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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界瞭望

! ! ! !众所周知! 一战的重要诱因是德国和法国在 !"#$年普
法战争中结下的仇恨" 前者要彻底打垮素怀雪耻之心的近
邻!而后者决心收复失地!双方为此进行了长达数十年的军
事准备" 当战争正式爆发之际!迅速完成总动员的德国拿出
秘藏已久的#施利芬计划$!决心用右翼迂回的方式!强行通
过中立国比利时杀进法国北部!在最短时间内攻陷巴黎% 为
此!比利时的列日要塞就成了德军必须踢开的&绊脚石$%

100年前，数十万德军杀进比利时，试图快速夺取交通枢纽列日城———

改变一战历史的列日要塞攻防战

经典战例

欲取巴黎 !先攻列日
! ! ! !按照德军总参谋长小毛奇的设
计，对法国的总攻将采取“底板!转
板”的策略，即以德国、法国、比利时
三国交界的梅斯要塞为旋转轴，在
左翼的阿尔萨斯和洛林地区部署
"#万人充当“底板”，牵制当面的法
军重兵集团，另 "$万军在梅斯一带
作为“转板枢轴”，集中 %$万重兵于
右翼，构成一块强大机动的“转板”，
沿着海边穿越比利时国土，强渡塞
纳河，占领巴黎，继而迂回东北，与
左翼和梅斯集团夹击歼灭法军主力
于法德边境。这项战略的关键在于
德军右翼集团能否在数天内拿下比
利时重要城市———列日（7条铁路
和17条公路交汇于此，人口20余

万，距边境约30千米），从这里搭乘
特快列车前往巴黎只需 &小时。
不过，比利时对于德国的野心

也早有察觉，在 '(世纪的最后 '$

年里花费巨大人力物力修筑列日要
塞，全城周边呈环形布置了 '"座永
备工事（按顺时针方向依次是：1点
钟方向的庞蒂堡、2点钟方向的巴

洪堡、3点钟方向的伊夫革涅堡、4

点钟方向的弗莱龙堡、5点钟方向

的绍德方丹堡、6点钟方向的恩堡、

7点钟方向的邦塞尔堡、8点钟方向

的弗莱梅尔堡、9点钟方向的奥格

涅堡、10点钟方向的隆辛堡、11点

钟方向的兰汀堡、12点钟方向的莱

尔堡），这些堡垒中配备 ")"门各种
口径的火炮，并且密布机枪火力点
和步兵射击孔。
如果从它们与马斯河的相对位

置来看，这些堡垒又分为两块："点
钟到 %点钟的 *个堡垒位于马斯河
西岸，+ 点钟到 ' 点钟的 * 个堡垒
位于东岸。堡垒群均建在城市周边
的小山丘上，最高处海拔 "*$米，最
低处 '&$米。堡垒上设置的射击孔
和火力点射界开阔，可以俯瞰山脚
周边，而自身的位置则相对隐蔽。要
塞之间的火力布置也颇位巧妙，任
何一座要塞遭到攻击时，临近的 "

座要塞都能提供火力援助。

开战前夕，坚守要塞的是比利
时第 &步兵师，由吉拉德·莱曼少将
指挥，该师由 ,个旅及数个其他战
斗团组成，总兵力约 &-*万人。

要塞当道 !重兵遇挫
! ! ! !德国于 +月 &日早上对比利时
宣战。德国马斯河集团军于 ,日 +

时跨过边界，但发现马斯河上的多
数桥梁均被比利时守军摧毁，直到
,日傍晚，德军骑兵才找到了渡河
点。随后，德军步兵、炮兵相继推进，
但当他们进入马斯河西岸的开阔地
时，遭到列日城外 '点钟到 ,点钟
方向上的 ,个堡垒的重炮轰击。

起初，德军试图凭借“人海”战
术发起进攻，但遭到比利时守军机
枪和炮火的密集打击，留下了“尸山

血海”。战至 )日上午，发现苗头不
对的德军统帅埃姆米希放弃了愚蠢
的步兵攻势，改让集团军炮兵出马，
试图以“炮兵进攻，步兵占领”的模
式在 &天内拿下列日东面的 ,座堡
垒。可是，由于马斯河集团军属于轻
装部队，配属的大批中等口径（105
毫米左右）榴弹炮无法撼动比利时
堡垒，少量 ')$毫米重炮却因弹药
供应不上，难以发挥作用。

*日，部分比利时守军打光了
所有弹药，不得不奉命撤离，德军才
拿下了马斯河东岸的一些前沿阵
地，并且开进列日城内。德国报纸一
片沸腾，似乎胜利已唾手可得，但德
军统帅埃姆米希却知道，攻下列日
城不等于攻克列日要塞，仍在抵抗
的城郊堡垒才是难题，必须一个个

