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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界瞭望
1991年9月，为了阻止克罗地亚独立，南人民军向武克瓦尔发起进攻———

毁城之战：南联邦内战“惨烈开端”
南联邦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分裂与内战，被许多国际关

系研究人士认为是“欧洲为摆脱冷战而付出的最大地缘政治
代价”。回顾这段历史，发生在1991年9月至11月的武克
瓦尔战役对当时的局势发展有着重要意义。虽然南人民军最
终迫使武克瓦尔的克罗地亚守军投降，但克罗地亚成功赢得
了全国动员的时间，同时使南联邦的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

作战背景
!""!年初，文化和宗教方面接

近西方国家的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
亚暗中组织国民卫队，从国外购买
武器，积极策划脱离南斯拉夫社会
主义联邦共和国（简称：南联邦）。鉴
于局势危急，南联邦主席团发布命
令，要求各地“非法准军事武装”立
即解散并交出武器，但该命令被斯、
克两族武装拒绝。南人民军随即进
入戒备状态，准备以武力执行联邦
决定。斯、克两族则针锋相对，积极
备战，局势骤然紧张。在内战一触即
发的危急时刻，经南联邦总理马尔
科维奇（克族）多方斡旋，大规模流
血冲突得以暂时避免，但“非法武
装”问题仍未解决。
恰在此时，克罗地亚内部也发

生分裂。克罗地亚境内居住着约 #$

万塞尔维亚族居民，约占总人口的
!%&，聚居地约占克全境 %'&。在克
罗地亚总统图季曼一再声称要退出
南联邦“独立”的背景下，塞族担心
二战时期克族极端组织残杀塞族人
的暴行重演，遂纷纷拿起武器，对抗
克罗地亚政府的单方面决定。
塞族居民的行为得到当时南联

邦领导人米洛舍维奇及南人民军的
支持。但从支持的出发点看，米洛舍
维奇与南联邦军方存在较大差异。
米洛舍维奇希望帮助克罗地亚的塞
族人摆脱克罗地亚政府的统治，并
入南联邦之下的塞尔维亚共和国。
而南联邦军方的想法则更为激进，
他们希望能借助塞族起义占领萨格
勒布（克罗地亚首都），一举平定叛
乱，维护南联邦统一。
尽管南联邦政府和军方存在分

歧，但两方都明白，要想达成目标，
中央政府就必须先帮助塞族占领斯
拉沃尼亚东部地区，进而挥师西进，
兵临萨格勒布城下，迫使克罗地亚
悬崖勒马。于是，斯拉沃尼亚东部的
中心城市武克瓦尔便成争夺焦点。

武克瓦尔坐落于多瑙河右岸，
是克罗地亚与塞尔维亚之间的一个
重要内河港口。这里也是南联邦国
内民族成分最复杂的地区之一。据
!""!年的人口普查显示，在武克瓦
尔地区，居民中 ()*+,是克罗地亚
人，)-.(,是塞尔维亚人，/.0,是匈
牙利人。其中，大多数克罗地亚人居
住在武克瓦尔市中心，而塞尔维亚
人则散居在市郊和周围乡村。

/""/年春，西方媒体报道称大
批塞族民兵正在武克瓦尔外围集
结，这迅速引起萨格勒布方面的警
觉，克罗地亚政府认为这是中央政
府即将发起总攻的信号，南联邦和
克罗地亚之间的关系顿时紧张起
来。/月底，克当局突然宣布收缴克
境内塞族警察武器，遭塞族人拒绝，
双方发生流血冲突。)月 )日，塞族
民兵试图驱逐帕克拉奇镇的克政府
官员和克族警察，双方发生交火。

'月，%名克罗地亚警察在伯罗
沃·塞洛镇被塞族武装扣留，克罗地
亚内政部迅速组织一支小分队前往
营救，但小分队遭塞族民兵伏击，/%
人阵亡。这起事件加剧了对立情绪，
随后双方为争夺对武克瓦尔的控制
权爆发大规模武装冲突，该事件被
克罗地亚视为“独立战争”的开端。

