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世界时新世界时报报2021年10月8日

NEW WORLD TIMESNEW WORLD TIMES
52网络文摘

长津湖战役中，志愿军面对的敌方火力有多强？
9月 30日，电影《长津湖》上映，很

多人提到这场战役，无不用“惨烈”来形
容。71年前的那个极寒的冬天，中国人民
志愿军究竟如何凭借顽强的意志拿下这场
战役的？

天公不作美
在《长津湖》预告片中，专门提到了

零下40度的极寒天气。
事实上，令人意想不到的低温是造成

长津湖参战各方伤亡惨重的关键之一。从
历年气象资料来看，11月至12月，长津湖
地区的平均气温大约是零下 27摄氏度，这
一温度会对户外活动的军事人员造成极大
影响。但英美军队在 1950年长津湖战役期
间测到的温度竟然低于负 35摄氏度，其中
最极端的记录由情报官裴林思记录，零下
38.9摄氏度。

日后，气象学专家们发现，在志愿军
发动第二次战役之前的 1950年 11月 14日，
一股五十年一遇的寒流从西伯利亚吹向朝
鲜，这只不过是 1950 年 1 月至 1951 年 2
月，历时超 12个月的、中等强度的拉尼娜
现象给朝鲜半岛送去的“小礼物”，足以让

“朝鲜半岛的天气经常在雨夹雪、雪和晴天
之间转换，可能一开始是雨夹雪的天气，
后来变成下雪天，之后又突然放晴了，而
放晴的天气可能更加寒冷。

很多西方士兵在从长津湖战场侥幸逃
生后，认为自己是在绝对冰封的地狱之门
走了一遭。那么，当年中国人民志愿军是
否有机会了解战场瞬息万变的气象变化呢？

实际上，这也是中美间技术差距的一
个体现。1949年以前，中国的气象学事业
发展长期停滞不前，1942年，中央大学仅
有4名气象专业学生毕业。

人民军队在战争中认识到气象对军事
行动的决定性影响，1949年之后，人民军
队尤其是新建立的人民空军开始培养气象
专门人才。1949年12月17日，为了保证军
用、民用航空及经济建设、农林水利需
要，东北军区司令部在南京街哈尔滨大楼
内成立了东北军区司令部气象管理处，简
称东北军区气象处，统筹全东北地区的气
象工作，原隶属于东北水利总局的东北气
象台及大部分工作人员划归到了东北军区
气象处。

抗美援朝期间，气象处主要承担气象
信息汇总和分析的东北军区旅大军事气象
台共设立7个小组，分别为观测组、通讯组
（报务组）、机要组、填图组、预报组、警
卫班和行政组。大批刚刚接受短期训练的
东北青年从这里开始了几十年战天斗地的
气象生涯。而正是长津湖战役，让各方关
于气象对战争的影响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
会举办全国气象工作会议，竺可桢、涂长
望参加会议，东北军区气象处李敬、叶桂
馨等出席。

美军在军事气象以及被服卫勤保障方
面有着很大优势。1950年 11月，可怕的寒
潮同样让美军陷入恐慌。二战期间，美军
曾在阿登战役的巴斯托尼防御战中遭遇了
低温环境，处于德军重围中的美军除了要
应对德军，还得防范冻伤带来的非战斗减
员，因此，美军自认为对如何在低温环境
中生存和作战有着丰富的经验。更何况美
国的工业化优势，使得美军在 1950年已经
拥有了一套较为科学的冻伤救治机制。

但即使如此，长津湖战役期间，美军
有大约 7000多人出现冻伤，其中约有 5300
人单纯是因为冻伤导致的非战斗减员。这
一数字明显超过了美军的事前估计。

1951年 2月，美国《生活》杂志专门
采访了在日本大阪和美国国内接受治疗的
冻伤伤员。文章提到，美军在二战期间摸
索出普鲁卡因止疼+肝素抗凝疗法，以及设
在密歇根州巴特尔克里克的珀西琼斯综合
医院，成功避免长津湖冻伤伤员遭受截肢
的努力。应该说，当美军在 1942 年花费
225万美元买下珀西琼斯综合医院并在其中
设立美国陆军神经外科、截肢和残疾人康
复中心时，并未考虑过将会应对朝鲜战场
上出现的大量伤亡。

