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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１９３９ 年 ９ 月前， 中国的抗日战争、 埃塞俄比亚的抗

意战争等世界反法西斯抵抗运动就拉开了序幕； １９３９ 年 ９

月 １ 日， 德国入侵波兰， 宣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正式开

始； １９４５ 年 ９ 月 ２ 日， 日本向盟国投降， 昭示世界反法

西斯伟大战争取得全面胜利。

这是人类社会有史以来规模最大、 伤亡最惨重、 造成

破坏最大的全球性战争， 也是关系人类命运的大决战。 这

场由日、 德、 意法西斯国家的纳粹分子发动的战争席卷全

球， 波及世界。 这次世界大战把全人类分成了决战双方，

由美国、 苏联、 中国、 英国、 法国等国组成的反法西斯同

盟国与以由德国、 日本、 意大利等国组成的法西斯轴心国

进行对垒决战。 全世界的人民被推进了战争的深渊， 这简

直就是人类文明史无前例的浩劫和灾难。

在这次大战中， 交战双方投入的兵力和武器之多、 战

场波及范围之广、 作战样式之新、 造成的损失之大、 产生

的影响之深远都是前所未有的， 都创造了历史之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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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火蔓延到欧、 亚、 非和大洋洲四大洲及大西洋、 太

平洋、 印度洋、 北冰洋四大洋， 扩展到 ４０ 个国家的国土，

有 ５６ 个国家参战， 作战区域面积 ２２００ 万平方千米。 在抗

击德意日法西斯的战争中， 中国坚持了 ８ 年， 英国 ６ 年，

苏联 ４ 年 ２ 个月， 美国 ３ 年 ９ 个月。 双方动员军事力量约

９０００ 万， 其中苏联 ２２００ 万， 美国 １５００ 万， 英国 １２００ 万，

轴心国德意日 ３０００ 万。 直接军费开支 １１１７０ 亿美元， 参

战国物资总损失价值达 ４００００ 亿美元。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 我们历

史地辨证地看待这段人类惨痛历史， 可以说， 第二次世界

大战的爆发给人类造成了巨大灾难， 使人类文明惨遭浩

劫， 但同时，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 也开创了人类历史

的新纪元， 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社会向前发展， 给战后世界

带来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促进了世界进入力量制衡的相

对和平时期； 促进了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 促进了许多

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 促进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 政治

和社会改革； 促进了世界科学技术的进步； 促进了军事科

技和理论的进步； 促进了人类认识的真理革命； 促进了世

界人民对和平的认识。

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是 ２０ 世纪人类历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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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重大转折点， 它结束了一个战争和动荡的旧时期， 迎

来了一个和平与发展的新阶段。 我们回首历史， 不应忘记

战争给人类社会带来的破坏和灾难， 以及世界各个国家和

人民为胜利所付出的沉重代价。 作为后人， 我们应当认真

吸取这次大战的历史经验教训， 为防止新的世界大战发

生， 维护世界持久和平， 不断推动人类社会进步而英勇奋

斗。

这就是我们编撰 《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丛书》 的初衷。

本书综合国内外的最新研究成果和最新解密资料， 在有关

专家和部门的指导下， 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进程为线

索， 贯穿了大战的主要历史时期、 主要战场战役和主要军

政人物， 全景式展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恢宏画卷。 本套

丛书主要包括五大部分： 第一部分为 “战史卷”， 包括起

源背景、 序幕爆发、 全面展开、 相持转折、 最后结局等内

容； 第二部分为 “战场卷”， 包括欧洲战场、 大西洋战

场、 亚洲战场、 太平洋战场、 非洲战场等内容； 第三部分

为 “战役卷”， 包括空战、 海战、 陆战； 第四部为 “战将

卷”， 包括领袖、 元帅、 将领、 英雄、 元凶、 悍将、 枭

雄、 傀儡、 间谍等内容； 第五部为 “战事卷”， 包括盟国

秘密和纳粹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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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套书系时空纵横， 气势磅礴， 非常具有历史性、 资

料性、 权威性和真实性， 史事详尽， 图文并茂， 非常具有

阅读和收藏价值， 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很好总结和隆重

纪念！

我们隆重推出这套书系， 以满足各级政府、 机关、 部

门、 单位和广大人民群众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的阅读

需要！ 就是为了让人们反思历史， 呼唤和平！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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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横扫西欧

１ 德国进攻西欧的 “黄色方案”

