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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内，一辆
T-34坦克静静地伫立在地下一楼展厅
内。聚光灯下，一身军绿的它显得沉
稳、庄重。岁月的气息悄然弥漫开来，
这让它前伸的炮管上那 6颗红五角星格
外引人瞩目。

前面的解说板上有一行醒目的大
字：“英雄的215号坦克”。

仅从装备参数上判

断，这几乎是一场无法获

胜的对决

1953年，中国人民志愿军开始了夏
季反击战役。同年 7月，在石岘洞北山
某高地上，敌人的 3辆M46坦克给志愿
军形成了严重威胁。这是美军插入志愿
军阵地的一颗钉子，经过他们煞费苦心
的经营，高地上还同步构筑起坚固的防
御工事。

志愿军独立坦克第四团二连二排
215 号坦克和其他 2辆坦克受领了“拔
钉子”、支援步兵攻下敌方高地的任
务。当时，215 号坦克和其他 2辆坦克
都是由苏联生产的T-34坦克。

T-34 坦克对阵 M46 坦克，仅从装
备参数上判断，这几乎是一场无法获
胜的对决。

M46“巴顿”坦克是二战后美军第
一代坦克，是 M26“潘兴”坦克的改进
版。而M26坦克是二战期间美国研发
的重型坦克，本准备用于对付德国
“虎”式坦克，但它参战后刚过了几个
月，德军就宣告投降，尚未来得及发挥
作用。

1948 年 7 月，安装了新发动机、新
变速箱和新型火炮的 M26 正式改称
M46“巴顿”中型坦克。

改装后，M46 正面装甲厚度超过
100毫米，呈倾斜式布置，后部装甲最大
厚度为 51 毫米，侧面装甲最大厚度为
76毫米。所配火炮为 90毫米 M3A1坦
克炮，射程远、精度高。

T-34/85坦克是苏联 20世纪 40年
代初开始装备的中型坦克。中国成立装
甲兵部队后，从苏联购买了 10个坦克团
的这种装备。它也因此成为中国人民志
愿军装甲兵部队的主要装备。

T-34坦克的正面倾斜装甲厚度只
有 60毫米，侧面装甲厚度 45毫米，而主
炮是 85毫米的坦克炮。

如果正面相遇，在正常交战距离，
T-34 很难击穿M46车首装甲，而M46
则可以从正面击毁T-34。

身为T-34坦克的215号就在这样的
数据背景下，驶向了与M46对决的战场。

危急时刻，单车上演

“绝地反击”

向预定阵地开进那日，正值雨季。
许多巨大的弹坑都被积水掩盖。

3 辆坦克驶入一片开阔的泥泞地
时，一发炮弹突然在 215号坦克正前方
落下，泥地瞬间被炸出一个大坑。驾驶
员陈文奎立即刹车，但为时已晚，巨大
的惯性把坦克带进了深坑。

坦克车长杨阿如和战友们跳下战
车，垫木头、挖泥土，用尽办法，但重达
32吨的坦克依旧动弹不得。

此处距敌阵地仅千余米，又不易隐
蔽。情况十分危急。杨阿如向指挥所
汇报了情况。新命令很快下达：其他 2
辆坦克先行撤退，由 215号坦克单独承
担消灭敌坦克任务。

如此作战环境，要想完成任务，难
度可想而知。但是，T-34 坦克在朝鲜
战场上展现出的惊人射程和威力，给了
全体乘员以信心。

在夜色掩护下，坦克手们再次跳下
战车，用泥土、碎石、草木将坦克伪装成
一个小土包。为使其更加逼真，他们抹
平了周围 20米内履带碾压的痕迹，摆正
了几株被撞倒的植被……

高地上的敌军似乎有所觉察，对这
片开阔地的炮击更加猛烈、密集。伪装
后的 215号坦克门窗紧闭，车内闷热不
堪。没有食物，也没有水，大家咬紧牙
关继续对敌方阵地进行认真观察，仔细
记录高地上敌军动态。

第二天黄昏时分，高地上3辆敌方坦
克突然出现。炮长徐志强抓住时机，迅
速锁定目标侧后装甲，杨阿如一声令下，

215号坦克发出一声声怒吼，穿甲弹相继
出膛，敌方首辆坦克顿时被击穿起火。

敌炮火迅速向 215号坦克所在方位
袭来。敌另外 2辆坦克慌忙调转炮口。
杨阿如果断下令，战车连续发射出穿甲
弹，敌第二辆坦克燃起熊熊大火，第三
辆也被打得动弹不得。

这使杨阿如他们更加坚信，只要战术
运用得当，照样能以弱制强，取得胜利。

示假隐真，全体乘员

与坦克同进退

一连摧毁、击伤敌 3辆坦克后，215
号坦克的方位暴露了，虽然敌步兵不敢
擅动，但坦克周围爆炸声已四起。是丢
下坦克撤退？还是等在原地挨炸？陈
文奎想出一计，迅速发动坦克，猛踩一
脚油门，让发动机大声吼叫，然后慢慢
降低油门，逐渐把声音变小，最终使坦
克熄火，佯装正在撤出阵地。

