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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步兵如何打落飞机（下） ! 白孟宸

! ! ! !不过，在抗战初期，八路军和新四军在
遭遇敌机时，竟然会无组织地自发射击，结
果使部队暴露行踪，同时浪费了宝贵的弹
药。所以，我们可以说，中国军民的防空知
识，并不是来自于系统的传授，而是在战争
实践中一点点摸索出来的。实际上，到了朝
鲜战争战场上，美国空军曾发现中国人民
志愿军对于在敌军控制制空权的战区，如
何进行预警、疏散、隐蔽和伪装，似乎有着
极为丰富的经验。后来美军经过研究发现，
志愿军早已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的防
空经验，进行了系统总结，并且制成教材发
到各部队。

那么，对于一支缺乏制式对空射击武
器的步兵部队，应该怎么样进行防空作战
呢？八路军和新四军，首先考虑的是两个问
题，第一，尽量获得更先进更有效的对空射
击武器，第二，建立有效的对空预警体系。
早在 !"#" 年以前，中国的抗日军民就已经
在琢磨着利用手中现有的装备改装对空射
击武器。在这方面，陕甘宁边区做的最为出
色。!"$% 年 && 月，延安兵工厂完成了两挺
改装高射机枪的制造。与此同时，大部分的
敌后根据地还没有建立起成系统的军事工
业，不可能自行制造和改造高射机枪。但
是，无论是延安，还是其他各敌后根据地，
到 &"$" 年左右，已经开始总结防空作战经
验，发动群众参与到防空预警工作中来，利
用消息树、消息烟和敲钟敲锣等方式，代替
防空警报，最大程度为疏散和隐蔽争取时
间。当时在延安宝塔山和清凉山上的古钟，
都被征用作为“警报钟”使用。

因此，到 &"$"年，八路军和新四军虽
然缺乏专用的防空武器，但是已经建立了
一套较为有效的防空预警体系，这套体系
的反应速度和可靠性，甚至不亚于国民政
府在 &"'( 年后通过有线电话和无线电话
武装起来的防空瞭望网络。下一步，各部队

开始普及防空知识，这些知识，既包括在敌
机来袭时如何疏散、隐蔽和伪装，也包括通
过声音来判断来袭敌机的类型。笔者曾经
听一位老八路聊过，雷鸣的是运输机，声音
忽高忽低的是战斗机，轰炸机的声音平稳
而厚重。另外，这位老八路还提到有一个脑
袋的（单发机）飞得低，但是比较快，而且火

力猛，有三个脑袋的（双发机）很可能会扔
大炸弹等。普通官兵和百姓在了解了这些
知识后，能够较好地辨别来袭敌机。

当时的部队，大多系统地总结了面对
敌机，如何进行伪装。从最简单地在身上捆
扎天然植被，到利用浅沟吸引敌机注意，使
其不能找到真正的堑壕等。笔者曾听一位
老兵讲过，他们附近有日军的机场，日军飞
机经常四处侦察袭扰，于是八路军的指挥
员就派出几名战士，将多个稻草人搬到远
离部队阵地的无人山头，再套上醒目的白
布，冒充观察哨。结果日机经常对那座山头
狂轰滥炸，徒然浪费弹药。这些欺骗敌人掩
护自己的手段，日后在朝鲜战场上，也有效
地帮助志愿军在美军飞机眼皮底下隐蔽甚
至行军。

打飞机也有讲究
我们再来聊一聊如何进行对空射击。

实际上，在抗日战争时期，无论是八路军还
是新四军，或者是国民党军，都没有形成一
套全军整齐划一的对空射击操典。这主要
是因为各战区敌我强弱对比不同，各部队
弹药和装备请况不同。一般而言，中国步兵
部队，极少使用重机枪进行对空射击，虽然
无论是中国制造的民国 )' 年式，还是日军
的九二式重机枪，都有专门的对空射击模
式，但由于重机枪收放不易，转移困难，因
此中国军队反而喜欢集中轻机枪和步枪，
利用其便于隐蔽的特点，对日军飞机进行
突然袭击。