德军攻占波兰后， 根据既定的打击顺序， 下一个攻击

目标将是西欧。 此时， 德军需要解决的， 是入侵时机和主

攻方向的选择； 联军则需准确判明德军的入侵时间和主攻

方向， 并协调各方立场， 组织强有力的防御。

１９４０ 年 ４ 月 ９ 日， 德军只用 ４ 小时便占领了丹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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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０ 年 ２ 月 １３ 日， 希特勒同约德尔将军作了一次长

谈， 主张出其不意地将色当作为德军主突方向。 ２ 月 １７
日， 希特勒召见曼施泰因。 曼施泰因将军详细说明了他的

计划： 以强大的 Ａ 集团军群通过阿登森林， 在色当两侧

渡过马斯河 （默兹河）， 然后穿过法国北部到达阿布维

尔， 同右翼协同， 分割、 围歼英法联军佛兰德集团。 希特

勒接受了这个计划。
２ 月 １８ 日， 布劳希奇和哈尔德在同希特勒会谈时，

拿出一个比曼施泰因走得更远的计划———在迪南与色当之

间的马斯河实施决定性的突破。 对此， 希特勒表示同意，
并强调要迅速作好抵御法军从马奇诺防线后方出击的准

备。 据此， 德国陆军总司令部于 ２ 月 ２４ 日下达了新的进

攻西欧的作战预令， 代号仍为 “黄色” 方案。
新方案规定， 德军应以一部兵力迅速攻占荷兰和比利

时， 将英法联军的大量兵力吸引到这一方向； 同时， 以强

大的装甲部队绕过马奇诺防线， 出其不意地通过阿登山

区， 实施主要突击， 在色当附近法军的接合部达成中央突

破， 进而直插索姆河口， 在右翼突击集团协同下， 围歼被

割裂的联军主力， 为尔后作战创造条件。 预令要求各部队

３ 月 ７ 日前完成作战部署， 并在调动过程中采取伪装措

施， 尽量给英法联军造成仍按原计划行动的错觉。 后来，
进攻日期又多次推迟， 一直推到 ５ 月 １０ 日。 据不完全统

计， 德国进攻西欧的日期前后推迟了 ２９ 次之多。
根据新的方案， 德军沿德荷、 德比、 德卢和德法边界

依次展开 Ｂ、 Ａ、 Ｃ 集团军群， 并由第 ２ 和第 ３ 航空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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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空中支援， 另以海军一部配合行动。
由费·冯·博克大将指挥的 Ｂ 集团军群， 辖第 １８ 和

第 ６ 集团军， 集结在北海—亚琛一线。 任务是进攻荷兰和

比利时， 以积极行动牵制联军主力， 尔后与 Ａ 集团军群

协同歼灭该敌。
Ａ 集团军群编成内有第 ４、 第 １２ 和第 １６ 集团军， １

个装甲集群， 由格·冯·龙德施泰特大将指挥， 准备在从

雷特根 （亚琛以南） 至德国、 卢森堡和法国三国边界接

壤处之间宽 １７０ 公里的地带实施主要突击。
威·里·冯·勒布大将指挥的 Ｃ 集团军群编成内有

第 １ 和第 ７ 集团军， 共 １７ 个师， 任务是防守从法卢边界

至巴塞尔的 ３５０ 公里地段。 应以积极的侦察行动和在法耳

次地区佯动， 迷惑法军统帅部， 以便在马奇诺防线和莱茵

河一带牵制尽可能多的法国师， 并掩护突击集团的左翼。
德国陆军司令部还将 ５１ 个师留作预备队， 预定用于

主攻方向， 以不断加强那里的突击力量。
第 ２、 第 ３ 航空队的任务是夺取制空权， 破坏敌军的

指挥， 直接支援进攻的部队。 在陆军进攻前 ２０ 分钟内，
航空队应以约 １ ／ ３ 的兵力轰炸对方靠近前线的机场、 指挥

部、 通信中心和交通枢纽。 进攻开始时， 应全力支援地面

部队， 首先是主攻方向上的装甲部队的进攻。
海军的任务是， 直接或间接地支援陆军的进攻， 在荷

兰和比利时的沿海水域布雷， 占领西弗里西亚群岛， 并在

北海、 英吉利海峡进行破交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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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德军征服荷兰、 比利时

