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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 防 ”这 个 词 ，在 1000 多 年 前 的

《后汉书》中已经出现，但我们对它真正

的理解和认知，却经历了漫长甚至痛苦

的历史过程。

中国多难，近代尤甚。读史书尤其

是读近代史，总会有一种“凝思寂听，心

伤已催”的锥心泣血之痛。那些有边无

防、有海无防甚至有国无防的岁月，无

疑是我们民族所经历的至暗时刻。历

史以一种凛冽的语境讲述和印证一个

道理——国家必须构筑一国之防、全民

之防，国防必须是一个国家机器的全面

运转。换句话说，如果没有全方位的保

家卫国的国防动员体系，就还没有完成

现代国家的构造。

史学家告诉我们，历史学有双重含

义：一是“指过去发生过的事”，二是“我

们对过去事件的理解和叙述”。广东人

民出版社编写出版的这套《全民国防教

育知识普及本》，就是关于国防历史与现

实的理解和叙述。

普及者，普遍推广，使大众化也。为

了做到切实的普及，这套书确定了两个

主要特色：一是阅读对象。该书一套 5

本，从小学低年级到大学都有专门的版

本，呈现出不同的文字风格、内容层次和

知识广度；二是书籍内容，从国防史话、

国防体制、国防教育、国防政策，到人民

军队的光荣历史、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涵盖了国防领域的方方面面。

作为一套供在校学生阅读的国防教

育读本，自然要寓理于事。书中讲述了

许多历史上的重大战事和著名军事人物

的故事，绘声绘色、引人入胜。但是，一

部血与火的国防历史，却绝不仅仅是战

争传奇。

战争是一种历史行为，而真实的历

史所呈现出来的，远不是我们想象中的

那般诗情画意。据不完全统计，从夏到

清末，中国古代有文字记载的战事就有

5000 到 6000 次。战争常常包含着人类

不同意识形态和生存方式之间的较量，

一次大型战争产生的巨大影响常常超越

了胜负本身。战争的重要价值之一便是

让我们认识到和平的可贵，同时也产生

了 一 种 思 考 战 争 与 和 平 的“ 认 知 框

架”——国防观念。

以书中介绍的河西走廊为例，可以

说，这是一个因国防和军事而留名历史

的地域。它既是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对

抗的前沿战区，又是王朝经略天下的枢

纽之地。因此，轰轰烈烈的英雄传奇一

直传诵不衰。

今天，虽然这里处处可见丰饶繁盛之

景观、放眼皆是现代时尚之亮色。曾经的

历史烽烟遗迹，已然成为人头攒动的旅游

“打卡”胜景。但是，特殊的战略位置形成

了一种独特的尚武之风。在这里，历代拓

边戍防将领和英烈的祠庙，成为分布最广

的遗迹。不同于许多地方“诗书传家”的

家训，“文武传家”“文武一道”是当地古宅

旧居最常见的题字额匾……

更可贵的是，一个个“双拥模范城”

