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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3月26日，俄罗斯海军在

“乌姆卡-2021”全面北极远征训练期

间，“秀”了一把“绝活”——3艘核潜艇

在半径300米的区域内，同时冲破厚度

约1.5米的冰层上浮。这一看似简单的

动作，展示了俄强大的战略威慑能力，

明确向美国传递出强硬信号。

战略核潜艇是“三位一体”核打击

能力的重要一环。战时，如果陆基弹道

导弹和空基战略轰炸机等核武器投射

力量遭受到敌方毁灭性打击，战略核潜

艇可作为隐蔽的核攻击力量给予敌方

“第二次核打击”，从而有力遏制战略对

手使用核武器、发动核战争的冲动。

尤其是，俄加速列装的“北风之神”

级弹道导弹核潜艇，是俄罗斯海军最先

进的战略核潜艇。该艇排水量 1.7万

吨，水下最高航速26节，艇身背部装有

16个导弹发射筒，内装16枚“布拉瓦”

潜射洲际弹道导弹，每枚导弹可携带

10个核弹头，最大射程超过8000公里，

是欧美有关国家最为惧怕的水下核打

击力量。

这次训练选择在北极举行也是一个

重要的看点。北极具有非常重要的军事

战略价值。一方面，北极是美俄两个核

大国相互攻击对方本土最短的通道。同

样的弹道导弹，经北极方向要比经过其

它方向打击对方节约更多的时间，留给

对方探测、拦截和反击的时间更短。

另一方面，北极可为核潜艇提供天

然的伪装。要想发现核潜艇，只能使用

声呐探测，但北极大范围厚厚的冰盖之

下，是战略核潜艇隐蔽巡航的绝佳区

域。敌方反潜飞机投掷的声呐信标连

入水都做不到，水面舰艇则无法直接驶

入北冰洋。

北极冰层有助于核潜艇隐藏自身

的位置，却也给其发射导弹造成了障

碍。核潜艇必须具备强大的破冰性能，

才能确保随时上浮实施打击。一般的

核潜艇只能破开大约55厘米厚的冰层，

这次俄3艘核潜艇同时上浮破冰，且速

度极快，表明其即便面对1.5米厚度的

冰层，也可以实现稳定破冰。

由于电磁波在海水中衰减较大，再

加上保密方面的考虑，潜艇和潜艇之间

通常无法直接进行联系，需要沟通地面

后，由地面指挥中心进行协调指挥。此

次俄罗斯3艘核潜艇在不到300米的范

围内同时破冰而出，既是对其核潜艇水

下通信、定位、破冰等方面性能的一次

检验，更是对其短时间内集结多艘核潜

艇实施协同核打击能力的展示。在美

俄关系日益紧张的背景之下，俄罗斯此

举将对美起到极大的震慑作用。

（作者单位：海军潜艇学院）

左图：俄罗斯国防部新闻局3月26

日提供的视频截图显示，俄核动力潜艇

突破北冰洋冰层浮出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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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结3艘核潜艇在北极同时上浮，展示强大战略威慑能力——

俄核潜艇向美传递强硬信号
■张 栋

4 月 2日，美国总统拜登在与乌克
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时表示，美国坚
定支持乌克兰主权与领土完整。在得
到美方的这一保证后，4月 6日，泽连斯
基敦促北约尽快推进接纳乌克兰的进
程，称这是解决乌克兰东部地区冲突的
“唯一途径”。

值得关注的是，乌政府军从 3月起
就不断向东部前线增派部队和武器，并
使用包括火炮和大口径机枪等在内的
重型武器对民间武装发动进攻，造成多
名军民伤亡，导致局势迅速恶化。这也
打破了该地区在乌政府和东部民间武
装去年 7月达成全面停火协议后出现
的短暂和平。

箭在弦上，冲突一触即发

据报道，乌政府军短时间内在冲突
前线至少集结了 7-8个旅，部署了 150
多辆主战坦克、200多门自行火炮等武
器，总统泽连斯基甚至亲赴前线视察、
鼓舞部队士气。乌东民间武装也不甘
示弱，与政府军形成对峙局面。

这样的背景下，双方交火次数越来
越多、冲突烈度逐渐升高。据欧安组织
乌克兰特别监测团的报告显示，仅 4月
2日一天，顿巴斯地区就发生了 511 起
爆炸事件和 1000余起违反停火协议的
行为。

虽然双方目前在战场上的交火基
本属于示强性试探和表态式进攻，尚未
演变成大规模冲突和全面内战。但大
国势力的深度介入，也给局势发展带来
了更多的变数。西方势力从幕后走向
前台进行挑唆，唯恐天下不乱。美欧军
政高层多次表态支持乌克兰“收复”领
土，将对乌政府军提供支持，以对抗俄
罗斯“侵略”。乌东民间武装得到俄方
支持。同时，为维护俄乌边境安全，俄
方正调集军队和运输装备。

