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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中国航空业的发展与广大爱国华侨的

努力是密不可分的
。

在航空教育方面
,

华侨创办或参

与的航空学校就有 7 所之多
。

中华革命党航空学校

这是民国时期华侨在海外所办的最早的一所航

空学校
。

1 9 1 4 年 7 月
,

孙中山在 日本东京成立了旨

在武装讨袁
、

再造民国的中华革命党
。

不久又决定兴

办中华革命党航空学校
,

培养航空人才参加反袁斗

争
。

1 9 1 5 年 4 月 25 日
,

他派周应时出面与日本友人

坂本寿一订立了
“

教授飞机契约 书
” 。

坂本寿一是一

位曾在美国寇蒂斯飞行学校学习过的日本青年飞行

家
,

孙中山曾与其探讨过飞机的作用和发展前景
。

契

约书的甲方为周应时
,

乙方为坂本寿一
,

共 6款
,

其

中第 4
、

5款规定了航校的办学宗旨
,

即要在中国发

展航空事业
。

航校校址设在滋贺县的八日市郊
。

当时的八 日

市航空活动刚刚萌芽
,

仅有一个小机场
,

但已闲置不

用了
。

坂本寿一在征得八 日市地方官的同意后
,

于

1 91 5 年 4 月间在这个机场设立了中华革命党航空

学校
。

航校聘请了美国航空专家史密斯为顾间旧 本

人立花了观
、

尾崎行辉等为教官
,

拥有 2 架教练机
。

学员绝大多数是中国人
。

创办航校的消息传出后
,

美

国
、

加拿大
、

日本等地的华侨青年及留学生 130 余人

报了名
,

后经考试
,

录取了 40 人
,

其中机械班 1 0 人
,

飞行班 30 人
。

1 9 1 6 年 3 月至 5 月
,

学员进行飞行训

练
,

不久即奉命编入华侨义勇团飞行队
,

回国参加了

讨袁斗争
。

中华革命党航空学校培养了一些中国航空的先

驱人才
,

其中较著名的有旅 日华侨陈庆云和加拿大

华侨胡汉贤
。

陈庆云 曾历任孙中山大元帅府侍从武

官
、

飞机队长
、

航空处副处长
、

虎门要塞司令等职 ;

1 9 3 6 年曾任中央航空学校校长
,

19 4 9 年赴美定居
,

1 9 8 1 年病逝
。

胡汉贤曾任广东航校校长
、

广东空军

参谋长
、

广东民用航空公司筹办人等职
,

解放后被选

为广东省政协委员
,

1 9 6 8 年于广州病逝
。

美洲飞行学校

1 9 1 5 年
,

孙中山在 日本创办航校的同时
,

又令

中华革命党美洲总支部支部长林森在美国创办航空

学校
。

当时林森委托副支部长黄伯耀为校长
。

1 9 1 6 年
,

在得到华侨各界的捐款之后
,

黄伯耀

便在加州红木城西面的机场创办了一所名为
“

美洲

飞行学校
”

的航校 (台湾《华侨名人传 》称
“

中华飞行

学校
”
)

。

学校设驾驶
、

建造
、

机修 3 科
,

聘请美国航空

专家为教练
。

张惠长
、

李辉光
、

吴东华
、

叶少毅
、

谭楠

芳
、

陈乾等入校受训
,
1 9 1 7 年秋相继毕业

。

另外
,

黄

伯耀还选了杨仙逸
、

蔡司度等一批学生赴纽约的寇

蒂斯飞行学校代训
。

在这批华侨青年中
,

杨仙逸
、

张惠长后来成为中

国近代航空的中坚人物
,

其他人回国后亦都从事航

空业
。

叶少毅
、

李辉光 1 9 1 9年回国
,

同在援闽粤军航

空队中任飞行员
。

同年 7 月
,

叶少毅在漳州上空飞行

时不幸失事身亡
。

蔡司度 1 9 1 8 年回国
,

曾驾机参加

过 1 9 2 2 年的北伐
,

1 9 2 4 年担任过广东革命政府第

一航空队队长
。

1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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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航空学校

