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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奔流》

前言

　　苏联装甲兵在库尔斯克战役中表现出的无畏与韧性有目共睹，战争后期的10次打击，更让人领略
到了其作战风格的犀利与冷酷。就这样，经历了4年间无数次钢铁与血肉的碰撞后，在两只曾经并立
的披甲巨兽中（苏德装甲兵），只有红军的履带依然能够继续转动，而其躯体则在战争中变得强悍空
前。作为冷战中的一点共识，这支经历了残酷战火淬炼的钢铁洪流居然强大到了如此骇人的地步——
即便是整个欧洲也不是它的对手。可以想象，两万辆坦克驰骋在欧洲大陆上会何等的壮观！尽管随着
前苏联的解体，这一切都不复存在了，近五万辆坦克还在俄罗斯的武器库中慢慢锈蚀掉红色帝国最后
的尊严。但它们毕竟曾让整个欧洲大陆在寒风中颤栗、恐惧地注视它们的一举一动⋯⋯　　早在1945
年柏林胜利阅兵式上，苏联便迫不及待地向“盟友”展示了令人感到窒息的JS-3重型坦克，这实际上
是一个傲慢的炫耀，当时已明显感受到冷战冰霜寒意的西方将军们马上便意识到头上的乌云正在慢慢
凝结为实质。尽管怀着与生俱来的鄙夷，这些贵族化的西方军官们一向认为苏联红军不过是一群武装
起来的斯拉夫农民，但面对战争结果的尘埃落定，他们也不得不承认苏联红军在战争中发生了分化—
—事实上，此时的苏联红军是由完全不同的两类部队构成，其中的大部分（也就是普通步兵部队）确
如西方所认为的那样，他们数量庞大，但装备低劣、训练不足，除了手中的纳辛·莫甘步枪外，马克
沁机枪与82毫米迫击炮便是他们所能得到的最好武器了；与此同时，苏联红军中的另一部分，也就是
其中的精锐却在朝着完全不同的道路上演化，这部分红军数量相对较少（装甲兵与航空兵均属于此列
，同时番号前被冠以“近卫”二字的近卫军部队也包括在内），但是装备与训练却是按照打赢最严酷
机械化战争而准备的（甚至连伙食与军装都不同于普通红军部队）。作为近卫军中的精锐，苏联装甲
兵在战火中经历了痛苦的淬火与重锻，并最终在硬碰硬的鏖战中，逐渐压倒了纳粹德国装甲兵这支本
来更为强大的力量（1944年，德国在军火生产上超过了苏联，但再多的坦克都无法弥补优秀装甲军官
的损失。在德国人不断把优秀军官分散到各个新建的师，从而一再削弱自己战斗力的时候，苏联却在
不断组建“近卫军”，把最优秀的师、军都组织起来，成为最强大的突击力量，它们都拥有苏军最优
秀的军官。虽然其水平无法与1941年的德国军官相比，但要压倒1944年的德国军官平均水平，已经是
绰绰有余了）。　　以1945年6月的柏林胜利大阅兵为标志。此时无论是兵员还是装备，苏联红军装甲
部队已经成长为世界一流的钢铁洪流，除了刚刚倒下的纳粹德国军队外，地面上已经没有任何一支军
队，能够有资格同浴火重生的苏维埃装甲洪流相提并论。其实，早在那个充满了欢庆的仪式上，浸泡
在冷汗中的盟军军官们就认为，单单凭借JS-3，西方装甲力量在技术上就至少落后苏军十年。而且经
过了与纳粹德国装甲兵近4年的鏖战，在这个残酷对手的“陪练”下，从装备到作战理论，放眼天下
苏联红军装甲兵的作战经验之丰富、理论建设之完备无出其右者。其实，JS-3在柏林的高调面世只是
个开端。凭借战争中用鲜血与生命获得的海量战场经验，苏联红军不但比谁都清楚战场上真正需要的
是什么样的战车，而且更精于要以一种什么样的战术去运用这些一流战车。事实上当战争结束时，苏
联红军的装甲战理论要比他们的战车更成熟、完善，至于对这一理论的运用则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
地步——“主战坦克”的概念被红军军官们率先提出并非偶然。于是，通过对战争中的经验进行反思
，他们一方面开始“铸造”新一代红色装甲战车——先是T-54／55的出现为主战坦克的概念划定了一
个明确的标准，此后T-62的出现又使装备质量的天平进一步向铁幕倾斜，当自恃拥有技术优势的西方
在这接二连三的打击中还没有恢复过来时，T-64的出现最后将这些西方骑士们的优越感彻底击得粉碎
——此时无论是火力、机动还是防护，西方再也拿不出什么可以相提并论了（至此1945年时的惊呼终
于变成了现实）。另一方面，在“诸兵种合同作战战役法理论”的名目下，红军的精英们开始对经历
了最严酷考验的大纵深理论进行最深刻的完善与补充。更可怕的是苏联红军装甲力量在取得装备质量
与作战理念双重绝对优势的情况下，数量上也不放松，其中JS-8（即T-10）的产量即高达8000辆。以至
于北约在柏林墙后时刻担心，如果到了与铁幕撕破脸面的那一天， “潮水一样”的苏联坦克冲击波会
在一周之内席卷西欧，仅仅7天就能从民主德国冲击到大西洋东岸，饮马英吉利海峡，这绝对不是一
个妄想。至少当时的美国就很认真地考虑过这个问题，并准备了驻德美军撤退的各种方案。苏联坦克
集群的这种整体实力，使美国感觉到与苏联坦克集群较量胜算实在不大。甚至沮丧地认为，唯一能克
制住苏联坦克集群的东西只能是战术核武器。看来美国的“大规模报复”战略既有其野心膨胀的一面
，也有其心虚的一面，对于普通的北约坦克兵总不能告诉他们，高官们打算用核武器将他们与苏联坦
克一同汽化吧！　　那么战术核武器就足够了么？尽管我们无法证实这个答案的正确与否，不过至少
可以看到一种发自内心的恐惧！对此，曾经的西线盟军最高统帅艾森豪威尔一语道破了天机——“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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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奔流》

