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冷战中，荷兰潜艇秘密刺探苏联舰队

1940年，德军穿过号称天险的阿登山区，抄了马奇诺防线后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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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战例

! ! ! !继 !"#"年侵占波兰之后!!"$%年 &月!纳粹德国启动入
侵西欧的"黄色方案#!德军在波兰战场尝试过的"闪电战$又
用到英法联军身上% 德军装甲部队绕开法军重兵云集的马奇
诺防线正面! 转而穿越地势险峻的阿登山区! 然后冲过马斯
河!兵锋直指法军防线的结合部和薄弱点!法军经营多年的马
奇诺防线一下子变成了无用的摆设%

! 德军坦克开入法国腹地

史海钩沉

战前部署
当时，德军在西线展开了 !、"、

#三个集团军群，共计 $$%个师，约
&''万官兵，()''辆坦克和突击炮，
约 )%''门火炮、$*$%架作战飞机。
其中，"集团军群是进攻西欧的主
力，将在德国、比利时、法国、卢森堡
四国交界处进行主要突击，该集团
军群下辖第 +、$(、$,集团军以及克
莱斯特指挥的装甲集群（下辖第
$-、$%、+$装甲军）。
由于法国早在 ('世纪 &'年代

就修筑了针对德国的马奇诺防线，
使法德边界“要塞化”，德军若正面
突击，肯定遭受惨重伤亡，因此德国
人决心“另辟蹊径”。按照“黄色方
案”，"集团军群中的第 +集团军负
责右翼进攻，首先突入比利时境内
的阿登山区，尔后掩护在其南面进
攻的友军推进至法国马斯河，霍特
指挥的第 $%装甲军（辖第 %、)装甲
师）在突破比利时边境防御后，立即
在第 +集团军突破的战线缺口上渡
过马斯河。中路的第 $(集团军和配
置在后方的第 +$装甲军（由莱茵哈
特指挥）、第 $-装甲军（由古德里安
指挥）将协同作战，第一步是占领兵
微将寡的卢森堡，接着粉碎比利时
军队在比卢边境的抵抗，击退可能
来援的法军，然后在日韦和色当之
间强渡马斯河，向法军马奇诺防线
的后方实施穿插。至于左翼的第 $,

集团军，则穿过卢森堡南部，随后向
南展开所属兵团，掩护友军侧翼。
反观英国、法国、比利时和卢森

堡军队，他们共有 $&%个师，约 &&'

万人，&+,-辆坦克、('''架飞机。联
军以为有马奇诺防线作为依托，坐
等德军前来“自投罗网”，谁都没有
想到德军会把主攻方向放在阿登。
当时，负责阿登方向防务的只有比
军两个师和法军三个师，全是二线
部队，不少部队连反坦克炮都没有，
工事也比较简陋，一旦遭到猛攻，这
些部队很容易一哄而散。

战役经过
%月 $'日凌晨，龙德施泰特指

挥的德国 "集团军群开始行动，规
模空前的坦克装甲纵队集中在德、
比、卢边境的阿登山区，其中在德比
边境上是霍特的第 $%装甲军，德卢
边境上是第 +$、$-装甲军。在这两
股装甲突击力量后方，紧跟着德国
第 +、$(、$,集团军。德军进攻首日
非常顺利，古德里安指挥的第 $-装
甲军横穿卢森堡，进入比利时国境，
并在 $'日晚突破比军边境防御。第
$%装甲军遇到比军一个师的抵抗，
但很快将其粉碎，第 $%装甲军离马
斯河只有一步之遥。
起初，法军认为德军在阿登的

进攻不过是佯动，只派出第 (、%骑
兵师前去增援比利时友军。$'日下
午，法军第 (骑兵师遭遇德军第 $'

装甲师，因武器低劣，被打得落花流
水。$$日，法军第 %骑兵师被德军
第 $、(装甲师打垮。吓破胆的法军
指挥官居然把所有呆在马斯河东岸
的部队全都撤到西岸，放弃既设阵
地，主动为德国人让开了道路。$(

日下午，德军第 $-装甲军陆续进至
马斯河东岸，比计划提前了一天。
同样在比利时境内横冲直撞的

德国第 $%装甲军以第 )装甲师（师
长隆美尔）为先导，继续向西突击，
他们的目标是迪南。当时，德国第
$% 装甲军和友邻的第 +$、$- 装甲
军之间有长达 &'多千米的空当，如
果法军或比军来个反突击，保不齐
能扭转战局，但法比军队已被德军
的“闪电战”打得惊慌失措，根本没
想过组织反击。$(日下午，德国第
$%装甲军也到达马斯河东岸。

