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斯大林格勒》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斯大林格勒》

13位ISBN编号：9787301084601

10位ISBN编号：7301084609

出版时间：2005-5-1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作者：[英]安德森

页数：192 页

译者：李清站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Page 1



《斯大林格勒》

内容概要

斯大林格勒（今伏尔加格勒）会战是前苏联伟大卫国战争中，苏军为保卫斯大林格勒并粉碎该方向上
的德军集团而进行的一次会战。这次会战从1942年7月17日开始，1943年2月2日结束，历时六个半月。
按苏军作战性质，会战分为防御战役和进攻战役两个阶段。 
    斯大林格勒位于伏尔加河下游西岸、顿河大弯曲部以东的60公里处，是苏联欧洲部分东南部的政治
、经济和文化中心、水陆交通枢纽、欧亚两洲的咽喉，也是重要的军事工业基地，在军事上有重要的
战略意义。斯大林格勒会战是在顿河西岸的辽阔草原到伏尔加陡峭河岸之间的1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进行的。 
    1941年6月22日拂晓，法西斯德军及仆从军不宣而战，背信弃义地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突然入侵
苏联国境。德军沿列宁格勒、莫斯科和基辅三个方向大举进攻。苏军进行了英勇顽强的防御作战。
经1941年夏、秋战局，德军的进攻基本上被阻止在列宁格勒、莫斯科和罗斯托夫一线。在1941年
至1942年的冬季战局中，苏军的主要任务是消除德军对莫斯科、列宁格勒和高加索的威胁。12月初，
苏军在莫斯科城下开始反攻，消除了德军对莫斯科的直接威胁。德军在莫斯科会战失败后，被迫放弃
全面进攻计划。德军统帅部趁欧洲尚未开辟第二战场之机，继续增强苏德战场上的德军兵力，并
于1942年夏在苏德战场南翼实施重点进攻，企图迅速攻占高加索和斯大林格勒，然后北取莫斯科，南
出波斯湾。在夏季战局中苏军失利，7月中，德军进抵顿河大弯曲部，威逼伏尔加河和高加索地区，
在斯大林格勒方向形成了复杂局势。 
    针对德军企图，苏军最高统帅部组建了斯大林格勒方面军，7月17日开始了斯大林格勒会战。 
    苏军先后在通往斯大林格勒的接近地和斯大林格勒市及其以南实施了两次防御作战，共持续了125天
。 
    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基本力量集中于顿河大弯曲部，第六十二、第六十四集团军防御德军沿最近道路
突向斯大林格勒。 
    从7月17日起，苏军第六十二、第六十四集团军与德军第六集团军进行激烈战斗，开始了方面军主要
防御地带的争夺。德军企图对顿河大弯曲部分的苏军两翼实施突击并将其合围，从西面突向斯大林格
勒。苏军的顽强防御和反突击打破了德军的企图，并迟滞了德军的进攻。至8月10日前，该部苏军退到
顿河东岸，在斯大林格勒外层防御围廓，阻止了德军前进。在斯大林格勒的西南方向，德军坦克第四
集团军也实施了突击，但遭到苏军的顽强抵抗，被迫暂时转入防御，至8月17日前，也被阻止于外层防
御围廓南部地区。为便于指挥，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分成斯大林格勒和东南两个方面军。 
    8月19日起，德军再次发起进攻，从西面和西南面同时实施向心突击，力图攻占斯大林格勒，并出动
几千架次的飞机对城市进行了密集的轰炸。德军一部分兵力在斯大林格勒以北逼近伏尔加河畔，企图
从北面沿伏尔加河实施突击夺取该市。撤到西北方向上的苏军部队由北向南实施了反突击，将该部分
德军阻止于西北郊区。苏军最高统帅部又从其战略预备队调集两个集团军，会同斯大林格勒地域苏军
的一部分兵力再次对进到伏尔加河畔之德军实施了一连串的突击，这就迫使德军第六集团军的大部兵
力调向北面，大大削弱了其对斯大林格勒的突击力，在9月13日前该部德军被阻击在内层围廓之外。在
斯大林格勒南面的接近地，德军坦克第四集团军与苏军进行了激战，德军突破了防御，对苏军第六十
四、第六十二集团军后方构成了威胁。这两个集团军奉命撤至内层防御围廓。这里的激战一直持续
到9月12日。至此，德军统帅部以第六集团军和坦克第四集团军同时出击，从行进间夺取斯大林格勒的
计划破产了。 
    当德军从西面和西南面逼临城区时，固守斯大林格勒的苏军第六十二、第六十四集团军与德军展开
了激烈的战斗。从9月13日到26日，德军向市中心的第六十二集团军各兵团反复发动冲击，第六十二集
团军与第六十四集团军的联系被切断。27日德军又发动了第二次强攻，开始了争夺红十月村的战斗和
巷战。28日，斯大林格勒方面军改称顿河方面军，东南方面军改称斯大林格勒方面军。10月中旬，德
军第三次企图攻占斯大林格勒，向拖拉机厂、街垒工厂和红十月工厂实施了突击。德军攻占了拖拉机
厂并在2．5公里宽的地段上抵近伏尔加河畔。苏军第六十二集团军的处境极端复杂起来。固守每条街
、每幢房屋、每寸土地的战斗展开了。此时顿河方面军为了援助斯大林格勒保卫者，在该市以北实施
了连续反突击，第六十四集团军由南向德军进攻部队的翼侧实施了反突击。顿河方面军和第六十四集
团军的反突击减轻了第六十二集团军所受的压力。11月11日，当苏军已充分做好反攻准备时，德军虽
已突入市中七个区中的六个区，但最后一次强攻，仍未能占领整个城市。通过斯大林格勒接近地和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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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格勒》

