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
20 世纪是科技腾飞的世纪

,

人类近百年来所取得的科学技

术成就
,

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

都超过了有史以来所有成果的总和
。

回顾近百来的科技发展
,

不能不提到两

次世界大战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
特殊作用

。

战争给全人类带来了巨大
的灾难

,

也给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创造
了契机

,

产生出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

一
、

你死我活的残酷较量
,

使

得与战争相关的科学技术超常发

展

人类进人本世纪以后
,

对科学知识

的认识程度迅速提高
。

特别是随着工

业化大生产的发展
,

科技成果转变成现

实生产力的速度加快了
。

在军事上
,

就

是军事科技成果转变成战斗力的速度

加快了
。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坦克登上

陆战场
,

飞机开始为战争服务
,

舰艇不

断大型化
,

使人们看到了军事技术发展

在战争中的巨大应用潜力
,

尤其是 30

年代未
,

战争的阴云不断聚集时
,

与战

争相关的科学技术就被置于优先发展
的地位

。

比如
,

为了实现吞并世界的野心
,

1 9 3 3 年
,

当希特勒法西斯集团取得政

权以后
,

就立即把科学研究纳人战争准
备的轨道

。

先是将科学家和工程师组

织起来
,

把以前松散的协会组织改组为

全国技术科学劳动者协同组织
,

随后又
于 1 9 3理年将该组织直接归人纳粹技术

总局的控制之下
,

成为纳粹技术联盟的

一部分
,

并由政府军需部长兼任该联盟

协会会长
。

大战爆发后的 1 9 4 2 年
,

根据

希特勒的命令
,

又建立了研究议会
,

由

法西斯头 自戈林拿管科学技术的全

权
。

德国的这套管理体制
,

在科学史上

创造了国家直接控制科学研究的先例
,

此后
,

这种方法在很多国家的科技发展

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

在对科研人员

实行严密控制的同时
,

希特勒还明确规
定

: “

一切科学技术研究机构都要为研

究军事而设立
” , “

一切科学技术人员都

要为战争服务
” , “

一切科学技术研究
、

研究经费都要用在研制新的威力大的

新式武器上
” 。

在战争期间
,

希特勒曾
下过一道命令

:

任何一项科学研究如

果不能在 5 个星期之内应用到军事上 ,

一律取缔 ! 足见其疯狂与急迫
。

面对法西斯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
,

反法西斯国家也迅速实现了科学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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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平时向战时的过渡
。

苏德战争初

期
,

苏联严重受挫
,

为了反败为胜
,

苏维埃政府调整科技政策
,

重奖知

识分子
,

实行技术革命
,

组织科研

攻关
,

不仅使苏军的武器装备很快

达到了战争年代的最高水平
,

在最

新式的兵器技术装备方面超过德

国数倍
,

而且劳动生产率有了极大

的提高
,

每件军工产品消耗的工时

大为减少
。

拿 1 9 4 1 年和 2 9 4 3 年比

较
,

生产一架伊尔一 4 型飞机从需
2 万工时减至 1

.

2 万工时 ; 制造一

辆 T 一 34 坦克从 8 0 0。 工 时减至

3 7。。 工时 ; 制造一支 自动步枪从
12 工时减至 9 工时

。

战争爆发时
,

苏联军用飞机在技术性能上远远

赶不上德国
, “

当苏联士兵眼睁睁
地看着几架德国梅塞斯米特式飞

机就能够把几十架慢慢吞吞的苏

联飞机打落下地的时候
,

他们只能

饮泣吞声
,

感到绝望
。

然而
,

两年之

内
,

情况就转变过来了
。

”

为了设计

出性能优异的飞机
,

苏联政府采取

措施
,

连在肃反扩大化时因受图哈

夫斯基事件牵连而被定万死之罪

的火箭设计师科罗廖夫
,

也被调到
156 号监狱工厂

,

在同样由于肃反

扩大化而身陷图圈的著名飞机设

计师图波列夫的领导下
,

从事新型

飞机设计工作
。

40 年代初
,

苏联当
局得到德国正搞 V 一 2 导弹的消息

后
,

又把科罗廖夫转到 4 号特种监

狱开始军用火箭的研究
。

第二次世

界大战使这位杰出科学家大难不

死
,

并有幸成为世界上第一颗人造

地球卫星的总设计师
。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中
,

英
、

美等国的科学技术研究也根据战

时需要实行了重大调整
。

1 9 4 0 年
,

英国处于最危急的关头
,

为了应付

战争
,

英国军方和政府组织了大批

科学家参加新型武器装备设计和

其组织方法的研究
,

并很快在厘米

波雷达和军事运筹学方面取得了

重大突破
,

成为英国在英德战争中
取胜的重要因素之一

。

当时英国首
相丘吉尔在谈及英国雷达技术的

威力时
,

不无自豪地说
: “

人类历史
上任何二次战争都没有过这么多
人靠这么少人来保护

。 ”