积怨已深，乌东死结难解

乌克兰东西矛盾由来已久，既有历
史纠葛的积怨，更有现实博弈的助推。

俄乌同属东斯拉夫人种，但在与波
兰、蒙古等入侵者的斗争中，乌克兰逐渐
衍生出民族意识和独立语言，并深受欧
洲影响，信奉天主教，反俄情绪严重；而
乌东部多为俄罗斯族，在宗教、语言和经
济联系等方面都与俄罗斯走得更近。

苏联解体后，乌国内亲西方与亲俄
势力反复争夺政权，双方互相拆台、争斗
不休，东西部的政治诉求相去愈远，国家
加速走向分裂。2014年亲俄的总统亚
努科维奇下台后，乌政权被亲西方势力
把持，其推行的取消俄语官方语言地位、
减少或中止与俄合作等“去俄化”措施，
以及放弃“不结盟”政策、提出加入北约
等动作，引发乌东民众强烈不满。乌东
部地区的顿涅茨克州和卢甘斯克州分别
通过公投成立独立的共和国。

各有盘算，战火注定难熄

乌东冲突并不是单纯的乌克兰内
战，深藏着各国的地缘政治较量。美、
俄、乌三方各打算盘、各有所需，注定了
乌东战火将绵延日久。

美国全线围攻意在弱俄。拜登政
府上台后，多次宣称“美国回来了”，拉
拢欧洲、打压俄罗斯的意图日渐明朗。
为了在欧洲方向牵制俄精力、消耗俄经
济实力，包括美国总统在内的军政高层
多次向乌释放明确信号，支持乌“收复”
领土、挑起与俄矛盾。放眼整个欧亚大
陆，近期美、土、日等海军力量进入黑
海，俄黑海舰队被迫出海戒备；美轰炸
机首次部署北极，意在深度进军极地争
夺；美加大对叙利亚政府军和亲伊朗武
装的空袭力度。可以说，乌东冲突是美
对俄全方位围堵攻势上的一环，意在恶
化俄地缘政治环境，从而达到弱俄、遏
俄之目的。

俄罗斯软硬兼施追求缓和。冲突

发生以来，俄软硬兼施，避免局势进一
步升级。一方面，明确表态支持乌东
民间武装，表示绝不会放弃顿巴斯地
区。另一方面，又明确表示不会吞并
乌东地区，并邀请德、法商谈乌东问
题，希望借机缓和紧张局势，避免其完
全倒向美国。

乌克兰转移视线增加筹码。乌之
所以在乌东问题上甘当美“马前卒”，
主要是由于总统泽连斯基面临诸多难
题。一来竞选承诺难兑现，社会矛盾
逐渐激化；二来加入北约迟迟未有实
质进展，与俄关系也实难缓和，外交陷
入“东西不讨好”的尴尬境地。特别
是，“北溪-2”天然气管道竣工在即，一
旦投入运营，乌每年将损失数十亿美
元的天然气过境费，这对其孱弱的经
济可谓是一记重击。乌克兰尽管明白
美国和北约不可能在乌东问题上为自
己“火中取栗”，也不可能同俄发生直
接的军事冲突，但其仍抓住美重塑盟
友体系之机借势发力对俄示强，挑起
冲突，意在转移民众注意力，并向美献
上“投名状”。

就可预见的情况看，乌东冲突既不
会演变为大规模局部战争或全面内战，
也不会退回到长久和平状态，而极有可
能成为烈度可控的持久冲突。乌当局
借乌东问题谋求加入北约只能是“镜花
水月”。毕竟在西方看来，乌克兰的价
值只在于牵制和消耗俄罗斯，而一旦乌
加入北约，就会将俄乌矛盾激化成俄与
西方的全面对抗，这在战略上得不偿
失。对俄罗斯来说，接纳乌东两州加入
版图只会招来更多制裁，但其不会放弃
支持两州对抗乌政府。毕竟，保持乌东
对峙现状就意味着拥有了牵制乌克兰
的重量级筹码和对抗西方的战略缓冲
地带，使乌克兰不致彻底沦为西方反俄
的“桥头堡”。
（作者单位：军事科学院战争研

究院）

下图：4月7日，在卢甘斯克地区集

结的乌克兰军人和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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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暂和平再被打破，外部挑唆难辞其咎——

乌东冲突烽烟再起
■代勋勋

日前，重型货船“天赐”号在苏伊士
运河新航道搁浅造成航道拥堵一事，牵
动了世界的神经，也折射出这条运河长
期以来的战略重要性。回顾历史长河，
苏伊士运河作为大国的“角力场”，可谓
历尽沧桑。很少有哪条运河像苏伊士
运河一样，承载过那么多国家和民族的
兴衰荣辱。

长镜头一：运河初生

法国抢得“先手”

英国“黄雀在后”

苏伊士运河尽管得名于试图开凿
运河以连接尼罗河和红海的古埃及法
老，但其诞生却是近代英法两大老殖民
主义强国明争暗斗的结果。

18世纪末，法国为绕过英国控制的
好望角航线，再度与英国争夺“远东”，由
拿破仑率军远征埃及，并最早提出苏伊
士运河修建计划。但因法国工程师勘探
错误以及拿破仑相继在埃及和欧洲兵
败，该计划胎死腹中。直到 1858年，法
国才说动埃及动工修建运河，并在运河
公司中占据了 52%的股份。1869年 11
月，运河全线贯通。

