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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03 年

人 类 发

明动力飞行以来，

众多美国空军将领

一脉传承，致力提高空中力量在现代战争中

的地位。新近由波托马克书局出版的《美国

空军统帅》（Air Commanders）一书重点介绍

了十二位对空天力量发展最具有影响力的美

国将领。他们是卡尔 . 斯帕兹、乔治 . 肯尼、

奥托 . 威兰德、柯蒂斯 . 李梅、威廉姆 . 特纳、

乔治 . 斯特拉特迈耶、威廉姆 . 莫迈耶、约

翰 . 小沃格特、查尔斯 . 霍纳、迈克尔 . 瑞安、

迈克尔 . 肖特、迈克尔 . 莫斯利。该书是以

传记形式评述这些将领以及他们对空天力量

发展所做的贡献。

虽然相关国家在空天力量发展过程中拥

有自己的杰出代表人物，但本书作者认为，

美国空军不仅是当代世界空天力量发展的典

范，而且其将领们自始至终处于对空天力量

应用的最前沿。他们曾参与和领导诸多重大

战争，为赢得战争的最后胜利起到决定性的

作用。即使如此，作者还是对本书的研究对

象进行了精心择选。首先，作者将当代空天

力量发展过程分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冷战、

二十世纪末到二十一世纪初三个历史阶段，

在每个历史阶段选出四名具有代表性的美国

空军将领。其次，作者选择的是那些曾在二

战主要战场、以及在冷战和后冷战期间领导

空军参加重大军事行动的将领为研究对象。

对作者来说，虽然他们之中后来不乏有人出

任美国空军最高领导，但是他们的成就以及

对空军的贡献主要来自他们任战区空军主官

时期。

该书的编著者是挪威现役空军上校约

翰·奥森博士，他曾撰写若干有关美国和世

界空天力量的专著。在本书创编过程中，奥

森博士邀请了十二位对美国空天力量发展史

颇有研究的专家学者撰稿。其目的不是标榜

这些美国空军将领或为他们唱赞歌，而是让

读者能较好地认识到他们是如何为空天力量

的发展应对所面临的挑战。通过对他们的个

性和领导才能进行深入解析，本书从政治、

作战、组织、空军理论学术层面来阐述这些

将领以及他们所指挥的空军在战争中所起到

的重大作用。作者希望通过对这些高级美国

空军将领的研究，能对未来的空军领导人提

供教益。

该书是按年代次序的排列介绍这十二位

美国空军高级将领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有众多美国将领在领导陆军航空队（美国空

军的前身）对德意日法西斯作战中功勋卓著，

本书的核心人物是分别效力于欧洲盟军总司

令艾森豪威尔将军和西南太平洋战区盟军总

司令麦克阿瑟将军麾下领导盟军空军对敌直

接作战的斯帕兹将军和肯尼将军，以及在巴

顿将军领导下积极开展空陆协同作战的威兰

德将军和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的开山祖师李

梅将军。撰写斯帕兹将军一章的作者理查

德·戴维斯博士认为，斯帕兹在西点军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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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时是一位非常平庸的学生，但他最终能够