在同一时
期

,
·

美国政府急剧增加了军事科研

和试验设计投资
;

1 , 4。年
,

美国用

于军事科研工作的全部开支为
2 6。。 万美元

,

而从 工9 4 2 年美国参

战起
,

猛增到每年 5 1 3。。 万美元
,

增加了近 1 9 倍
。

其中
,

1 9 4 2 年美国

的
“

曼哈顿工程管理区
”

计划
,

也就

是第一个原子弹研究中心的建立
,

是美国军事技术达到空前规模的

标志
。

由于投资强度增加
,

加上美
国科学家和逃往美国避难的德国

科学家的通力合作
,

使美国很快在

原子弹
、

电子计算机
、

抗菌素等许

多方面取得突出成果
。

二
、

军事需求的特殊激

励
,

使得与战争相关的科学研

究进展神速

虽然科技与军事之间素有不

解之缘
,

但是就科技与军事之间联

系的广度与深度而言
,

第二次世界

大战远远超过了人类历史上任何
一次战争

。

过去的战争对科技的依

赖
,

主要表现在对既有成果或战争

准备阶段突击研制项 目的运用上
,

而很少有一边打仗
,

一边发现问

题
、

组织科研攻关
、

在短时间内取

得重大突破
、

立即用于战争并取得

明显效果的情形
,

而这一点
,

恰恰

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科技实践的独

到之处
。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
,

特别是
3。 年代之后

,

世界科学技术有了突

飞猛进的发展
,

技术上的优势对赢

得战争越来越重要
。

谁能较多较快

地抢占军事科技
“

制高点
” ,

谁就更

有取胜的把握
。

所以
,

早在第二次

世界大战打响之前
,

交战双方实际

上已在
“

秘密实验室
”

暑尽开激烈
的竞争

。
1 9 3 8 年下半年

,

从柏林传

出一个引人注目的新闻
:

德国科学

家哈恩和施特拉斯曼在用中子轰

击重元素轴时发现了裂变现象
。

1 9 3 9 年早些时候
,

德国物理学家
P

·

哈斯曼写信给德国陆军部
,

建

议研究核武器
,

没多久
,

第三帝国

的两个小组便开始了
“

铀课题
”

的

研究
,

并在挪威中部一家公司生产

作为原子核反应堆 中关键材料之

一的重水
。

面对严峻的形势
,

为了

防止法西斯德国提前搞出
止

核武器
,

1 9 3 9 年底
,

美国总统罗斯福接受逃

往美国的犹太科学家西拉维和爱

因斯坦等人的建议
,

成立了一个专

门研究原子能用于军事问题的委

员会
,

不久便开始了研制原子弹的

曼哈顿计划
。

该计划组织了几千名

科学家和几十万名工人
,

投人 20

多亿美元
。

应该说
,

无论从经济上

还是从技术上看
,

这都是一个风险

度很高的决策
。

按照美国科学史专

家 N
·

w
·

克拉克的说法
, “

若在

正常情况下一定会看作是一种近

乎孤注一掷的赌博
,

因为不但物

力
、

财力耗费巨大
,

而且可以说成

功的可能性是很小的
。

”

当时为了

制成第一枚可供实战使用的原子

弹
, “

几乎每一家规模较大的美国

制造业公司
,

都对修建和管理位于

田纳西州橡胶谷和位于华盛顿州
哥伦 比亚河 畔的汉福德工程公司

的原子弹工厂贡献出他们 的某些

专业知识
。

”

结果
, “

用了不到一个
月的时间便生产出了合格的

、

足够

制造一枚原子弹的铀原料 ; 与此同

时
,

生产杯的工厂已经制造出足够

造两个钵弹的原料
。 ”

这样神奇的

高速度
,

若在正常情况下是不可想

象的
,

然而无情的战争却促使奇迹

发生
。

和原子弹并称 ,’2 O世纪两项最

⑦军事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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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的标价
”

了
口 胡连荣/ 文

天灾人祸
、

风云厄测
,

在人们自身能力无法抗

拒的种种意外灾害中空难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例
。

随着近年来保险行业的兴起
,

不幸催难的飞机乘
客家属在悲痛之余总还可以借助保险金从经济上得到
一定的补偿

,

其额度的划定从某种意义上可称为
“

生命

的标价
” 。

飞机票上的注意事项一页对意外事故往往有如下

说明
: “

与限定承运方责任的《华沙条约》对照执行
” 。

赔付的具体额度即出自于此
。

《华沙条约》是参加国的

国际航空公司于 1 9 2 9 年 10 月 12 日在波兰华沙共同
签署的国际性条约

。

当时那场引起世界恐慌的经济危

机导致了这一条约的诞生
,

没想到在时隔 65 年后的今
天它仍在左右着国际航空中的空难赔偿

。

签约国的航空公司对空难的赔偿额不尽相同
,

因

为条约中对赔偿只是划定了一个范围
,

即以 1 万美元

为上限
。

1 9 5 5 年条约修改后
,

将原定上限提高到了 2

万美元
。

到 1 9 7 5 年这一标准已无法适应当时世界性的

通货膨胀
,

于是当年的《蒙特利尔协议》在第三附加条

款中又将 《华沙条约》 中的赔付上限提高到了 14 万美

元
,

欧洲的航空公司大都以此为基准制定限额
。

目前

世界空难保险的赔付大致可分为四个档次
:

