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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数据》

内容概要

《二战数据:第三帝国》内容简介：所谓“千年帝国”实际上只从1933年1月持续到1945年5月。但那一
时期，德国在社会、政治和军事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革。《二战数据：第三帝国1933-1945》提供了该
帝国从人口到结构组织的重要统计数据。
《二战数据:第三帝国》先对第三帝国从1933年建立之初的历史进行了简述，随后系统地讲述了希特勒
时期德国的地理、经济、政治结构、法律体制、军事组织，社会政策和思想文化。《二战数据:第三帝
国》的彩色地图涵盖了希特勒战前的兼并、殖民地、行政区的建立以及集中营的分布，而大量的图表
、曲线图及表格提供了更为广泛的各类信息，包括冲锋队的组织、失业数据、工业及军事产出数据，
警察部队的结构、教育情况、纳粹批准的电影以及纽伦堡战争罪审判情况。
《二战数据:第三帝国》包括了数百张清晰明了的地图、曲线图、表格和图表，为热心历史的读者提供
了准确翔实的数据。再现了二十世纪最复杂的纳粹政府的原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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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克里斯·麦克纳布博士是军事史方向的资深作家和编辑，尤其专注于现代战争的研究。他曾撰写并参
与撰写了多本著作，包括：

    German paratrooper of WWII

    Battle that changed warfare

    Battle of the American Civil War

    Campaigns of World War II

    Order of Battle: German Kriegsmarine

    Order of Battle: German Luftwaf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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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帝国历史地理纳粹的经济政治与领导阶层司法及内部安全武装力量种族政策社会政策文化与思想资料
来源词汇表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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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全面战争　　巴巴罗萨计划的规模是军事史上从未有过的。这样大的规模却是必须的，由于苏联
地域辽阔，是德国在西欧未曾遇到过的。最初的入侵线有1600多公里长（1000英里）。从波罗的海沿
东普鲁士边境，经过波兰、匈牙利及罗马尼亚，延伸至南边的红海。单是莫斯科战线就长达1300公里
（800英里），沿莫斯科公路一直向东，而乌克兰境内的目标距离更远。先天的条件，就注定苏德战争
将不再能以闪电战解决，只能是后勤补给之战。为了控制如此庞大的战场，德国将军队分成三个强大
的集团军，北方集团军从东普鲁士进攻，从东北方向推进，经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目标是
列林格勒。中央集团军从波兰出发，穿过白俄罗斯进入苏联腹地，目标是通过斯摩棱斯克进攻莫斯科
。南方集团军进入乌克兰，往基辅和哈尔科夫推进，最终目标是战领高加索地区和克里米亚。　　巴
巴罗萨计划从1941年6月22日开始，经过短短6个月几乎实现了所有主要目标。西线的苏联军队损失惨
重（然而，历史却证明，这些损失并非致命损失）。德国逐步接近莫斯科，包围了并占领了基辅和哈
尔科夫。　　然而，巴巴罗萨计划却并未完全实现。1941年12月，俄罗斯的严冬阻止了德军的进攻，
苏联大规模的反攻将德军大部分前线部队击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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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本书通过地图、曲线图、表格和图表比较详细地展现了第三帝国在政治、军事、社会文化之类的
广泛信息，也通过希特勒上台前后的数据对比展现了纳粹党执政之后对德国社会产生的重要影响，毋
庸置疑纳粹党使德国走上了强盛的道路，但是它的种族主义理论也将德国拖入了战争，它的成就建立
在犹太人的累累尸骨上
2、我就是冲地图去的，但是地图还真不多，表倒是挺多。

第三帝国真是迷人，以后要多了解一下，一些问题第一次接触，譬如：德国民众参与种族灭绝到底到
了什么程度。
3、1933年，纳粹党成为德第一大党，希特勒登台执政，开始大力发展经济军事、插手司法教育、干预
控制ZF机构、主导文化意识形态、全权代理新闻媒介⋯后来就乱了套，再后来就败得体无完肤。
4、很喜欢二战方面的书
5、翻译和编排有问题。
优点在于这种写作视角。
6、觉得这本书还是不错的
7、了解纳粹梗概有好处。
8、关于帝国时期的数据资料
9、做的比较详细介绍第三帝国的专题书，书中图文并茂，还有相关数据参考以及视频光盘，使读者
对二战前夕神秘的第三帝国有个真实了解
10、好书，喜欢二战德国的收藏
11、二战数据：第三帝国
12、看着很山寨，其实写的挺好的，入门不错。叙述，图和数据都没得问题。翻译有点小问题。
13、简单罗列，缺乏统计与对比分析
14、的确实数据非常丰富
15、书里文字都是基本常识，图片也网上都可以找到，难得的是一个个表格，数据详细，甚至连德国
警察的手枪的型号、口径、制造商、特点都罗列出来了。上一本军事系列的书也是大乾文化出的，以
后要是能到这工作就好了。
16、以数据为主打的书籍自然有其可读之处，何况这些数据并不是简单的统计，颇有趣味。美中不足
是对于数据引申出的分析还不够详细。数字。
17、很不错的书，用券买的合适，方便。
18、这套书质量都很高
19、绝对的 好资料

