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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克名字的由来

１９１６年９月１５日凌晨，索姆河战场大雾迷漫，四

野死一般寂静。突然间，从远处传来阵阵轰响声。渐渐

地，响声越来越大，迷雾被撕破，堑壕在抖动，一个个

黑乎乎的庞然大物从迷雾中钻了出来，它们的速度和人

跑得一样快，过障碍、越堑壕如履平地。原本对自己的

堑壕体系非常自信的德军，面对突如其来的钢铁怪物，

一个个目瞪口呆，毫无还手之力，结果只能是尸横遍

野、全线崩溃。这种新出现的战场巨人是什么？就是坦

克。那么，人们是如何想到发明这样一个钢铁怪物，并

给它取了这样一个怪名字的？

原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上出现了一种人们预

想不到的景象：机枪火力点、堑壕和铁丝网组成了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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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固的防御体系，那种敲着军鼓、排着横队，端着步枪

勇敢地冲向敌阵的战法，只能带来惨重的伤亡。为了打

破战场上的状态，人们迫切需要一种将火力、机动、防

护结合到一起的新型进攻性武器，人们自然而然地首先

想到了具有强大的火力、坚固的装甲和良好的机动能力

的军舰。由此，不少人萌生了制造一种能够在陆地上纵

横驰骋的 “陆地战舰”的想法。

第一个着手设计这种 “陆地战舰”的人，据说是俄

国工程师Ｂ·门捷列夫。他于１９１１～１９１５年详细拟订了

若干个 “陆地战舰”的方案。其中竟有一种与现代坦克

惊人的相似。此外，英国人Ｄ·莫尔 （１９１２年）、奥地

利人Ｇ·布尔施滕 （１９１３年）等也相继提出了自己的方

案，但是这些方案都没有成为现实。

从战争一开始就在法国前线担任英国远征军观察员

兼联络官的恩斯特·斯温顿中校，由于真切地感到了这

场大战的残酷，对此作了更为深入的思考，并于１９１４

年１０月，向大英帝国防务委员会郑重地提出了建造

“陆地战舰”的建议。但是，当时的英国陆军大臣吉齐

纳却不以为然，认为这样的东西即使能造出来，也是

“敌人炮兵绝好的靶子”，斯温顿的建议不过是 “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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罢了。

正当斯温顿的建议将被束之高阁之际，当时任海军

大臣的斯温顿丘吉尔偶然见到了斯温顿的报告，如获至

宝。丘吉尔亲往英国首相阿斯齐兹处慷慨陈词： “为打

破战场上的胶着状态，必须研制一种周身包裹盔甲、不

怕机枪射击、能突破野战阵地的新兵器！”

阿斯齐兹首相批准了这一报告，责成陆军具体实

施。陆军于１９１５年２月中旬开始了以美国制造的拖拉

机为基础的预备试验。由于陆军对这项计划缺乏信心，

结果以失败而告终。就在这时，还是在丘吉尔的推动

下，海军成立了 “陆地战舰”委员会，开始了 “陆地战

舰”的研制。

由于 “陆地战舰”委员会的成员都是海军专家，他

们就依照军舰的模样，设计了轮式 “陆地战舰”的最初

蓝图。从设计图纸上看，这是一个长３０米、宽２４米、

高达４层楼、装着３个直径达１２米的大轮子，重量超过

１２００吨的大怪物。很显然，这个大怪物在陆地上根本无

法生存，因而不得不中途下马。

正在这时，英国从美国引进了 “布劳克”农用拖拉

机，给研制工作带来了新的希望。人们在 “布劳克”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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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机的基础上，换装了福斯特·戴姆勒汽油发动机，车

体四周安装了军舰上使厨的钢板装甲，这样首辆样车就

出世了，历史上称之为 “林肯１号车”。

１９１５年９月，针对样车试验中暴露出来的问题，英

国人又对车轮等部位进行了改进，终于在年底前完成了

新的样车，命名为 “小威廉”，它是设计者威廉·特里

顿的爱称。按中国通常意译的名称，叫做 “小游民”，

这就是世界上的第一辆坦克。由于它外型像个巨大的水

柜，为了保密，英国人就给它起了个名字叫ｔａｎｋ （大水

柜），汉音读作 “坦克”。此后，这个古怪的名字便名扬

天下，延续至今。

“陆战之王”这一显赫的地位也不是一步到位的。

坦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小试牛刀，原以为一定会受到

军界一致的青睐，可是战后，各国对坦克的作用却产生

了很大的争议。一些欧洲军界资深的大佬们，对来自英

国海军部的 “大水柜”不屑一顾，认为它火力不强，只

能杀伤暴露的士兵；装甲不厚，口径稍大一点的炮弹就

可以把它打得人仰马翻；机动能力更差，比人跑步快不

了多少不说，而且跑不了多远就没油了。因此，他们一

口咬定坦克在下一场战争中发挥不了什么作用，甚至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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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上骑兵的骏马和军刀。正是在这种观点的影响下，以

