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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从未当过军士长。
像许多少不更事的水兵一样，当时我认为军士长并不重要。
现在我对军士长及其重要性有了更深的理解。
    并不是我没有机会当军士长，实际上我比一般水兵的机会更多。
我先是在越南战争期间服了4年现役，在不到3年的时间里，我从一名海军新兵成长为二级无线电报务
员，后来在越南在海军第一机动营建营服完了第四年兵役。
1970年服役期满时，我烦躁地坐在营职业顾问，军士长巴格迪安的对面。
他的工作可不容易，既要在掩体里东躲西藏防着敌人的迫击炮弹和火箭弹，还要劝说年轻水兵留下来
继续服役。
他把在交战区继续服役的好处都给我列了出来：自动提升为一级无线电报务员，军士长考试额外加分
，服役地点自选，甚至还有免税的奖金。
我心不在焉地听着，礼貌地拒绝了他，下定决心回家，远离战争的疯狂与毁灭。
几周后，当我走出费城海军造船厂正门时，我把白色的水兵帽抛进了后面的海湾里，走到了布罗德大
街。
我知道——也只有年轻人知道——世界是我的牡蛎(即“我的前途无量”——译者注)。
    嗯，如果不是只牡蛎，也可能是个蛤。
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也学聪明了，但主要因为垂涎于每月的训练津贴，几年后我加入了海岸警卫
队预备役。
我在海岸警卫队的日子过得也不错。
在那里我当上了一级无线电报务员，而且在新奥尔良海岸警卫队无线电站的最后一年役期完成了自己
的军士长评估。
在两周内，我参加了威胁墨西哥湾的两场飓风的救灾活动，搜寻一架失事的空军战斗机和一艘沉没的
洪都拉斯籍货船。
对于一个值守着500kHz遇险求救频率的高速莫尔斯电码发报员来说，再没有比这更激动人心的生活了
。
但这时又有其他重要事情来干扰我了：我又有小孩了，我在地方上的工作需要我到世界各地出差。
就这样，我不情愿地永久地离开了海岸警卫队和海上勤务工作。
也许我当时是这样想的。
    以上就是我在2002年7月一个闷热的夜晚登上美国海军“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时的所想。
当时舰上早已吹了熄灯号。
我又困又饿，也不知该优先满足哪个欲望。
我们航行在北大西洋非洲海岸的某处。
我躺在核动力航母的三甲板军士长住舱区前部的小床位上，感觉很舒服。
我打开床灯，拉上了蓝色的隐私帘，这样我就可以看笔记而不会打扰和我一起住在“山羊柜”里的85
位伙伴了。
“山羊柜”是水兵对军士长住舱的传统叫法。
我正在发愁是立刻翻身睡觉，盼着不会被警报或操演打扰一直睡到吹起床号呢，还是该起来，借着手
电筒微弱的光穿好衣服去餐厅吃点宵夜。
还是起来吧，反正我可以在一天中的任何时候睡觉。
事实上，过去几周以来，我一直把我的枕头撑在前弹药提升间的防水舱壁上。
一旦我克服了500磅重的炸弹在距离我头部几英寸的地方通过时的不适，升降机的“咔嗒咔嗒”声也不
过是用来提醒我在这把年纪时又置身于水兵中间了。
我一生中再也没有比这更快乐的时光了。
    我悄悄地翻身下了床。
下床几乎不用蹦，因为我的老朋友，司令部一级军士长迈克·麦卡利普考虑到我的年龄和腰围，让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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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在三层铺的最下层。
我从床脚拿起衣服穿上，然后顺着梯子爬到二甲板，向后面的军士长餐厅走去。
“乔治·华盛顿”号与其他所有航母一样，昼夜24小时不歇班。
昏暗的灯光代表着夜晚，只有一个餐厅厨师(现在的行话叫“食品服务管理员”)看着旋转的热狗机、
爆米花车、三明治产品线和冒着热气的咖啡壶。
为了把咖啡留给值更人员，我只抓了些爆米花，向餐厅厨师点了点头，回到餐厅的远端，打开了笔记
本。