$(日晚，法国第 -集团军司令

科拉发现马斯河对面已布满德军，
顿时感到情况不妙，他立刻向法军
总部求援，法军总司令甘末林先后
调动 $'个师增援，但这些部队分布
在法国内陆各地，最快也要到 $)日
才能抵达前线，实在是“缓不济急”。

%月 $&日上午，德国第 $-装
甲军率先强渡马斯河。$'时起，德
军以有限的火炮轰击对岸，德国空
军也同步展开空袭，./0*) 俯冲轰
炸机持续在法军阵地上空盘旋，该
机俯冲时发出的啸叫声让法国士兵
心惊胆战。德军的炮击和空袭摧毁
了法军士气，到了下午，许多法国士
兵连敌人都没看见就扔掉武器逃之
夭夭。入夜时分，德军已登上马斯河
西岸，并架起浮桥。
几乎与此同时，德国第 +$装甲

军也在梅济耶尔附近的纽松维、蒙
丹梅渡口横渡马斯河。德国第 $%装
甲军则向马斯河西岸的迪南发动猛
攻，该军第 )装甲师遭到对岸法军
的猛烈抵抗，师长隆美尔命令坦克
沿河岸展开，以直瞄火力压制对岸
的法军，掩护步兵乘橡皮艇抢渡，他
自己亲自乘橡皮艇指挥渡河。尽管
法军火力很凶猛，但到了 $&日中
午，德国步兵终于夺下了布维涅，并
前出至格朗热和絮兰沃森林。至此，
"集团军群的 &个装甲军都已突破
马斯河，德军的计划已成功了一半。
德军突破马斯河的消息传到法

军总部，甘末林慌忙投入自己的战
略预备队实施反击。%月 $+日，法
军对德军在马斯河西岸的桥头堡展
开总攻击，令人遗憾的是，法军的所
有反击都显得虎头蛇尾，许多部队
稍遇德军空袭或坦克冲击即告溃
散，还有一个法国师刚取得反击效
果，没想到指挥官害怕孤军深入，竟
然命令部队撤回，等待友军跟上来。

德军充分利用对手的失误，第
$装甲师向西快速前进，于 $+日黄
昏渡过阿登运河，切断法军第 (、-
集团军之间的联系。至 $%日晚，德
军大部队均已开过马斯河，向着英

吉利海峡猛扑过去，法国及英国、比
利时的重兵集团被合围在敦刻尔克
至麦茨之间的狭长地带，他们与法
国南方的联系被完全切断，这意味
着整个法国战局已无可挽回。

战役结果
此次战役中，德军正确选择了

主攻方向，在空军掩护下，数以百计
的坦克穿行于阿登密林之中，然后
横渡马斯河，抄袭英法比卢联军后
路，这样一来，德军通往巴黎和英吉
利海峡的道路敞开了，而增援比利
时的英法部队一下子掉入“战略陷
阱”里，随时面临被歼的风险，而陈
兵马奇诺防线的法国大军也将腹背
受敌。%月 $+日，英法曾试图通过
空袭来扭转危局，当天下午，马斯河
上空爆发了规模空前的空战，英法
轰炸机在战斗机的掩护下，直扑马
斯河渡口，德军则出动约 %个联队
的战斗机升空拦截，双方投入的飞
机各有 %''余架。战至夜幕降临，损
失惨重的英法空军不得不撤出战
斗，德军浮桥全都完好无损。
德军长驱直入，令法国陷入恐

慌之中。$-+'年 %月 $%日，法国总
理雷诺给英国首相丘吉尔打电话：
“这一仗我们恐怕要输了。”丘吉尔
惊得目瞪口呆：“我真没想到，德国
‘闪电战’竟会如此厉害。”为了探明
战局真相，并为感到绝望的法国盟
友打气，%月 $,日，丘吉尔从伦敦
急飞巴黎，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
道：“我一见到法国总理雷诺和法军
总司令甘末林，我就意识到局势比
想象的还要糟糕，他们每个人脸上
都是灰溜溜的。”甘末林承认自己手
里已经没有战略预备队了，现在没
有任何拿得出手的军队挡在德国装
甲集群与英吉利海峡之间了，德国
人可以毫不费力地“向着大海进
军”，“法国输掉了这场战争”。宋涛

! ! ! !上世纪 *'年代，处于极盛时期
的苏联海军频繁进出号称“北约内
湖”的地中海，与美国海军“互别苗
头”。由于兵力不够，美军无法跟踪
所有苏联军舰，于是鼓动北约盟国
为其“站岗放哨”。在这些“编外哨
兵”中，荷兰海军的“虎鲨”号（舷号
10$*)）潜艇就是表现突出的一员。

