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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着侠客风范的狙击手，是战场上的精灵，而培养精英狙击
手更是花费巨大。近年来，国际军界热衷打造擅长远程狙击的狙
击手，而且这一课程根本不是为菜鸟准备的。本文作者曾参加巴
基斯坦陆军远程狙击集训，涉及狙击技术、战斗体能、战场技能、
战术谋划等内容，在其军旅生涯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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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遇“扫地僧”

    那次集训学员有 24名，中巴军人

“对半开”，两名教官和一名协调官都
来自巴特战部队，只不过协调官是军

官，教官只是军士长，而且协调官英语
好，和中方队员交流最多。

早上，队员扛着波贝尔靶（直径 30

厘米、重约 5公斤的钢板靶）和狙击武

器装备（重约 15公斤）走到训练场，这

是一天里最轻松的时间，两国军人会

在路上交流沟通，建立友谊。射击前，
先要设好靶位，通常设置 10个靶位，

距离为 400米至 1200米。设好后，队
员会整理带来的装备，如测距机、观靶

镜、测风仪，还有头盔（普通狙击手单
独执行任务时不戴头盔，但一般训练

和作战时都需要戴，目的是保护身体

和防止着装特殊而暴露）等等。只有一
切规整有序后，训练才开始，教官反复

强调，之所以讲究物品摆放的细节，是
因为狙击手就该注重细节。

巴军训练没有上午下午之分，通
常持续 8小时，只是在中午 11时左右

有个半小时的茶歇（Tea Break），大家
把准备好的土豆条、甜品、水果和奶茶

摆在中间，人员依次坐下，然后宣布开

始，大家才开始进餐。虽然吃得简单，

但不影响我们谈天说地，然后带着好
心情继续训练。一天训练完，会有足

球、篮球、拔河等比赛，每次比赛都是
混合编组，无论胜负如何，参赛者都会

获得奖牌，并进行正式的颁奖，奏国
歌。在巴军荣誉室里，摆满了各类奖牌

奖杯，还有各种纪念礼品（如军刀、纪
念枪），仪式感十足。

实际上，巴军荣誉感源自对生命

的敬重和对生活的热爱，仪式感是与
军队荣誉感息息相关，旨在激发每名

战士的自豪感和自信心，同时也给原
本枯燥的训练带来乐趣，放松身心。

    训练队里，我最欣赏的是一位巴

军协调官。头一天训练，我问协调官是
不是狙击手出身，他很谦虚，说不是，

自己只是“Sharp Shooter”（高级射手）。
可有一次 800米狙击，巴军上校来视

察，让己方人员打靶，居然只有协调官
一人首发命中，真人不露相啊！

协调官爱摆弄随身的格洛克手

枪，有一回，我和他比枪法，奖品是一
包烟。我们在 25米外设了比硬币略大

的靶点，谁先命中即获胜，这考验着射
手的心理素质。结果，他打第三枪就命

中了，而我离靶点最近的距离还有 3

厘米，我心悦诚服地递上一包烟（才值

10元人民币，却是当地很好的品质）。
得到奖品后，他在射击技术上更是“放

飞自我”，向我展示高超的快速射击技
巧。我心想，这不就是武侠小说里的

“扫地僧”吗，貌不惊人，却一鸣惊人。

既然说到这位出身特战部队的巴

军官，就干脆聊聊巴特战部队的军官
选拔淘汰机制吧。巴特战军官与普通

军官待遇有天壤之别，常规部队的中
尉一进特战部队，立马升上尉，基本

工资增加 50%，若算上任务津贴，

整体上要翻倍。但要想当特战军

官那是超级难，须通过指挥官集

训，内容包括各个特战专业和

课目，涉及跳伞、机降、武装泅

渡、潜水、简易爆炸物制作与

排除、狙击、重火器射击、通

信、指挥作业、抗审讯、抗孤独、

抗疲劳、抗饥饿等等，集训时间

长达 3个月。那位协调官经历的

集训中，100名选手才通过了3 个

人，50%的人会因过于艰苦而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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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式感贯穿生活训练