敌人上当了，他们的炮火沿着坦克可
能退却的道路，狂轰滥炸地延伸了2千多
米。原地未动的215号坦克却毫发未损。

现在重新回顾那段历史，就可以知
道为什么 5名坦克手会选择与 215号坦
克共进退。从第一到第四次战役，志愿
军战士对付敌军坦克，只能依靠步兵手
中的少量反坦克手雷、无后坐力炮等武
器，直到第五次战役才有了一定规模的

坦克部队。
如果再对比下双方的坦克数量，这

种选择的必要性就更加清晰。1953 年
以前，在朝鲜前线的志愿军坦克部队，
有 4个团以上的兵力，共有坦克近 200
辆，总数为“联合国军”坦克数量的十分
之一。最多时也才达到 7个坦克团，坦
克数量是“联合国军”坦克的七分之一。

这种情况下，坦克手们对 215号坦
克怎能不“视如珍宝”。

经过重新伪装，全体乘员以顽强的
毅力，再次坚守在 215号坦克上。两天
两夜没有进食，许世德、徐志强、陈文奎
相继昏倒。指挥所允许只留下两个人，
其他人员全部撤出。可谁也不肯离开。

10日早上，215号坦克收到指挥所
新命令：消灭敌方高地上新调进的 2辆
坦克。

首先要把坦克开出来！面对新的
作战命令，已经十分疲惫的官兵以常人
难以想象的顽强毅力再次行动起来。
他们把混合了泥土的草堆捆在身上，以
躲开敌机侦察和狙击手偷袭，爬到几百
米以外的山上寻找被炮火炸断的树
干。经过了不知多少次往返，他们终于
在临近傍晚时聚集了 70多根木头，垫平
道路，将坦克开出了弹坑。

午夜，战斗打响，215号坦克仅用 11
分钟，就击毁敌M46坦克 2辆、地堡 12
个、机枪巢 3个、小口径炮 3门。在 215
号坦克的有力配合下，志愿军最终控制

了石岘洞北山阵地。

“人与装备最佳结

合”的生动演绎

这只是 215号坦克参加的众多战斗
之一。有关资料显示，在抗美援朝战争
中，215号坦克共击毁敌M46坦克 5辆、
击伤 1辆，摧毁地堡 26个、击毁敌迫击
炮 9门、坑道和指挥所各 1个，出色地完
成了7次配合步兵的作战任务。

战后，志愿军总部授予 215号坦克
“人民英雄坦克”光荣称号，全体乘员记
集体特等功。

回顾这段历史，人们不会忘记在这
次战争中有着优异表现的 T-34坦克。
人们更不会忘记，杨阿如率领的班组和
他们驾驶的 215 号坦克，不会忘记 215
号坦克身上所承载的重大意义。

它所承载的是中国军队维护和平
的胸怀与胆略、敢于亮剑的胆识与勇气，
以及打赢现代化战争的惊人潜力。

1958 年 3 月，荣立两次一等功、荣
获“二级人民英雄”荣誉称号的杨阿
如，面对军队调整大局，复员回到家
乡，做起了农民。那时，正值国家三年
困难时期，杨阿如战功卓著却不伸手，
戎马一生却甘于平凡。直到 4年后电
影《英雄坦克手》上映，人们才知道他
的英雄事迹。

英雄本平凡，不平凡的是他们的精
神和这种精神的赓续。

今天，在第 71集团军某合成旅，215
号坦克所在连队的荣誉室内，一面锦旗
悬挂在墙面上，“单车作战机智顽强，歼
敌坦克成绩辉煌”16个字熠熠生辉。每
当新兵入连或是连队参加重大演训演
练任务，全连指战员都会庄重地站在它
面前，重温前辈们铸就的革命精神，激
发官兵迎难而上的血性胆气。

而在陆军装甲兵学院，在历届学员
合影时，那辆 215号坦克的模型，都是出
镜率最高的“明星”。

军人生来为战胜，不管什么时候都
要致力于“实现人与装备的最佳结合”，
这样才能真正做到“首战用我，用我必
胜”，担负起捍卫民族和国家利益的神
圣使命。

如今，这辆曾经在战火中滚烫和鸣
响的 215号坦克，经历了岁月的剥蚀后
反而有一种别样的力和美，作为曾经浸
染了血色的立体革命教材，它也在提醒
后人不可须臾废弛武备。

上图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展出的215号坦克。

供 图：张 盼

版面设计：梁 晨

215号坦克：生动诠释“绝地反击”
■李 磊 尹 航 宋宇建 叶锦源

今年 5月 9日，俄罗斯在莫斯科红场上
隆重举行纪念卫国战争胜利 74周年阅兵仪
式。在此期间，一辆修复后的 T-34 坦克突
然出现在世人眼前。这一场景让在场不少
老兵为之动容、潸然泪下。

