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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线》

内容概要

　　库尔斯克会战按其军事政治结果和参战兵力来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大的会战之一。这一会
战是苏联人民战胜德国的至关重要的一步。库尔斯克会战的胜利具有重大的军事政治意义。在库尔斯
克会战中，共击溃德军30个精锐师，其中包括7个坦克师。德军损失官兵50余万人，坦克1500辆，飞
机3700余架，火炮3000门。德军奥廖尔基地和别儿哥罗德--哈儿科夫基地均被清除。但一些西方历史
学家贬低库尔斯克会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作用和地位。他们中有些人极力为德国国防军统帅部恢
复名誉，掩饰其失策，把库尔斯克会战失败的过错全部推给希特勒。另一些认为库尔斯克会战是大战
中的一个小插曲，避尔不谈这次会战。实际上，德军夏季进攻的失败，埋葬了德军宣传机构编造的苏
军战略有所谓"季节性"和苏军只能在冬季进攻的谎言。德军的进攻战略遭到了完全破产，带给德国几
乎是毁灭性的打击，使其从此丢失了战争主动权。进一步改变了战场上的兵力对比，巩固了苏军统帅
部手中的战略主动权，为苏军展开战略总攻创造了有利条件。　　库尔斯克会战的胜利和苏军进逼第
聂伯河，完成了战争进程中的根本转折。从此，德国被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各战争区转入防御，这对
大战的后期进程产生了巨大影响。　　德军重兵在苏德战场被击溃，为英美军在意大利登陆创造了有
利条件。是役，苏联有10万余名军人荣获勋章和奖章，180多人荣膺苏联英雄称号。　　更为重要的是
，苏军统帅部顺利地解决了战略，战役法和战术方面的一系列问题。方面军之间战略协同的组织，最
高统帅部赖以改变不利兵力对比的战略预备队的使用，都得到了进一步的改善。在决定性方向大量集
中兵力兵器，取得了新的经验。新编制坦克集团军第一次用作扩张战果的梯队。在库尔斯克会战的空
中交战中，苏军航空兵最终夺取了战略制空权，并一直掌握到战争结束。在库尔斯克会战，苏军战略
领导的特点是高度集中，仍现实地考虑形势特点和善于选择适当的斗争方法。　　总的来说， 库尔斯
克会战是德国走向灭亡的最重要的一步，在自己的棺材上钉上了最关键的一颗钉子。而苏联却从战争
中学会了战争，战胜了对手，更重要的是他们战胜了他们自己，为最终战胜德国打下了结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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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线》

书籍目录

引子　战争：死神的祭祀场序章　斯大林格勒战役期间的东线其他战区（概述）1　第二个冬天：1943
年初东线南部大震荡一、战役态势二、从顿河上游到罗斯托夫三、南线全面攻势2　哈儿科夫之战一
、红军收复哈尔科夫二、曼施坦因的反击3　1943年的春天：短暂的平静一、1943年春季的东线以及世
界形势二、希特勒的决策三、苏联的1943年夏季战略四、战役间歇4　库尔斯克：战役前夜的东线一、
史上最强大的东线德军二、1943年夏季的红军三、苏德两军实力对比5　鏖战前夜的库尔斯克一、“最
精锐的部队、最精良的武器、最杰出的指挥官”——“城堡”参战德军二、库尔斯克方向苏军力量6
　“威堡”库尔斯克弧形防御圈一、序战二、1943年7月5日：履带开始转动三、莫德尔的北段攻势四
、曼施坦因的南部攻势（上）冲向奥博扬五、曼施坦因的南部攻势（下）钢铁的转折！六、曼施坦因
攻势停止：“尘暴”终结7　从奥廖尔到哈尔科夫：红军的反攻一、“尘暴”后的东线苏德两军二、
“库图佐夫”——红军反攻奥廖尔三、别尔哥罗德-哈尔科夫进攻战役（上）：别尔哥罗德之战四、别
尔哥罗德-哈尔科夫进攻战役（下）：解放哈尔科夫五、库尔斯克会战——总结与后果附录　交战双方
序列统计库尔斯克空战损失苏军序列　库尔斯克战役前当地红军序列（1943年7月）德军序列　1943
年7月初，苏德战场德军及其盟军战斗序列（不含空军）

Page 3



《东线》

编辑推荐

　　《东线：从哈儿科夫到库尔斯克》是一部最全面最系统展示苏德战线的史诗巨著　　一幅最真实
最客观体验战场搏杀的宏图伟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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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线》