“国防教育基地”……构成了今天河西走

廊的新景观。新形势下的国防观念、国

防建设，既是一份“富与强”关系的考卷，

又成为中华民族思接千载、凝聚岁月的

文化表达。

纵横天下事，风雨百年心。我们的

先辈创造了一个成语——枕戈击楫，以

此来形容国防观念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当然，这也是这套书的意义之所在。

书中有一个单元：“国防离我有多

远？”对于生活在和平环境下的每一个

人，这都不失为一个严肃的提问。

中国文字以其独特的形象感，总会

让人产生丰盈的意会联想。在古语中，

“防者，堤坝之意也。”推而论之，国防者，

为江山社稷筑垒起的堤坝也。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读此书可以

了解到，我们现在所居住的城市，本身就

是“城”与“市”两个字的组合。古代城市

的出现，不外乎两种情况——要么是先在

战略要地构筑起防卫的“城”，保障生活的

市井之地伴随而生；要么是为了护卫粮棉

商贸市场，修筑城池进行设防守护。

我们喜欢用富庶繁华、美不胜收这

些词来赞颂自己的家乡。但是，回望过

去，我们民族历史上最悲辛彻骨的痛楚，

大都肇于失去了“堤坝”之防。当年柳永

笔下的“市列珠玑、户盈罗绮”是何等温

柔之城，却引得入侵者“欣然有慕”，“遂

起投鞭渡江之志”。

一部国防史，多少英雄志。书中描

述“历史现场”的那些侠骨热血的豪迈气

魄、隘道雄关的铁血壮志，今日读来，依

然构成一种永恒的价值载体，让我们扬

精神浩气、振国防壮歌，从而深刻地领略

到“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以历史审视现实，以今天回望昨天，

在中国文化的传统中，那些“诚既勇兮又

以武”的作品，总是体现出势震山河、长歌

当哭的审美价值和凝重之感。唐人司空

图在《二十四诗品》中，将“雄浑”列为诗词

风格的第一品。热爱国防、走进国防、投

身国防，可成就当代青年的雄浑气质。

“胸中宇宙自然景，眼底江山不尽

诗。”书刊出版物，无疑是一种文化符号，

表达着一个民族的精神风貌和人文品

格。以笔为犁，耕耘岁月；以文言志，纵

览风云。当然就是这套《全民国防教育

知识普及本》的旨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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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邓小平

