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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德国潜艇
曾给盟军制造很大麻烦，使盟军不得不
花费很多资源用于反潜。当年的德国
潜艇大多在战争中被击沉，或者在战后
被拆解，能够保存至今的少之又少。而
在德国的不来梅哈芬港，仍保存着现存
唯一一艘德国 21型潜艇，笔者前不久专
程前往参观了这艘潜艇。

21 型潜艇在当时是一种跨时代的

新型潜艇。之前的潜艇实际上大部分
时间都在水面航行，仅在进攻、躲避对
方反潜打击等必要的情况下才下潜。21
型潜艇则专为长时间潜航设计，通气管
使其不必浮出水面就可启动柴油机为
电池充电，配合大容量蓄电池，该型潜
艇可在水下航行数日不必上浮。此外，
21 型潜艇采用能够减少水下航行阻力
的流线型设计，有效提高水下航速。可

以说 21 型潜艇是当时世界最先
进的潜艇，对战后各国潜艇产
生深远影响，甚至可被视为
现代军用潜艇的鼻祖。

21 型潜艇配
备 2台德国MAN
公 司 制 造 的
M6V40 型 柴 油
机，单机输出功
率为 4000 马力，
主电动机为 2台
西门子公司生产
的 GU365/30 型

电动机，单机输出
功率为 5000 马力，此

外 还 有 2 台 西 门 子
GV232/28 型电动机，单机

输出功率为 226马力，用于水下
静默航行。21型潜艇的电动机功率已超
过柴油机，水下航行能力得到提高，因此
21型潜艇也被德国人称为“电动潜艇”。

21型潜艇使用主电机时，水下航速
可达到 17.2节，在进行静默航行时也能
保持6.1节航速，德军二战时期主力潜艇
VII 型的水下航速仅为 7.6 节。21 型潜
艇下潜深度可达 240米，不过根据VII型
潜艇的实战经验，21型的实际极限下潜
深度有可能接近300米。

21 型潜艇相比德国海军之前的潜
艇，全部 6具 533毫米鱼雷发射管集中在
艇艏，指挥台围壳上安装有 2座双联装
20毫米防空炮塔，没有安装甲板炮。21
型潜艇首次应用液压鱼雷装填装置，10
分钟就可将 6具发射管装填完毕，可在
20分钟内发射 18枚鱼雷。此外，21型潜
艇还配备当时德国最先进的声呐设备，
可不靠潜望镜瞄准发射鱼雷。

21型首艇于1944年 5月 12日下水，6
月 27日正式服役。1945年 4月 30日，艇
长施内指挥的 21型U-2511号潜艇前往
加勒比海执行任务。5月 4日，U-2511
号发现由数艘驱逐舰护卫的英国皇家海
军“诺福克”号巡洋舰。U-2511号采用
静音深潜的方式渗透进护航编队中心并
接近至距“诺福克”号500米处，后者毫无
察觉。由于数小时前该艇接到德国投降
的消息，U-2511号放弃此次攻击。同型
的 U-3008 号艇也曾于 1945 年 5月 4日
与一支盟军护航船队遭遇，因同样原因
未作攻击。直到战后，上述两支盟军水
面舰艇编队的官兵才得知曾与德军潜艇
遭遇，他们心中也是一阵后怕。由于 21
型潜艇出现在战争后期，纳粹德国已无
力大量生产该型潜艇、训练大批艇员，
所以 21型潜艇未在战争中发挥什么作
用，这对盟军来说显然是一件好事。

鳄鱼攻击上千日军

1945 年 2月 19 日，太平洋战争已
接近尾声。在孟加拉湾海域巡逻的英
国舰队截击一支企图从海上撤回的侵
缅日军。双方展开激烈炮战，很快日
军多艘舰艇被英军击沉。无力抵抗的
日军不得不逃窜到附近兰里岛。

登岛后，日军依托地形设立两道
防线。入夜，当疲惫的日军躺在地上
准备好好睡一觉再应付第二天战斗
时，成千上万只鳄鱼突然蹿出水面凶
猛扑来。原来，天黑后随着潮水退去，
一群群鳄鱼被岸上死伤士兵身上散发
的血腥味引来。尽管日军拼命向鳄鱼
射击，但还是招架不住大量鳄鱼的轮
番攻击。顷刻间，惨叫哀号之声响彻
整个海岛。上千名日军被鳄鱼吃掉，
只有爬到树上的20多人活了下来。

