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爵爷，您是来卖萌的吗？

本周，秀兰·邓波儿去世了，
全世界都在悼念这位靠卖萌征服
世界的“童星鼻祖”。不过，秀兰·
邓波儿虽然卖萌，好歹那是在银
屏上，在现实生活中，人家是位很
严肃的慈善活动家。真要论起在
现实生活中“用(自己和别人的)生
命去卖萌”的角色来，找遍整个20

世纪也没有比英国海军元帅路易
斯·蒙巴顿更敬业的人。2月20日，
刚好是他被任命为印度总督的纪
念日，我们就来表一表这位伯爵
大人的“卖萌史”。

蒙巴顿伯爵名字本身就很
萌，他全名叫：路易斯·弗朗西斯
科·艾尔伯特·托克维尔·尼古拉
斯·蒙巴顿。我写这么一长串名字
并不是为了秀记忆力，欧洲贵族
有个惯例，往往其继承贵族血统
越多，名字也就越长。所以光看蒙
巴顿的名字，大概就能猜出他是
个含着一大把金钥匙出生的主。
这位伯爵至少有欧洲七八个王室
的继承权，在他生活的时代，全欧
洲的国王不是他姑父大爷，就是
他堂兄表弟。有这么个贵不可言
的出身，本人又生得人高马大、英
俊无比，蒙巴顿本可顺理成章大
显身手一番，可惜正应了那句俗
话，“骑白马的不一定是王子”，蒙
巴顿虽然是正牌王子，但他在各
类重大历史事件中的不专业表
现，实在不禁让人吐槽一句：爵
爷，您是来卖萌的吗？

1939年二战爆发，蒙巴顿被
任命为“凯利”号驱逐舰的舰长，
在欧洲战云密布的当时，蒙巴顿
一上任就干了两件很“萌”的事，
一是把战舰当成跑车来飙，成功
撞上了一艘自家的护航船；二是
突发奇想，执意要将麾下战舰涂
成粉红色，极大方便了对手德国
人做好炮瞄工作，几次海战打下
来都以蒙巴顿大败收场。按理说，
舰长当到这份儿上就该下岗了，
可蒙巴顿实在太“高富帅”，海军
只好让他升任海军准将调离一
线，以求其别在战场上现眼。但有
了运筹帷幄之权后，蒙巴顿的卖
萌精神没有停止，他一手策划了
英军历史上最失败的登陆战“迪
厄普战役”。但在闯祸之后，他又
升官了，1943年蒙巴顿升任盟军
东南亚战区最高司令，不过这次
英国人学乖了，只给了这位爷一

个“负责协调”的虚职，蒙巴顿本
人也很知趣，直到二战结束都在
远离战场的斯里兰卡度假，并因
此获封外号“缅甸看客”。

当然，蒙巴顿最被人记住的
卖萌之举还是1947年2月20日就任
印度总督之后，在他的主持下，旨
在主导印巴分治的“蒙巴顿方案”
出台，这个方案因为“槽点”实在太
多，直接导致了南亚半岛在整个20

世纪后半叶纷争不断，只要克什米
尔一开枪，全世界人民就得复习一
遍“蒙巴顿方案”中的各种“奇思妙
想”。蒙巴顿伯爵的名字就这样阴
差阳错地被人们记住了。

从“粉红舰长”到“缅甸看
客”，再到为印巴切蛋糕的主导
者，蒙巴顿的一生似乎总在失败、
升迁、再失败、再升迁的循环中。
而当你仔细琢磨其中的滋味，还
真不能说英国人如此器重这位爵

爷是瞎了眼———“迪厄普之战”本
就是丘吉尔为了敷衍斯大林而刻
意打的一场求败之战，而蒙巴顿
在东南亚的磨洋工也正配合了丘
吉尔“先欧后亚”的战略原则。至
于印巴分治留下的那堆烂摊子，不
是早有论者认定那是英国刻意留
给印度的“临别赠礼”吗？所以综上
所述，蒙巴顿“搞砸一切”的本事，不
但不是缺点，反而是种特殊能力。
在风云变幻的二战前后，英国有时
就是需要把这么一个举手投足都
贵族气爆表的大帅哥推到前台装
傻卖萌。能与这种需求风云际会，
也是伯爵大人的运气使然。