0月 %'日，克罗地亚和斯洛文
尼亚正式宣布独立。南联邦主席团
立即作出反应，宣布克罗地亚和斯
洛文尼亚的“独立”是非法和无效
的，同时命令南人民军执行保卫边
界过境通道和居民点安全的军事行

动。一时间风云突变，大战在即。

作战开始
在宣布独立后，克罗地亚开始

组建地方民防部队，并以警察部队
为核心，依靠从南人民军中脱离出
来的克族官兵组建“克罗地亚国民
卫队”（即后来的克罗地亚陆军）。
克罗地亚部署在武克瓦尔的国

民卫队第 %$(旅在城区和近郊构筑
了多层立体防御体系———在交通要
道埋设地雷；组建反坦克小组；在险
要位置集结重兵；还挑选优秀射手
担任狙击手，分散部署在各街区。

在 /""/年的七、八月间，克罗
地亚政府逐渐失去了对斯拉沃尼亚
东部的控制。当地塞族民兵在南人
民军的支持下，驱逐了克罗地亚政
府官员，并在交通要道设立关卡，布
置雷区。南人民军也逐渐占领多瑙
河沿岸地区，内河炮艇几乎可以直
航到萨格勒布郊外。

+月初，武装冲突发展到远程
大炮之间的对攻，萨格勒布的第一
道门户武克瓦尔被南人民军三面合
围，城内居民大量逃离。到 +月底，
武克瓦尔的居民仅余 /.'万人。
从 +月 %'日开始，南人民军开

始对武克瓦尔实施空袭，但还没有
计划占领武克瓦尔，只是希望克罗
地亚当局在军事压力下放弃独立。

“兵营战役”
然而，克罗地亚决心与南联邦

中央政府彻底决裂。"月 /(日，图
季曼命令克罗地亚国民卫队向境内
分散的南人民军要塞以及军火库发
动攻击，该行动被称为“兵营战役”。
在萨格勒布，克罗地亚国民卫

队取得重大胜利。当地一个名为“铁
托元帅”的兵营是南人民军第 '军
区和第 /$军的司令部所在地，经过
谈判，第 '军区司令部以交出武器

为条件，换取部队完整地撤向波黑。
而南人民军设在克境内的第二大兵
营瓦拉日丁也在 "月 %/日易手，不
过驻军在最后一刻炸毁了弹药库。
至于克罗地亚国民卫队针对其他靠
近塞尔维亚的南人民军兵营的行动
则几乎都以失败而告终。
不管怎样，“兵营战役”不仅让

克罗地亚国民卫队消除了主要“内
患”，还缴获大量重武器，拥有的坦
克从 /'辆增加到了 /($辆，还获得
了大量反坦克武器和防空武器。

对于克罗地亚的攻击行动，南
人民军迅速作出反应，同样启动攻
击计划。其主要目标就是先占领包
括武克瓦尔在内的整个东斯拉沃尼
亚，然后向西进军，占领温科夫齐和
奥西耶克，直逼萨格勒布。"月 /"

日，南人民军第 /$集团军的装甲部
队从贝尔格莱德出发，向武克瓦尔
地区集结。"月 %$日，这支部队进
入克罗地亚境内。此外，南人民军第
/%集团军也从塞尔维亚伏伊伏丁
那自治省出发，前往参战。
在战役初期，南人民军几乎没

有遇到什么抵抗就迅速抵达武克瓦
尔。南人民军第 /卫戍师率先抵达
武克瓦尔市南兵营，并对武克瓦尔
市区实施战术包围。
从 "月 /(日到 %$日，南人民

军步兵在坦克掩护下，对武克瓦尔
市发动进攻。"月 /+日，南人民军
第 '/机械化旅的一支机械化营（包
括 30辆 T-55坦克和 30辆 M60

装甲运兵车）首先攻入特里皮加斯
卡街，却遭到克罗地亚守军的伏击，
无数火箭弹与反坦克炮将这支小分
队淹没。最终，这支部队全军覆灭，
损失装甲车近百辆。后来，这条街道
被克罗地亚人称为“坦克坟墓”。
虽然南人民军损失不小，但到

