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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航空史料与爱国主义教育

徐德新
(沈阳航空工业学院艺术设计系,辽宁 沈阳　 110034 )

摘　要:航空事业的发展水平,反映著一个国家科技水平 、综合国力的状况。回顾中国航空发展

的历史, 爱国主义始终是支撑这一伟大事业的精神核心, 是实现航空事业崛起永不枯碣的精神动

力。面对新世纪宏伟壮阔的舞台, 中国人民必须继续高奏爱国主义的主旋律, 广泛挖掘包括航空

发展史在内的爱国主义教育最具凝聚力和生命力的丰厚资源,使其进一步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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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

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 是对祖国的忠诚和热

爱 。一国的国民对本国历史的了解愈深, 愈是能

激发他的爱国心 ”。
[ 1]

航空事业的发展水平,反映着一个国家科技水

平 、综合国力的状况。正是这一特色行业领域的发

展过程,与其自身的社会进步 、民族振兴 、国家强盛,

以及国家形象 、国际地位等方面紧密相联, 从而形

成了最直观 、最生动 、最刻骨铭心,而且最具历史意

义和时代意义的爱国主义教育丰厚的资源之一。

充分挖掘并利用这一宝贵的教育素材,对在新的历

史条件下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团结奋斗, 推动我

国现代化建设的历程具有积极的警醒 、启迪和激励

作用 。

1　孙中山先生与 “航空救国 ”

1.1　航空救国口号的提出

作为世界文明古国的中国, 其古代的诸多发

明,至今仍被世界公认为是现代飞行器的雏型,对

近代航空的产生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但是, 到

了近代, 特别是从 20世纪初叶起, 中华大地上外

敌入侵,军阀乱世,民生忧患 、政权更迭 、政局黑暗

等政治 、经济的诸多原因,使中国航空技术的发展

比世界先进国家缓慢了。而此时的中国人民处于

水深火热之中,海外华侨也倍受欺凌, 许多具有强

烈爱国心的志士仁人热切企望掌握飞机设计制造

这一最新科学技术,重振中华民族的雄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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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多年奔走于欧

美各国进行调查研究, 亲眼目睹了飞机的发明和

运用对欧美国家带来的兴衰变化 。他在 1910年 5

月,飞机刚刚发明成功之际,便以一个革命家的敏

锐眼光,及时认识到飞机在未来社会发展和军事

领域的无可估量的作用。他指出, 飞机 “其为用,

自有不可预计之处”, “则宜努 (力 )图之 ”。
[ 2]
基于

民主革命的发展需要, 进而逐渐形成了 “航空救

国”的思想, 并适时将这一思想与推翻帝制 、缔造

共和 、振兴中华的革命大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

根据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 他一面鼓励和组织华

侨青年学习航空技术, 尽快掌握飞机设计制造这

一世界上最新科学技术;一面积极赞助华侨兴办

航空实业,自造和购置飞机为国效命。在写给海

内外革命同仁的信中他极力赞同 “研求和谋购飞

机”, 指出 “飞机一物, 自是大有利于军”, “谋设飞

船 (机 )队, 极合现时之用,务期协力助成, 以为国

出力 ”。
[ 3]

1.2　航空救国的实践

1911年 9月,在武昌起义的前夕, 孙中山先生

致函旅美革命党人, 再次强调兴办航空 、掌握飞机

的重要意义。 12月又致函海外革命党人, 请求他

们协助组建飞行队。孙中山先生的爱国热情和兴

办航空的号召得到了积极响应, 美国芝加哥同盟

会分会发动并组织旅美华侨, 成立了旅美华侨革

命飞机团,这些旅美侨胞们纷纷捐资,很快在美国

购买了 6架飞机, 并委派专人, 分两批运抵南京,

支援革命政府 。至此,孙中山先生倡导的 “航空救

国”壮举拉开了序幕 。此后十余年中,孙中山先生

“以展布航空事业,图强中国为本 ”,指导海外华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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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后在美国圣地亚哥成立了飞机制造公司, 在旧

