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蜻蜓点水湮没战争亮点

中途岛战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太
平洋战场的转折之战，本身有很多看
点。《决战中途岛》本可把重心放在该
战役的具体经过上，但本片一半以上
的叙事都放在战役发起前的来龙去脉
上。故事时间线从 1937年一直讲到
1942年，涵盖了珍珠港事件、杜立特空
袭东京、珊瑚海海战等一系列战役战
斗，又穿插了罗彻福特破译日军密电
等战史秘辛，看似叙事背景宏大，实际
上是把诸多历史事件凑在一起，故事
场景频繁转换跳跃，如果观众对这段
历史了解不深，很容易看得云里雾里、
不明所以。

这种看似面面俱到的叙事结构，
对每一段战史的描写实际只是蜻蜓点
水，很多经典战史亮点，在影片中都无
法充分展开。比如，珍珠港事件中，日
军浅水鱼雷发挥了很大作用，但片中
对日机鱼雷攻击，还有俯冲轰炸、高空
轰炸的表现非常少，仿佛日机仅靠航
炮和炸弹就击沉了美军战列舰，这显
然有违历史。

再者，中途岛战役前，美军借着岛
上驻军缺乏淡水的假情报，骗取日军暴
露战役目标“AF”（指中途岛），这本是
美军战时情报斗争的经典战例，在本片
中却仅仅通过美海军将领尼米兹与情
报官员的对话来表现，不能不说是关键
情节的疏忽浪费。

此外，中途岛战役中，美军 PBY
“卡特琳娜”侦察机率先发现日军舰队，
美军陆基战斗机从岛上起飞迎敌等，都
为战役胜利提供了重要保证，在本片中

却未作交代。美军针对日本零式战斗
机发明的“萨奇剪”空战战术、护航战斗
机同日军战斗机的血战等，在片中也未
曾展现，仿佛只有美海军鱼雷轰炸机、
俯冲轰炸机在抗击日军。在战役中有
重大贡献的“约克城”号航空母舰，在本
片中“全程没有存在感”“莫名其妙修好
了、稀里糊涂又被击沉了”。这种简单
化的省略叙事，更像是对战史的选择性
遗忘。

讲好历史不能无中生有

同 1976年的电影《中途岛》相比，
《决战中途岛》的战争场景相当宏大，从
头到尾把美日海军将领的指挥博弈和战
场场景结合在一起，这本来是较好的演
绎手法。但本片为叙事方便、场面好看，
对很多史实进行了过度演绎加工。

比如，为描述珍珠港中美军太平洋
舰队损失惨重的情况，强行安排美军

“亚利桑那”号战列舰倾覆，事实上该舰
是坐沉的，今天在珍珠港事件纪念馆还
能看到该舰坐沉的残骸。珍珠港刚刚
打完，电影就安排山本五十六提前“盯
上”中途岛。为突出美军在海上决胜是
以弱胜强，影片只统计美军舰载鱼雷轰
炸机和俯冲轰炸机数量，护航战斗机、
陆基战机等都不在美军指挥官统计之
列。美军的战术战法，也被简化成一群
舰载机飞行员的冒死突击。这种移花
接木、无中生有，使得该片的水准大大
降低。

刻意拔高忽略历史真实

《决战中途岛》最令人诟病的是打

着再现战史的旗号，对历史人物进行选
择性拔高。比如，将日海军第二航空战
队司令山口多闻包装成“算无遗策”的
人物，以凸显日军指挥层的所谓多谋善
断，连袭击珍珠港没有炸毁油库这个日
军的致命错误，都要安排日本人提前说
出来，事实上这是美军在战争结束多年
后作出的总结。

影片还将很多镜头和故事硬堆在
美海军名将哈尔西身上，但事实上，中
途岛战役是由斯普鲁恩斯负责指挥，他
在片中却没露几面，另一位指挥官弗莱
彻更是连名字也没提。

为让观众真切感受到海空大战的
紧张危险，影片中日军舰艇的防空火力
被过度拔高，曳光弹道和爆炸几乎充斥
屏幕。而在真实的历史中，对美海军机
群威胁最大的是日军的零式战斗机。
不仅如此，在展现美军鱼雷轰炸、俯冲
轰炸场景时，电影连续拔高“企业”号航
母舰载机机群，安排其VT-6中队率先
攻击，事实上率先投入发起攻击的是

