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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基反潜机

艇
。

战后
,

大型飞船和岸基巡逻机都归属

皇家空军岸基航空队
。

到现在还如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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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航空工业与华侨

孟力

广东是我国近代航空的重要策源地
,

它被誉为航空摇篮
,

它是在孙中山航空救

国思想指引下开拓
、

发展起来的
。

孙中山

是我国近代航空的奠基人
,

华侨则是航空

的先驱开拓者
。

飞行是这样
,

飞机制造也

是如此
。

1 9 1 1 年孙中山旅美旧金山
,

一再

嘱咐侨团
: “

按排华侨青年学习飞行技术

和飞机制造
” , “
助成飞船队的成立

,

充革

命军用
” 。

广东航空工业一开始
,

就有它显

著的特色
。

一是有强烈的奋发图强振兴中

华的强烈爱国主义精神 ;二是集飞行与飞

机制造于一身
,

既是飞行家
,

又是飞机设

计
、

制造
、

试飞家
; 三是艰苦奋斗 自力更

生 ;
自筹资金

,

自己管理
; 勇于实践

,

勇于

创新
; 四是善于学 习先进的科学技术

,

集

自行设计制造
、

引进
、

仿制和装配
、

购制于

一体
,

既依靠国内员工
,

又充分发挥外国

专家的作用
。

(一 )第一个由华人在国外创办的飞

机工厂

旅美爱国华侨冯如
,

鉴于美国莱特兄

弟驾机试飞成功
。

他下定决心
“
是福宣足

以救国者
;吾闻军用利器

,

莫飞机若
。

誓必

身为之倡
,

成一绝艺
,

以归飨祖国
。

苟无

成
,

毋宁死 !
”
以此为 目的献身航空事业

。

1 9 0 6年冯如提出
“

壮国体
,

挽利权
”
为宗旨

研制飞机
。

19 0 7 年由华侨集资在奥克兰市

东 g 街 3 59 号租了一座面积仅 80 平方英

尺的房屋为厂房
,

定名为广东制造机器

厂
,

开始了研制飞机的工作
。

当时还有黄

祀
、

张南
、

谭耀南及朱竹泉
、

朱兆槐
、

司徒

璧如等华侨青年
。

19 0 8 年 4 月
,

制出了第

一架飞机
,

但试飞不成功
,

离不了地
。

工9 09

年 2 月
,

经改进后试飞时
,

虽能离地
,

但又

摔了下来
。

这样边总结
,

边改进
,

虽屡次失

败
,

但他并不灰心
。

故每失败一次
,

就前进

一步
。

19 1 1年 l 月 18 日第七架飞机才完

全试飞成功
。

此后多次表演都很理想
,

但

他仍精益求精
,

不断完善
。

19 11 年 2 月 5

日飞行
,

创当时国际飞行比赛的记录
。

无

怪乎《加利福尼亚美国人民报 ))9 月 23 日

发表了
: 《中国人的航空技术超过西方 》的

文章
。

冯如制造飞机是自己设计绘图
,

自己

按设计图制成模型
,

进行试验
,

再按模型

制成一个个部件
,

然后再装配成一架飞

机
。

飞机经过多次飞行
,

证明性能良好
,

定

型之后
,

再造第二
、

三架
。

(二 )第一个由华侨在国内创办的飞

机工厂

冯如制造的第一架飞机完全成功之

后
,

决定将广东制造机器公司更名为《广

东飞行器公司》并迁回祖国广州市
,

以发



展祖国航空事业
.

