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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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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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战争轰轰烈烈地正式开始；1945 年 9 月 2 日，日本向盟国投降，昭示世界反

法西斯的伟大战争取得全面胜利。 

这是人类社会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场伤亡最惨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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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大决战席卷全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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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器之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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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世界大战是一场现代化的战争，旷日持久，耗资巨大，投入了大量的人

力和物力，既损害了人类文明，也开创了人类历史。战争的起因有着特殊的背景，

战争的进程有着曲折的变化，战争的胜利有着伟大的意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德、日、意法西斯国家为了实行侵略扩张和争夺世界霸权

挑起的，在经过了多次局部战争的基础上逐渐演变为全面战争的。德、日、意等

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所确立的法西斯政权及其侵略扩张政策，是这次世界大战的

主要根源。 

20 世纪 30 年代，德、意、日法西斯国家多次发动局部战争，挑起世界大战。

日本首先在亚洲燃起战火，揭开了世界战争的序幕。1931 年，日本制造九一八

事变，侵占中国东北三省，接着入侵中国上海、热河省、察哈尔省北部和河北省

东部等地区；在欧洲，意大利开始侵略非洲，把战火不断扩大到世界范围。1935

年 10 月 3 日，意大利 30万军队侵入埃塞俄比亚。埃塞俄比亚第二次抗意战争爆

发。尽管国际联盟通过决议宣布意大利为侵略者，但其得到美国等国的经济支持，

仍然有恃无恐。1939 年春、夏季，欧洲再次出现紧张局势，经过波兰危机和错

综复杂的外交斗争，终于爆发全面战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我们历史地辩证地看待这段人

类惨痛历史，我们可以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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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次世界大战尽管结束了 60多年，但其惊心动魄的历史，跌宕起伏的气

势，构成了一幅人类命运发展历程中的壮丽史诗，需要浓墨重彩来描述。 

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是 20 世纪人类历史的一个重大转折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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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实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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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包括四大部分：第一部分为“战史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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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场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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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役篇”，包括空战、海战、陆战；第四部为“战将篇”，包

括领袖、元帅、将领、英雄、元凶、悍将、枭雄、傀儡、间谍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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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实详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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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总结和隆重的纪念！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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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3 日军三支舰队日军三支舰队日军三支舰队日军三支舰队无力冲入莱特湾无力冲入莱特湾无力冲入莱特湾无力冲入莱特湾    

接到“从苏里高海峡向莱特湾冲进”的命令后，志摩舰队于２４日黎明从哥

伦湾出发，由苏禄海南下，与西村舰队在棉兰老海会师。２４日傍晚，由于没有

收到栗田通知推迟攻击的电报，两个舰队经过暮色苍茫的棉兰老海，按照预定的

攻击时间，向莱特湾挺进。此时，西村舰队领头，志摩舰队在后，相距约 60海

里。 

其实，志摩舰队还在苏禄海航行时，美军第５航空队的侦察机就发现了它。

后又跟踪发现了西村舰队。 

金凯德认为，这两支舰群同属于一个编队。他自信地判断，这支编队的前进

目标肯定是经过苏里高海峡驶向莱特湾。金凯德确信，哈尔西的第３舰队会有效

打击从北面来的日本舰队。因此，他命令第７舰队全力去封锁苏里高海峡，并由

奥尔登多夫海军少将负责具体指挥。奥尔登多夫手中拥有老式战列舰６艘、重型

和轻型巡洋舰各４艘、驱逐舰 21艘、鱼雷艇３９艘。他在苏里高海峡由远及近，

布设了鱼雷艇、驱逐舰和战列舰三道防御，严阵以待，等候日军舰队的来临。 

24 日２３时，美军的鱼雷艇开始袭击进入攻击区的西村舰队。由于日舰用

探照灯和速射炮联合抗击，使美军的鱼雷艇不能有效地发射鱼雷，勉强发射的鱼

雷也都没有命中目标。但是，美军的鱼雷艇在攻击的同时，却将西村舰队的情况

随时向奥尔登多夫作了报告。２５日凌晨 2时，美军鱼雷艇部队放弃了攻击，撤

出战斗。 

２时３０分，美军的驱逐舰投入了战斗。美军驱逐舰部队分为两个分队，从

东西两个方向向西村舰队发射鱼雷。不料日军早有警觉，用探照灯把美舰照得雪

亮，并施以猛烈的炮击。美军驱逐舰顿感苗头不对，迅速施放烟幕撤出了战斗。

但是，美舰发射的鱼雷还是收到了一定效果。日军１艘驱逐舰被击沉，另有 2

艘被击伤。旗舰“山城”号战列舰也被美军的数条鱼雷击中，爆炸沉没，西村等

海军官兵也随舰一起消失在漆黑的苏里高海峡之中了。另 2艘日本战列舰“扶桑”

号也中了１条鱼雷，舰长坂匡海军少将接替指挥，率领残存的舰艇继续沿海峡北

上。 

此时，奥尔登多夫的第三道防御——战列舰和巡洋舰编队，已经在海峡口一

字排开，张着炮口等待着这份丰盛的“夜餐”。 

凌晨３时５０分，当日舰进入美军战列舰和巡洋舰的射击范围时，美舰突然

一齐开火。经过２０多分钟的激烈炮战，西村舰队已不复存在了，只剩下１艘断

后的驱逐舰在负伤后见势不妙夺路而逃，从死亡的地狱中捡回了一条性命。在混

战之中，美也有１艘驱逐舰——“格兰特”号稀里糊涂的中了１２发炮弹而沉没。

除此之外，美舰无一伤亡。 

1小时之后，志摩舰队步西村舰队的后尘而至。随即，志摩舰队也是首先遭

到了美军鱼雷艇的攻击，该编队１艘轻巡洋舰当即中雷负伤，航速随之下降。但

是，整个志摩舰队继续前进。不久，志摩便看见正在燃烧下沉的日军舰艇。 

紧接着，舰上的雷达又发现了前方有美国军舰，志摩随即命令驱逐舰发射鱼

雷攻击。但毫无效果。而志摩的旗舰随即转向，不料又撞上了１艘正在下沉的日

军舰艇。被撞舰上日军愤怒的谩骂声立即使志摩清醒地意识到：此处已成为日军

舰艇的“坟场”。此时，他又回想起自昨天下午接收到栗田舰队的一份电报后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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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断了联系，只收到了联合舰队司令长官的回电：“仰仗神明的庇佑，全军猛进

