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孙中山与中华革命党飞行学校

孙娟娟

［ 内容提要 ］

飞 机是在二十世纪初发明 的新型 交通工具 ,
1 9 1 4 年 第

一次世界大战 时飞 机才 开始运 用 到 军 事上 。 孙 中 山在飞机

发 明之初 , 就以敏锐的 眼光加以研究和关注 , 并运用 到革命

的 实践 中 。 1 9 1 4 年 中华革命党成立后孙 中 山开始着手策划

第三次革命 , 在制定 中 华革命党 的革命方略时 ,
他首次将飞

机项 目 列 入方略中 , 并亲 自 着手飞行学校和飞行队伍的创 建

工作 。 中 华革命党飞行学校的创 办正是孙 中 山真正开始有

步骤地培养 、 建设一支空 军队伍 , 实践他航空救国 思想的重

要开端 。

［关键词 ］

孙 中 山 近代航空 中华革命党飞行学校

中华革命党飞行学校是孙中山在二次革命失败后在 日 本滋贺县

近江八 日市创办的一所航空学校 。

据 日 本外务省档案记录 , 日 本飞行家坂本寿一从 1 9 1 6年 2 月 7 日

至 4 月 2 4 日 曾 1 9次到孙中山住所与孙中 山商谈 ,
时间一般为 3 0 分钟

至 1 小时 , 他最后
一

次拜访孙 中 山是在 1 9 1 6年 4 月 2 4 日 下午 1 时 5 5

分 , 3 天后即 4 月 2 7 日 孙 中 山 即启程回 国 。 在此期间 , 坂本寿
一

曾 发

给孙 中山 5 封函电 。

坂本寿一与孙中 山频繁接触的这段时间
,
正是孙 中 山在策划

部署第三次革命并准备回 国 亲 自 领导反袁斗争的紧张时 刻 , 孙 中

山 为什么会在这么异常繁忙的时刻 , 频繁地会见
一

名 飞行家 ？ 台

北中 国 国 民党党史馆藏有
一份 1 9 1 6 年 4 月 2 5 日 中 华革命党军事

部副部长周应时与坂本寿
一

签订的
“

契约书
”

, 从中 我们可 以初见

端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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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契约书
”

全文如下 ：

大正年四 月 二十五 曰 东京青山町七丁 目
一番地

周应时
ｗ
为 甲方 ,

坂本寿一为 乙 方 , 甲 乙双方就左列 飞行教授事宜

缔结契约 。

一

、 学生人数为十人以上 , 至每个学生学 习 飞行技术至毕业为 止 ,

甲方支付 乙方学 费每人
一

千元 ；
教授期 ,

从开始教授之 日起满六个月 。

但教授期 间 需要的 一切费 用 ( 包括飞行机借用 、机体的整理修缮 、 飞行

练 习 上需要的 一切费 用 ) 均 由 乙方承担
；

二
、 费 用 支付方式如下 ：

甲 、 教授开始时支付 费 用五千 日元
；

乙 、 教授开始后满 两个 月 , 学生达到 相 当 成绩时再支付两千五百

日 元
；

丙 、 教授开始后满 四个 月
,
学生达到 更高成绩 时再支付两千五百

日 元
；

三 、 教授期 间

乙方保证甲方学生掌握飞行技术 ,
若期满 以后学生尚 未达到十分

技术 ( 但 因 学生个人先天未成 熟的例 外 ) ,
乙 方有继续教授的 义务 , 并

承担一切所需 费 用 。

四 、 甲 方 向 乙 方提 出 到 中 国 内 地 出 差 时 需要双 方 同 意 , 并 支

付报酬 。

五 、 乙方预定将应 甲方要求到 中 国从事航空事业 。

六
、 对 本 契 约 当 事 者

一 方 不 履行契 约 的 则要 承担损 害 赔偿

责任 。

本契约 书一式两份 ,

双方各执一份 。

周应时 ( 签字盖章 )

坂本寿一 ( 签字盖章 )

Ｐ 1

［
1
］
原件上甲方原标为

“

林蔚陆
”

, 后删除 , 换以
“

周应时
”

。 时中华革命党在东京的办公所在
寓所对外挂牌即

“

林蔚陆
”

。

［
2
］
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文化传播委员会党史馆藏 , 档案号 3 9 3－ 1 0 。 原件为 日 文 ,

承蒙久保
田文次先生校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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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份
“

契约书
”

