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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巴丹死亡行军”中的美菲守军战俘，任何掉队的战俘都会被日军处死

经典战例

作战背景
菲律宾位于西太平洋，北望中

国台湾，南临荷属东印度（今印度尼
西亚），扼太平洋、南海和印度洋的
交通要冲，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太平洋战争初期，美国在菲律

宾的克拉克和甲米地建有亚洲最大
的海军基地和空军基地。不仅阻碍
日军南进，而且还对日本本土构成
威胁。日军企图攻占菲律宾群岛，夺
取美军基地，控制日本本土与东南
亚之间的海上交通线，为进攻荷属
东印度创造条件。
日军的计划是：先以驻台湾的

航空部队实施空袭，消灭驻菲美军
航空兵主力，夺取区域制空权；同
时，陆军先遣部队在海军舰炮火力
支援下，在吕宋岛多点登陆并占领
机场；之后，日军航空兵再适时前
移，支援陆军主力在林加延湾登陆
并占领马尼拉；在南部占领棉兰老
岛，随后南北对进占领菲律宾全境。
菲律宾守军为驻菲美军和当地

部队。为加强防御、阻止日军南进，
!"#! 年 $ 月美国在菲律宾建立远
东美军司令部，由麦克阿瑟中将任
司令，同时向菲增加兵力并加紧构
筑巴丹半岛和科雷希多岛的工事。
不过，由于美国高层决策给予

大西洋战区优先权，因此在太平洋
战区的作战计划就是以有限的可用
资源牵制住日本。在菲作战的美军
得不到人力和物资上的充足补给。

作战过程
%"&%年 %'月 $日，日本偷袭

美国夏威夷海军基地珍珠港。次日，
美国对日宣战，太平洋战争全面爆
发。同日，日军又对菲律宾的美国远
东空军基地发动突袭。

!(月 )日，日军出动陆海军航

空兵连续轰炸达沃、碧瑶、伊巴、克
拉克等处美军基地和机场，击毁 *+

%$等作战飞机约 %,,架，为登陆作
战创造了条件。同日，日军一部攻占

吕宋岛以北的巴坦群岛。
日军夺取了制空权后，趁着吕

宋岛地区几乎没有美军舰队之机，
自 -(月 !,日起，派出先遣部队第

&)师田中支队和菅野支队数千人，
开始分别在吕宋岛北部的阿帕里和
维甘登陆并占领机场。

!( 日，第 !. 师木村支队约
(/,, 人在吕宋岛南部的黎牙实比
登陆，占领机场并扩大战果。自 --

日起，第 /飞行集团逐渐转移到吕
宋岛已占机场，掩护地面部队登陆
和发展进攻。-$日，美军仅剩的 -$

架 *+-$轰炸机撤到澳大利亚。自
此，日军完全掌握制海权和制空权。

((日，日军第 &)师主力在吕
宋岛西岸林加延湾登陆。(&日，第
-.师在吕宋岛东南部拉蒙湾登陆。
至此，登陆日军形成南北夹击马尼
拉、围歼美菲军主力的态势。(.日，
吕宋岛守军撤往巴丹半岛预设阵地
和科雷希多岛，准备长期抵抗。日军
从南北两面进逼马尼拉，但未能切
断美菲联军撤向巴丹半岛的退路。

-"&(年 -月 (日，日军占领马
尼拉，并以一部分兵力占领甲米地
和八打雁。之后，日军认为菲律宾作
战大局已定，将海军主力和第 &)师
调往荷属东印度，将第 /飞行集团
主力调往缅甸，而仅以第 -&集团军
的剩余兵力清剿吕宋岛。

-月 "日，日军开始进攻巴丹
半岛，遭顽强抗击。美菲守军与日军
展开激烈的山地战、丛林战和阵地
战。交战中，木村支队被围，前来救
援的日军被歼 -个大队。月底，日军
因伤亡严重丧失攻击力，被迫转入
防御，战局一度陷入胶着。

0月中旬，麦克阿瑟转赴澳大
利亚，就任西南太平洋战区盟军总
司令。留守吕宋岛的温赖特少将被
提升为中将，负责指挥美菲守军。
日军得到第 &师增援后实力增

强，并以航空兵和炮兵轰击守军阵
地。&月 0日，日军以第 &师、第 ./

旅为主力对巴丹半岛再次发起进

攻。双方在丛林中展开殊死战斗。守
军既无援兵又缺补给，在日军猛烈
攻击下，巴丹半岛守军 $1/万人（其
中美军9300人）于 &月 "日投降。

&月 -,日起，近 )万战俘被押
往 -,,公里外邦板牙省圣费尔南多
的战俘营，一路无食无水，沿路又遭
日军刺死、枪杀，死了约 &万人，史
称“巴丹死亡行军”。同日，日军占领
米沙鄢群岛等战略要地。
日军攻占巴丹半岛后，对科雷

