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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上一部作品中，主要讲述希特勒“巴巴罗萨”计划的核心机密及德军实施这一计划的过程，斯大林
又是怎样对希特勒心存幻想，以致使德军轻而易举地叩开了苏联的边境大门，并长驱直人到苏联的心
脏。
虽然苏军也有顽强抵抗，但伤亡惨重，战斗异常艰苦——红军在作战时，除了以无数生命为代价去完
成上级的任务外，根本就不会打仗。
在一片混乱中，斯大林开始对他的部下普遍失去了信心，他决定以他个人的意志来指挥这场战争。
    但是，斯大林并不是一个合格的统帅。
在完全没有弄清楚局势的情况下，他便不切实际地要求边境各军区展开反攻，将战火在第一时间引向
国境之外。
而作为进攻的“主角”，自然非坦克机械化部队莫属。
在当时，红军已拥有29个机械化军，2.2万辆旧式坦克以及1200辆T—34和639辆KV重型坦克，是世界上
数量最庞大的军队。
（2.2万辆坦克是个什么概念？
打算毕其功于一役的“巴巴罗萨战役”德军坦克也不过3400辆而已！
）    然而，数量并不等于质量。
据说在战争爆发前夕，20％的坦克在大修，47％的坦克正在进行中修，只有33％的坦克在军中服役。
许多坦克驾驶员只经过70个小时的课堂学习便仓促上阵，以致出现了部队接收到T—34坦克却无人懂
驾驶的尴尬地步；一支拥有856辆坦克的机械化军，未经一战，却在开赴前线的途中抛锚了一半。
这种景象比比皆是，终于耗空了苏军殷实的家底。
    古德里安将军后来回忆说，苏联坦克之间缺乏配合，各自为战，应变能力极差，通常是指挥坦克后
面跟着一群坦克，如同老母鸡领着一群小鸡，一旦指挥坦克被击毁，其余的坦克就像无头苍蝇一样四
处乱撞。
一些坦克连基本的无线电台都没有，行军作战靠旗语，车长站在炮塔上用靴子指挥坦克前进——踢驾
驶员左肩，就意味着将坦克左转；踢驾驶员右肩，就意味着右转⋯⋯    据苏联方面提供的资料显示
，1941年6月22日之前，苏联红军投入战斗的各型坦克、自行火炮、自行榴弹炮超过了28800辆。
然而仅仅开战两个月后，这个庞大的数字就因为各种原因而缩水了一半，在短短3周的边境交战中，
苏联红军被打得溃不成军，500万陆军仅被俘人数就不下150万！
    截至7月底，希特勒的入侵大军便深入苏联腹地600多公里，以势如破竹之势相继占领了拉脱维亚、
立陶宛、白俄罗斯、乌克兰等地。
离苏联首都莫斯科仅300公里之遥。
虽然第二阶段的斯摩棱斯克战役因为卢金将军顽强抵抗，花了近3周时间，比第一阶段5天结束的明斯
克战役要长很多，但是如此深入敌后，俘虏的人员、兵器装备又是那样的令人瞠目结舌，无疑预示着
苏联败局已定。
    孰料，希特勒全歼苏军于国境线的计划最终还是破产了。
他最初的如意算盘是：在到达第聂伯河之前便摧毁苏联红军主力。
但是苏维埃俄国的动员能力远比想象中的可怕。
战争刚刚爆发两个月，希特勒就开始痛斥德国情报部门无能了。
哈尔德告诉他，红军顶多有180个师，结果7月份一统计，发现竟有360个之多，而且数量还在源源不断
地增加。
下一步该怎么办？
希特勒和他的将领们之间产生了分歧。
勃劳希契和哈尔德主张继续向莫斯科推进，力争在冬季到来之前攻占莫斯科。
不是因为莫斯科本身，而是他们预料“会在莫斯科战役中逮住苏军主力，并加以歼灭”。
希特勒则更倾向于先了结南方的战事。
特别是当他发现乌克兰出现一个合围苏联完整方面军的绝妙机会后，就更热衷于这个方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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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为这个问题持续争论近一个月之久，最终因古德里安的“变节”，导致了进攻莫斯科方案的全面
流产，取而代之的是中央集团军群南下作战的“基辅会战”。
