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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苏联首都莫斯科即苏联解体后的俄罗
斯首都莫斯科红场的前身可以追溯到 15世纪
末，当时伊凡三世将这里开辟为“城外工商
区”，因此红场的原名为“托尔格”，意为集市，
1662年更名为“红场”。俄语中，红色蕴含着美
丽之意，因此 300 多年前即已得名的“红场”，
本指美丽广场之所在，而并不像我们通常想象
的那样天然地与红色革命存有联系。

1917年 11月 7日（俄历 10月 25日），列宁
领导下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派发
动武装起义，推翻俄国临时政府，建立了苏维
埃政权。在此之后，每年的 11月 7日，苏联都
要在红场举行盛大阅兵式，纪念十月革命。从
此，红场的“红”被赋予了血与火的颜色。

1941年11月7日，正值二战期间莫斯科会
战的关键时刻，苏联迎来了最震撼人心的一次
红场阅兵。这次盛大的阅兵式既是为了纪念
十月革命胜利 24周年，更是为了鼓舞士气，受
阅部队参加完阅兵式后便直接开赴前线。

1945 年，苏联以牺牲 2700 万人的巨大代
价，取得了卫国战争的最终胜利。自此，苏联
将 5月 9日确定为卫国战争胜利日，而红场阅
兵成为纪念这一重要节日的重要活动。苏联
解体后，红场阅兵式在 1991 年至 1995 年间一
度被取消，后于1996年恢复。

2015年，人类迎来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
利 70周年。5月 9日，红场再次响彻嘹亮的军
歌，铿锵前进的脚步和隆隆驶过的战车将人类
对70年前那段历史的记忆再次唤醒……

红场的记忆

三方博弈

十月革命及苏联建立后，由于意识形
态等原因，以英国、法国为首的西方国家
与苏联的矛盾激化。到20世纪30年代
末，英、法的主要战略对手是苏联，而在东
欧地区的问题上又与纳粹德国发生冲
突。纳粹德国向来仇视共产主义，要向苏
联采取军事行动，也必须经过东欧。对苏
联而言，英、法是老牌帝国主义国家，意识
形态冲突显而易见，而纳粹德国的崛起更
是直接威胁到苏联的国防安全。于是，西
方、德国与苏联三方之间的博奕上演了。

希特勒一面声称要消灭社会主义苏
联，一面加紧准备向西方侵略扩张。面对
德国咄咄逼人之势，英、法一味退让，推行
绥靖政策，企图“祸水东流”，危及红色苏
联。标志着英、法绥靖政策达到极致的事
件即《慕尼黑协定》的签署。1938年9月
29日至30日凌晨，英、法、德、意4国在德
国慕尼黑签订了关于肢解捷克斯洛伐克
的协定，不仅出卖了捷克斯洛伐克，破坏
了苏联的集体安全体系，更纵容了法西斯
的侵略扩张，成为法西斯德国准备发动世
界大战的重要步骤。

1939年4月至8月，英、法、苏3国在
莫斯科举行军事、政治谈判。其间，英、法
一意要求苏联保证他们的安全，却拒绝了
苏联提出的保障中欧和东南欧国家安全
的建议。在谈到援军问题时，苏联表示可
以出兵300万，而英国却只肯出兵两个
师。与此同时，得知英、法、苏谈判消息
并为此深感忧虑的希特勒一再通过外长
里宾特洛甫向苏联递出橄榄枝，传达纳粹
德国无意侵略苏联并希望改善彼此关系
的愿望。1939年8月2日，希特勒更是直
接电告斯大林，要求苏德会谈签约。这时
的苏联，一方面因1939年5月日本在远东
地区挑起“诺门坎事件”而面临腹背受敌
的危险；另一方面对与英、法两国毫无诚
意的谈判极度失望，遂答应了希特勒的会
谈请求。

1939年 8月23日，苏德在莫斯科签
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震惊世界。

条约签订后，纳粹德国旋即于同年9
月1日对波兰实施闪电战，第二次世界大
战正式爆发。苏联也利用条约的掩护，顺
利入侵波兰，同时加紧建立起饱受争议的

“东方战线”：通过1939年10月—1940年
3月的苏芬战争，取得芬兰部分领土，并获
得汉科半岛的租借权；1940年7月，将立
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并入；同年6
月，占领罗马尼亚的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
维纳。东方战线的建立使苏联增加领土
46万多平方公里，人口增加2200多万，西
部边界向西推进约300—400公里，极大
地拓展了战争防备缓冲带。