看看这位爵爷一生的行迹和
与之不相匹配的耀眼荣耀，不得
不感叹人生有时候的确是拼爹、
拼脸蛋、拼人品的，碰上爵爷这号
靠卖萌也能建功立业的幸运儿，
我等凡人实在是不服不行。

被被听听错错了了的的遗遗言言
——— 神风特攻队员的“本音”

本报记者 王昱

以恐怖换媾和，

大西中将的如意算盘

时光倒回到1944年10月25
日，这一天，美国海军第三舰队
正在菲律宾莱特湾海面航行。虽
然这里已属于日本宣称的“绝对
防御圈”内，但美军舰队的官兵
十分放松。当时美日在太平洋上
的军力对比已经十分悬殊，仅从
装备方面看，日军所有可用航母
已经悉数报销，而美国各类航母
已经超过两百艘，谁都看得出太
平洋战争已毫无悬念。

然而，第三舰队的这种乐观
被当天响起的防空警报声永远
打断了。五架日军零式战斗机从
太阳的方向向他们急冲过来，美
国大兵们一时被刺眼的阳光晃
花了眼，而当他们总算看清飞来
的敌机时，更令他们惊恐的事情
发生了：这些战机向舰队直冲
过 来 ，直 接 撞 在 了 美 军 军 舰
上，几十分钟后，美军圣洛号
航母在幸存官兵的目瞪口呆
中沉没。这是美军首艘被日本

“神风特攻队”击沉的舰艇。从
那以后，日本通过这种攻击方
式至少击沉了47艘盟军舰船，
击伤了 3 0 0 多艘各种盟军舰
船。与物质损失相比，神风特
攻队给美军更大的打击更多来
自心理上。美国军人无法相信那
是有理性的人类能够干出来的
事情，以为日本人都是魔鬼化
身。第三舰队司令、素有蛮牛之
称的名将哈尔西后来回忆说：

“我一生中只害怕过一件武器，
那就是日本的神风特攻队。”

哈尔西不知道的是，他当时
的对手日军中将大西泷治郎之
所以发明神风特攻，要的正是给
美军造成心理上的威慑。“神风”
这个名字，起源于元朝皇帝忽必
烈的侵日战争。蒙古军队1274年
和1281年两次对日本的侵略，都
因为海上突如其来的台风，导致
元朝的舰队损失，相传元世祖被
这种巧合所惊惧，从此放弃了征
伐日本的打算，而日本也从此自
恃有“神风”庇佑。大西泷治郎首
倡“一机一弹换一舰”的“神风特
攻”，就是期望通过昭示“日本人
不怕死”，像吓住元世祖那样吓
住美国人。

神风刮来原子弹，

罗斯福的强硬回答

在“神风特攻”发动之初，
大西中将的计划看似得逞了，
神风特攻队所取得的“战果”，
为日本在太平洋战争后期所
罕有。这一方面让美军一时间
对这种战法闻风丧胆，另一方
面，也让日本仿佛捞到最后的
救命稻草，决心在自杀性攻击
的道路上走到黑。在神风特攻
队的启发下，各种诸如“回天
鱼雷”、“樱花弹”等自杀性武
器被开发出来，神风式的攻击
愈演愈烈。十分爱惜自己生命
的美国人，真的要跟如此疯狂
的日本人以命相搏吗？就连盟
军当时太平洋战区总司令麦
克阿瑟也暂停了其攻击势头。

然而正当麦克阿瑟一筹莫

展时，他突然接到了一封罗斯福
总统的电报，电报很简短：“闻前
线鼠患成灾，我以为解决之道在
于捣毁鼠穴”，麦克阿瑟恍然大
悟，立刻下令出动战略轰炸机轰
炸神风特攻队的机场和维修基
地。此法很快让“神风特攻”停顿
了下来。

