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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线，中央集团军群的覆灭》

内容概要

本书为国内著名二战军事专家朱世巍的系列作品之一，其资料翔实，分析缜密。本书讲述了苏联红军
在1944年的春天，对法西斯德军的全面反击，把曾经不可一世的法西斯军队打得溃不成军，一个一个
的集团、军群全部覆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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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线，中央集团军群的覆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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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 芬兰之战一、双方概况　　1944年夏季，握有战略优势的红军，开始一个接&mdash;个地消灭轴
心国重兵集团！而这一系列战役中的第&mdash;个却没有在东线的主战区展开，而爆发在所谓&ldquo;
次要方向&rdquo;的芬兰战场。由于东线前几卷中较少提到这个战区，因此有必要详细介绍一下。　
　1.苏德战场最漫长的战区　　从巴伦支海，向南一直扩展到列宁格勒以北的这段漫长的苏德战线，
依照德国军事术语，通常不属于所谓&ldquo;东线&rdquo;，而属于芬兰战区。　　该战区分两个部分
。为了便于读者朋友的理解，笔者根据双方的争夺焦点，将北面这个部分称为&ldquo;摩尔曼斯
克&rdquo;（基洛夫斯克铁路）战线；西南，则称为&ldquo;列宁格勒以北&rdquo;战线。　　&ldquo;摩
尔曼斯克&rdquo;战线，苏联称之为&ldquo;北极地区&rdquo;，由红军卡累利阿方面军负责。该方面军
沿着上千公里战线展开，保护着港口和基洛夫斯克铁路。这些港口和铁路是苏联获得西方物资的主要
通道之一（苏联北方港口输入进口货物的1／4）。方面军部署（由北至南）如下：　　摩尔曼斯克方
向，展开第14集团军；　　坎达拉克沙方向，展开第19集团军；　　乌赫塔方向，展开第26集团军。
　　上述三个方面，被统称为方面军北段。对峙德军为第20山地集团军（由北至南，分别为第19山地
军，第36军，第18山地军）。　　战线继续向南，红军在梅德韦日那戈尔斯克方向展开第32集团军；
在斯维里河沿岸展开第7集团军。这里属于卡累利阿方面军南段，地理上处于南卡累利阿地区。红军
在这里对峙的是芬兰军队（马谢利斯卡亚战役集群和奥洛涅茨战役集群）。　　南卡累利阿以西，处
于拉多加湖和芬兰湾之间的陆桥，被称为卡累利阿地峡。也就是我们所说的&ldquo;列宁格勒以
北&rdquo;战线。这里可以视为&ldquo;东线&rdquo;和&ldquo;芬兰战区&rdquo;的交界处。芬兰第3、4
军在地峡内构筑了阵地，从北面威胁着列宁格勒。与之对峙的是红军列宁格勒方面军的右翼部队。　
　上述战线超过1500公里的庞大战区，通常被视为苏德战场的&ldquo;次要方向&rdquo;。但在这
个&ldquo;次要方向&rdquo;，双方却都长期部署着庞大的重兵集团。轴心国大约维持着50万&mdash;60
万兵力（20万德军和几乎全部芬兰军队）；苏联仅卡累利阿方面军就有30多万兵力，列宁格勒方面军
另外部署了1&mdash;2个集团军。　　在&ldquo;摩尔曼斯克&rdquo;战线，德国人夺占不冻港和切断铁
路线的企图都破产了。虽然芬兰军队在南卡累利阿切断了基洛夫斯克铁路，苏联却又很快建了一条支
线加以弥补。1942年，德国曾迫使芬兰发动一次新战役，以彻底切断基洛夫斯克铁路。可芬兰人却迟
迟不肯动手。因为他们对战争前景的看法和德国人有所不同。　　2.芬兰的&ldquo;和平尝试&rdquo;　
　早在战争初期，当推进到旧边境线后，芬兰军队就失去了继续进攻的热情。一般认为，这是几个因
素导致的：第一，芬兰军队在初期战争中付出了沉重代价；第二，芬兰顾忌和美国的关系；第三，可
