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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信地图 先入为主:隆美尔兵败阿拉姆

颜平

� � 1942年 8月初,德国陆军元帅隆美尔计划对英军发起攻势。他最初预想把进攻的方向选在阿

拉姆防线的南端,因为那里英军兵力薄弱,攻击易于奏效。但他对那里的地形情况不甚了解,不敢

轻易定下决心。英军蒙哥马利元帅和参谋长德甘冈分析敌情、地形认为,阿拉姆防线南端的拉吉尔

地区沙层很厚, 流动性大,不利于德军的装甲部队行动, 而隆美尔对这一情况并不清楚。于是蒙哥

马利决定把隆美尔诱入拉吉尔地区歼灭之。8月中旬,隆美尔开始调整部署,准备发动进攻。为了

引诱隆美尔上钩,英军一方面制造假情报,另一方面绘制了一张拉吉尔地图,表明该地区是硬地,便

于装甲部队机动,而且很巧妙地让隆美尔得到了这张地图。看到地图后,隆美尔觉得这正合他的预

想,便决定从这里发起进攻。

9月 1日凌晨,隆美尔下令德军装甲部队向阿拉姆地区发起进攻。而蒙哥马利早已命令工兵

在德军主力部队进攻的地方设置了雷区。德军边排雷边前进,到天亮只推进了 32 公里。后来,德

军进入拉吉尔的流沙区, 百余辆坦克、装甲车和卡车在流沙中东倒西歪地挣扎前进。正在这时,英

国几个中队的战斗机呼啸而至,不断对德军进行扫射和轰炸,德军部队深陷流沙区, 动弹不得,只能

被动挨打。夜幕降临后, 沙漠里到处都是燃烧的德军车辆。9月 2日早晨,隆美尔来到了战场。在

两个小时里,他的车 6次遭到英军战机的袭击。英军的反击愈演愈烈,天上飞机轮番攻击, 地面炮

火猛烈射击。德军伤亡惨重。第二天, 隆美尔不得不下令撤退。阿拉姆战役中,德军伤亡 4800人,

损失 50余辆坦克和 70门火炮。北非的德军从此一蹶不振。

隆美尔率领的�非洲军团�是德军的精锐机械化部队,在最初几次战役中曾重创英军部队,取得

了非洲战场上的主动权。当时,论实力,德军的装甲部队驰骋欧洲大陆未逢敌手, 其坦克的数量及

技战术性能均优于英军; 论指挥人才,隆美尔擅长指挥装甲部队作战,战术素养很高,在非洲大陆曾

指挥过几次漂亮仗, 被誉为�沙漠之狐�,而英军指挥官蒙哥马利则刚刚上任不久;论士气,当时德军

在各个战场上节节胜利, 部队士气非常高涨, 而英军尚未完全从过去败仗的阴影中走出来, 士气比

较低落。在这种情况下, 阿拉姆战役却以德军惨败而告终, 个中教训发人深思。

第一,轻信地图,误入�歧途�。阿拉姆南部的拉吉尔地区沙层很厚,流动性很大,是装甲部队的

陷阱。隆美尔对那里的地形既没有进行实兵侦察,也没有认真调查研究,过分相信一张来路不明的

地图,把几万人的部队投入绝地,导致战役失败。地图是指挥员获取情报信息(特别是地形、地貌)

的重要途径,也是定下决心的重要依据之一。地图在战争史上的运用源远流长,但它自身存在一定

的局限性:一是内容滞后,地图的绘制与使用不可能在同一时间, 时间越久远, 地貌变化越大,准确

性就越差;二是精度有误,地图比例尺有限,不可能把现地上的一切都搬到地图上去;三是只能反映

静止的地形地貌。如果地图来路不正, 如英军绘制的拉吉尔地图,就更不应成为定下决心的惟一依

据。现代战争中要发挥地图的作用,一方面必须注重丰富地图的内容和形式,尽量使用比较新的精

度较高的地图, 并大力发展三维立体动态图和电子沙盘,另一方面要将用图与其他侦察手段配合使

用,以各种侦察手段发现地图和现地的差别, 弥补地图上的错误之处, 使其真正成为定下决心的重

要依据 伊拉克战争中 美军绘制的作战地图都是在侦察卫星 高空侦察机 特种侦察兵实地侦察



后相互印证、不断修正而成的, 在作战中成为美军制定进攻方案的重要依据。关于用图, 斯大林曾

批评一些指挥员: �指挥员哪有光看地图打仗的?�他主张指挥员应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 尽可能地

亲临战场,察看战场的全面情况,如地形、道路、水文及敌我双方的行动等。

第二,先入为主,决策失误。隆美尔之所以作出以拉吉尔为进攻突破口的错误决策, 除了因为

英军假地图计划周密外,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当时陷入了决策思维定势的怪圈。其实,在得到

假地图之前,隆美尔就已经根据以前的作战经验, 先入为主地将拉吉尔作为未来进攻的突破口,而

很少考虑其他方案的可能性。英军假地图则使他对原先方案更加深信不疑, �心甘情愿�地钻入了

英军为他设置的圈套。心理学认为,人对任何事物的感知、理解、分析、判断等活动都是建立在过去

的经验和已有的知识基础之上的, 并与记忆、情绪、习惯等有着密切联系。在这种情况下,定势思维

心理就很容易产生。定势思维心理的积极方面反映出思维活动的稳定性和前后一致性, 其消极方

面在于妨碍思维灵活性的培养,使思维表现出惰性。在军事领域中, 定势思维的负效应对作战指挥

的影响甚大。�备周则意怠,常见则不疑�。在作战中,如果指挥员出现定势思维, 很容易被敌方所

利用、进行军事欺骗。其实古往今来,许多优秀指挥员都被定势思维困扰过,而且越是杰出的指挥

员,由于其理论及实践经验丰富,突破定势思维越需要勇气和魄力。在阿拉姆战役中,隆美尔就是

受过去经验的影响, 在未进行深入分析判断的情况下, 先入为主地作出了错误决策。在未来信息化

战争中,战场环境瞬息万变,新样式、新战法层出不穷, 一次战争不可能是上次战争的翻版。指挥员

进行作战决策, 在思维上就不能拘泥于过去的经验和常用的兵法, 而应大胆地进行多向思维,从多

个角度进行思维创新,综合运用求异、反向、超常和用奇等思维方式, 实现决策思维的突破和跨越,

探寻克敌制胜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