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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黎明前的灾难

刘旭 

美国“印第安纳波利斯”号重巡洋舰是被日本潜艇击沉的最后一艘大
型军舰。“印第安纳波利斯”号１９３２年建成，１９３３年编入海
军服役，排水量９８００吨，航速３２节，装备９门２０３毫米舰
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罗斯福总统和高级军政要员多次乘
该舰视察和出访。珍珠港事件后，该舰加入太平洋舰队参战。二战后
期，作为美国海军名将斯普鲁恩斯将军率领的第５舰队旗舰参加过许
多重要海战，如马里亚纳群岛登陆战、袭击日本本土、硫黄岛登陆战
役、冲绳岛战役。１９４５年３月３１日，“印第安纳波利斯”舰遭
遇日本“神风”特攻自杀飞机的攻击，舰体被炸开两个大洞，迫使斯
普鲁恩斯将军不得不将“新墨西哥”号战列舰改为舰队旗舰。１９４
５年７月，该舰完成运送原子弹的任务。７月３０日晨，被日本Ｉ－
５８号潜艇发射的鱼雷击沉，８００多名舰员死亡。——编者 

１９４５后７月３０日，就在日本法西斯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前夕，美
国海军“印第安纳波利斯”号重巡洋舰在执行完一项决定战争进程的
使命之后，在胜利即将来临之际，却被日本潜艇用鱼雷击沉，从而造
成了８８１人丧生的惨剧，成为美国海军史上最大的一次海上灾难。 
执行运送原子弹的 
神 秘 使 命 
１９４５年７月，第二次世界大战已接近尾声，法西斯轴心国中的
德、意都已投降，日本军国主义者也已日薄西山，失败只是个时间问
题了。当时，美国已经在新墨西哥州沙漠之中的洛斯阿拉莫斯试验基
地成功地研制出了原子弹这一超级武器。为了尽快促使日本投降，以
结束日本与美国之间进行了四年之久的战争，同时也是为了向全世界
炫耀自己的武力，华盛顿决定向日本本土投掷这种可怕的“新式炸
弹”。但是，围绕着怎样将原子弹运送到提尼安岛空军基地，“曼哈
顿工程”内部产生了严重的分歧。空军方面主张马上将原子弹空运到
提尼安岛，这样可以尽快结束战争，从而减少成千上万美国士兵的伤
亡。海军方面则对空运的安全性提出了疑问，担心万一空运起飞失
败，整个旧金山会从美国地图上消失——毕竟这种炸弹威力太大了，
所以他们坚持要海运。最后，研制原子弹的科学家、政界、军界领袖
们还是选择了海运这一相对较安全的方式。归根到底还是因为原子弹
还从未在实战中使用过，必须做到万无一失。为了完成这一特殊而又
重大的使命，海军方面将任务交给了当时正停泊在旧金山海湾的“印
第安纳波利斯”号重型巡洋舰。 
７月１５日，“印”舰离开马雷岛海军船厂，行驶到距亨特斯海军船
厂不远的旧金山湾抛锚。中午时分，原子弹在严密监视下被吊装上
舰。次日上午８时整，“印”舰奉命启航，半小时后，驶过旧金山海
湾的狭窄地段，向太平洋进发。该舰舰长为麦克维上校，他得到的命
令是以最快的速度赶到提尼安岛，至于为什么，他也不知道。他指挥
自己的军舰昼夜兼行，终于在第四天早上抵达夏威夷，驶入珍珠港。
“印”舰在珍珠港内停泊了６个小时，补充燃油和各种军需品以后，
再次启航。它又向西航行了３３００海里，于一周后的７月２６日安
全抵达提尼安岛，在距海岸半海里处抛锚停泊。随后，负责执行“曼
哈顿工程”的各级军官立即小心翼翼地将原子弹送到早已准备好的驳
船上运上岸。至此，“印”舰圆满地完成了运送原子弹的重要任务。 



 