文 物 故 事》（中 共 党 史 出 版 社）由 邓

小 平 思 想 生 平 研 究 会 、邓 小 平 故 里

管理局组织编写。该书按照时间顺

序 选 取 了 50 件 珍 贵 文 物 ，讲 述 了 文

物 背 后 的 故 事 ，反 映 出 邓 小 平 同 志

在人生不同节点上为中国革命和建

设作出的伟大贡献。

榜罗镇会议纪念馆，位于甘肃省

定西市通渭县榜罗镇。1935 年 9 月

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榜罗镇中心

学校校长办公室召开常委会议。会

议改变俄界会议关于接近苏联边境

建立根据地的决定，确定把中共中央

和陕甘支队的落脚点放在陕北。9月

28日，党中央在榜罗镇中心学校南边

打麦场上的核桃树下召开陕甘支队

连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同志作当前

形势和任务报告。

（图文整理：南增强）

《长征组歌》中有这样一句人们再

熟悉不过的歌词：“四渡赤水出奇兵，

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作为毛泽东同志

高超军事指挥艺术的突出表现，“四渡

赤水”一直备受关注，成为学术研究的

热点和文学创作的素材来源。关于四

渡 赤 水 战 役 的 书 籍 、影 视 作 品 不 断 问

世 ，它 们 各 自 从 不 同 角 度 讲 述 着 那 段

红 军 长 征 史 上 惊 心 动 魄 的 军 事 行 动 。

作为军事家的毛泽东一生指挥过数百

次战役，却自认“四渡赤水”是他军事

指挥的“得意之笔”。中共泸州市委党

校（四 川 长 征 干 部 学 院 泸 州 四 渡 赤 水

分院）牵头策划，与国防大学专家团队

合 作 编 纂 的《用 兵 如 神 ——“ 四 渡 赤

水”战例研究》一书，日前由人民出版

社出版。阅读该书不仅能帮助我们更

全面地了解中央红军四渡赤水战役这

一 重 大 历 史 事 件 ，而 且 能 使 我 们 获 得

深刻的思想启迪。

众所周知，“四渡赤水”是毛泽东在

遵义会议确立其党内和红军实际领导

地位后亲自指挥的著名战役。在这场

战役中，毛泽东根据情况的变化，指挥

中央红军巧妙穿插于国民党军重兵集

团之间，灵活变换作战方向，调动和迷

惑敌人，创造战机，在运动中摆脱和消

灭敌人，牢牢掌握战场主动权，书写了

人类战争史和中国革命史上的光辉篇

章。如果说，遵义会议在政治上挽救了

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那么

四渡赤水战役，则在军事上挽救和保存

了红军的核心骨干力量。

该书以中央红军四渡赤水的时间

演进和地域转换为主线，淋漓尽致地展

现了毛泽东用兵如神的指挥艺术。全

书分为 9 个篇章，对第五次反“围剿”失

败及其对长征初期造成重创的原因进

行了深入分析，对四渡赤水战役的作战

背景和双方作战意图、兵力部署、作战

经过和作战结果做了详细描述和深入

解析，对毛泽东高超的战略决策能力和

卓越的军事指挥艺术进行了系统的阐

述，并对四渡赤水战役所蕴含的历史精

神及现实意义做了概括。

四渡赤水的每一“渡”都不是孤立

的 行 动 ，而 是 有 着 紧 密 的 内 在 联 系 。

如 果 说 一 渡 赤 水 是 因 土 城 战 斗 失 利 ，

不 得 不 西 渡 以 避 川 军 锋 芒 ，二 渡 赤 水

则 是 在 蒋 介 石 调 动 驻 川 、黔 各 部 向 川

南 集 结 ，企 图 围 歼 中 央 红 军 于 娄 山 关

或 遵 义 地 区 的 情 况 下 采 取 的 主 动 行

动，再入敌兵力薄弱的黔北地区，取得

娄 山 关 和 遵 义 大 捷 。 三 渡 、四 渡 是 为

实现同一目标而采取的虚实相间的两

个 步 骤 ：三 渡 是“ 虚 ”，意 在 敌 完 成 遵

义、鸭溪地域的合围前，将其再次引向

四川；四渡是“实”，以一部的佯动掩护

主 力 突 破 遵 义 、仁 怀 封 锁 线 ，南 渡 乌

江，把追堵之敌甩在身后，从而获得真

正的主动。可见，“四渡赤水”能够达

成 红 军 从 战 略 被 动 向 战 略 主 动 的 转

化，是在正确的战略指导下，通过一次

接 一 次 的 作 战 行 动 来 实 现 的 。 总 之 ，

这一切有赖于决策者对战场局势的分

析判断和之后的决心。

说 毛 泽 东 用 兵 如 神 ，神 就 神 在 能

够做到使敌不得不“听从”调动。土城

战斗时，敌我军力是 10 比 1。因川军实

力较强，还有后续部队增援，加上我军

情 报 有 误 ，因 此 打 成 了 拉 锯 战 、消 耗

战 。 为 从 不 利 的 战 局 中 摆 脱 出 来 ，化

被动为主动，中央红军一渡赤水，进入

川南古蔺、叙永地区，寻机北渡长江。

随后，蒋介石调集重兵拼命追击，妄图