险些命丧海底
众所周知，在公海跟踪假想敌

舰队非常危险，一旦被发现，跟踪者
就会成为别人的“俎上鱼肉”。由于
地中海大部分水域深度不够，美军
庞大的核潜艇根本施展不开，倒是
长度只有 -'米的“虎鲨”号常规动
力潜艇小巧灵活，更适合在浅水区
隐蔽活动，于是美国就把秘密侦察
任务交给了荷兰人。
起初，“虎鲨”号配备的侦察器

材还很单调，只有能截获苏军无线
电信号的天线，为了更好地执行任

务，美军借给荷军一部“佩里维茨”
摄像机，装在潜望镜镜头位置上，能
拍摄苏联水面舰艇的活动细节。荷
兰人鼓捣半天才明白摄像机的用
法：如果让它向左转，得按“向右”的
按钮，向右旋转则得按“向左”的钮。

$-*(年 -月，苏军一支特混编
队抵达突尼斯哈马迈特以北 &'海
里处的东地中海水域举行演习，“虎
鲨”号潜艇也来“凑热闹”。当时，它
秘密潜航至苏军演习禁区内，伸出
装在潜望镜上的“佩里维茨”摄像
机，试图偷窥苏军编队里的 $$++型
战列巡洋舰的行踪，荷兰艇长休格
涅紧盯着摄像机传回的画面，“艇上
官兵都在祈祷别被对方发现，我曾
观察到巡洋舰上有几个苏联水兵正
在指指点点，似乎指向露在水面上
的潜望镜，”休格涅回忆说，“如果被
苏军发现了，他们可以马上发起攻
击，即便把潜艇击沉也没什么问题，
因为他们会说自己在演习，况且划

定了禁区，谁闯进去就是找死。”幸
好，苏军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虎鲨”号在此次侦察中也遇到

过惊险一幕。休格涅说：“我们又去
跟踪苏军编队里的一艘潜艇，没想
到目标突然下潜，很快消失得无影
无踪，我们不知道它去哪里，也不知
道它想干什么。我艇立即进入最高
戒备状态，关闭所有机械设备，只开
着被动声呐，一动不动在原地坐底，
就这样一动不动地呆了 &(小时，始
终未发现那艘苏联潜艇。”

!水下仰视"#无人觉察
当时，苏联海军始终在地中海

保持着庞大的分舰队，它们往往临
时驻泊在北非国家领海边缘，休格
涅回忆说：“苏联军舰在地中海停得
到处都是，油船等保障船只几乎常
年不动，作战舰艇时不时前来与它
们会合，接受补给。”有时候，苏联海
军会在一个锚地汇聚 )'余艘舰艇，

密集度之高简直“针扎不进，水泼不
进”，但“虎鲨”号必须最大限度靠
近，才能拍到理想的画面。
在这样的环境下搞侦察，保持

安静是荷兰潜艇的第一要务。此时，
“虎鲨”号的机械设备几乎全部关
闭，只有柴油机处于最低速度运行，
为潜艇提供起码的动力，潜艇就好
像在水里漂着，水兵们根本感受不
到它的移动。反观苏军，军舰的起锚
声、螺旋桨启动声，甚至机械师用扳
手拧螺丝的声音，都能被“虎鲨”号
上的被动声呐听得一清二楚。潜艇
接近目标后，休格涅艇长会命令升
起潜望镜，“佩里维茨”摄像机开始
工作，与此同时，声呐兵也启动声呐
系统，记录苏联军舰的“声纹”信号
（即每艘军舰发出的特别声响），通
过这些“声纹”，声呐兵能识别出苏
联舰艇的具体型号。
对荷兰潜艇来说，最困难也是

最危险的侦察方式当属“水下仰

视”，就是用潜望镜观察苏联军舰底
部龙骨，此时潜望镜镜头必须处于
苏联军舰下方（水下也要有很好的
能见度）。荷兰人之所以对苏联军舰
底部感兴趣，是因为苏军可能在那
里留有舱口，供蛙人进出，另外，荷
兰人也想近距离观察苏联军舰螺旋
桨的构造（例如桨叶数量和加工工
艺），由此可以推断出军舰的机动性
能。潜艇实施“水下仰视”很讲技巧，
首先得搞清楚目标停泊的准确位
置，尔后要将自己保持在合适的“潜
望镜深度”，最后就是精心操作潜望
镜，镜头离得近，离得远都不行。
冷战结束后，休格涅调任荷兰

驻土耳其武官，在那里，结识了一位
曾任苏军舰长的俄罗斯武官。聊天
时，休格涅发现自己曾对该舰进行
过“水下仰视”侦察，他委婉地问起
对方当年是否觉察到有人跟踪时，
那位俄罗斯武官却说自己根本不知
道水下有“异常情况”。 李学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