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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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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运输
“

铁拳
”

使用的木箱
,

从

图中可以看出引信 (箭头所

指 )与弹药是分开放 臂的

空军使用的手榴弹与
“

铁拳
”

的弹头类似
,

据

推测是
“

铁拳
”

的变型

争后期
,

由于物资医乏
,

反坦克武

器供不应求
,

德军决定对使用过的

发射管进行回收和再利用
,

但这一

切都已经太迟 了
。

.

图 4 携行状态 的
“

铁

拳
”

反坦克武器

被德军投人实战不得而知
。

另外德

国为降低成本
,

还开发出了发射惰

可以重复使用 的
“

铁拳
”

25 0 型 火

箭筒
,

弹头可以再装填
,

并且使用

电点火装置点火
。

战后俄罗斯利用

这一 武 器的技 术 改进 开发 出 了

R PG 一 2 和 R P G 一 7 型反坦克火箭

筒
,

被许多国家使用至今
。

焰直接喷到发射士 兵身

后的 士兵时
,

他会立刻

变成一团火球
。

这样的

场面在战后拍摄的名为

《桥》的影片中有详细

的描述
。

其次在训练时
,

即

使弹头不装引信
,

在 5 0

米距离发射弹药
,

它仍

有伤人的危险
,

因此平

时训练时要格外注意
。 图 7 电影《桥》在美国公映时的宜传画

存在的问题

“

铁拳
”
作为单兵使用的反坦

克武器在当时的确是划时代的
,

但

它也存在很多问题
。

首先
,

由于发

射
“

铁拳
”

时
,

发射管喷出的火焰

向后延伸距离达到 2 米
,

容易暴露

士兵的发射位置 ; 当在掩体内发射

时
,

这些火焰被墙壁等反射回来会

危及发射士 兵的生命 ; 如果这些 火

另 外
,

由于 发

射管采用一次

性 使 用 的 方

式
,

弹头都是
.

事先安装在发

射管 中
,

在工

厂之外
,

尤其

在战场上再装

填很难
。

在战 图 8 二战时德国
“

铁拳
”

的宣传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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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克的萨达姆却依然稳坐宝座
。

现在
,

小布什出于国

内政治需要
,

一意孤行
,

执意要打击伊拉克
,

推翻萨达

姆政权
,

但伊拉克和海湾局势扑朔迷离
,

难以预测
。

沙漠也能变泥潭

在海湾地区
,

伊拉克和美英的实力形不成对比
。

在

海湾战争和十多年制裁后
,

伊拉克的实力大不如前
:

本

来就很弱的海军现在基本上不复存在 ; 空军的主力先

进战斗机要么在海湾战争中被摧毁
,

要么逃到伊朗后

还被扣留
,

剩下的由于缺少零配件而良好率较低
,

不具

备与美英对抗的能力 ; 地面防空力量中
,

作为主力的

“

萨姆
”

系列防空导弹由于过于老旧形不成对美英实质

的威胁
,

各种 口径的高射炮反倒成了美英飞机最大的

威胁 ; 陆军中最精锐的共和国卫队还保持着较强的战

斗力
,

其他部队由于缺乏重型装备也绝不是美英地面

部队的对手
。

而美英的军事力量这十多年来又有长足

进步
:

其部队结构更为合理
,

对危机的反应能力增强 ;

军事空运和海运能力也大大提高
,

再加上可以迅速动

员的庞大民用运输力量
,

其机动能力已能够实现
“

全球

机动
”

和
“
优势机动

” ; 在打击力量中
,

无论陆海空军
,

投

射的弹药当量和精确度大幅度增加
,

精确制导弹药已

经成为主角
, “

精确打击
”

已经实现 ; 以军事航天为代表

的
“

全维战场
”
的开辟和 C‘

IS R 的发展使得美英获得

了前所未有的信息优势
。

因此
,

美英部队挟科索沃战争

和阿富汗战争的余威
,

来势汹汹
,

大有不把萨达姆政权

推翻不罢休之势
。

所以
,

按照目前双方的实力对比
,

一旦开战
,

国际

间考虑的不是美英是否会底
,

而是伊拉克现政权能够

坚持多久 ? 胜负似乎已定
。

但是
,

在此次
“

倒萨
”

