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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是怎样走上侵略波兰的道路的

吴 友 法

1 9 3 9 年 9 月 1 日
,

希特勒德国入侵波兰
,

英法宣布对德作战
,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从局

部战争发展到全面战争的标志
。

波兰沦陷后
,

希特勒立即进攻北欧
,

挥戈西向
,

几乎 占领 了

整个欧洲
。

就希特勒的侵略本性和既定的战略 目标而言
,

德波战争爆发是有其必然性的
。

但

是
,

在当时历史条件下
,

德波战争是否就不可能阻止或推迟爆发 ? 希特勒又是怎样实现了他

灭亡波兰的侵略计划呢 ? 本文想就此进行一些探讨
。

阻止希特勒入傻波兰的有利因素

波兰地处中欧
,

是欧洲的交通枢纽和战略要地
,

历来是各大国争夺的重点
。

希特勒在全

面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后
,

把波兰作为争夺世界霸权的战争总计划中的首要 目标
。

1 9 3 9 年 5 月

23 日
,

希特勒在三军首脑会议上宣布
: “

一遇适当的时机
,

即行进攻波兰
” ①

。

波兰是英法的主要盟友
,

波兰被希特勒德国占领
,

必然要损害它们在欧洲的霸权利益
。

苏联紧邻波兰
,

希特勒若占领波兰
,

直接威胁着苏联的安全
。

因此
,

波兰问题是英法苏同希

特勒德国矛盾的焦点
,

它们都有要求阻止法西斯侵略的愿望和基础
,

有可能结成反法西斯联

盟
。

侵略势力方面
,

虽然欧洲还有法西斯意大利
,

并在德波战争前同希特勒德国建立了军事

同盟
,

但是
,

这两个法西斯国家在军事上并没有取得一致的行动
。

德波战争爆发后
,

意大秘

还以调停人面 目出现
。

可见
,

在德波战争问题上
,

侵略力量只有希特勒德国
。

列宁指出
: “

在现代战争中
,

经济组织是有决定意义的
。 ” ②战争的双方在经济

、

军事和政

治力量上的对比
,

对于现代战争的胜负
,

是有决定意义的
,

而经济又是决定军事武装力量的

重要基础
。

以重工业为例
,

在战争爆发前
,

苏英法波在主要工业产品上大大超过希特勒德国③ :

诊诊二趁众众
苏 联联 英 国国 法 国国 波 兰兰 德 国国

11111 9 3 999 1 9 3 999 1 9 3 999 1 9 3 888 1 9 3 999

钢钢 (万吨 ))) 1 7 5 6
。

444 1 3 8 000 7 9 000 1 6 7
.

555 2 2 3 000

铁铁 (万吨 ))) 1 4 5 222 8 6 000 7 4 000 1 0 5
。

555 1 8 3 000

煤煤 (万吨 ))) 1 4 6 2 0
.

888 2 3 6 7 000 5 0 2 000 4 1 0 000 4 2 3 6 000

电电 力 (百万千瓦 /小时 ))) 4 3 2 Q333 2 6 4 0 000 2 2 4 0 000 4 0 0 000 6 1 4 0 0



在军事力赚方而
,

就拿 1 , 3 8年来说吧
,

仅苏英法 二阿的正规部队就有飞 I’I’
·

卜万人
,

后

备部队有 几千八 百万人
,

而德 l坷正规郁队只有九」
·

六万人
,

后 备邢队只有八 l’I’ )J 人 , 苏英法

的轻橄大炮有一万六千六一 斤 l
·

门
,

而德网只有三千四百九 l
·

门 , 苏英法的军 事 匕机有 几万

零三百架
,

而德 国只有四千
.

