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元济的澎著 )
。

其面邀冯如归国时间
,

当在 1 9 1 。

年 9一 -l0 月之间
,

事在冯如 1 91 1年 l 月 18 日试

飞完全成功之前
,

可见 1 9 1 1 年 l 月 18 日冯如试

飞成功
,

并非邀请冯如归国的必要条件
。

在张元

济邀请冯如归国
,

许以破格录用
,

以冯如尚未成

行之前
,

清政府再拍电报催促
,

实是顺理成章之

事
。

可见《再谈 》的
“

没有轰动全球的冯如 1 9 1 1年

l 月 1 8 日试飞成功的消息
,

无论从何种角度看

清政府
,

其 (邀请冯如归国 )电报是拍不出来的
”

之说
,

同样是脱离事实的凭空想像
。

(三 )

《再谈》还认为
: “

孙中山并无向冯如苦心劝

说
,

且劝说本身在众多有关冯如与孙中山关系的

历史文献中从来就没有出现过
” .

我看这是 《再

谈 》对历史文献疏于查阅之误
。

查 1 9 1 2 年 9 月 3

日~ 5 日广州《民生 日报 》的 《飞行大家冯如事

略 》
、

1 9 12 年 9 月《时事画报 》的《冯如小传 》两篇

原始历史文献 (两文献题目不同
,

内容一样 )均有

孙中山向冯如
“

苦心劝说
”
的记载

,

拙作《孙中山

曾向冯如
“

苦心劝说
” 》也曾加以引用

。

为便于专

家
、

读者参考
、

研究
,

现将该文献有关部分节录于

下
: “ · ·

一孙 中山到场参观
,

赞赏不 已
,

加以魁励
,

还以救国为问题
,

向冯如苦心劝说
。 ”

笔者对冯如的论断自知并非全无暇疵
,

故对

批评极表欢迎
,

但为了弄清事实
,

不得不对孙中

山曾经向冯如苦心劝说这一历史事件再加申论
,

希望继续得到专家和读者的批评
、

指教
.

作者地址
: 5 1 0 030 广州市豪贤路 183 号二楼

有关中国航空史几个问题的探讨 陈应明

记得我于 1 9 9 2 年在恩平召开的中国航空史 前辈均为该组成员 )
,

所以 我才了解了
“

乐士文
”

年会时曾谈及编写中国航空史时如何去伪存真 飞机的概况
。

的间题
;
有关编写时因当时资料不全面引用错误 1 9 8 3年

,

为了整理这段历史及考证这架飞

但及后得到证据时应予更正
,

这是一个研究人员 机的结构与制造过程
,

曾去广州调查
,

得到广州

应持的严谨负责态度
,

绝不能卖弄文墨为已 申 市参事室支持
,

请到原广东航空前辈敖伦
,

卢裕

锌
,

强词夺理
。

兹将近来感觉到的问题列后
。

衡
、

何展
·

一等先生
,

他们提供了不少见闻资料
,

(一 )有关
“
乐士文

” 1号飞机的正误
。

又得到刘锦涛先生提供的珍贵照片
,

更得到曾参

30 年代中期我就读于广州时
,

曾在广州越 加过
“

乐士文
”

飞机制造的邝 景详先生 (当年 84

秀山的五层楼 (今广州博物馆 )看 见过一架涂成 岁) 的回忆录音 (现仍保存 )
。

由于知道制造该机

全白色有
“

羊城
”

标志的
“

羊城一 56
”
飞机模型陈 时曾使用不少

“

詹尼
”
飞机的部件

,

其中起落架的

列于 大厅 当中
,

那时我只知道广州曾制造过飞 轮子就是其一
,

我 由孟鹊鸣协助
,

以
“

詹尼
”

飞机

机
,

但对
“
乐士文

”

飞机则一无所知
,

解放后
,

由于 轮子直径数据为依据
、

根据四幅照片以投影测绘

多种原因对中国航空史基本不提
,

更无法查阅 方法
,

复元该机的三面图
,

写成一篇 《
`

乐士文一

了
,

如果你谈那一段历史
,

可能会扣上
“
为国民党 1 ’ 号飞机的考证 》刊登于 1 9 8 3 年 12 月的《 中国

翻案
”
的帽子

,

笔者曾尝过这滋味
,

感谢党的十三 航空工业史 》 4期及摘要登载于《航空知识 》 198 4

届十中全会后
,

明智的领导给这领域解放 了
。

当 年第 7 期上
,

后由成都飞机工业公司模型车间韦

80 年我去京参加 中国航空学会编写一本
“

航空 克敬先生领导制出四架 l / 10 比例的模型分别赠

彩色图册
”

