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孙中山与中国早期航空事业

潘银良

近代航空业的积极倡导者

自从 19 03 年美国莱特兄弟研制成功第一架飞

机之后
,

孙中山先生就敏锐地觉察到了飞机的重要

性
,

并把它与中国的革命实践联系到一起了
.

1 9 1 0 年
,

孙中山到美国后
,

立即指示旅美同盟

会会员抓紧时间
,
组织有志青年学习飞行技术和飞

机制造技术
,

以便 日后为祖国服务
。

植香山成立同盟

会分会时
,

他又鼓励分会同志筹办中华飞机制造公

司
。

n 月初
,

孙中山在马来亚缤榔屿接到美国军事

学家咸马里寄来的有淇论文《飞机在战争中的用途 》

的《哈泼周刊 》之后
,

于 7 日回信说
:

“
至于你对飞机在战争中用途的见解

,

我已一再

拜读
,

至为赞佩
。

你的所有论证均极正确
。 ”

1 9 1 1年 1 月底 2 月初
,

中国第一个飞行家冯如

在美国奥克兰作飞行表演
,

孙中山行抵旧金山闻讯

后立即赶到奥克兰观看
,

并面对冯如和前来参观的

广东侨胞
,

即席用广东话发表演说
。

他一开 口便 自豪

地说
: “

我们中国有杰出的人材 !" 尔后便启
`

发冯如认

清形势
,

把才智献给革命事业
,

冯如 自此便毅然改变

担任清政府飞机师的决定
。

从 1 9 1 1 年 5 月 至 11 月
,

孙中山曾在三封致革

命党人的信件中谈到了飞机
。

尽管是寥寥数语
,

却颇

有见地
。

第一封信是 5 月 31 日写给华侨飞行家李绮庵

的
。

信中说
: “

飞船 (即飞机 )习练一事
,

为吾党人材中

之不可无
,

其为用 自有不能预计之处
,

不独暗杀已

也
。

兄既有志此道
,

则宜努力图之
。 ”

2 4

第二封是 9 月 14 日的复萧汉卫函
,

函中赞成革

命党人研习飞机
,

并指出
: “
飞机一物

,

自是大有利于

行军
。 ”

第三封是致旅美同志的
。

孙中山说
: “
阮伦兄等

谋设飞船队
,

极合现时之用
,

务期协力助成
,

以为国

家出力
。 ”

由此可见
,

孙中山已把培养和罗致航空人才作

为革命事业的一项重要任务了
。

在中华民国成立之

前
,

对飞机的用途以及它在革命中的地位有如此深

刻认识的人
,

恐怕当时惟孙中山先生一人耳 !

组织革命航空队

辛亥革命爆发后
,

为增强革命力量
,

孙中山号召

美洲华侨在美洲同盟会总支部的领导下
,

出钱出力
,

组织华侨革命飞机团回国参加革命
。

冯如在孙中山

影响下终于投身革命
,

回国创建并领导了粤军都督

府航空队
。

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
,

孙中山极为

重视回到南京的华侨革命飞机团
,

特意拨地开辟南

京演武厅为飞机场
,

任命李绮庵为飞行队长
。

南京临

时政府拥有自己的飞机
,

对清帝退位起了重要的威

慑作用
。

二次革命失败后
,

孙中山于 1 9 13 年 8 月出走日

本
。

次年
,

在 日本西京琵琶湖八日市
,

孙中山创建了
“

中华革命党航空学校
” ,

聘请 日本飞行家尾崎行辉
、

立花了观为教官
,

美国人斯密斯为顾问
,

购有法国法

尔门式飞机 2 架
,

学生 20 余人
,

均为华侨青年
。

1 9 15

年
,

孙中山在该校演讲时强调
: “

飞机将是未来战争

决战的最后武器
。 ”

并进而阐述了
“

航空救国
”

的思



想
。

不久
,

该校因故停办
,

孙中山便打算在国内再办

一所航空学校
。

191 5 年 7 月
,

以季实为普办
,

王广龄

为会办
,

谭根为飞行主任兼航空队司令长官
,

在广州

成立航空学校筹备处
。

后因部分学员和飞机参加反

袁斗争
,

筹办航校之议遂暂时搁置
。

为反对袁世凯称帝
,

孙中山先生曾多次打电报

给海外革命团体
,

请他们迅速购置飞机
,

组织飞机

队
,

返国参加反袁斗争
。

由于所购 飞机无法及时运

到
,

孙中山于 1 9 1 6 年 4 月 27 日从 日本返沪亲 自部

署这一事宜
。

5 月 4 日
,

以居正为总司令的中华革命

军东北军向盘踞在山东潍县周村的靳云鹅部发动猛

攻
。

被孙中山任命为骑兵队兼飞机队队长的昊光海

率马超俊等人驾机作战
,

轰炸了济南城内山东督府
,

战果颇佳
。

这是中国首次使用飞机作战
。 ;

此后
,

孙中山
’

