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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5月发生在伊拉克的哈巴尼亚基地保卫战中，
英军和轴心国出动的兵力兵器都很有限，但军史学界却认
为，这场短暂战事非常重要，要不是希特勒过于专注进攻苏
联而忽视这个转瞬即逝的机会，他本可以在中东给予英国致
命一击。而正是哈巴尼亚基地的英国空军“菜鸟”利用老旧装
备，取得了一个个惊人的胜利，保卫了英国的石油供应，将法
西斯的黑手从中东驱逐了出去。

71年前，发生在伊拉克的一场短暂战事却可能改变二战的进程———

保卫哈巴尼亚：英国“菜鸟”打败法西斯

战史钩沉

! ! ! ! !"#! 年 $ 月 %& 日凌晨 ' 点，
英国驻巴格达大使馆的外交官们突
然被窗外隆隆的发动机声吵醒，赶
到窗口一看，顿时大吃一惊，原来驻
扎在拉希德兵营的伊拉克军车已驶
出驻地，朝沙漠方向的哈巴尼亚基
地开去，那里是英国空军第 $航空
训练学校所在地。
英国大使立刻通过无线电联系

哈巴尼亚基地司令兼第 $航校校长
哈里·乔治·斯玛特，斯玛特闻报也
是浑身冒冷汗，立刻拉响战斗警报，
整个基地乱成一团。这些人不会想
到，此后数天他们将成为焦点人群。

希特勒没有坚持己见
这场战事的根源是石油。!"'(

年，英国结束对美索不达米亚的“委
任统治”，扶植哈希姆家族建立伊拉
克王国，但仍在当地保留大量驻军。
然而，英国长期用霸权支配中东事
务，早已激起伊拉克等阿拉伯国家
民众的愤怒，这种情绪又被纳粹德
国情报机关所利用。在德国间谍弗
郎茨·维曼·拉姆魁特的策划下，
)"$!年 $月 *日，仇英的伊拉克贵
族拉希德·阿里·盖拉尼发动政变，
成立以盖拉尼为首的新政府。
盖拉尼希望通过军事手段把英

国人赶出中东。首先，他鼓动同样反
英的埃及人发动起义；其次，他联系
德国，希望德军南下，夺取对伊拉克
最有威胁的英军塞浦路斯基地；第
三，他给希特勒拍去电报，建议从隆
美尔的“非洲军团”抽调一个师来伊
拉克，充当抵抗英国的骨干力量。
为表示效忠纳粹的诚意，盖拉

尼允诺德国人可以无条件使用伊拉
克军事设施，于是希特勒命令总参
谋部尽快拿出从“非洲军团”中抽调
兵力进军伊拉克的计划。但德军参
谋们持反对意见，他们认为仅一个
师前往伊拉克，很可能成为孤军，且
北非战事正酣，抽调部队并不明智。
希特勒倒也没有坚持自己的意

见，因为他正忙着策划进攻莫斯科
的“台风”行动。希特勒表示，陆军如
果实在有困难，可让隆美尔打到苏
伊士运河后，再寻找机会进军伊拉
克。这一变故使希特勒丧失了掐断
英国石油供应的绝佳机会，而且这
个机会再也不会降临到纳粹头上。

英国发起“警察行动”
伊拉克的变化起初没有引起英

国驻中东最高军事长官阿奇博尔
德·韦维尔的注意，但英国首相丘吉
尔却意识到形势的严峻性———如果
德国人在伊拉克站稳脚跟，会使英
国无法从伊拉克获取石油，英国与
印度的空中联系也将被切断。更可
怕的是，一旦盖拉尼政权得势，还将
在中东激起更大的反英浪潮。
在丘吉尔的督促下，韦维尔派

出第 )+印度师第 '旅于 $月 '"日
晚在伊拉克唯一港口巴士拉先行登
陆，英国海军的“竞技神”号航母、'
艘巡洋舰和第 !&印度师其他部队
也迅速开进。不过，英国并没有向伊
拉克宣战，而是将这次军事行动称
为“警察行动”。