１９４０ 年 ５ 月 ９ 日， 德国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凯特尔

大将下达了进攻西欧的命令： “元首兼国防军最高司令决

定： ５ 月 １０ 日 ５ 时 ４５ 分发起进攻， 进攻的代号为 ‘但
泽’ 或 ‘奥格斯堡’ ”。 当日下午 １３ 时 ３０ 分， 德军全部

进入待命状态， 希特勒由凯特尔、 约德尔和统帅部其他人

员陪同， 离开芬肯克鲁格， 乘专列到缪恩施特莱菲尔附近

的 “鹰巢” 大本营。
当晚， 德国如同在进攻波兰前制造格莱维茨电台事件

一样， 派飞机对德国的一所大学城弗赖堡进行恐怖袭击，
一所女子寄宿中学和一所医院被炸毁， 死伤数百人。 德军

统帅部反诬这次袭击系比利时和荷兰所为， 以此为借口于

５ 月 １０ 日凌晨向这两个中立国家发动进攻。
德军越过边界后， 荷兰和比利时才收到内容相同的德

国照会。 照会指责两国违反中立法， 针对德国加修工事和

部署兵力， 声称德国政府不愿坐等英法的进攻， 不能允许

它们通过比利时和荷兰向德国采取军事行动。
５ 月 １０ 日， 荷兰和比利时驻柏林公使， 试图把抗议

德军入侵的照会交给德国外交部， 但遭拒绝。 荷兰女王威

廉明娜在当天发表声明， “对这一史无前例的背信弃义和

破坏文明国家之间一切正当关系的行为提出愤怒抗议。”
荷、 比两国在遭到德军入侵后， 迅速向英法求援。 甘

末林将军命令英法联军立即按 “Ｄ” 计划向比利时机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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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法军第 ７ 集团军进至安特卫普附近地域后应继续向

荷兰布雷达地区开进。
５ 月 １０ 日凌晨， 德军从地面和空中同时向荷兰发起

进攻， 德军第 １８ 集团军主力以第 ９ 装甲师为先导， 向马

斯河河口方向实施主要突击， 一部兵力向阿姆斯特丹方向

实施辅助突击， 迅速占领荷兰东北各省， 并于当日突破佩

尔防线， 迫使荷军退守荷兰要塞。 尔后， 德军向须德海与

北海间的堤坝发起进攻， 以开辟通往阿姆斯特丹的道路，
但未得手。

同日， 德军空降兵约 ４０００ 人分批在海牙、 鹿特丹和

穆尔代克附近实施空降。 着陆后， 德军一部占领海牙附近

３ 个机场， 后向海牙进攻， 但被荷军击退， 另一部兵力出

其不意地攻占穆尔代克地域的马斯河大桥和多德雷赫特地

域的瓦尔河大桥， 从南面突入 “荷兰要塞”， 割裂了荷军

部署， 荷军多次反击未能奏效。
应荷兰请求， 法军第 ７ 集团军沿英吉利海峡兼程前

进， 于 ５ 月 １１ 日下午抵达蒂尔堡， 后因缺乏空军支援，
并遇德军阻击， 撤至布雷达。 荷军请求该集团军对攻占马

斯河大桥的德军实施反击， 遭法军拒绝。 这样， 德军第 ９
装甲师顺利通过马斯河和瓦尔河大桥， 于 Ｉ３ 日逼近鹿特

丹。
在此之前， 鹿特丹附近莱克河的几座大桥亦被德国伞

兵攻占， 但荷军在大桥北侧组织防御， 迟滞了德军进攻。
５ 月 １２ 日晚， 荷军总司令温克尔曼通知荷兰女王及内阁

大臣， 已没有希望顶住德军的进攻。 ５ 月 １３ 日， 威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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娜女王携几个内阁大臣登上一艘英国驱逐舰逃往伦敦。 临

走时， 女王授权温克尔曼将军作为全权代表在适当时机宣

布投降。

　 　 １９４０ 年 ５ 月 １５ 日， 荷军总司令亨利·捷哈德·温克尔曼要求部

下放下武器宣布投降。

１４ 日晨， 希特勒发出第 １１ 号指令： “在北翼， 荷兰

陆军的抵抗力比原来设想的要强些。 政治和军事上的原

因， 要求在短期内粉碎这种抵抗。” 陆军的任务是， 以足

够的兵力从南面和东面联合进攻， 并迅速摧毁 “荷兰要

塞”。 为此， 希特勒从比利时方向调来一些航空兵， 加强

对荷兰方向的进攻。
根据希特勒的指令， 德军一面调整部署， 一面进行武

力恫吓， 逼迫鹿特丹的守军投降， 声称如不投降， 德军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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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轰炸该市。 为保存实力和让城市免遭轰炸， 荷军决定停