能是最根本的一条：芬兰人对德国打赢战争的可能性抱有怀疑。　　早在1941年底至1942年初，当德
军兵败莫斯科之际，芬兰人的怀疑就逐渐强烈起来。尽管如此，对于苏联1941年底通过瑞典外交部作
出的和平试探，芬兰也未予理睬。吃了这个闭门羹后，苏联外交首脑莫洛托夫放出了狠话：芬兰现在
不接受苏联的和平建议，以后就要面临更苛刻的条件。　　芬兰当然不想接受苏联的条件，可他们也
无法对德国的江河日下视而不见。1943年2月3日，也就是德国第6集团军在斯大林格勒全军覆没的第二
天，芬军总司令曼纳林就向芬兰领袖们发出警告：德国的失败将不可避免。　　此后东线形势的不断
恶化，令芬兰人的忧虑不断加剧。但在德国第20山地集团军20万大军的震慑下，需要依靠德国提供煤
、机床、机油、纺织品甚至粮食的芬兰，也只能继续勉为其难。据说在1943年7月，芬兰再度拒绝了莫
斯科的和平建议。既然如此，德国也要对芬兰人留一手了。1943年9月28日，希特勒向第20山地集团军
司令迪特尔发出第50号训令，命其做好应变准备，一旦芬兰退出战争或崩溃，德军必须能&ldquo;暂时
继续守住在国防经济上对我们至关重要的北方地区&rdquo;，特别要确保镍矿的安全。根据这道命令，
还要准备对撤退地区进行破坏。据说，迪特尔对此计划不以为然。因为他没把握能长期坚守芬兰北部
，还担心会把部队困死在这个泥潭里。　　1944年初，东线北段形势突然急剧恶化。此前，卡累利阿
地峡内的芬兰军队还可以和西南面的德国北方集团军群相呼应，共同围困列宁格勒。但经过红
军&ldquo;第一次打击&rdquo;的狂潮冲击，北方集团军群向西败退了200多公里，被迫逃往波罗的海地
区。芬兰人一下子被孤立起来。　　当德军从列宁格勒被逐退的同时，内外交困的芬兰终于开始寻求
和苏联对话。1944年2月中旬，在瑞典著名商人瓦伦堡的斡旋下，双方在斯德哥尔摩建立了接触。芬兰
代表是巴锡基维，接触对象是苏联著名女外交官&mdash;&mdash;驻斯德哥尔摩公使柯伦泰夫人。　　
俄国人开出了六个条件。其中三个是所谓的&ldquo;先决条件&rdquo;。芬兰政府只有先接受这三个先
决条件，苏联才同意进行正式谈判。　　芬兰如果接受上述先决条件，则苏联愿意就军队复员、赔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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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线，中央集团军群的覆灭》

和佩特萨莫归属等问题进行谈判。　　俄国人的条件于2月19日被送到芬兰首都。十天后提交国会进行
秘密讨论。但一直拖到3月8日，芬兰才答复柯伦泰夫人，请求进一步地讨论，并允许芬兰就一
些&ldquo;复杂&rdquo;问题提出看法。3月10日，苏方回复：只有当芬兰接受&ldquo;最低限度的、基本
的&rdquo;停战条件后，才能开始谈判。这一次，俄国人明显有些不耐烦，只给芬兰人一个星期的考虑
时间。　　3月17日，芬兰向苏联表示，希望更具体地了解六个条件的内容（重点当然是&ldquo;先决
条件&rdquo;以外的另三个条件）。苏联人也感到可以亮出底牌了。3月25日，巴锡基维和恩凯尔去往
莫斯科。俄国人向他们明确解释了另外三个条件：　　芬兰必须在5月份&mdash;个月内复员一半军队
，其后的6月、7月内，再把全军缩减到和平时代的规模；五年内，向苏联支付6亿美元的赔款；把佩特
萨莫交给苏联。作为交换，苏联将放弃汉科半岛。　　这些条件让芬兰人大吃一惊。特别是割让大量
土地后，巨额赔款几乎是无法承担的。4月12日，芬兰国会投票拒绝苏联的条件。4月19日，芬兰代表
将结果告诉了俄国人。　　三天后，苏联也做出了简单答复。同一天，副外交人民委员维辛斯基在记
者招待会上公开批评芬兰，并宣称：芬兰并不是独立国家，它只是德国的一个附庸。随后，美英也对
芬兰表现出更强硬的姿态。　　苏芬谈判破裂了，芬兰一下子陷入了&ldquo;里外不是人&rdquo;的尴
尬境地。不仅和平没指望了，还必须向原本准备抛弃的德国人做出解释。曼纳林等人徒劳地辩解说，
他们之所以和俄国人接触，只是为了向国内证明，谈判是行不通的。如此苍白的理由可骗不了德国人
。希特勒决定给芬兰&ldquo;叛徒&rdquo;点颜色看看！　　报复是严厉的14月18日，希特勒下令停止