身在巴格达的盖拉尼意识到，
要推迟英军从陆上进攻巴格达的时
间，就必须抢先占领哈巴尼亚基地，
不让英军获得陆地制空权。当时，哈
巴尼亚基地里有 !&&&名英国空军
人员，英国皇家近卫团第 !营 *,&

人，以及亲英的伊拉克警察部队 -

个连。在装备方面，除了 ./辆老掉
牙的装甲车，基地里的主要武器就
是飞机了，最具战斗力的当属 "架

“角斗士”双翼战斗机、.架“布伦海
姆”0123 型轰炸机，以及 4- 架“奥
克斯福德”教练机。
哈巴尼亚名义上是英国空军基

地，其实只是一座航校，飞机都很老
旧，不适合作战。更大的问题是，基
地水泵完全依赖哈巴尼亚镇上的电
厂供电，英国人对电厂鞭长莫及。

“鸡毛信”飞向斯玛特
$月 *+日凌晨，伊拉克军队在

哈巴尼亚基地南面的高地上架起大
炮。早晨 -时，一位伊军军官来到基
地门前，递上一封书信：“我们将在
哈巴尼亚山上进行军事训练，在此
期间，禁止你们飞行和外出，如有违
反，后果自负。”
看到这么霸道的“军事训练通

知”，斯玛特气不打一处来，马上回
信一封，“任何干扰我们飞行训练的
行为都被视为‘开战’，我们要求你
们迅速撤离，并确保我们基地的安
全。”“文攻”之后必须马上“武备”，
斯玛特命令开挖战壕，把所有的机
枪部署在基地周围。所有飞行教官
和学员在高温下给飞机加油装弹，
并把飞机推到楼房和树木后面隐
藏。实际上，如果他们遇到有水平的
敌人，这一切措施在大规模空袭和
炮火轰击下根本无济于事。

基地内的 *-架飞机也被分为
$队，虽说飞机数量不少，但让人揪
心的是飞行员的质量。斯玛特手下
的 *,名飞行教官中只有三人打过
仗，投弹手和机枪手则更加紧缺，不
得不让学员顶上。

,月 .日凌晨，斯玛特陆续收
到四封电报。第一封，英国驻伊拉克
大使许诺支持斯玛特采取任何行
动。第二封，韦维尔通知斯玛特立即
采取行动。第三封，巴士拉的英军指
挥官称，由于遇到洪水，无法派遣地
面部队增援，但尽力提供空中支援。
第四封，英国外交部授权他根据现
场情况采取任何战术行动。
再看伊拉克一边，至 ,月 .日，

伊军围攻兵力增至 . 个步兵旅、4

个机械化营、.个机械化炮兵旅（13
门榴弹炮）、.个野战炮旅（12门加
农炮、4门榴弹炮）、.4辆装甲车，.
个机枪连、.个通信连和 .个防空5

反坦克连，总计约 "&&&人，还有数
量不等的部族武装等待捞取战利
品。令斯玛特恼火的是，当年他曾参
与培训的伊拉克空军也要来“打老
师”了。伊拉克空军装备有 -*架英
国、意大利和美国提供的战机，性能
方面甚至还略占上风。

斯玛特联系英国驻伊大使，让
他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伊军最迟于
,月 '日上午 /时前撤离。否则，他
将用一个白天对伊军发动空袭。

“菜鸟”间的激烈较量
,月 '日凌晨 ,点，首批 *&架

英军飞机挂着炸弹，从哈巴尼亚基
地飞向伊军阵地。从巴士拉方向飞
来的英军第 (&、*( 轰炸机中队的
“惠灵顿”轰炸机也赶来支援。由于
伊军都躲在掩体内，英军战机很难
找到很好的轰炸目标。
此时，经验不足的伊军指挥官

命令炮击哈巴尼亚基地，但此举却
暴露了伊军火炮阵地，英军轰炸机
趁机反复投弹。伊军打开探照灯，希
望能反击英军飞机，却再次暴露己
方目标，伊军炮兵阵地遭到精确轰
炸。所有英军飞机都安全返回基地，
加油、装弹后再次起飞，进行新一轮
轰炸。不过，直到中午 .'点 *&分，
伊军仍在炮击英军基地。而且，伊拉
克空军也于上午 .&时炸毁 *架停
放在基地内的英军战机。
战至夜幕降临，斯玛特的“菜鸟”