这时只有我一个人——在一艘忙碌的航母上这种待遇着实难得——在埋头看笔记，准备第二天的工作
。
    “嘿，你就是那个找军士长聊天的作家吧？
一级军士长麦卡利普说你以前是个无线电报务员——我也是。
顺便说一句，我是二级军士长佩里，叫我查克就行。
我刚下更——但是你这么晚了来这里干吗呀？
”    我抬头一看，一个瘦高个子、面容和蔼的二级军士长正向我走来，他在我对面坐了下来。
我忙一边解释一边嚼着满嘴的爆米花。
几年前我荣幸地请到了海军总军士长约翰·哈根为我的一本关于大湖区海军新兵训练司令部的书《荣
誉、勇气与承诺：海军新兵训练营》做序。
约翰·哈根当时问我：“为什么不为那些真正使海军运转起来的人写本书呢？
”“到舰队去和军士长们聊聊。
别犯大多数作家爱犯的错误——你尽管让那些军士长用他们自己的话讲故事。
军士长们都有很多故事，可他们都不害羞。
当你完成时会得到写十本书的素材。
”    就这样，我在“乔治·华盛顿”号航母舰长马丁·厄多西上校的邀请下在诺福克军港的11号码头
上了舰，随航母进行为期6个月的部署，支援“持久自由”行动。
我多年前就认识军士长麦卡利普并很敬重他，他安排我与舰上的军士长们一起生活和工作。
无论水兵们何时需要答案，比如说锚缠住了或油漆没干，人们通常会耸耸肩说道：“去问问军士长吧
。
”我就是那样做的。
与舰上和舰载航空联队的350个军士长有关的评论、故事和观察已经录了十几盘磁带，写满了两个笔记
本。
上舰前，我还收到了现役和退休军士长对公告牌上一份海报的近200份的详细回答，离开“乔治·华盛
顿”号后，我打算去访问其他几个部队以增加我对军士长世界的了解。
厄多西上校答应我在“苏伊士运河这边的某处”送我上岸，现在距我离开军舰返回在俄亥俄州大学教
授的工作岗位前还有一周左右的访谈时间。
    “无线电报务员成了作家，是这样吧？
”二级军士长佩里说。
“我猜我现在已经听到了所有的事情。
一定是从敲打电传机的那些年开始。
现在他们叫我们‘信息系统技术员’，但其实我们就是老式的无线电报务员。
实际上我们的等级臂章上仍有四个火花，即使这么多年来已没人摸过电传机键盘了。
我1964年当兵，干到1968年，然后离开海军一段时间，然后又回到海军干完30年。
那些日子他们说我是‘乔治·华盛顿’号上最老的水兵。
很多家伙怀疑我是乘坐诺亚方舟出海的——但我首次出海就是在‘诺亚’号上，我的意思是美国海军
‘诺亚’号驱逐舰，母港在佛罗里达州的纽波特。
谁知道——也许我们那会儿还用无线电互相联络过呢。
我们的明呼是‘钢头’，呼号是NBBS。
海军很小，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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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点头称是，把爆米花推到一边开始和他一起回忆。
我俩的首次海上航行有过重合，我们有许多共同的记忆。
我们谈论无线电报务员的生活：不老老实实地守着频率，。
半夜值更时偷偷调台听“狼人”杰克和其他州DJ主持的音乐节目。
我们谈论在大洋中部和其他地方的让人讨厌的死音区，那里的天空醚吸走了无线电信号的生命，这惹
得军官们发火，他们砸无线电室的门，我们也拼命地调试频谱中的每个频率，试图在超强的静电噪声
中与岸台取得联系——任何一个岸台都行！
我俩还对因当天安装了新的编密码导致零时通信方式全变，所有电路都静默，大家非常害怕通信部门
傲慢、残暴的无线电军士长在这个时候让我们值最后一更的事情交换了看法。
当然，这些都是俗事，但对无线电报务员来说，这些是我们的灵魂。
    我们兴奋地用拳头敲打着餐桌，比较着发报键的技术，我们的举动吸引了一级军士长本·巴雷特的
注意。
“哎，真没想到，”他说。
“我想莫尔斯电码多年前就不用了。
”虽然本现在是作战系统的主管军士长，但他也干了差不多24年的无线电报务员。
很快他也加入了我俩在安静的餐厅中昏暗灯光下的交谈。
我们谈论真实的和虚构的无线电报务员，他们可能值更时昏昏欲睡，但当他们的呼号在耳机里一响起
来，他们会马上蹦起来。
无线电报务员能听出和译解出混杂在静电噪声和苏联、中国、古巴发射的干扰信号里最微弱的电波信
