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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天下·博览

新航母将交付，

印海军朝第二迈进

据俄新社报道，印度从
俄罗斯所购的二手航母“维
克拉玛蒂亚”号在改装近10

年后，将于今年年底交付使
用。2004年签约，原定2008年
交付使用，拖延近5年才接近
完工，印度朝建设世界第二
大航母战斗群的目标终于又
迈进了一步。

“维克拉玛蒂亚”号原
名“戈尔什科夫”号，属于前
苏联第二代航母，比中国所
购买的“瓦良格”号要早一
代。根据改造计划，维修结
束后，“维克拉玛蒂亚”号排
水量4 . 4万吨，可搭载30架战
机 。如 果 能 在 年 底 顺 利 交
付，它将使印度与意大利、
巴 西 一 样 拥 有 2 艘 在 编 航
母 ，在 数 量 上 并 列 世 界 第
二，而从排水量来看，印度
则要强于后两者。

从开始时的15亿美元改
装费，到如今的 2 9亿美元，

“维克拉玛蒂亚”号的改装几
经波折，但有专家分析，由于
印度有着几十年的航母使用
经验，这艘航母一旦服役，将
很快形成战斗力，成为印度
海军序列中战斗力最强的航
空母舰。

“维克拉玛蒂亚”号航母
改建过程中一再拖延，在不
少人看来是一个笑话，但实
际上，即使拖延多年，印度的
航母计划依然在有序进行。
印度也在尽可能地缩短“维
克拉玛蒂亚”号形成战斗力
的时间。据透露，目前已有数
百名印度海军官兵在俄罗斯
接受培训。

同样在5月上旬，印度舰
载航空兵部队的组建因在紧
随中国之后宣布引起不少人
的关注。而专家认为，这实际
上是在为接收“维克拉玛蒂
亚”号做准备。与此同时，作
为该艘航母的主要战机，俄
罗斯米格- 2 9K舰载机早已
交付印度。

根 据 印 度 的 计 划 ，到
2 0 1 7年要拥有三艘航母，成
为名符其实的世界第二大海
军。在“维克拉玛蒂亚”号改
装的同时，印度自己建造的

“维克兰特”号已于去年首次
下水，印度国防部消息人士
透露，第二艘更先进的国产
航母已在秘密设计论证过程
中。而目前，印度的“维拉特”
号航母在服役过程中，这艘
服役超过四十年的航母虽有
些老化，但在缺少对手的印
度洋上，依然使印度保持着
极大的优势。

虽然并不算顺利，但照
目前的形势看来，印度海军
外购、改造和自主研制“三管
齐下”打造世界第二大海军
的目标其实一直在推进中，
而从目前世界范围内航母及
海军的发展形势看来，即使
正在建造的“维克兰特”号同
样推迟几年服役，印度海军
超越英、法、俄也将只是时间
问题。

北极航道激活俄罗斯
本报记者 王昱

被彼得大帝

遗忘的那片海
整个俄罗斯的扩张史，就是

一部陆地帝国孜孜不倦的追寻海
洋的历史。

从13世纪到16世纪，遭受蒙
古侵略的俄罗斯人被成吉思汗的
子孙建立的金帐汗国整整奴役了
近三百年。当俄罗斯终于从枷锁
中挣脱出来时，欧洲的大门向着
它紧紧关闭着，徘徊在门外的俄
罗斯倾慕又充满怨恨。展开地图，
彼得大帝发现自己广袤的国土被
邻国封堵得严严实实，连个出海
口都没有——— 在西北方，风头正
劲的瑞典挡住了通往波罗的海的
路。在西南面，哈布斯堡王朝治下
的奥地利决不允许他人染指地中
海。在南方，已将整个拜占庭帝国
囫囵吞下的奥斯曼帝国把控住了
黑海。在东方，对西伯利亚的远征
才刚刚开始，遥远的太平洋仿若
在天的彼端。彼得大帝敏锐地洞
察到，俄国落后的关键正在于没
有出海口，这种现象如果继续下
去，俄国必将窒息而亡。

