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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介甫

唐铎， 1904 年生于湖南

省益阳县一个农民家庭， 中

国共产党党员， 早年参加留

法勤工俭学运动。 1925 年奉

派到苏联学习， 此后在苏联

空军工作战斗了 28 个春秋。
由于他在苏联工作期间的杰

出贡献和在苏联卫国战争中

与德国纳粹空军血战的光辉

战绩， 曾荣获列宁勋章、 红

旗勋章、 红星勋章、 苏联卫

国 战 争 勋 章 及 3 枚 奖 章 。
1953 年回国后， 任哈尔滨军

事工程学院党委委员、 空军

工 程 系 党 委 书 记 、 系 主 任 。

1955 年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

空军少将军衔。 1983 年因脑

溢血逝世。

“志在飞行，
从当学徒开始， 也干！”

1918 年春， 唐铎从湖南

第一师范附属小学毕业， 由

新民学会会员陈绍休老师介

绍， 来到蔡和森组织的青少

年学生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

学习。 1919 年春夏之交， 蔡

和森又把唐铎等几位同学接

到北京， 经过毛泽东与蔡和

森的介绍， 进入北京大学赴

法勤工俭学班深造， 1920 年

与赴世炎等青少年赴法留学。

1921 年 10 月 13 日， 法国当

局以 “过激分子” “从事布

尔什维克活动” 的罪名， 将

唐铎等一批人强行遣送回国。
唐铎回国之后， 辗 转 来

到了广州。 他先去找到了他

的同乡谭延闿。 谭曾任湖南

省长兼督军， 此时任广州陆

海军大元帅府大本营内政部

长、 建设部长。 谭延闿为了

网罗和扩大个人势力， 要唐

铎去 “湘军” 当军官。 唐铎

打定主意， 向谭延闿表示了

要学习飞行技术的决心。 谭

便写了一封信， 将唐铎介绍

给孙中山大元帅府航空局局

长杨仙逸。 唐铎带上介绍信，
很快来到设在广州东郊大沙

头的航空局， 拜会了杨局长。
他 先 呈 上 谭 延 闿 的 介 绍 信 ，
又说明了自己的来意。 杨仙

逸听完之后， 高兴地鼓励唐

铎说： “你从上海奔来广州，
投到孙中山先生的旗帜之下，
是个有志气的青年。 我非常

欢迎你来学习航空技术。” 杨

仙 逸 还 对 唐 铎 说 ： “现 在 ，
在航空局属下， 只有一个飞

机制造厂。 要学习飞行， 可

到这个厂里先当实习生。 不

久， 将要开办一所飞机学校，
那时， 你再去学习飞行。”

唐铎表示决心说： “志

在飞行， 从当学徒开始， 也

干！” 这 样， 1923 年 春 ， 唐

铎进入飞机制造厂， 当了一

名实习生。 唐铎到飞机制造

厂不久， 杨仙逸在大沙头与

飞行人员合作， 用从国外购

买来的部件及设备自行装备

配置成了第一架 “国产” 飞

机。 试飞那天， 孙中山与宋

庆龄亲自前来参加试飞仪式。
那架飞机有两个座位， 起飞

之 前 ， 孙 中 山 大 声 问 道 ：
“在 场 的 诸 君 ， 谁 愿 登 机 试

飞？” 可是全场肃静， 无人应

答。 孙先生环视众人一圈后，
突然， 站在他身旁的宋庆龄

女士， 却出人意料地向前走

了几步， 面对着孙先生， 沉

静 而 又 坚 定 地 说 ： “ 我 愿

意 。” 孙 先 生 微 笑 着 点 了 点

头， 表示同意。 飞行员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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锐走上前去， 给宋庆龄戴上