号，他们能同时照看12台电传机，并在你手忙脚乱时穿过狭窄的过道来帮你。
“就为了多收点儿信号”，他们会在最恶劣的天气里爬到最高的桅杆上去拧一根锈蚀的天线。
我们大笑着，互相开着玩笑，讲着海上的故事，年轻的餐厅厨师不解地看着我们。
也许，在这个电子邮件、卫星电视和即时电话的年代，三个老水兵能从在桌子上敲打无线电信号中找
到简单的乐趣。
我想，对查克和本来说，这只不过是在餐厅里度过的另一个深夜。
可这个夜晚对我来说充满神奇。
    即使神奇的时刻也得结束，我很快就向两位新朋友道了再见。
我回到前舱位区上床睡觉，但此时已睡意全无。
我仍然对遇到我的无线电同行感到温暖，我的思绪又回到了别的军士长和其他多年来认识的无线电报
务员身上。
他们曾给予我指导、教诲，有时甚至是把我从愚蠢中解救出来。
比如在里维斯海军基地的报务军士长布莱克碰巧遇到了我这个年轻懵懂的水兵，并设法为我在他的无
线电室找了一个住处。
我那时刚从新兵训练营出来，第一天上舰，路过后甲板时遇见他向他敬礼，他大笑过后问我以后想干
什么。
我把我未来在电信和情报机构的长期生活归功于那次偶遇。
我想起了杰克·D·迈考伊，在波多黎各的罗斯福路的主管无线电军士长，他告诉我成为一个出色的
无线电兵和成为一个好军士长不一样。
不止是无线电兵，我还想起了其他人。
我想起了“海蜜蜂”海军营建营的军士长们，他们告诉我“我行”不只是一句空洞的座右铭，当营建
营参战后，每个人，无论是水兵还是营建兵，首先是一个步枪手。
我想起了出现在我上一本书中的军士长马丁·泽勒和阿尔·纳尔逊，黛比·瑞丽和迈克·卢卡斯，他
们在大湖区的海军新兵训练司令部忍受风雪严寒，把现代的年轻人训练成为沉稳、值得信任的水兵。
他们每个人都是了不起的军士长。
    但当我躺在这里时，昏红的夜间战斗灯光反射在舱壁上，我又被一层深奥和持久的伤感所笼罩。
此刻我意识到，这些军士长为我所作的事情—_他们每次帮我脱离困境，替我值更，原谅我的不成熟
或者以我不曾想到的方式帮助我——我从未说过一声“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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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种伤感深刻、莫名，又非常真实，也只有意识到丢失的宝贵机会才会有如此的感伤。
许多年过去了，也许那些军士长们也有这样的感觉。
但那些受过他们的训练与启发，受过他们的斥责、教诲、指导和爱的后辈人接过了他们的工作。
    这，就是用他们自己的语言讲述的故事。
航母、大型两栖舰上的水兵和驱护舰上的水兵，舰上水兵与舰载航空联队的士兵，现役，预备役和退
役的，都不要紧。
他们是美国海军的军士长。
这本书可能姗姗来迟，它不完美，或许也不全面，但它是我表达谢意的方式。
    正是因为你们每一个人，我才能有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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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无论什么时候碰上了“无法解决”的问题——无论是锚链缠绕在一起还是油漆总是不干——水兵们总
是会摊开双手说：
“我们最好去问问军士长。
”这句在美国海军中代代重复的话正是J·F·莱希写这本书的主旋律。

《军士长》写白海上，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关于美国海军军士长群体的引人入胜的图画。

作为在“持久自由”行动期间美国海军“乔治·华盛顿”号航空母舰军士长餐厅的一位客人，J·F·
莱希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地涉足航空母舰这个庞然大物及战斗群中其他军舰的各个角落。
他采访了航空兵部队、水面舰艇部队、潜艇部队和特种作战部队的近百名军士长，记录了他们在海上
的日常生活。
