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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列颠大空战》

内容概要

1940年夏天，空战史上最重要的战役在英国南部的天空中展开，交战的双方是英国皇家空军和德国空
军。在一系列密集的空战后，皇家空军获得了有限的胜利——是否真的胜利了呢？虽然在过去的70年
中，媒体和影视作品都为战役戴上光环，然而这却是一场高强度的消耗战，而且在战役进行的过程中
运气、技巧、判断和勇气都起到了各自的作用。本书不仅详尽地从人员、机器和战术等方面阐述了这
次伟大的斗争，而且还揭示了许多围绕此次战役的传说的真相。
本书分析了交战双方在战争爆发前的实力，以及各自采用的战术对于战争的结果产生的影响。本书着
眼于德国为人侵而进行的准备工作，以及德国空军在结束了波兰和法国战役后的状态。本书解释了将
不列颠战役称作德国空军与时间的较量的原因，并重点突出阻碍德国达到入侵目的的因素，如缺乏适
当的运输工具、经验不足而无法制订合理的从海上登陆发动攻势的计划等。本书还提出疑问——希特
勒本人是否真的对入侵英国抱有兴趣。
英国为抵御入侵而进行的准备工作在本书中也有详细的介绍。地方警卫和观察站等组织的作用和效果
也在本书中得以体现，当然还有至关重要的雷达网络。本书同时分析了皇家空军为战役进行的准备工
作，其主要的战斗机——“飓风”和“喷火”，以及来自英联邦、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法国、美国
和其他国家的飞行员的重要性。
本书的内容涵盖了战役的各个阶段。从最初袭击英国的船只和港口开始，本书突出了当德国空军将力
量集中于皇家空军的机场上时，他们离获得这场消耗战的胜利有多么接近。本书同时也提出疑问：为
什么德国空军会在离胜利这么接近的时候开始轰炸英国的城市？双方在战役中的失误都被仔细剖析：
皇家空军指挥官之间的不和，德国空军在开始经历失败之后才意识到雷达的重要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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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乔恩·莱克是一位航空方面的自由撰稿人和摄影师。他撰写了大量航空方面的文章，其中包括《米格
—29》、《苏联超级战斗机》、《苏—27》和《朝鲜战争王牌飞行员》等。他还是伦敦飞行中队的志
愿预备役飞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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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幕 一件错综复杂的事
第1章 战役的前奏
第2章 德国空军的崛起
第3章 英国皇家空军1918—1940年
第4章 英吉利海峡战役：7月1日—8月7日
第5章 一场“鹰”之间的决斗：8月8日—9月6日
第6章 闪击战：9月7日—10月31日
第7章 谁赢得了不列颠战役的胜利？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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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2章 德国空军的崛起　　阿道夫·希特勒经常被描述成一个对飞机和空中力量持有怀疑态度并
非常不喜欢空军的人。虽然这可能有些言过其实，但毫无疑问的是，希特勒是一个以陆地为根本的军
事策划者，遵循占领并守卫土地的思想。德国空军的发展与成长由此可见一斑，希特勒制定的统筹战
略考虑的是不平衡的发展，空中力量不可避免地只能始终作为德国国防军地面部队的附属物。作为一
支部队，它的唯一目的就是“清理道路”，使地面部队和坦克办起事来能够更容易些。当不列颠战役
成为一场独立的空中战役，德国要依靠空军独立地来达到其战略目的时，希特勒对战役自然就失去了
兴趣。将他的注意力向东线转移。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受到《凡尔赛和约》条款的制约，
德国只能保留数量很少的武装部队（人数仅比一支国民自卫队略多一些），刚够用来维持国内治安，
甚至都不够组织防御来保障国家的领土完整。空军和海军则完全遭到解散，德国被禁止装备军舰和作
战飞机。　　不过从很早之前，甚至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国就下决心逃避战胜国联盟制定的限制条
款。汉斯·冯·谢赫特将军——1919—1926年德国国防军的领导人，从帝国空勤部门中挑选出180名优
秀的军官，明确地将他们保留以作为一支新的空军的核心和参谋人员，这支部队的建立是秘密的。　
