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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39至1941年，当法西斯德国的钢铁军队横扫欧洲大陆时，苏联这个东方的巨人正在默默地进行
着战争的准备。
然而苏联顾虑远东日本的威胁，不愿过早地卷入战争。
德国在实现侵略野心的蓝图上，，选择波兰作为最初的目标，其后就是通过闪电般的大规模袭击，一
举摧毁法国，再乘胜追击，横扫整个欧洲，甚至打过英吉利海峡。
要实现这一冒险计划，就必须稳定自己的后方，使苏联不会加入战局，并能向德国提供开动战争机器
所必需的能源和物资。
就这样，德国与苏联这两个原本不共戴天之敌为了共同的利益达成了暂时的友好妥协。
1939年《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是国际外交史上最为复杂、。
也最富戏剧性的事件之一，这个外交场上的“双赢”，既为德国法西斯发动侵略战争提供了保障，也
为苏联的反法西斯战争争取了宝贵的战争准备时间。
但希特勒却是一个根本无法与之做交易的人，何况这个阴谋家时刻没有忘记他进军东方的“理想”。
因此，虽然斯大林作出了当时看来唯一明智的选择，却还是没能改变历史的进程。
　　1940年，当希特勒的跨海征英的“海狮”计划遭到挫折后，他又将目光重新对准了东方。
经过一年多秘密而详尽的准备，入侵苏联的“巴巴罗萨”计划，终于由一纸方案变成了几百万军队的
庞大行动。
　　1941年6月22日，当300万德国军队从1500公里的战线上发起突然袭击时，苏联部队几乎毫无准备
，大量指战员在睡梦中就牺牲了。
德军的突然行动给了一直执迷不悟的苏联最高统帅斯大林当头一棒，以至他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都
不能恢复冷静清醒的判断。
这种突然袭击也使苏军的高级将领们陷入非常困难的局面，在战争的最初几个星期里，很多苏联部队
可以说是被己方混乱的指挥推到了德军的炮口之下。
德军闪电般的快速进攻的势头一直持续了一个多月，太量苏军主力野战军还没有展开作战就已经被合
围。
在此后的2个月里，苏军仍处于下风，。
在北方列宁格勒被包围，在中央莫斯科已经失去了屏障，在南方更是大批部队被德军围歼⋯⋯　　这
是德军在二次世界大战中发动的规模最大的闪击战，也是德军最后一次成功的闪击。
这次闪击虽然没有完全达到预想的目的，却也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面对一个势均力敌的强大
对手，在很短的时间内侵占了对方大片领土，歼灭了上百万的苏军，几乎直捣苏联首都；而拥有庞大
陆军部队和巨大战争潜力的苏联，在德军的钢铁洪流面前，最初的几个月里几乎没有还手之力，这个
巨人在德国密集的重拳打击之下，晕头转向、摇摇摆摆，跌倒后险些爬不起来。
　　从比亚威斯托克一明斯克，到斯摩棱斯克，从基辅到维亚济马一布良斯克，苏军的主力兵团一次
又一次地被德军的铁翼包抄装人口袋，进而被全歼。
白俄罗斯与乌克兰的首府相继陷落，第二大城市列宁格勒也陷入重围，莫斯科直接面临敌军的威胁。
这场战争可以被写成一本经典的军事学教科书。
因为在战争中，德军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几近完美的歼灭战，古德里安、曼施坦因、冯·博克等一系
列军事指挥天才在这场战争中涌现出来，立足于世界军事家的人物长廊。
在他们出色的指挥下，德军充分展示了“闪击战”理论的优势和装甲部队的强大战斗力。
然而这又是一场奇怪的战争，因为就是这一系列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战役，实质上却是在为未来的最终
失败埋下伏笔。
德军一次次歼灭苏军重兵集团的同时，也在一次次丧失取得战争决定性胜利的机会。
苏联最不缺乏的就是人力，而德军最迫切需要的却是时间，可以说德军的胜利，是在用自己的时间来
换取苏联的人口。
在以小侵大的战争格局中，这是一笔不划算的买卖，因此在接连不断的胜利之下，巨大的阴影笼罩过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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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每一次重大的战役胜利，都在战略上失去了重要的砝码。
