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阿富汗反苏“圣战者”，坐在前排右侧的是一名美国前陆军上校

“假目标”战术，二战期间屡建奇功

经典战例

经过 10余年的痛苦
鏖战，美国和北约联军即将
撤离阿富汗。阿富汗总统卡
尔扎伊能否独立支撑下去，
不被东山再起的塔利班打
倒，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
点。要知道当初在阿富汗征
战 10年的苏联也曾扶植
起以纳吉布拉为首的人民
民主党政权，甚至助其打赢
了至关重要的贾拉拉巴德
战役。可是随着苏联停止军
援，纳吉布拉政府很快就被
推翻了。之后，阿富汗落入
了塔利班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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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界瞭望
1989年1月，美国支持反苏武装向巴阿边境的贾拉拉巴德发起攻击———

苏联军事援助重创阿富汗“圣战者”
作战背景

!"世纪 #"年代末，深陷阿富
汗战争泥潭的苏联急欲脱身，戈尔
巴乔夫希望“快刀斩乱麻”，在撤出
苏军的同时，让亲苏的阿富汗人民
民主党政权尽快独立承担防务。
$%##年，苏联匆忙颁布撤军计划，
承诺 %个月内完成撤军。
苏军撤退让得到美国支持的反

苏“圣战者”兴奋异常。$%##年底，
七大反苏组织领袖在巴基斯坦白沙
瓦举行会议，在美国中情局的协助
下，各方达成协议，决心在次年初发
动决定性战役，首先拿下阿巴边境
的咽喉城市贾拉拉巴德，然后跟着
苏军撤退的步伐一路北进，直到拿
下喀布尔，推翻人民民主党政府。当
时“圣战者”领袖希克马蒂亚尔乐观
地估计，阿富汗政府军会望风而降，
“两个月内，总统府就要换主人了。”

“圣战者”如此自信是有理由
的，在过去的 #年中，他们主要与强
大的苏军交战，区区几千名阿富汗
政府军则完全不被放在眼中。况且，
贾拉拉巴德的城防工事有一多半没
修好（许多碉堡只修了墙，却没建顶
盖），而从巴基斯坦出发的“圣战者”
有 !&'万人之多，他们还获得了美
国提供的重炮、火箭筒和大量皮卡、
骆驼，而且他们距巴境内的后勤基
地也不远，“进可攻，退可守”。

作战经过
$%#%年 $月 $!日，贾拉拉巴

德战役正式打响，以雇佣兵为核心
的“圣战者”旗开得胜，攻占了该城
南方边境公路边 $(个哨所中的 $!

个，所有通向城内的道路都被封锁，
部署在城市外围的阿军第 $$步兵
师非死即降，师长巴拉克扎伊少将
也被“圣战者”间谍暗杀。之后，“圣
战者”不断向城内倾泻炮弹和火箭
弹，昔日美丽的城市沦为恐怖的坟
茔地。从当时的情况看，阿守军只有
)$**多人，他们困守孤城，剩余的
粮食弹药难以支撑一周战斗。

危急时刻 紧急扩军
局势危急，深感焦虑的纳吉布

拉总统采取雷霆行动，迅速改组国
防部、内务部和国家安全部三大武
装系统，确定自己的垂直指挥关系。
纳吉布拉还接受仍继续工作的苏军
总参谋部驻阿作战指挥组组长瓦连
尼科夫大将的建议，组建战略预备
队，充当填补战场缺口的“撒手锏”。

与此同时，纳吉布拉不顾苏联顾问
的抗议，以近乎抢劫的姿态征用驻
阿苏军的军事装备。事实上，纳吉布
拉敢这么干，就是抓住了苏联仍需
要其抵抗“圣战者”的心理。
就在贾拉拉巴德战役打得最激

烈的时候，纳吉布拉把政府军扩编
到了 )*余万，并全部装备与苏军一
样的武器。不过，接下来的局面变得
滑稽起来：苏联提供的武器越来越
多，可是阿军装备程度却越来越低，
原因是适合操作精密武器的人手不
够，许多武器只能闲置在仓库里，甚
至露天堆放。即便如此，阿富汗人的
索取依然没有止境。阿国防部长塔
奈和国家安全部长亚库比一起跑到
莫斯科，提出高达 $!亿卢布的武器
援助要求。更不可思议的是，戈尔巴
乔夫居然全都应承了下来。

“像男子汉一样战斗”
整个阿富汗是在惊恐中进入

$%#%年的，$月 $!日至 $'日的贾
拉拉巴德外围战，以政府军的大败
亏输告终，贾拉拉巴德与喀布尔的
陆地联系完全中断。代理城防司令
贾马利打电话给纳吉布拉：“如果
+#小时内得不到援助，我们将炸毁
武器库，然后向敌人投降。”
纳吉布拉也马上向苏联提出最