瓦
’

f’i’ 架由
。

在英法苏 悦 l闷军 赛谈到中
,

苏联钟捉出 厂且体反授略

方案
,

如果欧洲遭受任略时
,

英法如提供九十个步 兵帅对付希特勒德国
,

苏联则提供六十三

个步兵师
、

六个骑兵师和相应数 I 的炮兵
、

坦克
、

飞机
,

总数近
一

几l’ f万人巾
。

希特勒进攻波

兰投入 了大 t 兵力
,

也只不过五十七个师
,

大约一百五十万人
,

二千 五 ,fl’ 多辆坦克
,

一

几千架

战斗机动
,

远远不及苏联畏出的反仗略方案所提供的总兵力
。

“

谁的后备多
,

谁的人力多
,

谁在人民群众中更能支持得住
,

谁就能在战争中取份胜

利
。 ”

O 苏英法三国拥有雄厚的 自然物质资源和经济潜力
。

英国儿乎垄断了最取要的战略原料
,

法国广大殖民地也拥有许多孟要战略物资
,

苏联幅员辽阔
,

物产丰富
。

而希特勒德国资源贫

缺
,

在三十几种重要的战略物资中
,

绝大部分要依核进 口
。

正因为如此
,

希特勒在 1 9 3 9 年

3 月 2 9 日的一次秘密军事会议上指出
:

不授略外国领土
,

不夺取它们的资源
,

就不能解决德

国的经济问题⑧ 。

在人力资源方 面
,

苏联
、

大英帝国
、

法国及殖民地拥有七亿八千一百万居

民
,

而希特勒德国和其占领的奥地利
、

捷克斯洛伐克也只不过八千九百万居民
,

其中还有千

百万人是反对希特勒法 西斯的
。

可见
,

希特勒德国的人力资源也十分有限
。

战争不但是经济力
、

军力
、

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浑的对比
,

而且是人心的对 比
。

希特勒德

国对外发动侵略战争
,

不符合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洗劫的欧洲各国人民的利益
,

必然遭到受

威胁的国家和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仇恨和反对
,

不合乎 民心
。

当时欧洲各国就普遍掀起了反对

法西斯
、

保卫世界和平运动
。

希特勒对热爱和平人民的反抗力 t 是无法估 t 的
。

这些都为阻

止希特勒德国入侵波兰创造了 良好的国际条件
。

从地理位置上看
,

苏波和英法的战略地位也十分有利
。

如果苏波和英法从东西两面箱制

住希特勒德国
,

希特勒法西斯就不敢轻举妄动
。

可是
,

在有利于反侵略力盆的因素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
,

希特勒为什么能够实现其入侵

波兰的
“

白色方案
” ,

从而引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面姆发呢 ?

.

促成希特勒入畏波兰的客观因紊

英国著名的军事理论家利德尔一哈特认为
,

希特勒入侵波兰
, “

他的侵略成性决不是唯一

原因
,

也不是主要原因
,

原因应该是
,

长时期来西方列强殷勤讨好的态度鼓励了他
” ⑧

。

利德

尔一哈特虽然在主观因素方面忽视了希特勒的侵略本性对其发动战争的决定作用
,

但从客观

因素而言
,

他的话是有一定道理的
。

促成希特勒入侵波兰除了英法推行绥靖政策的纵容和刺

激外
,

究其一个重要原 因
,

是 由于英法苏三国谈判破裂
,

没有把 自己占优势的经济
、

军事力

量联合起来
,

组成坚固的反侵略统一战线
。

在入侵波兰之前
,

希特勒就德国在对波战争中是否能取得胜利这一问题询间其武装力量

将领凯特尔和冯
·

勃劳希契
,

这两位将军共同回答说
:

这大大地有赖于俄国是否中立 , 如果

德国与西方列强交战之外还必须同俄国打仗
,

就简直没有打燕的机会 0
。

这些将领们的意见

正中希特勒的下怀
。

希特勒深知
, “

德意志第二帝国
”

