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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战例

! ! ! ! !"#$年底!美军发起规模空前的中太平洋大反攻!计划
先拿下马绍尔群岛!再夺马里亚纳群岛!最后直指日本本岛"

美军反攻的关键是夺取马绍尔群岛东南面的吉尔伯特群岛!

一旦得手!美军就能在此部署航空兵!掩护舰队进一步深入
日占区腹地" 根据作战计划!美军集中重兵围攻吉尔伯特群
岛的塔拉瓦环礁!打算将那里的日军主力一举歼灭"

! 美国海军“林哥德”号驱逐舰炮轰日军阵地

史海钩沉

日军苦心经营
塔拉瓦环礁位于夏威夷东南方

约 !"""千米，是吉尔伯特群岛中最
大的珊瑚环礁之一，包括大大小小
的出水岛礁约 #"座。贝蒂欧岛是其
中最大的一座岛屿，长约 $千米，最
宽处 #%"米，面积只相当于纽约的
中央公园。岛上丛林密布，从远处看
犹如热带天堂，但在这些绿树掩映
之下，却是冰冷残酷的杀机。
自 &'!&年 &(月占据贝蒂欧岛

后，日军便开始大兴土木，将美丽的
小岛变成守卫森严的要塞。在这块
面积仅为 )平方千米的珊瑚岛上，
日军居然派驻 !%%%余名守军，外加
一些朝鲜劳工，总人数约为 !$%%

人。岛中央是一座机场，那里有吉尔
伯特群岛中唯一的轰炸机跑道。贝
蒂欧岛周围尽是大片浅水礁盘，上
面设置大量混凝土三角锥、铁刺网
和椰木栅，并配合大量火炮，以阻击
美军登陆舟艇。滩头有大批覆盖椰
木、钢板和珊瑚沙的半地下式碉堡，
足以抵御重炮轰击。日军防御指挥
部则安排在用钢板和一米厚的混凝
土构筑的巨型碉堡里，日本电台夸
口说：“美国即便动用百万军队，花
上百年时间，也休想拿下塔拉瓦！”
为夺取塔瓦拉，美国海军太平

洋舰队司令尼米兹批准实施“电流
计划”，派遣拥有 &&艘航母、*艘战
列舰和 (+艘护航舰只的第 $舰队，
护送陆战 (师的 ),-万官兵集结到
塔拉瓦附近水域，准备从主岛贝蒂
欧北岸登陆。同时，美军出动第 +航
空队的 &%%余架轰炸机及 (!架水
上飞机，空袭吉尔伯特群岛上的各
处目标，以杀伤日军有生力量。陆战
(师师长史密斯少将自信地表示：
“如不出意外，美军将在登陆日当天
横扫全岛，次日全歼日本守军。”

滩头变成!绞肉机"

&'!.年 ))月 #/日（0日）黎
明，登陆舰上的陆战 (师官兵们被

急促的警报声唤醒。他们揉着眼睛，
一边念叨着“贝蒂欧”，一边整理装
具，准备抢滩。登陆舰周围的海面
上，美军舰队排成庞大方阵，似乎一
举手便能将贝蒂欧从地图上抹掉。
曙色中，美国战列舰开始对岸

炮轰，高速飞行的弹丸铺出一条条
红光闪烁的“大道”，从炮口一直延
伸到岛上，贝蒂欧岛瞬间被烟火笼
罩。炮击稍停，数百架美国战机又轮
番向贝蒂欧滩头投弹，整个小岛简
直成了沸腾的煮锅。据统计，在 -%

分钟的火力压制期间，美军共投射
了约 .%%%吨弹药，陆战队员兴奋地
看着这场“火力表演”，他们普遍认
为接下去的战斗会非常轻松。不久，
美国大兵们各自携带步枪和一个基
数的弹药，外加三份口粮和两个淡
水罐，然后登到 123两栖运输车，
开始向贝蒂欧滩头推进。

突然，随着一枚腾空而起的信
号弹，贝蒂欧岛上火光连连，部署在
隐藏暗堡里的日军纷纷开火，许多
尚在航渡中的美军两栖车辆中弹，
有的因为车内弹药爆炸，整个将士
兵炸到半空中，幸存的车辆赶紧加
速向滩头冲去，有的开进礁盘上的
礁坑，有的硬冲上沙滩，结果被日军
直接摧毁，不少士兵被迫弃车涉水
登岸，他们双手举着武器，缓慢地向
礁盘上挪动，结果成为日军机枪的
“活靶子”。在代号“红一”的登陆区，
美军两栖车辆均被击毁，人员死伤
大半。与此同时，远处海面上的舰艇
因担心误伤而不敢开炮，只能眼睁
睁地看着这种惨景，毫无办法。
当天上午 ))时，陆战 #师 #团