步兵使用步枪和轻机枪打飞机，首先
需要寻找合适的战场，这主要是为了利用
地形降低日军飞机的机动性，便于预先瞄
准。其次必须集中相当的武器。当时八路军
部队，如果下定决心准备打击日机，必定会
集中一个排以上的射击好手，再集中三挺
甚至更多的机枪，组成一道拦阻射击网。所

谓拦阻射击，是对空射击两种办法的其中
一种，即预先瞄准敌机航线上的某一点，当
敌机到达时同时射击。既然是预先瞄准，就
需要计算提前量。根据测算，三八式步枪对
空射击时，在敌机和枪口距离在 !(( 米时，
瞄准点距敌机现在位置应该在两个机身长
左右。如果敌机和枪口距离提高到 *((米，
那么就必须预留 ' 个机身长的距离。而对
于步兵而言，敌机和枪口的距离，只能通过
目测或者耳听的方式。曾有一名老兵向笔
者介绍，如果能看清日机驾驶员的脸，那么
敌我距离约 &(( 米，在 +(( 米距离上，能够
明显的辨别机身机头等。但是这种测距方
式的误差可能在几十米左右，加上射击提
前量也会有误差，这就导致了单兵对空射
击的命中率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即便组成
对空拦阻射击网，能够命中敌机的可能也
是微乎其微的。

当然，笔者曾根据战报统计过中国军
队地面防空作战的战果情况。国民党方面，
专业高炮部队从 &"$%年到 &"'& 年，累计击
落 &,架日本飞机。而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步
兵部队，在官方战报中共击落了 &' 架日本
飞机。由此可见，只要步兵部队准备充分，
组织有效，还是有可能使用步枪和轻机枪
对敌机造成打击的。

最后，再聊几句偏门的对空射击武器。
在近年来的抗战影视剧中，曾出现过手枪
击落敌机的情节。在历史上，使用手枪对
空射击的情况屡见不鲜，美国名将巴顿都
曾经做过类似的事情。笔者曾听一位老将
军讲，战况激烈时，敌机来了，就有八路军
的指挥员掏出六轮子（左轮手枪）向日本
飞机射击。这种情况对于对敌机深恶痛绝
的我抗日军民而言，是可以理解的，但是，
这样的射击，基本上连警告的效果，都很难
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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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我就开始演了：“哇，灯很漂亮，地砖
很漂亮，地毯很漂亮……”结果到需要它配合
站起来的时候，那个豹子就一动不动地趴在
那里，主人拉它也不起来。第二条还是如此。
我就过去跟它的主人商量，到时候你能不能
更用力地拉它，让它站起来？主人说好。
如果是现在的话，我就可以找个人穿个

蓝衣服把它抱起来，将来再做后期处
理，这点特效对于现在的电影制作来
说太简单了，可是当时我们还没有这
样的技术，就只好用笨方法。

拍到第三、第四次它还是不动的
时候，我就有点着急了，要知道那时候
底片很贵的。我又走过去跟它的主人
讨论，我们到底怎么让它站起来啊？

刚说完这句话，忽然之间那只豹
子就站起来了。它一站起来，我马上
大声说，这就对了！这就是我要的！在
大吼的同时，我的手也指向了它。说
时迟那时快，那只豹哗地一下就朝我
扑过来！它要咬我的手指，幸亏我退
得够快，真的很恐怖！大家都知道豹
子的动作有多敏捷，它的动作就是一
瞬间的，我刚一说完话它几乎就扑过
来了，张着大嘴，现场所有人都吓呆了。幸好
它的主人拉着链子，赶紧上前安抚它，让它慢
慢趴下。我本来也想过去安抚一下，但是看到
它用很凶的眼神看着我，还是算了。
自从那一下之后，这戏就没法拍了。接下