创始于 1 9 2 4年 9月的广东航空学枝 ,起初在广

州东山 区
,

后迁往大沙头
。

1 9 2 4 年至 1 9 26 年名为
“

广东军事飞机学校
” ,

以后四度易名
,

但由于它是在

广东省城创办的唯一

一所航空学校
,

故人们一般称

之为广东航空学校
。

该校初建时因条件简陋
,

第一期仅招 10 名学

生
,

均是从刚办不久的黄埔军校学生中选送的
,

拥有

4架教练机
。

1 9 2 5 年 6 月
,

学员毕业后由当时的苏联

顾问李糜带领其中 5 人赴苏联深造
。

1 9 2 5 年招收第

2 期后
,

航校步入正规
。

第 3 期已招收 1 50 名学员
,

其中航空科学员 10 。 名
,

机械科学员 50 名
。

航空科

学员除了学习飞行理论
、

航空工程
、

机械学
、

气象学
、

无线电学
、

地图学
、

政治学
、

兵操
、

音乐
、

体育等课程

外
,

还学初
、

中
、

高级飞行术
。

机械科学员除学习航空

科部分有关课程外
,

偏重于内燃机发动机学
、

动力

学
、

器械实 习
、

飞机维护保管等课程
。

可见
,

航校的教

学和训练已相当系统和科学了
。

广东航空学校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产物
,

故是

一所革命的学校
。

其《校训 》明确规定
:

学员必须
“

本

大无畏之旨
,

实行牺牲救国
,

以保中华领空权
” ,

并要
“

造就学术
”

、 “

格守纪律
”

、 “

养成勇敢耐劳之精神
” ,

“
对同志同学要和爱诚实

,

切戒虚伪骄傲
” 。

航校从

1 9 2 4 年至 1 9 3 6 年
,

前后 13 年办过 8 期
,

共培养飞行

员 52 7 人
,

后来他们大多成为中国空军的骨干
。

如国

民政府空军中有 1 名上将
、

7 名中将
、

8 名少将毕业

于该校
。

另有不少学员后来在人民空军中任过要职
,

如第 1 期学员唐铎
,

1 9 5 5 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

空军少将军衔
;

第 2 期学员常乾坤
,

中华人民共和国

建立后担任过人民空军副司令员
。

广东航校的学员

中还有 47 人在抗 日空战中牺牲
。

广东航校的创立和发展
,

与华侨的关系十分密

切
。

孙中山早年在广东举办航空事业时
,

依靠的几乎

都是爱国华侨
,

这些华侨在广东的航空活动
,

使
“

航

空救国
”

