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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别十年，俄海军欲重返越南金兰湾海外传真

经典战例

1939年11月末，苏联为了构建“东方战线”，出兵全面入侵芬兰———

苏芬战争：演绎以弱敌强的经典战例
苏芬战争是二战爆发初期，苏联以要求与芬兰缔结互助

条约并交换部分领土遭拒为由，对芬兰发动的一场战争。战
争自1939年11月30日起至1940年3月12日止，历时
100余天。从军事上来说，此战以芬兰失败告终，但从政治和
外交方面来说，苏军的胜利得不偿失。芬兰军队进行的抗击
行动成为世界战争史上以劣抗优、以弱敌强的著名战例。

! 苏军：在战前集结陆军50余万人，后陆续增至90余万人，

坦克2000余辆、火炮数千门；空军各类飞机3000余架；海军波罗

的海舰队与北方舰队约5万人。

! 芬军：现役部队12.7万人，预备役30万人，民兵10万人；

各类作战飞机约270架，火炮900门，坦克60辆。其中，现役部队

编成5个集团军共9个步兵师、4个骑兵师、1个骑兵旅和一些独

立的边防部队。芬军指挥员是曼纳海姆元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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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战背景
芬兰是欧洲小国，人口仅 !"#

万，东部及东南部与俄罗斯接壤，其
中东南部的卡累利阿地峡当时距俄
圣彼得堡（列宁格勒）仅 !#余公里，
芬兰南部的芬兰湾是进入波罗的海
重要水路，战略位置极为重要。
上世纪 !#年代后期，面对来自

德国的威胁，苏联积极筹建从波罗
的海到黑海的“东方战线”，拓展战
略防御纵深。为此，苏联向芬兰提出
了领土要求。$%!%年 $&月 $'日，
苏芬两国代表团在克里姆林宫举行
会谈。对于苏联的要求，芬兰作出了
有条件的有限让步，但苏联拒绝任
何让步。$$月 $!日，谈判破裂，苏
联决定武力解决。

$$月 '(日晚，莫洛托夫宣布
苏联抗议芬兰在边界上 !次炮击挑
衅，要求芬兰军队立即从边境后撤
'&)'"公里。芬兰政府没有拒绝，但
作为交换条件，也要求苏军从边界
线另一侧后撤同样的距离，但该条
件根本不能被苏联接受，几小时后，
苏联废除了《苏芬互不侵犯条约》。

$$月 '%日夜，苏联召回驻芬
兰的代表，苏芬战争一触即发。

作战经过
苏芬战争大致分为两个阶段。

苏军全线进攻，芬军顽强抗击
（1939年11月30日-次年2月10日）

$%!%年 $$月 !&日，苏军轰炸
机空袭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和维普里
等数座重要城市。同时，百万苏军从
长达 $"&&公里的边界线上越过边
境，分四路从南、东南、中和北部对
芬兰发起全线进攻。

苏军展开的兵力有 $%个步兵
师和 "个坦克旅。其部署如下：

$*在卡累利阿地峡展开第 +集
团军（辖8个师、1个坦克军和2个
独立坦克旅）。其任务是从正面进攻
曼纳海姆防线，夺取维堡，并于进攻
发起后的第三天推进至赫尔辛基；

'*在拉多加湖东岸，展开第 ,集
团军（辖6个师），其任务是从侧翼
牵制芬兰兵力，协助第 +集团军；

!*在芬兰中部，展开第 % 集团
军（辖4个师），其任务是分兵两路，
左路直指奥卢，右路直指凯米；

-*在拉普兰方向，展开第 .-集
团军（辖1个师），其任务是夺取佩
萨莫，切断芬兰通往挪威的道路。

芬军在卡累利阿地峡部署第
'、第 !军，共 "个师；在拉多加湖东

岸部署第 -军，共 '个师；在芬兰中
部部署第 "军，辖 %个边防营；在拉
普兰地区，部署 -个独立营；由第 $

军（2个不满员的师）和 $个骑兵旅
编成预备队。这些部队依托长达
$&&&余公里、建有大量碉堡和堑壕
的曼纳海姆防线，组成坚固防御。此
外，芬军还利用森林、河流、湖泊、沼
泽和湿地构筑大量野战阵地。

