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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943年2月初，斯大林格勒会战后，苏军乘胜进攻，于2月15日收复了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卡尔可夫，德
军在苏联南部的处境日趋恶化。
希特勒撤消了受到严重打击的B集团军群番号，重新组建了南方集团军群，并任命曼施泰因元帅为司
令。
2月19日，曼施泰因指挥南方集团军群向顿聂兹河和第聂伯河之间的苏军发起反击，于3月17日重新夺
回卡尔可夫，18日又占领了别尔哥罗德，苏军被迫后撤至库尔斯克南面的奥博扬地域。
自此，形成了一个以库尔斯克为中心的突出部。
在突出部的北面，德中央集团军群控制了奥廖尔附近的突出部。
在南面，德南方集团军群控制了别尔哥罗德地域。
在突出部内的是苏中央方面军和沃罗涅日方面军。
苏德双方在库尔斯克地域附近都暂时转入防御，整个苏德战场在总趋势上也出现了平静的春季。

“堡垒”计划：
曼施泰因仔细分析了战场的局势后，得出的结论是：德国最好的结局，就是设法消耗苏军的实力，然
后伺机使苏联接受一个不分胜负的和平。
为达到这个目的，德军应绝对避免使用静态防守的战术。
为此，他向希特勒提出了两个东线战场作战计划草案：一是放弃顿聂兹河和米斯河防线，把苏军诱人
顿河下游，再使用预先集结在那里的德军装甲部队攻击苏军侧面，将其围歼；二是先发制人，在苏军
补充冬季损失之前，就发动攻击。
至于德军攻击的目标，曼施泰因认为应选在苏军在库尔斯克城周围的突出地区。

希特勒没有选择第一种方案，他害怕哪怕是暂时的撤退，都会影响罗马利亚和土耳其的态度，他还割
舍不下顿聂兹盆地的经济价值，也不想把1941年冬季寸土必争夺来的土地，就这样被斯大林不费吹灰
之力就夺回去。

1943年4月15日，希特勒发布了第6号训令。
他在训令中说：“这次进攻具有决定性意义，它应迅速完成并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这次进攻应使我们得以掌握今年春夏两季的主动权⋯⋯每个指挥官和士兵都必须深刻理解这次进攻的
决定性意义。
库尔斯克地区的胜利应当成为照耀全世界的火炬。
”为此，德最高统帅部拟定了代号为“堡垒”的作战计划。
计划自北面奥廖尔和南面别尔哥罗德向库尔斯克突出部实施向心突击，围歼苏中央方面军和沃罗涅日
方面军，攻占库尔斯克，尔后向西南方面军后方突击。

为实施“堡垒”计划，德军调集了中央集团军群和南方集团军群的17个装甲师、3个摩托化师和16个步
兵师。
北面中央集团军群派出了由莫德尔指挥的第9集团军，辖有6个装甲师、1个摩托化师和11个步兵师；南
翼南方集团军群出动了两个军团，他们是霍特指挥的第4装甲集团军和肯夫指挥的肯夫兵团，共有11个
装甲师、2个摩托化师和5个步兵师。
另外约有20个师准备在突击集团翼侧行动，第4、第6航空队进行空中支援。
总兵力为90万人，2700辆坦克，1万门火炮和2000多架飞机。

苏军在库尔斯克突出部地域集结了130万人的兵力，2万多门火炮，3400辆坦克和2100余架飞机。
北边是罗科索夫斯基指挥的中央方面军，南边是瓦图京指挥的沃罗涅日方面军。
另外突出部的北面有波波夫指挥的布良斯克方面军，南边是马利诺夫斯基的西南方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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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部后方的预备队则是可涅夫指挥的草原方面军。
总兵力超过200万，坦克更多达5000辆。