时 (该书由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

与北京宋庆龄故居 ( 由康克清同志亲 自主持接收

被评为 1 9 8 2一 1 98 8年的全国优秀少年儿童读物 仪式 )和 广州博物馆等单位
,

后 又 由广东航空联

二等奖 )有机会去各大图书馆翻阅一些旧资料
,

谊会委托广州体委航模队制成一架模型赠与美

及后又参与原航空部航史办的编写调研工作和 国西雅图航空博物馆远东馆陈列
,

(可借制作水

大百科全书中的
“

航空航天卷
"

内的
“

中国航空航 平不高
,

徐装颜色全错了 )也由杨仙逸遗族将飞

天史份编组编写工作 (当时姜长英
、

云铎等各位 机图纸带往台湾聘请台方模型高手 田钟秀先生

一 4 5 一



亲自制成一架 l /7 比例的模型永久存放于岗山 关 192 3一 24 年间广东革命航空的详细资料编写

空军官校杨仙逸纪念馆
.

这是我考证
“

乐士文
”
飞 的

.

是一篇很有参考价值的资料
,

作者本人是阅

机的过程
.

读 了德国的《航空评论 ))杂志 1 2 / 91 期 ( lF 把 g er

在搜集资料时
,

发现有不少报道说宋庆龄曾 R o
vu

。 )和英国的《国际航空 》8 / 92 期中有关报道

由黄光锐带乘在广州上空飞行之事
,

甚至有些说 北京中国航空博物馆 内复制的
“

乐士文
” 1号飞

宋庆龄参加试飞 (试飞与乘座根本是两个概念 )
,

机资料及照片而引起他写这篇文章的
,

内容很

更有甚者说宋是中国第一个
“

女飞行员… …
”

等 多
,

现将其中有关
“

乐士文
”
一号部分摘录

、

译意

等
。

对上述报导
,

我只相信宋庆龄乘坐过飞行之 于后
,

以供同仁参考
。

事
。

为了落实此事
,

当时适逢林美玉 (林福无之 ①文章 标题 为
“ R o s A M o N D E ”

附作者地

女
,

当时是西雅图航空博物馆远东史联络员 )来 址
: “ D an

一

s an A b bot t ( 18 0 0 s t on
e 。 r

吸 c t
.

广州
,

便由航史办王延婉 同志与广东航联会联
。 er es

,

c A 9 5 3 0 7 u
.

5
.

A
.

)

系
,

后说林美玉曾亲自打电话给美国的黄光锐先 ②作 者 父 亲 名 叫哈里
·

韦恩
·

艾 伯特

生
,

黄光锐回话说
:

宋庆龄曾坐此机在广州上空 ( H ar yr w a ” 。 A b bot t )
,

他于 19 22 年 3 月在美

飞了两个圈
.

至此我在该文注解中曾注明资料来 国加州圣
·

祖斯 (s an J O S E )航空展览会中巧遇

源
。

三位中国人
。

其中一 人是杨仙逸
,

是他 (指杨
)
邀

去年 10 月 `编者注
:

指 19 9 5年 )航空史研究 清其父亲艾伯特去中国协助飞行训练和维护飞

会在北京航博召开年会时
,

黄汉纲先生参观
“

乐 机工作
,

当时其祖父不同意
,

但父亲同意了
。

随后

士文
”
飞机复制品及说明后

,

在会上发言中提及 签订两年合同
.

1 922 年 10 月便与妻子玛丽
·

艾

有资料证明宋庆龄根本没有乘此机飞行之事
,

及 丽斯 ( M arr y A ilc 。 )偕同 10 位美籍华人飞行员回

后又在我祠连续发表论证文章
,

是非常有力而认 到上海
,

不久便去了广州
.

真的
,

因此本人对此事得认真考虑了
:

一 ③同年杨仙逸曾在 美国加州的阿拉梅达

1
.

广州言 语中的
“
坐

”

一
“

乘
” ,

通 常说的 (A laln ed a) 又遇到一位曾在第一次大战期间于
“

乘
”
飞机就说成

“

坐
”
飞机

,

而
“

乘
”

与
“

坐
”

根本是 英国皇家飞机制造公司当过设计师的盖伊
·

戈

两种解释
,

而广州话则混在一起
.

