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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为什么只经过了短短二十年的和平，就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而二战之后，世界并不太平，朝鲜战争、越南战争、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伊拉克战争等地区性动
荡此起彼伏，不时地刺激着人们的神经。
纷乱的世界格局，我们该如何应对？

　　著名军事学者倪乐雄独辣点评、翔实论述，为你拨开世界的战争迷雾，让你看懂整个世界的风起
云涌。

　　回首战争，珍爱和平！
那些以武止戈的杰出将帅，他们的名字值得我们铭记；那些反侵略的无名士兵，他们的事业值得我们
尊重；而那些战争背后的真相，更值得我们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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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倪乐雄：
　　著名军事学者，上海政法学院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系教授、渥太华中国事务研究院院长。

　　美国国会“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称他为：“一位杰出的中国政治与学术精英”。

　　美国学者称他为：“也许不是仅有的、但却是最有创见的中国马汉学派的代表”；“最具创见的
马汉学派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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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俾斯麦规划的德国之路　　德国首相奥托·冯·俾斯麦老谋深算，精于张弛之道，他感到德国的
暴发户形象已吸引了各国的注意力，如果照此扩张势头发展下去，势必促使其他国家共同对付自己，
那时德国将像法国路易十四和拿破仑一世时期的情形一样，在一场战争中，被分裂成几块。
因此，德国只有在一个互相制衡的和平环境中，才能巩固既得利益。
这种现实感使俾斯麦不以追求世界霸权为德国的外交目标，或许是他精于韬略，深谙张弛之道，待时
机成熟，再问鼎世界霸权。
他有句名言：“当我们尚未听到上帝在历史中的足音时，除了等待也就别无它事可做，但是，只要一
听到了，我们就必须向前跳跃并尝试抓住上帝的袍角。
”　　因尚未听到“上帝的足音”，俾斯麦制定了一整套以保证德国既得利益为宗旨的外交政策。
德国最担心法国人强烈的复仇心理。
普法战争胜利后，基于老毛奇和他的总参谋部的强烈要求，德国吞并了法国的阿尔萨斯、洛林。
俾斯麦当时确有先见之明，他反对吞并这些土地，认为这会成为新德意志帝国的致命隐患。
既然吞并已成事实，俾斯麦便以两面手法来对付法国。
他向法国政府保证：他将全力支持法国在世界各地的殖民活动，使其所获之利益可超过割让阿、洛两
省之损失而有余。
这使法国在非洲、亚洲的殖民扩张中得到极大的好处，以至于1883年任内的法国总统格里维声称，他
对战后十三年来俾斯麦对法国的善意感恩戴德。
　　另一方面，俾斯麦深知要法国人彻底放弃复仇和收复阿、洛两地的念头十分困难，然而单凭法国
自身的力量则根本不能同德国相抗衡，但它却可以同其他国家结成联盟来达到目的。
俾斯麦认定，如果有一天法国感到它可依赖俄国的援助的话，则法德之战也就为期不远了。
所以，除了殖民地问题上对法国网开一面，俾斯麦外交的重点就是要孤立法国，防止它同其他国家结
盟来对付自己，尤其要防止法国与俄国的结盟，不然，德国将处于腹背受敌、两面作战的困境。
　　因此，必须同俄国友好，这是关键。
但又不能让俄国捏住自己的软处，降格以求得这种友好关系，俾斯麦采取迂回策略，于1879年10月7日
，同俄国在巴尔干的竞争者--奥匈帝国缔结了“德奥同盟”。
德皇威廉一世原先反对与奥匈结盟，担心俄国因此与德国为敌，俾斯麦匠心独运，指出德奥同盟不仅
不会得罪俄国，还会使它乖乖就范。
德奥同盟条约规定：缔约双方如有一方遭受俄国攻击，即应彼此互助。
如有一方遭受其他国家（意指法国）攻击，则另一方应守善意中立。
如法俄合作，则德奥也将联合行动。
（后来该条约一再延长，到1914年仍然有效。
）这时的俄国正一心致力于东北亚扩张，“德奥同盟”使它感到有后顾之忧。
俾斯麦对俄国一面施加压力，一面又尽量博取好感，他不干涉俄国寻求不冻港的努力，拒绝了俄国在
远东的竞争者日本提出的缔结同盟的要求（一旦德日建立同盟，俄国即处于两面被夹击的态势），他
也劝说奥国应让俄国向君士坦丁堡发展，以激化俄英的矛盾。
　　俾斯麦挟奥国以自重，迫使俄国就范，达到了阻止法俄联手的预期效果。
俄国感到一个友好的德国对自己是有利的。
1881年6月18日，德、奥、俄三国在柏林缔结了“三皇同盟”。
条约规定：三国中任何一国与第四国发生战争，其他两国应维持善意中立以使战争局部化；俄国承认
《柏林条约》所给予奥匈帝国在巴尔干的地位。
另有秘密附约规定了奥俄两国在巴尔干的势力范围。
“三皇同盟”维持了6年，后因俄国不满奥国在巴尔干的政策而拒绝续约，但俄国愿意继续维持与德
国的同盟关系，双方遂于1887年6月18日签订了所谓的《再保险条约》。
　　解除了俄国方向的隐患后，俾斯麦继续向法国背后的意大利和西班牙施展外交谋略，结果在1882
年，德、奥、意组成“三国同盟”（罗马尼亚不久加入，塞尔维亚也一度参加）。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一个人的世界大战史>>

