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kalasnikf
线条

kalasnikf
文本框
应为“岛田繁太郎”(日文嶋田繁太郎)







kalasnikf
文本框
高田利種(1895-1987,海兵45期)终战时少将，大本营海军战备部长。









kalasnikf
文本框
大西新藏(1892-1988,海兵42期)终战时中将，海兵副校长

kalasnikf
文本框
神重德(1900-1945,海兵48期)与陆军的辻政信齐名。曾任联合舰队作战参谋因策划了萨沃岛奇袭和大和号单程出击而被称为疯子。终战后在与苏联协调北方四岛占领问题时因飞机失事身亡，特晋少将。

kalasnikf
文本框
塚原二四三(1887-1966,海兵36期)后来调回国内任海军省航空本部长兼军令部次长。并担任了天皇的顾问——军事参议官。最后一个高级职务是横须贺镇守府司令长官。





kalasnikf
文本框
第一次所罗门海战被美方称为萨沃岛海战（或第一次萨沃岛海战），是联合舰队的战术大捷。三川军一在战后也因此得到很高评价，但是由于没有对美军运输部队进行有力打击，导致瓜岛的美国地面部队站稳了脚跟。这也反映了日本军队重作战轻后勤的思路。









kalasnikf
文本框
卢沟桥事变中与中国军队产生冲突的日军部队就是一木清直（时为少佐）所在的中国驻屯军第1联队第3大队。美国人在某种意义上送了中国一个人情。





kalasnikf
文本框
関衛和村田重治、奥宫正武、江草隆繁、是海兵同期（58期）。

kalasnikf
线条

kalasnikf
文本框
应为江草隆繁



kalasnikf
文本框
美方称东所罗门海战

kalasnikf
线条

kalasnikf
文本框
即北卡罗来纳号战列舰



kalasnikf
文本框
川口支队的总兵力只有5000人左右，而美军第一次登陆上岛的陆战队人数就达到了11000人







kalasnikf
文本框
即美国航母“胡峰”号(Wasp, CV-7)





kalasnikf
线条

kalasnikf
自由文本工具
应为大和号



kalasnikf
文本框
应为“金刚



kalasnikf
线条

kalasnikf
文本框
印尼重要港口

kalasnikf
文本框
埃姆登号因其在一战中的“海洋游击战”而闻名，拦截协约国商船23艘，给英国海上运输线带来极大困扰。最终于1914年11月被澳大利亚轻巡洋舰悉尼号击沉。







kalasnikf
文本框
美方将此次海战称为埃斯佩兰斯角海战，黑夜中五藤存知中将将诺曼·斯科特少将的第64特混编队误认为己方舰队并打出灯光信号，被美舰击中青叶号舰桥，五藤双腿被炸断，失血过多阵亡，至死还以为是被己方误伤，大骂“马鹿者！马鹿者！”（即八格牙路八格牙路）







kalasnikf
文本框
三式弹作为空爆弹，依靠的是破片杀伤。但是对于坚硬的机场跑道，应该采用有钻地功能的穿甲弹。日军的炮击实际上对跑道的损伤并不严重。美军在24小时内就修复的跑道。











kalasnikf
线条

kalasnikf
文本框
即格鲁曼，美国海军军机的主要制造商之一，代表机型有F4F野猫，F6F地狱猫（恶妇），和F8F熊猫。太平洋战争时期在日本海军总就是美国战斗机的代名词







kalasnikf
文本框
因为事先没看过地形，日本兵也分不清楚草原和野战机场的区别。而由东海林大佐指挥的右翼部队实际上才刚刚下山头进入机场所在的平原。于是就有"看起来一部分部队是不是已经进入了机场？"的疑问。而通信中转站在中转时又把疑问语气改成了判断语气，再贪污了“一部分部队”这几个字，就成了"右翼部队看起来已经进入机场。" 



kalasnikf
文本框
事实上当天攻进机场的只有左翼古宫正次郎大佐指挥的第29联队的一部分。但是在美军炮火的轰击下进攻被粉碎。古宫正次郎在失败后自杀。



kalasnikf
线条

kalasnikf
文本框
即“胡峰”号（Wasp，CV-7）

kalasnikf
文本框
这个日期有误，其实是1月16日，萨拉托加号确实被击中，但是受伤未沉，后来回到本土大修后继续参战。当时日本海军还以为击沉的是列克星敦号，因此在珊瑚海海战后还在公报中称击沉了萨拉托加号（其实是列克星敦号）。不过在第二次所罗门海战（东所罗门海战）中，萨拉托加并未受伤，而是在几天后因轮机故障返回夏威夷大修，之后因埃塞克斯号服役就被调往大西洋作战