苏第 +集团军沿 ,+公里宽的
正面向拉多加湖方向进攻，却被曼
纳海姆防线的碉堡和反坦克障碍所
阻挡。$'月 -日，苏军抵达塔伊帕
莱附近。$'月 (日)'&日，在炮兵
和舰炮火力的支援下，苏军对塔伊
帕莱发动连续进攻，但均因损失惨
重而后撤。为打破对峙僵局，苏军从
左翼和后方向右翼增兵。

$'月 $"日，苏军向苏马发起
重点进攻，芬军火炮以抵近射击的
战法重创苏军，苏军被迫后撤。

$'月 $+日)'!日，苏军调集重
兵，对苏马发起连续进攻，再次又以
失败告终。之后，芬军大举反攻，其

中有 "次战斗比较知名：
!!卡累利阿地区的战斗

$'月 "日，苏第 ,集团军推进
了 $&)'&公里。芬军依托苏奥湖周
围的有利地形，以一部兵力正面抗
击，主力向洛伊莫拉)锡斯加湖方
向实施进攻，企图消灭沿拉多加湖
畔道路进攻的苏军，但因苏军突击
迅速而未能实现。

$'月 %日)$'日，芬军从托尔
瓦湖向苏奥湖实施反击，重创苏军
第 $!%师。$"日，芬军又将到达艾
格莱湖附近的苏第 +"师击溃。至
$%-&年 $月 $$日，芬军将苏第 $(,

师、第 $,师、第 !-坦克旅分割包
围。至 '月底，被围苏军均遭重创。

"!苏奥穆萨尔米地区战斗

苏第 $(!师分为两个梯队，向
苏奥穆萨尔米村推进。芬军第 $"边
防营组成 '个小分队，迟滞苏军。

$'月 "日，芬军第 %师抽调第
'"团增援该地区，%日到达。$$日
芬军开始进攻，以一部兵力切断苏
军后方补给线，其余兵力阻击苏军，

不久将苏军包围。'$日，芬军指挥
官估计苏军第 --师可能驰援该地
区，故决定尽快歼灭苏军 $(!师。'+
日)'% 日，芬军第 '+ 团向苏军第
$(!师发起总攻，将该师打散。!$

日，苏第 --师进抵库伊瓦斯湖附
近，但害怕遭围歼，遂转入防御。

$%-&年 $月 $日夜，芬军发起
小分队攻击。在得到第 %师加强后，
芬军于 $月 "日展开大规模进攻。
至 (日，苏军第 --师遭毁灭性打
击。战后，芬军第 %师转战库赫莫。

#!库赫莫地区的战斗

苏军第 "-师分为两个梯队，向
库赫莫地区芬军第 $-边防营的防
御正面发起进攻。$'月 "日，芬军
第 %师抽调第 '"团加强该地区防
御。,日，芬军将苏军第 "-师包围。

$%-&年 $月 ',日，芬军再次
得到第 %师增援，遂加强了对苏军
第 "-师的分割攻击。为解该师之
围，苏军第 !!师紧急驰援。'月底，
芬军对苏军实施各个击破，苏军第
"-师遭重创。直到苏芬战争结束，
苏军第 "-师才得以脱困。

$!凯米湖地区的战斗

苏军第 $''师向凯米地区实施
突击，在萨拉附近兵分两路，向马尔
加湖和萨维科斯基两个方向进攻。

$'月 $(日，苏第 $''师先头
进抵距凯米湖 '"公里处，后续第
,,师也向萨拉、萨维科斯基和凯米
河畔进攻。芬军得到 $个营的增援
后，于 $,日攻击凯米湖正面的苏军
侧翼，苏军退却后转入防御。