突击。”但是，栗田在哪里？志摩意识到，此时前进的危险性太大。于是决定撤

退，以期另寻战机。 

天亮后，美机向撤退的志摩舰队发起了攻击。由于日军已有准备，美军攻击

效果甚微，只是将受伤落伍的“阿武隈”号轻巡洋舰击沉而已。 

此时，莱特岛滩头，大批的舰船正在继续卸载，岸边是堆积如山的物资。 

栗田舰队在 24 日经历了美机接连５波攻击后，紧急撤退。夜幕又一次降临

了，黑暗笼罩着栗田舰队。然而，栗田的内心却依旧十分紧张。在这狭隘的圣贝

纳迪诺海峡是否会有水雷？哈尔西的战列舰是否已在海峡出口摆好了“T”字阵

列？栗田内心越想越恐惧，但没有其他选择，只有“仰仗神明庇佑”了。 

栗田命令整个舰队列成编队，做好在海峡口炮战的准备。接着，栗田向舰队

全体官兵发出了一道措词直率的命令：“冒全军覆没的危险，猛进突破，一举歼

灭敌军。”面色憔悴神情紧张的日本水兵登上了炮位，不知道等待他们的将是什

么样的命运。 

２５日１时左右，栗田舰队（当时尚有战列舰４艘，重巡洋舰６艘，轻巡洋

舰 2艘和驱逐舰 11艘）驶出了圣贝纳迪诺海峡。雷达迅速扫描了周围５０海里

的海面，没有发现任何美军，连一艘警戒的舰船都没有！栗田十分惊讶，同时心

中的希望之火重新燃起：沿萨马岛东岸南下，向莱特湾挺进！ 

天色越来越亮，一轮红日从东方的海平面上冉冉升起。栗田发布了新的命令，

舰队进入防空航行队形。 

６时４５分，日军瞭望哨突然发现东南水平线上有４根耸立的桅杆。栗田及

参谋人员又惊又喜，认定这就是哈尔西的航空母舰编队。“抓住天赐良机，保持

现有队形，立即突击。”栗田发出紧急命令。 

实际上，这支美军舰群是Ｃ·斯普拉格海军少将指挥的护航航母小队，代号

“塔菲３号”。 

６时５８分，“大和”号战列舰上的 460 毫米巨炮开始射击，美舰周围立即

掀起了高达百米的巨浪。顷刻之间，日军各舰炮火齐鸣，美军被猛烈的炮火所覆

盖。 

Ｃ·斯普拉格拼命向金凯德呼救。金凯德及时向哈尔西通报，并要求他给予

支援。７时３０分，哈尔西电告金凯德：“我正率部攻击敌航母，难以脱身。”金

凯德又下令镇守苏里高海峡的奥尔登多夫率战列舰编队火速北上支援斯普拉格。

不料，奥尔登多夫回电：“此时油弹不足，尚需补给，即使不补给也要 2个小时

以后才能赶到。” 

2个小时以后的第７舰队可能早已被日军舰队消灭了，莱特岛的运输船和堆

积如山的滩头物资可能早就上西天了。怎么办？金凯德心急如焚。 

此刻，在萨马岛海面上，斯普拉格正以１６节的速度落荒而逃，而日舰以３

０节的高速穷追不舍。 

日舰愈追愈近，施放烟幕已经没有任何作用。为了赢得时间，斯普拉格命令

担任警戒的驱逐舰反扑过去，实施自杀性攻击。美军３艘驱逐舰奉命调转头来，

迅速扑向日舰，一进入８０００米有利射程后立即发射鱼雷。日军１艘巡洋舰被

击中，其他日舰不得不暂停追击，进行规避。３艘美军驱逐舰不依不饶，仍然对

日舰进行猛烈的炮击。 

对于重铝厚甲的日军战列舰和巡洋舰来说，驱逐舰的火炮攻击犹如隔靴搔

痒。相反，３艘美驱逐舰却被日舰的巨炮轰得百孔千疮，其中两艘迅速沉没。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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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舰再次追近的时候，斯普拉格又命令４艘护卫舰冒死拦击，结果又是以卵击石，

