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敖德萨地道的历史源远流长。 由于地下蕴藏着丰富石材，从

1794年敖德萨建市至今， 敖德萨的城市建设一直依赖于地下石材，

因此就在敖德萨地下留下了长达数千公里的地道。 这些地道互相交

错，上下分列，有的多达 3层，深入地下 20多米，蔚为壮观，世界范围

内绝无仅有，而这也成了现在敖德萨不能修建地铁的主要原因。

据不完全统计，敖德萨地道的总长有 2500 公里～3000 公里，二

战中，当地游击队曾绘制出一份精确的地道分布图———建筑工程师

出身的莫罗佐夫功不可没，而他率领游击队炸毁德军军火库的故事

更是家喻户晓，1996 年，乌克兰政府特地在敖德萨建立纪念碑，缅怀

他们的英勇事迹。

与纪念碑一同落成的还有敖德萨地道战纪念馆，纪念馆位于城

市西北郊，入口在一个约 3 米深、近百平方米的露天空地上，参观者

需拿一支蜡烛走入光线昏暗的地道。 无数的空隙、坑道、竖井岔道组

成了错综复杂、蜿蜒曲折的地道迷宫，这里的温度常年维持在 8℃～

10℃，地下水不断渗出，阴冷潮湿，游击队员在地道内生活、战斗了 3

年多，他们需要克服的困难是后人难以想象的。

当年敖德萨游击队的作战室周围的地道里还分布着“男宿舍”、

“女宿舍”和“厨房”，最多时这里曾住过 380多人，其中就有不少女战

士和儿童。 宿舍和厨房设施都非常简陋，所谓的宿舍，其实只是依地

形开凿的宽约 6 米、深不到 2 米的石床，上面铺了一条破毛毯，而厨

房也只有两只水桶和三四个碗。

（据《环球人文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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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也有地道战

二战期间乌克兰 3000公里地道

造就地下奇迹

地道战是一种历史悠久的战争形式，从冷兵器时

代一直延续到现代战争。 地道战注重隐蔽自己，突然

袭击，猝不及防间给予对手致命一击，因此，每场地道

战几乎都与奇谋相连，直到战争停息多年之后仍能穿

越尘封，令人不寒而栗。

光阴荏苒。 直至 1990年，当地一个名叫阿兰·雅克的男子决心

对神秘的阿拉斯“地下城”展开调查。起先，雅克发现了“布伦海姆”