$%-&年 $月 '日)!日芬军再
度进攻，将苏军包围，直至停战。

%!佩萨莫地区的战斗

芬军仅在佩萨莫地区部署了 $

个步兵连和 $个炮兵连，且装备老
旧。苏第 $&-师迅速占领雷巴奇半
岛后成 !路纵队南下，因受严寒影
响和芬军阻击，撤至纳乌奇转入防
御。到 $'月初，苏芬双方陷入僵持。
苏芬战争第一阶段，苏军伤亡

约 '/+"万人，而芬军只伤亡 '+&&

人，芬军缴获苏军坦克 ,&辆、大炮
+&门，并俘获 .(&&人。

苏军突破防线，芬兰战败求和
（1940年2月11日至3月12日）

百万雄师血战 .月，竟然损兵
折将，又被打回原地，这使苏联十分
恼火。斯大林撤换了前线将领，并调
集了 -"个师以上的兵力，由铁木辛
哥元帅统一指挥。在卡累利阿地峡，
苏军投入的步兵师增加了 .!个，并
得到 '&个炮兵团（720门火炮），+

个装甲旅（455辆坦克），以及 ."个
航空团（450架飞机）的支援。

.%-&年 '月 ..日，经周密准
备后，苏西北方面军在航空兵和炮
兵的火力支援下，从左右两翼再次
对曼纳海姆防线发起攻势。.-日，
苏第 +集团军从曼纳海姆防线左翼
的苏马附近突入芬军主防御地带，
并形成宽 "公里、纵深 ")(公里的
突破口，但苏军第 .!集团军在右翼
的进攻受阻。.,日，芬军主力被迫
放弃主防御地带，撤至第二防御地
带。苏第 +集团军乘胜发起连续进
攻，但未能再次突破。

'月 ',日，苏军调整部署后再
次发起新的进攻，终于突破芬军第
二防御地带，于 !月 '日进抵芬军
后方防御地带，并从东西两个方向
对退守维普里的芬军形成夹击。芬
军全线退却。苏军 '个坦克营和 '

个步兵营组成快速机动部队，在舰
队配合下渡过维普里湾，迂回至维
普里西面并切断该市通往赫尔辛基
的公路，对维普里守军形成包围。

!月 .'日，苏第 +集团军攻占
维普里及周围大部分地区，消灭防
守该地区的芬军第 '、! 集团军主
力，全线突破曼纳海姆防线。同时，
苏第 .!集团军也渡过武奥克萨河，
向芬兰纵深推进。芬军已无力抵挡
苏军进攻，芬兰政府被迫向苏联求
和，苏芬战争结束。

作战评价
此战，芬兰军队阵亡 -/,万人，

伤 -/"万人，被俘 ,&&余人；苏军阵
亡 ./( 万人，伤 '/(" 万人，被俘
""&&余人，损失坦克 .(&&辆、飞机
(-,架。苏联百万大军征战 !个月，
虽最终获胜却损失巨大。这使苏军
的声望受到很大影响。
战争的爆发源于苏联寻求扩张

战略防御空间，其发动的苏芬战争
具有非正义性，苏联恃强凌弱、自私
自利的做法严重损害其国际形象，
使其政治外交陷入孤立。更严重的
是，苏芬战争不仅把芬兰推向了德
国，还使得许多原本愿意同苏联结
盟抗击法西斯的国家也逐渐倒向德
国，是一场得不偿失的“胜利”。
芬军指挥得当、战法灵活，充分

