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言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隆隆炮声，虽己沉寂近半个世纪，然人们对这场人类
历史上空前的战争，二十世纪最重大的事件，至今仍记忆犹新，难以忘怀。
各国政治家、军事家和有关学者，从未间断过在各个方面对它进行研究和总
结；新闻广播、报刊杂志，仍常常提及它的人物事件和经验教训；电影电视、
小说戏剧，也热哀于以它的曲折史事和传奇斗争作为创作题材。日本法西斯
的南京大屠杀、纳粹德国的鲸吞波兰、英法敦刻尔克撤退、日军偷袭珍珠港、
苏德会战斯大林格勒、盟军登陆诺曼底、三巨头会晤雅尔塔、苏军攻克柏林、
日本宣告投降⋯⋯这一幅幅血腥、悲壮、雄伟的历史画卷，永远震荡着世人
的心灵。

纵观世界，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档案文献、书信日记、回忆纪事、通
史专著以至文艺作品，浩如烟海。为帮助人们系统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英、
美、法、苏、日、德等国的学者，己编纂出版了大量有关这次大战的工具书，
其中包括大事长编、人物辞典、指南手册、百科全书。这些工具书，有单卷
的，也有多卷的，有通俗性的，也有专科性的，种类繁多。研究第二次世界
大战起步较晚的我国学者，自不甘落后，近年来努力著书立说，作出了自己
应有的贡献，但在辞书领域内迄今尚无建树。我们全力编纂这部《第二次世
界大战百科词典》，正是旨在填补这一领域的空白。

本词典共收词目 4875 条，约一百五十余万字，涉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政
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各个方面；地域遍及全球，战场包括亚洲、
欧洲、非洲和大西洋、太平洋；时限以1939—1945 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本
身为主体，上溯至 1919 年的《凡尔赛和约》，尤其是作为大战前奏的 1931
年九·一八事变，以及各种国际冲突和局部战争，下迄 1946、1948、1949
年纽伦堡、东京、伯力国际法庭对德、日战犯的审判；举凡有关第二次世界
大战的重要人物、事件、会议、组织、武器、战役、行动计划和代号等，均
予收录；书中插有主要战役地图 35 幅，主要人物、事件、武器照片 381 幅；
书后列有人名译名对照表、战斗序列表、重要战役表和重要国际会议表等附
录，在编写过程中，除了广泛利用美、英、法、苏、日、德等各国出版的有
关工具书之外，还努力吸收国内外最新的科研成果，尤其注重反映中国抗日
战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地位。

参加本词典编写工作的有来自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社会科学
院历史研究所、空军政治学院、上海师范大学等单位的十六位同志。在开展
工作的初期，曾经设立由李巨廉、金重远两位主编和王斯德、钱洪、潘人杰
组成的五人编委会，负责讨论和草拟有关编写体例和选收词目。另外，陈兼
和陈石也参与了部分选词工作。对于全书词目的收列，曾经广泛征求国内研
究二战史的有关专家学者的意见。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的陈祥超同
志，认真审阅了全部意大利的词目，根据意大利文的材料提出了详细的书百
意见。词目释文按撰稿人的研究特长，分工负责撰写。具体分工如下：李巨
廉：部分德国、苏联、英国、日本、苏德战场、西欧和大西洋战场、北非和
地中海战场、主要战役表和地图、战斗序列表；金重远：法国、意大利、亚
非拉各国、部分国际关系和太平洋战场、重要国际会议表；顾云深：美国和
部分太平洋战场；郑寅达：部分德国；余伟民：部分苏联和苏德战场；石源
华：中国战场和部分中国（事件、组织）；张云：部分中国（人物）；潘人



杰：部分西欧战场和英国（人物）；俞新天：东南欧诸国；叶江：西欧诸小
国，武克全：西班牙和部分国际关系；金仁芳：部分日本和国际关系；孙志
民：部分日本；倪培华：部分英国；王斯德：部分国际关系；杨宝林：部分
中国（人物）。成文之后经过审读并由原撰稿人进行了修改。潘人杰、虞宝
棠、杨宝林、王斯德参加了美、英、中及中国战场、国际关系等部分词条的
审读工作。全部词条释文、地图、照片以及附录图表，均经主编李巨廉和金
重远审阅、修改、校订，并进行了补写和部分词条的改写。上海辞书出版社
的领导和有关同志，对本词典的编辑出版给予极大支持。编辑部的同志从组
稿开始，就一直参与了从选词到审稿的全部工作。林益明同志全面负责该稿
的编辑工作，并与吴雅仙同志初审了全部书稿；任余白同志对全稿进行了复
审；王芝芬、杨关林同志对全稿作了最后的审定。对此我们深表感谢。

岁月匆匆，自首次编委会在 1985 年 7 月 3 日召开以来，倏忽已历时六载。
期间全体同志努力工作，认真探索，克服因难，不畏艰辛，其情其景犹历历
在目。当我们终于能将这部集体的辛勤劳动之果奉献给广大的读者时，喜悦
激动之心情可以想见。我们相信，它将为我国从事政治、宣传、外交、军事、
国际关系和史学教学与科研的专业工作者，提供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面
的基本专业知识，同时也将为广大的读者开辟一个新的知识天地。我们也深
知，编纂这样一部专科性的词典，是一件艰巨浩大的科研基础工程，尽管我
们竭尽绵薄之力，仍不免挂一漏万，不足与错误在所难免，在此谨热诚欢迎
读者与专家们提出宝贵意见。

主编 1991 年 4 月



凡    例

一、本词典收词时限以 1939—1945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主体，上溯至
1919 年《凡尔赛和约》，下迄 1946、1948、1949 年纽伦堡、东京、伯力国
际法庭对德、日主要战犯的审判；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比较重要的人物、
事件、会议、组织、武器、战役、行功计划和行动代号等词目共 4875 条。

二、一词多义的词目，用①②③等分项叙述。释文中的米花（*）符号，
表示该符号后的词另有专条解释，可供参阅。

三、译名采用通行的译法，对一些译音虽有出入，但至今仍习用的译名，
根据“约定俗成”的原则沿用。除日本、朝鲜、越南外，一般根据“名从主
人”的原则附注外文；阿拉伯文、希腊文注拉丁字母对音。

四、释文中出现未收专条的外国人名、地名、名词术语等，根据需要酌
注外文，人名一般加注生卒年或在位年。

五、对学术上的问题，凡已有定论的，按定论介绍；尚无定论及有争议
的，则采取诸说并存或以一说为主兼及其他。

六、全书附插图 325 幅。书未附有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主要战役地图 35
幅，重要战役表、重要国际会议表、主要国家战斗序列表和外国人名译名对
照表等，供参考。

七、本词典按词目第一个字的笔画、笔顺（一、丨、丿、丶、 、）顺
序排列；同首字的，字数少的在前，多的在后；同字数的，按第二字的笔画
笔顺分先后，⋯⋯余类推。阿拉伯数字和外文字母作词目首字的，排在最后。



第二次世界大战百科词典



一画

一夕会  日本陆军中的法西斯团体。1921 年 10 月，在德国考察的军国
主义分子永田铁山、小烟敏四郎、冈村宁次在德国结成所谓“三杰盟约”，
决心”改革陆军时弊”。回国后以陆军大学第 15—18 期的少壮军官组织“二
叶会”，在其影响下陆军大学第 21—25 期毕业生也成立“国策研究会”（又
称“星期四会）”。1929 年 5 月 19 日二者合并组成一夕会。永田铁山为发
起人，冈村宁次为首领，建川美次为顾问。主张陆军人事安排要以陆军大学
出身者为主，努力谋取陆军省与参谋本部的要职；对外以武力解决中国东北
和内蒙问题，攫取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权一夕会日本陆军中的法西斯团体。1921
年 10 月，在德国考察的军国主义分子永田铁山、小畑四郎、冈村宁次在德国
结成所谓“三杰盟约”，决心“改革陆军时弊”。回国后以陆军大学第 15—
18 期的少壮军官组织“二叶会”，在其影响下陆军大学第 21—25 期毕业生
也成立“国策研究会”（又称“星期四会）”。1929 年 5 月 19 日二者合并
组成一夕会。永田铁山为发起人，冈村宁次为首领，建川美次为顾问。主张
陆军人事安排要以陆军大学出身者为主，努力谋取陆军省与参谋本部的要
职；对外以武力解决中国东北和内蒙问题，攫取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权益。著
名成员有；河本大作、矾谷廉介、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东条英机、山
下奉文、冈部直三郎、桥本群、根本博、石原莞尔、铃木贞一、武藤章、田
中新一等。

一号作战  日本大本营制定日军打通大陆交通线作战的代号。1943 年日
本大本营经*虎号图上演习后，以此为代号制定。其作战目的为：一，夺取将
成为美 B－29 型轰炸机基地的桂林和柳州；二，通过占领桂、柳地区以应付
将来盟军由印度、缅甸和云南指向华南方面的进攻；三，在海上交通日益不
稳情况下，打通南北的铁路，以开辟经法属印支与南方军的联络；四，通过
摧毁重庆军的骨干力量以策划重庆政权的衰亡。1944 年 1 月，因兵力不足作
了修订，分为京汉作战（称“扣”号）和湘桂作战（称“投”号）。随后下
达给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和南方军总司令官。1944 年 4—12 月实施。参见“豫
湘桂战役”。

一强标准（one－PowerStandard）英国海军建设方针的一种俗称。第一
次世界大战前，英国海军建设一直奉行必须“超过世界上两支最强大的海军”
的方针（即*双强标准）。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英国因国力削弱，美、日海
军力量崛起，被迫在 1922 年的华盛顿会议上接受与美战列舰比例为 5：5，
是为“一强标准”。三十年代中期，随着国际局势日益紧张，遂为*DRc 标准
所取代。

一○○部队  日军培养和使用细菌武器的特种部队。1935 年日军在中
国东北长春南郊孟家屯建立，称“关东军兽疫预防部”的细菌试验中心，代
号为一○○部队。1940 年 7 月与*七三一部队总称为“关东军第六五九部队”。
由兽医少将若松次郎主持。拥有 800 余名人员和大量特种设备。该部以七三
一部队的研究试验为基础，以牲畜和植物为对象，专门培养鼻疽、炭疽热和
牛痘等疫病的细菌。用活人进行试验，致使中国无数同胞染病身亡。日本投
降后，中国东北各地还连年流行恶性传染病。

一·二八事变  也称“上海事变”。日本大规模武装侵犯上海事件。*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为进一步侵略中国，同时亦为转移国际对中国东北的



视线和迫使蒋介石承认日本占领东北的事实，在上海挑起事端。1932 年 1 月
*日本和尚事件后，28 日深夜，日海军陆战队千余人分三路由租界向闸北发
动进攻。驻守上海的中国第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副总指挥兼军长蔡廷锴
在全国抗日救亡高潮推动下，率部奋起抵抗。2月 10 日，张治中率第五军增
援。上海军民英勇抗战，日军三次进攻受挫，死伤万余，三易主帅。3 月 1
日，日军第十四师团 3万余人在浏河口一带登陆，驻沪日军同时发起总攻。
蒋介石政府奉行不抵抗政策，未作增援，第十九路军腹背受敌，被迫撤离上
海。3月 3日，在英、美、法、意等国调停下，双方宣布停战，24 日开始谈
判。5月 5日国民政府与日本政府签订*《淞沪停战协定》。此战中国军民英
勇抗敌，打击了日军侵略气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意志。

一二·九运动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次大规模学生抗日民主运动。1935
年日本发动华北事变，民族危机极端严重。国民政府继续执行妥协退让方针，
准备建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以满足日本提出的“华北政权特殊化”要求。12
月 9 日，北平（今北京）学生 6000 余人高呼“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反
对华北自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聚集新华门前，向国民党北
平当局请愿。由于当局拒绝学生要求，学生举行示威游行，当队伍来到王府
井大街时，遭到大批武装军警镇压，学生 30 多人被捕，100 多人受伤。次日，
北平学生举行总罢课。16 日，北平学生和市民 1 万余人再次举行示威游行，
迫使冀察政务委员会延期成立。杭州、广州、南京、天津、上海、武汉、长
沙等地奋起响应，纷纷成立各界救国会，要求国民政府停止内战，实现抗日，
形成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它打击了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标志着新
的民族革命高潮的到来，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一式加农炮  日本加农炮。1941 年（即日皇纪元 2601 年）制成，故名。
口径 47 毫米，战斗全重 800 公斤，炮弹重1.54 公斤，炮弹初速每秒 820 米，
射程 3.7 公里，在 1 公里距离内可穿透 40 毫米厚的装甲，射速每分钟 15—
20 发。

一式轰炸机  日本中型轰炸机。美、英称之为“贝蒂”（Betty）。1939
—1940 年由三菱重工业公司研制。其 G4M 型翼展 24.3 米，机长 20.2 米，乘
员 7人，双引擎，最高时速 436 公里，升限 9100 米，航程可达 3640 公里，
装备 3挺 7.7 毫米机枪、i 门 20 毫米航炮，可载炸弹近 1000 公斤。具有较
远距离突击能力，成为日本海军主要陆基轰炸机。1941 年 12 月，曾参加炸
沉英国*威尔士亲王号战列舰。以后广泛用于太平洋战场。1943 年 4 月，联
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乘坐此机种赴所罗门群岛前线视察，被美机击落
毙命。战时共生产 2479 架。

一式战斗机  日本陆军歼击机。美、英称之为“奥斯卡”（Oscar）。
1940 年中岛公司制成。1941 年开始服役。其 Ki-43-1 型翼展 11.4 米，机长
8.7 米，单座单引擎，最高时速 490 公里（一说 550 公里），升限 11200 米，
航程 1200 公里，装备两挺 12.7 毫米机枪，可携两枚 250 公斤的炸弹。共生
产 5878（一说 5751）架。

一九四七年和约  苏、英、美、中等同盟国于1947 年 2 月 10 日在巴黎
分别签署的对意大利、罗马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芬兰的和约。（1）对
意和约的主要内容：领土条款规定，在意、法边界作有利于法国的小变动，
意、南边界作有利于南斯拉夫的变动，的里雅斯特及周围地区划作自由区，
多德卡尼斯（Dodecanese）群岛划归希腊；政治条款规定，意应解散一切法



西斯组织并审判战犯，保证其公民享有一切基本自由，意放弃在非洲利比亚、
厄立特里亚和意属索马里各属地的一切权利，放弃在中国的特权，承认阿尔
巴尼亚和埃塞俄比亚的独立和主权；军事条款规定，拆除沿意法、意南边界
的永久性工事，禁止建立新的海军基地和生产原子弹、导弹、30 公里射程的
大炮等，意军不得超过 25 万人，其舰队的一部分交美、英、法处理：此外，
对苏赔偿 1亿美元，对阿尔巴尼亚赔偿 500 万美元，对希腊赔偿 1.05 亿美元，
对南斯拉夫赔偿 1.25 亿美元，对埃塞俄比亚赔偿 2500 万美元。（2）对罗、
匈、保和约的主要内容：规定恢复 1940 年 6 月的《苏罗协定》，罗将比萨拉
比亚和北布科维纳割予苏联；废除 1940 年 8 月的*维也纳仲裁，罗从匈收回
特兰西瓦尼亚；保加利亚保持 1941 年 1 月 1 日的边界，南多布罗加仍留在保
领土范围：恢复1938 年 1 月 1 日的匈与奥、南和罗的边界，匈承认废除1938
年的维也纳仲裁，把外喀尔巴吁乌克兰归还捷克斯洛伐克；匈承认 1945 年 6
月的《苏捷协定》以及根据此协定确定的苏匈边界，即捷把从匈收回的外喀
尔巴吁乌克兰割给苏联；规定罗赔偿苏 3亿美元，保赔偿希腊4500 万美元和
赔偿南斯拉夫 2500 万美元；匈赔偿苏 2亿美元并对捷和南各赔偿 1亿美元。
（3）对芬和约的主要内容，恢复 1940 年 3 月《苏芬和约》的效力和 1941
年 1 月 1 日的芬兰疆界；芬将贝柴摩地区割让给苏联，苏放弃根据 1940 年和
约取得的对汉科半岛的租借权；苏从芬取得在波卡拉地区建立海军基地的领
土和领水的使用权和管理权，租期 50 年，年租金500 万芬兰马克；阿兰群岛
非军事化；芬不得允许法西斯组织存在和活动，并保证逮捕和审讯战犯；规
定芬陆军 3.44 万人；海军 4500 人，舰艇不超过 1万吨，空军 3000 人，飞机
不超过 60 架；芬对苏赔偿3亿美元。上述和约巩固了欧洲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的成果，但也含有侵犯这些战败国领土主权的条款。

一九三五年中立法（1935NeutralityAct）即“皮特曼法案”。
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三日德军大本营会议  谋划第二次世界大战的

德国高级军事会议。1939 年 5 月 23 日在柏林德国新总理府元首办公室举行。
与会者有希特勒、空军总司令戈林、海军总司令雷德尔、陆军总司令勃劳希
契、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长官凯特尔、陆军总参谋长哈尔德、空军总监米尔
契等 15 人，希特勒的军事副官施蒙特（Rudoifschmundt，l896—1944）作记
录。主要内容是希特勒宣布作战目标和计划。他在讲话中强调德国的经济问
题只有在欧洲取得更多的“生存空间”才能解决；在统一德意志民族后，只
有流血才能取得新的成功；但泽并非主要目标，必须消灭波兰，扩大在东方
的生存空间，确保粮食供应并解决波罗的海国家的问题；对波战争只有当英
法两国置身局外时才能取得成功，否则最好在进攻西方的同时消灭波兰；如
果苏联对德国采取敌对态度，德日关系会变得更加密切；力求以突然袭击开
始，争取尽早结束战争，但必须作好应付 10—15 年持久战的准备；保密是成
功的决定性前提，不得向意大利和日本透露德国的战争意图。会上无人表示
异议，希特勒遂下令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成立研究小组制定各项作战计划。



二画

[一]

二宫治重（1879—1945）日本将领。毕业于陆军士宫学校。参加过日俄
战争。1918 年任陆军省军务局课员。

19 年任陆军大学教官。1925 年任驻英武官。1930 年 12 月任参谋本部次
长，积极追随字垣一成。1931 年曾与桥本欣五郎等人策划建立军部内阁的政
变计划，未果。

4年晋升中将，编人预备役。1944 年 7 月—1945 年 2 月任小矶内阁的文
部大臣，任内病死。

二·二六事件  日本*皇道派青年军官发动的武装政变。受北一辉思想
影响而决心进行＊昭和维新的皇道派青年军官，因*相泽事件与统制派对立激
化。1936 年 2 月 26 日清晨，村中孝次、矾部浅一、安藤辉三等率领步兵第
一、第三联队和近卫步兵第三联队一部，共计 1400 亲人袭击首相宫邸、警视
厅及其他政府要人的私宅。高呼昭和维新”、“尊王讨奸”等口号，杀死内
大臣斋藤实、大藏大臣高桥是清、教育总监渡边锭大郎等人。首相冈田启介
因其秘书被误杀而幸免于难。政变部队占领了永田町一带的陆军省、参谋本
部、国会议事堂和首相官邸，胁迫陆军大臣川岛义之出面，建立以皇道派为
主的军部独裁政权。当日下午 3时 30 分，军部曾发布《陆军大臣告示》对政
变行动表示同情；戒严司令部也将政变部队编入警备部队。后因各方反对，
才在政变后的第三天“讨伐叛乱部队”。29 日叛乱被镇压。政变主谋者和北
一辉、西田税等被处死。统制派利用此事件“肃军”，清除了皇道派，并通
过恢复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加强了对政府的控制。

二十号委员会（“Double-Cross”Commitree）即“XX 委员会”。
十字军（Crusader）1941 年英军由利比亚和埃及边境发动反攻的行动代

号。是年6月代号*战斧的行动失败后，新组建的英国第八集团军得到更大的
增援。11 月 18 日，在飞机和坦克上占有一倍优势的英军开始进攻。以主力
第三十军迂回敌侧翼，直扑图卜鲁格地域。在持续两周的坦克交战中，英军
为争夯西迪雷泽格（SidiReze-gh）损失惨重，隆美尔率部向东突击威胁英军
侧后。26 日，丘吉尔撤换了准备撤退的集团军司令坎宁安。英军坚持继续进
攻，迫使隆美尔于 12 月 4 日放弃对图卜鲁格的包围，向西且战且退。被阻隔
在利、埃边境的德、意守军先后投降。此战，德、意军损失 3.3 万人，英军
损失近 1.8 万人。参见“北非之战”。

十九路军  中国粤系部队。1930 年由国民党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改编
而成，总指挥蒋光鼐，副总指挥兼军长蔡廷锴，在江西与中国工农红军作战。
九·一八事变后调防上海，次年”一·二八事变中抵抗日军对上海的进攻。

后被蒋介石调往福建进攻中国工农红军。1933 年 11 月 20 日，该部领导
人联合国民党内李济深等反蒋派，宣布抗日反蒋，在福州成立“中华共和国
人民革命政府”，并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签订抗日反蒋协定，改编
为人民革命军第一方面军，辖 5个军，蔡廷锴任总司令。1934 年 1 月失败后
残部退入广东，为陈济棠收编。

十月事件  日本极右组织*樱会策划的一次未遂政变。樱会首领”桥本
欣五郎中佐、长勇少佐等陆军军官密谋通过武装政变建立军人专政，并一举



解决侵占中国东北和内蒙的问题。他们在民间右翼势力首领大川周明、西田
税等人的协助下，预定于 1931 年 10 月 21 日出动近卫师团的 12 个步兵中队
和陆海军的 16 架飞机袭击首相宫邸和警视厅，杀死首相若槻礼次郎、外务大
臣市原喜重郎及内大臣牧野伸显，颁布戒严令，建立以*荒木贞夫为首的法西
斯政权。后计划泄露，桥本欣五郎等主谋者于 10 月 17 日被捕。但荒木贞夫
得以就任下届犬养内阁的陆军大臣，使法西斯势力得到进一步加强。

十年规则（TheTen-YearRule）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军备政策的总方
针。1919 年 8 月 5 日，英国政府通过决议，指出“在制订修改后的预算时，
应假定大英帝国在今后十年之内不会卷入任何大规模战争，并因此也不需要
远征军”。在此方针指导下，英国不断削减本国军费开支。1928 年，十年行
将期满，在当时任财政大臣的丘吉尔推动下英国政府又决定，除非根据外交
部或三军的创者改变这个假定，它将从审议之日算起，自动往后顺延。1932
年 1 月，日本发动进攻中国上海的*一·二八事变后，始被英国政府正式放弃。

十次打击  “十次突击”的旧译。
十次突击  旧译“十次打击”。对 1944 年苏军战略总攻的一种概括，

具体指苏军在苏德战线的十个方向先后实施的一系列战略性进攻战役：列宁
格勒一诺夫哥罗德战役、*第聂伯河右岸乌克兰进攻战役、*敖德萨战役与*
克里米亚战役、*维堡战役与*斯维里河-彼得罗托沃兹克战役、*白俄罗斯战
役、*利沃夫-桑多梅日战役、*雅西-基什尼奥夫战役、*波罗的海沿岸战役、
*布达佩斯战役为中心的若干战役、佩特萨莫一希尔克内斯战役。上述战役的
结果，苏军解放了几乎全部沦陷国土，把战场推到了国境之外，苏德战线由
4450 公里缩短到 2250 公里；德军共损失 160 万人、坦克和自行火炮 6700 辆、
火炮和迫击炮 2.8 万门、飞机 1.2 万架：芬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
利先后退出战争或获得解放。从五十年代未起，苏联有关著作一般不再使用
“十次突击”的提法，对某些战略性进攻战役的概括也有变化，详见有关各
条。

十点纲领（Zehn-punkte-programm）见*德国人民阵线”。
十一式机枪  日本轻枫枪。1922 年（即大正 11 年）制成，故名。枪长

1.1 米，全重加。2公斤，口径 6.5 毫米，射速每分钟 500 发，射程3000 米，
弹匣可装弹 30 发，弹药可与三八式步枪通用。射程较远，精度较高，但易出
故障，装弹较费力。广泛用于侵华战争，因其枪托弧形折向一侧，故中国称
之为“歪把子机枪”。1939 年在其基础上改进为九九式机枪（该年为日皇纪
元 2599 年故名），口径为 7.7 毫米，但因生产能力不足，装备不多。

十二烈士山  中国东北抗日联军 12 名战士抗击日伪军的牺牲地。1938
年 3 月 18 日，在完达山脉蓝棒山麓尖山子南方 10 余里谷地，即宝清县西石
灰窖南沟的小孤山，抗联第五军第三师第八团一连一小队与日伪军 400 余人
的骑兵队发生遭遇战。连长李海峰和指导员班路遗指挥抗联战士打退敌人多
次冲锋，毙伤日伪军 100 余人。李海峰、班路遗、朱雨亭、魏希林、陈凤山、
李芳邻、夏魁武、王仁志、张金富、杨德才、王发、李才等 12 名战士壮烈牺
牲。抗联第二路军党委为表彰此英雄事迹，将小孤山命名为“十二烈士山”。

十字军型坦克（Crusader）英国轻型坦克。1940 年在吸收苏、美坦克
结构基础上研制成功。1941 年开始服役 6重 20 吨，平均每平方厘米压重 0.9
公斤，装甲厚 24—49 毫米，装备 1门 40 毫米（炮弹重 2磅）火炮（后改为
57 毫米、炮弹重 6 磅的火炮）和 1 挺机枪。最大时速 45 公里，行程 320 公



里，乘员 4人。战时共制造 5300 辆，1943 年起改作训练车。

厂窖惨案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军屠杀中国人民的暴行之一。1943
年 5 月上旬，日本华中派遣军总司令畑俊六亲自指挥 3000 日军，分水陆两路
包围洞庭湖西北角三面环水的厂窖地区。9—12 日连续 4 天进行烧、杀和抢
掠，焚毁堵截在厂窖的 2000 多只民船和沿河 30 余间房屋，杀死居民 3万亲
人，杀伤 3000 多人，强奸妇女 2000 多人，全家被杀绝的达 200 户以上。

丁默邨（1903—1947）汉奸。曾任国民政府军统局第三处（邮电检查处）
处长。1938 年转任军事委员会少将参仪、武汉市政府参事秘书长。1939 年初
级国投敌，在上海组建特工组织，后任汪伪国民党中央常委、社会部长、特
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特工总部主任。1940 年 3 月起，任汪伪国民政府行政
院社会部长、国防最高会议秘书长、军事委员会政治保卫部副总监、浙江省
长兼保安司令。破坏抗战，残害人民。抗战胜利后被国民政府判处死刑，在
南京处决。

七十六号  汪伪特工总部上俗称，以其所在地得名。抗日战争初期，日
本特务机关利用汉奸李士群、丁默郊，在上海建立汉好特务队伍。1939 年春
搬到极司非尔路 76 号（今万航渡路 435 号）。不久即与汪精卫集团合流。同
年 9月 5月，汪伪国民党六届一中全会正式成立中央特务委员会，下设特工
总部于该处，以丁默邨为主任，李士群、唐惠民为副主任，进行暗杀、绑架、
勒索、栽赃、陷害等活动，成为迫害和残杀抗日志土和人民的大魔窟。

七七事变  也称“芦沟桥事变”；日本有称”华北事变”。日本向中国
发动全面侵略战争的开始。1937 年 7 月 7 日

夜，驻丰台日军河边正三旅团第一联队第三大队大队长清水节郎率部在芦沟
桥附近进行军事演习。日军借口 1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宛平县城搜查。中国
政府拒绝日军无理要求，但同意调查。正当双方谈判调查之际，日军迅即调
动军队，于 8日凌晨开始进攻宛平城和芦沟桥。中国驻军第二十九军第三十
六师冯治安部第二一九团官兵奋起抵抗。9 日凌晨，中、日双方达成协议：
日军撤至丰台，中国军队撤至永定河西岸，宛平城防由河北保安队接管。中
方执行协议撤军，日军却趁机增兵，于 10 日向中国军队大举进攻。11 日，
日本政府一面宣称坚持“不扩大”方针，一面下令增兵华北，至下旬达 10
万左右。28 日芦沟桥失守。随后北平（今北京）、天津相继沦陷，日本的猖
狂侵略激起中国人民的义愤。7 月 8 日，中国共产党通电全国，号召全民族
抗战。华北人民迅速投入抗战的行列，上海、武汉、南京、太原等地各界人
民纷纷组织抗敌后援会。7月 17 日，蒋介石发表”庐山谈话，表示“若日本
再漠视中国最低限度的立场”，“决心牺牲到底！抗战到底！”中国全国性
的抗日战争从此开始。

七月政变  意大利上层分子推翻墨索里尼独裁统治的政变。意大利北部
大罢工和 1943 年 7 月 10 日盟军在西西里岛登陆后，意大利政局动荡，国家
法西斯党内部上层集团矛盾激化。16 日德博诺等人提出召开*法西斯大委员
会，19 日墨索里尼被迫表示同意。24 日下午 5时法西斯大委员会举行会议，
墨索里尼首先作长篇发言，为意大利战败辩护，引起与会者激烈辩论。会上
格兰迪提议恢复政府、议会和法西斯大委员的权力，并由国王爱麦虞限三世
重新统率三军，得到齐亚诺等人的支持。斯科尔扎试图中断会议未成后，25



日凌晨 3时，格兰迪动者付诸表决时，以 19 票赞成、8票反对、1票弃权，
获得通过。同日下午5时国王召见和下令逮捕了墨索里尼。晚上 10 时正式发
布墨索里尼辞职和巴多里奥出任首相的消息，政变成功。

七·二○事件  德国军内反纳粹分子谋刺希特勒的未遂事件。1943 年
底，德国武装部队内以*贝克、*施道芬堡等人为核心的密谋集团拟定了“女
武神计划，决定再次谋刺希特勒，并在行刺后发动政变，成立以贝克为国家
元首、戈台勒为总理的新政府。1944 年 7 月 20 日中午，施道芬堡借参加*腊
斯登堡会议之机，将英制定时炸弹带入会议室，但因放置炸弹的皮包被与会
者勃兰特（HeinzBrandt）无意挪位，未炸死希特勒。同时在柏林的反希特勒
分子亦未按原计划及时行动，部分成员闻知希特勒朱死后倒戈，政变未遂。
希特勒为此成立“七月二十日事件特别委员会”，先后处死反对派及嫌疑分
子 4980 人，其中包括贝克、戈台勒、施道芬堡、卡纳里斯等人，并加强对军
队和国家的控制。

七三一部队  日军培养和使用细菌武器的特种部队。1933 年日本陆军
省和参谋本部在中国黑龙江省肇东县满沟和五常县背阴河建立细菌实验所，
属绝密机构，受关东军领导，由*石井四郎主持，秘密进行细菌研究工作。1938
年移驻哈尔滨东南平房镇，名为“关东军防疫给水部”，代号“东乡部队”。
1941 年 8 月编为关东军第七三一部队。部队长为石井四郎，1942 年 7 月由北
野政次接任，1945 年 3 月石井四郎复职。该部拥有 3000 多人员，占地 30 余
平方公里。设有八个部，第三部从事给水和防疫工作，其他各部均从事准备
和进行细菌战工作。还配备由关东军各部队和各兵团指挥的支队，用以在战
争中实际使用各种细菌武器。培养的细菌有：鼠疫、霍乱、坏疽、炭疽、伤
寒、副伤寒等，以鼠疫和霍乱两大菌种为基本武器。拥有每月能生产 300 公
斤鼠疫细菌的制备系统，并附有监狱，能关押 300 人用作试验；制造细菌炸
弹的工厂；野外试验场地；机场和专用航空队；处理尸体的火化场。该部还
实施细菌战。1940 年夏石井四郎亲自率队到华中战区，在宁波一带用飞机散
布鼠疫，使该地发生疫情。1941 年又到华中常德，从飞机上散布传染鼠疫的
跳蚤，次年再次在华中地区散布细菌。据战后调查估计，在该部接受试验而
被害者至少有 3000 人，因遭细菌残害罹疫死亡者逾万人。1945 年 8 月苏联
对日宣战，该部大肆破坏各种设施，残杀被监禁者后撤退。

七君子事件  中国国民政府迫害爱国民主人士的事件。1936 年 5 月 31
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后，其主要领导人在上海领导各界抗日救亡运
动，要求国民政府停止内战，释放政治犯，与红军议和，成立统一的抗日民
主政府。国民政府于 11 月 23 日凌晨，在上海非法逮捕该会领导人沈钧儒、
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章乃器、王造时 7人，押往苏州国民政府
江苏高等法院。史称“七君子事件”。次年 4月 4日，该院检察处对沈钧儒
等 7人提出“公诉”，诬蔑他们领导抗日救国运动为“危害民国”。中共中
央为此于 4月 12 日发表宣言，要求国民政府彻底放弃错误政策，释放一切政
治犯。6月 25 日，宋庆龄、何香凝等 16 人发起“救国入狱运动”，要求与
“七君子”并案处理。宋庆龄等还亲赴苏州，同国民党当局进行说理斗争。
全国各地营救运动此起彼伏。1937 年七七事变后，在舆论压力下，当局于 7
月 31 日释放沈钧儒等 7人。

七亘衬伏击战  抗日战争初期八路军在正大铁路南侧伏击日军的战
斗。1937 年川月 25 日，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率第三八六旅进抵山



西平定。为打击沿正大铁路南侧西进之敌，以第七七二团一部在浪子关东南
七亘村设伏。26 日首歼日军辎重队 300 余人，缴获骡马 300 余匹和大批军用
物资。28 日再次在七亘村设伏，歼敌百余人，缴获骡马数十匹。我军仅牺牲
30 亲人。

[丿]

人民阵线（FrontPopulaire）法国进步力量的统一战线。1934 年 2 月 6
日，法西斯分子在巴黎举行暴动（即*“向议会进军事件”）后，法国左翼各
政党逐渐抛弃成见。相互接近。7月 27 日共产党和社会党达成协议，签订统
一行动公约。1935 年 5 月激进党等其他左翼党派加入。6月，在市政选举中
获胜。7月 14 日，在巴黎巴士底广场组织有 50 万人参加的大规模示威游行
后正式成立。1936 年 1 月颁布纲领，要求解散所有法西斯组织，实行每周四
十小时工作制，推行军事工业国有化，实行税收改革和法兰西银行管理的改
革；要求实行国际合作，谋求集体安全。不久在议会选举中获胜，同年 6月
组成政府，勃鲁姆首任总理。其任内履行人民阵线纲领，曾获一定成功。以
后各届内阁次第由旭当、勃鲁姆和达拉第主持。共产党夫人阁，但表示支持。
在垄断资本的压力下，政府逐渐背离其纲领。1936 年 9 月 9 日参加在伦敦成
立的”国际不干涉委员会”，对西班牙内战采取绥靖政策；1939 年初承认佛
朗哥政权，并封锁法、西边境。对外与英国合作，对德国妥协。1938 年 3 月
德国吞并奥地利后，只发了一纸空头抗议。同年 9月 30 日参加签订出卖捷克
斯洛伐克的《慕尼黑协定》，因对外政策的观点不同，人民阵线内部的矛盾
激化。10 月 14 日，激进党借口法共者员投票反对《慕尼黑协定》，将法共
开除出人民阵线，遭社会党反对。11 月 30 日激进党宣布退出人民阵线。至
此，统一战线已名存实亡。1939 年 9 月 1 日德国进攻其盟国波兰后，法国于
9月 3日向德国宣战，但并未采取重大军事行动，竞坐视波兰败亡，史称“奇
怪战争”。1940 年 3 月 20 日达拉第下台，人民阵线政府即告结束。

人民法庭（Volksgerichtshof）纳粹德国的特别法庭。1934 年 4 月 24
日设立，用于审判反对纳粹政权和纳粹思想的案件，由 2名职业法官和 5名
纳粹党、党工队和武装部队的官员组成。庭址设在柏林法院内，法官席背后
放置腓特烈一世和希特勒的胸像，饰有 3面大型纳粹党旗。该庭基本上实行
秘密审讯，被告大多被判处死刑。1936—1945 年庭长先后由蒂勒赫和法赖斯
勒担任。

人民自卫军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冀中抗日武装。1937 年 10 月 14 日，
由原东北军第五十三军第六九一团团长吕正操率部在晋县起义后改编而成。
年底调赴晋察冀边区整训，次年 1月返回冀中，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建立抗
日根据地。4 月，与河北游击军合编为八路军第三纵队兼冀中军区。吕正操
汪司令员，王平（后程子华）任政治委员。人民冲锋队即“人民突击队”。

人民突击队（VolkSsturm）一译“人民冲锋队”。大战后期德国的地方
武装组织，根据 1944 年 9 月 25 日关于动员 16—60 岁公民保卫德国的法令组
建。由 16—60 岁非在役公民组成，绝大部分是伤残退役老兵和其他不适服役
者。基本作战单位为营。原规定只在本地区作战，纳粹德国行将灭亡时被调
往东、西两线参战。与其并存的有*德国护乡队。

人民民族联盟（RassemblementnationalPopu-laice）法国政党，1941



年 2月 1日由德阿在巴黎建立。奉行与纳粹德国合作的方针，鼓吹在法国进
行所谓民族和社会革命。下属有“全国人民军团”、“社会劳动联盟”和“人
民民族青年”等法西斯组织。出版《联盟》周刊，宣传亲德和反犹。支持赖
伐尔复出主持维希政府，并参加“法国反布尔什维主义志愿军团”的组建。
后因内部矛盾，影响渐小，巴黎解放后瓦解。

人民观察家报（V lkischerBeobachter，缩写VB）德国纳粹党机关报。
原为慕尼黑一家每周出版两期的反犹小报，1920 年底财政困难时被纳粹党购
买。1923 年 2 月改为日报，日销约 7000 份；同年底由罗森堡任主编，重点
宣传种族理论。1924 年遭禁。1925 年 2 月 26 日复刊。成为纳粹党的喉舌。
1933 年纳粹党执政后销量急剧增长，1941 年日销量超过 110 万份。以煽动性
的和失真的新闻，鼓吹民族沙文主义，为纳粹德国扩军备战和发动侵略战争
张目。大战后期则鼓吹总体战，煽动顽抗到底。1945 年纳粹德国战败后停刊。

八边形（Octagon）第二次“魁北克会议”的代号。
八路军  全称“国民革命军陆军第八路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

队。1937 年 8 月 25 日，根据国共两党谈判协议由在陕北的工农红军主力改
编而成。*朱德、*彭德怀任正副总指挥，*叶剑英、*左权任正副参谋长。同
年 9月 11 日，根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电令，番号改为第十八集团军，总指
挥改称总司令。同年 10 月，根据中共中央八路军的机枪班战士命令，恢复政

治委员制度，政训处改为政治部，*任弼时、邓小平任正副政治部主任（后为
*王稼祥、*傅钟）。下辖第一一五师、第一二○师、*第一二九师和后方留守
兵团，共 4.6 万人。改编后，即东渡黄河开赴华北前线迎击日军，取得平型
关、雁门关、阳明堡、七亘村、黄崖村、广阳等一系列战斗的胜利.后根据中
共中央实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分散兵力深入华北敌后，发
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1939 年底发展到 27 万人。1940
年进行*百团大战，发展到 40 万人，开辟了晋察冀、晋绥、晋冀豫、冀鲁豫、
山东等抗日根据地，并派出第四、第五纵队南瘦黄河，协同新四军扩大华中
抗日根据地。1941—1942 年，由于日军集中兵力扫荡华北，以及国民党顽固
派的封锁和进攻，部队减少至 30 万人，根据地面积缩小一半。在艰苦的条件
下，八路军团结与依靠人民群众，创造了地道战、地雷战、交通战、麻雀战、
围困战以及水上游击战等多种战术，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粉碎了日军的“扫
荡”和“蚕食”，并开展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克服了种种困难。1943 年
进人恢复和发展时期。1944—1945 年春夏对日军发动局部反攻。1945 年 8
月，配合盟国军队举行战略大反攻，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8 年间共与
日伪军作战 9.11 万余次，毙伤日伪军 79.09 万，本身发展到 102.8 万人。

八一宣言  全称《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抗日
救国告全体同胞书》。1935 年 8 月 1 日，在共产国际关于建立世界反法西斯
统一战线方针的指导下，由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莫斯科发表。主
要内容是：（1）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和国民党政府的加紧卖国，亡
国灭种的惨祸迫在眉睫，全国人民应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
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
的神圣事业而奋斗；（2）倡议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并提
出国防政府的十大施政纲领：抗日救国，收复失地：救灾治水，安定民生，
没收日寇在华一切财产，充作对日战费；没收汉奸卖国贼财产、粮食土地、



废除苛捐杂税。整理购政金融，发展工农商业；改良工农军学各界生活；实
行民主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实行免费教育，安置失业青年；各民族一律
平等，保护国内外侨胞；联合一切反帝的民众作友军，与一切同情中国民族
解放运动的民族和国家结盟等；（3）中国共产党愿意作国防政府的发起人，
中国工农红军绝对首先加入抗日联军，以尽抗日救国的天职，宣言对抗日救
亡高潮的形成起了重大推动作用。

八女投江  东北抗日联军 8名女战士壮烈殉国事件。1938 年 10 月上旬，
东北抗联第二路第五军 100 余人，在牡丹江支流乌斯浑河畔遭到大批日伪军
伏击。第五军妇女团以指导员冷云为首的杨贵珍、安顺福、胡秀芝、郭桂琴、
黄桂清、王惠民、李凤善 8名女战士，主动掩护大队突围转移。后在弹尽援
绝情况下，宁死不屈，投入乌斯浑河壮烈牺牲。

八百壮士  *淤沪会战中坚守四行仓库的中国将士。1937 年 10 月 26 日，
中国军队奉命西撤，以谢晋元为团副的第八十八师第五二四团担任断后任
务，掩护大军退却。27 日晨，大军撤毕，谢晋元率该部第一营官兵退守苏州
河北岸、西藏路新垃圾桥北堍西侧的四行仓库，号称 800 人（实数 452 人）。
该部面对强敌，孤军作战，坚守 4昼夜，毙敌 200 余。至 31 日晨才奉令退人
公共租界。其英勇奋战精神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意志。

八竑一宇  日本对外扩张的口号。出自《古亭记·神武纪》中的“八竑
为宇”，意即“一统天下”。1903 年日莲宗教徒日中智学改为“八竑一宇”，
意为”世界一家”。日本统治阶级妄图称霸世界，长期将此作为“帝国建国
的理想”，不断对外发动侵略战争。1939 年后，第二届近卫内阁又以此作为
“建国之大精神”，并进而制订出侵略和奴役亚洲人民的殖民计划。1940 年
7 月 26 日日本内阁决定的《基本国策要纲》，正式写上“皇国之国策乃基于
八统一字之肇国伟大精神”，此后有关文件论著几乎皆引此语为纲。

八·一三事变  *七·七事变后日军对上海发动的进攻。1937 年 8 月 9
日，日海军陆战队官兵 2人乘军用汽车冲击虹桥机场被中国保安队击毙。11
日，日军无理要求中国撤退保安队，拆除防御工亭。13 日晨 9时，日军便衣
队窜入横滨路上海保安队防地寻衅，下午 4时日军以租界为依托，突向闸北
八字桥、江湾路、宝山路等地发起进攻，并以海军舰挺猛烈轰击上海市区，
中国军队奋起反击。14 日国民政府发表《自工抗战声明书》。淞沪会战开始。

八·一四空故  抗日战争初期中国空军对日军的首次作战。1937 年 8
月丛日清晨，中国空军第二大队轰炸入侵上海的日本第三规队及在杨树浦码
头登陆的日军。下午，日军出动 13 架轰作枫前往杭州宽桥机场报复，中国空
军第四大队大队长高志航、中队长李桂丹即率 9架飞机升空迎战，击落日机
6 架，本队无一伤亡。同一天，中国空军还轰炸了停泊在黄浦江汇山码头的
日舰出云号、天通庵兵营、日本公大纱厂等目标。此战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斗
志。1939 年中国国民政府规定该日为“空军节”。

八十一号作战  1943 年初日军制订的由拉包尔增援莱城的作战计划代
号。计划以运输舰 8艘运送第十八军司令部、第五十一师团主力和海军陆战
队补充兵力等共 7000 余人，以及军火及各种物资 2500 余吨，由 8艘驱逐舰
及 200 余架飞机护航，于 3月 1日由拉包尔启程，3日抵莱城，4日完成卸载。
该计划在俾斯麦海之战时为美海空军挫败。

八九式掷弹筒  日本步兵武器。类似轻型迫击炮。为日军首创。1929
年（即日皇纪元 2589 年）制成，故名。筒长 250 毫米，口径 50 毫米，战斗



全重 4.7 公斤，射程 650 米，射速每分钟 20 发。
八路军办事处  八路军在国民党统治区设立的代表机关。抗日战争期

间，八路军先后在西安、太原、南京、兰州、新疆、武汉、豫北、长沙、桂
林、重庆、贵阳、陇东、南宁、韶关、香港等地设立办事处。主要活动是：
接待八路军过往人员，联络各界爱国人士，宣传八路军英勇抗战事迹，向国
民党当局治领军饷，采购与转运军需物资，营救被关押的政治犯，掩护中共
地方党组织的活动等。成为中国共产党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基
地。后由于国民政府推行极积反共、消极抗战政策，被迫陆续撤销，只有重
庆等少数办事处坚持到抗战胜利。

八路军南下支队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1944 年 10 月，中共中
央为扩大在南方对日军实施战略反攻的前进基地，决定由八路军”第三五九
旅主力一部 5000 余人组成南下支队，王震任司令员，王首道任政治委员，以
作为第一梯队挺进湘粤边区，会台”东江纵队，开辟以五岭山脉为中心的抗
日根据地。11 月 9 日，由延安出发。1945 年 1 月与新四军第五师在鄂豫边区
大悟山会师。3 月进入湖南，改称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创建湘鄂赣抗日根
据地。7 月，继续南进，抵达粤北南雄地区。遭国民党顽固派重兵围攻。抗
战胜利后，于 9月挥师北返。11 月初到达鄂豫皖边根据地，与新四军第五师、
豫西支队合编为中原军区，第三五九旅另一部 5000 余人，作为南下支队的第
二梯队，于 1945 年 6 月 18 日南下。因日本投降，当即奉命开赴东北，编入
东北民主联军序列。

八路军留守兵团  *八路军留守陕甘宁边区的部队。1937 年 9 月在延安
成立，初称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12 月改称现名。直属中共中央军委领导，
肖劲光任司令员。部队整编为警备第一至第八团、第三八五旅旅部、第七七
○团等。后又设绥德警备司令部、保安司令部和骑兵团。共 9000 余人。负责
保卫黄河河防、陕甘宁边区和中共中央机关，后整编为第三五九、第三八五
旅和警备第一旅以及保安司令部。1942 年 5 月，与八路军第一二○师合组为
陕甘宁晋绥联防军。

儿童团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建立的儿童抗日
组织。参加对象是 15 岁以下少年儿童。平时配合民兵站岗放哨，缉好捉匪，
宣传抗日道理，维护根据地治安；战时侦察送信，为部队作向导，配合游击
队、正规军打击日本侵略者，保卫根据地。

九九起义  1944 年 9 月 9 日保加利亚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武装起义。
1944 年 8 月 26 日，在国内革命形势高涨和苏军逼近保境的形势下，保加利
亚工人党中央委员会通过准备武装起义的第四号通告。9 月 2 日，穆拉维耶
夫（Mуравьев）取代巴格里扬诺夫（Багрянов），组成新政
府，宣布保加利亚“完全中立”，但仍掩护德军撤退。9 月 5 日，苏联对保
宣战。同日，工人党政治局制订以索非亚为主要目标的武装起义计划。*祖国
阵线随即在各地组织游行示威，游击队开始解放一部分城镇。同时西部游击
队组成第一民族解放师，向索非亚进军。9月 8比苏军自罗马尼亚进入保境，
沿途未遇抵抗。翌日，集中在索非亚的游击队和战斗小组，会同转向人民的
军队举行武装起义，迅速占领重要据点，逮捕反动政府成员，并建立以格奥
尔基耶夫为首的祖国阵线政府，起义取得全面胜利。

九国公约  全名《关于中国事件应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第一次
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瓜分和奴役中国的条约，为*华盛顿体系的组成部分之



一。1922 年 2 月 6 日由美、英、法、意、日、荷、比、葡户在华盛顿会者上
签订。声称要“尊重中国之主权与独立，及领土与行政之完整”，在中国“发
展并维持一有力而巩固之政府”；同时强调“施用各种之权势，以期切实设
立并维持各国在中国全境之商务实业机会均等”以及“中国之门户开放”。

九·一八事变  也称“柳条湖事变”、“满洲事变”。日本大规模武装
侵略中国东北事件。1931 年 9 月 18 日晚 10 时许，日本关东军自行炸毁沈阳
北郊南满铁路柳条湖村附近一段铁轨，诬称中国军队破坏铁路，袭击日本守
备队，以此为借口突然进攻中国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和沈阳，同时在辽宁、吉
林各地发动进攻。东北军爱国官兵和东北抗日义勇军杏起抵抗，但蒋介石采
取不抵抗政策，命令东北军”力避冲突，以免事态扩大”，10 余万东北军遂
不战而溃。19 日关东军侵占沈阳、鞍山、海城、开原、铁岭、抚顺、四平街、
长春、宽城子、营口、安东、本溪等重要城市。21 日*朝鲜军第三十九旅团
进入东北，分向辽宁、吉林各地进击，一周之内，辽、吉两省基本丢失。随
后，又向黑龙江进犯。1932 年 1 月 3 日占锦州，2月 5日陷哈尔滨。至此 4
个月零 18 天，东北三省全境沦陷。事变中，日军烧杀抢掠，中国公私则产损
失达 200 亿元。”这次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实施“大陆政策”、妄图吞
并中国的重要步骤，标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亚洲战争策原地的形成。

九二式机枪  日本重机枪。1932 年（即日皇纪元 2592 年）制成，故名。
口径 7.7 毫米，弹药可与九九式步枪通用，射速每分钟 450 发，全重 55.8
公斤，命中精度较高，枪架稳定性较好。

九七式坦克  日本中型坦克。1937 年（即日皇纪元 2597 年）制成，故
名。战斗全重 15.4 吨，最大装甲厚度 47 毫米，装备 1门 57 毫米火炮（1个
基数弹药量 80 发）和 2挺 7.7 毫米机枪，最大时速 40 公里，最大行程 160
公里，乘员 5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制成’1944 年共生产 150 辆。

九九式步枪  日本步枪。1939 年（即日皇纪元 2599 年）在三八式步枪
基础上改进制成，故名。枪长 1.12 米，重 3.73 公斤，口径 7.7 毫米，可卸
弹匣装弹 5发，前部附有钢丝支架可供射击远距离目标时稳定枪管。主要用
于装备关东军。可装上 4倍瞄准镜为狙击步枪。另一变型为取消拱形防尘盖
和可拆卸枪管为伞兵用枪。

九九式坦克  日本中型坦克。1939 年（即日皇纪元 2599 年）制成，故
名。战斗全重 30 吨，最大装甲厚度 40 毫米，装备 2门 37 毫米火炮和 2 挺
7.7 毫米机枪，最大行程 150 公里。

九五式坦克  日本轻型坦克。1935 年（即日皇纪元 2595 年）制成，故
名。战斗全重 7.7 吨，最大装甲厚度 16 毫米，装备订 747 毫米火炮（1个基
数弹药量 160 发）和 1 挺 7.7 毫米机枪，最大时速 50 公里，最大行程 200
公里。

九一式榴弹炮  日本榴弹炮。1931 年（即日皇纪元 2591 年）制成，故
名。口径 105 毫米，战斗全重 2吨，炮弹重 16 公斤，炮弹初速每秒 544 米，
射程 10.5 公里，射速每分钟6—8发。为大战期间日军的主要野战炮兵武器，
一般每个炮兵团（3营建制）配备该型炮 24 门（另有 12 门 75 毫米榴弹炮）。

九二式加农炮  日本加农炮。1932 年（即日皇纪元 2592 年）制成，故



名。口径 105 毫米，战斗全重 3730 公斤，炮弹重 15.8 公斤，炮弹初速每秒
760 米，射程 18.2 公里，射速每分钟 6—8发。

九二式步兵炮  旧本步兵炮。1932 年（即日皇纪元 2592 年）制成，故
名。口径 70 毫米，炮身长 79 厘米，战斗全重 204 公斤，射程 2.8 公里，射
速每分钟 10 发。为大战期间日本步兵的主要重型武器，一般每个步兵营配备
一个两排建制的炮兵连（共有该型炮 4门）。

九七式轰炸机  日本海军巡逻轰炸机。美、英称之为“梅维斯”（Mavis）。
1942 年由川西公司制成。翼展 40 米，机长 25 米，乘员 9人，4引擎，最高
时速 330 公里，升限 7620 米，航程 5000 公里，装备 4挺 7.7 毫米机枪，可
携炸弹 1500—1600 公斤。太平洋战争初期为日本航程最远的飞机，常用作侮
上侦察搜索，有时亦用作鱼雷攻击。

九六式战斗机  日本陆军歼击机。美、英称主为“内特”（NAte）。1936
年由中岛公司制成。翼展 11 米，机长 7.4 米，单座单引擎，最高时速 450—
470 公里，升限约 1 万米，航程 547 公里，装备 4 挺 7.7 毫米机枪。共生产
3399 架。

九九式轰炸机  日本舰载俯冲轰炸机。美、英称之为“瓦尔”（Val）。
由爱知飞机公司吸收德国飞机的设计后，于 1938 年制成。翼展 14.5 米，机
长 10 米，单座单引擎，最高时速 389 公里，升限约 7900 米，航程 1400—1800
公里，装备 3挺 7.7 毫米机枪，可载炸弹 370 公斤。为日本航空母舰主要舰
载机种之一。曾用于侵华战争。1941 年口月参加袭击珍珠港。以后广泛用于
整个太平洋战争的海战。共生产近 1300 架。

九五式加农炮  日本加农炮。1935 年（即日皇纪元 2595 年）制成，故
名。口径75 毫米，战斗全重1497 公斤，炮弹重6.4 公斤，炮弹初速每秒 500
米，射程 11 公里，射速每分钟 10—12 发。

九五式侦察机  日本侦察机，美、英称之为“戴夫”（Dave）。中岛公
司制造。翼晨 11 米，机长 8.5 米，单引擎，最高时速 362 公里，升限 7010
米，装备两挺 7.7 毫米机枪，可携炸弹 227 公斤。

九六式轰炸机  日本中型轰炸机。美、英称之为“内尔”（Nell）。1936
年由三菱重工业公司制成，翌年服役。翼展 25 米，机长16.4 米，乘员7人，
双引擎，最高时速 362 公里，升限 8530 米，航程 4660 公里，装备 5挺 7.7
毫米机枪和 1门 20 毫米航炮，可携炸弹1000 公斤，具有较远距离突击能力。
侵华战争中，曾以日本南部和台湾为基地，空袭中国沿海城镇。1941 年 12
月，从陆基起飞，炸沉英国*威尔士亲王号战列观。以后广泛用于太平洋战场。
共生产 1048（一说 1103）架。

九六式榴弹炮  日本榴弹炮。1936 年（即日皇纪元 2596 年）制成，故
名。口径 150 毫米，战斗全重 4.1 吨，炮弹重 31.1 公斤，炮弹初速每秒 540
米，射程 12 公里，射速每分钟 3—4发。

九四式加农炮  日本加农炮。1934 年（即日皇纪元 2594 年）制成，故
名。口径 37 毫米，战斗全重 324 公斤，炮弹重 0.7—0.8 公斤，炮弹初速每
秒 800 米，射程4.5 公里，在 300 米距离内可穿透 30 毫米厚的装甲，射速每
分钟 10—12 发。

九七式狙击步  枪日本狙击手专用步枪。1937 年（即日皇纪元 2597 年）



在三八式步枪基础上制成，故名。基本结构与性能同三八式相似，后部装有
2.5 倍瞄准镜，前部附有钢丝支架供射击远距离目标时稳定枪管，最大射程
可达 3000 米。

九七式鱼雷轰炸机  日本舰载鱼雷轰炸机。美、英称之为“凯特”
（Kate）。1937—1939 年由中岛公司研制成功。其 B5N2 型翼展 15.8 米，机
长 10.3 米，单座单引擎，最高时速 362—378 公里，升限 8230 米，航程 790
—980 公里，装备4（一说 3）挺 7.7 毫米机枪，可携1枚 457 毫米鱼雷或 800
公斤炸弹。为日本航空母舰主要舰载机种之一。1938 年曾用于轰炸中国。1941
年 12 月用于袭击珍珠港。以后广泛用于太平洋海战。共生产 1268 架。



三画

[一]

三八线  1945 年 7 月在波茨坦会者上由美方提出。以朝鲜国土北纬 38
°线作为美、苏两国对日军事行动和受降范围的暂时分界线，38°线以北为
苏军接受日军投降区，以南为美军受降区。这条界线即通常所称的“三八线”。
1945 年 8 月日本投降，美、苏军队分别进驻该线南、北地区。1948 年南、北
部地区先后成立“大韩民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同年，苏军从三
八线以北地区撤出。

三三制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原则。1940 年 3
月 6 日，在中共中央发出的《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指示中正式提出。规
定敌后抗日根据地政权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好
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在成员构成上，共产党员、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和中
间派各占三分之一，分别代表工农群众、小资产阶级、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
绅土。在民意机关中同时实行。三三制政权在各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加强了
中国共产党在政权中的领导地位，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利于团结各
抗日阶级、阶层，动员一切人力、物力、财力去克服困难，夺取抗战胜利。

三叉戟（Triden）第三次“美英首脑华盛顿会议”的代号。
三头狗（Cerberus）又称“海峡攻势”。德国舰队穿越多佛尔海峡突入

北海的行动代号。1942 年 2 月 11 日深夜，根据希特勒的决定，德国的”沙
思霍斯特号战列舰、*格奈森瑙号战列舰和”欧根亲王号巡洋舰，在若干驱逐
舰与空军的掩护下，驶离法国北部布列斯特（Brest）港。由于计划周密，又
采取干扰雷达的措施，12 日白天，德舰成功地突破英军的封锁与拦截，穿越
多佛尔海峡，进入北海。此行动曾震惊英国。

三八大盖  即“三八式步枪”。
三光政策  日本侵略军“扫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时实

行的烧光、杀光、抢光政策。1940 年秋冬之际，日军司令部为摧毁抗日根据
地和消灭抗日力量，命令部队在“扫荡”时，不问男女老幼全部杀死，所有
房屋一律烧毁，所有粮袜不能运输的亦一律烧毁，锅碗要一律打碎，井要一
律埋掉或投入毒药。根据地军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行*坚壁清野，开展
游击战争，粉碎了日军的三光政策。

三星运动  马来亚人民的抗日运动。1912 年 2 月日军入侵马来亚后，马
来亚共产党号召各族人民、各党派成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组织扩大人民
抗日军。该军旗帜为红底，左上角有三颗黄色金星，象征马来人、华人和印
度人三个主要民族的联合，故得名“三星运动”。人民抗日军有 8个独立队，
7000 人左右，由马共代表和各独立队军事代表组成中央军事委员会，并发展
组成了抗日自卫队、抗日后备队、抗日联合会等群众团体、出版马来文、中
文和印地文的各种报刊，宣传抗日思想。1943 年曾与东南亚盟军总部接触，
以图得到援助。其目标是在战后建立一个民主的马来亚共和国。

三肇惨秦  日本帝国主义和伪满当局残害哈尔滨附近三肇地区人民的
血案。抗日战争爆发后，三肇地区人民在抗日救国会领导下，开展抗日活动。
1940 年正月伪满当局特设所谓“治安工作指导部”，进行逮捕和屠杀，在这
一地区实行白色恐怖达 4个月之久，先后枪杀抗日武装人员 730 多人，集体



枪杀居民 42 人，并将19 名居民用铁丝穿在一起投入冰窟。还处死*东北抗日
联军第十二支队长徐泽民等 73 人，判处103 人无期徒刑，制造了屠杀中国人
民的惨案。

三 A 运动  印度尼西亚战时亲日运动。1942 年初，由印尼投日分子沙慕
斯丁（RodenSamsoeddin）倡导。鼓吹：“日本是亚洲的领袖、亚洲的保护者、
亚洲的光明”，因亚洲在英文中第一个字母为 A，故名“三 A 运动”。创办
《大亚洲报》，开设三 A青年训练所、三 A工业学校等机构，极力鼓吹大东
亚共荣圈和印尼一日本全面合作。因日军的法西斯统治激起印尼人民的不
满，加之占领当局对运动看法也不一，遂于 1943 年初为”普泰拉所取代。三
八式马枪日本骑兵和执行特种任务士兵的专用枪。1905 年（明洽 38 年）制
成，结构与三八式步枪基本相同，但枪长缩短为 0.97 米。

三八式步枪  日本步枪。为 1905 年（明治 38 年）改进定型的*友坂式
步枪，故名枪长（不上刺刀）1.28 米，重近 4公斤，口径 6.5 毫米，子弹初
速每秒 76 米，标尺射程 2400 米，有效射程 400 米，弹仓（无活动底盖）可
装弹 5发非自动枪机回转式，每射击一次需拉推枪机一次，配备单刃偏锋剑
形刺刀长 50 厘米、重 0.5 公斤），除装在枪上进行拼刺外可用手握柄进行劈
刺。中日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步兵的制式武器。由于枪机上装有防
尖盖，在中国被称为“三八大盖”。

三笠宫崇仁（1915—）本皇族。大正天皇第四子，裕仁之末弟。幼时称
号澄宫。封号崇仁亲王。毕于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第二次世界大战期
间，与骑兵战术通讯司令部持联系。1943 年在侵华日军南京总部任少佐参
谋，并兼汪贵族院议员和日本皇室会议成员。1944 年在军事教育局任职，为
“和平派”的非正式成员，与军内反对东条英机势力有联系。战后改学人文
科学，曾任日本东方学会会长，日本红十字会副总裁。

三角洲集团军（ArmyofDelta）即”尼罗河集团军”。
干草行动（HeuAktion）纳粹德国劫夺外国少年的行动计划。由德国*中

央集团军群提议，经罗森堡签署，1944 年 6 月 14 日发布。规定在东方占领
区劫夺 4—5万名 10—14 岁外国少年运往德国，分配到工业部门充当徒工，
或作为德军的辅助力量。*希特勒青年团曾参与劫夺行动。战后在纽伦堡审判
中，该行动计划作为纳粹的罪证之一。

干涉主义（Interventionism）大战期间美国国内与*孤立主义相对立的
一种社会思潮。包括国际主义、非孤立主义的各种论点，流派繁杂，但从维
护美国的利益出发，都认为美国不应该对法西斯国家的侵略行径持旁观态
度，主张援助那些遭受侵略的国家，为了保卫西方民主，必要时不借卷入全
面战争。在美国东部和南部地区，以及国际性大工业公司和大银行中间有比
较多的支持者。《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等报亦持同样观点。其著名
团体有”怀特委员会、退伍军人团等。1941 年 12 月美国参战后，压倒了孤
立主义而居优势。

于学忠（1890—1964）中国将领。字孝侯。毅军通州速成随营学堂毕业。
曾任东北军军长、国民政府平津卫戍司令。九·一八事变后，任国民政府第
一集团军总司令、河北省政府主席，率部参加长城抗战。1933 年张学良被迫
下野出国后，任华北军第一军团总指挥兼第五十一军军长，代张指挥大部分
东北军。后兼任天津市市长。1935 年投二级上将衔，旋调任陕甘边区“剿总”



司令官、甘肃省政府主席。受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人民抗日
运动的影响，参与发动”西安事变，并在通电全国的八项爱国主张上签名。
后被撤职留任。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三集团军副总司令、总司令，率部参
加淮河战役、台儿庄战役及武汉保卫战。1939 年 1 月任鲁苏战区息司令，后
兼任山东省政府主席。率部向鲁南敌后进发。1944 年 3 月调任军事参议院副
院长。抗战胜利后，曾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大陆解放前夕拒绝去
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河北省人民政府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
民革中央委员。

工作簿制度  又称“劳动册制度”。纳粹德国控制工人的制度。1935
年 2 月起实行，以应付大规模扩军备战后劳动力日渐缺乏的现象。规定每个
工人领取一本记载其种族、技能和职业经历的工作簿，就业时须出示。雇主
或政府当局可以通过扣押工作簿阻止工人离职。1938 年 6 月起禁止军工企业
工人离职。1939 年 2 月在全国推行强制劳动，规定所有工人必须到官方就业
处指定的岗位工作。

土肥原贤二（1883—1948）日本将领。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
历任驻华武官、奉天督军顾问、奉天特务机关长，为日本陆军内的“中国通”。
积极参与策划*九·一八事变，并在享变后任奉天（今沈阳）市长。其后又策
划建立“满洲国”，赴天津秘密把清朝废帝溥仪带到营口。1935 年 6 月，胁
迫中国签订”《秦土协定》。七七事变后负责直属日本大本营的“上肥原机
关”，专门从事拉拢汉好和制造傀儡政权的勾当，被称为”土匪源”。1939
年起历任第五军司令官、军事参议官、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校长、航空总监、
第七方面军司令官、教育总监和第十二方面军司令官兼第一总军司令官，在
中国和东南亚进行侵略战争。1941 年晋升大将。战后，于 1948 年作为甲级
战犯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

土伦沉船事件  大战期间法国海军自沉舰艇事件。1942 年 11 月 11 日
德军进占法国南方非占领区。维希政府下令不抵抗。18 日希特勒签署解除停
战军和土伦舰队武装的“里拉计划”。24 日驻马策德军司令部完成占领土伦
军港的准备。27 日凌晨，德国陆、海、空军封锁土伦港。陷入重围的法国舰
队即实行自沉。计有 3艘战列舰、7（一说 8）艘巡洋舰、12（一说 16）艘潜
水涎、29 艘鱼雷艇和驱逐舰（一说 30 艘）、7艘通讯舰、3艘侦察舰等计 60
余艘被严重损坏，或沉人海底。仅有 5（一说 4）艘潜艇脱逃成功。此事件使
法国海军实力损失过半。

下村宏（1875—1957）日本国务大臣（1945 年）。1898 年东京帝国大
学毕业。曾留学比利时，历任递信省邮电储蓄局长，外汇储蓄局长，台湾总
督府民政长官，总务长官。后退出政界，任朝日新闻社副社长、并在高校任
教。1937 年任贵族院敕选者员，后又任日本广播协会会长。1945 年任铃木内
阁的国务大臣兼情报局总裁。著有《财政读本》、《终战秘史》等。

下村定（1887—1968）日本将领。毕业于陆军士宫学校和陆军大学。1919
年任职干驻法使馆，并在法国军校深造仍曾作为日本代表参加日内瓦裁军会
议。归国后历任关东军参谋、参谋本部第四部部长、第一部部长。1937 年指
挥杭州湾登陆作战，参加侵华战争。1941 年任陆军大学校长，次年 10 月改
任十三军司令宫。1944 年 3 月任西部军司令宫，同年 11 月任华北方面军司
令官。1945 年晋升大将。日本投降后出任东久迩宫和市原两届内阁的陆军大
臣，负责遣散陆军事宜。战后，1959 年当选为参者员。



下西里西亚战役  苏德战争后期苏军发动的进攻战役。1945 年 2 月 8
—24 日，由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实施。桑多梅日-西里西亚战役唇，苏军进抵
奥得河西岸，并继续发展进攻。2月 15 日前出尼斯河，并在西岸夺取了登陆
场。此战苏军共推进 100 余公里，攻占下西里西亚全境，并进入德国勃兰登
堡省，在包围上西里西亚德军集团同时，改善了柏林方向的进攻态势。

大学（Varsity）“莱茵空降战役”的行动代号。
大锤（Sledgehammer）一译”痛击”。美、英计划 1942 年在法国北部

登陆的有限攻势行动代号。1942 年 4 月由美国提出，经美英参谋长联席会者
多次讨论。拟以 6—10 个师的兵力，于当年 8—9月，在科唐但半岛的瑟堡登
陆。该计划起先作为当苏德战场危急或德国内部瓦解时实施的应变措施，后
又作为夺取欧陆桥头堡以待实施代号＊围歼的计划时的一项辅助行动。同年
5—6 月莫洛托夫访问英、美时，曾被作为 1942 年开辟”第二战场的计划通
报苏联，由于英国持否定态度，于同年 7月底被取消。

大力神  即”赫尔克里士”。
大民会  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华中地区扶植的伪政治组织。1938 年 7

月 15 日在上海成立。其前身为日本特务机关策划的“兴亚会”。同年 10 月
1 日迁至南京。1940 年汪伪政权成立后，直属汪伪社会运动指导委员会领导。
该会实行会长制，除正副会长外，设理事会和监事会。理事会下设秘书、组
织、宣传、社会服务、调查统计等 5处。鼓吹“中日提携，图东亚之自主兴
隆”，进行反共活动，为日本侵华战争效劳。1940 年底宣布解散，其主要头
目增补为汪伪国民党中央委员。

大岛浩（1886—1975）日本将领。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历
任参谋本部部员、驻奥地利兼匈牙利武官。1934 年任驻德武官，精通德语，
为陆军部内的“德国通”。1936 年积极参与缔结*《反共产国际协定》。1938
年晋升中将，同年 10 月升任驻德大使，与日本驻意大利大使*白乌敏夫共同
致力于发展日、德、意三国的政治和军事关系。1939 年 8 月因苏、德签订互
不侵犯条约而辞职。1940—1945 年底复任驻德大使，先后缔结《德意日联合
作战协定》、*《德日意军事协定》以及《关于日德经济协作协定》。日本投
降后，于 1945 年 12 月回国途中在纽约被捕。1948 年作为甲级战犯被远东国
际军事法庭判处无期徒刑。1955 年假释。

大德国  即“大德意志国”。
大山事件  即“虹桥事件”。
大川周明（1886—1957）日本法西斯运动领导人。1911 年东京帝国大学

毕业。早年在参谋木部从事德文资料翻译。1918 年人满铁供职。1919 年参与
创立犹存社。次年为拓殖大学教授，颂扬殖民主义。后因与北一辉等人意见
不合，另创行地社和神武会等右翼团体，1929 年任满铁经济调查局理事长。
对内主张建立军部法西斯统治，对外鼓吹大亚细亚主义。逐渐与军部上层的
幕僚将校接近，同樱会骨干勾结，策划三月事件和十月事件，1932 年因参与”
五·一五事件被判 5年徒刑。1939 年任法政大学大陆部长，继续大肆美化战
争。日本投降后，以甲级战犯被捕，因精神失常（一说装疯）保外就医，后
免诉获释。著有《日本二千六百年史》，和《大川周明全集》（7卷）等。

大东亚省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日本主管占领区殖民统治的机构。1942
年 11 月设置。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占领区不断扩大，为建立统一的管理
机构，根据军部提案，将拓务省对满事务局、*兴亚院、外务省东亚局和南洋



局合并为大东亚省。下设总务局、满洲事务局、中国事务局、南方事务局以
及大臣宫房（即秘书处）等部局。因各驻地指挥官独断专横，最终未能实现
所期的一元化领导。1945 年 8 月废除。

大达茂雄（1892—1955）日本内务大臣（1944—1940）。1916 年东京帝
国大学毕业后入内务省。历任宫城县地方行政课长、福井县知事。1934 年任
“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长，中国驻屯军特务部顾问，与军部密切勾结，进
行侵略中国的活动。1939 年任内务次官。后又任首届东京都长官、昭南特别
市（新加坡）市长，对占领地进行道民统治。1944 年就任小肌年阁的内务大
臣。战后以战犯罪被捕，1947 年获释。1953—1954 年曾任吉田内阁的文部大
臣。

六角岑生（1876—1941）日本海军将领。海军兵学校毕业。早年参加日
俄战争。后入海军大学深造。1919 年曾以随员身分参加巴黎和会。后历任驻
法武官、海军省军务局长、海军次官和第二舰队司令官。1931 年晋升海军大
将。同年为军亭参者宫。历任大养、斋藤、冈田 3届内阁的海军大臣，大肆
扩充海军军备，废除《华盛顿限制海军军备条约》，退出伦敦裁军会议，扩
大规队派势力，将大批条约派军官编入预备役，狂热鼓吹大海军主义。1941
年 2 月在视察中国战场时，死于飞机失事。

大学宣誓  意大利墨素里尼政权推行大学法西斯化的措施。为巩固法西
斯制度，墨索里尼于 1925 年下令将所有持不同政见的官员免职，1929 年又
规定全体公职人员均须宣誓忠于国王、宪法和国家法律。1931 年根据真蒂莱
建议，墨索里尼下令凡大学教师均须宣誓效忠法西斯主义。后大部分大学教
师参加了宣誓仪式。

六滩口约  中日关于察东事件的口头协约。参见“察东事件”。
大东亚会议  太平洋战争期间日本纠集其占领区傀儡政权和仆从国而

举行的一次国际会议，因标榜大东亚共荣圈故名。1943 年 11 月 5—6 日在东
京的国会议亭堂召开。会议旨在缓和东南亚各国人民的反日运动，加强对各
傀儡政权和仆从国的控制，以应付盟军的反攻。出席会议的有：江伪政权行
政院长江精卫，泰国总理代表旺·怀他耶功（WanWaithayakon），“满洲国”
国务总理张景惠，菲律宾总统”劳霍尔和缅甸总理”巴莫。自由印度首脑博
斯列席了会议。日本首相东条英机在会上鼓吹大东亚各国“共存共荣”，要
求紧密合作“完成大东亚战争”。会议通过了*《大东亚共同宣言》，但无法
掩盖日本和各被占领国之间的矛盾。

大卢基战役  苏德战争中期苏军发动的进攻战役。1942 年 11 月 24 日
至 1943 年 1 月 20 日，由*加里宁方面军实施。目的是粉碎德军中央集团军群
大卢基集团（9个师），使之不能调往斯大林格勒。1942 年 11 月 28 日，苏
军将敌合围，德军速调 6个师解围。194 年 1 日，被围德军部分（7000 人）
遭歼灭，大卢基（BеликиеЛуки）也随之解
放。
大生产运动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开展的生产自救

运动。1941 年和 1942 年，由于日伪军的残酷“扫荡”，国民党顽固派的封
锁包围以及连续几年的严重自然灾害，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生产受到很大破
坏，财政经济和军民生活极度困难。为此，中共中央提出“发展经济，保障
供给”的息方针，号召军民“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开展大生产运动。首



先是陕甘宁边区，在中共中央领导带头参加下，军队、机关、学校开荒种地，
纺纱织布，饲养猪羊，实行生产自给。八路军第三五九旅在王震率领下进入”
南泥湾，经过三年奋战，取得了战斗、生产、学习三丰收。边区的广大农民
也积极组织变工队、扎工队、互助组和合作社，投入垦荒生产，涌现大批劳
动英雄，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从 1942 年起，在游击区也根据“武力与劳
力结合”、“战斗与生产结合”的方针，于预繁的战斗环境里开展大生产运
动。这一运动使敌后抗日根据枪的则政经济状况有了根本好转，为最后打败
日本侵略者奠定了物质基础。

大场争夺战  *淤沪会战中中国军队在宝山大场地区进行的阻击战。大
场是上海市区中国守军北翼第一道防线的要地。1937 年 10 月上旬，中国守
军奉命撤至此防线。11 日起，日军开始进攻，中国守军在军事委员会副总参
谋长白崇禧指挥下与日军激战于蕴藻滨南岸，予敌重创。25 日，日军对大场、
新径桥发动总攻，中国军队以敢死队挟手榴弹肉搏苦战，26 日终因工事全毁
失守。中国军队主力撤向苏州河南岸的第二道防线。此战日军伤亡 3万余，
中国军队伤亡 10 万以上。

大西龙治郎（1891—1945）日本海军将领。1912 年海军兵学校毕业后，
致力于航空专业领域。1918 年起派驻英国和法国。回国后在横须贺航空队任
职。1927 年任联合舰队参谋，力主推进强化海军内的航空兵力。后历任凤翔
号航空母舰飞行长，航空本部部员，佐世保航空队司令，航空本部教育部长。
1939 年任第二联合航空队司令官，参加侵华战争。1940 年 11 月任第一联合
航空队司令官。1941 年 1 月任第十一航空舰队参谋长，受山本五十六之命研
究袭击珍珠港的作战计划。太平洋战争爆发时，指挥对吕宋岛的空袭。1942
年任航空本部总务部长。1943 年晋升海军中将。1944 年 10 月任第一航空舰
队司令官，倡导”特攻战法。1945 年 5 月升任军令部次长，坚持继续战争，
反对投降。日本投降时于 8月 16 日自杀。

大西洋之战暴  大战期间同盟国与轴心国在大西洋海上战斗的总称。
1939 年 9 月战争爆发后，德国与英、法之间立即展开了争夺大西洋制海权的
战斗。大西洋当时集世界航运的四分之三，对英国尤具有生死攸关的意义。
由于德国海军实力无法与英国正面抗衡，遂力图以破袭大西洋航运来迫使英
国屈服。海上交通线的袭击与反袭击，便成为其主要形式与特点。大西洋之
战大致可分 3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战争开始至 1941 年 12 月。德国广泛使用
大型水面军舰、商船改装的袭击舰、潜挺和远程航空兵等，在大西洋东部海
域进行破袭，并敷设水雷进行封锁。英国则建立*护航制度，并出动海、空力
量搜索扑击德国大型水面军舰。1940 年法国败降和意大利参战后，英国处境
困难。构成主要威胁的是德国潜艇。在大西洋活动的德国潜艇，最初平均每
天仅 13 艘，采用单挺袭击。1940 年 10 月起逐步转为多艇结群攻击（即”狼
群战术）。1941 年上半年平均每天增至 25 艘。意大利潜艇也开始参加。尚
未参战的美国采取援英行动。1941 年 4 月，美国把泛美安全区从西经 60°向
东伸延至西经 26°（同年 9月美国海军提供护航至此）。德国潜逛活动受到
限制。同年 5月，英国击沉*俾斯麦号战列舰。此后德国停止使用大型水面军
舰破袭大西洋航运。本阶段盟国损失船舰约 760 万吨，其中被潜艇击沉占
54%。德国损失潜艇 43 艘。第二阶段为1941 年 12 月至 1943 年 4 月。美国参
战后，德国把潜挺战扩展至美国东海岸和加勒比海海域。在大西洋活动的德
国潜艇 1942 年增至平均每天 75 艘。该年盟国损失船只 769.9 万吨，超过美



英所造新船数（718.2 万吨）。邓尼茨的吨位战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为了对
付德国的潜挺战，英国成立”反潜挺战委员会，调整和加强护航体制，投入
3000 艘舰艇和 2000 多架飞机。1943 年春，德国集中 100 多艘潜艇，在盟国
护航兵力薄弱的北大西洋中部，实施几个大艇群集团作战，以 3月间攻击*HX
—229 和*SC-122 护航运输队之战达到最高峰。本阶段盟国损失船舰约 1000
万吨，其中 80％为潜逛击沉。德国损失潜艇 155 艘。第三阶段为 1943 年 5
月至德国投降。盟国在大西洋护航会议后，建立支援舰队，广泛使用护航航
空母舰和新式雷达等武器，将护航运输队的反潜挺作战由消极防御转为积极
进攻。1943 年 5 月的头三周，盟军连续击沉德国潜艇 31 艘，使大西洋潜艇
战出现根本转折。随着整个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发展，盟国在大西洋的海、
空力量大增，加上战略轰炸使德国军事工业与潜艇基地遭受破坏，德国的潜
艇战迅速走向失败。1943 年 9—10 月大艇群对大西洋护航运输队的攻击一再
失败。邓尼茨被迫放弃狼群战术。1944 年春，面临盟军登陆西欧的威胁，德
国潜挺收缩至沿海地区，基本停止在大西洋作战。本阶段盟国损失船舰约 300
万吨，其中 70％为潜挺击沉，而德国损失潜艇近 600 艘。1945 年 5 月德国投
降时，自行凿沉潜艇 200 多艘，交出 159 艘。历时 5年零 8个月的大西洋之
战，轴心国击沉盟国和中立国船舰约 2100 万吨，其中潜挺击沉 68.1%、飞机
击沉 13.4％、水面舰涎击沉 7.2％、水雷炸沉 6.5%、沉没原因不明 4.8％。
德国损失潜艇 780 多艘，占投人作战潜艇总数 1160 艘的 67.2％。大西洋之
战保障了英国抗战、美英登陆北非和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供应，对战胜德意
法西斯起了重大作用。

大西洋会议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罗斯福和丘吉尔在大西洋北部纽芬
兰阿根夏（Argentla）湾的军舰上举行的会议。1941 年夏，纳粹德国已席卷
欧洲大陆并入侵苏联，日本也乘机加紧南进，世界人民反法西斯呼声高涨。
美、英为表明两国联合反对法西斯的态度和目的，协调彼此的方针政策，于
8月 9—12 日举行了战时两国政府首脑的首次会晤。会议期间，拟就了*《大
西洋宪章》并于会后发表，讨论了有关对付德、日法西斯侵略的战略部署、
两国战时经济合作、美国参加大西洋护航行动以及向苏联提供援助等问题。
罗斯福和丘吉尔根据霍普金斯莫斯科会谈的报告，联名致函斯大林，建议召
开*苏美英莫斯科会议。此次会议奠定了美英战时合作的基础，并对促
成世界反法西斯同盟起了积极作用。
大西洋宪章  罗斯福和丘吉尔在”大西洋会议后于 1941 年 8 月 14 日发

表的联合宣言。共 8条，主要内容为宣布两国国策中的如下共同原则：不追
求领土或其他方面的扩张；反对未经有关民族自由意志所同意的领土改变；
尊重各民族自由选择其政府形式的权利，设法恢复各民族横遭剥夺的主权和
自治权；一切国家享有世界贸易及取得原料的平等待遇；促成一切国家在经
济方面最全面的合作；摧毁纳粹暴政后重建世界和平，使各国俱能在其疆土
内安居乐业，使全人类悉有自由生活、无所恐惧亦不虞匮乏的保证；公海航
行自由不受阻碍；世界各国均应放弃使用武力，在广泛而永久的普遍安全制
度未建立之前，应解除实施侵略威胁或有此可能的国家的军备，同时赞助与
鼓励实行裁军。同年 9月 24 日，苏联在*伦敦会议上发表同意宪章基本原则
的声明，但同时表示这些原则的实际运用“必须与各国的状况、需要和历史
特点相适应”。此宪章的发表为促成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大西洋壁垒（Atlantik-wall）德国为防止盟军攻人欧洲大陆，在西欧



大西洋沿岸构筑的防线。德军侵占北欧和西欧后，开始从挪威到法国的浸长
海岸线上部署防御。1942 年 3 月，希特勒发布第四十号指令，强调沿海地区
面临盟军登陆的危险，要求加强防御工事和据点。1943 年 11 月希特勒发布
第五十一号指令，以紧迫语调重复这一内容，并把防御重点确定在丹麦至法
国的沿岸。德国报刊吹嘘此为坚不可摧的“大西洋壁垒”。事实上仅为一线
式筑垒配系，缺乏纵深梯次配置，各自独立的筑垒地段也无紧密联系，且至
1944 年夏大部分未竣工。在防止盟军登陆上来发挥作用。

犬诏奉戴日  日本每月举行的奉读天皇宣战诏书日。1941 年 12 月 8日，
日本天皇发布对美、英的宣战诏书。次年元旦，首相东条英机在内阁告谕中
宣布，每月 8日为“大诏奉戴日”，取消”兴亚奉公日。届时学校、工厂等
举行诏书奉读仪式，祈祷必胜；各户插挂国旗。1942 年曲”大古唱；邻近的
公会室也召开“后方奉公国民总进军大会”。后又规定邻组（街道保甲组织）
的例会统一在每月 8日召开。

大政翼赞会  战时日本加强法西斯政治统治的官方团体。第二届近卫内
阁成立后，推进新体制运动，解散原有政党，为集中国民的政治力量，加强
法西斯政治体制，于 1940 年 10 月 12 日成立。总裁由首相兼任，各地方长官
兼任各地方支部长，其他主要职务均由内务省官吏和军人招持，其纲领是，
积极实践襄助国政的“臣道”，协助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翼赞政治体制、经
济体制、文化新体制和生活新体制，以使日本成为世界道义上的恍辉领导
者”。1942 年 6 月起*大日本产业报国会、*大日本妇女会、部落会和邻组（街
道保甲组织）例会均由其管辖，对国民生活实行全面控制。1945 年 6 月，国
民义勇队建立后解散。大德意志国（GrossdeutschesReich）又译*大德意志
帝国”或”大德国”，纳粹德国向外扩张后的正式名称。十九世纪初德意志
民族运动兴起时，阿恩特（ErnstMoritzArndt，1769—1860）首先提出，要
求建立包括所有德意志人的大国。纳粹理论承继了该思想。希特勒执政后利
用和发展该思想，鼓动战争，先后吞并奥地利、侵占捷克斯洛伐克和立陶宛
的默麦尔区。大战爆发后，随着德国的向外扩张，其控制区分成 5类：（1）
合并区，实行直接统洽，包括原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区，立陶宛
的默麦尔区，波兰的但泽一西普鲁土行政区、瓦尔塔兰（War—theland）行
政区、卡托维兹专区、泽希瑙（Ziehenau）专区、苏道思（Sudauen）专区、
佐尔道（Soldau）地区以及比利时的欧本（Eupen）、马尔梅迪（Malmedy）
和莫雷斯纳（Moresnet）地区；（2）民政长官管辖区，通过德意志化逐渐并
入，包括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地区，南斯拉夫的下斯蒂里亚（LowerStyria）、
上卡尔尼奥拉（UpperCarn-iola）、米埃斯塔尔（Miesstal）和丹麦的谢兰
（Seeland）地区，法国的阿尔萨斯-洛林地区，卢森堡国以及波兰的比亚韦
斯托克（Bialystok）省；（3）附属区，即势力范围，包括波兰总督辖区，
乌克兰总督辖区和奥斯兰（Ostland）总督辖区；（4）占领区，实行军事和
经济的控制但不并入，包括除上述三类地区外的所有控制区；（5）作战区，
即 1943 年 9 月意大利投降后接管的地区。

大日本生产党  日本右翼团体，1931 年 6 月成立。内日良平为总裁。
会长吉日益三。以黑龙会为骨干，另有六贩的明德会、回天时报社、日本国
民党等 18 个团体加入。以宣扬大日本主义为宗旨。1932 年加入右翼工会，
提出实现国家社会主义的口号。1933 年一度停止活动。1942 年改组为大日本
一新会。日本投降后解散。



大日本妇女会  日本战时统制妇女的全国性半官方团体。1912 年 2 月
根据内阁会议决定，由爱国妇女会、*大日本国防妇女会和大日本联合妇女会
合并而成。纲领是修心养身，为国服务。凡 20 岁以上妇女均被强迫入会，参
加“圣战”贮蓄、回收废品、国防训练以及援助军人等活动。1943 年会员达
1931 万。1945 年为进行本土决战被编入国民义勇队，战后解散。

大东亚共荣  圈日本帝国主义独霸亚大地区的侵略目标和口号。由”东
亚新秩序和”大东亚新秩序发展而来。1940 年 7 月第二届近工内阁制定*《基
本国策纲要》，提出建立“以皇国（日本）为核心，以日满华牢固结合为基
础的大东亚新秩序”，“确立包括整个大东亚的经济协同圈”。同年 8 月 1
日，外务大臣松冈洋右首次使用“大东亚共荣圈”一词。被列入“共荣圈”
的国家和地区有：中国、朝鲜、法属印度支那（今越南、柬埔寨、老挝）、
缅甸、泰国、马来亚、菲律宾、荷属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
新西兰、英属印度（今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阿富汗以及太平洋的
许多岛屿。1941 年正月，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以武力实施该侵略目标。
1943 年 11 月 5—6 日，东条英机主持在东京召开由日本占领区各傀儡政权头
目出席的”大东亚会议，发表《大东亚共同宣言》，标志其正式建立。以后
随着日本的战败而崩溃。

大东亚新秩序  日本帝国主义独霸亚大地区的侵略目标和口号，由”东
亚新秩序扩展而成。1940 年 7 月 26 日。第二届近工内阁通过实施南进战略
的*《基本国策纲要》而提出。强调“以皇国（日本）为核心，以日满华的牢
固结合为基础”，包括从印度起、连同大洋洲在内的整个东亚和太平洋地区。
后来称为大东亚共荣圈。

大和号战列舰  日本战列舰。为*武藏号战列舰的姊妹舰。吴港海军工
厂制造。1941 年 12 月 16 日竣工。舰长 286.1 米，宽 38.9 米，标准排水量
6.9（一说 6.4）万吨，最高航速刃节，装备 9门口径为 460 毫米的大炮。是
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战列舰。服役后即为联合舰队的旗舰。因航空母舰迅即在
太平洋战争中取得主导地位，该舰未能发挥预期威力。1945 年 4 月 7 日在反
击美军登陆冲绳的作战中被美舰载飞机击沉于九州西南洋面上。

大炮先于黄油（GeschützegehenButtervor）纳粹德国的宣传口号。1936
年戈林在演说中正式提出。他借口德国需要获得自由和“阳光下的地盘”，
要求人民缩减消费，多生产武器，扩大进口工业原料，强调状炮会使我们强
盛，黄油只能使我们肥胖！”

大海令第九号  1941 年 12 月 1 日，日本大本营向联合舰队司令长官*
山本五十六下达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命令。主要内容为：（1）日本决定以 12
月上旬为期，对美、英、荷等国开战。（2）联合舰队应负责消灭敌在亚洲方
面的舰队和航空兵力。（3）联合舰队应配合南方军迅速占领美、英、荷在东
亚的重要据点，并占领和确保南方要地。（4）联合舰队应根据需要协同”中
国方面舰队作战。（5）大本营将向联合舰队下达具体开战的日期。

大德意志帝国  即“大德意志国”。
大日本青少年团  日本战时统制全国青少年的半官方组织。1940 年近

卫文麿倡导新体制运动，解散所有独立的政治结社，成立“大政翼赞会，对
国民实行一元化统治。为将全国青少年编入翼赞统治体系，1941 年 1 月 16
日以*大日本联合青年团为核心，将大日本联合女子青年团、大日本少年团联
盟和帝国少年团协会合并而成，这样，全国的青少年自国民学校初等科三年



级以上的学生到 25 岁的毕业生，均被编入国家单一的统制团体。文部大臣兼
任全国最高领导人，各道、府、县青少年团团长由地方最高长官兼任，备校
团长由校长兼任。从事组织青少年援助伤残军人及其家属，进行义务劳动和
国防训练等活动，以实现学校教育和军事训练的一体化，并组织义务劳动队
赴北海道和“满洲国”进行开发。1945 年 5 月为大日本学生队取代，同年 6
月解散。

大凤号航空母舰  日本航空母舰。川崎重工业公司制造。1944 年 3 月
竣工。标准排水量 2.93 万吨，最高航速 33.1 节，可载飞机 53 架。同年 6
月作为日本第一机动舰队司令宫小泽治三郎的旗舰，率队执行＊阿号作战，
在菲律宾海海战中被美军潜挺击沉。

大东亚共同宣言  1943 年 11 月在日本东京召开的*大东亚会议上通过
并公布。主要内容为：“大东亚”各国相互合作，完成状东亚战争”，“使
大东亚从美、英的桎梏下解放出来，保全其自存白卫”；大东亚各国应“同
心协力确保大东亚的安定，以道义为基础建设共存共荣的秩序、“相互尊重
各自的自主独立，以实现互助敦睦”；“相互尊重各自的传统，发扬各民族
的创造性，以提高大东亚的文化”；“在互惠原则下紧密合作，以求发展经
济，增进大东亚的繁荣”。

大西洋护航会议  战时美国、英国和加拿大为大西洋反潜挺战而举行的
专门会议。1943 年 3 月 1 日在华盛顿举行。会议调整了盟国的护航体系，确
定美国撤出北大西洋航线的护航，其西经 47°以东由英国负责，以西由加拿
大新成立的西北大西洋司令部负责；美国则成立第十观队，专门保护美洲至
直布罗陀和摩洛哥以及加勒比海至英国两条航线。会议决定采用新的护航时
刻表，组建专门反潜逛的*支援舰队，加强岸基远程飞机和护航航空母舰的护
航作战。

大西洋岛屿计划（AtlanticIslandsPlan）1941 年美国企图控制和占领
葡属和西属大西洋诸岛屿的计划。鉴于大西洋诸岛屿重要的战略意义及存在
被纳粹德国占领的可能性，1941 年 5 月 27 日，罗斯福总统在广播中声称，
纳粹德国如果控制了亚速尔和佛得角等大西洋岛屿的话，将立即危及南、北
美洲的安全，为此美国决定扩大在大西洋的海军巡逻，并警惕纳粹在更靠近
西半球的地方建立基地的任何企图。意在使门罗主义的范围引申到大西洋诸
岛。同年5月 23 日，罗斯福命令美军作好占领亚速尔群岛的准备。后因葡萄
牙政府的抗议和作战资源等问题，以及苏德战争的爆发，此计划被取消。

大西洋第一战略（Atlantic-FirstStrategy）即“先欧后亚战略”。
大纵深战役（战斗）理论  二十年代未至三十年代中期苏联军事理论

界研究制定的现代作战理论。该理论要求在进攻战役中用杀伤兵器同时压制
敌人整个防御纵深。首先于选定方向上突破敌战术地幅，然后将发展胜利的
快速梯队（坦克、摩托化步兵、骑兵）投入交战，并在敌后实施空降，迅速
把战术胜利扩展为战役胜利。该理论反映了军事技术装备的更新、部队组织
编制的改革与作战样式和作战方法创新的内在联系，体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后现代化新兵种的发展对战术和战役法理论的有力推动。二十年代末、三十
年代初苏联已制定出大纵深战斗理论的原则，进而在三十年代中期形成大纵
深战役理论。并先后在基辅军区。白俄罗斯军区的大演习中进行了实践验证。
1936 年颁布的苏军野战条令对这一理论作了首次系统阐述。苏德战争中，苏
军运用并进一步发展了这一理论。



大日本文学报国会  日本战时进行军国主义宣传的半官方文化团体。
1942 年 6 月由＊日本内阁情报局发起组成。机关报为《文学报国》。曾通过
筹办全国规模的“大东亚文学者会议”和“文学报国演讲会”胁迫文学家进
行军国主义宣传，美化侵略战争。日本投降后解散。

大日本产业报国会  日本战时统制工人的半官方团体。1938 年爱知县
产业报国联盟在全国范围发起建立产业报国会运动。1940 年 11 月 23 日正式
成立。总裁由厚生大臣兼任。各地方的工矿企业均设立，1941 年会员达 5000
万人。以发展产业，辅佐皇运为纲领，1942 年 5 月被列为＊大政翼赞会的下
属团体，专事胁迫工人增加生产，并负责分配物资。日本战败投降后解散。

大日本言论报国会  日本战时进行军国主义宣传的半官方文化团体。
1942 年 12 月 23 日成立。会长*德富苏峰。会员以评论家协会为主，1949 年
总人数 917 人，信奉“言论报国”的宗旨，与*日本内阁情报局、军部密切配
合，在全国范围内举办题为“击破美英思想战”的大型演讲会，编辑出版《日
本思想战丛书》。1946 年 1 月解散。

大日本国防妇女会  日本战时统制妇女的半官方团体。1931 年日本发
动*九·一八事变后，在大阪和东京等地成立。1934 年 4 月成立全国本部。
会长武藤能妇子，主要干部均由陆、海军大臣及现役将官的妻子担任。以妇
女与政府齐心协力《共扬皇道》为宗旨。主要从事援助伤残军人及阵亡士兵
家属、募集慰问品、开展防空训练等活动。1941 年会员达 100 多万人。1942
年并入*大日本妇女会。1945 年编入国民义勇队，战后解散。

大日本联合青年团  日本战时统制青年的半官方团体。1925 年 4 月由
东京联合青年团团长旨藤新平发起成立。以加强对青年的法西斯统治、宣传
军国主义思想为宗旨。1934 年改名为状日本青年团”。1941 年 1 月与大日本
联合女子青年团、大日本少年团联盟、帝国少年团协会合并为＊大日本青少
年团，成为近卫新体制运动的一翼。

大西洋护位运输队（AtlantioConvoys）战时盟国为保障大西洋航运而
以海、空军实施护航的组织。大西洋当时集中世界航运的四分之三，具有重
大的经济和战略意义。保障大西洋航运，对于英国更构成其生存基础。战争
爆发后，英国便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行之有效的经验，于 1939 年 9 月建立护
航制度，以若干商船和警戒护航舰挺组成特种编队，并在航渡中由海、空军
实施近径和远程掩护。战争初期法国海军曾参加护航。1941 年 9 月起，美国
对大西洋西经 26°以西海域提供护航。美国参战后，1942 年夏调整大西洋护
航体系，划分为西区（西经 52°以西）、中区（西经 52°至 22°）和东区
（西经 22°以东），分别由美国、加拿大和英国的海、空军负责保障航渡安
全。护航运输队通常由 40—60 艘商船编成，排成 9—12 列纵队，纵队间隔 5
链，同一纵队前后船问隔 3链，每 7—10 艘商船配一艘警戒舰。按航速分为
慢速船队（7.5 节）和快速船队（9.5—10 节）。每支船队按航线和航火编有
代号。主要航线有英国-北美，英国一直布罗陀、地中海和西非，美国-地中
海等。战争初期德国曾派大型水面军舰破袭大西洋航运，但构成对盟国主要
威胁的是德国潜艇。德国潜艇最初采用单艇攻击，1940 年 10 月起逐步实行
多艇结群攻击（*狼群战术）。1943 年 3 月，德国的大西洋潜艇战达到最高
峰，该月前 20 天击沉盟国 98（一说 97）艘船只，其中三分之二属护航运输
队。后盟国编人护航航空母舰，广泛采用新式雷达，建立＊支援舰队，把护
航运输队的反潜作战从消极防御转入积极进攻，于同年 5月前三周连续击沉



德国潜艇 81 艘，使德国潜艇战走向失败。1944 年航经大西洋的盟国 266 支
护航运输队，计 12907 艘商船和 1945 艘警戒护航舰挺，被德国潜艇击沉的仅
日艘。整个战争期间，航经大西洋的护航运输队共 2200 支，商船 7.5 万艘，
被击沉 574 艘（约占 0.75％）。护航运输队有效地保障了大西洋的航运。参
见“大西洋之战”。

大陆令第五六九号  1941 年 12 月 1 日日本大本营向南方军司令宫”寺
内寿一下达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命令。代号为“鹫”。主要内容为：（1）日本
决定对美、英、荷宣战。（2）南方军须于 12 月×日开始进攻（或进入）作
战。（3）南方军司令部子 12 月×日前可执行以下事项：如受敌先发制入的
攻击，可协同海军随时开始进攻（或进入）作战；如英军进入泰国，可协同
海军随时进入泰国；如遇敌机对日本重要基地、舰队等进行侦察时，可予击
落。

大青山抗日根据地  晋绥抗日根据地的组成部分。
大黄蜂号航空母舰（Hornet）美国航空母舰。1937 年开始建造，1941

年服役。排水量 2.2 万吨，航速 33 节，载机 80 余架。太平洋娥争期间，参
加对日作战。1942 年 4 月曾运载杜立特指挥的轰炸机队空袭东京。同年 6月
参加中途岛海战，10 月 26 日在圣克鲁斯群岛海战中受重创，撤退中自沉。
后美军以一艘新建的”埃塞克斯”级航空母舰重新命名。1944 年 6 月参加菲
律宾海海战，10 月参加莱特湾海战。1945 年 2 月参加硫黄岛战役，3月攻击
日木本上，4月参加冲绳岛战役。

人本营和政府联席会议  日本政府与大本营的联络机构。1937 年 11 月
设置。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近卫文麿曾要求将首相列为大本营成员，
遭军部反对。为谋求政务和军事指挥的一致，遂设置此会议。成员由首相、
外务大臣、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参谋总长、军令部长组成。由内阁书记官
长和陆海军军务局长（后亦包括综合计划局长官）担任干事。议案由政府和
大本营根据需要随时提出。会议决定一般略去军事事项，再经内阁议决，上
奏天皇裁决后实施；而军事方面则由参谋息长和军令部长上奏天皇并负责实
施。因军部拒绝在会议上讨论作战用兵事项，未能达到政府所期目的。1944
年 7 月被小矶内阁废止，后代之以*最高战争领导会议。

万尼科夫（BорисЛьвовичВанников，1897—1962）
苏联国防工业人民委员（1939—1941）、弹药人民委员（1942—1946）。1918
年参军。翌年加入俄共（布）党。参加过国内战争。1920 年人莫斯科巴乌曼
高等技术学校学习。1926 年起任机器制造厂厂长。1937 年起先后任国防工业
副人民委员、人民委员。苏德战争爆发后任武器装备副人民委员。1942 年起
任弹药人民委员。积极组织和领导战时的军火生产。1944 年获炮兵工程勤务
上将衔。战后继续担任领导国防工业的要职。著有《战前的苏联国防工业》、
《武器装备人民委员的札记》。

万湖会议  即“汪湖会议”
万宝山事件  日本武装侵占中国东北前的挑衅事件。
1年 5—6 月，日本驻华外交官在吉林长春市西北约 30 公里的万宝山，

利用中朝农民的水利纠纷，挑起事端。
7 月 1 日日本警察开枪击伤中国农民多人，使朝鲜移民达到开渠引水的

目的。接着日本政府歪曲真相，在朝鲜各地煽动徘华凤潮，一周内杀害华侨



109 名，伤 160 余名。并进而鼓吹增兵满洲，为武装占领东北大造舆论。

[丨]

上官云相（1895—1969）中国将领。字纪青。保定军校毕业。历任国民
政府军第九军军长、国民政府参军。九·一八事变后，任豫鄂皖“剿总”中
路军第五纵队指挥官，率部“围剿”鄂豫皖苏区。1935 年初授中将衔。抗日
战争爆发后，任第十一军团军团长，参与指挥蚣沪会战。1938 年 6 月起任第
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1941 年初参与策划”皖南事变，率部围攻新四军军部。
1943 年 1 月升任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配合顾祝同防守苏南、皖南、赣东北
及闽浙两省。抗战胜利后，曾任华北“剿总”副总司令。大陆解放前夕去台
湾。

上高战役  抗日战争中期中国军队粉碎日军进攻赣西地区的战役。1941
年 3 月 15 日起，日第十一军司令官”阿南惟几率 2个师团及 1个旅团，分三
路，由南昌一带向上高、高安地区发动进攻。中国第九战区集结 4个军 8个
师的兵力，节节抵抗，待机反击。3月 18 日，日军占领上高、高安后，撤出
1个师团调往华北。进攻上高的日第三十四师团孤军西进，于 25 日被中国军
队包围。日军急忙出动 1个师团增援。26 日夜，日军突围后开始撤退，中国
军队乘胜追击，至 4月 2日收复高安等地，双方恢复原有态势。此役日军伤
亡 1.5 万余人。

上海事变  即“一·二八事变”。
上海战役  即“淞沪会战”。
上海护关斗争  抗日战争期间，上海江海关职工反对日伪接收的斗争。

上海江海关为当时全国最大的海关，由英国人控制。日军侵占上海后，开始
向江海关渗透侵略势力。1938 年 5 月 2 日，英日达成协议，同意”中华民国
维新政府接收江海关。7日，江海关 2000 余职工在中国共产党上海地下党领
导下举行政治罢工，抵制日伪接收，并成立华员护关会，发表护夫宣言。9
日，由于日军的恐怖镇压和英国人的妥协退让，职工忍痛复工，以保存力量。
护关斗争虽遭挫折，但政治影响很大，鼓舞了上海人民的反日斗争。

上海护邮斗争  上海邮务职工维护邮政权的斗争。1938 年 5 月 8 日，
上海邮务职工在*上海护关斗争影响下，中国共产党上海邮局地下党支部领导
成立“护邮运动促进会”，并提出邮政主权独立完整、誓死不为日伪服务、
保障邮工生活等六大纲领。8 月又成立“护邮运动委员会”，出版《前线》
（后易名《大众》）杂志，扩大护邮宣传。11 月初，伪上海特别市政府下令
上海邮政总局及各支局一律悬挂伪五色旗，该委员会成立“行动委员会”，
率领广大职工坚决抵制，迫使日伪当局未敢强行易帜。

上下细腰涧战斗  1939 年八路军在山西省繁峙县对日军的一次战斗。
是年 5月 4日，日军集中 500Q 余人分四路“扫荡”北岳抗日根据地。八路军
第一二○师第三五九旅先舌在龙泉关附近的神堂堡、铜钱沟，青羊口西南的
口泉、常品里等地予敌以连续打击，迫使敌军退却。14 日晨，又在繁峙县神
堂堡附近的上下细腰涧包围日军独立混成第三旅团宫崎大队 800 余人，经过
激战，歼敌 500 亲人，缴炮 4门，机枪 19 挺，粉碎了日军“扫荡”计划。

上西里西亚战役  苏德战争后期苏军发动的进攻战役。1945 年 3 月 15
—31 日，由*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实施。“下西里西亚战役后，苏军即从南北



两个方向围歼上西里西亚德军集团，至 3月底共歼灭德军 4万多人，俘虏 1.4
万余人，并进抵苏台德山前地带，为尔后向德累斯顿和布拉格出击占据了有
利态势。

上阿尔萨斯战役  即“科尔马战役”。在法国东北部上莱茵省首府科尔
马（Colmar）地域进行。因上菜茵省与下莱茵省旧统称阿尔萨斯，故亦以此
称之。

上海特别市政府  见“伪上海特别市政府”。
上海难民收容所  1937 年*八·一三事变后，市郊、闸北、沪东以及苏

南、苏北等地的70 余万中国难民涌人上海租界。上海各界救亡团体在租界建
立难民收容所，安置无处疏散的难民。至 1938 年上半年，总数已达 200 个。
1937 年底中共江苏省委成立难民工作委员会，深入难民收容所，组织生活救
济和生产自救，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教育，并趁祖界当局遣散难民回乡之机，
派遣党员和干部随难民赴苏南、苏北各地、开辟党的工作和敌后游击战争，
还以“移民垦荒”的合法名义，输送大批进步难民参加新四军和各地的抗日
游击队。

上海救亡演剧队  抗日战争初期上海戏剧界救亡协会所属 13 个流动演
剧队的总称。1937 年 8 月 15 日在上海成立。在上海及全国各地进行抗日救
亡的宣传活动，激发人民的抗日热忱。1938 年有之队奔赴敌青，另外 5队集
中到武汉，与其他抗日进步剧团一起改编为*第三厅所属抗敌演剧队。

上萨尔茨山军事会议  纳粹德国在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的战争动
员会议。共两次，均在上萨尔茨山（Ober-salzberg）举行，出席会议的主要
是德国高级将领，但未作正式记录。1939 年 8 月 14 日第一次会议上，希特
勒强调必须在 12 周内击溃波兰，认为英、法两国可能为此召回大使或全面实
行对德禁运，但肯定不会参战。1939 年 8 月 22 日第二次会议上，希特勒声
称轴心国拥有他本人、墨索星尼和佛朗哥等杰出人物，英、法等国只有平庸
的领袖，国际形势对德国非常有利，但德国的经济因受各种限制，无法长期
支持，必须现在就“摊牌”；应在同英、法交战前打败波兰，获得所需的”
生存空间；英、法两国没有决心和能力履行保障波兰的义务；发动战争可找
任何借口，胜利者在事后是无人敢质问的。该会议为发动战争在思想上进行
了战争动员。

山下奉文（1885—1946）日本将领。毕业于陆军土宫学校和陆军大学。
历任驻奥匈帝国武官、陆军省军事调查部长。1936 年任步兵第四十旅团长，
驻扎朝鲜。1937 年 7 月率部入侵中国，晋升中将。后历任华北方面军参谋长、
第四师团长。1940 年任陆军航空总监兼航空本部长，扩充航空兵力，1941
年 11 月任第二十五军司令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率部侵占马来亚和新加
坡，大肆屠杀当地人民，有“马来之虎”之称。

年 7 月调中国东北，任第山下奉文一方面军司令官。1943 年晋升大将。
1944 年改任第十四方面军司令官，指挥防守菲律宾，马尼拉弃守后，仍率残
部在吕宋顽抗。战后在菲律宾被美军事法庭判处死刑，1946 年 2 月被处决。

山田之三（1881—1965）日本将领。毕业于陆军士宫学校和陆军大学。
历任朝鲜军参谋、骑兵第四旅团长、陆军通信学校校长、参谋本部第三部部
长和陆军士宫学校校长等职。1934 年晋升中将。1937 年任第十二师团长，参
加侵华战争。次年任第三军司令官。1938 年 12 月任华中派遣军司令宫。次



年任教育总监。1940 年晋升大将。
1年任防卫总司令官。1944 年 7 月任关东军司令官，兼驻”满洲国”大

使及关东局总长。1945 年 8 月日本投降时被苏军俘虏，后引渡与中国。1956
年 6 月获释回国。

山西新军  即“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
山下龟三郎（1867—1944）日本实业家。1902 年起开始经营海运业和

煤碳业。1911 年创立山下汽船株式会社。1940 年拥有船只 60 艘，总吨位达
50 万吨，航运到达北美、南美、澳大利亚、新西兰、伊朗和非洲。太平洋战
争中作为海运界的代表担任东条、小矶两届内阁的顾问，并作为查察使在各
地活动，致力于增强日本海上运输能力，为侵略战争服务。后病死。

山本五十六（1884—1943）日本海军将领。1904 年江田岛海军兵学校
毕业。参加日俄战争，负重伤。1916 年海军大学毕业。后历任海军大学教官、
驻美大使馆武官、赤城号航空母舰舰长、第一航空战队司令宫、海军航空本
部部长和海军次宫，期间曾两次参加伦敦海军裁军会议。极力主张发展海军
航空兵力，以突然袭击摧毁敌巢的出击作战取代日本海军传统的邀击作战。
1939 年出任联合舰队司令长官。1940 年晋升海军大将。积极筹划和指挥实施
1941 年 12 月 8 日对珍珠港的突然袭击。在太平洋战争初期指挥日本海军保
障日本“南进”战略的实施。1942 年 5 月率日本海军主力发动＊中途岛侮战，
遭到严重挫折。1943 年 4 月 18 日，在赴前线视察途中，坐机于所罗门群岛
上空遭美机截击丧命。死看追授海军元帅。

山东大反攻  *山东抗日根据地军民为夺取抗日战争胜利而实施的战略
反攻。1945 年 8 月 17 日起，该区抗日军民在*罗荣桓指挥下兵分五路大举反
攻：鲁中部队进攻胶济铁路西段、津浦铁路济南至壳州段，进逼济南；滨海
部队进攻胶济铁路东段和陇海铁路东段，协同进攻青岛、海州、连云港等地；
胶东部队进攻青岛、胶济铁路东段和沿海备城市；渤海部队进攻胶济铁路西
段及津浦铁路济南至沧州段；鲁南部队进攻徐州东北之外围及津浦铁路徐州
至兖州段。经 1个多月协同作战，解放 46 座县城及烟台、威海卫等 6个城市、
港口，歼灭日伪军 6万亲人，切断胶济、津浦、陇海等铁路线，使济南、青
岛、徐州、连云港等城市处在解放区的战略包围之中。

山西牺盟会  全称“山西省牺牲救国同盟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
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进步群众团体。

6年 9月在太原成立。阎锡山任会长。共产党人*薄一波任秘书长，主持
实际工作。会员发展到 60 万人，在各县设有分会。不少共产党员加入，并掌
握该会各级组织的领导权。该会举办各科训练班和 10 个国民军官兵教导团，
培养抗日救亡运动骨干；组建抗日决死队等抗日武装，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
争。1939 年 12 月，阎锡山发动反共的晋西事变，强令解散牺盟会，不少骨
干遭杀害。

山城号战列舰  日本战列舰。为扶桑号战列舰的姊妹舰。横须贺海军工
厂制造。1916 年下水。经两次改装。1935 年 3 月第二次改装竣工。标准排水
量 3.47 万吨，最高航速 24.7 节，装备 360 毫米火炮 12 门。1942 年 5—6 月
曾参加进攻中途岛的作战行动。后长期泊驻本土基地。1944 年 10 月 25 日在
莱特湾海战中沉没。

山打根死亡行军  日军在婆罗洲的一次强行军。1945 年 1 月，日南方
军息司令部判断，盟军为配合攻占新加坡的作战，可能会以首先进攻婆罗洲



（印度尼西亚称加里曼丹岛）的文菜地区作为策应。为加强防御，决定命日
第三十六军的防守重点从北海岸与东海岸移到西海岸。自 1月末始，日军部
队开始重新布防的强行军，途中须横跨婆罗洲中部的脊梁山脉和穿越数百公
里的层层密林。从 1月末到 6月的整个行军过程中，由于气候恶劣、地势险
要、饥饿疾病等原因，使日军部队损失过半。因行军目的地为西海岸的山打
根，故称“山打根的死亡行军”。

山东抗日根据地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华北敌后主要抗日根据地之一。
1938 年春，中共山东省委在山东各地发动抗日武装起义，先后建立十几块游
击根据地，并于年底将游击武装统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1939 年 3 月，罗荣
桓率第一一五师主力进入山东，与山东纵队一起巩固和发展了山东抗日根据
地，1940 年 8 月工日成立了山东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黎玉任首席代表。至
1944 年，该区部队达27 万人，对敌作战1.9 万余次，毙伤日伪军15 万余人，
根据地包括鲁中、滨海、胶东、渤海、鲁南 5个战略区，东临黄海，西至津
浦铁路，南至陇海铁路，北抵天津南郊，成为威胁敌占之律浦、陇侮、胶济
铁路与济南、青岛、徐州等大城市的重要战略大区。

山东抗日武装起义  中国共产党领导山东人民进行抗击日军的武装起
义。1937 年 12 月底日军攻占济南后，中共山东省委先后在天福山、黑铁山、
沮袜山、泰西等地组织一连串武装起义，开辟了胶东、鲁中、鲁西、清河、
湖西、鲁南等 10 多块抗日游击根据地。至 1938 年夏，武装队伍发展到 4万
余人，编为 10 个支队，并一度攻人济南，占领威海卫，多次夺占烟台。为建
立山东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后各路起义军统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
张经武任总指挥，黎玉任政治委员。

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  也称“山西新军”。中国共产党影响和领导下
的抗日武装。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军大举进犯山西，中共北方局争取阎锡山
同意，以”山西牺盟会为基础组编建立。1937 年 8 月 1 日起，陆续组建 4个
纵队，开赴山西各地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以后又相继建立工人武装自卫队、
政洽保卫队、暂一师、第二○九旅、第二一二旅、第二一三旅等，达 4.5 万
人。1939 年底在粉碎阎锡山制造的“十二月事变”，击败其进攻后，建立总
指挥部，续范亭任总指挥，以后该部队陆续编入八路军。

山东一九四二年反扫荡  山东抗日根据地军民反击日军“扫荡”的战
役。1942 年，日军以强大兵力多路“梳蓖式”快速前进，先构成合围圈，再
边压缩、边搜索，企图摧毁根据地。山东抗日军民粉碎日伪军千人以上兵力
的“拉网合围”式“扫荡”40 次，沉重打击了日军，保卫了山东抗日根据地。

山东一九四五年攻势作战  山东抗日根据地军民对日伪军的攻势作
战。1945 年春季，该区八路军各部队执行中共中央提出的“扩大解放区，缩
小沦陷区”的战略方针，在胶东、鲁中、滨海各地进行讨伐伪军作战，歼敌
1.6 万余人，收复泅水、蒙阴县城。从 5月下旬至 8月上旬，又进行了临（沂）
费（县）、郯（城）马（头）等战役，歼敌 3万亲人，解放县城 9座，迫使
日伪军退守胶济、津浦、陇海铁路沿线的城市和据点，为战略大反攻准备了
有利的条件。

山东一九四四年攻势作战  *山东抗日根据地军民对日伪军的攻势作
战。1944 年 3—4 月，鲁中军区 6个团和滨海军区 1 个团，首先发起讨伐伪
军吴化文部战役，歼敌 700Q 余人，攻克据点 50 余处，打通了沂、鲁、泰、
蒙各山区的联系。同年 8—10 月，鲁中、鲁南、滨海、渤海、胶东各军区部



队相继发动攻势作战。1年间共歼灭日伪军 3.6 万人，争取伪军反正 1 万多
人，收复县城 8座，解放人口 500 万，巩固和发展了山东抗日根据地。

[丿]

干岛群岛登陆战役  *苏日战争中苏军发动的登陆战役。1945 年 8 月 18
日至 9月 1日，由*远东第二方面军所部和太平洋舰队共同实施。苏军首先在
千岛群岛的主要支撑点占守岛登陆，并于 8月 23 日控制全岛，以此为屯兵场，
继而向其他各岛进攻。至 8月底，占领了北部各岛，接着南部各岛也先后得
手，干岛群岛全部为苏军所占。

川越茂（1881—1969）日本外交官。1908 年东京帝国大学毕业。1912
年人外务省。先后在驻中国、瑞士、德国使领馆任职，1932 年 8 月任驻“满
洲国”大使馆参事。后历任驻广东、天津总领事和驻华大使。1936 年 9 月至
11 月举行*川越-张群会谈，企图分离华北。日本全面侵华后又与中国外交部
亚洲司司长高宗武等人秘密会谈，策动国民党政府要员卖国，未成。1938 年
1 月回国，同年 12 月辞职，改任外务省顾问。

川岛芳子（1907—1948）日本间谍。中国清朝第十代肃亲王善耆之女。
生于北平（今北京），名爱新觉罗顯环。后肃亲王将其过继给日本浪人川岛
浪速，随之去日本，入日本籍。毕业于松本高等女子学校，1927 年 11 月同
满蒙独立军头子的次子甘珠儿扎布结婚。回中国后帮助日本从事间谍活动。
1932 年协助＊田中隆吉在上海制造一·二八事变，并参与建立“满洲国”的
阴谋活动。后改名金璧辉，长期为土肥原特务机关工作。喜着男装，被称为
“男装的丽人”、“东洋的‘玛塔哈丽’”（女间谍）。1945 年 11 月在北
平被中国国民党政府逮捕，1948 年 3 月以汉奸、间谍罪被处决。著有《在动
乱中——我的半生记》。

川越-张群会谈  中日为解决*成都事件和*北海事件而进行的谈判。
1936 年 9 月，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向中国提出 7项要求：冀鲁察晋绥 5 省
自治；按华北方式在中国全境进行中日经济合作；订立共同防共协定；建立
中日间的航空交通线：中国政府聘用日本顾问；订立优待日本货物的夫税协
定；压制排日宣传。中国代表*张群提出 5条对案：废除《塘沽协定》；取消
冀东伪组织；停止包庇走私；华北日军及日机不得任意行动及飞行；在冀东
与绥北剿匪。经 7 次会谈未达成协议。11 月 14 日，日伪军侵犯绥远，谈判
遂停止。

川西二式轰炸机  日本海军巡逻轰炸机。美、英称之为“埃米莉”
（Emily）。1942 年由川西公司在”九七式轰炸机基础上改进制成。翼展 36
米，机长27.4 米，乘员10 人，4引擎，最高时速 455 公里，航程6400 公里，
可载炸弹 2000 公斤，装有 5门 20 毫米航炮和 4挺 7.7 毫米机枪。虽然具有
优越性能，但因战争后期日本国力不足，仅生产 167 架。

义烈伞兵队  太平洋战争末期日军的敢死队。在冲绳岛战役后期，日本
大本营企图使用敢死队，在美军机场强行着陆，破坏飞机和机场设施使美军
基地瘫痪，然后发动航空总攻，称为“闯入战法”。为此组织了以此命名的
敢死队，由奥山道郎大尉指挥，共 120 人，分为 5个小队和 1个指挥班，分
乘 12 架轰作机，装备有用于破坏的炸药和轻武器。1945 年 5 月下旬，该队
发动义号作战，失败。以后来能再次实施，日本大本营的计划遂告破产。



义务劳动服务法（ServiceduTravaiIObligatoire，缩写 STO）法国维
希政府驱使人民为纳粹德国服役的法令。1940 年法国败降后，维希政府便不
断向德国提供廉价劳动力。1943 年 2 月 6 日，颁布该法，规定凡1920—1922
年出生的法国公民，包括大学生，均应前往德国服劳役两年。3月 31 日，即
有 7.7 万人被驱往德国。此后又从*青年工场直接将大批青年送往德国。1944
年 2 月 1 日，又颁布新的义务劳动服务法，规定所有 16—60 岁的男子和 18
—45 岁的妇女部在服没之列。该法令遭到法国人民强烈反抗，同年 6 月 18
日始中止执行。至此被送往德国服苦役者达 87 万余人。

久保荣（1900—1958）日本剧作家。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后入筑地小剧场
文艺部。1930 年发表处女作《新说国姓爷合战》（意为郑成功战争史话）。
同年加入日本无产者剧场同盟，后与村山知义等人创建新协剧团。提倡统一
战线与文艺创作相结合。以故乡北海道为舞台，于 1937—1938 年间创作出著
名反战剧作《火山灰地》，公演后遭到右翼势力的威胁。1940 年新协剧团被
当局强行解散。战后创建东京艺术剧场。1958 年因神经极度衰弱自杀。刊有
《久保荣全集》（12 卷）。

及川古志郎（1883—1958）日本海军将领。毕业于海军兵学校，并曾在
海军大学学习。历任海军兵学校校长、吴镇守府参谋长、第三舰队司令宫、
海军航空本部长、中国方面舰队司令长官和横须贺镇守府司令长官。1939 年
晋升海军大将。翌年 9月出狂第二届近卫内阁的海军大臣，改变海军一贯态
度，同意缔结《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后历任军事参者官、海军大学校长、
海上护卫总司令官和军令部总长。计划和指挥”莱特湾海战，未能挽回败局。
1945 年 5 月引咎辞职，转任军事参者官。

凡尔赛体系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协约国列强在欧洲建立的帝国主义国
际关系体系。通过下述 5个条约形成，（1）*《凡尔赛和约》。（2）《圣日
尔曼条约》，1919 年 9 月 10 日在巴黎近郊圣日耳曼宫签订的对奥地利和约。
主要内容为：奥地利承认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波兰、匈牙利独立，并
对意大利和罗马尼亚作了领土割让，失去原有四分之三的国上和人口；奥地
利废除义务兵役制，交出全部海军舰只，不得拥有空军，陆军限制为 3万人：
澳地利不准与德国合并。（3）《钠依条约》，对保加利亚和约，1919 年 11
月 27 日签订于巴黎近郊的讷依。主要内容为：保加利亚承认南斯拉夫独立，
对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和希腊均作出领土上的让步；交出全部海军舰只，陆
军不超过 2万人；赔款 25 亿主法郎，37 年内付清。（4）《特利亚农条约》，
对匈牙利和约，1920 年 6 月 4 日在凡尔赛的特利亚农宫签订。主要内容为：
对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作了领土上的让步，匈牙利失去原有
领土的四分之三和人口的三分之二；陆军限制为 3.5 万人；赔款 22 亿金法郎.
（5）《色佛尔条约》，对土耳其和约，1920 年 8 月 10 日签订于巴黎近郊色
佛尔。主要内容为：土耳其丧失五分之四的领土；保留 5万人的武装力量；
拆除在黑海海峡及各岛上的工事；经济受战胜国监督。后因上耳其爆发革命，
该约未被实施。凡尔赛体系在宰割和遏制战败国、掠夺和奴役弱小国家、镇
压欧洲革命运动的基础上，暂时调整了战胜国列强之间的关系，但未能消除
帝国主义内部的矛盾，埋下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祸根。

凡尔赛和约  全称《协约及参战各国对德和约》，1919 年 6 月 28 日在
巴黎近郊凡尔赛宫签订，故名。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战胜的协约国于 1919
年 1 月 18 日在巴黎召开和会。英、法、美、日、意等帝国主义列强，围绕分



赃和重新瓜分世界，经过 5个多月争吵后签订此和约。共分两部分，第一部
分是《国联盟约》确定该组织的机构、职能、原则及会员国的义务。第二部
分是《对德和约》基本内容为：（1）领土：阿尔萨斯和洛林归还法国；萨尔
经济上归属法国，行政上由国联管理，15 年后举行公民投票决定其归属；莱
茵河左岸德国领土由协约国占领 15 年，德国不准在茅茵河左岸及右岸 50 公
里内设防，西里西亚南部划归捷克斯洛伐克；承认波兰独立，波兹南全部，
东、西普鲁士一部及西里西亚一部划归波兰，但泽为自由市；德国放弃默麦
尔；德国、丹麦和比利时交界处均作一定变动。（2）殖民地：德属非洲殖民
地由英法瓜分；德属太平洋上殖民地由英日瓜分。（3）军备：德国陆军不得
超过 10 万人，其中军官不得超过 4000 人；德国海军被限制在装甲舰和轻巡
洋舰各 6艘，驱逐舰和鱼雷逛各 12 艘；不得拥有空军和潜挺；解散参谋总部，
取消义务兵没制。（4）赔款：总额由协约国特别委员会确定，并在 1921 年
5 月 1 日前向德国政府提出，偿付期限自 1921 年起不得超过 30 年；1921 年
前德国应先赔偿 200 亿主马克，该和约是协约国强加在德国身上的掠夺性条
约，埋下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祸根。

［丶]

广田弘毅（1878—1948）日本首相（1936—1937）。1905 年东京帝国大
学毕业。次年人外务省，历任外务省情报部次长、欧美局长、驻荷公使。1933
年任驻苏大使，交涉中东铁路所有权事宜。同年任斋藤内阁的外务大臣。冈
田内阁时留任。期间先后发表*《天羽声明》和*《广田三原则》。二·二六
事件后奉命组阁，确定“国策基准和“帝国外交方针”，首次将北进和南进
并列为日本的国策，炮制“华北政务委员会”，支持恢复军部大臣现役武官
制，加速国家的法西斯化，广田弘毅并与德国缔结《反共产国际协定》。1937
年下野。同年 6月复出任近工内阁外务大臣，力图通过德国驻华大使诱降中
国国民政府，失败后发表《近卫第一次对华声明》。1938 年 5 月辞职，享受
重臣待遇。1942 年出任驻泰国大使。1945 年 6 月同苏驻日大使马立克（ЯK0BA
лekcaHД-poBичMaлиk,1906—1980）会晤，试图通过苏联斡旋结束战
争，未成。战后，于 1948 年作为甲级战犯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为
日本文官中唯一被处绞刑者。

广西战役  即“桂柳战役”。
广州战役  日军攻占广州的战役。1938 年 9 月 7 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

为策应华中日军进攻武汉，并切断中国的国际联络线，实施广州方面作战。
为此，抽调 3个师团和 1个飞行团组成第二十一军（约 4万余人，司令宫古
庄干郎），在澎湖列岛的马公集结。10 月 12 日，日军由第五舰队支援在大
亚湾登陆，中国守军余汉谋部第十二集团军戒备松弛，兵力分散，仓促应战。
日军先后攻陷淡水、惠阳、搏罗、增城和从化，于 21 日占领广州。同时，另
一路日军沿珠江口溯江而上，23 日占领虎门要塞，并先后占领中山、顺德、
佛山、三水和深圳。此战国民党当局轻弃广州，仅 10 天时间日军即控制了珠
江三角洲主要地区。

广濑丰作（1891—1964）日本大藏大臣（1945 年）。1917 年东京帝国
大学毕业后入大藏省。历任理财局长，主计局长、预金部资金局长。1940 年



任第二届近卫内阁大藏次官。翌年辞职当律师。太平洋战争中任陆军省嘱托，
曾赴新加坡活动。1945 年出任铃木内阁的大藏大臣，同年 8月辞职。著有《市
街地信用组合论》、《朝鲜产业开发问题》等。

广日三原则  1935 年日本政府制定的侵华方针。1935 年 5 月，日本兵
犯华北，并策动华北五省脱离中国“自治”。同年 8月，外务省开始制定新
的对华方针。在征得军部同意后，10 月 4 日正式确定对华三原则：（1）中
国应抛弃依赖英美的政策，推行对日亲善的政策，并在具体问题上同日本合
作；（2）中国应尊重“满洲国”事实之存在，借以促进华北与”满洲”之经
济和文化的交往合作；（3）中国应同日本合作“防俄”、“防共”。10 月 7
日日本外务大臣*广田弘毅在同中国驻自大使蒋作宾的谈判中，正式向中国政
府提出，要求以此作为“日华合作”的前提。1936 年 1 月广田在议会上宣布
时，将其中的第三条改成“防止赤化”，日中两国实行“共同防御”。

广阳伏击战  抗日战争初期八路军在正大铁路南恻伏击日军的战斗。
1937 年 10 月，八路军为配合友军阻击沿正大铁路西进之日军，令第一二九
师和第一一五师驰援娘子关。11 月 4 日，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主力在山西省平
定县广阳以西地区设伏，截击日军第二十师团 1 个大队及辎重部队 4000 余
人，毙伤敌干余人，缴获骡马 300 余匹，步枪 300 多支。11 月 7 日，八路军
第一二九师主力，再次在广阳地区伏击臼军第二十师团的 1个联队，歼日军
250 亲人。此战迟滞了日军西进。

广田-马立克会谈  大战临近结束时，日本政府代表广田弘毅和苏联驻
日大使马立克进行的会谈，1945 年 5 月德国投降后，日本力国防止苏联参战
并通过苏联斡旋结束战争，开始日苏谈判。6月 3 日和 4 日，广田会晤马立
克，表示日本希望与苏联缔结长期协定，马立克则声称尚须研究。6月 24 日
马立克要求日本提出改善苏日关系的具体方案。29 日广日向马立克提交了草
案，内容为签订日苏互不侵犯条约，“满洲国”中立，考虑苏联希望的其它
各项条件等。此后广田要求继续会谈，马立克均托病未允。日本为加速谈判
进程，决定由驻苏大使佐藤尚武以及派遣特使近卫文扈前往莫斯科直接同苏
联政府进行会谈。广田一马立克会谈遂告结束。

广岛原子弹轰炸  美国对日本广岛市投掷原子弹。1945 年 7 月 16 日，
美国在新墨西哥阿拉莫戈多进行原子弹爆炸试验获得成功。美国总统杜鲁门
立即决定使用原子弹以加速击败日本。美军方提出广岛、小仓、长崎、新渴
4个城市为第一次攻击目标，并命令战略空军在 8月 3日后执行轰炸。8月 6
日 凌 晨 ， 美 第 二 十 航 空 队 第 五 0 九 混 合 大 队 蒂 贝 茨
（PauIWarfieldITibbets,1915 一）上校驾驶*B-29 型轰作机，携 1 颗长 10
英尺取名*瘦孩的原子弹，从提尼安岛起飞，前往广岛。8 点 15 分原子弹从
广岛上空落下爆炸，其当量为 2 万吨 TNT。广岛市 60%的建筑被摧毁，约 8
万人丧生，5万余人受伤或失踪（一说 10 万人死亡，因的伤或核辐射病不断
死亡亦近 10 万）。

亡国论  认为中国抗战必然亡国的论调，抗日战争爆发前，国民党内以
汪精卫为代表的亲日派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英美派都信奉并宣扬这种妥协投
降的论调。*七七事变后，汪精卫等人鼓吹“再战必亡”，“必使人与地俱成
灰烬”等言论，瓦解全国军民的抗日意志，为公开投降日本制造舆论。由于
国民党正面战场节节溃败，这种论调在群众中也有一定影响。中国共产党对
此进行坚决批判，打击了汉奸卖国贼，坚定了全国人民持久抗战的必胜信念。



门格勒（JosefMengele，1911—1979）德国纳粹分子。灭绝营医生。早
年攻读哲学和医学，求学期间深受*罗森堡的种族理论影响。1934 年成为“遗
传生物学和种族卫生研究院”研究员，专门从事孪生儿和种族血统问题研究。
1939 年为武装党卫队少尉，先后在法国和苏联战场当医官。1943 年任奥斯威
辛灭绝营首席医生，负责决断新到囚徒从事若役或送毒气室事宜，被称为“灭
绝之神”。利用囚犯作残酷的医学试验，战后一度被拘留，后潜逃南美。

[ ]

卫立煌（1897—1960）中国将领。字俊如。行伍出身。北伐战争时，任
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十四师师长。1928 年入陆军大学特别班学习。九·一八
事变后任第十四军军长，曾参加对鄂豫皖苏区的“围剿”。1933 年进攻抗日
反蒋的福建人民政府。1936 年授中将加上将衔。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十四集
团军总司令，率部参加*忻口战役。年底升任第二战区前敌总司令。1939 年
调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兼河南省政府主席、省保安司令，并授二级上将衔。
赞同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与八路军建立合作关系。1942 年
3 月起任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司令长官，指挥所部强渡怒江，攻克松山，重创
日军，与中国驻印军在缅北会师，重新打通了滇缅公路。1945 年生月任中国
战区陆军副总司令。抗战胜利后，曾任国民政府主席东北行辕代理主任兼东
北“剿总”司令长官。1949 年初寓居香港。1955 年 3 月回到北京，曾任国防
委员会副主席。

卫林战役  1943 年八路军在河南省对日伪军的作战。包括卫南战役和林
南战役。1943 年 7 月 10 日，伪军第二十四集团军庞炳勋部 2 万余人乘日军
对大行抗日根据地进行：“毁灭性扫荡”之机，在日军一部配合下，进攻太
行根据地之林县和卫河以南地区。7月 30 日起，八路军冀鲁豫军区部队发起
卫（河）南战役，至 8月 19 日歼敌 5600 余人，缴机枪 35 挺、长短枪 2000
余支，新建滑县等 3县抗日政权。8月 18 日起，八路军大行军区和冀南军区
部队共 12 个团发起林（县）南战役，至 26 日歼敌 7000 余人，击落敌机 1
架，缴炮 21 门、机枪 83 挺、步枪 3118 支，攻克据点 80 余处，解放林县以
南、辉县以北大片地区。

女武神计划（Walkure）一译“伐尔克里计划”。德国军内反纳粹分子
谋刺希特勒的计划.由*贝克、*施道芬堡等拟定。计划于刺杀希特勒后发动政
变，攻占柏林的电台、电报局、总理府和政府各部，解除党卫队和盖世太保
的武装，并通电全国宣布成立以贝克为国家元首、以戈台勒为总理的新政府，
1944 年 7 月 20 日，以施道芬堡行刺希特勒开始实施，旋即失败，参见“七·二
0事件”。

小地  苏联新罗西斯克城南部、采麦斯卡亚湾（цeMec·ckaяБyxTA）
西岸的一个地段，1943 年 2 月 4 日，苏军为支援北高加索方面军解放新罗西
斯克和塔曼（TaMaHc-KHй）半岛，组织特遣队在此登陆，夺取了正面4公里、
纵深 2.5 公里的登陆场，后称此名。苏军在此陆续集结了数万兵力，把登陆
场扩大到 30 平方公里，并进行了长达 7个月的保卫战。1943 年 9 月*新罗西
斯克一塔曼战役中，该登陆场发挥了重要作用。

小鬼（HObgoblin）即“开塞锥”。



小土星（MaлbIйCaTypn）*顿河中游战役计划代号。苏联西南方面军
和沃罗漫日方面军于 1942 年 12 月 16—30 日实施。

小库克（CharlesMaynardCookejJr，1886—1971）美国海军将领。1905
年和 1910 年先后从阿肯色大学与美国海军学院毕业。早年在潜艇部队服役。
1936—1938 年任美国舰队司令部作战参谋。1939—1940 年任海军作战部作战
计划处上校主任，次年 1月参加在华盛顿举行的美英参谋会谈。曾参与制订
潜艇远距离作战战略、对日本的作战计划、采用舰队海上补充技术等。1942
年任海军总司令*金的负责制订作战计划的助理，并随其参加了卡萨布兰卡、
魁北克、开罗、德黑兰、雅尔塔和波茨坦等一系列盟国重大会议。曾协助制
订欧洲战场、北非战场和太平洋战场的盟国一系列作战方略，以思维敏捷、
筹划滇密著称，有“精灵”（Savvy）之称。战后曾任美国第七舰队司令、海
军太平洋部队司令等职，1948 年退役。

小仓正恒（1875—1961）日本实业家，大藏大臣（1941 年）.1897 年东
京帝国大学毕业后，长期供职于实业界，曾任性友株式会社总理事。1933 年
任贵族院议员。1941 年任第二届近工内阁的国务大臣、第三届近工内阁的大
藏大臣，并历任战时金融金库总裁、东亚经济恳谈会会长、大东亚建设审议
会委员、华中经济最高顾问等职，参与策划和实施对占领区的经济掠夺。

小协约国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在
法国的影响和支持下组成的政治联盟。为维持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多瑙河流
域和巴尔于半岛形成的政治格局，捷、罗、南三国通过 1920 年 8 月 14 日的
《捷南同盟条约》、1921 年 4 月 23 日的《捷罗条约》和同年 6月 7日的《南
罗条约》而建成。1922 年新的《捷南同盟条约》使其进一步加强。1924—1927
年法国与捷、罗、南先后签订政治、军事协议，确立了对小协约国的领导地
位。三十年代中起，随着英、法对德、意法西斯的扩张推行绥靖政策而逐步
解体，《慕尼黑协定》签订后瓦解。

小矶国昭（1880—1950）日本首相（1944—1945），将领。毕业于陆军
士宫学校和陆军大学。参加过日俄战争。后历任航空本部总务部长、陆军省
军务局长和陆军次官。1931 年 3 月曾同*桥本欣五郎等人策划发动政变。1932
年 8 月至 1934 年 3 月任关东军参谋长兼特务部长。后调任第五师团长和朝鲜
军司令官。1937 年晋升大将。次年编人预备役。1939 年起连任平沼、米内两
届内阁的拓务大臣。1942 年出任朝鲜总督，推行残酷的殖民统治，被称为“高
丽之虎”，1944 年 7 月东条内阁倒台后，同米内光政组成联合内阁，创设*
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在“一亿总武装”的口号下，加紧实施物资动员计划，
以进行本上决战。在美军先后占领马尼拉、硫黄岛直逼日本本土，以及苏联
通告不延长《苏日中立条约》的情况下，于 1945 年 4 月 5 日率内阁总辞职。
战后，于 1948 年作为甲级战犯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无期徒刑，后病死狱
中。着有自传《葛山鸿爪》。

小林一三（1873—1957）日本实业家，商工大臣（1940—1941）。1892
年庆应义塾毕业后人三井银行。曾先后在各大企业任要职。1927 年任电铁会
社社长、会长。1940 年 5 月代表财界赴意访问。后出任第二届近卫内阁商工
大臣。1940 年 8 月赴巴达维亚（今雅加达）同荷兰殖民当局谈判，试图把荷
属东印度群岛（今印度尼西亚）纳入“大东亚共荣圈”，未成。11 月底奉召
回国，后因与主张统制经济的军部意见不合，于 1941 年 4 月辞职。战后曾出
任而原内阁的国务大臣兼战灾复兴院总裁。1946 年 1 月遭“整肃”。刊有《小



林一三全集》（7卷）。
小林路造（1877—1962）日本海军将领。毕业于海军兵学校和海军大学。

历任驻英武官、第三战队司令官、海军省军务局长、练习舰队司令官、舰政
本部部长等职。1930 年任海军次官。1931 年 12 月出任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兼
任第一舰队司令官。1933 年 3 月晋升海军大将，同年转任军事参议官。1936
年 9 月至 1940 年 11 月任台湾总督，推行皇民化政策和粮食增产计划，加速
将台湾变为日本的军事基地，积极准备南进。1944 年为贵族院议员，翼赞政
治会总裁，并出任小矶内阁的国务大臣。

小林多喜二（1903—1933）日本作家。生于贫苦农民家庭。小搏高等商
业学校毕业后任银行职员。初从事业余文学创作。1927 年加入当地的工会和
进步作家组织。1928 年发表小说《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揭露了三·一
五事件的真相。1929 年发表成名作《蟹工船》。翌年到东京从事革命活动。
1931 年加入日本共产党，任党中央委员和无产阶级作家同盟总书记。次年转
入地下，领导无产阶级文化运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1933 年被
捕，后受刑致死。著作编成《小林多喜二全集》（15 卷）。

小泽治三郎（1886—1966）日本海军将领，毕业于海军兵学校和海军大
学。1937 年任联合舰队参谋长。后历任水雷学校校长、第一航空战队司令官、
第三战队司令官、海军大学校长。1940 年晋升中将。1941 年 10 月任南遣舰
队司令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率部入侵荷属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初战
获胜，1942 年 11 月转任第三舰队司令官，指挥拉包尔等地的海空战斗。
4年兼任第一机动舰队司令官，参加马里亚纳海海战，遭惨败，同年 10 月率
部参加莱特湾小泽洽三郎海战，损失旗规瑞鹤号等所有航空母舰。旋任军令
部次长兼海军大学校长。1945 年 5 月任海军总司令官兼联合
舰队司令长官及海上护卫总司令官，但残存海军已无力应战。战后从事防工
厅的战史研究。

小烟敏四郎（1885—1947）日本将领。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
任陆军省军务局课员，驻俄武官。1921 年秋在德国，与*永田铁山、*冈村宁
次结成所谓“三杰盟约”，谋求提高军部的地位，确立总动员体制。1923 年
组建佐官级的右翼组织“二叶会”。后历任参谋本部作战课长，步兵联队长，
陆军大学教官。1933 年任参谋木部第三部部长。积极鼓吹北进反苏，是*皇
道派的实际组织者之一。尔后任近工步兵第一旅团长，陆军大学校长。
6年晋升中将，同年被编入预备役。战争后期曾参与倒东条内阁的活动。1945
年 8 月至 10 月任东久逸宫内阁国务大厦。

小猎犬式轰炸机（Blenhelm）又译“伯伦翰式轰炸机”。英国中型轰炸
机。1936 年 6 月试飞，次年开始服役。为当时英国空军中速度最诀的中程轰
作机。双引擎。翼展 56.4 英尺，机身长 42，9 英尺，高 9.1 英尺。乘员 3
人。最大时速 244—265 英里，升限 1.95 万英尺，最大载荷航程 I090—1461
英里。装有8挺 7.69 毫米机枪（其中两挺为转动式），可携炸弹1000—2000
磅。大战初期广泛用于西欧和北欧作战，后在北非和地中海战区担负近距离
支援任务。战时共生产 6260 架。

飞虎队  也称“陈纳德航空队”。抗日战争期间，*美国援华志愿航空
队、*美国驻华空军特遣队、*美国第十四航空队的统称。

飞越驼峰（OvertlieHump）见“驼峰空运线”。
飞蛇式战斗机（Airacobra）即“P—39 型歼击机”。



飞龙号航空母舰  日本航空母舰。横须贺海军工厂制造。1939 年 7 月
竣工。标准排水量 1.73 万吨，最高航速34.3 节，可载飞机73 架，乘员1101
人。1941 年 12 月参加袭击珍珠港，挑起太平洋战争。尔后支援日军攻占威
克岛。1942 年 2 月参加攻击澳大利亚的达尔文港，继而掩护日军登陆爪哇岛。
3 月底进入印度洋。4 月初参加科伦坡袭击战和亭可马里袭击战。后返回本
上。同年 6月，在中途岛海战中沉没。

飞鹰号航空母舰  日本航空母舰。为*隼鹰号航空母舰的姊妹舰。由商
船改装。川崎重工业公司制造。1942 年 7 月竣工。标准排水量 2.4 万吨，最
高航速 25.5 节，可载飞机 53 架，1942 年秋冬曾在西南太平洋参加瓜达尔卡
纳尔岛争夺战。1944 年 6 月 20 日在*菲律宾海海战中沉没。

飞行堡垒式轰炸机（Flyingrlortres）即“B—17 型轰炸机”。
马伦（Ado1phGysbertMalan，1910—1963）英国空军军官。生于南非。

早年在英国皇家海军中服役，大战期间人英国空军服役，为歼击机飞行员。
1943 年升任一战斗机基地指挥官，次年任皇家空军战术空军联队指挥官，升
至空军上校。在作战中共击落敌机 35 架，成为战时英国的王牌飞行员之一。
1946 年退役。

马基（Maquis）法国国内游击队的通称。Maquis 在法文中意为“丛林”、
“密林”。普法战争期间法国游击队即以此自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
国国内抵抗运动又沿袭此名。1942 年在阿尔卑斯山区初次出现，此后陆续在
中央高地、布列塔尼、东部的勃艮第、弗朗什孔泰（Franclie 一 Comte）和
比利牛斯山区形成基地。主要由工人、农民、大学生和城市平民组成，并有
西班牙、意大利和马基队员苏联的反法西斯战士参加。1943 年 2 月*《义务
劳动服务法》颁布后，遭到人民反对，马基迅速壮大，其中以莫塞（Mou（3het）
山区、格里埃尔（Glières）山区和维尔柯尔（Vereors）山区的游击队最为
活跃。各地马基人数不等，常以数十人或百余人的小分队形式，四出打击敌
人，1944 年初共达 3 万余人，后全部加入*法国内地军，在解放本土的战斗
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马本斋（1902—1944）中国将领。原名守清。东北讲武堂毕业。曾任东
北军团长。抗日战争爆发后，在家乡（河北省献县）组织回民义勇队，抗击
日本侵略军，193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所部与冀中军区回民干部教导队合编
为八路军回民教导总队，任总队长，在河间地区开展敌旨抗日游击战争。次
年任冀中军区回民支队司令员，率部转战于冀中、冀鲁豫平原，曾指挥部队
“围点打援”，取得衡水康庄战斗的胜利，屡建战功，1942 年任冀鲁豫军区
三分区司令员兼回民支队司令员，指挥所部对日伪军进行反“扫荡”战斗。
1943 年 11 月率部参加濮阳八公桥战斗，取得胜利。翌年 2月 7 日在山东宰
县病逝。

马占山（1885—1950）中国将领。字秀芳。行伍出身。曾任东北军第三
旅旅长、骑兵总指挥、黑河警备司令。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任黑龙江省代主
席兼东北边防军黑龙江省副司令，率部于嫩江桥抗敌，打响抗日民族战争第
一枪。1932 年“满洲国”成立后，一度任军政部长兼黑龙江省省长。同年 4
月 7日，潜至黑河，通电反正。并联合吉林的李杜、海拉尔的苏炳文等组成
东北抗日救国联合军，被推为总司令，转战黑、吉两省北部，抗击日伪军。
失败后退入苏联境内。1933 年回国。1936 年授中将衔。同年 12 月由上海去



西安，参加*西安事变，在张学良、杨虎城提出的八项抗日救国主张上签名。
抗日战争爆发后，历任东北挺进军司令、黑龙江省政府主席，率部参加平绥
线的对日作战和包头保卫战。驻防陕西时，与八路军第一二 0师友好合作。
抗战胜利后，授中将加上将街。曾任东北保安副司令长官、东北“剿总”副
总司令（未就职）。1949 年与傅作义等参加北平（今北京）和平解放。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定居北京。

马尔罗（AndreMalrau、lq01—1976）法国抵抗运动领导人，作家。毕
业于国立东方现代语言学校。早年从事写作，1934 年以“世界恢复季米特洛
夫自由委员会”会长身份到柏林，出庭为季米特洛夫被诬控国会纵火案辩护。
1936 年西班牙内战爆发，曾组织空军参加国际纵队。大战爆发后入伍，在坦
克部队中服役。1940 年 6 月被俘。后脱逃至南方，投身抵抗运动，在阿尔萨
斯仍洛林地区领导抗德游击队。曾被盖世大保逮捕，囚禁于图卢兹。该城解
放后获释。化名贝马尔罗尔热（Berger）上校，指挥*阿尔萨斯一洛林旅参加
解放法国和进军德国的战斗，1945 年出任*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宣传部
长。战后，曾任宣传部长和负责文化的国务部长。著有《人类的命运》和《艺
术心理学》等。

马尔盖（AdrlenMarquet，1884—1955）法国合作主义分子。1904 年加
入社会党。后因提倡法西斯主义，被开除出党。1936 年与拉罗克组建*法兰
西社会党。长期任议员和波尔多市长。大战爆发前即鼓吹法、德合作。1940
年 6 月出任贝当内阁的国务部长，278 改任内政部长。7月积极支持贝当攫取
全权，建立维希政府，同年 9月，辞去内政部长职，专任波尔多市长，继续
推行合作政策。战后受审，1948 年被判剥夺公民权 10 年。

马尔蒂（AndreMarty，1886—1956）法国共产党领导人之一，参加过第
一次世界大战，1923 年加入法国共产党。1924、1929 年两度当选议员。曾任
《人道报》总编辑。西班牙内战时，任国际纵队监察委员。第二次世界大战
爆发后，流亡苏联。盟军在北非登陆后赴阿尔及尔，领导法共北非中央委员
会代表团。自 1944 年秋起，反对继续与戴高乐合作，力主保留人民武装以推
翻资本主义制度。战后与多列士等人发生矛盾，1953 年被开除出法共。

马兰金（ГерманКаПитовичМаландин，1894—
1961）苏联将领。1915 年亚历山大军校毕业后，入沙俄军队服役。参加第一
次世界大战，升至中尉。1918 年加入红军。参加过国内战争。后历任步兵团
长、师和军参谋长，1938 年毕业于总参军事学院。1939 年任基铺特别军区副
参谋长，参加进军西鸟克兰。后任总参作战部长。苏德战争初期任西方方面
军参谋长（中将衔）.1941 年 11 月调任总参军事学院教研室主任。1943 年
12 月起，出任第十三集团军参谋长（至战争结束，升至上将）.先后参加日
托米尔-别尔季切夫、桑多梅日一西里西亚、下西里西亚、柏林和布拉格等战
役。战后曾任陆军第一副总司令兼参谋长、总参军事学院院长等职。1948 年
获大将衔。

马丽他（Marlta）1941 年德国侵占希腊和南斯拉夫的行动代号，1940
年 12 月 13 日，希特勒签发第二十号指令，首次提出以此为代号的行动，要
求在翌年春季攻占希腊，以消除英国在巴尔于地区对德国的威胁，规定首先
在罗马尼亚南部建立德军突击集群，然后通过保加利亚境进攻希腊。1941 年
3 月初，保加利亚加入*《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德军进入保境。3 月 26
日，南斯拉夫发生推翻亲纳粹政权的政变。3月 27 日，希特勒签发第二十五



号指令，将此行动扩大为从保加利亚、匈牙利和奥地利几个方向同时进攻南
斯拉夫和希腊。4月 6日开始实施。参见“巴尔干之战”。

马步芳（1903—1975）中国将领。字子香。宁海军官训练团肄业。曾任
甘边宁海镇守使署一等参谋。九·一八事变后，任青海南部边区警备司令、
新编陆军第二军军长、西北“剿总”第一路军第五纵队司令官，率部阻击红
军西路军。1936 年授中将衔。抗日战争爆发后，任青海省政府主席兼第八十
二军军长，1943 年 9 月升任第四十集团军总司令。借“抗日”之名，扩充实
力。抗战胜利后，曾任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大陆解放前夕去埃及。死于
沙特阿拉伯。

马里翁（PauIKarion，1899—1954）法国合作主义分子。曾为法国共产
党员。在博比尼（Bobigny）马克思主义学校学习过，1929 年脱党。1936 年
加入法兰西人民党。大战爆发后入伍，不久被俘。1941 年获释，出任维希政
府新闻国务秘书。1943 年领导“法国武装党卫军之友”委员会，鼓吹法德全
面军事合作。1944 年 1 月出任贝当的国务秘书。巴黎解放后，逃亡德国的西
格马林根（Sigmar’ringen）。1945 年 7 月向法国政府自首，被判终身监禁。
1953 年获赦。

马利宁①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马利宁（l889—1949）。苏联潜挺设
计工程师、教授（1945 年）。1914 年毕业于彼得堡工业学院造船系。1915
年任潜艇建造师。1925 年起任中央潜艇设计与建造室主任工程师。曾设计以
型、M型等多种型号的潜艇，1940 年起在列宁格勒造船学院任教，1944 年获
技术科学博士。1948 年起任该院船舶设计教研室主任。②米哈伊尔·谢尔盖
那维奇·马利宁（1899—1960）.苏联将领。1919 年参军，参加国内战争。
1931 年加入联共（布）党。先后在 1931 和 1933 年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和
红军机械化和摩托化学院速成班。历任机械化旅旅长和机械化军参谋长。参
加过苏芬战争。苏德战争开始时为上校。历任第十六集团军和布良斯克、顿
河、中央、白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参谋长，参加准备和实施莫斯科、
斯大林格勒、库尔斯克、白俄罗斯、华沙一波兹南、东波美拉尼亚和柏林等
战役。1943 年晋升上将，战后历任驻德苏军副总司令兼参谋长、苏军总监察
长、第一副总参谋长等职。1953 年获大将衔。

马杰森（DavidMargosson）1890—1965）英国陆军大臣（1940—1942）.
早年求学于哈罗公学和剑桥大学，无意于学业而喜好运动和社交活动，参加
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有上尉衔。1922 年首次当选为保守党下院议员。1924
年再次当选后，即任保守党议会督导达 16 年之久。1940 年 12 月任陆军大臣。
1942 年 2 月因北非败绩和新加坡失陷被免职。后再无积极的政治活动。

马拉斯（EfisioMarras，1888—？）意大利将领，就读于军事学院及炮
兵和工兵技术学校，获中将衔。长期任驻德使馆武官（1936—1943），实行
加强两国军事合作的政策，但对德方素抱戒心，主张保持意大利的独立。引
起德国政府的怀疑和不满。意大利投降后被德军逮捕，引渡*萨罗共和国，但
拒绝继续追随墨索里尼，并逃亡瑞士。战后曾任意陆军参谋长。

马肯森（Hans-GeorgViktorvonMachensen，1883—1947）德国外交官。
1918 年在柏林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翌年进入外交界。1923—1926 年任德国
驻意大利使馆参赞，并先后在驻比利时、阿尔巴尼亚、西班牙和匈牙利大使
馆中供职。1938 年起任驻意大使。凡事奉命，作风拘谨。1943 年墨索里尼下
台后离职。



马相伯（1840—1939）中国教育家。名良，字相伯。早年创办复旦公学，
任校长。九·一八事变后，主张对内团结，一致抗日，收复失地。曾提出“国
难人民自救建议”和“实施民洽促进宪政以纤国难案”，并发起中国民治促
进会、江苏国难会和不忍人会，抵制日货，为抗日将士劝募义勇捐。1936 年
5 月与未庆龄、沈钧儒等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被尊为爱国老人。抗
日战争爆发后，曾任国民政府委员。在谅山逝世。著作编有《马相伯先生文
集》等。

马特尔（GiffardMarte1）1889—1958）英国将领，工程专家和坦克战
术专家。毕业于伍尔威奇皇家军事学院。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即参与坦克军团
的组训工作。此后从事坦克战术的研究，并为坦克的运动和作战设计过多种
装置。三十年代历任参谋学院教官和陆军部机械化局局长助理和副局长。第
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1940 年率第五十摩托师在法国作战，曾指挥在阿拉斯
（Arras）的反突击。1940—1942 年任皇家装甲集团军司令。1942 年晋升中
将。1942—1943 年任驻苏武官。1945 年退休。

马鸿宾（1884—1960）中国将领。字子寅。曾任北洋甘肃新军司令。1930
—1933 年任国民政府军第三十五师师长、甘凉肃边防司令。1936 年授中将
衔。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八十一军军长。1938 年 5 月兼任绥西防守司令，
进驻内蒙临河一带。1939 年 4 月升任第十七集团军副总司令，率部在狼山、
乌拉山一带抗击日军。1940 年冬，移驻内蒙伊克昭盟，在包头附近抗击日军。
抗战胜利后，任西北长官公署副长官。1949 年 9 月宁夏解放前夕起义。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委员。

马鸿逵（1892—1970）中国将领。字少云。兰州陆军学校毕业。曾任国
民军第七师师长、国民政府军第十五路军息指挥。1932 年起兼任宁夏省政府
主席，参加围攻红四方面军西路军。1936 年授中将加上将衔。抗日战争爆发
后，任第十六集团军总司令、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驻防绥西，指挥所部在
狼山、乌拉山一带抗击日军，抗战胜利后，曾配合胡宗南部围攻延安。1949
年底去台湾。后移居美国。

马斯特（CharlesEmn2anueIMastl1889—1977）法国将领。毕业于圣西
尔军校。长期在殖民地服役。1940 年获准将衔，任北非第三师师长。在本上
作战中被俘。获释后，被维希政府任命为阿尔及利亚第十九军区参谋长。1942
年 10 月盟军在北非登陆前，会晤墨菲和克拉克，支持吉罗，促成北非法军转
对轴心国作战；12 月升少将，前往埃及、利比亚、利凡特等地活动。1943
年 8 月摧为中将，并出任突尼斯总督。1947 年晋升上将。1950 年退役。

马歇尔（GeorgeCatlettMarsbal11889—1959）美国将领。1901 年弗吉
尼亚军事学院毕业，后以步兵少尉派赴菲律宾服役。1907 年和 1908 年先后
毕业于莱恩陆军学校及指挥和参谋学校。曾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任美国远
征军师、军的作战处长。1924—1927 年任驻中国天津美军第十五步兵团副团
长。后任乔治亚步兵学校副教育长。1936 年 8 月晋升准将，任步兵旅旅长。
1938 年任陆军部作战计划处处长，旋即出任陆军副参谋长。第二次世界大战
全面爆发马歇尔后，升为陆军参谋长，由少将领临时上将军衔。战时为美国
三军参谋长和美英参谋长联合委员会成员，参与制定美英的全球军事战略。
1940 年首先提出“先击败德国”的主张，成为*先欧后亚战略的肇始，在*阿
卡迪亚会议上得到确认。美国参战后，一贯主张横渡英吉利海峡进攻欧洲，
与德军直接交战，反对英国的地中海战略。1944 年又力主在法国南部实施登



陆的代号*龙骑兵的行动，抵制英国主张在巴尔干半岛开辟战场的企图。作为
罗斯福和杜鲁门总统的主要军事顾问，曾先后随同出席卡萨布兰卡、魁北克、
开罗、德黑兰、雅尔塔和波茨但等一系列盟国首脑会议。1944 年获五星上将
军衔。1945 年 11 月退役。同年 12 月受命任特使，来华“调处”国共两党谈
判。“调处”失败后回国。1947—1949 年任国务卿，任内提出援助欧洲经济
复兴的“马歇尔计划”，后于 1953 年获诺贝尔和平奖；参与炮制“社鲁门主
义”，加剧东西方冷战，1950—1951 年任国防部长，曾参与发动侵朝战争。
1951 年退役。

马号作战  日军占领法属印度支那的作战行动代号。1945 年初，日军在
太平洋战场上的处境日益恶化，盟军日益逼近日本本土。为阻止盟军扩大攻
势，日本决定武装占领整个法属印度支那。8 月 9 日日本向法国驻印度支那
总督*德库提出终止法国在印支统治的最后通牒。10 日日第三十八军司令官
上桥勇逸中将下令实施以此为代号的行动计划，遣兵攻击法军在印度支那的
各个据点。法军溃败，3月 14 日谅山法守军投降，印支全境被日军占领。

马加利塔（Margarita）德军占领匈牙利的计划和行动代号。1943 年匈
军在苏德战场屡遭惨败，霍尔蒂开始与盟国秘密会谈退出战争的条件，导致
匈德关系紧张。1944 年 2 月德国制订两套占领匈牙利的方案：（1）未经匈
方同意即行占领；（2）征得霍尔蒂同意后再占领，保留霍尔蒂傀儡政府。1944
年 3 月 12 日希特勒批准执行第一方案，并于 18 日召见霍尔蒂，迫使他接受
德军占领匈牙利的决定。当晚，德军 11 个师由西、北、南三个方向侵入匈牙
利，未遇抵抗即占领匈牙利全境。

马场锳一（1879—1937）日本大藏大臣（1996—1937）。1908 年东京帝
国大学毕业。1904 年人大藏省。历任朝鲜财政监察宫、法制局参事官、法制
局长官、贵族院议员。1927 年任日本劝业银行总裁。1936 年就任广田内阁大
藏大臣。泛内，与军部关系密切，大力推行以军费为中心的通货膨胀政策，
即所谓“马场财政”，开辟了通向战时经济的道路。1937 年任近卫内阁内务
大臣，同年病死。

马西格里（RexleMassigli，1888—？）法国抵抗运动活动家，外交官。
早年进入外交界。1938 年任驻土耳其大使。1940 年法国败降后，参加抵抗运
动。1943 年 6 月出任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外交委员。为改善*战斗法国的
国际地位积极开展活动。1944 年 6 月，任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外交部长。
同年 11 月改任驻英大使，致力于保持两国的友好关系。战后继续从政。

马来海战  日本海空军对英国东方舰队主力的一次袭击。1941 年 12 月
8 日下午，英国东方舰队司令*菲利普斯率威尔士亲王号战列舰、却敌号巡洋
舰和各艘驱逐舰组成的编队驶离新加坡，北上暹罗湾阻击日本船队。9 日下
午即被日军潜艇发现。当日夜，英舰向南折向关丹外海。10 日晨再次被日方
发现。日本海军航空兵自西贡基地出动 96 架轰炸机和鱼雷机从上午 12 时许
开始攻击。经 2个多小时激战，英国却敌号和威尔士亲王号先后被击沉。舰
队司令菲利普斯及 800 余名官兵丧生，此战日军仅损失飞机 3（—说 4）架。

马林科夫（reopTHMakclIMttJlnaHoBilqMaAetiROB，1902—1988）苏联
国防委员会委员（1941—1945）、联共（布）党中央书记（1939—1952）。
1919 年加入红军，参加国内战争。翌年在前线加入俄共（布）党。1921 年进
莫斯科高等技术学校学习。1925 年毕业后调到联共（布）党中央机关工作。



曾任斯大林的秘书。1990 年被派往莫斯科州委负责党的组织工作。1934 年任
主管干部的党中央机关工作部长。1939 年起为联共（布）党中央委员、中央
书记、组织局委员和干部管理部长。1941 年当选为党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苏德战争爆发后，任国防委员会委员。领导研制新式的陆军武器和飞机发动
机等工作。战争期间，曾先后被派往列宁格勒战线（1941 年 8 月）、莫斯科
战线（1941 年秋冬）、沃尔霍夫战线（1942 年 3 月）、斯大林格勒和顿河战
线（1942 年 7—9 月）、中央战线（1943 年 3 月）协调作战。1943 年 8 月，
任恢复收复区经济委员会主席。致力千重建曾被德军侵占的光复区。战后，
1946 年起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1952 年起为苏共中央
主席团委员。1953 年斯大林逝世后出任部长会议主席。1955 年 2 月被迫辞职，
改任部长会议副主席兼电站部长。1957 年 6 月被解除党政领导职务，调任一
水电站站长。1968 年退休。

马舍罗夫（HetpMvpouoBIlMamepoB,1918—1980）苏联战时白俄罗斯游
击运动领导人之一。1939 年维帖布斯克师范学院毕业后，为中学教师。苏德
战争期间，在维帖布斯克州建立和领导地下共青团组织，开展游击运动，历
任游击队长、大队政委，战斗于该州和加里宁州以及拉脱维亚境内。1943 年
加入联共（布）党，1944 年获苏联英雄称号。先后兼任白俄罗斯共青团维列
伊卡和莫洛杰奇诺州委第一书记。战后历任白俄罗斯共青团中央和党中央书
记、第一书记。1964 年起为苏共中央委员。1966 年起为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
委员。

马特霍恩（Matterliorn）盟国对日本实施战略轰炸的行动计划代号。
由美国陆军航空队制订，先后在卡萨布兰卡和开罗会议上得到盟国军事领导
人和盟国首脑的批准。计划部署*B-29 型轰诈机在中缅印战区，以印度为后
勤补充基地，以中国华南为作战前方基地，实施对日战略轰作，以摧毁其军
事工业和钢铁工业。1944 年 1 月起，美国耗资5000 万金元（按当时汇率值 8
亿美元），中国动员 45 万民工，在华南地区修筑 9个机场。同年 4月，首批
*B—29 型轰炸机飞抵中国，自 6月起执行对日轰炸。后因若干机场被日军攻
占及美军攻克塞班岛后航程可达日本本上，此计划遂被弃置。

马萨里克（JaIIGarrigueMasaryk，1886—1948）捷克斯洛伐克外交家。
捷克斯洛伐克前总统托马斯·马萨里克（TomasMasaryk,1850—1937）之子。
布拉格大学毕业后，长期在外交界供职。1940 年被*贝奈斯指定为捷克斯洛
伐克流亡政府外交部长。后又出任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主持对国内的广播宣
传，不主张武装抵抗。1944 年苏军逼近捷边境后，曾号召人民参加武装斗争。
奔走于伦敦、华盛顿之间，积极谋求大国支持。1945 年回国，在首届捷克斯
洛伐克民族马萨里克阵线政府中任外交部长。1947 年辞职。1948 年 3 月在外
交部坠楼身亡，死因一说自杀，另一说他杀。

马斯特曼（JohnCeciIMasternlan，1891—1977）英国谍报专家。毕业
于牛津大学，并在该校长期执教。大战爆发后，应召入伍出任英国反间谍机
构首长，主持 X×委员会，把捕获的德国潜伏间谍训练成双重间谍，通过他
们向德方提供精心编制的假情报。1944 年就盟军在法国登陆的确切地点上迷
惑德军，获得成功。写有《二次大战中的欺骗体制》的长篇报告，于 1972
年公开出版。战后曾任牛津大学副校长等职。

马雷舍夫（1902—1957）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40—1944）军事工



业组织者之一。工人出身。1926 年加入联共（布）党。1934 年毕业于莫斯科
巴乌曼高等技术学校。历任设计师、主任工程师和厂长。1939 年任重型机器
制造人民委员。同年起当选为联共（布）党中央委员。1940 年出任人民委员
会副主席。1941 年 9 月一 1942 年 8 月和 1943 年 6 月一 1945 年 10 月，兼任
坦克工业人民委员。对战时发展军火工业卓有贡献，并为建立东部生产基地
做了大量工作。1944 年获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1945 年获工程技术勤务上
将衔。战后曾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国家经济委员会第一副主席等职。

马马耶夫岗  斯大林格勒市中心的高地（标高 102 米）。*斯大林格勒
会战中是双方争夺的关键地区之一。高地争夺战开始于 1942 年 9 月 13 日，9
月 15 日首次被德军占领，但次日即彼苏军击退，尔后激烈交战持续了 135
个昼夜，高地顶部多次易手。1943 年 1 月苏军最终将德军从高地驱逐。1月
26 日，苏军进攻部队在该岗西北坡会师，把斯大林格勒之敌分割为二，为全
歼德军奠定了基础。战后在此建有巨大纪念建筑群。

马耳他之战  英军长期坚守地中海马耳他岛抗击德、意持续海空攻击的
战斗。马耳他（Malta）为仅约200 平方公里的陡峭岩岛，兀突于西西里之南
约 90 公里的地中海上，处在从直布罗陀到苏伊士和从意大利到利比亚的海上
航道交叉点上，具有极大战略价值。自 1940 年夏意大利参战后，轴心国与盟
国围绕该岛展开了关系争夺地中海和北非控制权的作战行动。德、意利用从
意大利港口出发的潜艇和以西西里为基地的空中优势，持续攻击，企图困死
和摧毁这一英国海上棱堡，切断盟国到中东战区的最短航路，并保障自己对
北非的补给。随着北非战事的发展，德、意的攻击日益激烈。1941 年 12 月，
该岛遭 169 次轰炸，1942 年 1 月增达 262 次。英国为坚守该岛并发挥其攻击
德、意北非军队后勤线的功能，不惜牺牲，不断向岛上的 28 万居民、1.4 万
守备部队和 6个空军中队提供给养和补充装备。1942 年 8 月，英国实施代号
*基石的行动，派出一支强大护航船队，冲破德国的水下和空中阻击，到达该
岛。此战至 1942 年底，英国损失飞机近千架，航空母舰 2艘被击沉，2艘被
重创。但击落敌机 1400 架，瘫痪了德、意在北非战场的空中活动和后勤支援。
盟军在北非展开全面进攻后，该岛成为进击突尼斯和西西里的前哨阵地。

马耳他会晤  1945 年 2 月 2 日，美国总统罗斯福与英国首相丘吉尔前
往出席*雅尔塔会议途经马耳他岛举行的会晤。双方就有关结束对德、日战争
的一些问题交换了意见。在对德作战问题上，丘吉尔主张英、美军队在西线
北段发动进攻，以便占领更多的西欧地区；美军方领导人原则上同意，但在
主攻方向上有异者。最后确定主攻方向在西线北段，但*艾森豪威尔有权选择
辅助性进攻方向。双方同意一俟德国无条件投降，即集中力量对付日本。此
外，还就划分德国占领区和处置德国船舶以及两国在雅尔塔会议上的共同行
动方针交换了意见。

马列西耶夫（1916—）苏联军人。1937 年参军。1940 年巴泰斯克军事
航空学校毕业。战时任歼击航空兵团副团长和团领航主任。1942 年 3 月在杰
米扬斯克登陆场地域空战中，座机被击中，身负重伤，仍驾机在敌后降落并
爬行 18 昼夜潜返。截去双腿后使用假肢驾驶飞行，1943 年 6 月起重新飞行
作战，击落敌机 7架。次年任空军高等院校部飞行监察员（少校衔），并加
入联共（布）党。战后曾任苏联老战士委员会责任书记。1956 年获历史学副
博士。著有《在库尔斯克弧形地带（库尔斯克会战时期航空兵部队的党政工
作纪实）》等。



马志尼协会（LaSocletMazzln1）意大利反法西斯组织。以意大利民族
英雄马志尼（GluseppeMazzh1，1802—1872）为名。1939 年由萨尔韦米尼等
人发起，在纽约建立。以继承马志尼的革命传统为宗旨，团结旅美反法西斯
人士，共同开展斗争，意大利参战后，积极进行活动，在各地共建有 40 个支
部，成员千余人。出版《民族团结》周刊，宣传反对墨索里尼法西斯独裁统
治的民主思想。后在是否接受怠共党员参加的问题上，意见分歧，导致内部
分裂，影响日衰，并逐渐被美国官方所控制。其部分成员曾积极参加意大利
的民族解放斗争。

马来亚战役  太平洋战争初期日军的战略性进攻战役。参加进攻的日军
计 7万人，得到 9艘巡洋舰、16 艘驱逐舰、3艘航空母舰及 600 余架飞机的
支援，由*山下奉文指挥，计划从海上登陆和经泰国进入马来亚并攻占新加
坡。驻防马来亚的英澳联军由珀西瓦尔统率，共 10 万人，并有英国东方舰队
（1艘战列舰、1艘战列巡洋舰、3艘巡洋舰、9艘驱逐舰）和 250 架飞机协
同作战。1941 年 12 月 7 日夜，日军在马来亚的哥打巴鲁地区登陆。8日，日
本空军奇袭马来亚英军机场，取得制空权；同日，日军进入泰国南部，第十
五军和第二十五军分别向缅甸及马来亚进占。10 日，双方在海上激战，英国
东方舰队主力战列舰威尔士亲王号和巡洋舰却敌号被击沉后，英增援 4.5 万
人和 141 架飞机，但仍遭惨败。日第二十五军沿马来半岛东、西两侧迅速推
进。英军残部退守半岛南端，英国远东指挥部也从新加坡迁往科伦坡。1942
年 1 月 31 日，日军占领半岛最南端的英军据卢新山，整个马来半岛被日军占
领。2月 15 日珀西瓦尔在新加坡率部投降。该役英军损失 14 万人（包括被
俘），日军伤亡 1万余人。日军切断了盟军自印变至澳大利亚的战略防线，
为北上侵入缅甸和南下苏门答腊创造了条件。

马纳加罗夫（1898—1981）苏联将领。1917 年为赤卫队队长。翌年参
加红军。1919 年加入俄共（布）党。参加过国内战争。1923 和 1931 年先后
毕业于骑兵军事学校和政治学院。1938 年起任骑兵师长。苏德战争初期在远
东任军长（少将衔）。1942 年调往西线作战。不久升任第四十一集团军司令。
1943 年调任第五十三集团军司令（至战争结束）。参加过勒热夫一维亚济马、
别尔哥罗德一哈尔科夫、乌曼一搏托沙尼、雅西一基什尼奥夫、布达佩斯、
布拉格和远东等战役。1945 年晋升上将。战后任集团军司令。1953 年退役。
著有《争夺哈尔科夫大血战》。

马其诺防线（LaLigneMaglnot）法国三十年代在法德边境修筑的堡垒
群。在霞飞（JosephJacquesC6-saireJoffre，1852—1931）和贝当的消极防
御思想指导下，由陆军部长马其诺（AndreMagillot,1877—1932）倡导修筑，
故名。1927 年法国最高国防委员会通过筑垒规划。同年 9月成立筑垒地区建
设委员会。1928 年开始试验性建设。1929 年马其诺复任陆军部长后，积极推
进工程。翌年争得议会首次拨款，1934 年再得拨款。1936 年 1 月，初期规划
工程基本完成，筑垒地区建设委员会撤销。同年 3月，德军重占莱茵兰后，
法军首次派兵进驻。以后又继续加以扩充和改进。主要防御地带正面长约 400
公里，纵深 6—8公里，分为莱茵设防区、阿尔萨斯一洛林设防区和萨尔障碍
区，共有永备发射工事 5600 个；其中 22 个大型综合工事群，彼此以地下坑
道联接，备有独立的电站、兵员宿舍、粮食和弹药仓库等，最大的拥有守军
1200 人。整个防线耗资达 60 亿法郎。弱点是纵深不足，未考虑实施兵力机
动的需要，加之防线并未延伸及法比边境。1940 年 5 月，德军穿过阿登山区



在色当实施突破，使其失去作用。战后部分工事曾改作仓库，现作参观游览
用。

马林式机枪（Marlin）美制航空一坦克机枪。191s 年由美国马林一罗
克韦尔公司制造，共制造 3947O 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封存。1940—1941
年信给英国，用作商船防空武器。

马特洛索夫（AekcaHnPMaTBeeBHqMaTpocoB，1924—1943）苏联军人。
自幼失去双亲，在孤儿院长大。1942 年 10 月入伍。1943 年 2 月 23 日在切尔
努什基村战斗中，德军的机枪火力点使苏军进攻受阻，他奋不顾身爬行前进，
当扔出的手榴弹未能消灭敌火力点时，遂挺身堵住射孔，为部队开辟前进通
路，英勇献身。牺牲后被追授苏联英雄称号。1943 年 9 月 8 日，斯大林以国
防人民委员名义发布表彰令，号召全体红军战士向他学习。

马家园战斗  1938 年新四军在皖南芜湖县抗击日军“扫荡”的一次战
斗。是年 7 月，新四军第三支队进入皖南抗日前线。10 月底，日军第十五、
第一一六师团各一部近千人出动“扫荡”。11 月 3 日，日军分四路围攻芜湖
县马家园，新四军一部予敌杀伤后转移。随后，新四军第三支队主力调整部
署实施反击，于当日夜收复马家园，并以精干小分队袭击敌军后方据点，日
军遂于 4日上午撤回据点。此战共歼日军 300 亲人。

马雷特防线  1943 年初德、意军在突尼斯南部的主要防线。马雷特
（Maretli）位于突尼斯南部，距利比亚边境约 12O 公里。法国人战前在此构
筑防线，从海岸向西南延伸至山区，全长约 35 公里，横断了进入突尼斯心脏
地区的通路。原是怯军防止意大利从利比亚入侵。1943 年 1 月底，隆美尔部
进入该防线，抵御英军的北上进攻；3 月下旬，为蒙哥马利部迂回山区侧翼
包抄所突破。

马克-2 型坦克（MarkII）即“马蒂尔达型坦克”。
马克-3 型坦克（MarkIII）即“瓦伦丁型坦克”。
马克-4 型坦克（MarkIV）即“丘吉尔型坦克”。
马克-6 型坦克（MarkV1）英国超轻型坦克。1940 年服役。重 5.5 吨，

装甲厚度炮塔正面 14 毫米、侧面 12 毫米，车体正面 12 毫米、侧面 8毫米。
装备 1挺 7.92 毫米机枪。最大时速 56 公里，最大行程208 公里。乘员3人。

马努伊利斯基（1883—1959）联共（布）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1903
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22 年起在共产国际工作。1923 年起为党中央委
员。1928—1943 年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和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
表团团长。1944 年 7 月起任乌克兰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兼外交人民委员。战后
代表乌克兰出席 1945 年旧金山会议和 1946 年巴黎和会，参加了联合国大会
最初 4届会议的工作。1953 年退休。著有《革命危机、法西斯和战争》等。

马林诺夫斯基（1898—1967）苏联将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在沙俄军队
服役。1919 年加入红军。参加过国内战争。1926 年加入联共（布）党。1930
年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曾参加国际纵队赴西班牙作战。1941 年 3 月起任
步兵第四十八军军长（少将衔）。苏德战争爆发后，率部沿普鲁特（Hpyr）
河国境线顽强抗击德军。同年 8月起任第六集团军司令。参加顿巴斯战役。
1941 年 12 月—1942 年 7 月任南方方面军司令。参加巴尔文科沃一洛佐瓦亚
战役和哈尔科夫交战。后历任第六十六集团军司令、沃罗涅日方面军副司令
和近卫第二集团军司令。参加斯大林格勒会战。1943 年 2 月复任南方方面军
司令，晋升上将。同年 3月起任西南方面军（1943 年 10 月改称乌克兰第三



方面军）司令。同年 4月晋升大将。参加解放顿巴斯和第聂伯河右岸乌克兰
地区的作战。1944 年 5 月调任乌克兰第二方面军司令。同年获苏联元帅衔。
参加准备和实马林诺夫斯基施雅西一基什尼奥夫、德布勒森、布达佩斯、维
也纳和布拉格等战役。1945 年 7 月起任外贝加尔方面军司令，参加远东战役，
战后历任军区司令、远东部队总司令、国防部第一副部长兼陆军总司令等职。
1957—1967 年任国防部长。著有《胜利的伟大意义》、《俄国士兵》等。

马松-麦克法兰（NoeIMason 一 MacFarlane，1889—1953）英国将领。
毕业于伍尔威奇皇家军事学院。1909 年服役于皇家炮兵部队，参加第一次世
界大战。1937—1939 年任英国驻德武官，认为战争终究不可避免，主张英国
应掌握有利于自己而不利于希待勒的时机。1939—1940 年任*戈尔特的军事
情报处长，领少将衔。1941—1942 年主持驻苏军事使团。1942—1943 年任直
布罗陀总督。1944 年在意大利主持盟国营制委员会，战后当选为工党下院议
员。

马城村坚守战  1942 年八路军战士坚守马城村的战斗。是年 3月 3日，
日伪军出动于余兵力，在坦克和装甲车配合下，包围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马
城村。驻守该地的八路军 1个排奋勇抵抗，摧毁日军坦克数辆，杀伤大批日
伪军，终因弹尽无援，全部壮烈牺牲。八路军朱德总司令曾在《解放日报》
撰文赞扬该排战士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马基飞机公司（SocietuAnonimaNieuport-Macchi）意大利生产飞机的
大企业。1912 年在瓦雷泽建立。1913 年生产出第一架飞机。第一次世界大战
后，与法国航空企业合作，专事生产水上飞机。三十年代未起转入歼击机的
生产。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大批生产各类型的*马基型歼击机，其中 MC 一
202 型为当时意大利性能最佳的歼击机。

马基型歼击机  意大利歼击机。由*马基飞机公司制造。其 MC-202 型最
大时速 580—595 公里，最大载荷航程600 公里，升限1.15 万米，航程约900
公里，装备 12.7 毫米机枪 2挺，7.7 毫米机枪 2挺。1940 年 8 月初次试飞，
1941 年 11 月始服役。共生产 1500 架，曾在北非战场和侵苏战争中广泛使用。
1943 年 9 月意大利投降后，大部为德军攫取，并转交*意大利社会共和国空
军部队。

马增活角海战  1941 年英、意海军在地中海的海战。是年 3 月 28 日，
冒险出海企图截击英国护航运输队的意大利主力舰队，在希腊南端马塔潘
（Matapan，泰纳龙角的旧称）角附近海域同伺机寻战的英国地中海舰队遭
遇。意方 1艘战列舰、8艘巡洋舰和 14（一说 13）艘驱逐舰，英方 3艘战列
舰、1艘航空母舰和 13 艘驱逐舰。意舰缺乏空中掩护，企图逃向塔兰托。英
舰追击，战斗持续到深夜，击伤意战列舰 1 艘，击沉巡洋舰 3 艘和驱逐舰 2
艘。此后，意大利海军已无力在爱琴海和东地中海一带作任何积极行动。

马斯连尼科夫（HBaHHBaHOBHyMacJeHHHKoB，1900—1954）苏联将领。
1917 年参加赤卫队。翌年加入红军。参加过国内战争，1924 年加入俄共（布）
党.1935 年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苏德战争爆发后历任第二十九和第三十
九集团军司令（中将衔），参加斯摩棱斯克战役和莫斯科会战。1942—1943
年历任北高加索方面军司令，沃尔霍夫、西南和乌克兰第三方面军副司令和
第四十二集团军司令，初在西南方向作战，后调往西北方向作战。1944 年任
波罗的海沿岸第三方面军司令，晋升大将。1945 年任远东苏军副总司令，参
加远东战役。战后曾任军区司令。



马奥尔·德吕佩（JeandeMayoldeTJupe，1873—1955）法国法西斯分子，
神职人员。长期为随军牧师。大战爆发前，即倾向法西斯主义。1941 年起，
随*法国反布尔什维主义志愿军团参加侵苏战争，两次负伤，获德国铁十字勋
章。1944 年从事组建*查理曼师。战后，藏身在德奥边境的修道院中，被法
国当局捕获。1947 年被判 15 年徒刑。1951 年提前获释。

马德里保卫战  *西班牙内战期间共和国军民保卫首都马德里的战斗。
1936 年 7 月佛朗哥发动军事叛乱后，9月底叛军在德、意法西斯支持下，向
马德里逼近。11 月 7 日开始全面攻城。马德里军民响应共产党和人民阵线的
号召，组建新军，建立首都的防务与敌浴血战斗。首批到达的*国际纵队也投
入作战。同年 11 月 25 日叛军进攻被击退。随后，叛军制定合围马德里的计
划。墨索里尼派出意大利远征军，担负围城主要任务。1937 年 2 月，叛军在
哈拉马（Harama）河发起大规模进攻，企图切断马德里与西班牙东南地区的
联系。共和国军和国际纵队顽强奋战并实施反突击，粉碎敌人合围计划。同
年 3月，法西斯军队在东北方向的瓜达拉哈拉地区再次对马德里发起进攻。
共和国军和国际纵队在*瓜达拉哈拉战役中重创意军，迫使敌人停止进攻。从
1937 年中起，主要战斗转移到西班牙北部。后来由于共和政府内部发生叛
乱，叛变分子开城投降，1939 年 3 月 28 日马德里沦陷。

马达加斯加之战  英军攻占马达加斯加（Hadaga 一 scar）岛的战役。
该岛在印度洋西部，隔莫桑比克海峡与非洲大陆相望，战略位置重要，为法
属殖民地，1940 年法国败降后受维希政府控制。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戴高乐
即建议由自由法国占领该岛。随着日本海军深入印度洋，英国为防止日本利
用该岛，确保印度洋航道安全，丘吉尔于1942 年 2 月提出由自由法国部队在
英国海空军支援下攻占该岛，后于 3月间确定改由芙军单独进行，并制定代
号*奖金（后改称*铁甲舰）的作战计划。计划调*H 舰队进入印度洋支援，由
受过两栖作战训练的 1个独立旅和 1个突击队，在另 2个步兵旅支援下，在
海军陆战队斯特奇斯（RobertqriceSturges，1891—1970）少将指挥下实施
登陆，4月 22 日攻击部队在南非的德班集中，28 日出发。5月 5日开始在该
岛东北部登陆，7日占领迪耶戈-苏瓦雷斯。尔后英军暂停进攻，企图争取维
希法国总督改变立场。遭拒绝后，于 9 月间由东非司令*普拉特指挥继续南
下，23 日占领首府培那那利佛。11 月 5 日维希法国总督投降。

马达加斯加计划（MadagasLar 一 plan）纳粹德国反犹计划之一。1940
年 5 月 由 德 国 外 交 部 德 国 司 犹 太 事 务 科 科 长 拉 德 马 赫 尔
（FrallzRademaclier，1906—1973）提出。纳粹德国为推行种族政策，将大
批犹太人驱往巴勒斯坦和波兰等地。1940 年 5 月德军发动西线战役后又计划
自法国手中攫取马达加斯加岛，然后将所有欧洲犹太人驱往该岛的*犹太人保
留区，在德国人监督下从事苦役。因 1941 年夏德国入侵苏联而无法实施。后
改为实施*最后解决。

马来亚号战列舰（Halaya）英国战列舰。1915 年建成，1935—1936 年
改装部分设备。排水量 3.1 万吨，最大航速 24 节。配备 8门 15 英寸火炮，
12 门 6 英寸火炮。8门 4英寸高射炮和 4架飞机。大战初期属*本上舰队，在
印度洋和大西洋担负护航任务。1941 年调入*英国地中海舰队，曾参加炮轰
热那亚和马塔潘角海战，同年 9月调回本土舰队，在大西洋活动。1943 年退
役为训练船。

马里兰号战列舰（Karyland）的美国战列舰，1916 年开始建造，1921



年服役。排水量 3.26 万吨，配备 16 英寸火炮 8门。为*科罗拉多号的姊妹舰。
服役于美国太平洋舰队。珍珠港事变时被日机投放的鱼雷击中受重创。经修
复后，相继编入第七舰队和第五舰队。1942 年下半年起投入瓜达尔卡纳尔岛
争夺战。1943 年参加中所罗门群岛战役、吉尔伯特群岛战役。1944 年 1 月参
加马绍尔群岛战役，6 月参加马里亚纳群岛战役，9 月支援帛琉群岛登陆战
役，10 月参加莱特湾海战。1945 年 3 月参加攻击日本本上，4月在冲绳岛战
役中被日军*神风特攻队击伤。

马里亚纳海海战  又称“菲律宾海海战”。太平洋战争期间美、日海军
主力在马里亚纳群岛西部海域的会战。1944 年 6 月 15 日，美军开始在马里
亚纳（Llariana）群岛的塞班岛登陆，米切尔海军中将率美国第五舰队第五
十八特遣舰队（15 艘航空母舰、7 艘战列舰、21 艘巡洋舰、67 艘驱逐舰及
890 架飞机）掩护登陆部队。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下达执行*阿号作战的命
令，由小泽治三郎海军中将率第一机动舰队（9）艘航空母舰、5 艘战列舰、
13 艘巡洋舰、28 艘驱逐舰及 430 架飞机）东进菲律宾海。日军企图利用航空
母舰与关岛航空基地实施穿梭飞行夹击美舰。6 月 18 日日机首先发现美舰。
19 日上午，双方舰队相距 300 多海里时，日关岛陆基飞机和 4批舰载机相继
发动攻击，美 450 架舰载机升空迎战，日机大部分被击落，日仅击伤美 1艘
战列舰，部分日机飞返关岛机场时，又被美机击毁。同时，美潜艇击沉日大
凤号和翔鹤号 2艘航空母舰。当晚，日舰队向西北偏西方向撤退。米切尔率
3 艘美航空母舰追击。次日，美机发现日舰队后即派 217 架飞机袭击，日仅
有 35（一说 75）架飞机进行抵抗，美机炸沉日航空母舰飞鹰号及 2艘油轮，
炸伤 2 艘航空母舰，1 艘战列舰和 1 艘巡洋舰受创。此战日海军航空力量几
遭全歼，美方损失 130 架飞机。

马绍尔群岛战役  美军在中太平洋反攻中的主要岛屿进攻战役之一。代
号“燧发枪”。马绍尔（Karsliall）群岛为日军太平洋外防御圈的主要岛屿，
从 1920 年起为日本委任统治地。1943 年 7 月，美参谋长联席会议决定于翌
年 1月进攻该群岛。年底，*尼米兹主持制定了作战计划。1944 年 1 月 29 日
起，美第五十八特遣舰队航空母舰飞机对该群岛日空军基地实施持续空袭，
击毁日机近百架。31 日，*史普劳恩斯海军中将率第五舰队运送海军陆战队
第四师和步兵第七师在夸贾林（Kwajalein）岛和罗伊一纳穆尔（RoiNal11ur）
岛登陆。登陆部队约 5.8 万人，得到 8艘护航航空母舰、7艘战列舰、9艘巡
洋舰、45 艘驱逐舰和近 700 架飞机的支援。米切尔海军少将率第五十八特遣
舰队（12 艘航空母舰、8艘战列舰、6艘巡洋舰和 36 艘驱逐舰），负责包围
分割附近的岛屿，并准备拦截可能自特鲁克基地增援的日本联合舰队。美军
以优势兵力粉碎约 8600 余名日军的抵抗，经一周鏖战攻占该两岛。美军损失
仅 400 人。2月 18 日，美军又实施进攻埃尼威托克（Eniwetok）岛，作战代
号“法警”。同时，美国第五舰队实施*特鲁克袭击战，使日军该基地失去作
用。至 22 日，美军先后攻占埃尼威托克岛及其附近各岛，歼日守军 3400 多
人，但美军对马绍尔群岛各环礁小岛残余日军的扫荡，直至 6月才结束。此
役美军总计死亡 567 人，受伤2103 人，日军死亡约1.1 万人。美军在日军外
层防御圈中打开了缺口，为向马里亚纳群岛挺进开辟了道路。

马蒂尔达型坦克（Matllda）英习步兵坦克。原为英军三十年代对速度
很慢的马克-1 型坦克的称呼。经改进在 1940 年投产为马克-2 型，沿用此名
称。重 26.5 吨。装甲厚 65—78 毫米，装备 1门 40 毫米火炮（即两磅重炮弹



的火炮），1挺 7.92 毫米机枪和 1挺 7.69 毫米高射枫枪，最大时速 25 公里，
最大行程 148 公里，乘员 4人。大战前期曾广泛用于北非战场，至 1943 年停
止生产，共制造 2987 辆。

马 察 博 托 大 屠 杀  德军屠杀意大利人民的事件。马察博托
（Marzabotto）村位于博洛尼亚以南 20 公里处。大战期间成为游击队活动中
心。以意大利共产党为核心的抵抗战士，在村民支持下不断出击，打击法西
斯政权和德国占领军。1944 年 5 月起，德军在该村进行屠杀，至 10 月上旬
达到高潮，先后杀害村民 1890 人（包括妇女和儿童），激起意大利全国人民
的公愤，战后，该村在1949 年荣获意大利共和国金质奖章。对屠杀负有主要
责任的德国党卫军军官雷德尔（WalterReder，1915 一）于 1951 年被判终身
监禁。

马伊达内克灭绝营（Maldane）纳粹德国灭绝营之一。1941 年秋建于波
兰卢布林市郊，原为劳动营，后在波兰总督府灭绝营总监*格洛博克尼克主管
下改为灭绝营。下辖若干分营。最初用一氧化碳杀人，后改用*齐克隆一 B。
一次可关押 4.5 万人。先后被害约 150 万人。囚禁者被迫从事繁重的工业劳
动，身心衰竭后被处死。1944 年 7 月 23 日幸存者被苏军解救。

马克斯·海利格存款（MaxHeiligerDepositAc 一 count）德国党卫队
存放在德国国家银行的赃款。以假名马克斯·海利格为帐户。由党卫队经济
处处长波尔（OswaldPohl，1892—1951）主管。党卫队在*灭绝营等地处死犹
太人后，将其随身携带的各种贵重物品搜刮一空，然后再存放在德国国家银
行的保险库里。1942 年，该银行保险库物满为患，9月起开始送交柏林市当
铺兑换现款。至 1944 年初，该当铺也无力承受，遂只得将赃物藏匿在废弃的
盐矿中。

马来亚人民抗日军  马来亚人民的抗日武装。1942 年初，日军入侵马
来亚后，各地纷纷开展抗日武装斗争。马来亚共产党在雪兰获州成立第一支
抗日军，以三星旗为军旗。1943 年底发展至 3000 余人，编成小分队，深入
各地，发动群众，与日军展开游击战，并成立人民委员会，孤立占领军扶持
的伪政权。1944 年下半年增至 7000 余人，分为 8 支独立部队，且与盟军建
立联系，成为*三星运动中的主要力量。战后，英国在马来亚恢复殖民统治，
遂于 1945 年底被遣散。

马里亚纳群岛战役  美军攻占中太平洋马里亚纳群岛的战役。代号“征
粮者”。马里亚纳（Kariana）群岛位扼美国通向菲律宾、日本本上和中国的
要冲。*马绍尔群岛战役之后，美决定绕过防御坚固的加罗林群岛，直取该群
岛，切断日本与甫太平洋诸岛的交通线，并获取进攻菲律宾、台湾和日本本
上的前进基地。1944 年 3 月 28 日，尼米兹下令编成由*特纳海军中将指挥的
联合远征军，选定塞班岛为第一个目标，继而再攻占关岛和提尼安岛，为此
投入 4个半师（12.7 万人），舰船535 艘，飞机约 890 架。5月 10 日开始集
结，29—31 日由珍珠港出发。6月 11—14 日，以航空母舰突击编队进行火力
准备。15 日凌晨，美军 3个师开始*塞班岛登陆战役。日本大本营下达执行*
阿号作战的指令，急调第一机动舰队（9艘航空母舰、5艘战列舰及 430 架飞
机）从菲律宾南部基地出击，企图与美海军决战。6月 19—20 日，双方进行
*马里亚纳海海战，日海军航空兵遭毁灭性打击。7 月 9 日美军攻占塞班岛。
7 月 18 日东条内阁倒台。随后美军又进行*提尼安岛登陆战和*失岛登陆战，
并于 8月次第攻占。此没，美军亡 5250 人、伤 2万多人，日军死亡和失踪约



5 万人、被俘 3282 人。美军突破了日本的太平洋内防御圈，使日本本上处于
美空军航程之内。

马格努谢夫登陆场  位于维斯瓦河左岸、华沙以南的马格努谢夫
（Magnuszew）地域，1944 年 8 月 1 日，由苏联*由俄罗斯第一方面军近工第
八集团军所部，在*卢布林-布列斯特战役中建立，正面宽 15 公里、纵深 5
公里。德军为消灭该登陆场，多次组织反突击。苏军及波兰军队相继增援。8
月 23 日，波兰空军在该地域进行了第一次战斗出动，这一天被定为波兰空军
节。1945 年 1 月*华沙一波兹南战役中苏军主力由此发起突击。

马萨诸塞号战列舰（Massaehusetts）美国战列舰。1937 年建造。属“北
卡罗来纳”级。排水量 3.5 万吨，配备 16 英寸火炮 9门，有雷达定向火力控
制系统。初服役于美国大西洋舰队，1942 年 11 月参加“火炬”行动，支援
盟军登陆北非，曾击沉维希法国“弗昂巴马”号战列舰。1943 年调赴大平洋
海域作战，编入美国第五舰队，11 月参加吉尔伯特群岛战役。次年先后参加
马绍尔群岛战役和菲律宾战役。1945 年 2 月参加硫黄岛战役，3月攻击日本
本上，4月参加冲绳岛战役。

马斯河一莱茵河战役  盟军 1945年 2月 8日—3月10日在马斯河与莱
茵河之间实施的进攻战役。1945 年 1 月间，东线苏军发动总攻时，西线美莱
盟军趁机发动 3个进攻战役，以突破*齐格菲防线，歼灭莱茵河以西的德军。
此役为其中之一，由北部的*盟国第二十一集团军群（共 31 个师，由 3600
架飞机支援）实施。战役企图以两翼突击围歼当面德军的 2个集团军（共 15
个师），攻占杜塞尔多夫至埃梅里赫（Einmerie）的莱茵河西岸。经空军于
2月 1—7日实施密集轰炸之后，左翼加拿大第一集团军于 2月 8日开始进攻
（代号*真实的）。右翼美第九集团军因德军炸坝河水泛滥，推迟到 23 日进
攻（代号*手榴弹）。至月底，加军迸逼克桑滕（Xanten），美军攻占慕尼黑
一格拉德巴赫（Mtinchen 一 Gladbach）。受到围歼威胁的德军仓促撤退。3
月 3日美、加军会师于格尔登（Geldern）。9日夜，德军残部撤过莱茵河并
炸毁渡口。此役盟军向德国纵深推进 25—60 公里，抵达莱茵河岸，但因推进
缓慢（每昼夜平均 1.2—3.5 公里）未能围歼当面之敌。

马里亚纳火鸡射击战（MarianasTurkeySh0o01944 年*马里亚纳海海战
中的一次大规模空战。6 月 15 日，美军开始在马里亚纳群岛的塞班岛登陆。
日军发动“阿号作战，调集海军的几乎全部航空兵力出击。6月 19 日上午 10
时左右日本第一机动舰队（9艘航空母舰、430 架飞机）与美第五十八特遣舰
队（15 艘航空母舰、890 架飞机）相距 300 多海里时，日本从夫岛起飞的陆
基飞机和 4批舰载机对美舰队相继发动攻击，美舰载机升空迎战。双方激战
至下午近 3时止。日损失飞机 315 架，美仅损失23 架。由于数百架日本飞机
被击中坠人大海，美飞行员惊呼：“这真象古代捅杀火鸡啊”，故名。

乡古洁（1882—1961）日本实业家。1908 年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入三菱
合资株式会社商事部门。后历任三菱造船株式会社董事、三菱航空机株式会
社常务，1934 年就任三菱重工业株式会社第一常务，1941 年升任社长。1943
年出任东条内阁的顾问。任内，全面协调军火生产。积极支持日本的对外扩
张，日本战败后作为战犯被捕。1946 年获释。后重返实业界，竭力促进战后
日本军备生产。

乡土卫国义勇军（PembelaTanahAir，简称 Peta）简称“卫国军”。日
本占领军控制的印度尼西亚军队。1943 年 10 月起由日本第十六军在印尼人



中征集军队，以弥补兵力不足。其编制为每大队 500 人，每中队 150—200
人。军官由印尼人担任。至战争结束时，先后由日本军官训练过 66 个大队，
共 3.7 万人。虽受法西斯主义的影响，但在印尼民族解放斗争的推动下，爱
国主义情绪日益增长。在印尼独立进程中起过一定作用。



四画

[一]

丰克（1890—1960）一译“冯克”。德国经济部长（1938—1945）、国
家银行总裁（1939—1945）。曾在柏林大学攻读哲学、法律和经济学。第一
次世界大战时服役，战后在《柏林交易所日报》供职，后任主编。1931 年加
入纳粹党，系希特勒与德国大企业家之间的牵线人，对纳粹党上台起了很大
作用。1933 年 3 月被任命为国民教育和宣传部副部长，参与反犹行动。1938
年 2 月出任经济部长和军事经济全权总办。翌年又任国家银行总裁，并成为
国防内阁成员。积极参与制定和执行纳粹德国的战争经济计划，尤其是对波
兰和苏联的侵略与掠夺。1943 年 9 月被任命为中央计划局领导成员，负责确
定和分配德国工业所需的劳工。1946 年被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以破坏和平
罪、战争罪和违反人道罪，判处无期徒刑。1957 年获释。

丰田副武（1885—1957）日本海军将领。毕业于海军兵学校和海军大学。
长期在海军服役。1931 年获少将衔。1937 年起，先后指挥第四、第二舰队参
加侵华战争。1941 年晋升海军大将。后历任吴镇守府司令长官和横须贺镇守
府司令长官，1944 年继*古贺峰一出任联合规队司令长官兼海军总司令宫和
海上护工总司令官。指挥*马里亚纳海海战和*莱特湾海战；在冲绳战役中命
令残存的海军出海决战，致使包括大和号战列舰在内的主力舰只被击沉。1945
年 5 月任军令部总长，力主顽抗到底。日本投降后，以战犯嫌疑罪被捕，1949
年被联合国军事法庭判处无罪释放，著有《最后的帝国海军》。

丰台事件  日本为实现“华北自治”而策动的暴乱事件。1935 年 6 月
27 日，日本特务机关策动北洋军阀吴佩孚旧部白坚武纠合流氓与日本浪人
300 余人，袭击北平（今北京）近郊的丰台车站。次日，强登停在车站的铁
甲车，驶达永定门外，向城内发炮多发，企图与潜伏在北平城内的同伙内外
呼应夺取北平，并以东亚同盟军名义发表饭蒋倒党”宣言，组织“华北自治
政府”。经中国驻军商震、万福麟部迎击后溃散，逃往通县以南一带。

丰田贞次郎（1885—1961）日本海军将领。1905 年海军兵学校毕业，
1911—1914 年在英国牛津大学留学。1919 年海军大学毕业。出席 1927 年的
日内瓦海军裁军会议和 1929 年的伦敦海军裁军会议。历任海军省军务局长、
海军舰政本部总务部长、佐世保镇守府司令长官，海军航空本部部长、海军
舰政木部部长。1940 年 9 月任海军次官，主张签订《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
1941 年晋升海军大将，同时退出现役，任第二届近卫内阁商工大臣。同年 7
月又任第三届近卫内阁外务大臣兼拓务大臣，任内曾试图打破日美谈判的僵
局，缓和两国关系，未成，从*太平洋战争爆发至 1945 年 7 月，任日本制铁
株式会社社长，在马来亚、印度尼西亚等地建立制铁所，力图增加钢产量，
支持日本对外扩张。期间还担任铁钢统制会会长、内阁顾问、行政查察使等
职。1945 年 4 月出任铃木内阁的军需大臣兼运输通讯大臣。战后一度被开除
公职。

王平（1907—）中国将领。1930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三军团师教
导大队政委。1934 年参加长征，北上抗日。到陕北后，入红军大学学习，后
任红二十七军政委。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总政治部组织部科长，中共
晋察冀临时省委军事部长，参与建立以阜平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并任阜平



县县长。后任晋察冀军区三分区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冀中军区政委、冀晋军
区政委兼中共冀晋区委书记。参加创建冀中抗日根据地，领导军民开展平原
游击战争。解放战争时期，曾任北岳军区和察哈尔军区司令员。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国人民志愿军政委、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政委、中
国人民解放军炮兵政委、中共中央军委副秘书长。1955 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王明  即“陈绍禹”。
王冠（Diadem）1944 年 5 月盟军在意大利战场发动春季攻势的行动代号。

2 月末开始筹划，企图正面突击*古斯塔夫防线西段，同从安齐奥（Anzio）
登陆场出击相结合，攻进利里（Liri）河谷，预定在诺曼底登陆前 3周实行。
为此，英第八集团军主力（内含波兰军 2个师）从东海岸西移，负责卡西诺-
利里河谷的战斗；美第五集团军（内合法军 4 个师）承担突过加里利亚诺
（Gllrigliano）河以及同从安齐奥出击的盟军会师阿尔班（Alban）山地。5
月 11 日开始实施。14 日法军率先实现突破，18 日波军进占卡西诺，美军和
英军也先后得手，23 日安齐奥盟军出击并与主力会合。但盟军未及早冲向瓦
尔蒙托内（Va-lmontone）以切断六号公路，使德军逃脱合围，撤往罗马以北。
6月 4日，美军进占罗马。

王震（1908—1993）中国将领。192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六军团
政委。1935 年参加长征，北上抗日。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第一二 0师
第三五九旅副旅长、旅长兼政委。率部挺进晋西北抗日前线，参加晋西北收
复士城战役，指挥邵家庄和上下细腰涧战斗，给日军以沉重打击。后率部返
回陕甘宁边区，曾兼任中共延安地委书记，延安军分区司令员和卫戍区司令
员。1940 年底率第三五九旅开赴南泥湾，开展大生产运动。1944 年 11 月任
八路军南下支队司令员，率部从延安出发，转战湖南、湖北，创立*湘鄂赣抗
日根据地。抗战胜利后，曾任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司令员兼政委。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国务院副总理、中华人民
共和国副主席，1955 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王甲本（1901—1944）中国将领。字立基。云南讲武堂第十四期和陆军
大学将宫班毕业。1937 年 5 月授少将衔。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国民政府陆军
第十八军第九十八师副师长，参加淞沪会战。后因战功升任师长。1939 年 11
月任第七十九军副军长，参加长沙保卫战、鄂西战役等。1943 年升任第七十
九军军长。1944 年率部参加衡阳保卫战。同年 9 月，日军沿湘桂线南犯时，
率部在东安冷水滩堵击日军，壮烈殉国。后被国民政府追赠为中将。

王仲廉（1906—）中国将领。黄埔军校毕业。曾任同民政府军师长。抗
日战争爆发后任第八十五军军长，率部参加*台儿庄战役，与日军激战于临城
地区。1939 年授中将衔。1940 年 11 月升任第三十一集团军副总司令，旋驻
防平汉路西侧，抵抗日军。1943 年 4 月任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同年 9月改
任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抗战胜利后，任第四兵团司令宫。1949 年大陆解
放前夕去台湾。

王阴泰（1888—1947）汉奸。字孟群。旱年留学日本和德国。曾任北洋
政府外交总长、司法总长。抗日战争爆发后叛国投敌，任伪中华民国临时政
府实业部长。1940 年 3 月汪伪国民政府成立后，任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委兼实
业总署督办、中日实业公司总裁。大量印发伪钞，竭力搜刮物资粮食，为日
本“以战养战”政策效劳。1945 年 2 月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抗战胜
利后被国民政府判处死刑，在南京处决。



王克敏（1873—1945）汉奸。字叔鲁。清末任留日浙江学生监督。曾任
中国银行总裁、北洋政府财政总长。1932 年起历任国民政府东北政务委员会
委员、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代理委员长。抗日战争爆发后叛国投敌。1937 年
12 月受日本指使在北平（今北京）成立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任行政委员会
委员长、*新民会会长。多次与日本华北驻屯军签订条约，出卖华北主权。1940
年 3 月汪伪国民政府成立后，任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内政总署督办，鼓
吹日华“共存共荣”，掠夺华北物资资助日军。同年 6月辞职，任汪伪国民
政府委员。1943 年初复任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抗战胜利后被捕，在狱中
畏罪自杀。

王宏坤（1909 一）中国将领。1929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四方面
军第四军军长。1935 年参加长征。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第
三八五旅旅长，率部挺进山西抗日前线。1939 年任冀南军区副司令员，领导
军民开展平原游击战争，开辟了冀南抗日根据地。1940 年*百团大战中，率
部参加了正大、平汉铁路破击战。1941 年任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多次粉碎
日军的“扫荡”。1944 年后率部开展对日伪军的攻势作战。抗战胜利后曾任
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兼第六纵队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海
军副司令员。1955 年被授予海军上将军衔。

王若飞（1896—1946）中共中央秘书长（1941—1946）。原名荫生，号
继任。1919 年赴法勤工俭学。1922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赴莫斯科东方大
学和列宁学院学习。曾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抗日战争
爆发后，任八路军副参谋长、中共中央华北华中工作委员会秘书长，系统总
结了华北地区游击队组织和游击战争的经验，为游击战争的发展指明了方
向。1941 年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和党务研究室主任，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抗
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等文件，对巩固和发展抗日民主根据地起了重大
作用。1944 年-4 月赴重庆，负责对国民党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曾三次参加
国共两党谈判。日本投降后，与毛泽东、周恩来一起参加重庆谈判，与国民
党代表签订《双十协定》。1946 年 4 月 8 日，在重庆返延安途中飞机失事遇
难。

王宠惠（1881—1958）中国法学家、外交家。字亮畴。天津北洋大学法
科毕业，获美国那鲁大学法学博士学位。曾任北京政府司法总长、海牙常设
国际法庭法官，国民政府司法部长、司法院院长。1937 年 3 月起，任外交部
长。七七事变后，于 8 月 14 日以外交部名义发表抗日自卫声明。1941 年 4
月，改任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后曾随蒋介石访问印度和出席开罗会议。
1945 年 4 月，出席旧金山联合国宪章制宪会议。抗战胜利后，复任国民政府
司法院长。1949 年，经香港转赴台湾。

王建安（1907—1980）中国将领。192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四方
面军第四军政委。1935 年参加长征。到陕北后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抗日战
争爆发后，随第一二九师主力出师山西抗日前线。1938 年任八路军津浦支队
指挥，转战冀鲁豫，开展平原游击战争。后任八路军山东纵队副指挥兼第一
旅旅长、山东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鲁中军区司令员，参与创建山东抗日
根据地。多次领导军民挫败日伪军“扫荡”，巩固和发展以沂蒙山区为中心
的鲁中抗日根据地。抗战胜利后，曾任第三野战军第七兵团、第八兵团司令
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沈阳、济南、福州军区副司令员。1956 年
被授予上将军衔。



王树声（1905—1974）中国将领。原名宏信。192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曾任红三十一军军长、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1935 年参加长征。抗日战争爆
发后，任晋冀豫军区副司令员兼晋冀豫边区游击纵队司令员、太行军区副司
令员，转战华北抗日战场。1942 年调回延安，参加整风运动。1944 年率部翻
越中条山，渡过黄河，进入豫西。曾任河南军区司令员，巩固和扩大中原抗
日根据地，向日伪军展开攻势作战，解放豫西大片国土。解放战争时期，曾
任中原军区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国防部副部长、中国人民
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副院长。1955 年被授予大将军衔。

王造时（1902—1971）中国爱国民主人士。原名雄生。早年留学美国，
获威斯康星大学博士学位。曾任光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兼政治系教授。九·一
八事变后，发起组织上海各大学教授抗日救国会，创办《主张和批评》、《自
由言论》等刊物。1933 年任*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理事兼上海分会宣传委员，
致力于抗日救亡运动。1935 年底参加组织上海文化界救国会。1936 年任上海
各界以及中华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常务理事兼宣传部长，同年 11 月与沈钓
儒、邹韬奋等被国民政府逮捕，为“七君子”之一。抗日战争爆发后获释。
1938 年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39 年在江西创办《前方日报》，宣传抗日救
国，推进民主宪政运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复旦大学教授、上海
市政协常委。

王陵基（1883—1967）中国将领。号方舟。四川武备学堂速成班毕业，
转赴日本留学。曾任川军第二十一军师长兼重庆卫戍司令，1927 年在重庆制
造“三·三一惨案”，镇压共产党。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国民政府第三十集
团军总司令兼第七十二军军长，率部出川抗日，参加湘赣方面的作战。1939
年 10 月任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率部驻防修水。参加长沙保卫战。同年升为
中将。1940 年授中将加上将衔。日本投降后，升上将。曾任第七绥靖区司令
官、四川省政府主席，1949 年 12 月下旬在西南战役中被人民解放军俘虏，
1964 年 12 月获特赦释放。

王铭章（1893—1938）中国将领。号之中。四川陆军军官学校毕业。曾
任川军旅长，1936 年授中将衔。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五战区第二十二集团
军第四十一军第一二二师师长，奉命出川抗日，转战于晋、鲁、律浦北段一
带。1938 年春参加台儿庄战役，率部驻守膝县，担负津浦路北段保卫徐州的
第一线防务，3月 15 日，日军矾谷第十师团进攻膝县时，据城固守，激战 3
昼夜，于 17 日在西城阵地督战时，身负重伤，自找殉国。后被国民政府追赠
为上将。王铭章王维舟（1887—1970）中国将领。早年曾赴苏联学习。
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三十三军军长。1935 年参加长征。抗日战争爆
发后，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第三八五旅副旅长，驻守陇东三河镇，领导军民
开展抗日游击战争。1938 年升任旅长。次年兼任陇东军分区司令员和第三八
五旅政委，负责保卫陕甘宁边区。抗战胜利后，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
员。参加过延安保卫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
席。

王敬久（1902—1964）中国将领。字又平。黄埔军校毕业。曾任国民革
命军东路军第六十三团团长，参加北伐。九·一八事变后，任第八十七师师
长，率部“围剿”工农红军。1936 年授中将衔。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七十
一军军长，率部参加淞沪会战。1939 年 2 月任第三十二集团军副总司令。1941
年 8 月升任第十集团军总司令，驻防浙江金华。抗战胜利后，调任重庆卫戍



副总司令。大陆解放前夕去台湾。
王揖唐（1877—1948）汉奸，原名赓，字一堂。清末进士。早年留学日

本，入东京振武学校。曾任北洋政府内务总长、安福国会众议院议长。九·一
八事变后，历任国民政府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
抗日战争爆发后叛国投敌，任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议政委员会常委、赈济部
总长、内政部总长。1940 年 3 月汪伪国民政府成立后，任考试院院长。同年
6 月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兼内务总署督办，在
华北实行治安强化运动，为日军“以华制华”政策效劳。1943 年 2 月改任汪
伪政府全国经济委员会副委员长。抗战胜利后被国民政府判处死刑，在北平
（今北京）处决。

王靖国（1891—1952）中国将领。字治安。保定军校毕业。曾任晋军第
三军军长。九·一八事变后任第七十师师长兼任包头警备司令，在河套地区
实行屯垦。1935 年授中将衔。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十九军军长，在晋北地
区对日作战。1939 年初参加阎锡山同日本勾结的临汾会议，同年 2月任第十
三集团军总司令兼第十九军军长。1940 年率部在蒲（县）隰（县）地区进攻
坚持抗日的*山西新军，1945 年春率部在豫西北地区抗击日军。抗战胜利后，
任太原防守司令兼第十兵团司令。1949 年 4 月在太原被人民解放军俘虏。

王新亭（1908—1984）中国将领，1930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四方
面军第九军政治部主任、红军大学政治部主任。1935 年参加长征。抗日战争
爆发后，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政治部组织部长、第三八六旅政治部主任，参
与指挥长生口、七亘村、黄崖底等战斗。193S 年任第三八六旅政委，配合*
陈后指挥*神头岭伏击战、*响堂铺伏击战和*长乐村战斗。同年 12 月率部进
入平汉路东，转战冀鲁豫平原。1939 年回师太行山，后任大岳纵队政治部主
任，太岳军区副政委、司令员，晋冀鲁豫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坚持敌后抗日
游击战争，对开辟太行、冀南、大岳抗日根据地作出贡献。解放战争时期，
任第一野战军第十八兵团副司令员兼副政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
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政委。1955 年被授
予上将军衔。

王稼祥（1906—1974）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人之一。又名嘉
祥、稼蔷，1924—1930 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和红色教授学院学习，1928 年加
入中国共产党。回国后曾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
会副主席。1934 年参加长征，北上抗日。1935 年 1 月在遵义会议上，支持毛
译东的正确主张，对确立毛泽东在中央的领导地位起了重大作用。1937 年任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1938 年回国后，历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
主任兼代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华北、华中工作委员会主任。协助
毛泽东处理大量有关党、军队和抗日根据地的重大事务，提出过不少重要创
见。曾主持创办《八路军军政杂志》、八路军军政学院，并主持组建战地工
作考察团，赴华北敌后指导部队整训。1943 年 7 月为纪念中共诞生二十二周
年和抗战六周年，发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首次提出和
论证了“毛译东思想”的科学概念。次年因病离职，后赴苏联治疗。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后，为首任驻苏联大使，曾任外交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对外联
络部部长、书记处书记。

王德泰（1908—1936）中国将领。192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反帝同盟
会成员。历任延吉反帝同盟会组织部长、中共延吉县委代理书记、延吉游击



大队参谋长，组织和开展抗日游击战。1934 年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独立
师政委、中共东满特委委员。1935 年改任独立师师长，不久升任第二军军长。
率部开创了安图、敦化、额穆、桦甸游击区，指挥了围攻安图县城和保卫奶
头山根据地等战斗。1936 年 6 月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副总司令兼第二军
军长、中共南满省委委员，开辟了长白、临江等新游击区，指挥攻打抚松县
城日军和袭击小汤河伪靖安军的战斗，取得胜利。同年 11 月中旬，在抚松县
小汤河一带与敌激战时牺牲。

王缵绪（1887—1950）中国将领。字治易。四川陆军速成学堂毕业，曾
任国民政府第二十一军第五师师长。
九·一八事变后，任第六路军总司令兼第四军军长，率部参加“围剿”工农
红军。1936 年授中将衔。抗日战争爆发后，历任第二十九集团军总司令兼四
十四军军长，四川省政府主席，第六、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1940 年授中将
加上将衔。翌年任重庆卫成总司令。抗战胜利后，调任武汉行辕副主任。

王耀武（1903—1968）中国将领。字佐民。黄埔军校毕业。九·一八事
变后任国民政府军补充第一旅旅长，曾阻截*红军抗日先遣队。抗日战争爆发
后，任第七十四军第五十一师师长，率部参加淤沪会战和南京保卫战。1938
年 10 月武汉会战中，率部取得万家岭大捷，升为第七十四军副军长、军长。
1939 年后参加三次长沙会战。1941 年参加指挥上高战役。次年率部参加常德
战役。1945 年 2 月授中将衔。3月任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直属第四方面军司令
官。日本投降后，主持长沙、衡阳地区受降事宜。后任第二绥靖区司令官兼
山东省政府主席。1948 年 9 月在济南战役中被人民解放军俘虏。1959 年特赦
获释后，任全国政协委员。

王八盒子  即“南部式手枪”。
开塞锥（Corks（3rew）1943 年 6 月英军攻占意大利班泰雷利亚岛的作

战行动代号。班泰雷利亚岛位于突尼斯和西西里岛之间，扼地中海航路狭窄
地段的要冲，为意大利飞机和鱼雷快挺基地。盟军占领突尼斯后，为扫清进
攻西西里岛的通路，从 5月 18 日开始对该岛进行持续的空袭，6月 8日起以
舰艇和飞机实施大规模的海空轰击。6月 11 日，守岛的 7000 名意军投降后，
盟军登陆占领该岛。

开罗会议  大战期间美、英、中三国首脑和美、英两国首脑先后在开罗
举行的两次会议。（1）第一次开罗会议，代号“六分仪”。1943 年 11 月 22
—26 日，罗斯福、丘吉尔前往出席德黑兰会议途经开罗时同蒋介石举行的会
议。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成员以及蒙巴顿、史迪威等与会。主要讨论对日作战
和处置战败后的日本等问题。会上围绕蒙巴顿提出的一项缅甸作战计划发生
激烈争论。仍致力于实施巴尔干计划的丘吉尔，反对在孟加拉湾进行两栖作
战来配合中国军队在缅北的进攻。蒋介石则在英军将开始大规模的南缅作战
条件下，同意中国军队实施缅北攻势会议未能对此达成实质性协议。会议还
就战后远东问题进行了谈判。罗斯福曾向蒋介石提议加强美、中军事合作和
把大连作为国际自由港；蒋表示如时机成熟而中国主权不被分割，可考虑大
连港的国际化。会议最后就发表*《开罗宣言》达成协议。此次会议为大战期
间唯一的一次中、美、英三国首脑会议，对于加速打败日本和战后处理亚洲
问题起了积极作用。（2）第二次开罗会议。1943 年 12 月 3—6 日，罗斯福、
丘吉尔在德黑兰会议结束后返国途经开罗时举行。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成员与
会。12 月 4 日上耳其总统伊诺努到达参加了有关会谈。会议再次就缅甸作战



计划展开激烈争论，撮后同意取消在盂加拉湾进行两栖作战。会议确认登陆
法国开辟*第二战场为 1944 年的主要战役，同意任命艾森豪威尔为*霸王行动
的盟军最高统帅。在同伊诺努的会谈中，丘吉尔为实现其巴尔干计划，力劝
土耳其站在盟国一边参战：罗斯福来坚持要土耳其参战，也反对增加对上援
助；最后仅达成在 12 月 7 日发表措词空洞的《美英上三国开罗会议公报》。

开罗宣言  1943 年 11 月中、美、英三国首脑在*开罗会者上通过的宣
言。经*德黑兰会议征询斯大林意见后，于同年 12 月 1 日发表。声明：“三
大盟国此次进行战争之目的，在于制止及惩罚日本之侵略。三国决不为自身
图利益，亦无拓展领上之意。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自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
战开始以后在太平洋所夺得的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
领土，例如东北、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国”；并决定“在相当期间，使
朝鲜自由独立”；最后宣称，“将坚持进行为获得日本无条件投降必要之重
大的长期作战。”宣言表明了中、美、英三国打败日本的决心，并确认了中
国恢复东北、台湾和澎湖列岛等失地的神圣权利。

井上日召（1886—1967）日本法西斯分子。1910 年起曾在中国各地活动。
回国后归依日莲宗，号日召。1928 年在茨城县设立“立正护国堂”，对农村
青年和霞浦海军航空队的青年军官宣传武力“改造”国家。1931 年*十月事
件失败后，计划首先建立*血盟团，开展恐怖活动；随后策动海军青年将校进
行政变。1932 年因血盟团事件被追查而自首。1934 年 9 月被判处无期徒刑。
1940 年假释。后继续领导右翼组织活动。著有《一人杀一人》等。

井上成美（1889—1975）日本海军将领。毕业于海军兵学校和海军大学。
历任驻意武官、海军省军务局第一课课长、横须贺镇守府参谋长、海军省军
务局长、*中国方面舰队兼第三舰队参谋长、海军航空本部长和第四舰队司令
官。在崇尚巨舰大炮的日本海军中提倡以航空作战为主的“新军备论”，反
对缔结《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1942 年参与指挥*珊瑚海海战。未能取胜。
同年 10 月调任江田岛海军兵学校校长。1944 年 8 月任海军次官，率先对战
争结局持悲观态度。1945 第一次开罗会议：左起蒋介石、罗斯福、丘吉尔年
5月晋升海军大将。战后隐居。

井川忠雄（1893—1947）日本金融界人士。三十年代初任职于大藏省，
主要负责处理内外金融业务，与*近卫文麿私交甚笃。1936 年就任产业工会
中央金库理事。1940 年底，秉承陆军省旨意，会见来日访问的美国天主教神
父沃尔什（JainesEdwardWalsh,1891—1981）和德劳特（JamesDrought），
就日美关系问题交换意见。次年年初应邀赴美，在陆军省军事课长*岩畔豪雄
直接插手下同两位美国神父私下制订出《日美谅解方案》。1941 年 4 月，日
本驻美大使野村吉三郎同美国国务卿赫尔的谈判即在此基础上开始。

井野硕哉（1891—1980）日本农林大臣（1941 年）、农林兼拓务大臣（1941
—1944）。1917 年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后入农林省。历任课长、局长和农林次
宫。1938 年离职，从事水产专务。1940 年复任农林次官，1941 年继石黑忠
笃后任第二、第三届近卫内阁的衣林大臣，1941 年起任东条内阁的衣林大臣
兼拓务大臣。任内，1941 年 12 月 1 日出席御前会议，参与决策“对美英荷
开战”；执行内阁建立经济新体制政策，竭力挽救日趋恶化的农业生产和粮
食供应，实行国家对农业的严格统制；积极向殖民地经济扩张，以殖民地经
济来补充战争的需要及国内的严重不足。1942 年为众议院议员。日本战败后



被开除公职，解除整肃今后于 1953—1971 年为参议院议员，1959 年 6 月任
第三届岸信介内阁的司法大臣。

天王星（ypa）*斯大林格勒会战中苏军实施反攻计划代号。此计划在苏
军防御阶段即已由苏联最高统帅部制定，其意图是：主攻部队从顿河登陆场
出击，向卡拉奇（Kanay）方向发展，同时在斯大林格勒城南粉碎敌人的翼侧
掩护部队，然后与坚守城内的部队内外夹击，包围并歼灭德军主力。

天号作战  日本大本营试图用残存空军阻止盟军前进的作战计划代
号。在海军主力基本被歼的情况下，日本大本营于 1945 年 2 月 6 日提出此计
划，决定集中陆海军的全部航空兵力，“首先打击盟军的机动部队，然后打
击进攻东中国海周围的盟军，同时加强本上的直接防卫工作”。3 月 1 日签
署陆海军中央协定，统一调配陆军飞机 1175 架，海军飞机 3175 架（其中 1200
多架为自杀飞机），并于 3月 28 日开始实施，但在盟国空军打击下损失惨重。
日本陆军和海军先后于 5月上旬和 7月上旬，被迫中止实施。

天羽声明  日本侵略中国的外交声明。1933 年 9 月就任外务大臣的广田
弘毅为改善退出国际联盟后日本的国际地位，着手推行所谓“和协外交”，
试图既达到独霸中国的目的，又缓和与欧美大国的关系。为此，外务省情报
部长*天羽英二于 1934 年 4 月 17 日在例行记者招待会上发表声明：诡称日本
愿与各国友好，同时又扬言日本在中国及东亚具有特殊利益，不准他国干涉，
亦不准他国援助中国。该声明被称为“亚洲门罗主义”，遭到世界舆论的强
烈谴责。

天羽英二（1887—1968）日本外交官。1912 年东京高等商业学校毕业，
人外务省，在驻中国、苏联使领馆任职。1933 年 6 月就任外务省情报部长，
次年 4 月发表*《天羽声明》，引起各国舆论的强烈谴责。1937 年 4 月任驻
瑞士公使。1939 年《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缔结后接替*白鸟敏夫出任驻意大
使。1941 年 8 月就任第三届近工内阁的外务次官，曾试图打开日美谈判的僵
局，来成。1943 年 3 月出任内阁情报局总裁。1945 年日本投降后曾以甲级战
犯被捕，1948 年释放。

天津事件  也称“天津享变”。*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在中国天津策动
的武装挑衅，1931 年 11 月 8 日起，驻天津日租界的日军按照关东军的训令，
唆使汉奸李际春、张壁组织便衣队，向天津中国军警武装挑衅，一度攻占省
政府。关东军趁机出兵锦州，并要求撤走天津中国军队、取缔抗日活动，同
时趁乱挟持溥仪潜出市区，前往营口。国民政府采取妥协政策，15 日派河北
省政府主席王树常赴日兵营谈判，答应道歉、取缔抗日活动和撤除天津防御
工事，29 日命令天津中国驻军撤退。

天目山战役  1944 年新四军在浙江省天目山地区反击国民党顽固派进
攻的战役。是年底，新四军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发展东南、准备大反攻的战略
方针，派部南下江苏、浙江两省边境敌后，开辟新区。1945 年 2—3 月间。
国民党先后以 5个团和 12 个团，两次进攻该区的安吉、临安、孝丰边境天目
山地区，均被击退。5月 29 日，国民党集中 42 个团共 6.6 万余人发动第三
次进攻，新四军苏浙军区部队进行自卫反击，至 6 月 23 日，歼灭顽军 6800
余人，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驱逐新四军出江南的企图。

天津驻屯军  日本在中国天津地区进行侵略的驻军的习称。
天皇停战诏书  日本宣布投降的正式文告。在美国向广岛、长崎投掷原

子弹和苏联对日宣战之后，日本天皇裕仁于 1945 年 8 月 14 日颁发诏书，宣



布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同时又宣称他本人一贯“谋求帝国臣
民之康宁，同享万邦共荣之乐”，而战争的发动则纯系“希求帝国之自存与
东亚之安定”，至于战败后投降，乃因如继续抵抗“则不仅导致我民族之灭
亡，并将破坏人类之文明”，宣称此举“以为万世开太平”，并呼吁“发扬
国体之精华，勿后于世界之潮流”。8月 15 日裕仁向全国播发停战诏书，宣
布日本投降。

天皇机关说事件  日本政府迫害进步学者事件。法学家*美浓部达吉根
据二十世纪初在德国兴起的“国家有机体学说”，提出了与天皇主权说相对
立的“天皇机关说”。认为统治权在作为法人的国家，天皇则作为国家的最
高机关行使权力。大正时代，美浓部的学说成为政党政治的思想基础。随着
日本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天皇机关说遭到军部及右翼势力的攻击。1935 年 2
月，贵族院议员、陆军中将菊池武夫（1875—1955）在议会指责此为违反国
体的“叛逆思想”，众议院议员江藤源九郎（1879—1957）则控告美浓部犯
有“敬罪”。政府先后两次发表声明，否定美浓部的学说，禁售其《逐条宪
法精义》、《宪法撮要》、《日本宪法之基本主义》等著作，并于 9 月 18
日对美浓部实行缓期起诉和解除贵族院议员的处分。进步势力为此受到重大
打击。

元首（DerFuhrer）一译“领袖”。希特勒的头衔。1921 年 7 月德国纳
粹党确立*领袖原则，希特勒即成为该党元首，有权绝对控制党的全部机构和
接受党员的无条件效忠。1934 年 8 月 1 日德国内阁通过*《国家元首法》，
规定国家总统和总理的职务合而为一。翌日总统兴登堡去世，希特勒就任德
国国家元首兼武装力量最高统帅，独揽党、政、军大权于一身。

元首制  即“领袖原则”。
元首地堡（Fiillrerbunker）又称“柏林暗堡”。希特勒在柏林的地下

掩蔽所和作战指挥部。1943 年在柏林的新总理府地下室基础上扩建而成。在
地下 16 米深，水泥顶厚 5米，墙厚近 2米，分上、下两部分，上部为厨房、
餐厅、贮藏室和服务人员的住房；下部为希特勒和*埃娃·布劳思的住所、会
议室和接待室，1945 年 1 月 16 日起启用，同年 4 月希特勒居住于此，并在
该处自杀。

元首野战司令部（Ftilirerhauptquartiere）战时供希特勒指挥作战的
处所。共 13 处。曾启用的 9处分别为：*狼穴、*伯格霍夫、*石巢、*狼谷、
“春天的风暴”，位于维也纳新城附近，1941 年春启用；“狼人”，位于苏
联乌克兰加盟共和国的文尼察，1941 年秋一 1942 年、1943 年 2—3 月启用；
还有*坦能堡司令部、*泽根堡司令部、*元首地堡。未启用的 4处，分别位于
法国和德国境内。

无畏式轰炸机（Dauntless）即“A-24 型轰炸机”。
无条件投降原则  关于德、日、意法西斯不附带任何保留条件的投降原

则。1943 年 1 月，美国总统罗斯福在*卡萨布兰卡会议期间提出，并在 24 日
的记者招待会上首次宣布：“摧毁德国、日本和意大利的战争威力就是说要
德国、日本和意大利无条件投降。”尔后，苏美英中《关于普遍安全宣言》
（1943 年 10 月 90 日签署）、中美英*《开罗宣言》（1943 年 12 月 1 日公布）、
苏美英三国克里米亚（雅尔塔）会议公报（1945 年 2 月 12 日发表）和美英
中*《波茨坦公告》（1945 年 7 月 26 日发表）等，都重申了这一原则。但实



际上，除纳粹德国外，意大利（1943 年 9 月）和日本（1945 年 9 月）的投降
均未彻底执行此原则。

无畏号航空母舰（Indomltable）英国航空母舰。1941 年底建成。排水
量 2.3 万吨，最大航速30 节，可载飞机35－40 架。配有装甲飞行甲板。1942
年被派赴印度洋。参加马达加斯加之战。随后返回地中海，于同年 8月参加*
基石行动，在执行护航任务时遭重创。1943 年 7 月参加西西里岛登陆战役，
再度受重创。1944 年 12 月调入*英国太平洋舰队，参加攻打苏门答腊等地，
曾遭日本*神风特攻队袭击，但特攻机从该舰装甲层上弹出掉入海里，舰身来
受重伤。

韦尔斯（SunlnerWelles，1892—1961）美国外交官。1914 年哈佛大学
毕业，后进入外交界。历任国务院拉美司司长、驻古巴大使等职。1933—1943
年任助理国务卿和副国务卿，任内制订和推行罗斯福对拉丁美洲的“睦邻政
策”，多所建树。19 刃年中日战争爆发后，一度反对对日本采取强硬路线，
1940 年曾受命赴欧洲了解英、法、德、意等国对和谈与停战的态度（参见“韦
尔斯使命”）。1941 年随罗斯福出席大西洋会议，协助起草*《大西洋宪章》。
后因在国务院内部与国务卿赫尔不和，辞职。去职后为政治评论家。著有《坚
定的时刻》等。

韦维尔（Ar0hibaldPerci·vaIWavel1，1883—1950）英国将领。1901
年入伍。毕业于桑德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参加过布尔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
战。19 明年 7月受命组建中东司令部，任总司令。1940 年夏，在北非和东非
以有限兵力在几个分隔的战线上成功地对付占优势的意大利军队，并于 1940
年 12 月和 1941 年 2 月把意军韦维尔逐出昔兰尼加和埃塞俄比亚。1941 年 4
—6 月，其精锐北调投入*希腊战役，损失大量装备，北非战局随之发生逆转。
6月，与*奥金菜克对调职位。任印度英军总司令。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于 1942
年 1 月出任西南太平洋盟军总司令。随着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和缅甸相继失
陷，印度成为盟军的训练和后勤基地，再无重大军事活动。1943 年 1 月，晋
升陆军元帅。同年 6月任印度总督，1947 年 2 月退休。

韦尔希宁（1900—1973）一译“维尔辛宁”。苏联空军将领。1919 年加
入俄共（布）党和参军。参加过国内战争。三十年代转入空军。1932 年毕业
于茹科斯基空军学院。苏德战争初期任南方方面军空军司令（上校衔）。1942
年 5 月任空军第四集团军司令。同年 9月任外高加索方面军空军司令，参加
寓加索会战。1943 年 3 月晋升空军中将，复任空军第四集团军司令。参加*
库班空战。同年 10 月晋升空军上将。1944 年参加白俄罗斯战役，在恶劣的
气象条件下保障了对地面部队的支援。1945 年参加东普鲁上、东波美拉尼亚
和柏林等战役。战后曾任国防部副部长兼空军总司令。1946 年获空军元帅
衔，1959 年获空军主帅衔。著有《航空兵和战争》、《空军第四集团军》等。

韦岗战斗  1938 年新四军在江苏省镇江附近对日军的一次伏击战。是年
春天，新四军组成先遣支队，由第二支队副司令员＊粟裕率领东进苏南。6
月 17 日上午，先遣支队在镇江西南 30 里之韦岗地区伏击日军车队。经过半
小时激战，击毙日军土井少佐和梅泽大尉以下 20 余人，击毁汽车4辆。此战
斗是为新四军挺进苏南敌后的第一仗。

韦尔斯使命  1940 年 2—3 月间美国副国务卿*韦尔斯为调停欧战出访
欧洲的外交活动。其间曾与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和齐亚诺、德国的希特勒和里
宾特洛甫、英国的张伯伦和丘吉尔、法国的达拉第和雷诺分别进行会谈。墨



索里尼转达德国的要求为：承认德奥合并、捷克斯洛伐克分为“独立的”斯
洛伐克和受德国保护的波希米亚及摩拉维亚、德国人集中居住的波兰领土划
入德帝国版图；希特勒坚持侵略立场，扬言准备将战争进行到底；法国要求
恢复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的独立，但仍希望和德举行谈判：英国政府表示不
能接受希特勒的条件和德国议和，韦尔斯奔波意、德、英、法四国，来取得
任何成果。

韦拉湾海战  *中所罗门群岛战役中的一次海战，为增援并加强克伦班
哥拉（Kolombangara）岛的防御，1943 年 8 月 6 日夜，日军再次派 3艘驱逐
舰运载增援部队，航至克伦班哥拉岛北面的韦拉（Vella）湾遭遇6艘美国驱
逐舰的阻击。美舰配备有雷达系统，在夜战中一举击沉日本 3艘驱逐舰，近
千名日军葬身海底。

韦拉拉韦拉岛之战  中所罗门群岛战役中美军的一次跳岛登陆战。为避
开有 1万多名日军驻守并筑有坚固防御工事的克伦班哥拉（Kolombangara）
岛，加快收复中所罗门群岛的战斗，1943 年 8 月上旬，美军南太平洋部队和
战区司令哈尔西决定实施*跳岛战术，攻占日本守军较少的韦拉拉韦拉
（VellaLavella）岛。8 月 15 日，威尔金森（TheodoreWilkinson）少将率
美军第三两栖编队实施登陆。岛上仅有数百名日军驻守，美军几乎未遭抵抗
即予攻占，遂使克伦班哥拉岛日军陷于孤立。

韦斯特博克转运营  大战期间纳粹德国的犹太人转运营。位于荷兰东北
部韦斯特博克（Westerbork）镇附近。原为荷兰政府于1939 年建立的收容来
自德国的犹太难民营。德军占领荷兰后，于 1940 年 7 月接管，改为从西欧逮
捕犹太人转送各集中营或灭绝营前服劳役的转运营。

云岭保卫战  1940 年新四军在皖南泾县抗击日军“扫荡”的一次战斗。
是年 10 月 4 日，日军为巩固江防，以第十五、第一一六师团各一部共万余人，
分路“扫荡”皖南地区，其中一路 5000 余人，由铜陵、繁昌、南陵出发，在
空军掩护下直扑新四军军部所在地云岭。在*叶挺指挥下，新四军部队坚守云
岭外围阵地。经过 10 余次激战，毙伤日军数百人，击退了日军进攻，并乘胜
追击，在泾县南关再予敌重创。至 10 月 9 日，新四军收复径县县城。

木户幸一（1889—1977）日本内大臣（1940—1945）。木户孝允之孙，
1915 年京都帝国大学毕业。1917 年垄封侯爵，任贵族院议员。20 年代起，
与近工文麿等所谓“革新贵族”过从甚密。1930 年 10 月就任内大臣秘书官
长，掌握实权，参与最上层的政治活动，并和“革新贵族”及铃木贞一等军
部中坚人物共同研究元老西园寺公望身后的首相奏请方式，提高了自己的政
治声望。1936 年转任宗秩寮总裁。1937 年就任第一届近卫内阁文部大臣。次
年兼任厚生大臣。1939 年木户幸一任平沼内阁内务大臣，1940 年 6 月至 1945
年 11 月任内大臣。任内，作为天皇的心腹和助手，对日本政治产生重大影响。
1941 年 10 月在重臣会议上，同阿部信行等人力荐东条英机出任首相，加速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后曾试图使日本免遭全面失败，未果。战败后于 1948
年作为甲级战犯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无期徒刑，1955 年假释。其日记被
编为《木户幸一日记》。

木村兵太郎（1888—1948）日本将领。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
1929 年任参谋本部部员，同年出席伦敦裁军会议。后历任陆军省整备局统制
课长、陆军省兵器局长。1939 年任第三十二师团长，侵入中国济南。1940
年任关东军参谋长。1941—1943 年任陆军次官，辅助东条英机进行侵略战



争。1943 年任军事参者宫兼兵器行政本部部长。1944 年任缅甸方面军司令
官，指挥日军顽抗，力图挽回败局。并在缅甸实行血腥屠杀，有“缅甸屠夫”
之称。1945 年 5 月晋升大将。战后，作为甲级战犯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
绞刑。

五月危机  1938 年 5 月纳粹德国为侵吞捷克斯洛伐克*苏台德区而挑起
的国际危机。193s 年 3 月*德奥合并后，纳粹德国把侵略矛头对准捷克斯洛
伐克。希特勒捏造捷政府“虐待”日耳曼人，利用”汉莱因的苏台德德意志
党掀起一场反捷骚动。同年 4月汉莱因抛出要求苏台德区“自治”的八点纲
领（即《卡尔斯巴德纲领》），实际上要在捷境内制造一个纳粹国家。英、
法政府对德国的侵略行径姑息纵容，“劝告”捷政府让步。捷政府表示愿同
汉莱因谈判，但拒绝全盘接受《卡尔斯巴德纲领》。希特勒决定进行武力威
胁。5 月间汉莱因无理中断谈判，苏台德区的纳粹分子骚动不断升级，德国
放出“将进行干预”的风声。5月 19 日德军向捷边境集结。翌日晚，捷政府
表示坚决捍卫民族主权，宣布局部动员。双方军队在边境对峙，形成所谓“五
月危机”。由于捷人民决心抵抗，希特勒的军事恫吓未能奏效，不得不在 5
月 23 日指示德国外交部向捷政府表示没有入侵意图，声称德军在捷边界集结
是无根据的传闻。5 月 26 日汉莱因根据希特勒的指令恢复同捷政府的谈判。
希特勒被迫暂时退却，但并没有放弃侵捷计划，于 5月 30 日签发了*《绿色
方案》的新指令。

五月起义  亦称“布拉格起义”。1945 年 5 月捷克人民驱逐德国占领者
的民族解放起义。1945 年春，纳粹德国在苏军与盟军东西夹击下面临崩溃。
4 月，捷共地下中央团结各抵抗组织，成立捷克民族委员会，准备于 5 月 7
日举行全民起义。但从 5 月 1 日起，各地人民纷纷提前发动。5月 4 日，当
获悉苏军攻克柏林后，布拉格人民纷纷走上街头，于翌日晨发动起义，占领
电台、邮电局、发电站、桥梁、火车站等。民族委员会发表告人民书，宣布
接管政权，向驻布拉格德军发出无条件投降最后通牒。德军借谈判拖延时间，
调集重兵，于 6日晨以坦克和飞机掩护向起义者发动进攻。布拉格居民修筑
2000 余（一说 1600）座街垒，8万余名起义战士进行英勇抗击。当日晚，德
军攻入市中心，起义者通过电台呼吁盟军援助。苏军遂变更部署，提前实施”
布拉格战役。8 日，德军一面屠杀起义者，一面建议停战，企图西撤投降美
军。9日晨，苏军坦克部队驰援到达布拉格，粉碎了顽抗的德军，解放全城。
11 日，捷克斯洛伐克全境解放。

五相会议  日本战时由首相、大藏大臣、外务大臣、陆军大臣和海军大
臣参加的核心内阁会议。1933 年 10 月 3 日至 20 日，斋藤实首相首次召开。
其决定经内阁全体会议同意后成为最高国策。初为不成文的制度。1938 年 6
月 10 日，近卫内阁决定正式设置，作为研讨国策的最高机构，有时也召开无
大藏大臣参加的“四相会议”和只有外务大臣、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有时
只有首相、外务大臣、大藏大臣）参加的“三相会议”，战后均废上。

五·一五事件  日本*少壮派军官发动的武装政变。1930 年起，日本海
军少壮派军官同民间右翼势力勾结，密谋通过暗杀政界、财界要人，发动武
装政变，建立军部法西斯统治。”血盟团事件后决定提前行动。1932 年 6 月
15 日下午 5时半左右，海军青年军官三上卓、古贺清志、中村义雄率领陆军
士宫学校部分学生共 18 人，分 4路袭击首相官邸、警视厅、内大臣私邪、日
本银行和政友会总部，当场击毙首相犬养毅。当晚 7时左右 7名“爱乡塾”



学员组成的“农民决死队”袭击东京附近的 6个变电所。企图趁混乱之机按*
大川周明的设想“改造”政权。失败后，政变参与者分别被判 4—15 年监禁。
军部利用该事件成立以*斋藤实为首的“举国一致”内阁。

五月议定书  即“巴黎议定书”。
支援舰队（SupportGroups）战时英美在*大西洋之战中专门为进行反潜

艇战而组建的海军编队。由若干驱逐舰、护卫舰、炮舰和快艇组成，亦常编
入护航航空母舰。战争初期，英国建立*护航制度，每支运输船队均配有一定
的护航舰艇，但因受制于具体的护航任务，且兵力有限，对前来袭击的德国
潜艇一般只能消极防御。1942 年 9 月，英国海军组建第一支不担负具体护航
任务的独立编队，随时支援受到袭击的船队，对德国潜艇实施积极的进攻作
战，取得良好效果。1943 年 3 月*大西洋护航会议后，英、美共组建 6 支支
援舰队，对于同年 5月扭转大西洋之战局面起了重大作用。

不伦瑞克（Braunschweig）德军 1942 年夏季攻势的计划代号。该计划
原称“蓝色”，6月 30 日起改用此名，7月下旬后因战场形势变化计划内容
也发生变动，原计划实际上停止执行。

不干涉政策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英、法等国为苟安一时，以“不干涉”
为名，纵容法西斯侵略的政策。1936 年 7 月，德、意法西斯武装干涉*西班
牙内战，妄图颠覆西班牙共和国，严重危害欧洲和平与英、法利益。英、法
等国由于敌视西班牙民主势力，害伯与德、意对抗会导致“世界性冲突”，
便借口只有“不干涉”才能防止战事扩大，宣布对西班牙事务实行不干涉政
策。1936 年 7 月 25 日法国首先宣布采取该政策，8月 15 日英、法以互换照
会方式声明禁止向西班牙及其属地出口武器。9月 9日英、法、德、意、葡、
苏等 27 国根据*《不干涉西班牙事务协议�诼锥爻闪**不干涉西班牙事务委
员会。1937 年 1 月和 4 月，美国宣布禁止向西班牙交战双方供应军火。德、
意虽参加不干涉协议，但继续进行武装干涉，支持佛朗哥叛军。苏联支持西
班牙共和国抵抗德、意的武装干涉。英、法纵容德、意破坏不干涉协议，并
在 1929 年 2 月公开承认佛朗哥政权，助长了法西斯国家的侵略气焰，导致西
班牙共和国覆灭，并加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不列颠之战  英国抗击德国空中进攻的防空作战。1940 年 7 月中，德
国制定入侵英国的代号*海狮的计划。为保障渡海登陆作战，必须排除英侮、
空军的干预，德军企图通过空中进攻夺取制空权。德空军动用以挪、荷、比
及法国北部为基地的 3个航空队，约有作战飞机 2400 架。英战斗机司令部拥
有战斗机各个大队约 700 架左右。英国实行广泛动员，利用新发明的雷达，
建立起由战斗机、高射炮、雷达、探照汀和阻塞气球组成的防空体系，适时
组织起飞截击，运用正确的战术，得以用少量兵力抗击入侵的大机群，战役
分 4个阶段。第一阶段，从 7月初到 8月初，德空军主要攻击海峡地区的英
国舰船和南部港口，以准备渡海通道并引诱歼击英战斗机；英尽管舰船和港
口受损，仍以少量战斗机迎敌。其同击落德机 227 架、英方损失 96 架，挫败
了德军初期进攻。第二阶段，从 8月 2日到 9月 6日。”戈林正式发布发动
“不列颠之战”的命令，指定 8月 8日为全面出击的“鹰日”（后因是日天
气不佳改为 13 日），集中轰炸英东南部和伦敦周围地区的战斗机场、补给设
施、雷达警报站以及飞机工厂，并在空战中歼灭英战斗机，以求于短期内决
胜。英战斗机司令部经历了最严峻的考验，8月份损失和严重损坏战斗机 48Q
多架。第三阶段，从 9月 7日到 30 日，德空军将重点改为对伦敦实施昼夜轰



作，企图瓦解英国人民斗志。德军战术的改变，有利于英国空军摆脱过度的
压力。9 月 7—15 日，接连发生大规模空战，德枫连遭重创。后德军空袭规
模明显下降，英机则开始用大机群编队的形式和德对阵。第四阶段，整个 10
月及以后时期，德军夺取制空权和登陆入侵已经无望，完全转向对伦敦和其
他居民中心进行夜间盲目轰炸，尽管 11 月 14 日对考文垂和 12 月 29 日对伦
敦的空袭曾造成重大伤亡，但此战实际上在 10 月 31 日即告结束。从 7月到
10 月底，德国损失飞机 1733 架，英损失飞机 915 架。最后以德军失败告终。

不来梅轰炸  英国空军对德国实施的一次*战略轰炸。为 1942 年三次千
机轰炸之一。英国当时推行对德国工业城市实施大规模的夜间区域轰炸，以
图摧毁兵作战意志和破坏其战争经济。继*科隆轰炸和*埃森轰炸后，*英国轰
炸机司令部于 1942 年 6 月 26 日出动 904（一说 1006）架轰炸机，夜袭德国
北部城市不来梅（Bremen）的海港和飞机制造厂。由于当时该地区上空浓云
密布，未取得重大战果。英国飞机损失率近 5％。

不抵抗主义  *七七事变前中国国民政府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所
采取的基本政策。1931 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蒋介石命令东北军“力
避冲突；以免事态扩大”，“绝对抱不抵抗主义”，导致东北地区很快为日
军占领。其后，继续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对日军向华北等地的侵犯，
一直不予抵抗，并破坏、镇压民众抗日救亡运动。直至”西安事变发生后，
在全国人民的推动下，国民政府才逐步走上抗日道路。

不承认主义（Doctrineofnon-recognition）又称“史汀生主义”。美
国国务卿*史汀生宣布的美国对日本武力改变中国现状一概不予承认的外交
方针。九·一八事变后，日军侵占中国东北，猛烈冲击了华盛顿体系。1932
年 1 月，在日军占领锦州之后，美国为维护其在华“权益”，在对日妥协的
同时，于 1月 7日由史汀生向中、日两国政府发出内容相同的照会，宣称：
“美国政府不能承认任何事实上的情势的合法性，也不拟承认中国政府或其
代理人间所缔结的有损于美国或其在华国民的条约权利——包括关于中国的
主权、独立或领土及行政的完整，或关于通称为门户开放政策的对华国际政
策在内——的任何条约或协定”；“也不拟承认用违反 1928 年 8 月 27 日中、
日、美均为缔约国的巴黎公约之条款与义务的方法。而获致的任何局势、条
约和协定”，史称“不承认主义”。1 月 8 日，美国国务院又发表声明，宣
布美国“根本不想干涉日本在满洲以条约为根据的合法权利”，“不想干涉
日本对任何事件的解决，只要这些事件不损害合众国的利益。”2 月 16 日，
国际联盟行政院对“不承认主义”表示支持。日本则不加理睬。

不干涉西班牙事务协议  欧洲国家在*西班牙内战期间缔结的协议，由
一系列宣言、照会和法令组成。西班牙佛朗哥军事叛乱爆发后，法国政府经
与英国政府协商，于 1936 年 8 月 2 日以“避免战争的复杂化和延长”为借口，
建议所有欧洲国家“迅速通过并立即实行一项不干涉西班牙内战”的协议。8
月 15 日英、法互换照会，相互承担义务，不向西班牙或其属地输出武器和军
事物资。至 9月 3日，包括德、意、苏在内的27 个欧洲国家接受了英、法建
议。协议规定：禁止向西班牙输出武器和军用物资，禁止西班牙购买的武器
过境，各协议参加国必须交换为此而采取的措施的情报。此后又补充签署禁
止派遣外国志愿人员到西班牙去的协定。德、意、葡虽参加了协议，但未予
执行，英、法等国也来认真制止它们破坏协议的行为。“不干涉协议”成了
纵容德、意干涉西班牙内战并阻止其他国家援助西班牙共和政府的工具。



不干涉西班牙事务委员会  欧洲国家在西班牙内战期间，为执行*《不
干涉西班牙事务协议》而设立的监督机构。1936 年 9 月 9 日，英、法、德、
意、奥、苏等27 个欧洲国家在伦敦正式组成。该组织对德、意、葡公然破坏
协议的行为毫无作为。它所提出的“国际监督”、“禁止派遣及撤退志愿人
员”等方案，均因德、意的破坏而无法实施。1938 年 7 月 5 日以后实际上停
止活动。1939 年 4 月 20 日正式宣告解散。

太田耕造（1889—1931）日本文部大臣（1945 年）。东京帝国大学毕业
后操律师业，曾任*五·一五事件和*血盟团事件被告的辩护律师，竭力为极
右分子开脱罪责。1939 年平沼骐一郎组阁后，任首相秘书官和内阁书记官
长，积极从事政治活动。太平洋战争期间任贵族院议员、大政翼赞会和翼赞
政治会总务。1945 年任铃木内阁文部大臣。战后曾任亚细亚大学校长。

太原会战  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军队在华北抗击日军进攻的战略性战
役。1937 年 10 月初，华北日军集结约 5个师团、坦克 150 辆、飞机 300 架，
共 14 万人，开始攻占太原的作战。中国*第二战区以 5个集团军（共 34 个师、
13 个旅、30 架飞机）约 28 万人进行抗击。由陕北挺进晋北的*中国第十八集
团军参加作战。10 月 6 日，毛泽东曾向第二战区和南京军事当局提出作战方
针，建议以重兵坚守娘子关、九龙关，保证晋北主力在忻口反击取胜。7 日
由代县南下的日军向忻口方向发动进攻，8日占崞县，11 日陷原平。13 日开
始*忻口战役。同时，日军为配合忻口作战，由石家庄沿正太铁路西进，开始
*娘子关战役。八路军在第二战区的战役总部署和中共中央军委直接指挥下，
猛攻进犯忻口的日军两翼及后方，连克平型关、团城口、沙河镇、繁峙、广
灵、紫荆关、曲阳、宁武、雁门关等，切断了忻口日军与大同、张家口的交
通线，并夜袭阳明堡日军机场。但 10 月底，日军乘虚相继攻占娘子关和正太
铁路附近的平定，晋东告急。为阻滞日军西进，八路军总部率师由五台山地
区南下，相继实施黄崖底，广阳伏击战，掩护友军突围转移。晋东战局失利
动摇了第二战区的指挥决心，11 月 1 日阎锡山下令弃守忻口，全线后撤太原。
6 日晋北日军由忻口沿同蒲路南下攻击太原，晋东日军则西进攻占太原以南
的小店镇。7日两路日军合围太原。9日太原失陷。此战中国军队英勇作战，
沉重打击了日军精锐板垣师团，毙伤日军 2万余人，但因指挥失误，娘子关
作战失利，导致全线后撤失败。

太原审判  1956 年 6 月 10—20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别军事法庭，在太
原对关押在华的日本重要战犯进行的审判。富永顺太郎和城野宏等 9名战犯
出庭受审，均波控犯有进行特务活动和残杀中国人民的战争罪行；经审讯，
分别被判处 8—20 年的徒刑。

太平洋战区（PaceificOceanTheatre）盟军在*太平洋战争中划分的战
区之一。1942 年 3 月 30 日，据美国总统罗斯福批准的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
决定设置，其地域包括除*西南太平洋战区、亚洲大陆海岸和美国本土沿海岛
屿外的所有太平洋地区，由美国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尼米兹兼任战区司令统辖
该区域内的盟国陆海空部队。司令部在马卡拉帕（Kakalapa），1945 年 1 月
迁往珍珠港，前线司令部在关岛。下辖*南太平洋战区、*中太平洋战区和*
北太平洋战区。1945 年 4 月，太平洋战场的美军进行整编，所有陆军部队归
太平洋美军总司令麦克阿瑟指挥，海军部队（除第七舰队外）由美国太平洋
肌队总司令尼米兹指挥，陆军航空兵则由陆军战略航空总队司令*斯巴兹指
挥。该战区遂告撤销。



太平详战场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要战场之一。1941 年 12 月*珍珠港
事变后，随着太平洋战争爆发而形成，至 1945 年 8 月日本投降结束。包括东
起夏威夷群岛、西达苏门答腊岛、南至所罗门群岛，北抵阿留申群岛的广大
海洋和岛屿地区，以美军为主力的盟国武装力量同日军所进行的一系列战
斗。主要作战形式为，以航空母舰编队为核心争夺制海权和制空权的海空战
斗、登陆和抗登陆的岛屿争夺战。主要战役有珊瑚海海战、中途岛海战、瓜
达尔卡纳尔岛争夺战、所罗门群岛海战、巴布亚半岛战役、马绍尔群岛战役、
马里亚纳群岛战役、莱特湾海战、菲律宾战役（1941—1942 和 1944—1945）、
硫黄岛战役、冲绳岛战役等。中途岛海战（一说瓜达尔卡纳尔岛争夺战）为
此战场的转折点。

太平洋战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太平洋和东南亚地区同盟国反对
军国主义日本侵略的战争。日本为独霸亚洲、太平洋地区，决定趁欧战正酣
之机南进，攫取东南亚资源和鲸吞美、英、荷在太平洋上的属地，于 1941
年 12 月 7 日（当地时间）发动*夏威夷作成，偷袭瓦胡岛上珍珠港美军基地，
重创美国太平洋舰队主力。次日美英对日宣战，11 日德意对美正式宣战。中
国也向德意日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进一步扩大。太平洋战争大致可分为 3
个阶段：（1）日军进攻阶段（1941 年 12 月—1942 年 5 月）。日军在偷袭珍
珠港的同时，袭击菲律宾和登陆马来亚，调用陆军 11 个师，舰艇 205 艘，飞
机 700 余架，共约 40 万人，在半年内迅速占领香港、马来亚、新加坡、荷属
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缅甸大部分、菲律宾、新几内亚、新不列颠岛、
新爱尔兰岛和所罗门群岛等地，越南和泰国也相继被日本控制。日军占地达
380 万平方公里。美英遭受严重损失，面对德意日两面作战形势，执行“先
欧后亚”战略，在太平洋地区处于守势。中国人民抗击日本陆军主力，支援
了盟军和亚太地区人民的抗日斗争。（2）双方相持阶段（1942 年 5 月—1943
年 2 月）.1942 年 3—4 月，美军分设由麦克阿瑟指挥的西南太平洋战区和由
尼米兹指挥的太平洋战区，加强协作，提高防御能力。4 月，美空军首次袭
击东京。5月美军在*珊瑚海海战中首挫日本海军。6月，日军虽攻占阿留申
群岛中的两个岛屿。但在”中途岛海战中损失4艘重型航空母舰和大批飞机，
此役后被迫转入守势。1942 年 8 月起，双方在所罗门群岛展开激烈海战和岛
屿争夺战；同时美军攻击瓜达尔卡纳尔岛，经 6个月的作战，迫使日军撤离
该岛。日军占领地区的人民则逐渐开展反日武装斗争，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和
菲律宾人民抗日军活跃各地，动摇了日本的统治，为盟军反攻创造了条件。
（3）盟军反攻和战争结束阶段（1943 年 2 月—1945 年 9 月）。瓜达尔卡纳
尔岛战役后，盟军在所罗门群岛、新不列颠岛和新爱尔兰岛逐渐转入反攻，
与日军逐岛争夺，缓慢推进，同时在北太平洋收复阿留申群岛中的失地，在
缅甸境内则成功地阻遏了日军的攻势。自 1943 年底起，盟军改用*蛙跳战术，
挟海空优势开始大举反攻。麦克阿瑟一路自新几内亚北上，尼米兹一路则自
中太平洋西进，夹击菲律宾。1944 年 6 月，在马里亚纳群岛海战中，日本海
空军再受重创，此后美军相继攻占塞班岛、提尼安岛、关岛和帛琉群岛，控
制了整个西加罗林群岛。10 月，在*莱特湾海战中，歼灭日本联合舰队主力，
并在莱特岛登陆后，开始*菲律宾战役，于 1945 年 2 月占领马尼拉。日军力
图顽抗，制订《本土决战计划》，并于 3月占领整个印支半岛。盟军对日本
进行海空封锁和战略轰炸，逐步进逼日本本土，2—3月进行*琉黄岛战役；4
—6月进行*冲绳岛战役，全歼日本守军，打开通向日本本土的门户。缅甸境



内盟军亦进行反攻，于 5 月解放仰光。5 月 8 日纳粹德国投降，日本完全孤
立。8月 6日和 9日，美国先后在广岛和长崎投下两颗原子弹。8月 8日，苏
联对日宣战，出兵中国东北、朝鲜北部和千岛群岛，全歼日本关东军。中国
人民也发起全面反攻。8月 15 日，日本天皇颁发停战诏书。印度尼西亚宣布
独立。越南爆发八月革命。9月 2日，在东京湾的*密苏里号战列舰上，日本
向美、英、中、苏等国签署无条件投降书。太平洋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至
此结束。

太平洋舰队  苏联海军战略战役联合编队。1935 年由远东海军改编组
建。1938 年其所属航空兵曾参加张鼓峰地区的战斗。苏德战争期间在远东对
日本进行警戒，并先后抽调近 15 万官兵赴西线对德作战。1945 年开始加强，
至 8月拥有巡洋舰 2艘、驱逐领舰 1艘、驱逐舰 12 艘、潜挺 78 艘、护卫舰
19 艘、布雷舰 10 艘、扫雷舰 52 艘、鱼雷挺和猎潜艇 253 艘、飞机1618（一
说 1549）架。参加过*远东战役。1939—1947 年司令为*尤马舍夫。太平洋中
立计划（PacificOeeanNeutralizationPlan）1936 年 11 月 6 日美国总统罗
斯福在内阁会议上提出的一个设想。为维持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现状，建议
在未来有关太平洋问题的会议上由美国倡导实行裁军，除日本、澳大利亚、
新西兰和新加坡外，可包括太平洋地区的几乎所有国家，甚至将美属萨摩亚
群岛和阿拉斯加也包括在内。1937 年随着国际局势日趋紧张，美国国务院认
为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实行中立计划毫无希望，罗斯福遂放弃这一计划。

太平洋第一战略（Pacific-firstStrategy）大战中美国军方的一种首
先集中力量进攻日本的军事战略。1941 年 12 月*珍珠港事变后，日本在太平
洋地区的进攻频频得手，严重威胁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利益和防务。1942 年 3
月，在参谋长联席会议紧急战略研讨会上，以*金为首的海军领导人提出修正
*先欧后亚战略，要求立即向日本实施反攻，遏止其继续南下进占澳大利亚的
势头。由于与陆军及陆军航空兵的意见相左，最终达成妥协，只将仅够保障
澳大利亚和夏威夷的有限兵力派往太平洋战区，海军只能依靠海军陆战队与
陆军两栖作战部队在太平洋地区发动有限的攻势。但若干海军领导人和麦克
阿瑟等陆军将领，以及澳大利亚等盟国政府仍继续坚持此战略。随着战局的
发展，美国军方领导亦常将一部分人力、物力投入太平洋战区作战，而且还
以此作为要挟英、苏的一个砝码，但从总体上一直坚持先欧后亚战略。太平
洋作战委员会（PaceficWarCouncil）英、美战时先后成立的专门委员会。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根据澳大利亚的提议，英国为协调其与澳大利亚、新西
兰、荷兰等国政府的行动，共同对日作战，于 1942 年 2 月 10 日在伦敦成立，
由 丘 吉 尔 任 主 席 。 荷 兰 首 相 * 格 布 兰 迪 、 荷 兰 代 表 范 维 杜 纳
（ MichielsvanVerduynen ， 1885 — 1952 ） 、 澳 大 利 亚 代 表 佩 奇
（ EarleChristmasGraftonPage ， 1880 — 1961 ） 、 新 西 兰 代 表 乔 丹
（Wil1iamJosephJordan）和代表印、缅的*艾默里出席会议。2月 24 日，中
国接受邀请成为该委员会成员，并任命驻英大使顾维钧为全权代表。同年 3
月 9日，罗斯福致函丘吉尔，强调“美国将承担起在太平洋地区的全部作战
责任”。4月 1日在华盛顿成立以罗斯福为主席的第二个太平洋作战委员会，
由中、英、荷、澳、新、加拿大以及菲律宾和印度等派代表组成。宣告将同
“伦敦的类似机构”保持密切联系。名义上负责审查太平洋地区对日作战的
基本方针政策，但美、英两国都不准备赋予其真正的权力，实际来发挥作用。
伦敦的委员会在 1943 年便默默无闻地结束了它的使命。华盛顿的委员会一直



维持到日本投降。
太 平 洋 美 军 总 司 令 部 （ GeneraIHeadquartersUni-

tedStatesArmyForces，Pacific，缩写 GHQAFPAC）1945 年美国在*太平洋战
场的陆军最高指挥机构。1945 年吐月，*太平洋战场的美军进行整编，所有
地面部队划归*麦克阿瑟指挥而建立，司令部设马尼拉，负责对日本本土的地
面进攻。辖第六、第八、第十集团军计 19 个步兵师，1个骑兵师和 1个空降
师，以及远东空军的3个航空队。1945 年 9 月日本投降后，司令部迁至东京，
与太平洋盟军最高统帅部（SCAP）合而为一，负责对日军事占领。1946 年 1
月 1 日披远东美军司令部取代。

太行、太岳一九四二年反扫荡  八路军在山西省太行、太岳地区反击
日伪军“扫荡”的战役。1942 年 2 月 3 日，日军调集近 2万人，采用“捕捉
奇袭，铁壁合围，纵横扫荡，辗转清剿，反转电击，夜行晓袭”等战术，同
时“扫荡”太行、太岳抗日根据地。八路军总部及第一二九师除留部分兵力
坚持内线外，以主力转移外线作战，迫敌回援。至 3月 2日，歼敌3000 余人，
粉碎了日军的“扫荡”。5月 14 日起，日军再次调集 4万余人，分路扑向太
行、太岳地区，八路军再接再励，奋战 38 天，歼敌 3000 亲人，粉碎了日军
的“扫荡”。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牺牲。10 月 20 日起，日军又出动 1.6 万
人三度”扫荡”两区，八路军坚持内外线结合，至 11 月 18 日毙伤俘日伪军
2800 余人，粉碎了日军的“扫荡”。

太岳一九四三年秋季反扫荡  太岳抗日根据地军民反击日伪军“扫
荡”的战役。1943 年 10 月 1 日，日军为巩固华北占领区以抽调兵力增援太
平洋战场，出动第三十七、第六十二和第六十九师团各一部及伪军共 2万余
人，实行“铁滚式”多梯队反复“清剿”新战术，“扫荡”山西省沁源、平
遥、长子、安泽地区的抗日根据地。八路军太岳军区部队抓住敌兵力不足、
顾此失彼的弱点，实行内外线结合作战。10 月 24 日首先进行*韩略村伏击战。
接着插入敌后，迫使日军抽兵回援。至 11 月 22 日，歼敌3500 人，粉碎了日
军的“扫荡”。

太行山区一九三九年夏季反扫荡  *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军民反击日
伪军“扫荡”的战役。1939 年 7 月 3 日起，日军调集 5万余人，从同蒲、正
太、平汉、道清各铁路线向山西省东南部太行山地区进行大“扫荡”。八路
军第一二九师和晋冀豫军区部队避敌锋芒，以游击战疲惫削弱敌人，主力适
当集中伺机歼敌。先后在榆社以西云簇镇、辽县以西石匣村、涉县以西河南
店予敌以重创。至 8月下旬，共进行大小战斗 70 余次，歼敌 200Q 余人，收
复榆社、武乡、沁源、高平等县城，粉碎了日军摧毁根据地的企图。

犬养毅（1855—1932）日本首相（1931—1932）。庆应义塾肄业。早年
参加自由民权运动。1890 年起连续 19 次当选众议院议员。1898 年任大限内
阁的文部大臣。先后两次发起护宪运动。1929 年 10 月田中义一死后继任政
友会总裁。1931 年 12 月组阁，对内推行所谓“积极通货膨胀”政策，禁止
黄金出口，废除盒本位制；对外推行侵华政策，发动一·二八事变，炮制“满
洲国”，后迫于国际舆论的压力未予承认，引起军部和右翼势力的不满。1932
年五·一五事件时被杀。

尤马舍夫（иBaHCTeапHoBичЮMaшeB，1895—1972）苏联海军将
领。1912 年入沙俄海军。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在波罗的海服役。1918 年参加俄
共（布）党。翌年加入红军。参加过国内战争。1932 年毕业于海军学院指挥



员战术训练班。1937 年任黑悔舰队参谋长。翌年升任司令。1939 年 3 月起任
大平洋舰队司令（至 1947 年 1 月）。1943 年获海军上将衔。1945 年对日宣
战后，指挥所部配合陆军作战，参加实施清津战役、南萨哈林岛（南库页岛）
战役和千岛群岛登陆战役。战后曾任海军总司令、海军部长和海军学院院长
等职。1957 年退役。著有《太平洋舰队为祖国而战》。

友板式步枪  日本步兵主要制式武器。1897 年模仿德国毛瑟枪设计，
由友坂兵工厂制造。枪长 1.2 米，重 3.9 公斤，口径 6.5 毫米，弹仓可装弹
5发。1905 年其改进型为三八式步枪和马枪，在中日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
中广泛使用。为适应不同的战术需要，1911 年制成*四四式马枪，1937 年制
成*九七式狙击步枪，1939 年制成*九九式步枪。

厄克特（RobertUrquhart，1901—）英国将领。1942—1943 年服役于第
五十一山地师，在北非和意大利作战。返国后任第十三军准将参谋。1944 年
9 月率英国第一空降师突袭德军后方的阿纳姆城，被德军包围，苦战 9昼夜，
1万人只有四分之一撤回，本人幸得生还。1945 年 5 月再率英、挪空降部队
着陆奥斯陆获得成功。

厄尔巴岛战役  *战斗法国军队解放厄尔巴（Elba）岛的战役。1943 年
科西嘉岛解放后，*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即准备攻占厄尔巴岛。1944 年夏，
盟军最高指挥部最终同意由*培西尼指挥的法军担负进攻任务。6 月 16 日深
夜法军突击队首先登陆。次日凌晨，主力约 1.2 万余人相继投入战斗，迅速
攻占德军司令部所在地拿破仑城。守敌 3000 亲人大部被俘。19 日全岛解放。

厄尔利康式高炮（Oerlikon）英美海军舰挺用自动速射高炮。原由瑞士
厄尔利康—比勒公司制造，故名。口径 20 毫米，射速每分钟 600 发。第二次
世界大战前夕英国订购 1500 门。1940 年法国败降前转由英国生产。1942 年
美国海军也采用。战时广泛用于舰艇防御低空攻击。

扎多夫（AлeкceйCemёHoвичжадов，1901—1977）苏联将
领。1919 年参军，参加国内战争。1921 年加入俄共（布）党。1934 年毕业
于伏龙芝军事学院。1940 年任骑兵师长。苏德战争初期任空降第四军军长（少
将衔），后为第三集团军参谋长，参加莫斯科会战。1942 年起任第六十六集
团军（1943 年 4 月起改称近卫第五集团军）司令，指挥所部参加斯大林格勒、
别尔哥罗德-哈尔科夫、利沃夫-桑多梅日、维斯瓦河-奥得河、柏林和布拉格
等战役。1944 年晋升上将。战后历任伏龙芝军事学院院长、陆军副总司令和
第一副总司令、国防部第一副总监察长等职。1955 年获大将衔。

扎哈罗夫  ①格奥尔吉·费多罗维奇·扎哈罗夫（ге-оргий-ф
ёдорович3ахаров，1897—1957）。苏联将领。1915 年应征
入沙俄军队。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升至少尉。1919 年加入俄共（布）党
和红军。参加国内战争。1933 和 1939 年先后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和总参
军事学院。后任乌拉尔军区参谋长。苏德战争开始时为少将，任集团军、方
面军的参谋长。1941 年 10 月任布良斯克方面军司令、12 月调任西方方面军
副司令，参加莫斯科战役。1942 年 5 月调往南线，历任集团军司令、方面军
副司令，参加斯大林格勒、顿巴斯（1943 年）、梅利托波尔、克里米亚（1944
年）等战役。1944 年 6 月起任白俄罗斯第二方面军司令，在白俄罗斯战役中
立功，晋升大将。同年11 月起历任近卫第四集团军司令和乌克兰第四方面军
副司令，参加解放布达佩斯等战役。战后曾任军区司令、高级步兵学校校长
和陆军军训总部副部长等职。②马特维·瓦西里那维奇·扎哈罗夫（Мат



вейВасильевичЗахаров，1898—1972）。苏联将领。
1917 年加入俄共（布）党和赤卫军，参加十月革命。翌年加入红军，参加过
国内战争。先后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供给系（1928 年）、战役系（1933
年）和总参军事学院（1937 年）。苏德战争前曾任敖德萨军区参谋长。战争
开始时为少将。历任第九集团军参谋长、苏军总后勤部副部长，加里宁、预
备队、草原和乌克兰第二方面军参谋长等。参与制定、准备和实施别尔哥罗
德-哈尔科夫、基洛夫格勒、科尔逊-舍甫琴柯斯基、乌曼-博托沙尼、雅西-
基什尼奥夫、布达佩斯、维也纳、布拉格等战役。1945 年晋升大将。同年 6
—10 月任外贝加尔方面军参谋长，参加准备和实施*兴安岭-奉天战役。战后
曾任总参军事学院院长、军区司令、驻德苏军总司令、国防部第一副部长兼
总参谋长等职。1959 年获苏联元帅衔。著有《苏联武装力量五十年》、《结
局》、《乌克兰第二、三方面军解放东南欧和中欧》、《论指挥军队的科学
方法》以及《布达佩斯-维也纳-布拉格》（与人合著）等。

扎沃龙科夫（СемёнФёдоровичЖавороич，1899
—1967）苏联空军将领。1917 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翌年参军。
参加过国内战争。1933 和 1936 年先后毕业于卡恰军事航空学校和前科夫斯
基空军学院战役系。1937 年任重型轰炸航空兵第五军军长，翌年调任太平洋
舰队航空兵司令。1939 年 7 月升任海军航空兵司令。苏德战争开始时为空军
中将。指挥所部参加悔上和滨海诸方向的作战。1941 年曾多次组织空袭柏林
的军事工业设施。1944 年获空军元帅衔。1945 年 2 月曾负责安排雅尔塔会议
的各国代表团飞在苏联的工作。战后任民航总局副局长和局长等职。1959 年
退役。

扎斯洛诺夫（КонстантинСергеRRевичЗасло
нов,1909—1942）苏联奥尔沙（Opша）游击部队司令（1942 年）。
战前为奥尔沙铁道机务段段长。苏德战争初期撤退到莫斯科。1941 年 10 月
志愿率一批铁道员工赴敌后。在奥尔沙敌占区铁道部门以合法身份从事地下
斗争。率领地下小姐，3 个月内炸毁机车 93 台、倾覆列车约 100 列。1942
年撤出后组建游击队，化名“科斯佳大叔”（дядяКостя），在维
帖布斯克、奥尔沙、斯摩棱斯克地域，袭击德军和破坏交通线。1942 年加入
联共（布）党。同年 11 月 14 日作战时牺牲。翌年追授苏联英雄称号。

扎拉号巡洋舰（Zara）意大利重巡洋舰。1931—1932 年间正式服役。
排水量 1万吨，航速 32 节。配备203 毫米火炮 8门。意大利参战后，为第一
巡洋舰队旗舰，1940 年 7 月和 8 月曾在地中海上两次出击，均未获战果。*
塔兰托袭击战后，转泊于那不勒斯。1941 年 3 月参加*马塔潘角海战，被英
舰击沉。属同级的姊妹舰阜姆（Fiume）号、波拉（роιа）号亦同时被击
沉。

扎波罗热战役  苏德战争中期苏军发动的进攻战役，“第聂伯河会战的
组成部分。1943 年 10 月 10—14 日，由*西南方面军实施。经 4 天战斗，苏
军突破德军防御，解放第聂伯河左岸的扎波罗热市（Запорожье），
并夺取了正面 40 公里、纵深 20 公里的登陆场，对南方方面军的作战起了配
合作用。

扎赫瓦塔耶夫（НиканорДмитриевичЗахваiт
аiев，1898—1963）苏联将领。1916 年应征入沙俄军队。参加过第一次
世界大战，升至中尉。1918 年加入红军。1920 年炮兵学校毕业后，参加国内



战争。1925 年加入俄共（布）党。1935 年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1939 年
在总参军事学院毕业后留院任教。苏德战争开始时为上校。历任西南方面军
作战部副部长、突击第一集团军参谋长、近卫步兵第一军军长和突击第一、
近工第四集团军司令，先后在西南、西方和西北等方向作战，并参加解放匈
牙利和奥地利的战斗。1945 年调任第三十五集团军司令，参加远东战役。同
年 9月晋升上将。战后曾任副总参谋长和匈牙利人民军息军事顾问等职。1960
年退役。

车桥战役  1944 年新四军在江苏省淮安县对日伪军的一次进攻作战。是
年春，新四军第一师组成 3个纵队，采用“攻点打援”的战术，发动夺取车
桥地区的攻势。3 月 5 日深夜，先以一个纵队攻击苏北淮安、宝应以东的车
桥镇。接着以两个纵队在韩家庄、卢家滩设伏，阻击增援的日伪军。至 3月
13 日，共歼日军 465 人，伪军 483 人，攻克车桥镇及敌据点 12 处，收复淮
安、宝应以东地区，沟通了苏中与苏北、淮南、淮北各抗日根据地的联系。

戈林（1893—1946）纳粹德国第二号魁首。少年时就读于士官学校。1912
年入陆军服役。1914 年转入空军。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任里希特霍芬飞行中
队队长。战后一度在丹麦和瑞典的民航公司任职。1921 年入慕尼黑大学，缩
识希持勒。次年加入纳粹党，并负责整编和领导冲锋队。1923 年参加啤酒店
暴动，失败后逃亡国外。1927 年返德。翌年当选为国会纳粹党者员。1932
年成为国会议长。其间，奔走于名门望族，联络金融、工商和军政要人，参
与各种幕后政治交易，对希特勒 1933 年上台起了重大作用。纳粹党掌权后，
先后担任和兼任普鲁士邦内政部长、德国不管部长、航空总监、航空部长、
空军司令、经济部长、*四年计划全权总办等要职。参与制造*国会纵火案，
组建秘密警察（*盖世太保），设立第一批集中营，参与策划和进行迫害犹太
人，协助希特勒实行法西斯恐怖统治。主持建立纳粹德国空军，插手并从 1936
年起总揽经济战备工作，参与策划和实施吞并奥地利、侵占捷克斯洛伐克和
进攻波兰。利用职权搜刮财富，中饱私囊，开办*赫尔曼·戈林国家工厂，成
戈林为暴富的新贵；并在纳粹政权内部互相倾轧，排除异已，实现个人野心。
1939 年 9 月被希特勒宣布为元首继承人。次年晋封为唯一的“帝国元帅”。
战争期间，指挥空军，进行闪击战，汪轰滥炸欧洲各国；策划和组织对被占
领国家及地区的大规模掠夺，强征各国人民到德国充当劳工，并设立专门掠
夺苏联的“东方经济参谋部”，进行残暴的抢掠；大肆迫害犹太人，指示海
德里希制订灭绝犹太人的计划（*最后解决），造成犹太隔离区和集中营的大
屠杀。纳粹德国覆亡前夕，逃离柏林，企图以“法定继承人”身分取得元首
职权，被希特勒于 1945 年 4 月 29 日电令罢黜一切职务和逮捕。战后在纽伦
堡国际军事法庭受审，以破坏和平罪、战争罪、违反人道罪和共同策划或密
谋上述罪行而判处绞刑。1946 年 10 月 15 日，在临刑前于狱中服毒自杀。

戈特（WilliamHenryEwartGott，1897—1942）英国将领。桑德赫斯特
皇家军事学院毕业。1915 年入皇家近卫军服役，后在北非沙漠地区战斗中骁
勇善战得名“惩罚者”。1939 年起先后任英国第八集团军的第七坦克师和第
十三军指挥官，1942 年 8 月 6 日被任命为第八集团军司令，次日从驻地飞赴
开罗途中因座枫被击落而殉职。领中将衔。

戈尔特（JohnStandishSurteesPrendergastVere-ker，Gort，1886—
1946）英国将领。毕业于哈罗公学和桑德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服役于近卫
步兵第一团，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曾在坎伯利参谋学院学习、任教，



后任院长。1937—1939 年任帝国总参谋长。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任*英
国远征军总司令赴法国和比利时作战。1940 年 5 月自敦刻尔克撤回英国后改
任国民自卫军总监。此后历任直布罗陀总督（1941—1942）、马耳他总督（1942
—1944）和巴勒斯坦和外约旦高级专员（1944—1945）。1943 年晋升元帅，
1945 年受封贵族称号。

戈台勒（CarIFriedrichGoerdeler，1884—1945）德国反纳粹密谋活动
领导人之一。早年攻读法学。政治上倾向保皇主义，主张恢复霍亨索伦王朝
的君主政体。1930 年任菜比锡市长，不久兼任德国物价管制局局长。1936
年 11 月，因反对纳粹政权的排犹运动和战争政策而辞职。此后，在军、政界
上层进行反纳粹的密谋活动。并同西方人士秘密接触，多次策划暗杀希特勒，
以图实现制止战争或同西方媾和。1944 年，在*七·二○事件中，被内定为
新政府总理。政变失败后潜逃，不久被捕，翌年 2月被杀。

戈姆利（RobertLeeGhormley，1889—1958）美国海军将领。1906 年美
国海军学院毕业。曾在舰队服役。1938—1940 年任职于海军作战部，先后任
作战处长、副部长等职。1940—1942 年任派驻伦敦的海军特别观察员，在现
场观察*不列颠之战，提供了英国的实力和作战前景的情报。1941 年 1 月参
加华盛顿美英参谋会议。同年晋升海军中将。1942 年任南太平洋部队和地区
司令。由于在*瓜达尔卡纳尔岛争夺战中指挥不力，同年 10 月被解职。战后
曾任驻德美国海军司令，1946 年退役。

戈培尔（PauIJosephGoebbels，1897—1945）德国国民教育和宣传部长
（1933—1945）。幼年患小儿麻痹症，成为瘸子。早年在波恩、慕尼黑等大
学攻读哲学、德国文学和历史。1921 年在海德尔堡大学获博士学位。1922
年加入纳粹党。能言善辩。开始时属纳粹党北方激进派。1926 年，在南德的
班贝格会议后，倒向希特勒，地位迅速上升，任纳粹党柏林地区领袖。
7 年创办《进攻报》。翌年任纳粹党宣传部长。信奉“政治就是赌博”的反
动信条，强戈培尔调谎言多次重复就能令人置信，注重宣传的实际效果，创
造一套蛊惑和煽动群众的手段。积极传播纳粹思想，神化*元首，为希特勒上
台大造舆论。1933 年纳粹党掌权后，出任国民教育和宣传部长。推行法西斯
文化专制主义政策，颁布一系列文化管制法令，建立*德国文化总会，自任主
席，统制知识界和全国文化宣传机构。参与策划*国会纵火案，掀起反共浪潮，
发动“焚书”运动，主持排犹活动，煽起疯狂的民族沙文主义情绪，为德国
的扩张侵略服务。战争初期，利用德军”闪击战一时得逞，大肆宣扬德军：
“不可战胜”的神话。德军在斯大林格勒和北非连遭失败后，又向德国青少
年灌输“献身”精神，并散播德国将用秘密武器反败为胜的幻想。1944 年”
七·二○事件发生后，积极参与镇压和屠杀活动。同年 8月出任“总体战动
员委员会”主任。1945 年 1 月又任柏林城防司令。实施”焦土政策”，负隅
顽抗。同年 5月 1日，在纳粹德国崩溃时，先毒死其 6个孩子，然后同妻子
一起自杀。有《戈培尔日记》。

戈尔多夫（ВасилдийНиколаевич，гордов，
1896—1951）苏联将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应征入沙俄军队。1918 年加入俄
共（布）党和红军。参加过国内战争。1925—1926 年曾任蒙古人民军教官。
1932 年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后历任步兵师师长，加里宁和伏尔加河沿岸
军区参谋长。苏德战争初期先后任第二十一集团军参谋长和司令（少将衔），
在西方和西南方向作战。1942 年夏任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司令。同年 10 月调



任第三十三集团军司令。参加勒热夫-维亚济马、斯摩棱斯克等战役。
年晋升上将。翌年 4月出任近卫第三集团军司令。参加解放乌克兰和波兰的
作战。1945 年参加柏林和布拉格战役，并为首任布拉格卫戍司令。战后任军
区司令。

戈利科夫（ФилипивановичГоликов，1900—
1980）苏联将领。1918 年参军和加入俄共（布）党。参加过国内战争。1933
年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函授）。历任步兵团长和师长、机械化旅长和军
长、文尼察集团军级集群司令。1939 年指挥第六集团军参加进军西乌克兰。
1940 年 7 月出任副总参谋长兼情报总部部长（中将衔）。苏德战争爆发后，
曾率领军事代表团赴英、美进行关于援苏军用物资的谈判。1941 年 10 月任
第十集团军司令，参加莫斯科会战。1942 年 4 月起先后任布良斯克、沃罗涅
日等方面军司令和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副司令。参加斯大林格勒会战。1943 年
晋升上将。同年 4 月任副国防人民委员（主管干部工作）。1944 年 10 月起
兼任遣返苏联公民事务特派员。战后历任独立机械化集团军司令、装甲兵学
院院长、陆海军总政治部主任等职。1961 年获苏联元帅衔。著有《在莫斯科
会战中（一位指挥员的札记）》、《进攻中的第十集团军》。

戈沃罗夫（Леонид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Говров，
1897—1955）苏联将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应征入沙俄军队。1918 年退役。
1920 年加入红军，参加国内战争。1933 和 1938 年先后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
院和总参军事学院。参加过苏芬战争。1941 年任捷尔任斯基炮兵学院院长（炮
兵少将衔）。苏德战争前期历任西方方面军炮兵主任和第五集团军司令，参
加莫斯科会战。1942 年 6 月起任列宁格勒方面军司令。在＊列宁格勒保卫战
中，实施一系列反击，消耗敌军并最终突破封锁。1944 年成功指挥了维堡和
塔林等战役。同年获苏联元帅衔。战后曾任国防部副部长、国土防空军总司
令等职。著有《在列宁格勒保卫战中》。

戈洛夫科（АрсенийГригоръевичГоловко，
1906—1962）苏联海军将领。1925 年参军。1927 年加入联共（布）党。1928
年毕业于伏龙芝海军学校。先后在黑海、波罗的悔和太平洋等舰队服役。1937
—1938 年参加西班牙内战。1938 年在海军学院毕业后调往北方舰队。
0年起出任北方舰队司令（至 1946 年）。苏德战争期间，参与保卫摩尔曼斯
克和巴伦支海沿岸地区，组织保卫海上交通线和破坏敌人运输，在*佩特萨莫
-希尔克内斯战役中实施海军陆战队登陆，并支援解放北极地区与挪威北部的
作战。1944 年获海军上将衔。战后曾任海军总参谋长、第一副总司令等职。
著有《最初的日子》、《与舰队同在》。

戈留诺夫①谢尔盖，孔德拉季耶维奇·戈留诺夫（СергейКон
дратьвичГорюнов，1899—1967）。苏联空军将领。1918 年
参军。1920 年加入俄共（布）党，参加国内战争。1924 和 1932 年先后毕业
于鲍格索格列布斯克第二军事航空学校和空军学院指挥系。参加过苏芬战
争。1940 年任加里宁军区空军主任。翌年 1月任哈尔科失军区空军主任。苏
德战争初期，历任第十八集团军和北高加索军区空军司令，在南方作战。1942
年 6 月起任空军第五集团军司令。率部参加外高加索、北高加索、草原方面
军及乌克兰第二方面军等实施的诸战役。1944 年获空军上将衔。战后在空军
中任职。1956 年退役。②彼得·马克西莫维奇·戈留诺夫（ПHётрМа
ксимовичГорюнв，1902—1943）。苏联枪械设计师。早年当



钳工。国内战争时期参军。1923 年复员。1930 年起在*杰格佳廖夫领导下，
参加改进*杰格佳廖夫式轻机枪。1940 年开始设计空气冷却轻便重机枪。经
调整、加工和全面试验后，于 1943 年 5 月装备部队，被命名为“戈留诺夫式
重机枪”。

戈尔什科夫（СоргеeйГериевичГоршков，1910
—）苏联海军将领。1927 年参加海军。1931 年毕业于伏龙芝海军学校。历任
驱逐舰长相支队长。苏德战争初期在黑海作战，参加敖德萨防御战。1941 年
10 月出任亚速海区舰队司令（海军少将衔）。参加过刻赤-费奥多西亚登陆
和新罗西斯克战役。1942 年加入联共（布）党，11 月代理第四十七集团军司
令，参加保卫高加索的作战。1943 年 3 月复任亚速海区舰队司令。参加过刻
赤-埃利季根登陆战役。1944 年 4 月起任多淄河区舰队司令，后参加雅西-基
什尼奥夫、布达佩斯等战役。战后曾任黑海舰队司令（海军中将衔）、国防
部副部长兼海军总司令。1967 年获海军元帅衔。著有《国家的海上威力》。

戈尔巴托夫（АлександрБасильевичГоАбат
ов，1891—1973）苏联将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在沙俄军队服役。1917 年
二月革命后，曾任团和师的士兵苏维埃委员。1919 年加入俄共（布）党和红
军。参加过国内战争。1926 年毕业于骑兵指挥训练班。后历任骑兵旅长和师
长。苏德战争初期任步兵军副军长和师长，在乌克兰地区作战。1942—1943
年先舌任西南方面军和斯大林格勒方面军骑兵监、第二十四集团军副司令和
近卫步兵第二十军军长。1943 年 6 月起任第三集团军司令。率部参加奥廖尔、
布良斯克、戈梅利-列奇察、白俄罗斯、东普鲁士和柏林等战役。1944 年晋
升上将。战后曾任柏林城防司令（1945 年）和空降兵司令、军区司令等职。
1955 年获大将衔。著有《时代与战争》。

戈洛瓦诺夫（АлександрЕвгеньевичГолова
нов，1904—1975）苏联空军将领。1919 年参军，参加国内战争。1929
年加入联共（布）党。1932 年在中央流体动力研究所飞行学校毕业后，人民
航总局工作。1938 年任民航机长。参加过诺门坎地区的作战和苏芬战争，苏
德战争开始时为中校。先后任远程轰炸机航空兵第二十二团团长和第八十一
师师长，率部对柏林、哥尼斯堡、但泽、普洛耶什蒂（Ploesti）等实施轰炸。
1942 年 2 月任远程航空兵（1944 年 12 月改编为空军第十八集团军）司令。
在东普鲁士、维也纳和柏林等战役中，对敌深远后方实施轰炸。1944 年获空
军主帅街。战后沃远程航空兵司令。1953 年退役，著有《远程轰炸航空兵》。

戈罗多克战役  苏德战争中期苏军发动的进攻战役。1943 年 12 月 13
—31 日，由*波罗的海沿岸第一方面军实施。*涅韦尔战役后，德军退守防御
枢
纽戈罗多克（го-родрок）。苏军为清除该突出部，用 2个集团军作
相向突击，12 月 24 日攻占戈罗多克，至 31 日推进约 69 公里，重创德军 6
个步兵师、1个坦克师。

戈德斯堡会谈  英国首相张伯伦为解决捷克斯洛伐克苏台德区问题同
希特勒的第二次会谈。1938 年*贝希特斯加登会谈后，英法对捷克斯洛伐克
政府施加压力，迫使捷于 9月 21 日接受割让苏台德区的要求。张伯伦立即于
9 月 22 日飞赴德国的戈德斯堡（Godesborg）会晤希特勒。会谈期间，希特
勒不仅要捷于 9月 26—28 日全部交出苏台德区，还力图迫使捷满足波兰和匈
牙利提出的领土要求，一再以战争相威胁。张伯伦哀求希特勒接受原方案，



其他以后再商量。希待勒一口拒绝，仅答应将占领苏台德区的时间宽限到 10
月 1 日。希特勒的无理要求激起捷人民义愤，捷政府于 9月 23 日宣布总动员。
9月 25 日，苏、法相继表示履行《苏捷条约》和《法捷条约》援捷。英国也
被迫表示支持。法、芙分别宣布局部动员。但英、法此举仅为对希特勒施加
一点压力，以便达成妥协：同时也是为应付舆论。张伯伦宣称为了避免战争，
准备第三次去会见希特勒。随后就举行了*慕尼黑会议。

戈留诺夫式重机枪  即“CK-43 式重机枪”。
戈梅利-列奇察战役  苏德战争中期苏军发动的进攻战役，*第聂伯河

会战的组成部分。1943 年 11 月 10—30 日，由*白俄罗斯方面军实施。经 20
天激战，苏军在 100 公里宽的正面上突破索日河与第聂伯河河间地带德军的
防御，向敌纵深推进 130 公里，先后解放列奇察（речи-ца）和戈梅利
（Гомель），形成了日洛宾（Жлбин）幻以南纵深 100 公里的战
略登陆场。

比万（AneurinBevan，1897—1960）英国工党活动家。早年当矿工，并
加入工党。在 1926 年大罢工中，是南威尔士矿工的发言人。1929 年起当选
下院工党议员。大战期间，是丘吉尔在议会中的反对派主要领袖。1945 年 7
月出任艾德礼内阁的卫生大臣。1951 年 1 月改任劳工大臣，不久辞职。此后，
成为工党副领袖。

比内（ChriStianPineau，1904—）法国抵抗运动活动家。社会党人。
早年从事工会运动。1940 年法国败降后，在被占领区开展抵抗运动。出版地
下刊物《解放报》，参与*解放北方的创建。1942 年春曾赴伦敦和戴高乐会
晤，1943 年 2 月又前往伦敦，磋商成立国内抵抗运动领导机构事宜。同年被
捅，囚禁于德国集中营。战后获释，继续从政。

比昂科（DanteLivioBianco，1909—1953）意大利抵抗运动战士。早年
在都灵大学求学时，参加反法西斯斗争。大战期间，曾参与创建行动党。1943
年 7 月墨索里尼下台后，于 9月组成“自由意大利”游击队，并与*正义和自
由领导的游击队联合，在意大利北部开展反对德国占领军和*萨罗共和国的武
装斗争。1944—1945 年任皮埃蒙特民族解放委员会委员，为光复国土作出了
贡献。战后为律师。

比昂基（MicheleBianchi，1883—1930）意大利国家法西斯党总书记
（1921—1930）。早年加入意大利社会党，从事工会运动。第一次世界大战
后，追随墨索里尼发起法西斯主义运动。1921 年沃国家法西斯党第一任总书
记，组织向罗马进军，成为法西斯四巨头之一。法西斯专政建立后，历任内
务副大臣、公共建设副大臣和大臣，并任”法西斯大委员会委员。后病死。

比浩特  ①加斯东·亨利·比洛特（GastonHenrIBil-1otte，1875—
1940）。法国将领。1896 年毕业于圣西尔军校。1930 年任驻印度支那法军司
令。1937 年任巴黎市军事长官。大战爆发后，调任东北方面军第一集团军司
令。

0年 5月，率部进入比利时境内，奉命协调联军在比利时和荷兰的行动，
未获成功，下令所部后撤。不久因车祸去世。②波埃尔·加斯东·比洛特
（PiorreGastoiBillotte，1906—）。法国将领。加斯东·亨利·比洛持之
子。1928 年毕业于圣西尔军校。1940 年 5 月在前线指挥装甲部队作战，6月
受伤被俘。翌年 1月自集中营脱逃至苏联，6月出汪自由法国驻苏军事代表。
不久前往伦敦，任戴高乐领导的国防委员会秘书，与盟军司令部共同制订解



放法国的军事计划。1944 年 8 月率装甲旅进入巴黎。9月 27 日，出任第十步
兵师师长。参加阿尔萨斯和孚日山区的战斗，1946 年升为少将。

比基尼（CarloAlbertoBiggini，1902—1945）意大利国家法西斯党总
监（1942—1943）、国民教育大臣（1943 年）。学生时代参加法西斯青年运
动，后辍学从军。曾追随*真蒂莱，支持《法西斯知识分子宣言》。1928 年
加入国家法西斯党。后为法学教授和比萨大学校长。1934 年为议员。参加过
侵略埃塞俄比亚的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志愿参加侵略希腊的战争。
1942 年任法西斯党总监。1943 年 2 月又出任国民教育大臣和法西斯大委员会
委员。同年 7月 24 日，在法西斯大委员会会议上公开支持墨索里尼。后潜往
北方，任*萨罗共和国国民教育部长。后病死。

比塞隆（JeanBichelonne，1904—1914）法国合作主义分子。毕业于巴
黎综合技术学校。初从事数学研究。1939 年 9 月任军备部长办公室主任。法
国败降后，支持贝当，投靠纳粹德国。1942 年 4 月任工业生产国务秘书，11
月又转任交通国务秘书。1943 年 11 月出任劳动国务秘书，驱使大批劳工前
往德国服苦役。1944 年法国解放时，逃亡德国的西格马林根（Sigmaringen）。
同年 12 月暴卒，一说为盖世太保所杀。

比德尔  ①弗朗西斯·比德尔（FrancisBiddle，1886—1968）。美国
法官。 1911 年 哈 佛 大 学 毕 业 。 初 任 美 国 最 高 法 院 法 官 霍 姆 斯
（OliverWendeIIHolmes，1841—1935）的秘书。后为律师。1934—1935 年
任全国劳工关系委员会主席。1940 年任联邦政府司法部副部长，次年任部长
（至 1945 年）。曾反对实行对美籍日本人的压制政策。1945—1946 年任纽
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美国法官。后任海牙常设仲裁法庭法官等职。著有《民主
思 想 与 战 争 》 等 。 ② 安 东 尼 · 约 瑟 夫 · 德 雷 克 塞 尔 · 比 德 尔
（AnthonyJosephDrexeIBiddle，Jr.，1896—1961）。美国外交官。早年从
军，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1935 年入外交界，历仕驻挪威、波兰等国大使。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任驻法国*维希政府代办。后出任驻英国伦敦的欧洲七
国（包括波兰、比利时、挪威、荷兰、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希腊）流
亡政府大使，并负责与戴高乐及*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保持接触。1944 年
重返军界，任驻欧美军司令部和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联络宫。战后曾任*
李奇微的政治顾问和驻西班牙大使等职。

比阿战役  美军攻占西南太平洋比阿岛的战役。比阿岛（Biak）位于新
几内亚西部。日军第三十六师团下属比阿支队驻守。1944 年 5 月*沙米战役
开始后，美军于 27 日登陆该岛。日第二军于 6月 2日、8日、10 日多次试图
增援，均未成。6月 19 日美军发动总攻。7月 1日日守军几被全歼，美军占
领全岛。比留佐夫（СоргойСемёноиCчЪирюзоCв，1904
—1964）苏联将领。1922 年参军。1926 年加入联共（布）党。1937 年伏龙
芝军事学院毕业后，任步兵师参谋长、军区司令部作战部长。1939 年任步兵
师长。苏德战争开始时为少将，服役于西南方面军和布良斯克方面军。1942
年任布良斯克方面军第四十八集团军参谋长。翌年 4月升任南方方面军（10
月起改称乌克兰第四方面军）参谋长。参与组织和实施顿巴斯、梅利托波尔
和克里米亚等战役。1944 年 5 月调任乌克兰第三方面军参谋长，晋升上将。
负责制定并参与实施*雅西-基什尼奥夫战役。继而参加实施解放罗马尼亚、
保加利亚和贝尔格莱德等战役。同年 10 月，出仕第三十七集团军司令，并担
任保加利亚军队总军事顾问。战后初期曾任南部军队集群副总司令兼盟国对



保加利亚管制委员会副主席。1947 年起历任军区司令、国防部副部长、国土
防空军总司令、战略火箭军总司令、国防部第一副部长兼总参谋长等职。1955
年获苏联元帅衔。死于空难。著有《火炮轰鸣的时候》、《严酷的年代（1941
—1945）》等回忆录。

比弗布鲁克（WilliamMazweIIAitken，Beaverbro-ok，1879—1964）英
国报业巨头。出生于加拿大，10 年移居英国，不久当选为保守党的下院议员。
1917 年获男爵称号。先后任劳合。乔治内阁的兰开斯特公爵郡大臣和新闻大
臣，二、三十年代以《每日快报》为主建立自己的报业王国，鼓吹帝国主义，
支持绥靖政策。1940 年 5 月，由丘吉尔延揽入阁任飞机生产大臣，8月起成
为*英国战时内阁成员。在保障*不列颠之战中第一线作战飞机的供应比弗布
鲁克上颇有贡献。1941 年 6 月，改任军需大臣。1941 和 1942 年作为美国*
《租借法案》的英方协调人曾率团先后出使苏联和美国。1942 年 2 月内阁改
组，原拟任战时生产大臣，因同贝文和克里普斯分歧尖锐，退出内阁。1943
年 9 月至 1945 年任掌玺大臣。著有《政治家与战争》（2卷）等。

比 里 · 帕 侬 荣 （ PrldiPhanomyong ，1900 — 1983 ）又名銮巴立
（LuangPradlt），亦称乃比里（NaIPridi）。*自由泰运动领导人之一。朱
拉隆功大学毕业，曾留学法国。1928 年创立民党。1932 年参与发动六·二四
政变，实行君主立宪制度。历任内政、外交、财政部部长。大战期间，反对
亲日政策，于 1941 年辞去财政部长职，转任摄政委员。1942 年初在国内秘
密组织自由泰运动，开展抗日运动。1944 年曾发动政变，推翻銮披汉政权。
战后于 1946 年任总理。

比哈奇会议  *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大会第一次会议。1942 年 11
月 26 日在比哈奇（Bihaě）召开。

会议有南斯拉夫各民族和各反法西斯组织的 54 名代表参加，选举产生大
会执行委员会作为中央政权机构，由伊凡，里巴尔任主席，下设内务、经济、
文化、宣传等部门，发表声明谴责伪政权、流亡政府和*切特尼克，公布南斯
拉夫人民解放运动的政纲。

比克瑙灭绝营  纳粹德国灭绝营之一。1941 年根据*希姆莱的指令建
立，专门用于杀害苏联战俘。位于波兰奥斯威辛镇附近的比克瑙（Birkenau）
树林里。拥有两座旧屋改造的毒气室，一次可用*齐克隆-B 毒杀 250 人，在
地坑里用浸饱石蜡的破布焚尸，战俘到达后挑选体弱者立即处死，体壮者先
从事苦役，至衰弱后处死。大战末期被苏军占领。

比睿号战列舰  日本战列舰，原为横须贺海军工厂制造的 2.6 万吨级战
列巡洋舰，1915 年下水。1923 年曾根据华盛顿海军条约规定退役，编为教综
舰。三十年代重新服役，经吴港海军工厂两次改装。1940 年 1 月第二次改装
竣工。标准排水量 3.2 万吨，最高航速 30.5 节，装备 360 毫米火炮 8门。1941
年 12 月作为支援部队参加袭击珍珠港的作战行动。1942 年 2 月参加攻击澳
大利亚的达尔文港。后掩护日军登陆爪哇岛。同年 4月曾进入印度洋作战。6
月参加中途岛海战，8月参加东所罗门群岛海战。10 月参加圣克鲁斯群岛海
战。同年 11 月 12 日（一说 13 日），在*瓜岛海战中沉没。

比尔-哈凯姆之战  *北非之战中自由法国部队与德、意军在利比亚沙漠
的交战。比尔-哈凯姆（Bir-Hacheim）位于利比亚东北部，距海岸约 70 余公



里。1942 年初*柯尼克率自由法国第一旅驻守此地。5月 27 日起，该旅多次
击退进犯的德、意军，曾击毁意军坦克 40 余辆。后被德、意军以重兵于 6
月 7日包围。6月 10 日深夜该旅突围成功，虽蒙受近千人的伤亡，但掩护了
英军主力的撤退，并极大地鼓舞了法国人民的抗战意志。

比尔特莫尔纲领  1942 年 5 月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者大会通过的纲领，
因在纽约市比尔特莫尔（Biltmore）旅馆起草得名。主要内容有：拒绝 1939
年英国关于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计划，主张成立一个包括整个巴勒斯坦在内
的犹太国和建立一支犹太军队；犹太移民不受限制，移民事务由犹太建国会
实行管理等。不久，经设在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犹太复国主义总理事会行动
委员会批准，成为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正式纲领。

比利时抵抗运动  大战期间比利时人民反抗纳粹德国占领的斗争。1940
年 5 月 28 日国王*利奥波德三世宣布投降，比利时被德国占领，抵抗运动随
之兴起。比利时流亡政府建立皇家民族运动秘密军等地下组织。1941 年夏比
利时共产党领导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比利时独立阵线在列日、布鲁塞尔
等地建立，逐步开展武装斗争。1943 年各地陆续建立爱国民警队，1944 年初
全国武装抵抗力量发展到 6万多人。游击队不断出击，并与毗邻的法国北部
游击队建立广泛联系，共同打击德国占领军。1944 年 6 月盟军在诺曼底登陆
后，各抵抗运动组织积极配合，支援盟军作战。独立阵线和皇家民族运动的
武装力量和城市居民协同盟军作战，解放安特卫普等地，为盟军的胜利进击
创造了条件。1944 年 9 月 3 日，首都布鲁塞尔光复，全国遂即解放。

比利时独立阵线  比利时反法西斯抵抗运动的统一战线组织。1941 年
夏由比利时共产党领导，在列日和布鲁塞尔建立。共产党、社会党、自由党、
天主教党、无党派人士、教会团体等均参加.初期活动主要为出版地下刊物，
号召人民进行抗德斗争；帮助犹太人和爱国志士躲避占领者的迫害。后发展
为组织武装游击队，袭击交通运输线，掩护战俘逃亡，1943 年底倡议建立游
击队后备军——爱国民警队。1944 年 6 月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后，建立解放委
员会，配合盟军光复全境，为比利时的解放作出很大贡献。

比利时流亡政府  大战期间比利时在国外建立的政府。1940 年 5 月 28
日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三世宣布对德投降，为避难巴黎的皮埃罗政府所拒
绝。5月 31 日流亡法国的比利时议员在利摩日举行会议，通过支持皮埃罗政
府的决议。1940 年 6 月 22 日法国败降，8月 20 日皮埃罗政府解散。10 月皮
埃罗等人经西班牙到达伦敦，重新组成流亡政府。继续代表比利时与英国合
作反抗纳粹德国的侵略，并组织皇家民族运动秘密军等抵抗武装力量，在比
境内进行武装斗争。1944 年 9 月布鲁塞尔光复后迁回比利时，不久改组成新
政府。

比亚韦斯托克战役  役苏德战争后期苏军发动的进攻战役，*白俄罗斯
战役的组成部分。1944 年 7 月 5—27 日，由*白俄罗斯第二方面军实施。该
部苏军在追击明斯克溃敌时，强渡涅曼河、斯维斯洛奇（Свислочь）
河，粉碎了德军开进中的预备队，攻占比亚韦斯托克（Biatystok）等重镇，
解放了约 3万平方公里土地，前出至比亚韦斯托克以西地区，逼近东普鲁士
边界，并开始解放波兰东北地区。

切希尔（LeonardCheshire，1917—）英国空军军官，皇家空军王牌飞
行员，1939 年 12 月首次升空作战。1944 年任第六一七中队队长。善于驾驶
“蚊”式强击机进行低空攻击，在摧毁德国火箭和火箭发射场中战功卓著，



获维多利亚十字章。1945 年任职东南亚司令部和华盛顿联合参谋委员会，曾
为长崎原子弹轰炸的英方观察员。

切鲁蒂（VittorioCerruti，1881—1961）意大利外交官。190 丛年进入
外交界。1919 年参加巴黎和会。1921 年起历任驻捷克斯洛伐克公使、驻中国
公使、驻苏大使和驻巴西大使。1932 年 10 月起任驻德大使，执行墨索里尼
的对外政策。希特勒在德国掌权后，他反对德国向多瑙河流域扩张和吞并奥
地利的企图，与德国政府发生冲突。1935 年夏，意大利发动侵略埃塞俄比亚
战争前被召回国。不久调任驻法大使，1937 年被解职。翌年退休。

切特尼克（четник）南斯拉夫保皇反共武装。1941 年春德、意入
侵南斯拉夫后，由*米哈伊洛维奇在山区组建，原意为“志愿军”、“游击队”。
建队初期得到英国和*南斯拉夫流亡政府的支持，一度参加反对占领军的斗
争。后秘密勾结伪政权，投靠德、意侵略军，并大举进攻铁托领导的人民武
装，肆意屠杀无辜平民，沦为反动武装，影响渐微。1944 年英国停止对它的
任何支持后，逃入山区顽抗。1945 年春瓦解。

初列维钦科（ЯковTимофеевичЧеревиченк
о，1894—1976）苏联将领。1914 年应征入沙俄军队，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
1918 年参加红军。翌年加入俄共（布）党。参加过国内战争。1924 和 1935
年先后毕业于列宁格勒高级骑兵学校和伏龙芝军事学院。历任骑兵第三十一
师师长、第三军军长和骑兵集团军级集群司令。194Q 年任敖德萨军区司令。
1941 年获上将衔。苏德战争前期，历任第九、第二十一、第五集团军司令，
南方、布良斯克方面军司令和克里米亚、北高加索和西北方面军副司令等职，
曾在南方、西方和西北方向作战。1944 年 1 月起，先后归大本营和白俄罗斯
第一方面军军事委员会调遣。1945 年 4 月出任步兵第七军军长。1950 年退役。
著有《马内奇河畔的激战》。

切尔姆诺灭绝营  纳粹德国灭绝营之一。1941 年建于波兰的切尔姆诺
（ChelmnO），同年 12 月启用。灭绝营长官为兰格（HerbertLange，1909—
1945）。专用于屠杀波兰境内的犹太人。被处决者关押在附近扎瓦迪克
（Za-wadki）村的大磨坊内，用卡车逐批运来处死，然后送进焚尸炉。计约
有 34 万人在此遭残杀。

切尔尼亚霍夫斯基（иванданиловнчЧерняховс
кий，1906—1945）苏联将领。1924 年参军。1928 年加入联共（布）党。
1928 和 1936 年先后毕业于基辅炮兵学校和红军机械化和摩托化学院。苏德
战争初期任坦克第二十八狮师长（上校衔），在西北方向进行顽强的防御战。
1942 年先后升任坦克第十八军军长和第六十集团军司令。曾参加沃罗涅日一
卡斯托尔诺耶、库尔斯克、第聂伯河、基辅（1943 年）、日托米尔-别尔季
切夫、罗夫诺-卢茨克、普罗斯库罗夫-切尔诺搬切尔尼亚霍夫斯基等战役。
1944 年晋升大将，出任白俄罗斯第三方面军司令。参加实施白俄罗斯战役和
东普鲁士战役。两次获“苏联英雄”称号（1943 和 1944 年）。1945 年 2 月
18 日，因负重伤牺牲。

切尔尼戈夫-波尔增瓦进攻战役  即*切尔尼戈夫-普里皮亚季河战
役。苏军总参谋部 1987 年审定，以此名列为苏联卫国战争中的 51 个战略性
战役之一。

切尔尼戈夫-普里皮亚季河战役  苏德战争中期苏军发动的进攻战



役，*第聂伯河会战的组成部分。1943 年 8 月 26 日至 9月 30 日，由*中央方
面军实施。*库尔斯克会战后该部苏军即不停顿地向乌克兰境内突进，矛头指
向德军中央集团军群与南方集团军群的接合部。9月 21 日苏军解放切尔尼戈
夫（Чернигов）并前出至第聂伯河。次日开始强渡，在第聂伯河、
普里皮亚季（Припять）河和索日（Сож）河右岸夺取若干登陆场，
向西推进约 300 公里，形成有利作战态势。经苏军总参谋部 1987 年审定，改
称切尔尼戈夫-波尔塔瓦进攻战役，列为苏联卫国战争中的 51 个战略性战役
之一。

瓦伦（MartlaIValin，1898—？）法国空军将领。毕业于圣西尔军校。
初在骑兵部队服役，后转入空军。大战爆发后，率空军分队进行侦察有功，
曾得集团军司令部嘉奖。1940 年任驻巴西军事代表团成员。法国败降后，即
到伦敦参加抵抗运动。1941 年任自由法国驻英空军司令，获空军准将衔，1944
年任战斗法国空军参谋长。战后继续在军界服役。1947 年任空军总监。1950
年晋升空军上将。

瓦莱（GluseppeValle，1886—1975）意大利空军将领。先后任空军参
谋长（193Q 年）和空军副大臣（1933 年）。深受空军制胜论的影响，强调空
军的战略作用。指挥空军侵略埃塞俄比亚和武装干涉西班牙。1937 年底，曾
亲率空军对巴塞罗那实施狂轰滥炸，激起国际社会舆论的谴责。后又主张用
自杀飞机对付地中海的英国舰队。夸大本国空军的战备状况，大战爆发后于
1939 年 10 月被解职。

瓦加斯  ①热图利奥·瓦加斯（GetúlioVargas，1883—1954）。巴西
政治家。1922 年被选为议员，曾任州长、财政部长等职，受过法律和军事教
育。1930 年发动政变，取得政权。1937 年曾在巴西推行“新国家”运动，实
行独裁统治。大战爆发后，宣布“中立”，但倾向轴心国。后在国内外舆论
压力下有所转变，珍珠港事变后，于 1942 年 1 月与轴心国断交，同时发起召
开美洲国家外长会议，主张西半球共同防御。1942 年 8 月向德、意宣战，命
令海军在南大西洋护航，并于 1944 年派出远征军去意大利作战。1945 年 4
月与苏建交，6 月对日宣战。战后复任总统，被军人政变推翻后自杀。②霍
尔盖·瓦加斯（JorgeB.Vargas）。菲律宾政界人士。早年即从政。太平洋战
争爆发后，采取亲日态度。1942 年成立菲律宾行政委员会，自任主席。同年
12 月又出任*新菲律宾服务协会会长，与占领当局密切配合，共同镇压菲律
宾人民解放运动。1943 年 4 月 11 日发表演说，鼓吹菲日合作，共建“大东
亚共荣圈”。同年 9 月在国民大会上推举*劳雷尔为总统，10 月前往东京商
讨签订菲日同盟条约事宜。1944 年 2 月就任驻日大使。战后未受惩处。

瓦伦堡  （BaouIGustavWallenberg！1912—1947）瑞典外交官，早年
曾赴美学习建筑。1936 年任瑞典中欧贸易公司驻外代表。1944 年 3 月德国出
兵匈牙利后，在美国和瑞典的犹太难民组织的帮助下，以外交官身分在布达
佩斯营救遭纳粹围捕的犹太人。1945 年苏军解放布达佩斯后，以间谍罪被
捕。据苏方宣布其已于 1947 年 7 月 17 日在莫斯科的监狱病故。西方国家对
此表示怀疑，目前仍在调查中。1981 年被美国国会授予荣誉公民称号。

瓦杜丁  即“瓦图京”。
瓦图京（НиколайФёдоровичВатутин，1901—

1944）一译“瓦杜丁”。苏联将领。1920 年参军。翌年加入俄共（布）党。
参加过国内战争。先后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1929 年）、该院战役系（1934



年）和总参军事学院（1937 年）。三十年代历任师参谋长、军区副参谋长和
参谋长。1940 年调任总参谋部作战部长，不久升任第一副总参谋长，中将衔。
参与制定国防计划。苏德战争爆发后，出任西北方面军参谋长。指挥部队在
诺夫哥罗德（Новгород）地区实施反突击，对保卫列宁格勒起了重
要作用。1942 年 5 月复任副总参谋长。同年 7 月出任沃罗涅日方面军司令，
10 月调任西南方面军司令，12 月升为上将。参加斯大林格勒会战。1943 年 2
月晋升大将。同年 3月复任沃罗涅日方面军（10 月起改称乌克兰第一方面军）
司令。在库尔斯克会战前夕，准确判断德军集结地点，用炮火消耗德军战斗
力，并运用坦克组成强大的快速突击集群，迅速突破德军纵深梯次防御。后
又率部参加第聂伯河会战以及解放基辅、第聂伯河右岸乌克兰地区的战役。
1944 年 2 月负重伤，4月牺牲。战后追授“苏联英雄”称号。

瓦隆军团（LegionWallonie）比利时法西斯武装组织。1941 年夏由*德
格莱尔组建。初为 1个营（下辖 4个连），在波兰训练后，侵入苏联南方。
1942 年春经补充后，继续在苏联作战。1943 年秋回国后扩建为 1个旅，编入
德国武装党卫队重返苏联作战。1944 年初在苏联南方遭到苏军毁灭性打击
后，被调往爱沙尼亚。后在德国整编，扩充为武装党卫队第二十八师（下辖
3个团）。1945 年春配合德军，在波美拉尼亚困守，凡遭苏军全歼，余部皆
溃散。

瓦尔利蒙特（WaltherWarlimont，1894—1977）德国将领。1913 年入
伍。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升至中尉。*西班牙内战期间，作为德国陆军部全
权代表率军协助佛朗哥作战。1937 年提出《瓦尔利蒙特备忘录》，为 1938
年 2 月希特勒改组军事领导机构提供依据。后成为*约德尔的副手。1939 年
兼任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国防处处长，主持新兵补充工作。1940 年 8 月晋升
少将。同年 12 月受命协同约德尔制定*《巴巴罗萨计划》。1944 年 4 月获上
将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于 1948 年被判无期徒刑，后减为 8 年徒刑。1957
年获释。

瓦尔特潜艇（Walter）德国的高速潜艇。德国工程师瓦尔特设计，故名。
1936 年提出设想，1940 年 1 月起试制。原设想采用氧化氢传动机作动力以提
高潜水航速，后担心燃料和氧气突然化合造成事故未采用。总重 1600 吨，采
用柴油电力推进系统，电池为*德国 VII 型潜艇和*德国 IX 型潜艇的 2倍，潜
水航速 18 节，潜水续航力（12—14 节时）约 140 海里，装有柴油枫通气装
置。后未正式投产。

瓦窑堡会议  1935 年 12 月 17—25 日，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举行的
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指出
日本帝国主义并吞中国的行动，重新改变并正在改变着中国各阶级、阶层、
政党及武装力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强调党在新形势下的策略路线是团结一切
可能的反日同盟者，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批评党内那种认为中
国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和中国工人农民联合抗日的观点。指出必须坚决同党
内的主要倾向“左”的关门主义作斗争；同时也要防止 1927 年陈独秀主义在
新的革命时期的复活。决议提出建立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号召，并将“工
农共和国”的口号改为“人民共和国”。12 月 27 日，毛泽东根据决议精神，
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进一步
系统阐述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可能性和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



导作用。会议解决了中国共产党在新形势下的政治路线和革命策略问题，为
迎接抗日高潮的到来，作了政治上理论上的准备。

瓦尔基扎协议  希腊民族解放阵线与希腊政府订立的协议。1944 年 11
月希腊全境解放后，英国派遣军队进入希腊武装干涉希腊内政，击败希腊民
族解放阵线的军队，并迫其与希腊政府于 1945 年 2 月 12 日在瓦尔基扎
（Varkiza）签订协议，故名。规定，民族解放阵线解散所领导的希腊人民解
放军；政府允诺取消军事状态、释放人质、对政治犯实行大赦、实现各种人
身自由、清除政府机构中法西斯分子和投敌分子、举行公民投票决定战后希
腊政体等。协议削弱了希腊进步力量，导致希腊王朝的复辟。

瓦西里·焦尔金  诗篇名。苏联诗人*特瓦尔多夫斯基在工国战争年代
创作的长诗。诗篇通过名为瓦西里·焦尔金（ВасилийТёркин）
的主人公，塑造生动的军人形象，歌颂了红军战士的英雄气质，在读者中引
起强烈共鸣，当时被称作”战争生活的百科全书”。

瓦伦丁型坦克（Valentine）亦称“马克-3 型坦克”。英国轻型坦克。
因其最初的设计方案在 1938 年 2 月 14 日圣瓦伦丁节（StValentine’sDay）
提交陆军部，故名。1940 年 5 月制成第一个原型，至 1944 年停止生产时共
制造 8000 多辆，其中 1400 多辆由加拿大生产。曾支援苏联约 2500 辆。重
17 吨，装甲厚 43—65 毫米，装备 1 门 40 毫米（后改为 75 毫米）火炮、1
挺 7.92 毫米机枪和 1 挺 7.69 毫米高射机枪，最大时速 25 公里，最大行程
143—225 公里，乘员 2—4 人。曾以其底盘改装为自行火炮以及用于排雷、
侦察和水陆两栖坦克。

[丨]

少壮派  日本军内*基层将校革新派与*幕僚革新派的统称，又称“军内
革新派”。

日马琴科（ФилиппФедосеевичЖмаченко，
1895—1966）苏联将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应征入沙俄军队。1917 年加入俄
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为赤工队员。1918 年参加红军。参加过国内战争。
1926 年毕业于高级步兵学校。历任团长、师长兼政委，苏德战争前期先后任
军长、集团军副司令和司令，在西方方向作战，1943 年 10 月出任第四十集
团军司令（至战争结束）。率部参加强渡第聂伯河和解放该河右岸乌克兰地
区的作战。后又参加解放罗马尼亚、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作战。1945 年
晋升上将。战后曾任驻奥地利苏军总司令助理、军区副司令等职。1960 年退
役。

日夫科夫（ТодорЖивков，1911—）保加利亚反法西斯斗争
领导人之一。1932 年加入保加利亚共产党。1940—1943 年在索非亚任党的领
导工作，为反法西斯游击队的组建者之一。1944 年 7 月任索非亚第一作战区
副指挥官，直接指挥游击大队作战，为九月起义作出贡献。起义胜利后，领
导建立索非亚市人民警察，巩固革命秩序。战后曾任保共中央第一书记、保
加利亚部长会议主席、国务委员会主席等职。

日日夜夜  书名。苏联作家*西蒙诺夫的长篇小说。写于 1943—1944 年
间。反映了*斯大林格勒会战的艰苦历程，歌颂了苏军官兵的英雄主义。



日丹诺夫（Андрей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Жданов，
1896—1948）联共（布）党中央书记（1934—1944）。1915 年加入俄国社会
民主工党。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被征入沙俄军队，在士兵中进行反战宣传。在
乌拉尔参加十月革命。国内战争时在红军中做政治工作。后任州党委书记。
1925 年起为联共（布）党中央候补委员。1930 年起为党中央委员。1934 年
任党中央书记，同年 12 月至 1944 年兼任列宁格勒州和市委书记。1935 年起
为党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38—1941 年兼任党中央宣传鼓动部长。同年任
海军总军事委员会委员。1939 年起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芬战争期间任西
北方面军军事委员（政委）。1940 年与沃兹涅先斯基一起领导党中央和人民
委员会检查武装力量状况的特别委员会。1941 年苏德战争爆发后，任统帅部
常务顾问、西北方向军事委员，同年 9月—1944 年 8 月，任列宁格勒方面军
军事委员。系*列宁格勒保卫战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领导当地工业转入战
时轨道，开辟突破封锁的*生命之路。1944 年获上将衔。同年至 1948 年任主
持意识形态工作的党中央书记。

日加列夫（ПавелфёдорвичЖигарев，1900—
1963）苏联空军将领。1919 年参军。翌年加入俄共（布）党。1932 年毕业于
茹科夫斯基空军学院。1933—1994 年任卡恰军事飞行员学校参谋长（同时在
职毕业于该校）。后任航空兵大队长和旅长。1937—1933 年率领*苏联援华
空军志愿队参加中国抗日战争。返国后历任空军军训部长、红旗远东独立第
二集团军空军司令、空军总部第一副部长和部长。1941 年 6 月起任空军司令
（空军中将衔）。苏德战争初期，在丧失制空权的困难条件下，仍坚持指挥
航空兵对德空军作战。发起建立最高统帅部机动航空兵预备队。1942 年任远
东方面军空军司令。积极训练航空兵使用新的航空技术装备。1945 年任空军
第十集团军司令（空军上将衔），参加远东战役。战后历任空军副总司令和
总司令、国防部副部长和第一副部长、民航总局局长、防空军事指挥学院院
长等职。1955 年获空军主帅衔。

日本大本营  日本天皇战时指挥全军的最高统帅机关。1893 年根据统
帅权独立的原则，制定《战时大本营条例》。1894—1896 年，在甲午战争中
首次设立。以（陆军）参谋息长作为全军的总参谋长辅助天皇。1903 年修改
条例，（陆军）参谋总长和（海军）军令部长处于对等地位辅助天皇。1904
—1905 年，在日俄战争中第二次设立。1937 年 11 月 18 日公布新的《大本营
令》，据此第三次设立。分设陆军部和海军部，彼此独立。为协调陆海军的
矛盾，设大本营会议，由陆海军两统帅部部长、次长和陆海军两大臣等组成，
下设大本营参谋会议。又为协调大木营与内阁关系，统一作战与国务亭宜，
同时设置”大本营和政府联席会议，1944 年发展为*最高战争领导会议，但
未能实现一元化的战争指导体制。1945 年战败后于 9月 3日解散。

日本无产党  日本战时进步团体。1937 年 3 月在原劳农无产协议会基
础上成立。委员长加藤勘十（1892—1978），书记长铃木茂三郎（1893—1970），
主要致力于结成反法西斯的人民战线。1937 年 4 月在议会选举中，提出反对
法西斯、反对军需通货膨胀的竟选纲领，结果加藤勘十以最高票当选议员。
同年 12 月，在*日本人民阵线事件中该党主要领导人均遭逮捕，并被迫解散。

日产康采恩  日本*新兴财阀。1928 年*鲇川义介以久原房之助创立的
久原矿业为基础建立日本产业株式会社。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依靠供应
日本侵华战争的军需，利用军部的支持与旧财阀抗衡，在重工业和化学工业



等领域迅速发展。1938 年拥有日本矿业，日立制作所、日立电力、日产汽车、
日产化学、日本油脂、日本水产、日本橡胶、日产海上火灾保险公司等 77
个分公司，成为大型联合企业，实缴资本总额达 4.7 亿日元，成为继三井、
三菱之后日本第三位的大财阀。1937 年 10 月在军部指使下，改组为*满洲重
工业开发株式会社，并将总公司迁至中国长春。战后其属下企业分立经营。

日曹康采恩  日本*新兴财阀。由中野友礼（1887—1965）以日本曹达
株式会社为中心发展而成。化学技师兼资本家的中野友礼发明电解合成苏打
制法，以此技术为基础于 1920 年建立日本曹达，资本 75 万日元。后扩大到
各种化学工业。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依靠供应日本侵华战争的军需而迅
速发展，形成以日本曹达为中心，以九州曹达、日曹制钢、日曹矿业、日曹
人造丝浆料为基轴的大型联合企业。1937 年拥有资本 1.8 亿日元。日本战败
后解体，所属企业分立经营。

日宣康采恩  日本*新兴财阀。由野口遵（1873—1944）以日本氮肥（日
窒）株式会社为中心发展而成，亦称野口财阀。1908 年在熊本县水误建立，
后引进国外新技术迅速发展，成为以硫铵（肥料）生产为中心的化工康采恩。
1926 年向朝鲜扩张，利用鸭绿江进行水力发电，并以此为基础建设综合性的
化学工业。至 1941 年，其直属的 30 个公司实缴资本总额达 3.5 亿日元。1943
年建成水丰水库，并在国内和朝鲜对电力、化学等部门进行投资，发展成为
大型联合企业。日本战败后，因失去在朝鲜的资产和国内取消财阀的政策而
解体。

日满议定书  又名《武藤信义-郑孝胥议定书》。1932 年 9 月 15 日，
日本驻“满洲国”特命全权大使”武藤信义和“满洲国”“国务总理”郑孝
胥在长春签订。主要内容：确认日本在中国东北享有“一切权益”；“两国
相约共同担负防卫国家的责任，为此需要日军驻扎于‘满洲国’内”。该军
事同盟性质的协定，确认了日本对中国东北进行长期军事占领，确立了所谓
“日满一体不可分”的殖民统治关系。同日，日本政府发表声明，宣布承认
“满洲国”。

日本和尚事件  日军为进攻上海而制造的挑衅事件。1932 年 1月 18日，
日本公使馆驻上海武官辅助官田中隆吉勾结女特务川岛芳子，指使日本和尚
天崎启升 5人故意在上海马玉山路三友实业社门前，向正在操练的当地义勇
军抛石寻衅，发生冲突。事后，日方借口和尚 1人死亡，指使上海“日本青
年同志会”60 余名暴徒焚毁三友实业社，并煽动日侨游行，捣毁北四川路中
国商店，击伤中国警察 3 名。20 日，日本驻沪总领事要求上海市政府道歉、
惩凶、赔偿和取缔抗日运动。尽管上海市政府接受全部条件，但日军仍于当
月 28 日夜由租界向闸北进攻，挑起*一·二八事变。

日本经济联盟  日本财界团体。1922 年 8 月，由原日本工业俱乐部和
商业会议所合并而成。早期主要从事改革财政、税制和劳资关系的活动。日
本发动侵华战争后，积极协助政府确立战时经济体制。1941 年根据“重要产
业团体令”，其属下的行业团体均改为统制会，成为政府在各个行业的执行
机关。1945 年 9 月同其他经济团体合并为”经济团体联合委员会”。1946
年 5 月解散。

日本南海支队  日本为发动太平洋战争而组建的、直属大本营的部队。
1941 年 11 月 6 日组建。所在地小笠原，掘井富太郎任支队长，下辖 1 个步
兵团、1个步兵联队、1个山炮大队、1个工兵中队，领受攻占西太平洋美国



海军基地关岛的任务。1941 年 12 月 4 日在第四舰队护航下出发，10 日攻占
关岛。1942 年 1 月从关岛出发，占领拉包尔。以后在西南太平洋的岛屿作战。

日向号战列舰  日本战列舰，后改装为航空母舰。原由三菱长崎造船所
制造，1919 年下水。三十年代经吴港海军工厂两次改装。1936 年 9 月第二次
改装竣工。标准排水量 3.6 万吨，最高航速 25.3 节，装备 360 毫米火炮 12
门。1942 年 5—6 月曾参加进攻中途岛的作战行动。1943 年 11 月由佐世保海
军工厂改装成航空母舰，减少 4门主炮，可载飞机 22 架。1944 年 10 月参加
莱特湾海故。1945 年 7 月 24 日在吴港海军基地内被美军舰载飞机炸沉。

日汪共同宣言  亦称《日华共同宣言》。1943 年汪精卫与日本驻汪伪
政权“大使”重光葵签订于南京。为动员傀儡政权协力进行大东亚战争，日
本制定了加强汪伪政权地位的“对华新政策”。1943 年 1 月 7 日重光葵奉命
会见汪精卫，传令迅速签订关于日本废除在华治外法权和交还“租界”的条
约，以抵制美、英准备与国民党政府签订废除在华洽外法权的新约。1 月 9
日汪伪政府根据日本指令向美、英宣战，宣称与日本并肩参加“大东亚战争”。
同日，签订此宣言，表示双方将在军事、政治、经济诸方面“作完全之协力”：
汪伪政权为适应参战需要，并将其统治区转入“战时体制”轨道。

日汪同盟条约  全称《日本国与中华民国间同盟条约》，1943 年 10 月
30 日，汪精卫和日本驻汪伪政权“大使”谷正之在南京签订。1943 年 5 月
31 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以“帝国”为中心，强化大东亚诸国的联合。为了加
强日、汪结合和推动“中国问题”的解决，日本决定修改 1940 年 11 月的*
《日汪基本关系条约》，并缔结新的同盟条约。9月 20 日日本拟定了条约草
案。22 日汪精卫和陈公搏秘密赴日同东条英机会谈。10 月 5 日日本政府正式
向汪伪政权提交条约草案。10 月 30 日签订此约和《附属者定书》，主要内
容是：为永久维持两国间“善邻友好”关系，两国“互相尊重主权及领土完
整，采取互助敦睦措施”：“为建设大东亚并确保其安定起见，应互相紧密
协力，尽量援助”，“实行两国间紧密的经济合作”。附属者定书规定，在
两国终结战争状态和恢复全面和平后，日军将从中国领域内撤退，并放弃在
华驻兵权。

日美谅解方案  美日谈判初期两国的非正式代表所拟订的方案。1941
年 2—3 月间日本先后派产业工会中央金库理事井川忠雄和陆军省军务局军
事课长岩畔豪雄赴美，同美国天主教沃尔什（JamesEdwardWalsh，1891—
1981）主教和德劳特（JamesDrought）神父秘密谈判。4月 4日和 16 日，先
后拟订出供两国政府研究的”日美谅解方案”。主要内容为：（1）日本政府
声明德意日三国同盟是防御性组织，日本仅在德国遭受现未参加欧战的国家
攻击时始得履行其军事义务；（2）根据日中之间的协定，日军撤出中国，尊
重中国的独立，不要求赔款，蒋介石政府与汪精工政权合并，承认“满洲国”
等；在此条件下，美国劝告蒋介石政府与日本实现和平；（3）日、美间进行
通商和金融合作；（4）美国协助日本获得必需物资：（5）谋求太平洋的政
治安定。4月 16 日美国国务卿赫尔和日本驻美大使野村吉三郎会谈时，双方
曾一致同意以此方案作为谈判基础。但随后日本外相松冈洋右于 5月 12 日提
出修正案，实际否定了此方案。

日泰友好条约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本和泰国签订的条约。1940 年 6
月 12 日由日本外务大臣有田八郎与泰国驻日公使菲耶·斯利塞那在东京签
署。有效期为 5年。主要内容为：相互尊重彼此的领土完整并确认两国间既



存的持久和平和永恒友谊；相互维持友好的接触以便对可能发生的任何有关
共同利益的问题交换情报和彼此协商；缔约一方遭受第三国的攻击时，另一
方保证对第三国不予支持和协助；该条约于 1940 年 12 月 13 日在曼谷互换批
准书之日生效。日本投降后，1945 年 9 月 11 日被泰国废除。

日泰同盟条约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和泰国签订的同盟条约。1941
年 12 月 21 日在曼谷签订，即日生效。规定双方互相尊重主权和独立：任何
一方一旦与第三国发生冲突，另一方应给予政治、军事和经济方面的援助：
同时任何一方均不得单独与交战国议和。条约附有秘密议定书，规定：日本
将帮助泰国收复失土，而泰国则承诺在日本与西方列强的战争中，给日本以
条约所规定的一切援助。1942 年 1 月 25 日泰国履约向英、美宣战。1945 年
日本投降后，9月 11 日被泰国废除。

日菲同盟条约  日本和菲律宾劳雷尔政权签订的条约。1944 年 10 月 14
日，由日本驻菲“大使”村田省藏和菲律宾劳雷尔政权“外交部长”雷克托
在马尼拉签订，同月 20 日生效。规定：日本和菲律宾相互尊重对方的领土完
整和独立，双方在战争中实行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的密切合作。该约使菲
律宾沦为日本的附庸国。

日阎临汾会议  日本与中国山西军阀阎锡山的秘密谈判。1939 年 11 月
1 日，阎以第十三集团军总司令王靖国、第六集团军总司令陈长捷的名义，
派遣所部梁培璜、吕端真到临汾刘村，与日军清水师团长参谋山下谈判。商
订晋绥军实行反共；日本将撤出隰县、午城、蒲县、勍香镇等据点；日军帮
助晋绥军剿除山西的八路军和*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日军接济晋绥军枪械弹
药，并全部交还山西各将领之住宅财产。会谈后，阎锡山即付诸实施，于同
年 12 月发动反共反抗敌决死队的晋西事变。

日缅同盟条约  大战期间日本和缅甸巴莫政权签订的条约。1943 年 8
月 1 日由*巴莫和日本驻缅“大使”泽田廉三（1888—1970）在仰光签署。规
定在战争中，缅甸和日本将在军事、政治和经济上全面合作，共同建设“大
东亚共荣圈”，具体细则由两国有关官员协议决定。此后，缅甸沦为日本的
附庸国。

日德结盟谈判  日本和德国就建立军事同盟进行的谈判。*《反共产国
际协定》签订后，日、德两国关系日益密切。1938 年 1 月起里宾特洛甫和日
本驻德武官大岛浩开始对军事结盟问题进行谈判。日本力图藉此巩固自身的
国际地位，从而威胁苏联和完全吞并中国，因此要求日德结盟应首先针对苏
联。德国为实现其先西后东的扩张战略，希望同日本缔结以英、法为主要对
象的军事同盟。双方产生分歧。1939 年 1 月平沼内阁制定了既针对苏联，同
时也针对英、法的妥协方案，但仍回避对英、法采取军事行动的义务。德国
对日本的立场深感不满，意大利也担心与日结盟将导致和美国的战争，因而
对此态度冷淡，谈判陷入僵局。同年 8月 23 日，*《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
订，日、德两国谈判遂告中断。1940 年夏，随着德国在欧洲取得的一系列胜
利，日本对与德国结盟又重感兴趣。9月德国特使斯塔玛（HeinrichStahmer）
访日，与日本外相松冈洋右举行会谈，达成协议，最终签订*《德意日三国同
盟条约》。

日本义勇兵役法  大战末期日本实行国民皆兵的法律。1945 年 6 月 22
日公布，规定日本国民，男子由年满 15 周岁的该年 1 月 1 日起，到年满 60
周岁的该年 12 月 31 日为止；女子由年满17 周岁的该年 1月 1日起，到年满



40 周岁的该年 12 月 31 日为止，均须服役。服役期限必要时可依敕令规定予
以变更。此外还可吸收志愿人员为义勇兵；义勇兵必要时可按敕令规定进行
召集，编入国民义勇战斗队。

日本内地防卫军  大战末期日本为防卫本土而组建的战略军团。随着太
平洋战争的矢利和战争逼近本土，日本大本营于 1945 年 2 月 6 日下令组建。
司令官为东久迩宫稔彦。规定在本州、四国、九州撤销东部军、中部军、西
部军司令部，另设第十一方面军防工指导东北军管区（仙台），第二方面军
防卫指导东部军管区（东京），第十三方面军防卫指导东海军管区（名古屋），
第十五方面军防卫指导中部军管区（大阪），第十六方面军防卫指导西部军
管区（福冈）。军管区司令官由方面军司令官兼任。此外还统辖第一航空军、
第六航空军，并对朝鲜方面的第十七方面军进行防卫指导。同年 4月撤销，
所部分属*第一总军、*第二总军和*航空总军。

日本内阁情报局  日本战时搜集和统制情报、操纵舆论的国家机关。第
二届近卫内阁在扩大和强化*日本内阁情报部的基础上，于 1940 年 12 月创
设。由计划与调查部，新闻、出版和广播事业管理部，对外宣传部，检查审
阅部，文化宣传部等组成。伊藤述史（1885—1960）为首届总裁。出版《周
报》、《照片周报》。太平洋战争中曾多次进行言论镇压。对有关情报宣传
工作实行一元化统制，但由于未能取消陆海军报道部，故并未实现包括军事
情报在内的一元化领导。战后于 1945 年 12 月 31 日解散。

日本内阁情报部  战时日本统制情报宣传的机构。1937 年日本发动全
面侵华战争后，为加强对报刊新闻言论的统制，于 10 月 25 日将*日本情报委
员会改组而成。由政府各部门有关官员组成，直属内阁首相管辖，为负责统
制宣传的中枢权力机关。1940 年由*日本内阁情报局取代。

日本对满事务局  日本政府统辖其侵占的中国东北地区的机构。日本侵
占中国东北后于 1934 年 12 月设立。首任总裁由陆军大臣*林铣十郎兼任。主
要负责统一处理原分属外务、拓务和陆军三省的中国东北行政事务，并掌管
满铁和满洲电信电话株式会社的业务。同时还负责落实其他在中国东北的殖
民开发计划。1942 年 11 月被并入*大东亚省。

日本军官总监部  日本掌管对南洋地区的占领统治和经济掠夺的机
构。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其南方军迅速攻占马来亚、印度尼西亚、缅甸
和菲律宾等南洋地区。随着南方军防卫体制的确立，日本大本营特别重视利
用占领区原统治机构进行军管统治。为加强军管，1942 年 6 月大本营在南方
军中设此机构，统辖和指导各军实施军管。军管总监由南方军总参谋长兼任。
来到南方军参与筹划军管的有村田省藏（1878—1957）、砂田重政、樱井兵
五郎（1880—1951）、*大达茂雄，儿玉秀雄（1876—1947）等军政要员。

日本战时教育令  大战末期日本对全体学生实行军事动员的敕令。1945
年 5 月 22 日颁布。规定由学生组成学生队，参加粮食和军需生产，从事各种
防卫国土的战时要务，学生凡从军而死亡或负伤者，学校承认其毕业等。

日本海军镇守府  日本在沿海战略区域设置的海军组织。日本的沿岸及
其海面划分为 4个海军区。1889 年在横须贺、吴、佐世堡、舞鹤 4军港设镇
守府，分别负责其所管海军区的事务。后一度在其侵占的旅顺、镇海（朝鲜）
也设镇守府。1939 年后仍定为上述 4镇守府。镇守府司令长官由天皇亲自任
命大、中将担任，直属天皇，有关军政事务接受海军大臣指示，有关作战计
划接受军令部总长指示。下辖人事部、军需部、港务部、舰船部、经理部、



军法会议、海兵团、海军航空队、海军通信队、防备战队、警备战队等。设
有海军工厂、海军航空工厂、海军医院、海军刑务所。横须贺镇守府有海军
炮术学校、水雷学校，吴镇守府有海军潜水学校。日本投降后于 1945 年 11
月 30 日被废止。

日本海军警备府  1941 年 11 月 20 日日本海军要塞部改称日本海军警
备府。太平洋战争爆发时有大阪、大凑、镇海、旅顺、马公、海南等 6个警
备府。除海南警备府隶属中国方面舰队外，其余均直属大本营。

日本第二方百军  日本在西南太平洋地区作战的战略战役军团。由于澳
大利亚北部地区具有抗击美澳军反攻的支撑点的地位，1943 年 11 月日本大
本营将南方军辖下的部队改为直辖而组建，自 12 月 1 日起行使统帅权，阿南
惟几任司令官（1944 年 12 月由饭村穰中将接任）。下辖第二、第十九军和
第七飞行师团。受命确保的第一线是：新几内亚西部、阿鲁群岛、丹尼巴群
岛、帝汶岛及小巽他群岛。1944 年 3 月编入第十八军及第四航空军，重归南
方军领导。1945 年其兵力被逐步抽调到新加坡周围。同年 5月 29 日被撤销。

日本第十方面军  日本在台湾和冲绳方向作战的战略战役军团。1944
年 9 月以台湾军改编而成。司令官为*安藤利吉。下辖第三十二军和 3个师团、
两个独立旅团另第八飞行师团、第二十五飞行师团。受命抗击盟军进攻以确
保台湾和冲绳本岛成为日本在中国海周围的航空作战据点。*冲绳岛战役中其
第三十二军覆灭。1945 年 9 月投降。

日本第七方面军  日本在印尼和马来半岛作战的战略战役军团。1944
年 3 月组建，属南方军建制。司令官为土肥原贤二（后由板垣征四郎继任），
参谋长为清水规矩（1944 年 6 月后由绞部桔树继任），司令部设于新加坡。
统辖第二十九、第二十五、第十六军及婆罗洲（印度尼西亚称加里曼丹）守
备队。领受确保南方核心地区的任务，同时负责掠夺资源将其运回日本，或
供应邻近其他部队。1945 年 5 月调整编制及防务，所属第二十九军负责马来
亚地区，第二十五军负责苏门答腊地区，第十六军负责爪哇地区，第三十七
军（原婆罗洲守备队）负责婆罗洲地区。1945 年 9 月 12 日司令官板垣征四
郎在新加坡向盟军东南亚战区总司令蒙巴顿投降。

日本第八方面军  日本在西南太平洋地区作战的战略战役军团。1942
年秋日美开始*瓜达尔卡纳尔岛争夺战。日本大本营为加强以瓜岛为核心的西
南太平洋的作战，于同年 11 月上旬决定组建，16 日下达战斗序列命令。*今
村均任司令官，11 月 26 日行使统率权，下辖第十七军和第十八军（1944 年
8 月起编入第二方面军）。受命以一部确保东部新几内亚，以主力歼灭瓜岛
美军以确保该岛。争夺瓜岛之战损失惨重，同年底撤退。1943 年 4 月在所罗
门方面和新几内亚方面作战，同年 10 月下旬起，逐渐失去可确保的后方联络
线。1944 年澳军反攻东部新几内亚和布干维尔岛后，濒于崩溃境地。1945
年 9 月 6 日根据天皇命令，司令官今村均以下残存部队在拉包尔地区投降。

日本第六方面军  日本侵华陆军在湘桂方向作战的战略战役军团。1944
年夏为统一指挥打通湘桂线的作战，日本中国派遣军向大本营建议在湖南方
面设立一个方面军。8月 26 日大本营下达命令组建，冈村宁次为司令官（同
年 11 月冈部直三郎接任）、官崎周一任参谋长（同年 12 月唐川安夫接任、
翌年 4月中山贞武接任）。下辖：第十一、第二十三和第三十四军，另方面
军直属 4个师团。司令部设在衡阳北侧的南岳，9月 10 日起行使统帅权。1944
年 11—12 月曾实施攻占桂林、柳州的作战。1945 年进行打通粤汉线的作战



和芷江战役。1945 年 9 月 9 日作为中国派遣军属下部队向中国政府投降。
日本情报委员会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政府协调和统一情报

宣传工作的机构。1932 年 9 月 10 日由外务省、陆军省、海军省、文部省、
内务省、递信省的有关官员组成非正式的情报委员会，策划成立作为国家通
讯社的同盟通讯社。1936 年 7 月 1 日升为内阁情报委员会，负责调整和沟通
分散于内阁各省的情报宣传业务。同年 10 月创办《周报》。翌年改组为*日
本内阁情报部。日本综合计划局大战后期日本首相直辖的幕僚机关。1944 年
9 月 26 日日本内阁会议通过《内阁政策局设置纲要》，其目的决定在内阁首
相领导下，设立担任重要国策的综合规划、调整及考核的机构。后决定该机
关用此名。同年 11 月 1 日起开始工作，同时废止内阁参事官制度。

日本粮食管理法  日本战时管理粮食的法律。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后，由于军需猛增，农业生产力下降，粮食供应日趋恶化。1940 年首先对米
的购销加以统制，后扩大到麦、小麦粉、山芋、大豆和杂粮。1942 年 2 月 21
日公布此法，集过去的《米谷统制法》、《米谷自治管理法》、《米谷配给
统制法》主大成。规定：农民除留一定数量的自用粮外，余均须按规定价格
售给国家；国家设立粮食营团掌管粮食流通，实行定价定量配给供应，过去
由地主控制的流通机构被淘汰，战败后因粮食危机，沿用至 1956 年才完全取
消。

日美协定乙方案  美日谈判期间日本制订的对美谈判最后方案之一。
1941 年 11 月 5 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进行作战准备和外交谈判齐头并进”，
并通过了对美谈判的最后两种方案，在甲方案失败后，即提出乙方案，其要
点为：日、美均不以武力进入东南亚和南太平洋，在荷属东印度互相合作；
恢复两国贸易关系，即解除对日本的经济封锁，供应日本石油；美国不采取
妨碍日本和中国调整关系的行动，即不妨碍日本对蒋介石的劝降活动。乙案
经修订后，于 11 月 20 日送交美方，11 月 26 日美国提出*赫尔备忘录作答，
拒绝了该方案。

日美协定甲方案  美日谈判期间，日本制订的对美谈判最后方案之一。
1941 年皿月 5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进行作战准备和外交谈判齐头并进”，
并通过了对美谈判的最后两种方案。甲方案的内容为：有条件地承认在华贸
易机会均等；日本继续在华北、内蒙、海南岛驻军约 25 年，其他地区的驻军
则在日中和平实现后两年内撤退；日本同意在远东和平确立后，自印度支那
撤军；独立自主地决定《德意日三国军事同盟条约》的适用范围。该方案由
日本驻美大使野村吉三郎于 11 月 7 日递交美方，未被接受。

日满汪共同宣言  正式名称《日满华共同宣言》。1940 年 11 月 30 日
汪伪政府行政院院长汪精卫、日本驻汪伪政权“大使”阿部信行和“满洲国”
参议长臧式毅在南京签订。主要内容为：为建设东亚新秩序，互相尊重主权
和领土完整，善邻友好，紧密提携，形成东亚永久和平之轴心；实现善邻友
好、共同防共、经济合作三原则；根据宣言宗旨，迅速缔结有关协定等。同
日，日本政府宣布日本正式承认以汪精卫为首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中
华民国国民政府”和“满洲国”政府也相互承认。

日本人民反战同盟  日本侵华战争中以在华日军俘虏为主体的反战组
织。1938 年底，由在华北地区的日军俘虏首先组成“觉醒联盟”和反战同盟，
后在中国各地展开。1939 年 12 月 23 日，日本反战作家鹿地亘发起组织西南
支部，1940 年 7 月 20 日在重庆成立总部。同年日共领导人*野坂参三到达延



安，成立延安支部，后又在华北、华中陆续成立 5个支部。1942 年觉醒联盟
和反战同盟等反战团体，联合成立“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提
出反对战争、打倒军阀、打倒天皇制、建设民主的日本等纲领性口号。1944
年改名*日本人民解放联盟。战后解散。

日本人民阵线事件  日本政府镇压国内民主势力的事件。随着侵华战争
的全面展开，日本政府加速国内法西斯化的进程。1937 年 12 月 15 日，当局
以宣传共产国际人民阵线思想、违反治安维持法等罪名在全国进行大搜捕，
拘留 400 多名左翼进步人士。同时解散共产党和工会全国评议会。次年 2月
1 日，当局又以同样的罪名，开除东京帝国大学、法政大学和巢鸭高等商业
学校的教授多人，并逮捕社会大众党的佐佐木更三等 45（一说 38）人。

日本人民解放联盟  大战时期日本的反战组织。前身为*日本人民反战
同盟，1944 年为促成日本民主革命的进行，改名为“日本人民解放联盟”。
至 1945 年春下属有 13 个支部，进行反战活动。战后解散。

日本不予理会声明  日本政府宣布对*《波茨坦公告》“不予理会”的
声明。1945 年 7 月 26 日中、美、英三国发表促令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波茨坦
公告。27 日，日本*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决定，在判明苏联态度之后再对公告
作出明确表态。当天，内阁会议决定报纸刊登《波茨坦公告》时须删节可能”
挫伤国民战斗意志”的词句，并尽量用小字印刷以缩小影响，同时规定政府
不发表任何意见。7月 28 日晨，日本各主要报纸登载了公告的摘要。陆。海
军大臣和统帅部认为政府不表态会涣散民心。在军方的压力下，首相铃木贯
太郎在当天下午例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发表谈话，声称“我认为那份公告不过
是《开罗宣言》的翻版，政府认为并无任何重要价值。只有对它不予理会，
我们只能为战争到底向前迈进”。该“不予理会”的声明遭到外务大臣等人
的指责，认为此举违反了内阁会议的精神。

日本本土决战计划  日本大本营在本土顽抗盟军进攻的计划。1945 年 3
月中旬，盟军日益逼近日本本土，日本大本营陆军省在*《日本帝国陆海军作
战计划大纲》基础上，制订《决号作战准备纲要》。主要内容为：利用美军
远程奔驰的弱点，发挥日本本土地形的优势，动员日本 1亿国民，在本土和
美军进行决战，务求全胜；动用全部残有的海空军实施自杀性的“特攻”，
争取将美军消灭在海上；以陆军为主力，在主要作战地区集中全部地面战斗
力量，向登陆的美军发动总攻，以便决战取胜。该纲要由兵力运用、国内警
备、交通、通讯、兵站等具体计划组成，还附有《关于本土作战的陆海军中
央协定》。该计划表明日本统治集团准备顽抗到底。

日本防卫总司令部  日本战时防卫本土的军队指挥机关。司令部设于东
京。太平洋战争爆发时总司令官为*山田乙三。随着太平洋战争转向恶化，于
1944 年 5 月 5 日变更指挥系统，下辖本土地面部队的骨干东部军、西部军、
中部军及第一航空军的防工航空部队第十飞行师团（东京）、第十八飞行师
团（大阪）、第十九飞行师团（北九州）。总司令官为东久迩宫稔彦。1945
年 2 月 6 日，日本大本营为应付紧迫的战局和薄弱的本土防卫态势，决定撤
销东部军、中部军和西部军，为*日本内地防卫军取代。

日本改造法案大纲  原名《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北一辉 1919 年写
于上海。鼓吹“天皇乃国民之总代表，国家之根柱”；国民若要争取生存，
须动用“天皇大权”，凭借暴力，实行政变，以改造国家。主张建立以军人
为核心的“改造国家内阁”，颁布戒严令，中止宪法，解散国会，废除华族



制和贵族院，根除阶级斗争，禁止罢工，限制资本。认为这是把日本建设成
为世界“最强国家”的必由主路。该书未正式刊行，但油印和铅印本流传甚
广，被日本法西斯分子奉为经典。

日本国家总动员法  日本天皇授权内阁对战争所需的劳动力、资源、资
金和设施等进行统制的法律。1938 年 4 月 1 日公布，以敕令形式把统制权授
予内阁。同年 5月 5日实施，共 50 条。规定在战时统制的物资是：兵器、舰
艇、军需品、被服、粮食、医药品、船舶、飞机、车辆、马、通讯机械、土
木建筑物资、燃料、电力等。统制的范围包括：物资的生产、流通、进出口、
运输、通行、金融、工生、教育、研究、情报、宣传、警备等。还规定，在
必要时可强制实施对国民的征用，规定劳动条件、禁止劳动争议，限制集会、
群众运动、停止报刊发行等。1941 年修订后统制权限进一步扩大，政府有权
独自颁布敕令，强行进行战时动员，完全否定了议会对立法的审议权，增强
了日本的法西斯专制统治。日本战败后，1945 年 12 月 20 日被废止。

日本帝国用兵纲领  日本陆海军整体用兵的基本原则。1907 年首次制
订。1936 年 5 月 1 日，根据新修改的“《日本帝国国防方针》重新制订。强
调采取先发制人的攻势，谋求速战速决。规定对苏作战时，“以迅速击溃驻
远东之敌，并占领所需疆域为目标”；对美作战时，初期作战目标为歼灭美
驻东亚的舰队，攻占吕宋岛及其附近要地以及关岛，在东亚海面伺机歼灭美
国海军主力；对华作战时，初期目标是占领华北要地和上海附近；对英作战
时，初期目标是“歼灭驻东亚之敌，摧毁其活动基地，并歼灭其来自本国的
舰队主力”；在对上述 4国中两国以上为敌时，根据情况尽可能逐次作战。

日本帝国国防方针  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战略方针文件。日俄战争后由
日本（陆军）参谋总长和（海军）军令部长拟定，1907 年经天皇批准。规定
日本之国防以攻势为其特点；俄国为未来的头号假想敌国，美、德、法各国
次之，目标是确保日本在中国大陆的权益；军备以能在东亚对俄、美发动攻
势为标准。俄国十月革命后的 1918 年作了第一次修改。华盛顿会议后的 1923
年作了第二次修改。1936 年 5 月 1 日，第三次修改；确定主要假想敌国为美
国和苏联，同时包括中国和英国；规定陆海军应充实到能控制东亚大陆和西
太平洋地区的兵力，陆军以 50 个师团为基干，并保持 140 个中队的航空兵力，
海军以 12 艘战列舰、10 艘航空母舰、28 艘巡洋舰为基干；指出未来战争可
能是长期战争，但强调增强作战初期的威力，先发制人，以迅速达到战争目
的。同时据此制定”《日本帝国用兵纲领》。

日本海军总司令部  大战末期日本海军的最高作战指挥机关。1945 年 4
月 25 日为组织本土决战而设立。位于横滨市日吉高地。由”丰田副武任总司
令宫，同时兼任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和海上护卫总司令官。面临本土决战时，
由*小泽治三郎接任总司令宫，矢野志加三任参谋长。

日本第十四方面军  亦称“菲律宾方面军”。日本在菲律宾地区作战的
战略战役军团。1944 年 7 月日本大本营决定加强菲律宾地区的防御，下令组
建。下辖第三十五军（含 4个师团和 1个旅团），另 5个师团（内 1个坦克
师团）和 3 个旅团，后又编入 2 个师团。10 月 5 日*山下奉文出任司令官，
企图实施菲律宾决战。失败后，第三十五军退守菲律宾中南部，方面军司令
部移至碧瑶，主力在吕宋岛。1945 年 4 月起吕宋岛同外部联系被切断。9月
3 日山下奉文在碧瑶向美军投降。属下第三十五军官兵在莱特岛、棉兰老岛
和菲律宾中南部被美军各个击破，分别投降。



日汪基本关系条约  全称《日本国与中华民国间基本关系条约》。1940
年 11 月 30 日江精卫和日本驻汪伪政权“大使”阿部信行签订于南京。1940
年 3 月 30 日日本扶植成立汪伪政权后，就策划签订此约。7月 5 日起，日、
汪就缔结条约进行“谈判”。8月 31 日签订草约。11 月 30 日正式签订条约。
主要内容有：“互相敦睦”，消除破坏两国”友谊的因素”，实现文化的“融
合、创造与发展”；日本在蒙疆及华北驻扎军队“共同防共”，汪伪政府为
日本驻军提供各种便利；实行紧密的“经济合作”，共同开发华北、蒙疆、
厦门和海南岛等地的资源；中国领土向日本国民开放。同时还签订了《附属
者定书》、《关于附属者定书的谅解事项》、《附属秘密协约》、《附属秘
密协定》等。此条约和各项附属协定充分暴露了日本变中国为其殖民地的野
心。

日本不介入欧战声明  1939 年 8 月 23 日苏、德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日
本平沼内阁随之垮台，对德不信任气氛高涨。8 月 30 日阿部信行继起组阁，
鼓吹“自主外交”。9月 1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4日阿部内阁发表声明：”
帝国拟不参与这次欧洲战争，专注于解决中国事变”。

日本对内蒙措施要领  日本策划侵占中国内蒙地区的文件。1935 年在
发动*华北事变的同时，7 月 25 日由关东军参谋部制定。指出：“首先设法
扩大和加强内蒙的亲日满区域，随着华北工作的进展，而使内蒙脱离中央而
独立”。并规定政治、军事的措施由关东军执行；文化、经济的措施，在关
东军的统一指导下，由”满洲国”和南满铁道株式会社等组成的机关承担。
还决定策动成立蒙古军政府，妄图使内蒙古脱离中国而成为日本的殖民地。

日本军事特别措施法  人战末期日本为准备本土决战而颁布的非常
法。1945 年 3 月 28 日公布，5月 5日起实施。规定政府在必要时可管理或征
用土地、房屋、各种建筑物及其他工具或物品；可命令或禁止迁移或拆除建
筑物和其他物品；可命令或禁止或限制迁居，也可指定居住地点；可命令或
禁止或限制人员的移动等。

日本军需工业动员法  日本战时动员民间工厂、设施进行军需生产的
法律。1918 年 4 月 17 日公布。规定：政府可以强制使用民间的工厂、设备
来完成军需品的生产、修理、运输等事务。陆海军每年均制定军需工业动员
计划以备实施。1937 年 7 月全面侵华战争开始后，对一部分工厂实施该法。
为使军需动员更加完备，还先后制定*《日本进出口临时措施法》、*《日本
临时资金调整法》、《临时船舶管理法》等，并开展了*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
1938 年由*《日本国家总动员法》取代。

日本经济新体制纲要  日本为准备发动太平洋战争而加强统制经济的
根本政策文件。1940 年 12 月 8 日，近卫内阁会议通过。根据*《基本国策纲
要》，确定以重要产业为中心，推行综合计划经济，加强统制。强调“确立
以日满华为一环，包括整个大东亚的自给自足的共荣圈”，依靠掠夺“圈内
的资源”，“确保国防经济的自主性”。从 1941 年春起至 10 月，先后在钢
铁、煤炭等 9类重要产业中成立了 12 个统制会。在“公益优先”的名义下，
以国家权力强使中小企业服从垄断企业，使整个国民经济彻底转入战争轨
道。

日本战时刑事特别法  太平洋战争期间日本的临时治安立法。太平洋
战争爆发后，日本政府为加强对内的法西斯统治，颁布《战时犯罪处罚特例
法》。后经扩充，于 1942 年 2 月 19 日颁布此法，3月 21 日起施行。共 5章



31 条。规定凡在汀火管制或敌方袭击的情况下，犯有放火、猥亵、奸淫、偷
盗、抢劫、恐吓、骚扰罪者加重判刑；并增立战时“变乱国政”的杀人、伤
害、暴力胁迫、骚扰罪，对防空、通讯、电气、生产事业的破坏罪和生活必
需品的囤积居奇罪等。

日本战时经济协议会  日本政府为发展战时经济、增强作战能力而设
置的谘询机构。1943 年 3 月设立。主要就战时非常法令的实施和战时经济的
运用等问题交换意见，提出切实可行的具体措施。由首相任会长，会员由内
阁顾问组成，首相亦可指定有关大臣参加。当时的内阁顾问为丰田贞次郎（日
铁社长）、大河内正敏（理化学研究所长）、藤原银次郎（产业设备营团总
裁）、结城丰太郎（日本银行总裁）、山下龟三郎（山下汽船会长）、乡古
洁（三菱重工业社长）、铃木忠治（昭和电工社长）等。

日本战时紧急措置法  大战末期日本准备本土决战的非常立法。1945
年 6 月 22 日公布。规定政府在有紧急需要时，可对保障军需生产，保障粮食
及其他生活必需品供应，维持和加强运输通信，加强防卫及维持秩序，进行
战灾的善后处理等事项，发布必要的命令或进行处置，不受其它法令的限制。

日本临时资金调整法  日本战时统制金融的基本法律。1937 年 9 月 10
日公布。为加强对重工业、化学工业的投资，日本政府以调整资金的流向，
减少对轻工业的资金融通，使主转向军工生产，发展军事工业。该法的颁布
是日本转向战时经济的标志之一。1948 年 4 月 7 日废止。

日本重要产业统制法  日本政府帮助建立垄断企业，谋求强化产业统
制的法律。1931 年 4 月 1 日颁布，是滨口内阁在世界经济危机时采取的合理
化政策之一。主要由政府对于重要产业的卡特尔协定给以法定强制力，非卡
特尔企业亦必须服从；协定的变更、取消均由政府通过统制委员会掌握。根
据临时产业合理局的计划，政府指定的重要产业初为纺织、造纸、水泥、制
粉、钢铁等 19 个，后达 26 个。为后来建立总体战体制起了准备作用。随着
战时经济统制的加强，1941 年 8 月 1 日停止执行。

日华新关系调整方针  日本确立以政治诱降为主的侵华战略方针的文
件。日军侵占广州、武汉后，中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1938 年 11 月 3 日，
日本发表对华第二次“近卫声明”，改变以军事进攻为主的政策，采取政治
诱降为主的方针。同月 30 日，御前会议通过此文件，提出在“建设东亚新秩
序的理想之下”，以“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为“日满
华一般合作的原则”（即”近卫三原则）。规定在华北和蒙疆“划定国防上、
经济上的日华紧密结合地区”，在长江下游地带“划定日华在经济上的紧密
结合地区，在华南沿海的特定岛屿上确定日本的“特殊地位”，并以附件列
出了有关的重要项目。

日本今后战争指导大纲  主要制订过三次。（1）日本大本营制订的 1942
年作战方针。在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初期取胜的情况下，日本大本营和政府
联席会议于 1942 年 3 月 7 日通过。其方针为“不断扩大既得战果，加强永远
不败的政治战略地位”，要求”确保占领地区及主要交通线，促进国防重要
资源的开发利用，确立自给自足的势态”，并根据本国的实力和战争形势的
发展，进一步制订更加具体的作战方案。（2）日本大本营制订的 1943 年作
战方针。日本大本营鉴于太平洋战局的急剧恶化，于 1943 年 9 月 15 日制定，
9月 30 日经御前会议批准。主要内容为：全力对付美英战略进攻；防止日苏
战争爆发；促成中国问题解决；与德国紧密合作。同时决定建立*绝对国防圈，



挖掘本国经济实力，加速军火生产，充实海陆空军，采取积极防御姿态，伺
机捕捉敌军主力，争取战局好转。该作战方针并未能导致太平洋战局的变化。
（3）日本大本营制订的 1944 年作战方针。日本大本营为阻止太平洋战局的
进一步恶化，于 1944 年 7 月 21 日制定。主要内容为：加强自菲律宾、台湾、
西南各岛到日本本土和千岛群岛的防御；进行*捷号作战以粉碎盟军对上述地
区的进攻；按原定计划完成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的任务；确保海上交通以保
持日本和各重点防御地区的联系。该方针反映了日本统治集团作垂死挣扎的
意图。

日本进出口临时措施法  日本战时以统制进出口为开端、给予政府广
泛的物资统制权限的法律。1937 年 9 月 10 日颁布。为确保与侵华战争有关
连的经济部门的发展，政府可在必要时限制或禁止进出口，对有关的制造、
配给、让渡、使用、消费事项授权商工大臣发布必要的命令。该法为授权立
法，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实为战时贸易的基本法，与*《日本临时资金调整法》
共同构成侵华战争时期经济统制的支在。1945 年 12 月被废止。

日本-法属印支军事协定  日本和法国*维希政府签订的有关在法属印
度支那北部建立军事基地的协定。1940 年 9 月 22 日在*《松冈-亨利协定》
基础上，由日本驻河内代表与法属印支当局签订。规定日军可在印度支那登
陆及自由过境，同时可使用港口、铁路、印支北部的 3个机场及其他设施，
并有权驻扎 6000 人的军队，以及派遣2.5 万人通过法属印支进攻中国，协定
来曾生效，9月 23 日日军便迅速攻占谅山、同登等城市，侵占了整个印支北
部。

日托米尔-别尔季切夫战役  苏德战争中期苏军发动的进攻战役，*第
聂伯河右岸乌克兰进攻战役的组成部分。1943 年 12 月 24 日至 1944 年 1 月
14 日，由*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实施。*基辅战役后，该部苏军已夺取基辅战略
登陆场，为制止敌人重占基铺并进军南布格河，苏军在 700 公里正面上展开
进攻。12 月 31 日解放日托米尔（Жито-мир），翌年 1月 5日解放别
尔季切夫（Бердичев），共推进 80—200 公里，击溃德军 6个师，
占领了从北面威胁德军东方集团军群主力的有利态势，为尔后合围科尔孙-
舍甫琴科夫斯克（Корсунь-шевqенковский）突出部之
敌创造了有利条件。

日军打通大陆交通线作战  即“豫湘桂战役”。
日本帝国陆海军作战计划大纲  日军 1945 年的作战计划。1945 年 1

月 19 日日本大本营提出，20 日获天皇批准。
主要内容为：（1）方针：以击退盟军进攻和粉碎盟军主力为重点；（2）

大纲：利用现有战略态势，确立坚定的迎击态势；在菲律宾方面尽力牵制美
军兵力，重视中国海周围的作战，在中国大陆改以美军为主要敌人，确保中
国大陆和日本本土的联系，以奇袭、“特攻”（即自杀性攻击）为主要作战
方式，确保交通要道和主要生产部门的安全；（3）制定保卫本土的计划，以
击退美军的进攻、确保本土为重点。

日法共同防御印度支那议定书  日本和法国”维希政府签订的军事协
定。1940 年法国败降后，日本即乘机出兵法属印度支那北部，着手南进夯取
西方国家在东南亚的殖民地。1941 年 7 月 13 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致函维希
政府国家元首兼总理贝当，保证日本尊重法属印度支那的主权，同时要求使
用印支的某些军事基地。此后一方面通过德国向维希政府施加压力，另一方



面又进行军事威胁，迫使维希政府驻印度支那当局于 7 月 23 日签订此议定
书，规定双方在有关“防御”印度支那的各种军事问题上进行合作。此后日
军即进驻印支南部，使东南亚地区局势进一步紧张，并加剧了日美矛盾。

中储券  汪伪*中央储备银行发行的货币。全称“中央储备银行兑换
券”，又称“储备券”或”储银券”。1941 年 1 月发行。币值分一元、五元、
十元兑换券和一分、五分、一角、二角、五角辅币券。流通于江苏、浙江、
安徽、湖南、湖北、福建、广东等沦陷区，成为汪伪搜刮民财、进行经济压
榨的工具。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曾以法币 1元折合中储券 200 元的比
价收兑。

中日战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中日战争也称“第二次中日战争”，
即“中国抗日战争”。

中东铁路  亦称“东清铁路”、“东省铁路”。中国东北地区自哈尔滨
西至“满洲里”、东至绥芬河、南至大连的铁路线旧称。由俄国自 1897 年至
1903 年修筑。日俄战争后，长春以南段为日本占据，称南满铁路。俄国十月
革命后，长春以北段由中苏合办，仍称中东铁路；九·一八事变后，被日本
侵占。1945 年 2 月*《雅尔塔协定》规定恢复苏中共同经营中东铁路和南满
铁路。战后，南满铁路复与中东铁路合并，改称中国长春铁路。根据同年 8
月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长铁路归中苏共有，共同经营，30 年期
满后转归中国。1952 年底苏联将中长铁路移交给中国。

中印公路  即“雷多公路”。
中立法案（NeutralityActs）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美国国会通过的一系列

中立法的总称。随着法西斯国家的侵略扩张，欧亚局势日趋紧张，在*孤立主
义情绪影响下，1935 年 8 月 31 日美国国会通过一项中立法（即*《皮特曼法
案》），禁止将美国武器运往交战国，同时规定不准美国船只运输此种货物，
有效期为半年。1936 年 2 月 20 日，国会又通过一项新的中立法，重申美国
必须对所有交战国实行军火禁运，但承认总统有权决定战争状态是否存在，
有效期至 1937 年 5 月 1 日。由于日本在不宣而战的情况下侵略中国，罗斯福
曾否认中日两国处于交战状态，并据此继续向中国提供军火。1936 年 7 月，
西班牙内战爆发，德、意法西斯进行武装干涉，美国围绕可否对内战双方提
供军火发生争论。1937 年 5 月 1 日，国会再度通过一项中立法，决定对西班
牙禁运军火，扩大了前两个中立法中的某些内容，增加*现购自运的新条款。
1939 年 9 月，大战全面爆发，英法等国政府多方活动，希望美国能修改中立
法。11 月 4 日，美国国会在罗斯福的要求下，通过一项两院联合决议（即 1939
年中立法），废除1937 年中立法中关于武器禁运的条款，允许交战国在“现
购自运”原则下从美国购买武器。至 1941 年 12 月 7 日*珍珠港事变爆发后，
美国参战，该法案遂自动中止。

中村事件  ”九·一八事变前日本间谍侵入中国东北而发生的事件。1931
年 6 月，日本军事间谍中村震太郎（1897—1931）一行6人以农业考察为名，
潜至东北兴安岭、索伦山一带进行军事地理侦察。返途中，为中国屯垦军第
三团逮捕并处死。日本政府借此宣传所谓“满蒙危机”，煽动战争狂热，并
调动军队 7 万至东北各地。9 月上旬，中国国民政府表示希望和平解决，并
对屯垦军第三团团长进行军事审判。日方不肯罢休，意图借此“诉诸武力”。
几天后，发动*九·一八事变。

中英新约  全称《中华民国和大不列颠和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关于取消英



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其有关特权条约》。1943 年 1 月 11 日，中国外交部次长
吴国桢和英国驻华大使”克尔（又称卡尔）在重庆签订。主要内容有：英国
废除在华洽外法权，取消 1901 年签订的《辛丑条约》及其给予英国的一切权
力；交还天津、广州英租界，终止英国在北平（今北京）使馆界及上海、厦
门公共租界所享有的所有行政、管辖等权利；放弃英国军舰驶入中国领水和
任用英籍臣民为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权利；放弃英国船舶在中国领水内沿海
贸易或内河航行的权利；祖界取消后，中国不得取消或以任何理由追究英国
公民及公司或政府在中国国内现有关于不动产的权利。在该约中，英国拒绝
归还根据不平等条约占有的香港和九龙。

中国事变  日本对*七七事变后的全面侵华战争的称呼。初称为*华北事
变。1937 年 9 月 2 日，日本内阁会议决定改称此名。

中国战区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盟国在东亚大陆的最高战略执行机
构。1941 年 12 月 31 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在取得英、荷政府代表同意后，致
电蒋介石提议组织。次年 1月 4日，推举蒋介石为该战区最高统帅。统辖中
国、泰国、越南、缅甸的盟军（后缅甸南部、越南南部改归东南亚战区）。
史迪威、魏德迈先后任战区参谋长。战后，负责接受中国大陆（东北除外）、
台湾及越南北纬 16 度以北地区的日军投降，随后撤销。

中国战场  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后，中国人民在中国本土上进行的
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为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战场。
参见“中国抗日战争”。

中美新约  全称《中华民国和美利坚含众国关于取消美国在华治外法权
及处理有关问题之条约》。1943 年 1 月 11 日由美国国务卿赫尔和中国驻美
大使魏道明签订于华盛顿。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为借助中国抗日力量，美国
政府于 1942 年 10 月 10 日公布取消美国在华领事裁判权及有关特权的公告。
此后，中美经谈判于12 月 31 日就签订新约达成协议，次年 1月 11 日正式签
约。主要内容为：废除美国在华治外法权；取消 1901 年签订的《辛丑条约》
及其有关特权；废止美国在北平（今北京）使馆界和上海、厦门公共租界的
特权；废除美国船舶在中国领水内沿海贸易及内河航行的特权；废除美国军
舰驶入中国领水的特权；中国则不得取消或以任何理由追究美国人（包括公
司及社团）或政府在中国领土内现有关于不动产的权利。

中野正刚（1886—1943）日本法西斯主义理论家。早稻田大学毕业。早
年在《朝日新闻》社任职，曾任该报巴黎和会特派记者。1920 年起当选为众
议员，倡导议会中心主义。1931 年”十月事件后转向法西斯主义，发表《国
家改造计划纲领》，主张缔结德意日三国同盟，并不惜对美一战，成为“革
新派”的代表人物，1940 年任”大政翼赞会常任总务，致力于加强战争体制。
后与东条英机意见不合，于 1943 年 1 月在《朝日新闻》发表“战时宰相论”，
被当局监禁。同年 10 月出狱后剖腹自杀。著有《目击和会》、《世界政策与
远东政策》等。

中央方面军  苏联战略战役军团。1941 年 7 月 24 日在中西部方向上组
建。先后编有 3个集团军。参加斯摩棱斯克交战。同年 8月 25 日撤销。1943
年 2 月在*顿河方面军基础上再次组建。初辖 3个集团军、1个坦克集团军和
1个空军集团军。后陆续编入过 7 个集团军和 1 个坦克集团军。参加库尔斯
克会战、切尔尼戈夫-普里皮亚季河战役。同年 10 月改称*白俄罗斯方面军。
历任司令为库兹涅佐夫（1941.7—8）、叶夫列莫夫（1941.8）。罗科索夫斯



基（1943.2—10）。
中村孝太郎（1881—1947）日本将领。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

1927 年起历任步兵第三十九旅团长、朝鲜军参谋长、中国驻屯军司令官和第
八师团长等职。1937 年短期任林内阁的陆军大臣，后改任军事参议官。1938
年晋升大将。旋又出任东部军司令官和朝鲜军司令宫。1943 年转入预备役，
任军事保护院总裁。后病死。

中条山战役  也称“晋南战役”。1941 年日军在中条山地区对中国军
队的包围战。日军为控制黄河以北地区，进窥豫西，集中 6个师团另两个独
立混成旅团约 10 万人，在航空兵支援下，于 5月 7日开始分四路进攻晋南豫
北之交的中条山地区。中国第一战区和第二战区部队共 7个军（16 个师）进
行抵抗。8日，日军攻占孟县、济源、垣曲。12 日，封锁黄河沿岸各渡口，
随即对中国守军进行围攻。13 日中国守军主力突围。27 日战斗结束。中国军
队阵亡 4.2 万人，被俘 3.5 万人，军长唐淮源、师长石作衡、寸性奇、王竣
等殉职。

中岛今朝吾（1882—1945）日本将领。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炮科及陆军
大学。曾留学法国。历任陆军大学兵学教官、野炮兵第七联队长、东京要塞
司令部参谋、舞鹤要塞司令官。1936 年任东京宪兵司令官。1937 年 8 月任侵
华日军上海派遣军第十六师团长，率部参加侵占济南、保定、石家庄的作战
和上海战役。同年 12 月 13 日入侵南京，参与“南京大屠杀。同年任侵华日
军南京警备司令宫。1938 年 2 月率部侵入平汉铁路北端、济南、徐州、陇海、
合肥、六安，后因伤调回日本任日本中部防卫司令宫。1938 年 7 月任关东军
第四军司令宫。后被编入预备役。1945 年 12 月中国政府曾拟引渡其来华受
审，但其已于 10 月死亡。

中国大本营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军队最高统帅部。1937 年 8 月 12 日，
最高国防会议及国民党党政联席会议决定，蒋介石为陆海空军大元帅，*中国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为战时最高统帅部。27 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授权
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组织大本营，行使最高统帅权，统一指挥全国陆海空军。
后鉴于没有对日宣战，即以军事委员会代替大本营，作为战时最高统帅部。

中国远征军  也称“中国援缅远征军”。抗日战争期间派往缅甸参加对
日作战的中国军队。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积极向西南太平洋进攻。1942
年 1 月 19 日，中国政府应英国当局要求派兵入缅作战。3月中旬成立第一路
司令长官司令部，辖第五、第六、第六十六 3个军 9个师，计 10 万人，由史
迪威指挥。曾入缅在同古、仁安羌、腊戍等地和日军作战。同年 5月失败后，
部分退往印度，部分返回滇西。次年春，重组总部，辖 5个军。1944 年 5 月
11 日，从滇西强渡怒江，再次入缅作战。次年 1月 27 日，与*中国驻印军在
畹町会师，打通中印公路。不久回国。参见“滇西远征军”。

中国青年军  又称“中国青年远征军”。抗日战争后期国民政府招募知
识青年组成的军队。1944 年 8 月，国民政府鉴于*中国驻印军和”中国远征
军的下级干部和特种兵严重缺员，来华作战盟军各部急需翻译，并转移因豫
湘桂战役失败引起的人民不满情绪，决定发起 10 万青年从军运动。广大青年
出于爱国热忱纷纷应征，甄选合格者 12.55 万人，12 月 20 日起陆续入营，
编力 9 个师、2 个团。后编成第六、第九、第三十一军，在缅北对日作战中
发挥过作用。战后，1946 年缩编为 7个师。解放战争时期，部分被中国人民
解放军歼灭或改编，其余退至台湾。



中国驻屯军  日本侵华驻军。1901 年 10 月 24 日日本大本营陆军部制
定“清国驻屯军”编制，由军司令部、北清驻屯各部队，上海驻屯步兵大队
组成，负责“保护帝国公使馆、领事馆及帝国臣民”。1913 年改称现名。1927
年 4 月经改编，由司令部、天津驻屯步兵队、北平驻屯步兵队等联合组成。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增配一年轮换的派遣队，主要分布在天津以北、以
东的铁路沿线。1936 年 4 月广田弘毅内阁决定加强驻军，重新确立编制，将
一年轮换改为永驻制。改编后由田代皖一郎任司令官、桥本群任参谋长，司
令部设在天津，下辖驻天滓部队、驻北平（今北京）部队、分遣队和特务机
关，总兵力为 5774 人。1937 年发动七七事变。同月中旬由香月清司任司令
宫，下辖 4 个师团和 4 个独立旅团、1 个航空兵团，进行侵占平津地区的作
战。由于侵华战线的扩大，1937 年 8 月底日本参谋本部决定向华北增兵，将
其改编成华北方面军。

中国驻印军  抗日战争期间派往印度接受训练和参加对日作战的中国
军队。1942 年 8 月，在缅甸遭到失败的*中国远征军一部退往印度兰姆珈集
结，成立中国驻印军总指挥部，由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任息指挥，罗卓英
副之（后为郑洞国）。以后又从国内调去一批部队，在兰姆珈接受美式训练
与装备。编为新第二十二、第三十、第三十八师，后又扩编为新一、新六军。
辖 5个师。1943 年 3 月起，掩护修筑雷多公路。1944 年发起缅北攻势作战，
8月攻占密支那。次年 1月在畹町与滇西远征军会师。4月，重新打通从腊戍
至昆明的缅滇公路。随即奉调回国。

中国派遣军  大战时日本侵华陆军。为加强对侵华陆军在战略上的统辖
和指挥，1939 年 9 月 4 日，*日本大本营决定成立，23 日下达战斗序列。*
西尾寿造任总司令宫，板垣征四郎任总参谋长。总司令部设于南京。10 月 1
日起行使统帅权。下辖华北方面军和第十一、第十三、第二十一军及第三飞
行集团，第二十一独立飞行队，总兵力约 85 万人。工 940 年 2 月 9 日撤销第
二十一军，成立华南方面军及第二十二军（同年 7月 1日调归大本营直辖）。
1941 年 7—8 月间，撤消华南方面军，编组第二十三军，编入其战斗序列。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兵力减至 50 万人。1944 年 2 月 10 日将第三飞行集团改
编为第五航空军。1944 年 8 月 26 日新设第六方面军（辖第十一、第二十三
和第三十四军），家属其下。1945 年 5 月第五航空军调往朝鲜，仅留下第十
三飞行师团一部，继西尾寿造之后，总司令官为*烟俊六（1941—1944）、冈
村宁次（1944—1945）。1945 年 9 月 9 日冈村宁次在南京向中国政府投降。

中途岛海战  太平洋战争期间日、美海军主力在中途岛附近海域进行的
会战。中途岛（Midwaylslands）为太平洋中部美海空基地，战略位置重要。
1942 年 4 月 18 日*杜立持空袭东京后，日本为消除美空军对本土的威胁，决
定攻占该岛，同时伺机消灭美国太平洋舰队。战役由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
五十六指挥，以南云忠一率第一机动舰队（苍龙、飞龙、赤城和加贺 4艘航
空母舰，2 艘战列舰，3 艘巡洋舰，12 艘驱逐舰）担任主攻，近藤信作率第
二舰队（2艘战列舰、8艘重巡洋舰、1艘轻航空母舰）掩护登陆部队（约 5000
人）入侵中途岛。山本五十六亲率第一舰队（7 艘战列舰、3 艘巡洋舰和 1
艘轻航空母舰）在中途岛西北 600 海里的洋面上接应；同时发动*阿留申群岛
战役，分散美军兵力，并在夏威夷群岛和中途岛之间埋伏潜逛先遣队，阻击
增援的美国舰队，美军通过海空侦察和破译密码，基本掌握日军作战意图。
尼米兹迅速调集由史普劳思斯和弗莱彻指挥的第十六、第十七特遣舰队（包



括约克顿、大黄蜂和企业号 3艘航空母舰、8艘重巡洋舰、14 艘驱逐舰）前
往阻击，同时加强了中途岛的防御。5月 24—27 日，日本舰队依次自本上出
发。6 月 3 日如期开始阿留申群岛战役；同时日本潜艇进入原定阵地，但美
舰已通过，并隐蔽在中途岛东北 300 海里处待机。4 日凌晨，日航空母舰飞
机 100 多架空袭中途岛，但美空军已转移未受损失；同时美中途岛岸基飞机
50 多架攻击日航空母舰亦来得手。南云忠一遂下令舰载机卸下鱼雷换上炸
弹，准备对中途岛实施第二次攻击。7时许美航空母舰接连派出两批飞机（130
余架）发动攻击，10 时许又乘日机将炸弹换装鱼雷之际，一举击沉苍龙、赤
城、加贺 3舰。仅存的飞龙进行还击，重创约克顿号，但在同日下午 5时左
右，又遭企业号和大黄蜂号攻击，于次日沉没。约克顿号则于 6日沉没。惊
悉战况的山本五十六初命令进攻阿留申群岛的北方舰队前来会合，力图挽回
败局，后见战机已失，又取消该令，并决定停止进攻中途岛。7 日，日本舰
队开始返航。此海战日本损失亘型航空母舰 4 艘、重巡洋舰 1 艘、飞机 250
多架；美国损失重型航空母舰 1艘、驱逐舰 1艘、飞机 150 架。至此，日本
在太平洋上转入战略防御。

中太平洋战区（CentraIPacificTheater）美军在“太平洋战争中划分
的战区之一。1942 年 4 月设置。其范围包括赤道以北、北纬 42°以南的太平
洋海域与岛屿，属*太平洋战区领导，由太平洋战区总司令*尼米兹直接指挥。
辖有驻夏威夷的中太平洋基地司令部（CentraIPacifioBaseComnland），负
责太平洋地区美国陆军部队的训练和后勤事宜。

中央集团军群（HeersgruppeMitte）苏德战争中德军的战略战役军团。
1941 年苏德战争爆发前由*B 集团军群司令部改组组建。司令博克（1941.6
—1941.12）、克卢格（1941.12—1943.10）、布施（1943.10—1944.6）、
莫德尔（1944.6—1944.8）和莱因哈特（G.H.Reinhardt，1944.8—1945.1）。
初辖第四、第九集团军和第二坦克集群、第三坦克集群，共 34 个步兵师、9
个坦克师、6个摩托化步兵师、1个骑兵师和 2个摩托化步兵旅，系进攻苏联
的主力军团。集结在戈尔达普（Foan）至符洛达伐（BлOдaBа）一线。战
争初期分南、北两路沿明斯克、斯摩棱斯克对苏军实施钳形突击。1941 年 8
月，分别派出第二和第三坦克集群协同*南方集团军群和*北方集团军群作
战。同年 9月—1942 年 4 月，辖第二、第四、第九集团军和第二、第三、第
四坦克集群，兵力增至 74 个半师（内 14 个坦克师和 8个摩托化师），进行
莫斯科会战。1943 年参加库尔斯克会战。尔后在苏军打击下一再败退。1945
年 1 月改编为*北方集团军群。同年 1月 26 日以*A 集团军群改编重建。司令
先后为哈尔佩（J.Harpe，1945.4—1945.4）和舍尔纳（1945.4—1945.5），
辖 2个合成集团军和 1个坦克集团军，配置在维斯瓦河至奥得河之间。在维
斯瓦河-奥得河战役中主力被苏军击溃，后退入捷克斯洛伐克境内，1945 年 5
月被苏军歼灭。

中央储备银行  *汪伪国民政府中央银行。1940 年 4 月 12 日，汪伪政
府颁布《中央银行筹备委员会章程》。同年 12 月 19 日，通过《中央储备银
行法》。1941 年 1 月 6 日，在南京成立，周佛海任总裁，钱大櫆任副总裁。
发行政府所铸本位市及辅币，经理国库，承募内外债及其还木付息事宜。在
上海、苏州、杭州、蚌埠、羌湖、广州、武汉等地设立支行或办事处。抗战
胜利后被国民政府接管。

中国工合运动  全称“中国工业合作社运动”。抗日战争时期群众性的



经济救亡运动。1937 年七七事变后，新西兰人艾黎夫妇建议以合作社方式从
事工业生产，供应军需民用物品，曾一度得到国民政府支持，拨款 500 万元
作为开发基金。1938 年 8 月 5 日，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在汉口成立，孔祥熙任
理事长，艾黎任技术总顾问，甘肃省民政厅长刘广沛任总干事。次年宋庆龄
在香港发起成立工合国际促进委员会，任名誉主席，扩大宣传，筹募资金。
中国共产党亦给予热情支持。至 1942 年，全国先后建立了西北、东南、西南、
川康、晋豫、浙皖、湘桂滇黔 7 个办事处及下属的 72 个事务所，合作社达
3000 多个，社员 3 万余人，每月产值约 25 万元。工合社不仅赈济难民，安
排流民劳动就业，而且因地制宜，生产大量军用民工产品，包括枪支、手榴
弹、刺刀等，从经济上支持中国的抗战事业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设。1943
年后，由于国民政府不满其民主性质及其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支援，不仅停
止拨款，而且搜捕和杀害其骨干，再加上国统区通货膨胀，工合运动开始由
盛转衰，至 1944 年还能维持生产的工合社仅剩 500 个左右。抗战胜利后继续
勉强维持。新中国建立后，于 1952 年并入全国供销合作总社。

中国方面舰队  日本为进行侵华战争而组建的海军战略战役编队。1937
年 10 月 20 日，以第三舰队和新编的第四舰队组成，由第三舰队司令官长谷
川清任司令长官。1938 年 2 月 1 日又编人新编的第五舰队。后因准备发动太
平洋战争，兵力有所调动。1941 年 9 月 1 日由古贺峰一出任司令长官，下辖
第一、第二、第三遣华舰队和海南警备府。拥有轻巡洋舰 1艘、驱逐舰 3艘、
海防舰 2 艘、炮舰 13 艘，根据地队 5 个。曾参加入侵武汉（1938 年 8—11
月）、广东（1938 年 10 月）、海南岛（1939 年 2—4 月）、南昌（1939 年 2
—4 月）、南宁及其周围地区（1939 年 11—12 月）、浙赣（1942 年 4—9 月）
以及打通湘桂铁路、粤汉铁路南端的作战（1944 年 5 月—1945 年 1 月）。1945
年 9 月日本投降时司令长官为福田良三。

中国抗日战争  通称“抗日战争”；也称“中日战争”。1937—1945
年中国人民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革命战争，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
大战的重要组成部分。1931 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略中国东北，标
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亚洲战争策源地形成。中国人民开始了武装反抗日本侵
略的斗争，在世界上首举反法西斯战争的义旗。由于中国国民政府（国民党
当局）坚持反共内战，奉行对日不抵抗政策，未能形成全国抗战。在西方国
家绥靖政策的纵容下，日本逐步扩大侵略，并同德、意法西斯结成轴心集团。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掀起全国抗日运动高潮，中共倡导和致力建
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平解决＊西安亭变。1937 年 7 月 7 日日本制造*芦
沟桥事变，8月 13 日进攻上海，中国军民奋起抗击，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
作，开始了全民族的全面杭日战争。1937 年 7 月至 1938 年 10 月为战略防御
阶段。日军集中力量实施全面战略进攻，中国国民政府以数百万正规军在正
面战场抗击日军主力。广大爱国官兵浴血奋战予敌重大杀伤，但国民党当局
奉行片面抗战路线，采取单纯防御的战略方针和呆板的阵地战，致使正面战
场节节败退，华北、华中、华南大片国土沦陷。中国共产党提出全民族的抗
战路线，执行持久战和基本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战略方
针，以及外线的速决进攻战的作战原则，领导八路军、新四军等开赴敌后，
创建抗日根据地，开辟了广阔的敌后战场，对日本侵略者构成重大威胁，迫
使日军占领广州、武汉后停止战略进攻。日本的速战速决战略破产。1938 年
11 月至 1943 年 12 月为战略相持阶段。日军在正面战场对国民党当局实行政



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的方针。国民党内汪精卫派公开投敌，在沦陷区
建立伪政权。日军以主力连同伪军连续围攻“扫荡”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
敌后战场成为主战场。战争呈现出内线与外线、正面与敌后、有固定战线与
无固定战线、包围与反包围等犬牙交错以及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斗争
形式交互运用的特殊形态。国民党当局采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在
正面战场牵制日军的同时发动 3次反共高潮。中共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
策，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领导敌后
军民粉碎日伪军的围攻“扫荡”，击退国民党顽固派的“磨擦”进攻，发展
和壮大了人民力量，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中国的坚持抗战，牵制和消
耗了日本陆军的大部和海、空军的部分兵力，打乱了日本法西斯的侵略计划，
迫使它放弃“北进”反苏的企图，支援了苏联对德国法西斯的战争；拖延和
限制了它的“南进”行动，使其在发动太平洋战争后南攻澳洲、西取印度和
在中东与德国会师的企图成为泡影，不仅有力支援了太平洋战争，并且使盟
国得以实行“先欧后亚”战略，首先集中力量打败德国法西斯，1944 年 1 月
至 1945 年 9 月为战略反攻阶段。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发展，轴心国
面临覆灭威胁。日军为挽救其在太平洋战争中的败局，在中国战场发动打通
大陆交通线作战。国民党当局的军队再次大溃退。中共领导敌后抗日军民，
抓住战略上的有利时机，于 1944 年春开始局部反攻。1945 年 5 月德国法西
斯投降。7 月中、美、英发表促令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盟军
在太平洋上进逼日本本土，美国对广岛、长崎投掷原子弹。8 月 8 日苏联对
日宣战，并以百万大军进攻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8 月 9 日，毛泽东发表
《对日寇的最后一战》。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军民对日伪军发动了全面的
战略大反攻。日本于 8 月 15 日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 2 日正式签署投降书。
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从 1937 年七七事变起的 8年抗
日战争，正面战线长达 5000 公里，敌后战场 BO 余万平方公里，双方交战兵
力最高时达 100Q 余万人（中国军队 500 余万，民兵达 200 万，日军近 200
万，伪军 100 余万），中国军队进行会战 22 次，重要战役 200 多次，大小战
斗近 20 万次，歼日军 150 余万人、伪军118 万亲人，中国军队伤亡 380 余万
人，居民死伤 1800 余万人，财产损失 600 多亿美元。中国的抗日战争为世界
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中美白银协定  1936 年 5 月 18 日中国和美国签订的金融协定。1936 年
3 月，中国国民政府为争取美国援助，派出以陈光甫为首的中国市制代表团
前往美国，与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进行谈判，5月在华盛顿签订此协定。规
定：美国政府向中国购买白银 5000 万盎司，每盎司价值 0.5 美元，中国国民
政府将所得款项存入纽约的美国银行，以保持法币 10Q 元等于 30 美元的汇
率。协定使法币依附干美元货币体系。

中国国民救国军  中国东北抗日义勇军之一部。九·一八事变后，1932
年 2 月 8 日，原东北军吉兴旅第三营营长王德林联络当地抗日组织大刀会和
朝鲜革命总同盟团在延吉县小城子成立。王德林任总指挥，李延禄为参谋长，
兵力约 4万人。主要活动于敦化、汪清、密山、三道沟、宁安等地。曾将日
军运存敦化修筑吉会铁路与牡丹江铁桥的材料全数焚毁，还瓦解和争取了一
批伪军。同年 8月，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周保中被聘为总参谋长兼总参议
长。1933 年 1 月 13 日在日军重兵围攻下王德林率一部退入苏联境内，后转
道回国；余部在李延禄、周保中率领下分别成立东北抗日游击军和绥宁反日



同盟军，后成为东北抗日联军的组成部分，坚持斗争至抗日战争胜利。
中国贸易委员会  中国国民政府经营的商业垄断机构。1937 年 7 月成

立，初名贸易调整委员会；由国库划拨 2000 万元作为基金，隶属于军事委员
会。1938 年 2 月转隶财政部，改现名。下设复兴商业、富华贸易、中国茶叶
3 大公司。统辖国民党统治区丝、茶、桐油、猪鬃等主要出口物资的贸易，
实行统购统销，压价从农民和小生产者处购入，高价卖出，从中获取巨额利
润。抗战胜利后撤销。

中国资源委员会  中国国民政府经营官办工业的机构。1935 年 4 月，
由*中国国防设计委员会改组而成，隶属于军事委员会，主管重工业建设、统
制钨锑矿出口贸易，进行战时经济动员之准备等，所属工矿企业共 17 个。七
七亭变后，该委员会隶属于军事委员会第三部。迁重庆后，1938 年 3 月改隶
于国民政府经济部。1946 年 5 月，宜属国民政府行政院。它统制国家许多重
要经济部门，吞并民营工业、渗透地方宫营工业，至 1947 年底支配企业 291
个。形成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在工业方面的垄断地位。

中国援缅远征军  即“中国远征军”。
中美空军混合团  抗日战争期间中美联合空军部队。1943 年 6 月下旬，

中美达成协议，双方备选派人数对等的 3个大队，组成中美空军混合团，由
陈纳德任队长，徐焕升任副队长。10 月中国空军第一、第三、第五大队与*
美国第十四航空队的 3个大队组成混合部队，并于 11 月初进驻桂林基地，开
始作战。参加袭击日本在汉口、广州、香港、台湾、新德、岳阳的空军基地
和日军控制下的平汉、粤汉、陇海、同蒲等铁路线，为盟军夺取在中国对日
作战的制空权作出贡献。

中央情报和行动局（BureauCentraldeRenseigne-mentsetd＇Action，
缩写 BCRA）*自由法国所属情报机构。1940 年 7 月 1 日戴高乐委托*德瓦夫林
组成情报处，专事收集国内情况。1942 年初，该处更名为中央情报和军事行
动局，除收集各种情报外，还开展军事活动，促进国内抵抗运动的发展。同
年 7月，该局易名为中央情报和行动局，不断扩大活动范围，并在阿尔及利
亚设立分局。1943 年 11 月，同*里韦领导的情报和军事安全指挥处合并，建
立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下属的特务总指挥处。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  1938 年 9 月 29 日至 11 月 6 日在延安召开。王稼
祥在会上传达共产国际指示，肯定中共一年来的政治路线。毛泽东代表中央
政治局作《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和会议总结，要求全党同志认真地负起领
导抗日战争的重大历史责任。全会通过《中共中央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
案》，批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全会确定，要不断巩固和扩大抗日
民族统一战线，但不能抛开无产阶级的独立性和一定限度的权利来讲合作，
批判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
决定继续把党的主要工作放在战区和敌后，独立自主地放手组织人民抗日武
装斗争，大力巩固华北抗日根据地，发展华中抗日根据地；要求全党自上而
下地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并善于运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反对教
条主义；鉴于党内右倾投降主义分子违反组织纪律和张国斋由自立中央发展
到叛党的事实，决议采取措施，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和巩固党的团结统一；
决定撤销长江局，在重庆设立以周思来为书记的南方局，在华中敌后设立以
刘少奇为书记的中原局，改东南分局为东南局。全会加强了党在政治上、思
想上、组织上的团结统一，保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去夺取抗战的胜



利。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  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华北地区扶植的傀儡政权。

1937 年 12 月 14 日在北平成立。以汤尔和、王克敏、董康 3人分任者政、行
政、司法委员会委员长。其主体为行政委员会，下设行政、治安、文教、司
法、赈济 5部。辖河北、山西、山东、河南等省的沦陷区与平、津两市。该
政权成立后，为日军提供大量的粮食和资源。1940 年 3 月*汪伪国民政府成
立前夕，改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名义上隶属于汪伪中央，实际上完全由日本
华北驻屯军操纵。1945 年抗战胜利后被解散。

中华民国维新政府  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华中地区扶植的傀儡政权。
1938 年 3 月 28 日在南京成立。梁鸿志任“行政院长”兼“交通部长”、温
宗尧任“立法院长”，任援道、陈群、陈锦涛分任“绥靖部长”、“内政部
长”、“财政部长”。下辖苏、浙、皖三省及南京、上海两个特别市。成立
后即与日本签订《华中铁矿股份有限公司设立要纲》等一系列卖国协定，为
日本掠夺华中资源推行“以战养战”政策提供“合法”依据。1940 年 3 月下
旬宣布解散，合并于*汪伪国民政府。

中华民族革命同盟  中国中间党派的抗日救亡团体。1935 年 7、8 月间，
在*福建亭变中遭到失败的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等在香港成立。创办《大
众日报》为机关报。采取与共产党人合作的立场，反对国民政府的内外政策。
具体行动纲领为：集中一切力量进行民族革命；策动全国海、陆、空军和武
装民众对日作战，恢复失地；推翻南京国民党政权，召集人民代表大会解决
国是；驱逐日本在华势力，没收汉好财产；联合在日本压迫之下的一切民族
与阶级，共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铲除贪官污吏，废除苛捐杂税；争取人民
民主权利等。1936 年放弃“反蒋”口号，宣布实行“联合战线，武装抗日”
的宗旨，愿为“国共合力救亡”负斡旋之责。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于 1937
年 10 月 30 日自行解散。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1945 年8月14日中国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与
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签订于莫斯科的有关两国关系的条约及附属协
定。1945 年 2 月，美、苏两国在*雅尔塔会议达成以中国东北的权益换取苏
联出兵对日作战的*《雅尔塔协定》，美国承担了胁迫中国接受此项协定的义
务。在美国的斡旋下，6月 12 日蒋介石与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会谈。6月
14 日赫尔利奉杜鲁门之命正式将《雅尔塔协定》内容通知蒋介石。6 月 30
日宋子文及蒋经国等赴莫斯科与斯大林等会谈。7 月 14 日宋子文返回重庆。
8 月 7 日王世杰赴苏继续谈判，随后签订此条约。条约规定：双方相互协作
对日作战，彼此给予军事援助，不单独与日本缔结停战协定或和约；战后共
同合作，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不参加反对对方的集团
和同盟，彼此给予一切可能的经济援助。条约附有 2个照会和 4个协定。规
定苏联保证给中国以道义和军需品及其他物资之援助，此项援助完全供给中
国政府；中国长春铁路由两国共有和共同经营；中苏共同使用旅顺口为海军
基地，其防护委托苏联办理；大连为自由港，指定码头及仓库祖予苏联；战
后如外蒙占公民投票决定独立，中国政府承认其独立并以现在的边界为国
界。条约有效期 30 年。8 月 25 日中、苏两国政府批准并在翌日公布了该条
约和有关协定。12 月 5 日双方在重庆举行换文仪式。

中苏互不侵犯条约  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和苏联签订的条约。
1937 年 8 月 21 日，中国外交部长王宠惠和苏联驻华大使鲍戈莫洛夫（ЛИ



МИТРИЙБОГОМОЛОБ）在南京签订。条约有效期 5年，主要内
容为：双方谴责以战争为解决国际纠纷的手段，在处理中苏关系时不以战争
作为国家政策的工具；双方不得单独或联合其他国家对另一方进行侵略，当
缔约一方受一个或数个第三国侵略时，缔约另一方在整个冲突期间，不得直
接或间接以任何行动协助第三国，包括签订任何协定。条约的签订对改善中、
苏关系，反对日本的侵略扩张，维护远东和平有积极意义。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  中国三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中国国家社
会党、中国青年党）三派（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派、全国各界救国联
合会）组成的政治团体。前身为 1939 年 10 月成立的统一建国同志会。1941
年 3 月 19 日在重庆成立。6月在香港正式宣布。10 月发表成立宣言和“对局
主张”的十条纲领。黄炎培、张澜等13 人为中央执行委员。黄炎培、左舜生、
张君励、梁漱溟、章伯钧等 5人为常务委员，推选黄炎培为主席（后由张澜
接任），左舜生为总书记，章伯钧为组织部长，罗隆基为宣传部长。同年 9
月 18 日在香港出版机关刊物《光明报》，梁漱滨兼任社长。该同盟代表民族
资产阶级、开明地主和上层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反对国民政府对日妥协，主
张抗日；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要求民主自由。在国统区爱国民主运动中，
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同盟军。1944 年 9 月 19 日，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10 月
10 日，发表《中国民主同盟对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此后又两次发表
对时局的主张。要求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随着社会基
础扩大，该组织又在西南、西北、华南、华北发展和建立总支部、支部等地
方组织。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一·二八事变后*宋庆龄等为争取抗日民主而发起
组织的进步团体。1932 年 12 月 17 日在上海成立。最高执行机构是全国执行
委员会，宋庆龄任主席，蔡元培任副主席，杨杏佛任总干亭，鲁迅、邹韬奋、
胡愈之、林语堂等为执行委员。下设宣传委员会、法律顾问委员会、营救政
治犯委员会。宗旨为反对国民党当局迫害革命者，营救一切爱国的革命的政
治犯，争取言论、出版、结社、集会等民主权力。次年 1月先后在上海、北
平（今北京）设立分会，曾营救被捅的共产党人罗登贤、廖承志、陈赓以及
作家丁玲、潘梓年，抗议杀害《江声报》记者刘煜生、左翼作家应修人，营
救除独秀以及牛兰夫妇等。与上海其他团体一起组织“国民御侮自救会”，
要求国民政府立即派遣军队开赴东北、华北，收复失地，保卫中国。该同盟
所进行的活动遭到国民党当局的仇视和迫害。1933 年 6 月 18 日，总干事杨
杏佛为国民党军统特务暗杀，该同盟被迫停止活动。

中国抗日军政大学  简称“抗大”。中国共产党创办的军事政治干部学
校。1936 年 6 月建立于瓦窑堡，原名中国抗日红军大学。1937 年 1 月迁至延
安，七七享变后改现名，先后迁移至晋察冀、晋东南，1943 年 3 月又迁回陕
北。毛泽东任教育委员会主席，林彪任校长，刘伯承、罗瑞卿、滕代远、何
长工等先后任副校长。其教育方针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
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校风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先后共
开办 8期，培训学员 29072 人，并在晋冀鲁豫、晋察冀、山东和华中等抗日
根据地建立 12 所分校，培养 20 余万军政干部。抗战胜利后，于 1915 年 10
月迁至东北，改名为东北军政大学。

中国陆军总司令部  中国野战军的指挥机构。1944 年 12 月，魏德迈就
任＊中国战区参谋长不久，为迅速整编、补充在*豫湘桂战役中失利的国民党



部队，以保卫贵阳和昆明，并达到控制的目的，帮助国民政府在昆明成立。
何应钦任总司令，卫立煌、龙云任副总司令，萧毅肃任参谋长，麦克鲁任副
参谋长兼作战司令，齐夫斯基任后勤司令，情报、医药、工程、通讯各部门
均由中美军官联合组成。下辖远征军卫立煌部、黔桂湘边区汤恩伯部、第四
战区张发奎部、滇越边区卢汉部，及社幸明、李玉堂2个集团军，共 28 个军，
86 个师。随后所属部队统一整编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方面军及昆明防
守司令部，接受美国武器装备和训练，成为国民党军队中装备最好，受美国
控制最严的部队。1945 年 8 月，进驻南京，接受侵华日军投降。1946 年 6
月后，改隶于新成立的国防部，由顾祝同任总司令，成为进行反共内战的指
挥机构。

中国联合准备银行  抗日战争期间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中央银行。
1938 年 8 月开始对外营业。总部设于北平（今北京），王时璟为总裁。先后
在天津、青岛、济南、石家庄、太原等地设分行。发行“联银券”，资本共
计 5000 万元。为垄断华北沦陷区的金融，“联银券”逐步禁止原有各种货币
的流通。对国民政府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发行的法币，经两次减
低兑换率后，于 1939 年 3 月禁止流通。汪伪“中储券”发行后，“联银券”
仍在华北流通。日本投降后，被国民政府接收。

中所罗门群岛战役  美军在南太平洋反攻中一次主要的岛屿进攻战
役，据 1943 年 3 月 29 日美英参谋长联合会者训令，美军制订肃清新几内亚
东部和所罗门群岛日军的*硬币的行动计划。此战役为其中之一，由哈尔西指
挥南太平洋美国第三舰队、陆军第十三航空队及 4 个步兵师和海军陆战队 2
个师实施。该地区日本守军约 2个师团，由第八舰队和第十一航空大队支援。
6 月 21 日，美军首先发动*新乔治亚岛登陆战，日军进行增援。为控制海上
交通线，7月 5—6 日和 12—13 日双方进行*库拉湾海战和*克伦班哥拉岛海
战，美军损失略大，但日军被迫中断对新乔洽亚岛的增援。7 月底，日守军
撤往克伦班哥拉岛。8 月 6 日夜，日军增援克伦班哥拉岛的驱逐舰编队与美
舰在韦拉湾海战，3 艘日舰被击沉，近千名日军葬身海底。美军得悉日军克
伦班哥拉岛防御加强后，决定先攻占防御薄弱的韦拉拉韦拉（VellaLavella）
岛，8月 15 日实施登陆成功。日军大本营决定从所罗门群岛中部撤兵，至 10
月 9 日将驻守克沦班哥拉岛上的万余日军撤往布干维尔岛。此战日军死亡约
3000 人，损失军舰 17 艘，美军伤亡千余人，6艘军舰被击沉。

中美桐油借款协定  1939 年中国和美国签订的一项经济协定。七七事
变后，美国欲在*《中立法案》范围内对中国提供一次援助性借款。1938 年 7
月，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同中国驻法大使顾维钧在巴黎就借款问题进行初步
会谈。9 月中国政府代表陈光甫在华盛顿与摩根索进行正式谈判。为避免日
本抗议，美国力图使借款不具“政治性”。12 月 8 日美方提出由中国成立复
兴商业公司，在纽约设立世界贸易公司，以桐油为抵押，向美国进出口银行
借款，并由中国银行担保。12 日美国进出口银行董事会宣布给中国在纽约的
世界贸易公司贷款 2500 万美元购买美国物资，由中国复兴商业公司分 5年运
交桐油 22 万吨，经世界贸易公司在美国出售以偿还贷款本息。15 日罗斯福
总统批准该项借款。1939 年 2 月 8 日，中国代表陈光甫以世界贸易公司董事
长身份，同美国进出口银行在华盛顿正式签订借款合同。

中美航空秘密协定  中国与美国间的军备协定。日本人侵中国东北和华
北后，美国政府为抗衡日本的扩张，同时加强对国民党政府的控制，决定援



助中国。1933 年夏由美国国务卿赫尔同中国驻美公使施肇基签订。规定，美
国将向国民党政府提供飞机、军火，在中国设厂修配军用飞机，并派空军人
员来华任航空学校教官，同时泛美航空公司还取得了中国航空公司百分之四
十五的股权。

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  简称“民先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青年
抗日团体。*一二·九运动后，共青团中央号召爱国青年学生到工农兵中去，
到游击战争中去，实行全民抗日救国大联合。1936 年 1 月初，平津学生组织
“南下扩大宣传团”，到华北农村宣传抗日救国，后为国民党军警强迫解散。
同年 2月 1日，以该宣传团为基础，在北乎（今北京）成立中华民族解放先
锋队，2月 16 日发表宣言，宣布斗争纲领：“动员全国武力，驱逐日本帝国
主义出境；成立各地民众武装自卫组织；成立各界救国会；铲除汉好卖国贼：
打倒傀儡政权；没收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在华财产及汉奸卖国贼的财产，充作
抗日军费；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抗日；联合世界弱小民族及被
压迫民众共谋解放。”在中共领导下，迅速发展为全国性的革命青年组织。
1937 年 2 月在北平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全国民先总队部，
李昌、李哲人、刘导生等为总部负责人。1938 年 4 月在西安召开全国临时代
表大会，各地登记队员达万余人。同年 8月，在国民党当局的压迫下，被迫
解散。

中国工矿调整委员会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国民政府“调整”民营工矿
企业的机构。1937 年 9 月成立。初隶属于军事委员会第三部，1938 年 1 月改
为“工矿调整处”，隶于国民政府经济部。在“调整”口号下，吞并民营工
业，扩大官营工业。采用“接管”、“加入股份”、“共同经营”、“统筹
办理”等方法，对原有或新设的民营厂矿进行合并改组。限制了民营工业的
发展、加强了国家官僚资本在工业上的垄断地位。

中国国防设计委员会  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的国防秘密研究机
构。外称“三元巷 2号”。1932 年 11 月 1 日在南京建立。委员约 50 人，为
社会上学术界知名人士。设秘书厅、调查处、统计处等，主要任务为调查研
究、统计、设计国防设施。工作范围原定为军事、国防、文化、经济及阿政、
原料及制造、运输及交通、人口上地及粮食、专门人才等 8部分。由于人力
和财力的限制，实际只注意了有关国防经济的工矿、交通、粮食、经济财政、
专门人才 5 项，还对定为抗日最后根据地的西北和西南地区进行了总体调
查。1933 年末，增设矿室、冶金室、电气室 3个技术试验制造室。1935 年 4
月，更名为*中国资源委员会。

中国最高国防委员会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国民政府景高决策机构。
1937 年*七七事变后，国民党中央决定暂停中央政治会议，另开最高国防会
议，党政各部首长均参加，每周开会两次，由汪精卫任主席，张群任秘书长。
1939 年 1 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通过决议设置最高国防委员会，统一指挥
全国党政军各个方面并代行中央政治委员会职权。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国民政府五院、军事委员会各部及各部队均直属该委员会。由蒋介石任委员
长，“对于党政军一切事务，得不依平时程序，以命令为便宜之措施”，进
一步集中了权力，强化了国民党的专制统洽。

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  简称“中美合作所”。美国海军和国民政府联
合设立的特务机关，1943 年 4 月 13 日在华盛顿签订协议，7月 1日在重庆成
立。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统局长戴笠任主任，美国海军参谋部情报署战



略处处长梅乐斯（MiltonMiles）任副主任。下设内勤、外勤两部和若干小组。
该所一方面计划在中国沿海及沦陷区建立水雷爆破站、气象报告站、情报侦
察站、电讯侦译站等，从事破坏日军军事设施和日本在华工矿、仓库等工作；
更主要的是由美国提供大量物资，包括美式刑具，在江南一带招募训练忠义
救国军 10 个大队，并在重庆磁器口的白公馆和渣滓洞设立庞大的集中营，逮
捕、残杀大批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1945 年 11 月撤销。

中国抗日战争正百战场  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正规军对日正面
作战的战场。*七七事变后，中国开始了�*2 全面抗战。1937 年 8 月，国民
政府召开国防会议，制定战争指导方案和颁发全国战斗序列，决定依靠现有
军队（陆军 191 个师另 56 个独立旅、海军 66 艘舰逛、空军 305 架飞机），
多线设防，节节抵御，逐次消耗敌人，以空间换取时间，以待国际形势变化，
求得最后胜利。正面战场一度成为抗日战争的主战场。但是，由于国民党惧
伯人民力量壮大，推行片面抗战路线和消极防御战略，再加上军政腐败，至
1938 年 10 月，华北、华中、华南大片国土沦于敌手。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
八路军、新四军挺进敌后，开辟敌后战场，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日军
无力再在正面战场发动大规模战略进攻，遂对国民政府实行政治诱降为主、
军事进攻为辅的方针，汉在湖北西部、湖南、广西南部、广东北部等地保持
军事上的压力。此时国民党执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除使用部分兵
力对日军进行局部战役外，大部分军队处于“避战”状态，而用精锐部队包
围、封锁陕甘宁地区，并先后发动 3次反共高潮。正面战场降为抗日战争的
次要战场。1944 年*豫湘桂战役中，正面战场再次出现大溃退，8个月中，丧
失 146 座城市，7个空军基地和 36 个飞机场，使 6000 万人民陷入日军统治
之下。

中国抗日战争敌后战场  中国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
民军队在日军占领区和空隙地区开辟的战场。抗日战争初期，日军侵占华北、
华中、华南等半个中国。为在战略上配合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更有力地
打击敌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挺进敌后，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
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形成了敌后战场。1937 年 9 月至 1938 年 10 月，在
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和人民战争战略方针指寻下，八路军、新四军迅
速发展到 18.1 万余人，建立了十几块敌后根据地和游击区，使敌后战场逐渐
成为抗日战争的主战场和中华民族坚持抗战反对投降的中流低柱。在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下，敌后军民大打人民战争，不仅粉碎了日伪军的疯狂“扫荡”、
“蚕食”、“清乡”，而且击退了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 3次反共高潮，并在
1944 年对日军开展局部反击、1945 年 8 月全面反攻。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
产党领导敌后军民共作战 12.5 万余次，毙伤和俘虏（含役诚反正）日军52.7
万人，伪军 118.6 万人，形成拥有军队 131 万余人、民兵 268 万余人、近百
万平方公里面积和近亿人口的 19 个解放区，对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起了
决定性的作用。

中美抵抗侵略互助协定  全称为《中华民国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
关于适用 1941 年 3 月 11 日美国国会法案所认为及规定之互相援助以执行抵
抗侵略战争之原则之协定》，亦称《中美租惜协定》；1942 年 6 月 2 日中国
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宋子文和美国国务卿赫尔在华盛顿签订。协定重申”中华
民国之防御及抵抗侵略对于美国之防御关系至为重要”，两国政府商定：“美
国政府将继续以美国大总统准予转移或供给的防卫用品、防卫兵力及防工情



报提供给中国政府”，“中国政府将继续协助美国之国防及其加强，并以其
所能供给之用品、兵力或情报供给之”。根据上述原则，协定签订的同月，
中、美政府代表即在华盛顿签署了数额为 8.7 亿美元的《中美租惜物资协
定》。此互助协定对支持中国抗日战争具有积极意义。

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
的最高组织机构。1937 年 8 月，洛川会议决定成立新的中央军委。由毛泽东、
朱德、周恩来、彭德怀、任弼时、林彪、贺龙、刘伯承、张浩、徐向前、叶
剑英等 11 人组成，毛泽东任主席，朱德、周思来任副主席，萧劲光任参谋长，
杨尚昆任秘书长。1938 年 11 月，补选王稼祥为军委副主席。1943 年 3 月补
选刘少奇为军委副主席。1945 年 8 月 23 日，改称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