地敲打。面对手头少得可怜的重炮，
再看看死伤惨重的部下，埃姆米希
通过鲁登道夫恳请德军总参谋部抽
调预备队支援，“我们需要更多的
‘攻城锤’（大口径重炮）”。经过一番
协调，先是德国第 "集团军的 ,个
"'$毫米臼炮营开了过来，他们所
用的 .'$ 式臼炮可以把 '"$ 千克
的穿甲弹打到 (-,千米外，可以有
效击穿列日堡垒的工事。

+ 日 '& 时至 '* 时，德军的
.'$式 "'$毫米臼炮持续轰击巴洪
堡，坚固的工事被彻底摧毁，守军被
迫挂出白旗，巴洪堡成了列日十二
堡中首个陷落的堡垒。

'$日，德国从奥匈帝国借来了
更凶狠的武器———“斯科达”&$)毫
米臼炮，该炮重 "'吨，使用重达
&+,千克的穿甲弹，可击穿 "米厚
的混凝土墙体，射程 (-*千米。运输
时，“斯科达”臼炮可被分解到 &辆
拖车上；抵达前线后，可在 '小时内
完成组装；这在当时算是非常先进
的武器了。德军把“斯科达”臼炮对
准抵抗最激烈的伊夫革涅堡，据说
它发射的炮弹能摧毁 '$$米范围内
的建筑物。经过长达 "天的不间断
轰击，伊夫革涅堡的守军力竭投降。

巨炮逞凶 !守军投降
! ! ! ! '"日，感到马斯河集团军在列
日拖延太久，德军总参谋部决定把
"门“大贝尔莎”臼炮投入前线，这
也是当时德军可以拿得出手的最大
口径的重炮。
“大贝尔莎”是克虏伯公司研制

的 ,"$毫米口径臼炮，重达 "$$余
吨，炮管长 %米，俯仰角度为 $度到
*)度，射程 '"-)千米。该炮所用炮
弹长 &-*米，每发炮弹用掉的发射
药重约 "$$千克，其中破甲炮弹上
装有延迟引信，能让炮弹穿透目标
内部后爆炸。由于“大贝尔莎”发射
时会产生巨大的后坐力，因此必须
预先浇筑几米厚的混凝土底座，仅
安置炮位就需要 *个小时。该炮搬
运时必须将其分解，各由一台火车
头拖运，运载过程中还必须由工兵

铺设专用铁轨，才能把炮身运到炮
座上，战时则需要 "$$多名炮手。

'&日，德军在庞蒂堡正面首次
动用“大贝尔莎”，第 ",工兵营第 ,

连负责操作。虽然这种巨炮的射击
误差较大，不过凭借装填巨量炸药
的大威力炮弹，却经常能制造出一
些“特殊效果”：例如使交通壕被几
米厚的土块掩埋，或者使射击口和
胸墙被震落的泥土堵死。从那一刻
起，以“大贝尔莎”和“斯科达”为代
表的德军重炮群就向没有投降的比
利时堡垒倾斜弹药，曾经坚固的碉
堡和工事相继被摧毁。到 ')日，德
军面前只剩下比军司令莱曼所在的
隆辛指挥堡和呈犄角之势的奥格涅
堡、弗莱梅尔堡还在抵抗。

')日 '%时 &$分，一发 ,"$毫
米穿甲弹砸穿隆辛堡的顶盖。由于
安装了延时引信，炮弹钻近堡垒内
的最大弹药库后才发生爆炸。弹药
库内的 '"吨军火随即被引爆，一时
间地动山摇，超过百吨重的混凝土
碎块被掀飞到半空，通过射击孔向
外迸射的烈焰如同火山喷发，&)$
名士兵瞬间丧生。随着隆辛堡彻底
失去抵抗能力，德国步兵蜂拥而上，
被震晕的莱曼在一堆残砖碎瓦中被
发现，苏醒后被带到埃姆米希面前，
后者欣赏莱曼的勇气，遂允许其保
留军刀，送往后方调养。
攻陷隆辛堡后，德国人向最后

的两个堡垒派去了劝降使者。数小
时后，守军挂出白旗。历时 '&天的
列日要塞攻防战宣告结束。
比利时守军在这场战役中伤亡

&$$$余人，约 ,$$$人被俘，德军伤
亡超过万人。就全局而言，列日会战
的最大价值在于使德军的推进被迟
滞了 '$余天，依靠这些时间，法军
完成了总动员。而且，比利时人也利
用这段时间破坏了境内的交通设
施，令德军步兵只能依靠高强度的
徒步行军进兵，当他们进入法国境
内时，进攻已成强弩之末。 萧萧

