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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史钩沉

    近几个月，北约盟主美国与盟

友土耳其不睦，后者转而与俄罗斯大
谈友谊，甚至要买俄制隐形机，简直是

造北约的反。不过，俄罗斯《军事历
史》杂志警告，俄罗斯和土耳其的“蜜

月”往往不稳固，最典型的莫过于百
年前身处同一战壕的苏俄和土耳其

就为一块弹丸之地几乎大打出手。

给钱给枪管够
一战中，沙皇俄国和奥斯曼土

耳其帝国相继瓦解，连民族腹地都

要被外国列强肢解。继 1917年十月
革命产生苏俄后，1919年，土耳其

名将凯末尔也掀起民族革命，两个
新政权有个共同目标：驱逐协约国

占领军，尽可能粉碎列强在它们中

间安插的“人造缓冲国”。
这其中，弱小的凯末尔更渴望

苏俄帮助，苏俄领导人也意识到土
耳其对遍布中近东的突厥民族有重

大影响，于是双方决心放下过去三
百年争斗的仇恨，向共同的敌人开

火。1920年 4月，凯末尔发表致苏俄
呼吁书，希望建交，苏俄立即响应，成

为承认凯末尔政权的第二个国家。之
后两年，苏俄援土 1000万金卢布（占

土政府预算的 20%），外加大批军
火。凯末尔也投桃报李，当割据阿塞

拜疆的穆萨瓦特政权（以突厥人为

主）想投奔自己时，他却逐出门外，
支持苏俄红军解放阿塞拜疆。紧接

着，凯末尔派兵击败协约国扶植的
傀儡“亚美尼亚达什纳克共和国”，

策应红军在那里恢复苏维埃政权。
不夸张地说，两国缔造了历史

上“第一个蜜月”。

进攻势如破竹
面对苏土挥出的铁拳，协约国

在近东特别是外高加索扶植的傀儡

政权一个接一个倒台，1920年 5月

和 12月，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都恢

复苏维埃政权（不久加入苏俄），就
剩下“格鲁吉亚民主共和国”还处于

社会民主党统治下，他们不仅容留
协约国驻军，还继续支持俄国白卫

运动，颠覆苏维埃政权。
为了支持格境内的工农革命力

量，1921年 1月 26日，俄共（布）中

央全会决定出兵格鲁吉亚。2月 11

日深夜，红军驻亚美尼亚部队在格

农民武装配合下占领格鲁吉亚博尔
恰林县。16日，苏俄第 11集团军从

阿塞拜疆进入格鲁吉亚南部，占领

舒拉维雷村。当天，格鲁吉亚共产党

（布）在阿布哈兹地区发动起义，宣
布成立“格鲁吉亚苏维埃共和国”，

请求苏俄提供军事援助。此刻，慌作
一团的格鲁吉亚白卫政权推出旧沙

俄将军克维尼塔泽担任总司令，率
领两万多正规军和 2000名外国雇

佣兵抵抗红军，但他们哪里是红军

的对手，2月 25日就丢掉首都第比
利斯，撤往西部重镇巴统，并试图在

里奥尼河建立最后防线。克维尼塔
泽后来回忆：“这是我们最后的机

会，巴统有通往黑海的港口，方便从

协约国获得援助，再不济，也能从那

里逃亡西欧。”

要领土可不行
红军和格军都没想到的是，羽

翼渐丰的土耳其人却“先下手为

强”。3月 8日，土军突然越过与格鲁
吉亚的边界，击溃马兹尼亚什维利指

挥的格边防军，将巴统港收入囊中。
按照土方说法，此举是“帮助红军兄

弟铲除白卫势力”，但真实意图是吞

并这一黑海要冲，扩大土耳其版图。
曾对凯末尔“有求必应”的苏俄

这一回寸步不让。莫斯科命令日洛
巴指挥的第 18骑兵师包围巴统，还

把被土军打散的马兹尼亚什维利残
部收编过来，一起对付土耳其人，同

时，莫斯科还中断对土军援。仅仅过
了一周，底气不足的土耳其就受不

了，被迫于 16日同苏俄缔结友好条
约，在获得苏俄一些权益方面让步

后，承认巴统保留在苏维埃国家里。
18日，格鲁吉亚白卫政权倒台。19

日，土军撤离巴统，已是红军指挥员
的马兹尼亚什维利带领扛着红旗的

部队重回港城。 常立军

危险的友谊
斯滕内斯，1896年生于威斯特

伐利亚州的公务员之家，因家族中

从军者众多，因此他得以保送到普
鲁士皇家武备学校就读，一毕业就

参加一战，还和飞行员戈林（后来的
纳粹二号人物）成了莫逆。1918年

德国战败后，复员的斯滕内斯被戈

林引见给纳粹党头目希特勒。像斯
滕内斯这样不甘心战败的军人，对

宣扬复仇主义的希特勒非常推崇，
希特勒也欣赏斯滕内斯的才干，干

脆把多达 3.6万人的东方冲锋队交
给他指挥，成了自己夺权路上的“亲

密搭档”。
不料，个性突出的斯滕内斯与

希特勒深处后，才发现双方政见水
火不容。1930年秋，他公开拒绝希

特勒的命令，还在党内酝酿倒戈。
1933 年 1 月，希特勒当上德国总

理，4月成立秘密警察盖世太保，斯

滕内斯成了第一批列入黑名单的
人。正当屠刀落下时，斯滕内斯之妻

打电话给时任内政部长戈林，念及
战争旧情，戈林要求盖世太保必须

保障斯滕内斯的安全，并亲自说服
希特勒放他一条生路，外放到国外

工作。

出国前，斯滕内斯与戈林见了
最后一面，他开诚布公地说：“我知

道，纳粹上台，就意味着战争。但我
相信纳粹会输掉战争，监狱里的囚

犯会成为钉在你们棺材上的钉子。”
戈林并不生气，相反劝解道：“老朋

友，你之所以活下来，是因为我警告
了盖世太保，但我无法做得更多，你

越快出国，就对大家越好。”