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1945 年4月23 日至6月11日在延安举行。
正式代表 547 人，候补代表 208 人，代表党员 121 万人。毛泽东作《两个中
国之命运》的开幕词和《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朱德作《论解放区战场》
的军事报告，刘少奇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大会根据抗日战争即
将进入战略大反攻的形势，决定党的政治路线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
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
主义的中国。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为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和建立民主联合政
府而斗争；同时要严重警惕新的全国性内战和帝国主义干涉的危险。大会通
过的新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统
一的毛泽东思想作为一切工作的指针。选出以毛泽东为首的 44 名中央委员和
33 名候补委员组成新的中央委员会。这次大会使全党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
想的基础上达到空前的巩固和团结，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和人民民主革命
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中华民国政府联合委员会  日本帝国主义策划合并*中华民国临时政
府和*中华民国维新政府的组织。1939 年春，南北两个伪政权头目开始接触，
经过几次会谈，于同年 9月达成协议。20 日，双方在北平（今北京）举行预
备会者，发表联合委员会组织大纲、办事细则及人员名单。王克敏为主任委
员，朱深、温宗尧为常务委员，王揖唐、梁鸿志、陈群为委员。9月 22 日正
式成立。1940 年 3 月*汪伪国民政府成立时宣布解散。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  简称“文协”。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文艺界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体。1933 年 3 月 27 日在汉口成立。老舍、郭沫若、茅
盾、夏衍、郁达夫、巴金、田汉、郑振锋等 45 人为理事，周思来、于右任等
为名誉理事，周扬等 15 人为候补理事，并推举老舍为总务部主任，主持日常
工作。在成都、昆明、桂林、延安、上海、广州等地建立分会和通讯处。出
版机关刊物《抗战文艺》。该会宗旨是：联合全国作家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
义侵略，建设中华民族革命文艺，保障作家权益。曾组织文化工作团、战地
慰问团、服务团、访问团、演剧队和抗敌宣传队等，奔赴正面战场及各敌后
抗日民主根据地，参与抗日救亡的实际工作，并创作了大量鼓舞人民抗日斗
志、激发人民抗日情绪的文艺作品。抗战胜利后，改称“中华全国文艺界协
会”。

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  1936 年 2 月 16 日，中国共产党为挽救因＊
华北事变引起的民族危机和打破国民党军队对陕北根据地的封锁而组织，由
红一方面军主力部队组成，彭德怀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叶剑英
任参谋长，杨尚昆任政治部主任、辖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和红二十八军。



同月 20 日起东度黄河，突破国民党军防线，攻占晋西南和晋西北广大地区，
准备开赴冀察抗日前线。后因国民党军层层堵截，遂于 5月 5日发表*回师通
电，撤回黄河西岸。

中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  中国国民政府军队最高机关。始建于 1925
年 7 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一度取消。1932 年*一·二八事变后恢复，由
蒋介石任委员长兼总参谋长，成为控制全国政洽、军事、经济、文化各方面
的最高机关。1937 年 8 月 12 日，成为抗战最高统帅部，由蒋介石任委员长
兼陆海空军大元帅。下辖军令部、军政部、军训部、政治部、军法执行总监
部、航空委员会、军事参议院以及各战区、各特种部队司令部等，统一指挥
全国陆海空军。1946 年撤销。

中国国民党五属三中全会  1037 年 2 月 15—22 日在南京举行。主要议
程是调整对共产党的关系和研究对日政策。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在会
上提出《恢复孙中山先生手订联俄、联共、扶助衣工三大政策团结御侮案》。
会议通过《关于根绝赤祸之决议案》，声言将武力“剿共”改为“和平统一”，
实际上确定了结束内战、与共产党重新合作的方针。全会仍来确定坚定的抗
日方针，但也表示对日让步“超过忍耐之限度”，只有“出于抗战”一途，
表明国民党开始转变其对日政策。

中国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  亦称《抗日救国六大纲领》。1934 年 4
月 20 日，由中国共产党提出，宋庆龄、何香凝等 1779 人署名，以“中国民
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会”名义发表。共 6条，（1）全体海陆空军总动员对
日作战；（2）全体人民总动员；（3）全体人民总武装；（4）没收日本帝国
主义在华财产及卖国贼等的财产以解决抗日军费；（5）成立工农兵学商代表
选举出来的全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6）联合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切敌人，
结成反日的国际统一战线。纲领表达了中国人民要求一致抗日的强烈愿望，
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中共致国民党五属三中全会电  1937 年 2 月 10 日，中共中央为迅速
促成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国共两党的重新合作，致电*中国国民党
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五项要求：（一）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
（二）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三）召集各党各
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材，共同救国；（四）迅速完成对日抗
战之一切准备工作；（五）改善人民生活。同时声明，如国民党决定以此为
国策，共产党愿作出以下四项保证：（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
之武装暴动方针；（二）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
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三）在特区区域内，
实施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之共同纲领。

中苏美英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  *苏美英莫斯科外长会议文件之一。由
于美国坚持，中国加入了本宣言，由中国驻苏大使傅秉常签署。1943 年 10
月 30 日公布。主要内容为：中、苏、美、英四国决心继续对法西斯轴心国作
战，直至无条件投降为止，并承担使各国人民从侵略威胁下获得解放的责任；
四国保证在受降和解除敌人武装的问题上采取共同行动；根据一切爱好和平
国家主权平等的原则，尽速建立一个国际性组织，以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
战事终止后，四国将不在其他国家领土内使用其军队，并协商对战后军备的
“调节”获得一项实际可行的协议。



中国国民政府自卫抗战声明书  1937 年 8 月 14 日*八·一三事变后第
二天由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宠惠发表。声明在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
后，郑重宣告：中国之领土主权，已横受日本之侵略；《国联盟约》、《九
国公约》、《非战公约》，已为日本所破坏无余；中国决不放弃领土之任何
部分；中国为日本无止境之侵略所逼迫，“惟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之”；
呼吁各国友邦共尽国际条约所负之义务。它表明国民政府开始进行全面的抗
日战争，然尚未对日绝交与宣战。

中国国民政府特种外交委员会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为
应付日军侵占东北引起的危急局势而特设。由戴季陶、宋子文分任正、副委
员长，顾维钧任秘书长，于右任、陈立夫、丁惟汾、颜惠庆、朱兆莘为委员。
11 月中旬该委员会根据蒋介石的意旨，通过《现在处理时局之根本方针》，
作出不与日方直接交涉、一切依赖国联的决策。1932 年*一·二八事变后，
该委员会与英、法、美、德、意五国驻华公使联络，促成丧权辱国的*《淞沪
停战协定》的签署。

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  1938 年 3 月 29 日至 4 月 1 日在武昌
举行。大会在听取政治、党务、军事等报告后，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
修改党章，改国民党总理制为总裁制，推蒋介石为国民党总裁，明确规定他
在全党的领袖地位；决定结束国防参议会，另设国民参政会，延揽各党各派
及无党派人士参加，作为战时最高民意机关；决定取消国民党预备党员制，
设立三民主义青年团。会议使蒋介石的统治权力更为柒中，同时对抗日战争
也起了积极作用。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对日战争宣言  1932 年 4 月 15 日，中华苏维埃共
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发布。主要内容是：控诉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
三省和进攻上海的暴行，揭露国民政府破坏淞沪抗战的行径，正式宣布对日
抗战，号召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众，夺取国民党军阀的武装，组织抗日义勇军，
在苏维埃红旗下进行民族革命战争，将日本帝国主义逐出中国。通电得到了
全国人民的热烈响应，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

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  也称“共赴国难宣言”。由周恩来
起草，1937 年 7 月 15 日在庐山交付国民党中央。9月 22 日，由国民政府中
央通讯社播发。宣言提出匡共两党合作的 3项基本纲领：（1）争取中华民族
之独立自由与解放。首先须切实地迅速地准备与发动民族革命抗战，以收复
失地和恢复领上主权之完整。（2）实现民权政治，召开国民大会，以制定宪
法与规定救国方针。（3）实现中国人民之幸福与愉快的生活。首先须切实救
济灾荒，安定民生，发展国防经济，解除人民痛苦与改善人民生活。宣言重
申共产党的 4项保证（见*中共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电）。宣言的发表是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重要标志。

中国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1935 年 11 月 12—23 日在南京举
行。孙科、张继作党务报告，蒋介石作政治、外交报告，何应钦作军事报告。
19 日，蒋介石作了对外关系的演讲，声称“和平来到完全绝望之时，决不放
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如若日本无止境的进攻，
便只有“听命党国，下最后之决心”。会后蒋介石接替汪精卫任行政院长。
这表明国民政府虽然继续执行对日妥协政策，但亲日派的势力有所减弱，对
日外交方针开始发生变化。大会讨论并通过了召开国民大会及宣布宪法草案
等 12 个议案，选举了中央执行委员 120 人，候补执行委员 60 人；中央监察



委员 50 人，候补监察委员 30 人。
中国工农红军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  1936 年 1 月 25 日，由毛泽东、

周恩来、彭德怀等 20 名红军将领署名发表。主要内容是：揭露南京政府的不
抵抗政策和扼杀东北军的阴谋，肯定了东北军过去抗日的光荣历史，指明抗
日反蒋是东北军的唯一出路。呼吁东北军将士深明大义，抛开一切疑虑误会，
响应红军的抗日号召，并互派代表，共同协商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具
体办法。这一信件对东北军张学良等发生积极影响。4 月 9 日，周恩来与张
学良在延安举行会谈。随后，形成了红军、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三位一体的
西北联合抗日局面。

中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  中国国民政府在华北地区的最高
军事政治机关。1932 年 8 月 16 日，为应付日本侵略看侵占东北后又向热河
进犯的危局，取代北平（今北京）绥靖主任公署而设置。由蒋介石兼任委员
长。旋委任张学良代理。次年 3月 9日，张学良因热何失守引咎辞职，由何
应钦任代理委员长。该会奉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曾主持与日本签署*
《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秦土协定》等丧权辱国条约。1935 年 11
月，华北事变后被迫撤销，另设*冀察政务委员会。

中国工农红军愿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宣言  1933 年 1 月 17 日，由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联名发表。
主要内容是：中国工农红军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 3个条件下和
国内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共同对日作战协定：（1）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
（2）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集会、结社、言论、罢工、出版之自由等）；
（3）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
领土的完整。这是中国共产党最旱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公开宣言。

网敬纯（1890—1973）日本海军将领。毕业于海军兵学校和海军大学。
历任潜水学校教官、舰长。后又次第任海军省调查课长、军务局第一课课长、
军令部情报部长和海军省军务局长等职，主张接近德国。1942 年晋升海军中
将。1944 年 9 月调任镇海警备府司令长官。1945 年 6 月编入预备役。因具体
参与策划日本海军对美作战计划，战后被判处无期徒刑。1956 年假释出狱。

冈田启介（1868—1952）日本首相（1934—1936），海军将领。毕业于
海军兵学校和海军大学。历任海军大学教官、水雷学校校长、海军省人事局
长、舰政局长、舰政本部长、海军次官和横须贺镇守府司令长官。1924 年晋
升海军大将，并任联合舰队司令长官。1927 年至 1929 年任日中内阁的海军
大臣。1930 年任军事参议官，极力促成缔结《伦敦海军公约》，得元老西园
寺公望的赏识。1934 年 7 月继斋藤实组成“举国一致”内阁，扩大对华侵略，
设置对满事务局，通过推行*《广田三原则》，力图攫取中国华北 5省；两次
发表“国体明征”声明，镇压进步势力；1934 年 12 月宣布废除*《华盛顿限
制海军军备条约》；1936 年 1 月又退出伦敦裁军会议，加速扩充军备。1936
年*二·二六事件中遭袭击，幸免于难，后引咎辞职。被列为重臣。太平洋战
争前夕在讨论对美开战时，曾表异议。后又参与策划更替*东条内阁。著有《冈
田启介回忆录》。

冈村宁次（1884—1966）日本将领。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
曾任参谋本部“支那”班班员和中国课课长，驻华武官。在军内与*永田铁山、
*小■敏四郎结成所谓“三本盟约”，企图强化对军队的统制，提高军部的地
位。1925 年任孙传芳的顾问，参与中国内战。看经常浓驻中国，成为陆军省



内的“中国通”。1932 年 2 月任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同年 8月任关东军副
参谋长兼驻“满洲国”武官。1933 年代表日军签订*《塘沽协定》。次年任
参谋本部第二部部长。1935 年曾协同梅滓美治郎签订《何梅协定》。次年 3
月晋升中将后，任第二师团长。1938 年 6 月任第十一军司令官，指挥攻占武
汉。1941 年晋升大将。同年 7月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在当地推行“三光政
策”，屠杀中国人民，同时指挥京汉战役。1944 年 8 月任日本第六方面军司
令宫，率部攻占广西的桂林、柳州等地。同年11 月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
指挥打通大陆交通线作战，宜至战败。日本投降后，1945 年 9 月 9 日作为日
本代表向中国代表何应钦递交投降书。后被蒋介石包庇重用，参与策划对解
放区的进攻，并在 1949 年 1 月被国民党当局法庭宣判“无罪”，释放回国。
1950 年被台湾当局聘为“革命实践研究院”高级教官。后任日本旧军人全国
性组织“战友联”副会长，“日本乡友会联盟”会长。有《冈村宁次回忆录》。

冈部长景（1884—1970）日本文部大臣（1943—1944）。1909 年东京帝
国大学毕业后入外务省。历任对华文化事务局参事官、内大臣秘书官长、亚
细亚局文化事业部部长。1930 年 9 月任贵族院议员。属所谓“革新贵族”。
1935 年 12 月任陆军政务次官，后任翼赞政治会总务。1943 年 4 月至 1944
年 7 月任东条内阁文部大臣，实施法西斯文化统治，支持对外扩张。日本战
败后以战犯嫌疑被捕。后获释。

冈部直三郎（1887—1946）日本将领。毕业于陆军士宫学校和陆军大学。
先在苏联哈巴罗夫斯克（伯力）特务机关工作，后任驻波兰武官，野炮兵第
一联队长、参谋本部演习课课长等职。1937 年侵华战争全面爆发，8 月 31
日出任*华北方面军参谋长。1939 年 9 月任驻蒙军司令官，指挥所部残酷镇
压中国人民的抵抗。后任陆军大学校长。1943 年晋升大将。1944 年 8 月任华
北方面军司令官。同年 11 月继冈村宁次任日本第六方面军司令官，参加指挥
打通湘桂铁路、粤汉铁路南端的作战，但不能挽回败局。1945 年日本战败时
在汉口率部向中国国民政府投降，后在上海病死。

贝文（ErnestBevin，1881—1951）
英国劳工与兵役大臣（1940—1945）。出生农家，后去布里斯托尔当运

货司机。1911 年任码头工人工会助理书记。10 年后把 50 个工会联合成当时
世界上最大的运输和普通工人工会，1922 伍起任该工会总贝文书记。1925
年进入职工大会总委员会，1937 年成为其主席。1940 年 5 月为丘吉尔延揽入
内阁，出任劳工与兵役大臣，并冈村宁次（右）向何应钦（左）递交投降书
成为*英国战时内阁的成员（1940 年 9 月起）。1945 年 7 月至 1951 年任外交
大臣。任内，主张西欧国家的联合，为《布鲁塞尔条约》的签订，北大西洋
公约组织及其他军事集团的建立尽力。

贝尔（LawrenceDaleBell，1894—1956）美国飞机设计师。曾在布法罗
创办贝尔飞机公司。专事飞机设计与制造，他所设计和生产的*P—39 型歼击
机和*P—63 型歼击机，大战期间被美军和盟军广泛使用，并支援苏联。
他设计的美国第一架喷气式歼击机 XP—59A 型，于 1942 年 10 月首次试飞，
但在战时未大量投产和服役。战后，1947 年首次将设计的 X-1 型火箭推进式
试验机在乎飞中突破声障。

贝当（HenriPhilippePétaiu，1856—1951）法国*维希政府元首（1940
—1944）。将领。1878 年毕业于圣西尔军校，并于 1906 年起执教于该校。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因出色指挥凡尔登战役而彼誉为“民族英雄”。战争中
一贯推行消极防守政策以避免伤亡。1918 年 11 月晋升法国元帅。
2年起为陆军总监，曾任最高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防部长等职。1939 年出
任驻西班牙大使，与佛朗哥交往密切。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舌，于 1940 年 5
月奉召回国，就任副总理，极贝当力主张同德议和。6 月出任总理后即令法
军放下武器。《贡比涅停战协定》签订后，将政府迁往南方非占领区小城维
希。7月 10 日，胁迫参、众两院授己以全权，并成立“法兰西国家”，自任
元首。宣扬“劳动、家庭、祖国”，鼓吹所谓*民族革命。10 月 24 日在蒙都
瓦尔（Montoir）会晤希特勒，表示同德国全面合作。12 月，因私人矛盾，
将赖伐尔排挤出政府。次年，又在德国压力下，恢复赖伐尔官职。支持希特
勒的侵苏战争。1942 年 2 月，在*里沃姆审判中，试图为自己开脱导致法国
失败的罪责，反遭占领军当局指责，未果。盟军在北非登陆后，曾命令北非
法军进行抵抗。同月11 日德军进占法国南部非占领区时，听任停战军和海军
被解除武装，终导致*土伦沉船事件。此后授予赖伐尔全权，并指定他为自己
的继承人。1943 年成立*维希民警，大肆镇压抵抗运动；颁布《义务劳动服
务法》，驱使大批青年去德国服苦役。1944 年 1 月 30 日发布“新宪法”。
法国解放前夕，曾试图与戴高乐接触，搞所谓“政权移交”，8月 20 日即被
德军逮捕。9月起关押在德国的西格马林根（Sigmaringen）。1945 年 4 月被
盟军捕获。7月法国最高法院判其死刑，后改为终身监禁。

贝克①路德维希·贝克（LudwigBeck，1880—1944）。德国将领。第一
次世界大战时任集团军参谋长。战后任国防军炮兵团长。1933 年希特勒上台
后，出任陆军管理局军队办公室（实即陆军总参谋部）首脑。1935 年德国公
开宣布扩军后，正式成为陆军总参谋长。1938 年晋升上将。
积极从事扩军工作，但坚持军官团的传统特殊地位，同希特勒发生分歧。1938
年 8 月辞职。后与*戈台勒、*哈塞尔共同成为上层反希特勒密谋活动领导人。
1944 年策划*七二○事件，失败后企图自尽未遂，随即被枪杀。②约瑟夫·贝
克（JázefBeck，1894—1944）。波兰外交部长（1932—1939）。第一次世界
大战时加入毕苏斯基组织并领导的波兰军团。战后曾任驻法国大使馆武官。
毕苏斯基发动政变后，先后任陆军部和内阁办公室主任，1930 年获上校衔。
1932 年路德维希·贝克起任外交部长。1984 年与德国签署《德波互不侵犯条
约》。1938 年 9 月在希持勒的支持下夺取捷克斯洛伐克的切欣（Teschen）
地区。翌年 3 月 15 日捷克斯洛伐克全境沦陷后对纳粹德国的态度始有所转
变，表示反对割让但泽。4月 4—6日出访伦敦，与英国首相张伯伦和外交大
臣*哈里法克斯举行会谈，磋商缔结《英波互助条约》。5月 5日在波兰国民
议会发表演说，反对德国的进一步侵略。8月 25 日正式签订《英波互助条约》。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多次呼吁英法提供军事援助，未果。1939 年 9 月 17
日与内阁逃往罗马尼亚，被罗政府拘留。1940 年 10 月企图逃跑未遂。死于
布加勒斯特附近的拘留地。

贝雷（DonaldColemanBailey，1901—1985）英国工程师。毕业于设菲
尔德大学。1929 年在英国供应部桥梁实验所任职。三十年代末设计出架设军
用桥的方案。大战期间，提出一种强度大、重量轻、可分段预制钢析架的新
的军用桥方案，这种桥被称为“贝雷桥”。由于构件标准化与简单化，现场
易于装配，能用浮舟加长跨度，并可多加析梁增加强度，在 1944—1945 年盟
军欧陆作战中发挥重要作用。



贝内特（HenryGordonBennett，1887—1962）澳大利亚将领。第一次世
界大战期间在欧洲服没，获准将衔。后任澳大利亚第二师师长。曾发表过一
系列关于本国军事现状的文章。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出任澳大利亚第八
师师长。1941 年初率部前往马来亚布防。翌年 2 月，澳军战败投降后被俘。
后脱逃回国，提供了许多有关日军战略战术方面的情报。后任西部司令部指
挥宫，撰写了两种关于战斗训练的手册。1944 年退伍。战后就其被俘脱逃一
事曾受到政府的质询，但被宣告无罪。

贝伦茨（HermannBehrends，1907—1946）德国党卫队保安处高级官员。
早年获法学博士学位。1933 年进入党卫队保安处，后任东部大区保安处长，
获党卫队旅队长衔（相当于少将）。1937 年参与伪造“图哈切夫斯基事件”
的文件，并亲自送交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贝奈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任南斯
拉夫“德意志人援助办公室”头目，进行血腥屠杀，战后在贝尔格菜德伏法。

贝克尔（JosefBürckel，1895—1944）德国驻萨尔-洛林区民政机关首
脑。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任教。1925 年弃教在家乡组建纳粹党地方
组织，翌年任该党莱茵兰-普法尔茨大区领袖。后为国会议员（1930—1944）。
1934 年任德国驻萨尔区全权代表，翌年该区归还德国后任中央专员。1938
年 4 月 23 日任奥地利总督和纳粹党维包纳大区领袖，受命在一年内使奥地利
的政治、经济和文比统一于德国。1940 年任萨尔一洛林区民政机关首脑，任
内将 10 万法籍民众遣送法国维希政府管辖区。1944 年 9 月自杀。

贝利亚（ЛаврёнтнйпавдовичВерия，1899—
1953）苏联内务人民委员（1938—1953；1946 年起为内务部长）、人民委员
会副主席（1941—1953；1946 年起为部长会议副主席）。1917 年加入俄国社
会民主工党（布）。长期在外高加索担任治安和党政要职。1934 年当选为联
共（布）党中央委员。1938 年 7 月调往莫斯科，任苏联第一副内务人民委员，
4个月后升任内务人民委员。1939 年当选为联共（布）党中央政治局候补委
员。1941 年 2 月被任命为人民委员会副主席。苏德战争爆发后，成为国防委
员会成员，负责后方保卫和军工建设工作。1944 年 5 月升任国防委员会副主
席。次年 7月被授予苏联元帅衔。1946 年当选为联共（布）党中央政治局委
员（1952 年改称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1953 年斯大林逝世后，任苏联部长
会议第一副主席兼内务部长。同年 7月被逮捕和解除党政一切职务、开除出
党。不久被处决。

贝林格（SigmungBerling，1896—1980）波兰将领。长期在军界服役。
1939 年获中校衔，任团长，率部抵抗德军的入侵。波兰沦亡后，避难苏联。
1941 年加入*安德尔斯组建的波兰军队，次年拒绝随军去伊朗。1943 年出任*
柯斯丘什科第一师师长，晋升少将，指挥列宁诺村的战斗。积极参加波兰爱
国者联盟的活动，历任波兰第一军军长，波兰第一集团军司令，波兰人民军
副总指挥等职。战后曾任波军总参学院院长，1953 年退役。

贝奈斯（EdvardBene ，1884—1948）捷克斯洛伐克总统（1935—1938，
1946—1948）。就读于布拉格和巴黎等地的大学，后在布拉格大学任教。第
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领导复国运动。1918 年起历任外交部长、总理，参加凡尔
赛和会，接近英、法，倡导建立小协约国。希特动上台后，支持欧洲集体安
全体系。1934 年与苏联建立外交关系，并于次年签订《苏捷互助条约》。1935
年底出任总统。苏台德危机时，未敢发动人民抗德，疑惧苏联，屈服于英、
法压力于 1938 年 9 月签署《慕尼黑协定》，遂辞去总统职，并流亡国外。第



二次世界大战贝奈斯爆发后，在法国建立捷克斯洛伐克民族委员会，筹组军
队。1940 年法国沦亡后避难伦敦，任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政府首脑，支持同盟
国，抗击德、意。1942 年拒绝波兰流亡政府成立两国联邦的建议。1943 年底
赴莫斯科签订《捷苏友好、互助和战后合作条约》。1945 年 3 月在各派爱国
力量的推动下，与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斯洛伐克民族委员会共同组成捷克
斯洛伐克民族阵线，4月任民族阵线政府首脑。战后，1946 年当选为捷克斯
洛伐克共和国总统。1948 年下野。著有《德国和捷克斯洛伐克》、《战时回
忆录》等。

贝格尔（GottlobBerger，1896—1975）德国党卫队高级官员。早年任
体育教练，二十年代加入冲锋队。1935 年加入党工队。1938 年任党卫队中央
技术管理局补充处处长，负责招收新队员，并参与组建和扩大武装党卫队。
1940 年任党卫队中央技术管理局局长，获党卫队地区总队长衔（相当于中
将）。翌年任希姆莱的党卫队军事事务参谋长和党卫队办公厅主任。1942 年
7 月起任希姆莱与德国东方占领区事务部之间的联络官。1943 年 8 月任国会
议员。同年任德意志-克罗地亚协会和德意志-佛兰芒研究会主席。1944 年 8
月在斯洛伐克境内指挥作战，同年 10 月任战俘管理总监，大肆血腥屠杀。战
后 1949 年 4 月被纽伦堡美国军事法庭判处 25 年徒刑。1951 年获释。

贝斯特（WernerBest，1903—）德国驻丹麦占领区总督。早年攻读法律。
1927 年获法学博士学位。纳粹党执政后先后任黑森邦警察局长、黑森邦首
脑、盖世太保首席法律顾问和盖世太保第一处处长。1936 年底代表盖世太保
与卡纳里斯签订代号为“十诫”的协议，划分盖世太保同*阿勃韦尔的职权范
围。大战爆发后，自 1939 年 9 月—1940 年 6 月任*德国中央保安局第一处处
长，参与波兰境内的屠杀。1940 年 6 月—1942 年 11 月任驻法国占领区行政
管理部门头目，大肆镇压法国抵抗运动。1942 年 11 月起任驻丹麦占领区总
督，极力维持法西斯统治。战时获党卫队地区总队长衔（相当于中将）。战
后于 1948 年被丹麦法院判处死刑，后改为 5年徒刑。1951 年获释。1958 年
被柏林非纳粹化法庭判处罚款 7万马克。1969 年 8 月被控在大战期间从事大
屠杀入狱，1972 年因健康原因获释。著有《德国警察》。

贝鲁特（BoleslawBierut，1892—1956）波兰抵抗运动领导人之一，波
兰工人党创始人。1912 年加入波兰社会党。1918 年参加波兰共产党。二十年
代在共产国际执委会工作。1933 年任波兰红色援助委员会中央书记。
9 年 9 月参加华沙保卫战，抗击德军。波兰沦亡后，在国内积极组织抵抗运
动，与德国占领者展开斗争。1942 年参加创建波兰工人党，次年任党中央委
员。1944 年 1 月当选为波兰全国人民代表会议第一任主席。同年 7月领导组
建*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全国解放后，先后担任波兰人民共和国总统和国务
委员会主席，部长会议主席，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主席，党中央第一书记等
职。

贝尔纳斯（JamesFrancisByrnes，1879—1972）美国国务卿（1945-
1947）。民主党人。早年当过律师。1911 年被选为众议员。1930 年入选参议
院。大战全面爆发后，支持罗斯福对武器实行“现购自运”，反对孤立主义，
在国会极力策动通过*《租借法案》。1941 年 6 月—1942 年 10 月任最高法院
法官。1942—1943 年任经济稳定局局长。1943—1945 年出任国防动员局局
长。对战时美国国内经济事务起重要作用，是罗斯福国贝尔纳斯内事务的得
力助手。1945 年初随罗斯福出席雅尔塔会议。同年 7 月接替*斯退汀纽斯为



国务卿，出席波茨坦会议。战后支持杜鲁门遏制苏联和进行冷战。1951—1955
年任南卡罗来纳州州长。著有回忆录《老实话》和自传《毕生所有》等。

贝弗里寄（WilliamHenryBeveridge，1879—1963）英国经济学家。生
于印度。早年就读于牛津大学。曾任救济院长助理、劳工介绍所长、粮食部
常务次官等职。1937 年被选任牛滓大学的大学学院院长。毕生研究失业原因
及其对策。1942 年应政府邀请主持一个专家委员会考察现存的社会保险体
制，12 月提交并出版题为《关于社会保险及其相关设施的报告》，被称为*
《贝弗里奇报告》，对加强英国必胜信念发生作用，并在战后成为工党内阁
（1945—1950）时期一系列社会立法的基础。著有自传《权力和影响》和《十
二世纪到十九世纪英国的价格和工资》（第 1卷）等。1946 年受封男爵。

贝纳多特（CountFolkeBernadotte，1895—1948）瑞典外交家。古斯塔
夫五世（GustavV）之侄，伯爵。1918 年加入瑞典陆军。后为国际红十字会
副会长和瑞典红十字会副会长。大战期间为交战双方交换战俘做了大量工
作，并从德国集中营救出近 2万名关押者。1945 年 4 月曾为希姆莱向美、英
转达德国准备在西线无条件投降的请求，遭拒绝。战后 1948 年受联合国安理
会委托充当中东和平的调解者。同年被犹太极端分子暗杀。

贝恩哈德（Bernhard，1911—）荷兰将领。生于德国，为霍亨索伦王室
成员，亲王。毕业干柏林大学。1937 年与荷兰公主朱丽安娜（Juliana）结
婚，封尼德兰亲王。1940 年 5 月德军入侵荷兰后，经法国流亡伦敦。同年底，
被荷兰流亡政府任命为荷军驻英联络官，积极开展外交活动，多次出访美国
和非洲等地。1944 年获上将衔，出任荷兰武装抵抗力量司令，返回本上致力
于军队的装备和组建。翌年 5月 5日接受驻荷德军的投降。战后曾任陆军总
监及国防委员会主席等职。

贝萨会议  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倡议召开的首届反法西斯民族解放代表
大会。1942 年 9 月 16 日为促成统一战线的建立，阿共邀请国内各阶层代表，
在解放区的贝萨（Peza）举行大会。会议决定：建立*阿尔巴尼亚民族解放阵
线和在各地成立民族解放委员会，团结各派爱国力量，促进反法西斯的民族
解放斗争的新高涨。会议选举产生了民族解放总委员会。

贝尔加米尼（AlbertoBergamini，1871—1962）意大利新闻记者。1901
年在罗马出版《意大利日报》，宣传沙文主义，支持意大利参加第一次世界
大战。战后初期赞同法西斯制度，后转为反对派。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坚持
反对墨索里尼的立场，1942 年起与博诺米、德加斯侗利等人建立秘密联系。
1943 年 7 月曾与巴多里奥和王室成员共商推翻墨索星尼的政权。墨索里尼下
台后，重新主持《意大利日报》。同年 9月德军入侵罗马时被捕，后脱逃至
梵蒂冈避难。战后为参议员。

贝尔格拉夫（EivindJosefBerggrav，1884—1959）挪威主教。1937 年
为奥斯陆主教。1940 年 4 月德军入侵后，初为行政委员会委员，试图通过合
法形式，反抗德国占领。行政委员会被解散后，促成社会党人和工会的合作。
建立全国第一个抵抗组织。1941 年起与其他 6名主教，不断发表公开信，抗
议德国占领当局和吉斯林政权的暴行。翌年 2 月辞职，4 月被捕入狱，但从
未停止斗争，并与德国抵抗组织建立联系，赢得了本国人民的爱戴和尊敬。
战后继续从事教会活动。

贝都阿尔特（Marie-EmileBetnouart，1889—？）法国将领。1912 年
毕业于圣西尔军校。1934 年任驻南斯拉夫武官。1940 年 4 月晋升准将，率远



征军赴挪威作战，明攻占纳尔维克（Narvik），后被迫撤回。法国败降后，
被维希政府调往摩洛哥服役。1942 年夏与*吉罗取得联系，并于 11 月策应盟
军在北非登陆。同年12 月率代表团赴美国商谈接受军援问题。后出任 B集团
军第一军军长。1944 年 8 月在法国南方登陆，经阿尔萨斯进入德境。战后任
驻奥地利法军司令。1949 年晋升上将。著有《战争回忆录》。

贝萨式机枪（Besa）英国坦克和装甲车辆用机枪。由捷克斯洛伐克布尔
诺兵工厂设计，Vz-53 式为 7.92 毫米口径，VZ-60 式为 15 毫米口径。1938
年由英国政府购买专利，交 BSA 公司制造，并重新命此名。大多用作坦克武
器，15 毫米口径的亦用于装甲车辆。

贝尔纳斯科尼（MarioBernasconi，1892—？）意大利空军将领。曾率
意大利空军参加侵略埃塞俄比亚的战争。1937 年 5 月—1938 年 12 月，指挥
空军武装干涉西班牙，轰炸共和军驻守的城市和交通线。大战爆发后，任空
军研究和试验部主任。1942 年起任空军副参谋长，力图改善各种战斗枫的质
量，但效果甚微。不久调任空军第五军军长，在北非作战屡败，1943 年 4 月
被解职。

贝弗里奇报告  全称《关于社会保险及其相关设施的报告》。1942 年
由英国政府以*贝弗里奇为主席的专家委员会提出，故名。强调要为英国公民
提供一个“从摇篮到坟墓”的全面社会保险制度，给予失业者、残疾人、退
休和军队转业者、孕产妇、儿童和孤寡以津贴，并实行全民保健服务。报告
对加强英国人民的必胜的信念发生作用，并成为战后工党内阁（1945—1950）
时期一系列社会法令的基础。

贝达富姆之战  1941 年 2 月英军追击北非意军的战役。英军奥康纳部
在*西迪巴拉尼之战后，乘胜追击，于 1941 年 1 月连克巴尔迪亚（Bardia）、
图卜鲁格。2月 3日，侦知意军正要放弃班加西，退至阿盖拉（Agheila）以
堵塞自昔兰尼加通向的黎波里塔尼亚的咽喉地带时，奥康纳决定横越沙漠赶
到贝达富姆（BedaFomm）截击敌人。4—5日，英军第七装甲师先头联队跃进
170 英里，到达滨海公路。6日，英军以机动灵活的战术毁伤分批夺路而来的
意军坦克 100 余辆，迫使意军成批投降，共俘获意军 2万人，大炮 260 门，
坦克 120 俩。7 日和 9 日，英军又克班加西和阿盖拉，昔兰尼加境内的意军
全部被肃清。

贝希特斯加登（Berehtesgaden）德国小城镇。位于巴伐利亚邦东南部
德奥边境附近。1933 年人口 3919 人，附近有岩盐矿。该镇因 1935 年后希特
勒在附近上萨尔茨山（Obersalzberg）山上建造别墅*伯格霍夫而闻名。

贝帝埃式步枪（Berthier）1939—1940 年法国步兵基本武器。由法国
兵器设计师贝蒂埃（AndreBerthier）主持设计，故名。1890 年首次生产，
经多次改进，分别推出 1902 式和 1907 式。1934 年参照毛瑟枪结构最后定型，
枪管口径 7.5 毫米，弹夹携弹 5发。

贝尔格莱德轰炸  德国空军对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莱德的狂轰滥炸。
1941 年 3 月 26 日夜贝尔格莱德发生政变，推翻了刚于前一天签字参加轴心
国集团的摄政保罗亲王（PrincePau1，1893—1976）的政府。希特勒认为这
一事变不仅危及德国在巴尔于的侵略计划，也是对他本人的侮辱，叫嚷要进
行报复，遂于 27 日下令立即准备对南斯拉夫全面入侵。同时制订代号为*惩
罚的轰炸贝尔格莱德的计划。4月 6日开始接连 3昼夜，德国出动飞机约 500
架，对该城狂轰滥炸，共炸毙平民 1.7（一说 1.5）万亲人，全城夷为瓦砾。



贝尔格莱德战役  苏德战争后期苏军发动的进攻战役。1944 年 9 月 28
日至 10 月 20 日，由*乌克兰第三方面军与＊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保加利
亚祖国阵线军队协同实施。南斯拉夫境内敌军总数约 57 万人。9月底，苏军
进抵保南边界，同时保军在保、甫、希（腊）三国交界处展开，此前南军己
解放了大片国土，从而构成对贝尔格莱德的进攻态势。据苏南、保南共同作
战协议和计划，苏、保军队相继进入南境作战，先后强渡摩拉瓦河和多瑙河，
于 10 月 20 日会同南军解放贝尔格菜德，并切断德军退路，粉碎德军塞尔维
亚集群，重创“E”集团军群，为南斯拉夫全国解放奠定了基础。经苏军总参
谋部 1987 年审定，列为苏联卫国战争中的 51 个战略性战役之一。

贝尔赛克灭绝营  纳粹德国灭绝营之一。位于波兰卢布林市附近的贝乌
热茨（Belzec，德语发音“贝尔赛克”）。原为劳动营，1942 年 3 月在波兰
总督府灭绝营总监*格洛博克尼克主管下改为灭绝营。内设置 6个毒气室，专
用于屠杀犹太人。初用内燃机废气系人，1942 年 8 月首次使用*齐克隆-B 杀
人。估计每日可杀 1500 人。存在期间共杀害约 60 万人。1943 年秋撤销。

贝诺阿斯特-墨钦（JaequesBenoist-Méchin，1901—）法国合作主义分
子。初从事新闻工作，鼓吹法西斯主义。法国败降后，参加*法兰西人民党。
1940 年 12 月曾陪同*达尔朗会见希特勒。1941 年出版《四十年代收获》一书，
吹捧贝当及其*民族革命。1941 年 2 月任负责德法关系的国务秘书，参加签
署《巴黎议定书》的谈判。

年 1月曾建议维希政府向美、英宣战，4月又协助赖伐尔复任总理。1947
年被法国最高法院判处死刑，后获赦免。

贝希特斯加登会谈  张伯伦为解决捷克斯洛伐克苏台德区问题同希特
勒的第一次会谈。1938 年*五月危机之后，英国决定对捷政府施加压力，迫
其对纳粹分子让步，以便为*普遍绥靖敞开道路”。9 月 12 日希特勒指使苏
台德区纳粹分子暴动，借此在边境集结德军，再次制造危机。9月 15 日张伯
伦匆忙飞赴德国的贝希特斯加登（Ber-chtesgoden）会晤希特勒。会谈历时
3 小时左右，其间希特勒声称苏台德区德意志人备受虐待，要求立即将该地
区交与德国，否则不惜一战；张伯伦表示他本人同意苏台德区脱离捷的原则，
但须与英国内阁及法国政府磋商。9月 16 日张伯伦返伦敦后立即召集内阁会
议。9 月 18 日又举行英、法政府领导人伦敦会议，一致决定压捷对德让步。
19 日，英、法政府向捷提出割让苏台德区的照会。21 日英国又向捷发出最后
通牒式的照会，捷政府被迫接受。翌日，张伯伦飞赴戈德斯堡会晤希特勒。

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  纳粹德国集中营之一。1943 年 7 月建于德国北
部贝尔根-贝尔森（BergenBeken）村附近。部分为战俘营，部分为犹太人转
运营。初规模较小，后逐渐扩大，至大战结束时能关押 4.1 万人。无毒气室，
囚禁看常因疾病、饥饿致死，或遭枪杀，共有 3.7 万人罹难。1945 年 4 月幸
存者被英军解救。

内格林（JuanNegrin，1894—1956）西班牙社会党领导人、共和政府总
理。生物学家。早年曾在马德里大学任教。1929 年加入社会党。1931 年进入
议会。1936 年任财政部长。西班牙内战期间，1937 年 5 月出任总理。为抵抗
法西斯叛乱分子及德、意武装干涉者，在西班牙共产党人支持下，实行某些
社会改革政策和军亭政策。1938 年 4 月改组政府，兼任国防部长，并提出“十
三条”抗战纲领。内战后期消极动摇。1939 年 2 月 9 日，率政府迁往法国，
两天后又返回马德里。同年 3月 6日，马德里发生军事政变后逃亡巴黎。后



又流亡英国和美国。曾任共和国流亡政府总理，1945 年辞职。
内田康哉（1865—1986）日本外务大臣。1887 年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后入

外务省。历汪驻华公使，驻奥匈帝国、美国和俄国大使。自 1911 年起，先后
五次出任外务大臣，其间主持制定日本出席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的外交方
针，决定从西伯利亚撤兵，并代表日本签署*《非战公约》。日本入侵中国东
北后推行“焦土外交”（即“不惜以国家为焦土亦要承认‘满洲国’”）的
扩张政策，退出国际联盟。曾因推行侵略外交有功，先后封为男爵和伯爵。
1930 年被敕选为贵族院议员。后病死。

内华达号战列舰（Nevada）美国战列舰。建造于 1914 年。排水量 2.95
万吨，航速 20.5 节，乘员 1300 人，配备 14 英寸火炮 10 门。珍珠港事变中
披日机鱼雷击中舰首，受重创。后经修复改装，调美国大西洋舰队服没。1944
年 6 月参加诺曼底登陆战役。同年 8月参加法国南部登陆战役。1945 年重赴
太平洋海域，参加冲绳岛战役。战后于 1946 年 7 月作为试验船，参加美国在
比基尼岛海域的原子弹水下爆炸试验。

内蒙古自治运动  日本在内蒙古的侵略活动。1936 年 2 月 12 日，在日
军的煽惑和支持下，内蒙古西部各盟首领*德王（德穆楚克栋鲁普）叛国投日，
在苏尼特右旗成立蒙古军总司令部。5月 12 日在嘉卜寺（今德化）正式成立
蒙古自治军政府，德王任总裁兼蒙古军总司令，并改元易帜，以成吉思汗年
号为纪年，以红、黄、白三色旗为“国旗”。1937 年 10 月 28 日又改组为*
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在日本特务机关操纵下，先后与“满洲国”及*冀东防共
自治政府缔结协定，互结同盟，并一再出动蒙古军进犯绥远等地，充当日军
侵华前驱。

内雷特瓦河之战  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粉碎德、意军围攻的一次战役。
1943 年 1 月德、意占领军调集 8万亲人对南人民解放军发动第四次围攻，代
号“白色-1”（Weiss-Ⅰ），企图围歼在西波斯尼亚和克罗地亚解放区的南
军 9个师另 3个旅（约 2.5 万人）。1月 26 日德军从西北突破南军防御，进
逼比哈奇（Biha■）。南军在铁托指挥下，以一部在西北阻敌，掩护主力向
东南的内雷特瓦（Neretva）河中游地域突击。2 月 16 日南军开始进攻，击
溃正面的意军，于 20 日前出至内雷特瓦河畔。德军连忙实施“白色-2”计划，
以 4个德国师向东南围攻南军。南军主力及中央医院（伤病员 4000 人）受到
严重威胁。3月 6—15 日甫军多次实施反突击，并先后组织强渡内雷特瓦河，
终于胜利粉碎敌军围攻，转移至黑山和南塞尔维亚地区。

[丿]

午城战斗  抗日战争初期八路军抗击日军进犯陕甘宁边区黄河河防的
战斗。1938 年春，日军占领临汾后，分兵 5000 亲人向大宁西进，企图抢占
马斗关等黄河渡口，侵犯陕甘宁边区。3 月 14-18 日，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
三四三旅及汾西游击队，于大宁以东的午城、井沟地区截击，先后歼敌干余
人，缴获骡马 800 余匹，击毁汽车 79 辆，切断了蒲（县）大（宁）交通线，
迫使日军停止进犯河防，保卫了陕甘宁边区，并为开辟晋西南抗日根据地奠
定了基础。

牛岛满（1887—1945）日本将领。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1918
年任西伯利亚派遣军野战交通部参谋。1933 年在陆军省供职，后参加侵华战



争，1938 年任步兵第三十六旅团长，率部进攻武汉。后历任预科士官学校校
长、第十一师团长、陆军士官学校校长。1939 年晋升中将。1944 年任第三十
二军司令宫，翌年 4月奉命防守冲绳岛，抵抗登陆的美军，造成美军和当地
居民的重大伤亡，战败时自杀。死后追封大将。

牛赖特（KonstantinFreiherrvonNeurath，1873—1956）德国外交部长
（1932—1938）、德国驻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长官（1939—1943）。早
年进入外交界，历任驻伦敦总领事、驻土耳其参赞、驻丹麦公使、驻意和驻
英大使。1932 年起相继任*巴本、*施菜彻尔和希特勒政府的外交部长。希特
勒上台次日便加入纳粹党和党卫队，积极推行纳粹的侵略外交。1938 年转任
不管部长、纳粹政府咨询委员会（秘密内阁会议）主席和国防委员会委员。
1939 年 3 月希特勒侵牛赖特占整个捷克斯洛伐克后，被委为驻波希米亚和摩
拉维亚保护长官。在当地推行德意志化，实施法西斯统治，并把捷克斯洛伐
克工业纳入德国军事生产的轨道。因未获希特勒的信任，从 1941 年 9 月起“休
假”。1943 年 6 月获党卫队副总指挥衔（相当于上将），8月正式离职。战
后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受审。1946 年 10 月，以共同策划或密谋、破坏和
平罪、战争罪和违反人道罪，判处 15 年徒刑。1954 年因健康状况不佳而获
释，定居联邦德国。

子榴弹（Grenade）*盟国第二十一集团军群所属美国第九集团军，在鲁
尔河的于利赫-诺伊斯（Jülich-Neuss）地区，向东北进攻莱茵河左岸德军的
行动代号，为*马斯河-莱茵河战役的组成部分。计划美第九集团军（12 个师）
从右翼实施突击，与从左翼实施突击的加拿大第一集团军协同，合围歼灭当
面之德军 15 个师，并攻占杜塞尔多夫至埃梅里赫（Emmerich）的莱茵河西岸。
原定于 1945 年 2 月 10 日开始实施，但因德军炸毁鲁尔河大坝造成洪水泛滥，
推迟到 2月 23 日晨才开始进攻。由于当面德军在这期间己抽调兵力去抵挡加
拿大第一集团军的进攻，美军进展顺利，至月底攻占慕尼黑-格拉德巴赫
（München-Gladbach），3月 3日与加军会师于格尔登（Geldern）。但因美
军进攻推迟了两周，加军单独作战进展缓慢，未达围歼德军的预定目标。

毛奇（HelmuthJamesGrafvonMoltke，l907—1945）德国*克莱骚集团领
袖。普鲁士和德意志帝国总参谋长毛奇（HelmuthvonMoltke，1800—1891）
的侄曾孙。早年攻读法学。曾以国际法专家身分，任德国最高当局外事处法
律顾问。在思想和政治上均持反纳粹态度，秘密援助过受纳粹迫害的人士。
在西里西亚克莱骚（Kreisau）其庄园内，集结一批反纳粹的青年知识分子、
军官、保皇党人、自由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人，议论时政，被称为“克莱骚
集团”。同反希特勒的密谋集团亦有联系，但反对使用暴力和发动群众。1944
年 1 月被盖世太保逮捕。翌年被杀。

毛秉文（1891—1970）中国将领。字慈衡。保定军校毕业。曾任国民政
府军第八师师长。九·一八事变后，率部入赣“围剿”中央苏区，升任第三
十七军军长。1935 年投中将衔。抗日战争爆发后，率部参加*淞沪会战，在
蕴藻浜与日军激战 19 昼夜。1938 年 8 月任第十一军团军团长。后任湘鄂川
黔边区绥靖公署副主任、第六战区战地党政委员会副主任、湘西行署主任。
抗战胜利后，曾当选为国民大会代表。大陆解放前夕去台湾。

毛泽东（1893—1976）中国共产党和军队的主要领导人。字润之。1920
年在长沙创建共产主义小组。次年出席中国共产党“一大”。1923 年当选为
中共中央委员、中央局成员，参与领导和推动第一次国共合作。1927 年大革



命失败后，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率领工农革命军进军井冈山，创建了第
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提出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战略思想。1935
年 1 月中共中央召开的遵义会议，确立了以他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同年
12 月，在*瓦窑堡会议后发表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毛泽东义的策略》，系
统地阐明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政策。1936 年 12 月西安事变发生后，主
持中共中央制定正确方针，推动了亭变的和平解决，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的形成，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1937 年七七事变后，发表了《反对日本
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阐明中共关于动员全国军民实行坚决抗战的方
针，并通电全国号召全民族抗战。8月，主持*洛川会议，提出《抗日救国十
大纲领》，并当选为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此后，领导八路军、新
四军挺进敌后，创建抗日根据地，发展壮大了人民武装力量。1933 年 5、6
月，发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论述了游击战争的
战略地位，阐明抗日战争的客观规律。同年 9—11 月，主持中共中央六届六
中全会，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与会议结论，总结了抗战十五个月的
基本经验，指出要不断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强调坚持统一战线中
的独立自主原则，批判和纠正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此后，以他为首
的中共中央克服困难，领导敌后抗日军民粉碎日军的“扫荡”和国民党顽固
派制造的反共磨擦，巩固和扩大了敌后抗日根据地。从 1942 年起，领导全党
开展整风运动，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思想基础。1943 年 3 月，当选为
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

1945 年 4 月，主持召开中共“七大”，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报告，提
出“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
新民主主义中国”的奋斗目标。会议通过的党章，规定了以他为代表的毛泽
东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一切工作的指针。在此前后，领导敌后军民对日军进
行局部反攻和战略反攻，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以后，领导中国人民进
行解放战争，建立新中国，并取得了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
曾任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国防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著作编为《毛泽东选
集》等。

毛瑟枪（Mauser）德国兵器专家毛瑟（PeterPauIMauser，1838—1914）
研制成的步枪和手枪，后发展为包括步枪、马枪、手枪和机枪多种型号的德
国制式步兵武器系列，并被各国仿造和改装。其 1898 年定型的 Gew-98 式步
枪，口径 7.92 毫米，5发匣式弹仓，子弹初速每秒 747 米，以及同年定型的
Kar-98 式马枪（7.92 毫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仍为德军主要步兵武器。
其 1908 年定型的自动手枪，有口径 7.63 毫米和 9毫米两种，弹仓装弹 10—
20 发，套在木制枪套中佩带，其木制枪套可作为枪托使用。其 1932 年改进
型自动手枪，改为弹匣供弹（10—20 发），增加快、慢机于枪身左侧，有 7.63
毫米的长、短枪管和 9毫米的长枪管 3种。广泛用于各国。在中国有“驳壳
枪”、“盒子炮”、“快慢机”、“二十响”等多种俗称。

毛特豪森集中营  纳粹德国集中营之一。1938 年 7 月建于奥地利毛特
豪森（Mauthausen）镇附近。始为*达豪集中营的分营，1939 年 3 月改为独
立集中营，主要关押重要政治犯和外籍犹太人。后辖有 50 个分营。先后关押
33.5 万人，其中约有 12.2 万人被杀害。为了摆脱纳粹的迫害，被囚者曾不
断反抗。1945 年 4 月 25 日幸存看被盟军解救。战后，12 个国家在原址建立



纪念陈列馆和死难者纪念碑。
长勇（1895—1945）日本将领。1928 年陆军大学毕业，1929 年任步兵

第四十八联队中队长，后人参谋本部中国课。*樱会的核心人物之一，参加编
写《国家改造案》。1931 年擅自从北平（今北京）返回参加策划*十月事件。
1933 年任台湾步兵第一联队大队长，第十六师团参谋。中日战争爆发后任上
海派遣军参谋兼华中方面军参谋。1938 年任步兵第七十四联队长。后历任第
二十六师团参谋长、印度支那派遣军参谋长，第二十五军副参谋长，步兵第
十联队长。1944 年任第三十二军参谋长，主张冲绳作战采取持久战战略。1945
年 3 月晋升中将。*冲绳岛战役失败后于 6月 23 日切腹自杀。

长枪党（FalangaESpa ola）又称“密集队”。西班牙法西斯政党。德
里维拉（JoseAntonioPrimodeRivera，1903—1936）于 1933 年 10 月 29 日创
立。宣称最高政治目标是建立“新的国家”。次年 3月，与另一个法西斯团
体“国家工团主义者进军洪达”（JuntasdeobensivaNacionalSindicalista）
联 合 ， 名 为 “ 西 班 牙 长 枪 党 与 国 家 工 团 主 义 者 进 军 洪 达 ”
（FalangaEspa olade1asJuntasdeobensivaNacionalSinaicalista）。1936
年 2 月人民阵线在议会选举中获胜后，加紧策划推翻共和国的阴谋，同年 7
月参加佛朗哥发动的军事叛乱，11 月德里维拉被共和国处决。1937 年 4 月，
与保皇派等合并为“西班牙传统派长枪党与国家工团主义者进军洪达”
（FalangaEspa olaTradicionalistaydelasJuntasobensiva），以佛朗哥为
领袖。1939 年 4 月西班牙共和国被颠覆后，成为唯一合法政党。1977 年 4
月被正式取缔。参则“进军洪达”。

长刀之夜（NachtderLangenMesser）①即“罗姆事件”。②指1932 年 7
月底德国国会选举期间纳粹分子对共产党人的寻衅殴打，致使 99 人死亡，
1125 人受伤。

长谷川清（1883—1970）日本海军将领。毕业于海军兵学校和海军大学。
1923 年任驻美武官。后历任横须贺镇守府参谋长、第二潜艇战队司令官、舰
政本部第五部部长等职。1932 年出席日内瓦裁军会议，同年晋升海军中将。
1934 年任海军次官。1937 年侵华战争全面爆发时，任第三舰队司令官兼中国
方面舰队司令长官，率舰入侵中国领海和内河。1988 年复任横须贺镇守府司
令长官。1939 年晋升海军大将。1940 年任军事参议官。后又任台湾总督，积
极推行殖民政策。1944 年转任军事参议官。

长沙会战  第一次长沙会战（1939 年 9—10 月）：中国军队在湖南长沙
地区抗击日军的防御战役。亦称“赣湘会战”。1939 年 9 月，日军为确保武
汉安全，打击中国抗战力量，促进汪伪中央政权出台，调集 4个师团另两个
师团的大部约 10 万余人，由第十一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指挥，以湘北方面为
主，会同赣北、鄂南合击长沙。中国*第九战区以 17 个军共 35 个师近 40 万
人抗击。9月 14 日赣北日军首先西进。18 日湘北日军沿粤汉铁路大举南犯，
22 日鄂南日军亦南下策应。中国守军利用有利地形，节节阻击，消耗敌人。
日军战线过长，侧翼暴露，被迫于 10 月 1 日开始撤退，至 7日退回岳阳、临
城等原来阵地。此战日军伤亡 2万余人，中国军队伤亡 3万余人。

第二次长沙会战（1941 年 9—10 月）：中国军队在长沙地区抗击日军第
二次进攻的防御战役。1941 年 9 月上旬，日军调集 4个师团另 4个支队，以
两个飞行团和 1个分遣支舰队协同，共 12（一说 15）万亲人，由第十一军司
令官阿南惟几指挥，从湘北岳阳向长沙地区再次大举进攻。中国第九战区以



14 个军约 27 万人抗击。9月 7日，日军先以一部突击大云山，掩蔽主力在新
墙河北岸展开。18 日拂晓，日军主力强渡新墙河，并以一部经洞庭湖进攻青
山、芦林谭协同。中国守军退至泪罗江南岸，并组织兵力向日军侧背反击，
但因作战电令被日军破译而失利。28 日，日军攻占长沙，并于 29 日一度突
入株洲。但日军由于在较狭正面纵深突破，不断受中国军队侧击威胁，遂于
10 月 1 日撤退，至 8 日双方恢复原有态势。此战中国军队伤亡和失踪约 10
万人，日军伤亡约 2万亲人。第三次长沙会战（1941 年 12 月—1942 年 1 月）
中国军队抗击日军对长沙第三次进攻的防御战役。1941 年 12 月太平洋战争
爆发后，中国为支援英、美，准备出击广州和向广西、云南机动，策应香港、
缅甸英军。日第十一军为牵制中国军队，纠集 3 个师团另 1 个旅团共 7（一
说 12）万余人，由阿南惟几指挥，于 12 月 24 日第三次进攻长沙。

中国第九战区投入 14 个军共 37 个师约 30 余万人，采取“后退决战”、
“争取外翼”的方针，伺机在长沙附近围歼日军。日军两路先后强渡汨罗江
和浏阳河，于 1942 年 1 月初进抵长沙市郊，与中国守军展开激烈争夺。此时，
部署于长沙外围的中国军队 9个军逐步向长沙合围。日军被迫于 1月 5日凌
晨开始后撤。中国军队实施追击。16 日，日军退回新墙河以北，双方恢复原
有态势。此战日军遭受重大打击，伤亡约 5.6 万人。

长城抗战  中国军队在长城各口抵御日军进攻的战役。1933 年 3 月 4
日军侵占承德后，即进抵长城各口，驻守长城一线的中国守军在全国抗日热
潮推动下，奋起抵抗。从 3月 9日起，第二十九军在喜峰口、罗文裕一线与
进犯日军血战，予敌重创。第十七军在古北口至南夭门一线，第三十二军和
第五十九军在冷口、怀柔等地，也进行了英勇的抵抗。第二十五师师长*关麟
征率部在古北口与日军激战 3昼夜。长城内外的民众电积极参战。日军久攻
不下，于 4月 1日改攻滦东，侵占沙河寨、石门寨；接着又增兵再攻长城各
口。中国守军未获增援，被迫于 4 月 11 日放弃冷口，13 日撤出喜峰口、南
天门，同时滦河以东守军也向滦河以西撤退。长城抗战遂告失败。

长衡战役  也称“湖南战役”。1944 年日军按*一号作战计划发动的*
豫湘桂战役第二阶段第一期的作战。*豫中战役结束后，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
令官畑俊六将前进指挥所移驻武汉，集结第十一军 8 个师团于岳阳一带。5
月 27 日，日军第一线5个师团分 3路发起进攻。中国*第九战区按*长沙会战
经验，仍以一部阻滞消耗日军，置主力于后方伺机反击，但 6月上旬两度反
击失利。6月 18 日，日车攻占长沙，继续南击衡阳。中国守军在中、美空军
支援下进行*衡阳保卫战，血战 47 天，两度力挫日军猛攻。8 月上旬日军第
三次猛攻突入城内巷战，中国第十军军长方先觉下令停止抵抗，于 8日率所
部各师长向日军投降，衡阳陷落。此役日军伤亡 6万亲人、损失飞机 120 余
架，中国军队伤亡 9万余人。

长乐村战斗  八路军*晋东南反九路围攻的主要战斗。1938 年 4 月初，
日军 3万亲人向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发起围攻。4月 16 日，八路军第一二九师
主力抓住战机，以急袭手段在涉县武乡以东长乐村地区夹击日军第一○八师
团第一一七联队，并抗击自辽县驰援的日军第一○五联队。此战毙伤日军
2200 余人，缴获大批军用物资；八路军伤亡 800 余人，第七七二团团长叶成
焕殉国。1987 年 7 月 7 日，当地政府在长乐村树立纪念碑。

长沙大火案  1933 年 11月国民党以作战需要和避免资敌为由火烧长沙
的事件。武汉失陷后，在蒋介石“焦土抗战”的思想指导下，长沙警备司令



酆悌在日军进攻离长沙还有 130 公里的岳阳时，即奉令焚毁全城。11 月 12
日深夜起，大火延续三天，长沙市区房屋烧毁三分之二，2 万余居民死亡，
但日军却来进犯长沙。蒋介石为推卸责任，平息民愤，一面令国民政府发给
长沙市民抚恤金 10 万元；一面处决酆悌等 3人，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也被
“革职留任”。

长泰村惨案  抗日战争时期日军屠杀中国人民的暴行之一。海南岛长泰
村是革命老根据地、琼崖纵队司令员冯白驹的家乡。1942 年 8 月，日军突然
包围该村，进行烧杀、强奸，全村房屋全部烧毁，村民被杀 95 人，33 户人
中有 19 户被杀绝。

长门号战列舰  日本战列舰。为*陆奥号战列舰的妹妹舰。吴港海军工
厂制造，1920 年下水。三十年代经两次改装。1936 年 1 月第二次改装竣工。
标准排水量 3.913 万吨，最高航速 25 节，装备400 毫米火炮 8门。太平洋战
争初期，曾作为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的旗舰。1942 年 5—6 月参加
进攻中途岛的作战行动。后长期泊驻本土基地。1944 年 6 月参加菲律宾海海
战。同年 10 月在莱特湾海战中受伤。1945 年 7 月在横须贺海军基地内，被
美军舰载飞机炸伤。战后经修复，于 1946 年 7 月作为原子弹试验舰。

长生口伏击战  1938 年八路军为破击正太铁路而实施的一次战斗。是
年 2月，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为配合友军反攻太原，以主力部队破击正大铁路
阳泉至井陉段。21 日晚，该师第七七一、第七七二团在井陉、旧关间的长生
口设伏，翌日拂晓由第七六九团一部袭入旧关，吸引井陉日军守备部队前来
增援，加以围歼。经 5小时激战，歼日军荒井丰吉少佐以下 200 余人，俘虏
5人，击毁汽车 5辆，一度切断正太铁路。

长谷川如是闲（1875—1969）日本学者。东京法学院毕业。一度为新闻
记者，后入《大阪朝日新闻》社，任“天声人语”专栏编辑。1919 年和大山
郁夫等人创刊《我等》（后改名为《批判》）杂志，抨击社会时弊，成为“大
政德谟克拉西”的主要思想家之一。大战期间写成《日本法西斯主义批判》
等著作，强烈谴责法西斯统治屡遭迫害。战后当选为艺术院会员，被授予文
化勋章。著有《现代国家批判》，《一颗心的自传》等。著作编成《民谷川
如是闲选集》。

长崎原子弹轰炸  美国对日本长崎布投掷原子弹。
5年 8 月 6 日，美国首次使用原子弹轰炸日本广岛，但日本拒绝宣布投

降。8月 8日，苏联对日宣战。美国决定对日投掷第二颗原子弹。8月 9日凌
晨，美第二十航空队第五○九混合大队斯威尼（CharlesW.Sweeney）少校驾
驶名为“博克的小汽车”（Bock’sCar）*B-29 型轰炸机，携带 1枚长 10.8
英尺、直径为 5英尺取名*胖孩的原子弹，从提尼安岛起飞前往日本九州。原
定第一攻击目标小仓被烟雾遮盖，遂改为第二目标长崎。上午 11 点零 1分投
掷，长崎市中心被夷平，约 3.5 万人死亡（日本官方估计为 7.5 万人死亡）。
8月 10 日，日本御前会议初次表示愿意投降。

什列明（ИвантимофеенчⅢдемнн，1898—1969）苏
联将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入沙俄军队服役。1918 年加入红军。参加过国内
战争。1920 年加入俄共（布）党。1925 和 1932 年先后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
院和该院战役系。1937 年任总参军事学院院长。苏德战争开始时为少将。历
任第十一、近卫第一集团军和西北方面军参谋长、坦克第五、第六、第十二、
第四十六集团军司令。曾参加斯大林格勒会战和顿巴斯（1943 年）、尼科波



尔-克里沃罗格、敖德萨（1944 年）、雅西-基什尼奥夫、德布勒森、布达佩
斯等战役。1943 年晋升中将。战后曾任陆军副参谋长。1962 年退役。著有《从
塞格德到布达佩斯》。

什捷缅科（CepreйMaTBeeBичⅢтeMeHko，1907-1976）苏联将领。
1926 年参军。1930 年加入联共（布）党。1937 和 1940 年先后毕业于红军机
械化和摩托化学院与总参军事学院。苏德战争期间始终在总参谋部工作，历
任副处长、处长、作战部副部长和部长，军衔从中校升至上将。参与最高统
帅部作战计划的制定和作战意图的实施。多次领受任务，以最高统帅部大本
营代表身份，赴备方面军协助组织和进行战役。1943 年曾陪同斯大林出席德
黑兰会议。战后历任副总参谋长、总参谋长、武装力量部副部长、华沙条约
联合武装部队参谋长等职。1968 年获大将街。著有《苏联陆军》、《战争年
代的总参谋部》、《苏军的解放使命》等。

什维尔尼克（ИикодймихайдовицⅢвериик，
1888—1970）苏联工会中央理事会第一书记（1930—1944）、最高苏维埃主
席团第一副主席（1944—1946）。

05 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时任全俄制炮厂工人委员会主
席。国内战争时期在东线和南线任红军政委。1925 年当选为联共（布）党中
央委员。历任列宁格勒州委书记、联共（布）中央书记和冶金工会中央委员
会主席。1930 年起任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第一书记。

9 年起为党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苏德战争爆发后，任苏联疏散委员会
主席，后任苏联后撤委员会主席，参与组织和领导战时经济。1944 年出任苏
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第一副主席、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战争
期间任调查和审判法西斯德国侵略者罪行非常委员会主席。战后历任苏联最
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世界工会联合会副主席、
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和苏共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等职。

币原喜重郎（1872—1951）日本外交大臣（1924—1927、1929—1931）。
1895 年东京帝国大学毕业，翌年入外务省。历任外务省调查局长，驻英、美
大使馆参赞，驻荷公使。1921 年为出席华盛顿会议的全权代表。1924 年起，
历任多届内阁的外务大臣。推行较温和的对外扩张政策，恢复与苏联的外交
关系，签署《伦敦海军裁军条约》，提倡与英美协调，不干涉中国内政等，
史称“币原外交”。但遭军部反对，被非难为“软弱外交”。1930 年 11 月
滨口雄幸遇刺后，一度代理首相职务。1931 年底退出政界，后专事编纂《日
本外交史》。战后 1945 年 10 月继东久选宫内阁之后组阁，参与起草天皇的
《人间宣言》和修改宪法。1946 年 4 月任日本进步党总裁，同年 5月任第一
届吉田茂内阁国务大臣。1947 年任民主党名誉总裁。1949 年当选众者院议
长。著有《外交五十年》。

爪哇战役  太平洋战争初期日军*荷属东印度群岛战役的主要进攻战
役。1942 年 1 月 20 日，日本南方军向第十六军（司令官今村均中将）下达
进攻爪哇岛的作战命令。2 月初，日军连续空袭爪哇岛的荷英澳联军空军基
地获得成功，并在*爪哇海海战中歼灭美英荷澳联合舰队，掌握了制海和制空
权。同时，还攻占了荷属婆罗洲、苏门答腊、苏拉威西等岛屿，形成对爪哇
岛的包围。3 月 1 日，日第十六军主力，及从菲律宾调来的第四十八师团等
部在爪哇岛东、西、北三面登陆，粉碎荷英澳部队约 3.2 万余人的抵抗，并
迫使巴达维亚、泅水、万隆等地的荷兰守军投降。3月 12 日荷兰总督正式投



降，残余的美英部队 1.1 万人也被迫投降。
爪哇奉公会  日本占领军在印度尼西亚扶植的亲日组织。前身“普泰

拉”。1944 年 3 月 1 日成立。受日本占领当局控制。总裁与副总裁均由日本
高级军官担任。*苏加诺出任中央本部部长，下属干部一般亦由印尼人担任。

标榜“五色协和”，即除印尼人外，居住在印尼的日本人、华侨、阿拉
伯人和混血种人均可参加。任务为加强防御和巩固战时体系。并鼓吹印尼和
日本进行军事合作。在印尼人民解放斗争的推动下，苏加诺等人曾利用该组
织宣传爱国思想，积聚革命力量。

爪哇海海战  1942 年 2 月 27 日至 3月 1日，美英荷澳联合舰队与日本
掩护登陆的海军编队，在荷属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附近海域的海
战。包括*苏腊巴亚海战、*巴达维亚侮战和*巽他海峡海战等 3次战斗。日军
拥有海空优势，仅损失驱逐舰 1艘和运输船 4艘，获得全胜。临时编成的盟
国联合舰队遭到毁灭性打击，损失巡洋舰 4艘，驱逐舰 6艘，舰队司令荷兰
海军上将*社尔曼阵亡，导致美英荷澳盟军海军司令部解体和荷属东印度失
守。

反扫荡斗争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军民为粉碎
日伪军“扫荡”所进行的以军事打击为主的斗争。日军为摧毁中国共产党领
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采用*分进合击、*铁壁合围、捕捉奇袭、反转电击、
辗转抉剔等战术，连续进行大规模的“扫荡”，并实行*三光政策，企图彻底
消灭抗日力量。中国共产党领导根据地军民实行主力兵团地方化，地方兵团
群众化，正规军、游击队、民兵和群众紧密结合；以地道战、地雷战、围困
战、麻雀战以及派遣敌后武工队等方式，骚扰、消耗、疲惫敌人；将内线作
战与外线作战、分散出击与集中突击结合、起来，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
经过艰苦复杂的斗争，粉碎了日军多次“扫荡”，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根据地。

反蚕食斗争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军民对日伪
军“蚕食”根据地进行的斗争。日军为巩固和扩大在华占领区，缩小和摧毁
抗日根据地，以军事进攻与政治欺骗等手段，对根据地边缘地区步步进逼，0
实行“边缘蚕食”；或结合军事“扫荡”，在根据地内建立新据点，实行“跃
进蚕食”。1941 年 6 月 9 日，中共中央军委向敌后根据地发出反“蚕食”斗
争的指示，领导敌后军民采取政治攻势与武装斗争相结合、公开斗争与隐蔽
斗争相结合、正面坚持与敌后活动相结合的方针，实行“敌进我退”、“翻
边战术”、“把敌人挤出去”等多种战术，发动群众，分化瓦解日伪军，摧
毁伪政权，并适时集中兵力打击敌人，拔除敌之据点，粉碎日军的“蚕食”，
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根据地。

反清乡斗争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军民为粉碎
日伪军“清乡”所进行的斗争。1941 年 7 月起，日军在华中、华南占领区推
行*清乡运动。中国共产党领导敌后抗日军民，组织小部队和敌后武工队深入
敌占区，在白伪军空隙中灵活穿插，伺机出击，并发动群众，对敌开展政治
攻势，瓦解伪军，摧毁伪组织，惩处汉奸，反对敌人抓丁抢粮，破坏敌人的
封锁沟墙等。同时，以主力在外线向日伪军要害或弱点部进攻，使“清乡”
之敌处处挨打，从而取得反“清乡”斗争的胜利。

反共产国际协定  德国和日本 1936 年签定的以反共产主义威胁为名、
实为扩张侵略的协定。1935 年 11 月，纳粹德国向日本提出，以“反共协定”
方式建立两国的密切关系。1936 年 7 月双方在柏林进行谈判。同年 11 月 25



日，由里宾特洛甫和日本驻德大使武官武者小路签订此协定。协定污蔑共产
国际的目的系“破坏及威胁现存的国家”，并将“威胁全世界的和平”；规
定“缔约国相约对于共产国际的活动相互通报，并协议关于必要的防止措置，
且紧密合作以完成上述措置”；还规定促使第三国采取反共措施，并共同邀
请其加入本协定。协定期限 5年，在同日签署的附属议定书中，规定两国紧
密合作，设立常设委员会，共同反对共产国际。同时两国还签订了针对苏联
的秘密附件，内容为一旦与苏联交战，应采取共同措施，并规定“在协定有
效期内，两缔约国约定未经双方同意，不得与苏联缔结违背本协定精神的任
何政治条约”。意大利于翌年 11 月 6 日加入该协定。一般以此作为德日意法
西斯侵略集团开始形成的标志。此后匈牙利、“满洲国”（1939 年 2 月 24
日）、西班牙（1939 年 3 月 27 日）也相继加入。1941 年该协定延长 5年，
保加利亚、芬兰、罗马尼亚、丹麦、斯洛伐克、克罗地亚和汪伪政权也先后
加入。大战期间，在同盟国联合打击下瓦解。

反潜艇战委员会（Anti-U-BoatWarfareCommit-tee）英国在*大西洋之
战中领导抗击德国潜艇战的专门机构。1942 年，德国潜艇对大西洋航运形成
越来越大的威胁，盟国商船被击沉的吨应超过新船下水的吨位，英国进口量
比 1939 年减少三分之一。为了研究有效的反潜挺作战方针和手段，保障调集
所必需的兵力和兵器，统一领导各种力量，于同年夏天成立。由丘吉尔任主
席，参加者包括部分内阁大臣、海军和空军参谋长、美国的代表以及一些科
学家。1942 年 11 月 4 日，丘吉尔主持了第一次会议。该委员会采取了加强
空中反潜护航、成立支援舰队、研制和装备新式反潜武器等措施，对 1943
年反潜艇战的根本转折起了重要作用。1944 年初停止工作。

父子岭战斗  1940 年新四军在皖南泾县抗击日军“扫荡”的一次战斗。
是年 4月，日军为巩固江防，确保长江交通，调集第十五、第十七、第一一
六师团各一部共万余人对皖南进行“扫荡”。其中从羌湖出动的一路 2000
亲人，在飞机掩护下，于 4月 26 日向泾县父子岭的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进
攻。新四军经 8小时激战，毙伤日军 370 余人，将敌击退。与此同时，新四
军第二支队第三团进行*何家湾战斗，击退另一路日军。此次“扫荡”被粉碎。

今村均（1886—1968）日本将领。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1918
年起任驻英国、驻印度武官。1931 年任参谋本部作战课课长，与关东军密切
配合，策划侵华活动，参与制定《满洲问题解决方案》。后历任第四十旅团
长、关东军副参谋长、陆军省兵务局长、第五师团长。1940 年任教育总监部
本部长，奉东条英机旨意制定《战阵训》。1941 年 6 月任驻广东的第二十二
军司令官。同年 11 月任第十六军司令宫。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指挥爪哇战役。
1942 年任日本第八方面军司令宫，指挥拉包尔作战。1943 年晋升大将。日本
投降后作为战犯被捕，判处 10 年徒刑，1954 年获释。著有《今村均大将回
忆录》（4卷）。

今井武夫（1898—1982）日本将领。1918 年入伍。1930 年任参谋本部
中国课参谋。1935 年任驻华大使馆助理武官，后任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积
极从事侵华活动，奔走于南京、上海、香港、东京等地。七七事变爆发后，
主张不扩大，就地解决，竭力促成签订停战协定。后参加策划建立汪伪政权
和对蒋介石的诱降活动。1941 年 7 月调任新编步兵第一百四十一联队长，太
平洋战争爆发后，率部入侵菲律宾。1942 年 9 月任上海陆军部高级部员，受
命建立该部。同年 11 月任大东亚省参事。1944 年 10 月初任中国派遣军副总



参谋长，少将衔。次年 8 月日本投降后代表日方与中国接洽投降事宜，9 月
参加在南京举行的日军投降签字仪式。1947 年 1 月回国。著有《今井武夫回
忆录》。

分进合击  日本侵略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实行“扫
荡”的一种战术。日军集中优势兵力，分数路、十几路以至几十路出动，突
然向抗日根据地的一点或几点进行合击，有时还反复连续的合击，企图寻找
八路军主力决战，一举歼灭之。其特点是：进攻突然，来势凶猛，但撤退较
决，时间较短。

公务员法  即“国家文职人员法”。
公羊型坦克（Ram）加拿大中型坦克。1941 年 1 月，加拿大决定设计和

生产中型坦克。先后以美国的*M-3 型坦克、英国的*马克-2 型坦克和美国的*
谢尔曼型坦克为基础研制。装备 75 毫米火炮。1943 年夏投产，至 1945 年底
共生产 2150 辆。曾在诺曼底登陆战役后的西欧战场上使用。以其为底盘，曾
改装成各种自行火炮。

月亮飞机（MoonPlanes）英国特种飞机。常用于夜间执行空运间谍、营
救敌占区人员等待种任务，故得名。由*蚊式飞机改制而成，其木制机壳可以
躲避敌方雷达，在空中不易被发现，起落跑道短。1943 年 10 月 3 日，曾营
救丹麦原子物理学家*玻尔。

丹麦抵抗运动  大战期间丹麦人民反抗纳粹德国占领的斗争。1940 年 4
月 9 日纳粹德国占领丹麦，抵抗运动在国内外逐步展开。1942 年春，先后建
立由丹麦共产党人与部分游击队员联合建立的“共产党人一游击队员”；社
会民主党人组建的“挣扎”和奥尔堡中学学生组织的“丘吉尔俱乐部”等地
下组织，进行抗击德国占领的活动。在海外由美国支持的自由丹麦运动也积
极进行反纳粹占领的活动。1941 年丹麦驻美大使，自由丹麦运动组织者*考
夫曼与美国政府就格陵兰建立美国军事基地达成协议，支持美国的反纳粹行
动。丹麦海员在德国占领丹麦后，主动参加自由丹麦运动，驾驶总计 100 万
吨位的商船投奔盟国，支援反法西斯斗争。1943 年 4—12 月，丹麦爱国者在
国内进行了 866 次破坏活动。1943 年 9 月 16 日丹麦各抵抗团体的 7 名代表
组成由共产党人在其中起主要作用的自由委员会，协调各抵抗组织开展反占
领者的斗争。1944 年初，地下军激增至 2.5 万人，编成连、营进行活动。同
年 6月，在自由委员会领导下，哥本哈根举行全市罢工，沉重打击了占领当
局。1945 年春，在盟军的不断打击下，德军全线溃乱，丹麦各抵抗组织逐渐
控制局势。5月 4日驻丹麦的德军宣布投降，丹麦获得解放。

丹麦海峡海战  英国海军在丹麦海峡（DenmarkStrait）截击德国*仰斯
麦号战列舰之战。1941 年 5 月，为了执行破袭英国大西洋航运的“赖尼堡行
动”（Rhei-nübung），德国舰队司令吕特金斯（GüntherLütjens，1887—1941）
海军上将，率俾斯麦号和*欧根亲王号巡洋舰，于 18 日从格丁尼亚驶往卑尔
根的科斯峡湾。英国侦悉后，立即派海、空军监视，并调集舰队前往截击。
21 日晚，德舰借阴霆天气离开科斯峡湾，企图绕道冰岛之北驶入大西洋。22
日晚，英国舰队司令*托维，率本土舰队赴北海西面海域待机。翌日傍晚，担
任搜索的英舰发现德舰。24 日拂晓，双方在丹麦海峡激战，英国＊胡德号战
列巡洋舰沉没、*威尔士亲王号战列舰负伤，德舰伸斯麦号也负伤漏油。尔后
德舰继续南下大西洋，英国则加紧调集海、空军多方追踪截击。同日傍晚，
俾斯麦号与欧根亲王号分开，单独驶向法国的布列斯特。午夜，英国*胜利号



航空母舰以鱼雷攻击德舰。后英舰一度失去目标。26 日，伸斯麦号被重新发
现，随后遭从直布罗陀北上堵截的英国*皇家方舟号航空母舰鱼雷机攻击，受
重创。晚上再遭英驱逐舰群连续袭击。27 日上午，俾斯麦号被英国*英王乔
治五世号战列舰、*罗德尼号战列舰和多塞特郡号（Dorsetshire）巡洋舰围
攻两小时，于 10 时 40 分在布列斯特以西 450 海里处沉没。欧根亲王号摆脱
英舰追踪，于 6月 1日逃进布列斯特港。此后，德国基本停止使用大型水茵
军舰在大西洋进行破袭战。

丹皮尔海峡之战  即“俾斯麦海之战”。
风见章（1886—1961）日本司法大臣（1940 年）。早稻田大学毕业后从

事新闻工作。1932 年加入国民同盟，任*昭和研究会委员。1936 年任国策研
究会委员，参与策划全面侵华战争。1937 年任第一届*近卫内阁书记官长。

0年任第二届近卫内阁司法大臣，支持与德意结盟，并参与筹组*大政翼
赞会，1941 年又出任该会总务部长。

年因同军部发生矛盾而退出政界。战后一度被开除公职，重返政界后主
张与中国建立友好关系。著有《近卫内阁》、《祖国》等。

凤凰（Phoenix）诺曼底登陆战役中英、美构成*桑套人工港防波堤的钢
筋水泥沉箱代号。由英国设计和制造。

长约 200 英尺，高约 46 英尺，排水量2000—6000 吨。事先在英国制成，
登陆战役开始后，用拖船拖至预定地点沉入海底，首尾相接组成防波堤。

凤翔号航空母舰  日本轻型航空母舰。由浅野造船所和横须贺海军工厂
建造。1922 年 12 月竣工。为世界上最早一艘原设计而非改装的航空母舰。
标准排水量 7470 吨，最高航速 25 节，可载飞机 31（一说 21）架，乘员 550
人。在侵华战争中曾参加淞沪会战。在太平洋战争中曾参加中途岛海战。

乌德特（ErnstUdet，1896—1941）德国空军装备总监（1939—1941）。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德国空军王牌飞行员，曾击落 62 架仙约国飞机。战后
多次作远程特技飞行。1936 年 6 月任德国航空部技术局局长。1939 年升任空
军装备总监，主管飞机设计、制造和检验，主张重点制造 Me—109 式歼击机
和 Ju—87 式轰炸机。德国空军在*不列颠之战中失败后曾遭戈林指责，因*
赫斯飞英事件亦招致希特勒不满。1941 年 11 月 17 日因德国空军在苏德战场
屡遭挫折而自杀，希特勒则伪称其遭空难并举行军事葬礼。

乌布利希（WalterUlbrieht，1893—1973）德国共产党领导人。1912
年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参与组建莱比锡共产党组织。1923
年起长期担任德国共产党中央领导工作。1928—1933 年为德国国会共产党者
员。纳粹党执政后被迫流亡国外，在巴黎成立德共国外委员会。1935 年任德
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36—1938 年参加*西班牙内战。1938—1943 年任共产
国际执行委员会德共代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苏联从事对德国战俘的宣
传工作。1943 年 7 月参与组建*自由德国民族委员会。1945 年 4 月回国。1950
—1973 年先后任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第一书记和主席。1960
—1973 年任民主德国国务委员会主席。

乌号作战  侵缅日军进攻印度东北部的作战代号。见“英帕尔战役”。
乌曼战役  苏德战争前期德军实施的包围战，*基辅会战的组成部分。

1941 年 7 月中旬，德军向基辅发起全面进攻后，其第一坦克集群和第十七、
第十一集团军从北、南两路夹击防守乌曼（yMaNb）地域的苏军集团，于 8
月 2日完成合围，苏军第六、第十二集团军及第十八集团军一部被歼，但苏



军的抵抗持续到 8月 13 日。
乌斯塔莎（Usta a）南斯拉夫克罗地亚的法西斯组织。1929 年由*巴维

列奇在意大利创建。仿效意大利法西斯党，要求克罗地亚独立。曾参与 1934
年在马赛暗杀国王亚历山大的事件。1941 年 4 月德、意入侵南斯拉夫后，在
占领者扶植下建立*克罗地亚独立国。配合占领军，镇压抵抗运动，实行恐怖
统治，屠杀平民 50 余万人。意大利投降后，投靠德国。南斯拉夫解放后被清
洗。

乌克兰战役  苏德战争初期德军在苏联乌克兰地区发动的战略性进攻
战役，由*南方集团军群实施。战役目的是消灭乌克兰西部苏军集团，夺取基
辅，占领第聂伯河各渡口，保障尔后向顿巴斯方向的进攻。为此投入第六、
第十一、第十七集团军和第一坦克集群，以及罗马尼亚的 2个集团军、匈牙
利的 1个快速军，共 57 个师又 13 个旅，得到第四航空队和罗马尼亚空军的
1300 架飞机的支援。当面苏军防御部队是*西南方面军所辖 4个集团军和*南
方方面军所辖 2个集团军，共 86 个师。1941 年 6 月 22 日，德军主力从波兰
出击，直扑基辅；集结于罗马尼亚的部队则作牵制行动，于开战一周后也进
入苏联境内。由于遭到苏军顽强反击，德军进展较慢。6月 23—29 日，在主
攻线上发生了战争初期规模最大的*社布诺-卢茨克-罗夫诺坦克交战。6月 30
日，苏军撤向1939 年国界的旧筑垒地域。同日，德军占领利沃夫。7月 9日，
德军主攻部队进抵日托米尔（ЖиTOMHp）、别尔季切夫（Bepди-чeB）一
线，从西面逼近基铺；翼侧德军占据莫吉廖夫-波多尔斯克（могидеЕ
-дододьсКий）一线，向基辅东南迁回。至此，德军已推进 300—
350 公里，形成对基辅的包围态势。

乌斯季诺夫（1908—1984）苏联武器装备人民委员（1941—1946）。早
年当钳工。1927 年加入联共（布）党。1934 年列宁格勒军事机械学院毕业后，
历任工程师、副主任设计师和厂长。1941 年起出任武器装备人民委员。苏德
战争期间，领导所属企业，积极发展枪炮生产和研制出新式武器。战后历任
国防工业部长、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和第一副主席、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
席、苏共中央书记和国防部长等职。

76 年获苏联元帅衔。同年继格列奇科任《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十二卷）
总编委会主任。

乌日策共和国  1941 年南斯拉夫反法西斯抵抗组织所建立的解放区。*
南斯拉夫七月起义后，西塞尔维亚形成以乌日策（уЖице，—译乌日采）
为中心的解放区，面积 1.5 万平方公里，人口约 100 万。9 月南斯拉夫共产
党中央和人民解放游击队最高司令部均设于此，成为全国抵抗运动的中心，
被称为“乌日策共和国”。解放区人民通过选举，建立起各级人民解放委员
会。为抗击法西斯军队，修复铁路，发展生产，制造武器装备，支援解放战
争，保障人民生活。同年 11 月德军攻入解放区，人民武装主力转入波斯尼亚，
该解放区遂不复存在。

乌克兰方面军  苏联战略战役军团。1939 年 9 月，为进军西乌克兰而
由*基辅特别军区的部队组建。编有 3个集团军。各集团军以坦克和骑兵部队
组成快速兵团。9月 17-25 日迅速进至桑河地区。同年 11 月 14 日撤销，部
队复归基辅特别军区。司令为*铁木辛哥。

乌克兰第一方百军  苏联战略战役军团。1943 年 10 月由*沃罗涅日方
面军改变番号组建。初辖 6 个集团军、1 个坦克集团军和 1 个空军集团军。



后陆续编入过 16 个集团军、4个坦克集团军、1个空军集团军和波兰的 1个
集团军、罗马尼亚的 2 个集团军。参加过基辅战役（1943 年）、日托米尔-
别尔季切夫战役、第聂伯河右岸乌克兰进攻战役、利沃夫-桑多梅日战役、维
斯瓦河-奥得河战役、下西星西亚和上西里西亚战役、柏林战役、布拉格战役
等。1945 年 6 月撤销。历任司令为瓦图京（1943.10—1944.3）、朱可夫（1944.3
—5）、科涅夫（1944.5—1945.6）。

乌克兰第二方面军  苏联战略战役军团。1943 年 10 月由*草原方面军
改变番号组建。初辖 7 个集团军、1 个坦克集团军和 1 个空军集团军。后陆
续编入过 4个集团军、2个坦克集团军、1个骑兵机械化集群和 2个罗马尼亚
集团军。先后参加第聂伯河右岸乌克兰进攻战役、雅西-基什尼奥夫战役、德
布勒森战役、布达佩斯战役、维也纳战役和布拉格战役，1945 年 6 月撤销。
历任司令为科涅夫（1943.10—1944.5）、马林诺夫斯基（1944.5—1945.6）。

乌克兰第三方面军  苏联战略战役军团。1943 年 10 月由*西南方面军
改变番号组建。初辖5个集团军和 1个空军集团军。后又编入过 8个集团军、
1 个坦克集团军和 3 个保加利亚集团军。参加第聂伯河会战、第聂伯河右岸
乌克兰进攻战役、敖德萨战役。1944 年 8—10 月间，相继参加解放罗马尼亚、
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的作战。后又参加布达佩斯战役、巴拉顿湖战役和维也
纳战役。1946 年 6 月撤销。历任司令为马林诺夫斯基（1943.10—1944.5）、
托尔布欣（1944.5—1945.6）。

乌克兰第四方面军  苏联战略战役军团。1943 年 10 月由*南方方面军
改变番号组建。初辖 6个集团军和 1个空军集团军。后陆续编入过滨悔集团
军和 1个空军集团军。参加梅利托波尔战役、尼科波尔-克里沃罗格战役、克
里米亚战役（1944 年）。1944 年 5 月撤销。同年 8月再次组建。先后编有 4
个集团军和 1个空军集团军。参加东、西喀尔巴吁战役、俄斯特拉发战役和
布拉格战役。

5 年 7 月撤销。历任司令为托尔布欣（1943.10—1944.5）、彼得罗夫
（1944.8—1945.3）、叶廖缅科（1945.3—7）。

乌曼-博托沙尼战役  苏德战争后期苏军发动的进攻战役，*第聂伯河
右岸乌克兰进攻战役的组成部分。1944 年 3 月 5 日至 4月 17 日，由*乌克兰
第二方面军实施。目的是配合乌克兰第一方面军粉碎德军*南方集团军群主
力、解放乌克兰西南各州。战役中同时使用 3个坦克集团军于主突方向，并
在行进间强渡南布格河、德涅斯特河、普鲁特河等 6条大河，先后攻占乌曼、
博托沙尼（вотошаии）等重要城市，推进 200—250 公里，进入罗马
尼亚境内。同时与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协同把德军南方集团军群分割为两部
分。

[丶]

文森特（JobnCarterVincent，l900—1972）一称“范宣德”。美国外
交官。默塞尔大学毕业。1924 年来华。1930—1935 年任驻济南、南京等地领
事。后调回国务院任职。1937 年中日战争爆发后，主张对日本实施经济制裁，
增加对华援助。1941 年初再度来华，历任驻上海领事，驻华使馆参赞等职，
1943 年曾暂代馆务。对蒋介石政府消极抗战表示不满。1942 年 11 月，曾在
重庆与中共领导人周恩来会晤。1944 年调任国务院中国科科长。战后初期主



张限制美军干涉中国内战。1947 年后历任驻瑞士公使、国务院远东司司长。
五十年代受麦卡锡主义分子的迫害。被指控有“亲共”嫌疑，遭到解职。著
有《在华治外法权制度》等。

六分仪（Sextant）第一次“开罗会议”的代号。
六·一八演说  1940 年法国沦陷后，戴高乐于 6月 18 日在伦敦英国广

播公司发表号召继续抗德的讲话。讲话指出：法国的失败是局部的、暂时的；
法国可与英国继续结盟，并依靠美国的资源，在世界大战中赢得最终胜利。

戴高乐在演说中断言：“使我们失败的那些因素，终有一天会使我们转
败为胜。”最后他充满信心地宣告：“不论发生什么事，法国抵抗的火焰不
能熄灭，也绝不熄灭。”演说产主了重大影向，也标志自由法国抵抗运动的
开始。

六·二三声明  苏德战争爆发后美国代理国务卿*韦尔斯在 1941 年 6 月
23 日发表的声明。宣称：“美国政府认为，任何反希特勒主义的斗争，任何
反希特勒主义力量的团结，不论其来历如何，都会加速当今德国统治者必然
败亡的进程，从而促进美国的国防和安全。今天，希特勒军队是美洲大陆的
主要危险。”声明表达了美国政府同情和支持苏联抗击德国侵略的立场。

六·二二广播  演说 1941 年 6 月 22 日苏德战争爆发后的同天晚上，英
国首相丘吉尔发表的广播演说。在演说中声称仍坚持以往的反共产主义立
场，但目前“俄国的灾难就是我们的灾难，也是美国的灾难，俄国人为保卫
家乡而战的事业是世界各地每个自由人的斗争事业”，因此英国将给予苏联
以“我们力所能及的，对苏联有益的一切经济和技术援助”。丘吉尔这一演
说，表明了英国政府支持苏联抗击德国侵略的立场。

方振武（1885—1941）中国将领，字叔平。安庆武备学堂毕业。曾任国
民政府军第一集团军第四军团总指挥、济南卫戍司令、安徽省政府主席。1929
年 9 月因反对蒋介石被扣。九·一八享变后获释。1932 年潜赴山西，组织抗
日救国军，北上抗日。次年 5月率部赴张家口，与冯玉祥、吉鸿昌组织*察哈
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任北路前敌总司令，在察哈尔东部地区抗击日军，连续
收复康保、宝昌、沽源、多伦等地。9月 10 日，与吉鸿昌等打出“抗日讨贼
军”旗帜，被选为总司令。率部从独石口入长城，准备进袭北平（今北京）。
后在密云、怀柔一带遭日军和顽军的夹击而失败。后去欧洲，在海外进行反
蒋抗日活动。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国，曾在桂林参加抗战工作。因蒋介石胁迫
出走香港。1941 年日军进攻香港时，在离港途中遇害。著有《村庄连环堡垒
自卫战》。

火炬（Torch）1942 年 11 月盟军在法属北非登陆作战的代号。丘吉尔在
1941 年 12 月—1942 年 1 月的盟国华盛顿会议（代号*阿卡迪亚）上提出，年
内盟军首先在西北非洲采取行动（代号*体育家），以同英国第八集团军正在
准备的*杂技家相配合。此后，美、英双方在何时何地开展决定性进攻问题上
意见相左，争执不下。随着英军在北非处境恶化，英方一再反对美方首先登
陆西欧的计划。1942 年 7 月中、下旬，罗斯福派霍普金斯和马歇尔赴伦敦同
英国谈判，最后双方商定，美英盟军在法属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几处同时登
陆，随后向突尼斯推进，协同从埃及西进的英军夹击隆美尔部代号取此名，
由美军将领艾森豪威尔任盟军总司令。计划由约 650 艘观船运送和掩护美英
6 个师左右的兵力，分 3 路登陆：西路美军在大西洋海岸登陆夺取摩洛哥；
中路美军在阿尔及利亚西部的奥兰（Oran）登陆；东路主要为英军加上部分



美军在阿尔及尔登陆。11 月 8 日凌晨实施。东路进展比较顺利，当天控制了
港口。中路和西路遭到维希法国驻军质烈抵抗，直至 10、11 日才占领奥兰和
摩洛哥。

火星（Иckpa）1943 年 1 月苏军突破列宁格勒封锁的战役计划代号。计
划规定，*列宁格勒方面军和*沃尔霍夫方面军，在波罗的海舰队协同下，从
东西两面同时相向突击歼灭拉多加湖以南的德军集团，清除施吕瑟尔堡-锡尼
亚维诺（ШлиССｅЛЬρｙｐГ-CИИЯБИИО）突出部，从而保障
列宁格勒通往内地的陆路交通。

火十字团（Croix-de-Feu）一称“战斗十字团”。法国法西斯政党。1927
年成立。初为退伍军人组织，无政纲。1931 年起，在*拉罗克领导下，开始
鼓吹建立个人独裁，反对议会制度，逐渐成为法西斯组织。吸收大批青年和
妇女参加，购置武器，至 1935 年已拥有党员 26 万余人。其党徒曾为 1934
年 2 月*向议会进军事件的骨干分子。人民阵线政府建立后，1936 年 6 月被
解散，7月重组，更名为*法兰西社会党，继续进行政治活动。

火炮手第二（FirelockmanⅡ）见“雷诺”。

[ ]

卍（wàn，万）亦称“带钩十字”（Hakenkreuz）。德国*纳粹党的标志。
源出梵文，原义“致福”。考古发现最早出现于公元前 4000 年左右今伊朗境
内的陶器上，以后作为吉祥符号或日轮，出现在世界各地的不同文化中。1910
年被德国人用作象征“高贵的雅利安人种”。纳粹党成立后用作党旗、党徽
和附属组织的标识上，象征所谓“雅利安人的历史使命和反犹斗争”。

日比（KlausBarbie，1913—1991）德国*盖世太保头目。1935 年参加党
卫队，1937 年加入纳粹党。1942 年调任里昂盖世太保头目，镇压人民的反抗，
两年内屠杀抵抗战士 4000 余人。先后逮捕 1.5 万余人，并将 7500 余人送在
集中营，人称“里昂屠夫”。1943 年 6 月主持逮捕和杀害民族抵抗委员会主
席*穆兰。战后逃匿，投靠美国中央情报局，经法国政府多次要求引渡，又逃
亡玻利维亚。1983 年始被捉拿归案，1987 年被判无期徒刑。病死狱中。

巴本（FranzvonPapen，1879—1969）德国总理（1932 年）。早年从军，
曾在总参谋部供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任德国驻墨西哥、美国使馆武官，
战后转入政界，成为昔鲁士邦议员和天主教中央党右翼首脑之一。通过联姻，
结交垄断资本集团。1932 年 6 月，以阴谋手段取代天主教中央党领袖勃鲁宁
（HeinrichB-rüning，1885—1970）出任总理，因此被该党开除。同年 12
月下台后，又与纳粹党勾结，1933 年 1 月任希特勒政府的副总理。翌巴本年
7月被逐出内阁，此后转任驻奥公使（1936 年起为大使），为纳粹德国吞并
奥地利效劳。1939—1944 年任驻土耳其大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纽伦堡国
际军事法庭受审，被判无罪释放。1947 年根据整肃纳粹分子法令由联邦德国
法庭判 8年徒刑。1949 年获释，定居联邦德国。著有回忆录《街头真相》。

巴克（HerbertBacke，1896—1947）德国食品与农业部长（1944—1945），
早年就读于格廷根大学。1931 年加入纳粹党，任他所住地区农民政治组织头
目。1933 年 10 月任食品与农业部国务秘书，翌年发起“生产运动”，旨在
增加国内粮食产量，削减进口。1936 年任*四年计划食品专员，负责协调农
业和工业政策。1942 年 5 月接替*达里的部分职务，负责对苏战争的粮食供



应。1943 年底任德国“农民领袖”。翌年 4月 1日任食品与农业部长。战后
在纽伦堡监狱中自杀。

巴都（LouisBarthou，1862—1934）又译“巴尔都”。法国外交家。法
兰西科学院院士。1889 年起为议员，1922 年起为参议员。历任内政、司法、
陆军和外交部长等职。1913 年曾任总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多次代表法国
出席重要国际会议。反对苏联，同时奉行对德强硬政策。1934 年初再次出任
外交部长，力主遏制德国，提出与苏联和东欧各国联合的*《东方公约》，并
促成苏联加入国际联盟，力图从东西方精制德国。同年 10 月 9 日，在马赛与
来访的南斯拉夫国王亚历山大同时被刺。

巴莫（BaMaw，1893—1977）日本占领时期缅甸傀儡政权“国家元首”
（1943—1945）。律师出身。曾任教育部长。1937 年任缅甸总理。贫民党领
袖。1940 年夏被英国殖民当局囚禁。1942 年日军入侵时越狱，遂投靠日本占
领当局。同年 8月出任*缅甸行政府长官。1943 年 5 月，任*缅甸独立准备委
员会主席。8月 1日发表*《缅甸独立宣言》，就任“国家元首”兼总理。任
内向美、英宣战，并与日本签订同盟条约。与占领军勾结，镇压国内抵抗运
动。1945 年 4 月逃亡日本。战后被美军逮捕，入狱。后获释回国。

巴索（LelioBasso，1903—）意大利抵抗运动战士。1919 年加入意大利
社会党。在帕维亚大学学习时，开展反法西斯斗争。1928 年被捕，获释后，
于 1931 年返回米兰继续进行地下活动，反对墨索里尼的侵略扩张政策。大战
期间，1940 年曾一度被拘留，后又致力于社会党的重建工作。1943 年初建立
“无产阶级团结运动”，8 月改名为“意大利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团结党”。
积极开展反对德国占领军和*萨罗共和国的斗争。1945 年 4 月组织米兰大罢
工。战后曾任意大利社会党总书记。

巴顿（GeorgeSmithPatton，1885—1945）美国将领。1909 年西点军校
毕业。早期在骑兵部队服役。1916 年任美将潘兴（JohnJosephPer-shing，
1860—1948）的副官，参加对墨西哥的武装干涉。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
任坦克训练学校指挥官，后率坦克部队赴欧作战。三十年代末在军事学院深
造，从事研究坦克战。1940 年入装甲部队服役，历任旅长、师长，晋升少将。
美国参战后，出任第一装甲军军长。1942 年 11 月任代号*火炬的战役的西部
特遣部队司令官，率巴顿美军 2个师在摩洛哥登陆。次年 3月，调任美国第
二军军长，在突尼斯战役中连战连捷。不久升任第七集团军司令并晋升中将，
于 7月率部参加西西里登陆战役，连克巴勒莫、墨西拿等重镇。同年 11 月因
“殴打士兵事件”，遭舆论谴责，暂被闲置。1944 年 1 月出任第三集团军司
令。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后，率部攻克阿弗朗什（Avranehes），并横扫布列塔
尼地区，与友军一起解放法国。同年底在突出部战役中进兵神速，解巴斯托
尼（Bastogne）之围。1945 年 3 月率军渡过莱茵河，向德国腹地挺进，曾派
军攻入捷克斯洛伐克。4月晋升上将。德国投降后，任美国驻巴伐利亚占领
军司令、第十五集团军司令等职。同年12 月 22 日死于车祸。著有回忆录《我
所知道的战争》。

巴德（DouglasBader，1910—1982）英国空军军官。战时英国的传奇英
雄。原是皇家空军飞行员，1931 年在一次飞机失事中失去双腿，退役。大战
爆发后重返空军，不久即再次升空作战。*不列颠之战期间任第二四二战斗机
中队队长，先后击落敌机 20 架。1941 年 3 月晋升为空军中校。同年 8 月在
法国上空交战中机毁被俘。逃跑朱成，再次被囚于科尔迪茨战俘营，直至 1945



年 4月为美军解救。有“无腿王牌飞行员”之称。战后转入商界，曾任壳牌
石油公司航空部经理。

巴卢库（BeqirBaluku，1912—1975）阿尔巴尼亚解放军领导人之一。
工人出身。1939 年意军入侵后参加地拉那游击队，任支队长。1942 年加入阿
尔巴尼亚共产党。翌年被捕入狱。获释后组织“达依蒂”、“克鲁亚”两支
游击队。1943 年 3 月任阿共地拉那州党委委员，9月任第二旅旅长，后又任
第二、第九和第二十旅联合作战司令部司令，为阿尔巴尼亚的解放作出贡献。
战后历任总参谋长、国防部长和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授上将衔。1975 年被
处死。

巴尔博（ItaloBalbo，1896—1940）意大利将领、法西斯首脑之一。曾
就学于佛罗伦萨大学。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加入国家法西斯党，在北意各地建
立法西斯武装组织。在 1922 年进军罗马夺权中起重要作用，成为法西斯四巨
头之一。墨索里尼上台后，一度任民警总指挥。后历任空军司令和空军大臣。
1933 年获元帅衔，但被免去空军大臣，丧失军权，开始与墨索里尼交恶。同
年任利比亚总督。1939 年 3 月在法西斯大委员会会议上抨击德意联盟，后又
反对意大利过早参加大战。1940 年 7 月 6 日，在利比亚上空作战时，被意军
地面炮火击落身亡。

巴列维（MuhammadRiZāPahlawī，1919—1980）伊朗国王（1941—1979）。
曾在瑞士求学。毕业于德黑兰军官学校。1941 年 9 月其父*礼萨汗退位后继
位，积极推行与同盟国合作的政策。1942 年 1 月 29 日和英、苏两国订约，
保证支持同盟国的反法西斯战争，并使伊朗成为美、英援苏物资的通道。1943
年 9 月 9 日对德宣战，11 月*德黑兰会议期间进一步改善了伊朗的国际地位。
同时加强和美国的联系，1942 年 12 月接纳*米尔斯帕使团，翌年 4月又签订
《伊美贸易条约》。战后继续当政。1979 年国内发生政变唇被迫流亡国外。
病逝于埃及。

巴托夫（пaBeЛИBahobNчBaTOB，1897—）苏联将领。1916 年应征入
沙俄军队，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1918 年加入红军。参加过国内战争。1927
年毕业于高级步兵学校。1929 年加入联共（布）党。1936 年参加*国际纵队，
赴西班牙作战。1937 年回国后任步兵军长。1939—1940 年参加苏芬战争。后
任外高加索军区副司令（中将衔）。苏德战争初期先后任步兵军长、第五十
一集团军副司令和第三集团军司令，在南方作战。1942 年 2 月任布良斯克方
面军司令助理。同年 10 月起（至战争结束）任第六十五集团军司令。先舌参
加斯大林格勒、库尔斯克和第聂伯何等会战，以及维斯瓦河-奥得河、柏林等
战役，战功卓著。1944 年晋升上将。战后曾任驻德苏军第一副司令、军区司
令、华沙条约联合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国防部总监组总监、苏联老战士委员
会主席等职。1955 年获大将衔。著有《可靠的盾牌》、《奥得河战役-柏林
战役中第六十五集团军的战斗行动》、《在行军和战斗中》等。

巴克纳（SimonBoliVarBuckner，Jr.，1886—1945）美国将领。1908
年毕业于西点军校。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服役于航空信号队。1919 年起任西
点军校教官。1939 年获少将衔，任美军第六师参谋长。
0年调任阿拉斯加防卫军司令。1942—1943 年指挥美军在阿留申群岛的阿图
（Attu）、基斯加（Kiska）诸岛击退日军进犯。1943 年晋升中将。次年任
美国第十集团军司令。1945 年 4 月率部参加*冲绳岛战役，6月 18 日在前线
指挥作战时阵亡。



巴拉库（FrancescoMariaBarracu，1895—1945）意大利萨罗共和国内
阁副部长。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利比亚服役。1928 年回国，后参加侵略埃
塞俄比亚的战争，指挥特务营，专事搜捕游击队。旅因伤退役，曾当过新闻
记者，负责国家法西斯地方党务工作。1943 年 9 月，追随墨索里尼，帮助说
服*格拉齐亚尼出任国防部长，随即被任为内阁副部长，在萨罗为墨索里尼筹
建内阁。1945 年曾建议在米兰城内开展巷战以抵抗盟军进攻，但在墨索里尼
潜逃后不久即被游击队员抓获并处死。

巴特勒（RichardAustenButler，1902—1982）英国政务活动家。生于
印度。毕业于马尔巴勒学校和剑桥大学。1929 年起当选为保守党下院议员，
历任印度事务部和外交部国务秘书。大战期间历任教育大臣、劳工与兵役大
臣，是 1944 年教育立法的倡导者。战后历任保守党内阁的财政大臣、掌玺大
臣、内政大臣和副首相。1965 年受封终身贵族。

巴席尔（CarloEmanueleBasile，1885—1946）意大利法西斯分子。第
一次世界大战后加入国家法西斯党，三十年代进入党的领导机构，并在*法西
斯一职团议会中担任领导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执行墨索里尼的内
外政策。1943 年七月政变后，潜往北方继续追随墨索里尼。*萨罗共和国时，
初任热那亚警察局局长，后改任陆军部副部长，配合德军镇压抵抗运动。萨
罗共和国覆灭前夕，携巨款潜逃，1945 年 4 月被游击队俘获。战后被判处 30
年监禁。

巴斯汀（JulesBastin，1889—1944）比利时军人。参加第一次世界大
战。1939 年获上校衔，1940 年 5 月指挥骑兵部队，抵抗入侵的德军。比利时
沦亡后，投身抵抗运动，加入*克拉塞尔组建的比利时军团，后与*皮尔共同
成为其领导人。1942 年底被比利时流亡政府任命为国内武装抵抗力量总指
挥。1943 年两次被捕，后在格罗斯-罗森集中营被杀害。战后被追授将军衔。

巴斯蒂（PaulBastid，1892—1974）法国抵抗运动活动家。法兰西学院
院士。激进党人。1924 年起为议员。曾任工商部长。1940 年 6 月赴阿尔及尔
参加抗战。后返回本土，在里昂组织抵抗运动。1942 年初发表反对维希政府
的宣言。同年夏，与自由法国建立联系，并受穆兰委托，发起建立抵抗运动
的第一个中央咨询机构——总调研委员会。1943 年任民族抵抗委员会委员、
临时咨询议会议员。战后复当选为议员。

巴鲁克（BernardMannesBaruch，1870—1965）美国金融家。第一次世
界大战时期任战时工业局局长。1919 年出席巴黎和会。三十年代对纳粹德国
持反对态度。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任罗斯福总统的私人顾问，协助主持战时
经济动员工作。1939 年拟就全面经济动员和由国家控制战时经济的《工业动
员方案》，未被采纳。曾多次作为启统特使到英国等地执行外交使命。战后
任驻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代表。1946 年提出对原子能实行国际控制的《巴鲁
克计划》。著有《战争中的美国工业》等。

巴巴罗萨（Barbarossa）法西斯德国侵苏战争计划的代号。1940 年 12
月 18 日，由*希特勒第二十一号指令批准下达。广义上还包括 1941 年 1 月
31 日颁布的关于陆军战略集中和展开的指令等计划文件。从 1940 年 7 月 21
日开始制订，曾用*弗里茨等代号，批准后改用现名，计划规定，在对英战争
结束前以一次快速战局击溃苏联。具体军事行动分为 3个阶段：首先在边境
地区粉碎苏军主力，阻止其向西德维纳河和第聂伯河以东撤退；继而乘胜攻
占列宁格勒、莫斯科和中央工业区及顿巴斯等战略要地；最后前出至阿尔汉



格尔斯克、伏尔加河、阿斯特拉罕一线（*阿阿线）。预定出动 190 个师，投
入空军力量的三分之二，并以海军相配合。陆军编为 3个集团军群：中央集
团军群以斯摩棱斯克、莫斯科为主突方向；北方集团军群以列宁格勒为主突
方向；南方集团军群以基辅为主突方向，分别在白俄罗斯、波罗的海沿岸和
乌克兰地区同时发起攻势。计划设想以突然密集使用大量飞机、坦克的“闪
击”方式达成初期战役企图和既定军事政治目标。进攻日期定在 1941 年 5
月 15 日，后因*巴尔干之战的影响而推迟至同年 6月 22 日。

巴达诺夫（BacИЛИЙМИхаЙЛовИчБаДа1895—1971）
苏联将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被征入沙俄军队。1919 年加入俄共（布）党
和红军。参加国内战争。二十年代在保安部队中任团长、师长兼政委。1934
年毕业于红军机械化和摩托化学院速成班。1941 年出任坦克师长（上校衔）。
苏德战争爆发后率部参战。1942 年获坦克兵中将街，任坦克军长。翌年升任
近卫坦克第四集团军司令，参加斯大林格勒、库尔斯克、第聂伯河右岸乌克
兰、利沃夫-桑多梅日等战役。1944 年受重伤后，调任坦克和机械化兵军训
部长。战后曾任装甲坦克和机械化兵军事院校部部长。1953 年退役。

巴多里奥（PietroBadoglio，1871—1956）意大利将领。早年曾参加侵
略埃塞俄比亚的战争（1896—1897）和意土战争（1911—1912）。第一次世
界大战期间任军长和陆军副参谋长。1919 年任陆军参谋长。政治上属保守的
君主主义派。墨索里尼掌权后一度离开军界，任驻巴西大使。1925 年被召回
出任总参谋长，翌年获元帅衔。掌握军权，积极推行对外扩张政策。1928—
1934 年兼任利比亚总督。1935 年又兼任东非高级专员和东非意军司巴多里奥
令，任内策划并指挥侵略埃塞俄比亚的战争，曾施放毒气屠杀平民。1936 年
7 月侵占埃塞俄比亚后任总督，并受封为亚的斯亚贝巴大公。第二次世界大
战前夕，一度与法国军界保持秘密接触，反对在地中海与英国发生对抗，对
武装干涉西班牙也持某种保留态度。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反对意大利过
早卷入战争。1940 年春起转而支持墨索里尼，积极备战。同年 6月起领导新
建立的最高指挥部，指挥意军对英法作战。1940 年 10 月策划和发动入侵希
腊的战争。因屡遭惨败，于同年 12 月被解除总参谋长职务，此后退隐。1942
年底，在意军事失败和国内动荡局势下，开始与国王及反墨索里尼分子建立
联系。1943 年 7 月 25 日，墨索里尼被捕后被任命为首相。对内力图稳定局
势，进行小规模清洗法西斯官员；对外作出继续作战的姿态，同时秘密与美
英接触。1943 年 9 月 3 日在卡西比莱（Casibile）与盟国签订《短期停战协
定》。8 日协定正式公布后，德军大举入侵，不积极组织抗击，却与国王南
逃。29 日与同盟国签订《长期停战协定》，并于10 月 13 日向德国宣战。1944
年 3 月与苏联建立外交关系。同年 4月第二次组阁，吸收共产党人加入政府。
6月罗马光复后辞职。著有《1936 年的埃塞俄比亚战争》、《第二次世界大
战中的意大利》。

巴甫连科（rpAhpeeBaBeHko，1899—1951）苏联作家。1920 年加入俄共
（布）党，并从事党政工作和报刊杂志工作。参加*苏芬战争。苏德战争爆发
后，为《真理报》和《红星报》随军记者，并任苏联作家协会保卫委员会主
席（1942—1943）。其间创作大批政论和小说，汇编入《勇敢的道路》和《人
民的复仇者》等文集，起了鼓舞军民抗击侵略者的斗志。战后写作的长篇小
说《幸福》和电影剧本《宣誓》、《攻克柏林》等反映卫国战争的力作尤为
著名。



巴甫洛夫  ①德米特里·格里戈里耶维奇·巴甫洛夫（1897—1941）。
苏联将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应征入沙俄军队。1919 年加入俄共（布）党和
红军。参加过国内战争。1928 和 1931 年先后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和军事
技术学院速成班，曾任骑兵团长、机械化团长和旅长。1936—1937 年参加*
西班牙内战，任坦克旅长。返国后，1937 年 11 月出任装甲坦克部部长，后
参加*苏芬战争。1940 年 6 月起任白俄罗斯特别军区（同年 7 月易名西部特
别军区）司令。1941 年获大将衔。苏德战争爆发后，任西方方面军司令。因
指挥重大失误，同年 7月 1日被解职。不久被处决。②雅科夫·费多托维奇·巴
甫洛夫（1917—1981）。苏联军人。1938 年参军。苏德战争期间在西南方面
军和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内作战。1942 年 9 月 26 日夜，以中士身份率侦察组
攻占斯大林格勒市中心的一幢四层楼房，坚守近 3昼夜，击退敌人多次猛攻，
使该建筑物成为近卫第十三师防御配系中一个重要支撑点（后该建筑物被称
作“巴甫洛夫楼”）。尔后在乌克兰第三方面军和白俄罗斯第二方面军内作
战，从斯大林格勒转战至易北河。1945 年获苏联英雄称号。1946 年复员。从
事经济工作。著有《斯大林格勒前线札记》。

巴罗特拉（JeanBorotra，l898—）法国运动员。1922 年毕业于巴黎综
合技术学校。在网球界享有声誉。法国败降后追随贝当，支持其“民族革命”，
主张以体育振兴法国。任维希政府体育和运动首席专员。1942 年 11 月因内
部矛盾，被盖世太保逮捕，囚于德国。战后获释。

巴季茨基（1910—1984）苏联将领。1924 年入乌克兰军事预备学校，参
加红军。历任排、连长。1938 年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加入联共（布）党。
历任摩托化旅、师参谋长。苏德战争爆发后不久，调任步兵第二五四师师长
（中校衔），在旧鲁萨战役中立战功。1943 年 7 月起先后任步兵第七十三、
第五十和第一二八军军长，参加过第聂伯河会战、第聂伯河右岸乌克兰进攻
战役、白俄罗斯战役、东普鲁士战役以及攻克柏林和解放布拉格等战役。晋
升中将。战后曾任国防部副部长、华沙条约联合武装部队副总司令等职。1968
年获苏联元帅衔。

巴隆蒂尼（IlioBarontini，1890—1951）意大利反法西斯主义者。1921
年参与创建意大利共产党。积极开展反法西斯斗争，长期流亡法国和苏联。
西班牙内战初期，任加里波第营政委，参加瓜达拉哈拉战役。大战期间，1940
年起在法国南部领导抵抗运动。1943 年回国，在意大利北部进行游击战争，
并致力于组建城市爱国行动小组。曾任艾米利亚-罗马涅地区游击队总指挥。
战后为参议员。

巴维列奇（Antepavelié，1889—1959）南斯拉夫*“克罗地亚独立国”
首脑，克罗地亚极端民族主义分子。律师出身。1927 年为议员。1929 年亚历
山大国王建立独裁政权后，逃亡意大利，建立*乌斯培莎。1934 年在马赛组
织谋杀国王亚历山大。1941 年德、意军入侵南斯拉夫后回国，同年 4月出任
“克罗地亚独立国”首脑。5月签订《罗马条约》，出让达尔马提亚。6月赴
德，宣布加入轴心国。指挥傀儡军，配合德、意军队大肆镇压抵抗运动，残
酷屠杀塞尔维亚人和犹太人。1945 年逃亡奥地利和意大利，1948 年起定居阿
根廷。南斯拉夫多次要求引渡未成。死于西班牙。

巴斯蒂科（EttoreBastico，1876—1972）意大利将领。就学于莫德纳
军校。参加过 1911—1912 年意土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先后指挥第
一机械化师和第一黑衫师，晋升准将和少将。1935 年任第二军和第三军军



长，参加侵略埃塞俄比亚的战争。1937 年 4 月调任意大利远征军司令，指挥
武装干涉西班牙。1938 年晋升上将，并相继任第二集团军和第六集团军司
令。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1940 年 12 月任意属爱琴海岛屿总督。1941 年
6 月又出任利比亚总督兼北非意军司令，配合德军作巴斯蒂科战。因与*隆美
尔不和，并时有激烈冲突，1942 年 8 月被解职。同时晋升元帅，调任利比亚
意军司令。同年 11 月复任北非意军司令，但屡战皆北，不久回国。被授予利
比亚荣誉总督，但元帅衔被革除。战后于 1947 年恢复元帅衔。著有《战争艺
术的演化》等。

巴蒂斯塔（FulgencioBatistayZaldívar，1901—1973）古巴总统（1940
—1944，1954—1959）。曾长期在军中服役。1933 年发动军事政变，任古巴
立宪军上校司令，控制古巴政局。大战爆发后任总统，采取亲美立场。珍珠
港亭变发生后的次日，1941 年犯月 9日对日宣战，随后又相继对德、意宣战。
1942 年同美国签订互惠协定，接受其大量贷款，相互降低关税，同时又为美
国提供军事基地。1944 年辞职，旅居国外。战后曾再次发动军事政变，并于
1954 年复任总统。1959 年被推翻，后流亡国外。

巴锡基维（JuhoKustiPaasikivi，1870—1956）芬兰总理（1944—1946）。
早年学习法律和历史，并任教于赫尔辛基大学。芬兰独立后为保守的国民联
盟党领袖。曾任驻瑞典大使。1939 年秋苏芬外交危机时任芬兰首席代表赴莫
斯科谈判，曾主张接受苏方的某些要求，但未被本国政府采纳。苏芬战争时
期，任不管部长，参加 1940 年 3 月《苏芬和约》的缔结。后出任驻苏大使，
芬兰追随德国入侵苏联后，退出政界，但继续保持与苏方的联系。参加 1944
年 3—9 月的苏芬停战协定谈判。1944 年 11 月任总理，致力于履行停战协定
的各项条款，维护芬苏和睦。战后曾任芬兰总统。

巴黎起义  巴黎人民解放首都的武装起义。1944 年 6 月，盟军在诺曼底
登陆后，巴黎人民群情激昂，7、8月间，不断举行游行示威。7月 14 日爆发
总罢工，不久，首都与外界交通中断，8月 15 日，警察拒绝值勤。起义爆发
前夕，以戴高乐为首的*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担心共产党控制局面，特派战
斗法国总代表团代表帕罗迪和沙邦-戴尔马前往巴黎活动，试图推迟起义。但
在法国共产党的推动下，8月 19 日上午，巴黎地区内地军司令*罗尔-汤吉下
令武装起义开始。起义迅速席卷全城。22 日，街垒遍布，市政厅等要地先后
被攻克。至 24 日，德军在城内的大部分据点已被控制。戴高乐闻讯后亲赴盟
军总部，敦促立即进军巴黎。勒克菜尔所属法国第二装甲师于 24 日傍晚进抵
巴黎。次日，德军城防司令*肖尔蒂兹被迫下令停止抵抗，并向勒克菜尔和罗
尔-汤吉投降。起义者共有 2000 多人牺牲，德军除 3000 多人被歼外，另有
1.2 万多人被俘。起义的胜利加速了全国的解放。

巴巴占尼扬（1906—1977）苏联将领。1925 年参军。1928 年加入联共
（布）党。历任营长和副团长。参加过*苏芬战争。苏德战争开始时为少校。
先后任步兵团长、机械化旅长和坦克军长。1942 年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
先后参加莫斯科、库尔斯克、第聂伯河乌克兰右岸、利沃夫-桑多梅日、维斯
瓦河-奥得河、东波美拉尼亚和柏林等战役。战后历任军区司令、装甲兵学院
院长和坦克兵主任等职。1975 年获装甲坦克兵主帅衔。

巴尔干之战  德国伙同意大利、匈牙利入侵巴尔干的战争。1940 年年
中，德国即开始控制巴尔干的行动，以便为未来的侵苏战争准备可靠的南翼，
并建立一个突击英国地中海交通线以及近东、北非的战略要地。10 月，德军



进驻罗马尼亚。但随后意大利入侵希腊失败，英国又派兵进入希腊，德国遂
制订并加紧准备实施进攻希腊的代号*马丽他的行动。1941 年 3 月，德国先
后把匈牙利和保加利亚拉入轴心集团，并在这两国布署兵力。同时，意军也
在阿尔巴尼亚和的里雅斯特集结。3月 25 日德国诱迫南斯拉夫政府参加轴心
集团；但次日该政府被政变推翻。27 日希特勒下令对南、希两国同时大举进
攻。为此推迟入侵苏联的行动时间，4月 6 日，德、意、匈 3 国军队以猛烈
的空中轰炸为先导，约 80 个师从几个方向同时发起进攻，南军共约 50 个师，
兵力分散，当德军主力突破斯科普里（Skopje）、尼什（Ni■）地域的防御，
南统帅部就仓卒命令全线后退。南军爱国官兵的奋战无法扭转局势。13 日，
首都贝尔格菜德陷落。17 日，南军余部约 30 万人在萨拉热窝投降，国王波
得二世和政府要员流亡伦敦，全国为德、意、匈、保和克罗地亚傀儡政权所
分割。希军最初顶住了德军向萨洛尼卡（Saloníka）方向实施的主要突击。4
月 10 日，从南斯拉夫斯科普里地域南下的德军突破希腊防线薄弱的中部，并
向内地突进。此时，在色雷斯、东马其顿和伊庇鲁斯的希军面临被孤立和包
抄的危险，被迫向南退却。从北非仓促调来希腊作战的英国远征军 5万余人
也边战边退，至伯罗奔尼撒半岛各港口。23—24 日，英军登船撤到克里特岛
和北非。伊庇鲁斯地区希军的退路被阻断，于 23 日投降。27 日，德军进入
雅典，国王乔洽二世和政府要员流亡伦敦。30 日德军进抵伯罗奔尼撒半岛南
端。6 月之日，德军又攻占克里特岛，希腊国土全部沦陷。此战，德国虽以
极少的伤亡（死亡和失踪约 5500 人，不含克里特岛战役）连夺两国，却失去
了随后的侵苏战争中关键性的一个月时间。

巴尔干方案  见“地中海战略”。
巴尔泰勒米（JosephBarthélemy，1874—1945）法国*维希政府司法部

长。初在大学任教。1919 年起为议员，曾任驻国际联盟代表。一贯反对人民
阵线，支持《慕尼黑协定》。1941 年 1 月起就任维希政府司法部长。8月 14
日颁布反对《共产党和无政府主义分子》的特殊法令，大肆镇压抵抗战士。
1942 年 11 月德军进占法国南部非占领区后，继续供职，直至翌年 3月离任。
1945 年 6 月，在被法国最高法院提审前病亡。

巴西远征军  巴西在大战期间派往欧洲作战的军队。1942 年 8 月 22 日
巴西政府对德宣战，并随即着手筹组赴欧参战的部队。远征军由 1个步兵师
和 1 个空军中队组成，共 25445 名官兵和 458 名飞行员，司令官为莫雷斯
（MascarenhasdeMorais，1883—1968）将军。1944 年 7 月在意大利登陆，
属美国第五集团军编制。曾多次参加战斗。其空军先后完成 2550 次飞行任
务。远征军共伤亡 2000 余人，系拉美国家唯一参加欧战的军队。

巴甫洛夫楼  见“巴甫洛夫②”。
巴格拉米扬（иBaHXpиcToфopoBичБarpaMяH，1897—1982）苏联

将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入沙俄军队服役。1920 年加入红军。二十年代任
骑兵团长。1934 年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后，任骑兵师参谋长。1938 年总参军
事学院毕业后，留院任教员。1940 年任基辅特别军区副参谋长兼作战部长。
苏德战争爆发后任西南方面军副参谋长兼作战部长，不久加入联共（布）党，
晋升少将。参加基辅会战、罗斯托夫战役和叶列茨战役。1941 年 12 月任西
南方面军参谋长。翌年 7月调任西方方面军第十六集团军司令。1943 年领导
实施奥廖尔进攻战役。同年 11 月升任波罗的海沿岸第一方面军司令，晋升大
将。1944 年参加实施白俄罗斯战役。后参加实施波罗的海沿岸战役。1945



年参加实施东普鲁土战役。同年 2月，因波罗的海沿岸第一方面军改编为白
俄罗斯第三方面军泽姆兰德集群，成为该方面军副司令兼该集群司令，同年
4 月任白俄罗斯第三方面军司令。战后历任军区司令、国防部副部长、总参
军事学院院长等职。1955 年获苏联元帅衔。著有《战争是这样开始的》、《在
伟大胜利的道路上》等。

巴格拉季昂（БarpaTиoH）苏军实施*白俄罗斯战役的计划代号。1944
年 5 月由苏军最高统帅部审定。其意图是：在白俄罗斯战线长达 1100 公里的
地段上，同时向 6个方向的敌人发起进攻，突破敌防线并将其分割，然后各
个歼灭，其中以维帖布斯克和勃布鲁伊斯克为主攻方向，第一阶段以解放明
斯克为战略目标，然后继续突进，直捣苏联西部边境，完成粉碎德国中央集
团军群，解放白俄罗斯的战略目的。

巴拿马宣言  1939 年 9 月在巴拿马召开的美洲国家外长第一届协商会
议上通过的宣言。声称美洲各国均“拥有不使本国水域遭受任何非美洲国家
采取任何军事行动侵犯的不容置疑的权利”，并将在大陆周围设立宽度为 300
海里的“安全地带”；在上述地带受到侵犯时，将召开协商会议，制定“个
别的或集体的措施”，以制止此类侵犯。该宣言在阻止轴心国侵略美洲上起
了一定的作用。巴黎议定书又称“五月议定书”。1941 年 5 月 28 日法国*维
希政府外交部长达尔朗同德国驻维希大使阿贝茨（OttoAbetz）在巴黎签订的
议定书。1941 年 5 月初，伊拉克发生反对英国殖民者的政变并爆发战争。纳
粹德国乘机以援助伊拉克为名侵入中近东。为了利用法国在中近东和北非的
殖民地运送援伊军火物资，德国向维希政府施加压力后签订此议定书。共 4
份，主要内容为：德国空军有权使用黎巴嫩和叙利亚的机场，德国可通过叙
利亚的公路和铁路向伊拉克运送物资；德国在北非有权使用比塞大港，并自
7月 15 日起使用达喀尔港；作为报酬，德国表示协助维希政府加强在非洲的
地位。6 月 3 日维希政府举行部长会议，由于多数阁员反对，“国家元首”
兼总理贝当被迫拒绝批准这些议定书。德国当时因集中力量准备发动侵苏战
争，来对维希政府使用更大的压力，但实际上德军仍能利用法属北非殖民地
运送军火。

巴比谷大屠杀  纳粹德国在苏联进行的大屠杀。1941 年 9 月底，侵占
基辅的德军借口遭到游击队的袭击，将数万名居民（内有俄罗斯人、犹太人
和乌克兰人）驱至城北的巴比谷进行屠杀。随后又在此建立灭绝营，在两年
内共屠杀无辜居民约 10 余万人。1943 年 9 月，基辅解放前夕，327 名囚徒举
行暴动，14 人脱逃成功。战后于 1976 年在原址建立受难者纪念碑。

巴丹半岛战役  *菲律宾战役（第一次）中美菲军在巴丹半岛抗击日军
的防御战役。1941 年 12 月底，日军主力在仁牙因湾登陆，美将麦克阿瑟被
迫按“橙子三号”作战计划放弃马尼拉，率美菲军 8万人退守巴丹（Bataan）
半岛，以待海上增援。1942 年 1 月 10 日起，日军连续发动进攻，遭美菲军
顽强抗击，损失两个步兵大队后于 2月上旬被迫暂停攻击。但美菲军孤立无
援，食品供应严重缺乏，疟疾流行，伤病员大量增加，士气日益低落，陷于
被动挨打困境。3 月 10 日，麦克阿瑟奉调澳大利亚，由*温赖特负责指挥留
守部队。4月 3日起，日军在飞机、大炮掩护下发动猛玫，突破守军防线。4
月 9日日军攻占马里韦莱斯（Mariveles）山制高点，美军战地指挥宫金少将
率官兵约 7 万人投降。温赖特则率部在科雷尔吉多（Corregidor）抵抗至 5
月。



巴尔干协约国  巴尔干地区国家间的联盟。三十年代初，列强争夺巴尔
干以及该地区各小国之间的矛盾，均日益加剧。意大利充当了保加利亚和阿
尔巴尼亚的保护国；法国依靠*小协约国成员南、罗与意大利竞争；英国则利
用希、土扩展自己势力。最后南、罗、希、土达成结盟。1934 年 2 月 9 日在
雅典签署巴尔干协商公约后组成。规定：缔约国不得相互侵犯；凡逼其他巴
尔干国家侵犯时，缔约国应相互提供援助；在非巴尔干大国支持其他巴尔干
国家发动侵犯时，缔约国亦应相互支援。土耳其强调该联盟不损及它和苏联
的关系。由于内部矛盾尖锐，该联盟未能起到阻止德国与意大利侵略的作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瓦解。

日达维亚海战  亦称“雅加达海战”。1942 年 2 月 28 日美、日海军在
荷属东印度爪哇岛西端海域的遭遇战。美英荷澳联合舰队在*苏腊巴亚海战失
败后，28 日晚美国重巡洋舰休斯敦号率 1艘驱逐舰离开巴达维亚（Bata-via，
即今雅加达），试图趁夜色通过巽他海峡逃跑。在巽他海峡北口外 26 海里处
与日本海军掩护登陆的舰队遭遇，美舰闯入日军登陆船队，击沉 4艘运输船
（一说为日舰鱼雷误中），但遭日舰封锁被击沉。

巴多里奥政府  意大利 1943 年*七月政变后*巴多里奥组成的意大利政
府。共两届。第一届政府（1943 年 7 月 25 日—1944 年 4 月 21 日），对内下
令释放政治犯，同时颁布特别戒严令，力图控制人民运动，维持萨伏依王朝
的统治。对外一面向德国表示友好，作出继续作战姿态，同时又派*卡斯泰拉
诺等去马德里和里斯本等地活动，秘密接触盟国代表；商讨意大利退出战争
的条件。9月 3日与盟国签订《短期停战协定》，8日正式宣布投降。当德军
入侵时，未领导军民抗战，相反弃守罗马，携国王南逃，断送了 70 万意军。
9月 29 日与盟国签订《长期停战协定》，10 月 30 日向德宣战。11 月内阁进
行部分改组，但坚持保王主义立场，单纯依靠盟军支持，不发动人民抗德，
因而也未能领导全国的抵抗运动。第二届政府（1944 年 4 月 21 日—6 月 9
日）吸收意大利共产党成员参加，扩大政府的社会基础，并在舆论压力下于
5 月成立研究清洗法西斯主义的委员会，但迟疑不决，未采取有力措施。同
年 6月 9日罗马解放后，以巴多里奥辞职而告结束。

巴拉顿湖战役  苏德战争后期苏军进行的防御战役。1945 年 3 月 6—15
日，由*乌克兰第三方面军实施。*布达佩斯战役后，为阻止苏军向维也纳方
向进攻，德军向巴拉顿（Balaton）湖地域调集重兵集团计 43.1 万人，包括
装备最新式坦克的党卫队第六坦克集团军，企图用反攻恢复多瑙河一线防
御。苏军面对占有坦克优势之敌，决定先以相当兵力（40.7 万人）进行积极
防御，待消耗德军突击集团后再向维也纳进攻。经 10 昼夜激战，德军仅在个
别地段楔入苏军防线 12—30 公里，但损失 4 万余人和半数以上坦克，至 3
月 15 日被迫终止进攻。

巴祖卡火箭筒  （Bazooka）美制步兵轻型反坦克武器。其 M-1 式于 1942
年开始生产并装备部队，首次使用于北非战场。发射器为长圆形主筒，长 1.68
米，口径 60 毫米，装有握把，及瞄准装置，重量 7公斤。发射火箭高爆弹，
重 1.6 公斤，有效射程 366 米。两人操作，一为射手，一为装填手。其改进
型在战后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各国陆军继续使用。

巴斯帝亚尼尼（GiuseppeBastianini，1899—1961）意大利外交官。曾
为法西斯党副总书记。先后任驻波兰大使（1932—1936）、外交副大臣（1936
—1939）和驻英大使（1939—1940）。主张亲英疏德，保持意大利的独立地



位。大战期间任达尔马提亚总督（1941—1943）。1943 年 2 月，意军在各战
场失利后，出任外交大臣，与罗马尼亚、匈牙利维持密切关系，同时通过梵
蒂冈和美、英秘密接触。1943 年 7 月 24 日，在*法西斯大委员会会议上投票
支持格兰迪动者。*萨罗共和国时，被维罗纳法庭缺席判处死刑，后避难至瑞
士。战后一度被审，1947 年被开释。

巴布亚半岛战役  太平洋战争期间日本和盟军争夺巴布亚半岛的战
役。1942 年初，日军进兵巴布亚-新几内亚，发动*莫尔兹比港之战，企图据
此为入侵澳大利亚的基地。同年 7—8月间，日军南海支队在掘井富太郎少将
率领下两次向欧文-斯坦利（OwenStanley）山脉的科科达（Kokoda）山道进
军，企图越过崇山峻岭直趋该港，遭驻守山道的澳军抵抗，继而因*瓜达尔卡
纳尔岛争夺战开始而暂停。同年 9月上旬，西南太平洋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
调集美澳军 5 个师约 3 万人，沿科科达山道、莫尔兹比港东线以及米尔恩
（Milne）湾北海岸三条轴线进行反攻。日南海支队被击溃，崛井突围中落水
溺毙，残部退守布纳（Buna），日军被压缩在狭长的北海岸线上。11 月中旬，
澳军第七师攻击戈纳（Gona），美军第三十二师攻击布纳，日军殊死顽抗，
盟军进攻受阻。11 月底，美将*艾克尔伯格飞抵布纳前线指挥，盟国空军对
日军海岸防御阵地及海上交通线实施连续突击，切断其增援。12 月 14 日美
澳军先后攻克布纳与戈纳。1943 年 1 月，布纳残存日军溃败，22 日战役结束。
此役日军被歼 1.2 万人，盟军约亡 3000 人，伤 5400 人。

巴勒姆号战列舰（Barham）英国战列舰。1915 年建成，三十年代改装。
排水量 3.1 万吨，最大航速24 节。装有8门 15 英寸火炮，12 门 6 英寸火炮，
8门 4英寸高射炮和 4架飞机。大战时主要在地中海作战。1940 年 9 月参加
英国和自由法国部队攻击北非达喀尔的战斗。1941 年 4 月炮击的黎波里港，
5月参加克里特岛战役。同年 11 月 25 日凌晨，在克里特岛附近海域被德国
潜挺 U-331 号击沉，舰长与官兵 862 人阵亡。

巴勒姆号战列舰巴赫-齐列夫斯基（ErichvonDenBarch-Zefewski，1899
—1972）德国党卫队地区总队长，武装党卫队将领。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
1930 年加入纳粹党，翌年加入党卫队，并任国会议员（1932—1944）。1939
年获党卫队地区总队长衔（相当于中将）。苏德战争爆发后专事镇压游击队
运动，曾在苏联中部地区大肆屠杀。1943 年 7 月在波兰镇压抵抗运动。1944
年 8 月负责镇压*华沙起义，获骑士十字奖章。1944—1945 年曾指挥武装党
卫队部队在各地作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受审，被判无期徒刑，死于狱中。

巴尔文科沃-洛佐瓦亚战役  苏德战争前期苏军发动的进攻战役，*苏
军一九四二年冬季反攻的组成部分。1942 年 1 月 18—31 日，由*西南方面军
和*南方方面军实施。目的是围歼德军顿巴斯集团，并北上解放哈尔科夫。1
月 23 日，苏军攻占巴尔文科沃（BapBeHtt0Bo），1月 27 日解放治佐瓦亚（Л
irэOBaя），进至巴尔文科沃以南 30 公里一线。此后双方呈对峙状态。苏
军在 100 公里正面上向西和西南方向推进 90—100 公里，但未达预定目标。

邓小平（1904—）中国将领。1920 年赴法勤工俭学。1924 年加入中国
共产党。1929—1930 年先后参加领导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曾任红七军、红
八军政委，中共中央秘书长。1934 年参加长征，北上抗日。抗日战争爆发后，
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同朱德等奔赴华北抗日前线。1938 年 1 月，任八路
军第一二九师政委，与*刘伯承一起率部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先后参与指



挥长生口、神头岭、响堂铺等战斗，打破日军对晋东南的“九邓小平路围攻”，
创建了晋冀豫抗日根据地。1940 年 8 月，指挥 46 个团参加八路军总部发起
的*百团大战，实施正太、榆辽战役，给日伪军沉重打击。1941 年后，领导
部队实行主力地方化，强化游击集团，挫败了日军对根据地的蚕食和多次“扫
荡”。1942 年 9 月起历任中共中央太行分局书记、北方局代理书记、晋冀鲁
豫中央局书记、晋冀鲁豫军区政委，领导部队整训和根据地建设，对日伪军
连续发起攻势作战，扩大了解放区。解放战争时期任第二野战军政委，参与
指挥淮海、渡江战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共
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中共中
央军委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著有《邓小平文选》。

邓子恢（1896—1972）中国将领。原名绍箕。早年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
学。192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闽西特委书记、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二
军政委，开创闽西革命根据地。1934 年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北上抗日后，坚持
闽西游击战争。抗日战争爆发后，任新四军政治部副主任，奔赴皖南抗日前
线。1939 年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政治部主任，率第五支队挺进皖东敌后，开
辟和发展皖南抗日根据地。1941 年*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兼第
四师政委、中共淮北区委书记，领导淮北军民，坚持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粉
碎日伪军多次“扫荡”。1944 年率部开辟淮北解放区，向日伪军进行战略反
攻。抗战胜利后，任中共中央华中分局书记兼华中军区政委。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后，曾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长、国务院副总理。

邓龙光（1896—1979）中国将领。字剑泉。保定军校毕业。曾任国民政
府军副军长。1936 年授中将衔。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六十四军副军长、第
八十三军军长，参加南京保卫战。1938 年 9 月任第二十九军团副军团长，同
年 12 月任第六十四军军长，守备西江地区。1939 年 10 月任第三十五集团军
副总司令，率部在粤北作战。1940 年 1 月任第三十五集团军总司令，参加桂
南会战。1945 年 3 月任陆军总司令部直属第二方面军副司令官。同年 8月奉
调广州湾及海南岛，接受日军投降。抗战胜利后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广州
行辕副主任。1949 年底去台湾。

邓尼茨（KarlD nitz，1891—1980）德国海军将领。职业军人。1910
年入海军当预备军官。1912 年在巡洋舰上任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调至潜
艇部队，在地中海和大西洋作战，曾被英军俘虏。战后继续在海军服役。历
任鱼雷艇长、支队长、海军参谋部首席参谋和巡洋舰长。纳粹党执政后，撕
毁《凡尔赛条约》，重建德国潜艇部队。1935 年 10 月被委派指挥新建的“威
迪根”潜艇队并组建新的潜艇部队。翌年任潜挺规队司令，获海军准将衔。
邓尼茨鼓吹“无限制潜挺战”，主张大量建造中、小型潜艇，迅速发展德国
的潜艇部队。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立即开展潜艇战，广泛袭击商船，力
图切断盟国的海上交通线。首创并成功地实施多艇集群近距离攻击的*“狼群
战术”，曾给盟国海上运输造成严重威胁。先后升为海军少将（1939 年）、
海军中将（1940 年）和海军上将（1942 年）。1943 年 1 月接替雷德尔任海
军总司令，同时仍主管潜艇部队。同年晋升海军元帅。战争后期，美、英加
强护航，发展反潜兵力和兵器，尤其发挥空中优势的作用，使德国潜艇战趋
于失败。1945 年 4 月，在纳粹德国崩溃前夕，被任命为德军北部最高司令官。
同年 5月 1日，按照希特勒的政治遗嘱，继任德国总统和武装部队最高统帅。
在德国北部的弗伦斯堡-米尔维克（Flensburg-Mürwick）组成新的德国政府，



企图与盟国进行结束战争的谈判。1945 年 5 月 9 日通告德国投降。1946 年在
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以破坏和平罪和战争罪，判处 10 年徒刑。1956 年刑
满释放。定居联邦德国。著有《回忆录》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国海军
战略》。

邓宝珊（1894—1968）中国将领。原名邓瑜。将弁学堂毕业。曾任国民
联军驻陕副总司令。1932 年后，应杨虎城之邀，任西安绥靖公署驻甘肃行署
主任、新编第一军军长。1936 年投中将衔。西安事变时，支持张学良、杨虎
城抗日救国八项主张。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二十一军团军团长、晋陕绥边
区总司令。赞同中国共产党倡寻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曾数次访问延安，
与陕甘宁边区建立良好睦邻关系，被毛泽东誉为“支撑北线，保护边区”。
1945 年 6 月任第十二战区副司令长官。抗战胜利后，坚持反对内战的立场。
后任华北“剿总”副总司令，为北平（今北京）的和平解放作出贡献。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甘肃省省长、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全
国政协常委。

邓振询（1904—1943）中国新四军苏南军政委员会书记。字仲铭。1929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 年参加长征，北上抗日。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中共
江西省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1938 年 1 月赴龙岩，协助邓子恢组建新四军第
二支队。翌年起，历任中共皖南特委书记、中共苏皖区委书记、新四军苏南
军政委员会书记、苏南行政公署副主任。1940 年冬，领导苏南抗日军民反击
日伪军的“扫荡”，收复茅山、江句地区，巩固和发展了苏南抗日根据地。
1943 年 8 月 3 日，遭敌突然袭击，在突围战斗中牺牲。

邓铁梅（1892—1934）中国将领。原名古儒。辽宁本溪县警察教练所结
业。曾任牡丹江警察分署署长。九·一八事变后，在凤城组织东北民众自卫
军，任司令。同年 11 月，率部攻打凤城县城，全歼日军守敌。后转战辽东半
岛，在丹东、凤城、岫岩、庄河一带开展抗日斗争，共进行大小战斗近百次，
队伍发展到 1.5 万亲人。1932 年 8 月，处死日军来凤城诱降的代表，9月粉
碎了日军对自卫军根据地的大“扫荡”。1934 年 5 月 30 日，在岫岩县张家
堡因叛徒出卖被捕。在狱中坚贞不屈，同年9月 28 日在奉天伪陆军监狱被杀
害。

邓锡侯（1888—1964）中国将领。字晋康。保定军校毕业。曾任四川省
省长，国民政府军第二十八、第四十五军军长。1936 年升为中将。次年授中
将加上将衔。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二预备军副司令长官、第四军团军团长，
开赴山西抗日前线。不久任第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所部第一二二师死守滕
县，为第五战区调兵取得台儿庄大捷争取了时间。后历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
重庆行营副主任、川康绥靖公署主任、中央军饺校务委员。抗战胜利后，任
四川省政府主席、川陕甘绥靖公署主任、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1947 年
升为二级上将。1949 年 12 月 9 日与*刘文辉等在彭县通电起义。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后，历任四川省副省长、国防委员会委员、民革中央委员。

邓颖超（1904—1992）中国妇女运动领导人之一。周恩来夫人。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中央妇委书记。1934 年参加长征。抗日战争爆
发后，先后在武汉、重庆等地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发动妇女参加抗
战，组织战时儿童保育会抢救战地儿童。历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中共中央
长江局妇委委员、南方局委员兼妇委书记，坚持团结抗战、反对投降分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纪委第二



书记、全国政协主席。
双叉冲击（Two-ProngedCounter-Offensive）1943 年盟军在太平洋战场

实施的对日战略反攻方向。中途岛海战和瓜达尔卡纳尔岛争夺战后，盟军准
备在太平洋战场实施战略反攻，但高级将领中对反攻路线意见不一。麦克阿
瑟主张沿西南太平洋，从新几内亚到菲律宾的路线；以尼米兹为首的海军将
领则主张取中太平洋路线。1943 年 5 月美英华盛顿会议决定，两路并进最终
汇合于菲律宾，故称“双又冲击”。其战略意图在于分散日军兵力，防止日
本后备力量集中于一线。但由此盟军需有更多的部队、船只、登陆艇和其他
作战物资，因而准备时间较长。

双强标准（Two-powerStandard）英国海军建设方针的一种俗称。第一
次世界大战前，英国海军建设一直奉行必须“超过世界上两支最强大的海军”
的方针，被称为“双强标准”。1922 年华盛顿会议上被迫接受*一强标准。
三十年代中期，随着德、日、意法西斯国家的对外扩张，英国海军部于 1937
年 4 月提出新的舰队建设计划，规定英国海军必须“超过欧洲和亚洲的两支
最强大的海军”，此为新的“双强标准”。按此标准，英国海军要比*DRC 标
准增加战列舰 5艘、巡洋舰 30 艘、驱逐舰 6个纵队、潜艇 27 艘。1938 年 7
月此计划被张伯伦政府否决。

双十二事变  即“西安事变”。
双十委员会  即“XX 委员会”。
双城阻击战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东北军抗击日军的战斗。1931 年 9

月日军占领长春和吉林后，东北军纷纷举兵抗日。1932 年 2 月 1 日，为阻止
日军继续北上，东北军第二十二旅官兵在旅长赵毅指挥下，击溃进犯双城的
伪军于琛澂部，并在火车站伏击日军两列军车，歼灭日军长各部支队数百人。
2 日日军出动飞机和坦克，以优势兵力反扑，东北军伤亡惨重，被迫撤退。
双城失守，哈尔滨门户遂洞开。

孔祥熙（1880—1967）中国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财政部长。字庸之。
美国耶鲁大学毕业，获经济学硕士学位。曾任国民政府实业部长、工商部长、
中央银行总裁、则政部长等职。1936 年*西安事变时，主张用和平谈判解决
事变。抗日战争爆发后，出访欧洲，争取国际财政援助。一度任行政院长，
旋改任副院长，仍兼财政部长，推行战时经济统制政策，使四大家族垄断资
本进一步膨胀。1945 年春辞去各职。后赴美就医，定居。

水星（Merkur）1941 年德军入侵克里特岛的行动代号。参见“克里特岛
战役”。

水坝轰炸  英国战略空军对德国鲁尔区的一次夜间精确轰炸。代号“惩
罚”。在对德国进行战略轰炸时，*英国轰炸机司令部从 1941 年起坚持采用
夜间区域轰炸战术，但也组织过若干次试验性的昼间或夜间精确轰炸。1943
年 5 月 16 日夜至 17 日，经特殊装备和训练的皇家空军第六一七中队，由吉
布森（GuyGibson，1918—1944）中校率16（一说 19）架*兰开斯特式轰炸机，
袭击鲁尔区默内（M■hne）河谷水坝、埃德尔（Eder）河谷水坝和佐尔佩
（Sorpe）河谷水坝。此轰炸盟军损失飞机 8架，但炸毁了德国最大的默内河
谷水坝（蓄水量 1.3 亿多立方米）及其水电厂，并导致洪水淹没鲁尔河谷。

水晶之夜（Kristallnacht）一译“晶莹透明之夜”，因碎玻璃满地而
得名。亦称“全国砸玻璃窗之夜”。纳粹德国的反犹活动。1938 年 11 月 7
日，波兰籍犹太人格林兹本（HersehelGrynszpan，1921—约 1940）为其父



复仇，枪杀德国驻法国大使馆三等秘书拉特（ErnstvonRath，1909—1938）。
戈培尔乘机煽动大规模反犹活动，在同年 11月 9日晚—10 日晨的15小时内，
捣毁 815 家犹太人店铺，砸碎7500 家商店的玻璃窗，焚烧和捣毁 195 处犹太
会堂和 171 处犹太人住宅，杀害和打伤犹太人各 36 名，逮捕 2万名。12 日，
纳粹政权高级官员会议又决定：勒令犹太人缴付 10 亿马克赔偿损失；德国保
险公司支付的 600 万马克的门窗玻璃保险金归入国库；剥夺全部犹太人的企
业和财产，以证券形式给予若干补偿，犹太人可以动用该证券的利息，但不
得动用本金；成立专门委员会研究进一步迫害犹太人。

水手式巡逻机（Mariner）即“PBM 型巡逻机”。



五画

[一]

末次信正（1880—1944）日本海军将领。毕业于海军兵学校和海军大学。
1923 年任第一潜水战队司令官。1928 年任军令部次长，与军令部长加藤宽治
等组成*舰队派，反对裁军。1931 年任第二舰队兼第一舰队司令官。1933 年
任联合舰队司令长官。次年晋升海军大将。1935 年任军事参议官，1937 年退
役后任内阁参议。1937 年 12 月任第一次近卫内阁内务大臣。1940 年 7 月至
1941 年任*大政翼赞会中央协力会议议长兼东亚建设联盟会长，是狂热的扩
张主义分子。

正义和自由（GiustiziaeLibertá）意大利反法西斯组织。1929 年由“罗
萨利等人在巴黎发起建立。成员主要是出身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反法西
斯战士。出版《正义和自由》报和同名周刊，宣传反对墨索里尼独裁的革命
思想，提出建立共和国、进行民主改革和实现区域自治的纲领。支持国内进
步运动，主张和各派反法西斯力量合作。西班牙内战期间，曾和意大利共产
党共同声援西班牙共和国，反对佛朗哥。1940 年法国沦亡后瓦解。其成员积
极参加抵抗运动，并参与*行动党的创建。

正太铁路破袭战  1938 年八路军破坏日军交通线的一次作战。为打击
向晋南、晋西进犯的日军，配合友军正面战场作战，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主力
及第一一五师第三四四旅，于是年 2月 18 日起破袭正太铁路阳泉至井陉段。
21—22 日进行*长生口伏击战。此战共歼日军 300 余人，一度切断正太铁路
交通。

甘地（MohandasKaramchandGandhi，1869—1948）印度民族运动领袖。
早年在英国攻读法律，后到南非从事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1915 年回国，发
起“非暴力抵抗”运动，反对英国殖民统治。1924 年起任印度国民大会党主
席，并以“非暴力不合作”为其纲领。大战爆发后，强烈抨击英国擅自宣布
印度参战的决定。1940 年 9 月，在英国面临被德军入侵的危险时，宣布印度
将在道义上支持宗主国，但从非暴力主义立场出发，又号召本国人民拒服兵
役。10 月发动“国民不服从运动”，抗议英国殖民当局拒绝国大党提出的建
立自治政府等要求。因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反对战争的消极抵抗运动，导致国
大党党员 2 万余人被捕。1942 年 8 月，与英国掌玺大臣*克里普斯谈判破裂
后，提出英国“从印度滚出去”的口号。同年 8月 29 日被捕入狱，1943 年 2
月在狱中开展绝食斗争。1944 年 5 月 6 日获释。战后继续领导印度民族解放
斗争，1947 年印度终获独立。后被刺杀。

甘巴拉（GastoneGambara，1895—1962）意大利将领。参加过第一次世
界大战。1935 年侵略埃塞俄比亚战争时，任师参谋长。西班牙内战期间，历
任意大利远征军参谋长和司令，武装干涉西班牙共和国。佛朗哥上台后，任
驻西班牙大使。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1940 年 5 月奉召回国。6月率部入
侵法国，未获战果。1941 年 2 月调往阿尔巴尼亚。旋又出任北非意军参谋长，
指挥装甲部队作战。后因与*隆美尔不和，1942 年 3 月被解职。翌年 9 月意
大利向同盟国投降后，任*萨罗共和国军队总参谋长。1944 年 3 月离职。

甘末林（MauriceGamelin，1872—1958）法国将领。1893 年毕业于圣西
尔军校。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于 1916 年升准将。战后任驻叙利亚法军司令、



陆军总参谋长。1925 年获少将衔。1935 年起为陆军总监最高军事委员会副主
席。1938 年起任法军总参谋长。主张消极防御的阵地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
发后，9月 3日出任法军总司令，兼英法联军总指挥，制定*D 计划，力图在
比利时境内迎击德军主力。同时敦促魏刚积极筹组*东方军，企图在巴尔干开
辟第二战场。苏芬战争时，曾试图通过瑞典进行武装干预。北欧战争开始后，
未及时派出远征军。西线战事爆发时，错误判断德军主攻方向，仍命令法军
主力进入比利时。1940 年 5 月 13 日德军突破色当后，又未能及时调整部署。
15 日即宣称败局已定，19 日被撤职。同年9月被维希政府逮捕。曾出席 1942
年*里沃姆审判。1943—1945 年囚禁于德国，战后获释。著有回忆录《服役》。

甘泗淇（1903—1964）中国将领。原名凤威。192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回国后，历任红六、红二军团政治部主任，参加
长征。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第一二○师政训处副主任，率工作团进入
晋西北，发动群众开辟抗日根据地。后任第一二○师政治部主任。1940 年 11
月兼晋西北军区政洽部主任。1942 年 10 月兼晋绥军区政治部主任。参与领
导晋西北和绥远各抗日根据地军民的反“扫荡”和反“蚕食”斗争，积极参
加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解放战争时期，任第一野战军政治部主任。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中国人民解
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1955 年被投予上将军衔。

世纪派（CenturyGroup）大战初期美国民间的亲英团体。属“援助盟国
保卫美国委员会”（前身即“怀特委员会”）的纽约分支。1940 年 6 月由记
者米利斯（WalterMillis，1899—1968）等 30 名知识界和工商界人士组成，
发表《直言的召唤》一文，反对*孤立主义思潮，主张积极援助英国，并要求
立即对德宣战。后曾向总统罗斯福建议，让英国以在西半球的军事基地换取
旧驱逐舰，并多方支持罗斯福制订和实施*《租借法案》。

世袭地产（Erbh fe）纳粹德国土地占有形式之一。参见“农田继承法”。
世界反犹联盟（Anti-JewishWorldLeague）国际性反犹组织。总部设在

德国。由仇视犹太人的种族主义分子组成。1935 年曾举行联盟大会，德国《冲
锋队员》报编辑*施特莱彻在会上发表激烈的反犹演说，指责犹太人既代表资
本主义，又代表马克思主义，应对经济危机负责，并正在准备新的战争，是
德意志民族的永恒敌人。该组织和 1935 年的联盟大会为德国纳粹政权的反犹
活动提供了社会基础。

艾地（DipaNusantaraAidit，1923—1965）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领导人。
早年从事民族运动。大战爆发后，于 1940 年加入人民运动党，并任该党领导
的青年组织执行委员。日军占领期间，于 1943 年参加印尼共产党，并组织和
领导反法西斯团体“独立印度尼西亚运动”。1944 年参加特别先锋队，1945
年参加新青年军，从事独立活动，曾一度被捕。战后曾任印尼共产党总书记、
主席。

艾克（TheodorEioke，1892—1943）德国纳粹分子，集中营督察员（1934
—1940）。1928 年加入纳粹党和冲锋队，1930 年转入党卫队。翌年任党工队
旗队长（相当于上校）。1932 年因制造政治爆炸事件逃往国外。纳粹党执政
后于 1933 年 2 月回国，6 月任*达豪集中营长官，负责制订严厉的集中营条
例，积极参与*罗姆事件，主持处决罗姆。1934 年 7 月起任集中营督察员和
党卫队看守部队领袖（后称骷髅队队长），大肆迫害囚禁者。1939 年改任武
装党卫队骷髅师师长，后升任武装党卫队副总指挥。1943 年获党卫队地区总



队长衔（相当于中将），同年 2月 16 日在东线进行空中侦察时被击毙。
艾登（AnthonyEden，1897—1977）英国外交大臣（1935—1938，1941

—1945，1951—1955）。求学于伊顿公学和牛津大学。1923 年当选为保守党
下院者员。1926—1929 年在外交部任外交大臣张伯伦（AustenChamberlain，
1863—1937）的议会私人秘书。1931—1934 年任外交部次官。1934—1935
年任国联事务大臣。1935 年 12 月取代*霍尔任外交大臣，后因同首相*张伯
伦在外交问题上意见相左，且不满于他对外交事务过分擅揽干艾登预，1938
年 2 月辞职；卸职后对绥靖政策和《慕尼黑协定》持批评态度，成为保守党
内反对派别的核心人物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重入张伯伦内阁任自
治领事务大臣。1940 年 5 月，参加丘吉尔内阁，初为陆军大臣（至 12 月），
后为外交大臣，英国战时内阁成员（1942 年 2 月起），直至 1945 年 7 月，
参与战时重大决策活动和国际会议。战后于 1951—1955 年再任丘吉尔内阁的
外交大臣，1955 年 4 月接任首相。1957 年辞职。1961 年被封为阿冯伯爵
（EarlofAvon）。著有回忆录《面对独裁者，1932—1938》等。

艾吕雅（PaulEluard，1895—1952）法国诗人。原名欧仁·葛兰代尔
（EugèneGrindel）。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1917 年起从事创作。三十年
代参加反法西斯的斗争，声援西班牙共和国。大战爆发后入伍，曾被俘。法
国败降后投身抵抗运动，出版地下刊物，宣传抗战思想。1942 年加入法国共
产党，以诗歌为武器，进行反对德国占领军和维希政府的斗争。所著诗篇《自
由》成为抵抗文学的一面旗帜。其《面对德国人》、《活着就要保持尊严》
等作品亦在推动反侵略斗争中发挥过很大的作用。战后役身和平运动，并继
续从事创作活动。

艾希曼（AdolfEichmann，1906—1962）德国纳粹分子，党卫队反犹事
务负责人。早年随父母移居奥地利。1932 年加入奥地利纳粹克，系狂热的纳
粹分子。1933 年返德，次年入党卫队第二处犹太事务科（即第一一二科）。
1937 年曾化名潜往巴勒斯坦从事反犹活动。1938 年德国吞并奥地利后，被派
往维也纳组建犹太移民处，从事迫害、掠夺和残杀犹太人的活动。1939 年调
任*德国中央保安局第四处（即*盖世太保）B-4 分队头目，负责反艾希曼比
事务。1941 年 11 月获党卫队区队长衔（相当于上校）。参与制定和负责执
行灭绝犹太人的计划（即*最后解决）。浅后潜逃南美。1960 年在阿根廷被
以色列特工捕获。后处死于特拉维夫-雅法东南的拉姆拉。

艾奇逊  ①迪安·古德哈姆·艾奇逊（DeanGooder-hamAcheson，1893
—1971）。美国外交家。毕业于耶鲁大学和哈佛大学法学院，任职法律界多
年。1933 年任财改部副部长。1941—1945 年任助理国务卿，协助执行《租借
法案》，并负责国务院与国会之间的联络事宜。大战后明曾参与建立联合国
粮农组织、世界银行和救济总署等机构的工作。1945—1947 年任副国务卿，
支持中国国民党改府发动内战。1949—1953 年任国务卿。任内倡导杜鲁门主
义，协助拟订和执行马歇尔计划，促进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组成，支持美国
政府发动侵朝战争。著有《实力与外交》和回忆录《参与创造世界》等。②
乔治·艾奇逊（GeorgeJr.Atcheson，1896—1947）。一称“艾其森”。美国
外交官。加利福尼亚大学毕业。当过记者。1920 年来华，后任驻中国领使馆
副领事和领事。1943—1945 年任驻华使馆参赞，曾代办馆务。在发回美国国
务院的报告中，对国民党政府消极抗日的政策表示不满。1945 年 2 月在给国
务卿的电报中，认为驻华大使赫尔利的行动损害了中国的和平和统一，建议



美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合作以迫使国民党蒋介石政府与其他党派分享权力。
后遭赫尔利排挤。日本投降后，历任盟军驻日最高统帅麦克阿瑟的政治顾问、
盟国对日委员会主席等职。

艾德礼（ClementRichardAttlee，1883—1967）英国首相（1945—1951）、
工党领袖。求学于牛津大学，后执业律师。曾任教于伦敦经济学院，并在伦
敦东区从事社会工作和工会运动。1922 年当选为工党下院议员，曾在 1924、
1929 年两届麦克唐纳（JamesRamsayMacDo-nald，1866—1937）的工党政府
中任职。1981 年拒绝参加麦克唐纳的国民内阁。1935 年继兰斯伯里
（GeorgeLan-sbury，1859—1940）为工党领袖。大战爆发后，于 1940 年 5
月参加丘吉尔内阁，任掌玺大臣，为*英国战时内阁成员，实际上的副首相。
1942年2月，正式出任副首相并先后兼仕自治领事务大臣和枢密院院长。1945
年 6 月大选中工党获胜，遂于 7 月出任首相，任内出席*波茨坦会议。1955
年退休，受封伯爵。著有回忆录《事出偶然》。

艾德曼（LotharErdmanu，1888—1939）德国新闻工作者。早年在波恩
和弗赖堡攻读历史和哲学。留学英国深造时信奉费边社会主义。参加第一次
世界大战，任连长。战后从事新闻工作和工会活动。反对纳粹党执政，屡遭
迫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囚禁在萨赫森豪森集中营，后被毒打致死。

艾默里（LeopoldCharlesMauriceStenncttAme-ry，1873—1955）英国
政务活动家。出生于印度，受教于哈罗公学和牛津大学。1902 年获律师资格。
1899—1909 年在《泰晤士报》任职期间，曾去南非采访，持帝国主义立场，
主编《泰晤士南非战争史》（7卷）。1911 年起当选为保守党下院议员，进
入政界。1922—1924 年任海军大臣。1924—1929 年任殖民大臣，1925 年后
还兼自治领事务大臣，热衷于帝国特惠制，创建帝国市场委员会。三十年代，
在对外政策上与丘吉尔持相近的立场，激烈抨击*《慕尼黑协定》。1940 年 5
月在促使张伯伦下台中起重要作用。1940—1945 年任缅甸和印度事务大臣。
著有自传《我的政治生涯》（3卷）。

艾尔索普（JosephWrightAlsop，1910—）美国记者和报刊专栏作家。
哈佛大学毕业。1932 年入新闻界。当过《纽约先驱论坛报》等报记者。1940
年加入海军。同年曾协助宋子文在美国上层决策者中游说，以争取对中国国
民政府的援助。1941 年受聘为中国国防物资供应局助手。同年来华，任美国
志愿航空队队长陈纳德的副官。1942 年初在香港被日军俘虏，同年 6月由交
换战俘获释。后又以美国*《租借法案》驻重庆代表团成员身分来华。1943
—1945 年复任美国第十四航空队上尉参谋。在*史迪威事件中，反对史迪威
而支持蒋介石。为美国院外援华集团的骨干人物。著有《我们控告》、《寂
静的大地》等。

艾克尔伯格（BobertLawrenceEichelberger，1886—1961）美国将领。
1909 年毕业于西点军校。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对苏俄的武装干涉。后执
教于西点军校。1940—1942 年任校长。1942 年调到太平洋战场，任第四十一
师师长，不久升任第一军军长，获中将衔。曾主持训练和重整撤至澳大利亚
的美、澳军队。同年 11 月率部参加巴布亚半岛战役。1943 年参加收复新几
内亚和新不列颠群岛登陆战役。1944 年升任第八集团军司令，参与指挥反攻
菲律宾的战斗，发展了以小分队进行两栖挺进的战术。1945 年参加对日本本
土的进军。战后率第八集团军占领日本。1948 年退役。1954 年获上将衔。著
有回忆录《从丛林打到东京》。



艾塔佩战役  日军在新几年亚的进攻战役。为减轻新几内亚西部日军所
受的压力，日第十八军司令部于 1944 年 4 月下旬开始筹划进攻新几内亚中部
北海岸的艾塔佩（Aitape）。7月 10 日，日军约 5.5 万人，向艾塔佩发动全
面进攻，但不久即为美澳联军击退；日军又于7月 21 日和 8月 1日再次进行
攻击，均遭挫败，且受到重大损失。8 月 3 日，日第十八军司令部被迫下令
停止此战。

艾森豪威尔（DwightDavidEisenhower，1890—1969）美国将领。1915
年西点军校毕业，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国内从事军事训练工作。工 918 年
负责创办美国陆军第一所战车训练营。二十年代先后在指挥参谋学院和军事
学院深造。1929—1939 年任职于陆军部和美国驻菲律宾军事顾问团。第二次
世界大战爆发后回国，历任步兵团长、师和集团军参谋长等职。因在一次大
规模军事调度演习中的出色表现，受到陆军参谋长马歇尔的赏识，晋升为准
将。1942 年初艾森豪威尔马歇尔任命他为陆军参谋部作战处处长，晋升少
将。同年 5月率军事观察团赴英国考察欧洲战事。不久受马歇尔推荐，被任
命为欧洲战场美军司令，晋升中将。任内善于协调与英国的军事合作关系。8
月出任北非战场盟军最高司令，指挥进攻北非的*火炬代号的行动。1943 年 1
月参加*卡萨布兰卡会议后，旋即任北非和西地中海地区盟军指挥，擢升上
将，先后指挥突尼斯战役、西西里登陆战役和意大利之战。同年 12 月被任命
为欧洲盟军最高统帅，领导制订和实施盟军在西欧登陆的*霸王行动。1944
年 12 月获五星上将衔。在指挥西欧战场盟军的作战中，反对英国军方“单刀
直入”的战略，主张执行全线推进的“宽正面战略”，以使德军首尾不能相
顾而加速溃亡。指挥盟军解放法国和低地国家后，进入德国本土。1945 年实
施鲁尔战役，继而挥师易北河与苏军会师，取得欧洲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
德国投降后任驻德美军司令。后任陆军参谋长等职。1948 年退役，任哥伦比
亚大学校长。1950—1952 年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总司令。1953—1960 年两度
当选为美国总统。著有回忆录《远征欧陆》、《白宫岁月》等。

艾尔茨-鲁赫那赫（PaulFreiherrvonEltz-Rübe-nach，1875—1943）德
国邮电部长（1932—1943）。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作为铁路运输专家在德国
最高统帅部供职。1921 年任德国铁道总管。1932 年起任邮电部长，纳粹党执
政后留任，直至病死。

古安（FélixGouin，1884—1977）法国抵抗运动活动家。社会党人。1924
年起长期为议员。1940 年法国败降后，于 7月 10 日投票反对授予贝当全权。
后投身抵抗运动，在南方非占领区重建法国社会党。曾出席*里沃姆审判，为
勃鲁姆等辩护。1942 年 8 月，经西班牙去伦敦，代表社会党参加战斗法国。
1943 年 6 月到阿尔及尔，任国家改革委员会主席，参加筹备召开临时咨询议
会的工作。三次出任临时咨询议会主席，为团结各派抵抗力量作出了贡献。
战后曾短期任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主席。

古边科（AhToHAлekceeBичГyбeHko，1908—1939）苏联军人。曾
参加西班牙内战。1938 年 3 月志愿到中国参加抗日战争，先后击落日机 5架。
5月 31 日在汉口附近的空战中，首次实施空中撞击敌机并安全着陆，因此获
苏联英雄称号。1938 年 8 月任白俄罗斯军区空军副主任，获上校衔。次年 3
月因公殉职。

古佐尼（AlfredoGuzzoni，1877—1965）意大利将领。曾在厄立特里亚



服役。1936 年任厄立特里亚总督。1939 年 4 月率军入侵阿尔巴尼亚，并任占
领军司令。后又主持制订侵略希腊的计划。1940 年 6 月指挥第四集团军进攻
法国，未获战果。同年11 月出任陆军副大臣和最高指挥部副总参谋长，力主
德军进入北非作战。1943 年 7 月在西西里岛指挥防御战失败后，即不再发挥
作用。

古谢夫  ①德米特里·尼古拉耶维奇·古谢夫（1894—1957）。苏联将
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在沙俄军队服役。1919 年加入红军，参加国内战争。
1926 年毕业于高级步兵学校。1932 年加入联共（布）党。苏德战争开始时为
少将，任列宁格勒方面军参谋长，参加列宁格勒保卫战。1944 年晋升上将。
同年 4月起任第二十一集团军司令（至战争结束）。参加过维堡、维斯瓦河-
奥得河、柏林和布拉格等战役。战后曾任列宁格勒军区司令。1955 年退役。
②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古谢夫（1897—1962）。苏联将领。1918 年参军。
翌年加入俄共（布）党。参加过国内战争。1935 年起在总参谋部工作。1941
年毕业于总参军事学院。苏德战争前期任骑兵师长和军长。1942 年 6 月起至
战争结束，先后任第四、第二十、第四十七和第四十八集团军司令。率部参
加列宁格勒防御战和解放白俄罗斯、波兰和东普鲁士的作战。1945 年晋升上
将。战后曾任军区司令、华沙条约联合武装部队副参谋长等职。

古列维奇（MиxaилиocифOBичГypeBич，1893—1976）苏联
飞机设计师。1925 年毕业于哈尔科夫工学院飞机制造系。初从事滑翔机的设
计与制造，后在航空工业企业工作。1938 年起为副主任设计师。1940 年同*
米高扬一起研制 MиГ-1 型歼击机。后经改进成为*MиГ-3 型歼击机，广泛
使用于苏德战争。战后继续从事高速喷气式歼击枫的研制工作。1964 年获技
术科学博士。

古贺峰—（1885—1944）日本海军将领。毕业于海军兵学校和海军大学。
曾任联合舰队参谋。1926 年任驻法国武官。回国后任海军大臣财部彪的副
官，支持其签订 1930 年的《伦敦海军裁军条约》，并帮助海军次官山梨胜之
进与*舰队派抗争，使条约最终得以签订。1930 年 12 月调任巡洋舰舰长，1932
年晋升海军少将。1933 年任军令部第二部部长，后历任练习舰队司令官、军
令部次长、第二舰队司令官、*中国方面舰队司令长官等职。太平洋战争爆发
前，主张日本统治者应“坚决制止开战”。1942 年 5 月晋升海军大将，任横
须贺镇守府司令长官。1943 年 5 月继山本五十六出任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固
守特鲁克，主要使用陆基飞机作战，但无法挽回败局。1941 年 3 月 31 日在
从帛琉群岛飞往棉兰老岛途中，座机失事身亡。死后追封海军元帅。

古德里安（HeinzGuderian，1888—1954）德国将领。1914 年毕业于柏
林陆军大学。曾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升至上尉。战后继续在国防军任职。
二十年代起即注意研究坦克的作用，积极倡导组建独立的坦克装甲部队，系
纳粹德国坦克部队创建人之一。1935 年起先后出任新建的坦克师参谋长和师
长。1936 年升为少将。同年发表《注意！坦克》一书，提出在狭窄正面上集
中使用大量坦克，实施大纵深的高速突贯。1938 年晋升中将，任第十六坦克
军军长，参加占领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区。1939—1940 年先后出
任第十九军军长和坦克集群司令，参加入侵波兰和法国。其坦克部队担任进
攻法国的主力，穿过阿登高地突入，经*色当之战，直趋英吉利海峡，奠定*
法兰西之战的胜利，为此晋升上将。

1年调任第二坦克集群司令，参加闪击苏联，以果断行动和大纵深突击，



从中路沿明古德里安斯克、斯摩棱斯克向莫斯科进攻。8—9月间一度南下参
加基辅战役。同年 12 月在莫斯科地区败退，被解职转入预备役。1943 年 3
月复入现役，出任坦克兵总监。翌年 7月任陆军总参谋长。1945 年 3 月因前
线失利，再次被希特勒解职。后为美军所俘，不久即获释，定居联邦德国。
另著有《回忆录》。

古谢因-扎杰（1918—1944）苏联军人。1941 年参军。次年第比利斯步
兵学校毕业后，任迫击炮排排长（中尉衔）。1942 年 8 月在斯大林格勒会战
中负重伤被俘，囚禁于意大利、南斯拉夫战俘营。1944 年初逃出战俘营，化
名米哈伊洛，加入在斯洛文尼亚地区和意大利北部活动的南斯拉夫游击队。
精通德语，常化装成德国军官深入敌占区收集情报、袭击敌人、营救被俘者。
同年 11 月 16 日在战斗中中敌埋伏，英勇牺牲。战后被追授苏联英雄称号。

古斯塔夫防线（GustavLinie）1943 年 10 月—1944 年 5 月德军在意大
利南部的防线。由驻守意大利的德军统帅*凯塞林指挥布设。以卡西诺
（Cassino）的隘道为枢轴，西起加里利亚诺（Garigliano）河口，东至桑格
罗（Sangro）河口，横越意大利半岛，阻断盟军北上罗马的道路。盟军久攻
不克，损失惨重，形成*意大利之战第一个僵持的冬季。

古斯塔夫铁道炮（Gustav）德国火炮。在铁道上行驶，被炮手称为多拉
（Dora）。为世界上最大的火炮。由克虏伯康采恩设计并制造，以古斯塔夫·克
虏伯之名命名。1937 年开始秘密研制，1942 年制成。口径 800 毫米，全长
43 米，宽 7 米，高 11.6 米，总重 1329 吨，需配备操作和警卫等人员 1400
名，可发射 4.75 吨高爆炮弹，最大射程 47 公里;或发射 7吨混凝土破坏弹，
最大射程 38 公里。首次用于塞瓦斯托波尔战场，曾钻入地下 30 米，摧毁一
个苏联地下弹药库，后打算调往列宁格勒，被苏军阻止。1944 年配置在华沙
城外，参与镇压*华沙起义。大战末期在巴伐利亚铁道上被美军缴获。

本庄繁（1876—1945）日本将领。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早
年参加日俄战争。后历任陆军大学教官、参谋本部课长、旅团长和师团长。
其间一度担任张作霖的军事顾问及驻华武官。1931 年 8 月任关东军司令官，
参与发动*九·一八事变和制造*“满洲国”。1932 年 8 月调任军事参议官。
次年晋升大将，任裕仁的侍从武官长。1935 年封为男爵。1936 年编入预备役。
先后于 1938 和 1939 年就任伤员保护院总裁和军事保护院总裁。日本投降后
于 1945 年 11 月畏罪自杀。

本土舰队（HomeFleet）英国海军战略战役编队。为英国海军的主力。
1933 年以英国大西洋舰队为基础组建，主要基地为斯卡珀湾和波特兰。无回
定作战海区，常派出独立作战的分遣舰队，但没有保卫北海南部和英吉利海
峡的司令部以及保卫大西洋航道的西海岸司令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拥有
7艘战列舰、4艘航空母舰、2艘战列巡洋舰和 15 艘巡洋舰等。大战爆发后，
即展开对德国实施深远封锁，建立*护航制度，组成8个搜索舰队（编号为 F、
G、H、I、K、L、X、Y）在大西洋搜索德舰。1939 年 10 月在斯卡珀湾遭德国
潜艇袭击。同年 12 月进行拉普拉塔河口外海战。1940 年先后参加支援挪威
战役和法兰西之战，进行北海峡护航战和托伊拉达海战。1941 年 2 月袭击意
大利海岸。同年 5月在大西洋拦截击沉德国俾斯麦号战列舰。以后主要在大
西洋之战中对付德国潜艇。1943 年 7—9 月先后支援西西里岛登陆战役和萨
勒诺登陆战。同年 12 月进行北角海战。1944 年参加霸王行动。同年下半年，
随着欧洲战局胜利发展，德国海军丧失战斗力，遂抽调大批舰挺到太平洋对



日作战。战时历任舰队司令：福布斯（[CharlesForbes，1888—1960]1939
—1940）、*托维（1940—1943）、*弗雷泽（1943—1944）、穆尔（[HenryMoore，
1886—1978]1944—1945）。

本-古里安（DavidBen-Gurion，1886—1973）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领导人。
生于波兰，1906 年移居巴勒斯坦。曾在土耳其求学。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参与
发起组织犹太军团，参加攻占巴勒斯坦的战役。1935 年任世界犹太复国主义
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兼巴勒斯坦犹太办事处负责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猛烈抨击希特勒消灭犹太人的政策。1942 年 5 月在纽约公开呼吁战后在巴勒
斯坦建立犹太人国家。战后长期任以色列总理。

本间雅晴（1887—1946）日本将领。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
1918 年派驻英国，先后任随从武官和驻英武官。1935 年任第三十二旅团长。
1937 年就任参谋本部第二部部长。1938 年 7 月晋升中将，任第二十七师团长。
1940 年任台湾军司令官。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初，任*日本第十四方面军司令
官，指挥入侵菲律宾，攻占巴丹半岛。后因内部分歧于 1942 年 8 月被解职。
1944 年 7 月任小矶内阁的内阁嘱托。战后因曾大量残杀美国和菲律宾战俘及
死亡行军的本间雅晴罪责，被美国在马尼拉的军事法庭判处绞刑。

本宁顿号航空母舰（Bennington）美国航空母舰。1945 年服役。属“埃
塞克斯”级。排水量 2.71 万吨，航速 33 节，载机 80 余架。1945 年初编入
现役，先后参加硫黄岛战役、攻击日本本土和冲绳岛战役。

辻政信（1902—？）日本军人。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陆军大学。1931
年*十月事件时曾参加*樱会活动。1932 年任步兵第七联队中队长，参加上海
一·二八事变，负伤。1933 年 4 月任日本参谋本部参谋。1937 年任华北方面
军参谋、关东军参谋。1939 年*诺门坎事件中任作战参谋，采取强硬性的作
战方式，后因作战失利被免职。次年调任台湾军研究部部员，中佐军衔。太
平洋战争中作为第二十五军作战参谋，参加策划侵占新加坡作战。1942 年任
参谋本部作战班长，参加指挥瓜达尔卡纳尔岛作战。1943 年晋升大佐，后历
任陆军教官，中国派遣军参谋，第三十三军参谋，第三十九军参谋。1945 年
任第十八方面军参谋，驻泰国直至战败。后潜入中国，1948 年回国，以战犯
罪被捕。1950 年获释。后曾当选为众议员和参议员。1961 年在老挝旅行中失
踪，1968 年宣告死亡。著有《诺门坎》、《潜行 3000 里》、《诺门坎秘史》
等。

可畏号航空母舰（Formidable）英国航空母舰。1940 年建成。排水量
2.3 万吨，最大航逮 30 节，可载飞机 35—40 架。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在*英
国地中海舰队服役。1941 年 3 月参加马塔潘角海战，4 月袭击的黎波里，5
月在克里特岛战役中被德国俯冲轰炸机击伤。修复后于 1942 年上半年一度调
在印度洋。重返地中海后，同年 11 月支援盟军北非登陆战役。1943 年 7 月
参加西西里岛登陆战役。1944 年底调往太平洋。1945 年 5 月，在琉球群岛被
日本神风特攻队炸伤。

左权（1905—1942）中国将领。原名纪权，号叔仁。黄埔军校毕业。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赴苏联。先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伏龙芝军事学院
学习。1930 年回国，曾任红一军团参谋长、代理军团长。1934 年参加长征，
北上抗日。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副参谋长，东度黄河，深入敌后，协
助朱德、彭德怀指挥八路军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创建华北抗日根据地。
1938 年参与组织指挥晋东南反“九路围攻”。1940 年参与指挥*百团大战。



曾领导创建黄崖洞兵工左权厂，1941 年 11 月率部参加*黄崖洞保卫战。1942
年 5 月 25 日在山西省辽县（今左权县）麻田附近与日军作战时牺牲。著有《八
路军的战斗教练工作》、《袭击战术》等。

左近司政三（1879—1969）日本海军将领。毕业于海军兵学校和海军大
学。早年在驻荷兰和英国使馆任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历任伦敦海军裁军会
者日本首席随员、练习舰队司令官和海军次官等职。1932 年*一·二八事变
时，主张扩大对华侵略，以抗衡陆军在中国东北的影响。后出任第三舰队司
令官、佐世保镇守府司令长官。获海军中将衔。1934 年转入预备役。旋任北
桦太石油会社社长，第三届近卫内阁商工大臣，后一度任铃木内阁国务大臣。

布什（VannevarBush，1890—1974）美国科学家，电气工程师。哈佛大
学和麻省理工学院毕业。曾执教于塔夫茨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三十年代初
研制出第一台电子模拟计算机。后任华盛顿卡内基学会主席。1940 年说服罗
斯福总统成立由国防部门、大学和企业代表组成的国防研究委员会，旨在军
事科学技术研究方面作好战争准备。委员会成立后任主席。1941 年任科学研
究与发展局局长，负责协调为战争服务的科学研究，在组织研究雷达、电子
设备、实战用火箭、炸弹和导弹的无线电引信、原子弹等方面有重要作用。
后任总统原子能军事政策委员会主席。战后继续在美国政府科学研究机构任
职。

布尔（HaroldBull，1893—）美国将领。1939 年任美国陆军参谋长秘书。
1941 年美国参战后任陆军部作战处处长，晋升少将。1943 年受马歇尔派遣赴
北非战场任特别观察员，曾短期出任美国第三军军长。1943 年 9 月调任筹划
*霸王行动机构*“科萨克”的作战处副处长。1944 年 2 月任盟国远征军最高
统帅部作战处处长，为艾森豪威尔所信任的顾问。

布施（ErnstvonBusch，1885—1945）德国将领。1904 年毕业于普鲁士
武备学校。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1919 年起在国防军中任职，历任
师长、军长。1939 年任第十六集团军司令。参加侵略波兰、法国和苏联的战
争。以作战手段残酷著称。1943 年晋升元帅，出任东线中央集团军群司令。
1944 年 7 月，因所部在白俄罗斯地区遭围歼而解职。1945 年 3 月，复任西线
德军集群司令，防守北海沿岸和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德国投降后被英军
俘虏，死于战俘营。

布朗（AlfredErnestBrown，1881—1962）英国政务活动家。早年曾为
公司职员和浸礼会非神职宣教师。1923 年起当选为自由党下院者员，进入政
界。先后在卫生部和矿业部任职。1935—1940 年任劳工大臣，后任苏格兰事
务大臣。1941—1945 年先后任卫生大臣和兰开斯特公爵郡大臣。1944 和 1945
年初还兼任联合国枚济总署欧洲委员会主席。1945 年 5—7 月，曾短期任飞
机生产大臣。战后即离开政界，活跃于国际宗教事业。

布勒（PhilippBouhler，1899—1945）纳粹德国元首办公室主任（1934
—1945）。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加入纳粹党。参与编辑*《人民观察
家报》。1933 年任纳粹党全国指导处成员和国会议员，获党卫队旅队长衔（相
当于少将）。1934 年任慕尼黑警察头目。同年出任元首办公室主任，负责处
理希特勒的各种文件事务等，并兼任纳粹党保护民族社会主义文学监察委员
会和德国历史书籍与教育资料研究会主席。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追随戈林，
1945 年 5 月自杀。著有希特勒喜读的《拿破仑，一个天才的彗星式道路》。

布瓦松（PierreBoisson，1894—1948）法属西非总督（1940—1943）。



初为小学教师，后转入政界。长期在殖民地服务，先后任法国驻喀麦隆专员
和赤道非洲总督。1940 年 6 月被贝当政府任命为西非总督兼黑非洲高级专
员；9 月 23 日在达喀尔击退自由法国海军和英国海军的联合进攻。1942 年
11 月盟军在北非登陆后，转而宣布对轴心国作战。接受吉罗领导，任*帝国
防务委员会委员。1943 年 6 月离职，并于年底被捕。战后在送交法国最高法
院审判前去世。

布卢姆（SloBloom，1870—1949）美国众议员。生于中国北京—波兰犹
太人家庭。早年从事文艺与戏剧事业。1923 年入选众议院。1939—1947 年任
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1939 年曾在众议院提出撤销武器禁运的《布卢姆法
案》，并获得通过。支持罗斯福政府反对孤立主义和修改《中立法》的外交
政策。1945 年为美国出席旧金山联合国大会的代表团成员。战后曾积极支持
犹太复国主义运动。1949 年再任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著有《布卢姆自
传》。

布列特（WilliamChristianBullitt，1891—1967）美国外交官。1913
年毕业于耶鲁大学。当过费城《大众纪事报》记者。后任国务卿助理，出席
1918 年巴黎和会。次年访苏会晤列宁，主张承认苏俄。1933 年美苏建交后，
为首任驻苏大使。1936—1940 年任驻法大使。主张集体安全，反对孤立主义
和绥靖政策，曾敦促罗斯福总统帮助法国建设空军。1941—1942 年为无任所
大使，赴北非和近东执行外交使命。1942—1943 年任海军部长特别助理，后
因涉及副国务卿韦尔斯辞职一案，开罪罗斯福而被解职。1944 年任《生活》
杂志驻外记者，与戴高乐关系密切，曾参加战斗法国军队，获少校军衔。战
后主张援蒋反共政策。著有《对美国人民的报告》、《大地本身》等。

布劳恩（WernherFreiherrvonBraun，1912—1977）德国科学家。出身
于普鲁士维尔西茨（Wirsitz，即今波兰维日斯克 wyrzysk）。早年就读于苏
黎世工学院。1930 年入柏林理工学院，参加德国航天学会，致力于研制液体
燃料火箭。1932 年毕业。1934 年获柏林大学物理学博士。同年 12 月，成功
发射两枚试验性火箭，升高达 2.4 公里。1937 年起任德国的*佩讷明德军用
火箭试验场技术主任。大战期间，领导研制*V-2 火箭。1944 年 9 月 8 日发射
成功。在盟军攻占发射场以前，7个月内共向英国发射 3600 枚 V-2 火箭。大
战结束时，被美军俘虏，随即与其他 112 名火箭专家（连同 100 枚火箭及全
部技术资料）被押送到美国，后在美国继续从事研究。1955 年入美国籍。后
历任美国马歇尔航天中心主任、美国国家航空与航天局局长助理帮办等。1972
年退休。

布里农（FernanddeBrinon，1885—1947）法国新闻记者。初在拉萨尔
财团的《新闻日报》工作。1933 年会见希特勒，并公布谈话全文，吹捧法西
斯主义。1940 年法国败降后，促成*赖伐尔和*阿贝茨的接近，并出任维希政
府驻被占领区总代表（领大使衔）。后成立“法国新闻和报刊社”，专事传
播德国官方发布的消息，积极推动*法国反布尔什维主义志愿军团的成立。
1942 年 11 月任赖伐尔的秘书长。1944 年 9 月巴黎解放后，逃亡德国的西格
马林根（Sigmaringen）。1945 年 5 月被捕。后被处死。

布里杜（EugèneBridoux，1888—1955）法国将领。军人出身，1934 年
曾任第二轻骑兵团上校司令。1938 年获准将衔。1940 年 6 月率第四十一师在
前线作战，被俘。次年3月获释后，出任维希政府驻被占领区代表团秘书长。
1942 年 4 月任陆军部国务秘书，同意德国警察进入非占领区进行搜捕。同年



11 月，德军进占法国南部非占领区时，下令不抵抗；并企图在北非和西非以
游击战对抗美英联军。1943 年 3 月任维希政府国防部国务秘书。1944 年 9
月巴黎解放后逃往德国的西格马林根（Sigma-ringen）。战后逃亡西班牙。
1948 年被法国最高法院缺席判处死刑。

布罗塞（DiegoCharlesBrosset，1898—1944）法国将领。战前长期在
北非服役。大战爆发后，曾被派往哥伦比亚。1940 年 6 月到伦敦参加抵抗运
动。晋升为中校。被维希政府缺席判处死刑。1941 年 4 月率自由法国部队在
埃塞俄比亚配合英军作战。后任*贾德卢的参谋长，先后参加利比亚、突尼斯
战役，战功卓著。旋奉命出任第一自由法国师师长，于 1944 年 4 月赴意大利
作战。8 月在法国南方登陆，同月底，晋升为少将。转战土伦、里昂等地，
于 11 月 20 日阵亡。

布洛克  ①让-里莎尔·布洛克（Jean-RichardBloch，1884—1947）。
法国作家。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开始文学创作。三十年代即投身反法西斯斗争，
支持西班牙共和国，倡导建立“国际作家保工文化联盟”。1940 年法国败降
后，参加抵抗运动。次年流亡苏联。1941 年 7 月—1944 年 10 月在莫斯科电
台定期发表演说，宣传抗战。1943 年创作话剧《土伦》，反映*土伦沉船事
件。重返法国后仍继续从事文学创作。著有《从被出卖的法国到拿起武器的
法国》等。②马尔克·布洛克（MarcBloch，1886—1944）。法国历史学家。
长期在斯特拉斯堡大学和巴黎大学任教，“年鉴派”的创始人之一。大战爆
发后，在*法国二局服役。《贡比涅停战协定》签订后，转至蒙彼利埃任教，
并参加抵抗运动组织*自由射手。发行《自由报》，宣传抗战思想。曾受*穆
兰委托，收集并研究国内各种情况，提供给战斗法国领导机构。1944 年被捕
后牺牲。著有《奇怪的失败》，并出版地下刊物《政治手册》。

布莱梅（ThomasAlbertBlamey，1884—1951）澳大利亚将领。1906 年入
伍。曾在印度学习军事。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获准将衔。后一度退役。
1935 年受封爵士。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为中将，1940 年受命在中东指挥澳
大利亚第一军。1941 年春巴尔干战役时，率部在希腊抵抗德军的入侵。希腊
沦陷后，被任命为驻中东地区英军副总司令。1942 年奉召回国，负责本土的
防御工作，任澳大利亚集团军司令。同年9月至 1943 年 1 月任西南太平洋战
区盟军地面部队司令，先后在新几内亚和所罗门群岛指挥部队同日军作战。
战后退役。1950 年获元帅衔。

布朗宁（FrederickArthurMontagueBrowning，1896—1965）英国将领。
受教于伊顿公学和桑德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服役于皇
家近卫步兵第一团，在法国作战。战后主要从事部队组训工作。1940 年受命
组建空降兵。1941 年 10 月任第一空降师师长，后扩建到一个军，包括伞降
兵和滑翔机降兵共两个师和一个特种旅，任中将衔司令（1944 年 1 月）。在
1943 年 7 月*西西里岛登陆战役中，首次大规模使用空降兵作战，损失甚大。
1944 年 6 月在诺曼底登陆战役中发挥作用。同年 8月任盟军空降第一集团军
副司令，在随后的*阿纳姆空降战役中所部损失惨重。11 月调任盟军东南亚
战区总司令蒙巴顿的参谋长，直至战争结束。1946 年任陆军大臣军事秘书，
1948 年辞职并退役，为伊丽莎白公主（1952 年为女王）掌管皇室财务。

布琼尼（1883—1973）苏联将领。1903 年应征入沙俄军队。不久参加日
俄战争。1908 年毕业于彼得堡骑兵学校。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升至上士。
十月革命时为驻明斯克的高加索骑兵师士兵苏维埃副主席，后返家乡组织骑



兵部队。1919 年加入俄共（布）党。国内战争期间历任骑兵师长、军长和第
一骑兵集团军司令。1924—1937 年任红军骑兵监察员。1932 年带职毕业于伏
龙芝军事学院。1934 年起为联共（布）党中央委员。1935 年首批获苏联元帅
衔。1937 年任莫斯科军区司令。1939 年任副国防人民委员。翌年 8月为第一
副国防人民委员。苏德战争爆发后成为最高统帅部大本营成员，曾先看担任
大本营预备队集团军集群司令（1941 年 6 月）、西南方向总司令（1941 年 7
—9 月）、预备队方面军司令（1941 年 9—10 月）、北高加索方向总司令（1942
年 2—5 月）和北高加索方面军司令（1942 年 5—9 月）。在指挥作战中多次
失误，以后作用日益减少。1943 年 1 月起调任苏联骑兵司令。战后曾兼任农
业部副部长、骑兵监和国防部总监组总监等职。著有《骑兵兵团的战术基础》、
《顿河骑兵第一集团军》和《历程》（3卷）等。

布奥西（BrunoBuozzi，1881—1944）意大利抵抗运动战士。早年为技
工，参加意大利社会党，负责领导工会运动，积极开展反法西斯斗争。1926
年流亡瑞士和法国。1937 年 7 月被选入社会党领导机构。大战爆发后，1941
年被捕囚禁，在狱中继续斗争。1943 年 7 月墨索里尼垮台后获释，领导“工
业工人工会联盟，并组织都灵工人八月罢工。后前往罗马促成意大利共产党
和天主教民主党就工会联合问题达成协议。1944 年 4 月被德军逮捕，不久披
杀害。

布雷肯（BrendanRendallBracken，1901—1958）英国新闻大臣（1941
—1945）、出版商。少年时曾逃罪辍学去澳大利亚，1919 年回英国，在大学
就读两学期后成为预备学校教师。后主办多种杂志。经由《观察家》报主编
加文（JamesLouisGarvin，1868—1947）的引荐，结识丘吉尔，并成为其积
极支持者。1929 年起当选为保守党下院议员。1939—1941 年为丘吉尔的议会
私人秘书。1941 年起任新闻大臣。1945 年任海军大臣。战后曾创办杂志《当
今历史》，任英国记者联盟主席。慷慨捐款创办剑桥大学丘吉尔学院。

布尔加宁（1895—1975）苏联将领。1917 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
1918—1922 年在全俄肃反委员会工作。后调至最高经济委员会工作。1931
年起任莫斯科布苏维埃主席。1934 年起当选为联共（布）中央委员（1952
年后改为苏共中央委员至 1961 年）。1937 年任俄罗斯联邦共和国人民委员
会主席。翌年起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兼国家银行行长。苏德战争爆发后
调至军队工作，历任西方方面军、波罗的海沿岸第二方面军和白俄罗斯第一
方面军的军事委员（政委）。1944 年 5 月获上将衔。同年 11 月，任副国防
人民委员和国防委员会委员。1945 年 2 月成为最高统帅部大本营成员。战后
历任武装力量部副部长和部长、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先后当选为联共（布）
党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和委员（1952 年后改为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1947
年获苏联元帅衔。斯大林逝世后，历任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防部长、部长会
议主席。

布里尔顿（LewisHydeBrereton，1890—1967）美国将领。1911 年毕业
于美国海军学院。后服役海军。1913 年成为飞行员。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
1941 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任驻菲律宾的美国远东军空军司令，指挥保卫菲
律宾的空战。后历任驻印度的第十航空队、驻中东空军部队和驻欧洲的第九
航空队司令等职。1943 年组织并指浑实施*普洛耶什蒂轰炸。1944 年晋升中
将。同年 6 月参加诺曼底登陆战役，8 月出任盟国第一空降集团军司令，参
与指挥西欧战场的空战。1948 年退役。著有《布里尔顿日记》。



布里奇斯（EdwardEttingdeneBridges，1892—1969）英国战时内阁秘
书长（1940—1945）。受教于伊顿公学和牛津大学。1919 年进入财政部，历
任助理秘书、司长等职。1938 年起任内阁秘书、帝国防务委员会秘书、经济
咨询委员会秘书和国防协调大臣秘书。1940 年 5 月，成为*英国战时内阁的
秘书长，直至战争结束。战后曾任财政部次官、核能研究院主席及多种荣誉
职位。1957 年受封贵族称号。

布柳赫尔（BacилийKoHcTaHTиHOBичBлюxep，1890—1938）苏
联将领。1916 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参加过国内战争。1918 年夏率被围
困在奥伦堡的红军长途突围成功。1921 年任远东共和国陆军部部长兼人民革
命军总司令。1924—1927 年在广州任中国革命政府总军事顾问，化名加伦。
1927 年起历任乌克兰军区副司令、远东特别集团军司令。1935 年任远东军区
司令，首批获苏联元帅衔。1938 年夏在哈桑湖战斗中击溃日军。死于肃反运
动。

布莱德雷（OmarNelsonBradley，1893—1981）美国将领。1915 年毕业
于西点军校。1925 年和 1929 年先后毕业于陆军步兵学校和指挥与参谋学校。
二十年代末任本宁堡步兵学校教官职。1934 年陆军军事学院毕业后任西点军
校教官。1940 年任本宁堡步兵学校校长，晋升准将。1941 年美国参战后，历
任师长。1943 年初调任美军欧洲战场司令艾森豪威尔的参谋，协助实施在北
非登陆的*火炬代号的行动计划。不久，应巴顿请求出任其第二军副军长，旋
升任军长。同年 5月攻占比塞大后，晋升中将。布菜德雷后率部参加西西里
登陆战役。同年 8月出任美军第一集团军司令。1944 年 6 月诺曼底登陆战役
时，为美军前敌总指挥，率军攻占法国瑟堡港，为盟军后勤供应提供了保证。
后任*盟国第十二集团军群司令，晋升上将。1944 年 8 月至 1945 年春，率部
转战于法国北部和低地国家（荷、比、卢等），并率先在雷马根（Remagen）
渡过莱茵河，攻入德国腹地。以善于训练部队和平易近人被称为“大兵的将
军”。战后历任美国陆军参谋长，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等职。1950 年获五星
上将衔。著有《一个士兵的故事》。

布伦式机枪（Bren）大战期间英联邦国家使用的轻机枪。由捷克斯洛伐
克布尔诺兵工厂设计，1936 年起英国恩菲尔德皇家小兵器制造厂制造，供英
联邦国家使用。英国制造的口径 9.23 毫米，加拿大制造供中国军队使用的口
径 7.92 毫米，有效射程1500 米以上，射速每分钟550 发。其中4型全长 1.1
米，枪管长 0.57 米，重 9公斤。易于装弹、擦洗和操作，枪管可很快拆换。
战后改进成 L4 式，口径 7.62 毫米，继续使用。

布拉希拉克（RobertBrasillach，1909—1945）法国合作主义分子，作
家。毕业于巴黎高师。初从事写作，三十年代转入政界，倾向法西斯主义，
为*法兰西行动主编文学刊物，吹捧希特勒和佛朗哥。1940 年入伍，不久被
俘。获释后到巴黎，开始主持极右刊物《处处都有我》，支持贝当，鼓吹法、
德合作，宣传反犹和所谓*民族革命，散布日耳曼人至上论。1944 年 9 月被
捕。次年初被法国最高法院判处死刑。

布拉格战役  苏德战争结束阶段苏军发动的最后一次进攻战役。1945
年 5 月 6—11 日，由乌克兰第一、集四、第二方面军共同实施。*柏林战役后，
盘踞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德军集团（*中央集团军群和奥地利集团军群所属部



队，共 90 余万人，火炮和迫击炮 9700 门，坦克和自行火炮 1900 辆，飞机
1000 架）已孤立无援。苏军为围歼该部敌军而投入兵力 200 余万人，火炮和
迫击炮 3.05 万门，坦克和自行火炮 2000 辆，飞机 3000 余架。5月 5日布拉
格起义。翌日苏军发起进攻，9 日拂晓突入布拉格市，随后继续推进，德军
几乎全部陷入合围，只有少数逃到美军作战区。5月 10—11 日，德军陆续停
止抵抗，被传达86 万人。捷克斯洛伐克全境遂告解放。经苏军总参谋部 1987
年审定，列为苏联卫国战争中的 51 个战略性战役之一。

布拉格起义  即“捷克人民五月起义”。
布罗索勒特（PierreBrossolette，1903—1944）法国抵抗运动活动家。

毕业于巴黎高师，后在大学任教。法国社会党党员，曾任《人民报》国际版
编缉。大战爆发后入伍，法国败降后复员。后在巴黎开设书店，与*解放北方
等抵抗组织建立联系，出版《抵抗报》。曾努力和自由法国联系，且多次出
使伦敦汇报情况；配合*穆兰统一国内的抵抗运动。后在布列塔尼被捕，1944
年 3 月 22 日自杀身亡。

布洛姆贝格  即“勃洛姆堡”。
布留达行动  1940 年英法对德作战中，法国第七集团军前出到荷兰境

内的行动计划代号。由法军总司令向该部特别下达，作为对*D 计划的修正和
补充。计划要求，在法、英军主力向戴尔（Dyle）河地区机动的同时，处在
极左翼即靠海一侧的法国第七集团军应推进到荷兰境内，占领斯海尔德
（Schelde）河口地区，直至布雷达（Breda）附近，保证在比利时和荷兰军
队之间建立绵亘的正面。1940 年 5 月 10 日德军向西欧发动进攻后，法国第
七集团军虽经 150 英里的机动到达布雷达，但由于荷军已溃散和进入比利时
的盟军败退而撤出。

布尔戈斯政权  西班牙内战中叛军建立的领导中心。1936 年 7月 17日，
西班牙驻西属摩洛哥的军队掀起反对西班牙共和国的叛乱，随即蔓延至本
土。7月 30 日叛军在北方的布尔戈斯（Burgos）市成立国防“洪达”（西语
Junta，意为“执政委员会”），由卡瓦尼利亚将军主持。组织武装力量和宪
兵队，管辖叛军占领区。同年 10 月 1 日佛朗哥被宣布为“国家元首”和叛军
最高统帅。11 月 18 日德、意宣布承认。1939 年 2 月 28 日英、法也承认该政
权。

布达佩斯战役  苏德战争后期苏军发动的进攻战役。1944 年 10 月 29
日至 1945 年 2 月 13 日，由*乌克兰第二方面军及*乌克兰第三方面军一部实
施（共 70 个步兵师、3 个坦克军、4 个机械化军、3 个骑兵军另罗马尼亚军
14 个师和保加利亚 1个集团军）。苏军进入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后，从南面
对匈牙利德军集团（共 51 个德国师和匈牙利师另 2个旅）形成攻势。当时布
达佩斯附近德军无重兵防守，苏军乘隙突然进攻，初进展顺利，11 月 2 日已
进抵距布达佩斯 15 公里处。但德军速调大量兵力，阻止了苏军的进展，战斗
呈僵持状态。尔后苏军又两度发起进攻，虽未能打开局面，但切断了德军向
北退路，并在多瑙河两岸夺取了登陆场。12 月 12 日，苏军统帅部发布围歼
布达佩斯德军集团的训令，随即发动总攻，至 12 月 26 日完成对敌合围。为
解救被围部队，德军在苏军对外正面实施 3次强大反突击，拖延了围歼时间。
12 月 27 日至翌年 1月 18 日，苏军进行解放城市东部（佩斯）的战斗；1945
年 1 月 22 日至 2月 13 日，进行解放城市西部（布达）的战斗。结果全歼守
城德军 18.8 万人。此战役期间，匈牙利成立临时政府并于 1944 年 12 月 28



日对德宣战。经苏军总参谋部 1987 年审定，列为苏联卫国战争中的 51 个战
略性战役之一。

布列斯特要塞（BpecTckaяKpeПocTb）苏联西部国境防御工事要塞。
位于白俄罗斯布列斯特市以西，临穆哈韦茨（MyxaBeЦ）河与苏波边界的西
布格（Byr）河汇合处。1833 年开始构筑工事，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竣工。
1941 年 6 月 22 日，苏军遭到德军突然袭击，约 3.5 万名苏军陷入重围，与
上级失去联系。苏军坚持战斗至 7月下旬，大部牺牲，少数突围，伤者被俘。
战后于 1965 年被授予“英雄要塞”称号。建有纪念馆。

布良斯克战役  苏德战争中期苏军发动的进攻战役。1943 年 9 月 1 日
至 10 月 3 日，由*布良斯克方面军实施。目的是粉碎*奥廖尔战役后布良斯克
（BpяHck）方向上的退却之敌，并强渡杰斯纳河，进而向戈梅利方向进攻。
苏军发起进攻后进展顺利，9月 17 日解放布良斯克，9月 20 日开始在整个地
带内追击敌人，为此专门组建了骑兵机械化集群以适应森林沼泽地作战需
要。10 月初，苏军已渡过索日（CoЖ）河，在右岸夺取了登陆场。经此战役，
德军第九集团军受重创，苏军解放了整个布良斯克工业区和白俄罗斯的部分
地区。

布法里尼-圭迪（GuidoBuffarini-Guidi，1895—1945）意大利内务副
大臣（1933—1943）。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比萨等地参与组建法西斯战斗
团。1923 年任比萨市长。1933 年起任内务副大臣。任内加紧控制各政府机构
和地方政府，籍制社会舆论。每日均向墨索里尼提供特务情报。1943 年 2 月
离职，但仍为法西斯大委员会委员。同年7月 24 日在法西斯大委员会会议上
支持墨索里尼，次日被捕。9 月被德军救出，前往德国。后任萨罗共和国内
务部长，镇压游击队。1945 年 2 月被免职。4 月外逃时被游击队捕获。7 月
经最高法院审判后被处决。

布洛克歼击机（Bloch）法国歼击机。布洛克工厂制造。其中 MB-151 型
翼展 10.54 米，时速 480 公里，装有 20 毫米航炮两门，7.5 毫米机枪两挺。
1933 年底首次试飞。改良后的 MB-152 型时速增加到 510 公里，但活动范围
仅为 600—650 公里。共有 632 架在空军中服役。西线战争后，残存约 320
架。1942 年 11 月均被德军缴获。后多充作教练机。

布洛克轰炸机（Bloch）法国轰炸机。布洛克工厂制造。其 MB-174 型机
长 12.09 米，翼展17.92 米，时速530 公里，爬高1.05 万米，活动范围1300
—1800 公里。装备有机枪 5挺，可携50 公斤炸弹 8枚。1939 年初首次试飞。
共有 52 架在空军中服役，在西线战争中作用甚大。法国败降后，幸存的 25
架转移至北非。后编入战斗法国空军。曾参加突尼斯战役。因性能优良，其
改良型直至 1950 年方停止生产。

布祖腊河战役  德波战争中波兰军队的一次反击战。1939 年 9 月 1 日
德军以优势兵力发动突然袭击，大举入侵波兰。波军配置于波兰同德国及斯
洛伐克接壤的边境浅近纵深，被德军快速坦克摩托化兵团迅速突破和分割。8
日德军南方集团军群主力第十集团军，从中部地区突进至华沙近郊。9 日，
从边境撤至维斯瓦河支流布祖腊（Bzura）河的波军 12 个师，在波兹南集团
军司令库特尔齐亚（T.Kutrzeba）将军指挥下，向南对德军主力侧翼进行反
击。波军装备陈旧、缺乏空中掩护，以骑兵冲击德军坦克，损失惨重，虽一
度牵制了进攻华沙的德军，但未能扭转战局，至 19 日，全军覆没。

布鲁内特战役  西班牙内战期间的一次战役。1937 年 7 月 5 日，共和



国军指挥部为减轻佛朗哥叛军对北方战线的压力，集中 6万人的兵力，在马
德里附近的布鲁内待（Brunete）方向实施反突击。翌日攻占交通枢纽布鲁内
特。叛军被迫停止在北方战线的进攻，调军增援。7月 24 日叛军反攻，迫使
共和国军北撤并转入防御，此后叛军又在北线恢复进攻。

布鲁克-波帕姆（RobertBrooke-Popham，1878—1953）英国空军将领。
桑德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毕业。1904 年为飞行员，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战
后历任皇家空军参谋学院、帝国国防学院院长等职，1933—1935 年任大不列
颠防空总司令，领空军上将衔。1937 年退役后，任肯尼亚总督。第二次世界
大战爆发后重入空军，先后在加拿大和南非主持训练工作。1940 年 11 月任
远东总司令，协调驻远东海军、印度总司令以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政府的防
务活动。在多方制时中其指挥活动屡遭中阻。加强远东空防的要求和建议均
无法实现，1941 年 12 月 27 日，在马来亚战斗中途被免职。1945 年退休。

布鲁塞尔会议  1937 年根据国际联盟的建者在布鲁塞尔（Brussel）举
行的讨论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问题的国际会议。1937 年七七事变日本发动
全面侵华战争后，8 月 30 日中国政府向国联控告日本侵略中国，违反*《九
国公约》与《国联盟约》。9 月 12 日中国政府再次敦促国联采取必要行动。
10 月 6 日国联大会通过远东咨询委员会提出的报告书，建议《九国公约》缔
约国举行会议，并邀请其他有关国家参加。会议由比利时出面邀请，于 11
月 3—24 日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举行。参加的有中、美、英、法、意、比、
荷、葡、挪威、丹麦、瑞典、加拿大、墨西哥、玻利维亚、澳大利亚、新西
兰、印度和南非，苏联作为特邀国出席，日本和德国拒绝参加。中国代表顾
维钧在会上要求宣布日本为侵略者，停止对日本提供贷款和输出军用物资，
并向中国提供军事援助。苏联代表团支持中国的要求。英、美、法等国对日
本采取妥协姑息立场，拒绝讨论中国的正义要求，仅就“日中冲突”交换了
意见。11 月 24 日会议通过宣言，仅号召各国用和平程序解决“中日冲突”，
呼吁日本遵守《九国公约》所规定的原则，并不分是非地要求中、日双方停
止敌对行动，只字不提对中国的援助和对日本的制裁。会议随即宣布无限期
休会，实际上纵容了日本进一步扩大侵华战争。

布干维尔岛战役  美军在南太平洋反攻中的主要岛屿进攻战役之一。布
干维尔（Bougainville）岛位于所罗门群岛最西端，夺取该岛将对日军战略
要地拉包尔构成威胁。驻岛日军近 5万人，并得到日本海空部队的支援。为
避免出现消耗战局面，南太平洋部队和地区司令*哈尔西决定选择日军防守较
弱、但地势险要的奥古斯塔皇后湾（EmpressAugustaBay）作为突破口。预定
1943 年 11 月 1 日为登陆日。为迷惑日军，自 10 月下旬起美军开始对邻近的
布喀（Buka）岛等进行空袭，并对舒瓦泽勒岛等进行佯攻。11 月 1 日，美海
军陆战队第三师在*范德格里夫特率领下实施登陆。次日，日海军从拉包尔出
击增援，与美担任掩护的第三十九特遣舰队进行*奥古斯塔皇后湾海战，日舰
队被击退。美军得以继续登陆 1个步兵师，并很决在托罗基纳（Torokina）
沼泽地上修筑起简易机场。为消除日海空军对美国登陆部队的威胁，11 月 5
日和 11 日美航空母舰编队相继对拉包尔进行突袭，迫使日重型军舰与飞机撤
往特鲁克。11 月 25 日美海军又在圣乔治（SaintGeorge）角附近海面击沉日
军运送增援部队的 3艘驱逐舰，日军增援企图破产。由于美国掌握海空优势，
布干维尔岛日军的反击受到钳制。1944 年 3 月，日将百武晴吉率 1.5 万名日
军向美军发起垂死攻击，被歼 8000 亲人，残部退入丛林，抵抗持续到 1945



年战争结束。
布良斯克方面军  苏联战略战役军团。1941 年 8 月组建，目的是掩护*

预备队方面军和*中央方面军之间的缺口，抗击*德国第二坦克集群经布良斯
克（BpяHCK）向莫斯科或向基辅后方可能的突击。编有 2个集团军（不久增
至 4个）。9月初曾向德军侧翼实施反突击，未获成功。在奥廖尔-布良斯克
战役中失利后于 11 月被撤销。同年 12 月苏军在莫斯科城下反攻后再次组建。
初辖 3个集团军，后再编入 3个集团军、2个坦克集团军和 2个空军集团军。
参加 1941—1942 年的冬季反攻，协同*西方方面军击溃德国*中央集团军群南
翼部队。1942 年夏秋，掩护图拉和沃罗涅日（BopoheЖ）方向，并以反突击
支援斯大林格勒的作战，后参加沃罗涅日-卡斯托尔诺耶战役。1943 年 3 月
再度撤销。同月底第三次组建。初辖 2个集团军和 1个空军集团军，后陆续
编入 4个集团军和 2个坦克集团军。实施奥廖尔战役和布良斯克战役。1943
年 10 月撤销。历任司令为叶廖缅科（1941.8—10）、扎哈罗夫（1941.10—
11）、切列维钦科（1941.12—1942.4）、戈利科夫（1942.4—7）、罗科索
夫斯基（1942.7—9）、列伊捷尔（[MakcAHДpeeBичPeиTep，1886—
1950]1942.9—1943.6）和波波夫（1949.6—10）。

布雷颊森林会议  正式名称为“联合国货币金融会议”。1944 年 7 月 1
—22 日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雪顿森林（BrettonWoods）召开。美、英、
苏、中、法等 44 国的代表和专家与会，由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主持。会议
讨论了战后世界的金融问题，通过了《联合国货币金融会议最后决议书》和
《国际货币基金协定》、《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决定成立国际复兴开
发银行（又称世界银行），对于急需外援的国家提供长期贷款；成立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提供短期贷款，调剂国际支付方面的不平衡现象，以稳定外汇
汇率。此次会议及有关协定，奠定了战后以美元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货币
体系的基础。

布吕歇尔号巡洋舰（Blücher）德国重巡洋舰。为*希佩尔号巡洋舰的姊
妹舰，同时建造。以普鲁士元帅布吕歇尔（GebhardLeberechtvonBlücher，
1742—1819）之名命名。1940 年 4 月 8 日晚，在挪威战役中作为攻击奥斯陆
的德国海军编队旗舰，率队进入奥斯陆峡湾。9 日凌晨，被挪威奥斯卡斯堡
（OskarSborg）要塞守军以鱼雷和火炮击沉。

布洛克-马斯卡尔特（MaximelBlocq-Mascart，1894—1965）法国抵抗
运动活动家。战前在财经界从业。法国败降后参加抵抗运动。1940 年 12 月，
在北方被占领区建立*军民组织。1943 年 5 月代表“军民组织”、“抵抗的
人们”、“解放的人们”等 3个抵抗组织，参加民族抵抗委员会。后为委员
会临时局成员并任副主席。1944 年起出版《解放了的巴黎人报》，传播抵抗
思想。参加1944 年 8 月巴黎起义。战后继续从政。著有《抵抗运动大事记》。

布痕瓦尔德集中营  纳粹德国三大中心集中营之一。1937 年建于德国
魏玛西北 7 公里的布痕瓦尔德（Bu-chenwald）村。原为埃特斯贝格
（Ettersberg）集中营。下辖若干分营。先后共关押 23.9 万人，其中包括台
尔曼、勃鲁姆、达拉第等人，被害约 5.6 万人。囚禁者被迫为西门子公司、
容克飞机和发动机制造公司及法本工业公司服苦役，同时接受病毒和饥饿等
医学试验，甚至被剥下人皮制造灯罩或其他装饰品。受害者组成秘密小组进
行怠工抵抗，并于 1945 年 4 月 11 日举行暴动，配合美军解放该营。1958 年
在原址建立综合纪念馆。



布拉迪斯拉发-布尔诺战役  苏德战争后期苏军发动的进攻战役。1945
年 3 月 25 日至 5月 5日，由*乌克兰第二方面军实施。苏军首先于 4月 4日
攻占斯洛伐克首府布拉迪斯拉发（Bratislava），然后突破摩拉瓦河防御区，
于 4月 26 日攻占布尔诺（Brno）市。此战使斯洛伐克全境获得解放，并打开
了通往捷克的道路。

石巢（Steinnest）大战时希特勒的野战司令部之一。1939 年秋建造，
位于德比边界以东的艾费尔山一天然山洞里，内部阴冷潮湿。1939 年 11 月
和 1940 年春曾两次使用。

石井四郎（1892—1959）日本将领，*七三一部队创建人。1920 年京都
帝国大学医学部毕业后，主动申请服役，进入军界。1921 年获军医中尉衔。
1924 年 4 月入京都帝国大学研究生院，研究细菌学等。1927 年获医学博士学
位。1928 年以武官身分历访欧、亚、非、美洲 20 多个国家，秘密收集情报。
1930 年回国后任陆军军医学校教官，开始着手细菌的毒性研究，并在陆军高
级官员中鼓动实施细菌战。1932 年 8 月在该校建立防疫研究室，任主任。1933
年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在黑龙江省肇东县满沟和五常县背阴河建立细菌实验
所，任所长。1938 年移驻哈尔滨东南平房镇，诡称“关东军防疫给水部”，
代号“东乡部队”，1941 年 8 月编为关东军第七三一部队，为部队长。将鼠
疫菌、霍乱菌，视作细菌战的基本武器，并对所有种类的病菌进行研究，还
灭绝人性地将活人用作实验和实施细菌战。1940 年夏亲率队到华中战区，在
宁波一带用飞机投撒鼠疫，使该地区发生疫病。1942 年 7 月因侵吞公款被解
除职务。1945 年 3 月复职，并晋升军医中将。同年 8月苏联出兵东北时，下
令进行残杀和破坏，后携带重要资料逃回日本。战后投靠美国，因向美国提
供最新的细菌战资料而被免于追究战犯罪，编入美国陆军特种部队。后受盟
军最高司令部第二部委托，以“东京营养研究所”名义，继续从事细菌研究。

石井机关  日本为进行细菌战而设立的专门机构。因由日本鼓吹细菌战
的军医*石井四郎主持，故名。1933 年石井等在中国黑龙江省肇东县满沟和
五常县背阴河进行细菌战研究，属绝密机构，直接受陆军省和关东军首领领
导。主要培养鼠疫、霍乱、坏疽、炭疽、伤寒、副伤寒等菌种，并用活人作
试验。1938 年移驻哈尔滨南郊平房镇一带，诡称“关东军防疫给水部”，代
号“东乡部队”。后改称*七三一部队。

石原莞尔（1889—1949）日本将领。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
一度担任陆军大学教官。1922—1925 年任驻德武官。1928 年 10 月任关东军
作战主任参谋。1931 年伙同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等人策划发动九·一八事
变，后又极力主张承认“满洲国”。提倡所谓“世界最终战争论”，要以中
国东北为基点，实施“五族协和”，建立“王道乐土”，然后扩大为“东亚
联盟”以至“亚洲大同”，在青年军官中有很大影石原莞尔响。1935 年后历
任参谋本部作战课课长、战争指导课课长，负责制定对苏作战计划。1937 年
3 月升少将，任参谋本部作战部（第一部）部长，主张集中力量伺机北进。
同年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调任关东军副参谋长。后又转任舞鹤要塞司令官。
1939 年 8 月晋升中将，任第十六师团长。1941 年 3 月，因与陆军大臣东条英
机意见不合而退出现役，专事“东亚联盟”的领导工作。晚年隐屠故里。著
有《世界最终战论》等。

石弓委员会（CrossbowCommittee）英国为对付德国火箭袭击而设立的



专门委员会。1944 年盟军开始*诺曼底登陆战役之后，纳粹德国即以 V-1 和
V-2 火箭袭击英国本土。同年 6月 22 日，丘吉尔下令成立专门委员会（代号
“石弓”），负责收集情报、研究和采取对付措施。主席由军需部联合政务
次官桑兹（DuncanEdwinSandys，1908—1987）担任，主要成员有空军副参谋
长博顿利（NormanHowardBottomley，1891—1970）、英国防空司令部司令派
尔 （ FrederickAlfredPile ， 1884 — 1976 ） 和 联 络 官 希 尔
（RoderioMaxwellHill）1894—1954 等。该委员会每日直接向丘吉尔、内政
大臣、空军大臣及*英国参谋长委员会报告情况和提出防御措施。1944 年底
起，德国火箭威胁日趋减弱，该委员会亦逐渐停止活动。

石龙子型自行高炮（skink）加拿大自行高射机关炮。第二次世界大战
后期制成并使用。以*公羊型坦克为底盘，装备 4门联装的 20 毫米机关炮。

龙云（1884—1962）中国将领。字志舟。云南陆军讲武堂毕业。曾任滇
军第五军军长、国民政府军第三十八军军长、云南省政府主席。1935 年任第
二路军息司令，派兵堵截工农红军长征北上抗日。同年授二级上将衔。抗日
战争爆发后，任第三预备军司令长官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昆明行营主任，曾
动员民工修竣滇缅公路。1938 年 10 月任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同年 12 月助汪
精卫出逃。汪伪国民政府成立后通电“反汪讨逆”，支持民主运动。1945 年
2 月任中国战区陆军总司令部副总司令。抗战胜利后，曾任国民政府军事参
议院院长、战略顾问委员会副主任。1949 年 8 月 13 日，与*黄绍竑等 44 人
在香港发表声明，宣布脱离国民党，归向人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
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副主席。

龙骑兵（Dragoon）盟军在法国南部登陆的行动代号。原代号为*铁砧。
1944 年 7 月改为此名。故亦以*铁砧-龙骑兵”作为此行动代号。参见“法国
南部登陆战役”。

龙骧号航空母舰  日本轻型航空母舰。横滨船渠会社和横须贺海军工厂
制造。1933 年 5 月竣工。标准排水量 1.06 万吨，最高航速 29 节，可载飞机
48 架。1937 年参加侵华战争，在淞沪会战中轰炸上海。1938 年 10 月支援日
军在广东省大亚湾登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在西南太平洋作战。1942 年 2
月掩护日军在苏门答腊的巨港登陆。3月参加巴达维亚海战。5—6月调入北
方部队，参加阿留申群岛作战，尔后重返南太平洋。同年 8月在所罗门群岛
海战中被美军舰载飞机击沉。

灭绝营（Uernichtungslager）纳粹德国的一种特殊集中营。为实施*种
族灭绝政策，1941 年夏起部分集中营内设置毒气室和焚尸炉等，成为灭绝中
心。被害者多为犹太人，也有吉普赛人、斯拉夫人和所谓“精神病患者”等。
在波兰占领区内设有奥斯威辛、马伊达内克、特雷布林卡、比克瑙等灭绝营；
此外，在里加、明斯克等地附近亦设有小型灭绝营。大战期间，纳粹在灭绝
营内残酷屠杀人民，给欧洲各国带来巨大灾难。

平托尔（GiaimePintor，1919—1943）意大利抵抗运动战士。早年习文，
成为一诗人及文学评论家。后从事反对墨索里尼独裁统治的活动。大战期间，
弃文参加意大利共产党领导的抵抗运动。1943 年德军入侵后，参加罗马保卫
战。不久赴那不勒斯组织志愿抵抗小组，役身全民武装起义。对盟军消极作
战持不满态度。1943 年底穿过敌人封锁线前往北方时触雷牺牲。

平禹战役  日本投降后八路军对踞守山东省平原、禹城地区拒降日伪军
的进攻战役，1945 年 9 月 2 日，日本签署投降书，但日伪军拒绝向中共领导



的抗日军民投降。为迫使日伪军投降，控制津浦铁路北段，八路军渤海军区
于 10 月 16 日发动此役。至 12 月 31 日止，经两个多月连续作战，毙、伤、
俘日军约 2000 人、伪军近万人，攻克县城 4座及津浦路许多据点。

平度战役  日本投降后八路军歼灭踞守山东省平度县城拒降日伪军的
战斗。1945 年 9 月 2 日，日本签署投降书，但日伪军拒绝向中共领导的抗日
军民投降。胶东招远、莱阳、掖县等地日伪军收缩至平度县城（计日军 600
余人、伪军 6000 余人）。为肃清顽抗之敌，八路军山东军区第五师及警备第
五旅，于 9月 7日从东西两面围攻平度。至 10 日，除日军突围逃窜外，全歼
守敌，缴炮 6门、机枪 90 余挺、马步枪 4000 余支。

平津之战  *七七事变后日军侵占北平（今北京）、天津的战役。1937
年 7 月下旬日军三路围攻北平：*关东军铃木、酒井两旅团经热河向北乎北侧
推进，*朝鲜军川岸师团入关向北平南侧进攻，*华北驻屯军河边旅团向北平
东侧进攻；另由日本国内派出第五师团配合海军进攻天津。25 日中、日双方
在廊坊发生战斗。26 日晚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宫香月清司向宋哲元发出最后
通牒，限令中国驻芦沟桥、八宝山附近部队 27 日正午退至长辛店，驻北平城
内及西苑之部队 28 日正午移至永定河以西地区。27 日凌晨日军不待中方答
复，即向北平近郊中国守军进攻。28 日晨日军实施总攻击。中国第二十九军
奋勇迎敌，副军长佟麟阁、第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亲赴南苑前线督战，壮烈
殉国。29 日，蒋介石下令宋哲元撤至保定，北平沦入敌手。与此同时，驻守
天津的第二十九军第三十八师一部与天津保安队，曾向日军控制的海光寺营
房、天津各车站和东局子飞机场等处展开攻击，但敌众我寡，失败后于 30
日放弃天津，撤往马厂。

平沼骐一郎（1867—1952）日本首相（1939 年）。东京帝国大学毕业
后入司法省，历任总检察长和大审院院长。1923 年起，历任司法大臣、枢密
顾问官、枢密院副议长和议长。期间组织国家主义团体国本社，并任社长。
1939 年继第一届近工内阁后出任首相。同德国进行缔结同盟的谈判。因外务
大臣和海军大臣反对接受德国方案，迟迟未获进展。同年 8月《苏德互不侵
犯条约》签订后被迫辞职。旋又就任第二、第三届近卫内阁的国务大臣。1942
年出任驻汪伪政府“大使”。信奉国粹主义，曾创办“皇典研讲所”、“修
养团”和东洋文化研究所。成为右翼势力领袖。战后，于 1948 年作为甲级战
犯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无期徒刑。后死于狱中。

平型关战斗  抗日战争初期八路军对日军的一次伏击战。1937 年 9 月
中旬，日军进逼晋东北的长城一线，防守平型关方向的中国第六集团军缺乏
信心，*第二战区司令部急电八路军求援。八路军总部按中共中央军委指示，
以第一二○师进至雁门关之神池地区侧击由大同南犯之敌，以第一一五师进
至平型关之大营镇待机。9月 24 日夜，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以 3个团兵力冒雨
埋伏在平型关东北长约 13 公里的山沟公路两侧。25 日拂晓，日军板垣师团
第二十一旅团 4000 余人进入伏击圈，八路军突然发起猛攻。日军毫无防备，
车辆人马相撞，乱作一团。八路军战士冲向公路，迅速将敌分割包围，展开
白刃格斗。经 1天激战，歼歇千余人，击毁汽车 80 余辆，缴获大量武器和军
用物品。此成为中国抗战以来首次重大胜利，振奋了全国人民，打击了日军
气焰，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声誉。

平汉铁路破袭战  1938 年八路军破坏日军交通线的作战。为配合友军
正面战场作战，八路军晋察冀军区部队于是年 2月 9日夜起，首次实施破袭



平汉铁路北段（保定至新乐）的作战。至 16 日，先后攻占定县、望都、新乐
3 座县城，袭入满城、保定、方顺桥、清风店等车站，毙伤敌 500 余人，破
坏铁路 50 余公里，使交通一度中断。同年 4月 28 日至 5月 14 日，晋察冀军
区部队第二次破袭平汉铁路北段，歼敌一部，争取伪军 2400 余人反正，破坏
铁路 80 余公里。同年 7月 6—8日，为打击日军、巩固和扩展抗日根据地，
晋察冀军区部队和第一二○师第三五九旅，第三次破袭平汉铁路北段（同时
破袭平绥、正太铁路），共毙伤日伪军 1400 余人，破坏铁路 50 余公里，并
一度进至北平（今北京）近郊，破坏了石景山发电厂。

东进（DrangnachOsten）德国侵略和奴役东欧国家的政策。十至十三世
纪德国封建主即在该政策下对斯拉夫民族和波罗的海沿岸各民族实行侵略和
日耳曼化。十七世纪起，勃兰登堡一普鲁士的诸侯继续向东欧扩张。希特勒
在*《我的奋斗》一书中以地缘政治理论和种族理论为基础，再次强调该政策，
鼓吹在苏联和其他东欧国家夺取*生存空间。纳粹党执政后，即加紧推行该政
策，作为夺取欧陆霸权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东方军（Arméed′Orient）法国在近东地区筹组的远征军。1939 年 7 月，
英、法、土三国谈判时，法军总参谋长甘末林即建议战争一旦爆发，应迅速
开辟巴尔干战线。同年 8月，魏刚出任近东战区法军司令，试图以叙利亚为
基地，建立法国驻近东的远征军，并和该地区的英军取得联系；10 月，《英
法土互助条约》正式签订，但巴尔干各国联合仍毫无进展。1940 年 5 月德军
在西线大举进攻，法国战局急剧恶化，魏刚奉召回国，接替甘末林之职。扩
建东方军的计划遂告吹。

东北军  中国东北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原为奉军，北洋军阀武力支往之
一。1929 年 1 月由国民政府改编为东北边防军，张学良任司令。1931 年九·一
八事变后，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退入关内，1935 年奉调至陕甘地区进
行“剿共”。1936 年 12 月，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影响下，
张学良联合第十七路军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事变后张学良被扣，该军调
至河南和安徽，被蒋介石瓦解改编。

东乡茂德（1882—1950）日本外务大臣（1941—1942，1945）。1908
年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后入外务省。历任欧美及欧亚局局长。1937 年 12 月出
任驻德大使。次年10 月被调任驻苏大使，主张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与苏联的关
系，促成《日苏中立条约》的签订。1941 年 10 月就任东条内阁的外务兼拓
务大臣。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利用外交谈判麻痹美国。极力巩固德日意三
国军事同盟。1942 年 9 月因反对设立*大东亚省而辞职。1945 年 4 月任铃木
内阁的外务兼大东亚省大臣。主张以维护国体为条件，接受《波茨坦公告》。
战后，于 1948 年作为甲级战犯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有期徒刑 20 年。病
死于美陆军医院。著有《大战外交手记——时代的一面》（后又以《东乡茂
德外交手记》为题）等。

东方工人（Ostarbeiter）纳粹德国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德国或德
占区从事奴隶劳动的波兰人和苏联人的称谓。被纳粹德国视为“劣等种族”
的波兰人和苏联人，禁止同德意志人接触，被迫在衣服上佩饰字母“O”以示
区别，试图逃亡者常被当众绞死。

东方公约  又称《东方洛迦诺公约》。苏联和法国为制止德国侵略，拟
订的欧洲集体安全条约。三十年代初，随着纳粹德国崛起，欧洲局势日趋紧
张，苏、法两国开始频繁的外交接触。1934 年 6 月底，由法国外长*巴都倡



议，经苏、法共同磋商后起草此公约草案。主要内容为：（1）苏联、德国、
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签订相互保证条
约，规定其中一国在遭到侵略时，其他缔约国应立即提供军事援助；（2）签
订以苏联参加*《洛迦诺公约》和法国参加《东方公约》为基础的《苏法互助
条约》。此后，苏、法两国开展了积极的外交活动。捷克斯洛伐克、爱沙尼
亚、立陶宛和拉脱维亚表示愿意参加，南斯拉夫重申和法国的同盟关系；德
国和波兰加以拒绝；英国反应冷淡。同年 10 月 9 日巴都在马赛被刺死后，虽
然经苏联的努力先后签订了*《苏法互助条约》与*《苏捷互助条约》，但整
个公约草案波法国当局置之高阁。

东方会议  ①日木原敬内阁为解决从山东、西伯利亚撤兵问题而于 1921
年召开的会议。②田中义一内阁为决定对华基本政策召开的会议。1927 年 6
月 27 日至 7月 7日在东京霞美的外务大臣官邸召开，由田中首相兼外务大臣
主持，外务及陆、海军、参谋本部、军令部、关东军等的有关人员参加。会
议通过以分离东北、蒙古和分化中国革命为主要内容的《对华政策纲要》。
同年 12 月，中国杂志《时事月报》刊登了《帝国对满蒙的积极政策》一文。
文中“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等内容与东方
会议的主旨及日本其后的侵略步骤相一致。

东方战线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苏联通过对东欧的一系列外交、军事
行动以形成的巩固自身安全的地带。1939 年 9 月*德波战争末期，苏联于 17
日出兵占领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28 日签订*《德苏边界友好条约》，11
月 1 日和 2日正式将两地并入苏联。同年 9月 28 日、10 月 5 日和 10 日，苏
联借口一艘被拘留的波兰潜艇从塔林脱逃事件，相继同爱沙尼亚、拉脱维亚
及立陶宛签订互助条约，取得在上述三国驻军和设立军事基地的权利。同年
11 月 30 日至翌年 3月 12 日，苏联通过*苏芬战争和*《苏芬和约》，取得卡
累利阿地峡和维堡等地以及汉科半岛的租借权。1940 年法国军事崩溃后，苏
联进一步采取行动。6月 15 日和 16 日，苏联指责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
陶宛政府破坏互助条约，出兵占领三国，并于 8 月 3 日、5日和 6 日接纳三
国加入苏联。6月 26 日苏联照会罗马尼亚，强调比萨拉比亚及北布科维纳在
历史上和苏联的联系，要求将两地交与苏联。次日罗马尼亚复照苏联，婉拒
苏方要求，并建议谈判。27 日苏联又提出最后通牒，罗政府曾向英、德、意
等国求援，未获成功，被迫于次日接受苏联的全部要求。30 日苏军即占领上
述两地。8 月 2 日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均加入苏联；前看组成摩尔达维
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后者则被纳入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苏
联称这一系列行动为建立防御德国侵略的“东方战线”，它使苏联西疆增加
了二、三百公里的防御空间，但在苏德战争初期未能起到阻止德军前进的作
用。

东方壁垒（Ostwall）1943 年德军在苏德战场沿纳尔瓦（HapBa）河、普
斯科夫（пckoB）、维帖布斯克（BИ-Teock）、奥尔沙（Opшa）、索日（Co
ж）河、第聂伯河中游和莫洛奇纳亚（Moлoчhaя）河一线构筑的战略防线
的代号。1943 年春决定修建，当年秋季完成，随即在*第聂伯河会战中被苏
军突破。

东亚联盟  日本右翼团体。为响应近卫内阁建设新东亚的声明，于 1939
年成立。领导人为*石原莞尔。倡导以日本为中心的各民族的“团结”。后因
其领导人与东条英机意见不合，1941 年被解散。1943 年一度复活，改名为“东



亚联盟同志会”，但直至日本投降未开展实质性的活动。战后又以“东亚联
盟同志会”的形式恢复活动。

东江纵队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1938 年 10 月广州沦陷后，惠
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和东宝惠边人民抗日游击大队相继成立。后遭国民党顽
固派军队挤压，一度东移海陆丰，处境险恶。1940 年 9 月，根据中共中央 5
月 8日指示的精神，合编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辖两个大队，坚持在东莞、
宝安、惠阳地区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曾积极扰乱日军后方，营救各界人士、盟国官员 800 多人及保护港九同胞安
全撤退到内地，本身发展到 5 个大队。1943 年 12 月 2 日，改称广东人民抗
日游击队东江纵队，曾生任司令员，林平任政治委员，辖 7个大队，创建了
东江抗日根据地。1944—1945 年，先后派遣 3 支部队挺进粤北，开辟新区，
打击日军。抗战胜利后，根据国共两党协议，主力北撤山东，后编入解放军
第三野战军序列。

东条内阁  日本东条英机任首相组织的政府（1941 年 10 月 8 日至 1944
年 7 月 18 日）。在日本加紧实施南进战略，准备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形势下组
阁。东条英机任首相兼陆军大臣，*东乡茂德任外务大臣（1942 年 9 月东条
英机兼任，后*谷正之接任，1943 年 4 月*重光葵接任），*贺屋兴宣任大藏
大臣（1944 年 2 月石渡庄太郎接任），*■田繁太郎任海军大臣（1944 年 7
月*野村直邦接任）。上台后即制定*《帝国国策实施要领》，决定 12 月上旬
对美英开战。随后以谈判掩护，偷袭珍珠港，挑起太平洋战争。初战胜利一
度强化了东条的战争领导体制和国民统制体制。1942 年 4 月进行翼赞总选
举，成立*翼赞政治会。11 月设立*大东亚省，统辖殖民地和占领区，外务大
臣东乡茂德因持不同意见而辞职，东条自兼。但战局自 1942 年 6 月中途岛海
战失败后日趋恶化，东条进一步强化法西斯独裁体制。1943 年 11 月设军需
省，东条又兼军需大臣，谋求增加军火生产。同月召开大东亚会议，发表《大
东亚共同宣言》，企图利用占领区人力、物力来挽救败局。1944 年 2 月东条
又兼任参谋总长。但随着战局日益恶化，重臣间反东条运动加强。东条试图
请童臣*米内光政、*阿部信行、*广田弘投入阁，均遭拒绝。遂于 1944 年 7
月 18 日总辞职。同月 22 日由小矾国昭内阁接替。

东条英机（1884—1948）日本首相（1941—1944），将领。毕业于陆军
士宫学校和陆军大学。历任驻瑞士和德国使馆武宫、参谋木部作战课课长等
职。1929 年与*永田铁山等结成*一夕会。1935 年任关东军宪兵司令官，为军
内统制派首领。1937 年 3 月任关东军参谋长，七七事变后，率‘东条兵团”
向察缓和晋北地区进攻，侵占承德、张家口、大同等地。1938 年任陆军次官，
积极扩大侵华战争。同年 12 月任航空总监兼陆军航空部长。1940 年汪东条
英机第二、第三届近卫内阁陆军大臣兼对满事务局总裁，主张全面侵华和对
英、美开战。1941 年晋升大将，并由*木户幸一等推荐组阁，任首相兼陆军
大臣、内务大臣和对满事务局总裁。任内，发动偷袭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
并进攻泰国、马来亚、菲律宾等地，挑起太平洋战争。1942 年兼任外务大臣。
次年兼任文部大臣、商工大臣、军需大臣。1914 年又兼任参谋总长，极度强
化独裁统治。1944 年 7 月在内外交困下，被迫辞职，但作为重臣，仍参与重
要国事。日本投降后，在逮捕时自杀来遂。1948 年作为甲级战犯被远东国际
军事法庭判处绞刑。

东非之战  1940—1941 年英国和意大利在东非地区进行的战争，1940



年 6月意大利参战时，在意属东非（包括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和意属索
马里）拥有装备齐全的驻军共 20 多万，比之分布于苏丹、肯尼亚和英属索马
里的 2 万多英军占有巨大优势，然指挥无能，且斗志不旺。7 月初，意军开
始出击，占领了苏丹和肯尼亚境年 3个边境小镇。8月初，又以 10 倍于守军
的兵力进攻英属索马里，迫使英军 2500 人从海上撤往肯尼亚。到秋季，英军
在肯尼亚集结达 7.5 万人，并利用北非战争间隙南调两个印度师和 1个坦克
旅到达苏丹，准备反攻。1941 年 1 月 17 日，苏丹的英军朝厄立特里亚方向
发起进攻，连克数镇后，于 2 月初受阻子意军严密防守的高山要塞克伦。2
月 10 日，肯尼亚的英军也向意属索马里发动攻势，连克港城基斯马尤和首府
摩加迪沙后，即转向埃塞俄比亚年陆；3 月中同在索马里北部伯贝拉登陆的
英军会师后西进；4月6日攻克亚的斯亚贝巴。5月5日，埃塞俄比亚的海尔·塞
拉西一世重返首都。同时，在厄立特里亚境内作战的英军，于 3月末结束”
克伦之战后，相继攻克首府阿斯马拉和港城马萨瓦，追击意军残部进入埃塞
俄比亚北部山区。5 月 17 日，意大利东非总督兼意军总司令*达奥斯塔公爵
率部投降，战争结束。

东京快车（TokyoExpress）*瓜达尔卡纳尔岛争夺战期间，美国海军陆
战队士兵对日本舰队夜间突袭和*鼠式运输的一种称呼。由于美军掌握制主
权，日舰队往往在黄昏后美枫返航时，从拉包尔基地出发南航，穿过新乔治
亚岛和圣伊萨贝尔岛之间的狭窄水道，于牛夜时驶抵瓜岛海面，对岛上美军
机场进行炮击，同时将增援部队运送到瓜岛另一端日军所占的埃斯帕兰斯
（Esperance）角登陆，凌晨1时半左右返航，趁黎明后始自机场起飞的美机
朱及赶上时，到达清晨从拉包尔起飞的日本扒队巡逻区域。因日本舰队来去
匆勿，故获此称。

东京玫瑰（TokyoRose）见“达基诺”。
东京审判  1946 年 5月 3日—1948 年 11月 12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

东京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日本主要战犯的审判。根据*《开罗宣言》、*《波
茨坦公告》和 1945 年 9 月之日的日本投降书，1946 年 4 月设立远东国际军
事法庭，同年 5月 3日在东京前日本陆军省大厦会堂内正式开庭。审讯日本
甲级战犯 28 名，共开庭 818 次，记录4.8 万余页，出庭证人 419 名，书面证
人 779 名，受理证据 4300 余件，判决书长达 1213 页。判决东条英枫、土肥
原贤二、广田弘毅、板垣征四郎、木材兵太郎、松井石根和武藤章等 7人，
犯有破坏和平罪和违反战争法规、违反人道罪而处以绞刑；判决畑俊六、小
矾国昭（以上两人犯有破坏和平罪和违反战争法规、违反人道罪）、荒木贞
夫、桥本欣五郎、星野直树、木户幸一、南次郎、冈敬纯、大岛浩、佐藤贤
了、 田繁太郎、铃木贞一、贺屋兴宜（缺席）、白鸟敏夫（缺席）、梅津
美洽郎（缺席）（以上 14 人犯有破坏和平罪）共 16 人为无期徒刑；判决东
乡茂德犯有破坏和平罪而处以 20 年有期徒刑，重光葵犯有破坏和平罪和违反
战争法规、违反人道罪而处以 7年有期徒刑；另外，被告永野修身和松冈洋
右在审判中死亡，大川周明因精神失常而释放。1948 年 12 月 23 日，在巢鸭
监狱处决 7名绞刑犯，次日释放 19 名甲级战犯嫌疑犯。同年 12 月 29 日。撤
销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由于美国当局的操纵和包庇，不仅在审讯过程中开脱
了不少日本战犯，而且从 1950 年起，不顾有关国家抗议，陆续释放了贺屋兴
宜、重光葵、荒木贞夫、烟陵六等首要战犯。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受审的
日本战犯（后两排）



东方纪念章（Ostmedaille）纳粹德国军功章。大战期间授予在苏德战
场服役的官兵。被德国士兵讥称为“冷冻纪念章”或“冻肉勋章”
（Gefrlerfleischorden）。

东方总计划（GeneralplanOst）法西斯德国奴役和消灭苏联及东欧各国
人民的殖民计划，计划规定：要消灭占领区内近 3000 万居民（其余迁移出
境），将 1000 万德意忘人迁入定居，留下约 1400 万居民充当德意志人的奴
隶并使之“德意志化”，1940 年 5 月，由希特勒批准。1942 年 4 月 27 日，
德国东方事务部作了具体部署。战争过程中局部实施。

东北挺进军  中国*东北军爱国将领马占山在西北组织的抗日武装。七
七事变后，马占山受蒋介石委派到绥远大同组织挺进军司令部，兼理东北四
省招抚事宜。1937 年 9 月参加绥远保卫战。随后，在阴山地区抗击日军。1933
年斗月进驻绥、陕、晋三省交界处的哈拉寨。10 月底，正式成立东北挺进军
总司令部，下辖 2个骑兵师，担负胡四太行至马棚之间的黄河防卫。至抗战
结束的 7年间，虽多次出击日本侵略军，但未取得重大进展。

东亚新秩序  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其殖民地，称霸东亚的侵略目标和
口号。1938 年 11 月 3 日，在第二次《近卫声明》中提出。声称：“帝国所
期求者即建立确保东亚永久和平的新秩序”。强调以“日满华三国合作”为
基础，“实现共同防共，创造新文化，实现经济的结合”。随后在*《日华新
关系调整方针》中重申，并声明将限制第三国在毕的活动与权益，表明日本
独霸中国的野心。曾遭到美、英的外交抗议。1940 年 7 月，扩展为*大东亚
新秩东南方面军苏联战略战役军团。1942 年 8 月由*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分编
组建。初辖 3个集团军，后陆续编入 3个集团军相 1个空军集团军。在斯大
体格勒会战中，曾负责统一指挥斯大林格勒方向全部军队（包括斯大林格勒
方面军、伏尔加河区舰队、斯大林格勒军区等）联合作战。同年 9月底改称
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原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则改称顿河方面军）。司令为叶廖
缅科。

东南亚战区（SoutheastAsiaTheaters）见“东南亚战场”、“东南亚
盟军司令部”。

东南亚战场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区域性战场之一。其地域包括英属缅甸
（今缅甸）、法属印度支那（今越南、老挝和柬埔寨）、荷属东印度（今印
度尼西亚）、马来亚（今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暹罗（今泰国）和印度北部。
1941 年 12 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先后入侵该地区，美、英、中、荷等
盟国军队及缅甸、印度支那等地人民建立的抗日武装与日军进行作战。至
1945 年 8 月日本投降，战事历经约 3年半。主要战役有缅甸战役、缅北战役、
英帕尔战役等。

东久迩宫稳彦（1887—1990）日本首相（1945 年）、皇族。东久迩宫
朝彦亲王第九子。毕业干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曾留学法国。1927 年回
国后历任第二、第四师团长、陆军航空本部部长。1938 年任第二军司令宫，
率兵侵占中国华北地区。1939 年 8 月晋升大将。1944 年 5 月任防卫总司令官、
军事参者官。1945 年 2 月任日本内地防工军司令官。同年 8月日本宣布投降
后组阁，任首相，完成了日本各项投降工作。战后从事宗教活动。著有《我
的记录》、《一个皇族的战争日记》等。

东北抗日联军  筒称“抗联”。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地区抗日军队。
1935 年秋，根据中共中央*《八一宣言》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



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关于召开全东北义勇军代表会议、建立全东北统一
的军事领导机关的指示，中共满洲省委建立东北反日总会，将原东北人民革
命军改称现名。1936 年 1 月 28 日，总司令部在汤原县成立，杨靖宇任总司
令，赵尚志任副总司令，李红光任参谋长，李兆麟任总政治部主任。2月 10
日，发表统一军队建制宣言，逐步改编成 11 个军，并在汤原成立军政干部学
校，赵尚志任校长。同年 6月其第一、第二军编为第一路军，杨靖宇任总司
令兼政治委员，活动于西起沈阳、南至丹东、北迄长图铁路、东到鸭绿江一
带。1938 年 1 月，其第四、第五、第七、第八、第十军编为第二路军，周保
中任总指挥兼政治委员，活动于哈长铁路东侧，牡丹江流域，松花江右岸，
乌苏里江左岸。1939 年 5 月，其第三、第六、第九、第十一军编为第三路军，
赵尚志任总指挥（来到任，李兆麟代），冯冲云任政治委员。活动于松花江
左岸，小兴安岭东西，黑龙江右岸以及黑嫩平原。第一、第二、第三路军分
别归中共南满、吉东、北满三省省委领导。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同日伪军
进行大小几千次战斗，建立和发展抗日根据地。至 1937 年夏，发展至 4.5
万人，游击区扩大至 70 多县，1938 年起，日本侵略军增兵“讨伐”。次年
冬因损失较大，缩编为 10（一说 11）个支队。1941 年锐减至不足千人，转
移中苏边境隐蔽整训。1942 年 8 月 1 日，根据共产国际决定，抗联主力在苏
联境内编为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又称国际红军特别独立第八十八旅，周保
中任旅长，李兆麟任副旅长。崔石泉（即崔庸健）任参谋长，辖 5个营。曾
派遣 13 个小分队回东北坚持游击战争。1945 年 8 月 9 日，教导旅及其在东
北坚持抗战的游击队配合苏联红军进军东北，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东亚联盟运动  抗日战争时期日汪在中国沦陷区发动的宣传运动。1940
年 11 月 25 日，汪伪政府在南京建立东亚联盟中国同志会。翌年 2月 1日，
扩展为中国总会。打出“大亚洲主义”旗帜，以“政治独立、经济合作、军
事同盟、文化沟通”为纲领。通过报刊、电台、电影、戏剧、歌咏、美术等
各种形式，从思想上、政治上为日本侵华战争进行欺骗奴化宣传，并力图强
化汪伪统治的精神支往。延续到 1945 年 8 月日本投降为止。

东西庄伏击战  1938 年八路军在河北省阜平县对日军的一次伏击战。
是年秋，日军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发动围攻。10 月 4 日晨，日军第一一○
师团千余人，在飞机、大炮火力支援下，以骑兵为先导，向阜平方面进攻。
八路军晋察冀军区部队在东西庄地区伏击歼敌 300 余人。当日中午，日军增
援数千人。八路军由于通信联络不畅，协同欠密切，又遭日军发射 400 余枚
毒气弹袭击，遂撤出战斗。6日阜平失陷。此战日军死伤 130Q 余人。东普鲁
士战役苏德战争后期苏军发动的战略性进攻战役。1945 年 1 月 13 日至斗月
25 日，由白俄罗斯第二、第三方面军和波罗的海沿岸第一方面军一部在波罗
的海舰队配合下实施。苏军投入兵力 167 万人，火炮和迫击炮 25426 门，坦
克和自行火炮 3859 辆，飞机 3097 架。

驻守东普鲁士  的德军*中央集团军群（1 月 26 日起改称*北方集团军
群）计 78 万人，8200 门火炮和迫击炮，700 辆坦克和自行火炮，775 架飞机。
苏军首先实施*母瓦瓦-101 埃尔宾战役和*因斯特堡-哥尼斯堡战役，至 1 月
末进抵波罗的海沿岸，把德军基本兵力（32 个师）分割成 3个孤立集团，其
中 20 个师被围在哥尼斯堡以南和西南的海尔斯贝格（Heilsberg）地域，4
个师被压制在泽拇兰（Sam-land）半岛，其余被封锁在哥尼斯堡。随后，苏
军子 3月 13—29 日歼灭海尔斯贝格德军集团；4月 6—9日实施*哥尼斯堡战



役，攻占该市；4 月 13—25 日进行*泽姆兰半岛战役，完成了攻占东普鲁士
的战略计划。苏军共歼灭德军 25 个师，重创 12 个师，并牵制大量敌军使之
无法向柏林方向机动，配合了在柏林方向的主攻。经苏军总参谋部 1987 年审
定，列为苏联卫国战争中的 51 个战略性战役之一。

东方洛迦诺公约  即*《东方公约》。
东北人民革命军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地区抗日武装。九·一八事变

后，中国共产党号召在东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并派出大批干部到东北军和
义勇军中工作，或在东北各地建立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游击队。1933 年 5 月 15
日，中共满洲省委决定以游击队为基础建立东北人民革命军。1933 年下半年
至 1935 年问，先后成立第一至第六军。由甫满游击队改编为第一军，杨靖宇
任军长兼政治委员；由东满游击队改编为第二军，王德泰任军长，魏拯民任
政治委员；由珠河游击队改编为第三军，赵尚志任军长，冯仲云任政治部主
任；由密山游击队改编为第四军，李延禄任军长，吴平任政治委员（未到职）；
由绥宁反日同盟军和宁安反日游击队改编为第五军，周保中任军长；由汤原
游击队改编为第六军，夏云杰任军长，李兆麟代理政治部主任。整编后建立
政治部和政治委员制度，加强了军队的政治教育，在东北人民支持下，开展
抗日游击战争，队伍不断得到发展壮大。后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

东北民众救国军  中国东北抗日义勇军之一部。九·一八事变后，1932
年 10 月 1 日，由原黑龙江省防军步兵第二旅旅长苏炳文部和第一旅旅长张殿
九部以及在江桥抗战中被击散的爱国官兵联合当地抗日农民在海拉尔组成，
苏炳文、张殿九任正副司令，总兵力达数万人。主要活动千海拉尔、扎兰屯、
呼兰等地，曾多次与日伪军作战。同年 12 月 4 日在日军重兵围攻下，一部退
入苏联境内，后转道回国；余部由张玉逛率领退入关内，在张家口参加*察哈
尔民众抗日同盟军。

东北抗日义勇军  中国东北人民自发的抗日武装力量的总称。1931 年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各地民众和部分东北军将士纷纷组成义勇军、救国军。
自卫军等抗日武装，主要有辽宁民众自卫军、东北民众自卫军、吉林自卫军、
中国国民救国军、东北民众救国军、东北民众抗日救国军等，总数一度达 50
万人。在东北各地进行抗日游击战争，曾予敌以沉重打击。但由于队伍成分
复杂，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缺乏统一的组织领导，又不能很好依靠群众，
至 1933 年先后遭到失败。部分退入关内为国民党军队收编；部分退入苏联境
内，转道回到新疆；部分坚持斗争，并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成为*东北抗日
联军的组成部分。

东江抗日根据地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华南敌后抗日相据地之一。1938
年 10 月广州沦陷后，中国共产党在淡水、惠阳地区和东莞、宝安地区建立了
由曾生和王作尧领导的两支抗日游击队。1941 年发展为东江人民抗日游击队
独立纵队，并建立大岭山区和阳台山区两个抗日游击根据地，合称东江抗日
根据地。1944 年春独立纵队改称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至 1945
年，该区部队发展到 9000 余人，区域东接惠阳，西至三水，北达广州，南迄
大海，威逼日军侵占的广州、香港、九龙，成为坚持华南敌后抗战的主要基
地之一。

东喀尔巴阡战役  苏德战争后期苏军发动的进攻战役。1944 年 9 月 8
日至 10 月 28 日，由乌克兰第一、第四方面军实施。当面之敌为德国第一坦
克集团军和匈牙利第一集团军。8月 29 日，斯洛伐克爆发民族起义，苏军决



定予以配合，遂向喀尔巴吁山口挺进，但遭到德军抵抗，进展缓慢。9月 20
日，苏军一部进抵波、捷边界。9月 30 日，进抵喀尔巴吁山主脉各分水岭地
区。10 月 6 日，参战的捷克斯洛伐克第一军在苏军协助下攻占杜克拉（Du-
kla）山口，进入捷境。此后苏军进展顺利，至 10 月底已前出蒂萨河右岸平
原。德军在此战役中“海德里希”集群遭重创，苏军则完全解放了外喀尔巴
阡乌克兰，并打通了进军中欧的道路。经苏军总参谋部 1987 年审定，列为苏
联卫国战争中的 51 个战略性战役之一。

东亚联盟中国总会  汪伪国民政府指导*东亚联盟运动的最高机关。
1941 年 2 月 1 日在南京成立。汪情卫任会长：周佛海任秘书长，梅思平、林
柏生、丁默邨分任指导、宣传、社会福利 3个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汪伪政权
各部部长及各省伪政府主席均为理事。同年 5月，出版《东亚联盟》月刊，
后又与汪伪国民党宣传部理论刊物《大亚洲主义》月刊合并，更名为《大亚
洲主义东亚联盟》。在南京、上海、湖北、广东及苏淮特别区设有分会。1945
年 8 月日本投降后解体。

东所罗门群岛海战  亦称“第二次所罗门海战”。日、美海军在*瓜达
尔卡纳尔岛争夺战中的重大海战之一。1942 年 8 月美军开始进攻瓜岛后，日
军匆忙调集兵力组织增援。8月 23 日，日本联合舰队主力南下至所罗门群岛
之北 200—400 海里的海域，掩护增援和待机歼击美舰。24—25 日，日第三
舰队（司令官为南云忠一，包括两艘重型航空母舰和 1艘轻航空母舰、两艘
战列舰、5 艘巡洋舰等），与美第六十一特混舰队（司令为弗莱彻，包括 3
艘重航空母舰、1艘战列舰、7艘巡洋舰等），于东听罗门群岛北面海域以航
空母舰飞机为主进行会战，双方从瓜岛和拉包尔起飞的岸基航空兵参加了作
战。日损失龙骧号航空母舰和 90 架飞机；美企业号航空母舰受伤和损失 20
架飞机。日军未达增援瓜岛的企图。

东波美拉尼亚战役  苏德战争后期苏军发动的进攻战役。1945 年 2 月
10 日至 4月 4日，由白俄罗斯第二、第一方面军在波罗的海舰队配合下实施。
目的是粉碎驻守东波美拉尼亚的德军*维斯瓦集团军群，使苏军进攻柏林时免
遭翼侧袭击的威胁。战役之初，德军（共 22 个师）抵抗顽强。苏军遂增加兵
力，于 3月 5日将敌分割，3月 30 日攻占但泽（今格但斯克），各月 4日歼
灭被围的另一德军集团，唯有被逼至但泽以东沿海地带的部分德军延至 5月
9 日投降。此战破坏了德军统帅部在柏林接近地组织防御的计划。经苏军总
参谋部 1987 年审定，列为苏联卫国战争中的 51 个战略性战役之一。

东南亚盟军司令部（HeadquartersoftheSoutlieastAsiaComnland，缩
写 SEAC）战时盟军在东南亚地区的军事指挥机构。根据英国首相丘吉尔建
议，于 1943 年 6 月 18 日成立。由英将*蒙巴顿任总司令，美将*史迪威为副
总司令（1044 年 2 月后去职，由惠勒（［RaymondAl-bertWheeler，1885—
1974]）将军取代）。统一协调指挥保卫印度，反攻缅甸的作战。辖有英、美、
中、印诸国地面部队，英、美的航空部队及”英国东方肌队。司令部驻印度
新德里，1944 年 4 月迁往锡兰（今斯里兰卡）的康提。1945 年 11 月撤销。

东洋拓殖株式会社  简称“东拓”。日本对东亚地区进行殖民掠夺和经
济侵略的半官方垄断公司。日本政府以日俄战争中所获得的在朝鲜的权益，
于 1908 年 12 月成立，总公司设在汉城。创设资本 1000 万日元，其中政府出
资的 300 万日元是将在朝鲜掠夺的田地 1.14 万叮步作为现物投资，并在公司



成立后 8年间，每年支付30 万日元资金。政府还任命原陆军省军务局长字佐
川一正为首任总裁，给予公司以特别保护。1917 年总公司迁至东京后，经营
区扩大到中国的东北、华北、内蒙古以及马来半岛的南洋地区。以金融业为
中心，兼营工矿、农业、水利灌溉和移民等。1938 年拥有朝鲜电力、东拓矿
业、朝鲜铁道、东洋畜产等 52 个公司，还在朝鲜经营水田 3.6 万町步，早田
1.9 万町步，对 7.9 万名佃农征收高额地租，成为日本对东亚殖民地进行经
济掠夺的中心。日本战败后解体。

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  中国东北抗日义勇军之一部。九·一八事变后，
1931 年 12 月 26 日，由原辽宁省警务处处长黄显声以 2000 余名警察和公安
队为骨干组成。总部设在北票，下属 22 路义勇军，约 6万人。曾通电全国：
“以满腔热血，溅于白山黑水之间，以灌溉中华民族自由之花，敌氛未清，
誓不生存！”1932 年 3 月发展到 54 路义勇军，达 15 万余人。活动地区遍及
辽南、辽北、辽东，曾一度攻入沈阳城，给日军以有力的打击。

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爱国人士自发组织的抗日
团体。1931 年 9 月 28 日，流亡 56 北平（今北京）的东北知名人士阎宝航、
高崇民等 40 余人发起建立，会址设在北平旧刑部街辛天会馆。会员 400 余人，
设常务委员会，下设政治、军事、总务三部，分由阎宝航、王化一、卢广绩
任部长，并设有监察委员会和特种委员会。该会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
共谋收复失地，保护主权为宗旨，坚决反对日军操纵下的东北“独立”运动，
积极联络、组织、支持东北抗日义勇军，并开办东北学院等学校，创办《救
国旬刊》《复巢月刊》和《东北通讯》等刊物，宣传抗日，培训抗日救国干
部，推动了全国特别是东北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1933 年 7 月，国民政府强
令宣布该会解散，8月结束活动。其领导核心组织秘密抗日团体“复东会”。

东条-汪精卫南京会谈  日本首相东条英机为加强对汪伪政权的控制
而访问南京同汪精卫的会谈。1942 年 12 月，日本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和
御前会议先后通过《为完成大东亚战争处理对华问题的根本方针》等政策纲
要，决定扩大汪伪政权的“独立自主”权利，以使之更好地为日本的侵略战
争效劳。为此，东条于 1943 年 3 月 13 日赴南京，就有关施行“对华新政策”
同汪精卫进行会谈。3月 14 日，签订《日本交还在华专管祖界的实施细目条
款和附属：谅解事项协定》，规定所谓交还在杭州、苏州、汉口、沙市、天
津、福州、厦门及重庆的日本专管租界行政权。

[丨]

卡森（RenéCassin）1887—1976）法国法学家。法兰西学院院士。曾任
法国驻国际联盟代表团顾问。1940 年 6 月在伦敦参加自由法国运动，负责起
草 8月 7日《戴高乐-丘吉尔协定》。后出任法兰西民族委员会司法和公共教
育专员，负责拟订自由法国的各种法令和命令。曾代表自由法国出席各种国
际会议，与美、英、苏等国磋商战后世界的安排，为联合国代表，并参与筹
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后为临时咨询议会议员和国务委员会副主席。战后曾
任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主席等职。1968 年获诺贝尔和平奖。

卡比唐（RenéCapitant，1901—1970）法国抵抗运动活动家。长期在斯
特拉斯堡大学任教。战前曾联合阿尔萨斯知识分子抨击希特勒的法西斯政
策。1939 年 9 月入伍，在第五集团军参谋部供职。《贡比涅停战协定》签订



后，参加抵抗组织“战斗”。1941 年流亡阿尔及尔建立“战斗”的海外组织。
1943 年 9 月成为临时咨询议会成员。11 月起，先后任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
教育专员和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教育部长。战后多次当选为者员。

卡尔森（EvansrlordyceCarlson，1896—1947）美国军人，1912 年从军，
曾为驻华情报官员和美国总统仪仗队队员。1937 年再度任驻华使馆上尉情报
官员。反对日本侵华战争，主张援助中国抗战。1938 年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抗日根据地观察八路军作战，后多次建议罗斯本专管租界行政权。福援助中
共抗日力量。1939 年辞职回国，从事新闻工作，为援助中国抗战奔走游说。
1941 年人海军陆战队，任第二突击大队（卡尔森突击队）上校大队长，在太
平洋战场作战。1942 年 8 月率队袭击马金（Makin）岛获得成功。后参加*瓜
达尔卡纳尔岛争夺战等战役。1946 年以准将衔退役。著有《中国的陆军》和
《中国的双星》。

卡达尔（KádárJános，1912—）匈牙利共产党领导人。1929 年参加工人
运动。1931 年加入匈牙利共产党。1932 年任共产主义青年工人联盟中央委
员。翌年被捕入狱，获释后继续从事党的工作。1942 年转入地下，任匈共中
央委员，次年任中央书记。1944 年 4 月德军占领匈牙利后，取道南斯拉夫，
拟与苏军取得联系，在边境被捅，11 月在押解途中脱逃。战后历任内务部长、
党中央副总书记等职。1951 年被捕入狱，1954 年获释。1956 年匈牙利事件
以后，曾任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总书记和匈牙利部长会议
主席等职。

卡多根（SirAlexanderCeorgeMontaguCadogan，1884—1968）一译“贾
德干”。英国外交官。贵族世家出身，求学于伊顿公学和牛津大学。1909 年
起进入外交界，供职于英国驻外机构和外交部门。1934 年任驻中国北平公
使。1936 年奉调回国后即任外交部次官。193s 年 1 月取代*范西塔特为外交
部常务次官，在慕尼黑事件中，支持绥靖政策，赞成同希特勒德国妥协，但
也反对过分软弱。在长期的外交生涯中，以处事干练、注重实际、善于应顺
上级的政策倾向，深得历任首相和外交大臣的赏识，积极参与外交决策活动。
1946 年后改任常驻联合国代表，1950 年退休。其 1938—1945 年的日记经人
整理在 1971 年出版。

卡里略（SantiagoCarrillo，1915—）西班牙共产党领导人之一。1928
年参加社会主义青年联盟，后为《社会主义者》杂志编辑。1934 年 10 月*阿
斯图里亚斯起义失败后曾被捕。1936 年任统一社会主义青年团总书记。同年
加入西班牙共产党。西班牙内战爆发后，曾任马德里保卫委员会委员。内战
结束后流亡美洲和法国，后去苏联。1937 年起历任西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候
补委员、政治局委员。1960 年 1 月当选为西共总书记。佛朗哥死后，于 1976
年回国。1982 年辞去总书记职务。

卡利塔（MarioCarita）1901—1915）意大利法西斯分子。墨索里尼建
立法西斯政权后，在各地组织法西斯匪徒，专事镇压民主运动。第二次世界
大战期间，曾率黑衫师入侵希腊。1943 年 9 月在德国扶持下，建立佛罗伦萨
特务处，有成员 200 余人，主要配合德国党卫军和*萨罗共和国治安部队，镇
压抵抗运动。1945 年意大利光复后，被美军处死。

卡拉汉（DanieIJudsonCallaghan，1890—1912）美国海军将领。美国
海军学院毕业。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护航舰队指挥官。1938 年起任罗斯
福总统的海军侍从武官，海军少将衔。1941 年调任巡洋舰舰长。1942 年升任



第六十四特遣舰队司令，在太平洋海域作战。同年 11 月在瓜达尔卡纳尔岛附
近的海战中阵亡。

卡拉伊（KallayMiklos，1887—1967）匈牙利总理（1942—1944）。1929
年起历任商业部副部长、农业部长。1935 年因与总理政见分歧而辞职，1942
年 3 月应*霍尔蒂之邀出任总理组阁。同年夏访德，会见希特勒，答应增派匈
军赴苏作战。任职期间给予犹太人一定的保护。1943 年，随着苏德战场的转
折和匈军遭受渗重损失，开始寻求退出战争的途径，曾赴意大利与墨索里尼
磋商，并通过梵蒂冈向英、美探询单独媾和。1944 年 3 月德军进驻匈牙利后
被捕，先后囚于达豪集中营和毛特豪森集中营。战后获释，定居美国。著有
回忆录。

卡梅伦（DonaidCanleron，1919—）英国海军军官。苏格兰人，少年时
即当海员。1941 年 1 月参加海军的“特别行动敢死队”。1943 年 9 月，驾驶
袖珍潜艇从水下爆炸德国”蒂尔皮茨号战列舰获得成功，获维多利亚十字章。

卡鲁索（PietroCaruso，1900—1944）意大利法西斯分子。1922 年追随
墨索里尼进军罗马。法西斯掌权后，鼓动进行对外侵略战争、积极主张意大
利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1943 年 7 月墨索里尼政权被推翻后逃往意大利北
部，投靠*萨罗共和国。*维罗纳审判时，负责警卫。1944 年 2 月受命返回罗
马，任警察首脑。任内勾结德国占领军，残酷镇压游击队员及爱国志士。积
极参与*阿尔戴阿蒂纳墓穴大屠杀，激起罗马居民的愤恨。1944 年 6 月罗马
光复时外逃被捕，经审判后于 9月被处决。

卡德尔（EdvardKardel，1910—1979）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之一。1928
年加入南斯拉夫共产党。同年毕业于师范学校，任教员。1930 年被捕，监禁
两年。1934—1937 年在莫斯科学习和工作。回国后与铁托密切含作。1937
年当选为南共中央委员，翌年为政治局委员。1941 年德军占领南斯拉夫后，
为人民解放游击队总司令部成员，组织并领导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的武装
起义。1943 年当选为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大会副主席。战后历任联邦
政府副主席、外交部长、联邦主席团委员等职，为南共联盟主要理论家。

卡扎科夫  ①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卡扎科夫（1898—1968）苏联将领。
1916 年应征入沙俄军队。1917 年参加二月革命。翌年加入红军。参加过国内
战争。1925 年毕业于炮兵军事学校。1932 年加入联共（布）党。1934 年毕
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苏德战争开始时为炮兵少将。历任第十六集团军和西
方、布良斯克、顿河方面军炮兵主任、中央、白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第一方面
军炮兵司令。在莫斯科会战中，领导建立反坦克支撑点，后成为苏军实施防
御的基本要素之一。先后参加斯大林格勒、库尔斯克和第聂伯河会战，以及
白俄罗斯、维斯瓦河-奥得河、柏林等战役。在”博布鲁伊斯克战役中，开创
使用双重徐进弹幕射击的炮火支援战术。战后曾任驻德苏军炮兵司令、苏军
炮兵副司令和司令等职。1955 年获炮兵元帅衔。著有《苏军炮兵》、《转折
时期》等。②米哈伊尔·伊里奇·卡扎科夫（MиxaилилbичKa3akoB，
1901—1979）。苏联将领。1919 年加入俄共（布）党。翌年参军，参加国内
战争。1931 和 1937 年先后毕业于伏尤芝军事学院和总参军事学院。后任中
亚军区参谋长。苏德战争开始时为少将。历任独立第五十三集团军和布良斯
克、沃罗涅日方面军参谋长、第六十九集团军司令和布良斯克、波罗的海沿
岸第二方面军副司令。1944 年 1 月起任近卫第十集团军司令（至战争结束），
指挥所部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作战，并晋升为中将。战后历任列宁格勒军区



司令、陆军副总司令和华沙条约联合武装部队总参谋长等职。1955 年获大将
衔。著有《回顾以往的战斗》。

卡瓦那里（DomenicoCavagnari，1876—1966）意大利海军将领，早年
参加过侵略埃塞俄比亚战争和利比亚战争及第一次世界大战。1933 年起历任
海军参谋长、海军副大臣，曾获海军上将衔。1935 年意大利发动侵略埃塞俄
比亚战争后，指挥舰队参战。曾致力于增强海军实力，支持墨索里尼的扩张
政策。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认为意大利国力大弱，反对过早参战。1940
年 6 月对英、法宣战后，又力主保存海军力量，避免在地中海地区和英国决
战，采取消极作战方针。同年 11 月，意大利舰队在*塔兰托袭击战中受重创
后，被迫离职。此后不再发挥作用。

卡瓦莱罗（UgoCavallero，1880—1943）意大利将领。就学于莫德纳军
校。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1918 年获准将衔。为 1919 年凡尔赛和会意大
利代表团成员。1925—1928 年任陆军副大臣。1936 年晋升中将。1937 年起
任意大利东非远征军司令，残酷镇压当地民族解放斗争。1940 年回国获上将
衔，同年12 月取代巴多里奥，出任意军总参谋长。任职期间曾一度参与指挥
侵略希腊的战争，并力图加强惫、德两国的军事合作，极力协调意、德两军
在北非的作战计划，未获成功，1943 年 1 月晋升元帅，但旋即被解除总参谋
长的职务。1943 年 7 月墨索里尼下台后被巴多里奥政府逮捕。9月 8日获释，
10 日即被驻意德军司令凯塞林召去，14 日暴卒（一说自杀，另说被德军暗
杀）。

卡尔莫纳（AntonioOscardeFragosoCarmona,1869—1951）葡萄牙总统
（1928—1951）。王家军事学院毕业，1922 年晋升将军。1926 年 5 月参与领
导军事政变，成功后任外交部长。同年 7月任总理，宣布葡萄牙为“没有独
裁者的独裁制国家”。1928 年 3 月当选总统。根据 1933 年通过的”新国家”
宪法，于 1935、1942 年又连续当选为总统。大战期间，支持＊萨拉查亲轴心
国的政策。战后，1949 年继续当选总统。

卡尔博尼（GiacomoCarboni，1889—1974）意大利将领。早年入伍，长
期在军队中服役。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1939 年 11 月出任军事情报处首
脑。1940 年 5 月试图说服墨索里尼放弃参战的计划，未获成功。因对与德国
的合作持怀疑态度，于同年 9月被解职。后曾任摩德纳和帕尔马军校校长。
1942 年意大利计划进攻马耳他岛时，被任命为突击师师长，翌年*七月政变
后，在巴多里奥政府中负责情报工作。同年德军侵入意大利时，曾指挥摩托
化部队参加保卫罗马的战斗。

卡多尔纳（RaffaeleCadorna，1889—1973）意大利将领，就学于摩德
纳军校。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长期在军队中服役。第二次世界大战
爆发时为上校，1943 年晋升准将，指挥装甲师作战。同年 9月德军进犯罗马
时率部抗击德军，后转入地下。1944 年 6 月受巴多里奥政府及盟军之命，负
责协调北意抵抗组织的武装斗争。8 月空降抵达德军占领的北方；曾任北意
民族解放委员会技术顾问和*自由志愿军团司令，领导 1945 年 4 月全民起义。
战后曾任陆军参谋长、参议员。著有回忆录《起义》。

卡利巴皮  即“新菲律宾服务协会”。
卡纳里斯（WilhelmCanaris，1887—1945）德国军事谍报局局长（1935

—1944）。海军将领。1905 年入海军服役。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在地中海和
大西洋作战，1906 年曾被派往西班牙从事间谍活动。战后参加镇压德国十一



月革命。1920 年参加卡普暴动。二十年代任巡洋舰长和海军岸防司令。1935
年 1 月出任武装部队军事谍报局（*阿勃韦尔）局长。在欧洲和世界各地建立
庞大的间谍网，从事情报、破坏、颠覆和暗杀等活动，为纳粹德国的侵略和
战争政策服务，卡纳里斯 1940 年获海军上将衔。长期同纳粹党系统的*党卫
队保安处和*德国中央保安局互相倾轧，并曾与上层反希特勒密谋分子接触。
1944 年 2 月被解职。不久调任最高统帅部特别参谋部商业和经济作战局长。
同年 8月，因受*七·二○事件牵连被捕，翌年 4月被处决。

卡图科夫（MиxaилEфиMOBичKaTyKOB，1900—1976）苏联将领。
参加过十月革命。1919 年参军，参加国内战争。1927 年毕业于高级步兵学校，
1932 年加入联共（布）党。1935 年毕业于红军机械化和摩托化学院指挥员进
修班。1940 年任坦克师长（上校衔）。苏德战争初期参加“杜布诺-卢茨克-
罗夫诺坦克交战和莫斯科会战。以善战著称，主持编写《对敌坦克、炮兵和
步兵作战守则》推广全军。1942 年任坦克第一军军长，翌年任坦克第一集团
军（后改编为近卫坦克第一集团军）司令。指挥所部参加库尔斯克会战、解
放乌克兰和波兰、强渡维斯瓦何与奥得河。攻克柏林等战役。1944 年晋升坦
克兵上将。战后曾任驻德苏军装甲坦克和机械化兵司令。著有《坦克战》、
《主要突击的矛头》。

卡顿伯恩（HansVonKaltenborn，1878—1965）美国广播新闻工作者。
1909 年哈佛大学毕业。早年为《布兽克林鹰报》记者，1929 年加入哥伦比亚
广播公司，主持时事分析节目。1936 年*西班牙内战时首创战地实况报道形
式。1938 年慕尼黑会议期间设置“一分钟最新消息”节目，及时向公众报道
国际时事的新动态，并加以分析评论。反对德、日法西斯的侵略扩张，主张
打破孤立主义束缚，积极干预国际事务。大战前夕和战争期间，其专栏节目
收听率最高，对美国公众舆论有广泛的影响。著有自传《非常的五十年》等。

卡桑诺娃（DamieleCasanova，1909—1943）法国抵抗运动女战士。1927
年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 年加入共产党。法国败降后，即投身抵抗运动。
曾先后组织 1940 年 11 月 11 日巴黎大学生游行示威和战俘家属的抗议活动。
出版地下刊物《妇女之声》，宣传抗战思想。参加建立*自由射手和游击队，
试图开展武装斗争。1942 年 5 月被捕，囚禁于奥斯威辛灭绝营。次年被折磨
身亡。卡维利亚（EnricoCaviglia，1962—1945）意大利将领。1885 年入伍。
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1926 年晋升元帅。因对法西斯制度持消极态度，被
解除兵权，转而从事军事史研究。1935 年曾试图说服国王爱麦虞限三世放弃
侵略埃塞俄比亚的计划。反对与德国结盟。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反对参
战；意大利参战后，主张维持中立并退出战争。曾为墨索里尼的反对派内定
的新首相候选人。1943 年意大利向同盟国投降后，德军侵入意大利，曾驻守
罗马，抗击德军进犯，失败被俘。后退出军界。

卡斯蒂略（RamonCastillo，1873—1944）阿根廷总统（1940—1943）。
律师出身。1932 年入参议院。1937 年任副总统。大战爆发后，1940 年起任
总统。采取亲德、意的外交方针，拒绝与轴心国断交，且纵容国内法西斯力
量。后因遭到国内外舆论的强大压力，同意就政府在战争中所持的“中立”
政策进行公民投票。1943 年 6 月被军事政变推翻。

卡滕事件  大战期间波兰战俘被集体屠杀的事件。19 明年 9月 1日德国
对波兰发动闪击战，占领波兰西部大片领土。9月 17 日苏联从东部进入波兰，



占领寇松线以东的全部波兰领上，并俘虏大批波兰官兵，分别关押在斯塔罗
别利斯克、科泽利斯克和奥斯塔什科夫斯克等战俘营。1943 年 4 月 13 日德
国军方宣布，在占领的苏联斯摩棱斯克布附近的卡膝（KaTeH，一译卡廷）森
林内发现被苏方屠杀的波兰军人万人坑。15 日苏联发表公报断然否认，指出
德军入侵苏联后，波军战俘落入德军之手，是被纳粹所杀。此后苏联与纳粹
德国都组织了调查团前去调查，但均无明确结果。战后纽伦堡审讯纳粹战犯
时，也回避对该事件的明确表态，成为一件历史悬案。此后国际社会，包括
波兰方面对苏联政府的说法，不断提出怀疑并进行激烈争论，但苏联仍坚持
原来的立场。1985 年戈尔巴乔夫（MиxaилCepгeeBичГopбaчB，1931
—）执政后，苏波成立由历史学家组成的联合委员会，专门研究涉及此事件
的大批文件。1990 年 4 月 13 日波兰总统雅鲁泽尔斯基访苏时，苏联正式承
认对卡滕大屠杀负全部责任，至此事件真相大白。

卡冈诺维奇（ЛaзapbMoиceeBичKaгaHoBич，1893—1991）苏联
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33—1946）。1911 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7
年为党中央全俄军队党组织委员会委员，积极参加十月革命。1924 年起为党
中央委员。1926 年起为联共（布）党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30 年起为政治
局委员。1928—1939 年任党中央书记。1935 年起任交通人民委员（至 1944
年）。1938 年被任命为人民委员会副主席，翌年起兼任燃料工业人民委员和
石油工业人民委员（至 1940 年）。苏德战争爆发后，成为国防委员会委员（1942
—1945），并先后任北高加索方面军和外高加索方面军军事委员。战后任苏
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建筑材料工业部长。1952 年起为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
1953 年斯大林逝世后任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1957 年 6 月被解除党政一切职
务。1964 年苏联政府宣布其早已被开除出党。

卡卢加战役  苏德战争前期苏军发动的进攻战役，*莫斯科会战的组成
部分。1941 年 12 月 17 日至 1942 年 1 月 5 日，由西方方面军左翼实施。苏
军在*图拉战役中发起反攻后，利用德军退却中形成的缺口，使用快速集群 3
昼夜推进的 90 公里，前出至卡卢加（Kaлyгa）地域，经反复争夺，于 12
月 30 日解放卡卢加市。至 1942 年 1 月 5 日，该方向共推进 120—130 公里。

卡西诺之战  1944 年 1—5 月在*意大利之战中盟军为突破”古斯塔夫
防线同德军展开的多次激战。卡酋诺（Cassino）为座落在加里利亚诺
（Garigliano）河上游拉皮多（Rapido）河边的山区城镇，守利里（Liri）
河谷之门户，扼那不勒斯去罗马之通道。镇侧的*卡西诺山修道院为天主教的
一个圣地。德军曾在此筑垒固守，为古斯培夫防线的枢轴。1月 24 日，为与
*安齐奥之战相呼应，美国第二军向该处发动强攻。至 2月 11 日未克后撤。2
月 15 日，盟军以250 架重轰炸机将修道院炸为平地，继以新西兰军 2个师强
攻。德军移入修道院废墟，居高临下，再次击退盟军。3月 15 日，新西兰军
再次强攻，激战数日无功而止。5月 11 日，盟军在发动代号*王冠的行动中，
由于一支法军的摩洛哥上著部队穿越德军防线薄弱环节，进入侧后，造成德
军全线动摇，开始后撤。18 日，主攻卡西诺的波兰军队终于占领惨道院废墟。

卡罗尔二世（CaroIIl，1893—1953）罗马尼亚国王（1930—1940）。
斐迪南一世长子。1925 年去法国定居，后被剥夺继承权。1930 年回国成为国
王。在位期间，加强专制统治，废除旧宪法，并于 1938 年 2 月制订新宪法，
实行君主独载统治。对外，初推行亲英、法政策，曾镇压铁卫团。1940 年起
又投靠轴心国，起用铁卫团，并于 9月委任*安东亲斯库组成政府。不久被迫



退位，再度流亡国外。
卡斯泰拉诺（GiuSeppeCaStellano，1893—1977）意大利将领。参加第

一次世界大战。曾任西西里岛驻军副参谋长。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任陆
军副参谋长。对德意同盟和战争前景丧失信心，1942 年秋曾试图说服国王爱
麦虞限三世退出德意同盟。1943 年春与格兰迪等人建立联系，积极参与反对
墨索里尼的密谋活动。同年七月政变后，受巴多里奥派遣，化名雷蒙蒂
（Raifnondi）赴马德里和里斯本与盟军代表秘密接触，商讨意大利退出战争
事宜。在谈判中坚持盟军登陆意大利南方，在军事上支持巴多里奥政府的条
件。1943 年 9 月 3 日在卡西比莱（Cassibile），代表意大利政府与同盟国
签订停战协定。宣告意大利投降。

卡尔登勃鲁纳（ErnstKaltenbrunner，1903—1946）德国中央保安局长
（1943—1945）。生于奥地利。早年当律师。1932 年加入奥地利纳粹党和党
卫队。1935 年成为奥地利党卫队领袖。积极参与把奥地利并入德国的活动。
1938 年德奥台并后，出任奥地利辖区保安部长。1941 年该部撤销后，任奥地
利辖区党工队和警察首脑。1943 年*海德里希被刺后，受希特勒和希姆莱委
派，继任德国中央保安局长。以残暴手段继续推行法西斯恐怖统治，加紧虐
杀战俘和犹太人，并在集中营内进行大屠杀。升至党卫队副总指挥卡尔登勃
鲁纳（相当于上将衔）。战后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受审，以战争罪和违反
人道罪而被判处绞刑。1946 年 10 月 16 日执行。

卡尔式自行火炮（GesohutzwagenKarl）即”格拉特-040 式自行火炮”。
卡西诺山修道院  意大利文化和宗教胜地。座落于罗马东南百余公里的

卡西诺（Cassino）山顶上。公元前 44 年，罗马执政安东尼（MareusAntonius，
公元前 82—公元前 30）在此建城堡；529 年圣本尼迪克特（St.Benedictus，
480—547）始建隐修院，后屡遭破坏，又几度重建，1943 年秋，德军在山上
筑垒固守，成为*古斯塔夫防线的枢轴。盟军屡攻不克，损失惨重，1944 年 2
月 15 日，征得教皇*庇护十二世的同意，盟军大规模轰作把修道院夷为平地。
盟军的这一行动曾引起广泛指责。1956 年重建成修道院。

卡拉布里亚海战  1910 年 7 月英、意海军在地中海上的初次交锋。因
这次海战在庞塔斯提洛（PlintaStilo）角附近发生，故又称“庞塔斯提洛角
海战”。是月 8日英国地中海舰队掩护两支运输船队从马耳他驶往亚历山大
途中，在克里特岛以南与意大利舰队遭遇。英方 3艘战列舰、1艘航空母舰、
5艘巡洋舰和 16 艘驱逐舰；意方 2艘战列舰、7艘重巡洋舰、12 艘轻巡洋舰
和 24 艘驱逐舰，并有岸基航空兵掩护。英舰穿插到敌舰和敌方基地中间。第
二天，双方接战，英舰击伤意战列舰 1艘和巡洋规 2艘；意岸基航空兵炸伤
英*鹰号航空母舰和 1 艘巡洋舰。英舰追击意舰到离意大利本土卡拉布里亚
（Caiabria）海岸不到 25 海里的海域。

卡萨布兰卡会议  1943 年 1 月 14—24 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
丘吉尔在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Casab-Ianea）举行的会议。”联合参谋长委
员会成员与会。主要讨论 1943 年对德、意的军事行动问题。丘吉尔提出*地
中海战略的作战思想，力主在 1943 年扩大地中海战场，进攻意大利和巴尔
干；而美国的马歇尔等人则主张横度英吉利海峡，在法国展开大规模功势。
双方争论激烈，至 1月 23 日才通过《一九四三军作战万针》，规定：加强对
德国的战略轰炸和反潜挺战，继续在英国集结军队以便在 1943 年 8—9 月间
进行在法国登陆的作战；结束北非战役后将进攻西西里岛，加强对意大利的



压力，任命艾森豪卡萨布兰卡会议：左起吉罗、罗斯福、戴高乐、丘吉尔威
尔为地中海战场盟军总司令，亚历山大任副总司令：英国接受美国对太平洋
和远东的作战计划，同意于 11 月发动缅北战役，并保证在战胜德国亏将积极
参加太平洋战争。会议在研究关于法属北非厅政机构问题时，邀请戴高乐和
吉罗出席，并促使戴高乐同吉罗达成协议。会议还就争取土耳其参战、交换
原子弹研制情报、殖民地命运等问题，进行了磋商。1月 24 日罗斯福在记者
招待会上首次提出了*无条件投降原则。会议结束后发表公报宣称：双方就
“1943 年对德意日的作战计划和措施达成了圆满的协议”，但实际上并未消
除双方在战略上的分歧。

卡累利阿方面军  苏联战略战役军团。1941 年 8 月由*北方方面军划分
组建。下辖巴伦支海至拉多加湖一线驻军（约两个集团军，后曾再组建 3个
集团军）。在苏德战争前期成功地实施了防御作战。1944 年在海军部队协同
下实施了斯维里河-彼得罗扎沃茨克战役和佩特萨莫-希尔克内斯战役，迫使
芬兰退出战争。同年 11 月撤销。历任司令为弗罗洛夫（1941.9—1944.2）和
麦列茨科夫（1944.2—11）。

卡累利阿防御战  苏德战争中苏军于 1941 年至 1944 年问在卡累利阿
（Kapeлия）地区实施的防御战斗总称。战争初期，德军独立“挪威”集
团军和芬兰军队从苏芬边界入侵苏联。苏军北方方面军（1941 年 8 月 23 日
起分编为卡累利阿方面军和列宁格勒方面军）在北方舰队配合下进行了顽强
防御。至 1941 年 9 月底，战线稳定在 1939 年国界旧筑垒地域和斯维里（CB
иpь）河一线。此后，德军多次企图突破苏军防御，均未得逞。苏军保住了
北方舰队的主要基地和摩尔曼斯克一基洛夫斯克（KиpoBcK）铁路线，使芬
军无法在卡累利阿南部及地峡与德军会合，从而不能在列宁格勒外围构成第
二道包围圈。苏军的防御为 1944 年在苏德战场北翼转入战略进攻准备了条
件。

卡萨市兰卡号潜艇（Casabianca）法国潜艇。排水量 1500 吨。1940 年
春参加挪威战役。法国败降后，停泊于土伦港。1942 年 11 月 27 日德军进占
士伦时，突围至阿尔及利亚，加入战斗法国海军。此后在 10 个月内，7次担
负重要使命，秘密将人员及军用物资运送至科西嘉岛和法国南方，支援当地
人民开展抵抗运动。1943 年 9 月 13 日将战斗法国的 100 余名突击队员送到
科西嘉岛首府阿雅克肖，协助该岛人民起义。

卡塔利娜式巡逻机（Catailna）即“pBY 型巡逻机。”
卡普罗尼飞机公司（SocietaItalianaCaproni）意大利生产飞机的大企

业。1903 年由卡普罗尼（GiovanniCaproni，1886—1957）伯爵创建，故名。
1910 年生产出第一架飞机。后在墨索里尼政府大力扶持下，先后吞并雷贾
尼、维索拉、贝尔加姆西等飞机工厂，财力不断膨胀。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以生产*卡普罗尼型轰炸机而驰名。1940 年 8 月 28 日，试飞意大利第一架喷
气式飞机成功，后因质量问题，被迫放弃生产。

卡普罗尼型轰炸机  意大利轰炸机，由*卡普罗尼飞机公司制造。其
Ca-133 型最大时速 231 公里，最大载荷航程 1350 公里，升限 5000 米，装有
7.7 毫米机枪 4 挺，可携带炸弹 500 公斤。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已生产
259 架，在非洲各战场广泛使用，但因性能低劣，未发挥重要作用。

北一辉（1883—1937）日本法西斯主义理论家。木名辉次郎。曾为早稻
田大学旁听生，期间接触到进化论和社会主义思想，于 1906 年自费出版《国



体论及纯正社会主力》，主张通过昔选来改革国内政治，遭当局停刊处分。
早年加入“中国同盟会”，辛亥革命后一度被驱逐出中国。五四运动时又来
华，目睹中国人民的反日运动，思想急剧右转，研究各种法西斯理论。1919
年写成《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后改名为《日本改造法案大纲》）一书，
主张实行国有化政策，以天皇为日本的支往。其思想在日本陆军少壮派军官
中影响甚深。1920 年应*大川周明之邀返回日本，加入犹存社，进一步鼓吹
军事“革命”，建立法西斯军人独裁统治，成为日本法西斯主义运动的理论
家。后在陆军中组织“天剑党”，在海军中组织“王师会”，获得下级军官
的拥护，并与财阀勾结，取得三井则阀的巨额政治资金，1936 年作为*二·二
六事件的幕后策划者之一，被捕受审，次年 8月被处决。

北大营  中国东北军主力第七旅王以哲部驻地。位于沈阳城北部。该部
兵员逾万，装备齐整，素有东北军模范旅之称。1931 年 9 月 18 日夜，日本
关东军制造*柳条湖事变后，立即派铁路守备队 500 人向该营地进攻。王以哲
部奉行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当日军从西、南、北三面接近营垣时才仓促抵
抗，伤亡渗重，余部突出重围。19 日清晨为日军完全占领。

北进论  日本向亚洲大陆扩张侵略的策略。明治以来，日本始终把并吞
朝鲜，侵占中国，称霸亚洲作为基本国策。但统治集团内部长期存在南进论
与北进论的论争。与南进论者相对立的北进论者主张侵占朝鲜、中国后，北
上进攻苏联，以称霸亚洲大陆，1931 年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北进呼声一度高
涨。后广田弘毅内阁通过”《国策基准》，确定南北并进。1937 年日本发动
全面侵华战争。1938—1939 年，关东军相继挑起*张鼓峰事件和*诺门坎事
件，北进呼声再起。随后《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和欧战爆发，南进沦逐
渐占上风。1941 年苏德战争爆发，北进呼声又起，曾在中国东北集结重兵进
行关东军特别大演习。北进论为日本发动对华战争，准备对苏战争制造了舆
论。

北极光（Nordlicht）1942 年 9 月德军进攻列宁格勒的作战计划代号。
最初称为“魔火”，后改称此名。8月 23 日，希特勒将进攻日期定于 9月 14
日，由从克里米亚北调的第十一集团军任主力。8 月末至 9 月初，苏军在列
宁格勒附近向德军战线发起进攻，突破围困列宁格勒的德军防线多处，迫使
德军第十一集团军提前投入反击作战，“北极光”计划亦就此破产。

北山起义  越南人民抗日反法的武装起义。1940 年 9 月 22 日，日军进
犯谅山，法军败走，日、法矛盾激化，27 日，印度支那共产党在北山发动起
义，夺取法军武器，组成 600 余人的北山游击队，进占州府和武崖据点。后
又分成若干小队四出袭击侵略者。旋在法、日联合镇压下，退入丛林，并改
编为越南救国军，建立根据地，继续抗战。

北方舰队  苏联海军战略战役联合编队。1937 年 5 月由北方区舰队扩编
组建。1939—1940 年参加苏芬战争。苏德战争爆发时，拥有潜艇 15 艘、驱
逐舰 8艘、护卫舰 7艘、扫雷舰 2艘、布雷舰 1艘和飞机 116 架。战争期间
除执行支援陆军作战和破坏敌海上交通线等任务外，还担负在白海和巴伦支
海的护航。共护送盟国运输队船只约 1500 艘、本国运输队船只 2500 多艘。
1940—1946 年的司令为戈洛夫科。

北角海战  英、德海军在挪威北角（Nordkapp）北面海域的一次海战。
1943 年 12 月 25 日晚，德国*沙思霍斯特号战列舰率 5 艘驱逐舰，从挪威北
部阿尔滕峡湾（AltenFiord）基地北上，截击盟国驶往苏联的Jw-55B 护肮运



输般队。26 日上午和中午，德舰在巴伦支海熊岛（BearIsland）耐近两次攻
击船队，均被护航的英舰所挫败。沙恩霍斯特号被击中弹后向南逸去。英舰
尾随追踪。同时，在西南 200 海里处诗机的以”约克公爵号战列舰为首的英
规编队，由本上舰队司令*弗雷泽率领全速赶至。经过 3小时的追击战斗，于
下午 7时 45 分击沉沙思霍斯特号于北角之北海域。

北非之献  盟军 1940—1943 年在北非同德、意军展开的长期拉锯战。
1940 年 6 月，法国败降，意大利参战，顿使本土危急的英国在地中海区域也
处境险恶。英国虽在直布罗陀-马耳他-亚历山大的弧线上保持着一支有战斗
力的舰队，但其地中海航路完全暴露在意大利海、空军的攻击之下；英国中
东战区总司令韦维尔统率的英军约 7 万余人，既缺少飞机和坦克等重型装
备，又分布于埃及、苏丹、巴勒斯坦、肯尼亚和英属索马里各地。意军在利
比亚（约 50 万人）和意属东非（约 20 多万人）拥有优势兵力。墨索里尼依
据在战略位置和兵力上的优势，企图夺取埃及和英属索马里，控制苏伊士运
河和红海，切断英国的主命线，实现其建立一个跨地中海大帝国的迷梦。继
东非意军于 8月攻取英属索马里之后，北非意军总司令格拉齐亚尼于 9月派
兵 25 万（其中意军约 8万人，上著部队 17 万人），由昔兰尼加向埃及推进，
到达西迪巴拉尼（SidBarralii）筑营据守；英军后撤至马特鲁（Matruh）与
之对峙。12 月初，英军在获得紧急增援后，由”奥康纳率部约 3万人，从马
特鲁出发绕越沙漠从意军侧后发起*西迪巴拉尼之战告捷，随后进行*贝达富
姆之战。1941 年 2 月，昔兰尼加境内意军覆没，的黎波里培尼亚
（Tripolitania）也岌岌可危。为挽救北非意军的败局，希特勒派隆美尔率*
非洲军团赴北非.其时英军主力已后撤休整或北调希腊。3月末，隆美尔不待
主力到达，即以轻装甲师的部分兵力，向昔兰尼加的极西端阿盖拉（Agheila）
扑去；占领该城后继续挺进。英军至 4 月中，除一支部队困守图卜鲁格
（Tobruq）外，均退入埃及境内。此后数月，双方展开*图卜鲁格争夺战。11
月 18 日，经过增援和改组的英军重新发动进攻，直扑图卜鲁格地域。隆美尔
非洲军团败撤。12 月 10 日，图卜鲁格解囹。1942 年初，英军已攻到阿盖拉。
1月 21 日，退入的黎波里塔尼亚境内的隆美尔突然率部反扑，占领班加西和
梅基利（Mekili）后又在 5月下旬和 6月中旬两次向东跃进包抄，迫使英军
再次全线后撤。德意军连克图卜鲁格（俘获英军 3.5 万人和大量军需物资）
和马特鲁，至 6月底逼近英军在阿拉曼的防线，离亚历山大仅 70 多英里。但
英军不断得到增援。10 月 23 日，英第八集团军司令蒙哥马利率部大举反攻，
至 11 月初取得*阿拉曼战役的胜利。德、意军后撤，至年末退到的黎波里附
近。同时，由艾森豪威尔统率的盟军于 11 月 8 日在法属北非登陆，夯占奥兰
和阿尔及尔，并向突尼斯推进。隆美尔已陷千东、西两军夹击之中。1943 年
3 月 21 日，蒙哥马利突破*马雷特防线，北上合击首府突尼斯和港城比塞大。
此时隆美尔已奉召回国，突尼斯境内的 25 万德、意军于5月 13 日最终覆没。
至此，盟军已掌握整个北非海岸，为越海进攻意大利和巴尔干准备了前进基
地。

北海事件  中日冲突事件。由于日军在华北的侵略扩张，中国人民反日
情绪高涨。1936 年 9 月 3 日，在广东合浦县北海埠的日商丸一药房老板中野
顺三因持势凌人，激起公愤，致为路人乱拳殴毙。9 日，日本一面提出所谓
“抗议”，一百派出两艘驱逐舰前往北海，青岛日本芙蓉号等 4舰也相继南
下进行威吓。北海中国驻军第十九路军拒绝日方登岸。日军僵持至 17 日撤



退。
北方方面军  苏联战略战役军团。1941 年 6 月苏德战争爆发后，在*列

宁格勒军区基础上组建。初辖 3个集团军和军区空军。后波罗的海舰队作战
也隶属其下，并相继再编入 2个集团军。苏德战争初期在卡累利阿和极地抗
击入侵的德国和芬兰军队。后又参加列宁格勒保卫战。1941 年 8 月分编为*
列宁格勒方面军和*卡累利阿方面军。司令为波波夫。

北太平洋战区（NorthPacificTheater）美军在太平洋战争中划分的战
区之一。1942 年 5 月日军攻占阿留申群岛，威胁美国西北海岸阿拉斯加等地，
为加强防御，美国从其太平洋舰队中划出一部，称北太平洋部队，与陆军阿
拉斯加防卫部队一起负责该地区作战亭宜。1943 年 10 月正式建立此战区，
由*弗莱彻任司令，负责北纬 42°以北海域的作战和陆地防卫。该战区发生
的主要战役有科曼多尔群岛海战、阿留申群岛战役等。

北方集团军群（HeersgruppeNord）①德波战争中的德军战略战役军团。
1939 年春开始组建，同年 8月下旬博克出任司令。下辖屈希勒尔指挥的第三
集团军和克卢格指挥的第四集团军，共 17 个步兵师、2个坦克师、2个摩托
儿步兵师和 1个骑兵旅。开战时集结在东普鲁士和波美拉尼亚。总任务是切
断波兰走廊，歼灭维斯瓦河以北地域波兰守军，尔后同*南方集团军群协同，
从北面包围华沙。德波战争结束后撤销。②苏德战争中的德军战略战役军团。
1941 年春组建。司令先后为李勃（1941.6—1942.1）、屈希勒尔（1942.1—
1944.1）、奠德尔（1944.1—3）、林德曼（［GeergLindelmann，1884—1963］
1944.3—7）、弗里斯纳（［JobannesFriessner，1892—？］1944.7）、舍
尔纳（1944.7 —1945.1）和伦杜利克（［ LotharRendu-lic，1887 —
1971]1945.1）。初期下辖第十六、第十八集团军和第四坦克集群，共 23 个
步兵师、3 个坦克师和 8 个摩托儿步兵师。开战时集结在克莱佩达至戈尔达
普（гOл-дaп）一线。战争初期向道加夫皮尔斯、普斯科夫和列宁格勒总
方向进攻。1941 年 9 月初合围列宁格勒，后派出第四坦克集群参加”莫斯科
会战，1943 年苏军战略反攻后不断后撤。1945 年 1 月改组成“库尔兰集团军
群”，团守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欧战结束前被苏军歼灭。③大战后期防守
东普鲁士的德军战略战役军团。1945 年 1 月 26 日由*中央集团军群改组而
成。司令先后为沦社利克（1945.1—3）和魏克斯（1945.3—4），下辖 2个
集团军、1个坦克集团军和 1 个航空队，共 32 个师，曾参加东普鲁士战役，
1945 年 1 月底被分割成 3个孤立的集团，同年 4月底被苏军歼灭。

北非登陆战役  盟军 1942 年 11 月在*维希政府控制的法属阿尔及利亚
和摩洛哥实施的壹陆战役，代号力*火炬，盟军总司令为美军将领艾森豪威
尔，海军司令为英军将领坎宁安，登陆部队 10.7 万人，舰船约 650 艘（包括
16 艘航空母舰，7艘战列舰），飞机约 1700 架，分 3路买施登陆。西路为巴
顿指挥的美军 3.5 万人，于 10 月 23 日起分批从美国出发，在航渡中依次会
合，于 11 月 7 日夜抵达法属摩洛哥西海岸，8日凌晨突击上陆，中路为弗雷
登多尔（LloydRalstonFredendail）少将指挥的美军 3.9 万人，东路为美国
赖德（CbarlesRyder）少将指挥的英美军 3.3 万人，此两路于 10 月 22、26
日分别从英国出发，11 月 5 日会合后通过直布罗陀海峡，向东航渡至登陆地
域北部时突然转向南，8 日凌晨分别于法属阿尔及利亚的奥兰和阿尔及尔突
击上陆。东路阿尔及尔的维希法军于当天停止抵抗；中路和西路经过战斗，
维希法军于 10、11 日停止抵抗。盟军迅速巩固登陆场后，开始东进插向隆美



尔所部背后，此役首次使用专门的登陆舰涎实施大规模渡海登陆，为尔后组
织西西里岛和诺曼底的登陆战提供了经验。

北海峡护航战  英国护航运输队在北海峡（NorthChannel）海域抗击德
国潜艇之战。1940 年法国败降后，德军利用大西洋沿岸基地，对英国展开空
中攻击。英国被迫把航运集中到爱尔兰和苏格兰之间的北海峡。德国海军趁
机在此进行潜艇群作战。该年 9月 21—22 日夜间，5般潜艇结群攻击*HX-72
护航运输队。10 月 17—20 日夜间，8 艘潜蜒结群攻击*SC-7 护航运输队和
*HX-79 护航运输队。12 月 1—2 日夜间，7艘潜艇结群攻击*HX-90 护航运输
队。英国损失惨童。后英国接受美国 50 艘驱逐舰，加强护航力量和海岸空军
的巡逻，迫使德国潜艇作战从北海峡附近向西转移。

北极地区防御战  苏德战争中苏军于 1941 年 6 月至 1944 年 10 月在位
于北极圈内的科拉半岛、卡累利阿北部、巴伦支海、白海、喀拉海地区实施
的防御战斗总称，1941 年 6 月 29 日起，德军“挪威”集团军（1942 年 1 月
起改称“拉普兰”集团军，1942 年 6 月起改称山地第二十集团军）在北极地
区多次发动攻势，但均被苏军北方方面军（1941 年 9 月起改称卡累利阿方面
军）所属部队和北方舰队、白海区舰队所阻滞。至 1941 年 10 月，陆上战线
趋于稳定。1942 年起双方为破坏和保护北大西洋至摩尔曼斯克和阿尔汉格尔
斯克的海上运输线展开激烈斗争，1944 年 10 月，苏军转入进攻，把德军逐
出北极地区。苏军防御作战的胜利保障了北部陆海交通线的通杨，使四分之
一的进口货物得以从北方港口运往国内，支援了战争全局。

北岳抗日根据地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组成部分。
北高加索方面军  苏联战略战役军团。1942 年 5 月组建。初辖 3 个集

团军，塞瓦斯托波尔防御地域、黑海舰队、亚速海区舰队和刻赤海军基地也
属其指挥。后又相继编入过 6个集团军和 2个空军集团军。参加塞瓦斯托波
尔与顿河下游的防御。曾实施阿尔马维尔-迈科普战役和新罗西斯克战役。
1912 年 9 月改编为*外高加索方面军黑海集群。翌年 1 月在该方面军北集群
基础上重建。随后黑海集群也转隶其下。共辖8个集团军和 2个空军集团军，
并指挥黑海舰队和亚速海区舰队作战。实施克拉斯诺达尔战役、库班空战、
新罗西斯克-塔曼战役和刻赤-埃利季根登陆战役。1943 年 11 月撤销。历任
司令为布琼尼（1942.5—9）、马斯连尼科夫（1943.1—5）和波得罗夫（1943.5
—11）。

北乌克兰集团军群（HeersgruppeUklaine-Nord）苏德战争中德军的战
略战役军团。1944 年 3 月由*南方集团军群改编而成。司令为哈尔佩
（JosefHarpe，1887—1968）。下辖德国第一、第四坦克集团军和匈牙利第
一集团军，约 40 个师另 2个旅，初期集结在西乌克兰地区。曾参加利沃夫-
桑多梅日战役。同年 7月下旬被苏军分割成两部分。月底增添德国第十七集
团军，8月上旬又增添 12 个步兵师、1个坦克师和 6个强击火炮旅。9月 23
日改编为*A 集团军群。

北高加索防御战役  苏德战争中期苏军进行的战略性防御战役。为*高
加索会战的组成部分之一，1942 年 7 月 25 日—12 月 31 日实施。经苏军总参
谋部 1987 年审定，列为苏联卫国战争中的 51 个战略性战役之一。

北高加索进攻战役  苏德战争中期苏军进行的战略性进攻战役。为*高
加索会战的组成部分之一，1943 年 1 月 1 日—2月 4日实施。经苏军总参谋
部 1987 年审定，列力苏联卫国战争中的 51 个战略性战役之一。



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  中国国民政府行政院派驻华北交涉中日停战的
机构。1933 年 5 月，中国军队在长城各口抗战失利后，日军强渡滦河，侵占
冀东，平津告急，国民政府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政策。5月 4日，明令设
立行政院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以亲日派黄邪为委员长，负责对日交涉停战。
5月 31 日，该委员会派熊斌与日本关东军代表冈村宁次签署*《塘沽协定》。
次年又先后与日本侵略者达成华北与“满洲国”通车、通邮协议，变相承认
了“满洲国”。

北卡罗来纳号战列舰（NorthCarolina）美国战列舰。1937 年建造，1941
年服役，排水量 3.5 万吨，配备16 英寸火炮 9门，有雷达定向的火力控制系
统。大战期间在太平洋海域作战。1942 年 8 月开始参加瓜达尔卡纳尔岛争夺
战，9月 15 日彼日本潜逛击伤。1943 年 11 月参加吉尔伯特群岛战役。1944
年先后参加马绍尔群岛战役、攻击特鲁克岛、马里亚纳群岛战役。同年 10
月开始参加菲律宾战役。1945 年 2 月参加硫黄岛战役，3月随舰队攻击日本
本上，4月参加冲绳岛战役。

北极海域护航运输队  苏德战争期间苏联在白侮、巴伦支侮和喀拉海
的护航组织。西方亦以此（ArcticConvoys）称呼*盟国-苏联护航运输队。德
国为破坏苏联北极地区海上交通线，使用飞机、潜挺和水面舰艇，在上述海
域进行袭击和布雷。苏联建立海上护航运输队系统，由北方舰队负责，1941
年主要在阿尔汉格尔斯克与科尔古耶夫岛（KoлгyeBocrpoB）之间、1942
年主要在阿尔汉格尔斯克与迪克森（диKcoH）之间、1943 年主要在阿尔汉
格尔斯克与维利基茨基海峡（BилbkицkoгoпpoлиB）之间实施护航。
1944 年 10—11 月进行了最后一次护航（Aъ-15 护航运输队）。

北意民族解放委员会（ComitatodiLiberazioneNazio-naledell，
Altaltalia）意大利北部人民解放斗争的领导机构。1943 年 9 月意大利北部
沦为德军占领区，并受墨索里尼傀儡政权——*萨罗共和国的统治。反法西斯
抵抗运动迅速开展。1944 年 1 月，米兰民族解放委员会改组为北意民族解放
委员会，并自 6月起行使“非常政府”的职能，得到盟军司令部的承认。该
委员会发表在战后建立民主制度的决议，动员各阶层人民参加反对萨罗共和
国和德国占领军的斗争。在各地组建游击队，成立*自由志愿军团，领导1944
年意大利北部大罢工和四月起义，摧毁萨罗共和国、驱逐德军，解放北部国
土。1945 年 5 月，意大利光复后，转为政府咨询机构，1946 年中完全解体。

北高加索方向总指挥部  苏德战争期间苏联南方战略指挥机关，1942
年 4 月 21 日根据最高统帅部决定组建。目的是统一指挥在塞瓦斯托波尔、刻
赤半岛和高加索沿岸的部队。下辖克里米亚方面军、塞瓦斯托波尔防御地域、
北高加索军区、黑海舰队和亚速海区舰队。同年 5月 19 日撤销。总司令为布
琼尼。

北岳一九四三年秋冬反扫荡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北岳区军民反击日
伪军”扫荡”的战役。1943 年 9 月中旬，日军为巩固华北占领区以便抽调兵
力增援太平洋战场，以第二十六、第六十三、第一一○师团，独立混成第三
旅团各一部及伪军共 4万多人，对河北省阜平地区抗日根据地进行“毁灭性
大扫荡”。八路军北岳区部队采取内线和外线相结合、主力军和地方武装相
结合、军事打击与政治攻势相结合的方针，经 3个月的反“扫荡”作战，至
12 月中旬歼敌 9400 多人，攻克据点碉堡 204 座，毁敌火车 18 列、汽车 244
辆，击落敌机 1架，并缴获作战物资一批，粉碎了“扫荡”。



北极地区和卡累利阿防御战役  苏德战争前期苏军进行的战略性防御
战役。1941 年 6 月 29 日—10 月 10 日实施。经苏军总参谋部 1987 年审定，
列为苏联卫国战争中的 51 个战略性战役之一。参见“卡累利阿防御战”和“北
极地区防御战”。

北岳、平西一九四一年秋季反扫荡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军民反击日军
“扫荡”的战役。1941 年 8 月 14 日，日本华北方面军调集日伪军 7万余人，
在空军配合下，采取“分进合击”、“铁壁合围”、“梳篦清剿”等战法，
向晋察冀根据地的北岳、平西区大举“扫荡”。日军实行“三光”政策，制
造“无人区”。根据地军民开展广泛的游击战，采取以分散对集中、以集中
对分散的灵活的战术，展开反“扫荡”作战。至 10 月 16 日，共歼日伪军5500
余人，粉碎了日军的”扫荡”，但被杀被抓的群众达 2.5 万余人，房屋被毁
15 万间，根据地遭到严重摧残。

卢汉（1895—1974）中国将领。原名邦汉，字永衡。云南陆军讲武堂毕
业。曾任滇军第三十八军第九十八师师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六十军军长。
1933 年率部参加台儿庄战役中的鲁南阻击战，同年 10 月升任第三十军团军
团长，12 月任第一集团军副总司令。次年 1月起升任总司令。1939 年授中将
加上将衔。1941 年 9 月任滇南作战军总司令，驻昆明。1945 年 3 月任中国陆
军总司令部直属第一方面军司令宫，移驻开远，日本投降后，率部赴越南北
纬十六度以北地区受降。后任云南绥靖公署主任，1949 年 12 月 9 日在昆明
起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云南省军政委员会主席、国家体育运动委
员会副主任、民革中央常委、全国政协常委。

卢苏（EmilioLussu，1890—1975）意大利行动党领袖。初在大学攻读
法律，1921 年起作为行动党撒丁代表选入议会。因坚持反对法西斯专制，1926
年被捕。1929 年脱逃至法国，在巴黎参与创建*正义和自由组织。1937 年起
为该组织领导，主张团结一切反法西斯力量，组织广泛的同盟。法国投降后，
逃亡伦敦。1943 年 7 月墨索里尼下台后退意，对国王爱麦虞限三世、巴多里
奥及法西斯分子均持反对态度，成为行动党中的激进派。在罗马组建正义和
自由，从事地下抵抗运动。后参加帕里和德加斯佩利政府。战后曾任参议员，
1968 年退出政界。

卢策（ViktorLutze，1890—1943）德国冲锋队参谋长。1912 年入伍。
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1922 年加入纳粹党。次年参加啤酒店暴动，1928
年任鲁尔冲锋队区队长。1930 年当选国会纳粹党者员。1933—1941 年任汉诺
威警察总监和汉诺戊冲锋队地区总队长。1934 年夏积极参与清洗*罗姆，7
月 1日继任冲锋队参谋长，奉希持勒的特别命令全面整顿冲锋队。后对冲锋
队地位下降不满，试图联合武装部队对抗党卫队。死于车祸。

卢冬生（1908—1915）中国将领，早年入唐生智部。1926 年参加北伐战
争。192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二军团第四师师长。抗日战争爆发后，
任八路军第一二○师第三五八旅旅长（未到职）。不久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
1939 年春去苏联，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41 年 8 月毕业后，赴苏联远东
军区，在退入苏联境内的东北抗日联军中工作。1945 年 8 月配合苏联红军对
日作战，进军长春。同年 12 月任松江军区司令员，是月在哈尔滨殉职。

卢斯特（BernhardRust，1883—1945）德国科学、教育与人民文化部长
（1934—1945）。早年在慕尼黑、柏林等大学就读。曾任中学教师。参加过
第一次世界大战，1922 年加入纳粹党。1925 年任纳粹党汉诺威一不伦瑞克大



区领袖。1933 年 2 月任普鲁士科学、艺术与教育部长，推行法西斯文化专制
主义，次年 4月任科学、教育与人民文化部长，任内大肆迫害进步知识分子，
向青年灌输军国主义和种族主义思想。后自杀。

卢钦斯基（AлekcahдpAлekcahдpoBичЛyчHHckhй，1900—）苏
联将领。1919 年入伍，参加国内战争。1936 年任团长。1937—1938 年曾志
愿参加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1940 年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次年 4月出任
山地步兵第八十三师师长（上校衔）。1942 年 11 月率所部在高加素作战。
1943 年加入联共（布）党，升任第三军军长，参加解放雅尔塔和塞瓦斯托波
尔等战役。1944 年 5 月升任第二十八集团军司令。先后参加白俄罗斯、东普
鲁士、柏林和布拉格等战役。1945 年 6 月调任第三十六集团军司令，参加远
东战役，9 月晋升上将。战后曾任军区司令、国防部第一副总监察长等职。
1955 年获大将衔。

卢布林委员会  参见“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
卢森堡抵抗运动  大战期间卢森堡人民反抗纳粹德国占领的斗争，1940

年 5 月 10 日德国入侵卢森堡，*夏洛特大公和卢政府撤退到法国，后经西班
牙流亡英国。在英国帮助下，流亡政府决定继续抗战，国内人民开展罢工和
集会，抗议占领当局强制征兵，大批青年逃避服兵役，同时开展有组织的武
装斗争。卢森堡共产党建立的统一战线和流亡政府领导的“争取自由战士”、
“解放运动”、“卢森堡爱国同盟”等抵抗组织以阿登山区为基地，与法国、
比利时游击队互相配合，不断打击德国占领军。1944 年 9 月 9 日美军在游击
队配合下进入卢森堡。9月 23 日流亡政府迁回本国，1945 年 2 月全国解放。

卢布林-布列斯特战役  苏德战争后期苏军发动的进攻战役，*白俄罗
斯战役的组成部分，1944 年 7 月 18 日至 8月 2日，由*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
实施。*明斯克战役后，该部苏军从南北两面迁回布列斯特筑垒地域，7月 2Q
日强渡西布格河进入波兰境内，24 日解放卢布林，28 日围歼布列斯特德军集
团，然后在华沙以南强渡维斯瓦河，夺占了登陆场。苏军推进约 260 公里，
其前锋进抵华沙近郊，波兰东部获得解放，并为尔后进攻华沙-柏林方向创造
了有利条件。

旧金山会议  制定*《联合国宪章》的国际会议。1945 年 3 月 5 日，根
据*雅尔塔会议决议，由美国代表中、美、英、苏四发起国（法国拒绝作为发
起国），邀请*《联合国家宣言》的签字国和参加国，于同年 4 月 25 日—6
月 26 日在美国旧金山举行。50 个国家的 282 名代表出席。苏、美、英、中
四国代表团团长为莫洛托夫、斯退了纽斯、艾登和宋子文。会议一开始，苏、
美即在会议主席邀请波兰和阿根廷与会等问题上发生激烈争论。后决定由四
发起国轮流担任大会主席，苏联的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被列为联合国创始会员
国，苏联关于邀请波兰政府参加会议的提案被否决，美国代表团依靠拉美国
家的多数票使会议通过了邀请阿根廷的决定，5 月 3 日起讨论和制定《联合
国宪章》。在审议雅尔塔会议关于安理会表决程序问题的建议案时，许多中
小国家强烈要求取消或减少大国特权，反对在采纳安理会建议时用大国一致
原则；苏、美对大国否决权的解释也产生严重分歧。后经苏、美协商，于 6
月 3日发表《四发起国代表团关于安全理事会表决程序的声明》，再次强调
当安理会作出决议时需全体常任理事国一致同意的总原则。该声明被采纳，
许多中小国家企图限制或废除安理会审议问题时大国特权的努力来获成功。
会议还就国际托管问题进行了辩沦。中、苏等国坚决主张以独立作为托管的



最终目的，最后得以写迸协议，但协议规定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托管理事会
中享有永久席位，却未规定托管地人民的代表参加托管理事会，也没有规定
托管的方式。关于区域性组织问题，经过争议，通过了美国提出的修正案，
即对*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建议案作了若干修改和补充，承认区域性组织包括在
联合国范围之内，承认联合国会员国受到武力进攻时，在安理会采取行动前
有行使“单独或集体自卫的自然权利”，6月 25 日，会议基本上根据敦巴顿
橡树园会议所准备的建议案，制定并一致通过了《联合国宪章》和作为宪章
组成部分的《国际法院规约》。6月 26 日，50 个国家的代表举行宪章签字仪
式（波兰作为创始会员国，于同年 10 月 15 日补签），当晚会议闭幕。

叶飞（1914—）中国将领。原名启亨。1932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
共闽东特委书记、闽东军政委员会主席兼红军闽东独立师政委。抗日战争爆
发后，任新四军团长。1939 年任江南抗日义勇军副指挥，曾率部夜袭浒墅关
直抵上海近郊，火烧虹桥日军机场。后北渡长江，参与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
任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第一纵队司令员兼政委，指挥所部参加黄桥、车桥战役，
*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第一师旅长兼政委、副师长，苏中军区司令员、苏浙
军区司令员，粉碎日伪军的多次“扫荡”和“清乡”。解放战争时期，任第
三野战军第十兵团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
军司令员、第一政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55 年被授予海军上将军
衔。

叶挺（1896—1916）中国将领。字希夷，保定军校毕业。1924 年入莫斯
科东方大学和红军学校中国班学习，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 年，参加北伐
战争，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团长。1927 年先后参加领导南昌起义、广
州起义，失败后移居欧洲，与中国共产党失去联系，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国参
战。1937 年 10 月出任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军长（即“新四军”），
与*项英指挥部队挺进华中敌后，开展游击战争。1939 年 5 月，穿越日军封
叶挺锁线，北渡长江，在皖中成立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指挥部队挺进皖东敌
后，建立津浦路东西两侧抗日根据地。1940 年 10 月，指挥皖南新四军直属
部队，击退日军 5000 亲人的进犯，毙伤日军数百人，1941 年 1 月，在*皖南
亭变中与国民党顽固派谈判时被扣，先后关押在江西上饶、湖北思施、广西
桂林。1945 年转押于重庆“中美合作所”，在狱中坚贞不屈，曾作《囚歌》
表示其革命意志。1946 年 3 月 4 日，经中共中央营救出狱，7日被批准重新
加入中国共产党。4月 8日在重庆赴延安途中飞机失亭遇难。

叶剑英（1897—1986）中国将领，原名宜伟，字沧白。云南陆军讲武堂
毕业。曾任黄埔军校教授部副主任。192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领导
广州起义，任军事指挥部副总指挥，1928—1930 年在莫斯科劳动大学学习。
曾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长、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校长。1934 年参加长
征，北上抗日，任红一方面军第一纵队司令员、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
1936 年指挥抗日先锋军中路军东渡黄河作战。同年 12 月协助周思来和平解
决西安事变，为促进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团结抗日，作出了贡献。1937 年抗
日战争爆发，8 月与周恩来、朱德等参加南京国民政府召开的国防会议。后
任八路军参谋长，协肋周恩来辗转奔波于南京、武汉、长沙、桂林、重庆等
地，进行统一战线的组织和领导工作。1939 年 2 月参加国民政府举办的南岳
游击干部训练班，任副教育长。1940 年 3 月出席重庆全国参谋长会议。1941



年 2月回延安，任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长兼第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协助毛泽东、
朱德领导和指挥了各抗日根据地的对日作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
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叶剑英主
席、国防部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1955 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
军衔。

叶戈罗夫（AлekcaHдpильичErcpoB，1883—1939）苏联将领。
1901 年人沙俄军队服没。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1018 年加入俄共（布）党和
参加红军。国内战争时期参加组建红军，指挥过集团军和方面军。1921 年起
历任军区和集团军司令。1925—1926 年任驻中国武官。1927 年起先后任白俄
罗斯军区司令。红军参谋长（1935 年改称总参谋长）。1935 年首批获苏联元
帅衔。1937 年 5 月任副国防人民委员。次年 1月任外离加索军区司令。三十
年代初积极主张*大纵深战斗理论，死于肃反运动。

叶皮谢夫（AлekceйAлekceeBичEпищeB，1908—）苏联将领。
1929 年加入联共（布）党，开始党务工作，翌年参军。1938 年起由党中央委
员会任用（保留军籍）。1940 年任哈尔科夫州委兼市委第一书记。苏德战争
爆发后，动员和组织哈尔科夫地区人力、物力支前，并任民兵军政委，参加
哈尔科夫保卫战。后领导地下工作和游击运动。1942—1943 年在党中央和乌
拉尔从事党务工作，曾任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军事委员会特派员。1943 年 5 月
起任第四十集团军军事委员（政委）。先后参加库尔斯克会战、强渡第聂伯
河、解放基铺和乌克兰地区、以及解放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的战斗，战后
曾任国家安全部副部长、驻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大使等职。1962 年任苏军政
治部主任，获大将衔。1964 年起为苏共中央委员。著有《历史教训（纪念苏
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二十周年）》、《在军事问题上的思想斗争》、《列宁
主义的共产党——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中的胜利组织者》等。

叶廖缅科（AHдpeйИBaHoBичEpMeHko，1892—1970）苏联将领，1913
年应征入沙俄军队。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1918 年加入俄共（布）党和红
军。参加过国内战争。1935 年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1938 年任骑兵第六军
军长。翌年率部进军西白俄罗斯。1940 年 12 月任红旗远东独立第一集团军
司令。苏德战争爆发后调任西方方面军副司令（中将衔），指挥所部参加斯
摩棱斯克战役。1941 年 8—10 月任布良斯克方面军司令，担负从西南方向掩
护莫斯科接近地的任务，在同*古德里安的坦克集群顽强作战中负伤，同年
12 月伤愈后任突击第四集团军司令。翌年 1 月在托罗佩茨-霍尔姆战役中再
负重伤。1942 年晋升上将。同年 8 月伤愈后任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司令。在*
斯大林格勒会战中作出重大贡献。1943 年 1 月起任南方方面军司令，成功地
实施*罗斯托夫战役。同年晋升大将。先后任加里宁方面军、波罗的海沿岸第
一方面军和滨海独立集团军司令，转战于西方、西北和南方等方向。1944 年
4 月任波罗的海沿岸第二方面军司令，参加解放拉脱维亚的作战。次年 3 月
任乌克兰第四方面军司令，参加解放捷克斯洛伐克。战后历任军区司令、国
防部总监组总监等职。1955 年获苏联元帅衔。著有《在西方方向上》、《斯
大林格勒》、《战争初期》、《惩罚的年代（1943—1945）》和《莫忘这场
战争》等。

叶夫列莫夫  ①米哈伊尔·格里戈里那维奇·叶夫列莫夫（Mиxaил
ГpигopbeBичEфpeMoB1897—1942）。苏联将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应
征入沙俄军队。十月革命时参加赤卫队。1918 年加入红军。翌年参加俄共



（布）党。参加过国内战争。1927 年曾在中国任军事顾问。1933 年毕业于伏
龙芝军事学院。后任伏尔加河、外贝加尔、奥廖尔、北高加索和外高加索等
军区司令。1940 年获中将衔。翌年出任红军步兵第一副总监。苏德战争爆发
后历任第二十一、第十和第三十三集团军司令和布良斯克方面军副司令，在
西方方向作战。1942 年 4 月，率第三十二集团军在维亚济马地域突围时，受
伤牺牲。②瓦西里·谢尔盖耶维奇·叶夫列莫夫（BacичийCepгeeBич
EфpeMoB，1915—）。苏联军人。1934 年参军。1937 年毕业于军事航空学校。
参加过进军西乌克兰和苏芬战争。苏德战争期间历任轰炸航空兵团中队长、
副大队长和大队长，胜利完成 340 次战斗出动。1943 年两次获苏联英雄称号。
同年加入联共（布）党。战后任航空兵副团长、航校教官和试飞员。1948 年
获中校衔。1960 年以上校衔退役。

叶列茨战役  苏德战争前期苏军发动的进攻战役，*莫斯科会战的组成
部分。1941 年 12 月 6—16 日，由西南方面军右翼实施。战役目的是配合西
方方面军的反攻，对叶列茨（Eлeц）地域的德军进行翼侧突击。12 月 9 日，
苏军解放叶列茨，12 月 13—16 日合因并击溃德军 2个师，推进 80—100 公
里。

叶利尼亚战役  苏德战争前期苏军发动的进攻战役，*斯摩棱斯克交战
的组成部分。1941 年 8 月 30 日至 9月 8日，由*预备队方面军第二十四集团
军实施。7月 19 日，德军在斯摩棱斯克以南的突击中占领叶利尼亚（Eлb-H
ия），并于此建立坚固筑垒的登陆场，作为向莫斯科进攻的出击阵地。苏
军为消除该突出部，集中 10 个师兵力和多于敌 0.6 倍的炮火，于 8月 30 日
发起钳形攻势，9月 4日深远包围该地域德军，迫使其后撤，9月 6日凌晨解
放叶利尼亚，并继续向西推进 25 公里。此战为苏德战争中苏军最初几次进攻
战役之一。战役中诞生了“苏联近卫军”，步兵第一○○、第一二七师首先
获得近卫步兵第一、第二师称号。

叶夫帕托里亚登陆战  苏德战争前期苏军为从塞瓦斯托波尔和刻赤半
岛引开德军兵力而在克里米亚半岛西南岸叶夫帕托里亚（EBпaTopия）地
域进行的战术登陆作战。1942 年 1 月 5 日，由*苏联黑海舰队的 1 个舰艇中
队和 1个 700 人的加强海军陆战营实施，登陆作战进行了 3天，苏军一度控
制叶夫帕托里亚市中心，后被德军优势兵力压到海边，部分突向草原投奔游
击队，其余英勇战死。

叶利尼亚-多罗戈布日战役  苏德战争中期苏军发动的进攻战役，*斯
厚棱斯克战役的组成部分。1943 年 8 月 28 日至 9月 6日，由*西方方面军实
施。结果苏军向敌纵深推进 35—40 公里，攻占叶利尼亚（EлbHия）（8
月 30 日）、多罗戈布日（Дoporoбyэ）（9月 1日）等地，为解放斯摩棱
斯克打开了前进道路。

甲事件  *山本五十六被击毙事件的代号。1943 年 4 月，*伊号作战期
间，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为鼓舞士气，计划亲赴所罗门群岛视
察。美军截获和译解该情报的密码，美国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尼米兹下令执行
截击山本五十六座机的“报复行动”计划。4月 18 日上午，山本五十六一行
自拉包尔出发飞抵布因（Buin）岛上空时，遭 30 余架美战斗机的袭击，座机
被击落，山本五十六当场毙命。日方称此为“甲事件”，封锁消息，至 5月
底才予以公布。

电流（Galvanic）美军进攻吉尔伯特群岛的行动代号。见“吉尔伯特群



岛战役”。
田汉（1893—1968）中国剧作家。字寿昌。日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九·一

八亭变后，先后写作了《动乱》、《扫射》、《民族生存》、《肉搏》、《烈
焰》、《回春之曲》、《杨子江的暴风雨》等剧本和《毕业歌》、《义勇军
进行曲》等歌词，揭露国民党不抵抗政策，鼓舞人民群众抗日救国。其中经
聂耳谱曲的《义勇军进行曲》曾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1932 年，参加*中
国民权保障同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爆发后，为《救亡日报》
撰稿，并创办《抗战日报》。参加郭沫若主持的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
厅工作。1938 年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后辗转各地，宣传抗日。
并创作了《芦沟桥》、《最后胜利》等剧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中
国戏剧家协会首任主席、文联副主席。

田守尧（1915—1943）中国将领。1929 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0 年
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三四四旅第六八
八团副团长，参加平型关战斗。1938 年 4 月任第六八七团团长，率部截击进
攻晋东南的日军。1939 年 7 月任第三四四旅副旅长，挺进冀南。1940 年任八
路军第二纵队新二旅旋长、第五纵队第二支队司令员，南下淮北、苏北，攻
克盐城、陈道口等地，开辟了苏北抗日根据地。1942 年任新四军第三师第八
旅旅长兼苏北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在盐阜地区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巩固
和发展了抗日根据地。1943 年 3 月 17 日，在连云港东海面与日军巡逻艇的
遭遇战中牺牲。

田中奏折  日本提出侵略中国的“新大陆政策”的文件。1927 年 6 月
27 日至 7 月 7 日，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参加的有外务
省、陆军省、海军省、参谋本部、军令部、关东军和驻华使节等官员，会议
通过《对华政策纲要》，制订了秘密的侵华“新大陆政策”，7月 25 日，田
中致函宫内大臣一木喜德，请代将《帝国对于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密奏天
皇。提出：“我对满蒙之权利及利益巨且大矣。故历代内阁之施政于满蒙者，
无不依明治大帝遗训，扩展其规模，完成新大陆政策”。认为现在中国“东
三省当局日就觉醒”，九国公约又限制了“我之满蒙特权及利益”，“如不
极力打开，则我国之存立即不能坚固，国力自无由发展”。强调：“向之日
俄战争，实际即日支之战。将来欲制支那，必先打倒美国势力为先决问题，
与日俄战争之意大同小异。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
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被我国征服，其他如小中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
异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后日本发动侵略战争与之相吻合，但
奏折原件始终未发现，对奏折的真伪问题至今仍有争议。

田中隆吉（1893—1972）日本将领。毕业于陆军士宫学校和陆军大学。
1923 年入参谋本部。1927 年作为中国研究员被派驻中国北京、张家口。1930
年起派驻上海。1932 年受关东军参谋板垣征四郎之命策划上海*一·二八事
变。1935 年任关东军参谋，兼内蒙古特务机关长。1936 年参与策划”华北自
治运动。1939 年任兵务局兵务课长。1940 年升少将，任第一军参谋长、陆军
省兵务局长。1942 年和东乡茂德联系，策动使东条英机首相辞职，朱成，后
退职，被编人预备役。1945 年召回，任罗津要塞司令宫。战后曾在远东国际
军事法庭出庭作证。著有《日本军阀暗斗史》、《彼审判的历史》等。

田中新一（1893—1976）日本将领。毕业于陆军士宫学校和陆军大学，
1936 年任陆军省兵务课长，翌年任军事课长，力主扩大对华侵略。后出任驻



蒙军参谋长。1940 年任参谋本部第一部部长，负责制定对美英的作战计划。
1941 年 10 月晋升中将。1942 年 12 月因瓜达尔卡纳尔岛争夺战的具体部署问
题而被解除职务。1943 年任第十八师团长。1944 年 9 月任缅甸方面军参谋长，
在缅甸北部作战。翌年 5月负伤住院。著有《大战突然爆发的真相》、《田
中作战部长的证言》等。

田中静壹（1887—1945）日本将领。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
后在驻英、美使馆供职。1935 年起历任步兵第五旅团长、关东宪兵队司令宫、
宪兵司令宫、第十三师团长。1941 年任东部军司令官。1942 年 8 月接替*本
间雅晴任驻菲律宾的日本第十四军司令宫。1943 年普升大将。1944 年任陆军
大学校长兼军事参议官。1945 年 3 月任第十二方面军司令官，兼东部军管区
司令宫，负责关东方面的防卫。日本宣布投降后曾镇压部分军官的叛乱，后
自杀。

田边治通（1878—1950）日本递信大臣（1939 年）、内务大臣（1941
年）。1905 年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后入递信省。历任递信书记官兼递信省参事
宫、递信省通信局长等职。1927 年任大阪府知事，后任“满洲国*参议府参
议、参议府副者长。1939 年 1 月任平沼内阁内阁书记官长，同年 4月任该内
阁的递信大臣。1940 年任贵族院敕选议员。翌年 7月任第三届近卫内阁的内
务大臣。太平洋战争期间，任翼赞政治会总务，竭力强化法西斯战时体制。
还任大日本飞行协会会长，力主对外扩张。

田家会战斗  1942 年八路军在山西省兴县田家会地区围歼日伪军的战
斗。1942 年 5 月中旬，日军第六十九师团 1个大队及伪军 700 余人，攻袭兴
县晋西北抗日根据地领导机关。八路军第一二○师第七一六团及工卫旅，先
以小部队袭扰消耗敌人，及时转移领导机关，随后乘敌扑空撤退时予以截击。
19 日将敌包围于兴县、岚县、临界交界的田家会，歼敌日军大队长以下 500
余人，俘虏 46 人。巩固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

田赋征实制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实行的一项战时赋税政策。1939
年春，由于粮价上涨，粮食短缺，军粮难以征集，山西首先实行田赋改征粮
食。1941 年 6 月 21 日，国民政府第三次全国财政会议通过《田赋征实案》，
颁布了《暂行通则》，规定正附税额每元折征稻谷 2斗（小麦、杂粮产区得
征等价小麦、杂粮），第二年增至 4斗。稍后，又实行粮食征购与征借。田
赋征实增加了国民政府统筹支配的粮食，对抑制粮价上涨、渡过战时财政难
关有一定作用，但加重了农民负担，阻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田纳西号战列舰（Tennessee）美国战列舰。1915 年批准建造，1920
年服役。排水量 3.26 万吨，配备14 英寸火炮 12 门，珍珠港事变时被日机击
伤，经修复后投入对日作战。先后编入美国第五舰队和第七舰队。1943 年 11
月参加吉尔伯特群岛战役。1944 年先后参加马绍尔群岛战役、马里亚纳群岛
战役、帛琉群岛战役和莱特湾悔战。1945 年 4 月，在冲绳岛战役中，被日军
*神风特攻队击伤。

囚笼政策  日本侵略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实行“扫
荡”的一种战术。1939 年 9 月由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提出。以铁路
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辅以封锁沟、封锁墙，把抗日根据地分割成不
相联结的若干小块，构成网状的“囚笼”，再采用分区“扫荡”的战法，同
“蚕食”、“清乡”相结合，压缩包围，进剿袭击，企图消灭人民抗日军队
和抗日根据地。



四分仪（Quadrant）又译“象限”，第一次“魁北克会议”的代号。
四牧师（FourChaplains）大战时期美国4位舍己救人的随军牧师。1943

年 2 月 3 日，美国道切斯待号（Dorehester）运兵船在格陵兰岛附近被德国
潜艇击沉，戈德（AlexanderGoode）等 4位随军牧师把自己的救生衣让给船
上的士兵而弃生。战后在美国费城坦普尔大学校园内建有四牧师教堂，以志
纪念。

四大自由（FourFreedoms）即言论自由、宗教自由、免于贫困的自由和
免于恐惧的自由。为美国总统罗斯福 1941 年 1 月 6 日致国会的年度咨文中所
提出的目标。他认为要达到真正的和平和安宁，必须做到有言论和发表意见
的自由，有每个人以自己的方式崇奉上帝的自由，有可以使每个国家保证其
国民过上不虞匮乏的和平生活的自由，有实行全面裁军，消除侵略，使民众
有不虞恐惧的自由。强调只有战胜独裁者才可能建立以此为基础的世界。这
一主张也体现在同年 8月的*《大西洋宪章》中。

四月起义  意大利人民推翻”萨罗共和国的起义。1945 年春，纳粹德国
和墨索里尼在意大利北部的统治面临崩溃。4月 18 日，都灵工人举行大罢工，
各地纷起响应。19 日，博洛尼亚人民手执武器，率先发难。25 日，*北意民
族解放委员会号召全民起义。武装起义迅速遍及北意各地。26 日德军在热那
亚投降。27 日米兰光复，*萨罗共和国宣告结束。28 日，都灵和威尼斯经血
战后均告光复。起义者在北意各地连连告捷，光复大片国上，战后 4 月 25
日被定为意大利国庆节。

四年计划（Vierjahresplan）纳粹德国经济备战和战争经济动员计划。
分别于 1936 年 10 月—190 年 9 月和 1940 年 10 月—1944 年 9 月实施。1936
年 4 月，希特勒面临两年粮食歉收和工业原料缺乏的困境，指示戈林组建研
究改善原料和外贸状况的机构。5月成立以洛帕（FritzLoeb）为首的研究机
构，并根据希特勒规定的 4 年为限的指示制订第一个四年计划。同年 9 月 9
日，瓦格纳（AdolfWagner，1890—1944）以希特勒的名义在纳粹党全国代表
大会上宣布该计划，但隐瞒其备战目的。10 月 6 日，希持勒正式发布实施法
令，任命戈林为”四年计划全权总办，负责协调各部门，统一管理全国的经
济资源。第一个四年计划的重点是发展军工生产，改组经济结构，争取达到
经济自给自足。为此大力开采本国资源，研制合成橡胶和合成汽油，向国外
采购稀有的战略原料，集中用于军工生产。第二个四年计划的重点则是彻底
动员一切人力、物力和财力，满足”总体战的需要。

四国公约  英、法、德、意四国于1933 年 7 月 15 日在罗马签订的有关
“谅解和合作的公约”。1933 年 3 月由墨索里尼倡议，经英国支持，法国在
提出修正后也表示同意。公约有效期 10 年，主要内容为：缔约国确认德国在
军备方面享有“平等权利”；宣告在所有国际争端中奉行协商一致的原则；
表示将通过和平的手段在国际联盟范围内修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签订的各项
和约。该约认可了德国的扩军备战，助长了希特勒的扩张野心。

四国条约  全称《关于太平洋区域岛屿属地和领地的条约》，为*华盛
顿体系的组成部分之一。1921 年 12 月 13 日由美、英、日、法在华盛顿会议
上签订。有效期为 10 年。该约规定：“缔约各国同意相互尊重它们在太平洋
区域内岛屿属地和领地的权利”，即维持太平洋地区的现状；而一当发生争
端，而又无法通过外交途径解决时，则应“邀请其他缔约国召集会议受理全
部问题，以便考虑解决”。同时还规定，该条约一经批准，《英日同盟条约》



即失效。
四相会议  见“五相会议”。
四四式马枪  日本骑兵和执行特种任务士兵的专用枪。1911 年（明治

44 年）在三八式马枪基础上改进定型，故名。基本结构和性能类似三八式，
但改用拆迭式三棱锥形刺刀。

四行联合总处  全称“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
联合办事总处”。国民政府最高金融决策机构。1937 年*八·一三事变后在
上海建立四行联合贴放委员会。1939 年 10 月 1 日，在重庆正式成立。随后
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中央合作金库也加入。下设理事会和秘书、
放款、农贷、汇兑、发行、储蓄、平市、收兑 8大专业处和若干专业小组委
员会。蒋介石任理事会主席，孔祥熙、宋子文、张群先后任副主席，对 4行
2局 1库实行战时管理。统营全国金融网的设置，资金的集中和运用，4行联
合兑放的管理，各地汇兑的调度，特种储蓄的推行，战时物资的调剂，货币
的统一发行，外汇的统筹管理等）囊括和主宰全国一切金融事业。至 1945
年 8 月所属分支机构 32 处，单位2281 个，占当时国统区全部金融机构的 75
％，存款额 1943 年占国统区存款总额的 90％，拥有的外币与黄金储备至 1945
年 6 月占国统区总数的 70％。抗战胜利后，该总处迁往南京。1948 年 9 月
28 日撤销。

四年计划全权总办（BeanftragterfurdenVierjah-resplan）纳粹德国
经济官员。根据 1936 年 10 月 18 日法令设立，由戈林担任，负责实施*四年
计划。下设“四年计划中央办公室”，由科纳尔（PanlKorner）任办公室主
任和全权总办助理，下辖天然原料和合成原料生产及分配办公室、农业生产
办公室、劳工办公室、价格管理办公室和外贸办公室等。早期同*军事经济全
权总办争夺经济控制权并排挤后者，大战期间部分权力分别划归德军最高统
帅部国防经济与军备局局长托马斯（GeorgTho-mas，1890—1946）、军械军
需部长*托特、军备和战时生产部长*施佩尔，在军事经济领域的影响遂日益
缩小。

史良（1900—1985）中国爱国民主人士。女。上海法科大学毕业。1931
年开始在上海当律师。九·一八事变后，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5 年 12
月发起组织上海妇女救国会，任理事。并任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执行委员。1936
年 5 月任*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执行委员。因积极呼吁停止内战，抗日救国，
1936 年 11 月与沈钧儒等彼国民政府逮捕，为“七君子”之一。抗日战争爆
发后获释。1938 年起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要求国民政府实施民主政治和妇
女参政。1942 年参加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4 年任民盟重庆市支部委员兼组
织部长。抗战胜利后，任民盟中央委员，积极参加爱国民主运动。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司法部长、全国妇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民盟中央主席。

史末资（JanChristianSlnuts，1870—1950）南非联邦总理（1939—
1948）。布尔人。曾在英国求学。1902 年英布战争后即主张同英国合作。1910
年任国防部长。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曾任芙属东非英军司令，并参加英国战
时内阁，为枢密院顾问，任空军大臣。回南非后曾任总理、副总理等职。1939
年起复任总理，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于 9月 6日向德宣战，并任联邦军总
司令。努力发展军火工业，曾组织 2万人的志愿军，前往埃塞俄比亚、马达
加斯加等地对轴心国军队作战。1941 年获元帅衔。1942 年成为英国战时内阁



成员。1945 年参加旧金山会议，参与《联合国宪章》的制订。1948 年离职。
著有《国联：一个有价值的建议》等。

史汀生（HenryLewlsStimson，1867—1950）美国国务卿（1929—1933）、
陆军部长（1940—1945）。共和党人，早年在那鲁大学、哈佛大学就读，当
过律师和地方检察宫。后历任陆军部长、菲律宾总督（1927—1929）、国务
卿等职，参与制订与执行美国外交政策。1930 年率团参加伦敦载军会议。*
九·一八事变后，于 1932 年 1 月 7 日对中、日两国发出外交照会，声明对日
本侵占中国东北的行为在法律上不予承认，史称“史汀生主义”。大战全面
爆发后，主张美国应持干涉立场，援助抗击法西斯侵略的欧洲各国，曾是*
援助盟史汀生国保卫美国委员会的领导成员。1940 年经总统罗斯福提名，再
度出任陆军部长，参与美国军事与外交的决策活动，协助罗斯福领导美军参
加反法西斯战争，1945 年曾建议社鲁门总统对日本重要目标使用原子弹，以
加快战争的进程。同年 9月卸职退休。著有《在和平与战争中服役》等。

史迪威（JosephWarrenStilwell，1883—1946）美国将领。因其态度直
率措词尖刻而得浑名“醋酸乔”（VlnegarJoe）。1904 年毕业于西点军校。
曾在驻菲律宾美军服役，后任西点军校教官，其间于 1911 年首次来华。参加
过第一次世界大战。1920—1939 年间数度来华，历任驻天津美军第十五步兵
团营长、驻华使馆武官等职。1941 年升任美第三军军长。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出任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兼中国战区总司令蒋介石的参谋长。1943 年盟
军东南亚司令部设置后，兼任副总司令。在史迪威 1942 年 1—5 月缅甸战役
和 1943 年 12 月至 1944 年 8 月缅甸北部战役中，先后指挥美军及*中国远征
军对日作战。1944 年 8 月密支那战役获胜后，获上将衔。曾主持美国对华租
借法案物资分配，组织修建*雷多公路（后称“史迪威公路”）。主张改革国
民党军队，曾在印度兰姆伽尔（Ramgarh）建立中国陆军训练基地，先后训练
中国军队 3万亲人。在对日作战问题上，主张对日作战中保证地面部队战斗
力，反对蒋介石-陈纳德的空中行动方案。同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
批准*迪克西使团赴延安。因与蒋介石发生矛盾，1944 年 10 月被召回国。后
任美国陆军地面部队司令、第十集团军司令等职。1945 年 9 月主持驻琉球群
岛 日 军 的 投 降 仪 式 。 病 逝 后 其 日 记 、 文 稿 和 信 件 等 ， 由 怀 德
（TheodoreHarolkWhite，1915—，汉名“白修德”）整理成《史迪威文件》。

史密斯  ①霍尔兰德·麦克蒂里·史密斯（HollandMoTyeiresmith，1882
—1967）。美国将领。浑名“疯子”。1905 年加入美国海军陆战队。曾任职
于陆军部作战与训练部门。1941 年获少将衔，次年任美国太平洋舰队第五两
栖部队司令。1944 年晋升中将，升任太平洋舰队海军陆战队司令。曾多次指
挥阿留申群岛、吉尔伯特群岛、马绍尔群岛、马里亚纳群岛和琉黄岛等登陆
作战，被誉为美国“海军陆战队两栖作战理论和技术的先驱”。1946 年晋升
上将后退休。②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WalterBedellSlnlth，1895—1961）。
美国将领。早年入国民警卫队，后为陆军军官，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战
后在美国和菲律宾服役，1939 年起任陆军部少校参谋。第二次世界大战期
间，1942 年调任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和英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秘书，获准将
衔。同年9月出任美军欧洲战场司令艾森豪威尔的参谋长。1944 年艾森豪威
尔升任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后，随之担任中将衔参谋长。曾参与制定和实施
在北非、西西里和西北欧等地作战的军事计划和行动。1943 年和 1945 年曾



代表文森豪威尔分别接受意大利和德国的投降。战后历任驻苏大使。第一军
军长和中央情报局局长。1951 年获上将衔。1953 年退役，出任副国务卿。翌
年辞职经商。著有《我在莫斯科的三年》等。

史量才（1880—1934）中国报业资本家。字家修。早年任上海《时报》
主笔。1912 年接办《申报》，任总经理。丸·一八事变后，力主抗日。一·二
八事变时，捐巨款支援抗战，被推为上海地方协会会长。利用《申报》宣传
抗日，批评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抨击“剿共”战争，要求结束国民党“一
党专政”，并支持宋庆龄等组织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活动。1934 年 11 月 13
日从杭州返回上海途中，被国民党军统特务杀害。

史沫特莱（AgnesSlnedley，1894—1950）美国女记者和作家。早年当
过女佣、工人等，参加美国工人运动。1918 年加入社会党。1919 年侨居德国，
1928 年以德国《法兰克福报》特派记者身份来华。在华期间结识鲁迅等进步
人士，参加左翼文化运动。后协助宋庆龄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曾报道工
农红军江西革命根据地的革命斗争、*西安事变等。抗日战争爆发后，赴陕甘
宁边区，参加八路军战地救护等。1938 年改任英国《曼彻斯特工报》驻华记
者。曾组织白求恩、柯棣华等外籍医生进入中国解放区，支援中国抗战，1941
年因病回国，仍参加援华活动。战后遭政府迫害，被迫流亡英国。病逝后，
据其生前遗嘱，骨灰运到中国安葬。著有《大地的女儿》、《中国的红军在
前进》、《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等。

史蒂芬森（WilliamStephenson，1896—）英国谍报首脑。原是加拿大
巨富，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多次受伤。二十年代从事无线电和破译密码
工作，参加谍报活动。第二次肚界大战爆发后，曾多次赴北欧执行任务。1940
年 4 月作为丘吉尔的秘使，赴美国同罗斯福商讨两国情报工作的合作计划。
同年 6月组建*英国安全协调局并任局长，代号“勇士”（Intrepid），直至
战争结束。同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和*美国战略情报局合作，设总部于纽
约，主持北美地区的英国谍报活动。曾完成探明挪威重水工厂和德国灭绝犹
太人计划（*最后解决）的细节等多项重大谍报计划。1945 年底撤离纽约。
战后重回商界，曾任加拿大政府的工业发展顾问。

史汀生主义  即“不承认主义”。
史迪咸公路  即“雷多公路”。
史迪威事件  大战期间罗斯福派遣来华的美国将领*史迪威同蒋介石发

生冲突的事件。1942 年初蒋介石要求罗斯福指泳一位亲信的高级将领担任中
国战区参谋长。随后史迪威即受命来华，并身兼中国战区参谋长、中、缅、
印战区美军司令、美国援华租借物资管理统制人等要职，但同蒋介石之间囚
军事计划和指挥权等问题不断产生矛盾和冲突。1944 年 7 月 7 日罗斯福致函
蒋介石，要求任命史迪威统帅中国战区全部军队（包括中共领导的军队）以
抗击日军的进攻。次日，蒋介石复电罗斯福虽表示原则同意，但要求派代表
来华调节同史迪威的关系。8月罗斯福派特使*赫尔利使华。9月间，史迪威
要求将包围陕甘宁边区的胡宗南部队投入抗日战场，将美援物资分配给八路
军等抗日武装，并要求更换中国军政部长何应钦和总参谋长等入选，由他掌
握调遣和任免奖惩中国军队人事的全权。蒋介石极度不满，此后遂多次要求
罗斯福撤换史迪威。10 月 10 日美国政府决定召回史迪威，任命*魏德迈为中
国战区参谋长。25 日美国政府正式发布任免公告。此事件遂平息。

史普劳恩斯（RaymondAmesSpruance，1886—1969）美国海军将领。1906



年毕业于海军军官学校，开始在海军服役。二十年代未人美国海军学院深造，
后留校任教官。1938 年仕*密苏里号战列舰舰长。1939 年晋升海军少将，次
年出任海军第十军区司令。珍珠港事变前，调任美国太平洋舰队第五巡洋舰
舰队司令。1942 年 5 月任第十六特遣舰队（航空母观编队）司令，直接指挥
同年 6月的中途岛战役，重创日本海军，随即出任太平洋舰队参谋长，协助*
尼米兹指挥中太平洋战事。1943 年晋升海军中将，任中太平洋部队司令。1944
年晋升海军上将，出汪第五规队司令。先后指挥攻占吉尔伯特群岛、特鲁克
岛、马绍尔群岛和马里亚纳群岛等战役。1944 年 6 月率第五舰队进行菲律宾
海海战，重创日本海军航空兵。1945 年 4 月率舰队参加冲绳岛战役。主张联
合使用海军的封锁和空军的轰炸以迫使日本投降。战后，任美国驻日海军总
指挥。1945 年 11 月出任美国太平洋舰队总司令。1946 年调任美国海军学院
院长。1948 年退休。1952—1955 年曾任驻菲律宾大使。

[丿]

生存空间（Lebensraum）德国扩张主义者的地缘政治学理论。声称国家
系一种有机体，应服从有机体生长和发展的规律，人口必须同土地面积保持
一定的比例，因而国家必须拥有足够的领土和属地，即所谓“生存空间”。
1914 年前用以要求增加殖民地；1919 年后用以要求归还被战胜国瓜分的原德
属殖民地；希特勒则用以要求摆取邻国，特别是东欧国家的领土。

生命之路  *列宁格勒保工战时期自 1941 年 9 月至 1943 年 3 月通过拉
多加湖（Лaдoжckoeoзepo）联结列宁格勒和苏联后方地区的唯一运输线。
经此线向列宁格勒运送了总计达 161.5 万吨的各类物资和大批军队，同时又
运送撤回的人员 53.94 万和大量工业设备、文化珍品。1942 年 6 月 18 日起
通过敷设在湖水下的油管向列宁格勒输油。此线的畅通对于打破德军封锁列
宁格勒的企图起了重大作用。

生命之源计划（LebensbornPlan）纳粹德国改变国民种族结构的计划，
1936 年由希姆莱提出，意欲提高雅利安人种的比重。提倡党工队员家庭生育
4 个孩子；鼓励种族和政治方面可靠的党工队员使经过挑选的德国少女怀
孕，然后送入 12 个特别产科中心给予精心照料；1936 年设立生命之源幼育
协会，主管特别产科中心，为党卫队员己婚和非婚配偶提供生育服务。大战
期间又从波兰、法国、挪威、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等占领区，集体劫持
数十万具有雅利安人外表的儿童，经集体审查，由所谓种族上可靠的德国家
庭收养。

矢内原忠雄（1893—1961）日本经济学家。1917 年东京帝国大学毕业。
1920 年任该校经济学部副教授，1923 年升教授。发表《帝国主义下的台湾》
等论文，尖锐批判日本的殖民政策。1937 年在《中央公沦》9月号发表论文
《国家的理》，提出反战思想，同年被迫辞职。在艰难条件下撰写了《民族
与和平》、《民族与国家》等书，同时开办学校。战后重返高校任教。有《矢
内原忠雄全集》（29 卷）等。

丘吉尔（WinstonChurchill，1874—1965）英国首相（1940—1945）。
出生于贵族世家。1894 年桑德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毕业。1900 年当选为保守
党下院议员。1904 年转入自由党。1906 年起入阁，历任殖民副大臣、商务大
臣、内政大臣，1911—1915 年任海军大臣，1917—1922 年历任军需大臣、陆



军和空军大臣、殖民大臣。1922 年退出自由党。1924 年再加入保守党，并当
选为下阶议员。1924—1929 年任财政大臣。此后在野 10 年。期间就希特勒
德国的危险一再提出警告，敦促政府加强军备，抨击*《慕尼黑协定》，主张
紧密同法、美的联合和对苏协调以结成反侵略的大联盟。1939 年 9 月大战爆
发后，再度入阁任海军大臣。1940 年 5 月在民族危亡关头出任首相，组织联
合政府，自兼国防大臣，领导英国人民取得了*不列颠之战的胜利。1941 年 6
月当德国入侵苏联后，即发表声明“俄国的危险就是我们的危险”，保证支
持苏联人民的反侵略斗争。同年 8月，与美国总统罗斯福共同签署”《大西
洋宪章》，提出了对德战争的目的和战后和平原则。12 月，美国参战舌，即
同美国缔结一系列协议，密切两国的联合。曾代表英国出席英、美、苏三国
首脑德黑兰、雅尔塔和波茨坦会议，还多次分别与罗斯福和斯大林单独会晤，
商讨盟国的军事战略和战后安排。阻挠尽早在西欧开辟”第二战场，力主把
美、英的用兵重点放在地中海战区，鼓吹攻打称之力“欧洲柔软的下腹部”
的巴尔干地区，企图夺取战后对东南欧各国的控制权。1945 年 7 月，在波茨
坦会议期间，保守党在大选中失败而离职，1946 年 3 月，在美国密苏里州的
富尔敦（Ful-ton）发表“铁幕”演说，拉开了“冷战”的序幕。1951—1955
年再度出任首相。1953 年获嘉德勋位和诺贝尔文学奖，著有《第二次世界大
战回忆录》和《英语民族史》。

丘辟特（Jupiter）英国计划对挪威北部实施登陆作战的方案代号。1942
年春，当盟国讨论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问题时，丘吉尔提出此方案，企图
用以代替代号*大锤的行动计划。来获美国支持，在同年 7月美、英伦敦会议
上被否定，而决定 1942 年秋首先实施代号*火炬的行动计划。但同年 8月丘
吉尔访问莫斯科时，又向斯大林提出，并强调该计划乃保障北极援苏航路的
良策，未果。1943 年 4 月，丘吉尔再致函英国三军参谋长，提出再度考虑于
1944 年实施此方案，亦未果。

丘列涅夫（ИBaHBлaдиMиpoBичTюлeHeB，1392—1978）苏联将
领。1913 年人沙俄军队服役。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十月革命时为彼得格
勒苏维埃成员。1918 年加入俄共（布）党和红军，参加国内战争。1922 年毕
业于红军军事学院。后历任骑兵旅长、师长、红军副骑兵总监、军区司令和
集团军司令。1939 年参加进军西乌克兰。翌年晋升大将，任莫斯科军区司令。
苏德战争初期任南方方面军司令。后调任最高统帅部大本营预备队的第二十
八集团军司令。1942 年 5 月起任外高加索方面军司令（至战争结束）。率部
在高加索主山脉各山口实施防御，后参加高加索会战。战后曾任军区司令。
著有《为祖国而战的苏联骑兵》、《三次战争经历》等。

丘吉尔型坦克（Churchill）又称“马克-4 型坦克”。英国中型坦克，
在德国入侵威胁下的 1940 年年中初次设计生产，后经重大改进于 1943 年投
产和服役。重 38.5 吨，平均每平方厘米压重 0.95 公斤。装甲厚度，炮塔正
面 90 毫米、侧面 75 毫米，车体正面 101 毫米、侧面 75 毫米。装备 1门 57
毫米火炮（弹重 6磅）、2 挺 7.92 毫米机枪和 1 挺 7.69 毫米高射机枪。最
大时速 24—28 公里，最大行程约 200 公里。乘员5人。曾使用于北非和意大
利战场。1944 年为适应代号“霸王的行动之需，主炮改装 75 毫米（部分为
95 毫米）火炮，用以对付德军重型坦克。战时共制造 5640 辆。



丘吉尔-斯大林会谈  大战期间，丘吉尔和斯大林举行的两次英、苏首
脑会晤。（1）1942 年 7 月*美英伦敦军事会议决定推迟在欧陆开辟第二战场，
为了向苏联作出解释，8月 12—15 日丘吉尔专程赴莫斯科会晤斯大林。两国
有关高级官员及美国总统私人代表*哈里曼也与会。会谈中，丘吉尔着重向斯
大林解释不能于 1942 年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原因，声称英、美“正在准备
1943 年的几个大的战役”，并于该年 10 月在北非登陆。斯大林强烈批评了
英、美的作战计划，向丘吉尔和哈里曼提交了一份备忘录，指出这对“苏联
公众舆论在精神上是一个打击、“使前线红军的处境更加困难，并且破坏了
苏军统帅部的计划”。会谈最终以斯大林接受英、美方案而获得转机，两国
政府首脑还商讨了共同实施挪威北部战役的问题，达成了协调共同空袭柏林
的协议。8月 18 日，发表会谈公报，重申两国作战到底的决心，并指出双方
已作出了一系列包含“反对希特勒德国及其在欧洲的同伙的战争方面的决
定”。（2）1944 年 10 月 9—18 日在莫斯科举行。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以
观察员身份列席。主要议题是关于巴尔干、波兰及欧洲事务问题。双方达成
了一项在巴尔干“划分势力范围”的协议：英国对希腊事务进行控制；苏联
得到在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匈牙利占优势的保证；在南斯拉夫双方势力对
等。同时，解决了保加利亚停战协定中的一些争议问题，即按盟国对罗马尼
亚管制委员会的模式成立盟国对保加利亚管制委员会，委员会主席由苏联代
表担任；还确定了对南斯拉夫实行共同政策，“通过南斯拉夫王国政府和民
族解放运动的联合，以解决南斯拉夫的内部困难”。讨论波兰问题时，根据
丘吉尔的建议，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的代表和流亡政府的代表被邀请到莫斯
科会晤。由于对组成波兰联合政府的人员分歧重大及流亡政府代表拒绝接受
以寇松线为苏、波的边界线，来达成协议。讨论德国的前途问题时，丘吉尔
再次提出使德国南部省伤同奥地利组成联邦的主张，最后决定此问题留待欧
洲咨询委员会研究。10 月 21 日发布了会谈公报。

白求恩（NormanBethune，1890—1939）加拿大医生。国际主义战士。
多伦多大学医科毕业。曾任美国底特律赫曼·济费医院代理外科主任、圣心
医院胸外科主任。1935 年加入加拿大共产党。翌年，德、意法西斯武装干涉
西班牙革命时，随加拿大志愿军到西班牙前线服务。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
受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派遣，率领由加拿大人和美国人组成的医疗队
到中国。1938 年 3 月到延安，不久转赴晋察冀边区，创办模范医院，培训八
路军医务人员，全心全意为中国军民服务。曾亲赴前线，参加大团汀和齐会
等战役，开展战地救护工作。1939 年 11 月 12 日因抢救伤员感染中毒，在河
北唐县逝世。同年 12 月 21 日毛泽东写《纪念白求恩》一文，号召中国人民
学习他的国际主义精神。

白桦树（Birke）德军 1944 年在苏军*第四次突击下，于 8 月底开始撤
出芬兰的行动代号。

白崇禧（1893—1966）中国将领。字健生。保定军校毕业。北伐战争时
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长，东路军前敌息指挥。1932 年起，任广西民团
总司令，与李宗仁等在广西实行“自治、自卫、自给”的三自政策，发展桂
系实力。1935 年授二级上将衔。次年 6 月，参与发动*两广事变，任西南抗
日救国军第一军团副总司令。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参
谋总长兼军训部部长，参与指挥*淤沪会战。后又参与制定徐州、武汉会战计
划，协助李宗仁到前线指挥作战。曾组织全国伊斯兰教救国同盟，任主席，



号召回族同胞参加抗战。1938 年 11 月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桂林行营主任，
统一管辖长江以南的第三、第四、第七、第九战区。1939 年底指挥*桂南会
战。1940 年冬，在蒋介石指使下与何应钦合谋策动皖甫事变，围攻新四军。
后调任军事委员会监察委员会主席。抗战胜利后，曾任国防部长、战略顾问
委员会主任委员兼华中“剿总”司令长官。1945 年授一级上将衔。1949 年底
去台湾，曾任台湾当局“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白瑞纳（ElyesaBazna，？—1970）德国间谍，代号“西塞罗”。阿尔
巴尼亚人。1942—1944 年在安卡拉当英国驻土耳其大使的贴身侍从。从 1943
年底至 1944 年春，把所偷拍的多卷英国外交秘密文件底片，以 30 万英镑的
代价先后卖给德国人。德国间谍机关以英镑伪钞支付。由于德国中央保安局
与外交部之间的矛盾，这些情报未被及时利用。战后在伊斯坦布尔被英国政
府逮捕。

白川义则（1868—1932）日本将领。毕业于陆军大学。曾留学德国。历
任陆军士官学校教官、师团长、陆军航空本部长和关东军司令官，1925 年晋
升大将。1927 年继字垣一成任田中年阁的陆军大臣，向政府递交《对华方
策》，连续两次增兵济南，占领山东，并对关东军炸死张作霖予以事后默许，
1932 年一·二八亭变后被任命为入侵上海的派遣军司令官，遭上海军民的顽
强抵抗和国际舆论的谴责，被迫于 5月 5日签署*《淤沪停战协定》。同年 4
月在上海出席“天长节”庆祝会时被朝鲜爱国志土炸成重伤，不久死去。

自鸟敏夫（1887—1949）日本外交官。1914 年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后入外
务省。先后在驻奉天（今沈阳）、香港、美国和德国的使领馆任职。1930 年
任外务省情报部长。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时负责与陆军联络和协调，力主
扩大对华侵略。在外务省内首倡“革新外交”，主张不惜退出国际联盟亦要
独霸中国东北。1933 年任驻瑞典公使兼驻挪威、丹麦和芬兰公使。1938 年调
任驻意大使。期间协同驻德大使*大岛浩，极力发展德、日、意三国的同盟关
系。1940 年回国，任外务省顾问。1942 年当选为众者员。战后，于 1948 年
作为甲级战犯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无期徒刑。后病死于狱中。著有《国
际日本的地位》和《日德意枢轴论》等。

白色方案（FaIIWeiB）德国入侵波兰的行动计划代号。纳粹德国在英、
法绥靖政策的纵容下，吞并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后，把侵略矛头指向波兰。
1939 年 4 月 11 日，正式下达此计划。规定目标是摧毁波兰的军事力量，使
东方局势符合德国“国防”的需要。强调尽可能孤立波兰，依靠突然袭击，
以猛烈的打击开始军事行动而取得迅速成功。同年 8月 31 日希特勒发布实施
该行动计划的第一号作战命令，9 月 1 日，德军开始大举入侵波兰，导致第
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

自彦战斗  1940 年八路军在山东省费县对日军的一次战斗。是年 2月中
旬，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以第六八六团、特务团、苏鲁支队及苏鲁豫支队等部，
挺进鲁南腹地，攻克费县以西的白彦据点，切断费（县）膝（县）公路。3
月 7—22 日，日军出动 2800 余人，连续 3次猛攻白彦，均被八路军击退。此
战毙伤敌 800 余人，缴枪 350 余支，解放费县以西广大地区，为开辟鲁南抗
日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

白玫瑰小组（WeibeRose）德国大学生反纳粹和反战的地下组织。1942
年在慕尼黑大学形成，由该校学生*舒尔兄妹和哲学教授*胡贝尔发起并任领
导成员。因以“白玫瑰通信”的方式散发传单和张贴标语，故名。后规模逐



渐扩大，在汉堡成立分部，活动范围从南部城市扩及北部城市。号召德国人
民推翻纳粹政权和尽早结束侵略战争。斯大林格勒战役后加紧活动，曾发动
慕尼黑的大学生上街游行。二 943 年 2 月被纳粹政权破获，其成员均遭残酷
镇压。

白求恩医疗队  由*白求思率领的八路军战地医疗队。1938 年 4 月，加
拿大共产党员、胸外科专家白求思大夫偕同护士尤思女士，携带部分医疗器
械来到延安，支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6月任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卫生顾问，
着手建立“模范医院”，并组织培训班，训练战地救护人员，9 月起，率领
一支战地医疗队赴晋察冀抗日前线，搭起简易手术室，给伤员动手术。次年
11 月 12 日，白求恩大夫因抢救伤员感染不幸逝世。

白俄罗斯之战  苏德战争初期德军在苏联白俄罗斯地区发动的战略性
进攻战役，由*中央集团军群实施。战役目的是围歼该地区苏军集团，尔后攻
占斯摩棱斯克，直逼莫斯科，并配合北方集团军群夺取列宁格勒。为此投入
第四、第九集团军和第二、第三坦克集群，共 50 个师又 2个旅，得到第二航
空队 1600 架飞机的支援。当面苏军防御部队是*西方方面军所辖 4个集团军，
共 44 个师，1941 年 6 月 22 日，德军分南北两路出击，以明斯克为合围点，
向苏军发动大纵深钳形攻势。6月 28 日，德军封闭合围圈，把苏军大部分兵
力分割包围在明斯克以西的比亚韦斯托克突出部地区。7 月 3 日起，德军诀
速部队不待苏军被歼即由明斯克向东继续发展进攻，至 7月川日，已进抵西
德维纳河和第聂伯河，并攻占维帖布斯克，对斯摩棱斯克形成包围态势。德
军深入苏联国境达 450—600 公里，几乎占领了白俄罗斯全部，并使苏军西方
方面军大部被歼。

白俄罗斯战役  苏德战争后期苏军发动的大规模战略性进攻战役。代号
*巴格拉季昂。1944 年 6 月 23 日至 8 月 29 日，由波罗的海第一方面军、白
俄罗斯第一、第二、第三方面军及第聂伯河区舰队共同实施。目的是粉碎德
军”中央集团军群，解放白俄罗斯。苏军共投入兵力 140 余万人，火炮和迫
击炮 3.1 万门，坦克和自行火炮 5200 辆，作战飞机 5000 余架，当面德军为
中央集团军群及北方集团军群右翼和北乌克兰集团军群左翼部队，共计 63
个师又 3 个旅，120 万人，火炮和迫击炮 9500 门，坦克和自行火炮 900 辆，
作战飞机 1350 架。战役分为两个阶殷：第一阶段（6月 23 日至 7月 4日），
苏军进行了*维帖布斯克一奥尔沙战役、*莫吉廖夫战役、*勃布鲁伊斯克战
役、*波洛茨克战役和*明斯克战役，在 6个地民同时突破德军防御，在维帖
布斯克和勃布鲁伊斯克两地域分别围歼德军 5个师和 6个多师，完成了对明
斯克的合围，并于 7月 3日解放明斯克。此阶段苏军推进 225—280 公里，德
军主力大部被歼，其余在明斯克以东陷于重围。第二阶段（7月 5 日至 8 月
29 日），苏军实施*希奥利艾战役、*维尔纽斯战役、*考纳斯战役、*比亚韦
斯托克战役和*卢布林-布列斯特战役，全歼明斯克以东被围德军，逐次击溃
敌退却兵团残部，并重创德军从各地抽调的援兵和新建兵团，解放了白俄罗
斯全境、立陶宛和拉脱维亚一部分，进入波兰境内，同时强渡纳雷夫（Hape
в）河和维斯瓦河，逼近东普鲁士边境。在战役中苏军共推进 260—400 公里，
进攻正面扩大到 1000 公里。德军损失渗重，17 个师又 9个旅彼全歼，50 个
师损失过半。此战结果不仅为尔后苏军在波罗的海沿岸、东普鲁士和波兰的
进攻创造了有利条件，也配合了美、英军队的诺曼底登陆作战。经苏军总参
谋部 1987 年审定，列为苏联卫国战争中的 51 个战略性战役之一。



白俄罗斯方面军  苏联战略战役军团。1939 年 10 月为进军西白俄罗斯
而专门组建。下辖 4个集团军、1个独立步兵军、1个骑兵机械化群以及航空
兵部队。司令为科瓦廖夫（МихаилПрокoфьевичКовал
ёв，1897—1967）。同年 11 月完成任务后撤销。苏德战争期间，1943 年
10 月在西部方向上，由*中央方面军改变番号重新组建。初辖 6个集团军和 1
个空军集团军，后又陆续编入 5个集团军。司令为罗科索夫斯基。实施戈梅
利-列奇察战役。1944 年 2 月改称*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同年 4月间曾一度
复称白俄罗斯方面军）。

白晋铁路破袭战  1940 年八路军破坏山西省白晋铁路的战斗。是年
春，日军为了推行所谓的“囚笼政策”，强行修筑仲向晋东南抗日根据地腹
地的白晋铁路干线，并在沿途构筑据点，以重兵警戒。5 月 5 日，八路军第
一二九师在刘伯承、邓小平领导下，集中主力部队，在 2万多名群众协助下，
在百余公里铁路线上展开破袭战。经 1日 2夜战斗，破坏铁路 50 余公里，摧
毁大小桥梁 50 多座、火车 1列，歼敌350 人，粉碎了日军用白晋铁路分割太
行、太岳区并与道清铁路相连接的企图。

自俄罗斯军区大演习  1936 年 9 月苏军在白俄罗斯军区辖区内举行的
大规模演习。演练了重型机械化兵团和骑兵兵团的大纵深进攻行动，包括航
空兵和空降兵的配合行动，继*基辅军区大演习后再次验证了*大纵深战役（战
斗）理论，为 1936 年野战条令的颁布奠定了基础。苏联最高军事领导和英、
法、捷军亭代表团观看了此次演习。

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  苏联战略战役军团。1944 年 2 月由*白俄罗斯方
面军改变番号组建（同年 4月间曾一度复称白俄罗斯方面军）。初辖 6个集
团军和 1个空军集团军。后又编入过 8个集团军、2个坦克集团军、1个空军
集团军、第聂伯河区舰队和 2个波兰集团军。在西部方向上参加实施罗加乔
夫-日洛宾战役、白俄罗斯战役、维斯瓦河-奥得河战役、东波美拉尼亚战役
和柏林战役。1945 年 6 月撤销。历任司令为罗科索夫斯基（1944.2—11）和
朱可夫（1944.11—1945.6）。

白俄罗斯第二方面军  苏联战略战役军团。1944 年 2 月组建。同年 4
月间曾一度撤销。随即由*西方方面军划分重建。初辖 9个集团军和一个空军
集团军。后陆续编入 7个集团军和 2个坦克集团军。在西部方向上参加实施
白俄罗斯战役、东普鲁士战役、东波美拉尼亚战役和柏林战役。1945 年 6 月
撤销。历仕司令为库罗奇金（1944.2—4）、彼得罗夫（1944.4—6）、扎哈
罗夫（1944.6—11）、罗科索夫斯基（1944.11—1945.6）。

白俄罗斯第三方面军  苏联战略战役军团。1944 年 4 月由*西方方面军
划分组建。初辖 3 个集团军和 1 个空军集团军。后陆续编入 8 个集团军、1
个坦克集团军和 1个空军集团军。在西部方向上参加实施白俄罗斯战役、默
麦尔战役和东普鲁士战役。1945 年 8 月撤销。历任司令为切尔尼亚霍夫斯基
（1944.4—1945.2）、华西列夫斯基（1945.2—4）和巴格拉米扬（1945.4
—8）。

瓜里利亚（BaffaelaGuariglia，1889—1970）意大利外交大臣（1943
—1944）。早年在大学攻读法律。1920 年任外交部办公厅主任。1932 年出使
西班牙。1935 年任埃塞俄比亚问题特设办公厅主任，促成发动侵埃战争。1936
年起历任驻阿根廷、法国、梵蒂冈和土耳其大使。1943 年 7 月墨索里尼下台
后，担任巴多里奥政府外交大臣，力主单独媾和，以避免战火蔓延至本土。



政治上持保王主义立场，翁贝托二世逊位后退出政界。
瓜岛海战  亦称“第三次所罗门海战”。美、日海军在*瓜达尔卡纳尔

岛争夺战中的重大海战之一。1942 年 8—10 月，日军在连续的争夺战中失去
制空权，形势日益恶化，决定利用夜间以战舰炮轰瓜达尔卡纳尔岛美军机场
和掩护增援上陆。11 月 12 日夜，日本海军中将阿部弘毅率突击编队（2艘战
列舰、1艘巡洋舰和 11 艘驱逐舰）进入瓜岛北面近海，与美舰编队（5艘巡
洋舰、8艘驱逐舰）遭遇。双方混战至 13 日凌晨，美方沉 1艘和重伤两艘巡
洋舰、沉 4艘驱逐舰，舰队司令*卡拉汉海军少将和*斯科特海军少将阵亡；
日方“比睿”号战列舰重伤（白天复被美机炸沉）、两艘驱逐舰沉没，未能
炮击瓜岛。13 日夜，日舰队再次出动炮击瓜岛机场，击毁美飞机 20 架，但
14 日白天返航途中被美机炸沉 1艘巡洋舰。14 日夜至 15 日凌晨，日舰编队
（1艘战列舰、4艘巡洋舰和 9艘驱逐舰）

抵近瓜岛北面萨沃（Savo）岛附近海域，再次同美舰编队（2艘战列舰、
4艘驱逐舰）夜战，美方沉 3 艘驱逐舰。日方沉 1 艘驱逐舰，战列规受伤，
未能炮击瓜岛，运输船只亦在 15 日白天被美军击毁。阿部因此战失利被解
职。

瓜达拉哈拉战役  *西班牙内战期间的一次战役。瓜达拉哈拉
（Guadalajara）应于西班牙首都马德里东北约 50 公里。1937 年 3 月 8 日佛
朗哥扳军和德、意干涉军，以怠军（近 4万人）为主力，经瓜达拉哈拉向马
德里实施突击。意军凭借数量优势突破防线，向马德里推进。共和国军指挥
部急调两个*国际纵队增援，阻敌进攻；后又将 3个步兵师、1个坦克旅和两
个骑兵团调至该方向，3月 18 日经顽强防御后转入反攻。不久意大利远怔军
对马德里的进攻也被粉碎。

瓜达尔卡纳尔岛争夺战  太平洋战争期间美、日争夺南太平洋所罗门
群岛的瓜达尔卡纳尔岛的战役。1942 年 6 月日军派兵登陆瓜达尔卡纳尔
（Guadalcanal）岛修建机场，企图以此作为以拉包尔为中心的南太平洋前哨
基地。同时，美军制订在南太平洋反攻的*“瞭望台”计划 7月初美军发现日
军在该岛修建机场已竣工，威胁到美、澳交通线和美军的作战行动，遂决定
首先攻占该岛及图拉基（Tulagi）岛。8月 7 日美陆战第一师约 1.1 万人分
乘 23 艘运输船，由以 3艘航空母舰为核心组成的空中支援编队和 8艘巡洋舰
（其中 3艘为澳舰）组成的护航编队支援登陆，迅速攻占机场，日守军（警
备部队 240 人、施工部队 2700 人）退入岛西北丛林。同日，日海军第八舰队
从拉包尔出击增援，于 8日晚与美舰发生*萨沃岛海战。同时，日联合舰队司
令长官山本五十六率主力南下所罗门群岛方向，日陆军也从关岛和菲律宾调
兵增援。8月 18 日夜，日军 1000 人乘 6艘驱逐舰登陆瓜岛。8月 20 日反攻
机场的日军被歼，美机开始进驻该机场，掌握该地域制空权。山本五十六出
动海空主力支援日军后续增援部队上陆，并企图诱歼美舰。美军侦悉日军动
向，以第六十一特混舰队迎击。双方进行*东所罗门群岛海战。日军企图破产，
被迫在夜间以*鼠式运输实施增援登陆。9 月 12—14 日日军对瓜岛机场发动
总攻，被美军击退。日军从东南亚和中国战场抽调兵力增援。9—10 月间双
方激烈争夺制空和制海权，先看进行*埃斯帕兰斯角海战、*圣克兽斯群岛海
战。10 月 24 日日军第二次总攻瓜岛机场，又失败。日军再次从东南亚、朝
鲜和中国战场抽调兵力增援。11 月间，日、美海军展开*瓜岛海战。由于争
夺海空控制权失败，日军不仅无法实施拟定的第三次总攻瓜岛机场的计划，



而且对岛上部队的供应也陷于断绝。12 月 31 日，日本大本营御前会议决定
停止争夺该岛之战。1943 年 2 月 3—7 日，日海军利用夜间共撤出约 1.1 万
人。2月 9日美军占领全岛。此战持续半年，双方海空交战 30 多次，各损失
驱逐舰以上的战斗舰只 24 艘，日军损失飞机 600 架，超过美军；参战地面部
队美军 6万人、伤亡 5800 人，日军3.6 万人、伤亡和被俘 2.4 万人。日军未
能实现夺回从*中途岛海战起失去的战略主动权，此后美军开始在太平洋的战
略反攻。

印度国民军（IndianNationalArmy）日本筹组的印度人军队。1942 年 2
月日军攻陷新加坡后，东条英机宣称要“援助印度独立”。在日本的策动和
组织下，于同年9月由居住在日本、东南亚各国的印度侨民和印度战俘组成，
约 1.6 万人。1943 年 10 月*博斯在新加坡组成*自由印度临时政府时，扩充
至 4万亲人。分成 3个师，每个师下辖 4个旅。此后在缅甸境内协同日军对
英作战，曾参加 1944 年春向印度东部边境的进攻。装备陈旧，士气低落。1945
年 5 月日军在缅甸渍败后，随之瓦解。

印度援华医疗队  1937 年底，印度国民大会决定派遣医疗队援华抗
日。医疗队由爱德华、柯棣华、卓克华、木克华、巴苏华（在姓名上加一“华”
字以表示决心援华）5人组成。1939 年 2 月，抵达延安，分别在卫生学校和
医院工作。1940 年，爱德华、柯橡华、巴苏华主动要求赴晋东南抗日前线，
进行战场救护。10 月后，柯棣华超期留在中国战斗，任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
院长，并于 1942 年 7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2 月因病逝世，葬在白求恩墓左
侧。

印第安纳号战列舰（Indiana）美国战列舰。1937 年开始建造。属“北
卡罗来纳”级。排水量 3.5 万吨，配备 16 英寸火炮 9门，有雷达定向火力控
制系统。战时在太平洋海域作战。1943 年编入美国第五舰队，参加吉尔伯特
群岛战役。1944 年参加马绍尔群岛战役和马里亚纳群岛战役。1945 年 2 月参
加硫黄岛战役，3月随舰队攻击日本本土。

印第安纳波利斯号巡洋舰（Indianapolis）美国重型巡洋舰。建造于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属“普特兰德”级（Portland）。排水量 9800 吨，配备
8英寸火炮 9门，5英寸火炮 12 门，航速 32 节。大战期间在太平洋海域作战。
曾为美国第五舰队司令*史普劳恩斯的旗舰。1945 年 7 月 24 日，该舰将原子
弹运载到马里亚纳群岛的提尼安岛。同年 7月 29 日，在菲律宾以东海面，被
日本伊-58 号潜艇 3枚鱼雷击中沉没，舰上 1196 名官兵中仅 316 人生还。为
大战中美国海军披击沉的最后一艘大型军舰。

外贝加尔方面军  苏联战略战役军团。1941 年 9 月在外贝加尔军区基
础上组建。初辖 2个集团军。后又编人 2个集团军、1个坦克集团军、1个苏
蒙军队集群和 1个空军集团军。苏德战争期间先后抽调 11 个步兵师、3个坦
克师、1个摩托化师、1个骑兵师以及 1个步兵旅和 1个炮兵旅，总计 30 万
人、2000 多门火炮和迫击炮、1400 多辆坦克，赴西线作战。1945 年 8 月参
加*远东战役。进至中国的张北、承德、赤峰、沈阳、长春和齐齐哈尔等地区。
同年 9月 10 日撤销。历任司令为科瓦廖夫（[МихаилПрокфье
вичКовалёв，1897—1967]1941.9—1945.7）和马林诺夫斯基
（1945.7—9）。

外高加索方面军  苏联战略战役军团。1941 年 8 月在外高加索军区基
础上组建。担负掩护面对伊朗和土耳其的南部边境。辖 5个集团军。后增编



塞瓦斯托波尔防御地域，并指挥黑海舰队和亚速海区舰队作战。同年 12 月
30 日改称*高加索方面军。1942 年 5 月再次组建。初辖 2个集团军，后陆续
编入 10 个集团军和 2个空军集团军，黑海舰队和亚速海区舰队也属其指挥。
参加高加索会战。1943 年 1 月其北军队集群改编为*北高加索方面军。1945
年 8 月撤销。历任司令为科兹洛夫（[ДмитрийТимофе-еви
чКозлов，1896—1967]1941.8—12）、丘列涅夫（1942·5—1945.8）。

处理中国事变纲要  ①日本近卫内阁 1937 年开展对华外交攻势的纲要
文件。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为实现速战速决战略，决定开展外交攻势
以配合其军事行动。1937 年 10 月 1 日，由近卫内阁的四相会议制订。规定：
通过军事行动和外交措施，尽快结束侵华战争；军事行动的目标是使中国“迅
速丧失战斗意志”，具体手段是“使用兵力占据要地”（主要是华北和上海
方面）；外交措施的目标是将中国“诱向我方所期待的境地”，进行及时的
谈判与工作，谈判主要条件为中国放弃“排日抗满”政策，与日本共同“防
共”，实行“日华经济合作”。②日本近卫内阁 1940 年确立对华“长期作战”
战略的纲要文件。第二届近卫内阁上台后，日本利用纳粹德国闪击西欧得逞
之机，确定实施南进。为对付中国的持久抗战，恢复和增强日本“国防力量
的机动性”，于 1940 年 11 月 13 日由御前会议通过此纲要。强调除使用武力
外，运用一切手段，排除英、美的援华行动，调整日、苏邦交，“摧毁重庆
政权的抗战意志”使其迅速屈服。提出“和平谈判以汪蒋合作为前提”，基
本条件为：中国承认“满洲国”，放弃抗日，承认日本可在蒙疆、华北、长
江下游、海南岛和华南沿海特定地点开发资源和驻军。规定如同年 11 月底未
能实现“和平”，即坚决转入长期作战方针，确保蒙疆、华北、汉口以东的
长江下游和广东等华南沿海要地。

处理中国问题方针纲要  日本策划建立*“满洲国”的纲要文件。1931
年 11 月国联决定组成李顿调查团，赴中国东北调查九·一八事变。日本企图
抢先建立“满洲国”，造成既成事实。1932 年 1 月 6 日，陆军省、海军省和
外务省协议制订此纲要。规定：“满蒙应从中国主权下分离出来”，形成“独
立”国家，由日本负担其“对外防卫”，并作为对俄、对华作战的第一线。
同月底，关东军据此方针制定具体实施方案，加速了建立“满洲国”的行动。

处理中国事变根本方针  日本近卫内阁制定的侵华政策文件。1937 年
底，日军虽然侵占南京和华北等地，但未能实现速战速决。为迅速灭亡中国，
日本企图借军事胜利迫使国民政府投降。1933 年 1 月 11 日，御前会议通过
此件。声称日本的根本方针是同“满洲国”和中国“合作”。决定如中国“现
中央政府不来求和”，则日本“今后不同此政府交涉解决亭变”，将转而扶
植“新的（即卖国的）支那政权”。在附件中提出“日华媾和谈判条件”，
规定中国承认“满洲国”和放弃排日反满政策；在华北、内蒙和华中划定“非
武装区”，必要时驻扎日军：在内蒙则设立独立的“防共自治政府”；签订
“经济合作”协定等。

处理满蒙问题方针纲要  日本控制*“满洲国”、统治中国东北的纲要
文件。1932 年 3 月 11 日，即“满洲国”成立后第三天，由日本内自会议通
过。规定：应使满蒙在政治、经济、国防、交通、通讯等方面，“体现作为
（日本）帝国生存的重要因素的作用”；治安主要由日本负责维持；恢复并
扩充日本的权益；迅速设置统制机关。该纲要强调满蒙“作为（日本）帝国
对俄对华国防第一线，不允许有外来的捣乱行为”。同年 6月，关东军据此



方针起草了《指导满洲国纲要》。9月，日本宣布承认“满洲国”并签订《日
满议定书》。

冬季风暴（Wintergewitter）德军统帅部为解救被围困在斯大林格勒的
德军集团，于 1942 年 12 月 12 日发动的进攻行动代号。此行动由第四装甲集
团军实施，该部所辖第五十七装甲军组成的突击群由科捷利尼科夫斯基地域
出发，于 12 月 21 日推进至距斯大林格勒 48 公里处，但随即遭到苏军的有力
阻击，12 月 23 日德军的行动被迫停止。参见*斯大林格勒会战。

包瑞德（DavidDiveBarrett）1892—？）一译“巴瑞德”。美国军人。
科罗拉多大学毕业。1917 年入美国陆军。1925 年来华，任驻华使馆陆军副参
贫。1942 年升任驻华陆军武官，上校衔。1944 年 7 月任美军观察组（即*迪
克西使团）组长，率该组赴延安，曾在延安、绥德等地活动，并与毛泽东、
周恩来等会晤。主张同共产党抗日武装合作。后因与赫尔利意见相悖，被迫
辞职。调任驻华美军作战指挥部参谋长。战后曾任驻华代理武官。回国后曾
任科罗拉多大学斯拉夫及东方语言系主任。著有《迪克西使团：美军观察组
在延安》。

[丶]

主教型自行火炮（Bishop）英国自行火炮。以*瓦伦丁型坦克为底盘，
装备 1门 25 磅野战炮（即弹重 25 磅），射程 6400 码，全封闭式。1941 年
10 月制成 100 辆。1942 年起用于北非战场。1944 年为*教堂司事型自行火炮
所取代。

市场（Market）盟军 1944 年 9 月实施的*阿纳姆空降战役的代号。与“花
园”行动协同，统称“市场-花园”，成为*荷兰战役第一阶段攻势的代号。

立陶宛  参见“波罗的海国家”。
立即行动委员会（Comissiond’ActionImmediate）“法国内地军的领

导机构。
闪击战（DerBlitzkrieg）纳粹德国军事战略。由 3 个互相联系的要素

构成：（1）在主要打击方向上集中优势兵力和兵器，速战速决，避免陷于两
线作战；（2）迅速集中和展开作战部队，进行突然袭击；（3）实施高速度
大纵深的密集突击，以包围和合围为手段歼灭敌武装力量。1938 年年中，德
军领导集团最终确认大量集中使用坦克的原则，使该战略具有付诸实施的手
段和实战意义。在实战中具体表现为：集中使用大量坦克、俯冲轰炸机和机
械化炮兵的战斗群对敌狭小正面发动快速猛攻，摧毁敌主要作战阵地和机
群，切断其通讯联络和交通运输；进攻部队以摩托化部队、坦克和自行火炮
为前导，步兵居后，在航空兵配合下，快速突入敌国，分割合围敌武装部队，
德军在德波战争、低地国家战役、法兰西之战、苏德战争初期一度得逞，但
在莫斯科会战中遭挫，从此破产。

闪电式战斗机（Lightning）即“P-38 型歼击机”。
兰德（EmoryScottLand，1879—1971）美国官员。海军上将。1902 年美

国海军学院毕业，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1937—1938 年任联邦政府海运委
员会委员。1938—1946 年升任该委员会主席。领导战时美国海上运输及同英
国海运的协调工作。1942 年 2 月起，兼任战时船舶管理局局长，在美、英船
舶管理问题上与英国发生争执，主张美国保持新建船只的所有权，以利在战



后扩充美国的商船队。战后曾任美国空中运输协会主席等职。
兰尼兹尔（LymanLouisLemnitzer，1899—1988）美国将领。1920 年毕

业于西点军校。曾在该校任教。1941 年任营长。后调在陆军参谋部计划处工
作，显示出非凡的组织才能。1942 年获准将衔。后在艾森豪威尔主持下，参
与制定登陆北非的计划。突尼斯和西西里战役时任美第三十四防空旅旅长。
1944 年参与意大利投降的谈判，后出任地中海盟军最高司令部参谋长，曾促
成驻意大利德军及奥地利南部的德军投降。战后曾任美第七步兵师师长等
职，参加侵朝战争。1955 年晋升上将。1959 年任陆军参谋长。1960—1962
年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1963 年任北约欧洲地区司令。1969 年退役。

兰科维奇（AleksandarRankovi ，1909—）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之一。
1928 年加入南斯拉夫共产党。次年被捕，判刑 6年。1940 年当选为南共中央
委员和政治局委员。参加1941 年七月起义的组织和准备工作。后历任人民解
放军最高司令部成员，南共中央组织书记，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大会
委员和塞尔维亚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大会副主席等职。解放后，反对联邦制和
社会主义自治。1966 年被撤销党内外职务，并被开除出党。

兰开斯特式轰炸机（Lancaster）英国重型轰炸机。1942 年开始服役。
4引擎、双尾、中单翼，翼展 102 英尺，机身长 69 英尺 4英寸，高 20 英尺。
最大时速 270—291 英里，升限2.5 万英尺，最大载荷航程 1075—1660 英里，
可载炸弹一般为 1.4 万磅，改装后可达 2.2 万磅，配有 H2S 导航仪和 8个转
动炮塔。乘员 7人。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国最好的重型轰炸机，广泛用于
对德国的*战略轰炸。1944—1945 年曾投掷特制的超重型炸弹“高个子”（1.2
万磅）和“大满贯”（2.2 万磅），对摧毁德国潜艇坞与火箭发射场起重要
作用。至战争结束共出动 15.6 万架次，投弹达 60 余万吨。战时生产 7337
架。

兰彻斯特式冲锋枪（Lanchester）英国海军用冲锋枪。由英国斯特林兵
器公司设计师兰彻斯特（GeorgeHerbertLanchester，1874—1970）仿照德国
Mp-28 式冲锋枪设计，故名。1940 年 8 月英国海空军紧急定货，同年 11 月制
出样品。口径 9毫米，射速每分钟 600 发，弹仓携弹 32 发。约制造 5万支，
被英国海军采用。战后继续使用。

头山满（1855—1944）日本右翼势力首领。早年参加自由民权运动。1879
年同平冈洁太郎等人结成向阳社，1881 年改建成秘密的军国主义团体玄洋
社。后又发起创建黑龙会、*大日本生产党。一贯鼓吹“大亚细亚主义”和对
外扩张，自称“天下浪人”。与军部、财阀、官僚相勾结，对内专事迫害社
会进步人士，对外配合军部进行侵略活动。晚年积极支持德、日、意三国同
盟和扩大对华侵略。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形成的右翼团体，大多属玄洋社系
统，骨干分子则多数是其信徒。

汉克（KarlHanke，1903—1945）德国纳粹党大区领袖。早年当磨坊工
人二十年代参加纳粹运动。1932 年当选国会纳粹党议员。1933—1941 年任国
民教育和宣传部国务秘书，协助戈培尔工作。1941 年任下西里西亚纳粹党大
区领袖。希特勒在柏林困守时曾指令其接任希姆莱的一切职务。后逃窜至捷
克斯洛伐克境内被击毙。

汉基（MauricePascalAlersHankey，1877—1963）英国官员，1895 年成
为海军军官，此后在本土和海外基地从事海军情报和计划工作。1912 年任帝
国防务委员会秘书。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曾兼任战对内阁秘书处主任。



3 年又兼枢密院办公室主任，1938 年退休。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出任张伯
伦内阁的不管大臣。1940—1942 年先后任丘吉尔内阁的兰开斯特郡事务大臣
和主计大臣。此后仍担任各种咨询性的部际委员会主席，直至 1952 年。有贵
族称号，并为皇家学会会员。著有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回忆录《最高统帅，
1914—1918》等。

汉莱因（KonradHenlein），1898—1945）捷克斯洛伐克苏台德地区法
西斯党头目。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1933 年德国纳粹党执政后，仿效纳粹
党建立苏台德德意志祖国阵线（SudetendéutschsHeimatfront）。接受纳粹
德国的命令和资助。1933 年 3 月德国兼并奥地利后，奉希特勒秘密指示，参
与对捷克斯洛伐克施加压力，公开要求苏台德完全自治，并组织暴乱。《慕
尼黑协定》签订后任第三帝国驻苏台德地区专员。1945 年 5 月被捷克斯洛伐
克人民俘获后自杀。

汉德逊（NevileMeyrickHenderson，1882—1942）英国外交官。毕业于
伊顿公学，后去国外求学。1905 年进入外交界。1924 年起历任驻埃及、法国、
南斯拉夫公使和驻阿根廷、巴拉圭大使。1937 年出任驻德大使，是张伯伦内
阁对德绥靖政策的忠实执行人。1939 年 3 月离任。著有《失败的使命》。有
爵士封号。

汉堡轰炸  盟国空军对德国实施的战略轰炸战役。1943 年 7—11 月间，
以*英国轰炸机司令部为主，*美国轰炸后的汉堡城第八航空队参加，对以汉
堡（Hamburg）为重点的德国大城市连续 33 次大规模空袭，共出动轰炸机 1.7
万架次。其中 7月 24 日战役开始起至 8月 3日，连续密集轰炸汉堡（代号“罪
恶的城市”），出动轰作机 3095（一说 3340）架次，投弹 8621 吨，盟军损
失飞机 87 架。汉堡遭到严重破坏，尤其因盟军大量使用燃烧弹，并且在 7
月 24 日夜间首次轰炸即炸毁洪水系统，导致持续火灾，高温使沥青路面亦燃
烧，4万多人被烧死和窒息死。

汉娜·塞奈什（HannahSenesh，1921—1944）匈牙利抵抗运动女英雄。
犹太人。1939 年战争爆发后参加抵抗运动，自愿承担帮助纳粹德国统治下的
犹太人的使命，协助被迫害的犹太人外逃。1944 年 3 月跳伞进入南斯拉夫，
参加游击小组。3 个月后，越过边境回到匈牙利，不久被捕。在霍尔蒂政权
监狱中受尽酷刑，坚贞不屈。1944 年 11 月 7 日牺牲。

汉夫施丹格尔（ErnstFranzSedgwickHanfstaengl，1887—1975）德国
纳粹党国外新闻处处长（1931—1937）。早年就读于美国哈佛大学。第一次
世界大战后在慕尼黑结识希特勒，加入纳粹党。1923 年参加啤酒店暴动，1931
年任纳粹党国外新闻处处长，负责扩大纳粹党和法西斯政权在国外的影响。
后因与纳粹党头目意见分歧，于 1937 年逃离德国去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任美国政府纳粹事务顾问。战后被短期拘留，后回国。著有回忆录《未出庭
的证人》、《希特勒：失去的年代》等。

汉普登式轰炸机（Hampden）英国中型轰炸机。1936 年投产。双引擎，
下单翼。最大时速254 英里，最大载荷航程1000—1460 英里，可载炸弹4000
磅，乘员4人。大战初期为*英国轰炸机司令部的主要机种之一，主要用于夜
间轰炸。由于载弹量少，自卫力不足，后被淘汰，1942 年 9 月起转为海岸司
令部用作反潜巡逻。共生产 1430 架。

汉科克号航空母舰（Hancook）美国航空母舰。1942 年建成并服役。属
“埃塞克斯”级。排水量 2.71 万吨，航速 33 节，载机80 余架。先后编入美



国第五舰队和第三舰队的特遣舰队。1944 年 9 月参加对菲律宾马尼拉港口的
袭击，10 月下旬在莱特湾海战中被日军*神风特攻队击伤。1945 年 2 月参加
硫黄岛战役，3月参加攻击日本本土，4月参加冲绳岛战役。

冯玉祥（1882—1948）中国将领。字焕章。行伍出身。早年任职于北洋
陆军。1924 年 10 月发动北京政变，任国民军总司令。后参加北伐战争，任
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任行政院副院长兼军
政部部长。九·一八事变后，积极主张抗日。1933 年 5 月，在中国共产党推
动下，与吉鸿昌、方振武等发起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任总司令，率
部抗击日本侵略军，曾收复宝昌、沽源、多伦等地。后在国民政府军队和日
军夹击下失败，8月辞职，到泰山隐居。1935 年授一级上将衔。同年底到南
京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主张停止内战，共同抗日。1937 年七七
事变后，出任第三、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参与指挥*淞沪会战。旋被削去军队
指挥权，改任军委会督导长官、国防最高委员会常委。真诚与中国共产党合
作，辗转各地，巡视部队，积极参加抗日民主运动。1946 年 9 月赴美国考察，
在美公开反对蒋介石的内战政策。1948 年 9 月 1 日由美归国途中，因邮轮失
火在黑海遇难。著有《我的生活》、《冯玉祥日记》、《我所知道的蒋介石》
等。

冯白驹（1904—1973）中国将领。别名继周，又名布文。1926 年加入中
国共产党。曾任琼崖工农革命军第七路军党代表。抗日战争爆发时任中共琼
崖特委书记。1939 年兼任琼崖抗日独立总队总队长，坚持敌后游击战争，率
部与日军作战达 60 多次，击毙侵略军 500 余人。1941 年被选为琼崖东北区
人民政府主席。1944 年任琼崖民众抗日自卫团独立纵队司令员兼政委，先后
开辟琼文、美合、白沙等抗日根据地。1945 年 8 月率部向日军反攻。解放战
争时期，任人民解放军琼崖纵队司令员兼政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
任海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中共广东省委书记。

冯安邦（1896—1938）中国将领。字化民。曾任国民政府第二集团军师
长、宁夏省政府代理主席。1935 年授中将衔。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一成区
第二集团军第四十二军军长，率部在北平（今北京）附近琉璃河、房山一线
抗击日军。后参加太原保卫战，在娘子关战役中重创日军，击毙敌联队长以
下 1200 亲人。1938 年参加台儿庄会战。9月奉命驻防大别山，曾在小界岭、
鸦雀山与日军激战 50 余日。不久奉命转战鄂北襄樊一带。同年 11 月 3 日当
行抵襄阳时，遭敌机轰炸牺牲。

冯治安（1896—1954）中国将领。字仰之。北京陆军大学毕业。曾任西
北边防督办公署卫队旅长。九·一八事变时任第二十九军三十七师师长，主
张对日作战。1932 年率部在喜峰口阻击日军。1935 年授中将衔。1936 年任
河北省政府主席兼第三十七师师长。七七事变后，率部与日军激战于芦沟桥。
旋升任第七十七军军长、第一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十九军团军团长。1938 年
率部参加台儿庄战役，同年 12 月任第三十三集团军副总司令。1940 年参加
鄂北会战，5月任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1945 年 8 月任第六战区副司令长
官。抗战胜利后，曾任京沪杭警备副总司令。上海解放前夕去台湾，曾任台
湾当局“总统府”战略顾问。

让内内（JulesJeanneney，1861—1957）法国政界人士。曾为议员。1909
年起为参议员，活跃于法国政界。1940 年 7 月 10 日主持两院联席会议，将
全权授予贝当。后曾致函贝当，谴责维希政府破坏宪法。此后一度隐退。1944



年 9月，经戴高乐邀请重返巴黎，10 月出任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国务部长。
翌年退出政界。

让-巴尔号战列舰（Jean-Bart）法国军舰。*黎塞留号战列舰的姊妹舰。
1940 年 6 月服役。舰长 248 米，宽 33.2 米，排水量 3.5 万吨，航速 30 节。
舰上装备 380 毫米火炮 8门，152 毫米火炮 5门，100 毫米火炮 10 门及其他
防空武器。1940 年 6 月法国投降时，未及全面竣工，即被迫自法国的圣纳泽
尔港避难至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1942 年 11 月，曾试图抵抗盟军登陆，受
重创。此后来发挥作用。1946 年 2 月重返法国。1953 年完成改装。1968 年
拆毁。

礼萨汗（RizāShāhPahlavī，1877—1944）伊朗国王（1925—1941）。
1921 年发动政变，控制了军队。1923 年出任首相。1925 年推翻卡扎尔王朝，
加冕为国王。大战爆发后，推行亲德政策，为纳粹间谍提供活动场所。1941
年 8 月 25 日英、苏两国同时出兵伊朗，遂被迫承认英、苏对伊朗的占领，并
关闭德、意使馆。9月 16 日苏军进驻德黑兰后逊位，流亡国外。在南非病逝。

永田铁山（1884—1935）日本将领。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
初在驻德国、丹麦和瑞典使馆供职，后任驻瑞士武官。期间曾与*小畑敏四郎、
*冈村宁次结成所谓“三杰盟约”，谋求提高军部地位，确立总动员体制。回
国后，作为作战资材准备会议干事推进总动员政策，井历任陆军省军务局军
事课长、参谋本部第二部部长和第一旅团长。1932 年晋升少将。1934 年 3
月任陆军省军务局长。力主加强对军队的统制，以合法手段建立军部政权，
成为*统制派的首领之一。1935 年 7 月皇道派首领真崎甚三郎被免职，皇道
派视其为罢免真崎的元凶，遂于 8月 12 日由皇道派成员相泽三郎将其斩杀。
死后追封中将。

永野修身（1880—1947）日本海军将领。毕业于海军兵学校和海军大学。
1920—1923 年任驻美使馆副武官。后历任海军兵学校校长、军令部次长。1931
年出席日内瓦海军裁军会议。1933 年任横须贺镇守府司令长官。1934 年晋升
海军大将。次年作为日本首席代表出席伦敦裁军会议，反对*《华盛顿限制海
军军备条约》，中途退出会议。1936 年 3 月就任广田内阁的海军大臣。次年
出任联合舰队司令长官。1941—1944 年任军令部总长。任内认为日、美战争
已不可永野修身避免，未来的战争将是一场持久战，日本只有在取得充分物
资和夺取战略要地的情况下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主张对美开战并应先发制
人，最后裁定了偷袭珍珠港的作战计划。1943 年晋升海军元帅。日本投降后，
以甲级战犯被捕，审判期间病死。

[ ]

尼禄（Nero）1945 年 3 月 19 日希特勒发布的焦土命令的代号。1945 年
当苏军和盟军从东西向德国腹地挺进时，希特勒不顾将给德国人民带来的毁
灭性后果，签发此令企图顽抗。命令责成德国武装部队和纳粹党大区领袖，
在放弃他们的所在地区时，实行最彻底的焦土原则，破坏一切军事、运输、
通讯、工业和供应设备以及全部资源。由于武装部队将领大多对此命令持反
对态度，同月 23 日由*鲍曼签发补充命令，责成纳粹党大区领袖全权负责，
并规定即使是徒步转移全体居民亦应全部撤离。此命令遭到抵制，未被彻底
实行。



尼米兹（ChesterWilliamNimitz，1885—1966）美国海军将领。1905
年海军军官学校毕业。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美国大西洋舰队服役。历任潜
艇艇长、大队长和战列舰舰长等职。二十年代在新港海军军事学院深造，较
早认识到航空母舰的战略地位。1938 年获海军少将衔，次年任海军人事局局
长。1941 年 12 月珍珠港事变后不久，被任命为美国太平洋舰队总司令，晋
升海军上将。主张利用航空母舰开展无限制的空袭战，并开展无限制的潜艇
战，以击败日本。1942 年 4 月派*哈尔西率航空母舰编队出击，空袭东京。
当月美国在太平洋建立区域指挥制后，兼任中太平洋战区总司令，统辖该地
区陆海空军部队。同年 5 月指挥珊瑚海海战，使日军攻势受挫。6 月再获中
途岛海战之捷，为扭转太平洋战局奠定基础。在瓜达尔卡纳尔岛争夺战中，
果断指挥战事，以*航空母舰突击编队破坏日军交通线，夺取制空权，获得胜
利。1943 尼米兹年 11 月美军实施*电流作战，强攻塔拉瓦（Tarawa）岛，伤
亡惨重。总结经验教训后，采取*跳岛战术，连续收复中太平洋诸岛，1944
年 10 月协同*麦克阿瑟指挥菲律宾战役。同年，获海军五星上将衔。1945 年
初，进驻关岛，以指挥进攻日本本土。在同年 9月 2日日本投降仪式上代表
美国签字。战后曾任美国海军作战部长。1947 年退休。

与波特（ElmerPotter）合著《海上实力：一部海军史》。
尼赫鲁（JawaharlalNehru，1889—1964）印度国民大会党领导人。曾

在英国求学，律师出身。早年加入国大党，1929 年后多次任该党主席。大战
爆发后，认为印度应支持英国的反法西斯战争，但反对印度成为交战国。
0年 10 月，参加甘地发动的“不合作运动”，在全国组织消极抵抗，不久被
捕。后又多次入狱。1945 年初获释。战后继续从政，长期任总理。

尼罗河集团军（ArmyofNile）亦称“三角洲集团军”或“西部沙漠军”。
英国陆军战役军团。为保卫埃及阻止北非意军进攻尼罗河三角洲地带，由英
军中东总司令*韦维尔，于 1940 年 9—10 月间负责组建。由埃及驻军以及从
巴勒斯坦、东非、印度等抽调的英、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部队组成，共 39
个营约 6万人，主要布防于马特鲁港到亚历山大沿耕作地带的边缘。同年底
在得到增援后，相继进行西迪巴拉尼之战和贝达富姆之战，并于 1941 年 1
月攻占图卜鲁克。3月间派兵增援希腊受挫。随后与到达北非的隆美尔*非洲
军团进行图卜鲁克争夺战。同年 9月起改编为*英国第八集团军。司令先后为
威尔逊和尼姆（PhilipNeame，1888—1978）。

尼古拉耶夫登陆战  1944 年*敖德萨战役过程中苏军为夺取尼古拉耶
夫（Николаев）港而实施的登陆作战。3月 26 日，以奥尔尚斯基（К.
Ф.Ольщанский）的上尉为首的 55 名水兵、10 名工兵和 2名通信
兵在港口登陆，并建立环形防御，2昼夜内击退德军 18 次冲击，歼敌 700 余
人，坚持到已方大部队抵达。此次登陆行动的参加者均被授于苏联英雄称号。

尼料液尔-克里沃罗格战役  苏德战争后期苏军发动的进攻战役，*第
聂伯河右岸乌克兰进攻战役的组成部分。1944 年 1 月 30 日至 2月 29 日，由
乌克兰第三、第四方面军实施。*梅利托波尔战役后，苏军已切断德军克里米
亚集团与 A集团军群主力的联系，但德军在第聂伯河大弯曲部的突出部和尼
科波尔（Никополь）地域的登陆场仍驻有重兵。2 月 1 日苏军突破
敌防线，2月 8日解放尼科波尔，2月 22 日解放克里沃罗格，清除了突出部
和登陆场之敌，为解放克里米亚扫清了外围。

民警（Milizia）即“保卫国家安全志愿民警”。



民族阵线（FrontNational）大战期间法国共产党领导的抗德统一战线。
1941 年夏成立，主张各派抵抗力量广泛联合，用武力驱逐德寇，惩治合作主
义分子，并在全国解放后推行社会改革。由*维翁出任主席，在南北两区分设
领导中心，下属*自由射手和游击队。次年，各地方委员会相继建立，并团结
社会各阶层人士参加。1943 年 5 月加入*民族抵抗委员会。

民族革命  法国维希政府推行的法西斯化运动。1940 年 10 月 11 日正式
提出。以“劳动、家庭、祖国”为口号。“革命”期间，众、参两院均告解
散，地方选举机构亦被迫停止活动，大权集于贝当一身。1940 年 8 月通过《工
业生产临时组织法、在各企业建立组织委员会。同年 10 月下令解散总工会。
1941 年 10 月颁布*《劳动宪章》，名为反托拉斯，实为扩大垄断资本家的权
利，并对全国工人实行严格的控制；提倡所谓“重返土地”，力图将法国变
为农业国，在农村建立农业职业辛迪加，维护富农和地主的利益，并置广大
农民于国家监督之下。设立*青年工场，强行对青年灌输忠于贝当的思想。烦
布*《义务劳动服务法》，驱使人民为德国侵略战争服役；鼓吹“道义和文化
的更新”，修改教科书，传播法西斯的文化和艺术，贬低法国在历史上的地
位；成立“犹太问题总行政委员会”，推行排犹政策；建立*维希民警等恐怖
组织，镇压抵抗运动，屠杀爱国者。该运动的推行加速了维希政府的垮台。

民族堡垒（NationalRedoubt）大战末期纳粹德国打算利用南巴伐利亚
和西奥地利的阿尔卑斯山区进行顽抗的一种设想。1945 年 3—4 月间，戈培
尔大肆宣传为攻不破的德意志“民族堡垒”。曾被”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
视为严重的威胁。实际上仅是戈培尔宣传机器的社撰。

民族社会主义（Nationalsozialismus）旧译“国家社会主义”，简称
“纳粹主义”。德国的法西斯主义。形成千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是德国
内外矛盾尖锐的产物。受费希特（JohannGottliebFicbte，1762—1814）的
“ 自 我 ” 高 于 并 派 生 一 切 的 唯 心 主 义 哲 学 、 黑 格 尔
（GeorgWilhelmFriedrichHegel，1770—1831）的国家是“绝对精神”的现
实体现的唯心社会政治观、特赖奇克（Hein-richvonTreitschke，1834—
1896 ） 的 “ 战 争 是 人 类 最 高 的 自 我 表 现 ” 的 理 论 、 尼 采
（FriedrlichWilbelmNietzsche，1844— 1900）的超人哲学、戈平瑙
（ JosephArthurdeGobineau ， 1816 — 1882 ） 和 张 伯 伦
（HoustonStewartChamberlain，1855—1927）的种族主义理论等影响并继承
其部分内容，集中反映在*《我的奋斗》和纳粹党的《二十五点纲领》中。宣
传雅利安人是优等种族，有权利和义务主宰世界，犹太人和斯拉夫人是劣等
种族，必须受优等种族的奴役和灭绝。鼓吹社会达尔文主义和民族沙文主义，
力主以战争为手段在欧洲夺取*生存空间井征服全世界，建立德意志民族的世
界霸权。反对议会民主制度，鼓吹在一切领域实行*领袖原则，确立“超人”
的独裁统治。反对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和社会主义制度，攻击马克思主义“意
在建立犹太人的世界统治”，是“犹太人的理论”。为欺骗德国下层人民，
曾包含反对垄断资本但不取消私有制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要求，随着纳粹
党加紧投靠垄断资产阶级，逐渐被废弃。纳粹党上台后即成为德国内外政策
的指导思想，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民主国家兵工厂（TheGreatArsenalofDemoeraoy）美国总统罗斯福 1940
年 12 月 29 日关于国家安全的*炉边谈话中的用语。意谓美国面对德、意、日
法西斯军国主义对他国的侵略行径，不能再持熟视无睹的态度和恪守*孤立主



义传统，而要给被侵略者提供一切可能的援助，为此必须增加国防生产，扩
大工业生产能力，使美国成为民主国家的兵工厂。此主张得到大多数美国人
的拥护。翌年1月 6日，罗斯福遂在致国会的年度咨文中提出*《租借法案》，
3月获得通过和授权。截止 1945 年 6 月，美国共提供租借援助达 420 亿美元，
成为同盟国最大的军工生产基地。

民都洛岛登陆战  *菲律宾战役中美军实施的一次登陆战役。1944 年 12
月，*莱特岛登陆战役行将结束，为给将来进攻吕宋岛提供空中掩护，西南太
平洋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遂选取吕宋岛南面沿海中部的民都洛（Mindo-ro）
岛作为最后的踏脚石。12 月 15 日，美军 2个团组成的特混部队（1.1 万人）
在邓克尔（Dunkle）准将率领下，由美国第七舰队战舰护送，在该岛南部登
陆，迅即攻占岛上的 4个小型机场。日本*神风特攻队攻击美军登陆舰队，击
伤美 1 艘护航航空母舰。12 月 20 日美军占领全岛，美军伤亡约 500 人。12
月 23 日美航空队飞机进驻该岛。

民农抵抗委员会（ConseilNationaldelaResistance）大战期间法国国
内抵抗运动的领导机构。1942 年初，戴高于的特派员*穆兰秘密到达法国南
方，为联合国内各派抵抗力量，于 1943 年 5 月 27 日建立该组织，穆兰任主
席。声明承认戴高乐为“抵抗运动的灵魂”。参加者有共产党、激进党、社
会党等 6个政党。2 个工会和 8 个抵抗组织（北方 5 个、南方 3 个）。下设
常务局和军事行动委员会，负责日常工作。1943 年 6 月，穆兰牺牲后，由*
皮杜尔继任主席。1944 年 3 月 15 日，颁布《抵抗运动行动纲领》，主张战
后在法国建立更广泛的民主，实施全面社会保险，保障劳动就业，发挥工会
作用和恢复殖民地人民权利等。建立*法国内地军，设立*各省解放委员会，
配合盟军登陆作战。1944 年 8 月，领导*巴黎起义。巴黎解放后，曾抗议戴
高乐解散内地军指挥部的命令。后与*临时咨询议会合并，其部分成员被任命
为临时政府部长。此后作用逐渐减小，名义上存在至 1947 年。

民众总力结靠运动（PusatTenagaRakyat）即“普泰拉”。
民族社会主义月刊（NationalsozialistischeMona-tshefte）德国纳粹

党机关刊物。月刊。主编罗森堡，重点宣传纳粹主义理论。1945 年纳粹德国
战败后停刊。

民族社会主义司机团（Nationalsozialistisches-Kra-ftfahrkorps，
缩写 NSKK）德国纳粹党的分支组织和半军事性摩托化特别团体。负责督导陆
军机械化部队和装甲部队新兵的役前训练。拥有包括 26 个汽车摩托学校和
32 个独立摩托队的技术教练基地，掌握近 15 万辆汽车和摩托车。1939 年团
员达 50 万。大战期间，为德国装甲部队提供大批技术兵。

民族社会主义妇女联合会（NationalsozialistischeFzauenschaft，
缩写 NSF）德国*纳粹党的分支组织。1931 年 10 月 1 日创立。先后由山德尔
（ElsbethZander）、博伊默尔（GertrudB umer）和肖尔茨-克林克（Ger-
lrudScholtzKlink，1902—）领导。任务为控制德国妇女运动，监督和整肃
其他妇女组织，将它们纳入“民族社会主义妇女阵线”；以“孩子、教堂、
厨房”等口号欺骗其会员安心家务，并向子女灌输纳粹主义，以培养新的法
西斯分子。

民 族 社 会 主 义 德 意 志 工 人 党
（NationalsozialistischeDeutscheArbeiterpartei，缩写NSDAP）旧译“国
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简称“纳粹党”，简译为“民社党”或“国社党”。



德国的法西斯政党。前身是 1919 年 1 月在慕尼黑成立的德意志工人党，同年
9月希特勒加入并成为该党的委员会委员。1920 年 2 月制定并公布《二十五
点纲领》，1920 年 4 月改称此名。纲领要求废除《凡尔赛条约》和《圣日耳
曼条约》，建立*大德意志国，要求取缔不劳而获的收入，打碎利息奴役制，
没收一切战争利润，实行托拉斯国有化，参加大企业分红，提高老年人福利，
建立和维护健康的中产阶级，实现适合国情的土地改革；为贯彻上述要求，
决定建立强大的中央集权制。1920 年夏制定红底白圆心中嵌黑*卍的党旗和
卍字党徽，同年 12 月购买反犹小报*《人民观察家报》作为党报。1921 年 7
月确立*领袖原则，取消委员会，希特勒任*元首。1922 年初有 6000 名党员，
1923 年 11 月增至 5.5 万人。同月发动啤酒馆暴动，失败后遭取缔，但以“民
族社会主义大德意志自由运动”的名义继续活动。1925 年 2 月恢复合法地位，
党员数降至 2.7 万人。此后进行改组，在元首下设全国指导处
（Relehsleitung），其成员分掌总务、财政等事务；中央机构分为两部，第
一部由施特拉塞（GregorStrasser，1892—1934）领导，专事反对*魏玛共和
国政府；第二部由希尔（KonstantinHierl，1875—1955）领导，负责培养未
来的国家官员。全国分为 9个地区（Landes，后逐渐取消），下辖36 个大区
（Gau），各设地区督察员（Landesinspek-teur）和大区领袖（Gauleiter）；
以下逐级设分区（Kreis）、分部（Ortsgruppen）、支部（Zellen），各设
一名领袖（Lei-ter）；最基层为小组（Block），设小组督察员（Blockwart）。
除先前设立的分支组织*冲锋队和*党卫队外，增设*希特勒青年团、*民族社
会主义妇女联合会、民族社会主义大学教师联盟、*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大学
生联合会和*民族社会主义司机团作为分支组织，并设民族社会主义医生协
会、民族社会主义律师协会、民族社会主义教师协会和德国公务员联盟等作
为附属协会。1928 年起希特勒重新解释党纲，声称反对非增殖性的犹太人资
本，不反对增殖性的德意志人资本。1926—1929 年党员数逐年为：4.9 万、
7.2 万、10.8 万、17.8 万。1930 年成为国会第二大党，1932 年 7 月成为第
一大党。1933 年 1 月希特勒执掌德国政权后再次改组该党中央组织机构，设
“元首办公室”处理日常事务，任命赫斯为元首助理，设“元首助理办公室”
领导全国指导处和膜康、种族、家庭调查 3个办公处，并负责管理党的整个
组织机构（赫斯飞英后取消元首助理一职，其办公室改名为“党办公室”，
由*鲍曼任主任）。1933 年 7 月 14 日成为挖国唯一合法政党，同年 12 月 1
日通过*《党和国家统一法》，凌驾于国家政府机关之上。曾先后举行过 11
次集会性党代表大会，对内加强恐怖统治和扩军备战，对外侵略扩张，挑起
第二次世界大战。1945 年德国战败后，被盟国管制委员会宣布为非法组织。