区的激战，德军的进攻力已消耗殆尽。 
    苏军最高统帅部在防御战役过程中就制定了斯大林格勒反攻计划。战役由西南方面军、斯大林格勒
方面军和顿河方面军共同实施。粉碎斯大林格勒地区之德军的战略性进攻战役由三个阶段组成：合围
德军集团；发展进攻和粉碎德军解救被围集团的企图；歼灭被围德军集团。11月19日，经过猛烈的炮
火准备，西南方面军和顿河方面军发起了进攻，揭开了反攻的序幕。次日，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开始进
攻。经过两天战斗，苏军各方面军都突破了德军防御，坦克军和机械化军得到了向战役纵深发展进攻
的机会。23日，西南方面军坦克第四军和斯大林格勒方面军机械化第四军在苏维埃农社会合，封闭了
在顿河和伏尔加河中间地区对德军第六集团军及坦克第四集团军一部共33万人的合围圈。继而西南方
面军和斯大林格勒方面军一边逐步压缩包围圈，同时建立了合围的对外正面工事，以保障顺利地肃清
被围之敌。 
    德军统帅部为了给被围德军解围，建立了“顿河”集团军群。该集团军群司令官原打算在托尔莫辛
和科捷利尼科沃建立两个突击集团以解救被围德军。但预感到德军在斯大林格勒附近要灭亡的希特勒
，催促司令官不等部队全部集中完毕就发起进攻，于是科捷利尼科沃德军集团沿通往斯大林格勒的铁
路于12月12日向苏军发起进攻，但进展缓慢，随后被迫转入防御。24日，苏军对德军科捷利尼科沃集
团发起坚决进攻并粉碎了该集团。16日，西南方面军和配属部队发起了进攻，粉碎了顿河中游地域的
德军并进到德军托尔莫辛集团的后方。德军统帅部为制止西南方面军的迅猛突破，被迫耗尽了用于进
攻斯大林格勒的预备队。这一进攻迫使德军最高统帅部最后放弃了解救被包围于斯大林格勒的德军的
企图。 
    1943年1月初，压缩在包围圈中的德军态势急剧恶化，已经没有任何解决的希望。为了停止流血，苏
军最高统帅部命令顿河方面军领导人向德军第六集团军发出最后通牒，要德军根据惯例条件投降，但
遭到德军拒绝。10日，顿河方面军开始了旨在分割并各个消灭被围德军的进攻，德军被分割成两部分
。31日德军南集群被消灭，以第六集团军司令为首的残部投降。2月2日德军北集群残部投降，斯大林
格勒会战结束。苏军消灭了德军在苏德战场总兵力的四分之一约150万人。由德军及仆从军所组成的最
大军队集团彻底遭到覆灭。 
    苏联在斯大林格勒会战取得的胜利具有重大的政治、军事意义。这次胜利，对争得苏联伟大卫国战
争乃至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根本转折作出了决定性贡献。斯大林格勒会战的结果，使苏军从德军手
中夺取了战略主动权，并一直保持到战争结束，同时它鼓舞了各国人民同法西斯占领者进行更加坚决
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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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1 向斯大林格勒推进
    由于天气好转，红军进攻受挫，德军在1942年夏天的形势还是比较乐观的。现在，希特勒有了一个
新的目标——石油。

2 斯大林格勒战役
    争夺斯大林格勒的战役是整个东线战场的焦点。希特勒的筹码不断加重，而崔可夫的第62集团军则
英勇不屈，浴血奋战。

3 南方决战
    在斯大林格勒之战激烈正酣之际，德国A集团军群却继续在高加索地区过度扩展战线，因而当斯大
林派兵出击之时，南方的整个德军阵线迅速陷于崩溃的危险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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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这个写得还不错，图文并茂。战线转移配合地图说得很清楚但是前提你要知道什么是土星什么是
小土星⋯⋯
2、很详细的描述
3、若非保卢斯而是3大战神指挥....
4、作为图解很不错，很多珍贵素材和插画是很好的范本，只是就军事而言没有太多的深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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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苏德版本的都不好，大概是因为当年的政治格局所至，内容都很片面，甚至有很大程度的水分。
还是英美作家的作品比较好，角度客观。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可以算是人类有史以来最惨烈的一场战役
，那里的每一存土地都浸满了鲜血，就算是没有亲历过那场绝世之战的人们，光从触目惊心的伤亡数
字，浓缩无数面孔的战地摄影，就能感觉到大地的颤抖。人们总是在为天灾中受难的人们抱以同情，
可殒命在自然之手的灵魂还不及人类自己手指扣动扳机所残杀掉的同胞的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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