我们可以知道 ： 第
一

、孙中 山在繁忙的工作中抽

时间与坂本寿
一

接触并商谈的主要 目 的就是为了创办
一

所飞行学校 。

作为中华革命党军事部副部长 , 周应时是代表孙中山签订这份契约书

的 , 他后来成为航校首批学员之一 , 协助坂本寿一创建航校。 第二 、 中

华革命党是花了重金聘请坂本寿
一等来帮助培训飞行人员的 ( 笔者

按 ： 这笔钱由梅屋庄吉资助 ) 。 第三 、孙中 山当时已有邀请坂本寿一到

中 国协同作战 , 并为创建中国的航空事业服务的打算 。

孙中山为什么要在反袁斗争的紧张时刻 , 用一大笔资金创办
一

所

飞行学校？ 它的意义是什么 ？ 学界尚未有专文对此作详细论述 , 本文

拟就此做一探索 , 以抛砖引玉 。

一

、 飞行学校的创办是孙中 山创建中国空军队伍 、

实践航空救国思想的重要开端

孙中 山是具有世界眼光的革命家 。 1 9 0 3 年美 国莱特兄弟研制

成功了第
一

架飞机 , 这引起了孙 中山 的关注 , 他敏锐地意识到飞机未

来在军事 、交通 、 经济的作用 , 他认为
“

将来世界中 , 无论为军事 , 为

交通 , 为学术 , 为经济 , 均将以航空为唯一利器 。 至于吾国以面积之

大 , 交通之难 , 各地政情民风之殊异 , 更非藉航空之助 ,
不足以促成统

一

。

” ［
1
］

1 9 1 0 年 1 1 月 初 , 孙中 山在马来西亚槟榔屿收到了美国军事学

家咸马里寄来的其刊登在 《哈泼周刊 》 上的论文
——

《飞机在战争中

的用途 》。 孙中山阅读后给他回信时说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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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完

全同意你在第
一

部分的论述 , 但在第二部分
‘

作为侦察手段
’

一节中 ,

你忽略一事 ：
飞机和飞船 ( 可操纵气球 ) 能作极好的摄影 , 有助于指挥

官准确判断敌情 。

”
 1

2
1

孙中山在组织发动反清武装起义 同时 ,
就一直在思考让这项新科

技成果应用到中 国实际革命斗争中 的问题 。 当时他就曾指示旅美同

［
1
］ 戴传贤 ： 《法国航空现状序 》 ( 1 9 3 7 年 5 月 3 1 日 ) , 《革命先烈先进 阐扬国父思想论文集 》

第二册 , 台北 , 1 9 6 5 年 1 1 月 版 , 第 1 3 3 0 页 。

［
2
］
《复咸马里函 》 ( 1 9 1 0 年 1 1 月 7 日 ) , 《孙 中山全集 》第

一

卷 , 中华书局出版 1 9 8 4年版 , 第

4 9 0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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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会抓紧时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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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9 1 0 年 3 月檀香山 同盟会分会成立 , 孙中山鼓励分会

的同志筹办中华飞机制造公司 ；
1 9 1 1 年 5 月 孙中 山在给华侨飞行家

李绮庵信中说 ：

“

飞船习 练
一

事 , 为吾党人才中之不可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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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1
］之

后他又在致旅美同志的信中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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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幸甚 。