后通牒：“我们已经全力以赴，如果
莫斯科还需要我们，那么至少要帮
我们把部队送进贾拉拉巴德，那里
是我们双方共同的‘斯大林格勒’！”
正忙着撤军的苏联终于还是为

阿政府军提供了援助。从 $月 $(日
至 !+日，苏联航空兵向贾拉拉巴德

密集运送 )***吨面粉，外加 !'**

吨军火和 !*套大型军事器材，援兵
更是不计其数。
到 !月 $'日，也就是最后一名

苏军离开阿富汗之时，阿政府军在
贾拉拉巴德前线已集结了近 #***

人，初步建立起完整的战线。尤其是
在 !月初的一次战斗中，政府军主
动出击，夺回被“圣战者”占领的拉
格曼谷地出口。“圣战者”从巴基斯
坦获得补给的通道受到了威胁。

尽管政府军一度勇敢起来，但
时间一长，各种老毛病又犯了，特别
是“山头主义”让各部队充满了“保
存实力，让别人去死”的心态。当时
尚在城里的苏联顾问加列耶夫发
现，区区 #***人的政府军却分成正
规军、内务部队和安全部队三大块，
经常出现属于不同系统的 !*,)"

人驻守同一地段，另一处阵地却空
无一人的情况。
为了守住城市，加列耶夫做出

了巨大努力，他请求阿富汗空军和
远程炮兵的帮助，先用密集的轰炸
和炮击将处于进攻准备阶段的敌人
击溃，同时抓住时间空档全力加固
工事和运送物资。由于陆地交通被
切断，守军所需的弹药、燃料和食品
全部依靠空投。政府军曾试图打通
陆路通道，但援兵始终被“圣战者”
远远地挡在城外。
据当时身处贾拉拉巴德的苏联

记者弗拉基米尔·斯诺格里洛夫回
忆，阿政府军“像男子汉一样”拼死
抵住“圣战者”一轮接一轮的猛攻，
尽管陷入重围，但政府军将领们不
顾危险，与士兵一起守在战壕里。

再看“圣战者”方面，虽然他们
也不断得到武器支援，但这些习惯
游击的武装分子对攻坚战完全没有
经验，往往在密集火力面前碰得头破
血流。攻城受挫的“圣战者”转而在
多个省展开无差别炮击袭扰，尤其
是马苏德领导的游击队完全切断了
海拉屯,喀布尔交通线在南萨兰戈
的部分通道，试图牵制住政府军的
机动兵力，将贾拉拉巴德守军困死。

距离胜利仅一步之遥
随着贾拉拉巴德战场出现相持

不下的局面，“圣战者”联盟便通过
沙特、阿联酋等国向美国求助。美国
向苏联发出照会，指责其暗中军援
纳吉布拉，威胁要克扣对苏联的粮
食贷款。无奈之下，戈尔巴乔夫指示
国防部在 !月中旬停止供应武器。
阿富汗政府军不得不启用之前储备
的三个月应急物资。然而，“坐吃山
空”是无法持久的，尤其是前线的阿
军根本不讲武器开火程序和弹药消
耗定额，他们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是：“敌人对着我们倾泻炮弹，我们
还有什么定额可讲？”这一论调使弹
药消耗达到了可怕的地步。

)月上旬，实在支撑不下去的
纳吉布拉呼吁苏联立即恢复援助，
尤其是加强贾拉拉巴德方向的防御
力量。)月 -!日，苏联决定恢复军
援，责成国防部组建 .支车队，每队
由 $**辆军用卡车组成，还动用运
输机建立从塔什干到喀布尔的空中
走廊，紧急调运军火，特别是几千套
“什米尔”单兵云爆弹送抵贾拉拉巴
德，顿时让那里的形势发生逆转。

)月 $'日，阿政府军还动用苏
联帮助组建的一个 /,)** 战术导
弹营对“圣战者”基地和聚集地实施
“斩首”。有意思的是，起先没见过市
面的“圣战者”把来袭导弹当成某种
娱乐演出，他们兴奋地观看导弹在
天空中划出的弹道，但最初的快乐
过后，他们清醒过来———导弹会要
了自己的命。

)月底，阿政府军逐渐掌握了
战场节奏，突入城内的“圣战者”被
逐渐肃清，而来自空军的苏,$(轰
炸机和苏联民航的安,$!、伊尔,(.