通过这些，莱希为我们展示了现代美国海军真正的中坚力量——军士长群体的智慧、品格与尊严。

这本同时代的口述史采取了与莱希过去的著作《荣誉、勇气与承诺：海军新兵训练营))相同的格式，
其中的彩色照片使本书更加鲜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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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美)莱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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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整个风帆时代，纠察军士继续担任下层甲板的主要领导者。
他们在那些年代实施了残酷的统治，海上的生活也不是温柔的短途旅行。
毫无疑问，那个时代的海员在一间码头边的小酒馆里要比呆在一间别致的客厅感到惬意。
    早期殖民地是海洋社会。
大革命后，北美殖民地——现在的美国各州——不断受到英国和其他欧洲列强的威胁。
1797年，大陆议会意识到了美国这个年轻国家面临的安全威胁，下令建造几艘军舰，这几艘军舰因此
成为现代美国海军的雏形。
虽然这几艘舰的大小和武备各不相同，但舰上的工作都是相似的。
除了纠察军士外，舰长通常会根据自己的喜好另外指定一些军士，也就是说这些军士可能会因个人表
现和环境变化而被撤换或改任。
他们负责舰上需要更高技能的任务，通常包括文书(唯一要求有读写能力的职位)、帆缆军士、小艇艇
长、制帆军士、枪炮军士、修建工军士、军械军士、军官伙食管理军士和修桶工。
“海军军士”一词作为职位的一部分通常表示在这一职位上还有军官或准尉。
比如枪炮军士要向舰上的枪炮长报告和接受其指导。
枪炮长通常是一名初级军官。
其余的舰员包括二等水兵、新兵和海军候补少尉。
类似的人员结构基本未发生大的变化，一直延续到美国内战时期。
    关于在这一时期某些职位凌驾于其他人之上的内容也写过很多。
实际上，哪怕是今天，要在军士长餐厅激起大家情绪的一个好办法就是提出在举行仪式时哪个职位排
名要靠前的问题(特别是要有帆缆军士在场时！
)。
不幸的是，这一时期非军官中关于领导力的推理是以环境证据为基础的。
到美国内战时期，人们可以根据舰上执更人员表列出的职位顺序、各种军士薪金的不同还有军士们在
花名册上名字的顺序推断出各职位的排名顺序。
不管怎样，海军的传统一直是“作战军士”——那些与航行安全和军舰的战斗能力有直接关系的人—
—要比其他人优先。
在作战职位中，帆缆军士排第一，后面依次是操舵兵、信号兵和枪炮军士，相比舰上其他职位而言居
于一种“骄傲地位”。
而在一个职位里面的优先顺序在1863年的《海军章程》里有明确规定：“如果舰长未做特别规定，那
么同一级别军士们的排名顺序要依职位的排名顺序而定。
当两个或更多的军士在同一天升到相同的级别，舰长不应指定那个级别中的一人作为军士长，他们的
排序应由其在舰上花名册里名字的顺序而定。
”这一说法在1865年的章程里得到了简化：“相同级别的军士长的排序应由舰长确定。
”    到1884年1月时，美国海军只有三个职位有军士长，而且都、在战斗分队里：帆缆军士长、操舵军
士长和枪炮军士长。
一年之内，美国海军开发出一套三级的水兵和三级的军士的职位结构。
奇怪的是，三个“军士长”层级的职位被放到了上士这一级里，这种情况把历史学家和寻找其“家谱
”的军士长们搞糊涂了。
其他也设置了军士长层级的职位，包括纠察军士、药剂师、文书军士、舰上执笔、指导军士和军乐队
长在内也被归类于上士，但被列为与战斗分队或水兵分队不同的一个特别部门。
当军舰更多地依赖于蒸汽动力时，机械军士的工作变得愈发重要，也被列为“技术兵部门”里的上士
。
在今天的英国和英联邦国家海军里，还存在着技术兵这一技术群体。
    现在，军士长们把1893年4月1日作为其军衔的生日。
