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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23日，耗资 4亿元人民币制
作的战争题材影片《金刚川》一上映就
迅速登上热搜，成为军事爱好者们讨
论的热点话题。

同上甘岭、长津湖相比，金刚川这
个名字鲜为人知。出品方选择这场战
斗，是因为《金刚川》的故事背景是著
名的金城战役。与上甘岭战役这样的
防御作战不同，金城战役是一场志愿
军主动发起、取得辉煌胜利的进攻战
役，而且是一场“以战逼和”的政治仗。

1953年 1月 20日，主导介入朝鲜
战争的美国总统杜鲁门下台，艾森豪
威尔上台。面对这场损失数百亿美元
和 10余万美国青壮年的战争，艾森豪
威尔想尽快“体面地结束战争”，并在
停战谈判中做出一定让步。不过，李
承晚当局并不想停战，一旦停战，其所
谓以武力“统一”朝鲜的计划将化为泡
影。因此，李承晚当局在战俘问题上
不停制造麻烦，妄图破坏停战谈判。

为给李承晚当局施加更大压力，
早日促成朝鲜停战，经彭德怀建议，毛
泽东 6月 21日晚决定在停战前再对南
朝鲜进行一次军事打击，即金城战
役。7月 13日，志愿军集中 5个军兵力
和 1483门火炮，在金城以南上所里至
北汉江之间的地区，向南朝鲜军阵地
发起进攻，不到一小时就突破南朝鲜
军4个师的前沿防御阵地，并迅速向纵
深进攻。14日 18时，南朝鲜军全线崩
溃，志愿军向南扩展 180余平方公里，
并先后击退“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约
8个师兵力的大小反击1000余次。至7
月27日，战役胜利结束。此役共歼敌5
万余人，促进了朝鲜停战的实现。可
以说，金城战役是“停战协议”签订前
的最后一战，也是锁定抗美援朝战争
胜利的“决胜局”！

影片《金刚川》的故事就是在金城
战役的大背景下展开：为保证人员和
作战物资通过金刚川上的一座木桥到
达前线，志愿军工兵和高炮部队与美
军战机展开炸桥和修桥的激烈斗争。

《金刚川》分别以步兵、美军飞行
员、高射炮兵 3个不同视角聚焦“金刚
川桥”这一战斗，最后以工兵搭起人桥
进行情感升华。与诺兰的《敦刻尔克》
式“一月一天一小时、三线交叉剪辑时
空”不同，《金刚川》遵循古典戏剧理论
的“三一律”：地点（金刚川上的金刚
桥）、时间（“此刻”到次日 6点前）、情
节（架桥渡桥的主要矛盾线索）均保持
一致。

《金刚川》中，没有超级英雄，但人
人都是超级英雄。从某种意义上说，
《金刚川》就是一个英雄群像电影。在
无数无畏个体成就的英雄群像中：步
兵带着战友遗愿冲过金刚川，歼灭5万
敌军；前出保障通信而牺牲的女兵，明
知桥旁有危险仍义无反顾；那些并未
露面的“喀秋莎”火箭炮炮兵，火龙尖
啸、天降正义，以火箭炮端掉美军炮兵

阵地，奏响敌人的灭亡之曲！
最让人感动的，无疑是那群宁可

牺牲自己也要保护桥梁安全的高射炮
兵。张译饰演的张飞同吴京饰演的老
关，一根玉米、一个烟盒、我来当靶子
你隐蔽的互相保护，其袍泽之谊不亚
于张翼德和关云长。特别是老关在暴
露炮位上打光炮弹后，为吸引敌机，毅
然打出那颗致使自己牺牲的照明弹。
张飞在最后关头也做出同样选择，为
掩护大部队过河减少牺牲，点亮炮位
边的篝火吸引敌机。在他下令“点
火”的那一刻，身边的战友们明知暴露
意味着死亡，却依然坚毅地洒下汽油、
点燃火堆。