19 1 工年 3 月 22 日抵香

港
,

冯如一行 (包括朱竹泉
、

朱兆槐
、

司徒

璧如 )及飞机两架
、

设备
、

器材到广州后
,

选燕塘为飞机制造厂厂址和飞机场
。

飞行

器公司亦设于燕塘
。

由于离美时受到孙中

山启发
,

拒绝为清政府办事
,

也不在两广

总督府供职
,

因而受到刁难限制
,

不能公

开表演飞行
,

致使公司业务陷于停顿
。

武昌起义爆发
,

广州光复
,

成立了广

东军政府
。

冯如当即投身革命
,

被任命为

广东革命军飞机长
,

朱竹泉为飞机次长
,

司徒璧如
、

朱兆槐为飞机员
。

冯等受命后

立即恢复了广东飞行器公司的制造
、

装配

飞机的工作
,

用了三个月的时间
,

制成了

飞机一架
。

(从美国带回的飞机在船运中

受湿
,

机件锈蚀
,

马力不足
,

不堪使用 )
。

飞

机制成后还来不及北上参加作战
,

清王朝

末代皇帝退位
,

清政府垮台
。

冯如为普及航空知识
,

唤起同胞对发

展祖国航空事业的认识和支持
,

于 4 月在

台山侨乡作飞行表演非常精彩
,

非常成

功
。

这是中国人驾驶在国内自制的飞机
,

第一次在祖国上空作飞行表演
。

不幸的是

冯如于 8 月 25 日在燕塘表演时
,

飞行失

事遇难
,

年仅 29 岁
。

他为始创祖国航空事

业
,

为自己制造飞机
,

写下了光辉的第一

页
。

(三 )第一个获得万国飞机比赛的冠

军
19 1 0 年 7 月在美国芝加哥举行了万

国飞机制造比赛大会
,

我旅美华侨谭根 自

行设计
、

自造的水上飞机获得冠军
,

成为

第一个在国际航空比赛中夺魁的中国人
。

1 9 1 2 年 4 月 7 日在参加圣地亚哥举行的

美国飞行大赛上取得成功并授予他银杯

和美国国旗
,

被称为
“

东亚飞行第一人
” 。

可谓轰动一时
,

名扬海外
,

华侨之光
。

谭根是我国航空先驱
、

水上 飞机设汁

师
,

1 9 10 年毕业于美国希敦飞机实验学

校
,

获加利福尼亚飞行会和万国飞行协会

证书
。

他在华侨资助下
,

试制水上飞机
,

是

世界上早期水上飞机设计制造者之一
。

他

设计制造的水上飞机
,

采用新式结构
,

设

计新颖
,

把发动机装在机头上
,

性能优于

欧美国家同类飞机
。

(四 )美洲中华飞机制造公司

19 12 年香山籍 (今中山市 )华侨杨著

昆受孙中山之嘱
,

在美国夏威夷檀香山创

建了中华飞机制造公司 (亦称中华飞行器

公司 )
。

那时伍平一任公司总理 ( 19 1 1年孙

中山旅美时他曾担任秘书 )
。

谭根任设计

师
,

并培训飞行员
。

1 9 1 3年初制成一架
,

由

谭根试飞成功命名为
“

六月妖精号
” 。

这是

旅美华侨继冯如
、

谭根之后在国外 自行制

造成功的第三架飞机
。

现仍存有试飞之照

片
。

孙中山闻讯飞机制成后
,

非常高兴
,

当即电知伍平一
,

要谭根准备携带该机回

国
,

参加革命军讨袁
。

后因各省讨袁运动

相继失败
,

李烈均讨袁军也告失败
。

谭根

回国一事随着二次革命的失利而作罢
。

(五 )美洲中华民国飞船公司
19 13 年伍平一鉴于华侨大多集结美

国西部旧金山一带
,

逐与谭根在三藩市筹

拟另筹组中华民国飞船公司由董事会推

粤籍旅美华侨伍平一为总理
,

刘省吾任秘

书
,

赵仲江为司库
,

管理该公司财务
。

刘
、

赵二君为屋得同盟会中坚
,

为革命筹晌出

力甚多
。

赵回广州被龙济光所杀
,

后追认

烈士葬于红花岗
。

后公司因种种原因未办

成
,

未造出飞机
。

稍后谭根又设立飞行速

成科
,

亲自授课
,

专门教练水陆两种飞行



技术
。

19 1 5年孙中山函邀谭根回国
,

伍也 府
,

重建航空局
.