一半的苏联坦克开动后，这世界上将不再有力量能够阻止它们。”然而，正如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
苏联装甲力量也不是在一天之内便成为了如此恐怖有效的战争机器。事实上，这只红色重装恐龙的成
长过程中充满了曲折与辛酸——当然还有鲜血与汗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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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奔流》

内容概要

邓涛、张黎所著的《红色奔流(苏联装甲兵建军史)》内容简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精疲力竭的俄罗
斯虽然提前退出了欧洲战争。却不得不面对内战及列强对新生红色政权的武力干涉。从这个时候起。
俄国人开始了从骑兵到装甲兵的军事变革。
    《红色奔流(苏联装甲兵建军史)》揭秘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以图哈切夫斯基为代表的军事战略家克
服重重困难，推动大纵深作战理念的诞生和发展，使之成为苏联红军军队建设的指导思想，并全力予
以贯彻落实。苏联装甲兵在随后的苏德战争中创造了辉煌的胜利。
    从德军所向披靡的“巴巴罗萨”行动。到折戟沉沙于莫斯科城下，红军逐步稳定了阵脚，库尔斯克
坦克战见证了红军装甲兵的逐渐成熟，战争后期的10次打击，更让人领略到了其作战风格的犀利与强
悍。就这样，经历了4年间无数次钢铁与血肉的碰撞后，在两只曾经并立的披甲巨兽（苏德装甲兵）
中，只有红军的履带依然能够继续转动，而其躯体则在战争中变得空前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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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奔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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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奔流》

