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孙中山的
“

航空救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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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03 年美国莱特兄弟成功地制造出第一架飞

机
,

标志着人类活动从此摆脱了地表的束缚
,

开始奔

向广裹的天空
。

但飞机在军事领域上的广阔发展前

景并不是一开始就马上为许多国家所认识
。

1 9 0 9

年
,

意大利著名军事家
,

近代制空权论的先驱朱利奥
·

杜黑将军在其名著《制空权及其获得 》一书中大力

宣扬
:

独立于陆海军之外
,

应成立一个新军种— 空

军
,

空军应成为军队的主力和重心
。

但他的主张却没

有引起人们的重视
。

一战期间
,

尚处在摇篮中的空 中

力量
,

最初仅是作为陆海军的一种配属
,

被零星用于

侦察
、

通信
、

炮火校正等方面
,

后来才逐渐用于运输
、

轰炸
,

但这足以展示 了空中力量的发展潜力
。

1 9 2 1

年杜黑 又发表了《制空权 》一书
,

进一步系统的阐述

了他的空军学术思想
,

即空军第一决胜论
、

航空兵战

力论及空军独立论
。

从此
,

军事理论界对空军的认识

上了一个崭新的台阶
,

许多国家纷纷建立起 自己的

军事航空训练机构和航空部队
。

空军从此与陆海军

一道
,

开始成为一支独立有效的军事力量
。

近代中国人对飞机的认识与研制起步较早
。

1 9 1 0 年
,

冯如研制成功中国人的第一架飞 机
,

其各

项技术性能在当时均已走在世界前列
。

国人对中国

近代空军学术理论的探讨起步也较早
,

早在辛亥前

后
,

孙中山在西方各国进行革命宜传组织活动的过

程中
,

就耳闻目睹了飞机的发明
、

发展及应用
。

他敏

锐地预见到这一新生事物将在国家建设特别是军事

领域中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
,

指出
: “

飞机将成为新

式的军事武器
,

大大有助于我国国民革命
” 。

这充分

反映了他早期的
“

航空救国
”
思想

。

在实践中
,

孙中山

更是将空军建设与其革命活动紧密联系起来
,

为中

国空军的筹建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

孙中山超越同时代国人
,

首次明确地提出了
“

领

空
”

概念
。

他指出
:

国家生存要素为土地
、

人民
、

主权
,

三者缺一不可
。 “
自航空机参加战斗序列后

,

在国际

主权之划分言之
,

往昔所争之领土
、

领水
,

今有领空

享黄海权
,

亚人应种亚洲田
,

青年

青年
,

切莫同种自相残
,

坐教欧美

着先鞭
。

不怕死
,

不爱钱
,

丈夫决

不受人怜
,

洪水纵滔天
,

只手挽狂

澜
,

方不负整军经武后哲前贤
。 ”

张学良把这 首诗亲笔写下

来
,

请一位日本人用莱塞儿 (一种

很亮很亮的漆 )做成了 题匾
,

亲

手送给了张捷迁
。

最后
,

张学 良还

在百寿图前面 与张捷迁
、

张素坤

夫妇拍照留念
。

1 9 9 1 年 3 月 1 日
,

张捷迁夫

妇经香港飞抵北京
。

3 月 10 日
,

张学良夫妇首次离台赴美
。

出国

旅行这一有 目共睹的事实
,

无可

辩驳地证明他 已经获得了全面自

由
。

1 9 9 1 年 3 月 2 0 日
,

可以 作

为张学 良完全 自由的标志 (但实

际上
,

张学 良的自由
,

是逐步获得

的 )
。

争取恢复张学良自由的呼 吁

和努力
,

从张学良失去自由之 日

即已开始
,

50 多年以来
,

许许多

多的人为之奔走呼号
,

至此
,

终于

划上了完满的句号
。

东北大学在

美校友会
,

在时空的坐标中以其

超脱的角色
,

风云际会
,

做出了独

特的贡献
。

1 9 9 3 年 4 月 2 2 日
,

坐

落在沈阳的东北工学院更名为
“

东北大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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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划分
,

造地球成形以来之异象
。

就其效力言之
,

已

打破兵舰
、

潜艇
、

战车等之偏枯性能
,

极控制三界 (指

陆
、

海
、

空 )之能事
” 。

这段话充分说明了领空这一国

防新领域
,

在近代国家主权捍卫中的地位和作用
。

不

能不说孙中山 先生对
“
领空

”
概念的提出及阐述

,

确

是远 见卓识 !

19 21 年
,

孙中山在其拟 订的 《 国防计划 》大 纲

中
,

第 一次明确地提出
“

空军
”

这一概念
,

并首次将空

军作为国家武装力量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与陆

海军相并列提出
.