Page 6



《二战数据》

章节试读

1、《二战数据》的笔记-第13页

        把握机遇尽管纳粹党在权力上有所增加，但是魏玛共和国所面临的新危机，才真正让机遇为纳粹
党敞开了大门。⋯⋯1930年春，保罗·冯·兴登堡总统（Paul von Hindenburg）指定海因里希·布鲁宁
（Heinrich Bruning）（中央党主席）为德国首相。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出任首相。
好吧，本大人查了一下，无论是英文滴Prime还是德语滴Kanzler，似乎都兼具首相和总理滴双重意思，
但是。。。你让一个共和国平白冒出个首相来，干吗不干脆让兴登堡当皇帝呢？

另，有相同见解滴翻译还不止本书一家哦http://book.douban.com/annotation/11805590/

话说本书的翻译似乎也在首相和总理这两个概念之间摇摆http://book.douban.com/annotation/13984703/

2、《二战数据》的笔记-第175页

        该页图表：德国主要的图书馆、政治与哲学著作. 1918-43

首先，这个表里面根本没图书馆半毛钱滴事情。全表的体例就是年份、作者、原书名、中译书名。哪
儿来滴图书馆！？

另，本表在托马斯·曼的下一行，就立马把他儿子克劳斯·曼翻成了克劳斯·马斯。。。

这张表中还有多本书的中译书名开了天窗。包括：
1922年，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1929年，德布林《柏林，亚历山大广场》。1936年，克劳斯·
曼《梅菲斯特升官记》。1939年，托马斯·曼《绿蒂在魏玛》。
另，希特勒《我的奋斗》虽然是拆成两卷分两年出版的，但只翻译分卷的副标题而抹掉《我的奋斗》
主书名是不是也忒过分了！？

3、《二战数据》的笔记-第59页

        本页图表：失业人数. 1932-39

根据这张表，1932年8月的失业人数是5223800人，10月是5109100。但9月的数据却印成了102700，显误
。根据本表显示的该年平均失业人数5575400计算，9月的事业人数是5049700，但似乎不可能误印
成102700。所以这个月的数据只能存疑。私以为错印的话，原数据更可能是5102700，但这样平均数据
就盘不拢了。。。只有等看过原书的筒子来解答了。

1939年3月的数据是13400，对比2月和4月的数据196300、93900，明显也是错印。根据该年的平均
值104200计算，3月的数据应该是134100。不过个人以为134000更有可能。

总之这本书似乎多有错漏，埋雷不少。

4、《二战数据》的笔记-第130页

        该页图表：德国空军的前20名王牌飞行员
排名第一的Erich Hartmann（表中还漏印了一个t）被翻译为埃里希·哈德曼，而在P134则和通译一样
又成了埃里希·哈特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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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正文和图表是同一个人翻译的，那这厮还真是朵奇葩。

5、《二战数据》的笔记-第59页

        本页最后一句因为战争，大量男子参明显未完，而P60则是新的一章了。这一句后边的部分肯定是
漏印了。

6、《二战数据》的笔记-第172页

        本页图表：德国电影演出的主要电影. 1933

且不提这个蛋疼滴图表名称翻译，该表中的电影《意志的胜利》导演翻译为“雷妮·瑞芬舒丹”。而
在本书的前一页和后一页，这位的导演的名字都是“莱尼·里芬斯塔尔”。

7、《二战数据》的笔记-第148页

        该页图表：死亡营中的大屠杀

该表中奥斯威辛-比克瑙的“估计的死亡总人数”是140000。估计有误，可能是1140000。

8、《二战数据》的笔记-第18页

        1935年德国利用民意控制了萨尔地区，而1936年才进驻莱茵兰。怎么会是“同年”呢？

9、《二战数据》的笔记-政治与领导阶层

        P75~90

在这一章节里，希特勒们不再有机会当首相（参考本书P13笔
记http://book.douban.com/annotation/13971646/ ），这个职位又变成总理了。

我说，梁本彬啊，这书真是您老一个人翻译滴咩？

10、《二战数据》的笔记-第145页

        第三特遣队（Einsatzkommando 3）（特别行动队的一个分遣队）的一份报告详细记录了1941年在
立陶宛屠杀犹太人的时间、地点及屠杀的人数，总计达37346人。
根据下一页的图表《轻步兵报告摘录》（应该就是上述的立陶宛屠杀报告）记录在案的最终屠杀人数
达137346人。显见P145页的人数漏印了十万位的“1”。
顺带一提，根据P146页此表，被屠杀的除犹太人外，还包括有皈依犹太教的德国人、加里宁的恐怖分
子、共产主义分子、波兰人和战俘等。

11、《二战数据》的笔记-第50页

        此书虽然内容不错，但是印刷错误极多，除非作为科普读物，不然不建议购买。

12、《二战数据》的笔记-第125页

        虽然德军拥有最尖端的武器和战术，但它并未将历史抛在后面。例如，德军的后勤运输还停留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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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拉的畜力方式上。⋯⋯实际上，后勤保障是德国国防军的致命弱点。

13、《二战数据》的笔记-第168页

        该页图表：德国选手获得的奖牌. 1936年柏林奥运会
此表中的“竞技项目”明显是“田径”之误。而且，在该项目下居然出现了“射击”，其实是“铅球
”才对。女子“标枪”则只显示了银牌，其实P166的照片就是该届女子标枪的颁奖，获得冠亚军的德
国运动员正在敬纳粹礼。

此表共登记了31块德国选手获得的金牌，但根据本书P170德国总计获得33枚金牌，位居奖牌榜首。除
遗漏女子标枪金牌外，另一块“失落”的金牌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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