后勤大问题
无论如何，美军在长津湖具有完全的

物质优势，只不过，当地恶劣的气候以及
中国人民志愿军惊人的战斗力让美军措手
不及。除了被迫在低温条件下长时间在野
外作战和行军，中美两军所使用的被服都

不能应对极端低温也是造成大量非战斗减
员的关键。

《长津湖》电影中不断突出志愿军九兵
团指战员身穿夏装一面抵抗严寒、一面打
击侵略者的艰难。实际上 1950年，志愿军
理论上的制式冬装应该包括匝道棉衣、栽
绒棉帽和高腰棉皮鞋，这一搭配已经过东
北三年解放战争的考验，是既符合严寒低
温环境又符合我军作战行动特点的“经典
款”。

但入朝的志愿军中确有相当多的部队
没能领到所需的棉衣、棉帽和棉皮鞋。
1950年 7月，我总后勤部从当时五大军区
中的四个——中南、华东、华中和东北军
区分工为志愿军赶制棉衣 34万套，棉皮鞋
36万双，棉帽、绒裤、棉背心、棉大衣各
40万件（顶、条），棉手套、袜子各 70万
双。但相关被服尚未配齐，志愿军已经分
两批入朝。

长津湖战役中，身着单衣作战的九兵
团，原本是从华东前往山东驻训后，突然
接到入朝命令。1950年 11月 6日，在沈阳
车站，奉中央军委命令前来检查部队入朝
准备的东北军区副司令员贺晋年见到第九
兵团第 20军官兵身着华东地区的棉衣，头
戴大檐帽，脚穿胶底单鞋，大为震惊，立
即找到正在指挥部队运输的 20军副军长廖
政国，要求紧急停车两小时以便从东北军
区部队中调集厚棉衣和棉帽。

但军情十万火急，20军的58、59和89
师基本没有停车而直接开往朝鲜的江界，
只有军直属部队和后卫的 60师在短暂的停
车间隙里得到为数不多的厚棉衣和棉帽。

结果，长津湖的英美军队惊恐地看着
身着单衣、脚穿胶鞋的志愿军奋勇杀来，
还以为对手完全不畏寒冷。直到战后，西
方军人才发现中国官兵完全是依靠意志和
战斗热情在坚持作战。九兵团为此付出惨
重代价，一线部队因为冻伤导致的非战斗
减员超过四成，27军第一天便有 700余人
冻伤，还出现了3个呈战斗队形牺牲在阵地
上的“冰雕连”。20军冻伤占伤员的60%以
上，总数超过一万五千人。美军战后也承
认，如果志愿军的冬装配发齐备，就不会
有大批指战员在阻击美军的阵地上因为冻
伤而牺牲，长津湖战役的结果完全有可能
被改写。

那么美军的被服保障情况如何？在
《长津湖》电影中有几处出现美军的M1951
式湿冷环境军服，现实中，这套军服正是
长津湖战役的“副产品”。在此之前，美军
装备的寒带作战军服是M1943式，虽然其
羊毛汗衫、长袖法兰绒衬衫、毛衣三件套
再搭配野战防风夹克的搭配十分经典，甚
至影响了其后美国户外服装的发展。

但M-43作战服在面对长津湖零下 38
摄氏度的低温时仍显得力不从心。美军事
后调查发现约 90%的冻伤发生在足部，这
主要是因为M-43配发了防水性很好的橡胶
鞋垫，士兵长途跋涉后袜子完全被汗水浸
透，反而更容易导致足部冻伤。

1951年美军紧急启动了湿冷环境军服
的研制工作。为了达到安抚美军士兵和国
内的目标，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当年还拍摄
了对比中朝军队防寒服装和美军制式军服
的宣传片，试图诋毁对手的被服过于落
后。但M1951式军服专门设计的所谓“米
老鼠”防寒鞋在设计中大量抄袭了志愿军
的东北式高腰棉皮鞋。

志愿军方面在长津湖战役后也痛定思
痛，由中央紧急成立东北军服厂，将大批
在解放战争胜利后已经复原的被服生产单
位再次转产。此时，我国的工业基础仍然
极为薄弱，虽然 1927年上海已经生产出第
一台国产缝纫机，但 1949年，我国最大缝
纫机企业协昌机器厂的年产量仅有 1050
台，扩大被服生产所需的工业缝纫机仍需
进口，中央不得不调动上海的相关企业紧
急进行技术攻关。

1952年，上海市缝纫机器同业公会会
员工厂产品目录中已经有近120种品牌。至
1957年底，上海缝纫机行业经过公私合营
的经济改组后，企业变为 194户，产量从
1956年 14.2万台（其中工业机 470台）增
加到 1957 年的 17.64 万台 （其中工业机
1495 台），职工人数达 6377 人。由此可
见，长津湖战役后为志愿军紧急生产缝纫
机的努力，直接促进了上海缝纫机工业的
发展。