kalasnikf
线条

















kalasnikf
线条

kalasnikf
文本框
有马正文最后担任第一航空舰队第26航空队少将司令，台湾空战后的1944年10月15日，有马亲自带队向美军发动自杀性攻击，并企图撞击美航空母舰但被击落。有马的自杀行动刺激了大西泷治郎等神风特攻的倡导者，几天后的莱特湾海战，神风特攻正式开始。而有马因为是第一个神风特攻的牺牲者，被追授予了日本最高的功一级金鵄勋章（该勋章在太平洋战争中的海军获得者只有五人，其他四人是山口多闻、山本五十六、古贺峰一、南云忠一）





kalasnikf
文本框
奥宫正武还是飞行员时曾经和村田于1937年12月12日违反国际法攻击了南京江面上的美国炮艇帕纳伊号，造成严重外交纠纷，日本被迫向美国道歉赔款。两人可以说是最早攻击美国海军的日本飞行员。（一二八的美国飞行员肖特是志愿者，不是军人）





















kalasnikf
线条

kalasnikf
文本框
即美国海军作战部长欧内斯特·金五星上将，奥宫按照日本的军阶称他为元帅。











kalasnikf
文本框
此战就是美方所称的圣克鲁斯海战，美方在战术上失利并导致太平洋舰队从此时到1942年底埃塞克斯号服役前只剩下了企业号一艘航母（萨拉托加号调往大西洋参战）。但是日军在飞机和飞行员上的大量损失却不是短时间可以弥补的。这也是日本海军航空兵最后一次较大的军事胜利。













kalasnikf
文本框
西田本欲与比睿号共沉，但是被阿部拖了下来，此后一直精神恍惚。

kalasnikf
文本框
日军采用旗舰打探照灯为后续舰只指示目标的办法，结果使比睿暴露在美军火力之下。比睿是日本在二战中损失的第一艘战列舰。





kalasnikf
文本框
对比资料可以看出，雾岛是被华盛顿号击沉的，华盛顿号上装备了火控雷达，在混乱的黑夜中也能给日军精确的打击

kalasnikf
文本框
美方对此战的称呼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把两次战斗合称为瓜达尔卡纳尔海战或第三次萨沃岛海战，把后来的田中濑三少将的胜利称为第四次萨沃岛海战；第二种是把13号的战斗称为第三次萨沃岛海战，14号的战斗称为第四次萨沃岛海战，田中濑三的战斗称为塔萨法隆格海战。另外，塔萨法隆加、塔萨法隆格，伦加，隆格指的都是同一地点，即亨德森机场北部的伦加角极其附近海域，国内有资料在翻译“塔萨法隆格”时误将“塔”写作“堪”，导致多出了一个莫名其妙的“堪萨法隆格”或“堪萨法隆加”













kalasnikf
线条

kalasnikf
文本框
即“东京快车”（Tokyo Express），对日本驱逐舰偷偷摸摸运输物资行动的称呼





















kalasnikf
文本框
日文：ム号作戦

kalasnikf
文本框
英文：  Wewak和 Madang，都在新几内亚东部







kalasnikf
文本框
日语：ケ号作战







kalasnikf
文本框
日语：い号作戦





kalasnikf
文本框
这次空中袭击战被美方称为俾斯麦海海战，日方称之为登比尔海峡的悲剧（主要战场在新不列颠岛和新几内亚岛之间的登比尔海峡）。美澳新联合空军（主要是陆军航空兵）采用了跳弹攻击战术，使炸弹在水面反弹击中船只侧舷以产生鱼雷攻击的效果，给日本运输船队巨大杀伤。除了海军军舰损失外，运输船上的7000名日本陆军官兵中有3600人沉入海中死亡。这一战直接刺激了山本五十六进行ぃ号作战的决心







kalasnikf
文本框
实际战果仅为击沉驱逐舰一艘，运输船及其他舰艇共四艘，击落击毁飞机31架











kalasnikf
线条

kalasnikf
文本框
应为百武































kalasnikf
文本框
原第五舰队司令长官細萱戊子郎中将因在1943年3月27日的科曼多尔斯基群岛海战中指挥不力被撤职





kalasnikf
线条

kalasnikf
文本框
山崎保代参与过济南五三惨案，在阿图岛阵亡后被特晋两级为中将。这次战斗是美军第一次采用跳岛战术（跳过了5000人驻守的基斯卡岛），也是日军第一次出现“玉碎冲锋”



