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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苑随笔

启迪智慧，滋润心灵

深 阅 读

在阅读中把握深刻内涵

王 安 石 一 生 勤 奋 好 学 ，博 览 群

书 ，对 儒 家 经 典 有 着 深 入 的 研 究 ，并

形 成 了 自 己 独 特 的 学 术 见 解 。 他 的

著作《临川先生文集》，至今仍被广泛

传阅和研究。

广博，是王安石读书的一大特点。

他曾在一首诗里说：“我读万卷书，识尽

天下理。”这不仅写出了他广博的阅读，

也点明了他读书的目的——提高自己

明辨是非的能力。王安石是“以学问为

诗”的杰出代表，他的诗文广泛运用典

故，这得益于他广泛的阅读和扎实的学

问基础。在《答曾子固书》中，他写道：

“读经而已，则不足以知经。故某自百

家诸子之书，至于《难经》《素问》《本草》

诸小说，无所不读；农夫女工，无所不

问；然后于经为能知其大体而无疑。”从

这段话中，我们可以感受到王安石认为

阅读经典文本是不足以深入理解其精

髓的，必须通过广泛涉猎其他书籍，并

与实际生活中的知识相结合，才能真正

地领悟经典的深意。

在《游褒禅山记》中，王安石发出

“学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的感

慨，这不仅反映了他对褒禅山游历的

个人感悟，也是他对学习和读书的见

解，体现了他不蹈故常的精神。他强

调，在阅读时不能盲目地接受书本知

识，必须培养自己的思考和判断能力，

以批判性的视角审视所学内容，将书

本知识与实际相结合，取其精华，去其

糟粕。在注解《三经新义》的过程中，

他 勇 于 突 破 汉 唐 时 期 的 旧 有 注 释 框

架 ，以 一 种 全 新 的 视 角 重 新 解 读《周

礼》《诗 经》等 古 典 文 献 ，为 变 法 运 动

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充分体现了

“通经致用”的创新理念。他始终密切

关注社会的种种问题，并擅长从古代

典籍中汲取智慧，寻找解决现实困境

的方案。例如，他从《周礼・泉府》中

的“赊贷”制度汲取灵感，创造性地设

计了“青苗法”，旨在遏制土地的过度

集中并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巧妙地将

古代的经典智慧与当下的实际需求相

结合。

我 们 对 王 安 石 所 著 的《伤 仲 永》

并 不 陌 生 。 这 个 故 事 揭 示 了 一 个 道

理：即使天赋异禀，若不勤奋学习，也

难 以 成 就 非 凡 。 这 同 样 反 映 了 王 安

石个人的感悟。据《宋史》记载，王安

石“ 少 好 读 书 ，一 过 目 终 身 不 忘 ”，足

见他非凡的才智。然而，他并未因此

而 放 松 对 自 己 的 要 求 ，反 而 更 加 勤

奋 ，“ 性 酷 嗜 书 ，虽 寝 食 间 手 不 释

卷 ”。 在《邵 氏 闻 见 录》中 ，记 载 了 王

安 石 因 彻 夜 读 书 而 产 生 的 一 个 误

会。他未洗漱便直接去上班，韩魏公

见他年轻，误以为他是因为前夜放纵

玩耍而显得邋遢，于是劝诫他要努力

上 进 ，不 可 放 纵 。 王 安 石 听 闻 后 ，非

