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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战例

20世纪初，不少南美国家独立不久，其中许多国
家面临着政局不稳、经济滞后、边界争端等诸多问题。
在各种因素影响下，南美各国因“抢地盘”而爆发的武
装冲突屡见不鲜，查科战争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
的。这场长达三年的战争导致10万人丧生，被称为
“20世纪南美最血腥战争”。

1932年，为了掌控未来“大油田”，玻利维亚和巴拉圭爆发战争———

查科战争：“抢地盘”导致十万人丧生

阿富汗“死亡隧道”困扰驻阿北约联军
! ! ! !在连接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和北
部重镇马扎里沙里夫的萨朗公路上
有一条长约 !"#英里的隧道，它就
是萨朗隧道。对于多年来奔波于萨
朗隧道，为驻阿北约部队运送给养
的司机穆罕默德·易卜拉希姆来说，
每次途经这条“死亡隧道”都如同做
了一场噩梦。事实上，与易卜拉希姆
有同样感觉的还有美军。距离美国
从阿富汗撤军的最后期限只剩下
$#个月了，大量军用物资急需通过
萨朗隧道运往塔吉克斯坦，但道路
障碍在短期内依然难以克服。

前苏联留下的“遗泽”
!%&&年，阿富汗和苏联签署了

一项协议，决定联合修建萨朗公路。
这项工程的“关节点”———位于海波
'())多米处的萨朗隧道于 !%#*年
贯通，从而使苏联中亚地区到阿富
汗喀布尔有了可以全年通行的交通

线。直到 !%+'年，萨朗隧道都是世
界上海拔最高的隧道。该隧道最初
是按照每天通行 !)))辆汽车设计
的，但自从 !%+%年苏联入侵阿富汗
后，隧道的通行能力就被不断放大，
而且相关设施也缺乏维护。
由于连年战争，萨朗隧道受到

严重破坏。$&岁的卡车驾驶员阿卜
杜拉·祖哈尔说，在过去的几十年
里，萨朗隧道就像一台“只用不修的
破车”，状况越来越糟，“照明系统残
缺不全，隧道换风机时好时坏，隧道
内的空气十分恶劣，甚至有驾驶员
因被困缺氧丧命。此外，由于排水系
统不好，路面积水结冰，极易导致车
辆侧翻。”他还提到，隧道内的宽度
和高度也不均衡，最窄处只有 $)英
尺，最低处才 !#英尺，穿行隧道的
车辆普遍超载超宽，会车时很容易
碰擦隧道顶部或互相刮擦，一旦发
生事故就会使隧道拥堵数日。

卡住驻阿联军的命脉
去年 !!月，巴基斯坦宣布关闭

北约途经本国的补给通道后，必须
经过萨朗隧道的“北部补给网络”
（NDN）对驻阿北约联军就变得异
常重要。尽管通过美巴磋商，巴基斯
坦于今年 +月重开补给通道，但能
够运输的物资种类和数量都受到限
制，,-,仍是北约联军的命脉。
最近，美军打算斥资 !$.)万美

元，对萨朗隧道进行抢修。该合同被
交给阿富汗奥马兰控股集团公司，
它应在明年 %月 ')日前完成改建，
为隧道装上通风照明设施，并给崎
岖路面铺上沥青。只是，美军心里也
很明白，这些项目都只是权宜之计，
面对川流不息的重载车辆，这些小
修小补维持不了多久。
实际上，整修萨朗隧道是美军

撤离计划的关键部分。按照五角大

楼的安排，所有撤离工程必须在
$)!*年底完工，累计金额高达 #)

亿美元。具体到隧道改建，负责工程
规划的美军工程师遇到极大挑战。
首先，他们没有设计图。该隧道是苏
联人建的，苏联解体后，已经找不到
当年的设计单位和施工队，所以美
军和阿富汗承包商只能依靠猜测进
行前期准备。其次，按照合同规定，
维修期间还要确保隧道每天开放
!$小时。美国技师布鲁诺·奎里奇
说：“我们必须保证隧道可以通行，
这意味着无论在路上铺什么，都必
须能经受重载车辆碾压，太难了！”

驻阿美军怎么离开？
另据俄罗斯《观点报》报道，美

军运输司令部正加紧运用 ,-,实
施物资和人员转运。目前，约有
+)/的美国及北约军需物资是经
,-,进入乌兹别克斯坦的海拉屯，

再转运到阿富汗。此外，还有一条途
经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
吉克斯坦的 001支线，两线累计单
日运量高达 #2#万个集装箱。

总部设在华盛顿的美国 34,

物流公司透露，未来美军从阿富汗
撤退的陆上通道很可能选择 ,-,

的 001支线。据悉，001支线的咽
喉工程———连接塔吉克斯坦南北的
沙赫里斯坦隧道已经完工，使得
001公路能全天候通行，未来将有
助于美军撤退。而美空军运输司令
部司令麦克纳布则在美国众议院听
证会上表示，美国对利用俄罗斯“符
拉迪沃斯托克5西伯利亚5阿富汗
运输线”感兴趣，美国可以借道俄领
土将物资运往哈萨克斯坦，然后经
乌兹别克斯坦运往阿富汗。麦克纳
布表示，这条线路将欧亚多国联系
在一起，是能够节省大量运费并减
少风险的最佳路线。 张艳明

