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二战期间，!!" 系列小说的作
者弗莱明是英国海军部的情报局长
助理，他爱开玩笑，总把同事称为
“红头发印第安人”，所以搞得不受
待见。不过，这小子总能冒出“鬼点
子”，同事们对他还是蛮佩服的。

小说家的想象力
#$%&年，英国在伦敦郊外的布

莱彻利庄园设立专门破译轴心国通
信密码的部门，专家们在破译德国
空军、陆军使用的“恩尼格码”方面
取得了突破，但对德国海军密码却
一筹莫展，因为德国海军司令雷德
尔为部队准备了更先进、更复杂、更
新速度更快的密码机和密码本。布
莱彻利庄园负责人珀赫与破译专家
诺克斯认为，要想破译德国海军密
码，最好的方法是搞到一部他们使
用的加密机及相应的密码本。
那时候，身为海军中校的弗莱

明是庄园的常客，负责与庄园内的
海军密码专家联络，平均每个月都

要来上两次。对于珀赫和诺克斯的
烦恼，弗莱明心知肚明，经过一番苦
思冥想，弗莱明于 $月向自己的老板
提交了一份充满想象力的密码机夺
取计划，并将其命名为“无情行动”。
计划中，他建议从英国空军那

里找一架缴获的德国轰炸机，然后
精选五名通晓德语的机组成员，穿
上满是血迹的德国空军制服，假装
在英吉利海峡坠机。坠机前，机组要
向德国海军发出求救信号，要求对方
派出巡逻艇实施救援，一旦被救上巡
逻艇，五名英国人将伺机发难，杀死
德国水兵后将巡逻艇开回英国港口，
最终获取艇上的密码机和密码本。

充满希望的等待
很快，英国海军情报局就相中

了一架合适的飞机———'()### 轰
炸机，#$*$年 #&月 +,日，该机被
英军击伤后迫降，成为第一架被俘
的德机，随后它被赋予“-.)/""”
的编号，分配给英国空军空战研究

团使用。弗莱明打着海军情报局的
幌子把 -.)/""要到手后，立即向
机组人员讲解了即将执行的任务：
“你们要在恰当的时候跟在一队执
行完轰炸英国任务返航的德国机群
后面，飞到英吉利海峡中线时立刻
假装发动机停车，在迫降的过程中释
放烟雾，并发出求救信号（010），然
后准备掉落在海水里。另外，‘坠落’
的飞机需要在海面上漂浮一段时间，
以便让德国人确认身份，放心地派
出巡逻艇救人。”
弗莱明再三强调，“坠落”的地

点一定要在海峡中线附近，只有这
样德国人才能派出装备密码机的大
型救援舰艇。鉴于德国人在每个月
初都会更换密码本，所以“无情行
动”确定在月初某个时候展开。

行动取消引发怨声
但英军始终没有发现恰当的时

机，“无情行动”被迫取消。这不仅让
弗莱明很沮丧，也让布莱彻利庄园
很失望，其中一名破译员在一封信
中表达了这种心情：“行动取消了，
大家又陷入焦虑了，破解（德国海军
密码）的重担重新回到我们肩上。”
战后，弗莱明的侄女露丝透露

了“无情行动”取消的真正原因。她
说，计划的重点是让德军看到漂在
海面上的轰炸机以及等待救援的机
组，但英国空军向海军的“外行”们
指出了纰漏：一架坠落的 '()///

轰炸机会迅速沉入水中，没有长时
间漂在海面上的机会。 谢力

! ! ! !随着 /$%,年前苏联封锁
西柏林，东西方冷战气氛骤然
升温，前苏联开始向其东欧兄
弟国家提供先进的米格系列
歼击机，紧接着，朝鲜战争的
爆发使得美苏冷战接近于“热
战”，大量米格)/2歼击机与美
军 3),4“佩刀”战斗机展开激
烈角逐。于是，米格机被美国
五角大楼和中央情报局视为
“西方世界面临的严重威胁”，
针对苏制战机的情报搜集工
作也紧锣密鼓地展开了。

