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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吉尔的一次艰难决定——

二战中的情报暗战 
 
历史考文垂悲歌 
 
1940 年 11 月 14 日傍晚 7 点 05 分，英国中

部城市考文垂上空忽然响起了刺耳的防空

警报。此时，英国皇家空军与纳粹空军在不

列颠上空已激战整整三个月，英伦三岛上包

括首都伦敦在内的许多城市，都遭到了频繁

的空袭，响起防空警报并不令人意外。但奇

怪的是，此前总是能早早预警空袭的英国本

土防空体系，这次并未及时疏散军民及城市

工业。 
 
于是，在防空警报拉响时，考文垂的居民丝

毫未能觉察即将逼近的厄运，他们依然像往

常一样享受着自己的生活。5 分钟后，德国

“亨克尔 111”轰炸机飞临城市上空，一波

接一波的轰炸进行了 10 个小时。巨大的爆

炸声中，考文垂变成了一片废墟。事后统计，

在这“恐怖的鬼夜”，考文垂有 5 万座建筑



被摧毁，5 万个商店遭到破坏，600 名居民

丧生，其中 150 具尸体因无法辨认而被葬入

同一公墓……考文垂成了二战中英国遭遇

轰炸最惨烈的城市。英国首相丘吉尔得知消

息后，先是呆若木鸡，之后满脸愤怒，一声

不吭。但当时的人们完全没有想到，丘吉尔

其实早已得知德国空袭考文垂市的计划，他

反复盘算后，最终决定不采取任何防御和转

移措施。 
 
这是 1940 年关乎英国生死存亡的不列颠空

战中，丘吉尔最为艰难的决定。 
 
敦刻尔克的“无敌舰队” 
 
丘吉尔是在 1940 年 5 月 10 日临危受命担任

英国首相的。当时，德国正以闪电战突袭西

欧，号称拥有欧洲最强大陆军的法国，迅速

崩溃投降，英国也随时面临德国入侵，危如

累卵。 
 
虽然纳粹德国的军事扩张野心昭然若揭，但

一战后的英国，一直弥漫着和平主义气氛。

首相张伯伦是坚定的绥靖主义者，他一厢情

愿地指望希特勒东进去攻打苏联，为此纵容



德军重占莱茵兰非军事区、兼并奥地利、强

占捷克苏台德区…… 
 
只有丘吉尔等少数人一直在抨击绥靖政策，

他说，希特勒将给欧洲带来灾难，他督促英

国应重整军备，并鼓励盟友法国加强军事力

量，指出绥靖政策为“西方民主国家向纳粹

武力威胁的彻底投降。”但多数人视其警告

为危言耸听。最终，祸水没能东引，德国反

而率先进攻西欧，法国迅速投降。张伯伦走

投无路，而一直强烈反对绥靖政策的丘吉尔，

成了首相的不二人选。 
 
5 月 21 日，德军直趋英吉利海峡，把近 40
万英法联军围逼在法国北部狭小地带，只剩

下敦刻尔克这个仅有万名居民，且极易受到

轰炸机和炮火持续攻击的小港作为海上退

路，形势万分危急。 
 
5 月 26 日，丘吉尔下令撤出在法的英军，

代号为“发电机计划”的敦刻尔克大撤退开

始，在短短的 8 天中，被围困在敦刻尔克周

围一小块地区的盟军奇迹般地撤出 33 万多

人。 
 



希特勒对“谜”的依赖和信任 
 
但敦刻尔克大撤退的胜利，并不意味着英伦

三岛已经安全。紧接着，德国即将启动入侵

英国本土的“海狮计划”。在此之前，德国

计划先摧毁英国空军力量，不列颠空战就此

爆发。这仍是一场大英帝国的生死战。 
 
而丘吉尔和他的战争指挥系统首先必须知

道的是：德国将有多少坦克、飞机、潜艇参

战，其石油、钢铁的生产能力如何。 
 
希特勒很清楚保守机密的重要性，早在 1934
年就指示德国军方及情报系统开始更换无

线电密码系统。1936 年，德国情报局启用

了一种新的军事密码，这不同于以往的人工

编制密码，而是由机器编制。这台机器被恰

如其分地称为“ENIGAMA”，也即英语“谜”