承载着厚重历史的 T-34坦克不仅在二
战时的欧洲战场上大显身手，在后来的朝

鲜战场上也表现不俗。尤其在志愿军战士
手中，它屡建战功。这其中，215 号功勋坦
克无疑是浓墨重彩的一笔。在朝鲜战场
上，它纵横驰骋，以少胜多，立下赫赫战
功。如今，它和它的模型依然伫立于各地
的展厅展台，诉说着过去的历史，诠释着不
朽的战斗精神。

当前，世界各国对飞行器安全越

来越重视。但是，对其中一些飞行器

来说，这方面的进展显然还不够快。

以直升机为例，它的螺旋桨设计使弹

射座椅的使用变得尤为困难。尽管

一些国家已经采用了直升机“防坠毁

设计”，但是对“更好安全设计”的呼

唤一直有增无减。

近日，在俄罗斯展出的一款意大

利新型直升机——Zefhir轻型双座直

升机吸引了人们的视线。这是世界上

少有的拥有降落伞救援系统的直升

机。当直升机遇到故障不能自旋降落

时，其主旋翼顶端安装的降落伞会马

上弹出，让直升机通过伞降的方式安

全降落到地面。

在此之前，意大利有关厂家进行

了多次实验。他们在时速55公里、高

度300米的情况下模拟发生事故，弹

道降落伞打开后，将直升机的下降速

度控制在7.5米/秒的水平，完全在人

体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伞盖在大约

6秒内能够完全展开，其最小逃生高

度为150米。

不过直升机执行作战任务时，飞行

高度一般都不大，若发生事故，直升机

下坠的速度会很快，很可能瞬间就会用

完与最小逃生高度之间的落差。而且，

这款降落伞系统目前只适合轻型直升

机，能否开发出中、重型直升机使用的

降落伞系统还未可知。因此，它显然不

能百分之百地解锁直升机的安全难题。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它至少可

以使轻型直升机上的人员生还率显著

上升，使事故后的直升机更容易修

复。同时，也为中、重型直升机救援系

统的研制提供了新的思路。

降落伞—直升机的新“护身符”
■刘林菁 滕 飞

兵器漫谈

1941年6月，白俄罗斯格罗德诺附

近，德军坦克与苏联红军坦克交上了

手。德军坦克手很快发现，以往己方坦

克“势如破竹”的势头遭到遏制，苏军的

坦克不论是在装甲、火力还是机动性能

上都远远超出他们的想象……

这是T-34坦克的“首秀”，也被后

人称为“T-34冲击”。在德军“虎”式坦

克问世之前的多次交战中，T-34坦克一

路所向披靡，让德军吃尽苦头。

当时的苏军坦克手，想来一定会以

该型坦克自豪。但也许他们那时并不知

道，是一个人的两次“逆行”，才成就了这

威力惊人的T-34坦克。

1937年，苏联哈尔科夫工厂内，工

程师正在对一辆BT系列坦克进行改

造。上级希望他们将这款坦克改造为车

轮履带两用式战车。然而，时任工厂设

计室总设计师的科什金后来认为这样的

改进毫无意义。再三思索后，他向苏联

最高军事会议提出了编号为A-32的设

计方案，目标是强化当时战斗力并不出

众的苏军纯履带战车。

与上级指示“逆行”的A-32设计方

案一经提出，就引起极大争议。好在，苏

联高层并未否定科什金的方案，他们批

准他生产一辆原型车，以证明其技术战

术性能的可靠性。

根据这套方案，科什金和同事将坦

克正面和侧面装甲分别设计为32度和

49度的斜角，炮塔设计为六角型，正面

装甲厚度为60毫米，侧面装甲厚度为45

毫米，车身斜角一直延伸到炮塔，从正面

看几乎是一个三角形。

这样的斜面装甲虽略显笨重，但大

大提升了坦克防御力。首先，面对斜面

装甲，飞来的炮弹更容易被弹开；其次，

一枚水平射来的炮弹，击中斜面装甲以

后，需要穿过更厚的钢板才能将其击穿。

历经3年时间，研发团队终于将T-34

坦克原型车造出。

接下来就是证明它机动能力的时候

了。当时科什金已显露出肺炎症状。但

为保证试验顺利进行，他不顾已经患病

的事实再次选择了“逆行”。

在寒风刺骨的天气里，他亲自带队，

用12天将T-34坦克以履带行军的方式

从哈尔科夫直接开到莫斯科，“事实胜于

雄辩”地证明了T-34坦克的可靠性和

灵活性。

1940年，T-34坦克获准批量生产

装备部队。在当时相当长一段时间

内，德国坦克在 500米之外都无法将

T-34正面装甲穿透。然而，那时的科

什金已经去世。原因正是一年前那次

长途奔袭，过度劳累导致他的肺炎加

重并引发了其他综合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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