由于前苏联执行严格的
保密制度，美国人最初无法近
距离一睹米格)/2 的真身，只
能通过技术侦察手段拦截苏
军的空中战术通话，以判断米
格机的运用及部署情况。退休
的中情局官员称，尽管苏军不
断调整米格机之间的通信频
率（比如在 /$2/)/$2+年间从
高频调整到甚高频），但美国
空军技术侦察人员仍保持着
强大的信号拦截能力，通过拦
截米格机在战斗中的无线电
通信，获得了苏军航空兵活动
的“大量情报”。美国国家安全
档案馆高级研究员理查尔森
称：“在空中对峙过程中，苏军飞行
员毫不掩饰地用俄语进行敏感内
容交谈，使得美军得以掌握大量有
关苏军格斗训练的情况。”

在加紧对米格战机实施技术
侦察的同时，美国情报人员还热衷
于给神秘的米格机拍照，并试图通
过照片解读出苏制飞机的性能。理
查尔森称，为拍得最新型米格机的
照片，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武官甚

至趁前苏联举办航空展之机
在使馆屋顶蹲守，每当有飞机
从克里姆林宫附近飞过，就用
提前架好的高质量相机对着
天空一通狂拍，“大使馆的地
下室里为他们准备了成箱的
胶卷，五角大楼认为只要拍到
一张新型米格机的细节照片，
哪怕浪费一吨胶卷也值了”。

+&世纪 ,&年代末，前苏
联向东欧友好国家保加利亚
出口了最新型米格)+$ 歼击
机，获取该机图像情报的重任
落在时任美国驻保加利亚大
使馆空军武官海登少校身上。
海登工作热情高涨，不仅特意
学会了保加利亚语，而且经常
扮成当地普通工人的模样，在
公共汽车上偷听保加利亚军
人们的聊天。当年 "月，海登
成功向五角大楼发回了大批
以米格)+$歼击机为主角的照
片，当时没人知道他是怎么做
到的。+&多年后，这位昔日少
校成为美军唯一一位靠情报
工作业绩晋升为四星上将的
人，并被小布什总统任命为中
情局长。他在回忆当年偷拍生
涯时感慨道：“为得到那些米

格)+$歼击机的照片，我长时间趴
伏在机场旁的烂泥地里，趁它们起
飞之时拍下它们各个部位的细节。
工作很辛苦，尤其是夏天，烂泥的
味道可不好闻。不过我很高兴那些
照片帮助同事们判读出这些米格
机的型号及性能。” 赵保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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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岛恶战”为澳大利亚海军“奠基”

经典战例

史海回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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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年 //月，刚成立不足一
年的澳大利亚海军与恶名昭彰的
德国袭击舰“埃姆登”号在印度洋
上展开激战。此战阻止了德国人破
坏欧亚两大洲通信的企图，也奠定
了澳大利亚百年海军的基础。

危险的!东方天鹅"

一战爆发之初，德国轻巡洋舰
“埃姆登”号深入印度洋进行游击
战。两个多月里，该舰拦截了 +*艘
协约国商船并炸沉其中 /4艘，还
击沉俄国防护巡洋舰和法国驱逐
舰各一艘，摧毁的协约国货物价值
超过 2&&万英镑，相当于自身造价
的 /2倍。同时，它还牵制了大量协
约国舰船，最多时有 %个国家的
", 艘军舰对其实施围追堵截，却
一无所获。德国电台把“埃姆登”号
形容为飘忽不定的“东方天鹅”。
尽管“埃姆登”号具有近乎“屠

夫”般的威力，但协约国商船并不
怎么怕它，因为德国舰长卡尔·冯·
穆勒奉行“炸船不伤人”的原则，西
澳大利亚海洋博物馆馆长安妮·伯
伊德说：“德舰更多是破坏协约国
的海上运输，对杀伤人员兴趣不太
大，因为如果真的变成‘海上屠
夫’，恐怕付出的道义代价更大。”

/$/%年 //月，“埃姆登”号接
到一个新任务———摧毁英国人设
在印度洋科科斯岛上的通信中转
站，该站是连接欧洲和亚洲的海底
电缆的通信中枢，一旦被毁，协约
国将无法掌握东方战局。

!悉尼"号前来救援
正当“埃姆登”号扑向科科斯

岛之际，一支协约国运输船队正与

之相向而行。这支船队是 //月 /

日从澳大利亚奥尔巴尼港出发，准
备将 +5$万名士兵运往欧洲战场。
出于安全考虑，协约国为船队准备
了庞大的护航兵力，包括日本装甲
巡洋舰“伊吹”号、澳大利亚海军轻
巡洋舰“悉尼”号及“墨尔本”号。伯
伊德说：“如果德国袭击舰知道这
样一支强大的舰队就在科科斯岛
附近，他们无论如何都不会去触霉
头，但可惜的是，他们并不知道。”

//月 $日，科科斯岛通信站
里的英军发现一艘经过伪装的军
舰靠上了码头，它就是德舰“埃姆
登”号，机警的值班人员迅速向 ,!

