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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方设法诱敌。挑战的目的，是
以坚守不战且与我实力相当之敌为
对象，通过“挑”将其从防守堡垒中诱
出，为我所调动。然而，单一的“挑”，
并不代表挑战的成功实施。通过有
效的“挑”，或激而怒之，或利以诱之，
使敌方失去理智或放松警惕，才是挑
战成功的前提。否则，若敌方不为所
动，终将功亏一篑，因此挑战说到底
存在“诱”的底色。“兵者，诡道也。”敌
我相争、生死拼搏，对敌无诚实信义
可言，大凡成功的军事行动，多与欺
骗麻痹敌方相关。因此，指挥员需通
过逼真且不露破绽的指挥艺术掩盖
我方真实意图，从而确保成功诱敌。
具体而言，就是要知而示之不知，能
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彻底迷
惑敌方后再寻机歼敌。同时，需合理
使用“挑”的手段，无论是主动出击诱
敌深入，还是故意示弱“引蛇出洞”，
都是具体挑敌方式，其根本是要抓住
敌弱点对症施“挑”，确保敌“上钩”为
我所调动。邓羌率领 3000骑兵营门
前叫阵，成功激怒姚襄引其出营。为
制造慌乱撤退的假象，粟裕命部队将
破军衣、米袋子和烂草鞋丢得遍地皆
是，欺骗李觉，使其左右翼兵团放开
胆子“前进”到粟裕为其精心布置的

“口袋”中。
把握地点时机。成功“诱”敌，仅

是挑战成功的第一步。在挑战战术
中，“轻骑挑攻之”是诱饵，“伏兵以待
之”才是重头戏。因此，通过“挑”把敌

引进门，还要确保门关紧，或待敌攻我
时再关门，或设法制造“口袋”诱敌歼
敌。只要门关紧，敌方就难逃败亡命
运。否则，门关不紧使敌逃脱，不仅达
不成挑战目的，甚至可能因暴露我方
主力位置有被反咬一口的危险。同
时，门关紧了，还需确保顺利“捉贼”。

“捉贼”需要硬实力，没有强大实力做
支撑，无法歼灭费尽心思引诱而来之
敌，无法抓住苦苦等待的战机，胜利自
然无从谈起。历史上，不乏重兵包围、
分割围歼和围点打援等经典伏击战
术，其目的就是综合运用多种战术手
段出奇制胜，使敌方措手不及、首尾难
顾，在惊慌失措中被“捉”。可见，充分
选择并利用夜暗、险地等战场环境设
置伏兵，把握时机成功“捉贼”才是挑
战成功的关键。

保持极大耐心。优秀的指挥员不
仅要善于用计，更应举一反三善于识
计。挑战在战争中运用比较普遍，但
其终究属于一种奇计，限制条件较多，
必须以敌方主帅“刚愎自用”“易以挠
动”为基础，且在敌方不明我企图，被
我所诱的态势下相对有用。对于沉着
冷静、成熟稳重的指挥员，敌方百般挑
衅仍不为所动，挑战也就失去作用。
这说明，千方百计引敌上“钩”的同时，
要时刻保持谨慎和耐心，不轻易出
击。如此，才能冷静分析战场态势，随
时等待最佳战机，牢牢掌握主动权。
这也是“若敌用此谋，我不可以全气击
之”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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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战奇略》挑战篇原文为：
凡与敌战，营垒相远，势力相均，可
轻骑挑攻之，伏兵以待之，其军可
破。若敌用此谋，我不可以全气击
之。法（《孙子兵法?行军篇》）曰：

“远而挑战，欲人之进也。”
挑战篇认为，凡对敌作战，

若双方营垒相距较远，兵力势均
力敌，以骑兵向敌挑战佯攻，同
时设伏兵待敌，就可打败敌方。
若敌方对我方施用此计，切不可
全军出动追击。诚如古代兵法
所说：敌方距我方很远而前来挑
战，是企图诱我上当，使我贸然
发起进攻。