了 "月 )$日，武克瓦尔仍无可挽回
地被南人民军和塞尔维亚族武装重

重围困，唯一通往外界的通道是一
片毫无遮拦的麦田。
在 /$月的第二周，武克瓦尔守

军开始进行反击，试图打破包围，一
度夺回战略要地马里尼奇。但此时
在欧共体的斡旋下，克罗地亚总统
图季曼要求武克瓦尔守军暂停进
攻，力求与南联邦政府停战。

/$月 /(日，南人民军第 %'%

装甲旅重新占领马里尼奇，同时还
出动 12%%战机轰炸了武克瓦尔医
院，武克瓦尔再次陷入重围。此时，
克罗地亚当局的控制区域已经缩小
了三分之一。

整顿！整顿！
从 /""/年 /$月到 // 月中旬

被攻陷为止，武克瓦尔被南人民军
严密封锁。城里仅有的少数居民都
被转移到防空洞内。每个防空洞都
由士兵看护，严格限制出入。此外，
武克瓦尔的克罗地亚守军还成立了
紧急委员会（设在武克瓦尔医院的
地下室），负责在全城实施食物与饮
用水的定时供给。虽然城内的形势
岌岌可危，但南人民军始终无法占
领武克瓦尔。由于此前南人民军很
少进行巷战训练，坦克在狭窄的街
道内难以发挥作用，数次强攻都因
伤亡惨重而不得不草草收场。

/$月 /0日，南人民军组织三
个坦克营的兵力强攻武克瓦尔北部
防御支撑点博洛沃·纳塞利杰。在这
次进攻中，南人民军成功击毙新任
克罗地亚守军司令官布拉戈·扎德
罗。但这点战绩并没有平息南人民
军总部对部队进攻效率的不满。
事实上，由于对前线久攻不克

和伤亡巨大不满，贝尔格莱德和其
他塞尔维亚城市都爆发了示威游
行。为此，贝尔格莱德抽调第 /军区
司令斯沃塔·帕尼奇与南人民军总
参谋长帕夫莱·阿季奇奔赴武克瓦
尔前线。当两人抵达战场时，他们被
前线的糟糕形势震惊了，用帕尼奇
的话说就是“一团糟”。
此后，帕尼奇对前线部队进行

了整顿，将消极避战的非塞族士兵
遣送回国，重新调来战斗力最强的
部队，并建立了一套由自己全面掌
控的指挥系统。此外，帕尼奇还将所
有准军事化的塞族民兵编入南人民
军指挥序列。对此，塞尔维亚内政部
予以鼎力支持，征集了大量志愿者
前往东斯洛沃尼亚。不过，随着武克
瓦尔战役的拖延，越来越多的自治
共和国开始与贝尔格莱德离心离
德，虽然名义上不反对进攻武克瓦
尔，但对这场战役也是三心二意。

战役的结局
经过一个多月的调兵遣将，南

人民军将 %个坦克旅和 0个机械化
旅投入到武克瓦尔前线，而克罗地
亚也在此期间完成国内动员。

/$月 )$日，南人民军向武克
瓦尔发起总攻，步兵和工兵部队在
内河炮艇的掩护下，成功登上多瑙
河右岸，从背后包抄了克守军，但担
负正面主攻任务的南人民军第 /+

机械化旅并未感到克军的反击有明
显减弱。/$月 )/日至 //月 %日，
该旅第 %营营长拉特科·姆拉迪奇
中校（即后来波黑内战中的塞族军
队总司令）指挥的 /$$$名士兵沿着
武克瓦尔狭窄的街道缓慢向西北方
向推进，通过宽阔的街道和工厂进
攻武克瓦尔的老城区，然后转向东
北方向，夺取北侧制高点———水塔。
姆拉迪奇将第 %营的士兵分为

%个攻击小队，每个排都配备 /辆
坦克或 3456自行高射炮，其作战计
划是先用坦克压制楼房中的守军火
力，掩护步兵突入建筑，再由步兵使
用轻武器和手榴弹清剿每个房间。
如果遇到特别顽固的防御点，则使
用火箭筒、火焰喷射器和 +'毫米口
径反坦克炮直瞄打击。
为了避免外围重火力打击纵深