“橡皮人”给埃军带

来沉重打击

1956年 10月 31日，为维护在苏伊
士运河的特权，英法联军与以色列联
合对埃及发起猛烈进攻，史称第二次
中东战争，又称苏伊士运河战争。

出于争夺苏伊士运河的目的，联
军决定攻占具有战略意义的塞得港。
同样意识到塞得港重要性的埃及总统
纳赛尔，在那里集结了重兵防守。

11 月 5 日拂晓，塞得港埃军阵地
上空出现大量联军“伞兵”。由于夜色
朦胧，精神高度紧张，埃军慌忙向“伞
兵”降落场方向机动，各种火力一起开
火。可当埃军准备庆祝“胜利”时，才
发现自己消灭的只是一些橡皮假人。
上当的埃军急忙转移兵力却为时已
晚，联军炮火准确命中埃军目标。最
后塞得港大片地区被联军攻占。

诺曼底登陆险些毁

在一只狗身上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诺曼底登陆
前，一名叫做纳塔莉·萨久依安的德国
女间谍向德军透露大量盟军要攻打加
莱的假情报。纳塔莉表面上是德国间
谍，其实暗地里被英国招募，为盟军服
务。纳塔莉一直要求把她的宠物狗
“弗里森”送到英国，但由于战时英国
海关和检疫机构对进口动物有严格的
规定，事情一拖再拖。1944年 5月底，
也就是诺曼底登陆发起前不久，纳塔
莉的爱犬死了，她把怨气都撒在英国
情报机构军情五处身上，扬言要把盟
军在诺曼底登陆的计划告诉德国情报
机构“盖世太保”。军情五处的情报人
员也发现纳塔莉在用密码与德国特务
联络。军情五处立即命纳塔莉的上司
约谈她，好在纳塔莉还不至于因为爱
犬的死彻底昏头，最后上交了她与德
国情报部门联络的密码。