英国起初本着“对手支持的我就
反对”的思维，千方百计阻挠运河施
工。但很快，英国就从中尝到了甜
头——运河通航次年共有 489 艘商船
通过，英国商船就占 324艘。这也让英
国意识到，凭借经贸与海军优势把持
运河、加强对中近东地区的掠夺和操
控，更有利于巩固其海洋霸权。于是，
英国开始寻找趁火打劫的机会，来摘
取运河这颗“桃子”。

1870 年，法国因普法战争失败和
国内再次爆发革命而政局动荡、国力大
损，对争夺运河已有心无力。而埃及为
开凿运河，有 12万名劳工牺牲了生命，
并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负担。1875 年，
英国先是逼迫埃及偿还到期的 320 万
英镑巨额债务，然后又以 400万英镑的
低价将埃及持有的 44％运河股份全数
买到手。1876年埃及政府宣布财政破
产、停偿债务，其内阁由英法派人参加
并握有实权、成了“欧洲人内阁”。

运河使埃及战略地位陡升，更刺激
着英国不仅要“夺人之河”、还要“独吞其
国”。1882年，埃及掀起反抗外国压迫
的制宪爱国运动。英国以此为借口派出
舰队炮轰亚历山大港，两个月后攻陷开
罗，随即将埃及彻底变为其殖民地。被
马克思称为“通往东方的伟大航道”的苏
伊士运河，从此沦为英国的“帝国咽喉”。

长镜头二：运河回归

埃及沉船抵抗侵略

美苏联手挤压英法

1952年，埃及爆发七月革命，成立
了共和国政府，宣布国家彻底独立，并
在外交和军事上向苏联靠拢。1956年
7月，埃及总统纳赛尔喊出“苏伊士运
河是埃及人的运河”的口号，宣布苏伊
士运河收归国有，并禁止以色列的船只
通过运河和蒂朗海峡。

英法以三国以此为借口，于当年
10 月联合向埃及发动进攻，企图重新
控制运河并推翻埃及进步政府。被称
为“苏伊士运河战争”的第二次中东战
争拉开战幕。为阻挡侵略者，埃及把 5
艘货船凿沉，堵塞了运河航道，令西方
很快发生石油恐慌。

英法以公然对一个独立国家动武、
妄图恢复殖民统治，激起国际舆论的强
烈谴责。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充分利用
了这一插手中东、控制石油重地的良
机：美国实施金融打击，停止对英法的
贷款和经援，英镑和法郎大幅贬值；苏
联则发出核威慑。英法以在国际上陷
入空前孤立，被迫撤军。

这场战争之后，亚非拉民族解放运
动愈发如火如荼。更重要的是，冷战后
期的世界格局逐渐定型——美苏取代

英法主导中东事务，英法殖民帝国迅速
崩溃；现实而势利的英国，选择充当紧
随美国的“小伙伴”、形成美英“特殊关
系”同盟；高傲的法国，则敏锐地意识到
“美国是靠不住的”，加速了独立自主的
步伐。

长镜头三：运河复航

埃及以战促和破局

中东和平艰难起步

1967年 6月，以色列在美国支持下
悍然发动第三次中东战争。这场“六日
战争”令埃及饱受丧师失地之辱：苏制
武器装备起来的陆空军遭毁灭性打击，
西奈半岛尽陷敌手。运河成为埃以对
峙的前沿阵地，被地雷和沉船封锁。3
年后，纳赛尔因心脏病突发含恨去世。

埃及继任总统萨达特走出了一条
“以迂为直”的“破局”之路。1973年10月
6日，正值犹太人“赎罪日”，埃及联手叙利
亚在西、北两线同时发起突袭，打了以色
列一个措手不及。埃及军队200架战机
仅用20分钟就摧毁了90%的预定目标；
战斗打响后 24小时，已有 10万人、1000
多辆坦克越过运河，突破了以军号称“铜
墙铁壁”的巴列夫防线……

以色列虽在战争后期反败为胜，埃
及却初步达到“以战促和”的目的：以色
列高层认识到单纯军事手段无法消除外
部威胁，从而萌生“以土地换和平”之
念。这次战争成为埃以关系的一个转折
点。1975年 6月，苏伊士运河重新开放；
1977年 11月 19日，萨达特突访特拉维
夫，成为首位到访以色列的阿拉伯国家
领导人；1978年9月17日，埃以双方在美
国华盛顿签署了戴维营协议；次年两国
正式建交，埃及和平收回西奈半岛。

然而，萨达特的举动被几乎整个阿
拉伯世界、包括埃及本国的激进分子视
为背叛。1981 年 10 月 6 日，在开罗举
行的纪念第四次中东战争的阅兵式上，
萨达特遇刺身亡。时至今日，中东和平
进程依然前路艰难……

上图：3月25日，工程机械在埃及

苏伊士运河上重型货船搁浅的现场进

行作业。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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