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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档案

风暴来临前的盛典
褒贬不一的1941年

劳动节红场阅兵

    1941年五一国际劳动节，为了展示国内团结和
强大红军，遏制迫在眉睫的法西斯战争威胁，苏联特
意举行莫斯科红场阅兵，这也是伟大卫国战争前最
后一次和平阅兵。阅兵取得一定效果，可前来观礼的
纳粹德军将领却从中窥见苏联的“缺陷与不足”，回
国后加紧修订“巴巴罗萨”作战计划，51天后闪击苏
联，一度令苏军蒙受巨大损失。

向“潜在敌”示威
    五一节当天，斯大林为首的

苏联领导人云集列宁墓，检阅来
自莫斯科高等军事院校和莫斯

科卫戍区的受阅部队。莫斯科第
一炮兵学校学员瓦列里·克雷莫

夫曾是受阅的一员，他后来回
忆：“谁都知道，那时候二战烽火

已在苏联周边蔓延，我们感觉全

世界都在打仗，苏联难以幸免。
虽然国家还没总动员，但有些地

方已开始征招预备役了。”劳动
节阅兵本身就充满“政治意味”，

所有参阅人员都是选拔出来的
精英，“苏联传奇元帅布琼尼亲

自向我和几位同学授予‘工农红
军优秀者’纪念章，而且阅兵当

天，学员方队迈着正步，从沃罗
夫斯基大街上的德国大使馆旁

边走过，很显然，这是向‘潜在
敌’施加心理影响，警告别惹我

们”。克雷莫夫记得，莫斯科那天
阳光明媚，上午 8时前，受阅方

队就在列宁墓前列队完毕，可
离正式阅兵尚有很长时间，“为

防体力不支，每个人口袋里都
塞了装着氨水的小瓶，以便及

时互助”。终于到了 10时整，阅
兵首长、新任国防人民委员铁木

辛哥元帅骑着白马从克里姆林

宫斯巴斯基门出来，阅兵总指
挥伊万·秋列涅夫大将向其致

报告辞，两人随即骑马开始检
阅部队。完毕后，铁木辛哥来到

列宁墓检阅台，向斯大林汇报，
接着斯大林授权他向部队发表

讲话。
当徒步方队、自行车和摩托

车方队、骑兵方队和装甲汽车方

队通过后，坦克、重炮、高炮等高
技术装备方队隆隆驶来，?击机

群在蓝天上呼啸而过。当时，参
阅部队动用了先进的嘎斯-AA、

吉斯-5卡车，BT-7、T-28和 T-

35坦克，米格-3?击机等。总

体上，所有仪式与莫斯科之前的

其他阅兵式并无二致，但气氛显
得有点特别严肃，“所有队列都

异常整齐，包括骑兵战士没有一
个人掉马刺，我通过红场时心情

太激动了，以至于根本看不见有
谁站在检阅台上，因为所有注意

力都放在横队看齐上”。
被法西斯驱逐的德国共产

党党员沃尔夫冈·列昂加德则参
加了阅兵之后的群众游行，“整

个狂欢持续约两个小时，我们所
在的国际无产者方队从红场走

过时，‘苏联和平政策万岁！’从
所有扩音器里传出。‘和平！和

平！’莫斯科这一天异常频繁而

坚定地重复着整个词汇”。事实
上，铁木辛哥在阅兵致辞中也集

中强调“保卫和平”的思想，但他
也暗示，所有苏联劳动者、红海

军应该保持高度警惕，不向任何
侵略者低头。

对于那场阅兵的印象，苏
联著名作家乌斯宾斯基在讲述

其纪实文学《领袖秘密顾问》创
作时提及，“这部作品关于 1941

年劳动节阅兵的描述都是真实
的，而且除了我，和我一起参加

那次阅兵的朋友全在战争里牺

牲了”。

意外泄露“天机”