成功地领导盟军空军在 1944 至 1945 年期间

对德国进行了战争史上最大规模战略轰炸，

应得益于五个因素，即他在战争中的运气、

他对战争的驾驭能力、他对敌人进行致命打

击的本能、他坚韧不拔的毅力，以及他在上

下级之间享有极高信任度，从而使自己很快

获取艾森豪威尔将军的信任。从1944年初起，

他所统掌的第八和十五战略航空队，在充足

的人力物力支援下，采用了战斗机对轰炸机

编队屏蔽护航的战术，为盟军在欧洲战场上

打败轴心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澳大利亚皇家空军史学家艾伦·史蒂文

斯笔下的肯尼将军则处于一个大相径庭的战

场环境。首先，麦克阿瑟将军是一位非常难

以应对的战区统帅，其次，太平洋战场无法

像欧洲战场那样获取充足的战争资源。但是

肯尼将军对战略环境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对

现实政治保持着清醒头脑，对空权力量的使

用有着深刻的认知，善于将战争中的不确定

因素变成确定因素。由于他在争夺西南太平

洋制空权的作战中所起的作用，作者认为肯

尼将军不仅是一名优秀的空战理论的实践者，

而且是当今统筹运用空天力量资源理念的原

创始人。尽管如此，作者很惋惜地指出，战

后的肯尼将军由于无法继续保持他的那些优

秀品质，在战略空军司令部成立初期担任司

令时导致过多争议而被迫离职，被调任空军

大学校长。

威兰德将军对现代空天力量的贡献来自

于其在领导战术空军作战中的杰出表现。他

在担任第十九战术空军指挥部司令期间，为

巴顿将军统领的第三军团在横扫法国和德国

作战中提供了强有力的空中支援。本章的作

者理查德·穆勒教授认为能获得比他大十七

岁、身经百战、具有传奇色彩的巴顿将军的

赞赏是非常不容易的，威兰德将军之所以能

做到这点主要归因于他的职业素质和特有的

个性。他深谙地面作战基本要素，强调空中

对地面目标观察的重要性，在作战中注重整

合由空中和地面侦察所获得的情报。他冷静、

坚强、自信、习惯于自我反省，他不拘泥于

条令条例的约束，为战术空军的建设发展起

到典范作用。

对美国空军来说，李梅将军是一个颇有

争议的人物。他先后任职空军副参谋长和参

谋长达八年之久，他对空军发展的贡献却主

要来自他任第二十一轰炸机指挥部司令和战

略空军司令期间。为了尽快结束太平洋战争，

李梅将军力排众议放弃高空昼间精确轰炸的

作战指导原则，采用直接攻击城市稠密区的

摧毁民众意志的战法，命令改装过的 B-29 轰

炸机携带大量燃烧弹和高爆弹对日本主要城

市进行不间断的夜间低空地毯式轰炸。李梅

坚持认为，他领导的对日大轰炸已经将日本

几乎所有城市焚为炼狱，将日本帝国逼到了

投降的边缘，原子弹则是最后的一击。该章

作者威廉姆森·穆雷教授认定李梅将军之所

以能够作出这一超乎寻常的决定是因为他在

当飞行员时就表现出其非同寻常的个性，长

期艰苦的训练使他能够将个人的聪明才智、

创造精神和大无畏情操融为一体，他工作刻

苦，不怕牺牲，作为轰炸机大队主官期间总

是带头冲锋陷阵。先前在欧洲战场的短短

十八个月中，他就直接从一名中校晋升为少

将便是最好的佐证。

本书的第二部分是以冷战时期柏林大空

运、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为历史背景来探讨

四位空军将领是如何对美国空军进一步发展

做出贡献的。詹姆士·科勒姆博士认为，特

纳将军的非凡成就在于他运用自己在二战期

间开创驼峰航线的经验在 1948-1949 年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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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荐读