ｌ艘沉没，３艘负伤失去了战斗能力。 

至此，斯普拉格的招数已经用尽。栗田舰队横展在１５海里宽的海面上，对

美舰展开最后的“围剿”。ｌ艘护航航母中弹后主机停车，减速掉队，９时７分，

带着周身大火沉入海底。另外两艘护航航母也中弹数发，但由于仅穿透舰体而未

爆炸，逃脱了厄运。 

正当斯普拉格绝望之时，日舰突然停止了射击，转向回撤。身陷绝境的斯普

拉格终于从死亡地狱中逃了出来。 

原来，栗田舰队分得很散，“大和”号与大部分舰艇失去联系。栗田考虑到

冲入莱特湾后的燃料问题，便下令停止追击，让其他舰向“大和”号靠拢。１０

时３０分，栗田舰队集合完毕，开始南下。11时２０分，航向东南，向最终目

标——莱特湾进击。 

１２时３０分，栗田对战场情况作出如下判断：因为与美航空母舰群交战而

耗费了时间，失掉了策应苏里高方向部队的时机，因此不到午后不能冲入莱特湾；

在午前的战斗中，根据美军“请求援助”和“２小时以后”的报文内容，美舰船

不在湾内的可能性很大；随后窃听电报又得知：美方命令航空母舰飞机在塔克洛

班基地着陆，又在莱特岛南面集中以多艘航母为主体的舰队，日方如冒险冲入湾

内，在狭小海面无法自由行动，将受到美大量飞机的集中攻击，战况对日方十分

不利。 

基于上述判断，１２时３６分，栗田下达“全舰队北进”的命令。栗田想在

莱特湾外与赶来支援的美军舰队再决战一场。 

至此，日军派往莱特湾阻止美军登陆的三支舰队中的西村舰队被消灭，志摩

舰队带伤撤离，栗田舰队已经到了莱特湾又命令“全舰队北进”。他们无一冲入

湾内，致使湾内的美军从容地卸载那堆积如山的物资。 

4444 日军日军日军日军““““神风神风神风神风””””威力威力威力威力    

1944 年１０月１７日，刚刚就任日本第一航空舰队司令的大西泷治郎中将

匆匆赶到菲律宾，企图挽救日本帝国日薄西山的命运。大西是日本“铁杆”军国

主义分子山本五十六的心腹，也是策划偷袭珍珠港的核心人物之一，在日本海军

航空界素有“瑰宝”之称。 

然而“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此时基地航空部队可投入战斗的飞机还不到１

００架。而且，这些飞机的性能极差，飞行员低劣的驾驶技术达到了惊人的程度。

面对日本全线崩溃的危局，大西认为“最大效率地使用我们的微薄力量的唯一办

法就是组织由‘零式’战斗机编成的敢死攻击部队，每架带上２５０千克炸药，

俯冲撞击敌航母。只有这样，才有可能阻止住美军的锐利锋芒以挽救危局，此外

别无他法。”大西的想法得到了许多狂热的日本飞行员的欣赏。１０月１９日深

夜，大西召集第一航空舰队的精华，成立了以寻歼航母为目的的“神风”特别攻

击队。 

“神风”的典故源于公元１５世纪中叶，元世祖忽必烈先后两次派出强大的

船队攻打日本九州，每次都是在眼看日本就要被征服时，海上突然刮起强烈的台

风，使蒙古人船毁人亡，全军覆没。素来崇尚神灵的日本国民便把这两次“葬元

军入鱼腹、救日本于转瞬”的暴风称之为“神风”。 

此时，正值日本法西斯气息奄奄、危在旦夕之际，他们幻想以“神风”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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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助神佑。 

“神风”特别攻击队实施一种自杀性“肉弹”攻击的作战方法，即在机上装

上大量的烈性炸药，置于飞行员座舱之前，一旦发现目标，就连人带机撞下去，

其机头触及坚硬之物立即发生剧烈爆炸。 

这种作战方法在太平洋战争中并不是第一次出现，在美日战争的第一天，即

偷袭珍珠港战斗中，板田房太郎中尉就曾驾机撞向美军机场。首次有组织的自杀

性攻击出现在１９４４年５月的比阿克岛登陆战中，日本为夺回其与南洋交通线

上的要地，与美军发生了激烈战斗。２７日，陆军第５飞行战斗队队长高田胜重

少佐断然率４架飞机向驶近的美舰撞去，并撞沉了美舰。战后，日将此举通报全

军，引起了军内外的震动。此次行动成为“神风”特攻战术的先导。“神风”机

在升空对敌舰进行攻击时，一般分为战术小队，一个小队通常有特攻机３架，支

援机２架。支援机从事领航、掩护与拦截美机作战、观察战果等任务，由老练的

飞行员担任，特攻机则专事撞击目标，他们甘愿为日本法西斯“玉碎”。 

日军“神风突击队”队员登机前遥向日本天皇行礼，而后出发攻击美国舰队。

２４日６时 30 分，日军的６架自杀飞机在４架护卫机的掩护下，从棉兰老岛向

北飞去，一架撞击了“桑提”号护航航母，另一架击中了“苏旺尼”号护航航母。

“神风”初试威力。 

２５日上午１０时５０分，日军又派出９架自杀飞机。此时，莱特湾海面一

片寂静。突然，美“范肖湾”号护航瞭母的瞭望哨发现９架日机直奔美航母编队

而来。由于日机飞得很低，雷达没有发现，瞭望哨赶紧拉响了舰上的警报。就在

美战斗机升空实施拦截时，日机又一下子爬到好几千英尺的高空。不一会儿的工

夫，只见５架“零式”战斗机从高空中俯冲而下，朝着航母编队的方向飞来。这

５架日机是由新婚不久的关行夫海军大尉率领的，其中一架“零式”战机扫着机

枪朝着“基昆湾”号护航航母冲了下来。此时，“基昆湾”号上的舰员们还以为

它会再次拉起来，不料它却直冲着航母左舷的狭窄通道拉去。只听一声巨响，飞

机炸成碎片，“基昆湾”号甲板上顿时血肉横飞。 

另外两架则咆哮着冲向“范肖湾”号航母，显然也是要撞击它。庆幸的是“范

肖湾”号上的舰面火力将其击中，飞机在临近航母的刹那间解体。最后两架日机

则对准了“怀特普莱恩斯”号航母，在“怀特普莱恩斯”号猛烈的舰面火力的打

击下，两架日机均被命中。然而，其中一架却拖着长长的浓烟，一个右转弯向着

“圣洛”号航母冲了过去。它似乎是要降落，但在着舰的瞬间，飞行员把飞机一

翻，轰隆一声坠毁在“圣洛”号的飞行甲板上。顿时，甲板上成为一片火海，继

而引起舰内一连串剧烈的爆炸。久经海战而片甲未损的“圣洛”号航母因此葬身

海底。 

大西并未就此善罢甘休。２６日、２７日他又相继派出了２７架“神风”特

攻机。 

莱特湾海战，日“神风”特攻队共出动“神风”机５５架，击沉美航母１艘，

重创４艘，轻伤１艘；击沉巡洋舰１艘，重创１艘，另击沉、击伤其他各种小型

舰船若干。 

莱特湾之战为大规模的自杀性特攻开了恶端。此后，“神风”特攻愈演愈烈。 

5555 美军乘胜追美军乘胜追美军乘胜追美军乘胜追击锁定胜局击锁定胜局击锁定胜局击锁定胜局    

10 月 24 日，小泽将舰队分为前卫和本队两个舰群进行活动，以便吸引美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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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注意。晚８时，当小泽得知栗田舰队已经返航后，便命令舰队收拢，向北方退