章节摘录

　　艰难的“第一步”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于西线战场的坦克作为一种新兴武器吸引了世界
上几乎所有国家的极大关注，这不仅包括那些成功地制造出坦克的参战国，还包括那些没有能力制造
坦克，但一直在观察并反思着西线战争的国家，在沙俄帝国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苏俄便属其一。一次
大战的惨痛经历告诉新生的苏维埃政权，静态战争是一场没有赢者的角斗，只能导致每一方的人力和
物质资源的完全耗尽。也就是说，哪一方的家底薄，哪一方便先倒下，在这种实力的比拼中，一切战
争计策都成为了华而不实的表演。然而，这种残酷的战争规则却是国内战争中的圣彼得堡所无法接受
的，原因很简单，经过了4年东线战争的消耗，早先沙俄帝国积攒的实力已被消耗一空，面对由协约
国武装起来的白卫军，红色政权已经没有本钱再去打一场消耗战。幸运的是，自卫军的实力其实也相
当有限，他们同样没有足够的本钱去打一场硬碰硬的消耗战，结果在3年的苏联国内战争中，出现了
一种奇特的战争形势，双方都尽力避免在壕堑中流尽最后一滴血，于是他们便在不停地运动，企图在
运动中寻求以最小代价歼敌最多的机会。另一方面，俄国自古以来的哥萨克骑兵传统无疑非常适合国
内战争的这种战争形势，不过这场战争发生的时间毕竟是20世纪20年代，现代化的元素也就不可避免
地渗透进了正在广袤的俄罗斯土地上进行的这场撕杀。于是，作为骑兵的天然延续，一战中首先出现
于西线战场的坦克，以一种完全不同的理由引起了红军的极大关注。　　在苏维埃国内战争（1918
—1920）期间，红军已经拥有少量装甲兵的兵器，包括装甲列车、装甲汽车和一些缴获的坦克。其数
量虽少，但在打击白匪军的作战中，仍发挥了一定的作用。1920年，苏联红军建立了第一批汽车坦克
队。每队有3—4辆缴获的坦克、3—4辆摩托车、3辆轻便汽车、4辆载重汽车，1个铁道列车编组（约30
节车厢）。到1920年底，共组建了11个汽车坦克队。它们似乎标志着红军的坦克部队已经像是一棵幼
苗那样破土而出。　　然而，如果没有完整的生产制造工业体系，红军的坦克部队也只能像是无源之
水那般迅速枯竭。对于这一点，苏维埃政权的领导人很早便意识到了问题所在，于是建立包括坦克制
造业在内的完整军事工业体系的计划，在夺取政权不久便在摸索中逐步展开了（当然，这里面不乏争
论乃至争吵，但在国内战争的严峻形势下，军事工业还是在以一种不可思议的速度在急速恢复与发展
）。1919年春，红军乌克兰第2集团军在南部战场缴获了白匪军的2辆法制“雷诺”式轻型坦克。其中
的一两被运往红色索尔莫沃机器制造厂进行分析研究。当时，列宁指示军事工业委员会，要在1921年
春天之前制造出15辆仿造“雷诺”坦克的轻型坦克。那个时候，苏维埃政权刚刚成立，接收的是沙皇
俄国的烂摊子，不仅没有汽车工业，重工业也少得可怜。想制造出能用于战斗的坦克，面临的困难可
想而知。负责研制工作的红色索尔莫沃工厂没有能力制造整车，装甲板要由彼得格勒的伊热尔工厂生
产，动力装置要由莫斯科汽车制造厂生产。第一辆坦克的生产于1920年2月开始，当装甲板和动力装置
于6—7月问运到后，8月份总装完毕。这种坦克称为KC坦克，是俄文“红色索尔莫沃”的缩写。8月31
日，开始进行试验。这辆坦克行驶了60公里，显示了良好的技术性能。随后，由对试验中发现的问题
加以改进。1920年12月1日，军事委员会正式向列宁同志报告：“第一辆苏维埃的坦克胜利诞生！”第
一辆坦克命名为“为自由而战的战士列宁同志”。不久，又生产了14辆KC坦克，分别以“巴黎公社”
、“红色战士”、“伊利亚·莫罗曼”、“无产者”、“暴风雨”、“胜利”等名字命名。尽管现在
看来，KC坦克是极为简陋的原始坦克，不过在当时看来，这种坦克的性能却相当不错（它的战斗全重
为7吨，乘员2人，装一门37毫米火炮和一挺7．62毫米机枪，最大行驶速度为8．5公里／小时。比起只
装一种武器的“雷诺”轻型坦克，这是一种进步。KC坦克从1921年起在苏军中服役，直到1940年）。
作为苏联生产的第一种坦克，从KC坦克诞生时日起，红色装甲力量真正开始了咿呀学语的第一步。　
　KC坦克只能算是仿制，要想拥有真正的坦克制造能力，自行设计阶段是必不可免的。不过当时间到
了1922年，苏联政府开始着手医治国内战争造成的满目疮痍，红军部队开始大规模复员。特别是为了
保障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有限的资金大都被用于改善人民生活水平上，因此包括坦克兵、航空兵等
技术兵种的建设速度被相对放缓，红军装甲部队的规模仍然维持在了国内战争结束时的水平（1921年
春）苏俄发生大面积的灾荒，三千多万老百姓挣扎在饥饿的边缘。然而，由于在刚刚结束的保卫新政
权的战争中，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显现出了极大的威力，结果苏维埃政权仍然决定继续推行对农民余粮
的无偿征集政策。然而，这个政策引起了农民的不满，一些富农甚至借机拿起了武器。连十月革命中
布尔什维克的坚强堡垒——喀琅施塔得的水兵们，也支持农民的要求⋯⋯结果，一连串残酷的现实击
碎了身处彼得堡的革命领导者们那不切实际的幻想，开始认真考虑裁减红军数量以减轻国家负担的问
题）。好在这种停滞期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虽然苏联刚刚成立时，根本没有完整的重工业体系，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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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奔流》

