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1 年 1 月 5 日 星期三

13

编辑 / 王娜

TEL：0392-2189922� E-mail:qbwbwn@126.com

钩 沉

二战前期， 英国曾用西半

球的多个英属小岛换取了美国

几十艘驱逐舰。 这被认为是改

变了二战进程的一笔大交易。

德国潜艇扼住

英国“生命线”

1940 年，法国沦陷后，英伦

三岛直接暴露在纳粹锋芒之

下。 英国的经济、军需完全依靠

海上运输，偏偏在这个时候，纳

粹德国发动了“无限制潜水艇

战”，试图避开英国皇家海军水

面舰队， 用德国人的强项———

潜艇，攻击英国商船，让英伦三

岛变成死岛。

为了对付德国潜艇， 英国

不得不实施商船护航机制，而

最适合担负护航、 反潜使命的

舰种就是驱逐舰。 可这正是号

称世界第一的英国皇家海军所

缺的。

二战开始时， 英国有 119

艘驱逐舰，数量不少，但有一多

半是不适合反潜、护航的“雷击

舰”，（以鱼雷为主要武器，负责

攻击主力舰的驱逐舰），剩下的

几十艘既要担负海峡监视、为

主力舰护航的任务， 又要分散

到全球海域为众多商船护航，

实在是捉襟见肘。 此时，曾当过

海军大臣的丘吉尔临危受命，

他把引进驱逐舰的目光投向了

大洋对岸的美国。 由于置身局

外，美国封存了不少旧驱逐舰。

从 1940 年 5 月 15 日到 6 月底，

丘吉尔政府至少提出过 20 次

援助请求， 但罗斯福政府却装

聋作哑。 为避免“浪费”，美国国

会干脆通过一项法案， 禁止罗

斯福将任何美国军队的在册装

备赠送他国，除非“证明该装备

对美国毫无用处”。

美国一直想要

英国的小岛

这时， 罗斯福总统考虑的

是美国能得到什么好处。 他假

定英国即将失败， 希望英国舰

队撤往对美国战略利益有益的

地方。

美国还认为， 英国既然要

被纳粹征服， 它的众多海外殖

民地自然也该交出了。 早在二

战开始前， 美国就秘密制订了

“彩虹 ”系列计划 ，要点就是一

旦开战，且英、法、荷战败，美国

就要毫不客气地接收这些国家

在西半球的殖民地岛屿和港

口、基地，以供美国保护西半球

不受纳粹威胁。

实际上， 为了争取美国支

持， 英国已经私下同意美国使

用百慕大、 特立尼达和圣卢西

亚三处基地， 但罗斯福政府为

了不付出“过多代价 ”，宁可暂

时不使用基地，也不肯援助。 但

在英国已经被逼到墙角的形势

下， 美国国内部分势力如海军

部长诺克斯等人认为， 这时候

应加大对英压力， 迫使英国交

出更多岛屿、基地，以提高美国

安全系数。

在丘吉尔看来， 这等于趁

火打劫。 他坚决表示，除非“等

价交换”，否则美国休想得到任

何东西。 英国驻美大使洛西恩

则建议， 这个要价最好是旧驱

逐舰，因为英国最急需、一时又

来不及生产的正是驱逐舰。

1940 年 7 月中旬， 以共和

党人怀特为首的“怀特委员会”