“大黄蜂”号航母上的 VT-8中队。这
些刻意的情节安排，固然满足了影片的
故事需要，却在史实方面漏洞百出，拉
低了影片整体质量。

特效高分，历史低分
——评影片《决战中途岛》失实之处

■王 超

《危机：龙潭之战》是近期上映的
一部由澳大利亚拍摄的战争影片，故
事发生在越南战争期间。当时，为配
合美国侵略越南的战争，澳大利亚和
新西兰派出两国联合部队参战。很少
拍摄战争题材电影的澳大利亚表现出
较高水准，整部电影节奏流畅、情节紧
张，特别是服装道具还原度高、场面拍
摄十分写实，较好再现了当时战斗的
激烈场景。

电影中的战斗发生于1966年8月，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联军为控制越南南
部某地区，在当地建立军事基地，驻防
部队由澳大利亚步兵部队和新西兰炮
兵部队组成。为铲除这个桥头堡阵地，
打击侵略势力，8月 17日凌晨，越南共
产党领导的南方民族解放阵线部队对
该军事基地进行炮击。基地指挥官命
令105名澳大利亚士兵和3名新西兰士
兵混编组成特遣队 D连在基地周边巡
逻，以确定越共部队炮击阵地位置、消
除潜在威胁。

特遣队在经过一处名为“龙潭”的
橡胶树园时，与约 2500人的越共部队

遭遇，这支越共部队正要对澳新军事基
地发起进攻。在接近1∶25的兵力劣势
下，特遣队被越共部队包围，只得就地
组织防御。在后方火力支援，特别是新
西兰炮兵部队协同支援下，经三个半小
时的激烈战斗，特遣队以18人死亡、24
人受伤的代价惊险突围，与前来接应的
装甲车部队会合并撤离。虽然这次战
斗规模不大，但从特遣队的1挺机枪在
战斗中打出近 5000发子弹的情形，就
可看出当时战况之激烈。

处于劣势的澳新特遣队之所以能
够抵挡住数倍于己的越共部队的进攻，
离不开火力支援，特别是后方新西兰炮
兵部队的火炮支援。虽然美国空军进
行了1次空袭，但新西兰炮兵部队为特
遣队提供了及时、持续的火力支援，大
大减轻其压力。

影片中，澳大利亚士兵和新西兰士
兵在语言、服装、武器装备、战术等方面
都极为相似，甚至不仔细辨别难以区
分，而新西兰炮兵部队与特遣队的配合
也十分协调，不仅与澳大利亚军队指挥
部紧密协作，还数次在危急关头为特遣

队提供了危险距离上的火力支援。澳
新联军为何有如此协同作战水平？这
还要从澳新两国的历史和军队之间的
关系说起。

历史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就有着
十分密切的联系。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都曾是英国殖民地，在人口组成上，大
多数都为白种人（澳大利亚 90%以上，
新西兰 70%以上），且以英国后裔为
主。两国均为英联邦成员，都采用君主
立宪制。两国官方语言均为英语，澳大
利亚英语和新西兰英语的差别也很
小。两国国旗都是蓝色旗面上包含有
米字旗和南十字星座的元素，由于两国
国旗太过相似，新西兰国内甚至出现了
要求更换国旗的声音。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两国军队有长
期并肩作战的历史。第一次世界大战
期间，澳新两国军队追随宗主国英国派
兵参战，并被编成著名的澳新军团。在
1915年初的加里波利登陆作战中，澳
新军团作为登陆部队先锋进攻土耳其
的达达尼尔海峡。虽然登陆作战失败，
澳新军团伤亡惨重，但在异国他乡并肩