飞行帽和眼镜。 宋庆龄端庄

地走上飞机， 坐进座舱， 在

众目注视之下， 乘飞机起飞

了。 当飞机安全着陆后， 大

家像欢迎凯旋归来的英雄一

样， 热烈鼓掌， 庆祝试飞成

功。 这次试飞成功给了唐铎

极大的鼓舞。
1924 年三四月间， 在飞

机制造厂内， 曾有过广泛发

展国民党员的活动。 厂里的

领导人递给唐铎一张国民党

入党志愿书。 因为当时国民

党的 “一大” 已经开完， 唐

铎对改组后的国民党有所了

解和认识， 所以， 他当即填

了表格， 加入了国民党。 同

年 9 月间， 孙中山的大元帅

府决定成立一所军事飞机学

校， 培养军事航空人才。 校

址就在广州大沙头飞机制造

厂附近。 因为这所学校规模

小， 存在时间短， 只招收过

两期学员， 所以， 很少为世

人所知， 但它确实是中国共

产党与国民党合作开创中国

军事航空事业的摇篮。 第一

期学员共有 10 人， 包括黄埔

军校第一期毕业生刘六、 冯

旬等， 还有王勋 （又名王叔

铭， 后任台湾国民党空军司

令）， 还包括从飞机制造厂选

派来的 3 名实习生， 唐铎就

是其中的一位。 他们在这所

学校学习生活了一年的时间，
学会了单独驾驶飞机腾空飞

行。 同时， 也亲身经历了东

征 陈 炯 明 、 平 定 刘 （震 寰 ）
杨 （希闵） 叛乱、 沙基惨案

以及廖仲恺遇刺等重大历史

事件。 这都给了唐铎以深刻

的教育和影响。
1925 年夏末， 唐铎毕业

在 即 ， 这 时 学 校 的 党 代 表 、
中共党员刘云， 告诉了他一

个令人振奋的喜讯： 国民党

与共产党合作刚刚成立的国

民政府已决定选派唐铎等几

名毕业生去苏联继续深造。 8
月底， 在刘云和苏联顾问李

靡 的 带 领 下， 唐 铎 等 一 行 6
人， 从广州乘轮船到了上海，
后乘坐俄国商船， 越过西伯

利亚， 奔向莫斯科。

参加十月革命节阅兵

驾驶飞机飞越莫斯科红场

唐铎与刘云、 王勋 等 经

过 长 途 旅 行 ， 到 达 莫 斯 科 。
随后， 苏联当局决定， 唐铎

等先去苏联空军第二飞行学

校学习。
唐铎成了苏联红色 空 军

学校的一名正式学员， 从此，
也就开始了他在苏联的长期

生活。 他们本来预计学习半

年或一年就回国参加北伐战

争， 但随着国内形势的急剧

变化和苏联建设的发展， 他

们的整个生活、 习惯、 语言、