” ［
2
］

1 9 1 1 年 1 月 中 国第
一

个飞

行家冯如在美国奥克兰作飞行表演 , 孙中山 当时刚刚抵达旧金山 , 闻

讯后立即赶到奥克兰观看 , 并即席发表演讲 。 他希望冯如能把 自 己 的

才能献给 中国的革命事业 , 不久冯如毅然 回国准备发展中国 的航空事

业
,
但不幸在 1 9 1 2 年 8 月在广州进行飞行表演时失事逝世。

1 9 1 1 年 1 0 月 辛亥革命爆发 , 为增强革命力量 , 孙中 山号召美

洲华侨出钱出力 ,
组建飞行队 回 国参加革命 , 得到华侨的支持 。 他

们共捐款购买了  6 架飞机 , 组成了旅美华侨革命飞行团 回 国 。 1 9 1 2

年 1 月 1 日 孙中 山担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非常重视这支旅美华

侨革命飞行团 , 特地拨南京演武厅之地为 飞机场 , 任命李绮庵为飞

行队队长 。

飞机的发明在世界上掀起了
一

股飞行热潮 , 但飞机还处在初期 的

发展阶段 , 大部分还只是在进行飞行表演 ,
实际使用很少 。 孙中 山 当

时看到了飞机未来发展的前景 , 但他对飞机能否运用到军事上还是存

有疑虑的 , 认为条件并不成熟 。 1 9 1 1 年 9 月 1 4 日 孙 中 山在复萧汉卫

的函 中说 ：

“

承问飞机一事 , 此事当无碍于各种方面 , 但以吾党所欲求

以发难者 , 尚不敢望此耳 。 飞机
一物 , 自是大利于行军 。 惟以无尺寸

之地之党人 , 未有用武之地以用此耳 , 若欲以为发难之用 , 是犹凶年欲

食肉糜之类也 。 如 ( 朱 ) 卓文兄欲研求之为发难得地后之用 , 未尝不

可也 。

”［
3

1

当时各个国家的
一

些军事统帅对飞机在军事上的作用也都

持怀疑态度
,
他们认为飞行对军队来说没什么用 。

［
1
］ 《复李绮庵函 》 ( 1 9 1 1 年 5 月 3 1 日 ) , 《孙中山全集 》第一卷 , 第 5 2 1 页 。

［
2
］ 《致旅美同志函 》 ( 1 9 1 1 年 ) , 《孙中 山全集》 第一卷 , 第 5 8 3 页 。

［
3
］ 《复萧汉卫函 》 ( 1 9 1 1 年 9 月 1 4 日 ) , 《孙中山全集 》第

一卷
,
第 5 3 8

—

5 3 9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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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1 4 年 8 月 第
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

飞机作为新的战争武器首次

出现在了战场上 。 当时飞机在战场上主要是进行空中侦察 ,
飞机上没

有安装武器 , 有的飞行员就 自行将手枪等武器带上飞机向对方射击 ,

由于没有 固定装置 , 这些武器并不能发挥作用 。 直到有一天 , 法国的

一位飞行员将一挺机枪带上飞机 , 沿飞行方向进行射击
,
结果将

一架

德国飞机击落 , 从而立即引起各国重视 ,
他们纷纷开始研制军用飞机。

歼击机 、轰炸机的出现使战争由此从平面转向立体 , 空中作战思想开

始在军队统帅的头脑中产生 。 1 9 1 7 年 4 月 , 英国皇家空军正式成立 ,

空军开始成为
一

个独立的军种 。

第
一

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孙中山正在 日本策划反袁斗争 , 他非常关

注世界大战的战况 , 飞机在这次战争中显现的优势 ,
使孙中 山对其在

军事上的作用有 了新的认识 , 这也应该是促使他下决心创办
一

支 自 己

的空军队伍的
一

个重要因素 。 在 1 9 1 4 年 1 2 月 制定的 《中华革命党革

命方略 》 中 , 孙中 山首次正式单列飞机项 目
, 明确要在海军部下专设

飞机科 , 负责关于
“

飞船 、 飞艇之编制 、 配备
”

；

“

飞船 、 飞艇之制造 、修

理 、购买
”

；

“

飞船 、 飞艇之调查 、研究训练 、奖励
”

等事项 。

1 1 1

同时 , 孙

中山也将创办飞行学校正式列人议事 日 程 , 所以有了 近江飞行学校的

创办 。

近江飞行学校的创办 ,
不仅是孙 中 山为开展第三次革命的需要 ,

也是孙中 山为未来创建
一

支中 国空军队伍而走出的重要
一

步 。

二 、孙中 山希望飞机能在开展反袁武装斗争 中

发挥它 出奇不意的作用

1 9 1 3 年 , 为了捍卫共和 , 孙中 山发动
“

二次革命
”

, 但不久便由于

力量悬殊而失败 。 孙中 山不得不再次避走 日 本
,
但他并未泄气 , 准备

重振旗鼓领导革命党人开展第三次革命 。 1 9 1 4 年 7 月 , 孙中 山在东京

组建了中华革命党 。 正值第
一

次世界大战爆发 , 孙中山认为 ：

“

刻下欧

［
1

］ 《中华革命党革命方略 》 ( 1 9 1 4 年 1 2 月 改订 )
,
见黄彦编 ： 《孙文选集 》 中册 , 广东人民出

版社 2 0 0 6 年版 , 第 4 6 3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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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战乱确为中国革命之空前绝后之良机 。

”

