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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 油 与第 二 次 世 界
.

大 战

戴 德 铮

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社会的逐渐现代化
,

物质资料的构成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

石油越来越

具有重要的地位
。

占有石油的多寡
,

不仅对人们的常规生活带来极大的冲击
,

而且对于现代

战争产生巨大的影响
。

正如斯大林讲过的
,

石油
“

是生命饮关的问题
,

因为谁拥有更多 的 石

油二谁就能在未来的战争中占指挥地位
。

谁拥有更多的石油
,

谁就能指挥世界的工业和商业
。

自从各先进国家的船只改用 了马达来发动以后
,

石油就成了世界列强在平时和战时争夺优势

地位的命脉了
”

①
。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
, “

协约国
”

帝国主义集团之所以能胜利
,

其中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占

有一定数量的石油
。

法国福煦将军就曾洋洋自得地说过
,

我们有充足的石油
, “

否则我们就会

输掉这场战争
” 。

英国寇松勋爵也引用过一句石油企业家常说的一句话洲协约国是乘着石油的
「

浪潮驰向胜利的
” 。

第二次世界大战与石油的密切关系
,

同样可以说是在世界战争史上空前未有的
。

美国海

洋专家杰拉尔德
、

卜贡曼曾讲过
: “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石油产品的需求量之大
,
实在异乎 寻

常
,

它简直成了一个决定胜负
、

生死彼关的大间题
”

②
。

它不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第二次世

界大战的爆发与初战
,

而且更大程度上影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进程
。

(一 )

“

轴心国
”

发动侵略战争的目的是争夺世界霸权
,

这是毫无疑问的
,

但在战略方向的选择

上
,

进攻什么国家和地区则是有所考虑
。

保护或夺取战略物资
,

达到其
“

以战养战
”

的企图
,

则始终是
“

轴心国
”

的既定方针
。

法西斯国家战略物质的瞪乏
,

是他们发动侵略战争的动因之一⑧
。

据
“

霍斯 巴赫 备 忘

录
”

记载
,

希特勒在 1 9 3 7年 11 月 5 日 16 点 15 分至20 点30 分时讲过
,

经济间题乃是 日本和 意 大

利扩张欲望的基础
,
对德国来说

, “

经济上的困窘也同样变成了推动力
”

④
。

就在德国进攻波

兰前十天的一次高级将领会议上
,

他又讲了发动浸略战争的这种
“

理由
” , “

经济情况迫使我们

役有别的选择
,

我们必须行动
” 。

⑤

初战的胜利
,

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法西斯德国经济上的困境
。

当然德军横扫欧陆
,

掠夺
了不少被占领国的资源

,

但由于战争中不断的大量消耗
,

空
、

潜
、

舰
、

机械化部队和大批人

力一起高速
“

转动
” ,

使得德国的石油
、

钢铁
、

粮食很快捉襟见肘
,

尤其是石油
,

使希特勒伤

透了脑筋
,

逼得他不得不改变 自己的军事战略
,

加快走上历来德国军事家最忌讳的
“

两 面 作

战
”