希多岛连续炮击和轰炸。/月 (日，
日军对该岛实施火力准备。/日，在
炮火掩护下，日军分左右两路登陆，
对岛上要塞发起攻击。-2/万名美菲
军依托坑道工事抗击，并组织敢死
队与日军展开白刃战。

/月 .日，日军后续部队投入
战斗，温赖特率美菲军余部投降。$

日，日军占领该岛。-,日，驻棉兰老
岛和北吕宋山区的美军投降。

/月 -)日，驻班乃岛美军停止
抵抗。至此，日军控制菲律宾全境。

作战评价
此役，日军死伤约 -2&万人，损

失飞机 ),余架、舰船 &艘；击毁美
菲军飞机 (/,余架、各型作战舰艇
)艘、商船 (.艘（美军资料为驱逐
舰1艘、潜艇2艘、其他舰船2艘）。
美菲联军死亡 (/,, 余人，负伤
/,,,余人，超过 --万人被俘（包括
温赖特中将）。失去菲律宾使美军在
太平洋的战略态势急剧恶化。
菲律宾进攻战是日军在第二次

世界大战中为了攻占众多群岛而发
动的第一次大规模协同战役。它证
明夺取制空权和制海权对于陆军抢
滩登陆具有决定性意义。 吕文

71年前，为了掠夺资源和战略扩张，日军偷袭美远东空军基地———

通过大规模协同战役占领菲律宾全境
1941年12月至1942年5月，为了攫取美属

殖民地的丰富资源，并为进攻荷属印度和澳大利亚
创造条件，日军在菲律宾发动了进攻性登陆战役。在
战役之初，日军偷袭菲律宾的美国远东空军基地，猝
不及防的美国远东空军遭到严重损毁，经过5个多
月的惨烈战斗，日军占领菲律宾全境。

! 日军：担负进攻的是陆军第14集团军（司令为本间雅晴中将，辖

第16、第48师和第65旅，约5.7万人），负责支援的有海军第3舰队（司

令为高桥伊望中将）、第11航空舰队（司令为冢原二四三中将）和陆军第

5飞行集团（司令为小冰英良中将），有作战舰艇50余艘、飞机500余架。

! 美菲守军：在菲律宾群岛的美军和当地部队，共有约14万人

（其中美军1.9万人、菲军包括民兵共12万人），飞机277架（其中可作

战飞机142架），美国亚洲舰队（司令为哈特上将，作战舰艇40余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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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音乐：打击敌人的“心理战”武器战史钩沉

! ! ! !据美国《陆军》杂志披露，以色
列国防军特种作战官员本·拉特曼
曾向本国国防部提出建议，加大“心
理战”在与黎巴嫩真主党作战中的
地位，运用以色列和西方丰富的音
乐资源，创作大量振奋士气的音乐
作品，以鼓舞日见低落的以军士气。
事实上，自从有文字记载以来，

音乐就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面楚歌”与心理战
音乐在战争中的作用向来是双

重的：对己方是一种联络工具；对敌
方则是一种心理战武器。最早关于
音乐用于心理战的记载出自楚汉争
霸的“四面楚歌”。公元前 (,(年，西
楚霸王项羽在垓下被汉军包围，汉
军高唱楚地民歌，使楚军军心涣散。
古希腊和古罗马军队都曾使用

铜管乐器和打击乐器，它们是现代
短号和大号的前身。无论是在行军
中、战场上还是在扎营时，他们都用
这些乐器传递信息。希腊军队曾在
出征时雇音乐家伴奏，朗诵颂诗和
唱赞美歌，以激励军队的士气。

十字军带回军乐艺术
中世纪前半叶，欧洲的音乐只

是出现在宫廷和教堂，但长达 0,,

年的十字军东征改变了这种状况。
当时十字军的对手阿拉伯人是运用
军乐的高手，利用军乐团为远距离
的军队传递即时命令，同时也作为

一种“恐惧和恐吓的武器”，这种做
法给欧洲的十字军骑士们留下了深
刻印象，并被迅速效仿。

这些军乐战士回到欧洲后，被
不同军队或雇佣兵团吸收，他们带
回的乐器也渐渐被欧洲贵族所接
受。由于不同的士兵在演奏时总喜
欢加入自己家乡的音乐元素，比如
在军号和大鼓进行曲中加入风笛。
当时，欧洲的军乐队不仅在部队行
进时伴奏，还参加各种比赛和庆典。