曼施泰因建议发动进攻的时间最好选在5月上旬，那时地面干燥，利于德军装甲部队的行动，而此时
苏军尚未调集足够的装甲兵力。
但因德国的新型虎式、豹式坦克交货迟误，而希特勒坚持要等到拥有足够的新型坦克才发动攻击。
结果等到7月初，希特勒终于决定于7月5日凌晨午3时30分展开攻击，这时德军的先利之机已经丧失殆
尽。

铁甲大搏杀：
就在德军准备于5月上旬发起进攻时，苏方情报部们就获得了情报。
于是，苏军统帅部把作战警报和命令传了下去，要求各部队严阵以待，随时做好御敌准备。
7月2日，苏军总参谋部终于接到德军转入进攻的最新情报。
情报说德军至迟不超过7月6日在库尔斯克方向展开攻击。
总参谋长华西列夫斯立即电令各部队严加戒备。
7月4日，一小股德军透入苏军阵地进行火力侦察，战斗中一名德军士兵被俘，他向苏军供认，他们每
人分到了一份干粮和伏特加酒，为的是明日拂晓转入突击。
苏军统帅部当即将这一最新情况通报了各前线部队指挥官。

7月5日凌晨2时20分，苏沃罗涅日方面军抢先实施了炮火和航空兵的反准备。
霎时，隆隆的炮声，飞机的轰鸣声，各种炸弹的爆炸声打破了深夜的宁静。
战争史上著名的库尔斯克大会战开始了。

本来，苏军是防御性作战战略，但这提前的反准备炮火却使德军前沿阵地的官兵以为是苏军要向他们
进攻了。
苏军的炮火先行摧毁了德军部分炮兵阵地，打乱了德军前沿阵地的通讯指挥系统。
不过苏军的反准备炮火略嫌早了些，倘若再晚30—40分钟，那么效果可能更好。
因为德军装甲部队和步兵大多未开始进攻前的集结。

7月5日清晨6时左右，德军终于开始发起进攻。
在北面奥廖尔方向上，莫德尔投入了第9集团军的3个装甲师及4个步兵师，共约500百辆坦克及自行强
击炮，以25英里宽的正面，向苏中央方面军第13集团军的左翼进攻。
德军坦克梯队大都排成一个楔形，冲在前端是10—15辆装甲最厚的虎式坦克和斐迪南式自行强击炮。
斐迪南式自行强击炮是当时德军装甲最厚的突击炮，88毫米炮可以在1800米的的距离击毁T-34坦克。
虽然它靠著厚重的装甲突破了苏军阵地，但由于在设计上没有配备机关枪，不能摧毁苏军火力点，因
而使步兵无法跟进，结果在失去步兵掩护的情况下，很快就被苏军击毁。
第9集团军整个白天的5次突击进攻都被击退。
只是到了傍晚，莫德尔再次投入兵力，才勉强楔入苏第13集团军的阵地。
即使这样，最大纵深也只有6公里，更多的是2—3公里。

同日，南方集团军群从南面的别尔哥罗德发起进攻，曼施泰因在不足50公里的正面展开了3个装甲军，
由左至右分别是第48装甲军、第2SS党卫装甲军（属霍特的第4装甲集团军）及第3装甲军（属肯夫兵团
），进攻兵力共8个装甲师、1个机械化师及5个步兵师，坦克共约700百辆。
当天，霍特的楔形坦克队在空军及炮兵的强力支援下，顺利的突破苏军近卫第6集团军的阵地。
傍晚的一场雨使得攻势暂时停了下来，肯夫的部队也在近卫第7集团军的阵地前受挫。

7月6日清晨，德军再次发起进攻，所有各部队的正面全都是激烈的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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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德尔的第9集团军在伤亡惨重及弹药大量消耗下不得不放弃了前进。
2天以来，第9集团军仅仅前进了6—9公里而已，然而却付出了死伤25000人、200辆坦克和自行火炮以
及200架飞机的代价。
在南面，南方集团军群的3个装甲军在损失了近200辆坦克后，继续向奥博扬方向缓慢逼进。