德国纳粹党历农集会性代表大会—览表



民 族 社 会 主 义 德 意 志 大 学 生 联 合 会 （ Nationalsozialist-
ischeDeutscherStudentenbund，缩写 NSDStB）德国纳粹党分支组织。二十
年代后期成立。宗旨为促进德国大学生追随希特勒和纳粹党，为法西斯主义
效力。

弗立克（FriedrichFlick！1883—1972）德国垄断资本家。1913 年开始
经营钢铁企业，三十年代初已在德国联合钢铁公司内占据统治地位。1932 年
为兴登堡总统连任竟选活动捐款 95 万马克，并向纳粹党捐赠 5万马克。翌年
向纳粹党和德意志民族人民党分别捐赠 12 万和 10 万马克。1934—1944 年共
向希特勒和纳粹党捐赠 700 万马克，并作为*希姆莱之友会成员每年向党卫队
捐赠 10 万马克。1937 年正式加入纳粹党，翌年任“国防经济领袖”
（Wehrwirtschaftsführer）。因擅长股票交易和组织辛迪加，任德国许多家
钢、铁、煤联合企业董事长，估计战前则产已达 10 亿美元。大战期间，下属
军火工厂使用集中营内 4.8 万名犹太人从事奴隶劳动，其中 80％劳累致死。
1947 年被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判处 7年徒刑。1951 年获释后重整其企业，逐
渐成为联邦德国头号巨富，但一直拒为战争期间使用的劳动力支付赔款。

弗立契（WernerFreiherrvonFritsch，1880—1939）德国将领。1901
年入军事学院学习。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任炮兵团长。战后在国防军中历任骑
兵师少将师长、第三军区（柏林）中将司令。支持纳粹党上台执政和清洗冲
锋队。1934 年任陆军管理局（实即陆军总参谋部）首脑。1935 年 5 月希特勒
公开宣布扩军后，正式成为陆军总司令，晋升上将。积极从事扩军备战，与*
勃洛姆堡共同主持纳粹德国陆军早期的扩军工作。1937 年 11 月，出席最高
秘密军政会议，对希特弗立契勒的冒险扩张方针有所保留。翌年 2月被解职。
参见“勃洛姆堡一弗立契事件”。

弗兰克（HansFrank，1900—1946）德国驻波兰占领区总督（1939—
1945）。早年在慕尼黑、维也纳和基尔的大学攻读经济学和法学。后当律师。
系一狂热的纳粹分子。1927 年正式加入纳粹党。不久就任该党法律部负责
人。1930 年当选为国会纳粹党者员。希特勒上台后，先后出任和兼任巴伐利
亚邦司法部长、德国司法专员和不管部长、纳粹党法律事务全国领袖、德意
志法学院院长。1939 年 10 月任德国驻波兰辖区最高行政长官（即驻波兰占



领区总督）。上任次弗兰克日即宣布：“波兰人应该成为德意志帝国的奴隶”。
强制推行经济压榨政策，大肆搜括粮食和财物运往德国，并强征 100 多万波
兰人到德国充当劳工。下令开展“AB 行动”（即所谓“特别绥靖行动”），
残酷迫害、屠杀波兰人。积极推行灭绝犹太人的计划（*最后解决），至少使
300 万犹太人遭到杀害。战后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受审，以战争罪和违反
人道罪而判处绞刑。1946 年 10 月 16 日执行。留有 42 本《日记》。

弗里克（WilhelmFrick，1877—1946）德国内政部长（1933—1943）。
旱年在慕尼黑当警官。1923 年参加啤酒店暴动。1925 年加入纳粹党，平庸无
能，但效忠希特勒，成为该党早期的核心人物之一。1928 年任纳粹党的国会
党团领袖。积极参与谋取政权的活动。1933 年纳粹党执政后，出任内政部长。
主持实施解散共产党和其他政党，取消议会民主的活动；起草和签发反犹法
令，积极协助希特勒建立法西斯恐怖统治。1938 年被委任为行政全权总办，
统管德国一切行政机构和事务。同年，参加签署并主持实施把奥地利并入德
国的法令。后又签署和主持实施把苏台德、默麦尔、但泽等地区并入德国的
法令。大战期间，负责在各占领区建立德国统治的行政机构和委任行政官员，
把纳粹的所谓*新秩序推行到整个被占领的欧洲。1943 年 8 月起任波希米亚
和摩拉维亚保护长官。战后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受审，以破坏和平罪、战
争罪和违反人道罪判处绞刑。1946 年 10 月 16 日执行。

弗里茨（Fritz）1940 年 12 月 16 日前德国侵苏战争计划代号。1940 年
12 月 18 日起改称*巴巴罗萨。

弗里曼（WilfridRhodesFreeman，1888—1953）英国空军将领。桑德赫
斯特皇家军事学院毕业。1914 年加入皇家飞行军团，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
战。战后，历任中央飞行学校校长、皇家空军参谋学院院长。1936—1940 年
任空军委员会委员，主管研究开发和飞机生产事务。1940 年晋升空军上将，
任空军副总参谋长。任内曾随同丘吉尔参加在纽芬兰举行的*大西洋会议。
1942—1945 年任飞机生产部首席执行长官。有贵族称号。

弗拉松（Beno Frachon，1893—1975）法国共产党领导人之一。1920
年加入法共。历任党的中央委员（1926—1936）、政治局委员（1928—1936），
并负责工会运动。大战爆发后，担任设在巴黎的临时中心领导人。法国败降
后，在国内与*杜克洛、*蒂翁等组成法共书记处发动党员抗战。努力促成各
派抵抗力量的联合，支持民族抵抗委员会开展工作，并任法国总工会书记。
战后继续担任党和工会的领导工作。

弗浩姆（FriedrichFromm，1888—1945）德国将领。参加第一次世界大
战，战后在国防军各部队任参谋。1933 年 2 月升至上校，后任军事部陆军司
司长。1939 年 9 月出任国内驻防军（即预备军）司令。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升至上将。得悉德国军政上层的反希特勒密谋活动，但持骑墙态度。1944 年
密谋分子*施道芬堡出任其参谋长。*七·二○事件发生当天，密谋分子一度
控制其司令部。虽迅即倒向纳粹一边，逮捕和枪杀主要密谋分弗洛姆子，仍
于次日被解职。随即被捕。翌年 3月被处死。

弗莱彻（FraukJackFletcher，1885—1973）美国海军将领。1906 年毕
业于美国海军学院。后任舰长等职。1941 年获海军少将衔。次年出任美国太
平洋舰队第十七特遣舰队（航空母舰编队）司令，率舰队参加珊瑚海海战。
1942 年 6 月上旬又率舰队参加中途岛海战，其旗舰“约克敦号航空母舰沉没，
但美军取得击沉日航空母舰 4艘的战果。不久晋升海军中将。同年 8月，指



挥第六十一特混编队，在*瓜达尔卡纳尔岛争夺战中负伤。后回国治疗。日本
投降后任海军最高委员会主席，1947 年退役。

弗莱明（ArthurPercyMorrisFleming，1881—1960）英国工程师。早年
曾在英国芬斯约里技术学院学习电气工程，后加入英国威斯汀豪斯电气公
司，并成为该公司变压器厂的首席工程师和培训部经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
致力于潜艇探测器研制。以后从事无线电研究工作，主持公司的研究部，建
立大型高压实验室。以研制成高功率热离子式电子管技术，使英国在大战初
期能建立雷达站。1945 年获贵族称号。

弗雷内（HenriFrenay，1905—）法国抵抗运动活动家。毕业于军事学
院。后在军界服役。1940 年 6 月在孚日山区作战，被俘。脱逃后参加抵抗运
动。初与停战军情报机构建立联系，后独立创办《法国小翼》、《真理》等
报刊，传播抗战思想，并与其他抵抗组织联合组成*战斗。1943 年起在法兰
西民族解放委员会和临时政府中任俘虏、流放人员、难民事务专员及部长等
职。战后转入商界。

弗雷泽  ①波得·弗雷泽（PeterFraser，1884—1950）。新西兰总理
（1940—1949）。生于苏格兰。1916 年参与创建新西兰工党。1918 年起进入
议会。历任海军、公安、卫生、教育等部部长。大战爆发后，于 1940 年 4
月出任总理。同年先后派出两支部队赴欧洲作战，并派遣海、空军参加保卫
英国的战斗。珍珠港事变后，即对日宣战。动员全国十分之一的人口投入本
上防御，扩军至12 万人。同时接受《租借法案》，为美国提供军事基地。1945
年参加起草《联合国宪章》。战后于 1949 年下野，成为反对党领袖。②布鲁
斯·奥斯丁·弗雷泽（BrueeAustinFraser，1888—1981）。英国海军将领。
大战爆发时任海军部第三海务大臣和军需署署长。1941 年 5 月回到海上勤
务，在本土舰队历任副司令、司令，率舰队参加*大西洋之战。1943 年 12 月，
指挥击沉德国*沙思霍斯特号战列舰的*北角海战。1944 年秋调任英国东方舰
队司令。同年11 月成为新组建的英国太平洋舰队司令。战后曾任首席海务大
臣。领海军元帅衔，有男爵称号。

弗德尔（GottfriedFeder，1883—1941）希特勒的早期经济顾问。早年
攻读工程学和政治经济学。1919 年加入德意志工人党。翌年参与起草纳粹党
的《二十五点纲领》。认为德国经济的症结在于利息制度，主张限制利率，
无偿征用金融巨头和犹太人的财产。纳粹党执政后曾任该党经济委员会主席
和经济部国务秘书，1934 年 12 月被免职。后在大学任教。大战期间，于 1940
年春提出“战争鳄鱼”计划，主张用水泥制作自行驳船，装载士兵和重型装
备强行在英国海滩登陆，未被采纳。著有《纳粹党纲及其世界观基础》、《向
大财团开战》等。

弗里茨彻（HansFrltzsche，1900—1953）德国国民教育和宣传部官员。
早年攻读历史、经济和哲学。1932 年任德国广播公司主任。1933 年 5 月加入
纳粹党，任国民教育和宣传部出版司新闻处处长，负责实施全国报刊“一体
化”。大战期间于 1940 年任国民教育和宣传部部务主任和国内出版司司长。
1942 年改任该部广播司司长，主持在电台中吹捧希特勒和纳粹战争政策。
1946 年被*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无罪开释。著有回忆录《这是汉斯·弗
里茨彻在播音》。

弗里德曼（WilliamFrederickFriedman，1891—1969）美国军事密码专
家。生于俄国。1893 年迁居美国。毕业于康奈尔大学，曾在该校执教。1918



年受雇于美国陆军，服务于潘兴（JohnJosephPershing，1860—1948）将军
的司令部，破译德军密码。1921 年起，任陆军部密码分析处主任。1930 年任
信号情报室主任，后获上校军街。曾为陆军设计密码系统。从 1937 年开始着
重破译日本的“紫色密码”，到 1940 年秋获得成功，使美国军事情报人员能
基本截获日本海军和外务省的机密通讯，该情报来源即取名为*魔术行动。
1955 年退休。著有《密码分析基础》等。

弗里德堡（HansGeorgvonFriedeburg，1895—1945）德国海军将领。毕
业于军事学院。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海军服役。战后继续在海军中供职。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晋升海军上将。1945 年 5 月 1—9 日任海军总司令，任
内代表德国到兰斯盟军总部谈判并签署无条件投降书。后自杀。

弗拉索夫（АндрейАндревичВласв，1900—1946）
苏联将领，投敌分子。1919 年参加红军。1930 年加入联共（布）党。1938
年曾作为苏联军事顾问被派到中国，任蒋介石的顾问，协助训练军队。1939
年奉召回国。苏德战争爆发后在西方方面军作战，任第二十集团军司令，参
加*莫斯科会战。后晋升中将。1942 年 3 月，指挥第二突击集团军在伏尔霍
失（Волхов）地区陷入德军重围，6 月被俘虏后投降。同年组织反苏
军事组织“俄罗斯解放军”，为纳粹德国效力。战后被捕，于 1946 年在苏联，
经审讯后判处绞刑。

弗罗洛夫  ①瓦列里安·亚历山德罗维奇·弗罗洛夫（Валериа
н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Фролов，1895—1961）。苏联将领。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在沙俄军队服役。1918 年参军。翌年加入俄共（布）党，
参加国内战争。1924 和 1932 年毕业于高级步兵学校和伏龙芝军事学院。1939
年任第十四集团军司令，参加苏芬战争。1941 年时为中将。苏德战争期间历
任卡累利阿方面军副司令和司令、白海军区司令。1943 年获上将衔。战后曾
任军区司令。1956 年退役。②亚历山大·谢尔盖那维奇·弗罗洛夫（Але
к-сандрСергоовичФCролов，1902—1952）。苏联海
军将领。1918 年参军。1922 年转入海军。1925 年加入俄共（布）
党。1927 和 1932 年毕业于伏龙芝海军学校和海军学院训练班。三十年代在
黑海舰队潜艇部队任职。1940 年任黑海舰队副参谋长（海军上校衔）。苏德
战争前期历任新罗西斯克和刻赤海军基地司令和多瑙河区舰队司令，在黑海
地区作战。1943 年 1 月任海军潜艇部部长，11 月赴阿尔及尔，任苏联驻“意
大利事务协商会议”代表处海军顾问。1944 年晋升海军中将。同年 6月出任
太平洋舰队参谋长。参加苏日战争。战后曾任第五舰队司令。

弗雷贝格（BernardCyrilFreyberg，1889—1963）新西兰将领。生于英
国。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在英国海军服役，获准将衔。此后曾在英军中担任高
级职务。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指挥第二新西兰远征军赴欧洲作战。
1年春参加巴尔干战役，在希腊和克里特岛率部抵抗德军入侵。因战功卓著，
获高级军功勋章，1942 年获爵士衔。翌年获中将衔。后又转战北非和意大利
等地，曾参加阿拉曼战役。在西非沙漠数度与隆美尔部交战。战后于 1946
年任新西兰总督。1951 年受封男爵。

弗立茨-X 式炸弹（Fritz-X）又名FX-1400 式或 SD-1400 式可控航空作
弹，德国炸弹。1939 年开始研制，1942 年初定型。重 1.4 吨，弹壳上装有 4
个小机翼，母机观察员可通过无线电波控制其滑行轨道。1943 年意大利投降
后，9月 9日德军曾以 3颗此种炸弹击沉意大利*罗马号战列舰。



弗朗克报告（FranckReport）美国原子物理学家弗朗克（JamesFranck，
1882—1964）等入给陆军部长史汀生的备忘录。1945 年 6 月 1 日，美国研究
原子弹使用问题的“临时委员会”，建议尽速并不作事先警告对日本使用原
子弹。曾参加原子弹研制工作的弗朗克、西拉德（LeoSzilard，1898—1964）
等七名科学家获知这一情况时，即以芝加哥社会政治影响委员会的名义向史
汀生提交一份备忘录，认为对日使用原子弹，必然会给建立原子能的国际管
理造成困难，并将引起核军备竞赛，严重威胁人类安全。因该备忘录是由弗
朗克领头签名，故称。

弗赖堡集团（FreiburgerKreis）德国反希特勒组织。由德国弗赖堡大
学学者组成，历史学家里特尔（GerhardRitter，1888—1967）为首。谴责希
特勒的恐怖主义政策，强调希特勒和纳粹分子沾污了德国的荣誉，但又持极
端民族主义立场，反对和同盟国合作，不希望德国在战争中失败。活动范围
小，影响不大。

弗朗索瓦-庞赛（АndreFrancois-Poncet，1887—1978）法国外交官。
190 年毕业于巴黎高师。1931 年起先后任驻德国大使和驻意大利大使。积极
推行绥靖政策，促成慕尼黑会议的召开。主张与意大利合作，大战爆发前夕，
曾与齐亚诺磋商召开新的国际会议。法国败降后为全国顾问委员会成员，支
持贝当的政策。因对德军占领法国全境有异议，1943 年 8 月被盖世太保逮捕，
囚禁于德国。战后曾任驻德高级专员和驻联邦德国大使等职。著有《出使柏
林回忆录》。

弗拉基米尔斯基（ЛевАнатольевичВладимирс
кий，1903—1973）苏联海军将领。1921 年参加海军。1925 和 1927 年先
后毕业于伏龙芝海军学校和指挥人员专修班。1937 年加入联共（布）党。1939
年起任黑海舰队分舰队司令。苏德战争爆发后，率部在黑海作战，先后参加
敖德萨和塞瓦斯托波尔防御战、刻赤-费奥多西亚登陆战役。1943 年 5 月升
任黑海舰队司令。成功指挥刻赤-埃利季根登陆战役。翌年晋升海军中将，调
任波罗的海舰队分舰队司令，参加维堡战役。战后曾任海军副总司令、海军
学院副院长等职。1954 年获海军上将衔。1970 年退役。

弗洛森比格集中营  纳粹德国集中营之一。1937 年建于德国巴伐利亚
的诺伊施塔特区弗洛森比格（Flossen-bürg）镇。拥有15 个分营。初关押政
治犯，大战期间成为重要的强迫劳役中心。1940 年底起开始将囚禁者作特别
医学试验，肄意虐杀。1942 年起成为灭绝营的中转站，专事将欧洲各地犹太
人转运往灭绝营。

弗拉迪米雷斯库第一志愿师  罗马尼亚的反法西斯军队。1943 年 9
月，经苏联同意并提供装备，由罗马尼亚共产党人在战俘中招募组建。以罗
马尼亚民族英雄图多尔·弗拉迪米雷斯库（TudorVladunirescu，1780—1820）
命名。1944 年春编入苏联乌克兰第二方面军，参加解放罗马尼亚的战斗。

加文（JamesMauriceGavin，1907—）美军将领。外号“跳跃的吉姆”
（JumpingJim）。1924 年入役炮兵。后曾在德国军校学习并在西点军校毕业，
曾任西点等军校的战术教官，注重空降作战。1941 年美国参战后，被派赴欧
洲。1943 年 6 月，在西西里岛登陆战役中，曾率美国第五○五空降团实施空
降突袭。同年 9月在意大利萨勒诺登陆战中再度率该团空降突袭成功。1944
年 6 月参加诺曼底登陆战役，不久升任美国第八十二空降师师长，晋升少将。
在阿登战役和阿纳姆空降战役中，其指挥的空降师均发挥重要作用。战后在



参谋部供职，并在欧洲任美第七军军长。1955 年晋升中将，1958 年退役。曾
任驻法大使。

加纳（JohnNanceGarner，1868—1967）美国副总统（1933—1941）。
民主党人。曾就学于范德比尔特大学。1890 年开业为律师。后任得克萨斯州
议员。1903—1933 年为众议员，1931 年起成为众议院议长。1932 年在民主
党大会上支持罗斯福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遂被提名为副总统候选人。1933
—1941 年为副总统。在内外政策上偏向右翼保守势力，意见常与罗斯福相
左。1940 年总统大选前夕，曾得部分财团人士支持，欲图竞选总统，未获成
功。1941 年后逐渐退出政界。

加根（НиколайАилександровичГаген，
1895—1969）苏联将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为沙俄军队上尉。1919 年加入红
军。参加过国内战争。1929 年毕业于高级军事师范学校。1939 年加入联共
（布）党。苏德战争开始时任步兵师长（上校衔）。后任近卫步兵第四军军
长和第五十七、第二十六集团军司令。率部参加斯大林格勒和库尔斯克会战，
以及解放乌克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和奥地利的作战。1943 年
获中将衔。战后曾任军长和军区司令助理等职。1959 年退役。

加里宁（МихаилИвановичКалинин，1875—
1946）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1938—1946）。早年在彼得堡当工人。
1898 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参加过 1905 年革命。因从事革命活动先后
多次被捕和流放。1917 年参加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1919 年当选为俄共（布）
党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和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922 年起
为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926 年起为联共（布）党中央政治局委员。
卫国战争期间，参与领导工业企业东迁，建立战时经济，动员和组建红军预
备队。曾多次赴前线进行鼓动，发表文章和小册子《告战士书》、《一切为
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等，激励全国军民抗德。战争后期致力于恢复解放
区的国民经济工作。著有《加里宁选集》（3 卷）、《加里宁言论集（1941
—1946）》等。

加兰德（AdolfGalland，1911—）德国将领，飞行员。1930 年成为职业
滑翔机飞行员。1937—1938 年在*秃鹰军团服役，在西班牙多次参加空战，
发展了近距离支援陆军的战术。大战初期任飞行教官。1940 年 4 月在第二十
六歼击机联队服役，参加侵法战役和*不列颠之战。击落盟军飞机 103 架，为
德空军“王牌飞行员”之一。1941 年 11 月任空军歼击机部队司令。翌年晋
升少将。1945 年 1 月因指挥失利被免职，后受命领导第四十四歼击机兵团。
同年 4 月 26 日在空战中被美机击落。战后曾任阿根廷空军技术顾问（1948
—1954）。著有回忆录《最初和最后：两次世界大战中的歼击机》。

加罗齐（AldoGarosei，1907—）意大利历史学家。曾在都灵大学攻读
法律。学生时代参加反法西斯斗争。1930 年在都灵组织*正义和自由分部。
1932 年逃亡巴黎，出脉《正义和自由》周刊。西班牙内战期间，曾在罗萨利
纵队作战。1940 年法国沦陷后逃亡美国，参加*马志尼协会，继续进行反法
西斯宣传。1943 年回国，参与行动党的创建，并随盟军在意大利南方作战。
后主编《社会主义意大利日报》，主张在意大利实施民主改革。战后为都灵
和罗马大学历史学教授。

加泽拉（PietroGazzera，1879—1953）意大利将领。就学于摩德纳军
校。参加过意上战争（1911—1912）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升迁迅速，1926



年已获少将衔。1928 年任陆军副大臣。次年晋升陆军大臣。1930 年获上将衔。
反对与德国结盟，后被免职。1933 年为参者员。1938 年调赴东非，在埃塞俄
比亚南部镇压游击队和人民反抗运动。1940 年意大利参战后，在游击队和英
军联合进攻下节节失利。1941 年 5 月*达奥斯塔公爵被俘后，继续指挥东非
意军残部。7月在埃塞俄比亚率部投降。1943 年意大利投降后获释回国，负
责俘虏的安置工作直至战争结束。

加利茨基（КуэьмаНикитовиｑГалицкий，1897
—1973）苏联将领。1917 年应征入沙俄军队。翌年加入俄共（布）党和红军。
参加过国内战争。1927 年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1939—1940 年参加苏芬战
争。苏德战争初期任步兵师长（少将衔）。后任军长和集团军副司令。参加
过 1941 年白俄罗斯地区的边境交战和莫斯科会战。1942 年 9 月任突击第三
集团军司令，参加大卢基、涅韦尔和戈罗多克等战役。1943 年 11 月调任近
卫第十一集团军司令（至战争结束），参加白俄罗斯和东普鲁士战役。1944
年晋升上将。战后曾任军区司令。1955 年获大将衔。1962 年退役。著有《解
放东普鲁士作战》、《严峻考验的年代》等回忆录。

加拉哈德（Galaliad）1943—1944 年在缅甸作战的一支美军远程突击队
的代号。1943 年由 3000 名美国志愿兵组建，暂编为第五三○七团，辖 3 个
营，*梅里尔任司令。该队在印度接受训练后，被派遣到缅北日军占领区作战。
在 1944 年缅北战役期间，参加攻打密支那机场等，战绩卓著，有“梅里尔劫
掠者”之称。

加藤外松（1890—1942）日本外交官。神户高等商业学校肄业。1914
年入外务省。1923 年任欧美局第二课课长。1927 年出任驻天津总领事，参与
出兵中国山东省、占领济南和作死张作霖等侵略活动。后一度在驻美、英、
加拿大等国使馆任职。1938 年任驻“满洲国”参赞。1939 年转任驻汪伪政权
公使，参与签订*《有田-克莱琅协定》。1941 年 1 月出任驻法国维希政府大
使。同年 7月 29 日同维希政府签订*《日法共同防卫印支议定书》。后病死
于巴黎。

加尔比亚蒂（EnzoGalblati，1897—？）意大利民警首脑。第一次世界
大战后参与法西斯战斗团的创建。三十年代起在各地指挥民警，镇压民主运
动。1933 年任罗马民警首脑。后参加侵略埃塞俄比亚的战争，受重伤。第二
次世界大战期间，率黑衫师入侵希腊。1941 年 5 月任民警参谋长，负责国内
治安。1943 年 7 月 24 日，在法西斯大委员会会议上虽反对格兰迪动议，但
未采取措施支持墨索里尼，并在 26 日向巴多里奥投降。8月被捕，后经德军
营救获释，投靠*萨罗共和国，未被录用。

加里宁战役  苏德战争前期苏军在加里宁地域连续进行的防御和进攻
战役，*莫斯科会战的组成部分。1941 年 10 月 10 日至 1942 年 1 月 7 日，由
西方方面军右翼（10 月 17 日起改称加里宁方面军）实施。防御战役从 10 月
10 日至 12 月 4 日进行。期间，德军曾于 10 月 14 日突入加里宁市，从北面
对莫斯科构成威胁，苏军最高统帅部立即用预备队加强该方向，迫使德军转
入防御。12 月 5 日，苏军发起反攻，12 月 16 日解放加里宁市，尔后向西南
方向发展，1942 年 1 月 7 日前出至伏尔加河和勒热夫（Ржев）地域，推
进 60—120 公里，恢复了西方战略方向和西北战略方向间的直接联系。

加里博尔迪（ItaloGariboldi，1879—1970）意大利将领。1935 年意
大利发动侵略埃塞俄比亚战争时，任师长，率部攻占亚的斯亚贝巴。次年 7



月起任*格拉齐亚尼的参谋长。1938 年任军长。大战期间，历任意大利第五
集团军和第十集团军司令，在北非指挥作战。曾一度出任北非意军司令（1941
年 2—7 月），屡战皆败。1942 年 7 月调任第八集团军司令（上将衔），入
侵苏联南方，在斯大林格勒城下几遭全歼。1943 年春率残部回国，同年 9月
被德军逮捕，移交*萨罗共和国。1944 年 1 月以玩忽职守罪被判处 10 年徒刑。
1945 年春脱逃。战后退役。

加里宁方面军  苏联战略战役军团。1941 年 10 月为统一指挥从西北加
里宁方向掩护莫斯科的部队而组建。初辖 4个集团军，后陆续编入 7个集团
军和 1个空军集团军。在莫斯科会战中，成功地在该方向进行了防御，并在
莫斯科城下反攻时实施加里宁战役与勒热夫-维亚济马战役，但与*西方方面
军合围德军的企图来获成功。后相继参加勒热夫-瑟乔夫卡战役、大卢基战
役、勒热夫-维亚济马战役（1943 年）、斯摩棱斯克战役（1943 年）和涅韦
尔战役。1943 年 10 月改称*波罗的海沿岸第一方面军。历任司令为科涅夫
（1941.10—1942.8）、普尔卡耶夫（1942.8.—1943.4）、叶廖缅科（1943.4
—10）。

加里波第纵队（BrigataGaribaldi）意大利反法西斯抵抗运动游击队。
以民族英雄加里波第（GiuseppeGaribaldi，1807—1882）为名。1943 年 11
月，由意大利共产党发起创建，*隆哥任总指挥。主要骨干为意大利共产党员，
成员有社会各阶层人士。活动地区主要在意大利中部和北部，牵制了大批德
军，沉重打击了*萨罗共和国，解放大片国土。至 1945 年春已组成 575 个纵
队，每个纵队又分成若干小队，约占意大利游击队总人数的二分之一。在 1945
年四月起义中发挥巨大作用。全国光复后，自动解除武装。

加罗林群岛战役  美军攻占加罗林群岛的战役。加罗林（Caroline）群
岛位于西太平洋，共有 963 个岛屿，分布在约 200 万平方公里的海域内，陆
地面积为 1165 平方公里。其中的*特鲁克为日军在西南太平洋的主要基地，
在 1944 年 2 月美军*特鲁克袭击战后失去战略意义。此时日守军约 3.8 万人。
美军为进一步控制日本本土至菲律宾的海上交通线，决定攻占该群岛。1944
年 6—9 月，美空军对该群岛日军基地进行轮番轰炸。美直接参加此战役的有
20 艘护航航空母舰、5 艘战列舰、8 艘巡洋舰和 50 艘驱逐舰，并得到由 17
艘航空母舰、6艘战列舰、14 艘巡洋舰和 58 艘驱逐舰组成的强大舰队的支援，
掌握海空优势。9 月 15 日美军 4.8 万人开始对群岛西部的帛琉群岛实施登
陆。至 11 月底占领该岛。此后其他岛屿上的守军与日本本土联系便被切断，
美军亦停止进攻，此战役遂告结束。

加贺号航空母舰  日本航空母舰。由战列舰改装。川加贺号航空母舰
崎造船所和横须贺海军工厂制造。1928 年 3 月竣工，标准排水量 2.95 万吨，
最高航速 26.7 节，可载飞机 60 架，乘员 2019 人。1935 年经佐世保海军工
厂改造，排水量增至 3.82 万吨，载机量增至 90 架，航速提高到 28.8 节。1937
年参加侵毕战争，在淞沪会战中以舰载机轰作上海。1938 年 10 月支援日军
在广东省大亚湾登陆。1941 年 12 月参加袭击珍珠港，挑起太平洋战争。翌
年 1月支援日军登陆伸斯麦群岛。2月参加攻击澳大利亚的达尔文港。同年 6
月，在*中途岛海战中被击沉。

加泰罗尼亚战役  *西班牙内战后期的一次战役。加泰罗尼亚
（Catalu a，又译卡塔卢尼亚）是西班牙东北角地区的总称。1933 年 12 月
23 日佛朗哥叛军和德、意干涉军集结 40 万兵力，对加泰罗尼亚战线发起进



攻。该地区的 17 余万共和国守军，与其他地区的联系被切断，孤军奋战，力
量悬殊，被迫后撤，1939 年 1 月 26 日，首府巴塞罗那失守。同年 2月 8—9
日，共和国军余部越过边界撤至法国，加泰罗尼亚全境失陷。

加里波第国际联盟（AlleanzaInterJlazionaleGa-ribeldi）意大利反
法西斯组织。以民族英雄加里波第（GiuseppeGaribaldi，1807—1882）为名。
1941 年 11 月，由意大利共产党发起，在墨西哥城创建。针对*马志尼协会拒
绝接受意共党员的错误方针，力主团结各阶层反法西斯人士，共同开展反对
墨索里尼独裁政权的斗争。提出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在国内外积极采取
行动和在战后建立民主政府的纲领。动员其成员参加抵抗运动，为解放意大
利作出了贡献。

加利福尼亚号战列舰（California）美国战列舰。1915 年开始建造，
1921 年服役。排水量 3.23 万吨，配备 14 英寸火炮 12 门。珍珠港事变时，
被日机投放的鱼雷击中沉没。打捞出水后进行修理和改装，后编入美国第七
舰队。1944 年 6 月参加塞班岛登陆战役。同年 10 月参加莱特湾海战。1945
年 1 月在吕宋战役中，被日军*神风特攻队击伤。

皮尔（JulesPire，1878—1953）比利时将领。化名“皮格马利翁”
（Pygmalion）。1940 年 6 月率第十步兵师阻击入侵的德军。比利时沦亡后，
投身抵抗运动。1941 年加入*克拉塞尔组建的比利时军团（后改名为比利时
军），并成为其领导人。1944 年夏第二战场开辟后，接受盟军司令部的命令，
积极出击，牵制驰援诺曼底的德军。9 月配合其他抵抗组织，开展游击战，
阻止德军破坏安特卫普等重要城市。10 月 15 日奉艾森豪威尔和比利时流亡
政府之命，解散比利时军。

皮尼（GiprgioPini，1899—）意大利新闻记者。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
战。1920 年加入国家法西斯党。曾先后主编《冲锋报》、《热那亚日报》等
右翼报刊，宣传法西斯主义，鼓吹建立个人独裁。1936 年起主编《意大利人
民报》，成为墨索里尼的心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支持意大利对外扩张。
1943 年七月政变后，投奔*萨罗共和国，并于 1944 年 10 月出任内政部副部
长。

皮休（PierrePucheu，1899—1944）法国合作主义分子。早年从事工商
业活动。1936 年加入*法兰西人民党，法国败降后，鼓吹法德合作，支持贝
当上台。1941 年 2 月出任维希政府工业生产国务秘书；7月改任内政国务秘
书，配合德国占领军，镇压抵抗运动。1942 年 4 月因内部矛盾被解职。1943
年春到达北非，即被软禁。次年 3月，经法属阿尔及利亚军事法庭审判，被
处决。

皮克（WilhelmPieck，1876—1960）德国共产党领导人。早年当木工，
1895 年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被征入伍，在军内从事反战
宣传。战后参与创建德国共产党。1921—1928 年为普鲁士邦议员。1928—1933
年任共产党国会议员，利用国会讲坛谴责法西斯主义。1931 年起任共产国际
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和书记处书记。纳粹党执政后流亡法国和苏联。台尔
曼被捕后，自 1935 年起任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代主席。1943 年 7 月创建*
自由德国民族委员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于 1949 年起任民主德国总统。

皮佑（FrancoisBilloux，1903—1977）法国共产党领导人之一。1921
年入党，1926 年起为法共中央委员。1936 年起为议员。1939 年 10 月，法共
被迫转入地下活动后被捕，关押在阿尔及利亚。1943 年初获释。翌年4月起，



先后任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和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国务委员及国务部
长；9 月起任公共卫生部长。此后在临时政府及第四共和国政府中先后任经
济和国防部部长等职。战后继续担任党的领导工作，并长期为国民议会议员。

皮沃（EdgarPuaud，1889—1945）法国军官。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参加外
籍军团。曾在印度支那、摩洛哥、叙利亚作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继
续在外籍军团服役。法国败降后为维希政府效劳。1942 年升为中校。1943
年参加*法国反布尔什维主义志愿军团，在苏联白俄罗斯境内镇压游击队。
1944 年任*查理曼师师长，继续在东线作战。次年 3月在战斗中被击毙。

皮杜尔（GeorgesBidault，1899—1975）法国抵抗运动活动家。初为历
史教员，后加入天主教民主党，负责主编《黎明报》。大战爆发后入伍，1940
年在对德作战中被俘，后获释遣返。在南方开始抵抗运动，发行地下刊物《自
由报》。不久任*战斗的领导成员，并与自由法国建立联系。在里昂受*穆兰
委托，组成新闻和报刊局，专事发布国内抵抗运动的新闻，宣传各派抵抗力
量的团结，拥护戴高乐为抵抗运动领袖。1943 年 5 月，代表天主教民主党参
加民族抵抗委员会，6 月仕主席，努力调解抵抗运动内部的矛盾。巴黎解放
后，出任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外交部长。任内取得美、英、苏三大国对临
时政府的承认，并签署《法苏同盟互助条约》和《法英同盟互助条约》，巩
固了法国的国际地位。1945 年曾代表法国出席旧金山会议。战后曾任外交部
长和总理等职。

皮埃罗（HubertPierlot，1883—1963）比利时首相（1939—1945）。
早年从政，加入比利时天主教党。1939 年 2 月任民族联合政府首相，奉行中
立政策。1939 年 9 月德国入侵波兰后，在强调中立的同时采取措施加强国防。
1940 年 5 月德国入侵比利时，力主抵抗到底。5月 25 日曾劝说*利奥波德三
世继续抵抗，未成。5月 28 日在法国发表广播演说反对投降，并表示将继续
行使国家权力。法国败降后于 8月去西班牙，被西班牙政府拘留。10 月脱逃
至英国，出任比利时流亡政府首相，坚持抗德。1944 年 9 月返回比利时，组
织民族联合政府并任首相。1945 年 2 月下野，此后退出政界。

皮特曼（KeyPittman，1872—1940）美国参者员。初为律师。1913—1940
年为参议员。1933—1940 年任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倾向孤立主义，1935
年 8 月提出*《皮特曼法案》，禁止美国武器与军火输出，经修改后获国会通
过，即为《一九三五年中立法》。随着西班牙内战和中日战争爆发，转而主
张修改中立法。1939 年提出取消约束性武器禁运的修正案，并主张实行现购
自运原则。后支持罗斯福政府争取撤销中立法的努力。

皮特曼法秦（PittmanAct）亦称《一九三五年中立法》。三十年代美国
国内*孤立主义思潮泛滥，国会孤立派力图制订束缚罗斯福政府外交政策的立
法，提出了众多的议案。1935 年 8 月 20 日，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皮特曼
提出此法案，规定对一切交战国实施武器、弹药和军需品的强制性禁运，美
国船只替交战国运武器为非法，授权总统警告美国公民勿乘交战国船只，并
建立军火管理委员会监督从美国运出的武器。8月 21 日获参议院通过，后众
议院将强制性禁运的有效期改为 6个月。8月 31 日，罗斯福总统签署批准后
生效。此法案表明美国对侵略国与被侵略国将不加区别对待。

皮亚乔轰炸机（Piasgio）意大利重型轰炸机。其 P-108B 型 1942 年投
产。4 引擎，翼展 32 米，巡航高度最大时速 435 公里，最大载荷航程 2495
公里，装备 8挺 12.7 毫米机枪，可载炸弹 3500 公斤或 3枚 46 毫米鱼雷。为



意大利空军唯一的 4引擎重型轰炸枫，曾用于地中海、北非和苏德战场。共
生产 163 架。

皮尔齐渥·比罗利（AlessandroPirzioBiroli，1877—1962）意大利将
领。长期在军中服役。在侵略埃塞俄比亚的战争中，以残酷著称，曾用毒气
屠杀当地起义人民。大战期间，于 1941 年任第九集团军司令，率部自阿尔巴
尼亚入侵希腊，屡战皆败。同年 10 月，德、意征服巴尔于后，出任门的内哥
罗总督，在当地大肆屠杀平民，但未能控制局势。1943 年 12 月潜往意大利
南方，企图逃避南斯拉夫人民的制裁。战后被埃塞俄比亚和南斯拉夫指控为
战犯，但未受惩处。

边区银行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金融机构。1937 年 10
月，陕甘宁边区成立后，由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西北分行改组而成。
总行设延安，绥德、关中、三边、陇东设 4个分行。统一发行边币、流通券，
代理国库，筹划财务，调剂金融，吸收各种存款、储蓄，并投资公营事业，
放款扶助贫苦群众发展生产。1938 年 7 月在西安设立办事处。华北、华中其
他根据地也曾相继建立银行，发行货币，抵制伪钞。1918 年 11 月 22 日，合
并为中国人民银行。

边区参议会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各抗日阶层的代表机
关。陕甘宁边区在开展人民民主运动基础上，至 1937 年底完成有 70％以上
选民参加的普选运动，相继建立乡、区、县、市各级参议会。1939 年 1 月，
召开边区首届参议会，制定《施政纲要》，作为政府工作准则。1942 年 2 月，
开展第二次普选运动，有 80％的选民参加选举，按照*三三制原则改选各级
参议会。各抗日根据地也相继建立参议会。

发电机（Dynamo）1940 年英国远征军从敦刻尔克经海上由欧洲大陆撤回
本土的行动代号。是年 5月 19 日英国海军部下令着手制订撤退计划，调集船
只。5 月 26 日，英国内阁批准陆军部致电远征军司令*戈特，同意向海上撤
退，计划开始执行。5月 28 日，法国也派出舰船撤运自己的军队。6月 2日
午夜，英军全部撤离。6月 3日夜间最后一次撤出一批法军。翌晨德军进城，
撤退行动结束。总共撤退了 33.8 万余人，其中 21.5 万英国人，12.3 万法国
人和比利时人。参见“敦刻尔克撤退”。

圣胡尔霍（JoséSanjurjoySacanell，1872—1936）西班牙将领。1898
年参加镇压古巴起义和美西战争。1909—1926 年在西属摩洛哥服役，获侯爵
称号。1923 年支持里维拉将军的军事政变。1925 年晋升中将。1928 年出任
国民警卫队总监。1931 年*西班牙共和国成立后，被免去国民警卫队息监职
多。1932 年 8 月曾发动军事政变，被捕，被判死刑，后改判无期徒刑。1934
年获释，迁居葡萄牙。1936 年 7 月西班牙内战爆发，被叛军推为首领。同年
7月 20 日，从葡萄牙返国途中飞机失事身亡。

圣克鲁斯群岛海战  日本称“南太平洋海战”。美、日海军在*瓜达尔
卡纳尔岛争夺战中的重大海战之一。1942 年 10 月 24 日，日军对瓜岛机场发
动第二次总攻。日海军误信已攻占机场的情报，派遣近藤信作中将与南云忠
一海军中将率舰队（包括 4艘航空母舰、4艘战列舰、10 艘巡洋舰、29 艘驱
逐 舰 、 212 架 飞 机 ） 出 击 。 美 海 军 派 金 凯 德 海 军 少 将 和 默 雷
（GeorgeDavidMurrayKeith，1898—1965）海军少将率第十六、第十七特混
舰队（2艘航空母舰、1 艘战列舰、6 艘巡洋舰、14 艘驱逐舰、171 架飞机）
迎战。10 月 26—27 日，双方在圣克鲁斯（SantaCruz）群岛北面海域展开激



烈的海空战，美军得到瓜岛机场 60 架岸基飞机支援。此战日军翔鹤号、瑞凤
号 2艘航空母舰遭重创，损失飞机 100 余架；美军大黄蜂号航空母舰被击沉，
伤 1艘航空母舰，损失飞机 74 架。日军夺取所罗门群岛制室权的企图再次失
败。

圣彼埃尔-密克隆事件*自由法国和美国的外交纠纷。圣彼埃尔-密克隆
（Saint-Pierre－et-Miquelon）为大西洋上的两个法属岛屿，位于纽芬兰岛
以南 20 公里处，战略地位重要。《贡比涅停战协定》签订后，由维希政府控
制。1941 年 12 月戴高乐派*缪塞利埃率舰队进驻该地，在获得大多数居民支
持后，宣布两岛参加自由法国运动。美国政府曾许诺维希政府保留其在西半
球的殖民地，故对此深为不满。戴高乐则据理力争。双方关系日趋紧张。后
经丘吉尔调停，1942 年 2 月美国政府始宣布该争执告一段落。

对日秘密空中作战计划（PlansforSecretAirWarAgainstJapan）即
“JB-355 文件”。

台风（Taifun）苏德战争前期德军为围歼莫斯科地域的苏军和攻占苏联
首都而实施的战役代号。1941 年 9 月 16 日，根据*希特勒第三十五号指令，
由*中央集团军群以此为代号下达作战计划，9 月 30 日开始实施。参见“莫
斯科会战”。

台尔曼（ErnstTh lmann，1886—1944）德国共产党主席（1925—1944）。
1903 年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1917 年转入独立社会民主党。1920 年参加德
国共产党。1924 年起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1925 年起任德国共
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1925 年和 1932 年两次由德共提名为总统候选人。1933
年纳粹党执政后，建议同社会民主党领袖合作举行总罢工，并在 2月 7日和
27 日分别主持德共中央秘密会议和政治局会议，讨论反对法西斯专政的问
题。同年 2 月 28 日被捕，长期囚禁，始终坚贞不屈。1935 年缺席再度当选
为共产国际执行台尔曼委员会委员和德共主席。1944 年 8 月 17 日被移送*布
痕瓦尔德集中营，翌日遇害。

台尔普（AlfredDe1p，1907—1945）德国*克莱骚集团成员，耶稣会神
父。15 岁皈依天主教，19 岁（1926 年）加入耶稣会。1937 年任耶稣会神甫。
1939—1941 年参加编辑《时代之声》杂志。1942 年成为克莱骚集团成员。1944
年 7 月底被捕。翌年 2月被害。

台湾军  日本驻台湾的侵略军。1919 年 8 月 20 日日本在中国的台湾编
成，司令部设于台北。首任司令官为明石元二郎。1937 年七七事变前下辖台
湾守备队（含步兵第一、第二联队和山炮兵联队）、基隆、马公重炮兵联队
和基隆、澎湖要塞司令部。太平洋战争末期，随着战局恶化，日本大本营为
加强处于本上与南方联络据点地位的台湾及西南诸岛，遂在 1944 年 3 月 22
日下令其处于作战准备状态。后陆续获得增援，同年 7月底兵力增至 3个师
团、2 个独立旅团和第八飞行师团、第二十五飞行师团。同年 9 月改称第十
方面军。三十年代起，台湾军司令官先后为渡边锭太郎（1930 年就任）、真
崎甚三郎（1931 年就任）、阿部信行（1932 年就任）、松井石根（1933 年
就任）、寺内寿一（1934 年就任）、柳川平 （1935 年就任）、畑俊六（1936
年就任）、古庄干郎（1937 年就任）、儿玉友雄（1938 年就任）、牛岛实常
（1939 年就任）、本间雅晴（1940 年就任）和安藤利吉（1941 年就任）。

台儿庄战役  *徐州会战中中国军队重创日军的一次战役。台儿庄位于
津浦铁路台枣（庄）支线及台潍（坊）公路的交会点，扼运河的咽喉，是进



攻徐州的必经之道。1938 年 3 月 23 日，日军矶谷第十师团以第三十三旅团
为基干组成濑谷支队沿台枣支线大举进犯台儿庄。中国*第五战区以孙连仲部
3 个师扼守台儿庄正面阵地，以汤思伯部扼守运河南岸，以两个军向峰县、
枣庄日军侧背进击。24 日蒋介石至徐州督战，并派白崇禧等协助李宗仁指
挥。27 日日军突入台儿庄北门，与中国第三十一师在庄内展开拉锯战。李宗
仁严令逡巡不进的庞炳勋部南下。31 日中国军队以优势兵力包围进入台儿庄
的濑谷支队，随后又重创驰援的日军权本支队。4月 3日中国军队发起总攻，
至 4月 7日，歼灭濑谷支队。此役共歼日军 1万余人，成为继*平型关战斗之
后中国抗战的又一大胜利。

台风式歼击机（Typhoon）英国歼击机。1940 年首次试飞，1941 年投产。
为*旋风式歼击机的改进型。单座、单引擎、单翼。翼展 41 英尺，机身长 32
英尺，最大时速 414 英里，升限 3.46 万英尺，航程 610 英里。可载炸弹 500
—1000 磅。装有 2 至 4 门 20 毫米机关炮。后期的改进型还配有 8 枚火箭。
大战中总产量约 3300 架。主要用于对付德国的装甲部队，尤其是以法国和荷
兰为基地的德国战斗轰炸机。

台湾军研究部  日本为准备发动太平洋战争而设立的作战研究机构。日
本大本营陆军部从 1940 年夏季开始对南方各地区的军情和主要地理资料秘
密进行调查搜集。同年 12 月中旬在台湾军司令部内建立此部，作为研究南方
作战的中心机构，由林义秀大佐和*辻政信中佐负责。主要研究、调查和试验
各兵种部队在南方作战中的战斗法与战场勤务，南方各地的军情和主要地理
资料，有关适应南方作战的装备、军需、给养、卫生防疫等。

台湾拓殖株式会社  日本对中国台湾进行经济控制和掠夺的半官方垄
断公司，亦称“国策会社”。1936 年建立，资金 3000 万日元。积极配合政
府的殖民政策，投资控制台湾地区的金融和企业，进行殖民掠夺。日本战败
后瓦解。

辽宁民众自卫军  中国东北抗日义勇军之一部。九·一八事变后，1932
年 3 月 21 日，由原东北军团长唐聚五等在桓仁县组建，唐聚五任总司令，下
辖 18 路军，以 14 个县的公安大队、警察队、民团、保甲兵和民众自发组织
的大刀会为骨干，约 10 余万人。在桓仁、通化、清原、辑安、新宾、柳河、
临江、金川、凤城、本溪、抚松、安图、长白、宽甸等地抗击日军，一度收
复新宾，辑安县城。同年 10 月，在日军四路围攻下失败。1933 年唐聚五率
余部千亲人参加热河抗战，次年在河北遵化与日军作战时殉国。另一部被中
共磐石中心县委收编为海龙游击队，后成为东北抗日联军的组成部分。



六画

[一]

邦交敦睦令  中国国民政府颁布的媚日法令。1935 年 6 月 10 日，由何
应钦代表国民政府正式颁布。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推行不抵抗政策，日
本迅速侵占中国东北。1935 年初，日本一面加紧策划侵占华北，一面由外相
广日发表心中日亲善、经济提携”的对华方针。蒋介石立即响应，表示今后
要以“敦友睦邻之道”，“制裁一时冲动及反日行动，以示信义”。随后颁
布该令，规定“凡我国民，对于友邦，务敦睦谊，不得有排斥及挑拨恶感之
言论行为，尤不得以此目的，组织任何团体，以妨国交”，并特重申“如有
违背，定予严惩”。

邦克山号航空母舰（BunkerHill）美国航空母舰。1942 年建成并服役。
属“埃塞克斯”级。排水量 2.71 万吨，航速 33 节，载机 80 余架。曾为美国
第五舰队第五十八特遣舰队司令米切尔的旗舰。1943 年 11 月参加吉尔伯特
群岛战役。1944 年先后参加马绍尔群岛战役、攻击特鲁克岛、菲律宾海海战、
以及袭击菲律宾马尼拉港口及驻台湾日军基地的战斗。1945 年 2 月参加硫黄
岛战役，3月参加攻击日本本土，4月在冲绳岛战役中被日军*神风特攻队击
伤。

寺内寿—（1879—1946）日本将领。毕业于陆军士宫学校和陆军大学。
历任近卫师团参谋长、步兵十九旅团长、独立守备队司令官、第五和第四师
团长、台湾军司令官和军事参者官。1935 年升大将。1936 年*二·二六事件
后就任广田内阁陆军大臣，反对议会政治，迫使内阁于次年 1月总辞职。后
历任教育总监、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指挥所部残酷屠杀中国人民。太平洋战
争爆发后任*南方军总司令官，率部入侵东南亚地区。1943 年晋升元帅。日
本投降后被捕，后死于新加坡狱中。

吉罗（HenriGiraud，1879—1949）法国将领。1900 年毕业于圣西尔军
校。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长期在北非服役。1936—1939 年任梅斯第六军区
司令。1939 年晋升上将。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先后任第七、第九集团军
司令，1940 年 5 月，率部在比利时境内抗击德军时被俘，囚于萨克森。翌年
4月越狱，脱逃至里昂。随即参加抵抗运动。11 月到达宣布罗陀，同盟军合
作，同意策动北非法军对轴心国作战。同月抵北非，被任命为北非吉罗法军
司令。达尔朗遇刺后，出任北非民政和军事最高指挥官，1943 年工月，在卡
萨布兰卡会晤罗斯福和丘吉尔，争取重新装备北非法军。在依赖大国的政策
上与戴高乐发生矛盾。不久与后者会谈，达成初步谅解。1943 年 6 月 3 日，
与戴高乐共同出任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主席。在委员会中属少数派，7 月
底辞职。同年 11 月，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改选时，退出委员会。1944 年 4
月，调任法军总监，但未到职。10 月回国，战后曾任法国最高防务委员会副
主席。著有《我的脱逃》、《胜利，阿尔及尔 1942—1944》等。

吉桑（HenriGuisan，1874—1960）瑞士将领。早年从事农学研究。后
入伍，1921 年获上校衔。1926 年任第一师师长。1932 年任第二军军长，次
年调任第一军军长。1939 年 8 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升任瑞军司令，
获将军衔。战争期间鼓励全国军民提高警惕，随时准备还击可能的入侵，并



负责设计和完成全面防卫计划，准备在轴心国进攻时放弃边界地带而退守山
地要塞。大战结束后退役。1946 年被选为瑞典皇家军事科学院成员。

吉布森（GuyPenroseGibson，1918—1944）英国空军军官。牛津大学毕
业。1936 年服役于皇家空军，被认为是技艺高超而又大胆的轰炸机飞行员和
指挥员。1942—1943 年任第一○六轰炸机中队指挥官。1943 年 5 月率领由他
所特别组训的第六一七飞行中队成功地低空突袭德国鲁尔地区的水坝，荣获
维多利亚十字勋章。1944 年 9 月，在执行任务中座机坠毁于荷兰，身亡。

吉田茂（1878—1967）日本外交官。1906 年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后入外务
省。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以随员身分出席巴黎和会。1922 年出任驻天津总领
事。1925 年调任驻奉天（今沈阳）总领事，曾建议政府利用郭松龄倒戈事件
增兵入侵中国东三省。1927 年*东方会议时协助外务次官*森洛起草全面侵华
纲领。后又以截断京奉线胁迫张作霖承认日本在中国东北的“特殊权益”。
1928 年任田中义一内阁的外务次官，协助田中以“保护日侨”名义两次出兵
侵犯山东。主张缓和对英关系。对退出国际联盟持有异议。1931 年 2 月出任
驻意大使。1936 年改任驻英大使，后因反对接近德国的外交路线而于 1939
年辞职。1945 年 3 月因窝藏“近卫奏章”抄本和制造流言蜚语罪被宪兵队逮
捕，不久获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追随美国。先后 5次组阁。著有《十年回
忆》（四卷）、《激荡的百年史》、《大矶政淡》等。

吉拉斯（MilovanDjilas，1911—）亦译德热拉斯。南斯拉夫共产党领
导人之一。曾在贝尔格莱德大学学习文学和法律。1932 年加入南斯拉夫共产
党。次年因参加反王室示威，被判劳役 3 年。1938 年当选为南共中央委员，
后为政治局委员。曾参加 1941 年七月起义的准备和组织工作。战时获中将
衔，为人民解放军和游击队最高司令部成员。战后历任不管部长、宣传部长
和副总统。1954 年被撤销党内外职务，并被开除出党。

吉法德（GeorgeJamesGifard，1886—1964）英国将领。桑德赫斯特皇
家军事学院毕业。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东非与德国殖民军作战。战后入参
谋学院深造。后仍在军队中任职，获少将军衔。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任
陆军大臣*霍尔-贝利沙的助理。后被派赴巴勒斯坦和外约旦，在*韦维尔手下
任职。1940 年 6 月调任西非英军司令，翌年晋升上将。1943 年调往印度，任
东部军司令。同年 8 月成为第十一集团军司令。1943—1944 年在缅甸作战，
以“丛林战专家”闻名。1945 年任英王副官。翌年退休。

吉鸿昌（1895—1934）中国将领。字世五。曾任国民政府军第二集团军
第十军军长、宁夏省政府主席。九·一八事变后，反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
安内”的政策，拒绝进行“剿共”战争，被撤职。1932 年在上海参加东北抗
日救国后援会工作。1933 年 5 月，与冯玉祥、方振武等在张家口建立*察哈
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任第二军军长、北路军前敌总指挥兼张家口警备司令。
曾率部收复康保、宝昌、沽源和多伦等地，驱逐日军出察哈尔省境。不久在
国民政府军和日伪的联合夹击下失败。随后秘密组织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
盟，任中央委员会主任委员。1934 年 1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 11 月 9 日
在天津法租界被国民党复兴社特务刺伤后被捕。24 日在北平（今北京）陆军
监狱就义。

吉斯林（VidkunQuisling，1887—1945）挪威卖国贼。1911 年军事学院
毕业后入伍。历任驻俄武官、驻苏武官和国防大臣（1931—1933）。1933 年
组建挪威的法西斯政党“民族统一党”，鼓吹种族主义，秘密投靠希特勒。



1940 年 4 月德军入侵挪威后，公开投敌，成立傀儡政权，任“首相”，不久
被抛弃。1942 生复出，组织民族统一党政府，对内取消议会制，镇压人民，
收刮资源，为德国的侵略战争服务；对外派遣反布尔什维克军团去吉斯林苏
联作战。1945 年 5 月离职，不久即被捕，同年底被挪威最高法院判处死刑。
“吉斯林”一词后成为卖国者的同义语。

吉普车（jeep）大战时期美国陆军军需部研制的一种轻型越野车辆。自
重 1.25 吨，载重 0.25 吨，4 缸发动机，公路最高时速 105 公里。采用 4 轮
传动，可行驶于各种复杂坎坷的地形，能渡越浅河、攀登 60°陡坡。装上装
甲板后可执行战斗使命，安装防水车体与螺旋桨后可水陆两用。主要用作指
挥车、侦察车、轻型武器弹药和人员输送车等。曾按*《租借法案》援助英、
苏、中请盟国，广泛使用于各战场。

吉田善吾（1885—1966）日本海军将领。毕业于海军兵学校和海军大学。
1931 年任联合舰队参谋长。1933 年任海军省军务局长，1936 年转为练习舰
队司令官。1937 年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后，先后任第二舰队司令官、联合舰队
司令长官。1939 年 8 月起在阿部内阁、米内内阁、第二届近卫内阁中连任海
军大臣。因对与德意结成军事同盟持有异者，于 1940 年 9 月辞职。同年任军
事参议官，并晋升海军大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历任中国方面舰队司令官、
军事参议官、海军大学校长、横须贺镇守府司令长官。

吉拉尔斯（MildredGillars，1901—）德国美籍女播音员。二十年代退
学后，自美赴德学习音乐。大战期间在德国广播电台从事纳粹宣传，煽动美
国官兵的厌战情绪，获“轴心突击者”的绰号。战后被盟国逮捕并判处 12
年徒刑。

吉洪诺夫（НиколайСем новичТихонв，1896—
1979）苏联诗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在沙俄军队中服役。十月革命后，参加
红军。参加过国内战争。1921 年起出版诗集，步入文学界。苏德战争爆发后，
任列宁格勒战线政治处作家小组领导人，参加列宁格勒保卫战。战争期间经
常为《真理报》、《消息报》和《红星报》著文，反映列宁格勒军民浴血奋
战的英勇业迹。所创作的长诗《基洛夫和我们同在》、诗集《战火纷飞的年
代》和文集《列宁格勒之年》等脍炙人口，激励苏联人民奋起抗击德军。1944
年初列宁格勒解围后，调任苏联作家协会书记。战后继续从事创作。

吉野信次（1888—1971）日本商工大臣（1937—1938）。1913 年东京帝
国大学毕业后入农商务省。历任农商务大臣秘书官，商工省工务局长。1931
年任商工次宫，特许局长官。1937 年任第一届近工内阁商工大臣。1938 年任
贵族院议员，旋又任*满洲重工业开发株式会社副总裁，“满洲国”顾问，翼
赞政治会政务调查会副会长。1943 年任爱知县知事。协助政府进行经济侵略
和专制统治。战后曾任第三届鸠山内阁运输大臣。

吉林自卫军  中国东北抗日义勇军之一部。九·一八事变后，1932 年 1
月 31 日，由驻守哈尔滨的东北军各部组成。依兰镇守使兼第二十四旅旅长李
杜任总司令。曾与进犯哈尔滨的日军作战。失败后，一部仍由李杜指挥；另
一部由原吉林省警备军司令冯占海指挥，改称吉林抗日义勇军。两部在对日
作战中曾攻占宁安、三道沟、石头河、绥芬河。宾州等地，并在新甸击沉敌
舰三艘。1933 年初，在日军重兵围攻下，李杜部退入苏联境内，后转道抵达
新疆，为盛世才改编；冯占海部进入热河，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六十三军。

吉斯维乌斯（HansBerndGisevins，1904—1974）德国外交官。二十年



代曾加入*钢盔团。纳粹党执政后在普鲁士内政部供职，为盖世太保官员。后
参加反希待勒密谋活动。大战期间在*阿勃韦尔工作，任德国驻苏黎世副领事
《1940—1944），曾担任*贝克和*戈台勒与瑞士美国战略情报处负责人*杜勒
斯之间的联络人。*七·二○事件发生后流亡瑞士。战后纽伦堡审判期间出庭
作证，指责戈林，但为沙赫特等人辩护。后定居瑞士。著有回忆录《至死方
休》。

吉尔伯特群岛战役  美军在中太平洋反攻中的主要岛屿进攻战役之
一。代号“电流”。吉尔伯特（Gilbert）群岛位于中太平洋，横跨赤道，介
于美、澳两洲交通线上，战略地位重要。守岛日军约 5500 人。1943 年秋，
美将尼米兹决定以攻占该群岛为中太平洋地区反攻的第一个战役。同年 11
月 11 日，美国第五舰队司令*史普劳思斯率第五两栖军（由陆军和海军陆战
队各 1 个师约 2.5 万人组成），及护航编队和航空母舰编队（6 艘重型航空
母舰、5艘轻型航空母舰、6艘战列舰、11 艘巡洋舰、21 艘驱逐舰和飞机 850
架）向该群岛进袭。11 月 19 日，美舰和美机 700 架攻击预定登陆的塔拉瓦
（Tarawa）岛和马金（Makin）岛，并摧毁马绍尔群岛和吉尔伯特群岛的日本
空军。20 日，美军实施登陆。进攻马金岛的北部登陆编队约 7000 人于当日
全歼守岛日军 800 人，攻克该岛。进攻塔拉瓦岛的南部登陆编队 1.8 万人，
因对海潮测算失误，协同组织不好，遭 4600 多人的日军凭坚顽抗，一度被压
制于登陆滩头，伤亡惨重。经 3天苦战，美军终于攻克该岛，全歼守敌。11
月 24 日，美护航航空母舰里斯库姆湾号被日潜挺击沉。11 月 28 日，整个群
岛为美军占领。此役美军对塔拉瓦的攻击伤亡惨重（亡 1009 人、伤 2101 人），
曾作了重点总结，为尔后的登陆战提供了经验。

老虎（Tiger）1941 年 5 月英国护航船队冒险取道地中海向埃及作紧急
支援的行动代号。是年 4月中，希腊战局危急，德军*隆美尔部又陈兵埃及边
境，围困图卜鲁格，而英军在昔兰尼加的败退中已丧失全部装甲车辆。22 日，
丘吉尔应中东战区总司令韦维尔的紧急请求，说服三军参谋长同意执行此计
划，即由预定绕道好望角的船队中的 5艘船，装载约 300 辆坦克，于中途转
向，冒险通过德军占有空中优势的地中海区，直驶亚历山大港。途中由巨舰
队和地中海舰队分段护航，侥幸只遭到小规模空袭，除 1艘触雷沉没，其余
均于 5月 10 日安抵目的地。

老舍  即“舒舍予”。
考夫曼（HenrikKaufmann，1885—1963）丹麦抵抗运动领导人之一。长

期从事外交工作。在任驻美大使期间，1940 年 4 月德国入侵并占领丹麦，拒
绝承认本国政府的投降，着手组织“自由丹麦运动”。主动与美国政府缔结
使美国能使用丹属格陵兰岛上基地的条约，同时号召丹麦商船队协助盟国与
纳粹德国作战；并与丹麦境内抵抗运动建立联系，为全国的解放作出贡献。

考克斯（OscarSydnerCox，1905—）美国官员。早年就读于耶鲁大学和
麻省理工学院。曾当律师，后在最高法院任职，1938—1941 年任财政部顾问，
协助起草*《租借法案》。为霍普金斯的主要助手之一。1940 年任紧急实施
局国防援助汇报处法律顾问和总管，负责《租借法案》的实施。1941—1943
年正式出任《租借法案》总顾问，并兼任紧急管理署署长，美司法部副部长
等职。1943—1945 年担任国外经济管理署署长。战后进入企业界任职。

考文垂空袭  1940 年 11 月 14—15 日德国空军对英国城市考文垂的夜
间轰炸。考文垂（Coventry）地处英格兰的中心，是英国最重要的机器制造



和军需工业基地之一。从 14 日黄昏到 15 日清晨德国出动飞机 449 架，对该
城进行持续的空袭，投弹 600 吨，炸死 554 人（一说 400 余人）。该市中心
区大部被毁，然郊区的机器和飞机制造工厂未受严重损伤。

考纳斯战役  苏德战争后期苏军发动的进攻战役，*白俄罗斯战役的组
成部分。1944 年 7 月 28 日至 8月 28 日，由*白俄罗斯第三方面军实施。*维
尔纽斯战役后，苏军在涅曼河地区继续向德军进攻，8 月 1 日，解放东普鲁
士接近地德军最大防御枢纽考纳斯。此后，德军为阻止苏军进入德国疆界展
开强大反突击，但未能遏止苏军的推进，8月底，苏军已逼近东普鲁士边界。

地道战  中国敌后抗日军民创造的一种战术。1941 年 6 月前后，由冀中
抗日军民首创。为了粉碎日伪军的“扫荡”和“蚕食”，华北平原的抗日军
民挖掘地道，与敌人进行巧妙的斗争。地道内有生活、防毒、防水、通风等
设施，出入口有伪装，并设有陷井，进可攻，退可守；在路口和交通要道设
有射击孔，可随时打击敌人。这种地道开始仅是藏身洞，后来逐步改造完善，
并家家相通，村村相连，能藏，能打，能走，可以利用各种有利时机歼灭敌
人，对于坚持平原抗日游击战争起了重大作用。

地雷战  中国敌后抗日军民创造的一种战术。开始是民兵以手榴弹埋没
在日伪军必经之地，引火爆炸。1941 年夏发展为地雷战。敌后抗日军民就地
取材，土法上马，制造大量铁制、木制、石制、陶制以及其他日用品改装的
地雷，有头发丝雷、子母雷、遍地开花雷等。埋在村口、沟边、路旁、大道
乃至敌人可能出现的任何地点，使日伪军处在处处有雷、物物皆炸的环境中，
寸步难行。群众性的地雷战，成为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的重要作战手段，有
效地杀伤了敌人，保卫了抗日根据地。

地中海战略  英国首相丘吉尔提出的从意大利和巴尔干攻入欧洲的战
略计划。1943 年 1 月*卡萨布兰卡会议上首次提出。丘吉尔声称：“我们当
前的主要任务首先是夺取地中海的非洲沿岸一带，并在该地设立起为打开一
条有效的军事通道所必需的海空军基地设施；其次便是利用非洲海岸的基地
在最短时期内有力地打击欧洲柔软的下腹部。”丘吉尔力图实现“打击轴心
国的下腹部”的计划，是为了反对在法国开辟”第二战场，使英、美军队抢
先进入巴尔干地区，同苏联争夺东南欧，恢复英帝国在战前的势力范围。此
后丘吉尔一再坚持，但美国方面对此方案持否定态度。1943 年 11 月底举行
的*德黑兰会议最后确定了“霸王”计划，该战略方案遂告破产。

地毯式轰炸（Carpetbombing）大战后期美国战略空军袭击敌方军事和
工业目标时采用的大面积轰炸法，故亦称“面积轰炸”。其方法为，以重型
轰炸机编成密集的战斗队形，按长机口令从高空对分布有若干敌目标的一块
面积实施密集轰炸。“霸王”计划实施期间曾广泛采用。其典型战例之一为：
1944 年 7 月 25 日，美军在诺曼底登陆后向圣洛（Salllt-L ）方向突击时，
出动 1500 架轰炸机，对该地域德军防线正面 8公里纵深 1.6 公里的面积，投
弹 3300 吨。但由于此法消耗大而毁伤效率不高，后来逐渐放弃使用。

地狱俯冲者式轰炸机（Helldiver）即“SB2C 型轰炸机”。
共赴国难宣言  即‘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
共产国际解散声明  全名《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关于解散共产国

际的声明》。1943 年 5 月 15 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通过决议，指出
由于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各国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的发展，各国工
人运动面临的问题日益复杂，各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的成熟，统一的国际中心



已不再适合形势的需要，提议解散共产国际，交各国支部讨论。同年 6 月 9
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发表声明，宣布经各国支部讨论同意，“从
1943 年 6 月 10 日起，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和秘书处以
及国际监察委员会宣告解散。”

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  共产国际于 1935 年 7 月 25 日—8月 20 日
在莫斯科召开的代表大会。65 个共产党的 516 名代表（有表决权代表 371 人）
与会，会上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作题为《法西斯主义的进攻和共产国
际在为争取工人阶级团结一致反对法西斯主义斗争中的任务》的主要报告。
大会分析了法西斯主义和法西斯专政的实质，以及纳粹党在德国获得成功的
原因；强调各国共产党必须克服工人阶级内部的分裂，改变对社会民主党的
态度，团结广大城乡劳动群众，组成最广泛的、统一的反法西斯人民阵线，
以制止法西斯势力的蔓延；同时还指出应联合一切爱好和平的力量，共同反
对新的战争危险。这次代表大会是共产国际最后一次代表大会，它所制定的
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方针和策略具有重要历史意义。

亚当（Wilhelm，Adam，1877—1949）德国将领。曾参加第一次世界大
战。战后升至少将，被称为“山地部队之父”。1930 年底任军队管理局（即
陆军总参谋部）办公室主任。翌年晋升中将。1933 年任第七军区（司令部设
在慕尼黑）司令，对纳粹政权持保留态度。1935 年调任武装部队军事学院院
长。1938 年初任卡塞尔驻军指挥官，后因对希特勒扩张步骤有异议于同年 11
月被免职。曾撰写回忆录，但未正式出版。

亚历山大（HaroldBupertLeofricGeorgeAlexan-der，1891—1969）英
国将领，出生于爱尔兰贵族家庭。毕业于桑德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参加过
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任*英国远征军第一师师长。在比
利时和法国北部作战，敦刻尔克撤退中指挥最后撤离的英国部队。回国后任
南部军区司令，组训部队，防备德军入侵。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于 1942 年初
调任缅甸英军司令，无力扭转危局，即组织从仰光后撤的第二次大撤退。8
月任中东英军总司令，亚历山大指挥*蒙哥马利所率第八集团军对利比亚境内
的德、意军实施反攻。1943 年 2 月，盟军登陆北非后，被任命为北非盟军副
统帅。作为艾森豪威尔的副手，协调盟军地面部队在突尼斯、西西里和在意
大利登陆的作战活动。后任驻意大利盟军总司令。1944 年 12 月晋升为元帅。
1944—1945 年任盟军地中海战区总司令。战后历任加拿大总督和国防大臣，
并受封贵族称号。

亚赫罗马（Яхрома）苏联城市，位于莫斯科以北 55 公里处。1941
年 11 月 27 日德国第三坦克集团军占领该城，为德军在莫斯科要冲上占领的
最后一个据点。12 月初，苏军在此发起反击，解放亚赫罗马，为*莫斯科会
战苏军反攻阶段的开始奠定了基础。

亚历山大一世（АлександрI，1888—1934）南斯拉夫国王（1929
—1934）。塞尔维亚国王彼得之子。1914 年起为塞尔维亚摄政太子，第一次
世界大战期间指挥塞军作战。1921 年任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王国
国王。1929 年起为南斯拉夫王国国王。对内实行独裁，激化民族矛盾，对外
奉行接近法国的政策。希特勒上台后，主张在法国保护下，联合东欧各国，
抵制德国对外扩张，积极响应法国外长巴都提出的“东方公约”。1934 年 10
月 9 日，应邀访法时，在马策被乌斯塔莎分子刺杀。

机械化制胜论  即“坦克制胜论”。



协和会  日本关东军与“满洲国”政府在中国东北实行统治的法西斯组
织。前身为由*满铁成员中的法西斯分子所组成的满洲青年联盟。1932 年 4
月曾纠合成协和党。1932 年 7 月 25 日在关东军参谋片仓衷策划下正式成立。
溥仪任名誉总裁，关东军司令官为名誉顾问。郑孝胥任会长（后为张景惠）。
总部设于新京（今长春）。1934 年 9 月进行改组，实行同伪满政府“一体化”，
大批伪满政府的日本官吏兼任其各级头目。1936 年 7 月改称“满洲帝国协和
会”，由井上忠也任中央本部长（后由桥本虎之助、三宅光治继任）。积极
进行反共活动，参与“治安肃正”和推进战时经济体制，主持对青少年进行
法西斯的奴化训练。1938 年 6 月起，强迫东北全体青少年参加其青年团和少
年团，同年 7月起，又强迫东北 20—35 岁的男子参加其“义勇奉公队”，加
紧进行法西斯的控制和奴役。1945 年 8 月日本投降后瓦解。

西马（HoriaSima，1906—）罗马尼亚*铁卫团头目。1939 年铁卫团被取
缔后流亡德国。翌年初获赦回国，接替死于狱中的科德里亚努
（CorneliuZeleaCodreanu，1899—1938），成为铁卫团头目，并加入安东奈
斯库政府。安东奈斯库实行军事独裁统治后，铁卫团为唯一合法组织，曾制
造“长刀之夜”，屠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1941 年 1 月发动叛乱，夺权失
败后再度流亡德国。1944 年八月起义推翻安东奈斯库政权后，在维也纳建立
由德国庇护的傀儡政权，战后下落不明。

西蒙（JohnAllsebrookSimon，1873—1954）英国政务活动家。早年受
教于剑桥大学，后为开业律师。1906 年起当选为下院议员。为自由党重要成
员，后成为该党领袖。1913 年任总检察长。1915—1916 年任内政大臣。1931
年组织国民自由党参加麦克唐纳国民内阁任外交大臣，后历任鲍尔温内阁的
内政大臣（1935—1937）和张伯伦内阁的财政大臣（1937—1940），一贯主
张对日、意、德的侵略扩张实行妥协退让，力图同纳粹德国建立友好关系，
是张伯伦绥靖政策的重要支持者之一。大战爆发后，为*英国战时内阁成员。
1940 年 5 月丘吉尔组阁后，改任大法官至 1945 年。1941 年*赫斯飞英后，曾
受命与之会晤。受封子爵（1940 年）。著有自传《往事回顾》。

西墙（WestWall）一译“西壁”。亦被称为*齐格菲防线。
西壁  即“西墙”。
西龙尼（IgnazioSilone，1900—1978）意大利作家。早年从事工人运

动，1921 年参与创建意大利共产党。积极投身反对法西斯制度的斗争，多次
流亡国外。1930 年退出意共，转入意大利社会党。1933 年出版长篇小说《丰
塔玛拉》，反映了意大利农村人民的痛苦生活和斗争业绩。大战期间在瑞士
领导意大利社会党国外中心的活动，同时进行创作，写有小说《雪地下的种
子》和剧本《他藏了起来》。1944 年回国。战后继续从事文学创作。还著有
《路加的秘密》、《一个可怜的基督教徒的命运》等小说。

西昂卡（AlbertoCianea，1884—1966）意大利新闻记者。1922 年墨索
里尼上台后，开始进行反法西斯活动，后被捕，1926 年逃往巴黎，参与创建
*正义和自由组织。西班牙内战爆发后，曾赴西班牙和美国进行支持共和国的
宣传。1940 年法国沦亡后赴美，在美期间为马志尼协会和行动党的领导人。
1943 年 7 月墨索里尼垮台后，于 9月回国，在巴里筹组民族解放委员会首届
大会，积极开展抵抗运动。1944 年曾在博诺米内阁中任不管大臣。战后加入
意大利社会党，并为参议员。

西罗基（WiliamSiroky，1902—1971）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人之一。



1921 年加入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为布拉迪斯拉发党组织创始人之一。1930
年起先后当选为捷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1938 年捷共转入地
下活动时去巴黎，后在莫斯科参与捷共在国外的领导工作。1941 年秘密返回
斯洛伐克，领导反法西斯地下斗争，同年 7月被捕。1945 年 2 月越狱后，领
导游击战争，后去苏联。解放后回国，曾历仕外交部长、总理、捷共中央主
席团委员等职。1963 年被解职。1968 年被取消党籍。

西博格（GlennTheodoreSeaborg，1912—）美国核化学家。1934 年洛杉
矾加利福尼亚大学毕业后，转入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研究化学。1937 年获
博士学位。1939 年任讲师。1941 年在回旋加速器中轰击铀靶，第一次得到钚
（94 号元素）同位素，并证实钚—239 极易进行核裂变。1942 年在芝加哥大
学领导进行从铀中分离钚的研究，用于制造原子弹。大战后重返伯克利加利
福尼亚大学，1951 年获诺贝尔化学奖。1958 年出任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校
长。1961 年任美国原子能委员会主席。

西蒙兹（GuySimonds，1903—1974）加拿大将领。大战期间，率加拿大
远征军赴欧作战。1943 年 7 月指挥加拿大第一步兵师在西西里岛登陆，后又
出任加拿大第五坦克师师长，进入意大利南部作战。1944 年 6 月率加拿大第
二军参加诺曼底登陆战役，8 月在卡昂（Caen）以南突破德军防线。后又穿
过加来省进入德国北部，配合盟军作战，其间曾一度代理*克勒拉尔指挥加拿
大第一集团军。

西塞罗（Cicero）德国间谍*白瑞纳的代号。
西安事变  亦称“双十二事变”。1936 年，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和以

杨虎城为首的第十七路军，在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号召影响
下，与红军实现了停战，并要求蒋介石联共抗日。蒋不仅拒绝张、杨要求，
并亲赴西安，调遣嫡系部队至豫陕边境，催逼张、杨继续“剿共”。张学良
对蒋介石多次痛哭陈词，丝毫不能改变蒋的态度。12 月 12 日，张、杨实行
兵谏，扣留蒋介石及其重要军政随员，并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一切内战
等八项主张，逼蒋抗日。事变发生后，国民政府内的亲日派企图趁机扩大事
态，发动“讨伐”战争。中国共产党从民族利益出发，主张在有利于抗日的
前提下和平解决事变。12 月 17 日，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前往西安，
向各方人士耐心宣传党的方针，并同蒋介石、宋子文进行谈判。24 日，蒋介
石被迫接受改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人士；释放上海
爱国领袖和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自由权利；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
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与同情中国抗日的
国家建立合作关系等条件。25 日，张学良送蒋回南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粉碎了亲日派扩大内战的阴谋，推动了国共两党再次合作，成为由国内革命
成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

西进战役  1944 年新四军恢复豫皖苏边抗日根据地的战役。是年 8 月
15 日起，新四军第四师主力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向河南敌后发展的战略方针，
从淮北根据地出发，西进河南、安徽和江苏 3省边界地区。经 4个多月作战，
粉碎日伪军的“扫荡”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多次进攻，歼灭日伪顽军（含起义、
投诚在内）1.3 万余人，拔除据点 36 处，控制了东起津浦铁路，西至商毫公
路，北自陇海铁路，南迄涡河的广大地区，建立了 8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
基本恢复了原有的豫皖苏抗日根据地。

西尾寿造（1881—1960）日本将领。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



参加过日俄战争。1910 年任陆军省军务局课员。1914 年赴德国考察军事。1925
年任步兵第四十联队长。1926 年任教育总监部第一课课长。1933 年晋升中
将，翌年任关东军参谋长。1936 年 3 月任参谋本部次长，翌年任近卫师团长。
1938 年任教育总监。1939 年晋升大将，同年秋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全
面指挥侵华日军作战。1941 年任军事参议官，1943 年被编入预备役。
4年出任东京部长官，1945 年退职。日本投降后，以甲级战犯被捕，经远东
国际军事法庭审判，于 1948 年获释。

西莫维奇（DusanSimovic，1882—1962）南斯拉夫首相（1941—1942）。
1939 年任南军总参谋长。1940 年为空军参谋长。维护民族独立，反对德国侵
略。1940 年底起，领导反对摄政保罗亲王的亲德集团的斗争。1941 年 3 月
25 日南加入轴心国，3月 27 日发动军事政变，使彼得二世亲政，自任首相。
任内，对外保持中立，避免与德国立即交战。同年 4月 5日与苏联签订友好
和互不侵犯条约。翌日德军进攻南斯拉夫，后随彼得二世经希腊至伦敦，担
任流亡政府首相。1942 年辞职。战后回国，1945 年退休。

西豪诺夫  ①谢尔盖·加夫里洛维奇·西蒙诺夫（1894—？）。苏联枪
械设计师。早年当钳工。1922 年起为工匠，开始致力于研制机枪和自动步枪。
后历任工长、车间主任和设计师。1936 年研制成装填 15 发子弹的 ARC-36 式
自动步枪。1941 年研制出的*西蒙诺夫式反坦克枪，在苏德战争前期起了重
大作用。后又研制成 CKC－45 式自动卡宾枪装备部队。②康士坦丁·米哈依
洛维奇·西蒙诺夫（КонстантинМихайловичСимо
нов1915—1979）。苏联作家。1934 年开始写作。1939 年起任《红星报》
记者，此后一直从事战争题材创作。1941 年发表剧本《我城一少年》，表达
苏联人民对即将来临的战争的必胜信心。卫国战争初期发表的爱国主义诗作
在苏军士兵中广为流传。1942 年发表剧本《俄罗斯人》。1943—1944 年发表
长篇小说*《日日夜夜》，描写了斯大林格勒会战中苏联军人的英勇事迹。战
争后期发表四卷特写和短篇故事集《从黑海到巴伦支海》。战后发表描写卫
国战争的三部曲《生者与死者》、《军人不是天生的》、《最后的夏天》。

西方方面军  苏联战略战役军团。1941 年 6 月，苏德战争爆发后，由*
西部特别军区改编组建。初辖 4个集团军。后陆续编入 22 个集团军、2个坦
克集团军和 2个空军集团军。战争初期在德国*中央集团军群突击下，从西部
边境败退。6月底弃守明斯克。同年 7—9月进行斯摩棱斯克战役。后再退向
莫斯科。1941—1942 年参加莫斯科会战，重创德军，向西推进 100—250 公
里。1942 年参加勒热夫-瑟乔夫卡战役。1943 年参加勒热夫-维亚济马战役、
库尔斯克会战、斯摩棱斯克战役。翌年 4月改编为“白俄罗斯第三方面军。
历任司令为巴甫洛夫（1941.6）、铁木辛哥（1941.7—9）、科涅夫（1941.9
—10，1942.8—1942.2）、朱可夫（1941.10—1942.8）、索科洛夫斯基（1943.2
—1944.4）和切尔尼亚霍夫斯基（1944.4）。

西北方面军  苏联战略战役军团。1940 年 1 月，在苏芬战争中以*列宁
格勒军区为基础组建。同年 3月撤销。司令为铁木辛哥。翌年 6月，苏德战
争爆发后，以*波罗的海沿岸特别军区为基础再次组建。初辖 3个集团军和军
区空军。后陆续编入过 10 个集团军、1个坦克集团军、1个空军集团军以及
2 个军队集群。战争初期在德军突击下，从西北边境沿波罗的海海岸败退到
诺夫哥罗德。1941 年 8 月在旧鲁萨（CTapaяPycca）以南实施反突击，对保
卫列宁格勒起了重要作用。翌年初实施托罗佩茨—霍尔姆战役，向西推进近



250 公里，围困德军杰米扬斯克集团。1943 年 11 月撤销。历任司令为ф.и.
库兹涅佐夫（1941.6—7）、索宾尼科夫（1941.7—8）、库罗奇金（1941.8
—1942.10，1943.6—11）、铁木辛哥（1942.10—1943.3）和科涅夫（1943.3
—6）。

西园寺公望（1849—1940）日本首相（1906—1908，1911—1912）。早
年参加明洽维新。1871—1880 年留学法国。1882 年随伊藤博文赴欧考察宪
法。后历任驻奥匈帝国和德国公使、贵族院副议长、枢密顾问官、第二、第
三届伊藤内阁文部大臣、枢密院者长和政友会总裁。1906 年首次组阁。建立
南满铁道株式会社，设立关东都督府，从经济、军事和行政上入侵中国东北，
并进一步吞并朝鲜。1911 年第二次组阁。后获元老待遇。1919 年出任巴黎和
会日本首席全权代表，封为公爵。1924 年松方正义死后，作为仅存的元老负
有向天皇推荐新内阁首相入选之责。政治上倾向立宪制，外交上主张与英美
协调。1932 年五·一五事件后试图以现役海军大将*斋藤实任首相来抑制军
部势力，结果却加速了军部独裁的确立。1937 年退出政界。

西南方面军  苏联战略战役军团。1941 年 6 月，苏德战争爆发后，由*
基辅特别军区改编组建。初辖 4个集团军。后陆续编入 10 个集团军和 1个空
军集团军。战争初期在西南方向抗击德国南方集团军群的突击，进行杜布诺-
卢茨克-罗夫诺坦克交战。后在*基辅会战中损失惨重。1941—1942 年冬季反
攻中实施叶列茨战役和巴尔文科沃-洛佐瓦亚战役。1942 年在哈尔科夫交战
失利后于 7月撤销。同年 10 月重新组建。先后编入 8个集团军、2个坦克集
团军和 2个空军集团军。参加斯大林格勒会战、顿巴斯战役（1943 年）、扎
波罗热战役。1943 年 10 月改称*乌克兰第三方面军。历任司令为基尔波诺斯
（1941.6—9）、铁木辛哥（1941.9—12，1942.4—7）、科斯坚科（1941.12
—1942.4）、瓦图京（1942.10—1943.3）和马林诺夫斯基（1943.3—10）。

西科尔斯基（wladyslawSikorski，1881—1943）波兰流亡政府总理（1939
—1943），将领。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苏波战争，1920 年获将军衔，1921
年任波军总参谋长。1922—1923 年任总理。*毕苏斯基发动政变后流亡法国。
1939 年德国侵占波兰后，出任波兰流亡政府总理和军事首脑。与盟国领袖建
立友好关系，在英美的支持下领导波兰的抵抗运动。苏德战争爆发后，与苏
联恢复外交关系。后因要求国际红十字会调查*长西科尔斯基腾事件，并指责
苏联应对该屠杀负责，而导致苏波于 1943 年 4 月断交。支持丘吉尔的中欧联
邦方案。1943 年 7 月 4 日在宣布罗陀上空因飞机失事而身亡。

西班牙内战  1936—1939 年西班牙人民反对佛朗哥军事叛乱和德、意
法西斯武装干涉的民族民主革命战争。1931 年 4 月西班牙爆发资产阶级民主
革命，推翻君主制，建立共和国。1936 年 2 月人民阵线在国会选举中获胜，
组成政府，进行民主改革。君主派、大地主、大资本家、高级僧侣、长枪党
及反动军官等，阴谋叛乱。同年 7月，西属摩洛哥驻军首先发难，叛乱蔓延
到本土。*佛朗哥为叛军魁首。西班牙军民奋起保卫共和国，迅速平定首都马
德里等地的叛乱。德、意法西斯从 7月底起，开始武装干涉，向佛朗哥叛军
提供援助，并派遣干涉军参战，改变了双方力量对比，并使西班牙内战的性
质发生变化。世界各国民主进步力量组织*国际纵队，支援共和国政府。西方
国家推行*不干涉政策，封锁西班牙。战争历时约两年零九个月。1936 年夏
至 1937 年春，双方主要在中部和南部作战。共和国军民粉碎了法酋斯军队对
马德里的三次进攻。从 1937 年年中起，作战重心转向北部。法西斯军队猛攻



西北部工业区。因无政府主义者的破坏，共和国军的防线被突破，重镇毕尔
巴鄂失守。同年 7—9月共和国军发动*布鲁内特战役，但未能阻止敌人的进
攻，不久共和国北方地区陷落。1937 年底双方作战重点转到东部。共和国军
首先发动*特鲁埃尔战役，一度攻占该城。1938 年 3 月法西斯军队转入进攻；
4 月前出至地中海。共和国的加泰罗尼亚与其他地区的联系被割断。同年 7
月共和国军实施*埃布罗河战役，未获成功。1939 年 2 月加泰罗尼亚失守，
共和国处境危急。2月 27 日英、法公开承认佛朗哥政权，断绝同共和国政府
的外交关系。国内投降派趁机加紧活动，卡培赫纳海军基地和马德里先后发
生叛乱和政变。1939 年 3 月底马德里陷落，共和国全境被占。西班牙民族革
命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失败，使德、意在西地中
海形成了有利的战略态势。

西部沙漠军  即“尼罗河集团军”。
西北联合大学  简称“西北联大”。抗日战争爆发后，北平大学、北平

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西迁至西安组成“西安临时大学”，1938 年又迁至陕
南，改现名。设文理、教育、法商、工、医、农 6 个学院 23 个系。同年 7
月，该校工、农、师范学院分别独立为西北工学院、西北农学院、西北师范
学院，1939 年 7 月，该校更名为国立西北大学，设文理、法商、师范、医 4
个学院，不久师范、医学院相继独立为西北师范学院和西北医学院。文理和
法商学院组成西北大学。抗战胜利后，1946 年西北大学迁西安，部分师生迁
回北平（今北京）复校，称北平师范学院，1948 年复称北平师范大学。

西南联合大学  简称”西南联大”。抗日战争爆发后，北京大学、清华
大学、南开大学迁至湖南长沙，组成长沙临时大学。1938 年初又迁至云南昆
明，改称西南联合大学。由原 3校校长组成常务委员会领导，梅贻琦任主席，
下设理、工学院于昆明，文法学院于蒙自（后迁至昆明）。1939 年后共设文、
理、工、法商、师范 5 个学院 26 个系，学生达 3 千左右。1938—1946 年共
毕业学生约 2000 人。对大后方抗日民主运动的发展和文化经济的建设起过重
要作用。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 年解散，3校分别迁回北平（今北京）、天
津原址复校。

西班牙共和国  1931—1939 年的西班牙共和国。1931 年 4 月 12 日西班
牙举行市政选举，共和党获胜。4月 14 日西班牙实行历史上第二次共和。同
年 12 月 9 日通过新宪法，规定实行普选制，设一院制议会，制定若干民主改
革措施。进步党人阿尔卡拉·萨莫拉当选总统。左翼共和党人*阿萨尼亚任总
理。之后各派势力斗争激烈，局势动荡，法西斯势力趁机崛起。1936 年 2 月
*西班牙人民阵线在议会选举中获胜、组成第一届人民阵线政府，阿萨尼亚任
总理，推行社会改革纲领，分配土地，大赦政治犯，着手恢复加泰罗尼亚自
治。5月阿萨尼亚当选总统，另一左翼共和党人基罗加任总理。7月，以佛朗
哥为首的法西斯军人发动反对共和政府的军事扳乱，德、意派兵支援佛朗哥。
共和政府进行民族革命战争。1936 年 9 月社会党领袖拉尔戈·卡巴列罗出任
总理。翌年 5月起*内格林继任，吸收其他左翼政党参加政府，继续组织抗战。
获苏联和世界各国进步人士支持，共产国际派遣国际纵队参战，英、法则推
行“不干涉”政第。由于德意武装干涉造成力量对比悬殊以及共和派内部矛
盾和军事上的错误，1939 年 3 月 28 日被颠覆。

西部特别军区  苏联西部军事区域和军队组织。前身为 1918 年组建的
西部军区。1926 年改称白俄罗斯军区（1938 年 7 月起为白俄罗斯特别军区）。



1939 年曾编成*白俄罗斯方面军，进军西白俄罗斯。1940 年 7 月改称西部特
别军区。其辖区包括白俄罗斯全境，司令部在明斯克市。1941 年 6 月编有 4
个集团军，共计 24 个步兵师、12 个坦克师、6个摩托化师和 2个骑兵师。担
负掩护从立陶宛南部至普里皮亚特河的 470 公里国境线。苏德战争爆发后改
编为*西方方面军。但军区领导机关同时存在到同年 9月。司令为巴甫洛夫。

西西里分离运动  西西里岛上层分子领导的脱离意大利的运动。1943
年 7 月 盟 军 登 陆 前 后 形 成 ， 由 前 议 员 菲 纳 切 阿 罗 -阿 泼 利 尔
（AndreaFinoochiaro-Aprile，1878—1964）领导，目的为保护地主阶级的
利益。由于盟军登陆后管理不铸，岛上经济日趋恶化，分离分子更形活跃，
于 1944 年 10 月制订武装夯权计划。1945 年初，成立以卡纳帕
（AntonioCanepa）为首的西西里独立志愿军。战后因萨贝拉被暗杀，分离分
子参加制宪会议选举又遭失败，运动遂趋向低潮。

西迪巴拉尼之战  1940 年 12 月英军反击北非意军的战役。是年 9 月，
意军 6 个师约 8 万人由昔兰尼加向埃及境内推进，到达西迪巴拉尼
（SidiBarrani）筑营据守，与退守马特鲁（Matruh）的英军对峙。英军在获
得来自本土、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紧急增援后，于 12 月 7 日由舆康纳
率部约 3万人从马特鲁出发，迂回穿越 70 英里的沙漠，运动到意军营地侧后。
9 日晨，英印第四师从意军背后发起猛攻，第七装甲师向西包抄，到达滨海
公路，切断意军退路；另一支英军则从正面攻打。战斗至 11 日，英军占领西
迪巴拉尼地域，俘获意军 3.8 万人，大炮 400 门，自身仅死亡 400 人。

西南太平洋战区（SouthwestPacificTheater）盟军在*太平洋战争中划
分的战区之一。1942 年 3 月 30 日，据美国总统罗斯福批准的美国参谋长联
席会议决定而设置。美将麦克阿瑟为总司令，统帅西南太平洋盟国部队。司
令部设墨尔本（同年 7月 20 日迁至布里斯班）。战区包括澳大利亚、所罗门
群岛、新几内亚、菲律宾、婆罗洲和苏拉威西岛等地区，即东至 160°黄经
圈，与*太平洋战区交接。该战区发生的重大战役有瓜达尔卡纳尔岛争夺战、
巴布亚半岛战役、菲律宾战役等。参见“西南太平洋盟军总司令部”。

西南抗日救国军  全称“国民革命抗日救国第一、第四集团军联军”。
为中国两广国民党地方势力组织的抗日反蒋军队。1936 年 6 月 1 日，广东陈
济棠、广西李宗仁、白崇禧等打着“抗日救国”旗号，发动*两广事变，建立
西南军事委员会和抗日救国军，由陈济棠、李宗仁分别任正副委员长和总司
令。该军发布北上抗日收复失地命令，出兵湖南。7 月，由于被蒋介石收买
的粤军余汉谋、黄光锐部倒戈，陈济棠被迫下野，李宗仁、白崇禧退归广西。

西班牙人民阵线  西班牙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组织。1936 年 1 月 15 日成
立。参加者有西班牙共产党、社会党、共产主义青年联盟、社会主义青年联
盟、共和党左翼、共和同盟、加塔洛党左翼、工人联合总会以及其他一些左
派政党和团体。纲领包括恢复民主权利、没收敌产、解散保皇党和法西斯组
织、实行八小时工作制、降低农民的地祖和捐税、军队民主化等。同年 2月
在议会选举中获胜，成立联合政府，实行民主改革。同年 7月，以佛朗哥为
首的法西斯势力发动叛乱后，积极支持共和政府抗战。1939 年 3 月 5 日，首
都马德里发生军事政变，人民阵线瓦解。

西班牙中立法令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西班牙政府宣布保持中立的
法令。1939 年 9 月 4 日，西班牙政府首脑佛朗哥发表广播演说，宣布西班牙
在已发生的军事冲突中保持中立。同日，佛朗哥和外交部长签署该法令。由



于国内政治局势不稳定和经济混乱，西班牙政府被迫宣布所谓“中立”，但
此后明显带有亲德、意的倾向。

西喀尔巴阡战役  苏德战争后期苏军发动的进攻战役。1945 年 1 月 12
日至 2月 18 日，由乌克兰第四、第二方面军实施。*东喀尔巴阡战役后，苏
军继续向西喀尔巴阡山进攻，1月 19 日解放科希策，2月中旬前出至俄斯特
拉发工业区接近地，推进 170—230 公里，解放波兰南部和捷克斯洛伐克大
部，并从南翼保障了华沙-柏林方向的主攻。经苏军总参谋部 1987 年审定，
列为苏联卫国战争期间的 51 个战略性战役之一。

西方方向总指挥部  苏德战争初期苏联西方战略指挥机关。1941 年 7
月 10 日根据*苏联国防委员会的决定在西方战略方向组建。目的是协调该方
向各方面军的行动，加强统一指挥以克服因遭受突然袭击而出现的混乱与困
难。负责指挥西方方面军、预备队方面军、中央方面军。同年9月 10 日撤销。
翌年 2月为协调西方方面军与加里宁方面军的行动而重建。同年 5月再度撤
销，总司令为铁木辛哥（1941 年）和朱可夫（1942 年）。

西北方向总指挥部  苏德战争初期苏联西北战略指挥机关。1941 年 7
月 10 日根据*苏联国防委员会的决定在西北战略方向组建。目的是协调该方
向各方面军和舰队的行动，加强统一指挥以克服因遭受突然袭击而出现的混
乱与困难。负责指挥北方方面军、西北方面军、北方舰队和波罗的海舰队。
同年 8月 17 日受命集中力量保卫列宁格勒。同月 29 日撤销。总司令为伏罗
希洛夫。

西西里岛登陆战役  1943 年 7—8 月盟军攻占西西里岛的战役，也是首
次重返欧洲的大规模两栖作战。是年 1月的盟国*卡萨布兰卡会议上商定，北
非战斗结束后即实施进攻西西里（Sicily）的代号*哈斯基的行动，经过近半
年的策划和准备，盟军调集 2600（一说 3200）艘舰艇（其中登陆运输舰艇约
2100 艘）、4000 多架飞机、8个陆军师（后又增援 2个师）和 2 个空降师，
总兵力 47.8 万人，以艾森豪威尔为总司令，于 7月 10 日实施大规模越海作
战。盟军在登陆前近两个月，对该岛和意大利本土实施猛烈轰炸，并采取了
制造假情报等一系列欺骗措施，隐蔽战役企图。7月 4—9日，盟军分别从北
非和中东各港口出发，9日夜空降师率先出战，未取得重大效果。10 日黎明，
巴顿率美国第七集团军 4个师和蒙哥马利率英国第八集团军 4个师，分别在
西西里岛东南角的南岸和东岸同时登陆。当时守岛仅有德军 2个师（后增援
2个师）和缺乏斗志的意军 9个师共约 26 万人，支援飞机 1400（一说 600）
架，主力布防于岛西。在东南角海岸的守军大多是西西里人，稍作抵抗即溃
散。登陆南岸的巴顿部在次日击退德军的反扑后，一路向北直上进入中部地
区，另一路向西转北于 7月下旬攻克马尔萨拉和巴勒莫。登陆东岸的蒙哥马
利部迅速夺取锡拉丘兹后，即沿海岸北上进军墨西拿；7 月中在卡塔尼亚遭
德军顽强抵抗，难以通过埃特纳山肩部狭窄的滨海通路，被迫将主力西转，
与美军联合迂回内地山区北上。8 月初，德军固守东北一角，掩护大部队由
墨西拿海峡撤回意大利本土（至中旬 4万德军和 9万意军撤走）。盟军发动
几次小规模的两栖跃进，未果。8 月 17 日美军率先进入墨西拿，占领全岛。
此战，盟军伤亡约 3万人，歼灭德意军约 16 万人（德军占 3.7 万人），促使
意大利*七月政变和随后的投降。

西安事变对策纲要  日本对*西安事变的方针文件。1936 年西安事变爆
发后，12 月 14 日由日本陆军省制定。坚持既定的侵华方针政策，如果日本



在华权益受到侵害，“应毫不犹豫地运用自卫权”。强调加强反共，“将防
共协定的范围推广到（华北）五省”，并“把绥远政权引向反共”，妄图通
过反共挑起中国内战。

西南方向总指挥部  苏德战争初期苏联西南战略指挥机关。1941 年 7
月 10 日根据*苏联国防委员会的决定在西南战略方向组建。目的是协调该方
向各方面军和舰队的行动，加强统一指挥以克服因遭受突然袭击而出现的混
乱与困难。负责指挥西南方面军、南方方面军、布良斯克方面军（1941 年 12
月 24 日至翌年 4月）及黑海舰队（1942 年 4 月以前）。1942 年 6 月 21 日撤
销。总司令先后为布琼尼（1941.7—9）、铁木辛哥（1941.9—1942.6）。

西蒙诺夫式反坦克枪  即“Птрс式反坦克枪”。
西 南 太 平 洋 盟 军 总 司 令 部

（GeneralHeadquartersSouthwestPacificArea，缩写SWPA）盟军在*太平洋
战场主要指挥机构之一。1942 年 4 月 18 日组建于澳大利亚墨尔本，由美将
麦克阿瑟任总司令，辖有美、澳、新诸国在澳大利亚、新西兰、所罗门群岛
和菲律宾的陆、海、空三军部队。负责东至 160°黄经圈以内的澳大利亚、
新几内亚、所罗门群岛、新不列颠群岛、菲律宾、婆罗洲、苏拉威西岛等区
域的对日作战。随着战争的进程，司令部先后迁在新几内亚、马尼拉等地。
1945 年 4 月，麦克阿瑟出任太平洋盟军最高统帅和太平洋美军总司令，即改
称太平洋盟军最高统帅部（SCAP）。

西班牙长枪党与国家工团主义者进军洪达  即“进军洪达”。
厌战号战列舰  即“沃斯派特号战列舰”。
百团大战  抗日战争中期，八路军向华北敌占交通线和据点发动的大规

模进攻战役。由于战役发起后八路军参战兵力迅速增至 100 个团以上，故名。
1940 年 7 月，为打击日军对抗日根据地的“囚笼”政策，争取华北战局更有
利的发展，并破坏日军进攻西安的企图，克服国民党当局的投降危险，振奋
全国抗战军民的士气，八路军总部决定利用青纱帐茂盛和日军在华北铁路沿
线兵力分散的有利时机发动此战。8月 8日八路军总部下达《战役行动命令》，
规定晋察冀军区主力破袭正大铁路阳泉至石家庄段，第一二九师破击正太铁
路阳泉至榆次段，第一二○师破击忻县以北之同蒲铁路和汾阳、离石公路。
八路军参战部队共 105 个团约 20 万人，由彭德怀指挥。至 9月 10 日为第一
阶段，以破击正太铁路、破坏和截断华北日军交通线为主。经 20 余天战斗，
摧毁了正太铁路沿线据点、桥梁、隧道、车站，造成全线瘫痪，并切断同蒲
铁路北段、平汉铁路、德石铁路、北宁铁路以及其他主要公路，破坏井陉煤
矿，达到了作战的预期目的。从 9月 20 日至 10 月上旬为第二阶段，主要是
扩大前阶段战果，消灭交通线两侧和深入抗日根据地内的日伪据点，摧毁日
军对根据地的封锁线，进行了榆（社）辽（县）和涞（源）灵（丘）等战役。
从 10 月 6 日至 12 月 5 日为第三阶段，主要是反击日军对太行、太岳、晋察
冀和晋西北等根据地的报复”扫荡”。此战前后历时 3个半月，大小战斗 1824
次，毙伤日军 20645 人、伪军5155 人，俘虏日军 281 人、伪军18407 人，缴
获各种炮 53 门、枪 5800 余支（挺），破坏铁路 470 公里、公路 1500 公里，
破坏桥梁和隧道 260 多处，拔除日伪据点 2993 个。八路军伤亡 1.7 万余人。
由于战役规模过大、时间太长、后期采取攻坚作战，因而过多消耗了八路军
和根据地的力量，对后来坚持华北抗战带来一些不利的影响。

百人队长型坦克（Centurion）英国重型坦克。1945 年 5 月服役。重 46



吨，装甲厚度炮塔正面 127 毫米、侧面 76 毫米，车体正面 76 毫米、侧面 57
毫米。装备76.2 毫米（弹重 17 磅）火炮1门，机枪1挺。最大时速37 公里，
最大行程 145 公里。乘员 4人。

有田八郎（1884—1965）日本外务大臣（1936—1937、1938—1939、
1940），1909 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入外务省工作。旱年任职于驻奉天（今
沈阳）、渥太华、火奴鲁鲁等领事馆，曾以随员身份参加巴黎和会。与重光
葵等人组成外务省革新同志会，任干事，力图革新外务省。后历任外务省亚
洲局局长、外务次官、驻比利时和驻华大使。主张调整中日邦交。自 1936
年 4 月，先后就任广田、第一届近卫、平沼和米内内阁的外务大臣。推行称
霸东亚的外交政策，主张缓和与英美的关系，同时对与德、意的接近持有异
议。期间废除《华盛顿九国公约》；签署*《有田-克莱琪协定》，迫使英国
放弃部分在华权益；试图从荷兰政府手中取得控制荷属东印度（今印度尼西
亚）的权利。1942 年曾以“特派大使”身份访问汪伪政权。次年被东条英机
聘为外交顾问。战后于 1953 年当选众议员。

有田声明  日本外务大臣*有田八郎关于荷属东印度的声明。1940 年 4
月 9 日德国入侵丹麦、挪威，欧洲战局急转直下，为日本向东南亚地区扩张
提供了有利条件。同年 4月 15 日有田外务大臣发表声明，强调战祸一旦扩及
荷属东印度，将危及东南亚的安定。此声明的发表，反映了日本南进意向的
加强。

有田-克莱琪协定  亦称《英日一般协定》。英国和日本有关中国问题
的协定。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英国在华权益受到损害，两国矛盾发展。
1938 年 7—10 月间，为调整两国关系，曾由英国驻日大使克莱琪
（RobertLeslieCraigie，1883—1959）同日本外务大臣宇垣及首相近卫进行
会谈，未果。1939 年 6 月发生*英日天津事件后，英国提出在东京举行会谈，
日本表示同意。7月 15 日克莱琪和日本外务大臣有田八郎开始会谈，22 日双
方达成一般协定，24 日在东京与伦敦同时公布。主要内容为：英国承认日本
侵华的“实际局势”；承认“在华日军为了保障其自身的安全和维护其控制
地区的公共秩序”，有权“压制或取消任何将妨碍他们或有利于他们敌人的
行动”；英国申明“无意鼓励任何有损于日军达到上述目的的行动或措施”。
此协定成为英国在远东推行对日缓靖政策的顶点。

夸西莫多（SalvatoreQuasimodo，1901—1968）意大利诗人。初攻读于
罗马工学院，后专攻文学。早期诗作受象征主义影响，有“隐逸派”诗人之
称，大战期间，受意大利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的影响，先后创作《雪》、《冬
夜》、《1943 年 8 月》、《米兰》、《围墙》等诗篇，强烈控诉法西斯分子
的暴行。战后，上述诗篇于1947 年汇编成诗集《日复一日》出版，影响很大。
还著有诗集《生活不是梦》等。

达里（RiehardWalterDarre，1895—1953）德国食品与农业部长（1933
—1942）。早年曾留学英国。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任炮兵中尉。战后攻读农学，
成为农艺师。1930—1933 年鼓励纳粹党提出旨在争取农民的政策。1933 年 4
月任农民组织头目和德国“农民领袖”。同年 6月任食品与农业部长，后兼
任国会议员、德国农业协会名誉主席、*党卫队种族和移居处处长（至 1938
年 2 月）等职。1933 年主持制定*《农田继承法》，并组织*德国食品管理总
会。因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未能充分保证食品供应，1942 年被免职。战后被
纽伦堡美国军事法庭判处 5年徒刑。1950 年获释。著有《农民是北欧人种生



命的源泉》和《血统和土地》等。
达尔南（JosephDarnand，1897—1945）法国法西斯分子。战前即参加

法兰西行动、法兰西人民党等法西斯组织。法国败降后，于 1941 年夏建立“军
团服务处”（1943 年初改编并入维希民警），1942 年 10 月创建维希民警，
协同德国占领军镇压抵抗运动。后组建非洲长枪党，试图到北非对盟军作战。
曾多次到苏德战场作战。后参加党卫队，向希特勒宣誓效忠。1942 年底起，
出任维希政府警察机构首脑，194 年 2 月任维希政府内政国务秘书。巴黎解
放后，逃亡德国的西格马林根（Sigmarin－gen）。战后被法国政府处决。

达尔朗（FrancoiSDarlan，1881—1942）法国海军将领。1901 年毕业于
法国海军学校。1934、1936 年先后任法国大西洋舰队司令、海军总参谋长。
1939 年获海军上将衔，同年 8月出任海军司令。1940 年 6 月法国败降后，即
在贝当政府中任海军部长。任内曾向英方许诺永不将舰队交给德国占领军，
同时却又会晤希特勒，表示愿意“合作”。1941 年 2 月，因赖伐尔与贝当的
矛盾，替代前者出任维希政府副总理，兼外交、内政、国防、海军部达尔朗
部长等职，被定为贝当的接班人。同年5月在贝希特斯加登再次会晤希特勒，
签订《巴黎议定书》，对德军开放法国在叙利亚、达喀尔、卡萨布兰卡、比
塞大的基地。苏德战争爆发后，表示要对苏作战。1942 年 4 月，赖伐尔复出
后，仅保留法军总司令一职。同年 11 月抵阿尔及尔，不久盟军登陆北非，在
欧洲盟军最高司令艾森豪威尔的授意下，于同月 8日下令法军停火，13 日与
美将克拉克达成协议，同意加入盟军，转向轴心国作战。同时宣布为法属北
非高级专员。12 月 24 日被刺死。

达吕格（KurtDaluege，1897—1946）德国风纪警察总监、波希米亚-摩
拉维亚保护长官。早年在柏林高级技术学校求学。1922 年加入纳粹党。1926
年组建并领导柏林和北德冲锋队。1928 年转入党卫队，任东德地区党卫队领
袖。1933 年任国会议员（至 1945 年）和普鲁士内政部部务主任。次年提升
为党卫队地区总队长（相当于中将），主持清洗和改组东德地区冲锋队。193G
年任德国风纪警察（Ordnungspolizei）总监。1942 年任波希米亚-摩拉维亚
保护长官，主持*利迪采大屠杀，并残酷镇压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战后，1946
年在捷克斯洛伐克被处决。

达拉第（EdouardDaladier，1884—1970）法国总理（1938—1940），
激进党领袖。初在中学执教。曾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1919 年起为议员。1924
年起历任殖民、陆军、国防和外交部部长等职，并多次组阁（1933、1934、
1938—1940）。1935 年代表激进党与法国共产党和社会党组成人民阵线，并
任首届人民阵线政府国防部长。第三次总理兼国防部长任内，推行绥靖政策，
1938 年 9 月代表法国签订《慕尼黑协定》，遭共产党反对，10 月遂将法共逐
出人民阵线。1939 年初承认佛朗哥政权，并封锁法国—西班牙边境。同年德
国进攻波兰后，于 9月 3日向德国宣战，并兼任外交部长，但未采取任何军
事行动援助波兰，坐视其覆亡，史称“奇怪战争”。苏芬战争爆发后，试图
通过瑞典援芬，同时命令魏刚加紧筹组东方军以从南方威胁苏联。1940 年 3
月 20 日《苏芬和约》签订后，被迫下台，但仍任国防部长。一贯支持甘未林
和他的作战计划。同年 5月复辞去国防部长职，改任外交部长。贝当出任总
理时，来入阁。曾试图去北非建立反“维希”的政府，未成。是年 9月 8日
被囚禁。1942 年 2—4 月，出席*里沃姆审判，被指控应对法国的失败负责。
此后又被移往德国和奥地利囚禁。1945 年 5 月获释。战后复入政界，为议员。



达基诺（IvalkukoToguri，D＇Aquino1916—）大战期间日本东京电台
播音员。美籍日裔，日名户栗郁子。1941 年毕业于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
同年 7月到日本探亲，时逢珍珠港事变爆发，被滞留于日本。因其操一口标
准的美国英语，1943 年 11 月被东京电台召为播音员，为日本对美军的英语
广播宣传节目《零点》播音，是被称为“东京玫瑰”的 13 个女播音员之一。
战后在横滨被捕。1949 年 9 月被美国政府定为叛国罪，判处 10 年徒达基诺
刑和罚款 1万美元。6年后获释。此后为洗刷名誉奔走，1977 年为美国总统
福特赦免。

达斯企埃  ①弗朗索瓦·达斯企埃（Francoisd＇AstierdeLaVigerie，
l886—1956）。法国抵抗运动活动家。埃马纽埃尔·达斯企埃之长兄。1910
年毕业于圣西尔军校。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在空军中服役。第二次世界大战爆
发后，任北方空军司令，旋被派往摩洛哥。法国败降后即参加抵抗运动。1942
年到达伦敦，任戴高乐领导的战斗法国空军总监。后转入外交界工作。②亨
利·达斯企埃（Henrid＇AstierdeLaVigerie，1897—1952）。法国抵抗运动
活动家。法国败降后即在阿尔及尔组织五人小组，反对当地维希政权，支持
盟军在北非登陆。因观点保守，且试图在北非拥立波旁王室后裔巴黎伯爵，
故曾与其兄弗朗索瓦·达斯企埃同被怀疑谋刺达尔朗，一度被捕。获释后在
突尼斯境内作战。③埃马纽埃尔·达斯企埃（Emmanueld＇AstierdeLaVigerie，
1900—1969）。法国抵抗运动活动家。1918 年毕业于海军学校。后从事新闻
工作。法国败降后，在南方非占领区从事抵抗活动。
0年主持建立抵抗组织“最后一根支柱”（即“解放南方”），该组织于1943
年 5 月加入民族抵抗委员会。后去阿尔及尔，担汪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内
政专员和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内政部长。战后继续从政，1958 年获列宁和
平奖。奢有《七天七次》等。

达喀尔之战  1940 年 9 月英国和自由法国联军远征法属西非港城达喀
尔（Dakar）的战役。是年8月，英国参谋长委员会为支持戴高乐对法属非洲
的控制，并消除德国在西非建立海空军基地的危险，会同戴高乐制订占领达
喀尔的计划，代号“威吓”（Menace）。计划由*坎宁安率舰队（航空母舰 1
艘、战列舰 2艘、巡洋舰 3艘和驱逐舰 6艘）掩护和支援下，戴高乐指挥登
陆部队（英军 4200 人、自由法国武装部队 2700 人）实施登陆。由于走漏消
息，维希法国加强了对达喀尔的控制和防御。9月 23 日，英法舰队逼近该港
口要塞，在促使达喀尔当局转向自由法国的尝试失败后，双方即行交火。维
希法国当局以海岸炮兵和停在港内的 1艘战列舰、2艘巡洋舰、2艘驱逐舰和
3艘潜逛进行对抗。经 3天战斗，维希法国损失 1艘驱逐舰和 2艘潜艇，伤 1
艘战列舰和 1艘巡洋舰；英国*巴勒姆号战列舰和*坚决号战列舰以及 1艘巡
洋舰、2 艘驱逐舰受伤。英法联军登陆企图受挫，又担心延长战斗产生诸多
不利，遂于 25 日午后决定放弃该计划。

达豪集中营  纳粹德国三大中心集中营之一。1933 年 3 月建于德国巴
伐利亚的达豪（Dachau）市附近。系纳粹德国最早建立的集中营。首任长官
为*艾克。后辖德国南部 20 个分营，先后关押约 25 万人。其中有近7万人在
监禁中被折磨至死。1941—1942 年集中营当局在被囚者人体上进行医学试验
约 500 人次，主要进行疟疾试验和测试人体在冷水中的忍受能力。因不堪纳
粹折磨，营内的反抗斗争不断，1945 年 4 月 28 日举行了有组织的暴动，粉
碎了纳粹焚毁集中营和消灭囚禁者的企图。战后建立死难看纪念碑。



达马斯金诺斯（DimitriosPapandreuDamaskinos，1889—1949）希腊执
政（1944—1946），东正教准典大主教。1917 年为牧师。1922 年任科林斯主
教，1938 年当选为雅典大主教，但被希腊首相宣布选举无效并加以流放。德
军侵占希腊后，于 1941 年 7 月被召回出任大主教。反对德军占领希腊，主张
援救被纳粹迫害的犹太人。1944 年雅典起义后，12 月被流亡伦敦的国王*乔
治二世任命为执政。曾先后任命 5个首相组阁，1945 年 10 月自组临时内阁。
翌年 9月希腊恢复君主制后辞职。

达夸罗内公爵（PietroDucad＇Aoquarone，1890—1948）意大利将领。
参加过意土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1924 年晋升将军。后转入政界，1934
年为参议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成为爱麦虞限三世的密友和顾问。
年受封为公爵称号。曾代表王室广泛接触各界人士，参与 1943 年七月政变，
促成墨索里尼政权的垮台。意大利和同盟国签订停战协定后，追随国王逃在
南方，周旋于王室和反对派之间，极力维护萨伏依王朝的统治。1944 年 5 月
翁贝托二世任摄政后，作用渐衰。故后退出政界。达奥斯塔公爵
（AmedeodiSavoia，ducad＇Aosta，1898—1942）意大利空军将领，萨伏依
亲王长子。1915 年入伍，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曾在利比亚服役。旋指挥
第一航空师。1937 年 11 月出任埃塞俄比亚总督，力图平息当地人民的起义，
未获成功。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于 1940 年 6 月就任东非意军司令，领空军
上将衔，但未能阻挡游击队和英军的联合进攻。1941 年 4 月 26 日逃离亚的
斯亚贝巴，5月 19 日被俘。拒绝遣返，次年在俘虏营中病死。

达尔朗-克拉克协定  维希政府的武装部队总司令*达尔朗与美英盟军
北非远征军副总司令*克拉克达成的关于北非的维希法国当局和盟军之间关
系的协议。1942 年 11 月 8 日*北非登陆战役之后，美国政府为了利用北非法
国殖民当局的力量，在英国同意下，于 22 日在阿尔及尔签订此协定。规定，
美国政府承认达尔朗在法属北非的最高领导权，*吉罗统帅该地区所有归附于
盟国的法军；达尔朗必须在当地为盟军司令部提供包括有权使用机场、港口、
通讯系统和军事设施的作战条件，并为在北非的美国人提供一定的经济特
惠。协定在军事上对盟军有利，但允许维希政权继续在北非存在，遭到法国
抵抗运动的批评。

达尔基埃·德佩雷博瓦（LouisDarquierdePelle-poix，1897—）法国
法西斯分子。曾参加 1934 年 2 月国内法西斯分子在巴黎的暴动（即“向议会
进军事件”）。1936 年建立法兰西反犹太联盟。大战爆发前即与德国宣传机
构建立联系。1942 年 5 月，任犹太问题总委员会负责人，成立“犹太问题和
人种社会研究所”等机构，进行反犹宣传。旋奉德国占领当局之命，在北方
推行所谓“经济雅利安化”，专事剥夺犹太人的财产。曾一再敦促维希政府
流放南方的全部犹太人。法国解放后逃亡西班牙。

迈内克（FriedrichMeinecke，1862—1954）德国历史学家。早年在波
恩大学和柏林大学求学。1893 年起任《历史杂志》编辑。1896 年起先后在柏
林大学、斯特拉斯堡大学任教，同时致力于学术研究，声名渐著。政治上拥
护魏玛共和国，反对希特勒的极端民族主义。纳粹党执政后于 1935 年被《历
史杂志》编辑部除名并失去教职，此后生活贫困。战后于 1946 年出版《德国
的灾难》，分析纳粹暴政形成的原因，谴责法西斯主义。战后任西柏林自由
大学校长。

迈斯基（ИванМихайловичМайский，1884—



1975）苏联外交官。1912 年毕业于德国慕尼黑大学。1921 年加入俄共（布）
党。1922 年起进入外交界工作。1932 年起出任驻英全权代表。曾代表苏联参
加*不干涉西班牙事务委员会。1939 年参与苏联同英、法结盟谈判，1941 年
曾将丘吉尔关于德国将进攻苏联的情报通报斯大林。同年当选为联共（布）
党中央委员（至 1947 年）。苏德战争爆发后，致力于加强苏联与英、美的关
系。1943 年起任副外交人民委员。1945 年曾出席克里米亚会议和柏林会议。
1946 年调苏联科学院工作，为历史科学院士。著有《苏联大使回忆录》等。

列希（HaxhiLleshi，1913—）阿尔巴尼亚反法西斯斗争领导人之一。
1936 年起在南斯拉夫贝尔柏莱德大学学习。1939 年回国参加反意大利占领者
的斗争，在迪勃拉区组建游击队。1941 年流亡南斯拉夫，继续进行反法西斯
斗争。1942 年回国后参加贝萨会议，在佩什科比区建立游击队。1943 年加入
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同年任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成员。1944 年获上校军衔，
担任阿尔巴尼亚反法西斯民族解放委员会副主席。1944—1946 年任临时政府
内务部长。1949 年晋升少将。后长期任阿尔巴尼亚人民议会主席团主席。

列维坦（ЮрийБорисовичЛевитан，1914—1983）
苏联播音员。1931 年起在国家广播电台从事播音工作。1941 年加入联共（布）
党。战争年代负责播送苏联情报局战报、最高统帅部命令和其他重要新闻。
其播音音色优美、富有激情和表现力，对于鼓舞人民斗志和宣传国家号令起
了重要作用。战后曾主持《老战士信箱》节目。

列夫琴科（ГордейИвановичЛевченко，1897—
1980）苏联海军将领。1913 年入沙俄海军。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在波罗的海舰
队服役。参加过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1919 年加入俄共（布）党。1922 和
1930 年先后毕业于海军学校和海军学院高级首长进修班。1937 年任波罗的海
舰队参谋长。翌年升任司令（海军中将衔）。1939 年出任副海军人民委员。
苏德战争初期，以海军统帅部代表身份参加敖德萨和塞瓦斯托波尔防御战。
1942—1944 年先后调任列宁格勒和喀琅施培得海军基地司令，参加列宁格勒
保卫战，1944 年 4 月复任副海军人民委员。同年晋升海军上将。战后曾任海
军副总司令、海军部副部长等职。1960 年退役。著有《火红的年代》。

列柳申科（ДмитрийДаниловичЛелюшенко，
1901—1987）苏联将领。1919 年参军。参加过国内战争。1924 年加入俄共（布）
党。1927 和 1933 年先后毕业于红色指挥员骑兵学校、伏龙芝军事学院。后
在装甲坦克部队历任团长和旅长。1939 年参加进军西白俄罗斯。后参加苏芬
战争。苏德战争初期任机械化第二十一军军长（少将衔），在列宁格勒方向
作战。后调任装甲坦克兵总部副部长及组建和补充部部长。参加莫斯科会战。
1942 年 12 月出任近卫第三集团军司令。先后参加斯大林格勒会战和顿巴斯、
扎波罗热、尼科波尔—克里沃罗格等战役。1944 年调任近卫坦克第四集团军
司令，晋升上将。率部先后参加普罗斯库罗夫—切尔诺维策、利沃夫—桑多
梅日、柏林和布拉格等战役。战后曾任军区司令、驻德苏军坦克机械化兵司
令等职。1959 年获大将衔。著有《莫斯科—斯大林格勒—柏林—布拉格。

列谢利泽（КонстантинНиколаевичЛесели
дэе，1903—1944）苏联将领。1921 年参军。次年毕业于格鲁吉亚联合军
事学校。1925 年加入俄共（布）党。1938 年起，先后任白俄罗斯特别军区步
兵师和军的炮兵主任。苏德战争开始时为上校，在西方方向作战。参加过莫
斯科会战。1942 年 6 月起先后任步兵第三军军长和第四十六、第四十七集团



军司令。参加高加索会战。1943 年 3 月出任第十八集团军司令。同年晋升上
将。曾参加新罗西斯克—塔曼、刻萨—埃利季根登陆、日托米尔—别尔季切
夫等战役。1944 年 2 月在战斗中负伤牺牲。

列宁格勒军区  苏联西北部军事区域和军队组织。原为 1918 年成立的
彼得格勒军区，1924 年改此名。1939—1940 年所部参加过苏芬战争。1941
年 6 月时，辖区包括列宁格勒州、摩尔曼斯克州和卡累利阿—芬兰自治共和
国，编有3个集团军（共 21 个师另 1个旅）。担负雷巴奇（Рьбачий）
半岛至芬兰湾一线的苏芬国境、爱沙尼亚沿岸地带及汉科半岛的防御。苏德
战争爆发后改编为*北方方面军。1945 年 7 月由*列宁格勒方面军改组重建。
司令先后为波波夫（1941 年担任）、戈沃罗夫（1945 年重建时担任）。

列宁格勒方面军  苏联战略战役军团。1941 年 8 月由*北方方面军划分
组建，任务为保卫列宁格勒。初辖 3个集团军和若干战役集群。并指挥波罗
的海舰队作战。1942 年 11 月以所隶航空兵组建为空军集团军。后陆续编入
过 16 个集团军、3个空军集团军。在*列宁格勒保卫战中屡挫敌军，并于 1943
年 1 月突破敌人的封锁。先后参加列宁格勒—诺夫哥罗德战役、维堡战役、
波罗的海沿岸战役。1945 年 7 月改组为*列宁格勒军区。历任司令为波波夫
（1941.8—9）、伏罗希洛夫（1941.9）、朱可夫（1941.9—10）、费久宁斯
基（1941.10）、霍津（1941.10—1942.6）、戈沃罗夫（1942.6—1945.7）。

列宁格勒保卫战  苏德战争中苏军为保卫列宁格勒于 1941 年 7 月 10
日至1944年8月9日在西北战略方向实施的一系列防御战役和进攻战役的总
称。先后参战的有：北方方面军、西北方面军、列宁格勒方面军、沃尔霍夫
方面军、卡累利阿方面军、波罗的海第二方面军、波罗的海舰队等部队及列
宁格勒地区的民兵和游击队。第一阶段（1941 年 7 月 10 日—9月底）进行城
市远郊和近郊的防御战。德军*北方集团军群于 7月 10 日发起进攻，经 1个
月的远郊作战于 8 月中旬突入列宁格勒市近郊，9 月 8 日切断该布与外界的
陆上联系，但未能从行进间夺取该市。至 9月底，战线趋于稳定。第二阶段
（1941 年 10 月—1943 年 1 月 12 日）在封锁中坚守城市。11 月 8 日，德军
攻占季赫温（Тихвин），一度切断经拉多加湖（Ладожс—ко
еоэеро）向列宁格勒转运物资的最后一条铁路。12 月 9 日，苏军收复
季赫温，保证了这条*生命之路的畅通，从而坚持了长期防御作战，挫败了德
军困死城市的企图。第三阶段（1943 年 1 月 12 日—1944 年 8 月 9 日）突破
并解除对城市的封锁。随着苏德战场战略态势的转变，苏军于 1943 年 1 月
12 日实施*火星战役，1月 18 日突破封锁，在拉多加湖与战线间形成一条宽
8—11 公里的走廊，又经 17 昼夜的奋战，在走廊内铺设铁路、公路各一条。
此后德军多次企图再度封锁列宁格勒，均来得逞。1944 年初，苏军实施*列
宁格勒—诺夫哥罗德战役，解除了对城市的封锁。继而，苏军于当年夏季实
施*维堡战役和*斯维里河—彼得罗扎沃兹克战役，粉碎了苏德战场北翼的德
军战略集团，迫使芬兰退出战争，列宁格勒的安全由此得到充分保障，长达
900 天的城市保卫战亦至此告终。

列宁格勒防御战役  苏德战争前期苏军进行的战略性防御战役。为*列
宁格勒保卫战的组成部分之一，1941 年 7 月 10 日—9月 30 日实施。经苏军
总参谋部 1987 年审定，列为苏联卫国战争中的 51 个战略性战役之一。

列克星敦号航空母舰（Lexington）美国航空母舰。1925 年由一艘来完
工的战列巡洋舰改建而成，1927 年服役。排水量 3.3 万吨，航速 33—34 节，



配备有 8英寸大炮，载机 80 余架，乘员 3300 人。1941 年珍珠港事变后，珊
瑚海海战中的列克星敦号航空母舰奉调防守南太平洋。1942 年 5 月 8 日在珊
瑚海海战中被日机击伤，撤退时内部油雾爆炸，船体裂开，后由美舰以鱼雷
击沉。1943 年以新建的一艘“埃塞克斯”级航空母舰重新命名。同年 11 月
参加吉尔伯特群岛战役，12 月在攻击夸贾林（Kwajalein）岛时受伤。1944
年 6 月参加菲律宾海海战，10 月参加莱特湾海战，11 月在菲律宾以东海面被
日军*神风特攻队击伤。1945 年 2 月参加硫黄岛战役。

列宁格勒—诺夫哥罗德战役  苏德战争后期苏军发动的战略性进攻战
役。1944 年 1 月 14 日至 3 月 1 日，由*列宁格勒方面军、*沃尔霍夫方面军
（约 125 万人）在波罗的海沿岸第二方面军和波罗的海舰队的协同下实施。
当面德军*北方集团军群约 74.l 万人。战役分 3个阶段：第一阶段（1月 14
—30 日），列宁格勒方面军和沃尔霍夫方面军分别实施*红谢洛—罗普沙战
役和*诺夫哥罗德—卢加战役，波罗的海沿岸第二方面军则作牵制行动；第二
阶段（1月 31 日—2月 15 日），苏军攻占卢加（Луга）筑垒地带，前出
至纳尔瓦河，进入爱沙尼亚境内；第三阶段（2月 16 日—3月 1日），苏军
追击退却之敌，前出至普斯科夫（Псков）—奥斯特罗夫（OcTpoB）筑
垒地域一线。经此战役，苏军重创德军北方集团军群，歼敌 3个师，击溃 23
个师，向西推进 220—280 公里，列宁格勒州全部和加里宁州一部获得解放，
并为解放爱沙尼亚奠定了基础。经苏军总参谋部 1987 年审定，列为苏联卫国
战争中的 51 个战略性战役之一。

死亡鸟（Totenvogel）大战期间德国人民群众的俗语。系指负责向阵亡
官兵亲属通报噩耗并组织悼念仪式的纳粹党地方组织头目，因纳粹官员制服
大多佩饰鹰徽，故名。

死亡行军（TheDeathMarch）又称“巴丹的死亡行军”。日军虐待*巴丹
半岛战役中美菲战俘事件。1942 年 4 月 9 日，巴丹半岛约 7万美菲部队官兵
向日军投降，大大超出日军原先制订的运送 2.5 万战俘的计划。在气候炎热，
缺乏足够食品的条件下，日军强迫大多数战俘步行转移到约 80 英里外的俘虏
营。在连续几天的行军中，不断发生日军残酷虐待战俘事件，估计途中死于
疟疾、饥饿、殴打或被杀 2000—10000 人，其中约有美军 2000 多人。

死亡铁路（DeathRailway）指大战期间的缅泰铁路。1942 年 3 月，日军
占领缅甸后，企图大规模入侵印度，为保障军事运输，决定从泰国班邦
（BanPong）至缅甸丹彪札亚（Thanbyuzayet）修筑长 250 英里的铁路。自
1942 年 10 月开工至 1943 年 11 月完工。征用缅匐、马来亚、泰国、爪哇等
地劳工 27 万人，美英诸国战俘 6.1 万人，在极其复杂的地形下挖掘土方 1.5
亿立方英尺，筑桥 9英里。由于劳动条件极为恶劣，气候炎热潮湿，蚊虐猖
獗，病疫蔓延，约有10 万劳工和 1.6 万名战俘丧生。故有“死亡铁路”或“地
狱之路”之称。

成都事件  中日冲突事件。由于日本在华北的侵略扩张，激起中国人民
的反日情绪。1936 年 8 月 23 日，日本田中武夫等人至成都，筹备设日领事
馆。次日，成都民众示威游行反对日本在蓉设馆，捣毁大川饭店及交通公司、
益晋、恒宝等贩卖日货的商号，殴毙日人 3名，打伤 2名。国民政府为应付
日方的抗议，立即枪决了 2名参与者，并重申《敦睦邦交》，但日本政府仍
不罢休，令驻华大使川越茂与中国政府进行交涉，要求所谓“根本解决”中
日关系问题。



扣号作战  日军打通大陆交通线作战中的京汉作战代号。1943 年日本大
本营制定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一号作战计划。1944 年 1 月，因兵力不足作了
修改，分为京汉作战（以“扣”为代号）和湘桂作战（称“投”号）。同年
4月起实施。参则“豫中战役”。

托特（FritzTodt，1891—1942）德国军备军需部长（1940—1942）。
早年在慕尼黑和卡尔斯鲁厄技术学院求学。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任
建筑工程师。1922 年加入纳粹党。1931 年获党卫队旗队长衔（相当于上校），
成为希姆莱的助手。1933 年纳粹党上台后任德国公路总监，主持建造德国国
家高速公路和军事工程。1936 年起参与主持*《四年计划》。1938 年创建并
领导*托特组织，主管修筑*西墙等工程。1940 年 3 月任德国军备军需部长，
曾主持修筑“大西洋壁垒”和法国北海岸潜艇基地。1941 年兼任德国公路、
水路和动力总监，并负责在占领区修筑公路。后死于空难。

托维（JohnCronynTovey，1885—1971）英国海军将领。1900 年参加皇
家海军。1939 年大战爆发时以海军中将衔率驱逐舰队在地中海区域作战。
1940 年末出任英国*本土舰队司令，获海军上将衔。1941 年曾指挥拦截和击
沉德国*俾斯麦号战列舰的战事。1942 年多次率砚队赴北冰洋，支援*盟国—
苏联护航运输队，力图截击歼灭德国海军的大型水面军舰。在*PQ—17 护航
运输队之战中，批评英国海军部下令运输船队散开是“与我们先前的全部实
践相矛盾”，使其未能击沉德国*蒂尔匹茨号战列舰。1943 年 3 月停止派舰
队赴北冰洋护航。随后调离本土舰队。同年晋升海军元帅。有贵族封号。

托尔高（Torgau）德国城市，位于莱比锡区，易北河左岸。1945 年 4
月 25 日，苏、美盟军会师于此地。参见“易北河会师”。

托格勒（ErnstTorgler，1893—1963）德国共产党国会党团领袖。参加
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其间从社会民主党转入独立社会民主党。1920 年加入德
国共产党。1924 年当选国会议员，后又出任共产党国会党团领袖。*国会纵
火案发生第二天自行向警察局投案，被指控遵照德国共产党指示参与纵火，
莱比锡审判后被判无罪释放，但当即被“保护性拘留”。1935 年被德国共产
党除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于 1949 年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

托马斯·曼（ThomasMann，1875—1955）德国作家。亨利希·曼之弟。
犹太人。早年在大学就读。1900 年因发表《布登勃洛克一家》而成名。1929
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对纳粹党一贯持反对态度。曾多次呼吁各阶层人士联合
反对纳粹党。1933 年出版四部曲长篇小说《约瑟和他的兄弟们》，以《圣经》
中约瑟的故事来指控纳粹政权的反犹暴行。纳粹党执政后于 1933 年流亡瑞
士，其作品在德国随之遭禁。1936 年先后被剥夺德国国籍和波恩大学名誉博
士学位。1938 年定居美国，曾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教，坚持反法西斯的斗争。
1943 年 11 月任*争取民主德国委员会主席。翌年加入美国籍。1952 年移居瑞
士。

托卡列夫（Ф дорвасильевичтокарев，1871—
1968）苏联枪械设计师。早年为军械技工。1900 年起任军械主任。1907 年起
开始从事自动步枪研制工作。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曾在作战部队服役。1916
年返回兵工厂。1927 年研制出苏联第一支冲锋枪。三十年代先后研制出 CBT
—38 式、*CBT-40 式半自动步枪和 ABT-40 式自动步枪，在苏德战争中广泛使
用。1940 年加入联共（布）党。同年获技术科学博士。



托尔布欣（Ф доривановичтолбухин，1894—
1949）苏联将领。1914 年应征入沙俄军队。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升至上
尉。1918 年加入红军。参加过国内战争。1934 年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
8 年加入联共（布）党。同年 7 月起任外高加索军区参谋长。苏德战争初期
为少将，历任外高加索方面军、高加索方面军和克里米亚方面军参谋长。1942
年 5 月起任斯大林格勒军区副司令。同年 7月起先后任第五十七、第六十八
集团军司令。参加斯大林格勒会托尔布欣战。1943 年 1 月晋升中将。同年 3
月出任南方方面军司令。参加实施顿巴斯战役。同年相继晋升上将（4 月）
和大将（9月）。1943 年 10 月—1944 年 5 月任乌克兰第四方面军司令，参
加实施梅利托波尔、尼科波尔-克里沃罗格、克里米亚等战役。1944 年 5 月
—1945 年 6 月任乌克兰第三方面军司令，参加准备和实施雅西-基什尼奥夫、
贝尔格莱德、布达佩斯、巴拉顿湖和维也纳等战役。1944 年获苏联元帅衔。
同年 9月起任盟国对保加利亚管制委员会主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历任南
部军队集群总司令和军区司令等职。

托尔斯泰（Aлексейниколаевичтолстой，1883
—1945）苏联作家。1905 年起开始写作，十月革命后一度流亡国外。1939
年为苏联科学院院士。苏德战争爆发后，曾在空军和骑兵中服役，亲身体验
战争生活。其间创作政论和小说 80 余篇，汇编成《我们保卫的是什么》、《祖
国》、《希特勒匪帮将被粉碎》等文集，其中 1944 年发表的小说《俄罗斯性
格》尤为脍炙人口，起了鼓舞士气的作用。长篇小说《苦难的历程》和《波
得大帝》，唤起了苏联人民爱国主义的热情。1943—1945 年任德国法西斯侵
略者及其同伙罪行确立及调查特别委员会主席。

托特协会  即“托特组织”。
托特组织（OrganisationTodt）一译“托特协会”。纳粹德国半军事性

政府机构。1938 年设立，*托待倡导并为领导人，故名。1942 年由*施佩尔继
任领导。任务为修建“德国国家高速公路、*西墙、侵苏德军后方的铁道设施、
“大西洋墙”和潜艇掩蔽所等具有高度战略意义的重大建筑工程。为加紧备
战，在建筑过程中与各建筑公司、陆军师和全国劳动服役队密切协作，并曾
驱使大批外籍工人进行强制性劳动。

托斯卡尼尼（ArturoToscanini，1867—1957）意大利指挥家。就读于
帕尔马音乐戏剧学院。1898 年起任米兰斯卡拉歌剧院乐队首席指挥，在国内
外享有盛誉。墨索里尼上台后，坚持民主主义立场，反对法西斯专制制度。
1928 年赴美国，任纽约歌剧院乐队首席指挥，长期侨居国外。大战期间，加
入*马志尼协会，积极参加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活动，主张战后在意大利建立民
主共和国。1944 年曾在要求结束萨伏依王朝统治的宣言上签名，有较大影
响。后在美国去世。

托伊拉达海战  1940 年英、意海军在地中海撒丁岛以南海域的一次遭
遇战。是年 11 月 27 日英国一支护航舰队由直布罗陀向西航行至撒丁岛南面
海域的托伊拉达（Teulada）海角时，与待命于此的意大利舰队遭遇接战，意
海军因缺乏准确的空中侦察，误以为英方居于优势而迅即撤出战斗，双方均
未造成严重损伤。英国护航船队得以安全通过西西里海峡。

托罗佩茨-霍尔姆战役  苏德战争前期苏军发动的进攻战役，*苏军一
九四二年冬季反攻的组成部分。1942 年 1 月 9 日至 2 月 6 日，由*西北方面
军左翼（1月 22 日起为加里宁方面军右翼）实施。目的是从西面深远迂回德



军勒热夫-维亚济马集团。1 月 21 日，苏军攻占托罗佩茨（Toponeц），次
日合围霍尔姆（Холм）市，并楔入德军北方和中央集团军群结合部。但
此后即遭德军阻击，未能继续推进。

托佩克斯式水下炸药（Torpex）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发明的一种
炸药，用于水下爆炸。其成分为 45％的 RDX（一种烈性炸药，1899 年发明，
但在大战前未广泛应用）、37％的梯思梯（TNT）和 18％的铝粉。后梯恩梯
的比例改为 40％。用于水雷和深水炸弹。其爆炸效果超过当时其他任何种类
炸药。

托卡列夫式半自动步枪  苏联最早的半自动步枪。由＊托卡列夫研制
成功而得名。见“CBT-40 式半自动步枪”。

毕苏斯基（JozefPilsudski，1867—1935）波兰军事独裁者。第一次世
界大战时，曾组织波兰军团参加对俄作战。1917 年被德军逮捕拘留，次年获
释后回国，任波兰武装部队总司令和临时国家首脑。1920 年发动侵苏战争，
获元帅衔。1923 年退休。1926 年 5 月发动军事政变，建立法西斯独裁统洽。
历任总理、国防部长，在对外政策上推行在苏、德之间保持平衡的路线。1932
年与苏联签订《苏波互不侵犯条约》。1934 年与希特勒政权签订《德波互不
侵犯条约》，但未同意与德国结盟反对苏联。

光机关  日军特务机构。1942 年 3 月设于南方军内。初由*岩畔豪雄组
建，故亦称“岩畔机关”。1943 年 5 月借用“光出自东方”的传说，改称此
名。山本敏（后为矶田三郎）任机关长。主要任务是援助“印度独立运动”，
密切印度国民军与日军的联系。1944 年 3 月改组成南方军游击队司令部，指
挥所属部队在缅甸和印度之间开展游击战，以支援*英帕尔战役。1945 年 1
月其属下的各支游击队转隶缅甸方页军后，遂解散。

光荣号航空母舰（Glorious）英国航空母舰。原为 1917 年建成的战列
舰。1925—1930 年间改建为航空母舰。排水量 2.25 万吨，最大航速 30 节，
可载飞机 48 架。1940 年参加挪威战役，6月 8日返航时，遭德国*沙恩霍斯
特号战列舰、*格奈森瑙号战列舰和*希佩尔号巡洋舰截击。该舰与两艘护航
驱逐舰同时被击沉。

光辉号航空母舰（Illustrious）英国航空母舰。1940 年 5 月建成。排
水量 2.3 万吨，最大航速 30 节。可载飞机35—40 架。拥有装甲的飞行甲板。
1940 年 11 月参加塔兰托袭击战。1941 年 1 月，在地中海执行护航任务时，
遭德机轰炸，起火燃烧。因拥有装甲甲板而免于毁灭。修复后，参加马达加
斯加之战、萨勒诺登陆战等。1944 年底调入英国太平洋舰队，参加袭击苏门
答腊、爪哇和台湾的日军。战后于 1954 年退役，1956 年拆毁。

曲线救国论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顽固派实行的一种降日反共政策。
1938 年底，由国民党河北省保安司令张荫梧最早提出，主张由部分官员和军
队公开投降日本，然后和日伪军一起进攻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和抗日
根据地，诡称是“曲线救国”。在这一谬论掩饰下，至 1944 年国民党投日的
党政要员 62 人，高级将领 67 人，军队达 50 余万人（占伪军总数 62％）。
他们在战时联合日军共同反共，日本战败后则摇身一变为“地下军”，帮助
蒋介石抢夺人民抗战胜利果实。

吕正操（1905—）中国将领。东北讲武堂毕业。曾任东北军第一一六师
第六四七团团长。九·一八事变后，所部在东北开展抗日救亡活动。1933 年



率部参加热河抗战。1936 年建立“东北武装同志抗日救亡先锋队”，任总队
长。同年参加西安事变。199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爆发后，曾将所
部改称人民自卫军，任司令员。转战晋察冀，发展抗日武装，开展敌后游击
战争，创建冀中抗日根据地。1938 年后任八路军第三纵队司令员、冀中军区
司令员兼冀中行署主任，领导冀中军民开展平原游击战争，取得反日伪军“围
攻”和“五一反扫荡”的胜利。1943 年任晋绥军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
任东北民主联军副总司令兼西满军区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
总参谋部军事交通部部长、铁道兵政委。1955 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著有《论
平原游击战争》。

吕宋岛战役  *菲律宾战役中美军实施的一次主要岛屿进攻战役。1944
年 12 月下旬起，美空军以莱特岛和民都洛岛为基地，对吕宋（Luzon）岛实
施空袭，并摆出在该岛南部海岸登陆的架势，以诱敌分重兵防守南部。驻守
菲律宾的日本第十四方面军司令官山下奉文，原辖 9 个师团、4 个旅团，总
兵力约 26（一说 18）万人，飞机 200 余架，经*莱特岛登陆战役已遭削弱。
1945 年 1 月 9 日克鲁格率美国第六集团军 4个师，由美国第七舰队约 600 艘
战舰支援，在吕宋岛北部的仁牙因湾登陆，美国第三舰队及陆军第五、第十
三航空队提供空中支援。日军以*神风特攻队攻击登陆编队，击沉美船舰多
艘。当晚，美军上陆兵力达 6.8 万人，并巩固了滩头阵地。随后经一周交战，
美军突破日军在阿格诺（Agno）河的防线，向马尼拉挺进，在克拉克（Clark）
机场附近双方进行了坦克战。1月 29 日麦克阿瑟遣第八集团军的一个军在吕
宋西岸苏比克湾登陆，以协助克鲁格部加速进展和防止日军退守巴丹半岛。
31 日美第十一空降师在马尼拉之南的纳苏格布（Nasugbu）登陆，形成对马
尼拉的钳形攻势。2万多名日军顽抗，展开激烈巷战。2月 16 日美空降部队
在科雷吉多尔要塞降落，5000 多日军退守隧道。2 月 23 日马尼拉光复。26
日，科雷吉多尔被克。日军余部约 10 万人退据吕宋北部山区，直到战争结束。
是役日军被歼 10 余万人，美军伤亡约 2.5 万人。

吕佐夫号战列舰（Lützow）德国*袖珍战列舰之一。前称德意志号。1940
年重新以普鲁士将军吕佐夫（Frei-berrvonLüitzow，1782—1834）之名命名。
同年 4月参加入侵挪威的战役，被击伤。1941 年在挪威海域活动，6月间被
英国航空母舰的鱼雷机编队击伤。1942 年在巴伦支海对盟国航运进行破袭
战。同年12 月，袭击*JW-51B 护航运输队。1944 年夏调回本国，在波罗的海
海区用炮火支援沿岸德军抗击苏军。1945 年 4 月 16 日，在斯维纳明德
（Swinemünde）港被英国空军炸沉。

同蒲铁路破裘战  1938 年八路军破袭日军交通线的一次作战。为配合
友军正面战场的作战，八路军第一二○师主力于是年 2月 18 日开始，破袭同
蒲铁路北段（阳曲至忻县），并打击为恢复交通线先后从忻县、高村、阳曲
出动的日军 2000 亲人。至 27 日，歼日军 500 余人，攻占平社、田庄等车站
7处，炸毁火车 3 列、桥梁 8 座、汽车 10 余辆，拆毁铁路 10 余公里，一度
切断同蒲铁路的交通。

因斯特堡-哥尼斯堡战役  苏德战争后期苏军发动的进攻战役，*东普
鲁士战役的组成部分。1945 年 1 月 13—27 日，由*白俄罗斯第三方面军实施。
苏军在向哥尼斯堡（K nigsberg，1946 年改称加里宁格勒）突击中于 1 月
22 日攻占重镇因斯特堡（Insterburg），1月 26 日起开始突破哥尼斯堡外层
防御围廓。此战役中德国第三坦克集团军主力被歼，苏军推进 130 公里，封



锁了东普鲁士首府哥尼斯堡。
团琢磨（1858—1932）日本实业家。1878 年美国波士顿工科大学毕业后

回国。曾任大阪专门学校、东京帝国大学副教授。1884 年转入工部省。1914
年就任三井合名会社理事长，成为三井财团的最高领导人。1925—1926 年率
实业团出访欧美，鼓吹对外经济侵略。1928 年受封男爵，次年带领资本家诸
团体，反对《劳动组合法案》。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以其为首的三井财
阀趁政府即将禁止黄金出口而抢购美元，引起风潮，若槻内阁谴责抢购美元
为卖国投机，但同年12 月为犬养毅内阁上台后再度禁止黄金出口，财团转眼
获得了巨额利润。为此国民对财阀、政府的不信任感倍增，*血盟团则以其为
目标，于 1932 年 3 月在三井正楼门前被血盟团团员菱沼五郎刺杀。

回天  日本海军的人操鱼雷。太平洋战争末期，日本海军为挽回败局，
实施特攻作战。其中的方法之一是以原来的鱼雷，安上潜望镜和操纵装置，
搭载于潜艇背上，当实施攻击时由敢死队员驾驶鱼雷撞击敌舰船。首批此种
鱼雷排水量 8.3 吨，雷身长 14.75 米，装炸药 550 公斤，航速 30 节，最大航
程 40 海里。1945 年春经改装，装炸药增至 1550 公斤，航速提高至 40 节。
从 1944 年 11 月至 1945 年 8 月，共有 128 条运到攻击地区，使用了其中的
39 条，击沉美军船只 5艘。

回师通电  全称“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1936 年 5 月 5 日，中共中
央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名义通
电全国，斥责蒋介石、阎锡山阻拦红军东征抗日，声明*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
锋军为避免大规模内战及保存国防实力决定撤回黄河西岸；敦促国民政府停
止内战，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具体办法；号召全国人民组织停止内战促进
会，督促并监视全国团结抗战局面的完全实现。通电标志党的政策从“反蒋
抗日”开始到“逼蒋抗日”的转变。

吸血鬼（Dracula）盟军反攻缅甸的作战计划之一。据美英联合参谋长
会议决定，东南亚盟军司令部于 1944 年 6 月制定。计划盟军在攻占缅甸北部
和中部之后，由*斯利姆率领英印第十四集团军迅速南下，直逼仰光，英军 1
个师同时在仰光附近海岸登陆，南北夹击克复仰光和占领缅甸南部。为削弱
日军的抵抗，计划由英国东方舰队炮击缅甸南海岸附近安达曼群岛的日军基
地。盟军的空中补给则由美国陆军航空队负责。1945 年 4 月 3 日，东南亚盟
军司令*蒙巴顿下令实施此计划。参见“仰光战役。

肉馅（Mincemeat）1943 年英国为掩护进攻西西里岛的代号为*哈斯基的
行动而制造的一项假情报的代号。英国情报机关经过精心准备，于 4 月 30
日拂晓在加的斯湾自潜艇抛下一具带有假作战文件的“马丁少校”尸体，由
海浪飘至西班牙海岸，让德国谍报机关获得。“马丁少校”尸体上所带文件
透露，似乎盟军即将在撒丁岛和希腊登陆，而佯攻西西里岛。希特勒得到该
文件后未能识别，于 5月 12 日发布指令全力加强撒丁岛和伯罗奔尼撒半岛的
防御，忽视了西西里岛的防务。

[丿]

朱安（AlphonseJuin，1888—1967）法国将领。1912 年毕业于圣西尔军
校。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最高军事学院深造并任教。1938 年晋升准将。1939
年 12 月出任第十五摩托化步兵师师长。1940 年 5 月率部进入比利时境内作



战，旋又退守里尔，不久被俘。1941 年 6 月获释，11 月被维希政府擢升为中
将，并出任北非法军地面部队司令。1942 年 11 月盟军在北非登陆后促成停
火，并转而对轴心国作战，配合盟军参加突尼斯战役。1943 年 8 月，奉命筹
建准备在本上登陆的法军，11 月出任*法国远征军司令，前往意大利作战。
1944 年春，协同美英军队先后突破古斯塔夫防线和参加卡西诺山之战，8月
12 日出任总参谋长，成为戴高乐的军事顾问。战后历任驻摩洛哥总督、法军
总监、北约中欧地面部队司令等职。1952 年晋升法国元帅。

朱诺（Juno）盟军诺曼底登陆滩头代号之一。属英军登陆区。位于拉里
维埃（LaRivière）与卢斯（Luc）之间。为一段沙质陡壁下长约 3 英里的海
滩，陡壁坡度较缓，高度也较低。德军在这一地段防御工事薄弱，抗登陆障
碍物配置分散。在此滩头登陆作战中，加拿大第三师损失 961 人。

朱深（1879—1943）汉奸。字博渊。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毕业。曾任北洋
政府司法总长、京师警察总监。后退出政界，任北京电灯公司协理。抗日战
争爆发后叛国投敌，任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议政委员会常委兼法制部总长。
8 年 9 月任伪中华民国政府联合委员会常委。参与同日本政府签订各种出卖
华北主权的协定。1940 年 3 月汪伪国民政府成立后，任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委
兼政务厅长。1943 年 2 月，任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同年病死。

朱瑞（1905—1948）中国将领。1925 年赴苏联，先后入莫斯科中山大学
和克拉辛炮兵学校学习。192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五军团政委、红一
方面军政治部主任。1934 年参加长征，北上抗日。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中共
中央北方局军委书记兼组织部长。旋调任第十八集团军驻国民党第一战区司
令长官部联络处长，从事统战工作。1939 年起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和山东军
政委员会书记、八路军第一纵队政委，与罗荣桓等领导苏鲁地区的抗日游击
战争，巩固和扩大山东抗日根据地。1943 年 12 月入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学习。
1945 年夏任延安炮兵学校校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炮兵司令
员，于 1948 年 10 月 1 日在辽沈战役的攻克义县战斗中牺牲。

朱德（1886—1976）中国将领。字玉阶。云南陆军讲武堂毕业。早年加
入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1922 年在柏林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 年 8 月参加
领导南昌起义。1928 年后与毛泽东共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1930—1936 年任
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参加领导反“围剿”战争
和长征。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中共赴南京参加国防会议的代表之一，
就共同抗日问题同国民党进行谈判。后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华朱德北军分会
书记兼八路军（后改称第十八集团军）总指挥，与任弼时、左权率领八路军
总部，东渡黄河，开赴华北前线，配合国民党政府军对日作战。而后指挥八
路军各部队深入敌后，放手发动群众，广泛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1938
年发表《论抗日游击战争》，全面论述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意义和各种战法，
对指导和推动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同年率八路军总部和
第一二九师挺进晋东南，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并同彭德怀等指挥部队，挫
败了日军向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发动的“九路围攻”，巩固和扩大了晋冀豫抗
日根据地。后又命令第一二九师主力及第一一五师一部从太行山区挺进冀
南、豫北，开展平原游击战争。期间先后兼任第二战区东路军总指挥和第二
战区副司令长官，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国民党部队共同抗日，
并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磨擦作斗争。1940 年返回延安，直接参与中共中央
和中央军委的领导工作。同年冬提出“南泥湾政策”，亲自参加大生产运动，



为粉碎日军的“大扫荡”和国民党的封锁政策作出了贡献。1941 年 10 月，
在延安参与发起成立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联盟，被选为联盟执行委员。1945
年在中共“七大”上作《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总结了中国共产党领
导武装斗争特别是解放区对日作战的经验，论述了中国人民抗战的军事路线
和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1945 年 8 月 10、11 日，以延安总部总司令名义，
连续发布七道命令，要求各解放区抗日武装向日伪军开展全面反攻，依照《波
茨坦宣言》的规定，迫使日伪无条件投降。抗战胜利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
总司令，参与领导解放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
席、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
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等职。
1955 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著作编为《朱德选集》。

朱可夫（Георкий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жуков，
1896—1974）苏联将领。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国内战争。1919 年加入俄
共（布）党。1923 年起历任骑兵团长、旅长、师长、军长和骑兵副总监等职。
1930 年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高级首长进修班。1938 年 7 月任白俄罗斯特别
军区副司令。1939 年夏任驻蒙苏军第一集团军级集群司令，指挥部队在哈勒
欣河战役中围歼日军取胜。翌年 6月晋升大将，任基辅特别军区司令。1941
年 1—朱可夫 7月底任副国防人民委员兼总参谋长。苏德战争爆发后进入最
高统帅部大本营，随即赴西南方面军组织指挥。8月因在战略指挥上与斯大
林发生分歧而离开总参谋部，就任预备队方面军司令，在叶利尼亚地域实施
了苏军首次进攻战役，阻滞了德军向莫斯科方向的突击。同年 9月 11 日就任
列宁格勒方面军司令，在危急关头挫败了德军夺取列宁格勒的企图。10 月任
西方方面军司令，组织莫斯科的纵深梯次防御，挡住德军的十月攻势，并于
年底发动大规模反攻，为夺取莫斯科会战的胜利立下大功。1942 年 8 月任第
一副国防人民委员和副最高统帅，随即负责指挥*斯大林格勒会战，与斯大
林、华西列夫斯基共同拟定反攻计划，取得这一会战的胜利。1943 年初与伏
罗希洛夫一起协调 2个方面军，突破德军对列宁格勒的封锁。不久获苏联元
帅衔。同年夏天参加指挥*库尔斯克会战。1944 年春在第聂伯河右岸乌克兰
进攻战役中任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司令。同年夏在白俄罗斯战役中负责协调各
方面军的作战行动。1945 年初任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司令，与乌克兰第一方
面军共同实施*维斯瓦河-奥得河战役，歼灭德军 A集团军群。随后于 4—5
月间指挥部队攻克柏林。5月 8日代表苏联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在卡尔斯霍尔
斯特（Karlshorst）接受纳粹德国的投降。战后初期曾任苏联驻德军队集群
总司令和苏占区最高军事行政长官。1946 年起历任苏联武装力量部副部长兼
陆军总司令、军区司令、国防部第一副部长等职。1955 年任国防部长。1957
年为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同年被解除党政职务。1958 年退休。著有《回忆
与思考》等。

朱庆澜（1874—1941）中国社会活动家。字子桥。曾任北洋政府广东省
省长。1929 年任国民政府赈灾委员会常委兼东北赈灾委员会委员长。九·一
八事变后，被聘为国难会议委员，在北平（今北京）创办辽（宁）吉（林）
黑（龙江）热（河）四省民众后援会，资助东北抗日义勇军。抗日战争爆发
后，从事赈济工作，支持抗战。1939 年春，在陕西黄龙山开辟垦区，积劳成
疾。1941 年 1 月 13 日在西安病故。



朱良才（1900—）中国将领。192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五军团第
十五军政委。1934 年 10 月参加长征，北上抗日。到延安后入抗日军政大学
学习。1938 年任晋察冀军区三分区政委、军区政治部主任。领导军民开展抗
日游击战争，多次粉碎日军的“扫荡”，巩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1944 年后
参与指挥根据地军民对日伪的攻蛰作战。抗战胜利后曾任华北军政大学副政
委兼政治部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北京军区政委。1955 年被授
予上将军衔。

朱绍良（1891—1963）中国将领。原名宝瑛，字一民。日本振武学校、
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北伐战争时，曾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长。九·一
八事变后，任第三军团总指挥，参与“围剿”中央苏区。1935 年授二级上将
衔。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军事委员会管理部长，旅即调任第三战区中央军司
令兼第九集团军总司令，参与指挥*淞沪会战。1939 年起任第八战区司令长
官。1942 年率部进入新疆，策动盛世才“抗俄反共”。拉战胜利后，曾任军
委会副参谋总长、国民政府主席重庆行辕主任。1949 年 8 月去台湾，曾任台
湾当局“总统府”战略顾问。

先买权计划（Pre-emptionPlan）大战时期盟国经济战措施之一。即通
过采购中立国物资以防止其被敌国所用。初施于英国，后美国效之。1941 年
春季以后，美国政府在拉丁美洲实行采购政策，与拉美一系列国家签订协议，
目标是将拉美的所有战略物资全部买下来，使其归盟国使用，阻止战略物资
流入轴心国。同年 10 月英美双方成立先买委员会，协调实施此计划。后将采
购对象扩展到土耳其、葡萄牙、西班牙、瑞士等国，采购物资包括白金、云
母、锡、羊毛、铬、钨、锑、铜、御寒衣物等。

先欧后亚战略（TheEurope-FirstStrategy）即“欧洲第一战略”，亦
称“大西洋第一战略”。大战中美、英的一种军事总战略。自二十年代以来，
欧洲始终是美国军方制订军事战略所考虑的首要目标。从以英、日为假想敌
的“红一橙计划”到击败德、意的*彩虹五号计划，都以美国必先集中力量对
付大西洋彼岸的敌人为准则，在一场两洋战争中应当对日本采取防御态势，
直至大西洋彼岸的威胁完全消除，然后集中力量在太平洋发起攻势。大战爆
发后，面对德、日的威胁，1940 年美海军作战部长*斯塔克首先提出承担“欧
洲第一”义务的*D 计划。后得到马歇尔的赞同，在其送交罗斯福总统的报告
中积极主张采取“首先击败德国”的战略，认为东方的问题很大程度上要取
决于欧洲问题的解决。此战略在 1941 年 1 月华盛顿参谋会议拟订的*《ABC
参谋协定》中得到体现，后又在同年 12 月第一次*美英首脑华盛顿会议上得
到美英两国首脑及军方领导的确认。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海军一些领导
人与麦克阿瑟等再三呼吁确立*太平洋第一战略，并多次将相当的人力、物力
投入对日作战，但罗斯福、马歇尔等仍坚持此战略。

乔治（AlphonseJosephGeorges，1875—1951）法国将领。1897 年毕业
于圣西尔军校。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1924 年获准将衔。1932 年任最高军
事委员会委员。1935 年获少将衔。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任东北方面军司
令，因缺乏决断能力和实战经验，全军溃败。《贡比涅停战协定》签订后，
被维希政府任命为法军总监。1943 年 5 月秘密前往北非，成为吉罗的支持者。
6月加入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1944 年春吉罗失势后，退出政界。

乔巴山（хорлотийнЧойбалсан，1895—1952）蒙古
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1939—1952）。1921 年组建姜古人民革命党。1923



年曾在莫斯科军享学院学习。翌年起仕蒙古人民军总司令。1936 年获蒙古人
民共和国元帅衔。1939 年起任部长会议主席。同年指挥蒙军配合苏军在诺门
坎地区击败入侵日军。苏德战争爆发后，坚决支持苏联人民的工国战争。1945
年 8 月 8 日对日宣战，指挥蒙军协同中、苏军队与日本关东军作战，获胜。
后在苏联病逝。

乔伊斯（WilliamJoyce，1906—1946）英国法西斯分子。出生于美国纽
约，1921 年移居英国。1933 年参加*莫斯利的英国法西斯同盟。1939 年 8 月
去德国，在纳粹电台作英语播音员。企图瓦解盟国军民的斗志。遭英国人民
的蔑视，因其语调拖沓，被嘲称为“嗯嗯伯爵”（LordHaw-Haw）。1945 年 5
月被英军抓获，翌年以叛国罪处绞刑。

乔治二世（GeorgeII，1890—1947）希腊国王（1922—1923，1935—1941，
1946—1947）。1922 年即位，次年发生政变被废黜。1935 年复位，支持*梅
塔克萨斯的独裁统治。1940 年 10 月，意大利入侵时，领导全国抗战。1941
年 4 月德军入侵后，避难伦敦，在英国支持下，建立流亡政府。参加签署*
《联合国家宣言》，并根据租借法，与美国签订供应物资的协定。为取得国
内抵抗运动的支持，于 1943 年 7 月发表广播讲话，同意战后用公民投票方式
决定希腊政体。1944 年 4 月任命*帕潘德里欧为流亡政府首脑。1946 年 9 月
回国复位，次年病死。

乔治六世（GeorgeVI，1895—1952）英国国王（1936—1952）。乔治五
世（GeorgeV，1865—1936）之次子。年轻时曾在皇家海军和空军服役。1920
年封为约克公爵。1936 年 12 月，继其兄逊王*爱德华八世王位。战时成为英
国以及其自治领团结的象征。1939 年曾赴华盛顿，实现了英国在位国王首次
访美。逝世后由其女继位，为伊丽莎白二世（ElizabethII，1926—）。

乔治乌-德治（GheorgheGheorghiu-Dej，1901—1965）罗马尼亚共产党
领导人之一。1919 年起参加工人运动。1930 年加入罗马尼亚共产党。1932
年当选为铁路工人中央行动委员会书记，领导 1933 年铁路工人罢工。1934
年被判处 12 年苦役。1935 年缺席进选为罗共中央委员。1943 年联合狱内外
党的骨干，共同制定推翻法西斯军事独裁和反对纳粹德国的计划。1944 年 8
月被营救出狱，领导八月起义，推翻安东奈斯库法西斯独裁统治，并加入反
纳粹德国的斗争。战后当选罗共中央总书记、罗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并历
任罗马尼亚部长会议主席和国务委员会主席。

休伊特（HenryKentHewitt，1887—1972）美国海军将领。1908 年入海
军服役。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1940 年获海军少将衔。1942—1943 年任美
国大西洋舰队两栖作战部队司令。1942 年 11 月参加北非登陆战役，率特混
舰队运送和掩护美军在摩洛哥西海岸登陆。同年晋升海军中将。1943 年 7 月
和 9月先后参与指挥在意大利西西里岛和萨菜诺（Salerno）的两栖登陆战。
1944 年 8 月指挥实施*龙骑兵行动，率 3 个师在法国南部土伦和戛纳之间地
区登陆成功。1945 年获海军上将衔。190 年退役。

伍德（HowardKingsleyWood，1881—1943）英国财政大臣（1940—1943）。
毕业于剑桥大学赫苏斯学院。1918 年起当选为保守党下院议员。1931—1935
年任邮政大臣。1935—1938 年任卫生大臣。1938—1940 年任空军大臣，任内
致力于发展战斗机力量。1940 年在丘吉尔内阁中任财政大臣。两度成为*英
国战时内阁成员（1939 年 9 月至 1940 年 5 月、1941 年至 1942 年 2 月）。有
贵族称号。



伍德林（HarryHinesWoodring，1890—1967）美国陆军部长（1936—
1940）。早年就学于菜巴嫩大学。后在金融界供职。1933 年任陆军部助理部
长，1936 年出任陆军部长。任内支持孤立主义，反对罗斯福政府对欧洲各国
出售武器与转让军事技术，以防止美国卷入欧洲战争。1940 年卸职离任。1946
年以后曾一度出任堪萨斯州州长。

伍堂卓雄（1877—1956）日本商工大臣（1937、1939—1940）。1901
年东京帝国大学毕业，旋任海军兵工技师。24 年任吴海军工厂厂长。1926
年晋升兵工中将。1929 年被编入预备役，历任昭和制铁所社长、南满铁道株
式会社理事和顾问，大肆掠夺中国东北钢铁资源。1937 年就任林内阁商工大
臣兼铁道大臣，并任贵族院议员。1939 年任阿部内阁农林大臣兼商工大臣。
1943 年任商工组合中央会会长。1945 年任军需省顾问，期间大力发展军工生
产。战后被指控为战犯，1947 年获释。

伏龙  太平洋战争末期日本海军实施的海上特攻作战方法之一。实为最
原始的“肉机雷”，由海军特攻兵戴上简易潜水器，带着棒状地雷，潜伏在
敌军登陆地点的海中，待敌军登陆船艇通过其头上时，即用棒状地雷冲击爆
炸后与敌艇同归于尽。从 1945 年 3 月前后起逐步组编，7月末编成 8个战队
（共 32 个突击队）。在 6月间曾以两个战队先行配置在横须贺。同年 8月日
本投降，此野蛮的自杀战法未曾实施。

伏契克（JuliusFu ik，1903—1943）捷克斯洛伐克反法西斯民族英雄，
作家。早年在布拉格大学文学院求学。1921 年加入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1928
年起任《红色权利报》编辑。曾两度秘密访苏。在纳粹德国占领期间，从事
地下斗争，通过报刊呼吁人民奋起抗敌。1941 年参加组建捷共第二届地下中
央的工作，当选中央委员。42 年 4 月因叛徒出卖被捕，囚禁庞克拉采监狱。
在狱中坚贞不屈，秘密写成《绞刑架下的报告》，鼓舞和增强捷克人民反法
西斯的斗志，成为英雄主义的象征。1943 年 9 月被杀害。

伏罗希治夫（КлиментЕфремовичБорошило
в，1881—1969）苏联将领。1903 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后参
与组织肃反委员会（契卡）。国内战争时为红军主要指挥员之一。1921 年当
选为俄共（布）党中央委员。1924 年进入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任莫斯科军
区司令。1925 年起任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和陆海军人民委员（1934 年改称国
防人民委员）。1926 年起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1935 年首批获苏联元帅衔。
1939 年 8 月率苏伏罗希洛夭联军事代表团参加英、法、苏莫斯科军事谈判。
1940 年起为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卫国战争时期任国防委员会委员、最高统帅
部大本营成员，并先后担任西北方向总司令、列宁格勒方面军司令、游击运
动总司令。1943 年 1 月，作为大本营代表协调 2个方面军的行动，突破德军
对列宁格勒的封锁。1943 年 12 月参与制定解放克里米亚的战役计划。战时
还曾出席 1941 年苏美英莫斯科会议和 1943 年德黑兰会议。战后初期曾任盟
国驻匈管制委员会主席。1946 年起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1952 年起为苏共
中央主席团委员。1953 年当选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1960 年后离开
党政领导岗位。

伏龙芝人号潜艇（Фрунэевец）苏联潜艇。为”列宁主义者”
（Лениннец）型远洋潜艇之一。1929 年开始建造。1933 年建成，编
入波罗的海舰队。长 78 米，宽 7米，水面排水量 1025 吨（吃水 4米），水
下排水量 1320 吨，航速水面 14 节、水下8.5 节，续航力水面 7000 海里、水



下 130 海里，装备 533 毫米艇首鱼雷发射管 6个（储备鱼雷 12 枚），布雷管
2个（储备水雷 20 个），100 毫米和 45 毫米火炮各 1 门，机枪 1 挺，艇员
52 人，自给力 28 昼夜。苏德战争期间在波罗的海作战，击沉敌舰船 12 艘，
布雷炸沉 12 艘。1943 年获近卫称号。1955 年退役。

伏罗希洛夫格勒战役  苏德战争中期苏军发动的进攻战役。1943 年 1
月 29 日至 2月 18 日，由*西南方面军实施。斯大林格勒会战后，苏军前出至
北顿涅茨河，并夺取了伏罗希洛夫格勒（ворошиловград）东
南的登陆场。德军企图沿河恢复防御，但难挡苏军攻势。2月 14 日，苏军解
放伏罗希洛夫格勒，迫使德军退向米乌斯（Mиyc）河。

优里卡（Eureka）“德黑兰会议”的代号。
优等种族（Herrenvolk）纳粹种族理论中的术语。纳粹种族理论无限夸

大人种间的差异，把人类划分成“优等种族”和“劣等种族”等，认为雅利
安人是一切高级人类的创始者和优等种族，具有高贵的血统、优美的体形和
健康的心灵，创造了人类一切有价值的成就，其中条顿人种（德意志人）又
是最优秀者，它必须开展永恒的生存斗争，保持自身血统纯洁，统治、排挤
和消灭劣等种族。

伐木着（Lumberjack）*盟国第十二集团军群向北进攻科布伦茨、波思
和科隆一线德军的行动代号。1945 年 2 月 23 日开始实施。参见“莱茵河中
游左岸战役”。伐尔克里计划即“女武神计划”。

任援道（1890—1980）汉奸。号良才。保定军校毕业。35 年任国民政府
冀察政务委员会外交委员。抗日战争爆发后叛国投敌，任伪中华民国维新政
府绥靖部长。40 年 3 月汪伪国民政府成立后，历任苏浙皖三省绥靖军总司令、
代理军事参议院院长、第一方面军总司令。1942 年访日，祝贺日军在太平洋
战争中的胜利。后任汪伪海军部长兼江苏省长，暗中与重庆国民政府联络，
进行反共活动。日本投降后，被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为南京先遣军第一
路总司令。解放前夕去香港，后移居加拿大。

任弼时（1904—1950）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领导人之一。原名培国。1921
—1924 年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22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共青团中央总
书记、工农红军第六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红二军团政委。1935 年 11 月率
部参加长征。次年任红二方面军政委，坚持北上抗日方针，与张国焘右倾分
裂主义作斗争。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任前敌总指挥部政委，坚决贯彻中共
中央“逼蒋抗日”的方针。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总政治任弼时部主任，
同朱德等率八路军总部开赴山西抗日前线。1938 年去莫斯科。为中共驻共产
国际代表团负责人。1940 年回延安，任中共中央秘书长。1943 年任中央书记
处书记。45 年 6 月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
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名誉主席。

伦茨（RobertLentz，1885—1949）比利时军人。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
战，后退役。1939 年复召入伍，任第十七步兵师参谋长。1940 年 5 月，率部
抵抗入侵德军。比利时沦亡后，投身抵抗运动，组织前军官，配合*克拉塞尔
组建的比利时军团，共同反抗德国占领。1942 年 5 月被捕，1943 年 9 月囚禁
在集中营。后被苏军救。

伦斯德  即“伦德施泰特”。
伦敦会议  反法西斯国家讨论*《大西洋宪章》的会议。41 年 8 月 14

日《大西洋宪章》发表后，反法西斯各国家进一步实现团结和合作。同年 9



月 24 日，英国、苏联、比利时、捷克斯洛伐克、希腊、波兰、荷兰、挪威、
南斯拉夫、卢森堡和自由法国的代表，在伦敦举行参加抗击德、意侵略的同
盟国家会议。会上各国代表均在不同程度上表示赞同和支持《大西洋宪章》
的原则，从而促成了*《联合国家宣言》的发表和反法西斯联盟的进一步壮大。

伦德施泰特（GerdvonRundstedt，1875—1953）一译伦斯德。德国将领。
1892 年开始服役。1907 年毕业于军事学院。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任军参谋长。
战后在国防军中历任集团军级参谋长、师长和第三军区（柏林）司令。1932
年晋升上将。希特勒上台后，积极参加扩军工作。1938 年 2 月解职和退役。
1939 年 8 月重新服役，任入侵波兰的南方集团军群司令。翌年调任进攻法国
的 A集团军群司令，担负主攻任务，迅速获胜，晋升元帅。41 年任入侵苏联
的南方集团伦德施泰特军群司令，率所部侵占乌克兰，在*基辅会战中获胜，
进至罗斯托夫。同年 12 月在苏军反攻下败退，被希特勒解职，编入预备军。
1942 年 3 月复出任西线德军总司令。44 年 7 月，因未能阻止盟军在诺曼底登
陆，再次被希特勒解职。同年 9月复任西线德军总司令，指挥*阿登战役。1945
年 3 月，第三次被希特勒解职。战后被囚于英国。1949 年获释，定居联邦德
国。

伦敦海军会议  三十年代英、美、日、法、意五国在伦敦举行的海军裁
军会议。1922 年*《华盛顿限制海军军备条约》签订后，列强的造舰竞赛并
未停止。1927 年英、美、日三强日内瓦海军会议失败后，海军军备竞赛更愈
演愈烈。1929 年世界经济大危机爆发，英国深感财力不支，遂在美国支持下，
倡议再次召开英、美、日、法、意五强海军会议。第一次伦敦海军会议，于
1930 年 1 月 21 日—4月 22 日召开。会上斗争激烈，法、意拒绝承担任何限
制义务，英、美、日互相作了妥协后于 4月 22 日签订*《伦敦海军军备条约》。
第二次伦敦海军会议，于 1935 年 12 月 9 日至 1936 年 3 月 25 日召开。日本
坚持要拥有与美英同等的海军实力，未获同意后于 1936 年 1 月 15 日退出会
议。意大利则借口国际联盟对意侵埃进行经济制裁，拒绝签署任何协议。最
后英、美、法三国于 1936 年 3 月 25 日签订《伦敦海军协定》，规定：战列
舰最大排水量限为 3.5 万吨，大炮最大口径限为 14 英寸；巡洋舰限为 8000
吨，大炮最大口径限为 6.1 英寸；航空母舰限为 2.3 万吨。由于日、意的退
出，协定形同一纸空文。到 1936 年 12 月 31 日华盛顿和伦敦两个海军条约失
效后，海军军备竞赛进入了无制约的时代。

伦敦海军军备条约  1930 年 4 月 22 日美、英、日、法、意五国在*伦
敦海军会议上签订的条约。条约有效期至 1936 年 12 月 31 日，主要内容为：
各缔约国在 1931—1936 年间不再建造新的战列舰，但法、意两国仍有权按照
*《华盛顿限制海军军备条约》规定的 1930 年水平继续建造战列舰，而美、
英两国则可在拆除旧舰后，继续建造新的战列舰；潜艇最大吨位限为 2000
吨，但各缔约国均可拥有 3艘 2800 吨的潜艇；英、美、日三国在巡洋舰、驱
逐舰和潜艇上的总吨位分别应为：54.17 万吨、52.62 万吨和 36.705 万吨。
条约有效期至 1936 年年底，到期前于 1935 年再次召开会议缔结新约。该条
约因缔约国矛盾重重，未能起到抑制海军军备竞赛的作用。

伦道夫号航空母舰（Randolph）美国航空母舰。1941 年下水。属“埃
塞克斯”级。排水量 2.71 万吨，航速 33 节，载机80 余架。曾为美国第五舰
队第五十八特遣舰队司令米切尔的旗舰。1945 年先后参加硫黄岛战役、攻击
日本本土和冲绳岛战役。



伪蒙古军  日本帝国主义所控制的伪军。1936 年 5 月随*蒙古军政府同
时建立，德穆楚克栋鲁普任总司令。编成两个军，号称 1万余人，实则不过
五至六千人。军费、武器由日本关东军供给。从军部至连队配备有日本顾问、
指导宫、教官，完全听命于日本特务机关。曾经几次整顿、改编。抗战胜利
后，被国民政府收编。

伪上海特别市政府  日军侵占上海后建立的伪政权。37 年 12 月 5 日，
日本侵略者在浦东建立“上海大道市政府”，由汉奸苏锡文任市长。1938 年
4 月 28 日，改为“上海市政督办”。同年 10 月 16 日其办公地点由浦东移至
江湾，改称“上海特别市政府”。傅筱庵首任市长，苏锡文为秘书长。先后
隶属于*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和*汪伪国民政府。陈公搏、周佛海相继为第二、
第三任市长。1945 年 8 月日本投降后被解散。

伊瓦特（HerbertVereEvatt，1894—1965）澳大利亚外交部长（1941—
1949）。1925 年入政界。曾任澳大利亚最高法院法官。大战爆发后，被选入
联邦众议院。41 年任工党政府检察总长和外交部长，并为战争咨询委员会成
员。多次率代表团出国访问，致力于提高澳大利亚的国际地位。主张联合美、
英等国在太平洋战区对日作战到底。1945 年出席旧金山会议，参与起草《联
合国宪章》。战后曾任副总理和联大主席（1948—1949）。著有《世界事务
中的澳大利亚》等。

伊克斯（HaroldLeClairIckes，1874—1952）美国内政部长（1933—
1946）。1897 年芝加哥大学毕业。初为记者、律师，后进入政界。1932 年为
罗斯福竞选班子成员。1933 年出任内政部长，曾兼任公共工程管理局局长，
协助罗斯福施行“新政”。三十年代后期，主张修改*中立法案以援助英法对
抗德国，同时主张对日本经济制裁以“遏制其扩张。大战期间，兼任战时固
体燃料供应署署长，实际掌管石油和煤炭生产。战后因同杜鲁门发生龃龉而
辞职。著有《一个守财奴的自传》、《秘密日记》等。

伊柳辛（CepгeйBлaдиMиpOBичИльюшин，1894—1977）
苏联飞机设计师。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应征入沙俄军队。1918 年加入俄共（布）
党。翌年参加红军。参加过国内战争。1926 年毕业于茹科夫斯基空军工程学
院。31 年起任中央设计局局长。从事飞机研制工作。先后设计出*ил-2 型
强击机和*ил-4 型轰炸机，成为苏德战争中红军的主要机种之一。战后除
继续研制各种军用飞机外，还设计出作为苏联民航主要机种的ил-18（伊尔
-18）型和ил-62（伊尔-62）型等客机。1967 年获上将工程师衔。翌年成
为苏联科学院院士。著有《在祖国服役的各种伊尔型飞机》。

伊诺努（IsmetTn nü，1884—1973）土耳其总统（1938—1950）。第一
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任陆军副大臣。22 年后历任陆军参谋总长、外交部长、
总理。1938 年起任总统。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宣布土耳其中立，并于 1941
年 3 月和 6 月分别与苏联和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1943 年 11 月第二次开
罗会议时，仍拒绝参战。翌年 8月始与德国断交，并停止向其供应战略物资。
1945 年 3 月最终向德宣战。战后续任总理、总统等职。

伊斯梅（HastingLionellsmay，1887—1965）英国将领。桑德赫斯特皇
家军事学院毕业。1905 年入伍。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帝国防务委员会、陆军
部等军政部门任职，1938 年接替*汉基为帝国防务委员会秘书。1940—1945
年任国防大臣参谋长，兼*英国战时内阁的副秘书长，并参加参谋长委员会的
工作，成为丘吉尔和总参谋部之间的主要协调人，在促使政府备军事部门工



作顺利运转上发挥了重大作用。1944 年晋升上将。1946 年退役后，仍活跃于
军政界，历任印度总督蒙巴顿的幕僚长（1946—1948）、英联邦关系国务大
臣（1951 年）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秘书长（1952—1957）。受封贵族称号。

伊万诺夫  ①伊里立·伊万诺维奇·伊万诺夫（ИлъяИBaHOBич
иBaHoB，1899—1967）。苏联火炮设计师。1918 年入伍。参加过国内战争。
1928 年毕业于炮兵学院。致力于研制新式火炮。1939 年制成采用履带行驶装
置的 280 毫米臼炮、210 毫米加农炮和 305 毫米榴弹炮。后又参加 100 毫米
高射炮、130 毫米双联高射炮及其他火炮的研制，对苏联炮兵装备发展起了
巨大作用。1946 年加入联共（布）党。同年成为苏联炮兵科学院士。1951
年获工程技术勤务中将衔。著有《炮架计算与设计原理》等。②弗拉基米尔·德
米特里那维奇·伊万诺夫（Bлади-MиpДMиTpиeBичИBаHOB，1900
—1968）。苏联将领。1918 年参军。翌年加入俄共（布）党。参加过国内战
争，1923 和 1930 年先后毕业于高级炮兵学校和伏龙芝军事学院。36 年起在
总参谋部工作。1940 年任总参作战部副部长（主管后勤）兼后方配置和供给
部长。苏德战争初期在远东方面军任第二十五集团军参谋长和第十五集团军
代理司令（少将衔）。1942 年 7 月起任副总参谋长。参与多次重大战役的制
定和计划工作。战后历任军区副司令、副总参谋长、第一副总参谋长和总参
军事学院院长。1961 年获大将衔。③谢苗·巴甫洛维奇·伊万诺夫（CeM H
ПаBлOBичИBaHOB，1907—）。苏联将领。1926 年参军。1929 年加入联
共（布）党。先后毕业于莫斯科步兵学校（1929 年）和伏龙芝军事学院（1939
年）。1940 年任步兵第一军参谋长。参加过苏芬战争。苏德战争初期任第十
三集团军作战处长（中校衔），在苏联西方战略方向作战。41 年 12 月起，
先后任第三十八集团军和坦克第一集团军参谋长、东南方面军作战部长、近
卫第一集团军参谋长和西南方面军作战部长，1942 年 12 月起历任西南、沃
罗涅日和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参谋长，参加斯大林格勒会战、库尔斯克会战和
解放乌克兰、匈牙利及奥地利等战役的准备和实施。1945 年 4 月晋升上将。
随后任远东总指挥部参谋长，参与计划和实施远东战役。战后历任军区参谋
长、苏军副总参谋长、军区司令和总参军事学院院长等职。1968 年获大将衔。
著有《伟大卫国战争时期的苏联战略》、《战争初期》、《论军队指挥的科
学原理》等。

伊巴露丽（Doloreslbarruri，1895—1989）西班牙共产党领导人之一。
早年当裁缝和厨师。1917 年加入西班牙社会党。次年以“热情之花”笔名，
在《比斯开矿工报》发表文章。1920 年参加创建西班牙共产党。曾多次被捕
入狱。1930 年当选为西共中央委员，后任政治局委员。1936 年 2 月为议员。
西班牙内战时期，积极参加领导反对佛朗哥叛乱的斗争。失败后流亡苏联。
1940 年当选为西共总书记。1960 年起任西共主席。佛朗哥死后西共重新取得
合法地位，于 1977 年回国。著有《西班牙人民的民族革命战争（1936—1939
年）》和回忆录《唯一的道路》。

伊本·沙特（Abdul-AzizibnSa‘ūd，1880—1953）沙特阿拉伯国王（1932
—1953）。早年为阿拉伯部族领袖。1932 年建立沙特阿拉伯王国。大战爆发
后，为保卫本国安全，曾在西部和北部边境集结军队。1941 年英国和伊拉克
发生冲突时，又曾在与科威特接壤处聚集重兵。1943 年同意接受美国的租借
法案，1945 年 2 月与罗斯福会晤，签署出租石油开采权和为美国提供军事基
地的协定。后逐渐收回石油经济权益，促进了民族经济的发展。



伊号作战  日本海军在西南太平洋进行的空袭战役。为遏制盟军进攻，
1943 年 4 月初，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下达以此为代号的命令，
调集第三舰队的 150（一说 160）架飞机和第十一航空舰队的 155（一说 190）
架飞机对西南太平洋盟军海空基地进行袭击。计划战役分两个阶段：X 作战
（4月 5—10 日）在所罗门方面进行；Y 作战（4月 11—20 日）在新几内亚
方面进行。自 4月 7日起，日本海军航空兵先后对瓜达尔卡纳尔岛和莫尔兹
比港等地进行袭击，因遭美空军阻击，战果不大。4月 16 日即告结束。

伊沙伯拉（Isabella）德国占领葡萄牙本土以及马德拉群岛和亚速尔群
岛的行动计划代号，作为*菲立克斯计划的必要扩展。1940 年 11 月提出，后
来执行。

伊萨料夫（ИBaHCTenaHOBичИCaKOB，1894—1967）苏联海军将领。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在沙俄海军服没。1918 年加入红军。国内战争期间，曾在
波罗的海和里海同外国干涉军作战。1923 年毕业于海军学院首长进修班。
1930 年起历任总参谋部作战部副处长、海军学院主任教员、波罗的海舰队参
谋长和司令。1938 年 1 月起任副海军人民委员。翌年加入联共（布）党，并
任第一副海军人民委员（至 1946 年）。1941—1943 年兼任海军参谋长（海
军上将衔）。苏德战争初期参加列宁格勒保卫战。1941 年 10 月参与准备刻
赤半岛登陆战役。翌年 4月起先后兼任北高加索方向和北高加索方面军副司
令和军事委员。1942 年 8 月起兼任外高加索方面军副司令和军事委员，10
月在高加索会战中负重伤，治疗至 1945 年。战后曾任海军参谋长、副总司令、
海运部副部长等职。1955 年获海军元帅衔，1958 年成为科学院通讯院士。著
有《潜艇作战》、《登陆战役》、《卫国战争年代的苏联海军》、《航海史》
等。

伊格纳托夫（П TpKapnOBичигHaTOB，1894—？）苏联游击队指
挥员。工程师。1913 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参加过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
曾任克拉斯诺达尔化工技术学院院长，1941 年 11 月受命组织游击队。其妻
及两子均参加了游击队。1942 年 10 月，其子叶夫根尼（EBгeHий）和根
尼（ГeHий）兄弟在炸毁德军军用列车时牺牲。被追授苏联英雄称号。在
敌人占领期间他领导的游击队共进行了 26 次战斗，颠覆列车4列，破坏桥梁
7 座。战后从事文学活动，为苏联作家协会会员。著有《游击队员札记》、
《我们的儿子》等。

伊巴尔纳加雷（JeanYbarnegaray，1884—1956）法国合作主义分子。
1914 年起为议员。信奉法西斯主义，先后为*火十字团和*法兰西社会党副主
席。1940 年 5 月 10 日任国务部长，积极主和，反对抗战。6月 16 日参加贝
当政府，任退伍军人和家庭部长。后任全国青年和家庭国务秘书，同年 9月
辞职。国与其他合作主义分子产生矛盾，一度被捕，囚禁于德国。战后经法
国高级法院审理，1946 年被宣判无罪。

伊势号战列舰  日本战列舰，后改装为航空母舰。原由川崎神户造船所
制造，1918 年下水。三十年代经吴港海军工厂两次改装。1937 年 3 月第二次
改装竣工。标准排水量 3.6 万吨，最高航速 25.3 节，装备 360 毫米火炮 12
门。1942 年 5—6 月曾参加进攻中途岛的作战行动。1943 年 9 月改装成航空
母舰，减少 4门主炮，可载飞机 22 架。1944 年 10 月参加莱特湾海战。1945
年 7 月 24 日在吴港海军基地内，被美军舰载飞机炸沉。

伊尔-2 型强击机  即“Ил-2 型强击机”。



伊尔-4 型轰炸机  即“Ил-4 型轰炸机”。
伊拉克反英政变  伊拉克亲德派策动的反英政变。大战爆发后，伊拉克

统治集团内形成以*努里·赛义德为首的亲英派和以*拉希德·阿里为首的亲
德派，斗争日趋激烈。1941 年 2 月初组成的新政府试图调和两派矛盾，并进
一步推行亲英政策，激起亲德派高级军官的不满。同年 4月 1日，亲德派发
动武装政变，建立由拉希德·阿里领导的全国国防政府，以排斥英国势力为
宗旨，并努力寻求轴心国的支持。4 月底，英国派兵入境镇压，政变在没有
德、意支援的情况下，于 5月底宣告失败。拉希德·阿里流亡国外；10 月努
里·赛义德复任首相。

伊斯的里亚冲突  1945 年 5 月南斯拉夫民族解放军同在伊斯的里亚地
区的英军之间的冲突。伊斯的里亚（IS-tria）为亚得里亚海东北端的半岛，
有重要港口的里雅斯特、普拉（Puia）和阜姆（Fiume，现称里那卡[Rijeka]）。
其归属问题，在意大利和南斯拉夫之间历有争议。1918 和 1924 年分别为意
大利占有。大战期间，南军解放了整个地区，并于 1945 年 4 月末进入的里雅
斯特，包围了德国驻军。5 月 2 日，英军也进入该市，接受德军投降并占领
港口地区。英国在美国支持下向南斯拉夫施加军事压力和外交压力，要求南
军立即撤出的里雅斯特和普拉，酿成危机。6 月，双方达成妥协，环绕的里
雅斯特划定临时分界线。

伊丽莎白女王号轮船（QueenElizabeth）英国客轮。1940 年建成。排
水量 83673 吨，船长1031 英尺，宽 118 英尺。为当时世界上最大、航速最快
的客轮。1940 年首航纽约。大战期间，用作运兵船，与姊妹船*玛丽女王号
轮船运送大量美国军队和物资到英国。

伊久姆-巴尔文科沃战役  苏德战争中期苏军发动的进攻战役。1943
年 7 月 17—27 日，由*西南方面军实施。目的是牵制并击溃德军顿巴斯集团，
阻止其兵力调往库尔斯克地域。经 10 天激战，苏军强渡北顿涅茨河，夺取并
扩大了右岸登陆场，虽未能完全突破敌人防御，但吸引了敌预备队，支援了
库尔斯克地域的友邻部队。

伊丽莎白女王号战列舰（QueenElizabeth）英国战列舰。1914 年建成，
1937—1940 年改装。排水量 3.1 万吨，最大航速 24 节。装有8门 15 英寸火
炮，20 门 4.5 英寸火炮和 4架飞机。大战期间，先在英国*本土舰队服役，
不久调往*英国地中海舰队。参加克里特岛战役及其他战斗。1941 年 12 月，
停泊在埃及亚历山大港内时，被意大利潜艇以人工操作鱼雷炸伤。修复后，
被派往印度洋执行护航任务。1945 年炮击苏门答腊和在缅甸沿海以火力支援
陆上作战。

延安整风运动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全党进行的马克思主义教
育运动。其基本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
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中心是反对主观主义。采取“惩前毖后，治病
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方针。首先阅读马克思列宁主
义著作和中共中央文件，然后对照检查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开展批评和自我批
评，分析错误的性质、根源，定出改正错误的方法。1941 年初至 1942 年 1
月，在高级干部中首先进行；1942 年 2 月至 1943 年 10 月，在全党普遍展开：
1943 年 10 月至 1945 年 4 月，为巩固提高阶段。1945 年 4 月 20 日，中共中
央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历史上的路线是非作
了结论，整风运动胜利结束。这一运动从思想上清算了党内长期存在的“左”



倾错误的根源，便全党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达到空前统一，为夺取抗日故争
和民主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华莱士（HenryAgardWallace，1888—1965）美国副总统（1941—1945）。
衣阿华州立学院毕业。1924 年起为农业报纸编辑和主笔。1933—1940 年任罗
斯福政府农业部长，参与实施“新政”。1941 年当选副总统。珍珠港亭变前，
主张对日采取强硬政策。美国参战后兼任供应优先分配委员会主席、经济作
战局局长等职。1944 年 6 月作为总统特使访华，与蒋介石会晤，曾商谈派遣
美军观察小组赴延安等事直。后又建议派魏德迈接替史迪威任蒋介石的参谋
长。1945 年改任商务部长。战后，因在对苏政策问题上与杜鲁门分歧而被解
职。1948 年以进步党候选人身分竟选总统朱成。著有《农业价格》、《美国
必须抉择》、《幻想的代价：亨利·华莱士日记，1942—1946》（J·布卢姆
编）。

华北事变  日本对*七七事变的一种称呼。1937 年 7 月 7 日日军挑起芦
沟桥享变后，日本政府为欺骗国际舆论，掩盖其战争企图，一面加紧策划和
准备对中国的全面进攻，一面发表“不扩大”方针的声明，把芦沟桥事变称
为“华北事变”。在*淞沪会战开始后，日本内阁会议于 9月 2日决定改称*
中国事变。

华沙起义  大战期间波兰军队在华沙发动的武装起义。1944 年 7 月下旬
苏联红军和波兰人民军进抵华沙近郊。波兰国家军总司令波尔-卡莫罗夫斯基
将军为在苏军到达华沙之前抢先夺取首都，控制战后波兰政局，于 8月 1日
下午 5时发动代号为“风暴”的起义，起义者约 4万余人，但仅有十分之一
的人拥有武器，波兰工人党和人民军部队随后也参加起义。8 月 4 日德军在
轰炸机和重炮的掩护下开始组织反攻，华沙军民利用路障和街垒，依靠简陋
的武器进行英勇战斗。8 月 5 日，起义遍及全城。盟国空军曾予支援，9 月
15 日，苏军一度度过维斯瓦河，但未进一步采取有力支援行动。德军利用武
器装备的优势，终于全面突破起义军防线。9 月 29 日波尔-卡莫洛夫斯基与
德军讨论停战条件，10 月 2 日签署停战协议，起义失败。起义军在战斗中阵
亡 1.5 万人，伤 2.5 万人；18 万华沙市民丧生。德军披击毙 1 万人，7000
人失踪，9000 人受伤。

华中大反攻  *华中抗日根据地军民为夺取抗日战争胜利而实施的战略
反攻。1945 年 8 月 9 日起，该区抗日军民在陈毅等指挥下，分别向长江两岸，
津浦铁路南段、平汉铁路南段、粤汉铁路北段、陇海铁路东段及沪宁、沪杭
甬、浙赣、淮南等铁路线广大地区进攻。至 9月 2日，解放县城 32 座，重要
集镇 400 余个，歼日伪军 2.4 万余人。其后，继续对拒降的日伪军进攻，发
动*两淮战役、*泰兴战役、*如皋战役、*盐城战役、*高邮战役等，解放了在
南京、太湖、天目山之间的江南广大地区，并使江北的各解放区基本连成一
片。

华中方面军  日本侵华陆军在上海、南京等地作战的战略战役军团。
1937 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日本政府认为，要迫使中国国民政府投降，必
须加强在华中地区的作战。同年 10 月初，日军参谋本部决定将主要进攻方向
从华北移向上海方面。11 月 7 日下达编组命令，由*松井石根任司令官，塚
田攻任参谋长。下辖上海派遣军、第十军和第三飞行团，共 9个师团另两个
支队。曾实施淞沪会战和进行南京大屠杀。1938 年 2 月 14 日日本大本营下
达组建华中派遣军的命令，同时撤销华中方面军、上海派遣军和第十军建制。



华中派遣军  日本侵华陆军在武汉地区作战的战略战役军团。1938 年 2
月 14 日，日本大本营决定在*华中方面军基础上组建。*畑俊六任司令官，河
边正三任参谋长。司令部设于南京。下辖 6个师团另 1个旅团（天谷支队）
以及第三飞行团。后又编入在台湾整训的波田支队，1938 年 8—11 月，实施
攻占武汉的作战。1939 年 9 月 23 日撤销。

华北方面军  日本侵华陆军在华北地区作战的战略战役军团。1937 年 8
月 31 日日本参谋本部为进一步扩大侵华战争，在*中国驻屯军基础上组建。*
寺内寿一任司令官，冈部直三郎为参谋长。司令部设北平（今北京）。下辖
第一、第二军，另两个师团、中国驻屯混成旅团、临时航空兵团和特种部队。
后多次调整战斗序列，至 1945 年 8 月时下辖第一、第十二、第四十三军和驻
蒙军等。司令官继寺内寿一后为杉山元（1939 年 1 月起）、多田骏（1939
年 9 月起）、冈村宁次（1941 年 7 月起）、冈部直三郎（1944 年 8 月起）、
下村定（1944 年 11 月至战败）。曾实施太原会战、徐州会战，在台儿庄战
役和百团大战中遭受打击。以后又曾进行中原会战（1941 年 5—6 月）和打
通平汉线作战（1944 年 4—5 月）。1939—1943 年每年均进行治安肃正和大
规模“扫荡”作战，实行*三光政策，残杀中国人民。日本战败后向中国政府
投降。

华北驻屯军  日本驻中国华北地区侵略军的习称。
华南方面军  日本侵华陆军在华南地区作战的战略战役军团。1940 年 2

月 9 日，大本营撤销第二十一军战斗序列，在其基础上成立，编入*中国派遣
军战斗序列。同年 7月调归大本营直辖。司令官为安藤利吉（同年 10 月起为
后宫淳），参谋长为根本博（后为栗林忠道少将），司令部设广州。辖 4个
师团、1个独立飞行队。以后又编入 2个师团和 1个旅团。1940 年 9 月 5 日
编成印度支那派遣军，在其辖下入侵印度支那北部。1941 年 7 月 5 日，大本
营为适应发动太平洋战争的需要而撤销，所辖部队除留下 3个师团编成第二
十三军驻守华南外，调入*南方军。

华盛顿体系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协约国列强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建立
的帝国主义体系，作为对*凡尔赛体系的补充，共同构成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
世界格局。它由在华盛顿会议（1921 年 11 月—1922 年 2 月）上签署的*《四
国条约》、*《九国公约》和*《华盛顿限制海军军备条约》组成，确立了美
国占优势的帝国主义列强瓜分和统治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的格局，但帝国主义
各国，特别是美、日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并未消除，最终爆发太平洋战争。

华北自治运动  日本为侵占华北而策动的一系列以“自治”为名的事
件。1935 年 10 月，在日军实际控制冀、察两省后，通过《鼓励华北自主案》，
加紧策动中国的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 5省“自治运动”。10 月
下旬日军首先策动*香河事件，随即又煽起河北安次、庆云、曲阳数十县所谓
的“自治运动”。11 月 24 日汉奸*殷汝耕宣告冀东停战区“自治独立”，随
后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使冀东 22 个县脱离中国政府统治。与此同时，
日本先后对北洋军阀余孽孙传芳、张敬尧、吴佩孚和地方实力派阎锡山等进
行策反，并不断威胁平津卫戌司令兼北平（令北京）市市长、冀察政务委员
会委员长兼河北省政府主席宋哲元宣布“华北自治”。11 月 26 日中国国民
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被迫撤销。12 月 18 日蒋介石政府不顾全国人民的
强烈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满足了日本侵略者实现“华北特殊化”的要
求。



华尔华尔事件  意大利武装进犯埃塞俄比亚的事件。34 年 12 月 5 日，
意军从意属索马里向埃塞俄比亚境内的华尔华尔（WaI-Wal）地区发动进攻，
使埃塞俄比亚军民蒙受重大损失。事发后，意大利政府反诬埃塞俄比亚军队
首先发起攻击，要求埃方道歉，并赔偿损失。该事件系意大利大举入侵埃塞
俄比亚的前奏。

华西列夫斯基（AлeKCaHдpMиXaйлoBичBacилeB—ckий，1895
—1977）苏联将领。1915 年阿列克谢军事学校速成班毕业后服役。参加过第
一次世界大战，升至上尉。十月革命后加入红军，参加国内战争。二十年代
任步兵团长，1931 年调到红军军训部工作。1934—1936 年任伏尔加河沿岸军
区军训部长。1937 年在总参军事学院毕业后，调至总参谋部任战役训练处
长。1938 年加入联共（布）党，翌年升任总参作战部副部长。*苏芬战争期
间曾任代理副参谋长，参加缔结《苏芬和约》的谈判。1940 年 11 月随同莫
洛托夫赴柏林会谈。1941 年苏德战争爆发时为少将。同年 8月被任命为副总
参谋长兼作战部部长。翌年 4月晋升上将，6月任总参谋长，10 月兼任副国
防人民委员。主持制定斯大林格勒、库尔斯克、顿巴斯、第聂伯河右岸乌克
兰、白俄罗斯以及波罗的侮沿岸等华西列夫斯基一系列重大战役的作战计
划，并负责组织和部署兵力、后勤供应和准备预备队；曾被多次派赴前线，
以最高统帅部大本营代表身份协调各方面军的作战行动，成为斯大林战时主
要军事助手之一。1943 年获苏联元帅衔。1945 年 2 月正式成为最高统帅部大
本营成员，辞去总参谋长之职，改任白俄罗斯第三方面军司令，指挥实施*
东普鲁士战役。同年 6月调任远东苏军总司令，指挥实施*远东战役。战后历
任总参谋长、武装力量部部长、国防部第一副部长、国防部总监组总监等职。
著有回忆录《毕生的事业》。

华兴商业银行  抗日战争期间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商业银行。1939 年
5 月 1 日在上海成立总会。5月 16 日开始对外营业。资本总额为 5000 万元，
其中维新政府认股 2500 万元，其余则由三井、三菱等六家日本银行分担。该
行除经营普通银行业务外，兼总理国库，发行“华兴券”。同年 7月 1日，
“华兴券”在华中沦陷区流通。1941 年 1 月，并入汪伪*中央储备银行。

华中抗日根据地  中国共产党在华中敌后创建的抗日根据地的总称。包
括江苏、安徽、湖北大部及河南、浙江、湖南一部。1937 年抗日战争全面爆
发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挺进长江南北，在华中地区广泛开展游击战
争，创建抗日根据地。199 年春，新四军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向南巩固，向
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粉碎日伪军的“扫荡”、“清乡”和国民
党顽固派的封锁、进攻，使抗日根据地迅速发展。1940 年 11 月成立华中新
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叶挺、粟裕任正副总指挥，刘少奇任政委。至抗战
结束，该区部队达 31 万亲人，对敌作战 1.93 万次，毙伤日伪军 31.7 万余人，
形成苏南、苏中、苏北、淮北、淮南、皖中、鄂豫皖边、浙东、苏浙皖边、
湘鄂赣边 10 个战略区。

华北抗日根据地  中国共产党在华北敌后创建的抗日根据地的总称。包
括河北、山西、山东全省，河南、绥远、察哈尔、热河及辽宁、江苏等省各
一部。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深入敌后，广泛
发动群众，坚持独立自主的游击战的战略方针，在华北敌后先后创建了晋察
冀边区、晋冀鲁豫边区、晋绥边区、山东区等四大抗日根据地。抗战后期，
又开辟了一个河南区。至抗战结束，八路军在华北战场对敌作战近 10 万次，



毙伤日伪军 70 余万人，解放了大片国土。据 1944 年 9 月统计，华北敌后抗
日根据地共建立 68 个专署，456 个县抗日民主政权。为坚持长期抗战和争取
抗战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华北政务委员会  日本帝国主义控制中国华北行政和掠夺资源的机
构。1940 年 3 月*汪伪国民政府成立前，根据日本政府的意图，由华北临时
政府改称而成。负责处理河北、山东、山西 3省及北平（今北京）、天津、
青岛 3市的占领区政务，承担所谓“防共、治安、资源的经济开发及调节物
资供求关系”等任务。名义上隶属汪伪政权，实际上完全由日本华北驻屯军
操纵。先后由王克敏、王揖唐等人任委员长。1945 年 8 月日本投降后宣布解
散。

华沙-波兹南战役  苏德战争后期苏军发动的进攻战役，*维斯瓦河-奥
得河战役的组成部分，1945 年 1 月 14 日至 2月 3日，由*白俄罗斯第一方面
军实施。苏军首先突破德军维斯瓦河防御，将敌分割成若干孤立部分，然后
分兵向波兹南和罗兹方向突击，1月 17 日解放华沙，l月 19 日攻占罗兹，1
月 25 日封锁波兹南要塞，合围守敌 6万人，2月 3日前出至奥得河，夺取屈
斯特林登陆场。经此战役，德军华沙集团被歼，苏军消除了进攻柏林的主要
障碍。

华南抗日根据地  中国共产党在华南敌后创建的抗日根据地的总称。
1938 年 10 月广州沦陷后，中国共产党在广东各地先后成立东江纵队、琼崖
纵队、珠江纵队、韩江、纵队、中区纵队、南路（雷州半岛）纵队等人民抗
日武装，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创建以东江区、琼崖区为主体的抗日根据地，
至抗战结束，该区部队达 2 万余人，对敌作战近 3000 次，毙伤日伪军 2.2
万人。

华南抗日游击队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抗日战争期间中共广东
省委发动群众相继成立的东江纵队、琼崖纵队、珠江纵队、韩江纵队、中区
纵队、南路纵队等抗日武装的统称。从广州沦陷至 1945 年 8 月的近 7年中，
对日伪军作战近 3000 次，歼敌 2.2 万亲人，本身从数百人发展到 2万多人，
创建了抗日根据地，控制了数百里海岸线，威胁着日军占领的香港、广州等
重要城市，在战略上配合和支援了全国抗战及盟军在东南亚的作战。

华盛顿号战列舰（Washington）美国战列舰。1937 年建造。属“北卡
罗来纳”级，排水量3.5 万吨，配备 16 英寸大炮 9门，有雷达定向火力控制
系统。1941 年服役，编入美国太平洋舰队，后赴南太平洋海域作战。1942
年 9 月起参加瓜达尔卡纳尔岛争夺战，11 月 14 日在瓜达尔卡纳尔岛海战中
击沉日本雾岛号战列舰。1943 年编入美国第五舰队，参加吉尔伯特群岛战
役。1944 年先后参加马绍尔群岛战役、马里亚纳群岛战役和莱特湾海战并支
援美军登陆菲律宾群岛。1945 年 2 月参加硫黄岛战役，3月随舰队攻击日本
本土，4月参加冲绳岛战役。

华中振兴株式会社  日本掠夺中国华中资源及垄断占领区经济的中枢
机构。1938 年 11 月成立。创设资本 1亿日元，总部设在上海，分部在东京，
另在南京、浙江等地设有办事处。首届总裁为儿玉谦次。受日本政府操纵和
监督，拥有特权，可在 5年内享受政府的补助金，并可发行 5倍于其资本的
华中振兴债券。设有华中矿业、华中水电、上海内何、电气通信、上海恒产、
公共汽车、华中水产、大上海瓦斯、华中蚕丝、华中铁道、淮南煤矿、华中
盐业、华中轮船、华中火柴等分公司。垄断华中占领区的全部工矿交通事业，



大肆掠夺中国则富，抗日战争胜利后，被中国国民政府接收。
华北开发株式会社  日本控制和掠夺中国华北占领区经济的中枢机

构。根据1938 年 4 月 30 日公布的法令于同年 11 月 7 日建立，资本总额 3.5
亿日元，由日本政府和民间对半投资。民间股份中大部分为三菱、三井、住
友等则阀的投资。首届总裁大谷尊由，总社在东京，北平（今北京）没有分
社。资金主要用于运输、交通、港湾、通讯、电业、矿产、制盐业等。对中
国华北地区进行残酷的经济掠夺，资金迅速增至 1940 年底的 5.53 亿日元。
日本战败后，于 1945 年 9 月 30 日被封闭。

华沙犹太人区起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规模最大的犹太人反法西斯
起义。1940 年 10 月德国驻波兰总督*弗兰克下令将华沙等地犹太人全部驱入
犹太人区，人数 40 余万人。犹太人区内既无医疗设施，又缺少粮食和水的供
应，导致居民大批死亡。196 年 7—9 月区内 31 万犹太人又被强行运往各灭
绝营杀害。同年 10 月幸存的犹太人纷纷组织起来进行自卫。在*波兰人民近
卫军和*波兰国家军的帮助下秘密购进军火，建立起义队伍，进行作战训练。
1943 年 1 月爆发零星战斗，德国占领当局一面将犹太人诱骗出该区加以屠
杀，一面准备大规模镇压。4月 19 日起义开始。犹太人战斗组织负责人安涅
列维奇（MordechaiAnielewicx，约 1919—1943）为起义指挥。起义得到华
沙居民和各地下武装组织的支持，英勇抗击拥有优势装备的德军，坚持抵抗
28 昼夜。5月 16 日停止战斗，犹太人区被夷为废墟，7000 余犹太人阵亡，5
万多犹太人被俘并送往灭绝营。德军伤亡人数达 1000 人以上。

华侨爱国救亡运动  抗日战争期间爱国华侨支援祖国抗故事业的运
动。抗战爆发后，侨居世界各地的 1000 余万华侨，先后建立了全欧华侨抗日
救国联合会、旅美侨胞义捐救国会、墨西哥华侨抗日后援会、厄瓜多尔华侨
救国总会、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等约 649 个团体。他们“输财助战”，
捐款总数达 50 亿法币，还大量认购公债，捐献抗战物资。并积极回国参加抗
战，仅粤籍华侨就达 4万余人，成立各种由专门技术人员组成的救国团体，
如逼罗华侨汽车司机工友归国服务团、新加坡机器工程回国服务队、非洲汽
车工友服务队、缅甸华侨义勇工程队、星洲华侨救护队、越南华侨童子军战
地服务团、美洲华侨航空义勇军、菲律宾华侨飞行员战斗队和整修飞机工程
员服务队等，驰骋抗战疆场，不少人为国捐躯。同时，在侨居国积极开展抵
制日货、罢工罢职、破坏日本原材料装卸运输等斗争。在政治上促进国共两
党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与发展，为抗战胜利作出重要贡献。

华中一九四五年攻势作战央委员会  *华中抗日根据地军民对日伪军
的攻势作战。1945 年春夏，华中新四军各部队执行中共中央提出的“扩大解
放区，缩小沦陷区”的战略方针，连续发起攻势作战。4 月，新四军第三师
和苏北军区发起*阜宁战役。4—5 月新四军第四师和淮北军区发动春季攻
势，歼日伪军 3000 余人，攻克泗阳县城。6—7 月新四军第四师和淮北军区
发动*睢宁战役。至 8月，华中新四军共攻占县城 3座，拔除据点百余处，歼
敌 3万余人，争取伪军 4700 余人反正，使华中各根据地连成一片，为战略大
反攻创造了条件。

华中一九四四年攻势作战  *华中抗日根据地军民对日伪军的攻势作
战。1944 年春起，华中新四军各部队发起攻势作战。3月苏中军区发动*车桥
战役。4月苏北军区发动*高杨战役。3—6月新四军第四师和淮北军区发动春
夏季攻势，解放皖北泗县、灵壁和苏北瞧宁之间地区。5—6月苏中军区和新



四军第一师发动夏季攻势，歼敌 1000 余人，攻克据点 28 处。同时，新四军
第五师在湖北省潜江、石首、黄冈地区发动夏季攻势，歼敌 1000 余人，攻克
据点多处。8—10 月苏中军区发动秋季攻势，攻入苏南溧水、溧阳和浙北长
兴等县城。1年间共作战 6500 余次，歼日伪军 5万余人，解放 160 万人口，
为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大反攻创造了条件。

华盛顿限制海军军备条约  美、英、日、法、意五国关于限制海军军
备的条约，为*华盛顿体系组成部分之一。1922 年 2 月 6 日在华盛顿会议上
签订。规定美、英、日、法、意五国战列舰的总吨位应维持 5：5：3：1.75：
1.75 的比例；而航空母舰总吨位的限额则为：美、英各 13.5 万吨，日 8.1
万吨，法、意各 6万吨。同时规定在太平洋中部和西部禁止建立新的海军基
地，即美、英两国不得在距日本 5000 公里以内的地区拥有海军设施。

自由轮（LibertyShips）大战时美国大量生产的一种货船。绰号“丑小
鸭”。主要用于运输战争物资。一般为 1—1.4 万吨级，航速 10 节。1941 年
9 月建成第一艘。随着战争的发展，对该型货船的需求越来越大。在实业家*
凯泽等人的努力下，生产周期从 200 天缩短到 7 天。后又制造出其改进型*
胜利轮。战时美国共制造此两型货船约 6000 艘，耗资达130 亿美元，在战时
海上运输中起了重大作用。

自由法国（FranceLibre）大战期间戴高乐在海外领导建立的法国抵抗
运动。1940 年法国沦陷后，6月 18 日，原国防部和陆军部次长戴高乐在英国
伦敦发表广播演说，号召人民继续抗战。不久，建成抵抗运动武装，8月 29
日，正式取名自由法国，以洛林十字为其象征。初仅拥有 7000 余人，包括驻
英法国军队、战前侨居英国的法国志愿人员及法国海军若干分队。后因法属
海外殖民地的加入并得到英国支持，力量逐渐壮大。1940 年 10 月，在布拉
柴维尔成立*帝国防务委员会，巩固了在非洲的基戴高乐检阅自由法国军队
地。此后在中东、北非、东北非与英军配合作战，抗击维希政府军和德军。
所属*中央情报和行动局则在国内开展地下活动，推动了国内各派抵抗力量的
联合。1941 年 9 月 24 日，在伦敦成立以戴高乐为首的法兰西民族委员会，
统一领导全国抵抗运动。1942 年 7 月 14 日，改名为*战斗法国。

自由射手（Franc—Tireur）大战期间法国国内的抵抗组织。1941 年底
正式建立。因出版《自由射手报》，故名。其前身为 1940 年底成立的“法国
一自由”参加者多为社会党人和激进党人，观点比较激进，成员达 3万余人。
领导成员中有历史学家*布洛克。成立战斗小组，并组织*马基。曾于 1942
年 11 月，四出袭击合作主义分子。同年底和自由法国建立联系。1943 年 5
月加入*民族抵抗委员会。

自由法国师（DivisionFrancaiseLibre[1re]，缩写 DFL）战斗法国所
属地面部队。1943 年 2 月 1 日由第一和第二*自由法国旅正式组成。同年 7
月第三自由法国旅亦编入。曾参加突尼斯战役。后更名为自由法国第一步兵
师，于 1944 年 4—6 月赴意大利配合盟军作战，8 月在法国南方登陆，先后
参加解放里昂和土伦的战斗，并转战孚日山区。同年底，德军在阿登地区发
动进攻后，奉调驰援斯特拉斯堡。1945 年初进入阿尔萨斯，经多次战斗，抵
达莱茵河。欧战结束后集中于巴黎地区。1945 年 8 月 15 日解散。

自由法国旅（brigadesfrancaiseslibres，缩写 BFL）自由法国所属地
面部队。1941 年春由原法国东方旅扩建而成。1940 年 10 月 21 日戴高乐下令



建立法国东方旅，配合英军在埃塞俄比亚境内作战。1941 年春参加叙利亚战
役后，即扩建为 2个自由法国旅，归英国第八集团军指挥，赴利比亚作战。
1942 年 6 月，由*柯尼克率领的第一自由法国旅坚守比尔哈凯姆
（BirHacheim），重创来犯德军。同年 10 月，参加阿拉曼战役。1943 年 2
月 1 日第一和第二自由法国旅正式合编成*自由法国师。

自由泰运动（KhabuankanSeriThai）简称“自由泰”。大战期间泰国的
抗日爱国组织。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侵入泰国。泰国总理*銮披汶为迎合
占领军的旨意，于 1942 年 1 月 25 日向英美宣战。此事引起国内外亲同盟国
人士的不满。泰驻美大使社尼·巴奠（SeniPramoj，1905—）拒绝将宣战书
递交美方，并发起成立该组织，不久即得到国内*比里·帕依荣的响应。其宗
旨是：与盟国（主要是美国）合作，准备反日武装起义。国内部分在比里·帕
侬荣领导下，联合爱国军官、政府官员、知识分子等，进行地下活动，成立
抗日武装，至 1944 年底已发展至 5万多人。国外部分在社尼·巴莫领导下，
吸收了许多泰国留学生，坚持每天对泰广播，宣传抗日，井秘密培训谍报人
员回国活动，与国内自由泰运动成员接触。他们从盟国取得武器弹药，并配
合盟军反攻泰国。日本投降后，于 1946 年初停止活动。

自由意大利（ItaliaLibera）意大利反法西斯组织。1924 年在佛罗伦
萨成立。成员 200 余人。领导人有加里波第（DecioGaribaldi）将军、罗塞
蒂（RaffaelloRossetti）和罗西（ErnestoRossi）1897—1967）等。在意大
利中、北部各地均设有分部，曾举行反对墨索里尼独裁的游行和散发要求恢
复民权的传单。1925 年被取缔，此后其大部成员流亡国外，加入*正义和自
由，继续进行反法西斯的斗争。

自由志愿军团（CorpovolontaridellaLibertá）意大利反法西斯抵抗运
动联合游击部队。参加抵抗运动的备党派为提高作战效率，于 1944 年 6 月 9
日将所领导的游击队联合组成。由北意民族解放委员会领导，建立总指挥部，
下设各分指挥部，负责具体军事行动。*卡尔多纳任司令，*隆哥和*帕里任政
委。在大战中，牵制大批德军，并沉重打击了墨索里尼傀儡政权。1945 年春
人数增至 15 万人，分编为 104 个师、52 个独立旅。在光复意大利北部的斗
争中发挥巨大作用。

自由的党代会（ReichsparteitagderFreiheit）纳粹党第八次集会性代
表大会。为庆祝德国撕毁《凡尔赛和约》军事条款，获得重整军备的自由，
故名。1935 年 9 月 10—16 日在纽伦堡举行，30 余万人参加集会和游行。希
特勒、罗森堡、戈培尔等相继发表演说，鼓吹种族主义、军国主义，并大肆
攻击共产主义，会议期间*党卫队、*希特勒青年团等纳粹党分支组织轮流集
会和游行，9月 16 日举行武装部队阅兵式。该次会议还颁布了*《纽伦堡法》
的主要条款。

自由印度临时政府  大战期间日本在东南亚筹组的印度傀儡政权。1943
年 10 月 21 日，由日本人召集在新加坡召开的印度独立联盟东亚代表者大会
上成立。*博斯任主席。随后向英、美宣战。打出“日印合作，向独立迈进”
的旗号。1944 年 1 月 7 日，博斯率该“政府”进入缅甸，在仰光设立办事处，
直接参加对英作战。1945 年日本投降后瓦解。

自由法国总代表团  戴高乐派驻本土的代表团。1941 年底开始活动。
初由*穆兰领导，1943 年 9 月由波拉埃尔（EmileBollaer，1890—1978）继
任，1944 年 4 月又由*帕罗迪出任总代表，并由*沙邦-戴尔马等军事代表协



同工作。随着法国解放的临近，渐成为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设置在本土的
代表机构。该组织极力抑制法国共产党的力量，阻止盟军在被解放地区建立
行政管理机构，使各地政权顺利转入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手中。

自由射手和游击队 （Francs-TireursetPartisansFrancais，缩写
FTPF）大战期间法国国内的抵抗组织。1942 年初建立。其名来源于 1870 年
普法战争时法国人民武装的称谓。领导机构为民族军事委员会，下设情报、
卫生、军事处，法国共产党在其中起领导作用。每 7人为一组，后出现连和
营的编制；附有军官学校，专事培训干部。发行《法国至上报》，宣传抗战
思想。其武装斗争范围逐步扩大，成为法国本土最大的一支武装抵抗力量。
1944 年初加入*法国内地军。

自由缅甸行政委员会  太平洋战争初期缅甸的行政机构。1941 年底*
缅甸独立军随日军进入国内，在各地取消英国殖民机构后建立。该委员会力
图实施经济和政治上的管理，受到人民欢迎，1942 年 3 月又成立“缅甸中央
行政机构”，扩大了管理范围，引起日本人的疑虑。同年 6月，被日本占领
当局强行取缔。

自由德国民族委员会（NationalkomiteeFreiesDeutschland）一译“自
由德国全国委员会”。德国反纳粹和反战组织。由德国共产党领袖皮克和乌
布利希发起，1943 年 7 月 12—13 日在莫斯科附近成立，工人诗人魏纳特
（ErichWeinert，1890—1953）任主席。成员初期为德国共产党员、德国战
俘和侨居苏联的德国反法西斯人士，后扩大到国内和旅居西欧、南欧各国的
德国人士。宗旨为尽早结束战争，推翻纳粹政府，成立民族民主和平政府，
逮捕和审判战争祸首，在德国恢复民主自由。拥护此委员会纲领的组织有德
国军官联盟（1943 年 12 月在苏联成立，成员为被苏军俘虏的德国中高级将
领，后加入此委员会）；德国侨民联盟（1943 年 11 月在法国成立，成员为
德军官兵、德国侨民和托特军事工程公司的工人，出版地下刊物《西线士兵》，
曾倡议组编“自由德国”军队，加入法国抵抗运动部队作战）；自由德国反
法西斯委员会（由在希腊的原德军官兵组成，曾出版地下刊物《地中海士
兵》）。委员会广泛开展活动，向德军官兵和德籍侨民宣传反战思想，后在
国内许多地区和城市成立地下活动小组，曾协助盟军解放德国。1945 年 11
月 2 日解散。

血盟团  日本右翼恐怖组织。1931 年*十月事件败露后，由法西斯分子*
井上日召组织。成员共 14 人，以农村青年和学生为主体。采取“一人杀一人”
的方针，准备暗杀井上准之助、团琢磨、若槻礼次郎、西园寺公望、池田成
彬、德川家达、币原喜重郎、牧野伸显等人，企图以此“打倒政党、财阀和
特权阶级”，在日本实现“君民共治”的法西斯制度。1932 年先后刺杀了民
政党选举委员长井上准之动、三并合名会社理事长团琢磨。后警视厅将所有
成员逮捕。参见“血盟团事件”。

血盟团事件  1932 年日本*血盟团进行的暗杀事件。日本发动九·一八
事变后，国内右翼势力企图利用恐怖手段废除“政党政治”，确立法西斯统
洽。在此背景下，以井上日召为首的血盟团，于 1932 年 2 月 9 日和 3 月 5
日，接连刺杀*井上准之助和”团琢磨。警视厅查获并逮捕了血盟团全部成员，
于翌年 6 月开始审判，1934 年 11 月判处井上日召、小治正、菱诏五郎无期
徒刑，其余分别判处 3—15 年有期徒刑。但日本政府旋即在 1940 年 11 月将
他们全部释放。



向议会进军事件  见“斯达维斯基事件”。
后官淳（1884—1973）日本将领。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1932

年任关东军司令部参谋，负责掌管“满洲国”的交通。1935 年任陆军省人事
局长，*二·二六事件后任陆军省军务局长。1938 年后历任第二十六师团长、
第四军司令官、华南方面军司令官、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等职，率部侵略和
屠杀中国人民。1942 年 2 月任参谋本部次长，同年晋升大将，协助东条英机
指挥陆上作战。1944 年 8 月任关东军第三方面军司令官。日本投降后作为战
犯被拘留在苏联西伯利亚。1956 年获释回国。

行动堂（Partidod′Anzione）意大利政党。由*正义和自由成员、卡罗
吉罗（GuidoCalogero）为首的自由社会主义者和*帕里领导的激进民主主义
者组成。1943 年 1 月正式建立。该党崇尚马志尼的革命业绩，出版地下刊物
《自由意大利》，发表建立共和国和进行民主改革的纲领。1943 年 9 月支持
并加入新建立的意大利民族解放委员会，召开佛罗伦萨大会，决定开展武装
斗争。曾先后在意大利北部组织罗萨利、正义和自由、自由意大利等纵队，
所属游击队逾 5万余人，仅次于意大利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在光复国土
的斗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初拒绝与巴多里奥合作，后加入巴多里奥第二
届内阁和博诺米第一届内阁。其领导人帕里曾一度组阁（1945 年 6—11 月）。
但因成员复杂，缺乏明确纲领，内部分歧日趋尖锐，战后于 1946 年瓦解。

全德经济院（Reichswirtschaftsverb nde）亦译“帝国经济商会”或
“全国经济协会”。纳粹德国经济统制机构。根据*《德国经济有机结构条例》
设立，隶属经济部，通过职能性和区域性调节机构对国民经济实行自上而下
的双重交叉控制。头目为巴伐利亚垄断资本家阿尔伯特·比索。

全国经济协会  即“全德经济院”。
全国咨询会议（ConsultaNazionale）意大利王国的咨询机构。1945 年

4 月 25 日，由意大利摄政王翁贝托二世下令成立。组成民族解放委员会的各
政党、意大利总工会和各游击队均派代表参加。1945 年 9 月 25 日举行首次
会议，1946 年 3 月 9 日宣告结束。其间曾讨论过就政体举行公民投票的问题，
并就税收、财政、选举法诸问题向政府提出过建议。它的部分代表后被选入
制宪会议。

全国砸玻璃窗之夜  即“水晶之夜”。
全国备界救国联合会  简称“全救会”。全国性群众抗日救亡团体。

1935 年*一二·九运动后，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形成新高潮，上海、北平
（今北京）、天津、武汉等地纷纷成立各界救国会。在中国共产党推动下，
各地救国会代表于 1936 年 5 月 31 日集会上海，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
发表成立宣言并通过《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向全国各党派建议：立即
停止军事冲突，释放政治犯，并派正式代表进行谈判，制定共同救国纲领，
建立统一的抗日政府等。该会成员包括各方面的爱国人士，采取委员制的组
织形式，设执行委员 41 人，宋庆龄、马相伯、何香凝、沈钧儒等 15 人为常
务委员。以《救亡情报》为机关报，每周出版一期。抗日战争爆发后，该会
利用参加国民参政会和报刊杂志等阵地，采取合法斗争形式，进行抗日、团
结和民主的宣传。1942 年底，以团体会员加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抗战胜
利后，改称中国人民救国会。

全国防止战争委员会（NationaICouncilForThePrevertionofWar）美
国*孤立主义组织。成立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开始支持通过国际合作来制



止战争的集体安全政策。1934 年以后转变立场，认为坚定地奉行中立主义政
策是使美国置身欧洲冲突之外、避免战争的最好途径。1938 年后，支持贸易
禁运和*《勒德洛修正案》，反对*现购自运和废除武器禁运。该组织同劳工
组织有较密切的关系，与*美国第一委员会性质相同，但财力和影响均不及后
者。

全国法西斯文化研究所（IstitutoNazionalediCul-turaFascista）意
大利宣传法西斯文化的机构。1925 年由*真蒂莱发起成立，并任所长。宣称
目的为提高工人文化太平，但在 20 余万成员中，工人仅占 1.2 万余人。该所
在全国各地设分所，均由国家法西斯党直接控制，归属人民文化部领导。大
战期间积极进行战争宣传，支持政府推行种族主义政策。经常组织报告会、
电影招待会和音乐会，以提高民众斗志，但收效甚微。意大利投降后彼取缔。

全欧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  海外华侨的抗日救亡团体。1936 年 9 月 18
日，由陶行知、王海镜、胡秋原等在巴黎发起建立。宗旨是不分党派、阶级、
职业、信仰，实行全民团结，抗日救国，并增进侨胞福利。由王海镜、胡秋
原等 11 人为常委，下设秘书处、宣传部、组织部、财政部、侨务部。创办会
刊《联合战线》，邀请杨虎城、陈铭枢、方振武、吴玉章等作抗日救亡报告；
全力促进全国团结和统一，一致抗日；提倡国货，抵制日货；筹集抗战经费
和物资，组织归国人员参加抗战。

合作主义分子（Collaborationist）战时法国亲德分子的称谓。1940
年 10 月 31 日，贝当在蒙都瓦尔（Mon-toir）与希特勒会晤后声称：“我走
上了合作（Coilabo-ration）的道路”。此后法国的投降派遂有合作主义分
子之称。他们奉行的卖国政策也被称为合作主义（Colla-borationism）。当
今西方史学界习惯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所有投靠纳粹德国和日本的各国投
降派，如挪威的“吉斯林和缅甸的”巴莫等均称为合作主义分子。

企业号航空母舰（Enterprise）美国航空母舰。1933 年建造，1938 年
服役。排水量 2万吨，航速 34 节，载机约 80 架，配备有 8英寸火炮。战时
主要在太平洋海域对日作战，曾担任南太平洋美军司令和第五舰队司令哈尔
西的旗舰。1942 年 2 月 1 日首战，参加袭击马绍尔群岛的日军基地。同年 6
月参加中途岛战役，8 月支援美军登陆瓜达尔卡纳尔岛，在东所罗门群岛海
战中受伤，10 月在圣克鲁斯群岛海战中再度受伤。1943 年 11 月，参加吉尔
伯特群岛战役。1944 年先后参加马绍尔群岛战役、菲律宾海海战、莱特湾海
战。1945 年 2 月参加硫黄岛战役，3 月在攻击日本本土时受伤，4 月参加冲
绳岛战役时被日军”神风特攻队击伤。六十年代初退役。后美海军以第一艘
核动力航空母舰重新命名。

杂技家（Acrobat）1942 年北非英军拟从昔兰尼加向的黎波里塔尼亚进
军的代号，未及实施。是年 1月初，在英军”十字军的行动打击下，德意军
退到阿盖拉（Aghei-la）-马腊达（Marada）一线。英国中东战区总司令*奥
金莱克估计隆美尔部喘息甫定，无力反扑，英军也亟需休整补充，遂拟定此
计划，企图作好向前线集中兵力和供应安排后，于 2月间重新发起进攻，直
捣的黎波里塔尼亚，以配合盟军的*体育家行动。不意，隆美尔于 1月 21 日
突然率部反扑，英军连连败退，此计划遂告吹。

旭当（CamilleChautemps，1885—1963）法国副总理（1940 年）。以激
进自由党身份长期担任议员。1930 年以后曾多次组阁。1938 年德国吞并奥地
利后辞去总理职务，1940 年任政府副总理。6月 15 日，在内阁会议上曾建议



向德国试探停战条件。贝当组阁后，继续任副总理。不久，支持贝当取得全
权，建立维希政府。1940 年 11 月以密使身份前往美国，随后即定居美国。
1947 年 3 月被法国最高法院缺席判处 5年徒刑。1954 年判决无效后曾回国。
后死于华盛顿。

匈牙利民族独立阵线（MagyarNemzetiFüggetlen-ségiFront）匈牙利反
法西斯统一战线。1944 年 12 月初，匈牙利共产党、匈牙利社会民主党、小
农党和工会于塞格德组成。各党派接受匈共提出的《在民主的基础上重建和
发展匈牙利》的纲领，其要点为立即开展反德斗争、全力支援苏军、清洗法
西斯、保障人民自由、改善群众生活、实行土地改革等。随即在各地建立民
族独立阵线地方委员会，并推动召开临时国民大会和建立临时政府，为解放
全国和进行民主改革打下了基础。

匈牙利临时国民大会  匈牙利反法西斯力量召开的会议。由*匈牙利民
族独立阵线倡导，1944 年 12 月 21 日在德布勒森召开。共有代表 230 人，其
中工人、农民、手工业者、进步知识分子占大多数，分属共产党、小农党、
社会民主党、全国农民党和无党派。次日建立临时政府，执行民族独立阵线
纲领，推动全国的反法西斯斗争，促成国内民主改革，为人民民主革命创造
了条件。

匈牙利反法西斯抵抗运动  大战期间匈牙利人民反抗纳粹德国占领的
斗争。1941 年 6 月匈牙利霍尔蒂政权参加侵苏战争后，匈牙利共产党在国外
建立“科苏特电台”，翌年 2月又创办地下报纸《自由人民报》进行反战宣
传，并组织人民开展游行、示威等各种形式的斗争。匈共在 1942 年 12 月曾
提出民族独立阵线纲领，但 1943 年 6 月即自行解散，改名“和平党”，使反
战运动一度受挫。1944 年 3 月德军直接占领匈牙利后，匈牙利社会民主党、
匈牙利小农党接受和平党的建议，于 5月建立匈牙利阵线。同年 9月，匈牙
利共产党重建，随后在各地建立游击队。同年秋*萨拉希取代霍尔蒂掌权后，
匈共又公布《在民主的基础上重建和发展匈牙利》的纲领，与小农党、社会
民主党等建立*匈牙利民族独立阵线，并召开临时国民大会和成立临时政府，
与盟国签订停战协定，对德宣战。以后配合苏军于 1945 年 4 月解放全境。

名誉雅利安人（HonoraryAryans）希特勒对日本人的称呼。希特勒原宣
称亚洲人不属于*优等种族，1936 年 11 月 25 日德国同日本签订*《反共产国
际协定》后，为不使其同纳粹种族理论相矛盾，遂改而声称日本人虽不属于
雅利安人种，但具有同样高尚的血统，系所谓“名誉雅利安人”。

各省解放委员会（ComitésDépartementauxdeLibé-ration，缩写 CDL）
1944 年法国抵抗运动为准备全民族起义，迎接解放，经*法兰西民族解放委
员会赞同，由*民族抵抗委员会在各省建立的机构。一般由 10—18 人组成，
并形成领导核心，各党派及抵抗组织均有代表参加。积极配合盟军作战，促
进各地武装斗争的开展，在保障运输畅通、维持正常供应、清除合作主义分
子和重建家园的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1945 年秋随着“法国内地军的解
散，逐渐停止活动。

多田骏（1882—1948）日本将领。1913 年毕业于陆军大学。早年在参谋
本部任职。1926 年在中国北洋军阀部队中任军事教官。1931 年任日军第十六
师团参谋长，后任野战重炮第四旅团长。1932 年任“满洲国”军政部首任最
高顾问。1935 年任*中国驻屯军司令官，同年 9月 24 日发表题为《日本对华
之基础观念》的小册子！即所谓“多田声明”，旨在分离中国华北，遭世界



舆论的强烈谴责。1936 年任第十一师团长。1937 年七七事变爆发后，主张不
扩大侵华战争，为不扩大派的核心人物，与主张扩大战争的军部首脑发生冲
突。同年回国，任参谋本部次长兼陆军大学校长。1938 年调任第三军司令官，
次年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宫。1941 年 7 月晋升大将，9月被编入预备役，任军
事参议官。

多尔顿（HughDalton，1887—1962）英国经济作战大臣（1940—1942）、
贸易大臣（1942—1945）。受教于伊顿公学和剑桥大学，曾任伦敦经济学院
和伦敦大学讲师，撰写有多种有关社会经济的著作。1924 年起多次当选为工
党下院议员。1940 年起历任经济作战大臣、贸易大臣。1945 年任工党内阁的
财政大臣，延揽凯恩斯为私人顾问，实施银行国有化。1947 年因过早泄漏预
算方案而辞职。此后又历任兰开斯特公爵郡事务大臣和乡村、市镇规划大臣
等职。1960 年封终身贵族。著有回忆录《命运攸关的年头：1931—1945》等。

多列士（MauriceThorez，1900—1964）法国共产党领导人。当过矿工
和船夫。1919 年加入法国社会党，1920 年转入法国共产党。1925 年起为法
共政治局委员。1930 年起任党的总书记。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
员。1932 年起为议员，曾积极促成人民阵线的建立。大战爆发后曾在议院投
票赞成扩大军事预算，并号召党员入伍。法共被宣布“非法”后流亡国外，
一度参加法共布鲁塞尔中心的活动。此后秘密前往苏联，被法国军事法庭缺
席判处 11 年徒刑并被褫夺法国国籍。法国败降后，1940 年 7 月 10 日和杜克
洛共同签署告人民书，呼吁全国上下一致抗敌。1944 年 11 月，戴高乐宣布
大赦后回国。参加临时咨询议会，主张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放下武器，同戴
高乐的临时政府合作，将抗战进行到底，战后继续领导法共，曾为议员，并
任国务部长和副总理等职。著有《人民的儿子》等。

多里奥（JacquesDoriot，1898—1945）法国合作主义分子。曾参加法
国共产党，为法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书记和共产国际执行局成员。1931 年被开
除出党。1936 年建立*法兰西人民党，提出反共产主义、反犹太主义和反议
会主义的口号。法国败降后，出版《民族解放报》和《人民呼声报》，支持
维希政府，鼓吹法、德合作。多次赴苏德战场作战，并获德国铁十字勋章。
1944 年巴黎解放后逃到德国，曾派遣破坏分子回国活动。1945 年春在空袭中
丧生。

多纳尼（HansvonDohnanyi，1902—1945）德国反希特勒密谋集团成员。
1929—1938 年在德国司法部供职，纳粹党执政后参与司法改组工作。1934
年 7 月起参与*戈台勒为首的反希特勒活动。1938 年任最高法院法官，翌年
转入*阿勃韦尔供职，并组建地下活动小组。1940 年初代表密谋集团拟写“X
报告”，要求以吞并奥地利、苏台德区和恢复1914 年的德波边界为先决条件
同英国秘密媾和。1943 年 3 月参与谋刺希持勒，同年 4 月被盖世太保逮捕，
后因证据不足获释。“七·二○事件发生后再次被捕，押送*萨赫森豪森集中
营。1945 年 4 月 8 日被处决。

多诺万（WilliamJosephDonovan，1883—1959）美国战略情报局局长
（1942—1945），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早年从业法律界，1912 年入伍。参
加过第一次世界 162 大战。二十年代任罗彻斯特市市长和联邦司法部长助
理。三十年代重操律师业。1940—1941 年间负秘密使命前往英国、巴尔干诸
国和中东地区考察。1941 年 7 月被任命力情报协调员，负责收集情报并与英
国安全协调小组合作，执行对海外纳粹分子的特别行动计划。1942 年建立战



略情报局并任局长，直接对联合参谋长委员会负责，掌管对德国和欧洲被占
领区派遣间谍、收集军事情报、反宣传、策划破坏活动等。1942 年 12 月访
苏，试图建立互设情报交换代表，未获成功。1944 年获少将衔。同年到中国，
与国民党军统头目戴笠签订《中美合作所补充合同》。45 年大战结束后，10
月战略情报局撤销，他被免职。主张建立和平时期的中央情报机构。尽力为
在 1947 年成立中央情报局献策，但未任职务。后曾任驻泰国大使、国际情报
研究所所长。

多特蒙德（Dortmund）1941 年 6 月 21 日德军最高统帅部发出的开始执
行*巴巴罗萨的密语信号。按此信号，德军进入进攻苏联的出发位置。

多普缪勒（JuliusHeinrichDorpmüller，1869—1945）德国交通部长
（1937—1945）。早年在亚琛技术学院学工程学。后在普鲁士、中国和德国
铁路部门供职。1926 年任德国国家铁路总监。纳粹党执政后任德国公路管理
委员会主席。1937 年起任交通部长。

多佛尔海峡（StraitofDover）法语称加来海峡（PasdeCalais）。英吉
利海峡的最东段，长约 30—40 公里，水深 35—55 米，最窄处仅 33 公里，是
国际航运要道，欧洲大陆去英国的最短海路。英国的多佛尔和法国的加来、
敦刻尔克为两岸的主要港口。战争期间，这里经常发生海空战斗。1940 年 5
月英法军即经由这里从敦刻尔克撤到英国。

争取民主德国委员会（CouncilforaDemocraticGer-many）流亡国外的
德国难民的反纳粹和反战组织。43 年 11 月生日在纽约成立，由*托马斯·曼
任主席。成员主要为流亡美国的德国难民，禁止前纳粹党员参加，宗旨为争
取建立一个民主与和平的德国。主要在国外活动，同德国国内反希特勒地下
组织联系较少。

色当之战  1940 年德军在色当（Sedan）附近强渡默兹（Meuse）河包抄
英法盟军重兵集团的战斗行动。是年 5月 10 日，德军向西欧发动进攻，其 A
集团军群的坦克部队穿越”阿登高地，于 13 日晨到达默兹河的迪南（Di-
nant）、蒙得梅（Motherme）和色当等地。冲至色当的*古德里安所部不待步
兵到达即在空军支援下于当天下午开始抢渡。入夜，已在对岸建立登陆场并
架起桥梁一座。14 日，古德里安的 3个坦克师已全部过河，并向法军防御纵
深进攻。法军企图堵住突破口并把德军阻止在桑布尔（Sambre）河与默兹河
之间的尝试来获成功。此战为德军打开了朝海峡方向疾进的道路。参见“法
兰西之战”。

[丶]

庄田（1907—）中国将领。192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30 年入莫斯科步
兵学校学习。次年回国，曾任红军大学教导师团政委。1934 年参加长征，北
上抗日.到陕北后，任抗日军政大学第一队队长、抗大三分校教育长。1940
年赴海南岛，历任琼崖人民抗日自卫团独立总队副总队长、琼崖人民抗日游
击队独立纵队副司令员，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游击战。抗战胜利后，曾任桂滇
黔纵队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海南军区司令员、广州军区副
司令员。1955 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庄严  即“奥林匹克”。
庆典（Jubilee）“迪耶普袭击”的行动代号。



刘峙（1892—1971）中国将领，字经扶，号天撤。保定军校毕业。曾任
黄埔军校教官、国民政府军第二军团总捐恨河南省政府主席，九·一八事变
后，参加“围剿”鄂豫皖苏区。1935 年投二级上将衔.西安事变发生后，率
部兵临潼关，威胁西安。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一战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
旋升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率部在平汉路北段及豫西沿河抗击日军。1938
年 7 月任鄂湘川黔边区主任兼第五预备军司令长官，驻守宜昌，参加武汉保
卫战。次年调任重庆卫戍总司令兼重庆防空司令。1942 年因发生重庆隧道窒
息惨案被撤职。1945 年 2 月，调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日本投降后，至漯河
接受河南境内日军投降。后任徐州“剿总”总司令。1949 年 7 月去香港，后
去印尼、泰国。1953 年去台湾。曾任台湾当局“总统府”国策顾问。

刘戡（1907—1948）中国将领。字麟书。黄埔军校毕业。九，一八事变
后任国民政府军第九师第二十六旅旅长，率部入赣参加“围剿”中央苏区。
后升任第八十三师师长。1933 年参加长城抗战。1935 年授少将衔。次年授中
将衔。抗日战争爆发后，于 1938 年 3 月任第九十三军军长。1940 年 8 月兼
任第十四集团军副总司令。1944 年 6 月升任第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杭战胜
利后，曾任整编第二十七军军长。1948 年 3 月 1 日人民解放军攻打宜川时毙
命。

刘少奇（1898—1969）中国共产党和新四军领导人之一。曾用名胡服。
1921 年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 年回国后曾任中
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党团书记，中共临时中央职工部长，领导工人运动。
1934 年 10 月参加长征，北上抗日。35 年 12 月参加瓦窑堡会议，参与制定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1936 年春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领导华北地区的抗
日民主运动。抗日战争爆发后，参加党的洛川会议，先后发表了《抗日游击
战争中的若干刘少奇基本问题》和《独立自主地领导华北抗日游击战争》等，
论述了游击战争在抗日战争战略上的重大作用，并卓有成效地领导了山西抗
日新军和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工作。38 年任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坚定地贯彻
中央关于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同年 11 月进入华中敌后，到达皖
东新四军江北指挥部。1940 年与江北指挥部领导人一起，指挥新四军第四、
第五支队主力，挫败了日伪军的夏季“扫荡”，并取得反对国民党顽固派斗
争的胜利。开辟和巩固了皖东抗日根据地。同年兼任新四军和八路军华中指
挥部政委。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政委和中共中央华中局书记兼中央军委华
中分会书记，与陈毅一起重建新四军军部，恢复和壮大了华中地区的抗日武
装力量。在此期间，发表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著作，丰富了党的建设
的理论。1942 年返回延安后，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和中央军委副主席，参
与领导延安整风运动。1945 年在中共“七大”上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
告》，对毛泽东思想作了完整的概括和系统的论述。抗战胜利后曾代理中共
中央主席职务，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参与领导解放战争。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
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国防
委员会主席。主要著作编入《刘少奇选集》。

刘文辉（1895—1976）中国将领，字自乾。保定军校毕业。曾任川军第
九师师长、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军军长、四川省政府主席、川康边防总指挥。
1936 年授中将衔。抗日战争爆发后授中将加上将衔，并任西康省政府主席，
反对蒋介石消除异己的方针。1938 年夏与中共代表董必武等在成都会晤。



1941 年与朱蕴山等在成都成立“唯民社”，主张团结抗日，反对独裁。皖南
事变后在重庆与周恩来进行联系，设秘密电台与延安通报，1944 年参加民
盟。抗战胜利后，拒绝参加内战。190 年 6 月与*邓锡侯等在彭县通电起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林业部长、国防委员会委员、民革中央常委。

刘汝明（1895—1975）中国将领。字子亮。行伍出身。曾任冯玉祥西北
军军长。九·一八事变后，任国民政府军暂编第二师师长，率部参加长城抗
战。1936 年授中将衔。同年 6月任察哈尔政府主席兼全省保安司令。抗日战
争爆发后，任第二十八军团军团长兼第六十八军军长。1939 年 1 月任第二集
团军副总司令。1943 年率部参加平绥战役，升任第二集团军总司令。1945
年夏兼任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抗战胜利后，曾任京沪杭警备副总司令，大
陆解放前夕去台湾。1952 年退役。著有《刘汝明回忆录》。

刘伯承（1892—1986）中国将领。原名明昭。重庆将卉学堂毕业。192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 年参加领导南昌起义。1930 年毕业于苏联伏龙芝军
事学院。曾任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校长兼政委、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长，
参加领导反“围剿”和长征。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
师长，率部东渡黄河，在华北前线组织所部进行了夜袭阳明堡、设伏七亘村
等战斗。1938 年后与政委*邓小平等组织指挥长生口、神头岭、刘伯承响堂
铺等战斗，重创日军。后又取得了晋东南反“九路围攻”和冀南反十一路“扫
荡”的胜利，创建了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同时，正确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方针，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磨擦展开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1940 年
组织部队参加*百团大战，破击正太、平汉、白晋、同蒲等铁路交通线，挫败
了日军分割和封锁抗日根据地的“囚笼”政策。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领导根
据地军民粉碎日军的“蚕食”和“扫荡”，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根据地。1945
年 8 月指挥所部参加对日大反攻。解放战争时期任第二野战军司令员。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首任院长、人民革命军事
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军委训练总监部部长、中共中央军委副
主席。1955 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

刘茂恩（1898—1981）中国将领。字书霖。保定军校毕业。曾任国民政
府鄂豫皖边区“剿总”总司令。1934 年率部阻截*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翌
年授中将衔。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十三军团军团长，率部开往石家庄，参加*
忻口战役。1939 年 2 月任第五集团军副总司令，同年 10 月升任第十四集团
军总司令，率部与日军激战于安泽、浮山、晋城、阳城一带。1941 年率部参
加中条山战役。1944 年任河南省政府主席兼省警备总司令。l945 年 8 月任第
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抗战胜利后，任徐州“剿总”司令部政务委员会常委。
大陆解放前夕去台湾，曾任台湾当局“总统府”战略顾问。

刘郁芬（1886—1943）汉奸。字兰江。保定军校毕业。曾任冯玉祥部驻
甘军总司令。1928 年后历任国民政府军第二集团军第七路军总指挥、国民政
府军事委员会委员、甘肃省政府主席。九·一八事变后，任陕甘青宁四省“剿
总”总司令，参加反共军事“围剿”。1940 年初叛国，投靠汪精卫，参与策
划制定汪伪军事委员会条例及组建伪军，并任中央政治会议委员。3 月汪伪
国民政府成立后，任开封绥靖主任，极力推行华北治安运动，为日本侵华战
争效劳。1942 年 8 月调任汪伪军事委员会委员兼伪军总参谋长。翌年病死。

刘易斯（AlunLewis，1915—1944）英国诗人。自幼在威尔士矿区长大，
熟悉并同情贫穷的煤矿工人。曼彻斯特大学毕业后，在中学任教。大战爆发



后入伍，1944 年阵亡。其间出版诗集《破晓进击》、《哈！哈！吹起军号》
和短篇小说集《最后的视察》，生动地描述了英国官兵的作战和生活状况。
另有《印度来鸿》和《诗歌散文选》于战后出版。

刘建绪（1892—1078）中国将领。字恢先。保定军校毕业。曾任湘军第
八军第二师团长、师长、副军长。九·一八事变后，任赣粤闽湘鄂“剿总”
西路军第一纵队司令，参加对中央苏区的第五“围剿”。1934 年冬任“追剿”
军第一路司令、阻截中央红军北上抗日。1935 年投中将衔。次年加上将衔。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十集团军总司令，参加淞沪会战。同年 12 月任第十五
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二十三军团军团长。后仍任第十集团军总司令。1940 年
7 月升任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1941 年 8 月兼任福建省政府主席。抗战胜利
后，改任战略顾问。1949 年 8 月，因反对内战而被免职。1950 年移居巴西。

刘道生（1915—）中国将领。1930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中国工农红
军。1933 年入瑞金红军大学学习。曾任红六军团政治部主任。1934 年参加长
征，北上抗日。抗日战争爆发后，历任八路军第一二○师第七一七团政委、
晋察冀军区第四军分区政委、平西军分区政委、冀察军区政委，率部转战晋
察冀，领导军民开展反“扫荡”、反“蚕食”斗争。抗战胜利后，曾任第四
野战军第十三兵团政治部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海军副政委。1953
年赴苏联伏罗希洛夫海军学院学习。回国后，曾任海军第一副司令员。1955
年被授予海军中将军衔。

刘老庄战斗  1943 年新四军在江苏省淮阴县北对日伪军的一次战斗。
是年春季，日伪军对苏北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新四军第三师主力转移
至外线打击敌人。3月 18 日晨，日伪军千余人突然袭击转移到淮阴以北刘老
庄的新四军第七旅第十九团第四连。该连连长白思才、指导员李云鹏率领 82
名战士，血战 1天，击毙日伪军 170 亲人，最后全部壮烈牺牲。

齐尼（VittorioCini，1885—1977）意大利企业家。早年在威尼斯经营
工业和港口业，任全国内何航行协会和工业信贷协会主席。第一次世界大战
后加入国家法西斯党，策动国内则团及大资本家支持墨索里尼上台。1934 年
起为参议员。1943 年 2 月任交通运输大臣，对意军的失利和政府的无能深表
不满，开始参与策划反墨索里尼的密谋。同年七月政变后前往瑞士，途中被
德军截获，押往德国囚禁。战后回国，继续从事工商业。

齐亚诺（GaleazzoCiano，1903—1944）意大利外交大臣（1936—1943）。
早年在罗马大学学习法律。1925 年起先后在驻巴西、梵蒂冈和中国使馆任
职。1930 年与墨索里尼之女埃达（EddaMussolini）结婚后，平步青云历任
驻华公使（1932 年）、首相府新闻处主任（1933 年）、新闻和宣传部大臣（1935
年）。成为*法西斯大委员会委员。并在法西斯党内，纠集亲信形成“齐亚诺
集团”。1936 年出任外交大臣，极力推行扩张和侵略政策。任内，促成意大
利武装干涉西班牙，奉厅与齐亚诺纳粹德国接近的方针。1936 年 10 月赴德
会晤希特勒，签订德意协定，形成“柏林-罗马轴心”。1937 年签署加入《反
共产国际协定》。次年陪同墨索里尼参加慕尼黑会议。1939 年 5 月赴柏林，
与德国签订*《钢铁盟约》。追随德国挑起新的战争，但认为意大利国力太弱，
对战争准备不足，不宜过早参战。1939 年 8 月曾赴德，寻求解决波兰危机，
未果。大战爆发时，促成墨索里尼宣布意大利为“非交战国”。1940 年春曾
将德国即将发动西线攻势的消息泄露给英法政府。意大利参战后，力主对德
保持相对独立地位，同时积极谋求在巴尔干的霸权，敦促墨索里尼于 1940



年 10 月发动侵略希腊的战争。在意军连遭惨败后，对轴心国前途逐渐丧失信
心。1942 年冬，奉墨索里尼之命两次赴德，试图说服希特勒停止东线战争，
与苏媾和，均无结果。后又试图改变意大利的外交方针，摆脱德国控制，寻
求与盟国和解。1943 年 2 月被解职，调任驻梵蒂冈大使，后参加反墨索里尼
的密谋。同年 7月 24 日在法西斯大委员会会议上，支持格兰迪动者，迫使墨
索里尼下台。巴多里奥执政时未被任用，逃亡德国。1943 年 10 月被引渡给*
萨罗共和国，经维罗纳法庭审判后，于 1944 年 1 月 11 日被处决。有《齐亚
诺日记》。

齐学启（？—1945）中国将领。清华大学毕业。1929 年美国诺维其军校
结业后回国。九·一八事变后任国民政府上海市保安第二团团长。1932 年参
加淞沪抗战。抗日战争爆发后，参加淞沪会战。1938 年调长沙任税警总团参
谋长。1942 年该团改编为第六十六军新编第三十八师，升任该师少将副师长
兼政治部主任。3月奉命入缅甸协助盟军作战。4月 20 日，在仁安羌歼日军
1200 余人，使被围英军 7000 余人转移。后率部转战于卡萨、温早之间，掩
护友军后撤。5 月在联系车辆运送伤兵时，于荷马林陷入日军重围，不幸被
俘，囚于仰光。严拒日军诱降。1945 年 3 月被日军杀害。后被国民政府追赠
为中将。

齐柏林（Zeppelin）纳粹德国第五百号长途电话总局的军用代号。以第
一般齐柏林飞艇设计者齐柏林（Fer-dinandGrafvonZeppelin，1838—1917）
的姓氏命名。位于*佐森地下 12 米处，系纳粹德国规模最大的电话通讯中心，
大战期间负责*德国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同陆、海、空军总司令部之间的电话
通讯联系。

齐燮元（1885—1946）汉奸。字抚万，号耀珊。清末秀才。北洋陆军大
学毕业。曾任北洋政府江苏督军、苏皖赣巡阅使。九·一八事变后，任国民
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顾问、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抗日战争爆发后，在
北平（今北京）叛国投敌，任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清乡总署督办，并任通州
陆军军官学校校长，训练伪军军官。1940 年 3 月汪伪国民政府成立后，任华
北政务委员会常委兼绥靖总署督办、华北绥靖军总司令，配合日军“扫荡”，
残杀中国人民。抗战胜利后被国民政府判处死刑，在南京处决。

齐亚奈蒂（TullioCianetti）1899—）意大利职团部大臣。参加过第一
次世界大战。1921 年加入国家法西斯党。后参加民警，领导过法西斯工会运
动。曾任职团民族委员会委员和工业工人法西斯联盟主席。1939 年 7 月任职
团部副大臣，1943 年 4 月升任大臣。大战期间，竭力动员工人投入军火生产。
支持侵略战争。1943 年 7 月 24 日，在法西斯大委员会会议上，支持格兰迪
动者。*萨罗共和国时，1944 年 1 月在维罗纳受审，被判处 30 年监禁。

齐会战斗  八路军*冀中反五次围攻中的一次重要战斗。1939 年 4 月 23
日，日军第二十七师团吉田大队 800 余人，围攻河间县齐会村。八路军第一
二○师由贺龙指挥，集中 7个团实施反包围，并在日军突围时予以痛击。经
3 昼夜连续作战，歼敌 700 余人，取得平原歼灭战的重大胜利，粉碎了日军
的第五次围攻，巩固了冀中抗日根据地。

齐克隆-B（Zyklon-B）纳粹德国在*灭绝营毒气室用以杀人的一种高效
杀菌-杀虫剂。系为紫蓝色氢氰酸结晶体，投入毒气室通气孔后产生氢氰酸毒
气，3—5 分钟致人死亡。该剂用化学分解法从杏仁或其他植物中提取。由*
法本工业公司提供，特奇-施塔本诺夫公司和美因河畔法兰克福达格希公司取



得生产权，前者每月生产 2吨，后者每月生产 0.75 吨。纳粹灭绝营普遍使用
这种毒气对世界各族人民实施大规模的屠杀。

齐埃利西（RenzoChierici,1895—1943）意大利警察首脑。第一次世界
大战后，参与组建法西斯战斗团，1922 年参加进军罗马。三十年代任地方警
察局长，镇压民主运动。1941—1943 年任护林民警总指挥。1943 年 4 月继*
塞尼塞出任民警首脑，力图稳定国内局势，曾将格兰迪等人组织的密谋通报
墨索里尼。同年 7月法西斯大委员会会议时，朱采取任何防范措施，墨索里
尼垮台后，逃往北方。*萨罗共和国时，被逮捕，在狱中暴卒。

齐格菲防线（SiegfriedLinie）亦称*西墙。纳粹德国在西部边境所建
的永备筑垒配系。齐格菲是德国十三世纪初民间史诗《尼伯龙根之歌》中的
英雄，相传以龙血沐浴后，全身可刀枪不入。防线以此称呼，含有“不可破”
之意。1935 年开始建造，1938 年 5 月—1939 年 9 月动用百万人力加紧修筑，
以后不断加固。*托特主持建造工作，希特勒多次亲往视察。全长约 500 公里，
大部分地段与马其诺防线相对峙，沿正面划分为 3个防区，北部防区从克莱
沃（Kleve）延伸到特里尔，中部防区从特里尔延伸到卡尔斯鲁厄，南部防区
从卡尔斯鲁厄延伸到巴塞尔。平均纵深 35—75 公里，中部纵深 100 公里以上、
由保障地带（纵深 1—20 公里）和主要地带（纵深 3—8公里，个别达 20 公
里）组成，后方地带系利用原“兴登堡阵地”扩建而成。共筑有约 1.6 万个
筑城工事，其中有地下军队掩蔽所、火炮机枪永备工事、指挥所、高炮掩体
和弹药库，另建有反坦克和防步兵障碍物。可用以保障防御和实施兵力机动，
或作为进攻基地。德波战争时德国曾用以保障西境安全，1944 年 9 月美军一
度试图在亚琛一带突破该防线，未奏效。1945 年 3 月美军再次发动进攻，防
线被突破。

衣阿华号战列舰（Towa）美国战列舰，1936 年开始建造。排水量 4.5
万吨，舰长 900 英尺，最大宽度 108 英尺，航速 31—33 节，配备406 毫米火
炮 9门，127 毫米高平两用炮 28 门，40 毫米速射高炮 80 门，乘员 2700 人。
后建造同类型军舰 3艘（“新泽西”号、“密苏里”号和“威斯康星”号）
称“衣阿华”级。大战前编入现役。1943 年 11 月，罗斯福与马歇尔等，搭
乘该舰横渡大西洋到北非，出席开罗会议和德黑兰会议。后调太平洋海域作
战。1944 年后先后编入第五十八和第三十八特遣舰队，先后参加马绍尔群岛
战役、攻击克鲁特岛以及莱特湾海战等。战后曾参加侵朝战争。

产业报国会  见“大日本产业报国会”。
江亢虎（1883—1954）汉奸。原名绍铨，号洪水。早年宣扬无政府主义，

为中国社会党党魁。曾任南方大学校长、加拿大中国学院院长。1939 年 9 月
叛国投敌，10 月发表《双十节对时局宣言》，鼓吹“建设东亚新秩序”，1940
年 3 月汪伪国民政府成立后，历任国府委员兼考试院副院长、院长，高等考
试典试委员长。1944 年 10 月发表《国际的孔子和孔子的国际》，为日本宣
传“大东亚共荣圈”张目。抗战胜利后被国民政府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移押上海市监狱。著有《江亢虎最近言论集》、《江
亢虎文存初编》等。

江朝宗（1863—1943）汉奸。字字澄。清末曾任候补道、陕南汉中镇总
兵。民国成立后任北洋政府步军统领、代理国务总理。后闲居于北平（今北
京）。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投敌，任北平治安维持会会长。同年 12 月伪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任议政委员会委员兼北平市长。参与伪政府核心领



导，与日军签订密约，出卖华北主权。40 年 3 月汪伪国民政府成立后，任华
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后病死。

江阴封江战役  抗日战争初期中国海军阻击日舰溯长江侵入内地的战
役。1937 年 8 月 11 日起，中国海军总司令陈绍宽奉命率领舰队在长江江阴
附近的港道上，沉船228 艘，淤石7000 多方，并在江面布雷，封锁长江水道，
8月 16 日起，中国舰艇在江阴封锁线多次击退日机的轮番轰炸。10 月 29 日
中国海军退守长江两岸，继续抗击来犯的日机和日舰。前后共击沉日舰 2艘，
击伤 10 余艘。中国舰艇大部被击沉或击伤。12 月 3 日日军从陆路三面围攻
江阴，中国军队退守镇江。9日江阴失陷。

江南抗日义勇军  简称“江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1938
年由梅光迪、何克希领导建立。次年 4月，叶飞率新四军第一支队第六团东
进江南，与该部合并，成立总指挥部，梅光迪任总指挥，叶飞、何克希任副
总指挥。主要活动于无锡、江阴、苏州、常熟等地，曾取得袭击浒墅关车站
胜利。1939 年 9 月奉命北上，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其留守部队和部分伤病
员重组江南东路司令部，称“新江抗”。*皖南事变后，编入新四军第六师第
十八旅。

池田成彬（1867—1950）日本实业家，大藏大臣兼商工大臣（1938—
1939）。1888 年庆应义塾毕业后赴美国哈佛大学留学。1895 年归国后入三井
银行。历任三井银行总行营业部长、常务董事和三井合股会社常务理事，九·一
八事变后积极靠拢军部，并向军部及右翼势力提供大量资金，资助法西斯运
动，加强财阀与军部的联系。1937 年就任日本银行总裁。次年出任第一届近
卫内阁的大藏大臣兼商工大臣，发展军火生产，支持对外扩张。1941 年任枢
密顾问官。日本投降后，以甲级战犯被关押，1946 年 5 月被免予起诉并获释。

汤玉麟（1871—1937）中国将领。字阁臣。曾任奉军第十二军军长。九·一
八事变时任东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兼热河省政府主席。1932 年 7 月曾在热河率
部抵抗日军侵略，获得各界人士支持和声援。次年春放弃承德，退至栾平，
被国民政府行政院免职查办。1934 年宣布抗日，被任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
北平分会高等顾问。旋即赴天津意大利租界居住。后病死。参见“热河事变”。

汤尔和（1878—1940）汉奸。原名槱，字六松。早年留学日本。曾任北
洋政府教育总长、则玫总长。九·一八事变后投靠*黄郛。1933 年任国民政
府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参与签订*《塘沽协定》。抗日战争爆发后叛国
投敌，任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议政委员会委员长兼教育总长，极力推行奴化
教育。1939 年兼任北京大学总监督和东亚文化协议会会长。1940 年 3 月汪伪
国民政府成立后，任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同年病死。

汤恩伯（1900—1954）中国将领。原名克勤。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
曾任国民政府教导第二师第一旅旅长、第二师师长。九·一八事变后，任第
八十九师师长，参加“围剿”鄂豫皖苏区。1933 年进攻抗日反蒋的福建人民
政府。1934 年任第十纵队总指挥兼第四师师长，参与对中央苏区的“围剿”。
1935 年任第十三军军长，并授中将衔。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二十军团军团
长兼第十三军军长，率部参加南口战役和台儿庄战役。1938 年 6 月任第三十
一集团军总司令，率部参加武汉保卫战外围作战。次年参与指挥豫南会战。
1942 年 1 月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1944 年弃洛阳西逃，造成中原大溃退。
次年改任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直属第三方面军司令官，率部在广西阻击日军。
日本投降后，主持京沪地区受降事宜。46 年投中将加上将衔。历任陆军副总



司令兼首都卫戍司令、京沪杭警备总司令。1949 年 5 月上海解放后，去台湾。
曾任台湾当局“总统府”战略顾问。

汤浅仓平（1874—1940）日本内大臣（1936—1940）。1898 年东京帝国
大学毕业，入内务省。1916 年任贵族院议员。1923 年任警事总监，次年任内
务次官。1925 年任朝鲜政务总监。1932 年任宫内大臣。1936 年*二·二六事
件后升任内大臣，成为裕仁天皇亲信并深得元老西园寺公望的信任。任内病
死。

汤译三千男（1888—1963）日本内务大臣（1942—1943）。1912 年东
京帝国大学毕业后入内务省。历任社会局保险部长、劳动部长、宫城县知事、
内务省土木局长、广岛县知事、兵库县知事、内务次官等职。1942 年 2 月任
东条内阁内务大臣，参与强化法西斯的战时体制。战后于 1959 年任参议员，
1962 年任参议院预算委员长，并任自民党总务等职。

汤普森式冲锋枪（Thompson）美制冲锋枪。由汤普森
（JohnTaliaferroThompson，1860—1940）主持设计，1920 年取得专利。1941
年 8 月以前由美国汽车-军械公司制造，以后转由另两家工厂生产。重约 4.5
公斤，口径 11.43 毫米，弹仓为装 50 发的弹盘或 20 发的弹匣，后座力合乎
标准，可靠性好。1928 年为美国海军陆战队采用。1939 年起美国陆军广泛使
用，英、法等国也大量订购。共生产 170 万余支。

关东军  1919—1945 年日本驻中国东北的侵略军。前身为 1905 年日俄
战争后派驻中国辽东半岛日本辖区（日本称为关东州）的守备队。1919 年 4
月，改编为直属天皇统辖的关东军，由 6个独立守备大队和 1个师团组成，
司令部设旅顺（后相继移至沈阳、长春）。首任司令官为立花小一郎。曾先
后制造郭松龄事件和皇姑屯事件，并于 1931 年发动九·一八事变，一手炮制
“满洲国”。此后关东军司令官同时兼任*协和会名誉顾问、驻“满洲国”“大
使”和关东厅长官，掌握了控制中国东北的大权。1937 年后多次走图入侵苏
蒙国境。1941 年兵力扩充至 13 个师团。苏德战争爆发后，曾发动特别大演
习，兵力一度增至 70 万人，准备对苏战争。后因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不断失
利，不少精锐部队南调作战。1945 年 8 月 9 日，苏联对日宣战后，在苏军和
中国军队及人民武装的联合打击下覆灭。三十年代起，司令官先后为菱刈隆
（1930 年、1933 年就任）、本庄繁（1931 年就任）、武藤信义（1932 年就
任）、南次郎（1934 年就任）、植田谦吉（1936 年就任）、梅津美治郎（1939
年就任）和山田乙三（1944 年就任）。

关向应（1904—1946）中国将领。原名致祥。满族。24 年入莫斯科东方
大学学习，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三军政委、红二军团副政委。1935
年 11 月参加长征，北上抗日。后任红二方面军政委。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
路军第一二○师政委，与*贺龙率部前往晋西北抗日前线，广泛开展游击战
争，创建*晋绥抗日根据地。后率部挺进冀中，指挥平原游击战，挫败日伪军
多次围攻，巩固了冀中抗日根据地。1940 年后任晋绥军区和陕甘宁晋绥联防
军司令部政委。

关特演  即“关东军特别大演习”。
关麟征（1905—1980）中国将领。字雨东。黄埔军校毕业。九·一八事

变后任国民政府军第二十五师师长，率部参加长城抗战。1935 年授少将衔。
同年冬奉调入山西培击工农红军东征抗日。次年授中将衔。抗日战争爆发后，
任第五十二军军长。1938 年率部参加台儿庄战役，升任第三十三军团军团



长。1939 年兼任第三十七军军长，参加湘北战役，重创日军。同年 10 月升
任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1940 年奉调驻守广西边境，任第九集团军总司令。
1943 年任滇越边区副总司令。1945 年 3 月任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直属第一方面
军副司令官。日本投降后，赴越南主持受降。后任南京中央军校校长、中国
陆军总司令。1950 年去香港定居。

关岛之战  日军攻占关岛的战役。关岛（GuamIsland）为美军在西太平
洋的基地，面积 532 平方公里，距东京 1400 海里，战略位置重要。1941 年
11 月 6 日，日本南海支队奉命进攻该岛，并于 11 月 28 日完成作战准备。12
月 4 日，南海支队在第四舰队（8艘巡洋舰、12 艘驱逐舰）掩护下，由小笠
原群岛的母岛出发。8 日晨起，特鲁克（Truk）岛的日本海军航空兵对关岛
实施轰炸。10 日凌晨 2时半（日本时间），日军从关岛南部和北部登陆，双
方经短暂交火后，日军占领岛上所有要地，下午该岛总督及 300（一说 500）
余名美军守备部队向日军投降。此战美军 17 人阵亡，日军战死 10 人。

关岛登陆战  *马里亚纳群岛战役中美军攻克关岛的战役。日本守军以
第二十九师团为主，共 1.85 万人，由高品彪中将指挥。美军按*征粮者作战
计划，原定 1944 年 6 月 18 日发动登陆，后因*马里亚纳海海战而推迟。7月
21 日，美以海军陆战队第三师为主力在强大海空军支援下登陆关岛
（Guamlsland）。日军初分成小股袭击。继于25 日夜进行大规模攻击，均被
击退，损失惨重。26 日起，美军转入攻势，日军溃败。28 日高品彪战死后，
由第三十一军司令官小畑英良中将亲自指挥所部负隅顽抗。8月 10 日，日军
终止有组织的抵抗，次日，小畑英良被击毙，但残部流窜丛林，继续顽抗直
至大战结束。此战日军几被全歼，美军损失 6983（一说 9111）人。

关东军特别大演习  简称“关特演”。日本*关东军以演习为名，进行
对苏作战准备。德苏战争爆发后，日本大本营陆、海军部决定：立即进行对
苏战争的准备，在有利的条件下行使武力，解决北方问题。1941 年 7 月 7 日
下达动员令，规定组建朝鲜留守师团，增派国内的 2个师团及 200 个军直属
部队到中国东北，并新设由 5个独立守备队合编成的关东防卫军。通过动员，
关东军增员约 50 万人，军马14 万匹，形成一支以70 万地面部队为核心的庞
大军事力量。后日本开始南进，同年 8月 9日，大本营陆军部决定，不管苏
德战争如何演变，年内将不对苏行使武力。

米切尔（MarcAndrewMitscher，1887—1947）美国海军将领。1910 年毕
业于海军军官学校。1916 年成为海军航空兵飞行员。后在海军部航空署供
职，曾任过舰长。1941 年晋海军少将并任大黄蜂号航空母舰舰长，赴太平洋
战场作战。1942 年 4 月运送杜立特轰炸机队空袭东京。同年 6月率大黄蜂号
航空母舰参加中途岛海战。1943 年在所罗门群岛战役中，指挥对日空战，掩
护地面和海上部队的进攻。1944 年任第五十八快速航空母舰特遣舰队司令。
曾参加菲律宾海海战，莱特湾海战及攻占琉黄岛和冲绳岛的战役。1946 年晋
升海军上将，任大西洋舰队总司令。

米尔本（FrankMilburn，1892—1962）美国将领。毕业于西点军校。曾
在巴拿马服役和在军校任教。1942 年晋升少将，并先后担任第八十三师师长
和第二十一军军长。1944 年 10 月赴欧作战。率部解放阿尔萨斯，1945 年 2
月攻克科尔马，并进入德国境内，越过萨尔河，突破德军*齐格菲防线。4月
率军度过多瑙河，进军奥地利，攻克因斯布鲁克（Innsbruck）。战后曾任美
第一军司令。1950 年参加侵朝战争。1952 年退役。



米尔契（ErhardMilch，1802—1972）德国空军将领。第一次世界大战
时在空军服役。战后转入民航部门，先后在容克航空公司和汉莎航空公司任
高级职务。1933 年纳粹党上台后，出任新设立的航空部国务秘书（即副部
长），兼任空军装备主任，为戈林的副手。对发展德国航空工业和建设纳粹
空军，起了重大作用。由于权限日增，为戈林所忌，一度削减其职权范围。
但得希特勒器重，1938 年升为上将。1939 年起一度指挥第五航空队。1940
年击败法国后，晋米尔契升元帅。1941 年起兼任空军总监。曾主持德国空军
的军火生产，组织研制 V-1 和 V-2 火箭，并一度受命同*施佩尔一起掌管整个
运输部门。战后作为战犯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受审，1947 年判处无期徒
刑。1954 年提前获释，定居联邦德国。

米库林（AлekcaHдPAлekcaHДpoBичMиклиIH，1895—1985）
苏联飞机发动机设计师，1922 年毕业于莫斯科高等技术学校。翌年起在发动
机研究所任设计师。1925 年起为主任设计师。参加研制多种型号的航空发动
机。1939 年领导研制出 AM-35A 型发动机（6000 米高度时最大功率 1200 马
力），安装在*米高扬设计的歼击机上。尔后又研制出 AM-38 型发动机，用于
*Ил-2 型强击机上。1943 年起任航空发动机总设计师。设计出苏联第一台
涡轮压缩机和变距螺旋桨，同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1944 年获少将工程
师衔。战后继续从事航空发动机研制。著有《航空发动机的发展道路》、《进
一步改进活塞式航空发动机的可能性》。

米契尔（ReginaldJosephMitchell，1895—1937）英国飞机设计师。未
受完中等教育，十六岁时即为工厂学徒。通过夜校课程和自学成才，并转向
飞机的设计和制造。1916 年受雇于休普马林（Supermarine）飞机厂，不久
即任该厂总工程师和总设计师直至去世。二十年代曾设计出多种飞机，在国
际比赛中获奖。虽身染绝症，又于三十年代初设计出性能优良的*喷火式歼击
机，1936 年定型。

米哈依（Mihai，1921—）罗马尼亚国王（1940—1947）。*卡罗尔二世
之子。1940 年 9 月卡罗尔二世被迫退位后继为国王。在位时，实权操在*安
东奈斯库手中。1944 年 8 月 23 日，在国内外局势急剧恶化的情况下，以召
见之名将安东奈斯库逮捕，组织新政府，对德宣战。战后仍为国王，1947 年
末下台。

米洛格（Milog）挪威文“军事组织”的缩写。挪威抵抗运动军事组织。
1940 年秋成立，由罗吉（OttoRuge）将军和汉森（HeneborgHansen）上校等
人领导。发展迅速，1941 年已拥有 20 余万成员。负责建立秘密军，训练军
事人员，袭击德国占领军，破坏运输线和工厂设施，并准备发动起义。曾为
英军提供大量情报。1943 年英、挪合作委员会成立后，单独领导国内的地下
活动。组织力量摧毁重水工厂、炸沉德国重水渡船。1944 年 6 月根据盟军最
高司令部关于“挪威抵抗运动”的指示，加紧开展武装斗争，为盟军的西线
作战成功和挪威解放作出很大贡献。

米高扬  ①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米高扬（Ahac-TacИBaHoBичM
икoяH，1895—1978）。苏联人民委员会（1946 年起为部长会议）副主席
（1937—1955）。1915 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成为高加索革命运动领导
人之一。参加过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1923 年起成为俄共（布）党中央委员。
1926 年起为联共（布）党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35 年起为政治局委员。先
后任对外贸易和国内贸易人民委员、供给人民委员和食品工业人民委员。1937



年任人民委员会副主席，次年兼对外贸易人民委员。卫国战争期间历任苏联
后撤委员会主席、国防委员会委员（1942—1945），主管军需物资的征集、
运输和供给工作。战后初年致力于恢复解放区经济的工作。后历任苏联部长
会议副主席兼对外贸易部部长、第一副主席、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1964—1965）等职。1952 年起为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著有《斗争之路》
等回忆录。②阿尔乔姆·伊万诺维奇·米高扬（ApTēИBaHoBичMиkoяH，
1905—1970）。苏联飞机设计师、科学院院士（1968 年）。1925 年加入俄共
（布）党。1936 年毕业于茹科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1938 年任波列卡尔波夫
飞机设计室副主任。1940 年起任主任设计师。同年与*古列维奇一起研制出 M
иг-1 型歼击机，后经改进为*Mиг-3 型歼击机，广泛用于苏德战争。1941
年—1943 年领导研制米格（Mиг）系列高速歼击机，其中 Mиг-7 型最大
时速 690 公里，战争后期开始致力于研制喷气式飞机。1946 年制成苏联第一
架喷气式歼击机 MиГ-9 型。1954 年研制成苏联最早的装备空对空导弹的超
音速歼击机 Mиг-19 型。1958 年又制成超过 2马赫的三角翼 Mиг-21 型歼
击机。1967 年获工程技术勤务上将衔。

米福票  即“梅福票”。
米内光正（1880—1948）日本海军将领。毕业于海军兵学校和海军大学。

早年参加日俄战争，1915 年任驻俄使馆武官助理。1925 年升海军少将。历任
第二舰队参谋长、军令部第三班班长、第一遣外舰队司令官、第二舰队司令
官、第三舰队司令官、佐世保镇守府和横须贺镇守府司令长官。1936 年出任
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兼第一舰队司令官。1937 年 4 月晋升海军大将。同年起历
任三届内阁的海军大臣。1940 年 1 月组阁，并退出现役。因对同德国结盟持
消极态度，引起陆军中亲德派的强烈不满，被迫于同年 7月辞职。其后曾被
山本五十六等人拟者为军令部总长，未成。作为重臣对与美国作战持有异议。
东条内阁末期，多次拒绝入阁。后奉命与小矶国昭共同组阁；同时恢复现役，
出任海军大臣，直至日本投降。战后留任东久迩宫内阁，负责遣散海军的工
作。

米乌斯河战役  苏德战争中期苏军发动的进攻战役。43 年 7 月 17 日至
8月 2日，由*南方方面军实施。目的是协同西南方面军牵制德军顿巴斯集团。
由于德军沿米乌斯（Mиyc）河构筑了纵深防线，苏军进攻受阻，仅在主要突
击方向楔入敌防御约 5—6 公里，7 月 30 日，德军发起反突击，迫使苏军退
回出发地。但此战役中德军从哈尔科夫附近调来精锐部队，从而减轻了库尔
斯克地域苏军的压力。

米尔恩湾之战  太平洋战争期间盟军在巴布亚半岛米尔思湾击退日军
入侵的一次战斗。1942 年 8 月 25 日，日军约 2300 人在 2艘巡洋舰、5艘驱
逐舰支援下入侵米尔思（Milne）湾，（代号为 RE 行动），企图形成对巴布
亚的钳形攻势。盟军事先有所准备，紧急空运澳军 1个旅和美军 1300 人至该
地区，使防守部队逾 2万人，并得到美、澳空军支援。日军屡次攻击均告失
败。31 日盟军在飞机掩护下发动反攻，将日军赶回海滩。9月 5日，日军放
弃 RE 行动。此战日军伤亡近 2000 人，损失驱逐舰和扫雷艇各 1艘。

米 尔 斯 帕 使 团   美 国 派 驻 伊 朗 的 财 政 使 团 。 米 尔 斯 帕
（ArthurChesterMillspaugh，1883—1955）原任美国国务院经济事务顾问。
二十年代曾在伊朗从事经济管理工作。1942 年底出任伊朗财政总监，负责编
制伊朗国家预算并监督其执行，从而拥有控制伊朗收支并管理其内外贸易、



交通运输和国营企业的大权。任职期间建立庞大使团，主要职务均由美国人
担任，其目的在控制伊朗的经济，特别是石油生产。因无法改善伊朗的财经
状况，引起社会各阶层的不满，1945 年初被解职，使团亦告解散。

米哈伊洛维奇（DragoljubDra aMihajlovi ，1893—46）南斯拉夫*
切特尼克首领。曾任总参谋部军官、驻保武官和驻捷武官。1941 年 4 月德军
入侵时，任第二集团军副参谋长（上校衔），所部溃散后在拉夫纳戈拉山区
组建切特尼米哈伊洛维奇克，进行抗德斗争。初获英国及彼得二世的支持，
于 1942 年 1 月被南斯拉夫流亡政府任命为陆军大臣。后秘密勾结塞尔维亚傀
儡政权，投靠德、意，并挑起内战，进攻铁托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屡遭失败
后，逃窜波斯尼亚，希图取得萨罗共和国和“克罗地亚独立国”的支持，未
成。1946 年 3 月被捕，7月被南斯拉夫人民法庭处死。

米科拉伊切克（StanislawMikolajczyk，1901—1966）波兰流亡政府总
理（1943—1944）。曾为议会议员。1931 年起为波兰农民党领袖。1939 年德
国入侵波兰后，经匈牙利抵法国。后避难伦敦，任波兰流亡政府内政部长。
43 年*西科尔斯基死后，继任波兰流亡政府总理。任内依赖英、美的势力，
但也试图改善与苏联的关系。1945 年 6 月波兰解放后回国，参加临时政府，
任第二副总理，兼农业和土改部长。曾出席波茨坦会议，提米科拉伊切克议
建立一个非共产主义的自由的波兰。1947 年逃亡国外。著有《苏维埃统治的
模式》。

米切尔式轰炸机（Mitchell）即 B-25 型轰炸机”。
米格-3 型歼击机  即“Mиг-3 型歼击机”。
米尔斯克比尔事件  1940年7月*弩炮行动中英国海军对驻泊于阿尔及

利亚奥兰（Oran）附近米尔斯克比尔（Mers-el-Kebire）军港的法国舰队的
攻击。是月 3日晨，英国皇家海军 H舰队（航空母舰 1艘、战列舰 2艘、战
列巡洋舰 1艘、巡洋舰 2艘和驱逐舰 11 艘）驶抵奥兰附近海面，并向港内法
国舰队（战列舰和战列巡洋舰各 2艘、驱逐舰 11 艘）发出最后通牒，提供四
种选择：协同英国海军一起对德、意作战，裁减乘员后驶往英国港口；裁减
乘员后驶往西印度群岛的法国港口或交由美国保管；或在 6 小时内自行凿
沉。通牒为法国*维希政府所拒绝，傍晚英舰开火轰击。法国战列舰布列塔尼
号被击沉，普罗旺斯号和战列巡洋舰敦刻尔克号被击伤搁浅，约 1200 名官兵
罹难，只有战列巡洋舰斯特拉斯堡号和 5艘驱逐舰逃到土伦。

冲锋队（Sturmabteilung，缩写 SA）一译“挺进队”。德国纳粹党武装
分支组织。因队员着褐色制服，佩卍臂章，又得名“褐衫队”。初期对外称
党的“体育俱乐部”，1921 年 10 月改现名。1923 年啤酒店暴动后曾被政府
取缔，后又恢复活动。早期由*罗姆和戈林指挥，1926 年 7 月改由普费弗
（FranzPfeffervonSalomon，1888—？）任全国领袖，1930 年 9 月希持勒自
任最高领袖。1931 年 1 月起由罗姆具体指挥，并模仿德国陆军的组织机构，
设立总参谋部、司令部和训练学院，罗姆汪参谋长，以下逐级设地区总队、
旅队、区队、旗队、突击大队、突击队、小队和小组。1931 年拥有 10 万人。
次年发展到 40 多万人，曾一度又被禁止活动。1933 年希持勒上台后迅速扩
展至 250 万人。后因罗姆等人鼓吹*第二次革命，企图取代陆军，于 1934 年
6 月 30 日遭清洗，地位急剧下降。后由*卢策任参谋长，行使警察职能，并
对青年进行服役前训练。1935 年进行改组，下辖21 个总队，97 个旅队和 627
个旗队。18—35 岁队员为正式队员，35—45 岁队员为后备队员，45 岁以上



属地方民兵。战后未被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宣布为犯罪组织。
冲绳岛战役  太平洋战争末期美军攻占冲绳岛的战役。冲绳岛为琉球群

岛的主要岛屿，面积 1256 平方公里，系日本本土的南部屏障，战略地位十分
重要。日守军为牛岛满中将指挥的第三十二军等共 10 余万人，并得到第二舰
队及驻台湾和日本本土空军的支援。美军准备将该岛作为进攻日本本土的基
地，于 1945 年初制定攻占冲绳代号为“冰山”的计划。决定由*巴克纳中将
率美国第十集团军（辖两栖第三军的 3 个师和第二十四军的 4 个师）共 17
万人（一说 8 个师，18.3 万人）担任占领冲绳的任务；*特纳海军中将率第
五十一特混舰队负责掩护登陆，*米切尔海军中将率第五十八特混舰队负责支
援，共约舰艇 1500 艘和飞机 2500 架。计划分两个阶段占领全岛。1945 年 3
月 18 日起，美第五十八特混舰队和驻关岛的 B-29 型轰炸机航空编队开始对
台湾、琉球群岛和日本本土作压制性攻击：由 2 艘战列舰、4 艘航空母舰组
成的英国海军同时在冲绳以南协同作战。日本大本营则制定*天号作战计划，
企图与盟军进行航空兵决战。美军于 3月 25—28 日，攻占庆良间群岛，并对
冲绳岛进行大规模轰炸。4月 1 日清晨，美军经火力准备后以 4 个师在冲绳
西海岸南部登陆，当天上陆 6万人，建立起 14 公里正面、5公里纵深的登陆
场。日军吸取太平洋岛屿争夺战的经验，避开美海空军的压力，退守岛的内
部，构筑工事。据险顽抗。6日，日本神风特攻队进行首次*菊水作战。对冲
绳海面美舰队实施自杀性攻击，同时进行海上“特攻”。7日，日*大和号战
列舰被击沉，8日，日第三十二军拟发动反攻，未成。14 日，美军进抵岛的
最北端。19 日，美军向日军重点防守的南部发动进攻，21 日，攻占伊江岛。
5 月 4—5 日，日军反扑，遭惨败。此后日军收缩阵地顽抗，又逢阴雨季节，
美军进展缓慢。6月上旬，美军深入岛的南部，日军被迫节节后退。18 日，
巴克纳阵亡。21—22 日，日空军进行第十次菊水作战，但无法挽回败局。22
日，日军全线崩溃，牛岛满等人自杀。7 月 2 日，美军宣布战役结束，但零
星战斗持续到 9月。此战日军除 7000 余人被俘外皆战死，居民亦死亡 10 万
人；美方损失 763 架飞机、30 艘舰艇，另 368 艘舰艇受伤，阵亡官兵 1.2 万
余人，负伤 3.6 万余人，另有非战斗伤亡 2.6 万余人。此役后日本在太平洋
防线遂全面崩溃。

冰山（Iceberg）美军实施*冲绳岛战役的代号。
冰上突击（EisstoB）1942 年 4 月德军为歼灭被冰封在涅瓦河上的苏联

波罗的海舰队而实施的空袭战役代号。空袭相继于 4月 4、24、25、27 和 30
日实施，共动用轰炸机和强击机 325 架，被击落90 余架，接近目标者不到三
分之一。

兴亚院  日本战时内阁直属的统治中国占领区的机构。中国抗日战争转
入相持阶段后，日本政府为实现对中国占领区的集中统治和扶植伪政权，于
1938 年 12 月设立。首相兼任总裁，副总裁由外务、大藏、陆军和海军四大
臣兼任。次年在中国华北、内蒙古、华中、厦门等地设置联络部，统辖日本
占领地区厅政事务。后又设立兴业委员会。1942 年 11 月并入*大东亚省。

兴登堡（PaulvonBeneckendorffundvonHinden-burg，1847—1934）德
国总统（1925—1934）。职业军人。参加过普奥战争和普法战争。历任军参
谋长、师长和军长。1911 年退役。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重返军队。历任第
八集团军司令、东线司令和总参谋长。获元帅衔（1914 年）。1925 年和 1932
年，在右翼政党支持下，两度当选魏玛共和国总统。一贯敌视共和制度，支



持军国主义和保皇组织。1933 年 1 月 30 日授权希特勒组阁。著有《我的生
平》。

兴亚奉公日  作为第一届近卫内阁发起的*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的一
环。1939 年 9 月 1 日宣布，规定每月的 1日为“兴亚奉公日”，届时每个国
民要参拜神社，粗衣粝食，停止一切娱乐活动，所有饭馆、酒店、茶馆均应
停业。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改行每月 8日的*大诏奉戴日。

兴安岭-奉天战役  *苏日战争中苏军发动的进攻战役，*远东战役的组
成部分。1945 年 8 月 9 日至 9 月 2 日，由*外贝加尔方面军在蒙古人民革命
军配合下实施。为切断日本关东军向华北的退路并加以围歼，苏军主突坦克
部队以每昼夜 150 公里的速度推进，8月 12 日越过大兴安岭，18—19 日进抵
奉天（沈阳）、长春；同时，另一支骑兵机械化集群进抵张家口、热河（承
德）接近地，基本达成战役企图。8月 22 日，苏军在日军失去抵抗后前出至
辽东半岛，完成了对中国东北西部和南部重要城市的占领。

字垣缠（1890—1945）日本海军将领。毕业于海军兵学校和海军大学。
1928 年供职驻德使馆。1938 年任军令部第一部部长。1941 年 4 月任第八战
队司令宫，同年 8月任联合舰队参谋长，协助山本五十六组织和实施偷袭珍
珠港。1943 年 4 月 18 日与山本五十六在巡视所罗门群岛时遭美机袭击，身
负重伤，离任参谋长职务。1944 年任第一战队司令官，先后参加马里亚纳海
海战，莱特湾海战。授海军中将衔。1945 年 2 月任新编第五航空队司令宫，
参加冲绳岛战役，指挥航空特攻战。同年 8月 15 日天皇颁发终战诏书后，反
对投降，以死相抗，率部下向冲绳方面采取特攻战而死。著有《战藻录——
太平洋战争秘记》（2卷）。

字垣一成（1868—1956）日本将领。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
1902 年留学德国。后历任驻德武官、陆军省军事课长、参谋本部作战部（第
一部）部长、陆军大学校长、教育总监部本部长和陆军次官。曾参与决定出
兵西伯利亚和迫使段祺瑞政府签订《中日军事协定》。1924—1927 年任三届
内阁的陆军大臣，极力促成军备现代化。1925 年晋升大将。1927 年后一度出
任朝鲜总督。1929 年复任滨口内阁的陆军大臣。1931 年 3 月，一度同意*桥
本欣五郎、*大川周明等策划的政变。后因受该事件的牵连被编入预备役。1931
年 6 月再度出任朝鲜总督，并恢复现役。1937 年 1 月曾受命组阁，因遭陆军
反对，未成。1938 年 5 月继广田弘毅之后就任第一届近卫内阁的外务兼拓务
大臣。力图摆脱近卫第一次对华声明所引起的外交困境，表示愿同中国国民
政府进行所谓和谈。同年 9月因反对设立*兴亚院而辞职。日本投降后曾被”
整肃”。1953 年当选为参议院议员，有《宇垣一成日记》（3卷）。

安东（Anton）1942 年德国占领法国非占领区的行动代号。原称*阿提拉。
是年 11 月 8 日，盟军在法属北非登陆后，10 日晚，希特勒下令实施，对法
国全境进行军事占领。次日晨，德军开进按停战协定规定为非占领区的约五
分之二的法国南部地区，并抢在盟军到达之前空运部队占领法属突尼斯。同
时，意大利也派兵占领了科西嘉。

安福索（FilippoAnfuso，1901—1963）意大利外交官。曾在大学攻读
法律。1925 年起供职外交部，曾先后出使匈牙利和德国。1933 年任驻华使馆
参赞。1936 年起任外交部办公厅主任，协助齐亚诺推行侵略扩张政策。大战
期间，1941—1943 年任驻匈牙利大使，竭力协调意、匈关系，推行对外扩张
的战争。1943 年七月政变后，继续追随墨索里尼，任萨罗共和国驻德大使。



1945 年 3 月又任副外长。战后逃亡国外，被缺席判处死刑。1949 年赦免后回
国，从事新法西斯主义活动。

安德森  ①约翰·安德森（JohnAnderson，1882—1958）。英国内政和
国内安全大臣（1939—1940）、财政大臣（1943—1945）。毕业于爱丁堡大
学。1905 年应文官考试。1922—1932 年任内政部常务次官。1932—1937 年
任孟加拉总督。1939 年任内政和国内安全大臣，为*英国战时内阁成员。1940
年 5 月丘吉尔组阁时留任，任内推广发放构造简易的家庭防空掩体，得名*
安德森掩蔽所。同年 10 月接替张伯伦任枢密大臣，再为战时内阁成员，主持
战时的内政和经济事务。1943 年起任财政大臣，并作为内阁代表监督原子能
开发工作。战后曾任原子能咨询委员会主席（1945—1948）等职。②肯尼思·阿
瑟·安德森（KennethArthurAnderSon，1891—1959）。英国将领。生于印度。
毕业于查特豪斯公学和桑德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在*英国远征军中任旅长和师长，赴法、比作战。*
敦刻尔克撤退返回英国，以少将衔任师长、军长和东部地区司令等职。1942
年 11 月—1943 年 5 月，在火炬行动中任第一集团军司令。在美、法军的协
同下（后统一受其指挥），由阿尔及利亚向突尼斯进军。曾多次受阻，屡遭
挫折。战后在东非任职。1947—1952 年为直布罗陀总督，其间（1949 年）晋
升上将。③弗里德里克·刘易斯·安德森（FrederickLewisAnderson，1905
—）。美国将领。毕业于西点军校。后入飞行学校受训，结业后成为陆军航
空兵军官。曾任航校飞行教官等职并在菲律宾服役。1940 年创办轰炸机指挥
学校。1941 年作为军事观察员派赴英国，从事轰炸机战术研究。1943 年初随”
阿诺德赴北非作战。同年获准将衔，7 月调任美国第八航空队轰炸机部队司
令，指挥对德占区与德国本上的轰炸，12 月晋升少将。1944 年上月出任美国
驻欧战略航空队副司令，成为*斯巴兹的助手，在欧战后期的战略轰炸中，发
挥了重要作用。1945—1947 年为陆军航空兵助理参谋长。1947 年退役后，进
入金融界与企业界任职，成为著名的银行家。

安东诺夫（1896—1962）苏联将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人沙俄军队服
役，在巴甫洛夫斯克军校毕业后获准尉衔。1919 年加入红军。参加过国内战
争。1928 年加入联共（布）党。1931 年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后又进入该
院战役系和总参军事学院深遣。1937 年毕业后出任莫斯科军区参谋长。1938
—1940 年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合同战术教研室任教员和副主任。1941 年任基辅
特别军区副参谋长（少将衔）。苏德战争爆发后任南方方面军参谋长。参与
实施顿巴斯战役和罗斯托夫战役。1942 年 6—11 月，先后任北高加索方面军、
黑海军队集群和外高加索方面军参谋长。同年 12 月升任第一副总参谋长兼作
战部部长。1943 年获大将衔，免去兼作战部部长职。参与制定和组织实施库
尔斯克、白俄罗斯等一系列重大战役的作战计划。1945 年 2 月上旬，作为苏
联代表团的军事代表，出席雅尔塔会议。同月中旬升任总参谋长，并成为最
高统帅部大本营成员。参与制定和实施攻克柏林等战役的作战计划。同年 7
—8 月出席波茨但会议。战后历任第一副总参谋长、军区司令、华沙条约联
合武装部队参谋长等职。

安阳战役  1945 年八路军对河南省安阳以西地区日伪军的攻势作战。八
路军晋冀鲁豫军区集中万余人，配以民兵、自工队共 3 万亲人，于 6 月 30
日发起攻势作战。先克曲沟集、水冶镇等 10 多个据点，打开进攻安阳以西日
伪军的门户。随后攻克安阳城以西、观台镇以南、鹤壁集以北的全部据点。7



月 4日发起观（台）丰（乐）铁路破袭战。至 7月 9日共歼日伪军 3300 余人，
解放国土 1500 余平方公里、人口 35 万，为战略反攻准备了条件。

安纳吉姆（Anakim）美、英、中 1943 年春反攻全缅打通滇缅公路的作
战计划代号。规定由中国军队从印度雷多和中国云南进军缅甸北部，英军从
西部攻占缅甸的实兑再进军亲敦江，同时英海军夺取孟加拉湾的制海权和收
复安达曼群岛，并派部队在仰光登陆。该计划初由”史迪威提出，得驻印英
军司令韦维尔和蒋介石原则赞同，1943 年初在卡萨布兰卡会议上获美、英参
谋长联席会议确认，后英国以地中海和北非战事吃紧为由，不愿投入较大力
量；蒋介石则表示，由于英方态度消极，中国不能单方面发动攻势。1943 年
5 月美英华盛顿会议决定仅在缅北采取较小规模的军事行动，遂改代号为“茶
碟”。安倍源基（1894—？）日本内务大臣（1945 年）。1920 年东京帝国大
学毕业后入内务省。历任警保局长、警视总监等职，专事镇压进步运动，扼
杀反战力量。1945 年 4—8 月任铃木内阁内务大臣。战后以战犯罪被逮捕。
52 年获释后继续从政，后领导右翼团体进行活动。

安德尔斯（WladyslawAnders，1892—1970）波兰将领。早年从军，第
一次世界大战时在俄军中服役。波兰独立后长期在波军中供职，曾在法国进
修军事。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指挥骑兵旅抵抗入侵德军。1939 年 9 月被苏
军俘虏。1941 年 8 月苏波复交后获释，负责在苏联国上上组建 8万人左右的
波兰军队。1942 年率部离开苏联赴伊朗和伊拉克，接受英式配备建成波兰第
二军，在流亡政府领导下协同西方盟军作战。1944 年初率部从埃及进军意大
利，参加卡西诺山战役，攻占主峰，战功卓著。后继续转战意大利境内。战
后获大将衔，旅居英国。1946 年被波兰政府开除国籍。

安藤利吉（1884—1946）日本将领。毕业于陆军士宫学校和陆军大学。
1932 年起历任驻英武官、驻哈尔滨特务机关长、步兵第一旅团长和第三师团
长。1936 年升为中将。1938 年任第二十一军司令官，为切断对中国的国际补
给线，率部进犯南宁，受挫。1940 年任*华南方面军司令官，指挥日军进驻
法属印支北部，1941 年转入预备役。同年 11 月复出，任最后一任*台湾军司
令官。1944 年晋升大将，任日本第十方面军司令官兼台湾总督。日本投降后
作为战犯监禁于上海监狱，在狱中自杀。

安布罗西奥（VittorioAmbrosiO，1879—1958）意大利将领。就学于摩
德纳军校。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为师参谋长。曾任意大利骑兵总监和西
西里驻军司令。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任第二集团军司令。1941 年 4 月率
部从伊斯特拉（1stra）半岛进攻南斯拉夫。1942 年 1 月任陆军参谋长。次
年 1月升任意军总参谋长，领上将衔。面对轴心国的节节失利，主张摆脱德
国，在国王同意下与盟国开始接触，并试图召回派往欧洲各地的意军。曾参
与策划推翻墨索里尼政权的 1943 年七月政变。德军入侵意大利时，随巴多里
奥政府南逃。1943 年 11 月担任陆军总监，次年退休。

安东奈斯库  ①扬·安东奈斯库（IonAntonescu，1882—1946）。罗马
尼亚法西斯独裁者。早年在法国学习军事。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在罗军服役，
战后历任驻意和驻英使馆武官。1937 年任总参谋长。次年调任陆军大臣。第
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逐步追随德、意法西斯。1940 年 9 月 4 日，在*铁卫
团支持下夺取政权，任首相。不久又迫国王卡罗尔二世逊位，自称“国家领
袖”（Conducǎtor）。10 月同意德军进驻罗马尼亚。11 月正式加入轴心国集
团。1941 年 1 月在希特勒支持下，清洗铁卫扬·安东奈斯库团中异已分子，



掌握军政大权。仿效德、意，宣布罗马尼亚为“军团国家”，废除宪法，取
缔政党，在国内建立法西斯统治，迫害进步人士。同年 6月 12 日，赴慕尼黑
会晤希特勒，表示全力支持德国入侵苏联。6月 23 日跟随纳粹德国向苏宣战，
年底先后向英、美宣战，并自封元帅。驱使数十万罗军侵入苏联。以后由于
罗军在斯大林格勒和克里米亚遭挫，国内经济恶化，遂试图通过土耳其和瑞
典与盟国单独议和，并想直接和美、英对话，未果。1944 年 6 月罗国内各反
对派组成民族民主阵线。8月苏军进入罗马尼亚境内。同月 4日赴东普鲁士，
表示继续效忠希特勒，23 日在人民起义中被捕。1946 年 6 月经布加勒斯特人
民法庭审判后被处决。②米哈依·安东奈斯库（MihaiAntonescu，1899—
1946）。罗马尼亚外交大臣。初在大学任教。支持扬·安东奈斯库建立独裁
统治。41 年 6 月 22 日，罗马尼亚对苏宣战后，任副首相兼外交大巨。任内，
力图建立“大罗马尼亚”，追随纳粹德国，出席 1941 年 11 月柏林会议，签
署延长《反共产国际协定》。1943 年初起，为摆脱战争困境，试图说服希特
勒单独与西方媾和，遭拒绝；后又建议墨索里尼出面调停，联合欧洲所有与
德国结盟的小国与同盟国建立联系，未果。战后被逮捕，1946 年被处决。

安齐奥之战  1944年*意大利之战中盟军迂回德军侧后的一次两栖作战
行动，安齐奥（Anzio）为意大利西海岸的滨海古城，北去罗马约 50 公里，
在德军*古斯塔夫防线的侧后。盟军为切断固守古斯塔夫防线的德军同罗马的
交通，策应对防线的正面突破，在该地实施代号*卵石的两栖进攻。1944 年 1
月 22 日，盟军2个师在安齐奥登陆，几天后增兵至 5个师 7万余人，但未及
时向内陆扩展；德军得以增兵至 8个师，从四周高地向滩头盟军猛攻。登陆
盟军被围堵在极少掩护的登陆场内，不断遭受轰炸、炮击，死伤众多。直至
5月 23 日，才同正面突破古斯塔夫防线的盟军主力会师，北上夺取罗马。

安德列耶夫  ①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安德列耶夫（HикoлaйH
иkoлaeBичAHдpeeB，1880—1970）。苏联科学家。1909 年毕业于瑞士
巴塞尔大学。1912 年起在莫斯科大学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十月革命后组建
声学研究所，后任苏联科学院声学委员会主席。1930 年当选为物理化学学会
主席。1932 年在军事电工技术学院组建声学实验室。苏德战争爆发前夕，领
导研制扫除音响水雷的器具。1941—1945 年领导开创苏联水声学的研究工
作。1953 年成为苏联科学院院士。著有《运动介质声学》。②弗拉基米尔·亚
历山德罗维奇·安德列耶夫（BладиmиpAлeкcaHдpoBичAHдpeeB，
1904—）。苏联海军将领。1923 年参加红军。1925 年加入俄共（布）党。先
后在波罗的海舰队和太平洋舰队服役。1941 年海军学院毕业后，任黑海舰队
的分舰队参谋长（海军上校衔）。苏德战争爆发后在黑海作战。1943 年调任
北太平洋区舰队和萨哈林区舰队司令。次年晋升海军中将。1945 年制定和实
施南萨哈林岛和干岛群岛的登陆战役。战后历任第四舰队司令、海军总司令
部副参谋长和后勤部长等职。51 年获海军上将街。1968 年退役。

安藤纪三郎（1879—1950）日本将领。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参加过日
俄战争。后历任陆军省人事局课长、步兵第三十师团长等职。1932 年晋升中
将，任侵华日军旅顺要塞司令官。1934 年 3 月退入预备役，任“在乡军人会”
本部指导部长。1937 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时，应召任第九师团长。后退
役，任华北*新民会顾问、副会长、大政翼赞会副总裁。1942 年 6 月任东条
内阁国务大臣，1943 年 4 月转任内务大臣。东条下台后转任贵族院敕选议员。
战后以战犯嫌疑被捕，1948 年获释。



安森式侦察机（Anson）英国海军陆基侦察机。双引擎，木制机翼，布
蒙机身。机头装有前射机枪，机背上为一手动炮塔。乘员 3人。最大时速188
英里，时速为 158 英里时航程 660 英里。1935 年开始服役。由于主要用胶合
板和帆布作原料，可节约大量金属材料，曾为英国海岸司令部的标准陆基侦
察机，亦被用作运输、救护、训练、通讯等方面。连续生产 17 年，共 1万余
架。

安德森掩蔽所（AndersonShelters）英国防空掩体。1938 年英国内政
大臣*安德森委托帕特森（WilliamPa-terson）设计。为 6 英尺见方。高 4
英尺的小间，以钢筋水泥制成，埋入地下 4英尺深，穹顶上复盖泥土至少 15
英寸。大战时期共生产了约 200 万个。对年收入 250 英镑以下的居民免费供
应，对收入高的人每个售价 7英镑。在*不列颠之战中拯救了大批英国人。

安东奈斯库政府  *安东奈斯库在罗马尼亚建立的独裁政权。1940 年 9
月 4 日，安东奈斯库利用国内政治危机出任首相，建立独裁政权。对内实行
法西斯统治，对外加入轴心国，推行扩张政策。1941 年 6 月参加侵苏战争，
同年底向英、美宣战。1943 年初，侵苏罗军主力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被歼后，
试图与美、英单独媾和，但同时又再装备 19 个师，为德国提供炮灰。1944
年 2 月与德国签订新约，加强德军在罗马尼亚的地位，并向德国供应粮食。
同年夏在苏军逼近的情况下，仍试图顽抗，被*罗马尼亚八月起义推翻。

安特卫普-那慕尔防线  即“KW 线”。
军火田  中国共产党在敌后抗日根据地为解决民兵军火生产经费而开

垦耕种的公共田地。一般由民兵和群众以变工互助方式耕种或轮种，收入主
要用于制造民兵使用的步枪、手榴弹、地雷、土制掷弹筒等简易武器和弹药。

军政派  即“条约派”。
军队迷雾（Nebeltruppen）德国多管火箭炮的代号。三十年代由德国陆

军武器处主持研制，苏德战争中使用。有下列几种型号：1941 年式 158.5 毫
米 6管牵引火箭炮，爆破弹重 34.15 公斤，射程 6.7 公里；1942 年式 158.5
毫米 10 管自行火箭炮，性能同前；1942 年式 210 毫米 5 管牵引火箭炮，爆
破弹重 111 公斤，射程 7.8 公里；1941 年式 280/320 毫米 6 管牵引火箭炮，
280 毫米爆破弹重 82 公斤，320 毫米燃烧弹重 79 公斤，射程2.2 公里；1942
年式 300 毫米牵引火箭炮，爆破弹重 127 公斤，射程 4.55 公里。

军民组织（OrganisationCivileetMilitaire）大战期间法国国内的抵
抗组织。1940 年 12 月在北方建立。领导人为一批军官和以*布洛克-马斯卡
尔特为代表的政界人士。参加者多为律师、军官及政府官员。在各地设有分
部。通过*雷米及*布罗索勒特，逐渐和*自由法国建立联系。其成员均参加了
解放本土的斗争。

军内革新派  日本军内*基层将校革新派与*幕僚革新派的统称，又称
“少壮派”。

军管理企业  日本侵略军在中国沦陷区掠夺工矿企业的一种方式。日军
每攻占一地，即由派遣军总司令部指定各地驻军代管或由日商经营重要民营
企业。他们依靠特权获取暴利，并任意夺取和破坏工厂的机器设备。1940 年
10 月底，日军为欺骗舆论，拉拢沦陷区的中国资产阶级，宣布逐步解除“军
管理”。至 1943 年底，在原业主交纳数目惊人的“保管费”和“修理费”后
陆续归还企业 174 家，其中相当部分改为中日合办、日方祖借、委托日方经
营、售给日方等，继续控制在日军手中。



军队抵抗组织（OrgarisationdeRésistancedel′Ar-mée，缩写ORA）法
国维希政府军队中的抵抗组织。42 年底德军进驻非占领区后建立。主要由被
解散的“停战军官兵组成。领导人为维希政府原陆军部秘书长勒韦尔
（GeorgesRevers，1891—1974）。约有4万（一说 6万）余人，拥有少量武
器。该组织思想保守，迷信正规军的作用，不从事地下武装斗争。长期处于
孤立状态，反对国内抵抗力量的联合，并不服从*民族抵抗委员会的领导。其
大部成员后编入*法国第一集团军。

军事经济全权代表  即“军事经济全权总办”。
军 事 经 济 全 权 总 办

（Generalbevollm chtigterfürdieWehrwirtschaft）亦译“战争经济全权
总办”或“军事经济全权代表”。纳粹德国军事经济官员。根据 1935 年 5
月 21 日*《德国国防法》设立。主管除军事工业外的经济事务，负责和平时
期的备战工作和战争时期的动员。先后由*沙赫特（1935—1937）和*丰克（1938
—1945）。“四年计划全权总办设立后，权力日益缩小，1939 年 12 月起仅
负责有关经济部和国家银行的事务，全权总办办公室亦被撤销。

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  日本规定陆海军大臣限于现役大、中将担任的
制度。1900 年 5 月山县有朋内阁修改陆、海军省官制后实施，以此防止政党
势力对军部的渗透，但在第一次护宪运动的压力下，1913 年 6 月 13 日取消
“现役”两字，将任命范围扩大到预备役。1936 年二·二六事件后，广田弘
毅内阁于 5月 18 日恢复现役武官制。此制度保证了军部在政治上的发言权，
成为军部阻止内阁成立或推翻内阁的手段。

许世友（1906—1985）中国将领。192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四方
面军第九军副军长、第四军军长。1935 年参加长征。到陕北后，入抗日红军
大学学习。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第三八六旅副旅长，参与
指挥香城固伏击战，并率部于冀南威县、曲周等地阻击日军，屡建战功。1940
年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旅旅长，转战渤海之滨，创建胶东抗日根据地。1942
年任胶东军区司令员。1944 年后率部对日伪军展开攻势作战。解放战争时
期，任山东军区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
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南京军区、广州军区司令员。1955 年被授予上将军
衔。

许世英（1873—1964）中国外交官。字静仁。曾任国民政府赈灾委员会
委员长。九·一八事变后，在上海等地主持战区难民救济事宜。1936 年任驻
日大使，主张以“和平”方式促使中日关系正常化。抗日战争爆发后，代表
国民政府向日本政府提出抗议。1937 年底参与*陶德曼调停。失败后中日断
交，于 1938 年 1 月中旬奉调回国。复任赈灾委员会委员长。大陆解放前夕移
居香港，后到台湾，任台湾当局“总统府”资政。

许光达（1908—1969）中国将领。原名德华。黄埔军校毕业。1925 年加
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六军参谋长。1932 年赴苏联，先后入国际列宁学院和
东方大学学习。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国，1938 年任抗日军政大学训练部长、教
育长，第三分校校长，努力从事军队教育工作，培养抗日军政干部。1941 年
调任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部部长兼延安卫戍司令员。1942 年任八路军第一二○
师独立第二旅旅长兼晋西北军区二分区司令员，在五寨、神池、保德、偏关
一带，领导军民开展游击战，巩固和扩大了晋缓抗日根据地。1945 年 8 月率
部在归绥地区向日伪军反攻，收复失地。解放战争时期，曾任第一野战军第



二兵团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司令员兼
政委、国防部副部长。1955 年被投予大将军衔。

许亨植（1909—1942）中国将领。原名许克。朝鲜族。1930 年加入中国
共产党。九·一八事变后，在珠河黑龙宫一带发动群众，组织珠河游击队并
成立哈东反日会，任会长。1935 年初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第一师第二团
团长，转战延寿、珠河、道南、道北等地，多次攻克敌军据点。1936 年后，
历任东北抗联第三军第一师政治部主任、第九军政治部主任、第三军第三师
师长、第三军军长、第三路军参谋长兼第十二支队政委，，率部开辟龙南抗
日游击根据地。1942 年 8 月 3 日，在三肇地区木兰青峰岭战斗中牺牲。

论证（Argument）盟国空军 1944 年 2 月密集轰炸德国歼击机航空工业
的行动代号。由于美机在*施魏因富特轰炸中，遭受德国歼击机阻击而损失重
大，盟国空军于1943 年 11 月制定此计划，作为代号*直截了当的行动的组成
部分。由于气象条件欠佳，推迟到 1944 年 2 月 20—25 日（一说 20—27 日）
实施。主要由*美国第八航空队轰炸不伦瑞克、莱比锡、罗斯托克、哈尔伯施
塔特的飞机厂和施魏因富特的滚珠轴承厂。美国第十五航空队轰炸希太尔（奥
地利）和雷根斯堡的飞机厂。*英国轰炸机司令部协同对上述目标进行夜间轰
炸。美国第九航空队（战术空军）进行牵制行动。美、英战略空军共出动6000
多架次，投弹近 2万吨，自己损失 383 架轰炸机。德国大部分歼击机工厂被
炸，致使 2月份生产比 1月份下降三分之一。

论持久战  书名。1938 年 5 月 26 日至 6月 3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
争研究会上的讲演。全书共分 21 节，着重阐明：（1）中日战争所处的时代
及“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退步我进步”、“敌寡助我多助”的
基本特点，因而既不能速胜，也不会亡国，而只能是持久战；（2）抗日战争
必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3个阶段而取得最后胜利；（3）“兵
民是胜利之本”，争取抗战胜利的唯一正确道路是实行人民战争，造成“陷
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4）论述了抗日持久战的战略战术原则和游击
战的战略地位，规定了人民军队的作战方针是“基本的游击战，但不放松有
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该书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揭示抗日战
争的客观规律，驳斥了“速胜论”和“亡国论”，从思想上武装了中国共产
党和全国人民，对争取抗战胜利起了动员和指导作用。

论联合政府  书名。1945 年 4 月 24 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
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政治报告。深刻分析了国内外形势，指出在中国人民面
前存在着光明与黑暗两个前途、两种命运的斗争。提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
线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侵略者，建设
新中国。阐明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是实现党的政治路
线的目标；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是实现党的政治路线的中心环节；
加强党的领导，发扬党的优良传统，是实现党的政治路线的根本保证，强调
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进行自我批评是党的三大优良作风。经党的
“七大”正式通过后，成为夺取抗日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胜利的指
针。

论解放区战场  书名。1945 年 4 月 25 日朱德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
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军事报告。共 5个部分。论述人民军队和敌后解放区的创
造、发展过程及其在抗战中的伟大作用。揭示抗战中国共两党两条不同的军
事路线，指出国民党的反人民的失败主义的单纯防御军事路线是其连战皆败



的症结，共产党的人民战争的抗日军事路线是解放区战场获得胜利的关键，
阐明了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根据党的政治路线提出
中国共产党在 3种不同地区的军事任务：在全国要求改组国民党一党独裁的
统帅部，成立一个民主的联合统帅部；在沦陷区加强对人民的政治争取和组
织工作，加强对敌伪军警的政治影响以争取他们的反正，加强敌后各城市工
作和组织地下军；在解放区扩大人民武装，加强军事训练，提高军事技术，
加强指挥机关，扩大解放区，准备大反攻的物质基础。报告对人民军队实现
从抗日游击战争到抗日正规战争的战略转变、迎接全国大反攻起了重要作
用。

农田继承法（Erbhofgesetz）德国纳粹政权在农村培植富农的法律。1933
年 9 月 29 日颁布。规定：农户凡占地 7.5—125 公顷地产均为世袭地产，所
有者称为农民；其世袭地产不得出售、分割、抵押或者因债务无力清偿而没
收；所有者死后，世袭地产必须按当地习惯传给长子或幼子，或传给最近的
男性亲属；继承人必须具有公元 1800 年以来的纯德意志或同种血统；共同继
承人的权利以农民的其余财产为限，必要时可以得到家庭的庇护。德国富农
通过该法巩固了自己的地位，成为纳粹政权在农村的政治经济支往。不能继
承农田的富农子弟成了“缺少空间的人”，被大量吸收入伍。

[ ]

那不勒斯起义  意大利那不勒斯市民驱逐德国占领军的起义。1943 年
秋，盟军登陆意大利南方后，盘踞那不勒斯市的德军，试图将大批青年驱往
北方，激起民众起义。9月 27 日夜，工人、学生和爱国士兵组成的队伍开始
袭击德军，次日起义全面爆发。29 日达到最高潮，街垒遍布全城，各区成立
指挥部。起义者和占领军展开激烈巷战，并取得胜利。30 日德军主力被迫退
出市区，起义军民继续在市内肃清残敌。10 月 1 日全市光复。

阳明堡奇袭  抗日战争初期八路军夜袭山西省代县日军机场的一次战
斗。1937 年 10 月，在*太原会战中，为配合友军作战，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第
七六九团奉命向原平东北挺进。当时，日军在代县的阳明堡机场集中大批飞
机，对忻口狂轰滥炸，给中国守军造成严重威胁。19 日夜，该团在摸清机场
情况后，陈锡联团长派出两连战士，突袭敌机场，焚毁日机 24 架，歼日军守
卫部队 100 余人。

防疫隔离演说（QuarantineAddress）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一次著名演说。
1937 年日本发动*七七事变，德意法西斯在欧洲加紧扩张，国际局势日趋紧
张。10 月 5 日，罗斯福在芝加哥发表演说，指出世界各国息息相关，战争如
同瘟疫，一经爆发，势必蔓延，靠中立或孤立不能避免战祸，必须联合爱好
和平国家，对侵略者实行“防疫隔离”，故名。此演说是罗斯福为摆脱*孤立
主义的束缚而作的试探性努力。曾遭国会内孤立派反对，以提出弹劾相威胁。

如皋战役  日本投降后新四军在江苏省如皋县歼灭拒降伪军的战斗。
1945 年 9 月 2 日日本签署投降书，但日伪军拒绝向中共领导的抗日军民投
降。为肃清顽抗之敌，新四军苏中军区第四军分区部队及军区主力一部，于
9月 15 日对踞守如皋县的伪军独立第十九旅发动进攻。至 21 日全歼该部旅
长以下 3000 余人，缴炮 2门、机枪 22 挺、长短枪 2600 支、汽车 6辆。

妇女营（Frauenlager）纳粹德国集中营的一种。专事关押、虐待和屠



杀女性囚禁者。其中著名的有*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
牟田口廉也（1888—1966）日本将领。毕业于陆军幼年学校、陆军士官

学校、陆军大学。历任参谋本部部员、陆军省军务局课员，参谋本部庶务课
长。1936 年 4 月任中国驻屯军步兵旅团第一联队联队长。1937 年 7 月 7 日，
该联队所属第三大队第八中队在芦沟桥附近龙王庙一带进行挑衅性演习，挑
起*七七事变。1938 年任第四军参谋长。1940 年晋升中将。1941 年任第十八
师团长，率部攻占新加坡。1943 年任第十五军司令官，积极主张进攻作战。
1944 年起负责指挥*英帕尔战役，遭惨败。同年被编入预备役。1945 年召回，
任预科士官学校校长。

红色方案（FaIIRot）德国在西线对法国的作战计划。1937 年 6 月，*
勃洛姆堡根据希特勒的旨意，秘密指令三军总司令作好两种可能的战争准
备：第一种主要战斗在西方，代号“红色”；第二种主要战斗在东南方，代
号“绿色”（即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行动，见*绿色方案）。德军总参谋部据
此制定了主要对付法国的作战计划（“红色方案”）。1939 年 10 月，德军
根据希特勒的指令，制定入侵荷、比、卢和法国的西线作战计划，代号*黄色
方案（1940 年 2 月改称*镰刀）。1940 年 6 月初，德军在*法兰西之战中初战
获胜，已把英军主力逐出欧陆，占领荷、比、卢三国和法国北部地区，进抵
索姆河-埃纳（Aisne）河一线。德军随即制定目标为歼灭在法国残留的所有
盟军部队的作战方案，仍以“红色”为代号，主要内容是德军突破魏刚防线，
分割和包抄英法军队。6月 5日，德军展开 140 个师实施此方案，开始了*索
姆河战役。

红色乐队（RoteKapelle）亦称“舒尔策-博伊森-哈尔纳克抵抗组织”。
德国主要的反纳粹和反战地下组织。大战初期在苏军情报人员特雷伯
（LeopoldTrepper，1904—1982）协助下建立，由德国航空部中尉舒尔策-
博伊森（HarroSchulze-Boysen，1909—1942）和德国经济部高等参事、经济
学家哈尔纳克（ArvidvonHarnack，1901—1942）领导，主要成员有艺术家、
作家、军人、记者、大学生和工人，其中共产党员和社会民主党员居多数。
在布鲁塞尔和巴黎分别设立西梅克斯公司作为工作据点，联络德国通用电气
公司、西门子康采恩等重要军工企业和德军领导机关中的反法西斯分子，并
与埃森、莱比锡、汉诺威、慕尼黑、汉堡等地的反法西斯小组频繁接触。广
泛收集情报，通过设在德国本土和西欧各占领区的 100 多座秘密电台传递给
苏方。1940—1943 年间共发出约 1500 份重要情报，并以德、俄、波、捷、
法、意等文字出版《内部战线》刊物。纳粹当局为进行镇压，由*阿勃韦尔和
*盖世太保成立“红色乐队别动队”加紧搜寻，1942 年 8 月逮捕 100 多名成
员，严刑拷打后大部分处以绞刑。此后活动渐微。

红波利亚纳（KpacHaяПoлянa）苏德战争中德军占领的距莫斯科 27
公里的居民点之一。1941 年 12 月 3 日德军占领该地，构筑坚固的设防枢组
部。同月8日苏军发起反击解放此地，为*莫斯科会战苏军反攻阶段的开始奠
定了基础。

红军抗日先遣队  1934 年 7 月，中国共产党决定由寻淮洲、乐少华率
领红七军团组成先遣队北上抗日。7月 6日从瑞金出发，11 月抵达闽浙赣根
据地，与红十军合编为红十军团。后由方志敏领导继续北进浙江、安徽，遭
到国民党军队拦阻。1935 年 1 月，该部返闽浙赣根据地途中，被国民党军合
围于赣东北怀玉山区，方志敏被捕牺牲。余部由粟裕、刘英领导突围，组成



挺进师，转战至浙南坚持游击战争。抗日战争爆发后编入新四军。
红谢洛-罗普沙战役  苏德战争后期苏军发动的进攻战役，*列宁格勒-

诺夫哥罗德战役的组成部分。1944 年 1 月 14—30 日，由*列宁格勒方面军实
施，波罗的海舰队和远程航空兵协同。苏军先后攻占德军防御枢纽红谢洛
（KpacHoceлo，又译红村）、罗普沙（Poпшa）等地，向西推进 70—100
公里，解放了普希金（ПyшKин）市、赤卫队（KpacnoгBаpдeйck）城，
前出至卢加（Лyra）筑垒地带，彻底解除了德军对列宁格勒的封锁。

约斯特（HannsJohst，1890—1978）德国戏剧协会主席（1935—1945）。
早年学医，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进入文坛。1929 年任*德意志文化战斗联盟文
学小组主席。1933 年以纳粹党推崇的希拉格特（AlbertLeoSchlageter，1894
—1923，因反抗法军占领鲁尔被法国当局处决）为素材写作同名戏剧，声名
大噪。同年任柏林国家剧院艺术顾问和德意志文学院院长。翌年任普鲁士邦
参议员。1935 年起任德国戏剧协会主席，一贯狂热吹捧纳粹主义。战后，于
1949 年被慕尼黑非纳粹化法庭判处 3年半强迫劳动、罚款500 马克和禁止写
作 10 年。

约德尔（AlfredJodl，1890—1946）德国将领。1910 年武备学校毕业后
开始服役。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任炮兵连长。战后供职于国防军。二十年代
入军事学院深造，毕业后调陆军总部任作战参谋。35 年升任国防处处长（上
校衔）。参加拟定进军莱茵区的军事计划和吞并奥地利的*《奥托方案》。1938
年 10 月调任占领奥地利的德军师炮兵主任。39 年 8 月升任武装部队最高统
帅部作战局局长（亦作作战部参谋长，少将衔）。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始
终担任此职，约德尔成为希特勒在作战问题上的主要顾问之一，直接参与策
划和制定德军的各种作战计划和行动，签发屠杀战俘的军令。在进攻挪威、
希腊和南斯拉夫的战争中，起了积极作用。1940—1941 年参与制定、签发和
安排代号*巴巴罗萨的计划。1944 年晋升上将。1945 年 5 月 7 日受希特勒的
继承人邓尼茨委派，同弗雷德堡一起，代表德军在法国东北的兰斯（Rheims），
向西方盟军签署投降书。战后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受审，以共同策划或密
谋、破坏和平罪、战争罪和违反人道罪而被判处绞刑。1946 年 10 月 16 日执
行。

约翰逊  ①希拉姆·沃伦·约翰逊（HiramWarrenJohnson，1866—1945）。
美国参议员。早年当律师。1911—1917 年任加利福尼亚州州长。1912 年作为
进步党副总统候选人参加竞选，未获成功。1917 年入选参议院。反对美国加
入国际联盟和批准凡尔赛和约。对罗斯福“新政”，初持支持态度，1936 年
后持反对意见。1934 年提出《约翰逊债务拖欠法》，禁止与不按期向美国还
债的外国政府进行财务往来。持强硬的孤立主义立场，竭力主张保卫美国传
统的“中立”，反对罗斯福政府援助英法抗击纳粹德国，反对 1940 年“选征
兵役法案”。②路易斯·阿瑟·约翰逊（LouisArthurJohnson，1891—1966）。
美国官员。弗吉尼亚大学毕业。1912 年进入法律界任律师。大战前夕出任陆
军部部长助理，反对孤立主义，主张修改*中立法案。曾制订扩充美国空军的
计划。1942 年作为总统私人代表派驻印度。当英国政府与印度国大党就战后
印度地位问题进行谈判时，声称希望印度立刻实行自治，并动员印度的人力
来支援战争，引起英国的不满。战后曾任杜鲁门政府的国防部长。③詹姆斯·埃
德加·约翰逊（JamesEdgarJohnson，1916—）。英国空军军官。大战期间，
在*不列颠之战中崭露头角，从歼击机飞行员升为指挥官。曾率战斗轰炸机参



加*迪耶普袭击和诺曼底登陆战役。战时共击落敌机 38 架，成为英国的王牌
飞行员之一。升至空军上校。

约里奥·居里（FrédéricJoliot-Curie，1900—1958）法国物理学家。
学于物理和化学工业学院。1926 年和居里夫人的长女伊伦（IrèneCurie，1897
—1956）结婚。1935 年夫妇俩同获诺贝尔化学奖。大战期间投身抵抗运动，
1942 年加入法国共产党。参与民族阵线的组建，并任该阵线北方地区主席。
1944 年 8 月*巴黎起义时，利用自己领导的实验室，为起义战士制造手榴弹
和燃烧瓶。战后曾任世界和平理事会主席。

约克公爵号战列舰（DukeofYork）英国战列舰。41 年建成。排水量 3.5
万吨，最大航速 28.5 节。装有 10 门 14 英寸火炮，16 门 5.25 英寸火饱和 4
架飞机。编入英国*本土舰队，大部分时间作为旗舰。1941 年 12 月，太平洋
战争爆发后，丘吉尔乘该舰赴美参加*美英首脑华盛顿会议。1943 年 12 月，
在挪威北角海战中击沉德国*沙恩霍斯特号战列舰。1945 年驶往太平洋，作
为英国旗舰参加 9月 2日在东京湾举行的日本投降仪式。

约克敦号航空母舰（Yorktown）美国航空母舰。1938 年建成并服役。
排水量 2万吨，航速 34 节（一说 29.5 节），载机约 80 架，乘员 2200 人。
珍珠港事变前在大西洋水域活动，后调赴太平洋海域对日作战。1942 年 2 月
1 日首战，参加袭击马绍尔群岛之日军。同年 5 月，参加珊瑚海海战，被日
机击伤。经抢修后于 6月参加中途岛海战，4日被日舰载机击伤，7日遭日潜
艇鱼雷击沉。后美国以一艘新建的“埃塞克斯”级航空母舰重新命名。
年 11 月参加吉尔伯特群岛战役。1944 年先后参加马绍尔群岛战役和菲律宾
海海战。1945 年 2 月参加硫黄约克敦号航空母舰岛战役，3月在攻击日本本
土时被日轰炸机击沉。

纪尧姆（AugustinGuillaume，1895—1983）法国将领。1914 年毕业于
圣西尔军校。长期在殖民地服役。40 年任北非法军副参谋长，次年出任北非
政治事务总管。盟军在北非登陆后，率部转对轴心国作战。1943 年晋升准将，
率摩洛哥山地步兵师去意大利作战，参加突破古斯塔夫防线的战斗。1944 年
夏率阿尔及利亚第三师返回本土，转战于阿尔萨斯，坚守斯特拉斯堡，强渡
莱茵河，1945 年进占斯图加特。1945 年出任驻苏大使馆武官。48 年任法国
驻德国占领军司令。后继续在军界供职。

孙科（1891—1973）中国国民政府立法院长（1932—1948）。字哲生。
孙中山之子。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毕业。曾任国民政府财政部、建设部、铁
道部部长，考试院副院长。九·一八事变后，任行政院、立法院院长，1937
年 3 月，代表中国与苏联大使谈判，争取苏联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支援。同年
8月，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1939 年 4 月再赴莫斯科，签订《中苏商
务条约》。主张中国在国际上联合苏联，坚持抗战，抗战胜利后，曾任国民
政府副主席，立法院、行政院院长。1949 年经香港去法国、美国定居。1965
年 10 月到台湾。曾任台湾当局“总统府”资政、考试院长、国民党中央评议
委员会主席团第一主席。

孙楚（1890—1962）中国将领。字萃岩。保定军官学校和日本陆军士官
学校毕业。曾任北平（今北京）市警备司令。1933 年任山西省“剿总”总指
挥，在临县黄河一线与红军作战。1935 年投中将衔。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
六集团军副总司令兼三十三军军长，参加太原会战。1939 年 2 月升任第八集
团军总司令，同年于晋东南阳城一带参与十二月反共事变。1945 年 3 月参加



豫西北地区对日作战。抗战胜利后，曾任太原绥靖公署副主任。1949 年 4 月
在太原被人民解放军俘虏。1961 年冬获特赦释放。

孙震（1892—1985）中国将领。字德操。四川陆军速成学堂毕业。曾任
国民政府军第二十九军副军长。九·一八事变后，历任川陕边区“剿总”前
敌总指挥、川康“剿总”第二路总指挥，率部阻击工农红军长征。1936 年授
中将衔，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二十二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四十一军军长，
率部进入山西，在晋南等地参加对日作战。1938 年率部牵制日军，配合友军
进行台儿庄战役。5月升任该集团军总司令。次年授中将加上将衔。1943 年
3 月任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驻防襄樊、枣阳、大洪山一线。1945 年 8 月任
平汉线受降副司令长官。大陆解放前夕去台湾，曾任台湾当局“总统府”战
略顾问、国策顾问。

孙立人（1900—1990）中国将领。早年留学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和弗吉尼
亚军校。曾任国民政府财政部税警团团长。1937 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任
国民政府军第三十八师师长。1941 年初所部编入*中国远征军，2月率部在缅
甸伊洛瓦底江战线仁安羌附近解救被围英军，获英国皇家勋章。1942 年夏所
部撤至印度境内，任*中国驻印军新编三十八师师长。1944 年 5 月任新编第
一军军长，8月在*缅北战役中攻克重镇密支那。1945 年 1 月，率部攻克芒友，
并与中国远征军会师，打通中印公路。同年 3月授少将衔。日本投降前夕，
率部回国进驻广州。抗战胜利后，任东北保安副司令兼长春防卫司令、陆军
副总司令。1948 年授中将衔，1949 年去台湾，曾任台湾当局陆军总司令，“总
统府”参军长。1955 年因涉嫌屏东驻军兵变捉蒋（介石）未遂事件遭长期软
禁。1988 年被宣布恢复自由。

孙连仲（1893—1990）中国将领。字仿鲁。行伍出身。曾任国民联军第
十四路军总司令、国民政府军第二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青海省政府主
席、甘肃省政府代主席、第二十六路军总指挥兼第二十五师师长。1931 年参
加对中央苏区的“围剿”。1935 年投中将衔，次年授中将加上将衔。抗日战
争爆发后，任第二集团军副总司令、总司令，在平汉路北段指挥所部抵抗日
军的进攻。1938 年率部参加*台儿庄战役，曾赴台儿庄内督战。1939 年起，
历任第一、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第六、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兼河北省政府
主席。日本投降后，主持华北平津地区受降事宜。1946 年任保定绥靖公署主
任。1949 年去台湾，曾任台湾当局“总统府”战略顾问、国民党中央评议委
员。

孙蔚如（1896—1979）中国将领。陕西陆军测量学校毕业。曾任国民革
命军第十军参谋长。九·一八事变后，主张一致对外抗日，在驻防陕南期间
与红军订立互不侵犯协定。*西安事变时，任西安戒严司令、抗日援绥第一军
团军团长，赞成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后任第三十八军军长兼陕西省政府主
席。抗日战争爆发后，率部参加保定、娘子关和忻口等战役。1936 年授中将
衔。1938 年 6 月任第三十一军团军团长。1939 年 2 月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
次年奉命守备晋南中条山地区，先后粉碎日军十一次“扫荡”。1941 年曾收
复郑州。1944 年 9 月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次年 6月升任第六战区司令长
官。日本投降后，主持武汉地区受降事宜。后任武汉行营副主任。大陆解放
前夕拒绝去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陕西省副省长、国防委员会
委员、民革中央常委。



七画

[一]

麦考利夫（AnthonyClementMcAuliffe，1898—1975）美国将领。1918
年毕业于西点军校，同年入陆军航空兵服役。大战期间历任步兵师师长和空
降师师长。1944 年晋升少将。同年在阿登战役中，率第一○一空降师在巴斯
托尼（Bastogne）成功地进行了防御。后率部入意大利作战。战后曾任驻欧
美军司令。1956 年退役。

麦克米伦（HaroldMacmillan，1894—1986）英国政务活动家。早年求
学于伊顿公学和牛津大学。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服役于近卫步兵第一团。1924
年起当选为下院保守党议员。三十年代对鲍尔温和张伯伦内阁的防务、外交
政策持批评态度，是丘吉尔的坚定支持者。1940 年入阁任职。1942 年任殖民
地部政务次官，12 月任驻地中海战区盟军司令部大臣，处理随战局发展而出
现的各种政治问题。战后历任住房、国防、外交和财政大臣。1957 年 1 月至
1963 年 10 月任首相。1958 年获贵族封号。退休后，经营出版公司。著有回
忆录多卷。

麦克星里（RichardMcCreery，1898—1967）英国将领，毕业于伊顿公
学和桑德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在法国作战。1928 年
入参谋学院深造，后历任骑兵团长、装甲旅长等职。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
在*英国远征军编制内率部在比利时和法国作战，晋升少将。1942 年任中东
战区总参谋长。1943 年晋升中将，在意大利作战。1944—1945 年任第八集团
军司令，率部战斗到意大利境内德军投降，旋任奥地利英国占领军司令（1945
—1946）、驻德国莱茵区英军司令（1946—1948）和联合国军事参谋委员会
英军代表（1948—1949）。1946 年晋升上将，1949 年退休。

麦克阿瑟（DouglasMacArthur）1880—1964）美国将领，1903 年西点军
校毕业。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任美军师长，赴法国作战。1918 年获准将
衔。1919—1922 年任西点军校校长，1925 年晋少将。1928—1930 年任驻菲
律宾美军司令。1930—1935 年升任陆军参谋长，晋上将。卸任后重返菲律宾，
担任美国军事顾问团团长。1937 年退役。1941 年 7 月重入现役，出任远东美
军总司令，领中将衔。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率军抵御日军入侵菲律宾。1942
年 3 月撤离至澳大利亚，4月就任西南太平洋盟麦克阿瑟军总司令。主张“对
日作战第一”的战略，未被采纳。1913 年初率部转入反攻，与*尼米兹所辖
的中太平洋美军形成对日作战的*双叉冲击，但在太平洋战场的作战战略上与
尼米兹意见分歧。1944 年 10 月，开始实施菲律宾战役。同年获五星上将衔。
1945 年 1 月在吕宋岛登陆成功，2月攻克马尼拉。4月任太平洋美军总司令，
参与对日总攻击。9月 2日，在停泊东京湾水域的”密苏里号战列舰上主持
日本投降仪式。1945—1951 年以盟军最高司令官的身分执行占领日本的任
务。1950 年侵朝战争爆发后，担任“联合国军”总司令。次年 4月因与杜鲁
门行政当局发生冲突而被解职。后担任过雷明顿-兰德公司董事长。著有《回
忆录》。

麦克纳尔（LesleyJamesMcNair，1883—1944）美国将领。1904 年毕业
于军事学院。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1940 年任美军总司令部作战训练部参
谋长。1942—1944 年任马歇尔的助手。1942 年 3 月兼任美国陆军地面部队司



令，获中将衔。在训练地面战斗部队以及作战隐蔽和伪装等战术理论方面甚
多贡献。1944 年 7 月 25 日在法国圣洛（St.L ）附近前线视察时，被美军轰
炸机误炸身麦赫利斯（ЛeBЗaxapoBHчMexлиc，1889—1953）苏联军队政
治工作者。1911 年应征入沙俄军队。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1918 年加入俄
共（布）党。国内战争时期在红军中担任政委。后从事党务工作。1930 年毕
业于红色教授学院。曾任联共（布）党中央出版局局长兼《真理报》编委。
1934 年当选为联共（布）党中央候补委员。1937—1940 年任红军总政治部主
任。1939 年当选为党中央委员。翌年任国家监察人民委员。1941 年复任红军
总政治部主任，同时为副国防人民委员。1942 年 5 月作为最高统帅部大本营
代表被派到克里米亚方面军。后因未能组织好防御被撤职降级。同年 7月起
至战争结束，历任第六集团军和布良斯克方面军、西方方面军、白俄罗斯第
二方面军和乌克兰第四方面军等的军事委员（即政委）。1944 年获上将衔。
战后任国家监察部长。

麦列茨科夫（KиpиллAфaHacbeBичMepeцKoB，1897—1968）苏
联将领，1917 年加入俄共（布）党。翌年加入红军。参加过国内战争。先亏
毕业于红军军事学院（1921 年）和高级首长进修班（1928 年）。后历任军区
副参谋长和参谋长。1936 年参加”国际纵队，赴西班牙作战，在”瓜达拉哈
拉战役中战功卓著。1937 年返国后任副总参谋长。1939 年为列宁格勒军区司
令，参加苏芬战争，指挥部队在维堡方向上突破*曼纳休防线。1940 年 8 月
任总参谋长。翌年 1月起任副国防人民委员（大将衔），负责军事训练工作。
苏德战争初期以最高统帅部大本营代表身份，先后赴西北方面军和卡累利阿
方面军工作。后任独立第七集团军和第四集团军司令，参加*季赫温战役。1941
年 12 月起任沃尔霍夫方面军司令。参加过锡尼亚维诺、柳班等战役。1943
年初协同列宁格勒方面军突破德军对列宁格勒的封锁，后胜利进行了诺夫哥
罗德-卢加战役。1944 年 2 月起任卡累利阿方面军司令。先后实施斯维里-彼
得罗扎沃茨克和佩特萨莫-希尔克内斯战役。同年获苏联元帅衔。1945 年春
调往远东，出任滨海军队集群（同年 8月改称远东第一集团军）司令。参加
哈尔滨-吉林战役。战后历任军区司令、国防部总监组总监等职。著有《在为
人民服务的岗位上》等回忆录。

麦克唐纳方案  英国首相麦克唐纳（JamesRamsayMacDonald，1866—
1937）于 1933 年 3 月 16 日向*国联裁军会议提出的裁军方案。主要内容为：
法、德、意、波等各主要欧洲国家陆军人数规定为 20 万人；禁止使用轰炸机
进行轰炸并逐渐取消空军；在 1935 年召开讨论裁减海军军备的特别会议；5
年后德国开始享有军备平等的权利；建立常设裁军委员会，负责监督裁军计
划的执行等。同年 5月 16 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向 53 个国家的首脑发出支持此
方案的呼吁。翌日，希特勒发表演说表示“原则上接受”。6 月，裁军会议
通过以此方案作为“未来裁军协定”的基础，但在实质性问题上各国矛盾尖
锐。随着同年 10 月德国退出裁军会议和加紧扩军备战，此方案遂告破产。

玛法（MarioMafai，1902—1965）意大利画家。早年在罗马习画。1928
年举办首次画展，崭露头角。三十年代与经院派决裂，在创作中接近现实生
活，反映人民群众对法西斯制度的不满。大战爆发后，思想日趋激进，仿效
西班牙画家戈雅（FranciscoJosédeGoyayLueientes，1746—1828）创作系列
油画《幻想》，揭露法西斯制度和战争给人类带来的痛苦。战后仍从事绘画
艺术。



玛丽女王号轮船（QueenMary）英国客轮，1936 年建成。排水量 81237
吨。曾创横渡大西洋最快速度的纪录。1938 年又创 31.2 节的速度并保持该
纪录达 14 年。大战期间，与姊妹船*伊丽莎白女王号轮船同被用作运兵船。
共运送士兵 150 余万人及大量军需物资。

进军罗马  意大利国家法西斯党夺取政权的事件。22 年 10 月 16 日，法
西斯党魁在米兰秘密商定，趁意大利政局动荡之机，用武力占领首都，夺取
政权。24 日制订了进军罗马的具体计划。27 日在*比昂基、*巴尔博、*德博
诺和*德韦基率领下，国家法西斯党徒开始向罗马进军。同时在各地的党徒也
发生骚动，占领省会和交通要道。首相法克塔（LuigiFacta，1861—1930）
暗地与法西斯党保持接触，同时又试图实行戒严法。国王爱麦虞限三世于 28
日晨拒绝了法克塔的请求，并授权右翼分子沙朗德拉（AntonioSalandra，1853
—1931）组阁。同日，沙朗德拉组阁失败，国王遂任命墨索里尼出任首相。
此后国家政权由国家法西斯党执掌。

进军洪达（JuntasdeOfensiva）即“西班牙长枪党与国家工团主义者进
军 洪 达 ”
（FalangaEspa oladelasJuntasdeOlensivaNacionalsindicalista）。西班
牙法西斯组织。1934 年 3 月，由*长枪党与*杭斯合并建立。标志为红—黑旗、
午轭和箭。发表 26 点宣言，鼓吹通过民族革命反对现行制度。成员约 3000
人。1936 年 7 月参与策划反共和国武装叛乱，11 月其头目德里维拉
（JoseAntonioPrimodoRivera，1903—1936）被共和政府处决。翌年 4月，
与保皇派、传统派合并改称“西班牙传统派长枪党与国家工团主义者进军洪
达”，佛朗哥为领袖，并建立统一的民兵部队。1939 年 1 月 25 日起，党徒
统一着蓝色衬衫戴红色圆形软帽，见面时按“古代罗马人方式”互致敬礼。
同年 4月西班牙内战结束后，成为佛朗哥独裁统治工具。

远东军区  苏联远东军事区域和军队组织。原为 1929 年组建的红旗远
东特别集团军。1935 年 5 月组建。辖区包括远东各边疆区。指挥机关设在哈
巴罗夫斯克（伯力）市。同年 6月重新改称红旗远东特别集团军（1938 年 6
月扩编为*远东方面军）。1945 年 9 月 10 日由*远东第二方面军改组重建。
司令先后为布柳赫尔（1935 年）和普尔卡耶夫（1945—1947）。

远东战役  又称“满洲战役”。苏日战争中苏军在中国东北地区和朝鲜
北部发动的战略性进攻战役。1945 年 8 月 9 日至 9 月 2 日，由*外贝加尔方
面军、远东第一、第二方面军及太平洋舰队和阿穆尔河（黑龙江）区舰队共
同实施，并得到蒙古人民革命军协助。共投入兵力 150 余万人，火炮和迫击
炮 2.6 万余门、坦克和自行火炮 5300 辆、飞机 5200 余架、战斗舰艇 93 艘。
为统一指挥，成立以华西列夫斯基为首的远东苏军总司令部。当时占据中国
东北和朝鲜北部的日本关东军实力虚弱，总兵力不足百万，且多为新编部队，
兵器亦不足，坦克、飞机尤呈劣势。自 8月 9日起，苏军外贝加尔方面军从
蒙古出击，实施*兴安岭-奉天战役；远东第一方面军从苏联滨海地区出击，
实施*哈尔滨-吉林战役；由此形成对关东军的向心突击和深远包围态势。同
时，远东第二方面军渡过黑龙江。进击哈尔滨，实施*松花江战役；太平洋舰
队则登陆朝鲜北部各沿海港口，实施*清津战役。至 8月 20 日，苏军从西面
挺进纵深达 400—800 公里，从东面和北面分别挺进 200—300 公里，前出至
松辽平原，将日军分割成许多孤立集团并加以合围。其间，日本于 8 月 14
日决定投降，8月 18 日关东军司令部下令部队向当地苏军投降。苏军为及时



到达主要城市受降，组成快速先遣支队，并在沈阳、长春、哈尔滨、吉林、
旅顺、大连、平壤、咸兴等地实施空降。至 8月底，关东军主力被陆续解除
武装。此战役使日本完全丧失继续战争的可能，对加速日本投降起了作用。
经苏军总参谋部 1987 年审定，列为苏联在卫国战争中的 51 个战略性战役之
一。

远东方面军  苏联战略战役军团。1938 年 6 月组建，番号为红旗远东
方面军。编有 2 个集团军和 1 个军队集群。参加张鼓峰地区的战斗。同年 8
月 31 日其指挥机关曾被撤销，所属部队分为两个独立集团军。1940 年 7 月
重建。初辖 3 个集团军和 1 个集群。苏德战争期间陆续增编 3 个集团军和 2
个空军集团军。曾先后抽调 23 个师、19 个旅和航空兵部队，总计 25 万人，
3300 门火炮和迫击炮、2000 辆坦克，赴西线参加对德作战。1945 年 3 月分
编出滨海军队集群（编有 3 个集团军、1 个空军集团军和 1 个机械化军）。
同年 8月改称*远东第二方面军。历任司令为布柳赫尔（1938.7—8）、施特
恩（[г.M.шTepH，1900—1941]1940.7—1941.1）、阿帕纳先科（1941.1
—1943.4）、普尔卡耶夫（1943.4—1945.8）。

远东慕尼黑  1938—1941 年英、美帝国主义妄图牺牲中国利益与日本
谋求妥协的阴谋，因与英、德在欧洲策划慕尼黑阴谋相似，故名。1938 年起
中国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11 月日本近卫内阁发表“调整日华关系”
声明，加紧对国民政府进行政治诱降活动。英、美以调停中日冲突为名，策
划召开“太平洋会议”，妄图促使国民政府同日本“议和”。由于中国人民
的坚决反对，英、美与日本矛盾的加剧，“太平洋会议”未能召开。1940 年
6 月法国败降后，日本加紧南进，美、日矛盾日益激化。美国为维护在中国
和太平洋地区的根本利益，出于经济、政治、战略上的考虑，自 1941 年 3
月起，和日本进行谈判，出现了远东慕尼黑阴谋的新危险。同年 12 月太平洋
战争爆发，远东慕尼黑阴谋彻底破产。

远 东 美 军 司 令 部 （UnitedStatesArmYForeesintheFarEast ，缩写
TJSAFFE）大战时期美军在西南太平洋的指挥机构之一。1943 年 2 月在澳大
利亚设置，从属于＊西南太平洋盟军息司令部，麦克阿瑟兼任司令。主要负
责西南太平洋战区所有美军作战部队的兵员训练和后方勤务等事直。作用与
美国陆军勤务部队（UnitedSta-tesArmyServicesofSupply）相同。1945 年 6
月撤销。

远东第一方面军  苏联战略战役军团。1945 年 8 月 5 日，为对日作战
而以滨海军队集群和*卡累利阿方面军指挥机关为基础组建。下辖 4 个集团
军、1个空军集团军、1个战役集群和 1个机械化军。布防于苏联远东滨海地
区。同年 8 月 9 日—9月 2 日，参加实施*哈尔滨-吉林战役，并进入朝鲜三
八线以北地区。战后改组为滨海军区。司令为*麦列茨科夫。

远东第二方面军  苏联战略战役军团。1945 年 8 月 2—5 日，为对日作
战由*远东方面军改番号组建。下辖 3个集团军、1个空军集团军、1个独立
步兵军和堪察加防御地域。同年 8月 9日—9月 2日，相继实施*松花江战役、
*南萨哈林岛战役和*千岛群岛登陆战役（在太平洋舰队协同下）。同年 9月
10 日撤销，改组为远东军区。司令为*普尔卡耶夫。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审判日本首要战犯的国际
军事法庭。根据*《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 1945 年 9 月 2 日的日本
投降书，同年 12 月 26 日，苏、美、英三国外长莫斯科会议授权盟国驻日占



领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发布设置军事法庭的命令。1946 年 1 月 19 日，麦克阿
瑟签署井颁布设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命令，同时颁布《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宪章》（最后修正的宪章于 1946 年 4 月 26 日批准）。该宪章共分 5章，17
条，对法庭的任务、组织机构、职权和审判程序以及应归国际军事法庭管辖
的各种罪状的构成作了规定。法庭的固定地址设于东京，由日本投降书签字
国的中、美、英、苏、法、加、新、澳等9国及印度和菲律宾派出的 11 名法
官组成。澳大利亚代表韦勃（SORW111iaITIFloodWebb，1887—1972）出任庭
长。审判中的检查事务，由国际检查局担任，首席检查官兼国际检查局局长
负责对战犯进行调查和提起诉讼，美国律师季南任首席检查宫。辩护方面，
备被告都由美国陆军部配置美国籍义务律师各 1人，此外战犯可聘请与其自
身关系密切的日本法律界人士为其辩护律师。进行诉讼的正式用语为英语和
日语。1946 年 5 月 3 日在东京开庭，1948 年 11 月 12 日完成审判，12 月 29
日宣告撤销。

贡比涅停战协定  1940 年6 月22日法国败降后与纳粹德国签订的投降
协定。是日，在法国贡比涅（Compiegne，一译康边）森林，距雷通德
（Hethondes）车站不远处的“福煦车厢”（1918 年 11 月 11 日，法国元帅
福煦[Ferdi-nandFoch，1851—1929]曾在此与德签订停战协定）内，由法国*
亨茨盖将军与德国凯特尔将军签署。规定，法国停止一切抵抗，解除陆海军
（除少量“维持秩序所必需”外）武装，同意德军占领法国五分之三包括巴
黎在内的领土，由法国支付占领军的全部费用。该协定使法国完全沦为纳粹
德国的附庸。1944 年法国光复后失效。

坎贝尔（SirltonaldHughCampbell，1883—1953）英国外交官。受教于
海利伯里学校。1907 年进入外交部，后历任驻巴黎和贝尔格莱德使节。1939
—1940 年驻法大使任内，热情支持雷诺。1940 年起任驻葡萄牙大使。1941
年德、意入侵巴尔干时，曾短期出使南斯拉夫，被意军拘押。获释后再返任
葡萄牙，任内在亚速尔群岛为盟军提供后勤便利，并开发钨矿支援战争。1945
年离职。

坎宁安  ①安德鲁·布朗·坎宁安（AndrewBrowneCunniugham，1883—
1963）。英国海军将领。1897 年接受海军训练。参加过布尔战争和第一次世
界大战。29 年在帝国国防学院深造，后供职于地中海舰队，摧升海军中将。
1938 年 9 月任海军副参谋长。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以海军上将衔任英国
地中海舰队司令。曾指挥*塔兰托袭击战和马塔潘角海战，给意大利舰队以重
创。2年 5月赴华盛顿出任联合参谋委员会的英国海军首席代表。同年 11 月
重返地中海，参加*火炬行安·布·坎宁安动，1943 年工月晋升海军元帅。
同年10月出任第一海务大臣和海军参谋长至19托年。有贵族称号。②约翰·亨
利·戴克斯·坎宁安（JolinIlellryDacresCunlling-ham，1885—1962）。
英国海军将领。生于英属圭亚那。1900 年接受海军训练。参加过第一次世界
大战，升为海军中校。后历任多种海上勤务和参谋职务。1936 年 10 月任海
军参谋长助理，1937 年起主管海军航空兵，翌年即为第五海务大臣。第二次
世界大战爆发后，率巡洋舰中队参加过挪威战役。1941 年初，任第四海务大
臣，主管供应和运输工作。1943 年晋升海军上将，并出仟英国地中海舰队司
令兼盟军地中海战区海军总司令，参与在意大利和法国南部的登陆作战。1946
年 5 月，接替安德鲁·布朗·坎宁安任第一海务大臣和海军参谋长。1948 年
退 役 ， 领 海 军 元 帅 衔 。 有 贵 族 称 号 。 ③ 阿 兰 · 戈 登 · 坎 宁 安



（AlanGordonCunningham，l887—1983）。英国将领。安德鲁·布朗·坎宁
安之弟。1906 年开始任军官。大战开始时任师长。了 940 年 11 月升为少将，
率肯尼亚的英军向北攻击意属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境内的意军。1941 年 2 月
进入意属索马里，占领摩加迪沙，4月进入亚的斯亚贝巴，5月接受意军主力
的投降。1941 年 9 月赴埃及任英国第八集团军司令，在利比亚作战中失利，
于 11 月被解职返英。1945 年出任驻巴勒斯坦高级专员，晋升上将。1948 年
封爵号。

赤卫队员号治艇（KpacllorBapeell）苏联潜艇。为“十二月党人”（Д
elKaбpncr）型潜挺之一。该型潜艇排水量水页 941 吨、水下犯 88 吨，航速
水面 14.7 节、水下8.7 节，续航力水面航速 8.9 节时为 11450 海里、水下航
速 3节时为 150 海里，装备 533 毫米鱼雷发射管，艇首 6个、艇尾2个，100
毫米和 45 毫米火炮各工门。1927 年开始建造。1931 年建成编入波罗的海舰
队。1933 年调往巴伦支海，编入北方区舰队（1937 年改为北方舰队）。苏德
战争期间从事破坏敌交通线的战斗，共击沉敌舰船 7艘、击伤之艘。1942 年
先后获红旗勋章和近卫称号。同年 6月被派赴巴伦支海为盟国护航运输队担
任警戒时失踪。

赤城号航空母舰  日本航空母舰。由战列巡洋舰改装。吴港海军工厂制
造。1927 年 3 月竣工，标准排水量 2.95 万吨，最高航速 32.5 节，可载飞机
60 架，乘员 2000 人。1933 年经佐世保海军工厂改造，排水量增至 3.65 万吨，
载机量增至 91 架，最高航速31.2 节。为第一航空舰队司令官*南云忠一的旗
舰。1941 年 12 月率机动部队袭击珍珠港，挑起太平洋战争。1942 年 1 月赴
西南太平洋，支援日军登陆俾斯麦群岛，攻占拉包尔。2 月率队攻击澳大利
亚的达尔文港。后掩护日军登陆爪哇。3月底进入印度洋。4月初参加科伦坡
袭击战和亭可马里袭击战。尔后返回本土。同年 6月，在中途岛海战中沉没。

声威号战列巡洋舰（Renowl1）英国战舰。1916 年建成，1936—1939
年改造。排水量3.2 刀吨，最大航速29 节。配备6门 15 英寸火炮、20 门 4.5
英寸火炮和 4架飞机。大战初期在英国本上舰队服役，参加挪威战役和大西
洋上搜索德舰的战斗。1940 年 6 月调往*H 舰队，作为旗舰。先后参加炮轰热
那亚、地中海护航和围堵德国*俾斯麦号战列舰的战斗。1943 年曾作为丘吉
尔的座舰，接送他出席华盛顿会议和开罗会议。

却敌号战列巡详舰（Repulse）英国战舰。1916 年建成，三十年代两次
改装。排水量 3.2 万吨，最大航速 29 节。乘员1300 亲人。配备 6门 15 英寸
火炮、12 门 4 英寸火炮和 8门 4英寸高平两用炮。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在英
国本上舰队服役，参加过大西洋上的护航、挪威战役和围堵德国*俾斯麦号战
列舰。1941 年 12 月初，随同*威尔士亲王号却敌号战列巡洋舰战列舰调往新
加坡，加强*英国东方舰队。太平洋战争爆发后，12 月 10 日在暹罗湾被日本
飞机击沉，舰民及官兵 513 人殉难。

花园（Garden）盟军 1944 年 9 月在荷兰实施进攻战役的地面突击行动
代号。与代号*市场的行动协同，统称“市场一花园”，成为*荷兰战役第一
阶段攻势的代号。该行动计划由蒙哥马利提出，得到艾森豪威尔支持。计划
在空降兵实施“市场”行动夺取马斯河、瓦尔河、运河与下菜茵河的桥梁之
后，以英国第三十军（1 个装甲师、2 个步兵师和 1 个独立坦克旅）在 3.2
公里的狭窄正面突破德军防线，以闪电式攻势向北突迸至阿纳姆，打通一条
85 公里长的走廊，为两侧英军跟进扩大走廊创造条件。9月 18 日，继“市场”



行动之后开始实施。当天和 20 日，先后与美空降兵会师于艾恩德霍文和奈梅
亨地区。但因空降兵未能夺取所有桥梁，突进速度迟缓，未能及时与在阿纳
姆地区的英空降兵会合。27 日，英军进抵下莱茵河南岸后被迫转入防御，朱
全部达到预定作战目标。

花冈惨案  日本军国主义者残害中国劳工事件。1944 年 7 月至 1945 年
5 月，先后有 3 批 984 名被俘的中国士兵以及强征的中国工人，被押送到日
本秋田县花冈矿山作苦工。1945 年 6 月 30 日，中国劳工不堪非人待遇，打
死 3名日本监工和 1名翻译、工名汉好后，逃到附近山上。日本当局出动全
县军警搜捅，4天之中打死 97 人。据战后调查，在花冈矿山遭到虐杀的中国
劳工，已发现遗骨者就有 560 人。1948 年 3 月 1 日，驻日美军第八军军事法
庭对此案作了审判，惨案制造者伊势、福田、清水被判处死刑，河野等 3人
被判徒刑。

花园口决堤事件  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军队决黄河堤以阻止日军的事
件。1938 年 6 月初日军占领河南开封后即准备夺取郑州。蒋介石采纳部下建
议，命新编第八师于6月 9日炸毁郑州以北花园口黄河大堤，决黄河水南流，
企图阻挡日军前进。花园口决堤虽在军事上迫使日军改变沿陇海铁路西进计
划，转由大别山北麓西进平汉铁路进攻武汉，但酿成历史上黄河最严重的改
道，给豫、皖、苏三省 44 个县人民造成巨大灾难。据统计，这次决堤淹死
89 万人。大水过后，已 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变为荒凉贫清的黄泛区。

芬什哈芬之战  太平洋战争期间盟军收复新几内亚中的一次进攻战
役。芬什哈芬（Finsehliafen）位于新几内亚东端，是日军后勤基地，驻有
4000 人。1943 年 9 月 22 日，澳大利亚第九师在其北面海岸进行登陆，日军
退守附近高地。10 月 1 日澳军攻占芬什哈芬。10 月中旬，日军第二十师团主
力驰援抵达高地，多次组织反击，均受挫。盟军增援部队开到芬什哈芬后，
于 11 月 16 日开始进攻，26 日攻占高地。日军又以附近村镇为据点组织死守。
随着盟军攻势加强，日军最后撤往西奥（Sio）地区，日军伤亡仅第二十师团
即达 5500 余人。

苍鹭（Fiselireiher）1942 年 7—9 月德军进攻斯大林格勒和进而突击
阿斯特拉罕的战役计划代号。规定歼灭斯大林格勒城下苏军，尔后以*B 集团
军群坦克和摩托化兵团沿伏尔加河向南发展，攻占阿斯特拉罕。由于苏军的
顽强抵抗，此计划目标未能实现，并随*斯大林格勒会战中德军的失败而最终
破产。

苍龙号航空母舰  日本航空母舰。吴港海军工厂制造。7年 12 月竣工。
标准排水量 1.59 万吨，最高航速 34.5 节，可载飞机 73 架。1938 年 10 月参
加侵华战争，支援日军在广东省大亚湾登陆。1941 年 12 月参加袭击珍珠港，
挑起太平洋战争。尔后支援日军攻占威克岛。1942 年 2 月参加攻击澳大利亚
的达尔文港。继而掩护日军登陆爪哇。3月底进入印度洋。4月初参加科伦坡
袭击战和亭可马里袭击战。后返回本上。同年 6月，在中途岛海战中被击沉。
舰长以下 718 人死亡。

芳泽谦吉（1874—1965）日本外务大臣（1932 年）。1899 年东京帝国
大学毕业后入外务省。先后在驻中国厦门、上海、牛庄和英国伦敦使领馆任
职。历任外务省政务局、亚洲局和欧美局局长。1923 年 5 月任驻华公使。1930
年调任驻法大使。九·一八事变后，作为驻国际联盟代表，竭力为日本的侵
略行为辩护。1932 年就任犬养内阁的外务大臣，迫于国际舆论的压力曾延期



承认“满洲国”。1936 年任“政友会”顾问，同年出席泛太平洋会议。1940
年底赴荷属东印度群岛（今印度尼西亚）谈判石油供应问题。1年 10 月出任
驻法属印度支那大使。1945 年任外交顾问及枢密顾问官。战后曾受解除公职
处分。著有《外交六十年》等。

芦沟桥事变  即“七七事变”。
劳伦斯（ErnestOrlandoLawrence，1901—1958）美国物理学家。毕业

于南达科培大学，后入明尼苏达大学和芝加哥大学深造。1925 年获那鲁大学
博士学位，并在耶鲁大学任物理学助教。后任加利福尼亚大学副教授。9 年
开始研制回旋加速器。1930 年任教授。在伯克利建立辐射实验室，1936 年任
室主任。在其回旋加速器中研制成世界上第一个人造元素锝。1939 年获诺贝
尔物理学奖。大战期间，参与*曼哈顿计划，主管用电磁法分离制造原子弹用
的铀-235。除核物理方面，还发明彩色电视显像管。加利福尼亚大学在伯克
利和利弗莫尔的实验室和第 103 号元素铹，均以其名字命名。

劳希宁（HerJnanIIRausclining，1887—1982）德国纳粹党头目。早年
在慕尼黑和柏林攻读音乐、历史和日耳曼语。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
在波兰组建并领导德意志文化小组。1926 年移居但泽，1932 年加入纳粹党，
旋为希特勒的密友。1932 年 5 月任但泽市参议院主席和纳粹党领袖。次年 8
月 5日以该市名义同波兰签订条约，保证了德国在当地的利益。后对法西斯
主义渐生怀疑，于 1935 年流亡瑞士，出版揭露希特勒的著作。第二次世界大
战后期曾遭盖世大保追捕。战后于 1948 年定居美国俄勒冈务农。

劳雷尔（JoseLaurel，1891—1959）菲律宾傀儡政府总统（1943—1945）。
曾在美国耶鲁大学学习法律。1925 年被选为参议员，1936 年任最高法院副法
官。日本占领菲律宾后，因其持反美立场，受到占领当局赏识。1942 年 1 月
在*菲律宾行政委员会中任部长。1943 年 6 月，又任*菲律宾独立筹备委员会
委员长。同年 9 月被*卡利巴皮召开的“国民大会”选为“总统”。10 月赴
日，促成《菲日同盟条约》的签订。1944 年 9 月 23 日对美宣战，但未颁布
征兵法。是年年底，美军反攻菲律宾时，由日军护送离开马尼拉潜往内地。
1945 年 3 月逃亡东京。1946 年被控叛国，但未正式受审。1948 年 4 月获大
赦。后一度任参议员。

劳工托事（TreulianderderArbeit）纳粹德国负责调解劳资冲突的官
员。1933 年 5 月 19 日设置，由*德国劳动阵线任命并对其负责，全国共 13
名，各主管一个经济区。有权决定各企业的工资额，并对德国企业主和劳工
之间的冲突作出最后裁决。大战结束后取消。

劳动宪章  ①劳动宪章（CharteduTravail）。维希政府有关劳工问题
的法令。1941 年 10 月 4 日颁布。决定建立新工会，即所谓统一的职业工会。
企业全体人员分为 5类——雇主、被雇佣者、工人、雇主的代表和干部，分
别加入按职业和地区划分的工会；凡满 100 人以上的企业须设社会委员会，
雇主和干部在其中起主要作用，他们完全控制了企业；严禁一切罢工，同时
授权政府规定最低工资和其它社会福利。②即“国民劳动秩序法”。

劳合-矫治（GwilyinLloydGeorge，l894—1967）英国燃料和电力大臣
（1942—1945）。自由党首相劳合-乔治（DAvidLloyd-George，1863—1945）
之子。受教于剑侨大学。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在法国前线作战，获少校衔。1922、
1923 年当选为自由党下院议员。1929 年重夺者席达 21 年。三十年代，与其
父和其妹梅冈·劳合-乔治（MeganLloyd-George，1902—1966）等构成威尔



士独立自由党人一个活跃的政府反对派。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人阁，先后
任商务部和粮食部议会秘书。1942 年起任燃料和电力大臣。战后，靠拢保守
党，历汪丘吉尔和艾登内阁的粮食大臣和内政大臣。

劳动册制度  即“工作簿制度”。
苏加诺（Sukarno，1901—1970）印度尼西亚民族运动领袖。早年从事

民族独立运动。1927 年创建印度尼西亚民族联盟，对荷兰殖民当局采取不合
作主义，多次被捕。1932 年为印度尼西亚党主席。翌年再度被捕。1942 年日
本侵占印度尼西亚后获释。同年 3月出任由日本占领军组织的*普泰拉的委员
长。1944 年 3 月又出任*爪哇奉公会中央本部长，后又任印度尼西亚独立筹
备委员会主席，试图依靠日本取得独立。1945 年 6 月，在国内民族解放运动
推动下，提出建国五原则，即“信奉真主、人道主义、民族主义、民主和社
会公平”。8月 17 日发表《独立宣言》，宣布印度尼西亚独立，并就任共和
国总统。战后仍长期任总统。

苏杰茨（BлaдиMиPAлekcaHдpoBичCyдeц，1904—1981）苏联
空军将领。1924 年加入俄共（布）党。翌年参军。先后毕业于空军军事技术
学校和飞行员学校。1933 年茹科夫斯基空军学院指挥员迸修班毕业后，任蒙
古人民革命军空军顾问教官和苏联驻蒙古航空兵群群长。9 年调任航空兵副
旅长，参加*苏芬战争。苏德战争开始时为上校。先后任航空兵第四军军长、
第五十一集团军和伏尔加河沿岸军区空军司令、轰炸航空兵第一军军长，在
南方、西北和西方方向作战。1943 年 3 月起任空军第十七集团军司令（至战
争结束）。指挥所部参加库尔斯克会战、解放顿巴斯和第聂伯河左、右岸乌
克兰地区、以及雅西-基什尼奥夫、布达佩斯、维也纳等战役。1944 年晋升
空军上将。战后曾任空军副总司令、国防部副部长兼国土防空军总司令等职。
1905 年获空军元帅衔。

苏炳文（1892—1975）中国将领。字翰章。保定军校毕业。曾任黑龙江
省军务督办公署参谋长、呼沦贝尔警备司令、中东铁路哈满线护路司令。九·一
八亭变后，与“马占山等在黑龙江率部抗日。1932 年 9 月，在海拉尔组织抗
日起义，成立“铁血救国军”。旋任东北民众救国军总司令，率部抗击日军。
失败后退人苏联境内。后经欧洲回国，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1936 年
授中将衔。抗日战争爆发后，数次情缨杀敌，因蒋介石不准其带兵而退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黑龙江省委副主任、全
国政协委员。

苏振华（1912—1979）中国将领。原名七生。1930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曾任红三军团第十二团政委。1934 年参加长征，北上抗日。到陕北后人红军
大学学习。抗臼战争爆发后，任抗日军政大学大队长。1940 年春任八路军第
一一五师教导第三旅政委兼鲁西军区政委，与*杨勇一起坚持鲁西地区的抗日
游击战争。1941 年 5 月任八路军第二纵队政委兼冀鲁豫军区政委，参与领导
冀鲁豫边区军民开展反“扫荡”、反“蚕食”斗争，坚持和发展抗日根据地。
抗战胜利后曾任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政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海军
第一政委、中共中央军委副秘书长。1955 年被授予海军上将军衔。

苏维契（FulvloSuvich，1887—？）意大利外交官。1926 年起历任财政
副大臣、驻国联代表。1932 年 7 月任外交副大臣，支持墨索里尼的对外侵略
政策，主张向巴尔干半岛和多淄河地区扩张。1933 年 6 月，促成英、法、德、
意四国公约在罗马草签。1935 年 1 月参与法、意《罗马协定》的签订，并为



侵略埃塞俄比亚作外交准备。同年 4月参与建立“斯特莱沙阵线”，试图密
切与英、法的关系。因反对与德国结盟，1936 年 6 月调任驻美大使。1938
年退休。战后曾受审，后宣告无罪释放。

苏霍伊（ПaBeлOcипOBичCyxoй，1895—1975）苏联飞机设计师，
技术科学博士（1940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曾应征人沙俄军队。1925 年在
莫斯科高等技术学校毕业后，入中央流体动力研究所任工程师。在*图波列夫
领导下从事多种型号飞机的研制工作。1939 年起任实验设计局主任设计师。
其所设计的 Cy-2 多用途飞机和 Cy-6 装甲强击机，曾成功地用于苏德战争。
战后任特别设计局总设计师。设计出多种型号“CY”（“苏”）系列的喷气
式飞机。

苏日协议  大战爆发后，苏联和日本签订的协议。1939 年 8 月日军在*
诺门坎事件中惨败，同月 23 日《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日本北进发动侵
苏战争暂无可能，遂于 1939 年 11 月开始苏、日谈判，12 月 31 日签订《苏
日协议》。根据协议，日本保证立即向苏联付清中东铁路最后一笔欠款，从
而为*《苏日中立条约》的缔结奠定了基础。

苏日战争  大战后期苏联对日本的军事行动。根据 1945 年 2 月苏、美、
英*《雅尔塔协定》，苏联有条件地承诺，欧洲战争结束后 2—3个月内对日
作战。4月 5日，苏联宣布废除*《苏日中立条约》。8月 8日，苏联正式对
日宣战。8月 9日至 9月 2 日，苏军先后实施*远东战役、*南萨哈林岛战役
和*千岛群岛登陆战役，迅速击溃日本关东军，加速了日本投降。

苏台德区（Sudeten）捷克斯洛伐克西部的一地区名。与德国毗连，原
捷境内 320 万德意志人大都在此与捷居民友好地相居。1935 年以后，*汉莱
因的苏台德德意志党逐渐抬头，并在纳粹德国支持下日益采取敌视捷克斯洛
伐克的政策。1938 年 4 月 24 日，在希特勒指使下苏台德德意志党通过八卢
纲领，公开要求苏台德区“自治”，导致爆发捷克斯洛伐克危机和加剧欧洲
局势的紧张。同年 9月，英、法、德、意签订*《慕尼黑协定》，强迫捷将苏
台德区计 2.85 万平方公里土地割让给德国。战后，该地区重归捷克斯洛伐
克。

苏芬和约  苏芬战争结束后苏联和芬兰签订的和约。1940 年 3 月 12 日
在莫斯科签订。主要内容为：“缔约双方保证彼此之间决不向对方发动任何
进攻，并决不订立或参加反对缔约国另一方之同盟或联盟”；苏联取得卡累
利阿地峡及维堡等地，并以年租金 800 万芬兰马克取得汉科半岛及其邻近岛
屿的 30 年租借权。苏芬战争 1930—1940 年冬季苏联同芬兰之间的战争。波
兰败亡后，苏联为了进一步改善波罗的海侧翼和西北边境的战略态势，保障
列宁格勒和摩尔曼斯克的安全，相继同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签订互
助条约，得以在三国的要地驻军。1939 年 10 月 5 日，又邀芬兰外长访苏，
在随后的讨论中向芬兰提出缔结互助条约、交换部分领土以及租借汉科港的
要求，遭芬兰政府拒绝。苏联政府随即于 11 月 28 日废除 1932 年的《苏芬互
不侵犯条约》。11 月 30 日，苏、芬战争爆发。苏军以 45 个师的兵力发动全
线进攻，企图一举突破芬兰防御，逼其接受苏方要求，迅速结束战争。芬军
共 15 个师则倾全力抵抗，阻滞苏军攻势，争取时间，等待英、法援军。开战
初两个月，芬军依托*曼纳林防线和森林湖泊交措的复杂地形，重创苏军。苏
军被迫增调兵力，重新部署，于 1940 年 2 月初以绝对优势兵力再次猛攻。经
过近三周激战，苏军突破曼纳林防线西段，并从维堡背后展开大包抄。芬兰



战败求和。1940 年 3 月 12 日在莫斯科签订《苏芬和约》。依约，原属芬兰
的整个卡累利阿地峡（包括维堡）、芬兰湾中的若干岛屿以及北方的萨拉
（Salla）、库萨摩（KuuSamo）和雷已契半岛的一部分划归苏联，汉科港以
30 年为期租惜给苏联作为海军基地。

苏阿尔多（CountGia0omoSuardo，1883—1947）意大利法西斯分子，伯
爵。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加入国家法西斯党，成为墨索里尼的忠实信
徒。1924 年起任内务副大臣。1935 年积极参加侵略埃塞俄比亚的战争。1939
年任参议院议长和法西斯大委员会委员。1943 年七月政变时，初支持*格兰
迪动者，后动摇，未出席最终的投票。*萨罗共和国建立后，又追随墨索里尼，
并在维罗纳审判时出庭作证。

苏兹贝格（CyrusLeo8uIZberger，1912—）美国报刊专栏作家。哈佛大
学毕业。1933 年进入新闻界，曾任《北美报业联盟》撰稿人和《伦敦旗帜晚
报》记者。1938 年 10 月《慕尼黑协定》签订后，赴奥地利与捷克斯洛伐克
等地采访。1939 年大战爆发后任《纽约时报》巴尔干办事处负责人。以后在
苏联、中东和西欧进行战地新闻报道，采访过丘吉尔、铁托、莫洛托夫等。
1944 年任《纽约时报》国外通讯部主任。战后为《纽约时报》外事专栏作家，
多次获得普利策奖。著有《七大洲风云四十年》等。

苏捷协定  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政府于 1941 年 7
月 18 日签订的协定。主要内容力：两国政府同意立即互派公使；双方保证在
对德战争中相互支持；苏联政府同意在苏联境内建立由苏联最高统帅部统一
指挥的捷克斯洛伐克军队。该协定奠定了苏、捷两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合作
的基础。

苏斯威尔（JacquesSoustelle，1912—）*“战斗法国”情报机构负责
人。毕业于巴黎高师。曾任巴黎人类博物院副院长，从事中美洲印第安人文
化和历史的研究。1940 年法国败降后，去伦敦参加自由法国，成为戴高乐的
得力助手。1942 年 7 月被任命为法兰西民族委员会情报特派员，负责战斗法
国的情报工作。1943 年 11 月任驻阿尔及尔的特务总指挥处处长。曾任法兰
西共和国驻波尔多专员。1945 年，先后任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宣传部长和
殖民部长。战后曾任阿尔及利亚总督、新闻部长、议员等职，并披选为法兰
西科学院院士。

苏联民兵  苏德战争期间苏联人民志愿组建的武装。纳粹德国的入侵激
起广大苏联人民起来保家卫国，除大批公民应征入伍作战外，在靠近前线的
城市和地区，免征的公民也纷纷要求上前线作战。1941 年 6 月 24 日，苏联
人民委员会颁布关于按志愿原则在靠近前线的地区建立歼击营以同敌破坏组
和空降群作斗争的命令。6 月底列宁格勒首创组建民兵师。随后莫斯科也着
手组建。1941 年 7 月 3 日斯大林发表广播演说，号召在每个受敌人入侵威胁
的城市建立民兵。国防委员会也作出相应决议。后迅速推广。至同年 7月底
共组成 1755 个歼击营，总人数达 32.8 万人，组建工作由各州、区、市党委
领导，以工人为主干（妇女占相当大比重），按生产区划原则进行。每周进
行 3—4次军训，基本上不脱产。市（州）成立民兵师，企业（机关）成立民
兵团（营、连）。编制与正规军相同。师、团指挥职务由红军干部或征集的
预备役人员担任。全国共有 400 多万人申请加入民兵，经过挑选受训组建了
约 60 个师、200 个独立团和大量分队。其中 36 个师编人正规军作战，成为
基干师。约有 200 万人补充人作战部队。



苏联英雄  苏联最高荣誉称号。投予对国家作出杰出贡献、建立英雄功
勋的个人和集体。根据苏联中央执委会 1934 年 4 月 16 日的法令设置。获此
称号者被授予特别证书，从 1936 年起增授苏联最高勋章——列宁勋章。9年
8月 1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颁布命令，为苏联英雄特设“金星奖章”。
卫国战争年代，共有 1.1 万人获此称号，其中 104 人两次获得，3人 3 次获
得，2人 4次获得。

苏鲁战区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军队的基本战斗序列单位之一。抗日战争
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为与中国共产党争夺敌后游击战争的领导权，
遏制人民抗日武装力量的发展，于 1939 年 1 月 14 日组建，战区为苏北及山
东一部，于学忠任总司令，辖 3 个军和 1 个游击总司令部。1940 年 10 月该
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部不断向新四军寻衅，在*黄桥战役中被歼 1万余人。次
年初所辖主力李长江部 3万余人叛国投日，1943 年后解体。

苏德战争  即“苏联卫国战争”。
苏中反清乡  *苏中抗日根据地军民反击日伪军“清乡”的战役。1943

年 4 月 1 日，华中日伪军集中 1.5 万余人，以苏中南通、如东、启东、海门
为重点进行“清乡”。敌采用“梳篦”、“拉网”战术进行“军事清乡”。
新四军主力转移外线作战，以部分部队和地方武装坚持内线作战，发动群众
破击“清乡”封锁线。6月以后，又粉碎了日伪军的所谓“政治清乡”、“机
动清乡”和“延期清乡”。至年底共作战 2100 余次，毙伤日伪军 2400 余人，
争取伪军 1700 余人反正，取得反“清乡”的胜利。

苏联近卫军  苏联在苏德战争期间授予作战勇敢、战功卓著或有特殊贡
献的部队的集体荣誉称号。1941 年 9 月 18 日，根据最高统帅部大本营的决
定，首次授予 4个师以近卫师称号。至 1945 年 5 月 9 日止，荣获近卫称号的
共有 11 个诸兵种合成集团军、6个坦克集团军、1个骑兵机械化集群、40 个
步兵军、7个骑兵军、12 个坦克军、9 个机械化军、14 个航空兵军、117 个
步兵师、9个空降师、17 个骑兵师、6个炮兵师、6个高炮师、7个火箭炮师、
53 个航空兵师、1 个防御地域、18 艘军舰、16 艘潜艇、13 个诀艇大队以及
众多的旅、团等部队。

苏联情报局（C0BиHфopMбюpo）又译“苏联新闻局”。1941 年 6 月
24 日成立。局长为*谢尔巴科夫。对战时国内外新闻和战事报道实行集中领
导。负责根据苏联最高统帅部提供的材料编写和发表战报，组织宣传，推动
对法西斯及其他敌视苏联势力的思想斗争。1941 年 6 月 25 日—1945 年 5 月
15 日，每天发表综合战报。

苏日中立条约  苏德战争前夕苏联和日本签订的中立条约。大战爆发
前，苏联曾多次向日本建议缔结互不侵犯条约，但均遭日本拒绝。1940 年夏，
纳粹德国闪击西欧成功，日本决定乘机南进夺取西方国家的势力范围。为了
实施南进战略，日本在加强同德、意勾结的同时，积极谋求调整对苏关系，
以便巩固北方安全，并促使苏联停止援华，达到早日结束“中国事变”的目
的。此时，面临纳粹侵略威胁的苏联，为摆脱东西受敌的危境，一方面支持
中国抗战，以束缚日本手脚；另一方面力求和日本签订条约，保障东部边境
的安全。194Q 年 7 月起，在日本的倡议下两国开始会谈。8月底谈判一度中
断。10 月底日本提出《日苏互不侵犯条约方案》。11 月 18 日苏联提出《苏
日中立条约草案》及附属议定书草案。12 月中旬谈判又告中断。1941 年 3—
4 月，日本外务大臣松冈洋右访欧，前后途经莫斯科，同斯大林、莫洛托夫



进行会谈，4月 12 日达成协议，次日正式签订此约。条约共 4条，有效期 5
年，主要内容是：缔约双方保证维持两国之间的和平友好关系，并互相尊重
缔约另一方的领土完整与不可侵犯；如缔约一方成为第三方的一国或数国的
军事行动的对象时，缔约另一方在整个冲突过程中将保持中立。同时，两国
政府分别发表声明，苏联宣称保证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
日本则保证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此后苏、日双方还
交换信件，规定日本应在 6个月内撤销在北库页岛的租让企业。1945 年 4 月
5 日，苏联政府宣布此约失效。

苏日停战协定  *诺门坎事件后苏联和日本签订的停战协定。日军在诺
门坎地区遭重创后，1939 年 9 月 9 日，日本向苏联表示愿意停火。15 日苏、
日两国代表在莫斯科签订停战协定，规定双方军队停止军事行动，各自停留
在 9月 15 日前所占据的阵地上，并商定成立一个混合委员会，由苏、蒙及日
本、“满洲国”的代表各 2名组成，以确定蒙古人民共和国和“满洲国”之
间的边界。

苏法互助条约  1935 年 5 月苏联与法国签订的反侵略互助条约。纳粹
德国崛起后，1934 年春苏、法共同进行缔结*《东方公约》的活动，苏联提
出两国单独签订条约的建议并开始了谈判。同年 10 月*巴都被刺后，继任法
国外长的*赖伐尔慑于社会舆论，继续同苏联进行谈判，并于同年 12 月 5 日
签订《苏法协定》，规定两国仍将在外交领域中磋商和合作。1935 年 5 月 2
日苏、法在巴黎签订此条约，共 5条和 1项议定书，有效期为 5年，到期自
动延长。主要内容为：当缔约国“成为任何一个欧洲国家侵略威胁和侵略危
险的对象时”，双方“‘保证相互立即进行协商”；当缔约国成为“任何一
个欧洲国家无端侵略的对象时”，双方应“立即进行支援和协助”。条约对
制止德国侵略具有一定意义，但后来未能得到实施。

苏捷互助条约  1935 年 5月 16日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签订的反侵略互
助条约。1934 年，苏联在进行缔结*《苏法互助条约》的谈判时，也开始了
同捷克斯洛伐克进行类似的谈判。翌年 5月《苏法互助条约》签订后，于布
拉格签订此约。有效期为 5年，可自动延长。主要内容为：缔约国在“受到
任何一个欧洲国家方面的侵略威胁或有被侵略的危险时”，双方应“立即进
行协商”；而在“成为某一个欧洲国家未经挑衅的侵略对象时”⋯⋯应“立
即相互支援和协助”。所附议定书规定，只有在法国对被侵略的国家进行援
助时，缔约国双方才咱能相互进行援助，从而限制了条约的意义。1938 年纳
粹德国侵吞捷克斯洛伐克苏台德区时，由于法国拒绝援捷而使条约未能付诸
实施。

苏联卫国战争  苏联人民反对法西斯德国侵略、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战
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主要战场。1939 年 9 月第二次世界大
战爆发后，德国迅速攻占波兰，席卷西欧、北欧和巴尔干半岛，并侵入北非，
控制了欧洲大陆 16 国的人力、物力资源。1941 年 6 月 22 日，德国撕毁*《苏
德互不侵犯条约》，对苏联发动闪击战。德国总兵力 730 万人，投入侵苏兵
力 550 万人（含罗马尼亚、匈牙利、芬兰等国军队），计陆军 190 个师（内
19 个坦克师和 14 个摩托化师），坦克 43QQ 辆，飞机近 5000 架。苏联总兵
力 537 万人，在西部边境军区的兵力 268 万人，计陆军 170 个师另 2个旅，
新型坦克 1400 余辆，新型飞机 1500 余架。德军借助突然袭击及兵力、兵器
上的优势，按“巴巴罗萨”计划，以“北方”、“中央”和“南方”3 个集



团军群，分别向列宁格勒、莫斯科、基辅 3个战略方向实施突击，另以一部
在苏芬边境协同突击。当时苏联战备工作尚未完成，对敌开战时间、作战样
式和主突方向等判断失误，戒备不足，作战计划又错误地以攻对攻。德军集
中坦克和摩托化部队，一举突破苏军防线，长驱直入，至 7月 9日进抵普斯
科夫-斯摩棱斯克-日托米尔一线。苏军损失惨重，陷入极端困境，被迫匆忙
转入战略防御。苏联人民在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党领导下，紧急动员，
一面加紧组建新的部队投入战斗，一面东迁西部工业并使之转入战时轨道。7
—9 月，双方经激战，德军北路封锁了列宁格勒，南路攻占基辅井进迫顿巴
斯与罗斯托夫，中路则攻占斯摩棱斯克。9 月底，德军发动以攻占莫斯科为
目标的代号*台风的行动。苏军经顽强战斗，消竭敌人力量之后于 12 月初转
入反攻，至翌年初取得*莫斯科会战胜利，粉碎了德军的闪击战计划。1942
年 5—6 月，苏军在哈尔科夫地域和克里米亚的进攻失利，德军随即发动夏季
攻势，苏军被迫再次转入战略防御。此时，苏联已与美、英等国建立反法西
斯同盟，国内东迁的工业生产已恢复发展，沦陷区人民展开了广泛的游击战。
苏军浴血奋战，坚守斯大林格勒，并遏制了向高加索进攻的德军。同年 11
月，苏军开始大反攻，至 1943 年 2 月，取得了*斯大林格勒会战的胜利，成
为苏德战争和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后德军孤注一掷，发动 1943
年夏季攻势。经*库尔斯克会战，德军完全丧失战略主动权，从此全面转入防
御。苏军随之进行*斯摩棱斯克战役、*第聂伯河会战、*基辅战役等，收复半
数失地。1944 年，苏军发动战略总攻，连续实施一系列战略性进攻战役（即
*十次突击），歼敌 160 万人，解放全部国土，把战线推到国境之外.在此期
间，美英盟军开辟欧洲*第二战场，东南欧各国人民纷纷发动反法西斯起义，
芬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等先后退出战争。1945 年春，苏军在东
南欧人民反法西斯武装的访同下。在波罗的海至多瑙河的全线发起进攻，先
后进行*维斯瓦河一奥得河战役、*东普鲁士战役和*柏林战役等。5月 2日苏
军攻克柏林，8 日德国无条件投降。在 4 年多的战争中，苏联歼灭和击溃德
国及具仆从国军队 607 个师（占其息损失 77.5％以上），德军损失1千万人；
苏军在战斗中减员约 1600 万人。苏联人民对战胜法西斯德国作出了主要贡
献。

苏联国防计划  苏德战争前夕苏军总参谋部拟订并经联共（布）中央和
苏联政府审定批准的武装力量战略集中和展开计划、国境防御计划和战争动
员计划。计划中关于武装力量战略集中和展开的指导思想是：（1）确定主要
战场在欧洲，主要敌人是法西斯德国，因此苏军基本力量集中于西部边境；
（2）认为德国入侵将在西南战略方向展开主要突击，与此相应苏军在乌克兰
西北部（利沃夫一基辅方向）集中最强大集团；（3）预计双方主力将在战争
初期完成集中和展开，所以苏军将首先以边境掩护部队阻止敌人突击，保障
己方主力投入，尔后发动强大反击，粉碎入侵之敌，并将战斗行动推移到敌
人领土上，达成战略进攻的目标，根据上述意图，国境防御计划具体部署了
边境交战的兵力配置和行动方案，边境交战的时间设想为两周左右，第一梯
队的兵力配置在 5 个边境军区，共 170 个师又 2 个旅，掩护地带总长 4500
公里（包括 1125 公里侮岸线）。根据同样的意图，战争动员计划规定了各部
队转入战时编制、进入战争准备的次序、期限和方式。按当时对战争爆发时
间的预测，各项计划预定在 1942 年完成实施准备。

苏腊巴亚海战  又称“泗水海战”。1942 年 2 月 27 日美英荷澳盟国海



军与日本海军在荷属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附近苏腊巴亚
（Surabaya）海域的海战。荷兰海军上将*杜尔曼奉命率盟国联合舰队（包括
巡洋舰美、英、澳各 1艘、荷兰 2艘，男驱逐舰 9艘）拦截日军进攻爪哇岛
的运兵船队，与日本海军少将高木武雄所率的护航舰队（4艘巡洋舰、14 艘
驱逐舰）遭遇。从下午4时 15 分起，经 7个多小时战斗，盟军被击沉（荷兰）
巡洋舰 2艘、驱逐舰 3艘，被击伤（英）巡洋舰 1艘，社尔曼阵亡。日军仅
伤驱逐舰 1艘。但日军在爪哇岛的登陆日期被推迟。

苏德贸易协定  大战前夕苏联和德国签订的经济协定。1939 年 8 月 19
日签词，主要内容为：德国向苏联提供 2亿德国马克的信用贷款；苏联利用
该贷款向德国购买机器和工厂设备，并在两年内用价值不超过 1.8 亿马克的
原料偿付。该协定有助于”《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苏中抗日根据地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之一。1939 年底，新四军江南指挥部
组织挺进纵队渡江北上。次年 5月又派部分主力过江，建立以黄桥为中心的
抗日根据地。1941 年 1 月*皖南事变后，苏中部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一师，由
师长粟裕任苏中军区司令员，刘炎任苏中区委书记，管文蔚任苏中行署主任，
辖区为盐城、宝应一线以南，长江以北，黄海以西，运河以东地区。1944 年
初，该区军民以*车桥战役为起点，对日伪军发起攻势作战，为抗战胜利作出
了重要贡献。

苏北抗日根据地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之一。1940
年 10 月*黄桥战役后，由南下的八路军第五纵队和新四军苏北部队会师后开
辟。1941 年*皖南亭变后，八路军第五纵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三师，黄克诚任
师长，主要活动在淮海、盐阜区。1942 年两区合并为苏北区，由黄克诚任苏
北区委书记兼军区司令员，曹获秋任苏北行政么署主任，下辖 18 个县，地处
盐城、宝应一线以北，陇海铁路以南，黄海以西，运河以东地区。1944 年初，
该区军民以*高杨战役为起点，对日伪军发起攻势作战，为抗战胜利作出重要
贡献。

苏南抗日根据地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之一。1938
年 6 月起，新四军第一、第二支队主力挺进江南，至年底初步建立以茅山为
中心的苏南抗日根据地。继而先后开辟扬中、太<湖>、滆<湖>、苏<州>、常<
熟>太<仓>、澄（江阴）锡（无锡）虞（常熟）新区，并于次年 11 月建立新
四军江南指挥部，陈毅、粟裕任正、副指挥。后因主力渡江北上和日伪的疯
狂“清乡”，根据地有所缩小。1941 年*皖南事变后，该区部队改编为新四
军第六师，谭震林任师长兼苏南区委书记，同年 4月成立苏南行政公署，吴
仲超任主任。1945 年 1 月，新四军第一师主力南下，与坚持苏南斗争的部队
会师，成立了苏浙区党委和苏浙军区，下辖 4个分区，成为苏浙皖抗日根据
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南京、上海、杭州等大城市和沪宁、沪杭铁路形成战
略包围。

苏捷斯卡突围战  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粉碎德、意军围攻的一次战役。
1943 年 5 月 12.7 万德、意占领军对南人民解放军发动第五次围攻，代号“施
瓦茨”（Sehwarz、企图在黑塞哥维那和门的内哥罗交界地区围歼南人民解放
军最高司令部及其所率主力。5 月下旬德、意军发动进攻，包围南军 1.6 万
人和 3500 余名伤病员。南军在铁托指挥下，初拟向东南的佛查（■olla）方
向突围，后查明该方向有敌主力集团，遂干 6月初分两路同时从西北、东北
方向来围。第一路为南军最高司令部牢第一、第二无产阶级师，选择苏捷斯



卡（CyTeclt）河河谷为突破口，于 6月 7—9日经若战向泽伦戈鲁胜利突围，
铁托在作战中遭空袭负伤。第二路为第三、第七师与中央医院，强渡塔拉河
向桑扎克突围来成，尔后转向第一路的方向突围。第七师经反复突击胜利抵
达泽伦戈鲁地域，但第三师与中央医院被德军截击，师民阵亡，部队被迫分
散突围，大批伤病员遭杀害。6月 14 日，突围成功的南军主力向波斯尼亚东
部敌后挺进，开辟新解放区。此役南军损失 6000 余人，但终于粉碎德、意军
的围攻，保存了最高司令部和主力。

苏联后撤委员会（KoMиTeTпoзBaKyaции）①苏联在苏德战争初期
负责从西部向东迁移食品、纺织和日用工业企业和粮食储备、产品的专门机
构。1941 年 10 月 25 日成立。主席为米高扬，副主席为柯西金。其工作与*
苏联疏散委员会协调进行。共后撤 150 个纺织、250 个食品和 200 个轻工业
企业，1942 年 12 月撤销。②苏联在 1942 年夏从敌人可能占领的地区后撤人
员和物资的专门机构。1942 年 6 月随着西南方向战局恶化而成立。主席为什
维尔尼克。共后撤约 150 个大企业和 800 万人。同年秋停止活动。

苏联国防委员会（ГocyдapcTBeHHйKoMиTeTOбO-pOHы）苏德战争
期间苏联特设拥有全权的最高国家机构。1941 年 6 月 30 日成立。主席为斯
大林，副主席为莫洛托夫，成员有伏罗希洛夫、马林科夫和贝利亚；后又增
补布尔加宁、沃兹涅先斯基、卡冈诺维奇和米高扬。在大战期间领导国家一
切部门和机构的活动。其决议具有战时法律效力，各级政府、军事、经济和
工会机关都必须无条件执行。战争结束后，根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 1945
年 9 月 4 日的命令撤销。

苏联疏散委员会（CoBeTnosBalcyaIIHn）苏联在苏德战争初期领导从西
部即将沦陷地区向东疏散工厂、企业、学校、机关和居民的专门委员会，1941
年 6 月 24 日成立。同年 7月进行改组。主席为*什维尔尼克，副主席为柯西
金和别尔乌辛。制定各种人员和物资的疏散计划。建立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种
疏散委员会和机构，派出拥有全权的特派员到各交通枢纽，保障疏散工作的
进行。同年 10 月其部分工作由*苏联后撤委员会分担。在半年内向东迁移 B60
个大工厂企业和 1000 多万人口。同年 12 月 25 日改组为装卸运输委员会。

苏蒙互助议定书  1936 年3 月12日苏联驻蒙全权代表塔罗夫与蒙古小
呼拉尔主席阿尔木，蒙古部长会议主席兼外交部长任东在乌兰巴托签订。有
效期 10 年，主要内容为：（1）两国领土一旦受到第三国的威胁时，双方应
立即进行协商，并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2）如缔约国一方遭到军事攻击时，
应互相提供包括军事援助在内的各种援助：（3）一国的军队可按协议派遣到
另一国的领土内，但一俟必要时期已过，应立即从该国领土撤出。

苏英军援拨款协定  英国向苏联提供军事物资和其他军事援助的拨款
协定。1942 年 6 月 27 日苏联外贸人民委员米高扬和英国驻苏大使*克尔签订
于莫斯科。该协定连同 1941 年 8 月 16 日签订的贸易、信贷和清算协定，英
国对苏联提供 2500 万英镑的新贷款（1941 年协定为 1000 万英镑）。它为英
国对苏联的军事供应奠定了财经基础。

苏法同盟互助条约  全名《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法兰西共和国
同盟互助条约》。1944 年 12 月 10 日，在*法苏莫斯科会谈基础上，由莫洛
托夫和*皮杜尔代表两国签订于莫斯科。同年 12 月 22 日在巴黎互换批准书后
生效，有效期 20 年。主要内容为：缔约国共同对德作战并将其进行到底，决
不同敌人进行单独谈判及缔结单独的停战协定或条约；战争结束后，联合采



取一切必要步骤以消除来自德国的任何新的威胁；不缔结或参加反对缔约另
一方的任何同盟；在战后互相给予一切可能的经济援助。1955 年 5 月 7 日，
苏联以法国签订和批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参加西欧联盟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的巴黎协定为由，宣布废除此条约。

苏美英莫斯科会议  大战期间苏、美、英三国就美、英向苏提供军援问
题而举行的首次会议。1941 年苏德战争爆发后，英、美相继声明援苏抗德，
在霍普金斯访苏的基础上，8月 15 日罗斯福和丘吉尔联名致函斯大林，建议
三国在莫斯科举行会议，讨论有关援苏的具体问题。苏联表示同意。9月 29
日—10 月 1 日举行此会议。哈里曼、比弗布鲁克和莫洛托夫分别为美、英、
苏代表团长，斯大林也参与了会议。会上苏联向美、英详细介绍了苏德战场
形势、苏军实力和具体需求，着重讨论了美、英扩大供应苏联武器、工业设
备和粮食的问题，而苏联则向美、英提供原料和货物。会议签订了《对苏联
供应第一号议定书》，规定 1941 年 10 月 1 日—1942 年 6 月 30 日，美英每
月向苏联提供 400 架飞机、500 辆坦克和其他军需物资，并承担其运输义务。
随后罗斯福于 11 月 7 日宣布*《租借法案》效力扩大到苏联，并向苏提供 10
亿美元的无息贷钦。此次会议虽然未能满足苏联的全部要求，美。英所答应
提供的军援物资也未全部如期供应，但毕竟予苏联在抗德战争最艰难的时刻
以巨大支持，推动了三大盟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合作。

苏浙皖抗日根据地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之一。1944
年 12 月底，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向东南乱亏发展，控制苏浙皖边区与发展浙江
沿海的战略方针，新四军第一师一部自苏中渡江南下，于次年 1月上旬在长
兴地区与新四军苏南部队会师。13 日成立苏浙军区，粟裕任司令员，谭震林
任政委，辖第一、第二、第三纵队，控制了浙西广大地区。4 月新四军第一
师教导旅抵达该区，改编为第四纵队。随即以一部打通与浙东区的联系，以
另一部开辟杭（州）嘉（兴）湖（州）新区，在苏南、浙西、浙东形成了苏
浙皖抗日根据地，扩大了在江南实施战略大反攻的前进基地。

苏联抗德游击运动  苏德战争期间苏联人民在被占领国土上进行的反
侵略武装斗争。1941 年 6 月 29 日，联共（布）中央和苏联人民委员会指示
敌占区党组织发动群众，开展游击运动。至 1941 年底，已建立起 200Q 多个
游击队，计 9 万亲人。1942 年 5 月 30 日，苏军最高统帅部设游击运动息司
令部，协调游击队行动并组织其与苏军的协同。在战争期间，苏联敌占区共
建立 6200 多个游击队和地下小组，拥有 100 多万游击队员和地下工作者。游
击队作为游击运动的基本组织和战斗单位，其主要力量用于破坏敌人交通
线、解放敌后国土、扼守和扩大夺回的国土、敌后侦察、配合苏军行动等。
战争期间，游击队共颠覆德军火车 2万余列，炸毁装甲列车 58 列，毁坏机车
1万分台、车厢 11 万节，炸毁铁路和公路桥 1.2 万座，击毁汽车 5 万余辆。
*铁道战和”音乐会代号的战役是其中杰出范例。同时，城市居民点秘密战斗
小组的活动电给德国占领者造成重大损失，*青年近卫军是这方面的典型。在
游击运动中共有 249 人荣获苏联英雄称号。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  大战爆发前夕苏联和德国签订的条约。*慕尼黑会
议之后，纳粹德国迈入准备首先击西的扩张侵略新阶段。为了避免发动战争
时陷入两线作战，希特勒着手调整同苏联的关系。1938 年底德苏双方开始试
探性的外交接触和经济贸易谈判。1939 年 4 月，在与*英法苏三国谈判的同
时，苏、德保持着秘密接触。5月 20 日莫洛托夫接见德驻苏大使舒伦堡，表



示两国的经济谈判须有相应的“政治基础”。此后谈判一度陷于停顿。7 月
下旬，欧洲局势日益紧张，已经确定进攻波兰的希特勒为避免两线作战，决
定对苏作出重大让步。7月底至 8月上旬，苏德谈判迅速发展。8月 14 日里
宾特洛甫表示准备赴莫斯科谈判。17 日苏联复照欢迎，同时提出首先缔结一
个商业和贷款协定，然后再缔结一个互不侵犯条约。德国全盘接受苏联的要
求。19 日签订*《苏德贸易协定》。次日希特勒电告斯大林，希望苏联能在
莫斯科接待里宾特洛甫。23 日里宾特洛甫飞赴莫斯科与*莫洛托夫签订此条
约，有效期 10 年，主要内容为：“缔约双方保证不单独或联合其他国家向另
一方施用武力，进行侵略或攻击”，当缔约一方成为第三国进攻对象时，另
一方不得对第三国提供任何支持，缔约一方不得加入反对另一方的任何国家
集团，缔约双方应和年解决彼此间的任何争端。1941 年 6 月 22 日，德国撕
毁条约突袭苏联。战后，西方国家公布了此条约的附加秘密议定书，主要内
容为苏、德两国划分东欧的势力范围。苏联曾长期否认有此附加秘密议定书。

苏军高级指挥员会议  1940 年 12 月 23—31 日在莫斯科举行的军事理
论研讨会。根据联共（布）中央指示召开，与会者有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
央军事机关领导人和备军区参谋长以上指挥员，共 60 余人。会议总结了 1940
年的部队训练，着重讨论了现代战争的战役法和战术理论。麦列茨科夫、朱
可夫、丘列涅夫等作主要报告，国防人民委员铁木辛哥作总结。会议集中反
映了战争前夕苏联的军事理论观点，对于统一苏军指挥员的作战指导思想、
制定国防计划起重要作用。会后举行两次图上演习，1941 年 1 月 13 日，斯
大林参加了对演习的讲评。

苏美英关于伊朗宣言  苏、美、英三国首脑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
在*德黑兰会议上签署的对伊朗关系文件。1943 年 12 月 1 日发表，主要内容
为：三国承认伊朗已对向共同敌人进行战争提供了支援，特别是便利了从海
外运来的补给移交给苏联；三国了解战争给伊朗带来了特殊的经济困难，同
意尽一切可能继续给予伊朗政府以经济援助；三国同意停战后对于伊朗所遭
遇的一切经济问题会同联合国其他会员国给予充分的注意；三国对于伊朗政
府维持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愿望表示完全赞同。

苏联武装力量统帅部（ГлaBHoeКoMaHдoBaHиeBoo-pyЖёHHыxC
илCCCP）1941 年 6 月 23 日建立。同年 7 月 10 日改组为总统帅部大本营。
同年 8月 8日起改称最高统帅部大本营。详见“苏联武装力量最高统帅部”。

苏联国家非常委员会（ЧpeЗBЫчaйHaЯГocyдapcTBeH-HaяКoM
иcия）全称“苏联调查和核实伟大卫国战争年代德国法西斯侵略者及其同
盟者所犯罪行和统计对苏联公民、集体农庄与国家机关所造成之损失的国家
非常委员会”。1942 年 11 月 2 日成立。主席为*什维尔尼克。共审理和研究
了 5.4 万份诉状、2.5 万份见证和揭发罪行记录以及 400 万份关于法西斯分
子侵苏期间给苏联及其公民造成损失的正式记录。据其统计，直接物质损失
总数为 6790 亿卢布（按 1941 年价格计算），全部或部分毁坏 1710 座城镇、
7万余座村庄、600 多万问房屋，约 2500 万人丧生。其材料战时曾在报刊上
发表，战后曾在*纽伦堡审判中用作起诉。战争结束后撤销。

苏联驻华军事顾问团  苏联政府援助中国抗日战争的军事顾问团。
1937 年 12 月派出第一批军事顾问和专家来到中国，由德拉特夫任军事总顾
问。1938 年 8 月至 1939 年 11 月，由切列潘诺夫（A.и.ЧepenaHoB，1895



一）继任。1940 年 12 月又由崔可夫继任，并兼任苏联驻华武官（至 1942 年
3 月）。顾问团分派各种军事专家在中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以及空军、炮
兵、工兵、防空兵、坦克兵、通讯兵、各地方部队担任顾问，帮助中国军队
制订、实施战斗方案，改进部队训练。

苏联援华空军志愿队  抗日战争初期苏联志愿援华空军部队。1937 年
底，由阿沙诺夫率领来华，由 4个战斗机中队和 2个轰炸机中队组成。先后
参加南京、武汉、归德、广州、南海等地的对日空战，曾远征轰炸台北日本
飞机装配厂。还设立航空学校，帮助训练中国空军人员。共有 100 多人（包
括轰炸机大队长*库里申科和战斗机大队长拉赫曼诺夫）为中国抗战而捐躯。

苏联普遍义务兵役法  1939 年 9 月 1 日由苏联最高苏维埃第四次特别
会议通过的普追义务兵役法。正式确定苏联武装力量由混合体制完全转为基
干体制，扩大征兵年龄范围，下限定为 18 岁，预备役的最高年龄定为 50 岁，
并缩小应征时的优待和缓征范围，延长了服现役年限，还确定了军衔制，规
定动员和征集公民入伍的具体方式。此兵役法经多次局部修订，延用至 1967
年。

苏英美法击败德国宣言  全名《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联合王
国和美利坚合众国的政府及法兰西共和国的临时政府关于击败稳国并在德国
承担最高权力的宣言》。1945 年 6 月 5 日在柏林由朱可夫、蒙哥马利、艾森
豪威尔和塔西尼签署。主要内容为：德国陆侮空武装力量已被彻底击败并无
条件投降；在德国没有中央政府或当局能够承担维持秩序、国家行政和执行
战胜国要求的职责，为此苏、英、美、法政府将承担德国的最高权力，包括
德国政府、司令部和所有州、市地方政府或当局的一切权力；德国或在德国
控制下的一切武装力量应完全解除武装，其人员均为战俘，所有武器和财产
则交给盟军当局；驻在 1937 年 12 月 31 日的德国边界以外的领土上的德国武
装力量的撤退，应根据盟国代表的指令进行；德国当局应将一切属于联合国
家武装力量的战俘交给盟国代表，释放联合国家的所有国民和其他因政治原
因或由于种族、肤色、信仰而被监禁和拘留的人员；纳粹头目和所有犯有命
令或鼓励战争罪行或类似罪行的人员均应予以逮捕并押送给盟国代表；盟国
有权在德国的任何部分或全部，驻扎部队和设置民政机构；在行使苏英美法
对于德国最高权力时，将采取它们认为对于和平与安全所需要的步骤，包括
将德国彻底的非武装化和非军事化等。该宣言确定了占领和管制德国的原
则。

苏美英莫斯科外长会议  1943 年 10 月 19—30 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
莫洛托夫、美国国务卿赫尔和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在莫斯科举行的会议。参加
会议的还有三国军事代表团。主要讨论了关于缩短对德国及其欧洲盟国的战
争期限和战后的有关军事。政治问题。会上，美、英代表团同意于 1944 年进
攻法国北部，但提出了许多保留条件。会议还就同作战有关的一些政治问题
达成了协、议，并通过了下列文件：（1）矢于意大利的宣言；（2）关于奥
地利的宣言；（3）关于德国暴厅的宣言（由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签署，
在会议期间发表，后成为司法追究和惩洽战犯的基础）；（4）关于普遍安全
的宣言（中国加入了此宣言）。在讨论战后欧洲安徘问题时，英、美代表团
提出肢解德国的建议，苏方来表态，最后决定将此问题交由*欧洲咨询委员会
处理。会议加强了苏联同英、美盟国的合作关系，为*德黑兰会议作了准备。

苏捷友好互助合作条约  全名《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及捷克斯



洛伐克共和国友好互助和战后合作条约》。1943 年正月 12 日*贝奈斯访苏期
间签订于莫斯科。主要内容为：两国战后友好合作以及互相援助，并在目前
的对德战争中彼此予以军事的及其他各种的援助和支持；双方遵守相互尊重
独立、主权及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战后在最大可能的范围内发展双方的经
济关系，并尽一切可能进行相互之间的经济援助。翌年 5月 8日又签订一项
补充规定：苏军进入捷境内的军事行动完全由苏联负责，但“一旦解放区的
任何部分不再是直接军事行动的区域时，捷政府就将接过全部权力来管理公
共事务”。

苏联关于苏芬关系声明  1944年4月22日苏联政府为芬兰政府拒绝苏
方提出的停战条件发表的声明。是年 3月 27—29 日，苏、芬代表在莫斯科谈
判缔结芬兰停止军事行动和退出战争的协定。苏方提出的条件中有：

拘留芬兰领土上的德军或者把他们逐出芬境；芬军应于 5月复员百分之
五十，并在其后两个月中把军队缩减到和平时期的规模；赔款 6 亿美元，5
年内用货物支付；1920 年和 1940 年苏联自愿割让的贝柴摩地区归还苏联。4
月 19 日芬兰拒绝了苏方的要求。苏联政府遂发表该声明，宣称：“芬兰政府
在同德国法西斯分子的关系方面走得如此之远，以致它已经不能、甚至不愿
同他们断绝关系。”并宣布中断谈判。

苏联关于苏波关系声明  1944年7月26日苏军进入波兰领土时苏联外
交人民委员部发表的声明，指出：“苏军进入波兰只有一个决心：彻底消灭
敌对的德国军队，帮助波兰人民从德国侵略者的奴役下解放出来，重建一个
独立的、强大的和民主的波兰。”并表示：苏联政府“把红军在波兰领土上
的军事行动看作是在一个拥有主权的友好盟国领土上进行的行动”。同日，
苏联政府同*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签订了有关苏军进入波兰领土后和波兰行
政当局关系的协定。

苏联国民经济动员计划  苏联 1941 年第三季度国民经济动员计划，
1941 年 6 月 30 日，由联共（布）党中央和苏联人民委员会通过。此计划改
变了战前批准的 1941 年第三季度国民经济计划内容，是标志苏联国民经济转
入战时轨道的第一个计划文件。为在短时间内动员国家物质和劳动资源以供
国防之急需，计划决定从靠近前线的地区后撤企业人员、设备及其他财产，
同时规定，军工产品要比原计划提高百分之二十六。为保证军队的粮食供应，
计划在居民中实行定量配给制。由于战争初期苏联遭到重大损失，此计划未
能充分实现国民经济按战争要求的转变。

苏联游击运动总司令部（ЦeHTPaNлHыйⅢTaбⅡap-TизaHcкoг
oДBижeHия）苏德战争期间苏联指挥和协调游击队战斗活动的专门军事
机关。1942 年 5 月 30 日组建（1943 年 3—5 月曾一度撤销）。总司令为波诺
马连科。直属最高统帅部大本营。负责与各地游击队建立联系，提供武器、
弹药和医药器材，培训干部，指挥和协调它们的战斗活动。1942 年 10 月起
设有作战、情报、政治和供应 4个部，通信、破袭战术技术、干部、机要、
财务、保密、行政管理 7个处。在各方面军司令部中驻有代表机构，以组织
游击队协同正规军作战。1944 年 1 月 13 日撤销。

苏军一九四二年冬季反攻  苏德战争前期苏军进行的首次大规模全线
反攻。1942 年 1 月 8 日—4月 20 日间由各战略方向实施的一系列进攻战役组
成。*莫斯科会战的胜利使苏军在主要战略方向夺取了战略主动权。

年 1月 5日，苏军最高统帅部决定发动全线反攻，以粉碎莫斯科方向德



军主要突击集团、解列宁格勒之围、解放顿巴斯和克里米亚等地区。反攻开
始后，西北方向苏军为打破对列宁格勒的封锁而进行了*柳班战役，并在*杰
米扬斯克战役中重创德军，合围其 6个师；西方方向苏军实施了*托罗佩茨-
霍尔姆战役和“勒热夫-维亚济马战役，把德军击退 50—250 公里；西南方向
苏军进行了*巴尔文科沃—洛佐瓦亚战役，向西推进 90—100 公里。但由于苏
军最高统帅部对敌我力量估计失当，加之全线进攻分散了战略预备队，致使
在任何一个战略方向均未达成原定目标，也未能粉碎敌军主要集团。至 4月
底，反攻遂告结束。

苏南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  苏德战争前夕苏联和南斯拉夫签订的条
约。1941 年春，纳粹德国为保证发动侵苏战争时的侧翼安全，加紧了控制巴
尔干的侵略行动。同年 3月 25 日德国迫使南斯拉夫政府签署加入轴心国集团
的协定，引发了三月政变，4 月 5 日苏联同南斯拉夫新政府签订此约。主要
内容为互不侵犯和互相尊重独立和领土完整；当缔约一方遭到第三国进攻
时，另一方“必须对它奉行友好的政策”。次日，德国向南斯拉夫发动大规
模进攻，苏联除向德国发出警告外，并未采取任阿具体措施。

苏美英关于奥地利的宣言  *苏美英莫斯科外长会议文件之一，1943
年 10 月 30 日公布，主要内容力：三国同意奥地利应从德国统治下解放出来；
1938 年 3 月 5 日德国对奥地利强迫实施的兼并无效；希望看到重建一个自由
和独立的奥地利；并提醒奥地利：“它应对站在希特勒德国方面参加战争而
负有一种不能倭卸的责任，在最后解决时，无可避免地应考虑到对其自己解
放所作出的贡献。”

苏美英关于意大利的宣言  *苏美英莫斯科外长会议文件之一。1943
年 10 月 30 日发表。主要内容为：盟国对意大利的政策，必须以彻底消灭法
西斯主义及意大利人民应有一切机会建立以民主原则为基础的政府和其他机
构为基本原则根据；为此应实施下列措施：吸收意大利各阶层中的反法西斯
代表人物参加政府；恢复言论、宗教、政治信仰、出版与公共集会等自由，
释放并大赦政治犯：取缔一切法西斯机构和组织，清除政府机关中的法西斯
分子，逮捕和审判法西斯首要分子以及战犯；建立地方性的民主机构，它对
意大利的非法西斯化和民主化起了一定的作用。

苏联北极地区护航运输队  苏德战争期间苏联在白海、巴伦支海和喀
拉海区域为对付敌海、空军袭击而建立的运输护航队。由*北方舰队组建的白
海区舰队（基地在阿尔汉格尔斯克）负责实施。1941 年主要在阿尔汉格尔斯
克与科尔古耶夫岛之间、1942 年主要在阿尔汉格尔斯克与迪克森岛之间、
1943 年主要在阿尔汉格尔斯克与维利基茨基海峡之间、1944 年主要在喀拉海
进行护航。

苏联武装力量最高统帅部（BepXoBH0eГлaBH0KOMAH-дOBaHиeBoopy
жёHHыxCилCCCP）苏德战争期间苏联最高战略领导和指挥机构。1941 年
6 月 23 日，根据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联共（布）党中央的决议组建。最初称为
统帅部大本营，主席为铁木辛哥，成员有斯大林、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
朱可夫、布琼尼、”库兹涅佐夫。同年 7月 10 日改组为总统帅部大本营，由
斯大林出任主席，成员除由沙波什尼科夫替代库兹涅佐夫外，其他不变。同
年 8月 8日斯大林被任命力最高统帅后，改称最高统帅部大本营（至战争结
束）。1945 年 2 月 17 日其成员进行了调整，主席为斯大林，副主席为朱可
夫，成员为华西列夫斯基、安东诺夫、布尔加宁、库兹涅佐夫，战争期间在



联共（布）党中央政治局和*苏联国防委员会领导下，负责对全国武装力量和
战争行动实施战略领导和指挥，包括确定战局和战略性战役的基本决心与重
大措施，给总参谋部下达制定有关计划的指令，组建战略军团和预备队，计
划和实施战略战役输送，调整战区指挥体系，任命方面军和集团军首长及军
长、师长，组织各战略战役集团以及同游击队之间的协同，确定和发展军事
行动的物质保障。监督所赋予任务的执行，审查和总结作战经验，以及协调
与盟国军队的行动。通常直接领导各方面军、舰队和远程航空兵。同时实行
（苏联）大本营代表制。战争初期曾一度建立战略方向总指挥部作为中间机
构。

