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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航空工业的摇篮一马尾飞机制造处

陈贞寿 谢必震 黄国盛

福州马尾
,

作为中国近代造船工业与近代海军的发源地是众所周知的
,

然而它是中国近

代航空工业的摇篮
,

则鲜为人知
.

自1 9 0 3年美国莱特兄弟发明设计第一架小型飞机后
,

制造飞机创
、

建空军
,

发展航空事业

为世所瞩日
.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

空军在战争中的作用
,

凌驾于陆
、

海军之上
,

各国皆以积

极发展航空为国是
。

袁世凯统治时期
,

美国为在华攫取更多的权益
,

曾提出帮助中国培训飞潜

人才
.

袁世凯表示造就一批飞潜人才后
,

即向美国订制潜艇百艘
、

飞机千架
,

作为中国飞潜

建设的基本力量
,

然后自行制造
。

19 1 5
,

袁世凯命海军总长刘冠雄从海军中挑选人才
,

以造

舰专家魏瀚为监督
,

率领魏子浩
、

韩玉衡
、

俞俊杰
、

陈宏泰
、

李世甲
、

丁国忠
、

郑耀恭
、

梁

训颖
、

程耀枢
、

卢文湘
.

韦增复
、

姚介富等十二人赴美学习
.

同时又命留学英国的巴玉藻
、

王助
、

王孝丰
、

马德骥等十余人转往美国深造
。

巴玉藻等人 1 9 0 9年是随清筹办海 军 大 臣 载

询
、

萨镇冰出洋考察时到英国学习机械工程的
.

转赴美国后
,

巴玉藻
、

王助
、

王孝丰
、

曾贻

经四人入麻省工学院航空工程系学习
。

曾贻经后来转入寇提司 ( C叮 t i s s
) 飞机制造厂继 续

学习航空发动机制造
。

巴玉藻
、

王助
、

王孝丰学成并获硕士学位
.

当他们准备回国一展鸿图

时
,

因国内政局纷乱
。

不得不各奔前程
。

巴玉藻应聘就任寇提司飞机制造厂设计工程师和通

用飞机厂总工程师
.

王助亦就任波音飞机厂第一任总工程师
.

19 17 年冬
,

袁世凯已死
,

海军

仍图创办飞潜
。

巴玉藻
、

王孝丰
、

王助
、

曾贻经等先后 回国
,

立志开创祖国的航空事业
.

巴玉藻等回国后
,

要求海军部筹款创办一个小规模的飞机制造厂
。

经部派员于大沽口
、

上海高 昌庙等地考察选择建厂地址
。

最后海军部以
“

福州马尾地段最宽
,

足敷展布
,

厂所汽

机
,

尤足为兴办基础
”

〔 《 海军大事记 》 民国六年十二月条
,

省政协未刊本
.

〕 ,

提出建厂议案
.

经

国务会议通过
,

于 19 1 8年 1 月在福州船政局设立飞机制造工程处
,

任命巴玉 藻 为 主 任
,

王

助
、

王孝丰
、

曾贻经为副主任
。

原批准五万元开办费
,

因国库空虚而未拨下
.

实际上仅由海

军部发函给福州船政局局长陈兆锵
,

要他在财政上负责接济飞机制造处
,

负责原料与工资等

项
.

福州船政局划出铁胁厂等车间厂房
,

改为飞机制造木作间和机工间
,

船厂及左近旷地建

成飞机棚和装配厂
。

在临江地段铺设飞机下水道
,

后又建水上飞机浮站
,

利用竹排
,

依次盛

成
,

上盖禾板
,

旁系铁链
,

抛锚江中
,

形 同方舟
,

上有候机室等设备
.

并从船政局 内挑选技

术熟练的机械工
、

钳工
、

油漆工和木工共 四
、

五十人
,

分专业加以培训后
,

安排在各车间
一

〔

作
,

另招收年轻学徒二
、 `

三十人刻意培养
.

巴玉藻等人专门为工徒授课
,

讲解简 明 飞 机 原

理
、

发动机原理及机体结构等
。

制造机身的木材
,

当时欧美各国多采用白银极
、

胡桃木
,

若

向国外采购
,

价昂且费时
。

巴玉藻等决定就地取材
.

经多次试验 后
,

选定闽 产 杉 木
、

白 黎

木
、

樟木
、

白麻栗木及榆木等综合利用
。

飞机发动机则向国外定购
.

其他材料的选用亦严格



把关
。

如对翼体
,

用沙袋加载法
,

即以十磅重的沙袋数个
,

分布翼上
,

以代表各部位在空中

所承受的压力
,

作抗扭抗弯试验
.

所施沙袋总重量
,

又数倍于飞机在空中所受压力
,

似确保

飞行安全
.