“俄罗斯需要海洋”，彼得大帝
将这句话作为了自己一生的座右
铭。而俄罗斯之后的扩张中，也体现
了这位沙皇钢铁般的意志——— 向
西，为夺取波罗的海出海口，俄罗斯
对瑞典进行了长达21年的北方战
争，最终夺得了里加地区，并将首都
迁到了那里，建立了圣彼得堡。向
南，彼得大帝及其继承者们与土耳
其人缠斗了整整两百年，最终将黑
海收入囊中。向东，顶着西伯利亚刺
骨的寒风，俄罗斯人完成了史上最
令人惊奇的跃进，横跨亚欧大陆，最
终在世界上最大一片海洋面前收住
了脚。

然而酷爱海洋的彼得大帝，
终究还是忘记了一片近在他眼前
的海。17世纪的俄国其实有一个
出海口——— 紧靠北冰洋的阿尔汉
格尔斯克。只不过，那时的世界正
在经历自15世纪开始的小冰期，
严寒让该港几乎全年封冻。于是
彼得大帝将这座“废
港”遗忘了，连
同 沉 睡 在
北 方 的

整个北冰洋。

日俄战争

漫长航线要了命
“凡是只有陆军的统治者只能

算有一只手，而同时还有海军的统
治者才算是双手俱全。”彼得大帝曾
经这样强调海洋对俄罗斯的重要。
但讽刺的是，尽管对海洋的追寻贯
彻了其身后的俄罗斯扩张史，20世
纪的俄罗斯却是一个独臂巨人———
海军的孱弱从沙俄延续到苏联，让
俄国人着实吃了不少亏。

实际上，二十世纪初，俄罗斯曾
经建立过一个强大的海军，总吨位
数排名世界前三。然而就是这样一
个看似强大的庞然大物，在日俄战
争中却全军覆没。从此之后的一个
世纪，俄罗斯没能彻底恢复其“深蓝
海军”的梦想。

虽然在甲午战争中击败了中
国，但当时日本海军的军力并不
出众，还在为“六六计划”(六艘战
列舰、六艘装甲巡洋舰)而努力。
反观俄国海军，拥有大小200余艘
战舰。日本人为什么会有胆量去
挑战这个庞然大物？

当时的日本海
军联合舰队

司 令 东 乡
平八郞，

在分析了俄国海军的军力配比后，
发现这个巨人虽然貌似强大，却患
上了高位截瘫——— 俄罗斯海军的四
支主力舰队中，除了太平洋舰队驻
扎在远东的旅顺口，其余的波罗的
海舰队、黑海舰队、北海舰队都驻扎
于遥远的欧洲，如果要驰援东亚根
本鞭长莫及。更为关键的是，为了防
范俄罗斯在远东扩张的野心，英日
同盟当时已经确立，作为海上霸主
的英国肯定会在这场“长征”中为俄
罗斯制造麻烦。基于这种认识，日本
海军订立各个击破的战术，即先集
中全力迅速歼灭实力较弱的太平洋
舰队，再坐等俄罗斯从欧洲调来的
支援舰队与之决战。

其实，在真正的实战中，日军
“迅速”歼灭俄太平洋舰队的计划
几乎完全失败。从1904年2月仁川
海战开打，到次年1月旅顺口投
降，打了将近一年的时间。不过，
龟缩在旅顺港内的俄太平洋舰队
司令马卡洛夫望穿秋水，就是没
等到沙皇许诺他“快来了”的援
兵。波罗的海舰队和黑海舰队组
成的援军几乎重走了一遍欧洲人
地理大发现时所走的路径——— 由
于部分战列舰吨位过大无法通过
苏伊士运河，他们不得不绕大西
洋、经好望角、过印度洋、穿马六
甲，全程3万公里。更要命的是，在
英国的斡旋下，沿途列强的殖民
地都拒绝为俄罗斯舰队提供补给
和燃料。直到1904年10月，俄罗斯
波罗的海舰队才从母港圣彼得堡
骂骂咧咧地出发了。指挥该舰队
的罗杰斯特文斯基海军中将不得
不命令他的水手在甲板上堆好足
够的煤炭，以便路上补充。此次远
征耗时八个月，在旅程的尽头，疲
惫不堪的远征军碰上了等待已久