的老路
。



19 4 0年 6 月28 日
,

当德军正在法国境内与英法军队大战时
,

苏联为了建立防止法西斯俊

略的
“

东方战线
” ,

占领了罗马尼亚的比萨拉比亚和北尔科维纳
,

这对希特勒是一个沉重的打

击
。

因为希特勒把罗马尼亚油田看作是德国石油的供应来源
,

况且当时海外石油来源已被切

断
。

7 月 29 日
,

他对约德尔谈起
,

如果德国试图占领罗马尼亚油 田
,

那就有可能不得不同俄

国作战
,

随即调往波兰两个装甲师和十个步兵师
,

以作对抗
。

1 9 4 1年 1 月 19 日
,

希特勒曾对

墨索里尼说
: “

以前俄国根本算不上什么危险
,

因为丝毫也不能危害我们
; 不过

,

现在处于空

军时代
,

来 自俄国和地中海的空袭
,

可使罗马尼亚油田变成一片黑烟滚滚的废墟
,

而这些油

田正是轴心国的命脉
” ⑥

。

希特勒对于高加索的油田
、

乌克兰的粮食更是垂涎欲滴
。

苏联石油的丰富是世人有 目共

睹的
,

有人估计苏联石油蕴藏量约为 50 亿吨
,

年产达 2
,

80 0万吨左右
,

而 巴库油田的产 量 就

占苏联原油供应的 2邝
,

相当于欧洲轴心国石油产量的两倍半 (轴心国 1 9 41 年的产量约为 l , 2 00

万吨 )⑦
。

尽管希特勒的攻苏有种种
“

偏见
” ,

然而一个重要的企图是想取得苏联巨大的石油资

源与其它战略资源
, “

替德国战时经济服务
” ,

以彻底击败英国并展开对美国的斗争⑧
。

这个意

图不仅在希特勒的作战命令中有明确的记载
,

当时的美国报纸《纽约时报》也清楚地看到了这

一点
, 19 4 1年 6 月26 日 (即德军进苏联后的第四夭 ) 的社论中写道

: “

德国在俄国取得迅速而全

面的胜利
,

将是英国和美国的最大恶剧
,

这种胜利能够使希特勒不理睬英国的封锁
,

而且在

很多年 内保证自己的石油和粮食供应……然后占领印度
,

占领近东的一些油田
,

同 日本结成

暂时的同盟来 占领 中国
,

并从两大洋威胁美国
” 。

正如西德军事研究协会评论的
: “

英国对欧洲

豹封锁愈加紧
,

则俄国的丰富的矿业资源对德国的工业也就变得愈重要
,

同样的俄国的粮食

生产对于德国人民的供应也是如此
。

… …于是
,

也就使他 (指希特勒 )决定要在其自己所选定

的时间中对俄国发动攻击
” ⑨

。

在亚洲
,

毛泽东对 日本 曾一针见血地指出
: “

日本国度比较小 、 其人力
、

军力
、

财力
、

物

力均感缺乏…… 日本的统治者想从战争中解决这个困难问题
”

L
。

为此
,

日本发动了侵略朝
、

中

的战争
,

初战却并未解决 日本的根本间题
,

反而加重了其经济恐慌
。

美国 日本史作 者 .F .C

琼斯说
:

由于中国没垮台
,

加上航运又不可能
,

日本对中国资源的掠夺就极不便利@
。

另一

美国作者科恩也分析出了其中的原因
:

运不击
,

就地炼铁块
, “

也遭到了惨败
”

L
。

苏联作者

也指出
: “

虽然 日本占领了中国的大片领土
,

战争也给 日本造成了严重的经济紧张状态
”

L
。

当然也应看到
,
日本对中国的独占和对印度支那的独吞触犯了美英荷的利益

,

美国带头

在经济上采取了一些措施
。

为此
,

日本想另找出路
,

曾向荷政府提出
“

保护燕
「

荷属东印度的

要求
,

但遭荷兰拒绝L
。

日本并不死心
,

又利用德国在欧洲虎视耽耽
、

杀气腾腾之机
,

有田

外相于 5 月 20 日又向荷兰政府提出了锡
、

橡胶和石油等拐种重要物资及其数量
,

要求保证对

日输出
,

结果又没达到 目的
,

带来的是美英荷的全面禁运
。

日本深感石油问题必须巫待解决
。

日本政府仔细计算了石油的消耗量
,

当时石油储藏
,

量

仅94 0万吨
,

国内每年能开采的石油仅 40 万吨
,

能生产的人造石油也只 30 万吨
,

而
“

当时 日本

每年需要大约 5百万吨石油
,

而其自给能力不过只有 10 %
”

L
。

如果不进口 ,

不到两年
,

石油

库存即将消耗殆尽
。

没有石油
,

日本三军就会寸步难行
,

那就只好唯英美阵营是听了
。

况且

当时情况越来越严重
,

仅 1叭 1年 4一 9月的半年时间
,

石油库存就 已减少了 1 / 4
,

而据军 部 估

计
,

仅中国战场就要三年才能结束战争
。

面临这种危机局面
,

日本
“

南进派
”

势头大增
,

各界纷纷发出呼吁
:

南进 ! 在最短的时间

内打败英美
,

尽快夺取东南亚富饶的产油区
。

当时的军令部长永野修身直接向裕 仁 天 皇 表



示
:“

有 了三国同盟
,

就不可能调整对美邦交
,

从而断绝了石油来源
,

这样下去
,

眼前仅有两

年的贮藏量
,

倘若打起来
,

一年半就消费罄尽
,

与其坐待石油逐渐枯竭
,

倒不如先发制人
,

除此别无他途
”

