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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界瞭望

! ! ! !今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一百周年! 而这场世界性
"斗殴#的起源地正是被称为"欧洲火药桶$的巴尔干半岛%当
时!由于新兴的斯拉夫国家塞尔维亚与衰老的奥匈帝国存在
不可调和的结构性矛盾!再加上它们都有自己的后台!使得
一场本可化解的局部冲突!最终发展成波及全世界的悲剧%

百年前，一场发生在萨拉热窝的刺杀行动使整个欧洲陷入战争———

塞尔维亚战役引爆“欧洲火药桶”

! 由于缺乏弹药，塞军火炮难以发挥作用，许多塞军火炮被奥匈军队缴获

两个集团 角逐欧洲
为什么会发生一战？很多教科

书已经做出回答，那就是 !"世纪初
欧洲分裂成以德国为首的同盟国集
团和以英、法、俄为首的协约国集
团，这两个集团如同急于抢地盘的
帮派，积极搜罗武器，互相威胁，并
且发动攻击。当时，与德国结盟的奥
匈帝国（其主体就是今天的奥地利
共和国）作为欧洲面积第二大国（仅
次于沙俄），最害怕境内的斯拉夫少
数民族犯上作乱，年迈的老皇帝弗
兰茨·约瑟夫疑心非常重，他得到的
情报显示：位于巴尔干的塞尔维亚
王国不断派遣间谍进入帝国，煽动
斯拉夫人进行颠覆活动，而塞尔维
亚的靠山就是沙俄。

#$#%年 &月，奥匈帝国王储斐
迪南在邻近塞尔维亚的波黑行省
（今波黑共和国）举行大规模军事演
习，激怒了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以
“统一或死亡”为口号的塞尔维亚秘
密组织“黑手会”在政府高官的默许
下，在波黑首府萨拉热窝刺杀了斐
迪南夫妇。这场刺杀让早就想对塞
尔维亚下手的奥匈帝国找到了开战
的借口，维也纳的报纸上充斥着“塞
尔维亚必定灭亡”的战争叫嚣。隐身
幕后的同盟国和协约国则纷纷煽风
点火，生怕战火被外交折冲浇灭。
当时，塞尔维亚的战备情况远

不如奥匈帝国，'"余万大军只有少
数获得现代化装备，重要武器和弹
药都依赖从法国和俄国进口。奥匈
帝国的情况同样不乐观，因为它的
整个东部边疆都暴露在虎视眈眈的
俄国面前，中间仅隔着一道喀尔巴
阡山脉。因此，当奥匈帝国总参谋长
康拉德制定入侵塞尔维亚的战争计
划时，还得仔细计算自己部署在东
线的军队能挡住俄军多长时间，以
便在“解决塞尔维亚问题”后迅速把
部队调回抵御沙俄的进攻。

&月 !'日，奥匈帝国外交部向
塞尔维亚发出条件苛刻的最后通
牒，要求在三天内答复，其内容包括
取缔塞国内所有反奥宣传、把公开
反奥的官员免职、镇压危害奥匈安
全的泛斯拉夫民族运动等。约瑟夫
皇帝的意图很明显，就是希望塞方
因条件苛刻而拒绝接受，从而使开

战顺理成章。没想到老谋深算的塞
尔维亚首相帕西奇几乎都应承了下
来，只要求对通牒的第六点（奥匈官
员在塞境内追查暗杀元凶）略作修
改。然而，一心想打的奥匈帝国连
“半个不字”也当成借口。

&月 !(日，奥匈正式向塞尔维
亚宣战。在随后的一个月内，德、法、
俄、英等国先后卷入战团，世界大战
全面爆发。

塞军定计 弃边守险
与今天的塞尔维亚版图不同，

当年的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与
奥匈帝国的伏伊伏丁那平原只隔着
萨瓦河，奥匈内河舰队的浅水炮舰
能轻易把贝尔格莱德城堡打得千疮
百孔。而塞国西面，在波黑境内陈兵
!&万的奥匈军队只需渡过德里纳
河，就能进抵塞尔维亚腹地，因此
“一步都不能退”成为塞军上下喊得
最响的口号。
反观奥匈方面，尽管帝国总参

谋长康拉德是个忠诚的职业军人，
但他任命的前敌总指挥、巴尔干集

团军司令波提瓦雷克实在是个草
包，这位喜好施特劳斯音乐的将军
急于在皇帝生日（( 月 )( 日）前取
得胜利，不等第二梯队（第 *军）集
结完毕，就催促以第 +军为主的 !,

