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邋于巍剩粼巍太撒遽螂鬼个润题

杨 祖 泰

∶ 1940年 5月 10日 德军侵入荷兰、比利时

和卢森堡之后不久9绕过马奇诺防线侵入法

国。然后,德军主力不是直奔巴黎9而是由

色当沿圣康垣、亚眠一线”迅速向英吉利海

峡方向推进。5月 20日 9德军抵达海滨的阿布

维尔9切断了比利时境内的英法联军,并使

近四十万联军在佛兰德地区 (敦刻尔克及其

附近的沿海地区冫被困,危在且夕。联军在

5月 27日 至 6月 硅日的九天内,丢下了全部

的武器和装各9把三十三万多入 (其中包括

英军二十万人,法军十三万人9还有-些比

利时人冫曲海路撤到了英国。这就是历史上

闻名的敦刻尔克大撤退。这次
“
大撤退”的

某些问题很有讨论的必要。

关于希特勒干涉的作用闰题

对于敦刻尔克大撤退之所以能够实现 9

有∵种很流行的说法”这就是英国军事理论

家、历史学家和传记作者李德哈特的说法:

“1940年英国远征军的逃脱大致是应归功于

希特勒个人的干涉。当他的装甲部队已经蹂

躏法国北部并且从其基地切断英军之后9希

特勒却在他们刚好要冲入敦刻尔 克 (pu1ak~

rik)实施扫荡的时候,命令他们暂停——那

个港口也正是英国人所留下来的唯-最后退

路。∶此时英国远征军的大部分距离这个港口

却还在许多哩之外。但希特勒却让他的战车

停止达三天之久。抄 “正当没有任何其他的

东西司以挽救他们淘时候9希特勒的行动却

保住了英军的生命。”
(《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

,

·70·

军事译粹社1g犸年版,第 114页 )

李德啥特这种说法9乍一看来是颇有道

理的。当时德军强大的坦克部队的确是进军

神速,望风披靡的,打 从 5月 10日 侵 入荷

兰、比利时和卢森堡,越过了 “不 可 通 过

的”
阿登森林,14日 猛攻法军色当要塞,跨

过马斯河,直奔英吉利海峡,⒛日就抵达海

滨的阿布维尔。似乎如果没有 5月 ⒛日希特

勒下令德军坦克部队停止前进,四十万联军

就 “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可以挽救
”了。然

而,这种说法未免夸大了希特勒 “停进令
”

的作用了。笔者认为,当时德军坦克部队是

非停不可的,因为佛兰德地区沼泽众多,地

形复杂”不太适宜坦克作战,很 自然使希特

勒视为畏途,再说,当时德军坦克毁损严重

(百分之三十以上),部队疲惫,也迫使希

特勒不能不下令坦克部队 “暂停
”
前进,以

便修理和休整。反之,如果当时希特勒不下

对坦克部队的 “停进令
”,紧接着就与联军

决战于佛兰德地区,不但德军能否歼灭四十

万联军毫无把握,甚至德军在佛兰德地区遭

受挫折,也不是不可能的。我们只消看一看

几天以后的情形,就不难得出这个判断。希

特勒对他的坦克部队的 “停进 令
” 只 有 三

天。 5月 26日 以后希特勒撤销了 “停进令
’

,

命令德国陆军 (包括坦克部队)部队加上空

军部队,向佛兰德地区的联军猛攻,就遇到

了联军的顽强抵抗9德军对之无可奈何。这

一事实充分说明三十几万联军的 “得救
”

,

是丝毫不应归功于
“
希特勒个人的干涉

’
的。



关于希特勒 “故意放英军

逃走”以便为德英
“
媾和

”
创

造前提问题

对于希特勒下 “停进令
”的原因,同样

有一种很流行的说法,也是很值得研究的。

这就是美国作家威廉 ·夏伊勒的说法。他说 :

“可能是 (虽然还有人怀疑)希特勒把他的

装甲部队遏止在敦刻尔克的前面,目 的在于

想使英国避免一场奇耻大辱,从 l雨 促进和平

解 决 。
”
 (《 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第三

卷,三联书店1θ了4年版,第 1016页 )

