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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的历史是刀与剑的历史 , 德国的历史是铁与

血的历史。不断地拼杀 , 不断的征伐 , 使得德国成为军

事家们滋生、成长的摇篮———弗里德里希二世、克劳塞

维茨、老毛奇、施利 芬 ⋯⋯ 一代 一代 层 出不 穷 , 纷纷 在

世界军事史上留下了重大的影响。本文的主人公———

埃里温·隆美尔 , 也是这样的一 个风 云 人物 : 他 并非 出

身于贵族世家 , 也非战功卓著的军人之后 , 然而却成为

了一代名将 ; 他本想成为不问政治的职业军人 , 但后来

却恪职追随希特勒 , 并成为希特勒的爱将之一 ; 他是战

术上的巨人 , 却是战略上的矮子 ; 他是一位拥有双重光

环的人 : 生前为纳粹宣传机器所极力吹捧 , 死后却被宣

传为是一名反希特勒的斗士。

一、出身平民 , 起点始于但泽

1891 年 11 月 15 日 , 隆美尔出生于德国巴登—符

腾堡州的海登海姆市。在隆美尔的家庭中 , 找不出任何

能 够 导 致 他 日 后 拥 有 显 赫

军 旅 生 涯 的 遗 传 基 因 或 影

响: 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教

师 ; 他的哥哥卡尔曾经担任

过陆军领航员 , 参加过第一

次世界大战 , 后来因患疟疾

而病逝 ; 他的妹妹海伦继承

父 业 , 成 为 一 名 教 师 , 终 身

未嫁; 他的弟弟杰哈德立志

成为一名歌唱演员 , 可是直

到去世也未能如愿。

幼时的隆美尔 , 身体不

好 , 特别不喜欢运动。他曾

经 回 忆 说 : “足 球 是 男 孩 都

喜欢的事情 , 可是我一到上体 育课 踢 球 , 就 心里 发 憷 。

如果不是爸爸的鼓励 , 我真的不会走进军营。”那么 , 隆

美尔的父亲为什么要鼓励这么一个弱不禁风的儿子去

当兵呢? 原来 , 当时的德国是一个军国主义的国家 , 军

队在社会中占有优越地位 , 军人享有许多特权或优待 ,

德国民众可以通过军功获得贵族称号。正是渴望自己

的家族能够兴旺的缘故 , 老隆美尔想通过让孩子参军

获取军功来改变家族的命运。

隆美尔听从了父亲的安排 , 答应参军。老隆美尔为

他写了一封推荐信 , 信中说 : 这个年轻人健壮、可靠 , 是

一个非常好的体操运动员。但是 , 隆美尔参军并不顺

利。最初 , 接兵的是一位炮兵军官。他看完信 , 再抬头望

望眼前这个体质弱小的少年 , 拒绝接收隆美尔。隆美尔

有一种韧劲 , 他的想法是 : 本来 我并 不 太愿 意当 兵 , 你

越是不要我 , 我越要当 ! 于是 , 隆美尔又到另一个接兵

站。这次接待他的是一位工兵军官 , 这名军官看看隆美

尔 , 摇摇头 , 也没有接收他。隆美尔并没有放弃 , 他又到

了步兵接兵站。这次 , 接兵的军官让他参加了体验。然

而 , 体检的结果是隆美尔患有小肠疝气 ! 于是 , 老隆美

尔急忙带着儿子到医院做了手术。在出院后的第 6 天 ,

也就是 1910 年 7 月 19 日 , 隆美尔终于如愿以偿地成

为了一名军人。

按照当时德军的规定 , 军官必须从军校的毕业学

员中产生。一般来说 , 只有贵族子弟或富家子弟才能够

报考军校。然而 , 当时德国正在积极扩军备战 , 军官缺

额较大 , 军校扩招 , 把招生对象扩大到中小资产阶级阶

层。在这种情况下 , 隆美尔于 1911 年考入但泽候补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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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学校。