我国最早的飞机制造厂就是在这种艰难的条件中创立的
.

1 9 2 3年
,

福州船政局因经费拮据
,

呈请将飞机制造工程处划归海军总司令公署管辖
.

直

到下半年才获批准
。

6 月改名为
`

海军马尾飞机制造处
, .

马尾飞机制造处筹办之初
,

借鉴福建船政局建厂制造与办校育才同步发展的成功经验
,

于 1 9 1 7年 8 月成立了
“

福州海军飞潜学校
” .

这是我国最早培养飞机和潜艇制造专业人才的

学校
.

船政局局长陈兆锵兼校长
,

巴玉藻
、

王助
、

王孝丰
、

曾贻经等担任飞机制 造 专业 教

官
;
陈藻藩

.

叶宏哲等担任船体制造专业教官
;
袁晋

,

黄承祝等担任轮机制造专业教官
.

修

整原船政局铜元厂旧址
,

作为校址
.

学生由马尾艺术学校考试选送
.

入学前
,

应具初中毕业

学历
,

各施三年高中
、

三年专业的学习
。

制度仿效前后学堂
,

选取英文课本译成讲义
,

或径

用原本
.

福州海军飞潜学校第一届制造飞机专业学生计 17 名
,

19 2 3年夏毕业
;

第二届造船专

业学生计 19 名
,

1 9 2 4年 8 月毕业 ; 第三届机器制造专业学生计20 名
,

1 9 2 5年 4 月毕业
; 以上

三届学生共计56 名
.

福州海军飞潜学校还举办航空班
,

从 19 2 0年到 1 9 2 4年冬共毕 业 三 届 学

生
,

计 21 名
.

其所训练之航空学员
, “

各能单独飞行
,

且复精娴航艺
”

〔193 。年 1明 版 《 海 军

期刊 》 第 3 卷第 4 期
, `

专件
”

10 页〕 其中选送出国留学的有
:
到英国的 6 人

,

美国的 2 人
.

他 们

中一人学机械制造
、

五人学造船
、

一人学飞机制造
、

一人学海关业务
.

其余毕业 生 下 厂 实

习
,

服务于海军航空训练处
,

或在海军学校担任教师
。

建厂 与办校并举
,

加快了飞机制造业的步伐
.

然而在那样简陋的条件下生产飞机能否成

功
,

曾引起人们极大的怀疑
.

有个英国人在马尾飞机制造处参观后
,

不屑一顾地说
: “

这种

飞机只能供人观赏
,

哪能飞上天空? ”

〔马宣
: 《 马尾船政局首制水上飞机概述 》 〕 但是中国的 技

术人员与工人
,

抱着坚定的信念
,

以顽强的毅力和严肃的科学态度
,

闯过道道难关
,

终于在

1 9 19年 8 月试制成功我国第一架水上飞机—
“

甲型一号
” 。

这是一架 100 匹马力
,

拖 进 式

双俘双翼水上教练机
,

高3
.

88 公尺
,

身长 9
.

32 公尺
,

幅长 13
·

70 公尺
,

最大时速 12 6公里
,

飞

机重量 8 36 公斤
,

载重 1 0 6 3公斤
,

装油量 1 14 公升
,

飞行高度 3 6 9 0公尺
,

可航行 3 小时
,

航距

3 40 公里
,

乘员 2 人
,

可载炸弹 4 枚
.

飞机的性能
、

质量可同巴玉藻等人在美国寇 提 司
、

通

用
、

波音三厂设计制造的飞机相媲美
.

同年 8 月 15 日
,

经广东军政府孙中山的侍从武官
、

航

空局长杨仙逸推荐
,

由华侨蔡司度驾机试飞
。

但因驾驶经验不足
,

操纵不熟练
,

以致飞机失

速侧滑坠水
,

机损人存
.

第二年
“

甲型二号
”

制成
,

由一位英国人试飞成功
.

此后
,

飞机制

造工程处制造水平不断提高
,

陆续造出各式飞机
,

其性能不亚于同时代欧美各国所制造的飞

机
。

如 19 2 8年 6 月由
“

海鹰一号
”

改制而成的
“

海鹰二号
” ,

1 9 29 年 3 月制成的
“

海雕
’

号

都是用于海岸巡逻的双择水上飞机
。

可携带 8 枚炸弹
、

l 枚鱼雷
,

装有机枪 1 门
,

可供 6 人

乘坐
.

飞机既能轰炸
,

又能在海上施放鱼雷
。

马力为 35 0匹
,

最大航率为每小时17 了公里
,

飞

行高度为 4 9 0 0公尺
,

载重量 2 4 3 0公斤
,

飞机重量为 1 5 6 5公斤
.

航力 6 小时
,

航距 90 0公里
.