威廉 ·夏伊勒深知他的这种说法 “还有

人怀疑”。其实,何止 “怀疑”,德国著名

的战史专家就提出了充分的理由驳斥了这种

说法。不妨摘引于下:

“
时常有人认为希特勒叫停的命令是故

意放英军逃走 ,并且说他是相信这样一种
‘
侠

义
’
的姿态将可使他日后比较易于和英国人

达成和平的安排。这种说法只能称为战后的

神话。第一 ,德国陆军和空军都曾奉到毁灭在

法兰德被围困敌军的明确命 令, 在 1940年

5月 2硅 日夜间经过希特勒签字的第十三号元

首命令即为一种铁证。F(德国军觐 宄会主编《第

=次
世界大战决定性会战冫,军事译粹社1θT6年版,第 ss页 )

从这里可以看出,希特勒的 “停进令
”只限

于对坦克部队,他在命令坦克部队 “停进
”

的同时,又签署命令要陆军其他部队和空军

去歼灭在佛兰德地区的联军。希特勒只是变

换了歼灭联军的手段9而丝毫没有放弃其歼

灭联军的意图。 “故意放英军逃走”的说法

是没有根据的。
“其次,这种看法又与希特勒的一般政

治观念不符。⋯⋯对于应当如何击败英国人

的问题,希特勒却又还是有某种相当具体的

腹案。有一件事是他认识最清楚的,那就是

-旦战争爆发,德国是并无轻取胜 利 的 可

能。反 l雨 言之,希特勒却早已认清9那将是

一场生死的搏斗,那也是有进无退的。他对

于他的敌人并不存在任何幻想⋯⋯。
”

(同上书

第ss-sG页 )

在上述德国军事家看来,希特勒是力图

歼灭被困在佛兰德地区的四十万联军的9并

未曾有过 “故意放英军逃走”的念头9希特

勒对于英国 “并不存在任何幻想”,他早就

认清了德英间 “将是一场生死的搏斗”,并

且是 “有进无退”的。那种 “使英国避免一

场奇耻大辱,从而促进和平解决
”的说法 ,

纯属 “战后的神话”。

关 于 敦 刻 尔 克 太撤 退 的 评

价 问题

1940年 6月 4日 敦刻尔克大 撤退 完 成

后,英军在欧洲大陆上消失了,法军处于孤

立无援的境地,加速了法国的失败。 “大撤

退”半个月之后的 6月 22日 ,法国就向德国

投降了。但法国失败投降的主要 责任 是 与
“大撤退”无关的。远在德军刚侵入法国边

境的 5月 15日 9法国总理雷诺就在电话上向

英国首相邱吉尔不止一次地说: “我们被打

败了,我们这一仗打输了。” (邱吉尔《第=次
世界大战回忆录》,第二卷《最光辉的时刻》,伦敦 1g4θ

年英文版,第sB-Bg页 )5月 16日 ,当 贝当在 马德

里知道自己被任命为副总理后,向佛朗哥表

示: “我的祖国战败了,所以召我去缔结和

约与签订停战协定。
v(转

弓咱《西线战争》,上

海人民出版社19了了年版,第了5页 )可见,远 在
“
大 撤

退
”

前,法国统治阶级代表人物中的投降主

义已经占了优势,投降是不可避免的。即使

“
大撤退

”之属,法国仍有六十五个师的兵

力,要是没有投降主义作祟,完全可以抵挡

一阵,也不至于失败得那么快。可见,法国

迅速失败投降的主要责任,既不应算在英国

帐上,也不应归罪于敦刻尔克大撤退,而完

全曲法国统治阶级中的投降主义者来承担。

有同志把敦刻尔克大撤退仅仅看成 “
大

·7Ι ·



溃 追
”

栩
“
失 败

”
 (陈英吴《敦刻尔克大溃退及其历

史教训》《辽宁大学学报》19了 8年第2期 )o笔者 认 为 这

种 看 法 未 必 确 当 ,理 由可 归 纳 为 以下 几 点 :

