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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阿马岛争端与马岛海战

塔圣 

打开世界地图，在南大西洋，靠近阿根廷东南沿海海区，人们可以找
到阿根廷称之为马尔维纳斯群岛，英国称之为福兰克群岛的一群岛
屿。这群岛屿人们习惯简称之为马岛。马岛除东部的索莱达岛和西部
的大马尔维纳斯岛有大约２０００人居住外，绝大部分地区荒无人
烟，且地靠南极，气候严寒。但马岛的战略地位却毋庸置疑。西去４
００千米，是举世闻名的麦哲伦海峡，是由大西洋进入太平洋的海上
交通要道，是通往南极的大门和前进基地。此外，马岛的大陆架还蕴
藏有可观的石油资源。据称，其蕴藏量可能达２０亿桶，有可能成为
一个新的“科威特”。 
一、英阿马岛争端的由来 
英阿对马岛的主权之争由来已久。据历史记载，马岛被发现于１６世
纪，但何人何时发现，说法不一。阿认为，１５２０年，麦哲伦探险
队的一名葡萄牙人戈梅斯最早发现了马岛。英国则认为是由英国航海
家戴维斯于１５９２年８月１４日驾驶“希望”号船首先发现的。１
６９０年英国人约翰·斯特朗来到该岛时，发现了东西两个大岛之间
的海峡，将其取名为“福克兰海峡”。此后，英国称该岛为“福克兰
群岛”。１７６４年，法国人在东岛上建立了居民点，将其命名为
“马洛于内群岛”。 
１７７０年，西班牙占领了该岛，将其称为“马尔维纳斯群岛”。１
８１６年阿根廷摆脱西班牙的统治宣告独立，并宣布继承对马岛的主
权，将马岛定为阿的第２４个省。４年后，阿海军又将国旗插上了索
莱达岛要塞顶峰，宣布对该岛拥有全部主权。 
英国则以该岛为英国人最早发现为由，于１８３２年和１８３３年先
后出兵占领西岛和东岛。为显示主权，英国人在岛上设置了总督府及
其他行政机构，向该岛移民，并挤走了岛上土著居民。此后，马岛便
沦为英国殖民地。但阿从未放弃对马岛的主权要求。 
１９５８年，英阿两国关于马岛的争端被诉诸于合国，联合国先后４
次通过决议，要求英阿两国以谈判的方式解决争端。由于双方均不愿
从本国的立场上后退，这种谈判只能是谈谈停停，吵吵争争，成为马
拉松式的谈判，英国也因此控制着该岛１００多年。 
１９８２年２月２６日，英阿关于马岛的谈判又重新开始，但是这一
次，阿根廷人显然已对谈判失去了耐心和信心，他们已不指望能从谈
判桌上得到什么，他们之所以愿意谈判只不过是故意放出来的烟幕。
此时阿军方正在悄悄准备一项代号为“罗萨里奥”的行动计划，他们
决心要以牙还牙，用武力来收回对马的主权，于是爆发了震惊世界的
英阿马岛之战。 
二、英阿马岛大战 
１９８２年３月１８日，一些阿根廷人到南乔治亚岛的利恩港，准备
拆除一家鲸鱼加工厂的陈旧机器，遭到英驻军的刁难，绝大部分人被
阻止上岸，部分阿人则冲破阻拦，登岛并在岛上竖起阿国旗。英国得
知后，向阿提出了强烈抗议，并派出４０名海军陆战队员前去“恢复
秩序”。阿也不肯让步，决心一劳永逸地解决马岛主权之争。阿海军
迅速派出两艘导弹护卫舰赶赴南乔治亚岛，将该岛的２２名英军和１
３名英考察队员抓了起来，并再次升起阿军旗。英闻讯后，急调２艘
军舰和１艘潜艇前往马岛。正当双方箭拔弩张的时候，却传来阿海军
舰艇北驶乌拉圭海域要与乌海军举行联合演习的消息。但到３月３１



 