向罗斯福提议“驱逐舰换基

地”，而罗斯福则派出私人特使

多诺万上校去英国弄清两件

事： 英国需要什么和能支付什

么； 英国是不是还想打下去及

能再打多久。 多诺万带回来的

消息一锤定音： 英国人决定抵

抗到底， 他们最需要的是旧驱

逐舰， 为此他们可以拿西半球

的岛屿基地来交换。 就这样，交

易开始了。 一开始美国人的要

价相当高。 他们要求英国政府

作出正式、公开和书面的承诺，

保证一旦英国本土失陷， 这些

驱逐舰、 甚至整个英国皇家海

军既不能投降，也不能自沉，而

应该转移到海外“继续战斗”。

这项要求遭到英国当局的坚决

反对。 他毫不客气地对美国来

使说 ，可能面临“或投降 、或自

沉” 选择的绝不会是英国皇家

海军，而是纳粹海军。

美国当时只打算给 30 艘

驱逐舰，要价却是 22 个英国岛

屿，这笔买卖英国人觉得太亏，

因此丘吉尔指示谈判代表“不

怕拖，让步越小越好”。

到了 1940 年 8 月，情况有

了转机： 英国方面逐渐站稳了

脚跟， 但仍需大量物资补充以

恢复战力， 海上交通的反潜护

航需求压力更大 ； 美国方面，

“唇亡齿寒”的道理被更多的人

所接受。 8 月 13 日，罗斯福致电

丘吉尔，同意拿出 50 艘驱逐舰

和其他一些装备， 要求的回报

是 ：第一，英国重申战斗到底，

而且无须单独发声明， 只需丘

吉尔重复 6 月 4 日在英国下议

院的“战斗到底”声明即可；第

二， 美国从英国手里获得纽芬

兰、巴哈马、牙买加、圣卢西亚、

特立尼达等岛屿， 但不是永久

性获得，而是租借 99 年。

有意思的是， 这桩交易并

没有正式的签署日期： 美国方

面，罗斯福动用了总统特权，没

有提交国会表决， 而业已开始

转向的国会也难得地未刨根问

底；英国方面，丘吉尔只是在 9

月 5 日以“书面通知”的形式向

下议院报告了此事。

然而英国国内不满的声音

还是很强大。 在许多老派人物

看来 ，海外殖民地是“日不落 ”

的保证， 居然要用殖民地换旧

军舰，太丢脸了。 为了平息这些

争议和不满， 丘吉尔用一种怪

异的手法堵住了悠悠众口：他

宣布，其实英国只用了巴哈马、

牙买加等 6 个岛去交换美国的

驱逐舰，而另外两个（纽芬兰和

百慕大）则是“赠借给美国的礼

品”， 以感谢美国的慨然相助。

这个逻辑表达的含义有两层 ：

第一，英国还是很富足，跟美国

做交易如此慷慨， 是有身份的

表现 ；第二，通过这桩交易，英

国得到的不仅是 50 条“破船”，

更是一个强大而可靠的盟友。

二战期间， 美国人在换来

的小岛上一共设立了 17 个小

型基地， 这些基地在战时确保

了美国东海岸和加勒比地区的

安全， 战后则成为美国控制加

勒比地区的一个个要冲。 而它

拿出的 50 艘驱逐舰，最“年轻”

的也有 18 岁，不适合在舰队内

随同主力舰作战， 却仍适合发

挥“余热”，为商船护航。 这些旧

军舰的到位， 一方面让英国可

以编成急需的商船护航编队 ，

另一方面也让更新式的驱逐舰

得以充实皇家海军主力舰队 。

（据环球网）

他身佩象牙柄手枪 ，嘴

里叼着粗大的雪茄， 口吐指

挥坦克向前冲锋时的污言秽

语， 这样的画面像注册商标

一样贴满了欧洲战场的每个

角落 ； 他曾不止一次地说 ：

“一个职业军人的适当归宿，

是在最后一战被最后一颗子

弹击中而干净利索地死去。 ”

然而， 命运却让他倒在一场

离奇的车祸中。 他，就是二战

时横扫欧洲战场，被称为“战

神”的乔治·S·巴顿将军。

“美军第一个坦克兵”