先生曾三次回广东主持革命政府
,

由于讨伐军阀的实际需要
,

加上有不少华侨航空人

才退粤
、

使孙中山得以组织航空队继续革命
,

并发展

航空事业
。

孙中山先生第一次回广东主持革命政府
,

在航

空方面的大胆尝试是设立航空处
,

着手组建航空队
。

19 1 7 年 7 月
,

孙中山为反对北洋军阀解散国会

从上海南下
,

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
,

并于 9 月 10

日就任中华民国政府海陆军大元帅
。

10 月间
,

护法

战争爆发
。

孙中山决定各路大军会师武汉
,

大举北

伐
。

为配合此质军事行动
,

他于 19 18 年初在大元帅

府下设立航空处
,

处长是美国归侨机械专家李一得
,

副
一

处长张惠长
,

飞行员有陈庆云
、

蔡司度等
,

均为华

侨
。

航空处有旧飞机 2 架
。

由于参加护法的各路人马各有算计
,

在广东的

桂系军阀又唆使政学系排斥孙中山
,
7 月间将军政

府大元帅制改为七总裁负责制
,

孙中山被迫离粤返

沪
,

护法运动遂告失败
。

此后的孙中山虽离开 了广

州
,

但仍十分关心航空 队的组建
。

1 9 1 9 年 2 月 18

日
,

他自沪复函林森
,

请他就近告知杨仙逸
、

张惠长

赴汕头襄助粤军建立航空队
。

4 月 19 日
,

在得知杨
、

张二人 已由汕头抵达潭州后
,

他又致函杨仙逸
,

希望

他们发挥 自己
“
对于飞机学问

,

研究素深
”

的优势
,

“
力展所长

,

羽翼粤军
,

树功前敌
”

。

1 9 1 9 年 6 月
,

援

闽粤军在福建漳州成立航空队
,

队长为陈应权
,

实际

总指挥则是杨仙逸
,

队员有蔡司度
、

叶少毅
、

李光辉

等人
,

前后拥有飞机 6 架
。

1 920 年 8 月
,

当粤军奉孙中山之命回粤讨伐桂

军岑春煊
、

莫荣新时
,

杨仙逸指摔航空队在广东全省

各县市上空散发了讨逆传单
。

杨仙逸和张惠长还驾

驶美制鸭婆水上飞机轰炸了莫荣新在广州的广东督

军公署
,

令叛军连夜退往三水
,

继而又退往肇庆
、

德

庆一带
。

航空队乘胜迫击
,

沉重打击了叛军
。

’

孙中山先生第二次回广东主持革命政府时
,

也

设立了航空机构
,

即航空局
,

并组织了飞机队随军北

伐
。 `

桂系军阀被赶走后
,

孙中山先生于 伪20 年 n

月 28 日离沪抵穗
,

次 日即重组军政府
,

宣布继续护

法
。

同 日
,

在广东大沙头设立直属大元帅府的航空

局
,

孙中山任命朱卓文为局长
。

航空局下辖两个飞机

队
,

张惠长为第一飞机队队长
,

有水上飞机 5 架 ; 陈

应权为第二 飞机队队长
,

有陆上飞机 4 架
。

为激励航

空人员
,

孙中山亲笔为其题了
“

志在冲天
”
四个大字

。

1 91 2年 4 月 7 日
,

国会非常会议参众两院联合

会在广州举行
,

孙中山被选为大总统
。

次年初
,

杨仙

逸从美国率黄光锐
、

林伟成等一批在美国航空学校

学过飞行的爱国青年及在美驹置的飞机返回广州

后
,

孙中山欣喜不 已
,

遂于 2 月改组航空局
。

航空局

局长仍为朱卓文 、张想长任创局长兼第一飞机队队

长
,

陈庆云任第二飞机队队长
。

与此同时
,

孙中山还

指示在大沙头成立由朱卓文兼任校长的航空学校
。

1 9 2 2 年 5 月 4 日
,

孙中山以大元帅名义声讨徐

世昌
,

下令北伐
。

两天后
,

北伐军分三路进攻江西
,

张

惠长
、

陈庆云率飞机队进驻韶关及赣南一带配合作

战
,

壮了声威
。

盆视发展航空工业

陈炯明叛变以后
,

孙中山先生于 1 9 2 2 年 8 月 9

日乘中山舰离穗赴沪
,

第二次护法失败
。

陈炯明被打

退至惠州之后
,

孙中山于 1 923 年 2 月返回广州
,

重

新成立了大元帅府
,

就任海陆军大元帅
,

第三次在广

东主持革命军政府
。

此时孙中山先生在航空方面除

了继续组织航空队讨逆以外
,

还建立了飞机装配厂
,

为中国的航空工业铺下了一块基石
。

1 9 2 3年 3 月 2 日
,

孙中山任命杨仙逸继任航空

局局长
,

随杨从美国归来的黄光锐
、

林伟成分别被任

命为第一
、

二飞机队队长
,

时有 6 架陆上飞机和 2 架

水上飞机
。

杨仙逸除飞行技术高超外
,

对于航空工程

学
、

机械学等均有研究
,

他聘请了两个美国航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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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偕中国工程师卢维溥等
,