    无疑，斯大林在风暴前夜安排

大阅兵，当然是想向国内外展示红
军实力，尤其希望虎视眈眈的德国

人“好好掂量”一下闪击苏联的风
险，借此将注定到来的战争推迟哪

怕一年。但希特勒早已批准侵苏的
“巴巴罗萨计划”，时间就定在 1941

年 6月 22日，那是个星期天，正好

给斯大林来个“措手不及”。而苏联
组织阅兵，德国人反倒觉得是个了

解敌情、完善侵略计划的好机会。
阅兵时，苏联把几十个国家的

驻苏外交官和武官请上列宁墓，其
中有一名英国武官、一名日本武官

和两名维希法国武官，德国武官是
恩斯特·克斯特林少将和助手汉斯·

克雷布斯上校，当然德国驻苏大使
舒伦堡也来到现场。此外，德国还有

一个重要人物也抵达莫斯科，那就
是武装党卫队旗队长兼军事安全部

长瓦尔特·施伦堡，不过他是以德国
化学工业联合康采恩商业代表身份

来的，经舒伦堡疏通，他也拿到现场
观礼的通行证。这些德国高官的注

意力全放到苏联受阅武器以及受阅
官兵“心理状态”上，从而对苏军真

实实力进行评估。
阅兵结束后第二天，施伦堡和

克雷布斯就飞回柏林，向希特勒提
交观摩阅兵报告，希特勒看见了自

己喜欢的结论———“俄国军队外强

中干”，尤其克雷布斯还添油加醋说，

照苏军现有水平，德军能轻松将其粉

碎，在 10月份打到莫斯科。德军总参

谋长哈尔德在日记里写道，受到

1937-1940年苏联国内“大肃反”运动
影响，苏联红军军官素质参差不齐，

现有武器装备新老混杂，缺乏维修，
还赶不上前几年的水平，得花费 20

年时间才能重回过去的军事水平。
苏联红军总参情报总局（格鲁

乌）打入德国驻苏使馆的情报员格

哈德·凯格尔回忆：“对克雷布斯来
说，观摩 1941年劳动节阅兵是一项

具有战略意义的任务，因为苏联考
虑到形势如此紧张，会在阅兵中展

示最新武器装备。”因此，希特勒并
非“为了凑数”才安排他去观礼的，

要知道，什么级别的军官去观摩阅
兵，具有非常大的战略和政治意义。

阅兵式结束后凯格尔向克雷布斯问
起阅兵的印象，后者有点失态地说：

“你们这些人太相信苏联的宣传了！
克里姆林宫以为德国人全是傻瓜，想

让我们相信，参加阅兵的野战部队真
的已经装备今天所展示的那些武器。

比方说，苏军在阅兵中拉出三门很先

进的重炮，可那是在捷克斯科达工厂
造的，捷克已被我们占领，自然我们

也知道，全苏联就只有这三门炮。换
言之，我们在阅兵式上看到的先进武

器是全苏联凑出来的，就是想给外
国人留下印象。”实际上，纳粹分子

也不相信红军拥有如此先进的武器
装备，一直坚信德国 III?、IV?坦

克天下无双，在西欧前线打得顺风
顺水的德国人相信打垮苏联也不在

话下。

最后的结局
    观摩劳动节阅兵的德国武官在

1941年 6月 22日苏德战争爆发后命
运各异，而在某种程度上，战争也是

他们加速催生出来的。1941年秋，滞
留莫斯科的德国武官克斯特林与使

馆其他人员被苏联政府软禁到科斯
特罗马，不久后被送到土耳其，和滞

留德国的苏联外交人员实现交换。

1942年 9月，为了组织苏
联伪军，克斯特林当上德

国 A集团军群高加索特派
员，负责组建“东方民族军

团”。1944年，他又成为德
国国防军编成内所有“志

愿军”的司令，包括指挥臭

名昭著的苏联叛国武装
“俄罗斯解放军”。

1944年 7月，一群希
望把德国拉出战争泥潭的

军官制造了针对希特勒的刺杀行动，

结果以失败告终，希特勒旋即展开血
腥报复，许多人被送上绞架，包括前

德国大使舒伦堡，可克斯特林却幸存

下来。1994年，舒伦堡的私人秘书汉
斯·冯·赫尔瓦尔向记者证实：“克斯

特林暗中参加了刺杀行动，用于刺杀

的炸弹皮包就藏在克斯特林的床下，
尽管如此，他仍然安然入睡。在编制

参与造反的军官名单时，他提供了宝

贵的帮助，只是他隐藏得很深，以至

于他的作用被人遗忘了。”二战结束
时，克斯特林向美军投降并被押到美

国，他把自己掌握的苏德战前关系、
苏联情报工作特点等情况和盘托出，

以换取美国政府的宽大。1946年，克
斯特林成为首批被释放的德国军官

之一。1953年，他在睡梦中去世。

至于那位克雷布斯，档案显示，
他并不傻，非常清楚苏联军事和工业

潜力，只是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并
且能够“侍奉”希特勒，他才不敢也不

想说实话而已。就在“巴巴罗萨”行动
发动前一天，老朋友希尔格尔对克雷

布斯说，攻击苏联会对德国造成灾难

性后果，他叹了一口气：“这些我都知
道，但遗憾的是，我无法说服希特勒。

我们这些总参谋部军官曾劝他不要
进攻法国，强调马奇诺防线无法攻

克，但他冒险成功了，此后他再也不
听我们说话了，如果想保住自己的脑

袋，就守口如瓶吧。”这也是“第三帝
国”军界最普遍的做法，即便希特勒

身困地堡的最后日子里，德国军官照
样对他隐瞒或歪曲事实。靠着这套明

哲保身的做法，1945年 4月，克雷布
斯当上“第三帝国”最后一任总参谋

长，但好景不长，1945年 5月 1日，也
就是观摩莫斯科劳动节阅兵整整四

年后，走投无路的克雷布斯在柏林地

堡里自尽。 常立军 朱延瑞

▲ 拖曳重炮
的拖拉机方
队通过红场

■ 德国武官及其随从怀揣“天大的秘密”来到红场窥探苏联红军

▲ 苏军机枪
手方队

■ 1941年五一劳动节红场阅兵观礼证

■ 苏军新式高炮通过检阅台

■ 斯大林机械化摩托化军事学院学员方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