今天分析
,

可能 韦尔 ( c u y c ol w ee l) 和 另一 位阿瑟
·

怀 尔德

是黄光锐说
:

宋庆龄曾
“
坐

”

上飞机 (即宋戴上一 ( A rt hu
r w il d) 的飞机制造师

,

亦请他俩来 中国
。

副飞行眼镜坐在飞机后坐位拍的照片 )
,

只是黄 他们于 1 9 2 3 年 4月到达上海
,

不久也转赴广州
。

本人驾该机在广州上空飞了两个圈
.

因两次用电 起初杨仙逸请他们设计一架军用的侦察轰炸机
。

话传达
,

恐是言语及声音上不清楚之误
。

但黄光 ④当初编号为
“

l" 号机
。

他父亲与杨仙逸和

锐先辈已于 1 9 8 4年作千古了
。

此事也无从追查 两位中国 人 (其中一位可能是周宝衡— 笔者 )

了
.

负责组织指导工作
.

该机于 4 ~ 5 月间开始边设

2
.

多年前我曾得到一份黄光锐亲笔书写的 计边制造
,

至 1 9 2 3 年 7 月中完成
.

有关
“

乐士文
”
飞机前后各事的文章

.

现在重新翻 ⑤制成后由杨仙逸请他父亲艾伯特首次试

阅
,

证实在文内对如此大事
,

只字未提
。

可想有关 飞
.

随后杨仙逸曾飞过多次 (参加试飞的还有黄

宋庆龄乘上该机飞临广州上空一说可能是后人 光锐
、

周 宝 衡
、

杨光 宇等 人
,

这 奋文 内未提

出于某种需要而
“

自制
”

的历史
.

这些事
,

在中国 及
.

— 笔者 )当孙中山先生视察后命名为
“

乐

航空史上 已常见不鲜
.

士 文
” .

并 在 机 头 发 动 机 下 方 写 上

5
.

9 6年初
,

得到一份《w w l ae r o 》 5 / 1 9 5 2 第
“ R o s ^ M o N n E ”

和中文字
“

乐士文
”
一字

,

(但笔

140 期中有关
“

乐士文
”

飞机制造前后的资料 (复 者收集的照片未见有中文字
,

可能后来添写的
。

)

印件 )
。

该文是一位名叫大山
·

艾伯特 ( D an 一 ⑥ 19 2 3年 8 月 8 日在大沙头机场举行命名

s an A b b ot )t 撰写的文章
,

用他的父亲遗留的有 礼
,

当时机场上还有其他飞机停放
.

孙中山先生

一 4 6 一



手持香滨酒掷龄
“

乐士文一 1号
”
螺旋桨盖壳上

。

参加仪式的还有设计制造人员多人
.

⑦作者将其父亲留下的原始资料亲 自重绘
“

乐士文一 1号
”

的详细五面图
、

并附往解
。

(图

略 )

⑧
“

乐士文一 l号
”

制造时
,

除飞机结构是自

行设计外
,

采用不少寇蒂斯飞机公司的部件如
:

发动机 o x x 一 6
、

螺旋桨
、

水箱
、

油箱均 由当时购

入的
“

寇蒂斯 N 一 9C
”

水上飞机拆下来的
。

其他

如起落架轮子
、

轴承
、

仪表及一些零件均从
“

詹尼

一 4 D ”

飞机拆下来配用
。

⑨ 1 92 3年 10 月 3 日
“
乐士文一 l 号

”
在广州

被纵火焚毁
。

L作者是他父母参加命名礼后两天诞生的
.

(即 8 月 1 0 日 )曾征求过孙中山先生赐名
,

后以

孙的姓 s u N (s u N 与 s A N 音大致相同 )后来加

上个
“

大
”

字取名
“

大山
”

即现名
,

他就是艾伯特的

第一个儿子
,

第二个儿子出生于香港
.

取名盖
·

帕特里克
·

艾伯特 ( e a y P a d r ie k
·
A b b o t t )

@ 他父亲放 1 92 4年 3 月合同满期后离开广

州
,

在香港逗 留一段时期
。

(略 )

L盖伊
·

戈韦尔亦龄 19 2 4 年间因大热症病

死赞香港
.