最后，美国轰炸机用燃烧弹将桥
严重损毁，但硝烟散去，一列列志愿军
仍然高喊杀声冲向对岸。原来是工兵
跳入水中，搭起一座人桥。在“一条大
河波浪宽”的钢琴背景乐中，在战士们
奋勇向前的慢镜头中，在炮火、坚韧、
血海中，他们以身为桩、以肩为路，搭
起一座“永远炸不断的桥”，塑造出一
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英雄群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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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抗美援朝战争为题材的影片
中，除《上甘岭》《奇袭白虎团》等反映中
国人民志愿军战役战斗的影片外，《烽
火列车》《铁道卫士》等影片则以不同视
角讲述了志愿军和铁路部门保护铁路
运输线的故事。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
中国人民志愿军和铁路部门发扬不怕
牺牲、连续作战的精神，奋力构建起一
条打不断、炸不烂的钢铁运输线，创造
了令人瞩目的战争奇迹，保障我军击败
具有装备优势的“联合国军”，最终取得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

相比志愿军全长上千公里的补给
线，美国本土距朝鲜半岛要跨越辽阔
的太平洋。即便依托日本为基地，其
后勤补给也本应比我国困难。然而，
现实情况是美国凭借其强大海空力量
源源不断地向战区运送兵员、物资。
同时，美军以其空中优势，对朝鲜北
部地区狂轰滥炸，令志愿军无法就地
筹措物资。美军败退后丢弃的物资、
装备很快被其空军炸毁，使我军难以
利用。

在这种情况下，志愿军所需物资主
要先从国内调集，再通过铁路等运输方

式运往朝鲜前线。因此，美军将志愿军
运输线作为空袭重点，甚至将其一半以
上的空中力量用于破坏志愿军物资补
给线。特别是在 1951年 8月至 1952年
6月的“绞杀战”中，美军出动 80%的空
中力量对志愿军运输线进行昼夜轰炸，
妄图窒息我作战力量。据统计，整个战
争期间，美军共出动飞机 104万多架
次，投掷各类弹药 69万余吨，造成我人
员、物资严重损失，作战行动受到极大
限制。

为此，志愿军于 1951年提出建设
“ 打 不 断 、炸 不 烂 的 钢 铁 运 输 线 ”口
号，并进行了英勇顽强、艰苦卓绝的
斗争。

首先，建立集中统一的领导体系。
1950年 10月 23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在
沈阳成立前方后勤指挥所，下辖 3个分
部。1951年 5月，在其基础上成立志愿
军后方勤务司令部，由志愿军副司令员
洪学智兼任司令员，统一负责管理志愿
军在朝鲜境内的后勤组织与设施。1951
年8月，成立中朝联合铁路运输司令部，
统一管理在朝铁路运输、抢修和维护；
同年 12月，为加强运输、抢修和防空三

方面协作，又成立前方铁路运输司令
部，统一指挥铁道运输、抢修部队和高
炮部队，进一步提升运输效率。

其次，增派英勇专业的抢修队伍。
针对敌军将破坏志愿军铁路补给线作
为战略重点，铁道兵 3个师两个独立团
于1950年11月6日起陆续入朝，执行铁
路抢修保障任务。他们坚持边侦察、边
抢修、边前进，在情况生疏、资料不全、
器材有限的情况下，用炸药爆破冻土、
破冰下水抢修桥梁，夜以继日抢修维
护，有力保障运输线的畅通。在反“绞
杀战”中，铁道兵部队集中兵力采取挖
沟排水、修建小迂回线、用枕木排架过
弹坑等方式，打破美军对新安州、西浦、
价川“三角地区”这一朝鲜铁路枢纽的
封锁绞杀。

第三，加强完备高效的对空力量。
为应对敌空袭威胁，志愿军加强运输线
沿线对空监视，沿线设置对空监视哨，
昼夜站岗、及时报警。同时，调派高炮
部队入朝，按照“重点防护、机动作战”
的方针，将70%兵力部署在铁路沿线，并
以游击、伏击等方法，广泛实施机动作
战，有力打击敌机嚣张气焰。后勤部队

还普遍组织对空射击组，对低空敌机进
行打击，干扰美军侦察、轰炸等行动。
空军部队不畏强敌、奋勇作战，基本控
制清川江以北到鸭绿江边的空域，在鸭
绿江南岸平原上空形成“米格走廊”，为
物资补给提供空中掩护。

