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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
烏控制地區近11個月變化

自2月初開始，西方媒體及官員
就不斷炒作俄羅斯「春季攻

勢」的消息，例如北約秘書長斯托
爾滕貝格14日主持北約防長會議
時，就聲稱俄羅斯已經展開新的
「春季攻勢」，而且「兵力、武器
和戰力都更強大」。與此同時，美
國防長奧斯汀則表示，他預期烏克
蘭將會發動新一輪反攻。

頓涅茨克進攻行動已持續一個月
西方口中的俄軍「春季攻勢」，

大抵是指在烏東頓涅茨克州城鎮武
赫勒達爾和巴赫穆特的進攻行動，
以及針對去年被烏軍奪回的重鎮利
曼的進攻。
其中，武赫勒達爾和巴赫穆特的

戰事已經持續了約一個月時間，雖
然俄軍已經投入大量精銳部隊和持
續以火炮猛轟，但烏軍仍然頑強抵
抗，令戰況膠着。
西方官員聲稱，俄軍正組織一次

類似去年開戰初期的大型多兵種聯
合攻勢，以期一舉擊潰烏克蘭守
軍，他們認為戰力相對保存得較好
的俄羅斯空軍或在這次「春季攻
勢」中扮演較重要角色，俄軍可能
會調動大批戰機和直升機協助地面
部隊進攻。
至於烏克蘭方面，烏軍亦加強對
扎波羅熱州重鎮梅利托波爾的攻

勢，企圖收復更多扎波羅熱周邊地
區，進一步切斷烏東俄軍控制地區
與克里米亞之間的陸路連接。

只讓烏擁有限戰鬥力拖長戰事
正如美國在去年1月不斷炒作俄

羅斯「入侵」烏克蘭的消息一樣，
美國和北約這次炒作所謂俄軍「春
季攻勢」，明顯亦是為軍事衝突升
級作準備，同時也是為了堅定北約
盟友之間支援烏克蘭的決心。
分析認為，過去一年來，美國一
方面阻撓推動俄烏和談的工作，一
方面則一直某程度上控制着俄烏衝
突的升級速度。儘管美國不斷提升
對烏軍援的力度，由最初只提供單
兵反坦克武器等偏向防禦性裝備，
到後來開始提供自走火炮、攻擊無

人機及長程導彈，以至近期的坦克
等重型武器，但美國始終手執烏軍
的韁繩，既要讓烏克蘭擁有一定戰
鬥能力，但又不會讓烏軍可以強大
得全面壓制俄軍。美國的目的就是
盡量讓衝突延長，將俄軍拖入漫長
消耗戰，從而削弱俄羅斯整體國
力。
換言之，這場俄烏衝突在短期內

都不會看見終點，意味烏克蘭人民
將要繼續受苦。俄羅斯私營軍事集
團「瓦格納」創辦人普里戈津日前
便承認，俄軍起碼還要「一年半至
兩年時間」才能完全控制烏東頓巴
斯地區；西方官員亦向媒體承認，
未來幾星期俄烏雙方將持續互有進
退，「對烏克蘭人而言，今年將是
漫長又非常困難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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繩 2022年2月24日，俄羅斯在烏克蘭發起「特別軍事行動」，這場原本被外界認為是強弱懸殊的軍事衝突，

並未以速戰速決的方式結束，反而演變成漫長的消耗戰。美國及其北約盟友源源不絕地向烏克蘭輸送武器，

正是衝突不斷延長的主因，而在近日衝突將近一年之際，西方又再大肆炒作俄羅斯發動所謂「春季攻勢」及

烏克蘭發動反攻的消息，並以此為藉口向烏克蘭供應更強力武器，勢將令衝突進一步升級。

◆香港文匯報特約記者 余家昌

過去一年俄烏衝突中，最令外界大跌眼
鏡的，莫過於俄軍戰力遠不如想像中強
大，儘管烏克蘭在開戰初期就獲得西方大
量軍援，實力大增，但俄軍竟然接連在多
場重要戰役中大敗，損兵折將，甚至到最
後不得不兩度大規模「轉進」後撤。不少
軍事專家都認為，俄軍表現反映了俄羅斯
軍事戰略和戰術存在嚴重不足，而從俄軍
近幾周進攻頓涅茨克物流樞紐武赫勒達爾
的情況來看，俄羅斯在經歷接近一年的衝
突後，還是未有汲取到教訓。
自1月底開始，俄羅斯調集大軍進攻武
赫勒達爾，當中包括俄軍最精銳的兩個
旅，分別是第155海軍陸戰旅及第40海軍
陸戰旅。這次進攻令烏克蘭蒙受重大損

失，更消耗了烏軍大量火炮彈藥，不過俄
軍同時遭遇重挫，據多名烏方將領宣稱，
俄軍兩支海軍陸戰旅都遭受了毀滅性打
擊，幾乎全滅。烏克蘭參謀本部估計，單
是在一個星期內，俄軍就在武赫勒達爾損
失最少130輛裝甲車，包括36輛坦克。烏
軍發布的航拍照片亦顯示，武赫勒達爾周
邊有大量被擊破的俄軍坦克。