军事行

动中仍有一些无法回避的问题
,

其结果难以预料
。

美英的战法能否奏效? 目前普遍预计美英最有可

能的动武模式无外乎三种
:
阿富汗模式

,

通过空袭削弱

萨达姆政权执政能力
,

扶持反对派夺权建立亲美政府 ;

海湾战争模式
,

先空袭后地面进攻 ; 特种作战模式
,

消

灭萨达姆
。

但是
,

无论哪种模式都有一个前提
,

那就是

伊拉克反对派能够控制战后的局势
,

并且要绝对地服

从美国的旨意
。

否则
,

美英进来容易脱身难
,

搞得不好

沙漠也会变成泥潭 !

美英准备付出多少代价 ? 此次战事
,

对于伊拉克人

民而言是无妄之灾
,

对于萨达姆政权而言则是生死枚

关
,

这必然导致伊拉克军民顽强抵抗
。

虽然伊拉克不具

备与美英正面对抗的能力
,

但这并不意味着伊拉克会

坐 以待毙
,

尤其是在巷战阶段
,

考虑到俄罗斯在车臣的

教训
,

美英有没有避免大量人员伤亡的良方 ? 更危险的

是
,

假如萨达姆真有生化武器
,

在他生死一线的时候
,

是否会玉石俱焚?

美英可能在伊拉克驻扎多长时间 ? 考虑到美国打

击
“

塔利班
”

的军事行动在开始一年后仍然战况不明
,

卜

图 2 2 0仪) 年美国侦察机在伊拉克北部禁飞区内发现的 S A 一 6 防空导弹

拉登和奥马尔生死不知
。

到现

在为止外国部队也只 在首都

喀布尔附近活动
,

而
“

塔利班
”

残余力量还不时袭扰
,

搞得美

军进攻找不着对手
,

防守不知

道敌人在哪
,

很是恼火
。

拉登

余党也不时放话威胁
,

搞得美

国草木皆兵
。

小小的阿富汗尚

且如此
,

实力要强得多的萨达

姆政权岂不是更难对付?

萨达姆政权倒台之后如

何维持一个统一的伊拉克 ? 一

个分裂的伊拉克显然不符合

各方的利益
,

美国扶持的反对

派就必须具备统治全国的能

力
。

按 目前的情况看
,

失去美

国的军事支持
,

伊拉克反对派

绝对没有这个能力
。

那么
,

一

个分裂的伊拉克 岂不是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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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中东的阿富汗? !

伊拉克弱化以后如何对待伊朗的坐大? 伊朗现在

已经是海海地区的强国
,

并且丝毫不理会美国的傲慢
,

因此对奖国而言也最具危险性
。

如果失去了伊拉克对

它的制约
,

依靠何种力t 制衡它? 如果美国还梦想再对

伊朗下手
,

那么在本来因为偏祖以色列就很不褥人心

的情况下
,

对阿拉伯国家又频频出手
,

难保不激起整个

阿拉伯世界对美国的痛恨
。

.

如何体面地离开伊拉克? 奖国不可能无限期地留

在伊拉克
,

无论是扶持一个亲美政权后光荣退出
,

还是

在失去明确目标后茫然不知所终
,

甚至是在蒙受损失

后灰溜油地撤出
,

终归要有一个结束
。

在阿富汗
,

美国

虽然出兵打仗
,

但无战可宜
,

军事持续到一年后结果仍

然不明朗
,

欲胜不能
,

欲撤不舍
。

在伊拉克
,

如何收场
,

也未可知
。

下一个目标是谁?