第四，形成科学有效的运输机制。
面对 1951年 7月朝鲜北部 40年未遇的
特大洪水，志愿军采取分段倒运的方
法，创造铁路、公路和漕运相结合的接
力运输方式，保障了运输线畅通。在临
时修复的桥梁上，采取“顶牛通车”的运
输方式，即动力机车不上桥，在两端分
别用机车推送、接送车辆，实现鸭绿江
到物开里、三登、阳德铁路的顺利通
车。志愿军还利用朝鲜北部地形，沿运
输线修建许多半地下仓库，用以囤积物
资、停放车辆、躲避轰炸，大大减少物
资、装备的损失。

在长达1000余公里的运输线上，中
朝军民克服重重困难，构筑起一条铁路
与公路运输相结合的“打不断、炸不烂
的钢铁运输线”，有力保障作战部队的
物资需求，为取得抗美援朝战争的最终
胜利作出重要贡献。

打不断、炸不烂的钢铁运输线
抗美援朝战争中的铁路运输

■黄 岩

近年来，一些国家的军队纷纷为步
兵战车等装甲车辆换装无人炮塔。不
过，囿于技术条件、作战环境等因素的限
制，目前无人炮塔在成本、作战效率等方
面仍存在一些问题。如美军为其“斯特
赖克”M1126型轮式装甲车换装无人炮
塔，就是一个不成功的典型案例，反映了
目前无人炮塔的通病。

美陆军在欧洲驻扎的 M1126型轮
式装甲车，其遥控武器站配备 M2HB
12.7毫米重机枪或 MK1940毫米榴弹
发射器。考虑到这种火力难与俄军装
甲车辆普遍装备的 30毫米机炮相抗
衡，为此，美陆军 2015年 9月与通用动
力公司签订合同，由该公司研究 M1126
型装甲车火力升级方案。2015年 12
月，通用动力公司完成 M1126型升级火
力版原型车，并在 2016年 1月交付首辆
生产型。

2016年，美军签署总价值为 4.11亿
美元（约合 27亿元人民币）的合同，为
80余辆 M1126型装甲车改装无人炮
塔。其中，9700万美元（约合 6.4亿元
人民币）用于无人炮塔的研究测试及
后续改进，3.14亿美元（约合 20亿元人
民币）用于无人炮塔的生产及车辆改
装。无人炮塔由挪威康斯堡公司提
供，型号为 MCT-30，绰号“龙骑兵”。
火 力 升 级 后 的 M1126型 装 甲 车 改 称
M1296型，绰号同为“龙骑兵”。

MCT-30型无人炮塔重约两吨，配
备 XM81330毫米链式机炮，不具备

“猎-歼”能力，能有效打击除坦克外的
装甲车辆、掩体及低空飞行的无人机、武
装直升机，为下车步兵提供更强悍的支
援火力，且不穿透车体，对载员搭乘影响
较小。

不过，MCT-30型无人炮塔仍存在
一些问题。一方面，成本过高。每辆
M1296型装甲车的改装单价为378万美
元（约合 2526万元人民币）。分摊研发

费用后，单价上涨到约495万美元（约合
3308万元人民币）。

相比之下，M1126型装甲车的遥控
武器站，单价约21万美元（约合140万元
人民币）。美军 2019年 12月以 133万美
元（约合 890万元人民币）的单价，向泰
国出售 60辆二手 M1126型装甲车。通
用动力公司以 222万美元（约合 1483万
元 人 民 币）的 单 价 ，对 116辆 平 底 盘
M1126型装甲车进行双V底盘等加强防
护性能的升级。

在不考虑研发费用的情况下，改装
MCT-30型无人炮塔的单价就已是原
遥控武器站的18倍，二手M1126型装甲
车的2.8倍，防护升级改装的1.7倍。

另 一 方 面 ，作 战 效 率 低 。 改 装

MCT-30型无人炮塔成本高昂，但并未
带来作战效率的相应提升。MCT-30
型无人炮塔体积庞大，对部分舱门开闭
造成影响，特别是会阻碍车长开舱观
察。无人炮塔还使车长失去全周视潜
望镜，整体态势感知能力下降，尤其是
其后方视野。尽管加装了潜望镜，仍无
法 弥 补 观 察 能 力 的 损 失 。 这 导 致
M1296型装甲车在战术使用中，可能更
偏向处于车队中间靠后的位置，而不能
部署于车队首尾。

