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扩怕
`

~ ~ ~ ~ ~ ~
小+. ~ ~ ~ ~ 林

平

帕
,

~ ~ ~ 飞

为

龙

当时尚处干萌芽状态中的航空科 学 感 兴 趣

了
,

其先驱者之一是谢攒泰
。

他在 1827年生

于澳大利亚的悉尼
,

1887年到香港
,

进入皇

仁书院
,

后来在一些商行任买办
。

他是孙 中

山革命运动的早期支持者之一
。

谢开始感兴

趣于轻型飞机
,

他设计了一架带 电机启动的

螺旋桨推进器和可收缩机翼的飞机
。

据说
,

1894年他将自己的设计图送给了航空业的先

驱者之一
、

英格兰的马克辛姆先 生
。

① 然

而
,

谢攒泰的设想从未能实现
,

这项任务后

来是由美国华侨冯如完成的
。

冯如
,

1 883年 12月 15 日诞生在中国广东

省恩平杏圃村一个农民家庭中
,

他是五个孩

子中唯一生存下来的
。

② 1899年
,

他随其叔

伯来到美国
。

③在 旧金山的新夭地里
,

小伙子

白天在一间教会办的学校中工作
,

晚间刻苦

学习英语
。

他对西方的科学技术颇感兴趣
,

决心从事机器设计工作
。

然而
,

他很快发现
,

在当时加州存在的狂热的反华气氛中他实在

不可能进入机器厂去做学徒
。

后来
,

依靠另

一位华人的帮助
,

他才得以在纽约的一家机

器厂找到了一份工作
。

此后的八年中
,

他白

天上班
,

晚间在家埋首实验
。

他制作了一些

电动机的运转模型
,

对前人的技术进行了某

些革新
。

他还摸索着制造了一台 无 线 电 报

机
。

④

1906年
,

冯返回太平洋沿岸
,

他开始对

当时处于雏型状态的航空技术发生 了兴趣
。

与谢攒泰不同的是
,

冯更感兴趣 于 重 型 飞

机
.

在一些华商和航空爱好者 的支持下
,

他

组织起广东机器制造公司
,

并于 1907年秋在

奥克兰建立了一间工场
。

⑤冯极其秘密地进

行着他的工作
,

遇 到问题时仅与一些可信赖

的华人朋友和当地的威廉
·

内尔先生商量
。

⑥第二年 5月
,

他制成了一架飞机
。

可惜
,

试

飞失败
,

飞机坠毁
。

更不幸的是
,

他的那 间

工场也烧毁了
。

冯毫不气馁
,

他在一片麦 田

搭起简易工棚
,

又恢复原来的工作
。

不久
,

发展作贡出献的美籍华人

!l记为近现代中国航空事业

添

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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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末
,

中国社会缓慢地
、

费力地

摸索着走向近代化的道路
。

在这一历史进程

中
,

海外华人扮演了一定的重要角色
,

他们

从海外引进了新的技术
。

其中
,

最引人注目

的是
,

一些美籍华人为中国航空业的发展作

出了贡献
。

早在十九世纪后期
,

一些华人就开始对



他制成又一架双翼飞机
。

这第二架飞机经过

五次试 飞
,

终于成功了
。

⑦

190 9年 9月 23日
,

冯的坚决不渝的 信 念

终于实现了
,

他成功地驾驶着自己的杰作在

奥克 兰后面的皮蒙山上空顶着强风翱翔了约

二十分钟
。

忽然
,

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 l 固

定在飞机轴杆上的螺旋桨的螺栓发生故障
,

差一点造成悲剧
,

冯侥幸受了一些轻伤
。

尽

管这 次空中冒险的结局不够理想
,

但是冯的

飞行试验还是向公众表明
:

他已发明了一种

机器并可 以操纵它从事飞行
。

这个惊人的成

就引起了新闻界的重视
,

不少报纸对此作 了

报道
。

《 旧金山观察家 》 报在报道此事时用

了这样的标题
: “

华人在航空业中超出白人

— 奥克兰的天才用自制发动机启动的飞机

在太平洋岸首航成功
” 。

⑧

冯再接再励继续改进他的设计
,

功夫不

负有心人
。

经过一连 串试验
,

19 11年 1月 18 日
,

他终于驾驶一架装有 7
.