避。不久，小泽又接到联合舰队司令的“仰仗神明庇佑，全军猛进突击”的电令。

子夜，他又率部再度折回南下。 

10 月２５日６时左右，小泽舰队的本队与前卫部队在预定海域会合。此时，

小泽拥有大型航母１艘、轻型航母３艘、战列舰 2艘、轻巡洋舰３艘和驱逐舰８

艘。 

与此同时，在甲板上待机的美军第一攻击波的１８０架飞机也跟随着侦察机

起飞了。由于美军突击机群在空中得到了及时的引导，８时稍过就发现了小泽舰

队。美机立即开始冲破日舰空中火力屏障和仅有的１３架日军战斗机的拦阻，进

行猛烈的攻击。小泽的“千岁”号轻型航母首先被炸沉，“瑞鹤”号航母也被鱼

雷击中。此外，还有１艘驱逐舰被美军击沉。 

小泽在美机的猛烈攻击中，不忘自己的使命。8时３０分，他向栗田发了一

份电报：“敌舰队已被我诱至北方，目前正在集中火力向我进攻。”然而，对于这

份极为重要的电报，栗田却没有收到。 

１０时，美军对小泽舰队进行了第二次攻击。此次空袭中，日军１艘巡洋舰

被击伤，航速降为１０节；“千代田”号轻型航母也中弹起火、开始倾斜。 

此时，哈尔西早已杀红了眼，根本顾不得认真地分析金凯德的数份求救电报，

他要集中全力消灭眼前这股残存的敌人。 

常言道：旁观者清，当局者迷。远在千里之外的夏威夷，尼米兹发电告诫哈

尔西“上当了”。直到此时，哈尔西才大梦初醒。他火速收兵，亲自率战列舰编

队先行，第３８特混舰队和第４特混大队随后，日夜兼程赶往莱特湾。留下米切

尔海军中将指挥第２和第３两个特混大队，继续追歼小泽舰队。 

１１时４５分，米切尔指挥第３批突击机群发起第三次攻击，袭击了残存的

日军航空母舰。结果，“瑞凤”号被重创，“瑞鹤”号又被３条鱼雷击中，不久也

沉没了。这艘日本唯一尚存的参加过偷袭珍珠港航母的沉没，表明美国海军已经

报了当年的“一箭之仇”。 

午后，美军第４次派出突击机群，终于将奄奄一息的“瑞凤”号航母也送入

了海底。 

１８时，小泽舰队在暮色中开始撤退。撤退途中又遭到美潜艇的袭击，1艘

负伤的巡洋舰又被击沉。此外，小泽放弃的重伤的“千代田”号轻型航母，也被

美军水面舰艇给击沉了。 

此次战斗中，日军先后被美军击沉了４艘航空母舰，1艘巡洋舰，两艘驱逐

舰。损失虽然相当惨重，但是却达到了引诱美军机动部队北上的目的。然而，小

泽所付出的巨大牺牲却没有换取日军预想的战果。因为栗田并没有利用小泽创造

的这一有利战机，去争取莱特湾抗登陆作战的胜利。小泽成了白白送给敌人的诱

饵。 

10 月２６日８时３４分，哈尔西命令随后赶到的第４特混大队的３０架美

机，向栗田舰队撤退的方向追击。日军“大和”号战列舰被 2枚炸弹击中，另艘

巡洋舰“能代”号也中雷沉没。 

至此，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以登陆与抗登陆为背景的海战——莱特湾大

海战，终于落下了帷幕。此次海战，作战空间在东西宽 600海里、南北长２００

０海里的广阔海域全面展开，双方共计参战的作战舰艇２９３艘，飞机 1996架。 

莱特湾海战的结果，极大地影响了莱特岛陆上作战的进程和结局。１２月７

日，美军第 77师从海上迂回到西海岸上陆，使陆上日军腹背受敌。１２月３０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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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美军宣布基本上占领莱特岛，歼敌５万余人。 

在莱特湾大海战中美军参战兵力多达航空母舰１６艘、护航航母１８艘、战

列舰１２艘、重巡洋舰１１艘、轻巡洋舰１５艘、驱逐舰 144艘、护卫舰２５艘、

运输舰后勤辅助舰５９２艘、飞机近２０００架、在战斗中被击沉航空母舰１艘、

护航航母２艘、驱逐舰２艘、护卫舰１艘、被击伤护航航母４艘驱逐舰２艘、护

卫舰３艘、潜艇１艘；损失飞机１６２架，伤亡不足３０００人。 

日军参战的兵力可以说倾其所有，共有航空母舰４艘，战列舰 2艘、重巡洋

舰１４艘、轻巡洋舰７艘、驱逐舰３２艘、飞机约 600架、在战斗中被击沉航空

母舰４艘、战列舰２艘、重巡洋舰６艘、轻巡洋舰４艘、驱逐舰１０艘、被击伤

航空战列舰１艘、战列舰４艘、重巡洋舰３艘、轻巡洋舰２艘、驱逐舰３艘；损

失飞机２８８架，伤亡超过１万人。 

经此一役，美军全歼了日本航空母舰编队，夺取了菲律宾海域的控制权。而

显赫一时的日本帝国气数将尽，濒临灭亡的边缘。 

战后，日本海军大臣米内光政在评价莱特湾海战对日本帝国的影响时说：“我

觉得这就是终结！” 

