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史海钩沉 “巅峰对峙”持续30年 锡亚琴僵局难解

经典战例

近段时间，罗马尼亚引
进美国反导系统引来俄罗
斯的强烈敌意，俄国内传出
大量“报复”的声音，其中方
法之一就是向摩尔多瓦施
加压力，向“德涅斯特河沿
岸共和国”（简称“德涅”）提
供更多军援。说到这里，有
人会问：罗马尼亚和摩尔多
瓦是什么关系？而摩尔多瓦
与德涅又是什么关系？要解
答这些问题，就要从苏联解
体后发生在巴尔干地区的
一系列武装冲突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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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界瞭望
1992年3月，摩尔多瓦国内的亲西方势力与亲俄罗斯势力间爆发内战———

政治问题引发内战
其实，罗马尼亚和摩尔多瓦在

历史上曾是一个国家。!"世纪下半
叶，摩尔多瓦被积极扩张的沙俄吞
并。!"!#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后，
摩尔多瓦被罗马尼亚夺回。!"$"年
至 %"&'年，苏联通过外交、军事双
管齐下的方式，再次控制这片地区，
并成立了加盟共和国。
为了防止罗马尼亚势力卷土重

来，苏联鼓励斯拉夫族居民移居摩
尔多瓦，这些移民大部分住在德涅
斯特河东岸。依靠水力发电产生的
廉价能源，移民们开办了许多厂矿
企业，变得比当地原住民（主要从事
农业和养殖）更加富有。

!""!年苏联解体后，摩尔多瓦
第一任总统米尔恰·斯涅古尔毫不
掩饰对罗马尼亚的亲近感，并表示
要走“融入欧洲”的道路。这对当地
的斯拉夫族居民来说犹如晴天霹
雳。为防止可能出现的政治歧视和
军事威胁，当地斯拉夫族居民试图
从摩尔多瓦分离出去，成立“德涅斯
特河沿岸共和国”。对此，摩尔多瓦
政府打算使用武力解决。
冲突爆发前，摩尔多瓦和德涅

的武装都只有轻武器，如果非要找
出“重装备”的话，那么就只有载重
卡车。这些卡车表面被焊上钢板，然
后在货厢里安装火箭炮，看起来好
像一战时期的装甲汽车“复活”。
需要说明的是，被俄罗斯接管

的前苏联第 !&集团军还驻扎在德
涅地区，但在俄总统叶利钦的要求
下，这支部队表示“中立”。俄军中立
给了摩尔多瓦政府信心，因为他们
可以从罗马尼亚得到军援。

“前哨战”遭遇失败
!""(年 $月 (日，战争正式爆

发。面对不到 )''人的德涅民团，摩
尔多瓦集结了 ($''余名武装人员
（包括正规军和特警大队），分两路
发起进攻。其中，正规军进攻德涅斯
特河上的“门户”———杜博萨雷拉
市，而特警大队则试图切断“蒂拉斯
波尔*雷博尼察”公路（简称“蒂 -
雷”公路）。这条公路一旦被切断，整
个德涅地区将被分割成多个“碎
片”，然后被摩军逐一蚕食。
有意思的是，尽管罗马尼亚向

摩尔多瓦提供了许多军援，但摩军

却没有一辆坦克，装甲车辆也不到
%%'辆，主要装备正规军。缺少装甲
车的摩尔多瓦特警大队不得不开着
改装的 +,-.*/,装甲牵引车从首
都基希讷乌出发。最初，该车表现出
卓越的越野能力，顺利穿过不设防
的沼泽地带，出现在“蒂*雷”公路
第 &%号路段。但守卫公路的德涅守
军依托地形，用机枪拼命阻击。

+,-.*/,的装甲太薄，竟被机
枪子弹洞穿多处，在连续损失 0辆
装甲牵引车后，摩尔多瓦特警大队
慌忙撤退，搭载特警队长的装甲车
甚至开错方向，闯进了德涅民团的
包围圈。幸运的是，这辆乱闯的装甲
车最终在多个负重轮被打坏的情况
下勉强逃离。特警大队的失败使打
算进攻杜博萨雷拉市的摩尔多瓦正
规军孤掌难鸣，不得不退回出发地。

纠集重兵再次进攻
到 1月底，摩尔多瓦再次进攻，

目标仍是“蒂*雷”公路和杜博萨雷
拉市。这次，摩尔多瓦招集了 234万
名警察和 4万名军事人员，并从捷
克、波兰和罗马尼亚获得包括“冰
雹”火箭炮在内的大批重武器。为了
增强火力，摩军还为部分 +,-.*/,

装甲牵引车安装 5672$*2型机炮。
德涅方面也积极备战，他们在

短时间内召集起 %821万人，并拥有
精锐的“德尔塔”特种营。在战斗车
辆方面，德涅居民将许多民用卡车
改造成装甲汽车，还搞到多辆 %9吨
重的 :,;运输车，将其改装成两栖