随着另一个薪金等级的建立，军士长列在了上士之上和准尉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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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现在，头发斑白的老军士长们还要经常要求军士长候选人知道谁是现代的第一位军士长，这个要
求就像让军舰在二时更抛锚时转向一样属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到1893年时，大多数的上士都自动升为军士长。
指导军士——类似于我们现在的征兵部门主管——被留在了上士队伍里。
舰上执笔发展为一个包含有上士、中士和下士的职位结构。
随着1893年名单的出炉，美国海军在军士长层级上设了9个职位：    舰艇纠察军士长    机械军士长    文
书军士长    帆缆军士长    修建工军士长    药剂师    操舵军士长    枪炮军士长    军乐队长    在军士长级别
建立起来的多年以前，为填补军舰编制名额的空缺，舰长可以提拔军士做代理。
这种代理任命期通常为6个月到1年。
如果军士的表现令人满意，舰长会向海军部推荐该人获得正式任命。
如果表现不好，舰长会把他降回原先的职务。
从代理到正式任命的身份的变化也算是一种安慰，因为舰长的个人决定因素在这种关系中已经不存在
了，要想撤销一个已获正式任命的军士长，还要得到军事法庭和人事局的同意。
    1920年，美国海军对从实习海员到军士长的所有层级的薪金实施了标准化。
正式任命的军士长的基础薪金是每月126美元。
让人感到惊讶的是，这些薪金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才有了变化。
1949年10月，国会建立了目前的从E—l到E一7的薪金等级表。
    薪金等级表在随后的10年里一直未变。
1958年，当时的陆军部长很关心保持部队士兵最高在位率，在他的推动下，国会建立起了E-8和E-9两
个薪金等级，而美国海军对此反应不甚积极。
在经过一些讨论后，海军决定将这两个等级命名为二级军士长和一级军士长。
要达到二级军士长的标准，必须至少有10年的军龄并干满4年军士长。
要达到一级军士长的标准，必须至少要有13年的军龄并干满6年军士长。
1958年8月，在全海军范围内对优秀军士长进行了选拔，第一批提升在11月份生效。
1959年2月第二批选拔的军士长在6个月后被提升为二级和一级军士长。
    目前设有军士长的职位的数量要大大少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207个。
许多职位仅是“适用于战时紧急状态”。
实际上，他们中的许多特殊标志(一个菱形或是钻石形环绕着一个字母)自从朝鲜战争结束后就再没用
过。
许多军舰都削减了人员，各个层级一直进行职位压缩。
目前，共有81个职位有军士长，80个职位有二级军士长，69个职位有一级军士长。
虽然技术在一艘现代化的军舰上发挥着愈发重要的作用，但自从1797年以来有两个职位一直保持至今
：帆缆军士和枪炮军士——水兵中的精英。
P13-16

Page 10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军士长>>

编辑推荐

《军士长——美国海军的中坚力量》为翻译作品。
作者J·F·莱希通过采访航空兵、水面舰艇、潜艇部队和特种作战部队的近百名军士长，记录了他们
在海上的生活。
作者为我们展示了现代美国海军真正的中坚力量——军士长群体的智慧、品格与尊严，为我们描述了
一幅关于美国海军军士长群体的引人入胜的图画。

Page 1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军士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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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