综观莱特湾大海战，日军失败的原因除了战略上整个局势极为不利、战术上

兵力处于绝对劣势外，还有如下一系列具体原因。 

航空兵力薄弱。特别是飞行员在训练水平、战术素养上都与美军相差得太远。

美国“埃塞克斯”号上起飞了７架“恶妇”式战斗机顶住了日本第一攻击波的

60余架飞机，而“普林斯顿”号轻型航空母舰仅有的８架战斗机竟然打乱了日

本第２攻击波的８０架飞机！具有武士道精神的日本飞行员不可谓不勇敢，然而

在战场上为何这样的笨拙呢？很简单，就是因为缺乏足够的训练。当然，可以说

这个责任并不完全在于这些年轻的飞行员，因为他们可能刚刚懂得什么叫做飞行

就被派到了战场。这也说明日本在这场战争中消耗太大，已经没有支持这场战争

的资源和潜力了。从日本失败的教训中，我们应该看到军队严格训练对战争取胜

的重要性，看到后备军和预备役的重要作用。 

密切协同是取得战争胜利的至关重要因素，而在莱特湾海战中，日军的栗田、

小泽、西村、志摩及岸基航空兵这五支参战部队几乎没有密切有效的协同。甚至

在同一时间同一地区为执行同一任务的西村和志摩两支舰队，也没有做到统一指

挥和相互配合。现代战争，可以说是系统对系统的对抗。在系统内，如果不能做

到协同密切、配合默契，要想取得战争的胜利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们还应该看到，日军的“捷一号计划”即使取得了胜利，也无法挽回战争

的失败。因为美军可以凭借其巨大的工业生产能力，迅速补充在战争中的损失。

面对美国在人力物力上的巨大优势，日本取胜的机会就是在美国的战争机器尚未

全面开动时就将其击败，而这一时机在中途岛海战时就已经失去了。 

总之，这场大海战创下了几项世界纪录：战场广，战区东西宽 600海里，南

北长２０００海里；时间长，不算莱特岛登陆，从２３日到２６日双方军舰整整

厮杀了３个昼夜；规模大，不含麦克阿瑟的登陆船队，双方参战舰达２９３艘，

飞机达１９９６架。 

此次大战的特点是，美军凭势，日军斗巧。胆大妄为的哈尔西上钩使美军险

遭不测，而优柔寡断的栗田的失误却使日军功败垂成。经此一战，日本海军彻底

丧失了海外作战能力，南洋日军尽成孤军，以上种种原因，促使日本不可避免地

走向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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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角大海战北角大海战北角大海战北角大海战    

1111 德德德德新舰试航新舰试航新舰试航新舰试航    

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初，当“德意志”号袖珍战列舰还躺在船坞里加紧建造

的时候，德国海军总司令部就已着手酝酿一项新的造舰计划，即新建两艘能与法

国“敦克尔克”级快速战列舰相匹敌的战列巡洋舰，并以开创德国现代军队之先

河的普鲁士军事家沙恩霍斯特和格奈森瑙作为舰名。 

两舰于 1935 年初相继秘密开工，并分别于 1938 年 5 月和 1939 年 7 月下水

服役。由于采用了锅炉效率较高的蒸汽轮机，两舰航速提高至 32节。3座三联

装 280 毫米主炮，分别配置在首部和尾部，12门 150 毫米副炮布置在上层建筑

的两侧。如此有效的装置，使其成为二战开战时德国海军最强大的军舰。但在北

角一战中，德国还是输了。这可能是德国海军首脑们所始料未及的。 

“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森瑙”号在它们正式参战前，进行了一次不同凡

响的海上游猎。此次游猎虽然干得并不出色，但至少说明德国人是极富心机的，

对付他们并非易事。 

1939 年 11 月 21 日中午 2时，德国新造的两舰从威廉港起航，在马尔歇尔

中将的指挥下向北驶去，正式开始了它们的首次游猎。此次出航的目的在于试探

英国海军大西洋防御体系的虚实，所以雷德尔海军元帅只给了两舰极有限的任

务。 

1943 年 12 月 26 日，德国战舰“沙恩霍斯特”被击沉。图为德国水兵在养

护“沙恩霍斯特”号的主炮。“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森瑙”号准备先沿挪威

水道北上，穿过北海，再折向西北。顺便在舰队驶抵法罗群岛和冰岛之间的英国

海军警戒线时，装出要直闯北大西洋航线的样子，趁机捞上一把。狼子野心，何

其毒矣！就算英国海军警觉，德舰也可马上转头往北疾驶，进入北极地区长夜的

黑暗中躲藏起来，事后再寻找机会，利用速度快的优势，高速南下返回德国。连

一次游猎行动都部署得如此严密，德国人的精细也可见一斑。 

11 月 23 日早晨，“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森瑙”号悄无声息地越过法罗

群岛，尔后继续向西北方向前进。此时，英国皇家海军的辅助巡洋舰“拉瓦尔品

第”号正在这片海域担负巡逻警戒任务。当日下午 4时，“拉瓦尔品第”号突然

发现前方冒出了两艘气势汹汹的德国巨舰，当时距离只有 8000码。“拉瓦尔品第”