思想都发生了极大变化。 之

后唐铎一直在苏联红色空军

的 院 校 或 部 队 学 习 、 工 作 、
战斗了 28 个春秋， 而此时则

仅仅是这个漫长岁月的开端。
苏联空军第二飞行 学 校

设在莫斯科南边丹波夫省的

博里索格列勃斯克， 是一所

具有浓重的国际主义色彩的

学 校 ， 除 了 苏 联 青 年 之 外 ，
还 有 罗 马 尼 亚 、 南 斯 拉 夫 、
印度、 阿富汗、 波斯的青年

学 员 。 由 中 国 派 去 的 学 员 ，
除了唐铎、 刘云、 王勋等人

外， 还有冯玉祥派去的郭允

恭、 石友信等人。 唐铎生活

在这些不同肤色的同学、 战

友之中， 逐步学会了驾驶安

里奥式、 布马式等三四种飞

机的技术。 1926 年， 经刘云

等人介绍， 唐铎在莫斯科惟

一 的 中 共 党 组 织———莫 斯 科

东方大学中共旅欧支部加入

中 国 共 产 党。 1927 年 春 天 ，
唐铎从苏联空军第二飞行学

校毕业后， 又被派到图拉省

的谢尔普霍夫城一所苏联空

军空中战斗学校， 继续深化

在第二飞行学校学习的内容，
主要学习驾驶战斗机进行空

战 的 技 术 。 唐 铎 通 过 学 习 ，
进一步掌握了伏奥凯尔·采－
3、 伏奥凯尔·的－11、 伏奥凯

尔·的－13 这 3 种战斗机的驾

驶和空中战斗技术。
唐铎在谢尔普霍夫 苏 联

空军战斗学校学习不久， 国

内传来了蒋介石、 汪精卫相

继叛变革命的消息。 过了一

段时间， 苏联政府向中国留

苏人员宣布： 蒋介石政府拍

来电报， 要中国留苏人员一

律限期回国去南京报到。 苏

联政府还宣布： 中国学生愿

意回国， 绝不挽留； 不愿回

国， 可以继续深造。
怎么办？ 必须尽快 作 出

抉择。 唐铎反复思虑： 回国

到蒋介石那边， 或者升官发

财， 或者被蒋介石杀掉； 但

对于一个共产党员来说， 不

经 党 组 织 决 定 而 盲 目 行 动 ，
是不行的。 权衡结果， 唐铎

决定留下， 并把这个想法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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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了党支部委员兼党小组组