的威廉第一之所以攻陷色当
,

用 民族保卫

战
,

实现了德国的统一
,

是由于沙俄在普法战争中保持了中立的缘故
。

可是
,

威廉第二在第

一次世界大战中
,

让英法俄三国结了盟
,

使德国处在两线作战
,

导致最后的失败
。

他认为
,



要进攻波兰并取得胜利
,

就要避免威廉第二的错误
,

避免两线作战 , 如果英法苏三国结盟
,

就要改变侵略波兰的计划
。

因此
,

千方百计破坏三国谈判
,

使苏联在德波战争中保持中立
,

这是希特勒在入侵波兰

之前的一条重要策略
。

为此
,

德国频频向苏联暗送秋波
。

在三国谈判期间
,

一方面通过经济

谈判给苏联提供援助
,

讨好苏联 , 另一方面
,

希特勒指示舒伦堡通过外交途径多次会见莫洛

托夫
,

表示德国并无侵略苏联的意图
,

尊重苏联在波罗的海地区的利益
,

等等
。

为了早日同

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
,

希特勒还单独接见苏联驻德大使
,

还亲 自给苏联领导人写信
。

在里

宾特洛甫动身去莫斯科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时
,

希特勒得意的说
,

利用这个手段
,

他也就夺去

了西方国家手中的王牌
,

今后对于德国连封锁也都不会再有效了 0
。

导致三国谈判的破裂
,

除了希特勒的破坏之外
,

应该说
,

主要是谈判的双方尤其是英法

以及波兰都负有一定的责任
。

首先
,

谈判的双方尤其是英法领导集团没有把反对希特勒法西斯
、

保卫整个世界和平
,

看作是维护本民族利益与安全的一项首要任务
。

自从资本主义进入到帝国主义
,

全世界经济
、

金融和政治关系密切交织
,

世界早 已联成

一气
,

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

现代战争具有国际性
,

世界和平是不可分割的
。

帝国主义

时代的战争特点告诉人们
,

要想维护本民族的和平
,

就必然要维护整个世界的和平
。

民族利

益和安全也只有在维护整个世界和平的前提下
,

才能得到保障
。

英法统治集团在冷酷自私的民族利 己主义思想指导下
,

为了保护 自身的霸权利益
,

长期

对希特勒德国推行妥协
、

退让的绥靖政策
,

不仅多次拒绝苏联提出的建立集体安全制建议
,

而且还破坏了现存的集体安全体系
。

希特勒全面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后
,

欧洲局势急趋逆转
,

绥靖政策遭到 了失败
。

英法在对波兰提出保证的同时
,

同意同苏联举行三国谈判
,

这不能不

说是英法外交政策的一个转机和进步
。

然而
,

在三国谈判 中
,

英法仍然站在维护本民族舫权

利益的圈子里
,

没有能最终抛弃绥靖政策
。 1 9 3 9 年夏天

,

英国政府在一份备忘录中写道
: “

最

好同苏联签订某种协定
,

当我们万一受到东方攻击时
,

苏联将援助我们
,

这不仅是为了迫使

德国在两线作战
,

而且更多是为了— 而这是最主要的— 一旦战争开始
,

就应竭力使苏联

卷入战争
· ·

…
”
@

。

本着这一动机
,

英法在同苏联谈判的条件中
,

不是在平等互惠原则基础上
,

双方承担各自的保证
,

而是只希望如果自己为执行条约义务援助欧洲弱小国家而 引起 战 争

时
,

苏联应该援助英法 , 而不同意苏联在执行条约援助弱小国家而引起战争时
,

担负对苏联

的援助义务
。

张伯伦政府害怕
“

与俄国结成牢靠的同盟可能阻碍其他谈判和亲近
”
0

,

即在三

国谈判的同时继续谋求同德国缔结互不侵犯条约的秘密谈判
。

面对法西斯的威胁
,

苏联采取了同英法政府完全相反的外交政策
,

从维护世界和平愿望

出发
,

在较长时间内积极主张争取同英法等国建立集体安全体系
。

在三国谈判中
,

苏联为建

立反侵略体制提出了不少合理化意见和措施
,

为把三国谈判推向前进
,

尽了自己最大的力量
。

只是由于当时世界乌云密布
、

风暴逼临
,

国际关系错综复杂
,

英法又无意和苏联结盟
,

苏联

在西边还不能独挡一面抗拒德国法西斯
,

东边又受到 日本法西斯的威胁
。 ’