装甲运输车，可一次性运送 %1名士
兵。德涅军还将 .,*,火炮牵引车
改装成“自行火箭炮”，舱室周围焊
接上装甲，在车顶上安装了从直升
机上拆下来的火箭巢。

老奶奶“绑架”坦克
1月 $'日，在忍受摩军三天三

夜的炮击后，杜博萨雷拉市的居民
奋起反击，%81万名被鼓动起来的市
民挡住“中立”的俄第 %&集团军的
一支坦克连，9'多名老奶奶躺在俄
军坦克四周，令其动弹不得。本来就
同情当地斯拉夫族居民的俄军半推
半就地放弃了 %' 辆 ,*4&.< 坦克
和 %'辆 .,:*9'装甲车。三天后，
德涅的妇女们又如法炮制，用“人
链”包围了一支俄军车队，再次“抢”
到 $辆 ,*4&.<坦克。

根据德涅总司令部的指示，杜
博萨雷拉市的守军组建了 2个装备
,*4&.<坦克的坦克连，一个用来
保卫杜博萨雷拉市，另一个用来增
援蒂吉纳（德涅称“宾杰里”），那里
有德涅斯特河上的重要公路桥。这
也是 ,*4&.<坦克首次参与实战。
曾当过 21年坦克兵的谢尔盖·

乌科洛夫被任命为增援蒂吉纳的坦
克连长，他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当
大婶们将‘战利品’送来时，我们才
发现这些坦克都是教练车，连机枪
都没有，又是‘裸车’（没有安装反应
装甲），很容易被穿甲弹击毁。当坦
克机枪运来时，枪身上全是润滑油，
弹匣也是空的。我清楚开着这种连

机枪都打不响的坦克打仗如同自
杀！不过，这还不是最大的麻烦，最
大的问题是大家都没有驾驶 ,*4&

坦克的经验……不过，时间紧迫，我
们别无选择，许多平民被炸死了，我
们也将像死刑犯一样投入战斗。”

摩军入城遭遇火攻
4月 1日，摩军占领了杜博萨

雷拉市的一半街区，在蒂吉纳的进
展也不错。然而，摩尔多瓦人却没有
趁热打铁拿下杜博萨雷拉市，反而
抽调部队支援攻打蒂吉纳。
在蒂吉纳，摩军出动 1'余辆装

甲车猛攻跨河大桥，德涅军人在防
线后方布置了 %辆坦克歼击车，试
图用反坦克导弹封锁道路，却被摩
军用“章鱼”反坦克炮轻易摧毁。于
是，摩军如洪水一样“涌入”蒂吉纳
城区，德涅军只能困守城内几个孤
立据点，他们只有几辆改装的
+,-.装甲车和几门自行高炮。
进城的摩军数量让蒂吉纳居民

感到震惊，他们乘坐公共汽车，手中
挥舞着摩尔多瓦国旗，全然不顾这
里是战场。这种行为激怒了当地居
民，他们用“人墙”将车辆包围，然后
用煤油点燃，顿时让摩军乱了阵脚。
不知出于何种心理，在蒂吉纳

巷战中，摩军士兵经常做出一些不
可思议的事情。例如安装机关炮的
装甲车进入城区后，车上的士兵就
用机关炮对着路面连续扫射，根本
不看路上有没有目标。后来，德涅守
军总结出一个规律，摩军装甲车只

要发现一个目标，就会盯着不放，一
直扫射，直到打光炮弹，然后就能
“理直气壮”地回后方补充弹药。

“自杀式冲击”建功
正当局面危急之际，乌科洛夫

率领的坦克连于 4月 9日凌晨赶到
蒂吉纳郊外。他们向大桥方向盲射
了几次，测算射击参数，稍后，乌科
洛夫的瞄准仪上就出现了一辆摩军
装甲车。他稍微调整了一下，锁定目
标后果断开火，目标顷刻被摧毁。
随后，乌科洛夫所部开始接近

跨河大桥附近的敌人停车场。由于
坦克炮弹太少，机枪也没弹药，乌科
洛夫的坦克群不得不发起“自杀式
冲击”，用车体碾压摩军车辆。在这
次突击中，9辆 ,*4&.<坦克中有 2

辆被摧毁，还有 %辆被火箭弹打断
履带。乌科洛夫的座车也被炮弹击
中起火，乌科洛夫的眉毛都烧着了。
尽管德涅方面损失不小，但突

然出现的坦克仍使战局发生了逆
转。惊慌的摩军士兵纷纷丢下武器
逃跑……当跨河大桥被乌科洛夫所
部收复时，他们找到了 %%辆摩军装
甲车残骸和 )'具摩军士兵尸体，并
缴获 2 门“章鱼”反坦克炮、2 门
56*2$*2机关炮和 1辆军用汽车。

战火暂熄 争端未解
内战一直持续到 4月底，双方

约有 %1''人丧生，最后由于民众大
规模抗议和俄第 %&集团军的干预，
内战终告结束。值得一提的是，内战
最后一枪居然是俄第 %&集团军打
响的。该军的一个坦克师奉命镇压
德涅军科斯坚科营发动的叛乱，该
营指挥官企图用武力推翻当时的德
涅共和国政府，建立军事独裁。
直到今天，德涅冲突只是被“冷