的思想深入人心
,

为广东航校的建立准备了

思想
、

干部和技术基础
。

任职时间较长的 8 位校长

中
,

除王季子外
,

黄秉衡
、

黄光锐
、

张惠长
、

周宝衡
、

杨

官宇
、

刘植炎
、

胡汉贤等 7 人均为从美国和 日本归国

的华侨
。

先后担任教育长的陈庆云
、

黄毓沛
、

刘植炎
、

周成
、

曹醒仁等人中 、徐曹醒仁外
,

亦都是华侨
。

在教

1 8

员中
,

除了初办时有 2 名德国人外
,

其他教员也均为

华侨
,

如杨官宇
、

周宝衡
、

胡锦雅
、

黄光锐
、

陈卓林
、

关

荣
、

泽寿
、

邓粤铭
、

周一尘
、

马庭槐
、

周柏成
、

张爱同

等
,

都是在美国学习飞行尔后回国服务的
,

因而不仅

理论基础扎实
,

而且飞行技术也相当高超
。

此外
,

航

校的学员也有不少是从美国和南洋归国的华侨青

年
,
1 9 3 3年还专门设了华侨班

。

1 9 3 5 年
,

广东航校从大沙头迁至 白云 机场新

址
。

1 9 36 年
J

S 月
,

由于广东空军归并国民政府的中

央空军
,

故广东航校第 8 期也随之北上
,

后被编入杭

州览桥的中央航空学校
。

云南航空学校

右F工Bó褪飞一书去刀」

这所创办于 1 9 2 2 年的航校是由唐继尧和龙云

先后经营
,

并依靠法国的九量得以维持的
,

但它与华

侨航空渊源颇深
,

因为学校初创时
,

飞行教官几乎都

是广东籍的华侨
。

1 9 2 1 年 2 月
,

唐继尧因在川滇战争中失败流亡

到了广东
。

广东的华侨航空活动让他眼界大开
,

对组

建空军兴办航校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

便就地取才
,

罗

致了一批华侨航空技术骨干
。

1 9 22 年 3 月
,

唐继尧

率部重返昆明
,

于 8 月就任云南省长
。

是年秋天
,

他

令人在香港从美国购买飞机
,

并在昆明辟巫家坝陆

军操场为飞机场
,

成立航空处
。

航空处处长为刘沛

泉
,

下辖两个飞行队
,

第一队队长为广东人王狄仙
,

第二队队长为美国华侨张子漩
。

共有 6 架飞机
,

聘华

侨黄社旺
、

庄孟仙
、

司徒鹏等为飞机师
。

在此基础上
,

唐继尧令人在巫家坝筹办了航校
,

校长和教育长分别由刘沛泉
、

王狄仙兼任
,

飞行教官

为张子漩
、

黄社旺
、

庄孟仙
、

司徒鹏
。

12 月 25 日正式

开学
,

第 1期招飞行生 34 人
,

但到 1 9 2 5 年 7 月领到

飞行科毕业证书的仅有 12 人
,

其中有朝鲜籍女青年

权基玉
,

其余 2 2 人则分在机械科
。

云南航空学校是国内最早招收女生的航校
,

这

倒不是唐继尧注重妇女解放之故
,

而是一种无奈之

举
。

当时在昆明招生时
,

为了吸引更多的人报考
,

航

校教育长王狄仙和飞行教官张子漩驾机作了一次飞

行表演
,

不料飞机出了故障
,

王狄仙头部受伤
,

张子

漩则重伤入院
。

消息传出
,

一片哗然
,

人们都认为驾

驶飞机很不安全
,

故不敢报名
。

为消除人们的顾虑
,

唐继尧选送了夏文华
、

尹月娟两位女生入航校学习
,



其用意是
,

女的都敢上天
,

男的还怕什么 ? 1 9 2 3年 4

月
,

在 4 名中途入学的朝鲜籍青年中
,

又多了一名女

生权基玉
。

唐继尧办云南航空学校的初期
,

其业务骨干均

是广东籍华侨
。

但后来由于云南是法国的势力范围
,

法国人逐渐掌握了云南的航空大权
,

故华侨航空人

才相继退出了云南航校
。

厦门民用航空学校

该校创办于 1 9 2 8年 10 月 10 日
,

校址设在厦门

市郊的五通乡
。

全校有教职员 4 人
,

学生开始有 100

人
,

后仅剩 10 余人
。

校舍均是租用的民房
,

但主要的

教学设施却较齐全
,

拥有 飞机 7 架
,

机场在五通乡店

里村
,

东西宽 40 米
,

南北长 120 米
。

这所航校的创办

是菲律宾华侨航空救国的产物
。

1 9 2 5 年
“

五姗
”

惨案发生不久
,

有一位留学法国

的飞行家 陈国梁到菲律宾宣传了航空救 国思 想
。

1 9 2 8 年
“

济南惨案
”
之后

,

菲律宾华侨的航空救国运

动迅速掀起了一个高潮
。

同年 8 月
,

菲律宾爱国华侨

吴记羞
、

吴福奇
、

薛煌添
、

林珠光等人
,

发起组织了

“
航空委员会

” 。

他们在菲律宾中华总商会会长薛芬

仕的支持下
,

开始募捐筹建民用航空学校
,

吴记霍等

知名华侨和不少华侨社团纷纷认捐
。

吴记蕾除了认

捐 5 架飞机外
,

还投资 20 余万元派儿子吴启标回厦

门创办民用航空学校
。

航校首任校长是陈国梁
。

按原先的计划
,

首批招

1 0。 人
,

以后每年招 50 人
;
学制 1年半

,

其中 1 年学

习航空学
、

气象学
、

数学
、

化学
、

机械学
、

摄影学
、

无线

电和外语等课程
,

半年飞行实习
。

但后来在实施中
,

由于学校管理不善
,

经费紧张
,

航校根本无法维持正

常的教学和训练
。

于是
,

国民政府航空署于 1 9 2 9 年 5
、

6 月间
,

派

人到菲律宾和厦门调查后
,

建议将航校搬到上海
。

但

由于华侨乡土观念较重
,

不愿搬迁
。

到 1 9 3 0 年
,

航校

困难重重
,

只得于 8 月 8 日停办
,

学生则转到厦门海

军航空处和广东航校第 4 期
,

飞机和其他设施由广

东航校接收
。

兰的华侨约有 2 0 0 0 余人
,

人数虽不多
,

但醉心航空

的华侨青年却不少
。

1 9 3。 年 10 月
,

当地曾有 8 名华

侨青年在美国亚卡斯航空学校毕业
。

美洲华侨航空学校的创办是与中国民族危机的

日益加深分不开的
。

日本挑起了侵占东北的
“
九一

八
”