他父亲曾驾驶一架
“
詹尼一 4 c ”

飞机

将他的骨灰洒在香港海岸
。

L阿瑟
·

怀尔德亦龄 192 4 年偕同妻子及儿

子回到美国
,

后曾与其父亲一度合作一些飞机的

制造工作 (略 )

L文内对中国航空博物馆复制这架
“

乐士文

一 l 号
”
飞机十分欣赏与感谢

,

该飞机复制品对

参加当时制造的有关人物龄以追思是有很重要

的贡献
。

L文 内没有提及在何处得到笔者复制该机

的资料 (估计是有人对复制品作过详细的的考察

后提供的 )
,

作者将复制品与原飞机资料核对有

以下误差之处
,

列表如下
:

续 表

尾尾橇橇 直线的的 稍弯曲曲

水水平尾界展展 2
.

4 5米米 3
.

00米米

机机典具展展 9
.

4 5米米 1 0
·

16 米米

发发动机机 寇蒂斯 o x x一 666 O X一 555

尾尾其斜支柱柱 应在第 2 肋间间 第 3 肋间间

宾宾肋结构构 空心构架架 整块层板板

方方向舵宽宽 0
.

7 8 米米 0
·

6 米米

▲▲机具压缩数数 1 000 l 888

翼翼肋数数 5 111 4999

观观 察 对 比比 原 飞 机机 复 制 飞 机机

副副其其肋数数 888 999

主主要各边缘缘 明显显 圆滑滑

水水箱百叶窗窗 应为方格状状 太明显的片片

▲不知作者指何种技术用语

笔者查悉
,

以前所有中国公布的资料
,

均未

提及哈里
·

韦恩
·

艾伯特其人
。

笔者第一次发现

时是南京邮电学院李既平教授提供他校译的一

篇艾伯特次子盖
·

帕特里克
·

艾伯特写的有关

他 父亲在孙中山先生革命航空队及制造
“
乐士

文
”
飞机的往事

,

作者与李教授常有书信来往
。

该

文曾登载于《中国航空工业史随代史专辑 10 期

中 ( 1 2 / 1 9 9 0) 但不很详细
,

而大山的文章甚为详

尽
,

很有参考价值
。

笔者以极大的怀疑为甚么以

前所有报道
“

乐士文
”
飞机的资料中均不提艾伯

特其人
,

希航史家们共 同探讨其原因
,

以正史实
。

另外
,

根据作者的对比表及其发表的详细图

纸
,

笔者一定要抽出时间重新绘制并争取再制出

较为准确的模型以留中国航空史供后 人永存
。

大山这份详细的文章中另附有七幅珍贵的

照片为证 (这里不附了 )
。

笔者认为
,

如此详细的

文章中未有只字提到宋庆龄曾乘坐此机绕广州

上空飞行之事
,

对这件大事绝不可能不落上一笔

的
。

可见有关此事是虚传的
,

应予彻底否认
。

笔者认为对于研究
“

乐士文一 l 号
”
飞机的

间题
,

除了小枝节无法查得外
,

可告一段落了
。

(二 )有关俊华日军飞行员加慈建夫战死于

台儿庄战役的问题
:

笔者于 198 4年曾在 《航空知识 》发表过一篇

有关日本侵华空军抗战初期在中国丧命的几个

有名飞行员
,

其中提到加藤建夫是在台儿庄战役

的空战中被击毙的
.

不久得到 日本朋友航空史料

收藏家内崛省作先生寄来一批资料
,

从报导及照



片中充分证明加藤建夫是在 1 942 年 5 月 22 日

死于缅甸战场的
,

当时他率队截击一队英国的布

伦海姆 4 型轰炸机时 (属英皇家空军 60 飞行队 )

被英机枪手击中坠梅死亡的
,

并有一份加藤建夫

的小传
。

笔者在有关场合中予 以更正
,

1 9 9 2 年我

会 (编者注
:

指航空史研究 会 ) 在恩平召开年会

时
,

我在宣读论文中也正式宣布本人引证错误应

予澄清
。

我当时编写这份资料时是参考战时的

《中国的空军 》杂志的报道
,

老实说当时中日双方

为了鼓舞士气往往将一些事件夸大或缩小
,

正如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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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空战
,

确实 只击落了 3
冬日机

,

而说成是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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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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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仍被一些 人顽固坚持纪录编写中国航

