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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借威力巨大的舰炮、坚固厚重的钢甲和强劲的动力，
战列舰一度横行世界海洋，是海洋强国维持海上霸权的武力
象征。然而随着舰载航空技术的日益成熟，航母上搭载的舰
载机不仅有高超的机动能力，可以进行大范围侦察观测，而
且可以发动超远程打击，貌似拥有无匹战力的战列舰终究逐
渐走向没落。1944年10月末，发生在苏里高海峡的一场海
战成了世界海战史上最后一次战列舰之间的对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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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界瞭望

作战背景
也许是为了洗雪当初仓皇撤离

菲律宾之辱，!"#$年 %月，美军攻
占塞班岛后，美国高层将下一步作
战目标选定为菲律宾。为此，美国海
军太平洋舰队倾力出击，其中第七
舰队包括 &艘战列舰、!'艘护航航
母、"艘巡洋舰、!('艘驱逐舰以及
众多轻型舰艇，掩护 #((多艘登陆
舰杀向菲律宾。)(月 *%日，美军在
菲律宾莱特岛登陆。
此时，已现颓势的日军联合舰

队发出“捷一号”作战计划，命令粟
田舰队自文莱向莱特湾增援，其麾
下的西村舰队使命“特殊”———率领
战列舰“扶桑”号和“山城”号、重巡
洋舰“最上”号及 $艘驱逐舰，强行
穿越苏里高海峡，吸引附近美军海
空火力，为粟田舰队其他同僚争取
成功回援的机会。
对西村来说，这几乎就是死亡

任务。因为他手下最强的“扶桑”号
和“山城”号是日本最早的“超无畏
战列舰”，虽然各装备 *+门 ,-&毫
米舰炮，火力不弱，但由于设计时强
调火力，防护能力反被削弱，况且它
们的舰龄已达 ,.年，舰体老化，最
高航速仅能达到 +$节，会严重拖累
舰队的行动速度。事实上，这 +艘老
舰平时只是用来训练新兵而已。

作战过程
*. 月 ++ 日西村舰队出航，最

初两天没有遇到任何敌军，反而遇
到了己方的志摩舰队。志摩舰队跟
西村舰队不是一个指挥系统，两位
舰队司令的军衔和资历也相差无
几，虽然都被要求穿越苏里高海峡，
但却决定各自为战。

舰载机空袭
+$日上午，美军舰载机呼啸而

来。日军战列舰拼命对空发射三式
弹 /在炮弹中装填 $'(个充满燃烧
剂的小铁管，杀伤半径达 !-0米1，

但只击落 !架美军战机，反而所有
日舰皆受轻伤。此时，美国航母发现
了日本主力舰队，于是掉头北上，西
村舰队和志摩舰队侥幸逃过一劫，
但其位置已被告知美军第七舰队。

当晚，,"艘美军鱼雷艇以 ,艘
为一组率先出动，艇上官兵用艇载
简易雷达细致搜索海面，终于在 00

时 ,&分发现西村舰队。234),)号
艇冒着日舰炮火，一边向敌舰发射
鱼雷，一边向舰队司令部发报，不仅
拖延了西村舰队的行进速度，还重
创志摩舰队的 )艘轻巡洋舰。

次日凌晨，- 艘美军驱逐舰接
踵而来，施放烟幕掩护后，趁日军慌
乱，连发 $%枚鱼雷，之后以 ,-节高
速撤离。西村舰队 )艘驱逐舰中雷
沉没，至少 0艘驱逐舰遭重创，“扶
桑”号战列舰躲避不及，右舷中雷，
动力下降，电路被毁，中央炮塔弹药
库被引爆，与舰队失去联络。当落在
后面的志摩舰队到来时，却看见“扶

桑”号在剧烈爆炸中变成残骸。

驱逐舰诱敌
0-日 ,时 ,.分，美军战列舰

和巡洋舰的雷达发现日舰。此时美
舰沿莱特岛布阵，,艘巡洋舰在右，
-艘巡洋舰在左，中间是 &艘横排
的战列舰（“西弗吉尼亚”号、“马里
兰”号、“密西西比”号、“田纳西”号、
“加利福尼亚”号、“宾夕法尼亚”
号），舰队以 )-节速度缓慢航行，扼
守苏里高海峡北口。

,时 ,-分，美军 "艘驱逐舰抵
近诱敌。日军“山城”号战列舰和“最
上”号重巡洋舰中计，只顾炮轰美军
驱逐舰，却没有发现自己正进入美
军巡洋舰的射程。,时 -)分，美军 '

艘巡洋舰距离日舰 )$千米，众多
)-0毫米口径舰炮开火。暗夜中，美
巡洋舰射击瞬间的耀眼火球如流星
般闪现。日舰“以闪光为目标”，耗费
了不少大口径弹药，但全无战果。