    德军进行的基辅战役，包围并歼灭了大量苏军，取得了空前的胜利。
当时，德国第6集团军从正面钳住了由基尔波诺斯上将指挥的苏联西南方面军，古德里安从敌人的背
后深入插进，克莱斯特则在第聂伯河湾向北突进。
这两支装甲部队于9月14日在基辅以东240公里处的洛赫维察顺利会师，进而封闭了合围圈。
苏军从合围圈中逃出的人数很少，包括基尔波诺斯上将在内的方面军高级将领都在试图逃跑时被打死
。
据统计，德军最后捕获的俘虏竟有66.5万人之多，是世界军事史上“最惊心动魄的围歼战”。
    不过，待到基辅战役结束，时间已到9月末。
这意味着俄罗斯最恶劣的冬季即将来临。
在这种情况下，德军还能完成“巴巴罗萨”计划中对莫斯科的最后一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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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939年9月1日-1945年8月15日，以德国、意太利、日本法西斯轴心国及芬兰、匈牙利、罗马尼亚等
仆从国为一方，以反法西斯同盟和世界范围的反汶西斯力量为另一方进行的第二次全球规模的战争，
史称第二次世界大战，简称“二战”　从欧洲到亚洲，从大西洋到太平洋，先后有61个国家和地区
、20亿以上的人口被卷入战争，作战区域面积达2200万平方公里，《二战秘史：苏联反击战》从1919
年6月28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德国向法国乞和写起，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国全面投降为止，参
看了英、德、美、法、苏、日、中二战史专家撰述的大量二战史著作，搜罗各类解密文献，印证有据
，逻辑严密，论述精彩！
　　《二战秘史：苏联反击战》作者犹如一位标新立异而又尽显乖张才华的导演，他仿佛洞察每一位
读者隐秘的心理需求，趣味盎然、爆料不断又险象环生的历史大戏吊足读者胃口，充分满足读者求真
窥隐的欲望、在他的“导演”之下，那些在历史长河币千占留名的巨人褪去了令人敬畏的神圣或恶魔
光环，还其本来面目：一个奥地利的小下士（希特勒），一个令幻想重建罗马帝国的证者（墨索里尼
），一个半生失意的烟鬼政客（丘吉尔），一个格鲁吉亚鞋匠的儿子（斯大林），一个“上厕所都需
要人搀扶的国王”（罗斯福）⋯⋯　　曝露最全面，剖析最深刻，讲述最勾人，你能读到的最佳二战
史读本——《二战秘史之苏联反击战》，深度撩拨你的兴奋点，邀你一起与真相贴身肉搏。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二战秘史之苏联反击战>>

作者简介

陈咸宁，祖籍湖北麻城，生于四川自贡，常用笔名万国咸宁。
酷爱咬嚼战争史，对二战史尤为痴迷、精专，被草根拥趸封推为“二战史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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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奥尔沙会议 就这样，随着卢金将军被俘以及罗科索夫斯基将军安然逃离，维亚济
马战役结束了。
不到一个月时间，西方方面军、预备队方面军、布良斯克方面军的近百万大军被一扫而空，科涅夫和
布琼尼相继被解职，叶廖缅科在战斗中负伤，也被解除了职务⋯⋯如此惨痛的失败完全出乎苏联最高
统帅部的预料。
德国人后来吹嘘说，他们一共打死了15万名苏军，俘虏62.5万人，是一场“教科书式的胜利”。
 但是，德国人并未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
相反地，他们非常郁闷。
因为大雨和泥泞将一切道路都毁了。
