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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愧铁血近卫
经过一周多的激战，1941年 10月 27日，

第 316 师不幸丢失交通枢纽沃洛科拉姆斯

克，德军距莫斯科仅有数十公里了。师长潘菲

洛夫很难受。之前，莫斯科周边的莫扎伊斯
克、鲁扎等要地失守后，有关指挥员被送上军

事法庭。潘菲洛夫没想到，前敌总指挥、西方
面军司令员朱可夫却对他们师另眼相看，亲

自向最高统帅部大本营提议授予 316师“近
卫”称号，他的理由是：“从 20日到 27日，潘

菲洛夫师作战勇敢、行动巧妙，击退了德军 3

个步兵师和一个装甲师的进攻。”朱可夫还弄

错了一个情况，德军投入沃城的可不是一个
装甲师，而是整整两个！有鉴于此，11月 8日，

潘菲洛夫师成为苏军首批十个近卫师之一。
1958年，潘菲洛夫师的事迹被写入《步兵

师战斗》教科书，成为冷战期间培养苏军指挥
员的实用教材，一时风头无双，比如 28名勇

士阻击德军坦克壮烈牺牲一事，就在 2016年
被拍成电影。11月 18日，师长潘菲洛夫也英

勇阵亡，潘菲洛夫师的英名传遍全苏联。

仓促上阵迎敌
第 316师于 1941 年 7 月间在阿拉木图

组建，主要由哈萨克人组成，首任师长就是潘

菲洛夫，下辖 3个步兵团和 1个炮兵团，经短
训后编入西北方面军。同年 10月中旬，该师

在赶往列宁格勒解围途中被临时调入西方面

军属第 16集团军，在莫斯科附近匆忙占领防
线，抗击扑过来的德军。

一般人心目中，“防线”通常有深深的反
坦克壕、混凝土工事和战壕。但在沃洛科拉姆

斯克，这都是不存在的。潘菲洛夫与上级通话
时幽默地说，他的师简直像坐在“木桩”上，因

为这里没有工事，只有竖钉进地里的木桩，而
在本该有战壕的地方只拉上绳子，战壕全靠

官兵自己挖。此外，全师防御正面太宽，远超
苏军条令规定，防御十分脆弱。

万幸的是，正向沃洛科拉姆斯克进发的

德军突然接到柏林命令，转攻加里宁，这给了
潘菲洛夫师宝贵的几天喘息时间，用来抢修

工事，而防线上其他地段的友军连这点时间

都没有。
潘菲洛夫师最大的问题是缺乏战斗经

验，比如承受德军首轮打击的第 1075团团长
伊利亚 ·卡普罗夫只在中亚与巴斯马赤土匪

团伙打过，但他对面的德国坦克和步兵是取
得 1940年闪电战胜利的王牌。不过，卡普罗

夫没有被动防守，他组织了几次小规模反击，

迟滞了敌人的攻势。

一仗打出英名
10月 25日凌晨，德军对沃洛科拉姆斯克

的总攻开始了，先是两小时的炮兵和航空兵

火力准备，之后投入第 2装甲师冲击，侧翼则

有步兵协同。面对火力兵力都占尽优势的敌

人，潘菲洛夫师巧妙结合雷场和 76毫米榴弹
炮团支撑点顽强抵抗，在没有坦克的情况下

扛住了德军进攻。朱可夫赞道：“尽管没有坦
克帮忙，你们却能击退坦克，真了不起！”

战事正酣时，第 16集团军军长罗科索夫
斯基来到斯帕斯-吕霍夫斯基村的潘菲洛夫

师指挥所督战。他亲眼目睹，由于敌方优势太

大，潘菲洛夫师只能以节节抵抗来争取时间，
每次撤退前都予敌严重杀伤，还能腾出时间

来布置雷场，等到敌人好不容易杀到第二道
防线时，以逸待劳的潘菲洛夫师已拉开架势。

其实，沃洛科拉姆斯克陷落的命运在 10

月 25日德军突破莫扎伊斯克-鲁扎公路后便

决定了，潘菲洛夫师的侧翼已经暴露，他们的
阻击只是为西方面军集结新的预备队争取时

间。到 10月 27日，潘菲洛夫师放弃沃洛科拉
姆斯克，德国第 5步兵军的战报写道：“经过

顽强战斗，中午时分占领沃洛科拉姆斯克。”
而苏方战报强调，德军确实在中午打进城市，

但全城到傍晚才沦陷，可见潘菲洛夫师战斗
之顽强。更重要的是，这个师的新兵经受住敌

人攻击，由此积累起宝贵的作战经验，一步步

将全师打造成威名赫赫的“近卫师”部队。
常立军

“潘菲洛夫”英名这样传开
    80 年前的莫斯科会战
中，来自中亚的苏联红军第
316 师自师长潘菲洛夫以下
几乎全部牺牲，但为主力反
击争取了时间。2016年俄罗
斯上映这一题材的电影《潘
菲洛夫 28勇士》，潘菲洛夫
师长及其 316师成了人们心
中的英雄。那么，潘菲洛夫师
的英名是如何传开的呢？

