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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仙逸，字学华，号铁庵，原籍广东省中山市,1891

年生于美国檀香山（今夏威夷）的一个华侨家庭。其父

杨著昆，“籍广东中山县良都北台乡……一八七三年，

年十九来檀，初为耕种及米贩家。继而加入罷霖麻之束

顺围田馆为股东。随扩张米业。相继创设永昌隆及新和

盛田馆。各田馆所产之米，皆由当时怒安怒街夹秘利天

尼街之全和公司代售。此后又经营楼房屋宇实业。”[1]

(P195)杨著昆与孙中山的大哥孙眉既是同乡也是挚友，他

非常赞同孙中山的革命主张，是早期同盟会会员。杨仙

逸早年在孙中山到檀香山“演说提倡革命时，受其言论

之感动，遂具爱国思想，投身同盟会籍”[1](P70)。他因钦佩

孙中山，故改名为“仙逸”，以表明自己要学习孙中山的

爱国精神，立志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革命。1923 年 9

月 20 日，杨仙逸奉命在惠州指导改装水雷为炸弹时，

因意外爆炸殉难，孙中山十分悲痛，追封他为陆军中

将，并赠予他“革命空军之父”的称号。本文将对杨仙逸

在航空事业方面的贡献作具体论述，以示后人学习他

伟大的爱国精神。

一、杨仙逸的航空历程
1.杨仙逸响应“航空救国”号召，积极投入革命事

业。
孙中山是中国革命的先驱，他亲历晚清政府的软

弱无能和卖国行为，以及欧美国家飞机制成后，飞机的

空战和飞机投弹等奇迹，萌生了“航空救国”思想。孙中

山断言：“飞机将成为新式的军事武器，大大有助于实

现我国国民革命。”[2](P15)孙中山认为购买飞机比购买军

舰所需的费用要少很多，且飞机的作用比军舰的作用

也要大得多。从经济上考虑，优先发展航空事业，建立

空军是取得革命胜利的较为实际和行之有效的办法。
孙中山航空救国的思想得到了海外华侨积极响应

和支持，杨仙逸即是其中之一，为此他进行了关于航空

知识的学习。杨仙逸先考入美国哈厘大学研读机械专

科，后考入纽约茄弥斯航空大学深造。1916 年，杨仙逸

前往纽约协助林森创办中国国民党空军学校。“计初期

选择入校者，有李光辉、张惠长、杨仙逸、陈庆云、蔡司

度、吴东华、谭南方、黄光锐等二十人，杨君仙逸系由檀

香山党部选派。”[3](P635)杨仙逸在学校里受到了美国空军

专业人员的指导，荣获“万国航空飞行执照”，并于

1917 年毕业。连同这一届毕业并获得飞行执照的学员

张惠长、陈庆云、吴东华等人，组成了中国国民党飞行

队。
1917 年，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命令张

惠长、陈庆云、谭南方、吴东华、叶少毅、陈乾、李光辉等

人组成飞机队，杨仙逸任队长，携飞机回广州参加护法

战争。杨仙逸在广州大沙头开辟水陆机场，进行飞行训

练，为支援护法战争做准备。1918 年 6 月，广东护法军

讨伐驻扎在海南的龙光济。杨仙逸率领张惠长、陈庆

云，驾驶 2 架飞机至海南岛，以海南儋县为基地，协助

护法军侦察敌情，对龙济光部实施猛烈的轰炸[4](P41)。
1918 年 9 月，杨仙逸、蔡司度、陈应权等人在美国

旧金山筹办了“图强飞机有限公司”，在其招股章程中

明确宣示：“以展布航空事业，图强中国为旨。”
1919 年 1 月，杨仙逸与张惠长等人响应孙中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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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召赶回中国，在福建组建了专门援助粤军的飞机队，

杨仙逸亲自率领。他还聘用了优秀飞行员，并配备炮

弹、枪支、飞机等军用品，逐步增强飞机队的实力。4 月

19 日，孙中山致函杨仙逸，勉其协助粤军发展航空事

业，函谓：“籍悉足下已偕张君惠长由汕头抵漳州矣，翘

首南天，莫名驰系，足下对于飞机学问，研究素深，务望

力展所长，羽翼粤军，树功前敌。”[5](P46)