冻”起来，并没有真正结束。按照摩
尔多瓦的说法，“绊脚石”就是俄罗
斯第 %&集团军，其仓库里的武器堆
积如山，除极少数运回俄罗斯外，其
余部分仍掌握在德涅人手中。

为了纪念 %""2年发生的惨烈
战斗，德涅斯特河沿岸共和国在蒂
吉纳跨河大桥附近修建了一个步兵
战车雕塑，旁边点燃着长明火纪念
在战斗中死难的将士。 安然

! ! ! !近日，关于巴基斯坦前总统穆
沙拉夫遭刑事指控引起外界关注，
这位特种兵出身的名将因卷入政治
斗争而前景暗淡，但如果探究其戎
马生涯，就能发现他的发迹与 $'年
前的一场“巅峰之战”密切相关。

美国人的“错误”
在印巴争议的克什米尔控制区

附近有一个名为锡亚琴的冰川，它
长约 92千米，面积约 $'''平方千
米，平均海拔 4&''米，是除极地之
外的最大冰川。本来锡亚琴冰川罕
见人迹，但 %"&)年印巴两国的克什
米尔之战却打破了这份宁静。

%"&"年，印巴两国在联合国的
调停下签署《卡拉奇协定》，将克什
米尔地区分为两部分，但实际控制
线只划到锡亚琴冰川的南端。由于
锡亚琴冰川自然条件恶劣，不适合

居住，当时未明确划分。但随着登山
和御寒设施的发展，征服冰川已非
难事，处于交通要道制高点的锡亚
琴冰川战略地位陡升。
另一方面，美国国防测绘局从

%"49年起绘制锡亚琴冰川地图时，
将这片区域划入巴基斯坦版图。之
后，许多探险队一旦需要进入锡亚
琴冰川，就向巴基斯坦提出申请。此
外，印度情报机关还发现，巴方曾多
次组织军人加入“国际探险队”，考
察锡亚琴冰川。印度认为巴方是想
借此证明冰川的归属。极为不满的
印度开始酝酿抢占冰川的行动。

印军先发制人
%")&年初，印度情报机关探听

到巴基斯坦正从一家英国公司采购
数百套防寒装备，同时巴方还批准
一支日本探险队考察锡亚琴冰川东

部制高点“里默*%”山峰。印度认为
巴方想派兵夺取冰川，于是决定先
发制人。为此，印度军方提出代号
“美格朵”的作战计划。首先秘密从
欧洲采购大量高海拔装备，随后以
“开展巡逻”的名义将驻扎在喜马拉
雅山麓的第 %&、%1军山地部队运至
锡亚琴冰川附近，这些部队中的军
官曾接受过极寒区作战训练。

&月 %$日，“美格朵”行动正式
展开。印度空军出动了米*) 直升
机，向锡亚琴冰川的战略要地投送
先锋部队。之后，大约 $''名印度士
兵顺利抢占锡亚拉、比拉方德等重
要山口。首批部队到位后，迅速修筑
了一些简易野战机场。印度空军随
后出动运输机将大批物资空投至这
些野战机场。随着后续部队被直升
机陆续运抵各处预定地区，锡亚琴
冰川的大片地区被印军控制。

两国长期对峙
获悉印军突然抢占锡亚琴冰

川，巴军立刻组织反击，但只抢占了
地理位置较差的哥央拉山口。
之后的几年里，巴军方进行了

多次武力尝试。最有名的一次战斗
发生在 %")9年。当时担任巴军特种
部队指挥官的穆沙拉夫在美军教官
的协助下，对印军占领下的比拉方
德山口发动奇袭，可是经过包括白
刃格斗在内的激烈战斗，巴军仍未
能改变原有作战态势。%")) 年 $

月，印军将一个 =>99.式榴弹炮连
部署到锡亚琴冰川后，彻底压制了
该地区的巴军。
时至今日，世界最高海拔的“巅

峰对峙”仍未画上句号，印巴双方约
4''' 名士兵零散驻扎在该地区的
%1'个营地内，其中很多位于海拔

4'''米以上。尽管没有官方统计数
据，但估计已有 &'''余人丧生，其
中大部分死于极端气候和雪崩。

值得一提的是，%"""年的卡吉
尔战争也与争夺锡亚琴冰川有关。
据印度杂志披露，当时，巴军试图通
过占领实控线印方一侧的部分哨
所，引导炮火切断印度国家 %号公
路，从而断绝印度对锡亚琴驻军的
补给。然而，印军不惜代价地夺回了
巴方占领的阵地，印度甚至做好了
投入核武器的准备，南亚局势异常
紧张。最终时任巴总理的谢里夫命
令撤回人员，此举最终酿成了 %"""

年 %'月的军事政变，时任陆军参谋
长的穆沙拉夫夺取了政权。
如今，印巴两国都希望卸掉“锡

亚琴包袱”，但民族主义情绪和彼此
间的不信任使两国很难做出让步，
“冰川非军事化”难以实现。 风云

! 1992年6月，德涅军开着MTLB-AT多用途装甲车通过德涅斯特河大桥

交战数月，德涅冲突致1500人丧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