战列舰对决
就在日舰庆幸“敌军火力杀伤

力不大”时，0$千米外的 &艘美国
战列舰排成标准 3字阵形后，也纷
纷开火。“西弗吉尼亚”号的 '门
$.&毫米主炮和其他战列舰的 ,-&

毫米主炮在新型火控雷达和指挥仪
的辅助下，向日舰猛轰。首次齐射，
“西弗吉尼亚”号主炮正中“山城”
号，之后以大约 $.秒 )次的频率投
送重型穿甲弹。“山城”号被撕开了
喷吐烈焰的可怕伤口，) 座炮塔被
气浪掀动，军舰航速下降到 )0节，
舰上水兵不得不全力投入损管。

美军巡洋舰发现日舰火力渐
稀，当即主动抵近射击。几十门 )-0

毫米舰炮喷吐出的炮弹如同“机枪
扫射”，以至于指挥官不得不命令放
慢射击速度。此时，)艘名为“本尼
昂”的美军驱逐舰也冒险向日本战
列舰突进，还鼓动其他驱逐舰抵近

发动鱼雷攻击。日军“最上”号重巡
洋舰为了躲避鱼雷，被迫大动作转
弯，无暇开火，被美舰趁机利用雷达
锁定射击，大口径炮弹连续击中，上
层建筑严重损毁，高级军官几乎全
部阵亡。“最上”号被迫掉头逃命。

只剩 $ 门主炮能正常开火的
“山城”号，一边扑救舰上燃起的大
火，一边向美舰拼死射击。不过，由
于日舰的火控系统相对简陋，取得
的“战果”微乎其微。最终，约 $时
)0分，坐镇“山城”号的西村中将发
出最后命令5“向上级报告，我们现
在突入莱特湾玉碎。”不久，“山城”
号多次中雷，倾覆沉没。可笑的是，
在沉没之前，西村中将还向残存舰
艇打灯语，命令各舰接受“扶桑”号
指挥，却不知“扶桑”号早已沉没。

航空兵追杀
趁美舰围攻“山城”号，日军“最

上”号重巡洋舰和“时雨”号驱逐舰
悄然逃窜，不料却迎面撞上了志摩
舰队，互撞受伤。之后，这些日舰一
起南逃。几小时后，遭受重创的“最
上”号又遭到美军鱼雷艇和舰载机
的追杀，不得不废弃，被友舰发射鱼
雷击沉。最终，西村舰队只有“时雨”
号逃脱，成了日军著名的“祥瑞舰”。

作战评价
在主力舰对决中，& 艘美军战

列舰的大口径主炮发射炮弹 0'-

发，巡洋舰的主炮发射超过 $...

发，美军 $)人阵亡、))$人负伤，日
军战死超过 $...人，日军舰艇被基
本摧毁，美军可谓大获全胜。另外，
这次战役前后的舰载机作战似乎暗
示了战列舰的命运，正如一位海军
专家叹息5“苏里高海峡内巨炮咆哮
过后，迎来的是静谧。仿佛可以想
象，那些海战英灵正在对他们熟知
的海战模式敬礼告别……”唐晓东

!“西弗吉尼亚”号战列舰是苏里高海峡之战中的美军主力舰艇 ! 发挥重大作用的美军舰载雷达

! 美军鱼雷艇进行战前补给

中国空军击落日本海军“轰炸之王”

1944年10月，为了回援莱特岛，日军派出战列舰执行“送死”任务———

苏里高海峡：美日战列舰最后对决

! ! ! ! )","年 ))月 $日，中国空军
0"中队副中队长邓从凯驾机冲入
日军轰炸机的密集火网，击落敌领
队长机，自己也在此战中壮烈殉国。
事后，中方在一架日军轰炸机残骸
中发现日本海军大佐奥田喜久司刻
有“轰炸之王”字样的短剑等遗物。
这个日军大佐后来被追晋少将，成
为抗战期间被中国空军击毙的日本
海军航空队军阶军职最高者。

“轰炸之王”由来
假如邓从凯知道自己击落的这

个大佐，不但是日本海军的“轰炸之
王”，而且是日本派驻国联的特别代
表，不知道会有怎样的感想。奥田喜
久司，日本兵库县人，)'"$年出生
于一个军人世家，)")$年海军兵学
校 $0 期毕业，)"00 年被派到美国
留学，)"0,年进入海军大学高级研
修班学习。他在海军大学的毕业论
文中就大力提倡战略轰炸，成为日
本海军早期轰炸机部队的领军人
物。在日本的记录中，奥田与很多高
官关系密切，更像是一个政治人物，
而不像个一线军官。

)"0-年，奥田喜久司进入日本
海军航空兵的摇篮———霞浦航空队

担任教务副官和轰炸教官。所谓的
“轰炸之王”称号就是此时得到的。
当时，他在一次演习中将炸弹直接
投进了靶舰的烟囱，因此获得了刻
有“轰炸之王”字样的短剑。奥田对
这口短剑十分珍视，一直带在身边。
)"0&年，奥田被提升为海军少佐，
并转任海军大学航空兵轰炸教官。
“九一八事变”时，奥田在日本