并决定在大沙头兴建飞

离美去港
,

公司乃 自行解散
。

它反映了华 机制造厂
,

委杨仙逸局长兼任厂长
。

厂房

侨致力于开拓航空的精神
。

就设在航空局的楼下
。

设备很简陋
,

条件

(六 )美洲图强飞机有限公司 很艰若
,

人员也仅 20 多个
,

但它是我国第
1 9 1 8 年旅美华侨在旧金山创办了图 一个革命的飞机工厂

。

杨仙逸是一位航空

强飞机有限公司
。

从当时该公司公布的缘 专家
,

对飞行制造精通
。

他秉承大元帅旨

起倡议人
、

创办人
、

董事及临时机构可说 意
,

深知要建设一支有战斗力的飞机队
,

是美洲华侨各界名流创办的
,

有相当规模 不能单靠从国外买飞机
,

必须自力更生
,

的航空公司
,

它的宗旨就是
“

作育多材
,

展 建立自己的飞机工厂
,

自己能生产制造飞

布飞行事业
,

以储救国利器
。 ”
其唯一的目 机

。

在他的主持下
,

终于自行设计制成我

的是
“

期使吾国军界
、

营业界并开一新纪 国第一架战斗飞机
。

为了祝贺这架
“

我们

元
”
以达到

“
图强

、

福群
、

利国
”
的目的

。 “
图 自己制造的飞机

” ,

孙夫人以极大的勇气

强飞机有限公司缘由
”
可以说是华侨发展 参加了试飞

,

并同意以 自己的学名
“ R oS --A

祖国航空的宣言书
,

它表达了
“
航空救国

” M O N D E
, ,

(乐士文 )来命名
。

中山先生亲自

的期望
。

主持了试飞
、

命名
、

典礼
,

曾致函友人称
:

公司创办人
、

公司的经理
、

书记
、

司
“
至于飞机

,

自己可以造
,

目前完成第一

库
、

总飞机师
、

制造飞机师均为旅美华侨 架
,

比之国外所造者尤甚
,

以后当陆续 自

社会贤达
,

侨领
、

实业家
、

航空专家
。

航空 造
,

不须外来矣? ”