至２０年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初期，还出现了骑兵

打坦克的 “壮举”。但是，一些军中的有识之士，特别

是一些少壮派，却透过这只 “丑小鸭”，看到了它称王

称霸的潜在气质。

坦克，就是在这样的一片争议声中，逐渐成长起来

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各国对坦克的发展做了

各种各样的探索，研制装备了多种类型的坦克。特别是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初期，坦克的样子千奇百怪，形态各异，

有的用现在的标准来看简直就是 “畸形”和 “怪物”。

轻型、超轻型坦克盛行一时，还出现了能用履带和车轮

互换行驶的轮胎———履带式坦克、水陆两用坦克和装有

两个以上炮塔的多炮塔坦克。但是到了３０年代末期，

坦克的样子趋于统一，逐渐接近了现代坦克的模样。

这一时期，各国坦克的发展，直接与他们对坦克

作用的认识和作战理论相关。法国人拘泥于第一次世

界大战的经验，十分强调坦克对步兵的支援作用，因

此就制造了一些速度低、防护较强的 “步兵伴随坦

克”，如雷诺叮—１７坦克。这一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

初期，曾让法国人大吃苦头，法国行动缓慢的坦克，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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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不是德国坦克的对手。英国作为坦克的发祥地，

有军事理论家、军事史学家富勒等一大批鼓吹集中使

用坦克的军官，尽管他们的理论没有被当局采纳，但

他们的机械化战争思想却对坦克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

响，使英国人比较看重坦克的机动性能。于是英国人

按照陆军分为步兵和骑兵的传统观念，同时受到坦克

出生于海军的影响，别出心裁地将坦克分为 “步兵坦

克”和 “巡洋坦克”（也称为骑兵坦克）。前者突出装

甲防护，后者则突出机动性。德国人初期因不重视发

展坦克，在一战战场上吃过大亏，又因为战后被禁止

制造坦克，民族自尊心受到伤害，反而更加重视发展

坦克，对坦克的作用也认识得更加清楚。以德国装甲

兵的创建者古德里安为代表的一批青年军官提出了将

坦克集中编组使用，并与俯冲轰炸机相配合，实施深

远突击的 “闪击战”理论，被当局所采纳。因此在坦

克的发展上，德国十分注重机动性同火力相结合，使

他们的坦克性能走在了世界的前列，古德里安后来还

晋升德国陆军上将。德国３０年代末期制造的 Ａ７Ｖ型

坦克，就是当时坦克中的佼佼者。该坦克重２０吨，

火炮口径７５毫米，时速达到了４０千米／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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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除了上述三个坦克制造业最发达的国

家外，还有一些国家加入了研制 “水柜”的行列。这

中间以苏联发展最快。１９２１年８月３１日，第一辆苏

制坦克 “争取自由的战士列宁同志”号进行了行驶试

车，它的外形很像法国的 “雷诺”坦克。可以明显地

看出，早期苏制坦克的设计思想深受法国人影响。进

入３０年代，苏联有一个叫做图哈切夫斯基的元帅，

提出了大纵深作战理论，主张将坦克集中编组为坦克

师、坦克军，在其他军、兵种的配合下，对敌人的防

御阵地进行连续、大纵深地突击。这一作战理论彻底

改变了苏联的坦克设计思想，使苏制坦克变得十分重

视火力、装甲防护和机动性三者的有机结合。到第二

次世界大战德国入侵前，苏联设计制造了多种型号的

坦克，使它一下子成为坦克生产大国。到１９３９年，

苏军已经拥有１５０００辆坦克。在苏联研制的众多坦克

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１９３９年１２月开始装备苏军的

Ｔ－４坦克。这种坦克代表了当时坦克技术的最高水

平，在世界坦克发展史上居于十分显赫的地位，被公

认为现代坦克的先驱。Ｔ－４坦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

中做过多次改进，出尽了风头，打得德国人闻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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丧胆。

这一时期的坦克，特别是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后期的

坦克，与早期的坦克相比，早已脱胎换骨，不可同日

而语。从外观上看，坦克再不像蠢头蠢脑的 “水柜”

