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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本五十六

土肥原贤二

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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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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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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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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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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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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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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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隆美尔

1.引起希特勒注目

隆美尔在前线。在德国腾堡州斯瓦比亚的海登海姆，

1891年 11月 15日诞生了一个后来颇受希特勒重用的人物，

他就是隆美尔。隆美尔的祖父是一位中学校长，父亲老隆美

尔是一个普通的中学教师，后来升任中学校长。隆美尔排行

第二，哥哥卡尔，为了逃避期末考试自愿从军，在第一次世

界大战中是一名陆军侦察机领航员，后死于疟疾。妹妹海伦

步父亲的后尘成了一名教书先生，终生未嫁。隆美尔最小的

弟弟杰哈德，立志当一名歌剧演唱家，但直到去世时一直未

能如愿。老隆美尔对子女们严厉得近乎迂腐，他１９１３年

便早早地离开了人世。隆美尔和他的弟兄、妹妹都比较喜欢

自己的母亲。

隆美尔小时体弱多病，很少参加孩子们的游戏，对竞技、

体育等更不感兴趣。直到１０岁时他的性格才有所改变。打

网球、骑自行车、滑冰等都成了他喜爱的运动项目。随着年

龄的增长，他渐渐具备了斯瓦比亚人通常所有的一些特征—

—强壮、自信、倔强、节俭和实用主义。１８９８年，隆美

尔开始从私人教师那里学习必要的知识，以便能进入他父亲

任校长的中学读书。１９００年隆美尔考进了一所拉丁学校

并在那里读了５年。１９０８年秋，他开始在格蒙登皇家现

代中学五年级读书，一年后升上六年级。这成了隆美尔从军

前的最高学历。日后当隆美尔跻身将军、元帅之列时，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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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有着显赫家世受过良好教育的同行相比，便难免自惭形

秽，不过这更使他发愤努力。

青少年时代的隆美尔并没想做一名军人。他的第一志向

是当一位工程师。因为他喜欢机械学。１４岁时，他和一位

朋友在阿伦（德国南部的一座城市）的田野里制作了一架完

整的盒式滑翔机，而且居然使它飞出了一段距离。当时莱特

兄弟刚刚发明飞机不久，还是个少年的隆美尔能制作出一架

滑翔机也算是了不起了。正基于此，隆美尔经常向人夸耀他

的这项发明。他的遗物中还保留着一张很小的这架滑翔机的

棕色照片。可见，隆美尔最初的志向与他后来的辉煌业绩几

乎没有什么必然联系。

俗话说，知子莫如父。尽管少年的隆美尔就有了令人可

喜的小发明，但老隆美尔还是希望儿子能去从军，从当时的

大背景看，德国是一个军国主义国家，军队在社会中占有优

越地位，军人们享有种种特权。德国为了争夺世界霸权大力

扩充军备。参军对隆美尔的前程来说未必不是一件好事。１

９１０年３月，隆美尔加入第１２４伍尔登堡步兵团，３个

月后被提升为下士，６个月后成了一名军士，１９１１年３

月又被送到但泽（今波兰重要港市）皇家军官候补生学校。

按照德国军制，军官主要是通过专门的军事院校来培养。军

事院校根据自愿原则接纳主要是出身于贵族和资产阶级的

青年人加以训练。由于军队中的军官几乎总是配备不齐，加

之不断扩军使军官缺额更多，军事院校就接纳了一定数量的

小资产阶级、僧侣、官吏、知识分子出身的人。隆美尔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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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而成为一名军官候补生的。这对他来说是很幸运的。那

