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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两栖作战是由海军和登陆部队(通常会有空军部队)搭乘舰艇自海上向敌岸实施的协调一致的登陆(
着陆)行动，通常分为制订计划阶段、上船阶段、演练阶段、航渡阶段、突击上陆5个阶段。
在近现代，各国相继出现的海军陆战队将这一特种作战推到了顶峰。

　　《两栖联合特种作战(图文本)》选取近现代以来的各个战场上-的两栖联合特种作战的精彩战例，
图文并茂地以故事的形式介绍了其具体作战细节，还原那些远去的战争。

　　《两栖联合特种作战(图文本)》的作者是刘伯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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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伯瘟，幻想和军事类小说作家，铁血网驻站作家，天涯人气作家，长期关注历史、战争、情报
、军事防务和国际问题，擅长于历史、军事写作。
《今古传奇武侠版》、《武侠故事》、《中华传奇》等杂志发表作品若干。
出版有《世界著名黑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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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被遗忘的浩劫--加里波利登陆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一场残酷的浩劫。
人类进入工业文明之后，工业化的登陆力量与工业化的抗登陆力量之间的第一次大碰撞。
原本打算用胜利迫使土耳其退出战争，惨败的结局却将保加利亚拉入了战争。
英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海军大臣温斯顿o丘吉尔被迫辞职，登陆的失败险些将他的政治生命彻底断送。
　  &ldquo;暴烈的野马&rdquo;?1　  位于亚欧大陆之交的土耳其是一个特殊的国家。
古老的《荷马史诗》中，传奇的特洛伊城就位于这里。
这里也曾是拜占庭帝国的故地，查士丁尼大帝在君士坦丁堡留下了华丽壮观的圣索菲亚大教堂。
15世纪之后，强大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崛起，肃穆的清真寺宣礼塔出现在这片土地上。
土耳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它成为几千年来文明冲突的前沿，来自欧洲与亚洲的力量都在这里汇集。
有位土耳其诗人曾如此描述土耳其与亚欧两个大洲的关系：像一匹暴烈的野马，从亚洲狂奔而来，一
头撞进欧洲大陆。
　  从地图上看，土耳其的轮廓的确是马头状的。
如果将亚洲比做一匹马，土耳其的地理主体安纳托利亚高原（或称小亚细亚）便是马头。
马头撞到欧洲的屁股，鼻子裂开一道缝。
这道缝就是博斯普鲁斯海峡。
而留在欧洲的鼻尖部分，叫做色雷斯。
千古名城、&ldquo;世界的中心&rdquo;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尔）就坐落于博斯普鲁斯海峡一侧，
紧邻土耳其的内海马尔马拉海与外海黑海，同时守望着欧洲和亚洲。
马尔马拉海作为土耳其唯一的内海，面积只有1.1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中国的4.5个太湖。
这片在希腊语中意为&ldquo;大理石&rdquo;的内海，东北部经博斯普鲁斯海峡与黑海沟通，西南部则
经达达尼尔海峡与爱琴海相连。
在古希腊神话中，化身为公牛的天神宙斯就是从博斯普鲁斯渡海，与绝世美女海伦一道前往欧罗巴的
，此处遂成为亚欧两洲的分界线。
事实上，达达尼尔海峡的传奇色彩丝毫不比博斯普鲁斯海峡逊色。
　  达达尼尔海峡又称恰纳卡莱海峡，全长61公里，最宽处6.4公里，最窄处1.2公里，平均水深55公尺
。
海峡两岸是并不算陡峻的山坡，由细软的石灰岩和砂岩组成。
历经千万年的风雨侵蚀，海峡平坦宽阔，表层海水波澜不惊的缓缓流向爱琴海。
公元前480年，波斯帝国皇帝薛西斯一世用战船在海面上搭建浮桥，率300万大军浩浩荡荡通过达达尼
尔海峡，远征希腊。
150年之后，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也用同样的方法通过这条海峡，远征波斯。
11世纪，东征耶路撒冷的十字军也曾乘船渡过这里，向圣地进发。
此地是经地中海进入黑海的门户，&ldquo;达达尼尔&rdquo;这个名字似乎自古就与战争和杀戮相连，
到了近代，更是如此。
　  达达尼尔海峡的东侧是亚洲大陆，西侧是一块名叫加里波利的半岛。
半岛上景色荒凉，小山丘延绵不断。
偶尔有几座古堡依崖而建，守卫着欧洲大陆的前沿。
1915年，就在这块草木支离的荒凉半岛上，发生了20世纪第一场大规模两栖联合登陆作战。
这是人类进入工业文明之后，工业化的登陆力量与工业化的抗登陆力量之间的第一次大碰撞，同时也
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一场残酷的浩劫。
　  历史上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曾以拜占庭帝国的继承者、伊斯兰文明的中心自居，帝国的统治者苏
丹更视自己为&ldquo;世界之主&rdquo;。
 奥斯曼土耳其5个世纪的历史完全是一部征服和扩张的历史。
帝国的极盛时期，势力达到欧亚非三大洲，领土包括南欧、中东和北非的大部。
但是随着近代欧洲文明的兴起，奥斯曼土耳其便开始衰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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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的体制架构日趋腐朽，原本广阔的版图在外部蚕食和地方反抗之下变得千疮百孔，一切与亚洲大