卸完那批无人了解实际情况的神秘“货物”以后，“印”舰立刻启航
驶离提尼安岛，按驻关岛太平洋舰队前进指挥部的指示，连夜开往关
岛待命。经过一夜的航行，“印”舰于７月２７日上午１０时到达关
岛的阿普拉港。抵港以后，舰长麦克维上校登岸向关岛海军基地指挥
官芮尔森准将汇报了本舰完成任务的情况。指挥官对他们下一步的行
动做了如下安排：继续西行，穿越菲律宾海驶往莱特港，到达那里再
向正在日本沿海巡逻的第９５特混舰队司令奥尔多海军中将电告所处
位置并请示任务。按计划，“印”舰将会在莱特湾海域停留１０天进
行复训，尔后加入特混舰队，因为该舰上有１／４缺乏实战经验的补
充舰员。为完成上级所赋予的任务，麦克维请求给予护航，理由是庞
大的“印第安纳波利斯”号重巡洋舰没有水下探测设备，根本无法防
备潜艇。导航室立即打电话请示司令部作战处，但得到的回答是：
“没有必要”。“印”舰于７月２８日上午９时起锚，驶向茫茫大
海。对于全舰官兵来说，这不过是一次普通的海上航行，谁知等待他
们的则是一次不折不扣的“死亡之旅”。 
遭遇日本潜艇致命攻击 
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号驶离美国本土，踏上运送将给日本城市带来
毁灭性灾难的原子弹的当天，即１９４５年７月１６日，一支专门在
水下巡逻的日本潜艇编队也离开了九州岛西南角日本最大的海军基
地——吴港码头。这支号称“多门”大队 多门是日本的四大佛神之
一，专门保护日本免受敌人的侵害 的日本水下武装巡逻队由６艘刚
刚服役１０个月的新式潜艇组成。这种潜艇与当时世界各国的同类潜
艇相比，具有艇体大、航速快、装备好、攻击力强等特点，艇上装备
的两台柴油发动机使潜艇的水面航速达到了１８节，每艘潜艇能携带
６枚巨大的“凯特”式鱼雷。 
就在“印”舰抵达关岛海军基地的前三天，即７月２５日，美国海军
的“山洼”号驱逐舰在“印”舰即将前往的海域执行护航任务时，下
午３时左右遭到“多门”大队中编号为Ｉ－５３号潜艇的水下伏击，
威力强大的“凯特”鱼雷将该驱逐舰一下子炸成了两截，美国海军１
１９人阵亡。然而，日本潜艇在这一海域的军事行动并没有引起美军
各级指挥官的高度重视，甚至在发给“印”舰的敌情简报中竟漏掉了
“山洼”号被击沉的情况。更令人痛心的是就在“印”舰从关岛启程
后约７小时，一艘美国商船曾从太平洋连续三次发出明码电报，称其
发现潜望镜，并受到来自水下的攻击。美国海军立即派出驱逐舰、飞
机前往搜索，虽然没有收获，但他们确定了这一海域肯定有日本潜艇
出没。可是，骄傲轻敌的指挥机关既没有通知“印”舰改变航线，也
没有采取任何防范措施，甚至都没向“印”舰通报这一情况。而实际
上“多门”大队指挥者——经验丰富的潜艇指挥官桥本以行海军少佐
正亲自率Ｉ－５８号潜艇耐心地潜伏在关岛至莱特岛之间的东西向航
线上，等待着一无所知的“印第安纳波利斯”号送上门来。 
７月２９日晚午夜时分，发现了“印”舰的日本潜艇在距该舰３２０
０米处在１５秒内连续向其发射了５ 枚装有磁性雷头和１枚装有惯性
雷头的鱼雷，其中一枚击中“印”舰舰首右舷，一枚击中舰桥右侧，
并引发了猛烈爆炸。瞬间，海水从舰桥、舰首的右舷大量涌入舰体。
军舰内，火团与混合在一起的水汽和烟雾从甲板上的烟囱中喷射出
去，形成了可怕的巨型火球，立即吞没了军舰的前半部分。几秒钟之
后，火球熄灭了，军舰也平稳下来。但此时整个军舰已经断电，失去
了通信联络，舰体上还留下了两个大洞，海水汹涌而入。 
此时，舰上的官兵倒是并没有太慌乱，所有火炮都奉命装上了炮弹，
并被告知可以自行在海面寻找目标开火，但狡猾的日本潜艇早已溜之
大吉，所以美舰一炮未发。舰上的总值日官也冷静地命令关闭庞大的
发动机组，由于通信中断，命令未能传达到位，“印”舰仍以１７节
的速度前进，结果是导致舰体不可避免地迅速下沉。 
副舰长、总值日官、负责维修的军官不约而同地来到了麦克维上校的
面前，他们不得不痛苦地向舰长报告：军舰已没有希望了，只有弃舰
一条出路。为了避免更大的人员损失，麦克维被迫下令弃舰。１５分
钟后， 万吨级重巡洋舰“印第安纳波利斯”号就被无边的大海吞没
了。 



