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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4月13日上午11时，美海军

情报处2246室刚刚破译了一份有关“日

帝国海军司令山本五十六将前往前线视

察的详细日程”密码电报。4月18日，正

在视察前线途中的山本五十六的座机被

美军跟踪袭击，于布干维尔岛上空被击

落而丧生。此事件被日本军方称为“海

军甲事件”。

山本五十六是法西斯日本海军最著

名的统帅，是二战时期日本向外侵略扩

张的代表人物。他策划、指挥偷袭美国

珍珠港，揭开了太平洋战争的序幕。他

指挥的日本联合舰队，曾横扫整个西太

平洋，骄横不可一世。他为日本军国主

义征服亚太、称霸世界立下了“战功”，成

为日本政界和军界仅次于天皇和首相东

条英机的第三号知名人物，被日本海军

誉为“军神”、日本的“海军之花”。

致命的电报催生“复仇行动”

1943年4月13日，山本五十六决定

用一天时间视察巴拉尔、肖特兰和布因

等前线基地，向飞行员们强调掌握制空

权的重要性。让日军想不到的是，4月13

日发出的有关山本视察的详细日程安排

的机密电报被美国截获，而且让日军引

以为豪的极难破译的五位乱码只用了数

小时就被美军专家破译了。

破译出的密码电报详细描述了山本

五十六的行动路线：

“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定于 4 月 18 日

视察巴拉尔、肖特兰和布因的日程安排

如下：

8时，乘坐一式陆上攻击机，由6架零

式战斗机护航，从拉包尔起飞；

10时，到达巴拉尔，换乘猎潜艇前往

肖特兰；

11时30分，到达肖特兰；

12时30分，乘坐猎潜艇离开肖特兰

返回巴拉尔；

13时30分，到达巴拉尔；

14 时，乘一式陆上攻击机离开巴拉

尔；

14时30分，抵达布因，在第一基地司

令部午餐；

16时，从布因起飞返回拉包尔；

17时40分，回到拉包尔；

如遇天气不佳，本视察日程向后顺

延一天。”

美国太平洋战区总司令兼太平洋舰

队司令切斯特·尼米兹清楚地知道，按照

安排山本将进入瓜岛机场起飞的战斗机

作战半径，正是干掉他的绝佳机会，如果

干掉他，将给日本士气民心沉重打击。但

干掉山本不仅仅是军事行动，还牵涉到诸

多的政治因素，因此一向谨慎的尼米兹仍

不敢轻易拍板，迅速报告美国总统。

美国总统罗斯福仔细征求了海军作

战部长金上将的意见。金上将指出，山

本要去的地方是前线，在作战区域内，一

名海军上将和一名普通的士兵一样，都

是合法的射击目标！何况山本还是毫无

信用发动偷袭珍珠港的元凶，早已失去

了国际法的保护，即便他活到战争结束，

也还要接受军事审判！罗斯福这才下了

决心，授意可以干掉山本。但是为了维

护美国的大国风范，一定要对截获日军

情报的消息保密，制造伏击的假相，并为

此次行动取了最恰当的名字——“复仇

行动”！

致命的武器

为了能有绝对把握，尼米兹首先询

问了战斗机专家有关作战飞机性能，最

终选定P-38“闪电”战斗机为参战机型。

P-38有两大优点使它成为执行此任务的

不二机种：第一，它的火力强大，装备1门

20毫米机炮和4挺12.7毫米机枪，机炮配

弹120发，每挺机枪配弹500发，火力相

 生气，就是拿别人的过错来惩罚自己。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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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强劲，与二战时的多数战斗机不同，它