在希特勒德国多次

要求同苏联改善关系的情况下
,

不得不
“

为自己的安全着想 了
”
O

,

同希特勒德国签订了互不

侵犯条约
。

德苏条约只不过是三国谈判破裂的产物
。

可是
,

我们也不能不看到
,

由于苏德条

约的签订
,

苏联不得不暂时放弃反法西斯这面大旗
,

这对保卫一国的安全而言
,

无疑是现实

主义的英明决策
。

然而
,

从当时的历史客观实际来看
,

从总结整个世界反法西斯经验出发
,



却也不能不粉到它对反法西斯
、

保 .lJ 位个傲界和 平产生 …定的消橄作用
。

它除 了迎 合希特勒

的避免两线作战策略外
,

还涣散 r 当时桩个 llt 界反法西斯力 t
。

它只 地保降 r 苏联哲时的和

平
,

却没有保降包括苏联在内的住个欧洲和世界的和平
。

其次
,

谈 到双方自始至终足在
,

一种热情不高
、

互相怀疑的
户〔袄中进行的

。

英法和苏联的社 会制度赳然不冈
,

似娜有一个反对希特勒法西斯
、

保 .l) 民族利益和安全

的义务
,

这就她它们能够联介的 j飞l司点
,

本应互相悄任
,

至力合作
。

可延
,

谈判一开始
,

张

伯伦政府就背 L了一个沉 , 的包袱— 对苏联持不信任态度
。

谈判前
,

张伯伦在一封私人信

中写道
: “

我不得不承认我对俄国极不值任
”
0

。

由于英法长期敌视苏联
,

把苏联这样一个对欧洲局 势有形响的举龙轻皿的大国排斥在欧

洲裕务之外
,

例如慕尼黑事件就是突出一例
。

英法在谈判前又把苏联擞在一边
,

单方面对波

兰提 出保证
,

又使英法提出
、

并起草的英法波苏四国宜育宜告流产
。

这一切不能不使苏联对

英法产生不信任感
。

在谈判整个过程
`
! ,

,

英法又缺乏城愈
。

如在政治谈判中
,

英国率领代表

团的不是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 (苏联是外交人民委员英洛托夫 )
,

而是一位不知名的外交官威

廉
·

斯特兰去
。

对此
,

劳合一乔治在 7 月 23 口演说中指出
: “

哈利法克斯勋爵访问过希特勒

和戈林
。

张伯伦连续三次投入元首 (指希特勒— 引者 )的怀抱……为什么仅仅派一个外交官

员代表我们出使一个建议援助我们的强大得多的国家呢 ? 对此
,

只能有一个回答
:

内维尔
·

张伯伦先生不愿同俄国结盟
。 ”

0 在军事谈判中
,

英国率领代表团的是一位年迈的公开以反苏

闻名的德拉克斯海军上将 (苏联是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
,

而且取道水路
,

乘坐一艘每小

时不超过十海涅的低速邮船
“

埃克塞特城号
” ,

历时两个星期才到列宁格勒
。

三国谈判拖拖拉

拉
,

延续了七十五天
,

其中五十九天被英法耽搁
。

这一切又不能不使苏联加重对英法的疑虑
,

把苏联推上希特勒向其
“

求爱
”

的道路上去
。

既然双方怀疑
,

必然在谈判中出现
“

小不忍
” 、 “

挟小嫌
”

的情况
,

而不是求大同
、

存小异
。

就拿对波罗的海三国保证来说吧
,

这是政治谈判中的一个
“

症结
” 。

苏联坚决要求英法对波罗

的海予以保证
,

认为波罗的海三国不获保护
,

苏联的安全就会受到威胁
,

担心英法对苏联执

行义务的诚意 ; 英法以这些国家不愿接受保证为理由表示不同意
,

实际上是怀疑苏联对该地

区保护的动机
。

后来
,

英法虽然作了让步
,

同意对波罗的海三国予以保证
,

但只限在直接侵

略的范围内
,

反对接受象发生在捷克斯洛伐克那样用各种形式伪装起来的
“

间接侵略
, , 苏联

认为反对
“

间接侵略
”

是三国条约不可分割的条件
,

坚决要求写上草案
。

这样就使政治谈判陷

于僵局
,

使
“

小异
”

上的分歧
,

导致
“

大同
”

