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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的一个清晨， 一支美韩
联军小分队正在三八线附近进行例
行巡逻。 任务进行的过程中，一名韩
军士兵因“内急”，独自离队来到一
个空旷的地方解决问题。 就在这个
时候， 他发现自己蹲的地底下有动
静。

这名士兵发现的情况被逐级上
报后，美韩联军立刻动员了起来。 一
番探查之后， 结果让他们感到震
惊———他们发现了一条宽阔的地道，
长约 3000 多米， 最深处在地下 45
米，最近的出口离韩国首都首尔只有
60公里。 美韩联军第一次进入隧道
检查时， 被朝鲜埋设的炸药炸死 2
人，炸伤 6人。

其实，美韩联军对三八线对面挖
掘隧道的技能并不陌生。在朝鲜战争
进入拉锯的阶段时，能抵抗住美军飞
机大炮狂轰滥炸的，正是中国人民志
愿军在山里构筑的地下坑道工事。此
后直到志愿军撤出朝鲜，为了抵抗美
军的机械化部队，志愿军几乎把朝方
一侧的山都掏空了。志愿军从朝鲜撤
走的时候，将挖地道的全部技术都传
授给了朝鲜同志，包括最重要的“七
防”———防空、防炮、防毒（疫）、防
雨、防潮、防火和防寒。

情况到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又
发生了变化。在东南亚爆发的越南战
争中，越南证明自己比中国更善于隐

藏，他们利用树林（比如著名的胡志
明小道，弄得美军只能发狠使用落叶
剂，把那片树林全毁了），利用隧道，
不但用于防守，还用于进攻，经常将
美军打得晕头转向，疲于应付。

金日成迅速从越南那里得到灵
感，当时越战快要结束，金日成命令
三八线附近的朝军， 师以上每个单
位要挖两条越过三八线的地道。 为
了凿穿地下的花岗岩， 朝鲜不惜花
费金贵的外汇从瑞典进口高端设
备。

突然发现的地道以及随后发生
的爆炸，让美韩联军慌了神。 在寒冬
腊月， 韩军冒着零下 20 多度的严
寒， 迅速开展了寻找朝鲜地道的大
行动。 临近三八线的土地虽然已经
冻成了冰疙瘩， 但却是当时韩国最
繁忙的工地。 然而初期依然是一无
所获。 后来雪中送炭的，是一个叫金
富成（音译）的朝鲜叛逃官员。 据此
人交代， 他曾经参加过朝鲜一条隧
道的挖掘和建设工作。 在他的帮助
下， 韩军没过多久就发现了第二条
隧道。

这条隧道的规模是上一条的两
倍，高宽各 2米，距地面最深处达 160
米，总长 3500米。地道内还有用于大
规模集结兵力的广场。 3万全副武装
的士兵， 可在 1小时内实施渗透，不
仅车辆、野战炮，甚至坦克都可通行。

而且韩军在搜索隧道的时候，再次遭
遇了毁灭证据的爆炸。

3年之后的 1977年 10月 17日，
韩军在金富成的帮助下又发现了第 3
条地道。这条隧道是被发现的地道中
最具威胁性的一条，末端距首尔只有
44公里。

1989年 5月，在经过了 300多次
钻孔探测后，韩军终于侦测到了地下
的马达声。1990年，这个深 145米、长
2052米的地道被发掘。这条每小时可
以运兵 3万人的地道， 在 1970年就
已经开始开凿，被发现时已经完工 10
年了。

时至今日，虽然韩军没有再次发
现朝鲜的大规模地道，但是丝毫没有
放松对隐藏地道的探查。根据他们掌
握的情报，沿着军事分界线，朝鲜至
少挖掘了十几条大型隧道。

朝鲜现在可能没再新建隧道了，
而早已建好的几条隧道肯定也是处
在“静默”状态，甚至也可能已经被
废弃。 没有了动静，自然也不会被发
现。 然而，韩国人还是在锲而不舍地
寻找，军方甚至多次要求国会拨款更
新韩军的探测装备。 美军据说也在专
门研制用于探测地下异常空洞的探
测器。 朝鲜的这些隧道，就像埋在韩
国后院的定时炸弹， 让他们如鲠在
喉。

（科夫）

1974年，韩军发现三八线朝鲜地道

扫描“济南市地震局信息服
务平台”二维码，可进入“济南市
地震数字科普馆”， 同时了解更
多防震减灾科普知识。

地震遗迹是指地震留下的痕迹，
包括震毁、 震损或地震影响区内完成
的建（构）筑物及地震活动产生的地
质、地形、地貌变动的痕迹等。 地震遗
迹是地震遗迹所在的地方。

典型的地震遗迹、 遗址不仅能用
于防震减灾科学研究， 而且具有防震
减灾宣传教育的积极作用， 无论对于
当代还是后代， 都具有重要的研究价
值和借鉴意义。典型地震遗迹、遗址一
般包括：
（1）具有抗震设防研究价值的，