1920 年，为把粤省军阀岑春煊、莫荣新赶出广州，

杨仙逸驾机从福建回师广东，沿途轰炸据守淡水、平
潭、虎门等地的敌军阵营，掩护部队向广州推进。中秋

之夜，杨仙逸带领陈庆云等人驾机直接飞到广州上空。
“投炸于德宣街督军公署时，莫荣新、郭庄森、李根源等

方集桂系及政学诸首要在公署开军事会议，及闻一声

炸弹爆发，乃仓促作鸟兽散，是谓广州有史以来之有飞

机炸弹第一声，是不可以不记也。”[3](P382)孙中山大力赞

扬了这次战役，认为这是中国空军有史以来的第一次

大突破。
1920 年底，孙中山派杨仙逸出国筹款购买飞机，

并招训航空人员。杨仙逸“于民国九年（1920 年），将广

东空军的事务，交由张惠长、陈庆云几位主持，他个人

即回檀香山，征得其父的赞助，乃出其父私人财力，罗

致国内外有志于航空的一班青年，集中美国 （约三十

人），送入美国航空专门学校，施以飞行、机械各种航空

技术训练。”[6](P7)杨仙逸来到美国夏威夷后，得到其父杨

著昆支持。杨父把经营多年的田地和粮庄变卖，倾其所

有的财产，筹到了一笔巨款，在杨父带动下，旅美华侨

踊跃响应，杨仙逸筹得大批资金。他用这笔钱购买了美

国产詹尼型飞机 10 架，另添置了军械器材一大批。正

准备运回广州时，陈炯明在粤叛变革命，广州沦陷于叛

军之手。杨仙逸只好把飞机和枪械暂存于美国三藩市

附近的屋仑机场。然而这个消息竟被北洋军阀获知，他

们派人焚烧这些飞机。虽经抢救，最终有 6 架飞机被烧

毁，器材全被焚毁，这使得飞机未能全部运送回中国。
但杨仙逸等人并未动摇建立空军的决心，他们用剩余

的四架飞机到各地做特技表演。这些表演都是为了扩

大宣传，继续向更多的华侨筹款。各地华侨深深地被他

们所感染，纷纷解囊，踊跃捐献。杨仙逸等人用这一笔

钱又购买了 6 架飞机。“查此种新购陆机，凡空旷之处，

均可升降，不必如水机支定须经由海面，使能起落，且

及轻便灵巧、速度倍增、诚为行军中无上利器也”[7]。这

批飞机于 1923 年 5、6 月间，由澳门运抵广州。
1922 年 12 月 6 日，孙中山任命杨仙逸为航空局

局长。1923 年 4 月，沈鸿英背叛孙中山攻打广州及其

周边地区。孙中山命令空军协助陆军作战，攻击敌人。
杨仙逸驾驶广州仅有的一架水上飞机起飞轰炸，叛军

被炸得四处逃窜，沈鸿英狼狈窜回广西。这次战斗中飞

机起到了功不可没的作用。不过，孙中山、杨仙逸等人

意识到空中力量还有待更大的建设，于是他们把在美

国买的 6 架陆用飞机运回广州，这就为广东革命空军

的力量又添了一翼，大大增强了其实力。6 月，我国第

一支航空军队在福建建立。为加大空军建设力度，杨仙

逸挑选了一些从国外学成归来的航空人员组成基本力

量，黄光锐为第一飞机队队长，林伟长为第二飞机队队

长，共有陆上飞机 6 架、水上飞机 2 架、飞行员 10 余

人。杨仙逸还从军中挑选了 20 位技术精湛的机械员，

由他们来完成国内飞机制造的任务。
飞机队在战斗中作用凸显，“现大元帅为迅速攻破

惠城结束东江军事起见，特电航空局长杨仙逸，速将新

飞机开赴东江前敌调遣助战”[8]。“据该局长杨仙逸报

告，经已豫备水陆机六架，实行侦察施放任务，并调新

到战斗机三架，担任总战斗任务、共成组织一队、预期

扑灭敌人云。”[9]飞机队在侦察敌情、扑灭敌人等方面发

挥了重要的作用。
2.杨仙逸组织设计乐士号。
1921 年，孙中山拟写了《国防计划》一书，书中多

项是关于航空业的，“涉及了飞机场的兴建，飞机的研

制，人才的培训，飞机演练等问题。”[5](P571)这一规划提出

后，杨仙逸等人马上着手筹建发展航空事业。
1922 年 12 月 6 日，杨仙逸在广州建立航空局，他

意识到，要兴建一支有实力的空中队伍，单靠先前购买

的飞机远远不够军队的需要，空军队伍也无从发展，但

也不能只从国外购买，这样也会增加革命政府的财政

困难。在这种情形下，必须建立飞机制造工厂，自己研

制飞机。于是杨仙逸任局长后亲自指导飞机制造工作

的各个环节。
杨仙逸从国外聘请了飞机工程师和飞机制造师，

挑选了黄光锐、杨官宇这些从国外学成回来的精英，构

成研制飞机基本成员，并挑选了近 20 名技术好的机械

员，在广州大沙头“红屋”研制飞机。对于这架飞机的装

备方针有：设计要与时俱进并合理，用木头作材料，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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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可能地减少零部件使用，结构要简单，以便雇佣技术