之意。 
 
“谜”价格低廉、结实耐用，操作、保养及

携带相当简便。更让希特勒放心的是，对方

是否能得到“谜”，对于密码通信无关紧要，

因为如果不知道编码的程序，这种机器对缴

获者而言没有任何用处。 



 
因此，希特勒对“谜”的依赖和信任，几乎

达到了迷信的程度。他认为任何国家不可能

破译它的密码，于是毫不犹豫地让德国海陆

空军全部采用了“谜”密码通信系统。 
 
英国人则费尽心机破译之。他们先是学着德

国人的样子，制造出了一种与“哑谜”一样

的机器。然而要想从德国人手中得到编码系

统、编码程序远比制造机器困难，德国人将

其列为最高机密，即使英国人得手，德国人

一旦知晓后会很快且轻而易举地更换，到手

的程序和编码将毫无用处。 
 
犹太人、波兰人“递来利剑” 
 
英国军情局在伦敦郊外的布雷奇利庄园设

立了密码破译中心。在这里，有数百名工作

人员参与破译德国军事行动的绝密情报。而

这所庄园以及破译工作，同样也被英国政府

列为最高机密，其代号就是“超级机密”。 
 
正在英国人毫无头绪时，1938 年，一位犹

太人向英国情报人员透露，他曾是“艾尼格

玛”的设计人员之一。英国人经过仔细甄别



后，相信了他。这位犹太人真的复制出了一

台“艾尼格玛”密码机，按照英国人的说法，

这是仿制工程的奇迹，而这的确帮了英国人

的大忙。 
 
然而在 1939 年夏秋之际，德国人又改进了

原先的密码机，复制品由此失去了效能，英

国再次陷入困境。但波兰情报部门又出手解

救了英国人。作为英国的盟国，波兰人将他

们数年来对德国密码机的研究成果乃至新

的密码机样机、已解密机器悉数交给了英国

人。 
 
仅仅一个星期后，纳粹军队就开进了波兰。

这让英国密码破译专家诺克斯感动不已，他

说：“波兰此举，就像一名古代的骑士在倒

下之前，将手中的利剑递给了战友。” 
 