（赵艳斌 王小明）

1936年11月22日，红军在极其

艰难的情况下，成功打赢山城堡战

役，歼灭国民党军第 1军 78师主

力。这场战役的胜利，是毛泽东军

事辩证法有力指导的结果，也是红

军主力会师后的革命洗礼，使蒋介

石“剿灭红军于立足未稳”的企图彻

底破产，为开辟陕甘宁根据地创造

有利历史条件。

诱敌深入创造战机。山城堡

战役是我军在敌众我寡、敌强我弱

的不利形势下打出的“破局之战”，

既考验红军主力会师后的凝聚力

执行力，也考验红军的战略指挥能

力。当时，红军三大主力刚刚会师

不久，蒋介石调集第1军、第3军、

第37军、东北军第67军、骑兵军共

5个军的优势兵力，一路尾随追

击，妄图趁红军立足未稳又十分疲

劳之际，把红军尽早拖入决战，一

举歼灭。相比之下，红军总兵力不

过3万多人，武器装备更无法与敌

人相比。面对十倍于我的敌军，红

军唯有发挥内线作战优势，集中优

势兵力，弥补红军兵力和武器装备

劣势，才能寻机歼敌一部，以最小

代价、最快速度把敌人打疼打狠。

所以，面对来势汹汹的敌人，红军

先向甘肃打拉池、海原地区退避，

敌人紧紧跟踪。红军又继续向预

旺堡、同心城地区转移，敌军接着

分别向同心城、预旺堡迂回，红军

又再次改变计划，继续向东转移，

寻求新战机。

国民党军方面对我诱敌深入之

计并非没有防备，最初计划也是各路部队

保持一致、相互策应。但随着红军大踏步

向东转移，国民党军一路进军顺利，蒋介石

认为，“目前已是剿匪的最后5分钟，胜利

已然在望”。蒋嫡系将领胡宗南误判红军

溃逃，贪功心切之下既不向西北“剿总”请

示，又不顾友邻后续部队跟进速度，下令分

三路追击红军。敌78师师长丁德隆更是

自诩装备精良，还有飞机支援，根本不把红

军放在眼里，一路紧紧追赶。红军抓住胡

部孤军深入这一战机，选择在陕、甘、宁三

省交界附近的山城堡地区设伏。为确保此

战胜利，红军计划集中3个方面军主力歼

灭冒进的敌78师，同时以红28军打击敌另

两个师。在山城堡战役的兵力对比上，我

军形成以3万多人对敌4000余人的数量优

势，且我方以逸待劳、敌方长途跋涉，敌我

力量对比发生根本性逆转，歼敌战机终于

出现。山城堡战役的诱敌过程，正如《孙子

兵法·始计篇》所言：“利而诱之，乱而取之，

实而备之”，骄傲轻敌的敌78师在红军引

诱下，一步步踏进埋伏圈。

政治攻心分化敌营。山城堡战役胜

利，是我军两条战线同时努力取得的战

果，一条是真刀真枪的军事战线，另一条

则是争取人心的政治战线。历史证明，

蒋介石枉顾国家民族利益，不思抗日，一

意孤行剿灭红军的做法，在政治上不得

人心。我党我军团结抗日的政治攻势，

贯穿山城堡战役全程。早在此役打响

前，我党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主

张，在全国人民中得到积极响应，即使在

进攻我根据地的国民党军队中，也引起

日益强烈的反响。我军高级将领一再联

名发电，要求国民党军停止围剿红军，枪

口一致对外。被迫与胡宗南部一同进军

的右路东北军王以哲部受我军抗日主张

感召，在山城堡战役中一直与红军保持

联络。我军坚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

量，积极对王以哲部做好统战工作，双方

及时通报消息、避免开战。我军主动放

弃预旺堡后，提前告知王以哲部，使其能

够抢先占领，以便王以哲部向蒋介石“交

差”。在战役发起前两天，彭德怀又发电

给王以哲，告知“红军举行此次战役，目

的是歼灭胡宗南的部队”“请贵军推迟进

军的速度，以免引起误会”，王以哲心照

不宣地放慢追击步伐。在78师陷入我

军包围后，国民党军西北“剿总”参谋长

晏道刚和胡宗南接连发电给王以哲，请

他火速增援，王部以“电台故障”为由默

不作声，实际上一直与彭德怀保持联络，

连续3天按兵不动，坐视红军歼灭78师

主力。多年后，聂荣臻在回忆山城堡战

役时指出，这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和

统一战线策略思想的胜利。

比拼意志勇夺胜利。山城堡

战役是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的第

一场歼灭战，同时也是我军以疲惫

之师对精锐顽敌的战场逆袭，充分

证明红军将士经长征后革命意志

的无比坚定。当时，红二、四方面

军刚结束长征，粮弹被服供应等都

很困难，红一方面军自会师以来，

一直担负掩护任务，转战一个多

月，已十分疲劳，参战部队普遍枪

弹缺乏、食不果腹。山城堡战役期

间正值严冬，夜间十分寒冷，红军

指战员冒着风雪严寒向预定战场

集中。山城堡地处干旱地区，饮水

有极大困难。当敌军78师先头部

队贪图泉水水源驻扎在山城堡，不

顾侦察地形、敌情只顾大睡时，红

军指战员们身着单衣、脚穿草鞋，

冻得浑身发抖，许多人由于喝山水

患上腹泻、浮肿，却依然克服极端

困难条件，保持战斗状态。

战斗打响后，红军将士怀着

对革命的理想、对胜利的渴望，充

分发扬不怕疲劳、不怕牺牲、连续

作战的优良传统，一声令下扑入

敌阵，充分发扬我军夜战近战优

势，借着夜色勇猛穿插分割，与敌

人肉搏拼杀。红军干部带头冲

锋、身先士卒，为部队作出表率。

红1军团2师第5团政委陈雄亲率

一个排，在敌阵中打开缺口，最后

不幸壮烈牺牲。当敌人凭借优势

武器装备和有利地形负隅顽抗

时，红军没有重武器，打得十分艰苦。红

1军团4师作战参谋彭雄带领小分队爬

到后山，出其不意出现在敌人背后，一顿

手榴弹炸得敌人晕头转向。在我军勇猛

攻势下，敌军抵抗一阵后，很快就土崩瓦

解，向山腰溃退逃跑。经一夜战斗，78

师主力几乎被全歼，大量武器弹药被红

军缴获。参加这场夜战的红军1师13团

政委魏洪亮回忆说，胡宗南的所谓“精

锐”，白天打阵地战还有一套，可是，夜战

碰上红军这些夜老虎，他们就绵羊也不

如了。在山城堡战役胜利第二天的庆祝

胜利大会上朱德讲道，三大红军西北大

会师，到山城堡战斗结束了长征，给追击

的胡宗南部队以决定性的打击。长征以

我们胜利敌人失败而告终。

（作者单位为吉林省舒兰市人武部）

文人治军，三军分立

18 世纪中叶，印度沦为英国殖民
地，英国采取一系列措施巩固在印度的
殖民统治，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文官治
军，控制以印度人为主的军队。1947
年 8月 15日，印巴分治，独立后的印度，
军队依旧保留被殖民时期的组织形式，
文官治军的原则得到继承和发展，文官
主导的国防部被赋予全面的军政权和
军令权。

独立后的印度政府强调陆、海、空
三军平等独立。1948 年，印度废除象
征英国军事权威的陆军总司令统辖海
军、空军的制度，实行三军分立，即军队
不设类似于总参谋部性质的统一领导
机构，陆、海、空三军在国防部直接领导
下分别建立各自的行政管理与指挥体
系，军种参谋长作为军种最高指挥官，
上对国防部长负责，下对本军种行使作
战指挥职能。