像雾像雨又像风
    我们集训在高原训练基地和山地训练

基地分别进行。
高原训练基地早年是英国殖民者的疗

养院，巴基斯坦建国后在此成立陆军特战
学校，新建了塔楼、训练场、纪念塔等，给人

一种军事与历史交融的感觉。那里的狙击
训练场是沿山体环型布置，射击距离从 0

到 1200米，由于我们练的是远程狙击，用
的是 M-24、AW、CSLR-4等三款 7.62毫米

口径狙击步枪，最远射程定在 1200米。根
据惯例，我们完成校枪归零后，先展开 400

米射击，射手对同一地域目标依次射击，直

至命中为止。那里是亚热带高山气候，受印
度洋暖湿气流影响，终年多雾，常年大风，

让瞄准镜里的目标十分模糊，难以捕捉，可
等雾消散些，风又开始在山谷里作怪，让远

程狙击难上加难。
事实上，射击不仅受枪械性能影响，温

度、湿度、气压、风力风向也会产生干扰，远
程狙击更强调数据与经验的结合。集训的

中巴队员早就对狙击常用的计算公式和武

器性能参数烂熟于心，要学的是如何将计
算出的数据与射击动作、射击经验体现在

密集的弹着点上。头一次 400米狙击时，就
让我感到压力，因为独特的高原地形和气

候，让算出的数值只在极短时间内有效，击
发那一刻说不定就“过时了”，难怪我常透

过瞄准镜看到波贝尔靶周围扬起尘土，可

就听不到枪弹正中钢靶的“哐当”声。
后来，在教官指导下，我逐渐适应高原

气候，等风静的间隙开火，即便这样，间隔
还是太短。慢慢的，我掌握了快速修正的经

验和技巧，最终完成高原远程狙击课目。训

练场周围还绕有一圈三英里的障碍，包括独

木桥、网墙、壕沟等，每次脱靶，教官都威胁

我们，下一发还没中，就绕障碍跑一圈。随着

狙击距离不断增加，难度也成倍增长，等大
家完成山地远程狙击后，等待自己的是另一

个环境———中亚最常见的荒漠地形，我们要
去山地训练基地接受潜伏待机训练了。

蠕动的影子
    山地训练基地是巴国家反恐训练中心

所在地，巴军与外军合作的多数项目都在

此展开，这里有山地搜索训练场、反恐战术

训练场、室内射击训练场、直升机机降训

练场等，射击训练场干脆把一整座

小山划进来，山里还有各种警戒

用塔楼，是绝佳的远程狙击环

境。但该基地营房很少，外来部
队要自搭帐篷住宿，自埋锅灶

做饭。巴基斯坦朋友真不愧

“巴铁”称号，他们把中方队

员安排进营房，自己住单层

帆布帐篷，既不隔热，也不防

风，犹如我军上世纪五六十年

代的保障条件。

该基地基本属于荒漠地形，

没什么植被供狙击手利用和隐藏，

有的只是碎石和少量杂草，加上气候炎

热，对狙击手来说真是个考验。因为狙击手

常活动于树木、草丛、建筑物的阴影下，有
“活在影子里”的说法，“无处躲，没法藏”的

荒漠真叫人着急。训练中，我们被要求以双
人狙击小组形式完成一英里的渗透，并进

行 4小时待机观察，发现目标完成射击，再
渗透一英里回到出发地域，而以教官为首

的假想敌会在目标地域“守株待兔”，检验
狙击手的渗透功力。

由于缺少植被掩护，我们不得不携带

装备在沙石地上像蜗牛般蠕动，一英里的
路程爬了两小时。进入预定狙击阵地后，就

开始潜伏待机，狙击手与观察手轮流观察，

确保每个人都有休息时间，保持最佳状态。

由于不知道目标会在何时、什么具体位置
出现，狙击小组要全程警戒，因为目标只会

出现一次，狙击手也只有一次射击机会。等
待无疑是绝望的，但更绝望的是得不到饮

水补充，荒漠中最缺少的就是水，因此潜伏
待机训练也考验着狙击手的生理极限，哪

怕为此中暑也在所不惜。我从衣食无忧的

国内来到这里潜伏，饿得头昏眼花，看见有

一块较新鲜的香蕉皮，就像捡到千两黄金。

那时候，我感觉自己是一只当地的山羊，而
不是人。

训练最后一天，巴基斯坦一位女教授
给我们做心理调查，这是巴军狙击手训练

中的必备项，目的是分析狙击手在每个阶
段的心理变化，让其更好调节情绪，提高狙

击水平。我曾和女教授有过交流，她说自己

的妹妹生活在中国，她对中国非常向往，关
于巴中友谊为何历久弥坚，她说是因为两

国在各自艰难的时刻都做到“有难同当”。

我看外军

■ 中巴学员切磋射击技巧

■ 学员要用的狙击步枪摆放整齐

■ 中巴战友茶歇

■ 不显山不露水的巴方狙击教官

▲ 潜伏观察

■ 巴军高原基地一角

■ 巴基斯坦高原训练基地全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