然谈不上坦克制造了，国内工业企业至多只能偶尔完成一些修理工作，生产出的十几辆KC坦克实际上
是工人用榔头手工敲出来的样车。但是，在帝国主义列强包围下依然处于风雨飘摇中的红色政权，又
迫切装备战斗车辆来加强红军的战斗力。于是19241年5月6日，国防工业中央管理局在莫斯科成立，这
是苏联国家坦克制造工业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原因是在这个系统中，成立了一个分管坦克设计
和制造的部门，它在1926—1929年间被称为哈尔科夫莫洛佐夫机械设计局（GKB OAT）。这个设计局
的任务就是研制履带战斗车辆并协助工厂建立生产线，使图纸成为实际的产品。然而，由于缺乏必要
的工具和设备，莫洛佐夫设计局的早期工作几乎没有什么成效。尽管如此，莫洛佐夫设计局仍与国内
几家实力比较雄厚的机械制造厂尝试合作，其中包括哈尔科夫机车厂，该厂在1923年设计并制造了共
产主义履带拖拉机，由于拥有生产履带车辆的生产设备和一定的经验，所以被认为拥有建立坦克生产
线的良好基础，组织技术力量和生产设备，建立坦克生产工厂，为真正意义上国产坦克的诞生做着准
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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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作者是达瓦里希型，嗯
2、好好写技术就行了，非得喷上一阵黄俄味，败笔。
3、苏联红军装甲部队从一只幼小的蜥蜴长成一只巨大的爬虫却被另一只爬虫——纳粹德军——打了
个措手不及在世人皆以为这只爬虫即将升仙时它却进化成一只打不死的小强随后更是进化成让欧陆，
甚至全世界感到恐惧的装甲霸王龙这是怎样的进化史这是怎样的血腥史
4、很详细地介绍了苏联装甲兵建军史
5、看到这本书后,感觉内容还可以,所以就买了准备仔细看看
6、不过战后的发展写得太少了。冷战末期可是苏军装甲力量的巅峰。
7、结构混乱，战役讲解无地图，车轱辘话反复说，数据经常前后矛盾，还有那《真理报》一般的语
调和中学课本历史观令人作呕。
8、红色的钢铁洪流，任何国家都要经过涅槃才能重生。现在感觉，真切的感觉到了，红军装甲部队
的锐不可当。冷战的时候，西方国家根本不可能挡的住红军⋯⋯
9、机械化波动战啊，谁能阻挡红色的钢铁大潮？！
10、还是能够比较完整的反映出苏联装甲兵的成长历史。可以一读。
11、内容精彩，图文并茂，分析很到位，是一本很好的军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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