世界变化快
。

十二年前
,

美国出兵海海
,

世界响应
,

联合国授权
,

各国也纷纷出钱出兵出力 ; 去年 9
·

11 之

后
,

布什说
,

在这场战争中没有中立
,

你不和我们一道
,

就是和拉登一伙
。

凭这种牛仔式的猫道
,

也带领粉世界

上六十多个国家反恐
。

但仅仅在一年之后
,

布什要
“

倒

萨
” ,

支持者除英国外容容无几
,

反对者却大有人在
。

尽

管布什又打电话又派特使
,

仍然无人响应
。

就连北约内

部
,

也惫见分歧
,

难成一统
。

当然
,

不排除在美国威通利

诱下北约统一行动的可能
。

但是
,

从中不难着出美国的

孤独
。

自小布什上台以来
,

美国日益成为孤家寡人
,

不昔
‘

是双边间题
,

还是多边间题
,

在外交
、

国际贸易
、

环保
、

法律等请多事务中
,

单边主义倾向严重
,

处处以其国内
.

政治的一己私利为出发点处理国际问题
,

很是不得人

心
。

此次攻打伊拉克
,

无论是萨达姆政权研制大规模杀

伤性武器
,

还是萨达姆支持恐怖主义
,

都没有确凿证

据
,

理由完全不能让人信服
。

说伊拉克不展行联合国决

议
,

更是牵强
,

因为联合国的武器核查人员是在 199 8

年奖英
“

沙澳之狐
”

行动前
,

按美国的意思撤出的
,

事先连安理会都不知道
。

实质上
,

布什如此倔强
,

仍

然是出于国内政治描要
。

自他上任以来
,

美国经济一

路滑坡
,

公司会计丑闻不断
,

股市一服不振
,

投资者

和消费者普通缺乏信心
。

9
·

n 以后
,

布什凭借反恐

的坚定
,

燕得民心
。

但时隔一年
,

在阿富汗的军事行

动没有结果
,

既没能如愿消灭恐怖分子
,

又无力控制

阿富汗各派军阀
,

声望日下
。

眼粉中期选举将至
,

必

须有明显的
“

政绩
”
可以支持共和党竞选

,

这种急功

近利的想法恐怕是布什的初衷
。

奖国会人士一语道破

天机 : 伊拉克的威胁 由来已久
,

但只要局限在其国

内
,

美国何必管它
。

再说
,

萨达姆毕竟是民选的合法

总统
,

因为美国不客欢
,

就要推翻他
,

岂不是对美国

“
民主

”

的讽刺?

但是
,

在很多方面
,

美国已经很是力不从心
。

海清

战争中
,

美国拿出准备对付前苏联的各种装备
,

还要别

国出钱出兵
,

准备了半年
,

才打了一仗
。

9
·

11 之后
,

美

军视
“

塔利班
”
和

“

墓地
”

组织为乌合之众
。

但是
,

就是这

样一群乌合之众
,

让美军一年都没能晴动 ; 就是这样一

群乌合之众
,

让美国又是成立国土安全部
,

又是控制外

来人员
,

忙得焦头烂额 ; 就是这样一群乌合之众
,

让美

国举国不得安宁
,

有时一个电话或是一条新闻
,

就让美

国股市动荡
、

人心惶惶
,

驻外机构关门闭户
。

哪里还有

一点昔日猫主的威严? !

按照美国的逻辑
,

它要主动出击
,

消灭一切威胁的

源泉
。

但以此推论
,

美国的目标何其多 ! 从其官方言论

着
,

邪恶国家的名单是越来越长
,

威胁的出现也此起彼

伏
。

就连其在中东地区的盟友沙特阿拉伯
,

因为不愿配

合美国打击伊拉克
,

也让有些美国人很不满
,

认为是个

威胁
,

甚至叫咬在打击伊拉克之后
,

下一个要打击的就

是沙特
。

美国不停地干涉
、

干涉
、

再千涉
,

打击
、

打击
、

再打

击
,

目标层出不穷
,

许多国家
、

地区和组织恐怕都将难

以幸免
。

真不知道伊拉克之后
,

又有谁会成为美国的眼

中钉
。 ’

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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