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由开火地带》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自由开火地带》

13位ISBN编号：9787544726191

10位ISBN编号：7544726193

出版时间：2012-5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作者：(美)凯文·多克里

页数：234

译者：胡坚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Page 1



《自由开火地带》

前言

　  发生在20世纪1959&mdash;1975年期间的越南战争（亦称第二次印度支那战争），也即我们熟知的
越战，是以北方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和南方的&ldquo;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rdquo;（简称&ldquo;越
共&rdquo;）为一方，和以南方的越南共和国及美国为另一方之间的一场战争。战争的结局以北方胜利
并统一全越南而告终。　  本书以翔实的史料，披露了美国海军海豹突击队在越战中参与的若干重大
军事行动和典型战例。若是撇开意识形态方面的因素，仅从军事角度上看，海豹突击队在越战中的经
验和战法仍是值得关注的。通过本书，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指导美军特种部队军事行动的要旨
是&mdash;&mdash;&ldquo;不打无准备之战，不打无把握之战。&rdquo;　  在人们的印象中，特种部队
里的官兵仿佛个个都是无所不能的超凡勇士，总是与胜利为伍，本书对此做了否定的回答。通观全书
，尽管海豹突击队的所有行动都经过了精心的策划和准备，而且在装备和支援上远胜过对方，同时还
占据着空中优势，但他们照样会失败，要付出伤亡的代价。从书中还会发现，无论战斗精彩还是平淡
，我们都很难从中找出一个非常突出的个人英雄形象，更多看到的却是一点一滴的权衡和算计。在特
种作战中，个人英雄主义固然重要，但是准确的情报、强有力的后勤支援、兵种间的协同作战，以及
作为一个整体的小分队中各成员间的协调配合，才是军事行动制胜的决定性因素。而就海豹突击队员
们来讲，与其说他们是一群上刀山下火海的勇士，不如说他们是一部经过精巧计算、谋而后动的战争
机器上的一个个组成分子。　  最后要说明的是，由于作者所处的立场，书中为美国在越战中犯下的
某些罪行进行了辩护，在一些历史事件的论述上也带有明显的偏见和歪曲。这是需要我们在阅读中认
真鉴别的。美国之所以会输掉越战，原因无他，美国在这场战争中从头至尾扮演的都是肮脏的角色，
美国以自己的所作所为和累累暴行向全世界表明了它是越战道义上最大的输家，这个事实是无可辩驳
、谁也否认不了的。而对越战的反思，则是美国人持久不衰的沉重话题。　  在本书即将出版之际，
我想借此表达对已故父亲的深切怀念，是他的谆谆教诲和熏陶，以及留下的书籍资料，培养了我对历
史的浓厚兴趣，并最终迷上了包括越战史在内的作品翻译。本书在翻译过程中，承蒙解放军洛阳外国
语学院丛国胜教授惠赐由他主编的《越南行政地名译名手册》一书，为本书的地名翻译提供了很好的
参考。　  本书在翻译中存在的错误和不当之处，概由本人负责。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胡坚　  2010
年3月于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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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开火地带》

内容概要

《自由开火地带》一书是官方文件、过去从未解密的战斗报告、计划和行动地图，以及执行那些杰出
任务的生还者的亲身经历的总和。
《自由开火地带》一书以最新解密档案和文件以及对战争当事人的采访记录为基础，通过美国海军海
豹突击队在越战期间的15个战例为主线。是官方文件、过去从未解密的战斗报告、计划和行动地图，
以及执行那些杰出任务的生还者的亲身经历的总和，力求向读者揭示海豹突击队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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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开火地带》

作者简介

凯文·多克里，美国作家，前军队狙击手，曾在越南服役，作为步兵亲历了“沙漠风暴”战争。退役
后他担任过两位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和杰拉尔德·福特的警卫。独立或与人合作撰写了多部有关美
国海军海豹突击队的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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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浴血空中支援：&ldquo;海狼&rdquo;，&ldquo;海马&rdquo;和&ldquo;休伊&rdquo;战例6，1967年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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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潜艇和小型潜艇战例14，1972年6月3日：雷暴云钻行动锯齿山分遣队：最后的特遣分队战例15
，1972年10月31日：最后的荣誉尾声：海豹突击队在越战中的损失附录A：　 海豹突击队的编排制附
录B：　 巴丹斯卡片（海豹突击队独特的军事行动记录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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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开火地带》