号原是条商船，经改造后才用作战船，只装有 100 毫米大炮，速度慢，而且没有

装甲防护。距离如此之近，跑来不及，而战则只有死路一条。“拉瓦尔品第”号

舰长没有过多地考虑而毅然选择了后者，既然难免一死，也该死得有价值些。于

是，他一边发报报告发现德舰，一边全速冲向前面的两个庞然大物，意欲发挥自

己小口径火炮的作用，拖住强敌，争取时间。但毕竟实力相差悬殊，两舰的第一

次主炮齐射就使“拉瓦尔品第”号瘫在海上，炮塔被掀翻到海里，两小时后便沉

入冰冷的海底。 

获悉德舰入侵后，英国海军立刻撒开大网进行围捕。“纳尔逊”号和“罗德

尼”号两艘战列舰从苏格兰起航，挺进挪威，以切断德军退路；“胡德”号战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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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洋舰和法国“敦刻尔克”号快速战列舰从补利茅斯起航，驶向北纬 60度，西

经 20度的阵位，以期保卫中大西洋航路。“厌战”号战列舰也离开护航编队，驶

向丹麦海峡，以防“沙”号舰由此闯入北大西洋航线；远在加拿大海岸的“反击”

号巡洋舰和“暴怒”号航空母舰也立刻起航东进，构成北大西洋的第 7道防线。

英国海军部同时下令离出事地点最近的“新卡斯特尔”号重巡洋舰尽量缠住德舰。

“新”舰接到“拉瓦尔品第”号的警报后，立刻全速驶向出事地点。当时天正下

小雨，能见度很低，“新”号在 2小时后发现东方海面上有探照灯光和火炮射击

时的闪光。不久又看见 10公里处有一艘军舰，2分钟后又看见第 2艘，很显然，

两德舰是在用信号灯进行联络。“新卡斯特尔”担心距离太近，自己势单力薄无

法抗敌而减速转向。但是天公不作美，雨越下越大，没装雷达的“新”号舰很快

就失去了目标。 

事实上，德国两舰也不敢在海面上逗留过久。所以当听到“格奈森瑙”号报

告说，附近好像有一艘英国军舰时，不明英军虚实的马尔歇尔害怕被缠住而急速

东奔，装出要从挪威海逃跑的样子。午夜之后，两舰转向东北，于次日晚接近北

极长夜圈的边缘。在此闲逛 12个小时后，马尔歇尔试图以雨雾作掩护，沿挪威

海岸回国。但是在接下来的两天里，两舰两次南行都遇上大晴天。马尔歇尔中将

不敢冒险，只好又掉头北上，继续泡在北极圈的黑暗里。27 日天气恶劣，在浓

雾的庇护下，它们快马加鞭，沿着挪威海岸 32公里的水道全速南下，并偷偷越

过英国巡洋舰警戒线间的空隙，溜回德国。可怜英国海军部对此浑然不觉，竟还

在北极圈附近傻愣愣地部署重兵。德国人实在狡猾！要与这样狡猾的敌人对抗，

英国恐怕还得多花些气力。 

2222 围猎围猎围猎围猎““““沙沙沙沙””””、、、、““““格格格格””””两舰两舰两舰两舰    

德国特意建造“沙恩霍斯特”号、“格奈森瑙”两舰，当然并不仅仅是让他

们作几次游猎。对两舰来说，更艰巨的任务还在后面。所以在两舰首次出猎并安

全返航 5个月之后，它们又结伴出征，前去配合德国陆军在挪威北部战略重镇纳

尔维克的登陆。 

1940 年某日拂晓时分，挪威北部海区狂风怒号，浪涛惊人。正在此地的德

两舰发现英国皇家海军中大名鼎鼎的“声望”号战列巡洋舰在数艘驱逐舰的警戒

下向它们扑来。“声望”号 380 毫米的主炮火力凶猛，“格奈森瑙”号连中数弹。

德军卢金斯舰长见势不妙，立即下令撤出战斗。 

英军虽在此短暂的海战中小胜，但纳尔维克仍未收复，欧洲局势已经大变。 

1940 年 5 月 10 日，西线德军大举进攻，20天内就把英法盟军主力打得丢盔

弃甲，落荒而逃，并因此而成全了英法盟军闻名世界的大行动——“敦刻尔克大

撤退”。英法盟军从敦刻尔克逃到英国，德军趁机打开了巴黎的大门。由于本土

命运危在旦夕，纳尔维克的盟军只得撤退。德国自然不会放弃这有利的时机，正

在挪威海执行“朱诺行动”的两舰立即向盟军舰船猛杀过来。这一次，德军可谓

是战果累累。很短的时间内，德舰就击沉了一艘油船和一艘运兵船。“沙恩霍斯

特”号和“格奈森瑙”号主、副炮联合夹击，迅速解决了时运不佳的英国“光荣”

号航空母舰。另外两艘护航驱逐舰也同遭厄运，但其中一艘在沉没之前，成功地

向“沙恩霍斯特”号发射了一枚鱼雷。“沙恩霍斯特”号受到重创，只好无可奈

何地返回特隆赫姆港。但是这里也并非安全之地。 

在挪威海战中吃过大亏的英国海军当然不会对“沙恩霍斯特”号姊妹舰心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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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软。6月 13 日，“皇家方舟”号航空母舰起飞 15架轰炸机，在特隆赫姆港轮