空史
。

资料不完备或引用错误
,

在世界编史中也

是难免的
,

不过在得到有力的证据时
,

应该勇于

更正
,

这是编史者应有的严谨态度
,

更不应卖弄

文墨自圆其说 (我发现有不少此现象 )
。

笔者更正这段错误历史
,

自有其根据
,

同行

们可以互相交流探讨
。

遗憾的是当论文集编印出

来时把加藤建夫的
“

建
”

错印成
“

达
”

字
,

因此有 人

在未有得到原 始资料考证
,

说是
“

加藤建夫
”

与
“

加藤达夫
”

是两个人
。

(不知此公资料 出自何处
,

真想拜读 ) 并说我出尔反尔
“

洗脸水与洗脚水混

成一起
” 。

此文幸未被《航空知识 》刊登
,

不然可能

会引一场大笔战
。

不料我刊第 54 期的一篇《一展

钢翅雪国耻金一文中
,

韩明阳同志仍使用错误的

历史
,

说加藤建夫战死于台儿庄战役
。

不得不使

人感到遗憾
.

现将加藤建夫的小传及有关资料复

印随文附出
,

请参考
:

A
.

小传中请注意几点

1
.

1 9 3 8 年 (昭和 1 5年 ) 5 月 (即台儿庄战役

后 )加藤建夫召回日本进人陆大专科深造
。

2
,

2 9 4 2 年 s 月 ( 昭和 2 6 年 ) 加藤再调来中
,

国任 日本陆军航空队第 64 队队长
,

分别作战于

南方各战场
,

时任中佐
。

3
.

19 42 年 (昭和 17 年 ) 加藤战斗 队在缅甸

作战时在阿莱山育湾上空截击英国轰炸机时被

英机的射手击中坠海丧命的
。

小传中有英国的飞

机型号及机长的姓名等等
。

另外
,

日本亦曾以加藤建夫的
“

事迹
”

拍成影

片
。

称之为
“

军神
” ,

死后追认为
“

少将
” 。

以上这

些资料虽然来自日方
。

当中也夸大其
“

战功
”

但作

为一个人的事迹记录是可靠的
,

今天我们写航史

应以历史辨证的观点
,

切不可为了某种目的去夸

大或删改历史
。

B :

摘录
“
日本战斗机队史

”

中有关飞行第 6动

战斗队 ( I )部分
。

即
“ , · ·

… 5 月 8 日… …
”

段内
。

c : 《主要战死战斗机驾驶员一览》表内有关

加藤建夫战死 日期地点一栏
。

D :

加藤建夫的
“
川崎 95

”
战斗机座机的照片

(参看日文
,

不翻译了 )和归德空战时被我击落的

川原幸助中尉所用的 95 战斗机
。

笔者认为
,

编写 中国航空史不妨多参考各方

面正反的资料
,

还应仔细的对 比分析
,

写史不是

写小说
,

只要你文章畅通给别 人容易理解便是
,

更不要抓住一点
,

大弄文墨写得天花乱坠
,

神乎

其神
,

加油添酱
。

这样会给后 人留下什么? 深思

深思 ! 慎重慎重 !

作者地址
: 6 1 0 0 9 1成都市 2 2 9 信箱 1 09 分箱

。

加藤毙命于何时 胡其道

《航空史研究 》第 53 和 5 4 期
“
义不容辞效空

军
” “

一展钢翅雪国耻
”

都叙述了中国空军三战日

寇加藤航空队的故事
,

大长中国人志气
。

但文中

讲 日本陆军航空队
“

驱逐之王
”

加藤建夫大尉在

19 3 8年 4 月 10 日空战中被黄笃击毙值得商榷
。

日刊 《航空情报公1 9 7 6 年 6 月号
“

布兰海姆

葬送加藤军神
”

一文中记叙了使加藤毙命的空

战
,

时间为 工9 4 2 年 5 月 22 日
,

当时任日本陆航

第 64 队队长的加藤建夫 (中佐
,

战绩 26 架 )率 动

架中岛
“

单
” 1型战斗机在 (缅甸 )实兑附近海上

,

攻击英国空军第 的 中队的一架
“

布兰海姆 vI ”

轻

轰炸机 (架驶员胡加特准尉
,

机号 2 9 8 0 8 )
,

在英

机后炮塔 (射手麦克拉奇上士 )的准确阻击下
,

前

两架攻击的 日机负伤脱离
,

在 50 米低空进行第

一 4 8 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