-/(-年，意大利军事家马基雅
弗利撰写的名著《战争的艺术》中提
到：指挥官应该通过小号来发令，因
为小号的声音具有穿透力又足够响
亮，便于混战中的士兵听到命令。他
还建议，骑兵号应具有不同音色，避

免与步兵的命令搞混。至于鼓和笛
子，他则断言说，这两样乐器是行军
训练中最好的帮手，也是战场上灵
活机动地调动步兵的传令工具。

军乐的作用和“欺骗”
到了 -.世纪中期，欧洲各国的

军队都形成了完整的音乐指令系
统，一些士兵手册上就列着诸如“行
进”“靠近”“攻击”“撤退”和“散兵”
等种种调式。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
军队进行曲，每个军人都必须记住
本国的进行曲，以便在硝烟弥漫的
战场上分辨远处部队是友是敌。对
士兵来说，掌握这套“音乐语言”和
掌握步枪装填技术同样重要。
也有一些足智多谋的将领会利

用进行曲来欺骗敌人。比如在 -.-)

年爆发的 0,年战争中，一支普鲁士
部队就曾演奏《苏格兰进行曲》，成
功欺骗对手。而在 -$,)年的奥登纳
德战役中，英国、荷兰和奥地利联军
的鼓手敲出了足以乱真的“法军撤
退曲”，导致部分法军撤离战场。

交响乐成“关键武器”
进入 -"世纪后，随着科技的发

展，战场上对军乐的需求逐渐减少，
它逐渐成为一个国家展示部队和人
民精神面貌的一种手段。列夫·托
尔斯泰在小说《战争与和平》中写
道：“所谓的部队精神实际是一个未
知数‘3’。整个人类历史中，音乐都
以一种不可思议的力量提高这种
‘3’的影响度。”

一战时期，交响乐首次被纳入
战争武器的行列。协约国吸取了同
盟国音乐家贝多芬第五交响曲序曲
的节拍，在摩尔斯电码中采用“三短
一长”来代表字母“4”，也就是胜
利。这一悦耳的信号频繁出现在协
约国的各种宣传资料上。
用音乐鼓舞士气的最佳例子是

苏联音乐家迪米特里·肖斯塔科维
奇的第七交响曲。-"&-年 $月，纳
粹军队进攻列宁格勒，肖斯塔科维
奇一边充当空袭消防员，一边充当
高射炮手。当战友们劝他继续创作
歌曲是为祖国所做的最伟大的事
后，他开始创作著名的第七交响曲。

-,月，苏军统帅部将他送到战时首
都古比雪夫，在这里他完成了创作，
并把它献给列宁格勒，因此该曲也
被称为“列宁格勒交响乐”。作曲家
说：“我要告诉全世界人民，我们依
然活着，我们必将胜利！”
但要在列宁格勒演出第七交响

曲十分困难。纳粹德军的大炮每天
都把几百吨弹药倾泻到列宁格勒，
很难保障演出场地的安全，而且由
于全民皆兵，很难找到演奏人员。为
鼓舞斗志，苏军派人到前线逐个寻
找以前交响乐团的乐手，把他们撤
回市区秘密排练，修缮演出场地。
演出之前，苏军指挥部下达了

重创敌人的命令，一时间苏军所有
大炮一起开火。炮火换来了短暂的
宁静。此时，激昂的音乐从大量高音
喇叭中涌出，苏联军民士气大振，而
阵地里的德军却听得“快疯了”。此
前德军战报称“列宁格勒已经是一
座死城”，然而，在“交响乐攻击”后，
一名德军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我
们都认识到，我们输了这场战争。”
这部凝聚了必胜信念的交响曲

在美国也获得极大反响。-"&'年 $

月 -"日，纽约举行盛大的第七交响
曲首演式，世界上几千家电台转播
了这场音乐会。-"&'年底，德军从
一名苏军士兵的尸体上找到一本日
记，其中有这样一段话：“昨晚，我听
了第七交响曲的演奏，我清楚了我
们为何而战！” 安然

! 1942年3月29日，第七交响曲在莫斯科演出，激励了苏联军民的斗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