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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为“小男孩”导航

范柯克的儿子汤姆·范柯
克证实，这位老人２８日因自然
原因在佐治亚州石山的住所中
去世。家人定于８月５日在家乡
宾夕法尼亚州诺森伯兰举行葬
礼，将范柯克安葬在他已故妻
子的墓碑旁。

范柯克服役生涯参与的投
弹任务接近６０次，但在广岛上
空执行的一次投弹任务则将他
载入史册。

１９４５年８月６日，美军出动
Ｂ—２９型轰炸机“伊诺拉·盖
伊”到广岛上空执行特别投弹
任务。机上成员中，时年２４岁的
范柯克负责导航，与其他１１名
空军成员协作投弹。

轰炸机在广岛投下一颗代
号“小男孩”的原子弹。截至当年
年底，广岛市因原子弹爆炸死亡
的人数大约为１４万人，超过全市
３５万人口的三分之一。三天后，美
军在日本长崎市投下代号“胖
子”的原子弹，造成约８万人死亡。
８月１５日，日本正式宣布投降。

投弹后经历“漫长４３秒”

范柯克退役后很长一段时
间没有对外界讲述那次任务。
２００５年，他接受美联社记者采
访时描述了投弹前后经历。

他说，那次任务完成得非
常圆满。他当时负责在夜幕中
将轰炸机导航至指定位置，实
际到达时间只比计划晚了１５
秒。当轰炸机投下原子弹时，他

和其他投弹组成员只想躲过原
子弹爆炸的冲击波。

范柯克回忆，他们当时不
知道原子弹爆炸的原理，也不
清楚冲击波是否会将轰炸机

“撕成碎片”，于是，他们投弹后
开始数数，直到数至第４３个数
字。他们先前被告知，原子弹应
该在投下后第４３秒爆炸。

“我想，机上所有人当时都
以为这成了一颗哑弹，时间似乎
比４３秒要长很多。”范柯克说，接
着，他看到晃眼的亮光，然后是
轰炸机能明显感受到的一轮冲
击波，以及又一轮冲击波。

原子弹“挽救生命”

对于美国是否应该对日本
使用原子弹，各界争论延续至

今。范柯克认为，战争和原子弹
都不能解决问题，但对日本使
用原子弹确属“必要”。

按照范柯克的说法，美国
当时还准备对日本本土展开登
陆作战。比起美军对日本长时
间狂轰滥炸以及登陆作战对双
方带来的人员伤亡预期，原子
弹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决定，

“挽救了生命”。
“老实讲，我认为使用原子

弹从长期讲挽救了生命，挽救
了不少生命，而绝大多数被挽
救的生命是日本人。”范柯克
说，原子弹让他厌恶战争，“整
个二战经历显示，战争没有解
决任何事，原子弹也没有解决
任何事，我个人认为世界上不
应该再有原子弹，希望看它们
全部被销毁。” 据新华社

Ｂ—２９型轰炸机“伊诺拉·盖
伊”上的成员，包括飞行员保罗·
蒂贝茨、领航员西奥多·范柯克和
武器测试员莫里斯·杰普森等。三
人在纪念广岛二战原子弹爆炸60

周年活动时曾表示，“使用原子弹
武器是历史的必然，我们对此毫
不后悔。”

保罗·蒂贝茨于2007年11月1

日在家中逝世，享年92岁。得知蒂
贝茨逝世的消息后，时任日本反
对广岛和长崎爆炸大会的主席向
井高史否认当年的核弹轰炸拯救
了更多人的性命。他说：“蒂贝茨
先生永远不能够被宽恕。他当年
的举动导致那么多无辜的人死
去，从老人到孩童。”

不过向井高史同时表示：“我
愿意向他的家人表示哀悼，希望
他得到安息。重要的是，现在我们
正迈向一个没有核武器的世界。”

在二战结束后，范柯克继续
在军队中服役一年，而后进入大
学深造，获得化学工程学位，进入
化工巨头杜邦公司任职，直至
１９８５年退休。

儿子汤姆说，与不少二战老
兵一样，范柯克很长一段时间不
愿意提及自己的从军经历，直到
晚年才开口。

“我甚至不知道他参加过那
次任务，直到我１０岁时在祖母阁
楼看到一些以前新闻的剪报，”汤
姆２９日告诉美联社记者，“我知
道，他被视作一名战争英雄，但我
们只把他看成一个伟大的父亲。”

（宗禾）

他们毫不后悔““世世上上不不应应再再有有原原子子弹弹””
美国广岛投弹组最后一名成员去世

链接

美国媒体２９日报道，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执行
日本广岛原子弹投弹的任
务组最后一名在世成员西
奥多·范柯克２８日在美国
去世，终年９３岁。

范柯克生前接受媒体
采访曾表达对原子弹和战
争的厌恶，但坚持认为对
日本投下原子弹的决定正
确，因为这加速了日本军
国主义投降，从长期角度
看是“挽救生命”。

西奥多·范柯克

左一为范柯克。（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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