向芬兰供应武器，以后仅&ldquo;提供为共同抗击苏军所绝对必要的援助&rdquo;。4月底，德军统帅部
长官凯特尔又把芬兰总参谋长海因里克斯找来大骂一顿，并拿匈牙利的&ldquo;榜样&rdquo;吓唬他。5
月初，从德国驶往芬兰的小麦运输船也停开了。断援断粮的威胁之下，曼纳林只好撕下老脸，于5月12
日写信向德国表忠心。但这并不能让希特勒放心。　　德国和芬兰这对&ldquo;战友&rdquo;蜜月不再
，陷入了互相猜忌和警惕之中。而一旁的俄国人则拿着大棒在考虑：究竟该拿这对活宝中的哪个先下
手？　　3．德国人还是芬兰？斯大林的谋略　　事实上，1943年底的德黑兰会议期间，三巨头就讨论
了芬兰问题。那是在一次午餐会上，问题由罗斯福提出（美国和芬兰还保持着外交关系）。斯大林表
示可以保持芬兰的独立：&ldquo;俄国对芬兰的独立并没有什么设想，如果芬兰的举止不迫使俄国这样
做。&rdquo;丘吉尔又进一步希望苏联放弃对芬兰的赔偿要求，但遭到了斯大林的坚决拒绝。丘吉尔很
快后退：&ldquo;英国政府关于芬兰不坚持任何东西&rdquo;，斯大林又提出了对芬的四点和平条件，
并表示愿意把任何芬兰人，甚至&ldquo;魔鬼本人&rdquo;作为谈判对手。　　斯大林在德黑兰会议上
的表态，以及他开列的条件，基本上就是1944年2&mdash;3月苏芬接触期间，苏联所谓六个条件的蓝本
。对这次接触的成果，苏联人原本也抱了一定希望。1944年2月中旬，沃尔霍夫方面军被撤销，其司令
梅列茨科夫被派去接管卡累利阿方面军。据他回忆，当时给他的指示是：拟定战役计划时，要特别重
视与德军对峙的方面军北段。　　现在，由于芬兰拒绝停战，苏联统帅部就必须考虑如下问题：是先
打击德国人，还是先打击芬兰人？红军第一副总参谋长安东诺夫大将主张首先解决实力较弱的芬兰人
，然后再集中力量对付德军。这个主张得到了斯大林的赞同。　　根据上述思路，红军将暂时放过德
国第20山地集团军，而首先集中力量解决掉扼守卡累利阿地峡和南卡累利阿的芬兰军队。通过这一战
役，苏联将达成如下目标：　　收复列宁格勒州北部，为列宁格勒会战做最后的扫尾；完全恢复基洛
夫斯克（摩尔曼斯克）铁路的交通；恢复11940年的苏芬国境线，&ldquo;收复&rdquo;所谓的&ldquo;卡
累利阿一芬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rdquo;；迫使芬兰退出战争，使德国失去一个重要的北方盟友。
　　另外，俄国人还估计，一旦芬军被击溃，将迫使德军从东线中部调兵增援。或者，至少也能影响
德军对红军真实主攻方向的判断，分散其对白俄罗斯前线的注意力。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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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起来，巨大的国家，做决死斗争，要消灭法西斯恶势力，消灭万恶匪群！敌我是两个极端，一切
背道而驰，我们要光明和自由，他们要黑暗统治！全国人民轰轰烈烈，回击那刽子手，回击暴虐的掠
夺者和吃人的野兽！不让邪恶的翅膀飞进我们的国境，祖国宽广的田野，不让敌人蹂躏！腐朽的法西
斯妖孽，当心你的脑袋，为人类不肖子孙，准备下棺材！贡献出一切力量和全部精神，保卫亲爱的祖
国，伟大的联盟！让高贵的愤怒，像波浪翻滚，进行人民的战争，神圣的战争！　　&mdash;&mdash;
前苏联卫国战争歌曲《神圣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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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http://book.myjy.chaoxing.com/ebook/detail_12417023.html
2、期待了很久，终于来了！希望接下来出的快一点啊！
3、如在初中或高中的时候，我非常喜欢看军事的书籍，但是到现在看，觉得没有那时候看的那么兴
奋，但总体来说还是可以的！
4、就不知道国内为啥给个标准citation就那么难 弄成这样还不如不给
5、朱世巍的书值得一读,资料较丰富.
