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发动
“七

·

七
”
事变后

,

按正常逻辑
,

在中国人民受到军事侵略时
,

中国聘来的军事

顾问理应站在中国一边
。

但事实却相反
。

德国

国务秘书布洛曾指示其驻华外交人员
,

应尽最

大努力使德国军事顾问不得参与对日军 事 行

动�
。

德国自� !∀年 ��月#∃ 日与日本缔结反共

产国际协定后
,

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
,

表面上仍

维持与中 国 的 原有关系
,

自称在中日之间持
“

中立
”
态度

。

为此
,

德国政府想出一条两全

其美之计
%
既不急于撤走在中国的军事顾问

,

又不让其为中国出力
。

随着东西方法西斯势力的进一 步 紧 密勾

结
,

日本向德国提出了结束在华军事顾问团活

动的强烈要求
。

与此同时
,

德国国内政局也发

生了重大变化
。

希特勒对政府进行了一次突如

其来的大改组
。

原来主张推行温和对华政策的

国防部长勃罗姆贝格
、

陆军司令弗立契
、

外交

部长牛赖特等军政头目均被清洗
。

一些德国工

业家也随之转移他们在中国关内的投资
,

把赌

注下到日本占领下的所谓
“

满洲国
” 。

在这种

情况下
,

法西斯德国放弃中国
,

重新考虑在华

的军事顾问团问题
,

就成为一种必然
。

� !&年

∃ 月工!日
,

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要求其驻

华大使陶德曼通知全体在华顾问
,

提前解除聘

约回国
。

尽管蒋介石等一再挽留
,

德方仍不予

任何考虑
。

对少数暂不想回去的顾问
,

德方政

府宣布将采取严厉措施
,

包括取消国籍
,

没收

财产
。

∀月#∋ 日
,

德外长又命令其大使
%
如果

中国政府到 ∀ 月#! 日仍不宣布同意全体顾问归

国的话
,

就请您离华返德
。

∀月#∀ 日
,

陶德曼

大使果真应召回国
。 ( 月 ∃ 日

,

以法尔肯豪森

为首的最后一批顾问
,

终于启程回国
。

顾问团的撤离
,

委实使国民党既痛心又气

愤
。

但这已无济于事
。 � )∋ 年 �� 月底

,

德国又

宣布承认汪精卫卖国
“
政府

” 。

次年 ( 月初
,

中德终于断交
,

被弃而无可奈何的国民党政府
,

不得不谴责德国与日
、

意同恶共济
,

扩大侵略
,

破坏太平洋和平
, “

实为国际正义之蚕贼
,

人

类文明之公敌
” 。

并正式宣布自� )� 年 �# 月  

军事历史 � &  年第 !期

日午夜 �#时起 “
中国对德意志

、

意大利两国立

于战争地位
。

所有一切条约
、

协定
、

合同
,

有

涉及中德或中意之关系者
,

一律废止
。 ”

到这

时止
,

中国对德国军事顾问的聘约才算废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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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尼拔巧借风势助战

公元前#� ∀ 年 & 月
,

汉尼拔在意大利东南沿海的

卡内地区
,

以步兵 ) 万余人
、

骑兵约 3万人的兵力
,

与罗马执政官伊米里亚斯统率的 & 万步兵
、

(∋ ∋∋骑兵

作战
。

面对强敌
,

汉尼拔决定巧借风势助战
。

当时当

地正处于风季
,

每天中午常有强劲的东南风沿海袭来
。

据此
,

他在部署阵势时让部队背向东南
,

利用顺风作

战
,

使敌方陷入逆风作战的不利境地
。

& 月# 日,

双方交战至中午时分
,

果然东南风大

作
。

这时
,

汉尼拔军向敌军投射的矛
、

箭
、

石头
,

由

于顺风而速度加快
,

力量倍增
,

大大增强了杀伤效果
。

而罗马军投射的矛
、

箭
、

石头的作用则相反
、 同时由

于东南风刮起风沙尘土
,

将士既看不清对方
,

不能准

确地使用手中武器
,

又难于躲避对方投射过来的矛
、

箭
、

石头
,

阵势一片混乱
,

死伤惨重
。

战至天黑
,

罗

马军被歼 ( 万余人
,

被俘约 3 万人
,

执政官 阵 亡
。

而

汉尼拔军仅伤亡 ∀ ∋ ∋∋人左右
,

大获全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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