5 马力发动机
、

高空

时速可达 65 哩的双翼飞机
,

在爱姆赫斯特上

空平安地进行了一次为时四分钟的飞行
。

⑨

大清帝国政府得知冯如的成就
,

欲委任

其负责筹建中国空军
。

19 11年初
,

冯偕同几

位青年朋友回到广州
。

L然而
,

当时政局动

荡
,

不利于他的事业
。

是年 3月
,

一个德 国飞

行员被安排在广州郊区上空作示范飞行
。

广

东驻军首领孚琦在前往观看的路上
,

被一个

革命党人刺杀
。

@

不 久
,

在 4月 27 日爆发了最终流产 的 革

命军起 义
,

事后不少革命党人被处决
,

后葬

于现在的广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
。

几个月

后
,

武昌起义爆发
,

推翻了清朝
。

时 事 多

变
,

冯几乎没有机会展露 自己的 才 能
。

据

说
,

武昌起义后冯 曾向广东革命党人建议
,

组织一个航空队为北伐进行侦察工作
;

但在

他的计划得 以实施之前
,

清朝皇 帝 就 退 位

了
。

19 12年 8月25 日
,

冯如在广州郊区上空作

示范飞行
,

没想到
,

这竞是他最后一 次的飞

行 了
。

在离地 10 0多叭上空
,

冯如成功地飞行

了数哩后
,

飞机却一头栽下 来
,

数千名惊恐

万状的观众 目睹了眼前发生的事件
。

冯受 了

致命伤
,

当年才二十九岁
。

而后
,

他被埋葬

在黄花岗上
,

离七十二烈士墓不远
。

与冯如同时代的一位华人
,

名 叫 谭 德

根
。

他 1890年 z。月 13 日生于旧釜山
。

谭曾在

柯蒂斯和伊顿兄弟办的航空学校中学习飞行

课程
。

19 12年 3月
,

他通过考试领得国际航空

联合会 ( F
.

A
.

工
.

)的证书
;

据说他是在美

国获得飞行执照的第一个华人飞行员
,

他的

执照编号为 131 号
,

日期是 19 12年 6月 19 日
。

然

而
,

当时航空业 尚处于袱袱期
,

飞行员很难

找 到工作
。

中华 民国的支持者们当时建议谭

去为中国效力
,

19 13年
,

谭前往夏威夷
,

接

着续往菲律宾
,

当地的中华同胞 视 其 为 英

雄
,

他则为他们作了多次飞行表演
。

19 15年

前后
,

谭到了中国
。

其时
,

国内政局动乱
,

谭四处漂流无所适从
。

19 16年和 19 19年
,

他

二次返回美国
,

最后一次到中国不久
,

谭德

根过早地告别了人世
,

时年仅三十岁上下
。

⑥

另一位早期美籍华人飞行员是林福源
,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中
,

他生于 旧金山的布彻

镇
。

@ 林自幼迷恋飞行
,

后于 19 13年时在圣

地亚哥的柯蒂斯航空学校获得了飞行执照
。

⑥ 19 14年
,

他随着在美国的中国君主立宪党

人组建的新时代航空公司前 往中国
。

L从二

十年代开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 以后
,

林在中

国服务于航空业 多年
。

1963年
,

他在香港过

世
。

@

革命党和她的后继者
,

包括国民党
,

早

期都很重视航空事业
,

特别是重视它的军事

潜力
。

据说
,

在 19 11年辛亥革命时期
,

孙中

山在美国的支持者们筹集资金买了六架飞机

支持革命党人
,

可惜 当时中国无人能驾驶这

些飞机
。

L 19 12年中华民国建立后不久
,

孙



中山和国民党被迫离开袁世凯控制的北京政

府
。

推翻袁政权的武装起义失败后
,

孙和他

的追随者们又处于流亡状态
。

他们试图在南

方建 立一个政权来对抗北京政权
。

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
,

飞机开始真

正用于军事 目的
。

19 16年
,

孙中山要求在美

国的国民党人购买一批飞机供他 的 军 队 使

用
。

L 19 17年
,

在美国的国民党人亦开始组

建航空学校
,

L招收年轻的美籍华人学 习飞

行技术并为革命服务
; “

航空救国
”

的口 号

开始盛行起来
。

当时
,

华人在美国社会中很

少有上升的机会
,

尤其是在航空业 中
,

因此

一些华人响应了
.

“

航空救国
”

的号召
。

杨仙逸是早期服务于国民党政权的美籍

华人飞行员之一
。

他被称为中国空军的创建

人
。

杨生于夏威夷
,

排行老三
,

其 父 杨 著

昆
,

龙檀香山的一位富裕粮商
,

亦是孙中山

的一名忠诚支持者
。

@ 杨仙逸十一岁时在檀

香已
_

!听了孙的演讲
,

开始信仰革命
。

在檀岛

结束学业后
,

他进入纽约州布法罗市的柯蒂

斯航空学校
,

19 16年他成为第一个领受陆地

和水上飞行驾驶执照的来 自夏威夷的美籍华

人
。

这位年轻人不久加入了孙中山在中国南

方的军队
,

并帮助组建 了中国的 第 一 支 空

军
。

19 20年
,

杨率领他的飞行小队进攻并帮

助击败了占踞广州的军阀部队
,

由是
,

国民

党得 以在此建立一块对抗北京政权的基地
.