时德国共有８所陆军幼年预备学校和１１所军事学校。

隆美尔在军官候补生学校期间对军事表现出特殊的兴

趣，他把大部分时间都用到了完成军事课目上，对射击、操

练、体操、击剑和骑马等训练项目都一丝不苛的完成。１９

１１年１１月，隆美尔从军官候补生学校毕业了。当时校长

给他的评语是，在射击和操练方面“相当出色”，体操、击

剑、骑马“也能胜任”，不过“他身材中等，瘦弱，体格相

当差”，此外，这个青年人“性格坚强，有超强的意志力和

高昂的热情……守纪律，时间观念强，自觉，友善，智力过

人，有高度的责任感。”总之，对隆美尔的评价非常高。

仅仅两年时间，１９１２年１月，隆美尔就被授予中尉

军衔，随后回到第１２４步兵团。在以后的两年里，隆美尔

一直在那里训练新兵。训练的主要内容是单兵训练和分队训

练。此外，还要向士兵们灌输由普鲁士创建的德意志第二帝

国即将成为一个“世界帝国”的思想，帝国的社会制度、国

家体制和社会结构都是完美无缺的。军人的职责就是不惜一

切捍卫现存的一切。隆美尔虔诚地信仰着这一切，而后义无

反顾地向他的那些新兵们灌输着。

１９１４年３月１日，隆美尔被派到离家乡不远的乌尔

姆第４９野战炮团的一个炮兵连服役。德军统帅部十分重视

炮兵建设，德军的榴弹炮兵和重炮兵比其他国家都强。德军

每个步兵师都有１个１０５毫米榴弹炮营，每个军有１个１

５０毫米榴弹炮营。集团军则配备了独立炮兵营。但炮兵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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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水平却不是第一流的。尽管如此，在炮兵中的经历使隆美

尔有机会掌握了这一技术兵种的专门知识，为他将来很快胜

任合成军队指挥官提供了便利条件。

同年８月 1日，德皇威廉二世宣布全国总动员，点燃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火。在比利时的一个村庄里，隆美尔参

加了他平生第一次战斗。他一连２４小时都在巡逻，几乎没

有合眼睡上一觉，他已精疲力竭，饥肠辘辘。这时一队法国

兵的２０人向他们发起了进攻并占领了村庄。隆美尔与一个

排中的另三个人立即发起反击。他大叫一声向法军冲去并率

先开了火，几名法军应声倒地，残存者立刻卧倒以猛烈的火

力还击。隆美尔被打得抬不起头来被迫退了下去。待全连到

达后，隆美尔再次发起反击，终于击退了法军，占领了村庄

并抓了很多俘虏。隆美尔取得了第一次战斗的胜利并为此获

得了二级铁十字勋章。这次战斗规模很小，谈不上什么重要

意义，但却显示出隆美尔的战斗风格，在他以后的戎马生涯

中，只要有机会，不论作战规模的大小，他都采取先发制人

的打法。穿过比利时后，隆美尔所在团随大军继续向巴黎迂

回前进。９月５日至１２日马恩河战役后，西线转入阵地战。

隆美尔所在的团在阿贡纳斯森林一带作战。１９１５年１月

２９日，在德军发起的一次攻势中，隆美尔带着他的士兵爬

过１００码带刺的铁丝网，突然闯入了法军的主阵地，占领

了４个地堡，但后继部队没有增援上来。这时法军以一个营

的兵力发起了反攻并夺回了其中一个地堡。隆美尔凭借其余

三个地堡击退了这次反攻，并在法军即将发起一次新的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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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带领士兵顺利地撤出阵地，仅仅损失１２人。这一行