金山成立了图强飞机公司。孙中山先生还从革命

斗争发展的形势和实际需求出发, 把培养和发挥

航空人才的作用摆在重要位置,视为 “吾党人才中

不可缺 ”。
[ 4]
他不仅通过各种方式呼吁同仁, 乃至

全社会予以重视, 同时, 他身体力行, 亲自筹措。

先后指导革命党人和海外华侨在美国檀香山创办

了中华民国飞机学校, 在纽约创办了中国国民党

飞行学校, 在日本滋贺县八日市创办了中华革命

党飞行学校, 在加拿大创办中华革命党强华航空

学校, 在美国创办专门培养中国飞行人员的强华

公司。 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孙中山在中国共

产党和苏联的帮助下, 5月成立了黄埔军官学校。

同年冬,又按黄埔军校精神, 亲自指定在广州大沙

头开办广东军事飞机学校, 并委任苏联顾问李糜

将军为第一任校长。这是孙中山先生在国内创办

的第一所航空学校。从 1924年冬到 1936年, 共培

养飞行员 527人。他们中大多数成为我国航空事

业的先驱和骨干力量 。

1.3　为中国的航空事业呕心沥血

为了实现航空救国的夙愿, 孙中山还积极组

建飞行队, 为大力发展中国自己的航空事业呕心

沥血。 1918年在大元帅府首次设立了航空处, 以

后又扩建为航空局。 1924年 5月,孙中山在给黄

埔军校创建训示中, 明确指出:“自航空机参加战

斗序列后,在国际主权划分言之, 往昔所争之领土

领水, 今有领空之划分……就其效力而言, 己打破

兵舰 、潜艇 、战车之偏枯性能, 极控制三界之能事。

故欲因应现代国防上之需要, 非扩充空军力量不

为功。”
[ 5]
由此可见, 孙中山已意识到飞机参战给

战争带来的必然变革, 提出了制空权的现代战争

思想。这些思想的提出无论在时间上, 还是在深

度上, 完全可以与意大利的杜黑 、英国的特伦恰

德 、美国的米切尔等世界上空军学术思想的先驱

者相媲美。

孙中山提出的空军军事思想和呕心沥血创建

起的为数不多的飞行队, 对于我国早期空军的发

展的贡献永垂史册。特别是抗日战争中, 中国空

军转战全国,血洒长空,如 ·八 ·一四 ”空战 、松沪

会战 、晋北作战 、太原空战 、广州南雄空战 、武汉空

战 、兰州空战 、成都空战 、重庆空战等大规模空战。

年轻的中国飞行员以自己的英雄业绩和生命, 实

践了孙中山先生倡导的 “航空救国”思想。

1921年, 孙中山在给廖仲恺的信函中详细叙

述了国防计划 。这个名为国防计划实为建国大纲

的文件中, 共计 62项内容, 其中有 9项阐述了与

航空相关的内容 。可以说, 这是当时的一项比较

完备的航空建设的纲要计划。这是孙中山 “航空

救国 ”思想的实践总结和理论升华 。因此, 我们

说,孙中山先生不仅是我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 同

时,又是中国早期航空事业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

人。

2　近代中国众精英航空报国

在孙中山大力倡导航空救国思想的感召下,

20世纪初叶, 许多有识之士以航空救国 、航空报国

为崇高思想信念,积极摸索中国自己的航空之路,

为祖国航空事业奋斗不息, 甚至不惜献出宝贵生

命,从而为中国近代航空史留下了一个个永载史

册的瞬间,至今忆来, 仍然散发着浓浓民族豪情,

令人感动至深 。

2.1　飞行大家,冯如始创飞行纪录

冯如先生生是中国最早的飞机设计师和飞行

家。他于 1883年 12月 15日生于广东省恩平县 。

12岁时, 因贫困家庭生活所迫,他跟随亲戚运渡重

洋赴美国旧金山和纽约,靠做工谋生 。 1903年 12

月,当莱特兄弟发明飞机并成功飞行的消息传出,

年经的冯如深受影响, 并立志要依靠中国人的力

量来制造飞机 。 1909年, 冯如在美国成立了广东

飞行器公司, 他本人任总工程师。公司于当年便

制造出了第一架飞机 。

1909年 9月 21日,是令每一个中国人自豪的

一天 。这天冯如驾驶自己研制的双翼飞机 “冯如

一号 ”,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市派德蒙特一

个圆形山丘旁成功地完成了中国人的第一次试

飞。这次试飞的的消息由 《旧金山观察者报 》于 9

月 23日作了头版头条的报导,其中评价为:“在航

空领域内,中国人把白人抛在后面 ”。

1911年 2月, 怀着对故乡的眷恋和报效祖国

的决心,冯如谢绝美国多方聘任, 携带两架飞机回

到中国。

1912年 8月 25日,冯如在广州燕塘进行飞行

表演时, 因飞机失事而不幸遇难, 时年仅 29岁 。

临终前,冯如嘱咐他的助手们:“吾死之后, 尔等勿

因是而失其进取之心!”
[ 6]
冯如牺牲之后, 遗体安

葬在广州黄花岗烈士陵园, 同时被追授为陆军少

将军衔, 并立碑纪念, 尊其为 “中国始创飞行大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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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中国军事航空先驱杨仙逸

