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美军游骑兵隐蔽靠近日军设在菲律宾甲万那端的战俘营

冷战期间，美军打造末日堡垒应对核战史海钩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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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界瞭望
1945年初，驻扎菲律宾的日军困兽犹斗，盟军战俘面临生死危机———

美军游骑兵突袭甲万那端战俘营
“游骑兵，打前锋！”这

是二战期间美军一支精英
部队———“游骑兵”的口号。
这是一种强调快速游击、深
入敌后和独立作战的轻步
兵部队。在二战末期，在美
军向日本本土推进的过程
中，美军游骑兵就承担了一
系列急难险重的任务，其中
1945年初突袭菲律宾甲
万那端战俘营，解救 511
名盟军俘虏的战例至今仍
是特种作战的典范。

作战背景
受英国“哥曼德”特种部队成功

在欧洲纳粹占领区实施突袭的影
响，美国陆军在 !"#$年也成立了类
似部队———游骑兵，专门从基层部
队选拔精英士兵，用于战场侦察、敌
后渗透和破袭任务。当时美军共有
%个游骑兵营，分别被命名为第 &

至 %营，其中第 %营就投入了太平
洋战场对日作战。

&"'(年 &月，美军已经打进菲
律宾，距日本本土也是咫尺之遥，困
兽犹斗的日本法西斯妄图依靠“焦
土抵抗”，延缓美军的推进速度，在
占领区内大搞杀光、烧光、抢光的
“三光”政策，也让身陷囹圄的盟军
战俘面临生死危机。得到情报后，盟
军西南太平洋战区总司令麦克阿瑟
决定派遣第 %游骑兵营，以“虎口拔
牙”的方式拯救盟军战俘，其中日军
关押盟军战俘最多的菲律宾甲万那
端战俘营是重点突击对象。
通过战前调查，美军发现甲万

那端战俘营至吕宋岛中部城市卡布
的公路南侧，正面围墙长约 %))*

+))米，外面设有 ,道铁丝网，战俘
营内部也被铁丝网分隔成几部分，
战俘被囚禁在战俘营西北角的建筑
内。正门入口处有一扇上锁铁门，此
外还有 ,个 '米高的哨塔和 &座碉
堡，战俘营里停有 '辆坦克和 $辆
卡车。战俘营处在日军两个师团防
区的交界位置，附近有日军机场和
炮兵阵地，行动稍有迟缓就会遭到
日军重兵夹击。
为了执行这次任务，游骑兵第

% 营派出 + 名军官和 &$) 名士兵，
分别是普林斯上尉率领的 -连、莫
菲中尉率领的 .连第 /排、游骑兵
的两个小组，以及第 +,/信号勤务
营的 '名联络军官。营长穆西中校
向游骑兵们反复强调：作战目标是
尽可能救走更多战俘，而不是杀敌。

作战过程
&月 /+日凌晨，参与突袭的美

军游骑兵从距战俘营约 &))公里的
吉姆巴出发，在当地游击队向导的
引领下快速急进。按照穆西的指令，
游骑兵们穿着普通的迷彩服，不佩
带任何军兵种标志和军衔标志，步
枪手携带 0&加兰德半自动步枪或
0& 卡宾枪，机枪班携带勃朗宁
123自动步枪，大部分军官都携带
&支 0&汤普森冲锋枪和 &支大口

径手枪。另外，所有人都随身带 &把
军刀和至少 /个手雷。/"日 %时，
美军抵达战俘营东北约 &)千米的
巴林卡林，并与当地人帕尤塔带领
的游击队汇合，获得了 ")名武装人
员和 &%)名后勤人员。

细究情报，谨慎策划
帕尤塔通报了战俘营周边的最

新动态———最近又有 4))) 余名日
军在战俘营以北 4千米处的卡布河
扎营。这些情报使穆西变得谨慎，决
定推迟营救行动。不过，求战心切的
游击队却希望尽快行动。经过协商，
穆西决定让游击队负责全面警戒，
并收集运送运输用的牛车和食物。

&月 4)日 &%时，游骑兵在游
击队的掩护下，向战俘营靠近。按计
划，游骑兵将在黄昏时分发起攻击，
具体计划是：

! 一部分游击队在公路和战
俘营西南方 +))米处设置路障，阻
止甲万那端城内的日军增援。另一
部分游击队在战俘营东北 4))米处
的卡布河公路桥上设置路障，阻止
卡布城的日军增援。同时，游击队还
要及时切断战俘营的对外电话线。

! .连 /排派出 %人小队，由
怀特上士带领，携带巴祖卡火箭筒，
协助游击队打击日军坦克。

! . 连 / 排负责消灭战俘营
后门的守卫，同时分派 %个人摧毁
东北角的碉堡，并阻止其他日军冲
进囚禁战俘的建筑。

! 由欧康纳中尉率领 - 连 &

排冲开前门，并消灭岗哨守卫。具体
安排是：由延森上士带领 &班消灭
门口和警卫室的守卫，占领入口；布
里宙斯中士带领 /班隔着铁丝网向

敌人开火，进行火力掩护；斯图尔特
上士带领机枪班跟在 &班后面穿过
大门，之后移动到 &班右侧用火箭
筒摧毁停有坦克和卡车的建筑；机
枪班进入后，/ 班穿过大门向战俘
营右侧机动，阻止残敌逃跑。