包括震毁、震损及完好的典型建筑物、
构筑物及遗址。
（2）具有地震科学研究价值的，

重要地震断层、 地形和地貌变动的遗
址。
（3）具有灾害对策研究价值和重

要警示教育意义的遗址或遗迹。
（4）经历过历史地震考验有重要

史料价值的古建筑物。

日本第一艘航母：运输船改造 首战青岛
日本政府 18 日举行内阁会议，

批准了新版《防卫计划大纲》及与之
配套的《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
其中的一条颇为引人注目：日本自卫
队将改造“出云”级直升机驱逐舰，
使其航母化、可搭载战斗机。同时，根
据新版中期防卫计划， 未来 5年内，
日本为配合现有舰艇航母化设想，将
引进可实现短距离起降的 F-35B型
隐形战斗机作为舰载机。

谈及改造航母日本语带含混
这证实了此前日本共同社有关

日本将改造航母的报道，而且几乎字
字不差。然而就在共同社发布消息的
同时，日本防卫大臣岩屋毅在阁僚会
议结束后却对媒体表示，航母的作用
是“多用途运输护卫舰”，改造后的
“出云”并没有“攻击型”特征。

记性稍好一点读者应该会记
得， 这并不是日本第一次在航母的
话题上语带含混。 2007年，据称是当
时日本自二战结束以来建造的吨位
最大的军用舰艇———满载排水量
1.8万吨的“日向”号两栖攻击舰下
水，便引得舆论大哗。 美国媒体纷纷
猜测， 日本很可能购买 F-35 型战
机，并将“日向”号改造成航母。 对
于这一传言， 立刻有日本专家站出
来否认，表示“日向”号甲板太薄，
难以承受 F-35战机。 这真是言多必
失。 当时就有评论指出，日本其实早
已对建造现代航母所需的甲板厚度
开展了充分研究，“此地无银三百
两”不言而喻。

视野稍稍放长一点便可以发现，
尽管受到战后和平宪法的种种限制，
日本秘密重建航母的计划却一直存
在。 这或许正是为何每每谈到航母，
日本高官就遮遮掩掩犹抱琵琶见不
得光的那点心思。 有资料显示，1952
年和 1959年， 日本军方曾两次秘密
策划航母建造计划，只是因为美国的
反对才未能得到实施。

若是再追索下去，一条更隐伏的
线索就浮现出来：日本的第一艘航母

就是改造的。 虽然历史的语境不同，
无法简单类比， 但明眼人都看得出，
这种刻意掩人耳目的军备发展路径，
有些人学得还是很快的。

造舰竞争促成首艘航母诞生
日俄战争之后，日本俨然已成为

东亚地区的海军强国。挟对马海战胜
利余威， 日本开始在造舰上加力奔
跑。已经升任海军军令部部长的东乡
平八郎推出了海军新舰队的建设计
划，其目标可谓雄心万丈，不仅要立
足检验已在日俄战争中和战争后开
发的新技术，还将试建造在“太平洋
和其他大洋的海战”中使用的军舰，
而且， 时间表安排得非常之紧，1909
年新战舰就要大规模量产。

但这份计划和后来日本海军的
许多计划一样，都有一厢情愿的先天
不足。1906年英国的“无畏”舰建成，
随即在列强中引发新一轮“造舰竞
赛”。 1908年，日本改弦更张，亦步亦
趋追随英国开始投入新的“八八舰
队”计划。 在几番军方和内阁的预算
拉锯之后，建成新舰队的时间锁定在
1927年。

然而， 海军军备的发展就是如
此，一步落后，步步赶不上。 此时，海
军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节点悄然到
来。 1910年 11月 14日，美国飞行员
驾驶双翼飞机从停泊在港口巡洋舰
上起飞。1911年 1月 18日，美国海军
又成功完成飞机在军舰加装的木制
改装滑行台上的起降。 1912年 5月 2
日，英国海军创造了飞机从航行中的
军舰上起飞的先例。 很明显，“制空
者方能制海” 的时代来临已是时间
问题。

嗅觉灵敏又唯恐落人后的日本
自然不会放过这个风向。 1912年，海
军的“航空术研究委员会”成立，同
时在横须贺的追洪成立了水上飞机
基地， 引进法国的水上飞机进行训
练。 1914年秋，在日本海军举行的一
次演习中， 第一艘改装航母“若宫
丸”在世人面前亮相。

首战青岛“若宫丸”受嘉奖
然而，此时的“若宫丸”，还只是

一艘临时改装的海军运输船，原先由
英国建造，在日俄战争期间被俘。 它
的满载排水量仅区区 4000吨， 搭载
的也只是水上飞机， 任务主要是侦
察。 而且，舰载飞机无论起飞还是降
落，都要借助吊车在战舰和水面之间
起起落落，全然没有后来战机列阵飞
行甲板，起飞时遮天蔽日的气象。