番轰炸。一枚 230 千克的炸弹准确命中“沙恩霍斯特”舰，只可惜没有爆炸。与

此同时，英军还组织起严密的封锁线，监视特隆赫姆港，防止德舰逃回本土。 

为解救受伤被困的“沙恩霍斯特”号，雷德尔海军元帅命令“格奈森瑙”号

和“希佩尔海军上将”号重巡洋舰向冰岛佯动，以期调虎离山，引出英国舰队以

掩护“沙恩霍斯特”舰脱身。但是英国人防卫森严，“格奈森瑙”号刚一出海就

遭到英国“克莱德”号潜艇的伏击，身中鱼雷后悻悻而归，不过总算保得“沙恩

霍斯特”号乘机溜走。7月，雷德尔以同样的手段，让“希佩尔海军上将”号出

港诱敌，从而使“格奈森瑙”号也逃离了英国人的手心。难以想象，英国人居然

两次上同样的当，实在让人哭笑不得。 

前一时期德国海军的运气非常不错，潜艇作战和水面袭击敌舰均频频得手。

袖珍战列舰“舍尔海军上将”号和重巡洋舰“希佩尔海军上将”号从 1940 年 10

月份起，在各大洋巡回捕食，硕果累累却毫发未伤。于是，雷德尔的作战激情再

次涌起，决定再打一个漂亮的海战。 

逃回德国的“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森瑙”号一直在船坞里呆了半年多才

养好伤。1941 年 1 月 22 日，在吕特晏斯海军上将的率领下，刚刚痊愈的两舰从

基尔出发，穿过斯卡格拉克海峡，紧贴挪威海岸北上，花了 5天时间到达北纬

69°。之后，又转向西南方的冰岛，伺机沿冰岛东海岸南下，闯入北大西洋航线。

雷德尔的本意，一是让海战锦上添花；二是策应“舍尔海军上将”号和“希佩尔

海军上将”号回国休整。为此，他还特意在大西洋各处预定的海域部署了 5艘伪

装成中立国货船的补给船。 

1 月 20 日，事先就做好准备的英国皇家本土舰队司令托维海军上将乘“纳

尔逊”号战列舰，率“罗德云”号战列舰、“反击”号战列巡洋舰及另外 8艘巡

洋舰和 11艘驱逐舰云集卡帕湾，严阵以待。英国情报部门虽未能破译德国海军

的密码，但却从近期德军无线电通信活动异常活跃的现象中，推测出两艘姊妹舰

可能要出航。果然，几天后，两舰的北行踪迹即让瑞典海岸观察哨发觉。托维海

军上将闻讯后率队出发，急忙驶向冰岛以南 190公里的截击海域。 

1 月 29 日清晨，英方前哨舰“水神”号巡洋舰发现了这两艘大型德舰。托

维上将即令巡洋舰全速跟踪，战列舰随后跟进。但是，“沙恩霍斯特”号早在“水

神”号发现自己的 6分钟之前，就看到了英国舰队的身影，于是马上掉头北进，

待英军赶到时，它早已消失在北极冰海的茫茫夜色之中。 

2 月 1 日，在补给船给两舰补充了油料之后，吕特晏斯便率军向丹麦海峡进

发。德国人这次总算运气好，未遇丝毫意外便顺利通过了海峡。雷德尔闻讯按捺

不住心中的狂喜，致电向吕特晏斯表示祝贺。 

2 月 5 日，吕特晏斯在格陵兰以南又加了一次油之后，径直南下，开始捕猎

英国运输船队。8日晨，南方海面出现大队船只，正自西向东缓缓前进。尽管英

军舰队的一艘战列护航舰“拉米尼斯”号是一战前建造的老朽军舰，但吕特晏斯

为保存实力根本无意与英国交战，遂放弃了攻击计划。吕特晏斯料定“沙恩霍斯

特”号的出现必然会招致更多的英舰，于是西行驶入格陵兰和加拿大之间的戴维

斯海峡，与一艘德国补给船会合后，整整避了 10天的风头才继续南下捕猎。一

支从英国驶来的空船队，在加拿大近海解散，准备分头驶往各自的目的地，护航

战列舰恰巧为接送其他船队而先行离去。也许注定了它们该遭此劫，吕特晏斯刚

刚南下就逮住了这支船队。德军两舰如狼入羊群，很快就将 5艘货船送入了海底。

英国海军部自此方知他们一直防范的两舰已经跑到了北大西洋航线的中间，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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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忙组织围捕。但吕特晏斯如此狡猾之人岂会坐以待毙？他假装要在这片大海继

续围猎，一天后却掉头转向西南，直奔非洲海岸的弗里敦。 

3 月 8 日，在弗得角群岛以西 350海里处为 SL67船队护航的英国“马来亚”