杨仙逸,广东省中山县北台乡人。 1891年生

于美国檀香山, 是中国早期的军事航空先驱。杨

仙逸自幼侨居美国, 1909年进夏威夷大学学习,毕

业后在孙中山 “航空救国”思想的影响下, 转入加

利福尼亚州哈厘大学机械专科和茄米斯大学航空

专科, 专门攻读航空工程 。并取得了万国飞行协

会水陆飞行执照 。 1913年,杨仙逸投身航空制造,

成为美洲中华民国飞船 (机 )公司的创始人之一 。

1918年,杨仙逸应孙中山的招聘回到祖国,筹

建飞行队。为了购买飞机, 他不辞辛苦地奔走于

海内外,向华侨募捐筹款。他的家人也身体力行,

带头捐款, 其父亲杨著昆除了出巨资购买了四架

飞机之外, 还积极资助中国年轻飞行员的培训事

业 。 1919年,援闽粤军飞行队正式成立,杨仙逸任

总队长 。 1922年 12月,他被孙中山任命为广东航

空局局长兼修理厂厂长。 1923年的 9月 20日,杨

仙逸奉命参加讨伐叛军的战斗, 因水雷突然爆炸

而不幸殉难,时年 32岁 。

噩耗传来, 孙中山先生极为震惊 。他下令厚

葬死难烈士,并追赠杨仙逸为中将军衔, 并以大元

帅名义发出褒令,表彰杨仙逸的忠烈。 1931年,国

民党中央政府批准,将杨仙逸殉难之日, 即 9月 20

日定为 “航空纪念日”,而且遵从孙中山的授意,在

烈士家乡建立了仙逸学校。 1988年 9月初, 在广

东省中山市建成了杨仙逸铜像 。

2.3　宋庆龄与 “乐士文 ”号飞机

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是孙中山先

生的伴侣。宋庆龄对孙中山十分崇敬, 追随和支

持孙中山的革命大业, 对于孙中山的 “航空救国”