章节摘录

　  第一部　湄公河三角洲　  湄公河是东南亚第一大河，它发源于（中国）西藏的东部，流入南海。
在南越，湄公河在入海前分成了四条主要的水道，其中最南端的巴沙河最大，它的分叉点在湄公河上
游的柬埔寨境内。大约在永隆省辖境，巴沙河的北面，湄公河向南再分出古毡河，向北分出美荻河，
并在二者的中间分出咸龙河。　  沿湄公河2，600英里长的河道滚滚而下的泥沙，年复一年堆积在分叉
的河道两岸，使湄公河三角洲成为亚洲土地最肥沃的地区之一。　  湄公河三角洲的地理状况，对美
国军队的军事行动既是罕见的也是困难的。它是美军自二战针对日本开展越岛作战以来所从未遇到过
的最恶劣的环境。美国军人不得不在沼泽、湿地、运河、河流以及溪流密布的广阔地域上作战和生存
。单是穿越浓密的植被，就能耗尽一支部队的力量，使他们的行动迟缓得像是在爬。即便是海豹突击
队，尽管他们经受过广泛的湿地环境的训练，也觉得湄公河三角洲地区让人厌恶和难受。　  从地图
上看，整个湄公河三角洲的最高海拔仅有几英尺。上涨的潮水动辄就会淹没几千平方米的土地。等到
潮水退去时，露出的地面又会覆盖上一层厚厚的淤泥。在这样的淤泥里行走，真是艰难无比。对海豹
突击队员们来说，词语&ldquo;陷入泥淖&rdquo;意味着被淤泥裹得越来越紧。　  尽管在这样的地形上
开展军事行动困难重重，海豹突击队仍然深入到了那些普通美军和南越政府军无法生存的地区里，并
很快学会了在这类环境中的作战技能，把战斗引到了敌人的家门口。不久，他们在湄公河三角洲沼泽
地带上的作战本领，变得比大多数土生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越共 志愿者们还要高强。　  越南：历史
，敌人与任务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印度支那，也就是人们现在熟知的东南亚地区，掌握在法
国人的手里。二战中日本帝国军队对这一地区的占领，使这片本来就不安生的土地陷入到战火之中
。1945年日本投降后，法国人重新获得了统治权&mdash;&mdash;但是时间并不长。在坚定的共产主义
者胡志明的领导下，本地的游击队组织越南独立同盟会（简称越盟）于1945年末创立。很快，战争就
在共产党领导的越盟和法国人之间爆发开来，直到1954年7月才签署了（日内瓦）停战协定。　  1954
年的停战协定导致了越南民主共和国，即众所周知的北越的诞生。以北纬17度画线的南方则建立了越
南共和国，简称南越。　  北越劳动党违反停战协定，在南方留下了大批具有与法国人作战经验的游
击队士兵。从1950年代下半叶一直到1960年代，南越的这个游击队网络一直在不断地扩大。在越共的
名义下，这支共产党游击队越来越倾向于用暴力推翻南越的吴庭艳政权，并最终完全抛弃了采用政治
手段的做法。　  随着冷战进入到1960年代，美国意识到苏联已经把游击战当成了军事行动的模式。核
报复威慑阻止了全面战争，但是苏联却在红色中国的支持下，公然宣称它支持&ldquo;正义的解放战争
和革命战争&rdquo;。为抗衡这一日益增长的威胁，美国新任总统约翰？肯尼迪命令美国军队加强反游
击战能力，组建了应对冷战中这一迫切问题的完全新型的部队。　  美国陆军有特种部队，海军
有UDTs（水下爆破队）。在UDTs的基础上，美国海军创建了一支新型的能够适应从海上、空中、地
面投入战斗的部队。1962年1月1日，海豹一队在西海岸加利福尼亚州的科罗纳多，海豹二队在东海岸
弗吉尼亚州的小克里克正式授命成立。这样，海军就有了一支能够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立即投入战斗
的反游击战部队。　  在开拔越南的最初几周里，海豹突击队的任务是帮助训练和指导盟邦如何对付
共产党的叛乱。在南越，海豹突击队要面临层出不穷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从中摸索和掌握共产党游击
队的行动规律和作战方法。　  随着美国不断增加为南越盟邦承担的防卫任务，美军在这一地区出现
的规模愈来愈大，军事行动的次数也益发频繁。到1965年时，由北越导演的政治进程与运动促使美国
把更多的军队投入到地面作战当中。1966年，美国海豹突击队与越共及北越游击队在沼泽和水网地区
的战事也正式拉开了帷幕。　  三角洲和桢沙：海豹突击队的炼狱　  南越的整个东海岸濒临南海。上
千英里皱折起伏的海岸线上河流、小溪、运河密布，港湾众多。由于大部分越南人的蛋白质需要依赖
于从海上获取，大大小小的渔船，从小舢板到大型的拖网渔轮，不停地忙碌奔劳在南海的水域上。在
沿岸的港口和村庄，鱼像其他日用品一样是主要的商品。为了保障南方越共军队的供给，在1960年代
前半期，北越政府利用渔轮和类似的船只把成吨成吨的武器和军需品偷运到南方。　  为了对抗共产
党北方通过海上渗透向南方输送武器和给养，1965年3月24日，美国第七舰队和南越海军组建了海岸巡
防部队，即115特遣舰队，专门负责代号为&ldquo;市场时间&rdquo;的军事行动。在一个月内，美国海
岸警卫队的17艘82英尺长的快艇就被运到越南，以加强执行&ldquo;市场时间&rdquo;行动的军事力量
。这一行动主要是对南越的海岸线进行巡逻，起点从与北方临界的非军事化区开始，一直到金瓯半岛
的最南端。　  &ldquo;市场时间&rdquo;舰队大大削弱了北越通过海上向越共提供物质援助的能力。然
而，湄公河三角洲以及桢沙地区的大片密林和沼泽仍然被越共所控制。在1965年，湄公河三角洲大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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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开火地带》