的枪炮安装在机头的位置，能够对日机

展开迎头的致命攻击；第二，它的航程可

以达到1100英里，而瓜达尔卡纳尔岛至

拦截点来回的距离正好接近1000英里。

这是决定性的优势。

根据战斗计划，美军第339战斗机中

队中队长约翰、迈克尔少校率领 18 架

P-38参与攻击。托马斯、兰菲尔中尉、莱

克斯、巴伯中尉、吉姆、迈克兰纳罕少尉

和约瑟夫、莫尔中尉被挑选出来驾驶“杀

手机”。为了避免被察觉，美军的P-38需

要在距水面30英尺的高度上向西飞行约

500英里。因为P-38没有空调，低空飞

行会使机舱变成“温室”，但飞行员们必

须要忍耐。

地面人员连夜为18架P-38战机全

部加装了310加仑大容量的机腹副油箱，

战机处于超负荷状态，武器弹药检查完

毕，一切准备就绪！

山本的死亡之旅

1943年4月18日凌晨时分，兰菲尔

等的攻击组和米歇尔指挥的掩护组出发

了，为了避开日军雷达他们必须绕道，选

择总共飞行两小时、总航程627千米的方

案。由于战机负载较重，飞机几乎要滑

行到跑道尽头才离地升空。

远在800千米之外的山本也早早起

床准备行装，开始这场死亡之旅。

9时44分，山本以他一贯的守时作

风，准点来赴这次死亡之约。此时山本

座机正准备降低高度着陆，突然一架零

式战斗机出列，向右急转：远处10多架

P-38正向北飞来，随即6架零式战斗机

急速爬升，与米歇尔的掩护组缠斗起

来。在接下去的短短3分钟时间内，双方

经历了一场你死我活的激战。

此时的卡希利机场上已经尘土飞

扬，显然日军飞机正在起飞，中队长米歇

尔不敢恋战，下令返航。返航途中，兰菲

尔就迫不及待地向瓜岛报告：“我打下了

山本！”

山本座机被击落两天后，日军搜索

小组发现了他。经医务人员检查确定，

一颗子弹从他的颧骨射进从太阳穴穿

出，另一颗从后射入穿透左胸。

（摘自《军事史林》）

（编辑 解建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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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一位丰泽园的普通厨师陈

爱武因看不惯干部公款吃喝的作风，向

中纪委投寄了一封检举信，反映时任商

业部部长王磊搞特权：吃一顿饭交的钱

不够买一碗汤。这封检举信在1980年

10月16日的《中国青年报》上公开发表，

引起了巨大反响，结果，被检举人、商业

部长王磊被撤职，检举人陈爱武则成了

敢于向权贵挑战的时代先锋。

“店小二”怒了

丰泽园饭庄因中南海“丰泽园”而取

名，是当时北京数得上的高级饭庄。

因为独具特色，生意兴隆，很多干部

都喜欢到这里来消费。但是，由于身份

特殊，“这些人到饭庄大吃大喝，一顿饭

菜几十元钱，而他自己只付一、二元，名

之曰‘客饭’。在这些‘特殊宾客’中，有

一位就是商业部部长王磊。他仅自1977

年以来，到这里吃‘客饭’有据可查的就

达16次。以今年该部长吃的两次有菜单

的菜价计算，仅菜一项就是124.92元，而

他自己只付给19.52元，如果以饭庄所存

‘王磊部长饭菜1份’的单据计算，该部长

吃‘客饭’少付的钱数，就更为可观了。”

(《中国青年报》1980年10月16日)

实际上，来丰泽园吃饭不付钱的，当

时大有人在。在同一篇文章里，记者写

道：“有一年某领导夫人光临，饭庄按实

价收了几十元钱。不料，服务局某局长

第二天就跑到饭庄来说：某夫人来了电

话，告你们饭庄算错了钱。你们重新算

算，把多算的钱退回去。局长亲自出马

批评，饭庄领导还能不照办？马上将所

收款的三分之二退给了这位夫人，并表

示了‘歉意’。”

对于像王磊这样的“不速之客”，饭

庄领导内心充满了矛盾：“迁就不管吧，

饭庄的钱咋结法？照价钱收吧，这是商

业战线的‘大领导’，得罪不起啊！尤其

是这位部长光临，常常百般挑剔，动辄大

发脾气，更令人生畏。书记、经理只得亲

自下厨，选派名厨师，精心制作，什么中

华烟、茅台酒，各种最佳风味菜，尽管往

上送、往上端。他们想的是，只要部长高

兴就行，饭庄的生意好赖，还不是仰仗这

些‘大领导’！”

但是有一个人却气不过，这个人就

是饭庄的厨师、全国劳动模范陈爱武。

凭什么老百姓坐车不买票就要罚款，领

导干部大吃大喝却可以不用付钱？一想

到这些，陈爱武的内心就无法平静。但

与其他只敢在下面小声嘀咕的工作人员

不同，陈爱武是货真价实的行动派。他

经过深思熟虑，决定向组织反映商业部

长王磊的不正之风。他首先找到了饭庄

党支部的几个委员，但得到的答复却是：

“这些事咱们没办法，管不了啊！”他又

“上访”到市服务局，结果局里的同志找

 未必钱多乐便多，财多累己招烦恼。清贫乐道真自在，无牵无挂乐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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