古德里安后来在回忆录中说，他当时唯一所能做的就是枯坐在小村外，等待泥泞季节的结束。
因为门外四周全是烂泥，补给只有依赖空运和马车。
 更可笑的是，远在东普鲁士的元首先生却是一片乐观，远在千里，遥控指挥，命令古德里安：“’应
以快速部队，立即占领一座通向莫斯科的主要桥梁！
” “完全在痴人说梦！
”古德里安后来嘲讽道，车辆最高时速偶尔可达19公里／小时，真不知希特勒口中的“快速部队”在
哪里。
他意识到了，东线德军现在最应该考虑的是如何度过雨季过后的冬季严寒。
已经接近11月份了，士兵们还身着夏装，冬衣连影子都没有。
 古德里安很担心，曾多次打电话到上峰去督促冬装的发放。
但他的举动却引来了后勤官员们的不满，难道我们搞后勤的全是傻帽，不知道冬天要准备服装？
需要你海因茨操心吗？
他们大手一挥，不耐烦地表示，到时候自然会有冬装，以后不要再做这种无聊的请求了。
 的确，德国后勤部门并不是由一群纯傻帽组成的，他们还是为此付出了许多努力。
11月1日，希特勒亲自来到陆军统帅部，参观了由陆军组织的冬装展览会，陆军总司令找来四名强壮汉
子，身着做工精良的冬季服装在元首面前跑了一圈。
陆军军需总监——热情奔放的爱德华·瓦格纳将军更是拍着胸脯向元首作出了保证，说他“有绝对把
握向军队提供充足的冬季供应”。
希特勒没发表任何意见，但瓦格纳在日记中作了记载，他写道：“元首注视着一切，倾听着一切。
他容光焕发，兴致勃勃，情绪良好。
” 总之，希特勒很淡定，虽然他满腹疑惑，但还是接受了瓦格纳的保证。
尽管他的东征大军陷入泥潭，没有在预期内攻克莫斯科，但苏联实际上已经完蛋了。
 在此期问，戈培尔曾与元首推心置腹，因为他很早放出消息说德军会在11月4日入主莫斯科。
但现在看来，这一估计实在是过于乐观了。
 戈培尔问他的元首，是否还相信德国会取得胜利。
希特勒回答说：“如果1918年在波美拉尼亚的军队医院里，我作为一个无助的、被英军毒气弹熏瞎的
下士仍相信胜利的话，那当我控制着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横扫几乎整个欧洲时，为什么不应该相信胜
利呢？
”他并不在乎困难，事实上，任何战争都会有困难，他还补充说：“世界历史不会由天气创造。
”总之，苏联已经完了，再也不可能站起来了！
 很明显，如果不是瓦格纳的那通保证，希特勒绝不会如此乐观，但就是希特勒的这种乐观，使陆军做
出了更大的错误决定。
而这个决定，直接导致了接下来几个月里巨大灾难的发生。
 11月3日，精力过人的哈尔德乘专列来到奥尔沙，召集三个集团军群的高级将领在这座第聂伯河畔上
游的工业城市开会。
会议讨论的问题简单而又实际——在笔者看来，这场并不怎么著名的会议，却决定了东线德军未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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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
因为哈尔德在会议上提出了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德军是在取得大胜后就此收手、沿着目前的战线转入
防御呢，还是在冬季的这几个月内继续进攻？
 还真犯难了。
就如同英国学者休·罗珀说的那样，虽然哈尔德是一个在军事上极为自负的人（脑袋瓜子有时也不太
好使），但一支超过100万人的军队在冬季所要面临的困难他是清楚的，因此他急于征询大家的意见。
 南方集群总司令龙德施泰特元帅首先发话了，尽管他的军队在10月份的亚述海会战中打了一场大胜仗
（此役摧毁了苏军第18和第9集团军，俘敌10.6万余人），但老元帅脸上找不出一丝一毫的喜悦，而是
用了最激烈的言论来反对所谓的“冬季攻势”，因为他认为东线德军已经达到了“进攻的顶点”。
 何谓“进攻的顶点”？
这是有着西方兵圣之称的卡尔·冯‘克劳塞维茨首先提出来的，归纳总结为一句话就是：进攻方因战
线、补给延长，物资缺乏等因素，进攻能力达到最大限度的那一点；作为统帅，不能被各种表面现象