但泽 , 是隆 美 尔辉 煌军 旅 生涯 的起 点 : 在这 里 , 他

深深热爱上了军事。隆美尔学习刻苦 , 成绩优秀。校长

在他的毕业评语上这样写道 : “该生中等身材 , 瘦弱 , 体

格较差。但是 , 此人性格坚强 , 有极大的意志力和高昂

的热情 , 智力过人 , 责任感强 , 自觉 友善 , 遵 守纪 律 , 骑

马、体操、击剑等体能训练相当出色⋯⋯”

但泽 , 是隆 美 尔幸 福爱 情 生活 的起 点 : 在这 里 , 他

爱上了一个 名 叫露 西·莫 琳 的女 孩 。在 德 军高 级将 领

中 , 隆美尔的感情生 活可 以用 四 个字 来概 括 : 热烈 、专

一 ! 热烈是指 , 隆美尔自从爱上了露西 , 这种爱就从来

没有衰减过。无论走到哪里 , 他怀里都带着妻子的照

片 ; 无论作战多么紧张 , 他 都坚 持 给妻 子写 信 , 而且 每

封信的开头都是 : “亲爱的露西”。曾经在隆美尔身边工

作 过 的 赫 尔 穆 斯·兰 格 回 忆 说 :

“元 帅 对 妻 子 的 爱 如 同 爱 一 个 情

人 , 永不衰竭 , 令很多将军的妻子

羡慕。”专一是指 , 隆美尔自从爱

上了露西 , 就十分忠诚。隆 美尔

说 : “露 西 已 是 我 生 命 的 一 部 分 ,

背 叛 她 , 就 等 于 背 叛 自 己 的 生

命! ”

如果说但泽是隆 美尔 军 旅生

涯和爱情生活的起点的话 , 那 么

第一次世界大战则是隆美尔展现

其军事才华的第一个舞台。第一

次世界大战期间 , 隆美尔 历任 排

长、副官、连长和先遣队长 , 转战法国、罗马尼亚和意大

利战场。在战场上 , 隆美尔的个性可谓是发挥得淋漓尽

致。曾经在 他 手下 担任 过 排长 的西 奥 多·威 尔纳 回 忆

说 : “当我第一次看到隆美尔时 , 他显得有些书生气。然

而 , 我很快就被他那种渴望进攻的精神所鼓舞。在危急

关头 , 他总是身先士卒地召唤我们跟随着他 , 仿佛根本

无所畏惧。任何人一旦被他那富有主动、勇敢、豪爽而

又令人眩惑的行为所感染 , 就会变成一个真正的战士。

我们把他当偶像来崇拜 , 并且无限忠诚于他。”

二、潜心钻研军事学 , 恪职追随希特勒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 隆美尔重新担任连长 , 而

且一干就是 14 年。在世界名将中 , 在连长这个岗位上

干 14 年的 , 还是十分少见的。这并不是因为隆美尔没

有能力 , 而是由于战败的德国军队规模受到了《凡尔赛

和约》的限制 , 隆美尔没有升迁的机会。在这期间 , 隆美

尔潜心钻研战争艺术和军事技术。1929 年 10 月 1 日 ,

隆美尔被破格调任德累斯顿步兵学校战术教官。之所

以称之为破格 , 是因为在德国这样一个军事传统浓厚

的国家 , 军事院校的教官通常由团以上的上校军官来

担任 , 而隆美尔只不过是一名少校军官。然而 , 隆美尔

却并没有任何的自卑与怯懦。在教学实践中 , 他把自己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作战经验 , 通过形象的战例教

学通俗易懂地教给学员。他对学员说得最多的一句话

是 : “军官必须爱惜士兵的生命 , 而要做到这一点 , 就必

须流汗 , 而不是流血! ”