在广东大沙头的飞机装

配厂欲自己制造飞机
。

6 月
,

终于制造成功
。

这是一

架金尼式陆上双典教练机
,

定于 7 月试飞
。

孙中山先生与夫人宋庆龄主持了试飞典礼
,

并

在飞机前摄影留念
。

试飞时
,

由黄光锐驾驶
,

宋庆龄

也一同乘机上天
。

后就以宋庆龄求学时的英文名字

的译音
,

命名这架飞机为
“

乐士文第一号
” 。

试飞成功

之后
,

孙中山先生为了鼓励提倡中国自造飞机
,

亲笔

题写了
“

航空救国
”
四字

。

据不完全统计
,

从 1 91 。年

至 1 9 22 年
,

中国共发生过严重飞行事故 16 起
,

报失

飞机 16
「

架
.

死亡 25 人
,

其中飞行员 14 人
.

可见当时

飞机的安全性还较差
,

而孙中山先生毅然支持其夫

人宋庆龄登机试飞
,

足见他对发展民族航空工业是

何等的重视
.

由于杨仙逸对发展中国航空事业作出了重要贡

献
,

孙中山先生称其为
“

革命空军之父
” 。

杨仙逸在东

征中遇难后
,

孙中山于 1 9 2 3 年 9 月 2 7 日以大元帅

名义
,

迫赠他为陆军中将
,

以表彰他
“

技术湛深
,

志行

纯洁
.

尽瘁国事
,

愁著勋劳
” 。

未竞的宏伟蓝图

作为一位领导时代潮流的伟大历史人物
,

孙中

山先生对中国近代航空业的贡献
,

还表现在给后人

留下了一幅宏伟的建设蓝图
。

孙中山先生积数年研究心得
,

很早曾拟写《建国

计划 》一书
,

希望革命成功之后中国经过大规模的建

设
,

能走上富强的道路
。

然而后来由于局势动荡
,

这

个计划未能实行
。

在民国建立近十年之际
,

孙中山先

生旧念重提
,

并于 1 9 21 年 7
.

月 8 日在广东给廖仲恺

的一封长信中
,

告诉他 自己已拟定了《十年国防计

划 》这部书稿的目录
、
以便广泛征求意见

.

书稿目录

共有 63 个要点
,

其中关于航空建设的就达 9项
,

即
:

1
.

建设新的航空港 ;

2
.

制定航空建设计划 ;

3
.

举行全国空军攻防战术演习 ;

4
.

向列强定制飞机
,

以便进行仿制 ;

5
.

聘请外国航空教练来华
,

训练空军 ;

6
.

使空军建制标准化 ;

7
.

发展航空制造工业 ,

8
.

训练一支立于不败之地的空军
;

9
.

研究列强在远东地区空军力童与中国防空

的关系
.

显而易见
,

在这个计划里
,

有关航空事业的战略

研究
、

人才培养
、

飞机制造
、

机场设施
、

空军建设
、

国

家安全等一系列问题均涉及到了
.

在列出了纲目之

后
,

孙中山先生还 自信地说
:

“
予鉴察世界大势及本国国情

.

而中国欲为世界

一等大强国
,

及免重受各国兵力侵略
,

则须努力实行

扩张军备建设也
.

若国民与政府一心一德实行之
,

则

中国富强
,

如反掌之易也
. ”

可惜在拟就这个纲目之后
,

孙中山就入桂督师
,

准备第一次北伐了
,

因而著书的打算又 只好束之高

阁
。

但他仍然从中国航空事业的发展中看到了中国

的前途
。

1 924 年 3 月 2 日
,

孙中山先生在广州国立

高等师范学校札堂的一次演说中慷慨激昂地说
:

“

恢复我们一切国粹之后
,

还要去学欧美之所

长
,

然后才可以和欧美并驾齐驱
.

如果不学外国的长

处
,

我们仍要落后
。

我们要学外国到底难不难呢 ? 中

国人向来以为外国的机器很难
,

是不易学的
.

不知道

外国所视为最难的是飞上天
,

他们最新的发明是飞

机
。

现在我们天天看见大沙头的飞机飞上天
,

飞上天

的技师是不是中国人呢? 中国人飞上天都可以学得

到
,

其余还有什么难事学不到呢? 因为几千年以来
,

中国人有了很好的根底和文化
,

所以去学外国人
,

无

论什么事都可以学得到
。 ”

19 2 4 年 5 月
,

孙中山先生在苏联和中共的帮助

下创办了黄埔陆军军官学校
。

不久又在大沙头成立

了新的航空学校
,

由接替杨仙逸任过 10 天航空局局

长的黄秉衡具体负责
,

从黄埔军校第 1 期学生中选

取王叔铭等 8 人
.

进行初期飞行训练
.

航校第 2 期学

生也是 8人
,

仍从黄埔军校中选拔
。

第 3 期增加到

20 多人
,

其中亦有黄埔军校的学生
。

这些学生后来

大多成为中国近代航空业的骨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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