陆东端的大清帝国惊人相似。
前后数代苏丹也曾力图改革，他们建立新式军队，创办西式学校，引进工业体系，最后甚至制定宪法
，尝试实行君主立宪制。
然而，一切无济于事。
在西方列强眼中，奥斯曼土耳其跟东方的大清朝没什么分别，只是一个&ldquo;西亚病夫&rdquo;。
他们所面临的问题，只是要如何处理这笔帝国的遗产。
　  从奥斯曼土耳其手中得到最多利益的是俄罗斯。
从17世纪到19世纪，俄罗斯和土耳其断断续续交战了241年，仅大规模战争就有10次。
俄罗斯从土耳其的版图上夺走了高加索山脉、巴尔干半岛、克里米亚半岛和黑海。
土耳其无力与俄罗斯继续对抗，只能苦苦等待一个复仇的机会。
1914年，随着萨拉热窝的枪声，这个机会终于不期而至。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德国、奥匈帝国为首的同盟国集团和以英国、法国、俄罗斯为首的协约国集
团在欧洲大陆上展开了殊死的搏杀。
此时，已实行君主立宪制的土耳其国内执政的是青年土耳其党。
青年土耳其党认定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机遇，必须把握住，才可能收复几百年来的失地。
把握机遇的途径只有一条：参加战争。
　  1914年10月29日，土耳其海军舰队在事先没有警告的情况下，炮击了俄罗斯黑海沿岸的要塞，从而
向协约国正式宣战。
随后，土耳其封锁了达达尼尔海峡，俄罗斯与其西方盟国被分隔开来。
　  1914年俄罗斯在东线战场上连遭惨败，眼下又被切断了来自英法的物资供应，这大大削弱了俄罗斯
进行持久作战的物质基础。
惨烈的马恩河战役之后，西线战场上的协约国和同盟国军队在法国北部和比利时一角陷入了僵持状态
。
协约国方面的战略家们纷纷建议采取&ldquo;外围战略&rdquo;，以打破僵局。
英军欧洲远征军司令弗伦奇爵士主张迂回到德军侧翼进行攻击；英国海军部第一海务大臣（即皇家海
军参谋长）约翰o费希尔勋爵力主从西欧海岸发动一次两栖联合突袭行动；英国财政大臣劳合o乔治甚
至提出，应该从法国撤回远征军，将他们派往巴尔干。
这些战略迂回计划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时任英国海军大臣温斯顿o丘吉尔的方案：突破达达尼尔海峡
，直取君士坦丁堡，控制博斯普鲁斯海峡。
　  丘吉尔的方案考虑了多重战略因素。
首先，如此一来可以恢复与俄罗斯的交通线，用物资供应支持俄罗斯继续作战，使之在东线牵制并消
灭更多的德军和奥匈帝国军队。
其次，这样的行动有望迫使土耳其退出战争，瓦解同盟国阵营。
还有可能推动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希腊等中立国参加协约国一方作战，改变两大阵营的力量对比。
第三，行动出其不意，实质上是抄了德国和奥匈帝国的后路，开辟出一个全新的南线战场，从而减轻
了西线的压力。
最后的一点则是关系到英国本土的粮食保障。
德军已经在大西洋展开了&ldquo;无限制潜艇战&rdquo;，大量英国商船被击沉。
粮食依赖进口的英国因而出现食品短缺，被迫第一次实行了粮食配给制度。
俄罗斯迫切需要英法的作战物资，英国也急需俄罗斯的粮食。
如果能一举拿下博斯普鲁斯海峡，就等于打开了通向乌克兰粮食主产区的通道。
这对于英国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丘吉尔在1914年11月土耳其参战之初就拿出了这一方案，然后他大力游说协约国战略决策层的其他
成员来支持他。
1915年1月，费希尔勋爵表示支持丘吉尔，英国皇家海军地中海舰队司令萨克维尔o卡登上将也认为向
土耳其发起两栖联合突袭作战有较大取胜的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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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月，俄军总司令尼古拉大公向英国方面发来电报，希望英国能够报答俄罗斯在战场上做出的巨
大牺牲，实施&ldquo;某种对土耳其军队的牵制行动，海军的或陆军的都可以&rdquo;。
1915年1月中旬，英国政府决定接受尼古拉大公的请求。
丘吉尔的目的达到了，一场规模宏大的两栖作战行动被列入英军的作战日程，开始了紧张的准备。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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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ldquo;毫无疑问，诺曼底战场是战争领域所曾出现过的最大屠宰场之一，那一带的通道、公路和
田野上，到处塞满了毁弃的武器装备以及人和牲畜的尸体，甚至要通过这个地区也极为困难。
我所见到的那幅景象，只有但丁能够加以描述。
一口气走上几百码，而脚步全是踩在死人和腐烂的尸体上&hellip;&hellip;&rdquo;　  --盟军总司令艾森
豪威尔　  御前会议上，裕仁天皇问：&ldquo;为什么皇军不能夺回制空权？
&rdquo;得到的回答是：&ldquo;海军航空舰队缺少前进基地，在附近的岛屿上修一座机场需要一两个
月时间。
&rdquo;裕仁天皇不解地说：&ldquo;可是美国人修一座机场几天就可以。
&rdquo;沉默片刻，有人回答：&ldquo;皇军用人力施工，而美国人&hellip;&hellip;完全是用机器的。
&rdquo;　  --瓜达尔卡纳岛战役制空权的关键所在　  &ldquo;这样一个与我们西方哲学所背离的场景，
它所带来的是一种催眠般的入迷。
我们不像是攻击的受害者，倒像是怀着某种冷漠恐惧心态的目击者，以观看一幕令人惊叹的奇观的心
情，目睹每一架自杀飞机向下俯冲。
那一刻我们忘了自己，唯在思索着，天空中驾驶飞机的那个人究竟是怎样的心态啊。
&rdquo;　  --美国军官回忆冲绳登陆战中日军飞机的自杀式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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