部下创造了英国空军的最高单日出
动率———平均每人 -次，共 ."*架
次。英军 -$架战机损失 ''架，伤亡
.&名飞行员。“菜鸟”伊军的损失也
非常惨重，但他们还是没有发动地
面进攻，因为庸碌的伊军指挥官不
愿在击溃英军空中力量前进攻。
闻听前线战况不利，恼怒的盖

拉尼下令占领巴格达的英国使馆，
收缴所有通信设备，切断使馆与哈

巴尼亚基地的联系。与此同时，伦
敦责令韦维尔调集一切力量增援
哈巴尼亚基地。韦维尔遂命令滞留
在巴士拉的第 .&印度师全力推进，
同时还命令驻海法（今属以色列）
的英军守备部队攻进伊拉克。

“疯狂7秒”吓坏伊军
,月 *日清晨，斯玛特发觉伊

军攻势略显疲态，便重新召集飞机
对伊拉克空军基地发起“先发制
人”的攻击。这一天，英军飞行员大
卫·埃文斯上尉开创了一种惊险但
有效的轰炸战术———“疯狂 (秒”。
他先将炸弹保险拆除，这样只要炸
弹一离开挂弹架，(秒后就会爆炸。
埃文斯从 "&& 米高度接近伊军阵
地，找到目标后，他驾驶飞机以 *'&

公里的时速俯冲而下，贴近目标时
再猛地拉起操纵杆，使炸弹直接掉
在目标头顶，(秒后炸弹爆炸时，飞
机已飞回安全高度。这一疯狂战术
把伊拉克人吓坏了。许多伊军炮手
看见英军战机俯冲就四散而逃。

虽然伊军对哈巴尼亚基地连
续炮击，却没能将其摧毁。随着哈
巴尼亚基地继续获得外援，特别是
英国空军第 *.中队的 .'架运输机
持续将援军运进基地，伊军士兵的
信心逐渐崩溃。有趣的是，一架运
输机给基地运来一批一战时期的
老式炮弹，正苦于没有重火力的基
地军官发现摆在食堂门前的 '门野
战炮（原先的用途只是用来增加营
地中的“军事气氛”），在装上老式炮
弹后居然还能打响。这一下，高地上
的伊军士兵以为英军增援了许多大
炮，就更没斗志了。斯玛特再接再
厉，不仅加强白天轰炸，晚上也派出
飞机袭扰，让敌军夜不能寐。

其实，伊军不知道的是，打到 ,

月 ,日，哈巴尼亚基地里的 '-架
“奥克斯福德”教练机只剩 $架尚能
出动，“角斗士”战机也损失殆尽。英
军飞行员们士气低迷，半数飞行学
员或者战死或者精神失常。

幸运的是，,月 -日清晨，英军
侦察机回来报告，高地上的伊军正
在撤退。英军皇家近卫团第 .营营
长罗伯特立即命令反攻，无心恋战
的伊军朝费卢杰方向逃窜。
下午，从哈巴尼亚逃离的伊军

与一支增援伊军在公路上相遇，两
支部队乱作一团，所有卡车、坦克和
装甲车停在公路上无法动弹。英军
趁机集中力量进行空袭，战斗持续
了 '小时，全歼伊军主力，自身只损
伤了 .架“奥克斯福德”教练机。

-日当天，伊军被毙俘 .&&&多
人，而英军只战死 (人，伤 .&人。
在 ,天的激战中，哈巴尼亚基

地的英国空军共出动战机 -$( 架
次，投下炸弹 *&&&多枚，消耗机枪
子弹 ..2-万盘。战斗中，英国空军
阵亡 .*人，重伤 '.人，$人精神失
常。而伊拉克陆军伤亡惨重，空军也
损失殆尽。

德军来“帮助起义”了
富有戏剧性的是，就在盖拉尼

的部队被“菜鸟”英国空军打得落花
流水之际，,月 -日，纳粹德国空军
上校沃纳·容克被紧急召到柏林，德
国空军参谋长授权他组建一支特别
航空队开赴伊拉克，命名为“容克特
遣队”，目的是“帮助阿拉伯人起义，
发动反对英国统治的‘圣战’”。

,月 ..日，经过希特勒与维希
法国元首贝当交涉，容克上校调集
了 .$架 06..+战斗机、(架 76...