第一,这次
“
大撤退”过程中虽曾出现

过ˉ些混乱现象,但整个 “大撤退
″

是一次

有计划有组织的行动。这次 “
大撤退”的代

号 “发电机计划”
是事先就拟好了的并为实

现这个计划进行了相应的准各,而不是事到

临头才匆匆应付的。正因为它是有计划有组

织的行动9联军才能在一个设各遭到严重破

坏的海港 (敦刻尔克港)和暴露在德军鼻下

的沙滩上,在短短的九天时间且战且退地撤

出三十三万多入。这不仅是希特勒做梦也不

会想到的,甚至就连英国人也认为是
“
奇迹

”
。

这样的 “
大撤退″

是不能称为 “
大溃退

”
的。

第二,这次
“
大撤退”

虽然丢掉了全部

的武器和装各 (其中包括坦克六百辆、野炮

和中型火炮一千门以上,反坦克炮五百门,

高射炮八百五十门以及英国远征军十个师的

全部车辆和装备),对于联军特别对于英军

来说损失是巨大的,但联军撤出了三十三万

多士兵9却使希特勒企图在佛兰德地区歼灭

这支联军的目的没有实现。对此,邱吉尔曾

说: “那些大炮、装各同军队比较起来又值

几何呢?只要有他们,英国将来建立军队,

就有了核心和基础。
”

(《 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

录》,第二卷《最光辉的时刻》,伦敦19∠ 9年英文版, 第

sT-68页 )正因为如此,所以英国有位军事史

家对此事有这样的评论: “面对着世界上最

强大的陆军和空军,在九天之内9三十多万

人终于安全的退回了英格兰,这一个事实使

不列颠帝国的人民,为之精神一振。这是一

个史无前例的伟大成就。
”

(富勒《西洋军事史冫,

第三卷,军事译粹社19了 6年版,第 52贡 )这 样 的 “
大

撤退拶
是不能简单地看成 “失败”的。

第三,这次 “
大撤退”

过程中,虽然英

国空军的损失是巨大的,但却在第二次世界

大战以来第一次戳穿了德国空军 “无敌”的

神话。法国和德国的军事史家都曾指出过这

一点。法国军事史家亨利 ·米歇尔说: “
在

撤退的过程中,皇家空军的一百八十架飞机

被击落。但是差强人意的是看到德国空军遭

受的损失更大,而且它并未能阻 止 登 船 行

动,这就为未来展示了希望。德国轰炸机很

容易被英国战斗机击中,在混战中,英国战

斗机也往往战胜德国战斗机。”(《 第二次世界大

战》上册,商务印书馆1g8o年版,第1“页)德国战史

专家也说: “德国最高军事领袖们对于空军

的能力和效力都估计过高。于是其威力的限

度第一次被暴露,而其
‘
无敌

’的神话也化

为 乌 有 。
”

(德国军事研究协会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决

定性会战》,军事译粹社16了 6年版,第 66页 )

1940年 6月 4日 敦刻尔大撤 退 完 成 之

后,邱吉尔立即在议会把此事的全部经过向

议员们报告。他说: “不要把这次援救说成

是胜利。战争不是靠撤退赢得的。但是,在

这次援救中却孕藏着胜利。
”

(《 第二次世界大

战回忆录》第二卷《最光辉的时刻》,伦敦194θ年英文版,

第103页 )邱吉尔这一席话是很有远见并为后来

的历史发展进程所证实了的。

(上接 88页 )

一六0)这一番经历对韩愈的影响很大。9i以中年以后,

作为ˉ个有声望的文学家, 他一方面 “
观诸权门豪士,如

仆隶焉,瞪然不顾
”;另一方面却

“
颇能诱励后进,馆之者

十六t。 虽晨炊不给,怡然不介意。” (同上) “
成就后

进士,往往知名。经愈指授,皆称
‘
韩门弟子

’
。” (《 新

唐书》卷一七六) 由于他热心引致后辈,所 以当时, “
多

·72。

有投书请益者。”
 (《 唐国史补》卷下)

巛唐摭言》还记载了一则韩愈赏识李贺的故事。李贺七

岁时就能够写诗。韩愈、皇甫提读到李贺的作品, 起初不

大相信,并且说 :“若是古人,吾 曾不知;若是今人,岂有

不知之理 ?” 于是亲到李家拜访,李贺当面赋《高轩过冫。

其后韩愈
“
于缙绅之闾每加延誉,由此声华籍甚。”

这些都成为千百年来文坛佳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