日晚，阿海军却突然退出演习，掉头南下，全速驶往马岛，具体实施
“罗萨里奥”计划。原来这是阿海军临战前的一次佯动 直到此时，
英国人才惊呼“上当” 英首相撒切尔夫人火速通知国防、外交官员
到首相官邸商讨对策。同时派遣在直布罗陀海峡值勤的一个舰队赴马
岛增援。此外，撒切尔夫人还给美国总统里根写信，要求美制止阿占
领马岛。但是此时，阿军方已箭在弦上，不能不发。４月２日拂晓，
阿军５０００余人突然在马岛登陆。驻岛英军只抵抗几小时便宣布无
条件投降。马岛总督垂头丧气地带着英国文武官员登上阿军早已为他
们准备好的军用飞机，先到乌拉圭，再改乘飞机回国。第二天，阿军
又在南乔治亚岛登陆，岛上英军又宣布投降。阿政府向全国发表公
报，宣布已收复马岛。阿举国群情激奋，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与此
相对照，英国朝野哗然。４月３日，英下院举行会议，讨论面临的严
重局面，许多议员指责政府“出卖”马岛。有人甚至称“宁可失去５
个北爱尔兰，也不愿失去一个福克兰 ”英国成立“战时内阁”并决
定抽调海军总兵力的三分之二，组成一支特混舰队赴马岛。至此，双
方摆出一付进行海上决战的架式。阿方：海军拥有各型舰船３４艘，
主要作战舰艇１８艘；空军作战飞机２２３架，能用于作战的１５４
架；海军作战飞机４９架；阿军守岛部队有１个海军陆战旅，３个步
兵旅，共约１５０００人。英方：特遣舰队共有舰船１１１艘，其中
作战舰艇４４艘，辅助船只２２艘，商船４５艘，两栖运输船２０
艘，舰载“鹞”式飞机２８架，空军“鹞”式飞机１４架，海军陆战
队及步兵旅等９０００人，另外还有一些特种部队。值得指出的是，
特混舰队还包括航空母舰“无敌”号和“竞技神”号及２艘核动力潜
艇。英国防部称是“除两个超级大国以外最大的一支特混舰队”。而
以购买西方廉价旧式军舰为主的阿海军与英舰相比，简直就不在一个
档次上。有鉴于此，阿海军不得不收缩于本国的近岸海区。更糟糕的
是，当“铁娘子”把全部赌注压在马岛上，宣称“福克兰已经成了我
的生命、我的血液”时，阿总统加尔铁却承认“做梦也没有想到撒切
尔夫人会为了一个荒芜的岛屿派遣如此庞大的特遣舰队，万里迢迢到
南大西洋来”。最高统帅心态如此，部队的战斗准备程度可想而知，
战争已一触即发，阿却还在认为英“不可能真打 ”显然，战争一开
始，就事实上决定了双方的结局。正在双方即将开战时，“公正的”
美国人出来调停了。美国是北约的盟主国，美国人的“公正”程度有
几何，只要不是弱智就能猜得出来。从４月７日开始，美国国务卿黑
格频繁穿梭于英、阿和美国首都进行调停，但双方都不愿从原来的立
场上后退。美国人偏向英国，阿自然心知肚明，对黑格提出的包括考
虑马岛居民的“愿望”在内的所谓“七点”新建议，自然不能接受。
因为马岛居民是英国人后裔，考虑居民的“愿望”，显然只能是对英
国有利。阿不能不拒绝这种“新建议”，美国调解未果。４月２９
日，美以阿拒绝美建议为由，宣布放弃“中立”，转而支持英国，不
仅对阿进行制裁，还让英军使用美阿森松岛上的空军基地和其他军事
装备，向英国人提供情报，并让通信卫星成为英国通信中继站。获知
这一切，阿总统痛心疾首，称对美国“感到很痛心，我要说，欺人太
甚了”。至此，战争已不可避免。５月１日，从美国阿森松岛基地起
飞的英军对马岛实施轰炸，从英航母上起飞的飞机也对阿阵地进行猛
烈攻击。阿军奋起还击。５月２日下午４时，英核潜艇击沉阿巡洋舰
“贝尔格拉诺将军”号。阿军发誓要报仇雪恨。５月４日，阿“五月
二十五日”号航母搭载的“超军旗”战斗机利用地球曲线超低空飞
行，用“飞鱼”导弹击沉英最新型“谢菲尔德”号驱逐舰；５月１２
日，阿空军１２架“天鹰”战斗机分三批重创英护卫舰“大刀”号和
“华美”号。５月２１日晨，英军开始登陆马岛，并建立登陆场。阿
空军和海军航空兵呼啸而来，对英舰进行攻击，击落英机５架，击中
英舰８艘，其中１艘护卫舰被击沉。５月２５日，阿机又击沉英驱逐
舰“考文垂”号和１ ８万吨级的大型集装箱运输船“大西洋运送
者”号。“大刀”号护卫舰遭重创，英６架“鹞”式战斗机也葬身海
底。６月８日，阿机再呈神勇，又击沉３艘大型登陆舰和重创“普利
茅斯”护卫舰。可惜的是，阿飞机表现出色，但陆军表现却有负阿国
人，未能很好地实施配合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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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军虽然遭到沉重打击，但仍决心夺取马岛。马岛由西岛和东岛组
成，中间有一条２ ６～８海里宽的海峡，西岛防御较弱，东岛防御
较强。英军从东西岛间的结合部突破，避开正面，尔后再向东推进，
分进合击，夺占全岛。激烈的战斗一直持续到６月１４日。阿陆军孤
军奋战，损失惨重。阿统帅部见大势已去，电告马岛守军“在不损害
武装部队荣誉和国内政策的情况下”可以自由行动。阿陆军司令在英
方提出的“无条件”投降的停火协议上签字时，尽管勾掉了“无条
件”三个字，然而这一天对阿军来说，不能不是一个耻辱的日子。燃
烧７４天的马岛战火熄灭了。虽然英军伤亡１０００余人，耗资２７
亿美元，但英国人显然认为，是他们取得了最后胜利，“铁娘子”喜
不自禁，声称“伟大的英国现在再度伟大起来了 ”阿总统则表示，
马岛战斗的结束，并不意味着“我们于１８８３年开始，今年４月２
日继续进行的这一民族事业的终止”。阿把每年的６月１０日定为
“马岛主权”日。１９９４年阿通过新宪法，再次重申对马岛的主
权，英国则认为马岛主权“无可谈判”。近年来英阿关系虽然有所缓
和，但阿根廷想收回马岛主权的愿望仍是一个遥远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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