作战，成为两国重要感情纽带。为此，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同时把 4月 25日定
为国家法定纪念日——澳新军团日，以
此纪念两国军队共同战斗的历史和两
国两军的特殊联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英国
国力的衰弱，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都认识
到已经不能再依靠英国来保卫本国安
全，因此澳大利亚、新西兰一起转而与
美国签订了《澳新美安全条约》。两国
在寄希望于美国保护的同时，也十分注
重军事合作，始终保持两国军队相互之
间的熟悉和了解。

可见，“龙潭之战”中的澳新联军
虽然没有之前澳新军团的称谓，但是
其联合特遣队体系却是一脉相承的，
是一支接受过联合作战训练的部队，
在战斗中的表现完全没有两支军队的
感觉。时至今日，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军队仍保持着紧密联系，不仅经常开
展联合演习、联合训练、联合行动，在
武器装备上也有很多共同之处，而这
显然是从方便两军协同配合作战方面
作出的考虑。

由由《《危机危机：：龙潭之战龙潭之战》》看澳新军事合作看澳新军事合作
■黄 岩

据意大利媒体报道，当地时间11月
6日晚，意大利海军的 1架 AW101“默
林”直升机在准备降落于该国海军地平
线级驱逐舰“卡约?杜伊利奥”号时，发生
侧翻并坠毁在“卡约?杜伊利奥”号舰载
直升机起降甲板上。好在机身尤其是座
舱部分比较完整，机组人员幸存。

这起事故表明，直升机上舰作业在
今日各国海军中依然是一个技术含量
高、风险高的课目。为确保直升机降落
军舰时的高效和安全，各国海军发展了
多种帮助直升机着舰的设备和操作流
程。目前被广泛使用的助降系统主要有

“鱼叉”助降系统和“熊阱”助降系统。
“鱼叉”是由法国开发的一套直升机

助降系统。通过在舰载直升机机身下方
安装一个带有卡扣结构的液压杆，着舰
过程中“叉”住直升机甲板上的格栅，以
此完成直升机和着陆目标舰之间的刚性
连接，并因为造型和运作方式类似鱼叉
而得名。这套系统可以保证中型舰载直
升机在 6级海况下的安全着舰和固定。
同时，得益于刚性连接的设计，整个系统
的操作比较简单，运作时间较短，配合绞
车能够在几分钟的时间内完成直升机的
着舰和收纳作业。

相比“鱼叉”，“熊阱”没有那么出名，
这种助降系统最早由加拿大在上世纪
60年代开发，用于配合体积、重量日趋
增大的舰载直升机，适用于大中型舰载
直升机着舰。这套系统得名于安装在直
升机甲板上的一个四面凸起的矩形装
置，装置内部凹陷，连接甲板下方的“拉
降”绞车系统，外形类似抓捕大型兽类的
陷阱。舰载直升机在接近直升机甲板
时，会保持与目标舰位置上的相对静止，
放下一根带有锁头的柔性牵引索，此时
舰上人员使用工具钩住牵引索将其与从

“熊阱”中拖出的类似绳索扣住后，形成
舰载机与目标舰的柔性连接，随后“熊
阱”开始张紧牵拉牵引索，将直升机“拉”
到甲板上，并用“熊阱”锁住。

与“鱼叉”不同，“熊阱”更多依靠舰
上人员的辅助操作。由于可将直升机

“捕捉”到固定的“陷阱”之中，这套系统
能够保证直升机准确降落到甲板指定位
置，因此可以更方便地使用固定和牵引
装置来移动直升机，将其收入机库，舰上
操作效率明显高于“鱼叉”，因此也被一
些国家的海军采用。

当然，由于受成本、起降甲板面积、
使用习惯等因素的影响，并非所有的舰
船都能使用上述复杂而昂贵的直升机助
降系统。实际上，在直升机起降甲板上
铺设一层由高强度纤维编织而成的防滑
网也能够有效防止直升机着舰时的侧
滑，这种“简单粗暴”的方式被广泛应用
在民用船舶上。俄罗斯海军得益于卡莫
夫系列直升机同轴反转旋翼“天生”的抗
侧风着舰性能，依然使用防滑网来辅助
舰载直升机起降，并未采用各国军队常
用的助降系统。