区域，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多片未知隧洞区逐渐浮现。1994年，因一

次天然气管道维修工程，他又发现了“汤姆森”区。随着调查工作的

深入，当时的英法联军部队如何进驻地道，以及发起进攻的过程细

节也被雅克一一理清。“士兵们可以从城中每家每户的地道入口进

去，然后走向指定的区域，在那里等待数天后便可集结完毕。 为避

免迷失方向，部队进驻都按照既定的计划进行，小镇里四处可见的

‘TOC’标记就表示‘从此进入地洞’，为混淆敌军视线，这些入口都

设计成不同的形式……进入地道后，每个洞穴都由石灰岩柱隔开，

每间都标上了号码， 战士们通过事先派发的数字陆续进入指定的

洞穴。 这些洞穴也有明确的分工，有些用于居住，有些是厨房，距离

汤姆森区不远还建了一座 700 个床位的大型医院， 甚至配备了手

术室和停尸房。 ”1999年，阿拉斯地道的部分区域在修复后改建为

博物馆，向公众开放，阿兰·雅克也成了这里的首席讲解员。

法国阿拉斯地道战：

英国矿工掘出的地下城

【地道特点】

阿拉斯整个地道网络

由两个“大迷宫”组成，每

个都长约 20 公里。 士兵

们可以从城中每家每户

的地道入口进去，然后走

向指定的区域。其中建有

餐厅、教堂、加油站、轻型

铁轨等附属设施，以及一

座设备齐全的战地医院。

1917 年发生在法国北部的阿拉斯战役， 是第一次世界

大战中规模最大的地道作战， 对阵双方是协约国英法联军

与德国军队。 战役打响前，英法联军在阿拉斯地下开掘出庞

大的地道网络，埋伏下整整 2.5 万名士兵。 1917 年 4 月 9 日

清晨，这些士兵从地道中冲出，出其不意地攻入德军阵地，

以微小伤亡取得了整场战役的胜利， 阿拉斯战役是人类战

争史上的经典一战，而阿拉斯地道也从此名载史册。

3个月挖出庞大的地道网络

当年的阿拉斯是同盟国与协约国军队争夺的焦点———一旦夺

占阿拉斯就等于洞开了巴黎的门户，整个法国便岌岌可危。从 1914

年到 1916年，阿拉斯几易其手，1916年战事日趋紧张，阿拉斯已是

满目疮痍，英法守军在一片废墟上加紧修建防御工事。 与此同时，

攻势凌厉的德军在小镇东部虎视眈眈，他们正在向这里集结重兵，

最高统帅路德维希甚至已让人铸好了纪念碑， 准备在破城之日将

它安放于小镇的最中心。然而，这些德军并不知道，就在此刻，一项

地下工程正在他们眼皮底下悄悄进行。

在经历了 1916 年索姆河战役的惨重伤亡后，英法联军得出了

一条血的教训：跟装备精良、战术多变的德国步兵师硬碰硬，无异

于大规模自杀！他们变更了作战策略，雇佣了来自新西兰隧道公司

的 500 名经验丰富的矿工， 与一队平均身高只有 5 英尺 3 英寸的

英国约克郡矿工组成挖掘队， 仅用 3 个月时间便在阿拉斯地下挖

出了庞大的地道网络。

整个地道网络由两个“大迷宫”组成，每个都长约 20 公里，能

够容纳 2.5万名士兵。地道并非如人们想象的那样狭窄，相反，它能

够让两支部队自由穿行， 最宽的地方甚至可以铺设一条供应补给

的铁路。挖掘工程结束后，人们又立即在其中建立起餐厅、教堂、加

油站、轻型铁轨等附属设施，以及一座设备齐全的战地医院。

2.5万名士兵藏在“地下城”

阿拉斯地道于 1917年全线竣工，英法联军司令部决定在 1917

年复活节发起反攻，2.5 万名士兵开始在英国陆军元帅道格拉斯·

黑格的指挥下，秘密进驻这座巨大的“地下城”，准备伺机而动。 在

他们头顶上方数十米处，就驻扎着如狗一般机警、却对地下情况毫

无察觉的德军。

士兵们在等待了一个多星期后，战事终于爆发。 1917年 4月 9

日清晨 5 时 30 分，英军第三突击师发起进攻信号，随后，多支联军

小分队有序地从指定出口冲出地面， 奇迹般地出现在敌人眼皮底

下，向驻扎在阿拉斯的德军第二和第六步兵师发起突袭。 当日，大

雨滂沱，寒风刺骨，在猛烈的迫击炮火掩护下，联军顺利进入德军

阵营。 狼狈不堪的德国人没有想到英法联军会在距离自己不到一

英里的地方突然出现，他们连靴子都没来得及换，有的甚至还穿着

睡衣就成了俘虏。

此役，英法联军大获全胜，以 1000 多人的微小伤亡击溃了整

个德军师团，成功将战线向前推进了 10 多公里，身后的巴黎从此

安枕无忧，阿拉斯地道战也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经典战役。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人们重建了阿拉斯小镇。 新的居民希