止抵抗。 就在这时， 德军对鹿特丹的轰炸开始了， 该市变

成一片火海， ２５００ 幢房屋被摧毁， ８００ 余人死亡， 数千人

受伤， ７～８ 万人无家可归。
在德国空军狂轰滥炸和地面部队的进攻面前， 鹿特丹

守军投降。 ５ 月 １４ 日黄昏， 荷军总司令温克尔曼将军命

令全军放下武器， 次日上午 １１ 时， 他作为荷兰政府的全

权代表在无条件投降书上签字， 仅 ５ 天时间， 荷兰就被德

军征服。
５ 月 １０ 日 ５ 时 ３０ 分， 德军对比利时发动突然袭击。 ８

时 ３０ 分， 德国驻比利时大使向该国外交部递交照会， 声

称， 为了在西方大国入侵比利时、 荷兰、 卢森堡前先发制

人， 德国政府 “被迫” 用武力来 “保证” 它们的中立。
德国政府建议， 比利时应为自身的利益着想， 停止一切抵

抗， 德国将保证比利时在欧洲和在殖民地的领土完整， 否

则比利时将丧失独立。 比利时政府对德国的战争威胁和侵

略提出强烈抗议， 决心保卫自己国家。
与入侵荷兰一样， 德军对比利时的进攻也采用了地空

协同。 第 ６ 集团军迅猛突破比利时的边防线， 渡过马斯河

及其以西的阿尔贝特运河南段， 给英法联军造成这里是德

军主攻方向的假象。 与此同时， ３００ 名德国空降兵悄悄在

阿尔贝特运河附近着陆， 不等比军按动电钮炸桥， 就抢占

了运河上的 ３ 座大桥。
埃本—埃马尔要塞的防御工事建在山上， 由 １ 座装有

２ 门 １２０ 毫米加农炮的旋转炮塔、 ２ 座各装有 ２ 门 ７５ 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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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农炮的炮塔、 ４ 个暗炮台 （配有 １２ 门 ６５ 毫米加农炮）、
１２ 门 ６０ 毫米反坦克炮的发射阵地和大量机枪掩体组成。
地上的炮楼、 观察所、 机枪火力点都用混凝土筑成， 暗炮

台和旋转炮塔都是装甲结构。 地下有一系列钢筋混凝土浇

灌的交通壕， 壕内储备有可供 ３０ 天用的粮食和弹药。 该

要塞由 １２００ 人守备， 监视着马斯特里赫特附近马斯河和

阿尔贝特运河上的一切桥梁。 比军认为， 它比马奇诺防线

或齐格菲防线上的任何工事都更加坚固， 可以长期坚守。
然而， 战争的经过却大出比军所料。 １０ 日凌晨， 由

一名上士指挥的、 经过模拟训练的 ７５ 名德国空降兵分乘

９ 架滑翔机悄悄降落在要塞顶部， 仅以死 ６ 人、 伤 １９ 人

的代价， 就轻而易举地攻克了这个号称欧洲最难攻克的工

事。 埃本—埃马尔要塞的失陷， 预示着阿尔贝特运河—马

斯河的防线全面瓦解。 ５ 月 １２ 日， 比军不得不退守科林

斯霍特—瓦夫尔防线。 德军第 ６ 集团军第 １６ 装甲军在马

斯河以北向日昂布鲁方向猛攻。 英法联军误以为德军的主

攻方向在安特卫普至那慕尔的迪尔河防线上， 按预定的

“Ｄ” 计划向迪尔河防御阵地机动， 协同从第一道防线撤

下来的比军坚守科林斯霍特—瓦夫尔防线。
５ 月 １３ 日， 法军第 １ 集团军的先头装甲部队同德军

第 １６ 装甲军在日昂布鲁遭遇， 展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首

次大规模坦克战。 法军不畏强敌， 以己方损失 １０５ 辆坦克

的代价击毁德军坦克 １６４ 辆。
５ 月 １５ 日， 联军后续部队进占日昂布鲁和瓦夫尔之

间的防御阵地， 将德军阻在勒芬及日昂布鲁两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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