经过这场战争，德军从二战初期的精锐之师变成了疲惫之师，由战无不胜的神话之师，变成了危机重
重的“末路狂兵”。
正是因为这样，此后的苏德战争才成为整个欧洲战场，乃至整个二战的转折点。
　　为什么频频获胜的一方却逐渐地失去胜利女神的青睐？
为什么钢铁的巨大力量改变不了第三帝国军事大厦终将倒塌的宿命？
这些疑问，本书将为您一一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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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突袭苏联》是叶皮凡·马卡列夫的一部著作。

《突袭苏联》是“二战经典战役全记录”系列丛书的其中一本。

斯大林应该知道，希特勒是一个根本无法与之做交易的人。
尽管他作出了当时看来惟一明智的选择，尽管他知道一场战争不可避免，但他没有料到，希特勒如此
善于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在短时间内，成功地导演了有史以来最大的战略欺骗，实施了一次又一次几
近完美的歼灭战。
时空转换，让我们拨开历史的云烟，那一场规模最大、最凶残、最野蛮的“闪电战
”，正在惊心动魄地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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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939年3月，苏联共产党第18次代表大会上，万人会场非常安静，只能听到一个响亮的声音在回荡
，那是一个演讲家的声音，虽然带有明显的格鲁吉亚口音，但一字一句都特别清楚，语调富有说服力
和鼓动性。
这个声音来自主席台上那位政治局委员，他身材不算高．厚厚的头发向后背梳着。
高耸的鼻梁，深陷的眼窝。
眉毛和胡子都很浓密。
他就是苏共中央总书记斯大林。
　　他正在宣读的长长的文件是苏共十八大的工作报告。
最初。
对于由中央机关起草的这份工作报告的草案，斯大林并不满意。
他几乎是又把报告重写了一遍，特别加入了十七大以来党内反对托派和各种内部敌人、奸细的斗争所
取得的胜利，以及当前非常严峻的国际形势——世界性的、有可能将苏联卷入其中的战争会在几年内
无可避免地到来。
　　是呀，这两个内容恰恰是1939年苏联社会政治生活的主旋律。
看看十八大的代表名单，再对照一下十七大的代表名单，连斯大林自己都有些吃惊。
很多原来的党和政府以及苏联红军的高级领导都已经不在人世了。
这正是他自己这几年的“斗争成果”。
斯大林不禁开始回想他一手发动的“大清洗”的斗争：1937年，处决了图哈切夫斯基、雅基尔、乌博
列维奇；1938年处决了罗森霍尔茨、李可夫、布哈林。
另外还有阿格拉诺夫、乌汉诺夫、谢苗采夫、舍博尔达耶夫、鲁勉采夫、哈塔耶维奇、杰姆琴科、苏
利莫夫、杰连斯基⋯⋯这份名单简直是越拉越长，其中很多都是斯大林多年的老战友。
“党内斗争得太残酷了！
”斯大林不禁心头一颤，可是想到十七大时竟然有近300名代表投了他的反对票，他的心立刻平静了一
些。
“这是必要的斗争！
”　　斯大林和他的名字一样，有着钢铁般的意志。
他几乎从来不会动摇自己的决心，不会受到他人意见的干扰，不会承认自己的错误，更不会后悔自己
的行为，他不知懊悔为何物，就像他不知仁慈和同情为何物一样。
然而想到十七大后，党员的人数减少了33万！
他不能不担心，很多重要的岗位是不是留下了真空。
　　国内建设需要新鲜的血液．更何况可能我们将面临不知有多强大的敌人的进攻，我们必须尽快地
把工业和部队的建设恢复起来，并且加强。
还要在欧洲大陆，努力减少我们的敌人，同时寻求我们的利益！
　　应该承认，斯大林是个杰出的政治家，他对当时国际局势的判断是清晰而有远见的。
他把这些想法都用适当的方式融入了工作报告。
在最后，他总结道：　　我们要继续寻求防止战争爆发或者至少最大限度地推迟战争爆发时间的和平
手段。
在贯彻苏联的欧洲集体安全计划方面作一些新的尝试。
