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号机领航员的遭遇最惊险

鲍勃·格雷中尉驾驶的 3 号机没有在雨夜里

看见海岸线，最后看见云下大片的灯光，才知道已

经进入大陆，并且是在一座城市上空，格雷投下了

仅有的两枚照明弹， 希望能借助照明弹的光亮发

现可以迫降的平地，但在黑暗中什么也看不见。 晚

10时许，燃料马上就要用完了，格雷只好下令弃机

跳伞，这是浙江遂昌附近的山区，地形相当复杂，

格雷中尉降落在一个山坡上，等他看清周围后，惊

出了一身冷汗———他降落的地点离一个陡峭的悬

崖只有几步之遥！ 格雷和投弹手阿登·琼斯中士天

亮后被当地的百姓护送到衢州。

副驾驶雅各布·曼奇中尉也降落在山坡上，他

知道黑夜里在地形复杂的山区乱走是非常危险

的，干脆就地把降落伞当被子蒙头大睡。 天亮后他

来到山下的村庄， 把第一个遇到的老妇吓得掉头

就跑。 还好第二个村民将他带回家， 由于语言不

通，这人先画了日本的太阳旗，曼奇指指自己的高

鼻子，然后将太阳旗抹去，接着村民又给他看了英

国的米字旗，曼奇还是摇头。 最后给曼奇看了报纸

上的罗斯福照片，曼奇这才笑着点头，村民笑着与

他握手，随后将他护送到衢州。

领航员查尔斯·奥祖克中尉的遭遇最惊险，他

落到悬崖下， 右膝盖狠狠地撞在岩石上， 伤得很

重，万幸的是降落伞被悬崖上的树挂住了，才使他

没有坠崖，但他就这样被吊着过了整整一夜，天亮

后被当地农民营救并将其送到乡公所所在地。

7号机坠落在浙江三门县海域。 当地百姓把 5

名受伤的飞行员送到附近海游镇做简单包扎，然

后用轿子将 4 名伤势较重的飞行员送至当时医疗

条件最好的临海恩泽医局救治。 医生陈慎言和闻

讯赶来的美国医生怀特为伤员威尔逊成功地实施

了截肢手术。 为照顾他们的生活，还请来两名英国

修女当翻译，做西餐给他们吃。

15 号机坠落在象山南田大沙洋面。 5 名机组

人员在当地渔民的帮助下， 安全地通过了日军封

锁线。 但另一架坠落于爵溪附近洋面，生还的 3名

飞行员，在当地乡公所派出 10 名壮丁将他们送往

象山县政府途中， 被日军警备队截住，3 名飞行员

被俘，10名壮丁被日军就地枪杀。

（据《新民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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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4 2 年中国军民冒死救美飞行员