所迷惑，不因一时的胜利而冲昏头脑，而应量力而行，适可而止，以便适时转入防御。
 可是，雄心勃勃的中央集团集群总司令冯—博克却主张继续进攻。
实在太诱人了⋯⋯莫斯科就在眼前，不进去实在可惜。
他提醒哈尔德，假如真拿下了莫斯科，中央集群就能在温暖舒适的城里过冬啦！
这总比顶着大风大雪在荒郊野外喝西北风强得多。
 总之，意见的分歧点很简单：一方面，到达克里姆林宫的前景是如此具有吸引力，博克元帅垂涎欲滴
；另一方面，天气是如此恶劣，后勤给养陷人困顿，人们普遍担心中央集团军群是否有能力完成这最
后一次冲击。
 但令人意料不到的是，就在11月3日开会的那个晚上，俄罗斯冬天的第一场寒潮到来了。
士兵们惊喜地发现，大雪纷纷而下，落在地面不再融化，而是将大地封住。
这样一来，轮式车辆终于可以通行了！
苦苦期盼的“好日子”似乎已经到来。
 令人遗憾的是，他们并没能高兴几天，因为气温还在继续下降。
士兵们再度惊讶地发现，戈林空军以及党卫军帝国师的士兵已早早领到了冬衣，而数量庞大得多的德
国国防军却连冬衣的影子都没见着。
太TM坑人了！
难道党卫军和空军就是“党妈妈”的亲儿子？
国防军士兵就不是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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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次日，也就是保卢斯投降后的第二天，斯大林格勒北部那个较大包围圈中的德军也放下武器，投降了
。
    当2月3日德军投降的消息传来时，整个德国国内就像是受到了一次强震。
苏联宣布，共俘虏德军9.1万人，其中包括24名将军和2500名军官。
在纽伦堡，许多妇女的丈夫、父亲、儿子和兄弟在第6集团军。
他们愤怒地撕毁了报纸，喊叫着，号啕着，痛不欲生。
据尹恩-克肖撰述，那一天，人们开始破口大骂纳粹领导人，他们怒气冲冲地说：“元首欺骗了我们3
个月！
”盖世太保混迹于人群之中，但没有人敢从愤怒的人群中逮捕一个人。
希特勒随即宣布，全国哀悼4天，4天之内各地剧院、电影院和一切娱乐场所停止营业。
    那天夜里，两架HE—111式轰炸机最后一次满载集装箱飞到了斯大林格勒上空。
但是，无论怎么寻找，下面都没有动静。
一架德国侦察机从斯大林格勒市上空高速掠过，发回的电报称：    斯大林格勒地域已无任何战斗迹象
⋯⋯    就这样，延续了200多天的斯大林格勒大会战落幕了。
德国第6集团军这支曾经拥有27万人的精锐部队，只有约9.1万人活了下来。
其中许多人是伤病员，有的还负了弹伤。
据说，光是苏军打扫战场，就掩埋德军尸体14.7万具。
    对于德军在斯大林格勒战役的惨败，一名德国军官抱头痛哭，说：“我们也遇到过失利，但是这样
惨败，却从来没有。
”    蔡茨勒将军的说法更是广为人知，他说：“我们在斯大林格勒牺牲了25万名精锐士兵，我们在整
个东线的脊梁骨被戳断了。
”    因种种原因，在斯大林格勒一役中被俘的人员，最终只有6000人得以生还。
其中之一是保卢斯——他在纽伦堡审判中出庭作证，公开谴责希特勒和纳粹党，这使苏联人非常高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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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二战秘史之苏联反击战》为我们讲述的是有别于教科书和老师讲述的二战历史，透露了许多鲜为人
知的军事机密。
舍不得一品气读完的二战史，老师不肯教，历史书上看不到，读一页解惑，读两页上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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