今天看来，罗斯福给麦克阿
瑟支的这一招未尝不是给日本
的一个警告，警告日本如果采用

“神风特攻”这种非常规的战术，
美国也将以非常规的战术对其

“釜底抽薪”。然而，疯狂的日本
军国主义者显然没接受这个教
训，他们提出“日本国民人人都
是神风攻击队员”，要“一亿国民
总玉碎”。这样的叫嚣，最终迎来
了一次更大的“捣毁鼠穴”的行
动。

1945年8月，美军先后在广
岛、长崎投下了两颗原子弹，日
本制造的“神风”恐怖最终在美
国制造的核恐怖面前终结。

临死前喊“妈妈”，

美国军医的见证

想用恐怖手段胁迫美国人
与之媾和，结果偷鸡不成蚀把
米，不得不可耻地以自杀谢罪收
场，这才是当年日本军国主义者
发动“神风特攻”的“本音”。然
而，那些执行自杀袭击任务的日
本青年们的“本音”又是如何呢？

在南九州市长打算拿去申
遗的那些书信中，充斥着“我们
七生报国，效忠天皇，宁为玉碎，
不为瓦全”之类的鬼话。但在这
些表象之下，历史在不经意间，

曾记录了一个普通日本神风队
员临死前真实的遗言——— 那是
一个试图自杀攻击美国军舰却
因动作变形坠入海中的日军飞
行员。美军将他打捞上舰后，惊
奇地发现他还只是个十几岁的
少年，负责救治他的美国军医出
于本能搂了一下这个奄奄一息
的生命。他听见这个孩子在不停
地喃喃自语，好像是在说“oh，
sun、oh，sun(哦，太阳)”。军医十
分惊奇，战后甚至专门写了篇文
章，感叹日本军人矢志不渝，临
死前都不忘向国家的精神图腾
太阳致敬。

然而，对这个判断，连这位
军医自己也存疑：一个已经神志
不清的孩子，怎么会想到用敌国
语言表达忠诚呢？直到二十年
后，这位军医游历日本时，突然
又听见那个熟悉的声音。他回过
头去，发现那是一个日本儿童在
喊“妈妈(okasan)”。

军医这才知道，就像今天的
日本右翼一样，他当年听错了。

这才是那些被当作炮灰的
年轻人，在临死前真正发出的

“本音”——— 当烈火褪去了军国
主义的狂热和洗脑，在临终时，
他们念念不忘的其实是对家人
和生命的无限眷恋。所谓慨然赴
死的觉悟，所谓七生报国的愚
忠，都不过是人们无意或有意的
误会。

愿那些在今天仍然妄图用
扭曲的爱国主义给国民们洗脑
的野心家们，记住那个孩子临
死前的呼喊。这才是全人类都
应该铭记的、神风特攻队员的

“本音”。

2月4日，日本鹿儿
岛县的南九州市向联合
国 教 科 文 组 织 提 出 申
请，要求将其“知览特攻
和平会馆”所收藏的三
百多份太平洋战争末期
特攻队员的遗书和家信
登录作为“世界记忆遗
产”保存。也许是考虑到
如此行为必然遭到国际
舆论的强烈谴责，主持
此事的南九州市市长霜
出勘平在第一时间为自
己的行为预先辩解，称：

“明年是战后70年，想让
更多的人知道因为战争
而作为国家政策牺牲者
的 特 工 队 员 们 的 本 音
(日语，即真实声音)。”

作为在人类历史上
首开自杀性袭击先河的
神风特攻队，其队员在
临 死 前 到 底 是 怎 么 想
的，这的确是一个很多
人想要破解的谜。只不
过，这个谜的谜底，绝不
是日本右翼势力心中所
想的那样。

一周史记
下周史上那点儿事

（2月17日—2月23日）

本报记者 王昱

“神风特攻队”队员在
出发前合影。

“神风特攻队”创立者大
西泷治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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