苏北一九四三年春季反扫荡  *苏北抗日根据地军民反击日伪军“扫
荡”的战役。1943 年 2 月 14 日起，日伪军集中 1.4 万余人“扫荡”江苏省
盐城、阜宁地区。新四军以第三师一部坚持内线战斗，主力转到外线作战，
同时以第一师在苏中、第二师在淮南、第四师在淮北出击策应。2月 27 日起，
日军改为分区“扫荡”，修筑据点、公路，推行伪化政策，亦遭失败。3月 1
日起开始撤退，盐阜抗日军民乘机展开全面反击，至 4月 10 日，毙伤日伪军
1800 余人，攻克据点 30 余处，粉碎了日军的“扫荡”。

苏美英关于德国暴行的宣言  1943 年 10 月 30 日，*苏美英莫斯科外长
会议所发表的关于战后将追究和惩治纳粹德国暴行的宣言。由斯大林、罗斯
福和丘吉尔署名。主要内容为：指出己查获纳粹德国军队在许多国家中所犯
的暴行、屠杀以及执行集体死刑的罪证。为此，苏、美、英代表 32 个联合国
家的利益严正宣告：凡曾经负责或同意参加上述暴行的德国官兵和纳粹党
徒，将被解回到他们犯下罪行的国家进行审判惩处；必定要追赶他们到海角
天涯，将他们交给控诉他们的人，伸使正义得以伸张；对于首恶元凶，他们
所犯罪行并不限于特殊地域，他们将依盟国政府的共同决定加以惩处。此宣
言成为战后司法追究和惩治战犯的基础。

苏美英法关于惩处战犯协定  1945 年 8 月 8 日签署于伦敦的苏美、英、
法政府关于控诉和惩处欧洲轴心国主要战犯的协定。共 7条。主要内容：（1）
建立国际军事法庭，“以审判那些罪行没有特殊地理仁置的战犯”；（2）国
际军事法庭的组织、管辖和任务，根据附件《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宪章》规定；
（3）各签字国应采取必要措施以便利对于各签字国所拘留的并将由国际军事
法庭审判的主要战犯的罪行进行侦查和审判，应尽最大努力以便利对于不在
任何一个签字国领土内的主要战犯的罪状进行侦查，并由国际军事法庭予以
审判；（4）本协定不影响 1943 年 10 月 30 日《苏美英三国关于德国暴行的
宣言》关于将战犯解回他们犯罪国的规定，也不影响为审判战犯在任何盟国
领土内或在德国建立的或将建立的任何国家的或占领军的法庭的管辖或权
力；（5）联合国家的任何政府都可通过外交途径加入本协定。截至 1945 年
12 月 22 日止，有澳大利亚、比利时、捷克斯洛伐克等 19 个国家加入。不久
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成立。

苏联向边境军区调兵的命令  1941 年 5 月日日苏军总参谋部颁布的关
于从内地军区抽调 4个集团军又 1个步兵军加强边境军区的命令。获令调动
的部队是：原后贝加尔军区的第十六集团军、原北高加索军区的第十九集团
军、原伏尔加河沿岸军区的第二十一集团军、原乌拉尔军区的第二十二集团
军和原哈尔科夫军区的第二十五步兵军。它们分别被编人基辅特别军区和西
部特别军区。这些部队（及计划继续抽调的其他部队）预定在第聂伯河和西



德维纳河一带组成战略第二梯队，但由于部队按平时列车时刻表运送，到战
争爆发时大部分尚在途中或原驻地，未能抵达预定集中地域。

苏联总军事委员会扩大会议  1940 年 4 月 14—17 日举行。与会者有联
共（布）党中央政治局成员、国防人民委员部和备军区的领导人员、各主要
集团军的指挥员、各军事院校的教学科研人员及中央军事机关工作人员。斯
大林到会讲话。会议根据 1941 年 3 月的联共（布）党中央全会精神，总结了
苏军在哈桑湖、哈勒欣河地区作战和出兵西乌克兰、西白俄罗斯的经验，重
点分析了*苏芬战争的经验教训，也注意到*德波战争所提供的新经验。会议
通过加强国防能力、提高战备程度的原则决定，并责成一个高级指挥员小组
就局部战争和世界战争经验所提出的战役法及战术的关键性问题准备材料，
以供进一步研究和讨论。会议对 1940 年苏军的训练改革起了直接指导作用。

苏英战时同盟和战后合作条约  全名《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与
大不列颠和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对希特勒德国及其欧洲与国作战的同盟和战后
合作互助条约》。1942 年 5 月 26 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访英期间
同英国外交大臣艾登签订于伦敦。条约分两部分。第一部分的有效期直至欧
洲重建和平时止，主要内容是：两国在对德国及其在欧洲与德国合伙参加侵
略的各国的作战中，互相给予军事及其他一切的援助与支持，决不单独谈判
和缔结停战协定或和约。第二部分的有效期为 20 年，确定了战后两国的关系
原则：双方承担战后共同行动与合作的义务，以组织欧洲的安全与经济繁荣，
并互相进行经济援助；双方务使德国及其在欧洲与德国合伙参加侵略的国家
不能重行侵略，破坏和平；双方不缔结反对他方之任何同盟或参加反对他方
之任何军事集团。条约改善了苏英关系，并为两国战时合作的进一步发展奠
定了基础。1955 年 5 月 7 日被苏联废除。

苏波友好互助和战后合作条约  1945 年 4 月 21 日苏联人民委员会主
席斯大林与波兰总理奥苏布-莫拉夫斯基（EdwardOs6bka-Morawski）签订于
莫斯科。条约有效期 20 年，主要内容为：双方坚决把反对法西斯德国的斗争
进行到彻底胜利，胜利后采取一切措施消除来自德国或其他任何国家的任何
新的侵略威胁：不参加任何彼此敌对的同盟或联盟，如果一方被卷入对德战
争，另一方保证给予援助；在战后根据互相尊重独立、主权和互不干涉内政
的原则，加强两国间的友好合作，发展和巩固经济和文化联系。

苏南友好互助和战后合作条约  19 姐年 4 月 11 日苏联与南斯拉夫在
莫斯科签订。规定：双方保证把对德战争进行到完全胜利：不参加旨在反对
另一方的同盟或联盟，在战后如一方被卷入对德战争，另一方立即给予援助；
双方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进行合作。1949 年 9 月 28 日被苏联废除。

苏联最高统帅部大本营训令信  指 1942 年 1 月 10 日发布的关于组织
突破敌人防线和炮兵进攻的训令信。此信总结了卫国战争头几个月的作战经
验，指出在进攻行动中存在的缺点，要求在进攻中集中兵力兵器，采取“突
击群”（集团军由 3—4个师组成，方面军由数个集团军组成）行动方式，以
达成在某一地段对敌巨大优势。信中对如何组织炮兵进攻也作了规定。此信
的各项要求在莫斯科会战的反攻阶段和 1941-1942 年冬季进攻中得到贯彻。

苏北、苏中一九四一年秋季反扫荡  苏北、苏中抗日根据地军民反击
日伪军“扫荡”的战役。1941 年 7 月 20 日，日伪军集中 1.7 万余人，分四
路“扫荡”苏北盐城地区。新四军以第三师主力及第一师一部，在苏北进行
反“扫荡”战斗：以第一师另一部在苏中发动攻势，围攻泰兴、泰州，攻克



黄桥、加力等重要据点，迫使“扫荡”苏北之敌抽兵增援苏中。苏北新四军
则大举反击，收复阜宁、东沟、益林等地。至 8月底，共作战 130 余次，毙
伤日伪军 3800 余人，击沉汽艇 30 余艘，取得了反“扫荡”的胜利。

苏英美法关于德国占领区的声明  全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
盟、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的政府及法兰西共和国的临时政府关于德国占
领区的声明》。苏、英、美、法四国于 1945 年 6 月 5 日在柏林签署。声明宣
布，1937 年 12 月 31 日前的德国领土划为 4个占领区；东区由苏联占领，西
北区由英国占领，西南区由美国占领，西区由法国占领；“大柏林”区由四
国的武力占领。并将建立一个由各总司令任命的 4个司令官组成的“盟国行
政当局”来共同管理当地的行政。

苏联国防人民委员部反间谍总局（ГлABHOeYпpABлe-HиeKoHTPPa
зBeдKи）也称“除好部”（CMepш）。1943 年 4 月，根据国防委员会的
决议成立。局长由国防人民委员部的一名副人民委员兼任。与内务人民委员
部和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保持密切联系，共同制定和实施对敌间谍活动进行
斗争的行动计划。大战期间，在苏德前线、后方和敌占区，组织侦察和反问
谍、反颠覆活动，捕获数千名敌特人员。1946 年 5 月，其所属各反间谍部门
改组为若干特别处，转隶于国家安全部。

苏联国防及航空化学建设促进会（Oc0aBиaxиM）苏联群众性军事爱
国主义组织。1927 年成立。主要任务为开展群众性的国防工作，传播军事知
识，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并协助发展航空与化学工业，以加强国防力量。第
二次世界大战前有 1400 万会员，32.9 万个基层组织；并建立了 350 个支队、
2.6 万个小队和 15.6 万个小组，组织了 260 万人进行军事专业的学习与训
练。苏德战争爆发后，其会员半数以上加入了作战部队、民兵或游击队。在
战争期间，积极从事对居民的普及军训和防空、防化学训练，并为制造武器
收集资金和物资。1948 年为全苏支援陆、海、空军三个志愿协会所取代。

苏英美法关于德国营制机构的声明  全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
盟、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的政府及法兰西共和国的临时政府关于德国管
制机构的声明》。苏、英、美、法四国于 1945 年 6 月 5 日在柏林签署。声明
宣布，苏、英、美、法四国总司令将在各占领区内，遵照各该国政府的训示，
行使最高权力；凡涉及整个德国的事务，由四国共同处置：四国总司令将组
成”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保证各国总司令于占领区内采取适当的一致行动；
“大柏林”区的行政，由四国司令官组成的“盟国行政当局”统一指挥，每
位司令轮流担任总司令官。

苏联总军事委员会第一至三号命令  又称国防人民委员第 1—3 号命
令，指苏德战争爆发当日苏联最高军事领导机关连续发布的 3 项命令。第 1
号命令子 1941 年 6 月 22 日 0 时 30 分下达，此时苏联已获悉德军即将发起进
攻的确切情报，遂下令边境军区进入一级战备，但同时不许部队擅自反击；
第 2号命令于同日 7时 15 分下达，始允许边防部队实施反击；第 3号命令于
当晚 21 时 15 分下达，要求苏军由边境防御转入反攻、向敌方领土挺进。由
于上述命令脱离当时实际战争态势，故未能达到目的，而且导致战况更加恶
化。

苏联关于宣布战争状态和动员的命令  1941 年 6 月 22 日即苏德战争
爆发当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颁布命令，宣布西部边境各加盟共和国和
俄罗斯联邦共和国的某些州进入战时状态，在这些地区实行军管；同时宣布



在 14 个军区范围内对 1905—1918 年出生的育服兵役义务者实行动员。
苏联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二年战时经济计划  指 1941 年第四季度和

1942 年战时经济计划。1941 年 7 月 4 日，苏联国防委员会委托以*沃兹涅先
斯基为首的专门委员会制定较长时期的战时经济计划，8月 16 日计划得到联
共（布）中央和苏联人民委员会的批准。计划规定加速发展战时经济的基本
原则和在东部地区（伏尔加河流域、乌拉尔、西西伯利亚、哈萨克和中亚细
亚）发展军事工业基地及扩大粮食和经济作物种植面积的任务，还规定为开
发东部地区而修筑西伯利亚-乌拉尔、乌拉尔-伏尔加河流域的铁路复线。计
划对国家预算作了重大修改，大幅度增加军费拨款。在此计划指导下，苏联
于 1942 年年中完成了国民经济向战时轨道的转移。1942 年，苏联工业总产
量为 1940 年的百分之七十七，而军工产品则为百分之一百八十六，在金属、
燃料、电力等资源总量减少的情况下，飞机产量为德国的 1.9 倍、坦克为3.9
倍、火炮为 3.1 倍、枪械为 3倍至 6.5 倍，显示了苏联国民经济的深厚潜力
和战时经济计划的威力。

克尔（ArchibaldJohnKerr,ClarkKerr，1882—1951）英国外交官。毕
业于海德尔堡大学。1905 年进入外交界。1925 年起历任驻危地马拉、智利、
瑞典和伊拉克的领事和大使。1938 年起任驻中国大使。1942—1946 年任驻苏
大使。参加过盟国之间在莫斯科举行的各种重大会议以及德黑兰、雅尔塔和
波茨但会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历任驻印度尼西亚和美国大使。有贵族称号。

克卢桔（GunthervonKluge，1882—1944）德国将领。1901 年开始服役。
1912 年毕业干军事学院。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在国防军任职。希特
勒上台后，历任通讯兵总监、第六军区司令和步兵军军长，积极从事扩军工
作，1938 年 2 月被希特勒解除指挥权。1939 年复出任第四集团军司令，参加
入侵波兰。翌年进攻法国，晋升元帅。1941 年参加闪击苏联，曾一度进抵莫
斯科城郊。同年 12 月，在苏军反击下败退，但仍为希特勒克卢格信任，委派
其任中央集团军群司令。1943 年 10 月受伤后，调回大本营预备军，在此期
间，上层的反希待勒密谋分子曾与其联络，但未获其支持。1944 年盟军在诺
曼底登陆后，于 7月出任西线德军总司令，旋即因*七·二○事件受嫌而被解
职，返国途中自杀。

克劳辛（FriedrichKarlKlausing,1920—1944）德国军人。早年加入*
希特勒青年团并在”德国劳动阵线机矢供职。1938 年入伍。参加过侵波、侵
法战争，获一级铁十字奖章并升任军官。后在东线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受重伤。
1943 年转入国内驻防军（即补充军）司令部供职，任＊施道芬堡的副官，参
加反希特勒密谋活动。1944 年 7 月 20 日被捕，经*人民法庭审判后处死。

克努森（WilliamSigniusKnudsen,1879—1948）美国企业家，官员。原
籍丹麦，毕业于丹麦国立技术学校。1911 年进入福特汽车公司，1914 年人美
国籍。曾任厘用汽车公司董事长。1940 年受任为国防咨询委员会委员，负责
工业生产。1942 年任战时生产管理局局长，首先提出美国须成为＊民主国家
兵工厂的口号。同年因人事纠葛，调任陆军部工业生产督察员，获中将军衔。
1945 年退役，回企业界任职。

克拉麦（JosefKramer，1906—1945）德国纳粹分子。1940 年任奥斯威
辛灭绝营副长官，以残暴闻名。后又在达豪、萨赫森豪森和毛特豪森集中营
先后供职。1943 年任纳茨维勒（Natzweiler）集中营长官，亲手毒死 80 名
女囚禁者，供斯特拉斯堡大学解剖学教授做石膏模型。1944 年改任*比克淄



灭绝营头目，主持大规模屠杀。同年 12 月任*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长官，使
大批囚禁者死亡，被称力“贝尔森野兽”。1945 年被英国军事法庭处决。

克拉克  ①贝内特·钱普·克拉克（BennettChampClark，1890—1954）。
美国参议员。律师。华盛顿大学毕业。1913 年入选众议院。1919 年起开业为
律师。1933—1945 年两度当选为参议员，是国会内孤立主义集团代表人物之
一。1935 年与参者员*奈、*范登堡等极力促使国会通过*《中立法案》，1939
年又阻挠罗斯福修改该法。1940 年底，声称通过*《租借法案》等于是发表
战争咨文，战后任美国联邦上诉法院法官。著有《约翰·昆西·亚当姆斯》
等。②马克·韦恩·克拉克（MarkWayneClark，1896—1934）。美国将领。
1917 年毕业于西点军校。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陆军军事学院任教
官。1942 年获少将衔，任美军地面部队参谋长。不久升任美军驻欧洲地面部
队司令。1942 年 11 月，为制订和实施盟军北非登陆计划，秘密潜往法属阿
尔及利亚，会见当地法国官员。后协助艾森豪威尔指挥*北非登陆战役。年初
晋升中将，任美军第五集团军司令。同年 9月率部在意大利萨莱诺登陆。1944
年马·韦·克拉克初为突破德军阻击，下令炸毁*卡西诺山修道院，率部通过
安齐奥（Anzio），并在同年 6月解放罗马。同年 11 月调任第十五集团军司
令，统辖地中海地区的盟军。1945 年春晋升上将衔。战后曾任驻奥地利美军
司令。侵朝战争后期担任过“联合国军”司令。1954 年退役后，任南卡罗莱
纳军事学院院长。著有回忆录《适度冒险》和《从第聂伯河到鸭绿江》。

克虏伯  ①古斯塔夫·克虏伯（GustavKruppvonBoblenundHalbach,1870
—1950）。德国垄断资本家、军火制造商。主于荷兰海牙一银行家家庭。1906
年与贝塔·克虏伯（BerthaKruppl886—1957）结婚，进入克虏伯家族。第一
次世界大战期间，继承岳父之产业权，成为克虏伯公司董事长。战后积极鼓
吹德国重整军备。曾对纳粹党持保留态度。1933 年希特勒上台后，即成为纳
粹政权的狂热拥护者。曾任*德国经济界捐助希特勒基金委员会主席。积极支
持希特勒实行法西斯统治和对外扩张。通过纳粹德国的扩军备战和发动战
争，攫取暴利。1943 年将产业权转交其子掌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纽伦堡
国际军事法庭上被控为主要战犯之一，但以“中风和年老昏聩”未出庭受审。
②阿尔弗雷德·克虏伯（AlfriedKruppvonBohlenundHalbach，1907-1967）。
德国垄断资本家、军火制造商。古斯塔夫·克虏伯之子。1931 年加入纳粹党，
并成为党卫队成员。1943 年继承具父的产业，成为德国战争经济主要领导人
之一，负责军火生产和采矿业。大肆掠夺苏联、东欧等被占领区的工矿设备
和资源，广泛役使战俘、集中营囚徒和强征来的外国劳工。为德军生产大量
枪炮和坦克，使克虏伯公司获取巨额利润。8年以“控告克虏伯案”在纽阿·克
虏伯伦堡美国军事法庭受审，判处 12 年徒刑和没收全部财产。1951 年为美
国当局大赦释放，并发还全部财产。后重整旧业，资产日增。

克罗齐（BenedettoCroce,1866—1952）意大利历史学家。就读于罗马
大学，受教于拉布里奥拉（AntonioLabriola,1843-1904）。1910 年起为参
议员。曾任公共教育大臣。初赞同法西斯主义，后转为反对派。1925 年发表
“反法西斯知识分子宣言”。1929 年在参议院抨击墨索里尼政府，并辞去参
议员职务。1943 年 7 月墨索里尼下台后，重返政界，任自由党主席。联合各
派抵抗力量。积极开展反法西斯活动。曾建议组建意大利志愿军。1943—1944
年历任不管大臣，深得国王、各界人士和盟国的信任。曾为咨询会议和制究
会议成员。战后复致力于学术活动。著有《意大利史 1871—1915》、《十九



世纪欧洲史》、《作为思想和行动的历史》等。
克鲁格（WalterKrueger，1881—1967）美国将领。主于德国，1889 年

移居美国。参加过美西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多次入军事院校学习。曾任
陆军部作战计划处处长。1939 年升为少将。1940—1941 年任第三集团军司
令，兼南部防卫司令。1941 年晋升中将。1943 年出任在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
新组建的第六集团军司令。率部参加收复新不列颠群岛、新几内亚和菲律宾
等地的战斗。1945 年率军占领日本南部。同年晋升上将。翌年 1月退役。著
有回忆录《从澳、新到日本》。

克瑙夫（ErlchKnauf，1895—1944）德国新闻工作者。早年当学徒。参
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成为记者。激烈抨击法西斯主义，后因反对纳粹
政权被开除出全国新闻协会，并短期囚禁在集中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继
续反对独裁统治和纳粹政权的战争政策。1944 年 5 月 2 日被杀害。

克卢博夫（1918—1944）苏联军人。1939 年参军。1944 年毕业于丘古
耶夫军事航空学校后，在外高加索服役。苏德战争爆发后，在东方方面军和
乌克兰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编成内，先唇任歼击机飞行员、中队长和大
队长，大尉衔（1944 年）。作战英勇，技术高超，共完成 457 次战斗出动，
个人击落敌机 31 架，集体击落敌机 19 架。1944 年 4 月获苏联英雄称号。同
年 11 月在利沃夫附近前线机场因飞机矢事牺牲。1945 年 6 月，再次追授苏
联英雄称号。

克伦之战  1941 年英军在*东非之战中的一次攻坚战役。克伦（Keren）
是厄立特里亚（现属埃塞俄比亚境内）的高原小镇，四周群峰耸立。1941 年
2 月 2 日，英军由阿科达特（Agordat）攻抵克伦时，意军已作塌峡谷，培死
通路，在山脊堑壕中固守。英军主力 2个印度师随即仰攻上山，反复拼杀 10
多天进展甚微。英军被迫重新准备，于 3 月 15 日再次展开进攻，终于在 27
日攻占克伦。

克里曾斯（RichardStafordCripps，1889—1952）英国掌玺大臣（1942
年）、飞机生产大臣（1942—1945）。年轻时曾是化工专家和律师。1929 年
加入工党，在党内以其激进言论见称。1930—1931 年任麦克唐纳工党内阁的
副检察长。因倡议同共产党合作建立反法西斯人民阵线，于 1939 年被工党开
除（1945 年重新加入）。1940 年 5 月至 1942 年 1 月任英国驻苏大使，任内
英、苏签订互助条约。1942 年 2 月出任掌垒大臣和下院议长，为战时内阁成
员。同年3—4月间，曾率团赴印度德里，以答应印度在战后独立为条件争取
国大党支持战争。11 月，因与丘吉尔意见不合，退出战时内阁，改任飞机生
产大臣。战后在艾德礼内阁中历任贸易委员会主席和财政大臣。有爵士称号。

克利莫夫（1892—62）苏联航空发动机设计师。1918 年毕业于莫斯科高
等技术学校。历任科学研究所和航空工厂的领导职务，并在母校及茹科夫斯
基空军工程学院、莫斯科航空学院任教。从事多种气冷和液冷航空发动机的
研制。1935 年任航空发动机主任设计师。其研制的大功率发动机，装备在*
佩特利亚科夫设计的俯冲轰炸机和*雅科夫列夫设计的歼击机上，在战争中起
了巨大作用。1944 年获工程技术勤务少将衔。1953 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
士。著有《航空发动机构造图册》。

克拉塞尔（CharlesClaser，1901—1944）比利时军人。1940 年 5 月率
部抵抗入侵的德军。比利时沦亡后，投身抵抗运动，1941 年组建武装抵抗组
织——比利时军团。1942 年秘密去伦敦争取英国政府和比利时流亡政府的支



持，同年年底披捕。后囚祭在格罗斯-罗森集中营，1944 年底被杀害。
克莱斯特（PaulLudwigEwaldvonKleisti,1881—1954）德国将领。职业

军人。1900 年开始服役。1913 年军事学院毕业，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战
后在国防军骑兵部队任职。希特勒上台后，提升至军长。1933 年被免职，退
人预备役。不久又应召入伍，1939 年，指挥坦克军，入侵波兰、法国和南斯
拉夫，以实施闪电式的突击著称。1年 6月任闪击苏联的第一坦克集群（10
月改番号为第一坦克集团军）司令，为德军南路主要突击力量。率先攻打基
辅，进占乌克兰，攻取罗斯托夫。同年底在苏军反击下败退。1942 年调任进
攻高加索方向的 A集团军群司令。曾率部进抵高加索山麓。1943 年获元帅衔。
苏军反攻后再次败退。1944 年克莱斯特春，因弃守克里米亚，败于南布格河，
并同希特勒发生分歧，被解职并退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为盟军所俘。
1946 年作为战犯，先后移交南斯拉夫和苏联。被判 15 年徒刑，后死于苏联
狱中。

克留科沃（IcpI0F.of3o）苏德战争中德军占领的距莫斯科 38 公里的居
民点之一。1941 年 11 月 30 日德军占领该地，构筑坚固的设防枢纽部，并用
远程火炮炮击莫斯科。12 月初苏军发起反击解放此地，为*莫斯科会战苏军
反攻阶段的开始奠定了基础。

克勒拉尔（HenryCrerar，1888—1965）加拿大将领。毕业于皇家军事
学院。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获中校衔。后负责军事计划和情报工作，第
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1939 年在伦敦设立加拿大军事指挥部。1940 年任加拿
大三军总参谋长。翌年出任加拿大第一军军长，1942—1944 年在英国和意大
三勒拉尔利作战。1944 年 3 月被任命力加拿大第一集团军司令，6月指挥该
集团军参加诺曼底登陆战役，升为上将。随后配合盟军在西北欧作战，越过
塞纳河，光复安特卫普。1945 年春越过莱茵河”在德国境内作战，又直抵北
海，促成荷兰的全部光复。

克鲁克香（HarryFrederickComfortCrookShank.1893—1961）英国邮政
大臣（1943—1945）。受教于伊顿公学和牛津大学。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服
役于皇家近卫步兵第一团，曾受重伤。1924 年起当选为保守党下院议员。三
十年代历任内政部、矿业部和财政部秘书。1943 年任邮政大臣。第二次世界
大战后在保守党执政时曾历任卫生大巨、掌垄大臣和下院领袖。

克雷洛夫（1903—1972）苏联将领。1919 年参军，参加国内战争。1927
年加入联共（布）党。1928 年毕业于高级步兵学校。苏德战争开始时为上校。
先后任滨海集团军作战处长和参谋长，参加敖德萨和塞瓦斯托波尔防御战。
1942 年 9 月起任第六十二集团军参谋长，参加斯大林格勒会战。1943 年 7
月升任第二十一集团军司令，参加斯摩棱斯克战役。同年 10 月调任第五集团
军司令。先后参加白俄罗斯战役和东普鲁士战役。1944 年晋升上将。后率该
部前往远东参加＊苏日战争。战后曾任军区司令、国防部副部长兼战略火箭
军总司令等职。1962 年获苏联元帅衔。著有《永不退色》、《走向胜利》。

克列伊泽尔（1905—1969）苏联将领。1921 年参军，1925 年加入俄共
（布）党。1931 和 1941 年先后毕业于高级步兵学校和伏龙芝军事学院首长
进修班。苏德战争爆发时任摩托儿步兵第一师师长（上校衔），在奥尔沙
（OplIla）地域作战。1941 年 8 月升任第三集团军司令。先后参加图拉和叶
列茨战役。后调任预备队第一集团军司令、近卫第二集团军副司令、司令。
年晋升中将。同年 8月起任第五十一集团军司令（至战争结束）。所部参加



梅利托波尔、尼科波尔—克里沃罗格、克里米亚、波洛茨克、里加和默麦尔
等战役。战后曾任军区司令。1962 年获大将衔。

克劳塞维兹（Clausewitz）德军 1942 年夏季攻势第二阶段战役的计划
代号，又称“蓝色二号”。其主要目标是歼灭顿河以西的苏军主力。实施结
果德军虽占领顿巴斯并推进到顿河，但苏军主力朱被围歼。

克拉夫琴科  ①安德烈·格里戈里那维奇·克拉夫琴科（1899—1963）
苏联将领。1918 年参军。参加过国内战争。1925 年加入俄共（布）党。1928
年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1939—1940 年参加苏芬战争。苏德战争初期任机
械化军参谋长（上校衔），在西方方向作战，参加过莫斯科会战。1942 年 6
月起任坦克军军长，先后参加斯大林格勒和库尔斯克会战。在强渡第聂伯河
和解放该河右岸乌克兰地区的作战中，战功卓著。1944 年 1 月任近卫坦克第
六集团军司令（至战争结束）。同年 9月晋升坦克兵上将。曾参加科尔孙—
舍甫琴柯夫斯基、雅西-基什尼奥夫、布达佩斯、维也纳和布拉格等战役。后
调往远东，参加*兴安岭-奉天战役。战后曾任军区装甲坦克和机械化兵司令
等职。1955 年转入预备役。②格里戈里·潘捷列那维奇·克拉夫琴科（1912
—1943）。苏联空军将领。1931 年加入联共（布）党和参军。翌年毕业于卡
恰军事飞行员学校。历任航空兵中队长、大队长和团长。1938 年参加苏联援
华空军志愿队。回国后参加诺门坎地区的作战和苏芬战争。1940 年晋升空军
中将，任波罗的海沿岸特别军区空军司令。苏德战争期间，先后任航空兵师
长、第三集团军空军司令、大本营突击航空兵群司令。1943 年 2 月 23 日在
空战中阵亡。

克虏伯审判  大战后对德国克虏伯公司董事长*克虏伯等人的审判。
古·克虏伯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上彼捐控为希特勒发动侵略战争的同谋
犯，是主要战争罪犯之一。但由于其“身体和精神状况”（中凤和年老昏聩），
未受审讯。检察官曾想让其子阿·克虏伯受审，未获法庭同意。不久，阿·克
虏伯受到美国设在纽伦堡的军事法庭审判，同案受审的有该公司的 9 名董
事。1948 年 7 月 31 日，阿·克虏伯彼判 12 年徒刑，全部财产被没收。1951
年 2 月 4 日获大赦，自狱中释放，没收的财产被发还。克钦别动队
（KacliinRangers）大战期间美军属下的缅甸人游击队。“克钦”是一族名。
1942 年由美军招募的数百名族人组成。经过间谍和作战训练后，空降于缅甸
北部日军占领区，在敌后专事侦察和游击活动。

克莱骚集团（KreisauerKreis）德国反纳粹地下组织。1933 年形成，
领导人为”毛奇和瓦登堡（PetervonWartenburg，1903—1944），主要由军
官和青年知识分子组成，因聚会地点设在西里西亚克莱骚的毛奇庄园，故名。
1943 年扩大到包括保皇党人、自由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人在内的 20 多名成
员。主张推翻纳粹政权，建立民主共和的新德国。1943 年 8 月 9 日制订《德
国新秩序的基本原则》作为纲领，要求恢复社会道德，保证信仰和职业自由，
抛弃极权主义，保护家庭，实行人民自治等。但反对使用暴力和发动群众。
未参与*七·二○事件，但毛奇却因此被处决。

克里米亚会议  即“雅尔塔会议”。
克里米亚战役  ①苏德战争前期苏军进行的防御战役。1941 年 10 月 18

日至 11 月 16 日，由独立第五十一集团军和滨海集团军在黑海舰队协同下实
施。10 月 18 日起，德国*南方集团军群的第十一集团军，经彼列科普地峡向
克里米亚发起进攻，迅速突破苏军主要阵地，苏军滨海集团军退向塞瓦斯托



波 尔 ， 第 五 十 一 集 团 军 则 由 刻 赤 方 向 撤 往 培 曼 半 岛
（TaMancE11Hlloayocrpos）。11 月 16 日，克里米亚地区除塞瓦斯托彼尔要
塞外，均被德军攻占（参见“塞瓦斯托波尔防御战”）。②苏德战争后期苏
军发动的战略性进攻战役。1944 年 4 月 8 日至 5 月 12 日，由乌克兰第四方
面军和独立滨海集团军在亚速海区舰队配合下实施（共约 47 万人，559 辆坦
克和自行火炮，1250 印架飞机）。*第聂伯河右岸乌克兰进攻战役后，困守
克里米亚的德军第十七集团军（共 12 个师，其中 7个罗马尼亚师，约 20 万
人，215 辆坦克和自行火炮，148 架飞机）被完全孤立。苏军乘胜从彼列科普
地峡和刻赤半岛分头出击，共同向辛菲罗波尔、塞瓦斯托波尔一线进攻，围
歼敌军。4月 11 日，苏军攻下德军主要防御支撑点和铁路枢纽占科伊，迫使
德军退向塞瓦斯托波尔。4月 15—16 日，苏军进抵塞瓦斯托波尔，5月 5日
开始攻城，经 5天激战，于 5月 9日解放该市。至 5月 12 日，德军大部被歼，
少数从海上撤走，苏军收复克里米亚半岛。经苏军总参谋部 1987 年审定，列
为苏联卫国战争中的 51 个战略性战役之一。

克里特岛战役  德军攻占克里特岛的空降战役，代号*水星，为大战中
唯一以空降兵为主实施的进攻战役。克里特岛（Kriti 或 Crete）东西狭长如
卧蚕状，横置于爱琴海之南。1941 年 4 月*希腊战役后，撤出希腊的部分英
军与年前 10 月登岛的部队会合，试图保持一个控制东地中海航路并紧逼德国
巴尔干侧翼的海、空据点。为消除这个隐患，并夺取该岛作为人侵中东的前
进基地，希特勒采纳德国空降兵司令*施图登特的建议，以空降兵跨海夺岛，
为此动用 1个伞兵师、上个滑翔团和 1个山地师共 2.2万人，各种飞机约1200
架，守岛的英、新、澳、希军约 4.5 万人，设防于北岸一线，主要准备对付
海上入侵。5月 20 日晨，德国空降兵在航空火力准备后，开始在西部的马利
迈（Maleme）和加尼亚（Canea）地区以及中部的雷西姆衣（Retihymnou）和
伊腊克利翁（Herlckleion）着陆。由于兵力分散，又遭守军顽强抵抗，5000
德军空降兵伤亡惨重。当日夜间德军投入后备伞兵，夺占马利迈机场：翌日，
强行机降山地步兵师，逐步将守军逼进山间。22 日，德机已能自由起降，不
断空运。23 日夜间，德军派出海上船队输送补给，遭英舰阻击，受创返回，
24 日，德空军突袭英舰，迫使其西撤埃及。23 日夜守军开始向南岸的斯法基
亚（Sfa-kia）渔村撤退。从 28 日夜间开始至 31 日，守军撤到埃及的只有
1.65 万余人。6月 2日德军占领全岛。此役守军虽有兵力和海军优势，但因
无空中掩护而受重创并被迫撤走。德军由于掌握制空权，得以占领机场和驱
逐英舰，从海、空补充人员和物资，取得战役胜利，但伤亡 6000 余人（大部
为精锐的空降兵），以致希特勒禁止再进行大规模空降作战。

克里普斯使命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国动员印度支持对日战争的一次
外交行动。1942 年 3 月，英国战时内阁成员*克里普斯爵士赴印，企图说服
印度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的领导人动员印度人民协助英国抵抗日木侵略。克
里普斯提交了一份英国将在战后给予印度自治领权的声明草案，建议先由印
度领导人参加治理印度，然后再缔结有关英国撤出印度的条约，但遭到拒绝，
朱取得任何结果。

克拉索夫斯基（CTenaHAtcirM0BntlKpacoBcltH，1897—1983）苏联空
军将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应征入沙俄空军部队。1918 年加入俄共（布）党
和红军。参加过国内战争。1936 年毕业于茹抖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历任航
空兵旅长和军长。参加过*苏芬战争。苏德战争初期为空军少将，历任第五十



六集团军和布良斯克方面军空军司令，在南方和西方方向作战。1942 年起任
空军第二和第十七集团军司令（至战争结束）。先后参加斯大林格勒和库尔
斯克会战，强渡第聂伯河和解放基辅，以及科尔孙-舍甫琴柯夫斯基、利沃夫
-桑多梅日、下西里西亚、柏林和布拉格等战役。1944 年晋升空军上将。战
后曾任加加林空军学院院长等职。1959 年获空军元帅衔，著有《空军生活》。

克虏伯康采恩（Krupp－KonZern）德国重工业垄断组织。原为 1811 年
创办的“克虏伯铸钢厂”，后发展至拥有军火生产、采矿、铸钢、金属加工、
机器制造、汽车制造、飞机制造、舰船制造和发电等企业的重工业垄断集团。
总部设在埃森市。长期为德国的主要军火生产基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秘密
设计新式枪炮和坦克炮塔。希特勒执政后成为法西斯德国扩军备战的重要支
往。1932—1933 年度接受国家军事订货总值 930 万马克，1938—1939 年度增
至 1.45 亿马克，纯利润亦急剧上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德军提供大量坦
克、火炮、炮弹和潜挺，强迫战俘、集中营囚徒和外国工人从事奴隶劳动并
肆意杀害，吞并占领区内大型冶金工厂。1943 年总资产达 20 亿马克以上。
1945 年初拥有 110 个德国大型企业和 41 个外国大型企业。战后在民主德国
的企业被永远没收，在联邦德国的一度没收后于 1953 年重新归克虏伯家族所
有。1968 年从家族企业改为联合公司。

克莱夫顿集团（Clivedenset）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英国绥靖主义分子的
政治集团。因以伦敦附近的克莱夫顿庄园为活动中心，故名。主要成员有：
该庄园主人、上院议员、皇家国际事务学会主席阿斯特勋爵（WaldorfAstor，
1879—1952），其妻、保守党下院议员南希·阿斯特（NaneyAstor,1879—
1964），其弟、《泰晤上报》主要持有人约翰·阿斯特（JolinAstor,1886-
1971），外交官洛西恩侯爵（PlilipHenryKerr,Lothian，1882—1940），《泰
晤上报》主编道森（GeottreyDawsOn，1874—1944）等，鲍尔温、张伯伦、
哈里法克斯、劳合侨治等政界要人亦常参加其活动。该集团利用和政府的关
系，开动掌握的舆论工具，鼓吹绥靖主义。其成员时常进行“私人外交”，
同希特勒和纳粹官员会晤，从事对德妥协活动。该集团对三十年代英国的外
交政策产生过一定影响。

克伦威尔型坦克（Cromwell）英国中型坦克。1943 年投产和服役。重
30 吨，平均每平方厘米压重 1公斤，装甲厚 46—76 毫米，最大时速 52—55
公里，最大行程 160—264 公里，乘员 5 人。起初装备 1 门 75 毫米火炮、2
挺 7.92 毫米机枪和 1挺 7.69 毫米高射机枪。1944 年为在诺曼底登陆战役后
对付德国的*虎式坦克，将主炮改装为 95 毫米火炮。

克里米亚方面军  苏联战略战役军团。1942 年 1 月，为执行解放克里
米亚半岛的任务，由*高加索方面军划分组建。辖 3个集团军、塞瓦斯托波尔
防御地域、黑海舰队、亚速海区舰队和刻赤海军基地。组建后于 2—4月间三
次实施进攻均未奏效，被迫转入防御。同年5月初德军在刻赤半岛转入进攻。
其防御被突破，损失严重，被迫弃守。同月 19 日撤销。司令为科兹洛夫（1896
—1967）。

克里斯蒂安十世（ChriStianX，1870—1947）丹麦国王（1912—1947）。
1898 年任丹麦王家卫队司令。1906 年立为玉储。1912 年为国王。1939 年 5
月与德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次年 4月德军入侵丹麦后下令停止抵抗，并组成
亲德政府。1942 年拒绝制定纳粹德国提出的反犹立法；1943 年谴责丹麦抵抗
运动对军需工厂和铁路的破坏，但同年 8月发表反对德国占领军的讲话，遭



监禁。5年 5月丹麦光复后获释，仍为丹麦国王。
克罗地亚独立国  德意在南斯拉夫克罗地亚建立的附庸国。1941 年 4

月德意军侵占南斯拉夫后，实行分而治之，指使克罗地亚法西斯组织”乌斯
塔莎成立克罗地亚“独立”国。国王为意大利国王之侄斯波里托（Spolito）
公爵，“领袖”为乌斯塔莎头目*巴维列奇。名义上属意大利营辖，实权由德
国掌握。对内实行白色恐怖，残酷镇压抵抗运动，疯狂迫害犹太人、塞尔维
亚人。对外追随德意，向盟国宣战。1943 年 9 月意大利投降后，继续投靠德
国。1944 年 11 月企图与盟军谈判，未成。1945 年 5 月瓦解。

克伦威尔密码命令（Cromwellcodeword）大战初期英国关于敌人“入侵
迫在眼前”的报答密码命令。1940 年法国败降后，英国本上面临德军入侵威
胁。由于菜军在敦刻尔克撤退中遭受巨大损失，本上防御力量薄弱，形势危
急。9月初，*英国参谋长委员会收到德军集结船舶、飞机于法国北部海岸的
情报，并考虑到当月 8—10 日期间月光和潮汐有利于登陆，于是认为敌人入
侵可能已迫在眉睫，防卫部队应马上准备待命。*英国本土防卫部队总司令部
即据此在 9月 7日下午 8时，向东岸和南岸两个营区发出此密码命令，同时
抄送伦敦及其他管区，结果在一些地方引起惊慌和关于敌人伞兵已登陆的谣
言。

克伦班哥拉岛海战  *中所罗门群岛战役中的一次海战。194：3 年 7 月
12 日日军井崎海军少将率一支编队（1 艘巡洋舰，9 艘驱逐舰，其中 4 艘载
有部队）增援韦拉（Vel-la）。日规航至克伦班哥拉（Kolombangara）岛附
近海域时，遭到盟军一支特遣舰队（3艘巡洋舰和 10 艘驱逐舰）拦截，双方
展开夜战至 13 日凌晨。日巡洋舰中弹爆炸，美两艘巡洋舰受伤、驱逐舰 1
艘沉没，新西兰巡洋舰利安德号受重创。

克拉斯诺达尔战役  苏德战争中期苏军发动的进攻战役，*高加索会战
的组成部分。1943 年 2 月 9 日至 3月 16 日，由*北高加索方面军在黑海舰队
配合下实施。目的是围歼德军克拉斯诺达尔集团（17 个师，约 50 万人），
不让其退往克里米亚，2月 12 日，苏军解放克拉斯诺达尔，德军向塔曼半岛
撤退，并以强大反突击阻滞苏军追击，3月 16 日，苏军停止进攻。

克浩奇科夫—季耶夫（1911—1941）苏联军人。1939 年加入联共（布）
党。苏德战争时任步兵第三一六师（“潘菲洛夫师”）连政治指导员（中尉
衔）。1941 年 11 月 16 日，在莫斯科防御作战中率领一个小组坚守杜博谢科
沃车站，击毁敌坦克 18 辆，在激战中高呼：“俄罗斯虽幅员辽阔，但已无处
可退：后边就是莫斯科！”成为苏联首都保卫者的战斗口号。战斗中身负重
伤，带着一捆手榴弹扑敌坦克下，壮烈牺牲。后被追授苏联英雄称号。

克拉古那瓦茨城大屠杀  1941 年德军在南斯拉夫克拉古那瓦茨城的大
屠杀。1941 年 9 月德军进攻南斯拉夫西塞尔维亚解放区，遭顽强抵抗，受重
创。德占领者实行残酷报复，宣称每死一个德国兵，将处决 I00 名南斯拉夫
人。10 月 20—21 日游击队在克拉古耶瓦茨（Kcparyel3au）城击毙德军 10
名，重伤多人。德国占领者遂将全城 16—60 岁男子驱入兵营，每 10 人为一
组执行枪决。共杀害 7000 余人，其中包括数百名中小学生。这一暴行震动全
国，激起南斯拉夫人民更大的反抗。

克林—索尔涅奇诺戈尔斯克战役  苏德战争前期苏军在克林-索尔涅
奇诺戈尔斯克地域连续进行的防御和进攻战役，莫斯科会战的组成部分。1941
年 11 月 15 日至 12 月 25 日，由西方方面军右翼实施。德军 10 月攻势遭挫后，



于 11 月中旬发起新的进攻，其北路选择克林、索尔涅奇诺戈尔斯克、伊斯特
拉（HcT-pa）为主突方向。交战开始后，沃洛科拉姆斯克—伊斯特拉方向的
争夺尤为激烈。11 月 16 日，苏军步兵第三一六师（*潘菲洛夫师）的 28 名
官兵在*克洛奇科夫-季耶夫率领下坚守杜博谢科沃车站，战功卓著。11 月下
旬至 12 月初，德军先后攻占克林、索尔涅奇诺戈尔斯克、亚赫罗马、红波利
亚纳以及莫斯科-伏尔加河运河东岸数个村庄，距莫斯科最近处己不足 30 公
里。但苏军的反突击终于阻止了德军前进。12 月 6 日，苏军发起反攻，从亚
赫罗马、红波利亚纳、克留科沃等地域出击，收复了 11 月中旬以来失陷的地
区，12 月 21 日进抵拉马河、鲁扎河一线，共推进 90—110 公里，消除了德
军从北面迂回莫斯科的威胁。

杜威（ThomasEdmundDewey，1902—1971）美国官员，律师。毕业于密
执安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早年入法律界从业，曾汪司法部长助理、
纽约地方法院检察宫等职。1943-1955 年任纽约州州长。大战期间，属孤立
主义集团。1944 年被提名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从政党斗争利益出发，抨击
罗斯福政府的内外政策，在大选中遭到失败。1948 年再度竞选总统未遂。著
有《反对新政的案件》等。

杜黑（GiulioDouhet，1869—1930）一译“杜埃”。意大利军事理论家。
陆军大学毕业。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任步兵师参谋长。主张建立专门的轰炸
机部队，曾一度因抨击统帅部被监禁。1918 年复职，任国防部航空处主任。
1919 年加入国家法西斯党。1921 年获少将衔后退役，专事军事理论研究。同
年发表《制空权》一书，对空军建设和作战提出系统的理论，鼓吹以轰炸机
为主的独立空军在未来战争中起决定作用，成为空军制胜论的创始人。其军
事理论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意大利、德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军界均有影
响。

杜义德（1912—）中国将领。1929 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次年加入中国
共产党。曾任红四方面军骑兵师师长。1935 年参加长征。抗日战争爆发后，
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随营学校副校长，新编第四旅副旅长，冀南军区第二军
分区司令员，政委兼中共地委书记，冀南军区副司令员，西进纵队司令员兼
政委，冀南军区司令员。开展平原游击战，参与领导冀南抗日根据地的反“扫
荡”、反“蚕食”斗争。解放战争时期，曾任第二野战军第三兵团副司令员
兼第十军军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海军第二政委、兰州军区司令
员。1955 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杜尔曼（KareIDoorman，1889—1912）荷兰海军将领。1910 年起任海军
军官。曾在荷属东印度群岛服役。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参与发展荷兰海军
航空部队。1937 年重返荷属东印度群岛，任海军航空部队司令。1940 年升任
荷兰东印度群岛舰队司令，获海军上将衔。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奉命指挥美
英荷澳联合舰队防守爪哇海。1942 年 2 月，在*爪哇海海战中车舰队与占优
势的日本舰队激战，随旗砚沉没阵亡。

杜立特（JamesHaroldDooIlttle，1896—1993）美国将领。加利福尼亚
大学毕业。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成为飞行员。战后任民航机试飞员，专长飞行
木，创造过飞行速度世界纪录。1年再度入陆军航空队服役。授中校衔。1942
年 4月 2日率*B—25 型轰炸机16架搭乘*大黄蜂号航空母舰，自旧金山出发，
4月 18 日抵日本九州海岸以西 650 海里处杜立特起飞，突袭东京成功，晋升
为准将。后获少将街，任第十二航空队司令，参加北非之战。1943 年在地中



海地区指挥美英战略空军轰炸意大利。1944 年晋升中将，先后任第十五和第
八航空队司令，参加盟军在欧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反攻。战后曾任谢尔石油公
司副总裁、国家航空顾问委员会主席，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委员等职，1959
年退役。

杜芒克（Joseph-Edouard-AimeDoumenc，1880—1948）法国将领。1898
年毕业于巴黎综合技术学校，后转入军界服务。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1932
年获准将衔，1935 年曾任第一步兵师师长和里尔第一军区司令。1939 年，任
最高军事委员会委员。同年 8月率军事代表团去莫斯科进行英、法、苏三国
谈判，未果。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擢升上将，负责指挥法国的防空部队。
1942 年退休。著有《第九集团军史，1940 年 5 月》。

杜聿明（1905—1981）中国将领。字光亭。黄埔军校毕业。1933 年春任
国民政府第二十五师副师长，率部参加古北口长城抗战。1936 年授少将衔，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装甲兵团团长，参加淞沪会战、忻口战役和南京保卫战。
1939 年 1 月升任新编第十一军军长。同年 2 月调任第五军军长，率部参加*
昆仑关战役，歼灭日军第十二旅团中村正雄部 4000 人。1942 年所部编入中
国远征军，任第一路副司令长官，进入缅甸对日作战。1943 年任昆明防守司
令部司令长官。1945 年授中将衔，抗战胜利后，任东北三省保安司令宫、徐
州“剿总”副总司令。1949 年在淮海战役中被人民解放军俘虏。1959 年特赦
获释，后任全国政协常委。

杜克洛（JacquesDuclos，1896—1975）法国共产党领导人之一。1921
年加入法共，1926 年起为党的中央委员，1931 年起为政治局委员。1926 年
起为者员，1936 年任副者长。大战爆发后，从事地下斗争。曾流亡国外，任
法共布鲁塞尔中心负责人。1940 年 3 月，被法国政府缺席判处 5年徒刑。法
国败降后回国，1940 年 7 月 10 日与多列士共同签署告人民书，号召社会各
阶层团结抗敌。后与*弗拉松、*蒂翁组成法共书记处，领导广大党员在本上
坚持斗争。发起建立民族阵线，组织*自由射手和游击队，推动同其他抵抗组
织的联合；支持民族抵抗委员会，并促成其颁布较进步的纲领。1944—1945
年为临时咨询议会议员，不满于戴高乐解散人民武装的政策。战后复被选为
议员，并担任党的领导工作。著有回忆录。

杜重远（1897—1943）中国爱国民主人士。原名乾学。日本东京高等工
业学校毕业。回国后经营瓷器工业。曾任奉天总商会副会长。九·一八事变
后，与*阎宝航等在北平（今北京）参与组织东北民众救国会，被选为常委兼
政治部副部长，积极进行抗日宣传。1933 年在陕西组织国货公司，提倡使用
国货。1934 年 2 月在上海创办《新生》周刊。1935 年 5 月 4 日发表易水《闲
话皇帝》一文，日本驻沪总领事诬之力侮辱天皇，被国民政府判处有期徒刑
一年零两个月，周刊被查封。抗日战争爆发后，被聘为国民参政员。1939 年
任新疆学院院长。1943 年 9 月被盛世才杀害。

杜勒斯  ①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FosterDul-les，1886—1959）。
美国官员。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和华盛顿大学。出席 1919 年凡尔赛和会。二
十年代从业于法律界，曾任洛克菲勒基金会董事长。1944 年起为共和党外交
政策的主要发言人，同年在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上参加起草《联合国宪章》。
1945 年为旧金山会议美国代表团顾问，后任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代表团成
员。1950—1952 年任国务院顾问。1951 年与日本商订《美日和约》。1953
—1959 年任国务卿。著有《战争或和平》等。②艾伦·威尔什·社勒斯



（AllenWelshDulles，1893—1969）。美国情报官员。约·福·社勒斯之弟，
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和华盛顿大学。1916 年进入外交界。1926 罕开业为律
师。1942 年 10 月起任美国战略服务局瑞士站站长，建立在欧洲活动的美国
谍报网，与德国地下密谋组织进行联系，收集大量关于纳粹德国的情报。战
争后期在瑞士伯尔尼与纳粹党卫队将领*沃尔夫秘密会商，讨论意大利境内德
军投降的条件，曾引起苏联的不满，史称“伯尔尼事件”。战后继续在欧洲
从事情报活动。1953—1961 年任中央情报局局长。著有《德国地下活动》、
《情报技术》、《秘密投降》等。

杜鲁门（HarryS.Truman，1884—1972）美国总统（1945—1953）。民
主党人。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1922 年进入政界，曾任杰克逊县地方法官、
审判长等职。1934 和 1940 年两次当选为参议员。支持罗斯福政府的内外政
策，反对孤立主义。1941 年任参议院国防调查特别委员会主席。因揭露国防
开支上一连串贪污、浪费等弊端而提高了声誉。1944 年被提名为民主党副总
统候选人，竞选获胜。次年就任副总统，4 月 12 日罗斯福去世即继任总统。
开始对苏联采取强硬立场，但为谋求苏联在欧战结束后参加对日作战，以减
少美军进攻日本本上的伤亡，5月 23 日派霍普金斯访苏。6月出席旧金山《联
合国宪章》签字仪式。7月 17 日—8月 2日参加美、英、苏三国首脑*波茨坦
会议。7月 26 日会同丘吉尔、蒋介石发表*《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投降，
遭拒绝后于 8月 2日下令对日本投掷原子弹。日本投降后任命麦克阿瑟率军
进驻日本，拒绝苏联赴日受降。1948 年竞选总统获胜，连任。战后在国内事
务上继续“新政”的某些方针，曾于 1949 年提出称为“公平施政”的 24 点
纲领，然大部未得实施；在对外政策上奉行对抗苏联的遏制政策，进行冷战，
提出“杜鲁门主义”、“马歇尔计划”，建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等，并支持
蒋介石打内战，发动侵朝战争，同时派遣舰队侵占中国领上台湾。著有《社
鲁门回忆录》（2卷）。

杜霍夫（1904—1964）苏联坦克设计师。1932 年列宁格勒工业学院毕业
后，在列宁格勒基洛夫工厂任设计师。参加*KB 型坦克的研制工作。苏德战
争期间，负责对该型坦克的改进和参与研制*HC 型坦克，先后制成 KB-IC、
KB-85、NC-1、HC-2 和 HC-3 等重型坦克，战后任主任设计师、国防工业设计
局局长。1953 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次年获工程技术勤务中将衔。

杜克拉山口（Dutda）喀尔巴吁山脉下贝斯基迪山的山口。位于波兰与
捷克斯洛伐克的交界，海拔 502 米，有公路通过，两侧山坡陡峭，丛林密布。
1944 年 10 月 6 日，*斯沃博达指挥捷克斯洛伐克步兵第一军与苏军协同，在
*喀尔巴阡-杜克拉战役中攻占该山口。这一天后被定为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军
建军节。

杜斯特贝格（TheodorDuesterberg，1875—1950）德国*钢盗团副王席
（1918—1933）。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中校。1918 年 12 月参与组建钢盔
团并汪副主席。1931 年加入*哈尔茨堡阵线。1932 年 3 月德国总统选举中被
提名为德意志民族人民党候选人，纳粹党执政后未参加内阁，因内部矛盾，
1934 主年 7月曾被短期囚禁干集中营。1943 年起同反希特勒密谋分子*戈台
勒有接触。著有《钢盔团与希特勒》。

杜立特空袭东京  太平洋战争期间美国空军对东京的首次空袭。为报复
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军决定远程奔袭轰炸日本本上。1942 年 4 月 2 日，美国
空军中校*杜立特率 16 架经改装的*B-25 型轰炸机，82 名机组人员，乘*大黄



蜂号航空母舰由第十六特遣舰队护送到离东京 650 海圣海面起飞出去。日军
虽事前发现美航空母肌，但未估计到在这样远的距离奔袭。美机未遇截击，
13 架轰炸东京，炸毁建筑物 90 余座，50 亲人丧生，另 3架轰炸名古屋、大
阪和神户等地。轰炸后 15 架在中国浙赣地区降落，1架在苏联降落，3人失
事身亡，8 人被俘（其中 3 人彼日方处死），其余人员在中国游击队帮助下
安全脱险。此次轰炸鼓舞了美军士气，震动了日本朝野，促使日本决定进攻
中途岛。

杜塞尔多夫演说  希特勒争取德国垄断资产阶级支持的演说。在世界经
济危机的影响下，纳粹党和德国垄断资产阶级相互接近。1932 年 1 月 27 日，
德国资本家 300 余人在钢铁工业中心杜塞尔多夫（DUsseldorf）的工业俱乐
部召开会议，应邀出席的希特勒发表两小时半的演说，吹嘘纳粹分子正在为
复兴德国而努力，鼓吹种族优秀论，攻击苏联和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主张建
立垄断资产阶级的独裁统治并训练 800 万后备军。演说受到与会者的热烈欢
迎，为希特勒上台奠定了基础。

杜霍夫希纳-杰米多夫战役  苏德战争中期苏军发动的进攻战役，*斯
摩棱斯克战役的组成部分。1943 年 9 月 14 日至 10 月 2 日，由*里宁方面军
实施。该部苏军在 8月中旬曾向杜霍夫希纳方向进攻，但未能扩大战果。经
调整部署后再次发起进攻，9月 18 日攻占杜霍夫希纳，21 日解放杰米多夫。
此战役对胜利结束斯摩棱斯克战役起了重要作用。

杜布诺-卢茨克-罗夫诺坦克交战  苏德战争初期的大规模坦克遭遇
战。1941 年 6 月 23 日起，苏军*西南方面军主要以机械比第九、第十九军和
机械化第八、第十五军在社布诺、卢茨克（NyUK）、罗夫诺（PoBno）地域的
北、南两面分别对入侵的”德国第一坦克集群实施翼侧反突击，战斗持续到
6月 29 日。交战过程中，德军统帅部向该方向增援 7个师。苏军由于兵力劣
势和组织协同不好而失利，但阻滞了德军向基辅方向的突进。

杉山元（1880—1945）日本将领。毕业于陆军士宫学校和陆军大学。历
任驻印度武官、陆军省军务局长、陆军次官、航空本部长、参谋本部次长和
教育息监，晋升至大将。1937 年起任陆军大臣，策划和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扬言一个月内打垮中国。1938 年 12 月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次年 8 月兼任
驻蒙军司令官。旋回国就任军事参议官。1940 年 10 月至 1944 年 2 月任参谋
总长，1943 年晋升元帅，指挥日军的全部陆上作战。1944 年 7 月再度就任小
矾内阁的陆军大臣，主张实行本上决战。1945 年各月任*第一总军司令宫，
力图顽抗到底。1945 年 9 月日本投降后，自杀。

杨杰（1889—1949）中国将领，军事学家。字耿光。日木陆军上官学校
和陆军大学毕业。曾任国民政府军第十八军军长。九·一八事变后，调任陆
军大学校长，从事研究大兵团作战理论。m33 年 3 月任第八军团总指挥，参
与指挥长城抗战。同年九月率代表团赴欧考察军事。次年改任陆军大学教育
长，从事近代军事学的教育和研究。1935 年授中将衔。抗日战争爆发后，任
驻苏联大使，负责苏联援华物资的运输工作。1937 年授中将加上将衔。1939
年 4 月离任回国，在重庆中央训练团任教，讲授《国家总动员》等课程。对
蒋介石的消极抗战不满，曾提出建设中国国防的设想。1944 年再度赴英美考
察，年底回国后，一度参与中国远征军的军事谋划。抗战胜利后，反对蒋介
石的独裁内战政策，参与组织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开展爱国民主活动。1949
年 9 月 19 日在香港被国民党特务暗杀。著有《国防新论》、《军事与国防》、



《大军统帅》等。
杨勇（1912—1983）中国将领。原名世峻。1930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

任红军师政委。1934 年 10 月参加长征，北上抗日。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
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三四三旅第六八六团团长兼政委，参加*平型关战斗。后又
转战晋西，夜袭午城，伏击井沟，并在汾离公路上重创日军。1939 年率部挺
进山东，在郓城樊坝首开战绩，领导开辟鲁西抗日根据地。1940 年升氏第三
四三旅旅长兼鲁西军区司令员。1941 年以“围点汀援”战术，在潘溪渡诱歼
日伪军，给“蚕食”、“扫荡”之敌以沉重打击。同年回延安，先后在军事
学院、中共中央党校学习。1944 年任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率部向日伪军进
行攻势作战。解放战争时期，任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后，历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北京军区司令员、沈阳军区副司令
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1955 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杨森（1884—1977）中国将领，原名淑泽，又名伯坚，号子惠。四川陆
军速成学堂毕业。曾任川军第二军军长、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1933 年
10 月，任第四路总指挥，参加围攻川陕苏区，后又围堵北上抗日的红军。1936
年授中将衔。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六军团军团长，率部出川，参加松沪会
战及南京保卫战。1938 年 1 月任第二十七集团军总司令，6月率部在舒城等
地阻击日军，后据守洞庭、鄱阳两湖之间及长江、湘江一带。1939 年 6 月制
造“平江惨案”。后任第六、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参与指挥长沙保卫战。
1944 年底调任贵州省政府主席兼贵州省保安司令。抗战胜利后，曾任西南军
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重庆市长。1948 年授中将加上将衔。翌年去台湾，曾任
台湾当局“总统府”国策顾问、战略顾问。

杨成武（1914—）中国将领。1930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 年 10 月参
加长征。曾任红一军团第一师师，长兼政委，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第
一一五师独立团团长，率部进入山西抗日前线作战。*平型关战斗时，率部在
腰站牵制打击日军，随后又连克广灵、蔚县等七城。1938 年任晋察冀军区一
分区司令员兼政委，领导军民开展反“扫荡”和反“蚕食”斗争。1939 年 11
月，指挥所部反击日军的五路含击，取得了*黄土岭战斗的胜利。1940 年率
部参加*百团大战。1944 年 9 月任冀中军区司令员，坚持冀中敌后抗战。解
放战争时期，任晋察冀野战军第二政委、第二十兵团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后，曾任北京军区、福州军区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
1955 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杨虎城（1893—1949）中国将领。原名杨胞。行伍出身。曾汪国民政府
军第十六路军息指挥、西安绥靖公署主任。1935 年授二级上将衔。1936 年
12 月 12 日，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和*张学良一起
发动*西安事变，扣留蒋介石，逼蒋接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西安事
变和平解决后，于 1937 年 6 月被蒋介石逼令去职出国。抗日战争爆发后，回
国要求参加抗战。7年 11 月在南昌被捕，长期监禁。1949 年 9 月 17 日重庆
解放前夕，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杨尚昆（1907—）中国共产党军事领导人之一。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 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年回国，曾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红三
军团政委。4年 10 月参加长征，并列席遵义会议。到陕北后，曾任中国人民
红军抗日先锋军政治部副主任，随部东征抗日。后任红军大学政治部主任、
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7年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副书记，1939 年初任书记，领



导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斗争。曾创办中共中央北方局党校，并协助朱德、
彭德怀领导华北抗日游击战争，巩固和扩大华北抗日根据地。1941 年回延安
参加整风学习，同时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1945 年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
解放战争时期，曾任中央警卫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共中
央办公厅主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共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中
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杨国夫（1905—1982）中国将领。1929 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次年加入
中国共产党。曾任红一军团第四师团长。1934 年参加长征，北上抗日。抗日
战争爆发后，赴山东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历任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三
支队司令员、山东纵队第三旅副旅长、清河军区司令员、渤海军区司令员兼
第七师师长，曾领导根据地军民开展反“扫荡”、反“蚕食”斗争，参与指
挥牛家庄等战斗，重创日伪军。解放战争时期，曾任第四野战军第四十三军
副军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济南军区副司令员。1955 年被授予中
将军衔。

杨爱源（1887—1959）中国将领。字星如.保定军校毕业。曾任国民政
府第三十四军军长、山西清乡督办。1935 年投二级上将衔。抗日战争爆发后，
任第六集团军总司令，参与指挥平绥线方面对日作战。1938 年兼任北路军总
司令。1939 年 8 月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兼任教导军副司令。1943 年后参与
阎锡山与日军问的秘密勾结活动。抗战胜利后，曾任太原绥靖公署副主任。
大陆解放前夕去台湾，曾任台湾当局“总统府”战略顾问。

杨得志（1910—）中国将领。192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一军团第
一师第一团团长。1934 年 10 月参加长征，北上抗日.到陕北后入抗日军政大
学学习。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三四三旅第六八五团团长，
参加平型关战斗。1938 年任第十八集团军第二纵队司令员，率部东进冀鲁豫
边区，发动群众，开展平原抗日游击战争。1940 年任冀鲁豫军区司令员，领
导根据地军民开展反“扫荡”、反“蚕食”斗争，巩固和发展了冀鲁豫抗日
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曾任晋察冀野战军纵队司令员、第十九兵团司令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司令员，济南军区、
武汉军区、昆明军区司令员，国防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1955
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杨靖字（1905—1940）中国将领。原名马尚德，字骥生。1927 年参加中
国共产党。曾为确山农民革命军总指挥。九·一八事变后，历任东北反日救
国会总会长、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满洲省委代理军委书记。1933 年初任盘
石游击队政委，后改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独立第一师师长，组织南满抗日武装
力量。1934 年初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同年任南
满抗日联军总指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兼政委，杨靖宇积极发动群
众，开展抗日武装斗争。1936 年初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军长兼政委，次年
改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息司令兼政委。指挥所部奇袭三源浦，智取凉水
河子，攻占八道江，战斗数百次，沉重打击了日伪军。七七事变后，执行中
共中央“全力牵制敌后”的指示，率部主动出击，进攻宽甸四平街，夜袭辑
安老岭隧道工程，袭击长岗，转战辽吉两省，配合全国的抗日战争。1940 年
2 月 23 日在吉林濛江（今靖宇）西徘子屯附近被日军包围，顽强战斗，英勇
牺牲。

李（JohnCliffordHodgesLee，1887—1958）美国将领。1909 年毕业于



西点军校。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为工程兵军官。大战初期获少将衔。
1942 年 3 月赴英国，为美军赴欧作战作准备。同年 7月出任欧洲战区后勤司
令宫。1944 年 1 月升任战区副司令宫，同年 3 月晋升中将。曾参与*霸王作
战计划的制订。盟军最高统帅部建立后兼任美军后勤部队司令官。

李文（1905—1977）中国将领。字质吾，号作彬。黄埔军校毕业。九·一
八亭变后任国民政府军第一师第二旅旅长，参加对鄂豫皖苏区的“围剿”。
1936 年升任该师副师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七十八师师长，率部参加淤沪
会战。1938 年 6 月任第九十军军长，负责宜川至部阳一线的河防。1939 年授
少将衔。1943 年 2 月任第三十四集团军副总司令，1945 年升任该集团军总司
令，授中将衔。日本投降后，进驻石家庄受降。大陆解放前夕去台湾，曾任
台湾当局“国防部”高级参谋。

李达（1905—1993）中国将领。原名德三。西北军第二军官学校毕业。
1931 年参加宁都起义。1932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二方面军参谋长。抗
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参谋长，随军进入山西抗日前线，开辟
冀南抗日根据地。1938 年参与指挥长乐村战斗。1940 年参加＊百团大战。后
调任太行军区司令员，领导根据地军民开展反“扫荡”和反“蚕食”斗争，
1945 年任晋冀鲁豫军区参谋长，组织指挥大行军区部队对日伪军的战咯反
攻。抗战胜利后，曾任第二野战军参谋长兼特种兵纵队司令员、政委。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中国人民
解放军副总参谋长。1955 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著有《抗日战争中的八路军一
二九师》。

李杜（1881—1956）中国将领。字植初，别号荫梧、玄存、聚苏。东三
省讲武学堂毕业。曾任依兰镇守使兼东北边防军第二十四旅旅长。九·一八
事变后率部抗日，任吉林自卫军总司令，参加哈尔滨保卫战及方正、依兰、
黎树镇、密山等战斗。1933 年初，因弹尽援绝率部退入苏联境内。6月取道
欧洲回国，继续从事抗日救亡运动。4年 4月，曾与宋庆龄等署名发表《中
华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抗战期间，任国民政府战地党政委员会委员，
在重庆组建抗日联军息司令部。1941 年任军事委员会参议官。1945 年抗战胜
利后，投上将衔。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全国
政协委员。

李勃（WilhelmRittervonLeeb，1876—1956）德国将领。职业军人。1895
年入伍。1898—1901 年参加八国联军侵华镇压义和团运动。1903 年毕业于巴
伐利亚军事学院。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在国防军历任炮兵团长、军
区参谋长。1930 年任第七军区（慕尼黑）司令，晋升中将。希特勒上台后，
升任第二集团军司令，积极参加扩军工作。8年 2月曾被希特勒解职，退役。
同年 7月重新服役，出任第十二集团军司令，参加进占捷克斯洛伐克苏台德
区。后李勃调任西线 C集团军群司令。1940 年参加攻占法国，晋升元帅。翌
年调往东线，任闪击苏联的北方集团军群司令，率部沿波罗的海岸向列宁格
勒方向进攻。1942 年 1 月，因久攻列宁格勒不下而被解职，转入预备军。1944
年退役。翌年被美军逮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作为战犯，在纽伦堡美国军事
法庭上被判处 3年徒刑，后获释。

李觉（1898—1987）中国将领。别号云波。保定军校毕业。曾任湘军第
十九师师长。1935 年投中将衔。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七十军军长兼第十九
师师长，率部参加淤沪会战。1938 年参加武汉保卫战。次年参加南昌战役。



1940 年所部移驻福建设防，任第二十五集团军总司令。1941 年春在浙赣地区
对日作战。1945 年春在豫西北地区对日作战。抗战胜利后，任第十四绥靖区
司令官。1949 年 8 月 4 日与程潜、陈明仁等在湖南长沙宣布起义。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全国政协委员。

李海（WilliamDanielLeahy，1875—1959）一译“莱希”。美国海军将
领。1897 年毕业于美国海军学院，1899 年加入美国海军。参加过美西战争、
八国联军镇压中国义和团运动和第一次世界大战。1927 年任海军军械局长，
1930 年获海军少将衔，历任舰队司令和航海局长等职。1936 年晋升海军上
将。1937—1939 年出任海军作战部部长。1939 年退出现役，因与罗斯福总统
私人关系密切，颇得信赖，数月后即被任命为波多黎备总督。1940 年 12 月
转汪驻法国*维希政府大使。任内拉拢贝当等人，力图使维希政权保持一定的
独立，并避免使法属北非殖民地和法国海军舰队落入德国之手。1941 年 4 月
促成订立*《墨菲一魏刚协定》。因其与维希政权的特殊关系，曾力主拒绝承
认以戴高乐为首的自由法国政权。美国参战后，即回国担任罗斯福的私人军
事顾问兼参谋长，成为总统派驻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和美英联合参谋长委员
会的代表，参与最高军事决策，并承担调解军李海方领导人在军事战略方面
的分歧及总统与军方之间的联络工作。曾随罗斯福出席魁北克、开罗、德黑
兰和雅尔塔等一系列战时重大外交会议，为罗斯福得力助手之一。1944 年 12
月获海军五星上将衔。1945 年 4 月罗斯福去世后，继续担任社鲁门总统的私
人参谋长，并随其出席波茨坦会议。1949 年退休。著有回忆录《我在现场》。

李梅（CurtisEmer’sonLeyMay，1906—）美国将领。俄亥俄州立大学
毕业。1929 年加入陆军航空队。1942 年升为轰炸机大队长，获少将衔。1942
—1944 年任职于驻英国的第八航空队，多次率机对德国进行昼间轰炸。以发
展轰炸机先进战术而闻名。1944 年 3 月调到中缅印战区，先后任第二十和第
二十一轰炸机指挥部司令，指挥*B-29 型轰炸机，始创低空轰炸战术，对日
本东京等地进行毁灭性轰作。其指挥的第二十轰炸机指挥部属下的第五○九
混合大队曾执行对日本投掷原子弹的任务。战后历任战略空军司令部司令、
空军参谋长等职。曾指挥 1948 年“柏林空运”。1951 年获上将衔。1961 年
任美国空军参谋长，1965 年退役。

李士群（1905—1943）汉奸。早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 年叛变，参加
国民党中统局。1938 年叛国投敌。次年在上海建立特工总部，残杀抗日志士。
不久，任汪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务委员会秘书长兼特工总部副主任。
1940 年 3 月汪伪国民政府成立后，历任警政部次长、部长，清乡委员会秘书
长，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部长，江苏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1943 年 9 月，
在上海被日本宪兵队毒毙。

李公朴（1902—1946）中国爱国民主人士。原名永祥，号晋祥。1930
年毕业于美国雷德大学。九·一八事变后，积极从事抗日救亡运动，任上海
各界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执行委员。1936 年 11 月，与沈钧儒、邹韬奋等
人被国民政府逮捕，为“七君子”之一。抗日战争爆发后获释。旋即去山西
抗日前线，任山西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委员兼宣传部长。1938 年
在武汉与邹韬奋等合办《全民抗战》周刊。同年 11 月赴延安，组织抗战建国
教学团，在晋察冀边区和晋冀鲁豫边区培训抗日宣传人才。1942 年在昆明创
办北门书屋，出版进步书刊。1944 年任民盟云南支部执行委员，积极参加爱
国民主运动。抗战胜利后任民盟中央执行委员，积极从事反内战、反独裁的



民主运动。1946 年 7 月 11 日在昆明街头遭国民党特务枪击，次日牺牲。
李仙洲（1894—1988）中国将领。原名守瀛。黄埔军校毕业。九·一八

事变后任第二十一师师长，在山西汾阳等地阻击红军东进抗日。1936 年授少
将衔。抗日战争爆发后，率部在北乎（今北京）居庸关、八达岭一带与日军
作战。1938 年任第九十二军军长兼第二十师师民，授中将衔，率部参加台儿
庄战役。1943 年 2 月升任第二十八集团军总司令，进入鲁南驻防。抗战胜利
后，曾任济南第二绥靖区副司令长官。1947 年春在山东莱芜战役中被人民解
放军俘虏。1960 年被特赦释放后，曾任全国政协委员。

李必蕃（1891—1988）中国将领。字子棋。保定军校毕业，1935 年授少
将衔，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国民政府第一战区第二十集团军直属第二十三师
师长，率部由临渲出师，守备德州。后转战津浦、平汉、陇海各线，屡建战
功。1938 年 5 月率部在鲁西郸城布防，策应徐州会战。11 日，日军攻陷郓城
后，退守菏泽。14 日，率部与日军反复肉搏，负伤牺牲。后被国民政府追赠
为中将。

李先念（1909—1992）中国将领。192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四方
面军第三十军政委。1935 年参加长征，北上抗日.1937 年率西路军余部转战
新疆。抗日战争初期，任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司令员、豫鄂挺进纵队司
令员，领导建立鄂豫边抗日根据地。1941 年皖南享变后，任新四军第五师师
长兼政委，转战鄂东、鄂北、鄂南和江汉地区，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同年 12
月指挥侏儒山之战，重创日伪军。后多次领导抗日根据地军民粉碎日伪军的”
扫荡”、“蚕食”和“清乡”。1945 年春配合南下的八路军第三五九旅，开
辟湘鄂赣抗日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曾任中原军区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历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全国
政协主席。

李延平（1903—1938）中国将领。九·一八事变后，任黑龙江宁安县抗
日救国军军部参谋。1982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绥宁游击支队支队长、东
北抗日游击息队支队长，在东宁、密山等县开展抗日活动。1993 年冬赴莫斯
科东方大学学习。1935 年回国。1936 年 3 月升任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军长兼
政委，率部活跃于富锦县西山里、大叶子沟一带，袭击日伪军，屡建战功。
抗日战争爆发后，率部在宝清县凉水泉子山区伏击日伪军，歼敌百亲人。1938
年春率抗联第四、第五军主力西征，开辟新的抗日游击区。曾攻打苇河县娄
山镇敌据点，缴获大量军用物资。同年10 月在五常县南磨石顶子与敌军激战
时牺牲。

李延年（1904—1974）中国将领。字吉甫。黄埔军校毕业。曾任国民政
府军第八十八师副师长。1935 年授中将衔。1932 年率部参加淤沪抗战。后升
任第九师师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二军军长，先后参加”淞沪会战、台
儿庄战役、武汉保卫战及昆仑关战役。1942 年 6 月调任第三十四集团军副总
司令，驻防子大荔、朝邑、 阳一带。次年 2月擢任该集团军总司令，率部
东出潼关对日作战。抗战胜利后，曾任京沪杭警备副总司令。大陆解放前夕
去台湾。

李兆麟（1910—1946）中国将领。原名李操兰，化名张寿篯。九·一八
事变后参加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1932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到中共满洲
省委军委工作，先后赴海伦、珠河等地帮助组建抗日游击队，历任东北反日
游击队哈东支队政委、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第二团政治部主任、东北抗日



联军第六军政治部主任、北满抗日联军总政治部主任。曾参与指挥攻打宾州、
克复五常等战斗，创建松花江下游汤原游击根据地。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中
共北满省委组织部长、抗日联军第三路军总指挥，发动和组织民众坚持抗日
游击战争，在龙江、北安地区同日伪军作战数十次，先后攻克讷河、克山等
县城。1942 年抗联主力统编为野营教导旅后，驻营深山密林开展军政训练。
抗战胜利后，曾任滨江省（今并入黑龙江省）副省长。1946 年 3 月 9 日在哈
尔滨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李红光（1910—1935）中国将领。又名弘海、义山。朝鲜族。1930 年加
入中国共产党。九·一八事变后，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二军南满游击队教
导队政委，随同*杨靖宇转战磐石、双阳、伊通、海龙、桦甸等地，开展抗日
游击战。后历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参谋长、第一师师长兼政委。
曾率部跨过鸭绿江，袭击日军占领的朝鲜界河城、东兴城等地，缴获大量枪
支弹药和军用物资。1935 年 5 月率部西征，在新宾和桓仁交界地老爷庙岭与
日伪军激战中牺牲。

李奇微（Matthew，BunkerRidgway，1895—1993）美国将领。1917 年毕
业于西点军校，后又就读于指挥与参谋学院和国防学院。三十年代后期在军
中任参谋。1939—1942 年调陆军部作战计划处任职。年任步兵师师长，旋任
第八十二空降师师长。1943 年 7—9 月参加西西里和萨勒诺登陆战，1944 年
6 月诺曼底登陆战役中率部空降到科唐坦半岛进行奇袭，以掩护滩头阵地的
进攻。同年 8月升任第十八空降军军长，率军攻占荷兰的艾思德霍文和奈梅
亨。12 月参加李奇微阿登战役。1945 年 8 月任驻菲律宾吕宋地区部队司令。
战后曾参加侵朝战争，1951 年 4 月接替麦克阿瑟任“联合国军”总司令，晋
升上将。1952 年 4 月出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武装部队最高司令。1953 年任美
国陆军参谋长。1955 年退役。著有《朝鲜战争》等。

李宗仁（1891—1969）中国将领。字德邻。广西陆军速成学校毕业。1924
年任广西绥靖督办公署督办兼桂军第一军军长。1928 年任国民政府集四集团
军总司令兼武汉政治分会主席。次年，蒋桂战争失败后下野。九·一八事变
后，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和排斥异己的方针，主张发动全民族实行焦上
抗战。1933 年通电支持*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1934 年曾在桂北堵截长征
北上的红军。次年授一级上将衔。1936 年与陈济棠发动抗日反蒋的*两广事
变。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兼安徽省政府主席，负责津浦线
防御。1938 年春指挥*台儿庄战役，歼灭日军矶谷第十师团主力。不久又指
挥*徐州会战，并率部参加武汉保卫战。1943 年 9 月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驻
汉中行营主任，负责指挥第一、第五、第十战区。抗战胜利后任国民政府主
席北平行辕主任，1948 年竟选为中华民国副总统，次年任代总统。1949 年
12 月去美国。1965 年 7 月回国，致力于祖国统一大业。

李品仙（1891—1987）中国将领。字鹤龄仍保定军校毕业。曾任国民政
府第四集团军第十二路军总指挥。1936 年授中将衔。次年加上将衔。抗日战
争爆发后，任第九军团军团长、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
先后参加淤沪会战、台儿庄战役。1938 年 10 月任第四兵团总司令，参与指
挥*武汉会战和襄樊战役。9 年 10 月调任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兼豫皖边区
总司令。同年 11 月兼任安徽省政府主席。1945 年 1 月，任第十战区司令长
官。日本投降后，主持徐州地区受降事宜。后调任广西绥靖公署主任。大陆
解放前夕去台湾，曾任台湾当局“总统府”战略顾问。



李保满（1902—1938）中国将领。又名学福。朝鲜族人。1930 年起参加
反日革命活动。九·一八事变后，任饶河县反日总会负责人。1933 年加入中
国共产党。同年参加饶河反日游击队，任军需长、大队长。1935 年起历任东
北人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四团团长、第二师副师长，东北抗日联军第七军第二
师师长、第七军军长，率部在虎林饶河地区坚持抗日游击战争。因长期战斗
在密林中，于 1937 年冬患瘫痪症，次年 8月 8日病逝。

李济深（1885—1959）中国国民党民主派领导人之一。字任潮。北京陆
军大学毕业。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黄埔军校副校长。1927 年参与指
挥广州四·一五反共清党活动。九·一八事变后，任军委会训练总监，支持
第十九路军的淞沪抗战。1933 年与陈铭枢、蒋光鼐等发动抗日反蒋的福建事
变，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任政府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失败后
去香港。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国民政府最高军事参者员、全国战地党政动员
委员会主任、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主任，拥护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主张，
积极参加抗日民主运动。抗战胜利后，曾授上将衔。后发起成立中国国民党
民主促进会和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任中央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
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

李家钰（1890—1944）中国将领。字其相。四川陆军军官学校毕业。曾
任川军师长、四川边防军总司令。1936 年任国民政府第四十七军军长，授中
将衔。抗日战争爆发后率部出川抗日，在山西东阳关、黎城、长治一线布防。
1938 年，日军第十八师团进犯东阳关时，据城固守，毙敌千余人，后又取得
长治保卫战的胜利。1939 年中条山战役时，率部袭击敌军侧背，将敌人赶回
同蒲路一线，不久又与日军大战于陵川、晋城之间。同年 10 月升任第三十六
集团军总司令。1941 年率部南渡黄河，负责陕县、灵宝、阌乡一线河防。1944
年，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率部在新安、混池一带掩护友军转移。5月 18 日
在陕县秦家坡与日军激战时牺牲。后被国民政府追赠为上将。1984 年，四川
省人民政府追认他为革命烈士。

李普曼（WalterLippmann，1889—1974）美国报刊专栏作家。191Q 年哈
佛大学毕业，开始从事新闻工作。1914 年创办《新共和》杂志，任副总编。
1917 年任陆军部长助理。1918 年出席巴黎和会，任驻巴黎的陆军情报处上
尉。后主编《世界报》，并在《纽约先驱论坛报》开辟“今日与明日”专拦。
三十年代初力主美国倍守中立并推行以军事力量为后盾的“和平主义”。九·一
八事变后，向*史汀生建议拒绝承认日本侵占中国东北所获的权益。后随着法
西斯国家的扩大侵略，主张援助英法抗击德国，反对孤立主义和绥靖政策，
抨击《慕尼黑协定》是“一次巨大的失败”；支持修改中立法和通过《租借
法案》；支持法国戴高乐抵抗运动。1958 年获普利策奖。1967 年退职。著有
《美国外交政策》、《冷战》、《政治序论》、《舆论》、《孤立与联盟》
等。

李富春（1900—1975）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之一。1919 年赴法勤工俭学。
1923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 年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曾任国民革命军第
二军政治部主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1934 年参加长征，北上抗
日。到陕北后任中共陕甘宁省委书记。抗日战争爆发后，历任中共中央秘书
长、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中央财政经济工作部部长、中央办公厅主任。致力
于党和军队的建设，参与领导陕甘宁边区的大生产运动。抗战胜利后，曾任
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东北军区副政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国



务院副总理。
李福林（1907—1937）中国军人。原名公道轸，又名崔东范。朝鲜族。

1930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九·一八事变后，任中共满洲省委巡视员，珠河中
心县委组织部长，在珠河地区开展反日宣传，建立反日会、反帝同盟等组织。
1933 年初着手建立珠河地区的抗日武装，历任珠河反日游击队中共支部书
记、东北反日游击队哈队支队党委书记、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执法处处长。
1936 年 8 月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第一师政治部主任兼哈东游击司令，活动
在延寿、方正、依兰、通河等地，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领导军民多
次粉碎日军的“讨伐”。后任中共北满临时省委组织部长、抗联依东办事处
主任，为抗联各部队筹备军需物资。1937 年初，率部转战哈东一带，先后指
挥了袭击林口县城敌据点，攻打延寿县警察大队和伏击日军西山大尉部队的
战斗，同年 4月去省委开会途中，在通河县二道河子与日伪军激战中牺牲。

李维诺夫（МаксимМаксимовичЛитвинов，
1876—1951）苏联外交人民委员（1930—1939）。犹太人。1898 年参加俄国
社会民主工党。1902 年后流亡瑞士和英国。翌年起成为布尔什维克。十月革
命后曾任苏俄政府驻英国、瑞典、丹麦的全权代表。1921 年起为副外交人民
委员。1922 年出席热那亚会者和海牙会议。1930 年起为外交人民委员。多次
出席国际裁军会议和国联会议，为维护和平、反对侵略和争取建立欧洲集体
安全而努力。1939 年 5 月，其外交人民委员职务为*莫洛托夫所兼任。1934
年起当选为联共（布）党中央委员。1941 年则改为候补中央委员。同年出任
驻美全权代表，为建立与发展苏美战时同盟关系尽力。1943—1946 年任副外
交人民委员。著有《1927—1937 年苏联外交政策》等。

李顿调查团  国际联盟为调查*九·一八事变于 1932 年派出的调查团，
因团长为英国驻国联代表李顿（VictorLytton，1876—1947），故名。团员
中有美、德、法、意等国的代表。中国驻国联代表顾维钧任调查团的中国顾
问。1931 年 12 月 10 日国联行政院决定派遣代表团赴远东调查“中日冲突”。
1932 年 1 月 21 日正式成立，2月初从欧洲出发，首先访问美国和日本。3月
14 日抵华，4月 20 日到达东北。9月 4日写出调查报告书，10 月 1 日在日内
瓦由国联发表。报告书确认东北为中国领土，日本的占领违反*《九国公约》
和《国联盟约》，否认“满洲国”是所谓“独立运动”的产物；但承认日本
在中国东北的特殊利益，主张在东北成立“自治政府”，聘请外国人担任“顾
问”，监督中国的财政经济和政治，中国一切武装力量从东北撤退，组织一
支有外国教官的特别宪警维持治安。1932 年 11 月和 12 月，国联行政院和特
别大会讨论《李顿调查团报告书》，由于英、法、美的绥靖态度，讨论毫无
结果。1933 年 1 月日本攻占锦州，占领整个东北，直逼与英、美利益有重大
关系的华北地区。为了阻止日本进一步南下，2月 24 日国联大会以李顿调查
报告书为基础通过决议，声明东北主权属于中国，责成国联各成员国对“满
洲国”不给事实上或法律上的承认，建议在东北成立一个有广泛自治权的政
府。日本借口与国联的立场根本不同，遂于 3月 27 日宣布退出国际联盟。

李-恩菲尔德式步枪（Lee-Enfield）1895—1957 年英国标准步枪。由
英国恩菲尔德皇家小兵器制造厂根据美国设计师李（JamesParisLee，1831
—1904）的设计制成，故名。曾经27 次改进。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普遍使用
的为 4 型，全长 1.13 米，口径 7.62 毫米，弹仓携弹 10 发，有效射程 914
米，总重 4公斤。



两广事变  又称“六一”事变。中国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的抗日反蒋运动。
1936 年 6 月 1 日，在广东陈济棠和广西李宗仁、白崇禧等人策划下，国民党
西南执行部和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举行会议，把所属军队改称中华民国
国民革命抗日救国军，打着北上抗日的旗号，出兵湖南，以争夺国民党中央
领导权。由于蒋介石的收买，陈济棠部军长余汉谋等通电拥蒋。陈于 7月 18
日电蒋，宣布下野。李宗仁、白崇禧也与蒋介石妥协，通电服从南京国民政
府。

两淮战役  日本投降后新四军在江苏省淮阴、淮安对拒降的日伪军的进
攻作战。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宣布投降，但日伪军拒绝向中共领导的抗日
军良投降。为肃清顽抗之敌，新四军第三师和苏北军区部队，于 8月 27 日对
踞守两淮地区的伪军第二十八师及淮安独立旅发动进攻。至 9月 22 日，毙伤
伪军约 3000 人，俘虏 1.1 万余人，解放了两淮地区。

两洋舰队法（Billof2-OceanNavy）1940 年美国扩充海军军备的计划。
1940 年 6 月 18 日，美国海军作战部长*斯塔克向国会提交建立“两洋舰队”
的计划，要求拨款 4亿美元，建造总排水量为 132.5 万吨的各式军舰，购买
或改装 10 万吨辅助舰只，并建造其他小掣舰艇。该计划将使美国海军实力扩
充 70%，预定 5—7年完成，从而能在太平洋击败日本海军和在大西洋击败德、
意海军。同年 6月 22 日和 7月 11 日先后在参、众两院获通过，7月 19 日罗
斯福总统签署批准。9月 9日拨款者案亦在国会通过。

矶谷廉介（1886—1967）日本将领。1915 年陆军大学毕业，任参谋本部
部员。多次到中国活动，成为陆军中的“中国通”之一。1928 年回国，任第
一师团参谋长，参谋本部第二部部长。1935 年任驻华武官。1936 年二·二六
事件后任军务局长，负责制定国策基准和帝国国防方针第三次修订方案，同
年晋升中将。1937 年任第十师团长，参加侵占中国济南、保定、石家庄的作
战。1938 年参加*徐州会战。同年调任关东军参谋长，诺门坎事件时反对撤
军。1939 年被编入预备役，1942 年 1 月出任陆军香港占领地总督部总督。战
后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宣判处无期徒刑。1952 年获释。

来栖三郎（1886—1954）日本外交官。1909 年东京高等商业学校领事专
业毕业，入外务省。先唇在驻中国、美国、智利、意大利和比利时的使领馆
任职。1939 年任驻德大使，次年与里宾特洛甫、齐亚诺共同签署*《德意日
三国同盟条约》。1941 年 11 月作为“和平特使”赴美协助驻美大使*野村吉
三郎进行谈判，施放和平烟幕，为日本袭击珍珠港创造时机。著有《日美外
交秘话》等。

扶桑号战列舰  日本战列舰。为*山城号战列舰的姊妹舰。吴港海军工
厂制造。1916 年下水。经两次改装。1935 年 2 月第二次改装竣工。标准排水
量 3.47 万吨，最高航速 24.7 节，装备 360 毫米火炮 12 门。1942 年 5—6 月
曾参加进攻中途岛的作战行动。后长期泊驻本土基地。1944 年 10 月 25 日在
莱特湾海战中被击沉。

投号作战  日军打通大陆交通线作战中的湘桂作战代号。1943 年日本大
本营制定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一号作战计划。1944 年 1 月，因兵力不足作了
修改，分为京汉作战（称“扣”号）和湘桂作战（以“投”为代号）。同年
5月起实施。参见“长衡战役”和“桂柳战役”。

抗日战争  即“中国抗日战争”。
抗日根据地  中国共产党领导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深入敌后



创建的抗日根据地。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军长驱直入，其后方空虚；国民政
府军迅速撤退，大片国土沦陷。*平型关战斗后，八路军三大主力根据中共中
央指示，分散兵力，深入敌后，依托涔山、恒山、吕梁、太岳、太行等山脉，
创建华北抗日根据地，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稍后新四军也挺进长江南北，创
建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实现了由抗日正规战向抗日游击战的战略转变。1937
年 9 月至 1940 年 12 月，华北、华中、华南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迅猛发展，人
口达 1 亿，拥有军队 50 万，抗击了侵华日军的 58%和全部伪军。1941 年至
1942 年，由于日军的“扫荡”、“清乡”，国民党顽固派的封锁、进攻以及
严重的自然灾害，敌后抗日根据地遭到严重困难。面积缩小，人口下降到 5000
万，军队减到近 40 万，财政经济和人民生活发生极大困难。中共实施坚持长
期抗战的一系列方针政策，通过*精兵简政、开展大生产运动和整风运动，坚
持抗战，粉碎日军“扫荡”，击退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从 1943 年起，利用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发展的有利形势，逐步恢复和发展了抗日根据地，并
从 1944 年起对日军发动局部反攻。至 1945 年，形成全国大小19 块抗日根据
地，即华北的晋察冀区、晋冀豫区、冀鲁豫区、晋绥区、山东区、冀热辽区，
华中的苏北区、苏中区、苏浙皖区（包括苏南和苏浙）、浙东区、淮北区、
淮南区、皖中区、河南区、鄂豫皖区、湘鄂区，华南的东江区、琼崖区，以
及陕甘宁边区，包括辽宁、热河、察哈尔、绥远、陕西、甘肃、宁夏、山西、
河北、河南、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广东等
省的大部或一部。拥有 956960 平方公里，9550 万人口，131 万余军队，268
万余民兵，先后建立行政公署 22 个、专员公署 90 个、县政府 635 个，不仅
成为抗日战争大反攻的战略基地，而且为战后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
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抗敌演剧队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所
属救亡演剧队总称。1938 年 8 月，由 5 个*上海救亡演剧队和其他进步剧团
在武汉改组成立。共有 10 队。在周恩来、郭沫若等人领导和帮助下，编演进
步剧目，在国统区积极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推动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皖南
事变后，演剧队先后受到国民党顽固派打击和迫害，部分被迫解散，只有 5
个队坚持到抗战胜利。

抗战建国纲领  国民政府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施政纲领。1938 年 4 月 1
日在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内容涉及抗日战争时期的外交、
军事、政治、经济、民众运动、教育等方面。纲领规定抗战建国的最高准绳
是“三民主义暨总理遗教”；在外交方面，“本独立自主之精神，联合世界
上同情于我之国家及民族”，“制止日本侵略，树立井保障东亚之永久和平”；
在军事方面，“加紧军队之政治训练”，“训练全国壮丁，充实民众武力，
补充抗战部队”，“指导及援助各地武装人民”，“抚慰伤亡官兵，安置残
废，并优待抗战人员之家属”；在政治方面，组织国民参政会，保障民众言
论、出版、集会、结社权利；在财政经济方面，“推行战时税制”，“发展
农村经济，奖励合作，调节粮食，并开垦荒地，疏通水利”等。纲领具有两
面性，国民党可以用它来包办抗战和维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统治，人民也
可以利用它来发展抗战力量和向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斗争。当时，中国共产党
肯定了这个纲领，并力争使其向进步方面发展。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中国共产党倡导的，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团
结一切抗日力量进行抗日战争的基本政策。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



国主义加紧武装侵略中国，中日民族矛盾逐步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1935 年 8 月，中国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呼吁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同胞
各军队停止内战，集中一切国力，进行抗日救国。12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
开*瓦窑堡会议，批判“左”倾关门主义措误，确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
纲领。1936 年 5 月，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出停战者和、一致抗日
的通电，6 月，红军首先在西北与国民党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实现停战。9
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逼蒋抗日的指示。12 月，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迫使国民党停止内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1937 年 2 月中共中央发
出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电，提出建立国共合作的具体主张。此后，国共两
党代表先后在西安、杭州、庐山、南京等地进行谈判。七七事变日本发动全
面侵华战争后，中共中央于了月 15 日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
交给国民党中央。9月 22 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该宣言。次日，蒋介
石发表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和两党合作的谈话，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
形成。这是一个包括进步势力（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其他个资产阶
级）、中间势力（民族资产阶级、民主党派、一部分地方实力派和其他爱国
分子）和顽固势力（以蒋介石为代表的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广泛
的统一战线。由于顽固派的阻挠，未能形成共同的政治纲领和固定的组织形
式，仅采取了遇事进行协商的处事方式。在统一战线中，共产党坚持独立自
主的原则，提出“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息方针，
在与顽固派的斗争中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先后打退了国民党
顽固派发动的三次反共高潮，发展和壮大了人民的抗日力量。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的建立和巩固，团结了全国各界各族人民，保证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并
且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在中国的胜利创造了条件。

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1937 年 8 月 25 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洛川会议
上通过。其要点是：（1）打倒日本帝国主义；（2）全国军事的总动员；（3）
全国人民的总动员；（4）改革政治机构；（5）抗日的外交政策；（6）战时
的财政经济政策；（7）改良人民生活；（8）抗日的教育政策；（9）肃清汉
好卖国贼亲日派，巩固后方；（10）抗日的民族团结。纲领表达了中国共产
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基本政治主张，也是争取抗日战争胜利的正确措施。

抗日救国六大纲领  即“中国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  书名。1938 年 5 月毛泽东为批评党内外轻

视敌后游击战争的错误思想而发表的军事著作。论述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
地位，指出由于中日战争双方的基木特点，决定抗日游击战争主要地不是在
内线酚合正规军的战役作战，而是独立自主地在敌后进行外线作战；抗日游
击战不是小规模的，而是大规模的，需要有一整套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原则，
而且还要建立和扩大抗日民主政权，发展和壮大正规军，使游击战逐步上升
为运动战和正规战，担负起战略反攻的重任。具体规定抗日游击战的 6项战
略原则：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
决战和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和正规战争相配合多建立根据地；战略防御
和战略进攻；向运动战发展；正确的指挥关系。特别强调建立敌后抗日根据
地的重要性，指出：它“是游击战争赖以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达到保存和
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之目的的战略基地”，提出要反对流寇主义，利
用一切可能条件在敌后山地、平原和河湖港汉普遍建立抗日根据地。这一著
作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军事战略方针，指明了抗日游击战争发展的正确道



路。
护航制度（ConvoySystem）战时英国和盟国保护海上交通、防御德国和

意大利潜艇袭击的制度。大战爆发后，英国为对付德国的潜艇战，根据第一
次世界大战行之有效的经验，于 1939 年 9 月 5 日决定建立此制度。由英国海
军负责，把若干商船编成运输队，派出舰艇实施护航，按一定行军序列及指
定航线行驶。同年 9—10 月间，在大西洋和地中海的各条主要航线上先后实
施。法国败降前其海军参加了护航。加拿大海军参加大西洋护航。苏德战争
爆发后，在通往苏联北方港口的航线上也建立了此制度。美国从 1941 年夏秋
起，逐步参加大西洋护航。美国参战后，德国把潜艇战扩展到美国东海岸和
加勒比海。1942 年 4 月，美国也开始建立此制度。参见“大西洋护航运输队”、

“盟国一苏联护航运输队”。 EMBED Word.Document.6 \s 报复武器
（Vergeltungswaffen）即*V—1 火箭和*V—2 火箭。因希特勒使用这两种武
器对盟军轰炸德国的行动实施报复，故名。

医生战犯审判  大战后设在纽伦堡的美国军事法庭对纳粹德国党卫军
的 23 名医生和科研人员进行的审判。

6年 12 月 9 日开始。起诉书指控被告犯有战争罪、反人道罪、加入犯罪
组织罪等。他们被指控的种种罪行中，包括对集中营中的囚犯和战俘进行高
压、低温及饮用盐水的试验，斑疹伤寒和传染性黄疽病毒的试验，“不需要
人种*的无痛死亡以及大规模的绝育试验，搜集犹大人的头盖骨等。审判于
1947 年 8 月 20 日结束，判决 16 名被告有罪，其中 7人处绞刑，5人无期徒
刑，4人长期徒刑。

[丨]

坚壁清野  中国共产党领导敌后抗日军民创造的对付日军“扫荡”的方
法。为了战胜日伪军在“扫荡”中实行的*三光政策，敌后抗日军民在日伪军
进攻根据地之前，把粮食、牲畜、家具以及任何对军队有用的物品都搬入山
洞里，或埋藏在隐蔽处，不给敌人留下任何东西，并设陷阱或埋地雷以杀伤
敌人，使“扫荡”的日伪军无法立足，陷入困境。

坚决号战列舰（Resolution）英国战列舰。1917 年建成。排水量 29150
吨，最大航速 21 节。装有 8门 15 英寸火炮、12 门 6 英寸火炮、8门 4英寸
高射炮和 1架飞机。1940 年 6 月编入新组建的*H 舰队，随即参加对米尔斯克
比尔港法国舰队的炮击。同年 9月，支援英国和自由法国部队在西非海岸达
喀尔登陆，被维希法国部队击伤。修复后，1942—1943 年在印度洋活动。1944
年调回英国，成为训练船。

肖特（WalterCampbeI1Short，1880—1949）美国将领。早年入伍，1902
年起担任军职。1940 年获少将衔。1941 年 2 月任夏威夷地面部队司令，领中
将衔。12 月 7 日日水突袭珍珠港时，一无防范，损失惨重，与美国太平洋舰
队司令*金梅尔一起被指责为疏于职守，没有密切合作采取足够的戒备措施，
10 天后即被解职。翌年 2月退役。在前后共 8次有关珍珠港事件的公私调查
中，一再申辩自己无辜，至多是判断有误，主要责任在于华盛顿总部没有充
分通报情势和发布明确的指示。

肖尔蒂茨（DietrichvonCholtitz，1894—1966）德国将领。1914 年入
伍。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国防军中供职。1939 年起在空降兵中服役。1940



年和 1942 年先后参与轰炸鹿特丹和塞瓦斯托波尔。1942 和 1944 年先后晋升
少将和中将。1944 年 8 月任德军大巴黎市卫戍司令，拒绝执行希特勒关于炸
毁巴黎所有重要设施的命令。同月 25 日率部向盟军投降，后被法军监禁（1947
年获释）。1955 年 4 月以叛国罪受到*人民法庭缺席审判。第二次世界大战
后在 1951 年出版回忆录《军人一员》。

肖洛霍夫（Михаил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Шолохо
в，1905—1984）苏联作家。国内战争时期曾参加武装征粮队。4 年成为职
业作家。1928—1940 年发表长篇小说《静静的顿河》。1932 年发表《被开垦
的处女地》第一部。1939 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卫国战争时期任战地记
者，写了许多随笔和短篇小说。1943 年开始发表长篇小说《他们为祖国而战》
（未完成）。战后继续创作《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二部。1957 年发表反映战
争年代的小说《一个人的遭遇》。1961 年当选为苏共中央委员。1965 年获诺
贝尔文学奖金。

肖斯培科维奇（ДмитрийДмисриевичШосаков
ич，1901—1975）苏联作曲家。1926 年毕业于列宁格勒音乐学院。三十年
代其作品的内容和形式受到《真理报》和联共（布）中央有关决议的批评。
1941 年在被围团的列宁格勒创作了*《第七交响曲（列宁格勒）》，表现反
法西斯的英雄主义精神，起了鼓舞人民斗志的作用。战后曾为电影《攻克柏
林》配乐。作为苏联现代音乐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1954 年获国际和平奖金。

里韦（LouisRivet，1883—1958）法国情报机关负责人。长期为*法国
二局服务。1922、1924 年先后在华沙、柏林主持谍报工作。1935 年起任驻巴
黎军队特务处副处长。大战爆发前后，积极收集有关德国的军事情报。
1940 年法国败降后，开始从事地下活动，领导秘密谍报小组，开展反对德国
占领军的斗争。1942 年 11 月到达北非，建立情报和军事安全指挥处。1943
年 11 月因反对将该处与*中央情报和行动局合并为特务总指挥处，遂于次年
3月离职，此后停止谍报工作。

里奇  ①雷那托·里奇（RenatoRicci，1896—1956）。意大利*萨罗共
和国国民共和卫队首脑。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各地组建法西斯战斗团，参
加进军罗马。后在民警中担任领导职务。1924 年起为议员，并任议会中法西
斯党团副主席。后组织和领导法西斯青年运动。1939 年起任职团部大臣。与
德国盖世太保及希姆莱本人保持密切联系，积极驱使意大利参战。1943 年七
月政变后，潜逃北方，在萨罗共和国协助墨索里尼，组建国民共和卫队，任
首脑。任内继续镇压进步人士和抵抗运动。②尼尔·梅休因·里奇
（NeilMethuenRitchie，1897—1983）。英国将领。大战初期先后在*阿兰-
布鲁克和*奥金莱克处任准将衔参谋长。1941 年 11 月随奥金莱克赴中东战区
司令部任副参谋长兼第八集团军司令，获中将衔。1942 年 1—2 月和 5—6月
在德国隆美尔*非洲军团进攻下两次败退，丢失图卜鲁克，奥主莱克遂在 6
月接过第八集团军的指挥权。同年 8月，*蒙哥马利正式取代其第八集团军司
令之职。1914—1945 年任第十二军军长，参加诺曼底登陆战役和解放西欧的
作战行动。

里思（JohnCharlesWaishamReith，1889—1970）英国官员。毕业于格
拉斯哥皇家技术学院。原为工程师，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在法国作战，并
供职于军火部。1922—1927 年任英国广播公司第一任总经理，1927—1928
年任总裁。任内着力培植了客观报道新闻和关注教育、文化的传统。1939 年



任英国海外航空公司总裁。1940—1942 年历任新闻、运输、工程与建筑大臣。
离开内阁职位后，1943—1944 年曾供职于海军部，负责计划和调配诺曼底登
陆作战的物资供应和运输事宜。战后热衷于各种实业，曾任英联邦长途通讯
理事会主席（1946—19450），主持殖民地发展公司（1950—1959）等。

里卡尔迪（ArturoBiccardi，1878—？）意大利海军将领。长期在海军
服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于 1940 年 12 月继*卡瓦那里出任海军参谋长和
海军副大臣。初力图夺回海上主动权，冒险进行*马塔潘角海战，遭惨败。
此看即力避与英国舰队在地中海正面交锋，采取消极作战方针，倾全力保护
北非航道，但仍多次受挫。1943 年七月政变后被解职。曾获海军上将衔。

里加战役  苏德战争后期苏军发动的进攻战役，*波罗的海沿岸战役的
组成部分。1944 年 9 月 14 日至 10 月 22 日，由波罗的海沿岸第三、第二、
第一方面军在波罗的海舰队协同下实施。苏军企图对里加实施向心突击，切
断德军与东普鲁士的联系，并在里加地域粉碎德军主力，但实施中遭到顽强
抵抗，9月 27 日在里加接近地“锡古尔达”（Cигулда）防御区受阻。
10 月 5 日，因*默麦尔战役的展开迫使德军撤出里加地域，苏军遂于追击中
解放里加和拉脱维亚大部，并把退却之敌封锁于库尔兰半岛。

里芬斯培尔（LeniRiefenstahl，1902—）德国女电影导演。早年为舞
蹈演员，1925 年进入电影界。1931 年在柏林创办以自己姓名命名的电影制片
厂，并自编、自导、自演影片《蓝色的闪光》，该片翌年获威尼斯电影节金
奖。纳粹党执政后陆续拍摄《信仰的胜利》、*《意志的凯旋》、《全国党代
会》等吹捧法西斯主义的影片。1938 年 4 月又推出记录 1936 年世界奥林匹
克运动会的影片《奥林匹亚》，作为希特勒的生日献礼。战后否认和希特勒
政权有特殊关系。

里希特霍芬（WolframFreiherrVonRichthofen，1895—1945）德国空军
将领。1917 年入哈雷航空学校受训，后在其堂旯曼·弗·里希特霍芬
（ManfredFrei-herrvonRichthofen，1892—1918）指挥的驱逐机大队服役。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退役求学。1923 年再次入伍。1929 年任驻意大利使馆武
官。1933 年调入德国航空部，与*格莱姆等人共同组建空军。1936 年晋中校，
任*秃鹰军团参谋长。1938 年获少将衔，并任秃鹰军团司令。1939 年 9 月任
空军第八军军长，参加侵波、侵法战役和*不列颠之战。1940 年升为上将。
翌年春参加*巴尔干之战。1941—1942 年参加侵苏战争。1943 年 2 月晋升元
帅，6月调任驻意大利第二航空队司令。19 且年秋因车祸受伤后辞职。

里沃姆审判  法国*维希政府为掩盖其投降卖国罪行并转嫁罪责而炮制
的审判事件。1940 年 7 月 30 日维希政府在里沃姆（Riom）建立最高法庭。
1942 年 2 月 19 日正式开庭，对第三共和国领导人勃鲁姆、达拉第和甘末林
等人提出起诉，指控他们犯有渎职罪，应对法国的战败负责。被告的辩护暴
露了德国发动侵略的真相。同年 3月 15 日，希特勒公开对审判表示不满。陷
入困境的维希政府被迫于 4月 11 日宣布审判无限制推迟。次年 5月，最高法
庭被德国占领军当局撤销。

里宾特洛甫（JoachimVonRibbentrop，1893—1946）德国外交部长（1938
—1945）。求学于瑞士和英国，曾在美国和加拿大工作。第一次世界大战期
间，入陆军服役，升至中尉。战后当酒商。娶德国富豪之女为妻。1925 年过
继给贵族出身的姨母，遂借以标榜贵族身份。1932 年加入纳粹党。次年希特
勒上台后，成为纳粹党的外交代表和希特勒的外交顾问。后组建*里宾特洛甫



办公室，搜集情报，积极推里宾特洛甫行纳粹外交政策。1934 年任裁军事务
特别代表和驻国联大使。次年以无任所大使身份，赴英谈判和签订《英德海
军协定》。1936 年 8 月出任驻英大使。同年 11 月返柏林主持签订德、日《反
共产国际协定》。翌年 10 月又赴罗马促成意大利加入该协定，形成德、日、
意法西斯侵略轴心。1938 年 2 月任外交部长，任内以不讲信用和道义的纳粹
侵略外交为原则，为希特勒吞并奥地利、肢解和侵占捷克斯洛伐克等出谋划
策，奔走效力。1939 年 8 月赴莫斯科。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其权势
日盛，引起其他纳粹头目忌恨与倾轧。大战全面爆发后，作用与影响下降，
活动主要是，为侵略北欧和巴尔干各国作外交准备；加强同日、意等轴心国
的关系；并通过派驻的外交代表，在仆从国和傀儡国家推行纳粹的*新秩序，
实施灭绝犹太人的计划（*最后解决）。1945 年 4 月，纳粹德国覆亡前夕，
逃离柏林。在希特勒的政治遗嘱中，被解除一切职务，战后在纽伦堡国际军
事法庭受审，以破坏和平罪、战争罪、违反人道罪和共同策划或密谋上述罪
行被判处绞刑。1946 年 10 月 16 日执行。著有《回忆录》和《在伦敦与莫斯
科之间》。

里多利奥号战列舰（Littorio）意大利战列舰。*维多里奥·维纳托号
战列舰的姊妹舰。1931 年开始建造，1940 年 8 月服役。排水量 4万吨，航速
31 节。配备 381 毫米火炮 9门，152 毫米火炮 12 门。1940 年 11 月，在塔兰
托港遭空袭，受重创。1941 年底修复后，担负通向北非的航道护航并袭击英
国运输船队。曾两次参加*锡德拉湾海战。1942 年 6 月被英国护航舰队击伤。
后停泊于拉斯佩济亚（LaSpezia）港。1943 年 7 月更名为意大利号战列舰
（Ltalia）。同年9月 9日，意大利投降后按盟军的规定开赴马耳他的途中，
遭德国空军袭击受重创。后停泊于埃及。1948 年被折毁。

里宾特治甫办公室（AmtRippentrop）一译“里宾特洛甫办事处”。希
特勒控制德国外交政策的机构。1933 年 1 月希特勒任德国总理后，为加紧推
行扩张政策，任命里宾特洛甫为主要外交助手。同年春为其设立办公室以削
弱外交部的作用。该办公室位于柏林威廉街外交部对面，原普鲁士邦外交部
所在地。初规模很小，后工作人员迅速扩大到 300 余人。1938 年 2 月 4 日里
宾特洛甫出任德国外交部长后，该机构随之撤销。

里宾特洛甫办事处  即“里宾特洛甫办公室”。
吴努（UNu，1907—）缅甸政治家。1935 年曾任仰光大学学生会主席，

参与领导反英独立运动。1937 年加入德钦党。大战爆发后，于 1940 年任缅
甸出路派组织领导成员，进行反英宣传，被殖民当局逮捕。1942 年初，日本
入侵缅甸后获释，1943、1944 年先后任巴莫傀儡政府外交部长和宣传部长。
同时秘密加入缅甸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从事抗日活动。战后于 1948 年任
独立后的缅甸政府总理。著有《日本统治下的缅甸》等。

吴素（USaw，1900—1948）缅甸总理（1940—1942）。早年为立法议会
议员，曾任《太阳报》主编。1935 年访日，受到法西斯主义影响。1938 年创
立爱国党，并组织私人的纳粹式武装。大战爆发后，于 1940 年出任总理，执
行亲日政策。1941 年在里斯本与日本秘密谈判，次年 1月在以色列的海法被
英国当局逮捕，拘禁于乌干达。战后回国。1947 年 7 月主持谋杀*昂山，后
以谋杀罪被处死。

吴奇伟（1890—1953）中国将领。字晴云，号梧生。保定军校毕业。九·一
八事变后，任国民政府军第四军军长，参与“围剿”中央苏区，并“追剿”



长征北上抗日的中央红军。1935 年授中将衔。抗日战争爆发后，率部参加*
淞沪会战，在上海嘉定、罗店一带抗击日军。1938 年 8 月升任第九集团军总
司令，指挥部队在南浔一线与日军作战。后调往广东兴宁、潮汕驻防。1940
年 1 月调任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兼长江上游江防军总司令，驻防湖北三斗
坪，在湘北鄂西一带作战，并参加石牌要塞保卫战等。抗战胜利后，曾任广
东绥靖公署副主任。1949 年 2 月在香港通电起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
任全国政协委员、广东省人民政府委员。

围歼（Round-up）美、英联合横渡英吉利海峡攻入欧洲大陆的作战计划
代号。原为英国人在 1941 年 8 月提出。美国参战后，1942 年春由美国参谋
长联席会者拟定。计划以 30 个美国师和 18 个英国师，于 1943 年春从法国北
部攻入欧洲大陆。为保证把足够的美国兵力与物资集结不列颠群岛，同时拟
定*波利乐的行动计划。同年 4月初经罗斯福批准后，由马歇尔与霍普金斯赴
伦敦同丘吉尔及英国三军参谋长磋商，达成协议。随后作为开辟*第二战场的
计划，在 5—6月莫洛托夫访问英美时通报苏联。但同年 7月底，美英伦敦会
议确定 1942 年秋实施*火炬的行动，此计划实际已被延宕。1943 年 1 月，卡
萨布兰卡会议又确定 1943 年首先实施代号*哈斯基的行动，此计划再次被推
迟。1943 年 5 月改称*霸王。

围困战  中国敌后抗日军民拔除日伪军安设在根据地的据点的一种战
术。根据地的正规军、游击队、武工队和民兵相结合，依靠人民群众的配合
和支持，包围日伪军据点，切断敌人与外部的联系，然后以军事进攻和政治
攻势相结合的方法，达到拔除其据点，消灭日伪军的目的。由于中国地方广
大，日军兵力不足，一般只能孤守一些据点，这一战术曾被广泛使用，并取
得良好效果。

吨位战  德国海军在*大西洋之战中，由*邓尼茨积极倡导和推行的一种
战略。根据英、德海军力量对比状况和英国依赖海上运输的特点，邓尼茨强
调，实施无限制的潜艇战，尽快和尽多地击沉敌方商船。这种选择对方防御
薄弱海域，以潜艇作战为主，立足于击沉商船吨位超过对方造船吨应的战略，
被称为“吨应战”。在战前，邓尼茨就积极鼓吹此战略，战争爆发后，他作
为潜艇部队司令又积极推行，但初期并来得到*雷德尔与希特勒的完全支持。
1942 年，此战略曾取得相当成功，击沉盟国商船总吨位超过了盟国所造新船
总吨位。后随着英、美反潜力量加强和整个反法西斯战争的根本转折，从 1943
年 5 月起，德国的潜艇战迅速走向失败。

町田忠治（1863—1946）日本国务大臣（1944—1945）。1887 年帝国大
学预科毕业，后在政界、财界、新闻界供职。1926 年首次就任若榻内阁的农
林大臣，后连任滨口内阁、第二届若槻内阁农林大臣。1934 年任冈田内阁商
工大臣，后兼任大藏大臣。1940 年任大政翼赞会顾问、翼赞政治会总务和第
二届近卫内阁的内阁参议，积极协助政府推行战争政策。1944 年任小矶内阁
的国务大臣。战后于 1946 年被开除公职。同年病死。

町店战斗  1938 年八路军在山西省阳城县对日军的一次伏击战。1938
年 7 月 6 日，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三四四旅在山西阳城町店地区设伏，袭击
由晋城向侯马西进的日军第一○八师团的 1个联队。我军利用有利地形，隐
蔽前进，向正在休息的日军突然攻击。敌军极度混乱，经整顿后进行反扑，
双方激战数小时。此战歼日军 500 余人，击毁汽车20 余辆，粉碎了日军打通
晋城至侯马公路的企图。



别尔津（ЯнКарловичБерэин，1889—1938）苏联红军
情报部部长（1924—1935、1937）。真姓名为丘济斯·彼得里斯（Кюэи
сПетерис）。1905 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在
沙俄军队服役。1919 年参加红军。国内战争时任师政治部主任和“契卡”驻
军队代表。1920 年调情报部门工作。1924 年起曾两度担任红军情报部部长，
任内派遣情报人员*佐尔格出国担负特别使命。1936—1937 年间任西班牙共
和国军队息军事顾问。死于肃反运动。

别洛夫（ПавелАлексеевичБелов，1897—1962）
苏联将领。1918 年参军。参加过国内战争。1925 年加入俄共（布）党。历任
骑兵团长、师长、骑兵监助理。1933 年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苏德战争爆
发时为骑兵第二军军长（少将衔），在南方作战。后调入西方方面军，参加
莫斯科会战。1942 年 6 月起出任第六十一集团军司令。率部参加库尔斯克、
第聂伯河、白俄罗斯、维斯瓦河一奥得河、东波美拉尼亚和柏林等战役。1944
年晋升上将。战后曾任军区司令。1960 年退役。著有回忆录《我们的背后就
是莫斯科》等。

别尔扎林（НиколайЭрастовичБерэарин1904
—1945）苏联将领。1918 年参军。参加过国内战争。1925 年毕业于高级步兵
学校。次年加入联共（布）党。1938 年任步兵师长，参加哈桑湖地方的战斗。
翌年任步兵第五十九军军长。1940 年任远东方面军红旗第一集团军副司令
（少将衔）。苏德战争期间，历任第六十一、第二十集团军副司令和第二十
七、第三十四和第三十九集团军司令，在西北和西方方向作战。1944 年 5 月
起任突击第五集团军司令，参加雅西-基什尼奥夫、维斯瓦河-奥得河等战役。
在柏林战役中，担负攻占包括希特勒大本营所在地帝国办公厅在内的布中心
政府街区。1945 年晋升上将。同年 4月底出任苏联驻柏林城防司令兼卫戌部
队司令，6月 16 日因公殉职。

别尔乌辛（MихаилГеоpгиеBичIПерBухин，1904
—）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40—1944）。1919 年加入俄共（布）党。早
年在莫斯科国民经济学院电气工业系学习。后历任厂长，莫斯科动力管理局
总工程师、副局长和局长，重工业副人民委员。1939 年当选为党中央委员，
出任电站及电机工业人民委员。翌年任人民委员会副主席。苏德战争爆发后，
兼任苏联疏散委员会副主席。不久又兼任化学工业人民委员。战后从 1950
年起历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
等职。1957 年被解除党政领导职务。

别洛博罗多夫（AфанасийПавлантьевичБело
боро-дов，1903—）苏联将领。国内战争时期参加游击队，在远东作
战。1923 年参军。1926 年加入联共（布）党。1936 年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
院。1941 年 1 月任远东方面军军训部长（上校衔）。苏德战争爆发后，调任
步兵师长，开赴西线参加莫斯科会战。1942 年起任近卫步兵第五、第二军军
长，在加里宁方面军编成内作战。1944 年起任第四十三集团军司令，参加维
帖布斯克—奥尔沙战役，荣立战功。1945 年在*哥尼斯堡战役中，又获战绩，
晋升上将。同年 8—9月，任红旗第一集团军司令，参加远东战役。战后曾任
苏联驻中国旅顺口集团军司令（1947—1953）、莫斯科军区司令等职。1963
年获大将衔。著有回忆录《战功》、《穿过烈火和原始森林》等。

别尔哥罗德—哈尔科夫战役  苏德战争中期苏军发动的进攻战役，*库



尔斯克会战的组成部分。代号鲁勉采夫统帅。1943 年 8 月 3 日，苏军*沃罗
焊日方面军和*草原方面军在库尔斯克突出部南翼向转入防御的德军南方集
团军群发起进攻。5 日解放别尔哥罗德（Белгород），同日北翼苏
军解放奥廖尔，莫斯科为此首次鸣放礼炮。至 8月 13 日，已突破哈尔科夫（Xap
ьков）外层环形防线。此时德军以两次强大反突击—度迟滞了苏军进攻，
但未能遏止苏军攻势。23 日，苏军解放哈尔科夫。此战，苏军向南和西南推
进近 140 公里，击溃德军 15 个师，取得库尔斯克会战的最后胜利。经苏军总
参谋部 1987 年审定，列为苏联卫国战争中的 51 个战略性战役之一。

别列兹涅戈瓦托那—斯尼吉廖夫卡战役  苏德战争后期苏军发动的
世攻战役，*第聂伯河右岸乌克兰进攻战役的组成部分。1944 年 3 月 6—18
日，由*乌克兰第三方面军实施。目的是粉碎印古列兹河与南布格河之间的德
军集团。3月 12 日，苏军曾截断德军主力（第六集团军）西退之路，但未能
形成合围，受重创之德军撤至南布格河右岸，苏军在追击中先后解放别列兹
涅戈瓦托耶（Береэне-говаое）、斯尼吉廖夫卡（Cниви
рёвка）等城市，推进 140 公里，为随后向敖德萨方向进攻取得有利态
势。

[丿]

利拉（Lila）1942 年德国企图占领土伦并夺取法国舰队的行动代号。是
年 11 月 11 日，德军实施代号*安东的行动，开始对法国全境实行军事占领。
此时，在北非处于盟军掌握之中的*达尔朗，以*维希政府海军总司令的名义，
要求驻泊土伦的法国舰队驶往阿尔及尔，遭拒绝。5 日，希特勒下令实施此
行动，德军开始包困土伦军港。7 日晨，德军逼近港口，法国水兵即将大部
舰只凿沉。参见“土伦沉船事件”。

利斯（OliverWilliamHargreavesLeese，1804—1978）英国将领。早年
就读于伊顿公学，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1927—1928 年在参谋学院深造，
后历任各种参谋职务。1940 年从印度奉召回国参加英国远征军赴法作战，曾
任远征军副参谋长。撤回英国后，负责组训近工装甲师。1942 年在阿拉曼战
役中汪*英国第八集团军辖下的第三十军军长，授中将衔。以后率部参加突尼
斯战役、西西里岛登陆战役并攻入意大利本土。1944 年 1 月继蒙哥马利任第
八集团军司令，率部本意大利作战。同年 11 月调任东南亚盟军地面部队司
令，指挥英、印、美、中和非洲军队，收复缅甸。1946 年退役，有贵族封号。

利沃斯（JuanAntonioRios，1883—1946）智利总统（1942—1946）。
激进党领袖，长期为议员。曾任内政、司法部长。1942 年 2 月出任总统，初
仍与轴心国交往，后在国内外舆论压力下，于 1943 年 1 月与轴心国断绝关系。
此后征收轴心国侨民财产，并向美国提供铜和硝石等物资，逐步改善和美洲
各国的关系。1945 年 4 月对日宣战。任内病故。

利斯特（WilhelmList，1880—1971）德国将领。1898 年开始服役。1912
年毕业于巴伐利亚军事学院。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历任德累斯顿步
兵学校校长。师长和军长，1938 年任侵占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苏台德区的
德军集群司令。1939 年指挥新建的第十四集团军，参加侵略波兰。次年任第
十二集团军司令，参加进攻法国，晋升元帅。1941 年率军入侵南斯拉夫和希
腊，继而任巴尔干占领军司令。1942 年 6 月调往苏德战利斯特场，任进攻高



加索的 A集团军群司令。同年 9月，因与希特勒意见分歧被解职。第二次世
界大战后被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无期徒刑。1952 年被美国当局释放，定
居联邦德国。

利久科夫（AлександрИльичЛиэюков，1900—
1942）苏联将领。1919 年加入俄共（布）党和红军。参加过国内战争。1927
年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苏德战争初期先后任坦克第三十六师副师长、摩
托化步兵第一师师长和坦克第二军军长，参加莫斯科会战。1942 年晋升少
将，出任坦克第五集团军司令。同年 7月 25 日，在沃罗涅日方向作战阵亡。

利-马洛里（TraffordLeigh-Mallory，1892—1944）英国空军将领。剑
桥大学毕业。后入空军服没。先任英格兰中部和北部的第十二战斗机大队指
挥官（1937—1940），后改任英格兰东南部的第十一战斗机大队指挥官（1940
—1942），战绩显著。1942 年 11 月出任英国战斗机司令部总司令，随即晋
升空军上将。1943 年末任盟国远征军空军司令，指挥战术空军保证*霸王行
动准备和实施中的制空权。1944 年 11 月调任东南亚盟国空军总司令，偕同
夫人赴任途中，因飞机失事而去世。

利特尔顿（OliverLyttelton，1893—1972）英国生产大臣（1942—
1945）。就读于伊顿公学和剑桥大学。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在皇家近工步兵
第一团躯役，后升为少校。战后转而经商，任职英国金属公司，在锡、铜等
有色金属市场上有影响。1940 年 10 月出任贸易大臣。1941 年 7 月调任*英国
战时内阁的驻中东国务大臣。1942 年 2 月内阁改组中调任生产大臣，正式成
为战时内阁成员，兼任英美生产和资源联合委员会的英方主席，直至战争结
束。战后再回商界。1951 年丘吉尔再次执政时，被任命为殖民事务国务部长，
1954 年去职重返电力工业协会主席之任。1963 年退休。

利希滕贝格（BernhardLichtenberg，1875—1943）德国天主教神学家。
1899 年起受神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为随军牧师。战后作为德国天主教中央
党代表任柏林市议员。1932 年任柏林圣海德维希大教堂收师，1938 年任该教
堂教长。1941 年 8 月 28 日以教长身份致函全国医生事业领袖*康蒂，并将副
本抄送总理府和盖世太保，抗议用无痛致死术屠手无辜平民。后又公开为犹
太人祈祷。1943 年 10 月 23 日被纳粹政权逮捕，判处 2年徒刑，刑满后移送
达豪集中营，途中死亡。

利埃那尔特（AebilleLiénart，1884—1973）法国枢机主教。长期为里
尔城主教（1928—1968）。1930 年起为枢机主教。法国败降后，拥护贝当，
但对维希政府的某些措施持保留态度，指责《劳动宪章》，反对颁布《义务
劳动服务法》。1944 年*阿斯克镇屠杀后，曾公开谴责德军暴行。举行宗教
仪式，欢迎英军解放里尔，迅速承认戴高乐为国家合法元首。1961 年获荣誉
军团大骑士奖。

利德尔·咕特（BasilHenryLiddellHart，1895—1970）英国军事理论
家和军事历史学家。就读于剑桥大学。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参加过西线的战事，
1925 年出版第一本描述未来战争样式的书，后即大量著书撰文，反对静止的
阵地战观念，提倡以机械化部队实施突破并向纵深扩展的机动作战理论。同 *
富勒一起被认为是“现代装甲战之父”。其主张在本国未被采纳，却为德国
军方所重视。自 1927 年因健康原因以上尉街退役后，除 1937 年*霍尔—贝利
沙主持英利德尔.哈特国陆军部时受任为顾问外，未任其他公职。1966 年受
爵士封号。主要著作有《巴黎或战争的前景》、《现代军队的改造》、《历



史上的决定性战争》（增订本时先后改名为《间接路线战略》和《战略论》）、
《山那边》、《坦克》、《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等。

利迪采大屠杀  德军在捷克斯洛伐克的血腥暴行。1942 年 5 月 27 日，
*波希米亚—摩拉维亚保护国长官、德国秘密警察头目*海德里希在布拉格郊
外利迪采村（Li-dice，位于距布拉格 16 公里处）附近遭捷两名抵抗战士狙
击身亡。德国占领当局为进行“报复”，遂于6月 10 日对该村采取血洗行动，
全村 199 名男子（一说 172 名）被枪杀，妇女儿童全部被驱往集中营和流放
德国。此举激起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更大的反抗，并遭到世界舆论的强烈谴责。
战后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在离旧址不远处重建利迪采村，并立碑纪念。

利兹-斯密格莱（EdwardRydz—Smigly，1886—1941 或 1944）波兰将领。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加入毕苏斯基的波兰军团。1918 年 11 月任波兰临时政府
军务部长。参加苏波战争。1935 年继毕苏斯基出任波兰武装部队总司令兼陆
军总监，1936 年晋升元帅。1939 年 9 月指挥波军抵抗德军入侵。9月 7日携
同参谋部人员撤退至布列斯特，17 日又逃亡罗马尼亚，被罗政府拘留。10
月，被波兰流亡政府解除军权。一说 1941 年死于罗马尼利兹一斯密格莱亚，
另一说死于 1944 年*华沙起义。

利奥波德三世（LeopoldIII，1901—1983）比利时国王（1934—1951）。
早年就学于英国伊顿公学。1934 年加冕为王。1936 年起对外奉行中立政策。
1939 年加入由瑞典、丹麦等国君主组成的“善意人集团”，呼吁维持和平。
1940 年 5 月德国发动西线战争时，任比军总司令，在比军仍在抵抗时，未经
内阁同意，亦夫与盟国磋商，即与德国谈判者和。5月 28 日正式向德国投降。
同年秋赴德国拜见希特勒，同时起用一批亲德分子。1941 年 9 月利奥波德三
世与有嫌投敌的佛兰芒天主教政治家之女结婚，引起全国人民的不满。1944
年 6 月 7 日，盟军在诺曼底登陆的次日，即被德军押往德国。临行前曾发表
告人民书，就此事表示抗议。1945 年获释后，因无法取得本国人民的谅解，
居留瑞士。1950 年在公民投票中获得百分之五十八的多数票同意后回国，旋
即将全权交付于其子博杜安（AlbertCharlesBaudouin，1930—）并于次年 7
月正式逊位。

利沃夫-桑多梅日战役  苏德战争后期苏军发动的战略性进攻战役。
1944 年 7 月 13 日至 8 月 20 日，由*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实施。目的是解放乌
克兰西部各州和波兰东南部。苏军投入 80 个师，120 万人，火炮和迫击炮 1.39
万门，坦克和自行火炮 220Q 辆，飞机3000 余架。当面德军为*北乌克兰集团
军群，计 40 个师又 2个旅，60 多万人，火炮和迫击炮 6300 门，坦克和自行
火炮 900 辆，飞机700 架。战役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7月 13—27 日），
苏军突破德军在俄罗斯拉瓦（PaBa—pyccкая）方向和利沃夫方向的防御，
强渡桑（CaH）河，解放利沃夫（ЛbBoB）等重要城市。第二阶段（7 月 28
日至 8月 29 日），苏军主力转移到桑多梅日（Sandomierz）方向，强渡维斯
瓦河，在桑多梅日地域建立正面 75 公里，纵深 55 公里的大登陆场。此战，
苏军重创德军北乌克兰集团军群，解放乌克兰西部各州和波兰东南部，并为
在波兰境内发动新的进攻取得有利态势。经苏军总参谋部 1987 年审定，列为
苏联卫国战争中的 51 个战略性战役之一。

秃鹰军团（LegionCondor）一译“神鹰军团”。纳粹德国干涉西班牙内
战的空军部队。由 4 个轰炸机中队、4 个战斗机中队、高射炮部队和反坦克



部队构成，拥有约 100 架轰炸机（以容-52 式为主）、140 架歼击机（以亨—
51 式为主）、180 辆坦克、数百门反坦克炮等。司令官先后为*施佩勒尔
（1936.11—1937.11）、*福尔克曼（1937.11—1938.11）和*里希特霍芬
（1938.11—1939.6）1936 年 11 月进入西班牙，支援佛朗哥叛军进攻西班牙
共和政府。曾进行*格尔尼卡轰炸，造成大量平民死亡和财产损失。1939 年 6
月返回德国。

我的奋斗  书名。希特勒口授，先后由莫里斯（EmilManrice，1897—
1945）和*赫斯记录，经福赫特汪格尔（LionFeuehtwanger，1884—1958）、
赫斯夫妇和施丹佛尔（BerhardStempfle）神父等人修改和润色，*埃耶出版
社出版。原名《四年半来对谎言、愚蠢和胆怯的斗争》，埃耶出版社经理阿
曼（MaxAmann，1891—1957）改定现名。分上、下两卷。上卷于 1924 年口授
于兰德斯堡监狱，1925 年 7 月首次出版，副标题《清算》，共 12 章。下卷
于 1925—1926 年口授于贝希特斯加登别墅，1926 年 12 月首次出版，副标题
《民族社会主义运动》，共 15 章。1930 年起出版合订本。初期销量每年约
数千册，1930 年起增至每年数万册，1933 年纳粹上台后上升到每年近百万
册，至 1940 年在德国共售出 600 万册，并被译成11 种文字。此书臃肿冗长，
杂乱无章，除自传性章节外，涉及内政、外交、军事、文学艺术诸问题。鼓
吹种族间的生存斗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主线，雅利安人是一切高级人类的创
始者和文化的创造者，犹太人是人类的寄生虫和万恶之源，犹太人利用国际
金融资本和马克思主义学说破坏德国的国际地位并毒害德意志民族的灵魂；
宣扬社会达尔文主义，主张*优等种族统治世界，从而可持续培育质量更高的
人种；反对民主和议会制度，抨击魏玛共和国是二十世纪最大的败绩，要求
在一切领域实行*领袖原则；强调德意志国家的主要任务是保护种族，通过体
育和军训提高青年的身体素质，禁止病弱者生育子女，发展民族经济，以自
给自足代替国际贸易；叫嚷通过战争在欧洲争取更多的*生存空间，打破《凡
尔赛和约》的桎梏，恢复*东进政策，征服社会主义苏联，击败宿敌法国，同
英国和意大利结为盟国。

邱清泉（1902—1949）中国将领。字雨庵。黄埔军校毕业。后留学德国
工兵学校和柏林陆军大学。回国后曾任中央军校教导总队参谋长。抗日战争
爆发后，任国民政府军机械化部队第五军新二十二师师长。1939 年授少将
衔。同年 12 月在*昆仑关战役中立功。不久升任第五军副军长。1941 年 3 月
调任军训部第十六补充兵训练处长兼重庆第三警备司令、中央军校西安分校
副主任。1943 年 1 月任第五军军长。1944 年 8 月率部参加*缅北战役，先后
攻克龙陵、芒市、畹町等地。次年 1月与*中国驻印军会师芒市，打通中印公
路。抗战胜利后，任第二兵团司令。1948 年授中将衔。在淮海战役中，被人
民解放军击毙。

体育家（Gymnast）盟国进攻法属北非的行动代号。1941 年 10 月，北非
英军在发动代号*十字军的行动前，即设想如战事顺利，在实施*杂技家行动
西进的黎波里塔尼亚（Tripolitania）的同时，派兵进入法属北非，以夹击
德、意军，占领全部北非海岸。1941 年 12 月—1942 年 1 月盟国华盛顿会议
（代号*阿卡迪亚）上，丘吉尔正式向美方提出以此作为 1942 年内盟军的主
要作战方向。几经争执和反复，7月末—9月初，美、英双方取得一致，代号
改为*火炬，于当年 11 月实施。

何应钦（1890—1987）中国将领。字敬之。日本振武学校和陆军士官学



校毕业。曾任黄埔军校少将总教官、教练部主任。1930 年 10 月任国民政府
军事委员会军政部部长。九·一八事变后，执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参
与指挥对中央苏区的“围剿”。1933 年调任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长，奉
行对外妥协政策，先后与日本签订了*《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等。1935
年授一级上将衔。1936 年“西安事变发生后，力主讨伐，并任讨伐军总司令。
抗日战争爆发后，兼任第四战区司令长官。1938 年任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兼
军政部部长。1944 年底，任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抗战胜利后，代表中
国政府去南京主持受降仪式，接受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宫冈村宁次的投降
书。1946 年 8 月任联合国安理会军事参谋团中国代表团团长。后任国民政府
国防部长、行政院长，大陆解放前夕去台湾，曾任台湾当局“总统府”战略
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

何柱国（1896—1985）中国将领。别名铸戈。先后毕业于保定军校、日
本陆军士官学校。九·一八事变后任国民政府军独立第九旅旅长兼临永警备
司令，率部参加榆关抗战，重创日军，升任第五十七军军长。1935 年授中将
衔。抗日战争爆发后，任骑兵第二军军长，率部进入晋北朔县井坪间，阻击
日军。1939 年底奉调豫皖边区，于黄河周家口界一线布防。1941 年 5 月摆任
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在平汉铁路以东驻防。1945 年 1 月任第十战区副司令
长官。抗战胜利后因双目失明退出现役，留居杭州。

何香凝（1879—1972）中国国民党民主派人士。国画家。原名谏，又名
瑞谏。廖仲恺夫人。早年留学日本。曾任国民党中央妇女部长。九·一八事
变后，因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辞去国民党的一切职务。1932 年淞沪抗
战时，与宋庆龄等筹划救济工作，创办伤兵医院，支持第十九路军抗战，1934
年 4 月与宋庆龄等签名公布《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1935 年 8 月签
名响应中共中央发表的《八一宣言》。1936 年任*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理事。
抗日战争爆发后，在上海发起组织中国妇女抗敌后援会，任主席。1938 年夏
在香港与*宋庆龄等成立保卫中国同盟。皖南事变后，严斥蒋介石的消极抗日
积极反共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民革中央副主席、主席。

何梅协定  1935 年国民政府代表*何应钦与日本驻华北驻屯军司令官*
梅滓美治郎秘密会谈而订立的出卖华北部分主权的秘密协定。1935 年日本借
口中国当局援助东北义勇军孙永勤部进入滦东*非武装区域”，破坏了《塘沽
协定》。5 月 29 日向国民政府提出抗议，并调遣军队入关，进行武力威胁。
6 月 9 日梅津美治郎向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提出“觉书”及附带事
项，限三日内答复。主要内容为：中国政府取消在河北的党政机关；撤退驻
河北的中央军和东北军；禁止一切抗日活动等。经过秘密会谈，7 月 6 日何
应钦复函梅津美治郎，全部承诺日方的无理要求。至此，日军占领了平、津
一带战略要地，中国丧失河北省大部主权。

何家湾战斗  1940 年新四军在皖南浸县抗击日军“扫荡”的一次战斗。
是年 4月，日军为巩固江防，确保长江交通，调集第十五、第十七、第一一
六师团各一部共万余人对皖南进行“扫荡”。其中从芜湖出动的一路 3000
余人，于 4月 26 日向南（陵）青（阳）公路上何家湾的新四军第二支队第三
团进攻。新四军经 9小时激战，毙伤日军 300 余人，将敌击退。同时新四军
第一支队第一团进行*父子岭战斗，击退另一路日军。此次“扫荡”遂被粉碎。

佐森（Zossen）大战期间德国陆军总司令部所在地。系柏林以南勃兰登
堡行政区的小村庄。大战前夕德国陆军总司令部迁移至此，直至战争结束。



佐尔格（PихаpдЗopre，1895—1944）苏联侦察员。父为德国人，
母为俄国人。生于巴库，幼年迁居柏林。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入伍，曾 3次负
伤。退伍后入大学攻读哲学，获博士学位，同时投身工人运动，先后加入德
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共产党。1924 年赴苏联参加共产国际工作，次年入
苏联国籍，并成为联共（布）党员。1930 年受苏军情报局派遣赴中国上海从
事情报工作。1933 年以德国记者身份前往日本，不久即打入纳粹党，并获取
德国驻日大使奥特（Eugen 佐尔格 Ott）的信任，有效地组织了代号为*拉姆
扎的情报小组。1941 年春夏，多次向苏联提供德国侵苏计划的准确情报；同
年 9月，又及时向苏联报告了日本御前会议的南进决策，使苏联得以从远东
抽调兵力加强莫斯科防线。1941 年 10 月被日本警方逮捕。1913 年 9 月 29
日被判绞刑，次年 11 月 7 日被杀害。

佐藤贤了（1895—1975）日本将领。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
早年在陆军省任职，一度在驻美使馆供职。后历任陆军大学教官、大本营报
道部长。1939 年任第二十一军副参谋长，参加侵华战争。1940 年升任华南方
面军副参谋长，指挥强行进驻北部法属印度支那的军事行动。太平洋战争爆
发后历任陆军省军务课长、军务局长、中国派遣军副总参谋长，第三十七师
团长等职。1945 年 3 月晋升中将。战后，于 1948 年作为甲级战犯被远东国
际军事法庭判处无期徒刑。1956 年 3 月假释出狱。著有《大东亚战争回忆录》、
《佐藤贤了的证言——对美战争的起点》等。

但泽危机  纳粹德国挑起的、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事件。但泽
（Danzig）为濒临波罗的海的维斯瓦河口左汉流的港口。古代属波兰，1793
年被普鲁士占领后取此名。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凡尔赛和约》规定，但泽
为国际联盟保护的自由市，由国联任命之高级专员负责行政管理，波兰代管
其对外关系并拥有若干经济和海关权利。1920 年 11 月但泽自由市同波兰签
订协议后正式成立。1938 年纳粹德国吞并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区
后，于 10 月 24 日向波兰提出收回但泽自由市和在*但泽走廊修筑公路、铁路
的要求，两国就此多次进行交涉均未达成协议。1939 年 3 月德国吞并整个捷
克斯洛伐克后，于 3月 21 日向波兰发出最后通牒，并指使纳粹分子在但泽不
断制造事端，挑起国际冲突的危机。3月 31 日英国向波兰提供保障。4月 13
日法国宣布忠于法波联盟。4 月 28 日希特勒宣布废除*《英德海军协定》和
《德波互不侵犯条约》。5月 22 日德、意签订同盟条约，德国加紧了发动战
争的准备。同时，*英法苏莫斯科军事谈判旷日持久，未取得任何进展。8月
23 日*《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同日法西斯分子在但泽闹事，遭波兰当
局镇压。希特勒原定 8月 26 日进攻波兰，但在获悉*《英波互助协定》签订
后，于 25 日取消立即发动战争的命令，并通过各种渠道同英法保持接触。29
日波兰在英国要求下取消动员令；是日希特勒会见英国驻德大使*汉德逊，同
意重开德、波谈判，但要求波兰全权代表于次日到达。30 日，汉德逊会见里
宾特洛甫，要求英国充当中间人，促成德、波重开谈判；里宾特洛甫宣读了
德方的 16 点建议，并宣布德波谈判时间已过。在断定西方大国无意为波兰而
战后，希特勒于 8月 31 日下达 9月 1日进攻波兰的命令。是日傍晚，波兰驻
德大使李普斯基会见里宾特洛甫，被告知德波谈判已无意义。9月 1日凌晨，
德军大举进攻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但泽走廊（DanzigCorridor）又称“波兰走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波兰内陆穿过东普鲁士和德国本上之间通向波罗的海的狭长地带，因经但泽
出海故名。由于 1918 年恢复独立的波兰缺乏出海口，*《凡尔策和约》第 87
条规定，从上西里西亚北端，沿维斯瓦河下游西岸至波罗的海，划一长 416
公里、平均宽 128 公里的地带（包括波兹南和西普鲁士），给予波兰作为出
海通道。它使东普鲁土与德国本土分隔开来，成为德、波两国冲突的根源。
1938 年 10 月德国向波兰提出在该地带建造通向东普鲁士的公路和铁路的要
求，导致*但泽危机的爆发。

但泽-西普鲁士和瓦尔塔兰行政区  纳粹德国在波兰占领区内建立的
两个行政区。1939 年 10 月 8 日希特勒下令将波兰最西面的四省并入德国版
图，一部分划入德国的东普鲁士省，另一部分组成两个新行政区。一为但泽-
西普鲁士（Danzig-Westpreussen）区，包括但泽和原波莫瑞省，另一为瓦尔
塔兰（wartheland）区，包括原波兹南省、罗兹省的大部和华沙省的一部分
地区。两行政区由两个德国行政长官兼省长直接控制，建立与德国行政区同
样的机构，实行德意志化政策，驱逐城市中的波兰人和犹太人，竭力掠夺经
济资源。1945 年波兰全境解放后被撤销。

伯利（AdolfAugustusBerle，1895—1971）美国外交官。1916 年哈佛大
学毕业。早年曾任律师，后入联邦政府任职，参加过 1919 年巴黎和会。1932
年成为罗斯福“智囊团”成员，协助实施*新政。1938 年出任负责拉美事务
的助理国务卿，多次代表美国出席美洲国家会议，推行“睦邻”政策。大战
期间，致力于发展战时美国与拉美国家的关系，遏制轴心国势力向美洲渗透。
战后曾任驻已西大使等职，六十年代初被肯尼迪聘为拉美事务顾问。

伯力审判  1949 年 12 月 25—30 日苏联远东滨海军区军事法庭在伯力
（今哈巴罗夫斯克[Xabapobck]）对日本战犯进行的审判。由苏联契尔特科夫
少将法官任审判长。法庭对前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等 12 名战犯进行审讯，
战犯被控日本策划侵略战争时，蓄意在中国大规模地使用细菌武器和在中苏
人民人体上进行细菌实验等战争罪行。最后判处山田乙三、梶塚隆二、高桥
隆笃、川岛清各 25 年徒刑，柄泽十三夫、佐藤俊二各 20 年徒刑；西俊英 18
年徒刑；三友一男 15 年徒刑；尾上正男 12 年徒刑；平樱全作 10 年徒刑，菊
地则光 2年徒刑；久留岛祐司 3年徒刑。

伯格霍夫（Berghof）德文“山间别墅”的音译。希特勒的办公处和住
所。位于*贝希特斯加登附近上萨尔茨山（Obersalzberg）间，有专用道路同
贝希特斯加登连接。1935 年夏在瓦亨菲尔德别墅（HausWacheufeld）基础上
扩建而成，大战爆发后进一步建造地下设施。呈蘑菇形，共 13 层，但只有最
高两层露出地面，会客室装有无格大玻璃窗，可以远眺四周风景；周围建有
可容纳 2万名士兵的兵营群和 5道环形防御工事。大战期间曾作*元首野战司
令部。大战末期被盟军炸毁。

伯伦翰式轰炸机  即“小猎犬式轰炸机”。
低调俱乐部  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国民党内一批主和派分子的活动场

所。1937 年七七事变后，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长周佛侮，纠集陶希圣、梅
思平、熊式辉、胡适、陈立夫、高宗武和罗君强等人，在其住所南京西流湾
8 号经常集会，诬蔑中国人民的抗战呼声是“唱高调”，散布民族失败主义
和民族投降主义言论，主张立即停止抗战，同日本侵略者进行“谈判”，从
而实现中日“和平”。该聚会场所被称为“低调俱乐部”。其成员后来均为
汪伪政权的基干力量。



低地国家战役  1940 年德军入侵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法国北部的
故略性进攻战役，构成*法兰西之战的第一阶段。5 月 10 日拂晓，德军以空
袭荷、比、法的机场、兵站、指挥所和重要工业中心开始进攻。德军空降兵
对荷兰多处战略要地和比利时的埃本—埃迈尔要塞（即*埃本—埃迈尔要塞之
战）的突袭，严重破坏了荷兰的防御体系，撕开了比军阿尔贝持（Albert）
运河防线上的缺口，使地面部队得以迅即突破荷、比军的初始防线，向腹地
推进。5月 14 日，退据*荷兰要塞的荷军南翼被突破后，德军进入鹿特丹，*
威廉明娜女王和荷兰政府流亡伦敦，荷军投降。此时，按*D 计划前出至戴尔
（Dyle）河一线的法英盟军刚同后撤至安特卫普和那慕尔地域的比军会合，
立脚未稳，即道德军攻击，面临被围威胁，被迫退向斯海尔德河。决定性的
突破发生在那慕尔—色当地段。德军穿越比利时南部和卢森堡境内的阿登高
地后，5 月 12 日进逼默兹（Meu-se）河。翌日，德军在空中支援下从迪南
（Dinant）、蒙得梅（Motherme）和色当强渡默兹河，并迅即西进，向法军
后方实施突击。盟军防线中部被突破，造成了全线动摇和指挥混乱。5月 19
日，*魏刚取代甘未林任法军总司令，未能对向西的德军组织有力的南北侧
击。5 月 20 日，德军坦克部队抵达索姆（Somme）河口，切断盟军重兵集团
同法国本部的联系，继而调头北上，攻击各沿海港口，24 日进抵格拉夫林
（Gravelines）。其他各路德军从几个方向对压缩在*佛兰德地区的盟军收紧
包围圈。5月 28 日比军投降。5月 26 日—6 月 4 日英法军实施*敦刻尔克撤
退。此战役德军攻陷荷、比、卢三国及法国北部地区，前出到索姆河—埃纳
（Aisne）河一线，然未达歼灭比利时境内英法军的目的。

佟麟阁（1892—1937）中国将领。字捷三。曾任冯玉祥西北军第一师师
长、陇南镇守使。九·一八事变时任第二十九军教导团团长，后任张家口警
备司令。1933 年任察哈尔省政府代主席兼*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第一军军
长，与吉鸿昌、方振武配合，参与指挥收复多伦的作战。1935 年任第二十九
军副军长兼军官教导团教育长。七七事变后，率部在南苑团河抗击日军，亲
临前沿阵地指挥。7月 28 日在与日军激战时牺牲。31 日，被国民政府追赠为
上将。

佛兰亭（PierreEtienneFlandin，1889—1958）法国*维希政府外交部
长（1940—1941）。1914—1940 年为议员，保守党领袖。1936 年任外交部长
时，听任德军进占菜茵非军事区。曾就《慕尼黑协定》的签订向希特勒表示
祝贺。1940 年 5 月 10 日德军在西线发动进攻后，为主降派；7月初前往维希，
试图迫使*勒布伦辞职，并主张授予贝当全权。同年 12 月任维希政府外交部
长，与*达尔朗等组成政府指导委员会，力图扩大与德国的合作。1941 年 2
月，因内部矛盾被迫辞职。1942 年 10 月去阿尔及利亚，翌年，被法兰西民
族解放委员会拘捕。1946 年 7 月被法国最高法院判处 5年徒刑，后提前释放。
著有《法国政策 1919—1940》等。

佛兰德（佛兰芒文 Vlaanderen，法文 Flandre）西欧旧地区名。现分属
比利时（东佛兰德省和西佛兰德省）、法国（北部省）和荷兰（泽兰省一部）。
濒海低平地带，主要居民力佛兰芒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里曾有大规模
交战（参见“低地国家战役”）。1910 年 5 月末盟军*敦刻尔克撤退后，被
德国占领，直至 1944 年 8—9 月*盟国第二十一集团军群重新进入。

佛朗哥（FranciscoFrancoyBahamonde，1892—1975）西班牙法西斯独



载者。1970 年入学托莱多步兵学院。1912 年赴摩洛哥参加西班牙殖民战争。
1921 年任外籍军团司令。1926 年升为准将。1934 年晋升少将。次年任陆军
参谋长。1936 年 2 月人民阵线在选举中获胜后，调任加那利群岛驻军司令。
同年 7月，发动反对共和国的军事叛乱，10 月被叛军推为西班牙武装部队总
司令和国家元首。1937 年改组*长枪党，成为领袖。由于得到德、意的援助，
经 3年内战于 1939 年 4 月推翻共和政府，建立独裁统治，并加入《反共产国
际协定》。大战期间，先后宣布西班牙为“中立”和“非交战国”，实则支
持轴心国，与希特勒、墨索里尼佛朗哥交往密切，向轴心国提供大批战略物
资。苏德战争爆发后，派遣*蓝色师团帮助德国对苏作战。战后在西班牙恢复
君主制，成为终身摄政。

佛查条例  南斯拉夫共产党和人民解放游击队最高司令部颁布的关于
解放区政权建设的条例。1942 年 2 月南共中央和人民解放游击队最高司令部
在佛查（Foca）镇颁布，宣告：人民解放委员会是解放区的权力机构，由选
举产生；负责安排居民的生活，发展生产，保障军队的供应，提高人民文化
水平，全力支援解放战争。该条例为解放区政权的巩固和发展奠定基础。

伽伦德式步枪（Garank）美制半自动步枪，军用代号为 M-1 式步枪。由
伽伦德（JohnCantiusGarand，1888—1974）于 1920 年研制成功。口径 7.62
毫米。三十年代起成为美国陆军主要步兵武器。后曾改制为 M-1 式卡宾枪，
适用于丛林战。

近卫内阁  日本*近卫文麿汪首相时组织的内阁。（1）第一届近工内阁
（1937 年 6 月 4 日至 1939 年 1 月 4 日）。外务大臣广田弘毅（1938 年 5 月
宇垣一成接任，1938 年 9 月近卫文魔兼，1938 年 10 月有田八郎接任）、大
藏大臣贺屋兴宣（1938 年 5 月池田成彬接任）、陆军大臣杉山元（1933 年 6
月板垣征四郎接任）、海军大臣米内光政。追随军部，扩大侵略战争。七七
事变后，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强化战时体制，展开*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制
定*《日本临时资金调整法》、*《日本军需工业动员法》、《临时军费特别
会计法》，吸收政界、耐界实力人物为内阁参议，创设*日本内阁情报局、企
划院。1938 年，随着速战速决的侵华战略的破产，先后通过*《处理中国事
变根本方针》和*《日华新关系调整方针》，发表 3次*《近卫声明》，从以
军事进攻为主的方针，过渡到对中国国民政府政治诱降的方针。（2）第二届
近卫内阁（1940 年 7 月 22 日至 1941 年 7 月 16 日）。在纳粹德国闪击西欧
成功刺激日本扩大侵略的形势下，经*获外庄会议后组阁。外务大臣松冈洋
右、大藏大臣何田烈、陆军大臣东条英机、海军大臣吉田善吾（1940 年 9 月
及川古志郎接任）。先后通过*《基本国策纲要》和*《适应世界形势演变的
时局处理纲要》，打出建设大东亚新秩序旗号，确定南进方针。对内开展“确
立强有力的新政治体制”运动，加强法西斯统治。1940 年 9 月派兵进占法属
印度支那北部，同时签订《日德意三国同盟条约》。同年 12 月通过《确立新
经济体制纲要》，强化战争经济。1941 年苏德战争爆发后，由于内部南进派
与北进派之争，于 7月 16 日以内阁总辞职形式将北进派撤换。（3）第三届
近卫内阁（1941 年 7 月 18 日至 10 月 16 日）。成员有外务大臣丰田贞次郎，
大藏大臣小仓正值，陆军大臣东条英机，海军大臣及川古志郎。组阁后，根
据军部制定的*《适应世界形势演变的帝国国策纲要》，于 9月通过*《帝国
国策施行要领》，确定“在不惜对美（英荷）一战的决心之下”，以 10 月下



旬为期完成战争准备。随后为更加积极发动太平洋战争的*东条内阁取代。
近卫文麿（1891—1945）日本首相（1937—1939、1940—1941、1941）。

公爵。1917 年京都帝国大学毕业，入内务省供职。1919 年随同*西园寺公望
出席巴黎和会。次年为贵族院世袭议员，1933 年任贵族院议长。1937 年 6
月首次受命组阁，发动并扩大侵华战争。1938 年 1 月发表“今后不以国民政
府为对手”的第一次对华声明，取消和平谈判的解决方式。日中战争进入相
持阶段后，转而采取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策略，1938 年 11 月发
表“虽国民政府，亦近卫文唐不拒绝”、“建设东亚新秩序”的第二次对华
声明。同年 12 月又发表“睦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合作”的第三次对华声
明，再次向中国国民政府诱降，但均未奏效。1939 年 1 月下野。1940 年 7
月组成第二届内阁，对内组织*大政翼赞会，推进“新体制运动”，对外与德、
意缔结军事同盟，井同美国谈判，同时又与苏联签订中立条约。1941 年 7 月
由于对外政策上的分歧，更换外务大臣*松冈洋右，组成第三届内阁，在“不
借对美一战”的南进方针下，继续与美国谈判。同年 10 月再次下野。太平洋
战争爆发后闲居。1944 年后曾谋求推翻东条内阁和早日结束战争。1945 年夏
被任命为对苏特使，企图通过苏联的斡旋，与英美议和，但未成。日本投降
后，任东久迩宫内阁国务大臣、内大臣府御用挂，起草宪法修正案后被定为
甲级战犯，1945 年 12 月 16 日服毒自杀。参见“近卫内阁”。

近卫声明  侵华战争时，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发表的对华声明。共三次，
第一次：近卫内阁宣告“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方针的声明。日本侵占南京
后，通过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OskarP.Trautman，1877—1950），再次向蒋
介石政府提出“媾和”，企图借军事胜利迫使中国投降。1938 年 11 月 11 日，
御前会议通过*《处理中国事变根木方针》，在附件中开列苛刻的“媾和”条
件。由于中国人民坚决反对，蒋介石政府来敢答应。日本近卫内阁经过日本
大本营和内阁联席会议，于同年 1月 16 日发表此声明。宣告“今后将不以国
民政府为对手”，声称此乃“较之否认该政府更为强硬”，是“把它彻底撇
开”，另外扶植卖国投降的“支那新玫权”而与之实现“调整两国邦交”。
第二次：近工内阁宣告“虽国民政府亦不拒绝”方针的声明。日军侵占广州
和武汉后，中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由于速战速决的侵华战略破产，日本面
临长期战争局面，被迫改变以军事进攻为主的政策，采取政治诱降为主、军
事打击为辅的方针。1938 年 11 月 3 日，日本近卫内阁发表此件。声称日本
的目标是建立以“日满华三国合作”为根本的“东亚新秩序”。修改了近卫
第一次对华声明的“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方针，宣告“如果国民政府抛弃
以前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成果，参加新秩序建设，我方也
不予拒绝”。同时，多方加紧了对国民党的诱降活动。第三次：近卫内阁重
申*《日华新关系调整方针》的声明。1938 年 12 月 22 日，日本近卫内阁在
汪精卫等人叛逃降日到达河内之后，发表此件。鼓吹“日满华三国应以建设
东亚新秩序为共同目标而联合起来，共谋实现相互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
济合作”。进一步对国民党进行诱降。同月 29 日，汪精工发表致蒋介石等人
的通电（以该日代号称“艳电”）与之呼应。

近卫三原则  日本*近卫内阁提出的“日满华合作”建立“东亚新秩序”
的三原则，即“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在日本侵华的
速战速决战略破产，中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的背景下，1938 年 11 月 30 日，



在*《日华新关系调整方针》中首次提出。同年 12 月 22 日，在对华第三次*
《近卫声明》中重申。

余汉谋（1896—1981）中国将领。字幄奇。保定军校毕业。曾任国民政
府军第五十九师师长。九·一八事变后，执行蒋介石以攘外必先安内”的政
策，率部入赣，参与对中央苏区的“围剿”。后任广东绥靖公署主任兼第四
路军息司令。1936 年授中将加上将衔。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四战区副司令
长官兼第十二集团军息司令，率部参加淤沪会战、南京保卫战。随后回两广
驻防，因作战不力，使惠州、广州在半月内相继失陷。1940 年 8 月起任第七
战区司令长官，曾遣部参加长沙、衡阳会战。1940 年夏，在从化、龙门一带
主动出击日军获胜。日本投降后，主持潮汕、惠州地区受降事宜。后任衢州
绥靖公署主任、陆军总司令、广东缓靖公署主任。1946 年授二级上将衔。
1950 年初去台湾，曾任台湾当局“总统府”战略顾问、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

希金（ИoифBacилbeBичШикин，1906—1973）苏联军队政
治工作者。早年当工人。1927 年加入联共（布）党。1931 和 1939 年先后毕
业于克鲁普斯卡娅共产主义大学和高级政工人员训练班。1939 年参军。次年
任列宁格勒军区政治宣传部副主任。苏德战争期间，历任北方方面军军事委
员、列宁格勒和沃尔雷夫方面军政洽部主任和总政治部副主任。1945 年 8 月
出任远东总指挥部军事委员（政委），晋升上将。参加过远东战役，战后历
任武装力量总政治部主任、列宁政治学院院长、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等
职。著有《立功于远东边陲》。

希姆莱（HeinrichHimmler，1900—1945）德国纳粹党*党卫队首脑。1917
年底志愿服役，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曾在慕尼黑大学学习农业，经营
过养鸡业，1923 年，加入罗姆控制的半军事化法西斯团体“德国战旗”，井
参加啤酒店暴动。1925 年正式加入纳粹党，狂热追随希特勒。1929 年 1 月，
成为党卫队全国领袖（名义上隶属于*冲锋队）。1933 年希特勒上台后，出
任慕尼黑警察局局长和巴伐利亚邦政治警察首脑，在达豪建立了纳粹德国的
第一个集中营。1934 年 6 月参与策划和组织清洗*罗姆等冲锋队头目的行动。
此后，党卫队成为纳粹党内的独立组织，直接隶属于希特勒。在同戈林争夺
警察控制权中，逐渐取得优势，接管戈林创建的秘密警察（*盖世太保）。1936
年就任德国警察总监，息揽整个纳粹德国的警察特务组织和集中营的大权。
1939 年 9 月将*党卫队保安处与盖世太保合并，组建*德国中央保安局。
1943 年兼任内政部长。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大力发展*武装党卫队，企图
将势力扩至军队希姆莱内。1944—1945 年先后兼任国内驻军司令、上莱茵集
团军群司令和维斯瓦集团军群司令。成为国内和德国占领区法西斯恐怖统治
的主要组织者，残酷迫害和屠杀民主进步入士，对犹太人、斯拉夫人等实行
种族灭绝政策，权势—度仅次于希特勒。纳粹德国崩溃前夕，企图夺取元首
权力并同美、英单独媾和，被希特勒在政治遗嘱里宣布开除出党和革除一切
职务。德国投降后，1945 年 5 月 93 日在潜逃中被英军捕获，随即服毒自杀。

希特勒（AdolfHitler，1889—1945）德国纳粹党党魁、*第三帝国元首。
生于奥地利林茨（Linz）的公务员家庭。青年时代曾流浪于维也纳和慕尼黑。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加入德军，从列兵升至下士。战争结束后，曾经当过陆军
特务。1919 年受命调查慕尼黑的“德意志工人党”，随即加入该党并成为党
的领导成员之一。1920 年参与制定该党《二十五点纲领》，将党更名为*民
族社会主希特勒义德意志工人党（筒称纳粹党）。翌年修改党章，实行*领袖



原则，成为党的*元首。1923 年策动啤酒店暴动，失败后入狱。在狱中口授*
《我的奋斗》。1924 年出狱后重新开始谋取政权的活动。鼓吹*民族社会主
义，组建冲锋队和党卫队。以蛊惑性宣传骗取中下层群众拥护，暗中联络有
产阶级以获得垄断资本集团的资助与支持，并同容克军国主义势力勾结。1933
年 1 月 30 日出任总理。上台后逐步取消议会民主，实行独裁统治，加强国家
垄断资本主义，建立法西斯的政治、经济体制。次年 8月兴登堡死后，将总
统与总理职权合并，成为国家元首兼总理、取得指挥全国武装部队的权力，
正式形成第三帝国。对外撕毁《凡尔赛和约》，扩军备战，重占菜茵非军事
区，武装干涉西班牙。结成德日意“轴心”集团，制定战争计划，吞并奥地
利和捷克斯洛伐克。1939 年 9 月 1 日大举进攻波兰，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
战争初期以*闪击战横扫欧洲大陆，相继侵占波兰、丹麦、挪威、比利时、卢
森堡和法国北部。法国投降后又发动不列颠之战。1941 年入侵巴尔干和北
非。同年实施闪击苏联代号*巴巴罗萨的计划，攻至莫斯科城下。对被占领的
国家和地区大肆掠夺，虐杀犹太人和斯拉夫人，在欧洲建立所谓*新秩序。其
闪击战在莫斯科会战失败后，1942 年倾全力在苏德战场南线发动夏季攻势，
企图夺回失去的战略主动权。同年底至 1943 年初，在斯大林格勒会战中惨
败。同时还在北非败退。从此被迫转入战略防御。1943 年夏意大利战败。次
年苏军发动战略进攻，美英军队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欧洲各国抵抗运动高
涨，国内也发生反对派的政变。1945 年发布“焦土令”，妄图垂死挣扎。同
年 4 月苏军攻入柏林，30 日留下“政治遗嘱”后自杀。除《我的奋斗》外，
还著有*《希待勒的第二木书》。

希腊战役  意大利和德国入侵希腊的战争，*巴尔干之战的一部分。1940
年 10 月 28 日意军入侵希腊。11 月间，希军在英国提供技术援助和海、空支
持下，阻遏了意军并转入反攻。12 月意军被赶出希腊。1941 年初，墨索里尼
向希特勒求援。随着德国入侵巴尔干的危险日增，英国也加紧活动，力图在
此保持一个欧陆立足点。1941 年 3 月初，英国从北非抽调兵力陆续开往希腊，
其前锋之个师于 3月末同驻守于中段*阿利阿克蒙防线的希军 3个师会合。4
月 6日，德军实施代号*马丽他的行动，部署在保加利亚的德国第十二集团军
共 15 个师，同时向南斯拉夫南部和希腊的色雷斯、马其顿地区发动进攻。设
防于东段*梅塔克萨斯防线上的希军不敌，4月 9日萨洛尼卡（Salonika）失
守。4 月 10 日，由南斯拉夫斯科普里（Skoplje）地区南下的德军，穿越莫
纳斯提尔（Monastir）隘口向希腊中部突进，包抄希、英军的侧后。英军率
先后撤，希腊第一集团军的退路被阻断，坚持到 23 日被迫投降。英军在希腊
军民的掩护下且战且退，经由奥林匹斯山、拉里萨、德摩比勒，撤至伯罗奔
尼撒半岛各海港登船。大规模抢运工作自 24 日夜间开始，5昼夜中英军共撤
出 4.1 万余人，损失大部辎重和近 1.2 万人。4 月 27 日德军占领雅典，30
日前出至半岛南端。希腊军民承受了最大牺牲，仅被俘希军即达 27 万人。

希姆莱之友会（FroundeskreisHimmler）亦称“经济之友会”和“党卫
队长之友会”。资助党卫队的德国垄断资本家集团。前身是 1932 年夏组建的
“经济问题研究委员会”，1934 年演变为现组织。主要成员是南德地区同纳
粹政权有密切联系的工业、银行业、保险业大资本家。每月第二个星期一聚
会，经常向党卫队捐款。1932—1933 年在竞选运动中向纳粹党提供大量资
助。大战期间负责向*武装党卫队供应武器、制服和资金；党卫队则从集中营



向他们调拨大批劳动力。
希特勒青年团（Hitler-Jugend，缩写 HJ）德国青少年组织。为纳粹党

分支组织和后备队。1926 年设立，由纳粹党青年工作领袖*席拉赫主管。宗
旨为对团员灌输法西斯思想，使之具备法西斯党徒的素质。团员均为男性。
着统一制服，6—10 岁为学龄团员，10—13 岁升入少年队，14—18 岁为正式
团员，随后进入纳粹党或冲锋队。19 岁到国家劳动服役队从事 6个月的体力
劳动，接受纪律训练，此后进入武装部队服役 2年。正式团员过集体生活，
学习文化，接受各种训练。1938 年有 773 万团员，占全国青年总数的百分之
六十五。大战期间在后方积极为军队服务。

希奥利艾战役  苏德战争后期苏军发动的进攻战役，*白俄罗斯战役的
组成部分。1944 年 7 月 5—31 日，由*波罗的海沿岸第一方面军实施。目的
是发展*波洛茨克战役成果，粉碎希奥利艾（ШЯуляй）地域德军集团，
前出里加湾，切断德军*北方集团军群退往东普鲁士的道路。7 月 27 日，苏
军攻占希奥利艾，31 日进抵里加湾，向西推进 100—400 公里，解放了拉脱
维亚和立陶宛大部分领土，并迫使德军调兵恢复通往东普鲁士的交通线，促
进了白俄罗斯战役的顺利结束。

希腊抵抗运动  大战期间希腊人民反抗德、意占领的斗争。1940 年 10
月 28 日，20 余万意军入侵希腊，政府首脑*梅塔克萨斯指挥抵抗，将意军迅
速逐出国土。1941 年春，英国派远征军 6 万人援希，同时德军发动*巴尔干
之战。4 月，德军进攻希腊，意军卷土重来。英希军防线崩溃，北部希军投
降德军，27 日雅典沦陷，5月克里特岛失守。希腊国王乔治二世在伦敦组织
流亡政府。希腊人民在山区组织游击队，继续进行抵抗。苏德战争爆发后，
希腊共产党倡导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并于同年 9月 27 日与左翼政党成立
*希腊民族解放阵线，领导各种形式的抵抗活动。1942 年 2 月民族解放阵线
建立*希腊人民解放军，至年底解放大片山区，并于 11 月配合英军在北非作
战，炸毁戈尔戈波塔莫斯（Gorgopotamos）桥。但英政府与希腊流亡政府支
持保皇反共的*希腊民族民主军，时和人民解放军发生摩擦。1943 年 7 月，
在英调停下，参加抵抗运动的各方在卡塔尼亚签署*《国家队伍协定》。后成
立联合指挥部，由英统一指挥作战并提供军火。1943 年夏，为配合盟国进军
南欧，希人民解放军发动猛烈攻势。1943 年 9 月意大利投降后，人民解放军
获大批装备，力量进一步壮大，并在冬季粉碎德军的进攻，解放大片国土。
英出于政治原因停止援助希人民解放军，并纵客希民族民主军进行挑衅，于
1944 年初酿成内战。同年 2 月 29 日在英调停下双方缔结*《普拉卡协定》，
划定各自活动区域。3月，解放区选举产生*希腊民族解放政治委员会，行使
临时政府职能。5 月，流亡政府与国内备派抵抗力量签署《黎巴嫩协定》，
决定成立联合政府和统一的国家军。同时，希人民解放军粉碎德军 7月“扫
荡”。9月民族解放阵线加入*希腊民族团结政府。希人民解放军开展秋季攻
势，10 月 12 日解放雅典，11 月 3 日解放全国。希腊抵抗运动共牵制 12—14
个法西斯师约 30 余万人，歼敌 14 万，为欧洲反法西斯战争作出贡献。但希
腊人民因英军的武装干涉来取得胜利成果。

希腊流亡政府  大战期间希腊在国外建立的政府。1941 年 5 月希腊被
德、意军全部侵占后，国王*乔治二世避难伦敦，得到英国承认，在开罗建立
流亡政府，代表希腊签署《联合国家宣言》。1942 年 1 月，乔治二世虽宣布
结束独裁统治，但在国内仅获*希腊民族民主军的支持，基础十分薄弱。1943



年在英国敦促下，同意联合国内各派抵抗力量。1944 年 5 月*帕潘德里欧出
任流亡政府首脑，同月各派抵抗力量签署《黎巴嫩协定》，9月成立*希腊民
族团结政府，取代流亡政府。

希佩尔号巡洋舰（Hipper）德国重巡洋舰。1935 年 1 月开始建造。1937
年下水。以前德国海军上将希佩尔（FranzvonHipper，1863—1932）之名命
名。舰长 655 英尺，最大宽度 70 英尺，排水量 1.4 万吨，最高航速 32 节，
装备 8门 8英寸火炮和 12 门 4.1 英寸火炮，另有 12 个鱼雷发射管和 2（—
说 3）架水上飞机。1940 年 4—6 月，参加入侵挪威，海战中被英国*萤火虫
号驱逐舰撞伤。后多次驶入大西洋对盟国航运进行破袭战。1942 年 2 月调往
挪威水域，多次截击*盟国一苏联护航运输队。同年 12 月，在袭击*JW－51B
护航运输队的海战中负伤。1944 年夏调回本土，在波罗的海区以炮火支援沿
岸德军抗击苏军。1945 年 5 月 3 日，在基尔港被盟军飞机炸沉。

希 特 勒 政 治 遗 嘱  希特勒自杀前口授，其私人女秘书荣格
（GertrudJunge，1920—）记录，戈培尔、鲍曼、武装部队驻元首大本营副
官布格多夫（WilhelmBurgdorf，1895—1945）和克莱布斯（HansKrebs，1898
—1945）为证人，1945 年 4 月 29 日晨 4 时正式签署。由两部分组成。第一
部分力图为其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脱罪责，强调困守柏林的必要性，号召
德国人民继续为法西斯主义卖命；第二部分规定将戈林和希姆莱开除出党并
革除一切职务，任命*邓尼茨为德国总统兼武装部队最高统帅，戈培尔为政府
总理，鲍曼为党务部长，赛斯—英夸特为外交部长，汉克为党卫队全国领袖
和德国警察总监，吉斯勒（PaulGiesler）为内政部长，克罗西克连任财政部
长，企图顽抗到底。

希腊人民解放军（EthnikosLaikosApelevtheRotikosStratos）*希腊民
族解放阵线领导的武装部队。1942 年 2 月成立，同年 11 月配合英军在北非
作战，炸毁戈尔戈波塔莫斯（Gorgopotamos）桥。1943 年初建立西马其顿解
放区，5 月建立司令部，由萨拉菲斯（Saraphis）将军任司令。同年夏解放
大片国土，并建立小型舰队。支援盟军*西西里岛登陆战役，吸引德军 4个师
至希腊。主张团结御敌，多次击退*希腊民族民主军的挑衅。1943 年 7 月与
英军签订协议，开始接受盟军的援助；9 月意大利投降后，缴获意军大部装
备，队伍进一步壮大。同年冬，在英军停止供应的情况下，仍粉碎德军的围
剿，巩固了解放区。1944 年秋德军退却对，发动全面反攻，10 月 12 日解放
雅典，11 月 3 日解放全国。但英军于 10 月 4 日派首批空降部队进入希腊。
12 月初，拒绝英军司令部要求解散的命令，在雅典街头发动武装反击。经月
余血战，被迫撤出首都，并于 1945 年 1 月 9 日要求停战，2月 12 日又签订*
《瓦尔基扎协议》，自动解除武装。

希腊民族民主军（EllinikósDhimokratikòsEthnikós 大战期间希腊的
保王反共武装。1942 年 6 月由泽尔瓦斯（NapoleonZervas）上校组建，主要
成员为原希腊政府军官兵。支持君主制，效忠希腊流亡政府。得到英国的承
认和支持。同年 11 月曾参与炸毁戈尔戈波塔莫斯（Gorgopotamos）桥的战斗，
主要活动于希腊西北部山区。1943 年起不断向希腊人民解放军发起攻击，均
被粉碎。1944 年 2 月在英国调停下，签署停火协议。希腊光复后编入政府军。

希特勒-卡洛伊会晤  1942年6月5日希特勒为巩固轴心国集团邀匈牙
利总理卡洛伊（Ká11ayMiklós，1887—1967）到德军最高统帅部举行的会晤。
会晤时，卡洛伊向希特勒保证，匈牙利“将在东方的军事行动中”完成自己



各方面的义务。希特勒则要求匈牙利再向苏德战场增派 2个师，并在匈牙利
国内为党卫军征兵；同时允诺对在东线作战表现优异的匈士兵：“奖给土地”，
并在战后不再干涉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领土争端。不久，匈牙利即向苏德战
场增派军队。

希特勒的秘密之书  即“希特勒的第二本书”。
希特勒的第二本书  书名。又名《希特勒的秘密之书》。1928 年由希

特勒口授，*埃耶出版社经理阿曼（MaxAmann，1891—1957）记录整理，当时
担心滞销未出版。1961 年由斯图加特德意志出版社首次正式发行。被视为*
《我的奋斗》续集，重点论述德国外交政策问题。鼓吹德国必须确定明确而
有远见的外交政策，在欧洲夺取足够的*生存空间，为此必须在国内高度集中
权力，重整陆上武装力量，消除人民的精神衰退现象；认为法国永远意在彻
底瓦解德国，德国同苏联保持友好关系弊多利少，必须坚持反法反苏政策，
争取同英国和意大利结盟。该书出版后成为研究纳粹德国外交政策和第二次
世界大战起源的重要资料。

希特勒—霍尔蒂会谈  大战期间希特勒和匈牙利独裁者*霍尔蒂曾举
行过多次会谈，其中重要的会谈有：（1）1943 年 4 月 16 日德军在斯大林格
勒惨败后，希特勒在萨尔茨堡召见霍尔蒂，申斥匈牙利作战不力，并有背叛
企图，要求匈牙利向苏德战场增派一个军；霍尔蒂以匈牙利军队缺乏应有装
备而婉拒，但仍表示与德国—起把战争进行到底。（2）1944 年 3 月 18 日霍
尔蒂又被希特勒召至萨尔茨堡，在经受希特勒的多次申斥相威胁后，于当晚
8时表示同意德军占领匈牙利全境。

希腊民族团结政府  希腊流亡政府和国内抵抗运动联合组成的政府。为
控制战后希腊，1944 年 9 月 2 日，由英国策划成立。流亡政府首相*帕潘德
里欧出任首相，*希腊民族解放阵线在作出解散民族解放政治委员会的重大让
步后，仅得 5 席次要的部长职位，10 月 18 日英军护送在国外的政府成员回
到雅典。12 月英军武装干涉希腊后，民族解放阵线退出该政府；同月底帕潘
德里欧辞职，此后政府遂名存实亡。

希腊民族解放阵线  希腊共产党领导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组织。1941
年 7 月希共中央呼吁建立统一战线，遭到资产阶级政党拒绝。9月 27 日共产
党与左翼政党组成此阵线。发表宣言主张解放全国，建立民主政体。其基层
组织迅速遍布全国，领导各种形式的抵抗运动。1942 年 2 月组建*希腊人民
解放军，解放大片国土，并在各地建立人民政权。1944 年 3 月 10 日建立民
族解放政治委员会。9月加入民族团结政府。1944 年 12 月英军解散人民解放
军时，退出政府。在英军镇压下于 1945 年初解散。

希腊全国民主同盟（EtbnikòsDimokratikòsEllini-kosSyndesmos）希
腊保皇反共组织。1941 年秋成立，领导成员多为上层人物。1942 年 6 月命令
泽尔瓦斯（NapoleonZervas）上校组成*希腊民族民主军。虽进行某种反对占
领军的斗争，但仇恨人民武装力量，多次进攻*希腊人民解放军。1944 年 9
月参加建立*希腊民族团结政府。1945 年 1 月英军武装干涉希腊后，其挂名
领袖普拉斯蒂拉斯（NikolasPlastiras）将军继*帕潘德里欧组阁，签订*《瓦
尔基扎协议》，此后更公开推行镇压人民的政策。

希姆莱-克尔斯滕协议  大战后期纳粹德国关于调整集中营政策的文
件。1945 年 3 月 12 日，*希姆莱及其私人医生克尔斯滕（FelixKersten，1898
—）为掩盖罪行而签订。规定：（1）.不再扩大集中营；（2）.当盟军逼近



时，集中营应升起白旗；（3）.不再杀害犹太人，犹太人同其他囚禁者享受
同等待遇；（4）.允许瑞典向个别犹太囚禁者寄送食品包裹。但此后纳粹对
集中营囚徒的大规模屠杀并未因该约签订而中止。

希特勒-墨索里尼会谈  大战期间，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会谈。共 12 次，
其中重要的有：（1）1940 年 3 月 18 日，墨索里尼由齐亚诺陪同，在布伦纳
（Brenner；今奥地利境内）山口会晤希特勒，其间墨索里尼表示意大利将参
战。（2）1940 年 6 月 19 日，法国败局已定时，墨索里尼前往慕尼黑，为意
大利索取尼斯、科西嘉、突尼斯、吉布提等地，均遭拒绝；希特勒并告诫墨
索里尼应克制对法国的要求。（3）1941 年 1 月 19—20 日意军进攻希腊屡败
后，墨索里尼前往贝希特斯加登请求希特勒提供援助，希特勒答应出兵并初
步拟订了两匡共同侵略巴尔干的计划。（4）1941 年 6 月 2 日希特勒在布伦
纳山口会晤墨索里尼，讨论两国作战计划，因对意大利军事力量缺乏信心和
蔑视，竟只字未提即将发动的侵苏战争。（5）1942 年 4 月 29—30 日，墨索
里尼在萨尔茨堡同希特勒商讨当年的作战计划，墨索里尼希望首先在北非战
场上取得成功；但希特勒则坚持应全力对付苏联，吹嘘即将发劝的夏季攻势，
迫使墨索里尼同意向苏德战场均派意大利军队。（6）1943 年 4 月 7—10 日，
墨索里尼在萨尔茨堡会晤希特勒，墨索里尼主张同苏联议和，将两国军事力
量集中在地中海地区抗击美英；希特勒口头上允诺协助墨索里尼据守西西里
岛和意大利本上，但仍坚持应全力解决苏联问题。会谈期间的希特勒（右）
和墨索里尼（左）希特勒-安东亲斯库会谈大战期间希特勒和罗马尼亚独裁者
*安东奈斯库先后会谈 8次，其中重要的有：（1）1940 年 11 月 22—23 日希
特勒和安东奈斯库在柏林的会谈。其间罗马尼亚同意增加对德国的石油供
应，制定德、罗两国长期合作计划，并于 23 日宣布加入*《德意日三国同盟
条约》。（2）1941 年 6 月 11 日希特勒在慕尼黑和安东奈斯库的会谈。其间
希特勒透露了即将进攻苏联的计划，得到了安东奈斯库的支持，双方同意共
同发动侵苏战争。（3）1943 年 4 月 12—13 日德军在斯大林格勒惨败后，希
特勒和安东奈斯库在柏林的会谈。希特勒在会谈时指责罗马尼亚试图和美、
英单独议和，要求全力对付苏联，并停止和西方大国的外交接触；安东奈斯
库屈从于希特勒的压力，允诺改组和重新装备 18 个师并增兵苏德战场。（4）
1944 年 2 月 28 日希特勒在萨尔茨堡附近和安东奈斯库的会谈。其间希特勒
希望德、罗两国共同出兵占领匈牙利，但同时又希望罗放弃对匈牙利的领土
要求，遭安东奈斯库的婉拒；同时安东奈斯库也多次向希特勒表示忠诚，打
消了希特勒进占罗马尼亚的意图。

希特勒第一号作战命令  1942 年 10 月 14 日希特勒签发的关于在苏德
战场转入战略防御的命令。此命令系战争期间希特勒以领袖身份直接向陆军
下达的第一份作战命令，它标志着*德军一九四二年夏季攻势的失败。

希特勒第二十一号指令  1940 年 12 月 18 日希特勒签发的对苏战争计
划。即*巴巴罗萨。

希特勒第三十二号指令  1941年6月11日希特勒签发的关于侵苏战争
后进一步夺取世界霸权的计划草案，题为《准备迎接巴巴罗萨计划实施后时
期》。草案规定，在击溃苏军后，德军应攻占英国的殖民地、直布罗陀和地
中海区域、非洲、近东和中东的某些独立国家，以及入侵英伦诸岛。计划设
想，在印度同日本军队会师，把西班牙和葡萄牙并入德国版图，并对美国展



开军事行动。预定在1941 年深秋或 1941 年底至 1942 年初实施。后因侵苏的
闪击战失败而搁置。

希特勒第三十九号指令  1941年12月8日希特勒签发的关于德军在苏
德战场全线转入防御的决定。指令承认 1941 年德军已无法实现预定战略目
标，要求从后方和西线抽调补充兵力，为 1942 年东线的进攻准备条件。

希特勒第三十三号指令  1941年7月19日希特勒签发的关于对苏战争
下一阶段的战略部署。指令*中央集团军群在围歼斯摩棱斯克地域的苏军后，
用步兵部队向莫斯科进军，其所辖第二、第三坦克集群则分别调至*南方集团
军群和*北方集团军群作战区域。

希特勒第三十五号指令  1941 年 9 月 6 日希特勒签发的关于进攻莫斯
科的部署。鉴于德军在西南方向已获初胜，在西北方向合围列宁格勒也即将
成功，希特勒认为已具备向莫斯科发动决定性进攻的条件。指令要求，9 月
底以前*中央集团军群应准备好旨在消灭斯摩棱斯克以东苏军的进攻战役；*
北方集团军群庄完全合围列宁格勒后应不迟于9月15日将所属大部分快速部
队和航空兵调归中央集团军群；正在基铺方向作战的*德国第二坦克集群和第
二集团军完成任务后也应转向莫斯科方向；*南方集团军群则应着手实施攻占
领巴斯和克里米亚的战役，随后前出北高加索接近地。

希特勒第三十四号指令  1941年7月30日希特勒签发的对第三十三号
指令的修正意见。指令*中央集团军群暂时转入防御，第二、第三坦克集群进
行修整补充，南方和北方集团军群则仍按原计划使用本身兵力作战。此部署
的时效约 10 天。8月 12 日，由凯特尔签发的对本指令的补充命令中，重申*
希特勒第三十三号捐令中关于先清除两翼后攻打莫斯科的意图。

希特勒第六号作战命令  1943年4月15日希特勒签发的关于实施代号
*堡垒的战役命令。规定：这次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进攻应当速战取胜，把失去
的主动权重新夺回来。命令还计划在“堡垒”战役成功后继续向东南方向突
击，即实施代号“豹”的战役，以重新占领伏尔加河一线或从南百威胁莫斯
科。

希特勒第四十一号指令  1942 年 4 月 5 日希特勒签发的关于苏德战场
1942 年夏秋战局的作战方针。规定：德军的目标是消灭苏军剩余力量和尽可
能使之远离最重要的军事经济中心。为此，在中央方向应保持既有态势；在
北方要夺取列宁格勒并与芬兰人建立陆上联系；在南方应攻占高加索。鉴于
集中力量的必要，首先在南方实施主要战役，其目的是将苏军消灭在顿河以
西，然后占领高加索的石油区并穿越高加索山脉。指令还具体部署了在南方
的作战行动。详见“德军一九四二年夏季攻势”。

希特勒第四十五号指令  1942年7月23日希特勒签发的关于继续实施
1942 年夏季攻势的部署。规定：改变原定先合围斯大林格勒，后南迸高加索
的计划，由*南方集团军群改编组成的 A、B两个集团军群同时向高加索和斯
大林格勒一阿斯特拉罕方向突击，其中高加索为主攻方向。

希特勒-鲍利斯三世会谈  大战期间希特勒和保加利亚国王*鲍利斯三
世举行的会谈。重要的会谈有：（1）1940 年 11 月 17 日鲍利斯三世被希特
勒召往德国，在会谈中，表示保加利亚同意加入*《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
但从外交和军事上的考虑，认为加入的日期须后延，希特勒对此表示同意。
（2）1943 年 8 月 25 日希特勒又召见鲍利斯三世，敦促保加利亚更积极地参
战，会谈期间双方发生争执，鲍利斯三世回国后不久，于 28 日暴卒于索非亚，



死因至今不明。
希腊民族和社会解放运动（EthmkiKaiKoinikiApe-levtherosis）大战

期间希腊保皇反共组织。1942 年 10 月在英军近东司令部支持下成立，领袖
为巴尔齐斯（Bar-kidzis）等人。主张反对德意占领，但因保守派军官控制
着该组织，逐渐右倾。曾派代表参加 1943 年 8 月开罗会议，向*乔治二世宣
誓效忠。一度与*希腊民族解放阵线合作，巴尔齐斯曾出任*希腊民族解放政
治委员会副主席。后反对民族解放阵线，并卷入内战，其武装部队被人民解
放军全歼。

希腊民族解放政治委员会  *希腊民族解放阵线建立的临时政府。1944
年 3 月 10 日组成，包括民族解放阵线、希腊人民解放军及其他抵抗组织的代
表。由希腊共产党领导。公布《关于行政和司法临时法令》，实行社会改革。
4 月通过选举产生议会，并建立法庭、警察等机构，行使临时政府的职能。
同年 9月民族解放阵线加入*希腊民族团结政府后，遂告解散。

希特勒一九四一年八月二十一日命令  此命令最后确定：在冬季到来
之前最主要的任务不是夺取莫斯科，而是占领克里米亚、顿涅茨工业和煤矿
区，并排除俄国（指苏联）从高加索取得石油的可能性；在北方包围列宁格
勒并与芬兰人会师。参见*希恃勒第三十三号指令和*希特勒第三十四号指
令。

谷正之（1889—1962）日本外务大臣（1942—1943）。1913 年东京帝国
大学毕业，后入外务省，在驻中国、荷兰、法国等使领馆任职。1923 年 5 月
任外务省参事官。期间曾以随员身份出席第一至第三届国际联盟大会。历任
外务省亚洲局第一课课长、驻美使馆一等秘书、亚洲局局长等职，致力于推
行“币原外交”。九·一八事变后围绕退出国际联盟、改革外务省等问题同*
白乌敏夫情报部长发生冲突。1933 年 8 月调任“满洲国”参事官。1936 年 4
月任驻奥地利兼匈牙利公使。归国后升为外务次官，1940 年 7 月辞职。1941
年 10 月任东条内阁情报局总裁。1942 年 9 月改任外务大臣兼情报局总裁。
1944 年 4 月至 1945 年任驻汪伪政权“大使”。战后曾一度被开除公职。1954
年后复出，历任外务省顾问、驻美大使和驻联合国代表等职。

谷寿夫（1881—1947）日本将领。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陆军大学。历
任参谋本部部员、驻英国武官、驻印度武官、陆军大学教官。1928 年任第三
师团参谋长，入侵中国山东半岛，后任参谋本部演习课长，1930 年任国联陆
海空军问题常设咨询委员会日本陆军代表，少将街。1933 年任东京湾要塞司
令官，后任第九师团留守司令官。1936 年任第六师团长，晋升中将。1937
年 8 月率部入侵华北，12 月攻陷南京，纵兵进行大屠杀。1938 年 1 月离开中
国，后任第五十九军司令官。战后于 1946 年 2 月 2 日在东京被捕，同年 8
月 1日经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引渡到中国。1947 年 3 月被中国军事法庭判处死
刑，于 4月 26 日在南京执行枪决。

狂乱的（Frantic）1944 年 6—9 月美国战略空军从英国或意大利南部基
地至苏联之间的*穿梭轰炸的代号。

狂暴号航空母舰（Furious）英国航空母舰。原为 1917 年建成的战列舰，
1921—1925 年间改造成航空母舰，排水量 22450 吨，最大航速 30 节，可载
飞机 33 架。大战初期在英国本上舰队服役。1942 年 8 月在*基石的行动中，
运载飞机增援马耳他。同年 11 月，支援盟军*北非登陆战役。1944 年 4 月，
参加袭击泊于挪威北部的德国*蒂尔匹茨号战列舰，使其瘫痪 3 个月。同年



底，因船身和发动机过于陈旧而退为预备役。
犹他（Utah）盟军诺曼底登陆滩头代号之一。属美军登陆区。位于科唐

坦（Cotentin）半岛东岸，为一段长约 9英里、坡度不大的黄沙海滩，其后
是 100—150 码长着滨草的低沙丘地带。德军防御工事薄弱。在此滩头的登陆
作战中，美国第四师损失 197 人。

犹太人委员会（Judenrate）反对纳粹德国的犹太人秘密组织。存在于
德国本上和奥地利、比利时、捷克斯洛伐克、法国、荷兰、匈牙利、波兰等
德国占领区。宗旨为反对和推翻德国纳粹政权，拯救犹太人。德国本土组织
全称“德国犹太人全国代表委员会”。曾参与领导 1943 年 4 月华沙犹太人隔
离区的起义。

犹太人保留区（JudenReservat）战时纳粹德国或德占区内划定的犹太
人集中居住地区。有些设在中世纪犹太人隔离区的遗址上。名义上由长老委
员会管理，实际完全受党卫队控制。著名的“华沙犹太人隔离区”，设在华
沙市内 6.5 平方公里的区域内，四周用高墙隔离，共居住 40 万人。他们仅以
极少食物维持生命，同时还被迫为德国军火工厂服苦役。保留区内的犹太人，
为反抗纳粹的暴行，曾多次起义。

狄尔斯（RudolfDiels，1900—1957）德国*盖世太保第一任头目。早年
学法律。1930 年进普鲁土内政部供职，两年后任该部助理部长并参加纳粹
党，得戈林赏识，1933 年 6 月被任命为普鲁士邦警察局 IA 处处长，在此基
础上着手组建盖世太保。后因内部矛盾，改任科隆行政区首脑，1937 年兼任
*赫尔曼·戈林国家工厂国内运输管理负责人。一度出任汉诺威邦首脑，1943
年同戈林之弟的遗孀结婚。次年，”七·二○事件发生后一直被盖世太保逮
捕。战后曾任联邦德国内政部次长。著有回忆录等。

狄克森（HerbertvonDirksen，1882—1955）德国外交官。早年当律师。
1910 年任助理法官。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服役，任尉官。战后转入外交界，历
任驻苏大使（1928—1933）、驻日大使（1933—1938）和驻英大使（1938—
1939）。以大使身份参与战前德国的一些重大外交活动，忠实履行本职，但
对纳粹外交政策持保留态度。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离职。著有《莫斯科一
东京一伦敦：对德国外交政策二十年的回忆与观察（1919—1939）》。

狄特里希  ①约瑟夭。塞普·狄特里希（JosephSeppDietrich，1892—
1966）。德国武装党卫队将领。1911 年入伍。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

战后成为纳粹党早期成员和希特勒亲信之一。1928 年任希特勒警卫队
长。1933 年纳粹党上台后，以党卫队地区总队长衔（相当于中将）统率*阿
道夫·希特勒警卫旗队。1934 年负责执行处决罗姆等冲锋队头目。第二次世
界大战爆发后，出任*武装党卫队坦克军军长，参加进攻法国和入侵苏联。1943
年约·塞·狄特里希调往意大利，负责保卫被救出来的墨索里尼。1944 年盟
军诺曼底登陆后，以党卫队总指挥衔（相当于上将）赴西线统率武装党卫队
第六装甲集团军。参加阿登*突出部战役。战后作为战犯被美国军事法庭判处
25 年徒刑。1955 年提前释放。1957 年在慕尼黑又以执行处决罗姆等人的罪
行被判 18 个月徒刑。刑满获释后定居联邦德国。②奥托·狄特里希
（OttoDietrich，1897—1952）。德国新闻业头目。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从军。
战后在慕尼黑、法兰克福等大学攻读经济学、哲学和政治学，1921 年获政治
学博士学位。1931 年任纳粹党新闻业头目，翌年加入党卫队，为纳粹党的竞
选活动组织宣传攻势，并利用姻亲关系撮合希特勒和鲁尔区垄断资本家。1933



年起主持德国新闻界“一体化”运动。1937—1945 年汪德国政府新闻处处长
和宣传部国务秘书，向民众灌输法西斯思想，垄断战时前线战况发布权。”
七·二○事件发生时在现场，向戈培尔通很了希待勒来死的消息。第二次世
界大战后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受审，1949 年被判 7年徒刑。1950 年获释。
著有《同希特勒一起获取政权》、《民族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和《跟随希
待勒十二年》等。

角斗士式歼击机（Gladiator）英国单引擎双翼单座海上歼击机。1934
年试飞，1936 年投产，1940 年停产，共生产约 500 架。其中约 200 架出口到
中国、希腊、瑞典、比利时、挪威等国。最大时速 253 英里，升限 3，3万英
尺，航程 410 英里。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曾在北海和地中海使用。1940 年年
中起逐渐淘汰。条约派亦称“军政派”，日本海军中的派系之一。由赞成《伦
敦海军裁军条约》的海军军官组成，故名。主要成员有山梨胜之进、掘悌吉、”
左近司政三和寺岛健等人，多为海军省要员。认为决定国防兵力的权力在政
府，制定军备应优先考虑外交和财政情况；主张在《伦敦海军裁军条约》范
围内，通过提高舰只的作战能力来加强海军。与*舰队派形成尖锐的对立。*
大角岑生任海军大臣时，其成员均被编入预备役。

卵石（Shingle）1944 年 1 月盟军对意大利安齐奥（Anzio）的两栖进攻
行动的代号。参见“安齐奥之战”。

邹韬奋（1895—1944）中国新闻记者、政论家和出版家。原名恩润。上
海圣约翰大学毕业。曾在上海主编《教育与职业》月刊、《生活》周刊。九·一
八事变后，反对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1932 年淞沪会战时，为第十九路军抗
日征募军需品和慰劳品，并创设生活伤兵医院，救护抗敌将士。同年 7月创
办生活书店。1933 年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任执行委员。同年 7 月被迫
流亡国外，周游欧美，并至苏联参观。1935 年 9 月回国。参加中国共产党领
导的抗日救亡运动。在上海、香港主编《大众生活》周刊、《永生》周刊、
《生活日报》和《生活日报星期刊》，并任上海各界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
执行委员。1936 年 11 月，与沈钧儒等一起被国民政府逮捕，为“七君子”
之一。抗日战争爆发后获释。在上海、汉口、重庆主编《抗战》、《全民抗
战》等刊物。1938 年起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皖南事变后，被迫流亡香港，
复刊《大众生活》。日军陷香港后，转赴广东。1942 年到苏北解放区。1944
年 7 月 24 日在上海病逝。后被追认为中共正式党员。

饭田祥二郎（？—1980）日本将领。1938 年 1 月任华北方面军第一军
参谋长，授少将衔。同年11 月任饭田支队长，次年 1月该支队改编为台湾混
成旅团，任旅团长，参加 1939 年 2—4 月攻占海南岛的作战。1940 年 6 月升
任近卫师团长，投中将衔。1941 年 7 月任中国派遣军第二十五军司令官，9
月率部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北部。同年 11 月改任南方军第十五军司令宫。太平
洋战争爆发时进驻泰国，随后入侵缅甸。1912 年 3 月占领仰光，5月到缅甸
中部曼德勒指挥作战。1945 年 7 月调任第三十军司令官，入关东军第三方面
军战斗序列，同年 8月率部与苏军交战，直至关东军下令停战。

[丶]

亨里齐（SiegfriedHenrici，1889—）德国将领。1907—1919 年在陆军
服役。二十年代在普鲁士保安部门和内政部供职。1935 年重新入伍。1939



年 6月升为少将。翌年在西线任第十二军军长。1941 年晋升中将，在东线任
第四十三军军长。1942—1944 年 5 月在东线任第四集团军司令。1944 年 6
月—1945 年任第一装甲集团军司令。1945 年 3 月任防守柏林的西方集团军群
司令。1945 年 5 月 9 日被苏军俘获后囚禁。

亨里奥（PlillippeHenriot，1889—1944）法国合作主义分子。战前在
天主教学校任教，并为全国天主教联盟发言人。1940 年法国败降后追随贝
当，支持维希政府，宣扬法德合作，常在维希政府电台发表演说。后加入*
维希民警，镇压抵抗运动。1944 年 2 月任维希政府新闻和宣传国务秘书和全
国广播协会主席。因在电台和报刊上大肆攻击格里埃尔（Gliéres）地区游击
队，激起民愤，1944 年 6 月在巴黎被抵抗战士击毙。

亨茨盖（CharlesHuntziger，1880—1941）法国将领。1900 年毕业于圣
西尔军校。1933 年获少将衔，1934—1938 年，任利凡特地区法军司令。1938
年出任最高军事委员会委员。次年 9月任第二集团军司令。1940 年 6 月调任
第四集团军群司令。在西线战争中未能阻止德军前进。1940 年 6 月任停战谈
判代表团团长，代表法国签署《贡比涅停战协定》。同年 9月出任维希政府
陆军国务秘书，同月又兼任陆军司令。后因飞机失事身亡。

亨利希·曼（HeinrichMann，1871—1950）德国作家。*托马斯·曼之
兄。犹太人。进入文坛后，其作品锋芒常指向德意志帝国专制制度和社会不
平等。1930 年任普鲁士文学研究院院长。1933 年纳粹党执政后被免职并流亡
巴黎。通过小说和政论文章秤击纳粹主义和法西斯统治。后移居美国。著有
历史小说《亨利四世》等。

亨德森机场（HendersonField）美军对瓜达尔卡纳尔岛机场的称呼。1942
年 6 月，日军派兵登上该岛修建。同年 8月 7日，美军登陆后迅速攻占，并
于 20 日派飞机停驻，改称此名，以纪念在中途岛海战中只身驾机冲向敌航空
母舰而殉职的美国海军少校亨德森（LoftenR.HenderSon）。在*瓜达尔卡纳
尔岛争夺战中，日军多次企图夺取该机场均来得逞。

亨-111 式轰炸机  即“He—111 式轰炸机”。
库克  即“小库克”。
库珀（AlfredDuffCooper，1890—1954）英国新闻大臣（1940—1941）。

受教于伊顿公学和牛津大学。1913 年任职外交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在近
卫步兵第一团服役。1924 年起当选为保守党下院议员，后在陆军部和财政部
任职。1935 年任陆军大臣。1937 年转任海军大臣，次年 10 月因反对*《慕尼
黑协定》辞职。1940 年 5 月出任丘吉尔内阁的新闻大臣。1941—1943 年任兰
开斯特公爵郡事务大臣，期间曾因远东局势恶化于 1941 年 12 月受命赴新加
坡，作为驻远东国务大臣提出过有关新加坡防务的报告。1943 年 11 月调任
驻自由法国的英国代表。1944—1947 年任驻法大使，任内努力弥合英法间的
分歧和法国的战后重建工作。1952 年受封子爵。著有多种传记，包括自传《老
人易忘》。

库雷（FrancoisCoulet，1906—）法国抵抗运动活动家。1935 年起活跃
于外交界。法国败降后，在伦敦参加抵抗运动。1941—1942 年任戴高乐办公
室主任，后又奉命指挥在英国的自由法国伞兵。1943 年科西嘉岛解放后，一
度在该地负责行政管理工作。1944 年 6 月被任命为诺曼底解放地区专员，代
表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抵制盟军的干预。同年 9月起专辜负责与盟国的
联系。战后继续在外交界供职。



库西宁（OttoVilhelmovichKuusinen，1881—1964）芬兰共产党创始人。
1904 年参加芬兰社会党。1918 年芬兰革命时任芬兰革命政府教育部长。为芬
兰共产党的创建者和领导人。1921—1939 年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1939
年 12 月苏芬战争爆发后，出任芬兰民主政府首脑，与苏联签订友好互助条
约。1940—1956 年担任卡累罗-芬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
席。

库利克（ГригорийИвановичКулик，1890—
1950）苏联将领。1912 年入沙俄军队服役。1917 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布）。翌年参加红军。国内战争时任集团军炮兵主任。战后负责炮兵事务
和军工生产，两度出任红军军械部部长。1932 年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1939
年 1 月起任副国防人民委员兼军械总部部长。1940 年获苏联元帅衔。以保守
观点看待现代战争，怀疑大型机械化兵团的作用。苏德战争前期曾指挥集团
军作战受挫，1942 年 3 月降为少将。1944 年 1 月出任红军部队组建和补充总
部副部长。战后任军区副司令。1946 年退休。死后恢复苏联元帅衔。

库柏林（CharlesEdwardCoughlin，1891—1979）美国神父。1916 年被
授为罗马天主教神父。1926 年起以无线电广播从事宗教和政治活动。新政初
期曾支持罗斯福政府，1935 年起转而抨击新政。同年组织全国社会正义同
盟。1936 年起编辑出版《社会正义》杂志。崇尚极权主义，倾慕纳粹运动，
进行反共反民主活动，支持基督教战线等法西斯团体，煽动孤立主义情绪，
反对美国政府援助英法对抗纳粹德国。1941 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趋于缄
默。1966 年从神父圣职中退休。

库切连科（НикодайАлексеевичКучеренк
о，1907—1976）苏联坦克设计师。1930 年毕业于哈尔科夫工程学院。在军
工厂任工程师，从事坦克研制工作。1939 年与*科什金、*莫罗佐夫一起研制
成*T-34 型坦克。苏德战争期间，在莫罗佐夫领导下对该型坦克进行了多次
改进。1942 年加入联共（布）党。1945 年获上校工程师衔。

库里申科（ГригорийАкимовичКулищонко，
1903—1939）苏联空军军官。苏共党员。1937 年中国抗日战争开始后，受苏
联政府派遣，参加苏联空军志愿队来华援助中国抗战，任重轰炸机大队少校
大队长。多次参加空袭日军。1939 年 10 月 14 日驾机轰炸日军据点返航时，
因座机受损被迫降落在四川万县长江中，不幸牺牲。

库利埃尔（EugenioCuriel，1912—1945）意大利抵抗运动战士。三十
年代在帕多瓦大学任教，并参加反法西斯斗争。后与意大利共产党建立联系，
在米兰进行地下活动，1939 年 7 月被捕入狱。大战期间，在狱中坚持进行反
对战争和墨索里尼独裁专制的宣传。1943 年巴多里奥执政后获释，在米兰出
版地下刊物和建立“青年阵线”组织，开展对德国占领军和*萨罗共和国的斗
争。1945 年 2 月被法西斯分子杀害。

库罗奇金（ПaBeлАлексеевичКурочкиＨ，1900—）
苏联将领。十月革命时为赤卫队员，参加攻打冬宫。1918 年参军。1920 年加
入俄共（布）党。参加过国内战争。1982、1934 和 1940 年先后毕业于伏尤
芝军事学院、该院研究生班和总参军事学院。参加进军西乌克兰和苏芬战争。
1940 年起先后任集团军司令和外贝加尔军区司令。苏德战争初期任第二十集
团军司令（中将衔），参加斯摩棱斯克战役。后调往西北方面军，先后任第
十一、第三十四集团军和西北方面军司令，参加杰米扬斯克战役。1943 年晋



升上将。同年底任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副司令，参加*科尔孙-舍甫琴科夫斯基
战役。1944 年 4 月调任第六十集团军司令。率部参加利沃夫-桑多梅日、维
斯瓦河-奥得河、布拉格等战役。战后曾任驻德苏军副总司令、伏龙芝军事学
院院长等职。1959 年获大将衔。著有《我们的光荣军队》、《伟大卫国战争
史上的根本问题》。

库图佐夫（Кутзов）苏军实施*奥廖尔战役的计划代号。其意图
是：从北、东、南三个方向同时向盘踞奥廖尔（Opeл）的德军集团发起进攻，
粉碎敌军并清除其战略据点。

库班空战  *高加索会战苏军反攻阶段发生的大规模空战。1943 年苏德
在库班地区若干地域上空数次进行空战（4月 29 日至 5月 10 日；5月 25 日
至 6月 7日），每次交战都持续数小时，双方都有30—50 架乃至更多的飞机
参战。在历时约 2个月的战斗中，苏军共出动飞机 3.5 万架次；德军共损失
1100 架飞机，其中 800 架在空战中被击落。经此空战，苏军夺得了苏德战场
南翼的制空权。

库隆德尔（RobertCoulondre，1885—1959）法国外交官。1936、1938
年先后任驻苏大使、驻德大使，推行亲德政策。1939 年，建议加速莫斯科英、
法、苏三国谈判。《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于同年 8月 25、26 两日，
连续会见希特勒，递交达拉第乞求和平的信件，并支持墨索里尼调停的倡议，
9月 3 日奉命向德宣战。5 日，回国。1940 年出任驻瑞士大使。战后继续在
外交界供职。

库尔恰托夫（ИгоьВасильевичКурчатов，1902
或 1903—1960）苏联核物理学家。1923 年毕业于克里米亚大学物理数学系。
1925 年起在列宁格勒物理技术研究所等单位工作。1933 年开始研究原子核物
理学。翌年发现中子冲击所引起的核反应分裂。1935 年发现人工放射性同位
素的原子核同质异能现象。1939 年发表关于链式核反应的研究成果，翌年发
表关于铀的自由裂变的报告。苏德战争爆发后，曾一度停止核的研究。1943
年领导建立有关原子问题的研究所（即后来的原子能研究所，196Q 年起以他
的名字命名），同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1944 年领导建立回旋加速器。
战后研制出苏联的原子弹（1949 年）和世界第一颗氢弹（1953 年），并致力
于和平利用原子能的事业，1948 年加入联共（布）党。著有《原子核裂变》、
《重核子分裂》、《原子核同质异能性》等。

库拉湾海战  *中所罗门群岛战役中的一次海战。1943 年 7 月 2 日美军
在新乔治亚岛大举登陆后，日第八方面军用驱逐舰载运援军加强在克伦班哥
拉（Kolomban-gara）岛以北 6 英里的韦拉（Vella）湾驻军。7 月 5 日夜，
秋山海军少将率 10 艘驱逐舰运送 4000 名日军，在库拉湾（KulaGulf）与安
斯沃思（W.L.Ainsworth）所率美特遣舰队（3艘巡洋舰、4艘驱逐舰）遭遇。
双方展开夜战，至 6日凌晨。日沉 2艘驱逐舰，美沉 1艘巡洋舰。日军仅有
900 人在韦拉登陆。

库兹涅佐夫  ①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库兹涅佐夫（ВасилнйИ
вановичКузнецов，1894—1964）。苏联将领。第一次世界
大战时应征入沙俄军队，1918 年参加红军。参加过国内战争。1928 年加入联
共（布）党。1936 年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历侄步兵团、师和军长、集团
军司令。苏德战争初期先后指挥第三、第二十一和突击第一集团军（中将衔），
在西方方向进行艰苦防御，并参加莫斯科会战。1942 年 7 月—1943 年 12 月，



相继任第六十三和近卫第一集团军司令，参加斯大林格勒会战和解放第聂伯
河左岸乌克兰地区。1943 年 5 月晋升上将。同年 12 月起任波罗的海沿岸第
一方面军副司令。参加白俄罗斯战役和波罗的海沿岸战役。1945 年 3 月起任
突击第三集团军司令。参加柏林战役。战后曾任军区司令。1960 年退役。②
费多尔·伊西多罗维奇·库兹涅佐夫（ФёдорИсидоровичК
узнецо，1898—1961）。苏联将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在沙俄军队服
役，升至准尉。1918 年参加红军。参加过国内战争。1926 和 1930 年先后毕
业于伏太芝军事学院和该院首长进修班。1938 年加入联共（布）党。参加过
苏芬战争。后任波罗的海沿岸特别军区司令。1941 年 2 月获上将衔。苏德战
争初期为西北方面军司令，因败退于同年 7月被解职。后复出，历任第二十
一、第五十一、第六十一集团军司令和第二十八集团军参谋长（一度任中央
方面军司令），指挥所部参加莫斯科会战。1942 年任总参军事学院院长。翌
年 8月—1944 年 2 月先后任沃尔霍夫和卡累利阿方面军副司令，参加过列宁
格勒-诺夫哥罗德战役。1945 年 2 月任乌拉尔军区司令。战争后期作用下降。
1948 年退役。③尼古拉·格拉西莫雄奇·库兹涅佐夫（НиколайГе
расимовичКузнецов，1902—1974）。苏联海军将领。1919
年参加红军。参加过国内战争。1925 年加入俄共（布）党。1926 和 1932 年
先后毕业于伏龙芝海军学校和海军学院。1934 年任巡洋舰长。1936 年秋出任
驻西班牙海军武官，同时领导苏联海军志愿军参加*西班牙内战。1937 年返
国后任太平洋舰队第一副司令。翌年晋升司令，获海军少将衔。1939 年当选
为联共（布）党中央委员。同年升任海军人民委员和海军总司令（至 1946
年），获海军上将衔，曾出席*英法苏莫斯科军事谈判。苏德战争期间指挥海
军作战，为统帅部大本营成员（1941.6—7）、总统帅部大本营成员（1941.7
—8）和最高统帅部大木营成员（1941 年 8 月至战争结束）。出席”雅尔塔
会议和*波茨但会议，战后曾被控告向盟军泄密而被降衔海军少将，调任远东
部队副司令。后复任海军部长和海军总司令。1955 年获海军元帅衔。翌年退
役。著有《前夜》、《海军的战斗警报》等回忆录。④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库
兹涅佐夫（НиколайИвановичКузнецов，1911—
1944）。苏联侦察员，1938 年毕业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工业学院。后为工程
师。精通德语，并懂波兰语和乌克兰语。1942 年加入联共（布）党，同年 8
月志愿赴乌克兰游击队作战。曾化装成德军军官，完成多项侦察和破坏任务，
俘获和消灭多名法西斯官员和将领，获取许多重要情报。1944 年 3 月 9 日在
执行任务时牺牲。同年 11 月被追授苏联英雄称号。

库尔斯克会战  苏德战争中期的大规模战略性战役。斯大林格勒会战
后，苏德战场出现转折。为了夺回开始丧失的战略主动权，希特勒于 1943
年 4 月 15 日发布第六号作战命令，决定在苏德战线的库尔斯克突出部发动夏
季攻势，代号为*堡垒。计划从南、北两翼向该突出部的根部实施向心突击，
围歼当面苏军。为此德军集中了*中央集团军群和*南方集团军群的 50 个师
（后增至 100 个师），计 90 余万人，1万门火炮和迫击炮，2700 辆坦克和自
行火炮，2000 多架作战飞机，并首次大量使用新型的“虎”式和“豹”式坦
克、“斐迪南”式自行火炮。苏军在这一地域原来打算乘胜进攻，当侦悉德
军企图之后改变计划，决定先以优势兵力进行防御，消耗德军突击力量后再
转入进攻。苏军进攻计划的代号为*库图佐夫和*鲁勉采夫统帅。茹军为此部
署了*中央方面军和*沃罗涅日方面军，计 133 万人，1.9 万门火炮和迫击炮，



3400 辆坦克和自行火炮，2100 多架作战飞机。此外，作为大木营战略预备队
的草原方面军在该地域后方展开，西方方面军和布良斯克方面军在北侧待
机。会战在 1943 年夏开始，分为德军进攻阶段（北翼为 7月 5—12 日，南翼
为 7月 5—23 日）和苏军进攻阶段（北翼为 7月 12 日—8月 18 日，南翼为8
月 3—23 日）。7 月 12 日，双方在南翼发生大战中规模最大的*普罗霍罗夫
卡坦克战。同日，北翼苏军开始反攻，西方方面军、布良斯克方面军和中央
方面军 3路对奥廖尔（Opeл）实施突击。8月 3日，沃罗涅日方面军和草原
方面军也在南翼投入反攻，8 月 5 日，北、南两翼苏军分别解放奥廖尔和别
尔哥罗德（Бегород）。当晚，莫斯科为庆祝这一胜利首次鸣放礼炮。
8月 23 日，苏军解放哈尔科夫。会战至此结束。在持续 50 天的会战中，双
方逐次投入的兵力和兵器共计：400 余万人，6.9 万余门火炮和迫击炮，1.3
万余辆坦克和自行火炮，1.2 万余架作战飞机。*德军一九四三年夏季攻势彻
底破产，损失 30 个精锐师，计 50 余万人，坦克 1500 辆，飞机 3700 架，火
炮 3000 门。此战标志苏德战场上战略性转折的最终完成，德军被迫完全转入
战略防御，苏军巩固了战略主动权，为尔后展开战略总攻创造了有利条件。

库尔斯克防御战役  苏德战争中期宁军进行的防御战役。为*库尔斯克
会战的德军进攻阶段，1943 年 7 月 5—23 日实施。经苏军总参谋部 1987 年
审定，列为苏联卫国战争中的 51 个战略性战役之一。

庇隆（JuanDomingoPer6n，1895—1974）阿根廷军事独裁者。军人出身。
曾任驻智利武官。1939 年在意大利军队中服役，并在法、德、西班牙等国考
察军事。1941 年回国，参与建立联合军官团，力图在本国建立军人专政，1943
年参加发动政变后，历汪劳工部长、陆军部长、副总统等职，逐渐掌握军政
大权。同情轴心国，促成阿根廷采取敌视民主国家并和其他拉美国家相对抗
的立场。1945 年 3 月阿根廷向轴心国宣战后，被迫辞职，战后于 1946 年出
任总统。

庇护十二世（PiusXII，1876—1958）罗马教皇（1939—1958）。原名
尤金尼奥·帕切利（EugenioPacelli）。1899 年受神职，先后在慕尼黑及柏
林任教廷大使，1929 年起任枢机主教。1930 年任梵蒂冈国务卿，1933 年希
特勒上台后，代表教皇与纳粹德国签订宗教协议。1939 年被推举为教皇。大
战期间，空谈和平，对德意日的战争罪行没有作过口头或书面的谴责，曾遭
到世界舆论的指责。战争末期开始与庇护十二世美国总统接触，派私人代表
互访。战唇采取亲西方立场。

庐山谈话会  1937 年 7 月 9 日起蒋介石、汪精卫以中国国民党中央政
治会议名义在庐山召开各界人士谈话会，听取对抗日救国的意见。7月 17 日，
蒋介石发表谈话，“希望由和平外交方法”解决芦沟桥事变，但也提出了不
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不改变冀察行政组织、不撤换中央政府所派地
方官吏、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受任何约束等四项最低限度要求。表示
“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
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宣布了国民党准备抗战自工的方针。

辛克莱（AreliibaldHenryMacdonaldSinclalr，1890—1970）英国空军
大臣（1940—1945）。毕业于伊顿公学和桑德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参加过
第一次世界大战，1919—1922 年任丘吉尔的私人秘书。1922 年当选为自由党
下院议员。1931 年任国民内阁的苏格兰事务大臣，翌年 9月因反对帝国特惠
制而辞职，1935 年成为正在分裂和萎缩中的自由党下院领袖，在对外政策上



与丘吉尔的看法相近，1940 年 5 月支持丘吉尔组阁，并应邀任空军大臣，任
内热衷于战略轰炸，1945 年竞选失败，去职，1950 年为终身贵族，不久进入
上院。

辛普森（WilliamHoodSimpson，1888—1980）美国将领。毕业于西点军
校。参加过入侵墨西哥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美陆军参谋部供职。1940
年 8 月任团长，次年 10 月任第三十三师师长，1942 年 9 月任第十二军军长，
获少将衔。1943 年 10 月升任第四集团军司令，1944 年 5 月赴英，同年秋调
任新组建的*美国第九集团军司令，晋升中将，10 月指挥该集团军登陆法国，
并赴亚琛地区作战，后又参加攻入德境的战斗，先后参加阿登战役、鲁尔战
役等重大战役。1945 年 4 月攻占马格德堡和维膝贝格等城镇，进抵易北河畔。
战后一度任第二集团军司令，不久即因健康原因退役。

怀特（WilliamAllenWhite，1868—1944）美国新闻记者和作家。共和
党人。早年在堪萨斯大学求学，后从事新闻工作，担任过多种报刊编辑和记
者。1923 年获普利策奖。1933 年任《纽约时报》驻莫斯科记者，为罗斯福总
统的私人顾问之一。1939 年 9 月，发起成立民间组织“通过修订中立法以争
取和平的超党派委员会”（简称*怀特委员会），并任主席，反对孤立主义。
1940 年 5 月组织*援助盟国以保卫美国委员会，仍任主席，在宣传推动民众
接受选征兵役法、以驱逐舰交换英国基地协定及《租借法案》等方面，都起
了积极作用。后任美国巴勒斯坦委员会和国防工业中黑人委员会委员等职。
著有《柯立芝传》等。

怀南特（JohnGilbertWinant，1889—1947）美国外交官。共和党人。
普林斯顿大学毕业。二、三十年代曾两度担任新罕布什尔州州长，1939 年发
起组织社会保险局并任主席。1939—1941 年汪国际劳工协会理事。1941—
1946 年任驻英大使，极力协调美英盟国关系，促使英国政府干 1941 年 9 月
以白皮书担保美国所供租借物资不予出口。1942 年 5 月，曾在伦敦与苏联外
长莫洛托夫就开辟*第二战场率宜进行商谈。1943 年成为“欧洲咨询委员会”
成员，参与制订战后管制德国的政策。著有《格罗夫纳广场来信》。

怀特委员会（WhiteCommittees）美国民间反*孤立主义组织。1939 年 9
月成立，始称“通过修订中立法以争取和平的超党派委员会”，由*怀特任主
席，故名。1939 年底曾解散。次年 5月再度组建，改名为“援助盟国保卫美
国委员会”，仍由怀特任主席。该委员会成为民间最大的反孤立主义的全国
性组织，并拥有“为自由而战斗委员会”等一批派生组织。在引导民众摆脱
孤立主义思潮，推动国会撤销军火禁运，援助欧洲各国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等
方面具有一定的影响。

怀特备忘录（White′smemorandum）1941 年 11 月由美国财政部官员怀
特（HarryDexterWbite，1892—1898）就美日谈判问题所起草的一份文件。
其要点为，美国向日本建议缔结为期 20 年的互不侵犯条约；日本在同美国签
订该条约和其他优惠贸易、信贷诸项协定时，应相应从中国和印度支那撤军；
务必保证中国的独立地位；日本还应将其生产的战争物资出售给美国等。该
备忘录由财政部长摩根索提交总统罗斯福和国务卿赫尔，经国务院和参谋长
联席会议商讨修改，删除某些不切实际的内容，成为同年 11 月 26 日赫尔向
日本代表野村吉三郎和来栖三郎提出的十点建议的基础。

忻口战役  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军队在晋北抗击日军的防御战役，为*太
原会战的主要战役。忻口右托五台山，左倚云中山，为太原北面屏障。1937



年 10 月初，日军突破晋北长城防线后，开始南下进攻太原的作战。中国*第
二战区确定在忻口地区集中兵力乘南犯日军立足未稳加以歼灭，所属部队编
为右集团军（朱德指挥，含八路军及 3 个国民党师）、中央集团军（4 个军
另 1 个旅，卫立煌指挥）、左集团军（3 个师，杨爱源指挥）、预备集团军
（3个军，傅作义指挥）。10 月 13 日，日军由板垣征四郎指挥，以混成第十
五旅团和堤支队为右翼、第五师团为左翼，开始猛攻忻口之北中央集团军的
南怀化阵地，经激战付出千余人伤亡后于 14 日占领南怀化。卫立煌于当晚至
忻口督战，调整部署组织反击。16 日中、日两军激战 1昼夜，双方均伤亡数
千人，中国第九军军长*郝梦麟、师长刘家麒、旅长郑廷珍殉国，占据南怀化
以南的日军被歼。在此期间，八路军向进攻沂口之日军两翼及后方连续出击，
切断其交通线，并实施*阳明堡奇袭，击毁敌机 24 架。进攻忻口之日军一度
陷入困境。但 10 月底*娘子关战役失利，晋东战局急转直下，第二战区指挥
决心动摇。11 月 1 日，阎锡山下令弃守忻口。次日夜，中国军队全线后撤太
原。3日，日军飞机侦察发现后，重新组织兵力进击太原。

闲院宫载仁（1865—1945）日本皇族，将领。伏见宫邦家亲王的第十六
子。1882 年起留学法国军校。长期在日本陆军中任职。曾参加中日甲午战争、
日俄战争，1912 年升为大将。1916 年负责策划暗杀张作霖和侵略中国东北。
1919 年晋升元帅。在 1931—1940 年任参谋总长，掌握指挥大权，对日本发
动侵华战争负有重要责任。晚年仍在天皇裕仁近侧操纵军务。后病死。

汪雅臣（1911—1941）中国将领。别名双龙。原为东北军士兵。九·一
八事变后组织反日双龙队、反满抗日救国义勇军，转战黑龙江五常县一带深
山密林。1935 年率部参加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
年起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东北抗日联军第十军军长，开辟五常抗
日游击区。曾率部打败日军冲河森林警备队和沙河子日军守备队，并攻入敌
重镇五常县山河屯，消灭了日军守备队，缴获大批军用物资，成为东北民众
传奇式的抗日英雄，1941 年 1 月，在五常县蛤拉河子山区被日伪军包围，激
战中受伤被俘，在贾家沟壮烈牺牲。

汪精卫（1883—1944）汉奸。名兆铭，字季新。早年留学日本。1905
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25 年任广州国民政府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1927
年在武汉发动七·一五政变。九·一八事变后，协同蒋介石推行“攘外必先
安内”政策，主张对日妥协。抗日战争爆发后，曾任国民党副总裁、中央政
洽委员会主席、国防最高会者副主席、国民参政会议长，宣扬民族失败主义，
反对国共合作，与日本侵略者秘密勾结，开展所谓“和平运动”，1938 年 12
月 18 日逃离重庆，29 日在汪精卫河内发表“艳电”，公开叛国投敌，1939
年 8 月在上海召开国民党伪“六大”，任汪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12 月 30 日与日本政府签订卖国协定《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1940 年 3 月
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先后任国府代理主席、主席，中央政治会议主席，
中央政洽委员会主席，国防最高会议主席，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签订*《日汪
基本关系条约》，出卖国家领土主权。在沦陷区内建立伪军和特工队伍，发
动“新国民运动”和“清乡”运动，为日本侵华战争效劳。1944 年病死于日
本名古屋。

汪哈默尔  ①洛拉德·汪哈默尔（GerardvanHamel，1911—1944）。荷
兰外交官。1940 年德军入侵荷兰后，投身抵抗运动，后被捕牺牲。②洛特威
克·汪哈默尔（LodewijckvanHamel，1915—1941）。荷兰海军军官。格拉德



之弟。参加 1940 年 5 月抗击德军的战斗，敦刻尔克撤退时表现突出。后参加
抵抗运动，1940 年 8 月空投返回本土，致力于地下组织的建立。翌年 6月被
捕牺牲。

汪湖会议（Wannseekonferenz）亦泽“江西湖会议”或“万湖会议”。
纳粹德国制定灭绝犹太人计划的会议。1941 年 7 月 31 日，戈林奉希特勒之
命，指示海德里希制订灭绝犹太人的计划（*最后解决）。1942 年 1 月 20 日
海德里希在柏林近郊汪湖召开会议，共 15 人出席，其中包括内政部、司法部、
四年计划办公室和波兰总督府的国务秘书，东方部、外交部、总理府和中央
保安局的重要官员。会议发布了《汪湖会议备忘录》，通过了以屠杀为主要
手段的最后解决犹太人的计划。

江西湖会议  即“汪湖会议”。
汪伪国民政府  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占领区扶植的汉奸中央政权。全称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1940 年 3 月 30 日在南京成立。汪精卫任主席兼行
政院院长，陈公博、温宗尧、梁鸿志、王揖唐等分任立法、司法、监察、考
试院院长，周佛海任财政部长兼警政部长。1940 年 11 月，与日本签订*《日
汪基本关系条约》，承认“满洲国”，承认日本有权对中国实行军事、政治、
经济、文化的全面控制。拼凑伪军，扩充警察、特务，发展汉奸武装力量，
加强法西斯统治。1941 年春配合日军在苏、浙、皖等地开展“清乡”运动。
同时发动*东亚联盟运动、*新国民运动，鼓吹“和平、反共、救国”，进行
法西斯欺骗宣传和推行奴化教育。太平洋战争爆发后，1943 年初发表对英美
宣战文告，并以“确立战时体制”为名，全面控制战略物资，以供应日军给
养。1944 年 11 月汪精卫死后，陈公搏任代理主席、周佛海任代理行政院长。
1945 年 8 月日本投降后，宣告解散。

汪伪国民党六大  汪精卫投日后举行的非法的中国国民党第六次代表
大会。1939 年 8 月 28 日，在上海极司非尔路*七十六号（今万航渡路 435 号）
特工总部礼堂秘密举行。出席“代表”240 余人。通过《整理党务案》，改
总裁制为主席制，汪精卫任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还通过《修正中国国民党
政纲案》、《决定以反共为基本政策案》、《根本调整中日关系并尽速恢复
邦交案》和大会宣言，提出一整套“和平、反共、建国”的反动纲领。会议
仅开一天，但为制造假象，声称开了三天才结束。

汪精卫-东条东京会谈  汪精卫为准备缔结日汪同盟条约而访问东京
同东条的会谈。1943 年 9 月 20 日，日本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拟订了《日
本国同中华民国问同盟条约》草案。为了传达此条约草案以及日本对重庆开
展“政治工作”的意向，日本政府“邀请”汪精卫访问日本。9月 22 日，汪
精卫偕同汪伪立法院长陈公博秘密抵达东京。先后朝见日本天皇裕仁，同日
本首相、外务、海军和大东亚各大臣就拟订日汪同盟条约和开展对国民政府
“政治工作”进行了会谈，迅即按日方草案达成协议。23 日，汪精卫一行返
回南京。10 月 30 日，在南京正式签订了“日汪同盟条约”。

汪伪国民党六届-中全会  *汪伪国民党六大的非法中央全会。1939 年
9 月 5 日在上海召开。出席和列席的伪中央执监委员 59 人，正式成立中央党
部。陈公博、周佛海、梅思平、林柏生、丁默邨、陶希圣、高宗武、焦莹等
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陈壁君、顾忠琛、褚民谊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常
务委员。褚民谊任秘书厅秘书长，梅思平任组织部长，陶希圣任宣传部长，
丁默邨任社会部长，周佛海任财务委员会兼特务委员会主任。



沙千里（1901—1982）中国法学家、经济学家。九·一八事变后，参与
发起组织上海市职业界救国会、上海市各界救国联合会、*全国各界救国联合
会。1936 年 11 月，因参加抗日救亡活动与沈钓儒等被国民政府逮捕入狱，
为“七君子”之一。抗日战争爆发后获释，在上海、武汉、重庆继续进行抗
日救亡活动。1938 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皖南事变后，任《新华日报》法律顾
问，并和沈钧儒等开办律师事务所，以律师身份为遭受国民党顽周派迫害的
进步人士辩护。1943 年参与组织中国经济事业协进会，团结工商界人士共同
抗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兼副秘书长、地方工业部部长。

沙巴林（АлександрОсИповицшабалин，1914
—1982）苏联军人。1936 年入海军。参加过苏芬战争。1941 年为海军准尉。
苏德战争期间，先后在北方舰队和波罗的海舰队任鱼雷挺长、小队长和中队
长。1943 年加入联共（布）党。率所部共击沉敌舰、船 37 艘，并多次成功
地进行侦察和登陆作战。1944 年两次获苏联英雄称号。战后曾任北方舰队副
参谋长和伏龙芝海军学校副校长等职。1969 年获海军少将衔。1975 年退役。

沙里埃（JulesGéraudSaliège，1870—1956）法国图卢兹主教。1928 年
始任。法国败降后，不满德国占领军的暴行，于 1942 年 8 月发表公开信，谴
责占领当局和维希政府残害无辜人民，在国内外引起很大反响。1943 年秋开
始和抵抗组织建立联系，秘密协助抵抗战士的活动。1944 年 6 月被捕，后因
病获释。战后于 1946 年升为枢机主教。

沙罗欣（МихаилНиколаевичШарохин，1898—
1974）苏联将领。1917 年 2 月应征服役。同年 11 月加入赤卫军。1918 年转
入红军。参加过国内战争。1920 年加入俄共（布）党。1936 和 1939 年先后
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和总参军事学院。苏德战争开始时为少将。先后任总
参作战部副部长、副总参谋长、突击第三集团军和西北方面军沃尔霍夫方面
军参谋长。1943 年 8 月出任第三十七集团军司令，参加解放第聂伯河左岸乌
克兰地区的作战。翌年 10 月调任第五十七集团军司令，参加布达佩斯、巴拉
顿湖和维也纳等战役。1945 年晋升上将。战后在总参谋部和国防部任职。1960
年退役。著有《通向巴拉顿湖之路》（合著）。

沙胡林（АлексейИвановичШахурИ，1904—
1975）苏联航空工业人民委员（1910—1946）。早年当工人。1925 年加入俄
共（布）党。1932 年毕业于莫斯科经济工程学院。次年进茹科夫斯基空军学
院工作。1934 年参加红军。1938 年起先后任雅罗斯拉夫尔和高尔基州州党委
第一书记。翌年当选为党中央委员。1940 年起任航空工业人民委员。苏德战
争期间，组织所属企业东迁和批量生产新型战斗机。1944 年获上将工程师
衔。战后任航空工业部副部长、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副主席。1959 年退休。
著有《伟大卫国战争前夕和战时的航空工业》。

沙赫特（HjalmarHortaceGreeleySehacht，1877—1970）德国国家银行
总裁（1923—1930，1933—1939）、经济部长（1934—1937）、军事经济全
权总办（1935—1937）和不管部长（1937—1943）。生于丹麦。早年曾在基
尔大学和慕尼黑大学攻读医学和政治学，并在柏林大学获经济学博士衔。后
经营银行。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在经济部任职。1923 年 12 月出任国家银行总
裁。整顿德国金融，被誉为“财经奇才”。1930 年 3 月因反对“杨格计划”
而辞职。不久，参与组织*哈尔沙赫特茨堡阵线，积极支持希特勒上台。1933



年纳粹党执政后重新出任国家银行总裁。利用银行储备，创立和发行*梅福
票，为德国扩军筹措资金。1934 年 8 月兼任经济部长。1935 年 5 月又兼任*
军事经济全权总办。起草工业动员以及国防军与战时工业相结合的详细计
划，策划和推行储备战略原料和控制外汇的制度，对纳粹德国早期扩军备战
和组织战争经济起了重大作用。后因与掌管*四年计划的戈林发生矛盾，并同
希特勒意见相左，于 1937 年 11 月辞去经济部长和军事经济全权总办职务，
但仍留任国家银行总裁，并出任不管部长。1944 年 7 月 23 日因涉嫌参加反
希特勒密谋被捕，囚于集中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曾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
受审。1946 年被宣判无罪释放。随后，根据整肃纳粹分子的法律在德国法庭
受审，判刑 8年，但不久在上诉中又被宣判无罪，1948 年 9 月 2 日释放。1953
年起在杜塞尔多夫经营银行。著有《“老奇才”的自白》等。

沙米战役  美军在新几内亚的一次进攻战役。沙米（Sarmi）为新几内
亚西北港口城市。日本从中国战场调遣第三十六师团占驻该地。1944 年 5 月
17 日，美军开始在瓦克德（Wakde）岛及其对岸的特莫（Toem）、阿拉拉（Arara）
附近登陆，此后用 2 个师的兵力自东向西逐步推进。日军遭到攻击溃退，6
月下旬收缩至沙米附近，陷入长期被围的困境。

沙尔勃鲁赫（FerdinandSauerbruch，1875—1951）德国医生。早年获
医学博士学位，后成为陆军外科医生，获中将衔，并任柏林仁慈医院院长。
1933 年秋参与组织约 960 名教授效忠希特勒的宣誓。后常为纳粹要人治病，
1940 年曾为希特勒作喉部摘瘤手术。大战后期与反希特勒密谋分子有接触，
曾受盖世太保传讯，但未被捕。战后被民主德国政府解除公职。

沙邦-戴尔马（JacquesChaban-Delmas，1915—）法国抵抗运动活动家。
毕业于巴黎大学法学院。曾当记者。1939 年入圣西尔军校受训。大战初期，
曾在马其诺防线作战，获准将衔。法国败降后在国内参加抵抗运动，追随戴
高乐，往返于英国和法国之间，极力扩大*自由法国在本土的影响。1943 年
任财政总稽核处副处长，1944 年初出任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驻本土军事代
表团的财政顾问。同年 6月又任陆军总监。奉戴高乐之令，反对举行全国范
围的起义。后又执行法兰西临时政府和盟军指挥部的指示，力图拖延巴黎人
民发动起义。1945 年 10 月任临时政府新闻部秘书长。战后曾任国民议会议
长和总理。

沙利文兄弟（SullivanBrother）*瓜达尔卡纳尔岛争夺战中阵亡的 5位
美国海军士兵。乔治·托马斯·沙利文（GeorgeThomasSullivan，1913—1942）、
弗兰西斯·亨利·沙利文（FrancisHenrySullivan，1916—1942）、约瑟夫·欧
仁妮·沙利文（JosephEugeneSul-livan，1919—1942）、麦迪逊·艾贝尔·沙
利文（Ma-disonAbelSullivan，1920—1942）和阿尔伯特·利奥·沙利文
（AlbertLeoSullivan，1922—1942）为沙利文家亲兄弟，均在海军服役，应
他们要求，被一起按排在朱诺号（Juneau）巡洋舰服役。1942 年 9 月 15 日，
瓜达尔卡纳尔岛海战时，该舰破日潜艇鱼雷击中，沙利文 5兄弟同时阵亡。
后美国海军部规定，凡父子、兄弟一律不准在同一条军舰上服役，以免出现
类似情况。

沙拉哥格鲁（SükrüSaraco lu，1887 或 1890—1953）土耳其总理（1942
—1946）。1918 年曾追随凯未尔（Ke-maIAtatürk，1881—1938）参加民族
解放运动。1923 年进入大国民议会。1938 年起沃外交部长。1939 年 9 月下
旬曾去莫斯科谈判，未果。后曾与法国、英国多次接触，1941 年在对美关系



中又取得进展，接受了美国的《租借法案》。1942 年出任总理，在苏德战争
中始终采取反对苏联、支持德国的立场。1946 年下野，此后继续从政。

沙波什尼科夫（БорисМихайловичШапошнико
в，1882—1945）苏联将领。1901 年入沙俄军队服役。1910 年毕业于总参谋
部军事学院。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升至上校团长。十月革命后加入红军，
参加国内战争。二十年代历任红军第一副参谋长、参谋长和军区司令。1930
年加入联共（布）党。1932 年任伏龙芝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致力于总结国
内战争经验，发展苏联军事理论，培养军事干部。1935 年成为军事科学教授。
同年调任列宁格勒军区司令。1937 年 5 月起任总参谋长。1939 年当选为联共
（布）党中央候补委员。同年 8月参加*英法苏莫斯科军事谈判。1940 年获
苏联元帅衔。同年 8月调任副国防人民委员，负责领导工程兵和国防工程建
设。苏德战争爆发后，即被沙波什尼科夫派往面对德军主突方向的西方方面
军加强领导。同年 7月 10 日成为总统帅部大本营成员，随即复任总参谋长。
8月 8日总统帅部改称最高统帅部，为其成员至 1945 年 2 月。战争初期直接
参与制定斯摩棱斯克、莫斯科等重大战役的准备与实施方案，成为斯大林的
主要军事助手之一。1942 年 5 月复任副国防人民委员。次年 6月调任总参军
事学院院长。著有《军队的大脑》（三卷）、《回忆录和军事科学论文》等。

沙恩霍斯特号战列舰（Scharnhorst）德国战列舰。1934 年 2 月开始建
造。1939 年 1 月起服役。以普鲁士将军沙恩霍斯特
（GerhardJohannDavidvonScharnhorst，1755—1813）之名命名。舰长 760
英尺，最大宽度 100 英尺，标准排水量 2.6 万吨，最大吃水深度 24 英尺 8
英寸，最高航速 29—31.5 节，续航力 1万海里，装备 9门 11 英寸火炮、12
门 5.9 英寸火炮和 14 门 4.1 英寸高射炮，另有鱼雷发射管 6个和水上飞机 2
架，战时舰员 1900 人。战争初期常与*格奈森瑙号战列舰协同行动。1939 年
11 月，两舰在大西洋首次击沉英舰 1艘。翌年 4—6月参加挪威战役，击沉
英国光荣号航空母舰，本舰亦 3次负伤。修复后，两舰 1941 年 1—3 月再度
驶入大西洋破袭英国航运，共击沉 22 艘船（约 11.5 万吨）。尔后锚泊于法
国沙恩霍斯特号战列舰布列斯特港，屡遭英机轰炸。1942 年 2 月，穿过多佛
尔海峡转移威廉港时坡击伤，翌年 1月被派往挪威水域。参加破袭*盟国-苏
联护肮运输队。1943 年 6 月 26 日，在*北角海战中被击沉，舰员只有 36 人
生还。

沃（EvelynWaugh，1903—1966）英国作家。就读并任职于牛津大学。
大战期间曾在英国皇家海军服役。1944 年供职子英国驻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
代表团，同时从事创作，先后出版《高举起伟大旗帜》和《旧地重游》两书，
谴责人类道德在战争中的沉沦。战后完成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进程的三
部曲：《武装的人》、《军官和绅士》和《投降》。

沃克（WaltonHarrisWalker，1889—1950）美国将领。1912 年毕业于西
点军校，参加过侵略墨西哥的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步兵及炮兵中任
教官。1937—1940 年在陆军参谋部作战计划处任职，1941 年获准将衔，次年
晋少将，任沙漠作战训练中心主任及美第四军军长。1944 年 7 月在*巴顿将
军指挥下，率美第二十军在法国北部登陆，后长驱直入德境作战。1945 年擢
升中将。1950 年率美集八集团军参加侵朝战争，同年 12 月因车祸死于朝鲜
战场。

沃森（EdwinMartinWatson，1883—1945）美国将领，罗斯福军事秘书，



绰号“老爹”（Pa）。1908 年毕业于西点军校。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并
随威尔逊总统出席凡尔赛会议。1933 年起担任罗斯福总统的军事助理。1939
—1945 年任罗斯福的军事秘书，获少将衔。负责安排接见事宜，协助处理日
常公务，曾随罗斯福出席开罗、德黑兰、雅尔塔等一系列重大国际会议。2945
年雅尔塔会议后，搭乘昆西号巡洋舰回国途中病逝。

沃尔夫（KarIWolff，1900—1984）德国*党卫队将领。曾任黑森大公国
近卫团少尉。二十年代经营广告事务所，后在经济大危机期间破产。1931 年
加入纳粹党和党卫队。1936 年成为希姆莱的首席副官。1939 年任党卫队全国
领袖本部处处长。大战期间获党卫队副总指挥衔（相当于上将）。1943—1944
年指挥在意大利作战的德军。战争末期，曾在瑞士同美国中央情报局特使*
杜勒斯进行秘密会商，讨论意大利境内德军投降的条件。战后被捕。1949 年
获释。

沃利斯（BarnesNevilleWallis，1887—1979）英国航空工程师。早年
家境清苦，受完中等教育后即辍学求职于工厂和船坞，通过夜校课程和自学
成才。1913 年进入维克尔的车间从事飞艇的设计和建造。设计过 R—100 和 R
—101 型飞艇。三十年代，转向飞机设计，设计出惠灵顿式轰炸机，该机种
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投入生产。此外，还设计了用于摧毁德国蒂尔匹茨
号战列舰和潜挺掩体的高穿透力特大型炸弹以及用于低空轰炸德国水坝的
“跳弹”（Bouncingbomb）等。战后曾广泛涉猎于民用飞机、桥梁和天文望
远镜等的设计。

沃利斯基（ВасТимофеевичВольский，1897—
1946）苏联将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应征入沙俄军队。1918 年加入俄共（布）
党，在莫斯科非常委员会工作。翌年加入红军，参加国内战争。1926 和 1930
年先后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和装甲坦克训练班，苏德战争初期任第二十一
集团军副司令（坦克兵少将衔），在西南方向作战。1942—1943 年，先后任
克里米亚和北高加索方面军主管坦克兵的副司令和机械化第四军（后为近卫
机械化第三军）军长，在克里米亚、北高加索和斯大林格勒作战。1943 年 6
月起任装甲坦克和机械化兵副司令。1944 年晋升坦克兵上将。同年 8月任近
卫坦克第五集团军司令，参加解放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和东普鲁士的战役。

沃罗诺夫（НиколайНиколаевичВорнов，1899
—1968）苏联将领。1918 年参军。翌年加入俄共（布）党。参加过国内战争。
1924和1930年先后毕业于高级炮兵指挥学校和伏龙芝军事学院。1936—1937
年参加西班牙内战，任共和国军队的军事顾问。1937—1940 年任苏军炮兵主
任，先后在诺门坎地区作战，参加对西白俄罗斯、西乌克兰、比萨拉比亚的
进军以及苏芬战争。1940—1941 年先后任总军械部副部长和国上防空军总部
部长。苏德战争爆发时为炮兵中将。1941 年 7 月出任副国防人民委员兼苏军
炮兵主任。1943 年 3 月起为武装力量炮兵司令。积极创建大规模的炮兵兵团
（炮兵师和军），研究和发展炮兵进攻和反坦克作战的理论和实践。多次作
为最高统帅部大本营的代表，被派赴列宁格勒、沃尔霍夫、西南、顿河、沃
罗涅日、布良斯克、西北、西方、加里宁、乌克兰第三和白俄罗斯第一等方
面军，参与计划、准备和领导实施各次重大战役。1944 年获炮兵主帅衔。战
后历任炮兵科学院院长、炮兵指挥学院院长等职。著有《伟大卫国战争时期
的苏军炮兵》、《服兵役》等。

袄森-瓦特（RobertAlexanderWatson-Watt，1892—1973）英国物理学



家。1912 年毕业于圣·安德鲁斯大学，此后致力于无线电波的研究工作。1935
年在主管国家物理实验室的无线电研究工作期间，研制成对飞机的无线电测
向测距仪，至年底已能测定相距 112 公里的飞机位置。后研制成世界上第一
个实用雷达系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的*不列颠立战中发挥巨大作用。
1942 年受封为爵士。战后历任皇家气象学会、航空航海学会和专业文职人员
协会的主席以及无线电工程学会副主席，并获多种荣誉称号和勋章。著有《达
到目标的方法》和自传《通向胜利的三步》。

沃罗热伊金  ①格里戈里·阿列克谢那维奇·沃罗热伊金（Григо
рийАлексеевичВорожейкин，1895—1974）。苏联
空军将领。1914 年应征入沙俄军队。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1918 年加入红
军，参加国内战争。1927 年加入联共（布）党。1932 年调入空军。1931 年
毕业于茹科夫斯基空军学院。苏德战争开始时为空军少将。历任中央方面军
空军司令、空军参谋长、突击航空兵群司令、最高统帅部大本营驻乌克兰第
三、第四方面军代表等。参加大卢基战役和库尔斯克会战，协调和指挥空军
反攻作战。1944 年获空军元帅衔。战后曾任空军集团军司令、空军学院系主
任等职。1959 年退役。②阿尔谢尼。瓦西里那维斋·沃罗热伊金（Apcehи
йBacильевичBopoжейкин，1912—）。苏联军人。1931 年参
军。翌年加入联共（布）党。1937 和 1942 年先后毕业于军事航空学校和空
军学院。1939 年参加诺门坎地区的战斗，击落敌机 6架。1939—1940 年参加
苏芬战争。苏德战争期间，先后任歼击航空兵大队长和副团长。完成 300 次
战斗出动，参加90 多次空战，击落敌机52 架。1944 年两次获苏联英雄称号。
战后曾任黑海舰队防空副司令等职。
1954 年晋空军少将。1957 年退役，著有《在库尔斯克弧形地带上空》、《基
辅的黎明》、《柏林在我们下面》等。

沃兹漫先斯基（НиколайАлексеевичВознесе
сний，1903—1950）苏联战时经济领导人。1919 年加入俄共（布）党。
曾从事共青团和党的工作。1931 年毕业于红色教授学院经济系，此后长期从
事经济工作。1935 年起任列宁格勒市计划委员会主席，1938 年起任国家计划
委员会主席，1939 年任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同年当选为党中央委员。1941
年起为人民委员会第一副主席、政治局候补委员。工国战争时期任匡防委员
会委员，负责武器和弹药生产。主持制定 1941 年第三季度经济动员计划和
1941—1942 年战时经济计划，使国民经济转入战时轨道。1943 年起任解放地
区经济恢复委员会委员，同年被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1947 年起为党中央政
治局委员。战后致力于从理论上研究苏联的战时经济，并对组织社会主义生
产的理论和实践提出新见解。1949 年遭诬陷被解除职务。次年被逮捕和处
决。著有《伟大卫国战争时期的苏联战时经济》等。

沃尔霍夫方面军  苏联战略战役军团，1941 年 12 月，为统一指挥沃尔
霍夫（BoлxoB）河以东部队而组建。辖 4个集团军。受命歼灭该河西岸德军
以打破敌人对列宁格勒的封锁，1942 年初实施*柳班战役，未能成功，遂于4
月改编为战役集群，隶属列宁格勒方面军。同年 6月重建，先后编入 6个集
团军和 1 个空军集团军。1942—D43 年参加突破列宁格勒封锁的作战。1944
年成功地实施诺夫哥罗德-卢加战役。同年 2月撤销，司令为麦列茨科夫。

沃罗涅日方面军  苏联战略战役军团，1942 年 7 月，为加强防守沃罗
涅日（BopoHeж）地域部队的作战指挥，由*布良斯克方面军左翼部分部队组



建。初辖 3个集团军、4个坦克军和 1个空军集团军。后曾陆续编入 12 个集
团军和 4个坦克集团军。参加沃罗涅日-伏罗希洛夫格勒战役、斯大林格勒会
战、哈尔科夫战役、库尔斯克会战以及强渡第聂伯河的作战，1943 年 10 月
改称*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历任司令为戈利科夫（1942.7，1942.10—
1943.3）和瓦图京（1943.3—10）。
沃斯派特号战列舰（Warspite）一译“厌战号”。英国战列舰。1915

年建成，1935—1937 年改装。排水量 3.1 万吨，最大航速 24 节。装有 8 门
15 英寸火炮，12 门 6 英寸火炮，8 门 4 英寸火饱和 4 架飞机。大战爆发后，
在大西洋担负护航。1940 年 4 月参加挪威纳尔维克之战。随即调往地中悔，
成为*英国地中海舰队司令安德鲁·布朗·坎宁安的旗舰，先后参加卡拉布里
亚海战和马塔潘角海战。1941 年 5 月，在克里特岛战役中被德国飞机炸伤。
修复后，1942 年至 1943 年上半年在印度洋活动。后调回地中海，支援盟军
对西西里和意大利的登陆战役，在萨莱诺登陆战中被炸伤。修复后调回英国*
本土舰队。1944 年参加诺曼底登陆战役。

沃罗涅日-卡斯托尔诺耶战役  苏德战争中期苏军发动的进攻战役。
1943 年 1 月 24 日至 2 月之日，由*沃罗涅日方面军及*布良斯克方面军左翼
实施。*奥斯特罗戈日斯克-罗索什战役后，德军第二集团军和匈牙利第三军
共 12 个师处于苏军南北夹击之中。苏军乘胜进攻，1 月 25 日解放沃罗涅日
（Вop0Heж），28 日将德军 9 个师合围于卡斯托尔诺耶（КасTophoe）
东南地区，但未能歼灭。2 月 2 日起，德军突围西退，苏军在追击中重创敌
人，共推进约 120 公里。

沃罗涅日-哈尔科夫进攻战役  苏德战争中期苏军进行的战略性进攻
战役。1943 年 1 月 13 日—3月 3日实施。包括*奥斯特罗戈日斯克-罗索什战
役、*沃罗涅日-卡斯托尔诺耶战役以及*哈尔科夫战役中从 2月 2日至 3月 3
日实施的进攻。经苏军总参谋部 1987 年审定，以此名列为苏联卫国战争中的
51 个战略性战役之一。

沃罗涅日-伏罗希洛夫格勒战役  苏德战争中期苏军进行的防御战
役。1942 年 6 月 28 日至 7 月 24 日，由布良斯克方面军、沃罗涅日方面军、
西南方面军和南方方面军协同实施，*德军一九四二年夏季攻势把沃罗涅日
（Bopo－Heж）作为首先突击目标。7 月 2 日，德军突入苏军防御纵深，合
围部分苏军；苏军投入战略预备队与敌展开激战。7 月 6 日，德军占领沃罗
涅日城大部，并将突破正面扩大到 300 公里，构成对苏军迂回包围态势，然
后向伏罗希洛夫格勒（Bopoшиловград）方向进击。苏军迅速退却。
至 7月 24 日，德军共推进 150—400 公里，进抵顿河大弯曲部，对斯大林格
勒构成威胁。

沂蒙山区反铁壁合围  鲁中抗日根据地军民 1941 年反击日伪军“扫
荡”的战役。1941 年 11 月 2 日，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烟俊六率日伪军 5
万余人对山东省沂水、蒙阴地区抗日根据地实行“铁壁合围”大“扫荡”。
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山东纵队及鲁中军区部队巧妙地跳出日军的“铁筒包围
阵”，转移至外线。随后，又针对日军的分区“清剿”，以一部兵力转入内
线进行分散的游击战，主力部队则在外线出击。12 月上旬日军被迫分路撤
退，八路军乘胜追击。至 12 月 28 日，共歼日伪军 2000 余人，保卫了沂蒙山
区抗日根据地。

沂蒙山区一九三九年反扫荡  鲁中抗日根据地军民反击日伪军“扫



荡”的战役。1939 年 6 月 1 日起，日军调集第五、第二十一、第三十二、第
一一四师团各一部和伪军共 2万余人，采用长驱直入、分迸合击的战术，分
兵多路“扫荡”山东省中部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八路军山东纵队避开日军
的合击，以分散的游击战，内外线配合，打击敌之交通线与薄弱点，至 7月
14 日，共作战 20 余次，歼敌千亲人，粉碎了日军在山东的首次大规模“扫
荡”。

汾离公路战斗  1938 年八路军在山西省汾（阳）离（石）公路对日军
的 3次伏击战。是年 9月，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一部在罗荣桓指挥下，截击进
驻离石企图渡黄河进犯延安的日军第一○八师团，14 日，首次在汾阳县薛公
岭伏击日军，歼敌 200 余人，击毁汽车 20 辆。17 日，在离石县油坊坪再次
伏击日军，歼敌百亲人，击毁汽车 9辆。20 日，在汾阳县王家池伏击从离石
撤退的日军，歼敌山口少将以下 800 余人。此战巩固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
保卫了陕甘宁边区的安全。

泛美中立区（PanAmericanNeutralityZone）即“泛美安全区”。
泛美安全区（PanAmericanNeutralityZone）亦称”泛美中立区”。大

战爆发后，根据 1936 年布宜诺斯艾利斯和 1938 年利马美洲国家会议关于西
半球防御的精神，在美国策动下，美国、巴拿马等 21 个美洲国家于 1939 年
9 月 23 日至 10 月 3 日在巴拿马城召开外长会议，通过 16 项决议案，以维护
美洲的中立。其中第十四号决议，即根据罗斯福的倡导建立泛美安全区，其
范围包括加拿大及南大西洋沿岸周围 300—1000 英里的区域，不许有任何非
美洲的交战国的任何敌对行动，以此作为美洲国家中立和自卫措施。

沪西反日大罢工  1932 年*一·二八事变发生后，上海沪西地区 17 家
日本纱厂 4 万余工人为反对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而举行的反日大罢工。1 月
30 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组织沪西反日罢工委员会和义勇军、救护队、
运输队，封锁日厂，检查日货，积极支持第十九路军对日作战。罢工坚持两
月余，中华苏维埃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曾赠款万余元支援其斗争。

沈钧儒（1875—1963）中国爱国民主人士。字秉甫，号衡山。毕业于日
本东京私立法政大学。曾任上海法科大学教务长。九·一八事变后，支持第
十九路军淞沪抗战。1933 年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任法律委员，进行反
蒋抗日活动。1935 年底发起组织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任执行委员，发表宣言
支持一二·九学生运动。次年 5月与宋庆龄、马相伯等领导成立*全国备界救
国联合会，任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同年 11 月与邹韬奋、李公朴等被国民政
府逮捕，为“七君子”之一。抗日战争爆发后获释。1937 年 12 月在汉口组
织抗敌救亡总会，任主席。1938 年与邹韬奋创办《全民抗战》三日刊，并任
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1 年倡议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4 年任民盟中央
常委。抗战胜利后，任中国人民救国会主席，积极参加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全国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主席。

沈雁冰（1896—1981）中国作家。原名德鸿，笔名茅盾。1916 年北京大
学预科毕业，1921 年先后参加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和中国共产党，1930 年参加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曾任执行书记。抗日战争爆发后，在武汉、长沙、九龙
等地，主编《文艺阵地》杂志及《立报》副刊《言林》等，进行抗日救亡运
动。1938 年 3 月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1939 年春到新疆学院任
教，并任新疆各族文化协会联合会主席，次年 5月去延安参观，并在鲁迅文



艺学院讲学。后任国民政府文化工作委员会常委，1941 年皖南事变后去香
港，创办《笔读》杂志。日军占领香港后，转赴桂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曾任中国作协主席、文化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作品编为《茅盾文
集》。

沈阳审判  1956 年 6—7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别军事法庭，在沈阳对关
押在华的重要日本战犯进行的审判。袁光任审判长，王之平任首席检查官，
在 6月 9—19 日和 7月 1—20 日的两个阶段审判中，先后对日本前第一一七
师团长铃木启久等 8名战犯和“满洲国”总务长官武部六藏等 28 名战犯的战
争罪行进行了审讯，并对他们分别作出 12—20 年徒刑的判决。

完作战  日军制定的缅甸南部作战计划代号，1944 年 5 月日本第二十八
军制订以此为代号的计划，将驻防区分为持久作战地带、机动决战地带和反
击地带，并决定确保仁安羌和若开至伊洛瓦底江口的重要地区。8月，在*乌
号作战已失败的情况下，日第二十八军调整部署，完成作战准备。1945 年 1
月 3 日，盟军在阿恰布（Akyab，即今实兑）登陆，揭开此战序幕。日第二十
八军节节败退，4月 20 日弃守仁安羌。5月 2日，仰光光复。该计划失败。

宋子文（1894—1971）中国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外交家，早年留学美国，
获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曾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兼中央银行总裁、
行政院副院长。九·一八事变后多次发表演讲，揭露日本侵华罪行。1932 年
资助第十九路军淞沪抗战。一度代理行政院院长。支持蒋介石发动“剿共”
战争，筹措内战经费。1933 年与美国签订 5000 万美元的棉麦贷款，1936 年*
西安事变中，参加同张学良、杨虎城及中共代表周恩来的和平谈判。抗日战
争爆发后，作为蒋介石的私人代表，于 1940 年初往美国争取援助。1941 年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任外交部长。次年 1月以中国政府代表身份到华盛顿签署*
《联合国家宣言》。6月签订《中美租借协定》，得 6亿美元借款。1944 年
12 月任代理行政院院长。1945 年 3 月率中国代表团到旧金山参加联合国成立
会议，当选为会议四主席之一。同年 6月任行政院长。1946 年 8 月在莫斯科
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1949 年去法国，后长期寓居美国。

宋任穷（1909—）中国将领。192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二十八军
政委。1931 年参加长征，北上抗日。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
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参与指挥*七亘村伏击战和*黄崖底伏击战，重创日军
第二十师团。1938 年初率骑兵团挺进冀南。历任东进纵队政委、冀南军区司
令员兼政委、中共冀南区委书记、冀南行署主任，领导军民开展反“扫荡”、
反“蚕食”斗争。1944 年任冀鲁豫军区司令员、中共中央平原分局代理书记，
坚持平原游击战争，开展对日战略反攻。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东野战军第三
副政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沈阳军区第一政委、中共中央组织部
长。1955 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宋庆龄（1893—1981）*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和*保卫中国同盟领导人。早
年留学美国，毕业于卫斯理女子大学。1915 年与孙中山结婚。1926 年被选为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九·一八事变后，坚决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和反
共军事“围剿”。1932 年 12 月，与鲁迅、蔡元培、杨杏佛等在上海发起组
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任全国执行委员会主席，保护和营救大批共产党员和
爱国民主人士。1934 年领衔签名发表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中国人民对宋庆龄
日作战的基本纲领》。1935 年与何香凝等率先响应中共中央发表的《八一宣
言》。1936 年 5 月与沈钧儒、邹韬奋等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华全国各界救国



联合会，要求国民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抗日战争爆发后，于 1938 年 6
月在香港发起组织保卫中国同盟，致力于战时医药工作和儿童保育工作，为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输送大量医药器材。为千百万难民、儿童，
募集大量救济物资。并帮助白求恩等国际友人前往解放区，抗战胜利后，在
上海创办中国福利基金会，建国后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全国人大常
委会副委员长。1981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获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称号。
遗著编有《宋庆龄选集》。

宋美龄（1897—）蒋介石夫人。1917 年美国卫斯理女子大学毕业，获文
学博士学位。曾任国民政府立法委员。1936 年*西安亭变爆发后，力主和平
解决，并与宋子文等赴西安，同张学良、杨虎城谈判。抗日战争爆发后，任
中国航空委员会主席，邀请美国陈纳德航空队来华协助中国抗战。曾通过美
国教会向美国社会和海外侨胞募集救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发表对美广播，
谴责日本侵略暴行。1942 年随蒋介石出访印度，1943 年 11 月陪同蒋介石出
席开罗会议。1948 年赴美。1950 年回台湾。曾任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会主席
团主席，1975 年蒋介石死后移居美国。1986 年重返台湾。

宋哲元（1885—1940）中国将领。字明轩。行伍出身。曾任国民革命军
第二集团军第四方面军总指挥兼陕西省政府主席。1930 年任第二十九军军
长，九·一八事变后，通电全国，主张抗战。次年 8月任国民政府军委会北
平分会委员兼察哈尔省政府主席。1933 年任第三军团总指挥，参与指挥长城
抗战，于喜峰口获大捷。1935 年任平津卫戍司令兼北平（今北京）市市长、
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河北省政府主席，反对日军策划的“华北自治”运
动。同年授二级上将衔。1937 年芦沟桥事变爆发时，所部驻宛平官兵奋起抵
抗，拉开全国抗战序幕，后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率
部在冀鲁豫晋各地作战。曾参加徐州会战。病故于四川绵阳。后被国民政府
追赠为一级上将。

宋庄战斗  *冀中反五一大扫荡中八路军对日军的一次伏击战。1942 年
6 月 8 日晚，八路军 2个连在民兵和游击队配合下，在深泽东北 15 里的未庄
设伏。次日上午 9时许袭击日军冀渤特区司令宫权本旅团长率领的“战地参
观团、并抗击了从深泽、无极、定县、饶阳各地赶来增援的日军 2500 人，毙
伤权本旅团长以下 1200 余人。

宋子良工作  即“桐工作”。

[ ]

灵粮（Manna）1944 年 10 月德军从希腊撤退时英军抢占希腊的行动代号，
是年 8月底，由丘吉尔下令制定计划，要求在德军败退时立即进军希腊，以
先发制人行动来对付希腊人民解放军。10 月 4 日晨，英军一支突击队在帕特
雷（Patras）登陆开始实施，至 16 日，英军主力和帕活德里欧流亡政府陆续
进入雅典。11 月中，德军已全部撤离，此行动取得成功。

尾崎秀实（1901—1944）日本中国问题评论家。1925 年东京帝国大学毕
业后入朝日新闻社工作，1928 年任《朝日新闻》驻上海分社特派员。期间对
马克思主义产生兴趣，与鲁迅、史沫特莱交谊。1930 年经史沫特莱介绍结识
*佐尔格，秘密从事反战工作。1932 年回国。1934 年 5 月与佐尔格再次联系，
参加佐尔格领导的谍报活动。在此期间，经常发表有关中国问题的评论。1937



年 4月参加*昭和研究会。19318 年 7 月退出朝日新闻社，任第一次近卫内阁
嘱托，经常出席由近卫智囊组成的“朝夕会”。次年任满铁调查部嘱托。在
日本发动“关特演”之时，通过佐尔格将日本决定南进的情报通告苏联，后
又提供日美谈判最后期限等一系列有价值的情报。1941 年 10 月 15 日被捕。
1943 年 9 月被判死刑，翌年11 月 7 日在东京巢鸭监狱与佐尔格一起被处死。
著有《现代中国论》、《处于风暴中的中国》、《中国社会经济论》等。

张轸（1893—1981）中国将领。字翼三。早年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
曾任国民政府军师长，1936 年授少将衔。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一一○师师
长。1938 年 3 月率部参加台儿庄战役。同年 5 月升任第十三军军长。1939
年授中将衔后，在日军进攻豫西时，因主战而被免职。1942 年 4 月出任*中
国远征军第六十六军军长，率部在缅北腊戎及曼德勒战区实行机动作战。因
战斗失利被撤职。后回河南，编训四个游击纵队。抗战胜利后，曾任第五绥
靖区司令官兼河南省政府主席、第十九兵团司令官。1949 年 5 月率部在湖口
起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湖北省军区副司令员、河南省副省长。

张浩（1897—1942）中国将领。原名林育英，字祚培。1922 年加入中国
共产党。1924 年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曾任中共满洲省委代理书记。九·一
八事变后任全国总工会常委兼中华海员工会中共党团书记，开展抗日活动。
1933 年赴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1935 年回国，带回《八一宣
言》，还带回密码，恢复了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同年 12 月参加中共
瓦窑堡会议，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中共中央军委会委员，兼八胳军第一二九师政委。率部
东渡黄河，挺进大行山地区，执行开辟敌后战场的战略任务。1938 年初因病
回陕北，创办安吴堡职工大队和延安工人学校，培养职工运动干部。后被选
为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副书记。1940 年创办《中国工人》月刊，任主编，
号召广大工人为抗日民族解放事业而奋斗。在延安病逝。

张群（1889—1990）中国新政学系首领。字岳军。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
业。曾任军委会军政部次长、上海市长。九·一八事变后，执行蒋介石不抵
抗政策，曾与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频繁接触。1933 年 5 月参与签订*《塘沽
协定》，同年 7月任湖北省政府主席。1935 年冬出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主
持对日外交，一味妥协退让。1937 年 2 月改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秘书长。
抗日战争爆发后，历任军事委员会秘书长、行政院副院长兼军委会委员长重
庆行营主任、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参与国民党中枢大政方针的制订。1940
年任成都行营主任兼四川省政府主席。抗战胜利后，曾作为国民党代表和中
共进行谈判，并参加军事调停三人小组。后任行政院长、西南军政长官公署
长官。大陆解放前夕去台湾，曾任台湾当局“总统府”秘书长、国民党中央
评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

张澜（1872—1955）中国爱国民主人士。字表方。早年留学日本，曾任
四川省省长、成都大学校长。抗日战争爆发后，被聘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纲领。1939 年 11 月与黄炎培等发起成立统一建
国同志会。1941 年该会改组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任主席。力主对外坚持抗
战，反对妥协，对内坚持团结，反对分裂。1944 年改任中国民主同盟主席，
倡议组织民主宪政促进会，提出争取民主团结，反对分裂内战的方针。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全国政协副主席。



张云逸（1892—1974）中国将领。原名运镒，又名胜之。广东陆军速成
学校毕业。192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 年同邓小平等在广西参加领导百色
起义。曾任红七军军长，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参谋长、红军总司令部作战
部部长。1934 年参加长征，北上抗日。抗日战争爆发后，受中共中央派遣，
往返于广州、香港等地向国民党上层军政人员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
作。1938 年春任新四军参谋长兼第三支队司令员，率部进入皖南抗日前线。
次年 5月兼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指挥，领导新四军第四、第五支队挺进皖东
敌后，坚持敌后抗日游击战争，挫败日伪军的多次“扫荡、巩固和发展了谁
南抗日根据地。1941 年*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副军长兼第二师师长，领导
重建新四军军部并开展反“扫荡”、反“清乡”斗争，1943 年后兼任抗日军
政大学第八分校校长。抗战胜利后，曾任华东军区副司令员、山东军区司令
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广西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中共中央监察委
员会副书记。1955 年被授予大将军衔。

张文彬（1910—1944）中国共产党南方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原名纯清。
192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五军政委、红三军团保卫局长。参加长征。
后任毛泽东秘书。1936 年 8 月，携毛泽东给杨虎城的亲笔信前往西安，促成
西北军与工农红军达成停火协议。*西安事变发生后，参加以周恩来为首的四
人中共代表团，致力于事变的和平解决。抗日战争爆发后，参加中共中央洛
川会议。以后历任中共南方临时工委书记、广东省委书记、粤北省委书记、
南方工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1941 年香港沦陷后，曾组织营救困滞在香港的
民主人士和英、美等国际友人。1942 年到东江抗日游击根据地，成立广东军
政委员会和东江人民抗日游击纵队，统一领导广东的敌后武装斗争。同年 6
月因叛徒出卖被捕，后牺牲于江西泰和国民党监狱。

张发奎（1896—1980）中国将领。字向华。武昌第三陆军中学毕业。北
伐战争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第二方面军总指挥。九·一八事变后
曾赴欧美考察军事。1936 年授中将加上将衔。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三战区
右翼军息司令兼第八集团军总司令，率部驻守浦东、沪西一带，参加*淞沪会
战。1938 年任第九战区第二兵团司令，参加*武汉会战。同年 12 月起任第四
战区司令长官，负责两广军事，曾在粤北和广西昆仑关重创日军。1945 年 3
月改任第二方面军司令官，收复邕宁、龙州、凭祥等地。日本投降后，主持
华南战区受降事宜，旋出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广州行营主任，投二级上将衔。
1949 年初，任中国陆军总司令。同年 7月赴香港定居。

张达志（1911—1992）中国将领。1929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十五
军团师政委，在陕北进行革命武装斗争。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第一二
○师警备第六团政委，随军转战晋西北和冀中，开民抗日游击战争。1938 年
率部进入绥远，开辟大青山抗日根据地。历任大青山骑兵支队政治部主任、
塞北军分区副政委、绥蒙军区副司令员兼政委。领导军民开展反“扫荡”斗
争，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抗战胜利后，曾任陕北军区司令员、第一野战军
第一军军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公安部队司令员、兰州军区司令
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员。1955 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张自忠（1891—1940）中国将领。字荩忱。济南法政专门学校毕业。曾
任冯玉祥西北军学兵团长。1930 年 11 月任第二十九军第三十八师师长兼张
家口警备司令。1933 年率部参加长城抗战。1935 年授中将街。同年华北事变
后，任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和天津市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代理冀察政务委



员会委员长、北平（今北京）市长兼第五十九军军长。1938 年 3 月，在*台
儿庄战役中，率部增援临沂，重创日军第五师团，4 月升任第二十七军团军
团长。同年 9月，参加武汉会战，转战豫南、鄂北一带。10 月擢升第三十三
集团军总司令，后又兼任第五战区右翼兵团总司令。1939 年春率部参加京
山、钟祥等战役。同年 5月授中将加上将衔，参与指挥鄂北战役，1940 张自
忠年 5月在枣宜战役中率部由宜城渡襄河截击日军，激战 9昼夜，16 日在南
瓜店与将士 300 人同时壮烈殉国，国民政府为其举行国葬，并追赠为上将。
1982 年 4 月 16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追认他为革命烈士。

张伯伦（NevilleChamberlain，1869—1940）英国首相（1937—1940）。
约瑟夫·张伯伦（JosephChamber-lain，1836—1914）之子，奥斯汀·张伯
伦（AustenCham-berlain，1863—1937）之异母弟。毕业于伯明翰梅森学院。
1915 年任伯明翰市长，1918 年起为保守党下院议员。1916 年曾短期任国民
兵没总监，1922—1937 年历任邮政总长、卫生大臣和财政大臣。1937 年 5
月继*鲍尔温为保守党领袖，任首相。精于行政管理，昧于外交战略而又刚愎
自用。首相任内张伯伦顽固推行纵容德、意、日侵略的*绥靖政策。1938 年 9
月 3 次飞赴德国面见希特勒，签订*《慕尼黑协定》，出卖扳克斯洛伐克。1939
年 3 月德国进占整个捷克斯洛伐克后，转而声明一旦波兰等国遭受侵略将给
予武装支援的保证，并开始在国内征兵。1939 年 9 月德国进攻波兰后被迫对
德宣战，但没有在西线采取任何重大军事行动。1940 年 5 月德国相继侵入挪
威和低地国家后，完全失去公众和议会的信任，被迫辞职。后在丘吉尔的联
合政府中任枢密院长，10 月因病辞职，不久病逝。

张际春（1900—1968）中国将领。192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一军
团、红三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第二步兵学校政委兼政治部主任。1934 年参
加长征，北上抗日。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政治部副主任，
不久调任绥德河防警备区政治部主任。从事部队政治工作，并积极发动群众
开展抗日斗争。1938 年 3 月任抗日军政大学政治部主任，次年 7月与罗瑞卿
率总校教职员和学员，从延安迁至太行山区办学，培养了大批抗日军政干部。
1942 年出任该校代理政委。1943 年任中共北方局宣传部长兼第十八集团军野
战政治部副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第二野战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国务院文教办公室主任。

张治中（1890—1969）中国将领。原名本尧，字文白，一作文柏。保定
军校毕业。曾任黄埔军校军官团团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副官长，参加北
伐战争。九·一八事变后，曾任第五军军长，率部参加淞沪抗战。1935 年授
中将衔。次年加上将衔。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京沪警备司令，率部参加*淞沪会
战。旋任第九集团军总司令、对日作战大本营管理部长、湖南省政府主席。
1938 年 11 月因长沙大火被革职留任。次年 3 月调任军事委员会侍从室第一
处主任，1940 年 9 月改任军委会政治部长兼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干事会书记
长。1941 年皖南事变发生后，曾向蒋介石上万言书，痛陈对中共问题处理失
当，主张国共合作抗日。1942 年起，任国民党谈判代表，致力于国共两党谈
判。抗战胜利后，投二级上将衔。1945 年 8 月国共重庆谈判时为国民党方面
谈判代表之一。1946 年代表国民政府参加军事调停处小组。1949 年 4 月任国
民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首席代表，赴北平（今北京）与中共谈判，当所拟国



内和平协定被国民政府拒绝后留屠北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国防委员
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副主席。

张学良（1901—）中国将领。字汉卿。东北陆军讲武堂毕业。曾任奉军
第三军团总司令。1928 年继其父张作霖任奉天军务督办、东北三省保安司令
兼东三省巡阅使。1930 年 10 月任国民政府陆海空军副总司令。九·一八事
变时执行蒋介石不抵抗政策，不战退入关内。1935 年任西北“剿总”副总司
令，坐镇西安进攻陕北红军。同年授一级上将衔。受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政策和人民抗日运动的影响，1936 年 12 月 12 日与*杨虎城共同发动*
西安事变，提出八项抗日救国主张，逼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西安事
变和平解决后，送蒋介石回南京，被扣并遭国民政府军委会特别军事法庭审
判。为蒋介石长期软禁。1947 年被押往台湾继续遭坎禁。

张宗逊（1908—）中国将领。黄埔军校毕业。192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曾任红军大学校长。1934 年参加长征，北上抗日。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
军第一二○师第三五八旅旅长，转战于晋西北、五台山地区。1938 年 11 月
指挥所部在五台县滑石片地区歼灭日军 1个大队。12 月在贺尤率领下开赴冀
中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1939 年参与指挥”齐会战斗，粉碎日军多次“扫
荡”。1940 年起任晋绥吕梁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参与保卫和建设晋西北抗日
根据地的斗争。1942 年回延安参加整风和大生产运动。解放战争时期，曾任
第一野战军副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
谋长、总后勤部部长。1955 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张经武（1906—1971）中国将领。1930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 年参
加中国工农红军。曾任军委直辖教导师师长。1934 年参加长征，北上抗日。
到延安后，奉命深入华北各地，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争取地方实力
派联合抗日。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山东纵队司令员，积极开辟鲁中抗
日根据地，发展山东抗日武装。后任陕甘宁留守兵团副司令员、陕甘宁晋绥
联防军参谋长，为保卫陕甘宁边区作出贡献。解放战争时期，任西北军区参
谋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央军委人民武装部长、西藏军区第一
政委。1955 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张爱萍（1910—）中国将领。192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汪红三军团第
四师政治部主任。1934 年参加长征，北上抗日。到陕北后入抗日军政大学学
习。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中共江浙省委军委书记、豫皖苏省委书记、新四军
第六支队第四总队总队长兼政委、八路军第五纵队第三支队司令员。*皖南事
变后，调任新四军第三师副师长、第四师师长兼淮北军区司令员。参与开辟
豫皖苏抗日根据地，挫败日伪军多次“扫荡”和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巩固
发展苏北和淮北抗日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中军区副司令员。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国防科委主任、国务院
副总理、国防部长。1955 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张鼎丞（1898—1981）中国将领。192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福建省
苏维埃政府主席。1934 年 10 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任闽西南军政委员会
主席，坚持三年游击战争。1936 年西安事变后，创建闽西南抗日义勇军第一
支队。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中共闽粤边特委书记。次年 1月任新四军
第二支队司令员，率部由皖南泾县进入江宁、当涂、溧水、高淳地区，与新
四军第一支队共同创建茅山抗日根据地。1939 年 5 月赴延安，1941 年曾被任
命为新四军第七师师长，1943 年 2 月任中共中央党校二部主任。抗战胜利后，



任华中军区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兼省人
民政府主席、福建省军区政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
委员长。

张景惠（1872—1956）汉奸。字叙五。绿林出身。曾任奉军第一师师长、
副司令，北洋政府陆军总长，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院长。九·一八事变后，
在日军策划下组织东省特别区治安维持会，自任会长。1932 年 1 月 1 日宣布
黑龙江“独立、任伪黑龙江省主席。*“满洲国”成立后任参议府议长、军政
部大臣。1935 年任国务总理大臣，兼任汉奸团体协和会会长，参与伪满政权
核心领导。1945 年 8 月苏联出兵东北时被俘虏，曾监禁在西伯利亚。

张嘉璈（1889—1979）中国银行家。字公权。日本东京庆应大学毕业。
曾任中国银行总经理。九·一八事变后，聘为“国难会议”会员。1933 年曾
赴日本进行所谓“经济提携”活动。1935 年改任中央银行副总裁，兼任中央
信托局局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国民政府铁道部、交通部部长。主持湘桂
路衡阳至桂林段的修筑，对抗战运输起过一定作用。1943 年赴美考察，出席
国际通商会议。1944 年与陈光甫等创办中国投资公司。抗战胜利后，曾任中
央银行总裁兼中央信托局理事长。大陆解放前夕去澳大利亚。后在美国病故。
著有《中国通货膨胀史》。

张霖之（1908—1967）中国将领。1929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冀
南地区县委书记。抗日战争初期，任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长，赴敌后抗日根
据地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开展平原游击战争。1939 年任中共鲁西区、
冀鲁豫区委书记兼军区政委。领导军民开展反“扫荡”。反“蚕食”斗争，
并进行大生产运动，巩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曾任第二野战军
第七纵队政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电机工业部、煤炭工业部部长。

张北事件  日本侵略华北的事件。1935 年 6 月 5 日，日本特务山本等 4
人由多伦潜入察哈尔（中国旧省名，1952 年撤销，分别并入河北、山西两省）
境内偷绘地图，至张北县城因未带护照证件，又抠绝守城卫兵的检查，被送
师部军法处拘留 8小时后始放行。日军借此反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并屯兵
察省边境进行威胁。蒋介石政府奉行不抵抗政策，于 6月 19 日免去*宋哲元
察哈尔省政府委员兼主席职，任命秦德纯为代理察哈尔省主席。27 日秦德纯
与日军代表土肥原贤二在北平（今北京）签订*《秦土协定》，使日本控制了
察哈尔全省。

张家口战役  *晋察冀大反攻中的主要战役之一。1945 年 8 月 20 日，
八路军冀察军区为配合苏军进攻张家口，以 3个团另 1个支队发动此攻势作
战。日伪守军约 2万余人，主要部署于该市北面和西面准备抗击苏军。当日
下午，八路军从敌兵力薄弱的东面突入清水河以东市区，但由于苏军停留于
长城一线以北，未能构成对张家口围攻的态势。21 日张家口日军开始撤退。
22 日，八路军占领张家口东部市区，并与敌激战于火车站等地。23 日，日伪
军撤向北平、大同，八路军解放该布及万全城。此役歼敌 2000 余人，缴炮
50 门、枪 1 万多支、弹药库和仓库 70 余座，使晋察冀解放区与晋绥解放区
连成一片。

张鼓峰事件  亦称“哈桑湖事件”。日军在中朝边境交接处的张鼓峰挑
起的反苏武装进攻事件。1938 年 7 月 29 日，日军第十五、第十九、第二十
师团以及 1个骑兵联队和 1个机械化旅团在张鼓峰地区侵入苏联领土。驻守
该地的苏军步兵第四十师进行阻击，但寡不敌众，战斗受挫。8 月 3 日，苏



军远东方面军步兵第三十二、第三十九、第四十师和第二机械化旅组成的加
强步兵第三十九军开赴冲突区，由远东方面军司令*布柳赫尔任总指挥。8月
6 日苏军转入反攻，在图门江和哈桑湖之间地区从南、北两路夹攻日军。日
军遭到惨重损失。8月 9日战斗基本结束。10 日，日本政府要求和平谈判，
11 日军事行动全部停止。12 日苏、日政府在莫斯科缔结了停战协定。

陆房突围战  1939 年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在山东省肥城县突破日军围攻
的战斗。是年 4月底，日军纠集济南、兖州等地 17 个县的兵力 5000 余人，
分 7路“扫荡”山东省泰安、肥城山区。5月 11 日，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师部
及其津浦支队、第六八六团等被敌围困在肥城以南陆房一带纵横不足 10 公里
的地区内。八路军当即抢占周围山地。击退敌人数十次进攻，毙伤敌联队长
以下 1300 亲人。至深夜突出重围，转移至东平以东地区。

陆奥号战列舰  日本战列舰。为*长门号战列舰的姊妹舰。横须贺海军
工厂制造，1921 年下水。三十年代两次改装。1936 年 9 月第二次改装竣工。
标准排水量 39130 吨，最高航速 25 节，装备 400 毫米火炮 8 门。1942 年 5
—6 月曾参加进攻中途岛的作战行动。后长期泊驻本土基地。1943 年 6 月 8
日在广岛港湾柱岛泊地，舰体内发生爆炸沉没。

阿贝茨（OttoAbetz，1903—1958）德国外交官。曾任女子学校教员，
后从事青年运动，受纳粹党委托负责联络法国退伍军人。1935 年 1 月进入外
交界。1937 年加入纳粹党，在法进行特务活动，1938 年被法国政府驱逐出境。
1940 年 6 月法国战败后，任德国驻法大使和法国占领区高级专员，镇压抵抗
运动，同时用分而治之的办法控制*维希政府。1944 年 8 月巴黎起义时潜逃
回国。战后，于 1949 年被法国军事法庭判处 20 年徒刑。1954 年获释。著有
回忆录《尚未解决的难题》。

阿巴斯（FerhatAbbas，1899—1985）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运动领导人。
肄业于阿尔及利亚大学。曾为药剂师，并在法国留学。后转入政界，1933 年
参与组织阿尔及利亚人民联盟。大战爆发后，曾在法军中服役。1943 年 2 月
10 日，发表《阿尔及利亚人民宣言》，要求阿尔及利亚自治，并与突尼斯、
摩洛哥组成马格里布联邦。进行经济和社会改革，被软禁半年。次年 3月 15
日，组织“宣言和自由之友协会”，主张成立阿尔及利亚共和国，并与法国
结成联邦。1945 年塞提夫骚乱后被捕，一年后获释。战后曾任阿尔及利亚共
和国临时政府总理和制宪议会议长。著有《阿尔及利亚战争与革命》等。

阿尔戈（Argonaut）意为“寻找金羊毛的勇士”。*雅尔塔会议的代号。
阿尼姆（Hans-JurgenvonArnim，1889—1962）德国将领。职业军人。

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在国防军供职，1939 年晋升少将。第二次世界
大战爆发后，出任第十七坦克师师长。1941 年率第三十九坦克军入侵苏联。
1942 年底调往北非指挥第四坦克集团军，奉命固守突尼斯。1943 年 3 月*隆
美尔回国后，出任北非轴心国军司令，5月被盟军俘获。

阿阿线  苏联阿尔汉格尔斯克沿伏尔加河至阿斯特拉罕一线的略称。法
西斯德国*巴巴罗萨计划预定的进攻最远线。

阿纳利（GiovanniAgnplli，1866—1945）意大利企业家。早年在军事
学院学习，后在军队中服役。1890 年后退役，经营汽车业。1899 年创立意大
利都灵汽车制造厂（即菲亚特汽车公司）。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支持国家法西
斯党，反对工会运动。1923 年为参议员。赞同墨索里尼的内外政策，积极支
持对外侵略扩张。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满足墨索里尼对外战争的需要，



接受国家资助并大量生产军火，使公司的规模日益扩大，在意大利对外侵略
战争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阿拉贡（LouisAragon，1897—1982）法国作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开
始文学创作，1927 年加入法国共产党。三十年代从事反法西斯斗争。19 狈年
法国败降后，投身抵抗运动。倡导建立作家民族阵线，负责全国作家委员会
的工作，主编《法兰西文学报》，宣传抗战思想。出版诗歌集《刺向心中的
刀》、《法国的黎明》和故事集《法国人的奴颜卑膝和伟大》等，鼓舞法国
人民奋起抗击侵略者。战后继续从事文学创作。

阿诺德（HenryHarleyArnold，1886—1950）美国将领。美国空军的创
建人，外号“哈普”（Hap），意为“福将”。毕业于西点军校、陆军工业学
院及陆军指挥参谋学院。早年从莱特兄弟学习飞行，1911 年正式成为飞行
员。历任航空兵联队长，陆军航空兵驻阿拉斯加部队指挥官。1938 年获少将
衔，升任陆军航空兵参谋长，参与制订大规模制造飞机和培训民航飞行员计
划。主张航空兵应脱离陆军成为独立军种，强调现代战争中空军制胜理论。
大战期间，历任美国陆军负责航空兵事务的副参谋长、陆军航空兵司令等职。
为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和美英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成员，负责航空兵的组织、
训练、装备及作战指挥事务。曾主持美国空运部队*飞越驼峰，对华运送战略
物资。1943 年率美英代表团访华，就援华物资运输，打通滇缅公路，发动缅
甸战役等事宜与蒋介石会商。在中国战区对日作战问题上，支持*史迪威对日
作战中保证地面部队战斗力的主张，反对蒋介石、陈纳德的空中行动方案。
曾出席卡萨布兰卡、德黑兰等盟国问重大外交会议。参与指挥盟国空军对德、
意等国的战略轰炸。1944 年底获五星上将衔。1944—1945 年直接指挥美国陆
军战略航空总队对日实施战略轰炸与原子弹轰炸。著有《空战》、《全球使
命》等。

阿提拉（Attila）德国占领法国非占领区的行动计划代号。1940 年 12
月 10 日，由希特勒签署的第十九号指令规定。后成为 1942 年 11 月实施的*
安东行动的原型。

阿登纳（KonradAdenauer，1876—1967）德国政治活动家。早年攻读法
律和政治学。1909 年起任科隆布副市长，1917—1933 年任市长。第一次世界
大战后参与领导天主教中央党，1920—1932 年兼任普鲁士国务委员会主席。
1928—1933 年又兼任普鲁士邦议会议长。1933 年因对纳粹主义持保留态度被
免除一切职务。1934 年因反对纳粹政权及同*施莱彻尔有联系而被捕，后获
释。*七·二○事件发生后再次被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于 1949—1963 年任
联邦德国总理。

阿切尔博（GiacomoAcerbo，1888—1969）意大利财政大臣。早年攻读
农学。1920 年 8 月加入法西斯战斗团，次年为议员。墨索里尼执政后，任副
国务大臣。1923 年起草新选举法（史称《阿切尔博法》），为国家法西斯党
在议会中占据多数席位创造条件。1929—1935 年任农业大臣。追随墨索里
尼，竭力鼓吹对外侵略扩张政策。1943 年 2 月调任财政大臣。后因对轴心国
前途丧失信心，在 1943 年 7 月 24 日法西斯大委员会会议上支持格兰迪动议。
曾被萨罗共和国的维罗纳法庭缺席判处死刑。战后又被意大利最高法院判处
30 年徒刑。在狱中服刑 2年后获释。

阿卡迪亚（Arcadia）意为“世外桃源”，第一次*美英首脑华盛顿会议
的代号。



阿号作战  1944 年日本制定与美国海军进行决战的作战计划代号。亦称
“A-Go”计划。1944 年 5 月 3 日，日本大本营以大海指令第三七三号下达以
此为代号的《联合舰队应遵循的当前作战方针》。其要点为，迅速集中决战
兵力，大致在 5月下旬以后，自太平洋中部方面至菲律宾及澳北方面（指澳
大利亚与菲律宾之间，从望加锡与龙目海峡至东经 140°的地区）的海域，
捕捉美国舰队主力。决战以第一机动舰队和第一航空舰队兵力为主，辅之以
基地航空兵力与局部地区的防工兵力，实行陆海军一体协同作战。参见“马
里亚纳群岛战役”和“马里亚纳海海战”。

阿托利科（BernardoAttolico，1880—1942）意大利外交官。初在大学
攻读法律。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席巴黎和会。1922 年起历任国联副秘书长、
驻巴西大使和驻苏大使。1935 年起任驻德大使，推行墨索里尼的对外扩张政
策，但对与德联盟持怀疑态度。支持*《钢铁盟约》的签订，然在*但泽危机
期间，力主意大利暂缓参战，并建议由墨索里尼出面调停，召开新的国际会
议，未果。1940 年 4 月回国，被解职。

阿米库齐（ErmannoAmicueei，1890—1955）意大利新闻记者。早年加
入国家法西斯党。1927 年创建意大利记者法西斯联盟，并担任书记。曾长期
主编《人民报》。1938 年起负责全国图书审查工作。大战爆发后，1939 年
11 月—1942 年 2 月任职团部副大臣，极力支持意大利的对外扩张政策。1943
年 7 月墨索里尼垮台后，出版《晚间快报》，追随墨索里尼，并为*萨罗共和
国的内外政策辩护，鼓吹镇压抵抗运动。战后坡逮捕判处死刑，后获大赦。
定居阿根廷。

阿克斯曼（ArthurAxmann，1913—）德国纳粹党青年领袖（1940—1945）。
早年学法律。1928 年组建*希特勒青年团威斯特伐利亚分部。1932 年在纳粹
党全国指导处负责重组基层青年组织。翌年任全国青年工作领导处社会办公
室主任。大战爆发至 1940 年 5 月在西线服役。1940 年 8 月接替*席拉赫任纳
粹党全国青年领袖。1941 年在苏德战场负伤，失去前臂。1915 年 4 月留守*
元首地堡，希特勒自杀后逃亡，不久被盟军捕获。1949 年被纽伦堡法庭判处
3年零 3个月徒刑。1958 年西柏林执行非纳粹化法时再次受审，罚款 3.5 万
马克后获释。

阿利卡塔（MarioAlicata，1918—1966）意大利抵抗运动战士。早年从
事文学评论。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1940 年加入意大利共产党，在米兰和
罗马从事地下活动，反对墨索里尼独裁统治。1942 年被捕，次年 8 月获释。
1943 年 9 月德军占领罗马后，积极参加抵抗运动，先后出版《意大利工人》、
《团结报》和《那不勒斯之声》等报刊，进行反法西斯宣传，动员人民参加
光复祖国的斗争。战后曾任议员。

阿拉里克（Alarich）1943 年 8 月德军从法国调兵至意大利的行动代号。
规定一旦意大利投降或转向盟国一方，德军即从法国调兵占领意大利。墨索
里尼政府垮台后，根据希特勒的命令，计划从法国调 7个师和从德国调 1个
师经阿尔卑斯山山口开进意大利。后根据代号*轴心的行动计划占领意大利。

阿南惟几（1887—1945）日本将领。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
早年在参谋本部供职。九·一八事变时任待从武官。七七事变时任陆军省人
事局长。1938 年 11 月出任第一○九师团长，率部入侵中国山西省。1939 年
10 月至 1941 年 4 月任陆军次官，参与一系列重要的战争决策。太平洋战争
爆发后出任侵占汉口的第十一军司令官。1943 年 5 月晋升大将。同年 11 月



任日本第二方面军司令官。调往太平洋战场，在新几内亚等地作战。1944 年
12 月出任航空总监兼航空本部长。1945 年 4 月就任最后一届陆军大臣，推行
本土决战计划，准备顽抗到底。在 8月 9日的御前会议上主张拒绝接受《波
茨坦公告》，实行“一亿玉碎”。10 日又发表布告，号召“将护持神州之圣
战战斗到底”。日本投降后畏罪自杀。

阿勃韦尔（Abwehr）德文“反间谍机关”的音译。德国军事情报机构。
1929 年由”施莱彻尔将国防部属下的情报机构合并而成。负责在国内外从事
军事谍报工作。纳粹党执政后常因争夺谍报工作控制权同*党卫队保安处和*
盖世太保发生冲突。1935 年起由*卡纳里斯任头目。1938 年改组成德国武装
部队最高统帅部侦察和反侦察局，但旧称继续沿用。参见“德国武装部队最
高统帅部谍报局”。

阿治依西（PompeoAloisi，1875—1949）意大利外交官。早年为海军军
官。1923 年起历任驻罗马尼亚、日本和土耳其大使。1932 年 7 月任外交部办
公厅主任，曾率代表团出席日内瓦裁军会议和国联会议。对外主张缓和与英
国的矛盾，阻止德国势力进入多瑙河流域和巴尔干地区。曾建议用肢解南斯
拉夫的办法来扩大意大利在巴尔于的势力范围，积极支持侵略埃塞俄比亚。
1939 年离开外交部，为参者员。大战时在海军部供职。

阿部信行（1875—1953）日本首相（1939—1940），将领。毕业于陆军
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曾参加日俄战争。历任参谋本部总务部长、陆军省军
务局长、陆军次官、第四师团长和台湾军司令官。1933 年晋升大将。1936
年编入预备役。1939 年 8 月 30 日继平沼骐一郎之后组阁。德国入侵波兰时，
声明不介入欧洲战争，专注于解决“中国事变”。起用*野村吉三郎任外务大
臣，推行对英美协调外交，同时策划建立汪伪政府，设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
扩大侵华战争。对内强化国家总动员法，力图统制价格、工资和对外贸易，
遭枢密院和外务省反对并引起军部不满。1940 年 1 月辞职，4月出任驻汪伪
政权“大使”，11 月签署*《日汪基本关系条约》，加紧对汪伪的控制。第
三届近卫内阁辞职后，支持内大巨木户幸一推荐东条英机组阁，加速发动太
平洋战争。1942 年任翼赞政治会总裁。1944 年任朝鲜总督。战后曾被指为战
犯，后未予起诉。

阿部胜雄（1891—1948）日本海军将领。毕业于海军兵学校和海军大学。
历任第二和第三舰队参谋、海军大学教官、海军省军务局第一课长。后又任
巡洋舰和航空母舰舰长。1938 年任军令部第三部部长。1939 年 10 月任海军
省军务局长，力主德日意三国结盟。1940 年 11 月作为三国同盟日方军事委
员，长驻德国，1942 年晋升海军中将。1944 年兼任驻*萨罗共和国武官。战
后回国。

阿萨尼亚（ManueIAza ayDíaz，1880—1940）西班牙政治家。早年在巴
黎学习法律，回国后当过官员、新闻记者和作家，有多部译著。1930 年组织
共和党反对里维拉（MigueIPrimodeRivera，1870—1930）将军的独裁统治和
阿丰索十三世（AlfonsoXIII，1886—1931 年在位）的君主政体。1931 年西
班牙爆发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新成立的临时政府中任陆军部长，10 月担任
总理，12 月共和国成立后任第一任总理至 1933 年。1935 年参与组织西班牙
人民阵线。1936 年 2 月人民阵线在选举中获胜后重新组织政府，推行某些社
会改革措施。同年 5月当选为总统。1939 年 2 月 9 日佛朗哥军队占领加泰罗
尼亚前夕流亡法国，2月 28 日在巴黎宣布辞职。



阿斯科利（MaxAscoli，1898—1978）意大利*马志尼协会主席。早年就
学于罗马大学，从事反对墨索里尼独裁制度的斗争。1929 年曾被捕。1931
年去美国。1939 年加入美国籍。团结旅美意大利进步人士，继续开展反对法
西斯主义的活动。曾参与马志尼协会的创建。大战期间，一度出任该协会主
席。虽主张反对法西斯，但拒绝吸收意共党员入会，削弱了联合斗争的力量。
与美国国务院某些负责官员过从甚密，曾在美国制定对意政策的过程中产生
一定影响。1942 年起转入美国政界活动。

阿登战役  盟军在阿登地区粉碎德军反攻的战役。诺曼底登陆后，盟军
顺利实施一系列进攻战役，逼近德国边境。1944 年深秋，盟军多次进攻齐格
菲防线受阻。希特勒错误估计形势，不顾西线德军将领的反对，决定在阿登
（Ardenne）地区美军薄弱防线上冒险反攻（行动代号为“秋雾”），企图直
趋列日和安特卫普，切断盟军补给线，促使英、美同德国单独媾和。德军极
力抽调部队，投入 24（一说 25）个师，其中 10（一说 7）个坦克师，但兵力
和兵器仍不足达成战役目标，突击集团所需燃料也仅够保障达到战役纵深一
半的行程。盟军对德军行动估计不足，在该地 115 公里宽战线上仅部署盟国
第十二集团军群的 5（一说 4）个师。希特勒原定 1944 年 11 月 25 日发动，
后推迟到 12 月 16 日。德国 B集团军群的第五和第六（党卫军）两个坦克集
团军和第七集团军，利用风雪掩护，在蒙绍（Monscbau）至埃希特纳赫
（Echternach）战线进行突击，冲破美军防线，于 24 日进抵迪南特（Dinant）
以东。德军进攻正面中央突入纵深 90 多公里，但两翼进展迟缓，形成凸形，
由此得名“突出部战役”。盟军最高统帅部采取果断措施，调整部署，利用
空中优势组织反突击，并增调援兵（至 24 日，兵力增至 24 个师，约 60 万人），
准备反攻。在此期间，德军牵制于围攻巴斯托尼（Bastog-ne）。1945 年 1
月 3 日盟军开始全线反攻，1月 28 日德军败退回边境。此役德军损失 9万（一
说 12 万）人，丧失了后备机动兵力，严重削弱其西线防御。盟军损失8.1（其
中美军 7.7）万人。

阿登高地（Ardenn）比利时南部高地，部分在卢森堡和法国境内。地面
大部平坦，高度多在海拔 400 米左右，然被马斯（Maas）河水系的深河谷切
割，使各种技术兵器、交通运输工具，特别是轮式车辆难以越野行进。1914
年，法军司令部曾计划经此推进突破德军中部防线，但来成功。1940 年 5 月，
德军却出人意料地自此实施主要突击，使英法盟军全线动摇。1944 年 12 月
—1945 年 1 月，德军再次在这里展开进攻战役。参见“法兰西之战”和“阿
登战役”。

阿布里阿尔（Jean-CharlesAbrial，1879—1962）法国海军将领。毕业
于法国海军学校。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1936 年擢升海军中将，指挥法国
地中海舰队。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负责保卫法国北部海岸。1940 年 5 月
出任北方海军司令，负责掩护敦刻尔克撤退。《贡比涅停战协定》签订后，
被维希政府任命为阿尔及利亚总督（1940—1941）。后任维希政府海军部长
（1942—1943）。法国解放后被捕。1946 年 8 月被判 10 年强制劳动，后提
前释放。

阿尔比纳帝（LeandroArpinati，1892—1945）意大利法西斯分子。当
过技工和电工。1919 年在博洛尼亚组织法西斯战斗团。1922 年进军罗马后，
任博洛尼亚地区国家法西斯党书记。1929—1933 年任内务副大臣，任内镇压
进步人士，竭力维护墨索里尼独裁制度。大战期间，1940 年起在军队中服役，



次年被解除军职，后曾与*博诺米及王室成员进行秘密接触，但未直接卷入
1943 年七月政变。墨索里尼垮台后潜往北方。1945 年 4 月博洛尼亚解放时被
游击队逮捕处死。

阿尔菲耶里（DinoAlfieri，1896—1966）意大利外交官。早年在米兰
组建法西斯团体。曾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1923 年加入国家法西斯党。1924
年为议员。1936 年任出版和宣传部大臣，配合侵略扩张政策，进行战争宣传。
1939 年 10 月改任驻梵蒂冈大使。1940 年 5 月起任驻德大使，致力于加强意
德同盟，曾说服墨索里尼脱离战争，试图为意大利弓找摆脱困境的机会，未
成。1943 年 7 月 24 日，在法西斯大委员会会议上支持格兰迪动者。后逃亡
瑞士，被*萨罗共和国维罗纳法庭缺席判处死刑。战后回国，依靠退休金度民
阿尔德里奇（JamesAldrldge，1918—）英国新闻记者和作家。生于澳大利亚。
1938 年定居英国。大战期间，长期任战地记者，深入各战场，撰写大量新闻
报道，同时进行创作。先后出版小说《光荣的事业》和《海鹰》，描述希腊
人民配合英军官兵英勇抗击德、意侵略军的业绩。战后仍从事新闻事业和文
学创作。另著有《关于许多人》、《外交家》和《沙漠里的英雄》等。

阿兰布鲁克（ViScountAlanbrooke,1883—1963）英国将领。早年曾在
伍尔威奇皇家军事学院学习。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1935 年获少将军衔。
1936—1937 年任军事训练主任。1938 年升为中将。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
任＊英国远征军第二集团军司令，率部在比利时和法国北部作战。＊敦刻尔
克撤退时负责掩护。1940 年 6 月指挥尚在法国的 15 万英国远征军，继续作
战至法国投降时撤返英国本上。同年 7月，接替*爱思赛德为英国本土防卫部
队总司令，组训部队，防备德军入侵。1941 年 12 月取代*迪尔任帝国总参谋
长至 1946 年。翌年6月又兼任参谋长委员会主席，成为丘吉尔的主要军事顾
问，参与重大战略策划和一系列重大战时国际会议。始终受到丘吉尔的器重。
1944 年获元帅衔。战后受封子爵。

阿加利佐夫（Филипп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Агальц
ов，1900—）苏联空军将领。1919 年加入俄共（布）党和红军。参加过国
内战争。1932 年列宁政治学院毕业后入空军部队。1934 年毕业于飞行员学校
训练班。参加过西班牙内战，1941 年 1 月任轰炸机航空兵团长。同年 8月调
任但波夫军事航空学校校长，1943 年 2 月任强击航空兵师长，参加库尔斯克
会战、强渡第聂伯河、利沃夫一桑多梅日等战役。1944 年 11 月任波兰混成
航空兵第一军军长。参加柏林战役。战后历任空军总监、副总司令和远程航
空兵司令等职。1962 年获空军元帅衔。

阿拉伯军团（ArabLegion）英国在外约旦组建的军队。英国为维护其在
外约旦及中东地区的殖民利益，于 1923 年建立。人数由 100 人逐步增加到 2
万多人，核心为由贝部因族上层组成的“沙漠部队”。1939 年英国人格拉布
（JohnBagotGlubb，1897—1986）出任司令，辅助近东英军参加大战。1941
年曾参加镇压*伊拉克反英政变和叙利亚境内反对维希政府军的战斗。战后于
1956 年被取缔，其大部官兵均编入约旦国民警卫队。

阿拉曼战役  1942 年 10—11 月英国第八集团军在北非对德、意军的进
攻战役，为扭转整个北非战局的转折点。阿拉曼（Alamein，一译“阿莱曼”）
为埃及北部滨海城镇，距亚历山大港约 100 公里，往南到难以通行的卡塔腊
洼地（QataraDepression）仅 60 公里。1942 年 6 月以来，英国第八集团军
固守于此，横断了隆美尔东进的道路。7—9月，双方多次交战，均未突破对



方防线。隆美尔部由于处在一条漫长而脆弱的补给线的未端，不断遭到英国
海、空军的袭击，处境极端困难；英军却不断得到大量增援，积聚力量。8
月中旬，*蒙哥马利接任英第八集团军司令。到 10 月初，英军已占绝对优势：
23 万人对大约 8万人（其中德军 2.3 万人），1200 辆坦克（其中半数是美国
新式重型坦克）对 540 辆（其中一半以上是意大利老式坦克或轻型坦克），
1200 架飞机对 35O 架。10 月 23 日晚，预定*火炬行动开始日前两周的月圆之
夜，英军以 1000 门大炮的密集轰击开始*捷足行动。恶战数日，英军虽未达
到突破德意军防线的目的，却使隆美尔部受到无法弥补的消耗。英军调整部
署后于 11 月 2 日实施*增压行动，向已经楔入敌阵的腰子岭（KidneyRidge）
方向集中攻击。4 日，英军 3 个装甲师穿过突破口，准备掉头北向包抄滨海
公路，截断敌军后撤之路；隆美尔遂下令撤退。年底，德意军 2万多人和 20
辆坦克的残兵退入的黎波里塔尼亚（Tripolitania）。蒙哥马利由于小心谨
慎及其他延误，未能追上或截住敌人。此役英军伤亡 1.35 万人，德意军伤亡
约 2万人，被俘 3万余人，北非战场主动权从此转入英军之手。

阿拉富佐夫（ВладимирАнтовновичАлафузо
в，1901—1966）苏联海军将领。1918 年参加海军。1920 年加入俄共（布）
党。国内战争期间在奥涅加湖区舰队参加作战。1923 和 1932 年先后毕业于
海军学校和海军学院。1937—1938 年曾参加西班牙内战。1938 年 5 月起任海
军总司令部副参谋长。1939—1940 年在波罗的海舰队参加对芬兰的战争。苏
德战争开始时为海军少将，曾代理海军总司令部参谋长职。1943 年调任太平
洋肌队参谋长。1944 年获海军上将衔，任海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参加第聂伯
河区舰队在柏林战役时的作战准备和指挥。1945 年 4 月调任海军学院院长。
战后曾任海军学院副院长。著有《德国海军学说》。

阿帕纳先科（ИосифРодионовичАпанасенк
о，1890—1943）苏联将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入沙俄军队，升至准尉。1918
年加入俄共（布）党和红军。参加过国内战争，任骑兵师长。1932 年伏尤芝
军事学院毕业后，任骑兵第四军军长兼政委，1935 年起历任白俄罗斯军区副
司令、中亚军区司令。1941 年 1 月出任远东方面军司令，获大将衔。1943
年 6 月调任沃罗涅日方面军副司令，在别尔哥罗德（Белгород）地
区的作战中负重伤，8月去世。

阿根廷政变  阿根廷右翼军人在 1943 年发动的政变。大战爆发后，阿
根廷宣布中立，*卡斯蒂略总统任内，对外奉行接近轴心国的政策，对内镇压
民主运动，激起社会各阶层不满并导致统治集团内部斗争加剧，由庇隆等人
组成的联合军官团于1943年6月4日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近郊的五月兵营策动
政变，迅速占领首都，并控制全国。此后由*拉米雷斯出任临时总统，并组成
政府，得到英、美两国承认。至 1944 年 1 月始与德国断交。

阿斯莫洛夫（АлексейНикитицАсмолов，1906
—1981）苏联将领。1928 年参军。1932 年加入联共（布）党。1939 年毕业
于伏龙芝军事学院。苏德战争爆发后即赴前线工作。在列宁格勒州执行组建
和领导游击队的任务。后相继担任西北方面军、西南方面军和乌克兰第三方
面军的军事委员会委员和游击运动总司令部代表。1944 年 11 月至 1945 年 5
月，在捷克斯洛伐克参加游击斗争，由捷共任命为捷克斯洛伐克游击运动司
令。1945 年获少将衔。战后在苏联内务部工作。1956 年转入预备役。

阿斯塔霍夫（ФёдорАлексеевичАсгахов，1892



—1866）苏联空军将领。早年当工人，应征人沙俄军队。1916 年毕业于卡恰
军事航空学校。1919 年入红军，参加国内战争。1931 年加入联共（布）党。
历任航空兵旅长、军长和军区空军司令等职。1940 年出任空军总部副参谋
长。苏德战争爆发后，任西南方面军空军司令（空军中将衔）。1942 年 5 月
起任空军副司令（至 1943 年）和民航总局局长（至 1947 年）。领导民航有
效地支援斯大林格勒会战和库尔斯克会战等。1944 年获空军元帅衔。1950
年退役。

阿卜社勒·伊拉（‘Abdul-llāh，1913—1958）伊拉克摄政（1939—1953）。
哈希姆家族的麦加艾米尔和汉志国王侯赛因·伊本·阿里（Husaynlbn‘Ali，
约 1854—1931）立子。1925 年随父到伊拉克。1939 年成为堂弟费萨尔二世
（FaysalII，1935—1958）的摄政。大战期间支持盟国。1941 年 1 月，拒绝
亲德、意的首相*拉希德·阿里解散国会的要求，并随即离开首都。同年 4
月，拉希德·阿里领导发动政变，一度被废。5 月英国派兵平息政变后，重
返巴格达。继续推行民族主义政策，并保持同西方的联系。1953 年任国王首
席顾问。1958 年在伊拉克革命中被杀。

阿尔布雷赫特（BertieAlbrecht，1893—1943）法国抵抗运动女战士。
原为工厂职员。法国败降后，投身抵抗运动，与弗雷内在里昂共建地下组织*
战斗。后又在巴黎建立战斗的分支，出版刊物，散发传单。宣传抵抗思想。
曾先后三次被捕。1943 年在狱中遇难。

阿尔卑斯据点（Alpenfestung）大战末期纳粹德国拟议中的最后抵抗据
点。由上萨尔茨山（Obersalzberg）防御工事组成，*卡尔登勃鲁纳负责作战
指挥。因 1945 年 4 月下旬希特勒决定留守柏林，未起作用。

阿尔捷米耶夫（ПавелАртемъичАртемъев，1897
—1879）苏联将领。1918 年参加红军。参加过国内战争。1920 年加入俄共（布）
党。1925 年高级边防学校毕业后，在内卫和边防部队任职。1938 年伏龙芝军
事学院毕业后，任内务人民委员部独立师师长。1941 年任该部的作战部队指
挥部部长（中将衔）。同年出任莫斯科军区司令（至 1953 年）。苏德战争爆
发后，兼任莫斯科防御区司令（1941—1943），获上将衔（1942 年）。战后
调任乌拉尔军区副司令、第一副司令。1960 年退役。

阿图岛登陆战  *阿留申群岛战役（1943 年）中美军的一次登陆作战。
1943 年 5 月 12 日，美军 1 个师约 1.1 万人在海军少将罗克韦尔
（FrancisW.Rockwell）指挥下，由大量舰艇、飞机支援，对阿图（Attu）岛
发动两栖攻击，日守军约 2500 人退据群山进行抵抗。日北方军和海军曾派出
增援部队，均被美舰队所阻。经半个多月激战，日军弹尽粮绝，在 5 月 29
日夜发起敢死队冲锋，到次日晨，除 28 人被俘 150 人撤走外，全军覆灭。美
军约伤 1200 人、亡 600 人。

阿维拉·卡马乔（ManueIAvilaCamacho，1897—1955）墨西哥总统（1940
—1946）。1914 年入伍。1932 年任陆军、海军部长，1937 年任国防部长。
大战爆发后不久被选为总统。采取亲美政策，对西半球防务持积极态度。1941
年 4 月曾建议中美洲各国团结一致，对付外来威胁。日本袭击珍珠港后，即
关闭德国在墨西哥领事馆，并冻结轴心国在墨西哥的资金。1942 年 4 月接受
美国的《租借法案》，5 月向轴心国宣战。翌年向美国提供大批劳工，并派
遣第二○一空军大队到远东作战。参与签署《联合国宪章》。战后继续从政。

阿斯克镇屠杀  德军在法国境内残杀平民的事件。阿斯克（Ascq）位于



里尔城近郊，为布鲁塞尔-里尔铁路线上一小站。1944 年 4 月 1 日深夜，党
卫队“希特勒青年”坦克师所部数百人，借口所乘火车发生出轨事件，大肆
屠杀该镇无辜平民。在屠杀中计有 86 人丧生，其中 20 余人为铁路员工。该
事件激起法国人民的极大愤慨。

阿尔汉格尔斯基（Алвксандр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А
рхан-Гельский，1892—1978）苏联飞机设计师。早年毕业于莫
斯科高等技术学校，曾获技术科学博士。1918 年起任中央流体动力研究所研
究员。成为*图波列夫的主要助手。参加苏联第一架全金属飞机和多种型号的
轰炸机的研制。1941—1945 年间从事批量生产*图-2 型轰炸机的研究和组织
工作。战后从事多种型号的“图”式喷气客机的研制。

阿尔萨斯-浩林旅（BrigadeAlsace-Lorraine）大战期间法国抵抗运动
的武装部队。1944 年夏在法国西南部组成，全旅共 2000 余人，大部均系阿
尔萨斯和洛林两地的流亡者，由*马尔罗指挥。该旅自西南经中央高地逐步向
前推进，转战法国东北地区。同年 9—10 月间，在早日山区血战，损失渗重。
旋又奉命驰援受到德军威胁的斯特拉斯堡。1945 年 2 月参加解放科尔马
（Colmar）的战斗。渡过莱茵河后，横穿巴登-符腾堡，配合盟军，进抵斯图
加特。此后即解散。

阿利阿克蒙防线  希腊北部防线。东起萨洛尼卡（Sa-lonika）地域的
阿利阿克蒙（Aliakimon）河口，折转北上至南斯拉夫边境，面向来自保加利
亚的入侵者以掩护希腊中部地区。参见“希腊之战”。

阿沙芬堡集中营  纳粹德国最早的集中营之一。1933 年建于德国巴伐
利亚的阿沙芬堡（Asoliaffenburg）镇。1933 年部分党卫队员在此杀害若干
犹太人后被地方当局逮捕，*希姆莱强调政府无权干预党卫队事务，使这些队
员免受处罚，因而开创了大规模屠杀无辜人民的先例。

阿纳姆空降战役  盟军 1944 年 9 月 17—26 日在荷兰实施的空降战役。
代号*市场，为*荷兰战役的组成部分。战役目标为夺取运河、马斯河、瓦尔
河及下莱茵河的 5座乔梁，建立一条至阿纳姆（Arnhem，荷兰东部城市）纵
深 30—90 公里的狭窄走廊，以配合代号*花园的地面部队进攻。由盟国空降
第一集团军（2个美空降师、1个英空降师和 1个波兰伞兵旅）实施。9月 17
日晨，以 2353 架飞机进行火力准备。同日中午，以 1544 架运输机和 491 架
滑翔机，从英国分两个航次伞降和机降第一梯队。翌日，再以 1360 架运输机
和 1203 架滑翔机空降第二梯队。共计空降 34876 人、火炮568 门、车辆1926
辆和物资 5227 吨。美军空降于韦赫尔（Veghel）和奈梅亨（Nijme-gen）地
区，于 9月 18、20 日先后与地面部队会合。英军空降于阿纳姆以西，被德军
分割包围。9月 21 日，波军伞降企图解救英军，未果。英军损失 7600 人，
残部于 25 日夜突围。此战为盟军最大的主降战役，但未完全达到预定目标。

阿肯色号战列舰（Arkansas）美国战列舰。1912 年开始建造，1926 年
改装。排水量 2.6 万吨，航速 21 节。配备12 英寸大炮 12 门，5英寸大炮 16
门。服役于大西洋舰队。大战初期，守卫美国东海岸。1944 年先后参加*霸
王行动和*龙骑兵行动。1945 年调赴太平洋海域对日作战，4月参加冲绳岛战
役。战后曾作为试验舰，参加1946 年 7 月在比基尼珊瑚岛海域的水下核试验
等。

阿留申群岛战役  太平洋战争期间日、美在阿留申群岛进行的两次战
役。（1）1942 年 6 月日军攻占阿留申群岛中基斯卡岛和阿图岛的战役。为



配合中途岛战役，分散美军兵力，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决定派
出由细董戍子郎海军中将指挥的北方舰队（包括龙骤号和隼鹰号 2艘航空母
舰、6艘巡洋舰、12 艘驱逐舰、6艘潜逛）进攻阿留申（Alentian）群岛。5
月 24—27 日由日本本土出发，6月 3日及 4日出动舰载机攻击荷兰港。5日
曾一度奉命停止攻击，南下增援*中途岛海战。6 日又奉命恢复攻击，7—8
日登陆并占领基斯卡（Kiska）和阿图（Attu）两岛。但日军在中途岛惨败，
此役已无战略作用。（2）美军收复阿留申群岛的阿图岛和基斯卡岛的战役。
战役开始前日守军为阿图岛 2500 人、基斯卡岛 6000 人、共有飞机20 架。美
军计划先实施*阿图岛登陆战，然后夺取基斯卡岛。战役由北太平洋部队司令
金凯德海军少将指挥，以 1个步兵师（1.1 万人），由 3艘战列舰、7艘巡洋
舰、19 艘驱逐舰和 1艘护航航空母舰、236 架飞机掩护和支援，于 5月 12—
30 日攻占阿图岛。随后美空军对基斯卡岛连续轰炸。7月 29 日，日军悄悄撤
离。美军未侦悉，继续轰作两周后，于 8月 16 日出动 3.5 万人上陆占领该岛。

阿尔特马克号事件  1940 年 2 月英国海军在挪威领海以武力拘捕德国
海军供应船事件。阿尔特马克（Altmark）号为德国海军供应船，大战初期伴
随德国*格拉夫·施佩号战列舰袭击英国商船，扣留有约 300 名英国海员。*
拉普拉培河口外海战后，该船在大西洋隐匿近两个月。1940 年 2 月 14 日该
船绕经冰岛-法罗群岛航线驶入挪威领悔，被英军飞机发现，遂逃入挪威约星
（J ssingfjord）峡湾。当英舰准备进湾时，2艘挪威炮艇表示已检查过该
船无武装和英俘，并已准许其通过挪威领海开往德国。英舰遂退出。2月 16
日丘吉尔以海军大臣身份下令英舰进湾，以武力检查和拘捕该船，救出 299
名被俘海员。挪威政府曾就此事抗议英国侵犯其领海。

阿拉巴马号战列舰（Alabama）美国战列舰。1896 年批准建造，二十世
纪初建成并服役。排水量 11557 吨，配备13 英寸大炮 4门。参加过第一次世
界大战，后经改装。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先后在大西洋和太平洋作战。1944
年 1 月参加马绍尔群岛战役，2月袭击日军特鲁克群岛基地，6月参加马里亚
纳群岛战役，10 月参加莱特湾海战。1944—1945 年参加菲律宾战役。

阿拉姆海尔发之战  1942 年 8—9 月*隆美尔企图突破英军可拉曼防线
的一次突击战。是年6月，隆美尔率德意军进抵阿拉曼与英军形成对峙僵局。
8 月中，隆美尔得到部分增援后，急欲展开新的进攻以摆脱僵持困境。此时
英军已得到更多的增援，并由”蒙哥马利接替*奥金莱克指挥。英军在预计德
军可能突击的防线南翼阿拉姆海尔发山脊（AlamHalfaRidge）一带加强防御。
8月 30 日晚，隆美尔以两个装甲坦克师按该路线发动突击，由于进攻中遇到
英军地雷场迟滞了推进速度，白天又遭到英国空军的猛烈轰作，加上燃料供
应不足，被迫于 9月 2日停止进攻，翌日开始后撤，至 6日退回原出发地。
此战德军损失 3000 人和大量装备，英军损失 1750 人。

阿斯图里亚斯起义  西班牙阿斯图里亚斯（Asturias，位于西班牙西北
部）工人的武装起义。1934 年 10 月 4 日，为抗议天主教人民行动党参加内
阁，西班牙共产党、社会党等左翼政党号召举行总罢工和武装起义。次日，
阿斯图里亚斯地区的矿工发动起义，随即占领米那雷斯、萨马-德-朗格雷奥、
拉费尔赫特等城市。后又占领首府奥维耶多，并建立省革命委员会。政府调
集军队镇压，起义军英勇抵抗至 10 月 20 日失败。牺牲 1084 人，受伤 2091
人，约 3万人被关进监狱。

阿道夫·希特勒防线（AdolfHitlerLinie）德军*古斯塔夫防线的后续



补充防御设施，横越利里（Liri）河谷，进一步阻断通向罗马的第六、第七
国家公路。

阿道夫·希特勒学校（AdoifHitler-Schule）纳粹德国培养干部的初
级学校。由*希特勒青年团直接领导。1937 年以后全国共设立 10 所，其中有
名的为不伦瑞克的“预科学校”。学生均从希特勒青年团所属少年队中的 12
岁儿童中选拔，主要审查项目为种族血统；白肤、金发、碧眼的儿童具有优
先权。学制 6年，进行军事和从事领导工作能力的训练，学生全部在校住宿，
并编成小队，在教官的监管下通过队际竞赛和集体评议从事斯巴达式的训
练。18 岁毕业后可进大学，少数“优秀者”则升入*骑士团城堡。

阿尔比马尔式轰炸机（Albemarle）英国中型侦察轰炸机。双引擎、双
尾、中单翼，以胶合板为外壳。自*蚊式飞机负担起侦察轰炸机的任务后，主
要被用于牵引滑翔机。能在 1.05 万英尺的高度作时速 265 英里的飞行。升限
1.8 万英尺。曾参加在西西里、诺曼底和荷兰等战役中的空降行动。战时共
生产约 600 架。

阿尔巴尼亚抵抗运动  大战期间阿尔巴尼亚人民反抗意、德占领的斗
争。1939 年 4 月意军入侵阿尔巴尼亚，*索古一世的政府不战而逃，人民自
发抗敌，终因力量相差悬殊，全国沦陷。1940 年 10 月底，爱国者在希腊组
成首批游击队。1941 年 11 月 8 日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在地拉那成立，霍查为
临时中央委员会负责人。至 1942 年 9 月阿共领导的游击队发动 30Q 余次军事
行动。9月 16 日，阿共倡议召开*贝萨会者，建立*阿尔巴尼亚民族解放阵线，
揭露意大利欺骗伎俩，排除*阿尔巴尼亚国民阵线的干扰破坏，进一步开展抵
抗斗争。1943 年 7 月 10 日，成立民族解放军总司令部，至意大利投降时已
解放大部分国土。同年 9月下旬，德军占领阿尔巴尼亚，随后解放军粉碎德
军冬季围攻。1944 年春，解放军反攻，迫近首都。5月在波尔梅特（Pёrmet）
召开*阿尔巴尼亚反法西斯民族解放代表大会，成立民族解放委员会，霍查任
主席。随即击退德军第二次围攻。同年 10 月 20 日，反法西斯民族解放会议
举行第二次会议，将民族解放委员会改为阿尔巴尼亚民主政府，霍查任总理。
同年 11 月 17 日解放地拉那，29 日全国解放。

阿尔巴尼亚国民阵线  阿尔巴尼亚反共民族主义组织。1942 年 12 月底
建立，由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的民族主义者组成。初颇有影响，后奉行反
共政策，拒绝与*阿尔巴尼亚民族解放阵线合作，并暗中勾结占领当局和傀儡
政府。1943 年起配合意大利占领军向民族解放军发动进攻，后又投靠德国占
领当局。1941 年冬瓦解。

阿尔布莱希特亲王街（PrinzAlbrechtstrasse）*盖世太保总部所在
地。后成为盖世太保总部的代名词。

阿拉伯国家联盟公约  又称《阿拉伯联盟公约》。1945 年 3 月 22 日在
开罗举行的阿拉伯国家（叙利亚、黎巴嫩、约旦、沙特阿拉伯、伊拉克和埃
及）会议上订立。也门未派代表出席，但后来也签了字。主要内容为：每一
个独立的阿拉伯国家都有权参加联盟；联盟宗旨是加强各成员国之间的关
系，实现各成员国之间的合作和捍卫其独立和主权，协调政策，全面考虑阿
拉伯国家的事务和利益；成员国在经济和财政、交通和邮电、文化、国籍、
护照、签证及执行判决和引渡、社会福利、卫生等方面进行合作。同年 4—5
月七国签署（也门在 1916 年 2 月）批准，5月 10 日起先后生效。

阿尔马维尔-迈科普战役  苏德战争前期苏军进行的防御战役，*高加



索会战的组成部分。1942 年 8 月 6—17 日，由*北高加索方面军实施。迈科
普（Mайкоп）油田区是通往图阿普谢（Tyaпce）和黑海的要道，德军
在此展开主要突击，试图分割围歼苏军主力。8 月 8 日，德军占领阿尔马维
尔（ApMавир），8 月 10 日又攻占迈科普和克拉斯诺达尔。此后苏军加
强抵抗，将敌人阻止于通往黑海沿岸山间道路的接近地，使德军未能达成预
定目的。

阿特兰底斯号武装快船（Atlantis）*德国袭击舰之一。原为货船，长
153 米，宽 18 米，总排水量 7860 吨，航速 17.5 节。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改
建成武装快船，装设 152 毫米火炮 6门，76 毫米火炮 1 门，双管 37 毫米防
空炮 2门，20 毫米自动炮 4门，两侧水线以下各装设鱼雷发射管 1个，携带
*磁性水雷 92 枚。1939 年 12 月入役，在大西洋航道上袭击同盟国商船。两
年里曾悬挂英、荷、日、挪等国旗帜，伪装成各国商船，共击沉 20 余艘同盟
国船只（总排水量 14 余万吨）。1941 年 11 月 22 日，在南大西洋为一艘德
国潜挺加油时被英国德文郡号巡洋舰击沉。

阿道夫·希特勒警卫旗队（Leibstandarte-ssAdoifhitler，缩写LAH）
希特勒卫队和党卫队属下的武装组织。原为“柏林党卫队本部警卫”，负责
总理府警卫和内勤事务，1933 年 9 月纳粹党纽伦堡代表大会期间扩充成现组
织，同年 11 月，全体成员宣誓效忠希特勒。由*狄特里希指挥，后成为党卫
队特别机动部队和武装党卫队的组咸部分。1934 年 6 月在清洗冲锋队的过程
中起主要作用。1935 年扩充到团的建制，大战初期发展成坦克师。后曾积极
参与进攻敦刻尔克和克里米亚地区。

阿尔巴尼亚民族解放阵线  阿尔巴尼亚共产党领导的反法西斯统一战
线组织。1942 年 9 月*贝萨会议上建立。团结社会各阶层，共同开展反对意、
德占领军及其傀儡政府和*阿尔巴尼亚国民阵线的斗争。1943 年 7 月建立民
族解放军总司令部。1944 年 5 月和 10 月相继成立以霍查为首的反法西斯民
族解放委员会和阿尔巴尼亚民主政府。在光复国土的斗争中发挥巨大作用。

阿尔戴阿蒂纳墓穴大屠杀  德军屠杀意大利人民的事件。1944 年 3 月
23 日德国党卫队在罗马城内遭伏击，死伤 33 人。希特勒和希姆莱下令按杀
死一名德军即处死 10 名人质的办法在 24 小时内进行报复。次日，335 名无
辜居民（年龄自 14 岁至 75 岁）在罗马近郊的阿尔戴阿蒂纳（Ardeatine）墓
穴集体惨遭杀害。德军随即将洞口封住以掩盖罪行。1944 年 6 月罗马解放后，
始被发现。罗马市民隆重举行悼念，并在洞口立碑纪念。

阿德米勒尔蒂群岛登陆战  又称“海军群岛登陆战”。美军在西南太
平洋的一次登陆战。为切断日军基地拉包尔与新几内亚之间的联系，并获取
良好的舰队停泊地，1944 年 2 月 29 日，西南太平洋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亲
率第一骑兵师 1000 余人对阿德米勒尔蒂（Admiralty）群岛之一部实施侦察
性登陆，当得悉驻岛日军防守力量薄弱时，即以船队运送主力部队登陆，当
日攻占机场。4000 余名日军虽组织多次反击，均无成效。3月底，美军控制
整个群岛，并迅速修筑军事基地，致使日军基地拉包尔陷于孤立。

阿尔巴尼亚反法西斯民族解放委员会  阿尔巴尼亚抵抗运动在解放区
建立的政权机构。1942 年 9 月*贝萨会议后，在*阿尔巴尼亚民族解放阵线领
导下于全国各地建立。该委员会在解放区的任务为：组织后方生产、支持游
击队，维护社会秩序；在敌占区的任务为：组织宣传鼓动，开展反对法西斯
占领军的斗争。1943 年 9 月民族解放阵线拉比诺特（Lobinot）会议批准民



族解放委员会章程，确定其作用和性质。1944 年 5 月*阿尔巴尼亚反法西斯
民族解放代表大会决定建立以霍查为首的中央政权机构（阿尔巴尼亚反法西
斯民族解放委员会）。同年 10 月，改组为阿尔巴尼亚民主政府。

阿尔巴尼亚反法西斯民族解放代表大会  阿尔巴尼亚反法西斯抵抗
武装力量举行的代表大会。1944 年 5 月 24—28 日在波尔梅特（Pёrmet）召
开，共有 186 名代表。大会选出最高立法机构——反法西斯民族解放会议，
并建立以霍查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反法西斯民族解放委员会，履行临时民主政
府的职能。大会决议：由阿尔巴尼亚人民决定未来政治制度，禁止索古家族
回国，并加强与美、英、苏的合作。

陈云（1905—）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之一。原名廖陈云。1925 年加入中国
共产党。曾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中共中央白区（指国民党统治区）
工作部部长。1934 年参加长征，北上抗日。1935 年 1 月在遵义会议上，支持
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旋被派往上海恢复党的秘密工作。同年 9月赴莫斯科，
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到延安，任中共中央组
织部部长，从事党的建设和党的干部工作。1944 年任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
任，主持陕甘宁边区的财经工作，推行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政策。1945 年
8 月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抗战胜利后曾任中共中央北满分局书记、
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
央副主席、中共中央纪委第一书记、中顾委主任，著作编入《陈云文选》。

陈仪（1883—1950）中国将领。字公侠。日本陆军上官学校毕业，后入
日本陆军大学深造。曾汪直系苏浙闽皖赣五省联军第一军司令。1926 年因响
应北伐军被孙传芳拘捕，后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九军军长。1931 年起任军政部
政务次长。1934 年初，任福建省政府主席。抗日战争初期任福建绥靖公署主
任，1937 年授中将加上将衔。1941 年日军占领福州，调任国民政府行政院秘
书长。1943 年任党政工作委员会考核委员会秘书长。1945 年夏兼任陆军大学
代校长。抗战胜利后，代表国民政府接收台湾，任台湾行政长官兼警备司令。
1947 年投二级上将衔。同年台湾爆发二·二八起义，被解职。1948 年任浙江
省政府主席。1949 年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前夕，酝酿接受中共和平解放
主张，经汤恩伯向蒋介石告密，被蒋下令逮捕，押往台湾。1950 年 6 月 18
日在台北被杀。

陈光（1907—1954）中国将领。192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军少共
国际师师长。1934 年参加长征，北上抗日。到陕北后任红一军团代理军团长。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三四三旅旅长、第一一五师代师长，
参与指挥平型关和晋西午城、并沟等战斗。1939 年初与罗荣桓率部挺进山
东，指挥陆房突闺和梁山等战斗，创建了山东敌后抗日根据地。1943 年 3 月
到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学习。解放战争时，任第四野战军副参谋长。1950 年任
广东军区副司令员兼广州警备区司令员。

陈诚（1898—1965）中国将领。字辞修，别号石叟。保定军校毕业。1924
年任黄埔军校特别官佐。后汪国民政府军第十一师师长、第十八军军长。九·一
八事变后，任第二路、第三路军总指挥，参加对中央苏区的“围剿”。1935
年授中将衔。次年加上将衔。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三战区前敌总司令兼第
十五集团军总司令，参加指挥*淞沪会战。1938 年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
武汉卫戍总司令兼湖北省政府主席，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参与指挥“武汉会
战。1939 年授二级上将衔。次年 7月调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1943 年 2 月任



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制订滇缅作战计划。不久因病辞职。1944 年任第一战
区司令长官、军委会军政部长。抗战胜利后，任国防部参谋总长，1947 年投
一级上将衔，1948 年 12 月任台湾省省长。国民党败退台湾后，任台湾当局
“行政院”院长、副“总统”，国民党副总裁。

陈策（1893—1949）中国将领。广东海军学校毕业。曾任国民政府军海
军第四、第一舰队司令及海军学校校长。九·一八事变后曾赴欧美考察，回
国后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海军部军令处长。抗日战争爆发时，任海军虎门
要塞司令，率海军参战，迎击日舰。旋任国民党驻港澳总支部主任委员兼国
民政府驻港军事代表，联络港澳华侨抗日。1941 年 12 月，日军进攻香港时
指挥海军抵抗负伤。1942 年授海军中将衔。抗战胜利后，以国民政府广州军
事特派员和广州市长的身分，入粤处理日本投降事宜。不久调任国民政府顾
问。

陈赓（1903—1961）中国将领。原名庶康。1922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黄
埔军校毕业。曾任红四方面军第十二师师长、彭杨步兵学校校长。1934 年参
加长征，北上抗日。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第三八六旅旅长，
东渡黄河进入山西抗日前线。曾参加*娘子关战役和创建晋东南抗日根据地。
1938 年率部转战冀鲁豫，先后指挥*神头岭伏击战、*响堂铺伏击战和*长乐
村战斗等。后又转战于平汉铁路中段、鲁西北和冀南平原，屡建战功。1940
年任太岳军区司令员，参与指挥*百团大战。1941 年任太岳纵队司令员，率
太岳区军民多次粉碎日军的“扫荡”，为巩固和发展*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作
出重大贡献。1943 年 11 月赴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学习。解放战争时期，任第
二野战军第四兵团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
总参谋长兼军事工程学院院长、国防部副部长。1955 年授予大将军衔。

陈群（1890—1945）汉奸。字仁鹤。日本明治大学毕业。曾任国民党中
央执行委员、首都警察厅长。抗日战争爆发后叛国投敌，任伪*中华民国维新
政府内政部长。参与同日本政府签订密约，出卖华中主权。1940 年 3 月汪伪
国民政府成立后，历任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内政专门委员会主任、行政院
内政部长、江苏省长兼省保安司令，为日本侵华政策效劳。1941 年兼任清乡
委员会委员，宣扬“清乡救国”。1944 年冬调汪伪考试院院长。日本投降后，
在南京寓所畏罪自杀。

陈箓（1877—1939）汉奸。字任先，号止室。法国巴黎大学毕业。曾任
北洋政府外交部次长、驻法全权公使。抗日战争爆发后叛国投敌。1933 年 3
月与*梁鸿志等策划组织*中华民国维新政府，任外交部长。参与同日本政府
签订密约，出卖华中主权。同年 12 月参与策划同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合并，
任南北伪政权统一组织“中华民国政府联合委员会”委员。次年 2月，在上
海寓所被国民党军统人员暗杀。

陈毅（1901—1972）中国将领。字仲弘。1919 年赴法勤工俭学。1923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 年参加领导湘南起义，与朱德率部上井冈山与毛泽
东会师。曾任红四军军委书记、红二十二军军长。1934 年中央红军主力长征
后，留守江西苏区，任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坚持三年游击战争。
抗日战争爆发亏，任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率部挺进苏南，开辟茅山抗日
游击根据地，直逼上海近郊。1939 年任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指挥，率部在宁、
沪之间打击日伪军。陈毅继又率苏南主力部队渡江北上，任苏北指挥部指挥，
联络友军和开明士绅，打击反共的国民党顽固派，指挥*黄桥战役，创建苏北



抗日根据地，打开了华中抗战的新局面。1940 年 11 月任华中总指挥部代总
指挥。*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代理军长，重建新四军军部，与刘少奇等坚持
敌后抗战，巩固和扩大华中抗日根据地。1943 年底奉命赴延安。抗战胜利后，
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国务院副总理、
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兼任外交部长。1955 年被
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

陈士榘（1909—）中国将领。192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一军团司
令部作战科科长。1933 年入红军大学学习。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第一
一五师第三四三旅参谋长，参与指挥*平型关战斗。1938 年起率部转战晋东
南，后任晋西支队司令员，参与开辟晋西抗日根据地。1940 年率部进入山东，
任第一一五师参谋长、滨海军区司令员，领导军民开展抗日游击战，巩固和
发展了鲁中南抗日根据地。1943 年指挥部队攻克赣榆县城，全歼日伪守敌。
解放战争时期，曾任第三野战军参谋长兼第八兵团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司令员。1955 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陈大庆（1905—1973）中国将领。字养浩。黄埔军校毕业。九·一八事
变后，任国民政府第八十九师第二六五旅旅长，率部“围剿”中央苏区。抗
日战争爆发后任第十三军集四师副师长、师长，参加南口战役。1938 年春率
部参加台儿庄战役，旋即奉命西撤。后参加武汉保卫战。同年 10 月起，先后
任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第一期总队长和西北游击干部训练班第一期教育长。
1941 年 2 月改任第二十九军军长，驻防河南。1943 年 2 月任第三十一集团军
副总司令。次年升任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兼鲁苏豫皖边区副总司令，参与指
挥鄂北、豫南会战。1945 年授中将衔。抗战胜利后，曾任京沪杭警备副总司
令兼淞沪警备司令。大陆解放后去台湾。曾任台湾当局“国家安全局局长”、
“国防部长”。

陈公博（1892—1946）汉奸。1920 年北京大学毕业。1921 年参加中共
一大。次年脱离共产党。曾任国民政府实业部长，国民党中央党部民众训练
部长、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1938 年底随汪精卫逃离重庆，叛国投敌。次年
当选为汪伪国民党中央常委。1940 年 3 月起，历任汪伪国民政府立法院长、
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政治训练部部长、上海市长。1944 年 11 月汪精卫死
后，任伪国民政府代主席、行政院长、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坚持卖国政策，
为日本侵华战争效劳。抗战胜利后逃亡日本，不久押返中国，被国民政府判
处死刑，在苏州处决。

陈再道（1909—1993）中国将领。192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四方
面军第四军军长。1935 年参加长征，北上抗日。到陕北后入抗日军政大学学
习。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第三八六旅副旅长，参加娘子关
等战役。后任东进纵队司令员，率部挺进冀南，扩大抗日武装，创建和发展
冀南抗日根据地。1940 年任冀南军区司令员，领导根据地军民开展反“扫荡”
和反“蚕食”斗争。解放战争时期，曾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二纵队司令员、
河南军区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武汉军区司令员、铁道兵司
令员。1955 年被授予上将军衔。陈光甫（1881—1976）中国银行家。名辉德，
字以行。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毕业。曾任中央银行常务董事、交通银行董事、
上海银厅公会主席。九·一八事变后任国民政府财政委员会委员。大量发行
公债，为蒋介石筹措“剿共”战争经费。抗日战争爆发后，被聘为国民参政



会参政员。1938—1940 年，先后代表国民政府与美国签订桐油借款、滇锡借
款、钨矿借款，总额达 7000 万美元。1941 年任中美英平准基金委员会主任，
利用职权，通过买卖外汇和购运进出口物资牟取厚利。1944 年与*张嘉璈等
创办中国投资公司。抗战胜利后，曾任国民政府委员。上海解放前夕去香港。
1954 年去台湾。

陈安宝（1891—1939）中国将领。字善夫。保定军校毕业。曾任国民政
府军第七十九师师长。抗日战争爆发后率部参加*淞沪会战。日军在金山卫登
陆后，率部在浙江平湖以东布防，阻击敌人西进。1938 年春在嘉湖、德清、
崇德等地收编地方武装，开展抗日游击战争，8 月升任第二十九军军长兼第
七十九师师长。9 月上旬，奉命驰援德星公路友军主力，与日军第一○一师
团激战于隘口以东，持续作战一个月，毙伤敌人甚多。1939 年 3 月，布防抚
河及鄱阳湖一带。5月 3日率部反攻南昌日军，6日前往前沿阵地督战时殉国。
后被国民政府追赠为上将。1983 年 12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追认他为
“革命烈士”。

陈伯钧（1907—1974）中国将领。1926 年入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习。
192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十五军军长、红五军团参谋长。1934 年参加
长征，北上抗日。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第一二○师第三五九旅旅长，
出师山西抗日前线，参与创建晋西北抗日根据地。1938 年起任抗日军政大学
训练部部长、晋察冀抗大第二分校校长、军事学院副教育长，致力于培养抗
日军政干部。1942 年后任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员、陕甘宁晋绥联防
军副参谋长。抗战胜利后，曾任东北军政大学教育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曾任高等军事学院院长。1950 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陈纳德（ClaireLeeChennault，1890—1958）美国将领。第一次世界大
战时入美国陆军航空兵部队服役。曾任驱逐机大队指挥官和飞行教官。1937
年退役后到中国，任中国国民政府空军顾问，协助训练中国空军。1941 年组
织*美国授华志愿航空队（又称*飞虎队）对日作战，至 1942 年 7 月，该队击
落日机近 300 架。同年重入美军服役，获准将衔，任驻华美国空军司令。1943
年 3 月后改任*美国第十四航空队少将司令，指挥中缅战区的对日空战。曾主
持美国空运部陈纳德队飞越喜马拉雅山，对华运送战略物资等。在对日作战
战略上，与驻华美军司令史迪威发生分歧，主张用空中力量摧毁日本军事工
业设施以赢得战争胜利，得到蒋介石支持。1945 年退役后组建中国民航公
司，帮助国民党政府空运军队以发动内战。著有回忆录《一个战士的道路》
等。

陈果夫（1892—1951）中国国民党中统局首脑。原名祖焘。南京第四陆
军中等学堂毕业。1911 年加入中国同盟会。曾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抗日
战争爆发后，任国民政府中央政治学校教育长，负责培训科以上官员。1939
年后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三处主任，主管国民党高层人事考核、分
配事宜。与其弟陈立夫共同掌管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即中
统），是国民党 CC 系首领之一。1944 年任中国农民银行董事。1945 年任国
民党中央政务委员会主席。同年秋任中国农民银行行长。1948 年夏去台湾，
任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中央银行理事。

陈明仁（1903—1974）中国将领。字子良。黄埔军校毕业。曾任国民政
府军师长，参加对鄂豫皖苏区的“围剿”。1935 年入陆军大学深造。1936
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后方整训部队预备第二师师长。1942



年 3月任第七十一军副军长。次年加入*中国援缅远征军。1944 年底参加*缅
北战役，在围攻松山日军的战斗中，率部阻击日援军。1945 年 1 月，在进攻
畹町时力克日军防守的回龙山要塞。同年 6月升任第七十一军军长。抗战胜
利后，历任第七兵团司令官、华中“剿总”副总司令兼湖南省政府主席。1947
年授中将衔。1949 年 8 月与程潜在长沙率部起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曾任湖南省军区副司令员、全国政协常委。1955 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陈绍禹（1904—1974）原名陈韶玉，又名王明。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同年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九·一
八事变后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推行“左”汉冒险主义，对革命事业造成
极大危害。1935 年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根据大会精神为中共中央
起草《八一宣言》，号召全国同胞团结一致，共同抗日。抗日战争爆发后回
国，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推行右倾投降主义，使抗日力量受到损失。后
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法律委员会主任。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后，曾任政务院政法委员会副主任。1956 年去苏联就医。病死于
莫斯科。著有《中共五十年》。

陈绍宽（1888—1969）中国海军将领。字厚甫。1907 年毕业于马尾水师
学堂。曾任国民政府海军部部长。1935 年授海军一级上将衔。抗日战争爆发
后，指挥封锁以江阴要塞为中心的南京上海间长江水道。1938 年起任军事委
员会海军总司令、最高国防委员会委员。抗战胜利后，代表中国海军出席在
美国*密苏里号战列舰上举行的盟军对日受降仪式。1946 年为中国代表之一
出席联合国第一次大会。后退休回闽。1949 年福州解放前夕，通电拥护中国
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福建省副省长、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
会中央副主席。

陈荣久（1904—1937）中国将领。原在东北军当兵。九·一八事变后举
行抗日起义，任抗日救国军新编第五连连长。1933 年 2 月率部参加共产党领
导的抗日救国游击军，任军部副官。同年 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 年任东
北人民革命军第四军代理政委，加强部队政治教育和整训工作。同年秋赴莫
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36 年回国，在虎林、饶河地区创建东北抗日联军第七
军，任军长兼弟一师师长。争取和收编反日山林队，扩大抗日武装力量。1937
年春，指挥所部在饶河县西北小南河打退敌“讨伐队”的数次围攻，击毙日
军参事官以下 30 余人。后在掩护部队转移的战斗中牺牲。

陈铭枢（1889—1965）中国国民党民主派人士。字真如。保定军校肄业。
曾任国民政府第十一军军长、广东省政府主席、京沪卫戍司令。九·一八事
变后任行政院副院长兼交通部部长。支持第十九路军的淞沪抗战。1933 年与
李济深、蒋光鼐等人发动反蒋抗日的福建事变，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
府，任国府委员兼文化委员会主席。失败后避居香港。抗日战争爆发后，任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上将参议官、国际反侵略大会中国分会主席、国民外交
协会主席。1938 年，与余汉谋等人在粤组织民众自卫队。参与组织中国民主
政团同盟和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主张团结抗日，积极进行抗日民主运动。
抗战胜利后，参加发起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任中央常委。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

陈锡联（1914—）中国将领。1930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四方面军
第十师师长。1935 年参加长征，北上抗日。到延安后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第三八五旅第七六九团团长。1937 年



10 月 19 日率部取得了*阳明堡奇袭的胜利。继又在晋东南参加神头岭、响堂
铺等战斗。1940 年任第三八五旅旅长兼太行军区三分区司令员，率部参加*
百团大战。以后领导太行地区军民开展反“扫荡”斗争。解放战争时期，曾
任第二野战军第三兵团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国人民解放
军炮兵司令员兼炮兵学院院长、沈阳军区司令员。1955 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陈嘉庚（1874—1961）爱国华侨领袖。早年在新加坡经营橡胶业，曾任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协理。1919 年创办厦门大学。九·一八事变后，发起召开
新加坡侨民会议，号召侨胞出钱出力，抵制日货，支持国内抗日救亡运动。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南洋华侨总会主席。1938 年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在国
民参政会上提出“敌人未退出我国以前，公务员谈和平便是汉奸国贼”的提
案，获得通过。同年10 月在新加坡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
侨总会），任主席。力主团结抗日，认捐巨款和募捐衣物药品，支援国内抗
战。1940 年 3 月率“南洋华侨慰劳团”回国慰劳抗日将士，并专访延安。1941
年 12 月任新加坡华侨抗敌后援会主席。1942 年新加坡沦陷后避居爪哇。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席。

陈翰章（1913—1940）中国将领。九·一八事变后在吉林参加抗日救国
军，任前方司令部秘书。1932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 年，任教国军总司令
部秘书长，曾以特派员身份到北平（今北京）、天津进行抗日宣传活动。1935
年后，历任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第二师参谋长、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第二
师师长、中共南满省委委员、道南特委委员，发动和组织抗日游击战争。1937
年七七事变后，曾配合关内作战，率部攻打日军据点，破坏铁路桥梁，炸毁
飞机场、仓库等日军军事重地，给敌人以沉重打击。1939 年任抗联第一路军
第三方面军指挥，率部活动在镜泊湖、敦化、安图、桦甸、额穆地区，频繁
打击敌人，取得很大胜利。1940 年 12 月 8 日，在吉林镜泊南湖头（今黑龙
江宁安县）与日军作战时牺牲。

陈璧君（1891—1959）汉奸。字冰如。汪精卫妻。1907 年参加中国同盟
会。曾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九·一八事变后支持蒋介石不抵抗政策。抗
日战争爆发后，宣扬民族失败主义。1938 年随汪精卫叛国投敌。1940 年 3
月汪伪国民政府成立后，历任伪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中央政治委员
会指定委员、广东政治指导员，为日本侵华战争效劳。抗战胜利后，被国民
政府判处无期徒刑。1949 年起监押于上海市监狱。

陈庄战斗  1939 年八路军在河北省灵寿县对日军的一次战斗。是年 9
月 25 日，日军独立混成第八旅团一部和警备队伪军共 1500 余人，由灵寿县
出动，向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腹地陈庄进犯，企图捣毁八路军后方机关。26 日，
日军占领陈庄。八路军第一二○师和军区部队，在贺龙指挥下以少数兵力袭
扰阻滞，集中主力在日军必经的东西寺家庄和冯沟里地区没伏。28 日，日军
撤离陈庄，进入伏击圈，八路军发起猛攻，经 2昼夜血战，共歼敌旅团长水
原义重以下 1280 人，俘虏 16 人，巩固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

努里·赛义德（Nurias-Said，1888—1958）伊拉克首相（1938—1940，
1941—1944）。早年在土耳其接受军事教育，并服役。1920 年后先后任伊拉
克陆军参谋长、国防大臣。1930 年起历任首相、外交大臣和参议院议长等职。
为亲英派。大战爆发后，于 1939 年 9 月 5 日与德断交。1940 年因亲德派势
力增长，下野。1941 年 10 月，国内反英政变被镇压后复任首相，翌年 2 月
又兼国防大臣。任内与日本和法国维希政府断绝外交关系。1943 年 1 月向德



国和意大利宣战。1944 年 1 月与苏联建交。战后继续任首相。1958 年伊拉克
革命时被击毙。

邵家庄伏击战  1938 年八路军在山西省广灵县对日军的一次伏击战。
是年秋，日军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发动围攻。10 月底，日军北线指挥官、
独立混成第二旅团长常冈宽治到前线晋战。10 月 28 日，八路军第一二○师
第三五九旅在广灵以南的邵家庄进行伏击，歼日军 500 余人，击毙常冈宽治。
随后又在蔚县、涞源之间的明堡再次伏击敌运输队，歼日军大队长以下 400
余人、击毁汽车 35 辆，打退了围攻根据地的北线之敌。

纳西（GuglielmoNasi，1879—？）意大利将领。1919 年起在驻利比亚
意军中服役。1925 年起历任驻法武官、陆军学院教官、昔兰尼加意军参谋长
和副总督。1935 年起任驻利比亚意军司令。次年 6 月改任哈拉尔（Harar）
总督。1939 年为意参议员出任东非副总督，屠杀当地人民。大战期间，任东
非东战线司令。1940 年 8 月率军入侵英属索马里，被击退。次年 2月调任东
非西战线司令，屡被击败。1941 年 11 月，在贡德尔（Gondar）率所部 2.3
万余人向英军投降。战后，1948 年埃塞俄比亚政府指控其犯有战争罪行。

纳尔逊（DonaldMarrNelson，1888—1959）美国企业家，官员。早年从
事工业和工业协会事务。1940 年入财政部任职，负责采办物资。1941 年任工
业生产管理局优先供应与分配署署长。1942—1944 年任战时生产局局长。
1943—1944 年曾以罗斯福总统特使身份率美国战时生产代表团访问苏联和
中国。曾协助中国国民政府建立战时生产局，并组建中美联合生产委员会。
战后，担任电影生产独立协会主席等职。

纳粹党（Nazi-Partei）*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的简称。
纳粹主义（NaziSmus）*民族社会主义的简称。
纳尔瓦战役  苏德战争后期苏军发动的进攻战役。1944 年 7 月 24—30

日，由*列宁格勒方面军实施。苏军一部从纳尔瓦河右岸登陆场出击，另一部
同时强渡纳尔瓦河，从南北两翼对德军集团形成合围，于 7月 26 日凌晨攻占
重要交通枢绍纳尔瓦（Hapba），并继续向西推进 20 公里，为尔后在波罗的
海沿岸地区实施进攻创造了有利条件。

纳粹集中营（Konzentrationslager，缩写 KL 或 LZ）通称“集中营”。
纳粹德国宣传中称“国家劳动改造营”。纳粹政权关押、虐待和屠杀进步人
士、战俘、犹太人和外国公民的场所。受党卫队控制，先后由*艾克、*格吕
克斯和波尔（OswaldPohl，1892—1951）总管。1933 年 3 月首建*达豪集中
营，以后逐年增加，大战期间增至 30 余座，另有1000 多个拘留站和灭绝站。
1941 年夏部分改为灭绝营。1942 年 3 月起由于德国劳动力缺乏，归党卫队经
济和行政管理处管辖，改以奴役为主，屠杀略有减少。监禁者分为四类，各
在左胸和右裤腿（奥斯威辛集中营在左臂）佩带不同标记：政治犯，即反纳
粹党的人士、被开除的纳粹党党员、破坏外汇管理者、“敌台”收听者等，
均佩戴红色三角；“低等种族”分子，主要为犹太人和吉普赛人，犹太人佩
戴黄色六角星，其中触犯种族法者佩戴带黑边的绿色或黄色三角，吉普赛人
佩带褐色三角；刑事犯，佩戴绿色三角，内分“有期预防性拘留者”（BV）
即有前科累犯者，和“保护性拘留者”（SV）即还在服刑的囚犯：“懒惰分
子”，佩戴黑色三角，其中同性恋者佩戴粉红色三角。外籍人以字母为标记。
被囚禁的人数无从统计。估计约有 700—1100 万人被杀害于集中营。

纳尔维克之战  挪威战役中主要战斗之一。纳尔维克（N rvik）位于



挪威北部，为不冻港，是瑞典那利瓦勒（G llivare）铁矿石的主要输出口
岸。1940 年 4 月 9 日，德军 2000 人突袭得手。但随后英国海军在附近水域
重创德国舰队。14—17 日英国步兵 1个旅在城郊登陆集结，加上原驻防该地
的挪军余部，盟军占有明显优势，却未趋势立即进攻。5月初，盟军在中部*
特隆赫姆之战中失利后，再将战斗重心转回纳尔维克，增派法、波军，总兵
力达 2万亲人，在一支强大舰队支援下，于 5月 12 日发动进攻。德军守备部
队约 5000 人，处境危急。然其时法国局势恶化，盟军已无心恋战，为改善撤
退条件，于 5月 28 日强攻入城，旋即于 6月 5—7日登船撤离。留下的挪威
军队于 6月 10 日被迫投降。

纳粹反犹主义  纳粹德国迫害和屠杀犹太人的理论和政策。由于宗教和
经济原因，欧洲早在中世纪就出现反犹思潮和行动。随着十九世纪民族思潮
的兴起，种族主义者开始对反犹活动作理论解释。希特勒后在*《我的奋斗》
一书中详述了反犹理论。他鼓吹雅利安-北欧日耳曼人是一切高级人类的创始
者；优等种族创造高级文化的基础是征服并利用犹太人和斯拉夫人等劣等种
族；雅利安-北欧日耳曼人是文明的创造者和维护者，犹太人是文明的破坏
者，缺少真正的文化并破坏宿主的机体；犹太人是十足的中间商，不从事生
产劳动而剥削和欺诈诚实的雅利安人；共产主义运动破坏民放团结，它是犹
太人理论学说的产物并在社会民主党犹太领袖的领导下开展；劣等种族繁殖
力强，按自然发展进程，最后会把优等种族排挤到次要地位，必须采取措施，
限制其数量。纳粹党执政后，即把反犹定为国策。1983 年 3 月起对犹太人横
加摧残，4月 1日宣布禁止犹太人经商，6月 30 日颁布*《雅利安条款》。1935
年 9—11 月颁布反犹的*《纽伦堡法》。1938 年起逼迫犹太人流亡国外。大
战爆发后，纳粹德国加紧排犹屠犹。1939 年 10 月起在占领区设置“犹太人
隔离区”。1941 年底，希特勒要求对犹太人进行*最后解决。1942 年春在波
兰境内设置*灭绝营，开始大规模残杀犹太人。纳粹反犹主义导致无数犹太人
的死亡，遭到全世界人民的谴责和反对。

纳粹党内法庭（Parteigerichte）德国*纳粹党控制党员的主要工具。
1921 年成立，初仅作为一般的裁决委员会，后权力日益扩大。设置于大区
（Gau）一级。任务系保证纳粹党维持北欧日耳曼种族的纯洁性，镇压犹太人、
共产党人和“自由主义者”等“国家的敌人”。有权用失业、降低社会地位
和监禁等手段威胁和惩处党员。最高头目为纳粹党首席法官布赫
（WalterBuch，1883—1949）。

纳尔逊号战列舰（Nelson）英国战列舰。1927 年建成。排水量 3.39 万
吨，最大航速 23 节。装有 9门 16 英寸火炮，12 门 6 英寸火炮，6门 4.7 英
寸高射炮，2个 24.5 英寸鱼霍发射管和 1 架飞机。大战初期在英国*本土舰
队服役。1942 年 8 月赴地中海执行增援马耳他的护航任务（代号*基石）。
1943 年参加支援盟军对西西里岛和意大利的登陆战役。同年 9 月 28 日，意
大利*巴多里奥在该舰签署投降书。不久调回本土水域。1944 年参加诺曼底
登陆战役。1945 年被派往远东对日作战。

纳罗福明斯克战役  苏德战争前期苏军进行的防御战役，*莫斯科会战
的组成部分。1941 年 12 月 1—5 日，由西方方面军中央部队实施。德军从两
翼迂回莫斯科的计划被挫败后，企图在纳罗福明斯克方向作最后的突击。德
军曾局部强渡纳拉（Hapa）河，但无法扩大突破正面，并随即被苏军的反突
击击退至纳拉河对岸出发阵地。



纳尔奇克-奥尔忠尼启则战役  苏德战争中期苏军进行的防御战役，*
高加索会战的组成部分。1942 年 10 月 25 日至 11 月 12 日，由*外高加索方
面军北集群实施。德军从马尔戈别克方向突向格罗兹尼（ГpobhЫй）石油
区的企图破产后，遂转而从纳尔奇克（Haπьчик）-奥尔忠尼启则（Op
джoннKид3e）方向进攻，10 月 28 日占领纳尔奇克，11 月 2 日前出至
奥尔忠尼启则接近地。苏军集中兵力以强大反突击阻止了敌人，并于 11 月 6
—12 日围击德军突击集团，迫使其转入防御，放弃了突向主要石油区的企
图。

纵横字谜（Crossword）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美、英与驻意大利德军秘
密谈判的代号。1945 年 2 月负责指挥纳粹德国驻意部队的党卫队将领*沃尔
夫，通过意大利中间人同美国驻瑞士情报机关联系，谈判有关驻意德军单独
投降事宜。美、英以此为代号，采取行动。3 月 8 日在苏黎世由美国战略情
报局瑞士站站长*杜勒斯与沃尔夫首次会谈。3 月 19 日由英军将领艾雷
（T.Airey）和美军将领*兰尼兹尔与沃尔夫再次会谈。此事曾遭苏联政府强
烈谴责。未获成功。

纽伦堡法（NurnbergerGesetze）全称《关于公民权和种族的纽伦堡法》。
纳粹德国迫害犹太人的法律。由 1935 年 9 月 15 日颁布的《德国公民权法》
和《德意志血统及荣誉保护法》以及同年 11 月 14 日颁布的《第一次补充法
令》构成。规定犹太人不得成为德国公民，不得担任公职，已任公职者应于
1935 年 12 月 31 日起退职；禁止犹太人同德意志人和其同种血统的人通婚或
发生非婚的性关系：禁止犹太人雇用 45 岁以下的德意志及其同种血统的女性
国民从事家务劳动；禁止犹太人升德国国旗。后又颁发了 13 次补充法令。该
法律是纳粹德国反犹活动的一个重要标志。

纽伦堡审判  1945 年 11 月 20 日—1946 年 10 月 1 日*欧洲国际军事法
庭在德国纽伦堡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主要战犯的控告和审判。根据 1943
年 10 月*《苏美英三国关于德国暴行的宣言》及 1945 年 8 月*《波茨坦协定》，
苏、美、英、法于同年 8月 8日在伦敦签署了《苏美英法关于惩处成犯的协
定》及其附件《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宪章》，设立欧洲国际军事法庭，以控告
和审判德国主要战犯。同年 10 月 18 日，由苏、美、英、法备指派检察官一
人组成的捡察与起诉委员会在柏林向法庭提出起诉书，指控戈林等 24 人犯有
策划、发动和进行侵略战争，犯有破坏和平罪，犯有反人道罪、战争罪；纳
粹党的领导机构等 6个组织为犯罪组织。10 月 29 日法庭在纽伦堡公布*《国
际军事法庭程序规则》，受权审理被告。11 月 20 日起，法庭在纽伦堡开庭。
由英国代表劳伦斯（Geoffrev 纽伦堡审判中的纳粹德国战犯（后座两排）
Lawrence）大法官主持。共举行了403 次公审。起诉当局所指定的 33 名证人
口头提出了对各被告个人的证言；辩护方面，有 61 名证人提出证言，另有
143 名证人提出书面证言。证据审查以及辩护与起诉代表的发言于 1946 年 8
月 31 日结束。法庭驳回了被告人提出的主要辩护。10 月 1 日法庭对 24 名被
告中的 22 名（莱伊在狱中自杀，古·克虏伯因身体和精神状况停止审判）宣
布判决：戈林、里宾特洛甫、凯特尔、卡尔登勃鲁纳、罗森堡、弗兰克、弗
里克、施特菜彻、绍克尔、约德尔、赛斯-英夸特、鲍曼（因未缉拿归案，缺
席判决）12 名为绞刑；赫斯、霍德尔和丰克为无期徒刑：施佩尔、席拉赫为
20 年徒刑，牛赖特为 15 年徒刑，邓尼茨为 10 年徒刑；沙赫特、巴本、弗里
茨彻无罪释放。此外，宣告纳粹党的领导机关、秘密警察（盖世太保）和保



安勤务处、党卫队为犯罪组织。苏联法官对宣判被告沙赫特、巴本、弗里茨
彻无罪，判赫斯无期徒刑以及不宣告德国政府、参谋本部及国防军最高统帅
部为犯罪组织的判决，表示反对，并在判决书中保留了自己的意见。绞刑判
决于同年 10 月 16 日在纽伦堡监狱执行。

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  即“欧洲国际军事法庭”。



八画

[一]

武士敏（1892—1941）中国将领。字勉之。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毕业。
曾任西北军第一旅旅长。1936 年参加张学良、杨虎城发动的*西安事变，擢
升第一六九师师长。抗日战争爆发后，率部东渡黄河，开赴山西、河北抗日
前线，与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并肩作战，屡建战功。1938 年 4 月，在太行区反
日军九路围攻时，率部扼守子洪口要隘，与日军第一○九师团血战数昼夜，
歼敌数百人。1939 年 7 月，在沁源县天神山设伏，击败进犯白晋路的日军。
同年 10 月升任第九十八军中将军长。1941 年 9 月参加中条山战役，29 日在
沁水县东峪、西峪与日军激战时殉国。

武元甲（1911—）越南将领。早年参加反对法国殖民统治的斗争。1938
年加入印度支那共产党。大战爆发后，1940 年流亡中国。后回国组织人民武
装，开展游击战争，打击法国殖民政权和日本侵略军。1942 年指挥向南方进
军的先锋队深入越南南方，扩大*越南独立同盟在湄公河三角洲的影响。1914
年 12 月在越北组建*越南解放军宣传队”（越南人民军的前身之一），并任
越北解放区党委书记。1945 年参加*越南八月革命，为起义委员会主席，率
军解放河内。9 月任临时政府内务部长。战后曾任越南人民军总司令、中央
军委书记等职。授大将衔。著有《人民战争和人民军队》等。

武藤章（1892—1948）日本将领。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曾
留学德国。历任参谋本部德国班班长、陆军省军务局军事课员。1936 年任关
东军参谋，积极主张武力进攻中国。次年七七事变后，任华中派遣军副参谋
长。后转任华北方面军参谋长，1938 年升少将。次年任陆军省军务局长。主
张对美强硬，积极参与策划发动太平洋战争。1941 年晋升中将。太平洋战争
爆发后任近卫第二师团长。后升任第十四方面军参谋长，参与指挥*菲律宾战
役。在占领苏门答腊和菲律宾期间，大肆虐待、杀害战俘和居民。战后于 1948
年作为甲级战犯，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

武汉会战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军队在武汉地区抗击日军进攻的战略性
战役。1938 年 4 月日本大本营决定进行攻占武汉的作战，以图摧毁中国政府
继续抗战的核心基地，早日结束侵华战争。*徐州会战结束后，6月 7日起日
军即沿长江两岸和大别山北麓分别西进，并以海军溯长江而上配合作战，连
陷安庆、舒城、桐城、潜山、马当、彭泽、湖口等地，夺取进攻武汉的前进
基地。6 月中旬中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制定保卫武汉的作战计划，以主力
部署于外线，利用鄱阳湖、大别山和长江两岸丘陵湖沼逐次抗击和消耗日军；
为此新编*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防守长江以南，以自徐州方面后撤的*
第五战区部队（7 月中旬起由白崇禧指挥）防守长江以北，共 124 个师、40
余艘舰艇、100 余架飞机（包括*苏联援华空军志愿队），约 100（一说 75）
万人，蒋介石自任总指挥。7 月上旬日军调整部署，增兵至 12 个师团、120
余艘舰艇、500 余架飞机，约 25（一说 35）万人，由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烟俊
六指挥。7月 23 日起日第十一军司令官冈村宁次率 4个师团，沿长江两岸向
武汉方向进击；南岸日军经激战攻占九江、瑞昌后，于 8月下旬在马头镇、
箬溪一带受阻；北岸日军占领黄梅后在广济、武冗受阻。与此同时，日第二
军司令官*东久迩宫稔彦率 4个师团由合肥出发，分两路沿大别山北麓和淮河



南岸进击武汉方向，遭中国军队节节阻击，至 9月中旬攻占商城、潢川、罗
山。沿长江西进之日军经激战付出重大伤亡后，相继突破中国守军防线，9
月 14 日陷马头镇，29 日占田家镇，10 月 5 日陷箬溪，19 日占浠水。至 10
月中旬，北面之日军占领信阳，切断平汉铁路，并在武胜关方向越过铁路线
向应山、安陆迂回武汉；南面之日军也在贺胜桥、咸宁附近切断粤汉铁路，
武汉处于包围之中。加之此时在广东沿海登陆的日军攻占广州。蒋介石遂于
10 月 24 日下令放弃武汉，长江南岸部队撤向湘北及鄂西，北岸部队撤向鄂
北。日军于 25 日夜进入汉口，26 日占武昌，27 日占汉阳。此次会战日军伤
亡 3万多人，损失飞机 78 架、舰艇近 30 艘。此后日军被迫停止战略进攻。

武汉空战  中国空军在*武汉会战中抗击日机空袭的空战。主要有 3次。
1938 年 2 月 18 日，日军轰作机 12 架在 26 架歼击机掩护下进袭武汉，中国
空军第四大队 29 架飞机升空迎战，击落日机 16（一说 14）架。中方大队长
李桂丹以下 5 人牺牲。4月 29 日，日军佐世保第十二航空大队飞机 39 架再
袭武汉，中国空军2个大队 67 架飞机起飞迎击，击落日机 21 架。5月 31 日，
中、日两国空军三度在武汉上空较量，中国空军击毁日机 15 架，自身仅损失
2架。

武部六藏（1892—1958）日木官员，“满洲国”国务院总务长官（1940
—1945）。1918 年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后入内务省。历任秋田县知事，1935
年来华，任关东局司政部长，翌年 4月升关东局总长，1939 年任企划院代理
总裁。1910 年 7 月起任“满洲国”国务院总务长官，总揽“满洲国”事务。
任内制定所谓《治安维持法》、《思想矫正法》、《时局特别刑法》等法令，
残酷镇压中国东北人民和掠夺资源。日本投降后被苏军俘虏，后引渡予中国
政府。1956 年 7 月被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判处 20 年徒刑，同年
因病假释回国。

武藤信义（1868—1933）日本将领。毕业于陆军士宫学校和陆军大学。
早年参加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后历任驻俄武官、参谋本部课长、师团
长、参谋本部次长和东京警备司令官。1926 年升大将，任关东军司令官。次
年任教育总监。*五·一五事件后引咎辞职。后参与炮制“满洲国”，并再度
出任关东军司令官兼驻“满洲国”大使和关东厅长官，成为“满洲国”的太
上皇。1933 年晋升元帅。同年病死。

武装党卫队（Waffen-SS）德国*党卫队的下属组织和武装部队。1933
年 3 月希特勒建立柏林党卫队本部警卫作为其私人卫队，9 月扩充为*阿道
夫·希特勒警卫旗队。同时，各地党卫队的武装小组改组成*政治戒备队，陆
续扩展至营、团建制。为发展纳粹党本身的武装力量，1934 年底希特勒指令
希姆莱将党卫队武装组织合组成“党卫队特别机动部队”1938 年 8 月改现名。
1940 年 8 月特别机动部队督察处改称武装党卫队作战指挥部，希姆莱任总指
挥。大战爆发前其主要作战力量为 4个团，后发展至 39 个师，近 100 万人，
内含 16 个坦克师和摩托化师。大战后期，由于德国人力紧张，开始组建荷兰、
挪威、比利时、匈牙利、乌克兰等外籍师，并为德国师招募外籍人。其官兵
长期受纳粹主义毒害，极端顽固。所属师团曾入侵欧洲各国，参加多次重要
战役，在荷兰、法国和苏联等地的战事中起过较大的作用。战后，同党卫队
一起被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宣布力犯罪组织。

武藏号战列舰  日本战列舰。为*大和号战列舰的姊妹舰。1937 年由三
菱长崎造船所开始建造。1942 年 8 月竣工。标准排水量 6.4 万吨，舰长约 260



米，最高航速 27 节，装备 460 毫米火炮 9 门（三联装），306 毫米火炮 12
门。长期泊驻于本土基地。1944 年 6 月参加菲律宾海海战。同年 10 月，为
执行*捷号作战，在缺乏航空兵掩护的情况下进击莱特湾。10 月 24 日在锡布
延海遭约 200 架美军舰载飞机 6次攻击，被多枚鱼雷和炸弹击中后沉没。

青狐（Blaufuchs）德国为发动侵苏战争而实施的一项行动代号。德军
最高统帅部为在苏联的北极地区作战，于 1941 年 5—6 月间组建步兵第三十
六军并通过波罗的海将其从德国和挪威调往芬兰。

青年工场（ChantiersdelaJeunesse）法国*维希政府的劳动组织。为安
置大批复员青年，于 1940 年 7 月 31 日建立。至同年9月已建成 31 个劳动营
地。共分6个区（里昂、克莱蒙费朗、图卢兹、蒙彼利埃、马赛和阿尔及尔），
每区下辖 8—10 个劳动组合，每组合1500—2200 人。参加者主要从事工农业
劳动，被灌输忠于贝当和所谓*民族革命的思想。初属陆军部管辖，德军占领
法国全境后，其活动受到限制。1943 年，大批工人被送往德国强迫劳动。1944
年 6 月 9 日解散。

青年近卫军  苏联卫国战争时期在德军占领的克拉斯诺顿（кpacнo
дoн）市活动的地下共青团组织。1942 年 7 月底成立，共约100 名成员（其
中 20 名联共[布]党员），受当地地下党组织领导。进行反对德国占领者的活
动。后因叛徒告密，1943 年 1 月初大部分成员陆续被捕，并遭杀害。1943
年 9 月 13 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授予其 5名成员“苏联英雄”称号，其
他成员也被授予各种勋章和奖章。作家法捷耶夫根据他们的事迹创作了长篇
小说《青年近卫军》。

青年抗日先锋队  简称“青抗先”。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敌后抗
日根据地建立的青年武装组织。1940 年前后，由各根据地青年救国会动员 16
—23 岁的青少年组成。平时维护根据地的治安，站岗放哨，除奸防匪，保护
群众生产；战时负责坚壁清野，救护伤员，运输弹药，侦察通讯，破坏交通，
进行游击战、地雷战、地道战等，配合八路军作战；并动员和组织广大青年
参加八路军，成为人民抗日军队的重要后备队。

现购自运（CashandCarry）美国 1937 年和 1939 年*《中立法案》中对
交战国贸易的原则，即“现金购货，运输自理”。初由参者员*奈等在 1936
年一项中立法草案中提出，目的是限制美国直接同交战国的贸易联系，但未
正式通过。1937 年 5 月，罗斯福总统委托参者员*皮特曼等起草新中立法案
时，沿用这一原则。规定凡运往交战国的美国货，不得由美国船只运送，交
战国必须支付现金。此条款有利于欧洲的英、法，在远东则有利于日本。1939
年 11 月 3 日通过的新中立法，取消对军火的禁运，对军火供应也实行此原则。
英法等国因此可以得到美国军火，但同时也消耗了它们的黄金储备。1940 年
12 月丘吉尔向罗斯福呼吁，英国将无支付能力，翌年 3月美国国会通过*《租
借法案》取代了此原则。

坦内尔（VainoTanner，1881—1966）又译“唐纳”。芬兰外交部长（1939
—1940）。早年留学德国。加入芬兰社会民主党，1907 年被选入芬兰议会。
1920 年曾参加同苏俄签订和约的谈判。以强烈反苏而闻名。历任总理和财政
部长。1939 年 10 月，以财政部长身份赴莫斯科，与*巴锡基维一起同苏联谈
判交换领土等问题。同年 11 月苏芬战争爆发后，出任外交部长，持对苏强硬
路线。辞去外长职后，历任社会福利、商业和财政部长直至 1944 年 8 月。战
后于 1945 年 11 月，在芬兰进行战争罪行的审判时被捕并受审。翌年 2月被



判处 5年半徒刑。1949 年提前释放，并重返议会，仍为社会民主党领袖。
坦普勒（GeraldWalterRobertTempler，1898—1979）旧译“田普勒”。

英国将领。曾受教于桑德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和参谋学院。参加过第一次世
界大战。1938 年任职于陆军部情报部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赴法作战，
自 1940 年开始历任旅长、师长，1943 年 10 月—1944 年 9 月率部在意大利作
战。因受伤退出战斗活动。1946—1950 年任职陆军部和帝国总参谋部。1952
—1955 年任马来亚高级专员期间，镇压当地民族解放运动。1955—1959 年任
帝国总参谋长。领元帅衔。

坦克制胜论  亦称“坦克战争论”或“机械化制胜论”。强调坦克（机
械化）兵独立作战具有决定战争胜负能力的军事理论。最早由英国的*富勒在
1919 年出版的《1914—1918 年战争中的坦克》一书中提出。认为坦克是决定
性的力量，依靠少而精的机械化军队，实施突然而有力的突击，可迅速突破
敌方防线，深入敌方纵深，取得战争胜利。随后，奥地利的艾曼斯贝格
（Eimansberger，1878—1945）在 1934 年出版的《坦克战》和德国的*古德
里安在 1939 年出版的《注意！坦克！》中，进一步发挥这一理论，主张组织
独立的坦克兵团，在空军支援下密集使用坦克进行大纵深作战，强调陆军其
他兵种只是保障坦克的行动和利用坦克的胜利。此理论成为德国*闪击战战略
思想来源之一。

坦能堡司令部  战时希特勒的野战司令部之一。1939 年秋建造，位于
德国黑林山弗洛伊登斯塔特（Freude-nstadt）以西地区，为纪念第一次世界
大战初期坦能堡（Tannenberg）战役，故名。规模较大，主体建筑在地下。
1940 年 6 月 28 日—7月 6日使用。

耶顿（IvanYeaton）美国军人。大战初期，任驻苏陆军武官，被认为是
苏联事务专家。苏德战争爆发后，曾发回大量态度悲观的报告。1941 年*霍
普金斯访苏时，参与军需供应谈判等活动。后获上校衔。受*魏德迈器重，在
魏氏出任中国战区美军司令后，于 1945 年初被调到中国，接任美军驻延安观
察组（*迪克西使团）组长。任内追随赫尔利等人扶蒋反共。战后支持蒋介石
发动内战。

耶舒恩纳克（HansJeschonnek，1899—1943）德国空军将领。第一次世
界大战期间由陆军转入空军。三十年代初在国防军总参谋部工作。后任空军
总参谋部作战处处长，1938 年 2 月升任空军总参谋部指挥部主任。1939 年 2
月任空军总参谋长，同年 8月晋升空军少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参与策划
和指挥主要空战战役。在*不列颠之战中主张轰炸伦敦住宅区。1941 年 5 月
指挥*克里特岛战役。1942 年 4 月晋升空军上将。1943 年 8 月因作战失利而
自杀。

若槻礼次郎（1866—1949）日本首相（1926—1927，1931）。1892 年
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后入大藏省，历任主税局长、大藏次官，并两次入阁任
大藏大臣。1916 年与加藤高明组建宪政会，任副总裁。1924 年任加藤高明内
阁内务大臣。1926 年加藤死后继任总裁，并第一次组阁。1930 年作为首席全
权代表出席伦敦海军裁军会议，签署《伦敦海军公约》。次年 4月就任立宪
民政党总裁，并第二次组阁。九·一八事变后，声明采取不扩大方针，与军
部产生分歧，同年 12 月辞职。被列为重臣，对南进方针持有异议。战后曾被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传讯，并出庭作证。著有《古风庵回忆录》。

英埃（塞俄比亚）协议  大战期间英国和埃塞俄比亚签订的两个协议。



（1）1942 年 1 月 31 日签订于亚的斯亚贝巴。主要内容为：正式废除英国在
埃塞俄比亚享有的治外法权；英军有权继续留驻境内，并协助埃塞俄比亚军
队的现代化；英国负责为埃塞俄比亚政府派遣专家和顾问。（2）1944 年 12
月 19 日签订。主要内容为：英国完全承认埃塞俄比亚的主权；英国在适当的
时候将向埃塞俄比亚政府移交吉布提-亚的斯亚贝巴铁路；但英军仍有权留驻
其境内。

英斯基普（ThomasWalkerHobartlnskip，1876—1947）英国自治领事务
大臣（1939—1940）、最高法院院长（1940—1946）。毕业于剑桥大学。1899
年获律师资格。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海军做情报分析工作。1918 年当选为
保守党下院议员。1922 年起先后任副检察长和首席检察长。1936—1939 年任
国防协调大臣。1939 年起任自治领事务大臣。1940 年为最高法院院长，1946
年去职。

英德宣言  张伯伦和希特勒在 1938 年 9 月 30 日*慕尼黑会议结束后单
独会谈中签订的宣言。由张伯伦起草并主动要求希特勒签署。声称“英德关
系对两国和欧洲具有头等重要意义”；强调*《慕尼黑协定》和*《英德海军
协定》是两国“不彼此开战的愿望的象征”；宣布采取协商方式解决一切其
他问题以“保证欧洲和平”。是日，张伯伦从慕尼黑返回伦敦时，手中挥舞
此宣言，作为他从德国赢得“一代和平”的象征；而希特勒却视之如同废纸。

英国远征军（BritishExpeditionaryForces，缩写 BEF）英国派往海外
（除印度、埃及等英国殖民地和附属国以外）作战的战略战役军团。根据 1908
年的规定，由本土正规军组成。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曾组建和派赴法国作战。
1939 年再次组建，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9个师陆续开赴法国，由*戈尔特
任司令，协同法军驻守法国北部。1940 年 5 月德军在西线大举进攻后，主力
向比利时境内推进。色当之战后遭德军包抄后路，被迫于 5月 27 日至 6月 4
日实施敦刻尔克撤退。此后英国从本上又调派 2个师到法国，与残留部队合
计约 15 万人，由*阿兰布鲁克指挥，在布列塔尼半岛一带协同法军防守。6
月 17—18 日法国投降时再次大规模撤返英国本土。

英国突击队（Commandoes）战时英国特种部队。1940 年 6 月英国为本
土防御和对西欧海岸德军进行突袭之需而组建。曾称“豹子”，后定名“突
击队”。用于本土防御的为具有高度机动性的“豹子旅”（约 9个）。用于
对德军进行突袭作战的突击队，由*莱科克负责组建，从陆军、伞兵和海军陆
战队中抽调精锐人员，装备新式轻武器，每单位 250—1000 人，能独立作战，
共约 1万人。曾广泛用于中近东、北非、巴尔干和西欧、北欧的各种登陆战
和突袭行动。其中包括 1941 年 11 月突袭隆美尔司令部，1942 年 2 月袭击布
伦埃瓦（Bruneval）雷达站，3月袭击圣纳泽尔水闸和 8月*迪耶普袭击等。

英帕尔战役  侵缅日军进攻印度东北部的战役。1943 年 9 月初，日本
大本营批准此战役，并将该战役称为“乌号作战”。1944 年 2 月 11 日，第
十五军司令官牟田口下令所属第十五、第三十一和第三十三师团开始实施。
日军遭到英印军队的抵抗和*温盖特空降部队的袭击，但仍于 3月 15 日渡过
亲敦江，4月初进入英帕尔（Imphal）平原，并完成对英帕尔的合围。4月 6
日，日军进占科希马。为阻止日军深入印度东北地区，英美向中国国民政府
要求从云南出兵牵制日军，并向英帕尔地区迅速增援。4 月中旬，盟军增至
12 万人，发起反攻收复科希马。5月中旬，日军在英帕尔西南 20 公里处发动
猛攻，激战月余，未有进展。6 月初，日第三十一师团在盟军打击下被迫后



撤；22 日，日军在英帕尔附近阵地被突破。次日第十五军司令部要求停止“乌
号作战”，7月 10 日获南方军司令官寺内寿一批准。7月中旬，日第十五军
全线溃退，因纪律败坏和遭盟军追击，8 万余人仅 3 万人撤回亲敦江东岸。
此战动摇了日军在缅甸的地位。

英美西协议  1944 年 4 月底英国、美国和西班牙在马德里签订的协议。
主要内容为：西班牙政府应减少对德国战略物资的出口，关闭德国在丹吉尔
的领事馆，驱逐轴心国派驻西班牙及西班牙领地的某些人员，释放拘留在西
班牙的意大利船只，以及召回*蓝色师团的残余；美、英则增加对西班牙的石
油和石油产品的供应。该协议反映了西班牙统治集团为摆脱自身困境，改变
亲德立场而采取接近盟国的外交步骤。

英日天津事件  1939 年英国和日本在华的冲突事件。1939 年 4 月中国
爱国志士在天津英租界刺杀一汉奸，日本借此制造事端。6月 14 日，日军对
天津英租界实行封锁。7 月日本外务大臣有田八郎和英国驻日大使克莱琪
（RobertLeslieCraigie，1883—1959）在东京就天津事件进行谈判，缔结*
《有田-克莱琪协定》。随后，英当局将在天津租界被捕的 4名中国爱国志士
引渡给日本占领军。9月初天津英租界的英国驻军 500 亲人撤离天津。9月底，
日军在天津英租界搜捕“反日分子”。天津事件以英国的妥协退让而告平息。

英国广播公司（BritishBroadcastingCorporation，编写 BBC）英国政
府控制的广播公司，1922 年成立，领导机构为英王任命的管理委员会，1939
—1945 年鲍威尔（AllanPowell，1876—1948）任主席。大战期间，接受英
国外交部、新闻部和军方的直接指导，组织对英军的广播，同时对本国居民
进行大规模的宣传工作。 *不列颠之战时，由记者普里斯特利
（JohnBoyntonPrlestley，1894—1984）主持新闻广播后的结束语讲座，极
大地鼓舞了英国人民的士气，公司下属的各个电台虽屡遭敌机破坏，但从未
停止广播。1939 年 12 月起，用 14 种外国语对敌占区人民报告新闻，澄清纳
粹国家宣传机构散布的谣言，并呼吁各国人民进行抗击法西斯的斗争。1943
年广播语种增加到 22 种，扩大了对反法西斯国家的宣传影响。同时还配合*
英国特别行动执行局，通过电码向各地的抵抗运动下达指示。欧战结束后，
公司对国内外的广播逐步转入常规。

英国东方舰队（EasternFleet）英国海军战略战役编队。以新加坡为基
地。大战初期，仅有少量巡洋舰和驱逐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菲利普斯
出任司令，率旗舰*威尔斯亲王号战列舰等前往增援，拥有 2艘战列舰、8艘
巡洋舰和 13 艘驱逐舰。1941 年 12 月在马来海战中受重创，菲利普斯阵亡。
1942 年 3 月，调 H舰队司令*萨默维尔继任司令，重新加强，辖 3 艘航空母
舰、5艘战列舰、7艘巡洋舰、16 艘驱逐舰，以科伦坡、亭可马里和*T 港为
基地。1942 年夏秋，太平洋战局稳定后，所辖主要舰艇被抽回大西洋与地中
海。1943 年意大利投降后，又陆续从地中海获得舰挺加强。1944 年 4 月辖 2
艘航空母舰和 3艘战列舰。同年秋，*弗雷泽接任司令，进一步从英国本土舰
队获得舰艇加强。同年 11 月 22 日正式改编为英国太平洋舰队。

英国战时内阁（WarCabinet）大战期间英国的最高军政领导机构。1939
年大战爆发后于 9月 4日成立。决定有关战争的一切重大问题，包括确定战
略方针、组织战时经济、动员人力和资源以及决定有关自治领和殖民地的防
御和武装力量建设。但不具体干涉军事行动，一切有关作战的军事行动均由*
英国参谋长委员会负责，遇有较大问题或意见分歧则召开战时内阁的国防委



员会会议讨论。战时内阁成员包括张伯伦（首相）、查特菲尔德（国防大臣）、
丘吉尔（海军大臣）、霍尔-贝利沙（陆军大臣）、伍德（空军大臣）、哈里
法克斯（外交大臣）、西蒙（财政大臣）、霍尔（掌玺大臣）、汉基（不管
大臣）、艾登（自治领事务大臣）、安德森（内政大臣）等 11 人。每天举行
会议，常有三军参谋长等列席。1940 年 5 月 10 日，丘吉尔接替张伯伦任首
相后，其成员改为 5人，即丘吉尔（首相兼国防大臣）、张伯伦（枢密院长，
逝世后由安德森接任）、艾德礼（掌玺大臣）、哈里法克斯（外交大臣、翌
年 1月由艾登接任）、格林伍德（不管大臣）。后又相继增加比弗布鲁克（飞
机生产大臣）、贝文（劳工与兵役大臣）和伍德，共 8 人。1942 年 2 月 19
日，进行改组，成员为丘吉尔、艾德礼（副首相兼自治领大臣）、克里普斯
（掌玺太臣兼下院议长，同年 11 月因与丘吉尔发生分歧而辞职，由内政大臣
莫里森接替）、安德森（枢密大臣）、艾登（外交大臣）、利特尔顿（生产
大臣）和贝文（劳工大臣），共 7 人。1945 年 7 月 26 日，丘吉尔下台后结
束。

英法联合草案  纳粹德国占领法国前夕，英国和法国的联合方案。由英
法经济合作委员会提出，经英国内阁讨论，并由戴高乐于 1940 年 6 月 16 日
通过电话告知法国政府。主要内容为英、法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法兰西不
列颠国家”；建立一个单一的战时内阁，作为最高军事指挥机构，统率英、
法全部武装力量；同时合并两国武装部队。该草案带有趁火打劫性质，未被
法方接受。

英波互助协定  大战前夕英国和波兰签订的协定。1939 年 3 月 31 日，
英国向波兰提供保证后，两国政府曾就同盟问题进行具体磋商。8月 25 日最
终签订此协定，主要内容为，如缔约一方受到“一个欧洲大国”的侵略，或
认为必须“使用其武装部队”消除面临的威胁（第二条第一款），或把“对
另一个欧洲国家的独立或中立”的威胁作为宣战的理由时（第二条第二款），
缔约的另一方均应提供援助。秘密议定书中明确规定：“一个欧洲大国”系
指德国，第二条第一款适用于但泽，第二条第二款则适用于比利时、荷兰和
波罗的海三小国。9月 1日德国大举进攻波兰，英国据此于 9月 3 日对德宣
战，但并未采取积极措施援助波兰。

英勇号战列舰（Valiant）英国战列舰。1915 年建成，1937—1939 年改
装。排水量 3.1 万吨，最大航速 24 节。装有 8门 15 英寸火炮，20 门 4.5 英
寸火炮和 4架飞机。大战初期在英国*本土舰队服役，担负护航任务。
1940 年参加挪威战役。同年 6月编入新组建的*H 舰队，随即参加攻击米尔斯
克比尔港的法国军舰。1941 年调入*英国地中海舰队，参加马塔活角海战和
克里特岛战役。同年12 月泊于亚历山大港时，被意大利潜艇人工操作鱼雷重
创。修复后，1942 年夏被派往印度洋加强*英国东方舰队。同年底调回地中
海。1943 年参加西西里和意大利登陆战役。后又重返印度洋对日作战。

英意君子协定  英国与意大利在罗马签订的两个协定。（1）1937 年 1
月 2 日签订《联合王国和意大利关于地中海西部维持原状的宣言》，连同所
附换文，通称为第一个“君子协定”。规定在德、意武装干涉西班牙的情况
下，双方承认地中海航行和过境运输自由，相互尊重在该地区的利益；意承
担保障英在地中海的战略利益的义务。（2）1938 年《英意协定》，又称第
二个“君子协定”，4月 16 日签订，主要内容为：两国重申维护地中海西部
现状；互换军事情报；英承认意对埃塞俄比亚的占领，并运用它的影响，促



使其他国家采取同样立场；意大利则表示西班牙内战结束后将全部撤走它在
西的“志愿军”，并保证对西没有领土、政治和经济要求；双方以友好精神
促进彼此在中东地区的关系，共同维护红海现状；意大利还承认*伦敦海军会
议缔结的条约。英国在两个协定中虽对意大利作了重大妥协，但未能阻止它
倒向德国。

英德海军协定  全称《德国政府和联合王国政府关于限制海军军备的换
文》，由英国外交大臣霍尔和德国驻英大使里宾特洛甫通过互换照会的形式，
于 1935 年 6 月 18 日在伦敦签订。规定：德国舰队的总吨位应永远不超过英
国海军总吨位的百分之三十五；德国潜艇总吨位将不超过英国的百分之四十
五，但德国政府保留在通知英国政府后可在潜涎方面超出此比例的权利。该
协定实际上使德国海军的扩建合法化，推动了希特勒进一步扩军备战。1938
年 12 月德国通知英国将拥有与英国完全对等的潜挺部队；次年 4月 28 日德
国宣布废除该协定。

英土阿达纳会谈  1943 年 1 月 30—31 日，英国首相丘吉尔同土耳其总
统*伊诺努在土耳其南部城市阿达纳（Adana）举行的会谈。会谈中丘吉尔试
图说服土耳其参加民对纳粹德国的战争，表示愿向土提供军事援助，并许诺
如土参战将得到有关英国部队的支援。伊诺努接受英国的军事物资，但拒绝
作出参战的保证。最后达成了英、美向土耳其提供援助以巩固其安全的协议。
会谈后，美、英增加了对土耳其的军援。

英苏伊同盟条约  全称《联合王国、苏联和伊朗之间的同盟条约》。苏
德战争爆发后为阻止德国对伊朗的渗透和控制，保护盟国和苏联之间的陆上
交通线，苏、英两国于 1941 年 8 月 25 日同时出兵伊朗；9 月 8 日同伊朗签
订保证苏、英驻军伊朗和盟国军用物资过境的协定。在此基础上，1942 年 1
月 29 日三国进一步在德黑兰签订此条约。主要内容为：英苏保证尊重伊朗的
领土完整、主权和政治独立，保护伊朗不受德国或其他任何国家的侵略，对
伊朗提供可能的经济援助；伊朗则承担与同盟国全力合作的义务，同盟国可
以在伊朗领土上驻它们所认为必要数量的陆、海、空军；英、苏保证：“在
自己同其他国家的相互关系中不采取有损于伊朗的领土完整、主权或政治独
立的立场”，伊朗也保证不采取与条约原则相抵触的态度。条约保证了伊朗
在大战中与反希特勒盟国的合作。

英国太平洋舰队（PacificFleet）英国海军战略战役编队。1944 年 11
月 22 日以*英国东方舰队为基础组建。*弗雷泽任司令。旗舰为“豪”（Howe）
号战列舰，同年 12 月进入太平洋，以悉尼为基地。为英国在大战中主力舰队
首次进入太平洋。1945 年 2 月，以罗林斯（HenryBernardRawlings，1889—
1962）海军中将为副司令，直接率舰队（2艘战列舰、4艘航空母舰、5艘巡
洋舰、11 艘驱逐舰）参加对日作战。编为第五十七特遣舰队，隶属*美国第
五舰队，参加攻击日本本土和冲绳岛战役。战后解散。

英国地中海舰队（MediterraneanFleet）英国海军战略战役编队。大战
爆发后，与法国海军分工，主要负责保护东地中海。以亚历山大港为基地。
1940 年初辖 4艘战列舰、1艘航空母舰、7艘巡洋舰、22 艘驱逐舰和 12 艘潜
艇。同年 6月意大利参战和法国败降后，与新组建的*H 舰队协同，保障地中
海航运和攻击意海军。7月执行*驾炮行动。后在庞塔斯提洛角海战、塔兰托
袭击战和马塔活角海战中重创意海军。1941 年 5 月在克里特岛战役中受重
创，11 月所辖*皇家方舟号航空母舰和巴勒姆号战列舰被德潜艇击沉，12 月



泊于亚历山大港基地的两艘战列舰又遭意潜艇以人工操作鱼雷击伤，遂失去
主要战斗力。战时司令先后为安德鲁·布朗·坎宁安和哈伍德（HenryHarwood，
1888—1950）海军上将。

英国安全协调局（BritiShSecurityCoordination，缩写 BSC）英国战
时秘密情报机构。1940 年 4 月丘吉尔派密使*史蒂芬森赴美，同罗斯福总统
达成英美两国情报组织合作的计划。同年 6月，由史蒂芬森在纽约组建。与
美国联邦调查局和美国战略情报局配合，并同英国特别行动执行局、英国军
事情报局第五处和第六处等机构密切合作，积极开展活动。同时在加拿大设
有训练特工的 X营地。1945 年 8—12 月应美方要求陆续撤离回国。

英国国民自卫军（HomeGuard）英国战时由平民志愿组成的地方武装部
队。1940 年 5 月，德军在西线发动进攻，英法军败退，形势危急，为弥补本
上防御兵力之不足，*英国战时内阁决定组织地方防卫志愿军，6月根据丘吉
尔的意见改称此名。广大民众纷纷参加，人数迅速超过百万，但装备大多为
猎枪、私人手枪和长矛。7 月间，在得到美国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封存旧武
器支援后，始逐步配备以 50 万支老式步枪和 900 门 75 毫米老式火炮。先后
由*波纳尔中将和伊斯特伍德（T.R.Eastwood）中将指挥，并纳入*英国本土
防卫部队司令部的防御计划。在*不列颠之战中，曾抽调大批人员充实火箭炮
和高射炮部队。至 1941 年 9 月人数增至 150 万，武器装备、组织训练、机动
性和防御工事上均大有改进。1941 年底起，精选部分人员配备机枪和轻型战
车，编为陆军的后备部队。1943 年起，虽战局形势好转，但仍继续保持 180
万人每月 48 小时操练和放哨的义务。

英国特别情报处（SpeciallntelligenceService）缩写 SIS）见“英国
军事情报局第六处”。

英国秘密情报处（SecretlntelligeneeService，缩写 SIS）见“英国
军事情报局第六处”。

英国第八集团军（EiglithArmy）英国陆军战役军团。1941 年 9 月起，
以*尼罗河集团军为基础组建。辖第十三军和第三十军，初共 6个师另 3个旅
（其中印度师、新西兰师和南非师备 1），约 11.8 万人，坦克 924 辆，飞机
1000 余架。同年 11 月开始“十字军”行动，与隆美尔指挥的北*非洲军团先
后进行图卜鲁克争夺战和阿拉曼战役。1943 年与在北非登陆后东进的盟军，
协同实施突尼斯战役，将德意军逐出北非。同年 7月起参加西西里岛登陆战
役，辖 7个师另 3个旅。9月渡过墨西拿海峡进入意大利境内。1944 年 5 月
兵力达到 12 个师。后抽调部分兵力至西欧实施“铁砧”行动。参加意大利之
战直至欧战结束。历任司令为阿兰·坎宁安、里奇、奥金莱克、蒙哥马利、
利斯和麦克里里。

英法土互助条约  1939 年英国、法国、土耳其签订的互助条约。根据
1939 年 5 月 12 日的《英土宣言》和 6 月 23 日的《法土宣言》，于同年 10
月 19 日在安卡拉签订。条约有效期 15 年，主要内容为：当土耳其遭到某个
欧洲国家侵略时，英法应提供援助；英、法、土三国在遭到侵略而卷入地中
海地区的军事冲突时，应相互支援：缔约三方在卷入地中海地区以外的军事
冲突时，应立即相互磋商。该条约后未能起作用，在大战中土耳其坚持亲德
立场，直至 1945 年 2 月 23 日始对德、日宣战。

英法苏三国谈判  大战前夕英、法、苏三国在莫斯科就共同抗击德国侵
略进行的谈判。1939 年 3 月 15 日德国悍然吞并整个捷克斯洛伐克，英、法、



苏对此均作出不同程度的反应，并在此基础上相互接近。18 日，英国驻苏使
馆就德国可能侵略罗马尼亚一事，询问苏联将采取何种措施。苏联政府迅速
作出答覆：建议召开英、法、苏、波兰、罗马尼亚、土耳其六国会议，共同
商讨对策。英国则认为召开上述会议，为时过早。21 日，英国提出英、法、
苏、波四国发表保障欧洲被侵略国家独立的宣言。翌日苏联即表示同意。但
31 日张伯伦在下院发表援波声明后，英国又撤回此建议。4月 14 日英国要求
苏联也单方面发表援助欧洲邻国的声明，法国则建议扩大 1935 年的《英法互
助条约》。17 日苏联提出八点建议，主张英、法、苏三国应缔结为期 5—10
年的互助公约，并在此基础上向波罗的海与黑海之间同苏联接壤的东欧国家
提供援助。此后，英、法、苏互相通过自己驻对方的大使，频繁接触协商，
试探建立反德联盟的可能性。在政治谈判过程中，英、法曾就三国应保障哪
些欧洲国家，以及何谓“间接侵略”等问题，同苏联展开激烈争论，一时无
法达成协议。与此同时，德、苏之间和英、德之间均在进行秘密接触。随着
欧洲局势激烈动荡，*但泽危机日趋尖锐，谈判双方均须作出重要抉择。7月
23 日苏联建议立即转入军事谈判，得到英、法同意。8月 12 日三国军事谈判
在莫斯科正式开始。苏联代表团由伏罗希洛夫率领，法方代表为*杜芒克，英
方代表则为退役海军上将德拉克斯（ReginaldAylmerPlunkett-Ernle-Erle-
Drax，1880—1967），英法均未带全权证书。在谈判中，三国代表曾各自摆
出在共同反对德国侵略的战争时所能提供的兵力和作战部署，但一接触到苏
联提出的苏军战时通过波兰和罗马尼亚领土的“过境权”问题，再度陷入僵
局。8 月 21 日，苏联宣布谈判无限期休会。两天以后，*《苏德互不侵犯条
约》签订。

英军武装干涉希腊  1944 年英军镇压希腊人民的事件。1944 年 11 月驻
希腊盟军要求解散*希腊人民解放军，同时保留右翼武装，成立国民警卫队；
12 月 1 日又限期解散人民解放军。2日*希腊民族解放阵线在希腊民族团结政
府中的 5名部长集体辞职，以示抗议，并要求改组希腊民族团结政府，人民
解放军则发布动员令。3 日民族解放阵线在雅典组织大规模示威游行，遭英
军及警察镇压。6 日起英调集重兵攻击驻守在雅典及其他城市的人民武装，
人民解放军进行还击，一度取得主动，但因寄希望于大国调停，丧失战机。
英军则大举增援，同时为麻痹希腊人民斗志和欺骗世界舆论，丘吉尔于 12
月 25 日抵达雅典，与民族解放阵线举行谈判。27 日谈判破裂，英军恢复进
攻。人民解放军经血战后被迫撤出雅典，并于 1945 年 1 月 9 日要求停战。2
月 12 日签订*《瓦尔基扎协议》，人民武装被解散。

英国本土防卫部队（HomeDefences）英国陆军防卫本土的战役军团。大
战爆发后，*英国远征军赴欧陆作战，本土仅留有若干经过 9个月训练的守备
部队。1940 年 5 月底，在开始*敦刻尔克撤退的危急形势下，*爱恩赛德被任
命为负责本土防御的总司令。经紧急动员及对从敦刻尔克撤回的英军进行整
编和重新武装，8月共有 15 个师，9月增至 17 个师另 5个装甲旅。在伦敦的
总司令部统一指挥下，整个不列颠和北爱尔兰分为 7个指挥部，下设军、师
管区，在海岸后方相继设师、军、指挥部 3层防御地带，其后为穿过南英格
兰往北一直到诺丁汉郡的反坦克障碍线，最后为隶属于*英国国民自卫军的陆
军后备军。防御方针为，只留最少的兵力据守防御地带，而集中由野战军组
成的机动部队（初称“豹子”旅，后称突击部队），用以突击歼灭登陆入侵
的敌军。初以瓦什-泰晤士河为重点，后变更部署以南部海岸为重点。1941



年 9月，本土部队已达陆军 200 万人和国民自卫军 150 余万人，其中野战军
约 90 万人（20 个步兵师、6个坦克师另 5个坦克旅）。继爱恩赛德之后，*
阿兰布鲁克和佩吉特（Ber-nardCharlesPaget，1887—1961）先后接任司令。
英国轰炸机司令部（BomberCommand）英国空军战略战役编队。1936 年设立。
与*英国战斗机司令部、*英国空军海防总队同为英国空军的 3个主要战斗单
位。大战爆发时，有轰炸机约 500 架。1940 年*不列颠之战期间，在*波特尔
指挥下对柏林等德国城市进行报复性轰炸。1942 年 2 月*哈里斯出任司令后，
对德国展开*战略轰炸。1943 年现役飞机达 1000 余架，轰炸德国及其占领区
的投弹量达 15.7 万多吨。1944 年投弹量增至 52.5 万多吨。整个战争期间共
计：夜间出动 297663 架次，损失飞机 7449 架；昼间出动 66851 架次，损失
飞机 876 架；总投弹量 96.4 万多吨。

英国空军海防总队（CoastalCommand）英国空军战略战役编队。1936
年设立。与*英国轰炸机司令部、*英国战斗机司令部同为英国空军的 3个主
要战斗单位。大战期间，主要在大西洋之战中参加护航，同时亦参加对西欧
和北欧海岸的布雷等行动。1941 年拥有飞机 670 多架。1942—1943 年曾多次
抽调飞机参加英国轰炸机司令部对敌实施的于和轰炸。1944 年参加支援诺曼
底登陆战役。历任司令官为鲍希尔（FrederickWilliamBowbill，1880—
1960）、*斯莱塞和*儒贝尔-德拉费尔泰等。

英国参谋长委员会（ChiefsofStaffCommittee）英国战时最高作战领导
机构。成员为陆、海、空三军参谋长，由国防协调大臣主持。1940 年 5 月丘
吉尔上台并改组*英国战时内阁后，由丘吉尔以首相兼国防大臣身份主持，遂
成为实际的最高作战领导机构。负责制订战略战役计划，并对军事行动的过
程实施监督，其决定通过各军种和各战区司令部贯彻实施。成员有帝国总参
谋长迪尔（1941 年 12 月起为阿兰布鲁吏）、海军参谋长庞德（1943 年 11
月起为安德鲁·布朗·坎宁安）、空军参谋长纽沃尔（CyriILouisNewall，
1886—1963。1940 年 10 月起为波特尔）以及丘吉尔的参谋长伊斯梅。

英国战斗机司令部（FigbterCommand）英国空军战略战役编队。1936
年设立，与*英国轰炸机司令部、*英国空军海防总队同为英国空军的 3个主
要战斗单位。司令为*道丁。大战爆发后，主要负责英国本上的防空。1940
年夏拥有 60 个中队，歼击机 900 多架，在*不列颠之战中发挥重要作用。1940
年底*道格拉斯继任司令。翌年夏扩充至 78 个中队，有歼击机近 1400 架。1942
年底*利-马洛里继任司令。翌年夏拥有现役飞机 1700 多架。战争期间，配合
防空军作战，共出动 700266 架次，击毁敌机 2115 架。

英国特种空降部队（SpeciaIAirService，缩写 SAS）英国战时执行敌
后破坏活动的秘密部队。1940 年春建立。次年建成 1 个团，派往埃及活动。
北非战役后，扩建为 3个团，分别活动于法国、意大利和爱琴海地区。成员
均为志愿人员，须接受特别的训练。他们常常组成 10 人左右的小分队，空降
到敌占领土，在敌军中制造混乱。有时还派出较多人员潜入特定地区，与当
地的武装抵抗运动 11 合作，进行各种破坏行动。大战后期，曾以团的规模配
合盟军主力部队，执行一些较大的作战任务。

英法援芬军事计划  英、法政府策划武装干预*苏芬战争进军斯堪的纳
维亚的计划。1940 年 2 月 5 日英法盟国最高军事会议决定，由 2个英国师和
1 个法国分遣队组成“志愿军”，以“援芬”为名，在芬兰北方港口贝柴摩
（Petsamo，苏联称贝辰加нeченгa）登陆，协同芬军对苏作战，同时进



占挪威北方港口纳尔维克（Narvik），直插瑞典那利瓦勒（Gallvare），并
由此深入芬兰。该计划不仅反对苏联，还希图夺取供应德国的瑞典那利瓦勒
铁矿，并设置威胁德国波罗的海侧翼的阵地。英法联军预定于 3月初启程，
因其时芬兰已战败求和，未及成行。

英国政治战执行机构（PoliticalWarfareExecutive，缩写 PWE）英国
战时从事政治战和心理战的机构。前身为外交部一个向欧陆敌占区进行地下
宣传（所谓“黑色”宣传）的部门，1940 年并入*英国特别行动执行局。1941
年 8 月又从该局脱离独立组成。它与*美国战略情报局合作，通过英国广播公
司（BBC，“白色”）以及 60 多个不同名称的无线电广播站（“灰色”）以
各种语言向轴心国及其占领地区进行宣传，印制传单空投到敌占区，以瓦解
轴心国的士气，鼓动当地的反法西斯斗争。

英国特别行动执行局（SpecialOperationsExecutive，缩写SOE）英国
战时特工组织。1940 年 7 月由英国军事情报局第六处下属的 D科和军事情报
调查科联合组成，负责对敌进行破坏、颠覆和组织地下抵抗活动。全局 1万
余人，格宾斯（ColinGubbins，1896—1976）任局长。大战期间该局共向法
国派遣 400 余名军官，运送5000 余吨军用物资：向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提供
装备等，支持欧洲各国的抵抗运动。1943 年成功地炸毁德国设在挪威的重水
工厂，翌年又炸毁德国拥有的最后一船重水。在希腊则破坏交通，阻止德军
调动，配合英军登陆。战后于 1946 年初解散。

英王乔治五世号战列舰（KlngGeorgeV）英国战列舰。排水量3.5 万吨，
最大航速 28.5 节。装有 10 门 14 英寸火炮、16 门 5.25 英寸火炮和 3架飞机。
1940 年建成后加入英国*本土舰队，曾作旗舰，参加北海和大西洋的作战行
动。1941 年 5 月截击德国*俾斯麦号战列舰。1942 年支援 PQ-17 护航运输队。
1943 年前往地中海，支援盟军进行西西里登陆战役和萨勒诺登陆战。1944
年 12 月调往太平洋，后成为*英国太平洋舰队的旗舰。1945 年 7 月，协同美
国海军支援冲绳岛战役。

英苏对德联合作战协定  全名《联合王国政府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
国联盟政府为对德作战采取联合行动的协定》。1941 年苏德战争爆发后，丘
吉尔发表*六·二二广播演说，声明援苏。此后两国开始有关谈判。同年 7
月 12 日，在莫斯科由英驻苏大使克里普斯和莫洛托夫签署，立即生效。共两
条：（1）两国政府相互承允在这次对纳粹德国作战中彼此给予各种援助和支
持；（2）两国政府并承允在这次战争中，除经彼此同意外，既不与敌单独谈
判亦不缔结停战协定或和约。此协定奠定了英、苏初期共同抗德的政治基础。
1942 年 5 月为*《苏英战时同盟和战后合作条约》所代替。

英国军事情报局第九处（Militarylntelligence，De-partmentNine，
缩写 MI-9）简称“军情九处”。大战期间英国的特工机构。1940 年 7 月建立，
由克罗卡特（Cro-ckatt）准将领导。主要任务为组织被迫降落在敌占区的盟
军飞行员和越狱战俘的逃亡工作。先后在荷兰、比利时、法国及比利牛斯半
岛设置秘密据点，协助逃亡者由海路或经比利牛斯半岛到达安全地带。自建
立至 1944 年底，共帮助数干名盟军飞行员脱险。战后解散。

英国军事情报局第五处（Militarylntellience，De-partmentFive，
缩写 MI-5）简称“军情五处”。英国反间谍机构。1909 年成立。前身为英国
陆军部秘密局国内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划归内政部管辖。初由凯尔（Ver-
nonKell，1873—1942）领导，1940 年起改由彼特里（DavidPetrie，1879—



1961）负责。主要从事保卫英国本土和国内的安全，进行反间谍活动。《慕
尼黑协定》签订后，加强了对港口、机场的监督。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
对入境人员采取各种控制措施。该处下属主要机构有*XX 委员会（即“二十
号委员会”，“双十委员会”）。

英国军事情报局第六处（MilitaryIntelligence，De-partmentSix，
缩写 MI-6）简称“军情六处”。英国间谍机构。1909 年建立。前身为英国陆
军部秘密局国外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划归外交部管辖，后称“英国秘密情
报处”或“英国特别情报处”。专事进行国外的间谍活动。随着国际局势的
日趋紧张，自 1937 年起先后设有国外反间谍机构、从事对法西斯国家宣传活
动的 D科和支持轴心国内破坏活动的军事情报调查科。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后，由*孟席斯全面领导，增设海军情报科、秘密服务指挥科等。在欧洲划分
西欧、法国等区，积极开展活动，同时在英军各战场设立特别联络组，加紧
收集情报。该处还制造出破译德国密码的机器“谜”，截获许多极有价值的
情报，在敦刻尔克撤退和不列颠之战中起过很大的作用。战后继续进行活动。

英法苏莫斯科军事谈判  1939 年 8 月 12—21 日英、法、苏三国在莫斯
科举行的关于在共同反对德国侵略的战争时的军事问题谈判。参见“英法苏
三国谈判”。

英国战时内阁国防委员会（WarCabinetDefenceCommittee）英国战时
内阁所设有关军事问题的专门委员会。由于当时实际负责指挥军事行动的是
英国参谋长委员会，而海、陆、空三军大臣既不参加参谋长委员会，又未被
列入丘吉尔的战时内阁，因此于 1940 年设立此委员会。由丘吉尔主持，成员
除三军大臣外还有艾德礼、张伯伦（死后由*比弗布鲁克取代），三军参谋长
与*伊斯梅列席会议。主要讨论有关军事行动的重大问题，或参谋长委员会发
生意见分歧的问题。1945 年停止活动。

英国换取美国驱逐舰协议  英、美关于以英国在大西洋基地换取美国
旧驱逐舰的协议。大战爆发后，德国在大西洋上广泛破袭英国航运，英深感
海上护航力量不足。1940 年 5 月 15 日丘吉尔在法国战局吃紧时要求罗斯福
将 50 艘美国超龄驱逐舰转让给英国海军；经过几次谈判，美国在 8月初提出
将驱逐舰换取英国在大西洋基地租借权的建议。9 月 2 日两国通过美国国务
卿赫尔和英国驻美大使洛西恩（PhilipHenryKerl，Lothian，1882—1940）
换文的形式达成协议：美国将 50 艘驱逐舰让与英国，同时取得在纽芬兰、百
慕大群岛、巴哈马群岛、牙买加、安提瓜、圣卢西亚、特立尼达和英属圭亚
那建立海空军基地的权利。该协议加强了英国的海上护航力量，同时也扩大
了美国在西半球的影响。

范子侠（1908—1942）中国将领。天津陆军随营学校毕业。曾任国民政
府军团长。1933 年参加*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在康保、宝昌、沽源、多
伦等地对日军作战。1935 年在绥东百灵庙战役中迫使伪军 1个师投降。抗日
战争爆发后，在河北组织抗日义勇军，于 1938 年击毙敌山原大佐。1939 年
率部南下，改编为平汉抗日游击纵队，转战于河北赞皇、元氏地区。同年所
部改编为八路军太行军区独立第十旅，任旅长兼太行军区六分区司令员，并
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 年率部参加*百团大战。1942 年 3 月 12 日，在河北沙
河县柴关反“扫荡”战斗中牺牲。

范筑先（1881—1938）中国将领。原名金标，字竹僊、夺魁。早年在北
洋政府陆军第四师任职。后任汉中镇使参赞和临沂、沂水县县长。1936 年冬



任山东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保安司令兼聊城县县长，赞同中国共产党的抗
日主张。1937 年 10 月，在中共山东地方组织协助下，改山东省第六保安司
令部为抗日游击司令部，率部在梁水、柳林、南镇等地粉碎日军多次进攻。
1938 年春夏间，队伍发展到 35 个支队和 3路民军，约 5万人，建立 20 多个
抗日县政权。同年 9月公开表示欢迎八路军入鲁，并与徐向前订立抗日联防
协定。11 月 15 日，日军进攻聊城，因内奸出卖殉国。

范登堡  ①阿瑟·亨德利克·范登堡（ArthurHen-drickVandenberg，
1884—1951）。美国参议员。共和党人。就读于密歇根大学法学院，后从事
写作与新闻工作。1928 年后数度当选参议员。1937 年成为参议院共和党领
袖，为著名的孤立主义分子，反对卷入欧洲战争，反对修改*《中立法案》。
但美国参战后于 1943 年建议扩大互惠贸易协定。1945 年出席旧金山联合国
大会，参与制订《联合国宪章》。战后支持对苏采取强硬政策，宣扬杜鲁门
主义。1947—1949 年任参议院共和党领袖，著有《日记》、《伟人汉密尔顿》
等。②霍伊特·桑福特·范登堡（HovtSanfordVandenberg，1899—1954）。
美国将领。1923 年毕业于西点军校，入陆军航空兵服役，大战初期，在英国
和北非参加空战，1942 年获准将衔。1943 年初任欧洲与北非战场美国航空部
队参谋长，同年 8月任航空兵助理参谋长，旋任盟国远征军空军副司令。曾
作为罗斯福的军事参谋，出席魁北克、开罗和德黑兰等国际会议。1943 年 10
月随赫尔访苏，就*穿梭轰炸事宜与苏联会商。同年 12 月返回空军司令部，
参与制订盟军进攻欧陆的计划。1944 年晋升少将，任第九航空队司令，率部
对德国实施攻击。1945 年在突出部战役中，曾出色地摧毁德军运输线。1947
年获上将衔，次年 4月任美国空军参谋长，1953 年退役。

兹西塔特（RobertGilbertVansitart，1881—1957）英国外交官。受教
于伊顿公学。1902 年入外交界，先后供职于巴黎、德黑兰、开罗、斯德哥尔
摩等地。1920—1924 年任外交大臣私人秘书。1928—1930 年任首相首席私人
秘书。1930—1938 年任外交部常务次官，期间支持同法国紧密联合，不赞同
对纳粹德国过分让步。1938 年 1 月被张伯伦升任政府首席外交顾问，而解除
了处理外交事务的实际权力。1941 年退休，受封男爵称号。著有《模糊不清
的行列》等。

范佛里特（JanesAlwardVanFleet，1892—）美国将领。1915 年西点军
校毕业后入伍，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军中担任指挥职务。第二次世
界大战期间随美国第八集团军赴欧作战，任第四师师长。1944 年 6 月诺曼底
登陆战役时，率第四师的 1个步兵团，首先攻上*犹他滩头。后历任第三军九
十师师长（晋升少将），军长，率部参加在法国和德国境内的作战。战后曾
参加干涉希腊内战。1951 年接替*李奇微出任第八集团军司令，指挥侵朝战
争。1953 年获上将衔退役。

范德格里夫特（AlexanderArcherValldegrift，1887—1973）美国将领。
1909 年入海军陆战队，曾驻尼加拉瓜、海地和中国。1940 年获准将衔。1942
年晋升少将，赴太平洋战场作战。同年 8月指挥海军陆战队第一师登陆瓜达
尔卡纳尔岛，与日军展开激战，坚守瓜岛阵地，直至同年 12 月美军增援部队
抵达。1943 年晋升中将，任海军陆战队第一军军长，率军参加布干维尔岛战
役。1944 年出任海军陆战队司令。1945 年获上将衔，是美国海军陆战队中获
此衔的第一人。1948 年退休。著有《一个海军陆战队队员》。

茅盾  即“沈雁冰”。



直截了当（Pointblank）盟国空军 1943 年 6 月—1944 年 3 月对德国实
施*战略轰炸的行动代号。1943 年 5 月，美英参谋长联席会议制定《自英伦
三岛起飞实施联合轰炸攻势计划》。6月 10 日对美、英战略空军下达以此为
代号的指令。强调以摧毁德国歼击机及其飞机工业为首要任务。规定：第一
阶段（6—7月）主要袭击潜艇工厂，第二阶段（8—9月）集中袭击歼击机基
地和飞机厂，第三阶段（10—12 月）继续歼灭德国歼击机，第四阶段（1944
年 1—3 月）保障*霸王计划的准备工作。由于*英国轰炸机司令部坚持对德国
城市的夜间区域轰炸，而主张昼间精确轰炸的*美国第八航空队，因无远程歼
击机的掩护，在*施魏因富特轰炸中遭受重大损失，被迫限于主要袭击短程目
标，故未能按计划进行。1943 年 11 月，盟国空军曾制定代号*论证的行动计
划作为补充。

林白  即“林德伯格”。
林枫（1906—1977）中国共产党晋绥分局代理书记。1927 年加入中国共

产党。九·一八事变后，任北平抗日救国联合会中共党团书记和北平（今北
京）市委书记，积极领导学生的抗日活动。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中共山西工
委副书记，积极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1938 年后历任中共晋西南、晋
西北区委书记、晋绥分局副书记和代理书记，发动群众配合八路军主力，开
展抗日游击战，并领导该地区的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后，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党委书记、校长。

林彪（1906—1970）中国将领。原名育容。黄埔军校毕业。1925 年加入
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一军团军团长。1934 年参加长
征，北上抗日。到陕北后任抗日军政大学校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
第一一五师师长。1937 年 8 月底率部进入晋东北。9月 25 日与*聂荣臻一起
指挥*平型关战斗。1938 年 3 月因负伤返延安，后去苏联疗养。1942 年 2 月
回国。同年底至1943 年 7 月到重庆参加国共谈判。解放战争时期任第四野战
军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国防部长、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
1955 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文化大革命”中组织反革命集团，
阴谋发动武装政变，败露后乘飞机出逃，坠机身亡。