L
。

这种呼吁马上得到实施
,

10 月 17 日
,

东条内阁应运而生
, 1 1月 5 日就

“

决心

对英美荷开战
” , “

以死中求生
” 。

12 月 8 日日本袭击了珍珠港
,

揭开了太平洋战争的序幕
。

毫

无疑间
,

发动太平洋战争的最主要的直接因素之一就是石油
。

曾亲身参加袭击珍珠港和中途岛海战的日本海军军官渊田美津雄和奥宫正武在战后分析

日本战略时认为
,

日本与英美等国
“

如此大规模的冲突显然是一场旷 日持久的斗争
,

在这场斗

争中拥有充足的战略自然资源
,

将是决定最后胜负的重要因素
。

尤其是 日本应该迅速取得石

油
,

这是现代战争的头等重要的支柱
。

所以石油对于制订 日本战争初期的战略是一个最重要

的因素
。

后来
,

促使日本决定打仗的
,

恰恰也是石油
”

L
。

这一结论是符合实际的
。

东条英机在

1 9 4 1年 1月 2 1日帝国议会的演说也从另一面印证了这一事实
。

他说
: “

指导帝国目前正在进行

中的大东亚战争的关键
,

一方面在于确保大东亚的战略据点
,

一方面在于把重要资源地区收

归我方管理和控制之下
”

L
。

在意大利
,

墨索里尼一直为石油的缺乏而搜肠刮肚
。

意大利的海军力量在意大利三军中

是最强大的
,

然而墨索里尼却从未让其大规模出动
,

根本的原因是燃料油的补给完全不足
。

由于意大利的石油来源不足
,

加上其海军从 1 9 3 5年起就是 战时编制
,

物资过早 消耗
,

又得

不到充分的补充
,

到 1 9 4。年 6 月
,

海军库存的燃料油只有大约 18 0万吨
,

那时估计海军在战争

状况下每月平均需用燃料油 20 万吨L
。

这种困境
,

墨索里尼除了亲自向希特勒发出呼吁
,

要

求帮助接济原料和燃料外
,

也象德 日一样
,

妄图通过扩大战争来夺取 石油
。 1 9 4 0 年 夏秋之

间
,

意大利乘法国败降
,
攻占了英法在非洲的殖民地

,

原即概出子此
。

1 9 4。年 10 月 12 日
,

墨

索里尼知道希特勒未通知他
,

就占领了意大利早已垂涎的罗马尼亚
,

大为不快
。

他对自己的女

婿
、

外交部长齐亚诺说
: “

希特勒总是把既成事实放在我们面前
,

这一次我要以其人之道还治

其人之身
。

他将从报纸上发现我已经 占领 了希腊
。

这样
,

平衡才能重新建立起来
”

L
。

随之意

大利于 10 月 2 0日向希腊发动了进攻
。

这次进攻也与石油的运输与争夺有直接关系
。

我们知道
,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实际上只局 限于欧洲一隅
,

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场

却远远超出了这个范围
。

除了中国
、

太平洋
、

欧洲
、

北非和地中海地区这几个重要战场以外
,

战斗在陆地
、

天空
、

海洋全面展开
,

几乎波及全球
。

发生军事行动的 地区的面积广达 2 ,

20 0

万平方公里
,

等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五倍半
。

世界大多数国家的人民都卷入了战争的旋涡
,

有 80 %以上的人口
,
都直接或间接地参加了这次战争

,

使这次战争真正具有世界性质
。

究其

根底
, “

轴心国
”

的这种为争霸夺取资源
,

尤其为夺取石油而扩大战争
,

使战火越烧越大
, 。

不

能不算其动因之一
。

战争的规模越大
,

给人类带来的浩劫越 巨
。

由于
“

轴心国
”

发动并扩大的这次战争使人类每

小时要付出的代价约 3 千 5 百万马克
,

全世界因战争而遭到的损失约达 1万 3 千 5 百亿美元
。

战争中总共死了 5 千 5 百万人
,

伤 3 4 5 0万人
,

失踪 3 百万人
,

总计近 1 亿人
,

超过了第一次

世界大战的三倍
。

对人类历史上的这一空前浩劫负责的当然并不是石油本身
。

石油固然可以

利用来杀人
,

但它同样可以给人类带来利益
。

可诅咒 的应是帝国主义
、

资本主义制度
,

是发

动这场人类灾难的法西斯政权
、

法西斯主义及其那些法西斯罪魁
。



( 二 )