长刘云。 刘云这时已转到伏

龙芝军事学院学习， 但他依

然关心着唐铎的抉择。 他听

了唐铎的决定之后， 感到非

常高兴。 唐铎留在苏联空军

空中战斗学校继续学习， 到

1928 年 底 ， 取 得 了 毕 业 证

书， 并被授予了苏联空军中

尉军衔。

1929 年初， 苏联学校领

导又通知他， 可进入第三飞

行学校和空中侦察学校去学

习。 这所学校设在萨马尔州

的奥林布尔格， 靠近伏尔加

河， 地处极为辽阔的平原地

带。 唐铎在这里学习的主要

课程有两大类： 一类是偏重

理论的， 如射击原理、 射击

武器、 轰炸武器、 瞄准器等

设 备 的 构 造 、 原 理 、 使 用 、
维修技术等； 二类是偏重实

践的， 如空中侦察、 空中照

相 、 空 中 通 讯 、 空 中 射 击 、
空中轰炸， 等等。

1929 年 8 月， 唐铎从第

三飞行学校和空中侦察学校

毕业之后， 就被分配到驻防

在斯摩棱斯克的苏联空军第

六 旅 第 十 八 航 空 飞 行 大 队 ，
当了一名中尉飞行员。 他到

部队报到时， 受到大队首长

和 同 志 们 特 别 热 烈 的 欢 迎 。
这些都使唐铎感到是进入了

一个崭新的世界， 要开始一

种新的战斗生活了。 他们的

大队长是一位空军英雄， 不

仅精通飞行、 作战技术， 还

很有理论头脑。
有 一 天 ， 空 战 训 练 后 ，

这位大队长突然提出了一个

问题： “喂， 唐铎同志， 你

到空军部队之后， 首先应当

做什么？”
唐 铎 满 有 信 心 地 说 ：

“首先是积极参加训练， 熟悉

飞机性能。”
大队长直率地说： “不

对。 首先应当理解我们这支

部队担负的任务是什么， 了

解上级的意图！” 接着， 他找

唐铎和其他几个新到的飞行

员进行专门谈话， 交待任务，
说明空六旅属于白俄罗斯军

区司令部指挥。
这对唐铎来说， 当 然 感

觉是很新鲜的事了。 唐铎在

苏联空军部队进行了更加艰

巨 、 复 杂 的 飞 行 训 练 ， 如 ：
空中射击、 投弹、 测量、 跳

伞等等； 夜间， 则借助跑道

两侧点燃的火堆光亮， 进行

起飞和降落训练。 难度更大

的是进行穿云下降， 看仪表

着陆的训练。 做这种训练必

须全神贯注， 观察各种航空

仪表的指示器， 通过仪表数

据计算来判断飞机的航迹和

姿态， 操纵飞机降落。
唐铎在空六旅第十 八 航

空大队服务了 3 年之后， 即

1932 年初， 领导又派他到莫

斯科空军通讯学校学习。 在

那里， 他学习了无线电通讯

原理、 飞机上的无线电接收

机的装置和操纵以及无线电

领航技术等课程。 经过半年

学习， 唐铎毕业后又回到了

第十八航空大队， 在领导的

支持下， 采用无线电接收机

进行了空中通讯联系， 还表

演了无线电领航技术。 这种

技术是利用飞机上专用的电

台， 测量飞机与地面的位置，
来进行领航工作的。 这些实

践和表演非常成功， 受到了

旅首长的表扬。 唐铎被授予

苏联空军上尉军衔， 并被任

命为空军上尉通讯主任。
1933 年 8 月 18 日 ， 苏

联最高苏维埃为了纪念红色

空军诞生 15 周年， 规定这一

天为苏联红色空军节。 唐铎

和战友们在这一天举行了首

次庆祝会， 在会上旅首长传

达 了 一 项 振 奋 人 心 的 消 息 ：
空六旅将派出部分飞机， 在

十 月 革 命 节 （苏 联 解 体 后 ，
俄 罗 斯 国 家 杜 马 于 2004 年

11 月 24 日通过 《〈俄联邦劳

动法〉 修正案》， 以立法形式

废除了 “十月革命节”， 将其

改称为 “莫斯科红场军事阅

兵 日”） 16 周 年 时， 飞 越 莫

斯科红场上空， 接受苏联党

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
由于唐铎飞行技术熟练，

特别是无线电通讯技术过硬，
旅首长命令他担任长机驾驶

员， 作为 100 多架飞机 的 排

头兵， 飞在最前面。 唐铎听

了这个命令， 欣喜若狂， 感

动得热泪盈眶。 经过两个多

月的训练， 临到十月革命节

前夕， 唐铎随同旅长、 大队

长和战友们从斯摩棱斯克飞

到莫斯科机场， 进行编队。

归 国 前 夕 的 唐 铎 一 家 合
影 。 左 起 ： 唐 瓦 柳 、 瓦 佳 、
维佳、 唐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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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准备就绪之后， 第