精彩短评

1、确实立场比较客观，数据十分详实，大量篇幅都是双方各个时期各种人力物力装备增加损失对比
的图表，对于我这种入门级水平看起来还是艰涩繁杂了些，很多登场人物的少见照片蛮惊喜的，还有
超多战场实拍照片，看起来就好残酷惨烈的样子⋯朱可夫和萝卜照片忒喜感，胸前那是PS的吗？整个
一堵移动的勋章墙⋯“Retreat may be masterly, but victory is in the opposite direction.”
2、这是目前看过介绍东线战场最详细，最全面的战史书籍～朱世巍先生对于苏德战场的研究在国内
算是非常权威的了～
3、嘤 初中时候看的
4、规模最大的陆地战役，各种神话~
5、越写越烂越写越偏的典型，后出的几本直接导致我把全套都送到了废品站。
6、习惯性的购买阅读，这个系列比较经典
7、只可惜看的是txt版，没有图，数据排版也完全没法看
8、又是在复习时花了两个钟头读完的...被书中描述的那些壮烈的机械化战争场面给吸引住了吖...ps：
原来苏联也搞人海战术..
9、考究翔实 记载确凿 缺少分析的陈述类读物
10、很不错
11、资料很丰富
12、《东线》系列最翔实的作品
13、不懂俄文德文，只会凭着对毛爹的一腔孝心抄中文老资料歌颂爹
14、所有系列里只有这本内容最详实，态度也最接近客观。其他几部里充斥着对双方历史人物的过分
贬低，其登峰造极者表现在《大崩溃》里对“7.20事件”策划实施者们的轻蔑中，其不但暴露了作者
对于德国军官团对纳粹暴政抗争历史事实的无知，也显露出作者对于历史令人遗憾的真实态度~
15、巴巴罗萨——拿破仑之后又一次欧洲人对俄罗斯的远征，同样是失败。斯大林的一句话：共产党
员都是特殊材料制成的。
16、这本是系列你最好的，后面一直不出版，希望没烂尾。
17、一直防放在枕边~~
18、写了库尔斯克战役前前后后的一些事情，相当详细，好看，可以算是最好的一本了，其他的东线
就算了。
19、老朱复出后的力作，资料翔实论述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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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线》