法西斯的侵略行径
,

使世界人民更进一步认清了法西斯的本质
,

他们 团结起来
,

同仇敌

汽
,

运用石油这种有力的武器
,

与其它因素相结合
,

阻止住了
“

轴心国
”

法西斯继续扩大战争

的企图
。

“

同盟国
”

怎样有效地运用了石油这种武器的呢 ?

其一
,

利用了石油优势
,

全速开动战争机器
,

短期内生产出了超过
“

轴心国
”

的武器装备
,

并且很快地用到了反侵略战争中
。

“

轴心国
”

的
“

闪电战
”

在战争初期确实给
“

同盟国
”
以重大损失

,

但并没有打掉民主国家人

民的反抗意志和资源优势
。

经济力量对比
,

也不弱于法西斯国家
。

据苏联经济学家瓦尔加统计
,

到 1 9 4 1年
,

德国及其占领 区的石油每年生产不到 14 万吨
,

盟国则为 2 千万吨
。

丘吉尔在日本

偷袭珍珠港后讲过
: “

据我所见
,

英帝国
,

苏联
,

现在又加上美国
,

他们… …具有两倍或者甚

至三倍于他们的敌人的力量
”

@
。

斯大林也在 1 9 4 2年 11 月 6 日指出
: “

如果从人员后备和物质资

源的观点来考察这两个同盟的力量对比问题
,

那么不能不得出结论说
,

在这方面英美同盟无

疑占着优势
”

@
。

此时的盟国已不是以占居优势而沾沽 自喜
,

而是以优势为基础开始了战争动员
。

他们一

方面扩大石油生产
,

同时
,

利用石油优势加紧军备生产
。

在苏联
,

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

性
,

能够做到动员全国力量杭击敌人
。

在英美
,

战时领导也能担起 战争 的责任
,

加快 了军

工生产步伐
。

美国为了使石油能保证供应
,

还专门成立一个石油管理局
,

由内政部长兼任局

长
。

英国的丘吉尔更是大权独揽
,

用一切办法让石油为战争服务
。

英国在 1 9 38年只能生产 4 00 架飞机
,

到 1 9 4 2年 11 月
,

丘吉尔说在军备上
“

已有一切必要的

东西
” L

。 “

直到 19 4 0年 6 月
,

美国在物力
、

人力以及心理上对战争还没有思想准备
”

⑧
,

甚至行

动上也没有很好准备
,

直到 1 9 4 1年时
,

由于武器不够
,

新入伍的陆军士兵
,

还只能
“

用扫帚把

当步枪
,

用锯木头的架子代替反坦克炮进行训练
”

L
。

经过动员
,

美国很快成为了民主国家
“

名

副其实的军火库
”

L
。

苏联不仅短时期内做到了
“

动员全国力量抗击敌人
”

@
,

而且保证了比 德

国规模更大的军工生产和各种供应
。

据斯大林统计
,

从 1 9 4 3年以后的三年中仪苏联一国
,

最

重要的武器生产水平已超过 了法西斯德国L
。

盟国的军工生产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很快超过
“

轴心国
” ,

其他原因姑且不讲
,

与拥有丰富

的石油储备和石油资源有直接关系
。

因为有充足的燃料作动力
,

才能使各种机器高速运转
,

物资及时调拨周转
,

保证武器的数量和质量 , 因为有石油作为人造橡胶和润滑油的原料
,

才

能使汽车
、

大炮
、

装甲车及时装上轮子
;
使各种战争机器保养得好

,

并及时被送上前线阻止
“

轴心国
”

的入侵
。

其二
,

有效地实行了石油禁运
,

切断
“

轴心国
”

石油动脉
。

无庸置疑
,

开战初期
,

英法美等国由于推行
“

绥靖政策
” ,

在石油等战略物资上 给 了
“

轴

心国
”

或明或暗的大量供应
,

使得
“

轴心国
”

得以发动战争并取得战争初期的胜利
。

当英 法 美

搬起
“

石头
”