有75%的人口掌握在越共的手中。　  1965年12月18日，代号为&ldquo;狩猎警察&rdquo;的内河巡逻舰
队，也即116特遣舰队正式成立，其旨在终结越共活动，摧毁其后勤基地，并切断他们在湄公河三角洲
和桢沙特别区的供应通道。其中，116特遣舰队第一分舰队负责湄公河三角洲地区，而第二分舰队（力
量大约是第一分舰队的一半）负责桢沙特别区。因为有&ldquo;市场时间&rdquo;舰队封堵南越海上通
道的配合，&ldquo;狩猎警察&rdquo;舰队得以深入内河、小溪和运河，在敌人的后院中打击他们。　  
由于这一地区只有4号公路一条主要的硬质路面公路，三角洲大部分地区的通行手段是靠水路。而这
样的手段也并非容易。这里的大部分水道深度都在6英尺以下，使美国海军和南越海军的许多船只无
法通行。　  为了解决湄公河三角洲和桢沙特别区水道的航行问题，美国方面建造了不少新船，特别
是31英尺长的内河巡逻艇（PBR）和50英尺长的快速巡逻艇（PCF），通常把它们叫做雨燕艇。这些船
被分配给&ldquo;狩猎警察&rdquo;舰队的两个分舰队，以应付湄公河三角洲和桢沙两个方向上的行动
需要。　  在西贡的东南，即从西贡城到南海之间的区域里，是一片红树林覆盖的沼泽区，它就是美
军所熟知的桢沙特别区，或简称为桢沙地区，这是越南人眼中的丛林地带。由于所有通往西贡的主要
水道都集中在这里，这一地区对西贡来说是个战略要地。任何进入西贡的船只，都必须经过这里46英
里长的弯曲河道。　  位于两条河之间面积几乎有400平方英里的桢沙地区，土壤肥沃，极适合植物生
长。茂密的植被，众多的溪流，还有泥沼，使得这里的地形几乎可以称得上是东南亚最难以逾越的。
缠绕在一起的红树林根系，加上密不透风的日本棕榈树林，给河道的两边设下了重重障碍。接近4英
尺高、影响桢沙大部分地区的潮水，退去时会在地面上留下大量黏稠的河泥。这些淤泥常常深及臀部
，甚至达一人多深。而河道上游的内陆地区，干燥的地面又大部分为密林所遮盖，从空中望下去，只
能看见一片浓绿的天篷。　  本地的越南人把桢沙叫做&ldquo;刺客森林&rdquo;。在数百年里，这里一
直是来往于这些河流和南海之间的海盗、走私犯和土匪们的安全港。而对越共来说，桢沙也以其适宜
的环境，使他们像数个世纪里的那些前辈一样，把这里当成了理想的避难地。　  1960年代的桢沙人口
一直都在发生变化。1966年，桢沙及其周围的人口大约有16，000人，其中大部分人居住在9个大的村
庄和20个左右的小村子里。这里的绝大部分居民依靠捕鱼、种植水稻或伐木为生，生活条件十分贫困
，即使按越南的标准，这一地区也算是贫穷和落后的。　  桢沙地区可怜的平民武装远不是凶悍好斗
的越共的对手，他们仅有的一点点反抗很快就会遭来严厉的镇压。在1960年代中期时，越共军队在桢
沙得到了惊人的发展。1964年，在桢沙地区藏匿的越共游击队估计只有200人。而到了1966年，这一数
字就增加到了团级规模。越共在桢沙地区的部队有支援设备和器材、丛林医院，甚至军需品生产厂。
　  越共很快就熟悉了这一新的活动区域里的情况。各处的地形特征，每一条通航的水道，河流上的
每一个弯道，都成了越共游击队搜集的重要情报。越共中有很多人过去曾经是猎人或渔民，这为越共
掌握当地情况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ldquo;市场时间&rdquo;与&ldquo;狩猎警察&rdquo;两支部队花
了很大的精力来夺回南越主要河道上的控制权，可是南越的正规军无论是在湄公河三角洲还是在桢沙
地区采取的军事行动都难以奏效，甚至于在1965年和1966年美国增派了地面部队后仍是如此。他们所
能做到的仅仅是发现在南越的沼泽和湿地上开展快速行动简直比登天还难。等到一支陆军或海军部队
赶到一个怀疑为越共营地或活动场所的地点时，越共早就有了充足的时间从那里离开，或将其部队转
移到另一个先前选择好的地点。但是在向&ldquo;狩猎警察&rdquo;部队派遣了美国海军海豹突击队特
遣分队之后，这种局面很快便宣告结束了。　  海豹一队：初战部署　  海豹突击队派驻越南的时间是
