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泰国海军欲圆潜艇之梦 

  □ 陈安刚 潘远明 

    本世纪30年代后期，泰国海军从保卫国家的战略出发，组建了一支以4艘近岸潜艇为主力的潜艇部队。潜 
  艇购自日本，排水量370吨，续航力约80海里，装备有火炮、鱼雷等武器。二战结束后，在美国压力下，4艘 
  潜艇被迫退役，直至消失。泰国海军拥有潜艇的历史虽仅10余年，但却不时勾起泰国海军将士对往事的回忆， 
  以致萌发了重建潜艇部队的梦想。 
    一、泰国海军的“潜艇梦” 
    早在本世纪初，泰国海军就开始做起了“潜艇梦”，总希望有一天能够拥有潜艇，建成一支能够担当抵外 
  海、保家园重任的潜艇部队。然而，好事多磨，梦想一次次破灭。 
    在泰国蒙骨九昭王刚登基不久，留学英国归来的春蓬伯爵牵头制定了《海上力量建设发展规划》，于1910 
  年1月18日由海军部部长奉呈国王御准。《规划》中明文提出将采购6艘潜艇装备海军，并指出潜艇将用于打击 
  敌人的大型舰船。然而，由于资金短缺，经费不足，预算有困难，《规划》未能获准实施。 
    1912年，泰国海军聘用的瑞典籍顾问查奈德尔上校拟定出《海上力量筹建计划》。《计划》提出将购买8种 
  潜艇，并编入尖竹汶舰队。瑞典顾问在《计划》中写道，潜艇是用于保卫曼谷的绝好武器。但同样因经费问题， 
  该计划未能付诸实施。 
    1915年，被誉为“海军王子”的拉差诺王子殿下自德国学成归来。留学期间，拉差诺王子亲眼目睹了德国 
  海军潜艇部队的发展状况，他发现德海军的潜艇技术领先于英国好几年。拉差诺王子归国后在海军部任职，他 
  拟定了《潜艇力量发展计划》，并于1915年6月15日转交给时为海军中将参谋长的欣韦男爵。这是一份较为周 
  详的潜艇计划，它对所需潜艇的尺度、性能、补给舰、船坞、工厂、兵员、训练、福利以及指挥、管理等细节 
  都作了详尽的说明。根据拉差诺王子的设想，海军将装备4艘潜艇，每艘排水量230吨(水面)、航速14节(水面) 
  ／10节(水下)，装备2具530毫米鱼雷发射管，以西昌岛为基地。后同样因经费问题，该计划胎死腹中。 
    1919年，赴欧洲进行军事考察的春蓬伯爵回国，并出任海军参谋长。春蓬伯爵在奉呈国王的报告中说，在 
  保卫海湾和海洋的战斗中，使敌人最为惧怕的武器就是潜艇，潜艇可以说是最好的防御武器。但由于经费紧张， 
  海军又不得不放弃了潜艇梦想。 
    1926年3月20日，赴欧洲考察归来的海军部部长欣韦男爵上将向国王奉呈了《暹罗海军建设报告》。男爵 
  在《报告》中就泰国的海上战略作了详尽的阐述。根据欣韦男爵的设想，海上力量划分为岸防舰队和作战部队， 
  其中作战舰队由2艘巡洋舰(3000吨)、3艘驱逐舰、6艘鱼雷艇和4艘近岸潜艇(300～400吨)等力量组成。但还 
  是因经费不足，海军的“潜艇梦”再一次破灭了。 
    1928年9月18日，再次赴欧洲考察海军事务归来的欣韦男爵在奉呈国王的报告中说，对于小国而言，主要 
  的防御武器是潜艇，其次是近岸作战舰艇，等等。但后因对水面舰艇的需要显得更为迫切，海军的潜艇梦想再 
  度受挫。 
    二、泰国海军潜艇得而复失 
    在经历了20多年的挫败之后，到本世纪30年代后期，泰国海军购自日本的潜艇开始服役，海军终于圆上了 
  “潜艇梦”。然而，好景不长，10余年后，在外国强权压力下，泰国潜艇被迫退役，海军潜艇得而复失。 
    1932年，泰国政体由君主当权制变为君主立宪制，海军编制体制发生重大变化。1935年4月8日，经下议院 
  批准，海军颁布实施以“海军建设六年计划”为主要内容的《海军建设条例》。 
    1935年4月9日，海军发布命令，成立以海军上校代理司令威占·乍吉侯爵为主席、由12名海军高级军官组 
  成的海军建设评研委员会。5月31日，在评研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委员会委员、海军上校参谋长欣·宋克拉 
  猜子爵宣布，海军已向政府提出申请，要求购买3艘300～400吨级的潜艇。此次会议之后，外国各造船公司便 