人员装配，也便于驾驶。在杨仙逸的带领下，众人反复

研究，经过紧张设计和生产，在国内自行制造的首架飞

机终告诞生。孙中山建议用其夫人的英文名字乐士文

作为这架飞机的名字，于是，这架飞机就被取名为“乐

士文一号”机。
当日，夏利亚弼等人试飞这架飞机，他们发现飞机

的各项性能都非常好，但在经过多次的试飞检测中，还

是发现这架飞机也有不足之处，于是对一号机又进行

了修改，改善了机翼的反应能力。杨仙逸下令依据一号

机的设置理念再制造三架。
随后，孙中山及宋庆龄视察了航空局的飞机演习，

“局长杨仙逸，将自制及新购各机十余艘，排列机场，先

请孙夫人行开驶礼，随派飞机师杨官宇、黄光锐、胡锦

雅、林伟成、黄乘衡等，分乘各机，次第演放，驾轻就熟，

高入云霄。”[10]最后孙中山揭开一号机机头上的党旗，

与宋庆龄在飞机前照相，作为纪念。1923 年 9 月，孙中

山率领军队讨伐占据惠州及附近地区的陈炯明时，“乐

士文号”也加入作战，同其他飞机轰炸陈炯明部队，轮

流投掷炸弹，并散发数万张“投降免死”的传单，使敌人

日夜不得安宁。
3.杨仙逸为国捐躯。
1923 年 9 月陈炯明叛变革命，在惠州及附近地区

作乱，杨仙逸领命带着军队追剿叛军，他让飞机队长林

伟成，带领飞机队协助联军作战，然而该队的大型水上

飞机由于用的时间长了，零件经常损坏，并且当时前线

军情非常紧急，飞机也没有剩余的，而经过改装和由美

国运回来的十多架飞机已经派往前线。杨仙逸便“命林

队长即将该机加意修妥，赶同出发，该队长自奉命后，

即将该机之损坏者、悉行改换新机件，务求坚固灵

敏”[11]。经过日夜加班加点，终于将该飞机修好，直接赶

往前线，杨仙逸边作战边致函后方，说明战况。在作战

中，杨仙逸决定用大炮轰击，鱼雷暗射，飞机轰炸，三方

面一齐进行。但惠州城墙非常坚厚，轻型炸弹很难炸毁

其城垣，于是，他们决定用水雷改装成重磅炸弹，载入

飞机，从飞机上投下，其威力足可以摧毁惠州城垣，这

样，就可以为陆军开辟一条通往惠州城的道路，减少战

斗阻力。不幸的是，9 月 20 日，在与谢铁良、苏从山研

究改装水雷作空中炸弹时，因水雷爆炸，三人同时遇

难，杨仙逸年仅 32 岁。

“孙中山在赶往惠州的途中，听闻杨仙逸等殉国，

哀伤不已。”[12](P1691-1692)随后，孙中山亲自赶往杨仙逸等人

遇难的地方视察，血肉模糊，同行的人无不落泪，深深

感到悲痛，遵照孙中山命令厚葬遇难烈士。杨仙逸遇难

的消息传出后，海外华侨、国内外许多爱国进步人士，

都表示深切的惋惜和悲痛，为祖国丧失这样一位人才

而哀伤，纷纷发来唁信，唁电。
“杨仙逸、苏从山、谢铁良均追赠陆军中将，并着正

部照陆军中将阵亡例，从优议恤，以彰忠荩，而慰烈

魂”[13](P176)。孙中山称他为“革命空军之父”，亲自写了“杨

仙逸先生之墓”这七个字。“墓道拱门上放置了一架飞

机模型，象征他生平事业和冲天壮志”[14](P20)。孙中山还

以大元帅名义颁发了褒奖其行为的《大元帅令》碑，竖

立在其墓旁，碑上刻有“技术精湛，志行纯洁，尽瘁国

事，懋著勋劳”[15]。在孙中山授意下，杨仙逸夫人程度纯

创办了一所学校———仙逸学校，以慰英烈之灵。

二、评价杨仙逸的航空梦
在杨仙逸所处的时代，中国正处于半殖民地半封

建社会，广大民众过着水深火热的悲惨生活，一点政治

权利都没有。实现自由民主、民族富强是当时每个爱国

人士的共同愿望。
杨仙逸是一个华侨的儿子，富商的子弟，本不必为

国内的纷纷战乱而打乱生活节奏。但他决然放弃了国

外富裕的生活，响应孙中山“航空救国”的号召，他还为

此而学习飞机制作的理念，全力以赴协助孙中山，回国

加入护法运动，训练航空员，建立空军队伍，为了筹备

购买飞机的钱而去国外筹款。为了这些钱，他领导队友

们表演飞机杂技，博取华侨的爱国心让他们支持国内

航空队伍。他回国后又积极参战，亲自架飞机轰炸敌

人。他对孙中山的革命伟业可谓是尽心尽力，鞠躬尽