了———虽然它仍然叫 “水柜”，而是有了比较看得过

去的模样和非同一般的 “本领”，首先是 “块头”大

了，最重的坦克已经超过５０吨，最轻的也将近１０

吨；第二是 “拳头”硬了，普遍装有３７～４７毫米口

径的火炮，有的还安装了７５或７６毫米口径的短身管

榴弹炮，发射的穿甲弹能穿透４０～５０毫米厚的钢甲，

并出现了火炮高低稳定器；第三是 “身体”壮了，装

甲厚度达到２５～９０毫米，普通的步枪机枪很难穿透

它，为了对抗反坦克炮。还设计布置了倾斜装甲，并

按照各部位中弹的概率分配装甲厚度；第四是 “眼

睛”亮了，开始采用望远式和潜望式光学观察瞄准仪

器；第五是 “耳朵”长了，安装了坦克电台；第六是

“腿脚”快了，最大速度达到２０～４３千米／小时，并

普遍采用了平衡式悬挂装置。总之，坦克再也不是

“丑小鸭”了，它的王者风范已经初露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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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战车

提起坦克，人们的脑海中一定会浮现出它驰骋黄沙

黑土的钢铁英姿，但是，人们或许并不知晓，早在４０００

年前，现代坦克的鼻祖就出现了。

现代坦克的鼻祖是古战车。据史料记载，我们华夏

的始祖黄帝最先使用了车。到了夏代，一个名叫奚仲的

车辆管理官 （当时叫 “车正”）对原始车辆进行了改造，

使车的行驶性能大为改进，所以，民间将他奉为 “车

神”，认为他是车的发明人。

大家都知道，早在远古时代，人类为了争夺食物和

领地，就相互进行攻击。最初使用的武器是天然的石块

和树棍。后来，人们发现火，并能用石头 “造”火，于

是出现了青铜器，进而出现了刀、矛和弓箭。

刀、矛和弓箭都是进攻性的武器，可是人们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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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场上不光要巧妙进攻，更要灵敏防守，于是出现了

盾。盾是一种防御性武器，那时的参战将士都是一手拿

刀、一手拿盾牌，用刀去进攻敌人，用盾防卫敌人的进

攻。然而，人们发现这种 “一手拿刀、一手拿盾”的战

法很不方便，迫切希望发明一种既能向敌人发起进攻，

又能有效地保护自己的武器。

这种武器在夏朝诞生了，人们将狩猎用的田车改成

了马拉战车，并很快成为主要武器。据资料记载，夏朝

的第二代君主夏启讨伐有扈氏的战斗就是战车之间的战

斗。战前，夏启向待命而发的将士发出庄严的战斗誓

言，誓言中规定了每辆车上的车左、车右和御者的职

责。在商汤灭夏的战斗中，商王成汤率战车７０辆和敢

死士６０００人参加剿杀，大败夏桀于鸣条 （今河南封丘

东）。

商代战车已经比较先进，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１９７２年在河南安阳就曾发掘出一处商代车马坑，战马的

遗骨和战车的轮廓清晰可见。这种战车是木质结构，只

在重要部位装有青铜件，车厢为方形，独辕，两个车

轮，车轮的直径较大，每车有 “车左”、 “车右”、 “御

者”三人，“车左”是一车的首领，手拿弓箭，主管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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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车右”手拿长矛，主管击刺，并有为车辆排除障

碍的任务； “御者”主要负责驾驶车辆，只配供自卫用

的随身短兵器。

公元前１０６６年，中国古代战争史上著名的牧野之

战打响了。当时正值商朝末年，商纣王暴行劣政，杀害

老臣比干，宠爱妃子妲己，引起了人们的不满。周武王

在姜子牙的帮助下，亲自率领３００辆战车和３０００名武

士、４５０００名甲士进攻商朝的首都，两方军队在牧野发

生了激战，周武王借助战车的威力推翻了商朝，建立了

周朝。在周朝，几乎所有的作战均使用战车，战车成为

当时军队的主要突击力量。部分历史学家甚至将夏、

商、西周直至春秋绵延达千年之久的时间称为战车时

代，也正因为如此，我们从祖先创造的象形字 “军”、

“阵”等字中均能找到 “车”的痕迹。《说文·车部》对

“军”字的解释是这样的： “军，兵车也。” 《玉篇》和

《广韵》又将 “阵”解释为：“阵，旅也”，“阵，列也”。

把战车按一定作战意图排列起来，叫做军阵。由此更可

看出战车在军队中的地位。

春秋时期，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和诸侯间兼并战争的

日益加剧，战车的发展达到鼎盛。“千乘之国”（拥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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