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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世纪60年代，台湾国民党当局在其美国后台老板的支持下，屡派被称为“黑猫小姐”的美制U-2高
空间谍侦察机入侵我领空，对我重要军事目标进行侦察和拍照，严重威胁我西北核试验基地的安全。

空军地空导弹部队在刘亚楼司令员的指挥下，创造性地将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运用于导弹部队作战中
，击落五架U-2，彻底粉碎了美苏对我的核讹诈、核威胁和核垄断的阴谋。

　　本书通过对亲历者的采访和参阅大量保密档案，再现了我空军地空导弹部队在波诡云谲的国际环
境中，用落后的武器装备打下U-2的全过程，再现了当年中美生死较量的台前幕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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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谢雪畴
汉族，1920年11月出生，湖南宁乡人。
1938年3月于湖北黄安参加新四军，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曾任新四军第二师第六旅第十七团政治处主任等职。

　　解放战争时期，参加了兖州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和淞沪战役，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
解放勋章。
曾任华东野战军第七纵队第二十师第六十团政治委员等职。

　　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空军高级航空学校、空军第一高级专科学校政治委，兰州军区空军政治部
主任、副政治委员。

　　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作家协会名誉理事。
著有《团指挥员》《古塔的神话及其他》《中国空军击落U-2纪实》《东海冲击波——三军首次联合
渡海登陆战纪实》《穿破硝烟的身影》等数十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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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毛泽东说：“我们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还要有原子弹”    1953年，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
继承了他的前任杜鲁门总统的“潜在意识”，又一次对中国进行原子弹威胁。
    这次，他不像杜鲁门那样在记者招待会上公开露骨地大喊大叫，而只是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柯林
斯将军进行了秘密谈话。
    美国国务院1953年的绝密备忘录中记载了这次谈话。
    在一个阴晦的早晨，刚上台不久的艾森豪威尔总统在他的别墅草坪遛着他的高头大马。
这位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功臣名将，此刻正春风得意，但他不得不驻缰，不耐烦地听取柯林斯关于朝鲜
战况的报告。
    “总统阁下，南北朝鲜已达成停战协议，但战斗仍在继续。
”    “这种无休止的军事僵持是不能容忍的。
”    然后，艾森豪威尔总统用不明确的语言暗示：可否以使用核武器作为一种合理的选择。
    柯林斯对此表示怀疑。
他提醒说：“总统阁下，中国和朝鲜的军队处于掘壕固守的状态。
核弹的威力将受到很大的限制。
如果牵涉到苏联人的核反击，那么，在釜山港的美国海军部队将是极好的报复目标，那时，将会出现
第二个珍珠港事件。
”    艾森豪威尔总统不以为然，他松开缰绳，说：“这种选择最先应是参谋长联席会议的选择。
”    于是参谋长联席会议对选择的可能性进行了探讨和论证。
    会议由柯林斯主持，结果，问题被拖下来了。
柯林斯的质疑得到了与会者的理解，有的将军更从世界性的角度预测核武器的后果，说这种后果美国
将无法承受。
    柯林斯将会议的情况报告给艾森豪威尔总统，他只是默默地听着，不置可否。
他吸了几口雪茄，沉思着。
最后，他说，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上，他将提出一个重要的问题。
    在两星期后召开的国家安全会议上，艾森豪威尔总统提出了两个探讨性的问题，对与会者进行试探
，却没有正式提出使用核武器。
他巧妙地避开了这个可能引起爆炸性争论的问题。
    虽然华盛顿的这些内幕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被允许发表，但在20世纪50年代这种核叫嚣曾经鼓噪一
时，周恩来以他特有的政治敏锐力注意收集美国总统和将军们狂妄的梦呓。
他从麦克阿瑟、杜鲁门、艾森豪威尔的各次核叫嚣中痛切地感受到了原子弹威胁的压力，进一步看清
了中国应当有自己的原子弹的绝对必要性和迫切性。
他头脑中长期孕育着的这个战略构想日趋成熟起来。
    1954年2月，在地质部副部长刘杰的领导下进行了开发铀矿资源的筹备工作。
同年6到10月，地质专家高之杖踏着前人留下的足迹，在辽宁海城和广西富钟县杉木冲等地进行了考察
，并且从杉木冲带回了铀矿石标本。
周恩来把这个消息报告毛泽东后，毛泽东很快便听取了刘杰的汇报。
听取汇报后，毛泽东高兴地说：“我们很有希望。
要找。
一定会发现铀矿。
”第二年，地质部组建了第三局，委派雷荣天负责制订了一个全国性铀矿勘探计划，成立了两支
共1000多人的勘探大队，分赴中南地区和新疆寻找铀矿。
地质尖兵们在一年的时间里，风餐露宿，踏遍了祖国的千山万水，终于发现了一大批放射性异常点，
其中有开采价值的矿点11处。
到1960年，这支队伍先后向国家提交出的开采矿点共达八个之多，基本上满足了第一批铀矿山建设的