二战曾使许多美国将军

声名显赫，而一句“赢得战争

靠两样东西， 那就是胆量与

鲜血”的名言，让巴顿赢得了

“铁血将军”的美名。 在很多

人眼里， 巴顿就是为战争而

生的。

巴顿 1885 年 11 月 11 日

出生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

一个军人世家， 曾祖父是美

国独立战争时期的一位 准

将， 祖父和父亲都毕业于弗

吉尼亚军事学院。 19 岁时，巴

顿进入西点军校。 从步入军

界起， 他就把南北战争著名

战将杰克逊的一句格言———

“不让恐惧左右自己”， 作为

自己一生的座右铭。

1917 年 11 月 9 日，巴顿

接到负责组建美军第一个坦

克营的命令。 为此，他先后赴

英法等国的坦克学校见习 ，

回国后即建立坦克训练 中

心。 他在领导坦克兵训练时

十分严酷， 士兵和军官每天

从天亮到天黑都要完成一套

固定的训练计划， 晚上则听

军官训话。 巴顿向军官们传

达的信息只有“前进， 再前

进”。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

1918 年 9 月 12 日到 15 日，

巴顿率领他的坦克部队参加

美军第一集团军进攻凡尔登

西南地区以及阿尔贡地区的

战斗。 他也因此获得十字勋

章，被马歇尔将军称为“美军

真正的第一个坦克兵”。

一战结束后， 巴顿奉调

回国， 开始为组建独立的坦

克部队鸣锣开道。 二战初，他

一边关注德军运用坦克部队

实施“闪击战”的战况 ，一边

潜心研究坦克战术。 1940 年

7 月 10 日， 美国宣布成立装

甲兵司令部， 组建两个坦克

师， 巴顿应召出任第一装甲

军第二装甲师旅长 。 次年 4

月，巴顿升任师长，晋升为少

将。 1942 年初， 巴顿升任军

长， 并率部赴沙漠训练中心

训练，为参战做准备。 这一年

11 月， 巴顿率部在北非成功

登陆。

1943 年 5 月， 他调任美

国第七集团军司令， 配合英

军在意大利西西里岛登陆作

战。 然而， 这一年， 英美盟

军在北非遭到“沙漠之狐 ”

隆美尔率领的德军反击， 陷

入困境。 为了扭转战局， 美

军再次将巴顿调回北非 战

场 ， 任第二特种部队司 令

官 。 年逾 50 岁的巴顿 ， 一

上任就整顿军纪， 命令伙房

必须准时开饭， 官兵服饰整

齐， 不准把女人裸体画带进

军营， 还制订了极严格的训

练计划。 经过雷厉风行的整

顿， 巴顿麾下的官兵一扫悲

观畏战的情绪， 个个斗志昂

扬、 骁勇善战……

巴顿极为自信， 从不掩

饰自己的观点。 1944 年，诺曼

底登陆战役开始后， 巴顿率

第三集团军于 7 月集结在柯

腾丁半岛上， 他的任务本是

向西攻占布列塔尼地区 ，但

他的进攻精神和运动战速度

终于把局部的突破变成了全

面运动战， 迫使德军全面撤

退。 巴顿像秋风扫落叶一样

挺进塞纳河， 堵住了残余德

军的退路， 随后突破齐格菲

防线，抢渡莱茵河，长驱直入

德国，与苏军会师。 此后德军

全面崩溃， 巴顿终于抢在英

军总司令蒙哥马利之前 ，为

美国人赢得了战场 上 的 荣

誉。 他也因此被晋升为四星

上将。

然而， 这样一位在战场

上功勋卓绝的将军， 却暴躁

自大，出言粗俗，甚至险些因

此断送他的高级指挥生涯 。

二战期间， 当一卡车德国战

俘被送到时， 他下令重机枪

扫射；另一批 60 名意大利战

俘也以同样的方式被射杀 。

像这样嗜杀成性的指令 ，共

导致了 5 次屠杀事件。 而当

巴顿在美军医院里发现并未

受伤的士兵 （其实患有炮弹

休克症）时，他大发雷霆 ，伸

手就给那个士兵一记耳光，

扬言要枪毙他。 此事传开后，

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 美军

最高统帅艾森豪威尔将军责

令巴顿公开道歉才算了事。

当然， 巴顿也善于用他

那极富个性的粗俗语言激发

士兵的斗志。 在二战的一次

战前动员会上， 巴顿对士兵

们说：“20 年后， 你会庆幸自

己参加了此次世界大战。 到

那时当你在壁炉边， 孙子坐

在你的膝盖上问你 ：‘爷爷 ，

你在二战时干什么呢？ ’你不

用尴尬地干咳一声， 吞吞吐

吐地说：‘啊……爷爷我当时

在路易斯安那铲粪。 ’与此相

反，弟兄们，你可以盯着他的

眼睛理直气壮地说 ：‘孙子 ，

爷爷我当年在第三集团军和

那个狗娘养的乔治·S·巴顿

并肩作战’！ ”

