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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4月9日在美国报纸上出现了一则未必引人注
目的讣闻，其背后蕴藏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国空军
最光辉出色的“轰炸东京”的重大事件。其行动被誉
为是“对战时美国的献礼”。就此，《纽约时报》当
天发表评论的标题是：“理查·科尔，103岁，最后一
位都利特空袭日本机组人员去世。”

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日本为了预先做好进攻中
国的准备，不受苏联侧面进攻的威胁，和斯大林签
署了“日俄友好互不侵犯”条约，稳住了朝西的这
一面。然而，进入1940年，越洋朝东的美国已耐心渐
失，有待行动。日本决定冒险出击，不再等候，发
动“珍珠港事变”，于1941年12月7日突袭了美国夏
威夷军港，结果是出奇制胜，战果辉煌，港内美舰炸
沉和重创18艘，其中包括5艘主力舰，地面飞机347架
毁损，军民2400多人遇难，受伤者超过1100人。（战
后在“阿利桑那”舰沉海搁浅的残骸上修建了游客胜
地“珍珠港事变纪念馆”，开放至今。我曾两度游
览，印象深刻。）

幸好当时美航母离港出巡，幸免一劫。日军统帅
山本放弃了乘胜追击，便也大大减少了美军受创的程
度。

事变次日，美总统罗斯福宣告，美国正式对日宣
战，日本已不宣而战在先，美国乃宣战应之在后。珍
珠港突袭极度震撼了美国，军事损失严重不说，心理
创伤尤为严重。美国政府为了重振民心士气，决定要
惩罚日本，乃精心策划，努力准备，施展了绝妙的一
招反击——于1942年4月18日清晨，在“大黄蜂”号
（Hornet）航空母舰上装乘了16架改装轻负的B-25军
用轰炸机（改装卸重后才能在航舰甲板上勉强起飞）
，由詹姆士·都利特中校领队，率领80位突击员在海
上距日本本土约650英里处升空，直奔东京，投下炸
弹，完成任务。在飞行接近目标时，美机群曾看到
有80多架日机临空，可是日机对美机没有任何阻拦或
进攻，因为他们出乎意料，万万想不到美国会进行偷
袭。

袭击任务完成后，飞机按计划飞往中国大陆国军
掌控的机场降落。然而因油量不足，飞行员只能跳伞
逃生或弃机迫降，有三人在跳伞或迫降时丧生，八人
为日军俘获（其中三人处决，一人虐待致命，四人备
受折磨三年后，得庆生还。）领队都利特中校和他的
副驾驶理查·科尔跳伞后获救，由中国游击队和村民
协助，加入其他获救人员行列，几经周折，最后安抵
战时陪都重庆。

这一偷袭，圆满成功，震惊世界，是二战战史中
最辉煌夺目的一页，其后有不少著作和电影都以此一
事件为主题细加描绘，精彩演出，引人注目，誉为佳
作。中国大陆学人王国林收集资料，用心考证，著有
《轰炸东京》一书出版，细述了有关史实，并记载了
日寇为报复浙江沿海渔民搭救美国飞行人员落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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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焚烧渔船、滥杀无辜的种种暴行。这一文学贡献
弥足珍贵，我手边现存一册著者赠书，也和他建立
了友好联系。

二战结束后，这批轰炸东京得幸生还的勇士们
和他们的至亲好友每年在美国指定地点团聚一次，
他们在握手言欢之余也征集了奖学金，用以奖助进
修航空专业的学生。他们每年一聚的传统持续到
2013年初，他们宣布最后一次聚会于当年年终前在
美国佛罗里达州沃尔顿堡举行，那里是早年他们接
受培训之地。