为协调各军种活动，印度在国防部
内下设三军参谋长委员会，由陆、海、空
军参谋长组成，在兼顾三军的原则下，
委员会主席由 3人中任职最久者担任。
三军参谋长委员会是国防部最高军事
咨询委员会，负责就武装力量建设和使
用的重大问题向国防部长提出建议。

三军参谋长委员会

有名无实

印度设置三军参谋长委员会的初
衷，是希望这一机构起到总参谋部的作
用，从而代表军方参与高层的国防和战
略决策。然而，由于三军参谋长委员会
受国防部管辖，处于权力核心的文官集
团并不愿军方代表介入决策层，因此，
文官主导的国防部往往直接越过三军
参谋长委员会独立行使决策与指挥权，

三军参谋长委员会被完全“架空”，成为
无实权的协调部门。

因委员会主席由任职时间最长的
军种参谋长轮流担任，所以委员会主席
权力实际同该委员会其他成员权力相
当，并无否决权，在协调军种间矛盾时
往往只能凭借个人威望、资历沟通，对
协调三军行动没有实际帮助。印军各
军种为维护本军种利益，会利用所有机
会争地位、争预算，不予合作。三军参
谋委员会的作用在不断内耗中受到极
大限制和削弱。在作战指挥上，三军参
谋长委员会也难以发挥作用。如 1965
年的第二次印巴战争期间，担任三军参
谋长委员会主席的陆军参谋长乔杜里
认为，这场战争只是陆军的事，动用海、
空军只是偶然之举，并未将战事通报海
军和空军。

成立联合国防参谋部

1999年 5月，第三次印巴战争以来
最严重的印巴军事冲突——印巴卡吉尔
冲突爆发。由于没有一位军方参谋长参
与战略评估，政府在是否使用空中力量
及作战区域等问题上犹豫不决。在5月
25日高层批准空军支援陆军后，空军却
一度拒绝出动飞机参战，直到受命两周
后才开始介入。诸如此类问题充分暴露
出印军指挥体制不顺畅、军种间协调不
力等弊端，导致印军在占有天时地利的
情况下未能取得全胜。

战后，印度政府先是成立由高级防
务专家和前政府高官组成的“卡吉尔冲
突评估委员会”，不久又成立由外交、国
防、内务和财政部长组成的“部长小
组”，全面检讨印度在国防和指挥领域
存在的问题，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内容就
是破解三军联合难题。

2001年 2月，“卡吉尔调查委员会”
和“部长小组”就国家安全体制改革提

出建议，针对三军参谋长委员会功能弱
化的问题，设立“国防参谋长”，并成立
“国防参谋部”指挥三军，从而解决三军
分立体制带来的弊端。

文官主导的国防部对强化军方权力
心存疑惧，这一重大改革计划遭到国防
部保守势力的强烈反对，加上军队内部
意见不一，各军种相互拆台，成立“国防
参谋部”可谓举步维艰。最终，印度政府
和国防部折中各方意见，选择渐进式的
过渡方案。2001年 9月，印度成立“联合
国防参谋部”，下设联合作战部、联合训
练部、联合计划部以及战略部队司令部、
安达曼·尼科巴联合司令部、国防学院、
高级国防学院等联合机构。
“联合国防参谋部”无作战指挥权，

主要任务是负责指挥和协调陆海空三
军作战、组织计划、训练、报告等相关事
宜，为未来的“国防参谋部”摸索经验，
待时机成熟后设立“国防参谋长”，统一
指挥陆海空三军及战略力量。但因印
度国防部和军队内部争议太大，计划中
的“国防参谋长”和“国防参谋部”至今
仍未设立。
“联合国防参谋部”毕竟是一种过

渡方案，原计划作为最高军事首长的
“国防参谋长”，最后妥协成为中将军衔
的“联合国防参谋长”，反而低于上将军
衔的军种参谋长。原拟作为三军统一
作战指挥机构的“国防参谋部”，最后妥
协成为“联合国防参谋长”领导的三军
协调机构“联合国防参谋部”，这些障碍
直接导致“联合国防参谋部”成为“空架
子”。过去十多年，“联合国防参谋部”
只能勉强维持三军表面联合。

总的来说，在核心权力始终被国防
部和军种参谋长牢牢控制的情况下，印
军无论是三军参谋长委员会还是“联合
国防参谋部”，与其他大国参谋机构相
比，地位和作用都极其弱势，功能非常
有限。

山城堡一战胜利结束长征

印度军队参谋部
大国军队总参谋部源起之七：

■王 贺 张 苗

■宗凤彬 贺 庆

令盟军后怕的21型潜艇
■李 巍 韩淑琴

山城堡战役纪念碑

卡吉尔冲突充分暴露出印军各军种协同作战方面的弊端

21型潜艇鱼雷舱内景

21型潜艇采用减少阻力的流线型设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