其实
,

早在 19 21 年在他

界著名的杨仙逸
、

蔡司渡
、

陈应权
、

周蜻等 所著
“
国防计划

,

一书中
,

共有要 目 62 项
,

均为中坚力量
。

有关航空建设发展者
,

多达 9 项
。

包括
“

发

该公司为了 日后回国办厂
,

建立基 展航空建设计划
” , “

航空建机计划
”
向列

地
,

曾规定集资者必为华侨和华人以免引 强定制航空新式兵器… … 以为仿制兵器

起资产纠纷
。

为了避开美政府诸多限制
,

之需
。 ”
可见孙中山始终将创建发展航空

曾利用该公司合法身份培养华侨航空人 力量的物质基础
,

置于自力更生发展自己

员
。

1 9 2 0年杨逸仙奉孙中山之命回美国培 航空工业的基础上
。

这架飞机剪彩试飞

训机师
,

就是打着
“
图强飞机有限公司

”
的 后

,

即编入飞机队多次执行讨伐陈炯明叛

招牌办的
。

这批航空人员是推行
“

航空救 军的战斗任务
。

孙中山从
“
乐士文

”
号飞

国
”
开拓革命航空的骨干力量

。

其中有黄 机
,

看到了中国航空工业发展的光辉前

光锐
、

黄秉衡
、

杨官宇
、

吴顾之
、

马瑞麟
、

聂 景
。

故特为飞机工厂亲书
“

航空救国
”
四

开一
、

李逢煊等空地勤人员
。

公司总飞机 字
。

这也是对工厂全体职工的高度评价和

师
、

副总飞机师蔡司渡
、

陈应权奉召先后 勉励
。

回国
`

陈应权 19 19 年 6 月任援闽粤军航 这个时期
,

北洋军阀政府南苑航空教

空队队长
。

蔡司渡参加第一次北伐
,

后任 练所
,

潘世忠于 19 2 2 年仿造高德隆式

元帅府飞机队长
。

(法 )教练机一架
。

海军部马尾海军工程处

(七 )孙中山大元帅府飞机制造厂 由包玉藻
、

王佐
、

王孝顺于 1 9 1 9 年制成甲

19 2 3 年 3 月孙中山回广州再组元帅 一型初级教练机一架 (杨仙逸曾为之试飞
,

3 0
·



提出改进意见 )
。

该处于 1 92 8年更名为海 进美国设备
,

比较先进的多功能的
,

除自

军飞机制造处
,

技术力量较强
,

是我国早 行研制外
,

还仿制装配国外先进飞机
。

厂

期有成就的飞机制造厂
。

长先后有周宝衡
、

梅龙安
、

林福元担任
,

技

(/ 劝东山飞机制造厂 术骨干皆为华侨
,

还聘用外国专家
。

大革命失败后
,

广东航空仍遵循孙中 工9 3 5年底开始制造飞机
。

先是制造自

山航空救国遗旨
,

大力发展航空
,

特别重 己设计的
“

复兴
”

号飞机 20 架
。

1 9 3 6 年 5

视航空工业的建设
。

1 9 2 8年将原飞机修理 月第一架出厂
,

该机可用于教练
、

侦察
、

射

厂扩建为东山飞机制造厂
,

委梅龙安继任 击
、

轰炸
、

通信
。

西安事变后周恩来多次乘

厂长
。

工厂继承发扬杨仙逸烈士精神
,

艰 它往返延安
、

西安
。

与此同时又担负仿制

苦奋斗
、

自力更生
、

奋发图强
,

积极开展飞 美式霍克一 l 型驱逐机 30 架 (实生产 44

机修理
,

并着手自行研制飞机
。

年底
,

即制 架 )
,

装配
“

窝梯
”

型轻轰炸机 20 架的任

成 (利用旧件拼凑 ) 飞机一架
,

命名为
“

羊 务
。

韶关飞机制造厂是当时国内屈指可数

城
”

50 号
。

1 9 2 9 年夏天制造成
“

羊城
”
号飞 的大型飞机制造厂

。

它所生产的
“

复兴
”
号

机 4 架
,

编为羊城 51
、

52
、

53
、

5 4 号
。

1 9 3 0 飞机
,

性能甚好
,

可完全 比得上当时国外

年制造成
“

羊城
”

号飞机 55
、

56
、

5 7
、

5 8 号 4 同级的飞机
。

所生产的
“
霍克一 111 ”

飞机
,

架
。

到 1 9 3 3年再制造出
“

羊城
”

号阿维安 功率为 7朽 匹马力
,

最大时速达 38 4 公

飞机 70
、

71
、
7 2

、

7 3 号 4 架
。

19 3 4 年春又续 里
。

在抗战初期空战中发挥了作用
。

广东

造
“

羊城
”
道格斯式飞机 74 号一架

,

接着 空军陈其光中队长
,

就是驾此飞机在太原

续造 75
、

76
、

7 7
、

7 8号 4架
。

这个飞机工厂 上空击落被 日寇称为
“

驱逐之王
”
的三轮

直到抗战爆发总共设计制造了
“

羊城
”