一战爆发之后，“若宫丸” 立即
被拖到横须贺船厂进行改装。在上甲
板前后设置了机库以及在内部设置
零件储藏库、弹药库、航空汽油库和
飞行员起居室。此时，“若宫丸”才具
备了航母的大概模样。它改造完成的
1914年的 8月 30日， 也就成为日本
舰载航空兵的历史起点，同时也是日
本航母投入实战的起点———改装完
成的“若宫丸”，立即搭载着 4 架水
上飞机以及 53人组成的航空兵部队
开赴黄海，参加对德占中国青岛基地
的作战。 9月 1日，“若宫丸”在抵达
胶州湾后被编入第 4战队。4日，日本
海军航空兵完成第一次实战侦察。这
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自海上发动
的空袭行动。 从 9月 4日到 11月 7
日，“若宫丸” 上的飞行部队执行战
斗任务共 49次，投弹 199枚。 至于命
中的数量， 则从 6枚到 16枚说法不
一。 据记载，在青岛观战的英国海军

人员对“若宫丸”的表现给予肯定，
而且由于作战表现优异，“若宫丸”
还受到了嘉奖。

初战告捷催生航空兵扩张
可谓食髓知味，“若宫丸” 初战

告捷，让日本海军居为奇货，也推动
了日本海军航空兵的渐成规模。 1915
年 6月，“若宫丸”正式编入舰籍，命
名为“若宫”号。 次年 4月 1日，日本
海军第一支正式编制的海军航空
队———横须贺海军航空队正式成立。
这支航空队不仅在日本领海频繁进
行训练，每年还开赴外海，由舰队直
接指挥进行远洋训练，执行训练任务
时， 被称为第 1飞行队。 同年 9月 1
日， 日本海军又成立了舰队航空队，
第 1飞行队的全部飞机隶属其下，航
空队司令由“若宫”号舰长兼任。

1919年 3月，“若宫” 号又进行
了第二次改装，敷设了长 183米的滑
行甲板，而且滑行甲板还在舰艏上升
呈 3度的斜角，飞机起飞前，先得用
吊车将之安放到起飞区，随后借助斜
翘的甲板完成滑行起飞。这次改装在
1920年 1月完成，“若宫” 号也正式
改称航空母舰。 此后，日本海军使用
英制“幼犬”舰载战斗机在“若宫”
号上进行了起飞实验。 据称，根据这
次试飞的经脸，“若宫” 号的滑行甲
板还进行了延长。

征战大洋日本航母走向陨落
看得出，“若宫” 号的这次改装

的目的并不简单，更可能是为新设计
建造的航母积累数据。 因为就在 196
18年 7月，当时的海军大臣加藤友三

郎提出新航母的建造计划。新航母排
水量将达到 1万吨，航速 30节，飞行
甲板长 190 米 ， 搭载飞机 19—246
架。 可能也是得到了“若宫”号战功
和一系列实验的加持，当时一向颇为
吝啬的日本内阁和国会，很快批准了
这个造舰计划。 1919年底，新航母正
式开工，1921年 11月 13日， 新航母
下水，并被正式命名为“凤翔”号。而
且， 这艘航母虽然比英国的“竞技
神”号开工晚，但完工却早了 1 年，
“凤翔”号也就成为成为世界上第一
艘真正意义上的航空母舰。

随后，航空母舰成了日本在华盛
顿条约框架内腾挪的“手筋”，在战
列舰、巡洋舰等重型水面战舰数量受
到严厉限制的前提下，航母反而成了
日本海军军备扩张的突破口。华盛顿
条约墨迹未干，日本海军就着手将原
先准备入列“八八舰队”的“赤城”
号和“天城”号战列巡洋舰舰体改装
为航母。 后来“天城”号舰体在关东
大地震中受损， 日本海军又以“加
贺” 号战列舰的舰体取而代之。 到
1928年 3月，“赤城”和“加贺”号两
艘大型航母建成。 至此，日本航母部
队初具雏形。

至于后来的故事，已是人们耳熟
能详。 1937年侵略上海，日本海军拿
出当时全部的航空兵家底，包括“加
贺”“凤翔”在内的第 1、第 2航空战
队参战，只有“赤城”在国内维修未
曾与役。 次年侵略广东，第 1航空战
队又加入战事。 1941年，日本海军航
空兵倾巢而出，突袭珍珠港，随后，日
本海军横行南太平洋至印度洋海域，
直至中途岛折戟沉沙。关于日本海军
航空兵从狂飙突进到损兵折将最终
灭亡的原因，历来说法颇多，但有句
话却不能不提，那便是在中途岛之战
前一名日本海军参谋无意中说出的
“一杯水，只能泼这么远”。当日本帝
国穷尽国力建造巨舰力图称雄太平
洋时，无论是国运还是一艘航空母舰
的命运，都已经有了定数。

至于“若宫”号的命运，则和这些
后起之秀们无法轩轾。 人们能查询到
的记录是，这艘日本第一航母在 1924
年后主要作为试验舰使用，1931年 4
月 1日“若宫”号退役，之后被拆毁。

（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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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保留典型地震
遗迹和遗址？

1921年底正式的航空母舰凤翔号完成建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