公元 357年，姚襄率军进占
黄落镇（今陕西铜川西南），前秦
皇帝符生派符黄眉、邓羌等率
1.5万人讨伐姚襄。姚襄坚守不
战，邓羌向符黄眉建议，姚襄为
人任性固执，易被挑动，若长驱
直入进攻其营垒，姚襄必定怒而
出战，便可一举活捉他。符黄眉
采纳其建议，派邓羌率3000骑兵
于姚襄军营门前挑战。姚襄大
怒，率全部精锐出战。邓羌佯装
战败后退，姚襄追至三原（今陕
西淳化东北），邓羌掉头反击，符
黄眉所率大军也已赶到，一举击
杀姚襄。

1945年5月23日，国民党军
第 25集团军总司令李觉，纠集
10余个师兵力，分 3路对新四军
苏浙军区发起第三次进攻。李
觉吸取以往教训，步步为营、齐
头缓进，企图以优势兵力迫我决
战。面对数倍于我军之敌，粟裕
决定“牵着敌人的鼻子绕几圈”
后寻机歼敌。我军先是主动出
击，攻占新登，在打退敌援军 8
次反扑后，主动撤退，并安排后
勤人员四处买粮，以示缺粮。李
觉果然中计，纠集6.5万余兵力，
对天目山区的新四军部队进行
围剿，矛头直指孝丰。此时，我
军主力已集结于孝丰地区。6月
19日，我军一个“回马枪”歼灭正
追赶“溃逃共军”的顽敌第 52
师。21日，我军在孝丰附近歼灭
顽敌第 79师和突击纵队 1.2万
余人。

史说新语史说新语

链接历史链接历史

微历史微历史

新四军苏浙军区第一纵队司令部旧址新四军苏浙军区第一纵队司令部旧址

王牌飞行员获救生勋章

奥斯瓦尔德?波尔克是第一次世
界大战期间的德国王牌飞行员，获得
过一级和二级铁十字勋章，也曾因机
缘巧合获得普鲁士救生勋章，甚至差
点得到法国荣誉军团勋章。

一日，波尔克在驻地的运河上划
船，看到一名法国男孩带着渔具翻过
栅栏，不小心掉入河中。波尔克没有
想太多，马上跳进河中施救。波尔克
找到溺水男孩，并把他拖上岸。在教
育一番后，波尔克将男孩交给其母
亲。围观民众对波尔克报以热烈掌
声，波尔克却觉得制服湿透的自己，像
只滴水的狮子狗。

第二天，男孩的父母表示，希望给
波尔克申请法国荣誉军团勋章。波尔
克觉得这是个笑话，毕竟两国还在交
战状态。不过，波尔克的救人义举还
是得到表彰，上级专门为他申请了普
鲁士救生勋章。

看守、战俘同挨饿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意大利面
是意大利军队的主要食物，但意大利
面的原料小麦严重依赖进口。

尽管墨索里尼于战前下令在意大
利南部开垦荒地种植杜伦麦（硬粒
小麦），以获得生产意面的小麦粉，但
因战争爆发未取得成效。

由于面粉缺乏，意南部意军军营
意面短缺，而上级给的答复是自己想
办法。意南部驻军只得花高价购买面
粉，混合杜伦麦粉自行制作意大利面。

意南部当时有一座关押数百名英
联邦战俘的战俘营，战俘缺乏食物，无
力活动，意大利看守也懒得强制他们
劳动。起初，这些战俘以为是意方在
虐待他们，后来才发现看守战俘营的
意军也得不到补给。饿肚子的战俘，
有些逃往瑞士，有些加入当地游击队，
留下的其他人在转送至其他战俘营
后，一日三餐才得到保障。

（王 昊）

据外媒报道，上月底，停靠在俄罗斯
联邦达吉斯坦共和国卡斯皮斯克的
MD-160“里海怪物”(MD-160绰号并非

“里海怪物”而是“花尾鸽”，此系外媒报
道讹误)地效飞行器，在拖船拖曳下，抵
达杰尔宾特正在建设中的“爱国者”公园
分园。乍一看，MD-160就像一架水上
飞机，但据国际海事组织和国际民用航
空组织的定义，其所属的地效飞行器被
划分为船只。

地效飞行器依靠“地面效应”贴近水
面或地面高速飞行。所谓“地面效应”，
又称“翼地效应”或“翼面效应”。上世纪
20年代，飞行员在驾驶飞机靠近地面即
将着陆时，发现此时飞机升力得到提
高。经研究，美国国家航空咨询委员会
于 1934年发布 771号备忘录，对这种现
象进行研究和总结。同时期，苏联也开
始了对“地面效应”的研究。