的破裂
。

再次
,

波兰政府拒绝苏联的援助
,

拒绝参加集体反击法西斯的联合阵线
。

波兰同希特勒德国接邻
,

苏联援助波兰
,

在波兰本土上同希特勒军队作 战
,

是 实 施 集

体安全制的重要措施
,

波兰问题自然是三国谈判中的一个重要议题
。

对于英法的保证
,

波兰

政府早已欣然接受
。

苏联政府也早就多次提出对波兰给以保证
。

1 9 39 年 5 月
,

苏联政府副外

交人民委员波将金访问华沙时
,

向波兰外交部长贝克再次强调
: “

如果波兰愿意
,

苏联不拒绝

援助波兰
”
0

。

在军事谈判中
,

苏联在提出具体反侵略计划和方案的同时
,

提出让苏联红军通

过波兰领土的间题
。

如果这个间题不解决
,

苏联无法援助波兰
,

实施反侵略的计划和方案
。

波兰政府拒绝了苏联这一合理要求
。 1 9 3 9 年 8 月 20 日

,

波兰参谋总长告诉英国驻华沙使馆

的武官说
: “

在任何情况下都决不能同意苏联军队进入波兰
。 ” L 由于波兰政府毫不 妥 协 的态

度
,

致使军事谈判停顿
,

波兰毫无疑问是三 国谈判的绊脚石
。

姑息希特勒最积极的法国外交



部长庞纳就指出
: “

如果由于波兰人的拒绝而使同俄国的谈判归于破裂的话
,

结果 将 不 堪 设

想……
,

波兰人的拒绝是讲不过去的
,

因为这是在德国进攻时唯一能立即见效的援助
。 ”

O

综上所述
,

三国谈判终予没有成功
。

瓦尔特
.

乌布利希认为
, “

这次战争之所以成为可能
,

是因为西方列强在大不列颠领导下拒绝间苏联和受到希特勒德国威胁的欧洲国家及时缔结集

体安全条约
。 ”
公

波兰为什么迅速落入希特勒之手

在苏联处于中立的情况下
,

依靠英法波三国力量也有可能阻止或把德波战争消灭在波兰

境内
,

不使其继续艾延
。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的 8 月 25 日
,

希特勒下达了入侵波兰计划
,

德军正向波兰边境

集结
。

这时
,

他得知英法正式同波兰签订反侵路互助条约
,

十分害怕德国处于对付波兰又对

付英法的两线作战
。

于是
,

他又立即下达了停止进攻波兰的命令
。

他把这一决定打电话告诉

戈林
,

戈林间他是暂时的还是永久停止时
,

他说
: “

我要看一看
,

我们能不能排除英国的干

预
” ⑧ 。

希特勒之所以在 9 月 1 日仍执行进攻波兰计划
,

是因为他通过侦察和探测了解到英法

可能不 会真正对波兰担负保证
。

可见
,

希特勒是十分害怕英法真正为波兰而参战
。

无论是在军事力量或是军事力量的布局上
,

德国进攻波兰是一次冒险的军事行动
。

在军事力量上
,

英法波在战争爆发时的兵力除作战飞机旗鼓相当外
,

都远远超过德国
。

大英帝国陆军总人数约有八十三万二千人
,

其中驻在英国本土有四十八万人
,

受过训练的预

备役军人近四十万
,

空军第一线作战飞机有一千四百六十架@
。

法国本土陆军可动员到一百

零八个师
,

其中步兵师五十七个
,

骑兵师五个
,

装甲师一个
,

预备师四十五个。 ,

坦克约有

四千五百辆
,

第一线作战飞机有一千七百三十五架。 。

波兰陆军人数共有一百万人
,
三十五

到三十八个步兵师
,

一个骑兵师
,

十二个骑兵旅和两个摩托化旅
,

约有九百辆坦克
,

一千架
飞机⑧

。

而希特勒德国在战争爆发时
,

陆军也只有一百零三个师
,

其中六个坦克师和八个摩

托化师
,

总人数为二百六十万人
,

却有战斗机和运摘机四千四百零五架。
。

德国鉴于自己有限的经济
、

军事力盈
,

进攻波兰采取的是
“
闪电战

”

的军事战略原则
。

这

一原则是集中一切力量
,

突然地
、

闪电式的发动侵略战争
。

这种军事理论
,

只重视进攻而轻

视防御
。

在进攻波兰时
,

希特勒把强大的突击力量集中在东战场对付波兰
,

而在西线只 留最

低限度的十一个正规师防守
,

完全没有装甲和摩托化部队@
,

空军主力也是用在波兰方面
,

在西线只留下较弱的第三军团
。

法国当时在西线就有九十八个师
,

大大超过德军
,

足以在西

线打垮德军
,

从背后向希特勒德国猛刺一刀
。 “

闪电战
”