万人马强渡德里纳河。由于工兵舟
桥准备不足，许多重炮和机枪未能
跟随部队过河。
针对奥匈军队的进攻，塞尔维

亚国王彼得一世奉行“拒敌于国门
之外”的策略，但经验老到的塞军总
司令普特尼克认为在本国军力仅
!+ 万人的情况下，“守边不如守
险”，不顾国王反对，把主力（'个集
团军）分配到战略要点驻守：人数最
多的第 )军拱卫贝尔格莱德；第 '

集团军被部署在德里纳河东岸，依
托西部山区进行持久抵抗；第 !集
团军则充当战略预备队，在潘切沃
地区实施机动防御。

奥匈受挫 冒险增兵
后来的战局证明普特尼克的决

策是正确的。奥匈第 +、*军正面强
攻德里纳河东岸，结果在采尔山和

埃维尔克山遭遇塞军第 '集团军的
坚决抵抗，由于塞军可以依托预设
筑垒地域，加之奥匈部队缺乏攻坚
重炮，导致奥匈军队在开战前 %天
内有 )-(+万人伤亡，%+,,人被俘，
却仅仅向前推进了 #%千米。
面对伤亡惨重却推进迟缓的战

局，起初信心满满的奥匈帝国总参
谋长康拉德坐不住了。如果塞尔维
亚战事继续拖延，一旦俄国完成军
队动员，并在东部发起进攻，奥匈帝
国就会陷入极端不利的境地。(月
#,日，康拉德命令把驻防东部加利
西亚地区的第 !集团军的 #!个师
运往塞尔维亚前线。尽管这条命令
意味着面向俄国的防线失去防御
力，但康拉德抱着侥幸心理———他
希望凭借压倒性的军力优势在 #,

天内击溃塞军，然后迅速回防东线。
然而康拉德不仅严重低估了塞

军的顽强，而且还高估了奥匈帝国
的铁路运输能力。汹涌而来的军列
和糟糕铁路调度指挥几乎使奥匈帝
国的铁路系统瘫痪。

互有胜负 战局僵持
直到 (月中旬，奥匈第 !集团

军才从伏伊伏丁那平原出发，强渡
萨瓦河进入塞尔维亚，主力第 %师
在贝尔格莱德郊外夺取一处桥头
堡，这让塞国上下惊慌不已。
为了保卫首都，塞尔维亚国王

彼得一世强令总司令普特尼克采取
“围魏救赵”的战术，指挥集结于贝
尔格莱德的塞军第 #集团军强渡萨
瓦河，到外线去夺取奥匈领土，试图
逼迫奥匈军队远离首都。可是这一
冒险从一开始就遭遇失败，当塞军
推推搡搡地登上轮船时，遭到奥匈
内河舰队的猛烈阻击，*,,,余人丧
生，鲜血染红了河面。
由于互有胜负，奥匈帝国军队

和塞尔维亚军队陷入僵持局面。(

月底，由于俄国动员军队和进攻加
利西亚的速度超出预想，康拉德只
得匆忙把进攻贝尔格莱德的第 !集
团军调回东线，这使塞军面对的压
力大减。奥匈帝国的前敌总指挥波
提瓦雷克只好继续尝试正面突破塞
军的山谷防线。$月 !日至 &日，双
方围绕塞尔维亚西部山区展开殊死
争夺，!万余人命丧疆场。

塞军力竭 撤离首都
由于塞军缺乏预备队，最终普

特尼克下令塞军放弃前沿阵地，向
后收缩，准备和对手打堑壕战。对于
这一决定，多数塞军军官表示反对，
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火炮，士兵的
弹药储备又不足，如果继续用呆板
的阵地战与敌人拼消耗，最后吃亏
的只能是塞军。果然，当双方陷入阵
地战后，塞军大炮在交战仅一周后
就弹药不继，堑壕内的塞军每天承
受奥匈军队肆无忌惮的炮轰，损失
越来越大。不过，一些机灵的塞军军
官发明了坑道战———在地下挖掘坑
道，然后埋设地雷，等到奥匈军队跃
出战壕冲锋时引爆。

##月 +日，波提瓦雷克靠着兵
力优势向塞军发起新的大规模攻
势。由于塞尔维亚第 '集团军在前
期交战中消耗殆尽，普特尼克把预
备队第 !集团军投入战斗，但终归
力竭势穷。面对“玉石俱焚”还是“留
下青山”的抉择，普特尼克向国王彼
得一世坦承：“我们的军队已经做出
重大牺牲，为了战争和民族的前途，
我诚恳地向陛下建议，放弃首都贝
尔格莱德，向南部尼什地区转移。”
于是，塞尔维亚王族和内阁在 ##月
的最后一周乘火车南下，随行还带
走国库里的黄金和重要文件。#!月
!日，奥匈军队开进贝尔格莱德。