东京上空的 3 0 秒轰炸， 造就第二次世界

大战的一段传奇故事。 在纪念杜立特轰炸东京

7 0 周年之际，美国杜立特轰炸者协会邀请当年

浙江籍救援者的家属———分别来自江山和绍

兴的廖明发、贺绍英等参加纪念活动，共同回

忆那段令人难忘的传奇经历。

引子

今年是纪念杜立特轰炸东京 70 周年

在美国华盛顿波托马克河边的阿灵顿国

家公墓， 詹姆斯·杜立特的墓前摆满鲜花和卡

片。 每年都有许多人来这里悼念这位英雄，其

中也包括不少中国人。

今年是纪念杜立特轰炸东京 70 周年。 70

年前， 他率领飞行员驾驶 16 架 B-25 式轰炸

机， 空袭日本。 世界战局也从那一刻开始有

了变化。

返航途中，由于受导航、天气等影响，美军

飞机大部分在浙江、江西、福建、安徽交界地迫

降。参加作战的大部分机组人员在中国军民的

帮助下，安全返回美国。

临危受命：轰炸东京 30 秒

在美国， 杜立特是家喻户晓的民族英雄。

杜立特 1896 年出生于加利福尼亚，身材矮小，

但自小喜爱运动。 莱特兄弟发明飞机后，杜立

特更是疯狂地迷恋飞行，还自已制作了一架飞

机。 1917 年，他加入美国陆军航空兵部队，由

于表现出色，仅半年时间，就被晋升为教官。

1941年 12月 7日， 日本偷袭珍珠港， 令

美国太平洋舰队主力几乎全军覆没。 美国人

觉得蒙受极大的耻辱， 全国上下无不沮丧。

为了提升低落的士气， 狠狠打击一下日

本人的嚣张气焰， 美国决心对日本本土发动

一次大范围的空袭， 东京自然成了首选。

这对当时的美国来说， 这是一项极其艰

巨的任务。 美国在浩瀚的太平洋上并没有足

以袭击日本本土的空军基地。 而且当时美国

海军最远程的轰炸机续航力也无法从夏威夷

直接飞到日本。 如果用舰载飞机袭击， 由于

其作战半径很小， 航空母舰必须靠近日本才

能成功。 而这将使美军航空母舰驶进日本陆

上轰炸机的作战范围， 严重威胁航母安全。

有人提出一个大胆的方案：用陆军的中远

程轰炸机从航空母舰起飞， 做单程飞行， 完

成轰炸任务后到中国的机场降落。 被选中的

是 B-25 式中型轰炸机， 是当时美国最先进

的轰炸机之一。 但在航空母舰如此短的飞行

甲板上要使这个庞然大物腾空而起， 实在太

困难了。

就在这时，已是美军小有名气的轰炸机部

队军官的杜立特接受了这个生还希望很小的

危险任务。 在杜立特的带领下，飞行员们开始

了艰难的训练：尽可能缩短起飞距离。 经过一

个多月的紧张训练，终于达到要求，能以每小

时 100 公里的时速在所要求的距离上起飞，有

的甚至还要短。

一切准备就绪。 1942 年 4 月 18 日，16 架

B-25轰炸机飞抵东京上空， 对军事目标进行

轰炸。从第一枚炸弹落下，到攻击完毕，总共花

了短短 30 秒钟。 接着，飞机按照原定计划，向

浙江衢州机场及丽水、江西南昌两个备用机场

飞去……

遇险迫降：中国军民勇相救

说起这段营救美军飞行员的历史，许多浙

江的老百姓依然记得。

分别来自绍兴和江山的两位老人贺绍英、

廖明发的父亲当年曾救助过美军飞行员。

由于不熟悉航线，加上天气恶劣、油料耗

尽， 美军 16 架轰炸机均未能在中国机场平安

降落，大部分轰炸机在浙江、江西、福建、安徽

等地迫降或坠落。 杜立特所在的 1 号机组，落

在了临安天目山。

那天深夜，下着大雨，时任浙西行署主任

的贺扬灵正在灯光下处理公务，听到远处传来

飞机低沉的引擎声， 在上空盘旋大约 20 分钟

后，一声巨响，落在不远的山外。 第二天凌晨，

他们在一户人家的牛车里发现了两个身穿军

装的外国人，正是杜立特和 1 号机组的中尉副

驾驶员理查德·科尔。经过询问，贺扬灵获知他

们参与轰炸日本的事后， 立即邀请他们到家

中，并让妻子准备一些半西式早餐。

在与杜立特的交谈中， 贺扬灵了解到，

由于汽油耗尽， 机组人员不得不选择弃机跳

伞。 他们现在最想做的， 就是按原定计划赶

到衢州， 与其他飞行员会合。 在中国军民的

陪同下， 杜立特等人最终安全抵达衢州。

在衢州江山， 美军 3 号机不幸跌落在山

间。当时只有 7岁的廖明发至今还能记起父亲

廖诗元救助美国飞行员的些许片断。“我记得

那个时候，我父亲在山上发现了受伤的领航员

奥祖克。 ”廖明发说，虽然对方是个穿着军装的

外国人，但父亲仍然将他从山上背下来，安置

在自己家中，并上山采草药为他疗伤。后来，廖

诗元和村民们又辗转将奥祖克从江山送至衢

州。

最终，美军 80 名机组人员中，有 64 人在

中国军民的帮助下获救，最终安全返回美国。

更多细节

B-25 轰炸机群

衢州加油未遂之谜

B-25机群原定计划是到浙

江衢州机场加油后返回。 然而，

由于空中与地面失去了联系，

轰炸机群无法着陆， 在油料耗

尽之后， 机组人员被迫弃机跳

伞。 庄月江先生一直在衢州工

作生活， 为弄清这一事件的真

相， 他对当时事件的亲历者进

行了走访， 对遗迹实地进行了

考察。

对这次轰炸东京归来的美

国飞机未能按计划在浙江衢州

机场降落加油， 曾有一种说法：

由于天黑雨大， 衢州机场当局

误以为日机侵犯而关闭机场。

为弄清事实真相， 20 世纪

90 年代初， 庄月江访问了当年

任中国农业银行衢县办事处主

任、 1989 年从台湾回衢州定居

的戴允铭先生。 戴先生对庄月

江说， 那天 （1 9 4 2 年 4 月 1 8

日） 确是雨天。 晚上七八点钟，

衢州有警报声， 也有飞机声，

但这飞机声不同于日本蚊式飞

机的声音（日机一般晚上不出

动）。 次日， 才知道是美国飞

机。 这些飞机轰炸东京返航，

计划在衢州机场加油。 “大黄

蜂” 号航空母舰将此事通知华

盛顿最高指挥部， 华盛顿再通

知重庆当局。 重庆将这一指令

通知衢州机场， 已是午夜 12

时。 尽管衢州机场立即开放，

但未见美机降落———原来， 当

晚 8时至 10 时， 返航美机飞到

浙江上空， 已油尽而坠地， 有

的落入海中。

戴先生说， 当年衢州机场

的负责人是陈诚的侄儿陈又超。

戴允铭与陈又超时有往来。 事

发后， 陈又超曾同戴先生讲起

过， 当时空军官兵也听出不是

日本飞机， 但没有重庆最高指

挥部命令， 即使知道是美国飞

机， 也不敢擅自开放机场。 后

来等来了命令， 却为时已晚。

在由中国军民救助脱险的

64 名美国飞行员中， 有 34 人

由驻军、 行政机构或游击队护

送到衢州空军第十三总站集中。

他们稍事休整， 即由衢州乘军

车到湖南衡阳， 由衡阳机场登

机飞抵重庆。 衢州空军第十三

总站位于衢州城西 5 公里处常

山港南岸汪村的红土丘陵中

（当时的空军官兵称其为“石头

山”）。 1947 年， 蒋介石将衢

州空军第十三总站的营房改建

为“雨农中学”， 以纪念戴笠。

衢州解放后， 雨农中学被撤销，

遗址仍在。

▲

美军飞行员与

中国军民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