南 北 夹 击 ，聚 歼 中 央 红 军 于 扎 西 地

区 。 正 当 川 、滇 军 从 南 北 两 面 迫 近 扎

西 时 ，毛 泽 东 利 用 敌 人 以 为 红 军 要 北

渡 长 江 的 错 觉 和 黔 北 兵 力 空 虚 的 弱

点，指挥红军出其不意地回师东进，二

渡 赤 水 重 入 贵 州 ，把 敌 主 力 甩 在 赤 水

河以西，并在 5 天之内连克铜梓、娄山

关、遵义，击溃和歼灭国民党军 2 个师

又 8 个团，俘敌约 3000 人，取得长征以

来最大的一次胜利。此举使蒋介石坐

立不安，重新调兵遣将，妄图围歼中央

红军于遵义、鸭溪之间。毛泽东将计就

计，故意在遵义地区徘徊，诱使更多敌

军前来。当敌军逼近时，红军又突然挥

师北上，三渡赤水，将国民党军主力引

向赤水以西地区。与此同时，红 9 军团

向叙永、古蔺方向继续前进，伪装成主

力，虚张声势。蒋介石再次上当，以为

红军又要北渡长江，急令川、黔军主力

包围，妄图聚歼红军于长江南岸。就在

包围将成之际，毛泽东却指挥红军从二

郎滩、九溪口、太平渡东渡赤水河。继

而 又 南 渡 乌 江 ，巧 妙 地 跳 出 了 敌 合 击

圈，把调动起来的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甩

在乌江以北，从而摆脱了敌人，夺取了

战略转移中的主动权。

毛 泽 东 用 兵 如 神 ，还 神 在 战 法 的

灵 活 性 上 。 毛 泽 东 曾 说 ，所 谓 灵 活 性

“就 是 具 体 地 实 现 主 动 性 于 作 战 中 的

东 西 ，就 是 灵 活 地 使 用 兵 力 。 灵 活 地

使 用 兵 力 这 件 事 ，是 战 争 指 挥 的 中 心

任 务 ，也 是 最 不 容 易 做 好 的 。 …… 需

要 极 大 的 主 观 能 力 ，需 要 克 服 战 争 特

性中的纷乱、黑暗和不确实性，而从其

中找出条理、光明和确实性来，方能实

现指挥上的灵活性”。“古人所谓‘运用

之妙，存乎一心’，这个‘妙’，我们叫做

灵 活 性 ，这 是 聪 明 的 指 挥 员 的 出 产

品 。 灵 活 不 是 妄 动 ，妄 动 是 应 该 拒 绝

的。灵活，是聪明的指挥员，基于客观

情况，‘审时度势’（这个势，包括敌势、

我势、地势等项）而采取及时的和恰当

的处置方法的一种才能，即是所谓‘运

用之妙’。”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后，经常

处 于 敌 围 追 堵 截 中 ，战 场 情 况 千 变 万

化 ，战 机 稍 纵 即 逝 。 红 军 行 动 稍 一 迟

缓，敌人即蜂拥而来，随时都有被合围

的危险。毛泽东就是在这样险恶的形

势 下 ，把 战 法 的 灵 活 性 发 挥 到 了 出 神

入 化 的 程 度 。 他 经 常 变 换 作 战 方 向 ，

适时迅速地转移兵力，声东击西，虚实

相 间 。 于 劣 势 中 造 优 势 ，于 平 势 中 造

险 势 ，于 常 势 中 造 奇 势 。 忽 而 穿 插 迂

回 于 敌 重 兵 集 团 之 间 ，忽 而 出 其 不 意

地 集 中 兵 力 打 击 孤 立 、薄 弱 的 敌 人 。

一招出手，常使敌人措手不及，防不胜

防 。 四 渡 赤 水 ，每 次 的 渡 法 都 不 一

样。“三渡”是公开的，以全军佯动的方

式专门做给敌人看 ；而“四渡”则是保

密 的 ，做 到“ 秘 密 、迅 速 、坚 决 出 敌 不

备 ”，结 果 红 军 东 渡 赤 水 已 经 三 四 天

了，敌人还蒙在鼓里，甚至与红军相对

而行却毫无察觉。

毛泽东深知，中央红军在战略上是

处于内线被合围的态势，要摆脱国民党

军重兵的围追堵截，就必须实施高度迅

速机动作战，使战略上处于优势和主动

的 敌 军 变 成 战 役 战 斗 上 的 劣 势 和 被

动 。 在 前 有 长 江 、后 有 乌 江 的 狭 窄 地

区，他指挥中央红军以“走”创造战机，

以“打”开辟道路；走中有打，打中有走，

把走与打、消灭敌人与保存自己，辩证

有机地结合起来了。这种不拘常法、不

循旧规、变幻无穷的战法，充分体现了

毛泽东等共产党人指挥战争的高超艺

术，反映了因时、因地、因情而谋划战

争、实施战争的方法论原则。

该书共计 24 万字，配有四渡赤水战

役前敌我态势示意图等 18 幅彩图及国

民党军和中央红军兵力编成表。此外，

除了引章和结语，每章都有总结与启示

一节。我认为这样的框架设计与书名

中的“‘四渡赤水’战例研究”相一致。

如第一章《是走是留，帷幄筹划定决心》

第三节“本章分析与启示”，作者从国民

党军围堵部署的优长与缺陷、红军北上

入川决策部署的合理之处与不足之处

进行评估，并归纳总结出定下决心应重

点把握的几个问题。

克劳塞维茨说过：“光辉的战例是

最好的老师。”该书的作者从战役指挥