此后
,

杨返回美国
,

说服其年迈的父亲捐赠

资金购买 四架飞机给孙中山的军队
。

他还积

极进行为国民党募捐的活动
。

将筹得资金用

于培养进入航空学校的青年华人
一创于员

。

他

的使命完成后
,

回来向广州报到
,

被任命为

192 2年新成立的航空局的负责人
。

此 后 不

久
,

19 23年9月20 日
,

他在一 次意外的地雷爆

炸事件中损命
,

年仅 32岁
。

为了纪念他
,

后来

国民党政府将这一天定为空军节
,

还在他的

故乡中山县境内建立了一所学校—
仙逸中

学
,

@杨仙逸葬于广州黄花岗内离冯如墓不

远的地方
。

和他葬 在一起的还有另一位美籍

华人飞行员叶少毅
,

他早年毕业于一所国民

党主办的航空学校
,

19 17年到中国服务于空

军
,

L 19 19年间死于一次飞行事故中
。

和叶少毅同班毕业 的有张惠长
,

他后来

成为广东的航空局局长
。

19 28年时
,

为了宣

传飞行活动
,

张率领三人小组驾驶一架单翼

飞机在中国作了首次长距离飞行
。

他们从广

州起飞
,

途经汉 口
、

南京
、

北京
、

沈阳
、

天

津
,

最后抵达上海
。

这是一次勇敢的表演
,

因为当时在中国
,

飞机起飞和降落的设 备是

很原始的
,

无线电和气象报告等还根本不存

在
。

黄光锐是张这次历史性飞行 的 同 伴 之

一
。

他在 19 28年升任广东航空局主任
,

少将

军衔
。

三十年代
,

为阻止一场严重的内战在

中国爆发
,

他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
。

当时
,

陈济棠统治下的广 东是半独立的
,

黄负责的

广 东空军在全国空军中占举足轻重的地位
。

1936年 7月
,

陈济棠决定对抗蒋介石的南京政

府
,

战争迫在眉睫
。

值此危急关头
,

整个广

东空军转向蒋介石
,

广东一些重要的军事将

领亦声明效忠中央政府
,

由此迫使陈辞职流

亡香港
。

@ 后来
,

黄继续多年服务于国民党

政府
,

然后退役 回美
。

二十年代
,

不少美籍华人飞行员相继来

到中国
,

到三十年代
,

人数更 多
,

因为 当时中

国受 到了 日本侵略的威胁
,

在美国的国民党

人入进一步致力于
“

航空救国
”

的宣传活动
。

航空学校和航空俱乐部在波特兰
、

纽约
、

洛

杉矶
、

旧金山和其他美国华人 比较集中的地

方纷纷建立
。

约有 200 名美籍华人受 到训练

被送往中国
,

服务于其人数甚少尚且超编的

空军 ( 200人中并不包括服役于美国空军
,

在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派往中国作战的美籍华

人 )
,

其中数十人最终战死疆场
,

一些人后

来成为国民党空军的高级将领
。

两位毕业于

波特兰航空学校的女飞行员李月英和黄桂燕



也来到中国
,

司借他们并未能冲破大男子主

义的束缚而开始自己的飞行生涯
。

⑥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

中国不再是 吸引美

籍华人飞行员前往的地方 了
。

因为其时
,

中

国已发展了自己的飞行队伍
,

不再需要从国

外招募飞行员了 ( 1929年时
,

国民党政府 已

建 立了中国第一所航空学校 )
。

另外
,

华人

在美国地位得到改善
,

有 了较好 的 谋 生 机

会
,

而二战后中国的政治
、

经济状况混乱
,

美籍华人不愿意舍此求彼到中国 去 寻 求 职

业
。

早期美籍华人飞行员之所以前往中国
,

有着多种动 因
,

例如着迷 于飞行事业
、

寻求

较好的谋生机遇和愿意为中国服务等等
。

他

们 的总人数相对来说并不很多
,

但是
,

他们

对中国航空事业的形 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的

贡献
。

需要指出的是
,

在早期美籍华人飞行

员参与中国航空事业的几十年中
,

中国从未

成为一个空军强国
。

这是因为在这样一个缺

乏 技术知识和工业建设的贫穷的 农 业 国 家

中
,

想建立和维持一支强大的空军是不可能

的
。

同时
,

仅靠航空事业并不能拯救国家
,

中国需要 比飞机更多更重要的东西来治癫 自

己的滴疾
。

不管怎么说
,

美籍华人飞行员的经历和

他们在中国航空事业形成及早期发展过程中

的作用
,

谱写了一段动人的历史
,

并向人揭

示了中国人和美籍华人的历史之间的相互联

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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