来每次我一喊 -./012，它从很远的地方就要
扑过来咬我。这样一两次之后，大家也都不敢
拍了。这个情节无法实现，但是豹子和它主人
的工钱已经付了，不用又很可惜。况且这是我
的创意，我也不想轻易放弃。怎么办呢？就决
定改一下情节。
我说咱们就改成在走廊里面拍，我和谭

咏麟走着走着忽然这只豹走出来，吓我们一
跳，伯爵家里竟然养着一只活生生的豹子，这
也可以表达他家的奢华。大家刚好找到了一
个有洞口的走廊，豹子可以藏在里面，需要它
出现的时候就让它从洞口走出来，忽然出现
在镜头里。我就安排它的主人抓着链子，把豹
子藏在洞口里面。
我记得那个走廊并不是很宽，但是很长。

开机之后，我和谭咏麟两个人就在里面走，一
边走还一边说台词，“哇，这个东西好好看啊，
那个东西好厉害啊”。结果这次又遇到险情，
我们两个刚刚走到那附近，它就忽然扑出来
了，飞快地扑到墙上，爪子在墙上抓出好多印
子，把我们两个吓得呀！本来我和谭咏麟应该
直直地穿过走廊，可是接下来每次实拍，我们
还没走到跟前它就扑出来，很凶地要过来抓

我，这可怎么办？最后只好请它主人
把它死死拉住，我和谭咏麟刚走到
附近就吓得不敢直着走了，就忽然
改成走曲线贴着对面的墙绕过去。
这样才勉强过关。

那时候我就知道你真的不能吓
唬这些有野性的动物，它会马上记
住你并且开始恨上你的。这种情况
后来在拍摄《十二生肖》的时候再度
上演，我因为必须要对着古堡里的
两只大狗面露凶相，结果被它们咬
了好几口，为此我还被强迫连续很
多天注射狂犬疫苗，这对我来说是
比拍戏受伤更加惨痛的代价。

现在你们可以拿出《龙兄虎
弟》，找到那个片段，就能看出我俩
当时吓得有多惨！

!""3年 "月，我在戏剧学院的师父，几
乎朝夕相处 !(年的于占元先生去世。听到这
个消息的时候，我正在荷兰拍摄电影《我是
谁》，那一刻脑子里浮现出自己 3岁时被带到
师父身边的情景。那时候我并不知道自己会
在那里度过漫长而痛苦的 !(年，当然也不会
知道如果没有那 !(年就没有今天的成龙。身
在世界各地的元家班成员，包括当时已经声
名鹊起的“七小福”，都在尽一切力量赶到洛
杉矶，参加我们共同的师父的葬礼。我也停下
电影的拍摄，从荷兰赶到美国。我的制作公司
嘉禾因此损失了几百万港币，但是我的老板
很清楚他们无法阻止我回去。
我曾经说过，陈志平是陈港生的父亲，于

占元是成龙的父亲。尽管在戏剧学院的 !(年
里，每天都在经历魔鬼训练，被体罚到流血流
泪是常事，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大家都会在
心里默默地咒骂师父，但是随着我们渐渐长
大，才明白这一切经历带给我们的并不仅仅
是痛苦，还有很多很多珍贵的东西。

醉金花
薛 舒

! ! ! ! ! ! ! ! ! ! #$%一直念念不忘

那些年，周荣坤与肖开瑜一起，辛苦养育
着五个女儿，维持着一份贫瘠的家业，可是祖
辈传下来的基因，却已悄悄地被他们的孩子
传承下去了。

周菲是一个出生在文化资源最贫乏、教
育环境最恶劣的年代的孩子，可是即便如此，
小时候的周菲也无以阻挡地流露出对艺术、
对文学、对一切美的物事超乎常人的兴趣。
对自己在中学期间的一段往事，周菲至

今津津乐道：说起来，我中学的班主任王老
师，与茅台镇上的华家大小姐是姑嫂关系，也
就是说，华家大小姐嫁给了我们班主任的哥
哥，是王老师的嫂子。念高中的时候，班主任
王老师特别喜欢我，也很关心我，我们师生关
系相处得非常好。也许那时候的人都很朴实，
没有任何功利心。我记得，王老师常带我去她
家玩，在她家里，我认识了她的哥哥和嫂子。
王老师的哥哥王若华是一位非常著名的书法
家，她的嫂子，也是琴棋书画样样拿手。因为
常去他们家玩，所以，耳濡目染了许多……
第一次跟着班主任去王家，周菲就看见