7月7日，莫德尔投入了预备队，但他发起的5次攻势都没能获得多大的进展。
南面霍特的攻势则比较顺利，第48装甲军顺利的突破了几个据点，击退了苏军第3机械化集团军。

在前3天的战斗中，中央集团军群击毁了379辆苏军坦克，南方集团军群则击毁了483辆。
这总共862辆的坦克，德国空军即包办了291辆，而德国空军本身只损失了54架飞机而已。

7月8日，莫德尔集结了300辆坦克再度发动了猛烈的攻势。
首当其冲的是苏军第3反坦克旅。
苏军炮兵直到650—750码的距离才开火，并且大都能坚守炮位。
其中一个营在摧毁17辆坦克后，全营只剩3人存活。
第3反坦克旅也几乎全军覆没。
在南面，苏第3机械化集团军以40辆T-34对德军第48装甲军展开反击，结果以大败收场。

战至7月10日，莫德尔已经用完了所有的预备队，并且损失了全军将近三分之二的坦克。
罗科索夫斯基的中央方面军渐渐对德第9集团军展开反击，莫德尔只得转攻为守。
在南面，霍特前进到了战略要地奥博扬附近，严重威胁到库尔斯克的南面。
其间主力“大德意志”师的豹式坦克频频产生机械故障，但是该师仍然能够发挥相当的战力。
位于攻击正面中央的第2SS党卫装甲军，与第48装甲军联手击退了苏军第1坦克集团军及近卫第2、第5
坦克军，迫使苏军后退并重整防线。
同时肯夫兵团也打通一条进路，巩固了第4装甲集团军的右侧翼。

到7月11日为止，北面中央集团军群的第9集团军大约突破了20公里，不过似乎已经无法再前进了。
南面南方集团军则前进了30多公里，3个装甲军都突进到了奥博扬以及交通要地普罗霍罗夫卡的前方。
但苏军在炮兵及空军的强力支援下，瓦图京的沃罗涅日方面军挡住了南面德军进一步占领奥博扬的企
图，同时也向朱可夫请求增援。
朱可夫于是下令可涅夫的草原方面军向普罗霍罗夫卡增援。
德军在11日的攻势里击毁了220辆苏军坦克和70架战机。
自“堡垒作战”发动以来，苏军已经损失了1640辆坦克、1400门火炮以及被俘虏了28000人。

7月12日，防守北面奥略尔突出部的德中央集团军群的第2装甲集团军遭到苏西方方面军、布良斯克方
面军及中央方面军的攻击，中央集团军群总部不得不把莫德尔的第9集团军的4个师抽回防守，德军北
面攻势因此停顿下来。

在南面，南方集团军群的装甲军继续向奥博扬和普罗霍罗夫卡实施猛烈突击，担任主攻的是豪瑟指挥
的第2SS党卫装甲军，辖有近700辆坦克，其中约100辆是虎式坦克。
其左侧是第48装甲军，右侧还有肯夫兵团的300辆坦克支援。
当日上午9点，在普罗霍罗夫卡城的南郊，第2SS党卫装甲军遭遇到草原方面军派来增援的部队，主要
是罗托米斯托夫指挥的近卫第5坦克集团军，该集团军拥有850辆坦克，大部份是T-34。
另外还有近卫第5集团军。
这两个部队自7月初即被保留做为预备队，兵员及装备都经过充份的补充。