团长舒普上校搭乘两栖运输车冲上
滩头。此时，登陆部队中的大部分军
官非死即伤，局面异常混乱。舒普果

断地接过岛上作战指挥权，他站在
齐腰深的海水里，通过通信兵背着
的电台向上级汇报：“死伤：无数！战
况：我军必胜！”

搁浅驱逐舰拼死抵抗
眼看着日军对陆战队兄弟们的

屠杀，美军驱逐舰“林哥德”号（004
$%%）舰长按捺不住，命令全舰冒险
抵近塔拉瓦环礁缺口处的主航道，
用准确射击掩护大批登陆艇和两栖
运输车向贝蒂欧滩头靠近。
“环礁附近的海底地形太复杂

了，”驱逐舰上的老兵保罗·巴克利
回忆，“更糟的是，我们居然连海图
都没有！上司派来一个新西兰引水
员，据说有过指挥军舰的经历，而且
对塔拉瓦环礁一带的地形了如指
掌。上帝呀，正是他把事情弄砸了，
我们的驱逐舰被他领上一片海底沙
滩后，就再也动弹不得了！”
在接下来的三天两夜里，搁浅

的“林哥德”号没有别的选择，只能
用舰上的 &(+毫米舰炮与岸上的日
本人对轰。“日本人的炮兵阵地就在
+%%多米外，”舰上的另一名老兵华
纳·帕克回忆，“幸运的是，日军的大
口径炮似乎很少，而且配用弹药也
不多，所以他们不到万不得已是不
会向‘林哥德’号射击的，结果全舰
只被日军炮弹打中两次，而且两次
都是哑弹，这是我今天仍然能坐在
这里的原因。”
“林哥德”号驱逐舰上自带的弹

药很快打光了，补给船拼死将弹药
从远处的“马里兰”号战列舰上转运
过来。“我们整整打光了三船炮弹，”
帕克说，“其中 &(+ 毫米炮弹就有
&5$万发，最后连炮管都打红了。”战
斗中，“林哥德”号曾向一艘疑似日
军救援艇开炮，结果炮弹爆炸后立
即招来骂声，原来那是正忙着搭救
落水士兵的美军潜艇“鹦鹉螺”号
（667)*-）！万幸的是，“林哥德”号
的炮手打得不准，没有对自己人造
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狰狞的塔瓦拉
尽管登陆部队遭受重大伤亡，

但美军凭借兵力和火力优势，逐步
推进到贝蒂欧岛纵深地带。战至 ))

月 (.日拂晓，美军向日军核心阵地
发起最后攻击，据舒普上校回忆，日
本士兵呆若木鸡，甚至连自杀的气
力也没有了，他们木然地坐着，毫无
表情地盯着逼近的美军，直等到喷
火器把自己烧成焦炭。

))月 (.日 ).时，美军打到贝
蒂欧岛的东端滩头，日军阵地全部
被占领，战斗宣告结束。首批登陆的
美国士兵们陆续从树林、掩体里钻
出来，他们面容憔悴，两眼无光，看
上去非常苍老。经过残酷的战斗，他
们都不敢相信自己还活着。美军后
续部队源源不断地开上小岛，但贝
蒂欧实在太小了，根本容不下陆战
(师的全部人马，不少士兵在踩了
一脚小岛的泥土后就不得不撤回军
舰上。此役，日军 !///余人的守备
部队除 )!*人被俘外，其余全部被
击毙，美军阵亡 )///余人，伤 ()//

余人，代价不可谓不沉重。))月 ($

日，尼米兹上将乘坐的专机在弹坑
如麻的贝蒂欧机场上降落，看着岛
上的情景，这位久经战阵的老将也
不由得倒吸一口冷气，他说：“一生
中从未见过如此狰狞的战场！”