一男、一女两口子，站在一张大书桌跟前画画、
写字、作诗。周菲还是第一次看见一对夫妻以
这样的形象出现在她眼里。她身边的所有亲戚
邻里，她同学的父母，包括她自己的父母，不是
柴米油盐围裙锅铲，就是钳子榔头钉子锉刀，
每一户人家不都是为生存而艰辛地、了无情趣
地活着？可是王若华夫妇却以举案齐眉、吟诗
作画的形象出现，这简直让周菲太惊异了，甚
而艳羡至极。豆蔻年华的少女默默无声地站在
他们身后，看着这对恩爱夫妻挥笔作画、论诗
谈字，那些飘逸着墨香的丹青画作，那些仿佛
有仙气的诗句，把她深深地迷住了。
自那以后，周菲就一直念念不忘，想再跟

王老师去他们家玩。王老师大概也看出了周
菲的心思，便经常带她去他们家。那几个成年
人，似乎也很欢迎这个懂事而又乖巧的女孩。
那时候的周菲，只是一个十六七岁的小姑娘，
按年龄算起来，王老师和王若华夫妇，应该都

是她的父母辈。可是，她与他们之间却没有代
沟，经常在一起，天长日久的，周菲就与王若
华夫妇以及王老师成了忘年交。

周菲不知道自己为什么那么喜欢王家，
没有原因的喜欢，纯粹而毫无缘由的喜欢，也
许，那就是一种来自心灵的趋近。周菲说：我
的班主任王老师，还有王老师的哥哥、嫂子，
他们身上的那种气息，还有，他们家的那个气
氛，我真是太喜欢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喜
欢。他们好像不会为生活发愁，做得最多的事
就是读书写字、吟诗作画，应该说，他们是那
种无论在什么环境下都不会丢弃雅兴的人。
有时候，他们也像孩子，不问世事，不食人间
烟火，这也是我觉得和他们在一起最自在、最
快乐的原因。

后来，师生交谈之间，周菲才知道，王老
师的嫂子，是茅台镇上的华家大小姐，也就是
开成义烧房做茅台酒的华家。说到这里，周菲
笑了，笑得近乎天真：这么一说，我与做茅台
酒的华家，还有一些沾亲带故的关系呢，我的
太外公把干儿子送去了华家，我和华家大小
姐是忘年交的朋友。看看，我和茅台酒是不是
有缘？哈哈！当然这是开玩笑……

事实上，周菲与酒有缘，并非无稽之谈。
然而，对艺术发自天然的兴趣和爱好，更是让
周菲走进了那个有着浓郁书香与文艺气息的
家庭，于是，她成了一个与文学艺术走得很近
的青年。她蠢蠢欲动，而又跃跃欲试，她总是
想，自己为什么不能踏进艺术的殿堂？哪怕只
是跨进一只脚？
少女的梦想中有一间哪怕很小很小的书

房，她还梦想有一张可以铺开宣纸的书桌，她
可以亲手提起饱蘸墨汁的毛笔，画下她梦中
的那个世界……然而，那是一个梦想永远是
梦想的年代，在那个年代，艺术不能作为职业
去做，因为艺术是喂不饱肚子的。在温饱还成
问题的时代，艺术和花瓶里的花儿一样，尽管
很美，但百无一用。人们最热衷的职业，是在
副食品店里做一名营业员，或者旱涝保收的
国企员工，当然，那时候还不叫国企员工，那
时候叫“工人阶级”。周菲对艺术的爱好，实在
与生存的需要相悖，也不符合那个年代的形
势需要。一直到高中毕业，!%岁的周菲只能
与千万个普通女孩一样，为了自食其力，去寻
找一份芸芸众生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