林森（1868—1943）中国国民政府主席（1932—1943）。字子超，号长
仁。1905 年加入中国同盟会。曾任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1932 年起任国民政
府主席。同年淞沪抗战爆发后，曾率政府各院、部、会迁洛阳办公。支持蒋
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和对工农红军的“围剿”。1937 年 8 月 14 日代表国民政
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1943 年 5 月因车祸受伤，8月 1日死于重庆。

林伯渠（1885—1960）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之一。名祖涵。1904 年留学日
本，加入同盟会。参加过辛亥革命和护国护法运动。1921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8 年到莫斯科中山大学特别班学习。曾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国民
经济部、财政部部长。1934 年参加长征，北上抗日。西安事变发生后，配合
周恩来与国民党谈判，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抗日战争爆发后，任
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致力于保卫和建设陕甘宁边区。1938 年以中国共产党
代表的身份参加国民参政会，坚持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林柏生（1902—1946）汉奸。字石泉。广东岭南大学毕业，后赴莫斯科
中山大学学习。曾任国民政府立法委员。抗日战争爆发后，以国民党中央宣
传部特派员名义，在香港主持《南华日报》，进行反共媚日宣传。1938 年 12



月 29 日，在该报发表汪精卫叛国投敌的《艳电》。1940 年 3 月汪伪国民政
府成立后，任中央宣传部长，接管沦陷区文化宣传机构，钳制舆论，为日本
侵华战争效劳。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任汪伪国防最高会议委员，参与缔结《日
汪同盟条约》。1945 年初任伪安徽省长兼蚌埠绥靖公署主任。抗战胜利后被
国民政府判处死刑，在南京处决。

林锵云（1894—1970）中国将领。又名锟池、昌文。1926 年加入中国共
产党。1933 年被国民党当局逮捕。抗日战争爆发后获得自由。1938 年初任中
共广东省委职工部副部长，后被派往南顺工委工作。同年 10 月广州沦陷后，
组织抗日武装，开展敌后游击战争。1940 年秋任广州市区游击队第二支队独
立第一中队中队长，创建西海抗日根据地。1943 年任珠江地区指挥部司令
员，率部粉碎日伪军的“扫荡”。次年，任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珠江纵队司
令员，坚持抗日游击战争。解放战争时期，任两广纵队副司令员。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广东省副省长。

林德曼（FrederiekAlexanderLindenlann，1886—1957）英国牛津大学
教授。1910 年在德国柏林理化研究院获博士学位，专攻低温物理和固体理
论。1919 年起执教牛律大学。1935—1936 年参加空防委员会时与丘吉尔结
交。1939 年 9 月，由丘吉尔延揽进海军部任审计司司长。后入阁任主计大臣
（1942—1945）并兼枢密顾问官（1943 年）。在发展远程轰炸技术和战时经
济举措方面多所建议。深得丘吉尔器重，有很大影响力。其活动受到毁誉极
不相同的评论。战后曾再入阁任主计大臣（1951—1953）。有贵族称号。

林利斯戈（JohnHope，Linlithgow，1887—1952）英国驻印度总督（1936
—1943）。贵族出身。受教于伊顿公学。1908 年继承其父的侯爵爵位。第一
次世界大战时在西线服役。1922 年任海军部文官委员。1924 年成为保守党副
主席。1936 年出任英国驻印度总督。推行殖民主义政策，独断专行。1939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未与印度各政党商量即代表印度对德宣战。1942
年 8 月，在*英国战时内阁授权下，拘捕进行反英活动的印度国大党主要成员
（包括甘地、尼赫鲁等）数百人，引起广泛抗议。1943 年退职。

林铣十郎（1876—1943）日本首相（1937 年），将领。毕业于陆军士官
学校和陆军大学。参加过日俄战争，后历任步兵第二旅团长、东京湾要塞司
令官、陆军大学校长、教育总监、近卫师团长。1930 年 12 月任朝鲜军司令
官，九·一八事变时，擅自决定从朝鲜出兵增援关东军侵占中国东北。1932
年晋升大将，调任教育总监兼军事参议官。1934 年 1 月至 1936 年 2 月，连
任斋藤和冈田两届内阁的陆军大臣，积极扩大侵华战争。二·二六事件后编
入预备役。1937 年 2 月组阁，任首相兼外务大臣，对苏持强硬态度，主张推
行临战体制。同年 6月在选举中失败后辞职。1943 年病死。

林德伯格（CharlesAugustusLindbergh，1902—1974）一译“林白”。
美国飞行员。早年在陆军飞行学校学习，后从事航邮飞行。1927 年单人驾圣
路易精神号单引擎单翼飞机首次不着陆飞越大西洋，声誉鹊起。曾获陆军航
空兵后备役上校衔。大战爆发后持孤立主义立场，反对美国援助英法和卷入
欧洲战争，攻击罗斯福政府的对外政策和扩军备战计划，成为民间孤立主义
代表人物。当他的言论受到罗斯福的批评后，即以放弃后备役军衔抗争。战
时任联合航空协会顾问。参加过太平洋战区的战斗飞行。战后曾任国防部顾
问等职。著有自传《圣路易精神》和《战时日记》等。

板垣征四郎（1885—1948）日本将领。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



早年在参谋本部中国课任职，屡次到中国从事侵略活动。1929 年任关东军高
级参谋，鼓吹中国东北是日本“国防的第一线”和“自给自足所绝对必要的
地区”。参与策划制造九·一八事变和炮制“满洲国”。后历任“满洲国”
执政顾问、军政部最高顾问、关东军副参谋长和参谋长。1937 年任第五师团
长，参加平型关、台儿庄和徐州战役。1938 年 6 月连任近卫、平诏两届内阁
的陆军大臣，并兼任日本对板垣征四郎满事务局总裁。1939 年 9 月调任中国
派遣军总参谋长。1941 年晋升大将，并调任朝鲜军司令官。1945 年历任第十
七方面军司令官和第七方面军司令官。战后，于 1948 年作为甲级战犯被远东
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

枞树（Tannenbaum）德国入侵瑞士的行动计划代号。1940 年原定在打败
法国后实施，后来被执行。

松运输  日军在太平洋地区开展的运输行动代号。1944 年初，为加强大
平洋中部地区的防御，日本大本营决定自本土和中国东北地区抽调大批人力
和物力，充实驻守该地区的第三十一军，以抗击盟军的进攻。3月开始实施。
日军船队遭到盟国海空军的不断袭击，损失较大，但第三十一军的兵力仍得
到加强，提高了在塞班岛、马里亚纳群岛、小笠原地区和帛琉地区的防御力
量。

松井石根（1878—1948）日本将领。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
早年参加日俄战争。历任驻华武官、驻哈尔滨特务机关长和参谋本部第二部
部长。1929 年任第十一师团长。1931 年 12 月，出席日内瓦裁军会议。1933
年任*台湾军司令官，同年晋升大将。1935 年编入预备役。1937 年七七事变
时恢复现役，任上海派遣军司令官。后调任*华中方面军司令官。1937 年 12
月 13 日指挥所部侵占南京，进行长达六周的南京大屠杀。战后，于 1948 年
作为甲级战犯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

松冈使命  1941 年春日本外务大臣松冈洋右为准备发动太平洋战争而
对德国、意大利和苏联的访问。1940 年夏，日本通过*《基本国策纲要》和*
《适应世界形势演变的时局处理纲要》，确定南进方针。同年 9 月，签订*
《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为了南进时避免北方受到威胁，日本加紧调整对
苏关系，企图拉拢苏联参加三国同盟而扩大为“四国协商”。但苏联只同意
缔结苏日中立条约。1941 年春，日本企图通过德国的斡旋以达到目的，决定
派松冈出访德、意和苏联。3月 12 日松冈一行从东京出发，23—24 日途经莫
斯科同莫洛托夫进行了会晤，26 日抵达柏林。27—29 日，松冈同里宾特洛甫
会谈 3次，同希特勒会谈 1次。松冈重申“四国协商”的设想，德方反应冷
淡。此时，希特勒经过*莫洛托夫-希特勒会谈之后，已经下达了进攻苏联的
密令。因此德方要求日本进攻新加坡，牵制英国和阻止美国参战，以利于德
国东进攻苏。3月 31 日—4月 3日，松冈访问罗马。4—5日，松冈返回柏林
后再次会晤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由于双方各有战略打算，会谈未取得实质
性成果。7—13 日松冈回国途经莫斯科时，再次同莫洛托夫会谈，并会晤了
斯大林。13 日，签订*《苏日中立条约》。

松冈洋右（1880—1946）日本外务大臣（1940—1941）。1900 年毕业于
美国俄勒冈州立大学。1904 年入外务省。历任驻福州、上海总领事，关东都
督府外事课长，外务省情报部长。1921 年退出外务省，先后任*南满洲铁道
株式会社（满铁）理事和副总裁。1930 年为众议院议员，声称中国东北和内
蒙古是日本的生命线。1932 年 10 月任出席国际联盟会议的日本首席代表，



极力为日本侵华辩护。1933 年 3 月宣布日本退出国联。1935—1938 年松冈洋
右任满铁总裁，在中国东北肆意掠夺。1940 年 7 月任外务大臣，积极配合军
部的侵略政策开展外交活动。同年 8 月首次公开提出“大东亚共荣圈”。9
月负责缔结*《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1941 年 3 月赴欧与希特勒、墨索里
尼会谈；4 月取道莫斯科时代表日本签订《苏日中立条约》。同年又先后与
泰国签定《日泰议定书》，与法国*维希政府签定《日法议定书》，极力扩大
日本在东南亚的势力。苏德战争爆发后，主张立即对苏开战，并反对日美谈
判。1941 年 7 月下野，退出政界。战后，1946 年以甲级战犯嫌疑被起诉，受
审期间病死。著有《中日两国在满蒙经济合作的目的和根本意义》及《振兴
满洲》等。

松平恒雄（1877—1949）日本宫内大臣（1936—1945）。1902 年东京帝
国大学毕业后入外务省。1918 年任浦盐派遣军政务部长。1923 年任外务次官
兼情报部长、临时调查部长。翌年任驻美大使。1928 年转任驻英大使。先后
出席伦敦海军裁军会议、日内瓦裁军会议等国际会议，在外交上倾向缓和与
英美的关系。1936 年二·二六事件后就任宫内大臣，1945 年 6 月离职，战后
曾任参议院议长。

松贩广政（1884—1960）日本司法大臣（1944—1945）。1910 年东京帝
国大学毕业。历任东京控诉院检查官、横滨地方法院检查厅长、大审院检查
官。1937 年起任司法省刑事局长，东京控诉院检查长，参与讨论制定《国家
总动员法》、《军用物资秘密保护法案》等。1941 年 7 月出任日本最高检查
厅检亭总长，1944 年 7 月任小矶内阁的司法大臣，1945 年 4 月在铃木内阁中
连任。长期秉承战时内阁的旨意，将司法政策作为内阁推行侵略政策、战争
政策的工具，肆意压制人民群众的反抗行动和抗争意识。同年 8月辞职，转
任贵族院敕选议员。战后于 1946 年 1 月以甲级成犯嫌疑而被捕，后获释，操
律师业。

松井太久郎（1887—1969）日本将领。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
历任参谋本部中国课课员、朝鲜军参谋长等职。1931 年任关东军参谋，积极
策划侵华战争。1935 年任独立步兵第十二联队长。1936 年任北平特务机关
长。1937 年七七事变爆发后主张不扩大，就地解决，于 7月 11 日与*和知鹰
二代表日方和冀察政务委员会方面谈判，双方协议撤兵，恢复和平，但不久
日方以武力撕毁协议，后任张家口特务机关长，“满洲国”军最高顾问。1940
年晋升中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历任汪伪政权的军事顾问，中国派遣军总
参谋长、第十三军司令官等职，长期在华进行侵略与特务活动。战后未受应
有惩处。

松花江战役  苏日战争中苏军发动的进攻战役，*远东战役的组成部
分。1945 年 8 月 9 日至 9月 2日，由*远东第二方面军与阿穆尔河（黑龙江）
区舰队协同实施。为配合苏军主力合围日本关东军，该部苏军渡过黑龙江，
沿松花江两岸向三姓（依兰）、哈尔滨方向突击，8月 11—13 日突破富锦筑
垒地域，17 日攻占佳木斯，19 日占领三姓，20 日进入哈尔滨。同时，苏军
分兵向宝清和齐齐哈尔方向推进，先后占领了这些城市及沿线地区。

松冈-亨利协定  日本和法国*维希政府签订的协定。1940 年夏在日本
压力下，维希政府同意全面封锁法属印支运输线并同意日本派遣监视团。同
年 8 月 1 日起，日本外务大臣松冈洋右和法国驻日大使亨利（C.Arsene-
Henri）开始谈判，8 月 30 日签订此协定。主要内容为：在远东的政治、经



济领域中，法国承认日本有优先权；同时日本亦尊重法国在远东的权利和利
益，以及法属印度支那的领土完整和法国的宗主权。它导致了*《日本-法属
印支军事协定》的签订。

松冈-斯塔玛会谈  日本外务大臣松冈洋右同德国特使斯塔玛
（HeinrichStahmer）于 1940 年 9 月 9—10 日在东京举行的会谈，双方取得
下列共同意见：（1）德、日、意三国希望美国不参加欧洲战争和日华纠纷；
（2）德国不要求日本介入其对英战争；（3）只有以德、日、意三国坚决一
致的态度，才能抑制美国的行动：（4）三国条约下一步也要使苏联参加在内，
德国就日、苏合作进行斡旋。（5）德国为避免日、美在东亚的冲突而尽力。
谈判最终导致*《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的缔结。

杭斯（J.O.N.S.）即*“国家工团主义者进军洪达”的简称。
杰罗（LeonardTownsendGerow，1888—1972）美国将领。1911 年毕业于

弗吉尼亚军事学院。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1921—1939 年先后在陆军监察
部参谋处和陆军部秘书处供职，期间曾在菲律宾和上海任美第三十一步兵团
团长。1940—1942 年任陆军参谋部作战计划处准将处长，1942 年获少将衔。
先后任第二十九步兵师师长和驻英美军司令。1943年6月任第三军军长。1944
年 6 月 6 日率部在诺曼底登陆。先后迸占巴黎、色当、卢森堡等地，并进抵*
齐格菲防线。在阿登战役中率部进行艰苦的防御战，阻止德军前进。1945 年
2 月擢升中将，指挥新组建的第十五集团军攻入德境。后任美驻德占领军司
令。战后曾任美第二集团军司令，1954 年退役。

杰伯奇（Jedburghs）美英盟军为实施代号*霸王的行动而组训的特种部
队。类似组织亦称*康尼斯。以其训练指挥部的地点，苏格兰边境杰德（Jed）
河边城镇杰伯奇而得名。其基本单位为由英、美、法三国人各一名组成的小
组。成员经过射击、爆破、暗杀、偷渡、无线电通讯、医疗和多种语言训练。
同英国谍报部门协作，并与法国的*马基联系，但独立行动。诺曼底登陆战役
前约有 80 多个小组深入该地区，并派出 5000 名间谍与士兵，组织和指导法
国的抵抗斗争。曾在盟军登陆作战和以后穿越法国攻入德国的战事中起重要
作用。

杰洛索（CarloGeloso，1879—？）意大利将领。1921 年加入国家法西
斯党。1935 年起参加侵略埃塞俄比亚的战争，残酷屠杀当地人民。1939 年
12 月任驻阿尔巴尼亚意军司令，1940 年 5 月对进攻希腊战争持不同意见被解
职。同年 7月向参谋部提交一份具体的侵略希腊的作战计划。是年冬指挥第
十一集团军入侵希腊，次年再度发起进攻。此后至 1943 年 5 月，任希腊军事
长官，血腥镇压当地民族解放斗争。战后未受惩处。埃塞俄比亚曾多次要求
引渡，均未成。

杰格佳廖夫（BacилийAлeкcеевичдeгтЯрёв，1879
或 1880—1949）苏联枪械设计师、技术科学博士（1940 年）。1901 年应征
入沙俄军队，在军校修械所服役。1905 年起在军械试验场修理所当钳工，在
*费多罗夫指导下开始研制自动步枪。1916 年制成自动卡宾枪。十月革命后
领导兵工厂试验所。1931 年任自动枪械设计局长。先后研制出多种型号的机
枪和冲锋枪。某中ΠД-40 式冲锋枪、*ДЩК-38 式重机枪和*杰格佳廖夫式
轻机枪，均在苏德战争中装备红军。1940 年获炮兵工程勤多少将衔和技术科
学博士。著有《我的一生》。

杰米扬斯克战役  ①苏德战争前期苏军发动的进攻战役，苏军一九四二



年冬季反攻的组成部分。1942 年 1 月 7 日至 5月 20 日，由*西北方面军实施。
目的是围歼德军杰米扬斯克集团。1月 7—9日，苏军发起钳形攻势，至 2月
底包围了杰米杨斯克（ДемHcк）登陆场的德军 6个师，但迟迟未能歼灭
被围之敌。3 月 20 日，德军援兵和被围部队发动相向突击，突破合围正面，
在拉穆舍沃（PeMｙ-шebo）方向打开一条 4公里宽的走廊。4月底，又将走
廊扩大到 6—8公里。5月 3—20 日，苏军继续进攻，但收效甚微。②苏德战
争中期苏军发动的进攻战役。1943 年 2 月 15—28 日，由西北方面军实施。
目的是歼灭 1942 年初陷入包围的德军杰米扬斯克集团。苏军发起进攻的同
时，德军已决定从该地域撤出，2月 28 日，苏军清除了敌人扼守 17 个月的
杰米扬斯克（ДeMяHcк）登陆场，但德军已经从拉穆舍沃（PeMyшeBo）走
廊撤走，未被歼灭。

杰维斯湾号轮船（JervisBay）英国海军武装商船。1922 年建成，原为
1.4 万吨的豪华客轮。1939 年装备 8门 6英寸手动火炮和 2门 3英寸防空火
炮，成为英国海军护航船，1940 年 11 月 5 日，为 HX-84 护航运输队护航时，
在大西洋上遭遇德国*舍尔号战列舰，双方力量悬殊。为掩护其他船只逃离，
船长福格蒂·费根（E.S.FogartyFegen）海军上校指挥该船向敌舰驶去，吸
引德舰火力。在该船被击沉之前，为船队赢得了 22 分钟的宝贵时间。船长及
190 余名官兵捐躯。费根后被追授维多利亚十字勋章。

杰格佳廖夫式轻机枪  即“ДП式轻机枪”。
杰桔佳廖夫式反坦克枪  即“ПТРД式反坦克枪”。
枣宜战役  抗日战争中期中国军队在鄂西地区抗击日军进攻的战役。日

军为确保武汉安全，扼注入川咽喉，于 1940 年 5 月 1 日起出动约 5个师团，
在第十一军司令官园部和一郎指挥下，由信阳、随县、钟祥三路会攻襄阳。
中国*第五战区部队共 21 个军 56 个师在襄东一带截击日军，予敌重创。第三
十三集团军司令*张自忠在激战中殉国。日军调兵增援后，于 6月 1日占领襄
阳，随后连陷宜城、荆门、远安，从北面迫近宜昌。6 月 5 日，另一路日军
从沙洋渡汉水西进，向沙市、江陵、十里铺一带进攻，从东面包围宜昌。14
日宜昌失陷。17 日中国军队乘日军撤兵之际收复宜昌。此后双方在宜昌、江
陵、钟祥、随县、信阳一线对峙。此役日军伤亡达 2.5 万人。

奈（GeraldPrenticeNye，1892—1971）一译“奈伊”。美国参议员，
共和党人。早年从事新闻出版业。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1925—1945 年为
参议员。1934 年初，建议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美国大公司与英法的军火贸易
情况进行调查。同年 4月经参议院批准，任军火贸易调查委员会（又称*奈委
员会）主席。1935 年极力促使国会通过*《中立法案》。西班牙内战时期主
张对交战双方实行武器禁运。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仍极力阻挠修改中立
法。是国会内孤立主义集团代表人物之一。

奈比（ArthurNebe，1894—约 1945）德国刑事警察头目。参加过第一次
世界大战。战后当刑事警察。1931 年加入纳粹党、党卫队和冲锋队。1933
年 4月任普鲁士邦刑事警察处处长。1937年7月任全国刑事警察局局长。1939
年 9 月任*德国中央保安局第五处处长。1941 年 6—11 月任*党卫队特别行动
队 B支队队长，在明斯克地区大肆屠杀。后获党卫队地区总队长衔（相当于
中将）。首创使用卡车废气的毒气室，建议将集中营的囚禁者代替动物作医
学实验。1944 年参与*七·二○事件，事败后逃匿，同年 11 月被捕。据官方
记载于 1945 年 3 月 4 日在柏林处决（一说战后曾在意大利和爱尔兰露面）。



奈迪奇（MilanNede，1877—1946）南斯拉夫将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
在塞尔维亚军队中服役，任团长和旅长。三十年代末和四十年代初历任南斯
拉夫总参谋长和陆军大臣。支持反动组织在军中进行法西斯宣传。对轴心国
的入侵持不抵抗态度。德军占领南斯拉夫后，于 1941 年 8 月出任塞尔维亚傀
儡政府首脑，指挥所部配合德、意侵略军镇压解放运动。1944 年 10 月出逃
维也纳。1946 年被捕后自杀。

奈委员会（NyeCommittees）全称“美国国会军火贸易调查委员会”。
因其主席*奈而得名。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美国和平主义团体发起反战运
动，敦促政府对军火工业实行控制。1934 年 4 月，参议院批准成立以参议员
奈为首的专门委员会，调查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大公司与英法的军火贸
易情况。同年底，该委员会提出调查报告，认为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乃
是经济利益集团施加压力所致，呼吁美国不要重蹈覆辙，再度卷入欧洲战争。
该报告一方面反映了美国国内不同经济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也揭露了某些
真相；但另一方面也煽起了*孤立主义情绪，促使国会于 1935 年通过*《中立
法案》。

奇比索夫（HикaндрEBлaMпиeBичЧибисов），1892—
1959）苏联将领。1913 年应征入沙俄军队。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升至上
尉。1918 年加入红军。参加过国内战争。1935 年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1939
年加入联共（布）党。后任第七集团军参谋长，参加苏芬战争。苏德战争开
始时为中将。历任突击第三十八、第三和第一集团军司令和布良斯克方面军
副司令。初在南方和西方方向参加防御战，后参加沃罗涅日-卡斯托尔诺耶、
哈尔科夫（1943 年）、基辅（1943 年）和列宁格勒-诺夫哥罗德等战役。1943
年获上将衔。翌年 6 月起任伏龙芝军事学院院长（至 1949 年）。1954 年退
役。

奇怪战争  对 1939 年 9 月英、法向德宣战后在西线无所作为状态的一
种称谓。法国称“奇怪战争”，（Droledeguerre），德国称“静坐战”
（Sitzkrieg），美国称“假战争”（PhonyWar），英国称“晦暗不明的战争”
（TWilightWar），苏联也称之为“奇怪战争”（СtpaннaяBoйнa）。
德国进攻波兰后，英、法虽对德国宣战，但并未按战前同波兰签订的有关协
定给波兰以实际的军事援助。英法空军只是向敌方投散传单，陆军开到*齐格
菲防线前沿地带即停止不前，10 月中又撤回原出发地点。直到 1940 年 5 月
长达 8个月的时间里，除了在大西洋上英德之间的海上逐猎以及*挪威战役中
的交锋外，法、英两国将近 110 个师的陆军完全按兵不动。德军在没有作好
调头西进发动大规模突袭之前也蛰伏伺机。双方军队各自在战壕里静坐观
望，互不射击，出现了战争史上罕见的宣而不战的奇怪现象。

奇斯佳科夫  ①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奇斯佳科夫（MиxaилH
иколaеBичЧисяoB，1896—1980）。苏联将领。1915 年应征入沙
俄军队，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升至准尉。1918 年加入红军。参加过国内战
争。1930 年毕业于伏尤芝军事学院首长进修班。苏德战争开始时为炮兵少
将。先后任西方方面军和第三十四集团军炮兵主任、红军炮兵副司令。参加
各方面军实施的一系列重大战役。1944 年获炮兵元帅衔。同年加入联共（布）
党。1945 年出任远东炮兵司令，参加*苏日战争。战后历任武装力量炮兵副
司令、国防部总监局总监。②伊万·米哈伊洛维奇·奇斯佳科夫（ИBaHМи
хайлoBичЧистякoB，1900—1979）。苏联将领。1918 年参军。



1926 年加入联共（布）党。二十年代先后毕业于机枪学校和高级步兵学校。
1936 年起历任步兵团长、师长、副军长和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步兵学
校校长。1941 年任步兵军长（上校衔）。苏德战争初期在西方和西北方向作
战，曾参加莫斯科会战。1942 年 10 月起任第二十一集团军（翌年 4 月起为
近卫第六集团军）司令（中将衔）。先后参加斯大林格勒、库尔斯克、白俄
罗斯、里加和默麦尔等战役。1944 年晋升上将。1945 年调任第二十五集团军
司令，参加远东战役。战后曾任外高加索军区第一副司令和陆军监察局总监
等职。1968 年退役。著有《奉祖国之命（伟大卫国战争中近卫第六集团军的
战斗历程）》等。

拓务省  日本政府主管殖民地行政和海外殖民开发的机构。始于 1895
年设置的台湾事务局。随着殖民地的扩大，机构增大并数度易名。1929 年 6
月正式设置。统一管理朝鲜总督府（朝鲜总督除外）、台湾总督府、关东厅、
桦太厅、南洋厅的有关行政事务，并监督管理满铁及东洋拓殖株式会社的业
务。下设大臣官房室（即秘书处）、朝鲜部、管理局、殖产局、拓务局（1940
年 11 月后分为拓北、拓南两局）和拓殖调查部。1942 年并入*大东亚省。

拥军优抗运动  全称“拥护军队、优待抗日军人家属运动”。中国共产
党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展的政治运动。1943 年 1 月 15 日，陕甘宁边区政府
发布《关于拥护军队的决定》和《拥军运动月的工作指示》，修订并公布《优
待抗日军人家属条例》，规定 1月 25 日至 2月 25 日为拥军运动月。陕甘宁
边区各地党政军民联合组成拥军代表团和秧歌队，抬着丰盛的食品，到部队
进行慰问；对抗日军人家属则采取减免公粮、发放贷款、捐赠实物或现金等
方式进行优待。这一运动加强了军民团结，成为延安精神的组成部分，并被
推广到各抗日根据地。

拥政爱民运动  中国共产党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展的政治运动。1943
年 1 月 25 日，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部、政治部为加强军民、军政团结，发出
《关于拥护政府爱护人民的决定》和《拥政爱民运动月的工作指示》，规定
2月 5日至 3月 4 日为拥政爱民月。各部队纷纷制订拥政爱民公约，走出营
房，开展公益劳动，帮助和保护农民生产，并对部队执行纪律情况进行全面
严格的检查。同年 10 月后，该运动推广到中共领导的所有抗日部队，并规定
此后每年春节都要举行。

拉恩（RudolfRahn，1900—1975）德国外交官。早年在海德尔堡大学获
博士学位。1927 年在国际联盟秘书处供职，并先后在德国驻土耳其（1931—
1934）、葡萄牙（1937—1939）和法国（1940—1943）大使馆供职。1943 年
任德国驻意大利大使，同年起为驻“意大利社会共和国大使”，任内极力控
制墨索里尼政权，大肆搜括财富，并血腥镇压抵抗运动。1945 年被盟军逮捕。
1951 年获释后经商。

拉包尔（Rabaul）西南太平洋俾斯麦群岛的新不列颠岛东北端港市。1920
年起为澳大利亚委任统治地。1942 年 1 月底被日军占领，成为日军西南太平
洋的主要前进基地。日本陆军第八方面军司令部和海军东南方面舰队司令部
驻地。在南太平洋岛屿争夺战中曾发挥重要作用。1943 年 11 月美军实施*拉
包尔袭击战后，基地设施被破坏，舰挺被迫撤至特鲁克。后因美军实施*跳岛
战术，被孤立隔绝，失去作用。

拉尼埃（JosephLaniel，1889—1975）法国抵抗运动活动家。初从事工
商业活动，后转入政界。1932 年起为议员。1940 年 3 月，任财政副国务秘书。



法国败降时，曾投票赞成授予贝当全权。但不久即在诺曼底组织“民主联盟”，
开展抵抗运动，并参加民族抵抗委员会，为抵抗运动中的右翼势力代表。曾
任临时咨询议会副主席。战后一度任总理。

拉罗克（FrancoisdeLaRoaque，1885—1946）法国法西斯分子。1907
年毕业于圣西尔军校。1928 年获中校衔退役。曾领导法国驻摩洛哥殖民军情
报处。1931 年领导*火十字团，并将其变为武装法西斯组织，积极参与 1934
年 2 月 6 日法西斯分子在巴黎的暴动（见“向议会进军事件”）。1936 年，
将火十字团更名为*法兰西社会党。1940 年 5 月任国务部长。法国败降后，
又将法兰西社会党易名为法国社会进步党，赞同贝当的*民族革命，反对自由
法国。因与德国占领当局发生矛盾，1943 年 3 月被盖世太保逮捕，囚禁于德
国。1945 年 5 月被释，次年病死。

拉姆扎（Pam3aй）苏联侦察员*佐尔格于 1933—1941 年间在日本东京
组织的情报小组代号，系由佐尔格姓名的词头字母组合而成。该小组成员最
多时达 49 人，分属德、日、英、南斯拉夫等国籍。1941 年 10 月小组成员先
后被捕，活动遂告停止。

拉姆齐（BertramRamsay，1883—1945）英国海军将领。1898 年参加海
军，后历经各种战斗勤务和参谋工作，1938 年退休，领海军中将衔。1939
年 8 月应召重新服役，出任多佛尔港司令至 1942 年 4 月。任内指挥*敦刻尔
克撤退的*发电机行动以及*不列颠之战的海峡防卫战斗。1942—1943 年协助
计划和实施盟军在北非和西西里岛的登陆作战。1944 年任实施*霸王行动的
盟国远征军海军司令，领海军上将衔，负责海上输送和保障任务。1945 年 1
月在执行任务中因飞机失事殉职。

拉尔明那（ReneMarieEdgardeLarminat，1895—1962）法国将领。毕业
于圣西尔军校。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1939 年晋升中校，并任东地中海战
区法军参谋长。法国败降后，曾试图在巴勒斯坦和吉布提继续组织抗战，未
果。1940 年 8 月，促成布拉柴维尔加入自由法国，被戴高乐任命为赤道非洲
总督和当地驻军司令。此后率自由法国军队在叙利亚境内作战，1942 年晋升
准将，参加突尼斯战役。1943 年擢升中将。1944 年 8 月率第二军在法国南方
登陆，解放土伦，并肃清大西洋沿岸残敌。战后曾任海外法军总监。

拉米雷斯（PedroPabloBamirez，1884—1962）阿根廷总统（1943—
1944）。军人出身。长期在部队中服役。曾在德国受训。1939—1941 年在高
等军事学校任教。1942 年出任陆军部长。1943 年 6 月始出任总统。继续奉行
*卡斯蒂略的政策，对内支持法西斯力量，镇压工人运动，对外采取亲德政策。
1943 年 12 月因支持纳粹德国在玻利维亚策动的叛乱和秘密与德国进行军事
接触而遭到谴责。1944 年 1 月被迫与德国断交，不久下野。

拉沃奇金（CeмёнAлeкceeBичЛaBOчкин，1900—1960）苏
联飞机设计师。1927 年毕业于莫斯科高等技木学校。1935 年起任飞机制造主
任设计师。1939 年起任设计局局长。从事多种歼击机的研制工作。先后研制
出*Лa-3 型歼击机（1940 年）、*Лa-5 型歼击机（1942 年）和*Лa-7 型歼
击机（1944 年），成为苏德战争中红军的主要战斗机种之一。1944 年获工程
技术勤务少将衔。1953 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58 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通讯院
士。

拉铁库尔（OwenLattlmore，1900—）美国亚洲问题专家。幼时随父来
华。毕业于英国圣·比斯学校。1922 年获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会奖金，后周游



新疆、内蒙和东北各地，研究中国边疆问题。三十年代初为北平（今北京）
哈佛燕京社研究员。1934 年任《太平洋事务》主编。1938 年起执教于霍普金
斯大学。1941 年由罗斯福推荐，来华任蒋介石的私人政治顾问，因不遂蒋介
石之意，任内一事无成，次年被迫回国。后任职于战时情报局，为国外分部
副主任，负责太平洋战区工作。1944 年随副总统华莱士访华，曾建议美方施
加压力使蒋介石政府调整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五十年代曾受“麦卡锡主义”
的迫害。著有《亚洲问题解决》、《美国与亚洲》等。

拉脱维亚  见“波罗的海国家”。
拉网大扫荡  日本侵略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实行“扫

荡”的一种战术。在*分进合击、*铁壁合围、*梳篦清剿基础上形成。日军以
强大兵力，多路出击，梳篦式快速推进，在抗日根据地的广大地区内构成若
干合围圈，边压缩，边搜索，犹如拉网捕鱼一样，企图把人民抗日军队逼迫
到狭小地区聚而歼之，从根本上摧毁抗日根据地。

拉希德·阿里（RashidAlial-Gailani，1892—1965）伊拉克首相（1940
—1941）。巴格达法律学校毕业。曾先后任内政大臣（1925—1927）和首相
（1933 年）等职。1938 年任宫廷总管。1940 年 4 月 1 日，在亲德派支持下，
再次出任首相。任内谋求与德国合作，翌年 1月 30 日议院投不信任票后，被
迫下野。随后参加于 4月发生的反英政变，在亲德军官支持下，建立国防政
府，积极开展驱逐英国势力的活动，并寻求轴心国的支持。4 月底，英国从
印度直接派兵入境镇压后，于 5月底潜逃德国和意大利，后又流亡沙特阿拉
伯。1942 年被缺席判处死刑。战后于 1958 年回国。

拉普钦斯基（AлeкcaHдpHикOлaeBиHчЛaпчeHcкий，1882
—1938）苏联空军战术理论家。毕业于阿列克谢军事学校、彼得堡大学、慕
尼黑大学和基辅飞行观察员学校。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在沙俄军队服役，1918
年加入红军，国内战争时曾任红军空军参谋长。后从事空军军史和空军战役
战术研究。曾仕空军条令委员会主席、伏龙芝军事学院空军战术教研室主任
兼茹科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教授。所提出空军作战理论原则，在苏德战争中
起了重要作用。著有《空军的技术与战术》、《空军战术与防空问题》、《战
斗和战役中的空军》、《空战》、《空军集团军》等。

拉包尔突击战  太平洋战争期间美国海空军对新不列颠岛拉包尔
（Babaul）港市的日军海空基地的空袭。为顺利实施*布干维尔岛战役，美军
决 定 派 遣 航 空 母 舰 袭 击 拉 包 尔 。 1943 年 11 月 5 日 ， 谢 尔 曼
（Fredericksherman）海军少将率萨拉托加号和普林斯顿号 2艘航空母舰，
以 97 架舰载机突袭增援拉包尔的日舰队。炸坏日巡洋舰 6艘、驱逐舰4艘和
飞机数十架，美损失飞机 10 架。11 月 11 日，蒙哥马利（AlfredE.Montgomery）
海军少将率埃塞克斯级等 3艘航空母舰以 185 架舰载机再度攻击，作沉日驱
逐舰 1艘、重创巡洋舰 1艘，击毁飞机数架。日被迫将舰队撤至特鲁克。

拉斯基也维兹（WladystawRaczkieWicz，1885—1947）波兰流亡政府总
统（1939—1945）。1921 年起多次任波兰政府部长。1930—1935 年任波议会
参议院议长。1939 年 9 月波兰被德国占领后，在法国组成流亡政府，任总统。
成立波兰国民参议会，并在昂热主持政务。1940 年 6 月德军入侵法国，移居
英国，继续领导流亡政府。战后去职。

拉-5 型歼击机  即“Лa-5 型歼击机”。
拉-7 型歼击机  即“Лa-7 型歼击机”。



拉波尔特·狄泰尔（PauldeLaPorteduTheil，1884—1976）法国将领。
1905 年毕业于巴黎综合技术学校。长期在军队服役。1938 年晋升准将。大战
爆发后，初任师长，后任第七军军长。法国败降后，得贝当宠信，负责建立*
青年工场，为维希政府欺骗和拉拢青年。1944 年初，与占领军当局发生矛盾，
被盖世太保逮捕，囚禁于德国。战后获释。1945 年受审。1947 年被宣判无罪。

拉姆加尔训练营  大战期间在印度拉姆加尔（Ram－garh）的中国军队
训练基地。1942 年 5 月初缅甸战役失败后，部分*中国远征军撤至印度。经
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史迪威倡议，获中美政府首脑同意，在拉姆加尔建立训
练基地，由美国提供军需、装备及教官，利用*飞越驼峰空运物资到中国的美
机返回之便，逐步将中国军队运往该处。自 1942 年 8 月到 1944 年间，约有
5.3 万名中国官兵在该处受训，后组成*中国驻印军，1944—1945 年参加了收
复缅甸的战役。

拉格-3 型歼击机  即“Лa-3 型歼击机”。
拉米利斯号战列舰（Ramillies）英国战列舰。1917 年建成。排水量 29150

吨，最大航速 21 节。装有 8门 15 英寸和 12 门 6 英寸火炮，8门 4英寸高射
炮，4个 21 英寸鱼雷发射管。1940—1941 年主要在地中海和大西洋担负护航
任务，曾参加托伊拉达海战和围堵德国*俾斯麦号战列舰。1942 年活动于印
度洋，在参加马达加斯加之战时，被日本袖珍潜艇击伤。修复后，1944 年 6
月参加诺曼底登陆战役，8月参加法国南部登陆战役。同年底退为预备役。

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Ravensbruck）纳粹德国集中营之一。1934 年初
建立，1938 年改为*妇女营，位于柏林以北菲尔斯滕贝格（Furstenberg）湖
附近。集中营内设有毒气室。先后有 23 个国家的 13.2 万名妇女和儿童被关
押在内，其中 9.3 万人被害。监禁者被迫为西门子公司和党卫队下属企业从
事奴隶劳动，还被当作医学试验品肆意虐杀。1945 年 4 月 25 日盟军攻占该
地，幸存者获救。战后，1959 年在原址建立纪念博物馆和纪念碑。

拉普拉塔河口外海战  大战初期英国海军截击德国*格拉夫·施佩号战
列舰之战。1939 年大战爆发后，该舰与其他德国大型水面军舰，袭扰盟国航
运，形成巨大威胁。英国海军调集 23 艘大型军舰，组成 9个搜索舰队，在大
西洋和印度洋张网搜索截击。同年 12 月初，德国*格拉夫·施佩号战列舰在
好望角与弗里敦之间的航路上，击沉 3艘商船。部署于南美洲东海岸的英国
G搜索舰队，正确判断德舰航向，在拉普拉塔河口外以 3艘巡洋舰进行截击。
12 月 13 日晨双方发生激战。英舰 1 艘重伤。德舰于当晚逃入中立国乌拉圭
的蒙得维的亚港。17 日，德舰未能获准延长停留时间，面对云集的优势英舰
突围无望，遂于傍晚驶出该港自沉。

欧文式冲锋枪（Owen）澳大利亚冲锋枪。由欧文（EvelynOwen）设计，
故名。1941 年研制成功。生长 0.813 米，口径 9毫米，射速每分钟 700 发，
重 4.1 公斤，由顶装弹夹供弹。战后继续使用至六十年代。

欧洲第一战略（TheEurope-FirstStrategy）即“先欧后亚战略”。
欧洲咨询委员会  苏、英、美政府研究与战争结束有关的欧洲问题的咨

询机构。1943 年 10 月*苏美英莫斯科外长会议上决定成立。总部设在伦敦。
主要任务是为三国共同行动提出建议，但无发布命令的权力。同年 11 月 30
日（一说 1944 年 1 月 14 日）正式开始工作。1944 年 11 月法国也被邀参加。
委员会先后召开会议 120 次，曾制定德国无条件投降的条款，确定各盟国在
德国的占领区，以及起草关于在德国履行无条件投降基本条件期间设立对德



管制机构的提案；还研究了恢复奥地利独立的问题以及制定同保加利亚和其
他一些国家的停战协定条款。1945 年 7 月*波茨坦会议决定建立外长会议后
停止工作。

欧洲莽式战斗机（Martlet）即“F-4F 型歼击机”。
欧洲国际军事法庭  即审判纳粹德国主要战犯的纽伦堡国际军事法

庭。根据 1945 年 8 月 8 日签署的*《苏美英法关于惩处战犯的协定》的附件
《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宪章》设立。法庭有审判官 4人组成，每一审判官有一
助理人，每一审判官及其助理人由各签字国指派；必须有审判官 4人全体出
席，或任何一人缺席时由其助理人出席，始构成法定人数；庭长自 4名审判
官中推选，在连续审判中轮流担任；定罪与课刑之决定必须至少有审判官 3
人投票赞成。法庭有权审判及处罚一切为轴心国之利益以个人资格或团体成
员资格犯有的违反和平罪、战争罪、违反人道罪。1945 年 10 月 18 日，法庭
接受由苏、美、英、法四国各指派一检察宫组成的检察与起诉委员会对戈林
等 24 人和 6个组织提出的起诉书。同年 10 月 29 日法庭在纽伦堡公布*《国
际军事法庭程序规则》受权审理和处罚上述被告。从 11 月 20 日起，在纽伦
堡开庭。参见“纽伦堡审判”。

欧根亲王号巡洋舰（PrulzEugen）德国重巡洋舰。为*希佩尔号巡洋舰
的姊妹舰，同时建造。排水量 1（一说 1.8）万吨，航速 32 节，装备 8门 8
英寸火炮、12 门 4.1 英寸火炮、12 个鱼雷发射管和 2架水上飞机。1941 年 5
月 18 日，随伸斯麦号战列规驶往大西洋对英国航运进行破袭战。5月 24 日，
与英舰发生*丹麦海峡海战。6月 1日逃进法国布列斯特港锚泊。1942 年 2
月，穿过多佛尔海峡转移至本土基地。后调往挪威海域。1943 年 9 月，参加
袭击斯匹次卑尔根群岛。德国投降时，泊于丹麦欧根亲王号巡洋舰的海港。

欧 洲 战 区 美 军 司 令 部 （ EuropeanTheaterofOpera-
tionsUnitedStatesArmy，缩写 ETOUSA）大战时期美军在欧洲的指挥机构之
一。其前身为美国驻英陆军司令部（USAFBI），1942 年 6 月 8 日建置，艾森
豪威尔任司令。辖欧洲战区美国陆军和海军陆战队，在海军部同意下指挥该
战区海军；负责在欧洲准备和实施对轴心国的军事行动，实际作用是训练安
排派赴欧洲的美国部队，解决物资供应，制订作战方案等，真正指挥作战的
是*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

[丨]

肯尼（GeorgeChiurchillKenney，1889—1977）美国将领。1917 年麻省
理工学院毕业。后入美陆军航空兵服役，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曾击落德
机两架。1941 年 2 月获准将衔，并指挥航空兵实验部队。1942 年初任美驻澳
大利亚陆军航空兵部队少将司令，整顿与组建美国在西南太平洋战区的空军
部队，指挥部队在该战区作战。同年底任第五航空队司令，晋升中将。1948
年 2 月指挥对拉包尔的袭击。3 月在新几内亚战役中，指挥第五航空队对日
作战，击沉日舰 22 艘。1944 年出任西南太平洋战区盟国空军司令，为麦克
阿瑟的得力助手。同年底升任美远东航空总队司令，辖第五、第七、第十三
航空队。后参加解放菲律宾的战斗，毁敌机 1.2 万余架，敌舰 170 万吨。曾
参与指挥 1945 年对日本本土的战略轰炸。同年普升上将。战后任美战略空军
司令，1951 年退役。



肯尼迪（JosephPatriekKenlledy，1888—1969）美国金融实业家，外
交官。1912 年哈佛大学毕业。早年从事金融业和工业，成为巨富。1929 年起
投身政界。三十年代中期历任美国证券与交换委员会主席、海事委员会主席
等职。1937 年出任驻英国大使，主张对德绥靖。大战爆发后，对英法抗击德
国持悲观态度，1940 年曾建议罗斯福政府放弃给英、法军事援助的政策，未
被采纳。同年离任回国。其子约翰·肯尼迪为美国第三十五届总统。

卓娅  即“柯斯莫杰米扬斯卡娅”。
虎号  日军制定 1944 年作战计划时进行图上演习的代号。1943 年底，

日本陆军部根据大本营在 9月提出的《今后战争指导大纲》，举行为期一周
的图上演习。目的是探讨对形势的判断，研究如何指导太平洋方面的作战和
可否在中国方面进行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作战。演习作出判断：盟军反攻从阿
留申群岛、太平洋中部、新几内亚、缅甸等地出发，向千岛群岛、日本本土、
台湾、菲律宾、爪哇、马来亚和其他地区发动攻击。决定采取积极防御方针，
准备全力粉碎盟军进攻并及时转入反攻。同时日大本营为配合各战场，采取
扩充航空兵力，将年产 3.5 万架飞机数增为 5万架；防止悔上运输损失；解
决无线电仪器的技术及研制科学的新式武器等措施。

虎式坦克（PanzerkampfwagenNTiger）又名 T—VI 型坦克。德国重型坦
克。1937 年开始研制。1942 年 8 月下达生产指令。全重 56—67 吨，乘员 5
人。装备长身管 88 毫米火炮 1门，7.92 毫米机枪之一 3挺。前装甲厚 100
—150 毫米。发动机最大功率 G50—700 马力，公路最大时速 37—41 公里，
行程 100—170 公里。火力猛，装甲厚，但机动性差，一般用作坦克师的先头
部队，以轻中型坦克作侧翼掩护。1942 年底开始服役，主要用于苏德战场和
西线战场。

非洲军（armeeDAfrique）法国在非洲的驻军。大战爆发时约为12 个师。
西线战争爆发后，大部奉调回国。1940 年，维希政府以维持社会秩序为名，
征得德国同意，将其保持在 12 万人左右，但仅配备轻武器，1942 年 11 月盟
军在北非登陆时，仅作轻微抵抗。《达尔朗一克拉克协定》签订后，转对德
军作战。1943 年参加突尼斯战役，整编为 8个师，并全部更换美式装备。1944
年部分编入法国远征军，赴意大利作战；大部则在塔西尼指挥下，登陆法国
南方，参加解放本上和进军德国的战斗。战后部分调回北非，部分则开赴远
东参加印支战争。

非洲军团（Afrika—Korgs）德国派往北非的战略战役军团。由 1941 年
2 月组建，初辖第五轻装师（后改编为第二十一坦克师）和第十五坦克师。
同年夏增辖第九十轻装师。1942 年 8 月增辖 1个空降旅。至*阿拉曼战役前，
兵力达 4个师和 1个空降旅。司令先后为隆美尔（1941.2—1943.3）和阿尼
姆（1943.3—1943.5）.与北非意军合组成德意联军，在北非战场作战。1943
年 5 月中旬向盟军投降。

非交战状态（NonBelligerenOy）国际政治用语。对 1940 年美国外交政
策的一种概括。源出大战时期英国驻美大使洛西思侯爵（PhilipHenryKerr，
Lothlan，1882—1940）的一份外交备忘录。洛西思认为自 1940 年 6 月法国
沦陷后，美国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援助英国以抗击纳粹德国侵略，但却没有
采取直接参战的行动，用“非交战状态”比用“中立”更能贴切地表述出该
阶段美国外交政策的实质内容。

昆仑关战役  抗日战争中期*桂南会战中的重要战役。1939 年 12 月 4



日日军占领桂南战略要地昆仑关。中国军队火速从长沙会战前线抽调徐庭
瑶、叶肇、邓龙光和蔡廷锴部共 15 万余人，以空军协同，于 12 月 16 日由杜
幸明的机械化第丑军担任主攻发起攻击。日军据堡顽抗，经 3昼夜激战，中
国军队于 18 日克复昆仑关。20 日日军增兵反攻重陷昆仑关。31 日中国军队
再次夺回昆仑关，双方伤亡均重。日军第十二旅团旅团长中村正雄以下 4000
亲人毙亡。

昌奇巴泽（1901—1950）苏联将领。1921 年参军。1922 年格鲁吉亚联
合军事学校毕业。1930 年加入联共（布）党，1940 年毕业于高级步兵学校。
苏德战争开始时为上校。先后任步兵师长和近卫步兵第十三军军长。1944 年
升任近卫第二集团军司令。参加过莫斯科、斯大林格勒、顿巴斯（1943 年）、
梅利托波尔、克里米亚（1944 年）、希奥利艾、默麦尔和东普鲁士等战役，
1945 年晋升上将。战后任步兵军长。

易北河会师  指苏、美盟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胜利会师。1945 年 4
月 25 日日时 30 分，参加*柏林战役的苏军乌克兰第一方面军近卫第五集团军
同参加*鲁尔战役并由西向东进攻的美军第一集团军会师于易北河左岸的*托
尔高。首先相遇的是苏军近卫步兵第五十八师的一个连和美军步兵第六十九
师的一个侦察组。4月 28 日，苏、美、英三国政府首脑对会师部队表示祝贺。

昂山（AungSan，1915—1947）缅甸抵抗运动领袖。早年从事反英独立
运动。1938 年参加德钦党，参与创建缅甸共产党。1939 年任德钦党总书记。
大战初期，曾寻求日本支持争取独立。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指挥*缅甸独立军，
协助入侵缅甸的日军对英作战。1943 年获少将衔，并任巴莫政府国防部长。
后转变“联日抗英”立场，逐渐接近抵抗力量。1944 年 8 月联合共产党、人
民革命党等进步力量，共建反对日本法西斯的统一战线组织（次年 8月正式
命名为*缅甸反昂山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并任主席。1945 年 3 月率领*缅
甸国民军起义，并配合盟军光复全国。战后曾率代表团赴英谈判要求独立，
并任临时政府总理。1947 年 7 月被刺杀。

昂代会谈  1940 年 10 月 23 日希特勒同佛朗哥在法国-西班牙边境城市
昂代（Hendaye）举行的会谈。会谈时，希特勒为动员西班牙参战，吹嘘“英
国已被肯定地击败”，并许诺如西班牙参战可在法属北非得到领土补偿。但
佛朗哥以修改比利牛斯山脉的边界，割让法国的加泰罗尼亚以及整个法属北
非，为西班牙参战的条件。会谈持续 9个小时，佛朗哥未允诺参战。会上仅
起草了一份西班牙遵守*《德意同盟条约》和*《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的议
定书。

昂马斯协议  共产国际和社会党国际（第二国际）关于对西班牙问题的
协议。*西班牙内战爆发后，根据共产国际的倡议，1937 年 6 月 21 日共产国
际和社会党国际的代表团在法国上萨瓦省的昂马斯（Annelnasse）举行会晤，
双方达成在西班牙问题上实行共同政策的协议。但直到西班牙内战结束，社
会党国际的领导机构井未采取有效措施支援西班牙人民的正义斗争，仅限于
进行一些睿集款项、药品和粮食的工作。

国联  即“国际联盟”的简称。
国防军（Reieliswehr，缩写RW）1919—1935 年德国军队的名称。受《凡

尔赛和约》军事条款限制，法定息兵力为 11.5 万人，为志愿兵制，其中陆军



10 万人，海军 1.5 万人，禁止设空军。陆军辖 2个集群和 7个军区。第一集
群辖 4个步兵师和 2个骑兵师，司令部设在柏林；第二集群辖 3个步兵师和
1 个骑兵师，司令部设在卡塞尔（Kasse1）；每个军区编有 1 个步兵师，约
1.2 万人。另有*黑色国防军作为后备力量。三十年代初支持纳粹党执政。希
特勒就任德国总理后加速扩军，1934 年 10 月总兵力达 30 万人，包括 21 个
步兵师，3 个骑兵师及 1 个骑兵旅，1 支装甲部队和 1 个轻装师。1935 年 3
月 16 日起根据*《德国普遍义务兵役法》实行征兵制。同年 5月 21 日起根据
*《德国国防法》改称*德国武装部队。

国社党  即*“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的简称。
国维会  日本右翼团体。1932 年 1 月成立。成员有近工文麿、荒木贞夫

和后藤文夫等人。受安冈正笃精神主义的影响，主张维新国运，振兴和发展
产业经济，纠正轻佻诡激之思想，使“日本精神普照世界”。1934 年 7 月，
其成员后藤文夫、广田弘毅、藤井真信加入冈田内阁，形成投靠*统制派的新
官僚集团。同年 11 月，因遭社会各界指责而解散。

国际纵队（InternatlonaIBrigade）一译“国际旅”。西班牙内战期间，
各国反法西斯志愿者为支援西班牙共和国而组成的兵团。1936 年西班牙发生
反共和政府的军事叛乱，德、意法西斯公然武装干涉，支持叛军。同年 9月，
共产国际决定在各国招募志愿人员，支援西班牙共和政府，经该政府批准后
奔赴西班牙参战。自 1936 年 10 月至 1937 年底，按西班牙共和国军番号，先
后编成第十一、第十二、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五、第一二九和第一五○等
7 个国际纵队。另有一些国际营和志愿人员编入共和国部队。其成员主要来
自苏、法、德、波、意、英、捷、美、加拿大以及旅居欧美的华侨，共 54
个国家，总数约 3.5 万人（一说 4万多人）。志愿人员的誓词是：“为拯救
西班牙和全世界的自由而战斗到流尽最后一滴血！”国际纵队参加了一系列
重大战役，承担了艰巨的战斗任务。约 2万多人在战斗中伤亡和失踪。1938
年 9 月，西班牙共和政府接受*不干涉西班牙事务委员会关于召回外国志愿人
员的决定，国际纵队撤至后方，并于同年 10 月 28 日举行告别仪式撤离西班
牙。

国际联盟（LeagueofNations）简称“国联”。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建立
的国际组织。根据作为*《凡尔赛和约》第一部分的国联盟约，于 1920 年 1
月 10 日随《凡尔赛和约》生效而宣告成立。先后有 63 个国家加入。主要机
构为大会、行政院和秘书处，附设国际法庭、国际劳工局两个独立机构和委
汪统治、裁军等众多专门委员会。总部设在臼内瓦。行政院亦称理事会，由
英、法、日、意 4名常任理事国和 4名非常任理事国（每年更换一次，后增
至 11 名）组成。1934 年 9 月 18 日，苏联加入后成为第 5个常任理事国。美
国为倡议国之一，但因美国会夫批准《凡尔赛和约》，故始终来加入。盟约
规定国联的主要宗旨为维护和平、裁减军备和实施委任统治、和平解决国际
争端。三十年代起，德、日、意法西斯对外扩张，先后侵略中国、埃塞俄比
亚、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国联未能起到实现裁军和制止侵略的作用。1938
年 3 月 27 日和 10 月 19 日，日本和德国先后退出国联。1937 年 12 月 11 日，
意大利也退出国联。大战爆发后，苏联因与芬兰发生战争，于 1939 年 12 月
14 日被开除出国联。此后国联实际上已名存实亡，1946 年 4 月 18 日宣告解
散，所有财产和档案均移交联合国。

国难会议  1932 年 4 月 7—11 日由国民政府在洛阳召集。汪精卫主持会



议，聘任“全国各界富有学识经验资望之人士”组成，原定 403 人，实际到
会 150 人左右。者决御侮、救灾、绥靖（即“剿共”）方针，决定在训政时
期设立“国民代表会”监督财政和外交。会后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又议决：
该会决议案须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作最后决定。会议表明国民政府仍然
奉行*“攘外必先安内刃政策，对日屈膝投降，对内专制独裁。

国策基准  日本 1936 年制定的夺取亚大地区霸权的纲领性文件。二·二
六事件后，日本形成军部法西斯独裁体制，加紧对外扩大侵略。1936 年 8 月
7 日，由广田弘毅内阁的*五相会议制定。规定日本当前的根本国策，“在于
外交和国防互相配合，一方面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的地位，另一方面向南方
海洋发展”，排除列强在东亚的霸权。强调扩充国防军备，陆军以对抗苏联
为目标，海军则对抗美国“确保西太平洋制海权”；国内实行统一舆论，“健
全国民思想”，发展“执行国策所必需的产业与贸易”，加速重要资源的自
给自足。这是日本首次把以美英为敌的南进政策，同以苏联为敌的北进政策，
正式定为基本战略方针。

国民征用令  日本政府战时强制国民从事重要产业劳动的敕令。1939
年 7 月 8 日颁布。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为实行劳务动员，于 1939 年 1
月公布《国民职业能力申报令》，通过职业介绍、招募等方法动员劳力。但
未能满足需要，遂颁布此令，通过厚生大臣、府县知事、职业介绍所所长或
市镇村长，选定征用劳动者。随着侵略战争的扩大，征用对象和使用征用者
的业务也日益扩大。1943 年 7 月，规定可进行现员征用，即可征用包括企业
主在内的整个企业的全体人员。至战争结束，共征用国民 616 万人。1945 年
3 月以《国民劳动动员令》取代，同年 10 月废止。

国民参政会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国民政府的最高民意咨询机关。1938
年 4 月，由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决议建立。享有决议权、建议权、听取
报告及询话权、调查权、国家预算初审权等，但决议案对国民政府没有约束
力。正、副者长由国民党指定，参政员总额为 200 名，由国民党“遂选”。
中国共产党为团结抗日，派代表出席会议，毛泽东、陈绍禹、秦邦宪、董必
武、吴玉章、林伯渠、邓颖超等 7人为参政员。从 1938 年 7 月起共经 4届，
召开大会 13 次。由于国民党推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该会逐步变为
国民党欺骗人民的工具。皖南事变后，中共参政员董必武等曾拒绝出席会议，
抗议国民党的反共政策。抗战胜利后，被国民党以召开“国民大会”为由，
于 1947 年 5 月撤销。

国会纵火案  德国纳粹分子制造的政治迫害事件。希特勒就任总理后为
使纳粹党在议会和内阁中取得绝对多数，首先策划清洗共产党。1933 年 2 月
27 日晚，柏林冲锋队长*恩斯特率 10 名队员，从国会议长*戈林官邪的管道
潜入国会大厦纵火，并逮捕正在现场的荷兰人卢贝（MarinusvanderLifbbe，
1909—1934）诬为纵火者。纳粹政权当局宣称国会起火是共产党武装起义推
翻德国现政权的信号，随即逮捕了德国共产党主席*台尔曼、正在德国的保加
利亚共产党领袖*季米特洛夫、100 名共产党议员和 1万多名共产党员。随后，
纳粹政府在数月内取缔其他政党，在德国确立了法西斯专政。参见“国会纵
火案审判”。

国防参议会  中国国民政府*七七事变后设立的民意咨询机构。1937 年
8 月 12 日，由国防最高会议及党政会议决定设立。以国民党为主体，吸收各
党派成员及社会名流为参者员。汪精卫任主席。参议员有周恩来、林祖涵、



秦邦宪、曾琦、沈钧儒、胡適、周佛海、陶希圣等。1938 年 4 月，由*国民
参政会取代。

国体之本义  日本文部省编纂的通俗教科书。随着*国体明征运动的深
化，文部省为配合确立总体战体制，彻底“振兴国民精神”，于 1937 年 5
月发行。该书由“大日本国体”和“国史中显现出的国体”等两部分内容组
成。全韦吹捧天皇制度，全面否定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1941 年 3 月文部省
又在此基础上发行了《臣民之道》一书，进一步发挥了上述思想。

国家元首法（GesetzuberdasStaatsoberliauptdesDeutschenRelchs）
纳粹德国法令。1934 年 8 月 1 日制订，由巴本、午赖特、施维林、克罗西克、
勃洛姆堡和沙赫特签署，翌日兴登堡总统去世后公布。规定将德国总统和总
理的职能合并为一，希特勒任国家元首兼政府总理，并拥有武装力量最寓统
帅权。8月 19 日，德国百分之九十五的选民参加公民投票，其中百分之八十
九点九三票赞成该法令。它进一步加强了希特勒的独裁统治。

国家防御法  即“德国国防法”。
国家重建法（GesetzliberdenNeuaufbaudesReieh）一译《国家新体制

法》。纳粹德国改行中央集权制的法令。希特勒上台后，为加强法西斯独裁
统治，相继于 1933 年 3 月 31 日和 4月 7日，公布两项“备邦与国家一体化”
（GleicbSelialtullgsgesetz）的法律，缩小邦议会权力，加强中央政府权
力。1934 年 1 月 30 日，又颁布此法，取消邦议会，各邦的最高权力移交给
国家，邦政府隶属于中央政府，其首脑则受全国内政部长管辖。

国民劳动条例  即“国民劳动秩序法”。
国体明征运动  日本军部及右翼势力围攻天皇机关说的运动。随着法西

斯主义的抬头，1935 年 2 月贵族院议员、陆军中将菊池武夫（1875—1955）
在议会攻击倡导民主政治的*美浓部达吉，指责其宪法学说是“叛逆思想”；
众议院者员江藤源九郎（1879—1957）则以“不敬罪”控告美浓部。陆军以
在乡军人会的名义散发 15 万本《关于解释大日本帝国宪法之见解》的小册子
相呼应。4 月 6 日，教育总监向全军下达《国体明征训示》。在野党政友会
亦借题向国会提出国体明征决议案，企图推翻冈田内阁。对此，政府于 4月
下令禁止美浓部达吉有关宪法的著作。8月和 10 月，又两次公布“国体明征
训令”，禁止美浓部达吉的“天皇机关说”，宣布统治权的主体在天皇；对
美浓部达吉处以缓期起诉，革去贵族院议员。日本的议会政治至此迅速崩溃。
参见“天皇机关说事件”。

国际法院规约  *《联合国宪章》的附件。1945 年在*旧金山会议上制
订和通过。共 5章 71 条。规定一切联合国会员国均为规约的当然参加国：非
联合国会员国经联合国安理会建议并取得大会同意后，也可作为规约参加
国；国际法院是联合国的主要司法机关，并对国际法院的组织、管辖、诉讼
程序以及咨询服务职能等作了规定。根据《联合国宪章》和该规约，国际法
院（又称海牙国际法庭）于 1946 年 2 月在海牙成立。

国家队伍协定  英军和希腊各派抵抗力量的合作协定。1943 年 7 月在
英国倡议下，由希腊人民解放军、希腊民族民主军、希腊民族和社会解放运
动和英军代表团在卡塔尼亚（Catania）签订。规定：希腊各派抵抗力量的武
装部队均为盟军的组成部分，由英国指挥，并负责提供军火；同时组成联合
指挥部，其中人民解放军代表 3人、其他各方代表 3人。至此人民解放军隶
属英军近东司令部，其独立件受到很大限制。



国家社会主义  *民族社会主义的旧译。
国家法西斯党（PartidoNazlonaleFasclsta，缩写 PNF）意大利法西斯

政党。1919 年墨索里尼建立“战斗的法西斯”（亦译“法西斯战斗团”，
Fascidicombatti-InentO）。1921 年 11 月 7 日在罗马正式成立政党，改称
此名。该党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内经济和政治危机，标榜共和主义和社
会主义，迅速发展至 20 余万成员。1922 年 10 月进军罗马，一举攫取政权。
同年 12 月建立领导机构——法西斯大委员会，墨索里尼先后任命比昂基、斯
培拉切、穆蒂、斯科尔扎等人任总书记。1923 年建立保卫国家安全民警，不
断扩展自身武装力量。次年残酷镇压反对派，并于 1925 年颁布一系列非常
法，取消资产阶级议会民主，确立法西斯独裁统治。1926 年成立*监视和镇
压反法西斯主义总部及*保卫国家特别法庭，加紧迫害民主人士。1929 年与
梵蒂冈签订协议，取得罗马天主教会的支持。从二十年代中期起积极推行*
职团国家制度，力图通过取缔罢工和调节工资来缓和阶级矛盾，并利用下层
民众力量实行对外扩张。建立意大利法西斯文化研究所，出版意大利百科全
书籍制社会舆论。成立意大利法西斯妇女组织、意大利法西斯主义青年团及
意大利全国业余联合会，严密控制社会各阶层。倡导*粮食战役，发展军火生
产，积极扩军，并多次掀起反犹高潮。对外与德、日结盟，加入*《反共产国
际协定》；发动侵略埃塞俄比亚和阿尔巴尼亚的战争。1940 年 6 月驱使意大
利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由于在希腊、东北非、北非和苏联战场屡遭惨败，
国内经济状况急剧恶化，引起人民强烈不满，上层开始分化。德博诺、格兰
迪和齐亚诺等人，秘密联络宫廷及军队高级将领，进行反对墨索里尼的活动。
1943 年*七月政变中，墨索里尼被推翻，并被捕。9月 8日意大利宣告投降。
12 日墨索里尼被德军突击队救出，9月 23 日在意大利北部建立*萨罗共和国。
10 月 重 建 法 西 斯 政 党 ， 更 名 为 法 西 斯 共 和 党
（PartidoRepublicanoFascista》，由*帕沃里尼任总书记。将民警改建为国
民共和卫队，配合德军，镇压抵抗运动；同时提出社会化等口号，继续欺骗
人民。1945 年 4 月在盟军和游击队联合打击下瓦解。

国家新体制法  即“国家重建法”。
国联裁军会议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国联主持召开的裁军会议。1925

年 12 月国联行政院根据国联盟约第 8条关于各会员国“应力减国家军备至最
低限度”之规定，决定在日内瓦成立裁军筹备委员会。次年 5月裁军筹备委
员会开始工作，共有包括美、苏两个非国联会员国的 26 国代表参加。由于各
帝国主义列强并不愿意真正裁军，委员会至 1930 年底仅以一纸关于裁军方案
的最后报告书结束。1931 年 1 月国联行政院决定召开正式的裁军会议。会议
从 1932 年 2 月 2 日至 1934 年 6 月 11 日在日内瓦断断续续地举行，共有 62
国代表出席，由英国代表担任主席。会议期间斗争激烈，列强从各自利益出
发，先后提出过*《泰狄欧方案》、*《胡佛方案》、*《赫里欧—保罗—彭古
尔方案》和《麦克唐纳方案》；苏联提出了*《侵略定义宣言草案》；德国从
一开始就要求打破《凡尔赛和约》对它的限制，坚持德国应拥有“军备平等”
权，并一度离开会议进行要胁。虽然美国总统罗斯福致函 53 国首脑呼吁支持
《麦克唐纳方案》，英国掌玺大臣艾登也周游欧洲主要国家首都进行斡旋，
由于纳粹德国于 1933 年 10 月 14 日退出会议并加紧扩军，会议最终未通过任
何决议而结束。

国民劳动秩序法（GesetzzurOrdnungdernatlo-nalenArbeit）一译《国



民劳动条例》，亦称《劳动宪章》。纳粹德国对工人实行法西斯控制的法律。
1934 年 1 月 20 日颁布。规定德国企业主是企业的法定领袖、全体工人的最
高上司，有全权决定企业作息时间、奖金发放、工资条款、罚款数额、种类
和手续等；宣布取消先前能参与调整工资和劳动时间的工厂委员会；规定工
人是企业领袖的法定下属，必须对其保持基于生产利益一致的忠诚，不得过
问企业事务。以后颁布的一系列补充条款废除了工人更换劳动场所的自由
权，禁止农业工人为了逃避容克的摇役而流入城市。

国民精神总动员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发起的战时动员。1939 年 3
月 11 日，国民政府在国防最高委员会下设立精神总动员会，蒋介石自任会
长，并公布《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国民公约及誓词》和《精神总动员
实施办法》。其中心口号是：“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
“意志集中力量集中”，并以“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为“救国道德”。实质
是要人民对统治者“尽至忠”，“行大孝”，维护“军令政令及行政系统之
统一”。同年 5月 1日起，规定每月集会一次，向国民讲解《纲领》，宣布
《国民公约》及《誓词》。精神总动员一度轰轰烈烈，但并未起到动员人民
参加抗战的效果。

国会纵火案审判  亦称“莱比锡审判”。纳粹法庭对*国会纵火案 5 名
被告的审判。1933 年 9 月 21 日—12 月 23 日在莱比锡德国最高法院第四刑事
审判庭举行。被告是荷兰人卢贝（MarinusVanderLubbe1909—1934）、德国
共产党国会议员托格勒、保加利亚共产党领袖*季米特洛夫及党员塔内夫
（BacHnTaHeB，1897—1941）和波波夫（GnaronNonoB，1902—1968）。纳粹
分子企图通过审判把焚烧德国国会大厦的罪名转嫁给共产党并借以掀起反共
高潮。季米特洛夫在法庭上，以铁的事实和雄辩的口才将被告席变成揭露纳
粹阴谋和宣传共产主义的讲坛。在世界人民的声援下，法庭被迫宣布季米特
洛夫等 4人无罪释放，判处卢贝死刑。战后，西柏林地区法院根据卢贝亲属
的要求 1967 年重新审理此案，1980 年 12 月宣布卢贝无罪。

国统区民主运动  抗日战争后期，中国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运动。1944
年国民政府军在*豫湘桂战役的溃败，激起全国人民极大愤慨。各大城市要求
实行民主政治的呼声，与工人罢工、农民暴动事件相结合，形成巨大的民主
运动。9月 15 日，中共中央关于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
号召，把运动推向高潮。24 日，重庆各界500 余人集会，要求改组国民政府；
昆明文化界 342 人发表挽救时局主张，要求召开国事会议；民族工商界向国
民政府请愿，要求建立联合政府，改善民生；美洲华侨报纸也要求国民党立
即“还政于民”，成立全国联合政府。从 1944 年底到 1945 年春，集会由几
十人发展到数万人，斗争形式由座谈会、演讲会发展到游行示威、请愿抗议，
斗争目标更加明确。这一运动孤立和打击了国民党顽固派，教育了中间派，

巩 固 和 扩 大 了 抗 日 民 族 统 一 战 线 。 国 家 文 职 人 员 法
（GesetzzurWiederherstellungdesBerukbeamtentunls）一译《公务员法》。
纳粹德国整肃文职人员的法令。主要有二次：第一次 1933 年 4 月 7 日发布，
规定凡从事共产主义事业者、非雅利安人和政治表现不佳的文职人员，一律
免职。第二次 1937 年 1 月 25 日发布，规定文职人员的资格为：加入纳粹党
井积极宣传纳粹主义；无条件支持政府的政治目标；宣誓效忠并绝对服从于
元首个人。

国家劳动服役队（ReiehsarbeitSdienst，缩写 RAD）亦译“国家劳动



服役”或“德国劳动处”。纳粹德国半军事性劳动服役组织。1935 年 6 月 26
日根据*《国家劳动服役法》建立，18—25 岁男青年必须在该队服役 1 年，
成员着统一制服，过兵营式生活，接受体格锻炼和军事训练，参加修筑军事
设施。1939 年拥有成员 280 万。

国家劳动服役法（ReichSarbeitsdienstgesetz）一译《国家劳动义务
条例》。纳粹德国法律之一。1935 年 6 月 26 日颁布，规定 18—25 岁男青年
必须劳动服役 1年，接受军事训练并参加修筑军事设施，每天得报酬 25 分尼；
18—21 岁女青年必须到城乡家庭从事家务 1年。目的系为军备工业提供廉价
劳动力，建立军队后备队，并使女青年在婚前实践家政。

国民政府币制改革  中国国民政府实行法币政策的一次改革。1935 年
11 月 3 日，国民政府财政部公布《法币政策实施办法》，规定自 1935 年 11
月 4 日起，以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次年 2月又增加中国农民银行）发
行之钞票为法币，禁用黄金；实行白银国有，所有银元限期至银行兑换法币；
并确定外汇价法币一元折合英镑一先令二便士半，或美元二角九分五厘。此
改革对统一全国货币，防止白银外流、稳定金融有一定作用，但官僚资本却
由此搜括白银 3.7 亿盎司，为以后隘发纸币，实行通货膨胀开了方便之门。

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  1939 年 1 月 21 日至 30 日在重庆举行。蒋介石
致开幕词，并做《唤醒党魂，发扬党德，巩固党基》的报告。会上，蒋介石
对抗战到底的含意解释为：“恢复到芦沟桥事变以前的状态”。全会通过《党
务报告决议案》和《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决议设立“防共委员会”，确定
“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对于抗战，决定实行“有限度之攻势
与反击”，“抽出部队轮流整训，强化战力，准备总反攻、并决定设立“国
防最高委员会”，统一党政军的指挥，由蒋介石任委员长。它标志着国民政
府开始奉行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方针。

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  日本近卫内阁发起的战争动员运动。1937 年 8
月 24 日，日本政府为配合全面侵华战争之需，制定“国民精神总动员实施纲
要”。议会为此拨款 70 万日元。9月 9日在日比谷公会堂召开国民大会，提
出“尽忠报国”、“举国一致”和“坚忍持久”三大口号，并于 10 月 12 日
成立由 74 个（后增至 94 个）团体参加的“国民精神息动员中央联盟”。以
海军大将有马良桔为会长，理事、评议员由官僚、政界和财界的实力人物担
任。初期主要开展组织庆祝会、购买“爱国公债”、慰问阵亡将士家属等活
动。1940 年 4 月改组为“国民精神总动员本部”，活动扩大，全面协助政府
进行战争动员。同年 10 月为*新体制运动取代。

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  1939 年 12 月起，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国民党军
队袭占边区属地淳化等 5座县城和边境 16 个区；国民党阎锡山部发动十二月
事变，袭击共产党领导的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山西新军）和晋西独立支队；
石友三部攻击冀南、冀鲁豫的八路军；朱怀冰部进犯太行山区八路军总部，
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对国民党军队的非理进攻，必须
反击，绝不轻言让步，并领导八路军实行坚决自卫的原则，给迸犯者以有力
的反击，歼灭国民党军队 3个师。至 1940 年 3 月，彻底击退此次反共高潮，
进一步巩固了抗日根据地。

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  即“皖南事变”。
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  1943 年 3 月蒋介石发表《中国之命运》，宣

扬封建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反对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6 月又利用共产国际



解散的机会，叫嚣“解散共产党”，“取消陕北特区”。7 月，国民党顽固
派调动驻守黄河的 6个师，加上原有封锁边区的军队共 50 万人，准备“闪击
延安”。由于中国共产党及时揭露蒋介石的阴谋，在军事上严阵以待，同时
也因为全国人民与国际舆论强烈反对，至 10 月，第三次反共高潮尚未掀起就
被制止。

国际军事法庭程序规则  由审判纳粹德国主要战犯的“欧洲国际军事
法庭制定和颁布的程序规则。1945 年 10 月 29 日颁布。共 11 条，主要内容
为：（1）每一在押被告在法庭开始审判前 30 天内应得到起诉书、法庭宪章
等有关文件；（2）任何被告有由其自己进行辩护或聘请辩护律师协助的权利，
辩护方面可以请求法庭准许提供证人或证件；（3）法庭由庭长负责维持审判
时的秩序；（4）法庭的秘书处应由秘书长 1人、秘书4人以及他们的助理人
员若干人组成。根据该程序规则，法庭从 11 月 20 日起在纽伦堡开庭。

国联对意经济制裁决议  *意埃战争爆发后国联大会通过的对意大利
采取财政制裁和经济制裁的决议。1935 年 10 月*《国联谴责意大利侵埃塞俄
比亚决议》通过后，国联协调委员会根据盟约第十六条规定成立“十八国委
员会”，制定对意大利实行制裁的措施，10 月 19 日经国联大会批准。主要
内容为建议所有会员国采取下列行动：（1）禁止向意大利出售武器；（2）
不向意大利提供借款和信赁；（3）禁止进口意大利商品；（4）禁止向意大
利输出橡胶、锡等若干种重要的军事物资（石油产品不在此禁）；（5）在实
行制裁的过程中相互支持。此制裁决议虽给意大利造成一定困难，但由于未
禁运石油和英、法等国的阻挠，未能阻止意大利对埃塞俄比亚的侵略行动。
1936 年 7 月取消。

国 家 工 团 主 义 者 进 军 洪 达 （ JuntasdeOfenslvaNa-
ciona1Slndicalista）简称“杭斯”（J.O.N.S.）。西班牙法西斯主义团体。
1931 年由奥内西莫·雷东多（OnesimoBedondo）及菜德斯马·拉莫斯
（LedesmoRamos）创建。宣言称该运动之目的是保工西班牙的统一，反对分
离主义，尊重天主教传统，收复宣布罗陀和丹吉尔两地并确立西班牙在摩洛
哥、阿尔及利亚的统洽，限制议会权力，消灭马克思主义政党，对生产者强
制实行工团主义化等。发行《自由周报》，建有民兵。1934 年和*长枪党合
并为“西班牙长枪党与国家工团主义者进军洪达”（即*进军洪达）。国家社
会主义德国工人党*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的旧译。

国联谴责意大利侵埃（塞俄比亚）决议  国联行政院在*意埃战争爆
发后通过的决议。1935 年 10 月 3 日，意大利对埃塞俄比亚发动侵略战争。
在国际舆论的强烈要求下，10 月 7 日国联行政院通过决议，宣布意大利为侵
略者，10 月 11 日，国联召开会员国大会，50 个会员国赞同这一决议，奥地
利、匈牙利和阿尔巴尼亚 3国反对。大会决定建立协调委员会，并责成其根
据《国联盟约》第十六条之规定制定对侵略者实行制裁的措施。后来由于英、
法等国推行绥靖政策，制裁措施未被认真执行。

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1945 年 5 月 5 日至 21 日在重庆举行。会
议拒绝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联合政府的建议，打着“还政于民”的旗号，
宣布 1945 年 11 月 12 日召开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强调与中国共产党的
斗争无法妥协，提出“建立对中共斗争的体系”作为“今日之急务”。此次
会者为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进行反共内战，抢夺人民抗战胜利果实，继
续实施一党专政的独裁制度作准备。



国联取消对意经济制裁决议  国联取消*意埃战争期间对意经济制裁
的决议。1935 年 10 月 19 日，*《国联对意经济制裁决议》通过后，英、法
等西方大国来认真予以执行。1936 年 5 月意大利宣布“征服”埃塞俄比亚。
同年 7月 4日国联大会通过决议，“委托协调委员会向各国政府提出一切必
要的建议，以便结束它们为了执行盟约第十六条（制裁条款）所采取的措施”，
从 1936 年 7 月 15 日起取消对意大利的制裁。此决议实际上承认了意大利对
埃塞俄比亚的占领。

国际保卫埃塞俄比亚人民委员会  反对法西斯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
的国际组织。*意埃战争前夕，在共产党和民主人士的倡议下，英、法等国纷
纷成立保卫埃塞俄比亚人民委员会。1935 年 8 月，在各国保卫埃塞俄比亚人
民委员会的基础上成立此组织。宣布其任务为：团结国际进步力量，反对意
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同年 9 月在巴黎召开了*保卫埃塞俄比亚人民国际会
议。

国联一九三一年九月三十日决议  国联关于*九·一八事变的一项决
议。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国民政府对日本侵略者采取不抵抗政策，妄图依
靠国际联盟“主持公道”，进行“仲载”。9月 21 日国民政府驻国联首席代
表施肇基奉命向国联行政院提出申诉，要求国联采取厅动，使“局势不致扩
大”，并恢复到事变前的状态。9月 22 日国联通过中日停止一切冲突和双方
撤退军队、举行谈判的决议。9月 30 日国联又作出决议，要求中、日两国“速
行恢复两国间通常的关系，不要进一步扩大事态”。国联的上述决议，没有
对日本的侵略行动进行谴责，也没有规定日军撤退的日期，并把受侵略的中
国和侵略者日本等同视之，实际上袒护了日本侵略者，纵容日本进一步扩大
侵略战争。

国联一九三二年三月十一日决议  国联关于*一·二八事变的一项决
议。1932 年一·二八享变的次日，中国政府代表颜惠庆要求国联采取制裁措
施。2月 23 日，美国务卿史汀生发表致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的信件，对日
本破坏“门户开放”的原则深表担忧，并暗示如日本继续破坏*《九国公约》，
美国将在海军军备方面作出反应。史汀生把该信正式送交给国联。国联大会
经过讨论，在同年 3月 11 日根据英国的提案通过决议，宣布：“国际联盟会
员国的义务是，不承认用违反国联盟约或巴黎公约的手段所造成的任何情
势、条约和协定。”并成立处理上海战争事宜的委员会。

国防的真正意义和加强国防的主张  日本鼓吹军国主义和扩张侵略的
小册子。1934 年 10 月 1 日日本陆军省新闻组发表。宣扬“战争是创造之父、
文化之母”。强调如不对外发动侵略战争，日本无论政治或经济都将走投无
路。以此为前提，主张树立以应付这种危机现状为目的的国防国策，并全面
地改革政治经济机构。提出建设立足于总体战思想的国防国家设想，对经济
及贸易断然实行统制，恢复在中国的旧市场，并谋求新市场。该小册子的发
表为发动侵华战争制造了舆论。

图拉战役  苏德战争前期苏军在图拉（Tyne）地域连续进行的防御和进
攻战役，*莫斯科会战的组成部分。1941 年 10 月 24 日至 12 月 16 日，由布
良斯克方面军和西方方面军左翼实施。*奥廖尔-布良斯克战役后，德军继续
向图拉方向进攻，10 月 29 日前出至图拉地域，但未能攻占该市。11 月 18
日起，德军转向图拉以东突击，11 月 25 日前出至卡希拉（KamHpa）接近地，
形成从东面纵深包围图拉态势，12 月之日，德军最后一次突击图拉，一度切



断该市与莫斯科的交通线，但在苏军反突击下被迫退却。12 月 6 日，苏军发
起反攻，将德军击退 130 公里，消除了德军从南面迂回莫斯科的威胁，图拉
之围也随之而解。

图波列夫（AHnpenHnkoneBnyTynoneB，1888—1972）苏联飞机设计师。
1909 年进莫斯科高等技术学校，为茹科夫斯基（HnkonaHEropoBHy■
ykoBcknH，1847—1921）的学生。1918 年在该校毕业后，与茹科夫斯基一起
创建中央流体力学研究所，任副所长。二十年代研制出苏联第一批全金属飞
机。三十年代研制出 4发动机的 AHT-25 型飞机，由*格罗莫夫的机组于 1937
年完成莫斯科一北极一加利福尼亚（美国）不着陆飞行。1938 年在肃反运动
中被捕。1943 年获释。翌年获中将衔。研制出*TY-2 型轰炸机和多种型号的
军用飞机及鱼雷艇。战后研制出苏联第一批喷气式轰炸机 TY-12（1947 年）、
第一架喷气式客机 Ty—104（1954 年）和第一架超音速客机 Ty—144（1969
年）。1953 年威为苏联科学院院士。1967 年获上将工程师衔。

图阿普谢战役  苏德战争中期苏军进行的防御战役，*高加索会战的组
成部分。1942 年 9 月 25 日至 12 月 20 日，由外高加索方面军黑海集群实施。
德军企图在图阿普谢（Tyanc）地域合围苏军第十八集团军，切断黑海集群与
方面军主力的联系，夺取黑海舰队的基地和港口。苏军的抵抗和反击挫败了
敌人计划，并于 12 月中旬歼灭德军“图阿普谢”集群。

图哈切夫斯基（MNXaNnHHkonaebHuTyxaueBckNN，1893—1937）苏联将
领。出身于贵族家庭。1914 年毕业于亚历山大军事学院，获中尉衔。参加过
第一次世界大战。1915 年被俘。1917 年逃回俄国，出任连长。翌年加入俄共
（布）党，并参加红军。国内战争期间历汪集团军和方面军司令，具有很高
的组织能力和军事才能。内战后任红军军事学院院长、方面军司令。1924—
1928 年任红军副参谋长和参谋长，积极参加 1924—1925 年的军事改革。1931
年任副陆海军人民委员和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193 又年起任副国防人民委
员。同年当选为联共（布）党中央候补委员。1935 年首批获苏联元帅衔。翌
年起为第一副国防人民委员兼军训部部长。致力于红军技术装备和军队体制
的现代化建设，倡导建立一系列军事院校。同时致力于军事理论研究。先后
发表《国家战略和阶级战略》、《高级指挥的问题》、《现代战略问题》、
《作为武装斗争问题的战争》、《战争的新问题》和《现今德国的军事计划》
等军事学术著作。1937 年在肃反运动中遭逮捕和审讯。同年 6月被处决。

图-2 型轰炸机  即“Ty-2 型轰炸机”。
图卜鲁格争夺战  *北非之战中英军同德、意军争夺图卜鲁格的多次战

斗。图卜鲁格（Tobruk，一译托卜鲁克）为地中海南岸昔兰尼加良港，意大
利在北非的主要海、空基地，1941 年 1 月 22 日，英军首次夺占该城，俘敌
2.5 万人，3月末，*隆美尔率部反扑，英军在东撤中留下一支澳大利亚部队
困守该城，为在隆美尔的侧后坚持这一阵地，英军不断从海上和空中运进军
需装备和增援部队，至秋季守军已达 2.3 万人。4—5月，隆美尔两次向该城
的环形阵地发动进攻，均未突破。5—6月，英军曾两次从埃及出击，企图与
被围守军会合，亦来得手。11 月 18 日，英军发动代号*十字军的行动，双方
坦克混战持续两周后，隆美尔开始后撤。12 月 10 日，图卜鲁格解围。但半
年后，隆美尔又发动几次向东跃进包抄行动，反扑到埃及边境。后撤的英军
又在该城留下一支部队，但隆美尔不待守军组织好防御，即于 1942 年 6 月
20 日发动全力猛攻，翌日晨迫使守军 3.5 万人投降。以后英军发动*阿拉曼



战役，于同年 11 月 13 日夺回该城。
图洛克萨河登陆战  1944 年*斯维里河—彼得罗扎沃兹克战役期间苏

军拉多加湖区舰队实施的登陆作战。其目的是在维德利察（BHHnHua）和图洛
克萨（TynoKca）两河之间地带切断芬兰军队后路和交通线。6月 23—24 日，
苏军在图洛克萨河西北登陆，6月 27 日，登陆部队与陆上进攻部队会合，投
入解放维德利察的战斗。

明斯克战役  苏德战争后期苏军发动的进攻战役，*白俄罗斯战役的组
成部分。1944 年 6 月 29 日至 7 月 4 日，由白俄罗斯第三、第二、第一方面
军在波罗的海沿岸第一方面军配合下实施。此前，德军*中央集团军群主力（第
四集团军及第九集团军一部）10 万余人已在明斯克以东遭苏军深远包围。为
切断敌退路，苏军对明斯克发起向心突击，7 月 3 日解放该市，封闭了合围
圈，为尔后肃清被围之敌及向西继续发展进攻奠定了基础。

迪尔（JolinGreerDill1881—1944）英国将领。桑德赫斯特皇家军事学
院毕业。参加过布尔战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认为是优秀的参谋军官。
战后 1930 年获少将衔。曾任参谋学院院长。1936 年晋升中将。第二次世界
大战开始时，任英国第一军司令驻防法国，1940 年 4 月被召回国。5月取代”
爱恩赛德为帝国总参谋长。1941 年初曾出访希腊、土耳其和南斯拉夫，起先
反对增兵希腊，后改变主意，但已被认为过分小心，援军未能及时到位而为
丘吉尔所非难。1941 年 12 月，帝国总参谋长一职由*阿兰-布鲁克接替，旋
随丘吉尔访美，并作为英国驻华盛顿联合参谋团团长留在美国。对协调英、
美两国军事行动多有贡献。1944 年 11 月病逝于任内。领元帅街，有贵族称
号。

迪亚斯（JoseRamosDiaz，1894—1942）西班牙共产党领导人之一。青
年时代即从事工人运动，屡遭逮捕和监禁。1925 年参加国际支援革命战士协
会。1926 年加入西班牙共迪尔产党。1932—1942 年任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
在 1935 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西
班牙内战期间，为西班牙人民阵线的主要领导人，并领导西班牙共产党人进
行保卫共和国的战斗。1938 年 11 月赴莫斯科。次年参加共产国际执委会书
记处工作。病逝于苏联。

迪特尔（EduardDietl，1890—1944）德国将领。1909 年入伍。参加过
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在国防军中供职。1938 年晋升为少将。第二次世界大
战爆发后，参加入侵波兰的作战。1940 年 4 月 10 日起率领山地师在挪威纳
尔维克作战，获骑士十字奖章，晋升中将。*苏德战争初期率部队从芬兰出发
侵入苏联北极地区。1942—1944 年统帅在挪威和芬兰的德军，获上将衔。1944
年 6 月死于空难。

迪萨维诺（FrancescoJaconlonidiSavino1894—？）意大利驻阿尔巴尼
亚总督（1939—1943）。初在驻匈牙利使馆工作。1927—1936 年任外交部办
公厅副主任，后调任驻阿尔巴尼亚大使。直接策划 1939 年 4 月入侵阿尔巴尼
亚的战争，旋即出任阿尔已尼亚总督。任内建立殖民统治，残酷镇压当地民
族解放运动。积极鼓吹并参与策动对希腊的侵略。后因无法控制阿尔巴尼亚
局面，于 1943 年 3 月被召回国。此后作用渐微。

迪雷维尔（PaoloTbaondiRevel，1859—1948）意大利海军将领。1873
年入海军学校学习，后在海军服役。1905 年起任里窝那王家海军军官学校校
长。1907 年起在舰上服役，1918 年获海军上将衔。次年任海军总监。墨索里



尼建立法西斯专政后，任海军大臣，1925 年离职。大战期间转变为反对派，
1943 年春与*博诺米等人建立联系，卷入反墨索里尼的密谋。曾被国王爱麦
虞限三世拟议为新年阁首相，因年事过高而朱被任命。同年七月政变后，任
参议院院长。战后退出政界。

迪米苏拉塔（GinsepeVolpidiMisurata，1877—1947）意大利企业家。
初在帕多瓦求学，后从事工商业，并向巴尔干投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代
表意大利参加凡尔赛和会。1921 年任的黎波里塔尼亚总督。次年加入国家法
西斯党。墨索里尼上台后，任财政大臣。1934 年起任意大利工业总同盟主席。
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极力支持墨索里尼的侵略扩张政策。后因对战争前景
悲观而于 1943 年 4 月离职。1943 年 9 月被入侵的德军逮捕。次年 7 月逃往
瑞士。战后继续从事工商业。

迪克西使团（DixieMission）大战时，美国陆军驻中国延安观察组。迪
克西（Dixie）是美国南北战争时对南方反叛者的称呼，当时流行一首《他们
有关迪克西的说法真实吗》的歌曲，借喻而得名。为获得中国抗日根据地的
真实情况，正确估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的作战能力，1943 年 6 月 24
日，美国外交官*戴维斯在给中缅印战区司令史迪威的备忘录中提出派遣使团
的建议。经罗斯福总统首肯，又经1944 年 6 月副总统华莱士与蒋介石商谈后
获准。观察组 18 人由美军上校*包瑞德任组长，于同年 7 月 22 日和 8 月 7
日分两批抵延安。在延安期间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及抗日军民有广泛接触，
其成员还分别考察过晋察冀、晋缓和晋东北等抗日根据地，曾向美国政府发
回不少反映真实情况的报告，后随着美国战略意图的转变。以及史迪威离职
和赫尔利使华，其地位从 1945 年 1 月起逐渐下降，主要成员均被替换。同年
7月正式改名为“延安观察小组”。

迪克森之战  苏德战争中苏军为保卫迪克森岛及其港口而进行的战
斗。迪克森岛位于喀拉海叶尼塞湾入口处，岛上北极港在战争年代是保工北
部海路的重要军港，驻有白海区舰队的警备部队。1942 年 8 月 26 日深夜，
德国*舍尔海军上将号战列舰和 2 艘潜艇袭击该港，被苏军击退。1943 年 9
月，德国潜艇布设水雷封锁港口，被发现后亦未得逞。苏军对该岛的防御保
障了运输舰只和战斗舰艇的安全航行。

迪耶普袭击  盟军对法国北部海岸德军的一次袭击性登陆作战。代号*
庆典。1942 年 5 月，英军统帅部选定德军防御较弱的法国北部港口迪那普
（Dieppe，一译“第厄普”），拟出登陆袭击的作战计划。中间一度延搁，
后经加拿大当局同意和丘吉尔审定，于同年 8月 19 日实施。参加行动的有加
拿大 2 个旅和 1 个坦克团（约 5000 人）、英国海军陆战队（1000 多人）和
美国 1个 50 人的别动队，舰船 237 艘，飞机780 多架。登陆任务为侦察德军
海岸防御配系，破坏炮兵、机场、港口和雷达设施，当天返回。此次袭击，
盟军损失 4350 人，舰船 34 艘、飞机 106 架。对该行动的政治目的和军事意
义，西方与苏联一直存在不同看法。

迪维多里奥（GiuseppeDiVittoriol1892—1957）意大利抵抗运动战士。
早年为雇农。1924 年加入意大利共产党，1930 年起为意共中央委员。先后在
法国和国内领导反法西斯斗争。西班牙内战爆发后，1936—1937 年任第十一
国际支队政委，参加保工共和国的战斗。1038 年在法国出版《意大利人之声
报》，宣传民主思想。1940 年 2 月被捕，翌年 7 月引渡意大利政府。1943
年墨索里尼下台后，于 8月获释。后历任全国农业劳动者联盟书记、意大利



民族解放委员会委员，积极领导光复国土的斗争。战后曾任世界工会联合会
主席。

迪耶戈-苏瓦雷斯登陆战  英军登陆马达加斯加岛的战斗。迪耶戈—苏
瓦雷斯（Diegosuarez）为法属殖民地马达加斯加岛北端的港口和海军基地，
法国败降后由*维希政府控制。英国为扩大自身的势力范围，防止日军占领马
达加斯加岛，未同*自由法国协商，于 1942 年初制订代号*战舰的行动计划。
5 月 5 日凌晨实施，英方出动 2 艘航空母舰、1 艘战列舰、2 艘巡洋舰、22
艘驱逐舰掩护和运送 10 个步兵团强行登陆；驻守的维希政府军仅有 1个团和
少量海、空军，无法进行有效防御，于 7日投降。同年11 月，英军占领全岛。

忠义救国军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军统局领导的特务游击武装。八·一
三事变后，以戴笠、杜月笙为首在上海建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苏浙行动委
员会，辖 5 个支队、3 个大队。上海沦陷后，撤退至皖南祁门，改称忠义救
国军教导一团。后发展至 16 个支队、4 个直属大队、2 个教导总队，计 2.1
万余人，活动于苏沪浙皖地区。初期曾与日伪军进行若干次小规模战斗。随
即部分投敌，成为汪伪*和平救国军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余参与进攻新四军和
华中各抗日根据地。1939 年，在严家桥、顾山镇战斗中被新四军重创。抗日
战争胜利后，改编为交通警察总队。后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歼灭。

岸信介（1896—1987）日本商工大臣（1941—1943）和国务大臣（1043
年）。1920 年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后入农商务省，1935 年兼任对满事务局事务
官。1936 年任工务局长，同年 10 月任“满洲国”实业部（后改产业部）次
宫。1937 年改任“满洲国”总务厅次长，在中国东北推行殖民化政策。1939
年任商工次宫。1941 年任东条内阁商工大臣。1943 年出任国务大臣兼军需次
宫，后因内部意见不合辞职。战后虽被定为甲级战犯，但未受惩处，后复入
政界，曾两次组阁。

岩田宙造（1875—1960）日本律师。司法大臣（1945—1946）。1898
年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初从事新闻工作，后操律师业。曾任东京海上火灾、
三菱银行、住友信托株式会社的顾问律师，并与政界建立联系。1931 年任贵
族院议员。1934 年任《治安维持法改正法律案》特别委员会委员，参与修改
治安维持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任东久迩宫内阁、币原内阁的司法大臣，推
行司法改革。1946 年被开除公职，后复任律师。

岩村通世（1883—1965）日本司法大臣（1941—1944）。1910 年东京帝
国大学毕业。历任司法省参亭官、司法省刑事局长、大审院检查官、司法次
官、最高检查厅长。1941 年 7 月任第三届近工内阁司法大匣，并在东条内阁
中连任。任内于 1941 年 12 月 1 日出席*御前会议，参与决策“对美英荷开战”。
参加制定《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临时取缔法》、《不稳文书取缔法》，
并忠实执行东条内阁的司法政策，以加强对国内的法西斯专制统治。日本战
败后以甲级战犯嫌疑彼捕，1948 年 12 月获释。次年7月执律师业。著有《少
年法》（《现代法学全集》第六卷）、《笔迹鉴定的研究》等。

岩畔豪雄（1897—1970）日本将领。*樱会成员。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
和陆军大学。早年在陆军中央部任职。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
后，负责策划建立“满洲国”。1939 年任陆军省军事课长，主张南进。1940
年底，代表军部参与日美“民间”谈判。1941 年 3 月作为驻美大使特别助理
赴美，协助*野村吉三郎与美交涉，同年 8月归国。1942 年奉命建立*光机关，
从事印度“独立”工作。次年晋升少将。后历任第二十五军副参谋长、第二



十八军参谋长。著有《战争史论》。
罗尔（AugusteLaure，1881—1957）法国将领。1901 年毕业于圣西尔军

校。1935 年获少将衔。大战爆发时出任第九军军长。1940 年 5 月升任第八集
团军司令，6月战败被俘。10 月获祥，出任贝当的首席秘书；12 月擢升上将。
1941 年出任战士军团总书记，并出版《贝当传》，吹捧贝当。1942 年 4 月赖
伐尔复出后被迫离职。1943 年 12 月被维希当局逮捕。法国解放后曾受审，
1948 年被宣布无罪释放。著有《军事和政治札记 1939—1948》。

罗姆（ErnstRohm，1887—1934）德国*冲锋队首脑。第一次世界大战时
入伍，升至上尉连长。战后任慕尼黑城防司令部参谋长和步兵旅装备处长。
系纳粹党创始人之一。1921 年组建冲锋队。1923 年参加啤酒店暴功，被捕。
出狱后一度与希特勒翻目，赴玻利维亚当军事教官。1930 年被希特勒召回，
出任冲锋队参谋长。大力发展冲锋队，势力日增、对纳粹党上台起很大作用。
1933 年 12 月任不管部长。利用纳粹党下层的情绪，鼓吹*第二次革命。企图
以冲锋队取代国防军。1934 年 6 月 30 日被希特勒下令逮捕和处决。

罗歇（Waldeckllocliet，1905—1982）法国共产党领导人之一。1924
年加入法共八 937 年仕中央委员。1936 年当选为议员。大战爆发唇，于 1940
年被捕，囚禁于阿尔及尔。1943 年 2 月获释后，参加法共中央北非代表团，
动员广大党员投身抵抗斗争。曾代表法共中央去伦敦和战斗法国建立联系。
1944 年 8 月回国，参加*巴黎起义，并出版《土地》周刊，在农民中从事宣
传和组织工作。战后曾任法共总书记。

罗贝尔（GeorgesJosephRobert，1875—1965）法国海军将领。1893 年
起始在海军服役，1930 年获海军中将衔，大战爆发后，出任驻安的列斯群岛
和圭亚那高级专员。法国败降后效忠维希政府，反对自由法国海军解放圣皮
埃尔瞩密克隆（SaintPicJrreret—Miquelon）岛，同时尽力和美国维持友好
关系。1943 年 4 月离职。战后在 1947 年 3 月曾被法国最高法院判处 10 年强
制劳动，不久被取消。

罗君强（1902—1970）汉奸。原名光治，号庸生。抗日战争爆发时，任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秘书，宣扬民族失败主义。1939 年在香港
投敌。1940 年 3 月汪伪国民政府成立后，历任边疆委员会委员长，司法行政
部长，安徽省长兼蚌埠绥靖主任，上海市政府秘书长、代理市长，为日本侵
华政策效劳。抗战胜利后，被蒋介石任命为上海行动总队副总队长，旅在全
国舆论压力下被捕。1946 年被国民政府判处无期徒刑。1949 年起监押于上海
市监狱。

罗阿塔（yarloRoatta，1887—1868）意大利将领。参加第一次世界大
战。后任驻波兰使馆官员。1934 年任军事情报处首脑。次年参与侵略埃塞俄
比亚的战争。1936 年 8 月会晤*卡纳里斯，密谋德意共同武装干涉西班牙。
同年 12 月，任入侵西班牙的意大利远征军司令。后因在瓜达拉哈拉战役中受
挫，被解职。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获中将衔，任陆军副参谋长，极力推行
对外扩张政策，曾先后制订入侵瑞士、南斯拉夫和希腊的计划。1940 年底起
任陆军参谋长，任内发动侵略希腊的战争，遭惨败。1942 年 1 月调任驻南斯
拉夫意军司令，残酷镇压抵抗运动，屠杀无辜居民，被称为“南斯拉夫的屠
夫”。1943 年 2 月调任西西里驻军司令，负责该岛防务，盟军进攻该岛前，
又改任陆军参谋长。1943 年 9 月意大利投降后，逃离罗马，11 月被巴多里奥
解职。战后受审，脱逃至西班牙，接受佛朗哥庇护。1965 年回国。



罗卓英（1896—1961）中国将领。字尤青，号慈威。保定军校毕业。九·一
八事变后任国民政府军第三路军总指挥兼第十八军军长，参加“围剿”中央
苏区。1935 年授中将衔。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十六军团军团长，率部参加
*淞沪会战。1938 年任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武汉警备司令，参加指挥*武汉
会战。1939 年，率部参加第一次长沙会战。翌年2月任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
1941 年春，在赣西打退日军进犯，获上高大捷。1942 年春任中国远征军第一
路司令长官，率部入缅甸作战。后任中国驻印军副总指挥。同年 10 月回国，
历任军令部次长、军委会训练团教育长兼训练总监、青年军总监。抗战胜利
后，任广东省政府主席，负责广东境内的受降事直。后任东北行辕副主任、
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1946 年授中将加上将衔。1949 年去台湾，曾任台
湾当局“总统府”战略顾问、国防研究院副主任。

罗荣桓（1902—1963）中国将领，192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湘
赣边界秋收起义。曾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政委、第一军团政治部主任、总
政治部动员部长、后方政治部主任。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第一
一五师政训处（旋恢复政治部）主任，在阜平、曲阳、灵寿等地发动群众，
创建抗日根据地。1938 年 3 月任该师政委，率部到晋西，参加指挥午城、井
沟和汾离公路上的战斗，保卫了黄河河防，开辟了吕梁山抗日根据地。罗荣
桓 1939 年 3 月率部进军山东，参加指挥樊坝、梁山等战斗，重创日军，开辟
以沂蒙山为中心的山东抗日根据地。1940 年起，历任第一一五师党务委员会
书记、山东军政委员会书记。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第一一五师代师长兼
政委、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领导山东军民开展反“扫荡”斗争。提出和
实施向敌占区进军的“翻边”战术，粉碎日伪军的进攻和“三光”政策，巩
固和扩大山东抗日根据地。1945 年 8 月，指挥山东军区部队在各地展开强大
攻势，歼灭日伪军 5万亲人，控制了山东境内的津浦、胶济、陇海铁路，收
复除济南、青岛少数城市之外的山东大部地区。抗战胜利后，任东北民主联
军副政委、第四野战军第一政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国人民解
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共
中央政治局委员。1955 年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

罗哈斯（ManueIRoxasyAcuna，1892—1948）菲律宾傀儡政府阁员。1922
年起为者员，1935 年为国民会议成员。1938 年任财政部长。1941 年被选为
参议员。大战期间，曾被日军俘获，后与日本占领当局合作，1943 年 6 月出
任*菲律宾独立筹备委员会委员。同年 9月又在劳雷尔傀儡政府中任不管部长
和征粮局局长。1944 年 9 月劝说劳雷尔向盟国宣战。战后声称其行为乃出于
保卫本国利益的考虑。1945 年 12 月组建自由党，翌年任菲律宾总统。

罗炳辉（1897—1946）中国将领。参加过讨袁护国战争，后参加北伐战
争。1929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率部起义加入工农红军。曾任红九军团军团长。
1934 年参加长征，北上抗日。抗日战争爆发后，曾以八路军副参谋长名义在
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工作。1939 年任新四军第一支队副司令员，率部北渡长
江。新四军成立江北指挥部后，任副指挥兼第五支队司令员，在苏皖地区坚
持对日作战。曾指挥三打来安城和半塔保卫战。*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第二
师副师长、师长兼淮南军区司令员，转战于淮河以南津浦路两侧，积极开展
游击战争，参与创建和发展淮南抗日根据地。1945 年春因病转山东休养，任
新四军第二副军长兼山东军区副司令员。后病逝。



罗索尼（EdmondoRossoni，1884—1965）意大利法西斯工会领袖。1921
年起领导法西斯工会运动。次年任全国劳工联合会总书记。宣扬“整体工会
主义”，敦促工人和资本家共同加入联合工会。1935—1939 年历任农业大臣
等职和法西斯大委员会委员。大战期间，支持墨索里尼对外侵略扩张。1943
年 7 月 24 日，在法西斯大委员会会议上支持格兰迪废黜墨索里尼的动议。意
大利向同盟国投降后，9 月德军入侵占领罗马，遂潜逃梵蒂冈。1944 年被*
萨罗共和国维罗纳法庭缺席判处死刑。战后被意大利最高法院判处终身监
禁，逃亡加拿大。1947 年判决取消后回国定居。

罗振玉（1866—1940）汉好。字叔言，号雪堂。曾任职情朝学部。辛亥
革命后，以清朝遗臣亡命日本。1919 年春回国。九·一八事变后，勾结日本
军部，迎溥仪由天津至旅顺，参与策划成立“满洲国”。曾任参议府参议、
临时振务督办、监察院长。1933 年任“满日文化协会”常任理事，后又任会
长。1933 年底任“满洲国”大典筹备委员会委员，参与策划改行帝制。次年
3月溥仪“登极”后，受“叙勋一位”封赏。1937 年 6 月退休。

罗萨利  ①卡罗·罗萨利（CarloBossell1，1899—1937）。意大利反
法西斯主义看。早年就读于佛罗伦萨大学，后积极从事反对墨索里尼独裁统
泊的斗争。1924 年参与创建*自由意大利。1926 年被捅流放至利帕里（Li-
pari）群岛，1929 年脱逃至巴黎。曾创建“正义和自由”组织，出版宣传反
法西斯思想的《正义和自由》报，并组织国内抵抗运动。在联合各派反法西
斯斗争中，试图与意大利共产党和意大利社会党建立统一战线。西班牙内战
时期，领导罗萨利纵队，在西班牙加泰罗尼亚与佛朗哥叛军作战。后思想更
趋激进，呼吁组织“统一的意大利无产阶级”去进行反法西斯革命，同时建
立民主共和国。1937 年 6 月 9 日与其弟纳罗·罗萨利一起在巴黎近郊被喀古
尔分子杀害。②纳罗·罗萨利（NelloRosselli，1900—1937）。意大利反法
西斯主义者。卡罗·罗萨利之弟。就读于佛罗伦萨大学。初致力于历史学研
究，为意大利王家当代史研究所成员。1926 年其兄被捕后，亦被监禁 4个月。
获释后投身反法西斯斗争，致力于宣传民主思想。1937 年 6 月 9 日，在巴黎
近郊与其兄卡罗·罗萨利一起遇害。

罗斯福（FrallklinDelanoRoosevelt，1882—1945）美国总统（1933—
1945）。民主党人。早年就学于哈佛大学与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1907 年任
律师。1910 年当选为纽约州参议员，开始政治生涯。1913 年任海军部副部长。
1921 年患脊髓灰质炎症，下肢瘫痪。1928 年当选为纽约州长。1932 年竟选
总统成功，次年3月就职。任内为解决1929—1933 年经济危机带来的经济萧
条，推行*新政，取得一定成效。1933 年与苏联建交，对拉丁美洲国家实行
“睦邻政策”，并同许多国家订立贸易互罗斯福惠协定。对三十年代的国际
争端，初倾向中立主义，后发生转变，1937 年 10 月发表“防疫隔离”演说，
警告民众注意法西斯国家的侵略威胁。1939 年 9 月大战爆发后，敦促国会召
开特别会议，修改*《中立法案》，允许参战国家在“现购自运”的基础上购
买美国军火。1940 年法国沦陷，即积极加强防务。面对德、日法西斯扩大侵
略的威胁，采取先欧后亚战略，不顾孤立主义者的反对与阻挠，以直接参战
之外的一切手段支持英国抗德，同时开始与日本进行外交谈判。1941 年初促
使国会通过*《租借法案》，在军事、财政等方面对英国及其盟国提供援助。
同年 6月苏德战争爆发后，支持苏联抗德。7月派*霍普金斯访苏。8月与英
国首相丘吉尔会晤，发表*《大西洋宪章》。随后举行*苏美英莫斯科会议，



签订三国第一个者定书，给予苏联贷款，并把《祖借法案》扩大到苏联。同
年 12 月*珍珠港事变后，吁请国会对日宣战，12 月 11 日德、意对美宣战。
1942 年 1 月，倡导美、英、苏、中等 26 国发表*《联合国家宣言》，正式结
成反法西斯同盟。坚持先欧后亚战略，加速扩大美国的军事力量，动员美国
工业生产潜力，发展军工生产与原子弹研制，使美国成为“民主国家的兵工
厂”。1943 年 1 月在卡萨布兰卡会议上，提出要轴心国*无条件投降原则。
同年 11—12 月，先后出席*开罗会议与*德黑兰会议，参加发表*《开罗宣言》，
并达成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协议。随后任命艾森豪威尔为盟国远征军最高统
帅，于 1944 年 6 月实施*霸王行动。1945 年 2 月出席*雅尔塔会议，与*斯大
林、丘吉尔就建立联合国和处置德国、波兰等问题达成协议，并代表美国签
定关于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雅尔塔协定》。1945 年 4 月 12 日因脑溢血病
逝。

罗森堡（AlfredRosenberg，1893—1946）德国纳粹党理论家、战时东
方占领区事务部长（1941—1945）。生于波罗的海岸的霄维尔（Reva1，今塔
林 TaJnHH）。父系立陶宛人，母为爱沙尼亚人。毕业于里加工程学院。第一
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在莫斯科大学读建筑学。1918 年移居慕尼黑。次年结识
希特勒，后参加纳粹党。1923 年参加啤酒店暴动。同年底被委派编辑该党机
关报《人民观察家报》。1926 年创办“德国人民出版社”，出版《世界斗争》
月刊。1928 年组织*德意志文化战斗联盟。积极宣扬纳粹主义，发表反犹著
作，以此出名。1930 年当选为国会纳粹党议员，并成为纳粹党外交事务代表。
1933 年希特勒上台后，成为纳粹党全国指导处成员和党的对外事务部首脑，
主持党内政训工作和对外政治阴谋活动。次年 1月兼任该党文化和世界观教
导事务特别代表。1940 年 1 月奉命组建“高级学校”（即民族社会主义世界
观和教育中心研究所调为此成立‘罗森堡特别工作处’。丑欧洲被罗森堡占
领国家和地区，广泛洗劫博物馆、图书馆和私人住宅，没收艺术珍品与藏书。
1941 年 7 月起出任东方占领区事务部长，在东欧各国和苏联的被占领区内，
进行有组织的大规模掠夺，强征劳工到德国从事奴隶式的劳动，并推行“德
意志化”，实施灭绝犹太人的计划”最后解决。战后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
受审，以破坏和平罪、战争罪、违反人道罪和共同策划或密谋上述罪行而判
处绞刑。1946 年 10 月 16 日执行。著有《世界历史中的犹太人足迹》、《二
十世纪的神话》等。

罗舜初（1914—1981）中国将领。1931 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次年加入
中国共产党。曾任红一方面军司令部参谋。1934 年参加长征，北上抗日。抗
日战争爆发后，任中央军委总参谋部二局局长，八路军总部作战科长、八路
军第一纵队参谋处长。后去山东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任八路军山东纵队参谋
长、鲁中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中共鲁中区委书记。率部转战山东沂蒙山区，
多次粉碎日伪军“扫荡”。解放战争时期，曾任第四野战军第四十军政委、
军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海军第二副司令员、沈阳军区副司令员。
1955 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罗瑞卿（1906—1978）中国将领。1927 年人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习。
192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四军政委、红一军团政治保卫局长。1934
年参加长征，北上抗日。到陕北后，任红一方面军政治保卫局长。1936 年 12
月西安事变发生后，赴西安协助周思来工作。同年起任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



学（后称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教育长、副校长。1938 年写出《抗日军队
的政治工作》一书。1939 年率抗大息校和延安其他学校的数千名教职员和学
员，东渡黄河，深入华北敌后办学，并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1940
年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转战大行山区，参与指挥反“扫荡”斗争，并
致力于部队的政治工作。抗战胜利后，曾任晋察冀野战军政委。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后，曾任公安部部长、公安军司令员兼政委、国防部副部长、中国
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1955 年被
授予大将军街。

罗马精神（Romanit 幻意大利法西斯宣传的军国主义思想。为制造对外
侵略舆论，墨索里尼政府竭力宣传地中海为意大利的内海，鼓吹意大利人应
继承和发扬罗马人的尚武精神，提出以“罗马子孙的战斗精神”
（LoSpiritoCurrierodegliEredidiRoma），再现罗马帝国的赫赫武功，恢复
罗马帝国营日的版图。

罗尔-汤吉（RoITallguy，1908—）法国抵抗运动战士。原名亨利一汤
吉（Henri-Tanguy）。钢铁工人出身。法国共产党员。曾参加国际纵队去西
班牙作战。大战期间投身抵抗运动。1944 年任巴黎地区内地军司令，积极准
备武装起义。同年 8 月 15 日促成全市警察总罢工；19 日下令总起义；起义
胜利后，8 月 25 日与*勒克莱尔同时接受德军的投降。后加入法国第一集团
军，获上校衔。

罗克韦尔（NorlnanRocKWell，1894—1978）美国画家。早年担任《少
年生活》艺术编辑和封面画家。大战期间，以罗斯福所提出的四大自由为题
材绘制著名壁画《四大自由》，被美国战时新闻署复制成招贴画广为散发。
1943 年为《星期六晚邮报》所绘封面《铆工罗歇》，变成了“为美国保卫家
园而战”的代名词。

罗姆事件  亦称“长刀之夜”。希特勒镇压*纳粹党内反对派的事件。
希特勒就任德国总理后，进一步同垄断资产阶级和国防军勾结，抛弃以前的
欺骗性宣传，引起中下层人民的不满。罗姆等人趁机提出实行第二次革命的
口号，要求将大企业收归国有，以冲锋队为基础组建“人民军”。希特勒为
进一步获得垄断资本家和国防军的支持，摆脱冲锋队尾大不掉的局面，遂以
罗姆准备发动政变为借口，于 1934 年 6 月 30 日逮捕并处决罗姆和冲锋队一
批头目，解除冲锋队武装，并处死*施莱彻尔等一批政敌，共约 1000 人。事
后冲锋队的地位急剧下降，希特勒的独裁统治进一步加强。

罗曼年科（1897—1949）苏联将领。1914 年在沙俄军队开始服役，参加
第一次世界大战。1918 年加入红军。1920 年加入俄共（布）党。参加过国内
战争。1933 年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参加过西班牙内战和苏芬战争。1940
年起历任步兵军和机械化军军长（中将衔）。苏德战争期间历任第十七、第
四十八集团军司令和坦克第三、第五、第二集团军司令等职，参加过斯大林
格勒、库尔斯克会战和白俄罗斯战役。1944 年晋升上将。战后曾任军区司令。

罗马号战列舰（Roma）意大利战列舰。1938 年开始建造，1942 年秋服
役。排水量 4 万吨，航速 31 节。配备 381 毫米火炮 9 门，152 毫米火炮 12
门。未及参加重大战斗，即于 1943 年 9 月 9 日，在意大利投降后接盟国的规
定前去马耳他途中，被德国空军以*“弗立茨—X”式可控炸弹击沉。

罗伯茨委员会（RobertsCommission）又称“1941 年 12 月 7 日日本进
攻夏威夷调查委员会”。据美国总统罗斯福1941 年 12 月 18 日的行政命令而



建立，旨在调查美国军政人员在*珍珠港事变中的责任，由最高法院大法官罗
伯茨（OwenJosephusRoberts，1875—1955）任主席，故名。1942 年工月 24
日，向罗斯福提交一份报告，认为夏威夷地面部队司令肖特和美国太平洋舰
队司令*金梅尔事先已得到战争迫在眉睫的通知，但未能采取应有措施加紧防
工，尤其是在密切联系相互协调上玩忽职守，致使日军突袭得逞。此后，委
员会使命遂告中止。

罗科索夫斯基（KoHcTaHTHHKoHcTaHTI4H0BHqPoho—coBclcm），1896
—1968）苏联将领。波兰人。1914 年应征入沙俄军队。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
战。1918 年加入红军。翌年加入俄共（布）党。参加过国内战争。1929 年毕
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首长进修班。三十年代任骑兵师长和军长。1940 年任机
械化第九军军长（少将衔）。1941 年苏德战争爆发后率部在西方方向作战。
同年 7月任第十六集团军司令。参加过斯摩棱斯克战役和莫斯科会战。1942
年 7 月升任布良斯克方面军司令。同年 9月调任顿河方面军司令。在*斯大林
格勒会战中，与斯大林格勒方面军、西南方面军协同，围歼德军 33 万人于顿
河与伏尔加河之间。1943 年 2 月任中央方面军司令，在沃罗涅日方罗科索夫
斯基面军协同下取得*库尔斯克会战的胜利。翌年获苏联元帅衔，后出任白俄
罗斯第一方面军司令。参加*白俄罗斯战役，以独创的指挥才能率所部实施两
次强大的向心突击，后调任白俄罗斯第二方面军司令，参加东普鲁士、东波
美拉尼亚和柏林等战役。1945 年 6 月主持莫斯科胜利阅兵式。战后任北部军
队集群总司令。1949 年起任波兰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防部长，获波兰元帅
衔。1956 年起历任苏联国防部副部长、总监察长、军区司令、国防部总监组
总监等职。著有《军人的天职》。

罗曼诺失斯基（1896—1967）苏联将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在沙俄军队
服役。1918 年参加红军。1920 年加入俄其（布）党。参加过国内战争。1931
和 1935 年先后毕业于列宁政治学院政工人员训练班和伏龙芝军事学院。苏德
战争初期任阿尔汉格尔斯克军区司令（中将衔）。1942 年 4 月起历任突击第
一、第二和第四十二、第六十七、第十九集团军副司令、司令和乌克兰第四
方面军副司令。率部参加突破列宁格勒封锁以及姆加、里加、普斯科夫—奥
斯特罗夫、塔尔图、东波美拉尼亚和柏林等战役，1945 年晋升上将。战后曾
任军区司令、伏龙芝军事学院系主任等职。1959 年退役。

罗斯托夫战役  ①苏德战争前期苏军在罗斯托夫（Po-cToI3）地域连续
进行的防御和进攻战役。1941 年 11 月 5 日至 12 月 2 日，由南方方面军实施。
11 月 5 日，德国第一坦克集团军从北和东北两面进攻罗斯托夫。苏第九集团
军防御作战挫败了德军合围苏军并向高加索突进的企图。11 月 17 日，苏军
以 4个集团军兵力发起反攻。同日德军也再度进攻，于 11 月 21 日攻占罗斯
托夫后继续推进；俱苏军突击集团对德军翼侧和后方造成威胁，迫使德军停
止进攻，向北撤离。11 月 29 日，苏军夯回罗斯托夫，在追击中于 12 月 2 日
前出至米乌斯（Mnyc）河，后被德军防御所阻。此役是苏德战争中苏军实施
的第一个较大规模的进攻战役，制止了德军向高加索的突进，稳定了苏德战
场南翼，为随后展开的冬季反攻奠定基础。1987 年经苏军总参谋部审定，以
其中 11 月 17 日—12 月 2 日苏军的反攻作战，定为罗斯托夫进攻战役，列为
苏联卫国战争中的 51 个战略性战役之一。②苏德战争中期苏军的进攻战役。
*高加索会战的组成部分。1943 年 1 月 1 日至 2月 18 日，由南方方面军在外



高加索方面军配合下实施。*科捷利尼科夫斯基战役后，苏军即向顿河下游之
敌发起进攻，于济莫夫尼基地域粉碎德军重兵坦克集团，1月 23 日迸抵北顿
涅茨河，2 月 12 日解放沙赫特，2 月 14 日攻克罗斯托夫。德军撤向米乌斯
（MNyc）河。至 2月 18 日，苏军共推进 300—450 公里，但未能及时切断德
军从北高加索经罗斯托夫的退却之路。

罗特米斯特罗夫（IIaBeJNAJleKceeBllqF0TMncTp0B，1901—1982）苏
联将领。1919 年加入俄共（布）党和参军。参加过国内战争。1931 年毕业于
伏尤芝军事学院。1939—1940 年参加苏芬战争。1940 年任坦克第五师副师
长。次年任机械化军参谋长（上校衔）。苏德战争初期在西方方向作战。1941
年 9 月任坦克第八旅（近卫坦克第三旅）旅长，参加莫斯科会战。1942 年 4
月一 1943 年 1 月任坦克第七军（近卫坦克第三军）军长，在斯大林格勒地区
作战。1943 年 2 月起罗特米斯特罗夫任近卫坦克第五集团军司令。参加库尔
斯克会战，在*普罗霍罗夫卡坦克战中起决定性作用。同年 10 月晋升坦克兵
上将。翌年 2月晋升装甲坦克兵元帅。先后参加过别尔哥罗德-哈尔科夫、基
洛夫格勒、乌-博托沙尼、白俄罗斯等战役。1944 年 8 月任红军装甲坦克和
机械化兵副司令。战后曾任驻德苏军装甲坦克和机械化兵司令、装甲兵学院
院长等职。1956 年获军事科学博士学位。1962 年获装甲坦克兵主帅衔。著有
《普罗霍罗夫卡地区的坦克交战》、《战争中的坦克》等。

罗斯福战争咨文  （1941 年）美国总统罗斯福在国会的一次演讲。1941
年 12 月 8 日，即日军偷袭珍珠港的次日，罗斯福在国会对参、众两院联席会
议发表演讲，谴责日本海空军部队对美国发动突然和蓄谋的进攻，谴责日本
政府为掩盖其蓄谋的攻击而不惜通过虚伪的声明与和平姿态欺骗美国；认为
1941 年 12 月 7 日是一个遗臭万年的日子；要求国会对日宣战。罗斯福演讲 6
分半钟，不断被掌声打断。演讲结束后，参、众两院即通过对日宣战的联合
决议。

罗德尼号战列舰（Rodney）英国战列舰。1927 年建成。排水量 3.39 万
吨，最大航速 23 节。装有 9门 16 英寸火炮、12 门 6 英寸火炮、6门 4.7 英
寸高射炮、2个 24.5 英寸鱼雷发射管和之架飞机。大战初期在英国本上舰队
服役。1940 年 4 月在挪威战役中被德国空军击伤。1941 年 5 月参加围歼德国
俾斯麦号战列舰。1942 年 8 月赴地中海执行增援马耳他的护航任务（代号”
基石）。同年底，为盟军北非登陆战役提供掩护。1943 年支援盟军西西里岛
和意大利的登陆战役。后调回英国本上水域。1944 年参加诺曼底登陆战役。

罗马尼亚八月起义  1944年8月罗马尼亚人民反法西斯武装起义。1944
年春夏，东线德军节节败退，苏军进入罗境作战。罗马尼亚国内形成反对安
东奈斯库独裁政权的广泛统一战线民族民主同盟，它包括罗马尼亚共产党、
社会民主党、其他资产阶级政党和宫廷集团。民族民主同盟根据共产党的建
议，成立军事委员会，准备武装起义。同年 8月，苏军发动*雅西一基什尼奥
夫战役，迅速击溃集结在苏罗边境的德军和罗马尼亚法西斯军队主力。8 月
23 日罗马尼亚国王下令逮捕*安东奈斯库及其亲信。起义军民占领布加勒斯
特电台、政府大厦及首都其他重要据点。国王发表声明，宣布废除法西斯专
政，成立新政府，接受同盟国的停战条件。其他大城市也相继起义。起义军
民进攻驻罗德军。经过几天激战。至 8月底完全解放首都布加勒斯特，罗境
德军基本被歼。随后，罗马尼亚与同盟国签订停战协定，加入反法西斯同盟



并对德宣战，有 14 个罗马尼亚师参加了解放其余国土及匈牙利、斯洛伐克的
战斗。战后，8月 23 日被定为罗马尼亚的国庆节。

罗夫诺一卢茨克战役  苏德战争后期苏军发动的进攻战役，*第聂伯河
右岸乌克兰进攻战役的组成部分。1944 年 1 月 27 日至 2 月 11 日，由*乌克
兰第一方面军右翼部队实施。苏军针对森林沼泽地难以通行的困难，使用骑
兵进行迂回机动，2 月 2 日攻占卢茨克（NyUc），随后会同正面进攻部队解
放罗夫诺（PoBH0），粉碎德军坦克第四集团军左翼（10 个师），为尔后向
德军南方集团军群翼侧和后方突击占据了有利出发地位。

罗森堡特别工作处（EinsatzstabReichSleiterRoseu-berg）纳粹德国
掠夺占领区文物的特别机构。1940 年希特勒以保护文物为名，委派*罗森堡
负责征收法国和其他占领区的艺术珍品，并下令设立特别工作处。戈林和凯
特尔均曾插手此项工作。1940 年 10 月至 1944 年 7 月，共掠夺各种文物 21903
件，其中绘画 5281 幅，内有伦勃朗等大师的作品；手工艺品 5825 件，包括
瓷器、青铜器和古市；雕像数百尊以及十七一十八世纪家具 2477 件。仅从法
国掳掠的文物价值 10 亿美元。其中精品归纳粹头目私人占有，其余则送交德
国各博物馆。

罗加乔夫-日洛宾战役  苏德战争后期苏军发动的进攻战役。1944 年 2
月 21—26 日，由*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实施。2月 21 日，苏军从冰上强渡第
聂伯河，滑雪兵穿越敌后方，切断敌交通线，次日与步兵协同将德军集团分
割。24 日，苏军解放罗加乔夫（PoraqeI3），并在右岸夺取登陆场，但在日
洛宾接近地，苏军进攻受阻。

罗马尼亚反希特勒爱国阵线  罗马尼亚共产党倡导建立的反法西斯统
一战线。1943 年夏由罗马尼亚共产党、爱国者联盟、农民阵线、马扎尔劳动
人民民主联盟以及社会民主党等联合组成。颁布纲领，号召推翻安东奈斯库
独裁政府，成立民族政府，恢复人民的民主权利，退出侵略战争并参加反法
西斯联盟，惩办战犯等。出版秘密刊物《自由罗马尼亚报》。组织人民开展
各种抵抗活动，推动全国的民族解放斗争。

帕里（FerruccioParri，1890—1981）意大利行动党领袖。第一次世界
大战时为军官。1921 年起积极从事反法西斯活动，两次被捕囚禁达 5年。获
释后与各反法西斯力量联系，开展反法西斯斗争。1943 年 1 月参与创建行动
党。9 月起在意大利北部领导抵抗运动，并代表行动党参加北意民族解放委
员会，任*自由志愿军团政委。1944 年 11 月前往罗马与盟军司令部谈判，促
成盟国承认北意民族解放委员会为被占领地区的意大利政府，同时接受盟军
司令部的领导。1945 年 1 月被德军俘虏。因德军司令部计划在意大利北部实
现停火，3月在瑞士境内获释。4月返国后，领导北部人民武装起义，推翻萨
罗共和国。1945 年 6—11 月任首相，任内清洗法西斯分子，实行币制改革，
同时也限制意大利共产党力量，解散意大利民族解放委员会，对外向日本宣
战。战后曾任制宪议会议员和参者员。

帕奇（AlexanderMeCarreIIPatcli，1880—1945）美国将领。1913 年毕
业于西点军校。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长期在军队中执行训练任务。
1941 年任少将师长。珍珠港事变后赴太平洋战场作战。1942 年 12 月，接替
范德格里夫特率部在瓜达尔卡纳尔岛与日军展开激烈争夺战。1943 年 2 月将
日军逐出瓜岛。1944 年 3 月调任第七集团军司令。同年 8月率军参加铁砧—
龙骑兵行动，在法国南部登陆成功。尔后迅速北进，在厄比纳尔（Epinal）



与巴顿所帕奇率第三集团军会合，解放北阿尔萨斯并进逼德国边境，晋升中
将。1945 年春，参加萨尔盆地战役。同年 3月率军渡过莱茵河，4月 19 日攻
克纽伦堡，5 月 2 日进占慕尼黑。欧战结束后回国任第四集团军司令。不久
病逝。

帕尔申（1916—1956）苏联军人。1936 年赫尔松斯基航空飞行员学校毕
业后，任航空俱乐部飞行教官。1941 年参军，翌年加入联共（布）党。苏德
战争期间，历任强击机飞行员、飞行中队和大队长、强击航空兵团团长，晋
至少校（1944 年）。共完成战斗出动 253 次，击落敌机 10 架，并多次胜利
完成强击敌军部队和防御工事的任务，两次获苏联英雄称号（1944 和 1945
年）。战后转入民航部门，后任试飞员，因公殉职。

帕皮温（1903—1963）苏联空军将领。1919 年加入俄共（布）党。翌年
参军，在步兵部队服役。1929 年飞行员学校毕业后转入空军。1933 年毕业于
茹科夫斯基空军学院首长进修班，后任航空兵旅长。苏德战争初期任航空兵
师长（上校衔），在列宁格勒和加里宁方面军编成内作战。1942 年任空军第
三集团军副司令。翌年 5月升任司令（至战争结束）。率部支援地面部队解
放斯摩棱斯克州和白俄罗斯东北地区，并担负保障游击队作战的任务。1944
年参加白俄罗斯战役，晋升空军上将。1945 年参加东普鲁士战役。战后在空
军任要职。1961 年退役。

帕罗迪（AlexandreParod1，1901—1979）法国抵抗运动活动家。原在
法国政府劳动部供职。1940 年法国败降后，于 10 月被解职。随后即在里昂
开展抵抗运动。1942 年 6 月，受穆兰委托，参加调研委员会，研究国内抵抗
运动和社会各阶层状况，负责向自由法国领导机构提供计划和建议。1944 年
3 月出任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驻本上总代表，8月又担任被占领区管理委员
会专员。在解放巴黎和建立各地行政机构过程中发挥过一定作用。同年 9月
出任临时政府劳动部长。战后曾任国务委员会副主席。

帕特尔（SaintJolinPattle，？—1941）英国飞行员。生于南非。在英
国空军服役，为歼击机飞行中队长（少校衔）。战争期间，共击落敌机 41
架，为大战中英国击落敌机最多的王牌飞行员。1941 年在作战中牺牲。

帕里亚尼（AlbertoPariani）1876—1955）意大利将领。参加过第一次
世界大战，1925 年起主持总参谋部作战处。1927 年起任驻阿尔巴尼亚军事使
团首脑。1933 年改任陆军副参谋长。1936—1939 年任陆军副大臣和参谋长，
任内策划和组织武装干涉西班牙，赞同签订*《钢铁盟约》，主持入侵阿尔巴
尼亚。曾获中将衔。1943 年 8 月任阿尔巴尼亚总督，残酷镇压当地的民族解
放斗争。同年 7 月墨索里尼被推翻后，9 月被巴多里奥任命为驻德大使，赴
任途中被亲墨索里尼分子逮捕。1945 年 5 月意大利解放后受审，1947 年获释。

帕沃里尼（AlessandroPavolin1，1903—1945）意大利人民文化大臣
（1939—1943）。早期从事文学创作。1920 年加入国家法西斯党。1922 年参
加进军罗马，在统治集团内与齐亚诺关系密切。1939 年起任人民文化大臣，
任内对报刊、书籍及电台广播实施严格检查制，同时进行战争宣传。1943 年
7 月墨索里尼政权垮台后，逃亡德国，筹猎组建新政府。*萨罗共和国成立后，
负责重建法西斯政党，出任法西斯共和党总书记。曾组织黑色旅，镇压游击
队。1945 年 4 月 27 日随墨索里尼外逃时被游击队俘获，次日被处死，并暴
尸于米兰的洛雷托广场。

帕帕戈斯（AleXaNdrosPapagos，1883—1955）希腊将领。1906 年入伍。



参加过希土战争。1927 年获少将衔。1936 年出任总参谋长。1910 年 10 月意
大利军入侵时，率希军在伊庇鲁斯连战告捷。将意军逐回阿尔巴尼亚。1941
年 4 月德、意军联合进犯，由于英、希军在作战中失误，被迫后撤。4 月末
德军占领希腊时被捕，囚禁于达豪集中营。1945 年被美军释放。回国后率部
镇压希腊人民解放军。1949 年晋升元帅。曾创立希腊人民联盟党，并担任首
相。著有回忆录《希帕帕戈斯腊战役》。

帕恰尔迪（BandolfoPacclardi，1899—）意大利反法西斯主义者。初
就读于罗马大学。1926 年因长期反对墨索里尼法西斯统治，被迫流亡瑞士。
1933 年去法国。曾支持西班牙共和国反对佛朗哥叛乱，组织加里波第纵队，
参加马德里保卫战。1938 年赴美国，招募志愿人员参加西班牙的斗争。大战
期间又去美国，参加*蒙得维的亚会议，出任意大利军团总指挥，积极投身推
翻法西斯统治的斗争。意大利投降后，曾谴责国王爱麦虞限三世和首相巴乡
里奥庇护法西斯分子，并抗议斯福尔札等人参加巴多里奥政府。1944 年 6 月
返回意大利，出版《共和之声报》，并任内政大臣。战后，1946 年参与建立
共和党，曾任总书记。并被选为制宪会议成员及国会议员。

帕潘德里欧（GeorgiosPapandreou，1888—1968）希腊政治家。资产阶
级自由主义派领袖，因反对君主独裁制，多次遭监禁和流放。1942 年反对意
大利占领军，被捕入狱。1944 年获释后，去中东，得到英国的支持，出任希
腊流亡政府首相。同年 9 月又出任民族团结政府首相。10 月回国执政，12
月英军镇压人民解放军时，被迫辞职。战后组织反对党，曾任首相等职。

帕彭堡集中营（Papenburg）纳粹德国集中营之一。位于德国奥尔登堡
希思（OrdenburgHeath）。原为关押刑事犯的监狱。纳粹党执政后不久，被
党卫队接管，改为集中营。

凯尔（HanllsKerrl，1887—1941）德国宗教事务部长（1935—1941）。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为中尉。1933 年 3—4 月任普鲁士司法部中央专员。同年
12 月任国会议员。1934 年 7 月任不管部长。1935 年 7 月任宗教事务部长。
任内致力统一全国基督教教派，要求希特勒对宗教采取宽容政策，同时鼓吹
纳粹主义“是上帝意志的实施”。后病死。

凯西（RichardGardinerCasey！1890—1976）澳大利亚和英国政务活动
家。生于澳大利亚，受教于墨尔本大学和剑桥大学。1931 年起当选为澳大利
亚自由党众议院议员。后曾任澳大利亚国库部长（1935—1939）、供应发展
部长（1939—1940）和英国驻美大使（1940—1941）。1942 年被丘吉尔任命
为英国驻中东国务大臣。1944 年初调任英国的孟加拉总督。1946 年回澳大利
亚，历任国家发展部长、外交部长和作为英国女王代表的总督。有贵族封号。

凯泽（HenryJohnKaiSer，1882—1967）美国工业家。早年做过摄影师。
1914 年成立建筑公司。后又从事公路、水坝和桥梁建造业，成为多家公司的
董事长。大战爆发后，在加利福尼亚和俄勒冈经营数家造船厂，为完成战时
生产订货，推行技术革新，用预制构件和装配的方式，使每条万吨级自由轮
的建造周期从 105 天缩短到 46 天，从安置龙骨后到下水仅需 5天，创造了造
船速度的记录。后又建造大批护航航空母舰。其船厂在战时共生产船舶达
1500 艘，几占美国战时船舶生产总数的三分之一。1943 年起又开始制造军用
运输飞机。成为战时美国工业界的传奇式人物。

凯南（GeorgeFrostKennan，1904—）美国外交官。1925 年普林斯顿大
学毕业。次年进入外交界，曾在一些驻欧洲国家使领馆任职。1933—1941 年



先后任驻捷克斯洛伐克使馆二秘和驻德使馆一秘。1941 年底美国参战后被纳
粹拘禁，次年遣返，调任驻葡使馆代办。1913 年任驻欧洲咨询委员会美国代
表团顾问，参与制订对战后欧洲的政策。1944—1946 年任驻苏使馆公使衔参
赞。1947 年暑名“X先生”在《外交季刊》上发表题为《苏联行为的依据》
的文章，提出对苏的遏制政策。后在国务院和驻外使团任要职，并在大学和
研究机构从事教学与研究，参与制订美国外交政策和提供决策方案。主要著
作有：《1900—1950 年的美国外交》、《美国外交政策的现实性》、《俄国
退出战争》（2卷）、《俄国、原子和西方》、《回忆录：1925—1950 年》
等。

凯斯  ①罗杰·约翰·布朗洛·凯斯（RogerJohnBrownlowKeyes，1872
—1945）。英国海军将领。1885 年加入海军。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因率部进
攻比利时港口泽布拉赫（Zeebrugge）而闻名。此后历任重要指挥职务。1930
年领海军元帅衔。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1940 年 5 月出任英国政府同比利时
国王*利奥波德三世之间的联络官。同年 7月任联合作战指挥部首长，负责策
划和准备以突击队对一些敌占岛屿和港口实施突袭。1941 年 10 月彼免职，
由*蒙巴顿接任。1943 年受封男爵爵位。②杰弗里·凯斯（GeoffreyKeyes，
1888—？）美国将领。1913 年毕业于西点军校。早年曾在墨西哥服役。大战
初期为少将。1942 年任第九装甲师师长。1943 年任北非战区副司令。同年 8
月接替*布菜德雷任第二军军长，参加西西里岛登陆战役。后又由西西里进攻
意大利本上，参加突破德军沿沃尔上诺（Volturno）河的防线和*古斯塔夫防
线，进军罗马。1945 年晋升中将，战后曾任美国驻欧洲的第七、第三集团军
司令，并兼任驻奥地利美军司令。1950 年退役。

凯恩斯（JohnKaynardKeynes，1883—1946）英国经济学家。毕业于剑
桥大学，并长期在剑桥大学任教。曾以财政专家身份参加巴黎和会。所撰《和
约的经济后果》（1919 年）以及《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36 年）两书，
在资本主义国家影响深广。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任英国政府财政顾问，是国际
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的积极倡导者。1942 年获男爵称号。

凯特尔（WllhelinKeite1，1882—1946）德国将领。1901 年入伍。第一
次世界大战时，任炮兵军官和参谋。战后在国防军内继续任职。希特勒上台
后，积极同纳粹党合作。1933 年任国防会议工作委员会主席，获少将军衔。
1935 年任军事部长*勃洛姆堡的参谋长。1936—1937 年接连晋升为中将和上
将。1938 年 2 月希特勒解除一批持不同意见的高级将领职务后，被委任为新
成立的*德国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长官（实际上是希特勒的总参凯特尔谋
长）。1940 年获元帅衔。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始终是希特勒最亲近
的军事顾问和忠顺的助手。直接参与策划、制定和实施吞并奥地利和捷克斯
洛伐克的军事行动，以及从进攻波兰起到德国战败止的各种战争计划和侵略
暴行；颁布一系列残害和屠杀战俘、对占领区实施恐怖统治和掠夺的命令。
由于对希特勒忠顺和奉承，在同僚中有“点头驴”的绰号。1945 年 5 月 8 日
代表纳粹德国武装部队，在柏林正式签署无条件投降书。战后在纽伦堡国际
军事法庭受审，以共同策划或密谋、破坏和平罪、战争罪和违反人道罪而判
处绞刑。1946 年 10 月 16 日执行。

凯曾勒（WilhelmKeppler，1882—1960）德国垄断资本家。1927 年加入
纳粹党，联合大资本家资助和支持纳粹运动。1931 年组织*凯普勒集团；翌



年夏组建“经济问题研究委员会”，后演变为*希姆莱之友会，积极扶持希特
勒执政。1933 年 3 月当选国会议员，7月任经济事务中央专员。1935 年加入
党卫队。1936 年任*四年计划事务顾问，主管原料供应。德国吞并奥地利前
夕任希特勒驻奥地利特别代表，推动完成*德奥合并，曾一度任驻奥地利中央
专员。随后参与策动斯洛伐克“独立”和挑起*但泽危机。大战期间任外交部
国务秘书，同时经营企业，并主管党卫队在波兰和苏联占领区掠夺的工业企
业。1942 年 1 月升任党卫队地区总队长。战后在 1949 年 4 月被判处 10 年徒
刑。1951 年 2 月获释。

凯塞林（AlbertKesselring，1885—1960）德国将领。1904 年入伍。参
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继续在国防军任职。希特勒上台后，参加组建空
军的工作，1936 年任空军总参谋长，积极参与扩建纳粹德国空军。1939 年任
第一航空队司令，参加侵波战争。1940 年任第二航空队司令，参加入侵荷兰、
比利时和法国，策划和实施*鹿特丹轰炸，参加*不列颠之战，并力主轰炸伦
敦等城市。同年 7月越级晋升元帅。1941 年率第二航空队参加闪凯塞林击苏
联，负责支援向莫斯科方向进攻的中路德军。同年底，调任南线（意大利、
地中海和北非）德军总司令。积极支持隆美尔在北非的战事。1943 年夏，在
意大利组织防御，曾阻遏盟军攻势达一年之久。1944 年 10 月受伤离职。1945
年 3 月出任西线德军总司令。同年 5月 7日率部向盟军投降。第二次世界大
战后作为战犯被英国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后改判无期徒刑。1952 年因病获
释，定居联邦德国。著有回忆录《戎马终生》等。

凯撒防线（CaesarLinie）1944 年 5 月继*古斯培夫防线和*阿道夫·希
特勒防线之后德军防守罗马的防御设施。以罗马南面的阿尔班（Alban）山地
为中心，西至安齐奥（Anzio）以北的海岸，东至佩斯卡拉，阻断从南面进入
罗马的各条通道。5月末，为盟军所突破，6月 4日，盟军进入罗马。

凯普勒集团（Keppler-Kreis）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资助和支持希特勒
的德国垄断资本家集团。1932 年 1 月，由加入纳粹党的大资本家*凯普勒组
建，成员包括*蒂森、*沙赫特、*施罗德等愿意帮助纳粹党夺取政权的大资本
家。该集团成员均向纳粹党提供财政资助，促成法西斯专政在德国的建立。

凯姆普失集群（GruppeKempf）*库尔斯克会战中德军的集团军级战役军
团。1943 年 2 月组成，凯姆普夫（wlempf）任司令，隶属*南方集团军群，
下辖 6个步兵师和 3个坦克师，库尔斯克会战前集结在别尔哥罗德地域及其
以南长达 35 公里的地段上。曾参加库尔斯克会战和别尔哥罗德一哈尔科夫战
役，1943 年 8 月 16 日改编为德国第八集团军。

[丿]

牧野伸显（1861—1949）日本内大臣（1925—1936）。早年留学美国。
归国后历任外务省书记、县知事、文部次官、驻奥匈帝国和意大利公使。1906
年出任西园寺内阁的文部大臣。1911 年又任西园寺内阁农商务大臣、后兼文
部大臣。1913 年就任山本内阁的外务大臣。1919 年出席巴黎和会，极力为日
本攫取权益。1921 年为宫内大臣，1925 年起长期任内大臣，为日本宫廷势力
的核心人物。一度被视为亲英美派的主要人物。二·二六事件中遭袭击，得
幸免。后隐退。著有《松涛闲谈》和《回忆录》（3卷）等。

和知鹰二（1893—1978）日本将领。1931 年任日本关东军参谋。九·一



八事件后被派遣到广西从事拉拢李宗仁、白崇禧的工作。1932 年任东京宪兵
队长，参加樱会，参与策划*十月事件。后任中国驻屯军参谋，七七亭变后主
张就地解决，强调北进反苏。1937 年 8 月调任上海派遣军步兵第四十四联队
联队长，大佐衔，参加*上海战役。后因与军部意见不合，被调往从事运输事
务。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又奉调参加驻菲占领军，晋至中将。战后曾以战犯罪
被捕入狱，后获释。

和平救国军  *汪伪国民政府武装部队。筒称“和平军”，中国人民称
其伪军。1940 年 3 月汪伪国民政府成立后，即以收编的散兵游勇、日军移交
的被俘国民党军队及投敌部队为基本力量，并改编在华中、华南等占领区内
日军卵翼下的*绥靖军、*皇协军拼凑而成。直属以汪精卫为委员长的伪军事
委员会，杨撰一任参谋本部代理部长。后由鲍文樾任参谋总长。汪精卫死后
由陈公博继任委员长，胡毓坤任参谋总长。先后成立过 7个方面军和开封、
武汉、苏北、广州、徐州、杭州等绥靖公署，以及华北治安军（华北绥靖军）
等。其指挥权掌握在各级日军之手。至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扩充至近 24 万人。
1945 年 8 月日本投降后，大部改名为“自新军”，为国民政府收编。

和平的党代会（ReiehSparteitagdesFriedelNS）1939 年末举行的德国
纳粹党代表大会。1939 年 4 月 1 日为欺骗世界舆论，希特勒在威廉港发表的
演说中宣布“将即将召开的党代表大会命名为‘和平的党代表大会’”。同
年 8月 15 日德国进攻波兰前夕，希特勒秘密下令取消该党代会。

季米特洛夫（1882—1949）保加利亚共产党领导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活动家。1902 年加入社会民主工党。1909 年当选为社会民主工党（紧密派）
中央委员。1919 年保共成立后，继续担任领导职务。曾出席共产国际第三次
代表大会，并被选为红色工会国际中央理事会执行局成员。1923 年领导九月
起义，失败后流亡国外。1932 年筹备召开阿姆斯特丹国际反战大会。次年因
*国会纵火案在柏林彼捕。在菜比锡审判中英勇斗争，迫使纳粹德国宣布其无
罪释放。1934 年 2 月去苏联，翌年起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主持召
开 1935 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提出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思想。
1942 年领导组建“祖国阵线”，在保加利亚开展地下斗争。曾在莫斯科主持
保工人党海外局，设立“赫里斯托·波特夫电台”，对保加利亚传播革命思
想；组织派遣干部回国领导游击战争。1944 年领导九月起义。战后回国，历
任保共总书记和保加利亚部长会议主席。后病逝于莫斯科。著有《国会纵火
案》、《莱比锡审判》等。

季赫温战役  苏德战争前期苏军在季赫温（TUxBNH）地域连续进行的防
御和进攻战役，*列宁格勒保卫战的组成部分。1941 年 10 月 16 日至 12 月 30
日，由独立第四、第三十二集团军和列宁格勒方面军第五十四集团军在拉多
加湖区舰队和西北方面军的配合下实施。1941 年 10 月 16 日，德军以 8个师
向季赫温和沃尔霍夫进攻。11 月 8 日，德军攻占季赫温，切断向拉多加湖运
送物资的唯一铁路干线，从而完全封锁了列宁格勒，但尔后德军的进攻受阻。
11 月口日苏军开始反攻，以稍占优势的兵力对敌采取包围态势。后苏军实施
数个向心突击，于 12 月 9 日收复季赫温，打破了希特勒困死列宁格勒的企图，
并为冬季展开全线反攻奠定了基础。1987 年经苏军总参谋部审定，以其中 11
月 10 日—12 月 30 日苏军的反攻定为季赫温进攻战役，列为苏联卫国战争中
的 51 个战略性战役之一。

佩里（GabrieIPerI，1902—1941）法国抵抗运动战士。法国共产党党



员。早年在《光明杂志》和《先锋报》工作。1929 年起为法共中央委员，并
负责编辑《人道报》国外政治版。1932 年起为者员，后又任众议院外交委员
会副主席。反对法西斯主义，谴责绥靖政策和《慕尼黑协定》。1940 年法国
败降后，即投身抵抗运动，出版党的地下刊物，抨击赖伐尔等人的卖国行径，
揭露纳粹的实质。1941 年 5 月被维希政府逮捕，后转交德国占领军当局。同
年 12 月 15 日就义。

佩增奇（ClaraPetacci，1912—1945）意大利法西斯独裁者墨索里尼的
情妇。出身上层家庭。1932 年结识墨索里尼。1936 年与其夫（意大利军官）
离异而和墨索里尼姘居，成为轰动意大利社会的丑闻。在法西斯统治集团内，
纠集亲信，组成“佩塔奇集团”以对抗“齐亚诺集团”。1943 年七月政变后，
潜往北方。墨索里尼在德国扶持下，建立*萨罗共和国后，仍跟随墨索里尼。
1945 年 4 月 27 日随墨索里尼外逃时被游击队俘获，次日被处决，并暴尸米
兰的洛雷托广场。

佩鲁东（MarceIPeyrouton，1887—？）法国殖民官员。长期在北非殖
民机构中供职。先后任突尼斯总督、摩洛哥总督。后任驻阿根廷大使。1940
年 6 月再次出任突尼斯总督。法国败降后，支持贝当，并出任维希政府内政
国务秘书，参与排斥赖伐尔。不久再次调任驻阿根廷大使。1942 年 4 月赖伐
尔复出唇，被解职。1943 年初到达北非，被吉罗任命为阿尔及利亚总督。同
年 6月被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解职，年底被捕。1945 年受审，1948 年获释。

佩钠明德（Peooemtinde）大战期间德国研制*V-1 火箭和*V-2 火箭的主
要场所。位于波罗的海沿岸佩油河口乌瑟多姆（Usedom）岛西北端，后属民
主德国罗斯托克（Rostoe）专区。由”布劳思主持研制工作。1942 年 5 月被
盟军侦察机发现，翌年 8月 17 日遭 571 架英国重型轰炸机袭击，100 多名研
究人员被炸死，大部分设施被炸毁，使飞弹发射日期推迟半年多。1945 年 4
月初被苏军占领。

佩列瑟普金（HsaHTePeHrbennqNepecUnn，1904—1978）苏联将领。1919
年参军，参加国内战争。1925 年加入俄共（布）党。1937 年毕业于红军军事
电工技术学院。1938 年起任苏军通讯部政委，翌年任副部长。1939 年 5 月起，
同时任邮电人民委员（至 1944 年 7 月）。苏德战争期间，任副国防人民委员
兼苏军总通讯部部长，为保障大本营同前线部队稳定的通讯联络做了大量工
作。1944 年获通讯兵元帅衔。战后任陆军通讯兵主任等职。著有《军事无线
电通讯》、《伟大卫国战争中的通讯》、《作战核心的通讯联络》等。

佩特利亚科夫（BnanhmnpMlixahoBnqNeTaxkoB。1891—1942）苏联飞机
设计师。早年曾在茹科夫斯基（1847—1921）领导的空气动力实验室当技术
员。1922 年毕业于莫斯科高等技术学校。1921—1936 年在*图波列夫领导的
中央流体动力研究所工作，参加多种型号飞机的研制。1936 年起先后任该所
副主任设计师和航空工厂主任设计师。1940 年研制出*He-2 型俯冲轰作机，
广泛使用于苏德战争。

佩-2 型轰炸机  即“He-2 型轰炸机”。
佩特萨莫-希尔克内斯战役  苏德战争后期苏军发动的进攻战役。1944

年 10 月 7—29 日，由*卡累利阿方面军和*北方舰队实施。9月 19 日，芬兰
退出战争后，苏军即准备驱逐北极地区的德军集团，10 月 7 日发起进攻，10
月 15 日解放佩特萨莫（Netcamo），随后进入挪威境内，10 月 25 日解放挪
威城市希尔克内斯（Kirkenes），至 10 月末苏军推进约 150 公里，清除了北



极地区的敌人。经苏军总参谋部 1987 年审定，列为苏联卫国战争期间的 51
个战略性战役之一。

帛琉群岛登陆战役  美军攻占帛琉群岛的战役，为*加罗林群岛战役中
的主要登陆战役。帛琉（Pelew）群岛位于加罗林群岛西端，面积 490 平方公
里，战略地位重要。1944 年 7 月 7 日，美军拟订“将军-II 计划，决定 9月
13—14 日进行火力准备，9月 15 日开始攻击。以海军陆战队第一师为主力的
美军 4.8 万人，在大批飞机和军舰掩护下，先后于9月兀日和 16 日登陆帛琉
群岛的佩勒利乌（Peleliu）岛和安高尔（Angaur）岛，经与日守军2.5 万人
激战后，于 9月 24 日和 10 月 23 日加以占领。此役日军 1.6 万人被歼，美军
伤亡亦逾万人，被认为是美军在太平洋岛屿争夺战中付出牺牲较大的一次战
役。

的里雅斯特（Trieste）地名，位于亚得里亚海东北岸。曾由奥匈帝国
管辖。1918 年为意军占领。1943 年落入德国之手。1945 年被南斯拉夫人民
解放军占领，并宣布归南斯拉夫所有。1947 年的《盟国对意大利和约》规定，
把该市及其周围地区划作自由市，由联合国安理会给予保证；并将它分为北、
南两区：A区（包括市区和港口）由英、美军事营辖；B区由南斯拉夫管辖。
1954 年 10 月 5 日美、英、南、意四国在伦敦签署《关于的里雅斯特的谅解
备忘录》，规定：原南斯拉夫占领的 B区归南斯拉夫；英、美从人区撤军，
行政权移交意大利，继续作为自由区。

阜宁战役  1945 年新四军在江苏省阜宁县对日伪军的进攻战役。是年 4
月 24 日，新四军第三师及苏北军区部队共 11 个团，向盘踞苏北阜宁县城及
其周围的伪军孙良诚部发起猛攻。先以一部攻占城北各据点，继而在东北角
突人城内。25 日晚，敌弃城南逃。至 26 日共俘伪军副师长以下 2000 余人，
毙伤 300 亲人，解放阜宁县城及附近集镇 22 个，村庄560 余个，控制了通榆
公路中段，扩大了苏北抗日根据地。

征粮者（Forager）美军进攻马里亚纳群岛的行动代号。见“马里亚纳
群岛战役”。

彼得二世（PeterI1，1923—1970）南斯拉夫国王（1934—1945）。自
即位后，由摄政保罗亲王进行统治。1941 年 3 月西莫维奇发动政变后开始亲
政。4月 6日德军人侵后，率政府逃亡雅典，旋又避难伦敦。试图维持王国，
支持由米哈依洛维奇领导的*切特尼克。初得英国的承认和支持，后因南共领
导的抵抗力量迅速壮大，其影响遂日益缩小。1944 年 6 月任命*舒巴希奇为
首相，与铁托多次谈判，于 12 月 7 日签署协议，将权力交与摄政委员会。1945
年底被废黜，后流亡国外。

彼得罗夫  ①伊万·叶菲莫维奇·彼得罗夫（1896—1958）。苏联将领。
1916 年应征入沙俄军队。1918 年加入俄共（布）党和红军，参加国内战争。
后历任独立旅旅长和步兵师师长。1941 年 3 月升任机械化军军长（少将衔）。
苏德战争初期领导敖德萨和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1941 年 10 月起历任滨海
和第四十四集团军司令。1943 年任北高加索方面军司令。参加刻赤一埃利季
根登陆战役和解放迈科普、克拉斯诺达尔等作战。1944 年任白俄罗斯第二方
面军和乌克兰第四方面军司令，获大将衔。参加过东、西喀尔巴吁战役，1945
年 4 月任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参谋长，在指挥攻克柏林和布拉格战役中立功。
战后曾任陆军第一副总司令、国防部总监察长等职。②费多尔·费多罗维奇·彼
得罗夫。苏联火炮设计师。1931 年毕业于列宁格勒工业学院。1933 年任主任



设计师。1942 年加入联共（布）党。1944 年参军，继续从事火炮设计工作。
战争期间领导制造多种型号的榴弹炮、加农炮、自行火炮和坦克炮。1966 年
获中将工程师衔。1975 年退役。③瓦西里·斯捷潘诺维奇·彼得罗夫
（BacnaxiICrena-HOBnYNeTpoB，1922—）。苏联军人，1939 年参军。1941
年毕业于苏联炮兵学校，苏德战争期间历任排、连、团长。1943 年底在强渡
第聂伯河的战斗中负伤立功。翌年在医院中截去双手后重返前线。1945 年指
挥反坦克炮团在奥得河岸战斗中又立战功。战后曾任军区火箭兵和炮兵副主
任等职。1977 年获中将衔.着有回忆录《往事如昨》。

所罗门群岛海战  美、日海军在*瓜达尔卡纳尔岛争夺战中，在南太平
洋所罗门（Solomon）群岛附近海域进行的一系列海战。大小约 30 多次，其
中主要包括 1942 年 8 月 8—9 日的*萨沃岛海战、8月 24—25 日的*东所罗门
群岛海战、10 月 11—12 日的*埃斯帕兰斯角海战、10 月 26—27 日的*圣克鲁
斯群岛海战、11 月 12—15 日的*瓜岛海战和 11 月 30 日的*塔萨法隆格海战。
在上述海战中，双方均遭重大损失。日军由于没有掌握制空权，又专注于攻
击美战斗舰艇，忽视了打击美军运输船队，使瓜岛美军源源获得增援和补给。
美军则由于控制瓜岛机场，又着重切断日军供应线，使日军增援部队难以上
陆，岛上部队供应也陷于断绝，最终被迫停止争夺瓜岛之战。

舍尔纳（FerdinandSeh6rner，1892—1973）德国将领。参加过第一次
世界大战。战后在国防军任职。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期，历任师长、军长，参
加入侵波兰、希腊和苏联的战役。由于狂热拥护纳粹制度，战争后期成为希
特勒的亲信。1944 年 2 月任陆军总部纳粹党督导部长。同年 4月升任苏德战
场的南乌克兰集团军群司令，7月调任北方集团军群司令。1945 年 1 月任防
守奥得河的中央集团军群司令，4 月晋升元帅。在希特勒的政治遗嘱中被任
命为陆军总司令。战后作为战犯受苏联军事法庭审判。1955 年获释后去联邦
德国，1957 年被慕尼黑法院判处 4年徒刑。

舍伍德（RobertEmmetSherwood，1896—1955）美国作家。参加过第一
次世界大战。毕业于哈佛大学。1924—1928 年任《生活》杂志主编，著有多
种小说和散文，在戏剧领域颇有成就，曾于 1936、1938 和 1940 年 3 度获得
普利策奖。三、四十年代任罗斯福总统的顾问，负责起草罗斯福的演说稿。
1945 年任海军部长*福雷斯特尔的顾问。与*霍普盒斯关系密切，且洞悉罗斯
福总统任内白宫内幕。1948 年根据霍昔盒斯私人档案文件，写成《罗斯福与
霍普金斯》一书，次年再度获普利策传记奖。

合尔号战列舰（Seheor）德国*袖珍战列舰之一。以前德国海军上将舍
尔（ReinbardScheer，1863—1928）之名命名。1931 年 9 月开始建造。1934
年 11 月建成。翌年服役。舰长617 英尺，最大宽度71 英尺，标准徘水量 1.3
万吨，最高航速 28 节，装备 6门 11 英寸火炮、8门 5.9 英寸火炮和 14 门高
射炮，另有 8个鱼雷发射管和之架水上飞机，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多次在大
西洋和印度洋袭击英国护航运输队。1942 年派往挪威，在巴伦支海进行破袭
战。1944 年夏调回本国，在波罗的海海区用炮火支援沿岸德军抗击苏军。1945
年 4 月 9 日（一说 8日），被英机炸沉于基尔港（一说 4月 10 日自沉于基尔
港）。

金  ①威廉·菜昂·麦肯齐。金（WilliamLvonMac-LenzleKing，1874
—1950）。又称“麦肯齐·金”。加拿大联邦总理（1935—1948）。早年曾
去美国求学。曾任劳工部长。1919 年起为自由党领袖。1921、1926 年先后两



次组阁。在其努力下，英帝国议会通过各自治领平等宣言，并由此形成英联
邦。1935 年复任总理。其间，大战爆发，遂向德宣战。1940 年 8 月和 1941
年 4 月，两次与美签约，成立共同防务委员会，协调两国生产。积极动员人
民参战，向欧洲派出远征威·莱·麦·金军，并出动海、空军担任护航工作。
1945 年参加旧金山会议，支持联合国的成立。战后领导国家重建工作。1948
年下野。②恩斯特·约瑟夫·金（ErnestJosephKing，1878—1956）。美国
海军将领。1901 年毕业于美国海军学院。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任职于大西洋舰
队。二三十年代，历任航空母舰舰长、海军航空署署长等职。1933 年获海军
少将衔，1938 年升为海军中将。1940 年出任美国大恩·约·金西洋舰队司令。
翌年 12 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久，晋升海军上将，升任联合舰队（亦称美国
舰队）司令。1942 年 3 月兼任海军作战部长，实际是统率美国海军的总司令，
代表海军参加参谋长联席会议及美英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参与制订全球作战
战略与指挥作战。坚持强调太平洋作战的重要性，鼓吹“太平洋第一”的观
点。1944 年 6 月赴欧洲战场督察*诺曼底登陆战役的实施。战时还充任罗斯
福总统的首席海军顾问，出席过卡萨布兰卡、德黑兰、开罗、雅尔塔等盟国
间一系列高级外交会议。1944 年获海军五星上将衔。1950 年因病卸职，但仍
兼任美国总统、美国国防部、美国海军部长的军事顾问。

金日成（1912—）朝鲜抗日斗争领导人之一。1925 年随父迁移中国，就
读于吉林梳文中学，因参加革命活动，曾一度被捕，1931 年起投身抗日斗争，
次年 4月建立第一支朝鲜抗日游击队。1934 年 3 月，联合各地游击队，建立
*朝鲜人民革命军。率部转战中国东北各地抗击日寇，并在长白山区建立抗日
根据地。至 1936 年 6 月共与日军作战 2万余次，毙伤敌 4000 余人。1936 年
5 月创建祖国光复会，任会长，制订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团结社会各阶
层，组成朝鲜人民抗日统一战线。同时任中国东北抗日联军第二路军第三师
师长和第一路军第四师师长等职，与中国人民共同抗日。1937 年 6 月率部回
国，取得普天堡战斗的胜利。1939 年 5 月再度率部入朝，解放青峰、枕峰等
地，并向茂山地区进军，解放新四洞，在大红丹歼灭一批日军。同年秋冬，
制订大部队迂回作战方针，转战山林，粉碎日本关东军的讨伐围剿。1940 年
8 月，为摆脱日军的重围，在中国吉林省敦化县小哈尔巴岭召开朝鲜人民革
命军军政干部会议，决定将朝鲜人民革命军化整为零，深入敌后各地坚持游
击战争。1945 年 8 月，苏联对日宣战后，配合苏军光复朝鲜北部。战后创建
朝鲜劳动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历任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
人民共和国内阁首相和主席、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宫等
职。

金凯德（Tlion2asCassinKlnkaid，1888—1972）美国海军将领。1908
年毕业于美国海军学院。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从事外
交活动，曾参加1932 年日内瓦裁军会议。1938 年任驻意大利海军武官。1942
年为海军少将，参加珊瑚海海战。随后率以企业号航空母舰为旗舰的编队，
参加圣克鲁斯群岛海战。1943 年初调任北太平洋战区司令，参与指挥收复阿
留申群岛的战斗。1943 年 11 月调回西南太平洋战区，后任美国第七舰队司
令，并晋升海军中将。1944 年率队参加*莱特湾海战，尔后支援美军登陆和
收复菲律宾群岛。1945 年晋升海军上将，9月率部在朝鲜登陆，在汉城受降。
战后曾任美国大西洋后备舰队司令，1950 年退役。



金梅尔（HusbandEdwardKimlnel，1882—1968）美国海军将领。1904
年毕业于美国海军学院。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入海军军事学院深造。
1939—1941 年任海军巡洋舰部队少将司令。1941 年出任美国太平洋舰队司
令，并晋升海军上将。同年 12 月 7 日日本突袭珍珠港时，一无防范，太平洋
舰队几乎全军覆没，被指责为玩忽职守，10 天后即被解职。翌年退役。在前
后 8次有关珍珠港事件的公私调查中，一再申辩无辜，并进而指责罗斯福和
马歇尔出于某种需要将他变成替罪羊。与同时驻夏威夷地面部队司令的肖特
一起，成为长期争议的人物。

金谷范三（1873—1933）日本将领。陆军士官学校毕业。早年参加日俄
战争。历任陆军大学教官、参谋本部作战课长、*中国驻屯军司令官、参谋本
部作战部（第一部）部长、第十八师团长、参谋本部次长和朝鲜军司令官等
职。1928 年晋升大将。九·一八事变时任参谋总长，推行和扩大侵华战争。
后病死。

金星奖章  授予*苏联英雄的金质奖章。
金茨布尔桔（LeoneGinzburg，1909—1944）意大利反法西斯主义者。

生于俄国，后加入意大利籍。初在都灵求学，后任教干都灵大学，拒绝”大
学宣誓，反对法西斯主义，参加*正义和自由领导的地下活动。1934 年被捕，
获释后继续进行反法西斯斗争。1943 年 7 月墨索里尼垮台后，参与创建行动
党，并组建游击队，开展武装斗争。曾在罗马发行《自由意大利报》，呼吁
人民团结御敌，驱逐德寇。1949 年 11 月被捕，在狱中牺牲。

金刚号战列舰  日本战列舰。原为在英国制造的 2.6 万吨级战列巡洋
舰，1914 年下水。三十年代经横须贺海军工厂两次改装。1937 年 1 月第二次
改装竣工。标准排水量 32156 吨，最高航速 30.5 节，装备 360 毫米火炮 8
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相继支援日军攻占吕宋岛和爪哇岛。1942 年 4 月曾
进入印度洋作战。5—6 月参加攻击中途岛的作战行动。同年秋赴西南太平
洋，参加圣克鲁斯群岛海战和瓜岛海战。后长期泊驻本土基地。1944 年 6 月
参加菲律宾海海战。10 月参加莱特湾海战。11 月 21 日在台湾东北海域被美
军潜艇击沉。

肥皂水（Soapsuds）美国战略空军轰作德国控制的罗马尼亚油田的计划
代号。原称”政治家，1943 年 5 月 24 日起改称此名。同年 8月 1日又改称*
海啸。

周碞（1895—1953）中国将领。字奉蹿。保定军校和陆军大学毕业。曾
任国民政府军第二十六军第六师第十七旅旅长。九·一八事变后升任第六师
师长，“围剿”工农红军。1935 年授中将衔。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七十五军
军长，参加武汉会战。1939 年 1 月兼任第三十一集团军副总司令。1940 年 7
月调任第二十六集团军总司令。1945 年 8 月升任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抗战
胜利后曾任浙江省政府主席。大陆解放前夕去台湾，曾任台湾当局“总统府”
战略顾问。

周士第（1900—1979）中国将领。黄埔军校毕业。1924 年加入中国共产
党。北伐时在叶挺独立团任参谋长。1927 年参加南昌起义。曾任红二方面军
参谋长，参加长征。抗战期间，任八路军第一二○师参谋长，东渡黄河，进
入山西抗日前线，参与指挥对同蒲路北段及长城沿线日军据点和后方运输线
的袭击。1938 年春率部参加粉碎日军对晋西北的围攻。1940 年后任晋西北军
区、晋绥军区参谋长，参与领导反“扫荡”、反“蚕食”斗争，积极从事晋



西北、绥远各抗日根据地的地方武装及民兵建设。抗战胜利后，任第十八兵
团司令员兼政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部队司
令员。1955 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周子昆（1901—1941）中国将领。原名维宽，字仲和。1925 年加入中国
共产党。曾任红三军军长。1934 年参加长征，北上抗日。到陕北后任中共中
央军委一局局长，不久入中国抗日红军大学学习，后任抗日军政大学训练部
部长。抗日战争爆发后，调任新四军副参谋长兼教导总队总队长，曾两次召
开会议总结参谋工作经验，并为教导总队编写教材和授课，为部队与地方培
养和输送抗日军政干部，1941 年 1 月”皖南事变发生后，与*项英突围隐蔽
时被叛徒杀害。

周至柔（1899—1986）中国空军将领。原名百福。保定军校毕业。曾任
国民政府军副军长，参加对中央苏区的“围剿”。1933 年毕业于中央航空学
校。曾赴欧美考察航空，后任中央航校教育长、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主任。
1936 年授中将衔。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中国空军前线指挥部总指挥。*淞沪
会战时，指挥中国空军对日作战。1940 年任空军军官学校教育长。次年再度
出任航空委员会主任，曾招募美国空军志愿援华作战人员和争取美国对中国
空军的援助。1943 年 11 月，作为军事顾问随蒋介石参加开罗会议。抗战胜
利后，任空军总司令。1949 年去台湾，曾任台湾当局“国防部”参谋总长、
“总统府”参军长等职。

周佛海（1897—1948）汉奸。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毕业。1921 年参加中共
一大，1924 年脱离共产党，曾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江苏省政
府教育厅长、国民党中央党部民众训练部长。抗日战争爆发时任国民党中央
宣传部代理部长、军委委员长侍从室第二处副主任，鼓吹“亡国论”。1938
年 12 月随汪精工叛国投敌。1940 年 3 月汪伪国民政府成立后，历任财政部
长兼警政部长、行政院副院长兼上海市长、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央储蓄
银行董事长。参与签订*《日汪基本关系条约》，为日本以华制华政策效劳。
1941 年后又与国民政府军统局勾结，联合反共。日本投降后被蒋介石任命为
上海行动总队总队长。旋在全国舆论压力下为军统局逮捕。次年被国民政府
判处死刑。1947 年蒋介石发表特赦令，改判无期徒刑。后病死于狱中。

周建屏（1890—1938）中国将领。名宗尧，字兴唐，曾参加辛亥革命和
过袁护国战争。192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军长，1931
年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赣粤边领导游击战争。1936 年底到延安，曾任
抗日军政大学第二科科长。抗日战争爆发后，参加中共中央洛川会议。后任
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三四三旅副旅长，随军开赴晋东北，参加*平型关战斗。
1937 年 11 月任晋察冀军区四分区司令员，在滹沱河两岸开辟游击区，指挥
所部多次粉碎日伪军“扫荡”。1938 年 6 月 13 日病逝。

周保中（1902—1964）中国将领。原名奚李元，号绍黄。白族。云南陆
军讲武学校毕业。192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人莫斯科劳动大学学习。
九·一八事变后，被派往东北，历任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东北抗日联军
第五军军长，指挥袭击敦化、三打宁安、围攻依兰等战斗，多次挫败日伪军
的“讨伐”和“围歼”。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中共吉东省委书记、抗臼联军
第二路军总指挥，发动和组织民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1942 年抗联主力统一
改编为野营教导旅后任旅长，驻营深山密林，开展军政训练。抗战胜利后，
曾任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副司令员兼吉林军区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任云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委员。
周恩来（1898—1976）中国共产党和军队的领导人之一。早年留学日本。

1920—1924 年先后赴法国和德国勤工俭学。1921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
年参加领导南昌起义。曾任中共中央军委书记、中国工农红军总政委、中央
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34 年参加长征，北上抗日。到陕北后，参与制定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争取东北军将领张学良和西北军将领杨虎城与中国
共产党合作，共同抗日。1936 年西安亭变发生后，任中共中央全权代表，与
秦邦宪、叶剑英周恩来等赴西安，同蒋介石谈判，迫使蒋接受“停止内战，
一致抗日”的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后又多次去西安、杭州、庐山、南
京等地，与国民党代表谈判，对实现国共两党合作抗日作出了重要贡献。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中共中央起草《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文
件，同朱德、叶剑英参加蒋介石召开的国防会议，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的形成。洛川会议上，被选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1938 年发表《抗战军队
的政治工作》，同年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此后，长期在武
汉、重庆进行统一战线工作，井先后领导中共中央长江局，南方局。坚定地
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
广泛团结各民主党派和爱国人士，为实现全民族抗战作出巨大贡献。1941 年
初皖南亭变发生后，在重庆揭露和抗议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战的暴行。1943
年返回延安，参加领导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抗战胜利后，曾任中国人民
解放军总参谋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国务院总理、人民革命军事
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政协主席等职。主
要著作编入《周恩来选集》。

鱼叉（Harpoon）1942 年 6 月英国从西地中海派护肮运输队增援马耳他
的行动代号。参见“班泰雷利亚海战”。

狗鱼型潜艇  即“щ型潜艇”。

[丶]

京特（HansGunther，1891—1968）德国种族主义理论家。曾在那拿、
柏林和弗赖堡等大学任教。1929 年出版轰动一时的《缺乏人种学的德意志人
民》。1930 年出任耶拿大学社会人类学教授，后又兼任弗赖堡大学种族学教
授，积极协助罗森堡组建和主持*德意志文化战斗联盟。一贯狂热鼓吹北欧日
耳曼人至上论，攻击犹太人和其他民族，受到纳粹党头目的青睐。战后仍坚
持其基本论点。

庞纳（Georges—EtienneBonnet，1889—1973）法国外交官，激进社会
党人。1924 年起长期为议员。曾任驻美大使、财政部长等职。1938 年 4 月任
外交部长。9月在慕尼黑会议上，推行绥靖政策，主张对德让步。同年 12 月
与里宾特洛甫签署《法德互不侵犯宣言》。1939 年 9 月 1 日德国进攻法国盟
国波兰后，迟至 9月 3日始代表法国向德国宣战。随后辞职，改任司法部长
至 1940 年。法国败降后，追随贝当，出任全国顾问委员会委员。战后被激进
党开除，后又当过议员。

庞德（DudleyPound，1877—1943）英国海军将领。1891 年参加海军。
历任海军部计划司、作战司主任和英国地中海舰队参谋长等职。1926 年为海
军中将，1935 年升为海军上将。1936—1939 年为地中海舰队司令，1939 年 6



月出任第一海务大臣，海军总参谋长，领海军元帅衔。大战期间，在制订和
实施海军战略上发挥重要作用。1943 年 9 月因健康原因辞职。10 月去世。生
前辞谢贵族封号。

庞炳勋（1879—1963）中国将领。字更新。早年入北洋军第三镇当兵。
后入东三省测量学堂学习。历任暂编陆军第二混成旅旅长，天滓镇守使，国
民政府第二集团军暂编第五军军长、第二十军军长、第四十军军长。1933 年
任第十军团总指挥，参加长城抗战。1935 年授中将衔。次年加上将衔。抗日
战争全面爆发后，任第三军团军团长，转战于黄河南北。194Q 年升任第二十
四集团军总司令兼河北省政府主席。1943 年，在太行山与日军作战时受伤被
俘。旋投敌，历任汪伪军第五方面军总司令、开封绥靖公署主任。抗战胜利
后，所部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收编，任先遣军第一路军总司令。1949 年去
台湾。

庞塔斯提洛角海战  即“卡拉布里亚海战”。
夜雾命令（Naoht-und-Nebel-Erlaβ）纳粹德国屠杀占领区平民的指

令。1941 年 12 月 7 日由希特勒发布，并经凯特尔签署。规定任何人在德国
占领区“危及德国人安全”，只有在被判死刑的前提下才进行审理，否则都
应秘密押送德国，并使其亲属无从得知下落，就像消失在茫茫夜雾中一样，
以制造白色恐怖。1942 年 2 月，凯特尔又发布补充命令，规定囚犯被捕 8天
后未被判处死刑者，即应秘密遣送德国处决。该命令由*党卫队保安处负责执
行，受害者确切人数不详。战后在*纽伦堡审判中，该项指令被作为纳粹的重
要罪证。

刻赤战役  苏德战争中期德军发动的进攻战役。1942 年 5 月 8 日，德军
第十一集团军在空军支援下向刻赤（Kepyb）半岛的苏联克里米亚方面军发起
攻击，当天即突破苏军防线。5 月 11 日，苏军一部在半岛西北陷于合围。5
月 15 日，德军攻占刻赤市，苏军撤往培曼（TaMaH）半岛，朱及撤离者留在
各采石场内坚持战斗，其中，阿吉穆什凯采石场的战斗持续了 5个半月。德
军占领刻赤半岛后对塞瓦斯托波尔构成直接威胁，并形成穿越刻赤海峡和塔
曼半岛入侵北高加索的态势。

刻赤-埃利季根登陆战役  苏德战争中期苏军发动的登陆战役。1943
年 10 月 31 日至 12 月 11 日，由*北高加索方面军、黑海舰队和亚速海区舰队
实施。目的是在刻赤（Kepyb）半岛建立出发基地，为尔后解放克里米亚创造
条件。登陆兵力为 4个步兵师，动用 278 艘快涎和辅助船只，得到 667 门火
炮和 1000 多架飞机的支援。11 月 1 日，在辅助方向的埃利季根地域首先登
陆成功。次日，主力在刻赤东北地域也顺利上陆，至 12 日肃清该地域之敌并
转入防御，坚守登陆场至 1944 年*克里米亚战役。同时，埃利季根地域苏军
突破敌人封锁，于 12 月 6 日到达刻赤南郊。苏军为支援该部于 12 月 7—9
日再次在刻赤附近实施登陆，因无法续派援兵，12 月 11 日登陆部队从刻赤
南郊撤回。

刻赤-费奥多西亚登陆战役  苏德战争前期苏军为攻占刻亦（Kepqb）
半岛、解放克里米亚而进行的登陆作战。1941 年 12 月 25 日至 1942 年 1 月 2
日，由*高加索方面军、黑悔舰队和亚速海区舰队实施。登陆部队共 41930
人，配备 250 余艘舰船和 661 架飞机。12 月 26—29 日，苏军先后在刻赤半
岛东北海岸和费奥多西亚（феодосия）港实施登陆，12 月 30 日，
解放刻赤。至 1942 年 1 月 2 日，共推进 100—110 公里，肃清了刻赤半岛之



敌，从而解除德军经塔曼（TamaH）半岛入侵高加索的威胁，并有取了克里米
亚的重要战役登陆场，为克里米亚方面军在该地区展开创造了条件。

炉边谈话（FiresideChats）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一种演讲形式。即在白
宫外宾接待室的壁炉前，通过广播向美国公众发表谈话，故称。首次谈话于
1933 年 3 月 12 日。大战前与大战中，罗斯福以这一形式向美国公众阐述政
府的外交政策、国防措施以及战争进程筹重大问题，对争取美国人民支持政
府的政策和坚持反法西斯战争，有较好效果。在罗斯福当政 12 年中，约达
300 余次。

浅间丸事件  大战期间，日本和英国间的一次外交冲突。1940 年 1 月
21 日日本客轮浅间九从旧金山驶往横滨途中，于千叶县野岛崎洋面 35 海里
半的公海上遭英国军舰拦截。船上的 51 名德籍乘客中，有 21 名因有服军役
嫌疑被强行带走。翌日，日本外务省以“完全无视帝国之意”为借口向英国
提出强烈抗议。英国当局则以该行动不违反国际法为由不予理睬。日本遂警
告将采取同样措施。最后英国被迫向日本表示遗憾，并于 2月 19 日将其中朱
服过军役的 9人引渡给日本。日本军部及右翼势力利用该事件在国内兴起了
大规模的反英活动。

法戎（EtionneFajon，1906—）法国共产党领导人之一。1929 年加入法
共。1936 年起为者员。大战爆发后，于 1940 年被捕，囚禁于阿尔及利亚。
1943 年获释，与*皮佑、*罗歇等人组成法共北非代表团，领导当地党员开展
抵抗运动。后当选为临时咨询议会议员。1945 年起为法共中央委员。战后长
期主持《人道报》的工作，1947 年起为法共政治局委员。

法比安（GeorgesPierreFabien，1919—1944）法国抵抗运动战士。法
国共产党党员。曾参加西班牙国际纵队。1940 年在马赛领导共产主义青年
团。法国败降后，率领法共特别组织行动小组，投身抵抗运动。1941 年 8 月
21 日，在巴黎地铁车站击毙德海军准尉。后指挥青年武装营，在贝桑松
（Besanpen）开展游击战。参加 1944 年 8 月*巴黎起义。9 月组成法国内地
军第一团，编入法国第一集团军，被授予上校衔。同年底因事故身亡。

法西斯（Fascis）狭义指意大利的法西斯组织和政党；广义指垄断资本
主义时代具有民族沙文主义、鼓吹独裁统治、崇尚暴力和战争的运动、组织
和政权。原词源于拉丁文（Fasces），在意大利文中本为同类物或同类人的
集合名词，含有“协会”、“联盟”、“一群”、“一伙”、“一束”、“一
捆”之意。在古罗马时代，高级长官以中间插有斧头的一束棍杖作为权力象
征（意为拥有判处答刑或死刑的权力），亦称此名。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
初，意大利的工农运动中都出现过以此为名的团体，如西西里的“劳动者法
西斯”（FaseideiLavoratori）。1919 年 3 月，墨索里尼在米兰建立“战斗
的法西斯”（亦译“法西斯战斗团”，FascidiCombattimento），1921 年 11
月在罗马举行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定名*国家法西斯党，翌年夺取政权，并逐
步在意大利建立独裁统治。与此同时，欧、美和亚洲的若干国家，也出现类
似的组织和政党，其中最突出的是德国的*纳粹党。三十年代经济大危机冲击
下，帝国主义各种矛盾激化，法西斯运动日益猖獗。法西斯政权在德、日等
国先后建立，并走上对外扩张和发动侵略战争的道路，终于导致第二次世界
大战的全面爆发。战争期间，德、日、意曾将此种统治强加于欧、亚、非各
被占领国家。世界各国人民建立起国际反法西斯同盟，经过浴血奋战，终于
在 1945 年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



法雷耳（EdemiroJuliánFarrell，1887—1980）阿根廷总统（1944—
1945）。将领。军人出身。曾在意大利服役。大战爆发后，1943 年以准将衔
任陆军部长。1944 年 3 月继*拉米雷斯出任总统，曾试图推行亲德政策，遭
舆论界抨击。1945 年 3 月 27 日，迫于国内外民主势力的压力，向德、日宣
战。同年获少将衔。战后于 1946 年 2 月下台。

法本审判  大战后设在纽伦堡的美国军事法庭对德国法本化学工业公
司（T.G.Farben）24 名高级职员的审判。法本化学工业公司自 1925 年成立
时起为当时世界最大的化学公司，根据《苏英美三国柏林（波茨坦）会议者
定书》第 12 款规定被解散。该公司被控犯有奴役并大规模屠杀外国工人，为
纳粹集中营研制集体大屠杀工具，以及在被侵略国家中掠夺公私财产等罪
行。但不久美国便撤销了对该公司高级职员的控告。

洁尔代拉（EmilioFaldella，1897—1975）意大利将领。1929 年起在军
事情报处工作。侵略埃塞俄比亚战争期间，曾策划暗杀*侮尔·塞拉西一世。
西班牙内战爆发后，为*罗阿塔的参谋长，指挥瓜达拉哈拉战役，遭惨败。大
战期间，参加入侵法国，并在陆军参谋部工作，获准将衔。1943 年任西西里
驻军司令部参谋长。同年*七月政变后，追随卡尔多纳，前往意大利北部参加
抵抗运动。1945 年 4 月曾试图组织突击，活捉墨索里尼，未成。著有《西西
里的登陆和防御》。

法里纳奇（RobertoFarlnacci，1892—1945）意大利法西斯党总书记。
早年加入意大利社会党，为党内改良主义者。后加入国家法西斯党，1925—
1926 年任总书记。是法西斯大委员会成员，并获民警中将街。大战时对内采
取强硬措施，制裁“失败主义者”，主张战争到底；对外追随纳粹德国，主
张轴心国军队全部由德军司令部统一指挥。曾任侵阿尔巴尼亚民警总监。1943
年*七月政变后逃亡德国，后又返意，投靠*萨罗共和国，但未获重用。1945
年 4 月外逃瑞士时被游击队俘获处决。著有《法西斯革命史》。

法国二局（DeuxièmeBureau）法国国防部和陆、海、空军总参谋部所辖
的谍报机构。两次大战期间下属有从事谍报工作的情报处和专事反谍工作的
情报汇总处，并设有化学、无线电和密码破译等科，人员遍及国内外。大战
爆发后，同由总参谋部另增设的专事收集国外情报的五局（Cinquien、
Bureau）紧密合作，为法国军方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军事情报。*《贡比涅停战
协定》签订后，与五局同时被解散，其大部分人员分别在巴利尔（LoulsBaril）
上校和*里韦上校率领下转入地下活动。1942 年底，部分人员参加了里韦在
北非建立的情报和军事安全指挥处，配合法国抵抗力量和盟军的谍报机构，
进行工作。大战期间，二局和五局所属人员，共有 318 人牺牲。

法国五局  见“法国二局”。
法赖斯勒（RolandFreisler，1893—1945）德国*人民法庭庭长（1942

—1945）。初为律师。1925 年加入纳粹党。1934—1942 年任全国司法部国务
秘书，曾参与起草新刑法，加强法西斯恐怖统治。大战期间参加汪湖会议，
推行灭绝犹太人的计划。1942 年 8 月起任人民法庭庭长，因冷酷无情彼人称
为“绞刑法官”。1943 年春主持审判*舒尔兄妹。1941 年*七·二○事件发生
后，残酷镇压密谋者。1945 年 2 月在空袭中被炸死。

法德宣言  即《法德互不侵犯宣言》。1938 年 12 月 6 日签订*慕尼黑会
议之后，法国由于出卖盟友捷克斯洛伐克而威信下降，更感安全日益受到威
胁，因而追求同德国釜订一个类似*《英德宣言》的条约。1938 年 10 月法国



借其驻德大使弗朗索瓦-庞赛调任之机，向德国提出并开始谈判。12 月 6 日
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访法，同法国外长庞纳签订此宣言。宣称“两国之间没
有任何悬而未决的领土问题”，“目前所划定的疆界是最终疆界；两国将尽
力保证相互关系朝和平睦邻方向发展；发生国际纠纷时双方应互相协商。

法瓦格罗萨（CarloFavagrossa，1888—？）意大利战时生产大臣（1943
—1044）。西班牙内战期间负责意大利干涉军的装备和供应，深得墨索里尼
赏识。1939 年 8 月起领导战时生产总委员会，并历任战时生产局局长（1940
年 5 月）和战时生产大臣（1943 年 2 月）。但始终未能改善意军装备低劣的
状况。1944 年 1 月战时生产部被巴多里奥取消后，退出政界。

法兰西之战  1940 年德国入侵西欧击败英法盟军的战争。大战爆发后，
德国利用英法推行*奇怪战争，迅速攻占波兰，继而又侵占丹麦和挪威，形成
有利的战略态势。1940 年希持勒决定 5月初在西线发动进攻。德军统帅部企
图实施闪击战，一举粉碎西欧的盟军，占领荷兰和比利时，使法国退出战争
并强迫英国签订城下之盟。为此，预定实施两次代号为“黄色”和“红色”
的进攻战役。按*《黄色方案》的最后计划，德军在西线集中 136 个师，共计
2445 辆坦克、3824 架飞机和 7378 门火炮（75 毫米以上口径），编成 3个集
团军群：居中的 A集团军群 45 个师（其中 7个坦克师），由*伦德施泰特指
挥，准备从亚琛至摩泽尔河地域出发实施主要突击，穿越*阿登高地，在迪南
（Dinant）和色当之间强渡默兹（Meuse）河，向英吉利海峡急进，包抄和分
割法国北部和比利时境内的盟军主力，并与 B集团军群共同歼灭之；北翼的
B集团军群 29 个师（其中 3 个坦克师），由*搏克指挥，集结在亚琛至北海
一线，应席卷荷、比，将盟军主力牵制在北方，在协同 A集团军群将其围歼
后，即作为德军右翼南下向法国推进；南翼的 C集团军群 19 个师，扼守从摩
泽尔河到瑞士边境一带以积极行动钳制当面法军，不使他调，并协助保障突
击集团的侧翼。德军统帅部留有 40 多个师作为预备队。实施防御的法芙盟军
以 114 个师（其中 9个英国师）组成东北战线（司令为*乔治）在瑞士至敦刻
尔克之间展开。配置在从*马其诺防线终点至海边一线的第一集团军群 41 个
师（其中英国远征军 9个师）最为精锐，准备按*D 计划向荷、比机动；盟军
指挥部判断，德军将在北翼实施主要突击，只要在这个方向上的荷军（10 个
师）和比军（23 个师）在各自的筑垒地域坚持 5天以上，盟军主力就能及时
驰援并建立巩固的防御正面。1940 年 5 月 10 日拂晓，德军航空兵首先突袭
荷、比和法国北部的主要机场和战略要地。同时，在北翼，德军用空降兵控
制了荷、比的许多桥梁、机场和战略据点，地面部队迅速突破荷、比军的初
始防线，向腹地推进。5月 14 日，荷军投降；仓促前出到布雷达-安特卫普-
那慕尔一线的盟军以及后撤到这里的比军立脚未稳，即遭攻击。在中部，德
军坦克集群迅速穿越阿登高地后，突破法军的薄弱防御，也于 14 日在迪南、
蒙得梅（Motherme）和色当强渡默兹河，朝海峡方向对盟军实施分割突击。
20 日，德军抵达索姆河口，隔断了盟军重兵集团同法国本部的联系。盟军阻
止放军进攻并突破合围的尝试未获成功。备路德军从几个方向同时对压缩在*
佛兰德地区的法、英、比军进攻，收紧包围圈。5月 28 日，比军投降；法英
军余部实施*敦刻尔克撤退。6月 5日，德军调整部署后开始了*《红色方案》
的进攻作战。接替*甘未怀任法军总司令的*魏刚拥有 71 个被削弱的师（其中
2 个英国师），沿索姆河、埃纳（Aisne）河构成一条比原先更长的防线（*
魏刚防线）。从阿布维尔（Abbeville）地域出击的德军 B集团军群的坦克前



锋当天突过索姆河。8日，德军进抵巴黎以西的塞纳河。9日，在埃纳河一线
的德军 A集团军群也开始进攻，冲向巴黎以东的马思河和塞纳河。19 日法国
政府从巴黎撤往图尔。当天，意大利向法国和英国宣战。14 日德军开进被弃
守的巴黎，并在两侧继续深入，法国政府再逃波尔多。至此，法军已不能进
行有组织的抵抗，军政领寻集团中的失败主义者则加紧催逼政府屈膝求和。
16 日，*雷诺辞职。次日领导新政府的*贝当请求德军统帅部停止军事行动，
并径自号召法国军民停止战斗。6月 22 日，法、德签订*《贡比涅停战协定》。
24 日，法、意签订停战协定。法国北部包括大西洋沿岸地区为德国占领，南
部为*维希政府管辖。此战法军死亡 8.4 万人，被俘154 万人，德军死亡和失
踪 4.5 万人。德军的闪击战再次获得成功。

法兰西行动（I’ActionFrancaise）法国极右组织。1899 年成立。主
要倡导人为*莫拉斯。1908 年起发行《法兰西行动报》。反对共和国和议会
制度，主张在法国恢复世袭的君主制，鼓吹教权主义，三十年代又附和法西
斯主义，1940 年法国败降后，追随贝当，支持维希政府，宣扬*民族革命。
其成员或参加*法兰西人民党，或参加*维希民警，同德国占领当局伉瀣一气。
1944 年法国解放后瓦解。

法兰西国家  见“维希政府”。
法拉列耶夫（1899—1955）苏联空军将领。1918 年加入俄共（布）党。

翌年加入红军，参加国内战争。1932 年调入空军。1933 和 1934 年先后毕业
于卡恰军事飞行员学校和茹科夫斯基空军学院。历任航空兵旅长和集团军主
管空军的副司令。1939 年参加进军西白俄罗斯。1941 年任空军总监（空军少
将衔）。苏德战争期间，历任第六集团军、西南方面军和西南方向空军司令、
苏军空军副司令兼参谋长。在解放顿巴斯、南乌克兰、克里米亚、白俄罗斯、
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以及东普鲁士等战役中，协调和指挥空军作战。1944 年获
空军元帅衔。战后任空军学院院长。1950 年退役。著有回忆录《在飞行员的
行列》。

法国内地军（ForcesFrancaisesdel’intérieur，缩写 FFI）通称“内
地军”。大战期间法国国内的武装抵抗力量。为迎接本土解放，于 1944 年 2
月 1 日组建。由各抵抗组织包括*马基、军队抵抗组织、自由射手等联合组成。
人数 50 余万。*民族抵抗委员会设*立即行动委员会为该军领导机构，由戴高
乐委派*柯尼克任总司令。1944 年 6 月第二战场开辟后，积极配合盟军作战。
在布列塔尼地区共歼敌 8000 余人，俘敌 2万余人。在中央高地苦战近 3个月，
牵制德军 12 个师，至 8 月底已解放法国中部 30 余个省份。8 月中、下旬又
促成*巴黎起义，解放了首都。戴高乐进入巴黎后，于 1944 年 8 月 28 日下令
解散其指挥部，9月 19 日又下令内地军同正规军合并，充实了戴高乐领导的
武装部队。

法国远征军（CorpsExpéditionnaireFrancais，缩写CEF）*战斗法国派
往意大利作战的军队。1943 年 5 月由*朱安在北非组建，其任务为参加在法
国的登陆和解放法国。同年底，经训练和接受美式配备后，被盟军最高指挥
部调往意大利战场。初辖 2个步兵师，后增至 4个师，配合盟军在意大利中
部作战。先后参加攻占卡西诺（Cassino）山修道院和突破古斯塔夫防线的战
斗。为迎接第二战场的开辟，旋被陆续调回北非。1944 年 7 月罗马解放后，
全部撤离意大利，编入塔西尼指挥的 B集团军。

法莱斯故役  美英盟军在法国西北部实施的进攻战役。*诺曼底登陆战



役结束后，盟军于 1944 年 7 月 25 日，从登陆场向南推进。8 月 1 日，西翼
美国第一、第三集团军组成*盟国第十二集团军群，直逼布列塔尼半岛底部。
8 月 6 日夜间至 7 日，德军以 5 个坦克师和 1 个摩托师，冒险向阿弗朗什
（Afranches）方向反突击，企图截断美军后路。拥有制空权的美军阻遏了德
军的反突击，并趁机从南面东进，与北面南下的盟国第二十一集团军群，构
成对德国 B 集团军群主力的包困态势。8 月 10 日，盟军开始对法莱斯
（Falaise）、阿尔让唐（Argentan）地域近20 个师的德军，发动进攻战役。
8 月 20 日，盟军一度合围德军，但因美、英军之间协同欠佳，行动不果断，
半数德军得以突围西撤。8月 25 日盟军前出至塞纳河，战役结束。此役打破
了希特勒牵制盟军于诺曼底狭窄地区的防御计划。盟军不仅解放了除布列塔
尼半岛 3个港口外的整个法国西北部，而且冲进开阔的法国腹地，取得了战
略主动权。

法鲁克一世（Farouk1，1920—1965）埃及国王（1936—1952）。早年
在英国就学。大战爆发后，宣布中立。英国对德宣战后，遂中断同德的关系。
1939 年 11 月曾在议会表示支持英国，但却采取消极合作方针。1942 年 2 月
在英国压力下，任命华夫脱党人组阁，转而奉行配合英军作战的政策。先后
同维希政府中断外交关系，和苏联建交。1945 年 2 月，始对德国和萨罗共和
国宣战。1952 年被推翻后逃亡意大利。客死于罗马。

洁本工业公司（1GFarbenindustrieA.6.）亦译”法本集团”、“法本
托拉斯。”“法本”系德文“染料”（Farben）一词的音译。德国化学工业
垄断组织。1925 年由几个企业联合而成，迅速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化工公司。
希特勒执政后同纳粹政权紧密勾结。1932—1944 年共向纳粹党、党工队、冲
锋队等捐赠 400Q 万马克，并积极研制人造汽油和人造橡胶，利润额从 1932
年 4800 万马克增至 1939 年 3.63 亿马克。大战前夕控制或联合 177 家本国工
厂和近 200 家外国企业，大战期间增至约 400 家本国工厂和约 50Q 家外国工
厂（包括占领区），为*德国武装部队提供总消耗量 85％的炸药和生部人造
橡胶轮胎。曾强迫约 20 万名外国工人、战俘和集中营囚徒从事奴隶劳动，主
持研制*齐克隆—B，参与制造屠杀犹太人的毒气车。大战后期在*奥斯威辛灭
绝营建造专门工厂，使用囚徒从事人体药物试验和实行奴隶劳动。战后被分
解为赫希斯特染料公司、拜耳股份公司和巴登苯胺及苏打公司，实际上仍结
为垄断组织。

法兰西人民党（PartiPopulalreFrancais）法国法西斯政党。1936 年
由*多里奥及某些法共脱党分子创建。得到垄断资本支持，反对人民阵线，主
张建立个人独裁。1940 年法国败降后，支持维希政府，投靠德国侵略军。发
行《人民呼声报》，鼓吹*合作主义。其成员组成法兰西卫队和行动组，配合
占领军，镇压抵抗运动，并发起组织＊法国反布尔什维主义志愿军团。至 1942
年，已是法国最大的合作主义政党。1944 年巴黎解放后，残余党徒逃亡德国。
1945 年 4 月后消亡。

法兰西社会党（PartiSoeiaIYrancais，缩写 PSF）见“法兰西社会进
步党”。

法国外籍军团（LégionEtrangère）由外籍人员组成的法军。1831 年组
建，曾多次参加对外战争。1939 年时，共辖有 6个步兵团和 2个骑兵团。大
战爆发后，在挪威和法国本上作战。法国败降后，其大部分官兵参加自由法
国，在叙利亚、埃塞俄比亚和北非境内同德意侵略军作战。1943 年编入*法



国远征军，前往意大利作战。1944 年划归培西尼指挥的法国第一集团军，经
孚日山区、阿尔萨斯，深入德国境内，战功卓著。

法国抵抗运动  大战时期法国社会各阶层在海外和本土抗击纳粹德国
及维希政府的斗争。1940 年夏，法国败降后，戴高乐在伦敦发表演说，号召
人民继续扩战，反对投降。不久成立*自由法国，开创海外抵护抗运动。法国
在非洲、大洋洲的殖民地纷纷加入，并得到英国的支持，力量逐渐壮大，成
为民族解放的旗帜。次年 9月，建立*法兰西民族委员会为其领导机构，统一
领导全国抵抗运动。其所属武装部队在各地配合英军作战，取得很大胜利。
又派出*诺曼底-涅曼航空团赴苏联作战。1942 年 7 月，更名为*战斗法国；
11 月，盟军登陆北非后，其活动中心移至阿尔及尔。1913 年 6 月 3 日成立*
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作为法国人民的代表，8 月，得到美、英、苏三国承
认。其武装部队参加了突尼斯战役，并解放了科西嘉岛。国内的抵抗运动在
法国共产党及其他各党派领导下，亦取得了重大战绩。1940 年 7 月法共中央
发表《告人民书》，呼吁全国上下一致抗战，成立了青年营、*自由射手和游
击队等武装。其他抵抗组织如*解放南方、*解放北方、*战斗等亦活动频繁。
1941 年法共团结社会各阶层，建立“法国民族阵线”，并与自由法国建立联
系。1943 年 5 月，在巴黎建立抵抗运动在国内的领导机构——*民族抵抗委
员会。同时，*马基也迅速壮大，在各地开展游击战争。1944 年成立*法国内
地军。为迎接全国解放，1944 年 6 月 3 日，成立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戴
高乐出任主席。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后，法国军民配合作战，1944 年 8 月解放
巴黎。1945 年初基本光复本土。5月 8日，塔西尼代表法国在德国投降书上
签字。法国抵抗运动至此取得全面胜利。

法意停战协定  法国战败后于1940年6月24日在罗马与意大利签订的
协定。协定签订前，希特勒曾向墨索里尼施加压力，迫使意大利放弃过高要
求。协定主要内容为：法、意在边境上划定 50 公里宽的非军事区；土伦、比
塞大和阿雅克肖等地划为非军事区；意大利有权使用吉布提港及亚的斯亚贝
巴铁路的法国路段。该协定并未满足意大利的侵略野心。

法西斯大委员会（IiGranConsigliodeIFascismo）意大利国家法西斯党
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1922 年 12 月 15 日建立。墨索里尼为主席，书记由
国家法西斯党总书记担任，*德博诺等 4人为终身成员。其余成员则由民警头
目、保卫国家特别怯庭庭长及忠于墨索里尼的法西斯高级官员出任。成员不
受法律约束，但可随时撤换。1923 年 1 月 12 日举行首次会议，此后虽赋予
讨论王位及首相继承人等权利，但极少开会，大权由墨索里尼独揽。在意大
利法西斯政权面临崩溃的形势下，于 1943 年 7 月 24 日举行会议，翌日通过
导致墨索里尼下台的格兰迪动者。此后即解散。

洁西斯-职团议会（LaCailleradeiFaseieedelleCorporazioni）意大利
法西斯统治时期的议会。1939 年取消旧议会后建立。完全废除选举制，议员
由法西斯党民族委员会成员、职团民族委员会成员、*法西斯大委员会成员和
首相本人组成。并无立法权，成为法西斯制度的点缀物。1943 年七月政变后
解散。

法苏莫斯科会谈  1944 年 12 月 2—10 日*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主席
戴高乐访苏期间在莫斯科同斯大林举行的会谈。随着法国的解放，为谋求恢
复法国大国地位，戴高乐提出后经苏方邀请，举行了此次访问和会谈。参加
者还有莫洛托夫相法国外长*皮社尔等。双方讨论了加强法苏关系以及欧洲战



后和平与德国问题。戴高乐力图说服斯大林同意法国占领莱茵兰，作为交换
条件，法国赞同寇松线、奥得河-尼斯河作为波兰东、西部边界。斯大林以须
同英、美协商为由，拒绝允诺法国占领菜茵兰，并劝说法国加入 1942 年的*
《苏英战时同盟和战后合作条约》，戴高乐担心会使法国从属于英国而拒绝。
在谈到*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时，戴高乐未表达正式承认的愿望。双方表示决
心将对德战争讲行到彻底胜利，并共同采取措施保证欧洲不受任何新的侵
略。最后签订了*《苏法同盟互助条约》。

法国第一集团军（1reArméeFraneaise）*战斗法国所属的武装部队。1944
年 9 月组建，前身为来自非洲的 B集团军。由塔西尼指挥，下辖 2个军，计
有 4 个步兵师，2 个装甲师，共 26 万余人。隶属盟军右翼的第六集团军群。
1944 年底德军在阿登山区发动进攻时，曾在阿尔萨斯境内作战。1945 年 3
月渡过菜茵河，占领斯图加特，直抵奥地利。共解放三分之一的本国领土，
占领 5万平方公里的德国领土，俘虏德军 25 万余人，自身伤亡达 5.6 万余人。

法国第二装甲师（DeuxièmeDivisionBlindée，缩写 2DB）*战斗法国所
属装甲部队。1943 年 8 月在摩洛哥组建。经训练和装备后，于 1944 年 4 月
调往英国。全师共有官兵 1.7 万余人，各种战车 7000 余辆，由*勒克菜尔指
挥。同年8月在法国本土登陆，先后在诺曼底、摩泽尔、孚日山等地区作战，
并参加解放巴黎、阿尔萨斯和洛林的战斗，屡建功勋。此后又配合盟军深入
德境，直抵贝希待斯加登。在战争中全师伤亡共 4987 人。1946 年 3 月解散。

法兰西民族委员会（ComitéNationaIFrancais）*自由法国的领导机构。
1941 年 9 月 24 日正式成立，由戴高乐任主席。下设海军、空军、财经和殖
民等部门，分别由贾德卢、缪塞利埃、瓦沦、普利文等人掌管。此后，马西
格里、菲力普和苏斯戴尔又出任外交、劳动和内政、新闻和宣传委员等职。
1942 年 7 月 14 日，自由法国更名为战斗法国后，仍为其领导机构。对外维
护法国利益，对内联合各派抵抗力量。1943 年 6 月 3 日为*法兰西民族解放
委员会所取代。

法兰西社会进步党（ProgrèsSociaIFrancais，缩写 PSF）法国法西斯
政党。前身为*火十字团，1936 年 7 月*拉罗克改建为法兰西社会党。1940
年 6 月法国败降后，遂更名为法兰西社会进步党，在非占领区设立四个分区
领导机构，出版《每日小报》，宣传*合作主义。效忠贝当，支持维希政府，
协助推行所谓*民族革命。因与其他法西斯政党的矛盾而发生内江，主要领导
人于 1943 年被捕，此后影响日益减弱，并逐渐瓦解。

法国南部登陆战役  盟军在法国南部进行的登陆战役。1943 年德黑兰
会议确定，在实施代号*霸王的行动的同时，将在法国南部进行登陆（代号*
铁砧）作为配合。但英国力图取消此行动，抽走部分登陆舰艇用于南欧作战，
美国被迫同意推迟，直至 1944 年 7 月才重新确定实施（代号改为*龙骑兵）。
参加登陆作战的有：美国第六军（3个步兵师），法国第一、第二军（4个步
兵师、2个装甲师和 1个山地师），英美“橄榄球”（Rugby）空降战斗群（9730
人），以及舰船约 880 艘（另 1370 艘小型登陆挺），飞机约 1800 多架（一
说 1500 架）。登陆部队分别从意大利、北非等地港口上船，于 8月 14 日在
科西嘉岛西海岸海域集结。翌日晨，首先实施空降，继而出动 1300 架飞机和
大批军舰，进行轰炸和炮火准备，然后分别从 3个登陆点突击上陆。当时驻
守法国南部的是战斗力极差的德国第十九集团军（10 个师），其大部分兵力
陷于对付法国抵抗运动，无力抵抗盟军登陆。8月 19 日，盟军形成宽 90 公



里、纵深 60 公里的登陆场，上陆兵力达 16 万人。德军遂匆忙北撤。8月 24
日美军占领格勒诺布尔。8月 28 日，在人民起义配合下，法军进入士伦和马
赛。8月 31 日盟军进逼里昂。9月 3日，在法国抵抗运动武装解放里昂之后，
盟军进入该市。9月 11 日，法军与从诺曼底登陆的美军在第戎以西 25 公里
处会师，战役至此结束。此役由于推迟 2个多月才实施，已失去原来的军事
意义。

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ComitéFrancaisdeLibéra-tionNationale，缩
写 CFLN）大战时期法国抵抗运动的领导机构。其前身为*法兰西民族委员会。
1943 年 6 月 3 日在阿尔及尔建立，由戴高乐和吉罗共任主席，贾德鲁、摩纳、
德姆维尔等人任委员，并吸收共产党代表参加。同年 11 月吉罗辞职，并退出
委员会。该委员会宣称它是“法国的中央政权”，“将维护法国人在全世界
的利益”。对内召开*临时咨询议会，吸收各阶层代表参加抵抗运动。改善阿
尔及利亚居民的处境。对外于 1943 年 8 月在得到美、英、苏三国的承认后又
先后和 26 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军事上，将战斗法国所属的军队和原法国在
非洲的驻军合并，建立统一的武装力量，并派遣远征军去意大利作战，支持
科西嘉岛人民起义，在 1943 年 10 月解放了该岛。积极准备解放法国本土，
清除维希分子，向国内抵抗力量提供武器。反对盟军指挥部在法国领土上设
立行政管理机构，并就盟国空军对法国的狂轰滥炸和美国未经同意即私自铸
造大量法国钱币事件向美英当局提出强烈抗议。1944 年初召开布拉柴维尔会
议，巩固了法国的殖民大国地位。同年 6月 3日，更名为*法兰西共和国临时
政府，由戴高乐出任主席。

法 兰 西 共 和 国 临 时 政 府
（GouvernementProvlsoiredelaRépubliqueFrancaire，缩写 GPRF）大战末
期法国抵抗运动重建的法国政府。1944 年 6 月 3 日成立，身为*法兰西民族
解放委员会。戴高乐任主席。领导法国军民，配合盟军，解放了全国。1944
年 9 月和次年 5月曾进行改组。战后着手清洗国家机构，惩办“维希”分子，
公审贝当和赖伐尔，处死 2000 余人，监禁4万余人，并解散内地军和所有抵
抗组织。为改善人民生活，提高工资百分之四十五至五十，增加家庭补助百
分之五十至八十。此外还将煤炭业、部分飞机制造业和雷诺汽车公司实行国
有化。与法共实行合作政策。对外与苏联签订法苏友好互助条约，改善并缓
和了同英美的关系，与盟国共管德国鲁尔地区以及取得萨尔和莱茵河左岸，
参加欧洲咨询委员会和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使法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
理事国，同时也试图在各殖民地推行改革，以维护其殖民帝国的地位，并最
终确立了战后资产阶级的统治。1945 年 11 月制宪会议召开后，为新政府所
取代。

法 国 反 布 尔 什 维 主 义 志 愿 军 团 （ LégiondesVolontai-
resFrancaiscontreleBolchevisme，缩写 LVF）参加苏德战争的法国法西斯
武装组织。由*法兰西人民党等法西斯组织，于 1941 年 8 月组成。初约 3000
余人，属德国国防军第六三八步兵团管辖。同年 10 月，赴东线作战，在莫斯
科战役中受重创。1942 年初整编后即在白俄罗斯境内镇压游击队。1944 年夏
残部逃窜至东普鲁士，经改编后，加入*查理曼师。

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关于印支地位声明  戴高乐领导的*法兰西民
族解放委员会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声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印度支那为法属
殖民地。1940 年法国败降后，日本迈开南进步伐，分别于是年和翌年同法国



*维希政府当局签订*《日本一法属印支军事协定》和*《日法共同防御印支者
定韦》，并出兵占领了印支。1943 年 12 月 8 日戴高乐釜发此声明，宣称：
无视法国主权和利益而签订的条约和割让的土地一概无效，法国与盟国联合
一致共同作战，直到击败侵略者和“解放”印度支那的全部领土；并许诺：
法国将在法兰西联邦范围内给印度支那各国一个新的政治地位，自由将予以
扩大和确认：允许印度支那人参加国家的一切工作和担任职务；在联邦内实
行经济法规的改革，即关税和财政自主。它既表示了反对日本法西斯的立场，
又反映了法国在印度支那重建殖民统治的企图。

河田烈（1883—1963）日本大藏大臣（1940—1941）。1908 年东京帝国
大学毕业后入大藏省。1929 年任大藏次官。1932 年任拓务次官。1934 年汪
内阁书记官长，同年任贵族院敕选议员。1940 年任第二届近卫内阁大藏大
臣。任内，加强对全国经济的控制，加速日本经济的军事化。1941 年任东亚
海运社长。1944 年任台湾拓殖社长。1945 年任大成火灾海上社长。第二次世
界大战后被开除公职，后重入实业界，并从事写作。

河本大作（1883—1955）日本军人。*樱会主要成员之一。毕业于陆军
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历任浦盐派遣军参谋、参谋本部中国班班长。1926 年
晋级大佐，任关东军高级参谋。1928 年参与策划炸死张作霖的皇姑屯事件。
该事件引起内外舆论的指责，遂被解职。不久参加大川周明的*神武会，继续
策划侵华。九·一八亭变后历任满铁理事、满洲煤矿理事长，专事掠夺中国
经济资源。1943 年到太原，在第一军司令官岩松义雄手下搞特务活动，兼山
西产业会社社长等职，同时对阎锡山进行诱降。日本投降后被作为战犯关押。
病死于太原战犯收容所。著有《我杀死了张作霖》。

河北事件  日本侵略华北的事件。1935 年 5 月 2、3 日，日本华北驻屯
军指使特务暗杀两个亲日的中文报社社长，事后反诬中国人所为。5月 29 日，
日军又指责中国军队进入河北滦东“非武装区”，破坏*《塘沽协定》。日本
以此为借口向中国政府提出无理要求：罢免河北省主席及其他指定官吏，省
府迁保定；中央军及宪兵第三团撤出河北，国民党河北省党部停止活动；逮
捕严办暗杀新闻社长人犯；取缔反日团体及活动等，并从东北调兵入关以武
力要挟。6月初，*中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开始
与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秘密谈判。7月 6日，何应钦致函梅滓，
全部承诺日军要求，即所谓*《何梅协定》。自此，河北省的主权大部丧失。

河边正三（1836—1965）日本将领。毕业于陆军士宫学校和陆军大学，
早年在参谋本部供职。1909 年任驻德武官。1937 年任驻中国军步兵旅团长，
7 月 7 日所部挑起芦沟桥事变，爆发了全面侵华战争。1938 年 2 月至 1939
年 1 月任华中派遣军参谋长。1942 年 8 月任*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长期为
日本侵华战争出谋划策。1943 年任缅甸方面军司令官，主张进攻印度，以巩
固日军在缅甸的地位。1945 年 3 月晋升大将，同年 4月任*航空总军司令官，
指挥*天号作战，企图以残存的空军顽抗到底。日本投降后任第一复员军司令
官，参与日军的复员工作。

河南战役  即“豫中战役”。
河边虎四郎（1890—1960）日本将领。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

1922 年任参谋本部部员，后任驻苏联武官。1934 年任关东军参谋。1937 年 3
月任参谋本部战争指导课课长。侵华战争全面爆发时，主张不扩大战争。1938
年任驻德国武官，后任第七飞行团团长。1941 年晋升中将，任航空本部总务



部长、第二航空军司令官，航空本部次长。1945 年 4 月任参谋本部次长。日
本投降时，作为日本全权代表赴马尼拉，与盟军接洽投降事直。后在占领军
总司令部历史课供职。

河合荣治郎（1891—1944）日本学者。1915 年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后入
农商务省。1920 年转任东京帝国大学副教授，1926 年升教授。对日益抬头的
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持批判态度。后成为右翼攻击的目标。1938 年 10 月
所著《社会政策原理》、《法西斯主义批判》等 5部书籍被禁止发行。1939
年 1 月被东京帘国大学处以停职处分。同年 2月以违反出版法受审。后病逝。
著作编为《河合荣治郎全集》（23 卷）。

河南抗日根据地  中国共产党在河南敌后创建的抗日根据地。1944 年
国民政府军队在*豫中战役中失利后，大片国土为日军占领。7月起，八路军、
新四军根据中共中央开辟河南、控制中原战略要地的指示，派部队向河南敌
后进军。八路军太行、太岳、晋绥及陕甘宁边区派出的部队开辟了豫西抗日
根据地；八路军冀鲁豫军区在新四军第五师配合下，扩大了豫东抗日根据地；
新四军第四师主力西进，恢复了豫皖苏抗日根据地。1945 年上半年三个战略
区形成河南抗日根据地，打通了华中、华北和陕北的战略联系，对于坚持中
原抗战、控制中原战略要地具有重要意义。

泗水海战  即“苏腊巴亚海战”。
泊事件  即“横滨事件”。
波伦（ChariesEustisBohlen，1904—1974）美国外交官，苏联问题专

家。1927 年哈佛大学毕业，1929 年起进入外交界，曾任美国驻外使馆的多种
职务。1943 年任国务院欧洲事务司俄国处处长，曾随同国务卿赫尔出席*苏
美英莫斯科外长会议。在德黑兰、雅尔塔和波茨坦会议上，任美国总统罗斯
福和社鲁门的翻译。战后历任驻苏联、菲律宾和法国大使，以及国务卿苏联
事务特别助理、代理副国务卿等职。参与了一系列重大外交活动和决策。著
有回忆录《历史的见证：1929—1969》。

波比茨（JobannesPopltz，1884—1945）德国普鲁士邦财政部长（1933
—1944）。早年曾攻读法律、经济和政治学。后任柏林大学教授。1925—1929
年任德国财政部国务秘书。1933 年 1 月任全国不管部长和中央驻普鲁士邦财
政部专员。同年 4月起任普鲁土邦财政部长。1938 年起参加反希特勒密谋活
动，但对军内密谋集团领袖出任未来政府首脑深表异议，主张复辟霍亨索伦
王朝。1943 年狄又提议希姆莱任首脑并进行秘密接触，此后受盖世太保监
视。1944 年*七·二○事件后被捕，翌年 2月被处死。

波尔宾（1905—1945）苏联空军将领。1927 年加入联共（布）党和参军。
1931 年毕业于奥伦堡军事飞行员学校。后任轰炸航空兵团团长，参加过诺门
坎地区的战斗。1941—1942 年间，先后在斯摩棱斯克、莫斯科和斯大林格勒
地区作战，后升任航空兵第三○一师师长、轰炸航空兵第一军军长。1943 年
获空军少将衔。战争中首创摧毁小型目标的编队俯冲突击方法（即“风车”
式轰作法）。1945 年 2 月在执行任务时牺牲。

波立特（HarryPollitt，1890—1960）英国共产党总书记（1929—1939，
1941—1956）。早年为纺织厂工人。1906 年起参加工人运动。1921 年赴莫斯
科出席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同年参加创建英国共产党。1922 年起为英
共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1924 年起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1929 年当
选为英共总书记。1939 年 9 月 1 日德国入侵波兰后，积极支持英国政府于 9



月 3日对德宣战。后因与共产国际对战争的方针有悖，被解除英共总书记职
务。1941 年 6 月苏德战争爆发后，恢复职务。战后于 1956 年起任英共主席。
著有《波立特选集》等。

波里克（1922—1944）苏联军人。1939 年参军。1941 年毕业于哈尔科
夫步兵学校。同年加入联共（布）党，获中尉衔。苏德战争初期在边境战斗
中受伤被俘，囚禁于法国北部的德国集中营。在集中营内参加组织秘密委员
会，同法国抵抗运动取得联系。1943 年越狱后，参加法国抵抗运动，组建游
击队。翌年任在法苏联战俘中央委员会委员。1944 年 7 月 22 日在战斗中牺
牲。1964 年被追授为法国民族英雄和“苏联英雄”称号。

波利乐（Bolero）美、英集结美军兵力和物资于不列颠群岛的行动计划
代号。与代号*围歼的行动计划同时于 1942 年春拟定。目的为保证 1943 年实
现横渡英吉利海峡攻入西欧的作战行动提供保障，故广义上也用作 1943 年攻
入欧洲大陆的行动代号。由于英、美拖延开辟*第二战场，长期未被认真执行。
后来成为*霸王行动计划一部分。

波纳尔（HenryRoydsPownall，1887—1961）英国将领。毕业于伍尔威
奇皇家军事学院，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任职于参谋学院、炮兵学校
和帝国防务委员会等。1938 年 1 月任陆军部作战和情报主任。第二次世界大
战爆发后，出任*英国远征军参谋长。*敦刻尔克撤退回国后，历任*英国国民
自卫军总监、北爱尔兰司令和帝国副总参谋长。1941 年 12 月至 1942 年 2 月
任远东英军总司令，后任西南太平洋地区司令，并获中将衔。1943 年接替*
威尔逊任伊朗-伊拉克英军司令。1943 年夏任盟军东南亚战区总司令*蒙巴顿
的参谋长。1944 年 11 月因健康原因而卸任，翌年初退役。

波波夫  ①瓦西里·斯捷潘诺维奇·波波夫（1893 或 1894—1967）。
苏联将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应征入沙俄军队。1919 年加入俄共（布）党和
红军。参加过国内战争。1931 年毕业于列宁政治学院首长训练班。后历汪骑
兵第十二师师长、哥萨克骑兵第四军军长、步兵第二十八军军长。参加苏芬
战争。苏德战争开始时为少将。先后任第十、第七十集团军司令和白俄罗斯
第一方面军副司令，参加过莫斯科、斯摩棱斯克、白俄罗斯、东普鲁士和柏
林等战役。1944 年获上将衔。战后历任集团军司令和伏龙芝军事学院系主任
等职。1959 年退役。著有《战争史上的出其不意》。②德米特里·米哈伊洛
维奇·波波夫（1900—1952）。苏联战时斯摩棱斯克游击运动司令。1919 年
参军。1921 年加入俄共（布）党。参加过国内战争。1923 年复员，从事党务
和政府工作。1940 年起任联共（布）党斯摩棱斯克州委和市委第一书记（至
1948 年）。苏德战争期间，历任西方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西部游击运动
司令和斯摩棱斯克游击运动司令。战后曾任联共（布）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等
职。③马尔基安·米哈伊洛维奇·波波夫（1902—1969）。苏联将领。1920
年参军。翌年加入俄共（布）党。参加过国内战争。1925 和 1936 年先后毕
业于高级步兵学校和伏龙芝军事学院。1938 年任红旗远东独立第一集团军副
司令，次年升为司令。1941 年 1 月出任列宁格勒军区司令（中将衔）。苏德
战争期间，历任列宁格勒、斯大林格勒、西南、预备队、布良斯克、波罗的
海沿岸和波罗的海沿岸第二等方面军的司令、副司令和马，米，波波夫参谋
长，先后参加列宁格勒、莫斯科、斯大林格勒和库尔斯克等会战，以及解放
卡累利阿和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作战，晋升上将。战后曾任军区司令、陆军
第一副总司令兼参谋长。1953 年获大将衔。著有《在斯大林格勒以南地区》。



波将金（1874—6）苏联外交官、历史学家和教育学家。1919 年加入俄
共（布）党。参加过国内战争。1922—1937 年历汪驻土耳其、希腊、意大利
和法国全权代表（即大使）。1937—1940 年任第一副外交人民委员。1939
年当选为联共（布）党中央委员。1940—1946 年任俄罗斯联邦教育人民委员。
1943 年起兼汪苏联教育科学院院长。曾主编三卷本《外交史》；著有《绥靖
侵略者的政策与苏联为和平而斗争》、《关于国民教育问题的文章和演讲集》
等。

波特尔（CharlesFrederickAlgernonPortal，1893—1971）英国空军将
领。1914 年 8 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从牛津大学应召服役，参加*英国远
征军在法国作战。1915 年转入皇家飞行军团，1919 年升为少校指挥官。此后
历经升迁。1940 年 4 月任*英国轰炸机司令部总司令，10 月改任空军总参谋
长，任内在空军战略上主张选择人口密集地区的电站、炼油厂和飞机制造厂
等作为优先攻击目标，以便在即使不能精确命中的情况下也能获得最大轰炸
效果。由此进一步发展成为地区性饱和轰炸的指导方针。作为英美联合参谋
部的成员。参加过在卡萨布兰卡、华盛顿波特尔和魁北克召开的研讨和确定
盟军战略的国际会议。1944 年 1 月晋升空军元帅。1945 年获子爵封号。战后
曾主持英国的原子弹研制工作。

波雷宁（1906—1981）苏联空军将领。1928 年参军。翌年加入联共（布）
党。1931 和 1935 年先后毕业于奥伦堡飞行员和飞行观察员学校和空军学院。
1937 年 11 月志愿赴中国参加抗日战争，翌年 4月返国。1939—1940 年参加
苏芬战争。苏德战争开始时为空军少将。先后任航空兵师长、布良斯克方面
军空军司令、空军第六集团军副司令和司令，参加莫斯科、杰米扬斯克、第
聂伯河右岸乌克兰、白俄罗斯、卢布林-布列斯特、华沙-波兹南和柏林等战
役。1943 年获空军中将衔。1944 年 11 月—1947 年任波兰人民军空军司令。
1946 年晋升空军上将。返苏后曾任空军后勤部长。1971 年退役。著有《战斗
航线》。

波霍弗  ①克劳斯·波霍弗（KlausBonhoeffer，1901—1945）。德国
反希持勒密谋集团成员。早年为律师。1936 年任汉莎航空公司法律顾问。反
对法西斯主义，逐渐同备反希特勒密谋集团接触，力图推翻纳粹政权。1944
年 7 月彼捕，被*人民法庭以“扳国罪”判处死刑。翌年 4月 23 日彼害。②
狄特里希·波霍弗（Die-trichBonhoeffer，l906—1945）。德国新教神学家
和牧师。克劳斯·波霍弗之弟。早年攻读神学。1931 年任柏林神学院讲师。
后任该院院长。1938 年起与*奥斯持、*贝克和*卡纳里斯接触，参与反希特
勒活动，利用出国机会与同盟国接触。1940 年被盖世太保禁止布道。1942
年 5 月受奥斯特委托，赴瑞士同英国方面接触，要求同盟国与德国非纳粹政
权缔结“体面的”和约，遭拒绝。1943 年 4 月被盖世太保逮捕。1945 年 4
月 9 日被害。

波兰走廊（polishCorridor）即“但泽走廊”。
波列伏依（1908—1981）苏联作家。1928 年起从事新闻工作。卫国战争

时期任《真理报》战地记者兼军队政工职务。1946 年发表以苏联英雄*马列
西耶夫为原型的长篇小说《真正的人》，歌颂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产生广泛
影响。战后曾创作反映战争年代的作品《随军采访四年》、《统帅》等。

波列诺夫（BhtahhuCepreeBhplloдeHoB，1901—1968）苏联将领。1918



年参军。参加过国内战争。1923 年起在边防部队服役。1929 年加入联共（布）
党。1931 和 1938 年先后毕业于高级步兵学校和伏龙芝军事学院。苏德战争
开始时为上校。先后任步兵师长、第三十一、第五、第四十七集团军司令和
步兵第一○八军军长。率部参加勒热夫-维亚济马、斯摩棱斯克、东普鲁士、
东波美拉尼亚和柏林等战役。1943 年获中将衔。战后任军长和军区司令助理
等职。195S 年退役。

波波维奇（1908—）南斯拉夫将领。青年时代曾在瑞士和法国求学。1933
年加入南斯拉夫共产党。曾参加国际纵队，在西班牙作战。1941 年起参加反
法西斯的战争，参与组织并担任南斯拉夫抵抗运动第一支正规军第一无产阶
级旅旅长，后升任师长、军长、人民解放军最高司令部司令兼塞尔维亚最高
司令部司令等职，所指挥的作战部队为人民解放军核心力量。战后历仕总参
谋长、联邦外交部长、副总统等职。

波茨坦日（TagvonPotsdam）1933 年 3 月 21 日纳粹德国第一届国会开幕
日。1933 年 3 月 5 日，纳粹党在德国国会大选中未能获得绝对多数席位，为
促使国会通过*《授权法》，建立独裁统治，希特勒除宣布当选的 81 名共产
党议员无效，将这些席位据为已有，同时迫害社会民主党议员，并积极拉拢
各派反动势力。同年3月 21 日，纳粹当局在腓特烈大帝陵墓所在地波茨坦卫
戍部队教堂举行国会开幕式，会上极力称颂*兴登堡。这标志着纳粹党和军国
主义等右翼势力的结合。两天后，国会通过了《授权法》。

波塔波夫（1902—1965）苏联将领。1920 年加入红军。参加过国内战争。
1926 年加入联共（布）党。1936 年毕业于红军机械化和摩托化学院。1939
年作为朱可夫的副手参加诺门坎地区的作战。1941 年 6 月苏德战争爆发时，
任第五集团军司令（坦克兵少将衔）。率部在西南方向作战，曾在普里皮亚
特（Црилять）沼泽地南部边缘地区多次重创进攻之德军。同年 9月
在*基铺会战中，所部被歼，本人被俘。关押于德国俘虏营直至 1945 年 4 月。
战后于 1947 年恢复军职。曾任军区副司令。1961 年获上将衔。

波戈莫洛夫（1900—1969）苏联外交官。1920 年加入俄共（布）党。
三十年代在联共（布）党中央机关工作。1939 年起在外交人民委员部工作。
1941 年汪驻维希法国的大使，苏德战争爆发后，调任驻英大使。翌年起兼任
驻流亡伦敦的比利时政府公使。1943 年 10 月前赴阿尔及尔，出任苏联驻*法
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全权代表。1944 年起为驻法大使（至 1950 年）。参加
德黑兰会议、雅尔塔会议和波茨坦会议。著有回忆录《战争年代在外交岗位
上》。

波尔韦雷利（GaetanoPolverell1，1886—1960）意大利人民文化大臣
（1943 年）。原为记者。1914 年起追随墨索里尼，为《意大利人民报》编辑。
1922 年参加进军罗马。墨索里尼掌权后，竭力鼓吹法西斯制度。1931 年起任
政府新闻处处长，实行报刊检查制度，箝制社会舆论。大战期间，1941 年任
人民文化副大臣，1943 年任大臣。任内，积极推行对外扩张政策的宣传。同
年 7月 24 日参加法西斯大委员会会议，投票反对格兰迪动议。但墨索里尼被
捕后，又转而支持巴多里奥政府，未被重用。

波兰人民军（WojskoPolskie）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领导的波兰武装力
量。1944 年 7 月由*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根据 7月 21 日*波兰全国人民代表
会议的法令将在国内进行地下战斗的人民军队和在苏联建立的波兰第一集团
军和第二集团军联合组成。由热梅尔斯基（M，Je—merski）将军任总司令。



下辖 14 个步兵师、4 个炮兵和高射炮师、4 个空军师、4 个坦克旅等，1944
年底扩充为 30 余万人，1945 年 5 月增加到 40 余万人，配合苏军进行多次重
大战役，为波兰的解放事业作上重大贡献。

波兰农民营（BatalionyChlopskie）波兰流亡政府领导的农民党所建立
的地下军事组织。1941 年春建立。先称力“农民卫队”，后改名为“农民营”。
总司令为卡敏斯基（F.Kameuski），成员主要是农村青年，人数达 15 万。在
全国建立 10 个战区，主要在基埃尔策省和卢布林省活动。曾发动捣毁集中
营、监狱的军事行动，并袭击交通线，打击了德国侵略者。1944 年 1 月，其
一部分部队加入波兰人民军队。

波兰国家军（ArmiaKrajowa）波兰流亡政府组织并领导的国内武装部
队。1942 年 2 月 14 日由*波兰武装斗争同盟联合其他抵抗力量组成。先后由
罗韦茨基（Ste-fancRoweski，1895—1944）和*波尔-卡奠罗夫斯基任司令。
设立华沙、比亚韦斯托克、利沃夫、克拉科夫、波兹南和托伦 6个作战区。
成员在 1943—1944 年发展至 25—35 万人。打击德国占领军，同时向盟军提
供军事情报。但常与波兰人民近卫军发生磨擦，并对苏联持敌视态度。1944
年华沙起义失败后，力量削弱，1945 年 1 月解散。

波列塔耶夫（1909—1945）苏联军人。1941 年参军，为近卫步兵第九
师战士。1942 年夏在顿河作战时被俘，先舌关押在波兰、南斯拉夫和意大利
的集中营。1944 年在意大利共产党人帮助下逃出集中营，化名“波埃坦”（П
оотаи），加入意大利游击队，多次参加袭击德军的战斗。1945 年 2 月
2 日，当游击队受敌火力压制时奋起冲锋，吸引敌人火力，以自己的生命拯
救了战友。战后被追授意大利最高军功奖——“作战英勇”金质奖章。

波克雷什金（1913—1985）苏联军人。1932 年参军。1939 年毕业于卡
恰航空飞行员学校。卫国战争期间历汪歼击航空兵团大队长、团长、近卫歼
击航空兵第九师师长等职。参加空战正 6次，击落敌机59 架。战斗中成功地
使用了“垂直空战战术”和“游猎”方法，并总结出“高度-速度-机动-火力”
空战公式。为第一个荣获三次苏联英雄称号者。战后曾任国土防空军副总司
令。1972 年获空军元帅衔。著有《歼击机之翼》等。

波茨坦公告  全称《中美英三国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1945
年 7 月 26 日晚，以中、美、英三国政府的名义在波茨坦向全世界广播。*波
茨坦会议期间，苏、美、英三国首脑就结束对日作战的条件和战后对日本处
置的方针达成协议。随后由美国起草该公告，英国同意。苏联由于当时尚未
对日作战，直至 8月 8日始正式宣布加入。中国未参加讨论，但公布前曾征
得蒋介石的同意。公告全文共 13 条，主要内容是：永远消除日本企图征服世
界的威权和势力，肃清军国主义；同盟国必须占领指定的日本领土；实施*
《开罗宣言》诸条件，日本的主权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被指定
的小岛：解除日本军队全部武装，严惩战犯，禁止军火工业存在；在实现上
述目标并根据日本人民意志成立和平政府之后，联合国占领军立即撤出日本
等。公告最后通告日本政府立即宣布所有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否则，“日
本将迅速完全毁灭”。它对瓦解日本侵略者的斗志起了重要作用。8月 15 日。
日本正式宣布接受该公告向盟国投降。

波茨坦协定  《苏英美三国柏林（波茨坦）会议议定书》和《柏林（波
茨坦）会议公报》两个文件的通称，系波茨坦会议的主要文件。1945 年 8 月
2 日由斯大林、杜鲁门、艾德礼签订。公报内容共 14 项，于翌日在报纸上公



开发表。议定书内容共 21 项，未在报纸上发表。两个文件的主要内容有：设
立英、苏、中、法、美五国外长会议，负责进行关于缔结对德、意、罗、保、
匈、芬等国的和约的准备工作。规定盟国管制德国的政治及经济原则，包括
彻底解除德国武装，铲除一切军火工业，根除军国主义与纳粹主义，解散一
切纳粹组织，在民主基础上重建德国政治生活，逮捕和审讯战争罪犯，经济
上消灭过分的垄断集中，着重发展农业和和平工业；苏联将以迁移德境苏占
区资产、拆迁西方占领区工业设备的百分之二十五（其中百分之十无偿）以
及德国在国外的资产取得赔款，英、美等国将从西部占领区及德国在国外资
产取得赔款；德国的军舰和商船由苏、美、英均分；将德国的哥尼斯堡移交
给苏联：美、英同波兰民族团结临时政府建立外交关系，波兰西部边界以奥
得河-西尼斯河为界；意、保、匈、罗、芬等国在和约釜订后，准许参加联合
国；有关黑海海峡的《蒙特勒公约》应予修正：从速组织国际法庭对战犯迸
行审判和惩罚，9 月 1 日前公布首批主要战犯名单。《波茨坦协定》体现了
波茨坦会议的成果，奠定了战后处置德国和欧洲问题的基础。

波茨坦会议  又称“柏林会议”。代号“终点”。大战期间苏、美、英
三国首脑的第三次会议。1945 年 7 月 17 日—8月 2日在柏林西南郊波茨坦的
塞西林霍夫（Sesi-lienhof）宫举行。1945 年 5 月德国投降后，处于崩溃前
夕的日本法西斯仍在顽抗，苏、美、英之间围绕战后欧洲和世界安排问题的
分歧和矛盾日益严重，而罗斯福的逝世义给苏美的战时合作家上阴影。为了
解决这些问题，5月 23 日美国总统杜鲁门派霍普金斯访苏，正式提出再次举
行三国首脑会议。苏、英均表同意，终于举行了此次会议。主要出席者，苏
联为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美国为杜鲁门和贝尔纳斯，英国前期为丘吉尔和艾
登，7月 28 日起为新当选的工党政府首相艾德礼和外交大臣贝文。会议包括
首脑会议、外长会议和全体会议等，就有关战后占领德国的基本政治、经济
原则，德国的赔偿，对意大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和芬兰的政策，
以及关于黑海海峡、波兰西部疆界、哥尼斯堡地区让与苏联等问题，进行了
紧张的磋商和激烈争论。会议确定，处置德国的基本政治原则为非军国主义
化、民主化和肃清纳粹主义；处置德国的基本经济原则为消灭德国军事潜力、
消除过分的垄断集中、重建着重于农业和国内和平工业的经济。德国之赔偿
苏联主要从苏占区获取，另将从西占区拆迁德国工业设备百分之十（无偿）
和百分之十五（用粮煤等交换）给苏联。会议认可将哥尼斯堡划归苏联，波
兰之西疆在和会最后划定疆界线以前，暂以奥得河-尼斯河西段为界。会议决
定设立英、苏、中、法、美五国外长会议，进行有关缔结和约的准备工作。
最后签署了《苏美英三国柏林（波茨坦）会议议定书》和《柏林（波茨坦）
会议公报》，这两个文件一般统称*《波茨坦协定》。另外，会议期间还发表
了中、美、英三国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此次会议解决了结束战
争和战后欧洲的一些最迫切的问题，维持了苏、美、英之间的战时合作，加
速了击败日本，使国际反法西斯同盟能够团结一致夺取战争的最后胜利。但
是，随着战争临近尾声和杜鲁门政府日益倾向反苏政策，苏联同美、英之间
的矛盾已大大加剧。

波格丹诺夫（1894—1960）苏联将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应征入沙俄军
队。1918 年加入红军。参加过国内战争。1936 年毕业于红军机械化和摩托化
学院。历任机械化旅长和坦克师长。苏德战争开始时为上校。先后指挥坦克
师、军和机械化军。1942 年加入联共（布）党。次年升任坦克第二集团军司



令。率部参加莫斯科会战和科尔逊-舍甫琴柯夫斯基、白俄罗斯、维斯瓦河-
奥得河、东波美拉尼亚和柏林等战役。在作战中以快速机动著称。1945 年获
装甲坦克兵元帅衔。战后曾任驻德苏军装甲坦克和扒械化兵司令、苏联装甲
坦克和机械化兵第一副司令和军事学院院长等职。1956 年退役。

波诺马连科（1902—1984）苏联共产党白俄罗斯中央第一书记（1938
—1947）。1918 年参军。翌年调往油田和铁路运输部门工作。1925 年加入俄
共（布）党。1932 年毕业于莫斯科运输工程学院。三十年代在军队和党中央
机关任职。1938 年起任白俄罗斯党中央第一书记。翌年兼任白俄罗斯特别军
区军事委员（政委）。苏德战争期间，曾任突击第三集团军和西方方面军、
中央方面军军事委员。1942 年出任游击运动总司令。翌年获中将衔。1944
年起任白俄罗斯人民委员会（后为部长会议）主席。战后曾任联共（布）党
中央书记（1948—1953）。1952 年当选为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翌年起为候
补委员）。斯大林逝世后历任文化部长和驻外大使。著有《伟大工国战争中
的游击运动》、《解放白俄罗斯》和《宁死不屈》等。

液卢博亚罗夫（1901—1984）苏联将领。1919 年参军。翌年加入俄共
（布）党，参加国内战争。1938 年毕业于红军机械化和摩托化学院。次年参
加诺门坎地区的战斗。1941 年 3 月任波罗的海沿岸特别军区装甲坦克部部长
（上校衔）。苏德战争期间历任加里宁方面军副司令和坦克第十七军军长，
参加斯大林格勒、库尔斯克、日托米尔-别尔季切夫、普罗斯库罗夫-切尔诺
维策、利沃夫-桑多梅日、喀尔巴阡-杜克拉、维斯瓦河-奥得何、柏林和布拉
格等战役。战后曾任装甲坦克兵副司令和主任等职。1962 年获装甲坦克兵元
帅衔。

波兰人民军队（ArmiaLudOwa）波兰工人党领导的国内人民武装。1944
年 1 月 1 日波兰全国人民代表会议下令建立，由波兰人民近卫军为主体，联
合波兰国家军、波兰农民营的部分部队组成。主要在波兰东部活动，分成 6
个大区，23 个小区配合各地游击队共同作战。同年 5月与白俄罗斯第一方面
军波兰游击司令部建立联系，获得大量装备。先后作战 120 次，歼敌 2万余
人。1944 年 7 月 21 日与苏联境内组建的波兰第一、第二集团军联合组成*波
兰人民军。

波兰抵抗运动  大战期间波兰人民反抗纳粹德国占领的斗争。1939 年 9
月 17 日波兰被德国占领后，抵抗运动在国内外逐步开展。9 月 30 日流亡巴
黎的*西科尔斯基被新总统拉斯基也维兹委任为总理，组成*波兰流亡政府，
初在法国组建军队，后于 1940 年 6 月在英国的帮助下建立波兰武装部队，参
加在欧陆与德军的作战。国内的地下抵抗斗争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进行。在
流亡政府的支持下，社会党右翼、农民党和国民党先后组成波兰武装斗争同
盟和波兰农民营等军事组织，进行怠工和破坏活动。以前波兰共产党人为骨
干的抵抗运动则独立开展抗德斗争。1941 年 8 月各左翼组织成员组成波兰解
放斗争同盟，继而成立波兰工人党。1942 年 1 月工人党建立波兰人民近卫军，
在山区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破坏德军在东线的交通枢纽、军事及工业设施，
袭击警察和敌军哨所。1942 年 2 月“波兰武装斗争同盟”改组为波兰国家军。
8月 15 日国家军总司令部发布命令采取联合行动反对德国占领军。1943 年 4
月在国家军和人民近卫军的帮助下，华沙犹太区居民举行起义，沉重打击了
德国占领军。同时，人民近卫军继续开展破坏铁路运输的“铁轨战”和为面
包而斗争的“粮食战”。游击队也四处出击，打击德国侵略者。在苏联成立



的波兰爱国者同盟，在苏联的帮助下建立柯斯丘什科第一师与苏军并肩作
战。1944 年 1 月波兰全国人民代表会议正式建立波兰人民军队。7月 21 日与
在苏联的波兰正规部队合并组成波兰人民军。7月 22 日又组成波兰民族解放
委员会，推动了解放斗争。1944 年 8 月国家军发动*华沙起义。1945 年 1 月
17 日苏、波军队解放华沙，5月解放波兰全境。波兰抵抗运动坚持近 6年，
最终取得胜利。

波兰总督辖区  纳粹德国在占领的波兰部分领土上建立的行政区。1939
年 10 月 8 日和 12 日希特勒发布命令将德国所占领的波兰领土分为两大部
分，一部分直接划入第三帝国版图，另一部分为“波兰被占领区的总督辖区”。
该辖区由波兰的卢布林省以及华沙、基埃尔策和克拉科夫各省的部分地区所
组成，包括克拉科夫、卢布林和华沙等城市。1941 年德军进攻苏联后，加里
西亚东部也并入。总面积约 15 万平方公里，首府设在克拉科夫，由*弗兰克
任总督。德国全面控制辖区的政治、经济，残酷屠杀当地居民，实行法西斯
统治。1945 年随波兰解放而废除。

波兰流亡政府  大战期间波兰在国外建立的政府。9年 9月德国占领波
兰后，30 日由拉斯基也维兹任总统，西科尔斯基任总理的流亡政府在巴黎成
立。后迁往法国西部昂热（ATlgers）。1940 年 6 月法国败降后迁庄英国伦
敦。该政府建立后，先后组建波兰武装斗争同盟、波兰国家军等武装力量，
在波兰境内外杭击德国侵略者。苏德战争爆发前奉行反德也反苏的政策。1941
年 6 月德国侵苏后，于 7 月 30 日与苏联签订协议，恢复外交关系。1943 年
因*卡腾事件与苏联断交。1944 年初波兰全国人民代表会议成立，取代其控
制波兰政局。1945 年 6 月 28 日波兰民族团结临时政府成立后解体。

波列西耶战役  苏德战争后期苏军发动的进攻战役。1944 年 8 月 15 日
至 4月 5日，由*白俄罗斯第二方面军实施。为配合*第聂伯河右岸乌克兰进
攻战役，苏军在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北侧新组建白俄罗斯第二方面军，向科韦
利一布列斯特方向进攻，于 3月 18 日前出至科韦利（kOBeль）并封锁了该
交通枢纽。德军速调兵对抗，于 4月 4日突破封锁。苏军因兵力不足而退至
城东，随即停止进攻。

波克罗夫斯基（1898—1979）苏联将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应征入沙
俄军队。1919 年加入红军，参加国内战争。1926 和 D32 年先后毕业于伏尤芝
军事学院和该院战役系。历任步兵第五军参谋长、莫斯科军区副参谋长。1940
年加入联共（布）党。苏德战争开始时为少将。先后任第六十、第三十三集
团军参谋长、西南方向总指挥部和西南方面军参谋长、西方方向总指挥部和
西方方面军副参谋长。1913 年 2 月起任西方方面军参谋长。194 么年 4月起
任白俄罗斯第三方面军参谋长，晋升上将。参与准备和实施莫斯科会战和奥
廖尔、斯摩棱斯克、白俄罗斯、东普鲁士等战役。战后曾任军区参谋长、军
事科学总局局长等职。1961 年退役。

波苏互助协定  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同波兰流亡政府签订的对德战争
中彼此互助的协定。1941 年 7 月 30 日由苏驻英大使*迈斯基与波兰流亡政府
总理*西科尔斯基在伦敦签订。主要内容为：苏联承认 1939 年有关波兰领土
变更的*《德苏边界友好条约》已失效，波兰则呆证不同任何第三国签订反苏
协定；双方在反对纳粹德国的战争中彼此提供一切援助与支持；苏联同意在
苏境内组建受苏联最高统帅部指挥的波兰军队，并特赦被监禁的波兰居民。
此协定奠定了苏、波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初期合作的政治基础。随后两国于 8



月 14 日在莫斯科签订了《波苏军事协定》。1943 年 4 月 25 日苏联指责波兰
流亡政府违反此协定而断绝了对波关系。

波利卡尔波夫（1892—1944）苏联飞机设计师。1916 年毕业于彼得格
勒工业学院。1918 年起在空军部门从事飞机研制工作。参与多种型号的歼击
机、教练机和侦察机的研制。三十年代领导研制и—15、и—16 和и—153
（“鸥”式）型歼击机，成为当时苏军的主要机种之一。1940 年获技术科学
博士。1943 年起任莫斯科航空学院飞机结构教研室主任。

波罗的海之战  苏德战争初期德军在苏联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发动的战
略性进攻战役，由*北方集团军群实施。战役目的是消灭该地区苏军集团，攻
占波罗的海各港口，进而夺取列宁格勒。为此投入第十六、第十八集团军和
第四坦克集群，共 29 个师，得到第一航空队 1070 架飞机和 100 余艘海军舰
艇的支援。当面苏军为*西北方面军所辖 3个集团军，共 25 个师又 1个旅，
以及驻泊当地各港口的波罗的海舰队。1941 年 6 月 22 日，德军从东普鲁土
地区出击，当日即突入苏联领土 35—50 公里。苏军在防御战役中反突击失利
后被迫退向西德维纳河，但德军迅速度过该河，先后攻占道加夫皮尔斯、里
加、奥斯特罗夫（OcTpoB）、普斯科夫等地，至 7月中旬已侵入苏联境内 400
—450 公里，前出至列宁格勒州。后在卢加（дyra）方向遭苏军补充兵力阻
滞，攻势遂减弱。德军除占领波罗的海沿岸大片地区外，未能达到歼灭苏军
和夺取列宁格勒的主要战略目标。

波罗的海国家  指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三个波罗的海东岸国
家。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后，三国摆脱德国的统治，于 1919 年相继宣布
独立。1920 年苏俄政府承认三国为主权国家。1926 和 1932 年三国分别与苏
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1939 年 8 月 23 日《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苏
联于 9月 28 日、10 月 5 日、10 月 10 日先后与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
签订互助条约，取得在三国境内驻军、建筑军港和空军基地的权利。1940 年
6 月，苏联以三国政府破坏互助条约为由于 15 日、16 日、17 日出兵占领立
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6月 17 日至 21 日三国先后改组内阁，成立新
政府。7月 14 日和 15 日三国举行议会选举，各自宣布成立苏维埃政府并要
求加入苏联。苏联最高苏维埃分别于 8 月 3 日、5日和 6 日通过接纳三国加
入苏联的决定。至此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先后成为苏联的加盟共和
国。1941 年 6 月德国对苏联发劝突然进攻，三加盟共和国迅即沦陷。7月 17
日希特勒宣布成立由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以及白俄罗斯部分地区组
成的奥斯特兰（Ostiand）德国专员辖区，由纳粹德国代表、地方行政长官洛
泽（HinrichLohse，1896—1964）执掌行政大权，剥夺了三加盟共和国的全
部权利。此后德国在当地镇压抵抗运动，搜刮财富，并企图移民，引起强烈
反抗。1944 年 9 月苏军向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发起进攻，至 11 月先后解放爱
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三国再度加盟苏联。

波罗的海舰队  苏联海军战略战役联合编队。原为十八世纪初北方战争
中创建的沙俄波罗的海舰队。十月革命后成为苏联主要的海上力量。三十年
代曾提供组建太平洋舰队和北方舰队的主要基础。1930—1940 年参加苏芬战
争。1941 年编有战列舰 2 艘、巡洋舰 2 艘、驱逐领舰 2 艘、驱逐舰 19 艘、
潜艇 69 艘和飞机 656 架。基本兵力驻在塔林和里加。苏德战争爆发时，曾成
功地抗击过敌军的突然袭击。其远程轰炸机对柏林实施过最初几次的空袭。
后由于德军深入内地，舰队分割在若干隔绝的方向上，被迫以支援陆军保卫



沿岸地域为主要任务。参加列宁格勒保卫战以及维堡、斯维里河-彼得罗扎沃
茨克等战役。在波罗的海上破坏敌交通线，支援东普鲁士战役。战争期间共
击沉敌舰雁和辅助船 581 艘、输运船 624 艘，总排水量约 160 万吨。1939—
1946 年司令为*特里布茨。

波洛茨京战役  苏德战争后期苏军发动的进攻战役，*白俄罗斯战役的
组成部分。1944 年 6 月 29 日至 7月 4日，由*波罗的海沿岸第一方面军实施。
*维帖布斯克-奥尔沙战役后，苏军继续向德军左翼进攻，7 月 1 日前出至波
洛茨克（Цодоцк）市郊，经两天巷战，4 日凌晨解放该市。此战役结
果使苏军获得了沿西德维纳河继续进攻的可能，并从北面保障了苏军主力在
白俄罗斯的进攻。

波普拉夫斯基（1902—1973）苏联将领。1923 年参军。1928 年加入联
共（布）党。1938 年毕业于伏尤芝军事学院，留校任教。苏德战争开始时为
少校。先后汪步兵团、师和军长。1944 年被波兰政府先后委任为波兰第二集
团军和第一集团军司令，获上将衔。参加过莫斯科、勒热夫-维亚济马、维帖
布斯克-奥尔沙、波罗的海沿岸、维斯瓦河-奥得河、东波美拉尼亚和柏林等
战役。战后曾在波兰任军区司令、陆军司令、国防部副部长。1955 年获大将
衔。翌年返苏。著有《战友》。

波士顿式轰炸机（Boston）即“A-20 型轰作机”。
波兰人民近卫军（GwardiaLudowa）波兰工人党建立并领导的反纳粹武

装组织。1942 年 1 月成立总司令部和参谋部，随后建立各地方组织。最高军
事机关为由波兰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直接领导的总司令部。总司令部没有总参
谋部，总参谋长先后由斯彼哈尔斯基（MarianSpyehalski，1906—1980）等
人担任。1942 年先后建立华沙、卢布林、基埃尔策-腊多姆、克拉科夫、罗
兹等 5个战区，下又设若干分区、县分区等。游击队由最初的 2支发展到 1943
年的 60 支，每支人数为十几名至几十名，有些达数百名。该部在华沙附近举
办初级军事指挥干部训练班，培训军事指挥人员。自建立后至 1944 年，各战
区游击队积极开展“铁轨战”，破坏敌人的交通线；袭击军事和工业设施，
攻打警察和敌军哨所；摧毁敌军营等，沉重打击了德国侵略者，消耗和牵制
住德军的大量兵力，有力地支援苏军的反攻。1944 年 1 月，作为骨干力量加
入波兰人民军队。

波兰爱国者联盟（ZwiazekPatriot6wPolskleh）大战期间波兰爱国者在
苏联境内组织的反法西斯组织。1943 年 1 月由瓦西列夫斯卡娅（BaHдал
bBoBHaBacидe-Bckaя，1905—1964）等人组建于莫斯科。创办《自由波兰》
周刊，号召波兰人民奋起反抗纳粹德国的侵略。1943 年 5 月建立*柯斯丘什
科第一师。并在各地组织对波兰难民和儿童的教育及供应工作。苏联与*波兰
流亡政府断交后，支持苏联的政策。1944 年 7 月与波兰全国人民代表会议在
莫斯科达成成立临时政府机构的协议，其部分成员参加*波兰民族解放委员
会。1946 年 8 月解散。

波兰第一集团军  波兰在苏联建立的由波兰工人党领导的军队。1943
年 8 月 10 日经苏联国防委员会同意由*柯斯丘什科第一师扩建成波兰第一
军，后战斗人员达 2.5 万人。1944 年 4 月改名为波兰第一集团军，*贝林格
任司令，下辖各个步兵师，1个骑兵旅，5个炮兵旅和坦克及高射炮等战斗单
位，并被编入苏联第一自俄罗斯方面军。参加解放波兰的一系列重大战役。
1914年7月和波兰国内的抵抗运动武装组织及其他在苏联建立的波兰人民军



队合并为波兰人民军。
波美拉尼亚壁垒  苏德战争后期德军在波美拉尼亚（Pomerania）地区

及其附近一线构筑的防御区。以同名筑垒地域（1932—1937 年修建，1944—
1945 年改建）和施奈德米尔城市要塞力基础，建有大量纵深梯次配置的永备
发射点。*维斯瓦河一奥得河战役中被苏军突破。

波尔-卡莫罗夫斯基（TadeuszBorKomorowski，1895—1966）波兰将领。
早年从军，长期在军界服役，1933 年升上校。1939 年 9 月波兰被德国占领后
投身抵抗运动，化名波尔（意为“森林”）。1941 年参加组建波兰“国家军”，
并任副司令。1943 年 6 月国家军司令罗韦茨基（StefanRowecki，1895—1944）
被俘后出任国家军司令。1944 年初获少将衔，8月 1日发动并指挥华沙起义。
9月 30 日被波兰流亡政府任命为波兰武装部队总司令。10 月 2 日华沙起义失
败后被俘入狱。1945 年 5 月被盟军从德国战俘营中救出。6月担任流亡政府
军队司令。大战结束后长期流亡英国。著有《秘密军队》。

波兰武装斗争同盟（ZwiazekWalkiZbrojne）波兰流亡政府所建立的武
装组织。1939 年 11 月 13 日成立。由前政府官员、旧军官和城市小资产阶级
及部分知识分子组成。目标为：在西方盟国的帮助下，争取国家独立，重建
资产阶级的波兰。1940 年 6 月 30 日由罗韦茨基（StefanRowecki，1895—
1944）将军出任领导人。1941 年底在波兰各地区建立军分区，组织怠工和破
坏活动，训练干部，开展武装斗争。1942 年 2 月 14 日，联合波兰其他军事
组织组成*波兰国家军。

波兰解放斗争同盟（ZwiazekWalkiWyzwole ia）波兰左派组织建立的
反纳粹组织。1941 年 8 月由苏联之友协会、社会党左派、锤子与镰刀、斯巴
达克斯等组织的成员联合组成。领导人为斯彼哈尔斯基（MarianSpycha-
1ski，1906—1980）。创办刊物《我们必胜》，号召波兰人民反抗纳粹统治。
1941 年 11 月炸毁华沙一家德国汽车制造厂。同年在比亚韦斯托克省建立游
击队。1942 年 1 月参加创建波兰工人党。

波苏友好互助宣言  全称《波兰总理和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友好互助联
合宣言》。在*《波苏互助协定》基础上，波兰流亡政府总理西科尔斯基同斯
大林于 1941 年 12 月 4 日在莫斯科签署发表。主要内容为：两国确认纳粹德
国是人类最凶恶的敌人，并将协同英国及其他盟国在美国支持下将反对德国
侵略者的战争进行到完全胜利；两国将履行《波苏互助协定》，在战争期间
相互给予全面的军事援助，并将在和平时期实现睦邻合作。此宣言进一步巩
固了《波苏互助协定》所开始的两国合作关系。

波罗的海沿岸战役  苏德战争后期苏军发动的战略性进攻战役。1944
年 9 月 14 日至 11 月 24 日，由列宁格勒方面军、波罗的海沿岸第三、第二、
第一方面军、白俄罗斯第三方面军一部及波罗的海舰队共同实施。目的是解
放波罗的海沿岸各加盟共和国。苏军共投入兵力 90 万人，火炮和迫击炮 1.75
万门，坦克和自行火炮 3080 辆，作战飞机2640 架；当面德军为*北方集团军
群，计 70 余万人，7000 门火炮和迫击炮，1200 辆坦克和自行火炮，近 400
架作战飞机，其主力部署在里加地域。战役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9月 14
—27 日），苏军首先展开*里加战役，但在“锡古尔达”（CHRYдда）防
御区遭到德军顽强抵抗，进攻受阻；同时，苏军实施*塔林战役，解放了爱沙
尼亚大部领土。第二阶段（9月 28 日至 11 月 24 日），苏军实施*默麦尔战
役，切断德军向东普鲁士的退路；然后继续实施里加战役，将德军集团封锁



在库尔兰半岛，最后实施*蒙海峡群岛登陆战役。至此，苏军解放了波罗的海
沿岸大部地区，苏德战线宽度由 1000 公里缩短到 25O 公里，但与这一战役的
规模和耗时相比，战果不够显著，未能围歼大量德军，默麦尔和库尔兰半岛
直到战役结束后才获解放。经苏军总参谋部 1937 年审定，列为苏联卫国战争
中的 51 个战略性战役之一。

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  大战期间建立的波兰人民政府。1944 年 7 月 6
日*波兰全国人民代表会议代表团与*波兰爱国者联盟主席团在莫斯科达成成
立临时政府执行机构的协议。7月 21 日波兰全国人民代表会议在华沙秘密开
会，决定成立临时行使政府职权的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翌日，在刚获解放
的小城赫乌姆正式成立。由波兰工人党、波兰社会党左派、农民党中的激进
分子和进步知识界的代表组成。左翼社会党人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
（EdRrardOsobka-Morawski，1909—）任主席，华西列夫斯卡娅（1905—1964）
等人任副主席。发表《告波兰人民书》，宣布全国人民代表会议是波兰政权
的唯一基础，不承认伦敦流亡政府，同时提出争取民族彻底解放，保证国内
政治生活民主化等项任务。7月 21 日合并波兰国内的人民军队和在苏联建立
的波兰军队，组成统一的*波兰人民军。7 月 26 日与苏联签订苏联红军与波
兰国家政权之间关系的协议，保证苏军在波兰土地上的军事行动。27 日与苏
联政府在莫斯科签署协议，确认波苏以寇松线为界，西部以奥得河和尼斯-
乌日茨卡河为界。8 月 1 日得到苏联政府承认，互换外交代表。同日迁往卢
布林，此后亦称卢布林委员会。1944 年 12 月 31 日全国人民代表会议通过法
令决定成立波兰共和国临时政府，委员会圆满结束历史使命。

波罗的海沿岸方面军  苏联战略战役军团。1943 年 10 月在*布良斯克
方面军指挥机关基础上组建。编有 5个集团军和 1个空军集团军。司令为波
波夫。随后于同月改称*波罗的海沿岸第二方面军。

波兰全国人民代表会议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波兰人民的最高权力机
构。1943 年 12 月 31 日在华沙秘密建立。由波兰工人党、波兰人民近卫军、
波兰社会党左派、农民党、民主党、左派知识分子及以青年斗争联盟为核心
的青年代表组成。工人党代表*贝鲁特被选为主席。让会党代表奥苏布卡-莫
拉夫斯基（EdwardOsobka-Horawski，1909—）为副主席。1944 年 1 月 1 日
发表宣言，强调其任务为以波兰民族和国家利益为最高原则，领导人民进行
反法西斯斗争；并否认波兰流亡政府有权代表波兰人民。同年 1月统一国内
武装力量，成立*波兰人民军队。3月派代表团访问苏联。5月作为波兰人民
的合法代表得到苏联的承认。6 月 23 日得到*波兰爱国者联盟的承认，成为
波兰人民和在苏波兰武装力量唯一的最高代表。1944 年上半年在波兰全国逐
步建立省、县、市、村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对内统一波兰进步力量，组成广
泛的反法西斯民族阵线。对外力图同所有反法西斯盟国保持友好关系，要求
恢复波兰西部和北部领土，通过渡苏协商的途径解决东部边界问题，巩固波
苏友谊和合作。1944 年 7 月 21 日召开秘密会议，决定成立*波兰民族解放委
员会，为波兰人民政权的建立奠定基础。

波利卡尔波夫式歼击机  即“H—16 型歼击机”。
波罗的海沿岸特别军区  苏联西北部军事区域和军队组织。1940 年 7

月组建（8 月起改称特别军区）。其辖区包括拉脱维亚、立陶宛、爱沙尼亚
和加里宁州西部地区。最初编有 2个集团军和 3个民族地方步兵军。1940—

1 年军区进行动员和组建新兵团的工作。截至苏德战争爆发时，共辖 6



个步兵军、l个空降军、2个机械化军和 6个筑垒地域（共计 20 个师另 1个
旅）。担负防守面对东普鲁士的 300 公里陆界。在德军突然袭击下其防线被
迅速突破。战争爆发后改编为*西北方面军。1940 年司令为洛克季奥诺夫
（1893—1941），1940—1941 年为*库兹涅佐夫。

波希米亚-摩拉维亚保护国  纳粹德国侵占捷克斯洛伐克后建立的统
治区。1939 年 3 月 15 日德军侵占捷克斯洛伐克的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地区；
次日，希特勒宣布成立“保护国”，任命*牛赖特为保护长官，由*哈查任总
统实行长期武装占领，解散捷克斯洛伐克军队，取消一切民主权利，推行德
意志化，驱使捷克人民从事奴隶劳动，大肆掠夺财富。1941 年德国秘密警察
头目*海德里希接替午赖特，加强白色恐怖，镇压抵抗运动。1945 年 5 月在
捷克斯洛伐克人民起义和苏军联合打击下瓦解。

波罗的海沿岸第一方面军  苏联战略战役军团。1943 年 10 月由*加里
宁方面军改变番号组建。初辖 3 个集团军和 1 个空军集团军。后陆续编入 5
个集团军和 1 个坦克集团军。1943 年参加维帖布斯克-波洛次克方向的进攻
和实施戈罗多克战役。翌年参加白俄罗斯战役和波罗的海沿岸战役。1945 年
参加东普鲁士战役。同年 2月 24 日撤销。历任司令为叶彦缅科（1943.10—
11）和巴格拉米扬（1943.11—1945.2）。

波罗的海沿岸第二方面军  苏联战略战役军团。1943 年 10 月由*波罗
的海沿岸方面军改变番号组建。初辖 6个集团军和 1个空军集团军。后陆续
编入 5个集团军和 1个空军集团军。参加列宁格勒-诺夫哥罗德战役和波罗的
海沿岸战役。1945 年 4 月 1 日撤销。历任司令为波波夫（1943.10—1944.4）、
叶廖缅科（1944.4—1945.2）和戈沃罗夫（1945.2—3）。

波罗的海沿岸第三方面军  苏联战略战役军团。1944 年 4 月由*列宁格
勒方面军左翼部队组建。初辖 3个集团军和 1个空军集团军。后再编入 2个
集团军。先后实施普斯科夫-奥斯特罗夫战役和塔尔图战役，并参加了里加战
役。同年 10 月撤销。司令为马斯连尼科夫。

泽克特（HansvonSeeckt，1866—1936）一译“西克特”。德国将领。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先后供职于奥匈帝国和土耳其参谋部。战后参加签署
《凡尔赛和约》。1920 年起任陆军管理局（即陆军总参谋部）局长，拥护君
主制，对魏玛共和国持保留态度。1926 年去职，同时获上将街。后当选为国
会议员，支持纳粹党执政。1934 年 5 月一 1935 年 3 月任蒋介石的军事顾问，
曾参与指挥围剿中国工农红军。著有《一个军人的思想》和《我的生平》等。

泽根堡司令部  又名“鹰巢”。战时希特勒的野战司令部之一。1939
年夏由*施佩尔设计并主持建造，位于美因河畔法兰克福附近泽根堡
（Zlegenberg）以北。1944 年 11 月—1945 年 1 月 15 日希特勒为指挥*阿登
战役时首次使用。

泽姆兰半岛战役  苏德战争后期苏军发动的进攻战役，*东普鲁士战役
的组成部分。1945 年 4 月 13—25 日，由*白俄罗斯第三方面军与波罗的海舰
队协同实施。*哥尼斯堡战役后，苏军即向东普鲁士境内最后一个被围德军集
团——泽姆兰（Samland）半岛驻军（约 6.5 万人）发起突击。4 月 25 日，
德军基本兵力被歼，残敌顽抗至 5月 8日。至此，东普鲁土全境被苏军攻占。

译夫科夫-贝斯特兰-鸦科勃抵抗组织  德国本土最大的反纳粹和反
战 地 下 组 织 。 大 战 初 期 由 德 国 共 产 党 鲁 尔 区 领 导 人 泽 夫 科 夫
（Antol1Saefkow）和党员贝斯特兰（BernbilrdBestlein）、雅科勃



（FrazJakob）联合各抵抗小组而成。宗旨为在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统一战线
的基础上建立全国性的反法西斯人民阵线。广泛吸收共产党员、社会民主党
员和其他反法西斯人士参加，在柏林大工厂建立基层小组，并同马格德堡、
莱比锡、德累斯顿、汉堡、汉诺威、杜塞尔多夫等地的抵抗小组建立联系。
在德国空军后勤部、军事工业部门、陆军总司令部、监狱和集中营，以及战
俘和外籍劳工中进行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纳粹政权。曾参与谋划*七·二
○事件。先后有 100 多名成员在斗争中牺牲。1944 年 9 月 18 日泽夫科夫、
贝斯特兰和雅科勃被纳粹政权杀害后，活动锐减。

治安肃整运动  日本侵略军为确保华北占领区而推行的“军政民一体”
的“总力战”。1938 年底，中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军停止了正面战
场的大规模进攻，将主力移驻华北，推行该运动。军事上，企图通过讨伐作
战摧毁抗日根据地，实现包括各要地在内的“面”的占领；政治上，扶植伪
政权，建立伪军、警察、自卫团，推行保甲连坐怯，企图巩固其占领区统治：
经济上，严禁各种物资进入根据地，企图困死抗日军民。自 1939 年 1 月至
1940 年 3 月，日军连续发动三次“治安肃整”作战，均为抗日根据地军民彻
底击退。

治安强化运动  日本侵略军为变华北为“大东亚兵站基地”而进行的军
事、政治、经济、思想一元化的“总力战”。1941 年 2 月，由*治安肃整运
动扩展而成。将华北划为三种地区，在“治安区”（即沦陷区），以“清乡”
为主，强化保甲制度，颁发良民证，推行连坐法，建立伪军组织，并实施欺
骗怀柔，宣扬“王道乐上”，巩固其占领统治；在“准治安区”（即游击区），
以“蚕食”为主，怀柔与恐怖并重，一方面进行欺骗宣传；一方面强行平毁
村庄，制造“无人区”，将居民集中赶进四周筑有高墙深沟的“人圈”，以
“阴止共军入侵”，并不时派出快速部队，进行“剔抉”搜检；在“非治安
区”（即解放区）以“扫荡”为主，实行*三光政策，企图扼杀抗日军民的生
存。至 1942 年秋，此运动在华北连续推行五次，均为抗日军民所粉碎。

郑孝胥（1860—1938）汉奸。字苏戡。清末举人。曾任清廷驻日公使馆
书记官、大阪和神户总领事、湖南布政使。辛亥革命后以请朝遗老自居。九·一
八亭变后，与日本联络，策划复辟博仪帝位。1932 年任“满洲国”国务总理
兼文教部总长。同年 9月与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签订《日满议定书》，
出卖东北主权。1934 年 3 月溥仪称帝后任“满洲帝国”国务大臣。次年 5月
下台。后在长春暴死。

郑作民（1902—1940）中国将领。寅埔军校毕业。曾参加北伐战争。1936
年授少将衔。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国民政府军第二军第九师师长。1937 年率
部参加淞沪会战。1938 年参加徐州会战和武汉会战。1939 年 11 月升任第二
军副军长。1940 年 2 月在广西*昆仑关战役中牺牲。后被国民政府追赠为中
将。

郑位三（1902—1975）中国将领。原名植槐。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曾任红二十五军政治部主任。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中共鄂东特委书记、鄂豫
皖区党委书记，领导军民开展抗日游击战争。1939 年 12 月调任中共淮南区
委书记。次年 2月兼任新四军第四支队政委。*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第二师
政委。1943 年 9 月后，曾任新四军第五师政委、中共豫鄂边区委书记，致力
于巩固和发展豫鄂边抗日根据地。抗战胜利后，任中原军区政委。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全国政协常委。



郑洞国（1903—1991）中国将领。字栓廷。黄埔军校毕业。曾任国民政
府军第四旅旅长。九·一八事变后，于 1938 年参加长城抗战。抗日战争爆发
后，任第五十二军第二师师长。1938 年参加台儿庄战役。1939 年率部在桂南
地区抗击日军。1940 年 4 月任新编第十一军军长兼荣誉第一师师长，率部参
加枣宜战役。1941 年 9 月调任第八军军长。1943 年 1 月改任新编第一军军长，
赴缅甸北部参加打通中印公路作战。1944 年 5 月任中国驻印军副总指挥。翌
年投中将衔，任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直属第三方面军副司令长官。抗战胜利后，
任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1948 年 10 月 19 日，率部在长春
向人民解放军投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
副主席。

洗星海（1905—1945）中国作曲家。岭南大学毕业。1931 年入巴黎音乐
学院深造。1935 年回国，在上海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创作了《我们要抵抗》、
《救国军歌》、《青年进行曲》等救亡歌曲，抨击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
的反动政策，激励人民群众的抗日热情。抗日战争爆发后，谱写《保卫芦沟
桥》等抗战歌曲。淞沪会战时，加入上海话剧界救亡协会战时移动演剧二队，
到各地进行抗日宣传，同年 10 月到武汉参加郭沫着主持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
会政治部第三厅工作，任音乐科主任，主持武汉抗战音乐歌咏活动。1938 年
11 月赴延安，任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主任。1939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
年 11 月到莫斯科，为电影《共产党和八路军》作曲配音，后因苏德战争爆发，
未能回国。先后创作了《在太行山上》、《到敌人后方去》、《黄河大合唱》
等 400 多首救亡歌曲。1915 年 10 月 30 日在莫斯科病逝。

学生（Students）1943 年 9 月德军占领罗马，使墨索里尼重新上台的行
动计划代号。是年 7月 27 日希特勒下令制订计划，营救墨索里尼，使他重新
上台继续在意大利执政。9月 8日后部分实施。参见“轴心”、“橡树”。

宝剑（Sword）音译“斯沃德”。美英盟军诺曼底登陆滩头代号之一。
属英军登陆区。位于韦斯特朗（Ouistre-ham）以西，为一段低矮的沙质陡壁
下长约 2英里的海滩。在此滩头的登陆作战中，英国第三步兵师损失 630 人。

宝山保卫战  *淞沪会战中中国军队保卫宝山县城的战斗。1937 年 8 月
23 日，日军在宝山县城西北的川沙港等地登陆。9月 4日日军向宝山县城发
起攻击，被中国守军第九十八师挑子青营击退。次日，日军增兵后在日舰 30
余艘、日机 20 余架支援下发起总攻击，姚子青率部誓死抵抗，血战至 7日，
全营 500 余人牺牲。

宜昌战役  也称“鄂西战役”。抗日战争中期中国军队抗击日军进犯鄂
西的防御战役。1942 年 4 月，日第十一军为确保武汉安全、夺取洞庭湖产粮
区和停泊宜昌的中国船只，调集 6个师团和 1个旅团约 10 万人、200 架飞机，
发动此役。中国*第六战区孙连仲部 14 个军在中国空军和美国第十四航空队
支持下进行抗击。5 月 5 日日军开始进攻，先后占领安乡、南县、公安、宜
都等地，至 5月 27 日进抵长阳和宜昌西岸，将停泊宜昌的船只约 2万余吨捞
至沙市。5月 30 日中国军队在空军支援下发起反攻，翌日起日军开始全面后
撤。6 月 8 日，中国军队光复宜部、枝江等地，双方恢复原有态势。此役日
军伤亡万余人。

空军制胜论  亦称“空中战争论”。强调独立的空军在战争中具有决定
性作用的军事理论。由*杜黑在 1921 年出版的《制空权》一书中首倡。认为
空军是一支无法防御的进攻力量，在未来战争中将起决定性作用，而陆、海



军将退居次要地位。主张建立独立的空军。强调未来战争将在宣战以前就从
空中开始，空军的主要作用是夺取制空权，夺得制空权后即可对敌国的行政、
经济中心及其他大城市进行集中轰炸，摧毁敌国物质和精神的抵抗力，从而
赢得战争胜利。其观点对德、英、美等国的军事理论、空军的建设和作战实
践均有巨大影响。

空中霸王武轰炸机  即“B—29 型轰炸机”。

[ ]

建川美次（1880—1945）日本将领。外交官。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和陆
军大学。历任驻国际联盟陆军代表随员，联队长，参谋本部课长，驻华武官，
参谋本部第二、第一部部长，第十、第四师团师团长。1929 年 5 月组织*一
夕会，为顾问。1931 年参与策划三月事件。同年 9月到中国东北，默认关东
军的阴谋，导致九·一八事变爆发。二·二六事件后，以中将衔被编入预备
役。先后担任右翼团体时局协议会、东亚建设国民联盟、大亚细亚协会干部。
1940 年出任驻苏大使，同苏联政府就*《苏日中立条约》举行预备性会谈。
苏德战争爆发后极力夸大德军实力，力主北进。归国后，于 1943 年任大政翼
赞会总务。后病死。

建立职业军（VersI’ArmnedeMétier）书名。戴高乐陈述其战略思想的
著作。1934 年出版。针对法军统帅部墨守陈规，坚持以阵地战为主的方针，
首次在法国提出以机械化部队为主力的军事思想。主张建立人数不多，装备
精良的职业军，呼吁法国“必须有一支常备的、团结的和能够熟练地使用武
器的队伍”。认为只要拥有为数 10 万人的 7个装甲师，即能在未来战争中取
胜，而服役期则应延长至 6年。该书在德国引起重大反响，在本国则来得到
应有的重视。

居特纳（FraasGiirtner，1881—1941）德国司法部长（1932—1940）。
早年在慕尼黑大学学习法律。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1922—1932 年任巴伐
利亚邦司法部长，并加入德意志民族人民党。在啤酒店暴动案审判中包庇希
特勒，使其提前获释，并说服邦政府解除对纳粹党的禁令。1932 年 6 月任巴
本内阁司法部长，希特勒执政后留任。任内着力统一全国司法规程，负责为
纳粹暴行提供法律依据。大战初期主持设立战地军法审判制度，负责审判东
方占领区的犹大人和波兰人，进行残酷屠杀。

屈希勒尔（GeorgvonKüchler，1881—1968）德国将领。参加过第一次
世界大战，战后曾到波罗的海国家服役。1933 年希特勒上台后，任第七军区
（慕尼黑）参谋长。1939 年指挥第三集团军（上将衔），入侵波兰。1940
年调任第十八集团军司令，入侵荷兰、比利时和法国。同年 6月进占巴黎。
1941 年 6 月，率所部进攻苏联。翌年1月升任北方集团军群司令，获元帅衔。
负责围攻列宁格勒，屡次受挫。1944 年 1 月，在苏军*第一次打击下败退，
被希特勒解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作为战犯，被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判处 20
年徒刑。1953 年获赦，定居联邦德国。

屈斯特林登陆场  位于奥得河西岸的屈斯特林（Küs-trin）地域。*维
斯瓦河-奥得河战役中被苏军夺取。1945 年 1 月 31 日—2月 3日，*白俄罗斯
第一方面军所部，在行进间攻占了属斯特林西北和南面的奥得河西岸两个小
登陆场。德军为消灭这两个登陆场，多次组织猛烈反突击。3 月，苏军实施



几次局部战役，将两个小登陆场连成正面宽 44 公里、纵深7—10 公里的大登
陆场。后进攻柏林的苏军主要突击群在此集结并发起坎势，对*柏林战役的实
施起了重要作用。

陕北公学  中国共产党创办的干部学校。1937 年 8 月，中共中央为适应
大批知识青年奔向延安求学的新形势决定创办。招收来自全国各地的进步青
年和从越南、朝鲜、南洋等地归国的爱国华侨青年，进行短期的革命教育后，
派赴前线参加抗日战争。同年 9月在延安正式成立，由成仿吾任党组书记兼
校长。次年 7月 7日在揭邑县创办分校，由李维汉任校长。学制分普通班（3
至 4 个月）和高级研究班（6 个月）。主要学习社会科学概论、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政策、游击战争、民众运动等。两年间培养了 6000 余干部。1939 年 7
月和其他学校合组为华北联合大学。1939 年 11 月在延安恢复陕北公学，分
为民主政治、民主经济、民族文化、国防教育 4个系，学制一年。1941 年 9
月并入延安大学。

陕村宁边区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
所在地。原为陕甘宁革命根据地。1937 年 9 月 6 日，根据国共两党协议正式
改称为此名，并将苏雏埃政府改为边区政府，由林伯渠任主席。辖区包括陕
西、甘肃、宁夏交界的各一部分。首府延安，下设延安、绥德、关中、三边
4个分区，共 26 县。抗日战争期间，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开展
全面建设，并粉碎国民党顽固派的包围封锁和大规模进攻，成为各敌后抗日
根据地民主建设的楷模，人民武装力量的战略总后方和全国抗战的政治指导
中心。

陕甘宁晋绥联防军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之一。1942 年 5 月 13
日，中共中央军委为统一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和陕甘宁边区的军事指挥，加强
陕甘宁边区的防工力量，决定以八路军*第一二○师、*八路军留守兵团、晋
绥军区部队和陕甘宁边区保安部队及炮兵团联合组成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贺
龙任司令员，关向应任政治委员（关休养期间，由高岗代理），涂向前任副
司令员兼参谋长。后又增加萧劲光任副司令员，张经武接任参谋长，高岗任
副政治委员，谭政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对外仍用八路军留守兵团名
义。

弩炮（Catapnlt）1940 年 7 月英国夺取、控制法国舰队的行动代号。*
《贡比涅停战协定》签订后，英国担心部署在海外的法国舰队也落入德、意
之手，遂于 7 月 3—8 日先后对驻泊于朴次茅斯、普利茅斯、达喀尔、奥兰
（Oran）、亚历山大和马提尼克（Martinique）等地的法国军舰采取行动。
法国军舰大小 300 多艘（其中战列舰和战列巡洋舰 7艘、巡洋舰 19 艘），大
部分被英国控制和夺取，随后并参加对轴心国作战；其余有些被解除武装，
遣散乘员，有些则被击沉或受重创。这一行动使英国得以暂时掌握制海权，
但也极大地伤害了法国人民的民族感情。参见“米尔斯克比尔事件”。

姆加战役  苏德战争中期苏军发动的进攻战役。1943 年 7 月 22 日至 8
月 22 日，由*列宁格勒方面军和*沃尔霍夫方面军实施。目的是挫败德军对列
宁格勒的新攻势计划，牵制敌兵力，不让其调在库尔斯克地域。经 1个月激
战，德军为守住姆加（Mpa）突出部付出沉重代价，其主力第十八集团军已无
力威胁列宁格勒，更无法分兵参加*库尔斯克会战。

姆瓦瓦-埃尔宾战役  苏德战争后期苏军发动的进攻战役，*东普鲁上
战役的组成部分。1945 年 1 月 14—26 日，由*白俄罗斯第二方面军实施。苏



军先从南北两翼迂回姆瓦瓦（Mfawa）筑垒地域，于 1月 19 日攻占该市：然
后在追击中向埃尔宾（Elbing）深远突击，推进 230 公里，切断德军主要陆
上交通线，从南面和西南面封锁了敌主力集团，并进抵维斯瓦河下游，为进
攻东波美拉尼亚创造了条件。

孟席斯  ①斯图尔待·格雷厄姆·盂席斯（StewartGrahamMenzles，1890
—19G8）。英国情报局局长（1939—1945）。早年就读于伊顿公学。毕业后
任皇家近工步兵团和近卫骑兵团军官。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获上尉衔。
1915 年 12 月开始从事情报工作，1919 年起，供职于英国军事情）阴第六处。
1939 年起，出任该处处长，代号“C”。在整个第二次肚界大战期间，主持
对德国进行情报战和反情报战。战后退休，“冷战”开始后受丘吉尔邀请曾
一度复出，从事谍报工作。②罗伯特·戈登·孟席斯（RobertGordonMenzies，
1894—1978）。澳大利亚联邦总理（1939—1941，1949—1966）。早年为律
师。1934 年当选为议员。先后任交通、工业和司法部部长等职。1939 年 4
月以统一党领袖身份出任总理。大战爆发后对德宣战。组成军事委员会，发
展航空工业，动员全国人民参战。曾多次出席在伦敦召开的军事会议，并到
各地视察作战的澳大利亚军队。其亲英政策遭反对派批评，1941 年 8 月辞职。
后任国防协调部部长。曾在战争咨询委员会工作。1944 年组织自由党，战后
于 1949 年复任总理。1963 年获爵士衔。

孟戴斯-弗朗斯（PierreMendes-France，1907—1982）法国抵抗运动活
动家。律师出身。长期为激进社会党者员。1938 年在人民阵线政府中任财政
国务副秘书。大战爆发后入伍，为空军中尉，被派往利凡特地区服役。法国
败降时，前往北非，试图在当地开展抵抗运动。8 月在卡萨布兰卡被维希政
权逮捕，被判处 6年徒刑。1941 年 6 月脱逃至伦敦，参加自由法国。自愿在
英国空军服役，多次飞赴法国上空执行任务。1943 年 11 月前往阿尔及尔，
出任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财政专员，其间与英国签订货币协定，并参加布
雷顿森林会议。1944 年 9 月，任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国民经济部长，致力
于战后法国的经济振兴工作。1945 年 5 月，因与戴高乐意见相左辞职。战后
复为议员。1954 年任总理期间，签署《日内瓦协议》，结束了法国对印度支
那的战争。著有《经济科学和行动》、《统治即选择》等。

孟什尔-基什凯姆惨案  大战期间纳粹德国在比利时的暴行。1944 年 8
月比利时孟什尔-基什凯姆（Meensel-Kiezegem）村的村民主动掩护加拿大飞
行员布兰金希普（EdwardBlankinsop）。8月 1日和 11 日德国占领军党卫队
两次袭击该村，逮捕布兰金希普及所有参与掩护的村民。德国党卫队屠杀村
民 68 人，加拿大飞行员也同时遇害。

孤立主义（Isolationism）美国奉行的一种传统的对外政策原则，意捐
尽可能避免干涉国际政治争端以符合本国利益。源于首届总统华盛顿 1796
年 8 月 19 日的《告别演说》，声言欧洲的一些根本利益与美国无关，美国要
避免卷入欧洲的争端并避免与外界结成永久性联盟。它不排斥发展对外贸
易、对外扩张和保卫美国在西半球的利益。由华盛顿宣布并得到后任总统亚
当斯、杰斐逊屡屡重申的这项政策，初被称为“大陆主义”。二十世纪初，
美国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威尔逊总统倡导成立国际联盟。一些美国人以华
盛顿的教诲为理论根据，反对政府卷入欧洲政治争端，他们被叽嘲为孤立主
义者，成为该词的由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随着国际局势紧张，该思潮一
度泛滥。持这一观点的人反对美国卷入欧亚大陆民主国家与法西斯国家间的



对抗，在政府内部和国会中均有代言人，并建立了一些民间组织，形成一般
强大的社会政治势力，曾一度影响和制约着美国外交政策的制订与执行。由
于法西斯国家的扩张，美国的利益受到更大威胁，通过国际*干涉主义者的努
力，在罗斯福的领导下，美国逐步摆脱其束缚，实行援助盟国对抗法西斯的
外交政策。1941 年 12 月美国参战后，其势力和影响大减。

终点（Terminal）即*波茨坦会议的代号。
绍克尔（FritzSaucke1，1894—1946）德国战时劳工全权总办（1942—

1945）。早年当过海员和建筑工人。1923 年加入纳粹党。1927 年任该党图林
根大区领袖。1932 年 8 月任图林根邦内政部长，翌年 5月任该邦总理。1939
年大战爆发后，成为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分配劳动力的负责人。1942 年 3 月，
被希特勒委为战时劳工全权总办，拥有调动一切劳动力。包括监管外国劳工
和战俘的全权。采用野蛮的暴力手段，从各占领区（主要是苏联和东欧）绍
克尔强征 700 余万劳工及数百万战俘，到德国的矿山、农场和兵工厂从事繁
重的奴隶式劳动，导致大量死亡。战后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受审，以战争
罪和违反人道罪被判处绞刑。1946 年 10 月 16 日执行。

经济之友会（FrelindesIKreisderWirholiaft）即“希姆菜之友会”。
鸵峰空运线（HumpRoute）战时美国空军从印度飞越喜马拉雅山脉到中

国的航线。太平洋战争爆发后，1942 年上半年，日军进行*缅甸战役，切断
中国同西方盟国的交通运输线。为支持中国政府抗战，美国遂开辟从印度阿
萨姆的提斯浦尔基地飞越喜马拉雅山脉，到达中国昆明和重庆的空运线，称
“驼峰空运线”。开始规模很小。1943 年 1 月*卡萨布兰卡会议后，为准备
在东南亚对日本的反攻，决定增加空运量，并利用回程空机运送中国兵员到
印度训练以加强*中国远征军。1943 年底每月空运量突破万吨。1944 年 1 月
为 1.4 万吨，以后迅速增加，到 1945 年 5 月达 7万吨。



九画

[一]

契尔文科夫（1900—1980）保加利亚共产党领导人之一。1919 年加入
保加利亚共产党。1923 年 9 月在素非亚参加反法西斯武装起义。失败后，被
法西斯法庭缺席判处死刑。1925 年秋秘密前往莫斯科，1938 年任莫斯科国际
列宁学校校长，后长期在共产国际工作。1941 年被保共“七大”选为保共国
外局委员。1941 年起任设在莫斯科的“赫里斯托·波特夫电台”总编辑，致
力于反法西斯的宣传工作。1944 年 9 月回国，当选保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
央书记。战唇曾任保共中央总书记、保加利亚部长会议主席等职。

珀金斯（FrancesPerklns，1882—1965）美国劳工部长（1933—1945）。
哥伦比亚大学毕业。早年从事社会福利及劳资协调工作，曾在纽约州工业协
会主席。1933 年起任罗斯福政府劳工部长，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女阁员。*
“新政”时期，参与制定和实施紧急资源保护工程计划、禁止使用童工等一
系列立法。1945 年辞职。著有《我所知道的罗斯福》。

珀西瓦尔（ArthurErnestPereival，1887—1966）英国将领。早年入伍。
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曾在参谋学院受训和任教。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在
法国作战。1941 年 4 月任马来亚英军总司令，领中将衔。1942 年 1 月 15 日
率新加坡守军向日军投降。被日军囚于中国东北的战俘营。1945 年 8 月获释，
9月 2日参加在*密苏里号战列舰上的日本投降书签字仪式。

珍珠桥惨案  中国国民政府镇压爱国学生抗日示威事件。九·一八事变
后，日本武装侵占东北和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激起全国人民空前规模的抗
日反蒋浪潮。1931 年 12 月 17 日，北平（今北京）、天津、上海、武汉、广
州、安庆、苏州、济南等地赴京请愿学生和南京学生 3万多人，联合举行声
势浩大的示威游行，要求国民政府出兵抗日。当队伍经过《中央日报》社附
近的珍珠桥时，遭到国民党军警的血腥屠杀，30 多人被害，100 多人受重伤。
事件发生后，各地学生举行游行示威。

珍珠港事变  日本袭击美国太平洋舰队基地珍珠港的事件。为摧毁美国
在太平洋上的军事力量，1940 年 11 月，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
提出袭击夏威夷群岛的设想。1941 年 8 月 9 日，日本大本营确定南进方针。
8月中旬，日本参谋本部和军令部制定共同战略，提出袭击瓦胡岛上珍珠港
（PearIHarbor）基地的计划，并于该月底由山本五十六予以复核和具体化。
10 月 18 日东条英机组阁，11 月 5 日御前会议决定于 12 月对美、英、荷开战。
战争准备的步伐加快，同时又派来栖三郎特使赴美继续谈判，迷惑对方。10
月 19 日，军令部批准山本五十六的计划。11 月 18 日，*南云忠一率机动部
队（6艘航空母舰、2艘战列舰、3艘巡洋舰、11 艘舰队驱逐舰、3艘潜艇和
7艘油船）担负突袭任务，在择捉岛（千岛群岛南端）秘密集结。11 月 20
日，由 27 艘潜涎组成的先遣队伪装日常巡逻，分别由佐伯湾和横须贺出发。
26 日机动部队从择捉岛单冠湾出发，取道北太平洋驶向瓦胡岛，在航渡中实
行无线电静默。美国政府虽掌握日方密码，但圃于谈判，未及时采取相应措
施。12 月 1 日御前会议定下开战的最后决心，2日大本营向联合舰队下达 12
月 8 日（日本时间）开始攻击的命令。7日（星期日）凌晨 6时（夏威夷时
间，下同），在瓦胡岛以北 230 海里处，第一攻击波日机 183 架起飞，由瓦



胡岛西部进入珍珠港，于 7时 55 分开始攻击。7时 15 分，第二攻击波日机
171 架（又说为 173 架或 167 架）出发，由瓦胡岛东部进入珍珠港，并于 9
时正再次进行攻击，获得成功。美军猝不及防，损失惨重：计被击沉和重创
战列舰 8艘、轻巡洋舰6艘、舰队驱逐舰1艘，损毁飞机约270 架（一说 180
架），伤亡人员 3400 余名。日军仅损失飞机 29 架，袖珍潜艇 5艘。此战日
军计划周密，准备充分，发挥了以航空母舰为核心的远距离机动打击力量，
取得奇袭成功。从此夯得制海权，并进攻菲律宾、马来亚、印度尼西亚等地，
导致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珊瑚海海战  太平洋战争初期美、日海空军在珊
瑚海的会战。1942 年 4 月，日本为扩大在西南太平洋上的战果，决定攻占新
几内亚岛东南端的莫尔兹比（Moresby）港和所罗门群岛上的图拉基（Tula）。
计划由井上成美海军中将指挥的第四舰队（含祥凤号航空母舰、4艘重巡洋
舰、3艘轻巡洋舰、9艘驱逐舰）掩护分乘 12 艘运输般的 5000 官兵担任主攻；
海军中将高木武雄牢机动部队（航空母舰翔鹤号和瑞鹤号、2艘重巡洋舰、6
艘驱逐舰）支援。美军通过破译密码掌握了日本舰队动向，派弗莱彻率航空
母舰约克顿号和列克星敦号及 5艘重巡洋舰和 9艘驱逐舰赴珊瑚海
（CoralSea）待机。英国海军上将克莱斯（JohliGregoryCrace，1887—1968）
指挥的澳大利亚巡洋舰分舰队援助美舰。5月 3日，日军进占图拉基和瓜达
尔卡纳尔岛，并于 4日向莫尔兹比港进发。4日和 5日，美国航空母舰出动
飞机袭击日军船队。日机动部队则进入珊瑚海，企图从背后袭击美舰。7日
美军炸沉日航空母舰祥凤号。8日，双方航空母舰出动飞机相互攻击，结果
日翔鹤号受伤；美列克星敦号沉没，约克顿号受伤，美方损失飞机 66 架，日
机 77 架被击落。9日，山本五十六下令日舰队向南搜索追击，未有结果。此
战双方损失相当，但日军被迫延期进攻莫尔兹比。在海战史上为首次在目视
区以外双方舰队进行作战，从此航空母舰取代了战列舰的位置。

玻尔（NielsHenrikDavidBohr，1885—1962）丹麦物理学家。1911 年在
哥本哈根获物理学博士学位。1920 年起任丹麦理论物理研究院院长。1922
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1910 年 4 月德国占领丹麦后，积极参加抵抗运动。1943
年为逃避纳粹的迫害，逃往瑞典。后经英国去美国参与原子弹的研制工作。
战后曾领导建设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呼吁销毁核武器，和平使用原子能。著
有《原子结构和光谱理论》、《原子理论和自然描述》等。

项英（1898—1941）中国将领。原名德龙。1922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
任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1928 年参加共产
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1930 年 12 月碉赴江西中央苏区，历仕中共苏区中央
局代理书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
主席。1934 年中央江军主力长征后，任中共中央江西分局书记、中央军区司
令员兼政委，留赣粤边区坚持游击战争。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中共中央东南
局书记兼新四军副军项英长，协同*叶挺指挥新四军各支队，向苏南、苏中、
皖东挺进，开展敌舌抗日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民主根据地，并主持创办《抗
敌报》、《抗敌》半月刊。由于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认识
不足，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阴谋缺乏警惕，在 1911 年 1 月蒋介石制造的*
皖南亭变中，犹豫动摇，处置失当，对新四军皖南部队遭到重大损失负有责
任。3月 14 日在泾县茂林地区突围后，被叛徒杀害。著有《南方三年游击战
争经验对于抗战的教训》。

项白克（StanleyKuhlHornbeck，1883—1966）一称“亨培克”。美国



外交官。1909 年威斯康星大学研究院毕业，获博士学位。同年来华，曾执教
于浙江省立专门学堂等中国学校。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1919 年出席巴黎
和会。二十年代执教于哈佛大学。1928 年出任国务院远东司司长。1931 年
九·一八事变后，主张以经济手段制裁日本。1937 年起为国务卿赫尔的政治
顾问。力主对日本实行战略物资禁运，加强美国海军建设，支援中国抗日。
遏制日本在远东的扩张。1944 年出任驻荷兰大使。1947 年退职从事著述。著
有《中国与美国的外交政策》、《美国和远东》等。

政治家（Statesman）美国战略空军 1943 年春制订轰炸德国控制的罗马
尼亚油田的计划代号。同年 5月 24 日起代号改称*肥皂水。

政治戒备队（PolitischeBereitschaften）一译“政治预备队”。德国
纳粹党领袖的私人卫队，*武装党卫队前身之一。1933 年 3 月“柏林党卫队
本部警卫队”建立后，各地组建本部警卫队，集训时自称“党卫队特遣队”，
同年夏改现名。一般设置在党卫队区队一级，以*阿道夫·希特勒警卫旗队为
楷模，每队约 100 名成员，下辖突击大队、突击队、小队和小组。平时用于
守卫当地纳粹党和党卫队领袖，1934 年 6 月底在*罗姆事件中参与镇压冲锋
队。1934 年底起，改编成党卫队营和团，成为党卫队特别机动部队（1938
年改称武装党卫队）的主要组成部分。

政治委员命令（Kommissachofehl）纳粹德国屠杀苏军政治委贝的指令。
1941 年 3 月 30 日，希特勒曾秘密指示德军高级将领必须在未来的反苏战争
中首先消灭“纳粹主义的敌人”——苏军政治委员。同年 5月 12 日，德国武
装部队最高统帅部向战地指挥官发布此令。规定苏军的政治委员不得视为战
俘，至迟须在临时战俘营即行处决，不得送往后方。1941 年 9 月部分陆军将
领要求取消或修改命令，遭希特勒拒绝。战后在*纽伦堡审判中，该项指令被
作为纳粹的重要罪证。

赵一曼（1905—1936）中国抗日女英雄。原名李坤泰，又名李一超，字
淑宁。192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入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习。1927
年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8 年回国后，在上海、江西等地从事党的秘密
革命工作。九·一八事变后，被派往东北，历任中共满洲省委妇女委员，满
洲省总工会秘书、组织部长，哈尔滨总工会代理书记。1934 年 7 月任中共珠
河（今尚志）中心县委委员兼铁北区委书记。发动群众组织抗日自卫队，开
展游击战争。1935 年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第一师第二团政委。同年 11
月 22 日在与日军作战时受伤被俘。在狱中坚贞不屈。次年 8月 2日被杀害。

赵尔陆（1905—1967）中国将领。192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一军
团供给部部长。1934 年参加长征，北上抗日。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总
供给部副部长，曾赴太原筹集武器弹药和军需物资。1937 年 10 月到晋察冀
地区，任晋察军区二分区司令员兼政委，多次粉碎日伪军的“扫荡”，开创
了晋东北抗日根据地。1940 年率部参加*百团大战。1944 年 10 月任冀晋军区
司令员，率部向桑干河地区、繁峙和代县的日伪军展开攻势作战。解放战争
时期，曾任第四野战军和中南军区参谋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
共中央军委国防工委副主汪。1955 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赵尚志（1908—1942）中国将领。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黄埔军校毕
业。九·一八事变后任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在巴彦和哈东一带作反日军
队统战工作。后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六军江北独立师政治部主任。1933 年
创建珠河反日游击队，任队长。1936 年任北满抗日联合军总司令、东北抗日



联军第三军军长。转战于松花江两岸，创建珠河、汤原根据地。曾远征黑嫩
平原，挫败日军的重兵“围剿”，并先后指挥攻打宾州城，攻克五常堡和冰
趟子伏击战等。1937 年七七事变后任抗联第二路军副总指挥。曾蒙冤被开除
党籍，仍率小分队坚持抗日斗争。1942 年 2 月 12 日，在攻打鹤岗梧桐河伪
警察分所时重伤被俘，壮烈牺牲。

赵承绶（1891—1966）中国将领。保定军校毕业。曾任平绥护路司令、
大同警备司令。九·一八事变后，曾于 1936 年配合傅作义在绥东抗击日军，
取得百灵庙大捷。同年授中将衔。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二战区骑兵第一军
军长，率部参加察哈尔抗战。1938 年加入阎锡山组织的民族革命同志会，任
高级干部委员。1939 年 3 月升任第七集团军总司令，并兼任第二行署主任。
1945 年 3 月率部在豫西北地区对日作战。抗战胜利后，曾任山西保安副司令、
野战军司令。1948 年 6 月在山西晋中地区被人民解放军俘虏。后为解放太原
出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水利部参事。

赵登禹（1898—1937）中国将领。字舜城。行伍出身。曾任冯玉祥西北
军第三十七旅旅长。1933 年*长城杭战中，率部在喜峰口打击日军。因功升
任第一三二师师长。1936 年授中将衔。1937 年芦沟桥事变后率部进驻北平（今
北京）南苑，任第二十九军南苑驻地指挥官。7月 28 日凌晨日军向南苑进攻
时，亲临前沿阵地指挥作战，遭敌伏击牺牲。后被国民政府追赠为上将。

郝梦龄（1898—1937）中国将领。字锡九。保定军校毕业。曾任冯玉祥
西北军第五十四师师长。1930 年升任第九军军长。1935 年授中将衔。1937
年 5 月被调往四川山洞陆军大学将官班学习。七七事变后返回部队，北上抗
日。1937 年 10 月率第九军从石家庄驰援山西沂口，参加*太原会战。曾任中
央兵团总指挥，在忻口以北龙王堂、南峪一线作战。15 日亲临大白水前沿阵
地，指挥部队突袭日军阵地，不幸中弹殉国。国民政府为其举行国葬，并追
赠他为上将。1983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追认他为革命烈士。

草原方面军  苏联战略战役军团。1943 年 7 月由草原军区改变番号组
建。该军区作为最高统帅部大本营预备队的预编组织组建于同年 4月，辖区
包括沃罗涅日、库尔斯克、坦波夫和罗斯托夫等州。初辖 5个集团军和 1个
空军集团军，后相继编入 6个集团军和 1个坦克集团军。初担任最高统帅部
大本营预备队，在库尔斯克方向*中央方页军和*沃罗涅日方面军后面展开。
后参加库尔斯克会战和第聂伯河会战。同年 10 月改称*乌克兰第二方面军。
司令为科涅夫。

茶碟（Sauoy）盟国发动*缅北战役的作战计划代号。原为*安纳吉姆。
1943 年 5 月美英华盛顿会议修订后，改称此代号。

荒木贞夫（1877—1966）日本将领。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
历任驻俄武官、步兵第八旅团长、宪兵司令官、参谋本部第一部部长、陆军
大学校长、第六师团长等职。1931 年底至 1934 年初连任大养、斋藤两届内
阁的陆军大臣。主张对内实行全盘”改革”，建立举国一致的战争体制：对
外推行强硬外交，不惜对美苏一战。系陆军*皇道派首领之一。1933 年晋升
大将。二·二六事件后退出现役。1938 年 5 月—1939 年 8 月，连任近荒木贞
夫卫、平沼两届内阁的文部大臣。参与策划*“人民阵线”事件，迫害进步学
者，并强制推行军国主义教育。1941 年苏德战争爆发后，主张北进。战后，
于 1948 年作为甲级战犯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无期徒刑。1955 年因病假
释出狱。



茨韦培耶夫（1893—1950）苏联将领。1914 年应征入沙俄军队，参加
第一次世界大战，升至中尉。1918 年加入红军。参加过国内战争。1927 年毕
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高级首长进修班。D37 年任步兵师长。1941 年 1 月任伏
龙芝军事学院教研室主任。苏德战争开始时为中将。先后任第四集团军副司
令、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副司令和预备队第十、突击第五、第六和第三十二
集团军司令。1943 年加入联共（布）党。同年获上将衔。参加过罗斯托夫、
梅利托波尔、尼科波尔-克里沃罗格、敖德萨、维斯瓦河-奥得河和柏林等战
役。战后曾任伏龙芝军事学院院长。

胡克（Huk）即“菲律宾人民抗日军”。
胡佛  ①赫伯特·克拉克，胡佛（HerbertClarkHo-over，1874—1964）。

美国总统（1929—1933）。斯坦福大学毕业，当过工程师。第一次世界大战
期间，以从事协约国救援工作闻名。1929 年当选美国第三十一届总统。1931
年春提出战争债款延缓偿付期计划。同年*九·一八事变后，拒绝对日实行经
济制裁，提倡*不承认主义。1932 年日内瓦世界裁军会议期间，提出取消轰
炸机、坦克、机动火炮和化学武器以及缩减军队三分之一的方案，史称《胡
佛方案》。1933 年下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多次批评罗斯福政府内外政
策，一度倾向孤立主义。战后曾任杜鲁门政府行政改革委员会主席等职。着
有《美国的个人主义》、《回忆录》等。②约翰·埃德加·胡佛（JohnEdgarHoover，
1895—1972）。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1924—1972）。1916 年毕业于乔治·华
盛顿大学，次年获法学硕士学位。1919 年任司法部长特别助理。1924 年起任
联邦调查局局长。1936 年应罗斯福授权调查间谍和破坏活动，对包括罗斯福
的政敌在内的各种人员和组织，进行广泛的监视。建立起全世界最大的捐纹
档案和科学侦察实验室，严格训练待工人员。激烈反对共产主义。大战期间
也反对纳粹主义。

胡適（1891—1962）中国学者，外交官。初名洪驿，字道之。美国哥伦
比亚大学毕业。1917 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参加编辑《新青年》。五四时
期提倡新文化运动。曾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九·一八事变后，与蒋廷敝、
丁文江等创办《独立怦论》周刊，为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辩护。抗日战争爆
发后，抗议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迁后方成立联合大学。1938 年 9 月任驻美
国大使，开展争取美援的外交活动。抗战胜利后回国，任北大校长。大陆解
放前夕赴美，后任台湾当局中央研究院院长。著有《胡適文存》（4 集）、
《中国古代哲学史》等。

胡贝尔（KultHuber，1893—1943）德国反法西斯战士。生于瑞士。早
年移居德国，在慕尼黑大学攻读哲学和音乐，1917 年获博士学位。1925 年任
慕尼黑大学哲学和心理学讲师，翌年升任教授。对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持批
评态度。大战期间，因反对在大学实行纳粹“一体化”，参加*白玫瑰小组的
活动。1943 年初起草抨击希特勒的传单，同年被盖世太保逮捕，遇害。

胡志明（1890—1969）越南抗日斗争领导人。早年投身越南人民的解放
斗争。1920 年在法国加入共产党。1930 年创建越南共产党（后改名印度支那
共产党）。一度被捕，获释后去苏联和中国南方各地，继续从事革命活动。
大战爆发后，响应共产国际的号召，积极开展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帝国主义
战争的斗争。日军入侵印度支那后，于 1941 年初重返越南，在北方进行地下
活动，联合 50 多个进步组织，发起建立*越南独立同盟，共同反对法国殖民
统治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胡志明略，并自任主席。1942 年 7 月前往中国，支



持中国人民的抗战。曾和越南革命同盟建立联系，并当选为该同盟执行委员
会候补委员。1944 年 3 月代表越南独立同盟出席在中国广西柳州举行的越南
革命同盟代表大会，努力扩大民族解放统一阵线。同年底回国，领导创建越
南人民军。1945 年 3 月开始准备全民武装起义。8月 15 日日本宣布投降时，
领导了越南八月革命。8月 27 日成立临时政府，9月 2日在河内巴亭广场发
布《独立宣言》，宣布成立越南民主共和国，并出任主席兼总理。战后领导
越南人民进行抗法、抗美斗争。

胡宗南（1896—1962）中国将领。黄埔军校毕业。曾任国民政府军第一
师师长。九·一八事变后，执行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指挥所部
“围剿”鄂豫皖苏区，后又尾追长征北上抗日的中央红军至陕甘。1935 年授
中将衔。次年任第一军军长。抗日战争爆发后，率部参加*淞沪会战。同年 9
月任第十七军团军团长，率部参加豫东战役，围攻日军土肥原师团。1939 年
8 月任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入晋驻防。1942 年 7 月起历任第八战区副司
令长官，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司令长官，奉蒋介石命，屯兵西北，封锁、
围攻陕甘宁边区。1945 年日本投降后，主持郑州地区受降事宜。同年授中将
加上将衔。1947 年任西安缓靖公署主任。1950 年 4 月去台湾，曾任台湾当局
“总统府”战略顾问、澎湖防守司令官。

胡根堡（AlfredHugenberg，1865—1951）德意志民族人民党领袖。初
从政，并经营企业。曾创立泛德意志联盟，后又控制多家新闻出版电影企业。
1928—1933 年任德意志民族人民党主席。1931 年 10 月参与组建*哈尔茨堡阵
线，极力支持希特勒上台。后任经济部长，但不久被迫辞职，并解散民族人
民党。此后任国会议员至 1945 年。

胡萨克（GustávHusák，1913—1991）捷克斯洛伐克反法西斯运动活动
家。1933 年加入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捷克被吞井后，在布拉迪斯拉发从事
抵抗活动，1942—1913 年被捕入狱。1943—1944 年为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地
下委员会委员。曾组织并参加 1944 年 8 月斯洛伐克民族起义，推翻法西斯统
治。12 月赴苏。翌年参与制订*《科息斯纲领》。战后曾任捷共中央第一韦
记（后称总书记）和捷克斯洛伐克总统。

胡佛方案  美国总统胡佛于 1932 年 6 月 22 日向*国联裁军会议提出的
裁军方案。主要内容为：各国陆军凡有超过警察人数者一律裁减三分之一；
销毁坦克、重炮和轰炸枫，禁止化学战争；将战列舰的数量和吨位裁减三分
之一；将*《华盛顿限制海军军备条约》和*《伦敦海军军备条约》规定的航
空母舰、巡洋舰及驱逐舰的吨位裁减四分之一，潜艇的吨位裁减三分之一。
英、法分别因担心自己的海军或陆军受到削弱，反对原封不动地接受此方案，
于同年 7月 93 日通过。捷克斯洛伐克代表贝奈斯提出修正。德国则以未能享
有“军各平等”权而加以拒绝。

胡佳科夫（CepreйAдeKcaидpoBичXyдяKOB，1901 或 1902—
1950）苏联空军将领。1918 年参军，在骑兵部队服役，参加过国内战争。1924
年加入俄共（布）党。1936 年茹科夫斯基空军学院毕业后转入空军。1941
年为上校。苏德战争期间历任西方方面军空军参谋长和司令、红军空军参谋
长、空军第一集团军司令和红军空军副司令兼参谋长。曾参加莫斯科会战、
勒热夫-瑟乔夫卡和勒热夫-维亚济马战役、库尔斯克和第聂伯河会战。1944
年获空军元帅衔。1945 年 7—9 月任空军第十二集团军司令，参加苏日战争。

胡德号战列巡洋舰（Hood）英国战舰。1920 年建成。排水量4.21 万吨，



最大航速 31 节。装有8门 15 英寸火炮、12 门 5.5 英寸火炮、14 门 4 英寸高
射炮和4个21英寸鱼雷发射管。大战初期在大西洋和英国本土水域活动。1940
年 7 月编入*H 舰队，作为旗舰参加对米尔斯克比尔港法国舰队的攻击。1941
年成为*英国本土舰队的第二旗舰。同年 5月，参加截击德国*俾斯麦号战列
舰，在 21 日的海战中，因被击中装甲薄弱的船尾弹药舱而爆炸沉没。官兵
1418 人阵亡，仅 3人获救。

南尼（PietroNenni，1891—1980）意大利社会党领袖。1921 年加入意
大利社会党，后长期任总韦记及第二国际执委（1931—1939）。1926 年被迫
流亡国外。1936 年前往西班牙，代表第二国际支持共和国，出任*加里波第
纵队政委。1938 年在法国被捕，引渡予意大利政府，遭流放和监禁。1943
年墨索里尼下台后获释，再度出任社会党总书记，并代表社会党参加意大利
民族解放委员会，联合各派力量，积极开展光复国上和摧毁法西斯制度的斗
争。曾拒绝加入博诺米政府。1945 年当选为副首相。战后继续领导社会党，
并出仕副总理及外长等职。

南方军  日本为发动太平洋战争、攻占南洋地区而组建的战略军团。
1941 年 11 月 6 日日本大本营陆军部下达其战斗序列命令。总司令官为寺内
寿一，总参谋长为塚日攻，总司令部设于西贡。按大本营陆军部的作战计划，
其所属的第十四军以 2个师团为骨干在菲律宾方面作战，第十五军以 2个师
团为骨干在泰国、缅甸方面作战，第十六军以 3个师团为骨干在荷属东印度
方面作战，第二十五军以 4个师团为骨干在马来亚方面作战。太平洋战争爆
发后初战告捷。1942 年 6 月起执行“确保南方地区安定”的任务，设立日本
军管总监部，对占领地区实行军管。1944 年 3 月进行改组，寺内寿一仍任总
司令官，饭田穰任总参谋长。下辖第二方面军（澳北）、第七方面军（马来
亚）、缅甸方面军、第十四军（菲律宾）、印度支那驻屯军、泰国驻屯军、
第三航空军（菲律宾）、第四航空军（马来亚）。与海军协同，实施“确保
南方重要地区”的作战。后将总司令部移驻马尼拉，进行非律宾战役。此后
被孤立于本土外，得不到任何补给和增援。1945 年 9 月 12 日投降。

南次郎（1874—1935）日本将领，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历
任中国驻屯军司令官、参谋本部次长和朝鲜军司令官。1930 年晋升大将。1931
年任若槻内阁陆军大臣，力主对华侵略，任内发动九·一八事变。1934 年 12
月任关东军司令官。1936—1942 年任朝鲜总督，大力推行殖民政策。1942
年任枢密顾问官。1945 年任大日本政治会总裁、贵族院议员。战后，作为甲
级战犯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无期徒刑。1954 年因病假释。

南进论  日本向南方扩张侵略的战略主张，与*北进论相对立。主张侵
占朝鲜、中国后，向东南亚扩张，以独霸西南太平洋。与北进论互相渗透，
交织并存，在军部及统治集团内长期争论。1936 年广田弘毅内阁通过*《国
策基准》，确定南北并进的基本战略方针。大战全面爆发后，甫进论逐渐占
上风。1940 年 7 月第二届近卫内阁通过*《基本国策纲要》，提出建立*“大
东亚新秩序”；9月派兵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北部，并同德、意缔结三国同盟，
形成南进态势。1941 年苏德战争爆发后，北进呼声一度再起。同年 7月，经
御前会议决定和第三届近卫内阁上台，坚持南进战略。随后东条内阁上台，
定下“决心对美英荷开战”，终于在同年 12 月发动了太平洋战争。

南泥湾  地名。在延安东南部，原是荆棘丛生，渺无人迹之地。1941
年 3 月，为响应中共中央关于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号召，王震率八路军三五九



旅开赴该地垦荒生产。经过 8 年奋斗，物资、经费全部自给，并上缴公粮 1
万石，达到丰衣足食和生产、战斗、学习三丰收。南泥湾成了到处是庄稼，
遍地是牛羊的“陕北江南”，彼誉为敌后抗日根据地“发展经济的先锋”。

南云忠一（1887—1914）日本海军将领。毕业于海军兵学校、水雷学校、
海军大学。历任第一舰队的第一水雷战队、第八和第三战队司令官。1939 年
晋升海军中将。次年任海军大学校长。1941 年 4 月任*第一航空舰队司令官，
同年 12 月 7 日（当地时间）率机动部队偷袭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成功，揭开
太平洋战争的序幕。1942 年 6 月再次率机动部队攻击中途岛，遭惨败。1942
年 7 月任第三舰队司令官，指挥第二次所罗门海战，失利。同年 11 月调任佐
世保镇守府和吴南云忠一镇守府司令长官。1943 年 10 月又出任第一舰队司
令官。1944 年 3 月任中太平洋战区司令长官，驻守塞班岛，与美军死战，至
7月 7日下令“全体战死”，3万日军全员覆没，万余居民跳崖沉海，他自杀
身亡。死后追封海军大将。南圻起义越南人民抗日反法的武装起义。1940 年
底，法国殖民当局强迫越南人民参加对泰国的战争，引起局势动荡。印度支
那共产党于 11 月 23 日在越南南方发动大规模起义，迅速追及嘉定、堤岸、
新安、美萩、永隆、芹苴、薄寮、金瓯、朔庄等省，不少地区建立人民政权
和革命法庭。恒因领导不力，组织不善，缺乏武器，终告失败，殖民当局大
肆镇压，8000 余人被捕，100 余人被处死。

南昌战役  亦称“赣北战役”。抗日战争中期中、日军队在南昌地区进
行的攻防战役。武汉失守后，中、日两军在江西对峙于修水两岸。1939 年 3
月 17 日，日军为确保武汉安全和切断浙赣铁路，由第十一军司令官*冈村宁
次指挥第六、第一○一、第一○六、第一一六师团等，越过修水进攻南昌。3
月 24 日日军经三路围攻占领吴城。27 日日军进抵南昌近郊，经巷战后占领
该城。4月 21 日，中国军队集中 20 个师的兵力，由*罗卓英指挥反攻。5月
2 日中国军队向南昌推进，日军负隅顽抗，战斗异常激烈。中国第二十九军
军长*陈安宝殉国。中国军队屡攻不下，9日蒋介石下令停止进攻。

南方方面军  苏联战咯战役军团。1941 年 6 月 25 日组建。初辖 2个集
团军和 1个独立步兵军。后陆续编入 8个集团军和 1个空军集团军。苏德战
争初期在敌军的突击下，相继于 7 月底撤过德涅斯特河，8 月底撤过第聂伯
河。后实施顿巴斯战役（1941 年）和罗斯托夫战役（1941 年）。1942 年参
加巴尔文科沃-洛佐瓦亚战役、哈尔科夫交战，但后在敌军突击下放弃顿巴斯
和罗斯托夫，南撤渡过顿河，于同年 7 月撤销。1943 年 1 月由*斯大林格勒
方面军改变番号再次组建。编有 4个（后再增 2个）集团军和 1个空军集团
军。实施罗斯托夫战役（1943 年），向西推进 300—500 公里。后又解放顿
巴斯，进至第聂伯河下游。同年 10 月改称*乌克兰第四方面军。历任司令为
秋列涅夫（1941.6—8）、里亚贝舍夫（[д.й.pябышеB，1894—]1941.8
—10）、切列维钦科（1941.10—12）、马林诺夫斯基（1941.12—1942.7，
1943.2—3）、叶廖缅科（1943.1—2）、托尔布欣（1943.3—10）。南京大
屠杀  抗日战争时期日军在南京进行血腥大屠杀的事件。1937 年 12 月 13 日
日军侵占南京后，在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和第六师团长*谷寿夫指挥
下，对中国平民和失去抵抗的士兵进行长达 6周的大屠杀。日军用绳索捆绑
连结百人或数百人以机枪射杀，或用汽油焚烧，或被集体活埋；妇女在光天
化日之下被强奸、轮奸，而后用极其残忍的手段杀害：日军甚至进行杀人竞
赛，以炫耀其“武士道”精神。据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调查报告，中国军



民被集体枪杀和活埋的有 19 万多人，零散被杀居民仅收埋尸体的有 15 万多
具，全市三分之一的房屋被焚毁。抗日战争胜利后，松井石根被远东国际军
事法庭处以绞刑，谷寿夫等被引渡给中国政府判处死刑。

南京保卫战  也称“南京战役”。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军队保卫南京的防
御战役。1937 年 11 月日军占领上海后水陆并进西犯南京。11 月 24 日，蒋介
石经过 3次高级幕僚会议后，决定任命*唐生智为南京工戍总司令，仓促调集
10 多万兵力守卫南京。12 月 1 日日大本营下达攻占南京的命令。5日形成三
面包围态势。7日，开始向南京外围的主阵地攻击。11 日日军进至南京城廓，
中国军队奋勇抵抗，在光华门、华严寺等地进行激烈的争夺战。12 日中华门
首先彼突破，唐生智下令弃守。13 日日军攻占南京，中国守军只有少数冲出
重围。日军入城后进行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

南部式手枪  日本自动手枪。由南部常次郎设计，故名。1909 年研制
成。1925 年（大正 14 年）改进定型为十四式，成为日军制式武器至第二次
世界大战结束。口径 8 毫米，枪身长 22。9 厘米，重 0.9 公斤，弹仓装弹 8
发。因其皮制枪套有不成比例的大圆盖，故在中国称为“王八盒子”。

南太平洋战区（SouthPacificTheater）美军在*太平洋战争中划分的战
区之一。1942 年 4 月设置，属*太平洋战区领导。其范围为*西南太平洋战区
以东和赤道以南的太平洋地区，包括新西兰、新赫布里底群岛（NewHeb-
ridesis.；今称瓦努阿图，Vanuatu）、东所罗门群岛等。主要由该区域内盟
国海军部队组成，初称南太平洋部队，曾由哈尔西任司令。后组建美国第三
舰队。1943 年所罗门群岛战役结束后，第三舰队先后开赴西南太平洋和中太
平洋地区作战。该战区留守部队，先后由牛顿（John.H.Newton）和卡尔霍恩
（WilliamL.Calhoun）海军中将任司令，担负防卫任务。

南太平洋海战  即“圣克鲁斯群岛海战”。
南方开发主库  太平洋战争中日本在南方占领区发行不兑现纸币的特

殊银行。1942 年 2 月，由政府出资 1亿日元资金设立。目的为筹措通融日本
开发当地产业的资主和确立南方通货金融体制，后逐渐成为作战资金的供给
机关。由财政大臣主管，由占领区当地陆军或海军司令官负责对总金库、分
金库、办事处的捐挥监督，主要职员在军营期间编为军队属员。到 1945 年日
本投降止，共滥发“南方开发金库券”117 亿 5574 万日元。

南方集团军群（HeersgruppeSud）①德波战争中的德军战略战役军团。
1939 年春开始组建，同年 8 月 24 日伦德施泰特就任司令，曼施泰因任参谋
长。下辖勃拉斯科维兹指挥的第八集团军、赖歇瑙指挥的第十集团军和利斯
特指挥的第十四集团军，共 23 个步兵帅、3 个山地师、4 个坦克师、4 个轻
装师和 2个摩托儿步兵师。开战时集结在德波边境中、南部。总任务是向华
沙总方向进攻，粉碎正面的波军，在华沙西侧强渡维斯瓦河，与*北方集团军
群协同，歼灭留在波兰西部的波军。德波战争结束后撤销。②苏德战争中德
军的战略战役军团。1941 年春由*C 集团军群司令部改组组建。司令先后为伦
德施泰特（1941.6—1941.12）、赖歇瑙（1941.12—1942.1）和博克（1942.1
—1942.7）。初期下辖德国第六、第十一、第十七集团军和*第一坦克集群，
罗马尼亚第三、第四集团军和匈牙利 1个快速军，共 48 个步兵帅、5个坦克
师、4个摩托化步兵师、6个步兵旅、3个摩托化步兵旅和 4个骑兵旅。集结
在卢布林至多瑶河河口一线。战争初期向基辅总方向实施进攻，先后攻占利
沃夫、日托米尔、基辅、敖德萨等要地，后派出 2个坦克师和 2个摩托化步



兵师参加莫斯科会战，主力继续实施顿巴斯战役、罗斯托夫战役和克里米亚
战役。1942 年 7 月改编为*A 集团军群和*B 集团军群。1943 年 2 月 13 日以*
顿河集团军群改组重建，并接管了 B集团军群作战区。曼施泰因任司令。辖*
凯姆普夫集群和*德国第四坦克集团军。参加库尔斯克会战和第聂伯河会战。
1944 年遭苏军*第二次突击后，于 3月改编为*北乌克兰集团军群。同年 9月
23 日以*南乌克兰集团军群改组再重建。司令先后为韦勒（1944.9—1945.4）
和伦杜利克（LotharRendulic，1945.4—5）。辖德国第六、第八集团军和匈
牙利第二、第三集团军，共 36 个师，配置在苏联*乌克兰第二方面军当面。
曾遭受苏军*第九次突击。1945 年春调入党卫队第六坦克集团军和第二坦克
集团军，驻守匈牙利西部阻挡苏军向维也纳方向推进，遭苏军重创。1945 年
4 月改称“厄斯特马克集团军群”。5月向苏军投降。③意大利之战中德军的
战略战役军团。1943 年 8 月组建。司令为凯塞林。下辖 4 个摩托化步兵师、
2 个伞兵师和 4 个坦克师，分别配置在亚平宁半岛南部的卡拉布里亚
（Calabria）、阿音利亚（Apulia）、萨勒诺（Salerpo）、那不勒斯和加埃
塔（Gae-ta）地域，罗马地域和撒丁岛。同年 9月解除当地意军武装并占领
所驻扎地区。曾参加意大利南部战役，同年 11 月与*B 集团军群组合成*C 集
团军群。

南岳军事会议  1938 年 11 月 25—28 日中国国民政府军令部在湖南衡
山召开的军事会议。第三、第九战区师长以上将领 200 余人出席，八路军总
参谋长叶剑英也应邀参加。主要任务是确定武汉失守后的战略方针和军事部
署。蒋介石主持会议并讲话，承认抗战初期的严重失利，提出《整军建军方
案》，准备分三批轮流整训军队，根据战局的变动，调整战区，简化从军委
会到师的七级军事体制，设立战地党政委员会和桂林、天水行营等。会议并
未制订出对日作战的正确方针。南岳军事会议后曾多次召开。

南北岱崮坚守战  1943 年八路军在山东省沂水县抗击日伪军的一次战
斗。是年11 月 9 日起，日伪军集中万余人合围鲁中抗日根据地。八路军鲁中
军区留在内线坚持游击战的第十一团第八连 93 人，在沂蒙山区的南北岱崮凭
险抗击，日伪军 2000 余人在飞机、大炮支持下轮番进攻。该连战士以很小的
代价毙伤敌 300 亲人，坚守阵地 18 天，有力地配合了外线部队的作战。

南萨哈林岛战役  *苏日战争中苏军发动的进攻战役。1945 年 8 月 11
—25 日，由*远东第二方面军所属第十六集团军在北太平洋区舰队协同下实
施。苏军乘”远东战役展开之机，于 8月 11 日在萨哈林岛（库页岛）发起进
攻，从北、南两个方向夹击驻守该岛南部的日军。至 25 日晨，占领南萨哈林
岛（南库页岛）行政中心丰原市（南萨哈林斯克），俘获日军 18320 人，重
占 1905 年日俄战争中失去的这一地区。

南乌克兰集团军群（HeersgruppeUkraine-Sud）苏德战争中德军的战略
战役军团。1944 年 3 月由*A 集团军群改编而成。司令先后为舍尔纳（1944.3
—7）和弗里斯纳（J.Friessner，1944.7—8）。下辖韦勒（0.wohl-er）集
群（辖德国第八集团军、独立步兵第七军和罗马尼亚第四集团军）和杜米特
雷斯库（P.Dumitrescu）集群（辖德国第六集团军和罗马尼亚第三集团军），
共 50 个师。1944 年 7 月底抽调 5个步兵师、6个坦克师和 1个摩托化步兵师
增援*北乌克兰集团军群。同年 8月 20 日起参加*雅西-基什尼奥夫战役，主
力遭重创。9月 23 日改编为*南方集团军群。

南达科他号战列舰（SouthDakota）美国战列舰。1937 年建造。属“北



卡罗采纳”级，排水量 3.5 万吨，配备 16 英寸火炮 9门，有雷达定向火力控
制系统。战时在太平洋海域作战，1942 年 9 月参加瓜达尔卡纳尔岛争夺战，
10 月在圣克鲁斯群岛海战中受伤，11 月在第二次瓜达尔卡纳尔岛海战中再负
伤。修复后 1943 年编入美国第五舰队，11 月参加吉尔伯待群岛战役。1944
年先后参加马绍尔群岛战役、攻击特鲁克岛、马里亚纳群岛战役和莱特湾海
战。1945 年 2 月参加硫黄岛战役，3 月参加攻击日本本土，4 月参加冲绳岛
战役。

南洋拓殖株式会社  日本对南洋地区进行经济扩张和殖民掠夺的半官
方垄断公司，亦称“国策会社”。1936 年建立，创设资本 2000 万日元。积
极配合政府的殖民政策，投资控制南洋地区的金融业和工矿等企业。日本战
败后瓦解。

南斯拉夫七月起义  1941 年 7 月南斯拉夫人民反对法西斯占领者的起
义。1941 年 4 月德、意侵略军占领南斯拉夫，6月 27 日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
成立以*铁托为首的南斯拉夫人民解放游击队总部，积极开展武装斗争。7月
4日，南共中央决定发动全民起义。7月 7日，起义在塞尔维亚爆发，迅速席
卷黑山、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波斯尼亚等地，建立大片解放区，相继成
立人民解放委员会，为人民解放战争的开展奠定基础。

南斯拉夫三月政变  南斯拉夫军人反对加入轴心国而发动的政变。1941
年 3 月 25 日南斯拉夫政府签署加入轴心国的议定书，激起国内民愤。3月 27
日凌晨，以*西莫维奇为首的部分军官发动政变，在人民广泛的支持下，推翻
摄政保罗亲王政权，拥立*彼得二世即位，组成以西莫维奇为首的政府。新政
府成立后，试图保守中立，并于 4月 6日与苏联签订友好条约，但未能阻止
德、意军队的入侵。

南斯拉夫流亡政府  大战期间南斯拉夫在英国建立的政府。1941 年 4
月德、意入侵南斯拉夫后，国王*彼得二世偕政府成员逃亡伦敦，成立流亡政
府。初支持*米哈伊洛维奇领导的*切特尼克的部队，试图压制人民抵抗运动，
保留王国影响。后在盟国敦促下，于 1944 年进行改组，由*舒巴希奇出任政
府首相。随后与南斯拉夫民族解放委员会谈判，达成*《铁托-舒巴希奇协议》，
谴责了切特尼克分子，决定成立联合政府。1945 年 3 月 7 日以铁托为首的南
斯拉夫民主联邦政府成立，取代流亡政府。

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  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的反法西斯正规军。1941
年 12 月 22 日*南斯拉夫人民解放游击队最高司令部组建第一支正规军——*
南斯拉夫第一无产阶级旅（此日后被定为建军节）。翌年 11 月正式建立，最
高司令部改称人民解放军和游击队最高司令部，*铁托为司令官。至同年底，
编成 9个师（2 个军，每军辖 3 个师，每师约 3000—6000 人），共 38 个旅
和 36 支游击队，约 15 万人。1943 年开始实行军衔制，并建立军校培训军官。
至同年底发展为 26 个师（编成 8个军）和若干独立旅，约 30 万人。1945 年
1 月 1 日最高司令部颁布组建诸兵种合成第一、第二、第三集团军的命令，
随后又组建第四集团军，共约 80 万人。同年 3月*南斯拉夫民主联邦政府成
立后，改称南斯拉夫军，最高司令部改为总参谋部。在整个战争期间，先后
粉碎德、意军的 7次大规模围攻，牵制轴心国 35 个师（约 60 余万人），在
苏军的支援下解放全国。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  简称“满铁”。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地区
进行殖民经济掠夺的半官方垄断公司。日俄战争后日本获得自长春到大连的



铁路支配权，以及抚顺、烟台等煤矿经营权，为经营上述铁路运输、企业，
于 1906 年创立，1907 年 4 月 1 日开业。创设资本 2 亿日元，总社在大连，
东京设分社，首届总裁为后藤新平。除经营铁路、煤矿外，还经营航运、码
头、仓库、炼铁、电力、煤气、农场等。以附属地为名，在铁路沿线和各车
站霸占中国领土，非法行使行政权，成为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据点。1931 年
九·一八事变后，对制铁、化工、轻金属、矿业、汽车、商业、运输、保险、
土地等进行广泛投资，到 1936 年形成有 80 个分公司的大康采恩。1937 年后
将其主要重工业移交*满洲重工业开发株式会社。该社在东京设有东亚经济调
查局，大连设调查部，沈阳、吉林、哈尔滨、北京、上海等地设事务所，搜
集军事、政治、经济情报，日本投降后，于 1945 年 9 月被封闭。

南斯拉夫民主联邦政府  大战末期南斯拉夫的临时联合政府。1944 年
夏，铁托领导的南斯拉夫抵抗运动力量日益壮大。英、美、苏等国建议*南斯
拉夫民族解放委员会和＊南斯拉夫流亡政府联合。8、9月问，铁托分别会晤
丘吉尔与斯大林，同意盟国的建议，但反对国王回国。12 月 7 日在*《铁托-
舒巴希奇协议》的基础上又签订两个附加协议，决定在南斯拉夫政体朱解决
前，由摄政委员会行使国王权力。1945 年 2 月雅尔塔会议决定立即实施《铁
托一舒巴希奇协议》，并建议*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大会吸收部分爱国
议员参加。3月 2日摄政委员会成立。3月 7日，正式成立*南斯拉夫民主联
邦政府，铁托任总理，舒巴希奇任外长。流亡政府和民族解放委员会同时停
止存在。4月 11 日，南、苏签订战后互助与友好合作条约。此后新政府被各
盟国相继承认。

南斯拉夫民族解放战争  1941—1945 年南斯拉夫反对法西斯占领统
治、争取民族和社会解放的战争。1941 年 4 月德、意军侵占南斯拉夫后，南
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在萨格勒布召开会议，决定成立军事委员会领导开展武装
斗争。6月 27 日成立以铁托为首的南斯拉夫人民解放游击队总部（9月改称
最高司令部）。7 月 7 日开始发动全民起义，迅速席卷三分之一的领土，在
各地建立人民解放委员会，形成以乌日策为中心的大片解放区，并曾试图与*
切特尼克合作抗敌，但未成。同年 9月和 1942 年 1 月，德、意军两次围攻解
放区，游击队主力从塞尔维亚转移到西波斯尼亚，开始创建正规军（南斯拉
夫第一无产阶级旅）。1942 年 4 月敌军发动第三次围攻，游击队避敌锋芒，
插入敌后，在战斗中不断扩大。同年 11 月最高司令部通过组建*南斯拉夫人
民解放军的决议，至年底组建 9 个师，共 38 个旅和 36 支游击队，15 万人，
解放区扩大至 4.8 万平方公里。同时，在比哈奇（Blhac）召开*南斯拉夫反
法西斯人民解放大会第一次会议，成立执行委员会行使中央政府的职能。1913
年 1 月占领军调集 8万余人发动第四次围攻。南人民解放军主力强渡内雷特
瓦（Ncretva）河，转移至黑山等地，开辟新解放区。同年 5月初，占领军又
调集近 13 万人发动第五次围攻。南人民解放军实施*苏捷斯卡突围战，粉碎
敌军围歼企图。同年 9月，意大利退出战争，南人民解放军接受意军 13 个师
的投降，获得大批装备，发展至 8个军（26 个师），连同若干独立旅和游击
队，共的 30 万人。随后又粉碎德军第六次围攻。同年 11 月，南反法西斯人
民解放大会召开*雅伊策会议，宣布禁止国王彼得二世回国，成立以铁托为首
的*南斯拉夫民族解放委员会。1941 年 5 月南人民解放军粉碎德军第七次围
攻。同年9月苏军进至南斯拉夫边境。此时，南人民解放军发展至 50 个帅约
40 万人，并与苏军协同实施*贝尔格莱德战役，于 10 月 20 日解放首都。同



时，南民族解放委员会广泛开展外交活动，迫使流亡政府放弃对切特尼克的
支持，两次签订*《铁托-舒巴希奇协议》，巩固了南人民斗争的成果。1945
年 3 月 7 日成立*南斯拉夫民主联邦政府，得到盟国相继承认。南斯拉夫人民
解放军改称南斯拉夫军，最高司令部改为总参谋部，至 5月 15 日在苏军配合
下解放全国。在整个战争期间，南斯拉夫人民武装力量阵亡 30.5 万人，伤
42.5 万人，共歼敌 40 余万人，对欧洲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巨大贡献，
苏联和西方盟国也先后对南斯拉夫人民的斗争给予了支持。

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委员会  南斯拉夫解放区的地方人民政权。1941 年
七月起义后，南斯拉夫建立大片解放区。9月 26 日，人民解放游击队最高司
令部决定在各地建立人民解放委员会。11 月 6 日塞尔维亚人民解放总委员会
在乌日策成立。在巩固后方、支援解放战争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42
年 2 月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和人民解放游击队最高司令部公布*《佛查条
例》，进一步推动人民解放委员会在各地开展工作。1942 年 11 月*比哈奇会
议后直属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大会领导。

南斯拉夫人民解放游击队  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1941 年 6
月 27 日，南共中央成立以铁托为首的人民解放游击队总部，领导*南斯拉夫
七月起义，开展游击战争。同年 9月发展至 60 支游击队，约 7万人。9月 26
日人民解放游击队总部改称最高司令部，推动游击战的迸一步发展。1942 年
11 月成立*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后，游击队成为其后备力量，并配合作战。
1944 年 9 月共有 130 支游击队活跃于各地，在解放全国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
用。

南斯拉夫民族解放委员会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南斯拉夫人民政权机
构。1913 年 11 月 29 日在雅伊策（Ja-jce）城，由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
放大会第二次会议决定建立，铁托任委员会主席。该委员会作为南斯拉夫反
法西斯人民解放大会的执行机构，行使政府职能，领导人民进行反法西斯的
全国解放战争。1944 年铁托代表该委员会与舒巴希奇达成协议，决定在南斯
拉夫政体未解决前，暂由摄政委员会代理国王行使权力，但摄政者人选需经
该委员会同意。翌年雅尔塔会议后，3月 7日正式成立了以铁托为首的*南斯
拉夫民主联邦政府，取代了该委员会。

南斯拉夫第一无产阶级旅  南斯拉夫第一支正规人民武装力量。1941
年 12 月 22 日，*南斯拉夫人民解放游击队最高司令部成立主要由工农组成的
第一支正规部队，命名为第一无产阶级旅，由参加过西班牙内战的国际纵队
的南共党员*波波维奇指挥。随即参加粉碎德军第二次围攻根据地的战斗，后
发展成为人民武装的核心力量。12 月 22 日后被定为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建
军节。

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  简称“南侨总会”。南洋华侨爱国救亡
团体。1937 年 8 月 14 日，”陈嘉庚发起建立马来亚、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
伤兵难民大会委员会，随即东南亚各地爱国华侨的救亡团体纷纷建立。1938
年 10 月 10 日，缅甸、英属马来亚、北婆罗洲、西婆罗洲、苏门答腊、荷属
爪哇、美属菲律宾、巴达维业、法属安南及暹岁等地的 45 个爱国华侨社团在
新加坡联合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陈嘉庚任主席，庄西言、李清
泉任副主席。发表宣言，号召广大华侨“各尽所能，各竭所有”，“输财助
战”，捐款捐物，支援祖国抗战。还招募 3000 多技术人员，组织各种战地服
务团，回国参加抗战。



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大会  *南斯拉夫民族解放战争中建立的
最高权力机构。在南斯拉夫共产党的领导下，随着反法西斯的人民解放战争
的发展，1942 年 11 月 26 日在比哈奇（Bihac）召开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
解放大会的第一次会议，成立大会的执行委员会，由伊凡·里巴尔任主席，
统一领导各地的人民解放委员会，并发表声明谴责伪政权、流亡政府和*切特
尼克。1943 年 11 月 29 日又在雅伊策（Jajce）召开第二次会议，宣布本大
会为代表南斯拉夫国家和人民主权的唯一机构，禁止国王*彼得二世回国，成
立以铁托为首的*南斯拉夫民族解放委员会行使政府职权。1944 年底根据*
《铁托-舒巴希奇协议》，在政体问题解决前暂由摄政委员会代理国王行使权
力，但立法权仍为此大会所有。1945 年 2 月苏、美、英三国首脑会议建议此
大会吸收爱国议员参加，改组成为南斯拉夫的新国会，并于 3 月 7 日组成*
南斯拉夫民主联邦政府。

柯廷（JohnJosephCurtin，1885—1945）澳大利亚联邦总理（1941—
1945）。早年加入工党。1928 年被选入联邦议会，1935 年为工党领袖。大战
爆发舌，加入战争咨询委员会。1941 年 10 月当选为总理兼国防部长，主张
加强联邦政府的权力，实行征兵制，巩固国防。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支持美、
英对日作战。为改变澳大利亚在军事上一向依赖英国的政策，转同美国加强
联系。1942 年邀请麦克阿瑟访澳，将本土变成盟军的作战基地。同时无视英
国的反对，召回在中东作战的澳大利亚军队。1944 年曾参加伦敦英联邦首脑
会议。次年病逝。

柯克（AlanGoodrichKirk，1888—1963）美国海军将领。1909 年毕业于
美国海军学院。1929—1931 年在海军军事学院深造。1939—1041 年任驻英海
军武官。1941 年获海军少将衔，并调任海军情报局局长。1943 年 2 月出任美
国大西洋舰队两栖作战部队司令。同年 6 月协同巴顿指挥第七集团军实施*
西西里岛登陆战役。1944 年 6 月调任海军西部特遣部队司令，率部支援盟军
实施诺曼底登陆战役，在奥马哈和犹他滩头登陆作战中战绩显著。
同年 8月任美国海军驻法国部队司令，不久即获海军中将衔。战后晋升海军
上将。1946 年退役，入外交界，历任驻比利时、苏联大使和中国台湾当局“大
使”等职。

柯里（LauchliaCurrie，1902—）美国官员，经济学家。1925 年伦敦经
济学院毕业。1931 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后执教于哈佛大学。早年协助罗
斯福推行新政，1934 年任联邦储备局研究与统计处助理处长。1939—1945
年任罗斯福总统的行政助理和经济顾问，主张增加军费以增强美国防卫能
力。协助制订美国对华政策。1941 年和 1942 年两度作为总统代表到中国，
指导*《租借法案》在中国的实施，曾会见共产党代表周恩来。支持陈纳德和
蒋介石提出的对日空战计划并向空军联合委员会提交*JB-355 文件，以实施
对日空中作战行动。在蒋介石与史迪威的矛盾冲突中，主张召回史迪威。后
改变态度，主张放弃对国民党的支持。罗斯福去世后离开白宫。战后曾任哥
伦比亚政府顾问，并在美国与加拿大的一些大学执教。

柯特（PierreCot，1895—1977）法国抵抗运动活动家。长期为巴黎上
诉法庭律师，1928 年起为激进社会党者员。曾两度出任空军部长（1933—
1934、1936—1938）。其间将空军与陆、海军分离，形成独立的兵种。主张
和苏联建立合作关系。法国败降后，流亡美国。曾执教于耶鲁大学。1913 年
11 月到阿尔及利亚参加抵抗运动，被选入临时咨询议会。1945 年 6 月建立“法



国复兴统一运动”，接近法国共产党。战后被选为国民议会议员。著有《1936
—1938 年的空军》。

柯尼克（MarioPierreKoenig，1898—1970）法国将领。参加过第一次
世界大战。长期在北非服役。1940 年春，随北非外籍军团第十三旅赴挪威作
战。6月撤回国，即去伦敦参加戴高乐领导的抵抗运动，7月任营长，9月参
加对达喀尔的远征。后任喀麦隆军事长官，巩固自由法国在非洲的基地。1911
年 8 月获准将衔，任自由法国第一旅旅长，配合英军在利比亚境内作战。1912
年 5 月 27 日—6月 10 日，在比尔-哈凯姆（Bir-Ha-keim）成功地击退了隆
美尔的多次进攻，掩护英军主力撤退。1943 年 5 月晋升少将，并任阿柯尼克
尔及利亚法军总参谋长，负责法国非洲军和战斗法国部队的统一和整编工
作。1944 年 4 月前往伦敦，任驻英法军司令，并任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总
代表和*法国内地军司令。竭力克服同民族抵抗委员会的分歧，促使内地军积
极配合盟军作战。巴黎解放后，任巴黎军事长官和巴黎军区司令。战后曾任
驻德法军司令。1946 年晋升上将。1977 年追赠法国元帅。

柯西金（AлеeKCейHиKOлaeBичKOcblгиH1904—1980）苏联人
民委员会副主席（1940—1946）。1919 年参加红军。1921 年退役。1927 年
加入联共（布）党。1935 年毕业于列宁格勒基洛夫纺织学院。后任十月纺织
厂厂长。1938 年任列宁格勒州委工业交通部长。同年当选为列宁格勒市苏维
埃主席。1939 年任纺织人民委员，当选为党中央委员。翌年被任命为人民委
员会副主席。苏德战争爆发后，兼任苏联疏散委员会副主席。参与东迁工厂
企业和改组国民经济的工作。1941 年 7 月起领导根据国防委员会决定成立的
特别监察小组，在不到半年内监督执行向东部迁移 1360 个大企业和 1000 多
万人。1942 年 1—7 月，以国防委员会特派员身份，留驻于被封锁的列宁格
勒，负责保障供应，并监督实施在拉多加湖底敷设管道。1943 年兼任俄罗斯
联邦人民委员会主席。战争后期，致力于提高工业生产能力，保障前线军需
供应，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战后历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第一副主席和
主席等职。1946 年他当选为党中央政治局（主席团）候补委员和委员。

柯林斯（JosephLawtoncohlins，1896—1963）美国将领。毕业于西点
军校。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1941 年美国参战后，曾守备夏威夷，后出任
美军第二十五师少将师长，因该师人员所佩臂章上绘有箭状闪电，故得诨名
“闪电乔”（LightningJoe）。瓜达尔卡纳尔岛争夺战中，曾率部增援坚守
岛上的美国第一海军陆战师。1944 年调往欧洲战场，升任美国第七军军长。
诺曼底登陆战役时，率军在犹他滩头登陆，攻占瑟堡，并在圣洛（St.LO）突
破获得成功。随后挥师北上，进逼科隆方向。在阿登战役中位于盟军左翼，
作战出众。1945 年春参加鲁尔战役。同年 4月率先攻到易北河畔的德绍。战
后，曾任美国陆军参谋长。

柯棣华（DwarkanathShantaramKotnis，1910—1942）印度医生。国际
主义战士。1936 年毕业于孟买格兰特医学院，留校任助教。中国抗日战争爆
发后，加入印度援华医疗队。1938 年 9 月到中国。次年 2月到延安，担任八
路军总医院外科军医、白求思卫生学校外科教员。1941 年 1 月任晋察冀军区
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院长。奔走于晋东南、冀西、冀南、冀中等抗日根据地，
坚持将医疗队设在前线，救治伤员。1942 年 7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 12
月 9 日于河北唐县积劳病逝。



柯埃尔兹（LouisMarieKoeltz，1884—1970）法国将领。1905 年毕业于
圣西尔军校。长期在军界服务。1937 年获准将衔。1939 年 9 月出任第八集团
军参谋长。法国败降后，负责处理有关停战的事务。1911 年 9 月晋升中将，
任阿尔及利亚第十九军区司令。1942 年盟军在北非登陆后，转对轴心国作
战。1943 年春率第十九军参加突尼斯战役，配合盟军肃清北非德意残敌。1944
年 11 月任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德国事务军事处主任。1945 年 7 月任驻德
法军副司令和盟国管制德国委员会法方代表。战后继续在军界供职。

柯涅楚克（AлeKcaHдPEBдoKиMoBичkopHEйчYK，1905—1972）
苏联剧作家。1925 年开始发表作品。1939 年后致力于戏剧创作，擅长写作政
治性讽刺喜剧。1940 年加入联共（布）党。1942 年发表剧本*《前线》，经
斯大林亲自审阅修改，在《真理报》上连载。战时创作的剧本还有《乌克兰
草原上的游击队员们》、《佩金斯先生访问布尔什维克国家的使命》等。1943
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战后又创作了《请到兹翁科沃伊来》、《马卡尔·杜
勃拉瓦》、《雪球花林》等剧本。

柯斯托夫（TpaйчoKocToa，1897—1949）保加利亚共产党领导人之一。
1920 年加入保加利亚共产党，并在党中央机关工作。1924 年因从事革命活动
被监禁。1929 年获释，后去苏联。曾被选为保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1938
—1942 年任保工人党中央书记和《工人事业报》编辑，为保加利亚人民反对
纳粹德国和国内反动统治的领导者之一。1912 年被捕并判终身监禁。1944
年九月起义时获释。解放后任保共中央书记、保加利亚部长会议副主席等职。
1949 年遭清洗，后恢复名誉。

柯斯丘什科第一师  *波兰爱国者联盟在苏联建立的第一支正规的波兰
人民军队。1943 年 5 月 8 日在苏联的帮助下于苏联境内的梁赞附近建立，并
以波兰民族英雄柯斯丘什科（TadeusZkoscizko，1746—1817）的名字命名。
*贝林格任师长。1943 年 7 月战斗人员达 1.57 万人。同年 10 月 12 日参加列
宁诺村的战斗（此日后定为波兰军队节）。在波兰爱国者联盟的领导下，根
据波兰工人党的路线和政策，与苏军协同作战，打击德军。1943 年 8 月 10
日扩建为波兰第一集团军。

柯斯莫杰米扬斯卡娅（зOяAHаTOдьBHaKOCMoдeMь-яHCKая，
TaHа，1923—1941）即“卓娅”。苏联女游击队员。1941 年 10 月在莫斯科
第二○一中学十年级读书，志愿参加游击队。当年 11 月底潜入敌占区彼得里
谢沃（He-�TpишeBo）村执行任务时被俘。受尽德寇严刑拷打，拒向敌人
招供，并自称丹娘，未暴露自己真实姓名。11 月 29 日被杀害。牺牲后被追
授苏联英雄称号。其事迹在苏联广为传播，许多文艺作品中有她的光辉形象。

相泽事件  日本*皇道派组织的暗杀事件。1935 年 7 月，皇道派首领之
一、教育总监*真崎甚三郎被免职，引起该派不满。8 月 12 日，该派的相泽
三郎中住利用调赴台湾途经东京之机，闯进陆军省军务局长办公室，以“天
诛”的名义用刀劈死*统制派主要人物、军务局长*永田铁山。相泽于次年 7
月被处以死刑。陆军内部两派的对抗达到白热化，终于触发了*二·二六事件。

柏林轰炸  盟国空军对德国实施的战略轰炸战役。1943 年 11 月—1944
年 3 月，以*英国轰炸机司令部为主，*美国第八航空队参加，对以柏林为重
点的德国大城市，连续进行 28 次大规模空袭。战役从 1943 年 11 月 18 日英
机 402 架夜袭柏林开始。其中，英国战略空军对柏林实施 16 次密集轰炸（共
役弹 2.5 刀吨，英机损失 537 架），美国战略空军于 1944 年 3 月 6 日和 8



日实施 2次轰炸（共投弹 2.7 万吨，美机损失 106 架）。整个战役盟军共出
动轰炸机 2万多架次，损失率为百分之五点二。

柏林战役  苏德战争末期苏军发动的战略性进攻战役。1945 年春，反法
西斯盟围军队相继进入德国本土作战，美英军先头部队迸抵易北河，距柏林
100—120 公里，苏军主力则越过奥得河，距柏林 60 公里，占据有利态势。
苏军为攻克柏林投入白俄罗斯第一、第二方面军和乌克兰第一方面军，配以
波罗的海舰队、第聂伯河区舰队、远程航空兵第十八集团军、国土防空军及
波兰第一、第二集团军，总计 250 万人，拥有火炮和迫击炮 4.2 万门，坦克
和自行火炮 6250 辆，作战飞机7500 架。防守柏林的是德军*维斯瓦集团军群
和*中央集团军群所属部队，总兵力约 100 万人，拥有火饱和迫击炮 1.04 万
门，坦克和自行火炮 1500 辆，作战飞机 3300 架，此外，城内尚有守备部队
20 万人。战役从 1945 年 4 月 16 日始，至 5月 8日结束，分为三个阶段：第
一阶段（4月 16—19 日），突破奥得-尼斯河地区。4月 16 日拂晓前，在大
功率探照灯照射下，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从*屈斯特林登陆场发起主要突击，
次日在*塞洛高地附近突破德军防线，至 4月 19 日已完全突破奥得河地区的
敌第三防御地带；同时，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强渡尼斯河成功，至 4月 18 日也
完全突破敌防御区；白俄罗斯第二方面军则于 4月 18—19 日强渡东奥得河，
占领了强渡西奥得河的出发地域。至此，苏军从东、南、北三面对柏林形成
合围之势。第二阶段（4月 20—25 日），合围分割德军集团。白俄罗斯第一
方面军所属远程炮兵于 4月 20 日 13 时 50 分首先炮击柏林，揭开强攻柏林的
序幕，次日突入柏林城郊，并楔入市区防线；乌克兰第一方面军亦于 4月 21
日突入柏林南郊，并在德累斯顿方向击退敌反突击。4月 24 日，苏军在柏林
东南合围德军法兰克福-古本集团；25 日，两支主攻部队在柏林以西会师，
完成了对柏林的包围。同日，苏军同美军先头部队在*托尔高会师。白俄罗斯
第二方面军则同时渡过西奥得河，牵制了德军坦克第三集团军，使其无法从
北面为柏林解围。第三阶段（4月 26 日至 5月 8日），歼灭被围之敌，攻克
柏林。4月 26 日至 5月 1日，德军法兰克福-古本集团被歼。同时苏军开始
肃清城内敌军，4月 30 苏军战士占领德国国会大厦日，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
所属部队经激战攻占国会大厦。5月 2日 15 时，德军停止抵抗，柏林城防司
令魏德林（KarlWeidling）率守军残部投降。5月 3—8日，苏军分兵向易北
河、布拉格和波罗的海一线推进。5月 8日 24 时（至 9日零时 43 分），德
军最高统帅部代表在柏林东部的卡尔斯霍斯特（Karlshorst）正式签署了无
条件投降书，柏林战役和苏德战争遂告结束。此战苏军共歼敌 70 个步兵师、
23 个坦克师和摩托化师，俘虏 48 万人，缴获坦克和自行火炮 1500 辆，飞机
4500 架及其他大量武器装备。攻克柏林标志着法西斯德国的灭亡，5月 9日
成为欧洲解放胜利日。经苏军总参谋部 1987 年审定，列为苏联卫国战争中的
51 个战略性战役之一。

柏林暗堡（Berlinbunker）即“元首地堡”。
柏林-罗马轴心  德国和意大利组成的政治联盟。*意坎战争和德意武装

干涉西班牙，使两个法西斯国家迅速接近。1936 年 10 月 25 日意大利外交大
臣齐亚诺访德期间签订了《德意协定》，主要内容为：德国正式承认意大利
兼并埃塞俄比亚；两国统一在西班牙的外交和军事行动，并达成承认佛朗哥
政权的协议。11 月 1 日墨索里尼在米兰发表演说，声称：柏林和罗马已形成
“一个轴心，可以在这个轴心的周围团结所有愿意进行合作和维护和平的欧



洲国家”。自此，德意组成的政治联盟遂有“柏林秽马轴心”之称，并逐渐
形成柏林-东京-罗马轴心，即德、日、意三国的政治联盟。第二次世界大战
期间与德日意侵略集团为伍的国家均被称为轴心国，后在同盟国的联合打击
下瓦解。

柳川平助（1879—1945）日本将领。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
1929 年任骑兵学校校长。1991 年晋升中将，1932 年任陆军次宫。1934 年任
第一师团长，次年任*台湾军司令官。1936 年*二·二六事件后的肃军中，被
编入预备役。1937 年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复出，任第十军司令官。同年 10
月来华，在海军的协同下于杭州湾、金山卫等地登陆，截断中国淤沪守军后
路，后向南京进击，12 月率部攻占南京，参与进行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因遭
世界舆论谴责，被召回国。1938 年任兴亚院总务长官。1940 年任第二届近卫
内阁司法大臣。1941 年任第三届近工内阁国务大臣，同年任大政翼赞会副总
裁。

柳班战役  苏德战争前期苏军发动的进攻战役，*苏军一九四二年冬季
反攻的组成部分。1942 年 1 月 7 日至 4 月 30 日，由*沃尔霍夫方面军和*列
宁格勒方面军实施。目的是粉碎德军*北方集团军群并解除对列宁格勒的封
锁。苏军进攻之初即进展不利，1月 13 日改变部署后再度发起进攻，以柳班
（любaH）为主突方向。至 1月底，推进约 70—75 公里，从西南纵深包围
了敌柳班-丘多沃集团。后因德军增强兵力及发起强大反突击，苏军未能发展
攻势和完成对敌合围，3 月 19 日其主突兵团第二突击集团军反被德军包围。
4月 30 日苏军停止进攻。被围苏军坚持战斗到 6月底。

柳条湖事变  即“九·一八事变”。因日本关东军炸毁沈阳北郊柳条湖
（前曾讹传为柳条沟）村附近的一段铁路栽赃于中国军队而开始，故名。

柳德尼科夫（иBaHильичлюдHиKOB，1902—1976）苏联将领。
1917 年参加赤卫队。翌年加入红军。参加过国内战争。1925 年加入俄共（布）
党。1938 年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苏德战争开始时为上校，在西南方向作
战。在斯大林格勒会战中，指挥第一三八师坚守顿河与伏尔加河之间地区 1
个半月以上。后任第十五军军长，参加库尔斯克会战和强渡第聂伯河、解放
该河右岸乌克兰地区的战斗。1944 年 5 月起任第三十九集团军司令（至战争
结束）。参加过维帖布斯克-奥尔沙、考纳斯、默麦尔、东普鲁土等战役。1945
年 5 月晋升上将。后又率部参加远东战役。战后曾任驻德苏军副总司令。1968
年退役。著有《翻过大兴安岭》、《伏尔加河上有悬崖》等。

柳捷日登陆场  位于基辅以北第聂伯河右岸的柳捷日（люTeж）地
域。1943 年 9 月 25 日夜间，*基辅战役中的苏军第三十八集团军由此强渡第
聂伯河。到 9 月底建立了面积 50 平方公里的登陆场，10 月上旬扩大至正面
15 公里、纵深 5—10 公里。11 月 3 日，苏军由此发起解放基辅的主要突击。

查理曼师  参加苏德战争的法国法西斯武装组织。
4年 10 月，由*法国反布尔什维主义志愿军团残部、*维希民警及其他法

西斯分子在东普鲁士组成。初属旅级编制，共 7000 余人。1945 年 2 月正式
命名为查理曼（Charlemagne）师，并编为德国党卫队第三十三师，其参谋部
由德国军官控制。此后参加东普鲁士境内多次战事，损失惨重。同年 4月，
残部流窜柏林，被苏军全歼。

查希尔·沙阿（MohammedZabirShah，l914—）阿富汗国王（1933—1973）。
曾在法国求学。1931 年毕业于喀布尔步兵军官学院。翌年任国防部副大臣、



代理国防大臣。1933 年即位。大战爆发后，宣布中立。1941 年 11 月在英、
苏两国压力下，驱逐轴心国 200 余名侨民出境；同年底召开国民会议，强调
其中立政策。1942 年同美国建立外交关系。1973 年被军事政变推翻后流亡国
外。

查特菲尔德（AlfredErnleMontacuteChatfield，1873—1967）英国海
军将领。生于海军将领家庭，就读于圣·安德鲁学校，13 岁上舰服役。第一
次世界大战期间为舰长，参加北海的历次重大海战。后历任海军部副大臣、
海军副参谋长、大西洋舰队和地中海舰队司令等职，参与华盛顿会议限制海
军军备谈判、海军建设和新战术演练等，并晋升为海军上将（1930 年）。1933
—1938 年任第一海务大臣，领海军元帅衔（1935 年）。任内力主扩大海军，
建立由海军控制的舰队空军；作为火炮专家，热心于建造战列舰，多少忽视
了由巡洋舰、驱逐舰等组成的护航反潜力量的发展。一度任印度防务专家委
员会主席。1939 年 2 月再次入阁继*英斯基普为国防协调大臣，翌年 3 月辞
职，该部也随之撤销，转任伦敦地区伤员疏散委员会主席。撰有自传《海军
和防务》和《可能再次发生》。

查普尔特佩克会议  又称“美洲国家间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会议”。1945
年 2 月 21 日—3月 8 日在墨西哥城的查普尔特佩克（Chapultepec）城堡召
开。除阿根廷外的所有美洲国家外长率团参加，代表共 330 人。会议通过了
以“互助和美洲团结”为原则的*《查普尔特佩克宣言》。会议决定：由美洲
各国参谋部代表组成常设泛美参谋部。以代替 1942 年成立的防务理事会；每
四年召开一次泛美会者作为正式的泛美机构，负责制订美洲的共同政策和确
定泛美体系其它机构的职能；每年召开一次外长协商会议，以研究有关美洲
大陆组织的重要紧急问题，讨论将对美洲国家的和平造成威胁的各种局势。
会议在讨论经济问题时，签署了*《美洲国家经济宪章》。会议通过的第 30
号决议，表达了对未来国际组织的意见，提议在成立这种国际组织时要考虑
拉美国家的建议。最后一天会议还通过决议，呼吁阿根廷政府与其他拉美国
家一致，共同反对轴心国。阿根廷政府于3月 27 日发布接受该会议决定的法
令并对日、德宣战。

查普尔特佩克宣言  1945 年3月6日在*查普尔特佩克会议上通过的宣
言。其序言以与会国政府名义宣布“互助和美洲团结”的原则。第一部分规
定：主权国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均有权独立并受到尊重；对某一美洲国家领
土、主权和政治独立的任何侵犯，将被认为是对本宣言其他签字国的侵犯行
为；如某一美洲国家进行侵略或侵略准备，本宣言签字国将相互磋商以采取
必要措施；如侵略威胁或侵略行为对联合国家的军事行动造成损害，本宣言
签字国可采取断绝外交关系、使用武力等措施。第二部分建议美洲各国政府
按照各自的宪法条例签订一项条约，确定在出现侵略威胁或侵略行动时实行
制裁的程序。第三部分指出，关于西半球和平与安全问题的区域性协定，其
原则应该符合未来国际组织的宗旨。宣言为美洲国家建立军事联盟打下了基
础。

勃兰特（KarlBrandt，1904—1948）希特勒的私人医生。1928 年获医学
博士学位，后在波楚（Bocbum）医院从事临床教学工作。1932 年 1 月加入纳
粹党。1933 年 8 月起经常为希特勒及其随从治病，后任全国卫生保健专员，
获武装党卫队少将衔。大战期间积极贯彻希特勒的指示，参与使用囚犯作医
学试验的工作，屠杀大批无辜居民。战后受审时虽以“执行上级命令”为自



己的罪行辩解，仍于 1948 年 6 月被处绞刑。
勃鲁姆（LeonBlum，1872—1950）法国社会党领袖。毕业于巴黎高师。

初从事文艺评论，后转入政界。1920 年起领导法国社会党。长期为议员。两
度出任人民阵线政府总理（1936—1937，1938）。对西班牙内战奉行“不干
涉政策”，对《慕尼黑协定》持批评态度。大战前夕，主张重振法国军备。
法国败降后，反对授予贝当全权，不久被维希政府囚禁。1942 年曾出庭”里
沃姆审判。因坚持人民阵线政策，被囚素。1943 年 3 月，被移交德国占领军
当局，囚于德国。1945 年 5 月获释。战后继续领导社会党，曾短期组阁。著
有《在人类的范围内》、《布尔什维主义和社会主义》等。

勃劳希契（WalthervonBrauchitsch，1881—1948）德国将领。1900 年
军校毕业后开始服役。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为炮兵上尉，后调总参谋部任参谋。
战后仍在国防军任职，积极主张重整军备。1933—1937 年，历任第一师师长、
普鲁士军区司令、第一军军长、第四集团军司令。1938 年升为上将，任陆军
总司令，指挥德军进勃劳希契占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区。1939—
1940 年相继指挥进攻波兰、荷兰、比利时和法国诸战役，连连获胜。1940
年 7 月晋升元帅。1941 年指挥侵占南斯拉夫、希腊和苏联。由于对苏闪击战
失败，于同年 12 月被希特勒解职。转入预备役后隐名度日。1945 年被英军
俘虏。后病死于汉堡战俘营。

勃姆巴切（NicoloBombacci，1879—1945）意大利法西斯分子。初为意
大利社会党员，1921 年参加意大利共产党。1927 年被意共开除出党，后转向
法西斯主义。三十年代出版《真理报》，吹捧墨索里尼，颂扬法西斯专政，
并鼓吹对外扩张。1943 年 7 月墨索里尼垮台后，潜往北方。*萨罗共和国时，
力图重振法西斯制度，成为墨索里尼的心腹。1945 年初因萨罗共和国陷入因
境，曾试图与北意民族解放委员会谈判寻求出路，未成。4 月随墨索里尼外
逃时，被游击队俘获后处死。

勃洛姆堡（WernervonBlomberg，1878—1946）一译“布洛姆贝格”。
德国将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在总参谋部任职。战后在国防军历任军训处处
长、陆军管理局（实即陆军总参谋部）军队办公室主任、第一军区（东普鲁
士）司令。曾代表德国出席日内瓦裁军谈判。1933 年 1 月被总统兴登堡委任
为希特勒内阁的国防军部（1935 年改称军事部）部长。1934 年 8 月兴登堡死
后，下令国防军向希持勒宣誓效忠。1935 年秋，兼任武装部队勃洛姆堡总司
令。主持纳粹德国早期的扩军工作，积极支持法西斯独裁统治。1936 年获元
帅衔。1937 年 11 月，在最高军政秘密会议上，对希特勒提出的具体扩张步
骤有所保留。1938 年在*勃洛姆堡一弗立契事件中被免职。第二次世界大战
后，作为纳粹德国军队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受审
期间猝死狱中。

勃勒齐奥西（GiovanniPreziosi，1881—1945）意大利法西斯分子。1919
年创办《意大利生活报》，宣传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深得墨索里尼赏识。
三十年代末起转入政界活动。大战期间支持政府的对外侵略政策。1943 年 7
月墨索里尼被推翻后逃亡德国，在慕尼黑电台上露面，煽动在意大利重建法
西斯制度，深受希特勒和罗森堡的器重。同年 12 月返回意大利，任*萨罗共
和国种族办公室主任，力图彻底解决犹大人问题。米兰光复前夕自杀。

勃拉斯科维兹（JohannesBlaskowitz，1883—1948）德国将领。1901
年入伍。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1935 年升至中将。1938—1939 年指挥第三



集团军侵占奥地利、苏台德区和波希米亚。1939 年 9 月指挥第八集团军进攻
波兰。继而任驻波兰德军总司令。后因同党卫队发生矛盾被解职。1944 年重
新出任驻守法国的 G集团军群司令。盟军在法国登陆后，因败退又被免职。
1945 年一度任驻守荷兰的德军总司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作为战犯，在等候
纽伦堡美国军事法庭审判时自杀。

勃朗宁式机枪（Browning）美制机枪。由美国兵器设计师勃朗宁
（JohnMosesBrowning，1855—1926）设计，故名。1915—1916 年设计，1917
年试制。初为水冷式，二十年代改为气冷式。其 7.62 毫米口径型用于步兵武
器，12.7 毫米口径型用于坦克和飞机，或作为步兵重武器。大战后继续使用
到五十年代。

勃鲁门特里特（GuntherBlumentritt，1892—1967）德国将领。1911
年入伍。1938 年任陆军总参谋部训练处处长。1939 年参与*《白色方案》的
制定与实施。大战爆发后，任入侵波兰的南方集团军群作战处长。1940 年参
加入侵法国。1941 年 6 月入侵苏联时任第四集团军参谋长。在*莫斯科会战
中，当苏军反攻时力主顽抗，先后晋升少将和中将。大战后期历任党卫队第
十二军、第二十五集团军和第一伞兵集团军指挥官，在西线作战。战后曾参
加撰写《致命的决定》一书。

勃朗宁式自动步枪（BroWning）简称BAR 美制自动步枪。由美国兵器设
计师勃朗宁（JohnMosesBrowning，1855—1926）设计，故名。1915—1916
年设计，1917 年试制，翌年投产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使用。战后多次改进，
全长 1石 7米，总重 7公斤，口径 7.92 毫米，弹夹装弹 20 发，射速每分钟
500—650 发，亦能单发、双发或 3发点射。按上两脚架可作轻机枪使用，但
枪管不能更换。作步枪用较笨重，弹夹装卸不便，命中率较差。从 1920 年起
为美军普遍使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瑞典、波兰、比利时等国曾购买专
利。1940—1941 年提供给英国，用于本土保卫战。战后继续使用到五十年代。

勃洛姆堡-弗立契事件  希特勒改组德国军事领导机构的事件。1937 年
11 月 5 日，*勃洛姆堡和*弗立契在德国高级军政首脑会议上对希特勒的侵略
计划表示怀疑。1938 年 1 月下旬，希特勒借口勃洛姆堡的新婚妻子曾为妓女
和秘密警察炮制的弗立契有同性恋的假案，将两人和其他 16 名高级将领兔
职，另 44 名高级将领降职。同年 2月 4日，希特勒颁布《关于德国武装部队
统辖权的命令》，宣布亲自接掌整个武装部队的统辖权，自任武装部队最高
统帅，取消军事部，原军事部武装部队局改组为“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
接管原军事部职能：原军事部武装部队局局长”凯特尔升任武装部队最高统
帅部长官（实际上是希特勒的总参谋长）。至此希特勒遂完全掌握德国最高
军事指挥权。

威廉  ①威廉皇太子（KronprinzWilhelm，1882—1951）。德皇威廉二
世长子。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任高级军官。1918 年 11 月流亡荷兰，不久被
废黜。1923 年 11 月曾回国试图担任魏玛共和国总统未成。后又希望通过同
纳粹党结盟恢复君主政体，曾多次表示支持纳粹主义。1933 年 3 月 21 日出
席*波茨坦日仪式，平时常佩饰卍标志。但因未达复辟目的，渐与纳粹政权疏
远。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被德国反希特勒密谋集团内定为拟议中的政府首
脑。②奥古斯特·威廉（AugustWilhelm，1887—1949）。德皇威廉二世第四
子，德意志帝国皇子。早年获政治学博士学位。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任上校。



战后在普鲁土任文职官员。1927 年加入钢盔团，1929 年退出。同年加入纳粹
党，此后始终信奉纳粹主义，作为该党代表到各地演说。1932 年任普鲁土邦
议员。后又任国会议员，曾长期在冲锋队中供职。③威廉（wilbelm）。1942
年 6 月德军第六集团军在苏德战场南线，进攻沃耳昌斯克（BonлHcK）地域
苏军的行动代号。参见“腓特烈二世”。

威尔逊  ①亨利·梅特兰·威尔逊（HenryMaitlandWilson，1881—
1964）。英国将领。早年受教于伊顿公学和桑德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以后
在南非、印度、中东服役。大战开始时任英国中东司令部所属埃及部队司令，
率*尼罗河集团军同意军作战。1940 年冬，与*韦维尔、*奥康纳一起，在昔
兰尼加击溃意军。1941 年 3 月率远征军援助希腊，不久失败撤退。同年 6月
率军从维希法国手中夺取叙利亚。1942—1943 年任伊朗-伊拉克英军总司令
和中东英军总司令。1944 年继艾森豪威尔任亨·梅·威尔逊盟军地中海战区
总司令，晋升元帅。翌年，以英国参谋团团长身份派驻华盛顿，参加过雅尔
塔会议和波茨坦会议。1946 年受封男爵。因其身躯魁伟，有“琼博”（Jumbo，
大象）的昵称。②查尔斯·爱德华·威尔逊（CharlesedwardWilson，1886
—1972）。美国企业家。1899 年进入通用电气公司，历任该公司要职，1940
年后两度担任董事长。*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应总统罗斯福之召于 1942 年出
任战时生产局副局长，一度任代局长。主持战时工业动员和生产事务，将美
国大企业的管理经验和合理化生产方法推广到战时工业生产，并参与制定物
资管制计划和部件预订计划等。1944 年 8 月因与局内的纳尔逊派发生争吵而
辞职，被反对派指责为保护大企业利益。朝鲜战争期间，曾出任国防动员局
局长。

威尔基（wendellLewisWillkie，1892—1944）美国政治活动家。印第
安纳大学毕业。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参军服役。战后开业为律师。1933 年任
联邦与南方公司总经理。1940 年成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竞选失败。对罗斯
福政府的国内政策多有批评，然在外交事务上采取合作态度，鼓吹“天下一
家”的国际合作思想，反对共和党内的孤立主义。1942 年 9 月和 10 月受罗
斯福之托历访非洲、中东、苏联和中国等地。翌年将见闻写成《天下一家》，
呼吁战后合作，甚有影响。

威克斯（RonaldMorceWeeks，1890—1960）英国将领。早年就读于查特
豪斯公学和剑桥大学。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三十年代在地方驻防部队任
参谋。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任英国本土防卫部队司令部参谋处长。1941
年获少将衔，出任军需处长。1942—1945 年任帝国副总参谋长，领中将衔。
1945 年 7—8 月任英国驻德占领军副司令兼参谋长。战后成为戒克斯-阿姆斯
特朗公司等多家公司的董事和董事长。1956 年受封男爵。

威廉街（Wilhelmstrase）纳粹德国总理府所在地。因纳粹德国旧总理
府正门和其他政府各部机关位于该街，遂成为政府的代名词。1938 年建造的
新总理府正门位于福斯街（Voosstrasse），但旧称仍被延用。

威塞尔（HorstWessel）1907—1930）德国冲锋队小队长。早年混迹下
层社会。1926 年加入纳粹党，任柏林冲锋队小队长。后谱写*《霍尔斯特·威
塞尔之歌》。因参加街头殴斗，1930 年 2 月 23 日被人在住所杀死。死后曾
被戈培尔等吹捧为纳粹英雄。

威尔弗留德（Wilfred）1940 年 4 月英国在挪威领海布雷的行动代号。
为了切断德国通过挪威港口获得瑞典铁矿石的供应，1940 年 3 月底，英、法



两国政府在伦敦举行的最高军事会议决定，在对挪威和瑞典致送措词笼统的
通牒后，将在挪威领海敷设水雷。4 月 3 日，英国海军部奉命执行以此为代
号的行动。4 月 8 日凌晨 4 时半至 5 时，4 艘英国驱逐舰在通往纳尔维克
（Narvik）港的航道布雷。

威克岛之战  日军攻占威克岛的作战。威克（Wake）岛为中太平洋的美
军基地，面积仅 9平方公里，但战略位置重要。1941 年 12 月 10 日，日军在
2艘轻巡洋舰、4艘驱逐舰掩护下试图登陆，被美军击退，并被击沉 2艘驱逐
舰。12 月 21 日，日军调来袭击珍珠港后返航的苍龙号和飞龙号航空母肌增
援。经猛烈轰炸后，22 日，千余日军冒大雨再度登陆，双方激战，守军败降。
1500 余人（包括文职人员）被俘，120 人阵亡，日军被击毙 800 余人。

威塞尔演习（Weserubung）德国入侵丹麦和挪威的行动计划代号。为了
抢在英国之前控制挪威，确保瑞典铁矿基地和波罗的海侧翼，并为海军和空
军提供进攻英国的更为广阔的出击线，1940 年 1 月底希特勒下令德军最高统
帅部秘密制定入侵计划。福肯霍斯特（NikolausvonFalkenhorst，1885—
1968）将军被任命为负责人。计划要求在攻占挪威的同时占领丹麦，作为必
要的战略跳板和运输线的保障。规定广泛使用登陆兵和空降兵对挪威和丹麦
同时实施突击。3月 5日，希特勒召集三军总司令进行讨论。4月 2日，希特
勒批准最后方案，并规定入侵行动在 4月 9日清晨开始，参见“挪威战役”。

威廉明娜女王（WilhelminaHelenaPanlineMaria，1880—1962）荷兰女
王（1890—1948）。威廉三世（wil-helmIII，1817—1890）之女。
1890 年即王位，1898 年正式加冕。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力主荷兰保持中立。1940
年 5 月 10 日德国入侵荷兰时发表声明号召人民积极抵抗，13 日率王室和内
阁成员流亡伦敦。在英国组成抗战政府，号召人民继续抵抗。太平洋战争爆
发后支持美、英抗日，并宣布荷属东印度自治。1942 年 3 月成立具有议会性
质的“特别咨询委员会”。威廉明娜 1945 年 5 月荷兰光复后回国。1948 年 9
月吐日逊位。著有回忆录《孤独，俱并非孤家寡人》。

威利斯莱式轰炸机（Wellesley）英国轻型轰作机。1935 年投产。单引
擎，最大时速 228 英里，航程 1100 英里，升限 3.3 万英尺。装有 2挺机枪。
乘员 2 人。载作弹 1000 磅。大战初期主要参加东非战役。1941 年后退出现
役。

威斯康星号战列舰（Wisconsin）美国战列舰。为 1936 年开始建造的 4
艘“衣阿华”级战列舰之一。排水量 4.5 万吨，舰长 274 米，最大宽度 33
米，航速 31—33 节，配备 406 毫米火炮 9门，127 毫米高平两用炮 28 门，
40 毫米速射高炮 80 门，乘员 2700 人。大战后期在太平洋海域作战，1914
年底起参加菲律宾战役。1945 年 2 月参加硫黄岛战役，3月随舰队攻击日本
本土，4月参加冲绳岛战役。战后曾参加朝鲜战争。

威尔士亲王号战列舰（PrineeofWales）英国战列舰。1941 年建成。排
水量 3.5 万吨，最大航速 28.5 节。装有 10 门 14 英寸火炮，16 门 5.25 英寸
火炮和由单、双管自动高射炮及高射机枪组成的防空火力。为英国海军中的
新型战列舰，刚建成（造船工人尚未全部撤离）即投入 1941 年 5 月围歼德国
俾斯麦号战列舰的战斗。同年 8月，丘吉尔乘坐该舰前往纽芬兰附近同美国
总统罗斯福举行*大西洋会议。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被派往新加坡，成为*英
国东方舰队的旗舰。1941 年 12 月 10 日，在暹罗湾破日本飞机击沉。舰队司



令*菲利普斯和舰长及官兵 370 亲人殉难。
歪把子机枪  即“十一式机枪”。
奎松（ManuelLuisQuezonyMolina，1878—1944）菲律宾总统（1935—

1940）。1916 年任参议院议长。1924 年任国民党主席。1934 年美国承认菲
律宾自治后，当选为首届总统。1941 年再次当选。同年底日军进攻马尼拉时
逃亡内地。1942 年 2 月 8 日致电罗斯福，要求美、日达成有关菲律宾中立化
的协议，美、日双方同时从菲律宾撤军，美国则应承认菲律宾独立，遭到拒
绝。3月率内阁流亡澳大利亚，后又去美国，任太平洋作战委员会委员。奎
松曾签署《联合国家宣言》。后在华盛顿病逝。著有自传《好的战斗》。

挺进队  即“冲锋队”。
指环（Koльцo）*斯大林格勒会战中苏军歼灭被围德军集团的战役计

划代号。由*顿河方面军于 1943 年 1 月 10 日至 2月 2日实施。计划规定了由
西到东各个歼灭已被分割包围的两部分德军的作战顺序。

挪威战役  又称“斯堪的纳维亚战役”。1940 年 4—6 月间德国入侵丹
麦、挪威同英、法争夺斯堪的纳维亚的战略性战役。代号*威塞尔演习。德军
集中 14 万人，1300 架飞机和 234 艘舰艇，于 4 月 9 日拂晓向丹麦、挪威同
时实施突击。在丹麦，摩托化步兵冲过国境线后向日德兰半岛北端长驱直入，
空降兵也同时在西兰岛和首都哥本哈根着陆。入侵一小时后，丹麦政府和国
王克里斯蒂安十世呼吁人民“放弃任何抵抗”。德军占领丹麦仅死 2人，伤
10 人。在挪威，德军先遣队在*吉斯林分子的配合下，在南起奥斯陆北至纳
尔维克（Narvik）各主要口岸突然实施登陆和空降，未遇严重抵抗当即完成
占领，随即增兵向挪威中部推进。挪威政府和国王哈肯七世拒绝投降，向腹
地撤退，组织挪军残部继续战斗。英、法当初曾计划将战争扩大到中立的挪
威，在*英法援芬军事计划流产后，又准备于 4月初在挪威水域布雷并在西海
岸登陆。德军抢先行动，迫使英、法仓促应战。4 月中旬，英法波联军近 4
个师，先后在北部纳尔维克附近和中部纳姆索斯（Namsos）、翁达尔斯内斯
登陆。联军在中部向特隆赫姆作钳形包抄，进攻受挫后于 5月 1日登船撤退，
战斗重心转向北方。5月 10 日起德军向西欧发动进攻，法国局势严重，联军
遂于 6月 5—8日撤出纳尔维克地域。6月 7日，挪咸政府流亡英国，挪军残
部于 10 日投降，德军占领挪威全境。此战盟军由于指挥优柔寡断和未能协同
作战，致遭失败。德军死亡和失踪共 5356 人，损失军舰 15 艘；盟军死亡和
失踪共 3734 人，损失军舰10 艘。参见“特隆赫姆之战”、“纳尔维克之战”。

挪威抵抗运动  大战期间挪威人民反抗德国占领的斗争。1940 年 6 月
初，挪威国王和政府及部分军队撤到英国后，国内人民奋起抗击德国入侵者
和吉斯林傀儡政权。不久组成国内阵线，其下属军事组织称*米洛格，民政组
织称克莱德森（Kretsen，挪威语意为“小组”），主管反法西斯宣传和组织
各种形式的斗争。1941 年夏国内阵线组织遍及挪威。由挪威军官马丁·林吉
（MatinLinge）领导的海外抵抗组织总部设在英国。在英国武装人员的配合
下，经常潜入挪威从事破坏活动和对挪沿海岛屿发动攻击，炸毁德国运输船
和炼油厂。1943 年为协调国内阵线、流亡政府和英国三方的关系，成立英-
挪合作委员会。国内由米洛格单浊领导地下活动，破坏位于*维莫尔克生产重
水的工厂和炸沉德国运送重水的运输船，使德国研制核武器计划遭到破产。
自 1944 年夏起，约 3.5 万名米洛格成员积极开展武装斗争，有力地配台了盟
军在西线的进攻。1945 年 5 月 8 日，驻挪威德军签署投降书，挪威获得解放。



轴心（Achse）1943 年 9 月德国对意大利实行军事占领、解除意军武装
和劫持意大利舰队的一系列行动的总代号。1943 年意大利*七月政变后成立
巴多里奥政府，开始与盟军秘密谈判停战协定。希特勒闻讯后，即派隆美尔
率军以协防为名控制阿尔卑斯山山口，实施代号*阿拉里克的行动，调兵进驻
意大利北部。27 日，希特勒召集军事会议，策划营救墨索里尼（代号*橡树）
和占领罗马，以扶植墨索里尼重新上台（代号*学生），对意大利领土实行军
事占领（代号*黑色）以及劫持意大利舰队。9月 8日晚意大利与盟国于 9月
3 日秘密签订的停战协定公开宣布，德军随即包围和控制罗马、解除意军武
装和占领意大利全境。但意大利仍队已于当晚驶离驻泊港口，往马耳他向盟
军投降。德军遂以空军于途中炸沉其旗舰*罗马号战列舰。

鸥式歼击机  即“H—153 型歼击机”。

[丨]

战斗（Combat）大战期间法国国内的抵抗组织。1940 年夏建立，初名“民
族解放运动”。1941 年底出版《战斗报》，故名。由*弗雷内、*皮杜尔等人
领导。参加者多为军官、企业家和知识分子。活动中心初在法国东南部，后
移至里昂，并曾试图延伸至北部，但未成。设有宣传、情报、袭击等部门，
并建立秘密军，进行武装斗争。与维希政府情报机构有接触。1942 年秋起，
又和自由法国建立联系。1943 年 5 月加入*民族抵抗委员会。

战争  书名。苏联作家*爱伦堡的政论集。3卷。出版于 1942—1944 年。
文集犀利地揭露了法西斯主义的卑劣行为，为捍卫欧洲文明和苏维埃社会的
崇高理想而热情呼吁，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

战斧（Battleaxe）1941 年英军在利比亚和埃及边境地区的反攻行动代
号。是年 5月，退据埃及的英军在获得增援后，企图趁隆美尔的主力未调到
第一线参战之机发动反攻。以解图卜鲁格之围。6月 15—17 日，英军在哈尔
法亚（Halfaya）、卡普措（Capuzzo）和西迪俄马（Si-diOmar）一线的正面
攻击和侧翼包抄行动均受挫，而陷于受包抄被围歼的危险，被迫撤回原出发
阵地。此战失利后，6 月末到 7 月初，英国中东战区司令部改组，总司令韦
维尔同驻印英军司令奥金莱克对调职位。

战舰（Irolnclad）1942 年英军进行*迪耶戈-苏瓦雷斯登陆战的行动代
号。

战队训  日本陆军训谕。1941 年 1 月 8 日由东条英机陆军大臣下达。随
着侵略战争的不断扩大，日军兵员急剧膨胀，士兵年龄下降，训练不足，该
训谕旨在鼓舞士气，训练新兵，为侵略战争服务。由序、本训（一.皇国、皇
军、军纪、攻击精神；二.孝道、责任：三.战场之戒）和结尾三部分构成。
训戒士兵要在战场上发挥“皇军之神髓”，攻必克，战必胜，宣扬皇道，不
受辱，不投降，以死洗刷污名。训谕还强调注意开展思想战。

战力会议  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日本负责制定有关征用物资的运输计
划的决策机关。为对付盟军的封锁、提高运输效率，日本最高战争指导会议
于 1945 年 4 月 19 日通过《国家船只及港口统一管理实施纲要》，在大本营
附设此机构为其内容之一。成员包括内阁综合计划局长官、陆军兵站总监部
参谋长、海军战力补给部长、陆军省军务局长、海军省军务局长、陆军整备
局长、海军军务局次长、海上护工参谋长、海运总监部参谋长、军需省总动



员局长和运通省海运总局长官。
战斗法国（FranceCombattante）大战时期戴高乐领导的抵抗运动。前

身为*自由法国。1942 年 7 月 14 日成立，领导机构仍为法兰西民族委员会。
盟军登陆北非后，其中心逐渐自伦敦转向北非，1943 年 6 月 3 日在阿尔及尔
建立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由戴高乐和吉罗共任主席，开始代表法国的利
益，并统一领导全国的抵抗运动。8 月得到美、英、苏等大国的承认。其武
装部队与北非军汇合整编，接受美式配备，参加突尼斯的役。1943 年 9 月解
放科西嘉岛，此后又组成远征军去意大利作战。翌年 6月 3日，成立由戴高
乐任主席的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指挥*法国内地军和正规军配合盟军进入
法国作战。1945 年春基本光复本上。

战略轰炸（StratogicBombing）大战后期盟国广泛采用的以轰炸为基础
的独立空中战争。其思想渊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和战后的*杜黑、特沦查
德（HughMontagueTrenchard，1873—1956）和米切尔（WilliamMitobell，
1879—1936）。强调通过大规模的系统的轰炸，破坏敌方战争经济和摧毁敌
方抵抗意志以赢得战争。1940 年在*不列颠之战中，德国和英国实际上已开
始实行。但德国没有独立的战略空军，英国则缺乏足够的力量广泛开展。1942
年 2 月，英国确定集中轰炸城市以破坏敌方士气。*英国轰炸枫司令部相继实
施*科隆轰炸、*埃森轰炸和*不来梅轰炸，主要采用夜间区域轰炸方法，并研
制和使用先进的*前进导航议、*奥波依导航仪和*H2S 型雷达。由于美国空军
未积极参加，轰炸规模有限，1942 年总投弹量仅 5万吨（英国小吨）。1943
年 1 月，美英首脑卡萨布兰卡会议决定发动联合轰炸攻势，规定目标为破坏
德国军事、工业和经济系统，摧毁其人民斗志。英国轰炸机司令部继续对城
市实施夜间区域轰炸，*美国第八航空队则对选定的工业目标实施昼间精确轰
炸。同年5—6月，美英参谋长联席会议修订联合轰炸攻势计划，开始实施代
号*直截了当的行动。美国组建以意大利南部为基地的第十五航空队，加强战
略轰炸。在此期间，英、美相继实施*鲁尔轰炸、*汉堡轰炸、*柏林轰炸、*
施魏因富特轰炸等战役，并开始进行*穿梭轰炸。1943 年英、美总投弹量增
至 20.6 万吨。1944 年 2 月，发动代号*论证的行动，集中袭击德国航空工业。
同年 4月起，为准备代号*霸王的行动，集中轰炸法国北部和比利时的机场、
交通枢纽和防御工事。同时还密集轰炸德国的石油工业。随着盟国空军进一
步加强和德国空军的削弱，1944 年下半年美、英对德战略轰炸达到高潮。该
年的投弹量 120.2 万吨，占整个战时对欧洲总投弹量的百分之六十。1945 年
1 月，美、英决定实施*雷击的行动，大规模轰炸苏军将要占领的德国东部城
市。同年 2 月又进行摧毁德国交通线的代号*竖笛的行动。1945 年上半年投
弹量 48.1 万吨。对日本的战略轰炸由*美国第二十航空队以*B-29 型轰炸机
进行。最早始于 1944 年 6 月，从中国的成都和印度基地起飞袭击日本，并曾
制定代号*马特霍思的行动计划。同年秋美军攻占马里亚纳群岛后，美机即转
而以此为基地，于 11 月 24 日开始对日本本土有系统的大规模轰炸。1940 年
3 月 9—19 日，美国出动 B-29 型轰炸机 1600 多架次，密集轰炸东京、名古
屋、大阪、神户等城市，投弹近万吨（主要为燃烧弹），摧毁约 40 平方英里
面积的建筑物，仅东京一地即死亡 8.3 万人。由于日本防空力量薄弱，美机
损失率不到百分之一。到战争结束，美机先后轰炸日本城市 65 个，总投弹量
约 15.3 万吨，炸死 33 万人。战略轰炸作为一种新的战争样式，在战争后期
发展起来，对打败德意日法西斯起了重要作用。



战鹰式战斗机（Warhaw）即“P-40 型歼击机”。
战争经济全权总办  即“军事经济全权总办”。
战略轰炸效应委员会（StrategicBombingEffectsCommittee）即“美

国战略轰炸调查处”。
竖笛（Clarion）盟国空军 1915 年 2 月对德国交通线进行战略轰炸的行

动代号。当盟军准备强渡莱茵河对德国发动最后攻势时，根据艾森豪威尔的
要求，于 1945 年 2 月 22 日开始实施。盟国空军从英国、法国、意大利、比
利时和荷兰的基地，出动飞机 9000 多架次，轰炸德国铁路交通的 200 个大目
标和数千个小目标，在一周内投弹 5.5 万吨，致使德国交通运输处于瘫痪。

临沂战役  日本宣布投降后八路军在山东省临沂县对拒降伪军的进攻
作战。191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宣布投降，但日伪军拒绝向中共领导的抗日
军民投降。为肃清顽抗之敌，8月 17 日起，八路军山东滨海、鲁中军区各一
部，对踞守临沂县城的伪军发动进攻，因准备不足未能奏效。9 月 10 日晨，
八路军以 4000 斤炸药实行坑道爆破，将城墙炸开 30 米宽缺口突入城内，经
逐屋争夺，至次日上午 7时占领临沂，歼伪军 2000 余人，使鲁南、鲁中、滨
海 3个地区连成一片，扩大和巩固了山东解放区。

临时咨询议会（AssembleeConsultativeProvisoire）*法兰西民族解放
委员会建立的咨询机构。由本土各抵抗组织、各主要政党、海外殖民地和阿
尔及利亚的代表共 100 余人组成，主席为*古安。1943 年 11 月 3 日举行首次
会议。曾对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和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各部门的工作进
行监督和提供建议，并就处置维希政府人员，支援本土抵抗运动，战后政体
建设等问题进行讨论。1945 年 8 月 3 日停止活动。

星条报（StarsandStripes）美国军方报刊。1943 年底至 1944 年初创刊，
由美国陆军勤务部队报导与教育师（InformationandEducationDivlsion）负
责主编，分别在本国的纽约、夏威夷和英国、法国、北非等地与各战区新闻
宣传机构协作出版发行。因战时各地条件不同，分日刊、周刊、月刊等，总
计发行过 40 种以上不同的版别，其中以在纽约出版的最为完整。广为美军官
兵阅读，影响较广。战后继续发行。

星野直树（1892—1978）日本国务大臣（1940—1941）。1917 年东京帝
国大学毕业后入大藏省。曾任大藏事务官等职。后历任“满洲国”财政部总
务司长、财政部次长、国务院总务厅长，1937 年任国务院总务长官，主宰“满
洲国”事务，对中国东北进行占领统治和掠夺。1940 年任第二届近卫内阁国
务大臣兼企划院总裁，主张强化官僚体制，加速军火生产，1941 年辞职后被
敕选为贵族院议员。1941—1944 年任东条内阁的内阁书记官长，为东条英机
得力助手。后任大藏省顾问。战后，于 1948 年作为甲级战犯被远东国际军事
法庭判处无期徒刑。1955 年获释，转入实业界。

昭和维新  昭和初期，日本法西斯分子模仿明治维新而掀起的“改造国
家”运动。该运动以北一辉、大川周明的思想为指导，以陆海军青年将校为
主体。1928 年 3 月，海军青年将校成立“王师会”，鼓吹“奉天命完成明洽
维新”。1932 年五·一五事件时发布檄文，声称“点燃昭和维新之火炬”。
其主要政治主张为：强调铲除“君侧奸佞”（即元老、重臣、政党首领和财
界巨头），建立以天皇为中心的“一君万民”的法西斯政治体制。自 1930
年*樱会成立到 1936 年的二·二六事件，包括*石原莞尔等企图通过合法手段
建立国家总体战体制的活动，均以此为指导思想。



昭和研究会  日本近卫文魔的智囊团。1936 年 11 月 1 日成立。后藤隆
之助为该会首脑。以研究强化战时国家政权机构为主要目的，曾就日本的内
政外交提出许多方案供近卫内阁选用，并积极参与领导近卫新体制运动。大
政翼赞会成立后，即于 1940 年 10 月 3 日宣布解散。

虹口事件  中日冲突事件。由于日军在华北步步进逼，中国人民的反日
情绪十分高涨，1936 年 9 月 23 日晚，日军驻上海黄浦江出云号舰 4 名海军
陆战队士兵在虹口吴淞路口被袭击，1人毙命，2人受伤。事发后，日军出动
铁甲车、坦克等，在虹口全区戒严，并越界在闸北布防。次日，日本政府下
令其第三舰队“保护”日侨，并作好增援准备，同时令其驻华大使川越茂直
接向蒋介石提出交涉。

虹桥事件  亦称“大山事件”。七七亭变后日军为进攻上海而制造的挑
衅事件。1937 年 8 月 9 日下午，日海军陆战队中尉大山勇夫和水兵斋藤要藏
持枪驾车冲击虹桥机场寻衅，并不服卫兵制止。机场保安队将两人击毙。日
军当局以此为借口，无理要求中国方面撤退上海保安队、撤除防御工享等。8
月 13 日悍然发动对上海的进攻。

响堂铺伏击战  1938 年八路军在河南省涉县（今属河北省》对日军的
一次伏击战。是年3月 31 日，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由徐向前指挥以主力埋伏在
晋冀交界东阳关与涉县之间的响堂铺，袭击由黎城经东阳关开往涉县的日军
第十四师团 2个汽车中队，并击退前来增援的日军，经两个小时激战，歼日
军少佐以下 400 亲人，焚毁汽车 180 辆。战后，当地人民竖立“响堂铺伏击
战纪念碑”。

哈达（MohammadHatta，1902—1980）印度尼西亚独立运动领导人。早
年留学荷兰。1932 年回国，参加反荷独立运动，并任国民教育党主席，曾被
殖民当局逮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侵占印尼始获释。遂与日本占领当
局合作，曾任日本军政府顾问。1943 年任人权中心总主任，并协助日军组建
*乡土卫国义勇军。后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印尼民族解放运动推动下，进行
抗日活动。1945 年 8 月任独立后首届副总统。以后还担任过总理、副总统等
职。

哈松（AzolinoHazon，1883—1943）意大利将领。曾参加侵略埃塞俄比
亚的战争，以残酷著称。1937 年回国成为*格拉齐亚尼助手，任宪兵副司令。
1942 年起与宫廷关系密切，专事向国王提供情报，同时与齐亚诺等人建立联
系。同年底密谋将巴多里奥列为首相候选人。1943 年 2 月就任宪兵司令，直
接策划推翻墨索里尼的政变。后在美机空袭罗马时身亡。

哈定（AllanFrancisHarding，1896—1985）英国将领。1914 年服役，
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以军功逐步晋升，1939 年为中校。同年 10 月赴中
东作战。1942 年起任职于沙漠军，参加自阿拉曼至的黎波里的作战。在*意
大利之战中，任*亚历山大的参谋长，后任第八集团军的第十三军军长，领中
将衔。战后历任南部军区司令、远东地区地面部队司令、驻莱茵英军司令、
帝国总参谋长、塞浦路斯总督和驻军司令等要职，领元帅衔。1957 年退休。

哈查（EmilHacha，1872—1945）*波希米亚穆拉维亚保护国总统。1895
年毕业于布拉格大学法学系。1925 年起任捷克斯洛伐克最高法院院长。1938
年《慕尼黑协定》签订后，继*贝奈斯出任总统。1939 年 3 月 15 日被希特勒
召至柏林，签署出卖捷克斯洛伐克独立的法令。旋被任命为傀儡政权“波希
米亚-摩拉维亚保护国”总统。任内，解散国会，取缔一切政党，并组成国家



统一党，全力为纳粹德国效劳。1945 年 5 月 16 日捷克斯洛伐克光复后被捕，
病死狱中。

哈特（ThomasCharlesHart，1877—1971）美国海军将领。1897 年美国
海军学院毕业。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海军潜艇部队军官。1929 年升为海军
少将。1939 年 7 月出任亚洲舰队司令，晋升海军上将。太平洋战争爆发前，
曾与英国远东海军指挥官菲利普斯海军上将商定联合作战事宜。珍珠港事变
后，任美英荷澳联合舰队总司令，退守荷属东印度群岛。1942 年 1 月指挥袭
击驶往巴匣巴板（Balilcpapan）的日军护航运输船队获得成功。后与荷兰海
军上将赫尔弗里希咽战略分歧发生争执，并受命移交指挥权。同年回国，在
海军部供职。1945 年退役。

哈蒙（MillardFillmoreHarmon，1888—1945）美国将领。1912 年毕业
于西点军校。后在陆军航空学校学飞行。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1941 年获
少将衔，任第二航空队司令。后任陆军航空兵参谋长。1942 年出任南太平洋
地区地面与航空部队司令，指挥对日作战。1943 年晋中将。1944 年升任太平
洋地区陆军航空兵司令。主持在关岛、提尼安岛和塞班岛建筑大型空军基地，
以*B-29 型轰炸机对日本本上发动空中攻势。1945 年死于飞机失事。

哈尔西（WilliamFrederiekHalsey，Jr，1882—1959）美国海军将领。
1904 年毕业于美国海军学院。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任驻德海军武官等
职。1933—1934 年先后在海军军事学院和陆军军事学院深造。1935 年获海军
飞行员资格。1938 年晋升海军少将，指挥航空母舰。1940 年晋升海军中将，
服役于美国太平洋舰队。珍珠港事变前夕，率企业号航空母舰等舰只运送海
军战斗机往威克岛。1942 年初率舰队攻击占据马绍尔和吉尔伯特群岛的日
军。同年 4 月护哈尔西送社立特指挥的 B-25 型轰炸机群空袭东京。10 月升
任南太平洋部队和地区司令。参与指挥瓜达尔卡纳尔岛争夺战，因战功摧升
海军上将。1943 年中，指挥南太平洋快速航空母舰舰队配合麦克阿瑟部队实
施*跳岛战术。次年任第三舰队司令，统率 4个航空母舰特遣舰队，参加菜特
湾海战。此后率军参加太平洋战场大反攻，并扫荡中国沿海的日本舰船，直
至 1945 年 8 月日本投降。9月 2 日，在其旗舰*密苏里号战列舰上举行了受
降仪式。同年晋升海军五星上将。1947 年退休。

哈尔德（FranzHalder，1884—1972）德国将领。1902 年入伍。1914 年
毕业于巴伐利亚军事学院。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在总参谋部任参谋。二十年
代在国防军任高级军需宫。希特勒上台后，历任师长、陆军总参谋部军需长。
1935 年获少将军衔，1937 年晋升为中将。1938 年 8 月接替贝克出任陆军总
参谋长。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1940 年获上将衔。参与策划、准备和实施
侵略波兰、挪威、荷兰、比利时、法国、巴尔干和苏联的战争。由于同希特
勒的意见相左，1942 年 9 月解职入预备役。曾与军队上层的反希特勒密谋分
子建立联系。1944 年*七·二○事件发生后，受牵连被捕，囚于集中营。1945
年成为美军俘虏，后获释。六十年代发表《军事日记》（3卷）。

哈里曼（WilliamAverellHarriman，1891—1986）美国外交官。出身富
豪，1913 年耶鲁大学毕业。早年经营全融业，曾任哈里曼银行董事长。1933
—1940 年历任政府要职，曾为罗斯福的工业和财政顾问。1941 年出任美国总
统派驻英国的特别代表，后任驻英船运调整局和生产与资源局联络代表，主
持执行*《租借法案》。同年 9月率代表团出席苏、美、英莫斯科三国会谈。



1943—1946 年任驻苏联大使，多次会见斯大林。曾先后出席过魁北克、开罗、
德黑兰、雅尔塔和波茨但等重大国际会议。战争后期曾建议美国政府在东欧
问题上对苏持强硬政策。战后仍活跃于政界，曾任总统特别助理等要职，多
次以总统特使身汾执行各项重大外交使命。著有《特使：与丘吉尔、斯大林
周旋记》等。

哈里斯（ArthurTraversHarris，1892—1984）英国空军将领。1939 年
任皇家主军第五大队指挥官，屡得摧升。1941 年任空军副总参谋长。1942
年任英国轰炸机司令部总司令。翌年领空军上将衔。积极主张扩大轰炸机生
产并对敌国目标实行地区性饱和轰炸。1942 年 5 月首次实施*科隆轰炸。此
后，不顾众多异议，坚持对德国鲁尔、汉堡和柏林等中心城市的大规模空袭，
1945 年 1 月的*德累斯顿轰炸达到其顶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退役经商。著
有《轰炸机攻势》。

哈特曼（ErichHartmann，1922—）德国飞行员。1942 年进德国空军第
五十二歼击机联队服役。1944 年升任第五十三歼击机联队中队长。在东线战
场以“小宝贝”和“黑色魔王”的外号闻名。曾击落盟军飞机约 352 架（此
说引起不少异议），为德空军“王牌飞行员”之一。1944 年彼苏军俘获。1955
年获释。

哈斯基（Husky）意译“爱斯基摩人”。1943 年 7 月盟军*西西里岛登陆
战役的行动代号。是年 1月盟国卡萨布兰卡会议上商定，北非战事结束后即
进攻西西里岛，以此为代号。战役企图为：一，使地中海航路更为安全；二，
分散德国在苏德战场的力量；三，加紧对意大利的压力。英国将提供海军和
陆军的主要力量，英将亚历山大、坎宁安和泰德直接指挥参与行动的盟国陆、
海、空三军，统帅由美国将领艾森豪威尔担任。规定美、英军分别在西西里
岛南部和东南部空降及登陆，夺取重要港口和机场，尔后攻占全岛。7月 10
日实施。参见“西西里登陆战役”。

哈塞尔（UlrichvonHassel1，1881—1944）德国外交官。1908 年进入外
交界。历任驻丹麦和南斯拉夫大使。1932 年起任驻意大利大使。1938 年 2
月，在希特勒清除一批军、政界持不同意见者时，被解职。以后与*戈台勒和
*贝克共同成为上层反希特勒密谋活动领导人，并广泛游历欧洲各国，争取各
方人士的支持。1942 年起受到盖世太保监视。1944 年参与策划”七·二○事
件，失败后被捕，不久被杀。著有《哈塞尔日记》。

哈瓦那法  全名《美洲大陆上欧洲殖民地和领地的暂行管理法》。1940
年 7 月因在哈瓦那召开的第二届美洲国家外长协商会议上通过，故名。规定
“目前由非美洲国家控制的美洲岛屿或地区，有成为交换对象或把权力交给
另一国家的危险时”，则美洲国家出于自身安全的需要，可通过美洲各国领
土委员会在上述地区实行“临时行政管理制度”；一俟外来威胁消失，前欧
洲领地即可恢复现状，或取得“决定自身命运”的权利。该法在阻止轴心国
势力渗入美洲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

哈号作战  侵缅日军进攻哈恰布的作战计划代号。1944 年初日本缅甸方
面军为掩护英帕尔战役（即*乌号作战），进攻哈恰布而制定。作战计划分为
两期，初期从南北两面奇袭夹击并消灭梅宇山脉东侧的印良第七师；后期将
一师团主力调回坎羌附近消灭印度第五师。作战地区大致限定于通巴札东西
一线。参见“哈恰布战役”。

哈尔纳克（ErnstvonHarnack！1888—1945）德国反希特勒密谋集团成



员。曾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并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战后在普鲁士邦政府机
关供职。对法西斯主义持反对态度。纳粹党执政后彼解除一切职务。参加反
希特勒密谋集团，负责向外国提供国内反希持勒活动的情报。*七·二○事件
发生后被捕，并被处死。

哈肯七世（HaakonVII，1872—1957）挪威国王（1905—1957）。原为
丹麦查尔斯王子，青年时入海军受训。1905 年瑞典和掷威分离后，于同年 11
月由挪威议会选其为国王，取名哈肯七世。1940 年 4 月德国入侵挪威时拒绝
接受德国最后通膝，坚持抗战，申斥吉斯林的投降卖国，拒绝承认傀儡政府。
6月流亡英国，组成流亡政府，继续进行反法西斯的斗争。1945 年 5 月挪威
光复后回国，继续为国王。

哈瓦那宣言  全名《美洲国家防务合作宣言》。1940 年 7 月因在哈瓦
那召开的第二届美洲国家外长协商会议上通过，故名。宣言声明：“破坏任
何美洲国家领土完整、不受侵犯或独立的一切企图，都将被视为对本宣言的
所有签字国的侵略行为”；同时指出任何一个美洲国家在遭到外来侵略威胁
时，“宣言的签字国将相互协商采取最适当的措施”。该宣言在制止轴心国
对美洲的侵略方面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哈尔西台风（HalseyTyphoon）*美国第三舰队遭台风袭击事件，因舰队
司令*哈尔西得名。1944 年 12 月 18 日，参加袭击吕宋，担任掩护民都洛岛
登陆的美国第三舰队，遭到特大台风的袭击，3 艘驱逐舰沉没，包括 3 艘轻
型航空母舰在内的 7艘军舰受到严重破坏，近 200 架飞机落入水中或撞毁，
约 800 名水兵丧生。

哈里东诺夫（фёдopMиxaйлoBичXapиToHоB，1899—1943）苏
联将领。1918 年加入俄共（布）党。翌年参军。参加过国内战争。1931 年在
高级步兵学校毕业后任团长。1941 年毕业于总参军事学院高级首长进修班。
苏德战争初期任南方方面军副参谋长（少将衔）。1941 年 9 月起任第九集团
军司令，参加顿巴斯和罗斯托夫等战役。
1942 年 7 月调任第六集团军司令。曾参加斯大林格勒会战和哈尔科夫方向的
作战。1942 年 12 月晋升中将。翌年 5月牺牲。

哈里法克斯（EdwardFrederickLindleyWoodHali-fax，1881—1959）英
国外交大臣（1938—1940）。求学于伊顿公学和牛津大学。1910 年当选为保
守党下院议员。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法国作战。战后，历任殖民地事务
部次官、教育大臣和农业大臣等职。1925 年得贵族称号，进入上院。
1926—1931 年任印度总督，以善于同印度国大党领袖周旋见称。回国后历任
教育大臣、陆军大臣、掌玺大臣和枢密院长。1937 年 11 月会晤希特勒，表
哈里法克斯白张伯伦内阁的绥靖纲领。1938 年 2 月取代艾登为外交大臣，被
喻为绥靖航船的“大副”。1940 年 5 月，在丘吉尔内阁中继续担任此职，翌
年 1 月调任驻美大使至 1946 年 5 月，其间推行与美国合作的政策。从 1933
年起一直是牛律大学名誉校长。1934 和 1944 年又两次获贵族封号。

咕里曼使团（HarrimanMission）1941 年由美国*哈里曼和英国*比弗布
鲁克所率领的美、英访苏使团中的美国代表团。1941 年 8 月美、英首脑在大
西洋举行会晤后，决定派遣一个美英使团访问苏联，将同年 6月霍昔盒斯访
苏时与斯大林的初步会商继续进行下去。美国总统罗斯福指派哈里曼为美国
代表团团长，成员有*斯坦德利等人。9月 28 日美英使团抵莫斯科，至 30 日



先后与斯大林、莫洛托夫等进行了 3次会谈，就苏德战场的局势，租借物资
的供应，军事装备的援助、建立苏联同美英首脑之间的联系等问题进行磋商。
还成立了 6个三方委员会讨论补给方面的具体细节。10 月 2 日签署了《莫斯
科议定书》，美、英承诺提供苏联所要求的武器与物资，但不承担把这些武
器和物资送交苏联港口的义务：如果开辟新战场，物资清单应重新制定。10
月 4 日，美英使团返回伦敦。11 月 7 日，罗斯福宣布把苏联列入享受《租借
法案》援助的国家。

哈恰布战役  侵缅日军在哈恰布（Akyab，今名实兑 Sittwe》发动的战
役。1944 年初日本缅甸方面军为掩护*英帕尔战役（乌号作战），转移盟军
注意力，制定进攻哈恰布的作战计划，即*哈号作战。2月 4日，日第二十八
军第五十五师团发起攻击，初期攻破通巴札，进入辛遮瓦并包围同盟军 4个
旅。同盟军组织反击迫使日军于 2月 26 日败退至战役前阵地，陷入同盟军乘
胜追击的困境。此役日军虽部分达到牵制同盟军的目的，但损失甚大。

哈桑湖事件  见“张鼓峰事件”。
哈滕大屠杀  德军屠杀苏联平民的事件。因发生在苏联明斯克城西北54

公里处的哈滕（XaTbiHb）村，故名。1943 年 3 月 22 日德军讨伐营包围该村，
将所有居民赶进一太板棚焚烧，共杀害 149 人（内有 45 名儿童），整个村庄
被毁灭。德军的暴行并未使德占区人民停止反抗。1969 年在原址建立一组纪
念建筑群雕。

咕尔茨堡阵线（HarzburgerFront）德国纳粹党和右翼民族主义分子阴
谋推翻魏玛共和国的政治联盟。为推翻魏玛共和国，建立独裁统治，纳粹党、
德意志民族人民党、钢盔团、泛德联盟、俾斯麦青年团等极右政党和组织，
于 1931 年 10 月 11 日在不伦瑞克的哈尔茨堡开会，希特勒、胡根堡、沙赫特、
蒂森、克虏伯、赛尔特等人出席。会议组成反对魏玛共和国的联盟，声称将
使德国摆脱经济危机和消除布尔什维主义的“威胁”。

哈尔科夫交战  苏德战争中双方于 1942 年春在哈尔科夫地域进行的大
规模交战。苏军企图以进攻行动粉碎德军哈尔科夫集团，为向第聂伯罗彼得
罗夫斯克方向发展创造条件；德军企图从哈尔科夫出击，攻占北顿涅茨河以
西、哈尔科夫东南地区、为夏季攻势作好准备（代号*腓特烈一世）。苏军投
入进攻战役的是*西南方面军的 4个集团军，并得到南方方面军的 2个集团军
配合（共 23 个步兵军、2 个坦克军和 2 个骑兵军）；德军担任主攻的是*德
国第六集团军和克莱斯特集群，双方兵力兵器大致相等。1942 年 5 月 12 日，
苏军首先向哈尔科夫（XapbKoB）发起向心突击；5月 17 日，德军转入进攻，
前出至苏军主突集团后方，并向苏军两翼实施反突击。5月 19 日，苏军被迫
转入防御，但为时已晚，5月 23 日，德军切断苏军退路，苏军突击集团除小
部分（约 2.2 万人）突围外，至 29 日大部被歼。交战结果使苏军损失大量兵
力兵器，并失去北顿涅茨河的重要战役登陆场；德军则获得了发动夏季攻势
的条件。

哈尔科夫战役  苏德战争中期苏军在哈尔科夫地域连续进行的进攻和
防御战役。1943 年 2 月 2 日至 3月 25 日，由*沃罗涅日方面军实施。进攻战
役从 2月 2日至 3月 3日进行，其目的是解放哈尔科夫工业区。苏军于 2月
8日、9日、16 日连续攻占斥尔斯克、别尔哥罗德和哈尔科夫。2月 19 日，
德军集中兵力对顿巴斯方向的苏军西南方面军发起反攻，致使沃罗涅日方面
军左翼受到威胁，苏军被迫转入防御。3 月 4 日，德军在哈尔科夫方向转入



进攻，3月 14 日合围哈尔科夫，苏军于 17 日凌晨突围并退至北顿涅茨河左
岸。次日别尔哥罗德亦再次失陷。苏军后退100—150 公里后将敌阻于库尔斯
克突出部以南。

哈尔滨保卫战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东北军抗击日军的战斗。1932 年
初日军开始进攻哈尔滨。1月 27 日进攻哈尔滨上号、南岗、三棵树的伪军于
琛澂部被东北军李杜、冯占海等部击溃。31 日驻哈尔滨东北军各部为集中力
量抗击日军的进攻，组成吉林自卫军总司令部，李社为总司令。2 月 4 日与
日军发生激战，后因力量悬殊而撤向顾乡屯。当晚 7时，日军以飞机、大炮
轰击自卫军驻地。次日自卫军被迫全线撤退，哈尔滨陷落。

哈勒欣河事件  即“诺门坎事件”。
哈尔滨-吉林战役  *苏日战争中苏军发动的进攻战役，*远东战役的组

成部分。1945 年 8 月 9 日至 9 月 2 日，由*远东第一方面军与太平洋舰队协
同实施。苏军主突部队首先突破*绥芬河筑垒地域，强渡穆棱河，于 8 月 13
日攻入牡丹江，然后向吉林、长春方向迅速推进；同时，切断日军撤往朝鲜
的退路。尔后苏军相继占领哈尔滨、吉林、平壤等城市。

哈里法克斯使命  张伯伦出任首相舌为推行绥靖政策而同德国进行的
首次重要外交接触。1937 年 11 月，英国掌玺大臣*哈里法克斯奉张伯伦之命，
借应戈林邀请赴柏林出席国际狩猎展览会之机，以特使名义出访德国。哈里
法克斯多次同德国军政要人会谈，并于 11 月 19 日在上萨尔茨堡会晤希特勒，
对法西斯制度称颂备至，表示他出访德国目的在于谋求德英两国达成“谅
解”，声称在欧洲“不应排除改变现状的任何可能，但必须在明智的解决办
法的基础上进行改变”，并表示同意满足希特勒对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和
但泽的要求，但对欧洲政治地图作有利于德国的更动，只能以“和平的方式”
逐步实现。当讨论到殖民地问题时，哈里法克斯表示：“英国政府并不认为
绝对不能同德国讨论殖民地问题”，但“只能作为全盘解决中的一个绍成部
分”。会谈虽未取得具体结果，但英国不惜出卖欧洲小国的利益，准备向德
国让步的意图已为希特勒知悉，进一步助长了德国对外扩张的气焰。

哈麦斯坦因-埃克沃德（KurtFreihervonHammer-stein-Equord，1878
—1943）德国将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德军总参谋部供职。1930 年任陆
军管理局（实即陆军总参谋部）局长。与纳粹党不和，希特勒上台后于 1931
年 2 月离职。1938 年 9 月 18 日受命重新入伍，指挥第四集团军。第二次世
界大战前夕任西线 A区驻军司令，舌调任西里西亚第七防卫区司令，不久被
免职。大战期间与*戈台勒为首的密谋集团有联系。

哈里法克斯武轰炸机（Halifax）英国重型轰炸机。4引擎、双尾、中
单翼。翼展 99 英尺，机身长 70 英尺 1英寸，高 21 英尺 7英寸，最大时速
270—281 英里，升限 2.3 万英尺，最大载荷航程 1810 英里。可载作弹 4950
—1.3 万磅。1939 年官次试飞。主要用于实施对敌白天的空袭，也被用于空
中无线电干扰和海上巡航以及装载或牵引滑翔机进入战斗等。战时共生产
6000 多架。

[丿]

钟毅（1901—1940）中国将领。字天任。韶关讲武堂和陆军大学毕业。
1929 年留学日本。回国后曾任广西大学军训大队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国民



政府第三十一军第一七三师第四一四旅旅长，率部转战于苏、皖、豫、鄂等
省。曾参加徐州会战和武汉会战。1938 年 10 月升任第一七三师师长。1939
年 5 月，在第一次随枣战役中，率部坚守阵地，屡挫敌锋。1940 年 5 月*枣
宜战役时率部防守随枣正面，与日军藤田师团血战 7 天。5 月 9 日在苍苔镇
西北激战中，寡不敌众，自戕殉国，随员均牺牲。后为国民政府追赠为中将。

钟期光（1909—1991）中国将领。1926 牢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十六
师政治部主任。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湘鄂赣参与领寻三年游击战争。抗日
战争爆发后，仕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政治处主任、第一支队政治部副主任，
随军挺进苏南敌后，参加创建茅山抗日根据地。新四军北上后，任苏北指挥
部政治部主任。*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第一师政治部主任，致力于巩固和发
展苏中抗日根据地。1945 年春任新四军苏浙军区政治部副主任。解放战争时
期，曾任第三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国人民
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副政委。1955 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钢盔团（Stahihem）多德国半军事性民族主义组织。1918 年 12 月由预
备役军官赛尔特和原总参谋部军官*杜斯特堡创立。成员着灰色制服，多为保
皇分子、退伍军人和有沙文主义思想的青年。鼓吹复辟霍亨索伦王朝和对外
扩张，并向国防军输送军官，积极参加镇压国内革命运动。1931 年同纳粹党
及其他右翼组织建立*哈尔茨堡阵线。1932 年 4 月总统选举中支持希特勒。
1933 年 12 月起，18 岁以下的成员并入*希特勒青年团，18—35 岁的成员并
入冲锋队，35 岁以上的成员加入冲锋队后备队，但时常同原组织的成员发生
冲突。1934 年 2 月改名为“民族社会主义退伍军人联盟”。战后被取缔，1951
年在联邦德国复活，指挥部设在科隆。

钢铁盟约  即“德意同盟条约”。
钦迪队（Chindlts）一译“亲迪队”。英国在缅甸的特种部队。以缅甸

宝塔上一种鹰首狮身兽的称谓“钦迪”命名。由英将*温盖特以第七十七印度
旅改编建立，成员包括英国人、缅甸人、印度人和廓尔喀人。该部队渗入日
军后方进行游击战。1943 年 2 月至 4月中旬首次行动，3200 人分成 7（一说
8）队，越过亲敦江东进深入到伊洛瓦底江，破坏铁路交通，袭击日军据点，
行程 1600 公里，给日军造成一定威胁。同年 8月*魁北克会议后，兵力扩展
至 6个旅约 2万人，并辖 1支空军突击队，成员主要由英国第七十师提供。
1944 年 3 月 5 日开始第二次行动，空降于日军后方的英多刚近，配合盟军对
日反攻。8月 24 日温盖特阵亡后，朗泰涅（WalterDavidAlexandreLentaigne，
1899—1955）继任司令。4月北调，6月攻占孟拱，获胜。