砸在自己的脚上
,

使战火烧到自己头上的时候
,

不得不主动与苏联等国结成了广

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这一被人称为

“

超国家的行政机构
”

L
。

在这个机构管理下
,

一方面

共同决定对
“

轴心国
”

断绝一切战略物资包括石油及其产品的供应
; 另一方面对

“

轴心国
”

占领

的油田和石油设施
、

仓库进行了有效的破坏
,

如迈科普油 田的设施
,

都被撤走的苏联人 民尽量



摧毁 了
。

德军占领此地后
,

尽管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

也没使之产生大的效能L
。

1 9 4 3年 8 月

1 日
,

盟军第十五航空队对普洛耶什蒂油田的一次空袭
,

就烧毁 了 5 万吨左右的原油和精炼

能力的50 %
,

这就给德国从罗马尼亚进 口石油造成很大困难⑧
。

最重要的是盟国对
“

轴心国
”

运输线的严密封锁和对商船队的有效攻击
。

1 9 3 9年
,

德国己拥有一支效率高的现代化商船队
,

它的船相当新
,

机械化程度较高
,

速度快
,

加上战争开始后
,

德国又夺取了大批客
、

货油船

(估计战争中共夺取挪
、

丹
、

荷
、

比
、

.

法
、

希
、

南
、

英
、

俄客货油船共 3 ,

19 1只
,

达 3 , 3 07
, 2 23

吨位 )
,

使之如虎添翼
。

盟国实行有效的海上封锁后
,

就没有发挥多大作用
。

除少数几艘船只

有能力突破盟军布下的封锁线外
,

所有行驰国外的远洋航行都放弃了
。

在战争的其余时期
,

商船仅限于从西班牙和瑞典装运某些重要的作战物资
,

装运军需品
,

以及在办得到的地方维

持沿海的贸易
,

以便减少内河运输网的负担@
。

据丘吉尔记载
, 1 9 4 2年 9 月

,

英国空军在北非
、

地中海特别注意袭击敌人的运输船队
。

向北非运输给养的
“

轴心国
”

船只到 10 月份就有 40 %被击沉
,

敌人的汽油损失达 66 %
。

到秋季 的

4 个月里
, “

轴心国
”

的船只损失达 20 万吨以上
。

这对隆美尔的军队来说
,

是二个严重的打击L
。

这种对海上运输的成功封锁
,

对德国
、

意大利打击十分沉重
。 “

因为封锁立即造成了某些

原料的缺乏
,

其中最重要的是嫩油和橡胶
”

O
。

在太平洋上
,
依靠海军作战的 日军 由于盟军对其实行海上封锁

,

日本从南方殖民地和占

领区资源的进 口急速减少
,

以至于完全断绝
。

美国战略轰炸调查团的统计曾从侧面证实这个

问题L
。

其三
,

直接运用石油武器打击和阻止了敌人的进攻
。

如果说
“

同盟国
”

在经济封锁方面比较成功的话
,

那么在直接运用石油武器打击和阻止敌

人进攻上做得更有成效
。

这不仅体现在护航的成果上
,

而且体现在
“

同盟国
”

互相援助上
, 不

仅体现在对重点石油地区和产地的保护上
,

而且体现在决定第二次世界大战结局的决定性战

役上
。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

盟军在对
“

轴心国
”
进行全面封锁的同时

,

对石油重点产区实行了重

点保护
。

在各水面实行了武装护航
,

在陆地开辟了一条又一条交通线
,

保证兵员和战略物资

互通有无
。

为使中东殖民地和石油不被
“

轴心国
”

夺去
,

英军不惜代价出兵占领并守住了中东

地区
,

坚持 1 9 4 2年在北非登陆
,

美国之所以后来也同意北非登陆
,

除了自身安全和争霸
,
也想

夺取石油资源
。

据罗斯福儿子伊利奥记载
, 1 9 4 3年 1 月22 日晚上

,

罗斯福在宴请摩洛哥苏丹

时说
,

摩洛哥可能有很大的藏油量
,

曾让苏丹和几家美国的大公司订立合同
,

委托他们来实

行开发L
。

从波斯通往苏联的陆上交通线虽有间断
,

但确实为苏联送去了不少战略物资
,

曾受到斯

大林的赞尝
,

在这方面英军也有其贡献
。

为此
, 1 9 41 年 8 月2 9 日

,

丘吉尔给斯大林的信中曾

提到这个问题
, “

我们进入波斯的目的
,

不仅在于保护油田
,

而且要开辟一条敌人无法切断的

通往俄国的路线
” @

。

这样做的结果
,

逐渐拉开了战备物资供给的比例差距
。

据统计
,

在开战

的第一年中
,

从美 国运去的石油相当于一战第一年的 80 倍L
。

尤其在油料的补给方面
, “

轴心

国
”

