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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28 年
“

广州号
”

飞机全国长途飞行纪念信封

和孙中山
“

航空救国
”

题字

常增书

飞机这种飞行器
,

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

关系发生变化过程中
,

应用科学技术出现的

一种新兴生产力
.

孙中山先生敏捷的注视到

它的特殊作用
,

并将之纳为他民主革命思想

内容之一 而提出
“

航空救国
’

的口号
.

过岁寸

当时具有民主改革要求的中国早期知识界和

海外华侨
,

具有吸引力和调动力
.

所以在接

触资本主义意识较早的广东
,

容易被人接

受
,

这是广州较先开展航空宣传
,

率先创办

中国航空事业的一种基础
.

国民革命军第八路总指挥部航空处
,

于

192 8 年将已有的一架陆上飞机和一架水上

飞机分别命名为
“

广州号
’

和
“

珠江号
’ ,

准备

作一次空前未有的全中国长途飞行
,

目的是

宣传航空事业的作用
,

推动当时南京政府发

展航空
.

这次飞行名义上是向南京国民政府

作亲善飞行
,

但也有借机显示当时任第八路

总指挥陈济棠的地方军政势力的成份
,

以取

得他在南京政府的更大发言权
.

“

广州号
’

飞机于 1928 年 11 月 11 日自

广州大沙头机场起飞
,

沿长沙
、

汉口
、

南

京
、

北平
、

沈阳一线北上
,

后经天津
、

上

海
、

南昌航线南下
,

同年 12 月 18 日返抵广

州
,

历时 3 7 天
,

航程 5 8 9 0 公里 ( 3 6 6 0 英

里 )
.

驾驶者有当时航空处副处长
、

第一飞

机队队长张惠长和机师杨官宇
、

黄敏沛
.

这

次贯穿中国南北的长途飞行
,

是在当时机场

导航通讯设备很原始
、

沿途航路根本没有导

航仪器的情况下进行的
,

实在是震惊中外航

空史的伟大壮举
,

是中国第一批飞行员大无

畏精神和高超技能的体现
,

它对唤起民族自

信心确实具有重大意义
.

飞机于 192 8 天 12

月 4 日飞抵上海之后返航广州之前
,

当时任

中华航空协进会中枢执行委员会主席的陈济

棠
,

为更加扩大此次飞行的影响
,

便与上海

邮政局商议
,

在该机回程广州时
,

特制一种

纪念信封
,

免费为各界携带一批邮件
.

欣获

邮局同意后
,

又和机长张惠长讨论
,

最后双

方议定
:
此批免费邮件必须使用

“

中华航空

协进会
,

特制的信封和信笺 ; 优惠只收一分

钱印刷费 ; 每封信件不得超过邮局规定的平

常信 加 公分的重量 ; 收信人地址仅限广州

市区内 ; 全部信件最迟在 12 月 16 日 18 时

前送到航协会
.

原定全部邮件先送交邮局逐

一盖上海寄出日戳
,

但因时间来不及
,

只好

临时决定改由航协装包直运上海虹桥机场即

送入机舱
.

所以
,

此次携带的全部邮件只有

盖
“

广州十七年十二月十八日十四时
”

的到达

日戳
.

该机 17 日上午 9 时由上海启程
,

中

途遇大雾
.

被迫在南昌降落
,

次 日上午 9 时

自南昌直飞广州
,

下午 2 时安全降至大沙头

机场
,

顺利完成了此次历史性飞行
.

航协印制的中式纪念封长 24 公分
,

宽

18 公分
,

封面上的字和图均刷红色
,

左边

书写有 :
`

中华航空协进会中枢执行委员会第

一次全国飞行纪念信封
”

和
“

投信人
’ “

地址
,

字样
,

下边有一架在天空云中飞行中的单翼

飞机
,

机身有
“

广州
’

二字
,

飞机下前方有

月
、

日
、

时三字
.

(见图一 )

也有人不用航协特制信封
,

或用普通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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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封
,

或用商业公司信封
,

有的贴航空邮

票
,

有的则贴用普通邮票
,

全部也由
“

广州

号
”

空运到广州了
.

罗家声同志在 《 中国早

期航空邮政史话》 一文中说
: “

集邮者黎永锦

通过私人关系
,

不用航协纪念封
,

而用
`

惠

民奶粉公司
’

西式封寄出信件两封
,

也不贴

邮票
,

只有广州十七年十二月十八日十四时

到达日戳
,

但另盖指示戳
”

等语
.

在我的藏

集中有黎永锦用
`

惠民奶粉公司
”

从沪航空寄
`

广州市粤海关戴辅臣先生
’

信封一件 (见图

二 )
.

戳文
`

国民革命军第八路总指挥部航空

处广州号航空邮件
” ,

全戳文字为自左往右

读
,

但罗文附图戳为自右往左读
,

也许当时

使用过两种戳
,

不过
,

从文字内容看
,

可将

它视为
“

广州号
’

携带邮件专用纪念戳
.