适地适产主义  日本战时对中国实施的经济掠夺方针。1940 年 10 月 1
日，在日本内阁制定的《国土计划设定纲要》中提出。强调在日本、“满洲
国”和中国占领区强制执行所谓“适当分业”。日本着重发展军事工业、机
械工业和精密机器工业；“满洲国”着重发展电气工业、矿业和部分机械及
轻工业；在中国占领区，则注重制盐和矿业的开发，仅允许某种限度的轻工
业发展。在农业上，内蒙古以发展羊毛业为主，华北发展棉花，华中则要限
制生产可与日本农作物竞争的农产品。目的是使中国成为日本的原料基地。

适应世界形势演变的时局处理纲要  日本确定实施南进战略的纲领性
文件。1940 年春夏，纳粹德国闪击西欧得逞，日木军部主张趁机实施南进，
夺取英法在南洋的势力范围。刚上台的第二届近卫内阁，在制定*《基本国策
纲要》后，于同年7月 27 日与大本营举行联席会议，通过由军部提出的此纲



要。强调为应付世界形势的变动，在“促进迅速结束中国事变”的同时，“掌
握时机解决南方问题”。为此要求迅速加强同德、意的结盟，大力调整对苏
关系，对美保持谨慎，但因南进引起关系恶化也“在所不惜”。规定实施南
进时，对法属印度支那和香港考虑行使武力：对荷属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
和南太平洋岛屿暂时利用外交措施；行使武力时尽量将战争局限于只对英
国，但也应作好对美开战的充分准备。

适应世界形势演变的帝国国策纲要  日本坚持实施南进战略的纲领性
文件。1940 年通过*《基本国策纲要》后，日本确立了南迸体制，开始实施
南进战略。19 且年 6月，纳粹德国闪击苏联，日本统治集团内部出现以松冈
洋右为首的对苏开战论，南进与北进之争再起。同年 7月 2日，经御前会议
决定，通过了大本营陆海军部制定的此文件。坚持“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的
方针，强调继续努力解决“中国事变”，同时“为确立自存自卫的基础跨出
南进的步伐”，“不辞对英美一战”；但如果苏德战争进展对日本有利，也
随时准备行使武力解决北方问题。

香河事件  日本为实现“华北自治”而策动的暴乱事件。1935 年 10 月
22 日，在日本天津待务机关长大迫通贞策动下，日本浪人勾结香河、昌平、
武清、三河等地的汉奸地主武装和流氓无赖发动暴乱，在日本宪兵掩护下，
闯入香河县城，县长出逃，县警被缴械，暴徒自推县长，实行“自治”。日
军借口该县在*《塘沽协定》所划定的“非武装区”，不许中国政府派兵进入。
28 日，河北省政府接纳了叛民“要求”。

香格里拉（Shangri-la）意为“世外桃源”，美国总统罗斯福在马里兰
州弗里德利克（Frederi0k）市以北 15 英里山上的一处别墅名。原为英国作
家希尔顿（JamesHil-ton，1900—1954）的小说《失去的地平线》中飞机失
事后紧急降落在中国西藏的一个虚构地名，后被罗斯福借用。1942 年 4 月，
美国*杜立特空袭东京之后，罗斯福在一次演说中声称美机是从“我们的一个
设在香格里拉的秘密基地”起飞的，使该地名名闻天下。该地是战时罗斯福
休憩、工作的秘密住地。战后，艾森豪威尔总统将该地改名为“戴维营”。

香椎浩平（1881—1954）日本将领。早年参加日俄战争。1921 年任驻德
国兼瑞典武官。1930 年任中国驻屯军司令官，1932 年 5 月任教育总监部本部
长。1935 年 12 月任东京警备司令官。1936 年*二·二六事件中兼任戒严司令
官，但作为皇道派的一员，同情反叛军，力图使事态和平解决，拖延镇压行
动。同年 4月辞去戒严司令官职，7月晋升中将后被编入预备役。1942 年任
翼赞政治会评议员。

香港战役  日军攻占香港的战役。1941 年 11 月 6 日，日本中国派遣军
第二十三军奉命制定攻占香港的计划，准备一俟南方军在马来亚登陆，即行
自陆上攻占九龙和香港，并在该月底完成作战准备。日军兵力为第三十八师
团、第五十一师团（1 个联队和 1 个炮兵队），以第一飞行师团和第二遣华
舰队作海空支援。英国守军约 1万余人。12 月 8 日凌晨 4时，日军发起攻击，
空军轰炸启德机场的英机，夺得制空权。第二遣华舰队在海上封锁香港。9
日讲攻英军各据点，12 日突破守军主要防线。14 日占领九龙，并炮击香港。
18—19 日登陆并占领香港岛东北部。21 日切断水源。25 日下午 7时 30 分英
军投降，日军占领香港。

种族灭绝（Genocide）指蓄意和有计划地消灭一个民族、种族、政治或
宗教团体的反人类的罪行。系纳粹德国为维持所谓“雅利安-北欧日耳曼-德



意志”人的血统纯洁而实施的“血统、选择、节制”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纳粹分子为此在大战爆发前和大战期间杀害了数百万其他种族的人民。联合
国大会于 1946 年宣布将惩处犯有该罪行的主犯与同谋；1948 年又规定任何
政府即使仅在本国领土内实施该政策，亦应作为国际性问题。

种族证书（Sippenbuch）德国党卫队员用以证明自身种族“纯洁”的小
册子。1932 年开始发放，由*党卫队种族和移居处主管，记载着持有看的家
族表和批准其同雅利安女子成婚的标记。按规定，党卫队领袖或候补领袖的
纯雅利安家谱必须追溯到 1750 年，而一般队员则到 1800 年。他们的妻子如
有部分犹太血统，即必须保证不生育。大战开始后该规定逐渐失效。

秋雾（Herbstnebel）德国 1944 年 12 月在阿登地区发动大规模进攻的
行动代号。参见“阿登战役”。

秋田清（1881—1944）日本厚生大臣（1939—1940）、拓务大臣（1940
—1941）。1901 年日本法律学校毕业，后任德岛区法院代理检查官，高知县
法院审判官、递信和内务次官。曾 10 次当选众议员。1932—193t1 年任众议
院议长。提倡取消既成政党。1937 年任内阁参议。1939 年任阿部内阁厚生大
臣。翌年任第二届近卫内阁拓务大臣。任内积极参加策划、组织*新体制运动，
是领导开展该运动的核心人物之一，并任大政翼赞会顾问。1942 年任翼赞政
治会顾问，支持日本对外扩张。1944 年 12 月病死。

秋季旅行（Herbstreise）1940 年夏德国为配合入侵英国的*海狮计划以
假舰队佯攻苏格兰海岸的行动代号。

科京（жозэфяKoBлeBиqKoTиH，1908—1979）苏联坦克设计师。
早年当钳工。1927 年入哈尔科夫工业学院学习。1990 年由该院保送到捷尔任
斯基军事技术学院学习。翌年加入联共（布）党。1932 年毕业后，留在该院
设计局先后任工程师、主任工程师和设计室主任。1937 年起任列宁格勒基洛
夫工厂主任设计师。领导研制出*KB 型坦克。苏德战争期间任副坦克工业人
民委员。领导研制出NC 型坦克，并在KB 和 NC 型坦克基础上制成多种重型自
行火炮，在战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1943 年获技术科学博士。战后，1948
年为教授。曾任国防工业部副部长。1960 年获上将工程师衔。

科赫（PietroKoch，1915—1945）意大利法西斯分子。早年在军队中服
役，后供职*卡利塔领导的特务处。专事镇压民主运动。1943 年 9 月德军占
领罗马后，转入该地特务处为纳粹德国效力，将大批青年驱往德国进行强制
劳动，并执行灭绝犹太人的计划。1944 年 3 月作为德军帮凶，在*阿尔戴阿
蒂纳墓穴大屠杀中起主要作用。罗马光复后，潜往米兰继续进行破坏活动。
战后被逮捕，被意大利最高法院判处死刑。

料什金（MиxaилильичKoшkиH，1898—1940）苏联坦克设计
师。1918 年参加红军。翌年加入俄共（布）党。参加过国内战争。1921—1924
年在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学习。毕业后从事党务工作。1929 年入列宁
格勒工业学院学习。1934 年毕业后在列宁格勒基洛夫工厂任设计师和设计室
副主任。参加坦克研制工作。1937 年任工厂坦克设计室总设计师。与*莫罗
佐夫、*库切连科共同主持*T—34 型坦克的研制工作。

科尔比（MaximilianMariaKolbe，1894—1941）波兰天主教方济各会司
锋和宗教组织创建人。1907 年加入方济各会。1912 年赴罗马格列高利大学进
修神学和哲学。1918 年创立“无原罪马利亚卫士团”，受神职为司锋。1927
年创立宗教活动中心无原罪马利亚之城。三十年代曾到日本、印度从事宗教



活动。1939 年德国入侵波兰后因反纳粹而被盖世大保逮捕，不久获释。1941
年 2 月参加抵抗运动又被捕，先后关押在华沙和奥斯维辛灭绝营。在狱中因
掩护难友，被纳粹析磨而死。战后受到罗马天主教会的赞扬，被追认为圣徒。

科尔日（Bacилий3axapoBилKopж，1899—1967）苏联战时白俄
罗斯游击运动领导人之一。国内战争时曾在西白俄罗斯参加游击队作战。1925
年返回苏联。任集体衣庄主席。1929 年加入联共（布）党。1931 年起在白俄
罗斯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任职。曾参加*国际纵队赴西班牙作战。1940 年任
平斯克州党委部长。苏德战争爆发后，受州党委指示组建歼敌支队，参加作
战。1942 年 11 月起任游击兵团指挥。化名“科马罗夫”（KoMapOB）。翌年
获少将衔。领导游击队破坏德军交通线，袭击敌警备队，并在平斯克州的 8
个区重建苏维埃政权。在*白俄罗斯战役期间，配合主力部队作战。1944 年
获苏联英雄称号。战后曾任白俄罗斯林业部副部长。

科尔特（ErichKordt，1903—）德国外交官。1934 年进外交部供职，任
*里宾特洛甫的办事处处长，曾多次参加高级会谈和国事访问。1935 年 5 月
陪同里宾特洛甫访问英国，实施“和英”外交。1938 年 9 月捷克斯洛伐克危
机期间参与反希特勒活动。1942—1945 年任德国驻日本和汪伪政权公使。著
有《幻想与现实》等。

科涅夫（иBaHCTепaHоBичKoHeB，1897—1973）苏联将领。1916
年应征入沙俄军队。1918 年加入俄共（布）党和红军。参加过国内战争。1934
年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后历任步兵师长、军长、集团军司令和军区司令。
苏德战争初期任第十九集团军司令，参加斯摩棱斯克战役。1941 年 9 月晋升
上将。后任西方方面军司令（1941 年 9—10 月和 1942 年 8 月—1943 年 2 月）、
加里宁方面军司令（1941 年 10 月—1942 年 8 月）。在*莫斯科科涅夫会战中，
以反突击掩护首都，解放了加里宁市。尔后在 1942 年 1—4 月的反攻中，向
维帖布斯克方向推进 250 公里。同年 7—9月，实施*勒热夫-瑟乔夫卡战役，
钳制了可能增援进攻斯大林格勒的德军。1943 年 3—6 月任西北方面军司令。
同年 7月起任草原方面军司令，8月晋升大将。参加别尔哥罗德-哈尔科夫战
役和第聂伯河会战。同年 10 月任乌克兰第二方面军司令。1944 年获苏联元
帅衔。先后实施基洛夫格勒战役和科尔孙-舍甫琴柯夫斯基战役。同年 5月起
任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司令（至 1945 年 5 月）。先后实施利沃夫-桑多梅日、
上西里西亚等战役和参加维斯互河-奥得河、柏林、布拉格等战役。战后初期
曾任苏联驻奥地利最高代表。1956 年起历任国防部第一副部长兼陆军总司
令、华沙条约联合武装部队总司令、国防部总监组总监等职。著有《一九四
五年》、《方面军司令员笔记（1943—1944）》。

科萨克（Cossac）英、美负责制订登陆西欧作战计划的联合参谋部的简
称。1943 年 1 月，*卡萨布兰卡会议决定在伦敦成立此机构。同年 4 月，英
国将领摩根（Frede-rickMorgan，1894—1967）受命以盟军最高指挥部参谋
长（ChiefofStafftothesupremeAlliedCommander）名义主持其事，遂以其职
务的英文第一字母拼成此简称。其人员组成包括英、美各军兵种代表和加拿
大陆军代表。到 1943 年底，共有军官 489 名（其中美国 215 名）、专业士兵
614 名（其中美国 204 名）。1944 年 1 月，并入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艾森豪
威尔的参谋部。

科夫帕克（CидopApTeMbeBичkoBпaK，1887—1967）苏联战时乌克



兰游击运动领导人之一。1919 年加入俄共（布）党。国内战争时期组建并领
导游击队参加作战。后从事经济工作和苏维埃工作。苏德战争期间为地下乌
克兰党中央委员，先后任普季夫利游击队队长和苏梅州游击兵团指挥，转战
于乌克兰、白俄罗斯和俄罗斯的 18 个州。两次获苏联英雄称号（1942 和 1944
年）。1943 年获少将军衔。战后任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副主席。着有《从
普季夫利到喀尔巴阡》、《游击队行军日记》。

科宁厄姆（ArthurConinghan，1895—1948）英国空军将领。生于澳大
利亚布里斯班（Brisbane）。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当飞行员在法国作战，以后
留在英国皇家空军服务。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1939—1941 年任皇家空军第
四轰炸机大队队长；1941—1943 年率沙漠空军配合英国第八集团军在北非作
战。1943 年 1 月任盟军第一战术空军指挥；参加在突尼斯、西西里和意大利
的战斗。1944 年 1 月，调任盟军第二战术空军指挥，参与准备和实施诺曼底
登陆战役以及在西北欧地区的战斗。战后于 1946 年晋升空军中将并获贵族称
号。死于飞机失事。

科罗廖夫（CepгeйпaBлoBичK0p0лёB，1907—1966）苏联火箭
和航天器设计师。1930 年毕业于莫斯科高等技术学校，6月任中央流体力学
研究所高级工程师。三十年代初主持喷气运动研究小组，试制并发射了苏联
第一枚液体燃料火箭。1933 年任喷气科学研究所副所长。苏德战争期间任特
别设计局发动机副主任设计师，研制战斗机液体火箭助推器，提高了红军飞
机的战斗性能。战后领导研制和发射世界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1957 年）。
1953 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58 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

科舍沃伊（пёTPKиPиллoBичKoшеBoй，1904—1976）苏联将
领。1920 年参军，参加国内战争。1925 年加入俄共（布）党。1927 和 1939
年先后毕业于布琼尼骑兵学校和伏龙芝军事学院。苏德战争初期任步兵师长
（上校衔）。后任军长。1944 年 5 月指挥步兵第六十三军强攻塞瓦斯托波尔
时立战功。1945 年指挥近卫步兵第三十六军参加东普鲁士战役。战后曾任驻
德苏军第一副总司令和总司令。1968 年获苏联元帅衔。

科兹洛夫  ①伊万·安德列耶维奇·科兹洛夫（иBaHAHдpeeBичKo
лoB，1888—1957）。苏联战时克里米亚游击运动领导人之一。1905 年加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因从事革命运动两度被铺，流放西伯利亚。1913 年从流
放地逃往国外。1917 年二月革命后返国。国内战争时期在南方白卫军后方从
事地下工作。1923—1925 年在布留索夫高等文学院学习。后在党和苏维埃机
关任职，业余从事文学创作。苏德战争期间在克里米亚领导党的地下活动和
游击斗争，任辛菲罗波尔市地下党委书记。战后患重病、双目失明，仍顽强
从事创作。著有多种反映地下斗争和游击运动的文学作品：《震动》、《斗
争的生活》、《无论多久，无论多远》、《克里米亚地下活动记》等。②瓦
西里·伊万诺维奇·科兹洛夫（BаcиJIийиBaHoBичKo3лоB，1903
—1967）。苏联战时白俄罗斯游击运动领导人之一。早年为钳工。1927 年加
入联共（布）党。1933 年于明斯克列宁共产主义大学毕业后，在集体农庄负
责党的工作。后任衣机站长、斯塔罗宾区委第一书记。1940 年起任白俄罗斯
人民委员会副主席。翌年 4月起为明斯克州委第二书记。苏德战争爆发后任
地下州委第一书记兼明斯克游击兵团指挥，在敌后开展游击运动。1943 年获
少将军衔。1944 年 7 月起任明斯克州委兼市委第一书记。战后曾任白俄罗斯
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副主席。著有《忠贞不渝》、



《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们》。
科隆轰炸  英国空军对德国实施的一次*战略轰炸。为盟国对德的首次

千机轰炸。1942 年春，英国推行对德国工业城市实施大规模的夜间区域轰
作，以图摧毁其作战意志和破坏其战争经济。这一方针被称为“恐怖战略”。
5月 30 日，*英国轰炸机司令部调集其一、二线全部兵力，出动 1046 架轰炸
机，夜袭莱茵河畔城市科隆（KOIn），至 31 日凌晨，共投弹 1455 吨，炸毁
243 公顷面积上的 1.8 万幢建筑物，炸死 469 人。英国损失飞机 40 架。

科斯坚科（фёдopЯkoBлeBичKocTeHKo，1896—1942）苏联将领。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在沙俄军队服役。1918 年加入红军。参加过国内战争。1921
年加入俄共（布）党。1934 年毕业于骑兵训练班。历任骑兵师长、军长和军
区集团军级骑兵集群司令等职。1940 年获中将衔。1941 年毕业于总参军事学
院首长进修班。苏德战争爆发后，先后出任第二十六集团军司令、西南方面
军副司令和司令。曾参加基辅会战和莫斯科会战等。1942 年 4 月复任西南方
面军副司令。同年 5月 26 日，在*哈尔科夫交战中阵亡。

科布扎列夫（ЮpийEopllcoBичKO6зaapea，1905—）苏联科学家。
1926 年毕业于哈尔科夫国民教育学院（今哈尔科夫大学）。同年起任列宁格
勒物理技术研究所研究员。1936 年起任该所实验室主任。翌年研究出无线电
脉冲定位法。1938 年制成雷达装置。后在此基础上制成 PYC-2 和“角面堡”
型车载雷达站，在苏德战争中广泛应用。1944—1955 年在莫斯科动力学院任
教研室主任。1955 年起在科学院无线电技术和电子研究所任室主任。1970
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其著作对苏联统计无线电技术和振荡学派的形
成，产生了重大影响。

科尔马战役  又称“上阿尔萨斯战役”。盟军 1945 年 1—2 月肃清莱茵
河以西科尔马（Colmar）袋形据点德军的战役。1944 年深秋，*盟国第六集
团军群在解放法国东北部的战斗中，以法国第一集团军为前锋，突破贝尔福
（Belfort）山口。11 月 22 日，解放斯特拉斯堡，并进抵莱茵河畔。但德军
残部据守科尔马（Colmar）地域，形成袋形据点（亦称“科尔马口袋”），
威胁盟军南翼。”阿登战役之后，盟军决心消除这一威胁。1945 年 1 月 20
日，法军在美军支援下发动钳形攻势。德军防御迅速瓦解。2 月 9 日战役结
束，德军被歼 2.2 万人，残部撤到莱茵河以东的德国领土。

科尔迪茨堡（ColditzCastle）大战期间德国的战俘营，即*科尔迪茨战
俘营。

科尔帕克奇（BладиMиpяkоBлеBичKOлдаKчи，1899—
1961）苏联将领。1916 年应征入沙俄军队。十月革命时为赤卫队员，参加攻
打冬宫。1918 年加入俄共（布）党和红军。参加过国内战争。1928 年毕业于
伏龙芝军事学院。曾参加*国际纵队，在西班牙作战。回国后任步兵第十二军
军长。苏德战争开始时为少将。历任第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和第十八、第六十
二、第三十、第六十三、第六十九集团军司令。先后参加顿巴斯（1941 年）、
莫斯科、斯大林格勒、勒热夫-维亚济马（1943 年）、奥廖尔、布良斯克（1943
年）、卢布林-布列斯特、维斯瓦河-奥得河、东波美拉尼亚和柏林等战役。
1944 年晋升上将。1945 年率部突破德军永备筑垒防线，成功强度奥得河，获
苏联英雄称号。战后任巴库军区司令、陆军军训总部长等职。1961 年获大将
衔。

科西嘉起义  1943 年法国科西嘉人民解放全岛的战斗。1940 年法国败



降后，意大利在科西嘉设立停战委员会进行监督。在全国抵抗运动逐日开展
的情况下，1942 年 11 月，意大利借口北非事变（即盟军登陆北非），武装
占领全岛，镇压当地抵抗运动。法国非洲军司令吉罗曾派遣多名联络官去活
动，向抵抗组织提供军用物资。1943 年 5 月北非战事结束；9月 8日意大利
投降。全岛居民遂奋起反击侵略军，首府阿雅克肖（Ajaccio）居民首先发难。
起义迅即向全岛扩展，*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亦派 6000 余人前往支援。9
月 13 日，其突击队 106 人乘卡萨布兰卡号潜艇首先登陆，占领滩头阵地，其
余部队到达后也不断扩大战果，同时游击队也四处出击，部分意大利驻军投
降：自撒丁岛驰援的德军则龟缩于岛的北部。9 月 24 日全岛基本解放。10
月 3 日残余德军撤离。科西嘉起义的胜利标志着法国抵抗运动进入了新阶
段。

科罗捷耶夫（KоHcTaHTиHAп0ллoHoBичKOpoTeeB，1901—1953）
苏联将领。1916 年入沙俄军队服役。1918 年加入红军。参加过国内战争。1926
年毕业于高级步兵学校。1938 年加入联共（布）党。同年任师长。参加过进
军西白俄罗斯和苏芬战争。1940 年 3 月起任步兵军长。苏德战争开始时为少
将军衔，率部在西南方向作战。1941 年 10 月起历任第十二、第九、第十八、
第三十七和第五十二集团军司令。先后参加顿巴斯（1941 年）、罗斯托夫（1941
年）、高加索、科尔孙-舍甫琴柯夫斯基、雅西-基什尼奥夫、桑多梅日-西里
西亚、下西里西亚、柏林和布拉格等战役。1914 年晋升上将。1945 年在维斯
瓦河-奥得河战役中，指挥卓著，获苏联英雄称号。战后曾任军区司令。

科息斯纲领（Ko iceProgramme）*捷克斯洛伐克民族阵线政府的纲领。
1945 年 4 月 5 日在科息斯宣布，主要内容为：规定首要任务系协同各盟国将
反法西斯战争进行到底；民族委员会成为地方机构；建立民主军队；人民享
有民主权利；宣布民族平等，实行斯洛伐克自治；取缔法西斯政党组织，审
判遁敌分子；没收地主土地，在贫苦农民和农业工人中分配；对敌产实行公
共监督，反对垄断资本，恢复国民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此纲领为人民民主
国家的建立奠定政治基础。

科尔特式子枪（Colt）美制自动手枪。1900 年由美国兵器设计师勃朗
宁（JohnMoSesBrowning，1855—1926）设计。1907 年在美国军队中使用，
1911 年定型。1926 年稍作改进后命名 M1911AI 型。口径11.43 毫米，弹头初
速每秒 262 米，握把内弹夹携弹 7发。大战期间在美军内广泛使用。挪威和
阿根廷也获准生产。英国海空军中使用的口径为 11.56 毫米。

科伦坡袭击战  太平洋战争初期日本海军航空兵对锡兰（今斯里兰卡）
科伦坡港的突袭。1942 年春，盟国在*荷属东印度群岛战役失败后，英国为
保工印度洋海上通道和锡兰的橡胶资源，调集 3艘航空母肌、5艘战列舰、7
艘巡洋舰和 16 艘驱逐舰组成的由*萨默维尔指挥的东方舰队，准备抵御日本
的进攻。1942 年 3 月底，由*南云忠一率领日本海军机动部队（包括 5 艘航
空母舰、4 艘战列舰、4 艘巡洋舰、8 艘驱逐舰）进入印度洋准备奇袭锡兰，
而英国东方舰队已驶向马尔代夫群岛。4月 5 日，日军出动舰载飞机 127 架
对科伦坡实施空袭，炸毁机场、港口设施及停泊的船只。英国空军进行抗击，
击落日机 6架，英军损失 20 架飞机。当天下午，日机又在科伦坡西南海面炸
沉 2艘英国巡洋舰。

科克伦马戏团  *钦迪队所辖的美国第一空军突击队，以其司令官科克
伦（PhilipCochran）而获得的俗称。1944 年初为支援钦迪队的第二次行动



而组成。同年 3月 5日开始行动时，拥有 250 架飞机。
科罗夫尼科夫（иBaHTepeHTьeBиqkopoBHиK0B，1902—1976）苏联

将领。1919 年加入俄共（布）党和参军。参加过国内战争。1937 年毕业于红
军机械化和摩托化学院。1041 年 3 月任坦克师副师长。苏德战争初期任战役
集群副司令和司令，在西北方向作战。1942 年 4 月起任第五十九集团军司令
（至战争结束）。同年 11 月晋升中将。参加过诺夫哥罗德-卢加、维堡、桑
多梅日-西里西亚、上西里西亚和布拉格等战役。战后曾任苏军总干部部副部
长。1955 年获上将衔。1963 年退役。著有《诺夫哥罗德-卢加战役》等。

科尔迪茨战俘营  又名“科尔迪茨堡”。纳粹德国战俘营。位于德国科
尔迪茨（Colditz）小镇附近山岩上，原为萨克森国王狩猎驻跸之城堡，建于
1014 年，筑在75 米高的陡岩上。1933 年改为集中营，后又改为*希特勒青年
团的特别劳动营。1939 年 10 月改为战俘营，先后关押波兰、比利时战俘。
1940 年改为“特别战俘营”，羁押约 200 名同盟国军官。该营地势险峻，石
墙高耸，戒备森严，守卫人数常与战俘人数相等，但战俘曾越狱逃跑 130 余
次，逃脱成功 30 人（其中法国 14 人、英国 9人、荷兰 6人、波兰 1人）。
1945 年 4 月被美军解放。

科罗拉多号战列舰（Colorado）美国战列舰。1916 年开始建造。排水
量 3.26 万吨，配备 16 英寸火炮 8门。大战时在太平洋战场服役。1942 年 8
月开始参加瓜达尔卡纳尔岛争夺战。1943 年参加中所罗门群岛战役和吉尔伯
特群岛战役。1944 年参加马绍尔群岛战役和马里亚纳群岛战役。1945 年参加
吕宋岛战役和冲绳岛战役。

科曼多尔群岛海战  美、日海军为争夺阿留申群岛的一次海战。1943
年 3 月 26 日，日本海军中将细宣戍子郎率 4 艘巡洋舰和 4 艘驱逐舰护送 2
艘运输舰自千岛群岛驶往阿留申群岛，增援驻守阿图岛的日军，船队在科曼
多尔（KoMaHдop）群岛附近海域与美国一支巡洋舰特遣舰队遭遇。美国海军
少将麦克莫里斯（CharlesH.McMorris）率 4艘巡洋舰和 4艘驱逐舰发起攻击，
战斗持续 4个小时，直至双方弹药耗尽。美国 1艘重型巡洋舰和 1艘驱逐舰
受伤，日本 1艘重巡洋舰重创。日舰恐再遭美方空袭，被迫返航，增援阿图
岛企图受挫。

科雷吉多尔防御战  一译“哥黎希律岛之战”。”菲律宾战役（第一次）
中美菲军在科雷吉多尔（Corregldor）岛要塞抗击日军的防御战。1942 年 4
月日军攻占巴丹半岛后，即向驻守科雷吉多尔岛要塞的美菲部队发起进攻。
初以猛烈炮击与空袭，摧毁守军的防御工事及后勤供应设施等。5 月 5 日日
军 2000 余人乘坐强击艇渡过海峡登陆，遭守军激烈抵抗，日军伤亡近千人。
6 日日军又在炮火和坦克的支援下发动猛攻，美菲军被迫退守马林塔坑道。
是日夜，留守菲律宾的美国远东军司令*温赖特中将率守军 1.2 万（一说 1.5
万）人投降。

科捷利尼科夫斯基战役  苏德战争中期苏军为抗击德军援救斯大林格
勒被围集团军行动而进行的防御和进攻战斗，*斯大林格勒会战的组成部分。
1942 年 12 月 12—30 日，由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左翼实施。12 月 12 日，德军*
顿河集团军群在科捷利尼科夫斯基（KoTeлbHиKoBcKий）地域集中兵力向
斯大林格勒突进，其先头部队进抵梅什科瓦（MbIшKoBa）河，离被围集团军
尚有 40—45 公里，苏军将预备队调至该地区，阻止了德军的攻势。12 月 24
日，苏军转入进攻，迂回德军后方，12 月 29 日解放科捷利尼科夫斯基，德



军被迫放弃援救计划。
科尔孙-舍甫琴料夫斯基战役  苏德战争后期苏军发动的进攻战役，*

第聂伯河右岸乌克兰进攻战役的组成部分。1944 年 1 月 24 日至 2 月 17 日，
由乌克兰第一、第二方面军实施。苏军从东、西两个方向对驻有德军重兵集
团的科尔孙-舍甫琴科夫斯基（KopcyHb-шeBчeHkoBc-kий）突出部猛烈突
击，于 1月 28 日完成对敌军（9个步兵师、1个坦克师和 1个摩托化旅）的
台围，并挫败德军在合围对外正面的多次反扑，至 2月 17 日凌晨歼灭被围之
敌，使德军战线南翼遭到重大打击。

重光葵（1887—1957）日本外务大臣（1943—1945，1954—1956）。1911
年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后入外务省。1919 年出席巴黎和会。1929 年起历任驻上
海总领事、驻华公使。1932 年 4 月在上海被朝鲜抗日志士尹奉吉投弹炸伤致
残。次年任外务次官。1936 年 8 月任驻苏大使。1938 年 9 月任驻英大使。1942
年 1 月任驻汪伪政权“大使”。1943 年 4 月任外务大臣，积极主张对外扩张，
宣扬“亚洲的解放和复兴”为日本对外战争目的。1944 年 7 月东条内阁倒台
后，在小矾、米内联合内阁中留任外务大臣，并兼任大东亚大臣。1945 年 4
月辞职，任贵族院议员。日本战败后又出任东久选宫内阁外务大臣兼大东亚
大臣（1945 年 8 月 26 日大东亚省被取消）9月 2日代表日本政府在密苏里号
战列舰上签署投降书。后作为甲级战犯波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有期徒刑 7
年，1950 年假释出狱。1951 年为改进党总裁。1954 年任民主党副总裁，同
年 12 月起连任三届鸩山一郎内阁外务大臣。著有《外交回想录》，《昭和的
动乱》，《巢鸭日记》等。

重臣会议  战时日本天皇的咨询机关。无法制上的规定。1924 年松方正
义死后，西园寺公望作为唯一的元老负有向天皇推荐首相候选人之责。1931
年西园寺召开由原首相（重臣）、枢密院议长和内大臣参加的重臣会议，推
荐首相侯选人。1937 年西园寺又改成单独同内大臣协商后推荐首相候选人的
办法。自 1940 年起，西园寺拒绝出面推荐，遂改由内大臣奉天皇旨意联系召
集重臣、枢密院议长，向天皇推荐首相候选人的制度。日本投降后废除。

重光堂会谈  日本政府与中国国民党汪精工集团间的一次秘密谈判。
1938 年 11 月 12 日至 20 日，汪精卫派高宗武、梅思平为代表，与日方代表
今井武夫、影佐祯昭等在原土肥原贤二公馆重光堂（今上海东体育会路 7
号），进行会谈。双方签订《日华协议记录》及《谅解事项》，并作了《日
华秘密协议记录》。规定缔结防共协定、承认“满州国”、经济提携、日本
在中国驻军等条款。还拟订汪精卫投日行动计划，在汪脱离重庆后，日本政
府发表以上述内容为基础的对华声明，然后汪出面响应并相机成立伪政府。

复仇号战列舰（Revenge）英国战列舰。1917 年建成。排水量29150 吨，
最大航速 21 节。配备有 8门 15 英寸火炮、12 门 6 英寸火炮和 8门 4英寸高
射炮。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主要活动于北大西洋，担负护航任务。1941 年 5
月曾参加围培德国*傅斯麦号战列舰。

复仇者式鱼雷轰炸机（Avenger）即“TBF 型鱼雷轰炸机”。
保大（1913—）越南阮氏王朝皇帝（1926—1945）。幼年去法国求学。

毕业于巴黎大学。1932 年回国执政。大战期间，初受维希政府控制。1940
年后日军侵占时期，为日本傀儡。1945 年 3 月 11 日，在顺化发表声明，宣
布越南完全“独立”，取消1884 年签订的《法越保护条约》，保证和日本实
行全面合作，并任命亲日分子陈重金为首相。*越南八月革命后，于 8 月 25



日退位。后侨居香港。1948 年回国，曾以“立宪君主”名义复辟，1955 年最
终退位。

保卢斯（FriedriehvonPaulus，1890—1957）德国将领。1909 年加入海
军，翌年转入陆军。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在国防军担任参谋。1935
年任坦克部队参谋长。1939 年任第四集团军参谋长，参加侵略波兰的战争。
翌年调任第十集团军（后改番号为第六集团军）参谋长，参加进攻法国。同
年 9月升任陆军副总参谋长，参加制定闪击苏联的*“巴巴罗萨”计划。1942
年调任第六集团军司令，担任进攻斯大林格勒的主力。同年 11 月，被苏军包
围于斯大林格勒。希特勒下令死守，并在 1943 年 1 月 31 日擢升他为元帅，
但随即被俘。在苏联俘虏营参加反纳粹运动。1941 年加入德国军官反法西斯
联盟，后又加入*自由德国民族委员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纽伦堡国际军事
法庭审判主要战犯时，曾出庭作证。1953 年获释，定居民主德国。

保罗亲王（Pau1，1893—1976）南斯拉夫王国摄政（1934—1941）。1931
年起任国王”彼得二世的摄政。认为本国兵力无力与德军对抗，主张中立。
1941 年 3 月 25 日，屈服于德国压力，同意与轴心国签署秘密条约。两天后，
军队首脑*西莫维奇发动军事政变。当晚率全家流亡希腊。战后定居巴黎。

保南协定  1944 年 10 月 5 日，保加利亚*祖国阵线政府和*南斯拉夫人
民解放委员会在罗马尼亚的克拉约瓦（Craiova）城签订的军事合作协定。规
定：在反对法西斯德国的斗争中，两国进行军事合作；本着两国人民的共同
利益和兄弟般合作关系的精神，全力解决两国间发生的问题。此协定巩固了
两国的睦邻关系，成为两国共同时法西斯德国采取军事行动的基础。

保罗-彭古尔（JosephPaul-Boncour，1873—1972 法国外交家。毕业于
巴黎大学。律帅出身。1909 年后长期为议员，多次担任外交部长和总理。1932
年为驻国际联盟代表。反对轴心国的对外侵略政策，主张同苏联加强联系，
呼吁建立欧洲安全体系。1940 年法国危急时，力主退守北非继续抗战。同年
7月 10 日投票反对授予贝当全权，抵制维希政府的卖国政策。后被迫流亡美
国。1944 年重返法国，当选为临时咨询议会议员。1945 年代表法国出席旧金
山会议，并签署《联合国宪章》。战后为参议员，并曾任驻联合国代表。著
有《第二次世界大战亲历》

保卫中国同盟  宋庆龄发起建立的国际反日统一战线组织。1938 年 6
月 14 日，宋邀请中外著名人士保罗·罗伯逊、贾瓦哈拉尔·尼赫鲁、托马
斯·曼、克莱尔·尔什、冯王祥、孙科等在香港发起建立，宋庆龄任主席，
宋子文任会长，海尔达女士任秘书。创办中、英文版《保卫中匡同盟通讯》
（半月刊）报导导中国抗战，宣传保卫中国的国际意义，争取各国人民的同
情与支持。与世界各地华侨救亡团体保持密切联系，争取华侨参加和支援祖
国抗战。从海外募集大量资金和物资，用于医药救济、生产建设和儿童福利
事业。支持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的建设，由宋庆龄帮助创办的
国际和平医院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发展到 8所以及 42 所分院，积极支持*中国
工合运动，促进战时经济发展。其活动支持了中国抗日战争，加强了中国同
世界反法西斯进步力量的联系，在国际上产生广泛的影响。抗战胜利后，改
称中国福利会基金会。

保卫国家特别法庭（TribunaleSpecialeperlaDi-fesadelloStado）意
大利专事审讯和镇压反法西斯战士的机构。1926 年建立。庭长由忠于墨索里



尼的将军担任，5 名法官则由意大利民警军官担任。判决一经作出，不得上
诉。1927—1943 年先后开庭 720 次，大战期间活动尤为频繁。受到该法庭审
讯的共有 5319 人，其中 5155 人被判刑，29 人被处死，7人被判终身监禁，
大多数为意共党员。1943 年 7 月 29 日，被国王爱麦虞限三世下令解散。

保 卫 国 家 安 全 志 愿 民 警
（MiliziaVolontariaperlaSicurezzaNaziona1e）简称“民警”。意大利法
西斯警察。1923 年 1 月 14 日组建。1926 年墨索里尼曾亲任总指挥。初由公
共安全总部管辖，负责看管政治犯和保卫交通线。后参加侵略埃塞俄比亚的
战争。1936 年起发展成为正规武装部队，先后建立 4个师，在北非战争中彼
歼.另有大批民警在国外服役。1943 年 12 月被国王爱麦虞限三世下令取消。
*萨罗共和国时墨索里尼重建，改名“国民共和卫队”。1945 年 4 月瓦解。

保加利亚反法西斯抵抗运动  大战期间保加利亚人民反抗纳粹德国占
领的斗争。1941 年 1 月保加利亚政府加入轴心国，3月同意德军进驻保境。
保加利亚工人党中央即建立特别军事委员会，领导抵抗运动。同年秋成立第
一批游击队，同时开展各种形式的斗争。1942 年春工人党领导多人彼捕牺
牲，游击运动一度受挫。同年秋，在季米特洛夫建议下，建立祖国阵线，游
击运动重新高涨。1943 年春工人党将军事委员会改为人民解放起义军总司令
部，划全国为 12 个战区，年底武装力量人数已逾 6000 人。同时建立祖国阵
线军事联盟，争取反动政府的军队倒戈，壮大人民武装力量。1944 年初工人
党中央通过决议，积极准备武装起义。同年夏，人民解放起义军已逾 4万余
人（一说 3万余），游击运动在全国蓬勃开展，反动政府虽投入 10 万军队仍
无法镇压。1944 年 9 月 5 日苏联对保宣战。同日工人党制定起义计划。人民
解放起义军和游击队在全国展开攻势。8日苏军进入保境，翌日爆发*保加利
亚九九起义，随即成立祖国阵线政府，解放全国。后保人民军队继续参加解
放南斯拉夫和希腊的战争。

保卫妇女和援助自由战士小组（GruppidiDifesade-llaDonnaeperL’
AssistenzaàiCombattentiperlaLibertà）意大利妇女抵抗组织。1943 年 11
月在米兰建立。由参加抵抗运动的各党派共同领导，主要在意大利北部活动。
该组织广泛发动妇女参加游击队，担任信使、后勤和救护等工作，并动员妇
女组织游行和罢工，成立军事小组。同时注意宣传和保护妇女的经济、社会、
政治权利。成员约 7万余人，在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中发挥过重大作用。

保卫埃塞饿比亚人民国际会议  意埃战争前夕*国际保卫埃塞俄比亚
人民委员会召开的国际会议。1935 年 9 月 3—4 日在巴黎举行。英、法、意、
比等国 120 多个社会团体的代表出席。会议通过了致国际联盟和世界人士的
宣言，要求保卫埃塞俄比亚人民的自由和防止战争，号召劳动人民举行保卫
和平的集会和示威游行。当晚，巴黎举行群众集会。此后非、亚洲许多国家
举行了声援埃塞俄比亚的群众集会和示威游行。

俄斯特拉发战役  苏德战争后期苏军发动的进攻战役。1945 年 3 月 10
日至 5月 5日，由*乌克兰第四方面军实施。目的是攻占捷克斯洛伐克的俄斯
特拉发（Ost-rava）工业区。由于进展缓慢，苏军两度修改计划，调整部署，
先后 3次发起攻击，终于4月 30 日攻占俄斯特拉发市，迫使德军从该地区撤
出重兵集团。从 5月 6日起，该部苏军即转入*布拉格战役。

信浓号航空母舰  日本航空母舰。横须贺海军工厂制造。原设计为战列
舰。与被称为超级战列舰的大和号和武藏号，同为日本海军传统的巨舰大炮



思想的产物。建造过程中改成航空母舰。1944 年 11 月 19 日竣工。标准排水
量 6.2 万吨，最高航速 27 节，可载飞机 47 架。由于简易突击施工，水密性
能很差。同月 29 日被美国潜艇击沉于东京湾潮呷东南。首航时间不到 24 小
时。

侵略定义宣言草案  1933 年 2 月 6 日苏联在国联裁军会议上提出的建
议。规定凡首先采取以下行动者应定为侵略国：（1）向另一国宣战者；（2）
虽未宣战，但其武装力量侵犯另一国领土者；（3）其武装力量炮击、轰炸另
一国领土或有意攻击该国船只或飞机者；（4）在它国登陆或进入它国领土者；
（5）对它国实行海上封锁者。建议未被与会各国采纳，1933 年 7 月 3—5 日，
苏联分别与波兰等 10 国签订了关于侵略定义的公约。

侯国忠（1904—1939）中国将领。原为东北军下级军官。九·一八事变
后，组织士兵起义，成立反日山林队，活动于珲县二道沟、三道沟、金场一
带，开展抗日游击战。3932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 年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
二军独立师第四团团长，率部远征吉东地区，在黑龙江老黑山歼灭伪军一个
连。同年 12 月，任第二军、第五军联合指挥部东线副指挥，在东宁、依兰等
地发动群众，开辟抗日游击区。1936 年 6 月，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第五师
第四团团长，率部在滨绥路代马沟车站附近伏击日军货车，毙伤日军百亲人。
1937 年 5 月，任抗联第一路军第二军第五师副师长兼第四团团长，在黑龙江
绥宁地区开展游击战。1938 年率部西征，在宁安县镜泊湖水电站全歼日军守
备队。1939 年 7 月升任第一路军第三方面军副指挥。同年 8月 23 日在安图
县大沙河与日军激战中牺牲。

皇协军  侵华日军在武汉占领区内成立的汉好武装。因协助“皇军”，
故名。1938 年 10 月武汉沦陷后，在日军指使下，由伪湖北省省长何佩瑢和
伪武汉市长张仁蠡，收编驻城陵矾的汪步青部（约万余人）、驻信阳的张启
璜部（约 5、6百人）、驻随州的李宝涟部（约 1200 亲人），组编而成。熊
剑东、邹平凡分任正、副司令。除武汉外，其他沦陷区也有类似军队。1940
年 3 月后改编为*和平救国军。

皇道派  三十年代日本陆军中的派系之一，与*统制派相对立。以荒木
贞夫、真崎甚三郎为首领，小畑敏四郎、秦真次、满井佐吉为实际组织看。*
十月事件后，陆军大臣荒木贞夫排斥原陆军字垣派，安插亲信，自成一派。
因崇尚皇道主义，主张“清君侧”，实现“国体明征”和“天皇亲政”，故
名。该派强烈主张首先进攻苏联，企图通过武装政变等行动建立军部独裁体
制。1934 年 1 月荒木贞夫下台后，该派与*统制派争夺激烈。1935 年统制派
陆军大臣*林铣十郎罢免真崎甚三郎的教育总监职务，同年 8月 12 日相泽三
郎以杀害统制派首领*永田铁山回报，两派斗争白热化。1936 年*二·二六事
件后，该派以乱军罪遭镇压，后在“肃军”中遭统制派打击而趋瓦解。

皇家君主号战列舰（Roya1Sovereign）英国战列舰。1916 年建成。排
水量 29150 吨，最大航速 21 节。装有 8 门 15 英寸火炮、12 门 6 英寸火炮、
8门 4 英寸高射炮和 1 架飞机。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在大西洋和地中海
担负护航任务。1942 年，调入*英国东方舰队。1944 年借予苏联海军，易名
为阿肯盖尔斯克（Archangelsk）号。战后于 1949 年归还英国。

皇家海军作战计划（RoyaIMarine）大战初期英国以漂浮水雷破坏德国
菜茵河航运的作战计划。1939 年 9 月大战爆发后，丘吉尔任海军大臣，设想
以特制的漂浮水雷，在法国境内投放于莱茵河，漂至德国境内触发爆炸，以



破坏其航运。11 月，经内阁赞同后，由海军部会同空军制定计划和进行准备，
并向法国当局作了通报和协商。1940 年 3 月 4 日，丘吉尔以“皇家海军”为
代号，正式提出作战计划，确定海军可在 3月 12 日以后、空军在4月中旬开
始实施。但法国政府害怕引起德国的报复行动，犹豫不决。直至 4月 9日，
英法最高军事会议才确定如德国在西线发动进攻便执行此作战计划。后因拖
延而未能发挥应有作用。

皇家橡树号战列舰（RoyaIOak）英国战列舰。1916 年建成，三十年代
经过改装。排水量 29150 吨，最大航速 21 节。大战爆发后不久，1939 年 10
月 14 日，被德国 U-47 号潜艇在斯卡泊湾击沉。官兵 833 人阵亡。该日后被
英国称为“黑色的星期六”。

皇家方舟号航空母舰（RoyaIArk）英国航空母舰。1938 年建成。排水
量 2.2 万吨，最大航速 31 节，可载飞机 60—72 架。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在
英国*本土舰队服役。1940 年 4—5 月参加挪威战役。法国败降后调往地中海，
编入新组建的*H 舰队。曾参加攻击在米尔斯克比尔和达喀尔的法国军舰。
1941 年 5 月在大西洋参加围歼德国俾斯麦号战列舰。同年 11 月 13 日下午，
在阿尔及尔以北海面，被德国 U-81 号潜艇以鱼雷击中，次日晨沉没。

须磨弥吉郎（1892—1970）日本外交官。19P 年中央大学毕业，入外务
省。1927—1936 年任职于驻广东、上海、南京使领馆。期间负责收集中国政
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重要情报。曾为*川越一张群会谈同中国政府举行预
备性接触。后历任驻美使馆参赞、外务省情报部长、驻西班牙公使等职。1946
年退出外务省。战后曾为众议员。

叙利亚之战  1941 年英军在*自由法国的协助下夺取叙利亚的战役。叙
利亚于 1922 年成为法国的委任统治地。大战爆发后，1941 年 5 月初，*维希
政府允诺德国可经由叙利亚向伊拉克运送军需以支持*拉希德·阿里的反英活
动，德国空军并可使用叙利亚的机场，英国在埃及和整个中东地区受到威胁，
为此英军和自由法国部队共约 2个师，于 6月 8日由巴勒斯坦北上进攻，后
又以另 1个师从伊拉克东向合击。6月 21 日占领大马士革；7月中维希政府
请求停战，签订《圣一让一达克尔协议》，叙利亚全境为英军占领，但名义
上则由自由法国派驻的法国全权代表管辖。

叙利亚反法起义  1945 年 5 月叙利亚人民的反法斗争。1943 年 7 月，
叙利亚民族主义党人在选举中获胜，组成新政府，并要求完全独立。1945 年
春，法方坚持在叙利亚境内保持驻军，导致和叙利亚政府的激烈冲突。随后
法方又擅自增兵大马上革，激起人民在 5月 19 日举行反、法起义，并扩展至
全国。法军大举镇压，但仍无法控制局势，后在英国压力下被迫撤回驻地。
此次起义促成法军于次年 4月全部撤出叙利亚。

胜利轮（VictoryShips）大战时美国大量生产的一种货般。主要用于运
输战争物资。是*自由轮的改进型，在吨级和船体上均小于自由轮，但航速增
至 15■节。生产周期一般为 7 天。战时美国共建造此两型货船约 6000 艘，
耗资 130 亿美元。

胜利计划（ViotoryProgram）亦称“美国重整军备计划”。大战时美国
工业生产总体估算规划，因其编制出美国为最后击败轴心国估算要贡献多少
经济力量，故获此称。早在1941 年春，与德国交战各国对美国军火和各项供
应的需求剧增，而美国陆海军也急需扩充军备。为了对长期需求作出较清楚



的估计，是年 4 月美陆军部副部长帕特森提出编制规划的备忘录，7 月得罗
斯福总统批准，由史汀生、诺克斯和霍普金斯等主持修订，8 月经美、英两
国军事首脑在大西洋会议上进一步讨论，9 月又派代表团赴莫斯科征询苏联
所需的供应，12 月 4 日最后完成编制。该计划估计美国可动员加入军队的人
口约为 1350 万，要求组建约 880 万人的军队（其中海军 150 万人），约 200
个战斗师；估计 1942 年美国需生产作战飞机 2.86 万架，坦克2.04 万辆，高
射炮 6300 门，商船（载重量）600 万吨，反坦克炮 7000 门，地面和坦克用
机枪 16.8 万挺，飞机炸弹 8.4 万长吨。1942 年 1 月 6 日，罗斯福在国情咨
文中修改了计划中的生产数字，要求美国在 1942 年生产作战飞机 4.5 万架，
坦克 4.5 万辆，高射炮 2万门，商船（载重量）800 万吨，反坦克炮 1.49 万
门，地面和坦克用机枪 50 万挺，飞机炸弹 72 万长吨。1943 年的生产数字为
作战飞机 10 万架，坦克 7.5 万辆，高射炮 3.5 万门，商船（载重量）1000
万吨。号召“进行一场‘全面的，战争”。不久即宣布成立”美国战时生产
局，负责实施此计划。

胜利的党代会（ReichsparteitagdesSieges）德国*纳粹党第六次集会
性代表大会。主题为庆祝纳粹党执政，故名。1933 年 8 月 31 日—9月 8日在
纽伦堡举行，共 50 余万人参加。希特勒在会上发表演说，吹嘘纳粹主义，攻
击民主制度和进步力量。9月 2日纳粹党徒曾举行大规模游行。

胜利号航空母舰（Victorious）英国航空母舰。1941 年上半年建成。
排水量 2.3 万吨，最大航速 30 节，可载飞机50—55 架，配有装甲飞行甲板，
编入英国*本土舰队，随即参加搜索截击德国*俾斯麦号战列舰。曾多次为盟
国-苏联护航运输队护航。1942 年，在地中海参加*基石的行动和北非登陆战
役。同年 12 月调往南太平洋，协同美国海军作战。后调回本上舰队。1944
年么月，参加袭击泊于挪威北部的德国*蒂尔匹茨号战列舰。同年 12 月调入*
英国太平洋舰队。1945 年 5 月，在冲绳岛战役中被日本*神风特攻队击伤。

胖孩（FatMan）1945 年 8 月 9 日美国投掷日本长崎的原子弹的代号。1945
年 7 月研制成功。为一长圆形钚 239 弹，长 10.8 英尺，直径 4英尺，爆炸当
量为 2 万吨 TNT。因重量与体积均大于同年 8月 6 日投掷在广岛的原子弹，
故名。参见“长崎原子弹轰炸”。

狮鹫（Greif）即“格赖夫”。
饶国华（1899—1937）中国将领。字弼臣。四川合川军官学校毕业。历

任国民政府军第二十一师、第一四五师师长。1936 年授少将衔。抗日战争爆
发后，率部首批出川抗日。11 月 23 日进驻广德，掩护参加松沪之役友军撤
退。24 日，日军进攻广德时，率部英勇抵抗，身负重伤。30 日自戕殉国。后
被国民政府追赠为上将，并准予国葬。1983 年 9 月，四川省人民政府追认他
为革命烈士。

饶漱石（1903—1975）中国将领。曾用名“梁朴”。早年入上海大学学
习。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 年去苏联，任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
国际代表。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华中局书记，参与
领导江南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皖南事变后兼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代政委，
并兼山东军区政委，参与重建新四军的工作。抗战胜利后曾任中共中央华东
局书记、第三野战军兼华东军区政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东军政委
员会主席、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因与高岗进行反党活动，于 1955 年 3 月被开



除出党。

[丶]

施瓦兹（FranzXaverScbwarz，1875—1947）德国纳粹党司库（1925—
1945）。1914 年入伍。1922 年加入纳粹党。1925 年起任该党司库。1933 年
进入国会。1935 年成为纳粹党全国指导处成员。1943 年获*党卫队地区总队
长衔（相当于中将）。战后死于拘留营。

施伦堡（WalterSchellenberg，1910—1952）德国中央保安局高级官员。
早年在波思大学学习法律。1933 年加入纳粹党和党卫队，翌年底在盖世太保
供职，逐渐成为希姆菜和海德里希的得力助手。1939 年参与组建*德国中央
保安局，后任该局第六处（负责国外情报）副处长，1942 年升任处长兼占领
区保安领袖。曾主持*文洛事件，拟订占领英国后的逮捕名单及劫持温莎公爵
的计划。大战末期秘密接触美国军方人士，并劝说希姆莱与美英单独媾和。
战后在 1949 年被纽伦堡美国军事法庭判处 6 年徒刑，1950 年底获释。著有
《施伦堡回忆录》。

施米特（KurtSchmitt，1886—1950）德国经济部长（1932—1945）。
早年在慕尼黑大学攻读法律。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并受重伤。1921 年任联
合保险公司董事长。1932 年任巴本内阁经济部长。后加入纳粹党，成为希特
勒的经济政策顾问。纳粹党执政后，继续担任经济部长，同时兼任普鲁士邦
经济部长（1933—1935）。

施罗德（KurtFreiherrvonSchr der，1889—约 1965）德国垄断资本家。
早年在波思大学求学。二十年代经营多家银行。曾向纳粹党捐赠大量钱财。
三十年代初协助组建*凯普勒集团并参加*希姆莱之友会，积极扶持希特勒上
台。纳粹党执政期间，任莱茵区工业会主席、德国私人银行联合会主席等职。
1936 年起主持希姆莱之友会对党卫队的资助。大战后期任外交部人事司司
长，支持希特勒对外扩张。战后被捕，1947 年 11 月初被判处 3 个月徒刑和
罚款。

施佩尔（AlbertSpeer，1905—1981）德国军备和战时生产部长（1942
—1945）。1927 年在柏林高等专科学校建筑专业毕业。先任助教，后当开业
建筑师。1931 年 1 月参加纳粹党。翌年成为党卫队队员。纳粹党掌权后，在
为纽伦堡召开的*胜利的党代会作布置设计等工程中，深得希特勒赏识。自
1933 年冬起，成为希特勒的私人建筑师和亲信。1937 年被希特勒委任为特设
的“振兴德国首都建筑总监”（副部长级）。1942 年 2 月被任施佩尔命为*
托特组织的首脑和军备与军需部（1943 年 9 月改为军备与战时生产部）部长，
同年 3月和 4月，又先后兼任*军事经济全权总办和中央计划局领导成员。在
希特勒授予全权的支持下，主持整个战争经济，推行新的军事生产体制，动
员工业界人士，挖掘经济潜力，大量使用战俘和强制的外国劳工以克服劳力
不足，迅速提高军备生产，对纳粹德国后期的战争起了重大作用，被称为德
国经济的“施佩尔时代”。1946 年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以战争罪和违反
人道罪，判处 20 年徒刑。1966 年刑满出狱。著有《回忆录》（中译本名《第
三帝国内幕》）。

施特恩（1900—1941）苏联将领。国内战争时期历任团、师、军的政委。
二十年代就读于伏龙芝军事学院。1929 年任陆海军人民委员特别事务助理。



1937 年 1 月至 1938 年 4 月，任西班牙共和国政府总军事顾问。1938 年 5 月
任苏联远东方面军参谋长，参加哈桑湖地区的战斗。后任红旗远东独立第一
集团军司令。1939 年哈勒欣河战役中负责协调苏、蒙军队的行动。同年被选
为党中央委员。苏芬战争中任第八集团军司令。1940 年获上将衔。1941 年先
后任远东方面军司令、国防人民委员部防空部部长。苏德战争前夕遭清洗。

施密特  ①保罗·奥托·施密特（PauIOttoSchmidt，1899—1970）。
德国外交官，希特勒的译员（1935—1945）。1923 年 8 月进入外交部，担任
专职翻译。曾为几届德国政府总理和外交部长担任外交谈判的译员。1935 年
3 月起成为希特勒的译员。以纳粹德国首席译员身份，参加战前和战时希特
勒的历次外交活动，并参加戈林和里宾特洛甫的若干重大外交谈判。1945 年
5 月被美军逮捕。战后曾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受审和作证，并为美军担任
有关审讯的翻译工作。著有《我是希特勒的译员》等。②保罗·卡尔·施密
特（PauIKar1Schmidt，1911—）。德国外交官，1940—1945 年任外交部新
闻出版司代理司长。战后以保罗·卡雷尔（PauICarell）为笔名出版一系列
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畅销书，内有《实施“巴巴罗萨计划”》、《希特勒进攻
东方：1941—1943》等。施蒂夫（HellmuthStieff，1901—1944）德国将领。
1917 年入伍。1938 年起在陆军总参谋部供职。1912 年任陆军总司令部组织
处长，获上校衔。1944 年 1 月晋升少将。参加反希特勒密谋活动并成为主要
成员。1943 年 9 月被安排在*良穴大本营安放炸弹，因胆怯未成。*七·二○
事件中负责向”施道芬堡提供炸弹并陪同前往腊斯登堡，事发后被捕，被*
人民怯庭判处绞刑。

施蒙特（BudolfSchmundt,1896—1944）德国将领，希特勒的军事副官
（1938—1944）。1914 年开始服役。1938 年接替*霍斯巴赫，任希特勒的军
事副官（元首和全国总理府武装部队副官处主任）。1939 年晋上校。第二次
世界大战期间，深得希特勒信任。1942 年兼任陆军人事局局长。1944 年晋升
上将。同年，在”七·二○事件中，被炸伤至死。

施肇基（1877—1958）中国外交官。字植之。早年留学美国康奈尔大学。
曾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财政总长，驻英全权公使。九·一八事变后历任国
民政府驻美公使、大使。在国联大会上谴责日本的侵略罪行。抗日战争爆发
后，任国际救济会宣传组主任。并在上海创办防协会，设立附属医院。193s
年 7 月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1 年赴美，任中国物资供应委员会副主任委
员，驻华盛顿为中国争取战时物资。1945 年任中国代表团高等顾问，出席旧
金山联合国会议。后在美国病故。著有《施肇基回忆录》。

施图登特（KurtStudent，1890—1978）德国空军将领。1914 年入空军
服没，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1934 年晋升上校。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于
1940 年获空军少将衔，率第七空降师在荷兰、比利时作战，负重伤。旋晋升
中将，参加 1941 年克里特岛战役。后奉命组建空降部队。1943 年 9 月指挥
营救墨索里尼。翌年出任第一伞兵集团军司令。1945 年初调往东线作战。同
年在德国境内被盟军俘获。战后被判 5年监禁，但随即获释。

施佩勒尔（HugoSperrle，1885—1953）德国空军将领。1903 年开始服
没，后入军事学院受训。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在空军部队服役。战后继续在国
防军中任职。1933 年希特勒上台后，重新转入空军，积极从事扩军工作。1934
年升为空军少将。1936 年任*秃鹰军团司令武装干涉西班牙，晋升空军上将。
1937 年出任第三航空队司令。1938 年参加吞并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



德区。1940 年进攻法国，获元帅衔。同年 8月起，以法国北部为基地，实施
对英国本土的空施佩勒尔中攻击。后受命指挥北非地区德国空军，支援*非洲
军团。1943—1944 年在西欧指挥德国空军作战。1944 年 8 月 23 日被免职。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曾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受审。1948 年获释，定居联邦德
国。

施莱彻尔（KurtvonSchleiCher，1882—1934）一译“施莱歇尔”。德
国总理（1932—1933）。将领。1903 年入伍。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总参谋
部和最高统帅部供职。战后参与秘密扩军，晋升中将。1929 年在国防军中负
责处理政治事务，权力日增。积极干预政治，1932 年 12 月 2 日出任总理。
翌年 1月 28 日被希特勒取代。1934 年 6 月 30 日在*罗姆事件中被杀。

施特莱彻（JuliusStreicher，1885—1946）德国纳粹党大区领袖（1925
—1940）、反犹周刊《冲锋队员》发行人（1923—1945）。早年为小学教员。
曾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升至中尉。战后在纽伦堡进行反犹活动。1921 年加
入纳粹党。1923 年参加啤酒店暴动。同年创办反犹的黄色周刊《冲锋队员》，
任主编（至 1933 年）。1925 年起任纳粹党弗兰肯（Franken）大区领袖（总
部设在纽伦堡）。希特勒上台后，成为国会议员和反犹运动头目之施特莱彻
一。1934 年获党卫队地区总队长衔（相当于中将）。发表大量反犹文章和演
说，煽动“斩尽杀绝”犹太人，参与策划和推行*最后解决。战后在纽伦堡国
际军事法庭受审，以违反人道罪被判处绞刑。1946 年 10 月 16 日执行。

施道芬堡（ClausSchenkvonStauffenberg，1907—1944）德国军人。伯
爵。1926 年参加陆军，任骑兵团军官。1936—1938 年在柏林陆军大学深造。
后历任陆军总部和前线部队参谋，相继在波兰、法国、苏联和北非作战。1943
年 4 月在突尼斯受伤致残。同年 9月升为中校，调回柏林陆军总部任军械署
参谋长，开始积极施道芬堡参与德军上层反希特勒的密谋活动。1944 年 6 月
升为上校，任国内驻防军（即补充军）参谋长。同年 7月 20 日，乘参加*腊
斯登堡会议之机，以定时炸弹炸伤希特勒，并在柏林发动政变。当天失败后
被杀。

施图尔纳格尔  ①奥拓·冯·施图尔纳格尔（OttovonStü1pnage1，1878
—1948）。德国驻法军队司令（1940—1942）。1898 年入伍。参加过第一次
世界大战。战后次第晋升少将（1929 年）和中将（1932 年）。1940 年 11 月
出任驻法德军司令。任内残酷镇压抵抗运动，大肆屠杀法国人民，曾杀害大
批人质，被称为“残忍的刽子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德国被捕并被引渡
法国受审，后畏罪自杀。②卡尔。海因里希·冯·施图尔纳格尔
（KarIHeinrichvonStüpnage1，1886—1944）。德国驻法军队司令（1942—
1944）。1904 年入伍。1935 年晋升少将衔。1938 年任德国陆军总司令部第
一处处长，同年 11 月—1940 年 6 月任陆军总参谋部军需总监。后任法德停
战委员会主席。1941 年 6—10 月指挥第十七集团军在苏德战场作战。1942
年 3 月接替堂兄奥托·冯，施图尔纳格尔任驻法军队司令，任内残酷镇压法
国抵抗运动。1939 年起参加军内反希特勒密谋集团。*七·二○事件中负责
在巴黎策应，曾按预定计划逮捕了一批党卫队和盖世大保重要人物。1944 年
7 月 21 日奉召回柏林途中自杀来遂，同年 8月被绞死。

施魏因富特轰炸  盟国空军对德国实施的战略轰炸战役。代号“魔术
师”。1943 年，在实施盟国对德联合轰炸攻势（代号*直截了当）时，力主



昼间精确轰炸的*美国第八航空队，于 8月 17 日出动 363 架 B17 型轰炸机（其
中 315 架飞抵目标》，10 月 14 日出动 291 架 B-17 型轰炸机，昼间空袭德国
滚珠轴承工业中心施魏因富特（Sch-weinfurt），使德国这一军工重要部件
产量下降百分之十七和百分之三十二。但因缺乏足够航程的歼击机掩护，美
机损失率高达百分之十九和百分之二十点六。美军被迫暂停轰炸，直到 1944
年 2 月 24 日，才以美机 266 架（昼间）和英机 734 架（夜间）恢复轰作，但
德国已对该地工业进行了分散。

施图特霍夫灭绝营（Stutthof）纳粹德国灭绝营之一。1939 年建于波
兰西北部但泽（今格但斯克）附近 36 公里处。拥有 25 个分营。最初用于屠
杀波兰居民。1942 年起主要用于屠杀苏联公民和战俘。先后共关押 12 万人，
其中约 8万人被害。囚禁者被迫为军工企业服若役，至衰竭后处死并投入焚
尸炉。受害者多次进行集体反抗。1945 年 1 月党卫队员企图将幸存者押送后
方，约 3万人被苏军解救。战后在原址建立纪念碑。

施佩伯爵号战列舰  即“格拉夫·施佩号战列舰”。
施维林·冯·克罗西克（JohannLudwigSchwerinvonKrosigk，1887—

1952）德国财政部长（1932—1945）。伯爵。早年在洛桑大学和牛津大学攻
读法律和政治学。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在德国财政部任部务主任等
职。1932 年 6 月出任巴本内阁财政部长。纳粹党执政后继续留任，负责筹措
重整军备的资金。1935 年 2 月受权用赊欠方式积聚物资。1935—1938 年反对
沙赫特发行*梅福票。积极支持纳粹党的反犹政策。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主张
废黜希特勒，向美、英两国投降。1945 年 4 月下旬潜往德国北部，5月被邓
尼茨任命为外交部长。战后于 1949 年披美国军事法庭判处 10 年徒刑。1951
年获释。

亭可马里袭击战  太平洋战争初期日本海军航空兵对锡兰（今斯里兰
卡）亭可马里（Trincomalee）英国海军基地的袭击。1942 年 4 月，日本南
云忠一海军中将率领的机动部队，在实施”科伦坡袭击战后迂回至锡兰东面，
于 9日上午出动近百架飞机空袭亭可马里。英规已先行撤离，日机仅炸毁港
口设施。同日下午日机又在该港东南发现并击沉英国*竞技神号航空母砚和 1
艘驱逐舰。英国损失飞机 33 架，日本损失 17 架。此外，日本海军又在盂加
拉湾海域击沉盟国商船 23 艘，约 10 万吨。英国被迫暂停缅甸至印度的航运，
其东方舰队也撤至非洲沿岸。

音乐会（КонЦерт）苏德战争中期苏联游击队于 1943 年 9 月 19
日至 10 月末实施的战役代号，为代号*铁道战的行动的继续。目的仍然是大
规模破坏铁路，增加德军运输困难，配合苏军在斯摩棱斯克（Смолен
ск）和戈梅利（Гомель）方向上即将开始的进攻及*第聂伯河会战。
参加此战役的有 193 个游击队（组），计 12 万余人，主要战场在白俄罗斯地
区。共毁坏铁轨 148557 根，同时还颠覆列车、破坏桥梁等。

音响水雷  靠音响引信引爆的非触发水雷。音响引信利用水听器将舰艇
航行时发出的噪音转变为电脉冲，引起水雷爆炸。德国于 1940 年秋开始使
用。同年底，研制成有效的对付方法后，德国又研制成兼用音响和磁性的水
雷和经多次音响刺激才引爆的水雷。

帝国国防法（DefenceofRealnAet）大战时英国议会授与丘吉尔内阁特
殊权力的法律。1940 年 5 月 22 日，在决定”敦刻尔克撤退的危急形势下，
经上、下两院通过并由英王批准公布。规定：“当英王陛下为了维护公共治



安、保卫国土，或有效地进行英玉陛下可能参与的任何战争，或为维持公众
生活不可缺少的供应或劳役，而认为必要或有利时，英王陛下的臣民应将他
们自身、他们的劳务和他们的财产交由英王陛下处置。”实则授权丘吉尔政
府为战争所需支配英国的一切人力和物力。

帝国经济商会  即“全德经济院”。
帝国防务委员会（ConseildeDéfensedeL＇Empire）*自由法国在非洲法

属殖民地建立的领导机构。1940 年 10 月 27 日在布拉柴维尔成立，戴高乐任
主席，贾德卢、埃布埃等人任委员。宣告否认维希政府，并将根据《贡比涅
停战协定》签订前的法令来治理殖民地。它为自由法国提供了大批人力、物
力，有力地支援了法国人民的抗战。为动员殖民地人民参战，埃布埃曾多次
宣布改革，声称将以法国人和非洲人的“联合”来取代“同化”。1944 年初
在布拉柴维尔召开大会，为战后将“帝国”改名“联盟”奠定基础。

席国国策实施要领  日本决心对美、英、荷开战的文件。1941 年 11 月
2 日，大本营与东条内阁联席会议作出决定，同月 5 日御前会议通过。确定
“决心对美英荷开战、发动战争的时间定为 12 月初。对于当时正在进行的日
美谈判，规定按附件要领进行。其中甲案要求：实现日华“和平”后日本仍
驻军华北、蒙疆及海南岛；“通商无差别待遇”适用于全世界时亦适用于中
国；日本将根据自已的决定解释和履行德日意三国条约，反对把赫尔四原则
列入协议。乙案要求：日美承诺不向法属印度支那以外地区武力扩张；恢复
通商关系和美国保证供应日本所需石油；美国不干涉日华实现“和平”的努
力。规定至 12 月 1 日午前零时，如对美谈判成功，则停止发动战争。通过此
要领后，一心发动太平洋战争的东条内阁，以继续同美国谈判为掩护，加紧
完成战争准备。12 月 1 日，御前会议据此决定对美英荷开战。同月 8日，日
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

帝国国策施行要领  日本坚持南进，确定“不惜对美英荷一战”的文件。
1941 年 9 月 6 日，经御前会议通过。强调贯彻*《适应世界形势演变的帝国
国策纲要》有关南进的战略。确定“在不惜对美（英荷）一战的决心之下，
大致以 10 月下旬为期，完成战争准备”：与备战同时，对美英运用外交手段
贯彻日本的要求，如果至 10 月上旬仍不能实现日本的要求即决心开战。附件
列出日本对美英谈判的条件：美英不干涉或妨碍日本“处理中国事变”，不
在远东采取威胁日本的行动，协助日本获得所需物资；日本则许诺不以法属
印度支那为基地向除中国外的邻近地区武力扩张，“准备在确立公正的远东
和平之后”从印支撤兵，保证菲律宾的中立。此要领的通过，标志日本决心
发动太平洋战争。同年 10 月 16 日，第三届近工内阁下台。次日东条内阁上
台，加紧扩大战争规模。

畑俊六（1879—1962）日本将领。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早
年参加日俄战争。后在驻德国使馆供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作为日本代表团
随员出席巴黎和会。后历任旅团长，参谋本部第四部部长、第一部部长，第
十四师团长和航空本部部长。1936 年出任台湾军司令官。次年改任教育总
监，并晋升大将。1938 年任华中派遣军司令官，指挥攻占武汉的战役。1939
年 8 月起历任阿部和米内二届内阁的陆军大臣，参与决定缔结*《德意日三国
同盟条约》及一系列南进部署。1941 年 7 月起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1944
年晋升元帅，同时复任教育总监。日本投降前任第二总军司令宫，驻守广岛
地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于 1948 年作为甲级战犯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



无期徒刑。1954 年假释出狱。
美日谈判  太平洋战争前美国和日本的外交谈判。1940 年夏纳粹德国闪

击西欧成功，日本南进扩大侵略的野心受到鼓励。9 月日本出兵印度支那北
部，并签订“《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日、美矛盾尖锐。面临德、日在大
西洋和太平洋两面威胁的美国，贯彻”先欧后亚战略，力图调整美日关系。
同年 11 月美国天主教沃尔什（JamesEdwardWalsh，1891—1981）主教和德劳
特（JamesM.Drought）神父前往东京，以“民间代表”身份会见日本近卫首
相的朋友、产业工会中央金库理事井川忠雄，揭开美日谈判序幕。1941 年 2
月 14 日罗斯福借接见日本新任驻美大使野村吉三郎之机，正式提出谈判建
议。与此同时，日本派井川忠雄和陆军省军务局军事课长岩胖豪雄先后赴美，
同沃尔什、德劳特密商后，于吐月间提出*《日美谅解方案》。4 月 16 日野
村与美国务卿赫尔会谈后，双方同意以《日美谅解方案》为谈判基础，但赫
尔同时提出了”赫尔四原则.强调维护太平洋现状和机会均等。日本内阁和军
部联席会者对《日美谅解方案》不满，外务大臣松冈洋右提出修正案，于 5
月 12 日转交美方。《松冈修正案》强调日本将坚持德日意三国同盟，要求美
国承认*近卫三原则和*《日汪基本关系条约》、*《日满汪共同宣言》。双方
会谈交锋多次，美国坚持赫尔四原则，日本坚持独霸中国和亚太地区，难以
妥协。6 月 22 日苏德战争爆发，日本内部关于先北进还是先南进之争再起。
7月 2日日本御前会议通过*《适应世界形势演变的帝国国策纲要》，坚持南
进方针，“不辞对英美一战”。7月 24 日日军占领印度支那南部。美国反应
强烈，随即宣布冻结日本在美一切资产和实施全面禁运，双方谈判遂告中断。
此时，日本陆军主力陷于中国战场，近卫内阁对发动太平洋战争尚有犹豫，
美国则面临大西洋纳粹德国的威胁，双方均不愿关闭谈判的大门。8 月 7 日
近卫指示野村向美提出举行首脑会谈。17 日罗斯福表示准备考虑恢复谈判。
26 日近卫致函罗斯福正式提出在夏威夷举行日美首脑会谈。美国坚持须以赫
尔四原则为基础，先举行预备性会议。日本不肯作此让步。9 月 6 日日本御
前会议通过*《帝国国策施行要领》，规定以10 月下旬为目标完成战争准备，
如外交谈判到 10 月上旬未达要求即决心开战。9 月 20 日日本再次向美提出
早日实现会谈。10 月 2 日美国向日递交备忘录坚持赫尔四原则。10 月 16 日
近卫辞职，18 日东条英机内阁上台。11 月 5 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对美、英、
荷开战，进攻日期定在 12 月初；与此同时，作为一种掩盖发动战争的手段，
通过对美谈判要点，制定了《日美协定》甲、乙两方案，并加派特使来栖三
郎赴美协助野村进行谈判。此时，战争危机已迫在眉睫。美国在收到日方甲、
乙两案后，于 11 月 22 日由赫尔提出*《美日临时协定草案》作答，26 日又
代之以*《赫尔备忘录》。11 月 28 日日本政府指示野村，日方不能接受《赫
尔备忘录》，但须保持谈判仍在进行。12 月 1 日，日本天皇批准对美、英、
荷开战的最后决定。12 月 7 日（当地时间）日军偷袭珍珠港后一个多小时，
野村和来栖会见赫尔，递交对《赫尔备忘录》的答复，并宣布中止谈判。

美浓部达吉（1873—1948）日本法学家。1897 年东京帝国大学毕业。
曾留学欧洲。1902 年任东京帝国大学教授。1911 年受文部省委托，编写《宪
法讲话》，翌年出版。主张“天皇机关说”，认为日本的统治权属于国家，
天皇仅作为国家的最高机关而行使统治权。1932 年任贵族院议员，并兼任东
京商科大学教授，九州帝国大学教授。在天皇机关说事件中受控，屡遭迫害，
被迫辞去贵族院议员之职。以后埋头于行政法的研究，继续推崇立宪君主制



下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战后于 1946 年被任命为枢密顾问宫，参与审议新宪
法。著有《日本国法学》、《日本行政法》和《行政法撮要》等。

美英荷澳战区  见“美英荷澳盟军司令部”。
美国亚洲舰队（Asiati0Fieet）美国海军舰队之一。初建于 1902 年。

1941 年 2 月 3 日重建，由*哈特任司令。同年 6 月，舰队司令部由上海迁往
马尼拉，加强对菲律宾科雷吉多尔等一线的防御。后美英荷澳联合舰队建立，
由哈特兼任司令。联合舰队从菲律宾撤出，驻爪哇的泅水港。1942 年 2 月，
亚 洲 舰 队 改 称 为 西 南 太 平 洋 美 国 海 军 部 队 ， 由 格 拉 斯 福 德
（WilliamAlezanderGlassford，1886—？）海军中将任司令，亚洲舰队名存
实亡。后西南太平洋部队与*美国第七舰队即由其分建而成。

美国国防法素（DefenseAct）1940 年 7 月 2 日美国国会通过的管制物
资出口的法案。授权总统罗斯福禁止或削减出口军事装备、军需品、机器、
工具等物资（包括制造、维修和操作上述物资所需的材料）；同时还开列了
必须领取出口许可证的物品清单。目的是为美国重整军备保存可供应的物
资，并加强经济防卫的能力；同时也是为了遏制德、意、日法西斯国家的物
资供应，而满足英国对物资供应的需要。同年 10 月又禁止铁和废钢的出口，
至次年 4月又将 50 余项物资列入管制范围。

美国第七舰队（SeventhFleet）美国海军主要舰队之一。1942 年 2 月
从原亚洲舰队分离组建而成，初与澳大利亚、新西兰海军构成西南太平洋战
区盟国海军作战部队，1943 年 3 月正式命名，先后由格拉斯福特（Wil-
liamAlezanderGlassford，1886—？）、莱利（HerbertFairfaxLeary，1885
—1957）、卡彭特（ArthurS.Carpenter）等人任司令，1943 年 11 月由*金
凯德任司令。归西南太平洋美军总司令*麦克阿瑟统辖。曾参加西南太平洋地
区的战略反攻，协助麦克阿瑟部队攻克新几内亚。1944 年 10 月参加莱特湾
海战。1945 年 1 月支援美军在吕宋岛登陆。战后成为美国在西太平洋水域的
主力舰队，参加侵朝战争、进占中国台湾。

美国第八舰队（EighthFleet）美国大西洋舰队的主力之一。原为美国
大西洋舰队派赴参加 1942 年 11 月“火炬”行动的西部特遣舰队，攻占北非
后成立西北非水域美国海军司令部，其属下的舰队在 1943 年 3 月组建为第八
舰队，由*休伊特任司令。作战归盟军地中海战区司令部和盟国远征军最高统
帅部指挥。1943 年参加进攻西西里岛和意大利的登陆战，1944 年 8 月参加法
国南部登陆战役。1945 年 4 月，与西北非水域美国海军岸基部队合组为美国
海军第十二舰队的特遣舰队，隶属于美国海军欧洲司令部。

美国第三舰队（ThirdFleet）美国太平洋舰队的主力舰队之一。1942
年 6 月戌太平洋舰队之一部组成南太平洋部队，负责南太平洋悔域的战斗，
1944 年正式称为第三舰队，由*哈尔西任司令，司令部设珍珠港。曾参加争
夺所罗门群岛和瓜达尔卡纳尔岛的战役。1944 年 6 月主力进入中太平洋海域
与第五舰队会合，对日军发动攻蛰，由哈尔西与*史普劳思斯轮流指挥，同时
使用第三舰队和第五舰队两个番号。l944 年 10 月下旬，参加莱特湾海战。
随后协同美国陆军收复菲律宾。1945 年初扫荡南中国海，并袭击台湾和日
本。同年 5月起参加对日本的最后攻击。战后仍为美主力规队之一，部署于
东太平洋水域。

美国第五舰队（FifthFleet）美国太平洋舰队的主力舰队之一。初为太
平洋舰队的特遣舰队，1943 年 10 月组成中太平洋部队，后即称第五舰队，*



史昔劳思斯任司令。负责中太平洋海域战事，常分组成各种特遣舰队，尤以
其快速航空母舰舰队的机动性闻名，曾给日本海军以致命打击。1944 年 6 月
与*哈尔西所率第三舰队主力会合，由史普劳恩斯和哈尔西轮流指挥，同时亦
使用第三舰队番号。曾参加中途岛海战、菲律宾海海战以及攻占吉尔伯特群
岛、马绍尔群岛、马里亚纳群岛和关岛等战役。1945 年 3 月参加进攻日本本
土，协同陆军实施硫黄岛战役和冲绳岛战役。

美国大西洋舰队（AtlanticFleet）美国海军主要舰队之一。初建于十
九世纪下半叶，1906 年后时有断续地存在。1941 年 2 月由原大西洋分遣舰队
组建，成为以巡逻护航为主的舰队，由海军作战部长*斯塔克兼任司令。当时
拥有航空母舰 4艘，战列舰 8艘，及其他战舰数百艘。同年 12 月美国参战后，
归美国舰队息司令*金直接指挥，战时曾由英格索尔（RoyaIE.Ingersoll）海
军中将和英格拉姆（JonasH.Ingram）海军上将先后担任司令。辖有海军航空
兵、两栖作战部队等。初承担加勒比海、墨西哥湾和西大西洋水域的巡逻护
航任务，后派出特遣舰队和分舰队等参加地中海海域和欧洲战区的作战，并
负责格陵兰、冰岛水域的警戒。1943 年 3 月分建第四、第八舰队。曾参加过
北非、西西里、意大利、诺曼底和法国南部的大规模两栖登陆作战，还与英
国皇家海军一起对轴心国海军进行大西洋之战和北冰洋的护航战。战后建置
保留，统辖第二、第六舰队。

美国太平洋舰队（PacificFleet）美国海军主要舰队之一。初建于1907
年，1922 年华盛顿会议后撤销。1941 年 2 月 1 日由驻泊于珍珠港的舰队组建，
司令部设在珍珠港，由*金梅尔任司令。当时拥有的列舰 9 艘、航空母舰 3
艘、巡洋规 21 艘、驱逐舰 67 艘、潜艇 28 艘及其他辅助舰船数百艘。1941
年 12 月 7 日（当地时间），在*珍珠港事变中损失惨重。同年 12 月 31 日由*
尼米兹出任司令，司令部迁往马卡拉帕。初分为战斗部队、巡逻部队和后勤
部队，并辖有海军航空兵部队和海军陆战队等，后因战事需要分组出各种特
遣舰队和航空母舰舰队。1943 年 3 月决定将在太干洋作战的美国舰队，分建
第一、第三、第五、第七、第九舰队（其中第七舰队由原*美国亚洲舰队组建），
除第一、第九两舰队直属太平洋舰队总部外，第三、第五、第七舰队均在太
平洋战区司令部和西南太平洋战区司令部辖下从事太平洋海域战斗。先后实
施珊瑚海、中途岛、菲律宾海、莱特湾等海战，重创日本海军，并协同陆军
部队进行岛屿战争。1945 年 2 月舰队前线司令部迁往关岛。同年 3月起参加
进攻日本本上，炮击沿岸工业目标，空袭海军基地、机场、交通设施等，并
协同陆军攻克硫黄岛与冲绳岛，歼灭日本海军残余力量，奠定太平洋战局的
胜利。战后统辖第三、第七舰队。

美国陆军妇女队（Women＇SArmyCorps，缩写 WAC）大战时期美国妇女
志愿服役者组织。创建于 1942 年 5 月，原名陆军妇女辅助队（Womey＇
sArmyAuXiliaryCorps，缩写 wAAC），1943 年 6 月改称现名，属美军勤务部
队司令部营辖。共达 10 万人，其中约 6000 人是军官，战时赴前线服役者约
为 1.7 万人。主要承担战地救护、医疗、勤务、机要等工作。在国内莫因要
塞等地设有训练基地。曾先后招募并训练约 100 个普通医院团体，以补军队
医护人员之不足。战后拆散由美陆军勤务部队、地面部队和航空队分别管理。

美国经济防卫局（EconomicDefenseBoard）大战时期美国政府机构。根
据罗斯福总统 1941 年 7 月 30 日的行政命令而设置。旨在通过发展和协调美
国经济方面的政策、计划和方案等，以保护和加强与美国国防利益有关的国



际经济关系。由副总统*华莱上任主席，成员是国务卿以及财政、海军、陆军、
农业、商业等部部长。其职能包括封锁和供应两个方面。1941 年 10 月该局
曾向罗斯福建议设立祖惜物资管理局，11 月又建议设立生产管理局，对美国
战时经济体制的完善有一定的作用。同年 12 月 17 日，该局更名为*美国经济
战委员会。

美国战时生产局（WarProductionBoard，缩写 WPB）又称“美国战时生
产委员会”。大战时期美国政府机构。根据罗斯福总统 1942 年 1 月 16 日与
1 月 24 日的行政命令，将原生产管理署与供应优先分配局合并组成，由*纳
尔逊任局长（1944 年末由克鲁格[JuliuSA.Krug，1907—1970]继任）。负责
筹划与协调战时全国的工业生产，并负责物资的采办工作。其下属分支机构
近 200 个，分管各类作战物资的生产与采办。旨在动员美国全部工业力量和
挖掘工业生产潜力，确保作战物资的生产，以支持打败德、意、日法西斯的
战争。1945 年 10 月撤销。

美国战时动员局（OfficeofWarMobilization，缩写 OWM）大战时期美
国政府机构。根据罗斯福总统 1943 年 5 月 27 日的行政命令，由联邦政府紧
急管理署中分离出来组建而成，*贝尔纳斯任局长。宗旨为更有效地协调、动
员整个国家的战争力量，保障战时军用与民用供应，制订充分利用自然资源
与工业资源的统一计划和基本政策，调动联邦政府所有机构关注军需物资、
产品的生产、采办、分配和运输事宜等。被认为是与*美国战时生产局同等重
要的两大战时经济机构之一。1944 年 10 月，并入新建立的战时动员与复员
局（OfficeofWarMobiliza-tionandReconversion）。

美国战略情报局（OfficeofStrategicServices，缩写 OSS）大战时美
国情报机构。前身为情报协调局（OfficeoftheCoordinatoroflnformation，
缩写 OCI）。1942 年 6 月 13 日改组而成。*多诺万任局长，直接隶属于参谋
长联席会议。总部设在华盛顿，下设指挥、分析、行动、训练等几十个机构，
雇佣人员达几万人，情报站遍布美国与海外各地。基本任务为：（1）搜集、
评价、分析一切有利于打败轴心国的情报；（2）策划与执行一切获得情报的
间谍活动。此外，还负责开展心理战、宣传战以及敌后游击战。在大战期间
的情报战中发挥了重大作用。1945 年 9 月 20 日解散，人员与材料划归国务
院和陆军部。

美国第一委员会（AmericaFirstCommittee）全称“保卫美国第一委员
会”。大战前期美国民间*孤立主义组织。1940 年 9 月（一说 7 月）由那鲁
大学法学院小斯图亚特（R.DouglasStuart，Jr.，）发起成立，西尔斯-罗巴
克公司董事长伍德（RobertElkingtonWood，1879—1969）任全国委员会主席。
成员中包括霍梅尔（JayHorme1）、*林德伯克等一批极端孤立主义分子，并
得到中西部财团及国会孤立主义派的支持和资助。该组织通过报纸、电台等
新闻媒介及组织群众集会等扩大政治影响，主张美国人应该准备为保卫美国
而战，而不要卷人欧洲争端。曾极力反对和阻挠罗斯福政府实施*《租借法
案》。1941 年 12 月*珍珠港事变后即解散。

美国第一集团军（FirstArmy）美国陆军战役军团。1943 年 10 月 1 日
为实施代号”霸王的行动而组建，司令为*霍奇斯。初驻英国的布利斯托尔。
1944 年 6 月诺曼底登陆战役时，隶属*盟国第二十一集团军群，辖两个步兵
师，在奥马哈和犹他滩头突击登陆，随即攻占瑟堡。同年 8月转隶*盟国第十
二集团军群，参加法莱斯战役。随后在盟军战线中路向北突进，于 9月中旬



进抵德境亚琛。1944 年 12 月至 1945 年 1 月，经历阿登战役。1945 年 3 月对
德军发动最后攻势时，下辖第三、第五、第七军和第十八空降军，共 4个装
甲师和 12 个步兵师。强渡莱茵河，攻占鲁尔，在易北河托尔高与苏军会师。
1945 年 5 月调回美国，司令部驻纽约总督岛（Governorslsland）。

美国第十航空队（TenthAirForce）美国陆军航空兵部队。1942 年 2 月
组建于美国，3 月调赴印度，是大战时美军在南亚的主要作战单位。由布里
尔顿任司令，隶属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部，战术上由英国皇家空军驻印司令
部及美英空军东部联合司令部（EAC）指挥。主要任务是支援中国战场的作战，
保卫印度，运送战略物资“飞越驼峰”（HumpRoute，指喜马拉雅山）到中国，
攻击日军在东南亚地区的军事基地及交通运输设施等。司令部曾先后驻于新
德里、加尔各答等地。1942 年 6 月，该部重型轰炸机部队赴中东作战，轰炸
从意大利到非洲的轴心国补给线。同年 10 月，该部驻印基地部队组成驻印空
军特遣队，参加了阿萨姆和北缅战役。1944 年舌转移到中国，参加对日作战，
司令部驻昆明。

美国第十集团军（TenthArmy）美国陆军战役军团。1944 年 5 月在美国
得克萨斯州组建，随即调赴太平洋战场作战。初由巴克纳任司令。辖第二十
四军及中太平洋与西太平洋美国陆军部队，共 5个师约 10 万人。后第一、第
二、第六海军陆战队师亦归其指挥。1945 年 4 月参加冲绳岛战役，巴克纳阵
亡，由*史迪威继任司令。后驻冲绳岛。同年 10 月逮制撤销。

美国第七航空队（SeventhAirForoe）美国陆军航空兵部队。1943 年组
建于*中太平洋战区，由威利斯海尔（Willishile）任司令，1945 年怀持
（T.D.White）继之。曾参加 1943 年吉尔伯特群岛战役、1944 年马里亚纳群
岛战役，在进攻塞班岛和关岛的战役中发挥重要作用。后司令部迁驻塞班岛。
1945 年划归美国远东航空队（FarEastAirFor0e）指挥，与第五、第二十诸
航空队一起参加对日本本土的轰炸。战后曾参加过越南战争。

美国第七集团军（SeventhArmy）美国陆军战役军团。1943 年 7 月组建
于突尼斯。辖第六、第十五、第二十一军，共 9个步兵师和 3个装甲师。司
令先后为*巴顿和*克拉克，1944 年 3 月由*帕奇接任。初在北非和地中海地
场作战，曾参加西西里岛登陆战役。1944 年 8 月调西欧战场，隶属*盟国第
六集团军群，参加法国南部登陆战役。随后迅速向北突进，横扫罗泊（Rhone）
河流域，攻占格勒诺布尔（Grenoble）等城镇。同年10—12 月在法国东北部
早日（Vosges）山区与德军鏖战。1945 年春突破德军防线，进兵莱茵地区，
5 月攻克贝希特斯加登并进抵布伦纳（Brenner）山口，与*美国第五集团军
会师，接受在意大利德军的投降。

美国第八航空队（EighthAlrFor0e）美国陆军航空兵部队。1942 年初，
美第八轰炸机大队调赴英国，协同英国皇家空军对德作战。后以此为基础组
建，由斯巴兹任司令，后由*埃克、*社立特等人继任。从 1942 年 8 月 17 日
轰炸鲁尔起，参加历次盟军对西欧德占区及德国本土的重要的空中进攻作
战。在近 3年的作战中共出动轰炸机 32.2 万架次，投弹 3193 万吨，出动战
斗机 29.4 万架次，击落击毁敌机 1.5 万余架，发展了精确轰炸、昼间轰炸、
穿棱轰炸等战略战术。1944 年 1 月，与*美国第十五航空队合并成美国驻欧
战略航空队，由斯巴茨任司令。1945 年 5 月欧战结束后，调赴太平洋战场对
日作战。该部之 B-29 型轰炸机部队与*美国诙二十航空队的轰炸机部队合并
组建为美国陆军战略航空队。



美国第八集团军（EigbthArmy）美国陆军战役军团。太平洋战场作战部
队之一。1944 年 9 月组建于*西南太平洋战区，先后由休（RobertO.Shoe》
和*艾克尔伯格任司令，1944 年 10 月参加菲禅宾战役，后驻守新几内亚。1945
年 8 月日本投降后，进驻日本。战后曾参加侵朝战争。

美国第九航空队（NinthAirForce）美国陆军航空兵部队。组建于 1943
年，司令初为布里尔顿，后由范登堡继任。驻英国，1945 年移师德国威斯巴
顿。下辖 3 个战术航空总队与 1 个轰炸机师。先后归盟国远征军空军
（TheAlliedExpeditionaryAirForce）和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空军司令部
（Alrstaff，SHAEF）直接指挥。其主要任务是协同英国皇家空军掩护盟国地
面部队在欧洲大陆作战，并参加盟国空军对德占区及德国本土的联合轰炸攻
势。1944 年 6 月诺曼底登陆战役中担任空中掩护，战果卓著。1945 年 7 月建
制撤销，部分作战部队调太平洋战场对日作战。

美国第九集团军（NinthArmy）美国陆军战役军团。1944 年秋为西欧战
场作战而组建，司令为*辛普森，隶属*盟国第十二集团军群。同年 9月攻占
由德军重兵驻守的布列斯特等法国城镇，10 月会同*美国第一集团军在亚琛
地区与德军激战，进抵罗尔（ROer）河一线。阿登战役时暂调*盟国第二十一
集团军群受蒙哥马利指挥。1945 年春对德军发动最后攻势时，辖第十三、第
十六、第十九军，共 3 个装甲师、9 个步兵师和 1 个空降师，先后攻克门兴
格拉德巴赫，强渡莱茵河，协同友军攻占鲁尔。德国投降时进抵易北河。

美国第三集团军（ThirdArmy）美国陆军战役军团。组建于大战前。1944
年 3 月进驻英国，由*巴顿任司令。1944 年 7 月在诺曼底登陆战役成功后增
援上陆，8 月 1 日投入战斗。隶属”盟国第十二集团军群，先后参加攻占布
列塔尼和法莱斯战役，继而向东北突击，9 月强渡摩泽尔河，攻克梅斯。在
阿登战役中，解巴斯托尼（Bastogne）之围。1945 年 3 月对德军发动最后攻
势时，下辖第八、第十二、第二十军，共 3个装甲师和 8个步兵师。强渡莱
茵河，攻占巴伐利亚。5 月进军奥地利，攻占林茨。战后驻德国，1947 年 3
月建制撤销。

美国第五航空队（FifthAirForce）美国陆军航空兵部队。原组建于美
国，1942 年 9 月派赴澳大利亚，与从菲律宾撤出的美国空军部队合编而成，
由肯尼任司令，隶属*西南太平洋战区盟国空军，为战区空军主力。曾参加新
几内亚战役等，执行轰炸与地面支援等战斗任务。1944 年 6 月被命名为美国
远东航空队（FarEastAirForce），承担太平洋战区的战略轰炸和战术支援。
其原航空队前敌司令部继承原番号，并作为远东航空队辖下的一个战斗单
位。战后美国远东航空队一度改称美国陆军航空队太平洋司令部。1947 年恢
复原番号。

美国第五集团军（FifthArny）美国陆军战役军团。北非和地中海战区
作战部队之一。组建于 1943 年 2 月，司令部设在摩洛哥。司令初为克拉克，
1944 年 12 月由*特鲁斯各特接任。1943 年 9 月实施萨勒诺登陆战，攻入意大
利本土作战。1944 年先后有法国军团和巴西远征军归其指挥。从 1943 年起
设立各种工作机构，负责占领和管理意大利的行政和民政事务。1945 年 5 月，
与*美国第七集团军会师，迫使意大利境内德军投降。欧战结束后驻意大利北
部，部分部队调赴太平洋战场。1945 年 10 月建制撤销。

美国第六集团军（SixthArmy）美国陆军战役军团。太平洋战场作战部
队之一。1943 年 2 月组建于*西南太平洋战区，辖第一、第九、第十一军，



司令为*克鲁格，被称为“阿拉莫部队”（AlamoForce）。同年7月攻占伍德
拉克（Woodlark）岛和基里怀纳（Kiriwina）岛。随后参加收复新不列颠群
岛和新几内亚的战役。1944 年 10 月作为盟军主力，参加菲律宾战役。1945
年参加进攻日本本土的作战行动。战后驻日本。1946 年 2 月建制撤销。美日
临时协定草案*美日谈判期间美国提出的妥协方案。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赫
尔为避免美、日立即军事对抗，于 1941 年 11 月 22 日提出该草案。主要内容
为：中日休战 3—6个月，“进行直接友好谈判”。在谈判期间，美国停止对
中国的军需品供应：日军撤出印度支那南部，美国解冻日本资产，并促成英
国和荷属东印度当局采取类似措施。日军如保证既不南进，也不北进，美国
即恢复对日供应石油等物资；协定期限为 90 天，期满后可延长。曾将该草案
送交英、荷、中、澳盟国讨论。荷兰表示赞成；英、澳未表态，中国政府坚
决反对。11 月 25 日，在美国最高级会议上通过，但后因得悉日本在各地加
强军事调动，遂告放弃。

美加联合防务协定  全名《美国和加拿大关于建立联合常设防务委员会
的协定》。经美国总统罗斯福和加拿大总理麦肯齐·全会谈后，于 1940 年 8
月 17 日签订。规定两国各派 4至 5名军官建立联合常设防备委员会，负责研
究涉及双方军队组成及装备方面的问题，并进一步磋商如何确保西半球北部
的防务。该协定推动了美、加两国的军事合作，对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保
卫北美大陆起了一定的作用。

美英伦敦军事会议  大战期间美国和英国在伦敦举行的军事会议。（1）
1942 年 4 月 8—14 日美芙伦敦军事会议。主要商讨美方制定的横渡悔峡进攻
欧陆计划。是年 4月 1日美国总统罗斯福批准了陆军总参谋部制定的进攻欧
洲大陆计划（又称“西欧作战计划”），准备美、英军队于 1943 年对西欧发
动大规模的进攻战役（代号*围歼的行动），并于1942 年 8－9 月以部分兵力
进攻法国北部（代号*大锤）。为征求英国政府的意见，罗斯福委托马歇尔、
霍普金斯前往伦敦，与丘吉尔及英国军方人士会谈。经多次磋商后，英国勉
强同意该作战计划。（2）1942 年 7 月 18—25 日美英伦敦军事会议。制订关
于 1942 年联合作战计划的军事会议，美方代表为霍普金斯、马歇尔和金，英
方为首相丘吉尔及三军参谋长等。会上，丘吉尔要求取消在法国北部登陆的
“大锤”行动计划而实施进攻北非的*“体育家”计划；美方代表则坚持实施”
大锤”行动计划。几经争论，谈判一度陷于僵局。后经罗斯福过问，美方妥
协，会议始通过两国在北非共同进行登陆战役的决定，从而放弃了当年在欧
陆开辟第二战场的承诺。

美国经济战委员会（BoardofEconomicWarfare，缩写 BEW）大战时期美
国政府机构。1941 年 12 月 17 日，由原*美国经济防工局更名而来。初仅负
责进出口物资的管制。根据罗斯福总统 1942 年 4 月 13 日的行政命令，被授
权负责对战时生产局在数量、规格、交货时间、优先物资等方面进行行政指
导；并有权在采办和生产物资以及资金诸方面决定政策、计划、程序，以指
导政府有关机构加以执行；还可在租借物资的供应方面向政府提供建议。委
员会由副总统*华莱士任主席，成员有生产管理局长*克努森、战时生产局长*
纳尔逊、物价管理局长亨德森（LeonHenderson，1895—1986）等。1943 年 7
月 15 日撤销，部分机构改组为战时经济署（OffioeofEaonomi0warfare）。

美国重整军备计划  见“胜利计划”。
美国第二十航空队（TwentiethAirForce）美国陆军航空兵部队。为统



一使用美国 B-29 型轰炸机以充分发挥其威力，1944 年美国军方决定组建此
航空队，由美国陆军航空兵司令部直接指挥。该队司令部驻华盛顿，先后由*
李梅、*特文字任司令，下辖第二十和第二十一轰炸机大队。主要承担对德国
和日本的战略轰炸，以摧毁两国的军事能力。曾参加过*德累斯顿轰炸。1945
年 5 月欧战结束后，即移师太平洋战场，司令部驻马里亚纳群岛，曾实施对
东京的两次规模最大的轰炸，以及在广岛和长崎投掷原子弹。战争后期，与*
美国第八航空队合并组建为美国陆军战略航空队。

美国第十二航空队（TwelfthAirForce）美国陆军航空兵部队。1942 年
8 月组建于美国，不久即派赴英国。初由*美国第八航空队兼管，康农
（J.K.Cannon）、奇德劳（B.w.Chidlaw）等任司令。曾协同第八航空队参加
1942 年北非登陆战役。次年 2月划归北非盟国空军司令部指挥。在西西里岛
和意大利南部等战役中，承担战略轰炸和地面作战掩护、运送兵员等任务。
曾参加法国南部登陆战役。其属下除美军飞行部队外，还辖有南非第七空军
联队和巴西第一战斗机中队等盟国飞行部队。1945 年 5 月调赴太平洋战场对
日作战。同年 8月底建制撤销。

美国第十三航空队（ThirteenthAirForae）美国陆军航空兵部队。1943
年 1 月组建于新赫布里底群岛，主力系从*美国第五航空队分出。先后由*特
文宁、沃勒史密斯（P.B.Wurtsmith）任司令。先后在美军南太平洋司令部和
西南太平洋美军总司令部指挥下作战。曾参加争夺所罗门群岛的作战，协同
第三航空队进袭日军海空基地拉包尔。至战争结束时，飞行作战近 10 万架
次，投掷炸弹 61929 吨，击毁日机 1439 架，击沉日舰 134 万余吨。有“丛林
航空队”之称。战后建制撤销，余部归美国远东空军。

美国第十五航空队（FifteenthAirForoe）美国陆军航空兵部队。1943
年 11 月，由原属*美国第十二航空队的轰炸枫部队等在突尼斯组建，先后由*
杜立特、*特文宁等任司令。初参加北非作战，属欧洲战区美国战略空军司令
部和地中海盟国空军司令部双重领导。1944 年 1 月，与美国第八航空队合并
成美国驻欧战略航空队。同年 2月掩护盟军在意大利安齐奥（Anzio）登陆。
后移师意大利南部，与*美国第八航空队共同实施穿梭轰炸，对巴尔于半岛德
占区的工业目标，尤其是罗马尼亚境内的石油工业设施和铁路交通发动攻
击，以截断德国的燃料供应。1945 年 5 月，部分作战部队调赴太平洋战场，
余皆留驻欧洲。同年 9月建制撤销。

美国第十五集团军（FifteenthArmy）美国陆军战役军团。1944 年 8 月
组建于美国得克萨斯州，辖第二十二、第二十三军，总兵力力 4个步兵师、1
个空降师（一说 3 个步兵师、1 个装甲师与 2 个空降师），由杰罗任司令。
同年 10 月调赴英国。1945 年 2 月参加欧陆作战。初作为盟军最高统帅部总
预备队，后隶属*盟国第十二集团军群。同年 3—4月协同美国第一和第九集
团军实施鲁尔战役。德国投降后为驻德占领军，1946 年 2 月建制撤销。

美国第十四航空队（FourteenthAirFOrce）也称*飞虎队。抗日战争期
间美国在华对日作战的空军部队。1943 年 3 月 10 日，由*美国驻华空军特遣
队改组而成，*陈纳德任司令，继续在中国和缅甸上空作战。1943 年下半年，
作战 358 次，出动飞机 3519 架次，与日本空军争夺中国上空的制空权。1944
年春，支援*豫湘桂战役。1944 年 11 月 15 日至 1945 年 6 月 15 日，出动2.8
万架次，击落日机 1634 架，不仅完全夺得在中国的制空权，而且破坏了日军
供给线。



美洲国家中立宣言  1939 年 9 月美洲国家外长第一届协商会议上通过
的宣言。宣言援引一般中立国家应有的权利与义务的“公认规则”，并规定
了”西半球各国的行动准则”，即美洲各国有权将在本国水域中请求避难的
交战国商船集中在一个港口加以保护，并将交战国的潜艇自本国水域中驱逐
出去；美国商船可悬挂任何一国的国旗在美洲各国水域中航行，并可携带“防
工武器”。为此会议决定在里约热内卢设立美洲国家中立委员会。

美洲国家经济宪章  *查普尔特佩克会议上通过的美洲国家经济原则。
1945 年 2—3 月根据美国经济事务助理国务卿克莱顿（WilliamM.Clayton）
的计划在会上拟定。主要内容为：实行所谓自由贸易、自由企业和自由投资
的三原则；规定美洲国家应采取“有效措施以减少妨碍发展国际贸易的障
碍”，不许实行经济歧视，“消灭各种形式的经济上的民族主义”，并“保
证平等公开地对待各国之间相互提供的资本”等。该宪章实际上是美国对拉
美实行经济扩张的计划。

美英首脑华盛顿会议  大战期间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在
华盛顿举行的会议，共有 3次。（1）第一次美英首脑华盛顿会议，代号“阿
卡迪亚”。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英为协调两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战略
和加强彼此的合作，于 1941 年 12 月 22 日—1942 年 1 月 14 日举行此会议。
与会者除罗斯福、丘吉尔外，尚有霍普金斯、比弗布鲁克和双方的三军参谋
长等军政要员。会议无严格程序，除正式的全体会议外，尚有各种专门会议
及个别会晤交叉进行，讨论了广泛的政治、军事和经济问题。会议的主要政
治成果是拟定和发表了*《联合国家宣言》。会议重新确认*先欧后亚战略，
通过了 1942 年实施登陆北非的*超级体育家计划。为加强两国军事合作和统
一指挥，决定成立*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和*东南亚盟军司令部。会议讨论了加
强两国战时经济合作，决定成立*联合军需品分配委员会、*联合原料委员会
和联合船舶调度委员会。此次会议奠定了美、英战时全面合作的基础。（2）
第二次美英首脑华盛顿会议，1942 年 6 月 18—25 日举行。除罗斯福、丘吉
尔外，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成员与会。主要议题为商讨两国 1942—1943 年的军
事行动。会上围绕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问题展开争论，丘吉尔强调有许多不
可克服的困难，力图说服罗斯福放弃登陆法国的*大锤行动计划。会议因北非
英军失守图卜鲁克而中断，未作出决定。（3）第三次美英首脑华盛顿会议，
代号“三叉戟”。1943 年春，美、英军事领导人围绕有关在欧洲开辟第二战
场以及地中海地区和缅甸的军事行动，发生严重分歧。为解决分歧于同年 5
月 12—25 日举行此会议。除罗斯福、丘吉尔外，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成员与会。
会上，美方强调横渡海峡在法国发动大规模进攻的战略，并提出一个要求英
军在缅甸发动攻势的太平洋地区作战计划；英方则坚持*地中海战略，主张向
南意大利发动进攻，继而促使土耳其参战和展开巴尔干军事行动，强调地中
海作战应优先于横渡海峡进攻法国的行动，并拒绝 1943 年在缅甸发动攻势。
经过激烈争论达成妥协，双方同意在英国集结部队和物资，以 1944 年 5 月 1
日为期作好登陆法国的准备；在地中海实施西西里战役后继续作战，迫使意
大利退出战争；在缅甸的攻势推迟到 1944 年。此次会议把开辟欧洲第二战场
的行动推迟到 1944 年，导致苏联同美、英关系的一度紧张。

美 英 荷 澳 盟 军 司 令 部 （ AmeriCan-British-Dutch-Au －
stralianCommand，缩写 ABDAC）又称“美英荷澳战区”。太平洋战争初期，
美国、英国、荷兰和澳大利亚 4国盟军在东南亚的指挥机构。据第一次*美英



首脑华盛顿会议决定，于 1942 年 1 月 15 日组建于荷属东印度爪哇，由英将*
韦维尔任总司令。旨在抵御日本对菲律宾和荷属东印度的入侵。主要由美国
远东空军、亚洲舰队、英国、澳大利亚和荷兰的若干海军、空军及地面部队
所组成。面对日军的猛烈进攻，各国在作战上又发生分歧，遂撤出爪哇，并
于 2月 25 日退至锡兰（今斯里兰卡）。3月 1日解散。

美国对外经济管理局（ForeignEeconomicAdminist-ration）大战时美
国政府机构。据罗斯福总统 1943 年 9 月 25 日的行政命令而设置。旨在统一
管理战时对外经济关系事务，主要职权包括救济、经济战和有关实施*《租借
法案》事务等，指导租借物资管理局、经济战委员会、联邦政府对外救济署
和对外经济协调署等机构的工作，由克劳利（LeoThomasCrowley，1889—
1972）任局长。该局名义上拥有对外经济方面的广泛权力，但实际上仅是一
具体执行机构。1945 年 10 月 20 日撤销。

美国空中航运司令部（AirTransportCommand，缩写 ATC）美国陆军航
空兵所属军事机构，1942 年 6 月建立，司令部设在格拉维利（Gravelly）基
地。受陆军航空兵总部领导，负责指挥与协调美国陆军运输机及军方征用飞
机为美军和盟国空军空运人员、装备、邮件等，并对商业航线实行军事营制，
还负责进行空中运输训练及乘务员与空中医疗人员的培训等。大战期间，该
部所辟空中运输线遍及各主要战场，为盟军提供了后勤保障。1947 年转属新
建立的美国空军。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JointChiefsofStaff，缩写JCS）大战时美国最
高军事指挥机构。1941 年 12 月至 1942 年 1 月华盛顿美英军事参谋会议决定
建立美英联合参谋长委员会（CCS），为确定美国军方代表，并协调美国陆海
军的作战指挥，于 1942 年 2 月创制这一机构。同年 2月 9日举行首次会议。
成员有海军作战部长斯塔克、陆军参谋长*马歇尔、美国舰队司令*金，和陆
军航空兵司令*阿诺德。后因斯增克去职，遂增补罗斯福总统的参谋长*李海
参加。其主要职责为制定最高军事战略；决定人力和物力资源的分配使用；
随总统出席盟国首脑会议，提供军事决策方案等。辖有副参谋长联席会议、
联合参谋局、心理战联合委员会、联合情报委员会等机构。从该机构的设立
到 1945 年 9 月日本投降为止，总共研究了约 1457 个不同的问题。1947 年 7
月通过《国家安全法》；遂定为国防部长辖下的常设机构。

美国驻华空军特遣队  也称*飞虎队。抗日战争期间美国在毕对日作战
的空军部队。1942 年 7 月，由*美国援华志愿航空队解散后归并组成的第二
十三战斗机大队，与刚派驻中国的第十六战斗机中队和第十一轰炸机中队组
成，由陈纳德指挥，属美国第十航空队。总部设在重庆白市驿（11 月迁至昆
明）。共有战斗机 58 架，轰炸机 6架。10 月 25 日曾首次空袭日军占领的香
港。1943 年 3 月 10 日，改组为*美国第十四航空队。

美国战时生产委员会  即“美国战时生产局”。
美国战时劳工委员会（WarLaborBoard，缩写 WLB）大战时期美国政府

机构。根据罗斯福总统 1942 年 1 月 12 日的行政命令而建立。旨在解决损害
战时生产的劳资纠纷，监督有关工资和生活费用事宜，制定总的战时劳工政
策。委员会由劳工、资方和公众三方代表 12 人组成，戴维斯
（WilliamH.Davis）任主席。1942 年 7 月曾提出《小钢铁方案》，答应给钢
铁工人增加百分之十五的工资，以抵消物价上涨的因素。战时提倡“维护工
会会员资格”，试图协调劳资关系。在整个大战期间曾先后处理近 1.8 万桩



劳资纠纷，使战时生产得以顺利进行。1945 年 8 月日本投降后停止工作，不
久即撤销。

美国战时难民委员会（WarRefugeeBoard）大战时期美国政府机构。根
据罗斯福总统 1944 年 1 月 22 日的行政命令而创设，由国务卿、财政部长、
陆军部长等组成。佩勒（JohnW.Pehle）和奥德怀尔（WilliamO’Dw-yer，1890
—1964）为实际行政官。负责救援在纳粹德国占领下欧洲的犹太人和其他遭
到残杀的少数民族。自 1944 年 1 月到 1945 年 5 月，曾救援了在法国、保加
利亚、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等国的一批犹太人，转移到北非、意大
利和美国。为避免违反移民限额的规定，在美国纽约等地设立了“紧急营救
难民营”为难民提供栖身之地。

美国战略轰炸调查处（UnitedStatesStrategicBom-bingSurvey，缩写
USSBSS.）亦称”战略轰炸效应委员会”，又称“联合轰炸攻势调查处”。1944
年 11 月成立，前身为驻伦敦的美国轰炸调查团。负责调查研究盟国在欧洲进
行战略轰炸所产生的直接与间接效果，包括对工业、公用事业、运输、医疗
设施、社会生活、道德、居民人员伤亡等方面。1945 年 5 月欧战结束后，该
处人员随盟国占领军进入德、奥诸国，采集战略轰炸效应的第一手资料。在
太平洋战区亦有该处人员对在日本的战略轰炸从事调查分析。1945 年 9 月日
本投降后，其太平洋战区总部设在东京。1946 年 8 月撤销。

美国援华志愿航空队  他称*飞虎队。抗日战争期间美国援华志愿空军
部队。1941 年 4 月 15 日，罗斯福签署行政命令，同意美国陆海军后备航空
官兵志愿前往中国参加对日作战。7月底，首批志愿人员 260 人（飞行员 110
人）到达缅甸。8月 1日，由蒋介石发布命令正式成立，*陈纳德任司令。初
在缅甸训练，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调到昆明。12 月 20 日，在昆明上空首战击
落日机 4架，被中国报纸誉为“飞虎”，由此得名。以后 7个月在中国和缅
甸上空，作战百余次，击落日机 299 架。1942 年 7 月 4 日宣布解散，所留飞
机和人员并入美国第十航空队第二十三战斗机大队，与刚派驻中国的第十六
战斗机中队和第十一轰炸机中队，组成”美国驻华空军特遣队，仍由陈纳德
指挥。

美苏战时互助原则协定  全名《美利坚合众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
国联盟关于在进行反侵略战争中相互援助所适用原则的协定》。1942 年 6 月
11 日，根据莫洛托夫访美达成的协议，美国国务卿*赫尔和苏联驻美大使李
维诺夫签订于华盛顿。主要内容为：确定了美、苏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实行经
济和财政互助的原则，美政府将继续向苏提供总统批准转让或提供的防御物
资、设备与情报，苏应以其所能向美提供类似援助；战争结束后，苏应归还
受援物资中未曾毁坏遗失或消耗者；同时美援苏物资计价的办法，不应妨碍
两国之间的贸易，而应促进两国之间互利的经济关系：美、苏应同其他国家
一致行动，以改善世界经济关系，维护和平。

美洲国家外长协商会议  指大战期间召开的三届美洲国家外长协商会
议。（1）1939 年 9 月 23 日—10 月 3 日在巴拿马举行第一届美洲国家外长协
商会议。为应付大战爆发后的形势，美国代表团团长副国务卿*韦尔斯在会上
建议美洲国家奉行共同的中立政策，并在美洲大陆周围建立”安全地带”。
会议发表了*《美洲国家中立宣言》和*《巴拿马宣言》，并决定在华盛顿成
立由美洲各国代表组成的美洲国家财经协商委员会，还通过了反对轴心国颠
覆活动的决议。（2）1940 年 7 月 21—30 日在哈瓦那举行第二届美洲国家外



长协商会议。在法国败降和轴心国加紧扩张的形势下，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如
何处置欧洲国家在美洲的殖民地，以阻止德意对西半球的渗透和侵略。会议
发表了*《哈瓦那宣言》和*《哈瓦那法》，并通过了禁止外国外交官从事政
治活动和更加严格控制护照发放的决议。此外还规定了今后召开美洲国家外
长协商会议的程序。（3）珍珠港事变后，应美国要求，由泛美联盟执行理事
会发出邀请，于 1942 年 1 月 15—28 日在巴西首都里约热内卢举行第三届美
洲国家外长协商会议。主要议题是与轴心国的关系问题。会议建议拉丁美洲
国家同轴心国断绝外交关系，通过了关于在西半球实行经济动员和关于采取
措施对付轴心国有美洲大陆上的破坏活动的决议，同时决定建立一个美洲国
家政治防务特别协商委员会。会议加强了美洲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联系，为
成立泛美军事联盟奠定基础；同时，便利了美国对拉丁美洲国家的控制。

美国太平洋舰队勤务船队（PacificFieetServieeForce）美国太平洋
舰队勤务部队之一。1942 年 3 月由海军中将卡尔霍思（WilliamCalboun）创
建。初以运输舰、维修船和补给船组成海上勤务船队。随着太平洋战争的发
展，作战海域日益辽阔，勤务船队遂在埃利斯群岛（Ellicolslands）等地建
立浮动海军基地，基地包括浮动于船坞、浮吊、修理船、打捞船、食品补给
船、弹药船、武器装备补给船、混凝土油船等各种专业船只，使美国军舰在
海上活动时间从数周延长到数月，有力地支援了太平洋舰队的作战。

美英对苏军援第二号议定书  美国和英国 1942年 7月 1日—1943 年6
月 30 日向苏联提供军备和原料的议定书。相对于*苏美英莫斯科会议签订的
《对苏联供应第一号议定书》（1941 年 10 月 1 日至 1942 年 6 月 30 日），
一般称之为《对苏联供应第二号议定书》。1942 年 10 月 6 日美、英、苏三
国代表签署于华盛顿。规定，美、英向苏运送包括飞机、坦克在内的总额为
440 万吨的军事物资。后因运输困难和*盟国一苏联护航运输队遭德国潜艇、
空军的攻击，实际供应的数额没有达到规定的水平。

美国对西班牙禁运武器决议  美国对西班牙内战禁运武器的决议。*西
班牙内战爆发后，美国未参加英、法倡议的*不干涉西班牙事务协议，但罗斯
福总统于 1936 年 8 月宣布美国绝对不干涉西班牙争端。1937 年 1 月 8 日。
美国参、众两院联合决议规定，禁止向西班牙“敌对双方”出售武器。该决
议以及于同年 5月通过的*《中立法案》，剥夺了西班牙共和政府从美国购买
武器的权利。但德、意仍可作为“中立国”从美国购买军备，用以武装佛朗
哥叛军。

美英重新划分战略责任区协议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英达成的关
于对轴心国作战的责任区协议。1942 年 3 月 9 日，美国总统罗斯福致电英国
首相丘吉尔提出两国重新划分世界范围内的作战责任区的建议。经谈判，于
4 月初达成以下协议：太平洋区域、中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日本为美国
责任区；印度洋、近东和中东仍为英国责任区；欧洲和大西洋为两国的共同
责任区。同年 4月 4日生效。协议加强了美、英的军事合作，同时也暴露了
两国在战略利益上的矛盾。

美洲国家间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会议  即“查普尔特佩克会议”。
前线  苏联剧作家*柯涅楚克在卫国战争期间创作的话剧。该剧具有政

论风格，通过剧中人的典型性，批判了陈旧的作战方法和保守倾向，肯定了
创新、探索和勇敢精神。剧本发表于 1942 年夏，并于当年上演，得到斯大林
的赞赏。



前进导航仪（Gee）英国空军的无线电导航系统。1941 年为适应对德国
实施夜间轰炸的需要而设计。1942 年开始使用。以设在英国的 2—3 个相距
很远的电台，同时发出电波，由安装在飞机上的无线电接受器，将电波转换
成在阴极射线管上能看见的脉冲。通过导航仪计算的显示的不同电台电波的
时间差确定飞机所在位置。在德国对其进行干扰以前曾起过一定作用，但精
确度较差。后为*奥波依导航仪所替代。

首都（Capita1）盟军反攻缅甸的作战计划之一。据美英联合参谋长会
议决定，东南亚盟军司令部于 1944 年 6 月制订。计划英、印、美、中部队于
1944 年秋季从陆上发动进攻，占领缅甸中、北郎。由英、印军在缅中发动攻
势，攻占重镇曼德勒，打开通往仰光的门户。中美联军则展开缅北战役，克
复缅北，并打通中印公路（*雷多公路），以保障中国战场陆上运输线的畅通。
该计划于 1944 年 10 月中旬起实施，1945 年 3 月基本完成预定作战目标。

派尔（ErnestTaylorPyle，1900—1945）又称厄尼·派尔（ErniePyle）。
美国记者。印第安纳大学毕业。曾任《华盛顿每日新闻报》等报纸的记者和
编辑，1935 年成为专栏作家。大战期间为随军记者，赴北非、地中海、西欧
和太平洋等战场采访，撰写了大量战地通讯，尤以报道普通士兵的英勇事迹
而闻名。1943 年获普利策奖。1945 年 4 月 18 日在冲绳岛战役中阵亡。所撰
战地通讯报道汇编成《厄尼·派尔在英国》、《这里是你的战争》、《勇敢
的人》、《最后一章》等。

派克（KeithRodneyPark，1892—1975）英国空军将领。原箱新西兰。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914 年 12 月志愿参加新西兰远征军在土耳其和法国
作战。1917 年参加英国皇家飞行军团，1937 年毕业于帝国国防学院。1938
年以空军准将衔供职于皇家空军战斗机司令部。1940 年夏*不列颠之战期间
指挥第十一战斗机大队掩护英格兰东南部和伦敦接近地。同年 11 月，为*利
子-马洛里取代。1941—1943 年历任盟军埃及司令部和马耳他司令部的空军
指挥宫。1944 年任中东战区空军司令。1945—1946 年任东南亚战区空军司
令，领空军上将衔。1946 年退休。有爵士封号。

治瓦特（SimonFraserLovat，1911—）英国军官。出身贵族。大战初期，
继承其父在布尔战争中组建的洛瓦特侦察队，并将其改编为突击部队。1942
年 8 月率队参加迪耶普突袭。1944 年 6 月率第一特别旅参加诺曼底登陆战
役，受伤退役。1945 年曾任丘吉尔政府的外交部国务秘书。

洛伦茨（KonradLorenz，1903—）奥地利动物学，家，现代行为学的创
始人。在维也纳大学获医学、动物学和哲学博士学位。1937 年任维也纳大学
比较解剖学和动物心理学教授。1940 年任哥尼斯堡大学比较心理学教授。同
年在《应用心理学和性格科学杂志》发表论文，提倡人类应该像家畜一样采
取措施实行“种族保护”，吹捧德国的种族政策。后曾多次重申该论点。其
理论被纳粹政权用以论证种族政策的“科学性”。1942—1944 年任德国军医，
后为苏军俘虏。战后继续研究行为学。1937 年获诺贝尔医学和生理学奖。著
有《人与狗》、《攻击性》和《动物与人类行为研究》等。

治帕京（АнтонИвановичЛопаин，1897—1965）苏
联将领。1918 年参军。翌年加入俄共（布）党。参加过国内战争。1937 年任
骑兵师长。苏德战争开始时任步兵军长（少将衔）。1941 年 10 月起任第三
十七集团军司令，参加罗斯托夫战役。1942 年晋升中将。同年 8—9 月任第
六十二集团军司令，后调任第三十四、第十一集团军司令。1944 年 1—7 月



任第四十三集团军副司令。战争后期任步兵军长，参加波罗的海沿岸、东昔
鲁士和远东战役。战后任步兵军长。1954 年退役。

洛川会议  1937 年 3 月 22—25 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县冯家村举行的
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听取了毛泽东关于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报
告，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会议指出：必须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必须把党的工
作重心放在战区和敌后；执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使游击战
争担负起开辟敌后战场、配合正面战场、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在国
民党统治区放手发动抗日的群众运动，争取全国人民应有的政治经济权利；
以减租减息作为抗日战争时期解决农民问题的基本政策。会议决定将中共中
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增加至 11 人，以毛泽东为主席，朱德、周恩来为副主
席。会议及时提出了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正确指导了中共及其军队
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的战略转变，为抗日战争的胜利指明了方
向。

洛伊希纳（WilhelmLeuschner，1890—1944）德国反希特勒地下工会组
织领袖。早年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积极参加工会活动。1928—1932 年任黑
森邦内政部长。年任全德工会联合会副主席。纳粹党执政后于 1933 年 5 月被
捕，在集中营受酷刑，获释后仍坚持组建反希特勒地下工会组织。大战期间
经常同*贝克和*戈台勒密谋推翻纳粹统治。*七·二○事件发生前被内定为新
政府成员，事发后被捕，被*人民法庭判处绞刑。

洛迦诺公约  二十年代欧洲列强在*凡尔赛体系范围内调整相互关系的
一系列条约。1925 年 10 月英、法、德、意、比、波、捷在瑞士的洛迦诺（Locarno）
举行的会议上签订，故名。它由 1个议定书和 6个附件组成。议定书宣布，
洛迦诺会议的目的是寻求避免战争及和平解决争端之办法。其附件：《德、
比、法、英、意相互保证条约》（又称《莱茵保障公约》），规定德国与比、
法边界（包括莱茵非军事区）不得再作任何更动，并由英、意担任保证国；
德法、德比、德波、德捷 4个《仲裁条约》，规定缔约国间发生边界纠纷时，
应诉诸国际仲裁；《关于国联盟约第 16 条给德国的联合照会》，吸收德国参
加国联。另外，法国在会议期间分别与波、捷签订相互保证条约。《洛迦诺
公约》于 1926 年 9 月 14 日生效。1936 年 3 月 7 日，纳粹德国进军莱茵非军
事区，并借口*《苏法互助条约》与《洛迦诺公约》相冲突，宣布予以废止。

津岛寿一（1888—1967）日本大藏大臣（1945 年）。东京帝国大学毕业
后入大藏省，担任国际金融方面的财政官。1927 年起在驻英、法、美等国的
使馆供职。1933 年底回国后任理财局长，大藏次官，”二·二六事件后辞职。
后又任日本银行副总裁，华北开发株式会社总裁。力主对中国实行经济侵略，
并与军部勾结，加入日满财政经济研究会，进行对战争经济和战时财政计划
的研究。参加制定《战争指导计划书》、《战时财政计划（自 1938 年度至
1941 年度）》，《战时财政计划（自 1938 年度至 1942 年度）》，为日本进
一步实行战时经济效力。1945 年 2 月任小矶内阁的大藏大臣。大战后在东久
迩宫内阁中复任大藏大臣，后被开除公职。1952 年起复入政界，曾任参议员
等职。

奖金（Bonus）英国攻占法国维希政府控制的马达加斯加岛的作战计划
代号。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舰队进入印度洋。1942 年 2—3 月间，英国
为确保印度洋与阿拉伯海之间的航道，制定此计划。同年 4月改称*铁甲舰。



总体战（DerTotaleKrieg）①德国军事理论，纳粹德国军事战略的思想
基础。1929 年纳粹军事专家希尔（KonstantinHierl，1875—1955）在纽伦
堡纳粹党代表大会上首次提出，1935 年*鲁登道夫在《总体战》一书中系统
论述。主要内容为：充分发挥国家全部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为准备实施
总体战争，必须实行“总体政治”，以严刑峻法管束人民，对全民族实行精
神动员，以确保人民精神上的一致，同时动员国家全部经济潜力；其军事原
则是速战速决，为此必须在和平时期动员全部国防力量，保证战争之初即能
全部投入；应在普遍义务兵役制的基础上建立人数众多、装备精良的军队，
同时必须不宣而战，依靠摩托化部队和空军的快速运动实施突然袭击，无须
顾虑道德和国际公法。该理论被纳粹当局接受。1938 年 4 月 19 日*德国武装
部队最高统帅部在题为《战争领导的组织问题》及其附件《未来战争将是怎
样的？》等文件中把它定为准备和进行未来战争的总原则，第二次世界大战
期间全面付诸实施。②书名。鲁登道夫著。1935 年在慕尼黑首次出版。共 7
章 ， 系 统 论 述 了 总 体 战 理 论 。 纳 粹 分 子 将 该 书 与 克 劳 塞 维 茨
（KarlvonClause-wltz，1780—1831）的《战争论》相提并论。

总政府  纳粹德国在*波兰总督辖区内设立的文官政府。1939 年 10 月
12 日建立，由*弗兰克任总督，首府设在克拉科夫。推行残酷镇压、肆意屠
杀和无情榨取的法西斯政策。1940 年 5 月在德军发动西线战争时采取*AB 行
动，屠杀波兰爱国志士。1941 年 3 月实行民族登记制度，在“总督辖区”推
行德意志化。1943 年斯大林格勒战役后，曾作出与波兰居民和解的姿态，但
未能达到其欺骗的目的。19 历年 1月随着克拉科夫的解放而瓦解。

总体国家  即“职团国家”。
觉醒吧，德意志！（DeutschlandErwacbl）①纳粹德国的口号之一。源

出作曲家瓦格纳（RiohardWagner，18I3—1883）的散文，彼希特勒赏识，用
于纳粹党锦旗，并作为宣传口号。②歌曲名。纳粹德国最流行的歌曲之一。
歌词号召德国人民“觉醒”起来，反对所谓犹太人的恐怖和统治。

宣战诏书  日本天皇向美、英两国宣战的诏书。日本海空军袭击珍珠港
得手后，天皇裕仁于1941 年 12 月 8 日上午 11 时颁发诏书，称日本历来关心
东亚“和平”，指责美英支持中国政府与日为敌，且“助长东亚之祸乱，假
和平之美名，逞称霸东洋之野心，并进而勾结与国，于帝国周围增强武备，
向我挑战”。同时竭力掩盖和美化对外侵略，为发动太平洋战争辩护，声称
日本是“为生存与自卫计”而向美、英开战。至此日本和美、英遂正式处于
战争状态。

突击队命令（Kommandobefehl）纳粹德国屠杀盟军突击队员的绝密指
令。1942 年 10 月 18 日，希特勒授权*凯特尔向德军高级将领发布。规定德
军在欧洲或非洲对执行突击任务的同盟国官兵，不论是否穿军服或携武器，
即使准备投降，也应全部处死；凡俘获的同盟国突击队员应即移交*党卫队保
安处。1914 年 6 月 25 日，凯特尔和约德尔授权重申此令，规定不适用于在
作战地区直接被俘的突击队员，但适用于和游击队共同作战的盟军部队。战
后在*纽伦堡审判中，该指令彼作为纳粹的重要罪证。

突出部战役  即“阿登战役”。
突尼斯战役  1943 年 3—5 月美英盟军肃清北非德、意军的进攻战役。

是年 1月底，隆美尔部自阿拉曼撤抵突尼斯南部的*马雷特防线，会同已占领
突尼斯的德军合力抵抗追击的英国第八集团军和从阿尔及利亚东进的盟军第



一集团军。2 月中，隆美尔曾率部向卡塞林山口（Kas-serinePass）一带突
击，挫败了盟军横断突尼斯的尝试，但己无力实现其迫使盟军撤出突尼斯的
战略目标。3 月初，隆美尔告病离开北非，困守突尼斯东北部的德、意军交
由*阿尼姆指挥，共 17 个师（德 7 个、意 10 个）约 30 万人。此时，英将*
亚历山大己就任北非盟军副统帅和新编第十八集团军群司令，协调指挥第一
和第八 2个集团军和美第二军，共 18 个师（英 12 个、美 4个和法 2个）50
万之众，东进北上准备发动最后攻势。3月 17 日，美军首先开始进攻。下旬，
英第八集团军以侧翼包抄突破马雷特防线，业继续沿海岸北上。4 月下旬，
第一集团军在北部发动进攻，直指首府突尼斯和港城比塞大。由于盟军完全
掌握制主权和地中海制海权，德、意军缺乏补给和增援，坦克处于 4：1、火
炮处于 3：1的劣势。5月初，各处被分割孤立的德、意军开始陆续投降，至
13 日俘虏总数 13 万人（一说 24 万人，又说 25 万人），北非德、意军全部
就歼。此战，盟国使用空军重兵（共 3241 架作战飞机）支援陆军进攻，产生
巨大作用。

突击式轰炸机  日本陆军中程轰炸机。美、英称之为“萨莉”（Sally）。
1936 年由三菱重工业公司制成。翌年服役。翼展 22 米，机长 15.8 米，乘员
7人，双引擎，最高时速 370 公里，升限 6700 米，航程 2680—2970 公里，
装备 4 挺 7.7 毫米机枪，可携作弹近 2000 公斤。1937 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
战争后，曾以日本南部和台湾为基地，空袭中国沿海城镇。广泛用于中国战
场和太平洋战场。共生产 1880（一说 2064）架。

突击者号航空母舰（Ranger）美国轻型航空母舰。1934 年建成并服役，
是美国第一艘由龙骨开始建造的航空母舰。排水量 1.45 万吨，航速29.5 节，
载机约 80 架，乘员 2000 人。战时主要活动于大西洋水域，保卫美国东海岸
的安全。1942 年 9 月曾加入北海*PQ-18 护航运输队。同年 11 月参加在北非
登陆的*火炬行动，掩护盟军登陆夺取卡萨布兰卡（Casablanca）和拉腊歇
（Larache）等。战后，在 1970 年曾参加过越南战争。

突破列宁铬勒封锁战役  苏德战争中期苏军进行的进攻性战役。为*列
宁格勒保卫战的组成部分之一，1943 年 1 月 12—30 日实施。经苏军总参谋
部 1987 年审定，列为苏联卫国战争中的 51 个战略性战役之一。

穿梭轰炸（Shuttlebembing）美国战略空军袭击处于轰炸机最大作战半
径外敌方目标的一种方法。1943—1944 年美国以重型轰炸机从英国或意大利
南部基地起飞，空袭德国、匈牙利或罗马尼亚境内的敌方目标，然后继续飞
行到北非或苏联境内机场着陆。在着陆机场进行技术维护、加油和补充弹药，
返程再遂行空袭后回到原基地。首次实施于 1943 年 8 月 17 日，*美国第八航
空队 146 架*B—17 型轰炸机，从英国基地起飞，空袭德国的雷根斯堡
（Regensburg）后在北非着陆。按照美、苏的协议，美国第十五航空队 128
架轰炸机于 1944 年 6 月 2 日，首次从意大利南部基地起飞实施轰炸后在苏联
着陆（代号“狂乱的”）。随着盟军战线向德国本土推移，所有敌方目标均
在轰炸机作战半径范围之内。至同年 9月 19 日停止采用。

冠冕（Coronet）太平洋战争末期美军进攻日本本州的作战计划代号。
1945 年 5 月由美参谋长联席会议及陆、海军部长联合制定，6月 18 日得社鲁
门总统批准。它预定在 1946 年春季在日本本州登陆，由美第八和第十集团军
（计 9个步兵师、2个装甲师、3个海军陆战师）向本州东部关东地区突进，
继之由美第一集团军（10 个步兵师）协同上述两集团军共歼本州之日军，并



占领东京至横滨一带地区。除海、空军承担作战掩护之外，在九州岛以美 1
个军（3 个步兵师和 1 个空降师，）为战役后备。由麦克阿瑟负责指挥陆上
作战，尼米兹负责指挥海上和两栖作战。因日本在 1945 年 8 月中旬宣布投降，
该计划未执行。

祖国阵线（OTeчecTBeHФpoIIT）保加利亚工人党倡导建立的反法西斯
统一战线。1942 年 7 月保加利亚工人党海外局公布祖国阵线纲领，要求保加
利亚退出轴心国，驱逐德军出境，自南斯拉夫和希腊撤回保军，推翻国内法
西斯制度。随后在全国各地建立祖国阵线委员会，并于 1943 年组成由各派爱
国力量参加的祖国阵线全国委员会。1944 年领导九九起义，推翻君主制，建
立祖国阵线政府。

祖国光复会  朝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朝鲜人民抗日斗争进一步开展
的情况下，联合国内外所有抗日爱国力量，于 1936 年 5 月 5 日在中国吉林省
抚松县东岗成立。主要成员为工农群众和知识分子，*金日成任会长。制定了
抗日救国的《十大纲领》，号召以工农为主体，团结社会各阶层，结成广泛
民族统一战线，推翻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建立人民民主政权。出版《三·一
月刊》，并在中国东北和朝鲜各地建立基层组织，共有会员 20 多万。

神武会  日本法西斯团体。1932 年由大川周明在“行地社”基础上，纠
台大日本生产党、全日本爱国社共同斗争协议会的部分成员扩建而成。新兴
财阀石原广一郎提供主要活动经费。以宣传神武建国精神，“解放”有色民
族为宗旨。主张打破政党政治，废除所谓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健全国家的政治
经济机构。同年因其首领大川周明被捕而停止活动。1935 年正式解散。

神鹰军团  即“秃鹰军团”。
神风特攻队  太平洋战争末期日本海军的敢死队。随着日军在太平洋海

战中失利，从 1942 年起个别日本法西斯军人即采用装着炸弹的飞机撞击美国
舰船的自杀战法。1944 年 10 月在莱特湾海战时，由日本第一航空舰队司令
官*大西优治郎推广采用，编成“神风特攻队”。1944 年 10 月 25 日首次出
动 5架零式战斗机，由关行男大尉指挥，击沉 1艘美国航空母舰，击伤 3艘
其他军舰。自此至 1945 年 1 月 25 日共出击 45 次。陆军中也组织了“万朵队”、
“富岳队”等特攻队。到日本战败时，总共有 3500 余名特攻队员丧生。

神头岭伏击战  1938 年八路军在山西省潞城县对日军的一次伏击战。
是年 8月，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奉命南下邯（郸）长（治）公路，采取“吸打
敌援”的战术，打击和削弱进入晋东南和长治地区的日军。16 日拂晓，八路
军以第六七九团一部袭击黎城，第三八六旅主力则在神头岭设伏，截击由潞
城赶来增援的日军第一○八师团一部（约 2000 人），经两小时激战，歼敌
1500 人，缴枪 550 余支，骡马 600 余匹，迟滞了日军向晋东南进攻。此战创
造了以游击战大批歼敌的范例，被日军称之为“支那第一流游击战术”。

[ ]

费米（EnricoFermi，1901—1954）美国物理学家。出生于意大利。比
萨大学毕业。曾任罗马大学物理学教授。因核物理方面的成就，获 1938 年诺
贝尔物理奖。同年趁去瑞典受奖之机，摆脱法西斯政权控制，转赴美国。
曾与爱因斯坦等科学家联名写信给总统罗斯福，吁请注意纳粹德国制造原子
弹的危险。1942 年美国建立研制原子弹的*曼哈顿工程区后，参加研制工作，



设计建造了第一座原子核反应堆。曾于 1944 年加入美籍。战后在芝加哥大学
继续从事原子能研究。

费季科（ИванФёдорвичФедько，1897—1939）苏联
将领。1916 年人沙俄军队服役。1917 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次年
参加红军。国内战争时指挥集团军。1922 年毕业于红军军事学院。历任师长、
军长、军区参谋长和司令助理。1931 年起历任红旗高加索集团军司令、伏尔
加河沿岸军区司令、红旗远东特别集团军司令和滨海军队集群司令。1937—
1938 年任基铺军区司令。1938 年起为第一副国防人民委员。死于肃反运动。

费尔多纳（PauIYerdonnet，1901—1945）法国合作主义分子。1928 年
起任《自由报》驻柏林记者，支持法西斯主义。曾出版《犹太战争》一书，
攻击共产党和犹太人。大战爆发后，公开为德国政府效劳。在德国的电台起
草和修改对法广播稿件，激起法国人民的愤怒，后被法国军事法庭缺席判处
死刑。法国解放后，再次被判死刑，1945 年 8 月被处决。

费多连科（ЯковНиколаевичФедоренко，1896
—1947）苏联将领。1915 年应征入沙俄海军，在黑海舰队服役。1917 年加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参加十月革命。1918 年加入红军，参加过国内战
争。1934 年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后历任坦克团长、机械化旅长、军区装
甲坦克兵主任。1940 年起任红军汽车装甲坦克部（后为汽车装甲坦克总部）
部长。苏德战争爆发时为坦克兵中将。1941 年 7 月起任副国防人民委员（至
1943 年 5 月）。1942 年 12 月兼任装甲坦克和机械化兵司令。1944 年获装甲
坦克兵元帅衔。曾以最高统帅部大本营代表身份，参加准备和实施莫斯科、
斯大林格勒、库尔斯克等会战以及其他重大战役。战后任陆军装甲坦克和机
械化兵司令等职。

费多罗夫  ①弗拉基米尔·格里戈里那维奇·费多罗夫（ВлаЦим
ирГригрьевнчФёдоров，1874—1966）。苏联科学家、
枪械设计师。1900 年毕业于米哈伊尔炮兵学院，在沙俄总军械部工作，开始
从事自动枪械的理论和应用研究。先后设计出 7.62 毫米自动步枪、6.5 毫米
自动步枪和冲锋枪。十月革命后曾任自动枪械工厂厂长、机枪制造托拉斯标
准化顾问等。发表多篇学术论文和《自动武器构造原理》、《两个时代交替
时期的武器制造业》和《枪械的发展》等专著。成为苏联武器设计师*杰格佳
廖夫、*西蒙诺夫等人的学术导师。1940 年获技术科学博士和教授衔。1943
年获工程技术勤务中将衔。1942—1946 年任武器装备人民委员部枪械顾问。
1946—1953 年为炮兵科学院院士。②阿列克谢·费多罗维奇·费多罗夫（А
лексйФёдоровичФёдоров，1901—）。苏联战时乌克
兰游击运动领导人之一。1920 年参军。参加过国内战争。1924 年复员后在铁
道建筑部门工作。1927 年加入联共（布）党。1932 年起从事工会和党务工作。
1938 年任乌克兰的契尔尼戈夫州党委第一书记。苏德战争期间任党的地下州
委第一书记兼游击兵团指挥，转战于乌克兰、白俄罗斯和俄罗斯地区。两次
获苏联英雄称号（1942 和 1944 年）。1943 年获少将衔。战后任党的州委书
记和乌克兰社会赡养部长。著有《地下州委在行动中》。

费久宁斯基（ИванИвавичФедюнинский，1900
—1977）苏联将领。1919 年参军。参加过国内战争。1930 年加入联共（布）
党。1931 年毕业于高级步兵学校。1939 年任团长，参加诺门坎地区的战斗。
1940 年 11 月任步兵军长（上校衔）。苏德战争期间先后任第三十二、第五



十四、第五、第十一和第二等集团军司令，列宁格勒方面军司令和沃尔霍夫、
布良斯克方面军副司令。初期在西方方向作战。1941 年 9 月—1943 年 5 月在
西北方向作战，曾参加列宁格勒保卫战。1942 年晋升中将。1943 年 5—12
月参加库尔斯克会战和布良斯克战役。同年 12 月至战争结束，指挥突击第二
集团军。1944 年参加解放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作战，晋升上将。翌年参加东
普鲁士、东波美拉尼亚和柏林等战役。战后历任军区司令和驻德苏军副总司
令等职。1955 年获大将衔。着有《闻警出动》等。

姚喆（1906—1979）中国将领。1929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三军团
司令部作战科长。1934 年参加长征，北上抗日。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
第一二○师第三五八旅参谋长。1939 年任大青山支队参谋长，率部进军绥
远，开辟大青山抗日根据地。后历任大青山骑兵支队副司令员、司令员，缓
察行政公署主任，塞北军分区司令员，绥蒙军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曾
任第一野战军第八军军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总高级步兵学校校
长、武汉军区副司令员。1955 年彼授予中将军衔。

贺龙（1896—1969）中国将领。原名文常，字云卿。1927 年参加领导南
昌起义，任起义军总指挥。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二、
第六军团总指挥，创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1935 年 11 月率部长征，北上
抗日，任红二方面军总指挥。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第一二○师师长，
率部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在雁门关、忻口地区主动出击，切断日军的交通线。
1938 年 3 月，击退日伪军万余人向晋西北的进犯，连续收复宁武、神池等七
县城，扩大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同年 12 月，率第一二○师主力东进冀中，
兼任冀中军政委员会书记，指挥齐会、陈庄战斗和涞源大战，歼敌王牌军吉
田大队及第八、第二混成旅团，巩固了冀中抗日根据地。1940 年 11 月，任
晋西北军区（后改为晋绥贺龙军区）司令员，领导根据地军民粉碎了日伪军
的多次“扫荡”。1942 年回延安，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参加指挥甄
家庄歼灭战，并积极领导边区大生产运动。1945 年 8 月，指挥所部参加对日
大反攻，收复晋中、晋北和绥南大片地区。解放战争时期，任西北军区司令
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
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体委主任。1955 年被投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
军衔。

贺炳炎（1913—1960）中国将领。1929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二军
团新编第五帅师长。1935 年参加长征，北上抗日。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
军第一二○师第七一六团团长，曾指挥雁门关伏击战。后任独立第三支队司
令员，第三八五旅副旅长，率部在冀中等地坚持敌后抗日游击战争。1941 年
回延安，先后在军事学院和中共中央党校学习。1944 年 11 月到洪湖地区开
辟抗日根据地，组建江汉军区，任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西北野战军第
一纵队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青海、四川、成都军区司令员。
1905 年被授予上将军街。

贺屋兴宣（1889—1977）日本大藏大臣（1937—1938，1941—1944）。
1917 年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后入外务省。历任大藏省主计局局长、事务次官。
1937 年 6 月任第一届近卫内阁大藏大臣，提出扩充生产力、保持国际收支平
衡和调整物资供求的财政经济三原则，并据此制定*《日本临时资金调整法》
和*《日本进出口临时措施法》，将日本经济引上战争轨道。1939 年任华北
开发株式会社总裁，参与掠夺中国资源。1941 年又出任东条内阁大藏大臣，



任内极力推行战时经济，支持日本对外侵略扩张。战后，于 1948 年作为甲级
战犯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无期徒刑。1955 年被假释，1958 年披赦免。后
多次当选为众议员。

勇士式战斗机（Beaufighter）英国夜间战斗机。为“博福特式鱼雷机
的改进型。1939 年 7 月试飞。双引擎、双座、下单翼，自重达 8吨，但其速
度仍可与*旋风式歼击机相匹。翼展 57 英尺 10 英寸，机身长41 英尺 6英寸。
最大时速 333 英里，升限 2.8 万英尺，航程 880 英里。装有 4挺 0.5 英寸和
6挺 0.303 英寸机枪。从 1940 年 7 月投入现役的“勇士 IF”型开始，装有夜
间作战的雷达。大战期间为*英国空军海防总队的主要机种之一。1942 年以
后，还载有鱼雷和火箭。战时共生产 5928 架，其中 364 架在澳大利亚生产。
战后服役至 1959 年。

勇猛号航空母舰（Intrepi）美国航空母舰。1943 年建成并服役，属“埃
塞克斯”级。排水量 2.71 万吨，航速 33 节。载机80 余架。先后编入美国第
五舰队第五十八特遣舰队和第三舰队第三十八特遣舰队。1944 年 1 月参加马
绍尔群岛战役，2月攻击特鲁克岛日本海空军基地时被日机击伤。同年 10 月
参加莱特湾海战，11 月在支援美军登陆莱特岛时被日军*神风特攻队击伤。
1945 年 3 月参加袭击日本本土，再遭神风特攻队击伤。

勇敢号航空母舰（Courageous）英国航空母舰。原为 1917 年建成的战
列舰，于 1924—1928 年改造成航空母舰。排水量 2.25 万（一说 1.86 万）吨，
最大航速 30 节，可载飞机 48 架。1939 年 9 月 17 日，在爱尔兰西南海区执
行巡航任务时，被德国 U-29 号潜艇用鱼雷击沉。舰长以下官兵 519 名殉职。
此为大战爆发后英国海军的第一次重大损失。

结城丰太郎（1877—1951）日本财经专家。1903 年东京帝国大学毕业，
入日本银行。1918 年任大限分行长时，采取一系列措施对付第一次世界大战
后的经济危机，显露才能。1925 年成为安田保喜社专务理事和安田银行副总
经理，领导安田财阀。1930 年任日本兴业银行总裁。1937 年任林内阁大藏大
臣兼拓务大臣。为贵族院议员。林内阁垮台后任日本银行总裁。致力于统制
战时金融，为日本的侵略战争筹措资金。1944 年辞职。

绝对国防圈  日本在 1943 年试图建立的抗击盟军反攻的防卫线。1943
年秋，日军在太平洋战局中形势急剧恶化，为阻止盟军进攻，确保日本本土
安全，继续控制东南亚重要原料产地，日本大木营在 9月制定的《今后战争
指导大纲》中，将于岛群岛、小笠原群岛、内南洋（中、西部）群岛、新几
内亚西部、粪他群岛和缅甸划为*绝对国防圈，以全力防守。后在盟军打击下
全面瓦解。

绞刑架下的报告  书名。捷克斯洛伐克民族英雄*伏契克的狱中遗作。
1942 年 4 月伏契克被捕，囚禁在布拉格庞克拉采监狱。1948 年春，在爱国看
守协助下，开始秘密写作，临刑前 3个月完成全韦的最后部分。1945 年捷克
斯洛伐克解放后，伏契克夫人搜集整理稿件，并于同年首次出版，后被译成
86 种文字。该书揭露了法西斯的罪行，表现出共产党人和爱国志士的不屈意
志和牺牲精神。

统帅派  即“舰队派”。
统制会  战时日本政府统制经济的机构。1941 年 8 月，为准备发动太平

洋战争，第二届近卫内阁着手加强对重要产业的控制，公布了“重要产业团
体会”。10 月据此指定 7 种行业的 12 个部门为全国第一批重要产业，并相



应成立了 12 个行业统制会，作为政府在该行业的执行机关。其后又同全国金
融统制会合并成立“重要产业统制团体协议会”（后改称“重要产业协议会”），
企图以加强国家垄断来提高战时经济效率。1946 年 11 月被全部解散。

统制派  昭和初期日本陆军中的派系之一。1931 年*十月事件后，由原
参加*樱会的军部中坚将校永田铁山、石原莞尔、冈村宁次、杉山元、东条英
机等为核心组成。主张放弃以武力改造国家的计划，准备用合法手段建立军
部独裁。认为推进总体战体制，必须联合部分官僚和新兴财阀在政治、思想
和经济领域进行全面改组和统制，攻击*皇道派的行动扰乱了军队的秩序，要
加强军内统制，故名。1934 年 1 月*林铣十郎取代皇道派的荒木贞夫任陆军
大臣后，该派取得优势。后又通过相泽事件和二·二六事件后的“肃军”，
排斥、打击皇道派，掌握了陆军内部的主导权。

统一累进税  中国共产党在耽旨抗日根据地实行的税收制度。在废除国
民政府遗留下来的苛捐杂税后，根据备阶层公平合理负担的原则，1941 和
1942 年晋察冀边区和晋冀鲁豫边区先后颁布和实施了《统一累进税条例》；
1943 年 9 月 11 日，陕甘宁边区拟定了《统一累进税暂行办法》，以后又公
布了《农业统一累进税试行条例》。基本内容是：（1）农业收益和土地阿产
两种税本用分计合征统一累进办法直接征收；（2）农业累进税以每段土地的
常年产量为计算标准，超产部分不纳税；（3）依据不同的经济情况规定不同
的起征点和起征率，按户征收，累进率分五级跃进，累进最高率为35％；（4）
用免税或减税方法鼓励农村副业发展；（5）优待贫苦抗属、工属和农村扈工
等。



十画

[一]

艳电  抗日战争时期汪精卫公开叛国投敌后的通电。1938 年 12 月 22
日，日本发表首相近卫文麿的第三次对华声明。同月 29 日，汪精工逃离重庆
至河内后，在香港《南华日报》发表致蒋介石等人通电。因 29 日韵目为“艳”，
故称。吹捧日本政府“对于中国无领土主要求”，响应近卫声明所提出的“善
邻友好”、“共同反共”、“经济提携”三原则，劝告蒋介石接受这些条件，
与日本“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

秦邦宪（1907—1946）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之一。又名“博古”。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曾任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
1934 年参加红军长征，北上抗日。1936 年同周恩来、叶剑英等作为中共中央
代表参加和平解决*西安亭变的谈判。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中共驻南京代表，
致力于建立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8 年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和南方局组
织部长。1941 年任《解放日报》社社长和新华社社长，致力于抗战新闻事业。
抗战胜利后，作为中共代表去重庆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宪草审议小组工作。1946
年 4 月 8 日，在重庆返延安途中飞机失事遇难。

秦基伟（1914—）中国将领。1929 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次年加入中国
共产党。曾任红四方面军补充师师长。1935 年参加长征。到延安后入抗日军
政大学学习。杭日战争爆发后，历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游击支队司令员、晋
冀豫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第一二九师新编第十一旅副旅长、太行军区第
一军分区司令员。1940 年参加*百团大战。后领导军区军民粉碎日伪军的“扫
荡”和“蚕食”，巩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1945 年率部出击平汉线，向日伪
军展开反攻。解放战争时期，曾任太行军区司令员、第二野战军第十五军军
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昆明军区、成都军区、北京军区司令员，
国防部长。1955 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88 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秦德纯（1893—1963）中国将领。字绍文。保定军校第二期毕业。曾任
国民政府军第二十九军总参议。九·一八事变后，任察哈尔省政府民政厅长。
1933 年任第三军团副总指挥，参加*喜峰口战斗。1935 年授中将衔，任察哈
尔省政府代理主席。同年 6月*张北事件后，受国民政府指派同日军代表土肥
原贤二谈判，签订屈辱的*《秦土协定》。12 月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常委兼北
平（今北京）市长。1937 年七七事变后仟北平城防总指挥。以后历任军事委
员会点检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战区军风纪第五巡查团主任、军法执行总监部
副总监、兵役部次长和军令部次长等。抗战胜利后，任国防部次长。1946 年
5 月，曾出席*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证。后任山东省政府主席兼青岛市长。1949
年去台湾。任台湾当局“总统府”战略顾问。

秦土协定  中日关于*张北事件的协定。1935 年日本挑起*张北事件时，
因蒋介石政府奉行不抵抗政策，于 6月 27 日由察哈尔省代理主席*秦德纯与
日军代表*土肥原贤二在北平（今北京）签订，主要内容为成立察东非武装区，
将驻于昌平和延庆一线的延长线之东，并经独石口之北、龙门西北和张家口
之北，至张北之南这一线以北的宋哲元部队，调至其西南地区；取消察省境
内一切中国政府机构；向日军道歉、撤换有关中国军官、担保日人在察省自
由行动；制止山东移民通过察哈尔省。该协定使中国丧失察哈尔省大部主权。



泰勒（MaxweIIDavenportTaylor，1901—1987）美国将领。1922 年西点
军校毕业。后人指挥与参谋学院、陆军军事学院深造。1937 年曾任驻华助理
武官。1942 年任美国第八十二空降师参谋长。翌年参加西西里登陆战役。1943
年 9 月曾代表盟军冒险秘密飞往罗马，同意大利*巴多里奥政府军事当局商讨
盟军空降突袭近郊德军以占领罗马的计划。后参加意大利本土的作战。1944
—1945 年任第一○一空降师师长，参加诺曼底登陆战役和比利时、德国境内
的战争。在*阿登战役中以坚守巴斯托尼（Bastogne）闻名。战后于 1953 年
晋升上将，曾指挥侵朝的“联合国军”。后任陆军参谋长和参谋长联席会议
主席。著有《剑与犁》、《音调不定的号角》等。

泰特仁（Pierre-HenriTeitgen，1908—）法国抵抗运动活动家。战前
在南锡大学任法律学教授。大战爆发后入伍。1940 年 6 月被俘。不久脱逃至
南方，在蒙彼利埃大学继续任教，后因指出7月 10 日议院投票授予贝当全权
一事不符合宪法程序而被解职。同年 9月发行《自由报》。1941 年底联合南
方抵抗战士，建立地下组织*战斗。1943 年 4 月被穆兰任命为抵抗运动新闻
发布处负责人。1944 年 9 月出任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新闻部长。1945 年 3
月又兼司法部长。战后续任司法部长。

泰鲁齐（AttilioTeruzzi，1882—1950）意大利殖民大臣（1939—1943）。
1921 年汪国家法西斯党副总书记，组织向罗马进军。1926 年起任昔兰尼加总
督。1929 年出任民警参谋长和法西斯大委员会成员。指挥黑衫师，参加埃塞
俄比亚战争和西班牙内战，获少将衔。1937 年任殖民副大臣，1939 年升为大
臣。任内，竭力维持意大利在非洲、特别是对埃塞俄比亚的殖民统治。意军
在非洲连战皆败后，于 1943 年 2 月被解职。同年墨索里尼下台、由巴多里奥
组间时被逮捕。后被德军救出，投奔*萨罗共和国，但未被任用。

泰兴战役  日本投降后新四军在江苏省泰兴县歼灭拒降伪军的战役。
1945 年 9 月 2 日日本签署投降书，但日伪军拒绝向中共领导的抗日军民投
降。为肃清顽抗之敌，新四军苏中军区第三军分区部队于 9月 13 日，对踞守
泰兴县的伪军暂编第十九师发动进攻。至 15 日全歼该部，俘伪师长以下 4000
余人，缴炮 12 门、机枪 140 挺、长短枪 2700 多支、汽车 11 辆。

泰狄欧方案  法国的我军方案。1932 年 2 月 5 日由法国总理泰狄欧
（AndreTardieu，1876—1945）向*国联裁军会议上提出，故名。主要内容为：
实现军备“国际化”，将轰炸航空兵、远程炮兵、万吨以上的战列舰和大型
潜艇交由国联掌握；建立一支常设国际警察部队以“防止战争”，并对破坏
拟者中的裁军公约和国联盟约的国家进行制裁；建立新的军事同盟，以实现
所谓战争“人道主义化”和为安全提供新的保障。该方案因遭各国反对未能
实现。

泰雷津集中营  即“特莱西思施培特集中营”。
敖德萨地道  苏联敖德萨市内因历史上长期采石造成的曲折地下通

道。总长约 4000 公里，市区内 1400 公里。
1年 10 月纳粹军队占领敖德萨后，地道成为游击队活动基地，德军动用

大量兵力进行搜索，终未能进入地道。游击队利用地道坚持斗争直至 1944
年 4 月 10 日城市解放。

敖德萨军区  苏联南部军事区域和军队组织。1939 年 10 月组建。其辖
区包括摩尔达维亚和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以及乌克兰的敖德萨、第聂伯罗波
得罗夫斯克、扎波罗热、尼古拉耶夫和基洛夫格勒等州。1941 年 6 月 21 日



23 时，军区及时下令所属 7个步兵师、2 个骑兵师、2个坦克师和 1 个摩托
化师在边境地带进入指定地域，航空兵疏散到备野战机场待命，成为苏德战
争爆发时苏联西部战备较好的军区。后改编为独立第九集团军。1941 年 9 月
撤销。1944 年 3 月，随着所辖地区的解放而重新组建。1940—1941 年 6 月司
令为切列维钦科，1941 年 6 月底一 10 月为奇比索夫。1944 年重建后司令为
扎哈尔金（ИванГригоьевичЗахаркин，1889—1944）
和尤什克维奇（Василий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Юшкеви
ч，1897—1951）。

敖德萨战役  苏德战争后期苏军发动的进攻战役，*第聂伯河右岸乌克
兰进攻战役的组成部分。1944 年 3 月 26 日至 4 月 14 日，由*乌克兰第三方
面军在黑海舰队配合下实施。*别列兹涅戈瓦托那—斯尼吉廖夫卡战役后，苏
军乘胜进击，3月 28 日突破南布格河右岸德军防御，攻占尼古拉耶夫港，迫
使德军撤向德涅斯特河右岸。敖德萨德军集团面临被合围之势，企图从海上
撤出，但未成功。4 月 10 日，苏军攻克敖德萨。然后继续迸抵德涅斯特河，
并强渡该河，夺取若干登陆场。至此，乌克兰西南部和摩尔达维亚大部获解
放，已在陆上被封锁的德军克里米亚集团又进而从海上被孤立。

敖德萨防御战役  亦称“敖德萨保卫战”，苏德战争前期苏军进行的防
御战役。1941 年 8 月 5 日至 10 月 16 日，由独立滨海集团军和黑海舰队一部
实施。德军占领第聂伯河右岸乌克兰大部后，*南方集团军群编成内的罗马尼
亚第四集团军（7个师又 1个旅，后增至 12 个师又 7 个旅）遂直逼敖德萨，
8 月 10 日发起攻击，13 日从陆上封锁城市，20 日起强攻市区。苏军（3.5
万人）和市民顽强抵抗，至 9月底迫使罗军停止进攻，但此时德军主力已突
向顿巴斯和克里米亚，固守敖德萨失去意义。9月 30 日起，苏军从海上撤往
克里米亚。10 月 16 日，苏军撤离完毕后罗军进入市区。

班泽（EwaldBanse，1883—1953）德国军事理论家。1933 年任不伦瑞克
技术学院军事学教授。狂热鼓吹种族主义，歌颂战争万能。主要著作为《世
界大战中的空间和人民》。

班德勒街（Bendlerstrasse）纳粹德国军事部和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的
所在地。因 1938 年 2 月以前的德国军事部和此后的*德国武装部队最高统帅
部机关设在该街而闻名。后成为该机构的代名词。

班泰蕾利亚海战  1942 年英国西地中海护航舰队与意大利舰队在班泰
雷利亚（Pantellcria）岛附近海面的战斗。是年 6月 12 日，一支由 6艘运
输船和 28 艘战舰组成的英国护航船队经直布罗陀进入西地中海，驶向马耳
他。代号*鱼叉。沿途屡道德、意空军袭击。至比塞大以北海面，英掩护部队
的主力（包括 1艘战列舰和 2艘航空母舰）按惯例转向返航，护航船队则继
续东行，进入西西里海峡。15 日晨，在班泰雷利亚岛南面与意大利舰队主力
交火，激战至午后脱离接触。英 1 艘巡洋舰和 5 艘驱逐舰沉没，3 艘巡洋舰
受伤；意 1 艘巡洋舰沉没，1 艘战列规受伤。英国船队接近马耳他时又陷入
雷区，仅有 1艘运输船安全抵达。

盐城战役  日本投降后新四军对江苏省盐城地区拒降伪军的进攻作
战。1945 年 9 月日本签署投降书，但日伪军拒绝向中共领导的抗日军民投降。
为肃清顽抗之敌，10 月间，新四军苏中军区部队在攻克泰兴、如皋后，转兵
北上进攻盐城。10 月 31 日起，苏中军区主力在地方武装和民兵配合下，全
歼拒降的伪军第三十九师，占据盐城外围 15 个据点。11 月 8 日起对盐城伪



军发起总攻，11 日伪第四军军长被迫率部投降。是役全歼伪军 2个整师，约
1万余人，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利用盐城伪军进攻华中解放区的企图。

袁国平（1905—1941）中国将领。原名袁裕，字醉涵。黄埔军校毕业。
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1931 年参加长征，北上
抗日。到陕北后，历任后方留守兵团政治部主任、红军学校政委、抗日红军
大学三科政委和教导师政委。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中共陇东特委书记兼八路
军驻陇东办事处主任。1938 年 3 月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同年 4月，随军部
进驻皖南泾县云岭村，主要从事新四军政治工作。1939 年 5 月，召开新四军
战地服务团艺术宣传座谈会，提出抗战中新的艺术观。1941 年 1 月在*皖南
事变中牺牲。

埃克（IraClarenceEaker，1896—1987）美国将领。1917 年入陆军服役，
后成为飞行员。大战期间，1941 年去英国观察空战。次年任美国第八航空队
少将司令。支持*阿诺德的独立空中战争理论。主张在英国驻扎美国航空队，
由美国将领指挥对德作战。1942 年第八航空队进驻英国后，曾率 12 架*B—
17 型轰炸机进行美国空军对西欧大陆的首次袭击。1943 年 1 月在卡萨市兰卡
会议上，说服盟军统帅部同意让美国驻英战略空军对德国实施昼间轰炸。1943
年底起参加意大利之战，并以意大利和苏联为基地对东南欧实施*穿梭轰炸。
1945 年起任美国空军副参谋长。1947 年以中将衔退役，担任航空工业行政官
员。曾与阿诺德合著《这就是飞行》、《空战》、《军事飞行员》等。

埃普（FranzXaverRittervonEpp，1868—1946）德国纳粹党全国指导处
成员。早年入伍。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组建右翼组织“志愿兵团”。
1926 年任冲锋队慕尼黑地区头目。1928 年加入纳粹党并代表该党进入国会。
后任纳粹党国防政治处处长。1933 年 3 月 9 日率先解散巴伐利亚邦政府，自
任邦政府首脑（至 1945 年），后为其他邦所仿效。同年夏任纳粹党全国指导
处成员。1934 年 5 月任德国殖民政策办公室主任。翌年获上将衔。第二次世
界大战末期被美军俘获，后死于拘留营。

埃塞（HermannEsser，1900—1981）德国纳粹党创始人之一。1919 年参
与创建德意志工人党（后改组成纳粹党）。翌年任*《人民观察家报》主编。
1923—1925 年任纳粹党宣传负责人。1923 年 11 月啤酒馆暴动失败后曾短期
逃亡奥地利，1924 年 1 月回国后被判刑 3个月。1933 年任国会议员、巴伐利
亚邦议会主席。1933—1935 年任巴伐利亚邦经济部长。1935 年任全国国民教
育和宣传部旅游交通国务秘书。1939 年汪德国国会副议长。大战期间影响急
剧下降，极少公开露面。战后一度被捕，旋即获释。著有《犹太人的世界瘟
疫》。

埃布埃（FélixEboué，1884—1944）法国殖民地官员。黑人，原籍圭亚
那。毕业于法国殖民学校。自 1908 年起即在法属殖民地供职，先后任瓜德罗
普总督、乍得总督。法国败降后，即致函戴高乐，表示愿意继续抗战。
1940 年 8 月 26 日正式宣布乍得加入自由法国，并促成法属赤道非洲及喀麦
隆接受戴高乐的领导。同年 11 月被任为法属赤道非洲总督。曾进行一定的社
会改革。病故后，1949 年其骨灰被移入贤人祠。

埃尔泽（FritzElsas，1890—1945）德国反法西斯人士。曾任斯图加特
市法律顾问和德国市政会联盟主席。1931 年任柏林市长。因具有犹太血统，
1933 年被免职。后参加反希特勒活动，成为”戈台勒的挚友。”七·二○事
件发生后被逮捕并在盖世太保监狱内遭酷刑。1945 年 1 月在萨赫森豪森集中



营被杀害。
埃利奥特（GeorgeFieldiugEliot，1894—1971）美国军事分析家和作

家。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获少校军衔。后成为军事分析家，为多家报刊
撰稿。三十年代曾撰写《我们警戒着的堡垒》、《在空中爆炸的炸弹》，成
为当时流传甚广的通俗军事作品。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担任哥伦比亚广
播公司的记者和时事分析员，几乎每晚均有其军事分析专题节目播出。同时
为《纽约先驱论坛报》等报刊撰稿，作品被全国 40 家报刊采用，被认为战时
美国最闻名的军事分析家。著有《如果战争发生》、《胜利的时刻》等。

埃森轰炸  英国空军对德国实施的*战略轰炸。（1）年英国对德国的三
次千机轰炸之一。英国当时推行对德国工业城市实施大规模的夜间区域轰
炸，以图摧毁其作战意志和破坏其战争经济。继*科隆轰炸后，*英国轰炸机
司令部于 1942 年 6 月 1 日出动 956 架轰炸机，夜袭鲁尔工业中心埃森
（Essen）。由于目标上空有云雾，战果不大，克虏伯各工厂未遭破坏。英机
损失 31 架，损失率百分之三点二。（2）1943 年*鲁尔轰炸战役中的三次密
集轰炸。英国轰炸机司令部于 3月 5日出动 417（一说 442）架轰炸机，夜袭
埃森，开始了鲁尔轰炸战役。继而于 3 月 12 日和 4月 3 日，出动 384 架和
318 架轰炸机连续夜袭埃森。共炸毁约 300 公顷面积上的建筑物，使克虏伯
工厂半数陷于全部或部分瘫痪。英机平均损失率为百分之四点七。

埃耶出版社（EherVerlag）德国出版公司。埃耶第二（FranzEherII）
创办，自 1922 年由纳粹党事务长阿曼（MaxAmann，1891—1957）任经理。1925
年起数次出版*《我的奋斗》一书。纳粹党执政后成为德国官方出版社，兼并
许多由犹太财团和反纳粹的政治或宗教集团经营的出版公司，逐渐成为当时
世界最大的出版公司之一，其经理阿曼则兼任纳粹党全国指导处成员、德国
新闻协会主席和全国报界领袖，协助戈培尔控制舆论界。战后被巴伐利亚邦
政府没收。

埃娃，布劳恩（EvaBraun，1912—1945）希特勒的情妇。曾受雇于照相
馆。1929 年与希特勒相识，1932 年起成为其情妇。1936—1945 年居住在*伯
格霍夫，极少公开露面，未起过任何政治作用。1945 年 4 月 15 日到柏林，
是月 29 日与希特勒结婚，翌日一起自杀。

埃布罗河战役  *西班牙内战期间的一次战役。1938 年 6 月，佛朗哥叛
军和德、意干涉军向巴伦西亚发动进攻，突破共和国军防线。共和军指挥部
决定从北面向进攻巴伦西亚之敌的侧后实施突击。7月 25 日，共和国军以 7
个师的兵力强渡埃布罗（Ebro，一译厄布罗）河，夺取了该河右岸的大面积
登陆场，迫使敌军停止对巴伦西亚的进攻。同年 10 月 30 日，得到增援的法
西斯军队开始反攻。11 月 15 日，共和国军被迫全部撤回该河左岸。此役历
时 4个月，法西斯军伤亡 8万多人，损失飞机 200 架和大量武器；共和国的
精锐部队也损失惨重。

埃斯帕兰斯角海战  美、日海军在争夺*瓜达尔卡纳尔岛中的重大海战
之一。日方称为“萨沃岛海上夜战”。1942 年 10 月 11 日夜，日本海军少将
后藤率巡洋舰编队（3艘巡洋舰，2艘驱逐舰）护送增援瓜岛的运输船队，并
准备炮轰岛上美军机场。在萨沃岛和瓜岛西北的埃斯帕兰斯角
（CapeEsperance）之间的海域，被美军侦察机发现。美国*斯科特海军少将
率领的编队（4 艘巡洋舰和 5 艘驱逐舰）阻截。美舰使用新型雷达，奇袭获
得成功，击沉日巡洋舰和驱逐舰各 1艘，重创日旗舰青时号巡洋规，后藤毙



命；美损失驱逐舰 1艘，有 1艘巡洋舰受伤。日舰放弃炮轰机场，但运输船
队登陆成功。

埃斯蒂昂纳·多尔夫（HenriLouisHonoréd′Estien-ned′Orves，1901
—1941）法国抵抗运动战士。毕业于巴黎综合技术学校。大战爆发时为海军
上尉。1940 年 9 月到伦敦参加抵抗运动，为自由法国情报机构服务。
同年 12 月重返法国，建立地下组织，收集情服。不久被捕遇害。
埃本-埃迈尔要塞之战  德军对比利时边境要塞的奇袭战。埃本-埃迈

尔（Eben-Ema l）要塞位据阿尔贝特（Albert）运河与默兹（Heuse）河交
接地带，扼守通向比利时腹地的要冲。1940 年 5 月 10 日凌晨，德军一支 78
（一说 85）人的空降工程兵分遣队，乘坐运货滑翔机在夜色中降落堡垒顶
上，分头用新型高爆炸药迅速完成了对堡垒的破坏作业，并使 1200 名比利时
守军陷于瘫痪。24 小时后德军地面部队到达。德军损失伞兵 6名。参见“低
地国家战役”。

埃塞克斯号航空母舰（Essex）美国航空母舰。1941 年建造，1943 年
服役。排水量 2.7 万吨，航速 33 节，载机 80—110 架。美国在 1941 军以后
陆续建造此类型航空母舰 20 余艘，称“埃塞克斯”级，因载机多，机动性好，
成为太平洋战争后期两年美国特混舰队的中坚力量。该舰 1943 年 11 月参加
攻击拉包尔和吉尔伯特群岛战役。1944 年先后参加马绍尔群岛战役、攻击特
鲁克岛、菲律宾海海战、莱特湾海战等。同年 11 月在支援美军登陆莱特岛时，
被日军*神风特攻队击伤。1915 年 2 月参加硫黄岛战役，3月随舰队攻击日本
本土，4月参加冲绳岛战役。

埃塞俄比亚抵抗运动  埃塞俄比亚人民反扒意大利法西斯占领军的斗
争。1936 年 5 月意军占领埃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后，埃人民开展游击战争，坚
持抵抗。部分爱国者在首都组织地下抵抗活动，建立埃塞俄比亚青年组织和
妇女志愿者协会。1937 年夏成立”埃塞俄比亚团结合作委员会，联合各地游
击队，深入开展斗争。1938—1939 年间，游击队人数达 40 万，起义遍及全
国。意大利占领军仅控制三个城市及某些居民点。1940 年 6 月意大利向英、
法宣战后，流亡英国的海尔·塞拉西一世到苏丹，组建一支埃塞俄比亚军队，
领导抵抗运动。翌年 1月，英埃联军自苏丹和肯尼亚大举攻入埃塞俄比亚，
海尔·塞拉西一世同时回国。埃游击队和群众积极配合英军作战。同年 4月
6日，光复亚的斯亚贝巴。5 月 5 日海尔·塞拉西返都复位。11 月，埃境内
的意军被肃清。埃人民在 5年多斗争中，约有 70 万人牺牲。

埃塞俄比亚团结合作委员会  *埃塞俄比亚抵抗运动的协调机构。1937
年夏，埃塞俄比亚几个省的爱国运动领导人在亚的斯亚贝巴附近的安博
（Ambo）建立。其任务是联合全国各地分散的游击队，协调其行动。有政治
书记和统一的指挥部。出版地下报刊，同流亡伦敦的海尔·塞拉西一世保持
联系，负责募集经费，采购武器、药品、弹药和粮食，组织游击队同居民的
联系和对部队的供应。1939 年初，成为全国游击力量的领导核心。

聂耳（1912—1935）中国作曲家。原名守信，字子义，一作紫艺。云南
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1931 年 4 月入明月歌剧社。九·一八事变后积极参
加抗日救亡运动。1933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在百代唱片公司工作。谱写
《前进歌》、《大路歌》、《开路先锋》、《毕业歌》等歌曲，号召人民群
众团结起来一致抗日。1935 年任联华影业公司二厂音乐部主任，为影片《风
云儿女》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作曲，后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同年 4月取道日本赴苏联深造，7月 17 日在日本神奈川县藤泽市鹄沼海滨游
泳时溺水身亡。

聂荣臻（1899—1992）中国将领。早年留学法国、比利时。1923 年加入
中国共产党。1924 年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后转入苏联红军学校中国班学
军事。回国后任黄坤军校政治教官。1927 年参加领导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
曾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红一军团政委。1934 年 10 月参加长征，北上抗
日。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副师长、政委。率部开赴
晋东北，与*林彪一起指挥*平型关战斗。同年11 月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
委，率独立团、骑兵营 3000 人留守五台山，创立了第一个敌后根据地——*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后率部挺进雁北、察南、冀西敌后，开展游击战争。1939
年冬指挥雁宿崖、黄土岭战斗，歼灭日军第二混成旅团 1500 亲人，击毙被日
军称为“名将之花”的中将旅团长阿部规秀。1940 年 8 月，在*百团大战中
指挥部队在正太、津浦、平汉、北宁等铁路线进行破袭战。至 1943 年，领导
抗日根据地军民挫败了日伪军的多次“扫荡”、“蚕食”和“清剿”。同年
秋回延安参加整风运动。1945 年 8 月，指挥晋察聂荣臻冀军区部队开展对日
反攻作战，先后解放察哈尔、热河、河北、辽宁、山西、绥远等省大片地区。
解放战争时期，任华北军区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
放军代总参谋长、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科委主
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1955 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

莱伊（RobertLey，1890—1945）德国劳动阵线头目（1933—1945）。
早年就学于耶拿、波思等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
战后在法本化学公司供职。1924 年加入纳粹党，后任该党莱茵兰大区领袖。
1930 年当选纳粹党国会议员。1932 年 11 月任纳粹政治部全国组织工作负责
人。1933 年 5 月 2 日指挥党卫队驱散各级工会。旋即建立*德国劳动阵线，
自任头目。后又组建并领导*通过欢乐获得力量组织。1938 年主持实行莱伊
“大众汽车”计划。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负责动员国内外劳工从事战争经济，
鼓吹灭犹，并主管全国住宅建筑规划。大战末期被美军俘获。战后于纽伦堡
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前自杀。著有《我们都帮助元首》。

莱契（HannaReitsch，1912—1979）德国女飞行员。1931 年起多次创造
欧洲和世界女子飞行纪录。1937 年任空军小队长和德国第一位军用飞机女试
飞员，驾驶过大战期间各种型号的德国军用飞机。1943 年 11 月起在东线空
军司令*格莱姆处供职。1944 年 2 月接受一级铁十字奖章，曾建议希特勒仿
效日本，组建空军敢死队，未被采纳。1945 年 4 月底随格莱姆驾机潜入柏林，
要求与希特勒共生死，遭拒绝后飞往邓尼茨司令部。后被美军俘获。1946 年
获释。后继续从事飞行事业。著有自传《飞行，我的生命》。

莱恩（ArthurBlissLane，1894—1956）美国外交官。1916 年耶鲁大学
毕业，同年入外交界。历任驻尼加拉瓜、爱沙尼亚、立陶宛、拉脱维亚等国
大使。1937—1941 年任驻南斯拉夫大使，支持 1941 年 3 月 27 日以*西莫维
奇为首的军官团政变，推翻以保罗亲王为首的亲法西斯摄政委员会，拥立彼
得二世登基。德国入侵巴尔干半岛后，协助彼得国王逃离南斯拉夫。1942—
1944 年为驻哥伦比亚大使。1944—1947 年任驻波兰大使，极力主张在波兰问
题上对苏采取强硬政策。战后主要从事写作。

莱科克（RobertEdwardLaycoek，1907—1968）英国将领。就读于伊顿



公学和桑德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1927 年服役于皇家近卫骑兵队。大战爆发
后，1940 年 6 月参与组建用于奇袭的突击部队，晋升中校。1941 年春率一个
扩编的突击营赴中东战区活动。1942 年初回英组训一特别行动旅，在联合作
战指挥部统率下多次袭击欧陆，并参与西西里和意大利的战斗。1943 年 10
月接替*蒙巴顿任联合作战指挥部司令官直至 1947 年。领少将衔。1954—1959
年任马耳他总督和驻军司令。

莱瑟斯（FrederickJamesLeathers，1883—1965）英国军事运输大臣
（1941 年）、航运专家。木匠之子，早年丧父，15 岁起谋职于航运、煤炭公
司。1916 年任威廉·考利父子公司经理，并成为其他许多煤炭和航运公司的
督导和主席。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任航运大臣的顾问；第二次世界大战爆
发后，1940 年 5 月丘吉尔组阁时被聘任航运大臣顾问，翌年出任军事运输大
臣。曾多次随同丘吉尔参加美、英高级会谈和雅尔塔、波茨坦会议，参与协
调与安排租借物资的运送事宜。战后于 1951—1953 年任运输、燃料和电力协
调大臣。有贵族称号和多种荣誉职位。

莱因哈特（FritzReinhardt，1895—1969）德国财政部国务秘书（1933
—1945》。旱年攻读经济学。1928 年加入纳粹党，任该党上巴伐利亚大区领
袖。同年创建纳粹党演说家培训学校并任校长，负责培训纳粹党各级干部。
1930—1933 年为国会纳粹党者员。1933 年 4 月起任财政部国务秘书，负责为
国防军筹措扩军资金。任内起草《莱因哈待规划》，主张征收特别税用于救
济失业工人。1933 年 9 月任*冲锋队最高领袖的参谋，获冲锋队旅队长衍。
1937 年 9 月升任冲锋队地区总队长。1945 年被监禁。1949 年获释。

莱比锡审判  即“国会纵火案审判”。
莱茵兰战役  盟军 1945 年 2—3 月在莱茵河以西地域（即莱茵兰）进行

的战略性战役。1945 年 1 月 12 日苏军在东线发动总攻，希特勒把大部分兵
力投入防守奥得何。盟军取得*阿登战役胜利后，在西线拥有 90 个师（内 25
个装甲师，6000 辆坦克），并掌握制主权。与之对峙的德军仅为 65 个师（内
8个坦克师，1000 辆坦克），分散部署于 750 公里战线上。*盟国远征军最高
统帅部遂拟定突破*齐格菲防线、歼灭莱茵河以西德军的作战计划。整个战役
由”马斯何—莱茵河战役、*莱茵河中游左岸战役和*萨尔盆地战役组成。于
1945 年 2 月 8 日—3月 25 日实施，歼灭德军约 20 个师（32.5 万人），全线
进抵莱茵河，并夺得雷马根（Remagen）和奥彭海姆（Oppenheim）两个登陆
场，为尔后强渡莱茵何攻入德国腹地创造了条件。

莱特湾海战  太平洋战争后期日、美海军主力在菲律宾附近海域的会
战，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海战。1944 年秋，盟军进逼菲律宾
和日本本土防御圈，日本大本营制订与美军进行决战的*捷号作战计划。10
月 20 日美军在菲律宾莱特岛登陆，日联合规队倾巢出动。分三路向莱特
（Leyte）湾逼近，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小泽治三郎海军中将率航空母舰舰
队（包括 4艘航空母舰、2舰战列舰在内共 18 艘军舰，飞机 116 架）从北部
进攻，引诱美国主力舰队（第三规队）北上，为由栗田健男海军中将率领的
中路舰队（包括大和号在内的 5 艘战列舰、10 艘重巡洋舰等共 32 艘军舰）
和由西村祥治海军中将率领的南路舰队（包括 2 艘战列舰、3 艘重巡洋舰等
共 17 艘军舰）从西边进攻美军登陆舰队创造战机，另以志摩清英海军中将所
率的 3艘巡洋舰和 4艘驱逐舰组成第二游击部队，对登陆点进行反登陆，日
舰队得到吕宋岛上约 300 架陆基飞机支援。当时掩护登陆的美海军为哈尔西



海军上将率领的美国第三服队（包括 16 艘航空母舰、6艘战列舰、6艘重巡
洋舰等共 97 艘军舰，飞机近千架），金凯德海军中将率领的美国第七舰队（包
括 6 艘战列舰、4 艘重巡洋舰、18 艘护航航空母舰等共 84 艘军舰，飞机约
400 架）。10 月 23 日美潜般发现栗田舰队，用鱼雷击沉日 2艘重巡洋舰。24
日栗田舰队进入锡布延（Sibuyan）海，双方展开海空战，日机炸沉美轻型航
空母舰 1艘，美机击沉日武藏号战列舰，击伤大和号、长门号战列舰，栗田
舰队改变航向，哈尔西以为它已被击溃，即率第三舰队主力北上迎击小泽的
航空母舰舰队。然栗田率舰队折回，并顺利通过圣贝纳迪诺（SanBernardino）
海峡。24 日夜至 25 日凌晨，美第七舰队支援编队在奥尔登多夫海军中将率
领下，在苏里高（Surigao）海峡迎击岛中将、西村中将的南路舰队。美舰以
雷达指引，经激烈夜战，日南路舰队几全军覆没。25 日早上，栗田率中部舰
队驶至萨马（Shima）岛附近海域，直扑美第七舰队的护航航空母舰群，击沉
美舰 4艘、击伤3艘。此时日军官次出动*神风特攻队，击沉美规 1艘、击伤
2 艘。当栗田得知美军登陆舰队已大部撤离莱特湾，日南路舰队已被击败的
消息时，即率舰撤退，并自沉 3艘伤重的巡洋舰。同日，哈尔西率美第三舰
队主力在恩加诺（Engano）角附近海域，以 527 架舰载机攻击小泽舰队，击
沉击毁日航空母规 4艘、巡洋舰 1艘，小泽率残部败逃，后第三舰队飞机又
协助第七舰队攻击撤退中的栗田舰队，击沉日巡洋舰 2艘。此战美军以损失
航空母舰 1艘、护航航空母舰 2艘、驱逐舰 3艘、飞机 100 架的代价，击沉
日航空母舰 4艘、战列舰 3艘、巡洋舰 10 艘，驱逐舰 11 艘，飞机 150 架。
日本联合舰队从此失去战斗力。

莱因哈德行动（OperatiouReinhard）纳粹德国没收遇害犹太人财产的
行动。1942 年 5 月 29 日，*党卫队保安处和*盖世太保头目*海德里希遇刺后
开始策划，并以其名字命名。在行动中，德国政府扣押和没收了所有遇难犹
太人的全部财产。

莱因哈德赌注（EinsatzReinhard）纳粹政府下达给波兰总督府灭绝营
总监*格洛博克尼克的指令代号。1942 年 6 月 4 日指令发出，要求为悼念党
工队和盖世太保头目*海德里希遇刺死亡而消灭全部波兰犹太人。纳粹遂将大
批波兰犹太人送进马伊达内克、贝尔赛克、索比包、特雷布林卡和奥斯威辛
等灭绝营内残酷屠杀。

莱茵空降战役  美英盟军 1945 年 3 月 24 日在莱茵（Rhein）河右岸实
施的空降战役。代号*大学。*鲁尔战役的组成部分。目的为访同*盟国第二十
一集团军群夺取和扩大莱茵河右岸的登陆场。在地面部队开始强渡后第二
天，以英空降第六师（从英国 11 个机场起飞）和美空降第十七师（从法国
15 个机场起飞），在韦塞尔（Wesel）至雷斯（Rees）一线的莱茵河右岸 8
—15 公里战术纵深内实施。预先进行了两周航空火力准备。当天出动 1572
架飞机和 1326 架滑翔机运送，889 架战斗机支援，另 2153 架战斗机掩护，
从 10 时开始的两小时内空降 1.7 万人、614 辆轻装甲车和 286 门炮。当天下
午成功完成战术任务后与地面部队汇合。

莱茵之女式导弹（Rheintochter）德国地对空导弹。年起由莱茵金属博
尔西希公司研制，1944 年 5 月正式定型投产。使用固体或液体燃料，战斗部
携带 150 公斤高爆炸药，射程 8000 米以上，由雷达制导。1945 年 1 月 5 日
前共发射 82 枚，1月 6日起停产。

莱特岛登陆战役  *菲律宾战役中美军实施的登陆战役。莱特（Leyte）



岛位扼菲律宾中部苏里高（Surigao）海峡的要冲，是进攻吕宋岛的跳板。1944
年 10 月中旬，西南太平洋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率美国第六集团军约 17.4 万
人从荷兰提亚（Hollandai）和马努斯（Manus）岛出发，由美国第七舰队约
700 艘舰船护送向莱特湾进发。10 月 17—18 日首先攻占莱特湾口的 3 个小
岛。20 日，在海空军掩护下，美第六集团军司令*克鲁格中将指挥 4 个师，
在岛东沿培克洛班（Taeloban）一线海滩登陆，日军出动飞机反击，收效甚
微。当日，麦克阿瑟偕菲律宾总统*奥斯梅纳登上美军攻占的滩头，通过流动
电台发表“我回来了”的演讲。日本大本营下令实施*捷号作战，调集尚存兵
力与美军决战。24—25 日，双方进行*莱特湾海战，日军惨败。登陆美军即
向内地推进，先后攻克达加米（Da—gani）、利蒙（Limon）等地。日军从吕
宋急调 3个师团增援，组成所谓“山下防线”（以日将山下奉文得名）。同
年 12 月 7 日，美军再以 1 个师在岛西海岸登陆，日军腹背受敌。10 日美军
攻占奥莫克（Ormoc）。25 日日军瓦解。此役日军被歼 8万余（一说 5万余）
人，美军伤亡 1.5 万人。

莱城-萨拉莫阿之战  太平洋战争初期日军进攻新几内亚东部的战
役。日本大本营为确立西南太平洋拉包尔方向的稳固屏障，于 1942 年 2 月 2
日下达此作战命令。战役目标为攻占英属新几内亚东部要地，控制澳大利亚
本上北部海域。日军以南海支队和集四舰队为基干，计划首先攻占莱城（Lae）
和萨拉莫阿（Salamaus），然后相机进攻盟军主要基地莫尔兹比（Moresby）。
后因该地区海域出现美航空母舰编队，进攻日期推迟。3 月 5 日夜，日军从
拉包尔出发，于 7日深夜对菜城和萨拉莫阿实施登陆。3月 10 日，美军以列
克星敦号和约克城号航空母舰飞机（60 架）和岸基飞机（10 架），攻击日军
船队，击沉 4艘、击伤 7艘（占总数一半）。日军虽占领该两地，未敢立即
进攻莫尔兹比。

莱茵信使式火箭弹（Rheinbote）德国地对地弹道式火箭弹。1943 年由
莱茵金属博尔西希公司研制。采用四级火箭发动机，长 11.4 米，重 1715 吨，
在筒易发射架上发射，最大射程 220 公里，共制作 200 多枚。1945 年初曾用
于轰击安特卫普。

莱茵河中游左岸战役  盟军 1945 年 2 月 23 日—3 月 10 日在莱茵
（Rhein）河中游以西地区实施的进攻战役。1945 年 1 月间，苏军在东线发
动总攻时，西线美英盟军趁机发动 3个进攻战役，以突破”齐格菲防线、歼
灭莱茵河以西的德军。此战役为其中之一，由处于中央的*盟国第十二集团军
群，以 2个美国集团军在 2月 23 日开始实施（代号*伐木者）。左翼美第一
集团军 3月 7日攻占科隆，并进抵莱茵河岸，夺得在雷马根（Remagen）的鲁
登道夫大桥。继而以 5个师渡河，至 3月 9日在河右岸建立了纵深 5公里的
登陆场。右翼美第三集团军 3月 2日攻占特里尔（Trier），3月 9—10 日进
抵莱茵河边与左翼会师。德国第五坦克集团军被歼。

莫克（JulesMoch，1893—？）法国抵抗运动活动家。1912 年毕业于巴
黎综合技术学校。社会党人。1918 年起长期为者员。1938 年任公共工程部长。
主张援助西班牙共和国，反对《慕尼黑协定》。大战爆发后任达尔朗的技术
顾问。1940 年春参加挪威战役。法国败降后，反对授全权予贝当，被维希政
府逮捕，后经达尔朗斡旋获释。旋在南方建立抵抗组织，成为社会党行动委
员会成员；并秘密前往伦敦，为自由法国海军试制新式武器。1943 年被选入
临时咨询议会。战后为国民议会议员。



莫盖（GuyMocquet，1924—1941）法国抵抗运动战士。大战爆发时为中
学生。其父普罗斯佩·莫盖（Pros-PerMocequet）力法国共产党议员。法国
败降后，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投身抵抗运动，散发传单，组织游行示威。
1940 年 10 月被捕。1941 年 10 月 22 日，与其他26 名共产党人同时被维希政
府杀害，年仅 17 岁。成为法国抵抗运动英雄主义的象征。

莫里森（HerbertStanleyMorrison，1888—1965）英国战时内阁成员
（1942—1945）。工党活动家。1905 年开始政治活动。1914 年任伦敦工党非
专职书记。1923—1924 年为下院议员，1929 年再度当选议员。曾任麦克唐纳
第二届内阁运输大臣。大战期间，历任丘吉尔联合内阁的供给大臣、内政大
臣、国内安全大臣。1942 年 11 月起为*英国战时内阁成员。1945 年工党在大
选中获胜后。历任枢密院长、副首相和下院领袖。1951 年 3 月出任外交大臣。
1959 年退休。有贵族封号。

莫拉斯（CharlesMaurras，1868—1952）法国作家。法兰西学院院士。
*法兰西行动的领导人。少时因疾病辍学，后沉洒于书海，为“浪漫派”诗社
的创始人，德雷福斯事件后，成为保王主义者。1899 年发起组织法兰西行动，
并于 1908 年发行《法兰西行动报》，鼓吹反犹，宣扬种族主义，反对共和国
和议会制度，主张恢复君主制，实行法西斯统治，成为法西斯主义理论家。
1941 年 11 月，被维希政府提名为全国顾问委员会委员。1944 年 9 月，法国
解放后被捕。次年被判终生监禁。1952 年病死。著有《哲学家之路》、《野
蛮与诗歌》和《内部平衡》等。

莫斯利（OswaldErnaldMosley，1896—1980）英国法西斯头目。1914
年曾就读于桑德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到过前线。1918
年起在下议院工作，相继为保守党党员、无党派人士和工党党员。1929—1930
年在工党政府中任职。1932 年创立英国法西斯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世界大战
爆发后被英国政府拘禁。1943 年因病获释。战后又发起同盟运动，主张按激
进主义的标准统一欧洲。著有自传《我的一生》。

莫德尔（WaltherModel，1891—1945）德国将领。1909 年开始服役。参
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继续在国防军任职。1938 年晋升少将。1939—1940
年历任第四军参谋长和第十六集团军参谋长，先后参加入侵波兰和法国。1941
年指挥第三坦克师闪击苏联，10 月升任第四十一坦克军军长。翌年升任第九
集团军司令。忠于希特勒，以残忍著称。1944 年获元帅衔，先后出任东线的
北方集团军群司令、北乌克兰集团军群司令和中央集团莫德尔军群司令，以
焦上作战抵抗苏军的战略进攻。同年 8月调往西线，任 B集团军群司令，组
织对盟军的防御。1945 年 4 月，在*鲁尔战役溃败后自杀。

莫拉维亚（AlbertoMoravia，1907—）意大利作家。早年从事创作，1929
年出版《冷漠的人们》一书，揭露和抨击了法西斯统治的意大利社会，屡遭
迫害。大战期间，在 1941 年出版《假面舞会》小说，以隐晦手法，通过对一
个虚构的南美国家独裁者的尖锐讽刺，强烈抨击墨索里尼。1944 年又完成短
篇小说集《瘟疫集》，深刻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畸形现象。为躲避法西斯政
权的追捕，曾长期在山区流浪。战后继续从事文学创作。还著有《罗马故事》、
《罗马故事新编》等小说。

莫罗佐夫（АдександрАдександровичМоро
зов，1904—1979）苏联坦克设计师。1930 年机器制造技术学校毕业后，



在工厂设计室工作。1938 年起先后任工厂设计室副主任、主任和副主任设计
师。1940 年为主任设计师。三十年代参加多种型号的坦克研制工作，其中*
БＴ型坦克和*Ｔ—26 型坦克成为当时红军坦克武器的基础。后与*科什全、
*库切连科等，共同主持研制*Ｔ—34 型坦克。苏德战争期间，领导对该型号
坦克进行多次的改进。1945 年获少将工程师衔。1972 年获技术科学博士。

莫洛托夫（БячесдавМихайдовичМодотов，
1890—1986）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兼外交人民委员（1941—1946）。原姓
斯克里亚宾（Скряъин）。1906 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
后担任苏联党政领导工作。1921—1930 年任联共（布）党中央书记，1926
年起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30—1941 年 5 月任人民委员会主席，1939 年 5
月兼任外交人民委员，主持苏联同英、法结盟的谈判。同年与德秘密谈判，
代表苏联政府签署*《苏德互不侵犯条约》。1940 年 11 月访问柏林，与希特
勒等人会谈，未达成协议。1941 年 5 月起任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兼外交人民委
员。同年6月 22 日中午，在德军突然袭击、全面入侵苏联之后，代表苏联政
府发表广播讲话，宣布德国法西斯已对苏联不宣而战。卫国战争时期任国防
委员会副主席和最高统帅部大本营成员。在发展坦克工业方面有功，被授予
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同时继续致力于外交活动。1941 年 9—10 月率苏联
代表团参加苏、美、英莫斯科会议。1942 年 5—6 月率苏联代表团访问英、
美，商谈由美、英开辟第二战场，并签署*《苏英战时同盟和战后合作条约》。
1943 年 10 月出席苏、美、英莫斯科外长会议。同年 11 月作为苏联代表团成
员出席*德莫洛托夫黑兰会议。1945 年先后出席*雅尔塔会议、*旧金山会议
和*波茨坦会议，并代表苏联签署《联合国宪章》。战后曾担任苏联部长会议
副主席和外交部长。1952 年起为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1957 年 6 月被解除党
政领导职务，调任驻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使。1962 年退休。

莫斯卡连科（КириддСемёновичМоскаденк
о，1902—1985）苏联将领。1920 年参军。参加过国内战争。1926 年加入联
共（布）党。1939 年毕业于捷尔任斯基军事学院。1939—1940 年参加苏芬战
争。1941 年任摩托化反坦克炮兵旅旅长。苏德战争初期为少将，历任骑兵第
六军军长、骑兵机械化军队集群司令和第六集团军副司令，在西南方向作战。
1942 年 3—10 月先后指挥第三十八和近卫第一集团军，参加哈尔科夫和顿河
地区的作战以及斯大林格勒会战。同年底晋升中将，出任第四十集团军司令。
曾参加库尔斯克会战和强渡第聂伯河的战斗。1943 年晋升上将。同年 10 月
至战争结束复任第三十八集团军司令。参加解放乌克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战
役。战后曾任军区司令、国防部副部长兼战略火箭军总司令等职。1955 年获
苏联元帅衔。著有《在西南方向上（集团军司令回忆录）》。

莫斯科会战  苏德战争前期的大规模战略性战役。1 年 9 月 6 日，*希
特勒第三十五号指令确定进攻莫斯科的部署。9 月 16 日，德军*中央集团军
群下达准备实施代号为*台风的进攻战役计划，预定用 3个坦克集群分别向东
和东北方向突击，割裂苏军防御，在维亚济马、布良斯克两地域围歼苏军，
然后以快速部队从南北包围莫斯科，步兵兵团则对城市发起正面进攻。为此
德军投入第九、第四、第二集团军和第三、第四、第二坦克集群，以及第二
航空队，共 74 个半师，计 180 万人，坦克 1700 辆，火炮和迫击炮 1.4 万余
门，飞机 1390 架。当面苏军为*西方方面军、*预备队方面军和*布良斯克方
面军，共 75 个师约 125 万人，坦克990 辆，火炮和迫击炮 7600 门，飞机677



架。会战分为苏军防御阶段（1941 年 9 月 30 日至 12 月 5 日）和苏军反攻阶
段（1941 年 12 月 5 日至 1942 年 4 月 20 日）。第一阶段，德军按计划先后
在布良斯克方向和维亚济马方向发起进攻，*维亚济马战役中，苏军西方方面
军和预备队方面军的相当大部分兵力陷入重围；同时布良斯克方面军也陷于
战役合围。至此，苏军已失去第一道防线，被迫退守*莫扎伊斯克防线。10
月 10 日，苏军最高统帅部将西方方面军和预备队方面军剩余兵力合编为西方
方面军。由于形势危急，莫斯科开始疏散政府机关和重要企业，并实行特别
戒严。10 月 14 日，北翼德军突入加里宁市，形成从东北面迂回莫斯科的威
胁，苏军以西方方面军右翼组成加里宁方面军，挫败了德军企图。11 月初，
南翼德军在图拉方向的进攻也被苏军阻滞。正面德军虽攻占了莫扎伊斯克防
线的若干地域，但未能越过纳拉（Hapa）河、奥卡河至阿列克辛（AлekcиH）
一线。此时天气转寒冷。严重伤亡、雨雪和冰冻使德军补给困难，士气下降；
而苏军则斗志愈坚。11 月 7 日，莫斯科红场传统阅兵式后，受阅部队直接开
赴前线，表现了必胜信念。11 月 15—18 日，德军再度发起进攻，先后展开*
克林—索尔涅奇诺戈尔斯克战役和*纳罗福明斯克战役，并继续进行*图拉战
役。11 月底至 12 月初，德军付出重大代价后在*亚赫罗马地域进抵莫斯科运
河，在纳罗福明斯克（Нарофоминск）地域强渡纳拉河，并从南
面逼近卡希拉（Кашира），但此后即无力继续前进。12 月 3—5 日，
苏军在亚赫罗马、*红波利亚纳、*克留科沃等地域发动的反突击迫使德军后
退，主动权开始转入苏军手中。第二阶段，从 12 月 5—6 日始，苏军在加里
宁、克林（Кдин）、索尔涅奇诺戈尔斯克（Соднечногорс
к）、图拉、卡卢加（Кaлyrгa）、叶列茨（Eлeп）等方向实施一系列
进攻战役。12 月 8 日，*希特勒第三十九号指令决定德军全线转入防御。至
1942 年 1 月初，苏军在西方方向的反攻已告完成，随后即投入冬季全线总攻。
至 4月 20 日，苏军在西方方向共推进 100—350 公里，解放了莫斯科州、加
里宁州、图拉州、梁赞州全部和斯摩棱斯克川、奥廖尔州一部分。德军在会
战中共损失 50 余刀人、1300 辆坦克、2500 门火炮及大量装备，这一重大失
败标志着希特勒“闪击”战略的破产。苏德战场开始发生战略性转变。

莫尔-布拉已宗（JohnTheodoreCuthbertMoore-Brabazon，1884—1964）
英国运输大臣（1940—1941）、飞机生产大臣（1941—1942）。早年求学于
哈罗公学和剑桥大学，未得学位即专注于赛车和飞机驾驶。1909 年 5 月成为
在英国驾机升空的第一人，尽管这次飞行只持续 1分钟，并以撞地机毁而告
终。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服役于皇家飞行军团，有少校军衔。1918 年当选为
保守党下院议员。1940 年 10 月任运输大臣。翌年 5月接替*比弗布鲁克为飞
机生产大臣。1942 年 2 月因在一次私人宴会讲话中表示希望德国和俄国军队
互相消灭被披露报端，引咎辞职，从此再未担任公职。有贵族称号。

莫吉廖夫战役  苏德战争后期苏军发动的进攻战役，“白俄罗斯战役的
组成部分。1944 年 6 月 23—28 日，由“白俄罗斯第二方面军实施。目的是
牵制德军兵力，使其不能向主要方向机动预备队。苏军突破敌人防线后强渡
第聂伯河，6月 28 日攻占明斯克接近地德军重要防御枢纽莫吉廖夫（Мот
идёв），为直接进攻明斯克及合围城东德军集团准备了条件。

莫塞山区战斗  大战时期法国游击队（*马基）的一次反“围剿”战。
莫塞（Mouchet）山位于法国中部山区，地势险要，易守难攻。1944 年初，
游击队逐渐在该地区集中，至 6月初达 1万余人，并得盟军空役接济。德军



得悉后，进行“围剿”，6月 2日发动初次进攻，10 日德军 1个师的兵力，
在坦克掩护下大举进犯，游击队顽强阻击，于 20 日重创德军后，安全转移，
后继续转战各地。

莫扎伊斯克防线（Можайскаялиния）苏德战争中苏军为
掩护莫斯科远接近地而在西部战略方向建立的防御地域。从莫斯科海（伏尔
加水库）开始，由北向南经沃洛科拉姆斯克（Бодокодамск）、
莫扎伊斯克（Можайск）以西一直延伸到乌格拉（yrpa）河和奥卡河
交汇处。防御纵深达 120—130 公里，包括 3 个防御地带。1941 年 7 月下旬
开始动工，至 10 月 10 日德军进攻防线时，仅完成原计划百分之四十，但苏
军依托已建成的工事配系，阻滞德军一周以上，为加强莫斯科的防御争取了
时间。

莫尔兹比港之战  太平洋战争期间日军企图攻占莫尔兹比港的作战。莫
尔兹比（Moresby）港位于新几内亚东南端，为盟军海空基地，战略地位重要。
1942 年 1 月下旬日军出动飞机轮番轰作。2月 2日，大本营正式下达攻占该
港的命令。3月初日军发动*莱城—萨拉莫阿之战，在新几内亚北岸登陆，试
图伺机从陆上南下夺取莫尔兹比，因遭美海空军攻击而未果。后日本联合舰
队又制订于 5月 10 日进占该港的计划，但因在*现瑚海海战中失利，被迫放
弃。同年 9—10 月，日军再度从陆上对莫尔兹比港发动攻击，惨败。

莫斯科防御战役  苏德战争前期苏军进行的战略性防御战役。为*莫斯
科会战的苏军防御阶段，1941 年 9 月 30 日—12 月 5 日实施。经苏军总参谋
部 1987 年审定，列为苏联卫国战争中的 51 个战略性战役之一。

莫斯科进攻战役  苏德战争前期苏军进行的战略性进攻战役。为*莫斯
科会战苏军反攻阶段的组成部分之一，1941 年 12 月 5 日—1942 年 1 月 7 日
实施。经苏军总参谋部 1987 年审定，列为苏联卫国战争中的 51 个战略性战
役之一。

莫洛托夫-丘吉尔会谈  大战期间*莫洛托夫访问英国同丘吉尔的会
谈。1942 年 4 月，德军在苏德战场发动夏季攻势前夕，罗斯福致函斯大林邀
请苏联派莫洛托夫访美，商讨有关开辟*第二战场问题。苏联接受邀请并提出
莫洛托夫同时访英，英国表示欢迎并发出邀请。同年 5月 21—26 日和 6月 9
—10 日，莫洛托夫访美前后途经伦敦，同丘吉尔、艾登等举行会谈。5月 26
日签订*苏英战时同盟和战后合作条约。6 月 10 日双方就关于莫洛托夫访英
公报达成协议。6月 12 日，在莫洛托夫返抵苏联后，两国同时发表公报。公
报宣称：“两国对 1942 年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迫切任务，已达成充分的谅
解。”但丘吉尔当时就对此作了保留，事后又一再拖延开辟第二战场。至今
对于如何解释公报的这段话仍有分歧。

莫洛托夫-希特勒会谈  1940 年 11 月莫洛托夫访问德国同希特勒的会
谈。自 1940 年夏起，随着德国在西欧扩大侵略和苏联在东欧建立*东方战线，
两国关系日趋紧张。苏联对德国在芬兰和巴尔于的渗透深感不安，德国则开
始准备发动侵苏战争。10 月 13 日，里宾特洛甫邀请苏人民委员会主席兼外
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访德，苏联方面接受了这一邀请。11 月 12—13 日，莫
洛托夫在柏林和希特勒及里宾特洛甫会谈，双方就巴尔干问题进行激烈争
论。德国建议苏联和德、日、意三国建立“政治合作”，“互相尊重自然形
成的势力范围”，希望苏联将其矛头指向“国境以南印度洋方向”，并共同
促成“土耳其摆脱它现在所承担的国际义务”，但苏联未予响应。双方仅试



探了彼此的意图，未达成任何协议。
莫洛托夫-罗斯福会谈  大战期间*莫洛托夫访问美国同罗斯福的会

谈。1942 年 4 月，德军在苏德战场发动夏季攻势前夕，美国拟订了一旦苏德
战场出现危局时以部分兵力登陆法国的*大锤行动计划。4 月 11 日，罗斯福
致函斯大林邀请苏联派莫洛托夫访美，商讨有关开辟*第二战场问题。应苏方
要求英方发出邀请，同时莫洛托夫访英。5月 29 日至 6月 3日，莫洛托夫在
华盛顿同罗斯福、霍普主斯、马歇尔等举行会谈。双方就开辟第二战场问题
进行了紧张的磋商，并讨论了有关美国扩大对苏军援和战后合作问题。在苏
方坚持下，双方达成的莫洛托夫访美公报中写上了：会谈“对 1942 年在欧洲
开辟第二战场的迫切任务，已达成充分的谅解”。6月 12 日，在莫洛托夫返
抵莫斯科后，美苏同时发表此公报，同时双方还签订了*美苏战时互助原则协
定。以后，由于西方国家拖延开辟第二战场，至今对于如何解释公报中的这
段话仍有分歧。

莫兹多克-马尔戈别克战役  苏德战争中期苏军进行的防御战役，*高
加索会战的组成部分。1942 年 9 月 1—28 日，由*外高加索方面军北集群实
施。德军前出至莫兹多克（Моздок）地域后，试图以第一坦克集团军
对马尔戈别克（Мадгооек）方向发动主要突击，进而占领格罗兹尼
（Грозный）和巴库石油区。德军一度突破苏军防御，向前推进若干
地域，但由于损失严重，又受*斯大林格勒会战牵制，得不到预备队支援，遂
被迫停止进攻。

莫扎伊斯克-小雅罗斯拉韦茨战役  苏德战争前期苏军进行的防御战
役，*莫斯科会战的组成部分。1941 年 10 月 10—30 日，由西方方面军实施。
*维亚济马战役后，*莫扎伊斯克防线成为主要抵抗区域。10 月 13 日，德军
攻占卡卢加（Кадуга），18 日攻占小雅罗斯拉韦茨（Мадоя-р
осдавец）和莫扎伊斯克（Можайск），同时，在沃洛科拉姆
斯克（Бодокоамск）方向也发生激战。至 10 月底，莫扎伊斯克防
线多处被突破，但苏军奋力将敌人阻上于沃洛科拉姆斯克以东。沿纳拉
（Hapa）河和奥卡河、宜至阿列克辛（AАдоксии）一线。

莉莉·玛丽恩（LiliMarleen）大战期间德国和英、美等国军队中的流
行歌曲。1923 年由莱泼（HansLeip，1893—1983）在汉堡作词，1936（一说
1938）年由舒尔兹（NorbertSchultze，1911—）谱曲。利比亚战役期间德军
向*非洲军团播放，随即在德军内流行。同盟国将歌词译成本国语言并作了修
改，也向军队播放。美国影片《莉莉·玛丽恩》（1944 年）、《钟声为阿戴
诺而鸣》（1945 年）和《纽伦堡审判》（1961 年）都以此歌作为插曲。歌词
表述了一位年青军人对恋人莉莉·玛丽恩的仰慕之情。

荷兰要塞  指包括海牙、阿姆斯特丹、乌得勒支、多德雷赫特等重要城
市在内的荷兰西部地域。其东面、南面和东南面有筑垒防线为屏障，必要时
还可开闸放水淹没某些地段以阻滞入侵者。荷军参谋部指望退入这一地域的
荷军能坚守数周，等待英、法援军到达，但未能实现。

荷兰战役  盟军 1944年9月17日—11月10日在荷兰实施的进攻战役。
诺曼底登陆后，盟军顺利实施一系列进攻战役，进逼比荷与法德边境。盟军
为迂回齐格菲防线和尔后进攻鲁尔创造条件，决定以北翼由蒙哥马利指挥的*
盟国第二十一集团军群（16 个师，其中 5个装甲师），发动此役。英第二集
团军担任主攻。当面之敌为德国 B集团军群的 9个师和 2个战斗群。9月 17



日，盟军首先实施*阿纳姆空降战役（代号*市场），继而在狭窄正面以 1个
装甲师、2个步兵师和 1个独立坦克旅突破德军防线（代号*花园），东、西
两翼配合扩大缺口。18—20 日，突击部队与空降兵先后会师于艾恩德霍芬
（Eindho-ven）和奈梅亨（Nijmegen）地区，但两翼进展迟缓。至 27 日，英
军突进 80 公里（宽 25-40 公里）抵下莱茵河南岸后被迫转入防御，第一阶段
攻势结束，未达预定战役目标。10 月间盟军变更部署后，以加拿大第一集团
军向罗森达尔（Rozendal）、贝亨奥普佐姆（Bergen-Op-Zoom）进攻，英军
向布雷达方向进攻，缩小战役目标为占领安特卫普以北地域确保该港通航。
10 月 30 日攻占南贝弗兰（SouthBeveland）半岛。11 月 9 日占领瓦尔赫伦
（Walcheren）岛。同月10 日前出至马斯河口。战役历时 55 天，以大量使用
空降兵配合主要方向进攻为特点，并采用纵深梯次配置战斗队形，但以狭窄
正面突破后两翼扩展战法没有取得良好效果，未全部达到预定作战目标。

荷兰人联盟  大战期间建立的荷兰政党。1940 年底由前格罗宁根地方
长官霍曼（J.L.Homan）、奎伊（JandeQuay）教授和前鹿特丹警察局长爱因
索文（L.Eintho-ven）领导建立。宗旨为取代旧的党派分裂状态，把荷兰人
民按照荷兰自己的特点凝成新的团结。为取得生存，在表面上具有明显的法
西斯党特征并与德国占领当局合作，但实质上支持流亡政府，鼓动荷兰人的
爱国热情。一度影响很大，在一年内党员猛增至 100 余万。德国占领当局遂
于 1941 年 12 月 13 日将其解散。

荷兰抵抗运动  大战期间荷兰人民反抗纳粹德国占领的斗争。1940 年 5
月 15 日德军占领荷兰，以*威廉明娜女王为首的流亡政府在海外继续抵抗。
荷兰的 300 万吨商船队成为盟国运输力量的一部分，脱逃至英国的荷兰战斗
机中队加入英国皇家空军。同时荷兰国内也自发产生抵抗组织，它们发行地
下刊物，建立情报网，向盟军提供大量情报，与法、比抵抗组织联合帮助逃
亡者，组织罢工等。1942 年 3 月，流亡政府成立特别咨询委员会，加强对抵
抗运动的领导。次年春国内的各抵抗运动组织联合组成抵抗运动委员会，建
立内地军，组织怠工和进行破坏活动。荷兰宗教界人士也出面抗议占领当局
的暴行。1944 年盟军开辟第二战场后，流亡政府于 9 月 17 日下令全国铁路
工人总罢工，沉重打击了占领军。同时，内地军四处出击，积极配合盟军作
战。1945 年 5 月 4 日，荷兰的德军在盟军和内地军联合打击下投降，5 月 6
日荷兰全境解放。

荷兰流亡政府  大战期间德国占领荷兰时荷兰在国外建立的政府。1940
年 5 月 10 日，德国入侵荷兰，12 日*威廉明娜女王偕同王室成员乘英国军舰
逃往英国。13 日女王发表告荷兰人民书，宣布政府已流亡英国，并将继续抗
战，9月*格布兰迪出任首相。在英国协助下组织并领导荷兰抵抗运动，在国
内收集情报，并在加拿大训练军人。太平洋战争开始后，联合美、英共同抗
日。1942 年 3 月成立特别咨询委员会，加强对抵抗运动的领导。1944 年盟军
在诺曼底登陆后，于 9月 17 日下令全国铁路工人息罢工，沉重打击德国占领
军。1945 年 5 月荷兰全境解放，不久宣告解散让位于新政府。

荷属东印度群岛战役  太平洋战午初期日军攻占荷属东印度群岛的战
略性战役。夺取彻属东印度群岛（今印度尼西亚）的丰富资源（尤其是石油）
是日本南进的主要战略目标之一。日军大本营设想，在攻占马来亚和菲律宾
之后，从东、西两边夹击，以进攻爪哇本岛为核心，占领整个荷属东印度群
岛。为此，日军组建了以今村均中将为司令官的第十六军（初辖第二帅团和



1 个混成旅团，后调入两个师团）。1942 年 1 月，随着日军进占马来亚、英
属婆罗洲、棉兰老岛和和乐岛后，开始进攻爪哇的前哨战，先后占领了荷属
婆罗洲、安汶岛、苏拉威西岛。1月 20 日日本南方军向第十六军下达进攻爪
吐的命令。2 月初日军航空兵连续突击爪哇和苏门答腊地区的盟国悔空军基
地。2月 14—15 日日军对苏门答腊的巨港实施空降作战，占领该处的炼油厂
和油田，继而地面部队登陆，迅速控制了苏门答腊南部。2月 18、19 日日军
主力从印度支那半岛的金兰湾和菲律宾的和乐岛出发。原定 26 日分别在爪哇
东、西两端实施登陆，后因*爪哇海海战，延至 3月 1日。*爪哇战役至 3月
12 日结束。整个荷属东印度群岛均被日军所控制。此役日军共俘盟军 8万余
人，日军伤亡约 1.2 万人。

荻外庄会议  日本第二届近卫内阁上台前的一次决策性会议。1940 年 7
月 19 日，受命组阁的近卫文魔，在其东京私邸获外庄，邀请拟任陆相的东条
英机、拟任海相的吉田善吾和拟任外相的松冈洋右，举行会谈。确定未来内
阁的根本方针：强化战时经济体制；加强日德意轴心；缔结《日苏互不侵犯
条约》及在其有效期（5—10 年）内扩充军备以保证对苏战争不败；把英、
法、荷、葡在东南亚的殖民地纳入东亚新秩序；排除美国的干涉；对中国作
战到底和加强封锁；发扬国体精神、建立新政治体制。近卫内阁执政后，即
于同月 26 日据此制定*《基本国策纲要》。

晋南战役  即“中条山战役”。
晋绥边区  即“晋绥抗日根据地”。
音绥大反攻  *晋绥抗日根据地军民为夺取抗日战争胜利而实施的战略

反攻。1945 年 8 月 11 日起，该区抗日军民在*贺龙指挥下分南、北两线开始
大反攻。北线兵分 3路，向平绥铁路线及其两侧地区进攻，以攻占归绥（今
呼和浩特市夕为中心：南线兵分两路，向同蒲铁路和汾（阳）离（石）公路
两侧地区进攻，以攻占太原为中心；其他部队也向当地日伪据点展开进攻。9
月 2日前，攻克左云、文水、新堂等 8座县城。其后，对抠降的日伪军继续
进攻，切断平绥铁路和同蒲铁路，解放绥远和山西的大片地区。

晋察冀边区  即“晋察冀抗日根据地”。
晋北自治政府  侵华日军在中国山西省扶植的伪政权。1937 年 9 月 13

日日军攻陷大同。该市地方豪绅夏恭投敌，出任维持会会长。10 月 15 日，
在大同成立此傀儡玫权，宣布脱离南京国民政府，鼓吹“反共、反蒋、亲日”。
采用合议制，设最高委员会，夏恭为最高委员，马永魁等为委员。下设民政、
财政、公安 3 厅。日人前岛异为顾问。管辖晋北 13 个县。1939 年 9 月改为
晋北政厅，合并于*蒙疆联合自治政府。

青察冀六反攻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军民为夺取抗日战争胜利而实施的
战略反攻。1945 年 8 月 10 日起，该区抗日军民在*聂荣臻指挥下，以北平（今
北京）、天津、保定、张家口等城市为主攻方向，向平绥铁路东段、平汉铁
路北段、津浦铁路北段、北宁铁路南段的广大地区进军。并以冀热辽军区部
队向东北挺进。至 9月 3日，收复张家口、秦皇岛、山海关等 28 座城市，包
围了北平、天津和保定。其后，由于日军拒绝向八路军投降，晋察冀军民继
续进行攻势作战，解放了察哈尔、热河全省和河北、辽宁两省一部，并推进
到东北沈阳。

晋冀鲁豫边区  即“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
晋绥抗日根据地  亦称晋绥边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华北敌后主要抗日



根据地之一。1937 年 9 月，八路军第一二○师挺进晋西北，以管涔山脉为依
托，创建晋西北抗日根据地。1933 年 8 月，又派出大青山支队，在绥南、绥
中、绥西和察哈尔地区建立大青山抗日根据地。两地合称为晋绥抗日根据地。
1940 年 2 月 1 日成立晋西北行政公署，续范亭任主任，接着又成立晋西北军
政委员会，贺龙为书记。同年 8月大青山抗日根据地成立绥察行政办事处，
姚喆任主任。至抗战结束，该区部队达 8.5 万人，对敌作战 1万余次，毙伤
日伪军 10 万余人，区域包括山西、绥远各一部，东起同蒲、平绥铁路，西至
黄河，南迄汾离公路，北达包头、百灵庙一线，成为陕甘宁边区的东部屏障
和华北、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与陕甘宁边区之间的唯一通道。

晋冀鲁豫大反攻  *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军民为夺取抗日战争胜利而实
施的战略反攻。1945 年 8 月 11 日起，该区抗日军民在*刘伯承、*邓小平指
挥下，由太行军区主力一部进攻同蒲铁路南段东侧地区和平汉铁路石家庄至
邯郸段西侧地区，另一部进攻道清铁路新乡至博爱段；由太岳军区进攻同蒲
铁路南段和黄河北岸；由冀南军区进攻平汉铁路石家庄至邯郸段东侧地区；
由冀鲁豫军区一部配合山东部队进攻济南，另组成 3路大军进攻平汉铁路邯
郸至新乡段东侧和陇海铁路开封至徐州地段。至 9月 20 日，共歼灭日伪军 5
万余人，收复县城 59 座，据点数百处，解放黄河沿岸广大地区，并使大行、
太岳、冀南、冀鲁豫 4块根据地连成一片。

晋东南反九路围攻  1938 年八路军反击日军围攻晋东南抗日根据地的
战役。是年 4月 4日，日军第一○八、第一○九、第二十和第十六师团各一
部共 3万余人，分 9路围攻晋东南抗日根据地，企图歼灭八路军主力。八路
军第一二九师、第一一五师、决死第一、第三纵队等，以一部兵力和游击队
在内线箝制各路日军，主力跳出合击圈待机歼敌。4月 16 日，八路军主力部
队回师急袭，在武乡以东长乐村一举歼敌 2200 余人，接着又乘胜追击。至 4
月 27 日彻底粉碎敌之围攻，共歼日军 4000 余人，收复和顺、辽县等城 18
座，巩固和扩大了晋冀豫抗日根据地。

晋西北反五路围攻  抗日战争初期八路军粉碎日伪军对晋西北抗日根
据地的首次围攻。1938 年 3 月 7 日，日军为巩固后方，确保交通安全，调集
第二十六、第一○九师团及伪蒙军各一部共万余人，分五路向晋西北抗日根
据地发动首次围攻，先后侵占宁武、神池等 7座县城。八路军第一二○师和
决死第四纵队以部分主力和地方游击队，坚持内线作战，袭扰、疲惫敌人：
同时适时集中兵力、打击深入根据地的孤立之敌。至 4月 1日，共歼日军 1500
余人，缴骡马 100 余匹、汽车 14 辆，收复被敌侵占的 7座县城，粉碎了敌之
围攻。

晋西北抗日根据地  *晋绥抗日根据地的组成部分。
晋察冀反八路围攻  抗日战争初期*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粉碎日军首次围

攻的战役。1937 年 11 月 24 日，日军第五、第十四、第一○九师团及关东军
察哈尔派遣兵团各一部共 2万余人，在坦克、飞机配合下，从平汉、平绥、
同蒲、正太等 4条铁路线出发，分 8路围攻创建不久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北
岳区。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三四四旅和晋察冀军区以少数兵力与敌游击周
旋，主力转移至敌之侧后予敌打击。至 12 月 22 日，毙伤日军 2000 余人，缴
获步马枪 360 余支，迫使敌除占领一些县城外，大部撤至铁路沿线。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  亦称晋察冀边区。中国共产党在华北敌后创建的第
一个抗日根据地，1937 年 9 月，八路军第一一五师首战平型关后，由政委*



聂荣臻率领一部 2000 余人，留守五台山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在晋察冀三省
边界形成抗日根据地。11 月 7 日，成立晋察冀军区，聂荣臻任司令员兼政委。
次年 1月 10 日建立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宋助文任主任委员。至抗战结束，
该区部队约达 32 万人，对敌作战 3.2 万余次，毙伤日伪军 35.1 万人，根据
地包括北岳、冀中、冀热辽 3个战略区，西至同蒲铁路，东临渤海，南起正
大、德石铁路，北迄张家口、锦州，地跨山西、河北、察哈尔、热河、辽宁
五省之各一部。成为华北抗战的重要战略大区。

晋冀豫抗日根据地  *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组成部分。
普冀鲁豫抗日根据地  亦称“晋冀鲁豫边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华

北敌后主要抗日根据地之一。1937 年 10 月，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挺进晋东南，
依托太行山，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同时又派兵东进冀鲁
豫平原，创建冀鲁豫抗日根据地。1941 年 7 月，合建为晋冀鲁豫边区政府，
杨秀峰任主席，至 1944 年，该区部队达 30 万人，对敌作战 3万余次，毙伤
日伪军 19 万余人，根据地包括大岳一大行、冀南、冀鲁豫 4个战略区，地跨
山西、河北、河南、山东 4省，西抵平汉铁路，东至滓浦铁路，南临黄河及
陇海铁路，北达石德、正大铁路，成为威胁敌占之华北与华中之间的主要交
通干线和济南、太原、开封、徐州、石家庄等大城市的重要战略大区。

晋绥一九四五年攻势作战  *晋绥抗日根据地军民对日伪军的攻势作
战。1945 年春季，该区八路军各部队执行中共中央提出的“扩大解放区，缩
小沦陷区”的战略方针，先后对离（石）岚（县）、五（寨）三（岔）多公
路沿线日伪据点发动进攻，收复县城 3 座。至 4 月 25 日，共进行战斗 537
次，歼敌伪 2400 余。从 6月 19 日起，又先后对静乐、神池、义井及绥远的
大青山等地发动攻势作战，攻占敌据点多处，将日伪军挤压到铁路和公路沿
线的据点内，为转入战略大反攻准备了有利的条件。

晋绥一九四四年攻势作战  *晋绥抗日根据地军民对日伪军的攻势作
战。1944 年 1 月，八路军晋绥军区部队为进一步实现“把敌人挤出去”，加
紧对深入我根据地的敌据点进行围困战，并于 8月下旬展开攻歼忻（县）静
（乐）、离（石）岚（县）公路沿线的日伪据点。9 月中旬，攻入汾阳城，
摧毁了火车站、火柴公司、飞机场等，并曾组织中外记者西北观战团到前线
观战，扩大了国际影响。经 1 年作战，共收复据点 106 处，解放村庄 3100
余个、人口 40 余万。

晋察冀一九四五年攻势作战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军民对日伪军的攻
势作战。1945 年春，该区八路军各部队执行中共中央提出的“扩大解放区，
缩小沦陷区”的战略任务，先后发起反伪满军战役、任（丘）河（间）战役、
文（安）新（镇）战役、饶（阳）安（平）战役，共作战 656 次，歼敌 9100
余人，收复县城 9座，攻克和逼退敌据点 468 处。自 5月 12 日起，又发动察
南、雁北、子牙河、大清河北以及出击热辽等战役，歼敌万余，收复县城 6
座，将日伪军压缩到铁路沿线及主要城市，为战略大反攻准备了条件。

晋察冀一九四四年攻势作战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军民对日伪军的攻
势作战。八路军晋察冀军区部队在粉碎日军 1943 年秋冬大“扫荡”后，于
1944 年 1 月开始对日伪军发动一连串攻势作战。北岳区部队先后出击石家
庄、保定、忻口等地车站及定襄、灵丘、赵县等县城，解放了察南、雁北广
大地区；冀中区部队曾攻入任丘、河间等县城；冀东区部队收复蓟县、玉田、
宝坻，并开辟了通州以南地区等。一年间共作战。400 多次，毙伤日伪军 22988



人，俘虏（包括役诚反正）22273 人，拔除敌据点 1677 个，收复村庄 9917
个，解放人口 750 万，坚持了冀东区，恢复了冀中区，巩固了平西与平北区，
扩大了北岳区。

晋西北一九四○年夏季反扫荡  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军民反击日伪军
“扫荡”的战役。1940 年 6 月 8 日，日军第四十一、第二十六师团和独立混
成第三、第九、第十旅团各一部与伪军共 2.5 万余人，分进合击晋西北抗日
根据地，企图围歼八路军第一二○师主力。抗日军民一面以游击战疲惫日伪
军，一面集中兵力伺机击敌一路；当日伪军合击中心地区扑空撤退时，八路
军主力发起反击。至 7月 6日，共作战 251 次，毙、伤、俘日伪军 4490 人，
粉碎了这次“扫荡”。

晋察冀一九三九年冬季反扫荡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军民反击日军“扫
荡”的战役。1939 年 10 月 25 日起，日军独立混成第二旅团和第一一○师团
一部共 2万亲人，分五路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进行冬季大“扫荡”。八路军
第一二○师主力及军区部队，在*聂荣臻指挥下，首先进行*雁宿岩战斗和”
黄土岭战斗，击毙日旅团长阿部规秀以下 1500 亲人。11 月 20 日起，日军分
7路合击阜平中心区。八路军采取抗击、袭击、伏击等战术，进行不断打击，
迫使日军于 12 月 8 日退出根据地。此战共歼日军 3600 余人，俘虏13 人，巩
固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

晋冀鲁豫一九四五年攻势作战  *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军民对日伪军
的攻势作战。1945 年春季，该区八路军各部队执行中共中央提出的“扩大解
放区，缩小沦陷区”的战咯方针，先后发起道清、豫北、南乐等战役，歼灭
日伪军 1万余人，收复县城 9座，拔除日伪据点 32 处。自 5月 17 日至 7月
底，又先后发起东平、安阳、阳谷等战役，收复县城 20 座和许多据点，消灭
深入根据地的大批日伪军，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根据地，为战略大反攻作了准
备。

晋冀鲁豫一九四四年攻势作战  *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军民对日伪军
的攻势作战。晋冀鲁豫各区部队在粉碎日军 1943 年秋冬大“扫荡”后，为进
一步摧毁敌人的分割封锁，扩大根据地，于 1944 年 2 月起，发动攻势作战，
先后收夏榆社、林县、朝城、沁水等城镇。当国民党军队在“河南战役中弃
地溃逃后，又组织八路军豫西支队由晋南度过黄河，建立豫西抗日根据地，
经 1年作战，毙伤日伪军 3.8 万余人，俘虏 3。49 万人，收复县城 11 座，解
放国土 6万余平方公里、人口 500 多万。

恶妇式战斗机（Hellcat）即“F-6F 型歼击机”。
真纳（MohammedAliJinah，1876—1948）巴基斯坦立国运动领导人。早

年在英国攻读法律。1896 年回印。1913 年加入穆斯林联盟，并两次出任主席，
1934 年起为终身主席。大战期间，反对和英国联合作战，但并未支持甘地提
出的非暴力不合作主义等主张，反对国大党开展的“国民不服从运动”和要
求英国“从印度滚出去”的运动。致力于加强穆斯林联盟的工作，提出印度
教徒和穆斯林为两个民族。1947 年印巴分治后，出任首届巴基斯坦总督。

真实的（Veritable）*盟国第二十一集团军群所属加拿大第一集团军，
在马斯河与奈梅亨（Nijmegen）以南的莱茵河之间，向东南进攻克桑膝（Xante
п）—格尔登（Geldern）的行动代号，为*马斯河—莱茵河战役的组成部分。
计划加第一集团军从左翼实施突击，与从右翼实施突击的美第九集团军协
同，合围歼灭当面之德军 15 个师，并攻占仕塞尔多夫至埃梅里赫（Emmerich）



的莱茵河西岸。1945 年 2 月 8 日开始实施。加军10 个师成纵深梯次配置（其
中 4个师为第一梯队），对德军 1个师踞守的狭窄地段发动猛攻，多处突破
德军防线。但因德军事先埋设众多雷场，并关闭水坝溢洪道闸门造成河水泛
滥、道路泥泞，加军进展缓慢，加上右翼美军推迟进攻使德军得以抽调兵力
阻击，至 3月 3日才与美军会师于格尔登，来达围歼德军的预定目标。

真蒂莱（GiovaniGentile，1875—1944）意大利哲学家。就读于比萨高
等师范学校，后在大学任教。1923 年加入国家法西斯党，曾任公共教育大臣。
1925 年起草《法西斯知识分子宣言》。次年起主编*《意大利百科全书》。
大战期间，追随墨索里尼在文化界推行专制，宣传法西斯对外侵略战争。1943
年 6 月 24 日，发表《一个意大利人的讲话》，呼吁全民团结起来支持法西斯
专政。墨索里尼下台后，投靠萨罗共和国，出任*意大利王家科学院院长。1944
年 4 月 15 日被游击队击毙。

真崎甚三郎（1876—1956）日本将领。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
早年参加日俄战争。历任陆军省军事课长、陆军士官学校校长、师团长和台
湾军司令宫。年任参谋本部次长。1933 年晋升大将。1934 年任教育总监。主
张对外与英美决战，对内建立军部法西斯统治，以实现“举国一致”的战争
体制，成为皇道派首领之一。1935 年被*统制派的陆军大臣林铣十郎免职，
酿成*相泽事件。二·二六事件后，一度被捕入狱。获释后影响甚微。

桂干生（1910—1945）中国将领。1929 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
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爆发后，率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一部开赴华北抗日前线，
任太行军区二分区司令员。1939 年 12 月任晋冀豫边游击纵队独立支队司令
员。1940 年 6 月任第一二九师新编第九旅旅长。1942 年任冀南军区一分区司
令员。1944 年赴延安学习。1945 年出席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任新四
军第五师干部队队长，奉命率干部百余人赴华中抗日，在途中遭敌伏击牺牲。

桂南会战  抗日战争中期中、日军队在广西南部进行的战略性战役。
1939 年 11 月，日军为占领南宁、切断中国广西与越南的国际交通线并力占
领越南作准备，决定从海道进攻广西。由海南岛出发的日军第五师团及台湾
混成旅团等部，由海军第五舰队和第三航空队支援，于 11 月 15 日拂晓在钦
州湾西岸登陆，中国守军缺乏准备。日军长驱直入，连陷防城、钦县，于 24
日占领南宁。12 月 4 日，昆仑关亦失守。鉴于南宁战略地位重要，中国政府
遂调集重兵于 16 日起实施反攻。中国军队以徐庭瑶率之个军从北面攻击昆仑
关，以蔡廷锴率 2个军在东面攻击邕钦公路阻止日军增援，以夏威率 2个纵
队在西面攻击高峰隘。18—31 日双方进行*昆仑关战役。中国军队再克昆仑
关后乘胜直逼南宁。日军急忙从粤北抽调 1个师团和 1个旅团增援。1940 年
2 月初，日军反扑攻占宾阳、思陇。8日自宾阳北进之日军被中国军队击溃。
日军遂退守南宁、钦县、防城。3月 12 日起，中国军队经整补后，再向南宁
发起反攻。随即开始长达半年的南宁争夺战。从 9月起日军开始向越南撤退。
中国军队不断截击、追蹑，至 11 月 17 日将日军逐出国境。

桂柳战役  也称“广西战役”。日军按*一号作战计划发动的*豫湘桂战
役第二阶段第二期的作战。1944 年*长衡战役结束后，日军调整部署，设第
六方面军，由冈村宁次指挥 8个师团，于 8月下旬分别从湖南、广东进犯广
西。中国*第四战区以 9 个军抗击。日军主力沿湘桂铁路西进，10 月底逼近
桂林。广东日军也从西江和雷州半岛向桂柳方向突进。11 月 10、11 日，柳
州、桂林失守。此后，日军一部沿黔桂铁路直趋贵州重镇独山；中国军事当



局急调第一、第六、第八战区的 7个军至贵阳以东抗击，至 12 月中旬在车河
一线形成对峙。另一部日军由柳州向西南方向进攻，于 11 月下旬相继占领宾
阳、南宁、武鸣；12 月 10 日与由越南谅山北上的日军会师绥尿，完成了打
通大陆交通线的作战。

桐工作  亦称“宋子良工作”。日本和中国国民政府通过宋子良牵线进
行的秘密嫡和活动。1939 年底自称未子文胞弟的宋子良（时任西南运输公司
董事长，经常往返于重庆与香港之间）向日本中国派遣军板垣征四郎总参谋
长就日本与国民政府实行全面和平问题进行探询。12 月 27 日，日军参谋本
部派中国课部员铃木卓尔到香港与宋子良开始接触。翌年 1月和 3月，先后
增派中国课课长今井武夫和主务课长臼井茂树前往香港进行预备性会谈。国
民政府除宋子良外，还有行营参谋处副处长陈超霖、最高国防会议主任秘书
章友三等参加会谈。3月 17 日，日军参谋本部给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下达《桐
工作实施要领》。5月 13 日，日方代表今井、铃木和中方代表章友三、宋子
良在香港正式会谈。会谈中心是有关承认“满洲国”、日军华北驻兵及对汪
伪政权处理等问题。6月 4—6日，会谈移至澳门进行，达成了举行板垣、蒋
介石、汪兆铭三人会谈的协议。由于中国人民坚持抗战、反对和谈的呼声日
高，蒋介石对和谈表示举棋不定，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乃于 9月 19 日下
令暂停。

桥田邦彦（1882—1945）日本文部大臣（1940—1943）。1908 年东京帝
国大学毕业，曾留学德、奥、法等国。回国后，1922 年为东京帝国大学医学
部教授，长期任教和从事医学科研活动。1910 年起历任第二、第三届近卫内
阁和东条内阁文部大臣。任内，在思想、文化领域实行法西斯专制统治，查
禁进步著作及刊物；在教育领域，将学校变为兵营和精神训练营，驱使青少
年充当炮灰。1941 年 12 月 1 日出席御前会议，参与决策对美英荷开战。日
本投降后被控有战犯嫌疑，于 1945 年 9 月 14 日自杀身亡。

桥本欣五郎（1890—1957）日本军人。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
1923 年起历任满洲里特务机关长、驻外武官、参谋本部俄国班班长。系皇道
派成员，在青年军官中组织*樱会，力主侵略中国东北。九·一八事变时，与
关东军密切配合，推动侵略战争。1931 年先后参与策划三月事件和十月事
件，均未遂。1934 年升大佐。二·二六事件后被转入预备役。同年组织“大
日本青年党”（1940 年改组为“赤诚会”），自任党魁，效法德国纳粹党，
提出“一国一党论”。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复入现役，任炮兵联队长，
参加南京大屠杀，并指挥炮击英舰帕奈号和瓢虫号。因击沉英舰事件引咎退
役。后任翼赞政治会总务，1942 年当选为议员。战后，于 1918 年作为甲级
战犯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无期徒刑。1955 年假释出狱。后曾参加参议员
的竞选。著有《侨本大佐手记》等。

格鲁（JosephClarkGrew，1880—1965）美国外交官。哈佛大学毕业。
1904 年入外交界。1918 年任出席巴黎和会的美国代表团秘书长。后历任驻丹
麦和瑞士公使、驻上耳其大使、副国务卿等职。1932 年调任驻日本大使。任
职初期主张对日绥靖，随着日美矛盾的尖锐改变态度。参与 1940 年 5—7 月
同日本外相有田八郎、1941 年 9 月同日本首相近卫文扈等日美一系列会谈。
曾警告战争的爆发是不可避免的。珍珠港事变后被扣，次年春被遣送回国。
1944—1945 年再任副国务卿，曾力主保持日本的天皇制。著有《发自东京的
报告》、《使日十年：1932—1942》、《1904—1945 年四十年动乱时代外交



纪实》等。
格兰迪（DinoGrandi，1895—1988）意大利司法大臣（1939—1943）。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加入国家法西斯党，参加进军罗马。1921—1924 年任法西
斯党领导机构成员。历任内务部副大臣和外交部副大臣等职，忠实执行墨索
里尼的内外政策。后任外交大臣（1929—1932）和驻英大使（1932—1939），
极力推行扩张侵略的外交路线，接近德国，但同时企图与西方大国保持关系。
1939 年 7 月奉召回国，出任司法大臣。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一专反对参
战。因意军在各战场节节败退，国内局势急剧恶化，自 1942 年起又力主意大
利退出战争，与盟国单独媾和，导致和墨索里尼的冲突。1943 年 2 月被解职
后，积极策划反政府的密谋，在同年 7月 24 日*法西斯大委员会会议上提出
将全权交与国王的动者（即*格兰迪动者），促成墨索里尼的倒台和被捕。巴
多里奥组阁后，一度拟任其为外交大臣，遭盟国激烈反对，未成。1943 年 8
月，迁居葡萄牙。翌年 1月被维罗纳法庭缺席判处死刑。战后侨居巴西。获
大赦回国后退出政界。

格里申  ①伊万·吉洪诺维奇·格里申（ИBaHTиXo—HOBичГpиш
иH1901—1951）。苏联将领。1920 年参军，参加国内战争。1927 年加入联
共（布）党。1936 年毕业于伏尤芝军事学院。1940 年起任步兵师长（上校衔）。
苏德战争初期在西方方向作战。1942 年历任第五十和近卫第十一集团军参谋
长。1943 年 6 月起任第四十九集团军司令（至战争结束）。曾参加斯摩棱斯
克（1943 年）、白俄罗斯、东普鲁士和柏林等战役。1945 年 3 月晋升上将。
战后任陆军军训部长。②谢尔盖·弗拉基米罗维奇·格里申（Сергей
БдадимировичГришин，1917—）。苏联战时斯摩饺斯克
地区和白俄罗斯游击运动领导人之一。1935 年多罗戈布日师范学校毕业后当
教师。后任小学校长。1939 年参军。苏德战争初期为中尉坦克排长，在作战
中所在部队被德军围歼。本人突围返回斯摩棱斯克家乡，组建“十三”游击
队（1942 年 6 月起为“十三”特别游击团、1944 年 4 月扩编为游击兵团）。
广泛袭击德国法西斯占领者，在白俄罗斯战役期间协同正规军作战。年获苏
联英雄称号。1944 年该部被编入白俄罗斯第三方面军第五集团军。战后曾在
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毕业后在该院任教。1949 年获上校衔。

格里姆（HansGrimm，1875—1959）德国作家。早年攻读政治学和贸易
学，并在德属西南非经商。1926 年出版畅销政治小说《缺乏空间的人民》，
后书名被纳粹党用作宣传口号。颂扬纳粹主义理论中的超人哲学和种族理
论，提倡文学为纳粹政治服务，极力吹捧法西斯独裁统治。1938 年赞同”德
奥合并，支持对外扩张。战后仍坚持亲纳粹立场。

格里格（JamesGrigg，1890—1964）英国陆军大臣（1942—1945）。毕
业于剑桥大学。1913 年起即在财政部和印度总督府历任要职。1939 年任陆军
部常务次官，与帝国总参谋长*阿兰布鲁克配合密切。1942 年 2 月起取代*马
杰森为陆军大臣。战后曾任国际复兴和发展银行的英国执行董事。著有《偏
见和判断》。

格拉夫  ①赫尔曼·格拉夫（HermannGraf，1920—）。德国飞行员。
早年当过工人和足球运动员。1939 年入维尔德帕克（Wildpark）飞行学校学
习。1941 年在罗马尼亚和希腊境内服役。后参加侵苏战争，1944 年升任第五
十二歼击机联队最后一任联队长。曾击落 202 架盟军飞机，为德空军“王牌
飞行员”之一。1945 年 4 月 4 日被苏军俘虏，1950 年获释。定居联邦德国。



②乌尔里希·格拉夫（UlrichGraf，1878—？）。德国议员。早年曾当屠夫
和业余摔跤手。1920 年参与组建纳粹党。1920—1923 年任希特勒私人卫士。
1923 年参加啤酒店暴动，受重伤。1925 年任慕尼黑市政会成员。1936 年任
国会议员。大战期间获党卫队旅队长衔（相当于少将）。

格拉宾（БасидийавридовнчГрабин，1899—
1980）苏联炮兵武器设计师。1920 年参军。翌年加入俄共（布）党。1923
和 1930 年先后毕业于炮兵学校和红军捷尔任斯基军事技术学院。1930 年起
从事设计工作。苏德战争期间任中央军械设计局局长（1942—1946）。倡导
实施定型结构、统一规格和合理化生产工艺，并把设计与制定生产工艺结合
起来，使火炮的设计、生产和试验时间，从 30 个月（1939 年）缩短到2—2.5
个月（1943 年），保障了战争的需要。1941 年获技术科学博士。1945 年获
技术兵上将衔。战后任军械科学研究所所长兼总设计师。1960 年退役。

格莱姆（BobertRittervonGreim，1892—1945）德国空军将领。1912
年毕业于军事学院。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驾机击落 28 架协约国飞机。1924 年
任中国航空顾问。1927 年回国后任飞行教练。1935 年重新入伍，任新建空军
第一中队中队长。1936 年任空军人事局局长。1940 年参加*不列颠之战。1942
年任空军第五军军长。1943—1945 年任东线空军司令。曾多次亲自驾机作
战。1945 年 4 月底柏林被围时与女飞行员*莱契驾机潜入柏林，被希特勒晋
升为元帅，并任空军总司令。后逃往邓尼茨司令部，被美军俘获后自杀。

格隆基（GiovanniGronchi，1887—1978）意大利抵抗运动参加看。初
就读于比萨大学。早年从事工会运动，参与创建意大利人民党。第一次世界
大战后当选议员，初支持墨索里尼执政，并在其首届内阁中任工商副大臣。
1923 年退出政界，转为反对派。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反对墨索里尼的战争
政策。1943 年意大利向同盟国投降后，参加抗击入侵意大利的德军，协助*
德加斯佩利在人民党的基础上创建天主教共和党。1944 年起历任博诺米内阁
和帕里内阁工商大臣。战后曾任意大利共和国总统（1955—1962）。

格赖夫（Greif）意译为“狮鹫”，德语原词指神话中一种鹰头狮身、
有翅膀的怪兽。*阿登战役中德军的特别行动代号。根据希特勒的指令，党卫
军上校*斯科尔兹内率一支会讲英语的特种部队，着美军制服，乘美制吉普
车，在战役开始时穿越美军防线，进行破坏和扰乱，曾获得巨大效果。另以
美式武器组织一个身着美军制服的装甲旅，埋伏于战线北翼，原计划待德军
突破后，立即突进夺取马斯河上的桥梁，后来实行。

格布兰迪（PieterSjoerdsGerbrandy，1885—1961）荷兰流亡政府总理
（1940—1915）。1939 年任荷兰内阁司法大臣，翌年德国入侵荷兰时前往英
国，担任荷流亡政府总理和荷武装力量领导人，指挥国内和各殖民地的抗战。
1942 年日本占领荷属东印度后，继续与盟国共同抗击德、日。1945 年 4 月促
成盟军对荷兰西部德占领区的饥民空投物资。1945 年 5 月 17 日，荷兰全境
解放后辞职。战后曾为国会下院议员。

格列奇科（АндрейАнтоновичГречко，1903—
1976）苏联将领。1919 年参军，参加过国内战争。1928 年加入联共（布）党。
1936 年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1938 年任骑兵师参谋长。翌年参加进军西白
俄罗斯。1941 年总参军事学院毕业后，在总参谋部任职（上校衔）。苏德战
争爆发后，先后出任骑兵第三十四师师长和第五军军长，在苏联西南战略方
向作战。1942 年 4 月任第十二集团军司令。率部担负伏罗希洛夫格勒方向的



防卸任务。同年秋冬天后指挥第四十七和第十八集团军，参加高加索会战。
1943 年 1 月任第五十六集团军司令，4月晋升中将。参加新罗西斯克—塔曼
战役。同年 10 月任沃罗涅日方面军（后改为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副司令，参
加解放基辅的作战。1943 年底晋上将，调任近卫第一集团军司令（至战争结
束）。率部参加日托米尔-别尔季切夫、音罗斯库罗夫-切尔诺维策、利沃夫-
桑多梅日、东喀尔巴阡、西喀尔巴阡和布拉格等战役，战后曾任军区司令、
驻德苏军总司令、华沙条约联合武装部队总司令等职。1967 年起任苏联国防
部长。1955 年获苏联元帅衔。1973 年起为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曾任《第二
次世界大战史》（12 卷）和《苏联军事百科全书》总编委员会主任。著有《越
过喀尔巴阡山》、《高加索会战》、《苏维埃国家的武装力量》、《战争年
代（1941—1943）》等。

格吕克斯（RichardGlucks，1889—1945）德国纳粹分子，集中营督察
员（1940—1915）。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任炮兵军官。战后从商并加入纳粹党。
1936 年任集中营首任督察员艾克的副官。1940 年升任集中营督察员，获党卫
队旅队长衔（相当于少将）。任内负责向各集中营头目下达指令，传达希姆
莱的书面或口头命令，主持迫害和屠杀犹太人，在集中营进行残酷的医学试
验。1942 年兼任党卫队经济和行政管理处 D处处长。1943 年 11 月晋升党卫
队地区总队长（相当于中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畏罪自杀。

格林伍德（ArthurGreenwood，1880—1954）英国工党副领袖。早年为
教师，后任文官。1922 年起成为工党下院议员。1924 年任第一届工党内阁的
卫生大臣秘书。1929—1931 年任第二届工党内阁卫生大臣。1935 年起成为工
党副领袖。大战爆发后，积极支持丘吉尔组阁。1940 年 5 月出任丘吉尔内阁
的不管大臣，并成为*英国战时内阁成员，主管经济事务和研究战后重建问
题。1942 年 2 月辞职。战后曾任主计大臣（1946—1947）。

格罗马金（МихаидСтпаноичГ′ромадин，1899
—1962）苏联将领。1918 年参军，参加国内战争。1925 年加入俄共（布）党。
1933 年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历任莫斯科军区防空部副部长、部长和司令
助理（主管防空）。对建立莫斯科各兵科综合防空体系作出重大贡献。苏德
战争初期指挥部队击退德军对莫斯科的密集空袭。1941 年 11 月起历任副国
防人民委员兼国上防空军司令、西防空、北防空和中央防空方面军司令。1943
年获上将衔。战后任国上防空军司令等职。1954 年退役。

格罗夫斯（LeslieRichardGroves，1896—1970）美国将领，军事工程
师。1918 年毕业于西点军校。后入陆军工程学校学习。1942 年 9 月受命主持
研制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1944 年获少将衔。战后继续主持研制核武器，
直至 1917 年。1948 年晋升中将，不久退役。曾负责建造美国国防部五角大
楼工程，著有《现在可以说了：美国首批原子弹制造简史》。

格罗莫夫（МихаидМихайдовнчГромов，1899
—）苏联空军将领、功勋飞行员。1917 年毕业于高等技术学校茹科夫斯基理
论训练班。翌年在飞行员学校毕业，叁加红军。国内战争时在东线作战，后
任试飞员。1934 年创 1.2 万公里环程飞行世界纪录。1937 年完成从莫斯科经
北极到美国加利福尼亚的飞行。同年成为第一个获国际航空联合会奖章的苏
联飞行员。1940 年任航空工业人民委员部飞行研究所所长。次年加入联共
（布）党。苏德战争期间先后任航空兵师长、加里宁方面军空军司令和航空
兵第三、第一集团军司令，率部参加莫斯科、库尔斯克会战和白俄罗斯战役



等。1944 年任前线航空兵军训总部部长。同年获空军上将衔。战后曾任远程
航空兵副司令。1955 年退役。

格罗提渥（OttoGrotewohl，1891—1964）德国反法西斯活动家。早年
当印刷工人，1912 年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1925 年当选社会民主党国会议
员。纳粹党执政后被解除职务，积极从事反法西斯活动，1938 和 1939 年曾
两次被捕。1949—1963 年任民主德国总理。

格浩布克（HansGlobke，1889—1973）德国法学家。早年学法律。1929
年任普鲁士邦内政部顾问。虽未加入纳粹党，但协助确立纳粹的统治。1933
年 6 月起草解散普鲁士邦议会的法令，1936 年又狂热吹捧《纽伦堡法》，大
战期间参与起草迫害犹太人和对占领区实行“德意志化”的法令。战后，在
1953—1963 年任联邦德国总理府国务秘书，期间被民主德国法庭缺席判处无
期徒刑。1963 年辞职，后移居瑞士。

格莱尼埃（FernandGrenier，1901—）法国抵抗运动活动家。1922 年参
加法国共产党。1936 年起为议员。大战爆发后，于 1940 年初被取消者员资
格。同年 10 月被德占领军逮捕。1941 年 6 月越狱后投身抵抗运动。参加出
版地下《人道报》的工作。1943 年 1 月秘密前往伦敦，代表法共与战斗法国
进行接触。同年 11 月被选为临时咨询议会议员。1944 年 4 月起，先后任法
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空军专员和临时政府空军部长。因与戴高乐矛盾，于同
年 9月离职。战后继续从政。著有《事实就是如此》等。

格赖泽尔（ArthurGreiser，1897—1946）德国驻瓦尔特兰合并区行政
长官兼总督。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1924 年参与组建但泽地区钢盔团。1929
年加入纳粹党和冲锋队。翌年加入党卫队，并于 11 月任纳粹党但泽地区副领
袖。1933 年 6 月任但泽参议院议长。1939 年任波森-罗兹地区行政部门头目。
德国侵占波兰后，任波兰境内瓦尔特兰（Wartheland）合并区行政长官兼总
督和大区领袖。最早提出用毒气杀人，在辖区内进行血腥屠杀，并大批移屠
德意志人，1943 年获党卫队地区息队长衔（相当于中将）。第二次世界大战
末期逃往阿尔卑斯山区，被美军俘获。战后被波兰法庭判处死刑。

格兰迪动议  意大利七月政变中由*格兰迪提出的有关剥夺墨索里尼权
力的动者。1943 年 7 月，意大利政局日趋动荡。21 日，格兰迪在获悉法西斯
大委员会即将召开的消息后，起草了动者的初稿。24 日午后，动议最终定稿。
主要内容为：立即恢复国家的全部职能；将法律所规定的各种任务和职责移
交给国王、大法西斯委员会、政府、议会和职团；法西斯大委员会应敦促政
府提请国王爱麦虞限三世同意统率海陆空三军。该动者送交法西斯大委员会
讨论，并获得通过，结束了墨索里尼政权的统治。

格拉戈列夫（1896—1947）苏联将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在沙俄军队服
役。1918 年参加红军。参加过国内战争。1925 年加入俄共（布）党。1941
年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首长进修班。苏德战争初期任师长（上校衔），后
任第十军军长和第九、第四十六、第三十一和近卫第九集团军司令。先后参
加克里米亚作战（1941 年），高加索、库尔斯克和第聂伯河等会战，以及第
聂伯河乌克兰右岸、白俄罗斯、巴拉顿湖、维也纳和布拉格等战役。1944 年
晋升上将。战后曾任空降兵司令。

柏拉齐亚尼（RodolfoGraziani，1882—1955）意大利将领。早年入伍，
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1927 年起在利比亚意军中服役，1930 年为少将，1932
年晋升中将。1935 年出任意属索马里总督，指挥意军入侵埃塞俄比亚。1936



年 5月获元帅衔，并继巴多里奥任埃塞俄比亚总督，残酷镇压当地民族解放
运动。1937 年 2 月被刺伤，12 月奉召回国。1939 年 9 月任本土驻军司令，
10 月升任陆军参谋长。意大利参战后，调任利比亚总督和北非意军司令（1940
年 7 格拉齐亚尼月—1941 年 3 月），对英作战中屡战皆败。后召回国，被解
职还乡。1943 年在德国扶植下建立的*萨罗共和国中任国防部长，重组法西
斯军队，配合德军镇压抵抗运动。1945 年 4 月 28 日全线崩溃时，被游击队
俘获。1948 和 1950 年两次受审，被判 19 年监禁。不久即获释。著有回忆录
《我保卫了祖国》。

格尔尼卡轰炸  *西班牙内战期间德国空军在西班牙的狂轰滥炸。格尔
尼卡（Guerniea）为西班牙北部毕尔巴鄂市以东约 12 公里的小镇，为巴斯克
人居住区。西班牙内战期间，巴斯克族民兵曾顽强抗击佛朗哥叛军和德、意
干涉军。1937 年 4 月 26 日德国*秃鹰军团出动大批轰炸机，对该镇连续轰炸
近 3小时。炸死居民 1654 人，炸伤889 人，全镇成为一片废墟。西班牙画家
毕加索（PabloPicasso，1881—1973）当时创作了巨幅油画《格尔尼卡》，
谴责法西斯的这一暴行。

格兰特型坦克（Grant）即“M-3 型坦克”。美国中型坦克。1940 年 8
月开始研制。翌年 1月定型，7月开始生产并装备部队。以美国南北战争名
将格兰特（Ulysses 格兰特型坦克 SimpsonGrant，1822—1885）的名字命名。
战斗全重 29.5 吨，装甲厚度为 38—76 毫米，3层炮（枪）塔的高车体结构，
装备 37 毫米与 75 毫米火炮各 1门，机枪 1—2挺，最大时速 32 公里，续行
距离 212 公里，定员 6人。年曾为英军在北非战场广泛使用。

格里尔号事件  美国参战前同德国在大西洋的一次冲突。1941 年更秋，
随着纳粹德国侵略的扩大，美、英进一步加强联盟关系，尚未参战的美国与
德国的关系日趋紧张。美国继宣布把泛美安全区向东扩展至西经 26°之后，
于 7月派兵登陆冰岛。9月 4日，美国格里尔（Greer）号驱逐舰在驶往冰岛
途中，同德国潜艇U-652 号遭遇并发生冲突。德国潜艇向美舰发射两枚鱼雷，
未中。消息传至美国，引起巨大反响。罗斯福斥德国潜艇为“大西洋的响尾
蛇”，并于 11 日下令宣布美国海军在泛美安全区对德国舰艇“一发现就开
火”。

格洛博克尼克（OdiloGlobocnik，1904—1945）德国灭绝营头目。生于
奥地利。1931 年在奥地利加入纳粹党，1933 年任该党奥地利区副领袖，翌年
加入党工队。后逃亡德国，成为希特勒与奥地利法西斯分子的主要联络人。
德奥合并后于 1938 年 6 月任纳粹党维也纳大区领袖。1939 年 11 月起指挥卢
布林党卫队和警察，获党卫队旅队长衔（相当于少将），先后设立贝尔赛克、
索比包、马伊达内克、特雷布林卡等灭绝营，并推行“德意志化”。1941 年
任波兰总督府灭绝营总监。1942 年 5 月起主持实施*莱因哈德行动，大肆屠
杀和掠夺财物。后改任亚得里亚地区党卫队和警察领袖。1945 年 5 月逃亡途
中被英军俘虏，后服毒自杀。

格莱维茨袭击  大战前夕，纳粹德国党卫队在德波边境制造的事件。希
特勒为了制造发动侵波战争的借口，下令希姆莱和海德里希策谋具体计划。
1939 年 8 月初，计划呈报希特勒批准后进行准备。8月 31 日晚，党卫队二级
突击队大队长*瑙约克斯率领一批会讲波兰语的党卫队员，化装成波军，袭击
德国靠近波境的边界城市格莱维茨（Gleiwitz）的电台，用波兰语播发挑衅
性广播，然后丢下几具预先已被杀害的穿着波兰军服的集中营囚犯尸体（被



称为“罐头货”）。9 月 1 日德军大举入侵波兰后，希特勒等纳粹头目，均
声称战争起因于“波军入侵德国领土”。

格奥尔基耶夫（КимонГеортев，1882—1969）保加利亚祖
国阵线政府总理（1944 年）。毕业于索非亚军事学校。1926 年起历任交通、
邮政和电讯大臣。1934 年 5 月领导军人发动政变，任首相。任内加强中央集
权，密切与法国和南斯拉夫的合作。同年 7月和苏联建交。1935 年 1 月因军
人内证被迫辞职。1943 年领导“环节”联盟加入祖国阵线，进行反法西斯的
斗争。1944 年 9 月起义后，任首届祖国阵线政府总理。战后历任外交部长、
部长会议副主席等职。

格鲁-野村会谈  日本外务大臣*野村吉三郎和美国驻日大使*格鲁的会
谈。日本扩大侵华战争后，日美关系日趋紧张。美国于 1939 年 7 月 26 日宣
布废除《日美通商航海条约》，直接影响日本经济。为改善对美关系，自 1939
年 11 月 4 日起开始格鲁—野村会谈。野村以尊重美国在华权利和开放长江下
游为条件，建议缔结新的通商条约；对此，美国主张应把在中国“通商上的
权利平等和机会均等的原则”作为新通商条约的基础，并要求日本根本改变
对华政策。双方分歧严重，谈判遂于 12 月 22 日中止。

格里埃尔山区战斗  大战时期法国游击队（*马基）的一次反“围剿”
战。格里埃尔（Glières）山区位于上萨伏依，延绵数十公里，海拔 1500 米
以上。1943 年底，游击队在该地建立基地，接受盟军空投物资。1944 年初，
游击队增加至 500 余人。2月 13 日，德军在维希政府军的配合下，包围了游
击队驻地。3月 22 日德军出动 1个师，在飞机、大炮掩护下大举进犯。游击
队寡不敌众，乘夜突围，阵亡约 160 余人。

格奈森瑙号战列舰（Gneisenau）德国战列舰。为*沙思霍斯特号战列舰
的 妹 妹 舰 ， 同 时 建 造 。 以 普 鲁 士 元 帅 格 奈 森 瑙
（AugustGrafNeidhardtVonGneisenau，1760—1831）之名命名。标准排水量
2.6 万吨，最高航速 32 节，装备 9门 11 英寸火炮、12 门 5.9 英寸火炮和 14
门 4.1 英寸高射炮，另有 6个鱼雷发射管和 4架水上飞机。大战初期常与沙
思霍斯特号协同行动，在大西洋破袭英国航运。1940 年参加过挪威战役，击
沉英国光荣号航空母舰，本身亦受伤。1941 年锚泊于法国布列斯特港，屡遭
英机轰炸。1942 年 2 月，穿过多佛尔海峡转移往挪威时被击伤。1944 年调至
波罗的海。1945 年在格丁尼亚港被苏军俘获。

格罗斯-罗森集中营（Gross-Rosen）纳粹德国集中营之一。1940 年 8
月建于西里西亚施特里高（Striegau，今 Strzegom）镇附近。1941 年末至
1942 年设毒气室，对囚禁者进行集体屠杀。1942 年 1 月起又在此对囚禁看作
特别医学试验，肆意残害。

桔拉夫·施佩号战列舰（GrafSpee）也叫“施佩伯爵号战列舰”，德
国*袖珍战列舰之一。以前德国海军上将施佩伯爵（GrafMaximilianvonSpee，
1861—1914）之名命名。1934 年在威廉港下水。1936 年开始服役。舰长 609
英尺，标准排水量 1.2 万吨，最高航速 28 节，续航格拉夫·施佩号战列舰力
约 1万海里，装备6门 11 英寸火炮、8门民 9英寸火炮，另有两架水上飞机，
舰员 1107 人。1939 年 8 月下旬，开赴南大西洋。大战爆发后广泛袭击英国
商船，先后击沉 10 艘（约 6万吨）。同年12 月 13 日，同英舰发生“拉普拉
培河口外海战，随后退入中立国乌拉圭的蒙得维的亚港。17 日离港后自沉。



格拉特-040 式自行火炮（GeschützwagenGerat040）又名卡尔式（Karl）
自行火炮。德国重型自行榴弹炮。1935 年开始研制，1939 年推出样品。其中
600 毫米炮管口径者，能发射 1.55 吨高爆炮弹，最大射程 2233 米；2.16 吨
混凝土破坏弹，最大射程 1494 米。曾在苏德战场的塞瓦斯托波尔、布列斯特
和列宁格勒等地作战中使用。540 毫米炮管口径的能发射 1.3 吨混凝土破坏
弹，最大射程 3500 米。

根室（JohnGunther，1910—1970）美国记者和作家。1922 年芝加哥大
学毕业。1924 年起任《芝加哥每日新闻报》驻外记者。1935—1936 年任该报
驻伦敦办事处主任。曾到欧洲和中东各国进行新闻采访，1936 年出版《欧洲
内幕》一书，为世人瞩目。1941 年成为美国军事记者。1942—1945 年担任美
国全国广播公司蓝色广播网国际问题评论员，报道和评论第二次世界大战。
著有《亚洲内幕》、《希特勒的重大代价》、《盟军进攻西欧：D日》、《回
忆罗斯福》等。

根本博（1891—1966）日本将领。毕业于陆军幼年学校、陆军士官学校
和陆军大学。1929 年任参谋本部中国班班长，倾向于“国家改造”运动，是
*樱会的核心人物。参加策划 1931 年的三月事件、*十月事件。1934 年任陆
军省新闻班班长、炮制《国防的真实意义和加强国防的主张》的小册子，鼓
吹战争是“创造之父，文化之母”，为全面发动侵华战争制造舆论。后历任
华北方面军副参谋长、兴亚院华北联络部次长，华南方面军参谋长。1941 年
晋升中将后，任第二十四师团长，第三军司令官。1944 年 11 月任驻蒙古军
司令官，1945 年兼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战后曾帮助国民党军队与中国共产
党军队作战。

索杜（UbaldoSoddu，1889—1949）意大利将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曾
任陆军部办公厅主任、陆军副参谋长等职。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于 1939
年 10 月出任陆军副大臣，曾主张避免与英法作战。1940 年 6 月 13 日意大利
参战后，出任最高指挥部副参谋长，负责协调墨索里尼和三军之间的关系。
力主在巴尔干半岛扩大战火，认为希腊唾手可得，并于 1940 年 11 月 9 日出
任驻阿尔巴尼亚意军总指挥，并获将军衔。不久即因前线失利而呼吁政治解
决。同年 12 月 29 日被解职，旋退役。

索里切（AntonioSorice，1897—？）意大利将领。1936 年起任陆军办
公厅主任，掌握实权，深得墨索里尼重用。1939 年 4 月入侵阿尔巴尼亚时，
负责协调陆军参谋部与各兵种之间的关系。在卡瓦莱罗调整意军最高指挥机
构时，于 1941 年 5 月被解职。1943 年 2 月复出，任陆军副大臣。支持国王，
参加反对墨索里尼的密谋。巴多里奥组建政府后，任陆军大臣（1943.7—9）。
此后退出政界。

索古一世（AhmedZogu，1895—1961）阿尔巴尼亚索古王朝国王（1928
—1939）。曾就读于君士坦丁堡军校。1920 年起任内务部长等职。1925 年又
出任总统。任内，与意大利签订《友好安全条约》和《阿意军事同盟条约》。
1928 年发动政变，建立君主制，自封国王。对内实行独裁，对外投靠意大利，
与意签订屈辱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条约。一度拟与南斯拉夫和希腊结盟，未
成。1939 年 3 月意向阿提出最后通牒后，在国内封锁消息，同时又试图与意
妥协。4月 7日意军大举入侵，未作抵抗即逃亡国外。

索科洛夫（ИванМихйловичСоколов，1900—
1982）苏联空军将领。1918 年参军。参加过国内战争。1925 年加入俄共（布）



党。1929 年转入空军。1930 和 1936 年先后毕业于军事飞行员和飞行观察员
学校和茹科大斯基空军学院首长进修班。参加苏芬战争时，为航空兵旅参谋
长。苏德战争爆发时为上校，历任航空兵师参谋长、第十四集团军空军参谋
长和卡累利阿方面军空军参谋长和司令，在卡累利阿地区作战。1942 年 11
月—1945 年 6 月任空军第七集团军司令。参加掩护摩尔曼斯克方向的海陆交
通，以及斯维里-波得罗扎沃茨克、佩特萨莫-希尔克内斯等战役。1943 年升
为空军中将。翌年晋升空军上将。1945 年 6—9 月任空军第九集团军司令，
参加苏日战争。战后从事参谋和教学工作。1959 年退役。

索姆河战役  1940 年德军突破*魏刚防线的战略性进攻战役，代号*红
色方案，为*法兰西之战第二阶段的开始。

德军攻占敦刻尔克后的第二天，6月 5日拂晓，其右翼的 B集团军群向*
索姆河—埃纳河防线发动进攻。从亚眠和佩龙纳（Peronne）附近索姆（Somme）
河南岸桥头阵地出击的克莱斯特坦克集群普遭到顽强抵抗，6 月 8 日进至贡
比涅（Compiegne，一译康边）一带即中止攻势。从阿布维尔（Abbeville）
地域出击的霍特坦克军却突进迅速，7 日将当面法军切成两半并把其左翼 5
个师（内含英军 1 个师）紧逼到海边，8 日进至鲁昂和韦尔农（Vernon）之
间的塞纳河岸。法军索姆河防线崩溃，便利了德军在埃纳（Aisne）河一线的
攻势。6月 9 日，德军 A 集团军群由此出击，迅即突破法军防御。克莱斯特
坦克集群也东调投入香槟地区的巨大缺口，冲向马恩河和塞纳河上游。此时
在其左面的古德里安坦克集群向南和东南穿插，包抄马其诺防线法军的后
路。法国军政上层中的失败主义者开始积极活动起来，最终导致法国的投降。

索宾尼科夫（ПётрПтровичСобенников），1894
—1960）苏联将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在沙俄军队服役。19118 年加入红军。
参加过国内战争。1927 年毕业于红军高级指挥员进修班。1940 年加入联共
（布）党。1941 年 3 月任第八集团军司令（少将衔）。苏德战争初期，在波
罗的海沿岸的西德维纳河（Зап.Дина）地区，率部突围。同年 7—8
月间一度任西北方面军司令。9—10 月间调任第四十三集团军司令，参加斯
摩棱斯克战役。1942—1945 年任第三集团军副司令，参加解放白俄罗斯、波
兰和东普鲁士的作战。1944 年获中将衔。战后曾任军区副司令。

索比包灭绝营（Soblbor）纳粹德国灭绝营之一。1942 年 4 月建立，位
于波兰卢布林市附近。专用于屠杀犹太人，大部分囚犯运到后立即送入毒气
室，尸体放在地坑中焚毁。每天能屠杀 2万人，存在期间共杀害 25 万人。1943
年 10 月 14 日 150 名囚禁者举行暴动，遭残酷镇压。不久该营即被撤销。

索科治夫斯基（ВасилийДаниловичСокловск
ий，1897—1968）苏联将领。1918 年参军。参加过国内战争。1921 年毕业
于红军军事学院。1931 年加入联共（布）党。历任步兵师长、伏尔加河沿岸
军区副参谋长和乌拉尔、莫斯科军区参谋长。1941 年 2 月起任副总参谋长（中
将衔）。苏德战争爆发后不久出任西方方面军参谋长和*西方方向总指挥部参
谋长，参与计划和实施莫斯科会战。1943 年 2 月起任西方方面军司令。同年
8月晋升大将。先后参加实施勒热夫—维亚济马、奥廖尔、斯帕斯-捷缅斯克、
斯摩棱斯克等战役。1944 年 4 月调任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参谋长。参加利沃夫
—桑多梅日、维斯瓦河-奥得河、桑多梅日-西里西亚和下西里西亚等战役。
1945 年 4—5 月任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副司令，作为*未可夫的副手，在其他
方面军的协同下，胜利实施柏林战役。战后初期曾任驻德苏军总司令、盟国



对德管制委员会苏方代表。1946 年获苏联元帅衔。1949 年起历任苏联武装力
量部（次年起为军事部）第一副部长、国防部第一副部长兼总。参谋长等职。
主编《军事战略》（1962 年第一版至 1968 年第三版）。还著有《法西斯德
军在莫斯科近郊的溃败》等。

索姆河一埃纳河防线（Somme-AisneLigne）即‘魏刚防线”。
索洛维约夫-谢多依（БасилийЛавловичСодоье

в—Седой，1907—1979）苏联作曲家。1936 年毕业于列宁格勒音乐学
院。卫国战争爆发后，任“歼击机”前线歌舞团艺术指导，深入前线，进行
音乐创作。1944 年起又领导艺术家小组，为第一波罗的海战线和波罗的海舰
队进行巡回演出。其间创作的歌曲有《海港之夜》、《演奏吧！我的手风琴》
和《夜莺》等均热情歌颂苏联人民的英雄主义。深受广大官兵的欢迎。战后
继续歌曲创作，一生共创作 400 余首歌曲，其中《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尤负
盛誉。1967 年获苏联人民艺术家称号。

哥尔德（Gold）即“黄金”。
哥特防线（GotischLinie）1944 年 8—12 月德军在意大利北部的防线。

其主体构设在罗马以北约 250 公里，西起比萨以北的第勒尼安（Tyrrhenian）
海岸，经佛罗伦萨之北的山地，转入亚得里亚海滨的佩萨罗（Pesaro）。在
其前方沿阿尔诺（Arno）河还设有前出阵地，以掩护重要目标。9 月美军突
过阿尔诺河，进入佛罗沦萨以北地区，英军也进占里米尼（Rimini）。12 月
美军向博洛尼亚（Bologna）附近冲击，英军则再占腊万纳（Ravenne）。至
此，该防线已为盟军全面突破。

哥穆尔卡（WladyslawGomulka，1905—1982）波兰工人党领导人之一。
1926 年加入波兰共产党，从事工会工作。1939 年德军入侵时，参加华沙保卫
战。波兰被德国侵占后流亡苏联。1942 年回国，出任波兰工人党（前身为共
产党）华沙委员会书记，中央委员，积极组织地下抵抗运动。1943 年起任党
中央总书记，领导工人党团结波兰国内外一切爱国人士同占领军作艰苦的斗
争。参与全国人民代表会议和人民近卫军的创建。1944 年 12 月 31 日任波兰
共和国临时政府第一副主席。1945—1947 年任波兰政府副总理兼收复地区部
部长。1948 年 8 月波解除工人党中央总书记职务，1951 年被捕入狱。1954
年获释。1956 年当选为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1970 年再次被解职。

哥特瓦尔德（KlenmentGottwald，1896—1953）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
导人之一。1915 年入奥匈军队，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1921 年加入捷克斯洛
伐克共产党。1925 年起先后任捷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总书记。1933
年被捕，获释后 1934 年赴苏。1935 年当选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至 1943 年。
次年回国从事党的工作。在面临法西斯威胁时，进行建立反法西斯人民阵线
的斗争。1938 年捷共转入地下后，赴莫斯科领导国内民族解放斗争，组建在
苏联的捷克斯洛伐克军团。1944 年组织对斯洛伐克民族起义的援助。战后历
任捷克斯洛伐克总理、总统，并被选为捷共主席。

哥尼斯堡战役  苏德战争后期苏军发动的进攻战役，“东普鲁士战役的
组成部分。1945 年 4 月 6—9 日，由*白俄罗斯第三方面军在波罗的海舰队配
合下实施。1945 年 1 月下旬苏军封锁哥尼斯堡（K nigsberg，战后根据波茨
但会议的决定，连同东普鲁土一部分地区划归苏联，改名加里宁格勒），经
充分准备后于 4月 6日从南北两面向该市发起向心突击，先后攻占港口、铁
路枢纽等重要目标。经劝降无效后，苏军于 4月 9日发动最后攻击，当晚德



军被迫投降，此战德军被歼 4.2 万人，被俘 9.2 万人，丧失了东线的重要战
略基地。

哥伦比亚房屋（Columbia-Haus）*盖世大保设在柏林各处的监狱总称。
纳粹党执政后开始建立，后逐渐归盖世太保管理，主要关押共产党员、社会
民主党员、各派进步人士和犹太人。设有行刑室，对囚禁者实行审讯、拷打
和虐待，随后大多送往纳粹集中营。1936 年关闭，其职权移交*萨赫森豪森
集中营。

哥黎希律岛之战  即“科雷吉多尔防御战”。
速胜论  认为中国的抗日战争无须费大气力便可迅速取胜的观点。*七

七事变后，国民党内以蒋介石为代表的英美派，抱着侥幸心理，幻想依靠英
美的援助或国际对日制裁，迅速打败日本。1938 年 4 月*台儿庄战役获胜后。
这种论调曾广为传播。中国共产党内也有少数人轻视敌后游击战争，幻想依
靠国民党的正规战迅速取胜。这胜论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客观规律缺乏正确的
认识，表现出轻敌的危险倾向。中国共产党对此作了严肃的批判，始终坚持
抗日战争是持久战这一真理。

贾尔斯（BarneyMckinneyGiles，1892—）美国将领。1917 年军事航校
毕业后成为陆军航空兵飞行员。在驱逐机与轰炸机部队任职，并执教于军事
航校。大战爆发后，赴英国考察空战。1942 年 2 月获准将衔，旋晋升少将。
历任第四轰炸机部队司令、第四航空队司令承担美国西海岸空域防卫任务。
1943 年 3 月任陆军航空兵助理参谋长，筹划作战、训练、装备等事务。同年
7月出任陆军航空兵参谋长，参与指挥欧洲战场的空战。1944 年 4 月获中将
衔。次年初调任新组建的美国陆军战略航空队副司令，参与指挥对日空袭与
原子弹轰炸。

贾德干  即“卡多根”。
贾德卢（GeorgesCatroux，1877—1969）法国将领。1898 年毕业于圣西

尔军校。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在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等地服役。1934 年获少
将衔。1939 年 8，任法属印度支那总督。法国败降后，被维希政府解职。遂
去伦敦会见戴高乐，参加*自由法国。曾被维希政府缺席判处死刑。1940 年
11 月，出任自由法国驻利凡特（Levant）地区代表，经开罗去巴勒斯坦。1941
年 6 月，在英军配合下，率军进入叙利亚和黎巴嫩，7 月出任自由法国驻利
凡特地区高级专员，曾颁布有关叙、黎两国独立的宣言。盟军在北非登陆后，
前往阿尔及尔，缓解戴高乐和吉罗之间的矛盾。1943 年起负责协调北非穆斯
林事务。同年 6 月参加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为国务专员。1944 年 6 月，
被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任命为阿尔及利亚总督，9 月又出任北非事务部
长。1945 年 2 月任驻苏联大使。战后 1956 年任阿尔及利亚驻节部长。著有
《地中海的战役》等。

夏威（1893—1975）中国将领。原名钧善，字煦苍。保定军校毕业。曾
任桂系第七军军长。九·一八事变后任南宁中央军校第一分校校长、第十五
军军长。曾参加“追剿”长征北上抗日的中央红军。1936 年授中将衔。次年
加上将衔。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八军团军团长，曾参加*台儿庄战役。不久兼
汪第八十四军军长。1939 年初任第十六集团军总司令兼第四十六军军长。次
年 1月任第四战区副司令长官。1945 年 3 月调任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直属第二
方面军副司令官。抗战胜利后，曾任第八绥靖区司令官兼安徽省政府主席、
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1949 年 12 月去海南岛，后去香港定居。



夏云杰（1903—1936）中国将领。原为金矿工人。九·一八事变后在黑
金河金矿工人中进行抗日救国宣传。1932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 年在汤原
地区组建东北民众义勇军。历任中共汤原中心县委负责人、汤原民众反日游
击总队政委，率部多次摧毁敌人据点，打击日伪势力。1936 年任东北人民革
命军、东北人民抗日联军第六军军长，转战丛山峻岭，活跃在三江平原，开
辟和发展抗日游击区。同年 9月在珠（河）汤（原）中心县委和第三、第六
军党委联席会议上被选为北满临时省委委员。11 月 21 日在丁大干遭敌伏击
身负重伤，26 日牺牲。

夏伊勒（WilliamLawrenceShirer，1904—1993）美国记者和作家。早
年入新闻界，1925 年起任《芝加哥论坛报》驻欧洲记者。1934—1940 年先后
任环球新闻社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驻德国记者及新闻评论员。参与主持“世
界新闻综合报道”节目，每日从欧洲现场向美国发回报道，对慕尼黑会者、
捷克斯洛伐克沦亡、伦敦空袭及大战期间欧洲各主要战役进行报道分析，具
有广泛影响。1947—1949 年为穆图尔广播公司新闻评论员。著有《柏林日记：
1934—1940》、《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等。

夏坚科（1885—1951）苏联将领。1904 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参加
过十月革命，组织赤工军部队，后编入红军，参加国内战争。后历任骑兵师
长、伏龙芝军事学院副院长、基辅军区军事委员、副国防人民委员兼红军指
挥人员管理部长。1939—1941 年为联共（布）中央委员（后为候补委员）。
苏德战争期间，先后任副国防人民委员兼苏军部队组建和补充总部部长、南
方方面军和乌克兰第四方面军军事委员。1942 年获上将衔。1944 年起任职于
苏军总政治部。

夏洛特（Charrlotte，1896—1985）卢森堡大公（1919—1964）。威廉
大公之女。1940 年德国入侵卢森堡时携子让（Jean，1921—）避难英国，在
伦敦组织流亡政府，领导卢森堡抵抗运动。1944 年盟军进入广森堡后回国，
受到人民的欢迎。1964 年让位于其子。

夏威夷作战  日本对袭击珍珠港作战行动的称谓。参见“珍珠港事变”。
夏特罗式机枪（Chatellerault）法国机枪。由法国夏特罗兵工厂设计

并制造，故名。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亏设计，1924 年投产。经几次改进，先
后推出 1924/29 式和 1931 式。射速 500 发/分。1924/29 式使用顶装式弹夹
（携 25 发于弹）。1931 式使用侧装式弹仓（携 150 发子弹》。1924/29 式主
要用作步兵标准武器，1931 式主要配置于*马其诺防线和装备坦克。

破袭战  又称“破击战”。敌后抗日军民创造的一种战术。为了粉碎日
伪军出动快速部队（装甲车和摩托化部队）进行“扫荡、敌后抗日军民挖深
沟、扒铁路、割电线、炸桥梁、毁公路，破坏和截断日伪军的交通线和通讯
设施，使其失去联络，断绝补给，无法机动作战，被迫停止“扫荡”。

原子弹（Atomicbomb）利用原子核裂变瞬间释放巨大能量产生爆炸的航
空炸弹。发明于大战期间。主要由重子核装料（铀 235 或同位素钚 239）、
引爆装置、中子源、反射层、外壳等组成，利用中子轰击可裂变物质引起极
迅速的核裂变链式反应，爆炸力可达 TNT（三硝基甲苯）炸药的 2000 万倍，
爆炸时伴有强大的地面与空中冲击波、热辐射、光辐射和原子辐射。原子核
物理学研究起自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奠基人为英国的卢瑟福
（ErnestRutherford，1871—1937）、德国的*爱因斯坦等。二十世纪二、三
十年代，意大利的*费米、丹麦的”玻尔、德国的哈恩（OttoHahn，1879—1968）、



奥地利的梅特勒（LiseMeitner，1878—1968）、法国的约里奥-居里夫妇、
英国的查德威克（JamesChadwick,1891—1974）等人相继获得重大突破，使
核物理研究进入应用实验阶段。1939 年纳粹德国率先建立归属陆军的研制原
子弹的机构，代号“U 工程”。但当时欧洲一些第一流核物理学家因不满法
西斯专制统治，纷纷迁居美国。1939 年 10 月，移居美国的核物理学家西拉
德（LeoSzilard，1898—1964）等请爱因斯坦出面致信美国总统罗斯福，阐
明原子弹研制的重大意义。罗斯福接受科学家们的建议，于当年开始筹建原
子弹研制机构，代号“S-1”。1942 年 8 月正式建立“曼哈顿工程区，由*格
罗夫斯主持。1943 年 8 月，美、英魁北克会议决定成立“联合政策委员会”，
协调原子弹研制和情报交换。1945 年 7 月研制成功第一颗原子弹。同年 8月，
美国将两颗原子弹分别投掷于日本的广岛与长崎。两座城市被夷为平地，死
伤数十万人。促成日本投降。原子弹的出现，对世界政治、军事、外交、思
想等各方面产生巨大影响。

原嘉道（1867—1944）日本枢密院议长（1940—1944）。东京帝国大学
毕业。早年在衣商务省任职。1893 年起开办律师业务，同时兼任三井、三菱、
兴业及正金银行的法律顾问。1927 年出任田中内阁的法务大臣。主持修订治
安维持法，增设死刑，扩大镇压范围。后历任枢密顾问官、枢密院副议长和
议长。多次列席御前会议，主张避免同英、美冲突，以全力对付苏联。德波
战争爆发后又改为主张加强同德、意的关系，不惜对美一战，枢密院议长任
内病死，著有《律师生活的回忆》。

顾祝同（1893—1987）中国将领。字墨三。保定军校毕业。曾任黄埔军
校战术教官兼管理部主任。1931 年任国民政府警卫军军长。九·一八事变后，
任江苏省政府主席，1933 年参与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任北路军总
指挥。1935 年授二级上将衔。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参
与指挥淞沪会战。1938 年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率部驻防苏南、皖南、赣东
北及闽、浙两省，推行战时“地方自治”，指挥对日作战。1941 年参与制造
*皖南事变，下令进攻新四军，并扣留军长*叶挺。抗战胜利后，任第三战区
受降主管，接受所辖境内日军投降事宜。后任陆军总司令、“国防部”参谋
总长。大陆解放前夕去台湾，曾任台湾当局“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副主
任委员、国防会议秘书长、国民党中央怦议会主席团主席。

顾维钧（1888—1985）中国外交家。字少川。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
1919 年任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成员。1921 年出席华盛顿会议。1931 年任国
民政府外交部长，次年出席国际联盟大会，任国民政府首席代表。1937 年七
七事变时，任驻德国大使。7 月 9 日，以国民政府代表身份赴日内瓦，向国
联申诉日本侵略中国。同年 11 月代表中国出席”布鲁塞尔会议。1941—1946
年相继任驻英、驻美大使，为中国抗日战争争取经济和外交援助。1945 年出
席旧金山联合国宪章制究会议，代表中国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大陆解放前
夕去美国。1957—1967 年受聘于荷兰海牙国际法庭，担任国际法官。后在美
国逝世。著有《外国人在中国之地位》、《门户开放政策》、《顾维钧回忆
录》等。

热河事变  日本侵占中国热河省事件。1933 年 1 月初日本攻占山海关。
随即宣布热河省（中国旧省名，1956 年撤销，分别并入河北、辽宁两省及内
蒙古自治区）为“满洲国”之一部，并以“满洲国”名义发表进兵声明。2
月 23 日，日本要求划长城内外为中立区和撤退热河中国驻军；同日，日军分



兵三路进攻热河。3月 3日，热河省主席汤玉麟放弃省会承德西逃。4日，日
军先头部队 128 人乘虚占领承德。热河省全境亦陷敌手。

热风器式防空火箭炮（F hn）德国牵引式多管防空火箭发射器。结构
简单，一次可发射35 枚防空高爆火箭。火箭弹直径 73 毫米，战斗部携带280
克高爆炸药，可在预定高度自爆，大战末期曾作为“毒蛇式”空对空火箭弹
使用。

轰鸣号驱逐舰（Гремящий）苏联军舰。1939 年开始服役。编
入北方舰队。长 112.8 米，宽 10.2 米，吃水 4，1米，满载排水量 2380 吨，
最大航速 37 节，经济航速的续航力 1670 海里，装备 130 毫米火炮 4门，76
毫米火炮 2门，37 毫米高射炮 4门，12.7 毫米机枪 4挺，三联装鱼雷发射器
2座，深水炸弹发射炮 2 门，深水炸弹 54 枚，锚雷 56 个，舰员 246 人。参
加苏芬战争。苏德战争期间，参加护航和支援登陆等 90 次战斗。击沉敌潜艇
1艘，击伤 2艘，击落敌机 14 架，击伤 23 架。1943 年获近卫称号。1958 年
退役。

顿兹（HenriFernandDentz，1871—1945）法国将领。1902、1908 年先
后毕业于圣西尔军校和高等军事学院。1937 年获少将衔，1939 年 9 月出任集
团军副参谋长。1940 年 6 月 5 日被任命力巴黎市军事长官，14 日即弃守巴黎。
法国败降后，于 1940 年 12 月被维希政府委任为利凡特（LeVant）地区高级
专员和驻军最高司令。翌年 6月摧升上将。抵抗进入黎巴嫩及叙利亚的自由
法国部队。1941 年 7 月 14 日《圣-让—达克尔协定》签署后，返回法国南方。
法国解放后，于 1945 年 4 月被判死刑，后改终身监禁，不久病亡。

顿巴斯战役  ①苏德战争前期苏军进行的防御战役。1941 年 9 月 29 日
至 11 月 4 日，由*南方方面军在*西南方面军配合下实施（共 27 个师、3 个
坦克旅）。*基辅会战后，德军*南方集团军群（共 3个坦克师、18 个步兵师
又 10 个旅）向顿巴斯（Доноасс）方向推进。10 月 7 日，德国第一
坦克集团军和第十一集团军在奥西片科（Ocипenko）以北合围苏军第十八、
第十九集团军各一部，后从南面迂回顿巴斯，于 10 月 17 日占领培甘罗格（Ta
гaHpor），并直插罗斯托夫；北路德军也同时发起进攻。苏军且战且退，于
11 月 4 日退至红利曼、杰巴尔采沃、哈普雷（Xanpы）一线建立防御。德军
占领了顿巴斯西南部，但未能歼灭苏军主力。②苏德战争中期苏军进行的防
御战役。1942年7月7—24日由南方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左翼实施。德军1942
年夏季攻势中首先向沃罗涅日方向发起突击，7月 7日起即以*A 集团军群向
坎捷米罗夫卡（KaHTeMиpoBka）以南展开第二个突击，试图把苏军主力围歼
于顿河以西。苏军且战且退，撤向顿河下游对岸。德军占领顿巴斯后于 7月
23 日攻占罗斯托夫，并在顿河左岸建立一系列登陆场，为向高加索方向突进
创造了条件，但未达围歼苏军的目标。③苏德战争中期苏军发动的进攻战役，
*第聂伯河会战的组成部分。1943 年 8 月 13 日至 9 月 22 日进行。苏军投入
西南方面军和南方方面军共 105 万人，在兵力兵器上均对防守该地域的德军
（共 22 个师）占有较大优势，因此进展迅速。9 月 1 日，德军被迫西撤。9
月 8日，苏军解放顿巴斯首府斯大林诺（顿涅茨克）。9月 22 日，德军己被
逐至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以南的第聂伯河右岸。苏军完全收复具有重要战
略意义的煤炭和冶金工业基地顿巴斯。经苏军总参谋部 1987 年审定，列为苏
联卫国战争中的 51 个战略性战役之一。

顿河方面军  苏联战略战役军团。1942 年 9 月 28 日由*斯大林格勒方



面军改变番号组建。初辖 5 个集团军、1 个坦克集团军和 1 个空军集团军，
后陆续编入 3个集团军。组建后即从斯大林格勒北部地域实施多次反突击，
支援新建的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由*东南方面军改编）。后又与该方面军及*
西南方面军协同实施反攻，围歼*德国第六集团军，取得斯大林格勒会战的胜
利。1943 年 2 月撤销。司令为罗科索夫斯基。

顿河中游战役  苏德战争中期苏军发动的进攻战役，*斯大林格勒会战
的组成部分。1942 年 12 月 16—30 日。由*西南方面军和*沃罗涅日方面军左
翼实施，代号*小土星。战役目的是粉碎德军旨在解救于斯大林格勒被围的第
六集团军而发起的攻势。苏军以优势兵力对德军后方进行机动的深远袭击，
推进 150—200 公里，歼灭意大利第八集团军基本兵力，迫使德军耗尽预备
队，不得不放弃其解围企图。

顿河集团军群（HeersgruppeDon）斯大林格勒会战中德军的战略战役军
团。1942 年 11 月下旬由*B 集团军群、*A 集团军群和西线部分部队组成。曼
施泰因为司令。下辖*霍利德集群、*霍特集群和*德国第六集团军，共 48 个
师。以主力在韦慎斯卡亚（Bешеская）至马内奇（Манич）河一
线展开，于 12 月中旬向苏联第五十一集团军进攻，企图解救被围在斯大林格
勒附近的第六集团军，并在罗斯托夫以东阻击苏军，以掩护进攻高加索的 A
集团军群后翼，未获成功。1943 年 2 月 13 日改编为*南方集团军群。

顿巴斯-罗斯托夫防御战役  苏德战争前期苏军进行的防御战役。包括
*顿巴斯战役（1941 年 9 月 29 日—11 月 4 日）和*罗斯托夫战役的防御战阶
段（1941 年 11 月 5—16 日）。经苏军总参谋部 1987 年审定，列为苏联卫国
战争中的 51 个战略性战役之一。

[丨]

柴山兼四郎（1889—1956）日本将领。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
后入参谋本部任职。1928 年在中国东北张学良处供职，后任驻华公使馆助理
武官。1937 年任陆军省军务课课长，后又历任天津特务机关长，汉口特务机
关长。1941 年晋升中将。1943 年任汪伪政府军事顾问。1944 年 8 月任陆军
次官，1945 年又兼兵站总监。战后被指控有战犯嫌疑，后获释，任军人养老
金全国联合会会长。

监 视 和 镇 压 反 法 西 斯 主 义 总 部
（OrganizzazionediVigilanceediRepressionedell′Antifascismo，缩写
OVRA）意大利法西斯秘密政治警察机构。简称“奥弗拉”。1926 年 11 月建
立。拥有庞大的特务情报网，专事监视和镇压反法西斯战士。1930 年起由公
共安全总部管辖。大战期间曾派出人员协助德军在法国南方镇压抵抗运动。
1943 年 9 月意大利退出战争后，内部发生分裂，部分追随巴多里奥政府，其
余则继续效忠墨索里尼，投靠”萨罗共和国。战后遭清洗。

党卫队（Schutzstaffeln，缩写SS）一译“党卫军”，又名“黑衫队”。
德国”纳粹党的分支组织和主要统治工具。1925 年春建立时成员仅 200 余人，
初隶属于 *冲锋队，主要任务为保卫纳粹党及其领袖。施雷克
（JulillsSchreek）、伯希托尔德（JosefBerehtold）和海登（ErhardHeiden）
先后担任高级指导处处长（1926 年起改称“全国领袖”）。1929 年初希姆莱
任全国领袖后，势力急剧增长。至 1930 年底在形式上仍隶属于冲锋队全国最



高领袖，但组织上已完全独立，并从冲锋队中吸取“优秀”人员。队员须具
有纯雅利安血统，并改褐色制服为黑色制服，系戴黑领带、黑肩章、饰有骷
髅标志的黑色大沿帽和镶黑边的■臂章。在全国领导机构下逐级设立地区总
队、旅队、区队、旗队、突击大队、突击队、小队和小组。下属主要组织有
普通党卫队、*武装党卫队和*党卫队骷髅队。并没有*党卫队种族和移居处、
*党卫队巩同德意志民族委员会及*党卫队经济和行政管理处等。1933 年初队
员达 5.2 刀人。1934 年 6 月参与清洗冲锋队，随后升格为与冲锋队并列的纳
粹党分支组织。1935 年 3 月起出版机关报*《黑色军团报》。1939 年队员激
增至 25 万亲人，渗透到党、政、军各个领域，参与国内外各种血腥镇压活动，
成为纳粹党统治的支柱。同时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军事活动，并直接在
被占领区实施残酷的大规模经济掠夺、政治迫害和种族灭绝。战后被纽伦堡
国际军事法庭宣布为犯罪组织。

党卫军  即“党卫队”。
党卫队保安处（Sicherheitsdiemst，缩写 SD）德国纳粹党的情报和恐

怖组织。1931 年成立，负责监视和控制民主人士及党内不满分子，由希姆莱
和海德里希领导。纳粹党执政后，组织和任务进一步扩大。1935 年初海德里
希将其分为两部分：一是党下属的保安处，二是情报机构的保安处，即国家
情报机构。1936 年海德里希兼任德国保安警察总处处长后：该组织同盖世太
保互相渗透，党卫队保安处主要负责控制人民的思想意识，建立党和国家高
级官员的绝密档案，由盖世太保根据其情报采取行动。1939 年 9 月 27 日在
此基础上成立*德国中央保安局，但党卫队保安处仍在其中占有相对独立地
位，领导其中的第二处（世界观研究）、第三处（德国生活领域或国内保安）
和第六处（国外情报或国外保安）。大战期间，大肆镇压占领国的游击队和
人民，并拥有武装组织——保安处支队。1944 年 2 月将*阿勃韦尔并入其中。
拥有 6000 多名成员，分属 13 个科，55 个小组，另雇有 5万多名情报员。该
组织存在期间，杀害了大批犹太人、共产党员和民主人士。曾参与策动斯洛
伐克独立、罗马尼亚铁卫团政变和匈牙利*特列基政权产生，制造了作为进攻
波兰借口的*格莱维茨袭击事件。1946 年被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宣布力犯罪
组织。

党卫队骷髅队（SS-Totenkopfverb nde，缩写 SSTV）简称“骷髅队”。
德国”党卫队下属的集中营看守部队。纳粹集中营设立初期，分别由“守卫
队”、“守卫先锋”、“守卫部队”和“守卫兵团”4种组织看守。1934 年
4 月，希姆莱任命“艾克为全国集中营和党卫队看守组织总督，统一全国的
集中营看守部队。因其成员的黑色制服上饰有骷髅白骨标记，1936 年起正式
称“骷髅队”。直接参与集中营内的大屠杀，大战中曾为*武装党卫队输送大
批人员。党卫队长之友会（FreundeskreisderReichsführerSS）即“希姆莱
之友会”。

党 和 国 家 统 一 法
（GesetzzurSicherungderEinheitvonParteiundStaat）纳粹德国确立*纳粹
党至高地位的法律。1933 年 12 月 1 日颁布。规定：纳粹党是德国国家思想
的体现者，与国家不可分离，它的机构是人民权力的一部分；为保证纳粹党
和冲锋队的机构同国家机关实行最密切的合作，元首的代表和冲锋队参谋长
均为政府成员：纳粹党和冲锋队成员如果损害所负义务，由党和冲锋队进行
特别审判；德国国家机关应在其管辖范围内，对负责实施党和冲锋队审判权



的机构给予公务援助和法律援助。它以法律形式保证了纳粹党凌驾于国家政
府机关之上，不受国家法律的制约。

党卫队特别行动队（Sonderkomlnandos，缩写 SK）德国*党卫队的特遣
组织。对外称“剿匪部队”。1939 年组建，后扩大至 4个支队（A、B、C、D），
每支队 500—1000 人。大战期间，任务为跟随德军进入东方占领区，执行警
察和政治任务，迫害和屠杀犹太人及共产党人。

党卫队种族和移居处（Rasse-undSiedlungshaup-tamt，缩写 RuSHA）
德国”党卫队主要下属机构。初期作为党卫队的婚姻办公室，负责审定党卫
队员未婚妻的雅利安血统，以保证党卫队组织的“血统纯洁”，以后扩大职
权至监督党卫队以外的有关“血统纯洁”事务，并主管移居到东欧占领区的
党卫队员居住和福利事务。处长为*达里。1939 年 10 月起归*党卫队巩固德
意志民族委员会直接领导。

党卫队德意志人联络处（VolkSdeutscheMittelstelle，缩写VoMI）德
国党卫队主要下属机构。主管侨居国外的德意志人事务，利用他们为德国对
外政策服务，或者将其移后国内。洛伦茨（WernerLorenz，1891—1974）任
处长。该机构曾参与策划吞并奥地利，在捷克斯洛伐克危机中支持*汉莱因。
大战期间协助将东欧各国的德意志人迁至德国。1939 年 10 月起归*党卫队巩
固德意志民族委员会直接领导。

党卫队经济和行政管理处（Wirtscbafts-undVerwal-tungshauptamt，
缩写 WVHA）。德国*党卫队主要下属机构。负责控制所有党卫队属下的工矿
企业。1942 年 3 月起管理集中营和灭绝营。处长为波尔（Oswaldpohl,1892
—1951）。该处掠劫集中营囚徒的大量私人财产，为党卫队筹集资金。

党 卫 队 巩 固 德 意 志 民 族 委 员 会
（ ReichskommissariatFürdieFestigungdesdeutsclienVolkstums ， 缩 写
RKFDV）德国*党卫队主要下属机构。1939 年 10 月 7 日德国侵占波兰后，希
特勒下令成立。希姆莱任专员。委员会最初领导*党卫队种族和移居处及党卫
队德意志人联络处。后希姆莱增设下属机构，包括中央土地处、中央外来移
民处、德国再移居托管公司等，实施国外德意志人移居*大德意志国的计划，
在占领区剥夺和驱赶斯拉夫人，对所谓“劣等种族”进行奴役，送往集中营
或灭绝营。为德意志移民提供空间。

蚊式飞机（Mosquito）英国双引擎上单翼双座军用飞机。1940 年试飞。
翼展 54 英尺 2 英寸，机身长 40 英尺 9英寸，高 15 英尺 3英寸。升限 2.95
万英尺，航程 1700 英里，最大时这可达 425 英里。有 3种主要类型：（1）
轻型轰炸机。可载弹 1000—4000 磅。1942 年 5 月起服役。装上“欧波”导
航仪以及燃烧弹之后，用作为重型轰炸机指示夜间轰炸目标的导航飞机。（2）
歼击机。装有 4门 20 毫米机关炮和 4挺 7.69 毫米机枪，以及 8枚 60 磅火箭。
广泛用于袭击欧洲、地中海和远东地区敌占区内的火车、桥梁等目标。曾击
毁 60 枚*V—1 火箭和约 600 架德国飞机。（3）侦察机。1941 年 6 月首次飞
行，用于空中侦察摄影，后不少该机种由轰炸机改装成侦察机，曾掇取德国*
佩讷明德的照片而证实 V—1火箭的存在。

恩斯特（KarlErnst，1904—1934）德国*冲锋队头目之一。曾当过旅馆
侍者和咖啡馆保镖。1923 年加入纳粹党，逐渐成为*罗姆的密友。1931 年 4
月任柏林和勃兰登堡冲锋队头目。次年当选国会纳粹党议员。1933 年 2 月 27
日晚，率 10 名冲锋队员从戈林宫邸经地下暖气管道潜入国会大厦纵火，直接



制造国会纵火事件。同时私设集中营，大肆迫害民主人士。1934 年初升任党
卫队旅队长并进入冲锋队最高领导层。同年 6月 30 日在*罗姆事件中被处决。

恩菲尔德式步枪（Enfield）美英步兵武器。由英国思菲尔德皇家小兵
器制造厂模仿*毛瑟枪设计。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在美国投产，1917 年改进
定型为 M—917 式。口径 7.62 毫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美、英两国军队
内继续使用。

[丿]

钱永铭工作  日本政府与中国国民政府之间的和谈活动之一。1940 年 8
—11 月日本外务大臣松冈洋右通过浙江财阀、交通银行总经理钱永铭，与国
民政府进行秘密接触。11 月 13 日日本御前会议通过与汪精卫政权之间缔结
的*《日汪基本关系条约》，并以此为诱饵，企图促使蒋介石政府屈膝。但国
民政府仍坚持日方撤军和不承认汪伪政权的条件。松冈遂下令中止钱永铭工
作。11 月 30 日《日汪基本关系条约》签署，日本正式承认了汪伪政权。

铁托（JosipBrozTito，1892—1980）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反法西
斯民族解放斗争领袖。原名约瑟普·布罗兹。1910 年加入社会民主党。1920
年加入南斯拉夫共产党。历任区委书记、萨格勒布市委书记等职。1928 年因
领导游行示威被捕，判刑 5年。1934 年出狱，化名铁托，任克罗地亚省委委
员，12 月被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1935 年赴莫斯科任共产国际书记处
候补委员，化名瓦尔特。1940 年任南共总书记。1941 年德、意军入侵南斯拉
夫后，领导全党组织抵抗，任军事委员会主席。5 月铁托初在各地区党的活
动分子代表会议上，确定立即准备起义的方针。苏德战争爆发后，召开中央
委员会，决定成立人民解放游击队总部，出任总司令，并立即举行起义。七
月起义后，随总部迁往塞尔维亚乌日策，领导全国抵抗运动，并将总部改为
最高司令部，出任司令官。努力建立各民族各阶层统一战线共同抗敌，曾与
米哈依洛维奇谈判，争取*切特尼克合力抗德，后又与*米哈依洛维奇匪帮进
行艰苦斗争。积极争取外援，同时坚持独立自主路线，粉碎敌人多次攻势，
壮大人民武装力量。1913 年 11 月当选为南斯拉夫民族解放委员会（即临时
政府）主席。同年被授予南斯拉夫元帅称号。1944 年与南斯拉夫流亡政府谈
判，两次达成《铁托—舒巴希奇协议》，取得盟国承认，1945 年 3 月成立民
主联邦政府，出任部长会议主席、国防部长和南斯拉夫武装力量最高指挥。
战后历任联邦政府总理、共和国总统、国防部长及武装部队最高统帅，并被
选为国家终身主席、南共联盟终身主席等职。

铁砧（Anvil）美、英为配合*霸王行动，计划同时在法国南部实施登陆
的作战行动代号。1943 年 8 月，美、英首脑魁北克会者批准参谋长联合委员
会的报告，确定为牵制“霸王”行动预定登陆区的德军，将同时或提前几周
在法国南部实施此代号的登陆作战，同年 11—12 月，美、英、苏德黑兰会议
再次作了确定。但英国一直持否定和消极态度，力图把兵力和船舰用于意大
利和巴尔干。1944 年 5 月，英国终于使美国同意推迟。同年 7 月，*诺曼底
登陆战役结束后，重新确定实施，代号改为*龙骑兵。

铁卫团（GandtadeFier）罗马尼亚的法西斯组织。1927 年由科德里亚努
（CorneliuZeleaCodrcanu，1899—1938）建立，原名为“天使长米哈依尔军



团”，1930 年改名“铁卫团”。仿效德国纳粹党，试图在罗马尼亚建立法西
斯专政。1933 年被自由党政府解散，不久刺杀自由党领袖*杜卡。1934 年曾
参与军官的叛乱。1937 年策划反对国王卡罗尔二世，次年遭清洗。后又东山
再起，由*西马领导。1940 年 9 月参加安东奈斯库政府。次年初试图与安东
奈斯库争权，策动新的政变，来得希特勒支持而失败。

铁甲舰（Ironelad）英国攻占法国维希政府控制的马达加斯加岛的作战
计划代号。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舰队进入印度洋。1942 年 2—3 月间，
英国为确保印度洋与阿拉伯海之间的航道，制定代号*奖金的作战计划，4月
改称此名。同年 5月 5日开始实施。参见“马达加斯加之战”。

铁道战（PeлbcobaяBoиHa）苏德战争中期苏联游击队于 1943 年 8 月
3 日至 9月 15 日实施的战役代号。目的是通过大规模毁坏铁轨，破坏德军交
通，以此配合苏军在*库尔斯克会战中的行动。共有 167 个游击队约 10 万人
参加，在正面 1000 公里，纵深从战线至边界的广阔地区内展开，共炸毁铁轨
约 21.5 万根，折合单线铁路 1342 公里，同时破坏了大量机车、车厢和桥梁，
取得显著战果。

铁木辛哥（CeMёHKoHcTaHTиHOBичТиoшeHRo，1895—1970）苏联
将领。1919 年加入俄共（布）党。国内战争时指挥过骑兵师，战后任骑兵军
军长。1927 和 1930 年，先后毕业于高级速成班和列宁政治学院一长制指挥
员训练班。1933 年起历任白俄罗斯军区和基辅军区副司令、北高加索军区和
哈尔科夫军区司令。1938 年任基辅特别军区司令。翌年 9月指挥乌克兰方面
军进入西乌克兰。1940 年 1 月任西北方面军司令。后率部突破*曼纳林防线，
奠定*苏芬战争的胜局，同年获苏联元帅衔。1940 年 5 月任国防人民、委员，
主持战争前夕的战备工铁木辛哥作。苏德战争爆发后曾短期担任统帅部大本
营主席，后为最高统帅部大本营成员。1941 年 7—9 月任副国防人民委员，
同时任西方方向总司令兼西方方面军司令。1941 年 9 月至 1942 年 6 月任西
南方向总司令兼西南方面军司令。领导实施 1941 年*罗斯托夫战役。1942 年
5 月，组织和指挥*哈尔科夫交战，对敌我态势估计错误导致失利。1942 年 7
月调任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司令。同年10月至翌年3月任西北方面军司令。1943
年 3 月起以大本营代表身份对各方面军的行动进行协调，并参与制定和实施
雅西-基什尼奥夫战役等重大战役。战后历任军区司令、国防部总监组总监、
苏联老战士委员会主席等职。著有《伟大的功绩》等。

铁壁合围  日本侵略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实行“扫
荡”的一种战术。在*分进合击基础上形成。日军集中优势兵力，对抗日根据
地实行铁壁式的纵深包围，并配备强大的机动兵力，随时出击向外突围的抗
日部队；占领根据地中心区后，建立临时据点，进行连续合击，分区反复“清
剿”、“辗转抉剔”，实行*三光政策，并在占领区进行伪化活动等，企图从
根本上摧毁抗日根据地。

铁十字奖章（EisernesKreuZ，缩写 EK）德国军功章。普鲁士国王弗里
德里希·威廉三世（Frederirkwil-belmIII，1797—1840 年在位）于 1813
年设立，1870 年、1914 年和 1939 年三次重设。分二级、一级、大十字奖章
三等。1939 年 9 月 1 日希特勒宣布该奖章可授给妇女，但不授予非战斗人员，
并改变其形状和经带，在一级铁十字奖章和大十字奖章之间增设*骑士十字奖
章，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共授出 6973 枚。



铁道游击队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武装。1939 年冬由山东枣庄
的爱国矿工和铁路工人组成，洪振海任队长，杜季伟任政委。1940 年 5 月正
式命名为八路军铁道游击队，辖 4个队。以微山湖为依托，活跃在台枣（台
儿庄—枣庄）、临枣（临城—枣庄）、津浦三条铁路线上，截军车、劫货车、
扒铁道、炸桥梁、夺车撞车等，打乱日军铁路运输，配合鲁南军民反“扫荡”
斗争，并以大量物资弹药支援抗日根据地建设，还担负护送来往华北与华中
的中共抗日干部通过铁路线。

铁托-丘吉尔会谈  1944 年8月12—15日*南斯拉夫民族解放委员会主
席铁托与丘吉尔在那不勒斯举行的会谈。会谈主要围绕关于战后承认南斯拉
夫新政权的问题，包括如何对待南斯拉夫国王*彼得二世。丘吉尔宣称只有在
南斯拉夫民族解放委员会与彼得二世达成某种协议的情况下，英国政府才能
考虑承认问题。铁托则坚决拒绝与彼得二世会晤。会谈增强了南斯拉夫民族
解放委员会的地位。

铁托-斯大林会谈  1944 年 9 月 21—28 日，*南斯拉夫民族解放委员会
主席铁托前往莫斯科，同斯大林就苏军与*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协同作战问题
举行的会谈。双方达成了苏军向塞尔维亚东部进攻，同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
一起解放塞尔维亚东部和贝尔格莱德的协议。协议还规定：南斯拉夫民族解
放委员会的民政机构仍在苏军驻扎地区工作；苏军一俟完成作战任务，立即
撤出南斯拉夫。会谈后，双方签署了联合公报，9月 28 日由培斯社公布。

铁托-舒巴希奇协议  南斯拉夫民族解放委员会和*南斯拉夫流亡政府
签订的协议。共有两个协议。（1）1944 年 6 月 16 日铁托和*舒巴希奇签订
第一个协议。规定：流亡政府承认民族解放委员会，双方进行合作；流亡政
府有权在国外代表南斯拉夫抵抗运动，但应改组政府，吸收民主人士加入，
同时须公开谴责伪政权和一切投敌分子；民族解放委员会向意暂不触及王朝
问题，但不承认*彼得二世所代表的王朝。（2）1944 年 11 月 1 日铁托和舒
巴希奇签订第二个协议，12 月 7 日又签署两个附加协议。规定：双方合作成
立联合政府；在全国解放后 3个月召开制宪大会决定南斯拉夫的政体；政体
问题解决前禁止国王回国；成立摄政委员会：代理国王行使权力，但立法权
仍属*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大会执掌。1945 年初雅尔塔会议后，该协
议在美、英、苏等国敦促下，付诸实施。

铃木贞一（1888—1979）日本将领，国务大臣兼企划院总裁（1941—
1943）。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1920—1926 年在中国服役。1927
年在参谋本部供职。1928 年纠集少壮派将校组织“木矅会”，鼓吹侵略中国
东北，影响渐增，进入政界。1938 年任兴亚院政务部长。1940 年晋中将。次
年 4月任第二届近卫内阁国务大臣兼企划院总裁，第三届近工内阁、东亲内
阁中留任，为管理战时经济的中心人物。1943 年辞职后任贵族院议员、内阁
顾问。战后，于 1948 年作为甲级战犯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无期徒刑，1955
年假释，1958 年被赦免。

铃木贯太郎（1867—1948）日本首相（1945 年），海军将领。毕业于
海军兵学校、海军大学。参加过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历任驻德武官、
舰长、舞鹤水雷队司令官、第二舰队司令官、海军省人事局长、海军次官、
海军兵学校校长。1923 年晋升海军大将。1924 年任*联合舰队司令长官。翌
年任军令部长。1929 年转入预备役，出任裕仁天皇的侍从长兼枢密顾问官。
赞同签订限制海军军备的国际条约，招致青年军官不满。1936 年二·二六事



件中遭袭击负重伤。辞职后享受重臣待遇，同年封为男爵。后又任枢密院副
议长、议长。1945 年 4 月 7 日组成日本最后一届战时内阁。曾试图通过苏联
斡旋结束战争，同时贯彻军部的本上决战方针，颁布*《日本义勇兵役法》。
对《波茨坦公告》先声明“不予理睬”，后又就维护国体问题争论不休。8
月 9日在御前会议上请天皇裁决后接受《波茨坦公告》。15 日日本正式宣布
无条件投降，率内阁总辞职。著有《铃木贯太郎自传》。

特纳（RichmondKellyTurner，1885—1961）美国海军将领。1908 年毕
业于美国海军学院。1916 年毕业于海军指挥学校。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曾
任舰长。后入海军部任职。出席 1931—1932 年日内瓦裁军会议。太平洋战争
爆发不久，以少将衔任美海军部作战计划处处长兼南太平洋两栖部队司令。
1942 年夏，主持制订进攻图拉吉岛和瓜达尔卡纳尔岛的两栖作战计划。同年
8月率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师在瓜岛登陆。1943 年 11 月又率登陆舰队进攻吉
尔伯特群岛。次年晋升海军中将。多次担任海军特遣编队司令，先后参与指
挥在夸贾林岛、塞班岛、硫黄岛、冲绳岛等岛屿进行的两栖登陆作战。1945
年晋升上将，1947 年退役。

特德（ArthurWilliamTedder，1890—1967）英国空军将领。毕业于剑
桥大学。1915 年参加皇家空军，先后在法国和埃及服役。后历任英国远东空
军司令（1936—1938）和空军部研究发展总监（1938—1940）等职。大战开
始后，先后任中东战区空军副司令和总司令，指挥西至马耳他、东至波斯湾、
南至马达加斯加广大地域的空中作战活动。1942 年 12 月调回英国，任空军
副参谋长。1943 年 2 月出任地中海战区空军总司令，在*艾森豪威尔手下参
加指挥北非、西西里和意大利的战斗。同年 12 月，由艾森豪威尔提名任实施
*霸王行动的盟军副统帅，参与计划和实施诺曼底登陆战役和西欧战场盟军全
部空中作战活动。在空军的战术运用上，被公认为最有经验和指挥力才能的
将领。战后任空军参谋长，领空军元帅衔。获贵族称号。著有《心怀偏见》。

特文宁（NathanFarragutTwinidg，1897—1982）美国将领。1918 年毕
业于西点军校。后为陆军航空兵飞行员。曾任参谋与工程军官、飞行部队指
挥官等职。珍珠港事变后不久获准将衔。1943 年春出任第十三航空队少将司
令，指挥对驻所罗门群岛及新几内亚日军的战略空袭。1944 年调任第十五航
空队司令，指挥该队从意大利起飞。对德国及巴尔干诸国实施战略轰炸。1945
年欧战结束前再度返回太平洋战区，任第二十航空队中将司令，驻扎马利亚
纳群岛，指挥该队的 B-29 轰炸机对日本进行战略轰炸。战后晋升空军上将。
1953 年任美空军参谋长，1957—1960 年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

特列基（TelekiPal，1879—1941）匈牙利首相（1939—1941）。伯爵。
早年为地理学教授。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代表匈牙利出席巴黎和会。曾参加
镇压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霍尔蒂恢复君主制后，历任首相、外交大臣和教
育大臣。1939 年再任首相，任内曾解散各法西斯政党，但加入德意日轴心国。
战争爆发后试图保持中立。1940 年 12 月与南斯拉夫签订《永恒友谊条约》。
1941 年纳粹德国准备进攻南斯拉夫时，逼其政府参战。同年 4月 2日自杀。

特伦汀（SilvioTrentin，1885—1944）意大利反法西斯主义者。1919
年当选议员。曾在威尼斯、帕多瓦等大学教授法学，1925 年因反对法西斯制
度辞去教职，1926 年 2 月移居法国。1934—1943 年在图卢兹成为*正义和自
由运动的领导人之一。1941 年参加意大利人民联合行动委员会，主张推翻墨
索里尼、意大利退出战争和恢复人民权利。次年在图卢兹建立一个抵抗运动



组织。1943 年 9 月返回威尼斯，参与组建抵抗武装部队。翌年在遭法西斯分
子追捕时，心脏病突发病故。后行动党曾建立“特伦汀纵队”，以纪念其业
绩。

特波文（JosetTerboven，1898—1945）德国驻挪威占领区总督（1940
—1945）。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为中尉。战后在弗帧堡和慕尼黑大学求学，后
任银行职员。1923 年参加啤酒店暴动。二十年代后期参加冲锋队和纳粹党。
1930 年当选国会纳粹党者员。1943 年任纳粹党埃森大区领袖，深得希特勒青
睐。1939 年 9 月任德国第六防卫区防卫专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1940
年 4 月起任驻挪威占领区总督和冲锋队地区总队长，任内镇压抵抗运动和屠
杀犹太人。战后在挪威自杀。

特鲁克（Truk）西太平洋加罗林群岛中部的小群岛。面积127 平方公里。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为日本委任统治地，筑有机场、码头，油料仓库等军事设
施，并有船舶修理、军械修理等工厂。太平洋战争期间成为日军在西南太平
洋的主要基地。日海军第凹舰队司令部及陆军第三十一军军部驻于该地，防
卫兵力约 9万人。对太平洋战争前期日军的作战发挥重大作用。1944 年美军
实施*特鲁克袭击战后即失去战略意义。

特伦查特（HughMontagueTrenchard，1873—1956）英国空军将领。1893
年入伍，参加过英布战争。1912 年学习飞行，随后任职于刚设立的皇家飞行
军团中央航空学校，全力组训新的飞行联队。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率部在法
国作战，领准将衔。1918 年任空军总参谋长，曾计划对柏林实施大规模轰炸。
1927 年作为第一个英国空军将领晋升为空军元帅。1929 年退役，仍活跃于各
种社会活动。长期坚持空军应成为一个独立军种，积极主张发展战略空军。
有“皇家空军之父”的美称。1939 年重返空军，以其威望和专业知识对空军
的发展发挥影响。获贵族称号。

特攻战法  亦称“肉搏进攻战法”。太平洋战争后期日军实施的自杀性
攻击。日军为挽回败局，鼓吹“一死必毁目标”的武士道精神，驱使士兵为
军国主义卖命。该战法可分水上特攻（以一艘装满炸药的特制小艇或袖珍潜
艇撞击一艘敌舰船）；陆上特攻（以单兵摧毁一辆敌坦克）；航空特攻（以
单机撞击一艘敌舰或其他目标）等。曾在莱特湾海战及冲绳岛战役中普遍使
用，但未收到预期效果。

特里布茨（1900—1977）苏联海军将领。1918 年参加海军。参加过国内
战争。1926 年毕业于伏龙芝海军学校。1928 年加入联共（布）党。1932 年
海军学院毕业后，曾任战列舰和驱逐舰长。1938 年任红旗波罗的海舰队参谋
长。翌年起升任司令（至 1946 年）。苏德战争期间，指挥该舰队全力支援*
列宁格勒保卫战，并协同陆军实施波罗的海沿岸的多次战役。1943 年获海军
上将衔。战后曾任远东部队副总司令（主管海军）、总参军事学院系主任等
职。1961 年退役。1972 年获历史学博士。著有《波罗的海潜艇部队在攻击》、
《波罗的海舰队在作战》等。

特别法庭  即“保卫国家特别法庭”。
特高警察  即“特别高等警察”。简称“特高”。日本的秘密警察。1911

年东京警视厅首设特别高等科，1928 年全国府、县警察局均普遍设立。直属
内务省领导，权力极大，活动经费充足。专事镇压和迫害共产党、进步组织
及民主人士。1932 年扩大成部，下设 6科。大战期间，为配合日本的对外侵
略，强比在国内的镇压活动。日本投降后于 1945 年 10 月解散。



特罗菲缅科（CepreiiГcoprиèBичТpoфиMeиko，1899—1953）
苏联将领。1918 年加入俄共（布）党。翌年参军。参加过国内战争。1932
和 1937 年先后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和总参军事学院。1939 年参加进军西
乌克兰。翌年参加苏芬战争时，任第七集团军副参谋长。苏德战争前期历任
战役集群司令和第三十二、第七集团军司令（少将衔），在卡累利阿地域作
战。1943 年 1 月任第二十七集团军司令（至战争结束）。曾参加库尔斯克会
战和解放乌克兰、罗马尼亚、匈牙利、奥地利的作战。1944 年获上将衔。战
后曾任军区司令。

特莱斯科夫（HenningvonTrosckow，1901—1944）德国将领。职业军人。
早年曾信奉纳粹主义，认为它能使德国打破《凡尔赛和约》的束缚。三十年
代后期转而倾向反对法西斯独裁统治，参加上层的反希特勒密谋活动。战争
爆发后，参加进攻波兰和法国。1941 年调任入侵苏联的中央集团军群高级参
谋，随后升任参谋长，获少将衔。期间，曾数次策划暗杀希特勒，均未成。
1944 年参与“七·二○事件，失败后自杀。

特鲁斯各特（LucienKingTruscott，1895—1965）美国将领。1917 年
入伍，曾在骑兵服设，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1942 年赴欧洲作战。任美国
第三步乒师师长，获少将衔。1943 年 7 月西西里岛登陆战役时，任盟军后勤
部队司令。1944 年升任美国第六军军长。同年 5月率军参加安齐奥之战，随
后向意大利本土东北突进，与美国第五集团军其他部队一起于 6月 4日攻占
罗马。同年 12 月晋升中将，并升任第五集团军司令。1945 年率军在意大利
北部作战，先后特鲁斯各特攻占摩德纳（Hodena）、曼图亚（Mantua）、米
兰等重镇。后领军屯驻意大利维罗纳（Verona），直至战争结束。1945 年一
度出任第三集团军司令，1947 年退役。

特隆赫姆之战  挪威战役中主要战斗之一。特隆赫姆（Trondheim）位
于挪威中部港市，扼纵贯挪威南北交通之咽喉。1940 年 4 月 9 日，德军约 2000
人突入该市，随后又前出到瑞典边境，隔断挪威南北联系。盟军改变初衷，
把主攻目标从北方的纳尔维克（N rvik）转向该地。4月 17 日开始，先后有
英、法联军 4个旅在特隆赫姆北面的纳姆索斯（Namsos）和南面的翁达尔斯
内斯（Andalsnes）分别登陆，以 1.3 万人的优势兵力准备向特隆赫姆作钳形
包抄，附近尚有挪军约 5000 人可作增援。然而，从纳姆索斯向南进军受阻后
即垦僵持状态，翁达尔斯内斯方向的盟军则未及北向进军即转入对南防御，
抵抗从奥斯陆北上的德军，几次交战，英军损失惨重。4 月末，盟军决定停
止战斗，集中力量争夺纳尔维克。两支军队于4月 30 日和 5月 1日夜间登船
撤离。5月 3日，中部的挪威军队被迫投降。

特鲁克袭击战  太平洋战争期间美国第五舰队对加罗林群岛的特鲁克
（Trtuk）岛日军海空基地的一次进攻。为在太平洋岛屿争夺战中确保制空和
制海权，配合*马绍尔群岛战役，*史普劳思斯海军中将率埃塞克斯号等 9艘
航空母舰、新泽西号等 6艘战列舰及 10 艘巡洋舰、29 艘驱逐舰组成的编队，
于 1944 年 2 月 17—18 日袭击日军特鲁克基地，击沉日巡洋舰 2艘和驱逐舰
2艘，击毁日机约 300 架，摧毁商船及辅助船舰约 26 万吨。美方仅航空母舰
勇猛号受创，损失飞机 25 架。该战使特鲁克丧失战略意义。

特鲁埃尔战役  *西班牙内战期间的一次战役。1937 年 10 月 15 日，共
和国军为粉碎佛朗哥叛军进攻马德里的计划，在东部战线的特鲁埃尔
（Teruel）地区集中 5个军，对敌实施 3次向心突击。同年 12 月 22 日包围



特鲁埃尔。翌年 1月 7日占领该市。后因共和国军将兵力撤到南线，敌人乘
机大量增兵。1938 年 1—2 月间经激战，共和国军被迫弃守特鲁埃尔。

特瓦尔多夫斯基（AлekcaHдpTpифohoBич-ckи，1910—1971）苏
联诗人。1936 年发表长诗《春草园》一举成名。苏德战争时创作长诗*《瓦
西里·焦尔金》，塑造了苏军战士形象。战时还发表过多部描写战争的诗集。
战后发表反映战时生活的长诗《路旁的人家》。曾担任苏联作家协会刊物《新
世界》主编。

特罗扬诺夫斯基（1907—1967）苏联电影摄影师和导演。1927 年起进
入电影界工作。1929 年毕业于电影技术学校。曾参加过极地考察，拍摄纪录
片。苏德战争期间为战地摄影记者。先后拍摄《在围困中的敖德萨》、《1941
年的军事阅兵式》、《在克拉斯诺达尔的历程》、《保卫高加索的战斗》和
《在东普鲁士》等纪录影片。战后继续从事纪录片摄制工作。

特罗特·楚·索尔兹（AdamvonTrottzuSolz，1909—1944）德国反希
特勒密谋集团核心成员。早年留学英国。后为律师，加入*克莱骚集团。一度
在美活动，寻求对反纳粹政权的支持。后在*阿勃韦尔供职。1939 年 6 月以
官方身份去英试探和解条件。大战爆发后经*魏茨泽克介绍入外交部供职。
1943—1944 年曾去瑞士、瑞典和意大利秘密接触美、英外交官。*七·二○
事件发生后被捕，经*人民法庭判处绞刑。

特林加利·卡萨诺瓦（AntoninoTringaliCasanova，1888—1943）意
大利*保卫国家特别法庭庭长（1932—1943）。1920 年加入法西斯战斗团。
后在民警部队中任职，获中将衔。1927 年起改任国家安全特别法庭法官，次
年升为副庭长。1932 年晋升庭长，并任法西斯大委员会委员。忠实执行墨索
里尼意旨，残酷镇压反法西斯战士。1943 年 7 月 24 日在法西斯大委员会会
议上反对格兰迪动者，继续追随墨索里尼。后潜往北方，1943 年 9 月任*萨
罗共和国司法部长，11 月病死。

特雷布林卡灭绝营（Treblinka）纳粹德国灭绝营之一。位于波兰布格
（Bug）河畔的马尔基尼亚戈尔纳（Mal-kiniaG rna）。19 且年夏建立 1号
营，1942 年春建立 2 号营。实施屠杀初用坦克和卡车内燃机的废气，后用*
齐克隆-B，共屠杀80 余万人，纳粹的屠杀激起被害者的不断反抗。1943 年 8
月之日，2号营的囚禁者举行暴动，放火烧毁营区建筑物，12 人脱逃成功。2
号营此后即取消。4年 7月苏军逼近该地，1号营也撤销。战后，1959—1964
年在 2号营原址建立纪念陵园和象征性公墓。

特莱西恩施塔特集中营（Theresienstadt）又名“泰雷津集中营”。
纳粹德国集中营之一。原系位于捷克斯洛伐克泰雷津（Theresien）镇内的城
堡，1941 年 10 月改为犹太人特别集中营。初期曾为所谓“模范犹太人保留
区”，后海德里希下令改为灭绝营的中转站，将欧洲各国犹太人转运至灭绝
营。先后关押 15.3 万人，其中约5.8 万在该处遇害，其余大多送往奥斯威辛
灭绝营。1945 年 5 月 2 日 8000 多名幸存者被苏军解救。战后在原址建立纪
念碑和博物馆。

“敌乎？友乎？  全称《敌乎？友乎？——中日关系之检讨》。1931
年 12 月，由蒋介石口授，陈布雷笔录，以徐道邻笔名在《外交评论》上发表。
表示：“日本人终究不能作我们的敌人”，中国“须有与日本携手之必要”，
中日两国应“检讨”互相关系，“免使愈走愈趋绝路”，“同归于尽”。声
称日本“以为非打倒中国国民党则中日问题无法解决”，这是“根本的错误”；



如果“国民党的统治不胜外力之压迫而崩溃”，“日本亦不难想象其结果如
何”。劝说日本“不要为感情而牺牲理智”。表明蒋介石对日一面力求妥协，
一面乞告不要无限制扩大侵略。当时中国各报竞相转载，日本报刊也纷纷转
译，轰动一时。敌后武工队抗日战争期间八路军、新四军为粉碎日伪军“清
乡”而派往敌占区的武装工作队。一般由 30 至 50 名军队干部、优秀战士和
地方干部组成，短小精悍，集党、政、军、民各项工作于一身。每个成员既
是战斗员，又是宣传员，同时也是群众工作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其任务是：
在敌后发动和组织群众，建立和恢复党组织和抗日民主政权，扫击和瓦解日
伪军，破坏和摧毁伪政权，配合根据地军民逐步把日伪的“治安区”变为游
击区，把游击区变为抗日根据地。

租借法案（Lend-LeaseAct）即《美国国会第一十七六号法案》，全称
《进一步促进美国防御和其他目的的法案》。1941 年 1 月在罗斯福总统授意
下，由财政部官员*考克斯起草，交参、众两院讨论，同年 3月 11 日通过后
经罗斯福签署生效。规定，凡武器、军火、军用飞机、舰艇或船只等均属防
御物品，生产防御物品的机器、设备、工具、部件、装备等亦归此列，一切
防御物品的计划、说明书、设计、原型或资料均属防御资料；当总统认为有
利于国防时，得在能获取生产所需的资金范围内，批准为任何国家的政府生
产和采购任何防御物品；只要总统认为该国的防御对美国的防御是必不可少
的，也可出售、划拨、交换、租借，或另行处置任何此类防御物品和资料给
任何此类政府。这种援助的期限和条件应是总统认为满意的，而给予美国的
利益可用实物或财产来支付或偿还。或者给予其他总统认为满意的任何直接
或间接的利益。同时还规定，为了加强国防，总统可授权陆、海军部长购买
或获得那些接受租借物资的国家所生产的武器、军火和战争装备；并可随时
颁布对实行该法案必要的和适当的一切规则和条例，可通过专门的机构或官
员行使法案授予总统的职权。法案规定其终止的期限最迟不得超过 1916 年 7
月 1 日。根据这一法案，美国在大战中向盟国提供了大量战争物资，1941 年
3 月其主要对象是英国。4月扩及中国，9月扩及苏联。同年 10 月 28 日，罗
斯福发布行政命令，设立租借物资管理局，并将此法案授予总统的全部权力
托付给该局督办。自 1941 年 3 月至 1945 年战争结束，共有38 个国家接受了
此案所提供的价值 491 亿美元的援助（其中英联邦国家占百分之六十三，苏
联约占百分之二十二）。

赁银统制令  日本政府根据国家总动员法第六条而颁布的控制工资的
敕令。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为控制国内物价上涨，1939 年 3 月公布军
需工业、矿山、化学工业等部门初次任职的薪金。随后又在 10 月公布工资临
时措施令，规定除根据《提薪条例》正常升级外，不许超过 9月份的工资水
准。但冻结了工资却无法控制物价的上涨。由于备工种间工资的不平衡加剧，
1940 年 10 月又不得不修改工资统制令，确定地域、工种的标准工资和最高、
最低工资。但物价的上涨超过工资的增长，不可能防止实际工资的下降。战
后，随着*《日本国家总动员法》的废除，于 1946 年 9 月底失效。

倪志亮（1900—1965）中国将领。黄埔军校毕业。1926 年加入中国共产
党。1928 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曾任红四军军长、红四方面军参谋长。参加
了长征。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参谋长，随军挺进冀南，协
助刘伯承、邓小平开辟冀南抗日根据地，领导军民开展反“扫荡”、反“蚕
食”斗争。1939 年后转战太行山区，历任晋冀豫军区司令员、晋冀鲁豫边区



游击纵队司令员，中央军委四局副局长。解放战争时期，曾任西满军区副司
令员、中南军政大学副校长兼武汉警备副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副部长。1955 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俾斯麦海之战  又称“丹皮尔海峡之战”。盟国空军在俾斯麦海袭击日
本运输舰队之战。为增强新几内亚岛兵力，日军制定*八十一号作战计划。1943
年 2 月 28 日日军 7000 余人在 8艘驱逐舰护航下乘 8艘运输舰驶离拉包尔，
途中得到 200 余架歼击机的支援。3 月 2 日舰船队在俾斯麦（Bismarck）海
遭美、澳空军袭击，损失 8艘运输舰和 4艘驱逐舰（一说 3艘），仅有百余
人到达莱城（一说 800 余人），另有 2500 余人返回拉包尔，余皆葬身海底。
此后日军无力自新不列颠岛向新几内亚作大规模增援。

俾斯麦号战列舰（Biamarck）德国军舰。1936 年在汉堡港船厂开始建
造。1939 年下水。翌年 8月服役，成为战时德国海军最强大的军舰。以前德
帝国宰相俾斯麦（OttovonBismarcK，1815—1898）之名命名。舰长791 英尺，
标准排水量 4.2（一说 5.26）万吨，最高航速 30.5 节，装甲舰舷厚 5.7—12.6
英寸、炮塔厚 7.1—15 英寸，甲板厚 3.9 英寸，装备 8 门 15 英寸火炮，12
门 5.9 英寸火炮和 16 门 4.1 英寸高射炮，另有 4架水上飞机和 6个鱼雷发射
管，舰员 2200 人。1941 年 5 月 18 日，为执行破裘英国大西洋航运的“赖尼
堡行动”（Rheinübung），由舰队司令吕特金斯（GüntherLütjens，1887—
1941）海军上将率领，在*欧根亲王号巡洋舰伴随下出海。英国先后出动 7
艘战列舰、2 艘航空母舰、12 艘巡洋舰和多艘驱逐舰进行追踪截击。24 日，
与英舰发生*丹麦海峡海战。尔后英舰队持续追击该舰，于 27 日 10 时 40 分
被击沉在俾斯麦号战列舰布列斯特以西 450 海里的大西洋海域。此后，德国
被迫基本停止使用大型水面军舰在大西洋进行破袭战的行功。

俾斯麦群岛战役   日军攻占俾斯麦群岛的战役。俾斯麦群岛
（BismarckArchipelago）位于南太平洋新几内亚东北，属澳大利亚管辖，为
战略要地。1942 年 1 月 4 日，日本大本营向南海支队下达尽速攻占俾斯麦群
岛的命令。1 月 8 日，日第四舰队和袭击珍珠港后返航的第一航空舰队（赤
城号和加贺号航空母舰），开始向该群岛最大的新不列颠岛首府拉包尔等地
进行大规模轰炸。1月 19 日，南海支队自关岛出发。23 日零时开始分 6路登
陆，当日攻入拉包尔市内，澳总督率守军 1000 余人退入森林。2月 6日整个
新不列颠岛被日军占领。新爱尔兰岛等其他岛屿亦相继陷落。此后拉包尔遂
成为日军在南太平洋的主要海空军基地。

倍尔（DomintqueGeorgesPire，1910—1969）比利时神父。1928 年起成
为多明我会修士。1937—1947 年在比利时拉萨尔多明我隐修院教授伦理哲
学。大战期间，积极参加抵抗运动，曾救助大批欧洲难民和被迫害者。战后
因此于 1958 年获诺贝尔和平奖。

健康勤务兵（Sanit tsdienstgefreiter，缩写SDG）纳粹德国*灭绝营
中负责用毒气处决囚犯的士兵。在执行屠杀前乘坐饰有国际红十字会标志的
汽车进入营区，随后在党卫队官员陪伴下每人携带装有毒药的铁皮罐，分 2
人一组向毒气室高出地面的水泥通气孔里倾倒，待其产生气体毒杀囚禁者，
10 分钟后再负责用抽气机抽出毒气。

隼式战斗机（Hawk）又译“霍克式战斗机”。即“P-36 型歼击机”。
隼鹰号航空母舰  日本航空母舰。为*飞鹰号航空母舰的姊妹舰。由客



轮改装。三菱长崎造船所制造。1942 年 5 月竣工。标准排水量 2.4 万吨，最
高航速 25.5 节，可载飞机 53 架。同年 6月参加阿留申群岛作战。后调往西
南太平洋。同年 10 月，参加圣克鲁斯群岛海战。以后返回本土。1943 年春
曾调其舰载飞机到所罗门群岛基地，参加岛屿争夺战。1944 年 6 月参加菲律
宾海海战，受重伤。同年 12 月在九州海域遭到美国潜挺攻击，未被击沉。1946
年拆除。

徐谟（1893—1956）中国外交官。字叔谟。早年留学美国。曾任国民政
府外交部参事、欧美司司长。九·一八事变后任外交部常务次长，不久调任
政务次长，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抗日战争爆发后，主张与日本进
行“和谈”。1937 年底参与”陶德曼调停。1941 年 7 月任驻澳大利亚公使，
开展抗日宣传活动，以争取外援。1945 年 1 月调任驻土耳其大使。同年 4月
赴华盛顿出席联合国法律专家会议，为新国际法庭章程起草人之一。抗战胜
利后曾任海牙国际法庭法官。后在海牙病故。

徐永昌（1889—1959）中国将领。字次辰。北京陆军大学毕业。曾任冯
玉祥国民军第三军军长、晋军第二十路军总指挥。九·一八事变时任山西省
政府主席，长期斡旋于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之间。1935 年
授二级上将衔。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国民政府军委会军令部部长，主持搜集
并分析日军情报，参与制订对日作战指导方针。抗战胜利后，任国民政府代
表团团长，参加同盟国在东京湾美舰密苏里号上举行的对日受降仪式，与苏、
美、英等国代表共同签署受降书。1946 年后，任陆军大学校长、国防部长。
1949 年去台湾，曾任台湾当局“总统府”资政、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

徐向前（1901—1990）中国将领。原名象谦，字子敬。黄埔军校毕业。
192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广州起义。曾任鄂豫边革命军事委员会主
席、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兼红四军军长，创建了川陕革命根据地。1935 年春参
加长征，北上抗日，任红军右路军总指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抗日
战争爆发后，同周恩来赴太原与阎锡山谈判，开展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
作。8 月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副师长。与刘伯承指挥部队东渡黄河，挺进太
行山区，开辟抗日根据徐向前地。参与指挥广阳、神头岭、晌堂铺战斗和晋
东南反“九路围攻”。1933 年 4 月为配合徐州会战，率部挺进冀南，开展平
原游击战争，创建冀南抗日根据地。1939 年 1 月参与组织和指挥冀南区春季
反“扫荡”等战斗。同年 6月到山东任八路军第一纵队司令员，统一指挥山
东和苏北、皖北八路军各部队，坚持抗日游击战争，并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
共磨擦进行坚决斗争。1940 年回延安。1942 年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
兼参谋长。次年任抗日军政大学代理校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
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1955 年 9 月被投予中华人
民共和国元帅军衔。著有《历史的回顾》。

徐庭瑶（1892—1975）中国将领。字月祥。保定军校毕业。曾任国民政
府军师长。1931 年曾参加“围剿”鄂豫皖苏区。1932 年冬任第十七军军长兼
蚌埠警备司令。次年率部参加古北口*长城抗战，旋升任第八军团总指挥。1934
年赴欧美考察军事及机械化装备。翌年回国后授中将衔，任训练总监部交通
总监，兼任交通兵、辎重兵、通信兵三校教育长，负责建立陆军机械化部队。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机械化学校教育长兼军训部机械化兵监。1938 年 11 月



兼任新编第十一军军长。1939 年 12 月任第三十八集团军总司令，率部至桂
南，在*昆仑关战役中重创日军板垣第五师团。抗战胜利后，任装甲兵总司令。
1949 年去台湾。著有《机械化军备论》。

徐特立（1877—1968）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之一，教育家。原名懋恂，又
名立华。参加过辛亥革命。曾创办长沙师范和女子师范学校。1927 年加入中
国共产党。1928 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特别班学习。九·一八事变后任中华苏
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教育人民委员部副部长。1934 年参加长征，北上抗
日。抗日战争爆发后，以八路军高级参者名义，任八路军驻湘办事处代表，
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1940 年后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自然科学
院院长，在延安从事抗日根据地的教育、宣传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继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教育研究室主任。著作辑为《徐特立教育文
集》。徐海东（1900—1970）中国将领。原名元清。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曾任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八军军长，红十五军团军团长，参与开创鄂豫皖、
鄂豫陕革命根据地。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三四四旅旅长，
率部东度黄河，挺进山西抗日前线，参加指挥平型关和晋东南反“九路围攻”
等战斗。1938 年春率部进入河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1939 年 9 月，随刘少
奇赴华中，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第四支队司令员，指挥周家岗战斗，
取得皖东反“扫荡”的重大胜利，巩固了皖东抗日根据地。1940 年后患重病，
仍随军指挥作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国防委员会委员。1955 年授予大将军衔。

徐源泉（1886—1960）中国将领。字克成。江南将备学堂毕业。曾任奉
军第六军军长，国民政府第十军军长，九·一八事变后，任湖北全省清乡督
办、豫鄂皖三省“剿总”左路军副司令官，参加“围剿”鄂豫皖苏区。1935
年授二级上将衔。抗日战争爆发后，历任第四预备军副司令长官、第二军团
军团长、第二十六集团军总司令，因对日作战不力，1939 年 5 月调任军事参
议院参者。抗战胜利后退役。大陆解放前夕去台湾。

徐州会战  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军队在徐州地区抗击日军进攻的战略性
战役。1937 年 12 月，日本*华中方面军占领南京后即渡江北上，与占领济南
后继续南下的日本*华北方面军南北合击徐川，企图打通津浦铁路，然后循陇
海铁路西进，取道郑州南下攻占武汉，压迫中国政府投降。中国驻守津浦铁
路线的*第五战区部队，由李宗仁指挥进行抗击。在南线，日军沿着津浦线北
上，于 1938 年 2 月初占领临淮关、凤阳、蚌埠，并强渡淮河。中国守军节节
抵御，并在日军侧背向池河、定远反击，迫使日军退回淮河南岸邵伯、盱眙、
临淮关、三十里铺一线，与中国军队对峙。在北线，日军第五师团沿胶济铁
路东进，占领潍县、青岛后转南，进逼临沂。从 2月 21 日起，中、日两军在
临沂展开激烈的争夺战。同时，日军第十师团沿津浦铁路南下，先后攻占邹
县、滕县、枣庄、峄县。3—4 月间，中日双方进行*台儿庄战役。中国军队
取得歼敌 1 万余人的胜利。日军在台儿庄受挫后，重新部署兵力，增至 10
个师团约 30 万人，分多路合击徐州。在北线日军4个师团沿津浦线及其两侧
南下，另以 1个师团从濮县地区渡过黄河切断兰封（今兰考）、归德间的陇
海铁路，阻止中国军队东援徐州；在南线以两个师团北攻策应。蒋介石企图
扩大台儿庄胜利的战果，拒绝李宗仁的正确意见，大量增兵（增至 64 个师另
3个旅，约 45 万人）与日军进行战略决战。4月上、中旬日军在枣峄、临沂
地区发动进攻，至 4月下旬攻占临沂、郯城等地，从陇海铁路东端逼近徐州。



5 月 12 日日军又分别从济宁南下和向台儿庄以西推进，迂回到徐州西北侧，
徐州中国守军处于三面受围之中。南线的日军也先后攻占徐州西南的蒙城、
永城和萧县。5月 15 日，中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经汉口最高军事会议决定
弃守徐州。翌日，第五战区下达撤退命令，除以一部留守徐州掩护和在苏北、
鲁西与日军周旋外，主力向西南方向突围，撤向豫、皖山区。19 日徐州失陷。

殷汝耕（1889—1947）汉奸。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曾任国民政府驻日
特派员、上海市政府参事、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参议。1932 年一·二八事变
时参与签订*《淞沪停战协定》，次年又参与签订*《塘沽协定》。后任国民
政府河北省蓟密区兼滦榆区行政督察专员。1935 年 11 月，在侵华日军指使
下策划华北 5省“自治”运动。在通县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任政务委员
会委员长。割据冀东 22 个县。抗日战争爆发后，因通州事件辞职。抗战胜利
后被国民政府判处死刑，在南京处决。

舰队派  亦称“统帅派”。日本海军中的派系之一。由反对《伦敦海军
裁军条约》的海军军官组成。主要成员有加藤宽治、未次信正、高桥三吉、
山本英辅和大角岑生等人，多为军令部系统的军官。认为日本海军必须保有
美国海军的七成，强烈反对华盛顿限制海军军备条约规定的美英日海军比
率。围绕签署和批准《伦敦海军裁军条约》，而*条约派发生尖锐冲突。后通
过策动伏见宫出任军令部长等措施，逐渐在海军内占居主导地位。促成 1934
年底废除《华盛顿限制海军军备条约》，1936 年退出伦敦海军裁军会议，使
日本海军发展进入无条约限制时代。

舰队防卫西半球二号计划（HemisphereDefensePlansNo.2）美国海军
为大西洋护航队提供护航的计划。为使援助英国的物资能顺利输往英国，1941
年 4 月初美国海军部应罗斯福总统的要求拟订一项护航防卫计划，规定美国
军舰可以对在西大西洋水域的德国潜艇及海面劫掠船采取战斗行动。但 4月
13 日《苏日中立条约》签订后，太平洋局势起了新的变化。于是美海军部对
原计划作出修订，即称现计划为“舰队防卫西半球二号计划”，原计划则为
一号计划。修订后规定美舰巡逻的范围为西经 25°的大西洋水域，在观察或
侦察到德国舰只时，向护航船队和英国战舰报告。除非遭到袭击，美国巡逻
飞机和舰挺不得开火。该计划于 4月 24 日得罗斯福批准生效。

航空总军  大战末期日本为防卫本土而组建的空军战略战役军团。随着
战局的恶化，日本大本营为加强本土决战的准备，于 1945 年 4 月 8 日下令组
建。*河边正三任司令官，司令部设东京都市谷。下辖第一（东部）、第六（西
部）航空军，另 3个航空师团，负责本上航空作战。同年 9月解体。

航空母舰突击编队  以攻击型航空母舰为核心的水面舰艇战役编队。初
见于日本为袭击珍珠港而组建的以 6艘航空母舰为核心的机动部队。美国海
军从中得到启示，1943 年由美国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尼米兹组建和广泛采
用，成为太平洋战争中美国海军的主要战斗形式。主要用于消灭敌方海空兵
力和摧毁陆上目标，破坏敌海上交通线和保卫已方交通线，掩护和支援登陆
作战等。一般以 2—4艘攻击型航空母舰（舰载飞机 180—360 架）为主要突
击兵力，辅以巡洋舰、驱逐舰和后勤舰船若干艘，具有较强的机动性和自工
能力，突击纵深达 1800 公里，可在海上连续活动 50—80 昼夜。

豹式坦克（PanzerkampfwagenVPanther）又名“T-V 型坦克”。德国重
型坦克。1937 年开始研制，进展缓慢。1941 年德军进攻苏联与*T-34 型坦克
遭遇后，加快研制速度。1942 年 11 月首次生产。全重 45 吨，乘员 5人。装



备长身管 75 毫米火炮 1门，7.92 毫米机枪 1—3挺。前装甲厚 80—100 毫米。
发动机最大功率 642—690 马力，公路最大时速 46 公里，行程 177 公里。1943
年 7 月首次用于库尔斯克战役。大战末期在德军装甲部队中起重要作用。

爱伦堡（илbяГpиropbeBичэpeHбypr，1891—1967）苏联作家。
1910 年开始发表作品。十月革命后长期担任苏联报刊驻外记者。西班牙内战
时曾以《消息报》记者身份实地采访。1940 年 5—6 月纳粹德国向西欧发动
进攻时，在法国采访。1941 年发表长篇小说《巴黎的陷落》。苏德战争中作
为战地记者在报刊上发表大量政论，揭露法西斯侵略，歌颂爱国主义，呼吁
世界人民奋起斗争。1942—1944 年间出版政论集*《战争》（3卷）。战后继
续创作反映战时生活的小说《暴风雨》。斯大林逝世后发表的作品《解冻》
和《人、岁月、生活》，曾在当时苏联文艺界引起争论。

爱因斯坦（AlbertEinstein，1879—1955）物理学家，反法西斯主义者。
生于德国符腾堡（Württemberg）犹太小厂主家庭。早年在苏黎世理工学院求
学并获得苏黎世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09 年起在苏黎世大学、苏黎世工业大
学等任教。1914 年任柏林威廉皇家科学院（后改为普鲁士科学院）物理学研
究所所长和柏林大学教授。先后提出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发展普朗克
的量子论，解释布朗运动并发现了光电效应定律，1921 年获诺贝尔物理学
奖。三十年代初参加反战运动。1933 年被纳粹政权剥夺全部职务并遭迫害，
遂移居美国，任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终身研究员。1940 年加入美国籍。常公
开谴责纳粹暴行，其著作在德国遭禁。1939 年曾致函美国总统罗斯福，提请
注意德国核裂变研究的进展，促成美国政府注重原子弹的研制。晚年还致力
于世界和平运动。

爱沙尼亚  见“波罗的海国家”。
爱思赛德（WilliamEdmundlronside，1880—1959）英国将领。早年毕

业于伍尔威奇皇家军事学院，参加过布尔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曾在
东欧、波斯、印度和本上历任军职，屡有晋升，1935 年领上将衔，1938 年任
直布罗陀总督；1939 年 5 月任海外部队总视导，7月任*英国远征军总司令。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与*戈尔特对调职位任帝国总参谋长。1940 年 5 月
改任英国本土防卫部队总司令，7 月去职。是年获元帅衔，翌年受封贵族称
号，退休。

爱斯基摩人（Husky）即“哈斯基”。s
爱德华八世（EdwardVIII，1894—1972）英国国王（1936 年）。乔治

五世（GeorgeV，1865—1936）之长子，乔治六世之兄。求学于皇家海军学院
和牛津大学。1911 年册封为威尔士亲王（ThePrinceofWales）。第一次世界
大战中曾在法国和埃及、意大利前线服役。1936 年 1 月继登王位，不久即同
热恋多年的美国人辛普逊夫人（MrsWallisSimpson，1896—1986）结婚，为
王族和英国习俗所不容，于同年 12 月逊位，受封温莎公爵。初持亲德立场，
1937 年曾赴德访问希特勒。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任英法司令部少将联络官，
1940—1945 年出任巴哈马总督。战后侨居法国。病殁于巴黎。

爱麦虞限三世（VictorEmmanuelIII，1869—1947）意大利国王（1900
—1946）。翁贝托一世（UmbertoI，1844—1900）之子。原为那不勒斯亲王。
1900 年其父被暗杀后继位。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加入协约国参战。战后纵
容法西斯主义。1922 年授权墨索里尼组阁，促成法西斯专制制度在意大利确
立。赞同侵略埃塞俄比亚和武装干涉西班牙，1936 年加冕为埃塞俄比亚皇



帝。支持与德国结盟，并组成轴心国。1939 年又兼阿尔巴尼亚国王。第二次
世界大战爆发后，1940 年 6 月 10 日签署对英、法宣战声明，使意大利正式
参战。后因意军在各战场节节败退，国内经济日趋恶化和人民普遍不满，逐
渐倾向解除墨索里尼职务，并向盟国试探单独媾和。1913 年 7 月 25 日，*法
西斯大委员会通过格兰迪动者后，下令逮捕墨索里尼，并任命巴多里奥为首
相。9月 8日釜订停战协定后，面对德军入侵，弃守罗马南逃。10 月 13 日对
德宣战，但不愿触动法西斯制度，拒绝民主改革。1914 年 6 月被迫任命其子
*翁贝托二世为摄政王，1916 年 5 月逊位。后流亡国外，病死于埃及。

爱国行动小组（GruppidiAzionePatriottlea）意大利青年密谋组织。
1913 年 9 月后，由加里波第纵队和行动党倡导组建。主要在城市开展地下武
装活动，专事袭击军事指挥部、仓库、运输队、火车站和电站，并暗杀德国
占领军军官和意大利法西斯官员。该组织的军事行动得到人民广泛支持，曾
于 1944 年 3 月 23 日在罗马城内伏击德国党卫队，毙伤敌人 33 名。在意大利
人民的抵抗运动中发挥过重大作用。

爱达荷号战列舰（Idaho）美国成列舰。1914 年开始建造。排水量 3.2
万吨，配备 14 英寸火炮 12 门，同类型号战列舰称“爱达荷”级。初服设于
美国大西洋舰队。珍珠港事变后调赴太平洋海域对日作战，后编入美国第五
舰队。1913 年 11 月参加吉尔伯特群岛战役。1944 年先后参加马绍尔群岛战
役和马里亚纳群岛战役。1945 年参加冲绳岛战役。

翁贝托二世（UmbertoII，1904—1983）意大利国王（1946 年）。爱麦
虞限三世长子。都灵王家军事学院毕业。1931 年起获准将衔，1933 年晋升至
上将。意大利参战后，1940 年 6 月任西线集团军群司令，指挥所部入侵法国，
未获显著战果。1942 年起调任南线集团军群司令，同年晋升元帅。1944 年 6
月 5 日担任摄政王，接管王国大权。1946 年 5 月 9 日其父逊位后，加冕为国
王。同年6月 13 日公民投票废除君主制后退位。萨伏依王朝在意大利的统治
至此结束。

狼人（Werwolf）①大战末期德国空军作战计划代号。旨在阻止美军的
空中攻击。1945 年 4 月 7 日实施，德方出动183 架战斗机参战，损失133 架，
其中 78 名飞行员跳伞生还；美方损失 23 架四引擎轰炸机。②大战末期纳粹
德国的游击组织代号。受希姆莱控制，由党卫队地区总队长普吕茨曼
（HansPrützmann）直接指挥。成员着平民服装，同德国陆军配合，在盟军占
领区从事破坏活动。1945 年 5 月初遵照邓尼茨命令停止活动，后在弗沦斯堡
（Flensburg）向盟军投降。①大战末期德国广播电台名。由戈培尔设立，1945
年 4 月 1 日起正式播音，曾向外界渲染“狼人”组织的威力，并呼吁德国民
众实行“焦土”抵抗，不久即关闭。

狼穴（Wolfsschanze）东普鲁士希特勒大本营驻地代号。位于腊斯登堡
（Rastenburg）以东 1公里的树林中，最初代号为“阿斯卡尼亚化工厂防空
设施”。1940 年 11 月—1941 年春由*托特组织建造，后陆续扩建和加固。核
心部分由 10 个藏在 2米厚混凝土板下的地堡组成，内设希特勒等高级党政头
目的住所和办公室；正中是木板结构的会议室，1913 年冬围上 6米厚的水泥
墙；地堡周围设有武装部队指挥部、陆军总司令部、空军总司令部和地下通
讯枢纽站；外围有 3层由地雷场、地堡群和通电铁丝网构成的隔离带，由党
卫队员昼夜巡逻。进入希特勒住所必须持有一次有效的特别通行证。1941 年
6 月 23 日—1944 年 11 月 20 日使用。1944 年曾在此发生*七·二○事件。



狼谷（Wolfsschlucht）战时希特勒的野战司令部之一。位于法比边界
附近比利时的勃罗里-德-帕夏（Br ly-de-pêche）村内。1940 年 5 月设立，
设施较简陋。1910 年 6 月 6—25 日使用，后因蚊子多而关闭。

狼群战术（Rüdeltaktik）德国的潜艇战术。潜艇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用
于实战以来，传统为单艇作战。1935 年*邓尼茨出任德国潜艇部队司令后，
倡寻多艇结群合同作战，并在战前的演习中得到检验。战争初期，由于德国
潜挺数量太少未能实施。1940 年 10 月起，在*大西洋之战中逐步推行。由岸
上潜艇司令部大致确定盟国护舰运输队位置，用无线电指挥附近阵位上的潜
艇集结拦截。当一艘潜艇发现目标后便引导其他潜艇，有时亦根据侦察机情
报引导。潜艇群一般持续追踪盟国船队数天，夜间在水上发动攻击，白昼下
潜规避。最初仅为数艘潜艇组成的小群，后发展成十几艘的大群，并常以两、
三群实施合同作战。随着德国潜艇战的失败，邓尼茨被迫在 1944 年春放弃此
战术。

狼牙山五壮士  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在狼牙山抗击日军的 5 名英雄。
1941 年 9 月 25 日，日伪军 300 余人在飞机、大炮掩护下，多路围攻河北易
水河畔的狼牙山区，企图歼灭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第一团。为掩护
部队和群众转移，该部班长、共产党员马宝林等 5人，把敌人诱上悬崖绝路，
凭借山险与敌搏斗 1天，毙伤敌 90 余人，在弹尽粮绝情况下跳崖。马宝林、
胡福才、胡德林壮烈牺牲，葛振林、宋学义在半山腰被树枝挂住，带伤脱险
归队。被誉为“狼牙山五壮士”，后在该处建“五勇土纪念塔”。

[丶]

高思（ClarenceEdwardGauss，1887—1960）美国外交官。1906 年进入
外交界任职，1907—1909、1912—1931、1936—1940 年间数度在美国驻中国
各领事馆任职，历任驻上海、天津、奉天（沈阳）、济南、厦门等地的代理
领事、领事、副总领事和总领事，1933—1935 年任驻华大使馆参赞。1935
年曾调任驻法国巴黎总领事。1940 年出任驻澳大利亚公使。1941 年初复调任
驻华大使。主张对日本采取强硬政策。对国民党政府消极抗日政策表示不满，
在*史迪威同蒋介石的矛盾冲突中，支持史迪威的立场，并要求蒋介石动员包
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力量抗击日本。1944年11月在*史迪咸事件后辞职。1945
年退出公职。战后一度担任华盛顿进出口银行的董事等。高志航（1908—
1937）中国空军军官。原名志恒。东北陆军军官学校毕业。1925 年赴法国莫
拉诺高等航空学校、义斯特陆军航空战斗学校学习。九·一八事变后任国民
政府航空署少校飞行员。1935 年任空军第六大队队长。1937 年*淞沪会战爆
发后，于 8月 14 日由河南周家口进驻杭州宽桥机场。同日率队与敌 18 架重
轰炸机展开空战，击落敌机 2架，开中国空军击落日机之先例。10 月，又在
镇江上空击落敌侦察机 2架、轰炸机 1架，因功晋升空军驱逐机上校司令兼
第四大队大队长。11 月 21 日在周家口机场遭敌机轰炸时殉国。后被国民政
府追赠为空军少将。

高树勋（1898—1972）中国将领。字建侯。曾任国民政府军第二十六路
军第二十七师师长。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调往江西参加“围剿”中央苏
区，因不满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不久便离开部队到天津“养病”。
1933 年加入*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任骑兵司令，参加收复多伦的战斗。



抗日战争爆发后，历任河北省保安处处长、河北游击总指挥、第一集团军新
编第六师师长、第十军团副军团长兼暂编第一军军长，曾调至冀南一带作战，
与八路军合作甚洽。1939 年任新编第八军军长。1941 年任第三十九集团军总
司令，在冀豫边界地区驻防。1942 年授中将衔。1944 年 9 月任冀察战区总司
令，次年 6月任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抗战胜利后，奉调进攻晋冀鲁豫解
放区，1945 年 10 月 30 日率部在邯郸前线起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
河北省副省长、国防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

高敬亭（1901—1939）中国将领。原名志员。1929 年参加中国共产党。
曾任鄂豫皖省苏维埃政府主席、中共豫东南道委书记、红二十八军政委，开
创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抗日战争爆发前后，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独立自
主原则，保存和发展了革命力量。1938 年 2 月出任新四军第四支队司令员，
率部在安徽巢县蒋家河口、桐城县棋盘岭、肥西椿树岗等地打击日军，连战
连捷。因在执行东进敌后的命令等方面犯有错误，于 1939 年 6 月 24 日在安
徽肥东青龙场被错杀。1977 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予以平反和恢复名
誉。

高杨战役  1944 年新四军在江苏省涟水县对日伪军的一次进攻作战。是
年 4月 19 日，新四军第三师兼苏北军区部队共 7个团，向盘踞在涟水以北高
沟、杨口地区的伪军第七十二旅发起进攻，攻克敌伪据点 14 个，歼伪军2000
余人和由大伊山等地增援之日军 140 余人，收复了六塘河两岸地区，使淮海、
盐阜两区联成一片，为战略反攻准备了条件。

高邮战役  日本投降后华中野战军歼灭拒降日伪军的战役。1945 年 9
月 2 日日本签署投降书，但被解放区军民包围的日伪军仍顽抗，拒绝向中共
领导的抗日军民投降。为彻底粉碎扬州、泰州的国民党军队向北与高邮日伪
军勾结进犯华中解放区的企图，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中野战军集中 15 个团于
12 月 19 日发起此战役。26 日攻占该城，歼灭日军 1000 余人、伪军 4000 余
人，并击退了由扬州出援的国民党军队，巩固了华中解放区。

高举战旗（DieFahneHoch）即“霍尔斯特·威塞尔之歌”。
高桥是清（1854—1936）日本首相（1921—1922）、财经专家。早年留

学美国。回国后在大藏省和文部省供职。后历任日本银行副总裁、总裁和山
本、原敬两届内阁的大藏大臣。1921 年 11 月原敬被刺后，一度出任首相。
1924 年辞去男爵爵位和贵族院议员。1927 年主融危机时，再度出任田中内阁
的大藏大臣。九·一八事变后，连任犬养、斋藤和冈田三届内阁的大藏大臣。
推行禁止黄金出口，发行赤字公债，发展军需工业和出口工业的财政政策，
即所谓“高桥财政”。1935 年为避免还货膨胀，主张逐步减少公债，限制军
费。与军部无限制扩充军备的计划发生冲突。1936 年二·二六事件时被杀。
著有《高桥是清自传》。

高加索会战  苏德战争中苏军于 1942 年 7 月至 1943 年 10 月在高加索
地区进行的一系列防御和进攻战役。先后参加会战的有：*南方方面军、*北
高加索方面军、*外高加索方面军、黑海舰队、亚速海区舰队和里海区舰队。
1942 年 7 月 23 日，*希特勒第四十五号指令确定代号为*鼠曲草的进攻高加
索计划，为此投入*A 集团军群（22 个师），共 16.7 万人，火炮和迫击炮4540
门，坦克 1130 辆，飞机近 1000 架。1942 年 7 月 25 日至 12 月 31 日，苏军
以 5个集团军共 11.2 万人实施防御，先后进行*阿尔马维尔-迈科普战役、*
新罗西斯克战役、*莫兹多克-马尔戈别克战役、*图阿普谢战役和*纳尔奇克-



奥尔忠尼启则战役，总称*北高加索防御战役。德军在进攻中占领了北高加索
大片地区，但突破各山口进入外高加索的企图未能得逞。12 月中旬，德军停
止进攻，转入防御。1943 年 1 月 1 日起苏军发动*北高加索进攻战役，包括
实施*罗斯托夫战役、*克拉斯诺达尔战役，收复北高加索大部分地区，进抵
塔曼半岛。为阻止苏军推进，德军在亚速海至新罗西斯克间建立*蔚蓝色防
线，一度阻滞了苏军的进展。4—5 月间，双方进行了*库班空战。尔后战事
有所停顿。9月 10 日，苏军再度发起进攻，实施*新罗西斯克-塔曼战役，突
破“蔚蓝色防线”，解放新罗西斯克。至 10 月 9 日，苏军肃清塔曼半岛之敌，
全部解放高加索，取得会战的最后胜利。苏军在 1943 年 1—10 月的进攻战役
中，共歼灭德军 28.1 万人、坦克 1358 辆、火炮和迫击炮 7000 余门、飞机
2000 余架。

高松宫宣仁（1905—）日本皇族。大正天皇第三子，裕仁天皇之二弟，
幼时称号光宫。1924 年海军兵学校毕业，1936 年海军大学毕业。在军令部任
职，为海军大佐。1937 年 11 月 5 日当第十军在中国方面舰队护卫下在杭州
湾北岸登陆时，亲临视察，鼓舞士气。与山本五十六过从甚密，参与策划和
实施对珍珠港的袭击。1942 年代表裕仁天皇参加“满洲国”建国十周年的活
动，支持政府的侵略政策，后在海军内进行反对东条内阁的活动，并与宫廷
势力联系、配合。太平洋战争后期，策划和制定了特攻的作战方式。战后在
政界与文化界活动。

高加索方面军  苏联战略战役军团。1941 年 12 月 30 日由*外高加索方
面军为基础组建。辖 5个集团军。塞瓦斯托波尔防御地域、黑海舰队和亚速
海区舰队也属其指挥。组建后完成了由外高加索方面军和黑海舰队发动的刻
赤-费奥多西亚登陆战役。1942 年 1 月 28 日分编为*克里米亚方面军和外高
加索军区（该军区在同年 5月重新组建为外高加索方面军）。司令为科兹洛
夫（ДMиTPийTиMOфeeBичKo3лOB，1896—1967）。

郭忏（1894—1950）中国将领。字悔吾。保定军校毕业。曾任国民政府
军副军长、晋陕绥宁边区“剿总”参谋长。1936 年授中将衔。抗日战争爆发
后，任湖北全省防空司令兼第一八五师师长。1938 年 4 月任第九十四军军长，
率部在鄂北地区抗击日军。同年 10 月代理武汉卫戍总司令，参加*武汉会战。
1939 年 1 月任第三十三集团军副总司令，同年底兼任长江上游江防司令和江
北兵团司令。1941 年 7 月任第六战区长官部参谋长，参与策划鄂西战役、常
德战役。1944 年 1 月升任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抗战胜利后，任武汉警备总
司令。后任国防部参谋次长、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1949 年底去台湾。

郭天民（1905—1970）中国将领。黄埔军校毕业。1927 年加入中国共产
党。曾任红九军团参谋长。1931 年 10 月参加长征，北上抗日。抗日战争爆
发后，任中央军委一局局长。1938 年调任晋察冀军区副参谋长，不久任该军
区二分区司令员。同年 4月参与指挥平汉、平绥路破袭战，并粉碎日军多路
围攻。1940 年率部破袭正太路，并参加*百团大战。1944 年 11 月任冀察军区
司令员，巩固和发展了冀察抗日根据地。1945 年春夏，率部攻克怀安、涞源、
崇礼三县城 62 个日伪据点。8 月指挥所部迅速进占张家口。解放战争时期，
任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副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国人民解
放军训练总监部副部长。1955 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郭沫若（1392—1978）中国文学家、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原名开贞。
笔名沫若。日本九州帝国大学毕业。192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翌年旅居日本，



从事甲骨文、金文研究。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国，与夏衍等主编《救亡日报》，
曾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和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团结进
步文化人士，开展抗日文化宣传工作。皖南事变后，创作《棠棣之花》、《屈
原》、《虎符》等历史剧，痛斥国民党顽固派反共卖国政策，鼓舞人民的抗
日民主斗争。期间还著有《战声集》等诗文集，《十批判书》、《甲申三百
年祭》等历史专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全国文联主席、中国科学
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郭泰祺（1890—1952）中国外交家。字复初。曾任武昌商科大学校长、
护法军政府外交部次长、中国驻意大利公使。1932 年一·二八事变时，任国
民政府外交委员会委员、外交部次长、中日停战会议中方首席代表，曾与日
方代表签署《上海停战及日方撤军协定》。抗日战争期间，先后任外交部长、
国防最高会议外交委员会主席、中央文化协会会长。抗战胜利后，任联合国
安理会中国首席代表。在美国去世。

席拉赫（BaldurvonSchirach，1907—1974）德国纳粹青年领袖。母为
美国人。曾在慕尼黑大学攻读艺术史和德国民俗学。年轻时即成为反犹主义
者。1927 年加入纳粹党和冲锋队。1928 年参与组建*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大
学生联合会。1931 年被希特勒任命为纳粹党青年工作领袖，掌管包括*希特
勒青年团在内的所有纳粹党青年组织。1933 年纳粹党掌权后，被任命为全国
青年领袖。1936 年 12 月起成为内阁成员。积极在青年中煽动民席拉赫族沙
文主义和战争狂热，灌输纳粹思想，成为希特勒毒害和控制青年的得力助手。
1940 年辞去全国青年领袖职务，但保留主管青年教育的全国领袖职务。同年
出任纳粹党维也纳大区领袖，兼汪该大区行政长官（总督）和德国国防委员。
在其辖区内进行掠夺和奴役，继续推行灭绝犹太人的政策。1946 年在纽伦堡
国际军事法庭以违反人道罪判处 20 年徒刑。1966 年获释。

病毒房（VirulezHaus）大战期间德国原子研究实验室的代号。位于柏
林，由海森堡（WernerKarlHeisen-berg，1901—1976）主持研究工作。因挪
威的重水来源被盟军突击队员切断，1943 年起研究进展缓慢。

唐纳  即“坦内尔”。
唐亮（1910—）中国将领。1930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三军团第二

师政治部主任。1934 年参加长征，北上抗日。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第
一一五师第三四三旅教导大队政委，参加*平型关战斗。后任第三四三旅和八
路军第二纵队政治部副主任。1941 年任冀鲁豫军区政治部主任，随军进入山
东敌后，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1913 年起任山东滨海军区政委兼区党
委书记，领导军民向日伪军进行攻势作战。解放战争时期，曾任第三野战军
政治部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南京军区政委、军政大学政委。1955
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唐生智（1889—1970）中国将领。字孟潇。保定军校毕业。北伐战争时，
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兼湖南省政府主席、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兼湖北省政
府主席。九·一八事变后，任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院长。1934 年改任军委会
训练总监。次年授一级上将衔。抗日战争爆发后，力主坚守南京，任南京卫
戌总司令。12 月 13 日南京沦陷后，即调任军政执法部总监。次年曾处理*韩
复集通敌读职一案。不久离职，回湘长期闲居。抗战胜利后曾任湖南人民自
教委员会主任委员，参与长沙和平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湖南
省副省长、国防委员会委员、民革中央常委。



唐式遵（1885—1950）中国将领。字子晋。曾任川军前敌总指挥、国民
政府军第二十一军军长。1936 年授中将衔。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二十三集
团军副总司令兼第二十四军团军团长，率部出川抗战，参加武汉会战。后在
江浙皖一带作战，历任第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1938
年授中将加上将衔。1941 年初，参与策划*皖南事变。抗战胜利后历任长沙
绥站公署副主任、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1950 年 3 月 18 日在西康越巂
被人民解放军击毙。

唐延杰（1909—1988）中国将领。1927 年赴莫斯科东方大学附设军事班
学习。1929 年回国。次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4 年参加长征，北上抗日。
193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十五军团第二十八军参谋长。抗日战争爆发
后，任八路军总部作战处处长、副官长。后去华北敌后，历任晋察冀军区教
导团团长，晋察冀军区副参谋长、参谋长。率部转战晋察冀，领导军民开展
反“扫荡”、反“蚕食”斗争。解放战争时期，曾任北岳军区司令员、华北
军区参谋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高等军事学院教育长、国防科委
副主任。1955 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唐淮源（1884—1941）中国将领。字佛川。云南讲武堂毕业。历任国民
政府军旅长、师长，1936 年授中将衔。抗日战争爆发后，率部北上抗日，参
加高碑店、保定、娘子关、侯马等战役。1938 年 7 月任第三军副军长，次年
7月升任军长，驻守中条山，先后挫败日军多次进攻。1941 年日军向中条山
大举侵犯时，率部奋战，被困于夏县东交口附近。因弹尽援绝，自戕殉国。
国民政府追赠他为上将。

斋藤实（1858—1936）日本首相（1932—1934），海军将领。1877 年毕
业于海军兵学校。1884 年赴美留学，同时兼任驻美武官。归国后历任舰长、
海军省军务局长、海军总务长官和海军次官。1906—1914 年连任历届内阁的
海军大臣，积极扩充海军军备，期间晋升海军大将。（1912 年）1919 年出任
朝鲜总督，1925 年封为子爵。1927 年 4 月代表日本出席日内瓦裁军会议筹备
委员会。1929—1931 年再任朝鲜总督。鼓吹对外扩张。长期任日俄协会、海
军协会和大日本少年团等右翼组织的头目。1932 年五·一五事件后组阁，创
设*五相会议，加紧推行侵华政策，签署*《日满议定韦》，正式承认“满洲
国”，1933 年 3 月宣布退出国际联盟。对内实行军需通货膨胀政策，起用皇
道派*荒木贞夫为陆军大臣，加强军部对政治的干预。1934 年 7 月因阁僚有
受贿嫌疑被迫辞职。1935 年 12 月任内大臣，1936 年二·二六事件时被杀。

竞技神号航空母舰  即“赫耳墨斯号航空母舰”。
拳击家（Pugilist）1943 年英军攻击突尼斯境内*马雷特防线的行动代

号。是年 3月 20 日，蒙哥马利以主力向马雷特防线近海一端发动正面攻击，
另一支部队迂回德意军内陆侧翼作为牵制。经数日激战未果，英军即改变计
划（新计划的代号为“增压二号”），以内陆侧翼为主继续猛攻，迫使德、
意军为免被围歼而撤出马雷特防线。

浙赣战役  抗日战争中期日军为破坏浙江中国空军基地而发起的进攻
战役。1912 年 4 月 18 日，美国空军从航空母舰起飞袭击东京等地后，降落
在浙江境内机场。5月 15 日起，日第十三军为夺取衢川、丽水、玉山等地的
中国空军基地，调集浙东各部约 4万余人，分由奉化、上虞、绍兴、萧山、
富阳沿浙赣铁路及其两侧西犯。中国*第三战区在*第九战区一部配合下，逐
次阻击，并企图在衢州实施决战。但 5月 27 日起，日第十一军以 3万人从南



昌东犯，配合第十三军。中国军队面临夹击，被迫放弃决战企图。两路日军
相继攻占金华、兰谿、衢州、上饶、进贤、鹰潭、贵溪、弋阳、横峰，至 7
月 1日打通浙赣铁路全线。日军驻扎 2个月，对该地区大肆破坏后撤回原地。
此役日军虽实现了既定目标，但死伤近 2.9 万人，第十五师团长酒井直次毙
命。

浙东抗日根据地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之一。1941
年 4 月，日军进犯闽浙沿海。5 月，中共上海浦东特委领导的淤沪游击队第
五支队奉命渡海挺进敌后，创建三北（即姚江以北余姚、慈溪、镇海）抗日
游击根据地。1942 年成立浙东区委，谭启龙任书记。同时成立三北游击司令
部，何克希任司令员。至 1944 年春，主力部队发展到 2300 亲人，多次粉碎
日伪军的“清乡”及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逐步形成浙东抗日根据地。1945
年 1 月，成立由连柏生为主任的浙东行政公署，辖 4个专区，14 个县级政权。
包括杭州湾两岸、沪杭甬之间，东濒东海，西跨浙赣铁路金萧线两侧，南迄
东阳—宁波公路，北达黄浦江的广大地区。后成为苏浙皖抗日根据地的组成
部分。

涅穆勒（MartinNiem ller，1892—1984）德国宗教界人士。第一次世
界大战期间任潜挺挺长。战后开始从事宗教活动。初支持纳粹党，1934 年初
因反对纳粹政权干预教会事务，组建“牧师非常联盟”，并任明认信仰教会
首领。1936 年 5 月以明认信仰教会名义向希特勒提交备忘录，要求停止干预
教会事务。1937 年 7 月被捕，翌年 3月被特别法庭判刑 7个月。获释后又被
盖世太保以“保护性拘留”名义再次逮捕，先后关押在萨赫森豪森集中营和
达豪集中营。德国败降后获释。1961—1968 年任世界教会理事会主席。著有
《从潜艇到教坛》和《我站在这儿》。

涅韦尔战役  苏德战争中期苏军发动的进攻战役。1943 年 10 月 6—10
日，由*加里宁方面军实施。涅韦尔（HeBeлb）位于德军北方和中央两集团
军群接合部，是重要交通枢纽，德军设重兵固守。苏军在主要突击方向集中
战役的三分之二兵力、全部坦克和几乎全部炮兵，形成 3个进攻梯队，经一
昼夜激战，解放涅韦尔市，并继续向两翼发展，共推进 25—30 公里。此战德
军失去在两大集团军群间机动兵力的自由，苏军则获得向白俄罗斯和波罗的
海沿岸地区进攻的有利条件。

浩劫式战斗机（Havoc）美国*A-20 型轰炸机提供英国作为夜间战斗机
用时之称呼。

海王（Neptune）又译“海神”。美英盟军*霸王行动计划的登陆作战阶
段代号。1944 年 2 月 1 日，负责指挥海上和登陆作战的拉姆齐、蒙哥马利和
利-马洛里，首次以此为代号发布行动计划。初仅指“霸王”行动的登陆突击
地点。开始日期和突击规模，后泛指整个登陆作战行动。同年 5月 28 日下达
行动命令，6月 5日登陆编队出发，翌日实施登陆，7月 5日结束。

海龙  日军海上特攻武器。是一种带翼的小型袖珍潜艇。全长 7.28 米，
直径 1.3 米，排水量 19.2 吨，航速 6.5 节，全速 7.5 节，可续航 12 小时。
在艇身下部两侧装有 2个鱼雷发射管，艇首装有炸药，用以撞击敌舰。到战
争结束时，建成 224 艘，半成的约 200 艘。曾在太平洋战争后期使用。

海狮（Seel we）德国在英国登陆作战的行动计划代号。希特勒在 1940
年 7 月 16 日的第十六号指令中下令制定，要求在 8月中旬完成准备工作，在
必要时执行。计划规定用 40 个师的总兵力以 4次入侵浪潮进占英国。后因调



集渡海运输工具困难，海军无力保证入侵部队在渡海通道上的安全，空军在*
不列颠之战中也未能夺得渡海和登陆所必需的制空权，故计划被多次推迟。
10 月 12 日，计划被推迟到 1941 年春，其时，希特勒已在加紧拟制入侵苏联
的计划。1941 年 1 月，计划的准备工作全部停止。

海啸（Tidalwave）美国战略空军实施*普洛耶什蒂轰炸的行动代号。原
称*肥皂水。1943 年 8 月 1 日起称此名。

海斯（CarltonJosephHuntloyHayes，1882—1964）美国外交官，历史
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1919—1950 年为哥伦比
亚大学历史学教授。1928—1933 年任预备役少校军官。1942—1945 年任驻西
班牙大使，为争取佛朗哥政权保持中立而开展外交活动。曾要求美国政府施
加政治与经济压力，迫使西班牙停止向德国出售钨砂。1942 年建议盟国取消
对西属加那利群岛实行预防性占领。1943 年 10 月向佛朗哥声明，要求西班
牙公开放弃非中立政策，从苏德战场撤回*蓝色师团等。著有《现代欧洲政治
社会史》、《出使西班牙》等。

海因斯（EdmundHeines，1897—1934）德国*冲锋队地区总队长。参加
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先后加入右翼组织“志愿兵团”和纳粹党，经常参
加街头殴斗，逐渐成为*罗姆的密友。1925 年任慕尼黑冲锋队长。1927 年因
反对希特勒，被短期开除出纳粹党。1929 年因二十年代初参与谋杀活动而被
仇玛共和国当局判处 5年徒刑，不久在大赦中获释。1933 年任西里西亚冲锋
队地区总队长和布雷斯劳（Breslau）警察局长。1934 年 6 月 30 日在*罗姆
事件中被处决。

海峡攻势（Channaldash）即“三头狗”。
海斯利普（WadeHamptonHaislip，1889—？）美国将领。毕业于西点军

校，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1921—1941 年在参谋部门供职。1942 年任第八
十五步兵师少将师长。1944 年任第十五军军长。同年 8 月参加诺曼底战役。
9月起进入洛林地区。1915 年 3 月在沃尔姆斯（Worms）渡过莱茵河进入德国
境内，攻克曼海姆（Man-heim）。同年4月率部攻占纽伦堡。1945 年 5 月升
为中将，不久任第七集团军司令。战后曾任美地面部队参谋长，1949 年晋升
上将。1951 年退役。

海德里希（ReinhardHeydrich，1904—1942）德国中央保安局局长（1939
—1942）。少年时参加右翼组织“志愿兵团”。1922 年入海军。1924 年在海
军情报处政治科当见习士官生。1928 年升至中尉。1931 年因两性生活问题被
革职。同年加入纳粹党，得到希姆莱赏识，受命组建*党卫队保安处。1932
年任该处首脑，获党卫队旗队长衔（相当于上校）。希特勒上台后，协助希
姆莱在巴伐利亚组建政治警察。1934 年任德国秘密警察处处长，成为希姆菜
的副手。同年 6月参与策划和执行清洗罗姆等冲锋队头目的行动。1936 年任
保安警察总处处长。1939 年 9 月成为新组建的*德国中央保安局局长，在希
姆菜领导下掌管整个纳粹德国的秘密警察与党卫队特务机构。凶残毒辣，积
极推行法西斯的特务恐怖统治，残酷迫害和屠杀一切反纳粹的进步人士，被
称为“刽子手海德里希”。组织*党卫队特别行动队，在苏联和东欧占领区，
海德里希实施屠杀和灭绝犹太人与斯拉夫人的计划。1941 年 9 月兼任德国驻
波希米亚-摩拉维亚保护国代理长官。翌年 5月 27 日，在布拉格遭捷克斯洛
伐克爱国者袭击受重伤。6月 4日死亡。



海岸监视哨  大战期间澳大利亚与新西兰设在太平洋一些岛屿上的无
线电台。原指战前澳大利亚所派出的一部分人员在沿俾斯麦群岛和所罗门群
岛的海岸设置的一些无线电台。1939 年大战爆发后划归澳海军统一领导。
1941 年太平洋战争开始，日军对上述地区发动了进攻，有几个电台保存下
来，后又增设一些电台。这些电台一直秘密地与澳海军指挥机关保持无线电
联系，在当地人民的协助下，常能准确地向盟军提供有关日军舰艇、地面部
队及飞机活动的情报。此外，新西兰也在吉尔伯特群岛、埃利斯群岛、斐济
群岛等岛屿上设立一些海岸监视哨。其不少工作人员或波日军逮捕，或遭杀
害。

海南岛战役  抗日战争中期日军攻占海南岛的战役。海南岛是中国南方
海防线上的一个重要战略基地，但国民政府没有派遣正规军防守。1939 年 2
月 10 日，日军波田旅团以海空军作掩护，在海南岛天尾港登陆，中国守岛保
安队、自卫队在王毅指挥下，仓促应战：因隔海无援，迄午后不支，海口等
地失陷。12—16 日，日军又从榆林港、博鳌港等地登陆，未经大的战事即占
领海南岛沿海重要城镇。4月 23 日，日本政府宣布统辖海南诸岛，严重威胁
英、美势力。蒋介石称此为“太平洋上的九·一八事变”。

海盗式战斗机（Corsair）即“F-4U 型歼击机”。
海尔·塞拉西一世（HaileSelassieI，1892—1975）埃塞俄比亚皇帝（1930

—1974）。王族出身。受教于法国传教士。1928 年发动宫廷政变上台，1930
年加冕称帝，建立君主立宪制。1935 年 10 月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后，亲
临前线指挥抗战，战败后流亡英国，继续从事救国活动。大战爆发后，于 1910
年 6 月 24 日前往苏丹，建立埃塞俄比亚军队。翌年 1月 20 日，英埃联军进
入埃塞俄比亚时回国，同年 5月 5日返都复位，并加入反法西斯海尔·塞拉
西一世联盟，参加反对轴心国的斗争。为摆脱英国的控制，1942 年 1 月签订
《埃一英协定》。战后，领导国家复兴事业，1974 年被军事政变推翻。

海军群岛登陆战  即“阿德米勒尔蒂群岛登陆战”。
流星式歼击机（Meteor）英国喷气式歼击机，也是大战期间盟军拥有的

唯一喷气式飞机。初称“雷电”式，为避免与美国 P-47 活塞式歼击机相混淆
而改现名。1940 年开始研制。1942 年首次生产。1944 年 7 月其 I 型开始服
役，同年 8 月 4 日首次作战击落德国*V-1 火箭。其 II 型机仅生产出样机。
III 型机于 1945 年 4 月投入战斗，在 3万英尺高空时速可达 493 英里，爬升
率每分钟 3980 英尺，升限 4.4 万英尺，最大载荷航程 1840 英里，装备 4门
20 毫米机关炮，战时共生产 280 架。

宾夕法尼亚号战列舰（Pennsylvania）美国战列舰。1011 年开始建造，
1916 年建成服役，1931 年进行改装。排水量 3.3 万吨，装备 14 英寸火炮 12
门，5 英寸火炮 12 门，航速 21 节。曾为美国太平洋舰队旗舰。1941 年 12
月 7 日，日军偷袭珍珠港时，该舰正在船坞修理，仍发炮还击，击落日机 6
架，但本身亦受创。经修复改装，先后编入第五和第七舰队。1943 年 11 月
参加吉尔伯特群岛战役。1944 年先后参加马绍尔群岛战役、塞班岛登陆战
役、帛琉群岛战役和菜特湾海战。1945 年 1 月参加吕宋岛战役，3月随舰队
攻击日本本土。战后，曾作为美国原子弹试验船。

容格尔（ErnstJünger，1895—？）德国作家。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
1920 年步入文坛。指责西方议会民主制度，同时拒绝追随纳粹党，并在小说
中隐晦地批评希特勒和法西斯政权。1939 年发表小说《在大理石悬崖上》，



以寓言形式抨击纳粹暴政，翌年被禁止发行。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自 1940
年起在德国驻巴黎司令部任参谋。1942 年曾到苏德战场服役 3 个月。1944
年 10 月被解职。其间于 1943 年为纪念其战死在意大利的儿子而创作的小说
《和平》，抨击了纳粹暴政。战后继续从事文学创作。

容-52 式运输机  即“Ju-52 式运输机”。
容-87 式轰炸机  即“Ju-87 式轰炸机”。
容-88 式轰炸机  即“Ju-88 式轰炸机”。
朗莫尔（ArthurMurrayLongmore，1885—1970）英国空军将领。1900

年在海军学校受训，1904 年服役。1910 年接受飞行训练，后在海军航空部队
供职，1918 年转入皇家空军，并先后供职于皇家空军学院和帝国国防学院，
有功于创建英国空军训练体制。1910—1941 年任中东战区空军总司令。后任
皇家空军总监。1942 年退休。领空军上将衔，有爵士封号。著有自传《从海
洋到天空》。

诺克斯（WilliamFranklinKnox，1874—1944）美国海军部长（1940—
1944）。共和党人。毕业于阿尔马学院。参加过美西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
获上校军衔。后成为赫斯特报系的《芝加哥每日新闻报》发行人。反对罗斯
福新政。1936 年被提名为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1940 年应罗斯福之邀入阁任
海军部长。拥护罗斯福的外交方针，反对孤立主义，主张积极援助英、法以
对抗德国，赞同《租借法案》和大西洋护航。要求对日本采取遏制政策。大
战中，还兼为战时生产管理局成员，积极发展与加强美国海军军备力量。

诺盖斯（CharlesAugustePaulNogués，1876—1971）法国将领。1899 年
毕业于巴黎综合技术学校。长期在军界服役。1930 年获少将衔。1936 年出任
北非法军总监。大战爆发后任北非战区司令。1940 年附和《贡比涅停战协
定》，支持维希政府。1942 年 11 月 8 日下令北非法军抵抗盟军登陆，但 11
日即被迫签订停战协定，12 日将全部权力转交达尔朗。同年 12 月成为由达
尔朗建立的帝国委员会成员。1943 年 6 月辞职，前往里斯本。战后于 1917
年 11 月被法国最高法院缺席判处 20 年强制劳动。诺沃特尼
（WaltherNowotny，1921—1944）德国飞行员。1942 年进德国空军第五十四
歼击机联队，任中尉。翌年升任联队长。1944 年晋至少校，任第五十二歼击
机联队长。曾击落盟军飞机约 258 架，为德空军“王牌飞行员”之一。1944
年 8 月 11 日在空战中被击毙。

诺沃提尼（AntoninNovotn ，1904—1975）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
人之一。1921 年参与刨建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1928 年起在党内任职，曾任
捷共布拉格州委和霍多宁州委书记。纳粹德国占领捷克斯洛伐克期间，为布
拉格州地下党组织领导成员。1941 年被德国秘密警察逮捕，关押在毛特豪森
集中营，在狱中继续坚持地下斗争。战后曾任捷共中央第一书记，捷克斯洛
伐克总统。

诺维科夫（1900—1976）苏联空军将领。1919 年参军。翌年加入俄共（布）
党。参加过国内战争。1922 和 1930 年先后毕业于高级步兵学校和伏龙芝军
事学院。1933 年调往空军部队。先后任航空兵旅参谋长和轰炸机大队大队
长。1938 年任列宁格勒军区空军参谋长。1939—1940 年参加苏芬战争。后任
列宁格勒军区空军司令。苏德战争初期任北方方面军（1941 年 8 月改为列宁
格勒方面军）空军司令（空军少将衔）。在列宁格勒保卫战中，成功地指挥
所部航空兵作战。1942—1943 年任副国防人民委员（主管空军）。1913 年 5



月起至战争结束任空军司令。在斯大林格勒会战、库尔斯克会战、柏林和远
东等重大战役中，协调各个方面军的航空兵作战行动。探索和改进使用航空
兵的新形式与新方法，倡导建立同类机种的航空兵师（轰炸机师、强击机师、
歼击机师）以及组建空军集团军。1914 年获空军主帅街。战后曾任远程航空
兵司令、空军副总司令等职。1956 年退役。著有《在列宁格勒的天空》等。

诺斯塔德（LaurisNorstad，1907—）美国将领。1930 年西点军校毕业。
1940 年入陆军航空兵司令部任职。次年 12 月任弗吉尼亚谍报学校校长。1942
年 2 月任*阿诺德的私人顾问。同年 10 月赴北非战场，在美国驻西北非空军
任职，先后参与制定北非、西西里和意大利等战役的空战计划。1943 年底出
任地中海战区盟国空军司令。1944 年 8 月奉召回国，历任第二十航空队参谋
长、陆军航空兵副参谋长等职，曾参与组织和指挥 1945 年对日本本土的空袭
及原子弹轰炸。战后历任陆军部作战计划处处民、空军副参谋长、驻欧美国
空军司令等职，1952 年获上将衔。

诺门坎事件  亦名“哈勒欣河事件”。日军对蒙古人民共和国发动的武
装挑衅事件。1939 年 5 月 11 日，日军和伪满军队在黑龙江和外蒙古交界的
哈勒欣河地区向蒙古边防军发动进攻。5月 28 日战斗扩大。7月苏军成立了
以来可夫为司令的第一集团军群，拥有 498 辆坦克，385 辆装甲汽车、542
门火炮和迫击炮、515 架飞机，苏蒙军队增至 5.7 万人。8月，日军扩建的第
六军拥有 7.5 万人，500 门火炮、182 辆坦克和 300 多架飞机。8 月 20 日晨
苏蒙军发动反攻。24 日苏军在正面 74 公里、纵深 20 公里的诺门坎地区围歼
日军，至 31 日基本结束战斗。苏蒙军伤亡 1.85 万余人，日军死伤和被俘 6.1
万余人。日本政府被迫签订*《苏日停战协定》。

诺因加默集中营  纳粹德国集中营之一。位于德国汉堡东南的诺因加默
（Neuengamme）镇附近。1938 年建立。初为*萨赫森豪森集中营的分营，1940
年 6 月成为独立集中营，受汉堡盖世大保总部管辖，至 1942 年拥有 58 个分
营。曾为德国西北部各军火工厂提供劳动力。先后关押近 10 万人，其中 4
万多人死亡。囚禁者生活条件恶劣，被迫接受结核菌和其他致病细菌的医学
试验。1945 年初开始囚禁 5—12 岁的犹太、法国和苏联儿童。战后在原址建
立纪念塔。

诺曼底登陆战役  美英盟军在法国北部诺曼底（Nor-mandie）地区进行
的战略性登陆战役。代号*海王，为*霸王行动的组成部分。随着苏德战场和
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发展，1943 年 12 月美、英、苏三国首脑在德
黑兰会议达成开辟*第二战场的协议。艾森豪威尔被任命为盟国远征军最高统
帅。1944 年 1 月艾森豪威尔就职后，修改了*科萨克所拟定的作战计划，把
登陆正面由 40 公里扩至 80 公里，第一梯队兵力由 3个师增至 5个师，发动
日期由 5月初延至 6月初。为进行此战，盟军在英国集中近 300 万人、5000
多艘舰船和 1万多架飞机。登陆部队编成*盟国第二十一集团军群，由蒙哥马
利指挥。海军编成 2个特混舰队，西部特混舰队的“U”和“O”登陆编队，
运送美国第一集团军 2个师，于*犹他和*奥马哈滩头上陆；东部特混舰队的
“G”、“J”和“S”登陆编队。运送英国第二集团军 2个师和加拿大第一集
团军 1个师，于*黄金、*朱诺和*宝剑滩头上陆；另有“B”和“L”2个后续
编队运送第二梯队上陆。各登陆编队均有强大的海、空军火力支援，并于预
定登陆时之前空降 3个师于登陆地区。战役前，美、英研制了专门的登陆器
材，进行了周密侦察和气象预测，部队多次模拟演习，对法国北部和比利时



实施持续的大规模轰炸，并采取了一系列伪装措施。1944 年 6 月 1 日，登陆
部队开始在英国南部 15 个港口上船。原定登陆日期为 6月 5日，由于气象恶
劣推迟 24 小时。5日午夜开始实施航空火力准备。6日 5时 30 分开始舰炮火
力准备，6时 30 分至 7时 45 分 5 个滩头先后开始突击上陆。除奥马哈滩头
外，其他进展顺利。当天即夺得稳固立足点。德国西线守军 58 个师（大部为
机动能力差的守备师），主力配置于加来地区（诺曼底只有 6个师），仅有
500 多艘中、小型舰艇和 500 架飞机，其*大西洋壁垒远未完成，在防御战略
指导上又存在分歧，对盟军登陆时间和主突方向判断失误，指挥系统矛盾重
叠，未能及时组织有效抵抗。苏军在东线的夏季攻势和法国抵抗运动的斗争，
也牵制了德军。6月 12 日，盟军各登陆点连成登陆场。6月 21 日美军攻占瑟
堡。7月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初，英军攻至卡昂（Caen）西北。此时盟军上陆
已达 100 万人、车辆 17 万台、补给品近 60 万吨。在此期间，德军曾先后投
入 12 个师（其中 4个坦克师）进行抵抗和反击，但兵力使用分散，机动迟缓，
指挥失误，损失惨重，被迫转入固守。后盟军展开扩大登陆场作战，至 7月
中旬形成正面 150 公里、纵深 13—35 公里的登陆场。7月 24 日，登陆战役
结束。盟军伤亡 12.2 万人，德军被歼 11.4 万人。此役为盟军在西欧开展大
规模战略进攻奠定基础，标志着欧洲第二战场的开辟，加速了法西斯德匡的
崩溃。

诺曼底-涅曼航空团  *战斗法国派往苏联作战的空军部队。1942 年 11
月，战斗法国和苏联政府达成派遣空军人员去苏德战场的协议。同月，首批
法国航空人员抵达苏联，接受训练和装备，编入苏联空军，定名为诺曼底大
队。1943 年夏参加库尔斯克战役，7月改编为诺曼底航空团。1941 年夏，在
白俄罗斯战役中，支援苏军强渡涅曼河立功，同年 11 月被苏联授予“涅曼航
空团”荣誉称号。1945 年春参加东普鲁士战役，6月返回巴黎。共参加空战
869 次，击落敌机 273 架，全团阵亡 40 余人。

诺夫哥罗德-卢加战役  苏德战争后期苏军发动的进攻战役，*列宁格
勒-诺夫哥罗德战役的组成部分。1944 年 1 月 14 日至 2月 15 日，由*沃尔霍
夫方面军实施，列宁格勒方面军左翼协同。经 3天激战，苏军突破德军主要
防御地带，1 月 20 日解放诺夫哥罗德，2 月 12 日解放卢加，向西推进 150
公里，粉碎德军第十八集团军主力，对列宁格勒完全摆脱封锁起了重要作用。

袖珍战列舰（Panzerschiff）德国海军的德意志号、舍尔号和格拉夫·施
佩号三艘军舰的别称。1928—1934 年间建造。因受凡尔赛和约限制，舰体和
吨位较小，但火力强于一般巡洋舰，故名。其标准排水量名义上 1万吨，实
际为 1.2 万吨左右，长约 600 多英尺，装备 6门 11 英寸火炮，航速 26—28
节。

祥凤号航空母舰  日本轻型航空母舰。横须贺海军工厂制造。1941 年
12 月竣工。标准排水量 1.12 万吨，最高航速28.2 节，可载飞机30 架。1942
年 5 月初在珊瑚海海成中被美军舰载飞机击沉。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海
军被击沉的第一艘大型军舰。

冥王星（Pluto）*诺曼底登陆战役中英国为保障盟军燃油需要而敷设海
底输油管的代号。主要方案有两个。分子发动政变时被杀。其一是拖运 4根
软钢管到诺曼底海滩沉入水底，接通距岸尚有一段距离的大型油船与登陆区
的临时油库；预计在登陆后 18 天内完成，每小时能输油 600 吨。其二是以特
制软钢管缠于大型卷轴上，用轮船以 5—10 节航速从英国南部的怀特岛驶到



法国北部的瑟堡，沿途敷设若干根海底输油管；预计登陆后 75 天内完成，总
输油量每日 2500 吨。由于实施中未能达到预定目的，后又在英吉利海峡最狭
部分敷设同类的其他海底输油管。

[ ]

陶德（WilliamEdwardDodd，1869—1940）美国历史学家，外交官。1897
年弗吉尼亚工艺学院毕业。1900 年获德国莱比锡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08—
1933 年任芝加哥大学美国史教授。1933 年 6 月出任驻德国大使，对纳粹政权
极为反感，并注意到纳粹德国对外侵略扩张的威胁。1937 年因厌于同纳粹政
权周旋而辞职。著有《陶德大使日记：1933—1938》。在美国南部史研究方
面颇有建树，著有《棉花王国》、《杰斐逊·戴维斯传》等。

陶行知（1891—1946）中国教育家。原名文濬，后改知行，又改行知。
南京金陵大学毕业。1914 年赴美国留学，曾获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硕士学
位。1917 年回国后从事平民教育事业。九·一八事变后，成立生活教育社和
山海工学团。1935 年底参加发起和组织上海文化界抗日救国联合会，任执行
委员。并组织国难教育社，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抗日战争爆发后，曾以
国民政府外交使节身份周游欧美 28 国，宣传抗日救国主张，发动华侨捐款。
1938 年 2 月出席在伦敦召开的吐界反侵略大会。同年 8月回国，任国民参政
会参政员。在桂林成立生活教育社。1939 年参加国民参政会，提出抗战教育
方案，主张动员全国人力物力与日本侵略者决战。1944 年参加中国民主同
盟，任中央常委兼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抗战胜利后，主持开办社会大学，
进行爱国民主运动。著有《中国教育改造》等。

陶峙岳（1892—1988）中国将领。字岷毓。保定军校毕业。曾任国民革
命军师长。1935 年授中将衔。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七十六军军长，参加淞
沪会战。1938 年调任第一军军长。先后驻守河南陕县、陕西潼关。1940 年任
第三十四集团军副总司令，率部驰援南阳，阻击进犯日军。1941 年任第一战
区政治部主任，后兼任陕西民众抗战动员指挥部参谋长。1942 年 6 月任第三
十七集团军总司令。1913 年秋兼任甘肃酒泉河西警备司令部总司令。抗战胜
利后，任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新疆警备总司令部总司令。1919 年 9 月
率部在新疆起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全国政
协副主席。1955 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82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陶尔斐斯（EngelbertDollfuss，1892—1934）奥地利总理（1932—
1934）。初任下奥地利农民同盟书记。1927 年建立下奥地利农业会。后入阁
任农业部长。1932 年 5 月起任总理兼外交部长。任内坚决反对*德奥合并。
1933 年希特勒上台后，下令禁止纳粹分子的活动。1934 年 2 月镇压了奥地利
工人的起义。同年 7月奥地利纳粹

陶里亚蒂（PalmiroTogliatti，1893—1964）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之一。
1921 年参加创建意共，积极从事反对法西斯的斗争。1926 年去莫斯科，后长
期在法国、比利时和瑞士组织意大利共产党国外中心，并任主要负责人。1935
年起长期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主张在各国组织广泛的统一战线，联
合各派力量，制止法西斯势力的蔓延和扩张。1937 年起代表共产国际赴西班
牙协助人民阵线工作，支持共和国反对佛朗哥叛乱。大战爆发后，于 1939
年 9 月在巴黎被捕。翌年获释去苏联，通过电台和报刊宣传反法西斯思想。



1944 年 3 月返回意大利，任意共总书记。号召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协助盟国
对德作战，光复本上井进行民主改革。先后在巴多里奥第二届内阁中任不管
大臣，在博诺米两届内阁中任副首相，并在帕里内阁和德加斯佩利政府中任
司法大臣和司法部长。坚持以战胜法西斯和光复国土为首要任务，主张联合
各派力量，组成尽可能广泛的统一战线，同时促成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放下
武器。战后继续担任意共的领导，长期为国会议员。后在苏联病逝。著有《意
大利共产党三十年的战斗生活》、《意大利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等。

陶德曼调停  1937—1938 年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OskarTrautmann，
1877—1950）和驻日大使*狄克森对中、日两国政府进行的“和平”调停外交
活动。1937 年七七事变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德国为维护其在华利益，图
谋“调停”中日战争。10 月底，陶德曼和狄克森代表德国政府分别向中、日
双方表示愿为中日休战与缔结和约进行斡旋。11 月 3 日日本外务大臣广田向
狄克森团交日本和平条件，要求在内蒙建立“自治政府”，在华北组织亲日
政权，在上海建立非军事区和减低日货关税。11 月 5 日，陶德曼将上述条件
当面转达蒋介石，后者态度暖昧。11 月底，日军逼近南京，*布鲁塞尔会议
又以对日本姑息而失败。12 月 2 日蒋介石接见陶德曼表示愿以日本提出的条
件“作为谈判的基础”，但强调不得侵犯“华北的主权完整和行政独立”。
陶德曼向日本转达了蒋介石的意见。12 月 22 日，广田向狄克森提出新的和
平条件，要求中国政府放弃抗日政策，承认“满洲国”，与日满在经济上实
行密切的合作，在内蒙古、华北、上海附近地区建立非军事区和“特殊政权”，
并偿付日本要求的战争赔款。12 月 26 日陶德曼将上述条件转达国民政府。
1938 年 1 月 13 日国民政府通过陶德曼要求日本进一步具体阐明和谈条件。
此时日本已决心扩大侵华战争。1月 16 日，日本首相近卫发表“不以国民政
府为对手”的声明。同一天，广田接见狄克森，声明中止在德国斡旋下进行
的日中秘密谈判。陶德曼调停遂以失败告终。

娘子关战役  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军队在晋东抗击日军的防御战役，为*
太原会战重要战役之一。1937 年 10 月，日本*华北方面军为协同*忻口战役，
决定以第二十师团和第一○九师团沿正大铁路西进，中国守军孙连仲部奉命
在娘子关设防阻击。10 月 10 日起日军开始攻击，经激战后于 12 日占领井陉。
14 日，日军西进至苇泽关、臼关之线，后被中国军队反攻击退。正在巡视的
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黄绍竑参加指挥。双方均有重大伤亡。八路军第一二九
师于 25 日赶到娘子关东南的七亘村助战，至 22 日，侵入臼关之日军被包围。
25 日，黄绍竑见防线稳定，抽调兵力转赴忻口。日军趁机增兵发起猛攻，于
26 日占领娘子关，继而连陷阳泉、寿阳、榆次。晋东战局急转直下，最后导
致太原会战失败。

通县事件  *平津之战中日伪冀东保安队反正起义事件。1937 年 7 月 29
日正当日本侵略军向北平（今北京）、天津大举进攻之时，*冀东防共自治政
府所辖保安队第一、第二总队千余官兵在总队长张庆余、张砚田率领下起义。
全歼日军驻通县中队及特务机关人员 180 多人，活捉伪政府首脑殷汝耕（后
中途脱逃），收复通县。后在日军增援部队猛烈进攻下，弃城向西突围，经
北平西山小路回归中国军队。

通过欢乐获得力量组织（NS-GeminschaftKraftdurchFreude，缩写
KdF）*德国劳动阵线属下的娱乐组织。1933 年模仿*意大利全国业余联合会
而设立，由*莱伊主管。活动经费由劳动阵线提供。控制国内旅游区，并拥有



部分游船。向工人提供廉价旅游、出国观光；经常组织工人参加各种文娱和
体育活动，并举办成人教育。其目的为控制工人业余生活，转移人民视线，
缓和国内阶级矛盾。大战结束时解散。

桑葚（Mulberry）英、美为保障实施代号“霸王”的行动在诺曼底海滩
建造的人工港代号。丘吉尔和蒙巴顿等人 1942 年春提出这一设想。经反复研
究和试验，1913 年 8 月形成方案。人工港中央为浮动式主码头，以 2条约半
英里长的舟桥车道通向岸上；其东、西分设浮动直式坦克登陆舰码头和驳船
码头，均有较短的舟桥车道通到岸上；不论潮汐涨落均可卸载。两侧以 31
个钢筋水泥沉箱（代号*凤凰）组成长2200 码的内防波堤，作弧形伸向海面，
围成约 2平方海里的港区；另在其半海里处，以锚固定浮动的钢制构件（代
号*喇叭）组成外防波堤，围成一片更大的深水锚泊区。原计划在英、美 2
个登陆战区各建 1个，全部设备均在英国预制成部件，共 400 多个，重达150
万吨，登陆战役开始后拖到诺曼底海滩，3 个星期内装配成港，预计每天可
卸载 7000 吨物资。但在建造过程中，6 月 19—22 日遇大风暴，美战区的设
备被摧毁，英战区在阿罗芒什（Arromanches）的人工港至7月 19 日才建成。

桑达洛夫（1900—1987）苏联将领。1919 年参军。参加过国内战争。1925
年加入俄共（布）党。1934 和 1937 年先后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和总参军
事学院。后任军区作战部长、第四集团军参谋长。苏德战争开始时为上校。
先后任中央方面军、布良斯克方面军、波罗的海沿岸第二方面军和乌克兰第
四方面军参谋长，参加过莫斯科、库尔斯克会战和布良斯克、里加、布拉格
等战役。1944 年获上将衔。战后曾任军区第一副司令。1955 年退役。著有《往
事》、《在莫斯科方向上》等回忆录。

桑岛主计（1884—1958）日本外交官。早稻田大学毕业。1911 年入外务
省，先后在驻沈阳、汉口、旧金山、孟买、芝加哥的领事馆任职。1923 年 7
月任外务雀欧美局第三课课长。1930 年出任驻天津总领事。次年 11 月奉市
原喜重郎外务六臣之命，阻止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秘密将溥仪带出天
津日租界，未成。后历任外务省亚洲局局长、东亚局局长，驻荷兰公使和驻
巴西大使等职。1941 年退休。

桑多梅日登陆场  位于维斯瓦河左岸桑多梅日（San-domierz）地域。
1944 年 7 月 29—31 日，由苏联*乌克兰第一方面军所部在*利沃夫-桑多梅日
战役中建立。8月 1日日终时，正面宽 30 公里，纵深 90 公里。尔后双方为
争夺这一地域展开激战，苏军在此坚守并将其扩大至正面 75 公里、纵深 55
公里（8月 20 日），为尔后解放波兰南部而集结了强大突击集团。

桑多梅日-西里西亚战役  苏德战争后期苏军发动的进攻战役，*维斯
瓦河-奥得河战役的组成部分。1945 年 1 月 12 日—2月 3日，由*乌克兰第一
方面军实施。桑多梅日（Sandomierz）-西里西亚方向是通往德国腹地的南线
捷径，该部苏军以此为主攻方向，于 1月 19 日攻占克拉科夫，至 1月底完全
占领西里西亚工业区，进抵并强渡奥得河，将军事行动转移到德国本土。

预备队方面军  苏联战略战役军团。1941 年 7 月 30 日，为统一指挥在
*西方方面军后方*勒热夫-维亚济马防御地区展开的各预备队而组建。先后辖
7个集团军。曾实施叶利尼亚战役和参加莫斯科会战初期的作战。同年 10 月
10 日并入*西方方面军。1943 年 3 月曾在沃罗涅日-库尔斯克方向重建。翌月
即改编为*草原方面军。历任司令为朱可夫（1941.8—9）、布琼尼（1941.9
—10）、列伊捷尔（[1886—1950]1943.3）和波波夫（1943.4）。



绥靖军  侵华日军在华中占领区内成立的汉奸武装。1938 年 3 月*中华
民国维新政府成立后，任命任援道为绥靖部长，后兼苏浙皖三省缓靖总司令，
收编苏浙皖三地散兵游勇，先后组成 7 个师，1 个独立团和 1 个支队。第一
师约 3000 人，驻杭州附近；第二师约 2000 人，驻苏常铁路沿线；第三师约
2000 人，驻扬州附近；第四师驻巢县一带，约 1000 人；第五师驻吴兴一带，
约 5600 人；第六师约 900 人，驻南通附近：第七师约 4500 人，驻合肥附近。
1940 年 3 月后改编为*和平救国军。此外，华北等地也有类似的军队。日本
投降后，被国民政府收编。

绥远抗战  中国军队在绥远（中国旧省名，1954 年撤销）反击日伪军进
攻的战斗。1936 年 7、8 月间，日本关东军指使傀儡政权*蒙古军政府两次出
兵进犯绥东，均未得逞。同年 11 月 6 日，日军以飞机、大炮掩护王英、李守
信等部伪蒙军，分 4路大举进犯绥远东北地区，企图攻取兴和、陶林一带，
再夺绥垣、平地泉，截断平绥铁路。中国绥远驻军傅作义部奋起抗击，在红
格尔图击败伪蒙军王英部，并于 11 月 24 日和 12 月 10 日收复百灵庙和大庙
等地。伪军纷纷反正，残部退回察北日军占领区，日伪的侵绥计划破产。

绥靖政策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以*张伯伦、*达拉第为代表的英、法等
国统治集团对德、日、意法西斯侵略者奉行的姑息、退让、妥协、纵容的政
策。“绥靖”源自英文 ap-pease，意为抚慰，平息，姑息。二十世纪三十年
代，德、日、意疯狂毁约扩军，加紧侵略扩张，争夺世界霸权，严重侵犯了
英、法等国的既得利益。面对法西斯国家的挑战，英、法统治集团企图通过
谈判委屈求全，牺牲弱小国家利益与侵略者谋求妥协，避战求和以维持现状，
并妄图祸水东引，推动法西斯国家进攻苏联以坐收渔利。1938 年签订的《慕
尼黑协定》是这一政策的典型表现。绥靖政策的目的是为了维护霸权，也是
英、法争霸斗争的一种策略手段，但它满足不了法西斯国家的侵略野心，缓
和不了帝国主义的争霸斗争，相反纵虎为患，助长了法西斯国家的侵略气焰，
削弱了制止战争的力量，加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英、法最终自食恶
果，蒙受巨大损失。

绥芬河筑垒地域  日本关东军三十年代在面向苏联的中国东北边境构
筑的筑垒地域。主要掩护双城子、牡丹江、哈尔滨方向的中东铁路。正面宽
40 公里，纵深 30—35 公里，包括沃伦卡的东北、东部、南部和小绥芬等防
御枢纽部。主要没有永备工事 295 处、土木射击工事 145 处、火炮和迫击炮
发射阵地 55 处、指挥所和观察哨 29 处、钢筋混凝土掩蔽部 58 处等。1945
年 8 月在*哈尔滨-吉林战役中被苏军突破。



十一画

[一]

彗星型坦克（Comet）英国中型坦克。1944 年 9 月投产。重 33 吨，平
均每平方厘米压重 0.94 公斤。装甲厚度炮塔正面 101 毫米、侧面 64 毫米，
车体止面 76 毫米、侧面 43 毫米。装备 1 门 77 毫米火炮、2 挺 7.92 毫米机
枪和 1 挺 7.69 毫米高射机枪。最大时速 47—48 公里，最大行程 180—198
公里。乘员 5人。战后仍继续在英军中使用，1959 年退役。

理研康采恩  日本以理化学研究所为中心的新兴康采思。1921 年大河
内工敏担任理化学研究所所长后，积极利用该所研究的成果创办企业。1927
年创办理化学兴业会社，1934 年创办理研活塞环会社，1935 年创办理研特殊
钢铁会社。1937 年发展为拥有电线、氧化铝、感光纸、轻合金、光器、销售
酒、橡胶等23 个直系公司和日满镁等 8个旁系会社的大型联合企业，登记资
本 3700 万日元。1941 年创立资金 7000 万日元的理研工业会社。太平洋战争
时期，成为日本研制新式武器的重要机构。1945 年日本投降后被指令解散，
1948 年以株式会社形式重新建立。

教堂司事型自行火炮（Sexton）加拿大自行火炮。大战后期制造和使
用。以*公羊型坦克为底盘，装备 1门 25 磅野战炮（即弹重 25 磅）。

职团国家（StadoCorporativo）亦译“社团国家”、“总体国家”或“组
合国”。意大利法西斯独裁国家。*墨索里尼确立其法西斯独裁统治后，于
1926—1927 年相继颁布《关于集体劳动关系调整法》和《劳动宪章》，宣称
国家将直接干预劳资纠纷，全面消灭劳资冲突，实现介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
义间的第三条道路。下令取消工会和一切工人组织，建立由法西斯党控制的
工会，并和企业主组织共同组成职团（Corporativo），禁止罢工，由司法部
负责处理劳资矛盾。1930 年成立由全国企业主组织、法西斯工会和法西斯党
共同组成的全国职团委员会。随后按行业先后建成 22 个职团（工商业 10 个、
农业 6 个，服务性行业 6 个），各个职团均由企业家，法西斯工会代表和 3
名法西斯党代表组成。墨索里尼自任全国职团委员会主席和政府职团部大
臣，希图通过职团，控制工人阶级。1939 年又取消议会，建立法西斯-职团
议会，妄图巩固法西斯专政。1943 年 7 月墨索里尼下台，职团国家遂消亡。
*萨罗共和国时墨索里尼虽曾试图重建职团制度，但遭德国反对未成。法国维
希政府曾仿效墨索里尼建立职团国家。

基石（Pedestal）1942 年英国支援马耳他的一次护航运输行动代号，是
年 8月 10 日，14 艘运输船在 20 多艘军舰护航下，由直布罗陀驶向马耳他岛。
途中不断遭到德、意潜艇和机群的轮番攻击。英国*鹰号航空母舰被德国 U-
73 号潜艇击沉，*无畏号航空母舰受重创，另有 10 多艘船舰被击沉或击伤。
仅有 5艘运输船于 15 日陆续到达马耳他的瓦莱塔港。

基尔道夫（EmilKirdorf，1847—1938）德国垄断资本家。早年为格尔
森基赫尔矿业股份公司创建人之一，后参与组建莱茵-威斯特伐利亚煤炭辛迪
加和联合钢铁公司，逐渐成为亿万富翁。曾设立并控制“鲁尔金库”政治活
动基金。鼓吹民族主义和泛德意志主义，积极破坏工会运动。1927 年加入纳
粹党，翌年因不满纳粹党内部分党员的“激进”主张而退党，但仍同希特勒
保持密切联系，力劝希特勒向垄断资本家明确表明纳粹党无意实施其党纲中



所罗列的有关“社会主义”的条款。1929 年 8 月出席纳粹党纽伦堡集会。大
力支持纳粹运动，给予巨额资助，对希特勒 1933 年上台起巨大作用。1934
年重新加入纳粹党，被纳粹政权捧为支持纳粹事业的模范企业家。

墓辅会战  亦称“基辅防御战役”。苏德战争前期的大规模战略性战役。
1941 年 7 月 7 日，德国*南方集团军群以 40 个师开始进攻基辅筑垒地域，苏
联*西南方面军以 44 个师防守。德军以步兵主力正面突击，第一坦克集群则
向东南迂回，把苏西南方面军割裂成几个集团。8 月 3 日，德军在乌曼地域
合围苏军 2个集团军。8月 8日，希特勒调*中央集团军群所属第二坦克集群
和第二集团军共 25 个师由北向南迂回，对基辅构成纵深包围。8 月 19 日，
苏军最高统帅部下令西南方面军主力撤至第聂伯河东岸，同时仍坚守西岸阵
地。9 月 1 日，德军第一坦克集群强渡第聂伯河，夺取克烈缅丘格（KpeHeH
чyr）登陆场，并由此折向北进击。9月 10 日，南下之德军第二坦克集群攻
占罗姆内（PoMHы），合围之势已成。次日，苏军西南方面军向最高统帅部
要求后撤，未获准。9月 15 日。南北对进的德军快速部队于基辅以东的洛赫
维察（Лos-Bицa）地域会合，苏军 4个集团军和方面军司令部陷入合围。
9月 19 日，苏军最高统帅部下令放弃基辅。到 9月 26 日，苏军除少量部队
突出重围外，大部分被歼灭，其中西南方面军司令*基尔波诺斯等阵亡，数十
万人被俘。会战历时 80 天，战斗空间正面 300 余公里，纵深约 600 公里。其
结果，德军越过第聂伯河，前出至哈尔科夫工业区，直接威胁顿巴斯和克里
米亚；苏军虽然牵制了德军重兵集团，使其向莫斯科方向的进攻受到阻滞，
但损失惨重（按德方公布数字苏军被俘 66.5 万人）。德军损失约10 万余人。