但 不 恼 ，反 而 以 此 激 励 自 己 更 加 刻

苦 。 他 深 知 ，天 赋 虽 好 ，但 唯 有 不 懈

地努力方能成就真正的事业。

“良夜未遽央，青灯数寒更”“会合

常在夜，青灯照书诗”。在王安石的诗

作中，“青灯”这一意象屡次出现，那一

盏盏摇曳的“青灯”，陪伴他度过了一

个又一个寂静而深邃的夜晚。青灯之

下，他或沉思、或疾书，将对天下苍生

的忧虑、对国家未来的筹谋，都倾注于

笔端。那微弱却坚定的光芒，不仅照

亮了他的书卷，更照亮了他心中那份

矢志不渝的改革之志。同时，他的经

历也为我们提供了颇多启示。今天，

当我们回望历史深处的这盏“青灯”，

能从王安石读书的身影里，读出他融

广博之识、善思之智与勤勉之志于一

体的读书之道。其中细节，穿越时空

依然让人回味悠长。

王安石的读书之道
■李 仲 董 伟

战争历史证明，科学技术的发明，

往往首先应用于军事领域。随着信息

技术特别是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

及其在军事领域的广泛应用，促使战争

形态加速从信息化向智能化演变。这

种演变对制胜机理带来的影响，已成为

军事理论界的研究热点。

国防大学教授李明海在长期跟踪

研究战争理论、战争实践和战争形态演

变等问题的基础上，深入思考、分析研

究，紧紧围绕如何认识、怎样打赢未来

智能化战争，推出《智能化战争论》（人

民出版社）。

《智能化战争论》中的研究成果，

与 现 代 局 部 战 争 实 践 具 有 一 定 的 交

互 与 契 合 。 该 书 阐 述 的 信 息 化 战 争

向智能化战争发展的“四大转变”：即

对 抗 方 式 从“ 体 系 对 抗 ”向“ 算 法 博

弈 ”转 变 、作 战 要 素 从“ 信 息 主 导 ”向

“ 机 器 主 战 ”转 变 、决 策 方 式 从“ 人 脑

决 策 ”向“ 智 能 决 策 ”转 变 、作 战 样 式

从“断链破体”向“极限作战”转变，揭

示的“算法优势主导战争优势”“机器

主 战 重 塑 作 战 流 程 ”“ 智 能 决 策 优 化

作战行动”“极限作战颠覆作战样式”

等智能化战争制胜机理，构设的无人

化 作 战 等 10 类 智 能 化 战 争 的 典 型 作

战场景等，在近期世界不同地域发生

的战争实践中，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

和 印 证 。 这 充 分 说 明《智 能 化 战 争

论》的实践基础和理论前瞻特征。

《智能化战争论》的基本思想，立

足 于 打 赢 混 合 博 弈 智 能 化 局 部 战

争。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

进 ，大 国 博 弈 突 破 传 统 地 缘 政 治 边

界 ，向 科 技 制 高 点 争 夺 、规 则 体 系 较

量 、认 知 域 渗 透 等 多 维 度 延 展 ，呈 现

出军事对抗与非军事施压、实体摧毁

与 虚 拟 控 制 交 织 的 混 合 博 弈 复 杂 景

象。《智能化战争论》突破传统军事理

论 经 验 归 纳 、对 策 研 究 的 思 维 方 式 ，

对智能化战争 10 个维度的解构，既植

根 于 马 克 思 主 义 战 争 观 和 方 法 论 的

沃 土 ，又 融 合 量 子 计 算 、脑 机 接 口 等

前 沿 科 技 认 知 。 这 种 将“ 硅 基 智 慧 ”