与
“

同盟国
”

之间的差距更大
。

仅 以日美苏三国为例
, 1 9 4 2年以后

,

日本为 2 千万吨
,

美国

为 8亿 5 千万吨
,

苏联为 1 亿 2 千万吨
。

美国为 日本的 4 2
.

5倍
,

苏联为 日本的 6倍L
。

这样巨大的差距
,

给
“

轴心国
”

的军事侵略带来了厄运
。

莫斯科战役
、

斯大林格勒战役
、

瓜岛战役
、

阿拉曼战役就是明证
。

德军在莫斯科战役的失败
,

是德国法西斯在开战后所遭到的第一次大失败
,

迫使德军防



御
。

苏军之所以能在莫斯科给德军以迎头痛击
,

无可否认
,

战争的正义性
、

苏联的社会主义

制度
、

军 民的同仇敌代
、

苏联共产党和斯大林为首的军事领袖的英明指挥这些因素的作用
,

但

强大的经济力量因素
,

尤其是石油也起了很大作用
。

据德国军事研究协会透露
: “

由于缺乏燃料

和冬季油料
,

所 以装甲和摩托化车辆都不能行动
,

而无线电台也都无法工作
,

使这个集团军

的补给能力维持一种可以接受的水准
,

每天需要 26 列车的物资
,

但在这个紧急的阶段中
,

每

个能到达的列车通常都不超过 8 列
,

最多也只有 10 列 ” 。

这样
“

就其全体而言
,

补给情况已经

陷于瘫痪
” 。 `

在 以后的战斗中
,

局部的撤退往往会变成张惶失措的溃败
”

L
。

著名的斯大林格勒战役
,

被人们称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
。

希特勒发动这个战役
,

除了要破坏这个工业中心
,

卡往交通枢纽
,

还想
“

夺取高加索油田和进入高 加 索 山 区 的 隘

口
”

④
。

德军统帅部认为
,

如果 占领了南方的工业中心
,

以及高加索的石油资源
,

就会彻底摧

毁苏联的力量
。

1 9 4 2年 4 月29 日一 30 日
,

在德意两国元首会谈中
,

德方在谈到东线即将发动

的攻势矛头是指向高加索油田时
,

里宾特洛甫说
:

一旦俄国石油告罄
,

俄国便要屈膝投降了
。

夏季攻势发动前夕
,

希特勒对进攻斯大林格勒的德军第六集团军司令鲍留斯将军 讲得 更 彻

底
, “

如果我拿不到迈科普和格罗兹尼的石油
,

那么我就必须结束战争
” 。

战争一开始
,

德军很

顺利
。

8 月 8 日
,

占领了年产 25 0万吨石油的迈科普油田
,

但设施已被苏联人破坏
,

使德军无

法开采
。

8 月 25 日
,

德军坦克部队距格罗兹尼四周的最大油田中心只有 50 英里
,

距黑海也仅

1百英里
, 8 月底 g 月初

,

攻高加索的元帅李斯特发起攻击
,

但并未得手
。

总司令鲍留斯被

俘
,

残部投降
。

究其原因
,

德国学者认为
“

决定因素还是燃料的缺乏
” L

。

这样讲未免言 过 其

实
,

是为德军开脱之意
,

但不可否认德军燃料因供应不上对这次战役失败的结局所产生的影

响
。

鲍留斯的 30 万军队
,

在 12 月 12 日被苏军围困时
,

如果燃料充足
,

坦克跑得会更快
,

不会

每天仅逃 40 公里
,

也不会那么快全军覆灭
。

瓜达黎卡纳尔岛战役
,

是太平洋上 日军中途岛海战失败后
,

决定日军海空军前途的战役
。

在这次战役中既是 日美双方海军的一 次较量
,

也是陆空军的一次较量
,

更是双方经济力量的

一次较量
。

持续半年的瓜岛战之所以 以日军的惨败而告终
,

除了战略
、

战术上指挥有误外
,

美军的经济力量给 日军似很大打击
。

日本承认
: “

争夺瓜岛的海空军战如今 已呈现消耗战的状

态
。

日本海军缺乏军士生产的后盾
,

海空战力与美国相比每况愈下
,

其烦恼 日甚一 日
”