英国
、

法
国

、

荷兰等大部分欧洲国家的航空公司和韩国航空公

司将赔付上限定为约 14 万美元 ; 日本约 .8 5 万美元
(合 2 3 0 0 万日元 ) ; 美国

、

加拿大约 7
.

5 万美元 ; 中国
、

俄罗斯
、

埃及约 2 万美元
。

1 9 8 2 年 n 月
,

日本政府修改航空运输法
,

决定取

消原 2 3 o Q万 日元的空难赔付上限
。

因为这一赔付额明

显低于其他险种
,

如交通事故中的死亡赔付最高可达
1 亿 日元

,

而伤害赔付也在 3 0 0 0 万 日元以上
。

在 《华

沙条约 》新的修正案何时推出尚难明确的情况下
,

日本

政府自行撤消了条约规定的赔付上限
,

以调高空难的

赔付额
。

·

当时日本国内曾有人担心此举会招致飞机票涨
价

,

影响航运业的经营
。

而实际上据日本航空运输法制

委员会对 1 9 9 2 年的统计
,

因取消赔付上限对经营造成
影响的航空公司其保险部分只占总费用的不足 1 %

。

不过
,

具有像 日本这样经济实力的国家毕竟是少数
,

除

美国已在国内线取消了赔付上限之外
,

迄今还没有哪
个国家仿效日本的作法

。

日本的航空公司的保险以国内线为例
,

乘客支付
1 0 0 0 日元的保险金以后

,

万一遭遇空难其家属最高可

得 4 0 0。 万 日元 (约合 38 万美元 )的赔付款
。

而国际线

上含飞机故障在内的意外事故都已包括在海外旅行伤

害保险的范畴之内
,

并非仅指空难一项
。

同时
,

经旅行

社安排的飞机票中通常都事先包含了海外旅行伤害保
险的费用

,

乘额无须单独办理
,

也芜人为这笔费用犯思

量
,

人们在海外旅行
、

公务时都习惯地将保险视为必不

可少的自卫手段
。

一个大发展的时期
。

在第二次世界
大战中发挥了重大作用的喷气式
飞机和火箭技术

、

超短波技术
、

雷

达技术
、

电子计算机技术
、

自动控

制技术等
,

大体上都是 20 年代萌

芽
,

30 年代成长壮大
,

第二次世界

大战中开花结果的
。

可以设想
,

假

如没有以这些现代技术为基础造
出的武器装备

,

战争肯定将是另外

一种面貌
。

从这个意义上讲
,

科学

技术发展对强化战争确实起了某

种推波助澜的作用
。

但是
,

水可以

浮舟
,

也可以覆舟
。

科学技术掌握

榨战争贩子手里
,

可以成为杀人的

工具 ; 掌握在进步力量手里
,

又可

以成为致胜的法宝
,

它是一把双刃

剑
。

丘吉尔就曾在其 回忆录中写

道
,

如果英国在发明和应用电子对

抗方面不优于德国
,

则英国很可能

被打败
,

甚至被消灭
。

科学技术本

身并没有阶级性
,

掌握在不同的人

手里
,

发挥的作用也大不相同
。

最后
,

令人欣慰的是
,

曾经给

人类造成巨大灾难的军事科技
,

也

为人类造福
。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

间出现并在军事领域大显威风的

几项重要技术
,

战后迅速转人民

用
,

促进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

雷

达刺激了电视等广播与通信事业
的进步 ; 喷气式飞机带来了交通运

输工具的革命 ; 火箭技术使人造卫
星和宇宙飞船遨游太空 ; 原子能技

术推动了新的能源革命 ; 与原子

弹
、

雷达一起并列为第二次世界大

战三大发明之一的青霉素
,

成为医

学上最重要的新药
,

与其同类药物

使人类的平均寿命延长 了近 10

年 ; 战争中为对付德国潜艇诞生的

运筹学与 自动化技术
、

信息论一起

成为改变生产面貌与社会面貌的

重要工具 ; 至于电子计算机所带来

的巨大影响
,

则更是尽人皆知了
。

进人 70 年代以来
,

一场以信息技

术
、

生物技术
、

新材料技术
、

新能源

技术
、

空间技术
、

海洋开发技术为

代表的新技术革命浪潮
,

正在世界

范围兴起
,

其中有不少技术就源于

第二次世界大战
。

(贵任编辑 大雨 )

知识就是力量



蘸溯狸耀爵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