叫也决定抓住这个有利时

机在全国发动反对袁世凯的武装斗争 。 1 9 1 4 年 1 1 月 1 8 日
, 孙中山 召

集居正 、胡汉民 、 丁仁杰 、 田桐 、周应时 、许崇智等人分析形势 , 以制定

新的革命计划 。

孙中山 明 白他面临的对手是拥有军事实力又得到西方列强支持

的袁世凯 , 因此除了发表讨袁宣言 , 号召全体国 民共同讨伐袁世凯外 ,

从军事上作好积极准备就显得尤为重要 。 1 9 1 5 年夏孙中 山组建了 中

华革命军 , 分别任命陈其美 、 居正 、胡汉民 、 于右任为中华革命军东南

军 、东北军 、西南军 、西北军总司令 ,
随即便派他们 回国组织开展武装

反袁斗争 。 由于袁世凯握有重兵 , 要取得起义的成功 , 把握并不大 。

这就坚定了孙 中山应该创办一支 自 己 的飞行队伍 , 孙中 山期望运用未

来战争中 的新型武器
——飞机 , 来增强革命军在战场上的优势 , 为此

孙中 山着手开展了一系列的工作 。

1
． 筹措 资金购置飞机 , 以 备军 事之用 。

孙中山要求海外同盟会支部积极动员会员 出钱出力购置飞机 ,
并

亲 自联系落实 。 1 9 1 4年 1 1 月孙中山致函美国大银行家戴德律说 ：

“

我此

刻急需用钱 。 你能否立即提供五十万美元以上的一笔现金？ 如能得到

这笔款项 ,
我尚能把握时机在今年或明年初采取

一次成功有望的行动 。

如果你能为我筹得这笔款子 , 请代为购买至少十架最新式的飞机并立

即运交马尼拉的古恩上尉 ( Ｃａｐｔ ．Ｔｏｍ Ｇｕｎｎ  ) 。 如果不能购到飞机 , 则请

购买那么多的发动机 ( 至少一百马力 ) 和必要的材料与配备 。

” ［
2
】

随着国 内形势的变化 , 孙 中山决定返回 国内亲 自指挥反袁斗争 ,

回 国前他又屡就购买飞机事宜致电旧金山 《少年中 国报 》。 1 9 1 6年 3

月 2 1 日 电谓 ：

“

请将存款尽买百马力 以上适军用之飞机十数台 , 速付

来 。 并着能飞之同志及林森 、邓家彦等 回来 。

”

叫 9 1 6 年 3 月 2 5 日 孙

中山又复函 旧金山 《少年中 国报》

“

电悉 。 机价太贵 , 可否改买百六马

［
1
］
俞辛焊 、王振锁编译 ： 《孙中 山在 日 活动密录 ( 1

9
1

3 ． 8
－

1
9 1 6 ． 4 )

——

日 本外务省档案 》 ,

南开大学出版社 1Ｗ 0 年版 , 第 6 8 8 页 。

［
2
］ 《致戴德律 函 》 ( 1 9 1 4年 1 1 月 2 0 日 ) , 《孙中山全集 》第三卷 , 第 1 3 7 页 。

［
3
］
《致旧金山 〈 少年 中国拽 〉 电 》 ( 1 9 1 6 年 3 月 2 1 日 ) , 《孙中山全集》 第三卷

,
第 2 5 2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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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之加的士机？ 价约美金万元 , 因机以多为妙 。