公里外的“悉尼”号发出求救信号：
“港口里进来一艘奇怪的船只，怀
疑是‘埃姆登’号！”然后，英军开始
销毁机密文件，等着德国人找上门
来，穆勒舰长的绅士名声让他们不
太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
“悉尼”号水兵艾尔尼·伯斯顿

在日记里写道：“收到科科斯岛的
求救电报时，我正与舰长格罗索普
在一起，舰长认为那肯定是‘埃姆

登’号，接着让我传达命令，我舰全
速驶往科科斯岛。‘埃姆登’号的日
子到头！这是我在走出指挥室时听
到舰长说的一句话。”
“悉尼”号赶到科科斯岛需要

两个小时。在这个空档里，“埃姆
登”号派出的登陆兵来到通信站门
外，用锤子和斧头乱砸乱砍，同时
在重要的机房等处埋设了炸药。英
军通信人员进行象征性抵抗后就
投降了，他们只是恳请德国人别把
站里的网球场炸坏，《首次胜利》一
书的作者迈克·卡尔顿说：“德国人
果然没动他们的球场，而且还很热
情地与俘虏们合影，以纪念这次成
功的破坏行动。”

两强对决
德国登陆兵破坏了机房，砍断

了电缆线后，正准备返回“埃姆登”
号，突然海平面上出现一艘轮船的
轮廓。开始，德国人以为是一艘商
船，但烟囱冒出的粗大烟柱和船只迅
捷的速度让他们马上反应过来，那是
一艘大型军舰，而且多半是敌舰。

来者正是“悉尼”号，尽管刚刚
成立的澳大利亚海军还未参加过
真正的战斗，“悉尼”号上最小的水
兵只有 /2岁，而且不少人刚刚才
从训练舰转过来，但他们斗志昂
扬，接下来这一战，注定将在历史
上留下重重的一笔。

老练的“埃姆登”号抢先用
/!2毫米舰炮向“悉尼”号射击，但
前三轮炮弹全部打空，远远落在澳
舰的白色尾迹里。德国炮兵随后精
心瞄准，将第三轮和第四轮炮弹准
确砸在“悉尼”号上，三名澳大利亚
水兵被炸死，其中一发炮弹击中
“悉尼”号指挥室，但意外地没有爆
炸。水兵伯斯顿说：“我们很幸运，
如果那枚该死的炮弹爆炸了，包括
舰长和枪炮长以及其他很多军官
在内，当然还有我，都得被完蛋。”
从最初的打击中清醒过来后，

澳大利亚人开始反击，“悉尼”号的
/2+毫米巨炮发挥了可怕的威力，
“在重型炮弹打击下，‘埃姆登’号
很快起火，灼热的温度烤得甲板都
蜷曲起来，穆勒舰长当即命令调头

撤退。此时德国人的军舰已无法还
击，因为舰上的火炮都被炸坏了，
甲板上到处都是尸体和伤员”。“悉
尼”号速度更快，德国人已无处可
逃，无奈之下，穆勒命令在科科斯
岛抢滩，但拒绝降下德国海军旗。
于是，“悉尼”号继续射击。德国人
则用舰上的小口径武器还击。战至
下午，“埃姆登”号上已有 /*%人战
死，穆勒舰长这才命令停火。
“悉尼”号俘虏了被协约国视

为眼中钉的“埃姆登”号，为澳大利
亚海军迎来首场胜利。事后发现，
之前“埃姆登”号登陆兵破坏通信
站的行动也不成功，因为英国人在
被俘前就把一套备用无线电设备
埋藏起来，没有被德国人发现，而
且德军在破坏电缆时也出现失误，
他们以为割断了所有三条电缆，但
实际上只割断了其中一条，通信站
只用了一天不到的时间就修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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