到中国避祸
1933年 12月，斯滕内斯作为

德国军事顾问团一员前往中国，当

时希特勒把国民党当局视为反苏反

共的“伙伴”，并将中国视为产品倾
销地和战略矿产来源地，愿意提供

一定帮助。来华后，斯滕内斯受到蒋
介石青睐，不仅负责组建蒋的贴身

卫队，帮蒋的夫人宋美龄建立运输
航空大队，还当上蒋的“欧洲信息部

门负责人”。他还作为蒋介石的代

表，与外国军火商谈判。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

争，为窒息中国抗战能力，日本竭力
阻止欧美对华提供军品。针对这种

局面，斯滕内斯奉命前往法属印度
支那首府河内（今越南首都）成立谍

报网，还定期前往英国统治的香港
活动，保障军品继续输入。1938年

夏，希特勒为了维持与日本的关系，
断绝对中国的支持，召回驻华顾问

团。对斯滕内斯来说，这形同死刑判
决书，他请求蒋介石出面，以私人顾

问名义继续留下来。斯滕内斯还不
放心，决定与纳粹德国的“劲敌”苏

联接触，开辟新的退路。
1939年 1月，在侵华日军尚未

染指的上海公共租界里，苏联情报
站长季先科见到国民党的德籍特工

海因里希，后者传递了斯滕内斯愿
为苏联效劳的意图。当年 3月，斯滕

内斯同季先科在重庆会面，他说：
“德国的命运将因希特勒被推翻而

改变，新德国只有实施和平政策才
会巩固。”当天，季先科向莫斯科总

部发电，请求对斯滕内斯的背景进

行调查，并等待是否进一步接触的

指示。很快，总部表示同意，于是季
先科正式把斯滕内斯发展为情报下

线，代号“朋友”。

给钱是一种侮辱
1940年 4月，斯滕内斯在重庆

向德国驻华武官施特尔齐埃交接工

作，然后受蒋介石委派，经香港来到
上海公共租界，利用其外国人身份

从事情报工作，还定期赴重庆汇报
工作。当时，斯滕内斯的妻子频繁举

办沙龙，招待德日高官，斯滕内斯借

机与他们讨论局势，打探德日对中
国战事及夹击苏联的内部考虑。斯

滕内斯还有意识地搜集侵华日军将
领士气、情绪等方面的情报，并在觥

筹交错之间不经意地向对方灌输
“侵苏必遭殃”的观念，这恰恰是莫

斯科方面希望他去做的。
1941年初，斯滕内斯紧急向苏

联驻上海特工扎鲁宾传递情报，他
从德国内部获悉希特勒将要发动侵

苏战争，“不管西欧战事如何发展，
希特勒一定会对苏联动手，我太了

解他了。我坚信，动手时间不晚于今
年 5月”。他建议苏联尽快做好准备，

后来的情况证实了他的判断。当时，
扎鲁宾提议给斯滕内斯一笔钱，竟把

他惹火了，他觉得这侮辱了人格。
1941年秋，德军打到莫斯科近

郊，斯滕内斯又经上海渠道向苏联
通气：“东京暂时不会进攻苏联。”这

是他从驻重庆的德国外交官获得的

准确消息。此前，苏联“红色特工”佐
尔格也从东京发去类似情报，但未

获斯大林认可。可作为独立情报来
源的斯滕内斯所提供的判断，终于

解除了斯大林的疑虑。于是，斯大林
急调远东后备军驰援，从而打赢了

莫斯科保卫战。

独特的政治遗嘱
二战后，斯滕内斯于 1948年

12月来到中国台湾，后来回到联邦

德国（西德），他开办《每周新闻通
报》，刊登从世界各地获得的新闻，

供西德工商业巨头参阅。同时，他和
苏联克格勃重新接上关系，提议继

续合作，但“只能在纯粹符合德国利

益的基础上合作”。不过，克格勃认
为自己有了新的条件，可以绕开斯

滕内斯开展工作。因此，1952年，克
格勃做出弃用决定，将斯滕内斯的

个人档案打封存档。不过，斯滕内斯
对苏联很忠诚，冷战期间，他都拒绝

与英美情报机构有往来。
1989 年，斯滕内斯去世，他的

政治遗嘱很独特：“考虑到国际发展
大势，德国必须同美国、苏联（今俄

罗斯）和中国建立密切合作关系，这
个体系将成为德国发展的基础。”这

些话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常立军

盟友“翻脸如翻书”
百年前苏土爆发“巴统之争”

谍战精彩不输佐尔格

德国在华顾问的

    德籍苏联特工佐尔格的故事家喻户晓，他曾在中国
工作，后赴日本，他获取的情报被认为影响了二战进程。
但历史总会有遗忘，还有一位“谍海奇人”起着与佐尔格
相当的作用，而且他的公开身份居然是国民党领导人蒋
介石的顾问，这就是瓦尔特 ·斯滕内斯。

神秘另一面

谍海风云

■ 一战中，斯滕内斯在枪林弹雨中求得生存

■ 1939年，斯滕内斯（左）在中国沦陷区活动

■ 在历史漩涡
中， 斯滕内斯常
常身不由己

■ 红军骑兵开赴巴统 ■ 格鲁吉亚民兵抵抗土耳其人的进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