　德国的飞机制造公司在不停地运转着，有的时候它们的基地设在国外，而民航则悄悄地获得扩张。
德国汉莎航空公司成立于1926年，它的成立受到的关注相当小。汉莎航空公司由埃尔哈特·米尔希负
责，他原先是空军的一名军官，航空公司在1928年纳粹第一次获得选举成功后为德国从事军事活动提
供掩护。航空公司运营着一些表面上看来是用于民用飞行，事实上具有轰炸的双重功能的飞机，而且
还负责这类飞机的设计工作。这使一大批飞行员获得了远程飞行和驾驶先进飞机的经验；汉莎航空公
司还发展出远程无线导航辅助设备，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德国的探路者部队如KG100所使用的设备
的前身。随着时间的推移，德国的这种利用民航做掩饰的飞行任务变得越来越频繁。最终飞行任务发
展到包括使用Do 11C轰炸机利用国家铁路巡查员的身份做掩护进行夜间轰炸飞行训练。　　1933年，
希特勒出任总理后，米尔希被任命为国家航空部的秘书，而部长则由戈林担任。但由于戈林还拥有许
多别的头衔，并且将主要精力放在扑灭反纳粹力量上，因此。在创建新的航空部时，米尔希做的工作
最多，他和维福将军一起为新的空军部队打下基础。1935年3月27日，希特勒宣布他的德国空军的存在
，在官方为新部队成立而举行的庆典上正式委任戈林为空军总司令，米尔希成为国家航空部部长，维
福将军担任空军总参谋长的职务。空军立刻接管了各类飞行学校、准军事组织和警察部队，包括一
个SA（纳粹党突击队）中队。　　根据官方公布的建制，德国空军有2万人，飞机1888架，希特勒宣
布德国空军已经和英国皇家空军的力量相同。这几乎可以说完全是言过其实，因为新组建的空军装备
的多数飞机是教练机或过渡型机种，真正能够执行任务的战斗机数量很少。同时，希特勒还宣布要保
持空军的不断建设以达到同法国空军相同的规模。毫无疑问，这刺激了英国和法国扩建它们自己的部
队，不过德国已经预见到这点，德国空军的扩建速度飞快。米尔希的第一个生产项目（4021架飞机的
订单）是计划装备6个轰炸机、6个侦察机和6个战斗机联队（编队），每个联队下属3个大队，每个大
队由3个中队组成。这些部队作为“行动指导单位”为空军快速、庞大的扩张提供了构架，使德国空
军成为欧洲规模最大的空中部队。米尔希的生产计划从1934年开始实施，令人吃惊的是。对于这个项
目外界几乎没有任何反应。即使这其中只有115架飞机是预定用来为德国汉莎航空公司服务的。　　最
初，轰炸机得到发展的优先权，不过米尔希计划从1937年起将重心转移到战斗机上（那时，轰炸机部
队已经完成建设）。然而，随着米尔希失去影响力和权力，这个计划也被放弃。这将导致严重的后果
，不仅仅在1940年。米尔希最重要的伙伴维福是新任空军总参谋长，维福对于空中力量的使用方法有
惊人的领悟力，而且他还是一位非常出色的组织者。他们一起制订了空军的下一步扩建计划，其中包
括一个重要的远程轰炸机（乌拉尔轰炸机）项目。这个项目的日的是生产一种能够攻击苏格兰北部地
区或飞越乌拉尔山脉的轰炸机，其结果是预订容克Ju 89和道尼尔Do 19型轰炸机（装备4台发动机的轰
炸机，相当于英国皇家空军的斯德林轰炸机）。　　维福将军的去世使所有留下来的重要的远程轰炸
机项目都变得很容易地被取消了。其实这些项目早就已经处于危险之中，当时盛行的短视的作风导致
了这样的局面，因为任何被认为无法立刻产生作用的项目都会被区别对待。戈林和他的技术部门的领
导人都是战斗机飞行员出身，对于轰炸机的优点根本不理解，而接替维福成为空军总参谋长的是阿尔
伯特·凯塞林·他是作为一名陆军军官开始军旅生涯的，转调到空军的时间相对来说不长，这使他很
自然地将处理与陆军需要相关的事宜放在工作的首位。而且，他还成为战术空中行动的极力鼓吹者，
他没有继承维福在远程重型轰炸机项目上的热情。留下来的重型轰炸机项目的支持者们缺乏影响力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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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项目举步维艰。如前所述，他们的最高指挥官戈林以及维福的继任者都缺乏战术理解能力。　　凯
塞林“聪明地”向戈林指出，生产3架双引擎轰炸机的成本与2架装备4台引擎的轰炸机相同（利用现有
的工业制造能力）。据说戈林的答复是希特勒只会询问德国空军有多少架轰炸机，而不是关心它们有
多少台引擎，就这样道尼尔Do 19和容克Ju 89的命运被打上了封印，这对于英国人来说是无疑是好运气
。这些型号的飞机如此轻易地被放弃了，它们的原型机也被拆解。而且，围绕着“兀鹰”军团不断取
得的胜利而产生的激动情绪以及轻型战术轰炸机在西班牙的成功使用，似乎没有人介意项目的取消。
那些对于缺乏远程轰炸机丝毫不存在顾虑的人，以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王牌战斗飞行员恩斯特·乌
德特为代表，他凭借一种推断来证明“希特勒永远都不会让我们参加一场可能离开大陆的边界作战的
战斗”。