幸存者遭受了更大的折磨 
日本潜艇发起袭击时，“印”舰上的人员正处于午夜交班之中，许多
人并没有入睡。因此，大部分船员还是暂时逃脱了灭顶之灾，在全舰
１３００多人中，只有４００余人随舰一起沉没，近９００人及时逃
了出来，等待着美国海军的紧急救援。“印”舰上遇难的人员虽然有
许多次获救的机会，但由于种种原因，他们却在海上整整漂流了四天
四夜才得到救援。相对这可怕的四天四夜而言，遭到鱼雷袭击只不过
是灾难的开始，更大的痛苦还在后面。 
遭到鱼雷袭击后，“印”舰上的报务员立即发出了紧急求救电报和Ｓ
ＯＳ信号，但事后美军竟无一单位承认曾收到这些信号。击沉“印”
舰后，得意忘形的桥本以行少佐立刻向东京报告他们“击沉一艘大型
美国军舰”，由于美军早已破译了日本海军的密码，所以美国海军的
情报部门几乎是与日本海军部同时收到这份电报。遗憾的是美军轻率
地将这一情报确定为“日本人虚报战功的把戏”，根本没有重视它，
更没有人去核实该情报的准确性。更令人吃惊的是：“印”舰上的幸
存者漂流在海上的第二天，也就是７月３１日，按计划该舰应该抵达
莱特港了，它自然是不可能到达的，可是太平洋舰队司令部、马里亚
纳司令部在没有调查的情况下，盲目地认为它“已经安全停泊在莱特
港”了，所以干脆忘记了这艘军舰。由于上述错误，就使得“印”舰
上的幸存者又付出了更大的代价。 
船员们一无遮挡地漂流在海面上，赤道地区强烈的阳光使大多数人都
患上了非常严重的惧光症：睁不开眼，疼痛难忍。淡水非常稀少，许
多人口渴难忍，只得饮用海水，因此变得神志不清，最终昏迷并沉入
大海。更可怕的是这一海域鲨鱼奇多，漂流海面的美国水兵成了它们
的美味佳肴，许多人被凶猛的鲨鱼活活吃掉。在这美国海军史最悲
惨、最黑暗的四天四夜中，曾有十多架飞机从幸存者头上飞过，他们
想尽了用反光镜反光、击起水花、挥舞衣物、发射信号弹等办法，想
引起飞机上人员的注意，可是命运之神似乎跟他们开了个天大的玩
笑——就是没有一个人发现海面上这么多人。就在他们已经彻底失去
了信心，准备葬身大海的时候，一架执行搜寻日本潜艇任务的美军双
引擎轰炸机顺着“印”舰留下的、蔓延长达５千米的油迹发现了海面
上的人们。并没有接到过友军舰艇被击沉消息的飞行员无法分辨他们
是什么身份，便将这一情况层层上报。最初，海军高层将这些人当成
了前不久刚在这一海域被击沉的日本潜艇上的幸存者，所以没有立即
采取行动。后来，轰炸机上的人员又发了一个电报，称发现了１５０
名左右的幸存者，这一下子他们才急了——因为任何潜艇上也不可能
超过１５０人；此时他们才想到可能是一艘美国军舰被击沉了，太平
洋舰队立即开始检查是否有失踪的军舰，并同时派出就近的水上飞机
前往救援。首架救援飞机在傍晚前才赶到，它救起了３０多人。在此
之后，随着不断有飞机、救护船赶来，美国海军史上最大的一次救援
活动也拉开了帷幕。附近所有的舰艇都中止了正常行动，赶往失事海
域，整个搜索行动共持续了６天，在“印”舰９００名逃生的船员
中，只有３２０人获救，其中还有４人在几天后身亡。 
悲剧没有结束 
在搜寻“印第安纳波利斯”号巡洋舰幸存者的行动结束的前两天，即
８月６日，一架美国飞机从提尼安岛出发，长途奔袭日本本土，在广
岛上空投下了一颗“印”舰曾运送的原子弹“小男孩”，９日又将名
为“胖子”的核弹投在日本长崎。一周以后，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二次大战结束了。可是，许多参与运送原子弹的“印”舰上的士兵却
未能看到胜利。战争的胜利也并未给“印”舰上的幸存者带来欢欣和
喜悦，他们将长时间沉浸在对那场灾难的痛苦回忆之中；而对于舰长
麦克维上校来说，他的另一场灾难又开始了。 
大型巡洋舰被击沉、近千人丧生，这场悲剧是必须有个说法的，否则
也无法向国人交待。因此，舰长麦克维上校成了整个事件的替罪羊，
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而出庭作证证明他罪名成立的竟是被专门从日
本接来的、击沉了“印”舰的日本海军Ｉ－５８号潜艇艇长桥本以行
经过１３天审判，军事法庭确认麦克维上校对“印第安纳波利斯”

号重型巡洋舰的沉没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鉴于他在二战中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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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出色，司法人员一致建议，给予宽大处理，予以释放并恢复其工
作。事后，他被调往新奥尔良市，任第８海军工区司令部参谋长和海
湾海疆司令。１９４９年７月３０日，他以少将军衔退出现役。１９
６８年１１月６日，前舰长、海军少将麦克维在家中突然结束了自己
的生命。无法确定他是否还是因深陷于沉船事件中不能自拔而走上绝
路，但肯定是与其有关。今年年初，在世的“印第安纳波利斯”号上
的幸存者们召开集会，强烈要求重新调查半个世纪前的这桩悬案，还
其舰长以清白。在他们的努力下，美国海军再一次展开了认真的调查
工作，最终确认麦克维舰长无罪，为其平反，他终于可以安眠于地下
了。可是，那些因为指挥机关大意而无谓地长眠于海底的“印”舰船
员又向谁讨还公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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