美俄等国装甲车辆配备的有人炮
塔，备弹量基本达到 300发至 400发，
而 MCT-156型无人炮塔的备弹量只
有 156发，火力持续性较低。炮塔本身
装甲较为薄弱，只能防御枪弹和炮弹

破片。
因炮塔较重，M1296型装甲车的改

造还包括对车辆悬挂系统的升级。这不
仅增加了额外成本，还使总重增至约 20
吨，无法由 C-130战术运输机空运，只
能由 C-17战略运输机运输，机动性较
M1126型装甲车有所下降。

由于改装效果不好，美陆军转而采
用为M1126型装甲车加装反坦克导弹的
火力升级方案。这一方案是在M1126型
装甲车原有遥控武器站上加装“标枪”
FGM-148型反坦克导弹。“标枪”反坦克
导弹的单价约 17万美元（约合 113万元
人民币），按每辆M1126型装甲车配备5
枚计算，4辆加装“标枪”导弹的M1126型
装甲车比一辆M1296型装甲车还便宜。

不完美的无人炮塔
■桂 冠

装有装有MCT-MCT-3030型无人炮塔的型无人炮塔的MM12961296型轮式装甲车型轮式装甲车。。小图为小图为MM11261126型轮式装甲车的遥控武器站型轮式装甲车的遥控武器站，，只能使用机枪或榴弹发射器只能使用机枪或榴弹发射器

19世纪中期至末期，曾出现两种
比较奇特的军用舰艇：浅水重炮舰和

“蚊子船”。这两种舰艇同样拥有大口
径舰炮，用途相似，却有着不同的发展
轨迹。

浅水重炮舰这一中文称谓表现了
这种诞生于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的军舰
性质。这是一种以浅水近海作为主要
活动区域，拥有大口径火炮的军舰。不
过，其中文称谓没有体现的一个特点
是，这种军舰一般也拥有坚固装甲。实
际上，第一艘也是最有名的浅水重炮舰

“莫尼特”号，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拥有
真正装甲防护的军舰之一。

浅水重炮舰凭借良好防护性能和
优异火力，在很多国家的海军中都有装
备。大多数情况下，浅水重炮舰作为岸
防或对陆打击的移动火力点，活跃于海
岸线附近。

在当时的海军强国英国，浅水重
炮舰也占据一席之地，包括著名的“内
伊元帅”号浅水重炮舰在内，英国在第
一次世界大战甚至到第二次世界大战
时都在设计建造这种火力强悍、防护
到位的军舰。

同样是“小船扛大炮”，更加追求

性价比的“蚊子船”，却很快退出海军
装备舞台。

“蚊子船”最初是由英国设计师乔
治?伦道尔设计的新型军用舰艇，在吨
位非常小的船体平台上加装大口径火
炮，用作水上移动炮台。“蚊子船”航速
很慢，几乎没有装甲防护，最初被称为

“伦道尔”炮艇，因为体型小却能“咬
人”，故在中国也被称为“蚊子船”。

与当时的海军强国为追求性价
比而装备浅水重炮舰不同，绝大部分

“蚊子船”由当时的海军发展“后进”国
家装备。如清朝的海军就曾引进不少

“蚊子船”用于海防，期望凭借这些小
船上配备的重炮在近海完成对敌打
击。不过，这些“蚊子船”因自身吨位
小、适航性差、战斗力有限、技术前瞻
性不足等原因，并未发挥太大作用，在
甲午海战后损失殆尽。

浅水重炮舰和“蚊子船”，前者是
强国海军的“经济适用型”装备，后者
是弱国海军的“撒手锏”，虽然都主打
高性价比，但不同设计思路，决定了两
种舰艇不同的发展轨迹。一个能够开
枝散叶，直到二战后还能继续服役，一
个却只能逐渐走向消亡。

不同命运的“小船扛大炮”
■张远年

保卫重要桥梁的志愿军高炮部队保卫重要桥梁的志愿军高炮部队 铁道兵冒着敌机轰炸架起被炸塌的钢梁铁道兵冒着敌机轰炸架起被炸塌的钢梁

英国海军英国海军““内伊元帅内伊元帅””号浅水重炮舰号浅水重炮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