Page 6



《不列颠大空战》

编辑推荐

　　不列颠战役是人类战争史上首次空战战争，证明了战略性的大规模空袭将直接影响战争的进程，
显示出制空权在现代化战争中的重要地位，并证明了防空的战略意义。由于不列颠战役的胜利，英国
得以保存下来，而英车的坚持抗战，把德军拖入了致命的长斯持久战，而且成为日后英美反攻欧洲大
陆的跳板，使德军陷入了两面作战的困境⋯⋯ 　　通过全面的描述、双方参战飞机的图片、精彩的战
争进程中的照片以及详细的附录，《不列颠大空战》用大量的信息讲述了1940年那个夏天所发生的事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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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扫盲级别吧，根本没有很详细的描述
2、本书对不列颠空战的起因、过程介绍得很详细，美中不足的是人物介绍较少，较为枯燥。
3、不养条狗，你都不好意思当皇家空军的飞行员
4、写的很全面，是一本不错的工具书，对战时中队的描述很全面。
5、不错，很详尽的介绍，翻译依然拖了后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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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不列颠空战中皇家空军的主力，中文版译成“11大队，12大队”，这么小的作战单位，不觉得疑惑
吗？译者显然是望文生义，依照通常熟知的美军编制，把Group译成大队（“Squadron中队”的上级
，“Wings联队”的下属）。如果译者细心核对一下，在维基上就可以查到，皇家空军中，Group是
“Wings联队”的上级单位，是“Command”的下属，因此，相当于于二战时美陆军航空队的
“Division师”，编制上小于德军的“Luftflotte 航空队”和美军的“AirForce某某航空队”。另外，西
班牙独裁者Francisco Franco被译成弗兰克，而没有使用约定俗成的弗朗哥。还有多处插图的文字注释
上下前后混淆，编辑明显粗燥。书中提到，波兰飞行中队的战绩，位列不列颠战役皇家空军的前三甲
，榜首的中队，击落德军飞机800多架，这可能吗？整个战役的德军损失，也不到2000架，按此说法
，3个波兰中队就几乎击落了全部德军战机，显然谬误；而且与附录中的王牌飞行员数据也不相符。
是作者的错误，还是翻译混淆了原意？其实，最大的误译是书名。The Battle of Britan，指的是整个不
列颠保卫战，而不仅仅是空战。而本书的内容涉及了战前军备，双方的整体战略意图推理，以及战役
空中陆地海上的方方面面。当然双方的空战是重头戏，数据与事例翔实，配图多多，译文总体流畅准
确，读来颇有趣味。40年的德军，既无用两栖战占领英伦的实力，也无与英国决一死战的必要。套用
一句众所周知的话语，不列颠空战，对德军而言，是在错误的时间，与错误的对手，进行的一场错误
的战争 ------ 进而逆转了战争的走向。最大的收获有2点：一。王牌飞行员水分太大，各方的统计数据
相差十万八千里；东线苏德战场，恐怕更不靠谱了。二。飞行员，你想青史留影，光飞得好打得猛还
不行，你还得有条神气活现的狗，战地摄影师才会亲睐你的光辉形象 ------ 噢，不，是狗狗的。（“
飞行员与他的爱犬”照片，远多于飞行员大头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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