铁血将军的三次落泪

尽 管 巴 顿 一 生 言 谈 粗

鲁，性情暴躁，但他曾 3 次落

泪令人难忘。

1943 年 7 月 9 日午夜 ，

美国第七集团军的参谋人员

在指挥舰的甲板上一 字 排

开， 巴顿下达了进攻西西里

岛的动员令：“诸位， 现在的

时间是 7 月 10 日零时 1 分。

我荣幸地奉命指挥美国第七

集团军。 它是午夜投入战斗、

天亮前接受战斗洗礼的历史

上第一个集团军。 ”接着，仪

仗队走过来， 把新军旗献给

了巴顿。 士兵们发现，巴顿流

下了激动的泪水。 这是他第

一次带领部队到敌国的领土

上去战斗。

1945 年 6 月 7 日， 巴顿

生前最后一次回到美国。 在

波士顿 ，100 多万人排成了

40 公里的长队，夹道欢迎他。

面对热情的群众， 巴顿指着

胸前的绶带动情地说：“是勇

士们赢得了勋章， 只不过由

我们佩戴罢了。 ”他讲到不久

前严酷的战斗生活时， 再也

说不下去了， 不得不坐下来

擦泪水。

1945 年 6 月 14 日，巴顿

将军到华盛顿的沃尔特·里

德医院看望负伤的士兵。 在

医院里， 他同伤员们一一握

手。 当看到了一个正在等待

安装假手、假脚的伤员时，巴

顿满脸泪水地说 ：“士兵们 ，

我真该死！ 如果我能做得更

好一些， 你们绝大多数人都

不会到这个地方来。 ”

一场密谋的车祸

也许造化弄人， 誓言战

死沙场的巴顿并未如愿 ，等

待他的却是一场离 奇 的 车

祸。

1945 年 12 月 9 日，调任

第十五集团军司令仅一个月

的巴顿， 在去德国曼海姆打

猎途中突遭车祸。 他的脊柱

严重错位， 脖子以下没有知

觉。 很快，他被送往德国海德

堡的医院急救。 在他受伤住

院一周后， 医生们认为他已

脱离危险。 然而，12 月 20 日

下午，血栓突然发生了，巴顿

的情况急转直下，12 月 21 日

5 时 55 分， 铁血将军巴顿停

止了呼吸。

巴顿去世的消息传来 ，

他的不少部下、 亲属听到噩

耗，第一个反应就是“他被害

了”！ 而美国国家档案馆中关

于巴顿车祸和去世的记录也

异常离奇。

首先， 遭遇车祸时同在

车上的

３

个人，其他两人皆

毫发未损， 为何偏偏只有巴

顿一人受重伤？ 其次，肇事司

机怎么能在案发后 顺 利 溜

掉？ 此外，美国当局对此次车

祸的调查也十分草率， 没有

留下任何现场调查的官方材

料， 唯有一份巴顿车上司机

的证明材料， 上面还有明显

被改动的痕迹， 种种迹象让

巴顿的死变得迷雾重重……

2008 年底， 美国二战历

史学家罗伯特·威尔考克斯

披露 ： 巴顿是遭暗 杀 身 亡

的， 原因是他威胁要披露盟

军领导人的失误， 因而惨遭

灭口。 据此， 有人认为巴顿

之死跟他与艾森豪威尔的矛

盾有关。 艾森豪威尔感到了

威胁， 欲除之而后快。 也有

人认为， 巴顿之死与“奥吉

的黄金”谜案有关。“奥吉的

黄金” 是纳粹在二战中埋藏

的一批黄金，后来，它被美军

某些将领发现后窃为己有。

巴顿将军受命调查此案 ，就

在真相即将大白之际， 巴顿

遇上了车祸。 这或许是某些

人担心劣迹败露而先下手为

强。

而二战期间曾给盟军当

过间谍的著名画家 道 格 拉

斯·巴扎塔则称，当时美国间

谍头子、 中情局的前身战略

情报局局长比尔·多诺凡要

他刺杀巴顿将军， 但是他没

干。 那起车祸由他的一个“熟

人”干的。 巴扎塔称，计划中

并不打算让将军丧 生 于 车

祸，他听说是在医院里用“可

以引起血栓、 心脏衰竭之类

的氰化物提炼药剂” 送了巴

顿的命。 但 1995 年，85 岁的

巴扎塔在接受威尔考克斯采

访时，又称他之前所说的“熟

人”其实就是他本人，是他实

施了暗杀计划 。 巴扎塔称 ：

“我们遇到了一个可怕的情

况， 那位伟大的爱国者 （巴

顿） 已失控， 我们必须挽救

他， 避免他毁掉盟军所取得

的一切成果。 ”

因战争而生的巴顿 ，具

有荷马史诗式的英雄本色 ，

以为军人的天职永 远 在 战

场。 而不懂政治的他，一俟战

争硝烟散尽， 便恍觉无用武

之地 。 正如他自己所说的 ：

“为我悲者，不知我也。 和平

是我的地狱。 ”

（据环球网）

英国急需军舰救命 美国却想趁火打劫

二战期间英美间的离奇交易：

用驱逐舰换岛屿

铁血巴顿：

死于离奇车祸

电影《巴顿将军》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