成功地组织实施了柏林大空运，为西方盟国

赢得了冷战中首次较量的胜利，并进而为组

建和发展美国空军庞大的运输机部队呕心沥

血，被誉称为美国战略运输空军之父。然而，

斯特拉特迈耶将军似乎就没那么幸运，此章

作者汤姆士·基尼教授称他是一位被遗忘的

空军将领，就像美国人通常把朝鲜战争叫做

“被遗忘的战争”一样。事实上，斯特拉特迈

耶将军在朝鲜战场上所面临的挑战是前所未

有的。此时的空军被严重缩编，并且正处于

向喷气式时代转型阶段，同时空军总部似乎

并不重视在朝鲜的作战行动，不断地将优秀

的指挥人员调回总部工作。按照作者的论述，

斯特拉特迈耶将军在朝鲜面临的最大挑战是

如何打赢一场有限战争。尽管他积极指挥和

组织空军部队在朝鲜作战，但他对出于政治

考虑而采取的任何限制措施一直耿耿于怀，

始终积极主张将战火烧进中国境内。

在越战期间，莫迈耶将军和小沃格特将

军先后担任第七航空队司令一职，他们同样

面临各种限制。前者在负责指挥“滚雷”行

动时，其所属部队进行了数千架次的作战，

但作为指挥官他却无权制定作战计划和随意

执行作战任务，所有的作战行动都必须服从

来自华盛顿的指令和控制，以致“滚雷”成

为美国空军发展史中最受责难的军事行动。

小沃格特将军的情况似乎有点相反，他是尼

克松总统钦点的第七航空队司令，享有最高

领导层的全权支持，但是他与空军上级领导

的关系则是疏远有时甚至是非常紧张的。由

于从未担任过任何一级航空兵作战单位的主

官，所以他喜欢批评属下，独断专行。尽管

如此，在 1972 年北越发动的春季攻势中他所

领导的第七航空队依然有效地支援南越军队

守住防线。在“后卫”行动中，小沃格特将

军大力提倡高新技术的应用，尤其是用激光

制导炸弹对北越军队和重要目标进行精确打

击。撰写小沃格特将军一章的作者史蒂夫·伦

道夫博士认为美国能最终迫使北越在巴黎和

平协定签字归功于小沃格特将军所领导的“后

卫二号”行动。

美国空军在后冷战期间参加了一系列作

战行动，包括 1991 年的海湾战争，1995 年

北约对前南斯拉夫波黑地区的军事行动，

1999 年科索沃战争，2003 年的伊拉克战争。

本书第三部分的研究对象是担负并直接参与

这些军事行动的空军主官。霍纳将军是“沙

漠风暴”行动的联军空军司令，由于大量使

用高科技武器系统，“沙漠风暴”行动中的空

军表现不仅让政客更是让普通公众对空中力

量在现代战争中的作用刮目相看。理查德·海

利昂博士的研究指出霍纳将军早期的军旅生

涯决定了他终将成为一名杰出的美国空军将

领。作为一名战斗机飞行员，他目睹了美国

空军在越南战场是如何缺乏整体战略，作战

行动是如何遭受来自于华盛顿最高领导层的

干预，以及作战方面的领导指挥体制是如何

混乱不清。这一切都是他所深恶痛绝的，从

而影响到他本人对作战规划和领导指挥的态

度。所以在“沙漠风暴”行动中他非常注意

搞好上下级关系，对作战行动精心策划和准

备，并要求部队不折不扣地去执行，而遇有

问题则力争将其消灭在萌芽状态。

美国空军在海湾战争胜利仅仅四年之后

就被投入到一场全新的区域冲突之中。为了

保障联合国部队在波黑地区的维和行动，北

约决定派空军制止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及波

斯尼亚各民族间的内战。鉴于联合国授权和

北约行动规则方面的相互制约，马克·巴克

纳姆博士认为用空军来干预地区内战冲突根

本就是一个错误，尽管如此，短短两周的空

中打击竟能迫使冲突各方停战并在美国代顿

95



市达成了波黑停战协议。领导和指挥空中打

击行动的是出身于空军世家、谙熟空军作战

以及理论的瑞安将军。作者认为他在波黑行

动中表现出的领导才干源自于他本人特有的

洞察力和主观能动性，他清楚地了解决策者

的战略意图，在具体行动中注重筹划和搞好

公共关系，力争将敌我双方的伤亡率控制在

最低点，从而避免了由空中打击可能造成的

任何负面政治影响。

在 1999 年科索沃战争中，肖特中将几乎

面临着同样的挑战，但是最让他感到头痛是

他的上司威斯利·克拉克将军。根据丽贝卡·格

兰特博士论述，北约盟军司令克拉克将军有

自己的一套空军作战理念，强调低空作战飞

行，并要求在空中打击行动中使用陆军的“阿

帕奇”直升飞机。对肖特将军来说，这样的

战法容易造成盟军人员伤亡。两人之间更主

要的分歧是在行动最初阶段如何确定打击的

目标，克拉克将军希望重点打击塞尔维亚共

和国部署在科索沃的第三军，肖特中将则要

求更直接地打击首都贝尔格莱德市中心的那

些与塞国领导人有直接联系的目标。通过研

究，作者认同肖特将军的观点，并强调在科

索沃战争中空军不仅完成了北约盟军所赋予

的作战任务，而且取得了零伤亡的战果。

压轴章节是评述莫斯利将军如何筹划和

领导空军参与 2002 年阿富汗战场的“蟒蛇”

行动和 2003 年的伊拉克战争。作者认为他的

成功源自于两点，首先，他善于鞭策下属，

积极赢得上级领导的信任。其次，他坚信大

量使用高科技尖端武器系统有助于解决许多

战争难题。所以无论是在阿富汗还是在伊拉

克战场，他总是强调在所有的作战行动中都

应充分利用各种先进的空天武器资源。更重

要的是莫斯利将军不仅是一位空天力量的倡

导者，而且是一位实践家，他谙悉如何在联

合作战行动中通过对空中力量的战术使用来

达成战略效果。作者认为他后来被晋升为美

国空军参谋长就是最好的证明。

通过对这十二位美国空军将领的研究，

本书清晰地表明，驾驭空中力量的统帅与指

挥传统军队的将领是不同的，没有任何定律

可以确定如何才能成为一名杰出的空军将领，

而且是否是天才也不重要，但是，统帅空军

的将领必须具有各种类型领导人的才智、勇

气、决心和声望。虽然本书中所介绍的空军

将领处在不同的年代，战斗在不同的战场上，

可是他们却有许多相同之处。他们总是力争

能独立掌握空军作战的权柄 ；作为应用空中

力量的专家，他们总是根据现实情况，完美

地将科学技术、作战理念与领导艺术相结合；

他们不受条条框框的约束，为减少损失，提

高效率，不断地进行自我调整和修正。但是

如何才能成为驾驭空军的统帅，本书的结论

正如李梅将军所言 ：空军将领不是天生的，

而是和其他军队领导一样是通过教育、训练、

锻炼而成长起来的。

本书如同所有传记专著一样，作者对自

己所研究的对象有一定的情感，从而在论述

中不可避免地缺乏批评力度。但本书依然是

一部有助于读者了解和认识那些对提高空中

力量在现代战争中地位的美国空军将领的好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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