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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的细节



第一章 战前事件和战争爆发

一、走向战争

1938年秋，在慕尼黑会议上，苏台德问题得到和平解决，德国人民

满心欢喜。会议结束后，张伯伦走过慕尼黑的街道，看到周围都是沉浸

于欢乐之中的人——德国人民希望能与欧洲各国和平共处，但同时要成

为强者，得到人们的尊重。慕尼黑会议的召开，使德国人民更加相信，

他们的这种希望需要希特勒政策的保障。因为希特勒不仅不经流血就轻

易消除了压抑德国人民民族意识的《凡尔赛合约》所带来的后果，而且

使德意志帝国的实力更加强大。这个时候，还在怀疑希特勒的政策，并

看透希特勒魔鬼本性的人少之又少。而且，在希特勒的极权制度之下，

这一小撮人根本没有公开发表意见和忧虑的机会。这次会议之后，那些

分布在德国边界以外的德国居民开始组成大大小小的团体纷纷以和平的

方式并入大德意志国家中来，这使德意志帝国进一步壮大。当然，这并

非希特勒之前预料到的。在希特勒看来，所谓的大德意志不过是个幌

子，他之所以顺势提出这个口号，不过是想要利用20世纪初欧洲在民族

问题上的政策。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被夺走了好几个州，日耳曼人

也成了战败民族。从这一事实出发，希特勒找到了有力的论据，并坚信

这些论据能在德国人民心中得到全然合理的共鸣。在希特勒看来，对国

界进行稍微地修改，能使德国人民更加信服他的政策。

事实上，在慕尼黑会议召开前，希特勒已经开始盘算另一件事了

——他要向欧洲乃至世界展示他所建立起的德国新武装力量。在他看

来，与其召开这次会议，不如直接同捷克斯洛伐克开战。他认为，最便

捷的手段就是向西方列强展现德军的实力，从而让他们害怕与德国发生



任何意见上的分歧。可以确信的是，早在1937年，希特勒就下定决心，

一有机会就“试验军事实力”，也就是从那时起，这种想法就成了他所有

外交政策的目标。

为了达成这一目标，首先要做的就是对内做好德国人民的思想工作

——让他们相信，希特勒推行的政策是为了进一步修改《凡尔赛和

约》，将所有的德国人统一到一个国家中来。除此之外，希特勒对外还

努力营造出一种政治形势，那就是既能实行军事性质的打击，又不会招

致敌对联盟优势兵力的反击。

基于此，希特勒于1939年3月开始进攻捷克斯洛伐克。就对外政策

而言，这一行动是十分冒险的——希特勒打破了他一再强调的将所有德

国人统一到一个国家的宏伟蓝图。但是，就军事角度而言，消灭捷克斯

洛伐克这个国家是实现以后计划的必要前提。在此过程中，那些签订

《慕尼黑协定》的大国因害怕战争并没有跳出来反对，这使德国人民将

这一行动视为希特勒政策的又一次证明。占领捷克斯洛伐克之后，波兰

就成为希特勒的下一个目标，但希特勒也明白，再故伎重施是不可能

的。所以，他选择在政治和军事上尽可能地孤立波兰。当时的形势是：

法波联盟仍然存在，而且受德国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影响，英国于1939
年3月底向波兰做出保证，如果波兰受到侵略，便出兵帮忙。尽管如