以弱敌强 虽败犹荣
在整个塞尔维亚战役中，塞军

以 !+万人，迟滞奥匈军多达 %+万
兵力，尽管丢掉首都，但塞军以损失
#'-' 万人的代价，却消灭了多达
!!-+万人的奥匈军队，创造了第一
次世界大战中首个以弱敌强的奇
迹。奥匈军队总指挥波特瓦雷克因
作战不力，被解除巴尔干集团军司
令的职务。历史学家认为，奥匈军队
在塞尔维亚战场上的巨大损失，以
及俄军在加利西亚前线的节节胜
利，使存在了几百年的奥匈帝国逐
渐呈现出摇摇欲坠的迹象。尽管它
还能坚持在世界大战中打上四年，
可是覆灭的种子已经埋下。风雷

经典战例

! ! ! !战争中，把特工伞降到敌后活
动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但如何把特
工撤回来却是一个难题。为此，美国
海军在二战后开发出颇为有趣的
“机载回收系统”，用于在复杂环境
下撤离特工，这其中蒸汽船发明家
富尔顿的后代起到关键作用。
美国人罗伯特·爱迪生·富尔顿

是蒸汽船发明家富尔顿的旁系后
裔，他继承了祖辈的科学基因，一辈
子都致力于“古怪玩意”的研发。二
战期间，富尔顿针对盟军向轴心国
统治区秘密渗透的需求，打算发明
一种“陆空两用飞行汽车”，可是直
到二战结束也没能如愿。

#$+,年，感到“飞行汽车”无望
后，富尔顿转而以气球尾钩和尼龙

绳制造了一种回收系统，并进行了
一系列试验。客观而言，富尔顿搞出
的是回收系统“粗暴且危险”：地面
人员先在两棵高大的树上绑一个用
粗绳或钢丝绳做的绳圈（如果是在
没有树的空地上，则竖起两根木

桩），绳圈上套着另一根绳子（捆着
一个人或一袋文件）。执行回收任务
的飞机低空掠过时，用钩子钩住绳
圈，并在飞机加速爬升过程中将人
和物品拉上飞机。这一过程中，被
“回收”的人很可能被拉断脖子、突
然坠落或被钩子戳伤，因此，飞行员
和操作手都必须接受专门训练。
富尔顿让儿子用摄影机拍摄了

回收试验的过程，并把这些影片送
呈中情局负责技术研究的主管德·

弗洛雷斯少将。当时美国已深陷朝
鲜战争，为了刺探军情并实施破坏，
中情局向朝鲜半岛北部空投了许多
特工，但如何把他们弄回来却让人
伤透脑筋。因此，德·弗洛雷斯对“回
收系统”很感兴趣，将富尔顿引见给
美国海军研究实验室（./0）。富尔
顿从 ./0得到了一份开发合同，负
责中情局远东事务的威斯纳更是很
快拍板引进。)$+!年上半年，中情
局下属的航空公司先后在朝鲜咸镜
北道地区实施了 %"多次人员回收，
成功率为 !(1，其中还有不少人员
因“拉扯过猛”等原因落下残疾。
朝鲜战争结束后，中情局向富

尔顿提出了改进“回收系统”的要
求。#$+(年，富尔顿研发的新一代

“架空吊车”问世，它能在离地 #+,

米处回收人员和物资。该系统首先
被安装在美国海军的 23!4“海王
星”巡逻机上，用于紧急救难。

#$*,年，./0在美国的北极科
考站部署了一套声学监测网络，用
于监视苏联潜艇。而苏联也在北极
布置了一个代号“.25(”的漂流观
测站，里面安装类似监测系统用于
跟踪美国潜艇。!年后，因浮冰跑道
破裂，苏联宣布放弃对 .25(漂流
站的控制。美国中情局随即开始实
施一项名为“胆怯”的行动———派出
25!4巡逻机到北极地区进行航空
探测，寻找并打捞 .25(漂流站。

+月 !(日，中情局下属航空公
司的 ) 架 65%* 飞机和 # 架装备

“架空吊车”的 75#&飞机从巴罗角
起飞，在 #架美军 25!4巡逻机的
帮助下，终于确定了 .25(漂流站
的位置。随后，中情局少校史密斯和
雷沙克被空投到 .25( 漂流站，考
察了三天。'#日，装备“架空吊车”
的 75#&飞抵 .25(漂流站上空，准
备接回史密斯和雷沙克。
冰面上的风很大，几乎到了“架

空吊车”可以承受的极限。经过一番
努力，“架空吊车”成功把史密斯、雷
沙克和他们收集的物品接上飞机。
正是通过“胆怯”行动获取的资料，
./0 了解到苏联在极地气象学和
极地海洋声学方面的研究已经超过
美国。之后，“架空吊车”还被多次用
于中情局的秘密行动。 安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