利用严寒气候和有利地形，屡屡以
小搏大，以弱胜强，取得多次重大胜
利，创造了战争史上不多的以小搏
大、以弱敌强的光辉战绩。 寒梅

! ! ! !据俄罗斯《但是》周刊报道，俄
海军司令部近日传出消息，为了对
俄罗斯海军在境外活动提供帮助，
俄政府正致力于解决在古巴、塞舌
尔和越南建设“物资技术保障站”
（军事基地的委婉称呼）的相关问
题，其中涉及越南的“保障站”直指
敏感的金兰湾。

“全球海军”的“必需品”
近年来，国力复苏使俄罗斯的

海外军事活动显著增加，尤其是国
内复兴“全球海军”的呼声日渐高
涨，而要实现“全球海军”的目标，离
不开“海外物资保障站”。
对于俄军想恢复金兰湾基地一

事，越南国家主席在接受俄媒体采

访时做出声明：“联系越俄两国的是
牢固的合作伙伴关系，在金兰湾问
题上，我们将给予俄罗斯一定照顾。
需要澄清的是，自从俄方在 '.世纪
初主动放弃在金兰湾的军事存在
后，我国政府就全面接管了这块‘风
水宝地’，现在的金兰湾只有一小部
分用作军事目的，剩下的则用于经
济建设。今后，越南无意与任何国家
共用金兰湾军事基地。”
对于这个表态，俄地缘政治研

究院学者叶甫盖尼·索别尔认为，越
南政府无意将金兰湾变成“军事租
界”，但不会反对俄军在此保持“非
敏感性”存在，例如建立军民两用的
船舶维修点。对越南而言，恢复俄方
在金兰湾的“有限影响力”，符合其

拉拢域外大国，并从中渔利的路线。

不平静的金兰湾
作为世界最佳深水港之一，金

兰湾位于太平洋与印度洋的战略通
道，位置极佳。目前该港分军港和商
港两个港区，其中军港位于东岸，港
区水深 .-米，主要码头 (座，港区
有储油库、大型综合仓库、弹药库和
军需库等设施。商港位于西岸，港内
有 0形栈桥码头一座，长约 ,&米，
宽约 .(米，水深 +米，可靠泊 -&&&

吨级舰船；另有长 ,&&米的堤岸可
供装卸货物。在港区北部 ,公里处
还有一个空军机场。
从历史上看，金兰湾确实与俄

罗斯有缘。.%&"年，沙俄第二太平

洋舰队就曾在金兰湾休整。.%+%

年，苏联以对越提供巨额军援为条
件，无偿租用金兰湾 '"年。上世纪
,&年代，苏联太平洋舰队在金兰湾
派驻官兵最多时达 .万人。苏联解
体后，俄罗斯因财力枯竭，逐渐将驻
军人数削减至 .&&人，结果是金兰
湾基地设施迅速丧失功能。

面对日渐颓废的金兰湾基地，
越南从 .%%(年便开始与俄罗斯谈
判有关基地前途的事宜。河内要求，
如果俄方租约到期后还想使用金兰
湾，就得支付每年 "亿美元租金，而
莫斯科则希望用越南积欠的俄方债
务抵偿，毕竟越南尚有 .&&亿美元
的俄罗斯债务未还，但河内表示拒
绝。'&&.年，俄总统普京访问河内，

经过一番交涉，普京宣布俄军 '&&'

年离开金兰湾。
回头看来，俄罗斯当时放弃金

兰湾是唯一正确的决定，因为越南
不仅索要租金，还要求俄方改造升
级该基地，对当时的俄罗斯来说，这
是无法接受的。
对于金兰湾的前途，越南政府

显然最有发言权。越南前总理潘文
凯曾表示，越南对于金兰湾的基本
态度是建设商用港口，为越南的经
济建设服务，不再租借给外国作为
军事基地。虽然越南政府摆出“不假
手外人”的姿态，但是在国际关系研
究者的眼中则是“待价而沽”。金兰
湾似乎成为越南政府周旋在大国之
间的一张王牌。 田剑威

! 在苏芬战争中，被芬兰军队缴获的苏军坦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