苏德媾和后，德国的军队很快就席卷
了中欧、西欧大陆、北欧和巴尔干半岛，
到1941年，德国已控制了欧洲包括法国、
波兰西部、荷兰、挪威等16个国家的人
力、物力资源，只有英国凭借海洋优势孤
独抵抗。英、法不得不吞下自己种下的绥
靖苦果。

对于《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史学家们
的评价莫衷一是。综而言之，肯定评价认
为，该条约的签订不仅打破了英德勾结起
来反对苏联存在的企图，而且打破了德日
法西斯的反苏联盟约和战线，使苏军在军
事上避免了两线作战，为苏联赢得了打赢
卫国战争所必需的22个月的时间；否定评
价认为，该条约的签订一方面助长了希特
勒的侵略野心，另一方面也使苏联丧失了
警惕，致使卫国战争初期遭受了极其严重
的损失，再一方面也大大损害了社会主义
国家的威信，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了
分裂。

猝然受袭

在希特勒的纳粹宣传中，斯拉夫民
族是下等种族，却掌握了巨大资源和广
阔领土，只有将他们完全消灭，德国才能
获得生存空间。因此，纳粹的本质早已
决定苏德战争的爆发势在必然，只是时
间早晚问题。

1940年夏，希特勒在取得对法国的
战争胜利后，进攻苏联的议案又提上日
程。按照希特勒的授意，由时任德国陆军
总参谋部第1军需部长保卢斯起草和指
导，制定完毕了入侵苏联的《巴巴罗萨计
划》。其时，除了因地理原因无法逼使英
国投降，德军在西线战场的每场战役几乎
都顺畅无阻。希特勒对他在西欧的惊人
胜利感到自负，同时经由苏联红军在
1939—1940年间侵占芬兰未遂的冬季战
争武断地认为苏联不堪一击，对其取得胜
利只需数月时间，遂决定将目标转向东
方，他相信只要苏联被击垮了，英国也不
可能再支撑下去。

1940年12月5日，《巴巴罗萨计划》
被送到希特勒手中并获批准，预计1941
年5月开始实施。该计划企图以闪电战
术快速击垮苏联。为准备发起攻击，希特
勒将320万人调遣至德苏边界，多次派遣
侦察飞机潜入苏联领空勘查，同时也在东
线储备了大量的军事物资。到了1941年
2月德军已在罗马尼亚与苏联边界部属
了68万人。

一面是德国如此庞大的战争准备，一
面是对此浑然不知的苏联。虽然英国等
国和苏联间谍多次向斯大林汇报德国将
在1941年夏进攻苏联，但斯大林坚决认
为在英国和德国的战争见分晓之前，德国
还没有能力进犯苏联，他甚至怀疑这是英
国间谍为了将苏联拉入对德作战的陷阱
而捏造的。而德国也助长了这种骗局，向
斯大林透露德军的调动只是为了远离英
国轰炸机的航程，甚至解释说他们是故意
要让英国以为他们正准备进攻苏联。因
此，直到战争爆发前斯大林都没有认真准
备应付德军的可能入侵。

因为在侵略苏联的计划和主要目标
的设计上，希特勒与国防军最高统帅部和
许多高级将领存在意见分歧，原定计划延
缓了1个月。

1941年6月22日凌晨3时30分，《巴
巴罗萨计划》施行，德军在北起波罗的海、
南至黑海的2000多公里的漫长战线分
为北方、中央、南方3个集团军群向苏联
发动突然袭击，其中北方集团军群向列
宁格勒推进，南方集团军群征服乌克兰
和高加索高地，而中央集团军群则向莫
斯科进发。战争刚开始，苏联西部66个
机场遭到猛烈轰炸，苏联红军半天之内
就损失飞机1200架，其中800架未及起
飞即被毁于机场。苏联西部城市、海空军
基地、通讯设施，在德军航空兵袭击之下
严重受损，边境军区指挥机构基本陷于瘫
痪。德军在战争的第一天就前进了50至
60公里。