“鱼叉”与“熊阱”
舰载直升机助降系统一览

■张远年

本月初，驻日本美军三泽训练基地
1架 F-16战斗机在训练期间，其挂载的
1枚 230公斤重的训练弹，掉落在距训
练场以西约 5公里的一处私人土地内，
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在日常训练中，为节省成本，减少
对周边环境、居民的影响，各国军队多
使用训练弹来模拟真实弹药。这些训
练弹在重量、弹道性能等方面与真实
弹药几乎没有差别，有些还可反复使
用。有些训练弹装药量少，但爆炸时
仍有一定威力，即便是没有装药的训
练弹，如果操作不当也会造成人员伤
亡事故。

2015年 8月 23日，日本陆上自卫队
邀请媒体和观众观摩其演习。在武器
射击表演时，1辆 90式主战坦克将 1枚
120毫米训练弹打到观众席附近，破片
造成两名观众受轻伤。

2017年 6月 14日，英国陆军坦克部
队在进行射击训练时，1辆“挑战者-2”
型主战坦克突然发生爆炸，而这辆坦克
既没有携带实弹，也没有被击中。英军
调查发现，这辆坦克所使用的训练弹虽
弹头是假的，但发射药却是“真家伙”，只
要其中1枚训练弹因故障或操作不当发
生发射药爆炸，就会引起整车弹药殉爆。

相比陆战武器，军用飞机的训练弹
相关事故则更多，危险也更大。毕竟军
用飞机飞行高度高，即使训练弹中没有
火药，在重力加速度的作用下，训练弹
落地时也能够产生巨大的动能，给地面
人员和财产造成损失。

今年 7月，美国空军 1架 A-10攻击
机在佛罗里达上空与鸟群相撞，将机上
挂载的3枚BDU-33训练弹撞落。2013
年 9月，美国空军 1架 A-10攻击机由于
投掷装置出现故障，在马里兰州的一家
酒吧停车场上空误投了1枚BDU-33训
练弹，而飞行员竟一无所知，直到返回
基地落地后才发现。值得庆幸的是，这
两起事件均未造成人员伤亡。

并非每次事故都能如此幸运。去

年4月，法国1架“幻影”-2000战斗机在
飞过韦尔尼松河畔上空时，挂载的 1枚
训练弹意外脱落，直接掉进韦尔尼松河
河岸的一家汽车配件生产工厂内，导致
该厂两名工人受伤。

今年6月，印度1架“美洲虎”轻型攻
击机在执行任务途中出现撞鸟事故，鸟
被吸入发动机，发动机严重受损造成空
中停车。紧急情况下，这架飞机的飞行
员没有考虑地面情况，在安巴拉市市中
心上空将挂载的训练弹和装满油料的
副油箱抛下，引燃地面房屋，引发火灾，
致使不少市民以为遭到了空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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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好莱坞导演罗兰?艾默里奇执导的以第二次世界大战
为主题的影片《决战中途岛》在全球上映。本片以1942年6月的中
途岛战役为原型，结合演员表演与电脑特技，将70多年前太平洋海
空大战的场景通过银幕再现，其中航母满舵转向、大机群火线突
防、SBD舰载轰炸机俯冲轰炸等战斗场景，让观众大饱眼福。

然而，《决战中途岛》在再现海空大战场景和细节的同时，对许
多历史史实进行了错误的艺术加工和简化处理，不少情节存在叙
事跳跃和生搬硬凑的痕迹，与真实的中途岛战役相去甚远，一些资
深军迷以10分制给出了“特效9分、装备8分、叙事5分、历史2分”
的评价。

《《决战中途岛决战中途岛》》海报海报

《《危机危机：：龙潭之战龙潭之战》》剧照剧照

““鱼叉鱼叉””助降系统由直升机上的助降系统由直升机上的““鱼叉鱼叉””和舰上的格栅组成和舰上的格栅组成

越南战争中的新西兰炮兵部队越南战争中的新西兰炮兵部队

以以““熊阱熊阱””助降系统降落的舰载直升机助降系统降落的舰载直升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