简单说，“地面效应”就是当飞行器贴
近水面或地面飞行时，气流流经机翼后，
向后下方流动，水面或地面会产生反作用
力，当飞行器与水面或地面的距离等于或
小于其一半翼展时，整个机体上下压力差
增大，升力提高，阻力减小。除飞行器外，
汽车和汽艇也存在这种效应。

地效飞行器，能够以更小尺寸、更高

速度运输更多物资，在采用相同功率发
动机的情况下，地效飞行器的速度要比
船只快得多。由于具备这些优点，一些
国家如美国、苏联和德国都曾研制过地
效飞行器。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解决跨大
西洋运输船队损失惨重的问题，美军提
出研制一种超大型半地效水上运输
机。这种运输机有着庞大体积和重量，
而当时的技术条件难以为其提供足够
升力。为此，这种运输机将主要以贴近
海面的方式飞行，借“地面效应”提供额
外升力。

美国休斯飞机公司按照军方要求，
在创始人霍华德?休斯领导下，设计了
H-4“史普鲁斯之鹅”巨型水上飞机，可
运输700名士兵或同等重量的物资。不
过，由于存在技术问题和需求消失等原
因，H-4在试飞一次后便被放入仓库，
后来成为博物馆展品。

二战结束后，苏联在地效飞行器的
研制上取得很多成果。地效飞行器兼具
飞行器和船只的特点，有趣的是，苏联承
担地效飞行器研制任务的设计局是擅长
设计水上飞机的别里耶夫设计局和负责
船舶设计的阿列克谢耶夫设计局。

阿列克谢耶夫设计局在上世纪60年

代设计了KM地效飞行器，KM为俄文“原
型机”缩写。西方国家通过卫星照片发现
了KM地效飞行器，由于外形庞大且发现
于里海，所以北约给它起了个绰号“里海怪
物”（KaspianMonster，缩写也是KM）。

阿列克谢耶夫设计局在上世纪 80
年代研制了MD-160“花尾鸽”地效飞行
器，拥有 3套双联装超音速反舰导弹发
射装置。此外，阿列克谢耶夫设计局还
设计了用于两栖登陆作战的“小鹰”地效
飞行器。

别里耶夫设计局曾提出能够垂直起
降的两栖地效飞行器 VVA-14方案，但
设计工作进行到缩比模型阶段便停止。
上世纪80年代末，别里耶夫设计局提出
有效载重达 700吨的别-2500超大型两
栖地效飞机，但目前只公开了模型。

虽然地效飞行器具有速度快、运输
效率高等优点，但设计难度大、成本高、
不适应高海况条件、距离水面或地面过
近不利于避让障碍物等缺点，限制了其
在军事方面的用途，大部分国家目前多
将其用于民用领域。

飞机还是船飞机还是船？？
从从““里海怪物里海怪物””看地效飞行器之历史看地效飞行器之历史

■陈艺元

2007年 5月，时任法国总统萨科齐
提出“地中海联盟计划”，试图将非洲能
源直供西欧，借此打破俄罗斯的能源垄
断地位，确保西欧得到长期稳定的能源
供给。然而，此举遭到利比亚卡扎菲政
权的坚决抵制，因利比亚是世界主要产
油国和石油输出国之一，一定程度上造
成“地中海联盟计划”随后流产。为此,
耿耿于怀的法国乘“阿拉伯之春”之机，
支持利比亚境内的反对派推翻卡扎菲政
权，并于 2011年 3月 19日深夜发起“哈
麦丹之风行动”，打响了西方国家军事干
涉利比亚的第一枪。

利益驱动，一马当先。在非洲曾占
有大片殖民地的法国，对非洲特别是北
非长期具有较强影响力。卡扎菲统治利
比亚期间，法国几乎无法染指利比亚内
部事务，令其无法容忍。同时，法国受阿
富汗战争、科索沃战争和在非军事干预
行动所累，加之深陷欧洲债务危机难以
自拔，亟须一场战争转移国内矛盾。在
此情况下，对利比亚动武既可转移矛盾，
又能借机恢复和强化法国在北非的传统
影响和现实利益。

