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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书是好书，可惜译者是用谷歌翻译翻的，太对不起作者了
2、按专题处理的方法看起来很清爽，对装甲战、航母战、战略轰炸等新式战争形态的讨论很见功力
，比如以法莱斯战役而不是库尔斯克作为坦克战的代表、对战略轰炸的意义的质疑等等，以前没有注
意过。
3、叙述的角度和国内作者不同，挺有意思的
4、写得很棒，条理分明，立场中立。有对战争背后经济因素的分析，这点特别有价值。这位作者很
优秀，应该读一下他的其他作品。另外翻译有点差，没有调整语序就算了，很多地方意思翻译反了，
这样不好吧。
5、一星扣给翻译，看起来真是难受。但即使翻译不行，也掩盖不了这书确实是牛逼闪闪的事实。有
理有据，有条不紊，全书没一句废话，满满的全是干货，硬要说美中不足，就是插图地图少了点，我
这种地理盲地名经常对不上~
6、难也不是很难，厚也不是很厚，但是将近500页全是干货，确实花了我很长时间 来消化
7、战争是残酷的，但是不得不承认它也是艺术。
德国就像一个爸爸，日本则是调皮捣蛋的儿子，意大利就是不争气的小女儿。

8、地圖比一戰史少好多
9、一级棒！
10、全面基础，条文明析，我想很难再有比这本书更好读的二战史书了。
11、译文水平中文，甚至可以说中下，否则原书是绝对值得五星的。全书可见作者功力非凡，简单精
炼的语言、精准的抓住某个历史问题的要害，论述军事行动及其背后复杂的构成因素，一般阿猫阿狗
难望其项背。
12、厚厚的一本书对于影响世界的二战还是太过浓缩了，读来觉得浮光掠影。
13、二战如果不是人类的最后一次世界大战，那么一定是倒数第二次。
14、三流學者不配黑基根。
15、译文砍掉半星。最近手头正读的《一战史》、《二战史》及《战后欧洲史》都是内容明显极其牛
逼但译文要么有小瑕疵要么有低级错误反正就是没法让人顺心的类型⋯⋯
16、好看，二战史启蒙
17、很不错的二战史，有一些新视角，能看到战争的不同方面，喜欢军事和历史的朋友不容错过～
18、真实再现
19、算是二战历史的启蒙吧，不过西方作者习惯性忽视中国在二战中的贡献与牺牲是这本书不能给五
星的主要原因；换个角度思考，二战中的中国，与轴心国、同盟国实力根本不在一个级别上，被忽视
也是“正常”的；再进一步去思考，日本二战中就装备有多艘航空母舰，有着和美国一较高下的实战
经验，包括舰载机，舰载飞行员训练技术，既使现在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航母，但学会的本领是忘不掉
的，反观中国的航母还没形成战斗力，更不谈战术和战略能力了，横向比较中国是不是落日本七十年
呢？！这值得那些自我感觉良好的中国人反思。
另战争是残酷的，并不是“抗日”剧里那般轻描淡写，因为子弹毕竟不是打在自己或自己亲人身上；
我们首先要有保护自己的能力，然后怀着一颗谦卑的心，多从对方的立场上思考问题，而不是欺软怕
硬，动不动喊打喊杀⋯以上！
20、可以看出约翰·基根的确是军事史学家，这本二战史基本围绕着战斗进程、武器装备和战略思想
的发展来叙述，对社会、文化和普通人的生活少有涉及，从思想性上相较其本人的一战史也逊色了，
一战史对于普通人的参战意识有不少有趣的刻画，但这本在这方面消失了，只剩下了“军事技术”论
。
21、居然有种读《资治通鉴》的感觉
22、2016.10~2016.12
23、翻译一般般
24、喜欢这个版本的二战史。
25、在读。叙述全面，多方面多角度看二战。对我来说最大难度就是各种外国名字，看得我头都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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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也说明我读得不够用心- -
26、从翻译讲和一战史有差距，错漏不少，从内容看本书出版于89年，诸多战役的细节和结论在20多
年后已有进一步拓展（以中途岛来讲基根的观点就太传统了），本书有些东西过时了。但仍值五星，
因为一本非学术类（原书无注释）半专业性质的战史书籍要在短短400多页的篇幅内总括二战，我相信
很难有人比基根做的更好，优点在：出色的背景介绍，全局观优秀，工业和经济的视角，过程叙述精
当，单个战役的分析抓住了关键问题，如果这书能在90年代面世，相信可以大大推进天朝爱好者对二
战的理解。作者对克里特、意大利、大西洋、北非和装甲作战的分析在20多年后来看都抓住了重点，
印象深刻的几处：克里特岛英军的失败在于通讯设备的严重缺失，意大利战役突破卡西诺防线的关键
是北非法军的构想和出色的表现。诺曼底是作者的拿手好戏。对抵抗运动的评价很有趣
27、遥望（且身在事外）时，真心觉得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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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历史并不只有一种表述方式，我们接受的教育似乎总是欠缺一点什么，多读读不同人笔下的历史
，才能有更加全面的认识，从而做出自己的理解和判断。总的来说是一本很不错的二战史，有一些新
视角，能看到战争的不同方面，喜欢军事和历史的朋友不容错过～
2、按专题处理的方法看起来很清爽，对装甲战、航母战、战略轰炸之类新式战争形态的讨论很见功
力，比如以法莱斯战役而不是库尔斯克作为坦克战的代表、对战略轰炸的意义的质疑等等，以前没有
注意过。跟一战那本比各有千秋，从时间上看应该是这本出在前，关注战争技术更多些，而没有像《
一战史》那样关注战争爆发的大政治环境等等，不无小憾。但对几个领导人“战略困境”的分析很有
意思，对于理解这些人为什么做出这样的选择、他们的个人性格对战争的走向有何影响很有帮助。希
特勒的犹豫反复和自以为是、斯大林的刚愎自用和一厢情愿、丘吉尔的真诚鲁莽和力不从心、罗斯福
的老谋深算⋯⋯不得不说基根的文笔在军事史家里真是屈指可数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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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二战史》的笔记-第29页