动使他获得一级铁十字勋章。授予一名年轻中尉如此高的荣

誉，这在全团还是第一次。

１９１５年９月，隆美尔晋升为上尉，在随后的突破科

罗弗拉防线，攻克蒙特山，占领隆格诺恩等次作战中，隆美

尔表现非凡，终于获得渴望已久的由德皇威廉二世授予的功

勋奖章。在长达４年的残酷厮杀中，隆美尔先后三次负伤，

但显露了自己的战术风格：先发制人并不惜冒一切风险，千

方百计渗透到敌防线后方动摇其决心，巧妙地发扬火力并尽

量夺取敌人的弹药。他悍勇倔强、狡诈多谋、拼命追逐荣誉，

在战火中显露出了锋芒。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被法国总理克雷孟梭嘲弄为

“生于不义，自当死于耻辱”的德国沦为任人宰割的羔羊。

根据《凡尔赛和约》，德国不准建立空军和制造潜艇，只准

保留为数很少的轻型军舰和一支１０万人的国土防卫部队。

在随后进行的大淘汰中，隆美尔因其在战时的突出表现

总算保住了饭碗，有幸成为４０００名军官中的一员。

１９１８年１２月 21日，隆美尔又回到步兵团任连指

挥官，１９２０年１０月１日，他调到驻守斯图亚特的第１

３步兵团任连长，并一干就是９年之久。不过他是个闲不住

的人，在此期间，他大大丰富了自己的战争艺术和军事技术

知识：研究过机枪，成了一名熟练的射手和装弹手；学会了

有关内燃机的一切原理并能把摩托车拆了装，装了又拆开。

１９２９年９月，隆美尔的营指挥官鉴于他在战时表现



11

出色，又在操练连队方面取得良好效果，遂向上级推荐他担

任军事教官。１０月１日，隆美尔被调往德累斯顿步兵学校，

开始了教官生涯。作为一位地位较低的教官，他倾注了自己

的全部心血。在讲堂上，隆美尔常常画一战例图，并把这些

例图投射到屏幕上，既直观形象又通俗易懂。他最得意的是

在意大利的蒙特山战斗，把这场战斗的经过绘声绘色地讲给

学员们听。隆美尔从战争中吸取的一个教训是：应该使将来

的指挥官们学会爱惜士兵的生命，“应该流汗，而不应该流

血。”此即重要的军事原则——节约兵力原则。隆美尔的努

力使他受到学员的尊敬和爱戴。

１９３３年１０月，隆美尔被提升为德国中部哈兹山区

第１７步兵团第３营指挥官。１９３５年，隆美尔被派往波

茨坦，就任新的波茨坦陆军学院教官。波茨坦是普鲁士军国

主义的摇篮，弗里德里希二世的遗体就埋葬在这里。波茨坦

卫戍部队教堂更是普鲁士军国主义的圣地，霍亨佐伦王朝的

历代先王都曾在这里做过礼拜。希特勒上台后于１９３３年

３月 21日也在这里举行了他不久就要解散的新国令的开幕

式。那一天，参加过俾斯麦统一战争的老军人被找来了，旧

的火炮和军旗被摆设好，总统兴登堡身穿老式陆军元帅服，

前皇太子冯·马肯森陆军元帅也身穿威武的制服出席了那天

的开幕式。波茨坦在德国人心目中总能勾起对昔日的辉煌的

回忆。尤其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更成了希特勒及其党徒煽

动民族复仇主义的一面旗帜。隆美尔对到这里任教无疑是兴

奋不已的。军事学院的陆军元帅大厅悬挂着 44名普鲁士—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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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陆军元帅的油画肖像。隆美尔站在讲堂上显得意气风

发。

隆美尔亲自驾车指挥战斗。隆美尔在为高年级授课期

间，整理了他的讲课记录，然后又戏剧性地把它们用现在时

态写成一部井井有条而又颇为生动的书。１９３７年初，这

本书以《步兵攻击》为题问世。该书共分６章，完整记述了

隆美尔个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战斗经历。书中贯穿了德

国军事理论的进攻精神，提出“进攻，进攻，进攻！”强调

了发扬火力的重要性，“数量居于劣势之军，可以采取更多

地使用自动武器或者更加迅速地发扬火力的方式压倒数量

居优势之敌”，隆美尔在书中还提出要实施欺骗、恫吓等手

段。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隆美尔在法国和北非所运用的战术

实际上是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所用战术的丰富和发展。这

本以实践经验为主要内容的书成了畅销书，到１９４４年１

０月，至少再版１８次。美军于１９４３年将该书译成英文，

乔治·巴顿将军不止一次地阅读过此书，并能背诵许多重要

章节和段落。隆美尔当时赚了一大笔稿酬，一下子富裕了起

来，并因此名闻遐迩，被无数德国青年所崇拜。

隆美尔在任教于波茨坦陆军学院期间，正值德国社会处

于急剧变动时期。希特勒正马不停蹄地进行着扩军备战。不

过隆美尔在１９３６年９月被任命为希特勒的警卫部队的

指挥官之前，与这个影响他终生的法西斯分子并没有过多的

接触。他们的第一次偶然相遇是在１９３４年。那一年的９

月３０日，希特勒到戈斯拉访问时顺便视察了隆美尔所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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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希特勒在视察该营仪仗队时，隆美尔跟在旁边，戴着一