精彩书评

1、东线那麽多系列里，早的几本内容很好，但是杂志味太浓，后几本有赶工减料的感觉，只有这本
设计精美，数据翔实，内容精彩，图文并茂，细节丰富，堪称系列中最好的，
2、据说朱世巍是有名的亲苏派。即便如此，在他穷尽所有资料反复推算核对之后也还是得出了这样
一个结论：1943年夏，红军是以2至3倍的人力伤亡、4至5倍的装甲损失，赢得了库尔斯克会战的胜利
。就算之前西方史学家或者“亲德分子“在数据上刻意夸张，无非也就是在量上的差距而已，本质上
并无二致。朱先生在书中承认：尽管”堡垒行动“在战略上无疑是一场致命的惨败，德军还是凭借其
装甲性能和兵员素质上的优势取得了一定的战术胜利。要知道，那还是红军事先已经获悉对方行动意
图，周密布防之后的结果。一般来说，防守方总是占了很大的便宜的。试想如果功防双方易位，情况
会如何？经过仔细的分析，作者断言如果德军提前至5月份发动进攻，同样无法赢得战役的胜利。这
和MARS先生的结论是一致的。但这并不构成贬低曼施坦因的理由。因为现在的人们固然可以通过查
阅各种资料把敌我双方的实力对比弄个一清二楚，而当时的指挥将领则完全没有这个条件。他们只能
根据战场上不知真伪的、时时还自相矛盾的、粗糙的情报以及自己的经验来作出判断。如果希特勒和
曼施坦因也能看到朱先生手里的一张张填满了各种各样数据的表格，我想形势的发展一定会大有不同
。对于曼施坦因的指摘还远不止于此。作者将南方集团军群在红军反攻别尔哥罗德和哈尔科夫行动中
所蒙受的惨重损失归咎于曼施坦因的”任性“和”固执“。应该说”堡垒行动“确实是这位纳粹战略
家一生的败笔，但其中内情尚须细细品味。人毕竟是具有情感的动物，注定无法在每时每刻都像机器
一般根据绝对理性来运转。人的行动总是难免或多或少地受到主观上的愿望、心态这些理智之外因素
的影响。即便是世界上最有才能的人也不能例外。曼施坦因在战争初期为德军的成功作出了卓越的贡
献，但由于种种原因其个人仕途却并没有因此而平步青云（当时很少有人知道击败法国和低地国家的
行动计划乃是他的杰作），直到苏德战争爆发后很长一段时间他仍然只是一个军长。1942年下半年，
曼施坦因才凭借在克里米亚的战功升任元帅，并越来越多得获得希特勒的垂青。这个时候，他的人生
似乎迎来了曙光，处于一个高速的上升通道中。可惜好景不长，命运多舛，随着德国陆军的精华第6
集团军在斯大林格勒全军覆没，战争的形势急转直下，轴心国的前途变得暗淡无光。颇具讽刺意味的
是，这位同僚眼中”最具才能“的德军将领，起初是作为一个救火队员的角色来到了42年的顿河
弯------这片决定德国乃至整个世界命运的战场（原本他被安排去北方指挥进攻列宁格勒，夺取该城乃
是德军1942年夏季攻势的目标之一）。可惜当他赶到时德军的命运已经注定，”冬季风暴“不可避免
地湮没在伏尔加的漫天风雪之中。尽管如此，曼施坦因毕竟是曼施坦因，犹如出笼的猛虎一般，他迎
来了戎马一生中的”finest hour“：在1942年末至1943年初，这位”闪电伯爵“大展拳脚，先是挽救了
南线几乎必然的崩溃，而后又反戈一击，以弱胜强，夺回了哈尔科夫，整个世界为之震惊。所谓时势
造英雄。这一刻，曼施坦因的才能终于得到了用武之地。有人说，如果没有他，东线战事将会提前2
年结束。可惜这一切，只是给他的命运徒增悲凉而已！整个世界的形势已经变了。德军在俄国损失惨
重，元气大伤，打垮红色苏联已经没有可能；另一方面，伴随着美国工业能力的爆发，西方国家已经
复苏，正磨刀霍霍准备重返欧洲。人力与物力上的巨大差距非军事上的天才指挥所能弥补，德国已经
没有能力通过武力来解决问题。另一方面，根据最新解密的资料，斯大林格勒之后苏联曾再次（也是
最后一次）向德国求和。斯大林起初并不支持罗斯福和丘吉尔在卡萨布兰卡提出的”无条件投降“的
要求，他明白这是西方国家刻意要让苏德双方死战到底，两败俱伤。尽管苏联挡住了纳粹，但已为此
付出了千万人的代价。俄国大地血流成河，从伏尔加到柏林究竟还有多远，这是斯大林不得不考虑的
问题。同样对于希特勒来说这也是一个契机，通过谈判尽快结束东线战事，其实是当时唯一的可行之
路。但是仅仅掌管着一个野战集团军群的曼施坦因不可能充分了解这一切。他也不愿意了解这一切。
作为一个纯粹的军人，战斗是他的天职，战斗就是他的生命。相对于政治上的谈判扯皮，他更乐意凭
借战场上一个又一个胜利来”迫使敌人求和“（参见其回忆录《失去的胜利》）。更何况，他刚刚创
造了一个”奇迹“。哈尔科夫反攻跌破了所有人的眼镜：在如此艰难情况下都能幸免于难，还有什么
不可能的呢？好戏似乎才刚刚开始。从这个角度来说，哈尔科夫反攻既是耀眼的战利品，又是危险的
毒药（好比法国战役之于希特勒）。它将曼施坦因送上神坛的同时，也使他对自己的能力深信不疑，
相信凭借智谋就能够挽回一切。他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所谓”胜利“，其实在那一刻已经”失去“了
。曼施坦因的这种情绪与希特勒一拍即合。这两个人都是天才级的人物，也都雄心勃勃（你也可以说
野心勃勃。雄心和野心，谁能分得清？）。现在，前者在上升通道中，正欲更上层楼（总参谋部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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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线》