号 宽
。

教练机
、

驱逐机
、

轻轰炸机等各型飞机 6 0 工9 3 8 年秋
,

战火迫近
,

广州东山飞机

多架
。

这些飞机全部装备了航校和飞机 制造厂奉命北撤韶关
,

主要部分与韶关飞

队
,

受到了使用单位的欢迎
,

为发展航空 机制造厂合并
,

一起内迁云南昆明
。

广州

扩建飞机队提供了必备的物质条件
。

广东 东山飞机制造厂部分改为空军第十飞机

航空发展
,

航校
、

飞机队乐于使用 自己制 修理厂
。

韶关飞机制造厂改名为空军第一

造的飞机
,

也促进了航空工业的发展
。

这 飞机制造厂
。 “

复兴
”
号的制造即停下来

,

所航空工厂
,

依靠华侨
,

依靠广东 自身力 将材料移作仿制苏式依一 15 型驱逐机
。

梅

量
,

造出了这样多的飞机
,

被誉为当时我 龙安调离任闲职
。

国最有成就的一个飞机制造厂
。

(十 )飞机制造专家人才辈出

(九 )韶关飞机制造厂 广东在开拓航空的事业中
,

一开始就

随着广东航空的发展
,

飞机队的扩 注意了在华侨中广泛进行航空工程人员

编
,

对飞机的需求量也日益增大
,

仅一个 的培养
,

而大部分是先攻读飞机制造
,

后

东山飞机制造厂难以解决
。

19 3 4年初广东 再学飞行技术
,

既精通机械
,

又精于飞行
。

空军司令部决定在韶关再建一个飞机工 如谭根
、

林福元
、

杨仙逸
、

周宝衡
、

杨官宇
、

厂 (开始出于某种原因
,

仍称飞机修理 丁纪徐
、

陈秀
、

梅龙安
、

谭寿等
。

他们有些

厂 )
。

19 3 5年 8 月基本建成
,

该厂是一个引 曾长期服务工程机务
,

飞机制造部门
。

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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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从事航空工程
、

科研和飞机制造的华侨

有卢维溥
、

李其苏
、

邓亮
、

黄三旋
、

余仲奎
、

黄漩
、

骆维协等
。

从历史的观点来看
,

冯如

为自行设计
、

自行制造飞机
、

自办工厂创

了头 ;
被誉为中国航空之父的杨仙逸

,

他

主持设计制造了第一架军用飞机
,

为制造

飞机奠定了基础
,

广东航空工业
,

从此发

展起来
。

林福元
、

周宝衡为开拓我国的航

空工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
梅龙安是一位

资历深
,

任职时间长
、

杰出的飞机设计家
、

制造家
、

有才华的飞机工厂的领导者
。

他

继承了杨仙逸创业精神
,

为开拓发展祖国

航空工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详见另文 )
。

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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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大百科全书一一

航空航天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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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空

军史料 》
、

《航空史研究》
、

《国父与空军 》
、

姜长英
: 《中国近代航空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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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军区空军干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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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明阳

1 9 4 9 年 10 月 1 日
,

党和国家要在北 色边缘红带的
“
八一

”
机徽

。

在初升的阳光

京
“
天安门广场

”

举行大典
,

与首都人民一 照耀下放射着灿烂的光芒
,

显得格外的雄

起同庆武装夺取政权的伟大胜利
。

中央军 伟
、

英俊
。

这是最早使用人民空军新机徽

委决定
:

由 17 架各型飞机 (歼击
、

轰炸
、

运 的我军第一个飞行中队
。

输
、

教练和通信联络机 )组成空中分列式
,

通过天安门上空
,

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以

及数百万首都人民的检阅
,

这 17 架飞机
,

有 9 架北美 P一 5 1( 野马 )式战斗机
、

两架

地海威兰 F B 卜且丈2 6 “

蚊
”

式战斗 /轰炸机
、

l

架寇蒂斯 c 一 4 6D “

突击队员
”

式运输机
、

两架达格拉斯 D c 一 3/ c 一 47 式运输机
、

l

架史汀生 L一 5
“

哨兵
”

联络机
、

两架波音

PT 一 17 初级教练机
。

这个机群
,

飞机的用

途各异
,

速度不等
,

外型相差悬殊
,

大到庞

然大物 c 一 4 6
,

小到
“

空中吉普” 一 5
。

全

部是蒋介石
“
送给

”

解放军的礼物
。

机群的

阵容很不整齐
,

也不壮观
,

但它却代表了

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个新军种的胜利诞生
。

在 工9 4 9 年
“

十一
”

前夕
,

这 17 架 飞

机
,

全部喷了新漆
,

喷上了两边配以金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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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机徽是怎样产生的呢?

l 。。。年 3 月
,

中国共产党在西柏坡若
开我党七届二中全会

。

为了建立人民空

军
,

会议期间
,

3 月 8 日
,

毛主席等中央首

长专题听取了《东北老航校》领导常乾坤
、

王弼同志的工作汇报和组建空军的建议
。

中央决定立即成立军委航空局
、

为正式组

建人民空军作准备
。

3月 30 日
,

中央军委

任命常乾坤为航空局局长
、

王弼为政委
,

从 《东北老航校 》抽调一批干部组成航空

局机关
,

负责统一领导中国人民的航空事

业
。

在北京市灯市口同福夹道 7 号办公
。

航空局工作是十分繁忙的
。

( 1) 组织建设
:

航空局机关刚建
,

本身

需要建全组织
。

还要为组建空军领导机关

为中央军委提出咨询方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