此，希特勒依然坚持进攻波兰，并认为即使这样，英法两国也不敢贸然

为波兰出头。因为根据几年来的经验，希特勒认为，只要让英法相信，

他们对波兰采取军事援助时已为时过晚，那他们就可能在最后关头退

缩。为此，在对波兰发动进攻前，希特勒让德军做足准备，以便在几个

星期之内解决掉波兰，不给英法反应的时间。

当然，在对波兰进攻之前，苏联的立场也意义重大。所以，尽管希

特勒之前在政治上与苏联并不亲近，但为了拿下波兰，他一改往日的对



苏态度，开始刻意讨好苏联。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是经验丰富的政治

家，当然知道欧洲的紧张局势一触即发。他更知道，对于事态的进一步

发展，苏联的态度至关重要。因此，斯大林也一改之前的谨慎态度，开

始试探柏林方面。另一方面，西方国家也开始与苏联进行谈判。因为他

们清楚地意识到，如果没有苏联的军事援助，他们对波兰许下的承诺就

毫无根基可言。因此，他们努力想要苏联成为希特勒的敌对势力。6
月，他们派出外交代表团，前往莫斯科。然而代表团遇到的苏联人也很

清醒，他们并不愿意受西方国家的蛊惑，轻易地卷入战争中。而且他们

也明白，成为反对德国的主力，要付出极大代价。

更加糟糕的是，西方国家发现，即使苏联做出保证，波兰人也并不

相信——波兰人担心，苏联人一旦以同盟者的身份进入他们的国家，就

永远不会离开。因此，英法代表在莫斯科的谈判陷入了僵局，不断出现

的矛盾和困难引起了无休止的争吵，并让谈判更加复杂化，而苏联人与

柏林的谈判却异常顺利地进行着。

起初，希特勒怀疑苏联企图通过与德交涉作为同西方国家谈判的筹

码，直到7月底，希特勒终于确信他的怀疑是错误的，于是他指示帝国

外交部长加快了谈判进程。对苏联而言，与德国达成协议比与西方国家

结盟更有利。此外，希特勒剩下的时间也不多了——他早已决定了发生

冲突的日期。他希望在与波兰发生冲突之前，能营造一个确定的政治形

势。所以他给苏联人的东西比西方国家给的要多得多——西方国家需要

苏联的积极援助；而对希特勒而言，苏联只要保持中立就够了，而且他

还愿意给苏联高昂的报酬，以让其保持这种立场，那就是将波兰的部分

领土划给苏联，并承诺不涉足与苏联接壤的东欧小国。因此，8月23
日，德苏两国在莫斯科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对于这一条约的

意义，斯大林有很清楚的认识，如果德国开始进攻波兰，英国将对德宣



战。这样一来，即使不爆发世界大战，也会爆发欧洲战争。虽然战争在

苏联旁边上演，但他不必卷入战争中，再加上苏德的协议，战争一开

始，苏联将不费一兵一卒就获得大片的波兰领土，这样一来，苏联的西

部边界也能明显扩大。

如今，西方国家陷入了困境。1933年至1938年间，实力强于德国的

西方国家没有阻拦希特勒，这使德国的军事和政治实力大大提升，现在

爆发战争对西方国家而言是极其危险的。他们错过了将德国的政策局限

于他们能控制的范围内的机会。尽管如此，英国还是决定以暴制暴，以

此回应希特勒的暴力行动。8月25日，英国与波兰结成军事同盟，希望

这一明确的行为能制止希特勒进攻波兰的计划。同日，墨索里尼表示，

意大利无意参战——他认为这场战争不可能局限于与波兰一国开战。这

样一来，希特勒不得不推迟他的进攻计划（他原本定于8月26日凌晨发

起进攻）。希特勒做此决定，并非全然因为墨索里尼拒绝参战，希特勒

希望再给自己一些充分考虑这一决定的时间，同时也寄希望于法国人的

避战情绪会影响英国的立场。于是，里宾特洛普受希特勒的委托，继续

与英国和波兰谈判，希望他们能明白，如果波兰人不做出前所未有的让

步，它们注定要遭遇可怕的失败。但英国和波兰并没有屈服。8月31
日，希特勒断定谈判失败，随后，他发布了有关展开战争的第1号训

令，该训令指出：“现在，通过和平途径解决德国再也不能容忍的东部

边界现状的一切政治手段都已经用尽，我决定以武力达成这一目

的。”1939年9月1日4时45分，德军根据这一训令开始进攻波兰。

尽管已经付诸武力，希特勒依然希望英国和法国在目睹波兰深陷绝

境的惨状后，不会参战。无论如何，希特勒并不希望同时与那么多西方

国家作战。基于此，他委托意大利主持召开了新的国际会议，企图通过

谈判避免那些西方的敌人卷入战争中来。但这场新的谈判很快就归于失



败——英国于9月3日递交了最后通牒，英国在最后通牒中声称，如果11
时以前，德国没有给出满意的答复（承诺停止对波兰的一切进攻行动并

从该国撤军），那么，从11时起，英国将与德国处于战争状态。目击者

称，当英国政府的最后通牒交到希特勒手中时，他发了好一阵的呆——
他终于明白，他预估错了英国人可能的反应，而他的行动太草率了。接

着，法国人的最后通牒也如同回声一般送达，最后期限为17时。

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了。

二、1939年的德国武装力量

陆军方面，通常认为，德国的新陆军组建于1935年3月16日，也就

是希特勒宣布实行义务兵役制，并确定陆军人数为36个师的时候。但实

际上，德国早在1933年秋天就已经开始补充军队人员和技术装备了，到

了1934年的春天，更是加快步伐。所以，德国陆军的重新组建总共花了

6年时间，从1933年至1939年。

国防军陆军是德国陆军的核心力量，虽然受制于《凡尔赛和约》，

国防军陆军仍以人员的高素质著称，在军队教育和专业训练等方面都超

越了他曾经的敌人。到1939年秋季来临之前，国防军陆军已由原来的7
个步兵师和3个骑兵师增至39个步兵师、3个山地步兵师、5个坦克师、4
个轻步兵师和1个骑兵师，总计52个师，不过上述这些师并非满员师。

为了应付战争，希特勒后来又组建了46个师，但困难在于为这些师

补充人员。于是，只能征召一些出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低龄人

员，这些出生于1901至1914年间的人员自1919年起就再未接受过任何军

事训练，现在只能从头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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