2013年11月这一最后的欢聚如期举行，这是一
个有600多人应邀出席的盛会，邀请了执行任务者
的家属和曾援助落地美军脱险的中国村民。而届时
健在的四名任务执行者，一人不便旅行未能参加，
到场的三人里就包括刚刚过世的科尔，他们硕果独
存，年逾90，令人羡慕。科尔参加聚会时和一架整
修重飞的B-25轰炸机机主莱瑞·凯利轮流执掌驾驶
盘，用时40分飞越佛罗里达州上空。科尔驾机安全
着陆后，从驾驶舱探头出来对记者们说：“飞机是
老样子，而我表现生疏了。”

以往轰炸东京的这段历史早已过去，最后一
位飞行勇士科尔也与世长辞，然而这一壮举已载入
史册，永垂不朽了。正所谓：“轰炸东京是当年，
壮士报国勇向行。留得灿烂诗篇美，佳话盛传在人
间。”

轰炸东京 略数前情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2018年8月25日，美国共和党参议员约翰·麦凯恩
（John McCain）逝世。他是二战英雄，也曾竞选总统，是
受到美国人普遍尊重的知名人物。他生前所执政治观念与
美总统川普不合拍，川普耿耿于怀，竟然在麦可恩过世后
公开发言，指责死者。这引起了美国民间的强烈反应，视
川普言污前贤，行为不当。

曾几何时，川普又旧戏重演了。这次他攻击的目标指
向前总统老布什的夫人，芭布拉·布什。事件的起因是，
美国作者苏珊·佩奇（Susan Page）的新著《妇界领袖：芭
布拉·布什和缔造美国王朝》（The Matriarch: Barbara Bush 
and the Making of an American Dynasty）出版，书中写及布
什夫人认为“川普是80年代贪婪者的代表人物”，她卧室
里摆了一座钟，在分秒倒数川普下台之时。芭布拉·布什
已于2018年过世，享年92岁。

川普4月4日向华盛顿邮报专栏作者查理士·赫特
（Charles Hurt）说：“我听说芭布拉·布什对我很不愉
快，她理当如此。看看我如何处置了她的两个儿子。她是
我竞选对手的母亲，许多人认为杰布·布什会胜出，结果
他很快退出竞选了。”川普的这番言论，像他去年批评麦
凯恩一样，又掀起了美国民间舆论对他的批评，可说是风
起云涌，接踵而至。一些批评的原文如下：

“我是川普的支持者，但不要再打扰已过世和有待安
息的芭布拉了。“

“川普的最后一招是攻击已故的受到尊重的美国
人。”

“我不是川普的支持者，但是要有尊重和人格。两者
俱失就出现问题。”

“他是那么渺小和粗俗的人。”
“他永远，永远都不会攀登高超境界。”
“他再次提醒共和党人，他掌握全党，他可以肆意毁

谤共和党尊重的前贤。”
“他是莎士比亚现代版中受创的皇帝，稳坐皇宫，批

评幽灵。”
“我急不可待地要看他下一回踏践里根（总统）之

墓。”
“他绝对是蹲在白宫里喜怒笑骂的一团粪。”
以上的种种评论可说是花样百出，天南地北，各擅胜

场。这也展现了美国社会言论自由，指责总统不犯“叛国
罪”，有趣可贵的一面。

养生有道的一句名言是：“管住你的嘴。”这是指两
方面，一是饮食得当，不要大鱼大肉，暴饮暴食，自伤身
体。二是避免言多必失，出言不当，给自己添麻烦，打乱
自己平和的心境。川普显然是反其道而行，他身体偏胖，
喜欢快餐油炸食品，并曾高姿态在白宫以“汉堡堡”招待
到访的美国运动员。他又管不住自己的大嘴巴，一而再再
而三地因言致祸。（另一例是今年二月底和朝鲜首脑金正
恩在越南河内会面时，他多嘴提及美国旅朝学生受虐致死
之事。）

诚盼川普总统有“闻过则改”的见识和容量。今后发
言会益加谨慎，用餐要锐减油炸食品。正所谓：“口无遮
拦不是福，闻过则改有出路。改弦更张要及时，诚盼总统
要靠普。”

川普请减少祸从口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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