在1962年成立后的不久。从1962年中期开始到1966年，海豹突击队的顾问和专家一直在与南越陆军和
海军中的特种部队协作，不过他们的工作仅限于担当顾问。通常并不认为在此期间他们见识到的少许
战斗行动是&ldquo;正式的&rdquo;，因此也不认为身处其中的海豹队员是在直接对敌作战。　  1966年
初，这一情况发生了变化，海豹突击队特遣分队第一次以直接参战的角色在南越开展了首次军事行动
。1966年2月，海豹一队派出了由3名军官和15名士兵组成的一个加强排来到越南。这支小分队归口由
美国驻越海军司令部指挥，其最初的名称是德尔塔分遣队（D分遣队）。　  海豹突击队能够迅速完成
军事行动准备工作的能力早已为指挥机构中的一些人所熟识，这种能力使得它能够对最新情报及时做
出反应，而不像常规部队那样反应迟钝。此外，海豹突击队的灵活性还表现在军事行动过程中也同样
能根据情况的变化及时调整自己的部署。　  海豹突击队特遣分队的行动对象是桢沙地区的越共。他
们的驻地&mdash;&mdash;位于芽？？的海军基地&mdash;&mdash;在桢沙地区的西北角位置，从这出发
通过水路很容易到达该地区任何一个要害部位。可是海豹突击队的任务仍然是模糊不清的，他们很少
得到目标明确的指示。这对于他们来说不仅不是坏事，相反还为他们开展行动提供了很大的灵活性。
　  海豹突击队初次出征，队员们之前鲜有参加战斗的经验。他们中的许多人根本谈不上有什么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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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但是他们却受过非常良好的训练，头脑灵活，富有创造力。事实证明，这些品质结合在一起使
他们成了让越共非常头疼的敌人。　  在有限的情报搜集和侦察巡逻条件下，海豹突击队在最初的几
周里花了很多时间来确定他们的军事行动区域，建立标准的作战程序，并计算出在各种情况下开展行
动时海豹小分队的最佳人员配置。　  海豹突击队在第一年里采取的比较典型的军事行动包括：骚扰
敌人，打了就跑的突袭或搜捕，侦察巡逻，搜集情报，以伏击或反伏击战术破坏游击队的行动。在桢
沙地区最常见的行动是伏击和侦听。伏击行动并未给敌人造成重大杀伤，但其结果还是比预示的数字
要高。　  在桢沙地区的战斗中，越共第一次尝到了不能随心所欲的滋味。早先，越共在河渠与溪流
中的夜间行动简直是想要怎么干就能怎么干，但是现在却变得困难重重。几乎无法穿越的密林和沼泽
不再是越共的安全港，即便他们费了很大的劲占据这些地方。对在他们自己后院里爆发战斗的恐惧感
大大制约了越共在桢沙地区的活动。　  在海豹突击队的早期行动中，由于有关桢沙及其周围地区的
第一手知识和最新情报十分有限，他们的战斗力并未得到充分的发挥。但是当他们掌握了越共转移和
行动的情报后，这一局面便迅速地改变了。随着情报搜集能力的增长，海豹突击队针对越共的军事行
动也变得愈来愈有效力。　  到1966年7月，海豹一队第一分遣队已经用行动证明了自己，参战的人员
也得到了增强。这时分遣队的人员增加到了5名军官和20名士兵，即两个满员的排。多出来的军官是委
派给这支现在被重新命名为高尔夫分遣队（G分遣队）的指挥官。　  战术技能依然有待提高，巡逻依
旧面临诸多困难，但海豹突击队的成绩分布曲线却在很快地向上攀升。对海豹突击队来说，桢沙最糟
糕的区域是他们还未曾开展过侦察巡逻的地带，是那些越共在周围比较干燥宜人的土地上建有很多设
施并且对美国人不甚友善的地区。在这些地方，海豹突击队的小组成员经常发现自己不得不在水蛭密
布的溪流里守候很多个小时，而且常常距离越共的警戒哨只有几十米远。如果他们发现预备伏击的越
共部队规模较大，他们就会呼唤炮兵或武装直升机提供火力支援，或者等待支援船艇的到来。　  海
豹突击队很早就知道他们的行动常常处于越共同情者的监视之下。当一支海豹小分队从芽出发时，他
们乘坐的小艇很容易被当地居民看到。在海豹突击队还在路上时，越共就能得到消息并暂停他们在那