运输机的支援，让政府军能够以火
力优势，粉碎“圣战者”的任何集团
式进攻。

+月初，贾拉拉巴德战役基本
宣告结束。政府军守住了阵地，还击
毙了 +'**余名“圣战者”。纳吉布拉
不失时机地展开宣传攻势，宣布政
府军从 +月 .日起停火，共度宗教
斋月。他还约见了几个省的部落长
老和宗教人士，阐明苏联撤军后，大
家没有理由继续“圣战”了，号召全
体民众支持民族和解政策。看起来，
纳吉布拉离胜利仅一步之遥了。

战后余波
“圣战者”没能拿下贾拉拉巴

德，引起美国的焦虑，倘若纳吉布拉
政权扛过“圣战者”的武装进攻，巩
固了自己的地位，那么“圣战者”就
失去了觊觎政权的机会，这是美国
及其盟友不愿看到的。

'月 $'日，“圣战者”首脑穆贾
迪迪回绝了召开国际会议调解阿富
汗局势的建议。阿富汗局势陷入僵
持，政府军虽然将“圣战者”限制在
一些隔离区域内，但双方均没有短
期内吃掉对方的军事实力，又无法
找到政治解决方式。
真正改变阿富汗命运的事件发

生在 $%%$年 $$月，苏联同美国达
成协议，自 $%%!年 $月 $日起，双
方同步停止对纳吉布拉政权和“圣
战者”的军事援助。这份貌似公允的
协议实际上只对“圣战者”有利，因
为当时沙特、埃及乃至伊朗都在援
助“圣战者”，而纳吉布拉政权只能
从苏联得到支持。终止军援的声明
一经发布，喀布尔顿时陷入恐慌。
$%%!年 +月，得到外部势力支持的
“圣战者”占领喀布尔，阿富汗进入
了新的时代。 秦鸥

! ! ! !侦察和反侦察似乎是人类战争
永恒的话题，而自从一战时期侦察
机普及之后，战场上几乎就没什么
秘密可以被隐藏起来了。为了躲避
敌方的空中侦察，人们想出了各种
办法，比较可行的有两大类：其一就
是“躲”和“藏”；其二则是用“假目
标”混淆视听。而这第二招在二战期
间更是被用得花样翻新。
二战时期的空中侦察，依靠的

还是飞行员的肉眼和光学相机。飞
行员观察地面目标时往往只是凭
“感觉”，即使用相机拍摄了目标照
片，事后判读依然极为困难。如果用
一些廉价材料，制作出假军事设施，
就可能让敌方做出错误判断。不仅
可以诱使敌方在假目标上虚耗人力

和物力，而且可以诱杀来袭的敌人。
日军偷袭珍珠港后，美国军方

认为日军很有可能会攻击美国西海
岸。为了应对这种潜在威胁，美军在
加利福尼亚州临近海岸的一些机场
上搭建了大量假飞机，制造出有“庞
大重型轰炸机部队”集结的假象。不
过一段时间之后，美国发觉日本没
有进攻其本土的实力和意图，也就
不再热衷于在沿海地区造假了。
在“飞虎队”投入中国抗日战场

后，中国人民曾应这些外国友人的
要求，用木头和竹子制成不少假的
0,+*1战斗机，结果让日寇大吃一
惊。日军情报部门最初的侦察报告
显示：进驻中国战区的 0,+*1超过
了 $***架！这让日本人在担忧之

余，一度不敢轻举妄动。
在大西洋的另一侧，英国人从

战争开始就在使用假目标欺骗德国
人。英国空军甚至组建了由约翰·特
纳上校领导的假目标部队。这支被
称作“特纳分部”的部队把造假工作
干得极为专业：动用了电影公司的
专业道具和布景人员。他们制作的
假目标种类繁多，可以拼凑成几可
乱真的假机场，英国人把这样的假
机场布置在真机场或工厂附近。这
些假目标让德国空军耗费了大量弹
药，也让德军飞行员筋疲力尽。
值得一提的是，喜欢钻研细节

的日本人也制作过不少假目标。在
太平洋岛屿攻防战期间，日军就经
常在岩石上绘制飞机轮廓，然后把

它放在棚子里，有时还会把石头略
加雕琢。这些“石头飞机”迷惑了许
多盟军飞行员。此外，日军还用圆木
搭建“假高炮”，用木头和树叶造“假
坦克”，迫使美军因调派更多重武器
而推迟登陆战。可惜的是，拥有火力
优势和物资优势的美军往往不管真
假，一通密集炸弹和炮弹就把真目
标和假目标全部炸掉。
时至今日，尽管现代航空侦察

技术已今非昔比，但假目标仍然有
着用武之地。大体而言，现代假目标
有充气类和框架类两种：前者实际
上就是具有特殊形状的气囊，在充
气后能模拟坦克、车辆、飞机、火炮
等装备的外形；后者则是利用高分
子薄膜材料和金属骨架构成，制作

简便，但仿真效果略逊。在现代技术
的支持下，现代假目标不仅具有与
真装备相似的目视外观，其对红外
信号的反射特性也和真家伙相差无
几。必要时，假目标还可以装上专用
的雷达反射器，给敌方的探测雷达
造成足以乱真的反射回波信号。此
外，还可以给假目标安装红外热源，
迷惑敌方的被动红外探测设备。
瑞典一家专门制造假目标的公

司曾在广告中说：“我们制造的‘喷
气式飞机’每被击中一次，就会为您
节省数百万美元。”实际上，假目标
可以有效保护真正的高价值设备，
诱使敌方做出错误判断，使己方获
得战术上乃至战略上的积极效果，
这才是假目标的真正价值。 唐炯

史海钩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