kalasnikf
文本框
有误，正确拼法为レンドバ，英语Rendova













kalasnikf
文本框
在7月6日的库拉湾海战（Battle of Kula Gulf）和7月12日的考伦班加拉海战（battle of kolombangara）中，第三水雷战队和第二水雷战队都以旗舰被击沉，司令部全灭的代价重创美军的巡洋舰队。之后美第12驱逐舰中队司令阿利·伯克（Arleigh Albert Burke，即日后的美国海军作战部长，阿利·伯克级驱逐舰即以他命名）想出了驱逐舰分为两组，预备组专趁日舰装填鱼雷时攻击的策略。伯克的继任者穆斯布鲁格这次8月6日的维拉湾海战中成功击溃了第四驱逐队，仅时雨一艘驱逐舰逃脱。



kalasnikf
文本框
前面提到的登比尔海峡悲剧中，木村昌福就是护航舰队（第一水雷战队）的司令，当时他也被美机扫射受伤。这次撤离作战也是颇具戏剧性。7月上旬的第一次作战因为浓雾突然消失而告吹。而7月底的几天中金凯德的美国舰队一直在基斯卡岛附近巡逻。仅仅在7月29日一天没有出动，而木村恰恰是在29日靠上了基斯卡岛，成功地撤出了所有陆军部队。这次传奇作战后来被拍成电影《基斯卡，太平洋奇迹的作战》，由三船敏郎饰演木村昌福少将。这次作战代号和瓜岛撤退一样也是“ケ号作戦”，看来真是个好彩头





kalasnikf
文本框
日语 ろ号作战

kalasnikf
文本框
Essex CV-9，Yorktown CV-12，Bunker Hill CV-17。所谓“银行家”应为Bunker（碉堡）的误译





kalasnikf
文本框
日本大本营宣称此战击沉了萨拉托加号航母，当这个战果报到昭和天皇那里时，呆了会儿突然说了一句：那萨拉托加好像已经被击沉了六次了，怎么那么能浮啊？



kalasnikf
文本框
6次布干维尔岛空战之后，拉包尔的航空兵彻底瘫痪，拉包尔从此成了孤立的据点，直到日本投降















kalasnikf
线条

kalasnikf
文本框
陆战二师师长叫朱利安·史密斯 Julian  C.  Smith，他的上司是后来成为陆战队总司令的第五两栖军军长霍兰德·史密斯Holland Smith。另外陆军27师的师长也姓史密斯，叫拉尔夫·史密斯Ralph  C.  Smith



kalasnikf
文本框
美军因为第一次在珊瑚礁登陆作战，经验不足吃了不少亏，吸取教训后就顺利多了。因此后来日军再也不敢上滩头阻击美军，而是把美军放上陆地再打，例如硫磺岛栗林忠道的战术，才再次让美军受到挫折。



kalasnikf
文本框
此次特鲁克空袭作战造成的巨大损失，古贺峰一和代理指挥特鲁克防务的第四舰队司令长官小林仁中将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古贺只顾着疏散了主要的作战舰艇（特别是武藏号），而小林仁在明知美军迫近的情况下只戒备到2月16号就放弃了警戒，导致第二天被打了个措手不及，日军的辅助船队损失惨重。这是日军只重视作战舰艇轻视后勤支援部队的恶果。





































kalasnikf
文本框
福留繁迫降后被菲律宾游击队俘虏，最后是陆军用物质和武器“赎”回来的，海军为此丢尽了脸。









kalasnikf
文本框
日文 ァ号作战

























kalasnikf
线条

kalasnikf
文本框
大和……







kalasnikf
线条

kalasnikf
文本框
应为island 舰岛，航母的上层建筑





kalasnikf
文本框
阿部善次最终军衔少佐，于2007年4月7日去世，享年90岁。晚年的阿部少佐来往于日美之间和往日的敌人一起讨论当年的战斗。







kalasnikf
线条

kalasnikf
文本框
林加群島是印度尼西亞的小型群島，位於新加坡以南廖內群島省東面的赤道兩側





kalasnikf
矩形



kalasnikf
线条

kalasnikf
文本框
应为鸟海号











































kalasnikf


kalasnikf
指以所罗门群岛中图拉吉岛为中心的岛屿群，不是美国佛罗里达（想想
也不可能的嘛）



kalasnikf


kalasnikf
查亚普拉

kalasnikf


kalasnikf
日方的判定
还是准确的，
确实是同一
支舰队两套
指挥班子。
哈尔西指挥
时称第三舰队
斯普鲁恩斯
指挥时称第
五舰队。























kalasnikf
比亚克的日军抵抗异常顽强，直到三个月后美军才结束了这里的作战。一万五千日军仅500人被俘









kalasnikf


kalasnikf
分别是CV-18 wasp和CV-12 Hornet 以纪念被击沉的CV7和CV8

kalasnikf




























kalasnikf


kalasnikf
即著名的
“月光”战斗机

























































kalasnikf


kalasnikf
应为大尉



















































































kalasnikf


kalasnikf
应为岛田，即海相兼军令部长的岛田繁太郎



kalasnikf


kalasnik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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