基辅战役  苏德战争中期苏军在基辅地域进行的进攻和防御战役，*第
聂伯河会战的组成部分。进攻战役于 1943 年 11 月 3—13 日由*乌克兰第一方
面军实施。战役开始前，该部苏军已夺取了基辅南面的布克林（БykpиH）
登陆场和北面的柳捷日（ЛюTeж）登陆场。战役计划原拟从南部发动主攻，
后变更部署，在南部佯攻，主力则从北部突然发起进攻。11 月 5 日突破德军
防御，次日解放基辅，并继续进抵切尔诺贝利（чepHoбылb）、日托米尔、
法斯托夫（ФacToB）一线，在基辅地域建立了纵深约 150 公里的战略登陆场。
德军为了抵抗苏军的进攻，力图恢复第聂伯河防御，从 11 月 8 日起发动反攻，
一度取得进展，推进35—40 公里。苏军从11 月 13 日至 12 月 22 日实施防御
战役，放弃部分地区，集中力量在主要方向上用反突击阻敌，至 11 月 30 日
稳定了战线，以后又击退德军的两次突击，挫败了德军夺回基辅的企图。苏
军总参谋部 1987 年审定，以其中 11 月 3—13 日实施的进攻定名为基辅进攻
战役，列为苏联卫国战争中的 51 个战略性战役之一。

基尔波诺斯（MиxaилПeTpoBичКиpпoHoc，1892—1941）苏联
将领。1915 年入沙俄军队服役。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十月革命期间为团
士兵苏维埃主席。1918 年加入俄共（布）党和红军，参加国内战争。1927
年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1939—1940 年任步兵师长，参加苏芬战争。后任
军长和列宁格勒军区司令。1941 年晋升上将，出任基辅特别军区司令。苏德
战争爆发后为西南方面军司令，指挥所部在第聂伯河右岸乌克兰地区进行艰
苦的防御。在*基辅会战中陷入德军重围。1941 年 9 月 20 日，突围时阵亡。

基本国策纲要  日本确定建立南进体制、实施南进战略的纲领性文件。
1940 年春夏，纳粹德国闪击西欧得逞，法国败降，英国困守三岛，为日本提
供了南进良机。同年 7月 26 日，刚上台的第二届近卫内阁，在*获外庄会议



基础上制定了此件。规定日本国策之根本是建立“以皇国（日本）为核心、
以日满华牢固结合为基础的大东亚新秩序”。强调对内确立“发展国家总体
力量的国防国家体制”，实行全面的法西斯统治和全面的经济统制，为实施
南进打下基础；对外“以建设大东亚新秩序为根本，首先将重心放在结束中
国事变上”，同时根据国际局势的变化采取灵活的策略。制定此文件后次日，
近卫内阁又同大本营举行联席会议，通过*《适应世界形势演变的时局处理纲
要》，进一步确定了实施南进的方针。

基辅防御战役  苏德战争前期苏军进行的战略性防御战役。参见“基辅
会战”。

基辅特别军区  苏联西南部军事区域和军队组织。1935 年由乌克兰军
区划分组建（1938 年改称特别军区）。1939 年曾编成*乌克兰方面军，进军
西乌克兰。翌年所部又进军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1941 年 6 月，辖区包
括基辅、利沃夫、文尼察（BиHHиIцkaяoбл.）、沃伦（BoлыHckaя）、
德罗戈贝奇（Дporoбычckaя）、日托米尔（ЖиToMиpckaя）、卡缅
涅茨-波多尔斯基（KaMeHeц-Ⅱoдobckaя）、罗夫诺（PoBeHckaя）、斯
坦尼斯拉夫（CTaHиcлaBCkaя）、捷尔诺波尔（ТepHoпoлbcaя）、切
尔诺夫策（ЧepиoBицkaя）等州；军区编有4个集团军和军区直属兵团，
共计 32 个步兵师、16 个坦克师、8个摩托化师、2个骑兵师和 3个空降兵旅，
另有 10 个航空兵师和 12 个筑垒地域。成为在当时苏联实力最强的军区。曾
担负掩护从普里皮亚特河到利普卡内（ЛиHkaH）的 860 公里的国境线。1941
年苏德战争爆发后，在辖区内组建*西南方面军，军区机构隶属方面军，主要
负责后勤保障及地方性动员、防御、疏散等。1941 年 9 月军区机构撤销。1943
年 10 月，随着乌克兰的逐步解放而重建。卫国战争期间历任司令为雅科夫列
夫（[B.Ф.ЯkoBлeB，1895—1974]1941.6—9）、科夏金（[B.B.Кoяkи
H]1943—1944）和格拉西缅科（[B.Ф.ГepacиMeHko，1900—1961]1944—
1945）。

基层将校革新派  日本军部法西斯派别。法西斯分子北一辉鼓吹日本应
取代英国成为“亚洲的盟主”，自 1918 年开始在军部进行活动。由于北一辉
在军内基层将校中活动，1925 年形成此派别，主张用直接行动来铲除反对“革
新”的人物，通过政变实现军部独裁，对外发动侵略战争。与军内*幕僚革新
派一起，被统称为*军内革新派，又称*少壮派。

基茨卡内登陆场  位于德涅斯特河西岸蒂拉斯波尔（Тиpacпoлb）
以南基茨卡内（КицkaHb）地域。1944 年 4 月*敖德萨战役中，由苏联*乌
克兰第三方面军第三集团军所部建立。正面宽 18 公里，纵深6—10 公里。在
*雅西-基什尼奥夫战役中苏军由此发起主要突击。

基洛夫号巡洋舰（КиpoB）苏联建造的第一艘巡洋舰。1935 年开始建
造，翌年下水。1938 年编入波罗的海舰队。长 191 米，宽 18 米，吃水 5.2
米，排水量 8600 吨，航速 35 节，经济航速的续航力约 4200 海里，装备 180
毫米火炮 9门，100 毫米火炮 8 门，37 毫米高射炮 10 门，12.7 毫米高射机
枪 6挺，7.62 毫米高射机枪 2挺，三联装鱼雷发射器 2座，飞机 2架，水雷
170 个，舰员 724 人，参加过苏芬战争。苏德战争初期在里加湾和塔林用炮
火支援陆军。后撤至喀琅施塔得，参加列宁格勒保卫战。1943 年获红旗勋章。
1944 年参加维堡战役。1974 年退役。

基洛夫格勒战役  苏德战争后期苏军发动的进攻战役，*第聂伯河右岸



乌克兰进攻战役的组成部分。1944 年 1 月 5—16 日，由*乌克兰第二方面军
实施。目的是粉碎德军基洛夫格勒集团并前出南布格河。苏军从西北、西南
两面迂回基洛夫格勒（КиpoBorpaд），1月 8日解放该市，然后继续向西
推进 15—20 公里。德军即迅速将3个坦克师调至苏军当面，阻止了苏军的攻
势。但基洛夫格勒防御枢纽的失守已经快德军整个防御的稳定性遭到破坏。

基辅军区大演习  1935 年 9 月苏军在基辅军区辖区内举行的大规模演
习。参加演习的部队计 6.5 万人、1000 多辆坦克、600 架飞机、300 门火炮。
演练了机械化部队与步、骑兵协同突破敌防御纵深等课题，并首次实施空降
行动。演习检验了苏军技术装备和*大纵深战役（战斗）理论。对尔后部队建
设和训练起重要作用。苏联最高军事领导和法、意、捷军队代表观看了此次
演习。

勒尔（AlexanderL hr，1885—1947）德国空军将领。原为奥地利空军
军官，*德奥合并后转入德国空军服役，晋升空军上将。大战期间指挥第四航
空队参加侵苏战争，对基辅实施狂轰滥炸。1942 年夏奉命支援进攻斯大林格
勒和高加索的德军。后又调往东南欧战场，在南斯拉夫和希腊境内作战。战
后被南斯拉夫作为战犯处

勒恩（LudwigRenn，1889—1979）德国作家。曾用名戈尔塞淄
（ArnoldViethvonGomenau），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1928 年出版第一部
小说《战争》后进入文坛。同年加入德国共产党，任“无产阶级革命作家联
盟”书记（至 1932 年），主编《左转》杂志。*国会纵火案发生后一度被捕
和囚禁。1936 年参加西班牙内战，任国际纵队第十一国际旅参谋长。1940
年在法国被捕。翌年获释，移居墨西哥，任教于莫雷利亚大学。同时在流亡
拉丁美洲的德国进步人士中主持自由德国运动，并参加自由德国人士拉丁美
洲会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定居民主德国。

勒布伦（AlbertLebrun，1871—1950）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总统（1932—
1940）。毕业于巴黎综合技术学校，为矿业工程师。长期担任者员。1931 年
任参议院议长，并多次出任部长。战时总统任内，1940 年 6 月 12 日和 13 日，
曾两次主持内阁会者，对魏刚等人的求和主张未表异议。16 日同意雷诺辞去
总理职务，并任命贝当组阁。此后曾试图去北非，未成。7 月初至维希，拒
绝离职。7月 10 日议会授全权予贝当后，遂于 13 日宣布辞职。同月 23 日被
捕。1943 年一度因于奥地利。后软禁于国内。著有回忆录《见证》等。

勒阿尔（EugenioReale，1905—）意大利外交副大臣。初为意大利社会
党员，后加入意大利共产党。1931 年被捕，获释后在那不勒斯从事地下活动。
1935 年再次被捕，出狱后于 1937 年流亡法国。1940 年在法又被捕，引渡意
大利政府，被判苦役。1943 年 7 月墨索里尼垮台后获释，重返那不勒斯从事
重建当地意共组织，同时主张和社会党联合建立统一的工会。1944 年供职高
等法院，并历任搏诺米内阁和帕里内阁中的外交副大臣，战后曾任驻波兰大
使。

勒代斯库（NicllaeRǎdescu，1874—1953）罗马尼亚总理（1944—1945）。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罗军中服役。二十年代中，任驻英国使馆陆军武官。
1933 年为抗议国王卡罗尔二世的独裁政策，被革除军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
间，因反对安东奈斯库的亲德立场和对纳粹德国政策的不满，被逮捕囚禁于
特尔古日乌（T rgu-Jiu）集中营。1944 年苏军逼临国境，8 月发动反法西
斯政权的政变，成功后出任总参谋长。同年 12 月任总理兼内政部长，任内反



对共产主义，敌视苏联，极力博取美国的支持。1945 年 2 月 24 日纠集一批
人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示威游行，反对苏联。同年 3月 3日，在苏联的压力下，
被解除一切职务。后流亡塞浦路斯，1947 年后移居美国纽约。

勒克莱尔（PhilippeLeclerodeHauteclocque，1902—1947）法国将领。
1924 年毕业于圣西尔军校。长期在北非服役。1938 年 8 月任第四师参谋长。
1940 年 5 月率部在比利时境内作战，负伤后突围至巴黎。7月经西班牙、葡
萄牙至英国，参加*自由法国，深得戴高乐的信任。8月与普利文等深入法属
赤道非洲活动，先后策动喀麦隆和加蓬等国加入自由法国，并任喀麦隆总督。
同年 11 月被任命为乍得军事长官，军衔为上校。1941 年 1 月和 3月配合英
军在利比亚境内作战，先后攻克摩尔苏克（Mourzouk）和库夫拉（Koufra），
8月晋升准将。1943 年初，攻占利比亚西南部的费赞（Fezzan）地区，并归
属英国第八集团军领导，参加突尼斯战役。同年 5月获少将衔，任第二自由
法国师师长。后赴摩洛哥组建第二装甲师。1944 年 4 月移师英国。7月率部
在诺曼底登陆。8月 22—25 日参加解放巴黎的战斗，11 月光复斯特拉斯堡，
并转战于阿尔萨斯和洛林等地。1945 年 4 月进入德国境内对德军作战。战后，
奉命筹组印支远征军。1945 年 8 月 14 日，出任远东地区法军勒克莱尔司令。
9月 2日，代表法国在日本投降书上签字。战后历任北非法军总监和最高军
事委员会委员。后因飞机失事身亡。1952 年被迫赠为法国元帅。

勒莫尼埃（AndreGeorgesLemonnier，1896—1963）法国海军将领。毕
业于法国海军学校。曾代表法国参加伦敦和日内瓦海军裁军会议。1939 年获
海军上校衔。大战爆发后，指挥海军防空部队保卫巴黎和参加敦刻尔克撤退。
法国败降后，于 1942 年前往北非参加抵抗运动。1943 年被戴高乐任命为战
斗法国海军参谋长和海军航空兵司令。1943 年参加解放科西嘉岛的战斗。
1944 年 8 月又参加法国南方登陆作战，升为海军中将。战看继续服役，1952
年晋升海军上将。

勒尚蒂罗姆（PaulLegentilhiomme，1884—1975）法国将领。毕业于圣
西尔军校。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长期在殖民地的法军中服役。1938 年获
准将衔。次年起任驻索马里法军司令。1940 年 6 月率军进入埃塞俄比亚境内
作战，11 月到伦敦参加自由法国。1941 年擢升少将，出任自由法国所属非洲
地区部队司令和法兰西民族委员会陆军专员。1943 年晋升中将，任法兰西民
族解放委员会国防专员。1944 年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后，任第三军区司令。1945
年 7 月任巴勒尚蒂罗姆黎军事长官。1947 年擢升上将，不久退役。

勒尔明尼埃尔（JeanL′Herminier，1902—1959）法国海军军官。毕业
于法国海军学校。大战爆发后，随舰队参加挪威战役，并在地中海作战。法
国败降后，继续在海军中服役。1942 年获海军少校衔，奉命指挥*卡萨布兰
卡号潜艇。同年 11 月，德军进占土伦时，率艇突围，到北非参加抵抗运动。
此后在地中海活动，多次完成战斗任务。1943 年 9 月 13 日，曾密送突击营
在科西嘉岛登陆。1945 年晋升海军上校，战后出版回忆录《卡萨布兰卡号》、
《天空与海洋之间》等。

勒德洛修正案（LudlowAmendment）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美国孤立主义者
提出的宪法修正案。旨在限制国会与总统的宣战权，由众议员勒德洛
（LouisLudlow）提出，故名。经 3 年的策划和起草，1938 年向众议院正式
提出议案，要求除非美国自身或西半球国家遭到直接的进攻，否则，美国是



否宣战须由公民投票决定。2月 10 日众议院表决结果，该议案以 209 票对 188
票被否决。

勒热夫-维亚济马战役  ①苏德战争前期苏军发动的进攻战役，*苏军
一九四二年冬季反攻的组成部分。1942 年 1 月 8 日至 4月 20 日，由*加里宁
方面军和*西方方面军实施。战役目的是围歼德军*中央集团军群基本兵力。
至 1月底，加里宁方面军前出维帖布斯克、斯摩棱斯克接近地，并突至维亚
济马，在奥列尼诺地域合围德军约 7个师；西方方面军也从南北两面迂回敌
尤赫诺夫集团，并对维亚济马实施深远包围。1月 18 日至 2月 24 日，苏军
分阶段实施*维亚济马空降战役，试图封闭对敌合围圈，分割被围敌军。德军
增调援兵进行反突击，于 2 月 2—3 日切断苏军突击兵团与后续部队的交通
线，使苏军态势恶化。4月 20 日，苏军西进 80—250 公里后转入防御，未能
完成战役任务。②苏德战争中期苏军发动的进攻战役。1943 年 3 月 2—31 日，
由加里宁方面军和西方方面军实施。由于 1942—1943 年冬季苏军在西南方向
的进攻，德军被迫收缩防线，从 1943 年 3 月起撤退驻守勒热夫（PжeB）-
维亚济马突出部的部队。苏军乘势进攻，试图阻挠敌军退却并粉碎之。但苏
军攻势进展缓慢，前出至杜霍夫希纳斯帕斯杰缅斯克一线遇德军抵抗后即停
止进攻，未达预定目标。

勒热夫-瑟乔夫卡战役  苏德战争中期苏军发动的进攻战役。1942 年 7
月 30 日至 8月 23 日，由*加里宁方面军和*西方方面军实施。目的是牵制德
军*中央集团军群，使其所属部队不能调往南方参加夏季攻势，并试图消除勒
热夫（PжeB）突出部。7月 30 日和 8月 4 日，苏军从两个方向分别发起进
攻，并迅速突破敌人防线，推进 30—45 公里。德军被迫向西方方向补充 12
个师，预定调往斯大林格勒的 3个坦克师和数个步兵师亦被消耗。但苏军前
出至勒热夫接近地后丧失进攻能力，突出部未能消除。

勒梅格尔-杜自勒依尔（JacquesLemaigre-Dub-reui1，1894—1955）
法国工商界人士。战前从事工商业活动。大战爆发后入伍。1940 年 6 月被俘，
后脱逃，继续经商。往返于美国和北非之间，深得*墨菲的信任，在北非设立
五人委员会，开展反对轴心国的活动。1942 年 10 月，盟军在北非登陆前，
曾促成吉罗和艾森豪威尔的会晤。1943 年初任吉罗办公室主任，并前往美国
商谈提供军援问题。1944 年吉罗告退后，受美国政府派遣赴西班牙，秘密接
触维希政府大使，试图排斥戴高乐。战后曾因此事受审，后被判无罪。

菱刈隆（1871—1952）日本将领。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早
年参加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历任第八、第四师团长，台湾军司令官。
1929 年晋升六将。次年出任关东军司令官，为发动侵华战争的罪魁祸首之
一。1934 年底转入预备役，就任军事参议官，并任右翼团体“大日本忠灵显
彰会”会长，大力支持对外扩张侵略，驱使日本人民充当炮灰，直至日本战
败投降。

黄杰（1902—）中国将领。字达云，黄埔军校毕业。曾任国民政府军师
长。1931 年曾参加对鄂豫皖苏区的“围剿”。1933 年率部参加长城抗战。后
任税警总团总团长。1935 年授少将衔。次年授中将衔。抗日战争爆发后，任
第八军军长，先后参加淞沪会战、徐州会战。后调任中央军校教育处长。第
六分校主任。1943 年春出任第十一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六军军长。1944 年率
部参加*缅北战役，连克龙陵、芒市等滇西军事重镇。1945 年 1 月升任第十
一集团军总司令，率部攻克畹町回龙山，保证了中国远征军和驻印军的会师。



同年 3 月任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直属第一方面军副司令兼中印公路警备副司
令。抗战胜利后，曾任国防部次长、第一兵团总司令。1949 年 12 月兵败进
入越南。1953 年去台湾。曾任台湾当局陆军总司令、“国防部长”。

黄金（Gold）音译“哥尔德”。盟军诺曼底登陆滩头代号之一。属英军
登陆区。位于贝辛（Bessin）港至拉里维埃（LaRivière）之间，沙质陡壁下
长约 3英里的海滩，陡壁坡度较缓，高度约海拔 50 英尺。德军在这一地段设
置的抗登陆障碍物约有 2500 个。在此滩头登陆作战中，英国第五十师损失
413 人。

黄郛（1880—1936）中国新政学系首领。原名绍麟，字膺白。早年留学
日本，入振武学校。曾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1932 年 6 月，在上海组织“新
中国建设学会”，宣传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1933 年春日军占领热
河省后，任行政院驻北平（今北京）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负责对日交涉
停战事宜。同年 5 月下旬令熊斌与日本关东军代表冈村宁次签订*《塘沽协
定》。1934 年又委派代表与日本谈判华北与“满洲国”通车、通邮，先后达
成协议，实际上承认“满洲国”。因受全国人民的谴责，于 1935 年春托病躲
入莫干山。后病死。

黄骅（1910—1943）中国将领。原名金山。1929 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
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 年参加长征，北上抗日。到陕北后，任红军大学
干部团政委。抗日战争爆发后，历任晋西南游击队队长、中共晋西南特委军
事部长、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晋西独立支队副支队长。1939 年任晋东独立支队
副支队长，次年率部开赴鲁南。1942 年任第一一五师教导六旅副参谋长兼冀
鲁边军区副司令员。1943 年 6 月 20 日，在河北省新海县（今黄骅县）与日
军作战时，遭叛徒行刺牺牲。

黄敬（1912—1958）中国将领。原名俞启威。1932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曾任中共青岛市委宣传部长。1935 年考入北京大学数学系。同年 12 月参加
领导一二·九运动。1936 年 4 月任中共北平市委宣传部长，旋任市委书记。
抗日战争爆发后，先后任职中共晋察冀区委、冀中区委，执行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政策，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1942 年秋，任中共冀鲁豫区委书记、八路
军第二纵队兼冀鲁豫军区政委，领导根据地军民，进行政治建设和经济建设，
坚持抗日武装斗争。1943 年底任中共中央平原分局书记兼平原军区政委。
1945 年初因病回延安治疗。抗战胜利后曾任晋察冀中央分局副书记。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天津市市长、第一机械工业部长、
国家技术委员会主任。

黄克诚（1902—1986）中国将领。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三军
第四师政委、红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长。1934 年参加长征。抗日战争爆发后，
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三四四旅政委，参加*平型关战斗。后历任八路军第二
纵队、第四纵队政委，第五纵队司令员兼政委。转战晋冀豫，曾参加晋东南
反“九路围攻”等战斗。1940 年率部南下，与新四军北上部队会师，创建苏
北抗日根据地。皖南事变后，历任新四军第三师师长、政委，苏北军区司令
员、政委，中共苏北区委书记，为重建新四军，巩固和发展苏北抗日根据地
作出了贡献。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军区副司令员兼后勤司令员，中共天津市
委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国防部副
部长、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央书记处书记。1955 年被授予大将军衔。

黄炎培（1878—1965）中国教育家、爱国民主人士。字汪之，号楚南。



早年创办中华职业教育社，任理事长。九·一八事变后，积极投身抗日救亡
运动，发起组织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支援前线军需供应，维持地方秩序和
市面金融。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国民政府中央国防参议会参议员、国民参政
会参政员、战时公债劝募委员会常务委员兼秘书长，积极筹措前方军需，开
展战区救济救护工作。1911 年参加创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13 年任立宪政
府推行委员会召集人。抗战胜利后，组织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曾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
政协副主席、民建中央主任委员。

黄绍竑（1895—1966）中国将领。字季宽。保定军校毕业。北伐战争时
任广西省政府主席兼留桂军军长。九·一八事变后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内政部
部长、交通部长。1934 年任浙江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1937 年授中将加上
将衔。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国民政府军委会第一部部长，主管作战计划。同
年秋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指挥正太路的防御作战。太原会战结束后，复
任浙江省政府主席。赞同中国共产党联合抗日的主张。抗战胜利后，任监察
院副院长。1949 年为南京政府代表团成员，赴北平（今北京）与中共进行和
平谈判。和谈初步协议遭国民政府拒绝后去香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革中央常委。

黄琪翔（1898—1970）中国将领。字御行。保定军校毕业。曾任国民革
命军第四军军长。九·一八事变后主张联共抗日。1933 年 11 月与李济深等
发动反蒋抗日的福建事变，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任军事委员会参
谋团主任。失败后去德国。抗周战争爆发后，任第三战区右翼军副总司令兼
第八集团军副总司令，参与指挥淞沪会战。1938 年初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
部副部长，后调任军训部次长。1939 年先后任第二十六、第十一集团军总司
令，参与指挥枣宜、襄樊等战役。次年授中将衔。1941 年 6 月任第六战区副
司令长官。1943 年 2 月任*中国远征军副司令长官。抗战胜利后，授中将加
上将衔，任中国驻德军事代表团团长。1948 年回国，曾力劝蒋介石停止内战，
不成乃于年底潜赴香港，脱离国民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国防委员
会委员、农工民主党中央副主席。

黄色方案（FaIIGelb）德国入侵卢森堡、荷兰、比利时和法国的最初行
动计划代号。1939 年 10 月 9 日，希特勒下令陆军总司令制定，以便近期内
即在西线发动攻势作战，其目标是摧毁荷、比、法、英的军队，并在海峡沿
岸和北海之滨取得对英进行海、空作战的基地。10 月 19 日，计划编制完毕。
10 月 29 日由希特勒批准后下达，进攻日期定在 11 月 12 日。后因天气恶劣
和准备不足，进攻日期再三推延。发生*梅克林事件后，按*曼施泰因计划作
了重大修改，于 1940 年 2 月 24 日代号改称*镰刀。

黄桥战役  1940 年新四军粉碎国民党顽固派进攻的自工反击战。是年
10 月 1 日，苏北国民党顽固派*韩德勤纠集其主力第八十九军及江苏省保安
队共 1.5 万余人。分 3路进攻江苏省泰兴县黄桥地区，企图挤走北上的新四
军部队。新四军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和自卫原则，首先争取苏鲁皖
游击总队李明扬、李长江部，税警总队陈泰运部中立，然后集中主力，在黄
桥阵地前沿，分割包围韩部，经 1天战斗，歼敌主力 1.1 万余人，迫使韩德
勤率残部逃往兴化。10 月 10 日，新四军与南下的八路军第五纵队在东台白
驹镇会师，奠定了苏北抗日根据地的基础。

黄土岭战斗  1939 年八路军在河北省涞源县对日军的一次伏击战。是



年 11 月 4 日，日本独立混成第二旅团旅团长兼蒙疆驻屯军最高司令阿部规秀
（1886—1939）中将在*雁宿岩战斗中受挫后，率 1000 亲人对晋察冀抗日根
据地进行报复性“扫荡”。晋察冀军区在杨成武指挥下，以 5个团 1个营兵
力在黄土岭、上庄子地区隐蔽设伏。7日日军全部进入伏击圈，八路军从西、
南、北三面合击，将敌压缩在山沟里。战斗至 3日下午，歼敌 900 余人，击
毙阿部规秀。日军哀叹“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

黄崖底伏击战  抗日战争初期八路军在正太铁路南侧伏击日军的战
斗。1987 年 10 月底，为打击沿正太铁路南侧西犯的日军，八路军第一二九
师师长*刘伯承率部进至昔阳东南。11 月 2 日，以第七七一团在地势险要的
黄崖底设伏，袭击由九龙关经北界都、黄崖底向昔阳进犯的日军第一○九师
团第一三五联队。此战八路军第七七一团在第七七二团配合下，毙敌 300 余
人，我军仅伤亡 30 余人。

黄崖洞保卫战  1941 年八路军在山西省黎城地区抗击日军的战斗。是
年 10 月，日军采取“捕捉奇袭”战术，对太行山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
11 月 9 日，日军第三十六师团 4000 余人奔袭黎城之北黄崖洞、水腰山一带
八路军后方兵工厂。八路军总部特务团和兵工厂职工千余人，凭借山险与进
犯日军搏战，连续击退日军数十次冲锋，血战 8昼夜后于 16 日主动转移。八
路军第一二九师以 4个主力团袭击日军侧后，迫使敌于 20 日撤退。此战共歼
日军 800 余人。

黄蜂号航空母舰（Wasp）美国航空母舰。1940 年服役。排水量 1.47 万
吨，航速 30 节，载机约 80 架。属大西洋舰队。1941 年 12 月珍珠港事变后，
调赴太平洋海域对日作战。次年 8月支援美军登陆瓜达尔卡纳尔岛，9月 15
日在所罗门群岛以东海面被日本潜艇击沉。后美国以一艘新建的“埃塞克斯”
级航空母舰重新命名。1944 年 6 月参加菲律宾海海战，10 月参加菜特湾海战。
1945 年 2 月参加硫黄岛战役，3月随舰队攻击日本本土时被日机击伤。

菲力普（AndréPhilip，1902—1970）法国抵抗运动活动家。1920 年参
加社会党。1936 年当选为议员。大战爆发后入伍，任驻英军联络官。1940
年法国败降后，在南方开展抵抗活动，出版《解放报》，领导地下组织“解
放南方”。1942 年 7 月前往伦敦，任法兰西民族委员会内政和劳动专员。1943
年 5 月到达北非，先后任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内政专员和法兰西共和国临
时政府国务秘书。并被选入临时咨询议会。战后曾任国民经济和财政部长。

菲立克斯（Felix）德国夺取直布罗陀的行动计划代号。1940 年 11 月制
定。计划动用 2个坦克师、3个步兵师和 1个山地师，预定于 1941 年 1 月以
航空兵对英国在直布罗陀的分舰队和港口实施突然袭击，尔后以快速兵团穿
过西班牙领土夺取该海军基地。同时派兵入侵葡萄牙，并以 1—2个师调往西
属摩洛哥，从南面控制海峡，完全封闭英国舰船进入地中海。1940 年 12 月
11 日撤销。

菲利普斯（TomSpencerVaughanPhilips，1888—1941）英国海军将领。
1903 年参加皇家海军。三十年代曾任海军计划司司长等职。大战爆发前夕任
海军副参谋长。1941 年 10 月被任命为英国东方舰队司令，率*威尔士亲王号
战列舰和*却敌号战列巡洋舰首途新加坡（12 月 2 日到达）。太平洋战争爆
发后，在 12 月 10 日的*马来海战中遭日机攻击，舰沉身亡。领海军上将衔。

菲格莱因（HermannFegelein，1906—1945）德国党卫队头目。早年曾
为赛马场马夫。纳粹党执政后，任党卫队第一骑兵旅旅长。1942 年 5—12 月



任德国中央保安局骑兵和运输息监，同年 12 月 2 日获党卫队旅队长衔（相当
于少将）。1943 年秋负伤后任党工队派驻希特勒大本营的联络官。1944 年初
鼓动希特勒同意由中央保安局接管*阿勃韦尔。同年 6月与*埃娃·布劳恩之
妹结婚，地位急剧上升。大战末期曾留守*元首地堡，1945 年 4 月 26 日潜逃，
翌日被武装党工队员俘获，28 日被处决。

菲尔基贝尔（FritzErichFellgiebel，1886—1944）德国将领。第二次
世界大战期间任德国最高统帅部通讯处处长兼陆军通信联络主任（1939—
1944），领上将衔。参加上层军官密谋集团。在*七·二○事件中起重要作用。
负责转告柏林密谋分子刺杀结果，并曾一度切断希特勒大本营同外界的联
络。1944 年 7 月 21 日被捕，9月 4日被绞死。

菲亚特公司（FabbricaItalianaAutomobili）意大利生产汽车、飞机的
大企业。1899 年创建于都灵。初专事生产汽车，1908 年又设置意大利飞机公
司（SocietàltalianaAviazione），开始从事飞机的研制。1914 年生产出第
一架飞机。后在法西斯政府扶持下，1926 年吞并昂萨尔多（AnSaldo）公司，
扩大了公司飞机生产能力。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生产各种类型的军用飞机，
其中以*菲亚特 G型歼击机、*菲亚特 CR 型歼击机和*菲亚特 BR 型轰炸机最著
名。

菲律宾战役  ①第一次战役（1941.12—1942.6）。*太平洋战争初期日
军攻占菲律宾群岛的战略性战役。为摧毁美国在亚洲的主要军事基地，夺取
菲律宾的丰富资源，并为进一步入侵荷属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和澳大利
亚创造条件，日军在袭击珍珠港后即发动对菲律宾的进攻。参加此役的日军
为陆军中将本间雅晴指挥的第十四军约 6万人，海军战役编队 40 余艘军舰及
百余艘运输船舰，海空军飞机约 500 架，驻守菲律宾的美菲军 13 万人（其中
美军 3.1 万人），作战飞机 270 余架，由美国远东军司令麦克阿瑟指挥，另
有美国亚洲舰队（45 艘舰艇）协同作战。1941 年 12 月 8—9 日，日军飞机首
先突袭克拉克（Clark）和甲米地（Cavite）等美军基地，摧毁绝大多数美军
作战飞机，掌握制空权。12 月 10 日，日本陆军先遣部队分股在阿帕里等地
登陆。麦克阿瑟将美军主力部署于马尼拉附近。菲军无力阻挡日军的入侵。
12 月 22 日日军主力 4万多人在仁牙因（Lingayen）湾登陆。23 日麦克阿瑟
被迫决定实施“橙子三号”作战计划，放弃马尼拉，率 8万人退守巴丹半岛，
以待海上增援。1942 年 1 月 2 日，马尼拉沦陷。日军从 1月初起对巴丹半岛
连续发动进攻，遭到美菲军激烈抵抗，2 月上旬被迫暂停进攻。美菲部队粮
食储备有限，疟疾流行，兵员严重减损，美国军方无力实施救援行动。3 月
10 日，麦克阿瑟奉命弃军撤至澳大利亚，由温赖特中将接任指挥。日军增兵
2个师团和 2个炮兵团后，于 4月 2日发起最后攻击。4月 9日，美菲军战地
指挥官金少将率 7 万人投降。5 月 5 日日军又对扼守科雷吉多尔
（Corregidor）岛要塞的美军发动进攻。次日，温赖特率 1.2 万（一说 1.5
万）人投降，并在广播中宣布全面投降。棉兰老岛与和乐岛等也分别沦陷。
至 6月 9日止，美菲部队除少数转入游击战外，均停止抵抗。此战为日本陆
海军实施的首次大规模协同作战，历时半年，伤亡约 1.2 万人。菲律宾的沦
陷，使美军在太平洋的战略态势急剧恶化。②第二次战役（1944.1O—
1945.7）。美军反攻菲律宾群岛的战略性战役。1944 年 9 月魁北克会议上，
美英联合参谋长会议决定提前对菲律宾的反攻。由西南太平洋盟军总司令麦
克阿瑟指挥，参战的有美国第六集团军 14 个师约 24 万人，由美第七、第三



2 支舰队（35 艘航空母舰、12 艘战列舰等 200 多艘军舰）及远东空军飞机约
2500 架支援。守菲日军为第十四方面军（辖 9个多师团、4个旅团）和西南
方面舰队共约 26 万人（一说 18 万人），由第四航空军和第一航空舰队（共
约 980 架飞机）支援。日本大本营制定*捷号作战计划，调山下奉文任第十四
方面军司令官，企图实施决战。美军依托海空优势，从 1944 年 10 月上旬起，
对菲律宾、台湾等地日军基地进行猛烈突击，日军损失惨重。10 月 17 日，
美军在莱特湾附近诸小岛登陆。20 日，美国第七舰队运送第六集团军 4个师
在莱特岛登陆。同时，日本大本营下令实施捷号作战行动，调集尚存的海空
军主力与美海军进行决战。10 月 24—25 日，双方进行*莱特湾海战，日军惨
败。日军又以*神风特攻队对美军展开特攻，并以运输舰运送援军，但均遭美
海空力量毁灭性打击。12 月中旬，莱特岛终为美军克复。同时，美军又攻占
民都洛岛。次年 1月 9日，第六集团军 4个师在海空军掩护下，登陆吕宋岛
北部的仁牙因湾，菲律宾抗日游击队亦广泛出击，日军陷于顾此失彼境地。1
—2 月美军挺进吕宋岛腹地，并在吕宋岛西岸、马尼拉附近海岸及巴丹半岛
等地实施两栖登陆与空降作战。美国第八集团军亦开始在菲律宾南部的巴拉
望（Palawan）岛、棉兰老岛登陆。2月下旬至 3月初，美军先后攻克马尼拉、
科雷吉多尔要塞等地，日军残部退守吕宋北部山区。3 月中旬，美军又在班
乃（Panay）、宿务（Cebu）、内格罗斯（Negros）等岛登陆。此后，美军在
菲律宾抗日武装的协助下，对菲律宾群岛上的日军残部进行清剿战斗，直至
大战结束。

菲德尔佐尼（LuigiFederzoni，1878—1967）意大利法西斯分子。曾就
读于博洛尼亚大学。早年出版《民族思想》周刊，鼓吹沙文主义。1923 年加
入国家法西斯党。历任殖民地大臣、内务大臣。曾颁布一系列法令，加强报
刊检查和对社会舆论的全面控制。1929—1939 年任参议院议长。1998 年起为
意大利王家艺术学院院长。大战期间，因轴心国不断矢利，对前途产生怀疑。
1943 年 7 月 24 日，在法西斯大委员会会议上支持格兰迪动议。*萨罗共和国
时，被维罗纳法庭缺席判处死刑。战后意大利最高法院判处他终身监禁。1947
年大赦后，获释去葡萄牙定居。

菲亚特型坦克  意大利坦克。由*菲亚特公司制造。其 M11/39 型重 11
吨，装备 37 毫米炮 1门，机枪 2挺。经改良的 M14/41 型，装备 47 毫米炮 1
门，时速30 公里，广泛使用于北非战场，但因装甲过薄，未发挥过重要作用。
经进一步改良的 M15/42 型，提高了性能，但未及大批生产，意大利即告投降。

菲律宾方面军  即“日本第十四方面军”。
菲律宾海海战  即“马里亚纳海海战”。
菲亚特 G 型歼击机  意大利歼击机。由*菲亚特公司制造。1938 年投产

的 G-50 型，单座、单引擎、单冥。最大时速 471 公里，最大载荷航程 676
公里，装备 1挺 12.7 毫米机枪。共生产 708 架。用于巴尔干、地中海和北非
战场。1943 年改进投产的 G-55 型，时速增至619 公里，航程增至1200 公里，
装有 3门 20 毫米机关炮和 2挺 12.7 毫米机枪。

菲律宾人民抗日军  菲律宾抗日武装。亦称“胡克巴拉哈普”，译自他
加禄语 HukbongBayanLabanzaHapon 的简称 Hukbalahap。通称“胡克”。1942
年 3 月建立，以菲律宾共产党为核心，主要成员为农民。有 3500 人，编成
35 个连，在吕宋岛中部等地活动。同年 9月击退日军首次进攻。1942 年底和
1943 年初又实施“连续袭击战术”，不断打击敌人。1943 年 3 月遭日军重兵



围剿，损失惨重，被迫退至山区和丛林，继续进行斗争。曾配合盟军解放本
土。日本投降后，部分成员组成“人民抗日军同志会”，1948 年春，又组成
由菲共领导的菲律宾人民解放军。

菲律宾行政委员会  日本占领军在菲律宾扶植的管理机构。1942 年 1
月 23 日日军攻占马尼拉后由日本占领当局的军政监部设立。共分 6个部，主
席和部长均由菲律宾人担任，但各部中均由日本“顾问”严密控制。主席瓦
加斯，劳雷尔、雷克托等人任部长。协助日军进行殖民统治，其间曾支持成
立*新菲律宾服务协会和*菲律宾独立筹备委员会。1943 年 10 月，劳雷尔傀
儡政府成立后，被取消。

菲亚特 BR型轰炸机  意大利中型轰作机。由*菲亚特公司制造。其BR-20
型为双引擎，最大载荷航程 1850—3000 公里，装备 4 挺机枪，可载炸弹约
1600 公斤，乘员 6人。1936 年投产，1939 年服役。1940 年 6 月意大利参战
时，其空军共有此型轰炸机 172 架。共约生产600 架。曾广泛用于在巴尔干、
地中海、北非以及苏联等地作战。

菲亚特 CR 型歼击机  意大利歼击机。由*菲亚特公司制造。其 CR-32
型为双翼、单引擎、单座，时速 350 公里，可持续飞行 2.5 小时。装备 12.7
毫米机枪 2挺。1933 年初次试飞。曾广泛用于武装干涉西班牙。1940 年意大
利参战时，占其歼击机总数的四分之一。其改良型 CR-42，1939 年投产，时
速增至 430（一说 392）公里，最大载荷航程 772 公里，CR-42 型共生产 1781
架。

菲律宾独立筹备委员会  日本占领军在菲律宾建立的机构。太平洋战
争爆发后，日军攻占美国殖民地菲律宾，并宣告实行军管。随着在太平洋战
场不断失利和亚洲人民抗日斗争的发展，日本加紧策划和导演菲律宾“独
立”，以巩固其占领当局的地位。1943 年 5 月东条英机访问马尼拉，许诺让
菲律宾早日“独立”。6 月 18 日日本占领当局军政监部下令由*新菲律宾服
务协会组建此委员会。以*劳雷尔为委员长，共有 20 名委员，按日本人指示
起草宪法，于 9 月初在新菲律宾服务协会大会上通过。9 月底新选出的“国
民大会”推举劳雷尔为“总统”，并于 10 月 14 日就职。至此该委员会遂告
结束。

菊水作战  *冲绳岛战役期间日本*神风特攻队的自杀性攻击代号。1945
年 4 月 6—7 日、12—13 日、16 日、21—22 日、5 月 4 日、11 日、24—25
日、27—28 日、6 月 3—7 日、6月 21—22 日，日本神风特攻队共出动飞机
1465 架，对冲绳岛海面的美军舰队发动 10 次菊水作战，进行自杀性攻击，
击沉美舰艇 30 艘，使美舰队受到一定损失，但未能挽回败局。

萤火虫号驱逐舰（Glowworm）英国驱逐舰。1936 年建成。排水量 1345
吨，装有 4门 4.7 英寸火炮和 8个 21 英寸鱼雷发射管。1940 年 4 月 8 日，
在挪威沿海为声威号战列舰护航时，与德国*希佩尔号巡洋舰及 2艘驱逐规发
生遭遇战。双方力量悬殊，在交战中借烟幕掩护以高速撞击希佩尔号，使敌
舰身裂开 40 米宽缺口而被迫退出战斗，自身随后沉没。舰长鲁普
（GerardRoope）海军少校坠海牺牲，后被追授维多利亚十字勋章。

营南除家村惨案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军屠杀中国人民的暴行。1942
年 3 月 26—27 日，日本驻威海卫刘公岛的海军陆战队借口丢失枪支，连续两
次包围文登县城东北的营南陈家村。用火焰喷射器焚烧房屋，以开会训话为
名，将全村居民驱赶至村东头壕沟边，用机枪扫射，来被打死者被扔进沟内



活埋。全村 1015 间房被烧毁 1008 间，230 多人惨遭杀害，财物被洗劫一空。
萧华（1916—1985）中国将领。1980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军总政

治部青年部长、少共国际师政委。1934 年参加长征。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
路军第一一五师政治部副主任、第三四三旅政委，参加*平型关战斗。1938
年 5 月任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司令员兼政委，率部深入敌后，创建冀鲁
边抗日根据地。1939 年起任鲁西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第一一五师政治部主任
兼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协助罗荣桓指挥军民粉碎日军多次“扫荡”。放战
争时期，任第四野战军特种兵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国人民
解放军空军政委、总政治部主任。1955 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萧克（1908—）中国将领。192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南昌起义。
曾任红六军团军团长。1935 年参加长征，北上抗日，任红二方面军副总指挥。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第一二○师副师长，参与创建晋西北抗日根据地。
1939 年任冀热察挺进军司令员，率部进逼平、津，开辟平西、平北、冀东、
热南抗日根据地。1942 年起任晋察冀军区副司令员，协助聂荣臻开创晋冀热
及辽西抗日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任华北军区副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曾任国防部副部长兼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1955 年被授予上
将军衔。

萧永智（1915—1943）中国将领。1930 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 年
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十师政治部主汪。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第一
二九师第三八六旅第七七二团政委、先遣支队政委，赴鲁西南地区开辟敌后
抗日根据地。1940 年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新八旅政委，致力于加强部队政治
工作。1943 年春，率部赴卫河以东，开辟临（清）馆（陶）堂（邑）根据地。
曾任八路军冀南军区七分区政委兼中共地委书记。同年 9月 23 日在山东聊城
陈管营反“扫荡”作战中牺牲。

萧劲光（1903—1989）中国将领。1922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先后在莫
斯科东方大学、红军军事学校、列宁格勒军政学院学习。回国后任红军中央
军事政治学校校长，红五军团、红七军团政委。1934 年 10 月参加长征，北
上抗日。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八路军后方总留
守处主任、陕甘宁留守兵团司令员兼政委，统一指挥陕北的部队，东守黄河，
保卫延安。1942 年参加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后调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
司令员。抗战胜利后曾任第四野战军副司令员兼第十二兵团司令员。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湖南军区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员、国防
部副部长。1955 年被授予大将军衔。

萨尔坦（Danie1Sultan，1885—1947）美军将领。西点军校毕业。参加
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入陆军军事学院深造，1926 年毕业后在军中供职，1941
年获少将街，任第三十八师师长。1942 年 4 月受马歇尔派遣赴中缅印战区任
职。曾任该战区副司令，驻印度德里，协助*史迪威处理驻印美军事务，并担
任与盟国东南亚战区司令部的协调工作。1944 年晋升中将。同年 11 月史迪
威被召回国后，任从中缅印战区分出的缅印战区司令。继续实施史迪威指挥
的*缅北战役，打通*雷多公路。1945 年 5 月曾主持制订反攻马来亚的作战计
划。因战争结束未予施行。

萨师俊（1895—1938）中国海军军官。字翼仲。烟台海军学校毕业。曾
任国民政府海军公胜、顺胜、威胜、楚泰等舰舰长。后任海军第一舰队中山
号舰舰长。抗日战争爆发后，参加*淞沪会战、*武汉会战，曾以袭击战术施



放水雷炸毁日舰。1938 年 10 月武汉撤退时，担任警戒及运输。24 日在封锁
金口航道时，遭日机轰炸，受重伤后仍坚持指挥作战，以身殉国。后被国民
政府追赠海军上校。

萨拉希（SálasiFerene，1897—1946）匈牙利*箭十字党首领。毕业于
军校，长期在参谋部供职，为军官极右派代表。1933 年获少将衔。曾出版《建
设匈牙利国家计划》，鼓吹法西斯主义。1935 年退役，建立民族意志党 1937
年与其他右翼政党联合成立箭十字党。次年因策划发动法西斯政变被判处 3
年监禁。1940 年获释，10 月成为箭十字党党魁，积极追随纳粹德国，主张匈
牙利对外扩张。1944 年 10 月 16 日在希特勒扶持下成为“国家元首”，实行
法西斯统治。同年逃往德国，1915 年 5 月在德国被美军俘虏。1946 年被匈牙
利人民法庭处死。

萨拉查（AntóniodeOliveiraSalazar，1889—1970）葡萄牙独裁者。1924
年毕业于科英布拉大学，后成为经济学教授。1921 年参与创建天主教中心
党，并进入议会。1928 年任财政部长，后又兼任殖民部长。1930 年成为法西
斯政党“国民同盟”的首领。1932 年 5 月成为拥有独裁权力的总理。次年颁
布新宪法，规定葡萄牙为“中央集权的劳资协会主义共和国”。1936 年 5 月
和 11 月，先后兼任陆军部长和外交部长。西班牙内战爆发后支持佛朗哥集
团，使本国成为德、意向叛乱分子提供援助的转运地。大战中，表面保持中
立，实则倾向德怠法西斯。战后，继续把持政权至 1968 年。

萨布罗夫（AлкecaндpHикoдaeBичCaoypob，1908—1974）苏
联战时乌克兰游击运动领导人之一。1931 年参军。翌年加入联共（布）党。
1933 年复员。1938 年在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工作。苏德战争期间，组建游击
队，后扩展为游击兵团，在苏梅州和布良斯克州战斗。1942 年获苏联英雄称
号，并成为地下乌克兰党中央委员。同年 11 月任日托米尔（ЖиTOMиp）州
游击运动司令。1943 年获少将军衔。1944 年起先后任德罗戈贝奇州和扎波罗
热州内务部长。战后任内务部管理总局局长。著有《在战线的那一边》、《不
可估量的兵力》、《战斗赢来的春天》等。

萨纳齐亚  波兰语 Sanacja 的音译。原意为“健全化”、“改善”或“整
顿”。因 1926 年 5 月毕苏斯基以此为口号发动政变，建立独裁政府，后遂被
用来称呼毕苏斯基政权。大战期间，凡波兰流亡政府中原政府成员均被称为
萨纳齐亚分子。

萨拉盖特（GiuseppeSaragat，1898—1988）意大利社会党领导人。毕
业于都灵大学。1922 年加入意大利社会党，任都灵支部的书记，进行反法西
斯制度的斗争。1926 年起流亡奥地利和法国，从事反法西斯活动，但反对和
意共建立统一战线。1943 年回国参加重建社会党的工作，次年任社会党执行
委员会委员。1944 年被本国法西斯分子逮捕，移交给德国占领军监禁。后脱
逃成功，参加博诺米政府。战后退出社会党另建工人社会党。1951 年与统一
社会党合并为社会民主党，后任党的主席。曾历任副总理、外交部长和总统。

萨福诺夫（BopиcфeoкTиcTOBичCaфohOB，1915—1942）苏联军
人。1933 年参军。次年毕业于飞行员学校。1939 年加入联共（布）党。苏德
战争初期任北方舰队航空兵大队长。1941 年 6—8 月，参加空战 32 次，击落
敌机 11 架，获苏联英雄称号。同年 10 月任航空兵第七十八团团长，1942 年
任近卫航空兵第二团团长（中校衔）。至同年 5月，个人共击落敌机 30 架。
5月 30 日在空战中击落敌机 2架、击伤1架后中弹牺牲。再次被授予苏联英



雄称号，为战争期间第一个获两次苏联英雄称号者。
萨默维尔  ①詹姆斯·福恩斯·萨默维尔（JamesFownes,Somerville，

1882—1949）。英国海军将领。早年入伍海军，1938 年任东印度舰队司令，
后团健康原因退役。1939 年战争爆发后应召重返海军。曾协助*拉姆齐组织*
敦刻尔克撤退。1940 年 6 月组编以直布罗陀为基地的*H 舰队并出任司令。同
年 7 月受命执行*弩炮行动，摧毁奥兰港内的法国舰队。此后活跃于西地中
海，执行护航和对意作战任务，并参与在大西洋上击沉德*俾斯麦号战列舰的
战斗。1942 年 3 月调任英国东方舰队司令，在印度洋海域防御日军的进攻。
1944 年 10 月派赴华盛顿作为英国海军的代表参与联合参谋委员会工作，直
至 战 争 结 束 。 领 海 军 元 帅 衔 。 ② 布 里 恩 · 伯 克 · 萨 默 维 尔
（BrehonBurkeSomervell，1892—1955）。美国将领。1914 年毕业于西点军
校。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新政时期，率工程兵部队进行公共工程建设。
1940 年受命组建陆军军需兵兵种。1941 年任陆军助理参谋长，掌管供应与军
需分配事务。1942 年出任陆军后勤部队司令，普升中将。为第二次世界大战
期间美国军事后勤供应的领导人，曾出席卡萨布兰卡、德黑兰、雅尔塔和波
茨坦等一系列重要国际会议。1945 年晋升上将，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获此军
衔的工程兵军官。1946 年退役，从事私人企业。

萨尔韦米尼（GaetanoSalvemini，1873—1957）意大利历史学家。就读
于佛罗伦萨大学。早年在佛罗伦萨大学和墨西拿大学任教，致力于欧洲近代
史的研究。因坚持反对法西斯制度，1925 年起流亡法、英、美等国。曾参与
创建*正义和自由的组织，后又在美建立*马志尼协会。1940 年出版《意大利
法西斯分子在美活动》一书，揭露法西斯分子反对民主力量的阴谋。1943 年
又发表著作《意大利该怎么办》，主张战后意大利应实行民主，摆脱法西斯
主义、君主制和教会。1947 年回国，继续从事史学研究。

萨沃岛海战  亦称“第一次所罗门海战”。日、美海军在*瓜达尔卡纳
尔岛争夺战中的首次重大海战。1942 年 8 月 7 日，美军开始进攻瓜岛的登陆
作战。日第八舰队司令三川军一海军中将率舰队（5艘重巡洋舰、2艘轻巡洋
舰和 1 艘驱逐规）从拉包尔出击增援。8 日午夜至 9 日凌晨，日舰队与美海
军支援登陆的掩护编队（5艘重巡洋舰、6艘驱逐舰），在瓜岛北面萨沃（Savo）
岛附近海域激战。日军善于夜战，击沉美方巡洋舰 4艘（内 1艘为澳舰）、
重创巡洋舰和驱逐舰各 1艘，日军仅 1艘巡洋舰受伤。但三川因怕白天遭美
飞机空袭。未攻击美军登陆运输船队即返航，失去瓜岛之战的最初良机。

萨罗共和国（RepubblicadiSalò）正式名称“意大利社会共和国”。墨索
里尼建立的傀儡政权。意大利*七月政变后，1943 年 9 月 23 日在北部的萨罗
（Salò）建立。依靠德国占领军维持统治的墨索里尼，纠集残余势力，建立
以*帕沃里尼为总书记的法西斯共和党和以*里奇为司令的国民共和卫队，并
任命*格拉齐亚尼为国防部长，先后组建 4个师和黑色旅，大肆清剿游击队和
镇压抵抗运动。1944 年 1 月，经维罗纳法庭审判，处死策动七月政变的*德
博诺等人。同年 4月和 7月，墨索里尼曾两次赴德乞援，完全听命德国。同
时宣布废除王朝，呼吁“民族和解”，玩弄企业“社会化”等欺骗手段，力
图控制局势，均未奏效。1943 年冬和 1944 年春，北部各大城市相继爆发罢
工，游击队纷纷出击，傀儡政权所属部队士气低落，相继溃散。1944 年夏罗
马光复后，龟缩至波（Po）河流域。同年冬季，依靠 6个德国师的支援勉强
维持。1945 年春，纳粹德国摇摇欲堕，无暇他顾，墨索里尼曾企图单独媾和



及与抵抗力量对话，但均告失败。同年 4月北意人民大起义，25 日墨索里尼
被俘获后处决，该政权亦瓦解。

萨尔公民投票  决定萨尔地区归属的公民投票。根据*《凡尔赛和约》
之规定，萨尔地区的煤矿开采权归法国，行政权交由国联的 5人委员会掌管，
15 年后举行全民投票解决其归属问题。1931 年国联行政院成立负责监督全民
表决的三人委员会。同年 6月 2日法、德签署不干涉投票的协议；12 月 3 日，
又签订由德国支付 9亿法郎作为法国在萨尔财产赎金的协定。1935 年 1 月 13
日举行投票，德国曾为此开展大规模的宣传活动，法国则未采取任何积极的
行动。在 538053 名投票人中，有 477119 人赞成萨尔划归德国。同年 3 月 1
日起，根据国联行政院的决议，萨尔地区正式归并德国。

萨尔盆地战役  大战期间，盟军 1945 年 3 月 15—25 日在萨尔（Saar）
盆地实施的进攻战役。1945 年 1 月间，苏军在东线发动总攻，希特勒将大部
分剩余兵力投入防守奥得河。西线美英盟军趁机拟定突破*齐格菲防线、歼灭
莱茵河以西德军的作战计划。此战为其中预定的 3个进攻战役之一，由*盟国
第六、第十二集团军群协同实施。经过*马斯河-莱茵河战役和*莱茵河中游左
岸战役后，莱茵河以西仅剩下据守于摩泽尔河-萨尔河-莱茵河三角地带的 2
个德国集团军（共 13 个师）。3 月 15 日，美第三、第七集团军分别从西、
南两面，对摩泽尔河和*齐格菲防线守敌发动向心突击。德军迅即溃退。23
日美军进抵莱茵河，并在达姆施塔特（Darmstadt）以西的奥彭海姆
（Oppenheim）夺占了登陆场。3月 25 日，萨尔盆地德军被全部肃清。

萨莱诺登陆战  1943 年 9 月盟军在意大利萨莱诺（Sar-lerno）地区进
行的登陆战役。代号“雪崩”。9 月 9 日凌晨，美国将领克拉克率盟军第五
集团军的 4个多师 5.5 万人，由 700 多艘舰船运载和掩护，在意大利半岛“腰
骨”处的萨莱诺一带登陆。13 日，德军集中 2个坦克师和 1个摩托化步兵师
发动猛烈反击，盟军登陆阵地被压缩和劈成两半。14 日，盟军得到海、空军
的强大火力支援，并相继投入 3个师的援军才稳住阵地。20 日，在半岛南端
登陆北上的英第八集团军到达萨莱诺外围，德军才徐徐北撤。10 月 1 日，盟
军终于进入那不勒斯。3周战斗盟军伤亡达 1.2 万人。

萨拉莫阿-莱城战役  太平洋战争期间盟军收复新几内亚中的一次进
攻战役。萨拉莫阿（Salamaus）和莱城（Lae）是新几内亚北海岸战略要地。
1942 年 3 月，日军发动*莱城-萨拉莫阿之战，攻占之后留有万余人驻守。1943
年春，西南太平洋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制定反攻计划，从 7月起以小股美澳
军进袭萨拉莫阿，诱使莱城日军分兵支援。8月 17 日，美国第五航空队大规
模空袭莱城附近日军机场，击毁日机约 200 架，夺得制空权。9 月 4 日，澳
第九师由美海军掩护在菜城东面约 20 公里的河口登陆。次日，美伞兵团约
1700 人对菜城背后的机场实施空降，占据机场后即空运澳第七师至该地。9
月 8 日萨拉莫阿日军奉命运步撤至莱城。9 月 10 日澳第九师亦被空运至前
线。9月 11 日萨拉莫阿被美、澳军攻克。9月 15 日美、澳部队开始合围莱城，
日军约 9000 人弃城突围，逃往北部山区。澳军第七师和第九师合股攻克菜
城。至此美军遂打开进军巴布亚的门户。

萨赫森豪森集中营（Sachsemhausen）纳粹德国三大中心集中营之一。
1936 年建于柏林以北的奥拉宁堡（Ora-nienburg）附近。下辖 73 个分营。
先后关押 20 余万人，其中半数被杀害。大战期间，因附近设有纳粹集中营管
理局，该营遂成为集中营大规模杀人工具和方法的试验地。受害者多次进行



反抗，1944 年夏曾有 165 名地下活动者在此被处死。1945 年 5 月 1 日，幸存
者在向吕贝克转移途中被苏军解救。战后在与苏军相遇地点建立纪念碑。原
址被辟为纪念馆。

萨拉托加号航空母舰（Saratoga）美国航空母舰。由战列巡洋舰改装，
1927 年建成并服役。排水量 3.3 万吨，航速 38 节，载机约 80 架。在大西洋
水域活动。珍珠港事变后调赴太平洋海域。1942 年 8 月开始参加瓜达尔卡纳
尔岛争夺战，在所罗门群岛海战时受创。1943 年 11 月参加袭击拉包尔，继
而参加吉尔伯特群岛战役。1944 年参加马绍尔群岛战役。1945 年 1 月袭击日
军在爪哇泗水的炼油厂，2月参加硫黄岛战役，遭日军*神风特攻队击伤。后
返美国修复时大战已告结束。1946 年 7 月 25 日，在比基尼岛原子弹试验时，
作为靶船被击毁。

萨沃亚-马尔凯蒂飞机公司（SavoiaMarchetti）意大利生产飞机的大
企业。1915 年在塞斯托·加伦特（Se-stoCalende）创建。初为意大利最大
的生产水上飞机的工厂。1920 年起，在工程师马尔凯蒂（Marchetti）的领
导下，转入生产陆上飞机。大战期间，除塞斯托·加伦特外，又在贝尔哥玛
纳罗设有分工厂，生产各种类型的轰炸机和运输机，其中 SM-79 型轰炸机曾
在大战中被广泛使用。

萨沃亚-马尔凯蒂型轰炸机  意大利轰炸机。由*萨沃亚-马尔凯蒂飞机
公司制造。1936 年服役。其 SM-79 型，曾用于*西班牙内战。3 引擎，翼展
21.3 米，最大时速 431 公里，最大载荷航程 1800—2000 公里。可携炸弹 1250
公斤或鱼雷 1枚，其改进 SM-84 型可携炸弹 2000 公斤或鱼雷 2枚。乘员4—
5 人。共生产约 1200 架。大战时广泛用于北非和地中海战场。1941—1944
年为意大利和罗马尼亚军队用于苏德战场。

梅耶（DanieIMayer，1909—）法国社会党领导人。早年加入社会党。
1933 年起在《人民报》工作。1939 年应征入伍。法国败降后在南方开展抵抗
运动。从事重建社会党的工作。1941 年 6 月，出任社会党行动委员会总书记，
负责出版地下《人民报》。随后前往伦敦会晤戴高乐，并就任社会党地下组
织总书记。代表社会党参加民族抵抗委员会，并当选为临时咨询议会议员。
战后曾任劳工部长。

梅塞（GiovanniMesse，1883—1968）意大利将领。早年入伍。1911 年
参加入侵利比亚的战争。1935 年率部参加侵略埃塞俄比亚的战争。后又入侵
阿尔巴尼亚。意大利参加大战后，1941 年出任侵苏意军司令，因与德军指挥
部意见不合，次年即离职。1943 年初调往利比亚-突尼斯前线，为上将衔司
令，指挥意大利第一集团军与盟军作战。1943 年 5 月晋升元帅，13 日率部向
同盟军投降。同年 9月意大利投降后获释回国。后任意军总参谋长，但无战
绩，1945 年离职。战后曾为参议员。著有回忆录《非洲战争是如何结束的》
等。

梅乐斯（MiltonMiles，1900—1961）亦译“梅乐士”、“迈尔斯”。
美国海军情报官员。1922 年美国海军学院毕业。曾获哥伦比亚大学电机硕士
学位。后入海军服役。1922—1927、1936—1939 年两度在美国海军驻华部队
任职。1942 年再度到毕任美海军驻华顾问组组长和驻华使馆海军观察员。同
年 9月被任命为美战略情报局远东协调主任，获海军准将衔。12 月与中国国
民党军统头目戴笠签订协议，成立中美合作所，任副所长。帮助国民党政府
训练特工。支持陈纳德的对日空中战略计划，参与反对史迪威的活动，战后



积极援蒋反共。不入即因患精神病而离华。后曾在拉丁美洲从事情报活动。
1958 年获海军中将衔。著有《一种不同的战争》。

梅机关  日本军部为监护、扶植汪精卫汉奸集团筹备伪政权而设立的特
务机关。1939 年 8 月在上海虹口重光堂（东体育会路 7 号）建立，以*影佐
祯昭为机关长，其成员来自日本陆军省、海军省、外务省、兴业院及所谓“民
间”的国会议员、新闻记者等 30 多人。因日本军部以“梅工作”为影佐祯昭
的特务活动代号，故得名。通过多次秘密活动和谈判，与汪精卫签订《日华
新关系调整要纲》及《秘密谅解事项》。1940 年 3 月*汪伪国民政府成立后，
迁往南京，改称国民政府最高军事顾问部，影佐祯昭为第一任最高军事顾问，
掌握汪伪政府的全部活动。

梅里尔（FrankDowMerrill，1903—1955）美国将领。1929 年毕业于西
点军校。1941 年底派往中缅印战区，任暂编第五三○七团指挥官，该部队称
“梅里尔突击队”（Merrill’sMauarders，亦称“梅里尔的抢劫者”），代
号*加拉哈德。在印度进行游击训练后，1944 年 2 月入缅甸北部作战。同年 5
月协同*中国远征军攻克密支那机场，打通*史迪威公路。后任印缅战区美军
副司令，升为准将。1945 年任美国第十集团军参谋长，随军进驻日本冲绳岛。
战后获少将衔。1948 年退役。

梅思平（1896—1946）汉奸。北京大学毕业。曾任中央大学教授、江宁
区行政督察专员。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国民政府法制专门委员会委员，主张
对日“和谈”，参与日汪重光堂密约谈判。1938 年底随汪精卫叛国投敌。次
年参加汪伪国民党“六大”，任中央常委、组织部长。1940 年 3 月汪伪国民
政府成立后，历任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实业部长、浙江省长、内政部长等
职，参与*《日汪基本关系条约》的签订。抗战胜利后被国民政府判处死刑，
在南京处决。

梅斯纳（OttoMeibner，1880—1953）德国总统府主任（1920—1945）。
早年获法学博士学位。1920 年起任德国总统府国务秘书兼主任。1933 年初促
成兴登堡任命希特勒为总理。同年 3月 15 日在内阁会议上反对*胡根堡以总
统牵制总理权力的建议，坚持内阁有起草法律的全权。1934 年 8 月希特勒任
国家元首后留任，主管礼宾、授勋等事宜，统辖希特勒副官处办公室。1937
年升为部长级主任。战后，1949 年被纽伦堡第四军事法庭宣判无罪。著有回
忆录《艾伯特、兴登堡和希特勒手下的国务秘书》。

梅福票（Mefo-Wechsel）一译“米福票”，全称“冶金研究股份公司期
票”。纳粹德国支付军备费用的银行特别期票。由*沙赫特设计，国家银行发
行，政府提供担保，有效期5年。发行目的系掩盖扩军备战的真实规模。1935
年开始使用。用于支付军火承包商，可在全国各银行贴现，最后由国家银行
总贴现。1935—1939 年共发行 120 余亿马克，占同期军费总开支的五分之一。

梅扎索马（FernadoMezzasoma，1907—1945）意大利*萨罗共和国文化
部长（1943—1945）。在大学攻读经济学。1921 年加入国家法西斯党，积极
领导法西斯大学生运动。1935 年起先后任法西斯大学社团副书记和书记。大
战期间，任人民文化部国内宣传处主任。1943 年 9 月德军占领罗马后，与纳
粹德国合作。继续追随墨索里尼，任*萨罗共和国文化部部长。任内压制进步
舆论，宣传法西斯主义，同时直接参与残杀游击战士，激起公愤。1945 年 4
月外逃时被执，处决后暴尸于米兰的洛雷托广场。

梅克林事件  德国败露西线进攻计划的一次偶发事件。1940 年 1 月 10



日，德国空军联络官赖因贝格（ Hel-mutReinberger ）和赫恩曼斯
（ErichH nmanns）在飞往波恩途中，因气候恶劣迷失方向，在比利时境内
梅克林（Mechelen）附近迫降，未及将随身携带的进攻西欧作战计划全部焚
毁，其主要部分为比利时驻军所获，并立即通告英、法政府。德军因而又一
次推迟进攻日期，并对计划作了重大修改；英、法等国怀疑是德国的一个欺
骗手法，未采取任何对策。

梅津美治郎（1882—1949）日本将领。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
供职于参谋术部。1913 年任驻德武官。1931 年 8 月任陆军省总务部长。1934
年 3 月派赴天津任中国驻屯军司令官，力图攫取中国的华北地区。1935 年 6
月以排日运动为借口，胁迫中国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会长何应钦签订*《何梅
协定》。1936 年二·二六事件后升任陆军次官，进行“肃军”，清洗皇道派
分子。1937 年反对字垣一成出任首相，力主扩大侵华战争。梅津美治郎 1938
年任第一军司令官，在中国华北地区大肆烧杀。1939 年 9 月任关东军司令官
兼驻“满洲国”大使，对中国东北地区进行残酷的占领统治。1940 年晋升大
将。1944 年 7 月任参谋总长，全面指挥侵略战争，直至战败。1945 年 9 月在
美国*密苏里号战列舰上代表日本大本营签署投降书。1948 年作为甲级战犯
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无期徒刑。次年 1月在狱中病死。

梅培克萨斯（LoanesMetazas，1871—1941）希腊首相（1936—1941）。
早年入伍，曾就读于柏林军事学院。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任希军总参谋长。
保皇派。共和国时期先后任内政大臣、陆军大臣等职。1935 年王朝复辟后，
于次年任首相，1938 年任“终身首相”，建立独裁统治，以暴力镇压反对的
政党。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倾向轴心国，但拒绝听命于意大利，在希腊
北部修筑“梅塔克萨斯防线”，巩固本国国防。1940 年 10 月 28 日意大利入
侵希腊后，参加同盟国，并击溃意军。翌年病死。

梅塞施米特（WillyMessershmitt，1898—1978）德国飞机设计师和资
本家。早年就学于慕尼黑理工学院，获工程学学位。1923 年创建*梅塞施米
特飞机制造厂。1930 年任慕尼黑技术学院飞机制造学名誉教授。纳粹党执政
时期设计并制造一系列性能优良的军用飞机，成为世界著名的飞机设计师。
1938 年获德国“国家艺术和科学奖”。大战期间获“劳动先锋”称号并被任
命为德国航空研究会副主席和国防经济领袖。战后于 1948 年被非纳粹化法庭
划为“纳粹同情者”。1956 年起重新开始飞机设计工作。

梅利托波尔战役  苏德战争中期苏军发动的进攻战役，*第聂伯河会战
的组成部分。1943 年 9 月 26 日—11 月 5 日，由*南方方面军（后改称乌克兰
第四方面军）实施。*顿巴斯战役后该部苏军即进抵莫洛奇纳亚（Moлoч-.Ha
я）河，向德军防御枢纽梅利托波尔（MeлиTonoл）进击。战斗持续近 1
个月。10 月 23 日解放该市。11 月 1 日苏军突入彼列科普地峡，切断驻克里
米亚德集团军与外部的陆上联系，并于 11 月 5 日前出至第聂伯河下游。

梅塔克萨斯防线  希腊东部色雷斯和马其顿地区沿希、保边境布设的防
线。向北防御由保加利亚南下的入侵者接近萨洛尼卡（Salonika）地域。因
由希腊军事独裁者*梅塔克萨斯决定布设而得名。

梅瑟里茨筑垒地域  德军为掩护通向柏林的最近方向，在瓦尔塔河与奥
得河之间的梅瑟里茨（今波兰缅济热奇 Miedzyrzecz）构筑的永备筑垒配系。
1932—1937 年首次修筑，1944—1945 年再次修筑，为纵深梯次配置的大型钢



筋混凝上火力工事群组成，并设置了加强的野战障碍和天然的、人工的防坦
克障碍；其前沿有筑有堤坝和水道联接的湖泊系统掩护，可放水淹没接近地；
主要工事中设有弹药、给养库和供、排水系统，可在完全封锁下长期坚守。
1945 年 1 月*维斯瓦河-奥得河战役中，因苏军推进迅速，德军未及在此组织
防御，即被苏军攻克。梅-109 式歼击机即“Me-109 式歼击机”。

梅-110 式歼击机  即“Me-110 式歼击机”。
梅-262 式歼击机  即“Me-262 式歼击机”。
梅塞施米特飞机制造厂（Messerschmitt-Flugzeu-gwerk）德国主要飞

机制造厂。1923 年由*梅塞施米特创建，厂址在班贝格（Bamberg）。1926
年生产出第一架飞机，1938 年改称“梅塞施米特股份公司”。1938—1945
年共生产约 4.05 万架飞机，其中大部分为*Me-109 式歼击机，其他为*Me-110
式和*Me-262 式歼击机等。大战期间曾设计 Me-264 式 4 发动机远程轰炸机，
但未成批生产。战后自 1956 年起重新生产飞机，1968—1969 年同其它垄断
组织合并成立“梅塞施米特-伯尔科-布洛姆公司”。

梳蓖清剿  日本侵略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实行“扫
荡”的一种战术。日军集中优势兵力，多路向抗日根据地平行推进，像梳蓖
一样梳来梳去，反复追踪，发现八路军部队即行包围合击，企图一举歼灭人
民抗日军队，摧毁抗日根据地。

曹国安（1900—1937）中国将领。原名于德俊，字哲名。北平硫文学院
毕业。曾任绥远军参谋长。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参加抗日救国活动。同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 年组织领导伪铁道警备第五旅第十四团迫击炮连起
义，随后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二军南满游击队迫击炮大队，任队长。
同年 9月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三团政委，率部挺进辉发江以南，
开展抗日游击战。曾指挥所部攻克柳河县三源浦敌据点，并在通化县至山城
镇公路上伏击日军汽车队，击毙日军大佐等数名指挥官。1934 年 11 月任东
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二师师长兼政委，转战磐石、伊通、东平、西平、海
尤、桦甸、抚松、蒙江等广大地区，袭击日伪军，屡建战功。1936 年春，任
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第二师师长，同年冬在长白地区反“讨伐”战斗中，击
溃日军千余人。1937 年初在临江县七道沟伏击日军的战斗中牺牲。

盛世才（1897—1970）中国将领。原名振甲，字晋庸。日本陆军大学毕
业。1933 年任新疆边防督办。为获取苏联军援和巩固其在新疆的统治，曾作
出与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姿态，成立反帝会，制定反帝亲苏六大政策。
1936 年授中将加上将衔。抗日战争爆发后，曾访问苏联。1941 年被国民政府
正式任命为新疆省政府主席，便转而实行反苏反共政策。1943 年 1 月兼任第
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同年秘密杀害中国共产党驻新疆代表陈潭秋和毛泽民、
林基路以及爱国民主人士社重远。1944 年 8 月调任国民政府农林部长，1949
年去台湾，曾任台湾当局“总统府”国策顾问。

雪崩（Avalanche）*萨莱诺登陆战的行动代号。
捷足（Lightfoot）1942 年*阿拉曼战役中英军最初实施的作战计划代

号。计划以第三十军在北面沿海发动主攻，在敌方的布雷防线上打开通道，
第十军的 2个坦克师随后紧跟，以便扩大战果，夺占滨海道路；第十三军在
南面助攻，制造要从这里实施侧翼包抄的假象以迷惑敌人。1942 年 10 月 23
日晚，英军以 1000 门大炮的猛烈轰击开始进攻。战斗到 26 日，虽在北面已
楔入敌阵，但无法发展为突破，南面的助攻也未达到目的。英军遂改变计划，



重新部署，于 11 月 2 日实施代号*增压的行动。
捷沃相（ИsaHФeдopoBhчTeBOcяH，1902—1958）苏联黑色冶金人

民委员（1940—1948）。1918 年加入俄共（布）党。参加过国内战争。1927
年毕业于莫斯科矿业学院。1936 年任国防人民委员部总管理局长，随后任国
防副人民委员。1939 年起为联共（布）党中央委员。同年任造船工业人民委
员。1940 年出任黑色冶金人民委员。同年 11 月随同莫洛托夫访德。苏德战
争期间致力于发展冶金工业，保障军工生产。战后曾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

捷号作战  日本陆海空军准备进行决战的计划代号。1944 年 7 月 21 日，
由日本大本营根据《今后战争指导大纲》拟定计划，24 日下达作战命令，主
要内容为：（1）集中兵力在下半年进行决战，粉碎盟军的进攻；（2）自 8
月底至 10 月底，先后在菲律宾、日本本土和东北地区（千岛群岛、北海道）
实施捷一号至四号作战，务期取得决定性胜利。7月 21 日和 26 日，大本营
又向联合舰队司令官下达相应的“大海指令”，规定海军的作战方针为：（1）
保持现有势态，捕捉战机，伺机歼灭盟国海军；（2）与陆军紧密合作，确保
本土和各重要国防地区的安全；（3）配合有关部队，确保日本与南方各资源
产地的联系；（4）以奇袭等作战方式打击盟国海军。7 月 24 日，陆军省和
海军省又签订捷号航空作战中央协定，决定联合陆海军的航空兵，自 8月中
旬起，在各主要战区，集中兵力，捕捉战机，打击并歼灭盟国空军；并对航
空部队的配置，作战计划作了具体的规定。该作战计划在盟军攻势打击下，
遭到破产。

捷克斯洛伐克抵抗运动  大战期间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反抗纳粹德国占
领的斗争。1939 年 3 月 15 日德军占领捷克，策划斯洛伐克“独立”。同日，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分别成立捷克共产党地下中央委员会和斯洛伐克共产
党，领导人民以罢工、怠工、示威游行等形式开展抵抗斗争。1941 年夏苏德
战争爆发后，苏联同捷流亡政府于 7月签订战时合作协定。此后在苏联建立
捷克武装部队，捷共也与流亡政府合作，并积极在国内开展武装斗争。1941
年 9 月和 1942 年 3 月，捷克和斯洛伐克相继逮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组织中央
民族委员会。1942 年春，在山区建立第一批游击队。同年夏，捷克爱国者在
布拉格袭击*海德里希，法西斯实行疯狂报复，抵抗运动一度处于低潮。1943
年春，武装斗争重新发展，斯洛伐克游击队日益壮大。1944 年 6 月起，捷共
积极准备起义。8月苏军逼近斯洛伐克，8月 29 日*斯洛伐克民族起义爆发。
1945 年初苏军解放大部分斯洛伐克领土。4月 5日成立*捷克斯洛伐克民族阵
线政府，颁布《科息斯纲领》。5月 5日爆发布拉格起义，各地纷纷响应。9
日苏军迸抵布拉格，11 日捷克斯洛伐克全境解放。

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政府  大战期间，捷克斯洛伐克在国外建立的政
府，1939 年 3 月德军侵占捷克斯洛伐克后，以原总统贝奈斯为首的政府流亡
国外。同年秋在法国成立民族委员会，1940 年迁往伦敦，组成流亡政府，得
到盟国的承认，在捷侨民中组建军队，参加盟军作战。1941 年 7 月，与苏联
签订战时合作协定，1942 年 5 月曾组织刺杀德国驻波希米亚-摩拉维亚保护
国代理长官*海德里希，但对国内抵抗运动领导不力。1943 年 12 月签订捷苏
友好、互助和战后合作条约，并与捷共达成合作协议。1945 年 4 月加入*捷
克斯洛伐克民族阵线政府。

捷克斯洛伐克第一军团  大战期间捷克斯洛伐克在苏联建立的反法西
斯武装部队。1941 年 7 月，苏联与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政府签订战时合作协定，



规定在苏领土上建立捷克斯洛伐克军队。同年秋建立捷克斯洛伐克独立第一
营*斯沃博达任营长。1943 年 3 月在索科洛伐战役中首次参战。旋即参加秋
季基辅战役，战绩卓著。斯洛伐克伪军官兵纷纷越界加入，队伍不断扩大。
1944 年春改组为捷克斯洛伐克第一军团，由斯沃博达任司令。10 月参加杜克
拉战役，进入捷克斯洛伐克境内作战，为解放全国立下战功。捷克斯洛伐克
民族阵线政府  捷克斯洛伐克抵抗力量联合政府。1945 年 4 月 5 日，由捷
克斯洛伐克流亡政府、捷克共产党及斯洛伐克民族委员会，在民族阵线的基
础上，成立于科息斯（Koice）。社会民主党人费林格（Zdc-nékFierlinger）
任总理，捷共主席*哥特瓦尔德任第一副总理，*斯沃博达任国防部长，*马萨
里克任外交部长。捷共在政府中占有 8席，起主导作用。颁布*《科息斯纲领》，
开始实行民族民主革命措施。战后于 1946 年 5 月经第一次议会选举后，为民
族阵线新政府取代。

授权法（Ermachtigungsgesetz）即《消除人民与国家痛苦法》。德国
确立纳粹独裁统治的法律。1933 年 3 月 23 日，德国国会以 441 票对 94 票通
过。共 5条，规定：国家法律可以由政府按照宪法规定的程序制定；由政府
制定的国家法律只要不影响国会和参议院的地位，可以与宪法相异；政府制
定的法律由总理起草并在国家法律公报上发表；德国与外国订立涉及国家立
法事务的条约，毋需获得参与立法工作的团体的同意；该法有效期 4年，如
果现政府被其他政府取代，则失效。至此，《魏玛宪法》实际上被废除，德
国国会名存实亡。1937 年和 1941 年，国会在纳粹党操纵下两次延长该法。

掠夺者（Plunder）*盟国第二十一集团军群所属英第二集团军（在左翼）
和美第九集团军（在右翼），在莱茵斯贝格（Rheinsberg）至雷斯（Rees）
的宽大正面强渡莱茵河的行动代号。1945 年 3 月 23 日晚上开始实施。参见
“鲁尔战役”。

掠夺者式轰炸机（Marauder）即“B-26 型轰炸机”。
救亡日报  抗日战争时期上海市文化界救亡协会机关报。1937 年 8 月

24 日在上海创刊。郭沫若任社长，夏衍任总编辑。出至 11 月 22 日停刊。1938
年 1 月 1 日在广州复刊，10 月 21 日因广州沦陷再次停刊，1939 年 1 月 10
日在桂林复刊。1941 年 3 月 1 日被国民政府封禁。该报根据中国共产党的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积极宣传团结抗日，反对妥协投降，报导八路军、新
四军英勇抗敌战绩，在国统区发生重大影响。抗战胜利后，更名《建国日报》，
于 1945 年 10 月 10 日再度在上海复刊，因反对国民党的独裁内战政策于同年
10 月 24 日第 15 号为终刊，被查禁。

救国时报  中国共产党在海外出版的宣传抗日救亡的报纸。1935 年 12
月 9 日，在巴黎创刊。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直接领导。初为周刊，1936
年 1 月第 6期起改为 5日刊。该报以海外华侨为主要读者，发行范围遍及 43
个国家，拥有 9600 余订户，同时通过各种途径运到国内。其宗旨是“宣传、
解释、鼓动、组织抗日救国联合战线”。曾刊载了大量中共中央文件，毛泽
东、朱德等领导人的言论以及国内抗日救亡运动的消息。1938 年 2 月 10 日
终刊，共出版 152 期。

救火水龙管原则（“FireHosoe”principle）美国实施*《租借法案》
的最初原则。语出美国总统罗斯福 1940 年 12 月 17 日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
意为邻人失火，须及时将自己的水龙管借给邻人以扑灭大火，火灭了再将水
龙管归还，用坏了照价赔偿。用守望相助的比拟，说明美国帮助英国抵抗纳



粹德国是美国自身防御的需要，以赢得大多数美国人对《租借法案》的支持。
珍珠港事变后，这一原则被“同等牺牲原则”所取代，即每一盟国为打败敌
人而竭尽其职责，战争的金钱代价将根据同等牺牲和同等努力的原则而降
低。在战后的结算中，形式上此原则仍部分得到贯彻，如船只一律归还，积
存的粮食和物资得以偿清，但绝大多数的租借物资均已在战争中消耗，不再
计算。

[丨]

常可夫（AлelcaиЦpлaHK0B，1879—1960）亦译“粲可夫”。保加
利亚法西斯独裁者。索菲亚大学毕业后任教，后进入政界。1923 年政变后上
台出任首相。任内残酷镇压人民运动和起义。1926 年出任国民议会主席，继
续掌握国内大权。1932 年创建法西斯党——民族社会运动党。大战期间奉行
亲德意的方针，促成保加利亚加入轴心国集团。1944 年 9 月逃亡国外，在德
占奥地利组织流亡政府。曾被美军拘留，获释后去南美定居。1949 年起，成
为保加利亚流亡分子的领袖。被保加利亚法庭缺席判处死刑。

常德战役  亦称“湘北战役”。抗日战争中期中国军队抗击日军进犯湘
北常德地区的防御战役。1943 年 11 月，日本为策应其南方作战、牵制中国
向缅北、滇西调兵，纠集 6个师团约 10 万余人由第十一军司令官横山勇指挥，
于 11 月 2 日开始向松滋、公安、澧县和南县进攻。中国*第六战区在*第九战
区一部配合下，以 12 个军共 30 个师在中、美空军支援下抗击。经激战日军
占领各战地后于 16 日强渡澧水分 3路进逼常德。中国守军顽强抗击。围攻的
日军出动伞兵和施放毒气，经激烈巷战后于 12 月 3 日占领常德。中国第六战
区以外围部队对日军实施包围，日军被迫撤退。中国军队 8日收复常德，至
22 日先后收复南县、安乡、津市、澧县、公安、松滋、枝江等地。此役日军
伤亡 2万余人。中国阵亡师长许国璋、孙明瑾、彭士量等。

野坂参三（1892—1993）日本共产党领导人之一。1917 年庆应义塾毕业，
在学时加入友爱会。1919 年赴英，翌年加入英国共产党，后因参加工人运动
被驱逐出境。1922 年 7 月加入日本共产党。1928 年三·一五事件中被捕，后
因病被保释出狱。1931 年 1 月当选日共中央委员，同年 3月赴莫斯科。1931
—1940 年任共产国际日共代表。1935 年 8 月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
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领导日本人民反战的统一战线活
动。1940 年 4 月到中国延安，化名林哲、冈野进，5月主持成立以在华日本
战俘为主体的*日本人民反战同盟，10 月创办日本工农学校。1942 年统一分
散于中国各地的反战组织，成立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提出“反对战争、打
倒军阀，建设民主的日本”的纲领，1944 年联合会改称日本人民解放联盟。
1945 年 4 月出席中共“七大”。1946 年回国后任日共最高领导人，提倡组成
民主人民战线。1950 年被美占领军开除公职。1955 年恢复公开活动。1958
年起任日共主席，并曾当选为众议员和参议员。著有自传《风雷的脚步》（2
卷）、《野坂参三选集》等。

野村直邦（1885—1973）日本海军将领。毕业于海军兵学校和海军大学。
1929 年任驻德武官，回国后曾任第二潜涎战队司令官。1935 年起历任联合舰
队参谋长、军令部第三部部长、驻中国武官。1940 年赴德，任德意日三国同
盟的日方军事委员。1943 年回国，先后任军事参者官和横须贺镇守府司令长



官。1944 年晋升海军大将，同年 7月在东条内阁短期任海军大臣。后复任军
事参议宫和横须贺镇守府司令长官，旋调任海上护卫总司令官和海运总监。

野村吉三郎（1877—1964）日本海军将领。外交官。毕业于海军兵学校
和美国海军军官学校。1914 年任驻美大使馆武官，结识时任美海军部副部长
的罗斯福。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曾出席巴黎和会与华盛顿会议。后历任军令部
次长、吴镇守府司令长官、横须贺镇守府司令长官等要职。1932 年一·二八
事变爆发后任新编第三舰队司令官。同年 4月在上海举行的天长节庆祝会上
被朝鲜抗日志士炸伤，失去一目。1933 年晋升海军大将。1937 年被编入预备
役。1939 年—1940 年 1 月任阿部内阁外务大臣。1940 年 11 月出任驻美大使，
进行日美会谈，为日本发动珍珠港事变作掩护。后于 1942 年 8 月被交换回国。
战后曾受“整肃”。后为参议员。著有《出使美国》。野马式战斗机（Mustang）
即“P-51 型歼击机”。

野牛式战斗机（Buffalo）即“F-2A 型歼击机”。
野猫式战斗机（Wildcat）即“F-4F 型歼击机”。
野蜂式自行火炮（GeschutzwagenHummel）德国自行火炮。采用 150 毫

米口径榴弹炮和 Pzkw-Ⅲ型或 Pzk－w-IV 型坦克底盘，乘员 5人，总重 23 吨。
眼镜蛇式战斗机（Kingcobra）即“p-63 型歼击机”。
曼纳林（CarIGustafEmilvonMannerheim，1867—1951）芬兰总统（1944

—1946）。将领。早年长期在俄军中服役。日俄战争时期因善战而出名。第
一次世界大战时升为俄军中将。俄国十月革命后返回芬兰。1918 年依靠芬兰
白军在全国建立统治。1919 年退休。1931 年被*斯文胡伍德起用，担任芬兰
国防委员会主席。1933 年获元帅衔。领导修建*曼纳林防线。1939 年*苏芬战
争爆发后任芬军总司令，在战争初期曾获得战功。1941—1944 年苏、芬再度
交战时继续担任芬军总司令。1944 年 8 月曼纳林当选为芬兰总统，9月与苏
联签订停战协定。1946 年因病辞去总统职务。著有《回忆录》。

曼陀菲尔（HassoFreiherrvonManteuffel，1897—1978）德国将领。参
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继续在国防军中服役。1939 年起在装甲学校任
教。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上校，指挥第七掷弹兵旅。曾在北非作战，升为
少将。后相继指挥第七坦克师和大德意志坦克师，并晋升中将。1944 年 9 月
获上将衔，指挥装甲部队参加*阿登战役。1945 年初任第三坦克集团军司令
赴东线作战。战后为联邦德国议员（1953—1957）。参加编写《致命决定》
一书。

呈施泰因（ErichvonManstein，1887—1973）德国将领。1906 年开始服
役。1914 年军事学院毕业。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在国防军中任职。
1934 年任第三军区（柏林）参谋长。1935 年任陆军总参谋部作战部长。翌年
升为少将。1938 年任第十八师师长，晋升中将。1939 年任侵略波兰的南方集
团军群参谋长。同年 10 月调至西线，任 A集团军群参谋长。提出以坦克部队
穿过阿登高地突击法国北部的大胆作战计划，受到陆军总部保守派的排挤，
被调任后备第三十八军军长。其计划后曼施泰因为希特勒赏识，成为德军攻
击法国的作战方案，并取得成功。1941 年任第五十六坦克军军长，参加闪击
苏联，隶属进攻列宁格勒方向的北方集团军群。同年 9月升任第十一集团军
司令，在南方的克里米亚作战。1942 年晋升元帅，调至北方负责指挥围攻列
宁格勒。同年 11 月，当进攻斯大林格勒的德军被围后，受希特勒委派赶赴南
方，组建顿河集团军群，企图解救被围德军，未逞。1943 年出任南方集团军



群司令，在*库尔斯克会战中失败。以后节节败退至波兰边界。1944 年 3 月
被解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作为战犯曾被英国军事法庭判处 13 年徒刑。1953
年获释，定居联邦德国。著有回忆录《失去的胜利》。

曼纳林防线（MannerheimLine）芬兰在苏芬边境构筑的永久性工事和障
碍物体系。1927—1939 年在卡累利阿地峡（距列宁格勒 32 公里处）筑成，
得到英、法、德、比等国军事专家的指导。防线以其主持者*曼纳林命名。全
长 135 公里，纵深达 90 多公里，包括保障地带、主要防御地带、第二防御地
带和维堡后方地带 4个区。共有 2000 多个永备发射工事和土木发射工事，136
公里长的防坦克障碍物和许多公里的铁丝障碍物，以复杂的地形（大量森林、
湖泊和沼泽）为依托。1940 和 1944 年两度被苏军突破，并最终摧毁。

曼哈顿计划（ManhattanProject）美国陆军部研制原子弹的计划。1942
年 6 月开始实施，初称*曼哈顿工程区，后改此名，代号为“三位一体”
（Trinity）。由*格罗夫斯负责，参加这一计划的有*奥本海姆、*费米等一
批科学家，在田纳西州橡构岭（OakRidge）、华盛顿州汉福德（Hanford）、
新墨西哥州洛斯-阿拉莫斯（Los-Alamos）等地秘密建立庞大的研究和试验基
地，耗资达 20 亿美元。1945 年 7 月 16 日研制出第一颗实验用原子弹，并在
新墨西哥州阿拉莫戈多（Alamogordo）沙漠爆炸成功，威力相当于1.5 万—2
万吨 TNT。同时按计划制造出原子弹两颗，分别取名为“瘦孩”、“胖孩”
于同年 8月 6日和 9日先后投掷于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战后，根据 1946 年 8
月的原子能法案，其人员、设备、资料等均划归原子能委员会。

曼德勒会战  太平洋战争初期日军与中、英联军在缅甸的会战。1942
年 1 月日军发动*缅甸战役后，英军屡败。3月初，英印、英缅军 3个师退守
曼德勒（Manda-lay）以南地区。应英方请求入缅的*中国远征军（3个军共 9
个师）适时赶到，以第五军接收曼德勒正面英军防线，掩护其撤退；以第六
军在东路莫契、雷列姆方向作战；第六十六军集结于曼德勒地区待机。西路
仍由英军据守。3月中、下旬，中国第五军第二○○师（师长*戴安澜）在东
瓜与日军激战 12 昼夜，由于朱获有力增援，被迫后撤。4月上旬，中国远征
军调整部署，拟定彬文那会战计划。4 月中旬，日军得到 2 个师团增援后，
在西路突破英军防线，进至仁安羌形成对英军的包围。英缅军总司令亚历山
大向中国远征军求援。中国第六十六军新编第三十八师（师长*孙立人）驰援
解英军之围。4 月下旬，从东爪出击的日军占领乐可、东枝后，换乘汽车猛
插纵深，于 29 日占领腊戌。中英联军后路被切断，被迫后撤。5月 1日曼德
勒失守。此战中国远征军官兵作战英勇，多次力挫日军，屡立战功，但上层
指挥紊乱，兵力分散，未获有力增援，更兼英军无心恋战，未达与日军会战
的企图。

曼哈顿工程区（ManhattanDistrict）美国实施原子弹研制计划的代号。
自 1939 年起，美国铀咨询委员会、海军部、陆军部等已陆续开始核裂变的研
究。1942 年 8 月统一归并于陆军工兵部队，称此名，由*格罗夫斯负责。后
正 式 定 名 为 * 曼 哈 顿 计 划 ， 对 外 称 代 用 物 资 发 展 研 究
（DevelopmentofSubstituteMaterials）。其下属有田纳西州的克林顿工程
（TheClintonEnginearWorks），负责电力和热力生产；华盛顿州的汉福德工
程（TheHanfordEngineerWorks），负责钚的生产；新墨西哥州的洛斯-阿拉
莫斯（LosAlamos）实验室等。另有加利福尼亚大学、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



大学的科学家和研究实验室也投入这项工作。
曼施泰因计划  德国对实施*《黄色方案》原定作战计划的修改意见，

以其积极主张者*曼施泰因得名。德军进攻西欧的原定计划规定由右翼的*B
集团军群在比利时中部发动主攻，而由*A 集团军群在左翼穿越阿登高地作为
助攻，同 1914 年的史里芬计划近似。1939 年 11 月，时任A集团军群参谋长
的曼施泰因曾多次建议改变兵力部署，将主攻方向转到通常认为不利于坦克
进军的阿登高地，以收攻其不备之效。但被陆军总司令部拒绝。*梅克林事件
后，曼施泰因的建议为希特勒获悉和接受。1940 年 2 月 24 日，按此改订了
作战计划，代号改称*镰刀。1940 年 5 月德军即按此计划向法、荷、比、卢
发动进攻。

曼利歇尔式步枪（Mannlicher）欧洲各国普遍采用的步兵武器。十九世
纪末由德国兵器设计师曼利歇尔（FerdinandRittervonMannliCher，1848—
1904）设计，故名。后被大部分欧洲国家采用。有多种改进型，第二次世界
大战期间继续使用。一般为 7.92 毫米口径，意大利采用的曼利歇尔-卡塔诺
式口径 6.5 毫米，弹仓携弹 6发，意埃战争结束后曾打算把口径扩大到 7.35
毫米，未果。

鄂西战役  即“宜昌战役”。
鄂豫皖边抗日根据地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之一。

1938 年 10 月武汉失陷后，*李先念率部挺迸敌后，创建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
开辟鄂豫边抗日根据地（后称”鄂豫皖边区”或“鄂豫皖湘赣边区”）。1940
年 9 月建立边区军政联合办事处。1941 年皖南亭变后，该区部队改编为新四
军第五师，李先念任师长。同时成立由陈少敏任书记的鄂豫边区委和许子威
任主任的鄂豫边区行政公署。1944 年 6 月召开边区参议会，*郑位三当选为
议长。该区建有 39 个县政权，游击活动区达 50 多个县，地跨鄂、豫、皖、
湘、赣五省交界地区，形成对日军占领之武汉的战略包围。

崔嵬（1913—1979）中国电影和戏剧导演。九·一八事变后参加左翼戏
剧运动。1937 年参与组织救亡演剧第一队，开赴抗日前线。曾自编、自导、
自演《察东之夜》、《放下你的鞭子》等剧。1938 年赴延安。同年加入中国
共产党。1939 年深入敌后，曾任冀中“火线剧社”社长，改编《岳飞之死》、
《哭祖庙》及编写《老英雄》等剧目，宣传抗日。历任延安“鲁艺”戏剧学
院教员、晋察冀边区华北联大文艺学院戏剧系主任，培养大批戏剧工作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常务理事。

崔可夫（1900—1982）苏联将领。1917 年在沙俄海军服役。1918 年加
入红军。翌年加入俄共（布）党。参加过国内战争。1925 年毕业于伏龙芝军
事学院。1927 年任驻中国军事顾问。1929 年起历任集团军司令部处长、机械
化旅旅长、第五军军长、第四集团军司令等职。1939—1940 年任第九集团军
司令，率部参加苏芬战争。1940 年 12 月调任驻华武官（至 1942 年 3 月，中
将衔）。1942 年 9 月起任第六十二集团军司令，率部坚守斯大林格勒，创造
崔可夫性地发展了城市作战的方法和样式，箝制大量德军，保证了斯大林格
勒会战的胜利。1943 年晋升上将，该集团军以战功改称近卫第八集团军。后
率部参加顿巴斯、第聂伯河右岸乌克兰、敖德萨、卢布林-布列斯特、维斯瓦
河-奥得河等战役。在柏林战役中担任主攻，突破德军*塞洛高地的坚固防御，
成为最早攻进柏林市区的部队。1945 年 5 月 1 日在柏林接受德军投降。战后
曾任驻德苏军副总司令、第一副总司令、总司令和苏联对德管制委员会主席。



1953 年起历任军区司令、国防部副部长兼陆军总司令、苏联民防司令、国防
部总监组总监等职。1955 年获苏联元帅衔。著有《集体英雄主义的集团军》、
《空前的功绩》、《第三帝国的末日》等回忆录。

崔庸健（1900—1976）朝鲜人民抗日斗争领导人之一。早年在中国参加
革命运动，曾任黄埔军校教官。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到中国东北役
身抗日斗争。九·一八事变后，于 1933 年 6 月创建饶河抗日游击队，1936
年 11 月出任中国东北抗日联军第七军参谋长，次年春又任代理军长。1940
年就任中国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总参谋长。1945 年 8 月回国。组织北朝鲜民
主党，任副委员长。战后曾任朝鲜人民军总司令、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民族保卫相、副首相等职，并获共和国次帅称号。

帷幄上奏  日本军部首脑不经内阁独立上奏天皇之称。日本在明治宪法
中规定一般统治权和指挥军队的统帅权相分离，分别成立独立的铺弼机关辅
助天皇。作为天皇辅弼机关的（陆军）参谋本部、（海军）军令部及（陆军）
参谋总长、（海军）军令部长有权不经过内阁独立上奏天皇。1889 年 12 月
24 日公布的内间宫制中还规定了陆海军大臣的此种上奏权。1930 年围绕签署
和批准《伦敦海军裁军条约》问题，海军省与军令部意见对立。同年 5月 20
日军令部参谋草刈英治为抗者签署条约而自杀；海军大臣财部彪为批准条
约，决定更换反对派军令部次长未次信正和海军次官山梨胜之进。同年 6月
10 日军令部部长加藤宽治以和海军大臣意见不同为由，行使帷幄上奏权，上
奏谴责政府的措施，并直接向天皇提出辞呈。帷幄上奏权与*军部大臣现役武
官制相结合，构成了“军部独立”体制。

婴儿型潜艇  即“M型潜艇”。

[丿]

银狐（Silberfuchs）德国为发动侵苏战争而制定的一项行动代号。德
军最高统帅部为在苏联北极地区作战，于 1940 年 12 月至 1941 年 1 月制定，
计划由德军与芬兰军队联合行动，攻占摩尔曼斯克、坎达拉克沙、洛希等地
区。后未能实现。

第三厅  全称*中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1938 年 4 月在
武汉建立，*郭沫若任厅长，阳翰笙任秘书，下设 3个处。该厅在周恩来以国
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身份的领导下，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
策，集中了文化界许多优秀人物，出色地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曾举办抗战扩
大宣传周，组织 10 个抗敌演剧队、4个抗战宣传队和“孩子剧团”，建立战
地文化服务处和全国慰劳总会，输送大批抗日宣传品到前线，并组织七七周
年献金运动和慰问活动，还进行对日宣传和国际宣传等。促进了抗战文艺的
发展，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

第一战区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军队的基本战斗序列单位之一。1937 年 8
月 20 日建立，战区为河北和山东北部，辖 3个集团军。蒋介石兼任司令长官，
后由程潜、卫立煌、蒋鼎文、陈诚、胡宗南继任。曾阻击沿平汉、津浦铁路
南下的日军及南口之敌。1938 年 1 月 17 日，战区改为平汉铁路方面，同年
11 月 28 日南岳军事会议后又改为河南及安徽一部。1945 年 4 月，战区为陕
西、甘肃、宁夏及河南西部，辖 6个集团军又 3个军。战后，负责接受洛阳、



新乡、郑州地区的日军投降。
第一总军  大战末期日本为防卫本土东部而组建的战略军团。随着战局

的恶化，日本大本营为加强本土决战的准备，于 1945 年 4 月 8 日下令组建。
*杉山元任司令官，司令部设东京都市谷。下辖第十一（东北）、第十二（关
东）和第十三（东海）方面军，负责日本东部的作战，企图以关东地区为重
点，迅速增强战备，对攻入本土的美军实施决战，掩护本土中枢地区和重要
设施，并协同海军确保海上交通和守卫海峡。同年 9月解体。

第二战区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军队的基本战斗序列单位之一。1937 年 8
月 20 日建立，战区为山西、察哈尔、绥远等，阎锡山任司令长官。辖 2个集
团军另 1个预备军。9月 23 日，由陕北中国工农红军主力改编的八路军列入
该序列。后朱德任该战区副司令长官。曾组织*太原会战。1938 年 1 月 17 日，
战区改为山西方面，同年 11 月 28 日南岳军事会议后，又改为山西及陕西一
部。1940 年 7 月，兵力增至 8个集团军另 4个军。1945 年 4 月，战区为山西
西部，辖 5个集团军。战后负责接受山西的日军投降。

第二战场  又称“欧洲第二战场”。美、英在欧洲大陆开辟反法西斯德
国的战场，相对于苏德战场，故名。苏德战争爆发后，英国声明援助苏联，
双方开始了此问题的外交接触。1941 年 7 月 18 日斯大林首次致函丘吉尔，
正式向英国提出“在法国北部开辟战场”。同年 9月 3日，当苏联军事形势
严重恶化时，斯大体再次致函丘吉尔，提出“本年内在巴尔干或者法国的某
地开辟一个第二战场，足以使德国人从东战场抽走 30—40 个师”。英国未予
响应。太平洋战争爆发和美国参战后，美、英首脑*阿卡迪亚会议确定“先欧
后亚”战略，但断定 1942 年在西欧实施大规模对德国地面进攻的可能性很
少。1942 年春美、英曾拟定登陆法国的代号*大锤、*波利乐和*围歼的行动
计划。同年 6月在莫洛托夫访问英、美后发表的公报中，宣告“对 1942 年在
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迫切任务，已达成了充分的谅解”。但随后英、美决定
实施代号*火炬的登陆北非的行动而推迟，并在同年 8月丘吉尔访问莫斯科时
通知苏联。1943 年 2 月 12 日，在苏联多次提出后，丘吉尔以他和罗斯福的
名义函告斯大林，正“加紧准备在 8月进行由英、美部队参加的横渡悔峡的
军事行动”，如果因故推迟的话，“将准备加强军力以便在 9月再进行”。
但随后在同年 5 月的*美、英首脑华盛顿会议上，又被推迟到 1944 年 5 月 1
日。随着苏德战场和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发展，美、英终于制定了
代号*霸王的行动计划，并在 1943 年 11—12 月的三国首脑*德黑兰会议上达
成有关协议。1944 年 6 月美、英终于发动诺曼底登陆战役，开辟了第二战场。

第二总军  大战末期日本为防卫本上西部而组建的战略军团。随着战局
的恶化，日本大本营为加强本上决战的准备，于 1945 年 4 月 8 日下令组建。
*畑俊六任司令官，司令部设广岛市的骑兵营旧址。下辖第十五（近畿、中国、
四国），第十六（九州）方面军，负责日本西部的作战，企图以九州地区为
重点，迅速加强战备，对攻入本土的美军实施决战，掩护本土中枢地区和重
要设施，并协同梅军确保海上交通和守卫海峡。同年 9月解体。

第十战区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军队的基本战斗序列单位之一。1938 年
11 月 28 日南岳军事会议后，于次年 1月 14 日组建。战区为陕西方面，辖 1
个集团军另 1个军。*蒋鼎文任司令长官。1940 年 5 月 15 日撤销。1945 年 1
月重建，*李品仙任司令长官。战区划为鄂、豫、皖边界，辖 3个集团军另 1
个军。战后，负责接受徐州、蚌埠、安庆地区的日军投降。



第七战区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军队的基本战斗序列单位之一。1937 年
10 月 26 日建立，战区为长江下游沿岸，并负责卫戍南京。刘湘任司令长官，
不久撤销。1940 年 8 月 7 日重建，战区为广东韶关-广州以北约 200 公里范
围。*余汉谋任司令长官。1945 年 4 月，战区为赣南、粤北，辖 1 个集团军
及闽粤赣边区总司令部。战后，负责接受汕头地区的日军投降。

第八战区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军队的基本战斗序列单位之一。1938 年 1
月 9 日建立，战区为甘肃、宁夏、青海。蒋介石兼任司令长官，后由*朱绍良
继任。同年 11 月 28 日南岳军事会议后，战区改为甘肃、宁夏、青海及绥远
一部，辖 1个集团军和 6个军。1945 年 4 月，战区为绥远、宁夏、甘肃、青
海、陕西，辖 4个集团军。抗战胜利后撤销。

第九战区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军队的基本战斗序列单位之一。1938 年 6
月 18 日因武汉会战的需要建立。陈诚任司令长官，后由*薛岳继任。同年 11
月 28 日，南岳军事会议后，战区为鄂南（长江以南部分）、湖南和江西，辖
6个集团军另 1个军。曾参加*长沙会战、*常德战役、*长衡战役。1945 年 4
月，战区为赣西和湘南，辖 2个集团军及 4个军。战后，负责接受九江、南
昌地区的日军投降。

第九堡垒（NeunteFestung）又名“考那斯要塞第九堡垒”。纳粹德国
灭绝营之一。位于今苏联考那斯（Kay-Hac）附近。该城堡建于十九世纪末，
曾是俄罗斯帝国和立陶宛政府囚禁刑事犯和政治犯的地方。大战期间，被纳
粹德国用来囚禁外国公民，在此屠杀了 8万多人。囚禁者不断反抗，1943 年
12 月 25 日曾有 64 人越狱成功。战后，1959 年在原址建立陈列馆。

第三战区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军队的基本战斗序列单位之一。1937 年 8
月 20 日建立，战区为苏南和浙江，辖 4个集团军另首都警卫军。10 月 2 日，
由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而成的新四军列入该序列。*冯玉祥任司令长官，同年
10 月 4 日由蒋介石兼任，后由*顾祝同继任。曾参加“淞沪会战。1938 年 11
月 28 日南岳军事会议后，战区改为苏南、皖南及浙闽方面。1941 年 1 月，
发动*皖南事变。1945 年 4 月，战区为淞南、赣东、闽北，辖 3个集团军另 2
个军。战后，负责接受杭州、厦门地区的日军投降。

第三帝国（DasDrittesReich）1933 年 1 月—1915 年 5 月德国纳粹政权
的 正 式 名 称 。 1923 年 德 国 民 族 主 义 作 家 布 鲁 克
（ArthurMoellervandenBruck，1876—1925）在其著作《第三帝国》中首先
提出，后被希特勒采纳，以图建立一个新国家。1933 年 1 月纳粹执政后正式
命名。其含义有二：（一），表明纳粹政权继承“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
国”（即第一帝国，1962—1806）和“德意志帝国”（即第二帝国，1871—
1918），系德意志民族历史上可以延续千年的最大国家；（二），因在中世
纪神话传说中，“第三王国”被视为持续千年的太平盛世社会，以此美化纳
粹政权。

第五纵队  西班牙内战时潜伏在马德里市内的叛徒、奸细和破坏分子的
称谓。1936 年 11 月 7 日佛朗哥叛军和德、意干涉军向马德里发起总攻。当
时，马德里市内潜伏着大批叛徒和奸细，从事各种破坏活动。负责指挥进攻
的叛军将领莫拉（EmilioMola，1887—1937）在一次广播中扬言，他们的 4
个纵队正在进攻，而“第五纵队”已主城内等待接应。由于共产党人的劳力，
“第五纵队”屡遭打击，当叛军逼近马德里时未能起到预定的作用。后“第
五纵队”一词遂成为叛徒和内奸的通称。



第五战区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军队的基本战斗序列单位之一。1937 年 8
月 20 日建立，战区为鲁南和苏北，蒋介石兼任司令长官，后由*李宗仁、*
刘峙继任。辖 2 个集团军。1938 年 1 月 17 日，战区改为津浦线方面，曾组
织*徐州会战，取得*台儿庄战役胜利。同年 11 月 28 日南岳军事会议后，战
区改为皖北、鄂北和豫南，辖 4个集团军另长江上游防守司令部。1940 年 7
月，兵力增至6个集团军另 1个游击总司令部。1945 年 4 月，战区为鄂西北，
辖 2个集团军。战后，负责接受郾城、商丘、许昌地区的日军投降。

第六战区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军队的基本战斗序列单位之一。1937 年 9
月 26 日建立，战区为津浦铁路北段。*冯玉祥任司令长官，不久撤销。1939
年 10 月重建，战区力鄂西和湘西，辖 2个集团军另 3个军。*陈诚任司令长
官，后由*商震、*孙连仲、*孙蔚如继任。1945 年 4 月，辖 3 个集团军及长
江上游江防总司令部、湘鄂川黔边区清剿总指挥部等。战后，负责接受汉口
地区的日军投降。

第四战区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军队的基本战斗序列单位之一。1937 年 8
月 20 日建立，战区为广东、福建，辖 2个集团军。*何应钦任司令长官，后
由蒋介石兼任、*张发奎继任。1938 年 1 月 17 日，战区改为两广方面。同年
11 月 28 日南岳军事会议后，辖 3个集团军。1940 年 7 月，兵力增至 4个集
团军另 2 个边区总司令部。1944 年冬组建*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后，于次年 3
月改组为第二方面军，直属总司令部，仍由张发奎任司令官。战后，负责接
受广州、雷州半岛、海南岛的日军投降。

第一一五师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八路军主力师之一。1937
年 8 月，根据国共两党协议，由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第一、第二、第四师
和第十五军团第七十三、第七十四、第七十五、第七十八师改编而成。*林彪、
*聂荣臻任正副帅长，周昆任参谋长，*罗荣桓、*萧华任正副政训处（后改称
政治部）主任。1937 年 10 月，根据中共中央命令，恢复政治委员制度，聂
荣臻为政治委员。政训处改为政治部。辖第三四三旅、第三四四旅及独立团、
炮兵营、辎重营、骑兵营、工兵营、教导营（后改为随营学校），共 1.5 万
余人。改编后即东渡黄河，到达同蒲铁路以东的晋察冀三省边界，首战*平型
关战斗告捷。随后由聂荣臻率独立团、骑兵营等共 2000 余人，在晋东北五台
山区开展游击战争，创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并成立晋察冀军区。1938 年 3 月，
林彪因伤离职，由*陈光代师长。进行午城、井沟战斗，开辟晋西南抗日根据
地。随后罗荣桓任政委，1938 年底，主力挺进山东，与八路军山东纵队共创
山东抗日根据地。1941 年下辖 4个教导旅和鲁南军区。与根据地军民一起多
次粉碎了日伪军“扫荡”和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1943 年兼山东军区，罗荣
桓为政治委员兼代师长，下辖鲁中、鲁南、滨海、胶东、冀鲁边、清河等 6
个军区。以后改为山东军区。从 1937 年 8 月至 1945 年春，共进行大小战斗
3800 余次，歼灭日伪军 18.2 万人。解放战争时期大部编为东北野战军。

第一二○师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八路军主力师之一。1937
年 8 月，根据国共两党协议，由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第二、第六军团，
陕北红军第二十七、第二十八军，独立第一、第二师，赤水警卫营及总部直
属队改编而成。*贺龙、*萧克任正副师长，*周士弟任参谋长，*关向应、*
甘泗淇任正副政训处（后改称政治部）主任。1937 年 10 月根据中共中央命
令，恢复政治委员制度，关向应任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辖第三五八旅、
第三五九旅及教导团、特务营、炮兵营、辎重营、骑兵营、工兵营，共 1.4



万余人。改编后即东渡黄河，到达同蒲铁路以西的晋绥两省边界，在神池、
宁武、朔县一线袭击由大同南犯的日军，并取得*雁门关伏击战胜利。随后根
据中共中央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1938 年 8 月
派出大青山支队，挺进绥中、绥西、绥南及察哈尔等地敌后，创建了包括晋
西北和大青山地区的晋绥抗日根据地。1940 年下辖 4个旅、1个纵队，参加
百团大战。1941 年兼晋西北军区，后兼晋绥军区。1942 年 5 月，与八路军留
守兵团、陕甘宁边区保安部队等组成*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贺龙任司令员，关
向应任政治委员。1944 年 10 月，曾以第三五九旅主力一部组成南下支队，
挺进湘鄂赣，沟通中原和广东京江地区的联系，以建立大反攻的战略前进基
地。1945 年，一二○师及晋绥军区部队发动了春季和夏季攻势。8月 11 日，
分南北两线向日伪军发动大反攻，收复了山西、绥远广大地区。抗战中，共
作战之万余次，消灭日伪军 12 万亲人，部队发展到 8.5 万人。解放战争时期，
大部编为西北野战军。

第一二九师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八路军主力师之一。1937
年 8 月，根据国共两党协议，由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第四、第三十一军
和陕北红军第二十九、第三十军、独立第一至第四团及第十五军团骑兵团改
编而成。*刘伯承、*徐向前任正副师长，倪志亮（后为*李达）任参谋长，*
张浩、*宋任穷任正副政训处（后改称政治部）主任。1937 年 10 月根据中共
中央命令，恢复政治委员制度，张浩任政治委员，翌年 1月，邓小平接任政
治委员。辖第三八五旅、三八六旅及教导团、特务营、工兵营、炮兵营、辎
重营、骑兵营，共 1.3 万余人。改编后主力部队 9000 余人即东渡黄河，进抵
太原附近，夜袭阳明堡机场和进行七亘村、黄崖底、广阳三次伏击战。随后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在太行山区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创建晋冀豫抗
日根据地。后又连续派兵东迸冀鲁豫平原，开展敌后游击战争。1940 年参加
*百团大战。1941 年下辖 8个旅、3个军区，创建了包括太行、大岳、冀南、
冀鲁豫的*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与根据地军民多次粉碎日伪军的“扫荡”和
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抗战中，共歼灭日伪军 42 万余人。部队发展到近 30
万人。后改为晋冀鲁豫军区。解放战争时期，大部编为晋冀鲁豫野战军。

第一次突击  即“列宁格勒-诺夫哥罗德战役”。
第二次革命（ZweitoRevolution）德国*纳粹党内反对派的口号。意指

纳粹党攫取政权①即第一次革命”或“民族革命”）后，继续实行所谓“社
会主义革命”。希特勒就任德国总理后，进一步勾结垄断资产阶级和国防军，
引起下层纳粹党员的不满，要求遵守诺言解决社会问题，冲锋队头目罗姆和
施特拉瑟（GregorStraser，1892—1934）乘机于 1934 年春夏提出该口号，
要求履行党纲中含有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色彩的条款，接管大企业，整刷政
府机关，以“人民军”取代国防军，获得柏林、汉堡等地冲锋队员的广泛赞
同。*罗姆事件后遂告吹。

第二次突击  指*第聂伯河右岸乌克兰进攻战役，但不包括*日托米尔-
卡尔季切夫战役、*基洛夫格勒战役和*敖德萨战役，时间范围从 1944 年 1
月 24 日—4月 17 日。

第十一战区  抗日战争后期中国军队的基本战斗序列单位之一。1945
年 6 月 26 日，日本投降前夕，国民党为抢占华北战略要地，夺取抗战胜利果
实，在河北地区组建，辖 4个军和山东挺进军。*孙连仲任司令长官，*高树
勋、*李延年、马法五任副司令长官。战后，由孙连仲主持接受平滓地区的日



军投降，由李延年主持接受青岛、济南地区的日军投降。
第十二战区  抗日战争后期中国军队的基本战斗序列单位之一。1945

年 6 月 26 日日本投降前夕，国民党为抢占华北战略要地，并防止中国共产党
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继续向北推进，在绥远地区组建，辖 3 个军、3 个挺进
军和 1个边区总司令部。*傅作义任司令长官。战后，负责接受绥远地区的日
军投降。

第十次突击  即“佩特萨莫-希尔克内斯战役”。
第七（列宁格勒）交响乐  苏联作曲家*肖斯培科维奇在苏德战争期间

创作的交响乐。它以被包围的列宁格勒为背景，用音乐形象表现了入侵之敌
的凶残和苏联人民的胜利信念，被誉为“战争的杰出纪念碑”。此曲作于 1941
年，1942 年 3 月 5 日在古比雪夫首次演出，同年 8月 9日在列宁格勒上演。

第七次突击  指*雅西-基什尼奥夫战役及尔后苏军在罗马尼亚和保加
利亚境内的军事行动。

第八次突击  即“波罗的海沿岸战役”。
第九次突击  指 1944 年 9 月—1945 年 2 月苏军在匈牙利、南斯拉夫境

内实施的进攻战役。
第三五九旅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初属八路军*第一二○师建

制，由原红六军团和红三十二军改编而成，*陈伯钧任旅长，后由*王震继任
旅长并兼政委。1941 年起转隶*八路军留守兵团。曾以在南泥湾从事大生产
运动称著。1944 年 11 月，以主力一部 5000 余人组成八路军南下支队第一梯
队，挺进湘粤边，参与创建湘鄂赣抗日根据地。1945 年 6 月 18 日，其第二
梯队 5000 余人由陕甘宁边区南下，后因日军迅速投降，奉命折赴东北，编入
东北民主联军序列。

第三次突击  指*敖德萨战役和*克里米亚战役。但近年苏联有关著作多
把克里米亚战役看作独立的战略住进攻战役，敖德萨战役则归入*第聂伯河右
岸乌克兰进攻战役，两者不再作为共同的战略性进攻战役并提。

第五次突击  即“白俄罗斯战役”。
第六次突击  即“利沃夫-桑多梅日战役”。
第四次突击  指*维堡战役和*斯维里河-彼得罗扎沃兹克战役。苏联有

些著作把上述两个战役合称*维堡-波得罗扎沃兹克战役。
第一航空舰队  日本联合舰队为偷袭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于 1941年4

月组成的战略战役编队。同年 9月 1日实行战时编制。拥有 7艘航空母舰，
10 艘驱逐舰。司令官为*南云忠一。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时，联合舰队以该
舰队为骨干组成机动部队，偷袭美海军基地珍珠港成功。以后转战于西南太
平洋并一度进入印度洋作战。1942 年 6 月在中途岛海战中，4艘主力航空母
舰全部被击沉。以后其番号一度消失。1943 年 7 月，以岸基海军航空兵重组，
司令官为角田觉治。1944 年 2 月起逐次讲驻西南太平洋地区。同年 6月拥有
1000 多架飞机，参加*阿号作战，遭重创，丧失作为决战兵力的能力。

第十八集团军  见“八路军”。
第聂伯河会战  苏德战争中期苏军在第聂伯河沿岸地区实施的一系列

进攻战役。*库尔斯克会战后，苏军最高统帅部决定乘胜在西南战略方向实施
主要突击，以解放第聂伯河左岸乌克兰并夺取第聂伯河右岸各战略登陆场。
为此集中了中央方面军、沃罗涅日方面军、草原方面军、西南方面军和南方
方面军（1943 年 10 月 20 日起分别改称白俄罗斯方面军、乌克兰第一、第二、



第三、第四方面军），共计兵力 263 万余人，火炮和迫击炮 5.1 万余门，坦
克和自行火炮 2400 辆，作战飞机 2850 架。当面德军为南方集团军群和中央
集团军群的 62 个师，共计兵力 124 万人，火饱和迫击炮 1.2 万余门，坦克和
自行火炮 2100 辆，作战飞机 2100 架。德军呈战略防御态势，加紧修筑被称
作*东方壁垒的战略防线，力图保住第聂伯河以东的重要经济区并阻止苏军的
全线进攻。会战从 1943 年 8 月中旬开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8—9
月），苏军通过胜利实施*顿巴斯战役、*切尔尼戈夫-普里皮亚季河战役，基
本上解放了左岸乌克兰全部领土，迫使德军全线撤向第聂伯河右岸，并随之
在 750 公里的正面上强渡第聂伯河，夺取了 23 个登陆场。第二阶段（9—12
月），苏军继续消灭残存于第聂伯河左岸的德军据点，同时为扼守与扩大登
陆场同德军展开激战，经过*基辅战役、*扎波罗热战役、*梅利托波尔战役和
*戈梅利-列奇察战役，解放了基辅、扎波罗热、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梅
利托波尔（MeanTono：I）和戈梅利（I’oMeJlb）等重要城市，牢固控制了
第聂伯河右岸的若干战略登陆场，并封锁了克里米亚半岛的德军。此会战苏
军重创德军南方集团军群的基本兵力，挫败东方壁垒防御计划，为完全解放
右岸乌克兰及在白俄罗斯境内实施进攻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聂伯河空降战  第聂伯河会战中苏军空降兵为配合强渡第聂伯河而
实施的战斗。1943 年 9 月 21 日，苏军沃罗涅日方面军进抵第聂伯河，随即
开始渡河作战。为配合渡河部队在右岸布克林弯曲部夺占登陆场，组成一支
约 1万人的空降军，配备 180 架伊尔-2 飞机和 35 架滑翔机。其第一梯队 5000
余人于 9月 23 日夜间实施首次伞降，但在敌火力打击下损失很大，且空降极
为分散，未能达到预定作战目的。其后的空降遂停止执行。

第一次所罗门海战  即“萨沃岛海战”。
第二次所罗门海战  即“东所罗门群岛海战”。
第三次所罗门海战  即“瓜岛海战”。
第聂伯河下游进攻战役  苏德战争中期苏军进行的战略性进攻战役。

1943 年 9 月 26 日—12 月 20 日实施。包括*梅利托波尔战役、*扎波罗热战役、
*戈梅利-列奇察战役等。经苏军总参谋部 1987 年审定，以此名列为苏联卫国
战争中的 51 个战略性战役之一。

第聂伯河右岸乌克兰进攻战役  苏德战争后期苏军发动的大规模战略
性进攻战役。1943 年 12 月 24 日至 1944 年 4 月 17 日，由乌克兰第一、第二、
第三、第四方面军共同实施。苏军投入兵力220 余万人，火饱和迫击炮 28654
门，坦克和自行火炮 2015 辆，作战飞机2600 架。当面德军为*南方集团军群
和*A 集团军群，共 180 万人，火炮和迫击炮 1.68 万门，坦克和自行火炮 2200
辆，飞机 1460 架。战场正面宽达 1300 公里，纵深 500 公里。战役分为两个
阶段：第一阶段即冬季进攻（1943 年 12 月 24 日至 1944 年 2 月底），苏军
首先实施*日托米尔-别尔季切夫战役和*基洛夫格勒战役，扫清外围后，又连
续实施*科尔孙-舍甫琴科夫斯基战役、*罗夫诺-卢茨克战役和*尼科波尔-克
里沃罗格战役，合围并歼灭了浅近纵深内德军主要重兵集团，动摇了敌人整
个防线。第二阶段即春季进攻（3月 4日至 4月 17 日），苏军先同时向敌防
御全纵深实施分割围歼，进行了*普罗斯库罗夫-切尔诺维策战役、“乌曼一
博托沙尼战役和”别列兹涅戈瓦托耶-斯尼吉廖夫卡战役，在敌防线上打开了
宽 650 公里、纵深 450 公里的巨大突破口；尔后强渡普鲁特河，首次打出国
界；最后实施*敖德萨战役，解放了整个右岸乌克兰。此战役共歼灭德军 10



个师又 1个旅，使另 59 个师损失人员一半以上；苏军推进 250—450 公里，
在 400 公里的正面上前出至国境线，截断了德军战略战线南翼，为尔后向巴
尔干进攻和从南面进击波兰创造了有利条件。苏军总参谋部 1987 年审定，以
解放右岸乌克兰进攻战役之名，列为苏联卫国战争中的 51 个战略性战役之
一。

停战军（Arméed'Armistice）法国*维希政府配置在本土的军队。1940
年 6 月《贡比涅停战协定》签订后，经德国同意，贝当政府可以在南部非占
领区保持一支 10 万人的军队，包括步兵 5.3 万人、骑兵 1.25 万人、炮兵 1.25
万人和工兵 3200 人，另有少量空军（战斗机 200 架、轰炸机115 架），以“维
持社会秩序”。因缺乏装备，士气低落。1942 年 11 月德军进入非占领区时，
未作抵抗即行瓦解。部分官兵组成*军队抵抗组织，1944 年加入*法国内地
军。另有一部分赴北非参加抵抗运动。

假战争  即“奇怪战争”。
得克萨斯号战列舰（Texas）美国战列舰。二十世纪初建造。排水量2.7

万吨，配备 14 英寸火炮 10 门。服役于美国大西洋舰队。大战期间，曾担负
大西洋护航任务。1942 年 11 月参加登陆北非的火炬行动。1944 年 6 月参加
诺曼底登陆战役，6月 25 日在攻打法国瑟堡时被德军炮火击伤。同年 8月参
加法国南部登陆战役。1945 年初调赴太平洋海域对日作战，参加冲绳岛战
役。

盘作战  日军制订的缅甸中部作战计划代号。1944 年 9 月日本缅甸方面
军司令部制定以此为代号的计划，决定确保伊洛瓦底江南部重要地区。10 月
中旬，在*英帕尔战役中受重创的日第十五军奉命机动 500 公里向伊洛瓦底江
曼德勒地区转移，并于 12 月到达目的地。1945 年 1 月上旬第十五军屡遭盟
军的攻击，伤亡惨重；2 月下旬得到增援后，与英印军进行总决战，亦遭惨
败。3月 20 日，日军弃守曼德勒，下旬被迫停止该作战计划。

船律辰一郎（1873—1947）日本外交官。松阴学会毕业后入外务省。1919
年任驻天津总领事，1923 年转任奉天（今沈阳）总领事。1926 年改任在华日
本纺织同业会总务理事。1937 年 8 月曾奉命与中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
秘密接触，试图诱降未成。后又改任华中棉产改进会理事。1940 年 9 月任汪
伪上海特别市政府顾问，并兼汪伪政权经济顾问，同年 10 月又负责对中国国
民政府的诱降活动，亦未成功。战后病死。

彩虹一号计划（Rainbow-1°plan）大战前夕美国军方制定的“陆海军
联合基本作战计划”的方案之一。从二十世纪初至三十年代，美国所制订的
战略计划大都是针对某个国家的单色方案。1939 年夏季始，美国军方认识到
有可能爆发对敌国联合体的战争，为应付多种意外事变，重新制订一套作战
方案，取名“彩虹”。其中的 1号计划设想美国将独自进行战争，战略重点
在于保护西半球上美国的重要利益和有可能受到威胁的那部分地区，即南纬
10 度以北的西半球，尤其是巴西的东部，以确保“门罗主义”的原则不受侵
害。在太平洋上则在阿拉斯加一夏威夷-巴拿马-线维持战略防御直至可以对
日本进行反攻。该计划于 1939 年 5、6 月间由陆海军联合委员会制定，7 月
得到批准。1940 年 6 月在本计划的基础上又重新制订了*彩虹四号计划。

彩虹五号计划（Bainbow-5°plan）大战期间美国军方制定的一项战略
计划。1941 年 1—3 月，美、英两国举行参谋会议，并签署*ABC 计划。据此，
美国陆海军联合委员会于 5月修订原“彩虹计划”中的第五种方案，作为美



国的战略指导方针，取此名。计划在太平洋和大西洋两个方向上都采取更积
极的态势，但仍以大西洋为重点。着重部署横渡大西洋以在东大西洋、非洲
和欧洲击败德国和意大利的军事行动。在打败德国前，对日本采取牵制性消
耗战，仅限于在中太平洋地区发动有限攻势。规定美国海军在太平洋方面的
任务是：保护盟国海上交通，破坏敌国海上交通；支援英国海军，保卫中途
岛、约翰斯顿岛和关岛；保卫菲律宾，万一后撤则从马来防线牵制敌人；并
准备控制加罗林群岛和马绍尔群岛。1941 年 6 月苏德战争爆发后，美国军方
再度修改此计划，扩大驻菲律宾陆军的任务，要求其协助海军保卫菲律宾海
岸，攻击日本海上运输线，对处在战术作战圈内的日军及其军事设施进行空
袭等。同年 12 月珍珠港事变爆发后，美国太平洋舰队损失惨重，已无力完全
执行此计划。彩虹四号计划（Rainbow-4°plan）1940 年 6 月美国军方制定
的一项战略计划。1940 年 5 月，德军入侵西欧并打到英伦海峡。针对这种局
势，美国陆海军联合委员会在*彩虹一号计划的基础上重新制订此计划。强调
在轴心国的挑战面前，美国将依靠自己的力量保工美国领土和整个美洲大
陆。一旦在南美洲出现受轴心国袭击的可能，或发生由轴心国支持的颠覆行
动时，美国将出兵干预。在太平洋上则采取战略防御，不直接卷迸中经线 180
°以西的军事冲突。

领袖（Duce）意大利法西斯对*墨索里尼的称呼。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
墨索里尼在其同伙中已开始使用。国家法西斯党执政后，正式成为具党魁和
意大利首相的称谓。

领袖原则（Fǖhrerprinzip）一译“元首制”。德国*纳粹党和*第三帝
国的独裁制度。规定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即*元首）不经党员和公民选举
产生，拥有绝对权威并可独断一切事务；党的附属组织设“全国领袖”，由
元首任命并对其负责，在本领域内行使绝对权力；党及附属组织的各级机构
和政府各级部门的头目均由上级领袖任命并对其负责，在本领域内行使绝对
权力。1921 年 7 月，纳粹党确立该原则。1933 年希特勒就任德国总理后，逐
惭在国家机构中推行此制。

象限（Quadrant）又译“四分仪”。第一次*魁北克会议的代号。
象式自行火炮（Pauzerj gerElefant）即“斐迪南式自行火炮”。
猎犬计划（DogPlan）即“D计划”。
猎虎式自行火炮（Panzerj gerJagdtiger）德国自行反坦克炮。使用*

虎式坦克底盘，故名。1943 年 10 月生产出原型。采用 128 毫米口径反坦克
炮，最大装甲厚度 250 毫米，最大时速 15—19 公里，最大活动半径 160 公里，
乘员 6人，弹药基数 38 发，战斗全重 70 吨。共生产 70 辆。主要配置于德国
坦克师。

猎豹式自行火炮（Panzerj gerJagdpanther）一译“黑猎豹式自行火
炮”。德国自行反坦克炮。使用*豹式坦克底盘，故名。1943 年 10 月生产出
原型。采用 88 毫米口径反坦克炮，方向射界 22 度，最大装甲厚度 80 毫米，
最大时速 46 公里，乘员 5人，弹药基数 60 发，战斗全重 46 吨。共生产 382
辆，主要配置于德国坦克师。

[丶]

麻雀战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敌后抗日军民创造的一种战



术。为了粉碎日本侵略军的“扫荡”和“蚕食”，敌后抗日军民村自为战，
人自为战，利用地形熟悉的有利条件，三五成群，小股作战，忽聚忽散，声
东击西，出没无常，处处开辟对敌斗争的战场，扰乱、疲惫、消耗、杀伤敌
人。这种战术具有广泛的群众性和灵活的机动性，犹如麻雀满天飞一样，使
日军防不胜防，处处被动挨打，一刻不得安宁。

康蒂（LeonardoConti，1900—1945）德国内政部国务秘书。生于瑞士
罗加诺，早年获医学博士学位。曾参加卡普暴动。1923 年加入冲锋队。1926
年组建“民族社会主义医生联盟”。1930 年加入党卫队。1934 年任内政部公
共卫生司司长，曾主管 1936 年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医疗事务。1939 年 4 月任
全国卫生事业领袖（至 1944 年 8 月）和中央内政部及普鲁士内政部负责卫生
事务的国务秘书。曾短期主持“无痛致死木”研究工作。1944 年 8 月获党卫
队地区息队长俩（相当于中将）。战后在纽伦堡监狱自杀。

康尼斯（Cooneys）美英盟军为进行*诺曼底登陆战役而组建的特种部
队。用以破坏德军的通讯联络和交通。亦有称*杰伯奇。

康边停战协定  即“贡比涅停战协定”。
鹿钟麟（1886—1966）中国将领。字瑞伯。早年入冯玉祥部，曾任国民

联军总司令部参谋长。1929 年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部长。1936 年 1
月授中将衔，同年 9月加上将衔。抗日战争爆发后，历任国民政府第六战区
司令长官、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军委会军法执行息监。1939 年 1 月起任冀
察战区总司令兼河北省政府主席，与八路军一度配合，后曾默允所辖朱怀冰、
石友三部搞反共磨擦。1941 年冬回重庆述职，后闲居。1944 年任军委会兵役
部部长。抗战胜利后，授上将衔。后任国民政府水利部长。天津解放时，留
下未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国防委员会委员。

鹿特丹轰炸  1940 年 5 月德国对荷兰不设防城市鹿特丹（Rotterdam）
的狂轰滥炸。5月 10 日凌晨，德军伞兵袭击该城，城市当局即正式宣布鹿特
丹为“不设防城市”，并在期限到达前接受了德军的最后通牒。5 月 14 日，
德国空军仍对该城进行大规模轰炸，轰炸引起大火，2.5 万幢房屋被毁，死
亡上千人，市区 2平方英里内皆成废墟。这一行动完全违背了日内瓦公约和
海牙公约的有关条款。

旋风式歼击机（Hurricane）又译飓风式歼击机。英国歼击机。1935 年
起设计，937 年投产。单座、单引擎、下单翼。翼展 40 英尺，机身长 31 英
尺 5英寸，高 13 英尺 2英寸。最大时速 324—335 英里，升限 3.66 万英尺，
航程 540 英里。能作时速 100 英里以下的低速飞行，也能突然加速或减速以
改变空中作战态势。原型为高空截击机，后经改进为多种型号的歼击机、强
击机、战斗轰炸机、舰载弹射机等。主要分支机种有*台风式歼击机、暴风雨
式歼击机（Tempest）、旋风轰炸机（Hurribomber）和“海上旋风”式歼击
机（SeaHurricane）等。初装备 8挺 7.69 毫米机枪，后增至装备 2门 20 毫
米机关炮和 12 挺 7.69 毫米机枪。可载炸弹500—1000 磅。共生产1.45 万余
架，1944 年 9 月停产。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国空军的主力机种之一。

章伯钧（1895—1969）中国民主同盟领导人之一。早年留学德国。九·一
八事变后，参加抗日反蒋活动。抗日战争爆发后，主张联共、联苏，呼吁民
主抗战。1938 年 7 月被聘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积极参加民主宪政运动。1941
年参与创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任常务委员、组织部长。1944 年 9 月改任中



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兼组织委员会主任，拥护中国共产党关于废除国民党一
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交通部部
长、中国衣工民主党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

商震（1886—1978）中国将领。字启宇。北洋陆军速成学堂肄业。曾任
山西省政府主席、国民政府军第三十二军军长。1933 年初任第二军团军团
长，参加长城抗战。1935 年授二级上将衔。同年*《何梅协定》签订后，任
河北省政府主席，拒绝日军推行“华北自治”的拉拢。抗日战争爆发时任河
南省政府主席，不久任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同情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
张。1939 年 1 月任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次年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国民政
府军委会办公厅主任。1941 年任中国赴缅、印、马军事考察团团长，出国考
察。归国后，兼任军委会外事局局长。1943 年随蒋介石参加开罗会议。1944
年任赴美军事考察团团长，争取美援战备物资。抗战胜利后任联合国军事参
谋处中国首席代表。1947 年任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中国代表兼中国国民政府
驻日使团团长。1948 年辞职寓居日本。

阎宝航（1895—1968）中国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领导人。字玉衡。早年
留学英国。九·一八事变后，与*杜重远等在北平（今北京）组织东北民众抗
日救国会，任常委兼政治部长，声援东北义勇军抗日。1935 年 10 月与高崇
民等上书张学良，劝其停止“剿共”战争，一致抗日。西安事变后发起组织
东北抗日救亡总会，任常务委员。193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爆发后，
在重庆任中国经济事业协进会理事、大明实业公司经理，进行统一战线、募
集经费等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外交部办公厅主任、条约委员
会主任。

阎海文（1916—1937）中国空军飞行员。1936 年毕业于杭州宽桥中央航
空学校驱逐科。任国民政府空军第五大队第二十五中队少尉飞行员。1937 年
*淞沪会战中，于 8月 17 日参加轰作上海虹口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被敌
高炮击中，跳伞后误落敌阵。拒绝投降，击毙敌军 5人后自戕殉国。

阎揆要（1904—）中国将领。黄埔军校毕业。192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曾任陕甘游击支队参谋、团长。抗日战争爆发后，历任八路军总部参谋处处
长、军政处处长，冀鲁豫军区参谋长，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参与开
辟*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并为保卫陕甘宁边区作出了贡献。解放战争时期，曾
任第一野战军参谋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济南军区副司令员、中
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副院长。1955 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阎锡山（1883—1960）中国将领。字伯川，号龙池。先后毕业于日本振
武学堂和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曾任山西都督、督军、省长和国民政府第三集
团军总司令、陆海空军副总司令。九·一八事变后，支持蒋介石的不抵抗政
策，阻挠红军东征抗日。1935 年授一级上将衔。1936 年 9 月，在中国共产党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下，主张守土抗日，组织牺牲
救国同盟会，任会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后兼任山西
省政府主席，同意组建*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并参与指挥忻口、太原会战。
1939 年 12 月发动晋西事变，命令所部进攻抗敌决死队，屠杀共产党人和牺
盟会进步人士，打击山西的抗日民主力量。后奉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
针，并进而与日本侵略者勾结。1941 年 8 月同日本签订《汾阳协定》，与日
军交换情报和物资，协同反共。日本投降后，主持山西受降事宜。1949 年 6
月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同年底去台湾，曾任台湾当局“总统府”资政、国



民党中央评议委员。
清乡运动  日、汪在华中、华南沦陷区进行的所谓军事、政治、经济、

思想“总体战”。1941 年初，日本侵略军为强化对华中占领区的统治，决定
在长江下游地区进行“清乡”。5 月，汪伪政府成立了“清乡委员会”，由
汪精卫兼任委员长，汪伪特工总部主任*李土群任秘书长。7日 1日首先在苏
南 10 县进行。先行“军事情乡”，日汪军警联合对新四军、游击队活动区进
行“扫荡”，以梳篦、拉网等战术，分进合击，增设据点；继施“政治清乡”，
成立伪警察和保安武装，推行保甲连坐制度，建设所谓“和平反共建国模范
区”；再行“经济清乡”和“思想清乡”，将“清乡区”变成庞大的集中营。
1942 年春至 1943 年夏，其重点推向太湖东南地区、上海郊区和苏淮特别区。
随后又在镇江地区、苏北地区、杭州地区以及广东、安徽等地进行所谓“强
化清乡”、“限期清乡”。在人民抗日力量打击下，“清乡运动”遭到失败。

清津战役  *苏日战争中苏军发动的登陆战役，*远东战役的组成部分。
1945 年 8 月 13—16 日，由苏联*太平洋舰队实施。苏军首先于 8 月 11—12
日攻占朝鲜北部港口雄基和罗津，随后于 13 日派侦察先遣支队登陆重要海军
基地清津港，同市内日军展开战斗。14—15 日，苏军主力分两个梯队相继登
陆，在航空兵支援下于 16 日解放清津市，切断了驻中国东北和朝鲜北部的日
军与日本本土的海上通道。

清洗合作主义分子运动  大战后期法国抵抗力量惩处卖国贼的活动。
大战期间，自 1943 年秋至 1944 年 6 月，共有2500 余名法西斯分子。合作主
义分子被处决。从 1944 年 6 月 6 日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到法国解放，又有约
10 万合作主义分子被逮捕，其中 1万被人民自发处决，4万受审。1944 年 11
月成立法国高等法院，首批受审 108 起案件，判决死刑 8 件，但执行的仅 3
人。军事法庭和各地法庭又有 6763 起判决死刑，但执行的也仅 767 起。全法
先后共审理 124751 案，其中 24116 人被判监禁。

清 洗 法 西 斯 主 义 最 高 委 员 会 （ LaSupremaCommis-
sionePerLaEpurazionedelFascismo）意大利清洗法西斯主义的领导机构。
1944 年 5 月，巴多里奥在社会舆论压力下，颁布清洗法西斯主义的法令。1944
年 7 月，博诺米出任首相后，建立负责取消对前政治犯的判决、惩治法西斯
罪行、使行政机构非法西斯化和没收法西斯分子财产的 4个委员会，并任命
斯福尔扎为负责这一事务的最高委员。博诺米第二届内阁时，清洗速度放慢。
帕里组阁后，南尼出任最高委员，重新取得进展。但德加斯佩利执政后不久
即宣布六赦，停止清洗，各委员会亦告解散。

淞沪会战  亦称“上海战役”。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军队在上海地区抗击
日军侵略的战略性战役。*七七事变后，日军决定进攻华北的同时，实施华东
作战，以图一举占领上海、南京，迫使中国政府屈服。l937 年 8 月上旬，驻
沪日军（约 1.5 万人、舰艇 30 余艘、飞机 100 多架）不断挑衅。8 月 13 日
日海军陆战队从虹口租界向宝山路一带发起进攻，中国守军奋起反击。14 日
中国国民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中国空军轰炸上海日海军陆战队司
令部和第三舰队旗舰出云号。15 日日本下令编组上海派遣军（松井石根为司
令官）；同日，蒋介石下达全国动员令和战斗序列，中国*第三战区（司令长
官冯玉祥）以第九集团军（5个师）驻守上海市区、第八集团军（4个师）驻
守杭州湾北岸保障上海右翼、第十集团军（5 个师）驻守浙东沿海防止日军
登陆、另 1个军和 1个师分驻长江口南北岸保障上海左翼。15—17 日张治中



指挥第九集团军实施反击，进至闸北、虹口及杨树浦一线。16 日中国海军以
鱼雷击伤日旗舰出云号。中国空军亦连续出击，击落日机 46 架。18 日因国
际调停，中方一度停止进攻，但日方拒绝。日中国空军在长江口炸沉日巡洋
舰 1 艘。20 日中国军队突破日军防线进抵汇山码头，后因伤亡大被迫停止。
此时，日军从本上增援主力已达。23 日凌晨，日军 2个师团在吴淞和川沙登
陆，随后向宝山、月浦、罗店、浏河一线突击，威胁上海的左翼。第三战区
以新编成陈诚为总司令的第十五集团军抗击。9 月中旬，日大本营决定将侵
华战争的主要作战方向由华北转至上海，日军援兵源源抵沪，中国军队退守
北站、江湾、庙行、罗店、双草墩一线。9 月 11—21 日第三战区调整部署，
蒋介石兼战区司令长官，以张发奎为右翼军总司令、朱绍良为中央军总司令、
陈诚为左翼军总司令，兵力增至 5 个集团军（10 月再增 1 个集团军共达 70
个师）。日军亦增兵至9个师团约 20 万人（随后增至 11 个师团约 30 万人）。
9月 30 日日军全线发起猛攻。中国军队装备贝绌，经激战伤亡惨重，被迫后
撤。10 月 7 日日军主力强渡蕴藻浜，向大场和南翔突击。中国军队反击失利，
25 日大场失陷，26 日退守苏州河南岸，留守北岸四行仓库的*八百壮土孤军
奋战至 30 日。日军久攻苏州河南岸未能突破，遂于 11 月 5 日拂晓以 3个师
团在杭州湾北侧金山卫一带登陆，迂回上海地区的侧背。中国守军兵力薄弱，
反击行动迟缓，未能培截。9日松江矢陷，中国守军开始全线撤退，向苏州、
福山一线转移。12 日上海沦陷。此战中国军队作战英勇，但战略指导错误，
装备落后，遭至失败；日军伤亡达 5万余人，未能实现速战速决 3个月灭亡
中国的企图。

淞沪抗战  见“一·二八事变”。
淞沪停战协定  全称《上海停战及日方撤军协定》，又称《上海停战协

定》。中国国民政府与日本政府签订的妥协卖国协定。1932 年*一·二八事
变爆发后，在英美等国干涉下，中日双方在上海举行停战谈判。并于 5 月 5
日签订上述协定。共 5条及几个附件，由中国政府外交部次长郭泰祺和日本
全权公使重光葵签字。规定日军永久停驻在吴淞、闸北、江湾及引翔乡等地；
在南市、浦东不驻中国的任何军队；将长江沿岸福山至太仓、安亭及白鹤江
到苏州河等广大地区，交由日本及英、法、美、意等国共管；并承诺取缔中
国的抗日运动，将第十九路军调离上海。

淮北抗日根据地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之一。1938
年 10 月，彭雪枫率新四军游击支队挺进鄂东，至 1939 年底在津浦铁路线两
侧创建了豫皖苏边和皖东北抗日根据地。1941 年 1 月*皖南事变后，该区部
队改编为新四军第四师，彭雪枫任师长兼政委。同年 8月，成立由邓子恢为
书记的淮北苏皖边区委和刘瑞龙为主任的淮北苏皖边区行政公署。11 月成立
淮北军区，彭雪枫任司令员，邓子恢任政委。1944 年 8 月，第四师主力西进
作战，使淮北抗日根据地的面积增加一倍，包括东起津浦铁路，西至商毫公
路，北至陇海铁路，南迄涡河的广大地区，扩大了在西线发动战略反攻的前
进基地。

淮南抗日根据地  原称“皖东抗日根据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华中敌
后抗日根据地之一。1938 年 8 月，中国共产党在皖东敌后建立组织，随后新
四军第四支队东北流亡抗日挺进纵队和第四团先后挺进皖东。1939 年 5 月，
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建立，张云逸、徐海东任正、副指挥，分别以来安半塔集、
定远藕塘为中心初步形成津浦铁路东、西两游击根据地。1939 年底和 1940



年春，皖东军民粉碎日伪军的“大扫荡”，并在自卫反击国民党顽军的斗争
中取得胜利，在各地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1941 年 1 月*皖南事变后，该区
部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二师，张云逸任师长。同时成立由江渭清为主任的淮南
苏皖边区行政公署和郑位三为书记的淮南区委，辖区为淮河以南、长江以北、
淮南铁路以东、运河以西的津浦铁路两侧的苏皖二省边区。

盖尔  ①汉弗莱·米德尔顿·盖尔（HumfreyMyd-deltonGale，1890—
1971）。英国将领。曾就读于桑德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参加过第一次世界
大战。后主要从事后勤管理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以准将衔任*英国
远征军第三军的行政主管，赴法作战。撤回英国后，历任本上部队的行政主
管以及盟军*火炬行动和西西里、意大利战役的行政主管。1944 年 1 月离阿
尔及尔盟军统帅部回英，协助艾森豪威尔筹划诺曼底登陆和随后的欧陆作战
的全部后勤工作，直至战争结束。1945 年 9 月任联合国救济总署欧洲主任。
1947 年 7 月退休，领中将衔，有贵族称号。②理直德·纳尔逊·盖尔
（RichardNelsonGale，1896—）。英国将领。曾任英国第一空降旅的首任指
挥官。1944 年 6 月 6 日凌晨，在*诺曼底登陆战役中，率英国第六空降师伞
降和机降于登陆地段左翼的奥恩河口附近，夺取悔滩堤道和桥梁，阻敌增援，
保障英、加军在*宝剑、*朱诺和*黄金滩头突击上陆。

盖达尔（ApkhaдийПeTpoBичГaйдap，1904—1941）苏联作家。
原姓戈利科夫（ГoлиkOB）。1918 年参加红军，在国内战争中历任排长、
连长、团长。1924 年退役。翌年开始发表作品，为苏联儿童文学创始人之一。
取笔名盖达尔。苏德战争开始后任《共青团真理报》前线特派记者。1941 年
秋参加敌后游击队，任机枪手。同年 10 月在战斗中牺牲。作品汇编成《盖达
尔作品集》。

盖世太保（Gestapo）德文“秘密国家警察”（GeheimeStaatspllizei）
的音译简称。纳粹德国统治工具。1933 年春戈林接管普鲁士警察局后，以政
治警察为核心，组成普鲁上“秘密国家警察处”，简称此名。后希姆莱相继
控制各邦政治警察，并于 1934 年 4 月统一全国政治警察。1936 年 6 月希姆
莱就任德国警察总监后，改组警察系统，下辖保安警察总处、治安警察息处
和风纪警察总处。保安警察总处处长为*海德里希，下辖秘密警察处和刑事警
察处，前看由*缪勒任处长。同年 10 月 1 日，全国政治警察统一取名“秘密
国家警察”。1939 年起隶属德国中央保安局，为第四处。共有 3万多名成员，
控制各个领域。拥有监狱和集中营，利用发布监护拘留令和押送集中营的特
权，肆意迫害和残杀犹太人、民主人士和无辜居民。曾参与制造勃洛姆堡-
弗立契事件，吞并奥地利和侵占捷克斯洛伐克。大战期间，大肆镇压占领国
的反抗活动，残酷杀害各国战俘，逮捕和杀害反希特勒分子，主持“最后解
决”犹太人问题，在整个欧洲制造恐怖统治。德国战败后被取缔，并被纽伦
堡国际军事法庭宣布为犯罪组织。

盖特鲁德（Gertrud）1939—1940 年间德国计划一旦土耳其倒向英、法
一方时，调动 14 个师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入侵土耳其的行动代号。

断作战  日军制定的缅甸北部作战计划代号。1944 年 6 月日本缅甸方面
军司令部制订以此为代号的计划，决定在亲敦江地区采取守势，集中兵力阻
击来自云南的*中国远征军，继续切断*中印公路。9 月 5 日开始实施。但日
本第三十三军未能阻止中国军队的前进，后又试图坚守八莫和南坎
（Namhkam），亦告失败。1945 年 1 月底，中国军队重新打通中印公路，日



军计划破产。
减租减息  中国共产党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实行的基本土地政策。1937

年 2 月 10 日，中共中央在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电中提出“停止没收地主土
地”。5月，正式决定实行减租减息政策。9月以后，开始实行二五减租（按
原租额减掉 25%，原租额一般占收成的 50%，即减租后的地租不得超过收成的
37.5%）和一分减息（以年利一分为最高标准）、半分减息的政策。1939 年
至 1941 年底，在各抗日根据地普遍实施。这一政策，削弱、限制封建剥削，
减轻农民负担，既调动广大农民的抗日积极性，又注意联合地主阶级一致抗
日，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婆罗洲战役  太平洋战争后期盟军攻占荷属东印度群岛（今印度尼西
亚）婆罗洲（Borneo，印度尼西亚称加里曼丹岛）的战役。为切断日军的石
油和橡胶供应，并为英海军在文莱湾获得一前方基地，太平洋盟军总司令部
决定攻占婆罗洲。1945 年 5 月 1 日，澳大利亚第一军（计 4 个师），在*摩
尔谢特率领下在婆罗洲东北海岸的塔拉坎岛（即打拉根）实施登陆，美国第
七舰队和第十三航空队担任掩护。6月 10 日，澳军未遇强烈抵抗攻占婆罗洲
的文莱湾，并驱军直入沙捞越。7 月初，澳军又在产油中心巴厘巴板
（Balikpapan）登陆，并深入内陆。7 月底，婆罗洲完全被澳军攻占。此役
约歼日军 6700 人，澳军伤亡约 2100 人。

梁鸿志（1882—1946）汉奸。原名众异。京师大学堂毕业。曾任安福国
会参议院秘书长。段棋瑞下野后赋闲大连、上海等地。抗日战争爆发后在上
海叛国投敌。1933 年 3 月在南京组织*中华民国维新政府，任行政院长兼交
通部长。与日本签订密约，出卖华中主权，为日军“以华制华”政策效劳。
同年 7 月组织*大民会，任总裁。1940 年 3 月汪伪国民政府成立后，任监察
院长兼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1943 年改任立法院院长。抗战胜利后被国民政
府判处死刑，在上海处决。

梁鸿钧（1905—1945）中国将领。早年曾参加北伐战争、南昌起义和长
征，任工农红军团政委。1938 年任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和延安警备区参谋
长。1939 年 4 月赴广东惠阳任中共东江特委军事委员会书记，领导东江游击
队开展抗日游击战争。1940 年任广东东江人民抗日游击队军事指挥。1941
年香港沦陷后，参与营救困滞在香港的民主人士和美、英等国际友人。1942
年任广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兼东江人民抗日游击纵队总队长。1945 年任广东人
民抗日解放军司令员，在粤中一带开展对日伪军的攻势作战。同年 2月，在
新兴县蕉山战斗中牺牲。

梁赞诺夫  ①瓦西里·格奥尔吉那维奇·梁赞诺夫（BacилийГeop
гиeBичPязahoB，1901—1951）。苏联空军将领。1920 年加入俄共（布）
党和参军。后任航空兵中队、支队和大队长。1935 年茹科夫斯基空军学院毕
业，后历任航空兵旅长、空军学院教务部长。苏德战争开始时为上校。历任
航空兵第七十六师师长、西南方面军机动航空兵群司令、歼击航空兵第二集
团军司令、近卫强击航空兵第一军军长等。先后在西南、南方、加里宁、西
北、沃罗涅日、草原和乌克兰第二、第一等方面军中作战。1943 年晋升空军
中将。在强渡第聂伯河和夺取维斯瓦河登陆场协同地面部队作战中指挥出
色，荣立战功。战后仍在空军中任职。②阿列克谢·康斯坦丁诺维奇·梁赞
诺夫（АлексейКонстансиновичРяэанов，1920
—）。苏联军人。1939 年参军。同年鲍里索格列布斯克奇卡洛夫航空学校毕



业后任飞行员。苏德战争期间历任歼击航空兵团大队长和副团长。在战争第
一天的空战中击落敌机 1架。1942 年加入联共（布）党。整个战争期间共完
成 509 次战斗出动，个人击落敌机 31 架。两次获苏联英雄称号（1943 和 1945
年）。战后在空军和国上防空军任职。1970 年获空军少将衔。1975 年退役。

梁山歼灭战  1939 年八路军在山东省郓城县伏歼日军的一次战斗。是
年 7月底，日军第三十二师团炮兵一部及步兵长田大队共 600 余人进犯鲁西
抗日根据地。8月 2日，八路军第一一五师 2个营另 1 个骑兵连在邱城梁山
附近的前集庄周围伏击来犯日军，迫使日军退至梁山西南的独山庄，后经激
烈的巷战和肉搏战，日军除 20 人被俘外全部被击毙，缴获炮 3 门，电台 3
部，轻重机枪 20 余挺，长短枪 200 余支。

寇 松 线 （ CurzonLine ） 1920 年 英 国 外 交 大 臣 寇 松
（GeorgeNathanielCurzon，1859—1925）向苏俄和波兰提出的停火线。1919
年 12 月 8 日，协约国最高委员会同意重建波兰国家，并为其东部规定一条临
时边界，即自格罗德诺往南，经比亚韦斯托克（Белосмок）东部，
越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沿布格河向前，至原奥、俄交界处。不久，波兰入
侵乌克兰，被击败。1920 年 7 月协约国提出一项停火计划，以此边界线为准，
向西南延伸到喀尔巴阡山，但将加利西亚割给苏俄。因由寇松致电莫斯科，
向苏俄提出故名。1945 年 2 月*雅尔塔会议通过决议，规定波兰东境基本以
此线为界，但在一些地区逸出 5—8公里划给波兰。1945 年 8 月 16 日苏、波
签订两国疆界条约，规定两国边界以此线为基础划定。

密支那战役  *缅北战役中的一次战役。密支那（Myi-tkyina）为北缅
战略要地，*雷多公路之重要通道。日军近两个联队构筑坚固工事据守。1944
年 4 月初，*中国驻印军之个团及美军 1 个支队穿越丛林进袭该地。5 月 17
日，中美联军突击并攻占密支那机场。日军退守市内，联军数度进攻未果。
中国驻印军空运 2个团相 1个重炮连增援，日军亦增兵至 3000 人。双方展开
拉锯战。7 月，中国驻印军新编第三十师师民胡素接替美军少将麦根指挥，
并增兵 2个团猛攻。8月 2日以敢死队突入敌后，5日攻克全城。此战共毙日
军约 2500 人，日守军司令水上源藏少将自杀。

密苏里号战列舰（Missouri）美国战列舰，为 1936 年起建造的 4艘“衣
阿华”级战列舰之一。排水量 4.5（一说 5.8）万吨，舰长 900 英尺，最大宽
度 108 英尺，航速 31—33（一说 35）节。配备 16 英寸火炮 9门，5 英寸高
平两用炮 28 门，1.57 英寸速射高炮 80 门，乘员 2700 人。太平洋战争后期
服役，为美国太平洋舰队的旗舰。1945 年先后参加硫黄岛战役和冲绳岛战
役。日本投降后，进驻东京湾，被麦克阿瑟选为 9月 2日日本投降仪式的场
所。战后曾参加侵朝战争。退役后被保护封存。

密西西比号战列舰（Mississippi）美国战列舰。1917—1918 年建造，
1932—1934 年改装。排水量 3.3 万吨，配备 14 英寸火炮 12 门，5英寸火炮
12 门，航速 21 节，属“新墨西哥”级。三十年代服役于大西洋水域。*珍珠
港事变后，调赴太平洋海域对日作战。先后编入美国第五和第七舰队。1943
年 11 月参加吉尔伯特群岛战役。1944 年先后参加马绍尔群岛战役帛琉群岛
战役、莱特湾海战。1945 年 1 月在吕宋岛战役中，被日军飞机击伤。

[ ]



弹丸命令（Kugelbefehl）纳粹德国屠杀逃亡战俘的秘密指令。1944 年
3 月由德国陆军总司令部发布。规定除英、美两国的战俘外，所有逃亡战俘
在重新捅获后均应送交德国保安警察和党卫队保安处，再押送*毛特豪森集中
营，到达后即以枪击颈部的方式处决。

随枣战役  抗日战争中期中、日军队在鄂西北地区进行的战役。1939
年春，中国军队为巩固川陕门户，调第三十一集团军加强鄂西北防务，威胁
武汉日军侧背。4 月 30 日，日军为确保武汉安全，由第十一军司令宫*冈村
宁次率第三、第十三、第十六师团和骑兵第四旅团约 10 余万人，向随县、枣
阳、桐柏一带进犯。李宗仁指挥*第五战区和*第一战区一部（共约 16 个军）
与日军展开激战，枣阳、南阳、桐柏均失而复得。至 5月 23 日，双方恢复原
有态势，沿襄何东、西两岸对峙。此役日军伤亡 1.3 万余人。

隆哥（LuigiLongo，1900—1980）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主一。1921 年加
入意共。墨索里尼上台后，在各地组织反法西斯的地下活动。1924 年被捕。
次年去苏联，长期在共产国际工作。西班牙内战爆发后，率意大利反法西斯
战士赴西班牙，任第十二国际支队政委和国际纵队总监，支持共和国对佛朗
哥军作战。后去法国，在巴黎被法国政府拘留。1941 年引渡予意大利政府后，
被囚禁。1943 年 8 月获释，9月德军侵入意大利时，参加罗马保卫战。大战
中领导意共，进行反法西斯光复国土的斗争。曾任意大利民族解放委员会委
员和委员会下属的军事委员会主席。在意大利北部，组织*加里波第纵队，任
总指挥，开展游击战。1944 年 8 月任*自由志愿军团政委。1945 年 4 月领导
全民起义。战后，1948 年起历任意共副韦记、总书记和主席。

隆美尔（ErwinJohannesEuginBommel，1891—1944）德国将领。1910
年军校毕业后开始服役。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升至少尉。战后在国防军历任步
兵连长、军校战术教官、骑兵营长和军校校长。1938 年其《步兵进攻》一书
受希特勒赏识，被任命为元首大木营卫队长（上校衔）。1940 年调任第七坦
克师师长，参加进攻法国。翌年 2月受希特勒委派指挥*非洲军团。在北非作
战中，善于以装甲坦克部队迅速机动，突破对方防线，深入穿插，隆美尔多
次击败英军，被称为“沙漠之狐”。1942 年 1 月晋升上将。同年 6月，因攻
占英军北非要塞图卜鲁格，晋升元帅。恒不久因兵力和后勤补给不足，被迫
停止进攻。同年底，在*阿拉曼战役中败退。1943 年 3 月被召回国。同年 7
—11 月任驻意大利北部的 B集团军群司令。1944 年 1 月出任驻法国北部和比
利时的 B集团军群司令，负责筹划和准备在法国海岸抵御盟军登陆。在*诺曼
底登陆战役中，被英国飞机炸伤。后受*七·二○事件牵连，被迫服毒自杀。

骑士团城堡（Ordensburgen）德国*纳粹党培养高级干部的最高学院，
直接受纳粹党中央领导。为模仿中世纪条顿和其他骑士团城堡的气氛而取
名。全国共 4所，分别为：克罗辛泽城堡（Cr ssinsee），训练拳击、骑术
和滑翔等体育运动；松特霍芬城堡（Sonthofen），为登山和滑雪；福格尔桑
城堡（Vogelsang），为体格训练；马林堡城堡（Marienburg）为纳粹思想强
化训练。每所城堡可接纳 1000 名学生。城堡里气氛神秘，纪律严明，训练严
格，目的是为纳粹党高级领导层培养坚韧、残忍、专制和绝对服从的后继人。
学生被称为“容克”，由纳粹党高级机关直接挑选，大多是*阿道夫·希特勒
学校和*德国民族政治教育学院的优秀生，经过“国家劳动服役队”从事体力
劳动两年半和党务工作 4年者，一般在 25 岁左右入学。文化水准大多较低。



学制 6年，逐次进入 4个城堡。毕业后一般担任纳粹党、陆军和空军的高级
官员。

骑士十字奖章（Ritterkreuz）纳粹德国军功章。1939 年 9 月 1 日设立，
级别处于一级*铁十字奖章和大十字奖章之间。共分五等，分别为：骑士十字
奖章；橡叶骑士十字奖章，大战期间共授出 853 枚；橡叶和剑骑士十字奖章，
共授出 150 枚，橡叶、剑和钻石骑士十字奖章，共授出 27 枚；金橡叶、剑和
钻石骑士十字奖章，1944 年设立，共制作 12 枚，但仅向鲁德尔（Hans-
UlrichRude1，1916—1982）上将授出 1枚。

绪方竹虎（1888—1956）日本国务大臣（1944、1945 年）。1911 年早
稻田大学毕业后入大贩朝日新闻社。1925 年任东京朝日新闻编辑局长，1934
年成为主笔。1940 年参加近卫新体制运动，任大政翼赞会总务。1943 年任朝
日新闻社副社长，翌年退出该社，任小矾内阁国务大臣兼情报局总裁、大政
翼赞会副总裁，积极支持日本对外扩张。1945 年任铃木内阁的内阁顾问。日
本投降后在东久迩宫内阁中复任国务大臣，并兼书记官长、情报局总裁，同
时为贵族院议员。后因战犯嫌疑，于 1946 年被开除公职。1951 年复入政界。
曾任吉田内阁副首相和自由党总裁。著有《一个军人的生涯——回忆米内光
政》和《中野正刚》等。

续范亭（1893—1947）中国将领。原名培模。太原陆军学校毕业。1010
年加入同盟会。曾任国民政府新编第一军参谋长。九·一八事变时，任第一
军中将总参议。1935 年 12 月 26 日，因痛恨国民党当局投降卖国行径，在南
京中山陵剖腹明志，遇救未死，一时震动全国。随后，赴山西推动抗日救亡
运动。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二战区高级参谋、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
员会主任委员、保安司令。1910 年后任山西新军总指挥、晋绥边区行署主任、
晋绥军区副司令员。领导军民开展游击战争，参与创建晋西北抗日根据地。
1941 年因病到延安休养。逝世后，被中共中央追认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维安（PbilipLouisVian，1894—196s）英国海军将领。毕业于达特茅
斯皇家海军学院。1940 年 2 月任哥萨克号（“Coosack”）驱逐舰上校舰长
时，受命在挪成水域拦截德国船阿尔特马克号（Altmark），登船救回被俘海
员。1941 年 5 月参加围截德国*俾斯麦号战列舰的行动。同年 7 月晋升海军
少将。随后参与了在挪威水域和地中海的护航以及诺曼底登陆战役的军事活
动。1945 年 3 月率航空母舰队参加在太平洋上的对日作战。战后历任第五海
务大臣、本土舰队司令等职。1948 年晋升海军上将，1952 年退役，领海军元
帅衔。

维翁（PierreVillon，1901—）法国共产党领导人之一。大战爆发后即
转入地下。法国败降后投身抵抗运动，曾两次被捕。后参与组织法共书记处。
1942 年组建民族阵线，任总书记。参加民族抵抗委员会，并任常设局成员。
1943 年 7 月，代表民族抵抗委员会参加反流放行动委员会。1914 年 2 月任内
地军行动委员会主席。同年 8月参加领导*巴黎起义。战后长期为国民议会议
员和法共中央委员。

维克里（HowardLeroyVickery，1892—1946）美国海军将领。1915 年毕
业于美国海军军官学校。1937 年任美国国会海上安全技术委员会技术顾问。
1940 年任美国海事委员会委员，1942 年升任副主席，获海军少将衔。大战期
间，主持建造远洋货船的工作，共建造 5500 多艘，保障了盟国战时航运之需。
1944 年晋升海军中将。



维默尔（JosephWirmer，1901—1944）德国反希特勒密谋集团成员。早
年为律师，曾因为犹太人辩护，被开除出“民族社会主义律师联盟”。后参
加反希特勒密课活动，周旋于密谋集团各派之间，主要协调以*戈台勒为首的
保守派和以社会民主党人莱伯（JuliusLeber，1891—1945）及*施道芬堡为
首的激进派两方的关系。参与*七·二○事件。事发后被捕，被*人民法庭判
处死刑。

维多里尼（ElioVittorini，l908—1966）意大利作家。早年在西班牙
内战影响下，成为民主主义者，坚决反对法西斯制度。1941 年发表《西西里
谈话》一书，真实描述了意大利南方人民的痛苦生活。后前往米兰，参加意
大利共产党，投身抵抗运动，井参加编辑《团结报》。1945 年完成小说《人
与非人》的创作，反映了米兰人民在战争期间的斗争业绩。战后继续从事文
学创作。还著有《小资产阶级》、《墨西那妇女》等。

维社索尼（AldoVidussoni，1914—）意大利国家法西斯党总书记（1941
—1943）。早年在大学生中从事宣传和组织工作，领导法西斯大学社团。后
参加武装干涉西班牙，重伤致残。1941 年 12 月出任国家法西斯党总书记。
主张更新党的各级组织，以摆脱困境并将战争进行到底。1943 年 3 月意大利
北部大罢工后被解职。同年＊七月政变后，继续追随墨索里尼，曾任*萨罗共
和国法西斯共和党领导成员。

维希民警（LaMilice）法国维希政府下属的军事组织。1942 年 10 月由*
达尔南在尼斯建立，成员多为喀古尔分子。1943 年初，贝当亲自促成达尔南
创建的“军团服务处”改编并入该组织。它得到政府大力支持，并由赖伐尔
直接指挥。活动范围逐渐扩及北方，接受德国武装，势力日增。后又组织一
支“自由卫队”，镇压抵抗运动，屠杀平民。1944 年 3 月，曾参加对格里埃
尔（Glières）山区游击队的围剿。10 月，其数百名成员在东普鲁士参加*查
理曼师，在苏德战场上作战。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后，仍图顽抗，最后在德国
境内被歼。

维希政府（gouvernementdeVichy）大战期间德国在法国扶值的傀儡政
府。1940 年 6 月 22 日《贡比涅停战协定》签订后，7月 1日贝当将其政府迁
往南方未占领区小城维希（Vichy）。7 月 10 日，国民议会授权贝当颁布新
宪法，次日贝当宣布成立“法兰西国家”，并自任国家元首，执掌所有大权，
停止一切议会活动，“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名存实亡。该政府先后由赖伐尔
和达尔朗主持。提出所谓*“民族革命”，力图实行法西斯统治。在其统治区
（即“未占领区”，约占法国三分之一的领土）内设立特别部和特别法庭，
镇压爱国运动，迫害抵抗运动战士。颁布《劳动宪章》，取缔工会，模仿墨
索里尼的“总体国家”，取消选举、言论和出版自由。设置*青年工场，建立
*维希民警，配合占领军，清剿游击队。颁布*《义务劳动服务法》，为德国
提供数十万劳工。对外，1940 年 10 月 24 日，贝当和希特勒在蒙都阿尔
（Montoire）会晤后，于次年 5月 27 日签订《巴黎议定书》，从此更加投靠
纳粹德国，密切同意大利及西班牙的关系，支持“欧洲新秩序”，并派“志
愿军”参加侵苏战争。1942 年 11 月 11 日，其所辖地区全部由德军占领。1944
年 8 月，盟军和法国抵抗运动联合光复法国本上，该政府遂撤往德国，在西
格马林根（Sig-Maringen）成立流亡政府，直至战争结束。

维辛斯基（АндрейЯнуарьввичВышинский，



1883—1954）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39—1944）、第一副外交人民委员
（1940—1946）。早年在基铺大学攻读法律。1903 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因从事革命活动多次被捕和流放。1913 年成为律师。十月革命后参加红军。
1920 年加入俄共（布）党。1925—1928 年任莫斯科大学校长。1933—1939
年历任苏联副检察长和检察长。在大清洗中多次担任重大案件的国家公诉
人。1939 年当选为联共（布）党中央委员。同年任人民委员会副主席。翌年
兼任第一副外交人民委员，主持把拉脱维亚并入苏联的工作。1943 年出席莫
斯科外长会议。1945 年 5 月，以*朱可夫的政治顾问身份，参加在柏林签署
德国无条件投降书。1946 年起历任外交部副部长。部长。1953 年斯大林逝世
后，改任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兼常驻联合国代表。

维茨勒本（ErwinvonWitzleben，1881—1944）德国将领。毕业于普鲁
士武备学校。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历任国防军步兵师师长、第三军
区（柏林）司令。1938 年 2 月一度被希特勒解职。此后开始参与上层的反希
特勒密谋活动。1939 年被委派指挥驻防西线的德军。1940 年任第一集团军司
令，参加进攻法国，获元帅衔。同年 10 月任 D 集团军群司令。1941 年任西
线德军总司令。翌年调回大本营任总协理官。1944 年参与策划*七维茨勒本.
二○事件，内定政变成功后担任武装部队总司令。失败后被处死。

维莫尔克（Vemork）挪威地名，位于里尤坎（Rjukan）市附近，为大战
时期德国控制地区的唯一生产重水的工厂所在地。1943 年 2 月 27 日深夜挪
威抵抗战士 9人在该地炸毁重水工厂，使德方急需的 1.5 吨重水及部分设备
付之一炬。1944 年 2 月又在汀斯约（Tinnsjoe）湖上炸沉送往德国汉有的一
批重水的运输船，使德国制造原子弹的计划彻底破产。

维堡战役  苏德战争后期苏军发动的进攻战役。1944 年 6 月 10—20 日，
由*列宁格勒方面军右翼部队*波罗的海舰队和拉多加湖区舰队共同实施。目
的是在卡累利阿地峡（КарельскийПерешеек）驱逐芬兰
军队，恢复 1940 年苏芬国界。经 10 天战斗，苏军突破芬军三道防御地带，6
月 20 日攻克维堡（Выборг），并进占维堡湾 15 个岛屿，共推进 110
—130 公里。

维也纳仲裁（VienmaArbitrament）德国和意大利就捷克斯洛伐克和罗
马尼亚向匈牙利割让土地作出的国际仲裁，前后两次。（1）第一次维也纳仲
裁：1938 年 3 月匈牙利霍尔蒂政权，利用德国吞并捷克*苏台德区和英、法
推行绥靖政策之机，向捷克斯洛伐克索取捷境内匈牙利人聚居的地区。*《慕
尼黑协定》所附补充声明规定，维希政府成员关于捷境内的波、匈少数民族
问题，如未在 3个月内由有关政府予以解决，四国首脑将另开会议解决。同
年 10 月，匈、捷政府谈判未达协议。匈遂要求德、意出面仲裁。11 月 2 日
里宾特洛甫和齐亚诺在维也纳会晤后片面作出仲裁：将斯洛伐克和卢西尼亚
南部 11927 平方公里、居民 97.2 万人的地区划归匈牙利。战后的对匈和约
（1947 年 2 月 10 日），宣布此仲裁无效。（2）第二次维也纳仲裁：1940
年 6 月匈牙利向罗马尼亚索取特兰西瓦尼亚，双方几经谈判未果。同年 8月
30 日，德、意主持在维也纳作出偏袒匈牙利的仲裁：将罗马尼亚的特兰西瓦
尼亚北部 43492 平方公里、居民 240 万人的地区划归匈牙利.德国利用此次仲
裁，促使匈牙利加入*《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并加强对匈、罗两国的控制。
1944 年 9—10 月在苏、美、英对罗、匈停战协定中宣布此仲裁无效，特兰西



瓦尼亚北部重归罗马尼亚。
维也纳战役  苏德战争后期苏军发动的进攻战役。1945 年 3 月 16 日至

4月 15 日，由乌克兰第三方面军和乌克兰第二方面军左翼实施（共 8个集团
军另 6个军，2个空军集团军）。*巴拉顿湖战役后，苏军向维也纳方向发动
进攻，4月 4日进抵维也纳接近地。同日，匈牙利全境获得解放。4月 5日起，
苏军与德军（约 5个集团军）在维也纳地域展开激战。4月 13 日，苏军攻克
该城。尔后向西北发展战果。此战共击溃德军 32 个师，俘虏 13 万人，使德
军战线南翼陷于崩溃。经苏军总参谋部 1987 年审定，列为苏联卫国战争中的
51 个战略性战役之一。

维罗纳审判  意大利*萨罗共和国在维罗纳举行的审判。1943 年 10 月
13 日，萨罗共和国首次内阁会议决定审判参与*七月政变的法西斯党人，11
月 24 日建立特别法庭。1944 年 1 月 8 日，在意大利东北部城市维罗纳
（Verona）开始对齐亚诺、德博诺、齐亚奈蒂、马里纳利（GiovanniMarinelli，
1879—1944）、哥达尔蒂（Lu-cianoGottardi）和帕雷西（CarloPareshi）6
人进行审判。10 日作出判决，除齐亚奈蒂被判 30 年监禁外，其余 5 人均被
判处死刑，并于 11 日执行。

维尔纽斯战役  苏德战争后期苏军发动的进攻战役，*白俄罗斯战役的
里成部分。1941 年 7 月 5—20 日，由*白俄罗斯第三方面军实施。合围明斯
克以东德军集团后，该部苏军主力遂向维尔纽斯、考纳斯方向进攻。7 月 8
日，苏军突破维尔纽斯（Вильнюс）城防工事。13 日解放该市，继而
迸抵涅曼河。至 7月 20 日共推进 210 公里。

维亚济马战役  苏德战争前期苏军进行的防御战役，*莫斯科会战的组
成部分。1941 年 10 月 2—13 日，由西方方面军和预备队方面军实施。德军
对莫斯科的进攻以维亚济马（Вяэьма）为主突方向，投入坦克集团，
从南北两页迅速突破苏军防线，10 月 7 日在维亚济马地域切断苏军 4个集团
军的退路，形成台围。被围苏军继续战斗至 13 日，牵制了德军相当兵力。

维克斯式机枪（Vickers）1912—1965 年英联邦国家使用的机枪。由英
国维克斯公司在马克沁式机枪基础上改进而成，故名。无支架重 18 公斤，口
径 7.69 毫米和 12.7 毫米两种，射速每分钟 450 发，水冷式，由弹链洪弹。
主要供步兵使用，部分安装在飞机或坦克上，航空机枪力气冷式。

维鲁齐奥蒂斯（ArisVeloukhiotis，1905—1945）希腊抵抗运动战士。
原名克拉拉斯（AthanasisKlaras）。希腊共产党员。1929 年为希腊共青团
领导人。德、意侵占希腊后，受希腊民族解放阵线委托在山区组建游击队，
参加炸毁戈尔戈波塔莫斯（Gorgopotamos）大桥的战斗。领导希腊人民解放
军英勇作战，屡建奇功。1943 年 5 月任人民解放军最高司令部成员。1944
年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组建游击根据地。希腊解放后反对《瓦尔基扎协议》，
继续与英军作战。1945 年 6 月 16 日牺牲。

维斯瓦集团军群（HeersgruppeWeichsel）大战后期德军东线的战略战
役军团。1945 年 1 月 26 日组建。司令先后为希姆莱（1945.1.26—
1945.3.20）、海因里希[gotthardHeinrici，1886—1971]1945.3.20—
1945.5）和斯图登特（[KurtStudent，1890—1978]1945.5）。辖 2个野战集
团军和 1个坦克集团军，配置在但泽和波美拉尼亚。曾参加波美拉尼亚战役。
后防守奥得河一线。1945 年 4 月 6 日抽调 3个坦克护卫师增援南线，4月 19



日起负责防守柏林。欧战结束时投降。
维尔柯尔山区战斗  大战时期法国游击队（*马基）的一次反“围剿”

战。维尔柯尔（Vereors）山区位于格勒诺布尔（Grenoble）附近，高 1000
米以上，地势险要。1943 年起，游击队逐渐在该地集中，并获盟军空投武器。
1944 年 6 月中旬，人数已增至 4000 余人，遭德军“围剿”，6月 13 日和 15
日，德军两次发动进攻，未果。7月 19 日，德军万余人大举进犯。游击队多
次向临时政府及盟军求救，均无结果，于 7月 23 日溃散，阵亡约 600 余人。

维亚济马空降战役  苏德战争前期苏军实施的首次大规模空降作战行
动，*勒热夫—维亚济马战役的组成部分。为完成对德军维亚济马（Вяэь
ма）集团的合围，苏军最高统帅部命令空降第四军实施敌后空降。l月 18
—22 日、1月 27 日至 2月 1 日、2月 18—21 日先后 3次空降，共机降 4 个
空降旅又 1 个步兵团，计 1 万余人。3月 7 日，空降部队仗、助地面部队攻
占了大赫诺夫（Юхнов），但未能夺取维亚济马。4 月下旬苏军主力转
入防御后，空降部队继续在敌后活动，直至 6月 24 日突出包围与主力会合。

维斯孔蒂·普拉斯卡（SebastianoViscontiPrasca，1883—？）意大
利将领。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1924 年起历任驻南斯拉夫使馆武官和巴多
里奥办公厅主任。1934 年奉命视察意属东北非殖民地，积极准备发动侵略埃
塞俄比亚的战争。1933 年任驻法国使馆武官，劝说墨索里尼发起召开幕尼黑
会者。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出任驻阿尔巴尼亚意军司令（1940 年 5 月），
并于 10 月 28 日发动侵略希腊的战争。因屡遭惨败后，于同年 11 月被解职，
随即退役。

维斯瓦河-奥得河战役  苏德战争后期苏军发动的大规模战略性进攻
战役。1945 年工月 12 日至 2月 3 日，由*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和*乌克兰第
一方面军共同实施，并得到白俄罗斯第二方面军左翼和乌克兰第四方面军右
翼的配合。目的是粉碎波兰境内德军主力集团，解放波兰。苏军共投入 220
万人，3.35 万门火炮和迫击炮，7000 辆坦克和自行火炮，5000 架飞机。当
面德军为*A 集团军群（1月 26 日起改称*中央集团军群）主力，计 56 万人，
5000 门火饱和迫击炮，1200 辆坦克和自行火炮，600 余架飞机，在交战过程
中又从其他战线调来约 40 个帅。德军防御体系由 7道梯次配置的防线和若干
要塞组成，纵深达 500 公里。战役按进攻路线分为华沙一波兹南和桑多梅日
一西里西亚两个方向；时间上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 月 12—17 日），
苏军从维斯瓦河左岸备登陆场发起数路进攻，在 500 公里正面上迅速突破敌
防御，击溃德军主力，推进 100—150 公里，于 1月 17 日解放华沙。第二阶
段（1月 18 日—2月 3日），苏军乘胜追击，以每昼夜45—70 公里的高速度，
先后攻占罗兹、克拉科夫等大城市和西里西亚工业区，并强渡奥得河，夺得
右岸的屈斯特林（Küstrin）、布雷斯劳（Breslau）等登陆场。至此，苏军
解放了波兰大部分领土，前出至距柏林 60 公里的地区，为进攻柏林创造了有
利条件。战役中共歼灭德军 35 个师，击溃25 个师，给德军主力以致命打击。
经苏军总参谋部 1987 年审定，列为苏联卫国战争中的 51 个战略件战役之一。

维帖布斯克-奥尔沙战役  苏德战争后期苏军发动的进攻战役，*白俄
罗斯战役的组成部分。1941 年 6 月 23—28 日，由*波罗的海沿岸第一方面军
和*白俄罗斯第三方面军实施。目的是围歼德军*中央集团军群左翼集团。6
月 26 日，波罗的海沿岸第一方面军攻占维帖布斯克（Витебск），并
在该地域合闺德军 5个师；6月 27 日，白俄罗斯第三方面军解放奥尔沙（О



рша），并协同肃清了维帖布斯克地区之敌。
维多里奥·维纳托号战列舰（VittoricVeneto）意大利战列舰。*里多

利奥号战列舰的姊妹舰。1934 年开始建造，1940 年 8 月服没。排水量 4万吨，
时速 31 海里。配备 381 毫米火炮 9门，152 毫米火炮 12 门。意大利参战后，
作为旗舰在地中海作战。1940 年 11 月参加*托伊拉达海战。1941 年 3 月参加
*马塔潘角海战，被鱼雷击中受重创。1941 年底修复后，担负通往北非的航
道护航，井袭击英国的运输船队。后停泊在拉斯佩济亚（LaSpezia）港，屡
遭盟国空军轰炸，不再出海作战。意大利停战后停泊于埃及。1948 年被折毁。

维堡-彼得罗扎沃兹克进攻战役  苏德战争后期苏军进行的战略性进
攻战役。1944 年 6 月 10 日—8月 9日实施。包括*维堡战役和*斯维里河—彼
得罗扎沃兹克战役。经苏军总参谋部 1987 年审定，以此名列为苏联工国战争
中的 51 个战略性战役之一。

绿色方案（FaIIGruün）纳粹德国侵略捷克斯洛伐克的军事计划。1935
年 5 月 2 日勃洛姆堡发布的“训练”指令中首次提出。1937 年 6 月 24 日勃
洛姆堡发布的绝密指令中正式命名。1938 年春德国吞并奥地利后，德军最高
统帅部长官*凯特尔根据希特勒的意旨拟制新方案，同年 5月 20 和 30 日希特
勒两次向武装部队三军总司令发布指令下达。共分 7部分，规定：德军最高
统帅部将利用边境事件发动侵略捷克斯洛伐克的战争，德军必须在 1938 年
10 月 1 日前完成入侵准备；三军应投入全部力量，陆军应进行突击战歼灭捷
克斯洛伐克有生力量，并迅速占领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空军应尽快摧毁捷
克斯洛伐克的空中攻击力量及其后勤基地，攻击其通讯系统、动员中心和政
府机关；海军则应动用多淄河小舰队支援陆军的作战行动；必须尽量利用突
然袭击，在战争的头两三天内即使捷克斯洛伐克的盟国意识到无法进行军事
干涉；同时必须进行宣传战、经济战和破坏活动。由于签订了《慕尼黑认定》，
该方案未付诸实施。



十二画

[一]

琼崖纵队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1938 年 12 月，原海南岛红军
游击队改编为广东省第十四统率区民众抗日自工团独立队，辖 3个中队，约
300 余人。1939 年 3 月，改称独立总队。同年 9月，在中共中央派干部帮助
下，整编为 2个支队、1个特务大队、1个独立大队，共 3000 多人，冯白驹
任总队长兼政治委员，庄田任副总队长，李振亚任参谋长。1940 年秋，改称
琼崖抗日游击队独立第一总队。1944 年春改称广东省琼崖人民抗日游击独立
纵队，简称“琼崖纵”，冯白驹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下辖 4个支队，4000
余人。1944—1945 年，把游击战争扩展全岛，创建白沙抗日中心根据地，并
成立白沙县抗日民主政府。1945 年 8 月，分别向澄迈、北黎、三亚、海口等
地进军，夺取抗战胜利。

琼崖抗日根据地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华南敌后抗日根据地之一。1938
年 12 月，中共琼崖特委领导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广东省第十四统率区民众抗
日自卫团独立总队，在海南岛创建琼（山）文（昌）游击根据地。1941 年发
展为琼崖人民抗日游击队独立第一总队，并建立琼崖东北区抗日民主政府。
经过激烈的反“扫荡”、反“蚕食”斗争，根据地不断扩大。1944 年春独立
第一总队改称为广东省琼崖人民抗日游击独立纵队，开辟了五指山中心根据
地。次年 8月上旬，正式成立琼崖临时人民民主政府，冯白驹任主席，该区
部队发展到 7000 余人。

堪培拉公约  1944 年 1 月 21日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堪培拉（Canberra）
签订的条约。主要内容为：缔约国愿意参加“签订停战协定的一切预备措施”，
并准备在停战协定后的各种协议中维护两国的利益；两国希望战时曾在它国
领土拥有军事基地的任何国家，均不得在战后以此作为对它国领土要求的依
据；缔约国认为太平洋上敌方领土的转让应征得它们的同意，此外两国应构
成西南太平洋和南太平洋防务区的核心和支柱，以共同保障战后世界安全。
该公约反映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维护主权和自身利益的愿望。

堪培拉号巡洋舰（Canberra）澳大利亚重巡洋舰。1928 年建成。排水
量 1万吨，航速 31.5 节。装有 6门 8英寸火炮，8门 4英寸火炮。1942 年 8
月在*萨沃岛海战中，被日舰鱼雷击中，被迫自沉。

塔西尼（JeanLattredeTassigny，1889—1952）法国将领。1913 年毕业
于圣西尔军校。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长期在北非服没。曾在魏刚的参谋部供职。
1939 年晋升准将。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任第五集团军参谋长，旋又调任
第十四步兵师师长。《贡比涅停战协定》签订后，继续在*停战军中服役。曾
任驻突尼斯法军司令和驻蒙波利埃的第十六师师长。1942 年 11 月德军进占
法国南部非占领区时，曾试图组织抵抗，不久被捕。1943 年 1 月被维希政府
以“读职罪”判 10 年囚禁。9 月越狱，经伦敦到阿尔及尔，任*法国第一集
团军司令，指挥解放厄尔巴岛的战斗。8月率部与盟军在法国昔罗旺斯登陆，
先后解放上伦、马赛、里昂等地。11 月率部进抵莱茵河。1945 年春先后在德
奥境内作战。同年 5月 8日，代表法国在德国投降书上签字。旋任法军总参
谋长。战后出任西欧联军司令，并在印度支那任高级专员及法军司令。去世
后追封为法国元帅。



塔鲁克（LuisTaruc，1913—）菲律宾抗日运动领导人之一。就读于马
尼拉大学。参加过菲律宾佃户运动，接受马克思主义。1935 年加入菲律宾社
会党。同年又参加社会党和共产党组成的反法西斯联合阵线。太平洋战争期
间日本人侵菲律宾后，在中吕宋组织菲律宾人民抗日军，任总司令。1945 年
美军收复菲律宾后，被选入众议院，但被当局剥夺议员资格。1946 年底转入
地下活动，从事反政府的游击战争，后被当局判处 12 年徒刑。

塔林战役  ①苏德战争前期苏军在波罗的海舰队主要基地塔林实施的
防御作战。1941 年 8 月 5—7 日，德军切断塔林的陆上联系，市内苏军和居
民英勇奋战，于 8 月 10 日阻滞了敌人的推进。8月 20 日，德军再度发起进
攻。8月 26 日，苏军最高统帅部决定将舰队和驻军转移到喀琅施塔得和列宁
格勒。次日，德军突人市内。8月 28—30 日，波罗的海舰队 100 余艘舰艇、
67 艘运输船和辅助船装载军队（2.05 万人）和物资，完成了转移航行。②苏
德战争后期苏军发动的进攻战役，*波罗的海沿岸战役的组成部分。1944 年 9
月 17—26 日，由*列宁格勒方面军在波罗的海舰队支援下实施。战役前苏军
已对爱沙尼亚东北部德军“纳尔瓦”战役集群形成包围态势。发起进攻后，
苏军迅速突破敌防御，9月 22 日解放塔林，同时从海上多处登陆，解放了爱
沙尼亚陆上全境，9月 23 日前出里加湾，随即进入拉脱维亚境内。德军受重
创亏从芬兰湾撤走。

塔斯之窗  苏德战争期间的政治宣传画展。1941 年 6 月 27 日在苏联艺
术家协会展览厅的橱窗内首次展出，以后在各大城市先后出现类似的画展，
并传播到国外。从 1942 年起，塔斯社（TACC）为此建立专门工作机构。画展
继承了国内战争时期马雅可夫斯基（ВладимирВлади-миро
вичМаяковский，1893—1930）等创办的《罗斯塔之窗》的传
统，对动员抗战起了重大作用。

塔尔图战役  苏德战争后期苏军发动的进攻战役。4 年 8 月 10 日至 9
月 6日，由*波罗的海沿岸第三方面军实施。*普斯科夫—奥斯特罗夫战役后，
该部苏军进抵德军“马林堡”（Мариенбург）防御地域，并向塔
尔图（Tapty）方向继续进击。8月 24 日，苏军突入塔尔图，次日解放该市。
至 9月 6日，苏军共推进 100—130 公里，为前出里加湾创造了条件。

塔尔基亚尼（AlbertoTarchiani，1885—1964）意大利新闻记者。早年
在罗马等大学学法学。1903 年起入新闻界，先后供职于《新报》、《论坛渺》，
撰文批判法西斯主义。1920 年流亡国外，参与组建*正义和自由。大战初期，
在巴黎组织意大利民族委员会，筹集资金，积极为国内抵抗运动提供武器。
法国沦亡前流亡伦敦，后赴纽约。1940 年 11 月任*马志尼协会书记，主张反
法西斯备派联合，但反对与意大利共产党联合。曾发行《民族团结报》，宣
传反对墨索里尼独裁制度的民主思想。1942 年 6 月又被选为协会书记。1943
年 9 月返国，在美国第五集团军中负责联系各抵抗组织。1944 年 9 月参加组
建民族解放阵线。同年任巴多里奥政府的公共事务大臣。后又负责全国重建
工作。1945—1955 年任驻美大使。

增兰托袭击战  1940 年英国航空母舰舰载飞机对驻泊塔兰托的意大利
舰队的突袭。塔兰托（Taranto）位于意大利靴形半岛的后跟，是意大利主要
海军基地。英国地中海舰队经过多时筹划，于 1940 年 11 月 6 日派*光辉号航
空母舰在 4艘巡洋舰和 4艘驱逐舰护航下从亚历山大港出发，11 日逼近塔兰
托外海 170 里海域，天黑后从光辉号出动两批飞机共 21 架（其中 11 架鱼雷



机）实施攻击。战斗持续约 1小时，击沉或重创意大利汉有的 4艘战列舰中
的 3艘（其中包括新建的里多利奥号），巡洋舰 2艘。英军损失 2架飞机。
这是战争史上第一次以航空母舰舰载飞机突袭敌海军基地成功的战例。

增萨法隆格海战  美、日海军在*瓜达尔卡纳尔岛争夺战中的重大海战
之一。1942 年 11 月，日军向瓜达尔卡纳尔岛提供大规模增援的企图一再受
挫后，决定派遣一支由 8艘驱逐舰组成的编队，直接拖着装满补给品的圆桶
向瓜岛进发。11 月 30 日晚，日舰编队在塔萨法隆格（Tassafaronga）岬遭
美舰编队（5艘巡洋舰、6艘驱逐舰）阻击。美观在雷达指引下开火，击沉日
驱逐舰 1艘。日舰以发射鱼雷进行还击，20 分钟后即撤离战区。美军 3艘巡
洋舰受创，1 艘巡洋舰被击沉。日军虽以弱胜强，但增援瓜岛的企图再度受
挫。

塔什干号驱逐领舰（Ташкент）苏联军舰。1940 年开始服役。
长 132 米，宽 13 米，吃水3.7 米，排水量 2895 吨，最大航速 44.3 节，续航
力约 4000 海里，装备 130 毫米火炮 6门，45 毫米火炮 6门，37 毫米高射炮
6门，12.7 毫米机枪 6挺，三联装鱼雷发射器 3座，深水炸弹滚架 2座，舰
员 250 人。苏德战争期间在黑海作战。1941 年 8 月在敖德萨防御战中受伤。
修复后参加塞瓦斯托波尔防御战。翌年 6月被德机炸伤。撤至新罗西斯克海
军基地后，于 7月 2日被德机炸沉。

塔斯社一九四一年六月十四日声明  苏德战争爆发前夕苏联政府授权
塔斯社（TACC，苏联国家通讯社）发表的关于苏德关系的声明。苏联方面在
声明中把西方报刊报道的有关苏德间即将爆发战争的传闻斤之为挑拨性的谣
言，并强调苏德两国均洛守 1939 年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至于近期德军东调
和苏军的集训与调动概同苏德关系无涉。

越南救国军  越南爱国武装部队。*北山起义后，于 1941 年 10 月在*
越南独立同盟领导下，由北山游击队整编而成。此后在武崖、北山建立根据
地，曾多次出击，打击法国殖民军和地方反动势力。但在敌人重兵围剿下，
被迫退向中越边界和中国境内。1943 年 2 月大部战士回国继续斗争，并与高
平南进支队取得联系。1944 年秋为保存实力，化整为零，分散至各地活动。
后在 1945 年越南八月革命中发挥很大作用。

越南八月革命  越南民族民主革命。1945 年初，越南人民抗日救国运
动趋向高潮，8月 15 日，日本无条件投降。8月 13—17 日，印度支那共产党
和*越南独立同盟先后召开全国代表会议和国民大会，决定发动息起义。成立
了以胡志明为首的民族解放委员会和以武元甲为首的起义委员会。19 日，河
内人民起义成功，顺化、西贡等地也相继解放。8 月底，自北至南人民政权
在全国各地建立。27 日成立越南民主共和国临时政府，30 日，阮氏王朝皇帝
保大被迫退位。9 月 2 日，胡志明在河内发布《独立宣言》，宣告越南民主
共和国成立。

越南独立同盟  简称“越盟”。越南反帝统一战线。1941 年 5 月在中
国南方建立，有 50 多个进步组织参加，以印度支那共产党为核心，由胡志明
领导。10 月颁布宣言、纲领和章程，目标为解放祖国，实行广泛的社会改革。
出版《拯救祖国报》，宣传革命思想。广泛发动群众，在北方建立根据地，
开展武装斗争。并与越南革命同盟会等其他反帝组织建立联系。领导 1945
年*越南八月革命，推翻阮氏王朝，驱逐日寇，光复国土。并干 9月 2日宣布
独立。建立越南民主共和国。



超级体育家（SuperGymnast）盟国*体育家计划的扩展和重新命名。决
定除英军用兵法属北非外，还将包括美军在法属摩洛哥的大西洋海岸登陆作
战。

超级空中堡垒（Superfortres）即“B—29 型轰炸机”。
害峰口战斗  中国军队在*长城抗战中的重要战斗。1933 年 3 月 9日起，

日军服部、铃木两旅团进攻喜峰口，中国第二十九军第三十六师*冯治安部与
进犯日军展开血战。中国守军以劣势装备抗击日军的飞机、大炮和坦克，并
组织大刀队夜袭敌营，虏获敌轻便坦克 11 辆、装甲车6辆。日军遭重创后被
迫退出喜峰口。

博古  即”秦邦宪”。
博克（FedorvonBock，1880—1945）德国将领。毕业于普鲁上皇家高级

军官学校。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升至少校。战后在国防军供职，积极主张重整
军备。1935 年任军长。1938 年春任第八集团军司令，率军进占奥地利。同年
秋升任第二集团军群司令，率军侵占捷克斯洛伐克苏台德区。1939 年任侵略
波兰的北方集团军群司令。1940 年调任进攻法国的 B集团军群司令，在战线
北翼攻入荷兰、比利时和法国。同年 7月晋升元帅。1941 年任侵略苏联的中
央集团军群司令，担负明斯克-斯摩棱斯克-博克莫斯科战略方向的主攻。同
年 12 月，在*莫斯科会战中失败而被希特勒解职。1942 年 1 月重新出任苏德
战线南方集团军群司令，不久调任日集团军群司令。同年 7月，因反对分兵
同时进攻斯大林格勒与高加索两个方向，再次被希特勒解职。死于盟军空袭。

博拉（WilliamEdgarBorab，1865—1940）美国参者员。早年入堪萨斯
大学攻读法律，后当律师。1907 年当选参议员。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与参议
员洛奇（HenryCabotLodge，1850—1924）等反对美国加入国际联盟。此后曾
任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出席过华盛顿会议。三十年代支持罗斯福在国内
实行新政，但在外交政策上主张孤立主义，是 1935 年*《中立法案》的主要
动者者。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仍坚持孤立主义立场，反对美国干预国际
事务的政策。

傅斯（SubbasChandraBose，1897—1945）“自由印度临时政府”首脑。
曾在英国求学。1920 年回国，后加入国大党，1938 年任主席。因从事反对英
国殖民当局的活动，多次被捕。大战爆发后，主张联合德、日法西斯，以争
取民族独立。1940 年 7 月潜往德国，开展反英活动。珍珠港事变后，发表“日
印合作、向独立迈进”的声明。1943 年 5 月到达东京。同年 7月，在日本扶
植下就任印度独立同盟会长。10 月在新加坡组成*自由印度临时政府。1944
年 1 月移至仰光。不久，博斯即派*印度国民军进入印度，翌年被击败。8月，
在逃亡台湾途中，因飞机坠毁身亡。

博尔金（ИванВасильевичВолдин，1892—1965）
苏联将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沙俄军队服没。1918 年加入俄共（布）党。
翌年加入红军。参加过国内战争。1923 和 1936 年先后毕业于高级步兵学校
和伏龙芝军事学院。1939 年参加进军西白俄罗斯。翌年任西部特别军区副司
令。苏德战争开始时为中将。曾指挥被包围的西方方面军部分部队胜利突围。
1941 年 11 月起出任第五十集团军司令。率部参加莫斯科、库尔斯克会战和
白俄罗斯、东普鲁士等战役。1944 年晋升上将。翌年任乌克兰第三方面军副
司令。战后曾任军区司令。



博杜安（PaulBaudouin，1894—1964）法国*维希政府外交部长（1940
—1941）。1920 年毕业于巴黎综合技术学校。1927—1940 年为东方汇理银行
总经理。1940 年 3 月 21 日起，先后任内阁国务副秘书和外交国务副秘书，
力主投降。同年 6月 16 日，出任贝当内阁的外交部长后，即通过西班牙大使
向德试探议和条件。后任国务秘书，参与促成赖伐尔倒台。1941 年 1 月退出
政界，复任东方汇理银行总经理。1944 年 9 月巴黎解放后被捕。1948 年 3
月被法国最高法院判处 5年强制劳动。提前释放后，仍返金融界活动。著有
《政府中九个月》。

傅纳尔（ALekBonnard，1883—1968）法国*维希政府官员，作家。三十
年代即逐渐倾向法西斯主义，同情*法兰西人民党。后结识*阿贝茨，投靠纳
粹德国。法国败降后，在《萌芽》、《吹处都有我》等极右杂志上发表文章，
吹捧贝当，鼓吹法德合作。1942 年 4 月出任维希政府公共教育国务秘书。在
巴黎大学主持“当代犹太主义”和“种族研究”等讲座，宣传反犹、排犹政
策；并驱使大学生去德国服劳役，配含盖世大保清洗进步知识分子。法国光
复后，逃亡西班牙。

博埃尔（RiccardoBauer，1896—1982）意大利新闻记者。参加第一次
世界大战。1924 年与*帕里等人创办《咖啡馆》周刊，怦击法西斯专政。1927
年被捕，一年后获释流亡法国，曾参与创建*正义和自由。1930 年 10 月回国
后再次被捕，被判处 20 年监禁。1943 年 7 月墨索里尼政权垮台后获释，参
加行动党的成立会议。在光复国上的反法西斯斗争中，任行动党军事委员会
主席和总参谋部成员。罗马解放后，代表行动党，出任游击队总指导。战后
重返新闻界。

博恭王（1875—1946）日本海军将领。皇族出身。毕业于海军兵学校和
海军大学。历任舰长、横须贺镇守府下属的舰队司令官、海军大学校长、第
二舰队司令官、军事参议官、佐世保镇守府司令长官。1932 年 2 月任军令部
长，同年 5月晋升海军元帅。1933 年 10 月至 19n 年 4 月任军令部总长。后
任议定官、贵族院议员，并任水交社、大日本水产会。日本产业协会、理化
学研究所、日德协会等组织的总裁。

博格尔（FriedrichWilhelmBoger，1906—1977）德国纳粹分子。早年
参加纳粹青年运动，l929 年加入纳粹党和冲锋队，1933 年加入党卫队。大战
爆发后入伍，1942 年 3 月负伤。同年 12 月以盖世太保成员身份任*奥斯威辛
灭绝营防逃科主任，任内创制各种刑具残酷拷打囚徒，并亲手杀害 1000 多
人，被称为“集中营的恶魔”。1945 年脱逃美军看守潜入波兰。1958 年捉拿
归案，被判处无期徒刑和 5年强制劳动。死于狱中。

博诺米（IvanoeBonomi，1873—1951）意大利首相（1944—1945）。早
年为意大利社会党人，后被清除出党。1916 年起历任公共工程大臣、陆军大
臣，曾于 1921 年一度任首相。墨索里尼执政后，初持调和态度，1924 年起
转变为反对派，过隐居生活。1942 年复出，与反法西斯各派力量建立联系。
1943 年 7 月墨索里尼政权被推翻后，积极活动，频频与巴多里奥政府和各大
政党接触。同年9月担任*意大利民族解放委员会主席，推动全国进行驱逐德
国侵略军的斗争。1944 年 6 月罗马光复后，取代巴多里奥任首相，组成由 6
党博诺米参加的联合政府。任内，维护君主制度，抑制进步力量，反对民主
改革，1945 年 6 月被迫去职。战后参加过巴黎和会，曾任参议院议长。



博基尼（ArturoBocchini，1880—1940）意大利警察首脑。早年在那不
勒斯大学学法律。1903 年起在内政部工作。墨索里尼建立法西斯专政后，任
地方警察局长。1926 年因得到墨索里尼的赏识，被任命为意大利警察首脑。
任内，在全国各地建立情报网和各种警察机构，参与*奥弗拉的创建，镇压民
主运动和迫害反法西斯人士。大战爆发后，加紧控制社会各阶层，力图将全
国变为兵营，积极为墨索里尼的战争政策服务。后病死。

傅塔伊（GiuseppeBottai，1895—1959）意大利国民教育大臣（1936—
1943）。早年加入国家法西斯党，1922 年参加”进军罗马，并从事政治活动。
次年创办《法西斯主义批判》杂志，宣扬改革，成为法西斯主义修正派的主
要代表人物。1926 年起为法西斯大委员会成员。后长期任国民教育大臣，任
内在学校实施反犹法，迫害犹大学生。因对轴心国前途丧失信心，参与反对
墨索里尼的密谋。1943 年 7 月 24 日，在法西斯大委员会会议上支持格兰迪
动者。翌年流亡国外，曾在北非参加*法国外籍军团。1948 年宣布大赦后回
国。著有《二十年和一天》。

博罗维赫（АндрейЕговичБоровых，1921—）苏联
军人。1940 年参军。次年毕业于丘古耶夫军事航空飞行员学校。1943 年加入
联共（布）党。苏德战争期间，在加里宁和中央方面军空军中对敌作战，共
完成 470 次战斗出动，个人击落敌机 32 架，集体击落 14 架。曾任航空兵第
一五七团大队长。1943 年和 1945 年两次获苏联英雄称号。战后在空军中任
要职。1968 年获空军上将衔。

博戈柳博夫（АлександрНиколаевичБогоюб
ов，1900—1956）苏联将领。1918 年参军。参加过国内战争。1931 年毕业
于伏龙芝军事学院。翌年加入联共（布）党。1938 年总参军事学院毕业后留
校任教。苏德战争开始时为上校。先后任第四十三集团军和西北方面军乌克
兰第一方面军和白俄罗斯第二方面军参谋长、总参作战部第一副部长，参与
准备和实施莫斯科、第聂伯河右岸乌克兰、白俄罗斯、维斯瓦河一奥得河、
东普鲁士和柏林等战役。1945 年晋升上将。战后曾任伏龙芝军事学院副院
长、远东部队总司令助理等职。1955 年退役。著有《苏沃洛夭的统帅艺术》。

博伊姆勒尔（AlfredBaeumler，1887—1968）德国哲学家。出生奥地利，
早年在德国求学，1914 年获博士学位。1933 年任柏林大学政治教育学教授，
负责在*罗森堡的纳粹党思想教育办公室与德国各大学之间进行联络。1937
年出版《德意志思想史研究》，按照纳粹主义重新解释尼采的思想。1942 年
任罗森堡主管的纳粹党世界观学习教育监察局科学处处长。另著有《阿尔弗
雷德·罗森堡与二十世纪的神话》等着作。

博诺米政府  意大利反法西斯联合政府。1944 年 6 月由意大利共产党、
意大利社会党、行动党等 6个反法西斯政党组成。首相为*博诺米。政府的纲
领是：集中全力击败法西斯德国、在战后召开制究会议确立意大利新政体。
执政后通过清洗国家机构、惩办战犯和没收法西斯分子财产的法案、颁布将
农村荒地交由生产合作社管理的法令、实施工资补贴等措施。与北意民族解
放委员会建立联系，积极促进全国武装斗争的开展。曾先后解除 325 名官员
的职务，并对 4042 人进行审查。后因内部对待清洗问题产生分歧，导致政府
改组。12 月组成第二届政府，社会党和行动党拒绝参加。该届政府继续动员
全国人民进行武装斗争，并支持盟军对德、意法西斯的作战。同时，在 1945
年 1 月通过妇女享有选举权的法令。同年 6月，为帕里政府取代。



博尔盖塞亲王（PrinceJunioValeroBorghese，1906—1974）意大利海
军军官。出身贵族家庭。1928 年毕业于海军学院。致力于研制潜水艇。1940
年意大利对英、法宣战后，曾指挥微型鱼雷雁袭击直布罗陀。1941 年 5 月和
9月击沉数艘英国商船，11 月又袭击亚历山大港。1943 年 5 月任第十分舰队
司令。意大利投降后继续率所部与盟军作战，但来取得重大战果。后投靠*
萨罗共和国，在北意镇压抵抗运动。1945 年 5 月向英军投降。1947 年被判终
身监禁。1949 年获释后从事新法西斯主义活动。

博尔霍维季诺失（ВикторФёдоровичФоловити
нов，1899—1970）苏联飞机设计师、教授。1926 年毕业于茹科夫斯基空
军学院，后又在该院研究生班深造并留院任教。曾获技术科学博士学位。1937
年加入联共（布）党。三十年代起，从事研制轰炸机和高速歼击机。1942 年
主持研制成功苏联第一架喷气式*BH-1 型歼击机。翌年获航空工程勤务少将
衔。著有《飞行器的发展道路》。

博福特式鱼雷机（Beaufort）英国鱼雷轰炸机。双引擎、中单翼。翼展
58 英尺，机身长44.2 英尺。最大时速275 英里，升限1.7 万英尺，航程1510
英里。乘员 2人。可装1500 磅炸弹或 1枚 1600 磅的 18 英寸鱼雷。布里斯托
尔公司制造。共生产约 1400 架，其中半数在澳大利亚生产。广泛用于大西洋、
北海、地中海和北非作战。1943 年以后，被其改进型、可携鱼雷的*勇士式
战斗机所取代。

博福斯式高射炮（Bofors）大战期间英美等国使用的自动防空火炮。1929
年由瑞典设计。口径 40 毫米，战斗全重2.4 吨，能以每分钟12O 发的射速射
击 0.9 公斤重高爆炮弹，炮弹初速每秒 853 米，有效射程4000 米，大多安装
于军舰或制成牵引炮，少数制成自行炮。后由各国购买专利。大战前夕英、
波、法军开始使用，1941 年美军也开始使用。德军从波、法两国缴获后亦投
入使用。

博布鲁伊斯克战役  苏德战争后期苏军发动的进攻战役，*白俄罗斯战
役的组成部分。1944 年 6 月 24-29 日，由*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实施。目的
是围歼德军*中央集团军群右翼集团。苏军向博布鲁伊斯克（Бобруйс
к）发起向心突击后于 6月 27 日合围德军 6 个多师 4万余人，6 月 29 日解
放博布鲁伊斯克，歼灭被围之敌。此战役中苏军首次采用炮兵双层徐进弹幕
射击法。

博伊斯式反坦克枪（Boys）英国反坦克枪。1937 年开始生产。由博伊
斯主要设计，故名。全长 1.6 米，枪管长 0.9 米，总重 16 公斤，枪弹长 1.3
米，在 92 米的距离内能击穿 21 毫米钢板。后座力较大，操作不便。

彭真（1902—）中国共产党组织部部长。1923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九·一
八事变后仟天津市委书记、中共中央北方局组织部长，领导群众开展抗日救
亡运动。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书记，同*聂荣臻一起开展
华北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参与创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1941 年到延安任中
共中央党校教育长，1943 年任副校长，参与领导延安整风运动。后任中共中
央城市工作部部长，中央组织部代部长、部长。抗战胜利后，曾任中共中央
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政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共北京市
委第一书记、北京市市长、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彭雪枫（1907—1944）中国将领。原名修道。192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曾任红军大学政委。1934 年参加长征，北上抗日。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
军驻晋办事处处长，负责晋冀鲁察四省和平、津两市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
联络工作，并创办学兵队，培养抗日力量。1938 年 2 月调任八路军总部参谋
处长兼中共河南省委军事部长。同年 9月仕新四军游击支队司令员兼政委，
率部挺进豫东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1939 年任中共豫皖苏边区委书记，
开辟和发展豫皖苏边杭日根据地。1941 年*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第四师师
长兼政委，率部东进，领导淮北地区的抗日战争，指挥陈道口等战役，给日
伪军以沉重打击。1942 年后指挥边区军民，粉碎日伪军的“多次扫荡”。1944
年夏，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时，率新四军第四师主力进军路西，光复尚县、
永城和宿县。同年 9月 11 日，在河南夏邑八里庄与日伪作战时牺牲。

彭德怀（1898—1974）中国将领。湖南陆军军官讲武堂毕业。1928 年加
入中国共产党，同年领导平江起义。率部与毛泽东、朱德会师井冈山。1930
年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总指挥，参与指挥反“围剿”斗争。1931 年参加
长征，北上抗日。1936 年春任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司令员，率部东征。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副总指挥兼中央军委华北分会副书记，协助朱德，
率领八路军挺进华北敌后，转战晋、冀、鲁、豫，扩大抗日武装，开展游击
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彭德怀 1940 年，在华北组织和发动*百团大战，重
创日伪军。1942—1943 年参与领导根据地军民，粉碎日军“扫荡”。1945
年汪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协助毛泽东、朱德对日军的大反攻，
为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卓越贡献。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中国人民解放
军副总司令、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国
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历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1955 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遗著有
《彭德怀自述》。

斯诺（Edgar.Snow，1905—1972）美国记者，作家。密苏里大学毕业。
1927 年起从事新闻工作。次年到中国，任《密勒氏评论报》助理编辑及《芝
加哥论坛报》驻华记者。1936 年访问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根据地。次年写成《西
行漫记》。1936—1938 年执教于北平燕京大学，支持爱国青年学生的抗日救
亡运动。1941 年回国。1942—1946 年任《星期六晚邮报》军事记者，在世界
各地采访。1945 年春，曾与罗斯福就中国战争局势与对中国共产党的看法进
行交谈。1960 年后移居瑞士，并多次访华。去世后，部分骨灰葬于北京大学
来芒湖畔。著有《我在旧中国十三年》、《漫长的革命》、《远东战线》、
《大河彼岸》等。

斯大林（ИосифБиссарионовичСталин，1879
—1953）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原姓朱加施维里（Джуга-швили）。
1898 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7 年参加和领导十月革命。后历任民族事
务人民委员、工农检查人民委员等职。国内战争中作为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指挥南方战线、两方战线和西南战线的作战。1922 年 4 月当选为党中央总书
记。列宁逝世后领导苏联党和人民从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完成国家工业
化和农业集体化，为加强斯大林苏联的防御能力奠定了基础。三十年代兼任
总军事委员会委员，关注武装力量的建设。1939 年 3 月，在联共（布）党的
“十八大”的报告中指出战争危险的临近并阐明苏联的立场和方针。1941 年
5 月兼任人民委员会主席。力推迟本国参战做了不懈努力，但在判断战争爆
发时间上有失误，三十年代后期至四十年代初的肃反扩大化错误也在一定程



度上损害了苏军的指挥系统，成为战争初期苏军失利的重要原因之一。卫国
战争开始后领导苏联人民抗击德国侵略者。1941 年 6 月 30 日任国防委员会
主席。7月 19 日兼任国防人民委员。8月 8日任苏联武装力量最高统帅。11
月 7 日，当德军逼近莫斯科的危急关头在红场举行阅兵式，鼓舞了苏军士气。
战争过程中亲自参与制定莫斯科、斯大林格勒、库尔斯克等一系列重大战略
性战役的计划和实施，为扭转苏德战场的战略态势、挫败法西斯德国的侵略
计划作出了重大贡献。1943 年 3 月被授予苏联元帅衔。1945 年 6 月荣获苏联
大元帅衔。战时作为苏联政府首脑出席 1943 年*德黑兰会议、1945 耸*雅尔
塔会者和*波茨坦会议，为建立和巩固世界反法西斯同盟作出贡献。战后继续
担任苏联党政最高领导。著有《论苏联伟大工国战争》等。

斯巴克（Paul—Henri—Spaak，1899—1972）比利时外交家。早年就学
于布鲁塞尔大学，后操律师业。加入比利时社会党，1932 年当选为议员，1936
年起任外交大臣。1938—1939 年任首相，主张比利时中立。1910 年 5 月德军
入侵后，先后转移至法国和英国，成为比利时流亡政府外交大臣。在盟国间
积极开展外交活动，协助皮埃罗首相领导流亡政府工作和开展抵抗运动。1945
年参与起草联合国宪章，次年任联合国大会主席。战后多次出任首相和外交
大臣，并担任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秘书长。

斯巴茨（CarlAndrewSpaatz，1891—1974）美国将领。1914 年西点军校
毕业。1916 年获飞行员资格。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二、三十年代在陆军
航空署等机构任职，曾任助理署长，致力于空军新战术和新技术的试验。1940
年 5 月赴英、法考察空战。1941 年任陆军航空兵参谋长，获中将衔。次年 6
月出任新组建的第八航空队司令。同年 12 月作为艾森豪威尔的顾问，赴北非
作战。1943 年初就任西北非战区盟国空军指挥官，率领战术空军先后参加突
尼斯、西西里、意大利等战役。1944 年 1 月出任美国驻欧战略航空队和驻意
大利第十五航空队司令官。信奉意大利军事理论家*杜黑的“制空权”理论，
强调空军是独立的军事因素，应进行独立作战，认为战略轰炸是空军的主要
任务。1944—1945 年间，指挥美国战略空军对德国实行*昼间轰炸和*精确轰
炸，集中攻击德国的军工设施、石油企业、交通干线等。欧战结束后，赴太
平洋战场指挥对日战略轰炸，曾主持实施对广岛和长崎原子弹轰炸。1945 年
9 月 2 日出席日本投降仪式。同年晋升上将。1946 年初任美国陆军航空兵总
司令，主持建立独立的空军。1947 年 9 月升任美国空军参谋长。翌年退役。
后为《新闻周刊》军事专栏撰稿人。

斯利姆（WilliamJosephSlim，1891—1970）英国将领。平民出身。参
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经参谋学院和帝国国防学院培训，招开为印度英第
十步兵旅旅长。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1940—1941 年率部参加在苏丹和厄
立特里亚对意军的战斗，并在伊拉克、叙利亚和伊朗执行军事行动。太平洋
战争爆发后，于 1942 年 3 月赴缅甸任缅甸英第一军军长，在日军进攻下退入
印度。1943 年 11 同任第十四集团军司令。1944—1945 年率部从英帕尔和科
希马（Kohi-斯利姆 ma）自北至南纵贯缅甸，于 1945 年 5 月攻克仰光。同年
6月任东南亚盟军地面部队司令。被认为是英国最好的战地指挥官之一。战
后于 1948 年任帝国总参谋长，晋升元帅。1953—1960 年任澳大利亚总督，
同时受封子爵。著有回忆录《转败为胜》。

斯沃德（Sword）即”宝剑”。
斯科比（RonaldMackenzieScobie，1893—1969）英国将领。毕业于伍



尔威奇皇家军事学院，1914 年入伍。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1932—1935
年在澳大利亚皇家军事学院任教。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任动员局主任助
理，领上校街。1940 年 5 月起，在中东英军总参谋部供职，先后赴苏丹和阿
比西尼亚（今埃塞俄比亚）等地指挥作战。1941 年晋升少将，同年出任第十
七步兵师师长，参加*图卜鲁克争夺战。1942 年重返中东英军总参谋部。同
年至 1943 年任马耳他英军总司令。1943—1944 年任中东英军总参谋长。1944
年起负责准备和指挥*英军武装干涉希腊，镇压希腊民族解放运动。战后于
1946 年回国。

斯科特（NormanScott，？—1942）美国海军将领。毕业于美国海军学
院。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珍珠港事变后，在西南太平洋海域作战。1942
年晋升海军少将，任第六十四特遣舰队司令。同年 10 月率舰队在*埃斯帕兰
斯角海战中，截击日军增援瓜达尔卡纳尔岛的部队，击沉日巡洋舰和驱逐舰
各 1艘，重创重型巡洋舰 1艘。同年 11 月 12 日在瓜岛海战中阵亡。

斯莱塞（JohnCotesworthSleser，1897—1979）英国空军将领。1915—
1918 年为皇家飞行军团飞行员，此后一直任职于空军各部门。1937—1939
年负责空军的计划工作。1941 年 2—3 月曾参加英国军事使团赴美谈判，达
成*ABC 计划。1942—1943 年任空军海防总队司令。1944—1945 年任中东战
区空军指挥官。领空军上将衔。战后曾任帝国国防学院院长、空军总参谋长
等职。

斯陶宁（ThorvaldStauining，1873—1942）丹麦社会民主党领袖，首
相（1924—1926，1929—1942）。1893 年起为丹麦社会民主党书记。1903
年成为下院议员。1910 年为社会党主席。长期任首相。1939 年 5 月与纳粹德
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同年 9月宣布丹麦为中立国。1940 年 4 月德军入侵丹
麦时，要求国王作出停止抵抗的决定。德国占领丹麦后，担任联合政府首相，
同意亲德分子斯卡韦尼乌斯（ErikScavenius，1877—1962）任外交大臣并推
行与纳粹德国妥协的政策。后病死。

斯塔克（HaroldRaynsfordStark，1880—1972）美国海军将领。1903
年毕业于美国海军学院，曾任驱逐舰、巡洋舰与战列舰舰长。参加过第一次
世界大战。二十年代人海军军事学院深造。1930—1934 年任海军部长助理。
1934 年获海军少将衔，任海军军械局局长。1937—1939 年任巡洋舰队司令。
1939 年任海军作战部部长，晋升海军上将。极力促成美国国会批准建立两洋
舰队，加强海军军备。并与英国秘密讨论有关未来战争和美舰巡航事宜。最
先提出*先欧后亚战略思想，并主持制订了*D 计划，得到马歇尔等的赞同。
1941 年秋美、日谈判的紧要时期，使美海军处于警戒状态，但没有给予太平
洋舰队司令*金梅尔以及时的警报。珍珠港事变后不久即被解除海军作战部部
长之职，后于 1942 年 3 月调任美国驻欧洲水域海军司令，直至战争结束。1916
年退役。

斯兰斯基（RudolfShansk ，1901—1952）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人
之一。1921 年加入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后任《红色权利报》编辑、捷共比
尔森地区书记、捷其中央政治局委员。1938 年起为捷共驻莫斯科领导成员。
1944 年 8 月回国领导游击战，为斯洛伐克民族起义指挥者之一。1945 年 5
月起任捷共中央总书记，1951 年被解职，次年被处死。1968 年恢复名誉。

斯皮尔斯（EdwardLewisSpears1886—1974）英国将领。1903 年入伍。
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任英国远正军联络官和英国驻法陆军部军事代表团团



长，获准将衔。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又随英国远征军赴法，作为丘吉尔
的亲信，与法政府进行接触。反对法国投降，1940 年 6 月 17 日与戴高乐同
机离法。旋出任驻自由法国参谋部英国军事代表团团长，支持法国抗德。1942
年 2 月至 1944 年 12 月任驻黎巴嫩和叙利亚的特使和全权公使，极力维护和
扩大英国在近东的利益，导致和戴高乐的不和与冲突。回国后从政。战后经
商，井从事写作，著有《灾难的见证》等。

斯严博达（LudvíkSvoboda，1895—1979）捷克斯洛伐克将领。参加过第
一次世界大战。1920 年回国后曾在赫拉尼采军事学院任教，后任步兵营长。
1939 年德军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后，为地下武装抵抗运动组织者之一，6月赴
克拉科夫组建捷克斯洛伐克军队，9 月率部投奔苏联。苏德战争开始后，在
苏联组建捷克斯洛伐克独立第一营，任营长，抗击德军。1944 年在苏任捷克
斯洛伐克第一军团司令。1944 年 10 月率部和苏军一起突破杜克拉山口，进
入捷境，解放全国。1945 年获大将衔。战后历任国防部长、布拉格哥特瓦尔
德军事学院院长、捷克斯洛伐克总统等职。

斯坦哈特（LaurenceAdolphSteinhardt，1892—1950）美国外交官。毕
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后在纽约当律师，为罗斯福之友。1933—1939 年先后任
驻瑞典和秘鲁大使。1939 年出任驻苏大使。在*苏芬战争期间，曾暗中企图
通过瑞典充当调停，遭芬兰拒绝。1941 年苏德战争爆发后，对苏联的战斗能
力持怀疑态度，曾受到斯大林的指责。1942—1944 年调任驻土耳其大使。1944
年起任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1948 年任驻加拿大大使，任内死于飞机失事。

斯坦德利（WilliamHarrisonStandley，1872—1963）美国将领，外交
官。1895 年毕业于美国海军学院。参加过美西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1933
年晋升海军上将，任舰队司令。后调任海军部作战部部长。1937 年退出现役。
反对孤立主义，主张援助英法抗击纳粹德国。1941 年重返现役，次年任生产
管理局的海军代表。曾随*哈里曼使团访问苏联，商谈对苏军事援助问题。1942
—1943 年任驻苏大使。战后参加保守政治组织如“动员千万美国人争取公
正”等团体的活动。著有《上将出使俄国》等。

斯图尔佐（LuigiSturzo，l871—1959）意大利人民党领袖。1919 年在
罗马创建意大利人民党，积极开展反法西斯活动。1924 年被迫流亡英国。曾
多次公开谴责墨索里尼法西斯专政，抨击西方大国的绥靖政策，呼吁加强对
轴心国的制裁。意大利参战后，1940 年 9 月移居美国。在美期间，团结各派
反法西斯力量，捍卫意大利人民的利益，并力图为本国争得公正的和平。19114
年罗马光复后，准备立即回国，但直至 1946 年才返抵家乡。1952 年起为参
议员。

斯科尔扎（CarloScorza，1897—？）意大利国家法西斯党总书记（1943
年）。早年加入国家法西斯党。1922 年追随墨索里尼参与组织进军罗马，促
成墨索里尼上台。1930 年起任大学民警督察，控制法西斯青年组织。1935
年起在埃塞俄比亚指挥作战。1938—1939 年参加武装干涉西班牙。大战爆发
后，1940 年前往利比亚，指挥意军对英作战。1942 年起任怯西斯党副总书记，
次年 4月任总书记，主持党务工作。面对轴心国的失败，主张在国内清洗“失
败主义者”以顽抗到底。竭力鼓吹在法西斯党统一领导下实行全国总动员，
企图巩固墨索里尼的统治地位。1913 年 7 月 24 日同意召开*法西斯大委员会
会议，但在会议上失去控制，无法阻止格兰迪动者的通过。墨索里尼下台后，
转而与巴乡里奥合作，被德军逮捕。1944 年 4 月在萨罗共和国受审，后因墨



索里尼的干预而获释。战后逃亡阿根廷。
斯派达尔（HansSpeide1，1897—1984）德国将领。早年在柏林、蒂宾

根和斯图加特等地大学学习。1933—1937 年任德国驻法武官助理。1940 年参
加进攻法国的战争，同年 6—8月任驻巴黎军事总督的参谋长，后改任驻法国
占领区军事总督的参谋长。1941 年参加入侵苏联的战争，曾在东线任军长、
集团军参谋长。升至中将。1944 年 4 月调到西线，任驻守法国北部的 B集团
军群参谋长，为*隆美尔的部下。在此期间，接触反希特勒的上层密谋分子。
同年*七·二○事件发生后，曾遭盖世太保逮捕（一说出卖隆美尔后被释，一
说美军迫近其监禁地时越狱）。战后曾任联邦德国国防军总参谋长（1955 年）
和北约中欧地面部队司令（1957—1963）。著有《1914 年的袭击》。

斯培拉切（Aeyhllestarace，1889—1945）意大利国家法西斯党总书记
（1931—1943）。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各地参与组建法西斯战斗团。后加入
国家法西斯党，1921 年任副总书记。参与组织*进军罗马。1926 年曾在民警
中任职。1931 年起任国家法西斯党总书记，协助墨索星尼强化一党专政，在
全国范围内确立法西斯制度，史称“斯塔拉切时代”。曾参加侵略埃塞俄比
亚的战争，积极推动对外侵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1939—1941 年调任
民警参谋长。先后在阿尔巴尼亚及希腊，镇压抵抗运动，残酷屠杀当地人民，
1943 年 7 月墨索里尼垮台后，继续追随墨索里尼，投靠*萨罗共和国。1945
年 4 月 28 日，被游击队俘获。次日被处决，暴尸米兰洛雷托广场。斯塔拉格
（Stalag）德文“常设营地”或“军官营地”（Stammlager）的缩写音译。
系指大战期间德国的战俘营。曾在德国战俘营渡过两年囚禁生活的贝万
（DonaldBevan）和特尔琴斯基（EdmundTrzcinski），创作了一部以德国某
地“斯塔拉格 17 号”营房战俘生活为题村的剧本（剧名《斯塔拉格》）。该
剧于 1951 年 5 月 8 日，在纽约第四十八街区剧院首次公演。后被拍成电影，
影响很大，“斯培拉格”一词遂成为德国战俘营的代名词（或同义语）。

斯道芬堡（ErnstStarhemberg，1899—1956）奥地利法西斯运动头目。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加入德国自由军团。1923 年参加慕尼黑啤酒馆暴动。在奥
地利组织法西斯运动，担任奥地利保国军首领，并人阁任内务部长、副总理
等职。三十年代，主张维护奥地利的独立，反对德奥合并，与希特勒反目。
193s 年奥地利被占领后逃亡国外。次年志愿加入法国空军作战。1942 年移居
南美。1956 年重返奥地利。

斯福尔扎（CarloBforza，1873—1952）意大利外交官。初在大学攻读
法律。1911 年起历任驻华公使，外交副大臣、外交大臣。1922 年 3 月任驻法
大使，同年 10 月因反对墨索里尼掌政而辞职。1926 年被迫流亡法国、比利
时和英国，1940 年 5 月去美国。主张联合反法西斯各派力量，成立意大利流
亡政府和组织武装部队，进行反对墨索里尼独裁统治的斗争。1942 年 8 月出
席*蒙得维的亚会议，被选为美洲意大利反法西斯组织的领袖。1943 年意大
利向同盟国投降后，10 月回国。1944 年 4—6 月任巴多里奥政府的不管大臣。
后又主持非法西斯化工作，并曾任咨询会议主席。成后，曾历任外交大臣和
外交部长。著有《真正的意大利人》等。

斯文胡伍德（PehrEvindSvinhufvud，1861—1944）芬兰总统（1931—
1937）。1914 年被沙俄流放西伯利亚。1917 年俄国二月革命后返回芬兰，同
年 11 月出任芬兰独立后的第一任政府总理。1918 年辞职，1930—1931 年再
度任总理，1931 年任总统。任内起用*曼纳林，支持修建*曼纳林防线；1937



年去职。*苏芬战争期间托强烈的反苏态度，促成 1940 年德、芬的谈判和接
近。

斯托普福德（MontaguStopford，1892—1971）英国将领。1940 年率英
国第十六步兵旅在法国作战。翌年沃第五十六师师长。1943 年任第三十三军
军长在颂甸作战。1944 年初挫败日本对英帕尔的进攻后，于同年 11 月率部
攻入缅甸中部。1945 年 4 月率部沿伊洛瓦底江南下向仰光进军。后出任第十
二集团军司令。战后曾任荷属东印度盟军司令、东南业盟军司令和英国北部
地面部队司令等职。1951 年退役。

斯科尔兹内（OttoSkorzeny，1908—1975）德国武装党卫队特工头目。
生于奥地利。1930 年参加纳粹党。1939 年入德国空军服役。翌年入*阿道夫·希
特勒警卫旗队供职。后作为武装党卫队成员在荷兰、法国和苏联境内作战。
1943 年 4 月供职*德国中央保安局第六处，获党卫队旗队长衔（相当于上校）。
同年 7月底受命负责营救墨索里尼，9月中旬行劫成功，被纳粹政权捧为“英
雄”。*七·二○事件发生时从柏林郊外赶回市区，组织武装党工队员镇压政
变。1944 斯科尔兹内年 10 月主持实施“反坦克手雷行动”，劫持准备脱离
德国控制的匈牙利摄政*霍尔蒂，迫使匈牙利继续留在轴心国集团内。阿登战
役中主持实施代号*狮鹫的行动。1915 年 5 月被美军俘虏。1917 年 9 月在达
豪美国军事法庭受审，被判无罪释放，但立即被德国警察逮捕，翌年越狱。
后组建秘密组织“蜘诛”（DieSpinne），帮助约500 名党卫队员和其他战犯
逃在国外。后定居西班牙。据传为*奥德萨的负责人。

斯科奇马罗（MauroScocciniarro，1895—1972）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
之一。在大学攻读经济。1921 年加入意共。曾任意共中央书记（1923 年）和
共产国际执委（1922—1925）。1926 年被捕入狱，在长期监禁中仍坚持反法
西斯斗争。墨索里尼下台后，于 1943 年 8 月获释。后在罗马领导意共武装开
展地下抵抗运动。先后被选为意共中央委员和意大利民族解放委员会委员。
1944 年 6 月起，专辜负责请洗法西斯分子的工作。同年 12 月至 1945 年 6 月
任博诺米政府的被占领地区事务大臣。战后历选为众议员、参议员和参议院
副议长。

斯退汀纽斯（EdwardRelllyStettiniusJr.1900—1949）美国国务卿
（1944—1915）。早年从事工商业，曾任全国钢铁工业委员会主席。大战爆
发后，应召任战时资源局局长。1940 年为国防咨询委员会成员兼运输顾问，
主管工业原料和运输事务。1941—1943 年出任租借法管理局局长，为同盟国
战时物资供应作出贡献。1943—1914 年侄副国务卿，1944 年继*赫尔任国务
卿，曾出席敦巴顿橡树园会议、雅尔培会议及旧金山联合国大会等一系列重
大国际会议，参与制订和执行美国外交政策。战后历任美国驻联合国代表、
弗吉尼亚大学校长。

斯特罗卡奇（ТимофейАмвросиевичСтрока
ч，1903—1063）苏联战时乌克兰游击运动领导人之一。1919—1922 年参加
远东地区反对外国武装干涉旨的游击运动。1921 年起在边防军服役。1927
年加入联共（布）党。1940 年任乌克兰副内务人民委员。苏德战争爆发后，
领导组建乌克兰歼击营和游击队。参加过基辅会战和莫斯科会战。1942—1945
年任乌克兰游击运动司令，协调乌克兰各游击队的战斗行动，组织游击队支
援主力部队作战。1914 年获中将衔。战后任乌克兰内务部长。著有《我们的



口号——自由》。
斯活道监狱（Spandau）大战后专门囚禁在纽伦堡审判中被判刑的 7 名

纳粹战犯的监狱。位于西柏林斯比尔河入口处，为一组古旧的建筑物，占地
8 英亩，形成岛屿。监狱内设雷区和两层电网，并有高墙和隙望台，有武装
警卫。由法、美、苏、英共同负责看守，每国管理 1个月，从 1月法国开始
按序轮流，各国提供 1 名司令官、2 名医生以及其他人员。费用由柏林市和
波恩联邦政府提供。1947 年 7 月 13 日，席拉赫、邓尼茨、中赖特、雷德尔、
施佩尔、丰克、赫斯等 7 名纳粹战犯从纽伦堡移送至此监禁服刑。从 1951
年起至 1966 年，其中6名囚犯在未满刑期的情况下先后被释放，仅剩赫斯 1
人。1987 年 8 月 17 日赫斯在狱中“室息”死亡。

斯卡泊湾袭击  大战初期德国潜艇对英国海军基地的一次奇袭。斯卡拍
湾（SeapaFlow）位于英国苏格兰以北的奥克尼（Orkney）群岛南部，为一封
闭型海湾，有 3条航道通向大西洋和北海，战略地位重要。大战爆发后被选
定为英国本土舰队基地。1939 年 10 月 13 日深夜，德国 U-47 号潜艇，从没
有完全封闭的东部峡口潜入，于 14 日零时 58 分和 1时 22 分两次发射鱼雷，
击沉停泊在湾内的英国*皇家橡树号战列舰，并趁夜幕从原道退出安全返航。
这次奇袭迫使英国本土舰队暂停使用此基地，至 1940 年 3 月 12 日，在防务
加强后重返该湾。

斯坦式冲锋枪（Sten）英国冲锋枪。1940 年由英国恩菲尔德皇家小兵
器制造厂设计师谢泼德（Shepherd）和特平（Turpin）模仿德国 MP-28 式冲
锋枪制成，取两人姓氏合并命名。共有 7种型号。侧装弹夹携弹 28 发，射速
每分钟 500 发，战斗性能一般。大战期间共制造 400 多万支，战后继续使用
至六十年代。

斯科达兵工厂  捷克斯洛伐克重工业企业。1890 年由斯科达
（EmilvonSkoda，1839—1900）创建。1899 年改组为股份公司，受法国许奈
特一克勒佐集团控制。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系捷克斯洛伐克最大的军火工厂，
生产军火和汽车等。1939 年起被纳粹德国并入*赫尔曼·戈林国家工厂，成
为德国重要的兵工厂之一。1945 年捷克斯洛伐克解放后收归国有。1951 年改
名为比尔森列宁工厂，专事生产机器设备。

斯特拉特迈耶（GeorgeEdwardStratenleyer，1890—1969）美国将领。
1915 年毕业于西点军校，入陆军服役。次年调入陆军航空兵部队。参加过第
一次世界大战。1942 年获少将衔，任陆军航空兵参谋长。次年赴太平洋战场，
历任印缅战区美国空军司令、盟国东方航空部队司令等职，参与指挥盟国空
军在东南亚战场的作战。并曾敦请美国政府派遣军事使团到中国抗日民主根
据地，以搜集日军情报。1944 年晋升中将。1945 年出任中国战区美国航空队
司令，指挥第十、第十四航空队对日作战。战后，1946—1949 年任美国空防
司令，1950—1951 年任美国远东空军司令。侵朝战争期间指挥“联合国军”
的空军。1951 年退役。

斯特雷扎会议  英、法、意三国在意大利斯特雷扎（Stresa）城举行的
会议。1935 年 3 月 16 日纳粹德国公然撕毁《凡尔赛和约》，宣布大规模扩
军。4月 11 日根据法国的倡议，英国首相麦克唐纳和外交大臣西蒙，法国总
理佛兰亭和外长赖伐尔，意大利领袖墨索里尼举行会议。

会上法国代表团对德国单方面毁约扩军表示抗议，但未获支持；英国代
表团反对任何制裁措施。最后通过决议，重申维持奥地利独立，对德国毁约



扩军仅表示遗憾，同时表示可考虑修改《圣日耳曼条约》、《纳依条约》和
《特利亚农条约》。会议发表的最后宣言声称，三国将为“维持集体和平”
而“进行亲密的合作”。当时西方报刊曾据此渲染所谓“斯特雷扎阵线”，
实际上并未起到扼制德国扩军备战的作用。

斯特雷扎阵线  见“斯特雷扎会者”。
斯穆什凯维奇（ЯковВладимировичСмушкеви

ч，1902—1941）苏联空军将领。1918 年加入俄共（布）党和参军。1922
年调入空军。1931 年毕业于卡恰航空飞行员学校，任航空兵旅长。1936—1937
年参加西班牙内战，以作战英勇获苏联英雄称号。1937 年毕业于伏尤芝军事
学院高级首长进修班，任空军副主任。1939 年在诺门坎地区指挥航空兵对日
军作战，再次获苏联英雄称号，并被选为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40 年
先后任空军总监、总参谋长助理，主管空军。领空军中将衔。

斯大林柏勒会战  苏德战争中的大规模战略性战役。*德军一九四二年
夏季攻势原计划把斯大林格勒作为第三个突击目标，7 月中旬，担任北路主
攻的*保卢斯的*德国第六集团军前出至顿河大弯曲部，已形成对斯大林格勒
的进攻态势。按*《希特勒第四十五号指令》，德军最高统帅部决定同时对斯
大林格勒和高加索发起突击，而把攻占斯大林格勒作为对南进高加索的侧翼
配合。为此，德军在斯大林格勒方向投入第六集团军所辖 13 个师，约 27 万
人，火炮和迫击炮 3000 门，坦克约 500 辆，作战飞机约 1200 架。苏军最高
统帅部针对敌人动向于 7 月 12 日组建*斯大林格勒方面军（8月 7 日分编出
东南方面军；9月 28 日，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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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辖 12 个师，计 16 万人，火炮和迫击炮 2200
门，坦克约 400 辆，飞机454 架（另有远程航空兵 150—200 架轰炸机和防空
航空兵 60 架歼击机）。会战分为苏军防御时期（7月 17 日—11 月 18 日，亦
称斯大林格勒防御战役）和苏军反攻时期（11 月 19 日—翌年 2月 2 日，亦
称斯大林格勒进攻战役）。苏军防御时期又分为城市外围防御阶段（7月 17
日—9月 12 日）和城市防御阶段（9月 13 日—11 月 18 日）。由于会战一开
始就十分激烈，7月 22 日，德军兵力增加到 18 个师，7月 31 日，霍特（H.Hoth）
的*德国第四坦克集团军奉命从高加索方向调往斯大林格勒方向；同时，苏军
也不断补充新锐部队，双方逐渐在斯大林格勒地域形成决战态势。8月 10 日，
德军进抵城市近接近地。8月 19 日，德军从南北两路向斯大林格勒发起向心
突击。8月 23 日，德军渡过顿河，从西北页突破苏军外围防线，同日，德军
出动 2000 架次飞机对城市狂轰滥炸。9 月 12 日，德军从西面和西南面也逼
近城市，苏军第六十二、第六十四集团军则撤入城区。9月 13 日起双方展开
市区争夺战，*马马耶夫岗及其周围地区的战斗尤为激烈。9 月 26 日，德军
在遭受重大伤亡后占领市区中部和南部，此后战斗中心转向市区北部的工厂
区，德军虽继续有所推进，但攻击力日趋衰竭，进展速度极慢。11 月 11 日，
德军发起最后一次突击，在“街垒”工厂以南进抵伏尔加河，将苏军分割成
三部分，但此后即无力再行进攻，苏军坚守阵地直至防御时期结束。11 月 19
日，苏军发起代号为*天王星的反攻战役，投入西南方面军、顿河方面军和斯
大林格勒方面军，共 110.6 万人，火炮和迫击炮 1.55 万门，坦克和自行火炮
1463 辆，作战飞机 1350 架；当面德军为第六集团军、第四坦克集团军和罗
马尼亚第三、第四集团军，共 101.1 万人，火炮和迫击炮 10290 门，坦克和
自行火炮 675 辆，作战飞机 1216 架。11 月 23 日，苏军合围德军第六集团军



和第四坦克集团军一部共 22 个师又若干独立部队，总计 33 万人。12 月 12
日，德军实施”冬季风暴行动，企图从科捷利尼科夫斯基（Котевьн
и-кевский）方向出击以解救被围部队，但至 12 月 23 日被苏军粉碎。
同时，被围德军的突围计划也遭希特勒拒绝。1943 年 1 月 10 日，苏军发起
最后攻击，代号为*指环。1 月 26 日晚，外围苏军与城内苏军在马马那失岗
西北坡会师，把德军分割为两部分。1月 31 日，德军南集群投降；2月 2日，
北集群也停止抵抗。德国第六集团军司令保卢斯等高级将领被苏军俘虏。至
此，历时 200 天的会战结束。德军在会战中共损失兵力 150 万人，占其在苏
德战场作战总兵力的四分之一。会战结局具有重大军事政治意义，苏军的胜
利不仅挫败了德军 1942 年的攻势计划，而且实现了苏德战争的根本性战略转
折，并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根本转折作出决定性贡献。

斯 达 维 斯 基 事 件  法国三十年代的政界丑闻。斯达维斯基
（SergeAlexandreStavisky，1886—1934）系法籍俄人，巴荣市（Bayonne）
一当铺经营者，长期从事诈骗活动，曾获利 15 亿法郎，多次被捕和受审。1932
年伪造债券 5亿法郎，先后收买政界人士佐 1200 多名，包括巴黎警察局长希
亚普（JeanCbiappe，1878—1940）等人。1933 年底案发后突然失踪。1934
年 1 月 8 日其尸体在外地被发现，然死因不明。社会舆论大哗，政府被迫成
立专案组调查，涉及该案的议员和官员的丑闻遂暴露无遗。法西斯分子借此
攻击共和国和议会制度，举行游行示威。1 月底，旭当内阁被迫辞职，达拉
第组成新政府。此后，*火十字团、*法兰西行动等法西斯组织更为猖撅，不
断制造流血事件。2月初，希亚普被解职，4万多名法西斯分子于 2月 6日包
围了国民议会所在地波旁宫，企图解散议会，此即所谓“向议会进军事件”
（也称“二月事件”）。苫方与之发生冲突，死 17 人，伤 2000 多人。达拉
第于次日亦辞职。此事件促进了日后左翼政党的联合。

斯图卡式轰炸机（Stuka）即“Ju-87 式轰炸机”。
斯图亚特型坦克（Stuart）美国轻型坦克。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研制，有

多种型号。1940 年 4 月投产的 M—2A4 型，共生产 375 辆。1941 年 11 月，以
M—5轻型为标准型投产和装备部队。以美国南北战争时的南方骑兵将军斯图
亚特（JamesEwelBrownStuart，1833—1864）的名字命名。战斗全重 12.5
吨，装甲厚度为 25—44 毫米，配备 37 毫米火炮 1门，机枪 2挺，最大时速
58 公里，最大行程 312 公里，乘员 4人。除装备美军外，还装备英军用于北
非战场。

斯特林式轰炸机（Stirling）英国重型轰炸机。4引擎、上单翼。翼展
99 英尺，机身长 70 英尺 1英寸，高 21 英尺 7英寸，升限 1.7—2.3 万英尺，
最大时速 270 英里，最大载荷航程 1810—1930 英里。可载乍弹 5000—1.4
万磅。乘员 7人。1940 年 8 月开始服役。1941 年 2 月首次使用于对鹿特丹的
轰作。后广泛用于对德国的空袭。1943 年起转而用于牵引滑翔机、布雷、干
扰敌方雷达和向敌占区空投间谍以及运输等。战时生产 1750 多架。

斯摩棱斯克交战  苏德战争前期的大规模会战，*德军白俄罗斯攻势的
继续。1941 年 7 月 10 日，德军*中央集团军群（共 62 个师又 2 个旅），已
进抵第聂伯河、西德维纳河，占领维帖布斯克（Витебск）。随即向
斯摩棱斯克（Смоленск）方向发起钳形攻势。当时，苏军已在该地
区展开由战略第二梯队组成的*西方方面军（共 24 个师）。但未及建立稳定



的纵深防御。交战分为 4个阶段：第一阶段（7月 10—20 日），德军在苏军
右翼和中央突破防御，推进约 200 公里，合围莫吉廖夫（Могилёв），
夺取奥尔沙（Opma）、斯摩棱斯克、叶利尼亚（Ельния）等地，苏军
3个集团军被围。第二阶段（7月 21 日—8月 7日），苏军从预备队增调 20
个师组织反攻，并为此组建*中央方面军投入交战，反攻未取得显著战果，但
支援了被围部队的突围。7 月 30 日，德军遵*《希特勒第三十四号指令》在
西方方向停止进攻，第三阶段（8月 8—21 日），德军将进攻重心转而向南，
苏军组建*布良斯克方面军加以拦阻，并把*预备队方面军左翼前调任第一梯
队。至 8月 21 日，德国第二坦克集群和第二集团军进抵戈梅利（Гомел
ь），苏军拦截失败。第四阶段（8 月 22 日—9 月 10 日），苏军企图以 4
个集团军实施积极反攻挫败德军甫进，但多次行动均未衣功，唯有*叶利尼亚
战役取得局部胜利。9月 10 日，苏军停止反击，在斯摩棱斯克方向全线转入
防御。交战结果使苏军兵力再次遭到重大损失（被歼 40 多万，损失 3300 辆
坦克），莫斯科暴露于德军进攻正面，但德军攻势的停顿及重心转移使苏军
获得了准备莫斯科防御的时间。

斯摩棱斯克战役  苏德战争中期苏军发动的进攻战役。目的是利用*奥
廖尔战役后形成的有利态势，由*加里宁方面军和*西方方面军对斯摩棱斯克
（Смоленсл）地域的德军*中央集团军群进行攻击，不让其兵力调到
苏军实施主要突击的西南方向，并解放斯摩棱斯克。苏军投入进攻的兵大为
125 万人，拥有火炮和迫击炮 2万余门，坦克和自行火炮 1430 辆，作战飞机
1100 架；当面德军兵力为 85 万人，拥有火炮和迫击炮 8800 门，坦克和自行
火炮 500 辆，作战飞机 700 架。战役于 1913 年 8 月 7 日至 10 月 2 日实施，
分为 3个阶段；第一阶段（8月 7—20 日），苏军西方方面军进行了*斯帕斯
杰缅斯克战役，同时加里宁方面军向杜霍夫希纳（Духовщина）方
向展开进攻。第二阶段（8月 21 日—9月 6日），西方方面军进行了*叶利尼
亚—多罗戈布日战役。第三阶段（9月 7日—10 月 2 日），加里宁方面军和
西方方面军分别进行了*杜霍夫希纳-杰米多夫战役和*斯摩棱斯克-罗斯拉夫
利战役。9月 25 日解放斯摩棱斯克。此战苏军歼灭德军 7个师，重创 14 个
师，收复斯摩棱斯克州全境和加里宁州一部分，为解放白俄罗斯奠定了基础，
并为胜利结束库尔斯克会战及展开革聂伯河会战创造了条件。经苏军总参谋
部 1987 年审定，列为苏联卫国战争中的 51 个战略性战役之一。

斯大林格勒方面军  苏联战略战役军团。1942 年 7 月为组织斯大林格
勒方向的防御而组建。初辖 4 个集团军和 1 个空军集团军。后陆续编入过 9
个集团军、2个坦克集团军和 1个空军集团军。并指挥伏尔加河区舰队作战。
组建后在顿河大弯曲部实施防御。因在德军强大突击的压力下且战且退，防
御地带从 500 公里展宽至 800 公里。遂于同年8月 7日分编出”东南方面军。
1942 年 9 月 28 日改称*顿河方面军，同时东南方面军改称斯大林格勒方面
军。后与顿河方面军、西南方面军协同取得*斯大林格勒会战的胜利。1943
年1月1日改称南方方面军。历任司令为铁木辛哥（1942.7）、戈尔多夫（1942.7
—8）、叶廖缅科（1942.8—12）。

斯洛伐克民族起义  1944 年斯洛伐克人民反对德国占顷军及其傀儡政
权的起义。1939 年 3 月德军侵占捷克，在斯洛伐克策划“独立”，扶植*蒂
索政权。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人民开展抵抗运动。1943 年底，共产党团结其
他民主党派，成立斯洛伐克民族委员会，在各地建立地方民族委员会和组织



游击队，并开展争取蒂索政权的斯洛伐克军队的工作。1944 年夏苏军逼近斯
洛伐克，德军则调集兵力企图直接占领。6月 29 日民族委员会成立军事委员
会，准备发动全民起义。8月下旬德军开进斯洛伐克，起义提前于 8月 29 日
发动，迅速席卷东部和中部。9 月 1 日民族委员会宣布接管政权，在解放区
进行民主改革，各地游击队（1.7 万人）编人起义军。但作为起义军主要力
量的斯洛伐克军队（4.7 万人），起义时大部尚在各教导分队和勤务分队，
未能参加战斗，其东部主力又被德军解除武装。德军调集 8个师进行镇压。
起义指挥部向盟国求援，苏军和在其战斗序列内的*捷克斯洛伐克第一军团曾
试图与起义军会合，但在德军顽抗下未成。10 月 28 日德军攻占起义中心比
斯特里察（Bystri0a），55 个村庄被夷为平地，3万允乞爱国者被关入集中
营。残存起义军退入山区坚持游击斗争，以后配合苏军于 1945 年春解放斯洛
伐克全境。

斯堪的纳维亚战役  即“挪威战役”。
斯大林柏勒防御战役  苏德战争中期苏军进行的战略性防御战役。为*

斯大林格勒会战的组成部分之一，1942 年 7 月 17 日—11 月 18 日实施。经苏
军总参谋部 1987 年审定，列为苏联卫国战争中的 51 个战略性战役之一。

斯大林格勒进攻战役苏德战争中期苏军进行的战略性进攻战役。为*斯大
林格勒会战的组成部分之一，1942 年 11 月 19 日—1943 年 2 月 2 日实施。经
苏军总参谋部 1987 年审定，列为苏联卫国战争中的 51 个战略性战役之一。

斯大林第七十号命令  1944 年 5 月 1 日斯大林以最高统帅名义发布的
命令。命令总结了 1943—1944 年冬季战役，指出苏军已全面展开战略进攻，
德国侵略者即将被驱逐出苏联国土。命令高度评价了后方对前线的支援，并
要求苏军打出国界、解放欧洲。

斯帕斯杰缅斯克战役  苏德战争中期苏军发动的进攻战役，*斯摩棱斯
克战役的组成部分。1943 年 8 月 7—20 日，由*西方方面军实施。8月 10 日
苏军突破德军防线，13 日解放斯帕斯杰缅斯克（Спасдеменск），
至 20 日战役结束时推进达 35—40 公里，同时吸引了德军从奥廖尔-布良斯克
方向调来的 11 个师，促成*奥廖尔战役的胜利结束。

斯特拉斯堡号巡洋舰（Strasbourg）法国军舰。1936 年底下水。1939
年初服役。排水量 2.65 万吨，长 214 米，宽 31 米。航速 31 节，活动范围
7500 海里。装有 330 毫米火炮 8门，130 毫米火炮 16 门及多种防空武器，携
有舰载机 4架。战争初期协伺英国海军在大西洋上巡弋，阻击德舰。1940 年
4 月进入地中海。法国败降后，于同年 7月在米尔斯克比尔（Mers—ei—Kébr）
港遭英舰攻击，脱逃至土伦。1942 年 11 月在土伦自沉。后经打捞浮起。1944
年 8 月被美机炸伤。1955 年拆毁。

斯大林第一九五号命令  1943 年 5 月 1 日斯大林以最高统帅名义发布
的命令。命令总结了1942—1943 年冬季战役，指出斯大林格勒会战和英美盟
军在北非的胜利使德意法西斯集团陷入危机，改变了大战的进程。命令要求
苏军将士准备同侵略者展开决定性会战。

斯六林第一三○号命令  1942 年 5 月 1 日斯大林以国防人民委员的名
义向苏联军民发布的命令。命令总结了卫国战争第一年的经验，指出敌我力
量对比已经开始发生有利于苏联的变化，要求苏军将士和游击队员提高军事
艺术，争取在 1942 年粉碎德国侵略者。

斯大林第二二七号命令  1942年7月28日斯大林以国防人民委员名义



颁布的命令。当时，斯大林格勒会战处于决战关头，命令阐述了苏军面临的
危急态势和战斗任务，谴责“退却”情绪，提出“不得后退一步！”的口号，
要求不惜一切代价阻止敌人前进，并规定给予畏缩不前看以最严厉的处分。
命令提高了部队的土气，加强了军事纪律，成为保卫斯大林格勒的精神武器。

斯大林第三○七号命令  1942年10月9日斯大林以国防人民委员名义
发布的关于在苏军中建立完全的一长制和取消政治委员制的命令。命令解除
各级部队政治首长的职务，任命他们为相应的政治副指挥员（副首长），并
授予军衔。

斯大林第三○六号命令  1942年10月8日斯大林以国防人民委员名义
颁布的关于改进步兵兵团的进攻战术和战斗队形的命令。苏德战争前期，苏
军进攻时多用纵深梯队配置战斗队形，把大量兵力兵器置于第二梯队，由于
装备不足，及德军采用非纵深支撑点式防御，致使苏军的首次突击缺乏威力，
进攻受挫。鉴于此，命令要求在编组战斗队形时必须确保第一梯队的突击力
量，战术单位预备队不超过战斗编成的十分之一，第二梯队主要由集团军组
织。此命令对改进当时特定条件下苏军的进攻战术起了积极作用。

斯大林第三二五号命令  1942 年 10 月 16 日斯大林以国防人民委员名
义颁布的关于坦克和机械化部队战斗使用的命令。此命令总结了苏德战争第
一阶段使用坦克兵和机械化部队的经验，并对其战术和战役使用作了原则性
规定。命令要求在进攻时将坦克作为发展胜利梯队，用于方面军或集团军的
主攻方向，防御时则作为实施反突击的有力手段。命令规定机械化军是方面
军或集团军司令员掌握的作战手段，不得将其分割或转隶给步兵兵团。此命
令对苏军战术和战役法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斯大林战时十月革命节报告  苏德战争时期（1941—1944）斯大林在
莫斯科举行的庆祝十月革命节大会上所做的报告。1941 年 11 月 6 日的报告
总结了战争头 4个月的进程，阐释了苏军暂时受挫的原因，指出了德军“闪
电战”的破产。1942 年 11 月 6 日的报告论述了后方的组织工作和前线的军
事行动，强调了欧洲第二战场和反法西斯联盟问题。1943 年 11 月 6 日的报
告高度评价了战争进程的根本转折和反法西斯联盟的加强。1944 年们月 6日
的报告赞扬了苏联人民的伟大功勋，提出了战后和平与安全问题。上述报告
实为卫国战争的年度总结，其中提出的苏联内外政策方针在当时为有重要指
导意义。

斯摩棱斯克-罗斯拉夫利战役  苏德战争中期苏军发动的进攻战役，*
斯摩棱斯克战役的组成部分。1943 年 9 月 15 日至 10 月 2 日，由*西方方面
军实施。该方面军经过激战前出至杰斯纳河（Дecнa）一线，随后发起向斯
摩陵斯克和罗斯拉夫利（Pославль）的进攻。9 月 24 日夜，苏军从
数个方向突入斯摩棱斯克，25 日凌晨解放该市，同日攻占罗斯拉夫利。至 10
月 2 日战役结束时苏军推进 135—145 公里，德军失去了西方向上最重要的交
通和防御枢纽。

斯维里河-被得罗扎沃兹克战役  苏德战争后期苏军人动的进攻战
役。1944 年 6 月 21 日至 8月 9日，由*卡累利阿方面军左翼部队在拉多加湖
区舰队和奥涅加湖区舰队协、同下实施。目的是继*维堡战役之后，进一步击
败据守南卡累利阿的芬兰军队，迫使芬兰退出战争。苏军经艰苦战斗，先后
突破芬军 6道纵深梯次配置防御地带，强渡斯维里河（Cвирь），攻占彼
得罗扎沃兹克（Песроьа-водск），前出至 1940 年苏芬国界，



共推进 110—250 公里。经此战役和维堡战役打击，芬兰于 9月初退出战争。
斯大林一九四一年七月三日广播演说  苏德战争爆发后斯大林的首次

公开演说。演说阐发了*《联共（布）中央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九日指示》的
精神，指出苏联面临严重危险，号召全国人民奋起抗战，呼吁建立世界反法
西斯联盟。演说表达的战斗意志和必胜信念动员了苏联军民，也鼓舞了世界
人民。

斯大林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告人民书  大战结束之日斯大林向苏联人
民所致的贺辞。贺辞中把萨哈林岛（库页岛）南部和千岛群岛说成是俄国的
固有领土，认为1904—1905 年日俄战争中俄军的失败是历史的污点，苏扶在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胜日本则洗清了这一污点。

联合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逐步形成并于战后建立的国际组织。1913
年 10 月中、苏、美、英关于普遍安全宣言首先提出，经 1944 年*敦巴顿橡树
园会议和 1945 年*雅尔塔会议讨论筹备，1945 年 10 月 24 日（后定为“联合
国日”）根据同年 6月*旧金山会议上签署的*《联合国宪章》正式成立。参
加宪章签字的 51 国为联合国创始会员国。主要机构 6个，即大会、安全理事
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托管理事会、国际法院和秘书处。秘书处设秘书长
一人，为联合国的主要行政负责人。总部设纽约。会员国向总部派常驻代表。
在日内瓦设有欧洲办事处。各机构会议，通常在总部举行，但也可根据会员
国的建议在其它地方举行。1946 年 1 月 10 日——2月 14 日，51 个国家的代
表在伦敦举行了第一届联合国大会，联合国正式开始工作。

联合舰队  日本海军的主力编队。由两个以上的战略战役编队组成。司
令长官直属天皇。1894 年中日甲午战争中首次组编。1904 年日俄战争中第二
次组编，首任司令长官伊东枯亨。1913 年规定和平时期亦可设置。1933 年起
决定常设。太平洋战争开始时，司令长官为*山木五十六，下辖第一至第六舰
队，第一和第十一航空舰队以及南遣舰队。1941 年 12 月实施偷袭美国海军
基地珍珠港成功，夯得西太平洋制海仅。1942 年 6 月在中途岛海战中遭惨败，
逐渐丧失制海、制空权。1943 年 4 月山本五十六毙命后，司令长官由*古贺
峰一继任。1944 年 4 月古贺峰一毙命后又由*丰田副武继任。集中航空母舰
编成第一机动舰队，经同年 6月马里亚纳悔海战和 10 月*莱特湾海战，已完
全丧失机动作战能力，司令部遂移至横滨市日吉。1915 年 5 月*小泽治三郎
接任司令长官。日本投降后，于同年 10 月 10 日解散。

联合国宪章  1945 年 6 月 26 日在*旧金山会议上签订。共 19 章，111
条。规定联合国的宗旨是：“维护国际和平及安全”；“发展国际间以尊重
人民平等权利及自决原则为根据之友好关系”；“促进国际合作，以解决国
际间属于经济、社会、文化及人类福利性质之国际问题”；“构成一协调各
国行动之中心”。为实现上述宗旨，联合国及其会员国应遵循下列基本原则：
“各会员国主权平等”，以应以和平方法解决其国际争端”，“国际关系上
不得使用威胁或武力，或以与联合国宗旨不符之任何其他方法，侵害任何会
员国或国家之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不得干步在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
管辖之事件等。还热定了会员国的义务和权利，6 个主要联合国机构的职能
范围和修改宪章的具体规定。同年 10 月 24 日，该宪章在获得中、法、苏、
英、美和其他半数签字国批准后即生效。后来，6月 26 日被定为“宪章日”，
10 月 24 日被定为“联合国日”。

联合国家宣言  亦称《二十六国宣言》。大战期间反法西斯国家共同对



轴心国作战的宣言。第一次*美英首脑华盛顿会议期间，罗斯福倡议并提出宣
言草案，先与英国继与苏联磋商修改，然后急电各国征询参加。1942 年 1 月
1 日，罗斯福、丘吉尔、李维诺夫和宋子文分别代表美、英、苏、中在白宫
首先签字（由此形成了战时“四大国”外交结构）。翌日，澳大利亚、比利
时、加拿大、哥斯达黎加、古巴、捷克斯洛伐克、多米尼加、萨尔瓦多、希
腊、危地马拉、海地、洪都拉斯、印度、卢森堡、荷兰、新西兰、尼加拉瓜、
挪威、巴拿马、波兰、南非、南斯拉夫等 22 国的大使，按国名英文字母顺序
依次签字。宣言声明赞同*《大西洋宪章》的宗旨与原则；宣告各签字国保证
运用其全部军事与经济资源对“三国同盟成员国及其附从者”作战，保证相
互合作并不与敌人缔结单独停战协定或和约欢迎“现在或可能将在战胜希特
勒主义的斗争中给予物质上援助和贡献的其他国家”加入。此后到 1945 年 5
月 1 日止，还有玻利维亚、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埃及、埃塞
俄比亚、法国、伊朗、伊拉克、黎巴嫩、利比里亚、墨西哥、巴拉圭、秘鲁、
菲律宾、沙特阿拉伯、叙利亚、土耳其、乌拉圭和委内瑞拉等 21 国加入。此
宣言标志国际反法西斯同盟的正式形成，为后来创建联合国奠定了初步基
础。

联合原料委员会（CombinedRawMaterialsBoard）美、英战时进行合作
的联合机构之一。在*阿卡迪亚会议之后，1942 年 1 月 26 日由丘吉尔和罗斯
福共同宣布成立。设在华盛顿，由巴特（WilliamLorenBatt，1885—1965；
代表美国战时生产局）和贝利厄（CliveLathormBaillleu，1889—1967；代
表英国供应部，1942 年 2 月起为生产部）及他们的工作人员组成。任务为对
美、英两国能从世界各地获取的原料进行估计，制订开发和利用这些原料的
计划，采取措施使之在两国间进行最有效的分配等。主要是提出建议由两国
玫府的各部门实行。通常是以英国殖民地和自治领的原料供应美国以换取美
国的物资。战后于 1945 年 12 月 31 日解散。

联合参谋长委员会（CombinedChiefsofStaff）美、英战时进行合作的
联合机构之一。太平洋战争爆发和美国参战后，罗斯福和丘吉尔在*阿卡迪亚
会议上达成协议，于 1942 年 1 月宣告成立。设在华盛顿，成员为美、英的陆
海空三军参谋长（或其代表）、*迪尔（代表丘吉尔）和*李海（1942 年 7 月
起代表罗斯福）。其权限最初只是根据战略方针制订军需计划、规定分配现
有武器的方针、解决海外作战行动的先后次序等。同年 4月 21 日起，扩大权
限为涉及全盘“战争的战略指挥”。每周召开一次会议，一般由*美国参谋长
联席会议和*英国参谋长委员会预先分别研究后，再提交该委员会讨论和调
整。重大战略决策则在罗斯福与丘吉尔举行的两国首脑会议上共同作出。该
委员会常指派若干研究特点问题的专门小组委员会。战后维持到 1942 年 9
月 28 日宣告结束。

联合轰炸攻势调查处（CombineBombingOffensiveSurvey）即“美国战
略轰炸调查处”。

联 合 国 善 后 救 济 总 署
（UnitedNationsReliefandRebabilitationAdministration，缩写 UNRRA）
简称“联总”。大战后期美、英等国建立的国际性战争善后救济机构。由于
大战对欧、亚地区的极大破坏，而且各参战国经济均转上战争轨道，使得战
后恢复正常经济生活与复兴工作将十分艰巨，需要有国际性的合作。1940 年
8 月，英国曾建立由李兹—罗斯（FredrickWilliamLeith-Ross，1887—1968）



主持的战后欧洲救济委员会。1942 年 11 月，美国也成立了由莱曼
（HerbertHenryLehman，1878—1963）领导的海外善后救济执行局。1943 年，
随着反法西斯战争走向胜利，5月美、英、苏、中达成协议向 40 个国家提出
建立此机构的章程草案，经修改后于 9 月 24 日公布，11 月 9 日联合国家各
国代表在白宫签署。同年 11 月 10 日—12 月 1 日，44 国代表在美国新泽西州
大西洋城举行首次会议，成立此机构，选举莱曼为总裁，决定捐献国应提供
本国国民经济收入的百分之一左右的资金，受惠国对救济物资的分配不应因
个人财产以及宗教、种族或政治信仰而歧视，受惠国凡有支付力者应支付外
汇，无支付力者可同样受救济而不使负债。1944 年 1—4 月英、美和加拿大
议会分别批准拨款。1944 年底和 1945 年初，逐步开始对欧洲和亚洲被解放
国家与地区进行救济工作，但大规模活动直到 1946 年才展开。所获捐献共
39.6 亿美元（分发了价值 36.8 亿美元的商品），其中美国捐款 26.6 亿美元
（占总数约百分之六十五），英国 6.1 亿美元（约占百分之十五），加拿大
1.39 亿美元（约占百分之三点五）。有 17 个国家受救济援助，其中较多者
为中国（5.18 亿美元）、波兰（4.78 亿美元）、意大利（4.18 亿美元）、
南斯拉夫（4.16 亿美元）、希腊（3.47 亿美元）。后来美国坚持“任何新的
拨款都应由美国分派”，遂因经费不足而于 1947 年年中结束其主要活动。

联合生产与资源委员会（CombinedProductionandBesourcesBoard）
美、英战时进行合作的联合机构之一。1942 年 6 月 9 日成立，设于华盛顿，
作为*联合原料委员会与*联合军需品分配委员会的协调统筹机构。由美国战
时生产局局长*纳尔逊和英国生产大臣*利特尔顿组成，同年 11 月加拿大代表
作为第三个成员参加。规定其任务为将美、英的生产计划合为单一的总计划，
以适应战时的战略需要。名义上拥有决定权和管理权，实际上仅限于制订军
需品生产和有关物资的平衡表，提供统计和调查资料。无论美国或英国都不
准备真正让此委员会行使其名义上授予的权力。战后于 1945 年 12 月 31 日解
散。

联 合 军 需 品 分 配 委 员 会
（CombinedDistributionofMilitarySuppliesBoard）美、英战时进行合作的
联合机构之一。在*阿卡迪亚会议之后，1942 年 1 月 26 日由丘言尔和罗斯福
共同宣布成立。一个由霍普全斯主持，设在华盛顿，负责分配美国的军需品；
一个由*比弗布鲁克（后为*利特尔顿）主持，设在伦敦，负责分配英国的军
需品，每个机构均由代表武装部队的美、英官员组成。只具有提供意见权，
其建议最终由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予以批准后执行。1945 年随着战争结束停止
了大部分活动，至 1949 年宣告结束。

联共（布）中央关于集体安全的决议  1933 年 12 月 12 日联共（布）
中央委员会针对希特勒上台后欧洲局势而通过的关于开展争取集体安全的斗
争的决议。决议将建立集体安全体系作为苏联对外政策的新方针，指出集体
安全体系是防止战争、保障和平的有效手段，苏联将努力同其他欧洲国家缔
结区域性共同防御协定，并准备在一定条件下参加国际联盟。

联共（布）中央关于组织敌后斗争的决议  1941 年 7 月 18 日通过。
决议根据*《联共（布）中央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九日指示》精神，具体阐述
了在敌占区训练党的地下工作者和游击队员、组织党的地下组织和游击队、
开展群众性游击战争的任务和措施。

联共（布）中央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九日指示  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



党和政府动员苏联人民奋起抗击侵略者的纲领性文件，发至各加盟共和国党
中央、各边疆区、州、市、区党委会和苏维埃组织。指示阐明了工国战争的
正义性和解放性，指出苏联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要求全党和全国人民
“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迅速把国家生活和全部工作转入战时轨
道。指示还要求把党的优秀力量派到苏军中去，并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指示
的精神成为*斯大林一九四一年七月三日广播演说的基础。

葛罗米柯（AндрейАндреевичГромыко，1909—
1989）苏联外交官。1931 年加入联共（布）党。1936 年莫斯科全苏农业经济
学研究所研究班毕业后，在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当研究员。1939 年起从事
外交工作。先后任外交人民委员部美洲司司长和驻美大使馆参赞。1943 年出
任驻美特命全权大使。在苏德战争期间，为加强苏美关系、发展苏美军事合
作和巩固国际反法西斯同盟做了大量工作。曾参加筹建联合国、出席*雅尔塔
会议、*波茨坦会议、旧金山《联合国宪章》制订会议以及其他战时国际会议。
战后历任苏联驻联合国安理会常任代表、外交部副部长。第一副部长和部长，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等职。

董钊（1902—1977）中国将领。字介生。黄埔军校毕业。九·一八事变
后，任国民政府军第二十八师师长，宰部在鄂西、湘西等地“围剿”工农红
军。1936 年受少将衔。抗日战争爆发后，兼任西安警备司令。1938 年春率部
参加台儿庄战役。同年 8月升任第十六军军长，守备武汉北围。10 月调赴豫
南，参加罗信战役。1940 年兼任邢洛动员指挥官及碉堡线封锁指挥宫。1942
年 6 月任第三十四集团军副总司令。1945 年 1 月升任第三十八集团军总司
令，授中将街。守备陇东及兰垣、海原一带防务。抗战胜利后，曾任第十八
绥靖区司令官。大陆解放前夕去台湾。

董康（1867—1942）汉奸。字缓经。清末进士。辛亥革命后留学日本。
曾任北洋政府大理院院长、司法总长、财政总长。九·一八事变后，曾赴日
本讲授法制史。1937 年 8 月平津沦陷后投敌，参与组织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
历任议政委员会常委，法院院长、司法委员会委员长。1940 年汪伪国民政府
成立后，任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

董必武（1886—1975）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之一。原名贤琼，又名用威，
字洁畲，号壁伍。参加辛亥革命，加入同盟会。1914 年留学日本。1921 年出
席中国共产党一大，为中共创始人之一。1928 年到苏联，入莫斯科中山大学
特别班和列宁学院英文班学习。曾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最高法院
院长。1934 年参加长征，北上抗日，到陕北后，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抗日
战争爆发后，参加国共谈判。曾任中共中央长江局民运局长、南方局统战委
员会主任，积极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曾创办抗日军政干部训练班，
为创建鄂中抗日根据地和发展抗日武装力量培养干部。1938 年 7 月起以国民
参政会常驻参政员身份，开展抗日反顽斗争和统战工作，壮大抗日民主阵营。
1945 年 4 月代表解放区出席旧盒山联合国制宪会议。抗战胜利后，任中共代
表团成员，参加国共两党谈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最高人民法院院
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代主席。著作辑有《董必武选集》。

葡萄（Grapefruit）1945 年 4 月在*意大利之战中盟军发动攻势作战的
代号。1944 年底盟军已突破德军*哥特防线，进抵腊万纳（Bavenne）及博洛
尼亚（Bologna）以南地域，1945 年初盟军计划由英第八集团军从腊万纳一
带首先出击，进入波河平原，随后美第五集团军冲击博洛尼亚，两路夹击围



歼德军重兵集团于波河之南；预定于 4月 9日实施。此时的盟军在兵员和装
甲车辆上占有极大优势，且得到意大利游击队的帮助，而德军则后援无望，
撤退无门，从 2 月即已开始秘密的投降谈判.4 月 9 日和 14 日，英、美军先
后开展进攻，德军迅即全局溃败。5月 2日，德军残部无条件投降。

葵花（SonneNblume）1941 年初德国派兵参与北非战事的行动代号。1940
年 10 月，墨索里尼发动入侵希腊的*意希战争，屡战皆北。希军反击攻入阿
尔巴尼亚。同时，意军在东非和北非亦遭惨败，局势危急。1941 年 1 月初，
希特勒指令德军在出兵阿尔巴尼亚（“阿尔卑斯紫罗兰”行动）的同时，派
兵增援利比亚的意军。2月中，隆美尔率由 1个轻装师和工个装甲师组成的*
非洲军团到达的黎波里塔尼亚。

蒂索（JozefTiso，1887—1947）“斯洛伐克独立国”总统。曾为天主
教神甫，神学教授。1921 年加入斯洛伐克人民党，1938 年 8 月起为该党头目。
1938—1939 年为《慕尼黑协定》签订后斯洛伐克分离主义者建立的斯洛伐克
自治政府首脑。1939 年 10 月为德国“保护”下的“斯洛伐克独立国”总统。
1940 年将“独立国”拖入战争，加入轴心国。1941 年参加侵苏战争。1944
年斯洛伐克民族起义时仍吁请德军镇压游击队。1945 年 4 月在德军保护下逃
往奥地利，向美军釜署投降书。1947 年被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法庭处死。

蒂翁（CharlesTillon，1897—？）法国共产党抵抗运动领导人之一。
1932 年为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1936 年被选为者员。西班牙内战时曾参加国
际纵队。法国败降后投身抵抗运动。1941 年 3 月成为法共书记处成员，组织
并领导自由射手和游击队。1941 年 10 月任民族军事委员会的领导，指挥法
共所属的人民武装，积极参加解放本上的战斗。1944 年 12 月出任临时政府
空军部长。巴黎解放后，反对法共放下武器，主张夺取政权。战后仍为议员。
1953 年被开除出法共。著有《自由射手和游击队，抵抗运动史的见证》。

蒂森（FritzThyssen，1873—1951）德国垄断资本家。其父奥古斯特·蒂
森（AugustThysaoen，1842—1926），十九世纪末经营钢铁业发家，被称为
“鲁尔之王”。1926 年继承产业，将 7家公司合并威欧州最大的联合钢铁公
司，任总裁。仇恨共产主义，自二十年代初即资助纳粹党。1931 年正式加入
该党。此后积极安排和组织德国工业巨头在经济上资助和在政治上扶植纳粹
党，对 1933 年希特勒上台起巨大作用。纳粹党掌权后，曾为*希姆莱之友会
成员和普鲁士邦政府顾问。三十年代后期，同希特勒发生分歧。1939 年逃往
瑞士。翌年移居法国。1941 年被法国维希政府逮捕，引渡到德国，投入达豪
集中营。战后被德国非纳粹化法匠审讯，判其交出百分之十五的财产，作为
纳粹受害者的赔偿基金。1950 年移居阿根廷，著有《我资助了希特勒》。

蒂勒赫（OttoThierack，1889—1946）德国*人民法庭庭长（1936—
1942），司法部长（1942—1945）。早年在马尔堡（Marburg）和莱比锡大学
学法律和政治学，获法学博士学位。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加入纳粹
党，任“民族社会主义律师联盟”（Ns—Reichtswahrerbund）头目。1933
年纳粹党执政后任萨克森邦司法部长。1935 年任最高法院副院长。1936 年任
人民法庭庭长。1942 年 8 月 20 日任司法部长，受权建立“纳粹党指导处司
法办公室”（DasReiehSrechtsamtderReichsleitungderNSDAP）。同年 9月
18 日同希姆莱达成协议，同意*德国中央保安局有权修改法院的判决并驱使
被判 3年以上徒刑的波兰人和 8年以上徒刑的其他犯人从事奴隶劳动。有权
对东方占领区的非德意志人行使刑事司法权。1943 年夏又向中央保安局移交



对全体犹太人的刑事司法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新明斯特（Neumunster）
拘留营自杀。

蒂赞特（HenryThomasTizard，1885—1959）英国科学家。毕业并执教
于牛津大学。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任职于皇家飞行军团和军工部，研究开
发航空燃料。战后重返教席，1933 年任航空研究委员会主席，旋又在空军部
一专门委员会任职，专注于发展空防技术。后因同*林德曼不睦，辞去大部分
委员会中的职位，但仍致力于雷达的研究开发。1936 年，在比京希尔
（BigginHill）试验成功，开始部署战斗机雷达站，后在*不列颠之战中发挥
重要作用，1940 年任飞机生产部顾问，是年率科学代表团访问加拿大和美
国，推动了军事科技研究上的跨洋合作。1942 年任牛津大学玛格达伦学院院
长。战后曾任国防科研政策委员会和科学政策顾问委员会主席（1947—
1952），有爵士封号。

蒂泰尔姆（AndreDiethelm，1896—1954）法国抵抗运动活动家。毕业
于巴黎高师。曾任印度支那财政总监。1988、1910 年先后任殖民部和内政部
办公室主任。法国败降后，于 1941 年参加自由法国。同年 9月，出任法兰西
民族委员会内政、劳动、新闻专员。1942 年 4 月改任财政专员。1943 年 6
月任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生产和财政专员。此后曾任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
府陆军部长。战后退随戴高乐，继续从政。

蒂图列斯库（NicolaeTitulescu，1883—1941）罗马尼亚外交家。二十
年代初任财政大臣。1922 年起任驻英大使。1930—193G 年任驻国联常任代
表，1930—1931 年力国联主席。1933 年起任外交大臣。反对法西斯侵略扩张，
支持建立欧洲集体安全体系。1933 年 7 月签署《侵略定义公约》，王张加强
小协约国。1934 年 2 月加入巴尔干协约国，为主要组织者之一。1934 年 6
月与苏联建交，积极响应法国外长*巴都的《东方公约》倡议。1935 年起为
罗马尼亚科学院院士。1936 年 8 月在反对派势力的排挤下，被迫迟出政府。

蒂特拉克型坦克（Tetraroh）英国轻型坦克。1940 年服役。重 7.5 吨，
装甲厚度 14—16 毫米，装备 1门 40 毫米（弹重 2磅）火炮和1挺 7.92 毫米
机枪，最大时速 60 公里，最大行程 227 公里，乘员 3人。

蒂尔匹茨号战列舰（Tirpitz）德国军舰。为*俾斯麦号战列舰的姊妹舰。
1939 年在威廉港船厂开始建造。1941 年 8 月服役。以前德国海军上将蒂尔匹
茨（AlfredvonTirpitz，1849—1930）之名命名。舰长 800 英尺，最大宽度
11S 英尺，排水量 4.1 万吨，最高航速 30.5 节，装备 8 门 15 英寸火炮、12
门 5 刀英寸火炮、16 门 4.1 英寸寓射炮，另有 4架水上飞机和 6个鱼雷发射
管，舰员 2000 人。1942 年 1 月派往挪威水域，先后泊驻于特隆赫姆、纳尔
维克、特罗姆瑟（Troms ）和阿尔塔（Alta）峡湾。多次出海截击*盟国一
苏联护航运输队。1943 年 9 月参加袭击斯匹次卑尔根群岛。后在驻地数度被
英国飞机与袖珍潜挺击伤，长期不能作战。1944 年 11 月 12 日，在特罗姆瑟
港被英机炸沉。

蒋介石（1887—1975）中国国民党总裁（1938—1975）、国防最高委员
会委员长（1939—1945）。原名瑞元，学名志清，后改名中正。1907 年入保
定陆军速成学堂学习。次年去日本振武学堂留学，加入同盟会。北伐战争时
期，曾任黄埔军校校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1927 年叛变革命，破坏国共合
作，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历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
国民政府主席、陆海空军总司令，独掌党政军大权。九·一蒋介石八事变后，



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对日本的武装侵略奉
行不抵抗主义。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和工农红军发动大规模“围
剿”。1935 年被国民政府授以特级上将衔。次年 12 月*西安事变中被迫接受
“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开始第二次国共合作。1937 年七七事变爆
发后，发表*庐山谈话和《告抗战全军将士书》，号召抗日。1938 年后历任
国民党总裁、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抗战前期统率全国军队，积极对日作
战。1938 年 10 月武汉、广州沦陷后，采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曾先
后发动三次反共高潮。1941 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任同盟国中国战区最高统
帅。1942 年 2 月访问印度，磋商中印战场合作事宜。1943 年 10 月复任国民
政府主席。同年 11 月参加开罗会议，与美、英商讨联合对日作战方案等问题。
1944 年与美国副总统华莱士会谈，谋求加强中美合作和争取美援。日本投降
后，在美国支持下抢夺抗战胜利果实。不久撕毁国共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
发动全面内战，向解放区大举进攻。1948 年任中华民国总统。大陆解放后率
残部退军台湾，连任国民党总裁和台湾当局“总统”。

蒋光鼐（1888—1967）中国将领。字憬然。保定军校毕业。九·一八事
变后任国民政府京沪卫戍司令长官兼第十九路军总指挥。1932 年参与指挥淤
沪抗战。同年 5月随第十九路军调往福建“围剿”工农红军。历任驻闽绥靖
公署主任、福建省政府主席。1933 年 11 月与陈铭枢、李济深等发动反蒋抗
日的福建事变，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任财政委员会主席。失败后
避居香港。1935 年通电反蒋、联共、抗日。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南京，任国民
政府军事参议，1940 年 9 月起任第七战区副司令长官，主张国共合作坚持抗
战。1943 年授中将衔。抗战胜利后参与组织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纺织工业部部长、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常委。

蒋廷黻（1895—1965）中国外交官。早年留学美国。曾任清华大学历史
系教授兼系主任，从事中国外交史研究。九·一八事变后，与胡道等人创办
《独立评论》周刊。1934 年夏赴苏考察。同年任行政院政务处长。抗日战争
爆发时，任中国驻苏联大使，主张对日作战。1938 年 1 月离职归国，仍任行
政院政务处长。1944 年 11 月，出任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署长。抗战胜利后，
曾任中国驻联合国常任代表。1951 年任台湾当局驻美“大使”。

蒋作宾（1884—1942）中国外交官。字雨岩。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
曾任国民政府驻德、奥地利等国公使，1931 年 8 月任驻日公使。赴任途中，
发生九·一八事变，至东京面见日外相提出抗议。但执行蒋介石“不抵抗”
政策，力主与日本“和平”谈判。1935 年 5 月，升任驻日大使。华北事变后
回国，改任国民政府内政部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安徽省政府主席，组织
保安队，收容散兵。1938 年后历任国民党中央晋察委员、党政工作考核委员
会政务组主任。在重庆病死。

蒋鼎文（1895—1974）中国将领。字铭三。浙江讲武学堂毕业。曾任黄
埔军校教官、国民政府第二军军长。九·一八事变后，历任第四军团息指挥、
北路军前敌总指挥，参与“围剿”中央苏区。1933 年 11 月率部进攻“抗日
反蒋”的福建人民政府。后任福建绥靖公署主任。1935 年授二级上将衔。抗
日战争爆发后，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安行营主任兼陕西省政府主席。1939
年任第十战区司令长官兼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1942 年 1 月，任第一战区
司令长官兼冀察战区总司令，1944 年 5 月弃洛阳西逃，造成中原大溃退，被



迫辞职，改任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参议。抗战胜利后，弃官经商。1919 年 3
月去台湾，曾任台湾当局“总统府”国策顾问。

蒋作宾-广田会谈  1935 年 10 月 4 日，日本内阁通过*《广田三原则》。
外务大臣广田弘毅据此开始与中国驻日大使蒋作宾进行谈判。中方提出两国
改善关系的三项前提条件为：（1）尊重完全的独立，废除不平等条约，按国
际法准则办事；（2）禁止一切不友好的行为；（3）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一切
争端。10 月 7 日广田约蒋作宾会谈，提出的反建议为；（1）中国不得推行
所谓“以夷制夷”政策。（2）中、日、“满”三国必须亲善。（3）两国共
同防止赤化。此后蒋作宾于 10 月 21 日、28 日再次与广田磋商，并于 10 月
31 日回国，直接会谈至此结束。后双方仍继续就此接触，但最终未有结果。

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  1937 年 9 月 22 日，在中国共产党
不断的批评、推动、督促下，国民政府中央通讯社正式发表*《中国共产党为
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发表谈话，表示“此次中国共产党发表
之宣言，即为民族意识胜过一切之例证。在存亡危急之秋，不应计较过去之
一切，而当使全国国民彻底更始，力谋团结，以共保国家之生命与生存”，
谈话实际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和两党实行合作。中共的宣言和蒋介
石的谈话，宣布了以国共两党再次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
立。

韩名柱（1913—1939）中国军人。1929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 年参
加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到陕北后，入红军大学学习。抗日战争爆发后，奉命
奔赴山东，在寿光县牛头镇参与领导抗日武装起义，任鲁东游击第八支队副
司令员。1938 年 2 月，率部在寿光县城南伏击日军汽车队，打死日军军官多
人，缴获大量军用物资。同年秋兼任山东抗日救国军第七、第八 2个支队总
指挥，在抑瞳、昌滩、黄县、高望山、龙口等战斗中，屡建战功。1938 年 10
月 8 日，在邹平县蒙家庄与日军激战时牺牲。

韩复榘（1890—1938）中国将领。字向方。行伍出身。曾任西北军第八
军军长，国民政府军第一军团总指挥兼山东省政府主席。1935 年华北事变
后，曾取缔抗日宣传，讨好日本。1935 年投二级上将衔。*西安事变爆发后，
又曾致电支持张学良和杨虎城。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兼第
五战区副司令长官，负责守卫山东及黄河防务。但为保存实力，虚与日军周
旋，不战而退，连续放弃济南、泰安和济宁等地，全国舆论哗然。1938 年 1
月在开封参加北方将领会议时，被蒋介石下令拘禁枪决。

韩略村伏击战  1943 年八路军在山西省临汾县对日军的一次伏击战。
是年 10 月，日军调集 2万余人以“铁滚式”多梯队反复“清剿”战术“扫荡”
太岳抗日根据地，并从华北各地抽调 120 多名军官组成“战地观战团”。24
日，八路军太岳军区第十六团在临汾东北的韩略村袭击该“观战团”，经 3
小时激战，一举击毁敌汽车 13 辆，“观战团”除 3名逃脱外全部被歼，其中
有旅团长 1人，联队长 6人。

朝鲜军  日本驻朝鲜的侵略军。1918 年 5 月 31 日日本在朝鲜编成，司
令部设京城（今汉城），负责朝鲜方面的防卫。首任司令宫为长谷川好道。
1933 年 7 月其兵力为 2个师团。1941 年 7 月进行关东军特别大演习时兵力大
增。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其兵力转用于南方战线，仅吞 3个留守师团。
1945 年 1 月 20 日其司令部被撤销，另设第十七方面军司令部和朝鲜军管区
司令部。三十年代起，司令官先后为林铣十郎（1930 年就任）、川岛义之（1932



年就任）、植田谦吉（1984 年就任）、小矶国昭（1935 年就任）、中村孝太
郎（1938 年就任）、板垣征四郎（1941 年就任）和上月良夫（1945 年就任）。

朝香宫鸠彦（1887—1981）日本皇族，将领。久迩宫朝彦亲王第八子。
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1922 年赴法国留学，1925 年回国后任陆军
大学教官。后历任第一步兵旅团长、近工师团长、军事参议官等职。日本发
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于 1937 年 12 月任上海派遣军司令官，随即率部攻占南
京，将司令部设于南京，参与指挥*南京大屠杀。次年 2月 18 日，日本大木
营撤销上海派遣军建制，随即返回日本。1939 年晋升大将。任贵族院议员，
并兼任伤病军人会总裁。战后来受惩处。

朝鲜义勇军  见“朝鲜独立同盟”。
朝鲜独立同盟  大战期间朝鲜的抗日组织。1942 年 7 月在中国山西抗

日根据地建立，前身为朝鲜青年联合会。提出“彻底消灭日本帝国主义强盗
对朝鲜的一切统治”，“在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下，团结为祖国独立而斗争的
各阶层、各党派和每个人的所有力量”，“依据朝鲜国民的普选，建立民主
政府”等五点纲领，下属有“朝鲜义勇军”，配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
装开展抗日武装斗争，共同打击日本侵略者。1945 年日本投降后回国。

朝鲜人民革命军  朝鲜人民抗日革命武装。1934 年 3 月，金日成将在
中国东北的朝鲜抗日游击队含并扩建而成。1936 年在中国靠近朝鲜的长白山
地区建立抗日根据地。翌年 6月进行*普天堡战斗。随后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东北抗日联军并肩战斗，多次粉碎日军的”围剿”和“讨伐”，并组织小部
队和政工人员回朝鲜活动。仅 1937—1939 年即进行 3900 多次战斗，毙伤俘
日军 3 万多人。1940 年 8 月金日成在中国吉林省敦化县小哈尔巴岭召开会
议。决定将朝鲜人民革命军化整为零，分编为数十个小组和小部队，深入敌
后建立秘密根据地，坚持游击斗争。1945 年 8 月，配合苏军光复朝鲜北部。

棋盘岭战斗  1938 年新四军在安徽省桐城县对日军的一次伏击战。是
年夏，蚌埠、合肥日军打通安（庆）合（肥）公路。新四军第四支队转战于
公路两侧，扰乱敌军后方运输线，牵制日军西进。9月 3 日，该部集结 2 个
营的兵力在舒城通向桐城公路的棋盘岭设伏，袭击自安庆北开的日军车队，
击毙日军 70 余人，俘敌 4人，焚毁汽车 50 余辆。

植田谦吉（1875—1962）日本将领。毕业于陆军士宫学校和陆军大学。
早年参与出兵西伯利亚。1929 年后历任*中国驻屯军司令宫和第九师团长。
一·二八事变时率部进犯上海。同年 4月在虹口公园举行的日皇诞辰纪念典
礼上，被朝鲜人尹奉吉炸伤，截去左腿。1933 年任参谋本部次长。1934 年调
任朝鲜军司令宫。同年晋升大将。1936 年起任关东军司令官，在诺门坎事件
中被苏蒙军队挫败，后引咎辞职。1939 年转入预备役。战后为日本乡友联盟
会长。

森恪（1883—1932）日本外交官。1900 年东京商工学校毕业。早年在中
国进行经济侵略活动。1020 年起进入政界，当选为政友会的国会议员。主张
与军部密切合作，建立“举国一致”的内阁，实现对亚洲大陆的统治。1927
年任外务次官，策划召开东方会议，主持制订侵华方针。1929 年任政友会干
事长，力主加速日本的法西斯化。九·一八事变后，积极鼓吹扩大对华侵略。
同年 12 月就任犬养内阁的书记宫长。1932 年五·一五事件后下野。

森德兰式巡逻轰炸机（Sunderland）英国海上巡逻轰炸机。4引擎、上
单翼，翼长 112.9 英尺，翼端装有固定浮筒，机身长 85.4 英尺，高 32.8 英



尺。最大时速 264 英里，升限 1.85 万英尺，航程 2850 英里。由商用飞船改
制而成，能连续飞行 13 个小时以上。机头和机尾各有 1个由 4挺 7.69 毫米
机枪组成的炮塔，机背还有手动速射炮，绰号“飞行箭猪”、“大肚子摩托
船”。从 1938 年开始服役。共生产 700 多架。战后使用至 1958 年。

惠特尔（FrankWhittle，1907—）英国飞行员和工程师。1923 年参加皇
家空军。后在皇家空军学院和剑桥大学深造。1928 年提出喷气飞机的设想，
未获官方大力支持，长期用工余时间研制，于 1937 年造出第一部喷气发动
机。1941 年 5 月第一架喷气飞机试飞成功，但在整个战争期间来投入批量生
产。1947 年成为皇家学会会员，翌年因其创造性贡献获得 10 万英镑奖金，
受封贵族称号。此后即供职于一些航空、石油和工程公司，作研究工作，并
任美国海军学院教授。

惠灵顿式轰炸机（Wellington）英国中型轰炸机。双引擎、中单翼。翼
展 86 英尺，机身长 61 英尺 3英寸，高 17 英尺 5英寸。最大时速 265 英里，
升限 2.4 万英尺，最大载荷航程 1490—1600 英里。可载炸弹4500—6000 磅。
装有 7挺 7.69 毫米转动式机枪。初用于白天作战，后因损失惨重而改作夜间
空袭。又被用作鱼雷机、训练机、海上巡航和布雷以及运输等。战时约生产
1.1 万架。战后使用至 1953 年。

惠特利式轰炸机（Wbitley）英国中型轰炸机。1936 年投产。双引擎，
中单翼。最大时速 222 英里，最大载荷航程 1500 英里，装有 5挺 7.69 毫米
机枪，可载炸弹 7000 磅。乘员 5人。大战初期为*英国轰炸机司令部的主要
机种之一，多次执行空袭德国本土的任务。后逐渐被淘汰，转用于海上反潜
巡逻、向敌占区空投突击队和训练飞行员等。共生产 1824 架。

粟裕（1907—1984）中国将领，192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南昌
起义。曾任红一军团参谋长。1934 年 7 月起参加领导*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
转战闽浙赣皖。次年 1月先遣队失利后，率余部挺进浙南，任挺进师师长兼
闽浙军区司令员，开辟浙南游击根据地，坚持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爆发
后，任新四军第二支队副司令员、先遣支队司令员，率部挺进江南敌后，首
战卫岗告捷。1940 年 7 月率江南主力渡江北上，任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副指挥，
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与陈毅一起指挥*黄桥战役，开辟和发展江南、
苏北抗日根据地。*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第一师师长、苏中军区司令员兼政
委。1941—1943 年领导苏中军民挫败日伪军的多次“扫荡”和“清乡”，巩
固和发展苏中抗日根据地。1944 年 3 月，在新四军对日攻势作战中，组织指
挥*车桥战役。同年底率部挺进浙江，任苏浙军区司令员，转战苏浙沿海及浙
皖边区，向日伪军展开战略反攻。抗战胜利后，任华中野战军司令员、华东
野战军代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国防部副部长。1955 年被授予大将军衔。

硬币（Coin）1943 年美军在南太平洋实施反攻的作战计划代号。1943
年 4 月由*麦克阿瑟和*哈尔西主持制定。规定到 1943 年底为止，西南太平洋
和南太平洋美军协同作战，在所罗门群岛和新几内亚实施 13 次登陆，攻取伍
德拉克（Woodlark）、新乔治亚（NewGeorgin）、布干维尔（Bougainville）
等岛屿，以及新几内亚的莱城（Lae）和萨拉莫阿（salamaus）等地，最终在
1944 年初完成对日军基地拉包尔的钳形攻势。原定 5 月 15 日由麦克阿瑟所
部攻取伍德拉克等岛作为第一次行动，后因舰船短缺推迟 1个月。

硫黄岛战役  太平洋战争末期美军攻占硫黄岛的战役。硫黄岛为小笠原



群岛中的主要岛屿，位于本州至马里亚纳群岛之间，战略地位重要。日守军
以第一○九师团为核心，约 2.3 万亲人，飞机 30 架，由栗林忠道中将指挥。
主要防御地带元山地区筑有永久性工事和长达 18 公里的坑道。美军主力为两
栖第五军，下辖海军陆战队第三师、第四师和新第五师，约 61 万人，支援舰
艇 800 余艘，飞机 2000 多架，由*史普劳恩斯指挥。1944 年 12 月 8 日起，
美军对硫黄岛实施全面海空袭击，投弹 6800 吨。1945 年 2 月 16 日起，美舰
队连续实施 3天炮火准备，同时加紧空袭日本本上以转移日军的注意力。19
日清晨，在 7艘战列规、4艘重巡洋舰、3艘轻巡洋舰和 10 艘驱逐舰炮火的
掩护下，美军两个师 3万余人在岛东南陆续登陆，遭日军顽强阻击，当天伤
亡 2420 人。次日美军占领千鸟机场，切断全岛南北交通，并在后续部队支援
下深入腹地。24 日，美军后续的 1个师登陆完毕。27 日日军被迫后撤岛北，
3月初仅残存 3200 余人，但仍负隅顽抗。3月 16 日，美军宣布占领全岛，但
此后仍有零星战斗。此战日守军几全体战死，美军阵亡 6812 人，负伤19189
人，非战斗伤亡亦达 2648 人。

雁翎队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水上抗日武装。1939 年秋，由中共安靳县委
组建。因防止枪膛内火药被水打湿，在每支枪的信口（点火处）插上一根雁
翎而得名。该队出没于北平（今北京）、天津、保定三角地带的白洋淀上，
配合八路军作战，破坏日军的水上交通线。曾利用苇塘的掩护，粉碎日军 130
多艘汽船和几千兵力对白洋淀的水陆大“扫荡”。至 1943 年共作战 45 次，
歼敌 275 人，俘敌 500 余人，缴获大量枪支弹药。1944 年又集中大批小船构
成浮桥，协助八路军主力跨湖进行反攻作战。

雁宿岩战斗  1939 年八路军在河北省涞源县对日军的一次伏击战。是
年 10 月下旬起，日军向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发动冬季大“扫荡”。11 月 3 日，
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杨成武率 6个团和 1个游击支队，在雁宿岩、
三岔口地区，伏击自涞源城向银坊镇进犯的日军独立混成第二旅团第一大
队，全歼辻村大佐以下 530 亲人，俘虏 9人，迫使出动“扫荡”的日军缩回
涞源城。

雁门关伏击战  抗日战争初期八路军在晋北对日军的两次伏击战。1937
年 10 月 18 日，八路军第一二○师第三五八旅第七一六团，秘密集结在雁门
关南侧黑石头沟公路两侧高地，伏击由大同至代县的敌运输部队。是日 10
时许日军汽车 50 辆进入伏击圈，经 3小时激战，毁敌汽车 20 余辆，毙伤敌
300 余人。20 日，该团以一部收复雁门关、另一部破坏广武至太和岭的公路。
21 日，该部再次在黑石头沟公路伏击日军、歼敌一部、毁汽车 10 余辆，截
断大同至宁武、代县的交通线，支援了友军的*忻口战役。

提尼安岛登陆战  *马里亚纳群岛战役中美军攻占提尼安岛的战役。提
尼安（Tinian）岛位于塞班岛以南 4英里，由角田觉治海军中将指挥的日军
第五十联队及第一三五联队的一部，约 1 万余人驻守。美军对该岛连续 43
天发动海空攻击后，于 1944 年 7 月 24 日在岛北海岸登陆；当晚日军进行反
扑未逞，伤亡惨重。美军主力以优势兵力，自北向南推进，粉碎日军的抵抗，
于 8月 1日占领全岛，但日军残余仍顽抗至 11 月。此战日军 6000 余人被击
毙，美军阵亡 389 人，伤 1816 人。

援 助 盟 国 保 卫 美 国 委 员 会
（ComnitteetoDefendAmericabyAidingtheAllies）见“怀特委员会”。

雅尔塔协定  全称《苏美英三国关于日本的协定》。



5 年 2 月 11 日罗斯福、斯大林、丘吉尔在*雅尔塔会议上签订的秘密协
定。主要内容为：苏联在德国投降及欧洲战争结束后 2个月或 3个月内，将
参加同盟国方面对日本作战；其条件为：（1）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
现状须予维持；（2）由日本 1904 年所破坏的俄国以前的权益须予恢复，即
库页岛南部及邻近一切岛屿交还苏联，大连港国际化并保证苏联在该港的优
越权，恢复苏联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中苏共同经营中长铁路并保证苏联
的优越权；（3）干岛群岛交予苏联。苏联则表示准备和中国政府签订一项友
好同盟条约。该协定直至 1945 年 6 月 14 日才正式通知中国政府，同年 8月
14 日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雅尔塔会议  又称“克里米亚会议”。代号“阿尔戈”。大战期间第二
次苏、美、英三国首脑会议。1945 年 2 月 4—11 日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的雅
尔塔举行。从 1944 年下半年起，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发展，美、英、
苏三大国都迫切需要就结束欧战、打败日本和战后世界安排问题，协调彼此
的政策，解决它们之间日益暴露的分歧和矛盾，以保障继续团结合作进行战
争和安排和平。是年 10 月，*丘吉尔—斯大林会谈前夕，罗斯福致函斯大林
提出再次举行三大国首脑会议。经数月的酝酿和准备，终于举行了此次会议。
出席者除三国首脑外，还有霍普金斯、斯退丁纽斯、艾登、莫洛托夫和三国
的军事领导人。会议主要讨论下列问题：（1）协调最终击败德国的计划。（2）
处置德国的问题。决定德国必须无条件投降，彻底折除德国的一切军事设施
和取缔纳粹党；由盟军分区占领德国，在柏林设立盟国对德营制委员会以协
调管理工作，并同意法国参加占领和管制；德国必须尽可能用实物赔偿对联
合国家所造成的损害，并在莫斯科成立德国损害赔偿委员会，研究赔偿的数
额与方法。（3）波兰问题。对于波兰的疆界经过激烈争论，最后确定东边依
照寇松线，但在若干区域作出有利波兰的 5-8 公里的逸出；波兰将在北方和
西方从德国获得领土补偿，其范围应征询新的波兰统一政府意见，并待和会
最后确定波兰西部边界线。对于波兰政府的组成，也经激烈争论达成协议：
现今在波兰执行职权的临时政府，应在更广泛基础上实行改组，以容纳国内
外民主领袖；由美、英驻苏大使会同莫洛托夫在莫斯科与波兰各有关方面磋
商，根据上述方针改组现政府，改组后的政府应保证尽连按普遍与无记名投
票的方式举行自由选举。（4）联合国问题。会议着重讨论解决*敦巴顿橡树
园会议遗留的问题，通过在安理会确定接纳和开除会员国、停止和恢复会员
国权利、选举秘书长。消除对和平的威胁和制止对和平的破坏等问题上，实
行常任理事国一致的原则；在苏联的强烈要求下，美、英表示支持接纳乌克
兰和白俄罗斯为联合国创始会员国。（5）苏联参加对日作战问题。经斯大林
与罗斯福会谈，2 月 11 日并邀丘吉尔共同签署了*《雅尔塔协定》，在维持
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现状与恢复 1904 年前俄国权益的条件下，苏联在
欧洲战争结束后 2—3 个月内参加对日作战。此外，会议还讨论了托管制问
题，并就希腊、南斯拉夫、意大利、奥地利、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等欧洲国
家的问题交换了意见，通过了《被解放的欧洲宣言》。决定苏、美、英外长
每隔 3—4个月根据需要在三国首都定期会晤。会议最后签订了《克里米亚议
定书》和《盟国关于处理战俘和平民问题的协定》，发表了《克里米亚会议
公报》。此次会议协调了盟国最后击败德国的战略计划，决定了苏联参加对
日战争，就战后的欧洲和世界问题作出了安排，对加速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
最后胜利起了积极作用；但同时也表现了大国沙文主义和强权政治，隐藏着



美、苏之间的尖锐矛盾和冲突。
雅加达海战  即“巴达维亚海战”。
雅伊策会议  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大会的第二次会议。1943 年

11 月 29 日在雅伊策（Яице）召开。全国各民族和地区的 250 名全权代
表中有 142 名冲出包围抵达雅伊策，出席了会议。会议决定：南斯拉夫反法
西斯人民解放大会为最高立法和行政代表机关；成立*南斯拉夫民族解放委员
会，行使临时政府职权；禁上*彼得二世回国；重新审核流亡政府在国外以南
斯拉夫名义签订的国际条约，今后流亡政府签订的条约一律不予承认；确立
各民族平等的联邦制原则；在人民解放军中实行军衔制，授予铁托“南斯拉
夫元帅”称号。此次会议为新南斯拉夫的国家机构奠定了基础，后 11 月 29
日被定为南斯拉夫国庆日。

雅利安条款（Arierparagraph）纳粹德国迫害犹太人的法律。1933 年 6
月 80 日正式颁布。主要内容为：禁止犹太人经商；禁止犹太人任国家机关职
员、教师和军人，限制其从事自由职业；凡无二至三代雅利安家谱的德国新
教徒（在纳粹德国被称为“犹太-基督教徒”）均须退出教会。“德国基督教
信仰运动”宣布接受该条款，“明认信仰教会”则宣布抵制。

雅典总罢工  大战期间希腊首都雅典人民反对德国占领军而举行的罢
工斗争。1943 年初，雅典人民获悉德占领军将在城市居民中实施强制性劳动
和驱使大批青壮年去德国服苦役的消息后，奋起斗争。2月 24 日，10 万雅典
居民举行罢工和游行，3月 5 日首都和其他城市 30 余万居民加入罢工行列。
总罢工逐渐扩及到萨洛尼卡等地。雅典人民一度攻占傀儡政府劳动部，销毁
将流放德国的希腊工人的名单。罢工期间，市民与占领军及警察发生冲突，
共有 18 人死亡，100 余人受伤。占领当局慑于人民的反抗，被迫放弃强征工
人去德国服苦役的计划。

雅科夫列夫  ①尼古拉·德米特里耶维奇·雅科夫列夫（Никола
йДмитриевичЯковлев，1898—1972）。苏联总军械部部
长（1941—1948）。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沙俄军队服役。1918 年加入红军，
参加国内战争。1923 年加入俄共（布）党。历任白俄罗斯、北高加索和基辅
特别军区炮兵主任。参加过进军西乌克兰和苏芬战争。苏德战争期间任总军
械部部长，主持保障军队武器弹药的工作，组织研制新式军械和弹药。1944
年获炮兵元帅衔。战后曾任炮兵第一副司令、武装力量部副部长和国土防空
军总司令等职。②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雅科夫列夫（Aлександ
рСергеевичЯковлев，1906—）。苏联飞机设计师。1924
年参军。在空军部队当机械兵，制造过滑翔机和体育运动飞机。1931 年茹科
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毕业，后任航空工程师、主任设计师。1938 年加入联共
（布）党。1940—1946 年兼任副航空工业人民委员。苏德战争前和战争期间，
设计出*Як-1、*Як-3、*Як-7 和Як-9 等型号歼击机，用于作战的计
有 3.6 万架，占苏联歼击机总数的三分之二。战后任航空总设计师。在其领
导下，共设计出 75 种型号的飞机，总计 6.6 万架。1946 年获上将工程师衔。
1976 年成为苏联科学院院士。著有《苏联飞机制造五十年》、《生活的目的》、
《设计师札记》等。

雅库鲍夫斯基（ИванИгнатьевичкубовский，
1911 或 1912—1976）苏联将领。1932 年参军。1934 和 1935 年先后毕业于白
俄罗斯联合军事学校和列宁格勒装甲坦克兵指挥员进修班。1937 年加入联共



（布）党。参加过进军白俄罗斯（1939 年）和苏芬战争。苏德战争初期任坦
克营长和团长，在西方方向作战。1942 年起任坦克第九十一旅旅长。率部参
加顿巴斯（1942 年）、斯大林格勒、奥廖尔、第聂伯河、基辅（1943 年）、
日托米尔-别尔季切夫、普罗斯库罗夫-切尔诺夫策等战役。1944 年 6 月起历
任近卫坦克第六、第七军副军长。参加过利沃夫-桑多梅日、桑多梅日-西里
西亚、上西里西亚、柏林和布拉格等战役。以作战骁勇著称。1945 年晋升坦
克兵少将。战后曾任驻德苏军息司令、国防部第一副部长、华沙条约联合武
装部队总司令等职。1967 年获苏联元帅衔。著有《战斗情谊》、《大地在燃
烧》等。

雅典娜号事件  大战刚爆发时德国潜艇击沉英国客轮的事件。1939 年 9
月 1 日德国进攻波兰。3 日英、法相继对德宣战。当晚 9 时，预先开赴大西
洋交通线上的德国 U—30 号潜艇，在赫布里底群岛以西 200 海里（北纬 56°
41′、西经 14°05′）的航线上，未予警告即发射 3枚鱼雷，击沉从利物浦
开往蒙特利尔的英国 1.35 万吨客轮雅典娜（Athenia）号。全船乘客 1417
人，死亡 112 人（包括 68 名妇女和 16 名儿童），其中28 名美国公民。此事
激起国际舆论愤怒。德国当即否认同此事有关，并散布谣言称该客轮是英国
人为了促使美国参战而自行炸沉。9月 27 日，邓尼茨亲赴码头迎候返回基地
的 U-30 号潜艇，采取彻底保密措施。战后，邓尼茨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上
供认了此事。

雅鲁译尔斯基（WoJciechJaruzelski，1923—）波兰将领。大战爆发后，
侨居苏联。1943 年在苏联梁赞步兵学校毕业后，加入在苏联组建的*柯斯丘
什科第一师。先后参加强渡维斯瓦河、解放华沙及在奥得河和易北河地区的
战斗，屡立战功。战后历任波军总参谋长、国防部长等职。1973 年晋升大将。
1981 年起任波兰部长会议主席、波兰工人党第一书记。

雅克—1 型歼击机  即“Як-1 型歼击机”。
雅克—3 型歼击机  即“Як-3 型歼击机”。
雅克—7 型歼击机  即“Як-7 型歼击机”。
雅克—9 型歼击机  即“Як-9 型歼击机”。
雅西-基什尼奥夫战役  苏德战争后期苏军发动的战略性进攻战役。

1944 年 8 月 20—29 日，由乌克兰第二、第三方面军在黑海舰队和多瑙河区
舰队协同下实施。目的是粉碎德军雅西-基什尼奥夫集团，解放摩尔达维亚（比
萨拉比亚），迫使罗马尼亚退出战争。苏军投入 125 万人，1.6 万门火炮和
迫击炮，1870 辆坦克和自行火炮，2200 架作战飞机。当面德军为*南乌克兰
集团军群（包括罗马尼亚第三、第四集团军），90 万人，7600 门火饱和迫击
炮，400 余辆坦克和自行火炮，810 架飞机。战役开始前，苏军已对德军形成
包围态势，鉴于德军两翼是战斗力较弱的罗军，苏军遂从两翼发起向心攻击。
8月 21 日，苏军突破第 3道防御地带后攻占雅西。8月 23 日，苏军完成对基
什尼奥夫德军集团（18 个师）的合围。同日，罗马尼亚爆发反法西斯起义。
24 日，苏军解放基什尼奥夫。此后，苏军主力向罗马尼亚腹地推进，8月 29
日，进抵普洛耶什蒂，切断溃敌退向布加勒斯特的道路。至 8月 30 日，加拉
茨、康斯坦萨等重要城市均获解放。此战役共消灭德军 22 个师，击溃几乎全
部罗军，导致苏德战场南翼德军防御的崩溃，促成了*罗马尼亚八月起义的胜
利及退出战争并对德宣战，从而改变了巴尔干半岛的军事政治形势，为苏军
向保加利亚等国和中欧的进军创造了有利条件。经苏军总参谋部 1987 年审



定，列为苏联卫国战争中的 51 个战略性战役之一。

[丨]

紫电式战斗机  日本海军歼击机。美、英称之为“乔治”（George）。
1943 年由川西公司制成。与*零式战斗机相比，主要加强了火力和装甲防护。
单座单引擎，最高时速 582 公里，升限 10750 米，航程 1430 公里，装备 2
挺 7.7 毫米机枪、2—4 门 20 毫米航炮，可携 2 枚 250 公斤的炸弹。共生产
1007（一说 1435）架。

斐迪南式自行火炮  又名“象”式自行火炮。德国自行反坦克炮。由斐
迪南·波尔舍（FerdiaxndPorsebe，1875—1951）设计，故名。1942 年生产
出原型。采用 88 毫米口径反坦克炮，装在专用底盘上，方向射界 24 度，最
大装甲厚度 200 毫米，最大时速 20 公里，乘员 6人，弹药基数 38 发，战斗
全重约 70 吨。较笨重，使用效果不良。共生产 90 辆，首次在库尔斯克会战
中使用，大部分在苏德战争中被摧毁，余者参加意大利之战。

最后解决（DieEndl sung）全称“最后解决犹太人问题”。纳粹德国大
规模屠杀犹太人的方针和行动。1911 年 7 月戈林正式提出，初时含义模糊，
后因无法实施*马达加斯加计划遂渐趋明确。1942 年 1 月*汪湖会议确定大规
模屠杀犹太人的方针，决定自西向东彻底清洗欧洲犹太人，将其全部送往东
方占领区，通过繁重劳役加以消灭，幸存者则处死，使犹太民族彻底灭绝。
在具体实施中，波兰、匈牙利、希腊和南斯拉夫等国的犹太人大部在毒气室
遇害；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荷兰和比利时的犹太人半数遭杀；丹麦和保
加利亚的犹太人在当地民众的保护下大部幸存。根据纳粹德国残存文件统
计，欧洲地区约有 510 万犹太人成为该方针的牺牲品，但实际数字估计可达
600 万。

最高战争指导会议  太平洋战争末期日本最高战争领导机构。1944 年
起，日本在各个战场上节节溃败。*小矶国昭组阁后企图以加强统一指挥来挽
回败局，遂于 8月 4日设置。成员由首相、外务大臣、陆军大臣、海军大臣、
参谋总长、军令部总长组成。由内阁书记宫长和陆、海军军务局长担任干事。
会议在皇宫召开，遇有重要议案时奏请天皇参加。会议除确定“战争指导大
纲”等基本方针外，还就策动苏联斡旋结束战争和接受《波茨坦公告》等作
过决定和部署。因大本营与内阁并列的原则没有改变，以及陆、海军之间的
对立，该会议未能真正实现对战争的一元化领导。日本投降后废止。

晶莹透明之夜  即“水晶之夜”。
喷火式歼击机（Spitfire）英国歼击机。1936 年研制成功并投产。大

战期间经多次改进，有 42 种型号（包括标准歼击机、高空歼击机、低空歼击
机、战斗轰炸机和照相侦察机），至 1947 年共生产 2.03 多万架，为英国战
时产量最大的机种。单座、单引擎、下单翼。一般翼展 36 英尺 10 英寸，机
身长 29 英尺 11 英寸，高 11 英尺 5英寸。最大时速 365—450 英里，升限 4
万英尺，最大载荷航程 395—472 英里。机翼装有 8挺 7.69 毫米机枪，后改
为 2门 20 毫米机关炮和 4挺 7.69 毫米枫枪，后又改为 4门 20 毫米机关炮和
2挺 12.7 毫米机枪。两翼可各挂 250 磅炸弹 1枚，机身下可挂 500 磅炸弹 1
枚。在*不列颠之战中发挥巨大作用，被称为“守护神”。战争后期曾用以击
落德国 V-1 火箭 300 余枚。战后服役至 1954 年。



喇叭（Bombardon）*诺曼底登陆战役中英、美组成“桑葚人工港外防波
堤的钢制浮动构件代号。由英国设计和制造。长约 200 英尺，高约 25 英尺，
断面成十字形，除最上部分外余均沉在水中。事先在英国制成，登陆战役开
始后，用拖船拖至预定地点，以锚固定，相接连成防波屏。

喀古尔分子（Cagoule）法国法西斯组织成员。因戴一种仅露双眼的风
帽，故又称“蒙面党”。1936 年人民阵线政府成立后，宣布解散法西斯组织，
遂秘密建立。企图在法国建立法西斯专政。1937 年组织被破获。大战期间，
成员大多参加”维希民警。

喀秋莎火箭炮  苏德战争期间苏联对其火箭炮的流行称呼。1941 年 7
月 14 日，苏军首次使用*БМ-13 式火箭炮。当时由于保密，对这种威力巨
大、外形和齐射声音独特的新武器，并无正式称呼。但其发射架上标有表示
生产工厂的字母“K”——即以“共产国际”（Коминтерн）命名的
沃罗涅日工厂。由此被苏军士兵以当时一首流行歌曲“喀秋莎”（Катю
ша）昵称之，遂广为传播。

喀尔巴阡-杜克拉战役  *东喀尔巴阡战役的一部分。4 年 9 月 25—30
日，苏军进抵喀尔巴阡山脊，乌克兰第一方面军所辖第三十八集团军向*杜克
拉山口发起进攻，于 10 月 1 日在山口西北 5公里处越过边界。10 月 6 日，
该集团军编成内捷克斯洛伐克步兵第一军在苏军协助下攻占山口（这一天后
被定为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军建军节），由此开始了解放捷克斯洛伐克的战斗。

蛙人（Frogman）执行特别任务的海军潜水员。大战期间首先由英国和
意大利海军用于作战。由小型潜艇或划舟将蛙人运至敌国港口或敌国船舰附
近，潜水接近后用磁性装置将水下炸弹安置敌船舰船体定时引爆。在太平洋
战场，美军为保障登陆作战的顺利进行，曾专门组喷火式歼击机。建蛙人水
下爆炸队，或称海军水下排险队，用于搜索靠近登陆滩头的水下暗礁，清理
敌军布设的水下障碍物与水雷，同时还用于近岸侦察等活动。

蛙跳战术  即“跳岛战术”。
蛟龙  日本袖珍潜艇。曾用于偷袭珍珠港和进攻悉尼等地。秘密名称为

“甲标的”。太平洋战争末期，日军采用*特攻战法，被用作海军特攻舰涎。
与*海龙、*伏龙、*回天、*震洋，构成日本海军的 5种海上特攻武器。1945
年 7 月底配备 73 艘，其中48 艘在吴镇守府，4艘在佐世堡镇守府，3艘在镇
海警备府，18 艘在联合舰队第十特攻战队。日本军部将海上特攻视作取得本
土决战胜利的一个关键，但未获预期效果。其战争结束时的型号为全长 26.15
米，直径2.04 米，排水量为 60.20 吨，水面航速 8节。在航速 8节时续航力
为 125 小时。建成约 100 艘。

帽子（Hats）英国通过地中海增援和运送供应物资到马耳他的行动代
号。由*H 舰队护航，1940 年 8 月 30 日—9 月 5 日成功实施，夫受损失。参
见“马耳他之战”。

黑色（Schwarz）1943 年 9 月德国对意大利领土进行军事占领的行动计
划代号，7月 27 日，希特勒下令制订计划，9月 8日后实施。参见”轴心”
行动。

黑夫滕（WernervcaHaeften，1908—1944）德国军人。早年为律师。大
战爆发后服役。1942 年冬在前线负伤，后在陆军总司令部军需总监办公室供



职，任*施道芬堡的副官。1944 年 7 月 20 日协助施道芬堡执行刺杀希特勒的
计划，携带炸弹等候在腊斯登堡*狼穴大本营会议室附近。施道芬堡安放的炸
弹爆炸后，即随同施道芬堡返回柏林，当天被*弗洛姆逮捕并枪杀。

黑衫队  即“党卫队”。
黑海舰队  苏联海军战略战役联合编队。原为十八世纪末开始建立的沙

俄黑海舰队。国内战争期间一度被消灭。1920 年起开始恢复黑海和亚速海海
军。1935 年重建黑海舰队，主要基地在塞瓦斯托波尔。1941 年编有战列舰 1
艘、巡洋舰 6艘、驱逐领舰 3艘、驱逐舰 14 艘、潜挺 47 艘和飞机 625 架。
苏德战争爆发时曾成功地抗击过敌军的突然袭击。先后参加敖德萨和塞瓦斯
托波尔防御战、刻赤-费奥多西亚登陆战役、高加索会战、新罗西斯克-塔曼
战役和刻赤-埃利季根登陆战役。后又参加解放敖德萨和克里米亚，以及雅西
-基什尼奥夫战役。其属下的多瑙河区舰队从该河口战斗至维也纳。战时的司
令为奥克佳布里斯基（1939—1043.5，1944.3—1948）、弗拉基米尔斯基
（1943.5—1944.3）。

黑色军团报（DasSchwarzeKorps）一译“黑色团”。德国党工队机关周
报。1935 年 3 月 6 日创刊，*埃耶出版社发行。受希姆莱直接控制。首任主
编阿尔克韦（Gun-terd’Alquen，1910—）重点宣传种族理论，随着党卫队
势力扩大，逐渐干预纳粹德国社会生活各领域，常发表文章抨击违背纳粹理
论的行为。大战期间致力于鼓动战争。1935 年 11 月发行量 20 万份，1944
年发行量 75 万份。1945 年 4 月 12 日停刊。

黑色国防军（SchwarzeReichswehr）德国*国防军的非法后备力量。狭
义指 1920—1923 年以“劳动突击队”伪称的非法武装，*泽克特主持建立，
前总参谋部军官布赫鲁克（BrunoBuchrucker，1878-1966）少校为首领，约
2万人，驻扎在德波边境附近。因 1923 年秋企图推翻政府被解散。广义指网
罗数百万人进行军事训练的各准军事组织，包括地方自卫队、士兵和军官联
合会、退伍军人协会（钢盔团）、各种青年组织和体育俱乐部等。

黑龙江救国军  中国东北抗日义勇军之一。九·一八事变后，1932 年 5
月，由黑龙江东部地区的民团义勇军联合组成，推*马占山为名义总司令，由
方鸿猷实际指挥。约 7万人，主要在呼兰等地转战袭击日军。

黑猫式巡逻机（BlackCat）即“PBY 型巡逻机”。
黑寡妇式战斗机（BlackWidow）即“P-61 型歼击机”。
黑猎豹式自行火炮  即“猎豹式自行火炮”。

[丿]

程潜（1882—1968）中国将领。字颂云。日本陆军士宫学校毕业。曾参
加辛亥革命和反袁护国运动。北伐战争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军长。九·一
八事变后，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1936 年授二级上将衔。抗日战
争爆发后，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驻防郑州，负责平汉路沿线作战。1938 年
兼任河南省政府主席。同年 6月，为阻止日军西进，秉承蒋介石旨意，参与
黄河花园口决堤。1939 年初任军委会委员长、西安行营主任。同年授一级上
将衔，9月调任天水行营主任。1940 年后任全国党政战地动员委员会副主任
和军委会副参谋总长。抗战胜利后，曾任武汉行啻主任、湖南省政府主席，
1949 年 8 月在长沙起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



员长、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民革中央副主席。
程子华（1905—）中国将领。192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 年入武汉

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习。同年参加广州起义。曾任红二十五军军长、红十五
军团政委。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二战区战地总动员委员会武装部长，发动
山西各界民众成立各种抗日团体，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1939 年任冀中军
区政委，与*吕正操等坚持冀中平原游击战争，多次粉碎日伪军的“扫荡”。
1942 年后兼任中共冀中区委书记、中共晋察冀分局代理书记，晋察冀军区代
理司令员兼政委，积极领导根据地的建设，扩大抗日武装力量，巩固和发展
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任第四野战军第十三兵团司令员。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山西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
全国政协副主席。著有《冀中平原上的民兵斗争》。

傅钟（1900-1939）中国将领。1920 年赴法勤工俭学。1921 年加入中国
共产党。1926 年后人莫斯科中山大学、列宁格勒军事政治学院学习。九·一
八事变后，曾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1935 年参加长征，北上抗日。到
陕北后任抗日军政大学政治部主任。抗日战争爆发后，历任八路军野战政治
部主任、八路军总攻治部副主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部副主任，致力于
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和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1955 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傅作义（1894—1974）中国将领。字宜生。保定军校毕业。曾任国民政
府军第七军团军团长。九·一八事变后，1933 年参加长城抗战。1935 年授二
级上将衔。次年 11 月率部与日伪军激战于绥远东部一带，收复百灵庙等要
地。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二战区北路前敌总司令兼第三十五军军长，率部
参加平绥路西段、平型关、雁门关和忻口诸战役。同年 10 月任第七集团军总
司令，在晋西与八路军合作抗日。1939 年 1 月起任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次
年参加指挥绥西会战，收复五原，重创日军。1945 年 6 月任第十二战区司令
长官。日本投降后，主持热、察、绥三省受降事宜。后任华北“剿总”总司
令。1948 年冬接受中共主张，实现北平（今北京）和平解放。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后，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水利电力部部长。

傅秋涛（1907—1981）中国将领。又名旭高、武民。1929 年加入中国共
产党。曾任红军湘鄂赣军区政治部主任。中央红军主力长江后，任中共湘鄂
赣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领导军民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1937 年 5 月任湘鄂
赣人民抗日红军军事委员会主席。抗日战争爆发后，任新四军第一支队副司
令员兼第一团团长，率部挺进江南，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1939 年任新四
军一支队司令员兼政委。参加指挥父子岭等战斗，重创日伪军。1941 年皖南
事变中率部突围。后入苏北盐城中共中央华中局党校学习。1943 年任新四军
第七师副师长，参与领导皖江根据地的抗日斗争。同年赴延安中共中央党校
学习，参加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解放战争时期，任山东军区副政委。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人民武装部长、中国人民解
放军总参谋部动员部长。1955 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傅筱庵（1872—1940）汉奸。原名宗耀。早年依靠盛宣怀势力发迹，曾
任上海总商会会长、中国通商银行总经理和董事长、美国钞票公司买办。七
七事变后，与日本政客、浪人往来频繁。1939 年 10 月叛国投日，任伪上海
市长。1940 年 3 月，汪伪国民政府建立后，继续任此职。同年 10 月 10 日，
被军统收买的佣人所杀。



堡垒（Zitadelle）又译“城堡”。*库尔斯克会战中德军进攻战役的计
划代号。其意图是：从别尔哥罗德地区和奥廖尔以南地区，分别以一个突击
集团军实施向心突击，围歼库尔斯克地区的苏联军队，以夺回苏德战场的主
动权。此战役行动的特点是最大限度地将进攻兵力集中使用在狭窄的正面
上，以便用局部绝对优势的兵力兵器突贯对方阵地，实现两翼进攻部队的迅
速会师，达成战役目的。

集中营  即“纳粹集中营”。
集中营特别行动队（Sonderkommandos）纳粹集中营中协助党卫队看守

杀害囚禁者的组织。由男性犹太囚犯组成，负责将被害者关入毒气室，并冲
洗受害者尸体上的污物，取下金牙等有价值的物品，随后将其掩埋或送入焚
尸炉。行动队成员一般 4个月后即被处决，由新人接替。

焦土战术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国民政府在军事上的一种错误战术。1938
年 11 月，继*花园口黄河决堤事件之后，蒋介石以“免资敌用”为借口，电
令湖南省政府在日本进攻长沙时，破坏军事设施，焚毁市区。11 月 12 日深
夜，长沙警备司令鄂悌奉命纵火焚城，制造了＊长沙大火案。这种“战术”
不顾人民死活，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和谴责。

皖南事变  即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1940 年 10 月 19 日，何应钦、白
崇禧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总长名义致电八路军总指挥朱德、新四
军军长叶挺等，强令在黄河以南、长江南北的新四军、八路军在一个月内全
部开赴黄河以北。中共中央复电拒绝这种无理要求，揭露国民党的反共阴谋，
同时为硕全大局，答应北移。国民党顽固派调集顾祝同、上官云相等部 7个
师 8万余兵力，于 1941 年 1 月 6 日起在皖南汪县围攻正在北移途中的新四军
军部。新四军 9000 余人血战七昼夜，除 2000 余人突围外，大部分壮烈牺牲。
军长叶挺被扣，副军长项英遇害。事变后，蒋介石宣布新四军为“叛军”，
取消番号，并下令进攻新四军江北部队。中国共产党严正揭露和声讨蒋介石
破坏抗战的罪行，重建新四军军部，由陈毅任代军长，刘少奇任政委，粉碎
顽固派的军事进攻。在全国人民和国际舆论的谴责下，蒋介石在政治上陷于
孤立，不得不暂时收敛其反共活动。至 1941 年 3 月，此次反共高潮被打退。

皖中抗日根据地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之一。1938
年 4 月起，新四军第四支队东进皖中，开展游击战争。*皖南事变后，该部与
新四军第三支队挺进团、皖南突围部队合编为第七师，张鼎丞任师长，曾希
圣任政委，同时成立由何伟任书记的鄂皖赣区委（后改为皖江区党委），在
皖中地区坚持抗战。1912 年 5 月成立由吕惠生为主任的皖中行政公署（后改
为皖江行署），下辖 9个县。至抗战结束，第七师发展到 3万余人，根据地
包括滁河以南，大别山以东，江浦、溧水以西，长江南北的广大地区。

皖东抗日根据地  即“淮南抗日根据地”。
皖江抗日根据地  即“皖中抗日根据地”。
奥本（GabrielAuphan，1894—？）法国海军将领。毕业于法国海军学

校。战前任海军副参谋长。1940 年掩护敦刻尔克撤退，晋升海军少将。1941
年任维希政府海军参谋长。1912 年 4 月任海军部长。同年盟军在北非登陆后，
于 11 月 11 日支持在北非实现停火，但同时又下令士伦海军在德军入侵时保
持中立，导致*士伦沉船事件。18 日，因内部矛盾退出内阁。1946 年被判终
身强制劳动，后改为 5年徒刑。著有《历史的痉挛》等。

奥马哈（Omaha）盟军诺曼底登陆滩头代号之一。属美军登陆区。位于



卡朗坦（Carentan）河口以东，为一段岩质和沙质陡壁下长约 3英里的海滩。
其高潮线上有卵石堆成的堤岸和混凝土海堤，后为平坦的沙洲享地，有若干
海滨别墅遗址。海滩之后有 4条处于冲蚀的狭谷内的小路，穿过陡壁与距海
岸 1—2英里的大路和若干小村庄相连。德军在这一地段设有较强的抗登陆工
事。在此滩头的登陆作战中，美国第一师和第二十九师损失超过 2000 人。

奥尔加（Olga）*德国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通讯办公室的代号。
奥弗拉（OVRA）即“监视和镇压反法西斯主义总部”。
奥伯格（CarIAibrechtOberg，1897—1965）德国驻法国占领区纳粹党

卫队和警察首脑（1942—1945）。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在西线服役，升至少尉。
战后经商。三十年代初经济大危机期间破产，1931 年参加纳粹党，次年成为
党卫队员。1942 年 5 月被任命为驻法国占领区党卫队和警察首脑。获党卫队
地区总队长衔（相当于中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曾在巴黎被判死刑（1954
年》，但后被赦免。1963 年获释。

奥摩纳（RicbardNugentO’Connor，1889—1981）英国将领。桑德赫斯
特皇家军事学院毕业后服役，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1938—1939 年任第七
师师长和耶路撒冷军事长官。1940—1941 年 2 月任英国中东司令部所属西部
沙漠军司令期间，率部对进犯埃及的意军发动连续进攻，肃清了昔兰尼加境
内全部意军，随即调任埃及英军司令。1941 年 4 月，在昔兰尼加前线，座车
闯进德军先头部队，被俘。1943 年 12 月，逃出意大利境内的战俘营（一说
为意大利投降后，获释），重回部队。1944 年秋冬，率第八军参加在法国的
作战。战后曾任印度英军司令。

奥斯特（HansOster，1888—1945）德国将领，军内反希特勒密谋集团
核心人物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德军总参谋部供职。1933 年进国防军
部。1938 年起任*阿勃韦尔中央处（主管财务、行政）处长。领少将衔。对
纳粹政权持反对态度，逐渐成为军内反希特勒密谋集团的核心人物并同军外
地下组织保持联系。曾试图采取某些反希特勒的行动。1940 年春曾向荷兰、
比利时和丹麦透露德国的侵略计划。1943 年被免职并遭盖世太保软禁。翌年
7月 21 日被捕。1945 年 4 月被杀。

奥德萨（Odessa）德文OrganiSationderSSAnge-hoerigen 的音译简称。
德国党卫队的秘密逃亡组织。1945 年 5 月德国战败后成立，目的为帮助党卫
队员和其他纳粹高级官员逃亡南美各国，以免受盟国的制裁。内部秘密至今
未公开，据传规模较大，由*斯科尔兹内领导，曾通过瑞士或梵蒂冈银行用大
战期间党卫队掠得的赃款资助成员。

奥仑道夫（OttoOhlendorf，1907—1951）*德国中央保安局头目之一。
早年攻读法律和经济学。1925—1926 年先后加入纳粹党和党卫队。一度在大
学任教。1936 年任*党卫队保安处官员。1939 年任德国中央保安局第三处处
长，主管国内保安工作。1941 年 6 月—1942 年 7 月任*党卫队特别行动队 D
支队队长，在苏联乌克兰南方指挥屠杀 9 万余平民和战俘。1944 年 11 月复
任中央保安局第三处处长。大战后期同反希特勒分子有接触。战后于 1948
年被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死刑，1951 年被处决。

奥本海姆（JuliusRobertOppenheimer）1904—1967）美国物理学家。
毕业于哈佛大学，1927 年获德国格丁根大学博士学位。曾在剑桥大学、莱顿
大学等深造与从事研究。1929—1947 年执教于加利福尼亚大学和加利福尼亚
理工学院，并从事原子及原子核方面的理论研究。1942—1945 年被任命为新



墨西哥州的洛斯—阿拉莫斯（Los—Alamos）原子能研究所主任，主持研制原
子弹的曼哈顿工程的科学工作，被称为“原子弹之父”。战后曾任美国原子
能委员会总顾问委员会主席和普林斯顿大学高级研究所所长等职。出于人道
反对研制氢弹，于 1953 年底被指控与共产党有联系而遭解职，并被禁止接触
军事机密。著有《科学与共同的理解》、《开放心灵》、《对科学和文化的
反思》等。

奥兰事件  即“米尔斯克比尔事件”。
奥托方案（FaIIOtto）纳粹德国侵略奥地利的军事计划。1937 年 6 月

24 日*勃洛姆堡提出的奥本海姆绝密指示中首次正式披露。以流亡比利时的
原哈布斯堡王室太子的名字命名。规定在奥地利发生君主复辟时，利用其国
内的政治纷争，使用德国武装力量向维也纳方向进军。1938 年 3 月 11 日凌
晨 2时，希特勒发布关于该方案的第一号指令，命令德国陆、空军立即作好
入侵奥地利的军事准备。当晚 8时 45 分，希特勒发布第二号指令，借口德国
致奥地利政府的最后通牒中所提要求没有得到满足，命令德国武装部队翌日
进入奥地利。12 日德军占领奥地利全境。

奥托规划（Otto—programme）纳粹德国武装部队的战备工程规划。“奥
托”象征“东方”（Ost）。1940 年 10 月 1 日开始实施，重点是改善中欧和
东欧各国通向苏联边境的铁路和公路设施，为作好对苏战争准备。1941 年 5
月 10 日完成。

奥里奥尔（VincentAuriol，1884—1965）法国抵抗运动活动家。早年
加入法国社会党。1914 年起长期为议员。战前曾任财政部长、司法部长。1940
年 7 月，因反对授全权予贝当，被软禁。此后役身抵抗运动，致力于建立社
会党的地下组织。在图卢兹参加创建“解放和联合”抵抗小组。1943 年逃亡
伦敦，参加战斗法国。旋又去阿尔及尔，以社会党代表身份被选入临时咨询
议会。战后曾任第四共和国总统。著有《昨日与明日》等。

奥林匹克（Olympic）一译“庄严”。太平洋战争末期美军进攻日本九
州岛的作战计划代号。1945 年 5 月由美参谋长联席会议及陆、海军部长制订，
6月 18 日得杜鲁门总统批准。它预定 1945 年 11 月在日本南部九州岛实施登
陆战役，由美国第六集团军（包括第一、第十一军及第五水陆两栖军）分 3
路向九州的宫崎、有明湾及鹿儿岛以西海滨登陆，歼灭九州之日军。同时，
由第十军向四国沿岸佯攻，以分散日军兵力。海、空部队进行支援。由麦克
阿瑟负责指挥陆上作战，尼米兹负责指挥海上与两栖作战。马歇尔预计，需
9 枚尚在研制的原子弹供战术使用，以掩护登陆。因日本在 1945 年 8 月 15
日宣布投降，该计划未执行。

奥金莱克（ClaudeJohnEyreAuchinleck’1884—1981）英国将领。早年
在印度英军任职时崭露头角。大战初期任第四集团军司令，参加*纳尔维克之
战。1940 年 6 月调回本土，任第五集团军和南部战区司令，组训部队，防备
德军入侵。12 月出任印度英军总司令。1941 年 6 月接替韦维尔为中东战区英
军总司令。是年 11 月至翌年 2月，指挥北非英军同隆美尔的非洲军团对阵，
互有胜负，进退于阿盖拉（ElAgeila）和加拉柴（Garaza）之间。1942 年 6
月隆美尔发动进攻，英军在*图卜鲁格争夺战中失利，埃及受威胁，遂飞赴前
线亲自兼任英第八集团军司令，在阿拉曼制止了德军的推进。同年 8月，波
解除中东战区和第八集团军的指挥职务。后再无重大军奥金莱克事活动。1943
年 6 月，复任印度英军总司令。1916 年获元帅衔，翌年去职。



奥波依努（PhilippeAuboyneau，1899—1961）法国海军将领。1918 年
毕业于法国海军学校。长期在远东服役。1939 年为海军上校。大战爆发后，
任法国驻英国东印度洋舰队和地中海舰队联络官。1910 年 8 月，在伦敦参加
自由法国运动，出任自由法国第一驱逐舰队司令。1942 年升为海军少将，并
任自由法国海军司令和法兰西民族委员会海军专员。1943 年任战斗法国海军
副参谋长。1944 年 8 月率第三巡洋舰队参加在法国南部登陆的战役。1945
年升为海军中将。战后继续服役。1957 年晋升海军上将。

奥斯梅纳（SergioOsmena，1878—1961）亦译“奥斯梅尼亚”、“奥斯
敏纳”。菲律宾总统（1941—1946）。1907 年创建并领导国民党。1922 年起
长期任参议员。追随*奎松，1935、1941 年曾两次出任副总统。1912 年日军
占领马尼拉后，逃亡澳大利亚，后又前往美国组织流亡政府。1944 年奎松病
逝后继任总统。同年 10 月随美军回国。1945 年 2 月正式接管政权，主持经
济恢复工作。翌年选举失败后离任。

奥蒂西沃（WalterAudisio，1909—）意大利抵抗运动战士。早年即从
事反法西斯斗争，1931 年加入意共。1934 年被捕，被判处 5 年监禁。1943
年 9 月在皮埃蒙特建立第一支游击队，化名瓦莱里沃（Valerio）上校，开展
反对*萨罗共和国和德国占领军的武装斗争。后在曼图亚和波（Po）河下游地
区指挥*加里波第纵队作战。1945 年初在米兰地区*自由志愿军团司令部供
职，4月 28 日负责处决墨索里尼、佩塔奇及其他 15 名法西斯分子。战后曾
为议员和参议员。

奥尔登多夫（JesseOldendorf，1887—？）美国海军将领。毕业于美国
海军学院。曾任舰长。大战初期为海军少将，任美海军第七舰队分舰队司令，
参加过太平洋战场多次重大海战。1944 年 10 月*莱特湾海战中，率第七舰队
支援编队（包括 6 艘战列舰、9 艘巡洋规），在苏里高海峡夜战中歼灭日本
西村中将率领的日本舰队南方编队（两艘战列规、3艘巡洋舰）。1945 年率
舰队进攻日本本上，遭日军*神风特攻队攻击负伤。后晋升海军中将。

奥地利军团  奥地利纳粹分子的军事组织。1933 年 6 月 19 日奥地利纳
粹党的活动被禁后由在德国境内的奥地利纳粹党人组成。拥有重炮等军事装
备，其政治目的为推翻本国政府，促成奥地利与德国合并。被陶尔斐斯政府
所禁止。1934 年*奥地利七月政变时，曾派突击队越过德奥边界支援发动政
变的奥地利纳粹分子，但被逐回。1938 年再度积极鼓动德、奥合并，后随德
军一起进入奥地利，竭力支持纳粹德国吞并奥地利。

奥廖尔战役  苏德战争中期苏军发动的进攻战役。*库尔斯克会战的组
成部分。代号*库图佐夫。1943 年 7 月 12 日，苏军在库尔斯克突出部北翼阻
止了德军的进攻后，即由*西方方面军、*布良斯克方面军和*中央方面军分别
从北、东、南三个方向向奥廖尔（Opoл）实施向心突击。经激战，突破德军
预先构筑的纵深梯次防御配系。8 月 5 日解放奥廖尔（南翼苏军同日解放别
尔哥罗德），莫斯科为此首次鸣放礼炮。至 8月 18 日结束此战役时，苏军向
西推进约 150 公里，粉碎德军 15 个师，取得库尔斯克会战北翼的胜利。经苏
军总参谋部 1987 年审定，列为苏联卫国战争中的 51 个战略性战役之一。

奥尔布里希特（FriedrichOlbricht，1888—1944）德国将领。1907 年
入伍。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1926 年起在国防部外军局供职。1933 年任德
累斯顿师参谋长。1935 年任第四军参谋长。1938 年任第二十四步兵师师长。



1940 年起供职*德国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后获上将衔。1943 年 2 月起任国
内驻防军（即补充军）参谋长和副司令。1943 年初参加军内反希特勒密谋活
动，同年 2月参与制订谋刺希特勒的“闪电计划”，后因炸弹出故障未遂。*
七·二○事件中负责在柏林指挥军队，但未及时采取行动，失败后被*弗洛姆
逮捕，并被枪杀。

奥地利纳粹党  奥地利法西斯组织。1918 年在维也纳成立。宗旨为反
犹反共，建立统一的德意志国家。二十年代发展缓慢。三十年代初因经济危
机的影响而迅速发展，并建立祖国保卫同盟、德意志卫队等法西斯军事组织，
企图通过武装暴乱夺取政权。1933 年 6 月 19 日被陶尔斐斯政府取缔。1934
年 7 月在纳粹德国的支援下发动政变，刺杀陶尔斐斯，但朱取得政权。不少
党员被捕，部分则逃至德国或转入地下活动。1937 年在纳粹德国的唆使和资
助下东山再起。1938 年 2 月后再度公开活动，配合纳粹德国吞并奥地利。1938
年 4 月德奥合并后成为德国纳粹党的一部分。

奥波依导航仪（Oboe）英国的雷达导航和仪表轰炸系统。1941 年在德
国人的原型上进行研制。轰炸机装上它以后即可进行夜间盲目仪表轰炸。以
一个地面控制站向轰炸机发出定向束射波并追踪飞机，飞机则沿着定向波束
的端点飞行。当飞机接收到一个信号阻断了波束之后，即表示飞机已在目标
上空并可以开始投弹。因雷达波束与地面的曲率不同，因此限于飞机在 2.5
万英尺高空、距离 200 英里以内才有效。1942 年 12 月起投入使用。1943 年
3 月 5 日夜间，英国*兰开斯特式轰炸机在它的导航下成功地轰炸了德国埃森
的克虏伯兵工厂。在对德国的*战略轰炸中起了一定作用。

奥地利七月政变  奥地利纳粹分子发动的推翻本国政府实行德、奥合并
的未遂政变。1934 年上半年，在纳粹德国的暗中支持下，奥地利纳粹分子积
极准备发动政变。7月 25 日奥地利纳粹党的党卫军旗队 154 名队员闯入总理
府，枪杀总理*陶尔斐斯，抓走国务秘书与 1名部长。同时，占领维也纳广播
电台的纳粹分子宣布成立新政府。但政变迅速被*舒施尼格领导的政府军击
败。意大利政府在意奥边境陈兵 4个师，反对德奥合并。纳粹德国被迫放弃
吞并企图，政变遂告失败，为首分子被奥政府处决。

奥克佳布里斯基（ФилиППСергеевичОктябрьс
кий，1899—1969）苏联海军将领。1918 年参加红军。1919 年加入俄共（布）
党。参加过国内战争。后在波罗的海舰队、太平洋舰队和黑海舰队任职。1928
年伏龙芝海军学校训练班毕业。1938 年任阿穆尔河区舰队司令。次年任黑海
舰队司令。1941 年获海军中将衔。苏德战争爆发后，参与领导敖德萨防御战。
1941—1942 年间兼任塞瓦斯托波尔防御地域司令，领导塞瓦斯托波尔防御
战。1943 年任阿穆尔河区舰队司令。翌年复任黑海舰队司令，晋升海军上将。
参加解放高加索和克里米亚。战后曾任海军第一副总司令、黑海纳希莫夫高
级海军学校校长等职。

奥拉都尔大屠杀  德军在法国境内残杀平民的事件之一。奥拉都尔
（Oradour）系位于利摩日（Limoges）西北 22 公里的小村。1944 年 6 月 10
日午后，武装党卫“帝国”坦克师所属数百人，借口村内没有秘密军火库，
闯进该村，大事搜捕。将所有男人枪杀，将妇女和儿童驱入教堂，纵火焚烧。
全村遭洗劫后被夷为平地。12 日另一队武装党卫队曾试图前往毁尸灭迹，未
成。此次大屠杀中法国平民共有 642 人被害。该村废墟保存至今，供后人凭
吊和纪念。



奥斯威辛灭绝营  纳粹德国*灭绝营之一。1940 年 6 月建于波兰克拉科
夫以西奥斯威辛（О wiecin）小镇附近。后逐渐扩大，辖主营、比克瑙
（Birkenau）、布纳三大区，共 33 个集中营。设有 4个大毒气室，可容 2000
人，初用内燃机废气杀人，后改用*齐克隆-B，另有46 个焚尸炉和地下尸窖。
该灭绝营一次可关押近 25 万人。先后杀害400 万人以上。囚禁者被迫先为克
虏伯军火公司和法本工业公司服苦役，或接受各种医学试验，然后处死。受
害者不断反抗，曾于 1944 年秋举行起义，遭残酷镇压。1945 年 1 月数干名
幸存者被苏军解救。1946 年在原址建立陈列馆。1958 年 9 月建立国际奥斯威
辛委员会，有 16 个国家参加。1963 年 12 月—1965 年 8 月曾在美因河畔法兰
克福审判在该集中营犯有严重罪行的党工队高级官员。

奥伯福雷恩备忘录（Oberfohren-Denkschrift）揭露德国纳粹分子制造
*国会纵火案的文件。奥伯福雷恩（ErnstOberfohren，1885—1933）博士曾
在基尔大学任教，1928 年起任德意志民族人民党者会党团主席，国会纵火案
发生后将所知内情写成备忘录广为散发。文件认为纵火由戈培尔策划，戈林
亲自指挥，柏林地区纳粹党头目黑尔多尔夫（WolfvonHelldorf，1896－1944）
和舒尔茨（Schultz）中尉负责准备；纳粹分子系通过戈林官邸的暖气管道将
半痴呆的荷兰人卢贝（MarinusvanderLubbe，1909—1934）带入国会大厦，
纵火后又将其逮捕。1933 年 4 月 27 日首次发表于《曼彻斯特卫报》，并被
《关于希特勒恐怖和国会纵火案的褐皮书》引用。同年 5月 7日（一说 3日）
作者惨死在基尔家中。参见“褐皮书”。

奥拉宁包姆登陆场  位于芬兰湾沿岸奥拉宁包姆（Ораниенба
ум）附近地域。长 65 公里，纵深 20—25 公里。从 1941 年 9 月至 1944 年
1 月为苏军所坚守，对掩护列宁格勒接近地起重要作用，并为波罗的海舰队
的行动创造了条件。

奥泽尔号潜艇事件  波兰潜艇引起的苏联和爱沙尼亚争端的事件。1939
年 9 月德国进攻波兰后，波兰潜艇奥泽尔号从格丁尼亚港逃出，15 日驶入爱
沙尼亚境内的塔林港，将患病的艇长送上岸。该挺受到爱沙尼亚当局扣押，
并被取走航海图，艇上的炮遭到损坏。但全体官兵伺机制服看守，潜逃出港，
数周后摆脱追逐，驶入北海。苏联为此指责爱沙尼亚帮助波兰，并以此准备
对*波罗的海国家采取行动。

奥古斯塔皇后湾海战  *布干维尔岛战役中的一次海战。1943 年 11 月1
日美军开始在布干维尔岛登陆，日军迅即从拉包尔派出小森海军少将率由 2
艘重型巡洋舰、2 艘轻型巡洋舰和 6 艘驱逐舰组成的编队增援，扑向奥古斯
塔皇后湾（EmpressAugustaBay），袭击美登陆部队。美军以梅里尔海军少将
率领的第三十九特遣舰队（4艘巡洋舰和 8艘驱逐舰）进行拦截。11 月 2 日
凌晨，美舰在雷达中发现日舰，首先发起鱼雷攻击，继而以雷达导引炮火轰
击，击沉日巡洋舰和驱逐舰各 1艘，击伤巡洋舰 1艘，日舰队向北溃退。美
仅 1艘巡洋舰受创。

奥廖尔-布良斯克战役  苏德战争前期苏军进行的防御战役，*莫斯科
会战的组成部分。1941 年 9 月 30 日至 10 月 23 日，由布良斯克方面军实施。
奥廖尔（Орёл）一布良斯克（Брянск）方向是德军从南和东南方
向迂回莫斯科的突击路线，9月 30 日首先于此揭开战幕。当日，德军即突破
苏军防御，10 月 3 日占领奥廖尔并向图拉推进，但在别廖夫（Белёе）、
姆岑斯克（Мценск）一线被苏军阻滞约 2 周。10 月 23 日，陷于战役



合围的苏军也突围至该线。
奥斯特罗戈日斯克—罗索仟战役  苏德战争中期苏军发动的进攻战

役。1943 年 1 月 13—27 日，由*沃罗涅日方面军会同*西南方面军-部实施。
目的是粉碎奥斯特罗戈日斯克（Острогожск）、卡缅卡（Кам
енка）和罗索什（Россошь）地域之敌，为尔后出击哈尔科夫和
顿巴斯创造条件。1 月 18 日，苏军完成对德军集团（由匈牙利第二集团军、
德军坦克第二十四军和意大利一步兵军组成，共 21 个师）的分割包围，随后
歼灭敌 15 个师，重创 6个师。苏军推进 140 公里，并在敌防御中打开了 250
公里的缺口，形成有利的继续进攻态势。

惩罚（德文 Bestrafung；英文 Chastise）①德国进攻南斯拉夫并以狂
轰滥炸摧毁其首都贝尔格莱德的行动代号。1941 年 8 月 27 日希特勒下令制
定计划，4月 6日实施。参见“贝尔格莱德轰炸”。②英国战略空军 1943 年
5 月对德国鲁尔区的一次*水坝轰炸行动计划代号。

御前会议  日本天皇出席审议重要国务的最高会议。由首相主持，召集
元老、主要阁僚和大本营正副首脑参加。无法制上的规定。天皇一般不作发
言，亦不表态。议案均经内阁和大本营事先确定，除枢密院议长的质问外，
有关议案的说明亦均经有关当局首肯。议决事项形式上尚须经内阁决定和上
奏裁决。1894 年第一次召开，会议决定发动中日甲午战争。在第二次世界大
战期间，曾召开多次，决定发动侵略战争等重要方针，并出现天皇破例发言
和亲自裁决的情况。另，天皇亲临的大本营会议亦称御前会议。战后均废止。

舒尔  ①汉斯·舒尔（HansScholl，1918-1943）。德国反法西斯战士，
索非·舒尔之兄。早年曾积极参加*希特勒青年团的活动。1941 年进入慕尼
黑大学攻读医学和生物学，曾短期在苏德战场当卫生员。在*胡贝尔的影响下
逐渐走上反法西斯主义的道路，组建*白玫瑰小组，开展地下斗争。1943 年 2
月中旬参与组织慕尼黑大学生的示威游行。被盖世太保逮捕后英勇就义。1961
年和 1964 年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分别发行他的纪念邮票。②索非·舒尔
（SophieScholl，1921—1943）。德国反法西斯战士，汉斯·舒尔之妹。早
年曾积极参加*德国女青年团的活动，1942 年进入慕尼黑大学攻读生物学。
在*胡贝尔影响下逐渐走上反法西斯主义的道路，组建*白玫瑰小组，开展地
下斗争。1943 年 2 月中旬参与组织慕尼黑大学生的示咸游行。被盖世太保逮
捕后英勇就义。1961 年和 1964 年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分别发行她的纪念邮
票。

舒曼  ①罗贝尔·舒曼（RobertSchuman，1886—1963）。法国外交家。
1910 年毕业于斯特拉斯堡大学。律师出身。1919 年起长期为议员。1940 年 3
月任难民事务国务副秘书，6月在贝当政府中仍任该职；7月 10 日，投票支
持贝当获得全权，但拒绝加入维希政府，并于 8月前往梅斯。因反对德国占
领当局歧视洛林人的政策，被盖世太保拘押。1942 年 8 月脱逃至里昂，从事
地下活动。战后继续从政，多次任外交部长，曾提出实行西欧经济联合的“舒
曼计划”。②莫里斯·舒曼（MauriceSchumann，1911-）。法国抵抗运动活
动家。毕业于巴黎大学文学院。法兰西科学院院士。早年为记者。曾为哈瓦
斯通讯社（法新社前身）驻伦敦分社副社长。后任《青年共和报》外交政策
版主笔，谴责绥靖政策和德国的扩张政策。大战爆发后入伍。1940 年 5 月出
任英远征军联络官。曾波俘，后脱逃至伦敦，参加抵抗运动。以自由法国（后
为战斗法国）发言人的身份，每天在伦敦电台发表讲话，1943 年 5 月陪同戴



高乐赴阿尔及尔。翌年 6 月返回法国。为*临时咨询议会议员。1944 年底参
与建立人民共和党。战后曾任国民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参议院副议长等职。
著有《墨索里尼》、《荣誉和祖国》等。

舒伦堡（FrledrichWernerGrafvonderSchulen—burg，1875—1944）德
国外交官。早年攻读法律和政治学，1901 年进入外交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
间入伍当军官。1923 年和 1931—1934 年先后任德国驻伊朗和罗马尼亚公使。
1934 年起担任德国驻苏大使。反对共产主义，但从德国利益出发主张德苏友
好。1939 年 8 月 13 日曾向德国外交部发送长篇报告，提请注意三天前舒伦
堡斯大林在联共（布）十八大的报告中出现政策转向。以后又促成缔结《苏
德互不侵犯条约》。苏德战争爆发前曾向希特勒说明苏方的和平意图。战争
爆发后离任回国，后加入*戈台勒的密谋集团，参与＊七·二○事件，被密谋
分子内定为新政府的外交部长。事件败露后被捕并处死。

舒舍予（1899—1966）中国作家。原名庆春，笔名老舍。满族。曾任齐
鲁大学、山东大学等校教授。抗日战争爆发后，拥护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主张，积极参加爱国抗日宣传工作。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常
务理事兼总务组组长，创办会刊《技敌文艺》，以团结抗日为题材，从事文
学创作，并利用各种文艺形式宣传抗日。抗战时期，创作了《残雾》、《张
自忠》、《谁先到了重庆》等话剧及《火葬》、《四世同堂》等长篇小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舒巴希奇（IvanSubasic，1892—1955）南斯拉夫首相（1944—1945）。
就读于萨格勒布法律学院，1921 年毕业后为律师。曾为国会议员。1941 年德
军入侵后，逃亡美国，1944 年 5 月去伦敦。同年 6 月在伦敦出任*南斯拉夫
流亡政府首相，负责与南斯拉夫民族解放委员会谈判，两次达成《铁托-舒巴
希奇协议》。1945 年任民主联邦政府外交部长。同年，作为南斯拉夫代表团
团长出席旧金山联合国大会。

舒米洛夫（МихаилСтепановичШумилов，1895
—1975）苏联将领。1916 年毕业于丘古耶夫军校，为准尉，参加第一次世界
大战。1918 年加入俄共（布）党和红军。参加过国内战争，后历任团、师和
军长，1939—l940 年先后参加进军西白俄罗斯和苏芬战争。苏德战争开始时
任步兵军长（少将衔），在西南方向作战。1942 年 8 月起任第六十四集团军
（翌年 3月改编为近卫第七集团军）司令至战争结束。率所部参加斯大林格
勒、库尔斯克和第聂伯河等会战，以及解放乌克兰、罗马尼亚、匈牙利和捷
克斯洛伐克的战斗。1943 年晋升上将。战后曾任军区司令。著有《为伏尔加
河的坚固阵地而战的第六十四集团军》等回忆录。

舒施尼格（KurtvonSchuschnigg，1897—1977）奥地利总理（1934—
1938）。早年为律师，并加入基督教社会党。1927 年当选为奥地利民族院代
表。1932—1934 年任司法部长。1934 年 7 月*陶尔斐斯被暗杀后出任总理。
任内反对德奥合并。1938 年 2 月被召往德国，在希特勒压力下被迫对奥地利
纳粹分子作出重大让步。回国后试图通过公民投票以保持奥地利独立，未成，
被迫于 3 月 11 日辞职。德国合并奥地利后被夫人集中营，1945 年始获释，
战后定居美国。

舒尔策—克林克（GertrudScholtz—Klink，1902-）纳粹德国妇女领袖。
早年在柏林红十字会工作。二十年代加入纳粹党。先后任纳粹党巴登和黑森



地区妇女组织领袖。纳粹党执政后任*民族社会主义妇女联合会领袖，兼任妇
女工作会、红十字会妇女联盟、德国劳动阵线妇女办公室和妇女劳动服役队
头目。忠实履行希特勒的意旨，驱使妇女效忠纳粹政权和为战争服务。战后
曾用假名潜逃，被捕获后于 1948 年 11 月被法国军事法庭判处 1年半徒刑。

舒尔策-博伊森-哈尔纳克抵抗组织  即“红色乐队”。
貂式自行火炮（Panzerj gerMarder）德国自行反坦克炮。1942 年起投

入使用。内分Ⅰ、Ⅱ、Ⅲ型。大多采用 75 毫米口径反坦克炮，部分Ⅱ型采用
50 毫米口径反坦克炮，部分Ⅱ、Ⅲ型采用苏制 76.2 毫米口径反坦克炮和野
战炮，分别采用法制洛林式、德制 T—II 型和捷制 TN.HP 型（德国型号为
Pzkw-38<t>）坦克底盘，乘员 4—5 人，全重 8—10.8 吨，最大装甲厚度 10
—15 毫米。战时产量分别为 I型 184 辆、Ⅱ型 1217 辆、Ⅲ型 799 辆。

腊斯登堡会议  纳粹德国在东普鲁士腊斯登堡（Ras—tenburg）的“狼
穴”元首大本营举行的一次军事会议，以发生刺杀希特勒事件而知名。1944
年 7 月 20 日中午，希特勒、施道芬堡、凯特尔、约德尔、豪辛格、空军总参
谋长科尔膝（GüntherKorten）、施蒙特、勃兰特（HeinzBrandt）和速记员
贝格尔（Berger）等 25 人在＊狼穴会议室开会，主要讨论军事形势和听取＊
施道芬堡关于组建“人民步兵师”的汇报。12 时 42 分左右，施道芬堡放置
在会议桌下的英制炸弹爆炸，贝格尔、勃兰特、施蒙特和科尔膝被炸重伤而
死，希特勒仅受轻伤。参见“七·二○事件”。

腓特烈一世（FriedrichI）苏德战争中期德军的一项作战行动代号。为
准备 1942 年夏季攻势，德军计划以克莱斯特集群*（德国第一坦克集团军和
第十七集团军）向北突击，以*德国第六集团军向南突击，肃清苏德战线南翼
哈尔科夫东南的巴拉克列亚-洛佐瓦亚-斯拉维扬斯克突出部的苏军。原定 5
月 18 日开始实施，由于苏军在 5月 12 日首先向哈尔科夫发起进攻，提前于
5月 17 日实施，至 29 日结束。苏军近 4个集团军被围歼。

腓特烈二世（FriedricbII）1942 年 6 月德军在苏德战场南线的一项攻
势行动代号。德军实施*腓特烈一世行动后，为继续扩展攻势，肃清库皮扬斯
克地区苏军。同年 6月 22—26 日实施此代号的计划。

鲁索（LuigiRusso，1882—？）意大利民警首脑。早年加入国家法西斯
党。1922 年追随墨索里尼参加组织进军罗马。墨索里尼执政时，参与组建民
警。1935 年 10 月起任民警首脑，建立起正规武装部队参加北非战争。曾任
法西斯党领导机构成员和职团议会议员。1939 年起改任副大臣，1943 年 2
月被解职。

鲁坚科（СергейИгнатьевичРуденко，1904
—）苏联空军将领。1923 年参军。1928 年加入联共（布）党。1932 年毕业
于茹科夫斯基空军学院。历任航空兵旅长和师长。苏德战争开始时为上校。
先后任第六十一集团军和沃尔霍夫、西南、加里宁等方面军的空军副司令和
司令、大本营航空兵第一群司令和突击航空兵第七群司令。在西南和西方方
向作战。1942 年 10 月起，任空军第十六集团军司令（至战争结束）。参加
过斯大林格勒和库尔斯克会战，以及白俄罗斯、华沙—波兹南、东波美拉尼
亚和柏林等战役。1944 年晋升空军上将。战后历任空降兵司令、空军第一副
总司令、远程航空兵司令、加加林空军学院院长等职。1955 年获空军元帅衔。
著有《胜利之翼》。

鲁尔轰炸  盟国空军对德国实施的战略轰炸战役。年 3—7月间，以*英



国轰炸机司令部为主，*美国第八航空队参加，对以鲁尔（Ruhr）区为重点的
德国工业城市，连续进行 43 次大规模空袭。战役从 3月 5日夜间＊埃森轰炸
开始，除对鲁尔区 26 次密集轰炸（投弹 34705 吨）以外，还轰炸了柏林（3
次）、威廉港（4次）、汉堡、纽伦堡、斯图加特、不来梅、基尔、慕尼黑、
法兰克福以及巴黎、什切青等。盟军共出动轰炸机 1.8 万架次，损失 872 架
（其中 628 架在轰炸鲁尔中损失）。

鲁尔战役  盟军工 945 年 3—4 月强渡莱茵河、围歼鲁尔（Ruhr）德军
集团和挺进易北河的战略性战役。在*莱茵兰战役以后，西线盟军完全攻占了
莱茵河左岸。同时东线的苏军进抵距柏林 60 公里的奥得河。处于两线夹击下
的纳粹德国面临溃崩。*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决定全线向德国腹地进攻。在
经过长期猛烈的航空火力准备后，1945 年 3 月 23 日开始实施强渡莱茵河的
战斗。北翼的“盟国第二十一集团军群（共 29 个师和 7个独立旅），在威塞
尔（Wesel）地区强渡成功（代号“掠夺者”），并以代号*大学的空降行动
巩固登陆场，继而向鲁尔北部实施主要突击。同时，中路的*盟国第十二集团
军群，依托已有的雷马根（Remagen）和奥彭海姆（Oppenheim）两个登陆场，
向卡塞尔（Kassel）地域实施辅助突击。4 月 1 日两军会师，包围了据守鲁
尔的西线德军主力 B集团军群（共 21 个师，约 32.5 万人）。南翼的*盟国第
六集团军群所属美、法军，也相继于 3月 26 日和 4月 1日渡河成功。此时丘
吉尔提出改变作战计划，加强北翼蒙哥马利指挥的集群，抢占柏林，但未得
美国同意。艾森豪威尔调整部署，加强布莱德雷指挥的集群（兵力增至 48
个师），从中路向易北河中游实施主要突击并歼灭鲁尔德军集团，同时辅以
北翼英加军挺进易北河下游，南翼美法军进攻南德和奥地利。4月 16 日，中
路美军在维腾贝格和马格德堡地域进抵易北河。4 月 18 日，鲁尔德军投降，
战役结束。4月 25 日美军在易北河上的托尔高（Torgau）与苏军会师。同时
北、南两翼盟军亦相继攻占不来梅、汉堡和纽伦堡。此役奠定了西线盟军的
最后胜利。

鲁登道夫（ErichLudendorff，1865—1937）德国将领。1881 年起任陆
军军官，后入学深造，1893 年毕业于柏林军事学院。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历任第八集团军参谋长、东线参谋长和军需总监，获上将衔（1916 年）。1923
年参与希特勒的啤酒店暴动。主张重整军备和建立法西斯统治。1924—1928
年为国会议员。曾被纳粹党提名为总统候选人（1925 年）。1926 年建立“坦
能堡同盟”（Tannenbergbund）。倡导*总体战理论，强调战争是民族生存意
志的最高表现，国家平时的全部生活应服从于备战，并无情地使用一切手段
进行战争。著有《我对 1914—1918 年战争的回忆》、《总体战》等。

鲁布利计划（RubleePlan）一项援救德国犹太人的计划。1938 年夏，
由美国人鲁布利（GeorgeRublee）为主席的“政府问政治难民委员会”提出，
建议将德国犹太人移居国外与增加德国出口相结合。1939 年 1 月中旬，德国
国家银行主席*沙赫特同鲁布利在柏林具体商议德国犹太人移居计划，初步确
定在 3—5年内，允许15 万名 15—45 岁可在国外谋生的犹太人移居国外（连
同家属共 45 万人）；准备移居的犹太人必须将 25％的则产折成现金存入国
外银行，待其移居完毕后再转回德国。但沙赫特于同年 1月 30 日被免职，鲁
布利旋亦告退，该计划未实行。鲁然登陆场  0 位于纳雷夫（Narew）河右
岸鲁然镇（R zan）附近地域。1944 年 9 月 4 日，苏联*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
第四十八集团军所部强渡纳雷夫柯后建立。9—10 月间，经与德军多次反复



争夺，到 11 月初登陆场扩大为正面 43 公里、纵深 20 公里。1945 年 1 月在*
姆瓦瓦-埃尔宾战役中，苏军的 4个集团军由此实施突击。

鲁迅艺术学院  简称“鲁艺”。中国共产党创办的艺术干部学校。1938
年 4 月在延安正式创立。由沙可夫任院长，下设文学、音乐、美术、戏剧 4
个系，并设有研究室和实验话剧团。致力于培养抗战的艺术干部，研究正确
的艺术理论，整理中国艺术遗产，建立中国新的艺术。1939 年夏，与陕北公
学、工人学校、青训班合并，组成华北联合大学开赴抗日前线。同年 11 月根
据中共中央决定复校，吴玉章为院长、周扬为副院长。1940 年后改称“鲁迅
艺术文学院”。培养了大批戏剧、文艺、音乐、美术方面的专门人才。1943
年 4 月并入延安大学。

鲁勉采夫统帅（Полководедрумянцев）苏军实施*
别尔哥罗德—哈尔科夫战役的计划代号。其意图是：首先向别尔哥罗德（Б
елгород）发起进攻，分割敌人并切断其撤往哈尔科夫（харьк
ов）的退路，然后在哈尔科夫外围击溃德军，最后解放哈尔科夫。

鲁本·詹姆斯号事件  美国参战前德国潜艇击沉美国军舰的事件。1941
年经*大西洋会议商定，美国海军从 9 月中旬起护送英国运输船队至西经 26
°。同年 10 月 31 日，美国鲁本·詹姆斯（ReubenJames）号驱逐舰，护送英
国нх—156 运输队，在大西洋北纬 51°59′、西经 27°05′、被德国 v-562
号潜艇以鱼雷击沉。全舰 145 人中死亡 115 人，包括舰长和全体军官。为美
国正式参战前被击沉的第一般军舰。同年 11 月 13 日，美国国会通过两项对
中立法的修正案，取消美舰不得进入战区的规定，并允许武装商船。

鲁南一九四○年春季反扫荡  鲁南抗日根据地军民反击日军“扫荡”
的战役。1940 年 4 月 14 日，日军第二十一、第三十二师团和独立混成第六、
第十旅团各一部及伪军共 8000 余人，以多路进攻抱犊崮山区，企图合击进入
鲁南的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以解除津浦、陇海铁路所受威胁。八路军主力转
移外线作战，而以少数部队由民兵配合在内线游击。至 5 月上旬，战斗 30
余次，歼灭日伪军 2000 亲人，粉碎了日军“扫荡”，保卫了鲁南抗日根据地。

飓风式歼击机  即“旋风式歼击机”。

[丶]

敦睦邦交令  见“邦交教睦令”。
敦刻尔克撤退  1940 年 5 月 26 日—6月 4 日英、法军从法国敦刻尔克

（Dunkirk）地域向英国实施的撤退。是年 5月 10 日，德军向西欧发动进攻。
担任主攻的 A集团军群的坦克部队，穿越阿登高地，经*色当之战后，其前锋
于 5月 20 日进抵索姆河口，随即北上攻击英、法军侧背。德军右翼的 B集团
军群则从东面向斯海尔德（Scheldt）河和利斯河一带比、英军的防线冲击，
把盟军压向法比边境的滨海地区。盟军突围尝试未获成功。24 日，德军前出
到离敦刻尔克不到 20 公里的海边。此时，希特勒突然下令坦克部队停止前
进，使盟军得到一个喘息机会。26 日，英国政府下令执行代号*发电机的撤
退计划，多佛尔港司令官*拉姆齐为撤退行动总指挥。英国先后动员各种舰船
693 艘，法国、比利时和荷兰也动员舰船 168 艘，合计 861 艘，其中包括民
间志愿人员驾驶的私人游艇、帆船、舢舨等。撤退开始后，德军展开总攻，
并对港口、滩头和穿校于海峡的船队加强轰炸。28 日，比利时军队投降，法



英军退据狭小的滩头阵地。经 9 天 9 夜的奋战，共有 33.8 万人（其中英军
21.5 万人，法、比军 12.3 万人）撤至英国。盟国共损失舰船 243 艘，英军
丢失全部辎重，团守在防线突出部里尔的法军 6 个师于 6 月 1 日被歼，至 6
月 4日未及登船撤走的法军 4万余人被俘。此次撤退保存了英国远征军的基
本兵力，为尔后重整旗鼓准备了条件。

敦巴顿橡树园会议  1944 年 8 月 21 日—10 月 7 日美、英、苏和美、英、
中在华盛顿附近的敦巴顿橡树园（DumbartonOaks）举行的，讨论拟订战后新
的国际组织章程的会议。第一阶段（8月 21 日-9 月 28 日）为美、英、苏三
国会议。通过了《关于建立普遍性的国际组织的建议案》，建议新的国际组
织定名为“联合国”，并规定了其宗旨与原则、会员国的资格及主要机构（大
会、安全理事会、国际法院、秘书处）和职权等。但关于创始会员国的资格
和安全理事会的表决程序问题产生分歧。美国提出除*《联合国家宣言》的签
字国外，还应加上 8个未同轴心国作战的国家，其中 6个是拉美国家；苏联
则提出它的 16 个加盟共和国也作为创始会员国。三国对常任理事国一致原则
即“大国否决权原则”无异议，但英国提出若常任理事国为当事国时不应享
有否决权，美国表示支持，苏联则坚持大国一致原则是采取任何行动的一项
绝对必要的条件。最后决定此两问题留待以后解决。第二阶段（9月 29 日—
10 月 7 日）为美、英、中三国会议。中国代表团提出 3 项意见：（1）应在
宪章中规定，调整或解决国际争端时对正义及国际法原则加以应有的注意；
（2）大会应具有进行调查与作出建议的任务，以发展并修改国际法上的规模
与原则；（3）经济暨社会理事会应具有在教育以及其他一些文化问题上促进
合作的特殊任务。会议通过在《建议案》中补充上述内容，作为“四强”一
致同意的提案提交正式会议审查。10 月 9 日发表了会议公报。此次会议为联
合国的成立和联合国宪章的制定奠定了基础。

敦刻尔克号巡洋舰（Dunkerque）法国军舰。1935 年下水。1937 年服役。
排水量 2.65 万吨，时速 31 海里，活动范围 7500 海里。装有 330 毫米火炮 8
门，130 毫米火炮 16 门及多种防空武器，携有舰载机 4架。战争初期协同英
国海军在大西洋上巡弋，阻击德舰，并为加拿大远征军护航。1940 年 4 月进
入地中海。法国败降后，于同年 7月在米尔斯克比尔（Mers—eI—Kcebir）
港被英舰击伤。修复后于 1942 年 2 月驶往土伦，此后未起作用。1958 年被
拆毁。

痛击（Sledgehammer）即“大锤”。
童长荣（1907—1934）中国抗日英雄。字灿华。1924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次年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第一高等学校。曾任中共旅日特别支部领导人，
在留日学生中开展反日爱国斗争。1928 年回国，组织反帝大同盟。1931 年 3
月任中共大连市委书记。九·一八事变后任中共东满特委书记，组织抗日救
国团体，开展抗日武装斗争。1933 年初建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二军东满游
击队，不顾身患严重肺病，在延边地区坚持抗日游击战争。1934 年 3 月 21
日，在吉林汪清县境内与日伪军作战时牺牲。

阔日杜布（НванНикитовичКожедуб，1920—
1991）苏联军人。1940 年参军。次年毕业于丘古耶夫军事航空飞行员学校，
留校任飞行教官。1943 年赴前线参战，历任歼击航空兵团中队长、大队长和
副团长。参加空战 120 次，击落敌机 62 架（其中 1架喷气式飞机）。在一年
半内三次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战后任军区第一副司令，空军副参谋长。1970



年获空军上将衔。1985 年升空军元帅。著有《为祖国服务》、《忠于祖国（歼
击机飞行员的故事）》。

翔鹤号航空母舰  日本航空母舰。为*瑞鹤号航空母舰的姊妹舰。横须
贺海军工厂制造。1941 年 8 月 8 日竣工。标准排水量25675 吨，舰长252 米，
最大航速 34 节，可载飞机 84 架。系日本海军第二次军备补充计划的主要舰
只。1941 年 12 月参加袭击珍珠港，挑起太平洋战争。在 1942 年的珊瑚海海
战和南太平洋海战中均受重创。1944 年 6 月 19 日在雅浦（Yap）群岛洋面上
被美潜挺击沉。

湘北故役  即“常德战役”。
湘桂战役  日军按*一号作战计划发动的*豫湘桂战役第二阶段的作

战。代号为“投”号作战。其第一期作战攻占衡阳（即“长衡战役”），第
二期作战攻占桂林和柳州（即“桂柳战役”）。

湘鄂赣抗日根据地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之一。1944
年 11 月，八路军南下文队 4000 余人和随军南下的 2个干部大队 900 余人从
延安出发，挺进豫鄂湘粤敌后。次年 1月与新四军第五师在鄂豫边的大悟山
会师。随后横渡长江，转战鄂南、湘北，并于 5月成立湘鄂赣边区党委、行
署和军区，王首道任区党委书记，聂洪钧任行署主任，王震任军区司令。2
个多月间作战 100 余次，歼敌 3000 亲人，收复大小城镇 270 多个，正式形成
湘鄂赣边抗日根据地，成为在华中发动战略反攻的重要基地。

温盖特（OrdeCharlesWingate，1903—1944）英国将领。出生军官家庭。
1923 年毕业于伍尔威奇皇家军事学院。狂热而好个人冒险。1936—1938 年在
巴勒斯坦任职期间，组织犹太人夜间别动队袭击阿拉伯人，为犹太复国主义
者所推崇。1940—1941 年率领一支由苏丹人和埃塞俄比亚人组成的游击队对
意军作战获胜，同*海尔·塞拉西一世一起进入亚的斯亚贝巴。1943 年 2 月
和 1944 年 3 月，两次率领*钦迪队由印度进入缅甸日占区作温盖特战，战斗
中死于飞机失事。

温赖特（JonathauMayhewWainwright，1883—1953）美国将领。1906
年西点军校毕业。曾在驻菲律宾美军服役。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入指
挥与参谋学校、陆军军事学院深造。1940 年 10 月任菲律宾美国驻军少将师
长。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指挥北吕宋部队抵御日军入侵。1942 年 3 月麦克阿
瑟调离后，负责指挥留守部队，在巴丹（Bataan）和科雷吉多尔（Corregldor）
地区与日军激战，同年 5月率部投降，被囚禁至 1945 年日本投降后获释。应
麦克阿瑟之邀，参加在密苏里号战列舰上举行的受降仪式。同年被任命为美
国东部防区司令，晋升上将。1946 年任第四集团军司令。次年退役。

温莎公爵（TheDuckeofWindsor）即“爱德华八世”。
温特博瑟姆（FrederickWilliamWinterbotham，1897—？）英国情报官

员。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先在骑兵部队服役，后为皇家飞行军团战斗机驾驶员，
作战中被击落，在俘虏营中学会德语。战后进入牛津大学学习，1929 年加入
英国情报局，任空军情报科科长。三十年代多次以外交官身份赴德从事情报
工作，在波兰情报机关协助下获得德国代号为“哑谜”的密码机。1940 年主
持破译德军密码电报成功，被称为“超级机密”。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
间，通过破译德军密码电报，使盟军在作战中获得巨大战略效果，获英、美
所授勋章。战后在 1974 年著《极端秘密》一书详述此真相。

滑石片伏击战  1938 年八路军在山西省五台县对日军的一次伏击战。



是年秋，日军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发动围攻。11 月 3 日，日军第一○九师
团 1个大队由五台县城向高洪口进犯，八路军第一二○师以第七一四、第七
一六团在高洪口以西的滑石片沟设伏。当日夜，敌进入伏击圈。激战至 4日
上午，日军 500 余人除数十人选窜外全部被歼，缴获炮 6门、机枪 30 余挺、
枪 300 余支、军马 100 余匹、电台 1部。

湾城（Baytown）1943 年盟军由西西里岛越墨西拿海峡进军意大利半岛
的行动代号。是年 9月 3日清晨，*蒙哥马利率英国第八集团军 2个师，强渡
墨西拿海峡登上意大利半岛“脚尖”处的雷焦地区，然后沿东、西海岸的两
条狭窄道路北上。几乎夫遇任何严重抵抗，然进军缓慢，直至 20 日才到达另
一盟军主力晋陆处萨莱诺（Salerno）的外围。

波边锭太郎（1874—1936）日本将领。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
日俄战争中任步兵第二十六联队中队长。1905 年任山县有朋的副官，深得其
信任。后历任驻德国和荷兰武官、步兵第二十九旅团长、陆军大学校长、第
七师团长，航空本部部长等职。1930 年任台湾军司令官。1931 年晋升大将，
复任航空本部部长。1935 年皇道派首领*真崎甚三郎被罢兔后继任教育总
监。为*统制派首领。后在二·二六事件中被杀。

普利文（RenéPleven，1901—）法国抵抗运动活动家。早年在巴黎大学
攻读法律，后从事工商业活动。1939 年 9 月出任英法空军使团副团长，赴美
商谈购买飞机事宜。1940 年 5 月返回伦敦，6月 19 日即加入自由法国。8月，
与*勒克莱尔等去赤道非洲，促成该地区参加自由法国，并使之成为法国抵抗
运动在海外的基地。1941 年 6 月重返伦敦，负责处理自由法国的外交和经济
事务；9 月出任法兰西民族委员会外交、财政和殖民地专员，成为戴高乐的
得力助手。1942 年 7 月，受命领导战斗法国的全部商船队。1943 年 6 月出任
法兰西民族委员会殖民地专员。1944 年 2 月主持召开布拉柴维尔会议，致力
于保持法国的殖民帝国地位；9 月就任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殖民部长，11
月又出任财政部长。1945 年被选入国民议会。战后两次任总理，曾提出建立
西欧军事联盟的“普利文计划”。

普拉多（ManuelPradoUgarteche，1889—1967）秘鲁总统（1939—1945）。
曾在大学任教。1934 年起任中央储备银行行长。大战爆发时任总统，奉行中
立政策。1942 年 2 月与轴心国断交，开始限制其侨民的活动，井没收他们的
财产。同年 4月与美国签订商约及其他协议，并向美国提供物资，改善本国
的经济地位。1945 年 2 月向轴心国宣战。战后于 1956—1962 年曾再次出任
总统。

普拉特（WilliamPlatt，1885—1975）英国将领。受教于桑德赫斯特皇
家军事学院。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1919 年入参谋学院深造。1938—1941
年任苏丹防军司令，领少将衔。任内在 1940 年 6 月至 1941 年 5 月期间，在
1200 英里的战线上以 7000 人的少量部队挫败了东非意大利军队的入侵计
划，后又率部投入*克伦之战。1941—1945 年任东非司令部总司令，期间指
挥夺取马达加斯加的战事，并为未来的缅甸战役组训非洲军。1945 年退休，
领土将衔。

普泰拉（Putera）日本占领军在印度尼西亚扶植的亲日组织。正式称“民
众总结集运动”，“普泰拉”为其印尼文 PusatTecagaKakyat 的缩写译音。
日军侵占荷属东印度群岛后，试图利用印尼民族主义力量进行统治，遂于
1943 年 3 月 9 日在雅加达建立该组织。由苏加诺出任委员长，直接受日本占



领军军政部控制。吸收政界、宗教界知名人士参加，排斥华人和混血种人，
提出建设新爪哇的口号，鼓吹印尼和日本合作，共建所谓“大东亚共荣圈”，
强调清除英、荷势力和参加“大东亚防务”。后因未能推动印尼人同日本人
合作，于 1944 年 3 月解散，并为*爪哇奉公会所取代。

普霍夫（НиколайПавловичПухов，1895—1958）
苏联将领。1916 年入沙俄军队服役。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1918 年加入红军。
国内战争时，历任步兵旅、师参谋长。1935 年在红军机械化和摩托化学院指
挥员进修班毕业后，留院任教。后又历任武装坦克学校校长、红军军事经济
学院教员和军需学院教务部长。1941 年加入联共（布）党。苏德战争初期任
步兵第三○四师师长（少将衔），在西南方向作战。1942 年 1 月起任第十三
集团军司令。率部参加沃罗涅日—卡斯托尔诺耶、库尔斯克、第聂伯河右岸
乌克兰、维斯瓦河—奥得河、下西里西亚、上西里西亚、柏林和布拉格等战
役。1944 年晋升上将。战后曾任军区司令。著有《考验的年代》等。

普廷惨案  德国占领者在荷兰的暴行。普廷（Putten）为荷兰格尔德兰
（Gelderland）省的一个村庄。1944 年 9 月 30 日，一辆德国军车在该村附
近遭袭击，一名德国军官受伤。10 月 2 日德国占领当局进行报复，将该村全
体男子押送出境，所有妇女被赶出家园，并将全村付之一炬。8 名男村民在
试图脱逃时被当场击毙，被驱走的男子则大多数被折磨至死。该事件战后被
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作为德国罪证之一。

普里科洛（FrancescoPricolo，1891—？）意大利空军将领。大战爆发
后，于 1939 年 10 月出任空军副大臣兼空军参谋长。修改前任的战略方针，
反对过份强调空军的作用，但坚持空军为独立兵种，拒绝与陆海军合作。

曾指挥意大利空军参加对法战争。1940 年冬希腊战役时，负责向墨索里
尼通报情况。后因在向北非意军提供现代化作战飞机问题上与卡瓦莱罗发生
尖锐冲突，于 1941 年 11 月被解职。

普利耶夫（ИссаAлексанлровичПлиев，1903—
1979）苏联将领。1922 年参军。1926 年加入联共（布）党。1926 和 1933 年
先后毕业于列宁格勒骑兵学校和伏龙芝军事学院。1936—1938 年，被派赴蒙
古任军事顾问。1939 年任骑兵团长，参加进军西白俄罗斯。苏德战争初期任
骑兵师长（上校衔）。后升任近卫骑兵第二、第五、第三和第四军军长和近
卫骑兵机械化第一集群司令。曾参加斯摩棱斯克、莫斯科、斯大林格勒、梅
利托波尔、别列兹涅戈瓦托耶—斯尼吉廖夫卡、敖德萨、白俄罗斯、布达佩
斯和布拉格等战役，并参加*苏日战争。战后任集团军和北高加素军区司令。
1962 年获大将衔。著有《穿过戈壁和兴安岭》、《关东军的末日》、《解放
罗马尼亚、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作战》和《战争之路》等。

普天堡战斗  朝鲜人民革命军袭击日军的一次战斗。普天堡为日军在朝
鲜北部咸镜南道的重要据点。1937 年 6 月 3 日晚至生日晨，金日成在中国东
北率朝鲜人民革命军，跨过鸭绿江，对普天堡发动突然袭击，烧毁日警察派
出所和事务所。5日撤出，胜利返回根据地。其间散发*祖国光复会的抗日救
国的《十大纲领》和《告朝鲜人民书》，鼓舞了人民抗日的斗志。

普尔卡耶夫（МаксимAлексеевичПуркаев，1894
—1953）苏联将领。1915 年入沙俄军队服役。翌年准尉学校毕业后在后备步
兵团任职。1918 年加入红军。翌年加入俄共（布）党，参加国内战争。1923
和 1936 年先后毕业于高级步兵学校和伏龙芝军事学院。1938—1940 年任白



俄罗斯特别军区参谋长。参加进军西白俄罗斯。1940 年 7 月起任基辅特别军
区参谋长（中将衔）。苏德战争初期任西南方面军参谋长。不久调任新组建
的第六十集团军（后改为突击第三集团军）司令，参加莫斯科会战。1942 年
8 月任加里宁方面军司令。指挥实施大卢基战役。翌年 4 月起先后任远东方
面军和远东第二方面军司令。1944 年获大将衔。1945 年参加准备和实施远东
战役。战后曾任远东军区司令、远东部队第一副总司令等职。

普拉卡协定  希腊人民解放军和希腊民族民主军在昔拉卡（Pláka）签
订的停战协定。1943 年 10 月起，得到英国暗中支持的民族民主军不断向人
民解放军发动进攻，在人民解放军反击下受重创。翌年初盟军出面调停，2
月 19 日双方签署联合宣言，责成民族民主军中断与伪军的关系。2 月 29 日
正式签订此协定，宣布结束敌对行动，划定各自活动区域，同时要求盟国对
所有抵抗力量均提供援助。该协定有助于希腊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

曾拉托里尼（VascoPratoIini，1913—）意大利作家。早年当过学徒和
工人，靠自学成才。三十年代末起为新闻记者，从事反对墨索里尼独裁政权
的斗争。四十年代投身抵抗运动。1941 年出版自传体长篇小说《马志尼街》，
通过少年瓦雷利奥亲身的经历，叙述战争给意大利人民带来的苦难。1945 年
完成长篇小说《街区》的创作，描叙法西斯统治时期佛罗伦萨工人住宅区 4
个青年的不同遭遇，深刻揭露意大利社会的黑暗。还著有《苦难情侣》、《麦
泰洛》、《豪华》、《理智的永恒》等小说。

普洛耶什蒂轰炸  美国空军对德国控制的罗马尼亚南部普洛耶什蒂
（Ploesti）油田的战略轰炸战役。代号“海啸”。1944 年 4—5 月间，盟国
确定把德国的石油工业设施，作为战略轰炸的首要目标。以意大利南部为基
地的美国第十五航空队，从 4月 5日起的 6周内，连续20 次空袭该地的油井
及炼油厂等设施，使其减产 25％。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ЁвгенийНиколаевичПребр
а—женский，1909—1963）苏联空军将领。1930 和 1933 年先后毕
业于海军航空兵学校和空军工程学院首长进修班。苏芬战争后任波罗的海舰
队航空兵团团长。1941 年 8 月参加对柏林的空袭。次年任航空兵旅长，参加
列宁格勒保卫战。1943 年 4 月起任北方舰队航空兵参谋长，9月起代理该舰
队航空兵司令。1945 年 4 月起任太平洋规队航空兵副司令，在远东战役中曾
组织空降兵在旅顺口和大连机降。战后曾任海军航空兵司令。1951 年获空军
上将衔。

普里皮亚特沼泽地  苏联西部边境地区白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自然
地理分界线，因流经当地的普里皮亚特（Припять）河而得名。该地
区沼泽辽阔，河道纵横，林木茂盛，交通不便，乃军事上的天然障碍。苏德
战争中德军以此为界，把边境地区分为南北两大战场，在北部战场部署了中
央集团军群和北方集团军群，在南部战场部署了南方集团军群。苏军则以普
里皮亚季河作为西部特别军区（后改组为西方方面军）和基辅特别军区（后
改组为西南方面军）防御地带的分界。

普罗霍罗夫卡坦克战  *库尔斯克会战过程中发生的大规模坦克遭遇
战。1943 年 7 月 12 日，*德国第四坦克集团军在”肯普夫”集群协同下向库
尔斯克突出部南翼实施进攻，苏军近卫坦克第五集团军和近卫第五集团军一
部在同一方向上实施反突击。双方遭遇于普罗霍罗夫卡（Прохоров
ка）地域，约有1200 辆坦克和自行火炮同时参战，并得到双方航空兵的支



持。战斗以苏军胜利告终。德军损失近 400 辆坦克后转入防御，并于 16 日开
始退却。此战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规模最大的坦克战。

普斯科夫-奥斯特罗夫战役  苏德战争后期苏军发动的进攻战役。1944
年 7 月 17—31 日，由*波罗的海沿岸第三方面军实施。普斯科夫（Пско
в）和奥斯特罗夫（OcT—ров）地域是德军*东方壁垒防线北段（即“豹”
阵地）。苏军首先攻占奥斯特罗夫筑垒地域，然后出击普斯科夫，解放该市
后继续前出至德军“马林堡”（Мариенбург）防御地区。此战役
为尔后解放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创造了有利条件。

普罗斯库罗夫-切尔诺维策战役  苏德战争后期苏军发动的进攻战
役，*第聂伯河右岸乌克兰进攻战役的组成部分。1944 年 3 月 4 日至 4月 17
日，由*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实施。目的是与乌克兰第二方面军协同粉碎德军*
南方集团军群主力。为加强突击力量，苏军在进攻中首次将 3个坦克集团军
同时集中使用于主要突击方向，取得显著战果。苏军先后解放普罗斯库罗夫
（Проскуров）、文尼察（Вннида）、切尔诺维策（Чор
новиды）等重要城市，推进 80—350 公里，前出至喀尔巴阡山麓，并
重创德军主力（第四坦克集团军和第一集团军），切断敌主要横向交通线，
将其战略防线分割成两部分。

道丁（HughCaswallTremenheereDowding，1882—1970）亦译“道定”。
英国空军将领。受教于伍尔威奇皇家军事学院和参谋学院。原为炮兵军官，
1915 年学习飞行，转入皇家飞行军团，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任飞行中队长率部
在法国作战。1918 年 4 月皇家空军建立后留在空军，曾在英国和伊拉克历任
指挥、参谋和教官，领准将衔。1930 年起为空军委员会委员。1936 年主持英
国战斗机司令部，翌年晋升为空军上将。重视空军的研究和发展道丁工作，
推进雷达以及喷火式和飓风式歼击机的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在 *不列
颠之战中以正确的战略战术指挥空战，保持了英伦上空的制空权，并粉碎了
德国的战略意图。1940 年 11 月去职。后曾以英国飞机生产大臣代表的身份
出使美国。1942 年退休，翌年受封男爵。

道义禁运（MoralityEmbargo）大战前美国武器禁运政策之一。鉴于德、
意在西班牙内战和日本在侵华战争中使用飞机、大炮屠杀和平居民的行为，
1938 年 6 月，美国政府要求飞机、飞机部件、引擎、炸弹和鱼雷等武器制造
商和出口商不要把这些产品运往会被用于轰炸平民的区域。1940 年后又将范
围扩大到金属铝、镁和钼，以及生产航空汽油的技术和设备等。由于它仅是
道义上的呼吁，而不具有法律效力，故称“道义禁运”。实际上美国仍有大
量废钢铁、石油等战略物资被运往日本等国。

道格拉斯（WilliamSholtoDouglas，1893—1969）英国空军将领。就读
于牛津大学。1914 年入伍，初为野战炮兵，1915 年转入皇家飞行军团，在法
国前线作战。1920—1936 年先后在飞行学校和帝国国防学院任教并任职。
1938 年晋升空军少将。1940 年 5 月任空军副参谋长，11 月接替*道丁为英国
战斗机司令部司令。晋升空军中将。任内开始实行对驻法德军的空中进攻。
1942 年末任中东战区空军司令，领空军上将衔。1944 年任空军海岸司令部司
令，配合诺曼底登道格拉斯陆作战，并致力于对德国潜艇和潜艇工厂的攻击。
1945 年 7 月任德国英占区空军总司令，1946 年 1 月晋升空军元帅，并接替蒙
哥马利为德国英占区英军总司令、英占区军事长官和盟国营制委员会的英国



代表。1917 年 11 月去职回国，1948 年退役。后任上院议员和一些英国航空
公司的董事、董事长等职。

道曼-史密斯（EricDorman-Smith，1895—1969）英国将领。参加过第
一次世界大战。曾在桑德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等军事院校以及埃及和印度驻
军中从事教育训练工作。信奉*富勒和*利德尔·哈特的理论，主张以新的军
事思想来组训英国陆军。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1940 年调赴中东战区，协
助*韦维尔策划西部沙漠军的进军。作为＊奥金菜克所特别倚重的副参谋长，
因图卜鲁格失陷和第一次阿拉曼之战受挫而受责，于 1942 年 8 月中东司令部
改组时被调离，从少将降级为上校，调任步兵旅长。1944 年 6 月参加诺曼底
登陆战役。同年 11 月再被解职退役，在爱尔兰改名换姓转业律师。战后曾指
责*蒙哥马利在回忆录中矫饰邀功，并指控丘吉尔的诽谤罪。被军事史家认为
是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最有头脑的战地军官。

道清铁路战役  1945 年八路军打通河南道清铁路（滑县道口至沁阳清
化）的攻势作战。是年1月 21 日起，八路军太行军区主力部队首先拔除道清
铁路以南、平汉铁路以西、沁阳以东地区日伪军的 16 处据点。2月 20 日起，
对伪军庞炳勋部发动进攻，解放道清铁路以北（辉县城以外）的全部地区。
随后挺进原武、阳武，攻克敌据点 7处及该 2县城以外的广大地区。至 4月
1日歼灭日伪军 2500 余人，收复国土 2000 余平方公里，解放人口 75 万，为
战略大反攻准备了条件。

道-17 式轰炸机  即“Do-17 式轰炸机”。
道-217 式轰炸机  即“Do-217 式轰炸机”。
曾生（1910—）中国将领。193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 年 10 月领导

组建惠（阳）宝（安）人民抗日游击队。1941 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曾参加
组织护送滞留香港的民主人士和国际友人至后方安全地区。1943 年任广东人
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司令员，率部转战东江两岸，后挺进粤北山区，建立
抗日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任人民解放军两广纵队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后，曾任广东军区副司令员。1955 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曾希圣（1904—1968）中国将领。黄埔军校毕业。参加北伐战争。192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第二局局长。1934 年参加长
征。抗日战争爆发后，任新四军渡江指挥部指挥长。*皖南亭变后，在江北负
责接应突围过江的皖南新四军指战员。1941 年 5 月任新四军第七师政委兼第
十九旅政委。1943 年后任中共皖江区委书记兼第七师政委，领导根据地军民
开展抗日反顽斗争。抗战胜利后曾任豫西军区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曾任中共安徽省委、山东省委第一书记。

富勒（JohnFrederickCharlesFuller，1878—1966）英国将领，军事理
论家和军事历史家。曾就读于桑德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1899 年开始服役，
参加过英布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1916 年任坦克军团参谋长。战后历任陆
军部坦克参谋研究室副主任、坎伯利参谋学院主任教官、帝国总参谋长军事
助理和旅长等职。1930 年获少将衔。1933 年退役。从二十年代起大量著书撰
文，提倡以坦克为主要手段的机械比战争理论，同*利德尔·哈特一起被认为
是“现代装甲战之父’。主要著作有《大战中的坦克》、《未来战争》、《野
战条令 111》、《我们时代的军队》、《武器和历史》、《第二次世界大战，
1939—1945》、《西洋世界军事史》等。



富号作战  日木用携弹气球对美国进行攻击的计划代号。为在美国人民
中制造恐怖情绪，日本大本营制定以此为代号的计划，于 1944 年 9 月 25 日
下令建立由参谋总长直接领导的气球联队。气球制成高 10 米，直径5米。自
11 月初起利用冬季恒风将1.5万个气球携带3万个炸弹及烧夷弹飘向美国方
向。因技术落后等因素，仅有极少气球飘到美国，但来对战争进程产生任何
影响。

富田健治（1897—1977）日本内阁书记官长（1940—1941）。1921 年京
都帝国大学毕业后入内务省。历任石川县、大阪府警察部长，内务省警保局
局长，长野县知事等。1940 年起任第二、第三届近卫内阁书记官长。1941
年任贵族院敕选者员。积极追随近卫文鹰，参与重要国事的讨论和重要国策
的制定。1941 年 4 月协同开展*新体制运动，为改组*大政翼赞会出谋划策，
制订《大政翼赞会改组案》。太平洋战争开战前，5 次出席大本营和内阁联
席会议，2 次出席御前会议，参与决策对美、英、荷开战，对日本决定开战
负有重要责任。战后多次当选众者员，并担任过自民党总务副会长。

富永恭次（1892—1960）日本将领。毕业于陆军士宫学校和陆军大学。
供职于关东军司令部、参谋本部和驻苏使馆。1931 年参加日内瓦裁军会议。
1937 年任关东军参谋长。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后任近卫步兵第二联队长。1939
年任参谋本部第四部部长、第一部部长。1940 年与*佐藤贤了等共同策划进
驻法属印度支那北部。次年任陆军省人事局长，晋升中将。1943 年任陆军次
官。1944 年作为第四航空军司令官策划特攻队战法。1945 年 5 月转入预备役，
同年 7月又出任驻中国的第一三九师团师团长。战后作为战俘囚于苏联。1955
年获释回国。

富昆战役  *缅北战役中的一次战役。富昆（Hukwang）一泽“胡康”，
意为“死亡”，是缅北的一河谷地区。1943 年 10 月 14 日，*中国驻印军新
编第三十八师在孙立人率领下挺进该地区，与日军第十八师团一部展开激
战，29 日攻占新平洋。11 月，日军主力增援。中国驻印军经激战，于 12 月
再克于邦。12 月 28 日，中国驻印军投入新编第二十二师，分两路南进。随
后美军*加拉哈德支队亦加入。1944 年 3 月上旬，中美军联合作战接连攻克
缅北重镇孟关（Maingkwan）、瓦鲁班（Walawbum）等地，至 3月 15 日，肃
清富昆河谷之敌，日军伤亡 5700 余人。

富兰克林号航空母舰（Franklin）美国航空母舰。属“埃塞克斯”级。
排水量 2.71 万吨，航速 33 节，载机 80 余架。建成后即投入太平洋海战。1944
年 10 月参加莱特湾海战。同年 11 月在支援美军登陆莱特岛时，被日军*神风
特攻队击伤。修复后，1945 年春随舰队攻击日本本土，3月 18 日被日本第五
航空队飞机击伤，舰上 1000 余名官兵伤亡。战后继续在海军服役。

窗户（Window）英国空军干扰敌方雷达的行动代号。以飞机从高空撒下
大量锡箔，随风飘荡，慢慢下坠，形成一堵敌方雷达波无法穿透的“墙”，
使敌机夜间作战时无法得到地面雷达的指引。1943 年 7 月 24—25 日夜间首
次使用。当时英国 700 余架重型轰炸机以此方法掩护，成功地对汉堡实施轰
作。

裕仁（1901—1989）日本昭和天皇。大正天皇嘉仁的长子，幼时称号迪
宫。1908 年入贵族学习院学习。1916 年立为皇太子。1921 年 11 月开始摄玫。
1926 年 12 月正式即位，改元昭和。在位期间促成法西斯主义在日本的抬头
和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挑起侵华战争，并于 1937 年大举入侵中国。1941



年作出对美、英、荷开战决定，并于 12 月 8 日发布“宣战诏书”。太平洋战
争期间，出席*御前会议，审批*日本大本营的重要决策扣战争部署。1915 年
8 月 9 日在败局已定的情况下，主持御前会议，决定在“不变更天皇统治大
权的前提下”，接受《波茨坦公告》。8月 15 日向全国发布停战诏书，宣布
投降。战后接受新宪法。

谢胡（MehmetShehu，1913—1981）阿尔巴尼亚解放军将领。1935 年在
意大利那不勒斯军事学院学习，因持反法西裕仁斯观点，被召回国，入狱。
1937 年赴西班牙，参加国际纵队，任副营长。同年加入西班牙共产党。1939
年被法国当局逮捕，狱中加入意大利共产党。1942 年回国，加入阿尔巴尼亚
共产党。1943 年当选党中央候补委员。先后任解放军旅长和师长等职。1944
—1945 年为阿尔巴尼亚反法西斯民族解放委员会委员。1944 年指挥解放地拉
那的战役，任副总参谋长。1919 年获中将衔。战后历汪部长会议副主席、主
席和国防部长等职。

谢伟思（JohnStewartService，1909—）美国外交官。出生于中国成都
美国传教士家庭。本名塞维斯（Ser－vice），“谢伟恩”为自取汉名。1933
年加利福尼亚大学毕业。同年返华，在美国驻昆明、上海等地领事馆任职。
1941 年起历任驻华大使馆三等和二等秘书、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部政治顾问
等职。1944 年 7 月作为美军*迪克西使团成员前往延安，曾会见毛泽东、周
恩来等。*赫尔利使华后受排挤，1945 年 6 月因“《亚美》杂志案”受审，
同年 9月被宣告无罪。后任驻日美军司令部政治顾问等职。五十年代受到严
重迫害。著有《亚美论集：中美关系史上若干问题》等，其战时电讯文稿被
人整理成《在中国失去机会：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谢伟思文电稿汇编》。

谢晋元（1905—1941）中国军人。字中民。黄埔军校毕业，历任排长、
连长、营长、副团长、师参谋、旅参谋主任。1937 年八·一三事变前夕，随
部自无锡开赴上海参加抗战，任第八十八师第二六二旅第五二四团中校团
副，坚守闸北阵地。10 月 25 日，全军撤退真如，该团奉命断后，掩护撤退。
27 日完成掩护任务后，率第一营八百壮士（实为 452 人）退守苏州河畔的四
行仓库，击退日军 6次围攻，坚守 4昼夜，于 31 日晨退入公共租界。留驻胶
州路孤军营 3 年，在敌伪监视压迫下，坚贞不屈。1941 年 4 月 24 日，遭叛
兵行刺身亡。后被国民政府追赠为少将。

谢尔巴科夫（AлександрсергеевичЩербако
в，1901—1945）苏联副国防人民委员、红军总政治部主任（1942—1945）。
1917 年参加赤卫队。翌年加入俄共（布）党。先后就读于斯维尔德洛夫共产
主义大学和红色教授学院。1936 年起历任联共（布）党列宁格勒、伊尔库茨
克和顿涅茨克州委书记。1938 年 10 月起任莫斯科州委和市委第一书记。翌
年当选为党中央委员。1941 年起为联共（布）党政治局候补委员和中央书记。
苏德战争时，为莫斯科保卫战的领导人之一。1941 年任苏联情报局局长。翌
年 6月起兼任副国防人民委员和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年获上将衔。

谢尔曼型坦克（Shemnan）即 M-4 型坦克。美国中型坦克。1941 年 3 月
开始在*格兰特型坦克（M-3 型坦克）基础上研制。1942 年初投产并装备部队。
以美国南北战争时的名将谢尔曼（WilliamTecumsehSherman，1820—1891）
的名字命名。大战时共生产 48347 辆，除装备美军外，还按*《租借法案》援
助英国和苏联。有多种型号，其中的 M-4A3 型（1943 年装备部队），战斗全



重 32 吨，乘员 5人，前装甲厚 38—76 毫米，配备 76 毫米（后为 76 毫米）
火炮 1门，7.62 毫米机枪两挺，12.7 毫米高射机枪 1挺，最大时速48 公里，
公路最大行程 160 公里，车体较高大，易受攻击。大战后期，以其为底盘制
成 M-36 型（安装 90 毫米加农炮）、M-7 型（安装 105 毫米榴弹炮）、M-40
型（安装 155 毫米榴弹炮）等多种自行火炮。

[ ]

犀牛式自行火炮（PanzerjagerNashorn）德国自行反坦克炮。1942 年
11 月开始服役。采用 88 毫米反坦克炮和 Pzkw-IV 型坦克底盘，最大装甲厚
度 30 毫米，乘员 6人，战斗全重 26.5 吨。共生产 473 辆。

巽他海峡海战  1942 年 3月 1日日海军在荷属东印度群岛巽他（Sunda）
海峡附近截击英、美军舰的海战。盟国联合舰队在*苏腊巴亚海战失玖后，受
伤的英国埃克塞特（Exeter）号重巡洋现在英、美各 1艘驱逐舰护送下，于
2 月 28 日晚离开苏腊巴亚港，企图通过巽他海峡逃至锡兰（今斯里兰卡）。
次日上午被日军巡逻飞机发现，随即遭到日军 4艘重巡洋舰及从龙骤号航空
母现上起飞的飞机拦截，并与英驱逐舰 1艘同被击沉。

登普西（MilesChristopherDempsey，1896—1969）英国将领。毕业于
桑德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1940 年任第十三步兵旅
旅长，率部在法国作战。后去北非。1942 年 12 月任第十三军军长，中将衔，
率部参加在利比亚、突尼斯、西西里和意大利的作战。在准备和实施*诺曼底
登陆战役中，任第二集团军司令，在指挥卡昂（Caen，上译冈城）地区的作
战中表现出色。随后在盟军左翼行动，穿越比利时，入荷兰，转战德国北部。
欧战结束后调任盟军地面部队总司令，赴马来亚参加对日作战。1946 年晋升
上将，任中东地区英军总司令。1951—1956 年任英国地面部队总司令。有爵
士称号。

缅北战役  盟国以*中国远征军为主力收复缅甸北部的战役。1943 年 5
月，盟国把反攻全缅的安纳吉姆计划改为反攻缅北的茶碟计划，并决定于
1943—1944 年间冬季进行，以中国远征军为主力打通*滇缅公路，修筑中的*
雷多公路亦得随之拓伸。同年夏设立*东南亚盟军司令部。10 月 14 日，*中
国驻印军新编第三十八师进兵富昆（Hukawng）河谷地区，揭开战役序幕。12
月 28 日，中国驻印军又投入新编第二十二师，分 2路南进，歼日军 1个大队。
随后，美军”加拉哈德支队亦投入战斗。同时，英军在缅甸西部发动攻势策
应。3 月盟军连克孟关（Maing-kwan）、瓦鲁班（Walawbwn）等地，重创日
第十八师团。为进袭盟军后方基地，日军调集 3 个师团和“印度国民军”1
个师，进犯印度重镇英帕尔。4 月初，中国驻印军 2 个师空运到达前线。中
美联军攻克甘马因（Kamaing），并协助英军钦迪队进攻孟拱，直逼缅北战略
重镇密支那。5 月中旬占领密支那机场。此时，中国远征军亦在云南西部反
击入侵的日军。同年 8 月 5 日盟军攻占密支那，12 日攻克八莫。1945 年 1
月中国远征军与中国驻印军会师芒友（Mongyu），完全打通中印公路，继而
于 3月攻克腊戌，并于乔梅（Kyaukme）与英印军会师。缅北遂告光复。

缅甸公路  即“滇缅公路”。
缅甸战役  太平洋战争初期日军南进的最后一次战略性进攻战役。日本



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大陆屏障，截断美、英援华交通线，进逼印度以
促其脱离英国，决定攻占缅甸。为此，组建以饭田祥二郎中将为司令官的第
十五军（初辖 2个师团约 3.5 万人）。1941 年 12 月 8 日该军登陆曼谷，进
驻泰国。由于兵力不足，决定先以一部进入缅甸南部，夺取机场，构筑道路，
策动缅甸反英亲日势力，硕兵以待。英国起先未曾重视缅甸的防御，仅有印
缅各 1个步兵旅（约 2.6 万人，飞机 36 架）。英国为解燃眉之急，向中国国
民政府求援，于 12 月 26 日签订《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12 月下旬日
军连续空袭仰光等地。1942 年 1 月 4 日起，日军从泰国大举入侵缅甸，先后
攻占克昂多、毛淡棉和拔安，直趋仰光。2 月 16 日仰光告急，*中国远征军
第一路军（辖 3个军共 9个师）陆续入缅。日军 2月 21 日渡过锡唐河，3月
4日前出至仰光东北的勃固。3月 6日，缅甸战区新任司令英将亚历山大下令
撤出仰光。日军于 3 月 8 日占领仰光，同时增兵 2 个师团（总兵力达 6，3
万人，飞机 564 架），分 3路北犯。英印、英缅军 3个师约 6万人退守曼德
勒地区。中国远征军适时赶到前线。3月 18 日，中国远征军同追击英缅军的
日军在东瓜地区开始接战。3-4 月间，双方进行*曼德勒会战。中国远征军多
次力挫日军和解救英军，但由于上层指挥混乱，得不到有力增援，更兼西路
英军败退，日军乘虚向北突进。4 月底和 5 月初，日军相继占领腊戍、曼德
勒、八莫和密支那，切断英、中联军后路。英军丢弃大量装备，越过高山密
林，退入印度。中国远征军一部退人印度，大部撤返中国云南境内。5月 10
日日军占领腾冲，前出至怒江与中国军队对峙。此役英军伤亡约 1.3 万人，
中国远征军伤亡约 3万人，日军伤亡 4600 人。

缅甸方面军  日本在缅甸方面作战的战略战役军团。1943 年 3 月 27 日
组建，河边正三任司令官，隶属南方军建制。统辖在缅甸中、北部作战的第
十五军和在西南沿岸作战的第五十五师团。1944 年 1 月编入第二十八军（辖
3个师团）担任孟加拉湾沿岸的防御。同年 4 月编入第三十三军（辖 3 个师
团）担任对空降部队的战斗和富昆及云南方面的作战。由于缅甸战线屡屡失
利，1944 年 9 月改由木村兵太郎任司令官、田中新一任参谋长，但未能挽回
败局。至 1945 年 5 月，缅甸方面 30 万兵力丧失约三分之二，残存部队弹尽
粮绝。遂即趋于解体。1945 年 9 月 13 日投降。

缅甸行政府  亦称“缅甸行政委员会”。日本占领军在缅甸扶植的傀儡
政权机构。1942 年 8 月 1 日在仰光正式成立。由*巴莫任行政府长官，成员
包括德钦党人等。为咨询性行政机构。翌年 8月 1日，日本占领军当局策划
发表*《缅甸独立宣言》后，遂告解散。

缅甸国民军  大战期间缅甸的爱国军队。1943 年 9 月正式成立，由奈
温（NeWin，1911—）任司令。前身为 1942 年 8 月底建立的缅甸国防军。共
3000 人左右。接受日本装备和训练，同时在缅甸人民解放斗争的推动下，进
行爱国活动。1944 年底增加至 1.5 万余人，利用合法地位，逐渐积蓄力量，
成为反对日本统治的一支武装力量。1945 年 3 月 27 日利用赴前线作战的机
会，举行起义。在曼德勒等地配合游击队与日军激战，毙伤敌军近万人。5
月 1日解放仰光，并协同盟军光夏全部国土。

缅甸独立军  大战初期，由日本组建的缅甸人军队。为配合发动太平洋
战争，向东南亚地区扩张，日本扶植要求摆脱英国殖民统治的缅甸人，于 1941
年底在曼谷建立该部队。由*昂山等指挥，初约 4000 余人。日军入侵缅甸时，
曾协同对英军作战，并迅速增加到 5万余人。独立军深入到缅甸内地进行活



动。因队伍扩大和官兵中爱国主义情绪的普遍增长，引起日军疑惧。1942 年
7 月底被解散。

缅甸独立宣言  大战期间，日本为巩固其对东南亚地区的占领统治，在
缅甸策划所谓的“独立”。1943 年 7 月*巴莫赴新加坡，从日军矶村武亮大
佐处接受了“独立宣言”草稿。8 月 1 日在仰光举行“独立”典礼，发表此
宣言，宣称“缅甸国作为以大日本帝国为指导者的大东亚共荣圈之一环”。
同日巴莫就任缅甸的“国家元首”兼总理，对美、英宣战，并签订《日缅同
盟条约》。

缅甸独立准备委员会  大战期间，日本占领军为在缅甸策划所谓“独
立”而建立的机构。1943 年 5 月 8 日在仰光正式成立。由 22 人组成，*巴莫
任主席。同年 8月 1日，发表*《缅甸独立宣言》后，遂告解散。

缅甸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  缅甸抵抗运动的领导机构，1944 年 8 月
建立，次年 8月正式采用此名。由缅甸共产党等政党和派别联合组成，共产
党起主要作用。*昂山任主席，*德钦丹东任总书记。以驱除日本侵略者为首
要任务，组成以国民军为核心的武装部队，积极开展各种反占领军的斗争。
1945 年 3 月组织并领导全民起义，配合盟军光复国土，战后发生分裂。后成
为执政党。



十三画

[一]

瑞凤号航空母舰  日本轻型航空母舰。横须贺海军工厂制造。原设计为
其他舰种，后改装而成。1940 年 12 月竣工。标准排水量 1.12 万吨，最高航
速 28.2 节，可载飞机 30 架。1942 年 5—6 月，编入近藤指挥的攻击中途岛
编队，参加中途岛海战。同年 10 月在南太平洋的圣克鲁斯群岛海战中受伤。
1943 年春曾调其舰载飞机到所罗门群岛基地，参加岛屿争夺战。1944 年 6
月参加菲律宾海海战。同年 10 月在莱特湾海战中被美军飞机炸沉。

瑞鹤号航空母舰  日本航空母舰。为*翔鹤号航空母舰的姊妹舰。川崎
重工业公司制造。1941 年 9 月竣工。标准排水量 25675 吨，舰长 252 米，最
高航速 34 节，可载飞机 84 架。同年12 月即参加袭击珍珠港。翌年 1月赴西
南太平洋，支援日军登陆俾斯麦群岛，空袭新几内亚的莱城等。2 月调回本
土。3月底进入印度洋。4月初参加科伦坡袭击战和亭可马里袭击战。尔后返
回西南太平洋。同年 5 月参加珊瑚海海战。8 月参加东所罗门群岛海战。10
月参加圣克鲁斯群岛海战。1943 年春曾调其舰载飞机到所罗门群岛基地，参
加岛屿争夺战。1944 年 6 月在菲律宾海海战中负伤。10 月在莱特湾悔战中被
美军飞机炸沉。

瑙缅科（Николайф доровичНауменко，1901
—1967）苏联空军将领。1918 年参军。1922 年加入俄共（布）党。国内战争
时在骑兵部队服役。1928 年转入空军。1934 和 1936 年先后毕业于空军首长
进修班和卡恰航空学校飞行员培训班。历任航空兵旅长和师长。参加过*苏芬
战争。苏德战争开始时为上校，先后任西方方面军空军副司令和司令，组织
和指挥斯摩棱斯克方向和莫斯科会战中的航空兵作战。1942 年 9 月起任空军
第四集团军司令，在高加索作战。翌年 5月起任空军第十五集团军司令（至
战争结束）。先后参加库尔斯克会战和布良斯克、波罗的海沿岸等战役。1944
年获空军上将衔。战后在空军任要职。1953 年退役。

瑙约克斯（AlfredHelmutNaujocks，1911—1966）德国纳粹分子。早年
当焊工，后在基尔大学攻读工程学。三十年代加入纳粹党。1931 年加入党工
队。1934 年进党工队保安处。1935 年 1 月潜至布拉格附近摧毁施特拉瑟
（OttoStrasser，1897—1974）的反希特勒电台。1937 年主持伪造“图哈切
夫斯基事件”的文件。1939 年 3 月在斯洛伐克制造爆炸事件，为希特勒控制
该地提供借口。1939 年 8 月 31 日直接指挥*格莱维茨袭击，被称为“激发第
二次世界大战的人”。大战初期在党卫队保安处国外第三处主持制造假文件、
护照和证件，曾提出“伯恩哈特计划”，即在英国上空散发伪币。1939 年 11
月参与绑架 2 名英国谍报宫的*文洛事件。1940 年 5 月参与德军伪装荷兰和
比利时边防军的活动，为德军人侵制造借口。1941 年转入*武装党卫队。1943
年赴东线作战负伤。翌年任驻比利时经济管理官员，参与镇压抵抗运动。1944
年 10 月投降美军后被监禁。1946 年脱逃。后定居汉堡从商，曾发表回忆录。

塘沽协定  中国国民政府与日本签订的妥协卖国协定。1933 年 5 月 31
日，由北平政务委员会委员长*黄郛派*熊斌为代表和日本关东军代表*冈村宁
次在塘沽签订。共 5条。规定中国军队立即撤退至延庆、昌平、顺义、通州、
香河、宝坻、林亭镇、宁河、芦台一线以西以南。该线以北以东至长城沿线



地区为非武装区。在该区内中国只能驻守警察，以维持治安。该协定实际上
默认了日军对东北和热河的占领，同时察北、冀东实际上也完全处于日军的
控制下，造成中国领土的又一次割裂。

蓝色（Blau）德军 1942 年夏季攻势的计划代号。此计划于 1942 年 4 月
由德军最高统帅部制定，4月 5日以希特勒第四十一号指令下达，计划决定，
将苏德战场可以动用的兵力集中到南翼方向，旨在歼灭顿河以西的苏军，然
后占领高加索的油田和通往高加索山脉的通道。由于参战部队不可能同时集
结，因此计划将作战行动部署为一系列逐次进行的、互相联系的进攻战役。
从 6月 30 日起，计划代号改为“不伦瑞克”。后因战场形势的变化，原定计
划到 7月下旬即停止实施，改行*《希特勒第四十五号指令》下达的新作战方
案。

蓝色师团（Divisi nAzul）西班牙*长枪党参加德国侵苏战争的“志愿”
部队。因身着蓝色衬衫得名。1941 年 6 月 22 日苏德战争爆发后组建。组建
时，有 641 名军官、2272 名军士、15780 名士兵，编成 1 个步兵团、4 个炮
兵营、1个侦察营、1个工兵营、1个反坦克营、1个通讯营、1个医疗队和 1
个参谋处。7月 13 日开始运往德国，8 月 20 日开赴苏联，10 月到达诺夫哥
罗德地区参战。次年 8月调列宁格勒战线。因在作战中损失惨重，曾数次补
充和重组，人员总数达 4万余人。1943 年 10 月 12 日，西班牙政府命令召回，
但残部组成西班牙军团继续参加对苏作战，直至欧战结束。