”［
1
］

1 9 1 6 年 4 月 9 日 电

谓 ：

“

飞机寄时用Ｏｓａｋｉ Ｕｋ ｉｔｅｍ名义 , 并电告船名 。 如有款 , 请多购百五

以上马力发动机寄东 , 装机体较廉 。 美 、加 同志曾习军操决心效力者 ,

请资遣先来东 。

”［
2
］

1 9 1 6 年 4 月 2 2 日 电谓 ：

“

时事 日 非 , 袁党 以假独立

抵制 民党 ,
文非亲人内地 ,

恐吾党不能造大势力 ,
故决意廿七 回国 。 飞

机及各同志速回 。

” ［
3
］

1 9 1 6 年春孙中山在就陈中孚报告关于购买 日 本飞机事所作批函

中说 ：

“

此物甚急用 , 望查明何式 , 并马力如何 , 价钱如何 , 即复 。

”［
4

］

从上述信函中我们可以看到 , 孙中 山为了让第三次革命能多一分

必胜的把握 , 迫切希望能尽快拥有一支 自 己飞行队伍的心情 。 他要求

海外同盟会支部尽快落实购置飞机事宜 , 而且越多越好 。

2
． 抓 紧培养飞行人才 。

由于飞机问世的时间不长 , 会驾驶飞机的人才奇缺 ,
因此光有飞

机还不行 ,
必须要有

一

支飞行员队伍 。 除 了在海外动员 、招募爱国的

飞机驾驶员 回国效力外 , 加紧培养革命党人 自 己 的飞行人才是孙中 山

迫切需要思考的问题 。 随着反袁斗争有利时机的到来 , 孙中 山感到创

办飞行学校 , 培养航空人才 , 为军事之用 已刻不容缓 。 1 9 1 4年 8 月 2

日 , 他在复伍平一的函中说 ：

“

飞行学校事 , 当竭力促成之
,
而 目前训

练尤不可缓
,
盖时局正佳 ,

飞机之用即在 目前也 。 尚祈准备
一

切 ,
以备

军用 , 是为至祷 。

”［
5

1

得知孙中山决意创办飞行学校后 ,
日 本友人梅屋庄吉表示愿意

承担创办学校 的费用 。 1 9 1 6年 2 月 6 日
, 梅屋庄吉将 日 本著名 航空

工程师兼飞行员坂本寿一介绍给孙中 山 。 坂本寿一 1 8 9 0 年出生在 日

本 山 口 县柳井 ,
1 9 0 7年于山 口县立工业学校毕业。 1 9 0 8 年到美国洛

杉矶州立工业学院汽车系 留学 ,
毕业后在伏特汽车厂工作 ,

但他对飞

机有浓厚的兴趣 , 曾 自 制 了
一

架三十匹马力引擎的单翼飞机 ,
后进人

［
1

］ 《复旧金山 〈 少年 中国报 〉 电 》 ( 1 9 1 6 年 3 月 2 5 日 ) , 《孙中山全集》 第三卷 , 第 2 5 4 页 。

［
2

］ 《致旧金山 〈 少年 中国报 〉
电 》 ( 1 9 1 6 年 4 月 9 日 )

, 《孙中山全集 》第三卷 , 第 2 6 7 页 。

［
3
］ 《致旧金山 〈 少年 中国报 〉 电 》 (

1 9 1 6 年 4 月 2 2 日 ) , 《孙中山全集》 第三卷 , 第 2 7 6 页 。

［
4

］ 《批陈中孚函 》 ( 1 9 1 6 年春 ) , 《孙中山全集 》第三卷 , 第 2 8 2 页 。

［
5

］
《复伍平一函 》 ( 1 9 1 4年 8 月 2 日 )

, 《孙中 山全集 》 第三卷 , 第 1 0 6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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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
？ 卡奇斯飞行学校学习并取得了 国际飞行执照 。 孙中 山很高兴认

识坂本寿
一

, 两人用英语交谈 , 非常投机 , 孙中山要求坂本寿一
“

务必

给我党当老师
”

［
1
］

。 多年以后 ,
坂本寿一回忆说 ： 当时

“

与我的飞机论

共鸣的人 , 继梅屋先生之后 ,
只有孙中 山先生。

”
［

2
］

在之后的两个多月

时间里 , 坂本寿
一

频繁地到东京府多摩郡千驮谷町大字宿 1 0 9番地的

中 山寓拜访孙中 山 , 经过 1 9 次商谈和 5 次书信往来 , 创办航空学校的

时机 日 益成熟
,
于是

,
孙中 山在启程回国前委托周应时与坂本寿

一正

式签订了建校协议书 。

三 、飞行学校在武装反袁斗争中发挥 了重要作用

经过紧张的筹建 ,
1 9 1 6年 5 月 4 日 中华革命党飞行学校正式开

学
,
校址设于滋贺县近江八 日 市町 , 学员多从华侨和留学生中招收而

来 。 当时 , 有 1 0 0 多名来 自美国 、 日 本 、加拿大的华侨和 留学生报名 ,

后录取了夏重民 、周应时 、简方杰 、刘季谋 、姚作宾 、胡汉贤 、 马超俊 、

陈律生 、 曾更谟 、苏玮鲲 、李文耀等 4 7人 。

［
3

1

其中飞行班 3 0 余人 , 机械

班 1 0 余人 。 周应时 、夏重民负责学校事务工作 , 梅屋庄吉负责管理工

作 , 坂本寿一负责教学工作 。

航校有三架飞机 ,

一

架是旅美华侨捐赠 的寇蒂斯詹尼教练机 ,

一

架是坂本 自 制的 , 另
一架是 由梅屋租来的

“

剪风号
”