因此，当西方国家讨论以何种手段
介入利比亚危机时，法国基于“重返非洲
战略”和自身利益，力主对卡扎菲政权动
武，并依事态发展趋势，一方面积极与利
比亚周边国家进行密切接触，争取它们
的支持和配合；另一方面着手展开“哈麦
丹之风行动”的准备工作，制定后续行动
预案，组织兵力、兵器预先部署，完成战
争准备。

“哈麦丹之风行动”期间，法国一改
以往西方国家联合军事行动中的“配角”
角色，着力掌握联军对利比亚军事干预
行动的主导权。目的之一，是为在下一
年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前，充分展现法
国在欧盟内的领导力和大国地位，同时
展示法军军事改革的成果。

准备充分，一令即出。“哈麦丹之风
行动”作为西方国家对利比亚军事干涉
行动的开局之战，是展现法军实力的良
机，不容闪失。为确保此次行动达成突
然性，法军在巴黎组建对利比亚“空军
作战司令部”，从战略角度审视打击目
标、提出行动建议，直接向一线作战部
队传达最高作战指令。战前，法国空军
在极为紧迫的形势下详细拟制行动计

划、调整力量部署、筛选打击目标和筹
划具体行动。2011年 3月 19日，法空军
紧急动员位于本土和海外省的7个作战
基地和两个保障基地完成战斗准备。
行动实施期间，法军先后紧急出动分散
部署在各基地的“阵风”、“幻影”2000-5
和“幻影”2000D等型号战斗机，以及
C-135FR加油机和E-3F预警机等作战
支援保障机型，飞行约 130多个小时。
法空军这支空中力量，一开战即有效压
制卡扎菲军队的防空系统和指挥通信
系统，保障西方国家对利比亚的军事干
涉行动。

从过程看，“哈麦丹之风行动”不同以
往，主要以空军为主，作战方式是战机直
接由本土起飞，发起远程空袭；作战准备
几乎全在紧急条件下完成，并在诸多不利
因素制约下顺利达成预定作战目标。

从效果看，“哈麦丹之风行动”的成
功，主要得益于法军2008年启动的“8年
军事转型计划”。法空军为适应军事转

型需要，积极推行以作战效率为核心的
“2010空军规划”，在结构规模、信息化
条件下多军种多国联合作战、应对危机
的反应速度和多样作战能力等方面进行
改革调整，“哈麦丹之风行动”行动展现
了法空军的改革成效。

全局发力，一击奏效。“哈麦丹之风
行动”主力是空军，但整个行动仍在全局
一体的作战指挥体系下展开。行动全
程，指挥人员通过指挥中心大屏幕实时
掌控空中情况，与空中编队保持直接联
系，适时调整空中打击力量、支援力量和
保障力量的部署，确保在必要时能依据
最新动态临机调整任务计划，精确指挥
行动实施。

行动展开后，围绕行动的各项保障
工作同步有序启动。其中，圣迪杰空军
保障基地从受领任务到保障“阵风”战斗
机升空仅花费数小时。整个行动期间，
该基地的维修保障人员努力将“阵风”战
斗机的出动率保持在 95%以上。当时，

法空军 75%的空中加油机，在对阿富汗
和乍得展开的军事行动实施保障。在加
油力量紧张的情况下，法空军多次临机
调整部署，保证“哈麦丹之风行动”中的
战机能够及时补充燃油，最终达成行动
目标。除空军外，法国海军为支援空军
行动，派遣地平线级“福丹”号和卡萨尔
级“让?巴尔”号两艘防空驱逐舰进入利
比亚海域，利用其防空能力为空军机队
开辟安全的海上空中通道。

法军的“哈麦丹之风行动”虽然取得
成功，达成行动目标，法军在西方国家的
军事干涉行动中也发挥较大作用，但贸
然采取军事行动引起了利比亚民众对法
国的不满，造成利比亚及周边地区局持
续动荡，引发无穷后患，导致利比亚至今
仍陷于战火之中。

搅乱局势的“哈麦丹之风行动”
简析法空军对利比亚空袭行动

■黄永刚 陈智超

““哈麦丹之风行动哈麦丹之风行动””中中，，加油机正为加油机正为““阵风阵风””战斗机加油战斗机加油

被拖往被拖往““爱国者爱国者””公园分园的公园分园的
MD-MD-160160地效飞行器地效飞行器

KMKM地效飞行器的绰号才是地效飞行器的绰号才是““里海怪物里海怪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