80年前

战争档案

“““八八八甲甲甲田田田山山山惨惨惨剧剧剧”””暴暴暴露露露无无无知知知与与与无无无情情情

    1902年 1月 23日发生的“八

甲田山雪地行军遇难事件”是日本
登山史上最惨重的事故，日本第 8

师团驻青森的第 5联队的 210名官

兵中，199 人冻死。就是事发前 3

天，驻守相同地区的弘前第 31联队

的 37名军人和 1名记者开始雪地
行军，经过 12天跋涉，除 1人因伤

中途返回外，其余人都安全抵达目
的地。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一队人全

灭，一队人全活呢？

谨慎和马虎
弘前队是 1901 年 12 月 20 日

接到命令，要在 1902年 1月底进行

“弘前→十和田湖→三本木→田
代→青森→浪冈→弘前”的闭环雪

地行军，全程 220公里，历时 12天
11夜，检验冬季行军服装和方法。

参加者除了 37名精锐士兵，还有一

名《东奥日报》记者随行，指挥官是

福岛泰藏大尉。福岛用兵谨慎，不仅
要求全体人员穿上三层袜子并用油

纸包裹双腿，雪地用草靴里洒上辣
椒粉以防冻伤，还用粗麻绳将所有

人系在一起，以防行军时走失。他向
沿途村庄、市政厅发函，要求其准备

向导、寝具与粮食补给。

与之相比，青森队的准备要粗

放多了。1902年 1月 18日，行军方
案策划者神成文吉大尉在屯营进行
一次预演，他率领 20名雪橇兵进行

一次单程 9公里的往返行军，由于
天气良好，他们只用 9小时就完成

全程。预演的成功，让联队高层放松
了警惕，联队第 2大队大队长山口

鋠少佐认为从屯营到田代间只需一
天就可到达。于是 1月 21日，他匆

匆下令部队 23日出发。
此次行军部队有 210人，携带

1天份的粮食、燃料、大号行军锅及

一些工具，总重达到 1.2吨，由 14

台雪橇装运。每台雪橇重 80公斤，

需要 4个人拖曳。此外，每个士兵还
带了一份便当和两个面饼（约 187.5

克），作为个人食物。
出发前，青森队的军医只是当

众宣讲要摩擦双手和多踏步以防冻

伤，提醒士兵“露营时睡觉要小心”，
就没有别的提醒了。全队上下都没

有良好的冬季着装，只有准尉以上
的军官才有毛线衣，穿长筒靴和雪

地靴，士兵则只有两层夹斗篷、一副

手套和短帮军鞋，这些根本无法在
严寒中保温，结果造成失温和冻伤。

吝啬和冷酷
熟悉野外穿越的朋友都知道，

迷路是最危险的事情，20世纪初，

野外行军除了用指南针和地图定位，
最安全的办法是找当地人当向导。

1月 23日早上，青森队从驻地
出发。走到田茂木野村时，收到寒流

消息的村民劝指挥官山口取消行

动，至少也要雇个当地人当向导，向
导费并不贵，每人每天只要两个日

元，不料山口却怀疑是老百姓想赚

钱，把人家轰
走了，他认为凭着指

南针和地图就能穿越途
中最险峻的八甲田山。

与山口的吝啬相比，弘

前队的带队长官福岛则是冷
酷。他的队伍在田代雪野里一度

迷路，福岛竟把一名向导扣作人质，
强逼向导的老乡当斥候去找路。通

过八甲田山最困难的地段后，福岛
抛弃筋疲力尽的向导，自行前往田

茂木野村，结果这些向导都被冻伤，
其中一个因脸上被冻出大洞，连喝

水都非常困难。

无知而死与见死不救
行军路上，青森队很快陷入绝

境，伤亡惨重。而弘前队却见死不

救，漠视战友走向死亡。
23日深夜，迷路的青森队被迫

在八甲田山里露营。由于缺少工具，
士兵只能在地上挖开长 5米，宽 2

米的雪坑避风，每个坑里塞进 40

人。更糟的是，有些士兵找到了林
间小屋生火取暖，由于不懂冻伤治

疗，把被冻僵的手脚直接伸到火上
烤，冻伤更加严重，加速了死亡。

在青森队陷入绝境时，弘前队

恰好经过。28日，弘前队途经八甲
田山，发现了被冻死的士兵及一些

文件，指挥官福岛为了看清冻死士
兵的脸，摘下军帽时，连死者的脸皮

都撕下来。这表明，福岛意识到了有
一支友军在此遇险，但他却下令按

原计划行军，同时下达“过去两天的

事不得外传”的封口令。友军有难，

自己却不为所动，弘前队就是靠着
这种冷酷，最终在 1月 29日完成了

行军，返回营地。 朱京斌

野外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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