轰炸机、4+架 89,4和若干 89"+ 运

输机，匆忙漆上伊拉克空军标志，取
道维希法国控制下的叙利亚飞赴伊
拉克。另外，希特勒说服墨索里尼，
让意大利也派空军支援伊拉克人。
然而糟糕的开局似乎注定了这

次任务的失败结局，由于此时的伊
拉克人已成惊弓之鸟，当这支陌生
的编队飞临巴格达机场时，竟遭到
伊军地面炮火的拦截，一架 76...

轰炸机被击落，负责与盖拉尼联络
的德军联络官当场身亡。

,月 .4日，英国侦察机发现伊
拉克境内的摩苏尔基地竟然出现了
德国战机。,月 .$日，英军一架轰
炸机也在叙利亚的帕尔梅拉基地发
现一架 89"+。.-日凌晨 %时 .,分，
哈巴尼亚的英国空军轰炸了摩苏
尔，打响了对德国空军的第一枪。

作为报复，% 架 76... 当天上
午也轰炸了哈巴尼亚，并击落了英
军一架“角斗士”。次日，英军第 "$

中队的 $架“角斗士”和 $架“飓风”
战斗机增援哈巴尼亚，然而当天还
是有 4架“角斗士”命丧德军之手。

重兵压境，盖拉尼溜了
,月 ./日，英军从海法调来的

援军终于抵达哈巴尼亚，但斯玛特
却因精神过度紧张而倒下，与妇女
儿童一起撤到巴士拉疗养。斯玛特
精神崩溃其实并不奇怪，他只是一
名航校校长，甚至算不上是军人，却
在伊拉克人突袭之初承担了抵抗重
任，而他的上级却远远避开，其承受
的压力可想而知。

约翰·亨利·:·阿尔比亚克接
替了斯玛特的职务，继续指挥哈巴
尼亚基地的英国飞机轰炸德军驻扎
的摩苏尔基地，并为从巴士拉北上
的第 .+印度师提供空中掩护，协助
其逼近巴格达的门户———费卢杰。

,月 44日，费卢杰争夺战的激
烈程度达到顶峰，伊军在轻型坦克
的掩护下发起最后一击，双方都伤
亡惨重。哈巴尼亚基地共派出了战
机 ,-架次，击毁了 $+辆各式战车。

,月 4-日，姗姗来迟的意大利
空军也抵达伊拉克。意大利空军的
..架“菲亚特”战斗机频繁出动，企
图阻挡英军从费卢杰向巴格达推
进。哈巴尼亚基地的英国战机临危
受命，承担起掩护地面部队的重任。
面对英军的强大攻势，为数不

多的德意战机无力抵抗。到 ,月 *+

日，巴格达外围的英军已达 .4++

人，拥有 /门大炮和许多装甲车辆，
并对伊军实施分割包围。伊军部队
兵无斗志，纷纷缴枪投降，巴格达机
场也落入英军之手。

盖拉尼意识到战局已无可挽
回，便带着贪污的军饷（1.7万第纳
尔）逃往伊朗，之后又来到柏林，希
特勒给他开出空头支票，许诺将视
他为伊拉克流亡政府领导人。
当得知盖拉尼政府垮台的消息

后，意大利人于 ,月 *.日从基尔库
克退回叙利亚，临走前匆匆炸毁 4

架“菲亚特”战机。而德国“容克特遣
队”直到 -月 .+日才费尽周折从陆
路逃回叙利亚，.$ 架 06..+ 战斗
机、, 架 76... 轰炸机和 4 架运输
机均就地炸毁。
单纯从数量上看，纳粹轴心国

在伊拉克的损失微不足道，但让他
们备受打击的是，许多原来希望投
靠轴心国的阿拉伯国家都纷纷打起
了“退堂鼓”，希特勒幻想的“反英圣
战”就此化作泡影。 安然

! 被德国空军遗弃在摩苏尔基地的飞机残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