与“碳基思维”融合的理论探索，体现

了 新 时 代 我 军 军 事 理 论 创 新 的 价 值

追求。

《智 能 化 战 争 论》中 谈 到 的 AI 技

术和武器装备，与当今世界 AI 发展浪

潮 密 切 耦 合 连 接 。 人 工 智 能 技 术 的

飞 速 发 展 不 断 刷 新 人 们 对 军 事 问 题

的认知，战争理论研究也迎来了大革

新 、大 爆 发 、大 突 破 的 新 机 遇 。《智 能

化战争论》敏锐捕捉到“技术奇点”临

近的征兆，从战争形态深刻演变的历

史 进 程 与 人 工 智 能 技 术 发 展 进 步 的

现状，由浅入深对智能化战争理论进

行 系 统 研 究 和 分 析 。 书 中 论 述 的 技

术迭代将引发“混合博弈”升级，军事

竞争不再局限于武器平台对抗，而是

向 物 理 域 、信 息 域 、认 知 域 等 全 域 延

伸 ；当 无 人 集 群 自 主 协 同 、智 能 体 战

场自组织、深度伪造认知攻防等技术

突破军事应用的“摩尔临界点”，战争

形态必将经历从“信息化赋能”到“智

能 化 重 构 ”的 变 革 ，这 种 必 然 性 根 植

于技术演进与社会形态的双重变革；

智 能 化 战 争“ 技 术 即 战 术 、算 法 即 兵

法 ”的 本 质 特 点 ；大 国 博 弈 从“ 制 陆

权”、“制海权”向“制智权”跃迁；技术

优 势 将 成 为 国 家 安 全 的 战 略 支 点 等

理论观点，读后使人感到耳目一新。

《智能化战争论》中的智能时代作

战理念，继承我国优秀传统兵法精髓。

《智能化战争论》展现出东方军事智慧

的穿透力，开篇即追溯中国两千多年前

《孙子兵法》的“上兵伐谋”思想，将“不

战而屈人之兵”的谋略内核注入智能化

战争场景。书中论述的，智能化战争的

自主性、全域性、涌现性、迭代性等特

征，既继承了《孙子兵法》“奇正相生”的

辩证思想，又融入了复杂系统科学的

“自组织”原理。同时，《智能化战争论》

还参考借鉴克劳塞维茨《战争论》中的

“战争迷雾”理论观点，提出“数据迷雾”

等新的概念。这种“古为今用，洋为中

用”的理论思维方式和创新方法，使智

能化战争研究跨越了时空界限、超越了

技术层面的探讨。

从以上意义上讲，《智能化战争论》

是对未来战争的有益探索，对我们学

习、认识、研究智能化战争具有启示意

义。尽管如此，不能不说，智能化战争

是明天的战争，是初见端倪的未来战争

形态。受技术发展和战争实践等多种

因素的制约，目前我们对这种战争形态

的认识还是初步的，理论成果也需要在

未来战争实践中接受检验。

科学技术不断进步，战争实践不断

发展，人们对战争的认识将不断深化，

军事理论也将不断创新。期待广大军

事理论研究者，以及热心关注智能化战

争的人们，推出更多更好的理论创新成

果，为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现代军事理论

作出更多贡献。

智能时代背景下的战争思考
—读《智能化战争论》

■何 雷

初夏的三湘大地生机盎然，再次捧

起《最年轻的红军军团长——寻淮洲》

（湖南人民出版社）一书，感觉这位青年

将领，仿佛带着英武之气，从历史的深

处走来。

作品聚焦寻淮洲的生命轨迹，生动

记录了他从少年时期的觉醒，到成长为

一位杰出革命将领的历程。年仅 15 岁

的寻淮洲，为了实现革命理想，毅然投

身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后又追随毛泽东

同志上了井冈山。在五次反“围剿”过

程中，寻淮洲展现出非凡的军事才能，

屡建奇功，21 岁便被任命为红七军团

军团长，成为红军最年轻的军团长。寻

淮洲率领部队在枪林弹雨中书写了一

段 段 铁 血 传 奇 ，直 到 22 岁 时 英 勇 牺

牲。“北上抗日！北上抗日！”“消灭敌

人！消灭敌人！”这是寻淮洲的临终遗

嘱，更是他的请战书，展现了一个优秀

红军将领为国为民英勇牺牲的精神和

初心。

该书多处都以生动形象的叙事手

法展现动态场景，让读者仿佛身临其

境，增强了故事的吸引力和可读性。比

如，在白沙战斗中，作者用“握、冲、夺”