关于这批邮件上所盖的各种纪念戳式
,

历来说法不一
,

我藏之航协封 (见图一 ) 正

面有大中小三种不同戳式
.

大的面积为 .7 2

x 7
.

2 公分
,

图案是张惠长等三人肖像和中

国沿海地图以及此飞行航线 ; 中的 4
.

1 x 2
.

8

公分
,

内有中英文
“

民国十七年第一次飞行

从上海至广州
”

字样
,

上列两戳盖紫红色 ;

小的为一架 4 公分长的
`

广州号
”

单翼飞机
,

盖淡蓝绿色
.

信封背面有
“

广州府十七年十

二月十八日十四
’

邮政 日戳
,

另在封口上方

有 5
.

A
.

P A P P A D O P u L o 寄信人姓名印章

和上海地址
.

有人说
,

这三个戳式并非所有

信封都盖有
,

也不是航协刻制
,

可能为邮商

刻造
。

但是
,

周今觉早年则以为三戳均为航

协刻用
,

他从戳印之精细程度研究分析
,

认

定非个人所能
.

因为三位驾机者的照片第一

次出现在上海报纸上的时间是飞机返广州的

前一天
,

在一天之内逼真细致地造出几枚图

章实在不可想象
.

另外刘广实同志的笔记中

也认为 :
“

三戳可能是航协最初预备使用的
,

但看见印出的纪念封上文字图案已很充实
,

不必再加盖其他戳记
,

故刻而未用
.

当时有

人请求盖于信封上留作纪念
,

也就同意了
,

但是三戳非邮局刻用
,

只能称作
“

纪念图

章
” .

我同意周
、

刘二位服仑
,

不过
,

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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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政局合法途经递送
,

仍不失为中国早期航

空邮政记载下的历史遗迹了
.

航协信封背面用蓝色印有孙中山题之
“

航空救国
’ 、 “

孙文书
’

七个字 (见图三 )
、

说

明航协此次举办飞行的宗旨
.

造飞机的人材和成就
.

广东的海外华侨在孙

中山民主革命思想影响下
,

不但捐款购买飞

机支持孙中山民主革命
,

不少人也开始研习

航空技术
.

辛亥革命后
,

孙中山为捍卫共和

制而斗争
,

自 19 17 年至 19 25 年曾三次回广

州建立政府
,

将发展空军作为重要军事建设

之一
,

因此
,

为广州航空事业莫定了一定基

础
.

旅美华侨冯如
,

1 904 年即提出
`

提倡航

空
,

振兴中华
,

的主张
,

并努力钻研飞机科

学
,

1909 年 11 月 12 日由他亲自设计制造

的飞机试飞成功
,

轰动美国
.

加利福尼亚
《美国人民报》 发表题为

“

中国人在航空方面

已超过美国
’

的报导文章
.

当时在美国的孙

中山也到试飞现场参观
,

甚为兴奋
,

大声赞

称 : `

吾国大有人矣!
’ .

19 11 年 4 月
,

冯如率
“

广东飞行器公

司
’

人员
,

带着他制造的两架飞机回到广

州
,

建厂于燕塘
.

同年 10 月 10 日武昌起义

胜利
,

辛亥革命成功
,

冯如坚定支持孙中山

革命
,

计划组织飞行队
,

参加北伐
.

19 12

年 8 月 25 日冯如驾驶由他设计制造的飞机

在广州燕塘作飞行
,

宜传
“

航空救国
’ ,

但飞

行中失速
,

机身坠下
,

重伤致亡
.

孙中山以

临时大总统名义命令
`

从优照少将阵亡例给

恤
,

并将事实宣付国史馆
, ,

将其墓筑于黄

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左侧
,

碑塔正面篆刻
`

中

国始创飞行大家冯如君墓
, .

解放后
,

广州

天河区文史馆建
“

冯如坠机处
’

纪念碑一座
.

192 2 年 3 月
,

另一名旅美华侨飞行

家
,

飞机制造师杨仙逸回到广州
,

孙中山任

命他为中华民国大元帅府航空局局长兼广东

飞机制造厂厂长
,

杨即聘请了两名美国航空

工程师
,

同 1 920 年 2 月在广州大沙头建立

的飞机修理厂的工人们一起
,

参照美国寇蒂

斯 J N 一 4D eJ n 一 ny 型飞机特点
,

自行设计

了一架双翼小型飞机
,

19 23 年 6 月经多次

试飞成功
,

孙中山决定由他和夫人宋庆龄主

持正式飞行典礼
,

选派第一飞行队长黄光锐

航官

枚国

系久嗜

图三

孙中山先生提倡
“

航空救国
’

的思想来历

已久
,

当资本主义国家研制飞机成功之后
,

早就引起他的关注
,

尤其重视中国人研究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