事变后
,

波特兰华侨于 193 1 年 10 月 10 日晚举

行了国庆集会
,

演出了话剧《万宝山惨案》
。

恰好黄兴

夫人徐宗汉女士因赴美为南京的慈幼院募捐也来到

了集会现场
,

她慷慨激昂地对大家说
: “
华侨过去筹

款救国
,

汇 回国内政府转交财政部了事
,

现在应该自

己做点实际事情才有意义
。 ”
这句话引起了侨胞的共

鸣
。

当晚
,

波特兰华侨即成立 了美洲华侨航空救国

会
,

次 日又选出了 30 余人为筹备委员
,

并推梅志新

为理事会主席
,

随即着手筹办美洲华侨航空学校
。

n 月 1 5 日航校开始招生
,

招生简章明确规定

办学的宗旨是
: “

训练航空人才
,

对外巩固国防
,

尽力

拒敌 ;对 内为发展航空事业
,

永不参加任何政争内

战
。

”
其鲜明的爱国立场由此可见一斑

。

在华侨各界

的捐助下
,

航校拥有 2架飞机
,

建立了机场
。

1 9 3 1年

底
,

航校开学
,

共设航空术
、

航空理论
、

国耻史 3 科
。

第 1 期录取学生 巧 人
,

接纳保送生 2 人 ; 第 2 期招

收 19 人
。

学习时间均只有半年多
,

但毕业生学业均

很出色
,

且大多回国服务
。

1 9 3 2 年 8 月 20 日
,

第一

批 12 人乘船回国
,

先在上海
、

南京逗留
,

继而到广东

空军的华侨特别班受训半年
,

然后编入各队服役
。

第

二批 13 人 于 1 9 3 3 年 2 月回国
。

1 9 3 2 年 7 月 7 日
,

波特兰华侨航空救国会发布

文告
,

宣布办航校之 目的在于救亡图存
,

但由于财力

不济
,

吁请侨胞各界继续输财出力
,

以便将航校续办

下去
。

他们还派林若泉等驾机到旧金山
、

洛杉矶
、

圣

地亚哥等地作飞行表演进行募捐
,

但由于 受当时经

济萧条的影响
,

因而只得到捐款 2 5 0 0 美元
。

这样
,

航

校在办完第 2 期之后便停办了
。

尽管美洲华侨航空学校只办了两期
,

但它仍培

养了一些杰出的航空人才
。

抗战期间刘龙光
、

林觉天

等先后在南京
、

南昌等地的空战中阵亡
;

杨仲安
、

雷

炎均后来分别成为国民政府空军的少将和上将
。

黄

洋汤
、

陈瑞锢则成为抗战期间屡立战功的空战英雄
。

美洲华侨航空学校 旅美中华航空学校

该校校址在美国俄勒冈州的波特兰
。

当时波特 美国华侨办航校的热情之高
,

世所罕见
。

在波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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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美洲华侨航空学校因经费短缺难以为继之时
,

旧

金山的华侨又在酝酿创办旅美中华航空学校了
。

1 9 3 1 年 9 月 24 日
,

旧金山中华会馆等 21 个侨

团联合成立了美洲华侨拒日后援救国总会
。

1 9 3 3 年

7 月 2 7 日
,

这一华侨抗日救亡组织根据广大侨胞的

意愿
,

创办了旅美中华航空学校
。

校址设在旧金山中

华学校
,

机场则租用加州的圣玛旗奥飞机场
·

初办时

校长是李圣庭
,
1 9 3 8 年由中华会馆接办后

,

校长为

吴东垣
,

中国驻美大使王正廷为名誉校长
。

办校宗旨

为
: “
栽植航空人才

,

巩固国防
,

永不参加任何内争
。 ”

课 目分校内课程和校外课程
。

前者有机械原理
、

航空原理
、

无线电
、

空战略
、

国耻史
、

国文
、

演讲等
,

后

者有初
、

高级飞行术
、

霞雾飞行术
、

夜间飞行术
、

军事

飞行术等
。

设置这些课目
,

是为了培养既有爱国思

想
,

又能掌握飞行理论和技术的全面发展的航空人

才
。

航校的校规极为严格
。

校规共 12 条
,

第 1 条规

定
: “

学生必须尊重本人人格
,

养成一纯正之军人
。 ”

第 3 条规范了学生必须遵守的纪律
,

第 n 条规定
:

“
学生于毕业后

,

须遵本校命令回国拒敌
,

并不得参

加任何内战
。

”
可见

,

这是一所培养抗 日航空人才的

正规航校
。

该校从 1 9 3 3 年至 1 9 4 1 年共办 3 期
,

第 1 期学

员 26 人
,

其中 n 人于 1 9 3 4 年 6 月 15 日毕业后乘

船回国
。

行前
,

美洲拒日后援救国总会向每人赠送了

一只镌有
“

誓不内战
”
四个字的戒指

。

他们回广州后
,

先在广东空军华侨班受训
,

然后编入航空队服役
。

第

2 期仅设高级班
,

只有取得过 飞行证书的人才有资

格报名
,

共招 13 人
,
1 9 3 8 年 1 月 23 日启程 回国

,

编

入 空军服役
。

第 3 期分飞行班 (3 0 人 )和机械班 ( 22

人 )
,

先后共有 45 人于 1 9 3 9 年 4
、

5 月回国进入中央

空军学校受训
,

飞行班学员后被派往新疆
、

四 J! }等地

空军服役
,

机械班学员则被编入空军第 10 修理厂工

作
。

1 9 3 9 年 9 月 19 日
,

中华会馆研究是否要办第 4

期时
,

大家一致认为
,

既然国内航空界对他们另眼相

待
,

让回国的学 员再到中央空军学校训练后方可参

加抗战
,

那就没必要再办了
。

1 9 4 1 年 1 月 25 日
,

旅

美中华航空学校正式停办
。

值得一提的是
,

该校在 7

年多时间里培养了 91 名航空人才
,

在回国参加抗战

的 69 人中
,

牺牲于抗 日空战中的有 10 余人
。

(上接第 64 页 )
“

安全区
”

与非安全区相比
,

难民们多了一层保障
,

少了一份侵害来说
,

它又是安全的
。 “
安全

区
”
国际委员会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发挥了明显的影响和作用

,

即
:

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日军的暴行 ;使难民

的生活得到了某些照顾和保障 ;通过各种文电
,

伸张了正义
,

揭露了 日本侵略军在南京的暴行
。

第五
,

关于南京军民的反抗
。

以往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论著中
,

往往对于南京军民对屠杀的反抗反映不够

充分
,

以至造成人们误认为当时南京人民面对日本凶残的屠杀完全没有进行反抗
。

我在充分查阅有关南京大

屠杀事件档案资料的基础上
,

形成了一个新的观点
,

即
:

从客观上看
,

在南京大屠杀这一段历史中
,

屠杀 与反

抗同在
,

屈辱与光荣并存
。

这是同一个历史事件中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
。

事实证明
,

南京军民在南京大屠杀

中
,

人数不等
、

程度不同
、

形式各异地进行了抗争
。

他们在城陷时有战斗
,

屠杀中有反抗
,

惨案后有斗争
。

第六
,

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影响
。

当悠悠岁月已经走过 了 60 个年头的时候
,

我们应当多方位
、

多视角

地去认识和思考南京大屠杀事件所造成的深远历史影响
。

影响之一
:

造成首都南京惨重损失
。

侵华日军通过

杀
、

烧
、

淫掠
,

屠杀手无寸铁的和平居民与放下了武器的士兵达 30 万人 以上
,

发生强奸妇女的暴行 2 万起以

上
,

使南京城 1 3/ 以上的街道和建筑物遭到毁坏
,

公私财产损失达 2 3 0 0 多亿元
。

一个经济发达的文化古都
,

成了尸山血海
、

万户萧疏
、

满是断垣残壁的血城
、

破城
。

影响之二
:

激起中国人民顽强抵抗
。

日本侵略者的本

意
,

原是要胁迫中国政府和人民迅速屈服
、

投降
,

以结束
“

事变
” 。

然而
,

与日本侵略者的愿望相反
,

作为对日军

残暴屠杀的一种反作用力
,

南京人民和全国人民在敌人的屠 刀面前
,

痛定思痛
,

化仇恨为力量
,

同日本侵略者

及汉奸走狗
,

进行了长期英勇不屈的斗争
。

影响之三
:

导致军国主义失道寡助
。

南京大屠杀暴行的发生
,

使日

本侵略者在国际上声名狼藉
,

极度孤立
。 “

多行不义必 自毙
” ,

这是历史的规律
。

正如毛泽东同志所分析
,

日本

战争的
“

特殊野蛮性
” ,

最大地激发了
“
日本和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对立

” 。

影响之四
:

教育炎黄子孙警钟长鸣
,

惨

痛的历史告诫人们
: “

落后是要挨打的
。 ”

落后必然导致屈辱
,

强大才能赢得尊严
。

人们从长鸣的警钟声中
,

得

到 启示
:

振兴中华是全世界炎黄子孙共同的使命
;

制止 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斗争一刻也不能停息
。

南京大屠杀的研究四方关注
,

方兴未艾
。

本文认识粗浅
,

谬误难免
,

且暂作引玉之砖
,

尚祈方家指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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