飞机 。 飞行教官

除了坂本寿
一

外 ,
还有星野米藏 、立花 了观 、 尾崎行辉等 。 学校开设的

第
一

堂课是 自行车训练 ,
以训练学员们的平衡技巧 。 同时开设的课程

还有飞机构造 、发动机 、 电器 、 飞行原理等 ,
以及滑行训练等 。 由于孙

中 山已 于 4 月 2 7 日 偕廖仲恺 、戴季陶 、 张继等启程回 国 , 领导反袁斗

争
,
坂本寿一便定期 向梅屋庄吉汇报训练情况 。

ｗ

航校开学
一

个多月后便传来东北军攻战济南受挫的消息 。 孙中

山非常重视山东的战略地位 ,
他认为 ：

“

今 日 如欲挽救南方独立各省之

［
1
］ ［ 日 ］车 田让治著 ： 《国父孙文与梅屋庄吉

——

献身于 中国的
一

位 日 本人的生涯 》 , 东京 ,

1 9 7 9 年版 , 第 3 0 6 页 。

［
2

］ 同上 , 第 3 0 6 页 。

［
3
］俞辛焯 、 熊沛彪著 ： 《孙中山宋庆龄与梅屋庄吉夫妇 》 , 中华书局 1 9 9 1 年版 , 第 7 6 页 。

［
4
］ 《梅屋庄吉文书 》 , 小坂文乃藏 。

孙中 山与中华革命党飞行学校 ／Ｊ 3 ；！



危急 , 舍重新建立巩固之实力外别无 良策 。 山东本为我党同志长期经

营之地 ,

… …山东地处南北要枢 , 且有铁路 、海运之便 , 如能在山东建

立二个师团 以上主力 , 则 山西 、 陕西 、 河南各省必起而与之呼应 。 于

是 , 则 向北可攻取北京 , 向南可促进长江流域各省之豹变 。

”
 1

1
］

1 9 1 5 年

1 1 月他派中华革命军东北军总司令居正亲赴青岛指挥起义 , 中华革命

军东北军共拥有兵力
一万三千人。 1 9 1 6年 2 月 东北军发动起义 , 不久

便占领了周村 、 昌乐 、高密 、 潍县等十多个县城 。 得此消息后孙中山非

常高兴 ,
4 月 4 日 复 函居正 , 要求他全力 以赴乘胜攻占济南 , 因为

“

占

( 领 ) 济南 , 则东北全局 , 可迎刃而解
”

。

“

若济南一得 , 弟当亲来 。 大约

得济南 , 则两师之军械 ,

一二百万以上之现款 , 俱可于此间筹取 , 持此

以往
, 足能号召天下 ,

幸勿忽视 。

”ｐ］之后东北军于 5 月 1 5 日 、 2 5 日 和

6 月 4 日组织力量三次围攻济南 , 但因敌我力量悬殊 , 进攻受挫 。 孙中

山一方面抓紧筹款购置武器运往前线 ,
同时派夏重 民带领华侨敢死

队 回 国赴山 东潍县参战 , ( 笔者按 ： 该校后改编为
“

东北军华侨义勇

团
”

, 由东北军总司令居正直接领导 ) ； 另
一

方面孙 中 山决定启用飞机

来助战 。 1 9 1 6 年 5 月 2 0 日 , 东北军顾问萱野长知从山东发电报给梅

屋庄吉询问道 ：

“

将飞机立即送往此地 ( 山东 ) 就地训练为何 ？

”［
3
］

梅

屋庄吉接到 电报后说服坂本寿
一将飞行学校搬至 山东 。 6 月 7 日 孙

中 山发电报给居正 , 告之
“

飞行家尾崎同廖国仁 、谢崧生赴潍 , 与兄

商飞行事 。

”ｗ

7 月 2 日
, 坂本寿

一

率飞行学校师生 1 0 0 多人 ,
携飞机及

一

批设备

抵达青岛 , 随后迅速在潍县城外建设道路 ,
修建飞机场 。 飞行学校搬

到山东后更名为
“

东北军华侨义勇军飞机队
”

。 飞行队有 3 架飞机 , 分

为 3 个飞行小队
,
每队有飞行员 1 0人 , 机械员 2人 。 飞行队每 日 除有

飞行任务外 ,
仍按照原飞行学校设置的课程训练 。

［
5

］

蒋介石 当时在东

北军任参谋长 , 他在 日 记中曾记下他所看到飞机训练的情形 ,

“

四 曰 ,

［
1
］
《致田中义一函 》 ( 1 9 1 6年 5 月 2 4 日 ) , 《孙中山全集 》第三卷 , 第 2 9 5

—

2 9 6 页 。

［
2
］
《复居正函》 ( 1 9 1 6 年 4 月 4 日 ) , 《孙中山全集 》第三卷 , 第 2 6 2 页 。

［
3

1
《梅屋庄吉文书 》 ,

“

萱野长知致梅屋庄吉电
”

, 小坂文乃藏 。

［ 4
］
《致居正电 》 ( 1 9 1 6 年 6 月 7 日 ) , 《孙中山全集 》第三卷 , 第 3 0 2 页 。

［
5

］
叶介蒲 ： 《捍卫辛亥革命成果美洲华侨敢死先锋队组织始末 》 , 《文史精华 》 2 0 0 7 年 ,第

1 1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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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总司令派介石至西操场观操。 飞行机试验活走 。

” “

七 日 晴
,
朝六

时半 ,
代理总司令往西操场观坂本氏之飞行 , 飞高约八百米 , 突 。 飞行

时间约 1 5 分钟之久。 第一师师长亦人场参观。

”［
1
］

航校飞行队到达潍县后 ,
不久 即参加攻占济南的战斗 , 为了瓦解

敌军军心 , 飞行队飞往北洋军上空 , 撒下了一万多张传单 , 向敌军宣传

“

弃暗投明 , 不可附逆
”

