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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內燃機車發明之後，就不斷有人嘗試著將
其與各種武器聯繫到一起，而戰爭之神——火炮
便是其中之一。每當人們看著軍馬吃力地拉拽著
重炮之時，便總有人想著應對之策，而火炮摩托
化的進程也在這時悄然展開……

雖然法國在一戰期間開發的軍用卡車種類完
全無法同英國相比,但是法軍對於火炮機動能力的
格外重視,倒使得法軍在一戰中裝備了多款性能優
異、各具特色的火炮牽引車。

法國陸軍是世界最早對摩托化車輛產生濃厚
興趣的軍隊之一。在1900年於法國本土舉行的一
次工業產品展示會上,就有不下11 種專為軍隊打
造的各色機械車輛同台展出,種類包括聯絡車、軍
官乘用車、運兵車、醫療車、通信車、牽引車、
卡車等。這些五花八門的新鮮設計大都獲得了法
國戰爭部的小批量訂單,有一些車輛還趕上了在當
年的軍事演習中亮相。不過等到這陣新鮮勁兒過
去後,法軍對於摩托化車輛的裝備進程就顯著放緩
了,於是當一戰爆發時,整個法國陸軍的車輛全部
加起來只有220輛,包括91輛卡車和31輛救護車,
剩下的是一些牽引車、參謀部車輛和輕型車輛。
火炮摩托化的開端

時至19世紀末葉,和其他各國軍隊相似,法軍
火炮的機動仍然主要是靠馬匹拖行。深感於軍馬
拉拽重炮的千辛萬苦,一位姓德波特的法國炮兵中
校利用退役後在一家軍工廠供職的便利條件,在一
群朋友的幫助下搞出了一種實用型的四輪火炮牽
引車設計草案。1910年,德波特把自己的設計交給
了潘哈德公司,由後者製成了所謂的夏蒂倫一潘哈
德牽引車,該車採用40馬力發動機,最大負荷15噸,
滿負荷時最大速度8千米小時。

在 1911 年法軍的薩托利演習期間,德波特把
這種四輪驅動的火炮牽引車展示到了法軍摩托化
車輛測試委員會的面前,接受了包括行駛在田間地
頭、爬上斜坡、跨越小障礙等科目在內的一系列
測試。雖然委員會沒有當場表態,不過他們在1912
年3月要求做進一步的測評,到了7月,夏蒂倫一潘
哈德牽引車成功地拉著一門155毫米野戰炮實施

了戰地機動。其後又牽引一門220毫米攻城炮及
其14人炮組行進,這種重炮的自重超12噸,而火炮
牽引車拖著它在起伏不平的地面上穩當地行進
著。

再保守的人也不可能無動於衷了,法軍很快就
決定採購一批牽引車參加1913年的春季演習。在
這場於3月末舉行的演習中,夏蒂倫一潘哈德火炮
牽引車分別進行了不間斷行駛100千米和60千米
的火炮牽引演練,其表現被評定為“優異”。

夏蒂倫一潘哈德並不是法軍裝備的第一種火
炮牽引車,但在它出現之前,法軍炮兵只嘗試過用
兩輪驅動的牽引車拖行較輕型的火炮,這種牽引車
只具備在公路上行進的有限機動能力,而夏蒂倫一
潘哈德採取四輪驅動方案,完全“不挑路面”,對
於法軍炮兵的機動能力而言無疑是一大進步。

軍方向潘哈德公司下發的第一份訂單為數50
輛,於1913年8月開始交付之後第二單又追加了50
輛。在下發更多訂單前,法軍決定在更加複雜的條
件下對這種牽引車做進一步測試,測試的1914年3
月恰逢大雨不斷,致使夏蒂倫-潘哈德的表現難稱
滿意,後續訂單由是被叫停。第一批50 輛四驅牽
引車裝備到了法軍第4重炮團,該部因此成為法軍
中第一支全摩托化開進的炮兵部隊。1913年7月
14日,這個重炮團被選中赴巴黎參加國慶日閱兵。
8月4日法國對德國宣戰時,這50輛夏蒂倫一潘哈
德牽引車就是法軍中規模最大的摩托化車輛集
群。
輕型火炮的福音

同樣致力於四驅火炮牽引車的還有位於拉蒂
爾的法蘭西自動機械公司,它在19世紀90年代造
出了世界上第一種四驅卡車,在一戰爆發後則推出
了一款拉蒂爾一塔爾型火炮牽引車。這種牽引車
配備1台4缸35馬力發動機,自重4噸,專門致力於
牽引輕型和中型的榴彈炮。戰事既起,法軍把有限
的火炮牽引車用於牽引重炮,野戰炮和輕型榴彈炮
則用馬拉,而拉蒂爾一塔爾牽引車的列裝改變了這
種局面:只要燃料足夠,野戰炮兵可以迅速地部署
到路線上的任何地方。