幕僚革新派  日本军部法西斯派别。法西斯分子大川周明鼓吹日本应成
为“亚洲的领导者”，1918 年开始在军部进行活动。军内幕僚将校荒木贞夫、
冈村宁次、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等人都在这时接受法西斯思想，主张实
行以军部为主体的独裁统治，对外发动侵略战争。后因推行的方法有差异，
发生分化。与军内基层将校革新派一起，被统称为军内革新派，又称少壮派。

蒙巴顿（LouisFrancisMountbatten，1900—1979）英国海军将领。出
身于有德国血统的贵族世家，英王＊乔治六世的表弟。早年受教于皇家海军
学院和剑桥大学。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为海军上校。率第五驱逐舰分舰
队，在反潜巡航、挪威战役和克里特岛战役中，表现指挥才能，其座舰两次
受重创，最后被作沉。1941 年 10 月任联合作战顾问，策划和监督历次对挪
威和法国海岸的登陆作战尝试。1942 年 3 月，改任联合作战指挥部司令官，
晋升海军中将，成为参谋长委员会正式成员。后曾多次随丘吉尔参加重大的
盟国会议。同年 8月，指挥*迪那普袭击，失败，颇受物议，然也从中取得重
要经验，被认为是对后来诺曼底登陆战的一次演习。1943 年 10 月任盟军东
南亚战区总司令，协调盟军蒙巴顿在缅甸、马来亚和印度尼西亚的对日作战，
直至战争结束。战后两次受封子爵和伯爵，历任印度总督、第四海务大臣、
地中海舰队总司令、第一海务大臣兼海军参谋长、国防参谋长和参谋长委员
会主席等职。1956 年晋升为海军元帅。后因所乘游艇被暗藏的炸弹爆炸遇
难。

蒙莫索（GastOnMonmousseau，1883—1960）法国工会活动家。1922 年
加入法国共产党，1926 年起为党的中央委员，1932 年起为政治局委员。1936
年起任法国总工会书记，并担任议员。法国败降后，在南方领导抵抗运动，
极力促成法国各派工会的联合，团结社会各阶层，共同反对维希政府和德国
占领军。战后继续从事工会运动。

蒙莎贝尔（JosephJeanGoislarddeMonsabert，1887—1981）法国将领。



1910 年毕业于圣西尔军校。长期在军界服役。1937 年获上校衔。大战爆发后，
在第八十一师服役。后在北非加入战斗法国，1943 年参加突尼斯战役，晋升
少将，并出任第三阿尔及利亚步兵师师长。1944 年春率该师前往意大利作
战，配合盟军突破古斯塔夫防线，解放罗马。同年 8月转战法国南方，攻克
马赛。旋任法国第一集团军第二军军长，于 1945 年春率部深入德境。战后出
任驻德法军副司令。1946 年擢升上将。

蒙哥马利（BernardLawMontgomery，1887—1976）英国将领。就学于伦
敦圣保罗学校和桑德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1908 年入伍，参加过第一次世界
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1939—1940 年 6 月，任英国远征军第三师师
长，在比利时和法国北部作战。自敦刻尔克撤回英国后，在南方军区和东南
军区任军长蒙哥马利和军区司令等职，组训部队。1942 年 8 月英国中东司令
部改组，新任命的第八集团军司令戈特机毁身亡后，被召赴埃及继任。到任
后坚持推迟行动，直至所部获得大量物资和人员补充，在兵力和兵器上占有
明显优势后，于 10 月末在阿拉曼开始反攻，到次年 5月，终于协同按*火炬
行动在北非登陆的盟军把德、意军队逐出北非。遂率部参加西西里和意大利
南部的战事。1943 年 12 月底，盟军的进攻受阻于意大利中部时，被调回英
国，参予策划*霸王行动。1944 年 6 月 6 日至 8 月 31 日，在*诺曼底登陆战
役中，负责指挥盟军地面部队。此后则统率*盟国第二十一集团军群，在盟军
西欧战线左翼作战，沿海边北进，经由法国北部、比利时、荷兰，攻入德国，
直至战争结束。1945 年 5 月 4 日，在吕内堡（Lueneburger）接受西北欧地
区德军的投降。1944 年晋升为元帅。战后历任英驻德占领军总司令、盟国对
德管制委员会英国代表、帝国总参谋长、北大西洋公约最高司令部副司令，
1958 年退休。著有《通向领导的路》。

蒙古军政府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在中国内蒙古扶植的伪政权。
1936 年 5 月 12 日，在日本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的策划下，于额尔德木
索雅勒图浩特（汉名德化市）正式成立。以原中国国民政府蒙政委员会委员
长云王为主席，副委员长蒙王、沙王为副主席。德王为总裁负实际责任，补
英达赖为办公厅主任，吴鹤龄为参者部长，李守信为参谋部部长。同时成立
日本顾问部，由村谷彦洽郎为顾问部主任，山内、稻茨分任军事、财政顾问。
采用成吉思汗纪年，挂蓝底红黄白条旗帜。1937 年 10 月并入*蒙古联盟自治
政府。

蒙特勒会议  有关黑海海峡的国际会议，1936 年 6 月 22 日—7月 20 日
在瑞士蒙特勒（Montreux）召开。土、苏、英、法、希、南、保、罗、日等
9 国派代表与会。原来在 1923 年洛桑会议上签订的《黑海海峡制度公约》，
规定土耳其不得在海峡驻军设防。三十年代欧洲和地中海局势动荡，土耳其
安全受到威胁，遂提出修改要求。1936 年 4 月 11 日，土照会《洛桑条约》
签字国，建议召开此会议。苏、英表示支持，意大利以其侵埃战争受到制裁
而拒绝。会议经过激烈争论，7月 20 日签署了新的关于海峡制度公约，共 29
条、4 个附件和 1 个议定书。主要内容为：土耳其有权检查和监督通过海峡
的船只，并在海峡地区设防；各国商船均可自由通行；平时凡黑海国家的军
舰可自由通行；非黑海国家只能派轻型军舰进入黑海，同一时间内通过军舰
不得超过 9艘、总吨位不超过 1.5 万吨，停泊在黑海内舰只的总吨位不得超
过 3万吨，停留时间不得超过 21 天；战争期间，土如为中立国则交战国军舰



不得通过，土如为交战国则由土决定何国军舰可以通行。公约有效期 20 年，
可自动延长。1938 年 5 月意大利宣布加入此公约。大战期间，土耳其曾允许
德国军舰通过海峡进入黑海而违约。苏联曾以此于 1946 年提出派兵进驻海
峡，遭土强烈反对后于 1953 年撤回此要求。

蒙都阿尔会晤  希特勒和*贝当在法国西南部小城蒙都阿尔（Montoir）
的会谈。1940 年 10 月 22 日希特勒曾和赖伐尔在蒙都阿尔车站进行短暂会
晤；24 日希特勒自*昂代会谈返回途中在蒙都阿尔会晤贝当。会谈中双方拟
定秘密者定书，主要内容为：维希政府允诺在对英作战中和德国合作；希特
勒则保证增加维希政府在北非的军事力量，并许诺在击溃英国后扩大维希政
府在非洲的殖民地。会晤促使维希政府进一步投靠德国。

蒙海峡群岛战役  苏德战争前期苏军于 1941 年 9 月 6 日至 10 月 22 日
在蒙海峡群岛（Моонзундскиеостро-вьI）实施的防御
作战。8月 28 日，苏军放弃塔林防御后，蒙海峡群岛守备部队（约 2.4 万人）
落入敌深远后方，从 9月 6日起，与企图登陆的 5万余德军展开顽强战斗。
沃尔姆西（Вормуси）岛、穆胡（Муху）岛相继失守后，在萨列
马（Сарема）岛南端的谢尔维（Сырве）半岛地区进行了持续 2
周的激烈争夺，以后战斗又转移到希乌马（Хиу-ма）岛。10 月 19 日起，
剩余苏军撤往汉科半岛。

蒙得维的亚会议  旅居美洲的意大利反法西斯人士召开的会议。1942
年 8 月 17—18 日在乌拉圭首都蒙得维的亚举行，共有 2500 余名代表参加，
得到*马志尼协会和美国政府的支持，会议提出取消君主制、制定新宪法和建
立《民主和社会共和国》的纲领；并决定建立以*斯福尔扎为首的意大利民族
委员会和以*帕恰尔迪为首的意大利军团。后因缺乏坚强的领导和具体的行动
计划，会议的决议未能执行。

蒙古联盟自治政府  侵华日军在中国蒙古策划建立的伪政权。1937 年
10 月 28 日正式成立。首都设于归绥（今呼和浩特）。管辖察哈尔、锡林郭
勒、乌兰察布、巴彦塔拉、伊克昭 5个盟。由云王任主席，德穆楚克栋鲁普
任副主席兼政务院长，治理伪政府一切事务。实行政务院负责制，下设总务、
财政、保安 3部，同时设立与政务院平行的伪蒙占军总司令部和多议会，由
李守信任总司令、吴鹤龄为参者长。1939 年 9 月，合并于*蒙疆联合自治政
府。

蒙疆联合自治政府  日本帝国主义在所谓蒙疆地区扶植的伪政权。1939
年 9 月 1 日，由*察南自治政府、*晋北自治政府、*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合并，
在张家口正式成立。由德穆楚克栋鲁普任主席，于品卿、夏恭任副主席，卓
特巴扎普为政务院院长。下设总务、民政、治安、司法、财政、产业、交通
等 7部。原察南、晋北自治政府改为直隶政务院的两个厅；原蒙古联盟自治
政府所辖 5个盟也直隶政务院。政务院外，还设立伪蒙古军总司令部、最高
法院和最高检察院。日本人以参事宫等名义，操纵实权。1941 年 8 月，日本
当局将其改为“蒙古自治邦”，大幅度调整人事。1945 年 8 月日本投降后垮
台。

蒙海峡群岛登陆战役  苏德战争后期苏军发动的登陆战役，*波罗的海
沿岸战役的组成部分。1944 年 9 月 27 日至 11 月 24 日，由*列宁格勒方面军
和*波罗的海舰队协同实施。战役前期苏军进展顺利，在 11 天内先后攻占沃
尔姆西（Воррмуси）岛、穆胡（Муху，即蒙岛Моон）岛、



希乌马（Хиума）岛，但争夺萨列马岛（Сарема，即厄塞尔岛Э
зел）的战斗持续了一个半月，直至 11 月 24 日才攻克该岛声端的谢尔维
（Сырве）半岛。象海峡群岛（Моонзун-дскиеостро
вы）的解放使波罗的海规队完全控制了芬兰湾和里加湾。

禁止组织新政党法（GesetzgegendieNeubildungvonParteien）纳粹德
国确立一党独裁的法律。1933 年 1 月纳粹党上台后，制造*国会纵火案，掀
起反共高潮。3 月 23 日迫使国合通过*《授权法》，随后向其他政党施加压
力。5—7月，社会民主党、德意志民族人民党、德意志国家党、德意志人民
党和天主教巴伐利亚人民党、天主教中央党等相继被取缔或解散。同年 7月
14 日，希特勒凭借*《授权法》颁布此法律，规定：纳粹党为德国的唯一政
党；凡维持另一政党的组织机构或组织一新政党者，如其罪行未触犯其他规
定而无须受到更大的惩罚，则处以 3年以下的徒刑或 6个月至 3年的拘禁。

榆关事件  日军进攻中国山海关的事件。榆关即山海关。日军攻占中国
东北后，对榆关中国驻军将领*何在国进行威逼引诱，以图控制该战略要地，
1932 年 12 月 8 日夜，日军铁甲车开炮 30 余发，袭击临榆县城，同时拆除榆
关车站枕木多处，要求何在国立即在滦东和热河地区成立独立的“自治”区。
在这一阴谋落空后，日军就在 1933 年元旦大举进攻山海关。

赖伊（TrygveHalvdanLie，1896—1968）挪威外交家。早年在克里斯丁
亚那（今奥斯陆）大学攻读法律。后为挪威工党领导人之一。1935—1939 年
任司法大臣。1940 年德国入侵挪威后避难伦敦，出任挪威流亡政府外交大
臣。在盟国间积极进行外交活动，促进盟国对挪威国内抵抗运动的援助。1945
年 4 月代表挪威政府参加联合国成立大会。1946 年当选为首任联合国秘书
长，1952 年去职。

赖毅（1903—）中国将领。原名玉生。192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
央军委直属政治处副主任。1934 年参加长征。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军委后方
留守处主任、军委副官处处长。1940 年后历任新四军第六支队政治处副主
任、集四师政治部副主任兼组织部长、八路军第四纵队第六旅政委、新四军
第四师第十二旅政委兼第二军分区政委，致力于军队政治工作，坚持苏北抗
日游击战争。解放战争时期，曾任苏北军区副政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曾任南京军区副政委。1955 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赖传珠（1910—1965）中国将领。又名鹏英。192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曾任红一军团第一师政委。1934 年参加长征，北上抗日。到陕北后任陕甘宁
省苏维埃政府军事部代部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任新四军参谋处长。后调任
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参谋长，领导军民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创建江北抗日根据
地。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参谋长，参加创建与发展华中抗日根据地。解放战
争时期，仕第四野战军第十五兵团政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北京
军区、沈阳军区政委。1955 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赖伐尔（PierreLaval，1883—1945）法国*维希政府总理（1942—1944）。
自学获理学学士学位。曾为律师，后进入政界。长期为众、参议员。第一次
世界大战期间，为极端和平主义者。1925 年起入阁，历任司法、劳工、外交
部部长等职，并多次组阁（1931—1932、1932、1935—1936）。积极推行绥
靖政策，曾签订《法意罗马协议》（又称*《赖伐尔-墨索里尼罗马协议》）
和*《赖伐尔-霍尔协定》，出卖埃塞俄比亚利益。法国败降后，勾结旭当、
佛兰亭等赖伐尔人支持贝当上台。1940 年 6 月出任贝当政府的副总理和国务



部长，促成将政府迁至维希，并诱使议会授全权予贝当。同年10 月受希特勒
召见，并陪同贝当前往蒙都瓦尔（Montoir）会见希特勒。随即出任维希政府
外交部长。同年 11 月会见戈林，表示愿与德实行军事合作。任内，奉行亲德
政策，深得德国占领军当局宠信。后因与贝当矛盾，于 12 月被逮捕，在德方
庇护下，旋即获释。1942 年 4 月，在德国支持下出任维希政府总理，兼内政、
外交部长等职。任内同意盖世大保进入非占领区活动，大肆搜捕犹太人，并
将突尼斯交由德军占领。同年 11 月德军进占非占领区后，成为贝当的正式继
承人。1943 年兼任*维希民警首脑，颁布*《义务劳动服务法》，驱使大批民
工去德国服苦役。1944 年法国解放前夕，被德军带在德国的西格马林根
（Sigmaringen）。1945 年 8 月在奥地利被盟军捅获。同年 10 月 15 日，经
法国最高法院审判后被处死。

赖歇瑙（WaltervonReichenau，1884—1942）德国将领。1903 年开始服
役。1912 年毕业于军事学院。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在国防军供职。
1930 年任第一军区（东普鲁士）参谋长。支持纳粹党。1933 年希特勒上台后，
任国防军部部长办公室主任，积极从事扩军工作。1935 年获中将衔，任第七
军区（巴伐利亚）司令。1938 年参加吞并奥地利。1939 年指挥第十集团军入
侵波兰，晋升上将。翌年调任第六集团军司令，进攻比利时和法国，擢升元
帅。1941 年率敕歇瑙所部闪击苏联，12 月升任南方集团军群司令。翌年 1
月病死。

赖辛式冲锋枪（Reising）美制冲锋沧。由赖辛（Eu-geneReising）设
计，1941 年投产。哈林顿-理查森公司制造。弹夹装弹 12 发或 20 发。易卡
壳。大战时曾用于南太平洋战场，少量售给英国。不久用作训练武器或警察
武器。

赖伐尔-霍尔协定  正式名称《意大利-埃塞俄比亚冲突的共同解决提
纲》。意埃战争爆发后，法国总理兼外交部长*赖伐尔同英国外交大臣*霍尔
于 1935 年 12 月 9 日在巴黎秘密签订。协定建议埃意进行“领土交换”：埃
塞俄比亚将欧加登（Ogaden）和提格雷（Tigré）的东部，即埃塞俄比亚三分
之二的土地割让给意大利；作为补偿，埃塞俄比亚得到意大利的厄立特里亚
的一条狭长地带及其通往阿萨布的出海口。埃塞俄比亚并应聘用意大利顾
问，和向意大利提供特别经济权利。该协定实际上使埃塞俄比亚沦为意大利
的保护国。协定内容透露后，引起世界舆论的广泛谴责，霍尔被迫辞职，赖
伐尔也两次受到质询。

赖伐尔-墨索里尼罗马协议  又称《法意罗马协议》。法国和意大利重
新划分非洲势力范围的协定。1935 年 1 月 7 日，法国外长*赖伐尔访问罗马
时与墨索里尼签订。规定：法国将与突尼斯交界的 11.4 万平方公里沙漠地带
和与厄立特里亚接壤的 800 平方公里地区让与意大利；意大利并可取得吉布
提-亚的斯亚贝巴铁路公司的部分股票：而意大利则同意从 1945—1965 年逐
步取消其在突尼斯的特权。该协议助长了意大利在非洲侵略的气焰，同年 10
月爆发了意埃战争。

甄家庄歼灭战  1943 年八路军在山西省兴县围歼日军的战斗。是年 9
月起，日军集结重兵对晋西北抗日根据皑实施分区“扫荡”。9 月底，日军
第五十九旅团第八十五大队 2000 余人分 2路合击兴县，企图扑灭晋绥军区领
导机关。10 月 5 日，八路军集中 5个团另 1个营的兵力，在民兵、游击队配
合下，将敌围困于兴县以南的甄家庄一带，战至 10 日，歼日军 700 余人，缴



获大量武器弹药，残敌逃回岚县据点。
雷击（Thunderclap）盟国空军大规模轰炸柏林和德国东部城市的行动

代号。1945 年 1 月，正当苏军向德国东部挺进时，美英参谋长联席会议决定，
对柏林及德国东部的德累斯顿、莱比锡、克姆尼茨（Chenmnitz）等实施大规
模的摧毁性轰炸。此行动以*德累斯顿轰炸为高峰，被认为是没有很大军事意
义的恐怖轰炸。

雷米（GilbertRenaultRémy，1904—）*自由法国情报工作人员。战前
从事工商业活动。法国败降后，于 1940 年 7 月前往伦敦，为*德瓦夫林领导
的自由法国参谋部二局和三局服务。后经西班牙回国，在北方被占领区建立
情报组织——“圣母社团”，成为*中央情报和行动局在本上的主要机构。多
次秘密往返于英、法之间，收集情报，组织空投和破坏，并与法国共产党领
导的民族阵线建立联系。领上校街。战后继续经营工商业。著有《自由法国，
一个情报人员的回忆录》。

雷麦（Otto-ErnstRemer，1912—）德国将领。大战初期曾多次负伤，
1944 年夏获得橡叶骑士十字奖章。*七·二○事件发生时任大德意志警卫营
（驻扎在柏林附近的邓伯立兹[D beritz]）少校营长，奉命率部参加政变，
负责封锁威廉衔政府各部和党卫队保安处总部。但在奉命逮捕戈培尔时闻悉
希特勒未死，立即倒戈率部占领柏林卫戌司令部并阻止其他部队进入柏林，
参与搜捕政变领导人。事后晋升少将，任师长。战后从事新纳粹主义活动。
1985 年因犯镇压七·二○事件被判处 3个月徒刑。1985 年曾因侮辱七·二○
事件蒙难看纪念碑被处以罚款。

雷诺  ①保尔·雷诺（PaulReynaud，1878—1966）。法国总理（1940
年）。早年为律师，长期为议员，并历任财政、司法、殖民部部长和副总理
等职，支持戴高乐发展装甲部队的军事思想。1938 年 11 月复任财政部长，
任内签署英、法战时经济合作协定。1940 年 3 月任总理，其间曾兼任外交、
国防和陆军部长等职。同英国政府发表“不单独媾和”的联合声明。北欧战
役开始后，派远征军赴挪威作战。德军在西欧发动进攻后，于 5月任命魏刚
为法军总司令，6 月又任命贝当为副总理，同时提升戴高乐保尔·雷诺为国
防部和陆军部次长，摇摆于主战派和投降派之间。巴黎沦陷后，相继迁都图
尔和波尔多。其间三次会晤丘吉尔，并曾多次向罗斯福求救，然均未有任何
结果。6月辞职。9月波维希政府逮捕，先后囚禁于德国和奥地利。1945 年 5
月获释。战后复为者员，并任财政、国务部部长等职。著有回忆录《法国救
了欧洲》、《支持并反对所有的人》等。②雷诺（Reynaud）。1944 年美军
收复菲律宾棉兰老岛的作战计划代号。1943 年底由西南太平洋盟军总司令*
麦克阿瑟提出。计划把菲律宾列为西南太平洋最重要的战略目标，而棉兰老
岛又被视作菲律宾的战术目标，预定 1944 年 11 月 15 日在棉兰老岛南部登
陆，12 月 20 日在莱特湾登陆。后经修订更名为“火枪手第二”计划，主要
目标为占领吕宋中部。

雷克托（ClaromayoRecto，1890—1960）大战期间菲律宾傀儡政府官员。
大战前即活跃于政界。日本侵占菲律宾后，奉行与日本合作的政策。1942 年
1 月任*菲律宾行政委员会的部长，1943 年 9 月，又任受日本控制的劳雷尔傀
儡政府的外交部长。任内于是年 10 月和日本大使村田省藏在马尼拉签订同盟
条约，许诺在太平洋战争中同日本紧密合作。战后曾声称其行为乃为了减轻
人民的痛苦。著有《敌人占领的三年：菲律宾的政治协作问题》。



雷德尔（ErichRaeder，1876—1960）德国海军将领。1894 年参加海军。
后在基尔海军学院深造。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仕巡洋舰长。战后继续在海军
任职。1922 年获海军少将衔。1928 年任海军管理局首脑，统管海军。希特勒
上台后，积极从事扩军备战，提倡优先建造巡洋舰和潜艇，但偏重于水面舰
艇的作用。1935 年正式成为海军总司令。1937 年接受纳粹党金质党徽。出席
希特勒策划发动战争的历次重要秘雷德尔密会议。1939 年擢升海军元帅。第
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提出入侵挪威和扩大大西洋海上袭击，并力主占领希
腊全填和控制地中海。支持“无限制潜艇战”。在公海上以潜艇和水面舰艇，
广泛袭击没有武装的商船，包括中立国船只。1943 年 1 月被解职并退役。第
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受审。1946 年 10 月，以共同策划或
密谋、破坏和平罪和战争罪判处无期徒刑。1955 年因病获释，定居联邦德国。
著有《我的生涯》。

雷巴尔科（ПавёлСемёновичРыбалко，1894—
1948）苏联将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在沙俄军队服役。1919 年加入俄共（布）
党和参加红军。参加过国内战争。1934 年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1937—1940
年曾任驻波兰和驻中国武官。苏德战争开始时为少将，历任坦克第五集团军
副司令和司令。近卫坦克第三集团军司令。参加过奥斯特罗戈日斯克-罗索
什、咕尔科夫（1943 年）、库尔斯克、基辅（1943 年）、日托米尔-别尔季
切夫、普罗斯库罗夫-切尔诺夫策、利沃夫雷巴尔科-桑多梅日、下西里西亚、
上西里西亚、柏林和布拉格等战役。两次获苏联英雄称号（1943 和 1945 年）。
1945 年获装甲坦克兵元帅衔。战后曾任苏军装甲坦克和机械化兵第一副司令
和司令。

雷多公路（LedoRoad）印度阿萨姆邦到缅甸八莫的公路。与*滇缅公路
相接，通往中国，故又称“中印公路”。1942 年 1 月 1 日，中国政府首先向
美国建议，用租借物资修筑中印公路，以保障下缅地区一旦被日军攻占后的
通往中国的陆上运输线。后得美、英方面同意。1943 年初开始动工，1945
年 1 月正式通车，全长 769 公里，耗资 1.48 亿美元。动用约 8万多名军民（包
括 1.7 万名工程技术人员），其中约 5万名美国人，3万名中国人和印度人。
建成后使通往中国的陆上交通线重新打开。与公路平行铺没有一条中印输油
管道。1945 年 1 月，经蒋介石提议以史迪威的名字命名，故又称“史迪威公
路”。

雷巴利琴科（СтепанДмитриевичРыбалъчье
нко，1903—）苏联空军将领。1919 年参军，参加国内战争。1927 年加入
联共（布）党。历任步兵排、连、营长。1936 年在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后转
入空军。苏德战争开始时为上校。先后任北方方面军和列宁格勒方面军空军
副参谋长、参谋长和司令。1942 年 11 月起任空军第十三集团军司令。率部
参加突破列宁格勒封锁的作战以及列宁格勒-诺夫哥罗德、维堡、塔林等战
役。1944 年晋升空军上将。战后曾任远东部队和远东军区空军司令等职。1963
年退役。

雷克斯运动  比利时的法西斯运动。1935 年 11 月*德格莱尔以雷克斯
（Rex）出版社为基地发起倡导，故名。仿效德、惫法西斯，并得到意大利的
资助，同时吸引部分天主教徒，势力猛增，曾在 1936 年选举中获胜。1940
年 5 月德军入侵后，投靠占领当局，成为瓦隆地区的法西斯政党。先后组建*



瓦隆军团和瓦隆工队，参加侵苏战争，并镇压国内人民的反抗。成为德国秘
密警察的工具，遭到社会各阶层的谴责，影响日益缩小。全国光复后瓦解。

雷电武战斗机  ①日本海军歼击机。美、英称之为“杰克”（Jack）。
1943 年由三菱重工业公司制成。在零式战斗机基础上提高了速度和加强了火
力。其 Jzm3 型单座单引擎，最高时速 611 公里，升限 1.15 万米，航程 1050
公里，装备 4门 20 毫米航炮。原计划生产 3700 架，但由于发动机常出问题
和机身结构不良，不受飞行员欢迎，仅生产约 700（一说 500）架。②
（Thunderbolt）。亦译“霹雳式战斗机”。即“P-47 型歼击机”。

雷马根大桥之战  美军在*莱茵河中游左岸战役中的一次作战行动。
1945 年 3 月 7 日，美第一集团军右翼所属第九装甲师迅速突进至雷马根
（Remagen），夺取德军未及破坏的鲁登道夫大桥。经请示艾森豪威尔，美军
抓住这意外良机，投入 5个师于此抢度莱茵河。至 3月 9日，在右岸建立起
纵深 5公里的登陆场。德军调动空军和远程炮轰击该桥，3月 17 日该桥被炸
塌。但美军已建立起宽 40 公里、纵深 15 公里的稳固登陆场，并已架好浮桥
准备新的攻势。希特勒下令将延误炸桥者送交军事法庭。

雷贾尼型歼击机  意大利歼击机。由*卡普罗尼飞机公司下属的雷贾尼
（Reggiane）飞机工厂制造。其 Re—2001 型最大时速 545 公里，最大载荷航
程 1040 公里，升限 1.1 万米。装有 12.7 毫米机枪 2挺，7.7 毫米枫枪 2挺，
可携带 220 磅炸弹 4枚。1940 年 7 月初次试飞，共生产 252 架。曾在西西里
战役和本土空战中广泛使用。意大利投降后，大部为德军攫取。

零式战斗机  日本歼击机。美、英称之为“齐凯”（Zeke）。三菱重工
业公司制造。1937 年设计。1939 年试飞。翌年投产。其 A6M 型翼展 12 米，
机长 9.2 米，单座单引擎，最高时速 509—563 公里，升限 1—1.2 万米，航
程约 1200 公里，可外挂副油箱增大至 2000 公里，装备2挺 7.7 毫米机枪、1
或 2门 20 毫米航炮，翼下能挂 2枚 60 公斤的炸弹。1940 年 7 月首次用于侵
华战争。1941 年 12 月参加袭击珍珠港，为日本航空母舰主要舰载机种之一。
太平洋战争期间，广泛用于海战，初期曾因性能优越给美军带来巨大困难。
战争末期大量改装成*神风特攻队的自杀飞机。共生产 10430（一说 10937）
架。

雾岛号战列舰  日本战列舰。原为三菱长崎造船所制造的 2.6 万吨级战
列巡洋舰，1916 年下水。三十年代先后经吴港海军工厂和佐世保海军工厂改
装。1936 年 6 月第二次改装竣工。标准排水量 3.2 万吨，最高航速 30.5 节，
装备 360 毫米火炮 8 门。1941 年 12 月，作为支援部队参加袭击珍珠港的作
战行动。尔后赴西南太平洋，先后参加攻击澳大利亚的达尔文港和掩护日军
登陆爪哇岛。1942 年 4 月曾进入印度洋作战。同年 6月参加中途岛海战。10
月参加圣克鲁斯群岛海战。同年 11 月 14 日（一说 15 日），在*爪岛海战中
沉没。

[丨]

睢宁战役  1945 年新四军在江苏省睢宁县对日伪军的进攻战役。是年 6
月 19 日，新四军第四师第九旅和淮北军区部队，对踞守睢字县的伪军及县保
安大队发起进攻。首先攻占城西之大王集、邢圩和城东之高作等据点，孤立
守城伪军。7月 7 日凌晨 2 时实施总攻。在起义伪军接应下迅速突入城内。



顽抗伪军至黄昏弃城逃窜，被全歼于城外。共俘伪军 2000 余人，毙伤近 200
人，解放睢宁县城及周围镇集 18 个，扩大了淮北抗日根据地，为战略反攻作
了准备。

盟国对芬兰和约见  *“一九四七年和约”。
盟国对匈牙利和约见  *“一九四七年和约”。
盟国对意大利和约见  *“一九四七年和约”。
盟国-芬兰停战协定  1944 年 9 月 19 日，苏联和英国政府代表同芬兰

政府代表在莫斯科签订的停战协定。主要内容为：芬军撤退到 1940 年边界以
内；芬兰应解除其领土上的一切德军武装，并把他们作为战俘移交给苏军；
在停战协定签字后两个半月内，把芬军缩减到“平时编制”；恢复1940 年苏
芬和约，并把苏联按 1920 年和 1940 年和约自愿让子芬兰的贝柴摩地区归还
苏联，苏联则放弃汉科半岛的租借权，但苏联得租借波卡拉半岛地区建立海
军基地：恢复 1940 年 10 月苏、芬关于阿兰群岛非军事化的协定：芬兰向苏
赔偿 3 亿美元，6 年内以实物付清；设立盟国管制委员会，由苏联主持，宜
至缔结和约。

盟国第六集团军群（6Army-Group，AlliedForces）盟国西欧远征军的
战略战役军团。1944 年 9 月 23 日，由法国南部登陆的美第七集团军和法第
一集团军组建，司令为*德弗斯。在南翼进行解放法国的战斗。年底北进至法
德边境。1945 年春攻入德国时，兵力达 5个装甲师、14 个步兵师和 2个山地
师。3 月攻占萨尔（Saar）盆地，4 月攻占纽伦堡，5 月初进占奥地利西部。
欧战结束后撤销。

盟国意大利军政府  英、美盟国对意大利管制的机构之一。原名“占领
区盟国军政府”（AMGoT）。1943 年 7 月 10 日，盟军开始实施*西西里岛登
陆战役后建立，同年 10 月删去“占领区”字样。其主要任务是：以占领国的
名义对盟军占领区进行直接统治，恢复并维持社会秩序以及各种必要的公用
事业，为盟军服务。人员由英、美军人组成。1944 年 1 月该机构和盟国管制
委员会的总部机关合并，然而仍维持两套不同的管制形式：前者管制紧邻战
线地区的民事，后者监督后方地区的意大利政府的行政事务。1947 年 12 月
最后一批盟军离开意大利，该机构被取消。

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  大战结束后成立的盟国共同管制日本的委员
会。日本投降后，美军以“盟军”名义实行单独占领日本，引起苏联、澳大
利亚等国反对。1945 年 9 月苏联提出成立苏、美、英、中四国管制日本委员
会，遭美国拒绝。同年12 月，在苏美英三国外长莫斯科会议上经过争论达成
妥协，决定在东京成立此委员会，由*麦克阿瑟或其代表任主席，苏、中各派
委员 1人，英、澳、新、印度合派委员 1人组成；其任务为实现*《波茨坦公
告》的规定，完全解除日本武装和实现民主化。由于美国的阻挠，委员会未
能发挥作用，美国单独占领日本的事实没有改变。1952 年美国等签订片面的
《旧全山对日和约》后，遂被美国当局宣布解散。

盟国对罗马尼亚和约  见“一九四七年和约”。
盟国对保加利亚和约  见“一九四七年和约”。
盟国对意管制委员会  英国和美国为执行*意大利投降书而设立的管

制机构。1943 年 11 月 10 日成立。负责为联合国家和所有其他国家提供同意
大利政府联系的渠道，监督意大利投降书的实施，使意大利的人力、物力资
源用于盟国作战。1944 年 1 月，该委员会与*盟国意大利军政府的领导机构



合并；盟国军政府管制紧邻战线地区的民事，而管制委员会则下设大区一级
和基层一级官员，监督后方地区的意大利政府的行政事务；同时，苏、法两
国各派 1名代表以“观察员”身份参加委员会。同年10 月 25 日起，改称“盟
国委员会”。1945 年 2 月基层一级和大区一级的官员撤走。1947 年 1 月 31
日，委员会撤销，其工作移交给盟军司令部。

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  苏、美、英、法驻德国军政府的最高权力机构。
根据*雅尔培会议和*波茨坦会议的有关协定以及*《苏英美法关于德国占领区
的声明》和*《苏英美法关于德国管制机构的声明》，于 1945 年 7 月 30 日成
立。由苏、美、英、法四国占领军总司令组成，负责协调备占领区的行动，
就整个德国的军事、政治和经济问题作出决定，以及监督德国中央行政权构
（如类似机构建立的话）。总部设柏林。每月 10 日、20 日、30 日在柏林美
占区开会，各国轮流担任主席 1个月，决议及记录文木必须取得一致同意。
下设协调委员会，由四国各派代表 1人（副总司令）参加，并按部门设置监
督机构。此外，在管制委员会下建立了“大柏林”盟国卫戍部队。从 1947
年起，由于美国阻挠破坏，该机构工作停顿，次年委员会会议终止。1949 年
3 月美、英、法三国占领区片面宣布合并，同年 9 月成立了三方面管制德国
的盟国高级委员会，对三国占领区行使管制权。1955 年盟国高级委员会被取
消。1953 年 5 月苏联也宣布撤销苏联对德管制委员会。

盟国-匈牙利停战协定  1945 年 1 月 20 日苏、英、美同匈牙利临时国
民政府在莫斯科签订的协定。1944 年 9 月对德作战的苏军攻入匈牙利度内。
同年 12 月匈牙利人民推翻法西斯政权，成立临时国民政府，并开始与盟国（苏
联）谈判。随后签订此协定，主要内容为：匈牙利退出反对联合国家的战争，
并对德宣战；废除 1938 年和 1940 年*“维也纳仲裁”；所有匈牙利军队和官
员从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罗马尼亚领土上撤走，废除一切有关匈牙利
吞并上述国家领土的立法和行政规定，并恢复 1937 年 12 月 31 日的匈牙利边
界；以提供货物的方式，在 6 年内向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赔偿 3
亿美元，并完整无损地归还自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及其其他联合
国家领土上运到匈牙利的全部财物；为负责和监督协定的执行，设立盟国营
制委员会，由苏联代表担任主席。

盟国-苏联护航运输队（КонвоиСоюзныевссср）苏
德战争期间由盟国海军护航从北大西洋通向苏联北方港口的运输船队，西方
常称为“北极海域护航运输队”（AroticConvoys）。根据*苏美英莫斯科会
议（1941 年）的协议，美、英负责运送拔苏军火和物资到苏联北方港口，返
航时装运战略原料。船队在苏格兰和冰岛的港口基地编组，由货船若干（1941
年为 6—10 艘、1942 年起为 16—40 艘、1944 年为 30—49 艘、1945 年为 20
—26 艘）组成，经巴伦支海的熊岛（BearIsland）海域，至摩尔—14 昼夜，
由英国海军负责护航，在东经 20°以东由苏联北方舰队协同。驶向苏联的船
队代号为 PQ，回航代号为QP。1942 年 12 月起，相应代号改为JW 和 RA。1941
年 8 月下旬派出第一支船队。同年 12 月 20 日，德国海军首次袭击船队
（PQ-6）。1942 年春—1943 年春，德国把若干大型军舰调到挪威，加强海空
袭击，PQ-13、PQ-17 和 PQ-18 等船队遭受重大损失。盟国先后编入航空母舰，
派出近程和远程掩护编队对付德国大型军舰。1943 年 12 月*北角海战后，德
军袭击减弱。整个战争期间，共有 42 支船队 747 艘货船抵达苏联港口，36
支船队 682 艘货船返回基地，被德国击沉船只计 85 艘。



盟国第十二集团军群（12ArmyGroup，AliedFor-ces）盟国西欧远征军
的战略战役军团。19 且年 8 月 1 日，诺曼底登陆战役结束后，从*盟国第二
十一集团军群抽出美第一集团军，汇同后续上陆的美第三集团军组建，司令
为*布莱德雷。进行布列塔尼半岛、奥尔良和*法莱斯战役。在中路越塞纳河
解放法国北部，进逼齐格菲防线。1944 年 12 月至翌年 1月，经历*阿登战役。
1945 年 3 月强渡莱茵河，参加鲁尔战役。同年 4月，相继编入美第九、第十
五集团军，兵力达 12 个装甲师、33 个步兵师和 3 个空降师，在中央方向对
德国实施最后攻势，月底与苏军会师易北河。欧战结束后撤销。

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SupremeHeadquarters，
AlliedExpeditionaryForce，缩写 SHAEF）美、英为实施代号*霸王的行动而
建立的盟国军队最高统率机关。1913 年 12 月，艾森豪威尔被任命力盟国远
征军最高统帅后，在伦敦组建。1944 年 1 月 14 日艾森豪威尔抵达伦敦就职，
英将领*特德为其副手。美将领比德尔·史密斯为参谋长，*科萨克并入其参
谋部。海、空军司令官分别由英国将领*拉姆齐和*利-马洛里担任。诺曼底登
陆战役时，美英地面部队统编为*盟国第二十一集团军群，由英将蒙哥马利指
挥。1944 年 8 月 1 日将美军分出，编成*盟国第十二集团军群。9月 23 日，
又以法国南部登陆的美军和法军，编成*盟国第六集团军群。总部在登陆战役
胜利结束后，从伦敦迁至法国的格朗维尔（Granville）。1944 年夏末迁至
凡尔赛，随后移至兰斯（Reims）。1945 年 5 月 7 日，德军在此向盟军签署
投降书。同年 7月 14 日撤销。

盟国-罗马尼亚停战协定  1944 年 9 月 12 日苏、英、美政府代表同罗
马尼亚政府代表在莫斯科签订的协定。1944 年夏苏军实施*雅西-基什尼奥夫
战役，粉碎罗境的法西斯军队，促成了*罗马尼亚八月起义。罗新政府于 8
月 24 日宣布脱离轴心国集团和退出战争。随后签订此协定。规定：罗军应在
苏联最高统帅部指挥下对德、匈作战，并确保对敌作战的苏军自由通过罗境；
罗应把战时从苏联搬走的物资归还苏联；解散法西斯组织，并在逮捕和审讯
战犯方面合作；恢复 1940 年 6 月划定的苏罗国界；罗对苏赔偿 3亿美元，6
年内用商品支付；成立盟国营制委员会，在苏联最高统帅部总的领导和命令
下负责监督停战协定的执行；恢复除紧接战区的地方外的罗马尼亚民政机
关，但必须服从苏联最高统帅部的命令。

盟国-保加利亚停战协定  1944 年 10 月 28 日苏、英、美同保加利亚*
祖国阵线政府在莫斯科签订的协定。1944 年 9 月初，苏军追击德军进入保境。
9月 9日保加利亚*九九起义后组成的祖国阵线政府，向盟国提出缔结停战协
定的请求。在谈判过程中，苏联与英、美发生分歧，经第二次*丘吉尔-斯大
林会谈解决后，终于签订此协定。主要内容为：保加利亚给予苏军在其领土
自由活动的权利和供应苏军必需物资；释放盟国战俘，解散“法西斯类型”
的组织：解除境内德军武装，并提供部队在苏军司令部指挥下参加对德作战：
废除并吞希腊领土或南斯拉夫领土的各项立法；归还从苏联或希腊或南斯拉
夫领土上被德国或保加利亚攫取的各种财物；赔款问题留待以后决定，但应
把全部战争物资包括战舰移交苏联；设立盟军（苏联）最高司令部全面指导
的盟国管制委员会，由苏联代表任主席，英、美代表参加。

盟国第二十一集团军群（21ArmyGroup，AlliedFor-ces）盟国西欧远
征军的战略战役军团。美、英为实施代号*霸王的行动而编组。在进行诺曼底
登陆战役时，包括盟国远征军全部地面部队，由*象哥马利指挥。下辖美第一



集团军、英第二集团军和加拿大第一集团军，共 7 个装甲师、22 个步兵师、
3个空降师和 17 个独立旅。1944 年 8 月 1 日，美军抽出另组*盟国第十二集
团军群，仅保留英、加 2个集团军。在北翼沿英吉利海峡解放法国北部、比
利时和荷兰，年底进逼德国边境。阿登战役期间，美第一、第九集团军归其
指挥（美第九集团军隶属至 1945 年 4 月 4 日）。1945 年 2 月进行下莱茵河
地区的战斗，3月担任鲁尔战役的主攻，4月向德国东北实施突击，5月初在
易北河以东与苏军会师。欧战结束后撤销。

跳岛战术（BypassingStrategy）亦称“蛙跳战术”。太平洋战争中美
军对日军实施反攻的一种作战方式。一般认为由麦克阿瑟提出。1943 年马歇
尔与参谋长联席会议在讨论是否攻击拉包尔岛时初步形成，后经麦克阿瑟与
尼米兹在太平洋岛屿战中实施。其基本原则是避开日军坚固设防的岛屿，减
少正面攻击的大量伤亡，而以两栖部队在日军防御薄弱的岛屿登陆，然后用
空中与海上力量切断日军向被跳过的岛屿提供后勤支援，使敌不战自垮。

罪恶的城市（Gomorrah）盟国战略空军 1943 年 7 月 24 日—8月 3日密
集轰炸汉堡的行动代号。参见“汉堡轰炸”。

[丿]

锡德拉湾海战  大战期间英、意海军在利比亚的锡德拉（Sidra）湾水
域的海战。共两次。第一次：1941 年 12 月 17 日傍晚，意大利一支护航舰队
（4艘战列舰、5艘巡洋舰和 20 艘驱逐舰）前往的黎波里，同驶向马耳他的
英国护航舰队（5艘巡洋舰、20 艘驱逐舰）在该湾水域遭遇，双方短时接战
后即脱离接触，英驱逐舰 2艘受重创。19 日，护送船队到达马耳他的英国舰
队又转向的黎波里寻战，撞入意军水雷区，巡洋舰和驱逐舰各 1艘触雷沉没、
各 1艘被炸伤。第二次：1942 年 3 月 22 日意大利舰队（1艘战列舰、3艘巡
洋舰、10 艘驱逐舰）南下邀击正由五历山大驶向马耳他的英国护航舰队（5
艘巡洋舰、11 艘驱逐舰）。当日下午在锡德拉湾接战。英舰在特大风浪中利
用烟幕机动避敌，坚持向马耳他进发。至晚，意舰因不习于夜战而北返，英
舰也返航，其运输船队却在到达马耳他时被德意飞机炸沉。接战中，英 2艘
驱逐舰受创：意 2艘驱逐舰在返航中被风暴翻沉。

锡尼亚维诺战役  苏德战争前期苏军为突破德军对列宁格勒的封锁而
发动的数次进攻战役，*列宁格勒保卫战的组成部分。1941 年 9 月至 1042 年
10 月，由列宁格勒方面军和沃尔霍夫方面军在拉多加湖区舰队配合下实施。
1941 年 9 月 8 日列宁格勒被德军从陆上封锁后，苏军即在锡尼亚维诺（Си
нявино）方向发起首次进攻战役，试图恢复陆上交通线，但未成功。
同年 10 月 20—28 日在同一方向再次实施进攻战役，因季赫温（Тихви
н）方向形势紧张而中止。1942 年 8 月 19 日至 10 月 10 日，第三次展开进
攻战役，虽未能突破封锁，但牵制敌人庞大兵力，破坏了德军再度进攻列宁
格勒的准备。

锦州事件  日军侵占锦州的事件。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在
锦州设立东北边防司令部行署。10 月 7 日日军侵占东北大部分地区后，声明
“不承认张学良政权”，并下令轰炸锦州。11 月下旬日军利用*天津事件进
犯辽西地区。25 日中国国民政府向国联提议划锦州为“中立区”，由美、英、
法、意等国派军驻扎；后因全国舆论谴责，又于 12 月 4 日取消此议。12 月



下旬日军 4 万人向辽西地区发起总攻。次年 1 月 3 日侵占锦州，中国守军 3
万余人撤往关内，东北领土全部沦陷。

锦州中立区提案  1931 年 11 月 15 日中国国民政府向国际联盟提交的
将锦州划为“中立区”的提案。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军迅速占领中国
东北大片土地，继而直逼重镇锦州。在美国的策动下，国民政府于 11 月 15
日向国联行政院主席法国外长白里安递交此提案，要求日军不进入锦州，中
国军队撤到山海关，在国联的监督下由英、美、法派兵进驻锦州。国民政府
这一卖国提案，激起全国人民和海外华侨的强烈反对，后被迫撤回。

魁北克协议  美国和英国关于合作制造原子弹的秘密协议，1943 年 8
月 19 日第一次*魁北克会议期间签订。对于原子弹的研制工作：英国原来起
步早于美国，但英国受财经力量限制，进展缓慢。1941 年美国建议两国共同
研制原子弹，以图利用英国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果。翌年夏，罗斯福与丘吉
尔商定将原子弹的研制工作集中在美国进行。1943 年 8 月的协议则进一步明
确了两国在研制原子弹方面的关系，主要内容为：缔约的一方保证在任可时
候都不对缔约的另一方使用原子弹；只有在缔约双方都同意的情况下，才可
将有关原子弹的情况告知第三方；双方成立统一的机构，共同领导原子弹的
研制和生产。该协议一直保密至 1954 年始公开。

魁北克会议  大战期间美、英首脑在加拿大的魁北克举行的两次会议。
（1）第一次魁北克会议，代号“象限”。1943 年 7 月 25 日墨索尼里倒台，
意大利投降在即，为了调整盟国战略以适应此形势，8 月 14—24 日罗斯福、
丘吉尔举行此会议。*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成员与会。中国、加拿大政府代表参
加了有关会议。会上，英、美对实施*霸王行动计划争论激烈，英国继续主张
优先进军意大利和巴尔干。由于美国坚持，会议批准了霸王计划，并给予优
先地位，但实施日期推迟至 1944 年 5 月 1 日；决定对德国联合进行战略轰炸，
并拟定了向法国南部发动辅助性攻击的*铁砧计划；双方商定霸王行动由美国
将领指挥，而将地中海战区的最高指挥权交给英国将领；在意大利的军事行
动首先迫使意大利退出战争，继而占领撒丁岛和科西嘉岛，最后对意大利北
部的德军继续施加压力。会议还讨论了远东问题，作出在对德战争胜利后一
年内击败日本的决议；批准了美军夺取吉尔伯特群岛、马绍尔群岛以便向日
本推进的作战计划；重申优先考虑在缅甸北部发动进攻以打通滇缅公路，而
对在孟加拉湾的作战留待今后研究，同时确认了已经成立的*东南亚盟军司令
部，任命英将蒙巴顿为最高司令。会议还签署了有关原子弹生产的*《魁北克
协议》。（2）第二次魁北克会议，代号“八边形”。1944 年夏，纳粹德国
已处于苏军和盟军东西夹击之下，为适应此形势调整盟国战略，磋商击败德
国后的政策和对日作战问题，罗斯福、丘吉尔于 9月 11—16 日举行此会议。
*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成员以及英国外交大臣艾登、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等与
会。会议首先讨论了在西北欧、意大利和巴尔于的军事行动计划。决定西线
兵分两路进军德国；结束意大利战事后应向的里雅斯特和维也纳发动进攻，
以赶在苏军之前占领奥地利和巴尔干部分地区；命令英军两个旅进驻雅典以
阻止希腊游击队解放该市。会议其次讨论并通过了对日军事行动的协议，规
定：击败德国后的对日战争胜利期限为一年半；

加强对日的空中和海上军事行动，以打击日本的武装力量；英军继续进
行缅甸战役：美军则从菲律宾和太平洋群岛（硫黄岛、冲绳岛等）驱逐日军。
会议还决定德国西南为美占领区，西北为英占领区，奥地利则作为一单独“实



体”。在讨论处理未来德国的政策时，丘吉尔赞同*《摩根索计划》，但会议
结束不久美、英政府即否认了该计划。

鼠曲草（Edelweiβ）亦译“白山花”、“火绒草”，1942 年 7—11 月
德军进攻高加索的战役计划代号。计划规定，战役第一阶段占领北高加索，
第二阶段由东、西两面迂回高加索山主脉占领外高加索。随着*高加索会战中
德军的失败而破产。

鼠式运输  日军在*瓜达尔卡纳尔岛争夺战时组织增援瓜岛的运输行动
的称呼。美军称之为*东京快车。由于美军掌握制空权，日军被迫放弃船队式
运输，改由快速巡洋舰、驱逐舰等运送增援部队，因在夜幕掩护下像老鼠那
样行进，故名。首次运输始于 8月 28 日，损失驱逐舰 4艘。从 8月底至 10
月中，虽将日军川口支队和第二师团部分部队运至瓜岛，但大量的重武器和
军需品无法运送，使增援部队的战斗力大为减弱，终未能挽回瓜岛战役的败
局。

詹森（NelsonTruslerJohnson，1887—1954）亦译“约翰逊”。美国外
交官。曾就学于乔洽·华盛顿大学。1907 年来华，任驻华使馆翻译。后历任
驻哈尔滨、汉口、上海等地领事。1925 年回国任国务院远东司司长。1927
年调任国务卿助理。1929 年再度来华任公使。1935 年升为大使。1937 年中
日战争爆发后，多次吁请美国政府注意日本武力扩张的威胁，要求援助中国
国民政府对抗日本。1941—1945 年调任驻澳大利亚公使。战后曾任美国远东
委员会秘书长等职。

鲇川义介（1880—1967）日本实业家。1903 年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入芝
浦制作所。后一度赴美研究铸造业。归国后1928 年接收久原房之助创立的久
原矿业，改组为日本产业株式会社，出任社长。乘九·一八事变后军需生产
膨胀之机，在重工业、化学工业领域广泛经营，形成日产康采恩，为日本最
大的新兴财阀。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应军部之邀将日产改组为*满洲重
工业开发株式会社，并将总公司迁至长春，任总裁。直接参与掠夺中国东北
资源，为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战争效劳。战后以战犯被捕。1948 年获释后重
归实业界。1953 年当选为参者员。1957 年组建中小企业政治联盟，自任总裁。

鲍曼（MartinBormann，1900—）德国纳粹党党务总管、希特勒的秘书。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曾在炮兵部队服役。战后任农田稽查员。参加右翼组织“志
愿兵团”。1924 年因参与政治谋杀，被判刑一年。出狱后加入纳粹党，旋即
出任该党地区领袖 1929 年成为希特勒的私人秘书。1933 年纳粹党掌权后，
任元首代表*赫斯的办公室主任。翌年成为纳粹党中央党部书记。1941 年赫
斯飞英后，接替其工作，成为纳粹党全国党务总管、总理府主任（内阁成员）。
1943 年又兼任元首秘书，深得希特勒宠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参与策
划和推行纳粹种种屠杀、破坏、掠夺和灭绝种族的法西斯罪行。在同戈林、
希姆菜等入争权有利中，日惭扩大自己的权势。1945 年 4 月 29 日，纳粹德
国崩溃前夕，被希特勒指定为自己的遗嘱执行人。希特勒自杀后，于 5月 1
日晚潜离柏林总理府地下室，至今下落不明。战后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缺
席受审。1946 年 10 月，以战争罪和违反人道罪缺席判以绞刑，同时授权盟
国对德管制委员会在一旦捕获后考虑减轻或改变判决。

鲍尔斯（ClaudeGernadeBowers，1878—1958）美国外交官。新闻记者
出身，早年为《纽约世界报》编辑和《纽约时报》政治专栏作家。1933—1939
年任驻西班牙大使和公使。西班牙内战时期，主张美国采取完全中立态度，



谴责意大利法西斯军队干涉西班牙系国际法西斯的阴谋。1939—1953 年任驻
智利大使。大战期间，曾努力劝说智利政府与轴心国断绝关系。著有《杰斐
逊和汉密尔顿》、《出使西班牙》等。

鲍尔温（StanleyBaldwin，1867—1947）英国首相（1935—1937）。保
守党领袖。毕业于剑桥大学。1908 年当选为保守党下院议员。1916 年入*劳
合·乔治联合内阁任职。1922 年任伯纳·劳（AndrewBonarLaw，1858—1923）
保守党内阁的财政大臣。翌年即继之为保守党领袖和内阁首相。1924 年再任
保守党内阁首相，任内破坏英国 1926 年大罢工。1931—1935 年任麦克唐纳
（JamesRamsayMcDonald，1866—1937）国民内阁的枢密院长。1935 年 6 月
再任首相，任内对*爱德华八世逊位事件的处置曾得好评，而对纳粹德国崛起
应对不力则广遭物者。1937 年 6 月退休，此后退出政界，获伯爵称号。

鲍利斯三世（1894—1943）保加利亚国王（1918—1943）。1923 年支
持常可夫政府的法西斯统治。1935 年组成宫廷内阁，建立君主法西斯专政。
大战期间，初试图持中立态度，后转向轴心国。1940 年允许德军进驻本国。
1941 年 3 月加入轴心国，并将保加利亚变为德、意进攻巴尔于的基地，4月
德军发动巴尔干战役时，派军占领南斯拉夫和希腊两国部分领土。12 月向
英、美宣战。积极追随希特勒对外扩张。1943 年 8 月在索非亚暴死（死因不
明）。

解放日报  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1941 年 5 月 16 日在延安创刊。1942
年 9 月起，兼作中共中央西北局机关报。遵循中共中央指示，向全国人民宣
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及其方针政策，揭露日伪的侵华阴谋、罪行，抨击
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言行，报导和指导八路军、新四军和各
抗日根据地军民的抗日战争。1947 年 3 月，由于中共中央主动撤离延安而停
刊，共出版 2130 期。

解放北方（Liberation-Nord）大战期间法国国内的抵抗组织。1940 年
底成立。参加者多为社会党人及工会活动分子，领导人为*比内、*赛扬等。
出版《解放报》，宣传抵抗思想。不但同*解放南方等国内抵抗组织接触，还
与海外抵抗运动自由法国建立联系。1943 年起其组织逐步完善，在许多省伤
建立支部和委任军政特派员。主张战后在法国进行一定的经济和社会改革。
1943 年 5 月加入*民族抵抗委员会。

解放南方（Liberation-Sud）大战期间法国国内抵抗组织。1940 年 9
月在克莱蒙费朗建立，初名“最后一根支在”。领导人为*达斯企埃③。参加
者多为企业家、工会活动分子和左翼知识分子。曾试图联合共产党、社会党
和其他工会组织。出版报刊，发动和组织群众积极开展反法西斯斗争，逐渐
和海外抵抗运动自由法国建立联系。1943 年 5 月加入“民族抵抗委员会”。

解放者式轰炸机（Liberator）即“B-24 型轰炸机”。

[丶]

靖国神社  日本祭祀为“国事”殉难和阵亡者的招魂社。1869 年建于东
京九段坂上。1879 年改称现名。“靖国”是治理安定国度之意，将明治维新
中的“国事”殉难者、戊辰战争中的官军阵亡者以及明治以后历次对外侵略
战争中的阵亡者，作为“护国的英灵”合祀。至 1945 年 8 月日本投降时为止，
共有 240 万余名。全国各地的招魂社（后称护国神社）都是该社实际上的地



方分社。例行祭祀春秋二次，天皇派使臣前往，临时大祭天皇亲自参拜。成
为推崇国家神道和军国主义的重要表现。1945 年日本战败投降后，改为东京
都知事认证的独立宗教法人。

新四军  全称“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
军队。1937 年 10 月，根据国共两党协议由南方 8省 13 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
改编而成。总部初设南昌。叶挺、项英任正副军长，张云逸、周子昆任正副
参谋长，袁国平、邓子恢任正副政治部主任。下辖 4个支队，陈毅、张鼎丞、
张云逸、高敬亭分任支队司令，共 1.03 万人。组建后遵照中共中央指示，深
入华中敌后，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创建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1940 年
底，发展到 9万余人。1941 年 1 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皖南事变，叶挺谈
判被扣，项英、袁国平、周子昆等遭杀害，部队遭受重大损失。中国共产党
严厉驳斥蒋介石取消该军的命令，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
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在苏北盐城重建该军军部。部队重
编为 7个师，分由粟裕、张云逸、黄克诚、彭雪枫、李先念、谭震林、张鼎
丞任师长，共 9万余人。继续坚持华中敌后抗战，多次粉碎日、伪军“扫荡”、
“清乡”和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扩大和巩固华中根据地，形成苏南、苏中、
苏北、淮南、淮北、鄂豫皖、皖中、浙东等战略区。1944 年转入局部反攻。
第五师北上开辟豫南抗日根据地。第四师西进恢复豫皖苏边区抗日根据地。
第一师由苏中渡江南下，控制苏浙皖边界和东南沿海地区。1945 年 8 月举行
战略大反攻。抗战中，共与日伪军作战 2.2 万次，毙伤日伪军 31.7 万人，建
立了地跨苏、浙、皖、豫、鄂 5省的华中抗日根据地，本身发展到 31 万余人。

新民会  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华北设置的推行奴化教育的机构。1937
年 12 月 24 日在北平（今北京）成立。王克敏为会长、张燕卿为副会长，日
本华北驻屯军最高司令长官兼任顾问。中央机关设指导部，由缪斌任部长，
设若干人组成的委员会，下分总务、厚生、教化 3部。地方机关以省为中枢，
县以下设分会。以“纯粹的民教机关”相标榜，实际从事间谍活动，搜集政
治、经济、军事情报；同时成立“新民青年团”、“新民少年团”，出版《新
民报》等。宣扬“铲共灭党”、“中日亲善”和“大东亚新秩序”，为日本
侵华战争效劳。

新县制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控制基层政权的重要措施。1939 年 9
月 19 日，国民政府公布《县各级组织纲要》，开始推行新县制。规定县为地
方自治单位，区署力县政府辅助机关，县以下设乡（镇）、保、甲；设立县
参议会、乡（镇）民代表会、保民大会、户长大会等各级“民意机关”；组
织乡（镇）国民兵队、保国民兵队、甲国民兵班等地方武装；并在乡（镇）
设中心学校、保设国民学校；规定县、乡（镇）、保、甲长必须是国民党员。
至 1943 年底，全国 21 省实施此制度，强化了国民党的统治。

新秩序（NeueOrdnung）大战期间纳粹德国在占领区建立的法西斯统治。
1936 年 3 月 21 日希特勒首次声称：“欧洲应该出现一种新秩序。”1940 年
4 月戈培尔扬言要将国内的“革命”推广到欧洲各国；7月 25 日受命制定新
秩序计划的”丰克提出经济“改造”设想；9 月 27 日签订的*《德意日三国
同盟条约》规定“日本承认并尊重德国和意大利在欧洲建立新秩序的领导
权”。随着德国不断向外扩张，其概貌渐呈完整。政治上改划欧洲地图，使
占领区并入或从属于*大德意志国；将各国居民按人种划分等级，确立德意志
人的统治地位，强迫斯拉夫人和犹太人从事奴隶劳动，对犹太人实行种族灭



绝；广设*纳粹集中营，肆意屠杀民主进步人士；实行连坐责任制（亦称“集
体负责制”）和人质制度，镇压抵抗运动。经济上组建以德国为中心的单一
共同体，将各国经济置于德国指导和控制之下；以专业分工为由，强使各国
重点发展农业，仅容许其保留为德国战争经济服务的企业；在同各国“贸易”
中广泛采用非现金划拨结算制度，无偿侵吞各国产品；掠夺各国工矿企业、
地产、工农业产品、文物、黄金和劳工。文化上强制推广德语，毁灭各国的
优秀文化遗产和民族语言。它给欧洲各国造成难以估量的破坏和损失。随着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而于 1945 年瓦解。

新民主义  抗日战争时期日伪在中国华北占领区内宣扬的奴化理论。由
汉奸罢缪根据中国传统的封建伦理观念加上反共、“中日亲善”等反动观点
揉合而成。主张“至德之世”不应分种族，结成“中日满大联盟”、“亚细
亚联盟”、“协和万邦”，达到王道政治的大理想。鼓吹发扬新民精神以表
现王道；实行反共、复兴文化，以和平救国；振兴产业，以改善民生；善邻
缔盟，以建设东亚新秩序。

新华日报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创办的大型机关
报。国共两党经谈判达成协议，于 1938 年 1 月 11 日在武汉创刊。10 月 25
日迁至重庆继续出版。该报在武汉时由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在重庆，由中
共中央南方局领导，周恩来兼任该报董事长。设国内版、国际版，宣传马克
思主义，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报导各抗日根据地军民的抗日斗
争和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抗日活动，特别是在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和揭露国
民党错误政策、支持国统区人民民主运动方面产生重大影响，成为中国共产
党在国统区领导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之一，吸引了大批向往革命的各界群
众。抗日战争胜利后，于 1946 年 5 月改为中共四川省委机关报。1947 年 2
月 28 日被国民党当局强行封闭，共出版 3231 期。

新兴财阀  日本垄断资本集团。相对明治维新后发展起来的老财阀而
言，一般指在二十世纪初形成、在三十年代与军部勾结而兴起的财阀。九·一
八事变后，由于庞大的军费发放与经济立法的实施，以重工业和化学工业为
中心的军需工业飞速发展，在这些领域产生新兴康采恩，以日产、日窒、森、
日 、理研为代表，最大的财阀为鲇川义介的*日产康采思，列于老财阀三井、
三菱之后，成为日本第三位的大康采思。其特点是，新财阀资金一般不太雄
厚，主要靠国家资本、专业银行的支持，采用新技术，发展与军事有关的机
电、化学等新兴工业或者“开发”殖民地等办法追逐高额利润，因此这类财
阀与军部势力勾结更紧密，与殖民扩张政策的联系也更密切。在老财阀大肆
向重工业、化学工业部门渗透的压力下，在太平洋战争开始前后，发展已达
极限。大战后基本解体，属下主要企业独立经营。

新加坡战役  日军攻占新加坡的战役，为*马来亚战役的主要战役之
一。1942 年 1 月 31 日日军攻占马来半岛南端的新山后，英将珀西瓦尔率部
退守新加坡。2月 6日日第二十五军司令部制订攻占新加坡的计划。7日部分
日军开始佯攻。8日晚日军发动全线进攻，渡过柔佛海峡。9日日军 2个师团
登上新加坡岛，直逼城区。坚守城区的英军共 38 个步兵营，约 8万亲人。数
量超过日军。但守军土气低落，在日军的攻击下溃败。15 日下午珀西瓦尔率
部投降，新加坡陷落。

新体制运动  日本近卫文魔发起的改组法西斯政治体制运动。为进一步
扩大战争和强化法西斯统治，以近卫文扈为中心的政界人物试图通过“革新”



国内体制来实现全国上下一心“辅弼皇国政洽”的局面。在军部的支持下，
近卫文唐于 1940 年 6 月 24 日辞去枢密院议长，7月第二次组阁，8月建立新
体制准备会。10 月成立以首相为总裁、地方长官为支部长的*大政翼贷会；
同时解散所有政党和工会组织，居民全部被编入地方保甲组织“邻组、工人
和农民则被强行加入各种报国会，开始在全国推行空前的极权统治。

新国民运动  抗日战争期间*汪伪国民政府在中国沦陷区发动的法西斯
政治运动。1942 年元旦，汪伪国民政府颁布《新国民运动纲要》，强迫沦陷
区人民培植适合于“大东亚战争”所需要的“国民新精神”。6 月 2 日成立
新国民运动促进委员会，由汪精卫任委员长。运动以青少年为重心，先后制
订《青年训练纲要》、《中国青年模范团组织原则》、《中国童子军组织原
则》，并创办中央青年干部学校。1945 年 6 月，新国民运动促进委员会并入
汪伪国民党中央党部，该运动即停顿。

新生周刊事件  中国国民政府亲日媚外事件。1935 年 5 月 4 日，上海
《新生周刊》编辑兼发行人*杜重远，在该刊第 2卷第 15 期发表易水所作《闲
话皇帝》一文，泛论中外君主制度，文中提到日本天皇。日本驻上海总领事
以“侮辱天皇，妨害邦交”为借口提出抗议。7 月 9 日，江苏省高等法院第
二分院根据国民政府指令，以“诽谤日本天皇”的罪名，封闭《新生周刊》，
判处社重远 1年 2个月徒刑，并不得上诉。随后，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通
饬各省党部，严禁再次出现上述事件，并发布*邦交敦睦令。

新民主主义论  书名。1940 年 1 月，毛泽东在延安《中国文化》创刊
号上发表的理论著作。系统论证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任务、路线、前途、
指导思想及具体政纲。指出：五四运动以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由旧
民主主义革命发展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组成
部分；新民主主义革命已经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的，而不是资产阶级领
导的民主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途必然是社会主义，民主革命是社会主
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革命发展的必然趋势，中间“不容
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指导思想是共产主义，
应扩大共产主义的思想宣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经济、文化纲领，既
区别于资本主义，也区别于社会主义。具体提出：在政治上，建立无产阶级
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在经
济上，没收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资本归人民共和国所有，没收地主的土
地分配给农民，允许民族资本存在和发展，实行“节制资本”；在文化上，
发展共产主义思想指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
新文化等。著作阐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规律，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
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为争取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的胜利指明了方向。

新罗西斯克战役  苏德战争中期苏军进行的防御战役，*高加索会战的
组成部分。1942 年 8 月 19 日至 9月 26 日，由*北高加索方面军与黑海舰队、
亚速侮区舰队协同实施。德军在向高加索山脉各山口挺进的同时，企图攻占
新罗西斯克（Новороссийск），尔后沿黑海向巴统方向突击。8
月 31 日，德军进抵黑海沿岸，9 月 2—5 日，又从克里米亚出兵至塔曼半岛
（Таманский）。9 月 7 日，德军突入新罗西斯克市东南部，但在
苏军顽强抵抗下未能占领全城。9月 26 日，德军停止进攻转入防御。苏军堵
住了敌人沿海岸进犯高加索之路。

新泽西号战列舰（NewJersey）美国战列舰。为 1936 年开始建造的 4



艘“衣阿华”级战列舰之一。排水量 4.5 刀吨，舰长 900 英尺，最大宽度108
英尺，航速 31—33 节。配备 16 英寸火炮 9门，5英寸高平两用炮 28 门，1.57
英寸速射高炮 80 门，乘员 2700 人。大战后期在太平洋海域作战，曾为美国
第三舰队司令*哈尔西的旗舰。1944 年 1 月起参加马绍尔群岛战役，2月参加
攻占特鲁克岛日军基地。同年 6月参加菲律宾海海战，10 月参加莱特湾海战。
1945 年 2 月参加硫黄岛战役，3 月随美航空母舰舰队攻击日本本土，4 月参
加冲绳岛战役。战后曾参加侵朝战争和侵越战争。

新不列颠岛登陆战  太平洋战争期间美军收复新不列颠岛南部的战
役。为控制丹皮尔（Dambulla）海峡和为从陆上进攻新不列颠（NewBritain）
岛北端拉包尔提供基地、西南太平洋美军于 1943 年 12 月 15 日以 1个团在该
岛南岸登陆，经反复争夺后占据滩头阵地。12 月 26 日，美海军陆战队第一
师在该岛西北端登陆，与日军万余人展开激烈的丛林战，12 月 29 日，日军
被迫撤至拉包尔。美军伤亡约 1300 人。该岛的登陆成功，为从空中支援*阿
德米勒尔蒂群岛登陆战提供了条件，并使驻守拉包尔的日军部队陷于孤立。

新乔治亚岛登陆战  *中所罗门群岛战役中美军的主要登陆战役。为代
号*硬币行动计划的组成部分。1943 年 6 月 21 日，美海军陆战队 1个营率先
在新乔洽亚岛东南部海岸登陆，30 日，美军约 600 人在 7艘航空母舰、5艘
战列舰等支援下，攻占位于新乔治亚（NewGeorgia）岛日本空军基地蒙达
（Munda）对面的伦多瓦（Rendova）岛。7月 2 日，美军分 3 路大举登陆进
攻新乔治亚岛，遭约 1万余日本守军顽抗。同时，双方进行*库拉湾海战和*
克伦班寄拉岛海战，日军增援受阻。经近 2 周激战，8 月 5 日美军攻占蒙达
机场，大部分日军撤往邻近的克伦班哥拉（Kolombangara）岛。此战美军付
出牺牲千余人的代价，进展缓慢，遂促成采用*跳岛战术。

新菲律宾服务协会  日本占领军在菲律宾扶植的亲日组织。他加禄语名
KapisanansaPaglilingkodsaBagongPilipinas，音译简称“卡利巴皮”。1942
年 12 月成立。仿效日本大政翼赞会，由*菲律宾行政委员会主席*瓦加斯任会
长，下设妇女联盟、青年团，领导各地居民协会（菲律宾的保甲组织）。其
宗旨为推动*大东亚共荣圈的巩固和“繁荣”，协助日本占领当局，加强对菲
律宾的控制。1943 年 6 月成立*菲律宾独立筹备委员会，并于 9 月召开国民
大会，通过宪法，宣布菲律宾“独立”。菲律宾解放后瓦解。

新墨西哥号战列舰（NewMexico）美国战列舰。17—1918 年建造，1932
—1934 年改装。排水量 3.3 万吨，配备 14 英寸火炮 12 门，5 英寸火炮 12
门，航速21 节。初在大西洋海域服役，珍珠港事变后，调赴太平洋海域对日
作战。1943 年 11 月参加吉尔伯特群岛战役。1944 年先后参加马绍尔群岛战
役和马里亚纳群岛战役。1945 年 1 月在吕宋战役中，被日军*神风特攻队击
伤，修复后即参加攻击日本本土，4 月在冲绳岛战役中再度被神风特攻队击
伤。

新罗西斯克-塔曼战役  苏德战争中期苏军发动的进攻战役，*高加索
会战的组成部分。1943 年 9 月 10 日至 10 月 9 日，由*北高加索方面军和黑
海舰队、亚速海舰队协同实施。目的是通过陆海联合进攻，粉碎德军*蔚蓝色
防线，切断敌人退向克里米亚之路。苏军在*小地登陆后，屯兵数万坚守 7
个多月。苏军反攻后，9月 16 日解放新罗西斯克（Новорссийск），
将敌逐至塔曼（Таманский）半岛。10 月 3 日，苏军攻克塔曼，至
9 日凌晨肃清半岛上的德军。至此结束了争夺高加索的斗争，并为苏军进攻



克里米亚创造了有利条件。经苏军总参谋部 1987 年审定，列为苏联卫国战争
中的 51 个战略性战役之一。

意希战争  意大利入侵希腊的战争。1940 年 8 月，墨索里尼乘英、德专
注于*不列颠之战的时机，妄图在巴尔千打一场闪击战，以确立意大利在巴尔
干的霸权。10 月 28 日，未经通告希特勒，意军以1个集团军（8.7 万人、163
辆坦克、380 架飞机），从其所侵占的阿尔巴尼亚向希腊的伊庇鲁斯（Epirus）
发动突袭。11 月初，意军攻势受挫。11 月 14 日，希军发起反攻，迅速恢复
被侵占的领土，并于21 日起追击意军进入阿尔巴尼亚。意军仓促增兵组建成
2个集团军试图挽回败局。12 月后，战事在阿尔巴尼亚境内进行。翌年 1月，
希军一度直逼通向发罗拉的大门。3 月初，墨索里尼亲临督战企图重新转入
进攻，一周后即无功而止。此后，希特勒遂按手实施*巴尔干之战。

意埃战争  1935—1936 年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阿比西尼亚）的战
争。意大利法西斯早就蓄意侵占埃塞俄比亚，独霸整个东非。三十年代初，
陆续集结军队在其东非殖民地厄立特里亚和意属索马里，并在埃边境挑起冲
突事件。1935 年 10 月 3 日意大利不宣而战，发动侵埃战争。意军37 万余人，
分北、南、中 3路对埃腹地实施向心突击，以北路为主攻，企图短期歼灭埃
军，占领其首都亚的斯亚贝巴。装备陈旧的埃军，连同部族军队共约 40 多万
人，在皇帝海尔·塞拉西一世领导下，奋起抗战，多次挫败侵略军。同年底，
意军公然使用毒气，并以空军对城乡狂轰滥炸。埃塞俄比亚军民仅被毒死者
达 27 万余人。在战争爆发前夕和整个战争期间，尽管埃塞俄比亚政府一再呼
吁，西方国家和国联并未采取有效措施制止意大利的侵略。1936 年 2—4 月
埃军主力陆续被击溃。5 月，海尔·塞拉西一世逃亡英国，意军占领亚的斯
亚贝巴。6 月 1 日意大利宣布由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和意属索马里组成
“意属东非”殖民地。此后，埃塞俄比亚人民以游击战争同意大利占领者斗
争，直至1941 年获得解放为止。意埃战争的结果，促进了德、意两个法西斯
国家的接近，加剧了意大利同英、法的矛盾。

意属东非（AfricaOrientaloItaliana）东非在意大利统治时的称谓。
1936 年 6 月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的战争结束后形成。由埃塞俄比亚、厄立
特里亚和意属索马里 3个部分组成，面积66.6 万平方英里，人口1200 余万。
意大利国王爱麦虞限三世又被加冕为埃塞俄比亚皇帝，巴多里奥、格拉齐亚
尼和达奥斯塔先后任总督，对意属东非实行残酷殖民统治。大战爆发后，埃
塞俄比亚军民和英军联合发起反攻。1941 年 4 月 6 日亚的斯亚贝巴光复后，
遂告瓦解。

意大利之战  1943 年 9 月—1945 年 5 月盟军为夺取意大利半岛，同德
军进行的战争。*西西里岛登陆战役开始后，美、英双方对用兵方向问题存在
分歧。美国担心过久地陷于地中海战事将危及翌年春横渡英吉利海峡攻入西
欧的计划，主张至多只限于再攻占撒丁岛即将主力他调；英国则坚持扩大地
中海战局，要求继之进攻被称为“欧洲柔软的下腹部”的南欧。1943 年 7 月
下旬，西西里战局明朗，墨索里尼垮台，英国的意见渐占上风，美国同意接
着进军意大利半岛，但以牵制德军为主要目的，一旦法国战事需要即可从意
大利战场抽调兵力。9 月 3 日，新成立的意大利巴多里奥政府与盟国秘密签
订停战协定；同日，蒙哥马利率英国第八集团军实施代号*湾城的行动，渡过
墨西拿海峡登上意大利靴形半岛的“脚尖”，随后同在塔兰托（Taranto）和
东海岸巴里（Bari）登陆的英军构成盟军北上的右翼。8 日晚，停战协定公



开宣布，夜半，美将克拉克率美、英第五集团军实施代号*雪崩的行动，在萨
莱诺（Salerno）一带登陆，构成盟军的左翼，指望尽快占领那不勒斯，并向
罗马进击，以合围意大利南部的德军。德军迅速作出反应，立即实施代号*
轴心的行动，对意大利进行军事占领。驻意德军统帅*凯塞林以 2个师控制罗
马，以待命于南部中央山地的 6个师向萨莱诸滩头反扑。经 1周恶战，盟军
依仗海、空火力支援，守住了登陆阵地。9月中旬，德军开始后撤。盟军于 9
月 27 日进占东部的福贾（Foggia），10 月 1 日进入那不勒斯。但此后德军
依托中部亚平宁山脉的峻岭险关和东、西两边的众多河流顽强抵抗，把盟军
阻遏在*古斯塔夫防线的前沿。1944 年 1 月 22 日，盟军约 5个师在德军防线
西侧后的安齐奥（Anzio）登陆，试图威逼罗马，并策应对防线西段的正面突
破；但来及向内陆扩展，即遭德军猛烈围攻，损失渗重。至 3月初，勉强守
住一桥头堡与德军对峙。期间，盟军发动*卡西诺之战，仍未果。5月 11 日，
盟军经过重新部署，发起代号为*王冠的春季攻势，集中优势兵力几处突破德
军防线西段，并与安齐奥的盟军会台，于 6月 4日进入罗马，但未能堵截后
撤的德军主力。随后诺曼底登陆战役开始，为在法国南部实施代号*铁砧的登
陆行动，在意大利作战的部分美军和全部法军西调待命。盟军以 50 万之众并
付出重大伤亡而进行的意大利战役，其作用只是牵制住当面的 22 个不足额德
军师，使立不能转往法国战场。到 7月中，德军在*哥特防线及其前出阵地阿
尔诺防线（ArnoLine）上站住脚跟。8月 25 日，盟军再次发动进攻，战斗到
年底，虽在东段越过了哥特防线，占领腊万纳（Ravenna）和逼近博洛尼亚
（Bologna），却无力扩展，战局又出现僵持状态。1945 年 4 月，随着西欧
盟军对德国本土的总攻，意大利的盟军也发起代号“葡萄的进攻。此时，北
部地区的意大利游击队也发动总起义。4月 23 日，盟军进抵波河河谷。英军
随即沿东北海岸连克帕多瓦（Padua）、威尼斯和的里雅斯特；美军则北上直
趋布伦纳（Brenner），西进热那亚、米兰和都灵。27 日，墨索里尼在潜逃
中被意大利游击队抓获。5月 2日，在意大利的德军无条件投降。

意志的凯旋（TriumpfdesWillens）电影片名。1934 年德国纳粹党在纽
伦堡举行的集会性代表大会的纪录影片。由*里芬斯塔尔根据希特勒的指示导
演并制作，主题为歌颂纳粹领袖，颂扬纳粹党在德国取得的“成就”。该片
由 120 人参加拍摄，使用多种摄影技术，耗费巨资而成。1935 年 3 月公开放
映后其艺术手法获得各国电影界承认，先后在威尼斯电影节和巴黎电影节获
得大奖。

意大利人民报（IlPopolod′Italia）意大利*国家法西斯党机关报。1914
年 11 月墨索里尼创办，并任主编。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鼓吹沙文主义，
主张意大利尽快参战。1919 年起成为法西斯运动的喉舌。1922 年墨索里尼执
政后，该报由其弟阿尔那尔多·墨索里尼（ArnaldoMus-solini，1885—1931）
负责，并成为政府的机关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极力为意大利的对外
侵略战争张目，肆意歪曲事实，攻击同盟国，渲染轴心国的武力，力图鼓动
人民进行总体战。1943 年 7 月墨索里尼垮台后被封闭。

意大利投降书  1943 年 9 月 29 日，意大利政府首脑巴多里奥和地中海
盟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签订于马耳他的意大利投降文件。1943 年盟军开始*
西西里岛登陆战役后，罗斯福和丘吉尔于 7月 16 日联合发表文告，要求意大
利投降。7月 25 日意大利发生政变，墨索里尼下台，巴多里奥成为政府首脑。
8 月 18 日盟军占领西西里全岛后，意政府即开始向美英求和的秘密谈判。9



月 3日巴多里奥政府接受艾森豪威尔代表盟国提出的停战条件，在西西里签
订秘密停战协定：意大利武装部队停止一切军事行动，意大利应尽一切努力
拒绝给予德国人对抗盟国的便利条件，盟国有权使用意大利的一切机场和军
港，盟军可在意大利领土建立军政府。同日盟军在意本土南部登陆。9 月 8
日艾森豪威尔和巴多里奥先后宣布意大利投降。9 月 29 日正式签订此投降
书。它规定：盟国将行使占领国的一切权利；解散法西斯组织，解除一切法
西斯分子的职务；逮捕战犯：成立盟国对意大利管制委员会等。10 月 13 日
意大利对德宣战；同日，英、美、苏三国发表宣言承认意大利为共同作战的
一方。11 月 9 日巴多里奥又同盟军代表签订《意大利投降书的修改议定书》，
并将投降书改名为《意大利停战的补充条件》。意大利的投降，标志着法西
斯阵营开始土崩瓦解。

意大利总工会（ConfederazioneGeneraleItalianadelLavoro，缩写
CGIL）意大利工人联合工会，1944 年 6 月 3 日由意大利共产党代表*迪维多
里奥、社会党代表*布奥西和天主教民主党代表格兰迪（AchilleGrandi，1883
—1946）签署《罗马公约》后成立。规定设三位总书记，分别由三党代表担
任，从而统一了长期分裂的意大利工人组织。工会的任务明确为驱逐德国占
领军、摧毁墨索里尼傀儡政权和恢复国民经济。在抗击法西斯、光复国土的
斗争中发挥巨大作用。战后内部发生分裂。1948 年起成为意大利共产党单独
领导的工会。

意南中立条约  意大利与南斯拉夫订立的中立条约。1937 年 3 月 25 日
在贝尔格莱德签订，有效期 5年。主要内容为：缔约国互不干涉内政；缔约
国一方同第三国发生武装冲突时，缔约国的另一方在任何情况下均须保持中
立。该约使南斯拉夫疏远*小协约国和*巴尔干协约国，为德、意入侵巴尔干
提供了方便。

意大利反犹政策  墨索里尼政府推行的反对犹太人的政策。意大利国内
犹太人仅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一，历史上无反犹传统。墨索里尼当政初，对希
特勒的排犹政策反应冷淡。意发动侵略埃塞俄比亚的战争后，急需德国在经
济及军事上的支持，开始追随希特勒，仿效纳粹排犹。1938 年 7 月发表种族
主义宣言，声称意大利民族属雅利安人，系“优秀”人种，并大肆攻击犹太
人和黑人。后又颁布一系列排犹法令，将犹大人逐出政府机构，剥夺他们从
事工商业的权利，并禁止意大利人和犹太人通婚。墨索里尼的反犹政策得到
法西斯党内上层和罗马天主教会的支持，但并未达到德国排犹的规模。*萨罗
共和国时期，*勃勒齐奥西担任傀儡政府办公室主任，试图推行灭绝犹大人的
政策，但未能实行。

意大利百科全书（EnciclopediaItaliana）1925 年由实业家特雷加尼
（GiovanniTreceani）发起编纂，并得到国王爱麦虞限三世和墨索里尼的支
持。出版的目的在于宣扬罗马帝国的武功，夸大意大利对世界文明的贡献，
为墨索里尼的对外扩张制造舆论，并借以提高意大利的国际地位。由*真蒂莱
领导全书的编写，并与墨索里尼合写“法西斯主义”条，为独裁制度辩护。
先后共有 2500 人参加工作，从 1929—1937 年陆续出版 35 卷正文，另编有索
引、附录。

意大利志愿军团（CorpodiTruppeVolontaire）意大利干涉西班牙内战
的军队。1936 年 7 月底西班牙内战爆发后，墨索里尼先后派遣 5万至人 7.5
万“志愿军”，前往西班牙支持佛朗哥对共和军作战，共 3 个民警师、1 个



正规师，配备 660 架飞机、150 辆坦克、800 门大炮和 7600 辆军车。曾参加
瓜达拉哈拉、马德里等战役，并在西班牙东北岸设置海空军基地，对巴塞罗
那等城市实行轰炸。司令先后由*罗阿塔、*巴斯蒂科、贝尔蒂（MarioBerti，
1881—1960）和*甘巴拉担任。1938 年 5 月佛朗哥胜券在握后分批回国。

意大利俄国军团（ArmataItaliacainRussia）意大利侵略苏联的军队。
1941 年 7 月 苏 德 战 争 爆 发 后 ， 意 大 利 组 成 俄 国 远 征 军 团
（CorpodiSpedizioneinRussia），由*梅塞指挥。共辖 3个师，侵入苏联南
方。参加过基辅战役，损失惨重。1942 年 7 月，扩建为意大利俄国军团，即
第八集团军，由*加里博尔迪指挥，下辖阿尔卑斯山地军、第二军和由俄国远
征军团改组的第三十五军，共 9个师（内有 2个摩托化师），配备 2.2 万辆
军车和 960 门大炮。同年 8月进抵顿河，后在斯大林格勒城下大部被歼灭，
死亡和失踪 8.5 万人。残部于 1943 年 3 月回国。

意大利王家科学院（RealeAccademiad′Italia）墨索里尼独裁统治时
所建立的意大利科学院。1926 年 1 月爱麦虞限三世下诏组建。1929 年 10 月
由墨索里尼主持成立仪式。其目的为拉拢学术界人士，在繁荣文化的幌子下，
美化法西斯制度，为侵略政策效力。成员来自艺术、文学、道德科学和自然
科学四学科，共 60 人，每学科分别为 15 人。1943 年七月政变推翻墨索里尼
政权后一度关闭。后萨罗共和国建立，由*真蒂莱主持重新恢复。意大利光复
后，被取缔。

意大利东非远征军  意大利侵略东非的军队。由*达奥斯塔公爵指挥，
共 10 万人（另辖有土著士兵 18 万人），配备有坦克 100 辆、大炮 400 门、
军车 1万辆。意大利正式参战后在英军和埃塞俄比亚游击队联合打击下，节
节攸退。1941 年 5 月 19 日，达奥斯塔向英军投降。残部先后由*加泽拉和*
纳西率领，无法进行有效防御，四散溃逃，于 1941 年 11 月 27 日宣告瓦解。
共有 6万人死亡或失踪，余皆被俘。*意属东非亦至此告终。

意大利北非远征军  意大利侵略北非的军队。先后由*格拉齐亚尼、*
加里博尔迪和*巴斯蒂科等人指挥。共辖有 22 个师（其中包括“的里雅斯特”
等精锐师团），配合*隆美尔指挥的 5 个德国师作战。1940 年 6 月意大利正
式参战后，虽曾一度入侵埃及，但不久即告败退。1941 年 1 月，13 万人的远
征军，不战而溃，尽被英军俘获。此后因装备陈旧，士气低下，虽有德军支
持，仍无法扭转战局。1943 年 3 月*梅塞出任总司令，5月率残部在突尼斯向
盟军投降。

意大利北部大罢工  ①1943 年意大利北部大罢工。随着意军在各战场
的失败，国内经济状况急剧恶化，阶级矛盾日趋尖锐。以意大利共产党为核
心的反法西斯组织，在意大利北部各大工业城市积极开展活动。1943 年 3 月
5 日起，在都灵和米兰等地，一周内即爆发 47 次罢工；至 3月底，罢工遍及
北意各地，已多达 250 次。罢工提出“不要战争，打倒法西斯”的口号。它
动摇了法西斯专政的基础，成为导致墨索里尼下台的一个因素。②1944 年意
大利北部大罢工。由意大利共产党于 1944 年初首先倡议。2月 15 日得到*北
意民族解放委员会赞同。3 月 1 日，在各地行动委员会领导下，罢工同时在
意大利中部和北部各大城市爆发。参加者逾百万人，提出：“不给德国一个
人，不给德国一部机器”的口号，并得到游击队和爱国行动小组的支持，在
1周内使德占领区的工业生产陷于瘫痪。3月 8日，在德军和*萨罗共和国的
联合镇压下，罢工失败。罢工斗争沉重打击了纳粹德国和*萨罗共和国对北意



的统洽。
意大利军事情报处（ServizioInformazioneMilita—re）意大利陆军部

情报处。1919 年正式成立。与*奥弗拉密切合作，专事在国内外收集情报和
进行间谍活动。机构不断扩大，1938 年设立特别科。1940 年设置反间谍科。
共设有 7个科，300 名官员，1万名情报员和 1200 名合作者。该处与法国喀
古尔分子、西班牙长枪党和德国武装部队谍报昂均有密切联系。曾策划对西
班牙的武装干涉和从事反对法国的破坏活动：参与暗杀*罗萨利兄弟、*巴都
和南斯拉夫国王*亚历山大一世的密谋。1943 年*七月政变后，内部分裂，一
部分人支持巴多里奥政府，另一部分人投靠*萨罗共和国，在意大利北方镇压
游击队和抵抗运动，战后解散。

意大利社会共和国（RepubblieaSocialeItaliana）即“萨罗共和国”。
意大利最高指挥部（Comandosupremo）大战时期意大利三军最高指挥

部 。 1940 年 6 月 成 立 ， 亦 名 “ 斯 塔 马 奇 ” ， 即 总 参 谋 部
（StadoMaggioreGenerale）。其任务为制订战略计划、协调三军和指挥作战。
先后由担任总参谋长的巴多里奥、卡瓦莱罗和安布罗西奥负责领导。巴多里
奥任内，因墨索里尼仍通过陆军部副大臣和副总参谋长*索杜直接干预军事，
故作用不大。1941 年 5 月卡瓦莱罗取消副总参谋长一职，提高了该机构的地
位。意大利投降后，于 1943 年底被撤销。

意大利北部抵抗运动  大战期间意大利北部人民反对法西斯统治和德
国侵略者的斗争。1943 年 9 月，意大利北部沦为德国的占领区，并受墨索里
尼傀儡政权——*萨罗共和国的统治。当地人民奋起斗争，各地纷纷成立民族
解放委员会。1944 年 1 月成立*北意民族解放委员会。同年 3 月，北意各大
城市发动了百余万人参加的大罢工，使占领区的经济陷于瘫痪。意大利共产
党领导的*加里波第纵队和*行动党领导的武装部队构成北意游击队的核心，
并于 1944 年 6 月联合组成*自由志愿军团。它得到城市*爱国行动小组和农村
爱国行动队的支持，四处出击，于 1944 年夏光复佛罗伦萨，并协助盟军清除
皮埃蒙特地区的敌人。同时人数增加至 8万余人，规模扩大到 1090 个纵队，
先后建立 15 个解放区，并多次粉碎敌重兵的围攻，坚持斗争。1945 年 4 月
25 日，举行全民大起义，先后解放米兰、都灵和威尼斯等大城市，摧毁了萨
罗共和国，迫使德军残部投降，解放了北部国土。

意大利法西斯青年团（GioventùItalianadelLitto—rio）意大利法西
斯青年组织。1937 年 10 月成立，亦称法西斯青年先锋队（Avanguardista）。
直接受国家法西斯党领导，吸收社会各阶层青年参加，成员达数百万人。灌
输法西斯思想，宣扬武力扩张，同时组织夏令营等各种活动，进行军事训练，
驱使青年充当对外侵略的炮灰。1943 年*七月政变后解散。

意大利民族解放委员会（ComlitatodiLiberazionenazionaledell’
Italie）又称“意大利中央民族解放委员会”。意大利反法西斯各政党的联
合领导机构。1941 年 10 月，流亡法国的意大利反法西斯各党派，曾联合组
成行动委员会。1943 年初，又在国内建立民族阵线地下委员会。同年 9月 9
日，意大利向盟军投降后，由意大利共产党、意大利社会党、行动党、天主
教民主党等政党在罗马成立该委员会，*博诺米任主席。领导人民展开反对德
国占领军和墨索里尼傀儡政权的斗争。曾先后组成博诺米政府、帕里政府和
德加斯佩利政府。但在斗争方式、对君主制的态度和战后国家建设等问题上，
各党意见纷坛。意大利光复后逐渐解体。



意大利全国业余联合会（OperaNazionaleDopola-varo）意大利法西斯
统治时期的半官方群众性组织。1925 年 5 月 1 日成立，目的为笼络人心、控
制群众和准备战争。初归国民经济部管理，后直属国家法西斯党领导。大战
爆发时，拥有 2.8 万多个地方组织和 350 余万成员。通过安排群众的业余生
活，灌输法西斯思想，鼓吹对外扩张，驱使人民充当炮灰。1943 年*七月政
变后瓦解。

意大利法西斯妇女组织（FasciFemminili）意大利国家法西斯党控制
的妇女组织。二十年代初出现。先后出版《妇女日报》、《妇女生活》等报
刊，宣传法西斯思想；并成立“农村家庭妇女”（MassaieBurali）和“家庭
女工”（OperaieeLavorantiaDoinicilio）等组织，吸收广大妇女参加支持
墨索里尼独裁统治的活动。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期间反对国联制裁意大
利。大战爆发后，声援意军对外扩张。1943 年*七月政变后解散。

满业  即“满洲重工业开发株式会社”。
满铁  即“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
满洲国  日本在中国东北地区扶植的傀儡政权。1931 年九·一八事变

后，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日军迅速占领东北。同年 9月，日本关东军
制定*《满洲问题解决方案》，首次确定在东北扶植以前清宣统皇帝溥仪为傀
儡政权。同年底，国联决定派遣李顿调查团来华。日本力图抢先造成既成事
实，于 1932 年 1 月制定*《处理中国问题方针纲要》，加速扶植傀儡政权的
行动。2月 17—18 日，在关东军策划下成立以张景惠为委员长的“东北行政
委员会”，通电“独立”。3月 1日关东军发表“‘满洲国’建国宣言”，9
日正式成立。溥仪为执政，郑孝胥为国务总理，张景惠为参议府者长。年号
“大同”，以红蓝白黑满地黄五色旗为“国旗”，长春为“国都”（称”新
京”）。3 月 12 日，日本内阁通过*《处理满蒙问题方针纲要》，确定全面
控制东北的方针。同年 9月 15 日，日本正式宣布承认该政权，并签订《日满
议定书》。1933 年 8 月 8 日，日本内阁通过*《满洲国指导方针要纲》，具
体规定了对其军、政、财经全面控制的政策与体制。其一切活动完全受关车
军支配，从中央到基层大权均由日人掌握。1934 年 3 月 1 日，改组为*“满
洲帝国”。

满洲事变  即“九·一八事变”。由于中国东北地区亦被称为“满洲”，
故名。

满洲国军  日本关东军直接控制的“满洲国”武装部队。以投降关东军
的东北地方军阀部队为主体。其最高指挥机关名义上为“满洲国”军事部，
实际上完全由日本军事顾问团控制。1933 年 8 月，日本陆军省制定《满洲国
陆军指导要纲》，规定控制其兵力在最少限度，并派大批日本军人充当各级
指挥官。1934—1941 年，其兵力约 8 万人，而日籍军官和职员，则由 1800
人增至 8000 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关东军大批抽调至太平洋战场，不得不
以伪满军换防，兵力扩充至 1945 年的 15 万人。日本投降后瓦解。

满洲战役  即“远东战役”。
满洲帝国  日本在中国东北地区扶植的傀儡政权。1924 年 3 月 1 日，由

*“满洲国”改执政制为帝制而组成。溥仪登基为皇帝，年号改为“康德”。
郑孝胥为国务总理大臣（1935 年 5 月起由张景惠接任），辅弼皇帝。名义上
皇帝为“国家”元首，拥有经立法院“翼赞”的立法权、统备国务院的行政
权、根据法律使令法院的司法权以及对三军的统率权。实际上从皇帝到基层



的一切活动，均受日人掌握，关东军司令官成为其太上皇。1945 年 8 月 18
日，随着日本投降，溥仪宣告退位，该政权解体。

满蒙协定  *“满洲国”和*蒙古军政府间的同盟协定。1936 年 5 月，在
日本关东军代表的直接参与和操纵下，由刚刚成立的蒙古军政府总裁*德穆楚
克栋鲁普与“满洲国”外交大臣张燕卿在伪满首都“新京”（即长春）签署。
主要内容是：共同防共，军事同盟，互驻代表，经济提携等。据此，“满洲
国”派玉春去“德化”（今化德）为驻蒙代表，蒙古军政府派金永昌去“新
京”（今长春）为驻满代表，满、蒙两傀儡政权间正式建交结盟。

满洲青年联盟  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法西斯组织。1928 年 11 月 3 日在大
连以南满铁道的骨干社员为中心组成，宣布致力于维护日本在满蒙的权益。
首届理事长为原满铁理事小日山直登。在各地设支部，曾 3次召开满洲青年
议会，宣传其主张，为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制造舆论。九·一八事变后，积极
协同关东军进行侵略，参与建立“满洲国”的活动。后发展成为“满洲帝国
协和会”。

满洲问题解决方案  日本策划建立*“满洲国”的最初方案。日本发动
九·一八事变后，围绕对中国东北实施何种占领政策，军部与关东军之间发
生分歧。1931 年 9 月 22 日，达成折衷，由关东军制订此方案。规定：“建
立以宣统皇帝为元首，领土包括东北四省及蒙古，得到我国（指日本）支持
的新政权”；其国防和外交“委托”日本掌握，交通和通讯也由日本管理。

满洲国经济建设纲要  日本通过“满洲国”公布的控制和掠夺中国东
北经济的方针文件。九·一八事变后，由日本关东军和满铁拟定。1033 年 3
月 1 日，由“满洲国”正式公布。内容涉及交通、农业、工矿、金融、商业
等各个方面，鼓吹“日满共存”、“日满一体”，强调对重要经济部门“加
以国家统制”，重点实行同日本的“协调”，以“达到东亚经济的融合”。
实质为使东北经济全面为日本控制、彻底殖民地化。

满洲国指导方针要纲  亦称《八八决议》。日本实施控制“满洲国”
的政策文件。1932 年，日本策划成立“满洲国”之后，根据*《处理满蒙问
题方针纲要》，由关东军参谋长桥本虎之助（1883—1952）于 6月炮制《指
导满洲国纲要（草案）》，提出一整套控制该傀儡政权的具体方法。当时碍
于国联李顿调查团正在东北，未作正式决定。1933 年 8 月 8 日，日本内阁终
于通过以桥本草案为基础的此文件。规定：“对‘满洲国’的指导，在现行
体制下，在关东军司令官兼帝国驻满“大使”内部统辖下，主要通过日籍官
吏实际进行”。关东军司令官实际为“满洲国”的主宰者。

满洲重工业开发株式会社  简称“满业”。日本对中国东北地区进行
经济控制和掠夺的垄断公司。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后，鼓励垄断资本进行综合
性产业开发。1937 年 12 月在军部指使下，由*鲇川义介将*日产康采恩改组
而成。总公司设在长春。重点经营东北的采掘业、钢铁业、轻金属工业和汽
车、飞机制造业。创设资本 4.5 亿日元，由日产与“满洲国”对半投资。满
铁的大部分重工业企业转归其控制。1941 年又设立“满洲投资证券会社”。
依靠对东北的经济掠夺，资本总额 1941 年增至 6.75 亿日元，1943 年增至
21.20 亿日元，1945 年 5 月增至 41.75 亿日元，成为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最大
垄断企业，日本战败后于 1945 年 9 月被封闭。

满洲帝国重要产业统制法  日本通过“满洲帝国”公布的加强统制中
国东北经济命脉的法令。1937 年 5 月 1 日颁布。为“满洲国”经济建设纲要



的继续。规定：经营重要产业须经主管部大臣许可，每年提交事业计划书和
事业报告书；主管部大臣得向经营重要产业者发布有关业务的统制命令，检
查其业务或财产状况。统制范围为武器、飞机、汽车、液体燃料、冶金、煤
矿、水泥、肥料、纸浆、毛织、棉织、麻织以及烟、糖、面粉、酒、碱、火
柴等制造业。1942 年 10 月，又公布新的产业统制法，进一步扩大到一般产
业。

滇缅公路又称“缅甸公路”。自中国云南到缅甸腊戍的公路。起自昆明
经楚雄、下关、保山、潞西到缅甸碗町（Wanting）和腊戍（Lashio），全长
1154 公里，1938 年全线建成通车。抗日战争期间为中国国民政府对外经济交
往和接受军事援助的陆上交通干线之一。1940 年夏，英国应日本之要求滇缅
公路一度封闭。1942 年日军占领缅甸后被中断，部分道路遭到破坏和废弃。
1944 年盟军进入缅北，从印度雷多修建供应公路与旧滇缅公路在八莫连接，
1945 年 1 月通车，中国对外陆上运输线重新打开。

滇西远征军  抗日战争后期*中国远征军的别称。1942 年复，中国远征
军入缅作战失利，一部分退回滇西境内，与日军隔怒江对峙。次年春，增加
部队后在楚雄重建滇西远征军总部，陈诚为司令长官，辖 2 个集团军（含 5
个军），接受美式训练与装备。1944 年 5 月 11 日，为配合*中国驻印军的缅
北攻势作战，由卫立煌指挥从滇西强渡怒江，9月攻占松山、腾冲。11 月攻
占龙陵、芒市。次年1月 27 日在中缅边界畹町与中国驻印军会师，打通了中
印公路，不久回国。

溥仪（1906—1967）中国清末皇帝。姓爱新觉罗。1908 年登位，年号“宣
统”。辛亥革命后退位。1924 年被废除皇帝尊号出宫。1925 年移居天津日本
租界。九·一八事变后。在日本策划下潜往东北。1932 年 3 月出任*“满洲
国”执政，僭号“大同”。1934 年 3 月改称*“满洲帝国”皇帝，建元“康
德”。次年 4月赴日会见裕仁天皇。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曾发布对英、美宣
战公告。日本投降后，于 1945 年 8 月 17 日在沈阳机场登机逃往日木时被苏
溥仪军俘获。1946 年 8 月曾在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证。1950 年 8 月移
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1959 年 12 月 4 日被特赦释放。曾任政协第四届全
国委员会委员。著有《我的前半生》。

粮食战役（LaBattagliadelgrano）意大利的农业增产运动。为发动对
外战争，保证国内粮食自给，墨索里尼于 1925 年宣布发起此运动。成立粮食
生产常设委员会（ComitatoPermanentedelGrano）；禁止农民离开农村，提
高粮食进口税；扩大耕地，改良土壤；但收效甚微。1940 年意大利参加对同
盟国作战后，粮食供应日趋紧张。次年出现了严重缺粮的困境，致使国内经
济和政治危机加剧。

塞尼塞（CarmineSenise，1883—1958）意大利警察首脑。1908 年起在
内务部供职。1922 年追随墨索里尼进军罗马。三十年代起任全国警察首脑*
博基尼的助手。1940 年 12 月替代博基尼为全国警察首脑，残酷镇压各地民
主人士和反战运动。1943 年 4 月，因无法阻止北意大罢工的爆发，被解职。
后卷入反对墨索里尼的活动，参加 1943 年*七月政变，并负责逮捕墨索里尼，
将他移至外地囚禁。巴多里奥执政后，曾短期任警察首脑。德军侵入意大利
后被逮捕，囚于德国。战后获释。

塞雷尼（EmilioSereni，1907—1977）意大利反法西斯主义者。初在大



学攻读农学。1928 年加入意大利共产党。积极开展反法西斯斗争，1930 年被
捅入狱，判刑 15 年。1936 年脱逃去法国，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大战初期，
法国沦亡后，出版杂志《士兵的话》，对德国占领军进行反战宣传。1943 年
被纳粹逮捕囚禁。翌年获释后返回意大利，投身抵抗运动。曾任北意民族解
放委员会委员及伦巴第反法西斯临时政府主席，领导反对*萨罗共和国和纳粹
德国的斗争。1945 年起任意共中央委员。1948 年起被选为参议员。

塞雷纳（AdelchiSerena，1895—？）意大利国家法西斯党总书记（1940
—1941）。1921 年加入国家法西斯党。1932 年进入党的领导机构。次年任副
总书记。1936 年斯塔拉切去埃塞俄比亚作战时，负责全部党务工作。大战爆
发后，1939 年 10 月任公共工程大臣，负责各地军事设施的建筑。1940 年 10
月任党的总书记，竭力推行对外侵略扩张政策，对内实行全国总动员，将意
大利拖入法西斯全面战争。因军事上的失败和经济的危机，1941 年 12 月被
解职。

塞洛高地（Seelow）德国北部平原上的高地。位于柏林以东 50—60 公
里法兰克福附近。长 20 公里，宽 4—10 公里，寓出奥德河河谷 40—50 米，
坡度 30—40°。*柏林战役中作为德军第二防御地带。1945 年 4 月 16—17
日。苏军在此突破德军防御，柏林大门随即洞开。战后民主德国在此建立了
纪念碑。

塞讷泰斯库（ConstantinSǎnǎtescu，1885—1947）罗马尼亚总理（1944
年），将领。1925—1928 年先后任驻法、英使馆的武官。1935 年升为将军。
1937 年任副总参谋长。1940 年曾率罗马尼亚代表团赴莫斯科，谈判比萨拉比
亚和北布科维纳的归属问题。1944 年*罗马尼亚八月起义后，出任总理组成
首届新政府。同年 9月与盟国签署停战协定，并参加反对纳粹德国的战争。
对内采取了若干民主化措施，废除法西斯法律，恢复 1923 年宪法，解散集中
营，大赦政治犯。但未能进一步满足人民对民主化的要求。同年 12 月下台。

塞朗诺·苏纳尔（RamónSerranoSun er，1901—）西班牙外交部长（1940
—1942）。意大利求学期间信奉法西斯主义。后成为佛朗哥的姻亲。西班牙
内战爆发后曾被共和国政府监禁 1年，后脱逃至佛朗哥叛军政府中，历任宣
传和报刊部长（1937 年）和内政部长（193s 年）。与希特勒和齐亚诺过从甚
密。大战爆发后，1940 年出任外交部长，任内表面奉行中立政策，暗地支持
德、意的侵略战争。1942 年因内部矛盾被迫去职，1944 年退出政界。

塞罗茨克登陆场  位于纳雷夫（Narew）河右岸塞罗茨克（Serock）地
域。1944 年 9 月 5 日拂晓，苏联*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近卫坦克第一军所部
在行进间强渡纳雷夫河后建立。至 9日扩大为正面 25 公里、纵深 18 公里。
10 月 4 日，德军调集 3个半坦克师和 3个步兵师实施反突击，企图夺回该地
域。该登陆场苏军在友邻的*鲁然登陆场苏军配合下于 10 月 14 日开始进攻，
恢复并扩大了登陆场，但未能使 2个叠陆场连接起来。后来在*东普鲁士战役
中起了重要作用。

塞班岛登陆战役  *马里亚纳群岛战役中美军实施的主要登陆战役。按
“征粮者”作战计划，美海军陆战队 2个师和陆军 1个师，由 470 余艘舰艇
和 2000 架飞机掩护和支援，在特纳海军中将率领下，1944 年 5 月底从珍珠
港出发经马绍尔群岛向塞班（saipan）岛进发。6月 11 日开始航空火力准备，
13 日开始舰炮火力准备。15 日凌晨，由*史密斯，霍尔兰德·麦克蒂尔中将
指挥在塞班岛南部海滩登陆。守岛日军约 3.3 万人，在南云忠一海军中将和



第四十三师团师团长斋藤义次中将指挥下进行顽抗。美军以坦克为先导，当
日攻占登陆场，上陆部队 2万人。当晚，日军 1000 人和 36 辆坦克实施夜袭
反击，被歼。16 日晚，日军 500 人和 44 辆坦克再次实施夜袭反击，亦被歼。
19—20 日，日本海军在*马里亚纳海侮战中失败，塞班岛日本守军陷于孤立
天援境地。6月 22 日，美海军陆战队 2个师开始向北迸击，陆军 1个师则扫
荡南部残敌。7月 5日，日军被压缩至岛北一隅。次日晚，南云和斋藤自杀。
7日凌晨，残存日军 3000 人发起自杀性冲锋，遭全歼。7月 9日，美军占领
全岛。此役日军除 1780 人被俘外均死亡。美军阵亡 3426 人，伤 1.3 万人。
美军占领该岛后，有数千名日本岛民进行集体自杀或跳崖自尽。在此役中有
1.5（一说 2.2）万平民死亡，占岛民总数的三分之二。该岛的失陷使日本丧
失了一个保卫本土的前方基地，直接导致东条内阁在 7月 18 日倒台。

塞瓦斯托坡尔防御战  苏德战争前期苏军于 1941年10 月30日至1942
年 7 月 4 日为坚守塞瓦斯托波尔（Севастополь）而进行的作战
行动。克里米亚战役（1941 年）中德军突破苏军主要阵地后，直趋塞瓦斯托
波尔。苏军即由黑海舰队、滨海集团军和原当地驻军组成塞瓦斯托波尔防区
（共 5 万余人，约 100 架飞机和若干舰艇），展开防御作战。11 月 11 日，
德军（4 个加强师、300 多架飞机）开始第一次进攻，21 日被苏军击退。12
月 17—31 日，德军6个师和罗军 2个旅发动第二次进攻，苏车以 6个师又 2
个旅（后增兵 2个师又 1个旅）防御。其间进行的*刻赤-费奥多西亚登陆战
役对改善防御态势起了重要作用。1942 年 5 月底，由于苏军在*刻赤战役中
失利，塞瓦斯托波尔的局势急剧恶化。6 月 7 日，德军以第十一集团军（10
个师）发动第三次进攻，6月 29 日突入市内。6月 30 日黄昏，苏军主力撤离，
余部在海湾和赫尔松涅斯角（Херсонес）继续战斗到 7月 4日。

福杰尔（BinoCorsoFougier，1894—1963）意大利空军将领。大战期间，
曾率意大利空军编队配合德国空军轰炸英国（1940 年 10 月—1941 年 1 月）。
1941 年 11 月任空军副大臣兼参谋长，任内，意大利空军因装备陈旧、技术
低劣和官兵士气不振屡战皆北，意大利遂失去北非及地中海制空权。1943 年
7 月因作战不力被解职，此后隐退。

福尔克曼（HelmuthVolkmann，1889—1940）德国将领。早年在军事学
院求学。1907 年入伍，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1932 年升为中校。1934 年 4
月任国防部司长，后以上校衔加入空军。1936 年 10 月—1937 年 11 月以少将
衔出任空军行政管理局局长。1937 年 11 月—1938 年 11 月任*秃鹰军团司令。
1939 年 4 月以上将衔出任空军作战研究院院长。同年 8 月转入陆军，1940
年任第九十五步兵师师长。死于空难。

福肯豪森（AlexandervonFalkeuhausen，1878—1966）德国驻比利时和
法国北部占领区总督（1940—1944）。出身普鲁士贵族军人世家。1900—1901
年曾作为八国联军成员入侵中国。1910—1914 年任驻日武官。后参加第一次
世界大战。战后曾任步兵学校校长。1930 年退役。1934—1939 年在中国担任
蒋介石的军事顾问。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1940 年返回德国，出任德国驻
比利时和法国辖区最高行政长官（即驻比利时和法国北部占领区总督）。1941
年，因受*七·二○事件牵连而被捕。1945 年 5 月被美军从集中营救出。战
后曾在比利时作为战犯受审，被判 12 年徒刑。1951 年获释后定居纳索
（Nassau，一译拿骚）。

福建事变  又称“闽变”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在福建发动的抗日反蒋事



件。1933 年 11 月 20 日，十九路军将领蔡廷楷、蒋光鼐等联合国民党部分反
蒋势力，在福州建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由李济深、陈铭枢、冯
玉祥（余心清代）分任军事、文化、经济委员会主席，陈友仁、蒋光鼐分任
外交、财政部长，蔡廷错任人民革命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宣布抗日反蒋，
“排除帝国主义在中国之势力”，“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军阀，铲
除封建残余制度”，“取消党治，还政于民”。曾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
政府签署抗日反蒋协定。由于蒋介石的军事围攻和内部的不团结，以及中共
中央犯“左”倾错误而没有给予应有援助，1934 年 1 月闽变失败。

福尔哈贝尔（MichaelvonFaulhaber，1869—1952）德国罗马天主教会
枢机主教（1921—1952）。1911 年任主教。1921 年起任德国罗马天主教会枢
机主教。纳粹党执政后虽主张种族宽容，但仍力图同政府合作以维持天主教
会利益。1938 年支持*德奥合并，同年 10 月要求德国全体主教向希特勒祝贺
慕尼黑会议的成功。未接受*戈台勒邀请参加反希特勒的密谋活动，并多次遁
责刺杀希特勒的行动。*七·二○事件后曾受盖世太保查询，但未受牵连。

福雷斯特尔（JamesVincentForrestal，1892—1949）美国海军部长（1944
—1947）。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海军航空队服役。
二、三十年代从业于工商金融界，曾任狄尤-里德公司总经理。1940 年进入
政界，任总统行政助理。不久出任海军部副部长，主管海军采购事宣，对促
使战时海军发展起过重要作用。1944 年以共和党人身份入阁任海军部长，参
与对德、日后期作战的决策。1947 年美国设立国防部后，成为首任国防部长，
主张对苏采取强硬的军事方针。1949 年因心力交瘁离职，不久在住院就医时
跳楼自杀。

福克尔  G-1 型强击机荷兰战斗轰炸机（强击机）。荷兰福克尔（Fokker）
公司制造。单引擎（330 匹马力），装备 8 挺 7.9 毫米机枪，可携炸弹 880
磅，乘员 3人。1940 年 5 月德军入侵时，仅装备荷兰空军 26 架。

福克尔  T.V.型轰炸机荷兰轰炸机。1937 年荷兰福克尔（Fokker）公司
制成。双引擎（每台 925 匹马力），最大时速 259 英里，最大载荷航程 1012
英里，装备 6—7挺机枪，可携炸弹 2200 磅，乘员 5人。1940 年 5 月德军入
侵时，仅有 9架装备部队。

福克-武尔夫式歼击机  即“Fw-l90 式歼击机”。
福克-武尔夫式轰炸机  即“FW-200 式轰炸机。
福克尔 D-21 型歼击机  荷兰歼击机。荷兰福克尔（Fokker）公司制造。

单座，单引擎（830 匹马力），最大时速 272 英里，装备 4挺 7.9 毫米机枪。
1939—1940 年苏芬战争期间，曾援助芬兰。1940 年 5 月 10 日德军入侵时，
仅有 29 架在荷兰空军服役。



十四画

[一]

静坐战  即“奇怪战争”。
赫尔（CordellHull，1871—1955）美国国务卿（1933—1944）.民主党

人。毕业于柯伯兰法学院。1891 年获律师资格，1893 年进入政界。参加过美
西战争。1907 年被选入国会，先后为众议员与参议员。1933 年出任国务卿。
协助*罗斯福实施*新政，主张在国际贸易中取消高关税壁垒，对拉丁美洲国
家推行睦邻政策，遏制日本独霸中国的企图。大战爆发后，主张积极援助盟
国，以抗击法西斯的侵略。1941 年主持*美日谈判，试图缓解在太平洋与赫
尔远东同日本的矛盾，但坚持日本必须尊重中国等国的领土和主权。珍珠港
事变后，协助罗斯福制订与贯彻美国对外政策，参与盟国间的一系列重大外
交活动，出席过 1943 年莫斯科外长会议等。积极筹划在战后创建联合国组
织，1944 年曾主持召开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同年年底辞职。次年获诺贝尔和
平奖。著有《赫尔回忆录》（2卷）等。

赫斯（RudolfHeb，1894—1987）德国纳粹党副领袖。第一次世界大战
时，先在陆军服役，后转入空军。战后进慕尼黑大学攻读经济学，曾从事反
犹宣传。1920 年加入纳粹党，不久成为希待勒的忠实助手。1923 年参加啤酒
店暴动，失败后逃往奥地利。后应希特勒之召，返德役案，在狱中以及出狱
后记录和整理希特勒口授的*《我的奋斗》。1925 年任希特勒的私人秘书。
1932 年任纳粹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同年当选国会纳粹党议员。1933 赫斯
年 4月，被希特勒委为纳粹党副领袖。同年，出任内阁不管部长。积极支持
希特勒扩军备战，参加签发施行义务兵役制的法令以及*《纽伦堡法》，参与
策划和执行吞并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苏台德区的阴谋活动，并先后成为秘
密内阁和国防委员会成员。1939 年 9 月，被希特勒正式指定为继戈林之后的
元首继承入。1941 年 5 月 10 日，秘密驾机飞英，伞降于苏格兰，提出以承
认德国在欧陆自由行动和德国尊重大英帝国领土完整为条件的和平建议，被
英国政府拒绝并监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受审。1946
年 10 月，以共同策划或密谋和破坏和平罪判处于期徒刑。在西柏林狱中“窒
息”死亡。

赫尔利（PatrickJayHurley，1883—1963）美国外交官。共和党人。1908
年华盛顿州立大学毕业，早年当过律师。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从军，获上校衔。
1929—1933 年任胡佛政府陆军部长。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以准将衔在远东
服没。1942—1943 年任驻新西兰公使。1943 年作为罗斯福总统私人特使赴中
近东，并曾来华安排蒋介石出席开罗会议事宜。同年参加德黑兰会议并起草
保证伊朗独立和经济权利自决的备忘录。1944 年晋升少将。同年 8月作为美
国总统特使访华，“调处”国共关系，11 月继*高思任驻华大使。曾到延安
访问并与毛泽东会谈。积极支持蒋介石政府的反共政策，因而遭到中国人民
和中国共产党的反对。1945 年 11 月辞职回国。战后从事共和党政治活动。

赫里欧（EdouardHerriot，1872—1957）法国激进党领袖。毕业于巴黎
高师。初在中学任教，后转入政界。长期任里昂市长。1912 年起为参议员。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入众议院，成为激进党领袖，曾三次组阁。总理任内，



先后平息鲁尔危机，并和苏联建交。1936 年起为众议院议长。第二次世界大
战爆发后，反对向德国妥协，1940 年 7 月 10 日，参、众两院讨论授全权予
贝当时，缺席表示反对。1942 年致函贝当，谴责其破坏宪法的行为。曾将荣
誉军团勋章退还维希政府，抗议*法国反布尔什维主义军团成为官方军事组
织。1943 年 4 月致函戴高乐，表示支持他所领导的抵抗运动，此后即遭维希
政府囚禁。1944 年 8 月赖伐尔将他召往巴黎，试图诱迫其成立过渡政府，未
成。复被德军逮捕，囚禁于波茨坦。1945 年 4 月为苏军释放，经莫斯科回国。
战后，致力于重振激进党。1946 年被授予法兰西科学院院士称号。曾历任议
员、议长和荣誉议长。著有回忆录《往事》。

赫留金（ТимофейТимофеевиｑХрюкин，1910—
1953）苏联空军将领。1929 年加入联共（布）党。1932 年参军。翌年毕业于
卢甘斯克军事飞行员学校。后任航空兵中队长。1936—1937 年在西班牙共和
国军中任轰炸机飞行员、航空兵支队长。1938 年为苏联援华空军志愿队大队
长、轰炸机群群长。1939—1940 年参加苏芬战争时，任第十四集团军空军司
令。苏德战争开始时为空军少将。历任第十二集团军和卡累利阿、西南方面
军空军司令、空军第八和第一集团军司令。曾参加斯大林格勒、顿巴斯（1943
年）、第聂伯河右岸乌克兰、克里米亚、白俄罗斯、波罗的海沿岸和东普鲁
士等战役。1944 年晋升空军上将。战后曾任空军副总司令。

赫尔道夫（WolfHeinrichCrafvonHelldorf，1896—1944）德国柏林警
察局长（1935—1944）。伯爵。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1920 年参与卡普暴
动，后流亡意大利。回国后于 1925 年加入纳粹党。1931 年任柏林冲锋队队
长。1933—1935 年任波茨坦警察局长，并任柏林-勃兰登堡冲锋队旅队长和
党工队地区总队长。1935 年起任柏林警察局长，因内部矛盾，逐渐与密谋分
子建立联系。“七·二○事件中负责指挥柏林警察配合政变，失败后不久被
捕，处以绞刑。

赫鲁晓夫（НикитаСергеевнчХрущёв，1894—
1971）苏联将领。1918 年加入俄共（布）党。翌年参加红军。参加过国内战
争。1925 年起从事党务工作。1929 年莫斯科工业学院肄业。三十年代历任莫
斯科市委和州委第二书记、第一书记。1938 年 1 月起任乌克兰的党中央第一
书记（至 1947 年 3 月），并当选为联共（布）党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翌年
起为政治局委员）。苏德战争爆发后，于 1941 年 8 月出任*西南方向总指挥
部军事委员（即政委，至 1942 年 6 月）。同年9月兼任西南方面军军事委员
（至 1942 年 7 月）。1942 年 7 月—1943 年 1 月，任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军事
委员（1942 年 8—9 月兼任东南方面军军事委员）。参加了斯大林格勒的防
御和反攻。1943 年获中将衔。同年 1—2 月任南方方面军军事委员。3—10
月任沃罗涅日方面军军事委员。10 月—1944 年 8 月，任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军
事委员。1944 年任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主席，领导克服饥荒和重建解放后的乌
克兰。战后初期任乌克兰部长会议主席和乌克兰党中央第一书记。1949 年 12
月起先后任联共（布）党中央书记兼莫斯科州委第一书记、苏共中央第一书
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赫鲁廖夫（АндрейВасильевиｑХрулё，1892—
1962）苏联红军总后勤部长（1941—1946，1943 年改称后勤部长）。十月革
命时为赤卫队员。1918 年加入俄共（布）党和红军，参加国内战争。后历任
师政委、莫斯科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国防人民委员部财务部长和总务部长、



红军供应部长和总军需部长（军需勤务中将衔）。苏德战争爆发后，出任副
国防人民委员兼红军总后勤部长。1912—1943 年兼任交通人民委员。1943
年获大将衔。战争期间，组织后方力量和各种运输手段，保障前线作战部队
的后勤供应。战后曾任苏联武装力量部（1950 年起为军事部）副部长兼武装
力量后勤部长、政府的汽车运输和公路部、建筑部副部长等职。

赫尔四原则  美日谈判期间美国国务卿*赫尔提出的四项原则。1941 年
4 月 16 日美、日就*《日美谅解方案》谈判时由赫尔正式提出。内容为：（1）
尊重一切国家的领土完整和主权；（2）维护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3）
维护包括通商机会均等在内的各项均等原则；（4）除以和平手段改变现状外，
不破坏太平洋地区的现状。

赫尔克里士（Herkules）又称“大力神”。德、意夺取马耳他的行动计
划代号。1942 年春夏，德、意计划以海上登陆和空降作战的联合行动攻占马
耳他岛。后因北非陆上战亭和在苏德战场上发动夏季攻势的需要抽走驻西西
里的德国空军，行动日期被推迟。希特勒和德军将领遂企图以持续的空中攻
击和海上封锁使马耳他瘫痪，又认为一旦德军在埃及取胜，英国将弃守马耳
他。该计划一再推迟，后终未实施。

赫尔利使华  大战末期，美国政府派遣*赫尔利来华“调解”中国国共
关系的活动。1944 年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国民党军队一溃千里。美国为
早日打败日本，并使战后中国成为它在远东的有力支柱，在加强对国民党军
队控制的同时，力争联合包括中共武装力量在内的一切抗日军队，进而用政
治手段解决中共问题。1941 年 8 月中旬，罗斯福决定派遣赫尔利以总统特使
身份使华，支持蒋介石的领袖地位，调解国共矛盾，统一中国境内的一切军
事力量。9 月 6 日，赫尔利经莫斯科飞抵重庆，初着重于解决史迪威与蒋介
石的矛盾。11 月 7 日，为调解国共两党关系，赴延安与毛泽东等会谈。10
日签署了《中国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五点协议草案》，规定
改组国民政府为民主联合政府，承认所有党派的合法性，实行民主改革，承
认所有抗日军队，公平分配美援租借物资。但蒋介石反对此协议。赫尔利返
重庆后便撕毁协议，要求中共接受国民党提出的“整编”中共军队，由蒋介
石统一指挥全国军队等三点“反建议”。11 月底，赫尔利出任美国驻华大使。
1945 年 1 月 7 日，赫尔利致电毛泽东提议国共继续谈判。随后国共恢复谈判，
但不久又破裂。

赫尔利便公然反对美国援助中共武装力量，并声明美国只同蒋介石合
作。战后，赫尔利在华继续奉行反共政策，于 1945 年 11 月去职。

赫尔备忘录  *美日谈判后期美国提出的方案。1941 年 11 月 26 日由美
国国务卿赫尔交予日本驻美大使野村吉三郎和日本特使来栖三郎。作为对*
《日美协定乙方案》的答覆。共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以*赫尔四原则为基础；
第二部分的主要内容有：（1）缔结美、英、中、日、荷、苏和泰国之间的互
不侵犯条约；（2）缔结美、英、中、日和泰国关于尊重印度支那领土完整的
协议；（3）日军从中国和印度支那撤走；（4）除重庆政府外，不支持中国
其他的任何政府或政权；（5）放弃在中国的治外法权；（6）缔结贸易协议；
（7）暂时解除资金冻结；（8）稳定美元和日元的兑换牌价；（9）本协议比
其他一切协议处于优先地位；（10）争取其他国家同意本协议的经济和政治
原则。12 月 7 日（当地时间）日本发动珍珠港事变后正式拒绝。

赫斯飞英事件  苏德战争爆发前夕德国纳粹党党魁之一*赫斯单独驾机



飞往英国的事件。1941 年 5 月 10 日黄昏，赫斯驾驶一架*Me-110 式歼击机，
从德国的奥格斯堡起飞，于当晚飞抵苏格兰汉密尔顿公爵庄园附近跳伞降
落。赫斯着陆后即声称负有促使英、德媾和的“特别使命”而来，此后曾同
英国官员进行了几次秘密会谈。赫斯提出的媾和条件为：英国承认德国在欧
洲大陆自由行动并归还德国以前的殖民地，德国则允诺英国保持其殖民帝国
的地位。丘吉尔政府对此事采取“保持缄默、搁在一边”的态度，仅简短报
道赫斯抵英的消息。希特勒在事件发生后逮捕了一批有关人员，并在报刊上
宣传赫斯“精神失常”。此事件一度被苏联视为英、德勾结反苏的佐证。至
今其背景、动因和谈判情况仍说法不一。

赫尔曼·戈林国家工厂（ReichswerkeHermannG -ring）简称“戈林工
厂”。纳粹德国国家垄断企业。*四年计划的产物。1937 年 7 月为开采萨尔
茨吉特的贫铁矿而建立，百分之七十的股票由政府收买，其余由资本家认购。
在德国对外扩张过程中实力急剧膨胀，1940 年底划分为 3个康采思：冶金康
采恩，军人康采恩，机器制造及内河航运康采思。原本部机构改为中央控股
公司。1942 年在德国本土和占领区共拥有 177 家工厂、69 个采矿和冶金企业、
156 个贸易公司、46 个运输企业、15 个建筑企业和几十个其他企业，经营大
批煤铁矿、冶炼工场、武器和广播器材厂、化学工厂、轮船运输公司、饲料
批发商店和不动产公司。1938 年息资本为 4亿马克，1941 和 1943 年先后增
至 25 亿和 60 亿马克。

赫耳墨斯号航空母舰（Hermes）又译“竞技神号”。英国轻航空母舰。
1924 年建成。排水量 10850 吨，最大航速 25 节，可载飞机 15 架。大战期间
主要在南大西洋和印度洋活动。1940 年参加攻击达喀尔之战。太平洋战争爆
发后调到印度洋，1942 年 4 月 9 日，在锡兰（今斯里兰卡）东海岸附近被日
本舰载俯冲轰炸机击沉。

赫里欧-保罗-彭古尔方案  法国 1932 年 11 月 14 日向*国联裁军会议
提出的裁军方案。由总理*赫里欧和*保罗-彭古尔起草，故名。主要内容为：
将欧洲各国的军队改组为报役期短、动员缓慢、进攻力差，类似民兵的武装
部队；所有进攻性武器，如坦克、重炮等均置于国际监督之下，仅在某一国
遭受侵略进行集体干涉时，始可动用；征集各国志愿人员组成国际部队；裁
减海军军备；建立欧洲国家“地区性协约国”和欧洲空运联盟。此方案遭德、
意、英等国的反对而作罢。

慕尼黑协定  全称《关于捷克斯洛伐克割让苏台德领土给德国的协
定》。1938 年 9 月 29 日（协定上写的日期，实际签字时间为 9月 30 日凌晨
1时许），由希特勒、张伯伦、墨索里尼和达拉第在*慕尼黑会议上签订。协
定共 8条、附图、附件及 3个补充声明。规定将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区及
同奥地利接壤的南部地区，连同一切设施，完整移交给德国；德军将于 10
月 1—10 日分阶段占领“德意志人占多数的地区”；其他地区由国际委员会
占领，于 11 月底以前举行公民投票确定归属，由德、英、法、意和捷克斯洛
伐克的代表组成国际委员会，负责制定移交细节和最后确定边界；英、法将
对捷的新疆界提供国际保证，当捷境内的波兰和匈牙利少数民族问题解决
后，德、意也将给予保证。按此协定，捷约丧失近五分之一的领土（1.1 万
平方英里），360 万居民，半数以上的工业设施和资源，以及坚固的边境防
御工事。

慕尼黑会议  英、法、德、意四国于1938 年 9 月 29—30 日在慕尼黑举



行的肢解捷克斯洛伐克的会议，为三十年代英、法推行对德绥靖政策的顶峰。
1938 年捷克斯洛伐克危机期间，希特勒经*贝希特斯加登会谈和*戈德斯堡会
谈，摸准英、法害怕战争而将在苏台德区问题上作出重大让步的心理，决定
进一步施加压力。9月 26 日希特勒在柏林发表演说，进行战争威胁，并于翌
日下令德军作好在 30 日发动进攻的准备。战争乌云笼罩欧洲。27 日美国总
统罗斯福致电希特勒呼吁和谈。28 日张伯伦致函希特勒，建议立即举厅英、
德、法、意首脑和捷代表参加的会议，商讨移交苏台德区的各项安排。经墨
索里尼斡旋，希特勒同意在慕尼黑举行上述会议。29 日张伯伦、达拉第、希
特勒和墨索里尼在慕尼黑与会；捷方代表虽准时到达，但未被允许参加。30
日凌晨四国首脑签订*《慕尼黑协定》，接着由英、法通告捷方代表。同日中
午，被英、法出卖的捷政府，发表官方公报，被迫宣布服从《慕尼黑协定》。
随后，张伯伦同希特勒单独会晤，发表了*《英德宣言》。12 月 6 日又发表*
《法德宣言》。英、法通过慕尼黑会议，出卖捷克斯洛伐克的领上和主权，
指望给自己带来“一代人的和平”，结果却助长纳粹的侵略势力，加速了第
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蔡廷锴（1892—1968）中国将领。字贤初。肇庆护国第二军讲武堂毕业。
九·一八事变时为国民政府第十九路军副总指挥兼军长。1932 年率部进行淞
沪抗战。后被蒋介石调往福建和红军作战，任第十九路军总指挥兼福州绥靖
公署主任。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推动下，1933 年 10 月与红军订立抗日反蒋
协定。11 月与李济深、陈铭枢等发动抗日反蒋的福建事变，成立中华共和国
人民革命政府，任人民革命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失败后一度去香港。1935
年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大同盟，为负责人之一。抗日战争爆发后，一度出任第
十六集团军总司令，在两广指挥对日作战。抗战胜利后参与组织中国国民党
民主促进会。1947 年授上将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国防委员会副
主席，民革中央副主席。著有《蔡廷锴自传》。

蔡茨勒（KurtZeitzler，1895—1963）德国将领。职业军人。参加过第
一次世界大战。战后继续在国防军中任职。三十年代为最高统帅部的校级参
谋。1939 年 4 月出任第六十步兵师师长。同年 9月调任第二十二集团军参谋
长。1940 年任第一坦克集群参谋长。1941 年参加侵苏战争。翌年晋升少将，
调往西线任 D 集团军群参谋长。1942 年 8 月，以击退盟军的*迪耶普袭击而
出名，于 9月接替*哈尔德任陆军总参谋长，并越级摧升上将，1944 年*七·二
○事件发生后被解职。翌年 1月退役。

蔡树藩（1905—1958）中国将领。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 年去
苏联，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后入劳动大学和列宁学院学习。1931
年回国，曾任红二十二军政委、红九军团政委。1934 年参加长征，北上抗日。
抗日战争爆发后，历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内务委员会主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
政治部副主任、主任，转战晋西北、晋东南和冀南平原，领导军民开展游击
慕尼黑会者：左起张伯伦、达拉第、希特勤、墨索里尼、齐亚诺战，创建抗
日根据地，并致力于军队的政治工作。解放战争时期，任华北军区政治部副
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国家体委副主任。1958 年 10 月 17 日出
国访问途中，因飞机失事在苏联遇难。

蔚蓝色防线（Aznrblau-Linle）1943 年德军于黑海和亚速海之间通往
塔曼半岛（TaMaHcknnnonyoctpoB）的接近地设置的防御地域的代号。正面长



113 公里，纵深 20—25 公里，由两道防御地带和众多斜切阵地构成。*新罗
西斯克-塔曼战役中被苏军突破。

榛名号战列舰  日本战列舰，原为川崎神户造船所制造的 2.6 万吨级战
列巡洋舰，1916 年下水，1928 年由横须贺海军工厂第一次改装，1934 年由
吴港海军工厂第二次改装。标准排水量 3.2 万吨，最高航速 30.5 节，装备
360 毫米火炮 8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相继支援日军攻占吕未岛和爪哇岛。
1942 年 4 月进入印度洋作战。后调回太平洋。同年 6月参加中途岛海战，受
轻伤。同年秋，赴西南太平洋，参加圣克鲁斯群岛海战和瓜岛海战。尔后长
期泊驻本上基地。1944 年 6 月在菲律宾海侮战中受伤。同年 10 月参加莱特
湾海战。1945 年 7 月 24 日在吴港海军基地内被美军舰载飞机炸沉。

磁铁（Magnet）盟国调运美军到北爱尔兰的计划代号。1942 年 1 月，由
英国人提出，计划尽快调运美军 4个师（内 1个装甲师）进入北爱尔兰。同
年 8月，由于船舶不足和美军在太平洋战场吃紧而延搁。

磁性水雷  又名磁引信水雷。靠磁性引信引爆的非触发水雷。磁性引信
在舰艇磁场作用下工作，磁针偏转，接通电池的电路，起爆管燃点炸药，水
雷爆炸。大战爆发时德、英两国都已掌握制造技术。1939 年 9 月德国制成 1500
枚，3 个月内投放 470 枚。由于英国主要研究对付磁性鱼雷或浮雷，未注意
敷设在深水中的磁性水雷，2 个月内被炸沉 5.6 万吨船只。同年底英国采取
了新的扫雷手段和船舰消磁法后，威胁大为减轻。

臧式毅（1885 一？）汉奸。字奉九。日本陆军士宫学校毕业。曾任东三
省保安总司令部参谋处长、奉天兵工厂总办、辽宁省政府主席。九·一八事
变后叛国投敌，在日军策动下成立伪辽宁省政府，任省长。联合*张景惠等策
划成立伪东北政务委员会。1932 年 3 月任“满洲国”民政部长。1934 年 3
月改任“满洲帝国”参议府者长。参与伪满中央核心领导，出卖东北领土主
权。1945 年 8 月苏联出兵东北时被俘，曾监禁在西伯利亚。

熙洽（1884—？）汉奸。字恪民。姓爱新觉罗。满族。日本士宫学校毕
业。原为清朝皇族。九·一八事变时任吉林军参谋长兼省府委员，迎日军人
吉，1931 年 9 月 28 日公开叛国投敌，宣布吉林“独立”，任伪吉林省长官
公暑长官。“满洲国”成立后任财玫总长。1934 年改任“满洲帝国”宫内府
大臣，从事卖国活动。日本投降后，在东北被苏军俘虏，曾监禁在西伯利亚。

[丨]

田繁太郎（1883—1976）日本海军将领。毕业于海军兵学校和海军大
学。1930 年任第一舰队兼联合舰队参谋长。1932 年任第三舰队参谋长，参与

对上海的进攻和停战谈判。1933 年任军令部作战部长。1935 年升任军令部次

长。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后，任第二舰队司令长官，吴镇守府司令长官。1940
年调任*中国方面舰队司令长官，同年晋升海军大将。1911 年 9 月任横须贺
镇守府司令长官，同年 10 月就任东条内阁的海军大臣。1944 年 2 月又兼任
军令部总长，积极追随东条英机，推行侵略计划；同年秋转任军事参议宫。
战后，于 1948 年作为甲级战犯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无期徒刑，1955 年
获释。骷髅队即“党卫队骷髅队”。

[丶]



銮披汶（LuangPibu1Songgram，1897—1964）泰国军事独裁者。曾在法
国炮兵学校学习，1927 年回国后任陆军师长。1932 年起先后任国防、不管大
臣。1938 年 12 月出任首相，并兼国防、外交和内务大臣，实行军人专政。
大战爆发后，同日本结盟，1940 年 11 月进攻法属印度支那，挑起泰法战争。
1941 年 12 月同意日军过境，同时自封陆海空军元帅，实行法西斯统治。1942
年 1 月对美、英宣战。次年 8月 5日签订密约，将 4个马来邦和 2个缅甸掸
邦划归泰国。1944 年 7 月被迫下台。战后被控为战犯入狱，不久获释。1947
年发动政变，自任陆军总司令，并组阁。1957 年被推翻后，流亡国外，病死
日本。

豪辛格（AdoifHeusinger，1897—1982）德国将领。1915 年入伍。1931
年在陆军总参谋部供职。1937 年进入陆军总司令部作战处，1940 年起任该处
处长。1941 年获少将衔。1943 年晋升中将。1944 年 7 月一度实际主持陆军
总参谋部的工作。*七·二○事件中受轻伤，后受牵连，被铺并受到*人民法
庭审讯。1944 年 10 月获释，但被解职。战后主持组建联邦德国国防军。曾
任国防军总监、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军事委员会主席。

豪斯霍弗尔（KarIHaushofer，1869—1946）德国地缘政治学创始人。
早年在军校求学，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升至准将。1921 年任慕尼黑大学地
缘政治学教授。同年经*赫斯撮合结识希特勒。后任慕尼黑大学地缘政治学院
院长和全国地缘政治学会主席。1924 年创办《地缘政治学杂志》，鼓吹德国
应取代英国，掌握世界领导权。并向东方索取*生存空间，对纳粹党头目产生
很大影响。其撰写的《世界中的民族社会主义思想》等书，为纳粹政权的扩
张政策制造理论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继续利用杂志为德国的侵略暴行
辩解。因其子阿尔布雷希特·豪斯霍弗尔（AlbrechtHausbofer，1903—1945）
参与反希特勒密谋活动，他于 1944 年 12 月一度被捕。战后被指控犯有战争
罪行，后畏罪自杀。

瘦孩（LittleBoy）1945 年 8 月 6 日美国投掷日本广岛的原子弹的代号。
1945 年 7 月研制成功。为一炮弹形 U235 弹，长 10 英尺，直径 28 英寸，爆
炸当量为 2万吨 TNT。因重量与体积均小于 8月 9日投掷于长崎的原子弹而
呈瘦长形，故名。参见“广岛原子弹轰炸”。

廖磊（1890—1939）中国将领。字燕农。保定军校毕业。曾任国民政府
军第七军军长。1929 年后多次参加“围剿”工农红军。1936 年授中将衔，翌
年加上将衔。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兼第七军团军团长，
参加淤沪会战。1938 年 4 月随部开赴淮北，驻守宿县，挫败进犯徐州的南路
日军。武汉会战开始后，率部于湖北麻城一带袭击敌人。同年 10 月任豫鄂皖
边区游击兵团总司令兼安徽省政府主席。同月病故。

旗鱼式鱼留机（Sailfish）英国舰载鱼雷轰炸机。1936 年投产。最大
时速 139 英里，最大载荷航程 1030 英里，装备 2挺 7.69 毫米机枪，可携 1600
磅鱼雷或载炸弹 1500 磅。乘员 3人。大战初期曾为英国海军航空兵重要机种。
1940 年 8 月英国以此机种实施*塔兰托袭击战。1941 年 5 月在击沉德国*俾斯
麦号战列舰中亦起重要作用。后主要用于海上反潜作战。

精力旺盛（VigorOus）1942 年 6 月英国护航船队从东地中海增援马耳他
的行动代号。为改善马耳他英军处境，英国派出两支护航船队同时增援。从
东地中海增援的以“精力旺盛”为代号，从西地中海增援的以*“鱼叉”为代



号，是月13 日，从东地中海增援的护航运输队，由 10 艘货船和 35 艘战舰组
成，从亚历山大西行。意大利出动主力舰队进行拦截。在随后的两天里，英
护航运输队连道德、意飞机和潜艇攻击，损失货船两艘。同时意舰队仍继续
尾追南下，英国船队被迫于 16.日折返出发地。

精兵简政  中国共产党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实行的一顶政策。1941 年 11
月由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开明绅士李鼎铭提出，为中共中央采纳。主要
内容是：各抗日根据地切实整顿组织，精简机关，充实连队，加强基层，提
高效能，节约人力物力。规定脱产人员只能占根据地总人口的百分之三，其
中军队系统人员占百分之二，党政民系统人员占百分之一。这一政策的实施，
减轻了人民负担，利于便民、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官僚主义，更适合于游
击战争环境，对于渡过难关，坚持长期抗战起了很大作用。

赛扬（LoulsSalllant，1911—1974）法国工会领袖。早年参加工人运
动。1938 年起为法国总工会行政委员会委员。1940 年 8 月参加抵抗运动，建
立*解放北方，并着手重建法国总工会。曾与 11 位工会领袖共同发表声明，
谴责维希政府颁发的*《劳动宪章》。1943 年 4 月促成法国总工会的统一，5
月参加民族抵抗委员会。1944 年被选入临时咨询议会。同年 9月任民族解放
委员会主席。1945 年 2 月代表法国总工会参加世界工会代表会议。战后继续
从事工会运动。

赛尔特（FranzSeldte，1882—1947）德国*钢盔团头目，劳工部长（1932
—1945）。早年在不伦瑞克攻读化学，毕业后接替其父经营化工厂。参加过
第一次世界大战。1918 年 12 月伙同*杜斯特堡创建钢盔团，力主对外扩张。
1930 年同希特勒会商，调解钢盔团与*冲锋队的冲突。1931 年 10 月代表钢盔
团参加*哈尔茨堡阵线。1932 年任巴本内阁劳工部长。希特勒执政后继续留
任，并兼任普鲁士劳工部长、德国国会纳粹党者员。1934 年起任“民族社会
主义德国退伍军人”组织的头目。同年解散钢盔团。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劝
说希姆菜废黜希特勒，同美、英等国作停战谈判，战后受纽伦堡国际军事法
庭指控，未及审判即死去。

赛斯-英夸特（ArturSeyB-Inquart，1892—1946）奥地利法西斯分子。
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在维也纳操律师业，鼓吹德奥合并。1937 年出
任国务顾问，助长奥地利的法西斯运动。1938 年 2 月，在希特勒的支持下，
被任命为内政部长；3月组成傀儡政府，配合德军入侵，将奥地利并入德国。
1938 年 4 月至 1939 年 4 月任德国驻奥地利总督。1939 年 10 月出任波兰总督
府副总督。1940—1945 年改任德国驻荷兰总督。任内大肆镇压赛斯-英夸特
抵抗运动和屠杀无辜居民。1946 年被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处以绞刑。

察东事件  日军在中国察哈尔（旧省名，1952 年撤销，分别并入河北、
山西两省工东部地区挑起的武装冲突。1935 年 1 月，日军以中国第二十九军
和热河丰宁伪满自卫团冲突为借口，进攻察东独石口地区。蒋介石政府执行
屈辱求和方针。2月 2日双方代表在日军驻地大滩商定口头协约，即所谓“大
滩口约”，规定察东、石头城子、南石柱子、东栅子一线及其以东地区划为
非武装区，中国军队不得驻兵，由保安队维持治安，并归还所收缴之热河自
卫团武器。

察哈尔抗战  中国察哈尔省（旧省名，1952 年撤销，分别并入河北、
山西两省）军民抗击日军进攻的战斗。1933 年春，日军攻占热河后进逼察哈
尔和河北。5月 26 日。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协助下，原西北军将领冯玉祥、



方振武、吉鸿昌等在张家口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通电声明“武装保
卫察省，进而收复失地，求取中国之独立自由”。6月 20 日吉鸿昌、方振武
率军北进，分 3 路迎击日伪军，连克察东的康保、宝昌、沽源等地，并于 7
月 12 日收复重镇多伦，后乘胜将日伪军完全赶出察哈尔。7 月 27 日抗日同
盟军在张家口成立收复东北四省计划委员会，冯王祥任委员长，制定收复东
北的计划，得到全国人民的声援。但蒋介石却以抗日同盟军妨碍统一政令为
由，下令取消，并调动重兵进逼张家口。日伪军乘机回师多伦。8 月上旬，
冯玉祥被迫撤销抗日同盟军总部。随后，吉鸿昌、方振武宣布成立抗日讨贼
军，在热河、长城一带继续转战。10 月中旬，在日、蒋夹击下，因弹尽粮绝
失败。

察南自治政府  侵华日军在中国察哈尔扶植的伪政权。1937 年七七事
变后，日军由南口攻占张家口，该市原商会执行委员于品卿投敌。同年 9月
4日于品卿在日军策划下，以察哈尔省南部 10 县代表会议的名义，在张家口
宣布成立。采用合议制形式，设最高委员会，于品卿为最高委员，日人前岛
异为顾问。鼓吹“反共”、“反蒋”、建立“王道乐上”，1939 年 9 月，改
为察南政厅，后并于*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又称“察绥
抗日同盟军”。参见“察哈尔抗战”。

谭政（1907—1988）中国将领。原名世铭，号举安。1927 年加入中国共
产党。曾任红一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长。1934 年 10 月参加长征，北上抗日。
到陕北后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抗日战争期间，历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
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留守兵团政治部主任。长期从事八
路军政治工作，曾汪《八路军军政杂志》上发表许多论述军队政治工作的文
章。1944 年 4 月，受中共中央委托，在中共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作《关于
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对军队政治工作进行历史性的总结，为人民军
队和根据地的建设作出重要贡献。解放战争时期曾任第四野战军副政委兼政
治部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国
防部副部长、中央书记处书记。1955 年被授予大将军衔。

谭震林（1902—1983）中国将领。192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十二
军政委、福建军区司令员。1984 年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任闽西南军政委员
会副主席兼军事部长，坚持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中共闽粤边
特委军事部长。193s 年 1 月，任新四军第三支队副司令员、政委。率部在皖
南岩寺地区策应第一、第二支队挺进苏南，随后进抵皖南长江沿线作战。同
年 11 月接任新四军第三支队司令员，先后指挥并取得繁昌五次保卫战的胜
利。1910 年任江南人民抗日救国军东路指挥部司令员兼政委，在苏南京沪铁
路以东地区开展游击战，并领导根据地的建设。*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第六
师师长兼政委、中共苏南区委书记。1943 年 1 月任新四军第二师政委兼中共
淮南区委书记，领导淮南抗日根据地的斗争。解放战争时期任第三野战军第
一副政委兼第七兵团政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国务院副总理、人大
常委会副委员长。

褐皮书（Brownbooks）揭露纳粹暴行的小册子。由以*爱因斯坦为首的
“德国法西斯主义受害者世界委员会”用几种文字出版。1933 年出版第一本
小册子，全称《关于希特勒恐怖和国会纵火案的褐皮书》，揭露纳粹恐怖活
动和纳粹分子制造*国会纵火案的真相。次年又出版《国会纵火案审判：关于
希特勒恐怖的第二本褐皮书》，由保加利亚共产党领袖*季米特洛夫作序。



褐衫队  即“冲锋队”。

[ ]

嫩江桥阻击战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东北军抗击日军的战斗。1931 年
11 月 4 日，黑龙江省政府代理主席兼东北边防军黑龙江省副司令*马占山率
部在嫩江桥奋勇抗击进犯的日伪军，多次击退敌军攻势，日军滨本步兵联队
和高波骑兵队死伤惨重。6 日晚，马部退守距嫩江桥 50 华里的三问房。12
日起，日军经过补充与休整，重新发动攻势。马占山亲临前线，率部与敌血
战。18 日日军从朝鲜调两个混成师团增援，马部伤亡颇多，后撤至齐齐哈尔
和海伦。黑龙江省大部分地区先后沦陷。此战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支持和赞
助。

熊斌（1894—1961）中国将领。字哲明。奉天讲武堂毕业。曾任冯玉祥
西北军参谋长。九·一八事变后赴河北，协助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
代理委员长何应钦处理华北事宜。1933 年 5 月，以北平分会总参议身份与日
本代表冈村宁次签订*《塘沽协定》。1936 年授中将衔。抗日战争爆发后，
历汪军令部次长、军事委员会西安办公厅主任、陕西省政府主席兼全省保安
司令。日本投降前夕任华北宣抚使，奉命收抚华北伪军。抗战胜利后，曾任
北平（今北京）市市长。大陆解放前夕去台湾，曾任台湾当局中央银行顾问。

缪勒（HeinrichMuller，1900—？）德国*盖世太保首脑，参加过第一
次世界大战。1919 年起当刑警。后在慕尼黑警察局政治科掌管反共产主义事
务。纳粹党上台后，被*海德里希吸收进*党卫队保安处，授以党卫队三级突
击队中队长衔（相当于少尉），1937 年升任保安警察总处政洽处长。1939
年获党工队区队长衔（相当于上校），出任德国中央保安局第四处（即盖世
太保处）处长。直接掌管秘密警察，残酷迫害和屠杀共产党人、民主进步人
士和犹太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升至党卫队地区总队长（相当于中将衔）。
战争结束时潜逃，至今下落不明。

缪塞特（AntonMussert，1894—1946）荷兰纳粹党头目，早年为工程技
术人员。三十年代仿效德国纳粹党在荷兰建立法西斯组织——民族社会主义
运动，1940 年德国入侵时公开投敌。1942 年 5 月在悔牙就任荷兰党卫队队长。
同年年底获“荷兰元首”称号，竭力为德国占领当局效劳。1943 年 2 月组织
“咨询内阁”，协助侵略者授刮财富，驱使人民赴德国服苦役，激起公愤，
1945 年 5 月荷兰解放后被捕，次年 5月在海牙被处以绞刑。

缪斌工作  日本通过汉奸缪斌与中国国民政府秘密进行的和平谈判活
动。1944 年夏，美军占领冲绳岛，战火逼近日本本土。为寻求解决“中国问
题”的出路，8月 19 日日木御前会议决定在中国发动诱降政治攻势。9月 20
日，宇垣一成奉命到中国与汪精卫及汪伪考试院副院长缪斌等人会谈。1945
年 3 月 16 日缪斌赴东京，向日本政府国务大臣兼情报局总裁绪方竹虎提交了
《中日全面和平案》，主张立即自动取消汪伪政权，由日本和重庆政府商谈
停战撤兵条件，俟停战协定正式公布，重庆政府即还都南京，3月 18 日缪斌
和日本首相小矾国昭会谈，翌日达成协议。21 日小矶国昭在*日本最高战争
指导会议上提出，以上述《中日全面和平案》为基础，准许缪斌庄东京使用
无线电同重庆通话，但遭到陆军、海军和外务诸大臣的坚决反对。4 月 2 日
小矶国昭将缪斌计划上奏天皇，亦未得支持。4 月 5 日小矶被迫下台，缪斌



工作遂告破产。
缪塞利埃（EmileMuselier，1882—1965）法国海军将领。1901 年毕业

于法国海军学校。1933 年任驻突尼斯法国海军司令，1937 年为第二巡洋舰队
司令。1939 年获海军中将衔。大战爆发后，奉命率舰队保卫马赛及其附近海
域。10 月任海军副司令。1940 年法国败降后前往伦敦，任自由法国海空军司
令。1941 年 9 月又任法兰西民族委员会海军专员，12 月率自由法国海军占领
圣波埃尔一密克隆岛。因与戴高乐矛盾，辞职。1943 年一度追随吉罗，在北
非供职。1944 年 9 月任国防部负责处理德国海军事务的官员。著有回忆录《海
军和抵抗运动》。



十五画

[一]

增压（Supercharge）①英军在*阿拉曼战役中实施的第二个作战计划的
代号。1942 年 10 月 23—26 日，英军在代号*捷足的进攻作战中未曾突破敌
方阵地，遂改变计划，在 10 月 27 日—11 月 1 日期间重新部署，准备在已经
楔入敌阵的腰子岭（KidneyRidge）方向集中攻击，撕开缺口，为装甲部队打
通进入沙漠开阔地带的道路。计划于 11 月 2 日清晨实施，双方经过一整天坦
克决战，隆美尔部无力堵塞缺口，次日，英军扩大通道，4 日进入敌军后方
作战。德、意军被迫全面撤退。②英军突破德、意军在突尼斯境内*马雷特防
线的行动代号。1943 年 3 月中旬，蒙哥马利制定以主力向马雷特防线近海一
端发动正面攻击的作战计划，代号为*拳击家。3 月 20 日开始实施后，经几
天激战来果。23 日，蒙哥马利决定调整部署，改订作战计划，以内陆侧翼为
主要进攻方向，通过离马雷特防线最近的侧面，沿着群山之巅向北突进以包
抄德、意军。新计划代号取名“增压”（以纪念在阿拉曼战役获胜的计划而
定名，故又称“增压二号”）。26—27 日付诸实施，迫使德、意军撤出马雷
特防线。

横滨事件  也称“泊事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神奈川县特高警
察进行的一系列言论镇压事件。1942 年《改造》杂志刊登论文《世界的动向
和日本》，被认定为“宣传共产主义”，作者细川嘉六波逮捕。但从论文中
找不出宣传共产主义的确凿证据，后根据细川嘉六在故乡富山县泊镇邀请《改
造》社的相川搏和《中央公论》社的木村亨等聚会的照片，以“谋划再建共
产党”为由，于 1943 年 5 月逮捕相川博、木村亨等 7人。1944 年 7 月查封
两刊，并相继以违反治安维持法，逮捕上述两社及日本评论社、岩波书店等
有关人员 49 名。严刑拷间致死 3名。

横田喜三郎（1896—）日本法学家。1922 年东京帝国大学毕业，1930
年为日本代表团成员参加伦敦海军裁军会议。同年起任东京帝国大学教授，
长期从事法学研究，建立了以具有精密的实证性和完整体系而著称的纯粹法
学理论，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国际法学。九·一八事变后，以日军在中国东
北的行动超出自卫权的范围为由批判军部，此后其学说受到压制。在战争时
期，埋头于对和平机构的研究，坚定了对民主与和平的信念。战后东京审判
时发表论文《东京审判在国际上的意义》，并领导日本国际法学界对安全保
障、和平机构、占领体制、战争犯罪、日本新宪法等积极进行研究。1960—
1966 年任最高法院院长。著有《国际法基础理论》、《国际审判的本质》、
《战争犯罪论》、《自卫权》、《天皇制》等。

樱会  三十年代初日本陆军中的法西斯军官团体。*一夕会成立后，1930
年秋由*桥本欣五郎等发起组织，其成员多为陆军大学出身并在军部任职的年
轻军官。1931 年扩大组织，吸收基层军官参加，成员约奇有 60 名。以桥本
欣五郎、*根本博、*长勇为核心。鼓吹为推进国家改造和建立军部政权的宗
旨，应不惜使用武力；但对侵略中国和国内改革应孰先孰后没有一致意见。
1931 年 3 月与大川周明等阴谋发动政变，成立以字垣一成为首的军部政权，
未遂；同年 10 月中旬，又阴谋发动军事政变，建立以荒木贞夫为首相的军人
政权，因计划为军部首脑获知而失败。还秘密参与策划九·一八事变。*十月



事件后解散，部分成员后成为*统制派，重登政治舞台。
樱花式特攻机  日本由敢死队员操纵的自杀飞机，即所谓“肉弹”。1945

年春季以后，日本航空部队实行特攻战法，为此改装或制造结构简单、操纵
容易、燃料消耗少的特攻机。此为其中之一。由母机运至目标附近。然后在
空中脱离母机，自飞冲向敌舰。与*橘花式特攻机和*藤花式特攻机构成日本
3种主要的海上特攻飞机。

橡树（Eiche）1943 年 9 月德军营救墨索里尼的行动代号。意大利*七月
政变后，墨索里尼被秘密囚禁。7月 27 日，希特勒召开军事会议，策划营救
并使之重新执政，继续控制意大利。31 日下达指令，以此为代号。9月初，
侦知墨索里尼已被秘密转移于大萨索（GranSasso）山山顶旅馆，即派*斯科
尔兹内率一队滑降兵于 13 日以突袭行动救出墨索里尼。16 日，墨索里尼在
意大利北部宣布成立*意大利社会共和国。

醋栗（Gooseberry）*诺曼底登陆战役中英、美用沉般构成的防波堤代
号。为保障登陆作战的物资供应，英、美在 1944 年工月计划，以 70（一说
55）艘旧商船和 4艘报废军舰（其中 25 艘美国船、1艘法国旧战列舰），在
开始登陆作战的 3天内，驶至各登陆滩头内自沉，构成与海岸线平行的 5条
防波堤，以屏护船只靠岸卸载。其中在*奥马哈和*黄金滩头的 2条，则成为*
桑客人工港的一部分。

震洋  日本海军在太平洋战争末期实施海上特攻作战方法之一。以实施
特攻的敢死队员，驾驶装满炸药的快挺，冲撞敌舰船爆炸后同归于尽。至 1945
年 7 月底，共装备 2850 艘，其中 700 艘为陆军的联络汽涎（代号“ ”）。

撒奇交叉曲线飞行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海军歼击机飞行战术之
一。1942 年中途岛海战前由海军歼击机飞行员撒奇（JohnS.Serge）少校创
始，故名。是以 4架飞机编成一队，双机飞行，一旦遭到攻击，互相内向飞
行，使敌机飞行员不易开火；当飞机作曲线飞行时，每架都有机会对追击同
伴的敌机开炮。此战术被认为是对付日本*零式战斗机的有效办法，在空战中
曾得到大力推

[｜]

影佐祯昭（1893—1948）日本将领。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
入参谋木部任职。1925 年被派往东京帝国大学学习政治学。1929 年潜入中国
华北地区进行谍报活动。后历任中国驻屯军参谋，驻上海领事馆武官，参谋
本部中国课课长、谋略课课长和陆军省军务课课长。为日本陆军中的“中国
通”。期间于1938 年 11 月签订*《影佐稿宗武协定》；参与策划汪精卫出逃
和建立*汪伪国民政府，并任该“政府”最高军事顾问。后因与中国派遣军总
司令部意见不合，于 1942 年调任第七炮兵部队司令官。同年晋升中将。1943
年起至日本投降任第三十八师团长。

墨菲  ①罗伯特·丹尼尔·墨菲（RobertDanielMurphy，1894—1978）.
美国外交官，1917 年进入外交界。曾任驻慕尼黑、巴黎等地领事。1940 年任
驻法国*维希政府外交代办。1941 年初任驻阿尔及尔总领事，任内与法国北
非殖民当局和抵抗组织都保持密切接触。签订《墨菲-魏刚协定》，发回大量
有价值的情报，在为盟军登陆北非铺平道路以及此后的政治安排中扮演了重
要角色。1913 年参与意大利*巴多里奥政府停战的谈判。1944—1949 年任驻



德美国占领军政治顾问。曾任驻比利时、日本等国大使。1953 年参加朝鲜停
战谈判。1959 年一度出任副国务卿。②奥迪·墨菲（AudieMurpliy，1924—
1971）。美国军人。1942 年加入美国陆军。曾随美第七集团军参加过突尼斯、
西西里、意大利、法国和德国等地作战，曾三度负伤，1944 年获中尉军衔，
因作战勇敢先后获得各种勋章 27 枚。其中因在”科尔马战役中，孤身击退德
军 6辆坦克和 250 名士兵的进攻，而荣膺美国最高荣誉勋章——国会荣誉勋
章（TheMedalofHonor）。成为举国闻名的战斗英雄。战后退役，进入好莱坞
当电影演员。

墨索里尼（BemtoMnssoIini，1883—1945）意大利法西斯党魁。生于普
雷达皮奥。师范学校毕业。早年加入意大利社会党，1914 年因鼓吹参加第一
次世界大战被开除出党。同年创办《意大利人民报》；宣传民族沙文主义。
1919 年在米兰建立“法西斯战斗团”。1921 年创建*国家法西斯党。1922 年
带领党徒由米兰进军罗马，同年受命组阁，任首相。1925—1926 年间，颁布
一系列法令，剥夺人民民主权利，清除反对派，确立法西斯专政。对外墨索
里尼鼓吹建立“地中海帝国”，重振古罗马雄凤，极力向非洲扩张，并试图
染指巴尔干和多瑙河流域，发动侵略埃塞俄比亚的战争（1935—1936）；组
织对西班牙的武装干涉（1936—1939），与希特勒共同扶植佛朗哥上台。1936
年 10 月委派齐亚诺赴德签订密约，形成”柏林-罗马轴心”。1937 年 11 月
加入*《反共产国际协定》。同年 12 月退出国联。1938 年邀希特勒访意时，
密商建立军事同盟。支持德国向外扩张，促成慕尼黑会议的召开。1939 年 4
月吞并阿尔巴尼亚。5月与德国签订*《钢铁盟约》。8月波兰危机时，试图
再次“调停”，未果，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以备战未就绪为由，宣布意
大利为“非交战国”。1940 年 6 月 10 日，当德军在西线取得决定性胜利时，
下令向英、法宣战。同年7月在东非发动进攻，10 月入侵希腊，但屡战皆北，
被迫向希特勒求救。1941 年 3—4 月，配合德军在北非进攻和入侵巴尔干。
同年 6月苏德战争爆发后向苏宣战。1941—1943 年意军在东非、苏联、北非
各战场迭遭惨败。1943 年 3 月爆发*意大利北部大罢工。同年 7月 10 日，盟
军在西西里岛登陆。促成危机爆发。7月 24 日在法西斯大委员会会议上为意
大利战败辩护。次日被捕，囚禁于大萨索（GranSasso）山山顶旅馆。9月 12
日披德空降突击队救出，送往德国。后又返回意大利北部，在德军庇护下建
立*萨罗共和国。纠集残部，重建法西斯政党和军队，镇压抵抗运动，处决齐
亚诺等反对派，同时玩弄工厂“社会化”等骗局。但无法挽回败局。1945 年
4 月 27 日潜逃时被意大利游击队俘获，次日被处决，暴尸米兰的洛雷托广场。
著有《我的自传》等。

墨菲-魏刚协定  美国驻阿尔及尔总领事*墨菲与维希政府北非法军总
司令*魏刚签订的关于美国向北非供应物资的协议。1941 年 2 月 26 日签订于
阿尔及尔。规定：美国在英国默许下，同意向法属北非运送物资；法方保证
不将从美国进口的物资运往法国本土，并由美国副领事负责监督这些物资的
用途。美国此举的目的是阻止法属殖民地转入德、意手中，并借以扩展自身
在北非的势力。

墨美联合防务委员会  墨西哥同美国为联合防御轴心国侵略而成立的
军事机构。1941 年 12 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墨西哥即宣布美国的事就是美
洲的事，并断绝了与轴心国的外交关系。翌年 1月 12 日，墨西哥和美国签署
协定，宣告成立此委员会，负责协调两国的陆、海、空三军防务工作。同年



3 月，双方又签署贷款和军火租借协定，由美国向墨西哥武装部队提供军事
装备。6月 1日墨西哥对德、日、意宣战。

[丿]

黎玉（1906—1986）中国将领。192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九·一八事变
后，曾领导开滦五矿总同盟反帝大罢工。抗日战争初期，领导徂徕山起义，
为建立山东抗日根据地奠定基础。后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八路军山东纵队
政委，领导军民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和反“扫荡”、反“蚕食”斗争。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第一机械工业部、农业机械部副部长。

黎塞留号战列舰（Riohelieu）法国战列舰。*让-巴尔号战列舰的姊妹
舰。1939 年 1 月下水，1940 年 6 月服役。舰长 248 米、宽 33.20 米，排水量
3.5 万吨。航速 30 节，装有 380 毫米火炮 8门，152 毫米火炮 5门，100 毫
米火炮 10 门及多种防空武器。法国败降后，遭英海军攻击受伤。1940 年 9
月参加维希政府抵抗自由法国和英国海军的进攻，再度受伤。1943 年加入战
斗法国海军，在英、美进行改装，加强了防空火力。后配合英国海军在地中
海和印度洋作战。1946 年 3 月返回法国，1958 年转入后备。1968 年拆毁。

箭十字党（NyilaskeresztesPart）匈牙利法西斯政党。1936 年秋成立
（一说 1937 年），党魁为*萨拉希。仿效德国纳粹党，鼓吹马札尔民族至上，
进行排犹活动。1938 年 7 月因准备发动政变一度被取缔，后又恢复活动。1939
年参加大选，成为国内最大的反对党。1944 年 3 月德军占领匈牙利。10 月霍
尔蒂被迫去职后。萨拉希在德国支持下获得统治权。该党推行法西斯统治，
追随德国继续顽抗盟军。1945 年各月匈牙利解放后被取缔。

箭手型自行火炮（Areher）英国自行反坦克炮。大战后期，以*瓦伦丁
型坦克作底盘制成。战斗全重 18 吨，半封闭式，装备 76.2 毫米（弹重 17
磅）加衣炮 1门，方向射界 90 度，弹药基数 40 发，最大时速 40 公里，乘员
4人。曾用于西北欧战场。

德王  即“德穆楚克栋鲁普”。
德库（JeanDecoux）1881—1963）法国海军将领。毕业于海军学校和高

等海军学院。1939 年升为海军中将后，出任法国远东舰队司令。1940 年 6
月德国入侵法国不久，被任命为法属印度支那总督，8月与日本政府签订《东
京协定》，同意日军占领印度支那北部。1941 年日军进占印度支那南部后，
于 12 月签订《河内协定》，并建立日本和印度支那“共同防御”体系。1944
年被维希政府任命为驻太平洋地区高级专员，1945 年 3 月日军解除印度支那
法军武装时被捕。法国解放后受审，后被释放。著有回忆录《在印支掌舵—
—我的总督生涯》、《南海航迹》等。

德阿（MarceIDeat1394—1955）法国法西斯分子。毕业于巴黎高师。一
度加入法国社会党，后信奉法西斯主义，自称“慕尼黑分子”，主张对德妥
协。法国败降后，鼓吹建立全国统一的法西斯政党。1941 年初成立“全国人
民联盟”，试图联台北方合作主义分子。参与组建*法国反布尔什维主义志愿
军团。曾出版《事业报》。1944 年 2 月出任维希政府劳工国务秘书，巴黎解
放后，逃亡德国的西格马林根（Sigmarhgen）。战后潜逃意大利。

德曼（HenrideMan，1885—1053）比利时不管大臣（1939—1940）。早
年参加社会主义运动，声称既反对法西斯主义，亦反对马克思主义。曾任公



共工程大臣（1985—1938），试图用所谓劳动计划来消灭失业状态。1938 年
任比利时工党主席。大战爆发后，出任不管大臣，力主比利时的中立。1940
年 5 月追随利奥波德三世投降德国，组成体力和脑力劳动者联盟，积极与占
领当局合作。1944 年 8 月逃亡瑞士。战后被比利时政府革除国籍，并缺席判
处 25 年监禁。

德韦基（CesareMariaDeVecchi，1884—1959）意大利法西斯首脑。1919
年加入法西斯战斗团。参与组织进军罗马，成为法西斯四巨头之一。墨索里
尼上台后，历任意属索马里总督，驻梵蒂冈大使和国民教育大臣。1936 年起
任多德卡尼斯（Dodecanese）群岛总督。大战期间，力主扩大对外侵略。1940
年 6 月意大利参战后，不断挑起意、希冲突，为进攻希腊寻找借口。同年底
因侵希战争失利辞职。1943 年 7 月 24 日，在法西斯大委员会会议上支持格
兰迪动者。墨索里尼建立萨罗共和国时，曾被维罗纳法庭缺席判处死刑。战
后长期潜居南美，后回国从事新法西斯主义活动。

德弗斯（JacobLoucksDevers，1887—1979）美国将领。1909 年毕业于
西点军校，成为化学和装甲战专家。曾在西点等军校任教。1939—1940 年任
美国巴拿马驻军参谋长。1940 年升为准将。1941—1943 年任驻诺克斯堡装甲
部队司令。1943 年 5 月出任欧洲战区美军司令，参与制订西北欧登陆作战的
军事行动方案。同年10 月接替艾森豪威尔为北非战区美军司令，并兼任地中
海地区盟军副统帅。1944 年任*盟国第六集团军群司令，同年 8 月指挥美、
法部队实施在法国南部登陆的*铁砧一龙骑兵行动。随后挥师迅速北上解放阿
尔萨斯，进抵*齐格菲防线南翼。1945 年春实施萨尔盆地战役，强渡莱茵河，
率军攻占德国南部，并进入奥地利，在慕尼黑附近接受德军凯塞林部投降。
同年晋升上将，并任美军地面部队总司令。1949 年退役，领导美国战役纪念
委员会。

德戎格（AndreeDeJongh，1916—）比利时抵抗运动女战士，1940 年比
利时沦亡后，与其父建立“彗星”地下抵抗组织，专事协助盟军飞行员逃脱
德军的追捕，曾先后协助 115 人脱险。1943 年初被捕，囚禁于拉文斯布吕克
集中营。战后获释，在埃塞俄比亚麻疯病院从事医疗护理工作。

德库尔（JacquesDecour，1910—1942）法国作家。法国共产党党员。
早年从事文学创作，曾参与创办《公社》杂志。1940 年法国败降后，先后发
行了《思想》、《自由大学》、《自由思想》等杂志，发动和组织学生和作
家参加抵抗斗争。为法国作家委员会创建人之一，负责出版《法兰西文学》
报。后被捕牺牲。

德勃雷（MichelDebre，1912—）法国抵抗运动活动家。毕业于巴黎大
学法学院。法学博士，战前在政界活动。大战爆发后入伍，为骑兵少校，1940
年被俘。后脱逃至摩洛哥，并在当地法国殖民政府中供职。1942 年返回本土，
参加国内抵抗运动。任战斗法国驻被占领地区代表的助手。后组成行政委员
会，负责指派国土光复后各级地方政府的官员，并出任抵抗运动财政委员会
委员。1944 年 8 月任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驻昂热（Angers）地区专员。1945
年春，着手进行国内的行政改革，负责创办国立行政学校。战后曾任第五共
和国首届总理。著有《复兴法兰西》、《戴高乐主义》等。

德博诺（EinilioDoBonol1866—1944）意大利将领、法西斯首脑之一。
曾就读于米兰军事学院，参加意上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参与组建法
西斯战斗团。1922 年参与组织进军罗马，成为法西斯四巨头之一。墨索里尼



掌权后，曾任民警总指挥。1925 年起任的黎波里总督。1929 年起为殖民大臣。
1935 年调任东非高级专员兼东非远征军司令，发动侵略埃塞俄比亚战争。不
久奉召回国，获元帅衔。后与墨索里尼产生分歧，未再重用。1943 年 7 月 24
日，在法西斯大委员会会议上支持格兰迪动者，萨罗共和国时，被逮捕（10
月）。1944 年 1 月 11 日，经*维罗纳审判后，与齐亚诺等人同时被处决。

德瓦夫林（AndreDewavrin，1911—）*自由法国情报机关负责人。毕业
于巴黎综合技术学校。曾在圣西尔军校执教。大战爆发后入伍，随远征军去
挪威作战，后撤退至英国。1940 年 7 月参加抵抗运动，出任自由法国参谋部
二局和三局局长，更名帕西（Passy），专事情报工作。1942 年起先后领导
中央情报和军事行动局及*中央情报和行动局，1943 年 11 月中央情报和行动
局与里韦领导的情报和军事安全指挥处合并后，遂任*苏斯戴尔的助手。1944
年各月任法国内地军参谋长。1945 年 2 月出任调研领导中心处处长。戴高乐
辞去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主席后，即告退。

德瓦莱拉（EamonDeValera，1882—1975）爱尔兰总理（1932—1948）。
1913 年加入爱尔兰志愿团，积极参加爱尔兰独立运动，自 1932 年起长期担
任总理职务，具有强烈反英情绪。大战期间，又兼任外交部长，坚持中立政
策，反对为英国提供海军基地，始终拒绝参战。战后仍担任总理，1959 年当
选总统，1973 年退休。

德田球一（1894—1953）日本共产党领导人之一。1920 年日本大学毕业，
同年加入日本社会主义同盟。1922 年参与创建日本共产党，并当选为中央委
员。1923 年 6 月被捕入狱，出狱后着手重建日共。1927 年赴莫斯科，在共产
国际工作，参加起草日共 1927 年纲领。1928 年三·一五事件中再次被捕。
战后于 1945 年 10 月出狱。与志贺义雄、*野坂参三等重建日共，任书记长。
曾先后三次当选众议员，1950 年根据麦克阿瑟的指令被革除公职，后流亡中
国，病逝于北京。著有《狱中十八年》、《我的回忆》，诗集《琉球》等。

德尼柯拉（EnricoDeNlcofaj1877—1959）意大利法学家。1909 年起为
议员。1920—1923 年为者长。1929 年为参议员，因不满墨索里尼独裁统洽退
出政界，专操律师业，1943 年 9 月意大利投降后，在南方参加抵抗运动，任
南意民族解放委员会委员。因与宫廷关系密切，力图维护萨伏依王朝的统治。
曾说服国王爱麦虞限三世任命翁贝托二世为摄政玉。战后于 1948 年初就任意
大利共和国首届总统。

德波战争  德国侵略波兰的战争。希特勒在英法绥靖政策的纵容下，吞
并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后，于 1939 年 4 月签发*《白色方案》，决定侵占
波兰以消除进攻西欧的后顾之忧。同年 8月 23 日，德国与苏联签订《苏德互
不侵犯条约》。9月 1日凌晨，德军不宣而战，入侵波兰。3日英、法对德宣
战，但按兵不动，进行*奇怪战争。德军集中 62 个师（含 7个坦克师和 4个
摩托化师），约 160 万人、2800 辆坦克、6000 多门火炮和迫击炮、约 2000
架飞机，编成北方集团军群（配置在东普鲁士和波美拉尼亚）、南方集团军
群（配置在西里西亚和斯洛伐克），分别向华沙方向实施突击。波军总兵力
39 个步兵师、11 个骑兵旅、3个山地旅和 2个装甲摩托化旅，约 100 万人，
870 辆轻坦克，4300 门火炮和迫击炮，400 余架飞机。波兰军队思想落后，
装备陈旧，统治集团执行反人民的政策，同时寄望于英、法的援助。德军以
航空兵的突然袭击开始，运用坦克和摩托儿快速兵团，从南、北两个战略方
向实施大纵深的闪电式向心突击，迅速突破波军防线，击溃、分割和包围分



散配置于边境的波军，直逼华沙。6日波兰政府撤往卢布林。9日中央地区波
军曾进行*布祖腊河战役。同日，波兰政府又撤到克列梅涅茨（Kremellets）。
14 日德军包围华沙。15 日德军占领卢布林。16 日南、北两路德军会师符沃
达瓦（Wlodawa），波兰政府流亡罗马尼亚，17 日苏联出兵波兰，占领西乌
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地区。被困的华沙军民战斗至 28 日。10 月 6 日，最后一
批波军约 1.7 万人在科茨克附近向德军投降，至此结束战争。此战波军伤亡
20 万人、被俘 42（一说 70）万人，德军伤亡和失踪 4.4 万人。在战争中德
军首次实施闪击战，显示了在空军支援下坦克兵团大纵深高速突贯作战的威
力。该战争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

德美联盟（German-AmericanBund）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美国亲纳粹的美
籍 日 耳 曼 人 组 织 。 原 名 “ 新 德 国 之 友 社 ”
（AssociationoftheFriendsoftheNewGen-many），1936 年改为现名。极盛
时期成员达 6000 余人，领导人是库恩（FritzKuhn）。与德国法西斯政权有
密切联系，常以游行示威和集会等形式在美国的大城市开展活动，其中较大
的一次为 1939 年 2 月在纽约麦迪逊广场花园举行有 2.2 万人参加的集会，宣
传和鼓吹法西斯主义和反犹主义，并为美国的孤立主义分子张目.大战爆发
后，声誉大跌，成员日减，库恩亦因贪污经费披判罪。四十年代初即消亡。

德格莱尔（LkonDegrelle，1906—比利时法西斯分子。早年投身政界，
为执政的天主教党成员，1930 年起在雷克斯出版社任编辑，1935 年以出版社
为基地倡导*雷克斯运动，接受意大利资助，全面仿效德、意法西斯。大战爆
发后，表面鼓吹中立，暗地支持纳粹德国，1940 年比利时沦亡后，公开与占
领当局合作。1941 年组成*瓦隆军团赴苏作战。1943 年宣布瓦隆人即德意志
人。1944 年又提出建立新勃艮第的计划，鼓吹在比利时进行所谓民族社会主
义革命。1945 年 5 月逃亡西班牙，12 月以叛国罪被缺席判处死刑。著有《苏
俄战役》。

德隆克尔（EjugeneDeloilcle1890—1943）法国合作主义分子。原系海
军工程师，后参加政治活动，为*法兰西行动的成员，并领导*喀古尔分子进
行恐怖活动。法国败降后，鼓吹法德合作，支持维希政府。1941 年建立人民
民族联盟，宣传法西斯主义，进行卖国活动，并试图另建独立的武装军团。
1943 年在与其同伙的内江中被德军击毙。

德奥协定  纳粹德国控制奥地利而签订的协定。1934 年奥地利七月政变
后，希特勒派*巴本出任驻奥大使。1936 年 7 月 11 日巴本与奥地利总理*舒
施尼格在维也纳签订此协定。主要内容为：德国承认奥地利主权完整；德国
和奥地利保证互不干涉内政（但所附秘密议定书规定，奥保证让纳粹分子参
加政府入奥地利对德国的政策必须遵循奥地利承认自己是一个“说德语的国
家”。该协定加强了德国对奥地利的控制，并为日后兼并奥地利创造了条件。

德奥合并  纳粹德国吞井奥地利的事件。第一次世界大战未奥匈帝国解
体后，奥地利成为独立的共和国。1919 年的《凡尔赛和约》和《圣日耳曼条
约》，均规定保障奥地利独立。1933 年希特勒上台后，纳粹德国一直图谋吞
并奥地利。1934 年希特勒指使奥境内的纳粹分子暴动，刺杀奥总理*陶尔斐
斯，但因意大利干涉而未达目的。1935 年*意埃战争后，意大利转向亲德，
改变了保障奥地利独立的态度。1936 年*《德奥协定》签订后，纳粹势力进
一步渗入奥地利。1937 年 11 月，意大利加入*《反共产国际协定》，墨索里
尼明确表示不再干涉奥大地利问题。在得到意大利的默许和判断英、法也不



会干涉之后，希特勒决定以武力吞并奥地利。1938 年 2 月 12 日奥总理*舒施
尼格彼召往德国，在德国的压力下，被迫同意吸收奥地利纳粹分子入阁。在
面临德国吞并危险的形势下，3 月 9 日舒施尼格宣布就奥地利独立问题于 3
月 13 日举行全国公民投票。希特勒闻讯后立即下令执行武装占领奥地利的*
《奥托方案》。3月 11 日德国多次通牒勒令奥取消公民投票、强迫舒施尼格
辞职和任命奥地利纳粹头子*赛斯一英夸特为总理。3 月 12 日凌晨德军悍然
进兵奥地利，未遇抵抗占领全境。翌日，赛斯一英夸特傀儡政府颁布《奥地
利同德意志帝国重新统一法》。是月 15 日希特勒签署奥德合并的文件。当时，
苏联对此表示抗议，但英、法朱作任何反应。大战期间，苏、美、英在 1943
年 11 月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上通过《关于奥地利的宣言》，宣布德奥合并无
效。战后于 1955 年 5 月，苏、美、英、法四国签署了《重建独立和民主的奥
地利的国家条约》。

德富苏峰（1863—1957）日本作家。本名猪一郎.早年参加自由民权运
动，创办大江义塾。自 1887 年起先后创刊《国民之友》和《国民新闻》等杂
志，在提倡平民主义的同时，介绍社会主义思想。后投靠大军阀桂太郎，思
想急剧右转。1911 年被敕选为贵族院议员。九·一八事变后大肆宣扬侵略扩
张思想。1942 年组织*大日本言论报国会，自任会长，主编鼓吹战争的《日
本思想战丛书》。日本投降后，彼开除公职。著有《近吐日本国民史》（100
卷）等。

德瑞协议  全名《德国和瑞典有关假道瑞典前往挪威、芬兰的协议》。
1940 年 7 月 5 日签订。规定，德国军用物资及“休假人员”可使用瑞典的铁
路，取道瑞典前往北欧的其他国家，据此协议，德国于 1941 年和 1942 年曾
先后将 3个师德军及大批武器装备经瑞典运往挪威和芬兰，从而破坏了瑞典
的中立，1943 年 8 月 5 日协议被瑞典废除。

德意志化（Eindeutsebung）指把纳粹德国将其占领区变成*大德意志国
组成部分的过程，包括地名、语言和后民的德意志化。重点是居民德意志化，
即向占领区移居德意志族人和接纳外籍人特别是德裔外籍人加入德意志民
族。

德马尔西科（AlfredoDeMarsico）1888—？）意大利司法大臣。早年在
罗马等大学教授法学，为法学教授。后从政，加入国家法西斯党。1924—1939
年为者员。出版多木书籍并为刊物撰文，狂热鼓吹法西斯主义。曾任法西斯
大委员会委员。大战期间，于 1943 年 2 月被墨索里尼任命为司法大臣。同年
7月 24 日，在法西斯大委员会会者上支持格兰迪动者，反对墨索里尼，促使
其政权垮台。

德加斯佩利（AleideDeGasperi，1881—1954）意大利天主教民主党领
袖。初就读于维也纳大学，1919 年参加建立意大利人民党，1921 年起先后为
议员和人民党议会党团主席，初支持墨索里尼，后转变为反对派。1927 年被
捕入狱，获释后退出政界，长期任梵蒂冈图书馆秘书（1930—1944）。第二
次世界大战期间，因怠军屡战矢利和国内局势急剧恶化，遂从 1942 年秋重新
开展反法西斯斗争。1943 年 7 月墨索里尼下台后，提出《米兰纲领》，联合
前人民党党员，于该年年底建立天主教民主党。次年 7月任该党政治书记。
同时与各抵抗力量建立联系，促成*意大利民族解放委员会于 1943 年 9 月在
罗马建立，推动全国解放斗争的开展。1944 年 6 月起历任博诺米政府的不管
大臣和外交大臣。既与左翼各党保持关系，又限制进步力量的发展，并反对



废除君主制和进行民主改革。战后曾任首相和总理。

德国农业局即  “德国食品管理总会”。
德国劳动处即  “国家劳动服役队”。
德国护乡队（Wachdienst）大战后期德国的地方半武装组织。由老人组

成，用于守护本地区，亦用于消防和搜索等。
德国坦克师  德国陆军装甲部队的基本战术兵团。1935 年 10 月首次组

建。大战前夕有 5个师另 2个独立旅。至大战结束，先后共组建 37 个，另有
*武装党卫队组建 7个。按 1939 年编制，每师下辖 2个坦克团、1—2个摩托
儿步兵团、1个摩托儿炮兵团等，共约 1.1 万人、324 辆坦克（主要为轻型）
和 144 门火炮和迫击炮。1941 年改编后，每师下辖 1个坦克团、2个摩托化
步兵团等，共约 1.6 万人、147—209 辆坦克（主要为中型）和 192 门火炮和
迫击炮。

德国国防法（wehrgesetz）一译《国家防御法》。纳粹德国扩军备战的
秘密法令，1935 年 5 月 21 日颁布。规定军事和民政当局在准备、发动和进
行战争时的职责，授权希特勒可就国内实行戒严。总动员和宣战等问题作出
个人决定，具体内容包括：设立*军事经济全权总办；改组武装力量，德国国
防军改称德国武装部队，由陆、海、空三军组成，希特勒任最高统帅；国防
部改组为军事部，前国防部长勃洛姆堡改任军事部长兼武装部队总司令；三
军各设总司令一职和总参谋部；军人不得参加政治活动，纳粹党党籍或附属
于党组织的各种协会会籍在服役期间予以中止。该法为纳粹德国的扩军备战
打下基础。

德国袭击舰（Raiders）大战期间破坏同盟国海上交通线的德国武装舰
船。一般由货船改装的武装快船担任，有时也用战列舰或重巡洋舰进行袭击。
经常悬挂别国旗帜，伪装成中立国或同盟国舰船在航路上袭击同盟国运输船
队，主要力量为 9艘武装快船（亦称”辅助巡洋舰”），其中比较著名的有*
阿特兰底斯号武装快船和埃姆登号武装快船（后者击沉同盟国船只总排水量
7.4 万吨）。大战期间共击沉和捕获 194 艘同盟国船只，迫使同盟国海军抽
调相当大的兵力保护航运。

德国粮食局  即”德国食品管理总会”。
德黑兰会议  代号“优里卡”。大战期间，苏、美、英三国首脑的第一

次会议。1943 年 11 月 28 日一 12 月 1 日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1943 年大
战出现根本转折，苏军在苏德战场展开大反攻；英、美盟军解放北非后攻入
意大利南部，意大利被迫投降；太平洋战场美军也转入战略反攻。在此形势
下，美、英、苏均需要在军事和政治上协调彼此的行动。经美国主动同苏、
英协商后，决定举行此会议。除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外，霍普金斯、艾
登、莫洛托夫以及三国军事领导人等均出席会议。会议主要讨论下列问题：
（1）关于欧洲”第二战场问题。斯大林要求美、英履行诺言尽快开辟，强调
通过法国攻入德国是最直接的途径，坚持必须给”霸王行动定下日期和任命
统帅；丘吉尔仍主张*地中海战略，并以种种借口拖延第二战场的开辟；罗斯
福则力主盟军应于翌年 5月实施横渡英吉利海峡攻人法国的行动。最后达成
于 1944 年 5 月发动霸王战役的协议。（2）关于战后处置德国问题，罗斯福
提出把德国分割成 5个部分，另将基尔运河地区和鲁尔-萨尔地区划归国际共
管；丘吉尔表示完全赞成分割德国，但只划出东普鲁士和另划出南德诸省与



臭、匈等国组成“多瑙河联邦”：斯大林则强调，“倘要分割德国，那就应
当真正的分割”。最后决定由”欧洲咨询委员会再进一步研究此问题。（3）
关于波兰疆界问题。斯大林坚持波兰东疆以 1939 年 9 月苏联出兵波兰后划定
的边界线为界，艾登称此为“里宾特洛甫-莫洛托夫线”，莫洛托夫则强调此
为“寇松线”；斯大林还表示苏联将帮助波兰向西获取以奥得河为界的疆土；
丘吉尔原则上同意波兰疆界西移而定在“寇松线”与奥得河之间；罗斯福在
同斯大林单独会晤时也表示同意波兰疆上西移，但圃于美国正在进行大选而
不便公开参与此安排，（4）关于苏联参加对日作战问题。美、英试探了苏联
参加对日作战的条件：苏联暗示要取得整个库页岛、千岛群岛和在远东的一
个不冻港：罗斯福提出中国的大连可作为国际自由港；斯大林答应在欧战结
束半年左右参加对日作战。（5）关于建立未来的国际组织问题。罗斯福提出
建立三重性的机构：一是由联合国家各成员国组成的广泛性的大会，二是由
苏、美、英、中四个大国加上若干各地区推定的国家组成的执行委员会，三
是拥有采取行动实权的由苏、美、英、中组成的“四警察”机构。斯大林和
丘吉尔最初倾向建立区域性机构，后来表示同意罗斯福的意见。会议最后发
表了*《德黑兰宣言》、*《苏美英关于伊朗的宣言》和《苏美英三国德黑兰
总协定》。此次会议达成了开辟第二战场的协议，使苏、美、英三国在反法
西斯战争中的军事合作达到了顶峰；同时就处理战后欧洲和世界问题以及苏
联参加对日作战问题交换了意见，加强了苏、美、英三国的团结与合作，对
促成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起了积极作用。

德黑兰宣言  罗斯福、斯大林和丘吉尔在*德黑兰会议上签署的宣言，
1943 年 12 月 1 日发表。宣布：“苏、美、英三国首脑经德黑兰会议拟定并
且认可了共同政策，三国决心在战争方面，以及在随后的和平方面，都将共
同工作”；在战争方面，“议定了关于将德军消灭的计划，已就将从东面、
西面和南面进行的军事行动的规模和时间，商得完全的协议”；在和平方面，
确信“协力同心将导致一种永久的和平”，苏、美、英三国以及所有联合国
家对此负有至上的责任；在战后的合作方面，“将力求所有大小国家的合作
和积极参加”。宣言最后宣称，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挡我们粉碎德国的
顽抗，并坚信世界人民共享自由生活的一天终将到来。

德鲁基埃罗（GuidoDeRuggiero，1888—1948）意大利历史学家。长期
在墨西拿和罗马大学执教哲学史。墨索里尼上台后，属温和反对派。1925 年
出版《欧洲自由主义史》，颂扬自由主义，指责法西斯专政。大战期间，坚
持反法西斯立场，于 1941 年被解除教职。1943 年 7 月巴多里奥执政后，出
任罗马大学校长。德军占领期间，参加抵抗运动，协助建立行动党。1944 年
6 月起在*博诺米政府中任公共教育大臣。1945 年曾任全国咨询会议成员。著
有《哲学史》（13 卷，1918—1948）。

德意志之歌（Deutschandlied）即*“德意志高于一切”。
德意志至上  即*“德意志高于一切”。
德土友好条约  德国与土耳其于 1941 年 6 月 18 日在安卡拉签订的条

约。大战爆发后，土耳其宣布中立，但于 1939 年 10 月同英、法签订互助条
约。1940 年底和 1941 年春意大利和德国先后入侵巴尔干，英国力促土耳其
参战。德国通过对土耳其政府进行威胁和利诱，签订此条约。有效期 10 年，
规定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彼此不采取任何敌对行动，以和平方式解决
有关两国共同利益的一切问题。同时，双方以换文形式确定了两国在经济和



文化方面的合作。此后，土耳其保持亲德立场，直至 1943 年北非和地中海战
局出现转折后才逐渐改变，最后于 1944 年 8 月同德国断交。

德瓦丁歼击机（Dewoltllle）法国歼击扒。因设计师为德瓦丁
（EmileDewoitine）1892—1979），故名。其 D-520 型，机长 8.6 米，翼展
10.2 米，时速 525 公里，爬高 1.1 万米，活动范围 990 公里，装有 20 毫米
航炮 1门，机枪 4挺，1938 年 9 月首次试飞，共有 437 架在空军中服役。1940
年在西线战争中损失 106 架。后部分为德军缴获，曾使用于苏德战场。第二
战场开辟后，法国第一集团军亦曾使用过此类飞机。

德布勒森战役  苏德战争后期苏军发动的进攻战役。1944 年 10 月 6—
28 日，由*乌克兰第二方面军实施。*雅西-基什尼奥夫战役后，该部苏军前
出至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匈牙利边界，随即向匈牙利的德布勒森
（Debrecen）方向进攻，10 月 20 日攻占该市。至 10 月底，苏军己进抵蒂萨
河，并继续向布达佩斯推进。

德西经济协定  德国和西班牙于 1942 年 12 月 7 日签订的经济协定。规
定西班牙应增加对德国原料和粮食的供应；德国则应进一步对西班牙提供
煤、铁。钢和化工制品，并在一定的政治条件下，为西班牙提供武器。1913
年 2 月 12 日德、西两国又签署秘密议定书，规定西班牙必须用德国提供的武
器来对付美、英可能的入侵。该协定密切了德、西两国的关系。

德拉曰尔泰特（HenryDuMoulindeLabarthete，1900—1948）法国维希
政府官员。早年在财经界活动。曾任西非银行经理。1939 年起任驻西班牙大
使馆财经参赞，得到当时任大使的贝当的赏识。1940 年 7 月出任法兰西国家
元首民事办公室主任。曾陪同贝当去蒙都阿尔（Montoir）会晤希特勒。1942
年 4 月改任驻瑞士大使馆财经参赞。1943 年 12 月被解职。法匡解放后未受
惩处。著有回忆录《失望的时刻》。

德国人民阵线（Volksfront）德国人民反法西斯统一战线。1934 年 7
月底，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会通过决议，提出建立劳动人民反法西斯统
一战线，1935 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号召各国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人民
阵线，同年 10 月德共在莫斯科召开代表会议（对外则称《德共布鲁塞尔代表
会议》），通过争取实现德国工人阶级统一行动和建立反法西斯人民阵线的
决议。此后流亡国外的德国共产党人、社会民主党人和资产阶级民主人士开
始商过合作事直。1936 年在巴黎成立德国人民阵线筹备委员会，12 月 21 日
通过《建立德国人民阵线！争取和平、自由和面包！》的呼吁书，号召建立
全国人民阵线。随即柏林地区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和资产阶级民主党派的小
组成立德国人民阵线，提出《十点纲领》，具体内容为：

推翻和消灭希特勒独裁统治；废除血腥的司法制度，释放政治犯；保证
信仰与世界观自由；在经济民主、政治民主和社会民主的新国家里，由德国
人民自己管理自己；停止军备竞赛；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允许农民自由迁移，
兴办大规模的农民住宅；对银行、重工业和能源工业实行国有化。因纳粹政
权的残酷镇压和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拒绝合作，运动未取得更广泛的发
展。

德国女青年团（BundDeutSclierMadel，缩写 BDM）纳粹德国青少年组
织。1933 年设立，由纳粹党青年工作领袖*席拉赫领导。宗旨系培养团员成
为法西斯党的助手。团员均为女性。着深蓝色裙子，白衬衫和褐色上衣。10
—13 岁属于少女队，14 岁成为正式队员，17 岁起进入下属组织“忠诚与美



丽”，接受家政和生活美化等方面的训练，为婚姻作准备。18 岁到农村服役
一年。1936 年该组织即拥有 200 多万团员。大战期间积极在后方为军队服务。

德国公民权法（Reichsbuirgergesetz）见“纽伦堡法”。
德国文化协会  即“德国文化总会”。
德国文化总会（Reichskulturkammer）一译“德国文化协会”。纳粹德

国控制文化的政府组织，1933 年 9 月 22 日设立，1934 年 2 月 12 日起成为*
德国劳动阵线团体成员。任务为保证德国所有文化活动都符合纳粹主义思
想。主席戈培尔，副主席先后为*丰克（1932—1937）、汉克（[KarIHanke，
1903—1945]1937—1940）、古特雷尔（[LeopoldGutterer]1940—1944）和
瑙曼（[WernerNaun2ann]1944—1945）。1939 年起设秘书长，先后由施米特
（[ErichSchmidt]1939—1940）、欣克尔（[HansHinkel，1901—]1941—1944）
和*席拉赫（1944—1945）担任。下辖文学、音乐、电影、戏剧、广播、美术、
新闻 7个协会。所有文化工作者厂包括生产、复制、推销文化产品的人员）
均须入会，否则即失去本职工作。

德国电影协会（Reichsfilmkammer）纳粹德国控制电影业的半官方组
织。1933 年设立，由戈培尔主管，隶属于*德国文化总会。任务为保证电影
业宣传纳粹思想。在*其控制下，德国电影业大肆排犹，拍摄了《希特勒青年
团员韦克斯》、*《意志的凯旋》、《奥林匹克》、《犹太人聚所》等一批美
化纳粹分子、夸大纳粹成就、丑化犹太人和宣扬德国初战胜利的影片。

德国劳工阵线  即“德国劳动阵线”。
德国劳动阵线（DeutscbeArbeitsfront，缩写 DAF）一译“德国劳工阵

线”。纳粹德国控制工人和职员并调解劳资矛盾的半官方组织。1933 年 5 月
10 日正式成立。*莱伊任头目。初期主要成员为工人，1933 年底开始吸收企
业主团体和技术人员团体加入。共拥有 2500 万成员，惜助“通过欢乐获得力
量”和“劳动之美”等下属组织，向会员灌输法西斯思想，用经济资助、调
解劳资纠纷、提供教育和住宅、稳定工资和组织娱乐活动等手段欺骗和控制
工人及职员。1945 年 10 月解散。

德国武装部队（Wehrmacht）1935—1945 年德国军队的名称。1935 年 5
月 21 日根据*《德国国防法》从*国防军改名而来。初时最高指挥机关系勃洛
姆堡为首的德国武装部队总司令部，1938 年 2 月 4 日改为希特勒为首的*德
国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由陆、空、海三军组成，分别设陆军总司令部及总
参谋部、空军总司令部及总参谋部、海军总司令部及作战参谋部。陆军最高
战略战役军团系集团军群，以下逐级辖集团军、军、师等编制。空军包括航
空兵、防空兵、空降兵、野战航空兵和海军航空兵，最高战略战役军团是航
空队，以下逐级辖航空兵军、航空联队、航空大队。海军在 1939—1941 年辖
北海舰队司令部、波罗的海舰队司令部、潜艇舰队司令部和岸防部队，以后
前两个司令部合并为北方司令部，增设西方司令部（在法国海岸）和南方司
令部（在亚得里亚海）.1940 年起*武装党卫队在其战斗序列之内。1939 年总
兵员数为 300 万，1943 年达 1100 万。1945 年德国战败投降后解散。

德国国防会议（Reichsverteidigungstat）纳粹德国主持重整军备和策
划战争的机构。1933 年 4 月 4 日设立，希特勒自任主席，成员包括国防、外
交、内政、经济、财政和宣传等部长。共举行过两次会议。第二次在 1939
年 6 月 23 日举行，与会者包括各部门 35 名高级官员，由戈林主持，讨论扩
大劳动力供应和加强战争物资运输等问题。会议下设工作委员会，由*凯特尔



任主席，积极从事扩军备战活动，1934 年初制定 24 万个工厂接受战争订货
的计划，1935 年 6 月又拟订进军莱茵区的计划等。

德国经济协会  即“德国经济总会”。
德国经济总会（GelleralratderdeutschenWirtS-cbeft）亦译“德国经

济总委员会”或“德国经济协会”。纳粹德国早期的经济决策机构。1933 年
7 月 15 日设立，隶属于中央经济部，由*蒂森等 12 名垄断资本家及其代表和
5 名纳粹分子主管。负责指导国家经济政策和制定经济法令，控制 7 个全国
性经济团体、23 个经济协会，100 个工商协会和 70 个手工业协会。1934 年 2
月 27 日曾颁布*《德国经济有机结构条例》，通过职能性和地区性调节机构
控制全国的企业。1935—1936 年，其经济决策职能被*军事经济全权总办和*
四年计划全权总办分享和取代。

德勒斯特伦特（CliarlesAntoineDelestraint，1879—1945）法国将领。
毕业于圣西尔军校。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继续在军队服役。1940 年 5 月指挥装
甲部队在前线作战。法国败降后辞去军职，在南方开始抵抗活动。1942 年底，
将*战斗、*解放南方、*自由射手和游击队的武装人员联合组成秘密军。并去
维尔柯尔（Vereors）山区筹组游击队基地。1943 年春联合南北两方的秘密
军，并出任总指挥。同年 6月因叛徒告密，在巴黎被捕。囚禁于德国。1945
年 4 月被杀害。

德意累斯顿轰炸盟国空军对德国实施的一次*战略轰炸。1945 年 1 月，
正当苏军向德国挺进时，美英参谋长联席会议决定大规模轰炸德国东部城市
（代号*雷击》。处于德国东南易北河胖无重大军事目标的德累斯顿（Dres-
den）被列为重点空袭目标。当时该城挤浦西撤的难民，防空力量薄弱。2月
13 日夜，*英国轰炸机司令部首先出动 253 架轰炸机，于 22 点稍过实施第一
次空袭，继而在 3个小时后以 700 多架轰炸机实施第二次空袭，2月 14 日白
天，*美国第八航空队出动 450 架重轰炸机（316 架到达目标上空），在数百
架歼击机协同下，实施第三次空袭。共投弹 3749 吨（其中燃烧弹 2800 吨），
摧毁 650 公顷面积上的 3.5 万多座建筑，使 13.5 万人丧生。

德意同盟条约  全名《德国和意大利友好同盟条约》。大战爆发前夕德
国和意大利结成军事同盟的条约。早在 1938 年，德国就企图将*《反共产国
际协定》发展为德日意军事同盟，为此开始了有关谈判。1939 年 4 月希特勒
下达侵波的*《白色方案》，更急于同意大利结盟，5月初里宾特洛甫访意谈
判，墨索里尼终于同意结盟。5月 22 日里宾特治甫和齐亚诺在柏林正式签订
此约，有效期 10 年，共 7条另 1个秘密附约。规定：缔约国一方陷入与他国
战争时：另一方“应立即以盟国的身份以其全部军事力量在地面、海上和空
中予以援助”；为保证迅速履行此同盟义务，双方“应在军事和战时经济方
面进一步加强合作”；在共同进行战争的情况下，“只有征得双方的完全同
意才能缔结停战与和平协定”。法西斯分子称此约为“钢铁盟约”。但同年
9月德国进攻波兰和英、法对德宣战后，意大利并未立即履约参战，直至 1940
年 6 月 10 日法国败降在即时才参战。1943 年 8—9 月意大利向美、英求和停
战时，也未告知德国。

德日意经济协定  1943 年 1 月 30 日，德、日、意缔结的几个财政经济
合作的双边协定。主要内容为：三国配合行动，为进行战争而动员经济资源；
日本答应从其东南亚占领区向德国提供橡胶、有色金属和其他战略物资：商



定在战争胜利后建立的轴心国经济集团中，互相提供优惠条件。由于反法西
斯战争的胜利发展以及三国交通线遭盟国的破坏和封锁，来获预期效果。

德西秘密议定书  德国与西班牙关于抵御英、美进攻的秘密议定书。
1943 年 2 月 12 日签署于马德里。议定书规定西班牙应在伊比利亚半岛和西
属摩洛哥抵御英、美的进攻，同时还规定德国应对西班牙供应武器，并负责
训练西班牙军队；而西班牙则必须将德国提供的武器用于抗击英、美的入侵，
该议定书密切了德、西两国的关系。

德里奥·拉罗什尔（PierreDrieuTaHochelle，1893—1945）法国合作
主义分子，作家，1936 年参加法兰西人民党。法国败降后，主编《法兰西新
杂志》，传播反动思想。并为《萌芽》、《思想》和《民族革命》等极右杂
志摆稿，出版《为理解本世纪所作的札记》等书籍，吹捧贝当和希特勒，鼓
吹法德合作，赞同德国统治整个欧洲大陆。1945 年 3 月自杀。

德国中央保安局（Reichssicherheitshauptame，缩写 RSHA）纳粹德国
的情报和恐怖组织。1936 年 6 月党卫队保安处处长*海德里希任德国保安警
察总处处长后，两处开始接受统一领导，互相渗透。1939 年 9 月 27 日，两
处正式合并为德国中央保安局，因遭*赫斯反对而未对外宣布。统一后两组织
分别保持相对的独立地位。下辖 6个处：第一处，行政和法律；第二处，世
界观研究；第三处，德国生活领域或国内保安；第四处（即*盖世太保）：镇
压反对者；第五处（即刑事警察），打击犯罪活动；第六处，国外情报或国
外保安。第一、第四、第五处属国家机关，余者属党的机关。1940 年第一处
分为两个新处，即人事处和组织行政法律处，原第二处改为第七处。1944 年
2 月，*阿勃韦尔并入该局，同年夏，德国风纪警察总处也划归该局领导。*
海德里希为第一任局长，1943 年 1 月起由*卡尔登勃鲁纳继任。该局的两个
主要下属组织盖世大保和党卫队保安处在战后分别被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宣
布为犯罪组织。

德国军备委员会（DerRatfurdieRustung）纳粹德国军事经济调节机构。
1942 年春建立，隶属于德国军备和战时生产部，负责实施德国战时军备计
划，促进各军事企业相互合作，完成德军各兵种交给工业部门的生产任务。
主要成员为*克虏伯康采恩代表比歇尔（HermannBucher）、西门子公司代表
克斯勒（PhilipKessler）、*赫尔曼·戈林国家工厂代表普莱格尔
（PauIPleiger）和勒纳特（HelmuthRohnert）、联合钢铁公司代表珀恩斯根
（ErnstPoensgen）和弗格勒尔（AlbertVogler）、曼纳斯曼电子公司代表粲
格（WilhelmZange）等人。

德国第六集团军（Armee6）德国陆军战役军团。大战初期由赖歇瑙指挥，
隶属于*B 集团军群，曾参加法兰西之战。苏德战争初期隶属*南方集团军群，
从卢布林东南地区进击基辅方向。1941 年 11 月底改由*保卢斯指挥。翌年 7
月隶属*B 集团军群，参加*斯大林格勒会战，下辖 6 个军（内 2 个坦克军）
共 18 个师，约 25 万人，740 辆坦克，7500 门火炮和迫击炮。8 月 19 日与*
德国第四坦克集团军协同，对斯大林格勒实施向心突击，23 日在城北进至伏
尔加河。9月 13 日起分成 2个集团，与苏军展开斯大林格勒市区争夯战。11
月 23 日被苏军合围，后归*顿河集团军群指挥。1943 年 1 月 26 日被苏军分
割为二，1月 31 日和 2月之日分别向苏军投降。同年 2 月以*霍利德集群改
编重建。由霍利德（K.A.Hollidt）任司令官。1944 年 8—9 月，在罗马尼亚
境内被苏军歼灭。同年9月德军又以20个营和若干坦克师分队再度重建，1945



年 3月在奥匈边境地区遭苏军重创，不久被全歼。
德国 IX 型潜艇  德国中-重型主战潜艇。二十年代起研制，排水量 740

吨，采用柴油电力推进系统，水面航速 18 节，潜水航速 7.3—7.7 节。大战
期间制造的 IXd 型总重 1799 吨，排水量 1610 吨，配备 533 毫米鱼雷发射器
6个，水面航速 16.5 节，潜水航速 6.9 节，水面续航力（14 节时）9500 海
里，潜水续航力（4 节时）115 海里，1944 年春起装设柴油机通气装置，战
斗力提高。在整个战争过程中使用。

德国 VII 型潜艇  德国中型主战潜艇。二十年代起研制，总重 500 吨，
排水量 769 吨，配备533 毫米口径鱼雷发射器 5个，携 12—14 枚鱼雷，采用
柴油电力推进系统，水面航速 16—17 节，潜水航速 8 节，水面续航力（12
节时）6200 海里。改进型 VIlb 型总重 517 吨，水面续航力 8700 海里。大战
期间重点制造的 VITc 型总重 871 吨，水面续航力（12 节时）6100 海里，潜
水续航力（4节时）80 海里。1944 年春起装设柴油机通气装置，战斗力提高。
在整个战争过程中使用。

德意日军事协定  德、意、日三个轴心国家于1942 年 1 月 18 日在柏林
签订的军事条约。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德、意相继同美、英等国宣战，战
争扩大至全球范围，三个法西斯国家为协调彼此的作战行动，在*《德意日三
国同盟条约》和*《德意日联合作战协定》基础上签订此约。规定：日军作战
地域大致从东经 70 度以东至美洲西海岸的海面及该海面上的大陆及岛屿（澳
洲、荷属东印度、新西兰），包括东经 70 度以东的亚洲大陆；德、意军作战
地域从东经 70 度以西至美洲东岸的海面及该海面的大陆、岛屿（非洲，冰
岛），包括东经70 度以西的近东、中东及欧洲；在印度洋，三国可根据作战
需要越过此界限。日军为策应德、意对美作战，应摧毁英、美、荷在大东亚
的主要根据地并占领其领土，歼灭太平洋及印度洋的美、英武装力量，并在
美、英舰队集中于大西洋方面时派部分兵力往大西洋直接配合德、意作战；
德、意为策应日本对南方及太平洋作战，应摧毁美、英左近东、中东、地中
海及大西洋的主要根据地并占领其领土，歼灭大西洋及地中海的美、英武装
力量，并在美、英舰队集中于太平洋方面时派部分海军往太平洋直接配合日
本作战。三国应互相通报有关的作战计划、军事情报，并在军事谋略、通信、
使用和维修军事基地以及开辟通过印度洋的海上航运进行协作。此协定暴露
了法西斯国家扩张的野心，但在实际作战中未能实现它们波此的战略协同。

德意志号战列舰（Deutschland）德国*袖珍战列舰之一。1934 年建成。
标准排水量 1.2 万吨，最高航速 28 节，装备 6 门 11 英寸火炮、8 门 5.9 英
寸火炮和 6门 4.1 英寸高射炮，另有鱼雷发射管 8个和水上飞机 2架，舰员
1100 人。1939 年 8 月 24 日，即战争爆发前夕，开赴北大西洋。第二次世界
大战爆发后，袭击英国及中立国商船。同年 11 月初，回国修理。1940 年改
名为吕佐夫号。

德意志高于一切（DeutschlanduberAlles）亦译《德意志至上》。又名
《德意志之歌》。1922—1945 年德国国歌。1848 年由诗人法莱斯勒本
（HoffmanvonFallers-Ieben）根据作曲家海顿（FranzJosephHaydn，1732
—1809）于 1797 年为奥地利帝国国歌所谱的曲子重新填词而成。1922 年 8
月 11 日定为德国国歌，纳粹党执政后继续采用。大战结束后一度被取缔，1950
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选取其第三段歌词作为国歌歌词。

德穆楚克栋鲁普（1902—1966）简称德王。字希贤。内蒙古察哈尔部正



白旗人，1908 年袭锡林郭勒盟苏尼特部右翼旗札萨克罗仕棱亲王。1933 年 7
月，联合乌、昭两盟向国民政府要求“高度自治”。次年 4月任蒙古地方自
治政务委员会秘书长。后在日本特务机关策动下，密谋内蒙“独立”。历任*
蒙古军政府总裁、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副主席兼政务院长、蒙疆联合委员会总
务委员长、蒙疆联合自治政府主席。战后，一度在北平（今北京）隐居。1949
年 12 月越界进入蒙古人民共和国。1950 年被引渡回国。1963 年获“特赦”。

德丹互不侵犯条约  德国和丹麦于1939年5月31日签订的互不侵犯条
约。主要内容为：缔约双方保证在解决两国争端时，不诉诸战争和武力；缔
约一方在遭到第三国侵略时，另一方保证不向侵略国提供任何支持；条约所
附议定书则规定在上述情况下，缔约双方均应恪守“中立的共同原则”。1940
年 4 月 9 日纳粹德国撕毁条约，出兵侵占丹麦。

德苏边界友好条约  1939 年9月28日德国与苏联在莫斯科签订的划定
边界的条约。规定两国的边界在败亡的波兰境内基本上沿纳雪夫河-维斯瓦河
-桑河划分，同时明确立陶宛划归苏联势力范围。同年 10 月 4 日德、苏两国
又签订议定书，决定成立负责划分边界的德苏委员会。1940 年 2 月底划界工
作全部结束。翌年 7月 30 日苏联和波兰流亡政府签订*《波苏互助协定》，
该约废除。

德国无条件投降书  亦称“德国军事投降书”。1945 年 5 月 8 日，纳
粹德国武装部队向反法西斯同盟国家军队正式签署的无条件投降书。纳粹德
国是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要祸首，遭受德国法西斯侵略和威胁的国家和
人民，在战争中逐步组成了反法西斯同盟。1943 年，盟国发表对纳粹德国实
行*无条件投降原则。1944 年，苏军对德军展开大规模战略进攻，盟军在西
欧开辟*第二战场，欧洲被侵略国家人民纷纷举行反法西斯起义，纳粹德国四
面楚歌。1945 年，苏、美、英军队从东、西、南 3个方向对德国本上发动最
后攻势。4月 16 日，苏军开始实施*柏林战役。4月 25 日，苏美军*易北河会
师。4月 26 日，在意大利的德军向盟军投降。4月 30 日，苏军将红旗捅上柏
林德国国会大厦，希特勒在总理府地下室自杀。5 月 2 日，柏林地区德军向
苏军投降。被希特勒任命为继承人的*邓尼茨组织的新政府派代表向盟军谈判
停战。5 月 4 日，德国西北部、丹麦、荷兰、奥意边境和德国南部的德军向
盟军投降。5月 6日，苏军开始围歼在布拉格地域顽抗的德军。5 月 7 日 12
时 45 分，德国电台宣布德国无条件投降；14 时 41 分，邓尼茨政府的代表在
巴黎以东的兰斯盟军总部签署德国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初步议定书。在苏联
的坚持下，5月 8 日 24 时，在柏林城郊的卡尔斯霍尔特（Karlshort）苏军
司令部，由苏军代表*朱可夫主持正式举行了德国无条件投降仪式。出席的盟
军代表是*特德（英）、*斯巴茨（美）和*塔西尼（法）。代表德国武装部队
最高统帅部签署无条件投降书的是*凯特尔等 3名将领。投降书共6条，主要
内容为：德国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控制下的一切陆、海、空军，无条件地向
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同时向苏联最高统帅部投降；德军于 5月 8日 23 时/
分（中欧时间）停止一切军事行动，留驻当时所在阵地并完全解除武装，德
军保证盟军和苏军最高统帅部今后所发表的任何命令的执行；此军事投降书
将来可由联合国决定的德国总的投降文件来代替。投降韦从 5月 9日零时开
始生效。欧洲战争至此结束。

德国国家高速公路（Reichsautobahn）德国战备公路。1924 年开始建
造，1932 年完成科隆至波思路段。1933 年 9 月，希特勒下令建造总长 11748



公里的四车道高速公路网，以应付东、西两线作战的需要。公路工程由*托特
主管。参加施工的人员自 3万渐增至 7万；工程经费自 1932 年的 8.05 亿马
克增至 1935 年的 18.6 亿马克。193s 年完成四分之一的路段，大战期间工程
进展缓慢，远未完成预定计划。

德国经济经营公司（DeutscheWirtscbaftsbetriebe，缩写 DwB）德国*
党卫队的控股公司。1942 年由党卫队中央经济管理总处处长、党卫队地区总
队长波尔（Os-waldPoh1，1892—1951）建立，受党卫队中央经济管理总处管
辖。内含4大企业：德国土石工程有限公司，下设 14 家花岗石、砖瓦和钢化
砖瓦工厂，1943 年总营业额 1482.2 万马克；德国装备有限公司，下辖各集
中营加工工厂（场），1943 年总营业额为 2320.4 万马克；德国粮食和给养
实验所，下辖各集中营的草药园、农场、林业企业和养鱼场；纺织品和皮革
制品有限公司，下设*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的武装党卫队军服工厂，1943 年
息营业额为 900 万马克以上。

德国经济总委员会  即“德国经济总会”。
德国食品管理总会（Reichsrahrstand）亦译“德国农业局”或“德国

粮食局”。纳粹德国控制农业及与农业有关的经济部门的政府机构。1933 年
9 月设立，由*达里主管。下辖劳力总管理处、农场总管理处和市场总管理处。
通过地区性和职能性下属机构，控制包括林业、狩猎、渔业、面包制造、酿
酒、制糖、养蜂等行业的农业生产者、加工者和销售者。有权颁布法令，调
节生产和分配，规定工资和价格，以及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证德国粮食自给
并严格控制农业经济，为纳粹德国发动战争创造条件。

德国航空体育协会（Luftsportverband）即德国民间飞行和滑翔俱乐部
的联合会。1933—1935 年被戈林用于掩盖对军用飞机驾驶员的训练。仅 1933
年即训练出 3200 名飞行员和 1.7 万名滑翔机运动员，为纳粹德国空军的扩建
创造了条件。

德国第一坦克集群（PanzerGruppe1）德国装甲部队战役军团。法兰西
之战后为发动侵苏战争，由“克菜斯特坦克集群”改组而成。司令为*克莱斯
特，1941 年 4 月曾被调往参加巴尔于之战，从保加利亚的索非亚西北向南斯
拉夫的贝尔格莱德方向进攻，并进入希腊的雅典和罗马尼亚。同年 6月进攻
苏联时，辖 5个坦克师和 4个摩托化步兵师，隶属于*南方集团军群。曾参加
基辅会战和顿巴斯战役。同年 10 月 6 日改编为*德国第一坦克集团军。

德国第一坡步兵师  大战开始时德国陆军现役的基干步兵师。1933 年
希特勒上台后，德国高速扩军，兵源和装备不足。为了保证野战部队的质量，
德国陆军按 1939—1940 年动员计划，把战时动员的步兵基本战术兵团 85 个
步兵师，分为吐波。其中的第一波 35 个师，主要由现役部队（占百分之七十
八）编组，每师 17734 人，机枪 516 挺，火饱和迫击炮 308 门，编成后即可
投入战斗。

德国第二坦克集群（PanzerGruppe2）德国装甲部队战役军团。1940 年
11 月为发动反苏战争而组建。司令为*古德里安。1941 年 6 月下辖第二十四、
第四十六、第四十七坦克军，共 5个坦克师、3个摩托化步兵师、1个骑兵师
和 1个步兵师，隶属于*中央集团军群，与*德国第三坦克集群协同作战，对
苏军实施钳形突击。1941 年 6 月 22 日从布列斯特地区出发，先后在明斯克
和斯摩棱斯克合围苏军。同年 8月 8日起南下，9月 15 日在洛赫维察（ЛoxB
ицa）协同*南方集团军群合围基辅地区苏军。9 月底起参加莫斯科会战。



10 月 6 日改编为*德国第二坦克集团军。
德国第二波步兵师  大战开始时德国陆军由一级预备役人员编组的基

干步兵师。1933 年希特勒上台后，德国高速扩军，兵源和装备不足。为了保
证野战部队的质量。德国陆军按 1939—1940 年动员计划，把战时动员的基本
战术兵团 85 个步兵师，分为 4波。其中的第二波 16 个师，主要由服过 1年
以上兵役的一级预备役人员（占百分之八十三）编组，每师 15273 人，机枪
459 挺，火炮 1.49 门，编成后基本上能马上投入战斗。

德国第三坦克集群（PanzerGruppe3）德国装甲部队战役军团。苏德战
争爆发前组建。司令为霍特（Her-mannHoth,1895—1971］1941.6—1941.10）
和菜因哈特（[Georg-HansReinhardt）1887—1963]1941。10—1941.12）。
下辖 2个坦克军，共 4个坦克师和 3个摩托化步兵师，配置在东普鲁士苏瓦
乌基地区。苏德战争初期与德国第二坦克集群协同作战，对苏军实施钳形突
击，先后在明斯克和斯摩棱斯克合围苏军。同年 8月下旬北上，协同*北方集
团军群进攻列宁格勒。9月底起参加莫斯科会战。1942 年 1 月 1 日改编为德
国第三坦克集团军。

德国第三波步兵师  大战开始时德国陆军由二级预备役人员编组的步
兵师。1933 年希特勒上台后，德国高速扩军，兵源和装备不足。为了保证野
战部队的质量，德国陆军按 1939—1940 年动员计划，把战时动员的基本战术
兵团 85 个步兵师，分为 4 波。其中的第三波 20 个师，主要由只受过 2—3
个月短训的二级预备役人员（占百分之四十六）和 35—45 岁的老兵（占百分
之四十二）编组，每师 17901 人，机枪 709 挺，火炮 149 门，编成后须经一
段时间强化训练才能投入战斗。

德国第四坦克集群（PanzerGruppe4）德国装甲部队战役军团。苏德战
争爆发前组建。司令为*霍普纳。辖莱因哈特（Georg-HansReinhardt，1887
—1963）指挥的第四十一坦克军和*曼施泰因指挥的第五十六坦克军，共 3
个坦克师和 3个摩托化步兵师，隶属于*北方集团军群。1941 年 6 月 22 日分
2个突击集群从东普鲁士出发向列宁格勒方向进攻。同年 9月底起转隶*中央
集团军群，参加莫斯科会战。1942 年 1 月 1 日改编为*德国第四坦克集团军。

德国第四波步兵师  大战开始时德国陆军编组的预备师。1933 年希特
勒上台后，德国高速扩军，兵源和装备不足。为了保证野战部队的质量，德
国陆军按 1939—1940 年动员计划，把战时动员的步兵基本战术兵团 85 个步
兵师，分为 4波。其中的第四波 14 个师，主要以教导队为骨干、由各级预备
役人员编组，每师 15019 人，机枪 457 挺，火炮 149 门，编成后主要作为预
备队。

德国 XXI 型潜艇  大战末期服役的德国高速潜艇。1943 年 7 月起正式
投产。总重 1600 吨，采用柴油电力推进系统，电池容量大，潜水航速 17.5
节，潜水续航力（12—14 节时）约 140 海里，装有柴油机通气装置。共制造
190 艘。第一艘于 1945 年 4 月 30 日从挪威卑尔根出发执行首次战斗任务，
但 4天后即奉命停止战斗行动。

德玻互不侵犯条约  全名《德国与波兰互不侵犯和谅解宣言》。1934
年 1 月 26 日签订，同年 2月 24 日生效。条约有效期 10 年，主要内容为：两
国政府声明将开创双边关系的新阶段，并在《白里安一凯洛格公约》基础上
建立和平的政治关系；双方将通过协商解决两国间的一切纠纷，决不诉诸武
力。该约促使波兰硫远法国，并放松了对德国的警惕。1939 年 4 月 28 日该



约被德国废除。
德国第一坦克集团军（PallzerArmee1）德国装甲部队战役军团，1941

年 10 月 6 日由第一坦克集群改编而成。司令先后力克莱斯特（1941.10—
1942.12）、马肯森（1942.12—1943.10）、胡贝（[H.V.Hube]1943.10-1944.4）、
劳斯（[E.Raus]1944.4—8）和海因里希（［Got-thardHeinrici，1886—
1971]1944.8—1945.5）。先后隶属*南方集团军群（1941.10—1942.7）、*A
集团军群（1942.7—1-43.12）、南方集团军群（1943.12—1944.3）、*北乌
克兰集团军群（1944.3—9）、A 集团军群（1944.9—1945.1）和*中央集团
军群（1945.1—5）。曾参加顿巴斯战役、罗斯托夫战役、哈尔科夫交战、高
加索会战、第聂伯河会战、科尔逊-舍角琴柯夫斯基战役、维斯瓦-奥得河战
役。1945 年 4—5 月被苏军歼灭。

德国第二坦克集团军（PanzerArmee2）德国装甲部队战役军团。1941
年 10 月 6 日由*德国第二坦克集群改编而成。司令先后为*古德里安（1941.10
— 12 ） 、 施 密 特 （ [R.Schnidt]1941.12 — 1943.7 ） 、 安 吉 利 斯
（[M.Angelis]1943.7—1945.5）。先后隶属*中央集团军群、*F 集团军群和”
*南方集团军群。曾参加莫斯科会战。在库尔斯克会战中担任侧翼掩护。1944
年底配置在匈牙利巴拉顿湖南部，负责保障淄杰考尼饶油田的安全。1945 年
3 月参加巴拉顿湖战役，旋即被苏军歼灭。

德国第三坦克集团军（PanzerArmee3）德国装甲部队战役军团。1942
年 1 月 1 日由*德国第三坦克集群改编而成。司令先后为莱因哈特（[Georg-
HansRein-bardt，1887—1963]，1942.1—1944.8）、劳斯（[E.Raus]1944.8
—1945.3）和曼陀菲尔（1945.3—5）。先后隶属*中央集团军群（1942.1—
1945.1）和*北方集团军群（1944 年下半年短期、1945.1—4）。曾参加莫斯
科会战、斯摩棱斯克战役（1943 年）、白俄罗斯战役。1945 年初参加东普鲁
士战役，遭苏军重创，退守奥得河一线，不久被苏军歼灭。

德国第四坦克集团军（PanzerArmee4）德国装甲部队战役军团。1941
年 7 月 3 日组建。司令由德国第四集团军司令*克卢格兼任。下辖*德国第二
坦克集群、*德国第三坦克集群和若干步兵军。不久解散。1942 年 1 月 1 日
由*德国第四坦克集群改编重建。司令先后为*霍普纳（1942.1）、鲁奥夫
（[R.Ruoff]1942.1—1942.6）、霍特（[HermannHoth，1895—1979]1942.6
—1943.11）、劳斯（[E.Raus]1943.11—1944.4）、哈尔佩（[JosefHarpel，
1887—1968]1944.4—8）、巴尔克（[HermannBalck。1893—]1944.8—？）
和格雷泽尔（F-H.Graeser）。先后隶属*中央集团军群、*B 集团军群、*A
集团军群、*顿河集团军群、*南方集团军群、*北乌克兰集团军群等。曾参加
莫斯科会战、沃罗涅日-伏罗希洛夫格勒战役、高加索会战、斯大林格勒会战、
哈尔科夫交战、库尔斯克会战、革聂伯何会战和科尔逊-舍甫琴柯夫斯基战
役。1945 年初配置在喀尔巴阡山地区，后退守西里西亚和南勃兰登堡。同年
4—5月被苏军歼灭。

德国普遍义务兵役法（GeSetzfurdenAufbauderWehrmacbt）纳粹德国
扩军备战的法令。1935 年 3 月 16 日颁布，规定：德国恢复普遍义务兵役制，
和平时期的德国陆军（包括武装警察）由 12 个军 36 个师组成，国防部长应
向政府提出改行普遍义务兵役制的补充法案。初服役期为 1年，1936 年 8 月
改为 2年。该法直接违反《凡尔赛和约》的对德军事条款。

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  大战期间，德、意、日结成侵略性的军事集团



的条约，战前，德、日、意三个法西斯国家在对外侵略扩张过程中，虽然先
后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与*《德意同盟条约》，但因相互的战略和利
益上的矛盾，来能结成三国军事同盟。1940 年 5—6 月德国闪击西欧的胜利，
鼓励了日本“南进”扩大战争的野心。7月，日本通过*《适应世界形势演变
的时局处理纲要》，决定加强同德、意的勾结。8—9月三国分别重开结盟谈
判，迅速达成协议。9月 27 日三国在柏林签订此约，有效期 10 年。主要内
容为：日本承认并尊重德、意在欧洲建立新秩序的领导权，德、意则承认并
尊重日本在大东亚建立新秩序的领导权；如缔约一方遭到目前不在欧洲战争
或中日冲突中的一国攻击时，其他缔约国应以一切手段相援助。此后，匈牙
利（1940 年 11 月 20 日）、罗马尼亚（1940 年 11 月 23 日）、斯洛伐克（1940
年 11 月 24 日）、保加利亚（1941 年 3 月 1 日）和克罗地亚（1941 年 6 月
15 日）先后加入该同盟条约。大战后期，在反法西斯同盟国联合打击下，意
大利（1943 年 9 月）、克罗地亚（1944 年 5 月）、罗马尼亚和斯洛伐克（1944
年 8 月）、保加利亚（1944 年 9 月）、匈牙利（1944 年 12 月），相继退出，
并对德宣战。1945 年 5 月德国投降后，日本宣布废除此约。

德意日联合作战协定  《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的补充协定。1941 年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12 月 11 日德、意向美国宣战，同日三个法西斯国家在
柏林签订此协定，即日生效。规定：三国将利用它们所掌握的一切手段共同
对英、美作战到底；不得与美国或英国单独签订停战协定或和约；三国获得
胜利后，将遵循《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的路线继续密切合作，在世界上建
立一个“新秩序”：协定将与《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同期有效。

德意志文化战斗联盟（KampfbundfurdeutscheKultur）德国纳粹党控
制的文化团体。1929 年由*罗森堡创立，常在慕尼黑大学集会活动。宗旨为
鼓吹希特勒关于德意志文化至上的思想，攻击唯物主义，强调种族原则是人
类生存的基础和雅利安人是全部人类文化的创造者，煽动在德国文化领域排
除犹大人的影响。1937 年 7 月 18 日，希特勒在慕尼黑“德意志艺术宫”开
宫仪式的演说中要求该联盟倡导德国文化复兴，在所谓“压迫者”面前维护
德意志人的价值，创造不朽的文化成就。此后开始参与纳粹德国文化“一体
化”的行动。

德国东方工业有限公司（OstindtistrleGmbH，简称Osti）德国党卫队
所属经济组织。1943 年 3 月建立，总部设在波兰的卢布林地区，属党卫队经
济管理总处管辖，由党卫队旅队长格洛博克尼克（OdiloGloboonik，1904—
1945）任经理。利用集中营的犹太人囚徒从事奴隶劳动，下辖波兰占领区内
原属犹大人的全部企业。1943 年 11 月起因实施*最后解决，规模急剧缩小。

德 国 民 族 政 治 教 育 学 院 （ NationalpolitischeErzie-
bungsanstalten，缩写 NPEA）旧译“德国国家政治教育学院”。纳粹德国培
养干部的中级学校。受党卫队监督。 1933 年 4 月在海斯迈尔
（AugustHeiBmeyer，1879—1979）主管下设立 3 所，1938 年发展到 23 所，
大战爆发前达到 31 所，其中3所为女子学院。学院以原普鲁士高等院校的教
育模式为准绳，并加强纳粹理论的特别训练。学生由党卫队地区总队长选拔，
强调“体格健壮、性格坚强、思想灵活”，大多来自乡村和劳工家庭，纳粹
党员子女、*希特勒青年团员和军官子女具有优先权；校长和大部分教员由党
卫队提供。学生毕业后大部分进入武装部队，少数优秀者升入*骑士团城堡。

德国母亲荣誉十字奖章（EhrenkrouzderDeutscheMutter）纳粹德国鼓



励妇女多生育子女的勋章。由纳粹党民众健康部长瓦格纳（ Ger-
hardtWagner，1888—1938）倡议设立，分 3等：铜质奖章授予 4个以上子女
者；银质奖章授予 6个以上子女者；金质奖章授予 8个以上子女者。奖章原
件限于集会时佩戴，平时佩戴小型复制件。同时规定一切青年组织成员必须
向佩戴奖章者行礼。每年“母亲节”（五月第二个星期日）举行授奖典礼。
1939 年即授出 300 万枚。

德国国家政治教育学院  *德齐亚诺、希特勒）国民族政治教育学院的
旧译。

德国经济有机建设条例  即“德国经济有机结构条例”。
德 国 经 济 有 机 结 构 条 例 （ GesetzUberdleVorberel 一

tungderorganischenAufbausderdeutschenWirts-chaft）一译“德国经济有
机建设条例”。纳粹德国加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和经济军事化的法律。由*
德国经济总会起草，1934 年 2 月 27 日颁布。规定：原有的企业联合会或地
方商会成为国家机构，所有企业主必须加入，在此基础上，设立按部门和地
区两个系统的经济调节机构，用以控制全国的企业。部门调节机构的组织形
式是四级经济集团，最上级为工业、商业、银行、保险业、动力和手工业 6
个最高集团，下属 44 个经济集团，350 个部门集团，640 个专业集团；地区
调节机构为 18 个省经济厅及其下属市、区分支机构。两类调节机构都具有政
府机构的权力，负责人由上级任命，统一归中央经济部下设的全德经济院管
辖，同时在有关中央专业管理局的协同下，对国民经济实行自上而下的双重
交叉控制。调节机构基本由大资本家任头目，有权控制各企业的原料、订货
和劳动力分配。通过本条例，纳粹德国建立了自中央到地方的庞大经济控制
体系。

德军一九四二年夏季攻势  1942 年6月28 日至10月14日德军在苏德
战场南翼发动的一系列进攻战役。

年 4 月，德军最高统帅部确定了东线进攻计划，4 月 5 日以《希特勒第
四十一号指令》下达。其息意图是：在南方战略方向进行一系列连续的、互
相补充的突击，首先突破沃罗涅日（BopoHeM）；尔后消灭顿河以西之苏军；
继而合围斯大林格勒；最后南进高加索，此作战行动的代号为*蓝色（6月 30
日起改称*不伦瑞克）。1942 年 5—6 月，德军在*刻赤战役和*哈尔科夫交战
中获胜，并攻占塞瓦斯托波尔，从而为夏季攻势创造了有利条件。6月 28 日。
德军实施夏季攻势的第一个突击，苏军相应进行了*沃罗涅日-伏罗希洛夫格
勒战役。7月 7日，德军实施第二个突击，代号为“克劳塞维兹”（又称“蓝
色二号”），苏军相应进行了*顿巴斯战役。至 7月下旬，德军已先后攻占沃
罗涅日、罗斯托夫等地，占领了顿巴斯，推进到顿何大弯曲部，并强渡顿河
下游，对斯大林格勒和高加索造成直接威胁。7 月 23 日，*《希特勒第四十
五号指令》把原计划分阶段突击斯大林格勒和高加索改为在这两个方向同时
发起攻势，代号分别为*苍鹭和*鼠曲草，由此展开*斯大林榕勒会战和*高加
索会战。由于苏军的积极防御和顽强抵抗，至 1942 年 9 月底，德军的攻势已
被阻遏，在两个作战方向均形成对峙局面。10 月 14 日，*《希特勒第一号作
战命令》决定在苏德战场转入战略防御，标志着德军夏季攻势以失败告终。

德军一九四三年夏季攻势  1943 年 7—8 月德军在苏德战线库尔斯克
突出部地域实施的战略住进攻战役，代号*堡垒，旨在夺回战略主动权。详见
“库尔斯克会战”。



德军进驻莱茵兰非军事区纳粹德国违反《凡尔赛和约》，派兵进驻莱茵
河两岸非军事区的事件。1935 年*《苏法互助条约》签订后，德国多次指责
该条约破坏*《洛迦诺公约》，积极准备出兵莱茵兰非军事区，1936 年法国
议会批准《苏法互助条约》后，3月 7日德国向英、法、意、比 4国发出备
忘录，宣布废除《洛迦诺公约》，同时派出 19 个步兵营和 12 个炮兵连约 3
万人的军队迅速进驻菜茵兰非军事区。对此毁约行动，英国德军进军莱茵兰
反应冷淡，法国举棋不定，3月 10 日在《洛迦诺公约》各缔约国会议上也来
通过任何决议。

德国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OberkommandoderWehrmacht，缩写 OKW）1938
—1945 年*德国武装部队的最高指挥机关。1938 年 2 月 4 日根据《希特勒关
于德国武装部队统辖权的命令》设立，希特动为最高统帅，凯特尔为最高统
帅部长官（政府部长级）。直接领导陆、空、海三军总司令，1941 年底希特
勒兼任陆军总司令后改为直接领导陆军总参谋长和空、海军总司令。下辖 4
个局：作战局（Wehrmachtfuhrungsamt，缩写 WFA），主管作战事务，受凯
特尔控制；谍报局（见“德国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谍报局”）；经济和军备
局（Wirtschafts-UndRustungsamt，简称 WiRuAmt），主管后勤事务，托马
斯任局长；总务局（AmtsgruppeAllgemeineWehrMach-tangelegenheiten）1938
—1939 年称“军事经济参谋处”[Welirwirtsschaftsstaba]），主管日常军
务。

德意志血统及荣誉保护法（Gesetzzum Sehutzdes deutsehen Blutesun
dderdeuts ehen Ehre）见“纽伦堡法”。

德日确认三国同盟共同宣言  德国、日本为意大利投降发布的宣言，
1943 年 9 月 27 日发表。主要内容为：德、日保证，在意大利向英、美投降
的情况下，仍忠于 1940 年 9 月 27 日签订的*《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同年
12 月 9 日日本驻苏大使向苏外交人民委员声明：“确认三国同盟条约的目的，
只不过在于表明意大利政体的变更丝毫无损于该约的效力。”

德国经济男捐助希特勒基金  德国垄断资本家捐助纳粹党的基金。
1933 年 6 月由德国垄断资本家组织“全德工业联合会”（原称“全德工业联
盟”）设立，古斯塔夫·克虏伯任基金委员会主席。全德工业联合会成员通
过银行定期把钱拨到基金的活期存款账户上。1933—1945 年共捐款约 7亿马
克。赫斯在一份秘密通令中规定，该基金应用于资助冲锋队、党工队和希特
勒青年团等组织。

德国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谍报局（Amt/AuslandAb-wehr）纳粹德国武
装部队主要谍报机构。原名*阿勃韦尔，1938 年改组成“德国武装部队最高
统帅部侦察和反侦察局”。1939 年改现名。亦沿用“阿勃韦尔”日称。*卡
纳里斯任局长（1938—1944）。下设 5个处：一处（A—I）主管国外侦察工
作，负责收集外国的军事经济情报：二处（A—TI）主管组织国外和敌军后方
的破坏活动：三处（A—III）主管军事反侦察及在本国军队和军事工业中从
事政治侦缉；四处（国外处）负责领导驻外武官的特务活动：五处（总务处）
主管行政工作，管理全局的重要档案和间谍卡片。辖有国内外地区性分支机
构，国内机构的基本单位是军区和海军基地司令部下设的特工处；国外机构
由侨居敌国的侨民组织和中立国及盟国的所谓“军事组织”组成，通过德国
驻外使领馆受总部领导。曾参与入侵波兰、北欧、西欧和日尔干国家的准备
工作和作战行动。1941 年起加紧收集苏联的情报，培训在苏联后方活动的专



门破坏小组。同年 6月成立主管苏德战场间谍活动的特别指挥部。1942 年又
成立“特种指挥部”，负责对付苏联的游击活动和伞兵侦察行动。1944 年 2
月并入*德国中央保安局。滕代远（1904—1974）中国将领，1925 年加入中
国共产党。1928 年参加领导平江起义。曾任红三军团政委、红一方面军副政
委。1935 年在苏联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并入列宁学院学习。抗日
战争爆发后，任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长。参与加强八路军、新四军的政治工作。
1940 年调任抗日军政大学副校长，在大行抗日根据地办学，致力培养抗日军
政干部。1942 年 8 月任八路军参谋长，参与指挥抗日游击战争，领导根据地
军民作战和生产，粉碎日伪军的“扫荡”和对抗日根据地的封锁。1945 年 8
月，率部对日伪军反攻作战，收复大片失地。抗战胜利后，任晋冀鲁豫军区
副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铁道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

鲫鱼式轰炸机（Karas）即 PZL“P-23 型轰炸机”。

[丶]

摩纳（JeanMonnet，1888—1979）法国财经专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曾任国际联盟副秘书长，活跃于国际主融财经界。1938 年 9 月，曾被达拉第
派往美国洽谈购买军火事宜。1939 年 9 月任英法经济合作委员会主席。1940
年 6 月参加制订英、法两国合并的计划.法国败降后赴美，任对英物资供应委
员会委员。美国参战后，为英美战时生产委员会委员，并参加“胜利计划”
的制订。1943 年 2 月，奉罗斯福之命赴北非视察法军重新装备的情况，并成
为吉罗的经济顾问，后转而倾向戴高乐。同年 6月，加入法兰西民族解放委
员会，支持戴高乐和吉罗共任主席，出任供应和重建事务专员，并于 9月和
美国签订有关《租借法案》的临时协定。1944 年 4 月出使美国。1945 年 2
月作为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的代表，同美国签署有关租借法案的协议，得
到少量贷款。战后致力于法国经济的振兴。主张欧洲联合，曾历任欧洲煤钢
联营最高委员会主席、争取欧洲联合国家行动委员会主席等职。

摩根索（HenryMorgenthauJr，1891—1967）美国财政部长（1934—
1945）。出身犹太富家。早年经营土地。1922 年起主办《美国衣学家》杂志。
1933 年新政时期出任农业贷款署署长，不久代理财政部长。1934 年出任财政
部长。主张积极援助英、法，对抗法西斯德国。同情中国抗战，曾对华商订
一系列贷款亭项，极力要求对日本实行经济制裁，尤其是石油和战略物资的
禁运。1943 年主持召开布霄顿森林会议，讨论战后国际货币金融问题。1944
年 9 月第二次魁北克会议（*八边形）上提出消灭德国工业潜力的*《摩根索
计划》。当时曾为罗斯福和丘吉尔所赞同。1945 年因与杜鲁门在对德政策上
的分歧而辞职。其日记与信件彼人整理出版，名为《摩根索日记》。

摩尔谢特（LeslieJamesMorshead，1889—1959）澳大利亚将领。1914
年入伍。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1938 年获准将衔。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
于 1941 年任澳大利亚第十八旅旅长，在中东地区服役。不久以少将衔出任澳
大利亚第九师师长，前往利比亚作战，曾参加*图卜鲁格争夺战和第二次*阿
拉曼战役。旋任驻中东地区英军将宫。后奉召回国，指挥新几内亚部队。1944
年率领澳大利亚第一军参加盟军在太平洋地区的战斗，翌年攻克打拉根和巴
厘巴板，战后经商。

摩根索计划  战后肢解德国并使之丧失工业潜力的计划。因美国财政部



长*摩根索 1944 年 9 月在美、英第二次*魁北克会议上提出而得名。主要内容
为：战后把德国的东普鲁土分割给苏联和波兰，西里西亚南部割给波兰，萨
尔划归法国，莱茵一鲁尔地区国际共管，其他地区分别成立两个独立的自治
国；清除和破坏德国工业的固定资产，受害国有权搬走它们所需要的机器；
停止鲁尔的冶金、化学和电气工业生产，把德国改造成一个主要是农业和畜
牧业的国家。该计划曾得到罗斯福和丘吉尔的同意，并于 9月 15 日草签了备
忘录。但魁北克会议结束后不久，美、英政府即否定了该计划。

鲨鱼（Halfisch）1941 年德军最高统帅部为隐蔽代号*巴巴罗萨的侵苏
战争计划而制定的欺骗性计划代号，其内容为德军假装准备从法国北部地区
出发对英国实施登陆，以转移视线。

翦伯赞（1898—1960）中国历史学家。维吾尔族。早年留学美国，入加
利福尼亚大学研究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历史。193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
战争爆发后，任“中苏文化协会湖南分会”常务理事，主编《中苏半月刊》，
宣传马列主义和全面抗战。1940 年 2 月在重庆任《中苏文化》副主编，以史
学为武器，发表论文谴责日本侵略暴行，抨击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
揭露汉奸的卖国行径，歌颂坚持敌后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后，曾与郭沫宕、范文澜等组织建立中国史学会。

澳大利亚号巡洋舰（Australia）澳大利亚重巡洋舰。为*堪培拉号巡洋
舰的姐妹舰。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编入*英国地中海舰队，在地中海作战。太
平洋战争爆发后调返澳大利亚，编入麦克阿瑟指挥的海军部队，后又编入美
国第七规队。1945 年 1 月，在菲律宾仁牙因湾被日本*神风特攻队击伤。

潘尼柯夫（VladimirPeniakoff，1897—1951）波普斯基秘密军的组建
者和指挥官。生于比利时俄裔家庭。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曾在法军服务。战后
在埃及经商，并赴英国求学。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加入英军。1940—1942
年在英军的利比亚阿拉伯突击队服役。1942 年 11 月组织一支高度机动的突
击队——波普斯基秘密军，到突尼斯的敌占区进行军事侦察，攻击敌后军事
目标，炸毁敌储油罐等活动，战功卓著，声名远扬。北非战役结束后，率部
转战意大利，直至大战结束。

潘兴型坦克（Pershing）即“M-26 型坦克”。美国重型坦克。大战后
期美军主战坦克之一。以美国名将潘兴（JohnJosephPersbing，1860—1948）
的名字命名。1944 年底开始生产，翌年装备部队。战斗全重 43 吨，装甲厚
度为 76—100 毫米，配备 90 毫米火炮 1门 7.62 毫米机枪 2挺。12.7 毫米高
射机枪 1挺，最大时速 50 公里，续行距离 200 公里，乘员 5人。

潘家峪惨案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军屠杀中国人民的暴行之一。1941
年 1 月 25 日，日军驻唐山部队司令部铃木启久等率部 1500 余人，会同遵化、
玉田、漂县、迁安、卢龙、抚宁等县伪军，包围河北丰润县潘家峪村，驱赶
村民至村西头的“大西坑”，后又赶到村中地主大院内，用机枪和火烧进行
屠杀，共屠杀村民 1300 余人，焚毁房屋 1100 余间，幸存者仅 100 余人。

潘菲洛夫师  苏德战争中苏联战功卓著的步兵师。以其第一任师长潘菲
洛夫（1893—1941）命名。1941 年 7—8 月间，在阿拉木图市组建。番号为
第三一六步兵师，下辖 3个步兵团和 1个炮兵团。编入西北方面军。同年 10
月中旬调人西方方面军）属第十六集团军，参加*莫斯科会战。在沃洛科拉姆
斯克地域，抗击扑向莫斯科的德军。11 月 16 日在杜博谢科沃车站附近，28
名勇士阻击德军坦克壮烈牺牲，以潘菲洛夫式英雄载入史册。18 日师长潘菲



洛夫少将阵亡。根据国防委员会决定，该师被授予“近卫红旗潘菲洛夫师”
称号。1944 年又以解放列日察（Peжицa）再获“列日察师”称号。全师
在苏德战争中共有 1.4 万余人立战功，33 人获苏联英雄称号。

[ ]

豫中战役  也称“河南战役”。日军按*一号作战计划发动的*豫湘桂战
役第一阶段的作战。代号为“扣”号作战，以打通平汉铁路为目标。1944 年
4 月 17 日夜起，日军集结 14.8 万人，由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指挥，
以主力从博爱、新乡、开封一带南渡黄河进攻豫中。中国*第一战区汤恩伯、
胡宗南部 17 个军约 40 万人，沿黄河及平汉铁路线地区凭工事阻击。但汤部
腐败，一战即溃。22 日日军占领郑州。随后日军主力分兵 2路，一路沿平汉
线南犯，连陷许昌、漯河，与由信阳北上的日第十一军一部于 5月 9日会师
驻马店，打通平汉线；另一路沿陇海线西攻，与由垣曲南渡黄河沿陇海线东
犯助攻之日军合击洛阳。中国洛阳守军以轻武器抗击日军的坦克，9 次击退
突入城内之敌，至弹尽援绝后突围。5月 25 日洛阳沦陷。此役中、美空军进
行了支援，击毁日军飞机 160 余架、汽车和战车约 70 辆。

豫南战役  抗日战争中期中国军队抗击日军进攻豫南地区的战役。1941
年 1 月 24 日起，日第十一军为打通平汉路南半段，与晋南之敌会师潼关，以
及巩固信阳占领区，纠集第三、第十七、第四十师团及第十三、第三十九、
第三十四师团各一部（约 15 万人），分兵3路沿乎汉线及其两侧向北大举进
犯。豫南、豫东、皖北之日军也出击策应。中国*第五战区以少数兵力迟滞敌
军攻势，将主力移至敌军侧背，在舞阳、上蔡、汝南、南阳等地猛烈侧击敌
军，使敌伤亡 9000 余人，并焚毁汽车 300 余辆。2月 10 日日军退回信阳，
双方恢复原有态势。

豫湘桂战役  抗日战争后期日军为打通从中国东北至越南的陆上交通
线而发动的战略性战役，又称“日军打通大陆交通线作战”。随着日军在太
平洋战场上的失利，1943 年底日本大本营经*“虎号”图上演习制定*一号作
战计划，企图打通平汉、粤汉、湘桂铁路，开辟中国大陆通向越南的交通线，
并摧毁美军在中国西南的空军基地，以改善其战略态势。1944 年 1 月间修订
后下达。3月，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烟俊六）据此制定作战方案，计
划以华北方面的第十二军、武汉地区的第十一军和广东地区的第二十三军（共
17 个师团），分别实施京汉作战（称“扣”号）和湘桂作战（称“投”号）。
4月 17 日夜起，日军以 6个师团（内 1个坦克师团）和 5个旅团（内 1个骑
兵旅团）共 14.8 万人，首先实施打通平汉铁路的*豫中战役。中国*第一战区
汤恩伯、胡宗南部约 40 万人，经月余战斗损失一半，至 5月 25 日丢失郑州、
许昌、洛阳等 38 座城市，日军打通平汉铁路。5月 27 日起，日军以 8 个师
团（后增至 9 个师团共约 36 万人），发动*长衡战役。中国*第九战区以 16
个军（约 30 万人）抗击。中国军队曾对日军实施局部反击，并坚守衡阳 47
天，但因指挥不力和部分高级将领投降而失败。8 月 8 日日军占领衡阳，控
制粤汉、湘桂铁路。随后日军调整部署，设第六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
统一指挥第十一、第二十三军 8个师团（约 10 万人），于 8月下旬开始*桂
柳战役。中国*第四战区以 9个军（约 10 万人）抗击。虽然中、美空军握有
战役制空权，且该地区地形险要，易守难攻，但中国守军兵力薄弱，缺乏机



动的预备队，致使日军于 11 月 10—11 日相继攻占柳州和桂林，并直趋贵州
的独山，11 月 24 日日军占领南宁后继续南下，于 12 月 10 日与驻越南日军
会师于绥禄。至此日军完成打通大陆交通线作战。此战，中国因国民党当局
积极反共、消极抗日，前方兵力薄弱，作战准备欠周，战略指导失误，军政
腐败，8 个月内丢弃豫、鄂、湘、桂、粤、黔等省的 20 多万平方公里国土、
146 座城市、7个空军基地和 36 个机场，使 6000 万人民沦于日军铁蹄之下。
但日军孤注一掷实施远距离作战，使战线拉得更长，兵力更分散，战略上陷
于更不利的态势，其大陆交通线也仅成为一条空线。



十六画

[—]

薛岳（1896—）中国将领。原名仰岳，字伯陵。保定军校毕业，北伐战
争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1933 年起先后任国民政府军第五军
军长、北路军第六路总指挥，参加对中央苏区的“围剿”，并尾追长征中的
中央红军于湘、黔、滇等省。1935 年授中将衔，次年加上将衔。抗日战争爆
发后，任第三战区左翼军总司令兼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率部参加淞沪会战。
1938 年 5 月任第一战区前敌总司令，负责滓浦路沿线作战。1939 年 10 月，
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兼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湖南省政府主席。曾指挥三次*
长沙会战，重创日军。1943 年 12 月率部参加常德战役。1944 年 5 月指挥*
长衡战役。同年授二级上将衔。日本投降后，主持南碍区受降亭宜。后任徐
州绥靖公署主任。1950 年 4 月去台湾。先后任台湾当局“总统府”战略顾问
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

薄一波（1908—）中国共产党太行分局副书记，原名书存。1925 年加入
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太原地委组织部长。先后三次被捕入狱。1936 年 8 目
出狱后，在山西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任中共山西公开工作委员会书
记，建立*山西牺盟会。建议并帮助阎惕山组建新军*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决死队第一总队政委，率部开赴晋东南，配合八路军开
民抗日游击战争和创建大岳抗日根据地。1938 年 4 月，率部参加晋东南反九
路围攻。次年阎锡山发动“十二月事变”后，将所部编入八路军第一二九师，
历任太岳纵队兼太岳军区政委、晋冀鲁豫边区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共太岳
区委书记、中共中央太行分局副书记等职。解放战争时期，曾任华北军区政
委、华北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国家建委主任、国
务院副总理等。

橘花式特攻机  日本由敢死队员操纵的自杀飞机，即所谓“肉弹”。太
平洋战争末期，日本航空部队实行特攻战法，为此改装或制造结构简单、操
纵容易、燃料消耗少的特攻飞机。此为其中的一种，由地面发射起飞，装有
2个喷气推进器，最高时速约 620 公里，续航距离在 6000 米高度时为 550 公
里，载有500—800 公斤炸弹 1枚。与*樱花式特攻机和*藤花式特攻机构成日
本 3种主要的海上特攻飞机。

霍尔（SamueIJohnGurneyHoare，1880—1959）英国政务活动家。贵族
出身。受教于哈罗公学和牛津大学。1910 年起当选为保守党下院议员。第一
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作为军事使团成员先后派驻俄国和意大利。1922—1929 年
在两届保守党内阁中任空军大臣，1931—1935 年任印度事务大臣，1935 年任
外交大臣，因*《赖伐尔-霍尔协定》被披露而于同年 12 月辞职。1936-1937
年任海军大臣，1937—1939 年任内政大臣，1939—1940 年任掌玺大臣、空军
大臣，全面支持*绥靖政策和*《慕尼黑协定》，是张伯伦内阁的核心成员。
1940 年丘吉尔组阁后，转任驻西班牙大使，1944 年去职，受子爵称号。著有
《困扰的九年》等。

霍查（EnverHoxha，1908—1985）阿尔巴尼亚共产党领导人。早年在法
国求学。后在法国和比利时工作。接受共产主义思想。1936 年回国后，在科
尔察中学任教，成为当地共产主义小组领导人。1939 年 4 月意大利侵占阿尔



巴尼亚后，积极组织反对法西斯占领者的斗争，被当局缺席判处死刑。1940
年春，在地拉那从事地下活动。1941 年 11 月联合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成立阿
尔巴尼亚共产党，被选为临时中央委员会书记。1942 年 9 月主持贝萨会议，
被选为民族解放总委员会委员。1943 年 3 月被选为阿共中央总书记。5月当
选为阿尔巴尼亚反法西斯民族解放委员会主席，同时被任命为民族解放军总
司令，授予上将军衔。10 月反法西斯民族解放委员会改称临时政府，出任总
理。战后曾任阿尔巴尼亚武装力量总司令。部长会议主席，并长期担任阿尔
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总书记、第一书记。

霍津（1896—1979）苏联将领，1915 年入沙俄军队服役，参加第一次世
界大战，升至准尉。1918 年加入俄共（布）党和红军。参加过国内战争。1925
和 1930 年先后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和列宁政治学院一长制指挥员训练
班。历任师长、军长和列宁格勒军区司令。1939 年 1 月—1941 年 7 月，任伏
龙芝军事学院院长（中将衔）.苏德战争前期，历任副总参谋长、列宁格勒方
面军参谋长和司令、第五十四、第三十三和第二十集团军司令、西方方面军
副司令等职。曾参加列宁格勒、斯摩棱斯克和库尔斯克等战役。1943 年获上
将衔。翌年 3月调任伏尔加河沿岸军区司令。战后曾任军事师范学院和军事
专科学院院长等职。1963 年退役。

霍斯（RudolfFranzHob，1900—1947）德国纳粹分子，奥斯威辛灭绝营
长官（1940—1945）.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在土耳其前线服役。战后成为右翼组
织“志愿兵团”成员。1922 年参加纳粹党。翌年因杀人被判无期徒刑。1928
年大赦获释。1934 年加入党卫队并成为*党卫队骷髅队成员，在达豪集中营
任职。1940 年获党卫队一级突击队中队长衔（相当于上尉），出任新建的奥
斯威辛灭绝营长官。使用*“齐克隆-B”毒气室，进行灭绝人性的大屠杀。第
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上，供认共杀害 250 余万人，1947 年
移交波兰审判，在奥斯威辛处以绞刑。

霍巴特（PercyCleghornStanleyHobart，1885—1957）英国将领。坦克
战术专家。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1923 年参加皇家坦克队，1933 年任该坦
克队指挥宫，1931—1937 年任第一坦克旅旅长。1937—1938 年任军事训练负
责人，领少将军衔。1938 年在埃及组训第七坦克师，任师长。主张坦克部队
要单独编制和独立使用。次年退出现役。1941 年应召重返部队，任第十一坦
克师师长，1942 年起组训第七十九坦克师，开发和演练各种坦克新战术，后
率部参加诺曼底登陆战役以及波罗霍巴特的海地区的战斗。积极促成该部装
备扫雷坦克、两栖坦克、喷火坦克等多种坦克。

霍尔蒂（HorthydeNagybanyaMiklos，1868—1957）匈牙利法西斯独裁
者。14 岁时入奥匈帝国海军学院学习。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指挥海军作战。
1918 年获海军上将衔，任奥匈帝国海军总司令。1919 年组织反革命武装“国
民军”，依靠协约国，镇压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1920 年任摄政，恢复君主
制度，建立独裁统治。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1940 年参加轴心国集团，次年
派遣军队参加侵苏战争。1944 年 3 月，同意德军占领匈牙利。同年苏军逼近
边境时，试图退霍尔蒂出战争未遂，于 10 月 15 日在德国压力下交权于*箭十
字党。后被拘禁于巴伐利亚。1945 年被盟军俘虏，次年获释，定居葡萄牙。
著有回忆录《机密文件》等。

霍奇斯（CourtneyEieksHodges，1887—1966）美国将领。曾就读于西
点军校，1906 年因学业不佳而辍学。后入陆军服役、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



1942 年任第十军军长，率军在欧洲作战。后任*布莱德雷的助手。1943 年升
任第三集团军司令，获中将衔。次年调任第一集团军司令，参加诺曼底登陆
战役。随后率军解放巴黎。1945 年参加阿登战役、莱茵河中游左岸战役，首
先在雷马根（Remagen）渡过莱茵河。向德国腹地进击。同年 4月在易北河同
苏军会师。1915 年 5 月欧洲战亭结束后，率第一集团军回国。1949 年退役。

霍撰彰（1901—1953）中国将领，字嵩山。黄埔军校毕业。曾任国民政
府军师长。1935 年授少将街，1937 年授中将衔，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五十
四军军长，参加*淞沪会战，在罗店重创日军。1939 年 6 月任第二十集团军
副总司令兼洞庭警备司令。1941 年升任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1943 年率部远
征印度和缅甸，以战功获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嘉猷勋章。1945 年 3 月任中国陆
军总司令部直属第三方面军副司令官。抗战胜利后，曾任湘鄂赣边区绥靖总
司令兼行政长官。1949 年秋去台湾。

霍普纳（ErichHoepner，1886—1944）德国将领。1905 年入伍。参加第
一次世界大战。战后在国防军任职，1938 年出任图林根军区司令。1939—1940
年任第十六坦克军军长，参加入侵波兰和进攻法国，晋升上将。1941 年升任
第四坦克集群司令，参加闪击苏联。该集群为德军向列宁格勒方向推进的北
方集团军群的主要突击力量。同年 9月南下，参加进攻莫斯科的台风战役。
12 月败退，翌年 1月被希特勒撤职和褫夺军阶。1944 年参与*七·二○事件，
失败后被捅，不久被杀。

霍尔库姆（ThomasHolcomb，1879—1965）美国海军将领。1900 年入伍，
获少尉军衔。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入美国海军学院与陆军军事学院深
造。1935 年晋升为海军少将，次年出任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第二次世界大
战期间，晋升为海军中将，协助参谋长联席会议制订作战战略，曾参与指挥
在北非的登陆作战，1943 年指挥海军陆战队参加塔拉瓦岛战役。同年离职担
任海军部长*诺克斯的特别顾问，1945 年以海军上将衔退役。战后初期，曾
任驻南非公使。

霍罗克斯（BrianGwynneHorrocks，1895—1985）英国将领。毕业于桑
德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在法国作战。1938 年任职于参
谋学院。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1940—1941 年先后在法国和北非作战。1943
年 5 月在突尼斯战役中受重伤。1944 年 8 月重返前线，率部充当进军西北欧
的前锋。历任英国第十三军、第十军、第九军和第三十军军长。被认为是大
战中英国最优秀的军级指挥员之一。战后曾任驻莱茵英军司令。1949 年因伤
病退役。著有自传《充实的一生》。

霍特集群（GruppeHoth）斯大林格勒会战中德国的集团军级战役集群。
1942 年 11 月下旬，由*德国第四坦克集团军和罗马尼亚第四集团军组成，隶
属*顿河集团军群。霍特（HermannHoth，1895—1971）任司令。集结在利斯
卡（ЛиcKa）河口到*A 集团军群作战区之间。1942 年 12 月 12 日，沿科捷
尔尼科夫斯基镇至斯大林格勒铁路向苏联第五十一集团军进攻，企图解救被
围在斯大林格勒附近的德军集团，遭苏军重创。不久解散。

霍斯巴赫（FriedrichHoBbach，1891—1980）德国将领。1913 年军校毕
业后入伍，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1934 年任陆军总参谋部中央处处长兼希
特勒的军事副官、元首和全国总理府武装部队副官处主任。1937 年晋升上
校。同年11 月 5 日，在希特勒召开的秘密高级军政会议上担任记录。后由他
据此整理出的备忘录，称为*《霍斯巴赫备忘录》。1938 年 1 月被解职。第



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1939 年重返陆军总参谋部。1943 年晋升至上将，任第
十六坦克军军长。1944 年任第四集团军司令。1945 年 1 月，因在东普鲁士败
退而再次被解职。战后撰写回忆录，著有《武装部队和希特勒，1934—1938
年》和《东普鲁士战事》。

霍普金斯（HarryLioydHopkins，1890—1946）美国官员。毕业于格林
尼尔学院，早年从事社会福利工作。1928 年结识*罗斯福并成为其最亲密的
幕僚。1933 年罗斯福当选总统后，他历庄联邦政府紧急救济署署长、公共建
设局局长、商业部长等职，协助罗斯福推行新政 1940 年因病辞去内阁职务。
1941 年出王美国《祖借法案》执行官、后任总统顾问和特别助理。作为罗斯
福的私人代表先后访问英国和苏联，同丘吉尔和斯大林就美国提供军事物资
事直举行会谈，奠定美、英、苏三国联合抗击德国法西斯的基础。同年 8月，
陪同罗斯福出席美英首脑*大西洋会议，参与起草*《大西洋宪章》，战争期
间多次出席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和美英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参与重大军事战
略决策。由其分管的军备分配委员会为同盟国军队调配与运送了大批军需物
资。作为罗斯福在外交事务方面的得力助手，陪同总统参加了战时同盟国之
间除波茨坦会议之外所有重要霍昔金斯的外交会议。1945 年 4 月罗斯福去世
后，继续担任杜鲁门总统的特别助理，同年 5月底到 7月初抱病访问苏联，
数度与斯大林、莫洛托夫等人会晤，并就联合国组织机构、波兰问题和召开
美、英、苏波茨坦会议等问题达成协议。回国后，因健康状况恶化辞去总统
助理职务。著有《及时花钱》。

霍尔-贝利沙（LesliseHore-Belisha，1893—1957）英国陆军大臣（1937
—1940）。毕业于牛津大学。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为律师和记者。
1923 年当选为自由党下院议员。1931 年支持*麦克唐纳的国民政府，历任贸
易部议会秘书和财政部秘书。1934—1937 年任运输大臣，任内推行交通安全
措施，其中人行横道交通指示灯，被称为“贝利沙灯”。1937 年出任陆军大
臣。倚重*利德尔·哈特的意见，试图对陆军进行人事等方面的广泛改革，加
速老军官的退休和擢升新进，遭致多方不满，1940 年 1 月辞职。第二次世界
大战初期为张伯伦战时内阁成员。后曾任国民保险大臣，直至 1945 年。是年
转入保守党。有贵族称号。

霍利德集群（GruppeHollidt）斯大林格勒会战中德军的集团军级战役
军团。1942 年 11 月下旬，由德国第十七军及 5个德国师、5个罗马尼亚师组
成，隶属*顿河集团军群。司令为霍利德《K.A.Hollidt）。集结在韦慎斯卡
亚（BeшeHckaя）到阿尔扎诺夫斯基（ApжaHOBckий）地段。同年 12 月
参加顿河中游战役，并在罗斯托夫以东阻击苏军攻势，主力被苏军歼灭。1943
年 2 月，余部改编成新的德国第六集团军。

霍斯巴赫备忘录（Hossbach-protokoll）德国高级军政首脑会议文件。
由希特勒的军事副官*霍斯巴赫上校记录并整理而成，故名。1937 年 11 月 5
日 16 时 15 分—20 时 30 分，希特勒召集军事部长兼武装部队总司令勃洛姆
堡、陆军总司令弗立契、海军总司令雷德尔、空军总司令戈林和外交部长牛
赖特，在总理府举行秘密会议。希特勒在发言中强调德国必须使用武力在欧
洲夺取更多的生存空间，并把英、法两国确定为首要的敌人；发动战争的时
间最退在 1943—1945 年，如果法国发生内证或卷入同另一个国家的战争，则
可提前采取行动；首先应夺取捷克斯洛伐克和奥地利，以便在对西方进行战



争时解除侧翼的威胁。戈林和雷德尔支持希特勒的计划，勃洛姆堡、弗立契
和牛赖特则认为该计划过于冒险，担心德国会被英法击败。霍斯巴赫当时担
任记录，同月 10 日将记录整理成备忘录。战后被盟军查获，经纽伦堡国际军
事法庭确认为纳粹德国发动侵略战争的重要罪证。参见“勃洛姆堡-弗立契事
件”。

霍尔斯特·威塞尔之歌（Horst-Wessel-Lied）又名《高举战旗》。德
国*纳粹党党歌，纳粹德国第二国歌。柏林冲锋队小队长*威塞尔词曲，故名。
1930 年定为纳粹党党歌。曲谱是借用一首北海渔歌调，歌词则号召冲锋队员
跟随希特勒去“拯救”德国。

霍曾全斯-斯大林会谈  大战期间美国总统特使*霍普金斯两次访问苏
联同斯大林的会谈。（1）1941 年霍普金斯-斯大林会谈。苏德战争爆发后，
英、美相继声明援苏抗德。为考察苏联的实力和苏德战场真实情况，以决定
美国对苏联支持的程度和提供军援的规模，罗斯福派其密友、负责*《租借法
案》的霍普金斯访苏。1941 年 7 月 30—31 日，霍普金斯在莫斯科同斯大林
及其他苏联领导人会谈，转达了罗斯福支持苏联抗战的态度，苏方则向他提
供了详细的战略情报。会谈虽未就美国援苏问题达成具体协议，但霍普金斯
了解到苏联军民抗德的决心和军事经济潜力，得出苏联能够坚持对待作战的
结论，并编制了一份苏方最急需的军援物资清单。随后，霍普金斯将访苏所
获的印象和资料带到*大西洋会议，对罗斯福和丘吉尔确定援苏政策起了重大
作用。（2）1945 年霍普金斯-斯大林会谈。1945 年 5 月击败纳粹德国后，接
替刚去世的罗斯福就任美国总统的杜鲁门，开始对苏实行“强硬路线”。美
苏矛盾和摩擦日增。但当时美、英在击败日本、建立联合国以及处理战后的
欧洲和世界等问题上，仍需同苏联合作。杜鲁门为了表示继续奉行罗斯福的
对苏政策，调整两国关系，两次派霍普金斯访苏。5月 25 日—6月 6日，霍
普金斯和美驻苏大使哈里曼同斯大林及其他苏联领导人，就成立波兰新政
府、对德实施占领、成立赔偿委员会、联合国安理会表决程序、苏联参加对
日作战的日期等问题进行了 6次会谈，并达成了协议。此次霍普金斯访苏，
为随后的*波茨坦会议作了准备，对于在战争末期维护美、英、苏的反法西斯
同盟以及战后欧洲和平，具有积极意义。

[丨]

冀东暴动  即“冀东抗日武装起义”。
冀察战区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军队的基本战斗序列单位之一。抗日战争

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为与中国共产党争夺华北敌后游击战争的领导
权，遏制人民抗日武装力量的发展，于 1939 年 1 月 14 日组建。战区为河北
及察哈尔，辖 3个军另 1个民军指挥部。鹿钟麟任总司令，后由卫立煌、蒋
鼎文、陈诚兼任。其所辖未怀冰、石友三、张荫梧等部，曾积极参与*国民党
第一次反共高潮。1944 年冬由高柄勋任总司令，兵力缩为 2个师，归军事委
员会委员长汉中行辕指挥。1945 年 6 月 26 日撤销。

冀中回民支队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1937 年 9、10 月间，中
国共产党在定县、安国一带组织回民抗日武装。1938 年初改称冀中人民自卫
军回民干部教导队。7 月与马本斋领导的河北游击军回民教导队合并，组成
八路军冀中回民干部教导总队。次年 7月改编为八路军冀中军区回民支队，



马本斋任司令员，郭陆顺汪政治委员，下辖 3个大队，2500 余人。该部转战
冀中和冀鲁豫平原，进行大小战斗 870 余次，歼敌 3万余人。1944 年调往陕
甘宁边区。

冀中反五次围攻  抗日战争中期八路军第一二○师和晋察冀军区部队
粉碎日伪军围攻的战役。1938 年 11 月至 1939 年 1 月，日伪军先后出动6000
余人和 1000 余人两次围攻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形势日趋严重。八路军第一
二○师主力奉命从晋西北越过同蒲、平汉铁路东进冀中。2 月中旬，成立冀
中军政委员会和总指挥部，由贺龙任书记和总指挥，统一领导党政军民工作。
1月 25 日至 2月 15 日，日伪军先后出动 7000 余人和 2400 余人，进行第三、
四次围攻，均被粉碎。3月 18 日，日伪军集结 9000 余人进行第五次围攻。
第一二○师以“盘旋式”战术摆脱敌之合击，并于 4月下旬集中 7个团进行*
齐会战斗，一举歼敌 700 余人，粉碎了日军围攻，巩固了冀中抗日根据地。

冀中抗日根据地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组成部分。
冀察政务委员会  中国国民政府为适应日本“华北自治化”要求而设立

的半独立性质的机构。1935 年 11 月底，何应钦至北平（今北京）与秦德纯、
熊式辉等密商，接受日本“华北自治化”要求，并经日方同意，决定于 12
月 16 日成立。后因爱国学生示威游行强烈反对，延至 18 日正式成立。由宋
哲元任委员长，17 名委员中近半数为亲日派政客。统辖河北、察哈尔两省及
北平、天津两市一切政务，名义上仍隶属国民政府行政院，实际上冀察两省
已变相“自治”。1937 年 8 月 20 日宣布解散。

冀中反五一大扫荡  冀中抗日根据地军民 1942 年反击日伪军“扫荡”
的战役。因日伪军的“扫荡”从 5月 1日开始，故名，日军为实现“确保华
北，先保平原”的战略企图，由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指挥，第二十六、
第二十七、第四十一、第一一○师团，独立混成第七第九旅团，骑兵第一旅
团等各一部及伪军共 5万余人，对河北省深县、武强、饶阳、安平地区的抗
日根据地实行“拉网大扫荡”。日军将冀中区分割成 2670 小块，采用“纵横
张网，对角清剿，反复合击”的战术，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冀中根据
地受到严重摧残，部队减员 1.68 万人，区以上干部三分之一被害。但军民不
畏强暴，经 2个月艰苦奋战，作战 272 次，毙伤日伪军 1.1 万余人，粉碎了
日军的大“扫荡”。

翼东防共自治政府  侵华日军在中国河北省扶植的伪政权。1935 年 11
月 24 日，国民政府滦榆、蓟察区行政督察专员*殷汝耕在通县宣布“独立”，
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12 月 25 日，改现名。管辖临榆等冀东 22 个县。
殷汝耕任自治政府长官，池宗墨等为委员。挂五色国旗。下设秘书、保安、
外交 3处和民政、财政、教育、建设 4厅。各处、厅、县都聘有日籍顾问与
秘书，由日人掌握权力。1938 年 2 月宣布取消，并入华北“临时”政府。

冀东抗日武装起义  亦称“冀东暴动”。1937 年 9 月，中国共产党联
合爱国人士建立华北人民抗日自卫委员会冀东分会，准备武装起义。1938 年
6 月，邓华、宋时轮率八路军第四纵队由平西挺进冀东。7月，中共冀热边特
委在八路军配合下，发动全区大暴动，先后有冀东 21 县及唐山的矿工、农民
和青年学生等 20 余万人参加。组成的起义武装部队一度发展到 10 万余人，
配合八络军先后攻克玉田、乐亭、卢龙、蓟县、平谷、迁安 6座县城和控制
冀东广大乡村，建立了冀热辽军区及行政委员会。10 月，起义武装除留少数
部队坚持冀东斗争外，大部随八路军第四纵队撤往平西整训。



冀热辽抗日根据地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组成部分。
翼鲁豫抗日根据地  *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组成部分。
冀中一九四一年反蚕食  冀中抗日根据地军民反击日军“蚕食”的战

役。1941 年 3 月起，日军开始对冀中根据地进行全面“蚕食”，至年底已建
立据点和碉堡 1026 处，修筑公路 4280 余里，封锁沟、墙 3520 余里，并进行
数百人至 2万人以上“扫荡”68 次。冀中抗日军民广泛开展交通战、游击战、
地雷战和地道战，组织青纱帐战役，反击日伪军的“蚕食”，1年间作战 1265
次，毙伤俘日伪军 18667 人，并先后攻克安平、文安等县城。但由于敌我力
量悬殊，冀中抗日根据地一度有所缩小。

翼东一九四一年反扫荡  冀东抗日根据地军民反击日伪军“扫荡”的
战役。1941 年 5 月 29 日，日伪军 4 万余人对河北省玉田、丰润、滦县、迁
安地区的抗日根据地实施“铁壁合围”的大“扫荡”。八路军冀东军分区领
导机关及所部一度陷入重围，经两昼夜苦战，大部分突围转至外线作战，未
突围部分则分散隐蔽和开展游击战。7 月初，敌遭消耗疲惫被迫撤退。此战
歼敌 800 余人。随后，冀东军区趁日军调兵“扫荡”北岳根据地之机，于 8
月拔除根据地内日伪据点，并北出长城开辟热河南部的山区根据地，使冀东
抗日根据地得到巩固和发展。

冀南一九三九年春季反扫荡  冀南抗日根据地军民反击日军“扫荡”
的战役。1939 年 1 月，日军为确保其后方安全，集结第十、第一一○和第一
一四师团各一部共 3万余人，分多路“扫荡”冀南抗日根据地。八路军第一
二九师主力分为若干集团，结合地方部队分区进行游击，并伺机歼敌。2 月
10 日，八路军在河北威县香城固地区设伏，诱歼日军第十师团安田中队 200
余人，缴炮 4门。日军寻歼八路军主力企图破产后又进行分区“扫荡”。八
路军以游击战袭扰敌军，挖掘近万公里道沟断敌交通，为坚持平原游击战争
创造了有利条件。至 3月底，共作战百余次，歼灭日军 3000 余人，打破日军
控制冀南平原的计划。

冀鲁豫一九四三年秋季反扫荡  *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军民反击日伪军
“扫荡”的战役。日军为巩固华北占领区和抽调兵力增援太平洋战场，于是
年 9月 21 日出动 3.5 万余人“扫荡”山东省曹县、濮县及河南省滑县等地区
的抗日根据地。八路军该军区部队主力适时跳出敌合围圈，转至外线打击敌
人，而留少数部队实行内外线结合。至 11 月 13 日，共毙伤俘日伪军 4000
余人，粉碎了日军的“扫荡”。

餐桌谈话（Tischgespr che）希特勒执政期间在午餐和晚餐后，与同他
共同进餐的纳粹党头目、大区区长、政府部长、希特勒的军事副官和秘书等
的非正式谈话。主题极为广泛，常触及执政前的*纳粹党党史、种族理论、反
犹政策、时事新闻和人物评价等，并解释纳粹主义理论先驱的语录。战后，
根据纳粹党徒的速记稿出版了《希特勒秘密谈话录，1941—1944》（纽约 1953
年版）、《希特勒的餐桌谈话，1941—1944》（伦敦 1953 年版）和《希特勒
在元首大本营的餐桌谈话，1941—1942 年》（斯图加特 1965 年版）等。

蹂躏者式鱼雷轰炸机（Devastator）即“TBD 型鱼雷轰炸机”。
默罗（EdwardRoscoeMurrow，1908—1965）美国记者、电台播音员。1930

年华盛顿州立大学毕业。曾任全国学生联合会主席等职。1935 年加入哥伦比
亚广播公司。1937 年任该公司驻欧洲办事处负责人，聘请*夏伊勒等人组成
广播班子，对德国吞并奥地利、慕尼黑会议、捷克斯洛伐克沦亡、英伦空战



和战时欧洲各主要战役进行广播报导，拥有广泛的听众。战后任哥伦比亚广
播公司副总经理、美国新闻署署长等职，曾主持过一些著名的广播电视专栏
节目。

默麦尔事件  德国占领默麦尔的事件。默麦尔（Me-mel，一译“梅梅尔”）
为波罗的海沿岸涅曼河口地区，主要居民为立陶宛人和日耳曼人，第一次世
界大战前是德国军港，《凡尔赛和约》签订后，由国际行政机构管理。1923
年立陶宛政府接管该地区，并将其所属港口改名为克菜佩达（Klaipeda）。
1939 年 3 月 22 日纳粹德国在发出最后通牒后，出兵占领该地，并迫使立陶
宛政府承认这一事实。此事件加剧欧洲紧张局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归属苏
联的立陶宛加盟共和国，仍称克莱佩达（Kлaйпeдa）。

默麦尔战役  苏德战争后期苏军发动的进攻战役，*波罗的海沿岸战役
的组成部分。1944 年 10 月 5—22 日，由*波罗的海沿岸第一方面军在白俄罗
斯第三方面军一部配合下实施。由于在*里加战役中进攻受阻，苏军统帅部决
定将主要突击转移到德军兵力较弱的默麦尔（Memel）方向，为此在6昼夜内
隐蔽调动大量兵力，集结于希奥利艾（Шяyляй）地域，发起进攻后迅速
推进 150 公里，10 月 10 日，从默麦尔两侧进抵波罗的海，把敌逼至海边，
并切断其退路。此战役促成了里加战役的结束，并为尔后西进东普鲁士创造
了条件。

[丿]

穆兰（JeanMoulin，1899—1943）大战时期法国抵抗运动领袖。战前曾
任人民阵线政府空军部长办公室主任。大战爆发时，任厄尔-卢瓦尔省
（Eure-et-Loir）省长。法国败降后，公开反对占领军当局的种族歧视政策。
因坚持共和主义立场，被维希政府解职。后即投身抵抗运动，先后与“抵抗”、
“解放南方”等地下组织建立联系。不久秘密前往伦敦，加入戴高乐的自由
法国运动。1942 年 1 月 1 日受命潜回法国南方，以自由法国民族委员会驻国
内总代表的身份开始统一穆兰本土抵抗组织的工作。1943 年 5 月 27 日在巴
黎成立民族抵抗委员会，并任主席。力主扩大武装斗争，曾提出在维尔柯尔
（Vercors）山区建立游击基地的建议。1943 年 6 月 21 日，因叛徒出卖，在
里昂郊区被捕，被押至法兰克福，受尽折磨后牺牲。1964 年其骨灰被安放在
贤人祠。

穆蒂（EttoreMuti，1902—1943）意大利国家法西斯党总书记（1939—
1940）。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参加国家法西斯党。曾为轰炸机驾驶员，先后参
加侵略埃塞俄比亚战争和武装干涉西班牙内战。因追随墨索里尼得宠，1939
年 10 月任法西斯党总书记，任内敦促意大利及早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曾制
订攻击宣布罗陀的计划，希图控制地中海，未果。1940 年 10 月被解职。1943
年七月政变时，仍支持墨索里尼。不久被巴多里奥下令逮捕，试图说逃未成，
被击毙。

穆罕默德五世（MuhammadV，1909—1961）摩洛哥苏丹（1927—1953）。
1927 年继位后，称西迪·穆罕默德三世（SidiMohammndIII）。大战爆发时，
于 1939 年 9 月 4 日发表支持法国对德作战的宣言，并动员本国人民入伍。法
国败降后仍坚持原有立场，拒绝德国停战委员会入境，同时反对迫害犹太人。
盟军在北非登陆后，曾同罗斯福和戴高乐会晤，重申与同盟国合作的政策，



并要求摩洛哥独立。1945 年 6 月访问法国。战后于 1953 年被法国殖民当局
废黜。摩洛哥独立后为国王，称穆罕默德五世。

儒奥（LéonJouhaux，1879—1904）法国工会领袖。巴黎大学等校旁听
生。1909 年起任法国总工会总书记。1919 年代表法国出席巴黎和会。曾任国
际工会联合会副主席。1936 年赞同法国总工会和法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总工
会联合，并续任总书记。1939 年 9 月决定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支持者
开除出总工会。反对签订《贡比涅停战协定》。1940 年 11 月总工会被维希
政府解散。但仍和抵抗运动秘密接触。1943 年 3 月被德占领军逮捕，送往德
国囚禁。1945 年 5 月获释。战后曾任法国经济委员会主席。1949 年曾参与召
集自由贸易联盟国际会议。1951 年获诺贝尔和平奖。

儒贝尔-德拉费尔泰（PhilipBennetJoubertdelaFerté，1887—1965）
英国空军将领。出生于印度大吉岭，其祖父是归化英国的法国人。就读于哈
罗公学和伍尔威奇皇家军事学院。先服役于野炮部队，后学习飞行。第一次
世界大战中为飞行中队、大队的指挥官，屡建战功。1920 年入陆军参谋学院
深造。1922 年起先后任职于空军学院、空军部、帝国国防学院、空军参谋学
院。1936 年晋升空军中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历任空军副总参谋长、空
军海防总队总司令和蒙巴顿的东南亚司令部参谋长。1945 年退役，领空军上
将衔，有贵族称号。著有《第三军种》。

衡阳保卫战  1944 年 6—8 月中国军队抗击日军进攻衡阳的防御战役，
为*长衡战役中的主要战斗。衡阳为粤汉、湘桂铁路交汇枢纽。6 月 18 日日
军攻占长沙后即进击衡阳。6月 26 日日军第六十八师团攻占衡阳机场后，与
第一一六师团形成对衡阳围攻态势。6月 28 日至 7月 2日和 7月 11—20 日，
日军两次猛攻，中国*第九战区第十军等据城抗击，中国空军和美国第十四航
空队集中 180 架飞机支援。中国守军重创日军，毙日 1旅团长、重伤日第六
十八师团长。在此期间，中国驰援的第六十二军进至衡阳火车西站，但被日
第四十师团所阻，另一驰援衡阳的第七十九军行动迟缓。8 月 8 日日军第三
次猛攻，战至6日拂晓突入城内巷战。7日中国第十军军长方先觉下令投降，
翌日衡阳陷落。

鲸鱼（Whale）*诺曼底登陆战役中英、美构筑*桑葚人工港的浮动码头
设备代号。由英国设计和制造。

[丶]

燧发枪（Flintlock）美军实施*马绍尔群岛战役的行动代号。1943 年
12 月由美国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尼米兹主持制订计划。考虑到日军已增援该群
岛防守薄弱的外围岛屿，将原定首先攻占外围岛屿的方案改为首先空袭外围
岛屿，随后宜插该群岛心脏地带：罗伊-纳慕尔（RoiNamur）岛和夸贾林
（Kwajalein）岛，并占领埃尼威托克（Eniwetok）岛。计划还确定不必直接
攻占位于加罗林群岛上的日本海军基地特鲁克，而改为攻占马绍尔群岛后将
其孤立。1944 年 1 月 3 日在旧金山会议上获批准，31 日实施。



十七画以上

[一]

戴笠（1897—1946）中国国民党军统局首脑。字雨农。黄埔军校肄业。
九·一八事变后，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军统）第二处处长，
执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镇压革命，迫害爱国民主人士。抗日战争爆发
育，任军统局副局长。1943 年 7 月任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主任，除从事对日
谍报工作外，还对国统区实行特务统治，残杀共产党人和抗日志士。同时，
在浙沪一带组织特务武装忠义救国军，进行反共磨擦。1945 年授少将衔。抗
战胜利后，负责对汪伪汉奸的侦缉。1946 年 3 月 17 日因飞机失事丧生，后
被国民政府追认为中将。

戴安澜（1905—1942）中国将领。号海鸥。黄埔军校毕业，曾任连长、
团长。*长城抗战时，率部在古北口抗击日军。1937 年七七事变后，任第七
十三旅旅长，参加平汉线、台儿庄等战役。1938 年升任第八十九师副师长，
参加武汉会战。1939 年 1 月任第二○○师师长。6月授少将衔。同年 12 月，
在*昆仑关战役中屡克要地，歼敌 6000 余人。1942 年 3 用率部参加中国远征
军第一路军，入缅旬作战，在同古战役中重创日军。5 月部队舌撤，途戴安
谰经摩谷公路时遭日军伏击，身负重伤，26 日在茅邦村殉国。后被国民政府
追认为中将，并予以国葬。美国国会于同年 7月授予军团功勋章。1956 年 10
月 3 日，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追认其为“革命烈士”。

戴高乐（CharlesdeGaulle，1890—1970）法国抵抗运动领袖。法兰西
共和国临时政府主席（1944—1946）。将领。1912 年毕业于圣西尔军校。参
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曾被俘。战后一度执教于母校。1925 年任最高军事委
员会参谋。1927、1936 年两度在莱茵兰驻军中服役，并预见了德国侵略扩张
的威胁。后被升为上校，并为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处成员，其间多次撰文著
书，强调装甲部队在未来战争中的重要性。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在第五
集团军中任装甲部队指戴高乐挥官。1940 年初向政府提出各忘录，力主迅速
发展装甲部队。同年 5月，德国在西线发动闪击战后，任第四装甲师师长，
在阿贝维尔（Abbeville）等地阻击敌军，屡建战功。6 月 1 日摆升准将，5
日被任命为国防部和陆军部次长，两次赴英，磋商合作事宜。6月 17 日在得
悉贝当组阁、法国败降后，逃亡英国。次日在伦敦通过电台发表演说（即*
六·一八演说），号召法国人民继续抗战。他领导的*自由法国成为法国抵抗
运动的象征。10 月，出任在布拉柴维尔成立的*帝国防务委员会主席。1941
年统率自由法国军队在欧非战场英勇作战。9 月，组成法兰西民族委员会，
加强对抵抗运动的领导，并逐步和国内抵抗运动建立联系。1942 年 7 月，自
由法国更名为战斗法国后仍为其领袖。盟军在北非登陆后，于 1943 年初前往
摩洛哥会晤法国北非民政和军事最高指挥官吉罗，并于 6月在阿尔及利亚成
立*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与后者共任主席。1944 年 6 月，就任法兰西共
和国临时政府主席，反对美英干涉法国内政。8月，*巴黎起义胜利后返回巴
黎。随即解散法国内地军和其他人民武装。先后于该年 7月和 11 月访问美国
及苏联，签订《法苏同盟互助条约》，坚持法国在国际事务中的独立立场。
1945 年春，法国全境获得解放后，于次年初自动下野。1958 年 6 月，出任法



兰西第四共和国来届总理，随后创立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并任总统。著有《剑
锋》、《建立职业军》、《战争回忆录》等。

戴维斯  ①约瑟夫·爱德华·戴维斯（JosephFdwardDavies，1876—
1958）。美国外交官，律师。1901 年威斯康星大学法学院毕业。1916 年任联
邦贸易委员会主席。1919 年出席巴黎和会，任威尔逊的经济顾问。1936—l938
年任驻苏大使。1938—1939 年任驻比利时大使。1940 年任助理国务卿。对苏
持友好态度，努力改善美苏关系。1941 年苏德战争爆发后，曾撰写《关于俄
罗斯的备忘录》，为美国政府制订对苏政策提供依据。1943 年 5 月受命赴苏
会见斯大林，转达罗斯福要求与斯大林会谈的建议。1945 年出席波茨坦会
议。同年被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授予列宁勋章。著有《莫斯科出使记》。
②诺曼·赫泽凯阿·戴维斯（NormanHezekiahDavies，1878—1944）。美国
外交官。曾在斯坦福大学求学。早年在古巴经商。1918 年入财政部任职，曾
任助理部长和财政事务顾问，1920—1921 年任助理国务卿。1931—1937 年为
国际联盟财政委员会委员。1932—1933 年代表美国出席日内瓦裁军会议。
1933 年参加世界经济会议。1935—1936 年任出席伦敦海军会议的美国代表团
团长。1937 年任布鲁塞尔九国公约会议美国代表团团长。积极支持和执行罗
斯福的对外政策，反对孤立主义。1938—1944 年任美国红十字会和国际红十
字会会长，领导了战时美国救护工作。①约翰·巴顿·戴维斯
（JohnPatonDavies，1908—）。美国外交官。生于中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
1931 年进入外交界任职。三十年代曾任驻昆明、沈阳等地领事。1942 年后任
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部政治顾问。对中国国民政府消极抗日表示不满，主张
联合一切抗日武装力量，与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人有过来往。1943 年 6 月 24
日向*史迪威建议派遣使团到延安了解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真实情况。1944 年
12 月到延安，就军事合作问题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会谈。因与驻华大使*赫
尔利发生矛盾，被迫离华，调职驻苏使馆。五十年代初受到美国反动势力迫
害，被解除公职。著有《揪注龙尾》等。

戴尔计划  即“D计划”。
戴-龚甘特（FrancisWilfreddeGuingand，1900—1979）英国将领。桑

德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毕业。后入参谋学院深造，1936 年毕业。大战爆发时
任国防大臣军事助理。1942 年 2 月任中东地区军事情报机关首脑，随后调任
*蒙哥马利的参谋长。协助蒙哥马利指挥*英国第八集团军，参加在北非、西
西里和意大利的作战。1944 年 1 月，随蒙哥马利调任*盟国第二十一集团军
群参谋长，参加西欧的战事至战争结束。1946 年以少将衔退役。

戴高乐-杜鲁门会谈  1945 年 8 月 22—24 日，戴高乐同美国总统杜鲁
门在华盛顿的会谈。主要是交换双方对战后国际形势、两国关系等问题的看
法。戴高乐认为。美、英如在德国重新组织一个中央政权迟早会造成一种威
胁，并主张莱茵河左岸脱离德国管辖，鲁尔区置于国际管制之下：杜鲁门则
认为，不应夸大德国的危险性，最明智的办法是维持目前的实际占领状态。
杜鲁门表示，美国不反对法国重返印度支那，戴高乐则同意以新喀里多尼亚
岛的努美阿港为美国海军基地。最后杜鲁门还暗示：如法国要得到美国的贷
款，必须从政府中排除共产党人。

戴高乐-罗斯福会谈  1944 年 7 月 6—10 日，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主
席戴高乐同美国总统罗斯福在华盛顿举行的会谈。双方就战后和平特别是



法、美关系等问题进行了磋商。罗斯福叙述了对战后世界安排的设想，戴高
乐则一再强调法国在战后欧洲复兴中的“大国”地位。双方取得了一定谅解，
7 月 11 日美国承认戴高乐领导的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为法国事实上的代
表。

戴高乐-吉罗联合公报  即《戴高乐将军和吉罗将军的联合公报》。1943
年 1 月 26 日发表。卡萨布兰卡会议期间，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
为研究法属北非行政机构问题，特邀战斗法国领袖戴高乐于 1月 22 日与会，
并同美国支持的法国北非民政和军事最高指挥官吉罗会谈。经罗斯福和丘吉
尔施加压力，戴高乐同意合作，发表了此次会谈内容简要的公报，声称双方
应团结一致，达到解放法国的目标。公报巩固了戴高乐的地位，促进了法国
抵抗运动的发展。

藤井齐（1903—1932）日本军人。1925 年海军兵学校毕业。崇尚大亚细
亚主义，极力鼓吹对外扩张。1928 年创建极右组织“王师会”，同年 12 月
晋级中尉。1929 年 11 月学习飞行，进入霞浦航空队。此后即与*井上日召联
系，共同制定用恐怖手段改造国家的计划。次年参加反对签订伦敦海军裁军
条约的运动，起草意见书《优国慨言》。1931 年*十月事件受挫后，又将以
武力改造国家的计划具体化。1932 年 1 月在侵略上海时被击毙，但其所制订
的计划则为*血盟团采用。

藤花式特攻机  日本由敢死队员操纵的自杀飞机，即所谓“肉弹”。太
平洋战争末期，日本航空部队实行特攻战法，为此改装或制造结构简单、操
纵容易、燃料消耗少的特攻飞机。此为其中的一种。为低翼、单发动机、单
座轻便飞机，最高时速在 4000 多米高度时为 518 公里，续航距离约 1100 公
里，载 500 公斤炸弹 1个。与*樱花式特攻机和*橘花式特攻机构成日本 3种
主要的海上特攻飞机。

霸王（Overlord）美、英联合横渡英吉利海峡攻入欧洲大陆的作战计划
代号。原设想为英国人在 1941 年 8 月提出。美国参战后，1942 年春曾拟出
美英联合的作战计划，代号*围歼和*波利乐。原定 1943 年春实施，后被延宕。
1943 年 1 月，卡萨布兰卡会议决定在伦敦成立联合机构，重新制定计划。同
年 3月，英国的摩根（FrederickEdgworthMorgan，1894—1967）中将受命主
持此机构，简称*科萨克。同年 5 月，美、英华盛顿会议确定其实施日期为
1944 年 5 月 1 日，代号改称“霸王”。同年 8月经魁北克会议批准，计划规
定战役主要是以美、英地面部队和空军进攻欧洲轴心国，在法国北部诺曼底
实施登陆，随后向德国心脏地区进攻，摧毁其军事力量；将同时在法国南部
实施代号*铁砧的行动以牵制敌军：重申开始日期为 1944 年 5 月 1 日，并确
定由美国人担任最高司令官。同年 12 月 1 日，美、苏、英三国首脑德黑兰会
议又通过决议，确认将在 1944 年 5 月实施。随后艾森豪威尔被任命为盟国远
征军最高统帅，全面负责此作战行动。1944 年 1 月艾森豪威尔到任后，对计
划进行修订，扩大登陆正面，登陆兵力由 3个师增至 5个师，发动日期延至
6 月；登陆成功后用 2 个集团军群在一条宽阔的战线上进行追击，重点在左
翼以取得必需的港口，进逼德国边境并威胁鲁尔，右翼则同法国南部登陆的
部队相接；预计渡越莱茵河时盟军兵力将扩至 68 个师，以两翼包围鲁尔的方
式发动最后进攻，直接突入德国，并肃清残余德军。参见“第二战场”和“诺
曼底登陆战役”。

霹雳（Donnerschlag）*德国第六集团军 1942 年 12 月试图从斯大林格



勒突围的行动计划代号。由于希特勒拒绝批准这一计划，12 月 22 日此突围
行动被放弃。参见*“斯大林格勒会战”。

攘外必先安内政策  中国国民政府实行的对外妥协、对内镇压的政策。
1931 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蒋介石命令张学良的东北军实行不抵抗主
义，致使东北三省迅速沦陷。蒋声称“国家大患不在倭寇而在江西土匪”，
“抗日必先剿共”，“安内始能攘外”，把中国共产党看成是“第一个敌人”，
把日本侵略者看作“第二个敌人”，置民族大敌于不顾，继续进行“剿共”
战争。直至 1936 年*西安事变后才得到纠正。

[丨]

瞭望台（Watchtower）美军 1942 年在南太平洋实施反攻的作战计划代
号。1942 年 2 月由美海军司令金提出并经麦克阿瑟同意制定，同年 7月 2日，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批准和下达。目标为攻占新不列颠、新爱尔兰和新几内
亚地区。第一项任务为由海军夺取圣克鲁斯群岛和所罗门群岛中部的图拉吉
（Tulagi）岛。但不久，美军侦悉日军在瓜达尔卡纳尔岛修筑机场，金上将
遂下令修改计划，决定同时对图拉吉岛和瓜岛发动攻击。8月 7日开始实施。

曙光号巡洋舰（Aurora）英国轻巡洋舰。1938 年建成。排水量5270 吨。
装有 6门 6英寸火炮、8门 4英寸火炮和 6个 21 英寸鱼雷发射管。大战初期
在英国本土舰队服役，参加大西洋护航和挪威战役。1941 年调往地中海，编
入以马耳他为基地的*K 舰队，为旗舰。同年 12 月触水雷受伤。战后出售给
中国国民党海军，后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击沉。

[丿]

镰刀（Sichelschnitt）德国入侵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知法国的行动
计划代号。1939 年 10 月，德军制定了入侵西欧的*《黄色方案》。次年*梅
克林事件发生后，希特勒采纳了*曼施泰因计划，把主要攻击点从右翼移到阿
登高地。1940 年 2 月 24 日，德国陆军司令部据此修订了新的作战计划，改
称此代号。

魏刚（MaximeWeygand，1867—1965）法国将领。1887 年毕业于圣西尔
军校。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任福煦（FerdinandFoch，1851—1929）的总
参谋长。1918 年晋升上将。1930 年后历任总参谋长、国防部长和最高军事委
员会副主席。反对绥靖政策。1939 年 8 月，出任近东战区司令，筹组*东方
军。1940 年 5 月，法国战事告急时被召回，就任法军总司令。敦刻尔克撤退
后，沿索姆河至埃纳（Aisne）河建立所谓“魏刚防线”，6月，防线魏刚被
突破。遂联合贝当，形成政府内的主降派，宣布巴黎为“不设防城市”。同
月出任贝当政府国防部长，建立*停战军。9月起任维希政府驻北非总代表和
北非法军司令。1941 年 2 月，签订《魏刚-墨菲协定》，试图得到美国经济
援助，引起德国不满。同年 11 月，被召回法国解职。1942 年 11 月，因抗议
德军进占法国南部非占领区，被党卫队逮捕。次年 12 月起囚禁于奥地利。战
后曾受法国最高法院审判，1946 年 5 月获释，1948 年 5 月被宣布无罪。著有
回忆录《过时的理想》等。



魏克斯（MaximimianFreiherrvonWeichs，1881—1954）德国将领。早
年入伍。1901 年入巴伐利亚军事学院学习，毕业后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1933
年晋升少将。1935 年组建和指挥第一装甲师。1938 年 1 月任第十三防卫区（后
改为第十三军）司令，率部入侵奥地利和苏台德区。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
参加侵波战争和西线战争，1940 年 7 月获骑士十字勋章。1941 年春指挥所部
进占南斯拉夫。1942 年 7 月接任*B 集团军群司令，翌年初晋升元帅。1944
年 4 月任驻匈德军司令。战后被美军俘获。1948 年因病获释。

魏拯民（1909—1941）中国将领。原名关有维，字伯张。1927 年加入中
国共产党。1930 年入国民政府第十三路军安阳军事干部学校学习军事。九·一
八事变后，在北平（今北京）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2 年被派往东北从事抗
日工作，曾任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东满特委书记。1935 年任东北人民革命
军第二军政委，同年夏去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1936 年任东
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指挥、中共东南满省委书记，发动和组织群众开展抗
日武装斗争。抗日战争爆发后，起草了《为响应中日大战告东北同胞书》，
以配合全国抗战。历任抗联第一个路军副总指挥、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率部
奇袭安图县大沙河镇，歼敌 200 余人，并在敦化县寒葱岭伏击日军”讨代队，
全歼松岛少将以下 200 余人。1939 年冬在攻打香水河的战斗中身负重伤。仍
坚持领导东北抗日游击战争。1941 年 3 月 8 日病逝于长白山区。

魏德迈（AlbertCoadyWedemeyer，1897—）美国将领。西点军校毕业。
后入美国参谋学院和德国军事学院学习。1940 年在美军步兵组训部门任职。
1941—1943 年为陆军部作战计划处成员。1943 年获少将衔，9月调任盟军东
南亚司令部的副参谋长。1944 年 10 月接替*史迪威任中国战区美军司令兼蒋
介石的参谋长。曾主持编练中国军队 16 个师。1945 年 1 月率中美联军入缅
作战，攻占雷多（Ledo）地区，打通滇缅公路。战后历任军长、陆军副参谋
长等职。曾支持蒋介石发动内战。1951 年退役，从事企业活动。著有《魏德
迈报告》。

疑刚防线（Weygandligne）1940 年 6 月初法军为掩护法国腹地沿索姆
（Somme》河-埃纳（Aisne）河一线仓促组成的防御线。由取代*甘末林任法
军总司令的*魏刚于是年 5月 25 日提出并主其事而得名。魏刚除留下 17 个师
驻守马其诺防线外，调集 49 个师（内含 2个英国师）配置在 400 公里长的防
线上，未及修筑巩固的防御工事，没有纵深配备，极少机动的后备兵力，亦
无后续战斗计划，旋即为德军突破。参见“索姆河战役”。

魏茨泽克（ErnstFreiherrvonWeizs cker，1882—1951）德国外交官。
1910 年入海军服役。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进入外交部，历任驻挪威
和瑞士公使。1937 年任外交部政治司司长。1938 年 4 月升任外交部国务秘书
（即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协助里宾特洛甫，积极推行纳粹的侵略外交。第
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地位下降。1943 年调任驻梵蒂冈大使。战后作为战犯被
捕。190 年被纽伦堡美国军事法庭判处 7年徒刑，后减为 5年。1950 年大赦
获释，定居联邦德国。著有回忆录。

魏玛共和国（WeimareRepublik）即“德意志共和国”。因宪法在魏玛
城制订而得名。1918 年德国十一月革命推翻霍亨索伦王朝后，于 1919 年 2
月在魏玛城召开国民议会，制定宪法，宣布成立联邦共和国。其议会由联邦
国会和联邦参政会两院组成；国家元首为总统，任期 7年；最高行政机构为
内阁；公民具有部分民主权利，但宪法第48 款规定总统在认为国家受到扰乱



或危害时，有权中止宪法关于公民基本权利条款的效力。1933 年 1 月，总统
兴登堡任命纳粹党党魁希特勒为总理。同年 3月，希特勒强使议会通过*《授
权法》，停止执行《魏玛宪法》，共和国遂告结束。

魏克斯集群（GruppeWeichs）*斯大林格勒会战中德军的战役军团。1942
年 6 月由德国第二集团军、德国第四坦克集团军和匈牙利第二集团军组成，
隶属于*B 集团军群。司令由 B 集团军群司令*魏克斯兼任。同年 6 月底从库
尔斯克向顿河突进。7月 13—30 日拨出第四坦克集团军归*A 集团军群指挥。
7月中旬起参加斯大林格勒会战。会战后期解散。

繁昌保卫战  1939 年新四军保卫皖南繁昌县的战斗。是年 1 月起，日
军为确保长江交通，对皖南铜陵、繁昌一带进行“扫荡”。新四军第三支队
进行反“扫荡”作战，繁昌县城两失两克。5 月，日伪军千余人第三次进攻
繁昌，伤亡 300 余人后被粉碎。11 月 8—26 日，日伪军 3000 余人第四次进
攻繁昌，经近 20 天激战被新四军再度击退，仅日军伤亡即达 400 余人。12
月中旬，日伪军3000 余人在飞机掩护下第五次进攻繁昌，亦来得逞。1年内，
新四军在铜陵、繁昌地区作战 200 余次，胜利地保卫了皖南抗日根据地。

[丶]

鹫  即“大陆令第五六九号”。
魔火（Feuerzauber）又译“猛烈射击”。1942 年 7 月德军进攻列宁格

勒的作战计划代号。后计划延期实施并改称*北极光。
魔术（Magic）美国情报处破译日方密码的行动代号。1935 年美国陆军

部成立专事破译日方密码的特别情报处。1940 年史汀生出任陆军部长后，大
力予以支持，并联合海军部情报组，运用“红色密码”和“紫色密码”破译
日方机密电报，被称为“魔术”行动。*珍珠港事变前，曾多次截获日方重要
情报，但均来引起美国政府的重视。后在*中途岛海战等战役中发挥了重要作
用。

魔术师（Juggler）美国战略空军轰炸德国施魏因富特和雷根斯堡的行
动代号。参见“施魏因富特轰炸”。

鹰（Adlerangriffe）1940 年*不列颠之战中德国空军对英国实施大规模
空中攻势的行动代号。是年 8月 1日，希特勒签发第十七号指令，要求德国
空军“尽快打垮英国空军”。戈林随即下令制订以此为代号的行动计划，并
把德国空军开始全面出击的日期命名为“鹰日”，最初定于 8月 8日，后因
气候不佳推迟到 13 日，然首次最大规模的空战发生在 15 日。这一天德军出
动飞机 1790（一说 2000 多）架次，损失76 架；英军出动飞机899（一说 974）
架次，损失 34 架。自此近 1个多月内，除气候恶劣的日子，德军每天出动飞
机约 1000 多架次，构成不列颠之战中最激烈的关键时期。戈林曾杨言，单靠
空中攻击即可使英国屈膝。但在英国军民的英勇抗击下，此行动遭到失败。
从 8月 13 日至 9月 15 日，德国损失飞机 1354 架，英国损失 800 架。

鹰巢（Adlerhorst）①又名“茶馆”。希特勒住所。位于*贝希特斯加
登附近的山顶，距*伯格霍夫 800 米。1935—1938 年建造，耗资巨大。经跨
高 113 米的电梯和石间隧道、专用公路同外界连接。在中央圆形大厅可观赏
阿尔卑斯山区景色。②即“泽根堡司令部”。

鹰号航空母舰（Eagle）英国航空母舰。1924 年建成。排水量 2.26 万



吨，最大航速 24 节。可载飞机 21 架。大战爆发时在印度洋服役。1940 年编
入*英国地中海舰队，于 7 月参加卡拉布里亚海战，被意军飞机作伤。同年
11 月所载飞机曾参加塔兰托袭击战，但该舰因伤未能前往。1942 年，加入*H
舰队。同年 8月 11 日，在*基石行动中担任护航时，在阿尔及尔以北海面被
德国 U-73 号潜艇击沉，官兵 160 名殉难。

麋式轰炸机（to ）即“pZLP-A37 型轰作机”。
赣北战役  即“南昌战役”。
赣湘会战  即第一次长沙会战。见“长沙会战”。

[ ]

翼赞政治会  日本战时法西斯政治团体。1942 年 5 月根据首相东条英
机指示设立。旨在强化“举国一致”的政治体制，确立翼资议会和“大东亚
共荣圈”。总裁为*阿部信行。主要由贵族院、众议院和各界代表组成。在该
会控制下，议会完全成了政府的辅助机关。1945 年 3 月演变为“大日本政治
会”。日本投降后解散。



数字、外文字母

XX 委员会（“Double-Cross”Committee）战时*英国军事情报局第五
处下属的一个反间谍组织。“XX”即罗马数字“20”，因此亦称“二十号委
员会”（一译“双十委员会”）；在英文中，“双重打叉”（DoubleCross）
还有出卖和欺骗的意思。主席为*马斯特曼。其工作主要是控制和利用双重间
谍，使在英国被抓获的德国间谍为盟国服务，向德国传递假情报。曾在 1913
年策划代号*肉馅的行动，以假情报掩护盟军实施西西里岛登陆战役。1914
年，又以假情报使德军错误判断盟军登陆作战的主攻方向，在诺曼底登陆战
役中起过重大作用。

2 式野战加农炮  法国野战加农炮。口径 75 毫米，战斗全重 1510 公斤，
炮弹重 6.2 公斤，炮弹初速每秒 575 米，最大射程11 公里。为第一次世界大
战时定型的法国步兵师主要火炮。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仍为法军数量最多
的火炮，按 1940 年的编制，每个步兵师配备 1 个该型号火炮的炮兵团（共
36 门）。

5B 式榴弹炮  法国榴弹炮。口径 105 毫米，战斗全重 1625 公斤，炮弹
重 15.7 公斤，炮弹初速每秒 442 米，最大射程 10.3 公里。为大战爆发时法
军步兵师属炮兵的主要重型火炮之一，按 1940 年的编制，每个步兵师配备 1
个该型号火炮的炮兵群（共 12 门）。

1930 式榴弹炮  法国榴弹炮。口径 155 毫米，战斗全重 3.9 吨，炮弹
重 44 公斤，炮弹初速每秒 450 米，最大射程 12 公里。为大战爆发时法军步
兵师属炮兵的最大口径火炮，按 1940 年的编制，每个步兵师配备 1个该型号
火炮的炮兵群（共 12 门）。

1937 式反坦克炮  法国反坦克炮。口径 47 毫米，战斗全重 1.1 吨，炮
弹重 1.7 公斤，炮弹初速每秒 855 米，在 500—1000 米距离上命中角为 90
度时的穿甲厚度 51—40 毫米。1937 年投产，随后装备部队，由于产量不多
（至 1939 年 9 月才生产出 411 门），1940 年每个标准编制的步兵师，仅在 1
个师属反坦克连中装备 6门该型号的反坦克炮，而且由马匹牵引，机动能力
差，未能有效对付德军坦克的进攻。

A 集团军群（HeersgruppeA）①*法兰西之战中德国的战略战役军团。
1939 年 10 月组建。伦德施泰特任司令。1940 年 5 月辖*克卢格指挥的第四集
团军、*利斯特指挥的第十二集团军、*布施指挥的第十六集团军和*克莱斯特
指挥的坦克集群，共 38 个步兵师、7个坦克师和 5个摩托化步兵师，集结在
亚琛到摩泽尔（Moselle）河一线。担任主要突击，穿越阿登山区，在色当地
区强渡马斯河，向英吉利海峡方向实施分割突击，与*B 集团军群协同合围英
法军主力于敦刻尔克。1940 年 6 月，辖第二、第十二、第十六集团军和古德
里安的坦克集群，共 45 个师和两个坦克军，在瓦兹（Oise）河-埃纳（Aisne）
河之间突破*魏刚防线，从东南面迂回巴黎，并前出到*马其诺防线的后方，
与*C 集团军群协同合围近 50 万法军。法兰西之战结束后留守西线，不久撤
销。②苏德战争中德军的战略战役军团。1942 年 4—7 月由*南方集团军群分
编而成。司令先后为利斯特（1942.7—1942.9）、*希特勒（1942.9.9—11.21）
和克莱斯特（1942.11—1944.3）。辖第十一、第十七集团军，*德国第一坦
克集团军和意大利第八集团军。1942 年 7 月，*B 集团军群的*德国第四坦克
集团军一度隶属其指挥，向伏罗希洛夫格勒、顿巴斯和罗斯托夫方向发动进



攻。1942 年 7 月—1943 年 10 月实施*高加索会战，遭到失败。1944 年 3 月
改编为*南乌克兰集团军群。同年 9月 23 日由*北乌克兰集团军群改编重建。
司令为哈尔佩（JosefHarpe，1887—1968）。下辖德、匈军队共 20 个师，配
置在捷克斯洛伐克东部、外喀尔巴阡乌克兰和特兰西瓦尼亚北部地区。曾遭
受苏军*第九次突击。5年 1月 26 日改称*中央集团军群。

A-20 型轰炸机  美国轻型轰炸机。亦作夜间战斗机用，称为“p-70 型”。
1936 年由道格拉斯公司开始研制。法国首批订购，法国败降后转归英国。1941
年起服役。双引擎，最大时速 317 英里，最大载荷航程 2000 英里，升限 2.3
万英尺，装备 12.7 毫米和 7.62 毫米机枪各 3挺，可携炸弹 2000 磅，乘员3
—4 人。战时共生产 7385 架。根据*《租借法案》大量提供英国和苏联。在
英国服役时称为波士顿式轰炸机和浩劫式战斗机。

A-24 型轰炸机  又称“无畏式轰炸机”。美国俯冲轰炸机。道格拉斯
公司制造。1941 年起服役。单引擎、下单翼，最大时速 275 英里，最大载荷
航程 1150 英里，可携 1颗 1000 磅炸弹。下装多孔襟翼和俯冲减速板。装备
7.62 毫米机枪 3—4挺，后改装 2挺 12.7 毫米机枪。在海军中作为舰载机服
役者代号 SBD，在陆军航空队服役者代号 A-24。战时共生产5321 架。后期逐
渐为*SB2C 型轰炸机取代。

A-25 型轰炸机  即“SB2C 型轰炸机”。
AB 行动  全称“特别绥靖行动”。波兰总督辖区的*总政府对波兰地下

抵 抗 组 织 和 知 识 分 子 采 取 的 恐 怖 行 动 。 因 取 德 语
“AusserordeulicheBefriedigungsaktion”两字的大写字母“AB”，故名。
1940 年 5 月辖区总督*弗兰克遵照希特勒 3 月间发布的指示下令实行。目的
是使德军在发动西线战争时能在东方保持平静。6月 15 日数千名地下组织成
员和波兰知识分子遭逮捕。10 月间，根据弗兰克的命令，战地军事法庭审判
波捕者并全部判处死刑。后某些判决虽由赦免委员会威力无期徒刑，但半数
以上的被捕者仍遭到杀害。

ABC 计划（ABCPlan）亦称“ABC-1 联合战略计划”。1941 年 1—3 月在
华盛顿美英参谋会谈中制订的一项军事计划。确认德国是轴心国中的首要成
员国，一旦德国被击败，则意大利和日本的失败也不可避免。规定如果美国
将来参战，美、英两国须首先集中力量对德作战，然后再对付日本。同时还
规定了指挥作战的若干行政原则，如联合制订作战计划、互派军事代表团等。
这一计划奠定了美英军事合作的战略指导方针和基本体制。

ABC 参谋协定  美、英两国参谋部商定的军事协定。1年 1月 29 日至 3
月 27 日，美、英两国在华盛顿举行参谋会者，美方代表*戈姆利等，英方代
表贝莱尔（RogerMawbrayBellairs，1884—1959）等。双方协商议定，一旦
美、英与德、日两国全面交战，应集中力量首先对付德国，美国军队的主要
力量将用于欧洲，远东的战争主要依靠英联邦国家的军队，对日本采取牵制
性的消耗战。美国海军的主要任务是守卫夏威夷、菲律宾、关岛与威克岛。
并决定继续保留美、英联合军事代表团作为交换情报和调整计划的中心。该
协定初步奠定了两国“先欧后亚”的共同军事战略，并为1942 年建立美英联
合参谋委员会创造了条件。

ABC-1 联合战略计划（ABC-1WarPlan）即“ABC 计划”。
ADB 计划（ADBPlan）亦称“ADB-1 报告”。太平洋战争前，美国、荷兰

和英国商订的太平洋地区联合作战计划。以美、荷、英 3国英文名称的第一



个字母得名。根据 1941 年 3 月美英*ABC 计划，同年 4 月由 3 国驻太平洋地
区的军事代表在新加坡协商制定。主要划定各自负责防御的区域，规定以确
保海上交通和新加坡海军基地的安全为主要目标，同时坚守香港和菲律宾，
进而封锁和袭击日本。为防意外还规定了撤退的步骤。该计划冀望日本明了
美、荷、英联合的军事力量，将不会发动战争。由于美、英在远东战略上有
分歧，该计划后为美方所拒绝。

ADB-1 报告（ADB-1Report》即“ADB 计划”。
B 集团军群（HeersgruppeB）①*法兰西之战中德军的战略战役军团。

1939 年 10 月组建。博克任司令。1940 年 5 月，辖屈希勒尔指挥的第十八集
团军和赖歇瑙指挥的第六集团军，共 23 个步兵师、3个坦克师和 1个骑兵师，
集结在亚琛以北德比、德荷边界附近。担任进攻荷兰和比利时北部，吸引英
法军主力进入*KW 线，尔后与*A 集团军群协同合围英法军主力于敦刻尔克。
1940 年 6 月，辖第四、第六、第九集团军和克莱斯特的坦克集群，共 48 个
师和 3个坦克军，在阿布维尔（Abbeville）-亚眠-线突破*魏刚防线，渡过
塞纳河向南发展，从西南面迂回巴黎。法国投降后于同年 9月司令部迁住苏
德边境，后改组成*中央集团军群司令部。②*斯大林格勒会战中德军的战略
战役军团。1942 年 4—7 月由*南方集团军群分编而成。司令为博克（1942.6
—1942.7）和魏克斯（1942.7—1943.2）。辖*魏克斯集群和*德国第六集团
军。1942 年 6 月底实施沃罗涅日进攻战役，同年 7月中旬起参加斯大林格勒
会战。1943 年 2 月解散。③驻守意大利北部的德军战略战役军团。1943 年 8
月组建。司令为隆美尔。下辖 6 个步兵师、2 个坦克师和 1 个摩托化旅，配
置在意大利北部。同年 9 月解除当地意军武装并占领意大利北部。同年 11
月与*南方集团军群合组成*c 集团军群。①西线德军的战略战役军团。1943
年 11 月组建。司令先后为隆美尔（1943.11—1944.9）和莫德尔（1944.9—
1945.5）。初辖萨尔穆特（HansvonSalmuth，1888—1962）指挥的第十五集
团军，多尔曼（FriedrichDollman，1882—1944）指挥的第七集团军和独立
第八十八军，共 38 个师。担负防守西欧，抵御盟军的登陆进攻。1944 年诺
曼底登陆战役期间增辖伞兵第一集团军。1941 年 12 月又增辖第五坦克集团
军和党卫队第六坦克集团军，参加阿登战役，遭重创，后退守莱茵河西岸。
1945 年 3—4 月主力在鲁尔区被盟军合围，4—5月其余部队被盟军歼灭。

B-17 型轰炸机  又称“飞厅堡垒式轰炸机”。美国重型轰炸机。波音
公司 1935 年制成，1937 年投产。是世界上第一种实用的全金属结构 4引擎
轰炸机。经多次改型。最大时速 252—287 英里，最大载荷航程为 2000 英里，
升限 3.5 万英尺，乘员 6—8人。配备 12.7 毫米机枪 13 挺，最大载弹量为
1.76 万磅。主要执行战略轰炸任务。大战中，仅向欧洲投弹即达 57 万多吨。
战前与战时共生产 12731 架。

B-24 型轰炸机  又称“解放者式轰炸机”，外号“空中淫妇”
（FlyingProstitute）。美国重型轰炸机。1939 年联合公司（Consolidated）
在*B-17 型轰炸机的基础改进制成。4引擎，上单翼双尾，最大时速297—310
英里，升限 2.8—3 万英尺，最大载荷航程为 1540—1700 英里。配备 12.7
毫米机枪 10—12 挺，最大载弹量 1.6 万磅。乘员 10 人。1941 年起服役，至
1947 年。战时共生产 18188 架，广泛用于各战场，仅对欧洲投弹即达 40 多
万吨。

B-25 型轰炸机  又称米切尔式轰炸机。美国中型轰炸机。北美飞机公



司 1939 年制成。双引擎、双尾，最大时速 275 英里，最大载荷航程 1350 英
里，升限 2.42 万英尺，爬升率 19 分钟 1.5 万英尺，乘员 3 人。装备 12.7
毫米机枪 14 挺（其 G和 H型加装航炮 1门），携炸弹 3000—4000 磅或携带
鱼雷和火箭。战时共生产 1.1 万多架，提供英国 800 多架，亦有少量提供苏
联。1942 年 4 月 18 日，曾将 16 架改装成舰载机，由*杜立特率领从*大黄蜂
号航空母舰起飞，首次空袭东京。

B-26 型轰炸机  又称“掠夺者式轰炸机”。美国中型轰炸机。马丁公
司 1939 年制成，1942—1948 年服役。双引擎，最大时速 315 英里，最大载
荷航程 1000 英里，升限 2.5 万英尺，爬升率 12 分 30 秒 1.5 万英尺，乘员 5
—7人。装备12.7 毫米机枪 5—12 挺，载弹量5800 磅。战时共生产5156 架。
主要用于太平洋战场对日作战。

B-29 型轰炸机  又称“超级空中堡垒”或“空中霸王式轰炸机”。美
国战略轰炸机。波音公司 1942 年制成。4引擎，翼展142 英尺，最大时速358
英里，最大载荷航程 3250 英里，升限31850 英尺，爬升率38 分钟 2万英尺。
乘员 10—14 人。装备 12.7 毫米机枪 10—12 挺和 20 毫米航炮 1门。载弹量
2万磅，亦可携燃烧弹 40 串，1420 枚。至 1946 年 3 月共生产 3960 架。1943
年曾派驻印度和中国的空军基地，以实施对日本的轰炸。1941—1945 年，广
泛用于对德国和日本的战略轰炸。1945 年 3 月 9 日 334 架 B-29 对日本东京
实施低空夜间轰炸，造成 8万人死亡；8月又先后两次对日本广岛和长崎役
掷原子弹。

B1-bis 型坦克  法国坦克。B1 型于 1934 年 3 月定型，但仅有少量生产。

经改进后的 B1bis 型长 6.37 米，宽 2.50 米，高 2.79 米，重 31.5 吨，装甲
厚 60 毫米。装有 300 匹马力的发动机，时速 28 公里，最大持续行程 180 公
里。配备有47 毫米半自动炮 1门，7.5 毫米机枪 1挺。乘员共3人。计有400
辆在法军中服役。1910 年 5 月西线战争中，未发挥应有作用。大部为德军缴
获，后供训练用。另有少量曾在战斗法国部队中服役。

C 型潜艇  苏德战争期间苏联主要中型潜艇之一。1931 年该型潜挺首批
下水。先后共有 3 批，至苏德战争爆发时共建成 17 艘。长 77.7 米，宽 6.4
米，水面排水量 780—840 吨（吃水 4 米），航速水面约 20 节、水下 8—9
节，续航力水面航速 10 节时为 8200 海里、水下航速 3节时为 135 海里，装
备 6个 533 毫米鱼雷发射管（艇首 4个、挺尾 2个），100 毫米和 45 毫米火
炮各 1门，艇员 45 人，自给力 30 昼夜。

C 行动计划  日军在印度洋的作战计划。1942 年春，日本联合舰队司令
部曾计划进攻锡兰（今斯里兰卡），占领印度并进入红海，在近东与德军会
师。但后因军力所限和德方反应冷淡，作了修订，成此计划。主要内容为，
决定派遣航空母舰机动部队袭击锡兰的科伦坡和亭可马里英军海空基地，同
时攻击活动于孟加拉湾的英国商船队。1942 年春付诸实施，一度将英海军逐
出印度洋。参见“科伦坡袭击战”和“亭可马里袭击战”。

C 集团军群（HeersgruppeC）①法兰西之战中德军的战略战役军团。1939
年组建。李勃任司令。1940 年 5 月，辖维茨勒本指挥的第一集团军和多尔曼
（F.Dol-lman，1882—1944）指挥的第七集团军，共 17 个师（内 1个摩托化
步兵师），集结在*马其诺防线正面，以佯攻牵制法军，并协助保障德军突击
集团的南翼。同年 6 月兵力增至 24 个师，以第一集团军在萨尔布吕肯



（Sarrebruek）以南突破马其诺防线，与*A 集团军群协同合围近 50 万法军。
法国投降后，于苏德战争爆发前调至东线，司令部改生成*南方集团军群司令
部。②意大利之战中德军的战略战役军团。1943 年 11 月由*南方集团军群和
*B 集团军群合组而成。司令为凯塞林。辖第十和第十四集团军，共 21 个师
（内 2个坦克师），分别配置在*古斯塔夫防线和意大利北部沿海地区。曾参
加安齐奥之战和卡西诺之战。1946 年春兵力增至 26 个师，同年 4月 29 日向
盟军投降。

C-47 型运输机  美国陆军航空兵运输权。其原型为 1936 年道格拉斯公
司制成的*DC-3 型运输机。用于军用时机组乘员 3人，可载28 名全副装备的
伞兵或 18 副伤员担架和 3名医务人员，用于运输军用物资时可载 2辆卡车或
任何能进入舱门而重量不超过 3吨的物资。具有易于起飞和矢速速度小（每
小时 67 英里）的特点，大战时广泛用于美军各战场。战争后期亦用于拖曳滑
翔机，或改装（拆除发动机和其他无用之重量）成高速滑翔机（能载 40 名全
副武装的伞兵，拖航速度可达每小时 290 英里，高于其本身作为运输机时的
速度），曾用于诺曼底登陆战役。

C-56 号潜艇  苏联潜艇。为*C 型潜艇之一。1941 年 10 月建成服役。
初编入太平洋舰队。1943 年 3 月经北方航路调至北方舰队。先后进行 8次战
斗航行，击沉敌舰船 13 艘、击伤 2艘。1944 年 3 月获红旗勋章。翌年 2 月
获近卫称号。战后经北方航路调回太平洋舰队。1975 年苏联纪念卫国战争胜
利三十周年时，被永久陈列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市港湾岸台上。

D 计划  ①即“戴尔计划”。以戴尔（Dyle）河第一字母命名。法英对
德防御作战计划的代号。由法军总司令甘末林提出，在 1939 年 11 月 17 日的
英法最高军事会议上通过。规定，当德军取道荷、比发动进攻时，原来沿法、
比边境布防的法、英军即应驰往比利时，前出到戴尔河地域，在安特卫普-
勒文（Louvain 或译卢万）-瓦弗（wa-vre）-那慕尔（Namur）-迪南（Dinant）
一线迎敌。1940 年 5 月 10 日拂晓德军发动进攻后，该计划即付诸实施。英
法军重兵集团向比利时推进，实际上便利了德军实现其*《黄色方案》的主要
意图。②因美军俚语称之为“Dog 计划”，故亦称“猎犬计划”。1940 年 11
月 12 日美国海军作战部长*斯塔克呈交罗斯福总统的备忘录中一项方案的代
号。因备忘录列举了 A、B、C、D四项可供选择的方案，而意在推荐其中的第
4 项，陆海军计划人员又据此拟制计划送呈，故名。其要点是，美国必须采
取积极措施使英国免于战败；一旦美国卷入战争，必须集中主要力量在大西
洋对抗德国及其盟国，而在太平洋则应采取守势；在决定全力参战前，美国
应加快建立西半球防务，并增强陆海军力量。还建议美、英两国立即举行全
面的工作会议。1941 年 1 月，该计划获得罗斯福主持的白宫会议的批准。在
同年 1月底至 3月底的美英参谋会者上，作为美方的战略要点提交讨论，其
精神也体现在后来经修订的*《彩虹五号计划》中。

D 集团军群（HeersgruppeD）驻守西欧的德军战略战役军团。1940 年 10
月 25 日组建。司令先后为维茨勒本（1940.10—1942.9）和伦德施泰特（1942.3
—1944.5）。配置在法国境内。1942 年下辖费尔贝尔集群、第一、第七和第
十五集团军。1943 年 11 月第七和第十五集团军拨归新建的*B 集团军群战斗
序列。1944 年 5 月第一集团军拨归新建的*G 集团军群战斗序列。其指挥部保
留为德军西线总司令部。

D-520 型歼击机  见“德瓦丁歼击机”。



DC-3 型运输机  美国民航运输机。用于陆军时称 C-47 型运输机，用于
海军时称 R1D 型运输机。1936 年道格拉斯（Douglas）公司研制成功。双引
擎，下单翼，翼展 95 英尺，机身长 64 英尺半，可载乘客 21—28 人或 6000
磅货物，易于起飞，在 1万英尺高度巡航速度每小时 185 英里，升限 2.3 万
英尺，航程1500—2100 英里，双人机组驾驶，另有1名客舱服务员。大战时，
美国民航百分之九十以上为此机种。到 1945 年停止生产前，共制造 10926
架，其中 10123 架为军用机。

D0-17 式轰炸机  德国中型轰炸机，由道尼尔（Dor-nier）公司制造，

1937 年装备部队，曾用于武装干涉西班牙。双引擎，乘员 4—5人，航程745
—990 英里，可载作弹 1760 磅。共生产 522 架。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用于闪
击波兰、斯堪的纳维亚、荷兰、比利时和法国，也被用于不列颠之战。以后
被淘汰。

D0-17 式轰炸机  D0-217 式轰炸机德国重型轰炸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

间由道尼尔（Dornier）公司制造。翼展62 英尺 5英寸，机长56 英尺 6英寸，
双引擎，乘员 4人，最高时速 309 英里，升限 2.9 万英尺，航程 1500—2150
英里，装备 1门航炮和 5挺机枪，可载炸弹 4400—5500 磅（一说 8818 磅）。

DRC 标准（D.R.C.Standard）全称“帝国防务需要委员会标准”。二十
世纪三十年代英国扩建舰队的计划。随着亚洲和欧洲两个战争策源地的形
成，国际局势日益紧张。1933 年 9 月英国成立帝国防务需要委员会。翌年，
委员会提出修改英国海军在 1922 年华盛顿会议上被迫接受的*一强标准。
1935 年制订在《华盛顿海军条约》和《伦敦海军条约》期满（1936 年）后扩
建舰队的计划，即此标准。提出英国海军应拥有战列舰 15 艘、航空母舰 15
艘、巡洋舰 70 艘、驱逐舰 16 个纵队、潜艇 55 艘。英国内阁虽同意此计划，
但未予足够的经费，并规定造舰“不得干扰正常经济”，致使该标准未实现。

F 集团军群（HeersgruppeF）驻守东南欧的德军战略战役军团。1943 年
9 月组建。司令为魏克斯。1944 年秋下辖 26 个师，其中 13 个配置在南斯拉
夫境内。曾参加德布勒森战役和布达佩斯战役，被苏军重创。1945 年 1 月起
配置在奥得河和维斯瓦河之间，阻止苏军进军柏林，不久被歼灭。

F 式反坦克火箭筒（Faustpatrone）德国步兵武器，亦称“长柄反坦克
火箭弹”。大战后期研制和装备部队。以两端敞开的发射筒装发射药，发射
带尾翼的超口径空心装药榴弹。其 F-1 型全重 5.35 公斤，弹重2.8 公斤，可
垂直穿甲 900 毫米；F-2 型全重 3.25 公斤，弹重1.65 公斤，可垂直穿甲 140
毫米。有效射程 30 米，射击时从发射筒尾喷出火焰长达 4米，无后座力。

F-2A 型歼击机  又称“野牛式战斗机”。美国海军舰载歼击机。布鲁
斯特（Brewster）公司制造。1939 年 6 月起装备部队。单座、单引擎，最大
时速 300 英里，最大载荷航程约 1000 英里，装备两挺 12.7 毫米机枪。大战
初期曾以 44 架援助芬兰，以 170 架援助英国驻防新加坡。太平洋战争初期曾
参加中途岛海战。很快为*F-4F 型歼击机取代。共生产 507 架。

F-4F 型歼击机  又称“野猫式战斗机”或“欧洲燕式战斗机”。美国
海军舰载歼击机。格鲁曼（Grumman）公司制造。1941 年服役。单座、单引
擎、中单翼，最大时速 330 英里，最大载荷航程 1150 英里，爬升率每分钟
2265 英尺，升限 2.9 万英尺，装备 6挺 12.7 毫米机枪。大战前期美国主要



的舰载歼击机，除广泛用于太平洋战场外，还派往英国用于截击德国轰炸机
和在大西洋。地中海进行反潜作战。由于性能不及日本*零式战斗机，1943
年起至步为*F-4U 型歼击机所取代。战时共生产 7398 架。

F-6F 型歼击机  又称“恶妇式战斗机”。美国海军舰载歼击机。1942
年投产。格鲁曼（Grumman）公司制造。单座、单引擎，中单翼为可折叠式。
最大时速 372 英里，最大载荷航程 1495 英里，升限 3.73 万英尺，爬升率 10
分钟 2万英尺。装备 12.7 毫米机枪 6挺或 20 毫米航炮 4门。其 F-6F—5 型
可携炸弹 2000 磅和 6枚火箭。飞行速度和火炮能力均优于日本*零式战斗机。
1943年8月，在*约克顿号航空母舰上首次作战。战时共生产该型号飞机12272
架，主要使用于太平洋战场对日作战，其中 1132 架提供英国海军使用。

F-4U 型歼击机  又称“海盗式战斗机”。美国海军舰载歼击机。1941
年投产，钱斯·沃特公司制造。单座、单引擎、下单翼，最大时速 446 英里，
最大载荷航程 1562 英里，升限 4.1 万英尺，爬升率7.7 分钟 2万英尺，装备
12.7 毫米机枪 6挺，可载 1000 磅炸弹 2枚或 127 毫米火箭弹 8枚。1943 年
后取代*野猫式战斗机成为标准舰载机种之一，主要用于太平洋战场对日作
战。至 1952 年共生产 1.26 万余架，其中提供英国海军 2012 架。战后曾用于
侵朝战争。

FG-42 式突击步枪  德国伞兵专用自动步枪。1940—1941 年由莱茵金
属博尔西希公司研制，1942 年投产。口径 7.92 毫米，采用导气自动式，由
左侧弹匣供弹，弹匣可装弹 20 发，重 4.5 公斤。可配备望远镜瞄准器，带有
两脚架亦可作轻机枪使用。因大战后期原料缺乏，共生产 7000 支。原设计供
伞兵部队使用，首次用于营救墨索里尼，战争后期亦用于其他兵种部队。

Flak-36 式高射炮  德国高射炮。1936 年制成，原型为 1918 年生产的
Flak-18 式。大战前期广泛用于各个战场，尤其是北非沙漠作战中，用作反
坦克兵器，曾发挥重要作用。口径 88 毫米，战斗全重5000 公斤，炮弹重9.5
公斤，炮弹初速每秒 795—820 米，射程 14.9—10.6 公里，射速每分钟 15—
20 发。

F.S.作战  日军攻占斐济（Fiji）、萨摩亚（Samoa）和新喀里多尼亚
的作战计划代号。1942 年 3 月由大本营海军省向陆军省提出，得到陆军省同
意。其要旨为攻占南太平洋上澳洲东北的这 3个群岛，切断美国与澳大利亚
间的海上运输线，防止美军以澳洲为反攻基地。计划由百武晴吉中将指挥的
第十七军（3个支队，约 1个师团的兵力）实施。5月 18 日，第十七军与担
任支援的第二舰队、第一航空舰队，奉命分别集结于拉包尔和特鲁克，预定
7 月上旬开始作战。后因海军进行中途岛海战并遭失败，大本营将作战日期
推迟 2个月。同年 7月 11 日最终放弃。

FW-180 式歼击机  德国歼击机。由福克-武尔夫（Focke-Wulf）公司于
1940 年制成。1941 年投入现役，成为德国空军最好的活塞式昼间歼击机。共
生产 2万多架。翼展34 英尺 6英寸，机长29 英尺 1英寸，单座单引擎（1700
马力），在 1.7 万英尺高度时速 395 英里，升限 3.6 万英尺，航程 380—820
英里，装备 2挺 7.9 毫米或 13 毫米机枪和 4门 20 毫米航炮。1944 年其改进
型 Tal52（长机头），在 3.45 万英尺高空时速达 468 英里，升限达 4.26 万
英尺，装备 4门 20 毫米航炮和 1门 30 毫米航炮，但到战争结束时只生产了
67 架。



FW-200 式轰炸机  德国重型轰炸-运输机。三十年代末由福克-武尔夫
（Foeke-Wulf）公司制成，曾用于民航运输。翼展 108 英尺，机长 78 英尺，
4台发动机，最高时速 279 英里，升限 3万英尺，航程 4000 英里，装备 4挺
7.9 毫米机枪和 1门 20 毫米航炮，可载炸弹或货物 3300—1.1 万磅。大战时
被称为“秃鹰式”，共生产 263 架。

G 集团军群（HeersgruppeG）大战后期驻守西欧的德军战略战役军团。
1944 年 5 月组建。司令先后为*勃拉斯科维茨（1943.11—1944.9）、巴尔克
（[HermannBalek，1893—？]1944.9—1944.12）和*凯塞林（1944.12—
1945.5）。辖德国第一集团军和第十九集团军，共 16 个师，配置在比斯开湾
沿岸和法国南部。盟军实施法国南部登陆战役后退守*西墙。*马斯河-莱茵河
战役中被击溃，不久向盟军投降。

Gew-98 式步枪  德国步兵武器。由毛瑟（Mauger）公司设计制造。1898
年制成，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继续使用。全长 1.25 米，枪管长 0.74 米，口
径 7.92 毫米，5发匣式弹仓，子弹初速每秒 747 米。

GPF 式加农炮  法国加农炮。口径 155 毫米，战斗全重 11.2 吨，炮弹
重 43.1 公斤，炮弹初速每秒 735 米，最大射程 19.3 公里。为大战爆发时法
军的主要重型火炮之一，但数量不多，属统帅部预备队炮兵建制。

Grw-40 式追击炮  德国迫击炮。1940 年制成并开始装备部队。口径 105
毫米，战斗全重 785 公斤，炮弹重 8.65 公斤，炮弹初速每秒 130—310 米，
最大射程 6.2 公里。

H 舰队（ForCeH）英国海军战略战役编队。大战爆发后，英、法原分工
由法国舰队负责保卫西地中海。1940 年 6 月法国败降后，为适应此形势，英
国海军遂以直布罗陀为基地组建此舰队，由*萨默维尔任司令，辖 3 艘战列
规、1艘航空母舰、2艘巡洋舰、11 艘驱逐舰等，负责保卫西地中海和协同*
英国地中海舰队攻击意大利海军。组成后即执行消灭法国舰队的*弯炮行动。
1941 年 5 月在大西洋参加截击德国俾斯麦号战列舰的海战。克里特岛战役
后，担负护航增援马耳他的运输船队。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于 1942 年 3 月由
西弗莱特（NevilleSyfret，1889—1972）海军中将继任司令，率队进入印度
洋作战。重返地中海后，于同年 11 月支援登陆北非的*火炬行动。1943 年支
援西西里岛登陆战役和萨勒诺登陆战。意大利投降后，舰艇逐步调往加强英
国东方舰队。

H 集团军群（HeersgruppeH）大战后期德军西线的战略战役军团，1945
年初组建。司令为*勃拉斯科维茨。下辖德国第一伞兵集团军和第二十五集团
军，*马斯河-莱茵河战役前分别配置在马斯河地区和下菜茵河地区。盟军强
渡莱茵河后东撤，1945 年 4-5 月被歼。

H2S 型雷达  英国一种轰炸机用 10 厘米雷达。1911 年以“硫化氢”（H2S）

为代号进行研制。使用超短波雷达，可在荧光屏上显示出全景“图像”，使
轰炸机能搜索和瞄准目标进行袭击。一般安装在轰炸导航机上，同时也安装
在海上巡逻机上用以搜索潜艇。1943 年开始使用，在对德国的*战略轰炸和
大西洋上的反潜艇战起了重要作用。

He-111 式轰炸机  德国中型轰炸扒。由亨克尔（Hein-kel）公司 1936
年制成。1938 年装备部队。翼展 73 英尺 11 英寸，机长 53 英尺 8英寸，乘
员 5人，双引擎，最高时速 255（一说 270）英里，升限 2.6 万英尺，航程



1110—2140 英里，装备 2挺 7.9 毫米机枪（一说 6挺 7.9 毫米机枪）和 1门
20 毫米航炮，可载炸弹 4400—5500 磅。曾用于武装干涉西班牙。大战期间
成为德军主要轰炸机种之一，共生产 7450 架。

HX-72 护航运输队  战时英国海军护航的横越大西洋运输船队之一。
“HX”为从加拿大驶往英国的快速船队代号，“72”为航次序号。1940 年 9
月中旬，从加拿大的哈利法克斯港出发。9 月 21—22 日，船队在北海峡
（NorthChannel）附近海域，遭到德国 5艘潜艇（U-47、U-48、U-99、U-100
和 U-65）结群攻击。12 艘货船（共 7.7 万多登记吨位）被击沉。德国潜艇无
损失。参见“北海峡护航战”。

HX-79 护航运输队  战时英国海军护航的横越大西洋运输船队之一。
“HX”为从加拿大驶往英国的快速船队代号，“79”为航次序号。1940 年 10
月中旬从哈利法克斯洛驶出。10 月 17—20 日，航至北海峡（NorthChan-nel）
附近海域，与另一支*SC-7 护航运输队，同时遭到德国 8 艘潜艇结群攻击。
两支船队的 79 艘货船，被击沉 31（一说 32）艘，共 15.2 万多登记吨位。德
国潜艇无损失。参见“北海峡护航战”。

Hx-84 护航运输队  战时英国海军护航的横越大西洋运输船队之一。
“HX”为从加拿大驶往英国的快速船队代号，“84”为航次序号。该船队编
有 37 艘船只，由 1艘 1.4 万吨商船改装的辅助巡洋舰杰维斯湾（JervisBay）
号护航。1940 年 10 月底从哈利法克斯港驶出。11 月 5 日傍晚，在大西洋北
纬 52°48′西经 32°15′，遭遇德国*舍尔号战列舰。杰维斯湾号迎战强敌，
掩护船队分散和趁夜幕逃跑。最后，杰维斯湾号和 5艘货船（约 4.7 万吨）
被击沉。

Hx-90 护航运输队  战时英国海军护航的横越大西洋运输船队之一。
“Hx”为从加拿大驶往英国的快速船队代号，“90”为航次序号。1940 年 12
月 1—2 日夜间，该船队在北海峡（NorthChannel）附近海域，遭到德国 7
艘潜艇（U-47、U-52、U-94、U-95、U-99、U-101 和 U-103）结群攻击。10
艘货船和 1艘护航的辅助巡洋舰（由商船改装）被击沉。德国潜艇无损失。
参见“北海峡护航战”。

HX-229 护航运输队  战时盟国海军护航的横越大西洋运输船队之一。
“HX”为从加拿大驶在英国的快速船队代号，“229”为航次序号。1943 年 3
月 8 日，从哈利法克斯港启航。编有 40 艘货船，由 4艘驱逐舰和 1艘驱潜快
艇护航。原计划追上*SC-122 护航运输队，一起沿格陵兰和冰岛的北航线航
行。12—13 日，因收到该处海域有德国潜艇的情报，2支船队相继转入南航
线。但德军破译了船队改向密电，于 14—15 日调集 3个潜涎群（共 38 艘，
中途加入 6艘）截击。16—20 日德军潜艇先后发现并持续攻击 2支船队。盟
军从冰岛和爱尔兰派出空军支援，并把护航舰艇增至 18 艘。但 2支船从仍被
潜艇击沉 21 艘货船（约 14.1 万吨），德国仅损失 1艘潜艇。22 日，HX-229
船队只有 27 艘到达英国。此战成为大西洋上德国潜艇战的高峰。

HX-237 护航运输队  战时盟国海军护航的横越大西洋运输船队之一。
“HX”为从加拿大驶往英国的快速船队代号，“237”为航次序号。1943 年 5
月 9—13 日，船队在北大西洋航线遭到德国海军数个潜艇群持续的追踪攻
击。由于盟军护航舰艇装备先进的雷达和高频测向仪，并有配备航空母舰的
支援舰队掩护，德军潜艇损失 3艘而无法突入防护圈内，只击沉 3艘掉队的
货船。此战以及 SC-129、SC-130 和 HX-239 等护航运输队之战，构成大西洋



潜艇战的转折点。德国因损失惨重，被迫停止对北大西洋护航运输队攻击近
4个月。

Hx-239 护航运输队  战时盟国海军护航的横越大西洋运输船队之一。
“Hx”为从加拿大驶住英国的快速船队代号。“239”为航次序号。1943 年 5
月 21—23 日，船队在北大西洋航线上，遭到德国海军2个潜艇群持续追踪攻
击。盟军护航舰艇在配备航空母舰的支援舰队支持下，成功地击退潜艇进攻。
船队无一损矢，德国潜艇被击沉和重创备两艘。此战以及 HX-237、SC—129
和 SC—130 等护航运输队之战，构成大西洋潜艇战的转折点。德国因损失惨
重，被迫停止对北大西洋护航运输队攻击近 4个月。

JB-355 文件（JB-305Paper）又称“对日秘密空中作战计划”。1941
年 5 月初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特别助理柯里（LauchlinCurrie）向空军联合委
员会提交的一项建议。要求成立一支拥有 500 架作战飞机及多架运输机的驻
华空军，以加强新加坡、滨缅公路和菲律宾的防御，遏制日本在中国和东南
亚的军事行动；进而空袭日本工业设施，摧毁日本赖以生存的经济结构，达
到瓦解日本意志，削弱其军事扩张能力的目的。同年 7月 18 日得到批准，即
称此名。但提供的飞机数量大大减少。不久*珍珠港事变爆发，美国军事战略
步骤被打乱，该计划终未能完全实施。

Ju-52 式运输机  德国运输机。由容克斯（Junkers）公司在三十年代
初制成。翼展 95 英尺 11 英寸，机长 62 英尺，乘员 3人，3台发动机，最高
时速 207（一说 180）英里，绝对升限 2.1 万英尺，航程 250—780 英里，装
备 2挺 7.9 毫米机枪，可载运 4400 至 1 万磅货物。早期用于民航。1937 年
武装干涉西班牙时军用。大战初期曾用于牵引滑翔机和运输空降部队，闪击
波兰、斯堪的纳维亚和西欧。以后广泛用于各个战场的空运，被德军称为“容
阿姨”、“纲铁安妮”。其基本型共约生产 3000 架。

Ju-87 式轰炸机  德国俯冲轰炸机。由容克斯（Jun-kers）公司制造。
其原型为 1929 年制成的容克飞机。1936 年投产。翌年用于武装干涉西班牙。
翼展 45 英尺 4英寸，机长 35 英尺 6英寸，双座单引擎，最高时速 242（一
说 232）英里，绝对升限 2.7 万英尺，航程 342—620 英里，装备 3挺 7.9 毫
米机枪，可载炸弹 1100—1320 磅。其 B型共生产 5700 架。1941 年经改进的
D型，航程增大至 1190 英里，装备 15 毫米和 7.9 毫米机枪各 2挺。大战期
间广泛用于西欧和苏德战场，被称为“斯图卡”（Stuka，德文“俯冲”之意）
式轰炸机。

Ju-88 式轰炸机  德国中程轰炸机。由容克斯（Jun-kirs）公司制造。
1937 年投产。翼展65 英尺 6英寸，机长47 英尺 2英寸，双引擎，乘员4人，
最高时速 321（—1294）英里，绝对升限3.22 万英尺，航程1620（一说 2540）
英里，装备 3 挺 7.9 毫米机枪和 3 门 20 毫米航炮（一说 4 挺 7.9 毫米和 1
挺 13 毫米机枪），可载炸弹 2200（一说 1700）磅。共生产 14980 架。战时
为德军主要机种之一。

Jw-51B 护航运输队  *盟国-苏联护航运输队之一。“JW”为 1942 年
12 月起驶往苏联的船队代号，“51”为此代号的第一个航次序号，该航次又
分为 A、B两支船队。1942 年 12 月 22 日，B船队从苏格兰的尤湾（LochEwe）
出发，编有 14 艘货船，由英国 11 艘舰艇护航。英国*本土舰队担任远程掩护。
12 月 30 日，德国派出*希佩尔号巡洋舰、*吕佐夫号战列舰和 6 艘驱逐舰截



击。翌日，在巴伦支海熊岛（BearLsland）附近海域，德舰与英国护航的驱
逐舰及驰援的两艘巡洋舰发生战斗。双方各损失 1艘驱逐舰，希佩尔号受伤，
德舰撤退。船队安抵苏联港口。

Jw-59 护航运输队  *盟国-苏联护航运输队之一。“Jw”为 1942 年 12
月起驶往苏联的船队代号，“59”为航次序号（该代号航次序数从 51 开始》。
1944 年 8 月 15 日，该船队从苏格兰的尤湾（LochEwe）开出，编有 33 艘货
船和 1 艘救护船，由英国 2 艘航空母舰、1艘巡洋舰和 18 艘其他舰艇护航。
英国海军的 2 个编队（其中有 5 艘航空母舰、1艘战列舰和 3 艘巡洋舰）担
任掩护。另有一个盟国移交苏联的舰群（包括 1艘战列舰、8艘驱逐舰和 11
艘猎潜舰）同行。20 日，船队在扬马延（JanMayen）岛以东被德军飞机发现。
21 和 22 日受到攻击，2 艘护航舰被击沉，航空母舰负伤。22—29 日英军飞
机对德国*蒂尔匹茨号战列舰实施突击，将其击伤，转移了德军注意力。船队
最后安抵苏联港口。

K 舰队（ForceK）英国海军分舰队。1941 年 10 月，在*马耳他之战中，
*英国地中海舰队以 2艘巡洋舰和 2艘驱逐舰组建，用以切断德意军通向非洲
的航道。同年 11 月 9 日曾击沉敌 7艘货船和 1艘护航的驱逐舰。12 月 18 日，
在出击中撞入意大利海军所布的水雷区，2舰沉没、2舰受伤。

K5（E）式铁道炮  德国安装在铁道上的重炮。因 1944 年*诺曼底登陆

战役时曾轰击安齐奥滩头阵地，诨称“安齐奥安妮”（AnzioAnnie）或“安
齐奥表白”。口径 280 毫米或 310 毫米，全长 41 米，战斗全重 215 吨。280
毫米口径炮标准炮弹最大射程 62 公里，使用火箭增程弹增至 86 公里，310
毫米口径炮最大射程 151 公里。大战期间共制造 28 门。其中1门现存英国阿
伯丁（Aberdeen）试验场火炮博物馆。

K-22 号潜艇  苏联潜艇。为“K”型巡洋潜艇之一。1938 年开始建造。
1910 年建成编入波罗的海舰队。长 97.6 米，宽 7.4 米，水面排水量 1490 吨
（吃水 4米），水下排水量 2104 吨，航速水面 21 节、水下10.3 节，续航力
水面航速 10 节时为 1.5 万海里、水下航速 2.9 节时为 100 海里，装备 533
毫米鱼雷发射管艇首 6个、艇尾 4个，100 毫米和 45 毫米火炮备 2门、机枪
2挺，储备鱼雷 24 枚、水雷 20 个，艇员 64 人，自给力 50 昼夜。苏德战争
爆发后不久，调往巴伦支海编入北方舰队。先后 7次出海作战，击沉敌舰船
8艘、布雷炸沉 3艘。1942 年获近卫称号。翌年 2月第八次出海作战时沉没。

Kar-98 式马枪  德国武装部队标准步兵武器。1908 年由毛瑟（Mauser）
公司在*Gew-98 式步枪基础上改进而成。全长 1.1 米，枪管长 0.6 米，口径
7.92 毫米，子弹初速每秒 747 米，弹仓装弹 5发。

Kw 线  即“安特卫普-那慕尔防线”。比利时人以其起迄点的两个村庄
科林斯霍特（Koringshoyet）和瓦弗（Wavre）的第一个字母称此名。比军参
谋总部计划，在德军强大兵力冲击下如不能固守沿阿尔贝特（Albert）运河
和默兹（Meuse）河成前突大弧形的初始阵地，应即收绵兵力于此线。法英盟
军的*D 计划与之相榫台，形成如下态势：安特工普以北至荷兰境内布雷达
（Breda）地域为法国第七集团军；安特卫普以南至勒文（Louvain，或译卢
万）为比军；勒文至瓦弗为英国远征军；瓦弗至那慕尔（Namur）为法国第一
集团军，同时有比军一部据守那慕尔支撑点；那慕尔以下沿默兹河和法比边
界至马其诺防线的终点为法国第九和第二 2个集团军。



LCG 登陆艇（LandingCraftGun）美国炮火支援登陆艇。长约 155 英尺，
宽约 22 英尺，装备 77 毫米或 88 毫米榴弹炮 1 门、11 挺 20 毫米的厄利肯
（Oerlikon）式机关炮和 11 挺机枪，由 3名军官和 27 名水兵操纵。拥有较
强火力，能摧毁敌滩头火力点以支援登陆兵突击上陆。

LCI 登陆艇（LandingCraitlnfantry）美国步兵登陆艇。排水量300 吨，
航速 15 节，前部备有一桥，可架搭岸滩。最大载荷量为全副武装的士兵 250
名。大战中广泛用于美军和盟军的登陆作战。

LCM 登陆艇（LandingCraftMechanized）美国机械化部队登陆挺。有多
种型号，以 LCM-3 型最为普遍，可运载 30 吨重坦克 1辆，或相当于 30 吨重
的卡车若干辆，以及兵员 60 名。1942 年 8 月瓜达尔卡纳尔岛争夺战中首次
使 用 。 以 后 广 泛 用 于 美 军 和 盟 军 的 登 陆 作 战 。 LCT 登 陆 艇
（LandingCraftTank）美国坦克登陆艇。有 9个型号，其中LCT-2 型最普遍。
长 160 英尺，宽 31 英尺，航速 11 节，装备2门 40 毫米自动炮，由 2名军官
和 10 名水兵操纵，直接运送坦克登陆海滩。不同型号可分别装载 40 吨的重
型坦克 3—8辆，或 250—350 吨的作战装备。大战期间广泛应用于美军和英
军的登陆作战。

LCVP 登陆艇（LandingCraftVehicleandPerson-nd）美国小型登陆艇。
供载搭车辆和人员之用。长约 41 英尺，宽约 10 英尺，装有 2台 65 匹发动机，
航速约 10 节。可运载全副武装的士兵 32 名，或同等重量的车辆。大战期间
广泛用于美军和盟军的登陆作战。

LST 登陆舰（LandingShip，Tank）美国坦克登陆舰。有 3 种型号，以
LST-2 型使用最为普遍。长约 325 英尺，宽约 50 英尺，排水量 1100—3065
吨，装有 900 匹马力发动机 2台，最大航速 10 节。可载运 25—40 吨坦克 40
—70 辆，或同等重量的卡车。1940 年夏由英国海军部首先开始设计和试制，
翌年转交美国继续完成，1942 年 2 月由美国开始大量生产。大战期间共约制
造 1000 多艘，广泛使用于美军和英军。

LVT 登陆战车（LandingVehicles，Traeked）美国海军陆战队履带式两
栖登陆战车。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研制。1940 年生产 100 多辆。其 LVT-1 型
重 7.8 吨，可乘载全副武装士兵 25 名。1941 年 7 月开始装备部队。1942 年
8 月，首次使用于瓜达尔卡纳尔岛争夺战。后有多种改进型号，大战时共生
产 18620 辆，广泛用于美、英军的登陆作战。其改进的 LVTA-1 型和 LVTA-4
型，分别装备有半封闭式炮塔的 37 毫米火炮或 75 毫米火炮 1门，发展为水
陆坦克。

M-4 式步枪  即“伽伦德式步枪”。
M-1 式火箭筒  见“巴祖卡火箭筒”。
M-1 式加农炮  美国加农炮。口径有 57 毫米、114.3 毫米和 155 毫米等

3种。口径 57 毫米的战斗全重 1220 公斤，炮弹重 2.84 公斤，炮弹初速每秒
823 米，射程 6.5 公里，在 1000 米距离可穿透 58 毫米厚的装甲钢板，射速
每分钟 30 发。口径114.3 毫米的战斗全重 5600 公斤，炮弹重25.1 公斤，炮
弹初速每秒 693 米，射程18.3 公里，射速每分钟 3发。口径155 毫米的战斗
全重 1.26 万公斤，炮弹重 43.1 公斤，炮弹初速每秒 735 米，最大射程 18
公里。

M-1 式榴弹炮  美国榴弹炮。口径 105 毫米的为 1934 年制成服役，战
斗全重 4980 磅（2261 公斤），炮弹重 33 磅（15 公斤），最大射程 1.22 万



码（11155 米）。口径 155 毫米的为 1942 年制成服役，战斗全重 1.2 万磅（5448
公斤），炮弹重 95 磅（43.1 公斤），炮弹初速每秒 564 米，最大射程 1.65
万码（15 公里），射速每分钟 3发。口径 240 毫米的为 1942 年制成服役，
战斗全重 6.47 万磅（29373 公斤），炮弹重 365 磅（165 公斤），最大射程
2.5 万码（22.8 公里）。

M-1A 式迫击炮  美国迫击炮。口径 106.7 毫米，战斗全重 134 公斤，
炮弹重 10.4 公斤，炮弹初速每秒 175 米，射程2.2 公里，射速每分钟 20 发。

M—2A1 式加农炮  美国加农炮，口径 105 毫米，战斗全重 1920 公斤，
炮弹重约 15 公斤，炮弹初速每秒 473 光，最大射程 11.2 公里，射速每分钟
4发。

M-3 型坦克  即“格兰特型坦克”，而 M-3 轻型坦克则为*斯图亚特型
坦克。

M-3 式反坦克炮  美国反坦克炮。口径 35 毫米，战斗全重 415 公斤，
炮弹重 0.9 公斤，炮弹初速每秒 885 米，在 1000 米距离命中角 90 度时穿甲
能力为 29 毫米。M-4 型坦克即“谢尔曼型坦克”。

M-5 式加农炮  美国加农炮。口径 76.2 毫米，战斗全重 2210 公斤，炮
弹重 7公斤，炮弹初速每秒792 米，在 1000 米距离可穿透 72 毫米厚的装甲，
射速每分钟 12 发。M-7 型自行火炮美国自行火炮。1942 年装备部队。以*谢
尔曼型坦克为底盘，半封闭式，最大装甲厚度 57 毫米，装备105 毫米榴弹炮
1门，弹药基数 69 发，最大行程 265 公里，战斗全重约 24 吨。

M-8 型强击炮  美国自行强击炮。大战后期制成和装备部队。以*斯图
亚特型坦克为底盘，半封闭式，最大装甲厚度 38 毫米，装备 75 毫米榴弹炮
1门，弹药基数 46 发，方向射界 360 度，最高时速 56 公里，乘员 4 人，战
斗全重 15.6 吨 M-13 式榴弹炮法国榴弹炮。口径 280 毫米，战斗全重 16.2
吨，炮弹重 205 公斤，炮弹初速每秒 414 米，最大射程 10.9 公里。为大战时
法军的重型火炮之一，属统帅部预备队炮兵建制。

M-17 式加农炮  法国加农炮。口径 220 毫米，战斗全重 26 吨，炮弹重
103.4 公斤，炮弹初速每秒 766 米，最大射程 22.8 公里。为大战爆发时法国
陆军口径最大的加农炮，属统帅部预备队炮兵建制。

M-18 型自行农炮  美国自行反坦克歼击炮。大战后期制成和装备部
队。半封闭履带式，最大装甲厚度 51 毫米，装备 76 毫米加农炮 1门，弹药
基数 43 发，方向射界 360 度，最高时速 72 公里，乘员 5 人，战斗全重 17
吨。

M-26 型坦克  即“潘兴型坦克”。
MB-151 型歼击机  见“布洛克歼击机”。
MB-152 型歼击机  见“布洛克歼击机”。
MB-174 型轰炸机  见“布洛克轰炸机”。
Me-109 式歼击机  德国歼击机。由*梅塞施米特 1935 年研制成而得名。

1936 年首次在柏林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展示。翌年用于武装干涉西班牙。其
1938 年投产的 E型，共生产 1540 架。大战初期用于闪击波兰、斯堪的纳维
亚、荷兰、比利时和法国，并参加了不列颠之战。翼展 32 英尺 9英寸，机长
29 英尺 10 英寸，单座单引擎，最高时速 370 英里（一说 354 英里），绝对
升限 3.8 万英尺，航程 360—1030 英里，装备 2挺 7.9 毫米机枪和 1（一说 2）
门 20 毫米航炮。1941 年投产的 G型，增加 2门 20 毫米航炮，时速和升限也



略有增加，共生产 2.16 万架，成为德国空军主要机种之一。
Me-110 式歼击机  德国歼击机，兼有战斗和轰炸两种用途。由*梅塞施

米特研制成而得名。1938 年投产。翼展 53 英尺 5英寸，机长 40 英尺，双引
擎双座，最高时速 365（一说 349）英里，绝对升限 3.4 万英尺，航程 565—
740 英里，装备 5挺 7.9 毫米机枪和 2门 20 毫米航炮，可载炸弹 1100 磅。
曾被戈林引以为荣，称之为“驱逐舰式”重型歼击机。广泛用于闪击波兰、
斯堪的纳维亚、西欧和苏联。但在不列颠之战中暴露出其机体过大的弱点，
损失惨重。共约生产 6100 架。

Me-262 式歼击机  德国喷气式歼击机。由*梅塞施米特研制。1942 年 7
月首次试飞成功，成为世界上第一架喷气式飞机。以后研制工作一度中断，
直到 1943 年夏才投产。单座，装有 2台容克斯（Junkers）公司的涡轮喷气
发动机（静推力 1980 磅），在 1.97 万英尺高度最大时速达 540 英里，爬升
率为 6.8 分钟即达 1.97 万英尺，升限3.94 万英尺，最大载荷航程 652 英里，
装备 4门30 毫米航炮，翼下可挂24枚 R4M50毫米火箭弹或2枚1100磅炸弹，
并配有陀螺射击瞄准具。其出现曾对盟国空军形成较大威胁。战时共生产
1400 多架。

MG-34 式机枪  德国轻、重两用机枪。属*毛瑟枪系列。1934 年制成。
1936 年装备部队。口径 7.92 毫米，气冷式，装两脚架为轻机枪，装 3 脚架
为重机枪，弹鼓可装 50—75 发，重机枪弹链可双向供弹。1938 年以其为基
础改装成双联航空机枪，并改装为高射机枪、坦克机枪等。具有易拆卸和更
换枪管的优点，但重量大和制造工艺复杂。1912 年制成其改进型 MG-42 式，
简化了工艺和减轻了重量，射速提高到每分钟 1200 发。大战期间，除在德国
生产外，亦在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兵工厂生产，其 MG-42 式共生产 75
万挺。

MG-42 型机枪  德国主要步兵武器。由毛瑟公司研制。1938 年设计，大
战初期投产。无枪托时长 1.1 米，其中枪管长 0.57 米，口径 7.92 毫米，用
金属弹链供弹，射程约 1220 米，最大射速每分钟 1200 发，无脚架时重 10.5
公斤。战时共生产 7.5 万挺。*非洲军团在比尔-哈凯姆首次使用。战后联邦
德国曾继续使用，改称 MG-1 型机枪，口径缩至 7.62 毫米。

Mk-1 式榴弹炮  英国榴弹炮。口径 4.5 英寸（115 毫米）的为 1930 年
制成，战斗全重 1.6 万磅（7264 公斤），炮弹重 55 磅（25 公斤），最大射
程 2.1 万码（19 公里）。口径6英寸（152 毫米）的战斗全重 9260 磅（4204
公斤），炮弹重 86—100 磅（39—45.4 公斤），炮弹初速每秒 470 码（430
米），最大射程 1.14 万码（10.4 公里）。

Mk-2 式加农炮  英国反坦克炮。1942 年装备部队。口径 57 毫米，战斗
全重 2560 磅（1160 公斤），炮弹重 6磅（据此亦称 6 磅反坦克炮），炮弹
初速每秒 2670 英尺（814 米），在 1000 码（911 米）距离内可穿透 75 毫米
厚装甲钢板，最大射程 5000 码（4570 米），射速每分钟 10—15 发。广泛用
于北非战场。1942 年底，为了对付欧洲战场上德军使用的重型坦克，制成发
射 17 磅重炮弹的长炮身（全长 24 英尺）的反坦克炮（据此称 17 磅反坦克炮），
在 1000 码距离内可穿透 130 毫米厚装甲钢板，被称为“坦克杀手”
（Panzer-Killer）。

Mk-2 式加榴炮  英国加农-榴弹炮。1942 年装备部队。口径87.6 毫米，
战斗全重 3968 磅（约 1800 公斤），炮弹重 25 磅（11.3 公斤），炮弹初速



每秒 520 米，最大射程 1.34 万码（12.2 公里），在 1000 米距离穿甲厚度 30
毫米，射速每分钟 4发。

Mk-2 式榴弹炮  英国榴弹炮。口径 234 毫米，战斗全重 16 吨，炮弹重
131 公斤，炮弹初速每秒 500 米，最大射程 12.7 公里。口径 115 毫米（4.5
英寸）的战斗全重 3.3 吨，炮弹重 15.6 公斤，最大射程 5.5 公里。

Mk-3 式榴弹炮  英国榴弹炮。口径 5.5 英寸（140 毫米）的为 1940 年
制成，战斗全重 13646 磅（6.2 吨），炮弹重 80—1000 磅，发射 80 磅高爆
炮弹时最大射程 1.8 万码（16.4 公里）。口径 8英寸（203 毫米）的战斗全
重 2万磅（9.1 吨），炮弹重 200 磅（91 公斤），炮弹初速每秒 500 码（457
米），最大射程 1.24 万码（11.3 公里）。

Mk-19 式加农炮  英国加农炮。口径 152 毫米，战斗全重 10350 公斤，
炮弹重 45 公斤，炮弹初速每秒 735 米，最大射程 17.1 公里。

MP 式冲锋枪  德国冲锋枪。1918 年生产的 MP-18 型由施迈塞尔
（Schmeisser）设计，三十年代装备国防军内使用，曾用于西班牙内战。1938
年经改进制成的 MP—38 型和 1940 年的 MP-40 型，为全金属结构，性能优良，
大战期间共生产 125 万支。1944 年底曾由毛瑟（Mauser）工厂秘密生产 2.5
—3 万支 MP-波茨坦型（仿造英国的斯坦式），计划供盟军占领区内德国游击
队使用，后亦用于其他部队。

MP-43 式突击步枪  德国突击步枪。为德国陆军在大战中首创的集冲锋
枪与步枪优点的新枪种。1942 年研制成功。口径 7.92 毫米，采用导气自动
式，射速略低于机枪，有效射程 850 米，使用专门的短弹，弹匣可装弹 30
发。1943 年生产约 1000 支，用于苏德战场。初未受希特勒重视，库尔斯克
战役后因受德军前线官兵的赞誉，遂批准扩大生产，并亲自命名为“突击步
枪”。1944 年生产 1万支，改称 MP-44 式，后又称 StG-44 式。在空军中使
用的称*FG-42 式突击步枪。

ON-127 护航运输队  战时盟国海军护航的横越大西洋运输船队之一。
“ON”为英国驶往北美的船队代号，“127”为航次序号。1942 年 9 月上旬
从英格兰南部港口开出，编有 32 艘货船和 6 艘护航舰艇。9月 10—14 日，
在北大西洋航线上，遭到 13 艘德国潜艇结群追踪攻击。12（一说 7）艘货船
和 1艘护航的驱逐舰被击沉。德方无损失。

ONS-5 护航运输队  战时盟国海军护航的横越大西洋运输船队之一。
“ONS”为从英国驶在北美的慢速船队代号，“5”为航次序号。该船队编有
40 艘货船，由 9艘舰艇护航，1943 年 4 月底开出克莱德（Clyde）河口。途
中来自冰岛的 3 艘货船和 1 艘驱逐舰加入。5月 4 日，船队闯进德国海军在
北大西洋航线上布置的潜艇幕中央。当晚和翌日白天，12 艘货船（约 5.6 万
吨）先后被击沉。护航的英国舰艇利用先进的雷达装置，在空军以及赶来增
援的 5艘舰艇配合下，击沉德国潜艇 6艘，重创 4艘。

OX 打击  大战初期英国切断德国某些战略资源供应的秘密行动方案。
1939 年 12 月 16 日，由当时任海军大臣的丘吉尔提出，计划由英国海军情报
局以“既非外交也非军事的手段”，阻止“生命攸关的供应品”到达德国。
该行动方案以瑞典东部不冻港乌克塞勒松德（Oxel sund）的头两个字母为
代号。该港滨临波罗的海，距斯德哥尔摩约 60 英里，为瑞典中部铁矿出口点。
所谓“生命攸关的供应品”，除铁矿外，包括后来成为制造原子弹的原料之
一的重水。由于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仍寄望于同德国和谈，极力加以反对，



该行动方案被取消。
P-36 型歼击机  又称“隼式战斗机”。美国歼击机。1936 年投产。柯

蒂斯（Curtiss）公司制造。单座，单引擎，下单翼，最大时速239（一说 300）
英里，最大载荷航程 960 英里，装备2—4挺 7.62 毫米机枪。共生产 210 架。
曾出口供法国、中国和泰国空军使用。在法国空军中服役的称为“霍克-75”
式（Hawk-75），法国投降后幸存的转归英国。1941 年日本偷袭珍珠港时，
美国曾有 4架此型飞机升空作战。以后被淘汰。但英国经改装后更名“莫霍
克”（Mohawk），装备6挺 7.69 毫米机枪，继续用于印度和缅甸作战至 1944
年。

P-38 型歼击机  又称“闪电式战斗机”。美国歼击机。原型为高空截
击机，1939 年 1 月首次试飞成功。1940 年由洛克希德（Loekheed）公司投产。
单座，双引擎连双机身、双机尾，自重达 1.48 万磅。最大时速 395—455 英
里，爬升率 12 分钟 2.5 万英尺，升限达 4万英尺，活动半径 575 英里。机头
装有 1门 20 毫米（后为 37 毫米）航炮和 P—38 型歼击机 4挺 12.7 毫米机枪，
直接前射，可在远距离开火。可携作弹 500 磅。1941 年起服役至 1949 年。
1942 年首战于太平洋战场即显示其优越性能。1943 年曾在所罗门群岛作远距
离拦截，击毙*山本五十六。战时共生产 9923 架。

P-39 型歼击机  又称“飞蛇式战斗机”。美国歼击机。1939 年投产。
贝尔（Bell）公司制造。单引擎，最大时速 355 英里，最大载荷航程 675 英
里，升限 2.9 万英尺，配备 37 毫米航炮 1门、12.7 毫米机枪 2挺和 7.62 毫
米机枪 4挺，并可载炸弹 500 磅。乘员 1人。太平洋战争初期曾为美军主要
机种之一。因性能不及日本*零式战斗机，被美国飞行员称之为“破旧的钟”。
1944 年以后被淘汰。曾据《租借法案》改装为*P-63 型歼击机供苏联空军使
用。战时共制造 9558 架。

P-40 型歼击机  又称“战鹰式战斗机”。美国歼击机。1938 年投产。
柯蒂斯（Curtiss）公司制造。单座、单引擎、下单翼，最大时速 350 英里，
最大载荷航程 732—852 英里，配备 12.7 毫米机枪 2 挺和 7.62 毫米机枪 2
挺（后改为 12.7 毫米机枪 6挺）。曾出口到英、法、苏、中诸国，在英国皇
家空军中被称为“战斧”式，在英联邦国家被称为“小鹰”式。在中国曾为*
飞虎队的主要歼击机种。

P-47 型歼击机  又称”雷电式战斗机”。美国歼击机，亦作战斗轰炸
机用。1940 年 9 月试飞，共和公司制造。1943 年服役。单座，单引擎，最大
时速 467 英里，带有可抛副油箱，最大载荷航程 2350 英里，升限 3.6 万英尺，
爬高率 13 分钟 2万英尺，配备 12.7 毫米机枪 6—8挺，可携 1000 磅炸弹 2
枚或 127 毫米火箭弹 10 枚。可为重型轰作机作远程护航。1943 年 4 月运往
欧洲战场作战。战时共生产 15683 架。战后继续服役至 1955 年。

P-51 型歼击机  又称“野马式战斗机”，美国歼击机。1940 年按英国
要求的技术规格在美国研制，由北美航空公司生产。单座、单引擎、下单翼，
1942 年应英国的建议改装上罗尔-罗依斯的梅林引擎后，最大时速 443—488
英里，最大载荷航程 1070 英里（带副油箱可达 2080 英里），升限4.19 万英
尺，爬高率为 7.5 分钟 2万英尺。配 P—51 型歼击机备 12.7 毫米机枪 4—6
挺，可携 1000 磅炸弹 2枚或 127 毫米火箭弹 10 枚。1944 年 3 月后大批参战，
主要承担对敌轰炸的护航任务，曾协同 B-29 轰炸机袭击东京，在英国上空摧



毁德国 V-1 飞弹等。战时有 B、D、H、K等改进型，共生产 14686 架，其中 B
型 3738 架、D型 7956 架。

P-61 型歼击机  又称“黑寡妇式战斗机”，因全身涂成黑色并期望带
给敌人以恶巫，故得此诨名。美国夜间战斗机。1942 年投产，诺思罗普公司
制造。最大时速 362 英里，最大载荷航程 600 英里，升限 3.31 万英尺，爬高
率 10 分钟 2万英尺，乘员3人。装备20 毫米航炮 4门，12.7 毫米机枪 4挺，
可携炸弹 1600 磅。战时共生产 704 架。主要用于太平洋战场对日作战。1952
年退出现役。

P-63 型歼击机  又称“眼镜蛇式战斗机”。美国歼击机。贝尔公司在
*P-39 型歼击机基础上改装制成。1941 年投产。共生产 3303 架。根据*《租
借法案》援助苏联等国。至 1944 年 12 月共提供苏联空军 2241 架，提供*自
由法国空军 300 架。

Pak-30 式反坦克炮  德国反坦克炮。1930 年定型，为大战初期德军主
要的反坦克炮。口径 37 毫米，战斗全重 440 公斤，炮弹重 0.7 公斤，炮弹初
速每秒 745 米，在 500—1000 米距离上命中角为 90 度时的穿甲厚度 26—17
毫米，射速每分钟 10—15 发。

Pak-38 式反坦克炮  德国反坦克炮。1938 年定型，1940 年起服役。为
大战中后期德军主要的反坦克炮，被称为“坦克猎手”（Tank-hunter）。口
径 50 毫米，战斗全重 930—986 公斤，炮弹重 0.98—2.1 公斤，炮弹初速每
秒 823—1198 米，最大射程 9.4 公里，在 1000 米距离上命中角为 90 度时的
穿甲厚度 50—52 毫米，射速每分钟 12—15 发。

Pak-43 式反坦克炮  德国反坦克炮。1913 年在 Pak-38 式反坦克炮基
础上改进制成并装备部队。口径 88 毫米，战斗全重 5096 公斤，炮弹初速每
秒 600 米，在 915 米距离内能穿透 167 毫米厚的装甲钢板，305 米距离内能
穿透 240 毫米厚钢板。

PBM 型巡逻机  亦称“水手式巡逻机”。美国水上巡逻侦察机。在*PBY
型巡逻机基础上改进制成。载弹量增至 2000 磅。1939 年投产，由马丁
（Martin）公司生产，1940 年起服役。

PBY 型巡逻机  又称“卡塔利娜式巡逻机”或“黑猫式巡逻机”。美国
水上巡逻侦察机。联合公司 1935 年制成，翌年起服役。双引擎，翼展 104
英尺，航程可达 3000 英里。装备7.62 毫米和 12.7 毫米机枪各 2挺，可携炸
弹 1000 磅，乘员7—9人。广泛使用于备战场。战时共生产 3400 多架，其中
部分力加拿大生产。按《租借法案》提供英国 650 多架，提供苏联 PBM-1 改
进型 138 架。

PQ-13 护航运输队  *盟国-苏联护航运输队之一。“PQ”为驶往苏联的
船队代号，“13”为航次序号。该船队编有 19 艘货船，装载盟国援苏军火物
资，由英国 1艘巡洋舰和 5艘驱逐舰护航。1942 年 3 月 20 日，从冰岛的雷
克雅夫克港出发。3月 29 日航至巴伦支海，遭德国飞机、潜艇和驱逐舰编队
的攻击。5 艘货船和 1 艘警戒舰被击沉，护航的英国巡洋舰受重伤（不久沉
没）。德国损失 1艘驱逐舰。

PQ-17 护航运输队  *盟国-苏联护航运输队之一。“PQ”为驶往苏联的
船队代号，“17”为航次序号。1942 年 6 月 27 日，该船队从冰岛启航，编
有 34 艘货船和 3艘救护船（一说 35 艘货船和 2艘油船），装载盟国援苏的
297 架飞机、594 辆坦克、4246 辆卡车和牵引车以及 15.6 万吨物资，由英国



21 艘舰艇护航。另有英、美的 4 艘巡洋舰和 3 艘驱逐舰组成近程掩护编队。
配置于挪威北部海域的 14 艘潜艇（其中 5艘为苏联潜艇）和苏联在科拉半岛
的 287 架飞机协同。英国海军部企图以该船队诱出德国*蒂尔匹茨号战列舰加
以歼灭，由舰队司令*托维海军上将率本土舰队在西面待机。7 月 1—4 日，
德国飞机和潜挺持续追踪攻击船队，均被击退（仅损失 1艘货船）。4日晚，
英国海军部错误判断蒂尔匹茨号战列舰已前往截击船队，下令巡洋舰编队西
撤和船队分散。5—10 日，德国飞机和潜艇在巴伦支海的熊岛（BearIsland）
和北角（Nordkapp）之间海域，持续攻击分散航行的船只。到 13 日，只有
11 艘货船抵达苏联港口。共被击沉 23 艘货船，损失所载运的 210 架飞机、
430 辆坦克、3350 辆汽车和近 10 万吨物资。德国仅损失 14 架飞机。此后，
英国中断对苏航运 2个月。

PQ-18 护航运输队  *盟国-苏联护航运输队之一。“PQ”为驶往苏联的
船队代号。“18”为航次序号。1942 年 9 月初，该船队装载盟国援苏物资，
从冰岛的雷克雅未克港驶出。编有 40（一说 43）艘货船，由 21（一说 32）
艘英国舰艇护航，其中包括 1艘航空母舰。另有由 2艘战列舰和 3艘重巡洋
舰等组成的掩护编队支援。苏联也调动北方舰队全部舰艇与 300 多架飞机协
同。9月 12—18 日，德国出动潜艇和 330 多架飞机，在巴伦支海对船队持续
攻击，击沉 13 艘货船。德国损失潜艇 3（一说 4）艘、飞机41（一说 27）架。

PZ 式反坦克火箭筒  德国步兵武器。由胡戈-施奈德公司设计师朗魏勒
（Langweiler）于 1942 年设计。翌年夏投产。一般只能发射 1枚弹头。PZ-
30 型弹头直径 150 毫米，有效射程 30 米，能穿透 200 毫米厚的装甲，每月
生产约 2万个。1944 年初制成 PZ-60 型，有效射程增至 60 米。1914 年底制
成 PZ-100 型，有效射程 100 米。1945 年 1 月制成 PZ-150 型，有效射程 150
米，弹头装甲穿透力同前，爆破力较小，但加上杀伤弹套能攻击有生力量。

PzLp-11 型歼击机  波兰歼击机。由波兰 PZL 公司制造。1933 年投产，
翌年起服役。单引擎（645 匹马力），敞式座舱，装有撑杆的上单翼，最大
时速 242 英里，装备 4挺 7.7 毫米机枪。速度低，但因此有较好的机动性能。

9年 9 月德波战争时有 108 架在第一线服役，占波兰空军全部歼击机的
四分之三强。另外的 30 架为更落后的 P-7 型。

PzLP-23 型轰炸机  波兰轰炸机。又称鲫鱼式轰炸机。1936 年由波兰
PZL 公司制成并装备波军。单引擎（580—680 匹马力），乘员 3人，最大时
速 198 英里，最大载荷航程 932 英里，可携炸弹 1543 磅。共生产 210 架。1939
年 9 月德波战争爆发时有 118 架在第一线服役。波兰败亡后部分转至罗马尼
亚，罗军曾在 1941 年用于苏德战场。

PzLP-37 型轰炸机  波兰轰炸机。又称*麋式轰炸机。由波兰 PZL 公司
制造，1938 年起装备部队。双引擎，最大时速 273 英里，可携炸弹 5688 磅，
装备 3挺机枪，乘员 3—4人。1939 年 9 月德波战争爆发时，有 36 架在第一
线服役。波兰败亡后部分转至罗马尼亚，1941 年罗军曾用于苏德战场。

Pzkw-I 型坦克  又名 T-I 型坦克。德国轻型坦克。3 年底开始生产，
初以“农业拖拉机”为伪装代号，是早期*德国坦克师的主要坦克。经过 3
次改进。全重 5.4—8 吨，乘员 2人。装备 7.92 毫米机枪 2挺。1939 年起改
装 20 毫米火炮 1门，7.92 毫米机枪 1挺。前装甲厚 13—30 毫米。发动机最
大功率 60—150 马力，公路最大时速 40—60 公里，曾用于武装干涉西班牙。
在侵波战争和西线战役中也起过较大作用。



Pzkw-II 型坦克  又名 T-II 型坦克。德国轻型坦克。4 年 7 月开始研
制，经过 15 次改进。全重 7.2—11.3 吨，乘员 3—4人。装备20 毫米（少量
为 50 毫米）火炮 1门，7.92 毫米机枪 1挺。前装甲厚 14.5—35 毫米。发动
机最大功率 130—180 马力，公路最大时速 40—60 公里，行程 160—250 公里。
曾用于武装干涉西班牙。在侵波战争和西线战役中起主要作用。为准备实施*
海狮计划，部分改造成两栖坦克，水面最大时速 5节，后在侵苏战争中用于
渡越江河。

Pzkw-Ⅱ型克  Pzkw-Ⅲ型坦克又名 T-Ⅲ型坦克。德国中型坦克。1935
—1943 年 8 月生产，经过 14 次改进。全重 15.4—23 吨，乘员5人。装备37
—50 毫米火炮 1门（其中的 Pzkw-ⅢN 型为短身管 75 毫米火炮），7.92 毫米
机枪 2挺。前装甲厚 14.5—50 毫米，发动机最大功率 265—300 马力，公路
最大时速 32—55 公里，行程 165—175 公里。为准 Pzkw—Ⅲ型坦克备实施*
海狮计划，部分改装成两栖坦克。曾用于入侵西线和巴尔于国家。在北非战
役和苏德战争前期起重要作用。

Pzkw-IV 型坦克  又名 T-IV 型坦克。德国中型坦克。1936 年开始生产，
后经 11 次改进。全重 17-27 吨，乘员 5人。装备 75 毫米火炮 1门，7.92 毫
米机枪 2挺。装甲厚 30—50 毫米，发动机最大功率 265—300 马力，公路最
大时速 40 公里，行程 200 公里。1913 年 3 月起炮塔周围增装防弹钢板。大
战前期数量较少，由于其装甲厚火力强，战争后期逐渐成为德国主战坦克。

SB2-c 型轰炸机  又称“地狱俯冲者式轰炸机”。美国海军舰载俯冲轰

炸机。1940 年 12 月研制成功。柯蒂斯（Curtiss）公司生产。1943 年 11 月
起服役。单引擎，下单翼可折叠，最大时速 295 英里，最大载荷航程 1165
英里，可携炸弹 1000—2000 磅，装备 2门 20 毫米航炮和 2挺 12.7 毫米机枪，
乘员 2人。战时共生产 6300 架，其中 1194 架在加拿大制造。在美国陆军航
空队服役的 900 架，称为 A-25 型。战后继续服役至 1949 年。

SBD 型轰炸机  即“无畏式轰炸机”。
sc-7 护航运输队  战时英国海军护航的横越大西洋运输船队之一。

“SC”为从北美驶往英国的慢速船队代号，“7”为航次序号。1940 年 10 月
17—20 日，该船队与另一支*HX-79 护航运输队，在北海峡（XorthChanne1）
附近海域，同时遭到德国 8艘潜艇（U-46、U-47、U-48、U-99、U-100、U-101、
U-38 和 U-123）结群攻击。两支船队的 79 艘货船，被击沉 31（一说 32）艘，
共 15.2 万多登记吨位。德国潜艇无损失。参见“北海峡护航战”。

SC-42 护航运输队  战时英国海军护航的横越大西洋运输船队之一。
“SC”为从北美驶往英国的慢速船队代号，“42”为航次序号。1941 年 8 月
30 日，从加拿大的布雷顿角岛（CapeBretonIsland）驶出。编有 64（一说
63）艘货船，由 1 艘驱逐舰和 3 艘护卫舰护航。9 月中旬，船队航至格陵兰
的费尔韦尔（Farewell）角附近海域，遭德国海军北方潜艇群（15—17 艘）
持续 7昼夜追踪攻击。英国虽以 7艘舰艇增援，仍被击沉 18（一说 20，另说
16）艘舰船，共约 7.3 万吨。德国损失 2艘潜艇。

8C-122 护航运输队  战时盟国海军护航的横越大西洋运输船队之一。
“SC”为从北美驶往英国的慢速船队代号，“122”为航次序号。1943 年 3



月 5日，从纽约港启航。编有60 艘货船（因遇风暴其中 6艘中途折向加拿大
的哈利法克斯），由 2 艘驱逐舰、1 艘护卫舰和 5 艘驱潜快艇护航。17—20
日，与*HX-229 护航运输队一起，在北大西洋航线遭德国潜挺群持续攻击。
22 日驶抵英国的仅有 42 艘货船。

SC-129 护航运输队  战时盟国海军护航的横越大西洋运输船队之一。
“SC”为从北美驶往英国的慢速船队代号，“129”为航次序号。1943 年 5
月 11 日傍晚起，船队在北大西洋航线遭到德国海军数个潜艇群持续 2天的追
踪攻击，2 艘货船被击沉。但护航的盟军舰艇依靠雷达和高频测向仪，有效
地进行了抗击，多次驱走德国潜挺，并击沉 1艘、重创1艘。5月 13 日傍晚，
盟军支援舰队的航空母舰到达后又以飞机作沉 1艘潜艇。德军遂于 14 日拂晓
撤出作战。此战以及 HX-237、SC-130 和 HX-239 等护航运输队之战，构成大
西洋潜艇战的转折点，德国因损失惨重，被迫停止对北大西洋护航运输队攻
击近 4个月。

SC-l30 护航运输队  战时盟国海军护航的横越大西洋运输船队之一。
“SC”为从北美驶往英国的慢速船队代号，“130”为航次序号。1943 年 5
月 19 日午夜至 21 日，船队在北大西洋航线上遭到德国海军潜挺群持续追踪
攻击。盟军护航舰艇在配备航空母舰的支援舰队支援下，成功地击退潜艇进
攻。船队无一损失，德国潜逛被击沉 3艘、重创两艘。此战以及 HX-237、SC-129
和 HX-239 等护航运输队之战，构成大西洋潜挺战的转折点。德国因损失惨
重，被迫停止对北大西洋护航运输队攻击近 4个月。

SFH-18 式榴弹炮  德国榴弹炮。1918 年定型。大战初期仍为德军主要
火炮之一。有口径 105 毫米与 150 毫米两种型号。口径为 105 毫米的战斗全
重工 1950 公斤，炮弹重 14.8 公斤，炮弹初速每秒 470 米，最大射程 10.7
公里，射速每分钟6发。口径为15Q 毫米的战斗全重 5510 公斤，炮弹重43.5
公斤，炮弹初速每秒 520 米，最大射程 13.3 公里，射速每分钟 4发。

SFH-40 式榴弹炮  德国榴弹炮，1940 年在 sFH-18 式榴弹炮基础上改
进制成，有口径 105毫米与 150毫米两种型号，口径 105毫米的战斗全重1800
公斤，炮弹重 15.8 公斤，炮弹初速每秒 540 米，最大射程 12.3 公里。

射速每分钟 6—8发。口径150 毫米的战斗全重 5650 公斤，炮弹重 43.5
公斤，炮弹初速每秒 595 米，最大射程 15.5 公里，射速每分钟 4发。

SK-39 式加农炮  德国加农炮，1939 年定型，口径 150 毫米的战斗全
重 12.4 吨，炮弹重 43 公斤，炮弹初速每秒 865 米，最大射程 24.7 公里，射
速每分钟 2 发。口径 210 毫米的战斗全重 38.6（一说 37）吨，炮弹重 135
公斤，炮弹初速每秒 800 米，最大射程 29.9 公里，射速每小时 25 发。

SK-42 式加农炮  德国加农炮。1942 年制成并服役，为大战中后期德
国主要反坦克兵器之一。口径 75 毫米，战斗全重 1425 公斤，炮弹重 6.8 公
斤，炮弹初速约每秒 930 米，在 500—1000 米距离上的穿甲厚度为 95—84
毫米，射速每分钟 12—14 发。

stuG-43 型自动步枪  德国步兵武器。1943 年研制成功。全长 0.94 米，
总重 5公斤，口径 7.92 毫米，由弹仓供弹，最大射速每分钟 500 发。大战期
间共生产约 8万支。

T 港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东方舰队在印度洋上的隐蔽基地。位于
马尔代夫群岛南端的阿社（Addu）环礁，为一群环状珊瑚岛环绕的深水盐湖，
有 4道深水海峡通向印度洋，远离主航道，地势隐蔽。战时英军在此修建秘



密基地，以此为代号。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原东方舰队基地新加坡沦陷，科
沦坡亦受威胁，遂一度成为英国海军在印度洋上的主要基地。

T-I 型坦克  即“pzkw-I 型坦克”。
T-Ⅱ型坦克  即“pzkw-Ⅱ型坦克”。
T-Ⅲ型坦克  即“pzkw-Ⅲ型坦克”。
T-Ⅳ型坦克  即“pzkw-Ⅳ型坦克”。
T-v 型坦克  即“豹式坦克”。
T-Ⅵ型坦克  即“虎式坦克”。
T-4 组织  纳粹德国“国家医疗机构协调局”的代号。因办公室位于柏

林动物园街（Tiergartenstrasse）4 号而得名。1939 年成立。执行用无痛致
死法消灭欧洲犹太人的计划，由纳粹党元首府长官*布勒和希特勒的私人内科
医生*勃兰特负责。1939—1941 年，即以毒气和致命注射剂杀害 5万余人。

TBD 型鱼雷轰炸机  又称”蹂躏者式鱼雷轰炸机”。美国海军舰载鱼雷
轰炸机。1937 年投产和服役，道格拉斯公司制造，单引擎、单座，最大时速
206 英里，最大载荷航程 435 英里，装备 12.7 毫米和 7.62 毫米机枪各 1挺，
可携 21 英寸鱼雷 1枚或炸弹 1000 磅。为美国海军第一代鱼雷攻击机，太平
洋战争爆发时仍为美国主要舰载机种之一，曾参加中途岛海战，由于性能差
很快被淘汰，由*TBF 型鱼雷轰炸机取代。共生产 129 架。

TBF 型鱼雷轰炸机  又称“复仇者式鱼雷轰炸机”。美国海军舰载机。
1941 年役产。格鲁曼公司制造。单引擎、中单翼，最大时速 271 英里，最大
载荷航程 1020 英里，升限 2.3 万英尺，爬升率13 分钟万余英尺，乘员 3人。
可载炸弹量 2000 磅，或 22 英寸鱼雷 1枚，或 5英寸火箭弹 8枚。装备有雷
达系统，可执行夜间轰炸任务。战时共生产 10104 架。1942 年起服役，主要
用于太平洋战场对日作战，取代老式的*蹂躏者式鱼雷轰炸机，并按*《租借
法案》提供英国等。其改进型为 TBM 型。战后继续TBIF 型鱼雷轰炸机服役至
1954 年。

V 邮路（V-Mail）大战时期美国军邮线路。以英文（Viotory）（“胜利”
之意）的第一个字母得名。为使海外作战的官兵与国内亲友通信联系畅通，
以达到鼓舞土气的目的，美国军方建立了一条特别的军邮线路，投递迅速，
即使在遥远偏僻地区，投递时间一般亦不超过 10 天。

V-1 火箭  纳粹德国称为“报复武器-1”。因飞行时噪声较大，英国人
称为“嗡嗡弹”。大战末期德国使用的飞航式导弹。弹长 7.6 米，最大直径
0.82 米，翼展 5.3 米，战斗部携带炸药 700 公斤，总重 2.2 吨，使用冲压式
喷气发动机，以汽油作推进剂，用弹射器发射，间或由飞机发射，以自主式
磁陀螺控制系统控制飞行，而后向目标俯冲。最大时速 645 公里，射程 240
—370 公里，命中精度较低，1942 年年中开始研制，1944 年 6 月 12 日首次
从法国北部向英国发射，数月内共发射约 1万余枚，其中五分之一毁于发射
故障，五分之二被英国歼击机或高射炮击毁，三分之一击中英国本土（其中
大部分击中伦敦），造成平民和财产一定的损失，但未能扭转德国的败局。

v-2 火箭  纳粹德国称为“报复武器-2”。大战末期德国使用的超音速
单级弹道式导弹。弹长 14 米，最大直径1.65 米，战斗部携带炸药 800 公斤，
总重约 13 吨。使用液体火箭发动机，以酒精和液氧作推进剂，弹道主动段由
带程序装置及计算飞行速度仪器的自主式陀螺控制系统控制飞行。最大时速
6120 公里，射程 320 公里，命中精度低，可靠性差。1936 年起研制，1914



年 9月 6日首次向巴黎发射，两天后开始袭击英国。共发射约 4300 枚。其中
二分之一毁于发射故障或飞行故障，1000 多枚击中伦敦，给英国人民和财产
造成一定损失，但未能扭转德国的败局。

X 营地  大战时期英、美训练间谍、特工人员的秘密营地。位于加拿大
境内安大略湖畔，多伦多到金斯顿的高速公路附近。受*英国安全协调局和*
美国战略情报局管辖。受训者在这里学习暗杀、爆破、突袭和传送情报等技
能。曾训练出数百名间谍。

Z 计划（Z-plan）纳粹德国海军建设计划。1938 年德国海军总司令部根
据希特勒的指令拟制。总目标是建立一支能同英国舰队抗衡的水面舰队，包
括 4 艘航空母舰，10 艘战列舰，3 艘战列巡洋舰，8 艘装甲舰或重巡洋舰，
44 艘轻巡洋舰，68 艘驱逐舰，90 艘鱼雷艇，249 艘潜艇。预定 1948 年以前
完成。1939 年 1 月获希特勒批准，并将完成期限提前到 1945 年。1939 年 9
月 1 日被海军总司令部撤销，代之以继续建造潜艇并限制建造水面舰只的新
计划。

z 作战  日本海军偷袭珍珠港计划的代号。1941 年 4 月确定此代号，取
意于 1905 年日俄对马海峡海战中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东乡平八郎升起的
决战信号“z”旗。参见“珍珠港事变”。

6M-8 式火箭炮  苏德战争期间苏联主要火箭炮之一。1941 年制成并装
备部队。弹径 82 毫米，弹重 3公斤，操纵管数 48 枚（另有 24 枚型和 36 枚
型），一次齐射为8—10 秒，有效射程5500 米，重新装弹时间为5—10 分钟，
战斗全重 5485 公斤。

BM-13 式火箭炮  苏德战争期间苏联主要火箭炮之一。被称为“喀秋
莎”。其前身为三十年代中期为装备飞机而研制的固体燃料火箭弹，1941 年
改装制成。系安装于汽车上的多联发射装置，弹径 132 毫米，弹重 42.5 公斤，
操纵管数 16 枚，可在7—10 秒内一次发射 16 发炮弹，有效射程 7900 米，重
新装弹时间为 5—10 分钟，战斗全重 7200 公斤。

GM-31 式火箭炮  苏德战争后期苏联主要火箭炮之一。1944 年制成并
装备部队。弹径 300 毫米，弹重 94.5 公斤，操纵管数 12 枚，一次齐射为 7
—10 秒，有效射程 4000 米，重新装弹时间为 10—15 分钟，战斗全重 7100
公斤。

Gp—18 式榴弹炮  苏德战争期间苏联主要榴弹炮之一。1939 年制成并
装备部队（属统帅部预备队炮兵），口径 305 毫米，弹重 330 公斤，弹丸初
速每秒 530 米，最大射程 16.6 公里，最大射速两分钟 1 发，战斗全重 45.7
吨。

GC-3 式加农炮  苏德战争后期苏联主要加农炮之一。1944 年制成并装
备部队（军属炮兵）。兼有反坦克饱和野战炮两种性能，主要用于对付德军
“虎”式和“豹”式坦克，口径 100 毫米，弹重 15.6 公斤，弹丸初速每秒约
900 米，直射距离 1080 米，在 500 米距离上命中角 90°时穿甲力为 160 毫米，
最大射速每分钟 7发（一说 4—5发），战斗全重 3650 公斤。

GT 型坦克  苏德战争初期苏联主要轻型坦克之一。二十世纪三十年代
初研制。作为高速车轮履带式战役坦克，主要用于独立的机械化兵团，经过
多次改进。1939 年的 BT-7M 型为全重 14.6 吨，乘员3人，45 毫米火炮 1门，
7.62 毫米机枪 3 挺，前装甲厚 20 毫米，最大时速 62 公里（履带式）和 86



公里（轮式），公路最大行程 600 公里（履带式）和 700 公里（轮式》，曾
在诺门坎事件、苏芬战争和苏德战争初期使用。

Л-1 式榴弹炮  苏德战争后期苏联主要榴弹炮之一。1943 年制成并装
备部队（军属炮兵）。口径 152 毫米，弹重 40 公斤，弹丸初速每秒 508 米，
最大射程 12.4 公里，最大射速每分钟 4发，战斗全重 3600 公斤。其特点是
比原来同类的 1938 年 K-10 式榴弹炮，行军全重减少 1吨，战斗全重减少 0.5
吨，增强了机动性。

ЛB-3 习型轰炸机  苏联三十年代未主要中远程轰炸机之一。1935 年
由*伊柳辛研制成功。1937 年经改进为ЛБ-3Ф中型。机组成员 3人，装有2
台 1000 马力活塞式发动机，最大时速 440 公里，最大航程 2700 公里，装备
7.62 毫米机枪 3挺，可携炸弹 1—2.5 吨。共生产1528 架。1938 年起改型为
*Ил-4 型轰炸机。

дп式轻机枪  即“杰格佳廖夫式轻机枪”。苏德战争期间苏联步兵主
要轻机枪。二十年代由*杰格佳廖夫研制成功。1927 年开始装备部队。苏德
战争期间仍然是苏军轻机枪的基本型号。口径 7.62 毫米，重 8.9（一说 8.4）
公斤，弹匣容量 47 发，射程 1500 米，实际射速每分钟 80 发。1944 年制成
其改进型ДпM式，主要是简化结构和提高零件质量。

дшк-38 式重机枪  苏德战争期间苏联主要大口径机枪。其前身为
1930 年*杰格佳廖夫研制成功的дк式大口径机枪。1938 年由什帕金（Ге
оргийСемёновичШпа-гин，1897—1952）改制而成。口
径 12.7 毫米，机枪枪身重 34 公斤（连枪架全重 170 公斤），射程 3500 米，
弹链容量 50 发，实际射速每分钟 80（一说 125）发。1939 年起装备部队。
苏德战争期间主要用于攻击敌方轻型装甲车辆和低空飞机。

ис-2 式反坦克炮  苏德战争中后期苏联主要反坦克加农炮之一。
1913 年制成并装备部队。口径 57 毫米，弹重 3.14 公斤，弹丸初速每秒 990
米，直射距离 1100 米。在 500 米距离上命中角 90°时穿甲力为 106（一说
100）毫米，最大射速每分钟 15 发，战斗全重 1150（一说 1250）公斤。

ис-3 式加农炮  苏德战争期间苏联主要反坦克加农炮之一。1942 年
制成并装备部队（师属炮兵）。口径 76 毫米，弹重 6.2 公斤，弹丸初速每秒
680 米，最大射程 13.2 公里，直射距离 940 米，在 500 米距离上命中角 90
°时穿甲力为 70 毫米，最大射速每分钟 15 发，战斗全重1180 公斤。其特点
是制造工艺简单，共有零件 719 个。比三十年代同类加农炮零件减少五分之
三。

N-16 型歼击机  即“波利卡尔波夫式歼击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苏
联的主要歼击机。1933 年由*波利卡尔波夫研制成功。翌年开始装备部队。
单座，装有 1台 900 马力活塞式发动机，最大时速 462（一说 489）公里，最
大航程 625 公里，装备 7.62 毫米机枪 4挺，可携炸弹100 公斤。曾使用于西
班牙内战和诺门坎地区的战斗。至苏德战争爆发时，与 N-15 型一起仍然是苏
联空军中数量最多的主要机种。共约生产 7000 架。

N-153 型歼击机  即“鸥式歼击机”。苏德战争初期苏联主要歼击机之
一。1938 年由*波利卡尔波夫研制成功并装备部队。单座，装有 1 台 900 马
力活塞式发动机，最大时速 427 公里，最大航程690 公里，装备7.62 毫米机
枪 4挺，可携炸弹 200 公斤。

Ил-2 型强击机  即“伊尔-2 型强击机”。苏德战争期间苏联主要强



击机。广泛用于低空火力支援陆军。1939 年由*伊柳辛研制成功。1941 年起
装备部队，至苏德战争爆发时有 249 架，战时共生产 3.6 万架。单座（1942
年改进型为双座），装有 1台 1750（一说 1600）马力发动机，最大时速 420
公里，最大航程 765（一说 510）公里，装备20（后改为 23）毫米航炮 2门、
7.62 毫米机枪 2 挺（1942 年双座型加装 12.7 毫米机枪 1 挺），能携 4—8
枚火箭弹和 400—600 公斤炸弹，座舱、发动机和油箱均有装甲防护。苏军称
之为“飞行坦克”，德军称之为“死神”。

Ил-4 型轰炸机  即“伊尔-4 型轰炸机”。苏德战争期间苏联主要中
远程轰炸机。1938 年由*伊柳辛对*ДБ-3 型轰炸机改制而成。机组乘员 3
人，装有 2台 1100 马力活塞式发动机，最大时速 445（一说 425）公里，最
大航程 3800（一说 3300）公里，装备 12.7 毫米机枪 1挺、7.62 毫米机枪 2
挺（其改进型装备 20 毫米航炮 2门、7.62 毫米机枪 3挺），可携炸弹1—2.5
吨。共生产 5256 架，除作为远程航空兵主要机种外，还用作海军鱼雷机。

ИС型坦克  苏德战争后期苏联主要重型坦克。1913 年由*科京主持研
制成功。其ИС-2 型为全重 46 吨，乘员 4 人，122 毫米火炮 1门，7.62 毫
米机枪 3挺，12.7 毫米高射机枪 1挺，前装甲厚度 90—100 毫米，最大时速
37 公里，公路最大行程 150 公里。1943 年第 4季度生产 102 辆。1944 年上
半年生产 775 辆。以后继续增加。

Ncy-122 型自行火炮  苏德战争期间苏联主要重型自行火炮之一。1941
年制成并装备部队。用作伴随重型坦克和破坏坚固工事的支援火炮，实施直
接瞄准射击。以ИС-2 型坦克的底盘为基础，战斗部分为全封闭式，装甲最
大厚度 120 毫米，装备122 毫米加农炮 1门，弹药基数30 发，最大射程1.57
万米，战斗全重 46 吨，最大时速 35 公里，最大行程 220 公里。

ИСУ-152 型自行火炮  苏德战争期间苏联主要重型自行火炮之一。
1943 年制成并装备部队。用于伴随重型坦克和破坏坚固工事的支援火炮。以
ИС-2 型坦克的底盘为基础，战斗部分为全封闭式，装甲最大厚度 120 毫米，
装备 152 毫米榴弹一加农炮 1门，弹药基数 20 发，最大射程 1.22 万米，战
斗全重 46 吨，最大时速 35 公里，最大行程 220 公里。

kB 型坦克  苏德战争前期苏联主要重型坦克。三十年代后期，根据*西
班牙内战的经验，由*科京、*杜霍夫等共同研制。1939 年其试验型样车曾参
加苏芬战争。经改进后，于 1940 年至苏德战争爆发，共生产 639 辆装备部队。

全重 47.5 吨，乘员5人，76 毫米火炮（1943 年改装 85 毫米火炮）1门，
7.62 毫米机枪 3挺，前装甲厚度 75—100 毫米，最大时速 35 公里，公路最
大行程 250 公里。战争后期为*ИС型坦克取代。

лa-5 型歼击机  即“拉-5 型歼击机”。苏德战争中后期苏联主要歼击
机之一。1942 年由*拉沃奇金研制成功并装备部队。单座，装有 1台 1S50 马
力（一说 1700 马力）活塞式发动机，最大时速 648 公里（一说 630 公里），
最大航程 765 公里（一说 581 公里），装备20 毫米航炮 2门。战争期间共生
产 1万架。

лa-7 型歼击机  即“拉-7 型歼击机”。苏德战争后期苏联主要歼击机
之一。1944 年由*拉沃奇金研制成功并装备部队。单座，装有 1台 1850 马力
活塞式发动机，最大时速 680 公里，装备20 毫米航炮 3门。战争期间共生产



5753 架。
лa-7 型歼击机  лaгг-3 型歼击机即“拉格-3 型歼击机”。苏德战

争前期苏联主要歼击机之一。1940 年由以*拉沃奇金为首的设计局研制成
功。翌年装备部队。单座，装有 1台 1050 马力活塞式发动机，最大时速 519
公里，最大航程 790 公里（一说 556 公里），装备 20 毫米航炮 1 门、12.7
毫米大口径机枪 1挺和 7.62 毫米机枪 2挺，可携炸弹200 公斤。战前和战时
共生产 6528 架。

M 型潜艇  即“婴儿型潜艇”。苏德战争期间苏联主要轻型潜艇。由*
马利宁设计制造。以“婴儿”（Малютка）

命名。从 1934 年第一艘下水到 1945 年，先后 4 批共制造 98 艘。长约
44.5 米，宽 3.3 米，水面排水量约 205 吨（吃水 3 米），航速水面 14 节、
水下 8节，续航力水面航速 8.5 节时为 3600 海里、水下航速 3节时为 90 海
里，装备 533 毫米鱼雷管 2个（艇首）、45 毫米火炮 1 门和高射机枪 1 挺，
舱员 20 人。可利用铁路在各不同海区作整体陆上运输。

M-30 式榴弹炮  苏德战争期间苏联主要榴弹炮之一。1938 年制成并装
备部队（师属炮兵）。口径 122 毫米，弹重 21.8 公斤，弹丸初速每秒 515
米，最大射程 11.8 公里，最大射速每分钟 5—6发，战斗全重 2450 公斤。

M-42 式反坦克炮  苏德战争中后期苏联主要反坦克加农炮之一。1942
年制成并装备部队（营属炮兵）。口径 45 毫米，弹重 1.4 公斤，弹丸初速每
秒 870 米，直射距离 900 米，在 500 米距离上命中角 90°时穿甲力为 61 毫
米（一说 70 毫米），最大射速每分钟 15—20 发，战斗全重 625 公斤。其特
点是比原 1937 年式同类加衣炮，穿甲力增加近三分之一。

Mлг-3 型歼击机  即“米格-3 型歼击机”。苏德战争期间苏联主要
歼击机之一。1940 年由米高扬和古列维奇研制成功并装备部队。其前身为同
年制成的Миг-1 型，Миг-3 型歼击机经改进（加强火力和增加飞行距
离）而成，为当时苏联速度最快的单座高空歼击机。装有 1台 1350（一说 1200）
马力活塞式发动机，在 7000—8000 米高度时速 640 公里（战时其改进型Ми
г-7 达 690 公里），最大航程 1250（一说 1000）公里，装备 7.62 毫米机枪
2挺、12.7 毫米机枪 1挺，可携炸弹 200 公斤。战前和战时共生产 5753 架。

МП-20 式加榴炮  苏德战争中苏联主要加农-榴弹炮之一。1937 年制
成并装备部队（军属炮兵）。口径 152 毫米，弹重 43.6 公斤，弹丸初速每秒
655 米，最大射程17.4 公里，最大射速每分钟 3—4发，战斗全重7270 公斤。

Пе-2 型轰炸机  即“佩-2 型轰作机”。苏德战争期间苏联主要俯冲
轰炸机。1940 年由*佩特利亚科夫研制成功。翌年开始装备部队，至苏德战
争爆发时有 453 架。战时共生产 1.1 万架。机组乘员 3人，装有 2台 1100（一
说 1260）马力活塞式发动机，最大时速 540 公里，最大航程 1200（一说 1100）
公里，其改进型增至 1315 公里，装备 7.62 毫米枫枪 4挺（其改进型装备 12.7
毫米机枪 3挺 7.62 毫米机枪 2挺），能携炸弹 600—1000 公斤。

Пе-2 型轰炸机  ппс-43 式冲锋枪苏德战争后期苏联步兵主要轻
便自动武器之一。1943 年由苏达耶夫（А.И.Судаев，1912—1946）
研制成功并装备部队，口径 7.62 毫米，重量 3.04 公斤，弹匣容量 35 发，射
程 200 米，实际射速每分钟100—120 发。其结构与工艺质量优于*ППЩ-41
式冲锋枪。



ппш-41 式冲锋枪  苏德战争期间苏联步兵主要轻便自动武器之
一。1941 年由什帕金（ГеоргийСемёновичШпагин，
1897—1952）对*杰格佳廖夫的Ппд-40 式冲锋枪进行改装制成。口径 7.62
毫米，重量 3.65 公斤，弹匣容量 71（或 35）发，射程 200 米，实际射速每
分钟 100—120 发，因其制造简单，使苏联在战争初期的困难条件下能迅速大
量生产。仅 1941 年 9—12 月就生产了 9.5 万支。

птрд式反坦克枪  即杰格佳廖夫式反坦克枪。苏德战争前期苏联
步兵的主要反坦克武器。1941 年由*杰格佳廖夫研制成功。同年 8 月开始装
备部队。重 17.3 公斤，两人操纵，口径 14.5 毫米，单发装填，使用带钢心
或金属陶质弹心的穿甲燃烧弹头，弹头初速每秒 1020 米，能穿透300 米远的
35 毫米厚装甲，战斗射这每分钟 8—10 发。苏德战争初期曾大量生产，在莫
斯科会战和其他战线的反坦克战斗中，起过重大作用。随着德军坦克装甲加
厚，1943 年起作用下降。后为火箭简所取代。1915 年 1 月停止生产。

пTPc 式反坦克枪  即“西蒙诺夫式反坦克枪”。苏德战争初期苏联步
兵的主要反坦克武器。1941 年由西蒙诺夫研制成功。同年 8月开始装备部队。
重约 21 公斤，2人操纵，口径 14.5 毫米，带 5 发弹的弹仓，自动装填，使
用带有钢心或金属陶质弹心的穿甲燃烧弹头，弹头初速每秒 1020 米，能穿透
300 米远的 35 毫米厚装甲，战斗射速每分钟 15 发。苏德战争初期曾大量生
产，在莫斯科会战和其他战线的反坦克战斗中起过重大作用。随着德军坦克
的装甲加厚，1943 年起作用下降。后逐渐为火箭筒所取代。1945 年 1 月停止
生产。

CBT-400 式半自动步枪  苏德战争期间苏联主要步兵武器之一。托卡
列夫式半自动步枪系列的主要型号。其前身为 1938 年研制成功并于翌年装备
部队的 CBT-38 式。经改进后于 1940 年定型。口径 7.62 毫米，重量 3.8 公斤，
弹匣容量 10 发，射程 1500 米，实际射速每分钟 20—25 发。1940 年 4 月装
备部队。在苏德战争期间广泛应用。

cH-43 式重机枪  即“戈留诺夫式重机枪”。苏德战争后期苏联步兵主
要重机枪。1940 年起由*戈留诺夫着手设计。经过多次试验和修改，1943 年
定型并批量生产和装备部队，用以取代苏军原用的 1910 年水冷式马克沁重机
枪。口径 7.62 毫米，气冷式，全重 40.4 公斤，射程 2300 米，弹链容量 250
发，实际射速每分钟 250—300 发。

cy-76M 型自行火炮  苏德战争期间苏联主要轻型自行火炮之一。1943
年制成并装备部队。用作伴随步兵的支援火炮，实施直接瞄准射击。以 T-70
轻型坦克的底盘为基础，战斗部分为半封闭式，装甲厚度 35 毫米，装备 76
毫米加农炮 1门，弹药基数 60 发，最大射程 8600 米，战斗全重 10.5 吨，最
大时速 45 公里，最大行程 250 公里。

cy-85 型自行火炮  苏德战争期间苏联主要中型自行火炮之一，1943
年制成并装备部队，用作伴随中型坦克和步兵的支援火炮，实施直接瞄准射
击。以*T-34 型坦克的底盘为基础，战斗部分为全封闭式，装甲厚度 60 毫米，
装备 85 毫米加衣炮 1 门，弹药基础 48 发，最大射程 1.36 万米，战斗全重
29.6 吨，最大时速 55 公里，最大行程 300 公里。

cy-100 型自行火炮  苏德战争期间苏联主要中型自行火炮之一。1944
年制成并装备部队。用作伴随中型坦克和步兵的支援火炮，实施直接瞄准射
击。以*T-T34 型坦克的底盘为基础，战斗部分为全封闭式，装甲最大厚度 110



毫米，装备 100 毫米加农炮 1门，弹药基数 34 发，最大射程 1.58 万米，战
斗全重 31.6 吨，最大时速 50 公里。最大行程 310 公里。

T-26 型坦克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苏联主要轻型坦克之一。1931 年研制
成功。三十年代中期作为诸兵种合成兵团的主要支援兵器，广泛装备部队。
经过几次改进。1937 年型为全重 10.3 吨，乘员3人，45 毫米火炮 1门。7.62
毫米机枪 1挺（部分装有 2挺和 1挺高射机枪），前装甲厚 16 毫米，最大时
速 30 公里，公路最大行程 225 公里。曾在西班牙内战、诺门坎事件、苏芬战
争和苏德战争初期使用。

T-28 型坦克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苏联主要中型坦克。1931—1933 年研
制。全重 28 吨，乘员 6人，76 毫米火炮 1门，7.62 毫米机枪 4挺，前装甲
厚 30 毫米，最大时速 37 公里，公路最大行程 220 公里。三十年代中期作为
突破筑垒地带的主要兵器装备部队，曾在苏德战争初期使用。后为*T-34 型
坦克所取代。

T-34 型坦克  苏德战争期间苏联主要中型坦克。三十年代后期，根据*
西班牙战争的经验，由*科什金、*莫罗佐夫和*库切连科等共同研制。其试验
样车为 T-32 型。经改进后于 1939 年底定名 T-34 型。全重 26.5 吨，乘员 4
人，76 毫米火炮 1门，7.62 毫米机枪 2挺，前装甲厚 45 毫米，最大时速 51
公里，公路最大行程 370 公里。自 1940 年至苏德战争爆发时，共有 1225 辆
装备部队。战争开始。即显示出其性能优越，成为苏军的主战坦克。1942 年
下半年生产 8271 辆。以后几经改进。1944 年其改进型（T-34-85 型）全重
32.5 吨，乘员 5人，85 毫米火炮 1门，7.62 毫米机枪 2挺，前装甲厚 45—
90 毫米，最大时速 55 公里，公路最大行程 420 公里。

Ty-2 型轰炸机  即“图-2 型轰炸机”。苏德战争后期苏联主要俯冲轰
作机之一。1943 年由*图波列夫研制成功并装备部队。机组乘员 4人，装有2
台 1850 马力活塞式发动机，最大时速 547 公里，最大航程2100（一说 2250）
公里，装备 20 毫米航炮 2门、12.7 毫米机枪 3挺。能携炸弹 1—3吨。战时
共生产 2527 架。

YCB 式加农炮  苏德战争期间苏联主要加衣炮之一。1939 年制成并装备
部队（师属炮兵）。口径 76 毫米，弹重 6.2 公斤，弹丸初速每秒 680 米，最
大射程 13.3 公里，最大射速每分钟 15—20 发，战斗全重 1480 公斤。

щ型潜艇  即“狗鱼型潜挺”。苏德战争期间苏联主要中型潜艇之一。
由*马利宁设计制成，1933 年第一艘下水该型潜逛命名“狗鱼”（Шукл
а），以后取其第一个字母为该型名称。前后共有 6批，以第三批为基本型
号。长 59 米，宽 6.2 米，水面排水量约 600 吨（吃水 4米），航速水面 13
—14 节、水下 8—9.5 节，续航力水面航速 9节时为 4500 海里、水下航速 2.5
节时为 100 海里，装备 533 毫米鱼雷发射管艇首 4个、舱尾 2个，45 毫米火
炮 2门（部分还装有 37 毫米机关炮或 12.7 毫米机枪），艇员 37-40 人。苏
德战争爆发时苏联海军共有该型潜雁 77 艘。

Як-1 型歼击机  即“雅克-1 型歼击机”。苏德战争前期苏联主要歼
击机之一。1940 年由*雅科夫列夫研制成功。翌年装备部队。单座，装有 1
台 1050 马力活塞式发动机，最大时速 580（一说 572）公里，最大航程 850
（一说 700）公里，装有20 毫米航炮 1门、7.62 毫米机枪 2挺。战前和战时
共制造 8721 架。



ЯH-3 型歼击机  即“雅克-3 歼击机”。苏德战争后期苏联主要歼击机
之一。1943 年底由*雅科夫列夫研制成功。单座，装有 1 台 1240（或 1650）
马力活塞式发动机，最大时速 660（或 720）公里，最大航程900（一说 1000）
公里，装备 20 毫米航炮 1门、12.7 毫米大口径机枪 2挺（或装备 20 毫米航
炮 2门）。1944 年起成批生产装备部队。至战争结束共生产 4843 架。

Як-7 型歼击机  即“雅克-7 型歼击机”。苏德战争中期苏联主要歼
击机之一。1942 年由*雅科夫列夫研制成功。单座，装有 1台 1210 马力活塞
式发动机，最大时速 593 公里，最大航程 750 公里，装备 20 毫米航炮 1门、
12.7 毫米大口径机枪 2挺。战争期间共生产 6399 架。

Як-9 型歼击机  即“雅克-9 型歼击机”。苏德战争中后期苏联主要
歼击机之一。1942 年由*雅科夫列夫研制成功。单座，装有 1台 1240（一说
1210）马力活塞式发动机，最大时速 605（一说 597）公里，最大航程 1000
公里（一说 1400 公里，其 1944 年的改进型Як-9ДД航程增至 2200 公里），
装备 37 毫米航炮 1门，12.7 毫米大口径机枪 2挺。战争期间共生产 16769
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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