一连串动词，把寻淮洲冲锋的英姿展现

得淋漓尽致。其中，“夺枪”的动作藏着

他后来成长的线索——寻淮洲指挥打

仗时擅长抢占先机，“夺枪”其实就是他

军事才能的第一次体现。作品中的这

一片段，犹如电影里的特写镜头，让读

者看到寻淮洲在这一瞬间，完成了从普

通少年到革命战士的转变。

书中描述部队面临粮食短缺困境

时，作者亦通过动作描写来呈现。比

如，“把鸡蛋夹碎倒进南瓜汤锅”，从“夹

碎”到“倒”，将小心翼翼的举动放大，让

读者能够身临其境地体会到革命岁月

的艰辛与不易。

同时，作者将这一充满烟火气的生

活切片，升华为集体主义的鲜活隐喻：

蛋液融入汤锅的瞬间，恰如个体奉献与

革命集体的精神合流。这种呈现方式

既保留了泥土般的质感，又实现了历史

真实与艺术升华的统一。

在谭家桥战役的描写中，作品将

镜头对准寻淮洲生命的最后时刻，以

颇 具 张 力 的 细 节 刻 画 完 成 精 神 境 界

的升华。

“腹部中弹仍坚持带队夺取制高

点 ”“ 在 担 架 上 虚 空 绘 制 地 图 ”，这 些

细 节 通 过 对 寻 淮 洲 生 命 极 限 状 态 下

的动作刻画，展现出革命信仰对个体

精 神 的 强 大 支 撑 。 他 临 终 前 反 复 念

叨“一定要拿下乌泥关”的话语，不仅

是对战斗任务的执着坚守，更成为革

命 理 想 高 于 一 切 的 生 动 注 脚 。 这 些

充满艺术感染力的细节描写，让寻淮

洲 的 英 雄 形 象 在 历 史 真 实 中 闪 耀 着

信仰光芒。

作品的语言也很有特点。文章中

常以乡土作喻的话语，巧妙将战斗与

乡情联结，把抽象的意志锤炼成可触

摸的生活感悟，化作战士们熟悉的生

命体验。质朴的表达中，既彰显他洞

察人心的动员智慧，也让读者感受到

红军队伍里以情聚力、以信念铸魂的

精神传承。

在场景描写中，作者对语言的运

用 张 弛 有 度 ，恰 到 好 处 。 比 如 ，使 用

“子弹在竹林间穿梭，削断的竹枝纷纷

坠落”的白描手法，源自战役亲历者的

真实记忆；对浏阳民歌“七字四行”韵

律的解析，将地域文化特质融入文字

肌理。这种历史真实性与文学表现力

的平衡，使文本既保有史料质感，又充

满了文学张力。

伟大的理想往往孕育于平凡的土

地，崇高的信仰始终扎根于鲜活的人

生。以文学的方式讲好英雄故事，是对

英雄的告慰，也是在新时代传承英雄精

神的一种具体行动。

细
节
彰
显
崇
高

■
彭
祖
耀

科普书话

科海拾贝，智胜未来

《天地转：〈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

历史问题的决议〉前前后后》（中共党史

出版社）一书立足详实资料，吸收最新

研究成果，从具体细节入手，系统梳理

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

决议》（以下简称《决议》）的制定背景、

起草过程、主要内容、重大意义以及十

一届六中全会召开过程的相关历史。

书中重点讲述了党中央在起草《决议》

过程中，广泛征求意见、反复讨论修改

直至最终定稿通过的历程，揭示了《决

议》制定背后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和具

体事件，帮助读者深刻理解这部历史文

献的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

（由黄建建整理）

这是油画家詹建俊与他的学生叶南

共同创作的作品，现藏于中国美术馆。画

面采用三联画形式，宛如一部雄浑史诗的

三个篇章。此图为第一部分。黄河的磅

礴气势与军民同心抗战的战斗风采交相

辉映，让历史的厚重感与艺术的感染力在

画布上激荡共鸣。

（重 光）

《黄河大合唱——流亡·奋起·抗争》（局部）

《家 书 里 的 新 中 国》（广 西 人 民

出 版 社）一 书 收 录 1948 年 至 1952 年

写 作 的 38 封 家 书 ，其 中 部 分 家 书 为

首 次 公 开 。 每 篇 文 章 由 作 者 简 介 、

家书原文、家书背景三个部分构成，

同 时 穿 插 人 物 照 片 和 家 书 原 件 图

片 。 这 些 书 信 的 作 者 有 冲 锋 陷 阵 、

保 家 卫 国 的 官 兵 ，还 有 积 极 投 身 新

中国建设的党员、知识分子、青年学

生和进步群众等。一封封饱含深情

的 家 书 ，承 载 着 新 中 国 成 立 前 后 不

同 战 线 上 人 们 的 热 血 与 激 情 ，让 读

者 可 以 从 不 同 角 度 了 解 尘 封 的 历

史 ，感 触 一 个 特 殊 历 史 阶 段 的 心 灵

景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