的军事理论强调第一次突击
,

从一开

始使用大量主力作战
,

在一次短暂的战局中利用快速兵团和空军优势进行突然袭击
。

如果英

法波在东线集中兵力正面作战
,

大量消耗德军的有生力量
,
一旦其进攻失去锐气

,

就很难再

恢复元气
,

从而达到制止战争的 目的
。

德军元帅曼斯坦在其回忆录 《失去的胜利》 一书中
,

认为德国当时所冒的风险是相 当大的
,

假使西方国家能够尽可能提早在西线发动攻势
,

直达

莱因河
,

波兰又能集中力盈抵杭德军主力
,

这样就使德国面临一个两线战争的矛盾之中
,

可

以迫使德国统帅部下令在波兰停止战斗
。

波兰之所以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迅速落入希特勒之手
,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原因
:

第一
、

战争爆发前
,

波兰没有充分的反侵略战争准备
。

波兰地主资产阶级政府长期坚持反苏亲德的外交路线
,

认为波兰的主要威胁来自东方
,



对苏联待敌视态度 . 而对希特勃扭网存在幻想
,

企图用同协因修好的态度求得波 性的安宁
。

在希特勃德 l荀严 取威胁波 长安全后
,

波兰政府也没有从根本 .-l 改变共反苏京德 亿场
,

而是遵

掀
“

距柏林 不要比距英斯科近 一奄米
’
. 的碎距离外交政策

,

在纳神与苏联之间寻求偷生
,

幻想

希特勒德国对波兰能够宽忽
。

波兰政府还过分相价英法保护的
“

诺碑
” ,

把自己民族的安全寄托在英法的保证上
。

他们

认为战争一旦姗发
,

希特勒军队的主力就会被英法在西线的进攻部队所抢制
,

希特锄不会投

入主力进攻波兰
,

最多不会超过二
一

!
·

至 二十五个师的兵力
,

思想上缺乏应付大规模主力进攻

的准备
。

因此
,

波兰在战争姆发时没有加强国防建设
,

没有 足够的防御力 t 和武器装备
,

在同德

国接坡的国境线上展开的兵力只有德军的一半
,

坦克只有三分之一
,

飞机也只有一半
。

波军

的武器是陈旧的
,

缺乏机械化部队
,

既没有装甲师
,

也没有康托化师
,

甚至没有足够的普通

枪支
。

波军的作战指导思想也是陈旧的
,

在现代化武器装备的情况下
,

他们还相信骑兵可以

打冲锋
,

轻视和不善于使用坦克和飞机的联合作战
。

在防御上
,

波兰在整个国境线上平均配

t 力量
,

展开一线防御
,

不肯放弃一城一地
,

因而在战争爆发后不能迅速集中主力抵抗希特

初的主攻方向
。

他们还 自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胜利
,

轻视防御
,

没有坚固的防御工事
,

而波兰平坦的辽阔的边境线
,

又 为德军的机械化部队提供 了良好的作战通道
。

虽然波兰士兵

和广大人民群众在希特勒进攻面前进行了英勇的抵抗
,

可是波兰地主资产阶级政府却推行一

条不抵抗的投降政策
。

在战争最艰难的时候
,

波 兰政府官员背叛民族利益
,

纷纷逃到国外
,

听任波兰被法西斯蹂峭
。

第二
、

英法没有真正履行对波兰的保证义务
。

希特勒在发动侵略战争之前就指出
: “
我们必须在一开始就决定同西方国家开战

· · ” 二而后

再转向打东方
”
@

,

并把解决波兰看作是准备同英法开战的重要步骤
。

英法政府本应正视这场

战争
。

他们非但如此
,

反而一直假装不理会这场战争
,

极力采取回进态度
,

认为与侵略者之

间的冲突可以通过外交途径加以协调
,

制裁反而会引起战争
。

林赛和迈克尔
·

哈林顿在 《英

国保守党》一书中认为
,

英国政策给希特勒一个牢固印象
,

即英法总是
“

宁可屈服
,

而不会诉

诸战争
” ,

这是对欧洲和平的致命弱点 0
。

只是在世界舆论压力下
,

英法才对波兰提出保证
,

但

这只不过是在外交上作的一种强硬姿态
,

企图威胁希特勒放弃武力入侵波兰铂计划
,

而不是

真正愿意为波兰而去打仗
。

战前
,

英法根本没有采取有效的军事措施和行动