        1936年，希特勒下令重新征兵，组建一支新的军队。这支军队的基本力量是36个师，比之前7个师
的国防军强了5倍。不过，这些师还没配备齐全，人手也不够。正如他的将军们提醒他的，他确实没
有足够的实力去抵御针对反凡尔赛体系的武装行动。因此，为了实现使莱茵兰重新军事化的野心，他
再次等待时机，直到能够找到一个合法的理由。1936年，法国议会批准了与苏联相互援助的协约，希
特勒认为时机成熟了。协约规定如果德国攻击苏联，法国应该采取行动反对德国，希特勒认为这是法
国单方面违反条款，即法国将永不与德国作战，除非是国际联盟——凡尔赛体系的产物，1933年他退
出该组织——的决议。希特勒宣称，由于法国单方面违反条款，他有必要采取措施加强德国在法国边
境地区的防御能力。因此，1936年3月7日，他下令重新占领莱茵兰，这里从1918年11月开始就再也没
有驻扎过德国军队，他还确信法国人不会驱逐他派遣的军队，即使这支军队不足一个师，只有三个营
。

2、《二战史》的笔记-第454页

        自1941年12月至1942年5月间，从偷袭珍珠港到英国人被赶出缅甸，在这“取得优势”的六个月中
，日本人成功地做到了其他五个帝国主义列强——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和俄国——此前试图做
却没能做成的事：成为中国周边海洋的主人，将征服的地区和强大的中心位置连接起来。事实上，如
果把中国也算在对西太平洋地区抱有帝国野心的强国之中，那么日本甚至超越了它所取得的成就。中
国人只是建立起对越南的文化控制，他们的权力无法完全渗入印度支那的其他地区、东印度群岛、马
来亚和缅甸。

3、《二战史》的笔记-南斯拉夫的命运

        小时候看过一部电影《桥》，1969年南斯拉夫波斯纳电影制片厂出品，根据1944年二战尾声，南斯
拉夫游击队炸毁德军退却途中一座桥梁的史实改编。
 
1941年3月25日，南斯拉夫与德国在维也纳签约，同意加入《三国同盟条约》。
 
3月26日，一群塞尔维亚军官在空军将领布拉-米尔科维奇的带领下发动政变，废除了该条约，并夺取
了首都贝尔格莱德。米尔科维奇的政变，是欧洲现代史上最不现实的反抗行为之一，并且直接导致了
一个不稳定的统一国家的分裂。
 
3月26日，戈林、布劳希奇和里宾特洛甫被召集到总理府，希特勒对他们说：“我决定消灭南斯拉夫。
”
 
南斯拉夫的100万军队，由28个步兵师和3个骑兵师组成。可是整只军队只有两个坦克营，每个营100辆
陈旧不堪的坦克。并且整只军队的状态，还停留在巴尔干战争时代——军队的行动依赖90万匹马、牛
和骡子，而且军队也还没有被动员起来。
 
4月4日，南斯拉夫拒绝与希腊和美国展开联合战略抵抗德国，并错误的将军队分散，用古老的步枪和
骡载的山地炮抵抗德军入侵部队的装甲师和2000架飞机，保卫欧洲最长的陆地边界之一。
 
4月6日，德国的空袭彻底击败了南斯拉夫空军。4月6日、8日和10日，德军地面部队对南斯拉夫边界发
动了三次进攻，南斯拉夫军队彼此间没有联系、没有补给、没人领导，很快就溃散、投降，而德国侵
略军只有151人阵亡。南斯拉夫的官方历史想要遮掩的是大部分“南斯拉夫的领导层”对于惨败负有责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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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斯拉夫，即“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王国”，绝非一个民族统一的国家。4月10日
，克罗地亚的“乌斯塔沙”——极右翼民族主义者，宣布简历一个独立的国家。11日，斯洛文尼亚也
这么做了。4月17日，南斯拉夫与德国签订停战协议，继而被瓜分：波斯尼亚、达尔马提亚和黑山给了
意大利，塞尔维亚南部给了保加利亚，伏伊伏丁那给了匈牙利，克罗地亚给了“乌斯塔沙”运动的傀
儡政权。
 
1942年，铁托领导的共产党游击队成为南斯拉夫反抗德军的主力。电影《桥》中的游击队即是在铁托
的领导下。也因如此，这部电影在上个世纪70年代引入国内。而片中插曲《啊！朋友再见》也因《桥
》在中国流行而使很多人以为这是一首南斯拉夫歌曲，其实这是一首意大利民歌。在这首歌中，
“Bella”的意大利原文是“姑娘”的意思，中文却译成“朋友”。
 
1945年12月22日，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宣布成立“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1963年改名为“
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1992年至2006年间，南斯拉夫逐渐解体，除塞尔维亚人之外的各民
族纷纷独立建国，“南斯拉夫”最终成为了历史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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