纲要，从巡视工作

条例、治理“微腐败”措施到《关于解决

“五多”问题为基层减负的若干规定》，

出台了一系列配套完备、严密高效、实

在管用的军事法规制度。可以说，我们

现在不缺“法”，缺的是“有法必依”的执

行力，缺的是“执法必严”的威慑力。纠

治“五多”，就要动真碰硬、见人见物，遇

到就抓、露头就打，让搞“五多”者得不

偿失。

依法纠治“五多”，既要抓关键，更要

重主体，要抓住领导干部用权这个最大

变量。领导干部要充分认清，“五多”形

成的主因是上面而不是下面、是领导而

不是群众。领导干部要自觉讲法治、守

规矩，切实把纠治“五多”当作依法治军

的一个标志，坚决摒弃“凭经验不讲法”

“按套路不循法”等错误做法，真正做到

按条令管理、按法规决策、按纲要抓建、

按大纲施训、按职责服务，把上面“千条

线”拧成“一股绳”，穿好基层“一根针”。

同时，各级党委和机关要把更多精力用

在走进基层、深入演训场上，多掌握基层

实情，多了解官兵心声，依法依规剪掉影

响战斗力提升的枝枝蔓蔓，引导官兵把

全部心思和精力聚焦到练兵备战上来。

依法治军永远在路上，纠治“五多”

并非朝夕之功。我们坚信，只要用好依

法这个好办法，用刚性措施遏制“五多”

反弹，把治“五多”与制度规定对接，用法

治手段巩固取得的成果，就会让“五多”

问题有一个根本性的解决，就能让广大

官兵心无旁骛、轻装上阵，全力以赴打好

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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懵，词典意为懵懂，常用来形容儿童

迷糊或不明事理的状态。成长的过程，

是一个认识世界、理解人生的过程。人

在童年，有太多陌生而难懂的事物，难免

会“懵”。

现 实 中 ，一 个 成 年 人 初 到 全 新 环

境，也会出现“懵懂”的状态。地方青年

参军入伍，因为部队特殊的职能、文化

和环境，必定要经历一个适应过程。由

于性格和素质不同，有些同志进入状态

慢，容易“懵”。比如，不能及时准确领

会上级意图，做事跟不上集体节奏，出

现有违部队常识甚至出人意料的差错，

等等。他们就像电视剧《士兵突击》里

刚到军营的许三多，特别需要来自各方

的宽容和理解。

儿童的懵懂往往能被呵护，但给成

年人的容错空间却小得多。当前，直招

军官、文职人员等学历层次较高的同志

来到军营，普遍被寄予较大期望，一旦出

现“水土不服”，就会因为“懵”而受到批

评和质疑，容易挫伤自尊心、自信心和积

极性。应充分认识到，这种“懵懂”的状

态未必是能力欠缺，而是受认知和心态

影响出现的暂时现象。此时，少一些苛

求和急躁，多一些宽容和激励，就能帮助

他们尽快适应环境、调整心态、进入状

态、发挥所长，绽放出更多的光芒。

宽容新人“懵懂”的状态
■刘丹丹

强军之道，要在得人。人才是推动

我军高质量发展、赢得军事竞争和未来

战争主动的关键因素。帮助年轻干部成

长，优化人才发展的梯队，是必须下好的

先手棋。然而，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年轻

干部成才需要合适的锻炼环境，关键是

把控好“淬火”的温度。

井无压力不出油，但压力也不能超

负荷。现实工作中，有的单位片面认为

“多干才能长才干”，在工作中一味给人

才压担子、交任务，试图“用快鞭催人成

长”；有的单位偏于突击式培训，需要的

时候猛抓，不需要时就搁置，让人才频繁

切换状态，空耗时间和精力，却达不到效

果；还有的把人才放到基层一线和艰苦

复杂环境后就不闻不问，只传导压力，没

有帮带。这些做法，就好比炼钢时，把握

不好“淬火”的温度，自然难以炼出好钢。

在一个单位，人才各自成长和发挥

作用的基础和路径不尽相同，营造宽松

充满活力的环境，善用科学精细的方式

方法进行管理和培养，是保持人才活力

迸发的源头活水。一方面，年轻干部自

身要有成才进步的笃定；另一方面，各

级领导干部要充分认识并遵循人才成

长的规律，把控“淬火”的温度。这样，

“好铁”就能炼成“好钢”，“好钢”就能用

在刀刃上。

把控人才“淬火”的温度
■吴 旭 谭惠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