又

如 19 3。年 8 月制成的
`

江鸿
”

莱提拖式双俘水上飞机
,

用于侦察
、

教练
.

飞机载重量 1 16 8公

斤
,

飞机重量 730 公斤
,

航力 8 小时
,

航距 1 2 3。公里
,

马力 1“ 匹
,

由航空队长陈文麟与德国

人伯特兰试飞
,

第一次在马尾上空盘旋飞行 23 分钟
,

第二次在福州上空盘旋飞行 40 分钟
,

航

速每小时达 1 46 公里
,

最高时速达 1 77 公里
。

后由许成君驾该机飞往南京晋见海军部代部长陈



绍宽
. “

江鸿
”

号机的长距离飞行
,

证明了马尾飞机制造处制造的飞拥是完全舍格的
, ,

成功

的
.

自从
“

甲型一

率领学员曹明志
、

失跨私
:

_

加强体秀飞行卿
陈春耀厂刘道夷等往罪律宾

峥养母显重牙
。 ,

1 , 2 0年 1。月
,

王孝丰

威空母种李校学习飞 行
.

又 有 沈 德

燮
、

江元滚
、

蒋逮等赴英国学习飞机制造
。

次年 1 月
,

曹明志等四人回国
,

曹
、

吴二人派往

飞潜学校任飞行教练
,

陈
、

刘二人派福州船政局飞机制造工程处为飞机 驾驶 员
.

19 2 3 年 6

月
,

又在马尾成立航空教练所
,

聘请俄国人萨芬诺夫为教练官
,

还聘请了德人亨克和柏尔司

徒曼
。

1 9 2 4年
“

海鹰一号
”

飞机制成
,

由萨芬诺夫与学员黄友仁试飞
.

当飞机经过一个山口

时
,

在强大的气流冲击下
,

机尾断裂
,

坠入水中
,

萨芬诺夫丧命
,

黄友仁经抢救脱险
.

此后

的试飞都十分顺利
.

1 9 2 6年后
,

马尾所造的飞机由我国飞行员林安等试飞
、

教练
.

一架架银

燕飞上蓝天
,

标志着我国的航空工业发展到世界较高水平
。

1 9 2 8年夏天
,

海军部委派巴玉藻赴德国柏林参加万国航空展览会
,

巴玉藻白天参观
,

晚

上绘图
,

草绘了各式单翼飞机的图纸
.

希望在他国飞机设计先进经验的基础上
,

一改我国飞

机都是双翼的缺陷
.

巴玉藻回国后
,

夜以继日地赶绘单翼机设计图
,

_

可惜单翼机尚未造成
,

巴再藻却因脑疾不治而卒
,

时年不满三十七岁
。

巴玉藻的去世
,

是我国早期航空事业的一大

损失
.

巴玉藻逝世后
,

其主任一职
,

由王助接任
。

1 9 3。年 1。月
,

马尾飞机制造处又制成
“

江雁
”

号莱提拖式双抨双翼水上飞机
,

这是自飞

机制造处创建以来制造的第 15 架飞机
。

同年 12 月 31 日
,

海军部决定将马尾飞机制造处移江南

造船所
。

所有人员及所有自制飞机
,

包括各项器械全部要求搬迁上海
.

〔 《 海军期刊 》 第 3卷
,

第

六期 4 一 5 页
,

193 1年 2 月版〕 时值上海航空处第二期单独飞行各生行将毕业
,

原有飞机殊苦不

敷应用
,

故又令马尾飞机制造处续制飞机两架
.

所 以 《 海军大事记 》 载马尾飞机制造处共造

飞机 17 架
,

而 《 交通史谭 》 记载仅 15 架
,

相差两架原因在此
.

1 93 1年 2 月
,

马尾飞机制造处正式并入上海江南造船所
,

改称为
“

海军飞机制造处
’ .

王助辞去主任一职
,

由曾贻经接任
.

迁往上海后的飞机制造处先后又制造了
“

江鹅
. 、 “

江

鹅
”

等十架飞机
.

继续为我国近代航空事业做出重大贡献
.

概而言之
,

在我国航空工业史上
,

马尾飞机制造处无论在飞机设计制造方面
,

还是在培

养输送飞机制造人才方面都具有相当重要的历史地位
.

抗日战争中
,

海军飞机制造处撤迁成

都
,

并入国民党中央航空委员会所属第八修理厂
.

当时国民党政府在重庆
、

贵阳
、

柳州等地

设有飞机制造厂和修理厂
,

许多曾在马尾飞机制造工程处工作的技术人材
,

在内地各厂发挥

了重要的作用
,

从而推动着我国航空工业的不断发展
.

因此我们说
,

马尾飞机制造处是中国

近代航空工业的摇篮
。

〔作者单位
:
福趁师大历史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