L
。

阿拉曼战役曾被丘吉尔评价为
: “

它实际上标志着命运的关键
。 ”

L英军为什么胜利 ? 德军

为什么会失败 ? 燃料油间题起了很大作用
。

德军在北非发动进攻目的是征服埃及
,

控制苏伊

士运河
、

席卷 中东大油田
,

继而北上进攻高加索
,

与苏联境内南下的德军会师
。

为了打底这

次战役
,

英美政府曾做了巨大努力
。

据战后有人统计
,

盟军在北非登陆的那一年
,

即从 1 9 4 2

年 11 月 8 日起到 1 9 4 3年 11 月 7 日止
,

运往法属北非的货物共有 9 40 万吨
,

而其中将近一半
、

即

4 70 万吨的货是石油产 品L
。

而德军燃料油供应则相对不足
。

当时隆美尔梦想突破阿拉 曼 防

线
,

但至少缺几千吨汽油才能进攻
。

后来隆美尔自己总结这次进攻失败的原因时讲
: “

汽油是

完成我们计划至关重要的条件
,

但没有运到
。

卡瓦莱罗 (意军总参谋长— 作者注 ) 已经许诺

的有些汽油船被击沉了
,

有些耽误了
,

而另一些油船甚至还没有起航
。

此时凯瑟林 (德军驻

意总司令

—
作者注 ) 可惜也未能遵守他的诺言—

在紧急时期一天空运五百吨到前线
。 ”

L

列宁讲得好
, “

谁的后备多
,

谁的力量来源多
,

谁在人 民群众中更能支持得住
,

谁就能在

战争中取得胜利
。 ”

L
“

同盟国
”

战时具有优势的石油资源和储备及其有效的利用
,

就使得
“

同盟

国
”

经受得住重大挫折的考验
,

一经真正动员起来
,

不仅能保持后方战略物资援援不 断运往

前方
,

也有条件回过头来止住敌人的进攻
,

并最后消灭敌人
。



综上可见
,

战争与
“

经济力量
”

是密不可分的
。

但也必须指出
, “

经济力量
”

的含义是指两个

内容
: “

人和武器这种材料
。 ”
L如果我们把石油当作二种武器

,

在战争中
,

石油的占有多少
,

`

一可

以对战争的整个进程及其结局产生重大影响
,

正如马克思形象比喻的
, “

刺刀 尖碰上了尖锐的

经挤间题会变得软软的灯蕊一样
。 ”

L然而
,

战争的胜负不能仅从物质这一方面看
,

关键
“

取决

于居民的质与量
。 ”

世间一切事物 中
,

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
。

物质多少固然重要
,

但主要应看

人 的主观能动性
。

毛泽东说得好
, “

战争 的胜负
, `

固然决定于双方军事
、

政治
、

经拼
、

地理
、

战争性质
,

国际援助诸条件
,

然而不仅仅决定于这些
;
仅有这些

,

还只是有了胜负的可能性
,

它本身没有胜负
`
要分胜负

,

还须加上主观的努力
,

这就是指导战争和实行战争
,

这就是战

争中的自觉能动性
。 ”

L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实可明显看出
,

初战时
, “

轴心国
”

石油缺乏
,

他们

能胜
,

不能不认为他们 冰中刮炭
、

节流开源作得有效果 , 英法美初战败北
,

不能术归结于其

推行
“

绥靖政策
, 、

当
“

轴心国
” “

傲嗽待哺
”

时送去滚滚原油及其产品的结果
。

1 9 41 年后
, “

轴心

国
”

接连失败
,

从其领导人对石油与其它战略物质的过于追求方面寻找根蒂
,

不难翻见
“

石油
”

这一武器所产生的作用
; “

同盟国
”

能止住法西斯的强攻
,

也与其领袖们正确的运用石油这一

武器有直接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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