这与同年杜黑在《制空权 》一书中

的观点不谋而合
。

孙中山认为
“

飞机为近世军用最大

利器… … 于国家前途
、

吾党前途均至有裨益
” , “

飞机

将是未来战争决胜之武器
” ,

因此
“

欲因应现代国际

上之需要
,

非扩充空军力量不为功
”

。

这些思想充分

说明 了孙中山对空军在未来军事上的应角前景及其

作用的认识十分清楚
。

正是在此基础上
,

他才产生了
“

航空救国
”
的思想

。

为建设一支革命武装力量中的独立空军力量
,

孙中山在 1 9 2 1年《国防计划》大纲中
,

非常强调发展

空军力量
,

在全部 63 个项 目中
,

有关空军的内容就

有 9 项之多
。

其中包括向列强定制各项新式
一

飞行器
,

如航空机
、

军用飞艇
、

飞球等
;

中国航空建设计划
,

如

坛机场的建设
、

飞机制造
、

航空人才培养 ;训练不败

之空军计划等等
。

从中可以看出孙中山建设独立空

军的思想
,

已牢固确立
。

为此
,

孙中山在大元帅府专

门设立航空处 (后扩为航空局 )
,

以掌管航空事宜
。

1 9 2 2 年
,

孙中山为了北伐
,

组建了北伐飞机队
。

1 9 2 4

年孙中山更是进一步将航空局扩编
,

建立了 3 个飞

机队
。

在空军建设
_

上
,

孙 中 山始终把握一点
,

即将航

空力量置于统帅部直接监控之下
,

而不是像当时世

界 仁通常的作法
,

将空军隶属于陆军或海军
,

从而奠

定 了中国独立空军的雏形
。

在建设空军的过程中
,

孙中山始终把培养造就

空军优秀人才放在首位
。

孙中山认为建立空军的根

本是培养人才
,

空军要发展
,

首要前提就是人才的培

养
。

他指出
“

飞船练习之事为吾党人才中不可缺
” 。

早

在辛
一

亥革命前夕
,

他就热情号召爱国 的华侨青年学

习航空技术
。

1 9 1 5 年他在 日本滋贺县近江八日市创

力
、

了中华革命党航空学校
,

聘请 日本 飞行家尾崎行

辉
、

立花了观为教官
,

美国人斯密斯为顾问
,

购 买法

国
“

法尔门
”
式飞机两架作为教练机

,

从留 日学生和

华侨青年中挑选了 20 多名学生进行培训
。

此外
,

他

还选拔了杨仙逸
、

陈庆云等 20 余人进入美国纽约拨

夫 罗市寇狄斯飞行学校学 习飞行技术
。

1 9 2。 年
,

又

组 织人在美 国旧金 山开办
“

图强公司
” .

专门培养中

国飞行人员
。

1 9 2 4年孙中山又在广州创办了广东航

校 培养人 才的同时
,

孙中山先生 更是爱才用才
。

1 9 1 2 年 8 月 巧 日
,

冯如在广州燕塘作飞行表演时

不幸牺牲
,

孙中山万分悲拗
,

遂下令
:

从优照少将阵

亡例给恤
,

并将其事迹宣付国史馆
,

遗体葬于黄花

岗
; 1 9 1 8 年

,

旅美华桥杨仙逸从美国茄米斯大学航

空系毕业后
,

孙中山亲电将他招聘回国筹建飞机队
,

1 9 2 2 年
,

孙中山又任命他为大元帅府航空局长兼修

理厂厂长
。

可 以说
,

中国第一代航空技术骨干的成长

与孙中山的关心和培养是分不开的
。

1 9 10 年
,

孙中山在美国奥克兰观看冯如飞行表

演时
,

便兴奋地说
:

吾国大有人矣 了 事后
,

他鼓励冯

如
,

要立志把 自己的才智和 技能献给祖国
,

献给革

命
,

以建设中国的航空事业
。

1 9 2 2 年
,

在孙中山的直

接关心下
,

杨仙逸接纳了曾在美国受训的一批飞行

人员黄光锐
、

陈卓林等回国
,

同时聘请两名美国工程

师来华
,

在广州大河头建立了第一家飞机制造厂
。

1 9 2 3 年 6 月该厂造出了第一架飞机
,

同年 7 月在大

河头机场举行第一架飞机命名试飞典礼
。

为表示对

国造飞机的信任和支持
,

宋庆龄在孙中山的支持下
,

不顾危险
,

亲 自乘机成功地完成试飞
。

为表达对孙夫

人这种英勇无畏精神的敬佩和纪 念
,

这架飞机就以

宋 庆龄 在美 国 读 书 时的英 文名 字
“
R O S A M 一

O N D E ”

命名为
“

乐士文 1号
”

。

孙中山对国人能自造

飞机大为赞赏
,

亲笔题写了
“

航空救国
” 4 个大字

,

以

资鼓励
,

并指出
: “

至于 自己飞机可 以造
,

目前完成第

一架
,

比之外国所造者尤甚
,

此 后当继续自造
,

不须

外来矣
。
”
此后

,

该厂共造出了近 6。架飞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