思想, 同样是心心相印 。

1922年,孙中山指令在广州兴办飞机制造厂,

自行设计制造飞机,并于 12月 6日任命大元帅府航

空局局长杨仙逸兼任工厂厂长。孙中山和夫人宋

庆龄十分关注飞机设计制造, 多次一起到厂察看。

1923年五六月间,设计制造出第一架飞机。

这架飞机被视为中国第一架自行设计的飞

机,其意义自然十分重大 。同年 7月 23日举行试

飞典礼 。孙中山偕夫人宋庆龄亲临现场, 并摄影

留念。试飞时,宋庆龄戴上飞行帽和眼镜, 登上飞

机与飞行员一起升空 。

为了鼓励中国自己设计制造飞机, 孙中山亲

笔题写了 “航空救国 ”四个大字,并将这架飞机命

名为 “乐士文 ”号 (乐士文是宋庆龄在美国求学时,

英文名字的中文译音 )。不久,这架飞机交付革命

军飞机队使用, 参加了讨伐陈炯明的战役 。孙中

山曾为此亲笔题写了 “志在冲天”四字 。由于这架

飞机经过设计制造 、试飞和作战使用全过程, 因此

在中国航空史上就显得十分重要。

2.4　获得列宁勋章的中国航空人

在中国现代航空史上, 有一位传奇式的中国

人———唐铎。他曾不远万里赴苏联深造, 在苏联

反法西斯卫国战争中, 英勇参战, 且屡战屡胜, 屡

建功勋,因而获得列宁勋章。但由于苏联的肃反

寃案,他被无辜逮捕,投入苏联监狱 。新中国成立

之后,经中国政府反复斡旋, 他终于回到祖国, 为

新中国的航空事业呕心沥血, 再立新功 。至今, 人

们还在深深地怀念他 。

1919年, 15岁的唐铎跟随同乡 、中国革命先

驱蔡和森等进入河北保定留法学生预备班。这一

年,他参加了伟大的 “五四 ”运动 。 1920年 6月,

他和蔡和森 、李立三等一百多人, 赴法勤工俭学,

参加中国共产党法国支部组织的革命活动 。 1921

年,他被以 “激进分子 ”的罪名, 驱逐出境。回国

后,唐铎投身于广州革命政府航空局的飞机厂, 努

力学习飞机修造。从此, 踏上了航空之路。

1924年 7月, 孙中山先生在广州创办军事飞

机学校,唐铎被录取为第一期飞行学员 。

1925年 8月,经党组织的安排,唐铎从广州动

身赴莫斯科留学 。最后毕业于苏联空军最高学

府———茹可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 并获得航空机

械工程师职称。唐铎以优异成绩毕业后, 被留在

苏联空军,先后任飞行员 、通讯主任 、空军院校少

校 、中校教官等职。唐铎的良好素质和敬业精神

受到苏联有关部门的高度赞赏, 在 1932年 “十月

革命 ”节的阅兵式上,特决定由他驾机领航飞机飞

越红场,接受检阅。当苏联反法西斯卫国战争打

响后,他义无反顾, 英勇参战, 无论是驾驶强击机

还是轰炸机, 都出色完成了作战任务。 1944年 6

月,他担任射击团副团长, 在一百多次升空作战

中,曾创造过一天 6次起飞作战的记录 。鉴于他

的突出业绩,苏联政府曾先后授予他列宁勋章 、红

旗勋章 、红星勋章 、苏维埃卫国战争勋章和奇哥尼

茨比格城奖章等。

唐铎虽然多年身在异国他乡, 但他始终没有

忘记自己的祖国,他盼望能早日返回祖国, 为祖国

的航空事业贡献力量。他曾多次写信给苏联有关

领导,要求回国,但始终未得到批准 。最后由刘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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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主席和周恩来总理与苏方几经洽谈, 唐铎终于

得以回国。

回国后,唐铎受命出任他的老战友陈赓大将

为院长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党委委

员 、空军工程系党委书记 、系主任, 参加学院的创

建工作 。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 1964年,唐铎

调到辽宁大学任副校长, 1983年 11月因病不幸去

世,终年 80岁。

唐铎在航空界奋斗了 40余年, 把青春和热

血,把人生最美好的时光,献给了他钟爱的航空事

业 。正如 1983年辽宁大学师生在唐铎的追悼会

上,送给他的挽联所说:“长空百战忘生死, 沥血

呕心为人民 ”。
[ 7]

3　新中国航空工业崛起东方

近代中国航空工业起步于 1918年的海军飞

机工程处和稍后的广州飞机修理厂等。这些飞机

厂虽然曾制造过不同型号的飞机, 但是,直到 1949

年前, 中国并未建立起独立的航空工业体系。

1949年 10月 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为实

现中国人民这一伟大夙愿创立了根本保证和基本

前提。

1954年 8月 1日,江西南昌飞机制造厂隆重

举行祝捷庆功大会, 庆祝新中国制造的第一架飞

机 ———雅克 -18(初教 5)试飞成功 。

1956年 7月 19日,由沈阳飞机厂制造的我国

第一架喷试歼击机 —歼 5首飞成功。这标志着中

国航空工业已由修理走向制造, 初步掌握了喷气

式飞机的制造技术。

经过多年的艰苦奋斗, 我国在歼击机 、强击

机 、轰炸机 、侦察机 、运输机 、直升机 、教练机 、无人

驾驶飞机 、空中加油机等研制方面都取得了喜人

的成就。

4　结束语

回顾近百年来我国航空发展的历史, 我们之

所以能最终战胜各种艰难险阻, 能自信地挺起我

们的脊梁,就是因为我们有伟大爱国主义精神的

坚强支撑,依靠在爱国主义旗帜下熔铸而成的凝

聚力和向心力。历史正在走向新的世纪, 世界各

个国家 、各个民族都在思考一个重要问题, 这就是

在世界大舞台上,怎样参与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

为自己的国家和民族赢得有利的地位。面对新世

纪宏伟壮阔的舞台, 我们必须继续高奏爱国主义

的主旋律,广泛挖掘包括航空发展史在内的爱国

主义教育最具凝聚力和生命力的丰厚资源,使其

进一步发扬光大, 真正成为凝聚我们 56个民族 、

13亿人民开拓进取 、团结奋进 、昂首阔步奔向光明

未来的强大精神力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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