1936 年 , 隆美尔调任波茨坦陆军学院训练班主任。

波茨坦是普鲁士军国主义的摇篮 , 普鲁士历史上最著

名的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的遗体就埋葬在这里。波茨

坦 陆 军 学 院 悬 挂 着 普 鲁

士历史上 44 位元帅的画

像。站在这些画像前 , 隆

美 尔 心 中 升 腾 起 浓 烈 的

大德意志民族主义情绪。

他感 慨 地 说 : “只 有 在 这

里 , 你才能感到昔日德意

志的辉煌! ”而此时 , 希

特 勒 已 经 在 德 国 上 台 执

政 。 隆 美 尔 在 自 己 的 办

公 室 和 卧 室 里 分 别 悬 挂

着 拿 破 仑 和 弗 里 德 里 希

二世的肖像 , 他对妻子解

释道 : “作为军人 , 永远应该以拿破仑为榜样 , 因为他曾

把整个欧洲征服 ; 而作为德国军人 , 我应该永远记住弗

里德里希二世给予德意志人带来的荣誉。”隆美尔这一

思想 , 与当时纳粹党的扩张理念是合拍的 , 这也说明隆

美尔日后追随希特勒是有思想基础的。那么 , 隆美尔是

如何认识希特勒的呢?

这要从 1934 年秋天说起。当时 , 隆美尔正在一个

步兵营担任营长 , 恰值希特勒到这个营视察。当希特勒

检阅营仪仗队时 , 隆美尔以整齐威武的军姿引起了他

的注意。希特勒向隆美尔点了点头 , 并和他合了影。虽

然希特勒很快就把这件事忘记了 , 但是隆美尔却深深

地记住了这一天 , 他用铅笔在和希特勒的合影上写下

了“1934”这几个字。

1936 年 9 月 , 希特勒身边缺少警卫人员 , 隆美尔由

隆美尔在北非战场视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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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委主 席胡 锦涛 最近 指出 : 要 紧密 结合 新的 形势 任

务 , 在加强部队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有效性上下工夫 ,

在抓基层、打基础上下工夫 , 在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上

下工夫 , 把从严治军真正落到实处。贯彻从严治军方针 , 是

依法加强国防和军队全面建设的必然要求。省军区系统贯

彻从严治军的方针 , 必须在抓思想、建制度、强管理上下工

夫。当前 , 尤其要紧密结合省军区实际 , 采取“软硬兼备、

刚柔相济、张弛结合”的管理方法 , 对部队实施科学管理 ,

以增强管理活力 , 提高管理效果。一是坚持刚性管理与柔

性管理相一致。省军区系统工作性质特殊 , 官兵与地方交

往较多 , 既需要从严管理 以规 范官 兵的行 为 , 又 需要 官兵

的高度自觉以加强自我管理。为此 , 必须采取“刚柔相济”