來自美國的混血兒
在一戰法軍的武庫中有一種著名的火炮,那就

是號稱“法國小姐”的施奈德M1897型A3式75
毫米野戰炮。這種火炮的機動主要大量依靠馬匹,
但是西線的地貌妨礙了“法國小姐”的戰場機動,
為了讓這種自重1544千克的優異火炮能夠最大限
度地發揮威力,法軍從1915年初開始研究75毫米
野戰炮的摩托化解決。

當年 6 月,第 13 炮兵團接收了 10 輛以美制傑
弗裡卡車改成的傑弗裡牽引車,成功地實現了“法
國小姐”的戰地摩托化。不過這種所謂的牽引車
並沒有採取傳統的牽引方式,而是將75 毫米野戰
炮直接裝載到了牽引車的後部平臺上,野戰炮通過
安裝在車身上的一具斜板實現上下車,實際上可以
說是種火炮運載車而非火炮牽引車。1915年9月
和10 月,法軍陸續組成兩個配備傑弗裡牽引車的
摩托化炮兵營,在前線獲得良好反饋後著手編裝更
多此類單位。
當火炮坐上汽車

傑弗裡牽引車出現後,法軍就確信摩托化機動
火炮是在西線取得勝利的大關鍵因素,考慮到法國
野戰炮多為木質路輪並不適合長途行軍的現實情
況,軍方希望能夠具備更多類似傑弗裡運載車那樣
的火炮機動手段。為此,雷諾公司在 1916 年初完
成了一種新型平板車的設計,稱為雷諾FB型火炮
運載車。該車自重14噸,最大載荷8噸,採用1台11
馬力發動機,最大速度6千米小時,主要的特點在於
採用了履帶式行動裝置。

法軍在測試後於1916年9月22日下單訂購50
輛,後於10月27日追加訂購350輛,這些運載車從
1917 年 3 月起開始交付,到一戰結束時共交付了
256 輛。入役後的雷諾火炮運載車表現活躍,每 8
輛負責運載一整個炮連(包括若干彈藥、補給、4
炮、炮兵 40-50 人);適用的火炮型號除“法國小
姐”外,還包括施奈德M1913型105毫米野戰炮和
施奈德M1915型155毫米榴彈炮等。

另外一種和雷諾FB型近似的車輛由施奈德公
司打造。1915年1月,西歐戰場上的英國軍隊裝備

了被稱作“毛蟲”的霍爾特15 噸級牽引車,這種
足以拉動重炮的牽引車令法國炮兵眼饞不已。為
了尋求自己的重炮牽引車方案,法國軍方向國內幾
家知名車輛製造廠商發出邀約,施奈德以極大的熱
情參與到其中。該公司派出自己最好的設計團隊
赴英國現場取經,觀摩“毛蟲”展示期間,法國人
意外遇上了美國霍爾特拖拉機公司的代表,鑒於英
軍的“毛蟲牽引車”就是以霍爾特的75馬力農用
拖拉機為基礎製成,施奈德方面立即和霍爾特公司
達成了合作意向。

當年5月,施奈德從霍爾特購入75馬力拖拉機
和縮小版的 45 馬力“霍爾特嬰兒”拖拉機各一
輛,進行牽引火炮的改裝測試。三個月後,施奈德
公司向法軍總參謀部提交使用報告,認為“霍爾特
嬰兒”正適合改裝火炮牽引車,於是軍方出資向霍
爾特公司訂購15輛“嬰兒施奈德公司從1916年2
月起交付改裝的火炮牽引車。

不過,儘管霍爾特拖拉機的履帶和懸掛裝置頗
為不錯,但是作為火炮牽引車的性能卻並不完全令
法國人滿意,畢竟,這是一種相對功率較小的農用
機械。於是改制火炮牽引車的工程半途而廢,轉而
以“嬰兒”底盤為基礎開發一種類似雷諾FB型的
火炮運載車,由此研究出了施奈德CD型火炮牽引
車,該車自重10噸、最大載荷3噸、最大速度8千
米小時。1916年10月,法軍向施奈德訂購第一單
50輛CD型牽引車,後增至500輛,第一批於1917年
8月交付,由於生產進度緩慢,到一戰結束時只完成
了110輛。

1917年8月,法國陸軍司令部發文要求將所有
的75 毫米野戰炮團全部改成摩托化;而到德軍於
1918春季發動反攻時,法軍已經編成不下 20個這
樣的摩托化野戰炮團,當年6月達到27 個,停戰時
已編成 33 個之多。這支可畏的機動炮兵力量由
8600輛火炮運載車和運輸車支撐,計有4.4萬人之
眾,其活動範圍和反應程度大大超越馬拉的傳統炮
團,成為一戰結束時法國陸軍實力的象徵，而這也
戲劇性地表明瞭摩托化車輛能夠對傳統戰爭產生
怎樣巨大的影響。

車輪上的火炮——一戰法國火炮的摩托化歷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