16 个 十 月 革 命 节 终 于 来 到

了。 那是一个晴空如洗的好

日子， 唐铎迎着朝阳， 手提

飞行图囊， 坐上了长机驾驶

舱。 这架 P—5 型飞机上只有

两个座位， 除了他作为长机

驾驶员之外， 另一个座位上

坐的就是他的旅长， 是这次

接受检阅的航空飞行大队的

总领队。 他同旅长坐在驾驶

舱里， 看着机场上一架架待

命起飞的飞机， 心情十分激

动。 起飞命令下达后， 唐铎

立 刻 起 飞。 随 后， 100 架 银

燕轰鸣着飞上了湛蓝的天空。
当他们飞越红场上空时， 清

晰地看到了红旗的海洋、 雄

伟的克里姆林宫， 还有那玉

带 般 缓 缓 流 淌 的 莫 斯 科 河 。
唐铎还仿佛感觉到了斯大林

微笑着， 向着空中的银燕挥

手致意。
那天午后， 斯大林 在 克

里姆林宫的一个大厅里， 设

宴招待了全体飞行人员和一

些重要来宾。 唐铎第一次见

到了斯大林。 斯大林站着举

杯向在座的飞行员和客人们

致意， 表示节日的祝贺。 这

次接见， 给唐铎留下了终生

难忘的印象。

驾机与德国法西斯空中强盗

作战荣获列宁勋章

苏 德 战 争 爆 发 后， 1944
年， 当时担任强击机部队中

队长职务的唐铎， 接受的第

一个作战任务是攻击敌人的

野战机场。 他带领 4 架强击

机超低空出航， 在大约 16 公

里的距离上最先看到敌野战

机场的轮廓出现在地平线的

远 方。 4 架 飞 机 加 大 油 门 增

速， 突然冲进敌机场， 做了

准备投弹的急跃升动作以后，
整个机群就向目标扑去， 敌

人的 “梅塞施米特” 式歼击

机 、 “ 容 克 ” 式 轰 炸 机 、
“汉舍尔” 式飞机、 汽油加油

车， 一齐在他们的前下方露

了面。 他们分别对准目标俯

冲投弹。 霎时间， 爆炸、 烈

火、 浓烟笼罩了敌人占领的

野战机场， 几十架敌机被炸

毁， 唐铎中队由此在部队中

引起了全体上下的注目。
苏联红军转入反攻以后，

唐铎升任飞行大队长， 在支

援地面部队向第聂伯河地区

进军的作战中， 又多次出色

地完成了作战任务， 立了新

功。 同时， 也遇到了多次险

情。 有一个冬天， 唐铎带领

8 架 飞 机， 在 顺 利 完 成 轰 炸

任务后的返航途中， 看到一

队敌军正在过浮桥， 于是指

挥大家驾驶飞机在这队敌军

上空盘旋。 敌人一发现飞机，
连棉军服都顾不得脱下， 都

跳进水里去了。 把敌人赶进

河里洗个冰凉的冷水澡， 唐

铎他们觉得特别开心。
不巧的是， 机群刚 刚 飞

过渡口， 唐铎看到自己的发

动 机 上 突 然 闪 了 两 下 火 光 ，
他并没有察觉发动机的工作

不正常， 就向前推驾驶杆操

作飞机下降， 直到快要接近

水面时， 才感到操纵系统失

灵， 他费了好大劲才把飞机

改成平飞状态。 这时如果发

动机马上熄火， 那就非掉在

挤满德军的河岸边不可。 而

当下， 飞机本身的威胁要比

外来的威胁大得多。 唐铎全

神 贯 注 不 让 飞 机 失 速 坠 地 ，
同时细心搜索林间空地， 找

一块可以迫降的地方。 但是，
发现下面只有一片树林覆盖

着的山丘。 这种地方怎么能

迫降呢？
唐铎的运气真不坏， 他

发现了山丘那边有一块盆地。
正要迫降， 又突然发现那块

盆地上， 德军坦克和载着步

兵的汽车正在行驶着， 真玄！
怎么办？ 看来只有让飞机掉

在长满树木的山丘上， 反而

安全些。
飞机对正山丘下滑， 落

在一棵大树上， 被飞机撞断

的大树发出一阵 “咔嚓” 巨

响。 唐铎随机身剧烈摇晃了一

阵子， 当即失去了知觉……
苏醒过来后， 遍体 鳞 伤

的 唐 铎 决 心 宁 死 不 当 俘 虏 ，
他忍着浑身伤痛往回走， 每

前进一步都要耗尽全身之力，
走不动了就爬……经过 几 天

的挣扎， 并得助于农民的无

私帮助， 他终于回到自己的

机场。 飞行团里的人都以为

他牺牲了。 整整 3 天啊！ 团

司令部的 “作战日志” 上明

明白白地写着： “大队长唐

铎失踪”， 全大队的战友们都

认为他已经不在人间了， 按

照习惯还把他的遗物分了留

作永久的纪念。
唐铎奇迹般的活着 回 来

了， 不几天， 又驾驶战鹰翱

翔在蓝天上。
1944 年 7 月 3 日， 白俄

罗斯第三方面军和第四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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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协同作战， 解放白俄罗斯