决不容许建立广泛的反苏统一战线。
遇事要慎之又慎，要充分分析欧洲帝国主义国家的关系和矛盾，不受敌人的挑拨和利用。
同时，采取一切必要的，甚至非常的措施来加速使国家作好防御准备的工作，把增强红军和红海军的
战斗力放在首位⋯⋯　　报告中，斯大林不时加强语气，然后停下来，会场上充满热烈的掌声，有时
是连续几分钟暴风雨般的掌声。
这正是斯大林最满意的，或者是说他所要求的党内团结一致的气氛。
　　斯大林的判断和对策应该说是很具有政治眼光的，他也在此后的领导中不断贯彻着这样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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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的欧洲，正是英法两个大国对法西斯德国实行绥靖政策的时候。
英法都看到了希特勒的危险，又不敢与之争锋，1938年9月的“慕尼黑协定”，英法靠出卖别国的丑陋
行为，为自己赢得了建立在沙子上的和平大厦，并努力地想将希特勒这股祸水东引，最好让法西斯和
苏维埃这两大“恶人”先拼个你死我活，互相削弱，他们就可从中渔利。
而希特勒正在为实现自己在欧洲和全世界的野心蓝图作最后的准备。
经历过俄国革命之后艰难的反侵略战争的斯大林明白，即使是社会主义国家，想在这个时代生存下去
，也不能将自己独立于帝国主义列强之外，不能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当成自己的敌人，不然将陷入可
怕的孤立。
必须在帝国主义列强的夹缝中寻找自己的外交空间和国家利益，必须寻找盟友，哪怕是露水夫妻。
　　斯大林首先将目光对准力量强大的英法同盟。
1939年4月，在莫斯科开始了英法俄三国的谈判，苏联的目的是建立一个军事互助合作协定，以便在未
来一旦欧洲开战时，能得到一些支持。
然而英法代表团却态度傲慢并无诚意，谈判不断被拖延，一直谈到8月份，竟然还毫无结果。
斯大林发现，英法其实并不是真想拉苏联这个盟友，那样会过早和德国树敌，他们只想利用与苏联谈
判的机会来多少牵制一下德国。
斯大林感觉被欺骗了，但是他还是要忍住，他必须贯彻他最初制定的正确的欧洲外交原则。
　　斯大林感觉到问题的严峻，在同英法的接触中，他发现了资本主义强国对苏联的敌视和对社会主
义制度的蔑视，还有对工人阶级领导的共产主义运动的隐隐的恐惧。
他发现，欧洲孕育着建立广泛的反苏联盟的危险。
德国在一步步东进，英法看来还不准备遏制德国。
“难道未来的战争要从德国进攻苏联开始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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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我真正的伟大使命，是同布尔什维主义算账。
”　　——德国阿道夫·希特勒　　　　“你看，他们是怎样千方百计地拿德国人吓唬我们；又拿我
们当做怪物去吓唬德国人，这显然是要挑唆我们互相残杀。
”　　——苏联约瑟夫·斯大林　　　　“1940年，当阿道夫·希特勒决心要把苏联作为政治和军事
因素从欧洲清除掉的时候⋯⋯这场决战从欧洲迅即蔓延为世界大战，成为近代战争史上最凶残、最野
蛮的一次。
”　　——英国历史学家艾伯特·西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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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巴巴罗萨”计划，世界战争史上最大的骗局。
第二次世界大战规模最大的“闪电战”。
德军二战以来遇到的最大打击。
为什么频频获胜的一方却逐渐地失去胜利女神的青睐？
为什么钢铁的巨大力量改变不了第三帝国军事大厦弱将倒塌的宿命？
这些疑问，叶皮凡·马卡列夫的《突袭苏联》将为您一一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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