的曼施坦因，对于总参谋长一职充满了向往，他在回忆录中清楚地表达了这个“梦想”）；后者曾经
盛极一时的事业遭受了重大挫折，心有不甘正想翻盘。两人都心高气傲，都”不信这个邪“，都有一
种”欲与天公试比高“的架势。他们都迫切需要一场”决定性的”胜利。“堡垒行动”就此应运而生
。1943年是曼施坦因和希特勒的蜜月期。对于后者来说，前者和“虎式”、“黑豹”、“费迪南”等
新式坦克战车一起，成为他最为仰仗的“秘密武器”。在这段时间中，希特勒对曼施坦因不可谓不言
听计从，并把最精良的部队和装备交给他指挥；曼施坦因和他的部下们也不可谓不卖力，尽其所能奋
勇杀敌。怎奈时不我予，成为众矢之的的第三帝国正一步步滑向深渊，形势已非个人之力所能逆转。
哈尔科夫反攻的直接结果即库尔斯克突出部的形成。对于德军来说在这个地区展开进一步的决战是一
个过于自然的选择。再加上战役准备期如此之长，更无法保证行动的隐蔽性和突然性，而这正是所谓
的“闪电战”最重要的前提之一。然而并不能因此归咎于曼施坦因。稍加比较即可发现，从41年的“
巴巴罗萨”，到42年的“蓝色方案”，再到43年的“堡垒”，德国发动进攻的地域范围及投入的兵力
规模一次比一次小。这实在是无奈之举，因为随着战争的巨大消耗，德国的资源已接近枯竭，留给军
事家运筹帷幄的空间也越来越小，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除此之外，他们的对手苏联红军也在飞速地进
步------尽管这种进步是用极其惨重的代价换来的。如斯大林所言，他们“在打仗中交学费，从而学会
打仗”。（这样的学费全世界除了苏联也没有第二个国家交得起了）此消彼长之下，最终导致了1943
年夏“闪电战”首次在战役范围内被击败，也宣告了纳粹德国覆灭的命运。从1942年终的大难临头，
到次年初的回光返照，再到夏天希特勒的殊死一搏，曼施坦因自始至终都处于舞台的中心。这也难怪
很多人将令人失望的战果归咎于这位“纳粹第一将”，指责其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但是我们应该这
样想：如果他不行，那么谁更好呢？当时谁处在那个位置能够挽回失败的命运呢？人无完人。曼施坦
因不是没有缺点。据说其为人喜欢争强好胜，导致他在第三帝国高层圈子里人际关系差强人意，估计
这也是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排挤在决策圈中心之外的原因之一。但曼施坦因的才能是无可争辩的，
无论对于他的同僚，还是他的敌人而言，皆是如此。他的最终失败，也是注定的。这让我想起《红楼
梦》中描写王熙凤的一句诗：“才智精明志自高，生于末世运偏消”。他来到舞台中心时已经晚了，
他的运筹帷幄托不起第三帝国将倾的大厦。即使真如他所愿得到了更大的权力也改变不了什么，更何
况希特勒如此强人，也绝对不会把决策权交给他。归根到底，这是希特勒的战争，他才是当仁不让的
主角。在这个问题上，曼施坦因实在是有点一厢情愿了。尽管如此，他还是兢兢业业，竭尽所能，知
其不可为而为之。他的乐观和自信，给周围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据说他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是：“It's
a bad business, sir. But we'll manage somehow!”今天，你仍然能在互联网上搜索到当年以曼施坦因为主角
的时代杂志封面，上面写着一句耐人寻味的评论：“Retreat may be masterly, but victory is in the opposite
direction.” 曼施坦因曾多次要求希特勒准许其主动撤退，放弃一些土地，以缩短战线，诱敌深入，再
伺机反击。他的杰作，哈尔科夫反攻的胜利，即得益于这种战术。然而，再精妙的撤退（maneuver）
再漂亮的反击，也只是困兽犹斗苟延残喘而已。胜负的天平已经逆转，胜利的时光已经渐行渐远，一
去不返了。
3、看前面有人说是这套东线书中最好的一本。别的没看，我觉得也不错。很细致，我觉得可以用这
本书的资料改编电脑游戏了。甚至坦克的参数都有。看叙述战争类的书，最重要的就是地图，这本书
的地图还可以，能看明白到底怎么回事。苏联很大，如果没有地图，你搞不清为什么要坚守，为什么
要攻打一地方。分析的很到位，看了全书以后，可以了解到后人的客观看法。苏联战后宣传和曼施坦
因的自我标榜，都是自己的主观看法，毕竟相互不了解。硬拼对德国来说就是找死，尽管可以以一换
多，但苏联的后备力量太强大了。这场战斗可以说耗尽了德国的元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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