军令部任职，正准备以“天皇侍从武
官”的身份参加 )0月份在日内瓦召
开的国联裁军会议。当时，正值伦敦
裁军条约签署一周年，这个条约规
定了美国、英国、日本的战舰吨位比
例。列强对这个暂时性的限制条款
并不满意，因此刚刚签约，就展开了
有关修改条约的讨论。
从 )",)年到 )",,年，各国在

日内瓦进行了长达三年的拉锯谈
判。奥田就是日本代表团的代表之
一，职位也在三年里从随员一直提
升到全权领队。这个马拉松谈判，终
因日本贪心太甚而破产。

)",$ 年，奥田回国，继续鼓吹
战略轰炸理论，俨然是“轰炸专家”。
)",-年，奥田晋升大佐，在“神威”
号水上飞机母舰任舰长。不久后，升
任联合舰队航空本部总务课长。

“专家”来华“镀金”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日本海

军以鹿屋、木更津两个航空队编成
第一联合战队，负责战略轰炸；以第
)0航空队和第 ),航空队编成第二
联合战队，负责制空战斗。随着武汉
战役的结束，日军航空兵承担的轰
炸任务明显增加，因此将大量轰炸
机配属给第二联合战队。)",'年 )0

月，奥田喜久司调任第 ),航空队司
令。派遣“轰炸专家”领导第 ),航空
队一方面表示该部队将偏重轰炸，
另一方面也带有一点让长期脱离战
场的奥田“镀金”以便提升的意味。
在奥田的指挥下，日军第 ),航

空队多次对重庆实施轰炸。)","年
))月 $日，日军又试图对成都发动
罕见的大规模轰炸。出动的航空兵
力包括第 ), 航空队的 ,& 架 6,7

轰炸机、鹿屋航空队的 *'架轰炸机
和木更津航空队的 *'架轰炸机。负
责指挥这次大规模轰炸行动的日军
指挥官，便是奥田喜久司。
其实，日军组织这次大规模轰

炸的原因是为了报复同年 *( 月 +

日中国空军和苏联志愿航空队对汉
口机场的奇袭。那次突袭不但击毁

击伤 *&(余架日军飞机，而且重创
了日军航空兵在华的指挥机关，日
军第一联合航空战队司令官和鹿屋
航空队司令官重伤，木更津航空队
副司令官丧命，日军在武汉的航空
兵司令级别军官只剩奥田喜久司。
因此，自然由奥田指挥战斗。
不过，考虑到部队的统属问题，

奥田把出击兵力分为两个方阵，第
一方阵是他亲率的第 *,航空队 ,&

架 6,7轰炸机，第二方阵则是鹿屋
航空队和木更津航空队的 ,&架轰
炸机。第二方阵的具体指挥仍由鹿
屋和木更津航空队的军官承担。
由于日军当时装备的九七式战

斗机航程不够，无法为远距离轰炸
护航，奥田采用将轰炸机密集编队，
依靠轰炸机自身配备的机枪和机炮
相互配合组成火网来进行防御（每
架 G3M轰炸机上有 1门 20毫米

机炮和3座机枪塔）。这种做法，在
美军 84+$、84*% 轰炸机对德国和
日本的战略轰炸中也经常采用。

空战以少胜多
应该说，虽然当时日军在华空

中力量占有绝对优势，但其急于报
复的心理使这次轰炸的准备并不充

分。由于日军飞机多为刚修复的飞
机或尚未磨合的新机，飞行途中先
后有 *'架飞机因故障返航，抵达战
场的只有 -$架轰炸机。
中国空军的迎战部队是整个第

-大队（包括26中队、27中队、29
中队），其中，+&中队装备 &架苏制
伊4*& 战斗机，中队长段文郁；+%
中队装备 %架法制 9-*(战斗机、%
架苏制伊4*-战斗机，中队长谢荃
和；+"中队，装备 "架苏制伊4*-战
斗机，邓从凯任副中队长。虽然中国
空军的飞机数量较少，但由于中国
空军的战斗机更加灵活，装备有高
空作战所需的氧气面罩，特别是邓
从凯等人无畏的突击冲散了日军轰
炸机的防卫阵形，最终取得了此战
的胜利，并把日本海军的“轰炸之
王”永远留在了这块土地上。
此战，中国空军邓从凯和段文

郁战死，日方除了奥田的轰炸机，还
有其他 :架轰炸机被击落，日方死
亡 *-人。“轰炸之王”丧命对日军震
动很大。后来担任大凤号航母航空
指挥官的入佐俊佳听说此事后，黯
然摘下自己的军衔章，说道：“我出
击时就不带任何表明身份的东西
了，死了，就无名地死掉吧。”赵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