顶看上去尖得像煤斗式的钢盔，穿着一双擦得锃亮的马靴。

就在这次对双方来说都不过是例行公事的行动中，戈培尔首

先发现了隆美尔这个“人才”。事情是这样的，在希特勒访

问戈斯拉时，隆美尔奉命担任警卫工作。党卫队头子希姆莱

坚持要在第三营部队前面派上一些党卫队队员，被隆美尔婉

言拒绝。后来是戈培尔说服希姆莱让步的。因为那年６月３

０日的“罗姆事件”刚过去不久。罗姆是希特勒赖以起家的

纳粹分子武装“冲锋队”的头目。他在希特勒登上总理宝座

后叫嚣要进行“第二次革命”，要以“冲锋队”取代陆军。

当时把陆军和“冲锋队”的关系搞得非常紧张。最后希特勒

为了维护与军队的关系不得不在那个月的“长刀之夜”干掉

了罗姆及其追随者。现在希姆莱要让党卫队的队员们排在第

三营士兵的前面，显然是对军队不信任的表现。隆美尔以自

己的忠诚和信誉维护了军队的荣誉。戈培尔正要找一些典型

的军官加以宣传，以提高军队的地位。这关系着希特勒帝国

的安危和未来发动侵略战争的成败。佩戴少校军衔和耀眼的

功勋奖章的隆美尔仪态庄重、军人素质良好，片刻之间成了

他心目中的典型。从此隆美尔和戈培尔结下了不解之缘。隆

美尔后来荣任希特勒警卫部队指挥官也多亏了戈培尔的栽

培。

真正引起希特勒注意是在隆美尔担任新职不久，那次是

他以实际行动证明自己是位不讲情面忠于职守的军官。有一

天，纳粹党在纽伦堡举行集会，隆美尔担负着比一般安全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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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更大的责任。集会期间，希特勒决定乘汽车兜兜风，并指

示已晋升上校的隆美尔，他的车后最多只许跟６辆车。到指

定的时间，在希特勒公寓路边挤满了部长、将军、省长和他

们的小汽车。隆美尔让前面的６辆车通过后，便亲自站在路

当中命令其他车辆停止前进。那些要员们气得大声诅咒：“真

是无法无天！上校，我们要把这事报告给元首。”隆美尔毫

不客气地说：“对不起!我已用坦克堵住了前面的道路。”当

天晚上，希特勒派人把隆美尔叫去。当面赞扬他执行命令果

断坚决。１９３７年初隆美尔的《步兵攻击》出版后，希特

勒读了这本书，并把它当作一部有关步兵教程的最好的书。

于是，隆美尔开始受到了重用。

１９３７年２月，他被任命为希特勒青年团领袖巴尔

杜·冯·席腊赫的作战部特别联络官。希特勒青年团是纳粹

党的外围组织和准军事部队。任命隆美尔担任该职是想使他

密切与纳粹党的联系。希特勒出身平贱的流浪汉，对军队的

贵族化倾向很不满意，他需要拉拢一些像隆美尔这样出身平

民的年轻军官，以加强纳粹党和军队的关系。但隆美尔在这

个岗位上干得并不顺心。仪表堂堂的席腊赫虽是个十足的纳

粹党却智力平平，他的母亲是美国人，因倾心于希特勒，席

腊赫加入纳粹党并于１９３３年６月被任命为５４５万德

国青年团的领袖。３０岁的席腊赫看上去仍像个稚气未脱的

美国大学生，而隆美尔却是个地道的普鲁士军人。两人的气

质相差甚远，在相处的日子里二人关系越来越糟。希特勒青

年团直接向希特勒本人负责，向青年们传授体育、文化和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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粹哲学方面的知识。作战部还决定青年们必须接受半军事化

训练。隆美尔出于职业本能，上任之初就提出让德国军队里

的未婚中尉担任培训希特勒青年团的工作，席腊赫对此不置

可否。隆美尔还宣传开展初级军事教育，他在加强希特勒青

年团的军事化方面已做过了头，连席腊赫本人也觉得未免太

过分。但隆美尔依然我行我素。两人关系越来越僵，一次在

戏院举行庆祝晚会时，席腊赫坐在第一排，而把隆美尔安排

在第二排。隆美尔直截了当地移到第一排一个空位上坐下，

并大声宣告：“我代表着德国军队，在这个国家里，军队应

该是第一位的。”