目标时误伤友军，姆拉迪奇根据武
克瓦尔街道的交叉点和显著地标建
筑物设定了一系列关卡，任何作战
单位在与友邻单位建立联系前不得
超越关卡，夜间各作战单位停止前
进，进行休整和补充给养。

!!月 %日上午 !!时，%$ 多名
冲过武克瓦尔老街巷的南人民军士
兵遭到来自背后的袭击，中弹身亡。
原来是一小股克罗地亚守军利用下
水道发动偷袭后，又从下水道中溜
走了。此后，南人民军不得不在推进
战线的过程中注意找到所有的窨井
盖，并将它们完全封闭。
随着不断重复进攻战术，南人

民军装甲车辆、重火力和步兵的配
合变得熟练，他们的推进速度虽然
缓慢但成效显著。克罗地亚守军逐
渐认识到，武克瓦尔必将失守，再抵
抗下去已毫无意义。到 !!月 !+日，
守军宣布投降。
值得注意的是，在武克瓦尔巷

战的最后几天里，南人民军还派出
许多塞族准军事人员渗透到守军防
线后方进行破袭。这些人都受过特
殊训练，穿着守军的制服，携带相应
证件和装备，取得了不少战果。

战事评价
无论是战斗的惨烈程度，还是

对南联邦整体局势的影响，武克瓦
尔战役堪称“巴尔干版的斯大林格
勒战役”。在持续 +$多天的围城战
中，克罗地亚方面有 )%!$人死亡
（其中 879人是军人）、!-)") 人受
伤，南人民军和塞族武装方面则有
!!$) 人死亡、%'$$ 人受伤、!!$ 辆
装甲车辆和 )架飞机被毁。战后，武
克瓦尔城区几乎完全成为废墟。
由于大量南人民军机动部队被

牵制在武克瓦尔，使克罗地亚获得
了全面动员的时间，克军总兵力从
战役开始时不足 %$个步兵旅急剧
升至 0$个步兵旅。

另据武克瓦尔战役纪念馆记
载，也许是由于在作战中遭受极大
伤亡，不受军纪约束的塞族民兵在
武克瓦尔城内大开杀戒，许多克罗
地亚平民被就地处决，其中包括著
名的克罗地亚记者斯尼沙·格拉瓦
谢维奇。塞族“猛虎”民兵甚至从武
克瓦尔医院里劫走了 %'$多名受伤
的克罗地亚人，包括伤兵和妇女儿
童，以及 !(名医护人员，将他们押
到郊外坟场枪杀。
塞族民兵的暴行被克罗地亚和

西方媒体大肆报道，并将这场战争
定性为“塞尔维亚对克罗地亚的种
族灭绝战争”。许多克罗地亚人接受
了克罗地亚总统图季曼的观点，那
就是自己再无可能生活在由塞尔维
亚人主导的南联邦体制内了。克罗
地亚的独立呼声越来越高，南联邦
则逐渐走向崩溃。!""%年 %月，联
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决定向克境
内的塞尔维亚族聚居区派遣联合国
保护部队。!""%年 '月 %%日，克罗
地亚加入联合国。 萧萧

! 克罗地亚：克罗地亚在武克瓦尔地区部署有“克罗地亚国

民卫队”第204旅，约1800人，装备极为落后，缺少重型武器，但对

当地十分熟悉，士气也较为高涨。旅长戴达科维奇与旅参谋长布兰

科·博科维奇尤其擅长防御作战。

! 南联邦：主要由南人民军、塞尔维亚反恐部队、当地塞族民

兵，以及绰号分别为“切特尼克”、“猛虎”、“白鹰”的塞族准军事组

织组成，兵力最多时高达5万人。南人民军的装备较优，但许多非

塞族士兵不知“为谁而战”，士气较为低落。缺乏正规训练和约束的

塞族民兵则军纪涣散，酗酒、抢劫事件屡见不鲜。

兵
力
对
比

! 在1991年的武克瓦尔战役中被克罗地亚守军击毁的南人民军坦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