两军装甲主力相遇后，很快就绞杀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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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军的坦克炮虽然能在1500—1800公尺的距离开火，但在这种情况下，虎式坦克强力的火炮及厚重的
装甲都讨不到什么便宜，反而是巨大的炮塔不易旋转成了致命伤。
不多久，草原上上到处都是坦克的残骸。
浓密的烟硝弥漫了战场，坦克行进和射击扬起的沙尘更阻碍了两军的视野，两军的士兵也混杂在其中
互相厮杀。
炮声、枪声、爆炸声、喊杀声和哀号声响成一片。
坦克手侥幸的从燃烧的坦克里爬出后，往往被迫拿起步枪像步兵一样的作战，有时双方的坦克手甚至
用匕首肉博。
除第2SS党卫装甲军外，第48装甲军也遭遇了苏第1坦克集团军和近卫第6集团军。
肯夫兵团到了下午也投入了普罗霍罗夫卡的战斗。
德军第4航空队和苏军第2、第17航空军的飞机都尽全力支援地面战斗，空中和地面爆炸声不绝于耳。

这场普罗霍罗夫卡空前规模坦克大战一直持续到傍晚才结束。
在历经8个小时血战后，德第2SS党卫装甲军和苏近卫第5坦克坦克集团军都损失了超过350辆坦克，德
军步兵伤亡多达1万人，苏军步兵损失不详。
到7月12日为止，南方集团群击溃了苏军10个坦克军或机械化军的预备队，向前突破了30—40公里。
俘获苏军24000人，缴获、击毁苏军坦克1800辆、野战炮267门，战防炮1080门。

苏军的反击：
蓄势以久的苏军投入了大批的预备队，使得库尔斯克一带的苏军累计兵力多达264万人、火炮52500门
、坦克8200辆，飞机也多达6950架。
连日来德军也对库尔斯克增援，共投入了154万人、16000门火炮以及5000辆坦克、5000架飞机。

7月13日，希特勒紧急召回克鲁格和曼施泰因开会，他首先宣布英美联军已于7月10日在西西里岛登陆
，意大利的情势恶化。
希特勒认为德军必须要抽调兵力到意大利和巴尔干半岛，因此“堡垒”作战可能被迫停止。
中央集团军群司令克鲁格也支持停止该作战，因为苏军已经开始攻进奥略尔突出部，突出部有将近60
万德军，包括49万战斗部队。
如果不及早将德军撤出该地区，极可能会重演斯大林格勒的悲剧。
曼施泰因则认为德军已经到了胜利的边缘，就这样放弃苦战的成果未免太可惜了，他表示至少要把苏
军的预备队全部击溃才罢手。
最后希特勒还是根据地中海和中央集团军群的情况，决定停止“堡垒”作战。
作为妥协，他同意让曼施泰因的南方中央集团军群继续攻击库尔斯克的苏军，直到击溃苏军装甲预备
队为止。

在北面奥略尔方向，苏军于7月12日就开始转入反攻，投入兵力达到128万人、2万门火炮以及2400辆坦
克、2000架飞机。
苏军以近卫第11坦克集团军为主，向德第2装甲军团的阵地突破。
苏军火炮的密度达到每公里150—200门，坦克密度也达到每公里15—20辆。
然而即使是这么强力的反攻，苏军仍然无法重演斯大林格勒的大包围。
莫德尔利用数道预备好的防线，巧妙地迟滞苏军的攻势，慢慢地将德军撤出奥略尔。
直到8月5日苏军才终于收复奥略尔，大部份的德军已经安然撤退到下一道防线。
而在南部战线，希特勒于7月17日撤出了第2SS党卫装甲军前往意大利。
于是曼施泰因只好停止攻势，向后撤退。
8月3日，苏沃罗涅日方面军和草原方面军在西南方面军的配合下，向南方集团军群发起大规模反攻，
于8月23日收复了卡尔可夫。
至此，库尔斯克大会战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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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大会战，德军损失近50万人，坦克1500多辆，作战飞机3500多架，火炮3000余门。
这些惨重损失，使德军在苏德战场上完全转入了战略防御。
尽管德军一度击溃4倍于己的苏军，苏军损失也很惨重，但苏德战场的主动权还是完全转移到苏军手
中。
对此，前西德历史学家格利茨评价说：“库尔斯克大会战对于德军是致命危机的开端。
”
本书附光盘1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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