的日本联合舰队。对马
海战一战，俄国太平洋第

2、第3分舰队除3艘逃往海参崴
之外，其余全军覆没，舰艇损失总
计达27万吨。而日军的损失，仅为
三艘鱼雷艇。

北冰洋之锁

正在松动
日俄战争的失败最终引发了

十月革命，成为推倒俄罗斯一系
列巨变的一张多米诺骨牌。实际
上，这场战争中俄国的失败透露
着某种宿命般的必然。从亚历山
大帝国开始，任何急速膨胀的大
国都会遭遇所谓的“疆界问题”。再
强大的武力，如果在广袤的国土上
疲于奔命，也会最终有鞭长莫及的
时候。规避这一宿命的方法是制造
能够沟通帝国各区域的“捷径”。秦
始皇的直道、罗马帝国的公路都起
到了这样的作用。这一规律一直延
续到世界进入海洋时代之后。英国
在苏伊士运河上、美国在巴拿马运
河上之所以不惜倾注血本，为的都
是自己的版图不会因为过于庞大而
调配不及。相比之下，俄罗斯运气
很不好，20世纪以前，没有一条便
捷的航道能让其庞大的海军迅速
调往亚洲，这决定了俄罗斯在保
有一片世界最广袤疆土的同时，
不得不忍受反应迟钝的弊病。

但这个事实随着北冰洋的解冻
正在一点点融化。现在，让我们在地
图上划出北极航道，而后重新审视
一下日俄战争。如果1904年，北极的
气候能够允许俄罗斯的波罗的海舰
队从这里通行，俄罗斯就能够整合
他在欧洲的海军力量，沿西伯利亚
的海岸线东行，到达白令海峡后向
南进入东亚沿海，这样差不多能够
节省一半路程。而且沿途可以得到
来自本土的补给和加煤以提高航
速。最终测算的结果是，俄罗斯的援
军将在三个月内赶到远东，而后以
绝对的优势兵力聚歼日本海军，最
终赢得这场国运之战。

为了海洋，四个世纪前，俄罗
斯人在彼得大帝的带领下踏上扩
张之旅。为了海洋，一个世纪前，
俄罗斯人明知不可而为之的奔波
三万公里奔赴远东与日军决战。
现在，同样是为了海洋，俄罗斯正
展开一场新的博弈。对海洋的追
求，一次又一次改变着俄罗斯的
命运，正在解冻的北冰洋对俄罗
斯意味着什么？正如历史不允许
假设，未来难以猜想。我们所看到
的只是，北冰洋，这条绑束俄罗斯
整整四百年的冰锁正在松动；俄
罗斯这头巨熊，正在从它的冬眠
中醒来。

15日，北极理事会批准中国、印度等六国成为正式观察

员国。而在表决前，俄罗斯努力说服北极理事会其他成员

国，对非北极地区国家竖起“坚实的屏障”。俄罗斯与中印

等国关系一直不错，为什么对它们有意加入“北极俱乐部”

表现出更为苛刻的态度呢？不了解俄罗斯发迹史的经纬，

就很难理解其对北冰洋所怀有的特殊执念。

摩摩尔尔曼曼斯斯克克
圣圣彼彼得得堡堡

海海参参崴崴

对对马马海海峡峡

北冰洋东北航道 ■

苏伊士运河航道 ■

波罗的海舰队东征路线 ■

“维克拉玛蒂亚”号

□本报国际观察员 尹明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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