首 都 明 斯 克 的 战 斗 打 响 了 。
唐铎所在的强击机团接受了

突击阻碍己方主攻部队前进

方向上的敌坦克集群， 以保

障地面部队顺利向前推进的

任务。 身为副团长的唐铎率

领 3 个 大 队 24 架 伊 尔—10
强击机， 以大队纵队跟进的

团编队队形， 大机群超低空

出航。 当机群抵达第聂伯河

上 空 时 ， 遭 遇 德 空 军 8 架

“梅 塞 施 米 特 ” 式 歼 击 机 的

阻击， 唐铎指挥机群紧缩队

形， 严密组织对空火力， 且

战且进， 使敌人的企图不但

未能得逞， 还被击落了 2 架

飞机。
到达明斯克城郊， 唐 铎

看到敌人的坦克群正向己方

前 沿 部 队 发 起 猛 烈 的 攻 击 ，
他立即指挥第 2 大队在城门

以南， 第 3 大队在城门以北，
以马路为界， 分区域正面展

开， 自选目标， 狠狠地歼灭

敌坦克。 他自己带领第 1 大

队 8 架飞机冲向敌人的预备

队， 用单机跟进圆圈队形， 对

敌坦克群轮番进行突击。 第

一圈单机跟进俯冲轰炸， 一

颗颗反坦克弹在敌坦克群中

爆炸， 数十辆坦克顿时变废

铁。 第二圈鱼贯进入打火箭，
敌坦克车、 汽车多辆爆炸开

花， 变成一片火海。 接着又

多 次 进 入 ， 用 机 关 枪 点 射 ，
哪里有敌人， 强击机就追到

哪里。 突然， 唐铎发现敌指

挥官带领大批敌人仓皇逃跑。
这时， 他的机枪已经没有子

弹了， 他把飞机的飞行高度

降得低低的， 用螺旋桨把敌

人的脑袋削掉了一大片……
有几个僚机飞行员 也 仿

照唐铎的样子， 用螺旋桨砍

敌人的脑袋……这次支 援 地

面部队作战， 消灭了敌人数

十辆坦克， 仅唐铎自己就干

掉 10 多辆， 有力地配合了第

三方面军解放白俄罗斯首都

明斯克。 由于任务完成得十

分出色， 该团荣获 “苏联近

卫军” 荣誉称号， 唐铎荣获

一枚列宁勋章。

周恩来说： “希望你能为

建设人民空军作出贡献”

唐铎在苏联服役 25 年，
为苏联空军的建设作出了贡

献， 荣获了许多的荣誉和奖

赏 。 苏 联 卫 国 战 争 结 束 后 ，
唐铎提升为苏联空军的中校

主任教官， 无论从政治待遇

到物质生活各方面来说， 条

件都是优越的。 但是， 优越

的物质生活和政治待遇， 依

然抑制不住唐铎渴望回归祖

国的强烈心愿。
早在赴苏学习之初， 唐

铎即打算经过半年一载， 学

成 就 要 回 国 参 加 北 伐 战 争 。
1939 年初， 他曾向中共中央

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任弼

时提出回国的要求， 任弼时

表 示 让 唐 铎 坚 持 学 习 下 去 ，
先完成学业。 任弼时说， 现

在延安还没有成立空军学校，
你现在先把航空理论、 飞机

设计、 空中战斗等科学知识

技术学到手， 再回国搞我们

自己的空军建设， 肯定会有

极大的用武之地。
后 来 ， 直 到 1948 年 8

月， 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到达

莫斯科时， 代表团成员、 中

国人民解放军空军负责人刘

亚楼、 王弼等人， 提出要求

与唐铎见面。 苏联国防部当

即命令唐铎到莫斯科与他们

会见。 唐铎在与刘亚楼、 王

弼会面时， 苏联国防部外事

处负责人也在座。 刘亚楼对

唐铎说： “中国现在就快要

成 立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政 府 ，
要组建中国人民自己的空军

了。 中国已在苏联聘请大批

专家， 到时候， 你唐铎同志

要带这批苏联专家一同回国

工 作 。” 唐 铎 满 心 高 兴 地 答

应： “好！” 这次会见之后，
苏联国防部外事处负责人令

唐 铎 回 原 部 队 工 作 ， 并 说 ，
回国一事， 等候通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 立 之

初， 唐铎的一些同学、 同事，
被 派 往 中 国 担 任 各 种 顾 问 ，
而惟独没有他的份， 唐铎坐

立 不 安 ， 焦 急 万 分 。 于 是 ，
他一方面写信给苏共中央和

苏联政府， 多次书面请求回

国。 苏联国防部于 1949 年至

1952 年期间， 曾 3 次召唤唐

铎 到 莫 斯 科 谈 及 回 国 问 题 ，
每次都答应他的要求， 并令

他先回原单位工作， 等候通

知。 另一方面， 他也写信给

中国的常乾坤 （曾任苏联红

军独立航空大队中尉领航员、
准校领航主任， 1949 年任中

共中央军委航空局局长）、 王

弼 （曾任苏联空军少尉、 上

尉机械师和准校工程师， 回

国后曾任第十八集团军工程

学校校长、 中共中央军委总

参谋部航空组组长）， 请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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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他向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