望能够忘却战争留下的所有创伤，于是市政当局草草封闭了“地下

城”。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镇上一部分知道“地下城”存在的居民

将其重新启用，作为地下掩体保护人们免遭空袭。但是一到战争结

束，地道又被重新封闭，从此不见天日。

地洞入口设计成不同的形式

乌克兰地道战：

3 0 0 0 公里的地下奇迹

敖德萨位于乌克兰南部，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因为濒

临黑海，又有着“黑海明珠”的美称。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

国入侵苏联，乌克兰便成为德军东线的主战场，敖德萨当然

不能幸免，它于 1941 年沦陷，被德军占领长达 3 年之久。

然而奇怪的是，尽管经受了战火摧残，但敖德萨容颜未

改，市内无数的古迹名胜几乎毫发未损，而与它相隔不远的

乌克兰首都基辅，却在战争中满目疮痍，这就是所谓的“敖德

萨奇迹”。

铸造奇迹的正是敖德萨地下纵横交错的地道。 1944 年 4

月 10 日深夜，一次精彩的地道偷袭彻底瓦解了德军的斗志，

他们最终向兵临城下的苏军投降，城市光复，而敖德萨地道

战的光辉也从此彪炳史册。

战役下一步如何进行很棘手

1944年 3月 26日，敖德萨外海的海战接近尾声。 战斗已打了 5

天，激战的双方是苏联黑海舰队和纳粹德国的罗马尼亚舰队，在大

量陆基航空兵以及海岸火炮的配合下，苏军共击沉德军护卫舰 4艘、

鱼雷艇 12艘、快速登陆驳船 16艘，也就在当天下午，德军旗舰“格明

登”号被鱼雷击沉，这场旷日持久的海战终于尘埃落定。

在海战进行的同时，苏军装甲部队强渡敖德萨北面的德涅斯特

河成功，随后便发起了对敖德萨市区的进攻。 海上、陆地的对外联系

都被切断， 驻守敖德萨的德军第三集团军顿时陷入孤立无援的地

步。 敖德萨驻军司令、德第三集团军统帅西格蒙德考虑再三，还是决

定固守待援———此刻他手下还有 9000多精锐部队，弹药供给也很充

足，两个军火库的囤积足以让德军再坚持一年。 况且西格蒙德手中

还有一张王牌———在敖德萨战役打响前，他已命人在城内四处埋设

炸药，而沃伦佐夫宫、波托茨基宫、敖德萨大歌剧院这些沙皇时代的

建筑瑰宝更是早就被炸药包围。

果然，苏军在攻克了敖德萨外围后便不再推进，只派出小股部

队展开试探性攻击， 一方面是担心大举进攻会破坏城中的文物古

迹，另一方面，与德军巷战不仅会蒙受巨大伤亡，也会推迟整个战役

的进度。 敖德萨战役下一步将如何进行，这是摆在苏军统帅面前的

棘手问题。

神秘地道成为扭转战局的关键

就在一筹莫展之际， 一个人的到访为整个战局带来了转机，他

就是敖德萨地区游击队长帕夫里科·莫罗佐夫。 他向苏军统帅部建

议：暂停敖德萨正面攻势，派遣游击队员经地道潜入德军军火库将

其引爆，这个“釜底抽薪”之计定能使德军军心大乱，光复敖德萨就

会变得易如反掌。 莫罗佐夫的主动请缨很快得到了批准，苏军统帅

部还派出两支工兵小队，配合莫罗佐夫的行动。 4月 10日晚，敖德萨

城中发生了两次惊天爆炸，熊熊大火映红了整片夜空，德军军火库

被成功炸毁。 然而令人惋惜的是，就在撤退途中，莫罗佐夫和他的游

击队员与德军遭遇，一番激战后全部壮烈牺牲。

由于军火库被炸，困守在敖德萨城内的德军部队，直接面临着

弹药物资短缺的威胁。 4月 27日，穷途末路的德军发生哗变，在拘禁

了统帅西格蒙德后弃城投降。 苏军兵不血刃进入敖德萨城。 莫罗佐

夫的游击队以及那些神秘地道，成为扭转战局的关键。

地道总长有 2500公里～3000公里

【地道特点】

敖德萨地道互相交

错，上下分列，有的多达

3 层， 深入地下 20 多

米，蔚为壮观。地道总长

有 2500 公里～3000 公

里，无数的空隙、坑道、

竖井岔道组成了错综复

杂、 蜿蜒曲折的地道迷

宫。地道里还分布着“男

宿舍”、“女宿舍”和“厨

房”，最多时这里曾住过

380多人。

阿拉斯“地下城”中士兵们留下的食物和饮料

盒子。

敖德萨地道战纪念馆放着当年的一挺重机枪。

阿拉斯“地下城”的每块区域都以家乡名命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