瘁。
杨仙逸的这些行为都体现出他的强烈爱国思想，

那个时代，爱国的表达方式是多种多样的，鲁迅等这些

仁人志士，他们用笔写出了对祖国的爱。而杨仙逸不

同，他是用实际行动实实在在地表达了自己的爱国之

心。他一生的行动只为了革命，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

也可以说是为了爱国，他为革命奋斗了一生，革命是他

的终身任务，而爱国是他的人生追求。
飞行一直是人类的梦想。1923 年，杨仙逸主持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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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了中国第一架飞机，这是中国空军事业上的一个重

大转折点，为以后中国的航空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三、杨仙逸的航空梦对中国现代航空事业

发展的启迪
杨仙逸为我国的航空事业以及革命事业作出了巨

大贡献，不管是在战斗中冲锋陷阵还是研制乐士号，他

都走在众人前面，特别是他主持设计的乐士号，是中国

自制的首架飞机。“革命空军之父”的称号他受之无愧。
杨仙逸的所有行为都是为了爱国，作为一个华侨，对祖

国深深的眷恋和热爱，他时时刻刻都在寻求自身与祖

国联系的纽带，他的所有一切都可以解释为，对当时受

外国列强凌辱而又无法自强的祖国单纯而无私的爱。
他从一开始追随孙中山一直到他牺牲，爱国主义始终

是竖立在他心中永不倒的一面旗帜。这种为挽救祖国，

使祖国能够富强，不怕艰险不怕牺牲的精神永远留在

人们心中，时时刻刻激励着人们不断前进，这也为我国

现代航空事业的发展做出一个榜样。
航空事业在我们现代生活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很多领域的发展都离不开航空业，它不仅带动了经

济的发展，而且在维护国家安全，保持社会稳定，抢险

救灾时更发挥了其特有的优势。
我国的航空业在发展中要始终坚持杨仙逸的这种

奉献精神。首先，我国航空业正处于如火如荼的发展时

期，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对航空业需求增大，中国的航

空市场不但是目前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市场，也是具有

很大发展潜力的市场，航空业具有前所未有的发展机

遇。对航空事业的热爱和奉献精神就显得的尤为重要。
几十年来，无数航空工作者为了新中国的航空事业献

出的毕生心血。其次，中央政府大力支持航空业的发

展。2007 年 2 月 26 日，国务院批准中国大飞机研制重

大科技专项正式立项，中国的大飞机梦再次起航。大飞

机的制造是中国所有人的愿望，承载了几代人的使命

和期望，是我国航空业的一大进步，也是我国飞机制造

业的又一次腾飞。它将带动中国航空业的一个大发展，

使我国从航空大国跨越到航空强国之中。但是在制造

过程中遇到了很多困难，特别是飞机零部件———发动

机的制造，技术落后，维护性差，对外国依赖性强等这

些问题时时出现。此时，像杨仙逸这种对航空事业勇于

奉献的精神就成为技术人员克服困难的支柱，也是支

撑中国人对飞机制造业乃至航空事业不断追求和创新

的信念，时时提醒着我们要奋发图强。只要我们发扬艰

苦创业，不懈进取的精神，我国的航空事业终会走在世

界最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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