在布雷奇利庄园，除了诺克斯这位破译界名

宿，还有一位数学界奇才——图灵。他毕业

于剑桥大学，战后依靠对密码机的研究成果，

他成了开创电子计算机时代的先驱者之一。 
 
首先，他们从研制能模仿或能解释德国国防

军每一个“哑谜”方式的机器入手，从而能



推出所有德军主要司令部日日夜夜、成年累

月发布命令时经常变换的编码程序。经过艰

难攻关，英国人终于制成了具有上述功能的

机器，将之命名为“炸弹”。 
 
1939 年底，“炸弹”破译出了德国密码，英

国人欣喜若狂。从此，德军的秘密计划和行

动方案，源源不断地从布雷奇利庄园传到军

情六处孟席斯上校手中，再直接交到丘吉尔

的案头。事实上，德军在“二战”期间的绝

大多数行动，都没能瞒得过英国人，只不过

英国人将情报来源一直掩饰得很好，始终没

有引起对手的怀疑。 
 
1940 年 7 月 2 日，希特勒发布了第一组“海

狮”作战计划，也即英国本土登陆作战计划。

战役一开始，丘吉尔和空军参谋部就通过

“超级机密”了解到德国空军的大部分——

有时甚至是全部的计划。 
 
针对德国空军司令戈林要求夺取制空权的

指令，英国皇家空军制定了集中优势兵力打

击敌人的方案。由于英国空军的飞机数量没

有德国多，所以只能在适当时间、适当地方

和适当高度，集中战斗机中队及主要防御力



量，对付敌人的主攻力量。依赖预警雷达及

破译的德国军事情报，英国皇家空军总能掐

着纳粹空军到达的时刻精准升空拦截，而不

需要时时空中巡逻防备德军突袭——英国

空军由此大大减少了飞行员体力消耗及汽

油等战略物资消耗。 
 
1940 年 8 月 13 日，苏塞克斯和肯特上空，

80 架德军“道尼尔 17”轰炸机群，以及更

多数量的“容克 88”俯冲轰炸机，飞往不

列颠腹地及海岸线执行轰炸任务。由于天空

浓云密布，德军护航战斗机无法按计划起飞，

轰炸机只好单独出击。 
 
英国空军司令部事先已知晓德军行动计划，

当在雷达上发现德国飞机后，立即启动早已

就绪的作战方案……这次交锋，德国空军共

损失飞机 47 架，另有 80 多架被击伤，而英

国空军仅损失飞机 13 架。 
 
此前，戈林曾向希特勒夸下海口说，英国南

部的空中防御将在 4 天内土崩瓦解，而英国

空军则将在 4 周内被逐出英国上空。尽管德

国在后来的几次轰炸中取得了一些成果，但

依赖雷达和密码破译，英国空军在战力 1：



3 的悬殊比例下，鏖战两月后，让戈林夸下

的海口变成了幻梦：由于戈林始终没有取得

不列颠及英吉利海峡的制空权，希特勒只得

宣布“海狮计划”无限期推迟。 
 
救城还是救国？ 
 
此间，德国一直没有发现失利的关键原因：

“谜”已被英国人掌握。直到不列颠空战屡

次失利，希特勒终于开始怀疑“谜”是否仍

然安全，于是指令德军准备进行一次空袭试

验。 
 
1940 年 11 月 12 日，指令由德国空军司令

部传达给了驻扎在西欧的德国空军机群：在

48 小时之内出动 500 架飞机，向考文垂投

掷 4500 枚燃烧弹，行动代号“月光奏鸣曲”。

该计划除了验证“谜”的保密性之外，还有

轰炸考文垂这个英国主要工业城市，以摧毁

英国抵抗的目的。 
 
英国的“炸弹”很快破译出情报，诺克斯颤

抖着双手将之递给了孟席斯上校——考文

垂是诺克斯的家乡，他的妻子、儿女都在那

里。而后情报立即被送交丘吉尔。 



 
考文垂距伦敦仅 90 英里，是有着 900 多年

历史的古城，这个城市有 25 万居民和众多

文物古迹，并且是英国主要军火库之一、飞

机和汽车制造中心。德国人投掷的 4500 枚

燃烧弹，足以把这座美丽的古城从地球上抹

去。 
 
丘吉尔阅后顿感事情棘手，立即通知各军政

首脑到首相府地下作战室开会。 
 
孟席斯按照丘吉尔指示，首先宣读了截获的

情报，德国人的整个作战计划清清楚楚：投

入作战的飞机数、预定的战术乃至希特勒发

起这场作战的原因等。 
 
要拯救考文垂很容易：当时英国有 410 门机

动高炮可供使用，完全可以把这些高炮火速

调来加强考文垂的对空防御，空军提出在英

吉利海峡设置拦截线，阻挠德机入侵；民防

部则认为可提前发出警报，疏散居民，转移

贵重财产，尽量减少损失。特种部队想得更

绝：派突击队空降到布列塔尼机场，暗杀引

导轰炸的战斗机飞行员。如果都一一实施的

话，考文垂的损失无疑将大大减少。 



 
但丘吉尔担心的是，拯救了考文垂的同时，

英军已破译德国密码“谜”这个秘密必定暴

露。两者只能择其一，孰轻孰重？丘吉尔陷

入了长考。最终，他掐灭雪茄站了起来：为

了保护“超级机密”，必须牺牲考文垂。在

作出决定的同时，他动了感情，眼角有些湿

润：“牺牲一座城市，这个代价是大了些，

但与整个大英国相比，它算不了什么？” 
 
“我们面临着生死存亡的选择。诸位应知道，

战争中情报有多么大的价值。为此，我认为，

除正常防卫外，不对考文垂作任何特殊安排，

就像我们什么也不知道。我相信，当胜利那

一天，人们会理解我们的决定。” 
 
孟席斯仍希望能减少一些损失，询问“是否

可以秘密撤出一些老人、孩子和医院的伤病

员?”但丘吉尔断然拒绝了：“这样会造成混

乱，一场无法遏制的混乱，会毁掉‘超级秘

密’!” 
 
首相的意志，最终征服了沉默的众人。 
 
于是，1940 年 11 月 14 号晚 7 时许，银色



的月光下，大批德国轰炸机如期飞临考文垂

上空，第一个目标是自来水厂，然后是电厂、

煤气厂、电话局、下水道和交通系统……德

军的目的，是要使城市“血凝气绝”，一切

陷于瘫痪。 
 
10 小时间，德军轰炸机一批又一批到达，

炸弹如梭子织网，不放过城市任何角落。而

后，凛冽的冬风将燃烧弹的火球刮向四面八

方，全城陷入火海，消防车开到街上，橡皮

轮胎马上被地面余烬烧熔，只能空着铁轱辘

爬行。考文垂市中心 14 世纪所建的圣马可

教堂——这个英格兰人引以为豪的艺术瑰

宝，也被燃烧弹击中，大火持续到午夜，教

堂圆顶轰然坍陷、拱门倒塌，只剩下了四壁

残墙和一个钟塔。 
 
从晚 7 时到翌晨 2 时，德军共投弹 5 万枚，

其中燃烧弹 3 万枚。德军飞行员在目击记中

说，飞机飞到距考文垂 180 公里的英国海岸

时，还能看到考文垂的冲天火光，“这个城

市肯定完蛋了”。 
 
考文垂确实接近“死亡”：市中心夷为平地，

工厂被破坏三分之一，军工生产瘫痪，市民



被炸死 584 人，炸伤 4800 人，12 家生产飞

机零部件的工厂遭到严重破坏。此后，由于

考文垂还有生产能力，德机又光顾了几次，

到 1941 年 4 月的一次大轰炸为止，地面设

施基本摧毁，5 万所房屋化为灰烬，市中心

原有 3000 所房屋仅存 30 所，25 万人的繁

荣城市成了“死城”，考文垂由此在英文中

成了“极度毁灭”的同义词。 
 
“捏着德国人的脉搏打这场大战” 
 