危险从天降
长津湖战役对志愿军乃至整个中国的

影响和意义，同样体现在对后勤保障体系
建设的重视。解放战争期间，东北解放军
就曾在辽沈战役中后期，因为廖耀湘兵团
占领彰武而导致铁路运输线被切断，攻锦
州塔山一线部队甚至在被服和粮食补给方
面出现巨大困难，部分坚守塔山的英雄部
队是光着脚走下战场的，后来还是依靠后
勤补给人员搜索到国民党军的被服仓库才
解决了部分问题。

在长津湖战役中，志愿军再次痛感机
动手段落后所带来的诸多不便。电影中，
志愿军九兵团乘坐火车抵达朝鲜，此时志
愿军最主要的战场机动方式仍然是骡马化
机动，相当于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的状态。
少数志愿军汽车因敌军空袭以及朝鲜恶劣
的自然环境出现严重损耗。理论上，九兵
团应该能获得近千辆汽车的支援，但实际
上，长津湖战役开始后，由于积雪等因
素，九兵团的预备队 26军甚至都无法按时
抵达作战区域。

而对面的美军却开始在长津湖上空展
示喷气式战机和航母空地支援、直升机和
固定翼战术运输机配合空运给战争带来的
革命性转变。美军对冻伤伤员的医疗体
系，其基础是空运的快速后送能力。美国
空军第21运输中队的C-47冒险降落在冰天
雪地的跑道上，运进美国海军陆战队所需
的各种物资，再将伤员运出。同时，第314
运输大队的C-119不间断地在长津湖上空
执行空投任务，在为期 12天的战役最激烈
阶段，美国空军飞机空投或空降了约 1,700
吨补给和弹药。仅在 12月 1日至 6日，C-
47便运送了4287名人员。

长津湖战役期间，美军曾一度考虑展
开一场类似于1950年10月的永裕大空降行
动。永裕战役中，美军动用 75架 C-119和
40架C-47，空投了 3000名伞兵，C-119还
为伞兵送来了吉普车、卡车、大炮和塞满
一个个货盘的补给品。美英军队凭借大量
运输机带来的机动性优势，包围了执行殿
后任务的朝鲜人民军239团。

与美国空军的空运编队相比，美国海
军航母舰载机在长津湖战役中更为活跃。
抗美援朝期间，美国海军、英国海军和澳
大利亚海军共调动了 23艘航母参与对地支
援和支援任务。美军的 17艘航母、英军的
5艘航母和澳大利亚海军的一艘航母编组为
日本海或者称为朝鲜半岛东海岸特混舰队
和黄海或者称为西海岸特混舰队。

长津湖战役期间，美军的第 77特混舰
队的舰载机竟然到距离东北边境仅仅 15英
里的区域执行任务。11月28日，美国海军
的“菲律宾海”号航母和“莱特湾”号航
母开始为长津湖地区的美军提供空中支
援，而美国陆战队的“巴登海峡”号和

“西西里”号护航航母以及咸兴和元山的岸
基航空兵也加入到近距空中支援任务中。

为了达到最佳支援效果，美国海军航
母开始逐渐接近到兴南港周边，相比之
下，美国空军最近的基地距离长津湖大约
200英里航程。美军航母舰载机飞行员驾驶
二战时期的 F4U战斗机、挂着凝固汽油D
和火箭D出动。他们发现志愿军前，通常
保持在 1500米高度在战场上空巡弋，当发
现志愿军的攻击部队后，就会给因大雪和
低温几乎丧失机动能力的志愿军轻步兵造
成可怕的伤害。美军士兵后来回忆，与轻
武器、机枪甚至4.2英寸迫击炮相比， 海军
舰载机才是真正能够“打断志愿军攻势”
的武器。

11月 29日，在掩护美军第 31团和 32
团撤退过程中，40架次美军舰载机从清晨
开始攻击，至 17:05撤离战场，共消耗了
225枚火箭、18枚凝固汽油D、近40枚航空
炸D。也在这一天，美国海军首次使用直升
机从长津湖向包围圈外空运伤员。

11月 30日，海军陆战队战机从 00:15
开始夜间空袭，至20:00最后一架飞机返回
基地，总出动次数达到惊人的146架次。12
月 7日，美军将VMF-311舰载机中队派到
韩国，该中队已经换装F9F“黑豹”喷气式
战机，他们也成为第一支参加作战的美国
海军喷气式战斗机部队。