号巡洋舰的水上侦察机正好从“沙恩霍斯特”号舰头顶上飞过，吕特晏斯立刻掉

头向北绕了一圈，最后向西北方向转移。在途中，他还顺手吃掉了一艘单独航行

的商船。而此时英国情报部门通过无线电监听，认为这两艘德舰可能会逃回德国，

于是英国海军部和本土舰队出动了所有的舰只，在德舰返航路线上层层设防，占

领有利的截击部位。非常可惜的是，英军的这些行动对德舰已经构不成严重的威

胁。 

“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森瑙”号并没打算回国，而是出人意料地再次返

回繁忙的北大西洋航线。3月 15 日和 16 日，它们竟一举击沉 16艘商船，总吨

位达 8 2万吨，再次在其功绩册上写下了一笔。16 日傍晚，两舰偶遇正为 HX

—114船队护航的英“罗德尼”号战列舰，吕特晏斯立即开足马力，居然顺利地

从英军的眼皮底下钻过去。 

英国海军部虽然历经多次失败，但仍未吸取教训。他们又凭经验推测“沙恩

霍斯特”号和“格奈森瑙”号接下来会向北航行，通过丹麦海峡去法罗群岛与冰

岛之间的洋面，再折回德国，因此加强了这两个海域的巡逻。他们又错了！吕特

晏斯此次的目的地是法国的布勒斯特而并非德国，因为他要让两艘德舰开入这个

沦陷的法国港口，以吸引英国海军，借以掩护“舍尔海军上将”号袖珍战列舰通

过北方航线返回德国。 

3 月 17 日下午 5时 30 分，“皇家方舟”号航空母舰上起飞的侦察机发现了

德军姊妹舰。但在关键时刻电台却失灵了，飞行员只得飞回母舰报告。吕特晏斯

一见被发现，就立刻将航向由东北改为正北，作出要从设得兰群岛以北折返德国

的架势，但盘旋的侦察机一走，两舰又直奔布勒斯特。 

18 日，比斯开湾连续大雾，能见度极低。德舰欲驶向法国的迹象越来越明

显，眼看着即将成为漏网之鱼。英国海军部于是急令还在冰岛海域守候的 3艘战

列舰全速南返，驻防直布罗陀的 21舰队则迅速北上拦敌。但英军又扑了空，恶

劣的天气加上德舰超常的速度，使英军再次成为这场角逐中的败将。 

21 日 19时 55 分，英国岸防司令部的巡逻机在布勒斯特以西的 320公里处

眼睁睁地看着两艘巨舰驶入德国空军的保护圈之内。次日，两舰靠港，结束了它

们在 1941 年春历时两个月的大洋游猎生涯。但令德军没想到的是，这对姊妹舰

一生的光辉岁月也随之走到尽头。 

3333 被困布勒被困布勒被困布勒被困布勒斯特斯特斯特斯特    

1941 年 5 月 24 日清晨，“俾斯麦”号战列舰一阵排炮把英国“胡德”号战

列舰炸断成两截后，马上遭到整个英国海军的围捕。5月 27 日，“俾斯麦”号一

沉没，“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森瑙”号就成了英国海空军关注的焦点，再想

闯入大西洋耀武扬威已经不可能了。驶入布勒斯特的“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

森瑙”号以及原停泊在港内的“欧根亲王”号很快就成为笼中之兽。英军驻直布

罗陀的 H舰队和驻苏格兰的本土舰队早已做好了一切准备，随时可以出发截击妄

图出港的“沙恩霍斯特”号舰。尽管德军有数百门高射炮时刻对空警戒着，上百

架战斗机昼夜在港口上空巡逻，还让发烟船布下重重灰色烟幕，但对蜂拥而至的

英国轰炸机仍然防不胜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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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 3艘重型舰被困布勒斯特，令希特勒非常恼火，他给了雷德尔及其舰队

两条路，让其自行选择，目的当然只有一个：要让 3艘德舰重返德国。“三头狗”

欺敌计划便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了。 

7 月 23 日，加装完高射炮，重新换了新型发动机的“沙恩霍斯特”号开出

船坞准备试航，立即遭到英军的轰炸。5枚炸弹钻进船舱，尽管两枚未炸，但另

三枚却造成严重破坏，船舱进水 300吨。“沙恩霍斯特”号带着这 300吨海水，

慌忙返航，途中又遭轰炸，不过，时运不错，这次没被一枚炸弹命中，最后，它

如一头受伤的野兽狼狈地返回船坞。 

希特勒对三舰的所为非常不满。而此时，德军已大举入侵苏联，希特勒凭直

觉判断盟军可能会在挪威登陆，策应苏联战场。为此，他打算将所有的海军力量

都集中在那里。于是首先命令 3艘德舰冲破封锁，返回德国本土基地。 

1942 年 1 月 12 日，希特勒给了雷德尔和战列巡洋舰队司令西里阿克斯海军

中将两种可供选择的北上航行方案：一是绕过英国、爱尔兰的西航线，一是穿越

英吉利海峡和多佛尔海峡的东航线。实际上，选择其中任何一种方案都需要足够

的勇气和胆量。西航线航渡时间长，而且得不到德国空军的掩护，易受英国 H

舰队和本土舰队的全力围捕，很可能会落得与“俾斯麦”号相同的下场。而东航

线也并不保险，尽管有空军掩护，但是狭长的英吉利海峡和多佛尔海峡遍布地雷，

英国一侧的海岸炮台、海空军基地比比皆是，强大的本土舰队又卡在北海出口，

风险大得难以设想。但是希特勒只提供了这两种方案，就是风险再大也得择其一

而行之。更何况希特勒还送给他们一句鼓励：“我一生中大多数决定都是冒险的，

好运只跟冒险者走。”军令如山，将领们敢不执行？ 

一番推敲之后，雷德尔和西里阿克斯选择了东航线，打算从英国海军的鼻子

底下突破海峡封锁——也许是那次从英国人眼皮底下逃走的经历给了他们无比

的勇气。德国海军将此次行动的代号定为“三头狗”，意即一个人干成众人认为

根本做不到的事。 

“三头狗”成功的关键在于行动的突然性。德军为了严格保密，制订了欺敌

计划。他们首先散布消息说，布雷斯特的舰队要开往大西洋甚至太平洋。德军电

台不断拍发假电报，西里阿克斯故意在巴黎预定了大批热带军服和低纬度遮阳眼

镜。德国空军也做了大量的空中支援准备，将整个航线划分为三个区段，第 2

和 26两个航空大队全部投入作战。各区段的机场配备了相应的地勤人员和设施，

以保证飞机在着陆后半小时内加油挂弹重新起飞。 

1942 年的 1月底和 2 月初，三舰和战斗机部队进行了 8天小规模的配合训

练。为扫清航线上的障碍，80艘德国扫雷艇 1个月内共扫出 98枚锚雷和 21枚

磁性水雷。鉴于气象情况的重要性，西里阿克斯还专门派出了气象潜艇收集海峡

区的天气、水文和潮汐资料。最后，“三头狗”计划定于 2 月 11 日付诸实施。那

么也就意味着北角海区内将会再次掀起轩然大波。 

4444 拼拼拼拼死逃回德境死逃回德境死逃回德境死逃回德境    

尽管德军的这次行动布置得甚为周密，但英国皇家海军也并不是好惹的。所

以德国的“三头狗”行动最终是以姊妹舰受创逃离而宣告结束，德国仍然没有占

到便宜。 

1942 年 2 月 11 日，在戒备森严的布勒斯特，淡水、燃油、弹药和食品被悄

悄送上军舰。一大批法国卡车奉命开动发动机，在震耳欲聋的马达声中三舰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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