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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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铀矿勘探捷报频传的同时，核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实验工作也有了初步的进展。
    善于把握机遇、多谋善断的周恩来，勇敢地迈出了他决定性的步伐。
    1955年1月14日，周恩来亲自打电话，约请近代物理研究所所长钱三强，地质部部长、科学院副院长
李四光到他的办公室开小型调查会。
周恩来仔细地询问了我国原子核物理研究的现状、人员、设备、原子反应堆和原子弹原理以及铀矿地
质勘探的情况。
    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地质部副部长刘杰参加了这次小型调查会。
    会议结束时，周恩来总理说：“我把打算筹建原子能研究所和核工业的想法给主席报告了，主席要
亲自听取这方面的情况汇报。
明天，你们还来，汇报要言简意赅，最好能带点实物来，这样效果会更好。
”    第二天，1月15日，毛泽东在丰泽园菊香斋书房前边那间政治局常委开会的房间里，主持召开了中
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中国发展原子能事业的问题。
当钱三强和李四光走进这间会议室时，发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德怀、彭真、
邓小平、陈毅、聂荣臻、薄一波等中央领导同志全都是来听他们的汇报。
    汇报开始后，李四光从提包里取出一块黑色的铀矿石，说：“就是这样一块矿石，经过提炼和制作
后得到的东西能够释放出巨大的能量⋯⋯”    毛主席兴趣盎然，拿过矿石察看了一遍，又让在座的各
位传看。
    当钱三强汇报到原子的结构原理时，毛主席引用“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的话，阐明他
“物质是无限可分的，质子、中子、电子也应该是可分的⋯⋯”著名的哲学观点。
他鼓励科学家们要进一步开展原子能科学技术的研究工作。
    会议结束时，毛主席强调指出：“我们国家已经知道有铀矿，科学研究也有了一定的基础，现在到
时候了，该抓了。
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抓起来。
现在有苏联对我们的援助，我们一定要搞好！
自己干，也一定能干好！
”    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正式作出了研制原子弹和导弹的决策。
    第二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公开申言：“我们现在还没有原子弹。
但是，过去我们也没有飞机和大炮，我们是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
我们现在已经比过去强，以后还要比现在强，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
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面对核大国的核威吓、核讹诈，毛泽东发出了掷地有声的核自卫宣言。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战略决策。
    在这个决策的指引下，中国工业和科技实现了一次战略性的调整和改变，几十万国防科技大军拥向
了西北和西南，优秀的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工人和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在共和国的大舞台上演出了
一幕幕威武雄壮的活剧。
    中国建立核工业、发展核武器的举措，极大地震惊了世界的核霸主们。
于是，他们从天空、地面、海上，从我国的国境线外，从一切可以利用的渠道来进行频繁的侦察和监
视，严重地威胁到我国的国防安全。
    于是，“黑猫小姐”的身影潜进了空军司令部的作战室里。
    P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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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中华大地上出现的五四三部队是一支披覆着神秘面纱的队伍。
它在行军作战时，连番号、服装、汽车牌号都改称为地质勘探队。
这支仅仅拥有五个作战营兵力的地空导弹兵，硬是把当时世界上技术最先进、被吹嘘为打不下来的美
国高空侦察飞机——U-2打得纷纷坠地，打得闻风丧胆，打得终于不敢再来中国大陆上空露面。
这支导弹兵真正成了“玉宇澄清万里埃”的金猴。
    一支装备笨重、机动性差，本来只适用于要地防空的现代化尖端技术兵种，竟然在漫长的十个寒暑
春秋中，神出鬼没地驰骋在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在风餐露宿中踏遍了祖国的千山万水。
一大群文化素质较高、操纵着先进技术兵器的青年官兵，竟然住在马毛絮成的军用帐篷里打了十年的
导弹游击战。
我问过英雄营长岳振华，十年的帐篷生活，你得到的最大收获是什么？
他回答说：“我终身不再患感冒了！
”咀嚼着英雄的这句话，品味着他们当年生活的情景，实在让人感动，令人震惊！
但在当年，此中风雨，此中苦涩艰辛，局外人是无法知道的。
他们工作战斗的特殊性质要求他们成为一群隐姓埋名的军人。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有幸结识了这支队伍中的若干同志，也曾听闻过他们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军
旅生涯，但是，我始终不能作进一步的接近。
离休后，我有了充分的写作时间，有了自由创作的条件，我首先想到要写写他们，而我的愿望却不能