但考文垂的牺牲是有巨大价值的：依赖“超

级机密”的帮助，英国人走出了最初的困境，

在赢得不列颠空战之后，又先后取得了大西

洋海战、北非反击战的胜利。 
 
1941 年 5 月，英国海军通过“超级机密”

提供的情报，一举击沉了比任何英国战舰都

要强大的德国“俾斯麦”号战列舰。这艘被

赋予普鲁士“铁血宰相”之名的战列舰，是

德国海军的骄傲，排水量达 53000 吨，航速

30 节，装有 381 毫米主炮 8 门，中小口径

高平两用炮 40余门，并搭有 4架水上飞机，

舷装甲最厚处有 320 毫米，被誉为“不沉的

海上堡垒”。 



 
1941 年 5 月，“俾斯麦”号秘密进入大西洋，

打算再狠狠打击英国运输队，以彻底切断英

国的海上生命线。法国败降以后，英国虽赢

得不列颠空战，但处境依然危急，赖以生存

的大西洋海上运输线极为脆弱。被德国潜艇

击沉的英国商船无数，每月以 50 万吨左右

的速度直线上升。作为一个岛国，英国一旦

失去外部物资供给，只能束手待毙。 
 
对付大西洋上那些神出鬼没的德国潜艇使

英国人焦头烂额，而英国的造船速度不足以

弥补海上损失，若“俾斯麦”号再出现在大

西洋，英国的海上生命线无疑将面临被完全

切断的危险。为此，英国人决定，必须不惜

代价在“俾斯麦”号到达大西洋前将其击毁。 
 
此间，“炸弹”不断收到德国方面与“俾斯

麦”号往来电文。终于，在 1941 年 5 月间，

英国人等到了这一天。在明确了“俾斯麦”

号的行动计划后，英国海军组成了突击编队，

立即从英国北部的斯卡帕湾基地出发，取捷

径直插丹麦海峡南端，截击“俾斯麦”号。 
 
行进途中，尽管“俾斯麦”号战列舰实行了



灯火管制，却始终没有逃出英国舰队的追踪。

德国人并不知道，从“俾斯麦”号上发出的

任何“保密”的电文，英国人都已经知晓。 
 
英国皇家海军派遣了 8 艘战列舰及战列巡

洋舰和两艘航空母舰，即皇家海军约半数的

力量，才最终将“俾斯麦”号击沉。而“俾

斯麦”号在沉入大西洋的一刹那，德国人始

终也没有搞清楚为什么英国会有那么多的

战舰迅速集结到它的周围，给了它致命的打

击。 
 
后来，英国又摧毁了德军“埃塔普”舰队。

虽然德国事后一度怀疑是否海军的密码被

破获，但专司此事调查的一个委员会，几次

调查都排除了“谜”泄露的可能。 
 
大西洋海战之后，1942 年 11 月，在北非阿

拉曼战场上，“超级机密”提供的情报又发

挥重大作用。由于英国蒙哥马利将军对德国

隆美尔的非洲军团的战略战术计划、实力部

署、后勤供给事先了如指掌，仅仅 13 天，

德军就损失 6 万人和 500 多辆坦克，使“沙

漠之狐”惨败于非洲沙漠。 
 



3 年后，英美百万大军从诺曼底重返欧洲大

陆，以摧枯拉朽之势向德国本土进击。在法

国瑟堡的码头，丘吉尔带着孟席斯等人，气

宇轩昂地从军舰上走下来：“还记得吧，从

考文垂以后，我们一直捏着德国人的脉搏打

这场世界大战！” 
 
二战结束后，美国情报官西伯特将军与前德

国将军盖伦谈到盟国胜利的原因时说：“我

认为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你晓得，我们

在阅读你们司令部的密码通讯。英国人从开

始就阅读这些电报，我们利用各种屏障来掩

护‘超级机密’。”盖伦当即感叹：“如果是

那样的话，我们就根本没有取胜的希望。” 
 
（作者毛剑杰系文史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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