, 并告诫
“

速速投降 ！ 否则要以炸弹攻击。

” ［
2

1

当时没有飞机专用炸弹 ,
飞行 队搜集了装

“

三炮台
”

外国香烟的空铁

罐 , 装上炸药和雷管 , 每次轰炸时由飞行员操纵飞机对准轰炸 目标 , 负

责投弹的人坐在后舱点燃导火线 , 然后用手投向轰炸 目标 , 尽管这些

炸弹的威力并不大 , 但由于北洋军第一次见到飞机投掷炸弹 , 吓得丢

枪弃械溃不成军 ,
大振了中华革命军的军威 。 坂本寿一后来回忆道 ：

“

孙先生对于利用飞机发挥战斗力的设想非常赞成 ,
乃邀请我带飞机

参战 , 我痛快承诺 , 便驾 了飞机到达潍县 , 当地民众由于第
一

次见到飞

机 , 大加哄动 , 都说
‘

神仙来了
’

！ 敌方对于这种空袭 , 好像是有了 反

应 , 他们派遣军使前来拜托
——

‘

不管怎样 , 就只有一个请求 , 请不要

再从飞机上扔炸弹下来
’

。

”［
3

)

当时北洋军队没有飞机 ,
经革命军这一威胁 ,

一

时军心大变 ,
山东

督军靳云鹏还因此向袁世凯提出辞职 。

1 9 1 6 年 6 月 6 日 , 袁世凯暴毙 , 后由黎元洪继任总统 。 孙中山 指

示中华革命军东北军停止进攻 , 等候政治解决 ； 黎元洪在革命党人的

压力下同意恢复 《临时约法 》 和国会。 7 月 2 5 日孙中山通告各地中华

革命党 ：

“

迨袁贼 自毙 , 黎大总统依法就职 , 因令各省党军停止进行 。

今约法规复 , 国会定期召集 。 破坏既终 , 建设方始 , 革命名义 , 已不复

存 , 即
一

切党务亦应停止 。

” 1
4

1

经与北京方面谈判 ,
9 月 决定解散东北

军。 孙 中山原打算将航校迁到杭州 , 但因条件不具备而未成功 。 北京

政府派曲 同丰到潍县改编东北军时 , 试图将华侨义勇军飞机队全部设

［
1
］
见

“

蒋参谋长 日记
”

, 台北 中国国民党 中央文化传播委员会党史馆藏 , 档案号 1 2 6
－

1 6 。

［
2
］ ［ 日 ］ 车 田让治著 ： 《国父孙文与梅屋庄吉一献身于 中 国的一位 日本人 的 生 涯 》 , 第

3 1 8 页 。

【
3
］ 转引 自 段云章编著 ： 《孙文与 日 本史事编年 》 , 广东人民出版社 1 9 9 6年版 , 第 4 8 8 页 。

［
4
］
《中华革命党本部通告 》 ( 1 9 1 6 年 7 月 2 5 日 )

, 《孙中山全集 》第三卷 , 第 3 3 3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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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及人员 , 调往北京南苑 ,
改为中华民国飞机学校 。 按照孙中 山 电示 ：

航校拒绝 了北京政府的邀请 , 就地解散 ,
3架飞机寄存青岛 。 1 9 1 6 年

1 1 月 1 5 日航校正式宣布解散。

四 、 中华革命党飞行学校对孙中 山创建

中国航空事业的意义和作用

中华革命党飞行学校虽然只存在了短短 6个多月 ,
但它却是孙中

山为发展 中国航空事业所进行的
一

次重要的实践 , 它的意义在于 ：

第一
, 航校飞行队参加的攻占济南的战斗 , 是革命党人首次将飞

机运用到战场的
一

次实战演练 ,
虽然飞行队当时并没有什么战术 , 投

掷炸弹技术也不高 , 但它却是中 国历史上的第
一次 。 飞行队在孙中山

领导的反袁斗争 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 同时也为今后飞机配合革命军

作战提供了经验 。

第二
、
飞行学校的创办为孙中山实践他的航空救国思想 , 积累 了

经验 , 为未来培养 、建立
一

支中国的空军队伍 , 发展中 国的航空事业

打下了基础 。 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 , 航校不得不解散 , 但孙 中 山并没

有放弃创建
一

支空军队伍的计划 , 他随即指示杨寿彭要妥善保管好飞

机 , 以便将来之用 。 他说 ：

“

至飞机则务请尽力保全 , 勿令有损失 。 飞

机存仓 , 用尾崎名义 ,
将来有无窒碍 ？ 能否取出 , 另用兄或他人名义存

放 ？ 请妥筹电示决定 ,
至要至要。

”［
1
］

后来孙中 山在广州建立政权后即再次把航空建设提上议事 日程。

1 9 1 7 年 9 月孙中 山就任中华民 国军政府海陆军大元帅后 , 在大元帅府

设立了航空处 ；
1 9 1 9 年 , 为 了结束军阀割据的局面 , 孙中山组成了 以

杨仙逸为总指挥的
“

援闽粤军飞机队
”