面对有备而来的德军，苏联红军猝不
及防，加之装备陈旧、指挥人员素质较差、
对敌主攻方向判断失误等原因，致使苏联
红军在战争初期便有28个师被全歼、70
个师人员武器损失过半。据战后西方公
布的统计资料，在苏德战争的头18天，苏
联损失2000列火车的军火、3000门大
炮、2000架飞机、1500辆坦克和30万苏
联红军被俘。1941年7月15日，德军攻
占了莫斯科的门户斯摩棱斯克，合围了苏
联红军十几个师，切断了苏联西部最重要
的交通干线明斯克—莫斯科公路，并将德
军中央集团军群的司令部设在此地。而
此时，德军距离莫斯科只有380公里。

经典四役

莫斯科会战

1941年10月初，德中央集团军群调集
77 个师约 200 万兵力、14000 多门大炮、
1700辆坦克和1400架飞机大举向莫斯科发
起代号为“台风”的闪击战，企图迅速攻占莫
斯科。斯大林留守莫斯科亲自指挥防御战，
组织全市50万人修筑防御工事。10月中旬，
苏德两军在通往莫斯科的所有重要地段展开
了激烈战斗。12月苏军转入反攻。1942年
1月，苏军调集9个方面军将德军全面击退，
夺回6座城市。莫斯科会战是德国法西斯在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第一次重大失败，宣告
了希特勒反击战的彻底破产，极大地鼓舞了
苏联及全世界人民战胜德国法西斯的信心。

红场记忆

柏林会战

1945年 4月，希特勒在政治上孤立，经济上资源枯
竭，兵力上已成强弩之末，他加紧巩固本土做最后挣扎。
德军集中近100万兵力在柏林以东设置了三道防线困兽
死守。4月16日，苏联红军在朱可夫的指挥下打响了攻
克柏林的战役。苏军以3个方面军250万人的兵力进入
德境，与德军展开了激烈巷战，于4月27日突入柏林中心
区，29日开始强攻国会大厦。5月2日，德军柏林卫戍司
令率部投降，5月8日，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投降书于5
月9日零时生效，欧洲战争到此结束。苏联红军以30多
万人的鲜血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上演了精彩的最
后一幕。

列宁格勒会战

列宁格勒一直被希特勒视为眼中钉，1941年8月6日，他
再次重复命令：“列宁格勒第一、顿涅茨克平原第二、莫斯科第
三。”1941年7—9月，德北方集团军群以优势兵力突破苏军抵
抗，侵入列宁格勒郊外和拉多加湖一带。8月，德军将通往
列宁格勒的铁路线全部切断，对该城市展开了为期872天的
围城战，直至1944年1月。围城战导致了列宁格勒地区的
空前大饥荒，造成150万人死亡，140万以上的平民及士兵
撤离，其中很多人在撤离时死于轰炸及饥荒。论经济破坏和
人命损失，列宁格勒会战超过了莫斯科会战、斯大林格勒会
战，以及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爆炸，堪列世界历史上最血腥
的战役史册。列宁格勒会战消耗了法西斯德国大量有生力
量，把德国北方集团军牢牢牵制在西北战场，从而为苏军在
斯大林格勒等地的胜利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斯大林格勒会战

莫斯科会战失败后，1942年7月，希特勒放弃
全面进攻苏联的计划，调集40个精锐师团、100多
万人的优势兵力主攻南线，企图一举攻占斯大林
格勒。9月中旬德军攻入市内，苏联军民与德国法
西斯展开激烈巷战，德军损失惨重。11月中旬苏
军开始反攻，直至1943年2月彻底击败德军。苏
军在斯大林格勒会战中共消灭德军在苏德战场总
兵力的1/4，约150万人。斯大林格勒战役是苏联
卫国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根本转折点，不仅
终结了德国南方集团军群自1941年以来保持的
进攻局面，而且直接造成了苏联与德国总体力量
对比的根本变化，自此苏军从德军手中夺回了战
略主动权，并一直保持到战争结束。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共有2660万公民（约占当时苏联总人口的1/5）丧生，
866.84万名官兵为国捐躯，另有受伤人员1520万人、患上各种疾病的人员304万
人、冻伤人员9万人，此外还有失踪人员505.9万人、被俘官兵455.9万名；1700多
座城市和7万多个村镇遭到破坏，物质损失按照1941年价格计算达到6790亿卢
布，占二战参战国蒙受全部损失的40%。正如2015年5月9日红场阅兵式上，俄罗
斯总统普京所言：“最为残酷和最有决定意义的事件发生在苏联领土上。”

如果你记不住这些数字，那请你记住红场无名烈士墓上的那句话——“你的名
字无人知晓，你的功绩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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