长津湖战役期间，最能体现美军空中
优势可怕的场景，应该是美军利用空投的
预制桁架桥偷越志愿军把守的黄草岭山
口。为了能够彻底阻止美军陆战一师逃亡

兴南港，志愿军先后于 12月 1日、12月 4
日和 12月 7日三次将黄草岭山口关键桥梁
炸断。第三次，志愿军将桥梁炸出约8米宽
的缺口，并判断美军无法及时对桥梁进行
修补。

但长津湖的美军却得到了第314空运大
队空投的M-2预制便桥。美军地面部队申
请了八套M-2便桥，此前这款便桥从未进
行过空投试验。美军在 12 月 6 日在总重
1300千克的便桥上连接了 6顶 7.3米直径的
G-1型降落伞，交由一架C-119从243米高
度上空进行空投试验。结果6顶降落伞仅有
一顶张开了一半，便桥竟然在地面上砸出
一个深1.8米的大坑。

不死心的美军又将8套便桥分别挂在直
径 14.6米的G-5型降落伞之下，在不进行
试验的情况下由C-119搭载运往黄草岭山
口，从 243米投向美英军队开辟的着陆场。
结果8套便桥中，除一套被志愿军缴获、一
套摔坏外，其余都被美军H收，并装上英
制罗克威卡车运往黄草岭山口大桥的断
点。需要指出的是，如果地面英美军队没
有罗克威卡车的话，即便空投成功，美军
也无法完成桥梁修复行动。

根据指挥维修的美军陆战第一工兵营D
连戴维·佩平中尉的回忆，便桥被运到架
桥点后，他意外地发现志愿军炸出的缺口
超过便桥的跨越能力上限。但佩平在现场
发现了日军早年留下的4英寸木板，因陋就
简制造了木质的桥墩。

即便有了桥墩和便桥，美军想要从8米
的缺口上驶过桥梁仍是对驾驶员极大的考
验，整个车队在便桥桥头排起长队。可惜
志愿军此时在黄草岭山口已经基本没有作
战兵力，只能利用轻迫击炮对大桥进行概
略射击。即便如此，美军也不敢打开车灯
通过桥梁，担心遭到攻击。最终，约30000
名美英军人搭乘车辆通过便桥逃往兴南
港。而志愿军因为缺乏重武器和空中支
援，只能坐视美军跑掉。

历史需呈现
长津湖战役后，志愿军对美军的空中

优势有了更深刻地认识。美军也对志愿军
的英勇顽强印象深刻。1950年 12月 7日，
美国华纳兄弟影业向海军陆战队提出希望
拍摄一部反映长津湖战役的电影。1951年8
月影片获批，并开始在陆战队彭德尔顿营
展开拍摄。1952年，这部名为《撤退，地
狱！》的电影成为当年的票房冠军。

“撤退，地狱”的短语并非来自长津湖
战役，而是一战期间美军的“典故”。好莱
坞的影片审查人员最初反对用“地狱”描
述长津湖战场，但在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坚
持下，最终同意了影片的名称，陆战队事
后推测其对影片的支持大约可以折算为100
万美元。有了陆战队的支持，《撤退，地
狱！》成了一部充满美式爱国主义的“主旋
律电影”，多年后，黑人退伍军人唐纳德·
H·伊顿还回忆正是这部电影让自己选择加
入陆战队。

几十年过去了，美国再也没有反映长
津湖战役的电影，甚至整个战争都成了

“被遗忘的战争”。很多研究者认为，长津
湖战役是被美军有意识“遗忘”。这场战役
带给交战各方的伤害太过深刻。

这一次，电影《长津湖》作为军事题
材作品，片中单兵装备在军事顾问的指导
下还原了 1950年一个步兵连里各职务各兵
种的不同装具，除了常见的指挥员、指导
员、战斗员和卫生员外还增加了理发员、
文化教员和通信员等。

美军的装备道具和军事顾问方面也做
了明显区分，比如陆军和陆战队的不同，
直升机飞行员和运输机、战斗机飞行员装
备造型上的区别，并严格按照正规的美军
着装和装备组合去搭配。

影片中的Q械集合了国内四家老电影
厂的库存，拼凑出来，因为严格限定了
1950年我军万国牌武器和美军制式武器的
种类，所以这次的Q械应该是近年来武器
还原最准确的一部电影。大型装备上从全
国各地借调甚至赶工制造加改造了大量的
美军车辆，基本上是按照历史原貌去还
原，包括陆战队和陆军车辆上的编号颜色
也做了区分。

如果单纯从道具角度，《长津湖》在国
内现有资源基础上，最大程度按照真实情
况作了还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