这期间，希特勒加紧了侵略扩张的准备工作。１９３７

年１１月５日，希特勒向纳粹德国的党、政、军要员们宣布

了他未来的侵略扩张计划。１９３８年２月，取消国防部，

设立国防军最高统帅部，希特勒成了当然的最高统帅。３月，

德国兵不血刃地吞并了奥地利。９月，又在慕尼黑会议上迫

使英、法等国把捷克斯洛伐克把有争议的边界领土苏台德地

区割让给德国。希特勒决定要到那几个古老的德国城市去游

览一番，遂提拔隆美尔为元首大本营的临时司令官。到了１

９３９年８月，隆美尔作为“元首大本营”的指挥官正式向

希特勒报到，并已被提升为少将。

总之，隆美尔几次服务于希特勒身边，密切了与希特勒

的关系。他给这位独裁者留下了精明强干、恪守职责的良好

印象，从而为自己搭好了日后晋升的阶梯。同时，隆美尔还

大大开阔了军事视野，耳闻目睹了新式武器的运用在作战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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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上所带来的巨大变化。

2.指挥“魔鬼之师”

德国攻打法国这个宿敌，是在“闪击”波兰取得重大胜

利之后。

“德国非洲军”的士兵在利比亚昔兰尼加附近的一历史

遗迹旁休息。隆美尔作为一个传统的步兵军官，在陪伴希特

勒巡视波兰战场期间，“对装甲部队在这次大战中的作用和

战绩，羡慕不已”。陪同希特勒从波兰返回德国后，他利用

经常能见到元首的特殊条件，开始伸手向希特勒要官了，他

要求能去指挥一个装甲师。然而，当他的这个要求拿到陆军

总部讨论时，陆军总司令勃劳希齐没有同意。勃劳希齐认为

可以让隆美尔去指挥一个师，但这个师仅应限于是步兵师，

因为他是纯粹的步兵出身。要知道当时德军远没有全部机械

化，为数不多的装甲师被陆军总部视为心肝宝贝，他们怎么

能让从来没有在装甲部队干过的隆美尔去指挥这个技术复

杂的兵种呢？最后，还是在希特勒亲自出面干预下，陆军总

部终于同意任命隆美尔为德军第７装甲师师长，并在进攻法

国的战役打响之前发布了这项任命。

陆军总部迫于希特勒的亲自干预，不得不让隆美尔去指

挥一个装甲师，但还是舍不得把最好的装甲师交给这位从未

与坦克打过交道的将军。第７装甲师原为第２轻型装甲师，

是由骑兵部队改编的。在德军入侵波兰的战争中，第２轻型

装甲师只装备有９０辆轻型坦克，而且多是德国吞并捷克时

从捷军那里掠夺来的旧货，其战斗力远低于德军中建立较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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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６个标装的装甲师。波兰战争结束后，第 2轻型装甲师改

编为第７装甲师，改编后虽使坦克数量增加到２００余辆，

但仍有近一半是捷克制造的轻型坦克，而且，“师里的士兵

大部分来自图林根，那是德国的一个很少造就出有前途的军

人的州”。

隆美尔到任后干劲儿十足，他心里憋着一口气，“要使

这个最差劲儿的装甲师变个样子，让陆军总部的那些显贵们

瞧一瞧他的本事”。他一上任，就首先抓纪律和整顿作风。

为了整肃军纪和杀鸡儆猴，他撤销了一个只顾养尊处优的营

长的职务，并让这位军官在９０分钟之内离开军营。每天早

晨６点，他还带头出操跑步，进行严格的体能训练。经过一

番磨炼，“这群图林根的小伙子，多数人改变了松松垮垮、

吊儿郎当的习气，懂得严谨和认真了”。其次，他狠抓坦克

兵的战术训练。虽然古德里安早在１９２９年就提出了利用

坦克进行突破的思想，德军组建专门的装甲师也已有５年的

历史，但却还没有形成完整的坦克兵战术训练教材。隆美尔

边用古德里安的一些现成的理论指导训练和演习，边摸索一

些新的东西。到１９４０年５月对法国进攻开始时，在就任

装甲师师长仅３个多月的时间内，聪明和领悟能力极强的隆

美尔，不仅在坦克作战的理论和实践方面已成为内行，而且

发展了某些独特的艺术。如把坦克部队编成各种大小队形，

用快速的、熟练的无线电指挥和重炮轰击的形式实施野战

等。德军陆军总部这时才认识到这个隆美尔非等闲之辈，并

钦佩他们的元首“慧眼”识人的本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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