尽管美军在塔瓦拉4贝蒂欧战
役中付出巨大伤亡，却也获得宝贵
的登岛作战经验。美国太平洋舰队
专门在夏威夷找到一座荒岛，全面
模仿贝蒂欧岛上的日军工事，供海
军陆战队演习。正如尼米兹所说，美
军即使不在塔拉瓦取得上述经验，
也不免要用更大的代价在其他地方
去获取。因此，尽管美军士兵视塔瓦
拉4贝蒂欧之战为“四日炼狱”，但
美国战史学家却形象地将此战称之
为“胜利的摇篮”。 张晓红

! ! ! ! )')+年秋，英国所有学校教室
和童子军营帐内都贴上告示，内容
是：“同学们，童子军们，请你们行动
起来，迅速收集七叶树果实（类似板
栗的树生果实）。此事关系战争胜
败，国家存亡，望大家广而告之！”
时值一战关键时刻，英德军队

正在法国前线反复拉锯，英国人急
需武器弹药，可是七叶果是再普通
不过的植物果实，扔出去砸人都嫌
太轻，“杀伤力“还不如砖头瓦块，它
怎么会和战争挂上钩呢？

丙酮产量不敷需求
众所周知，丙酮是制造弹药时

必备的化学用料。从 )--'年起，英
军便使用无烟火药来制造炮弹，这
种火药的主要成分是硝基甲烷和硝
化纤维（即火药棉），制作过程中需
要丙酮作为溶剂。
一战前，各国兵工厂所用的丙

酮全是由木材蒸馏法制成，每制成

一吨丙酮，需要消耗大约 )//吨的
桦树、山毛榉或枫树木材，因此丙酮
生产国往往是森林资源丰富的国
家。但是英国舍不得砍伐本土少得
可怜的树木，因此所需丙酮大多从
美国进口，成本始终居高不下。

)')!年一战爆发后，英国本土
库存的 .(//余吨丙酮仅在一年内
就消耗殆尽，继续砍树造丙酮显然

是竭泽而渔。于是，英国军火部向犹
太化学家魏茨曼求援，希望他能另
辟蹊径，发明大规模生产丙酮的新
方法。)')$年，魏茨曼向英国军火
部提交了谷物提炼法，用 )//吨粮
食能造出 )(吨丙酮，效率比木材蒸
馏法高得多！英国政府迅速建立两
座新工厂，预计年产丙酮超过 '万
吨，满足战争应该绰绰有余。

但新问题马上又出现了。到了
)')+年，由于德国潜艇封锁大西洋
航道，英国国内粮食供应紧张，有限
的谷物必须优先保证人们的口粮，
丙酮生产再次遭遇瓶颈，英国军火
部不得不又求到魏茨曼门下。

英国炮兵终于脱困
经过试验，魏茨曼发现英国乡

下常见的七叶果（长得像板栗，但生
吃很苦）内含丰富的丙酮成分，经过
提炼，完全可以用它来制造火药！
为防德国人知晓“七叶果丙酮

提炼法”，英国政府决定对魏茨曼的
研究成果严格保密，只在 )')+年 +

月 (*日的《泰晤士报》上模糊地解
释七叶果是“可以替代谷物的战争
必需品”。由于英国政府为收集七叶
果开出高额赏格，每上交 )//磅（约
!$千克）就能换到价值 .+8$英镑的
战争债券，因此全国百姓都为这种
植物“疯狂”起来。最终有 .9%%余吨

七叶果被拉到英国合成树脂公司，
在那里，七叶果被加工制成丙酮。
此时，前线英军正陷入前所未

有的“炮弹荒“。由于弹药不足，英国
炮兵部队不得不限制开炮次数，规
定每门炮每天只能打四发炮弹！因
为“七叶果丙酮提炼法”的问世，英
国无烟火药乃至枪炮弹药生产问题
得到解决，英国还重新调整了工厂
生产布局，保证丙酮和炮弹的生产。
虽然七叶果被认为是化解一战

英国“炮弹危机”的“及时雨”，但丙
酮的生产过程却很不顺利，层出不
穷的小问题一直阻碍着七叶果快速
转化为丙酮。不过，七叶果确实解了
英军的燃眉之急。历史档案记载，整
个一战期间，英国陆军和皇家海军
共计发射了近 (,$亿发炮弹，其中
半数以上是“七叶果丙酮提炼法”发
明后发射的。这说明，如果没有七叶
果，英军可能将少发射大约 &亿发
炮弹，其后果可想而知。 李学华

! 一战中的英国炮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