! ! ! !冷战初期，苏联核项目一直是
西方侦察活动的重点，这些活动的
目标集中在铀利用率、高浓缩铀和
钚的产量、核武器制造和管理基础
设施等各个方面。目前，当年西方国
家如何针对苏联开展“核刺探”的文
献被陆续解密，但有关苏联如何阻
止西方刺探的细节却罕有公开。
在斯大林时代，核武器项目被

誉为苏联军事科研战线的“皇冠宝
石”。上世纪 ,$年代，所有苏联核项
目都由深受斯大林信赖的贝利亚领
导的内务部负责。由于斯大林清醒
地认识到没有核武器，就没有苏联
的大国地位，他授权内务部随时调
动一切资源为其服务，当然核计划
的保密工作也必须做到滴水不漏。

'()&年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内
务部的权力受到遏制，但它在苏联
核安全领域的权威无人能够动摇。
为了粉碎西方针对本国核能力的刺

探行动，苏联内务部建立了严密的
防范与欺骗系统，包括监控所有接
触核设施的人员，实施严格防护措
施，时刻强调反情报工作等，这项行
动的代号就是“/012保卫战”。

所谓“/012”就是指分布在莫
斯科和其他公开城市周围的科研院
所，建在 '#座秘密城市里的裂变材
料生产厂和核武器生产厂。大部分
/012位于荒凉的乌拉尔草原和西
伯利亚密林深处，公开发行的苏联
地图上根本找不到这些地方的名
字。即使是在档案局里，/012的名
字也以其相邻城镇的名字加数字后
缀来代替。例如苏联第一座钚加工
厂（今灯塔联合厂）从最初考虑的乌
法河畔改建到奥焦尔斯克科里拉达
斯湖畔，就是出于保密考虑。

除了选址，苏联还为每座 /0!

12划出庞大的隔离带———例如萨
洛夫核工厂的隔离带面积达 "&"平

方千米，那里只允许建试验场和保
障设施，", 小时都有武装卫兵巡
逻。即使在隔离带之外，苏联政府还
要划出大面积的特别控制区，居民
必须获得居住许可才可在此逗留，
并禁止一切外来者入内，即使留宿
一晚也不行。
值得一提的是，所有 /012都

被列入“优先防空”名单，禁止一切
飞行器经过 /012上空。'(*'年 )

月，美国中央情报局飞行员鲍尔斯
驾驶的 34" 侦察机飞越奥焦尔斯
克的 /012设施是唯一的例外，因
为苏联人想抛个“圈套”，他随后在
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今叶卡特琳堡）
被苏军用导弹击落。
为了保密，对 /012的建设者

和厂区员工实施隔离是必须的。为
了控制建筑工人，苏联通常使用刑
期较长的罪犯参与建设。/012完
工后，这些犯人会被送往偏远地区

继续服刑。即便刑满获释后，这些人
也会被安置到北极或中亚地区，直
到几年的脱密期结束。
对参与建设的军人，苏联内务

部也会与之签署为期 ")年的保密
合同，如果违反合同，等待他们的将
是严惩。不过，对于参与核项目的前
纳粹德国和奥地利工程师，苏联内
务部颇感头疼，因为他们最终都会
回国，西方间谍也肯定会与之接触。
于是，苏联内务部尽量把他们集中
到自己掌管下的实验中心，尽量不
让他们直接参与核武器研发，而且
要求他们在回国之前必须经过两年
的脱密期。
投入使用的 /012需要数以万

计的工人和技师，这些人都经过苏
联各地党组织乃至苏共中央和部长
会议的严密筛选。通常，苏联采取双
重筛选法，即由项目主管推荐，然后
由内务部对被推荐者进行背景审

查。/012的“新居民”到来后，首先
需要学习保密条例并签署保密协
议，协议禁止他们对外泄露有关工
作地点的信息，甚至包括可能透露
设施位置的地貌特征。/012员工
的所有对外联系都受到审查，安全
机构还鼓励员工减少与外界联络。
不过，随着 '()&年斯大林死后

苏联政治生活有所缓和，有关 /0!

12的保密规定也出现了一些人性
化的松动。从 '(),年起，经内务部
官员许可，/012 主管人员有权批
准单个员工外出休假、就医或进修，
不过自愿原地休假的员工可获得高
达 )$5的月薪奖励，并且所有外出
者必须遵守上报的行程路线。从
'()% 年起，/012 内部才开始下发
空白的外出假条，所有居民均可手
持假条选择任意一天休假外出，因
为到此时，苏联对西方的核威慑已
初具规模。 张亦驰

! 1914年8月，进入比利时列日城的德国马斯河集团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