! 由施密特中尉率领的 -连
/排紧随 &排进入战俘营，营救被
囚战俘。具体安排是：哈里斯上士带
领 &班向战俘所在地靠拢，并配合
.连 /排向碉堡开火；巴特勒上士
带领 /班向战俘所在地右侧移动，
阻止日军靠近战俘；斯特恩上士带
领机枪班在进攻之初担任预备队，
之后引导战俘通过大门向北撤离。

! 待所有战俘撤出并到达安
全地区后，普林斯上尉发射 &颗红
色信号弹通知其余游骑兵撤退；当
美军和战俘撤至战俘营 &千米之外
后，普林斯发射第 /颗信号弹通知
游击队撤退；之后，游击队负责后方
和侧翼掩护。为了吸引战俘营守军
的注意力，以便突袭，穆西还用电台
呼叫 &架美军飞机在攻击发起前到
战俘营上空盘旋。

飞机诱敌，隐蔽潜入
&月 4)日 &+时 ')分，一架美

军 5*%& 型战机飞抵战俘营上空，
并在 &))米的高度盘旋多次，吸引
了战俘营内大部分日军的注意力。
/(分钟后，普林斯带领的 -连 &排
/排隐蔽靠近战俘营大门，墨菲带
领的 .连 /排也到达一条 /米深的
排水沟里，这条水沟与战俘营东面
围栏平行，相距约 ()米。之后，游骑
兵们继续隐蔽前进，在哨塔和碉堡
对面占据有利位置。&"时 /(分，.
连 /排在后门附近全部进入战位。

按计划墨菲应在 &"时 4)分发
起攻击，但为了确定部下确实准备
充分并处于安全位置，墨菲又派出
几个队员检查各班位置，这些工作
使攻击发起时间延迟了 &(分钟。

&"时 '(分，墨菲用自己的步
枪向最近一处日军营房开火，这就
是约定的进攻信号。听到枪声，.连
开始从东墙外投掷手榴弹，卡宾枪、
步枪、机枪和枪榴弹同时开火，集中
打击碉堡和哨塔，只用了 4)秒，日
军所有哨塔、兵舍和碉堡都被摧毁。

游骑兵进攻战俘营的同时，游
击队也对卡布河对岸不到 4))米处
的日军野外营地实施攻击。日军很
快展开反攻，但由于游击队占据有
利地形，日军伤亡惨重却难有进展。
帕尤塔的队员还用火箭筒击毁日军
/辆坦克和 &辆卡车。

猛冲猛打，快速撤离
游骑兵们的火力在战俘营里掀

起了一场风暴。-连的理查森迅速
用大口径手枪打掉大门上的锁，/
名日军被理查森和一等兵普罗文彻
击毙。大门打开后，延森上士带领 &

排 &班冲进战俘营，在延森右侧，布
里宙斯中士带领 / 班迅速穿过道
路，为 &班提供火力支援。斯图尔特
上士带领的机枪班快速跟进，推进
4))米后在战俘营中心地带用火箭
筒击毁 /辆卡车和 &辆坦克。战斗
按计划进行，美军无一伤亡。
攻击持续 &/分钟后，日军的有

组织抵抗就被基本瓦解，只剩下零
星枪声，游骑兵们开始引导战俘撤
出战俘营。不幸的是，此时首例伤亡
出现了。一具日军掷弹筒向营地大
门方向发射了 4枚榴弹，包括指挥

官朗萨维尔和外科医生费希尔上尉
在内的 %名美军受伤。其中，费希尔
伤势严重，很快就奄奄一息。

在游骑兵掩护战俘撤退时，一
架美军 5*%& 飞机再次赶来支援，
在圣何塞到甲万那端城上空对日军
目标实施低空扫射，打散了部分日
军，并摧毁了日军设立的路障。至
此，美军的所有攻击行动结束。

有惊无险，牛车建功
作为一次成功的秘密潜入突袭

行动，游骑兵们还未完成最终的使
命，他们必须将获救战俘送到安全
位置。当地游击队准备的牛车发挥
了重要作用，沿途不断有新的牛车
赶来协助，牛车数量很快达到 ')