的方法 , 以取得最佳的管理效果。所谓刚性管理 , 就是以外

在规范为主 , 依照各种政策、条 令、规 章制 度 , 严 格规 范官

兵的行为 ; 所谓柔性管理 , 就是以内在启发为主 , 采取思想

疏导、以情感人、以行带人、精神 鼓励 等方 法 , 启 发官 兵遵

章守纪的自觉意识。二是坚持领导、机关管理与官兵积极

参与管理相统一。省军区系统官多兵少 , 官兵思想比较活

跃 , 民主意识、参与意识较强 , 既需要领导和机关依据条令

条例和规章制度管理部队 , 增强管理的科学性、合理性 , 让

官兵“心服口服 ”; 又需 要发动 广大 官兵 充分 行使民 主权

利 , 积极参与部队管理 , 让官兵充分体现自身的价值 , 增强

做“主人翁”的荣誉感。为此 , 各级领导和机关必须在严格

落实条 令条 例 , 严 格坚 持战备 、训 练 、工 作 、生 活“四 个 秩

序”, 坚 持从 严管 控的 同 时 , 积 极 发 挥 党 委 、支 部 、党 小 组

的管理教育作用 , 坚持政治学习、组织生活、思想汇报和谈

心活动等 , 培养官兵的民主意识、平等意识和参与意识 , 引

导官兵正确行使民主权利 , 积极参加部队管理 , 形成共管、

互管和自管的良好氛围。三是坚持重点管理与兼顾一般相

结合。省军区系统工作相对独立、工作环境相对松散 , 管理

难度很大 , 管理工作不可能面面俱到 , 必须突出重点、兼顾

一般。为此 , 在管理的工作对象上 , 要突出重点人员、重点

部位、重点环节的管理 , 防止 事无 巨细 , 包罗 万象 ; 在 管理

的工作方法上 , 要因地制宜 , 因情 施策 , 从实际 出发 , 从效

果出发 , 不打乱仗 ; 在管理的 工作 目标 上 , 要区 别对 待 , 允

许管理效果有强有弱 , 管理 对象 有先有 后 , 在 突出 重点 管

理目标的同时 , 注重兼顾一般 , 确保不留管理死角 , 以赢得

工作指导上的主动权。

省军区系统从严治军要严在科学管理
杨立民

于良好的军人素质而被调到希特勒身边任职。到后不

久 , 希特勒感觉隆美尔非常眼熟 , 于是和他交谈了几

句。两人回忆起第一次见面的情景 , 然后就分开了。此

时 , 希特勒并没有想到如何重用隆美尔。但是 , 接下来

发生的两件事情 , 却改变了隆美尔的一生。

第一件事情发生在 1936 年底。这一天 , 希特勒外

出视察 , 他对隆美尔说 : “记住 , 我车后面只能跟 6 辆

车! ”当时 , 许多要员都想跟着希特勒 , 他们的车排成了

一个长队。隆美尔让前面的 6 辆车过去后 , 立即站在路

中央命令其他小车停下。当时 , 隆美尔不过是一名上

校 , 而他拦下的车里坐着的不是将军 , 就是部长。他们

根本不把隆美尔放在眼里 , 大声训斥道 : “你简直是无

法无天 , 我们要把这件事报告给元首! ”然而 , 隆美尔仍

然站在路中央 , 告诉要员们 : “前面已有 2 辆坦克堵住

了路口 , 我不会放你们过去! ”希特勒听说这件事后 , 专

门把隆美尔找了过去 , 给予赞扬。

第二 件事 情 发 生 在 1937 年 初 , 隆 美 尔 出 版 了 《步

兵进攻》一书。这部书原是他在波茨坦陆军学院任教期

间写下的一本讲义。在这本讲义中 , 隆美尔结合这些年

他对战争艺术的钻研 , 系统地阐释了机动作战思想。全

书贯穿了德国军事理论的精髓———进攻 , 进攻 , 再进

攻。这部 书 出版 之后 , 立 即引 起了 轰 动 , 先 后 18 次 再

版。1943 年 , 美国人把这部书翻译过去。巴顿不止一次

地阅读这本书 , 有的段落甚至都能背诵下来。他评价

说 : “看了这本书 , 才知道隆美尔为什么被英国人看作

是‘沙漠上的狐狸’, 每个军官都应该看看这部书。”希

特勒读完这本书后 , 对隆美尔大加赞赏 , 一方面指令将

《步兵进攻》作为全 军的 军事 教 程 , 一 方面 开 始重 用隆

美尔 , 任命他为元首大本营随从营营长 , 晋升为少将军

衔。

隆美尔当了 14 年的连长 , 但是从少校到少将却只

用了 10 年。因此 , 隆美尔对希特勒的知遇之恩充满了

感激之情。加之 , 纳粹党的扩张理论非常符合隆美尔内

心里大德意志的思想。所以 , 隆美尔对于希特勒是真心

拥护的。他曾这样说道 : “听了元首的话 , 我才真正感到

德国军人应该成为德国政治生活的一把利剑 ! ”( 未完

待续)

( 本栏责任编辑 姜华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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