海外传真

! 巴拉圭士兵使用缴获的高射炮对付玻利维亚的防御工事和机枪掩体

“鸡肋”变“金矿”
查科战争与一块名为“查科”的

土地有关。查科地区东起巴拉圭河，
向西延伸到玻利维亚境内的安第斯
山脉，北接亚马孙盆地，南邻阿根廷
的潘帕斯草原，面积约 $#万平方公
里。查科地区又分为南北两块，南查
科在阿根廷境内，而北查科位于玻
利维亚和巴拉圭之间，面积约 !+万
平方公里。由于西班牙殖民统治时
期对该地区的管辖归属不清，导致
玻利维亚和巴拉圭建国后就对该地
区的主权纠缠不清。不过，尽管两国
一直在北查科归属问题上“口水仗”
不断，但在两国独立后的近百年里
从未因此动武。原因很简单，北查科
干旱缺水、土地贫瘠，既不适宜人类
居住，也不适宜农作物生长，面积广
阔却没有多少经济价值。为了这样
的地方打仗，显然得不偿失。

然而，到了 !%世纪末，情况发
生了变化。!..* 年，智利、玻利维
亚、秘鲁三国爆发“南美太平洋战
争”。战争中，智利击败玻、秘联军。
战败的玻方被迫将唯一的出海口割
让给智利，由海洋国家变成内陆国。
此后，饱受“无海”困扰的玻利维亚
开始致力于“重获出海口”的努力，
北查科的战略价值开始显现———巴
拉圭河流经北查科，如果能取得巴
拉圭河的航行权，就等于拥有一条
新的入海通道。不过，这要求玻利维
亚对北查科实现完全控制。
到了 !%$.年，另一则消息给本

就极为微妙的地区局势火上浇油。
美孚石油公司宣布，在北查科地区
勘探到大量石油储量。原本“鸡肋”
般的贫瘠之地霎时变成“金矿”。巴、
玻两国都对北查科虎视眈眈。对于
这政治动荡、经济落后的玻利维亚
和巴拉圭来说，北查科的“石油”被
视为“通往国家富强的最后道路”，
战争阴云随之密布。

相差悬殊的军力
总的来看，玻利维亚的国力强

于巴拉圭，但出人意料的是，率先动
武的却是巴拉圭。!%$.年 !$月 *

日，巴陆军少校佛朗哥指挥约 *))

人，突然进犯玻利维亚位于北查科
的班加迪亚要塞。该要塞只有 $.名
玻军驻守。仅半小时，要塞陷落，守
军 '人死亡，余部被俘。此事令玻朝

野震怒，很快玻军便展开报复行动。
巴方控制下的洛佩斯要塞、博克龙
要塞先后被攻陷。
两国冲突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

注，当时的国际联盟组建了一个中
立国委员会负责调停。在调解下，两
国剑拔弩张的局面暂时平静，但问
题并未得到解决。看到邻国趁机整
军备武，两国都感到芒刺在背。

!%')年，玻利维亚向英国维克
斯公司订购了大量山炮和机枪、$
辆维克斯 #吨坦克和一批卡登·洛
伊德 6!型坦克（相当于装甲车）。
并且，玻军还从维克斯公司购买了
一批量身定做的战斗机。这种战机
适合高原作战，被命名为“玻利维亚
侦察兵”。此外，玻利维亚还从美、德
等国陆续进口了“霍克”!型、"型
战斗机，寇蒂斯“猎鹰”轰炸7侦察双
翼飞机，以及容克 8"'*运输机等，
玻空军共拥有约 #)架先进战机。
相比之下，由于经济萎靡不振，

巴拉圭无力大肆采购军火，巴军装
备大多是别国的淘汰货，而且数量
也极为有限。据称，当时每 +名巴军
士兵才能分到 !支被阿根廷淘汰的
毛瑟枪。巴空军的战机只有十余架，
不是一战的“收藏品”，就是淘汰货，

作战效能低下。
除了装备差异，两国军队的规

模也相差甚大。巴军仅有 ')))人左
右，而玻军超过万人。既然军力军备
都明显占优，玻国总统的萨拉曼卡
对战胜巴国信心满满。他甚至放出
“*)))人足以扫平查科”的豪言。

“如意算盘”落空
!%'$年 &月，一位玻军少校乘

飞机巡视北查科时，发现一个大湖。
由于北查科炎热干旱，玻、巴两国对
控制当地水源极为重视。一个面积
广阔的湖泊，战略意义重大。
少校向政府报告了这一重大发

现，并很快接到命令：迅速占领该湖
泊。于是，他便带领着一支小分队赶
往湖边。经过 '个星期的艰苦行军，
当他抵达湖边时却沮丧地发现，巴
军已在湖边建起一个有 !)人驻守
的哨所。由于兵力占优，少校决定发
起进攻，这个被巴国称为“皮蒂安图
塔要塞”的哨所很快陷落。