辆，车队长达 &)))余米。获救战俘
在游骑兵的保护下，乘坐牛车，以尽
可能快的速度向巴林加林撤退。

回撤途中，最危险的时刻是 &

月 4&日 /时经卡宜穿越黎刹公路
的时候。由于公路对面的地形十分
复杂，车队不能直接穿越，必须先沿
着公路向南行进 &)))余米后才能
穿过。车队拉得很长，所以通过的时
候将有三分之二的牛车暴露在公路
上。欧康纳中尉带领的 -连 &排担
任安全警戒，& 班携带火箭筒在车
队经过的路口东北 '))米处设置路
障，/ 班则在路口南侧 4)) 米处设
置路障。幸运的是，在穿越公路的过
程中，没有日军经过这段公路。车队
用了一个小时，直到 '时 4)分才全
部通过公路。&&时左右，穆西终于
和美军第 %集团军的侦察队相遇。&
小时后，获救的战俘们已经躺在吉
姆巴的第 "/救护医院里了，至此游
骑兵们的营救任务胜利完成。

作战评价
突袭甲万那端战俘营是一次

“教科书”式的战术胜利。美军游骑
兵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了详细的作战
计划，在游击队的支援下，以 &人阵
亡的代价，救出 (&&名盟军战俘，毙
伤日军 (/)余人。麦克阿瑟称赞此
次突袭相当杰出，“为所有相关人员
赢得了崇高荣誉”。他还代表美国政
府授予穆西杰出服务十字勋章，授
予所有参加行动的军官银星奖章，
授予所有士兵铜星奖章，授予所有
游击队员铜星奖章。 萧萧

! ! ! !上世纪 ()年代，随着冷战形势
的不断恶化，人们对核灾难、世界末
日等的内心恐惧迅速蔓延。这种形
势下，美国军方紧急召集各方面的
技术人才，绞尽脑汁研究出了一项
基于计算机网络的防空指挥系统，
以便在遭到核打击后继续指挥部队
作战。与此同步的是，美军还为该计
划专门修建了一种核掩体。

核威胁催生“赛格”
为了在遭受苏联核打击的情况

下，继续汇总和综合分析来自不同
地点搜集到的雷达信息，指挥部队
作战，当时的北美防空联合司令部
提议在美国本土北部和加拿大境内
建设一种以计算机网络为中心的半
自动地面防空警备系统，其英文缩

写为“6278”（音译为“赛格”）。
“赛格”系统的研制始于 &"(&

年，由麻省理工学院林肯实验室负
责。“赛格”系统的工程建设则由麻
省理工学院和 910公司负责。根据
设计，该系统分为 &:个防区，每个
防区的指挥中心装备 $ 台 910 计
算机，通过通信线路连接防区内各
雷达站、机场、防空导弹和高射炮阵
地，形成一个联机系统。由计算机程
序辅助指挥员决策，自动引导飞机
和导弹进行拦截作战。这个系统于
!"%,年建成，被认为是计算机技术
和通信技术结合的先驱。

在“赛格”系统中，美国在加拿
大边境地带部署了警戒雷达，在北
美防空司令部的信息处理中心装备
了数台大型计算机。警戒雷达将天

空中飞机目标的方位、距离和高度
等信息通过雷达录取设备自动录取
下来，并转换成数字信号，然后通过
数据通信设备传送到北美防空司令
部的信息处理中心；大型计算机自
动接收这些信息，并经过加工处理
计算出飞机的航向、航速和飞行的
瞬时位置，还可以判断其是否为入
侵的敌机，并将这些信息迅速传递
到空军和高炮部队，使它们有足够
的时间做好战斗准备。

核掩体只是“幻想”
根据“赛格”系统项目的设计要

求，必须依靠大量精通电子学、通信
学的技术人员，才能正确操作这个
复杂的计算机系统，应对可能的核
威胁。这就涉及到这些人员工作环

境的需求问题。供这些技术人员使
用的建筑必须能在敌人发起核轰炸
的情况下，对人员起到核防护的作
用。根据这种需求，作为“赛格”系统
的一部分，美军核掩体就此应运而
生。组成美军“赛格”系统的各个防
区和雷达站等工作站全都是设置在
多个核掩体中。一个典型的核掩体
可以为 !))人提供战时庇护。美国
国会图书馆称这种核掩体是“冷战
时期最重要、最特别的建筑”。
美军修建的这种核掩体分为地

面和地下两部分。这些建筑的地面
部分外观非常普通，毫不起眼，但在
地下却拥有大量通道和房间。不过，
虽然美军宣称这种建筑能够起到核
防护的决定性作用，但里面的生活
设施极其简陋，只能达到最基本的

生存需求，没有任何舒适性可言。如
果一个正常人长期生活、工作在里
面，那种与世隔绝的生活绝对是难
以想象的。更糟糕的是，这些建筑防
御核辐射的能力究竟如何，一直没
有得到事实的检验和证实。
由于美国政府发誓称，居住在

这样的掩体里，可以毫发无损地躲
过任何一场核战争，许多美国私营
机构和富豪纷纷掏钱，修建了大量
相似的“末日堡垒”。不过，后来有科
学家指出，这些核掩体其实并不能
为里面的人提供任何实质意义上的
保护，所谓的“赛格”项目只是一份
用来欺骗民众的“幻想文件”。在当
时的国际形势下，美国政府借助这
样的掩体和项目计划，给予民众一
种自欺欺人的心理安慰。 唐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