和军事哲学相结合的高度来研究四渡

赤水战役的指挥艺术，不但有重要的历

史意义，而且对于继承和发扬灵活机动

的战略战术、打赢未来战争有着重要的

现实意义。

经典战例的全景再现
——《用兵如神——“四渡赤水”战例研究》读后

■褚 银

唐代诗人李贺在短短 27 年的人生

中写下 250 余首诗词作品，高产的同时

亦不乏瑰丽奇思。其笔下风物因为奇

崛 的 想 象 使 他 成 为 后 人 眼 中 的“ 诗

鬼”。毛泽东同志十分喜爱他的诗歌，

曾在《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一诗

中 直 接 引 用 他 的 诗 句“天 若 有 情 天 亦

老”；在《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一词中

将李诗“雄鸡一声天下白”化用成“一唱

雄鸡天下白”。

那 么 李 贺 的 创 作 秘 诀 是 什 么 呢 ？

李商隐在《李贺小传》里为我们揭开了

谜底。李贺“恒从小奚奴，骑距驴，背一

古破锦囊，遇有所得，即书投囊中。及

暮 归 。 太 夫 人 使 婢 受 囊 出 之 ，见 所 书

多，辄曰：‘是儿要当呕出心乃已尔。’”

意思是李贺常常骑着弱驴，带着小书童

外出。他背着一个破旧的袋子，遇到让

自 己 感 触 很 深 的 事 ，就 写 下 来 放 进 袋

中 。 回 到 家 ，母 亲 见 到 如 此 之 多 的 手

稿，忍不住说道：“这个孩子要呕出心才

罢休啊！”可见李贺绝不是整天躲在象

牙塔里闭门造车，而是一个行走于大地

之上的诗人。

写下“万卷古今销永日，一窗昏晓

送流年”的南宋爱国诗人陆游，也不是

将自己埋在故纸堆里的书呆子。他在

“山重水复疑无路”中探索，在“柳暗花

明又一村”中寻找，在“双双新燕飞春

岸”中思索，在“片片轻鸥落晚沙”中品

味 ，在“ 城 南 小 陌 又 逢 春 ”中 感 悟 ，在

“只见梅花不见人”中抒怀，才写出了

众 多 脍 炙 人 口 的 诗 篇 。 他 在《冬 夜 读

书 示 子 聿》一 诗 里 概 括 了 自 己 的 创 作

心得：“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

躬行。”在《示子遹》一诗中，他直截了

当说出了作诗的秘诀：“汝果欲学诗，

功夫在诗外。”

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顾炎武主张借

鉴实践中的经验，以实证知。在治学方

法上，他注重实证，强调博瞻贯通，“每

一事必详其始末，参以证佐而后笔之于

书”。外出游历时，他常常用两匹马、三

头骡子驮着书与自己伴行。到了险要

的关口，他就向老兵和退休的差役询问

那里的详细情况。有些与平时听说的

不一样，他就到客店中打开书进行对照

比较。顾炎武正是靠着扎扎实实的“笨

功夫”，在经学研究、文字音韵学、历史

地理学等方面多有建树，不仅开清代乾

嘉汉学先河，还为后人留下了《日知录》

《音学五书》《金石文字记》等著作。他

的名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一直激

励着华夏儿女奋发图强。

“不论平地与山尖，无限风光尽被

占”，才能采得百花酿成最甜的蜜。行

之愈笃，则知之益明。唯有经过实践检

验方能求出真理，经过实践锻造方能长

成真才。无论是写诗，还是做学问，概

莫能外。

功夫在诗外
■韩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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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海淘金，撷取珠玑

书苑随笔

启迪智慧，滋润心灵

书里书外

开拓视野，厚实人生

黄克诚同志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高

级将领，曾任中央纪委常务书记。《黄

克诚往事》（中国方正出版社）一书收

录了《千里寻党记》《坚持真理讲真话》

《抓党风正人先正己》等 10 篇纪实文

学作品，从不同侧面客观、真实、生动

地反映了黄克诚同志高尚的政治品格

和矢志不渝的理想信念。

视觉阅读

图①：榜罗镇会议纪念馆。

图②：榜罗镇会议旧址。

图③：陕甘支队连以上干部会议召开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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榜罗镇会议纪念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