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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煥堯  

 

 
二次世界大戰中，德國人最有名的戰術即「閃電戰」，從 1939 年開始按逆時鐘的

模式橫掃歐陸各國，由波蘭、斯堪地那維亞半島、比利時、法國、南斯拉夫，最後到

蘇聯，在戰場上幾乎是戰無不勝、攻無不克，裝甲部隊和空軍聯手能創造如此巨大的

戰果，在當時是空前的大事。這也使得一般人在接觸到「閃電戰」這個名詞時，常不

由自主就會聯想到德國部隊。荒謬的是，最早提出「閃電戰」觀念的，卻不是德國人

，而是法國的戴高樂將軍。他在《未來的陸軍》一書中指出「汽油發動機控制了我們

的命運、機器改變了生活的每一方面，戰爭也不可能例外。」戴高樂那時就主張建立

一支十萬人六個師的裝甲部隊，以作機動防衛。但是當時法國的當權者並未聽取他的

建議，而是以馬其諾防線作為防禦德國的主要方法，因此戴高樂的構想始終遭到擱置

。1 

但德國人在看到他所寫的《未來的陸軍》時，第一版即購買了兩百冊，並對書中

的觀點進行了認真的研究，還在軍隊建設中加以運用。「閃電戰」的德國名將古德里安

在德國擊敗並佔領法國後，曾於接受法國記者的採訪時，還特別問候了一下戴高樂將

軍的情況，說“我的那位偉大的法國同行最近在戰術上又有些什麼新發展?”結果這位

記者一時呆若木雞、不知所云，因為他根本就不知道戴高樂這個名字和他的著作。2由

                                                 
 黃煥堯，南台科技大學通識教育中心社會科學組講師。 

1 景麒〈德國人贏得對法戰爭只花了十五個法郎〉，《一、二戰史》，鐵血論壇，鐵血網。 
2 〈最真實的謊言：德國戰勝法國只花了 15 法郎（三）〉，摘自馬駿《馬駿別解二戰風雲人物》，光明日

報出版社，2006 年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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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可知法國人對於此種軍事上的新觀念，接受程度十分有限，反而被德國人搶了先機

，導致在二戰中德軍只用了四十一天就征服了法國。 

就如同日本人仔細參考了美國曾實施過的外敵襲擊珍珠港的演習活動，擬定後來

的偷襲珍珠港計畫，並且一舉成功、大獲全勝。德國人也不遑多讓，慧眼識英雄地擷

取了二戰之前戴高樂將軍所提出的前瞻性軍事觀念，打造出二戰初期最知名的裝甲勁

旅，震撼全歐，也在戰爭史上留下了輝煌的記錄。從這兩個例證來看，歷史確實有其

令人慨嘆的反諷的內涵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