事前公告天下 未考慮地雷陣
根據烏方說法，俄軍之所以損失慘重是

因為犯了幾個大錯。
首先，俄軍對武赫勒達爾的進攻並非突
如其來，相反，俄方甚至在開戰前在網上
「公告天下」，本來以為可以藉此一挫烏

方軍民士氣，反而讓烏軍有時間準備。
其次，俄軍將領犯了幾個基本戰術錯
誤，例如沒有考慮到武赫勒達爾周邊埋
下大量反坦克地雷的平原地形，盡失地
利。
另一方面，烏軍在武赫勒達爾周邊部

署美製「海馬斯」多管火箭系統，迫使俄
軍不得不將進攻部隊集結於離前線80公
里的後方，導致任何進攻行動都難以迅速
進行，亦起不到奇襲作用。
這顯示俄軍經過一年戰鬥後，仍然未掌

握到大規模地面進攻的訣竅。
對此，就連俄羅斯「瓦格納」傭兵集團

也看不過眼，在網上發文批評俄軍指揮系
統「混亂」，並說很多進攻部隊在沒有火

炮掩護下就被送上前線，令進攻部隊大多
非死即傷，還有很多被俘虜。

◆香港文匯報特約記者 余家昌

炮火聲一響 改變烏人命運

俄軍未汲取教訓 地面進攻屢戰術錯誤

俄烏衝突以來，烏克蘭全體人民的
生活都受到巨大衝擊，不少人的人生
都出現重大轉變，當中有人棄筆從
戎，有人徹底與說了一輩子的語言切
割，也有人發現自己平凡的職業一夜
間變成維持國家運作的重要崗位。

州長上戰場

去年2月24日俄羅斯發動「特別軍
事行動」當天，時任烏克蘭西部切爾
諾夫策州州長的奧薩丘克事先已收到
俄軍將發動攻擊的簡報，他整晚不敢
熟睡，他說：「我被爆炸聲還有手機
傳來俄羅斯全面攻擊烏克蘭的信息吵
醒。」奧薩丘克後來索性西裝換軍
裝，成為烏克蘭國家邊防局中校。

衝突開始後，50歲的奧薩丘克親赴
邊境協調烏軍各部門合作，但由於還
有州長職務在身，他當時無法直接參
軍。他說：「去年上半年，我在切爾
諾夫策組織動員，每天我都敦促大家
從軍。當我的州長任期在7月14日屆
滿時，我馬上入伍。能與邊防軍並肩
奪回烏克蘭的邊界，對我來說是一大
榮耀。」

奧薩丘克現正在巴赫穆特與俄軍作
戰，他計劃一直待在軍中直到最後，
認為從軍是他與每個公民的責任，必
須保衛烏克蘭直到贏得勝利。

與俄語訣別

俄烏衝突爆發前，烏克蘭黑海重鎮
敖德薩居民穆辛科只會說俄語，甚至
看不起說烏克蘭語的人，但去年2月
24 日炮火聲一響，「每件事都變
了」。

穆辛科的祖父在去年3月俄軍進攻
敖德薩時喪命。她說：「我難過得感
受不到悲傷，與俄羅斯有關的一切，
我只感到厭惡與怨恨。」出於這股怨
恨，穆辛科決定不再說俄語，「我變
成只說烏克蘭語，毫無妥協且不會改
變。」她的父母與男友也改說烏克蘭
語。

穆辛科自此積極參與保存烏克蘭文
化運動，包括成立組織保護烏克蘭
語。她說：「只有在日常生活中運
用，語言才會永久流傳與發展。如果
我們的小孩不說烏克蘭語，這個語言
就會死亡。」

堅守國家生命線

53歲的火車車長葉廖緬科在衝突爆
發當天，與同事一起協助數以千計同
胞撤離。他憶述當日的經歷：「大家
都很害怕，全都驚魂未定：小孩、貓
狗、成人、老人皆是。我們盡可能讓
每一個人都上車。只能容納4人的包
廂擠了10到12人。」

過去一年來，他駕駛的火車穿越烏
克蘭大片地區，有時候更需要關閉車
頭燈隱蔽行車。儘管鐵路工人被很多
烏克蘭人稱為「英雄」，但兩個兒子
都上了戰場的葉廖緬科認為自己的工
作不足掛齒。「我只是做好我的工
作，我們沒燒掉任何坦克、擊落一架
飛機或擊斃一個俄羅斯人。」

◆香港文匯報特約記者 余家昌

數字看俄烏衝突一年
8,000,000

逃離烏克蘭難民人數

150,000
西方估計俄烏雙方陣亡人數

40,000
西方估計烏克蘭平民死亡人數

1,500
俄烏衝突前線總長度（公里）

◆香港文匯報
特約記者 余家昌

◆頓涅茨克炮火連天，戰況膠着。美聯社

，今
年將是漫長又非常困難的一年。 路透社

◆西方預期烏克蘭將會發動新一輪反
攻。 路透社

◆俄空軍被指將扮演較重要角色。
路透社

◆西方大肆炒作俄羅斯發動所謂「春季攻勢」，以
此為藉口向烏克蘭供應更強力武器。 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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