西班牙国王则向德国首相保证：如果法德之间发生战争，西班牙一定帮助德国。
俾斯麦在外交棋盘上布下这一连串棋子后，意犹未尽，又一手斡旋出一个英、奥、意地中海三国同盟
（后来西班牙也加入了同盟），以此来维持地中海区域的现状，同时给“地中海同盟国”和正朝这个
方向蠢蠢欲动的俄、法制造一个摩擦的场所，德国自己却置身事外。
例如为保持与俄国的平衡关系，德国拒绝了英国要它加入“地中海同盟”的建议。
　　这样，这位19世纪杰出的德国外交家在其执政的最后10年里，已经成功地达到了孤立法国的目的
。
他鼓励英、法、意进行殖民地竞争以分散法国对阿尔萨斯、洛林的注意力，用意大利来牵制法国，用
奥匈来牵制俄国，他与俄、奥这两个互相敌视的国家同时保持着友好关系，通过“地中海同盟”，他
假道罗马和维也纳同英国建立了联系，于是，俄罗斯熊、不列颠狮和德意志鹰欣然合作，孤立在一旁
的，只能是高卢雄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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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世界大战背后的那些笑破后人肚皮的荒唐事⋯⋯　　世界大战第一书：最好看的战例解读，最好
懂的战略阐释，讲述历史课本、军事节目绝不会告诉你的大战真相！
　　为了攻打法国，德国悍然入侵了中立国比利时，德国首相贝特曼对这一事件解释道：“虽然我们
对比利时的侵犯违背了国际法，但我们正在犯的过错，是出于军事上的需要，而需要是不懂法律的。
”　　当威廉二世任命小毛奇为德军参谋总长，小毛奇说：“一旦发生战争，我不知道将如何是好。
”威廉二世戏谑道：“这有什么关系，你伯父老毛奇曾经威震欧洲，只要你叫‘毛奇’，就足以让其
他国家心惊胆寒了。
”　　德军马上就要打到巴黎，法军欲与德军作殊死一战，这时吓破了胆的英国远征军却表示拒绝参
加反攻。
法军总司令谴责一番后，一拳砸在桌子上喊道：“元帅先生，英国的荣誉正处于生死存亡关头！
”这位英国元帅被“英国的荣誉”刺激得泪流满面，不得不答应与法军并肩作战。
　　德国侵占波兰后，苏联为了尽快分得波兰的领土，询问德国：“你们是否同意我们以德国威胁波
兰境内的苏联人为由，进军波兰呢？
”德国外长回答：“欢迎苏联采取军事行动，但把罪名推在德国身上是绝对不行的。
”于是，苏联政府发表声明：《苏波互不侵犯条约》不再有效，苏军开进了波兰。
　　在苏军攻打柏林期间，希特勒眼见大势已去，他乞灵于星象图，期待奇迹降临，挽救第三帝国。
1945年4月12日，当罗斯福总统逝世的消息传来时，纳粹高层欣喜若狂，以为奇迹真的降临了。
希特勒指望在德国即将崩溃的时刻，苏联同英美的联盟发生破裂，从而让第三帝国死里逃生，但这一
切都没有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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