实现。
其实这支神秘的队伍，早已成了昨日的秘密。
当年那些最令人心醉神迷的电子战、“近快战法”等，早已被当今的电子计算机技术和更新的战法所
取代、所超越了。
而这群青年官兵当年的英雄主义精神，他们在充满浪漫激情和传奇色彩的生活和斗争中进射出来的光
华，却是永远不能取代和磨灭的。
让如此光彩照人的精神瑰宝永远尘封在保密柜里，被时光逐渐磨洗掉，以至在人的记忆中成为一片空
白，实在令人惋惜！
    我要感谢于振武将军，是他应允了我来写这支英雄部队战斗生活的请求，是他允许我查阅了当年历
次作战的档案材料，使我获得了描写这支英雄部队史诗般故事的宝贵历史资料。
    20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在兰州军区空军任职期间，同大西北核试验发生过接触。
我进入罗布泊亲眼见过核爆炸的辉煌，我同航空兵部队空投空爆原子弹、氢弹的指挥员，飞行人员，
参谋人员，战斗员，战勤保障人员多年生活在一起，我组织整理过空投空爆原子弹的历史资料。
我在大西北黄土高原、雪山草地、戈壁沙漠里活动了九个年头。
这片干渴贫瘠却非常雄浑壮阔的山川，真正构成了我们民族的脊梁！
这里的大地、人民深情地哺育了我，大大地开阔了我的眼界，使我的心灵得到了升华，荡涤了个人坎
坷遭遇中的尘埃，使我晚年的征程充满了战士的豪情。
当我动手准备写这些光辉的人和事时，我得到了兰州军区空军李永德、臧穗、张翰华将军和机关同志
的热忱关怀和全力支持。
    在采访和深入研究这些史料中，我恍然发觉，20世纪五六十年代空军地空导弹兵反美蒋U-2的斗争以
及航空兵空投空爆核弹的活动，都同核试验任务有紧密的联系。
准确点说，它是中国核试验的一个组成部分。
地空导弹兵的大部分作战行动都是为保卫在大西北进行的核试验。
    中国的核试验是在世界核大国咄咄逼人的核垄断、核恫吓、核讹诈的形势下，被迫采取的自卫的、
正义的行动。
这种自卫的、正义的行动，自然要折射出我们民族的雄魂和正气。
这使我终于获得了本书的主旋律。
至于我能有此收获，还应感谢空军原作战部副部长、曾任福州军区空军参谋长的恽前程和作家乔良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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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的鼎力帮助。
    我能向岳振华、于福海、汪林、徐克江、何方、张伯华、恽前程、文绶、王笃敬、张至树、田在津
、刘济棠、王友亮、’邱慎言诸战友进行单独采访，当面听他们畅谈自己的战斗历程，是我平生的一
大幸事，也是一大快事。
他们给予我的，远远超过了我在书中对他们的记述。
对此我既感激又惭愧。
他们中的几位同志还对本书中专业性、技术性的内容和文字进行了认真细致的校订和改正。
徐克江同志将他珍藏的《当代中国国防科技事业》一书供我参阅，使我在叙述我国核工业、核武器的
发展情形时，有了准确可靠的依据，这都是十分难得、极为宝贵的，在此一并致谢。
    成钧将军的夫人周月茜同志为我在北京的采访做了周到的安排。
老伴钱磷一直陪同我采访、录音和记录，又用电脑帮我打印书稿和校对，使我免爬方格之苦，这些都
是我应深致谢忱的。
    在写作过程中，我常有一种力不从心之感，因为受自己政治思想水平和军事文化素养的限制，对书
中人物、事件、时代背景等方面的看法，难免有偏颇、肤浅、疏漏以至错误之处，这都只有恳切地期
待知我者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写作本书时，刘亚楼将军和成钧将军已离世多年。
两位将军都是我平生最敬重的师长，他们生前对我的教诲和厚爱令我终身难忘。
现在，将此书权当一瓣心香奉献在两位将军的遗容之前，希望能使他们的在天之灵得到一点慰藉。
    此书出版五年后，家人将我的文学作品都放在了博客上，得到了许多读者的垂爱。
2011年山西人民出版社来信，要再版《中国空军击落U-2纪实》。
    2012年5月间，编辑吕绘元将修改好的书稿寄给我。
吕绘元同志将我的文章做了一些修改，特别是原著第六章的《两个太阳》一节，在内容上对空投原子
弹和氢弹的全过程进行了淋漓尽致、绘声绘色的补充，提高了作品的可读性，并且使该书的主题思想
更深挖了一层。
    她比我幸运，我当年写这本书时受到许多保密限制，今天已经不存在了。
她的文风好，她修改的地方我都同意。
    我得到了当年空军领航员尖子于福海同志的鼎力相助。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是他在空中亲自操作投下来的，第一颗氢弹是他在地面指挥空投下来的。
本书关于空投的事都经他审阅修改。
    在这里，我向编辑吕绘元和于福海同志表示诚挚的谢意。
    谢雪畴    1996年10月14日初稿于西安    2012年5月修订于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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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空军击落U-2纪实》由亲历者谢雪畴揭秘U-2葬身中国的台前幕后，解密其背后的中美生死较量
。
空投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空军领航员、第一颗氢弹的地面指挥于福海亲自审订。
    新中国首任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的神来之笔，地空导弹部队打游击。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神秘的五四三部队让中国大陆变成美蒋U-2的大坟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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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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