一地区的活动，结果早期有很多看上去很有希望的伏击行动最终都因为敌人不出现而泡了汤。　  通
过增加芽？？的快艇数量来提高海豹突击队的机动能力，被证明是战胜越共情报人员的一种有效的方
法。这种方法在4月中旬开始实施，海豹突击队首次按预定方案执行了任务，他们成功地伏击了有3名
越共乘坐的一只小舢板。现在，海豹一队终于可以用它在芽的两个排成功地开展军事行动了，不过在
情报来源和通力协作方面，美军和南越政府军之间，以及他们与情报机构之间，还有漫长的路子要走
。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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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自由开火地带：美国海豹突击队越南战记》一书为您揭开美国海豹突击队在越南战争中的神秘
面纱　  美国海军海豹突击队远赴越南，去展开一场全新的战斗。　  他们平安返回家乡，书写了美国
军事史上的不朽传奇。　  真实的记录比虚构的故事更令人唏嘘惊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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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对于战例的简介、装备的介绍以及行动过程的简略描述，另外提到了一点凤凰计划，没有什么很
特别的地方，提到了一些真实的情况和选择，需要结合其他的书看。
2、把战争场景、事件刻画得真实生动的纪实文学。
3、我也点下看过吧,最早是在杂志上的,不过单行本出来还是要收一本收藏
4、后面几个战例不错，大片
5、超爱超爱超爱，纯技术流，几乎毫无情感，是我心目中接近完美的小说。
6、原来SOG是surveillance & observation group，而不是Special operation group⋯⋯
7、刚才给一星太低了。考虑到国内这种书的出版现状，和本书在同类作品中的相对水平，三星半差
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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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作为一部译作，部分名词的翻译，以及对一些典故的解释有不足。(当然地名的翻译很好）这本书
的水平居中，权威性和对大问题的把握比不上后来出的半官方战史。在细节方面缺乏人物和性格的描
述，比不上＜六个不说话的人＞系列。这种书国内出得太少，如果一些名词和战例能参考别的书做相
对完整的介绍，即使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也好过读者被网络和书市上的垃圾读物毒害。最后祝愿胡
先生顺利翻译完詹姆斯韦伯的书。
2、取自美国陆军1961年版二十五万分之一军用地图中的桢沙地图
：http://img0.ph.126.net/mOIpyl3-JRcNLS0_kUk78g==/1666331862128260692.jpg
3、美国人眼中的“沙漏河”——北越南定省的带河与沥河。两条自北向南奔淌的河流，在大自然造
化的安排下，中段突然贴得很近，就像是要突破分水岭的阻隔合为一体，但却在一吻之后，又掉头分
道扬镳而去，结果使两条河流的走向从空中看下去酷似一个沙漏。“沙漏河”即因此而得名
。http://img0.ph.126.net/bkVZkxX_w9andARLQUgiEg==/6597400719657403935.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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