6、送货速度很快， 质量很好，是正版的，内容很详细。
7、苏联战争的书很多，出色的很少。论出色这个系列肯定是国内最好的了
8、坚持过困难的时间之后，就是摧枯拉朽般的前进！
9、都应该看一看。我可是从第一本《边境交战十八天》就有啊，收到现在，已经4年多了。
10、当初的 斯大林格勒战役超长版 太爽了
11、难道军事战史一定要用枯燥的文笔和让人头晕的表格来写吗？！
12、曾经对这套《东线》充满了期待，但看到现在确是越来越失望。“巴格拉季昂”二战中规模巨大
的一次战役，作者写得竟然是如此的简单。虽然在战略上交代的很清楚，但在具体的战斗细节上却几
乎没有。战争是双方士兵在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去进行搏杀，是残忍而血腥的，这不是冷冰冰的数字所
能概括的。一将成名万骨枯。二战造就了很多名将，但他们的战功背后又是多少生命的代价！其实战
场上的士兵、下级军官才是战争的主角，没有他们，再好的战略战术也是空谈。但作者对他们的关注
实在是太少了。东线即将结束，希望作者能善始善终。
13、后期德军指挥之混乱加剧这一切，内乱最为消耗实力
14、44年6-10月，白俄罗斯之战
15、比较好，对东线战争的详细进程感兴趣的，值得一读，只是配的彩色地图太少，黑白地图一复杂
就看着头痛。
看到这一部，德军素质已经不再拥有突出优势，在苏军巨大的数量优势面前，德国已是冢中枯骨，毫
无希望地拼死挣扎。
16、本书花了很大篇幅来讲解芬兰和波兰，非常好！因为我们的历史研究，总是过于重视大国，对小
国的生存之道却往往忽视。要知道地球是很大的，不要总把视野放在“大人物”身上。
17、抄书匠抄了一本数据极为混乱的书，但有总比没有好
18、史料很祥实.作者花了很大的心思,值得2战迷一读.
19、以丰富的地图、表格和图片资料，及细腻的文字表现，展示了苏德战场上惊天地、泣鬼神的浴血
大搏击和攻防力量的大转换。
20、要是有整套卖就好了
21、哈德的同志们不会喜欢的。基本就是说德国人死的不少。
现在的历史书作者都学易中天了，写点跟大众以往认识不同的东西就以为自己可以出名了。可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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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我在当当订了一箱书，让我妈海运到加拿大来。整箱书中，这本最差。书薄字大也就罢了，跟主
题有关的竟然只有三分之一，剩下三分之二是说华沙和芬兰的。1944年夏天苏军横扫白俄罗斯之战是
很赞的一场战役，真真正正打断德国陆军的脊梁骨。更赞的部分是莫德尔之后重建战线的努力。虽然
明知结局已定，仍然全力以赴。1944年夏天的东线是一大片混乱。战局的详细评析，双方主将所能采
取的选择，机会和风险，这些全部看不见，只有一本简洁的流水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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