,

投有建立统一

的作战指挥机构
,

没有统一的作战计划
。

这一切使希特勒进一步认为
,

英法政府领导人
“

过

分胆小
,

不敢进攻
” ⑧ , “

一旦开战
,

英国将冷酷地让波兰去听天由命
, 。 。

所以
,

希特勒敢于

冒险走上了入侵波兰的道路
。

希特勒入侵波兰后
,

战争已强加在英法的头上
,

英法仍乞求希特勒不要使用武力
,

法国

外长庞纳就同意接受意大利法西斯提出的召开有四国参加的调处会议解决纠纷
。

英法对德宣

战后
,

既不对波兰提供军事援助
,

又不派军队赴波兰作战
。

波兰军队向英法提出十万火急的

要求
,

希望它们能派飞机轰炸德国空军基地和西部工业区
,

英法却置之不理
。

德波战争最激

烈的时候
,

英法没有派一架飞机去支援波兰
,

坐视波兰被希特勒的战争机器所摧毁
。

在英法

投有履行对波兰保证的情况下
,

仅凭波兰自身的力量是敌不过用现代化武器装备起来的德国

机械化部 队的打击
。

第三
、

受到法西斯威胁的国家没有能坚决站在波兰一边
,

参加反法西斯战线
,

对希特勒



造成强大的反侵略压力
。

希特勒在 3 19 9年 5月 23 日对其军事首脑说
: “

我们的任务是孤立波兰
。

能否把它孤立是

有决定性意义的
”

O
。

在英法推行绥靖政策
、

建立集体安全制体系破产的形势影响下
,

欧洲一

些小国纷纷宣告中立
,

或者倒向法西斯
。

比利时
、

荷兰等国先后宣告中立
, “

各人自扫门前

雪
, ,

甚至以邻为壑
。

南斯拉夫转向德意法西斯
。

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拒绝苏联和英法保 证

后
,

同希特勒德国签订 了互不侵犯条约
。

罗马尼亚表示
“

既不偏向轴心
,

也不偏向西方
” 。

这

样就使德波战争爆发时
,

波兰除有英法这两个三心二意的朋友外
,

几乎没有一个国家站在反

侵略的波兰一边
,

声援和支援波兰的奇怪现象
。

波兰是在孤立的情况下送入法西斯的唬口的
。

列宁指 出
: “

谁以为和平可 以轻易获致
,

谁 以为只要一提和平
,

资产阶级就会用盘子把和

平给我们端过来
,

谁就是一个十分天真的人
。 ”

O 德波战争的历史告诉我们
,

想求 得 侵 略者

的恩赐
,

和平是不会得到的 , 渴望和平却又害怕战争
,

和平也是不可能实现的
。

只有联合一

切力量
,

以战制战
,

才能阻止侵略战争的爆发
,

确保和平的实现
。

德波战争的历史还告诉我

们
,

对于侵略战争的狼烟应该在开始时就坚决把它扑灭掉
,

因为侵略者最初发动的战争
,

往

往是引起大规模范围战争的导火线
。

同时
,

在这种情况下
,

战争比较容易制止
,

侵略者的力

量也不一定十分强大
,

而且还具有极大的冒险性
,

把赌注押在暂时有利的因素上
。

如果第一

步侵略行动没有被制止
,

其野心就越来越大
,

到那时想制止就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

由于德波

战争没有被制止
,

法国遭受灭亡的命运
,

英国也遭受希特勒德国飞机的狂轰烂炸
。

苏联虽然

利用苏德条约
,

争取了一年多的和平
,

但战争的瘟神仍然降临在苏联的国土上
。

美国在德波

战争中推行中立政策
,

最后还是被卷入战争中去
,

也蒙受战争之苦
。

虽然在希特勒德国入侵苏联之后
,

法西斯严重威胁包括英美等国安全的时候
,

苏英美逐

步走上了联合抗德的道路
,

这时候建立统一战线固然奠定了德国法西斯灭亡的命运
,

但毕竟

为时过晚
,

从德波战争开始不断扩大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早 已给欧洲和世界造成了无法挽救的

巨大损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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