  开始向泰国推荐自己的设计样品。 
    1935年10月7日，海军建设评研委员会举行第十一次会议。会议对所购潜艇作了具体规定。1935年10月9 
  日，海军建设评研委员会举行第十三次会议，对外国造船公司实行公开招商。最后，决定采纳日本提案，共购 
  买4艘，并就有关细节与日方代表作进一步磋商。 
    泰国海军选中的日本370吨级的潜艇，是一种当时西方国家已经普遍使用的近岸潜艇，德国早在装备潜艇 
  武器之初，就建造了大量的这类潜艇。 
    1936年5月31日，泰国海军选拔的第一批潜艇兵员离开泰国前往日本接受潜艇技术操纵训练。最初，受训 
  人员在东京附近的船桥学习日语，尔后转移到神户的三菱造船公司学习、训练。 
    潜艇的建造工作，分前后两组(各2艘)进行。4艘潜艇分别以潜艇界的权威人士命名为“玛查鲁”、“威 
  伦”、“欣沙姆”和“帕莱春喷”。因第一艘潜艇的交货日期是9月4日，这一天便成了泰国海军历史上的“潜 
  艇日”。 
    1938年6月5日，“玛查鲁”、“威伦”、“欣沙姆”和“帕莱春喷”4艘潜艇开始离开日本回国。途经基 
  隆、马尼拉，于6月27日返抵梭桃邑，后于7月19日正式入编服役。 
    在印支战争及二战期间，泰海军潜艇充分利用自身优势，或巡逻警戒，或隐蔽打击，显示出巨大威力。 
  1943年10月15日，泰国潜艇还成功地向哥打巴鲁运送了陆战队兵员。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潜艇上的火炮既可打 
  击水面目标，也能打击敌人飞机，在战斗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二战结束后，由于美国以“不予援助”相要挟，再加上潜艇蓄电池的使用期限已到，而又无法从日本购得 
  更换品，泰海军仅使用了13年的4艘潜艇被迫于1951年11月30日全部退役，并先后拆解、拍卖。迄今，仅剩的 
  一具潜望镜存放在北榄海军军官学校。 
    三、泰海军欲圆“潜艇梦” 
    近年，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以及国民经济的不断增长，从国家战略利益出发，泰国海军又开始考虑起潜艇 
  这一曾经拥有过的舰种。为了再圆“潜艇梦”，重建潜艇部队，泰国海军已开始着手进行理论论证和技术培训 
  等工作。 
    80年代末，泰国海军推出“蓝水海军”建设方案，海上战略至此发生根本性转变，海军开始走向远海。根 
  据新的海上战略，泰国海军于1992年对海上力量实行改组，在编制上成立了潜艇大队。 
    近年，随着海军“潜艇热”的不断升温，泰国国内也频出异议。有人认为，泰国海域仅70～80米深，潜艇 
  活动不便，海军没有必要装备潜艇。更有甚者，贬低海军能力，认为海军缺乏操纵潜艇的技术力量，潜艇会 
  “潜下去，起不来”。众说纷纭，不一而是。对此，泰国海军组织力量对装备潜艇、组建潜艇部队的必要性和 
  可行性进行了多方论证，为潜艇部队的重建奠定了理论基础。 
    为了培养技术力量，为重建潜艇部队做准备，近年来，泰国海军不断派出文化素质高、军事技术好、作风 
  纪律严的优秀青年军官赴荷兰、瑞典、英国、美国等海军强国观摩学习和接受技术培训。早在1991年2月，海 
  军就选派了6名军官到荷兰学习潜艇技术。 
    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目前，泰国海军已经具备足以操纵潜艇的技术能力，并已有外国公司推荐自己的产 
  品。在泰国班汉政府执政期间，瑞典的考库姆机械公司就提出以171 25亿铢的总价向泰国海军出售2艘潜艇。 
  泰国海军也表示，最迟在1997年要购买2～3艘潜艇。泰国海军重建潜艇部队之事已初见端倪，半个多世纪的潜 
  艇之梦终将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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