这只是一次不起眼的小冲突，
却引爆了两国的全面战争，查科战
争就此爆发。
战争初期，玻军实力占优，准备

也更为充分，因此在战场上高歌猛

进，连续拿下北查科的科拉莱斯、托
莱多和博克龙等 '座堡垒。萨拉曼
卡于此时暂停攻势，开始积极寻求
国际社会干预。
玻国的“如意算盘”是凭借战场

上的有利局势获取谈判优势，迅速
结束战争，保住胜利果实。然而，在
国际联盟调停过程中，玻方提出的
“必须获得巴拉圭河沿岸港口”的要
求，被巴方一口回绝。同时，巴方还
要求玻方将攻占的堡垒和要塞全数
无条件奉还。双方分歧过大，调停失
败，战争继续。

然而，这次“短暂调停”却给了
巴国喘息的机会。巴国在这段时间
里进行全国动员，兵力急剧膨胀。随
着时间推移，巴军总人数剧增至 #

万人。另一方面，尽管玻军继续大举
推进，甚至一度攻至距巴国首都亚
松森仅 $))公里处，但长达数百公
里的后勤运输线极为脆弱，玻军前
线的物资补给变得困难。双方实力
对比开始发生变化。

南美版“绞肉机”
!%'$年 %月，巴军开始反击。首

要目标就是战略要地———博克龙要
塞。.)))多人的巴军包围该要塞，经
过 $)多天的激烈交火，成功将之占
领，并俘虏 !)))多玻军。随后，巴军
以该要塞为依托，对周边玻军展开攻
势，短短一个多月便横扫敌军 !$座
要塞。玻总统萨拉曼卡不得不走马换
将，任命德国人汉斯·孔特担任玻军
战争总指挥，意图扭转战局。
孔特是一位老派将军，他的上

任并未能改变战局。巴军进攻仍在
继续，战况也越发惨烈，双方不断拉
锯。!%'$年 !$月，巴军进攻萨维德
拉，双方在一块名为“七千米”的开
阔地展开血腥战斗。此战，双方共投
入 $"&万人，依靠堑壕、机枪和重炮
进行混战，阵地上尸横遍野，人称
“凡尔登绞肉机”南美版。由于孔特
指挥失误，草率反击，导致玻军 $个
师被全歼，这处战场也因此得名“血
腥的七千米”。玻军自此一溃千里。
到 !%'$年底，巴军已攻占北查科
')多个据点。在短短半年里，双方
伤亡人敌超过 '万。
到了 !%''年夏天，北查科早晨

阴凉处的气温都高达 '.摄氏度。许
多玻军士兵不能适应环境，非战斗
减员严重。巴军的境况则好得多，巴

拉圭原住民———瓜达尼人长期生活
在查科地区，对气候比较适应。战场
失利加上天气恶劣，玻军大量减员，
前线玻军总数已不足 '万。玻政府
紧急发布动员令，')岁以上的男子
也被要求应征入伍。虽然玻国政府
勉力而为，但玻军却已是强弩之末。
!%'*年 !$月，巴军占领了北查科
绝大部分土地，并将战线推进至玻
国领土。
眼见局势紧急，玻政府再度全

国动员，从 !)多岁的孩童到 #)岁
的老人都被征召，以图决一死战。巴
国此时的日子也不好过，苦战 $年
多的代价极其巨大。另外，战线太长
导致的补给困难同样开始困扰巴
军。由于双方既无实力继续战争，也
无法承受更多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
失，和平成了唯一的出路。!%'&年，
两国在国际社会的调停下停战。

谁是“幕后黑手”
在这场长达 '年的战争中，玻

方战死 .万人，被俘 '万人；巴方战
死 $万人，被俘 ')))人。!)万条生
命逝去的背后，是两国千疮百孔的
经济。由于战争挥霍了巨额的人力
财力，两国在战后物价飞涨，饿殍遍
地，上演了一幕幕人间惨剧。
更为讽刺的是，两国所希望达

成的目标都没有实现。依据停战协
定，巴拉圭获得了战争期间占领的
全部土地，但北查科的“丰富石油”
却踪影未见。玻利维亚虽然取得巴
拉圭河航行权，但没能获得沿河港
口，还进一步丧失领土（主要指原本
在北查科的占领地）。同时，战争结
束后，两国政坛都被军队掌控，陷入
不断政变与动荡之中。
参战国没能得到好处，幕后势

力却获利不浅。为了在战争中取胜，
两国不惜大举借债，仅玻方借债便
高达 $"$.亿美元。作为债权方，美
孚石油公司等跨国企业在战后加深
了对两国经济的控制，而维克斯等
国际军火商更是直接从战争中获取
暴利。另外，阿根廷、美国等国作为
调停核心，借机在南美树立起了威
望。有人评价说，查科战争中的巴、
玻两国更像是他国政治和大国霸权
的牺牲品。 寒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