,
配合

“

援闽粤军
”

作战 。 1 9 2 0

年 9 月孙 中山还亲 自指挥飞机轰炸盘跟在广州观音山 的桂系叛军 ,
令

叛军闻风而逃 。

1 9 2 0 年 1 1 月 , 孙中 山再次回粤组织大元帅府时 ,
又设立航空局 ,

任命朱卓文为航空局局长 , 下设两个飞机队 ,
飞机队在配合孙 中山北

［

1
］ 《致杨寿彭函 》 ( 1 9 1 6 年 9 月 1 0 日 ) , 《孙中山全集 》第三卷 , 第 3 6 5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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伐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 有力地壮大了革命军的声威 。 为了能尽快培养

和建立
一

支 自 己 的空军队伍 ,
1 9 2 0 年底 , 孙中 山又派杨仙逸出 国筹款

购买飞机 , 并招募航空人员 , 组成
一

支新的飞机队 。 1 9 2 2年 1 2 月 6 日 ,

孙中 山在广州大沙头设立航空局 ,
任命杨仙逸为航空局长 , 接着又筹

办了广东飞机制造厂 , 由杨仙逸兼任厂长 。 孙中 山对飞机的制造工作

寄予 了很大的希望 , 他经常携夫人宋庆龄亲临飞机制造厂 , 鼓励职工

们努力工作 。 当时的广东飞机制造厂
,
不论厂房 、 工具等设备都十分

简陋 , 又缺乏制造飞机的专业人才 。 但在孙中 山 的关心下 , 杨仙逸信

心十足地领导大家
一

起投人研制工作 ,
经过几个月 的努力 , 终于制造

出第一架飞机 。 这架飞机后来就以宋庆龄青年时代的英文名字
“

乐士

文
”

( 又译
“

罗莎蒙德
”

) 命名
,
孙中 山与宋庆龄亲 自到大沙头机场 ,

参

加试飞仪式 。 1 9 2 4 年孙中 山创建了黄埔军校后又在大沙头飞机制造

厂附近建立了一所军事飞机学校 ( 即广东航空学校 ) ,
飞机学校第一期

于 9 月 开学 , 学生多在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中选送 。 广东航空学校

从 1 9 2 4 年创办一直到 1 9 3 6 年两广事变时被接收 , 共毕业了  8期学员 ,

培养训练飞行人员 5 0 0 多人 , 涌现出许多人才 , 为建立中 国 的空军队

伍 , 发展中国的航空事业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三 ,
飞行学校的创办充分体现了孙中山不仅是

一

位善于学习世

界最新的科学发展成果 , 具有卓识远见的革命家 , 而且是
一

个善于学

欧美之长 ,
以敢于赶超欧美的精神学习 、运用最新的科学发展知识的

实践家 。 飞机是在 1 9 0 3 年发明 的 ,
1 9 1 4 年才首次出现在第一次世界

大战的战场上 , 1 9 1 6 年孙中山就在 日本近江创办了中华革命党飞行学

校
, 开始着手培养 自 己 的空军队伍 ,

并在以后的实践中取得了很大成

果 , 孙中 山也为之感到 自豪。 1 9 2 2年 1 0 月 他在一位有志于航空事业

的华侨的来函上批示说 ：

“

此间不 日 当开设飞行学校 , 如欲专飞机 , 请

即 回国便可 ,
现时已得有高等飞机师 , 与美国无异

”

。

ｗ
1 9 2 4 年 3 月 ,

孙

中 山在广州的
一次演讲中鼓励大家努力学 习新技术 、新知识 ,

赶超先

进国家 。 他说 ：

“

恢复我们
一

切国粹之后 ,
还要去学欧美之长 , 然后才

［
1
］
陈锡棋主编 ： 《孙中 山年谱长编 》 , 中华书局出版 , 第 1 5 3 0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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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和欧美并驾齐驱 。

——中国人向来以为外国的机器很难 , 是不易

学的 。 不知道外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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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1
1

。

孙中 山为创建一支优秀的空军队伍 , 使中国的航空事业能跟上世

界航空发展的步伐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
不愧为中国近代航空事业的开

创者 。

( 作者为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研究室副研究员 )

［
1
］
《三民主义 ？ 民族主义》 ( 1 9 2 4 年 1 月至 8 月 )

,
见黄彦编 ： 《孙文选集》 上册 , 第 4 7 8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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