要求调他回国。 到 1953 年 3
月， 当以周恩来总理为首的

中国党政代表团到莫斯科参

加斯大林的葬礼时， 唐铎终

于被批准回中国工作。
当时， 在苏联访问 的 中

国 党 政 代 表 团 成 员 李 富 春 、
蔡畅等， 邀请唐铎到莫斯科

苏维埃旅社会面， 共进午餐。
他们都是当年留法勤工俭学时

的 同 学 ， 分 别 已 经 30 多 年

了， 在莫斯科相会， 大家一见

如故， 倍感亲切。 他们向唐

铎介绍了祖国的情况和形势，
对唐铎回国表示热烈祝贺。

1953 年 4 月 9 日， 唐铎

怀着对苏联人民和战友们依

依惜别的心情， 携同他的妻

子唐瓦柳和两个儿子， 告别

了送行的领导和战友， 开始

了返回祖国的长途行程。
唐铎一家四口人动身时，

苏联外交部曾以莫洛托夫外

长的名义， 电告中国政府， 说

唐铎同志已被派遣回国。 同

时， 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也将

他们动身日期电告北京。 当

他们经过长途跋涉到达满洲

里车站时， 中共中央军委已

派人前来接待， 并一直护送

他们到了北京， 住进了军委

总参招待所。 这时已是 1953
年 4 月 18 日， 唐铎终于回到

了阔别 28 年的故乡， 他的心

也沉浸在空前的喜悦之中。
唐铎一到北京， 立 即 向

中央军委提出要求工作。 军

委总政治部干部赖传珠、 徐

立清等接见了唐铎。 他们给

唐铎提出了两项工作， 请他

选择： 一是到中央军委报到，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

部工作； 一是到中国人民解

放军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工

作。 唐铎当即回答说： “听

从 组 织 决 定 。” 因 为 “哈 军

工” 当时正在筹备创建阶段，
急 需 懂 得 教 学 的 专 业 人 才 ，
在陈赓的建议下， 中央军委

决定派唐铎到哈尔滨军事工

程学院参加建院工作。 唐铎

愉快地接受了这一安排。
4 月 底， 哈 尔 滨 军 事 工

程学院院长、 党委书记陈赓，
带着唐铎和其他几位同志一

起去中南海拜见了朱德总司

令。 陈赓把唐铎等人一一介

绍给朱总司令后， 就开始汇

报建院工作。 朱总司令听后

非常满意， 并勉励唐铎等人

努力吸取国内外的先进经验，
同时也要发挥广大干部和学员

的积极性， 发扬解放军的优

良传统， 把学院办成中国培

养军事工程技术人才的熔炉。
从朱总司令办公室出来，

陈赓又领唐铎来到中南海周

总理的办公室， 轻轻地敲开

总理的房门： “这位就是刚

从苏联回国的唐铎同志， 今

天来向总理报到， 请总理指

示！” 陈赓恭恭敬敬地向周恩

来同志作介绍。
周恩来热情地拉着 唐 铎

的手说： “欢迎你回来， 唐

铎同志。 我们多次向苏联政

府交涉才把你要回来， 希望

你能把在苏联学到的航空知

识和技术很好地传授给我们

的年轻人， 为建设人民空军

作出贡献。”
这 次 接 见 对 唐 铎 来 说 ，

无 异 于 祖 国 对 自 己 的 欢 迎 、

期待和鼓励。 唐铎也正是带

着祖国母亲的这种欢迎、 期

待和鼓励， 投身到祖国的建

设事业洪流当中的。
1953 年 5 月 11 日 ， 唐

铎被任命为哈尔滨军事工程

学院党委委员、 空军工程系

党委书记兼系主任。 他以高

度的革命责任心和献身精神，
投入了学院， 特别是空军工

程系的创建工作。 在唐铎主

持下， 空军工程系建成了兼

顾教学与科研， 包括能够进

行飞机强度和起落冲击试验

的教学大楼； 组织建立了 27
个教研室和一支高质量的教

学队伍； 同空军、 飞机制造

厂建立了联系， 打通了关系；
引导全系成员开展了正规化

的教学和科研活动。
空军工程系在唐铎 领 导

下， 为我国空军创建了飞机

发动机、 航空军械设计、 航

空仪表、 航空无线电、 飞机

场建筑、 航空气象 6 个专业。
此外还为我国空军开办机务

干 部 培 训 班 ， 将 各 军 、 师 、
团 的 军 械 主 任 抽 调 到 学 院 ，
由系里派优秀教员上课， 加

以培训， 对提高他们的业务

水 平 起 了 很 大 的 推 动 作 用 ；
同 时 ， 还 筹 建 设 置 了 “ 七

科”， 即导弹原子弹专科， 先

由唐铎兼任科主任， 到 1959
年， 这个第七科就独立出去

成立了七系即电机系。
这一时期， 唐铎运 用 他

在苏联茹科夫斯基空军工程

学院 （即红色空军工程学院）
学到的专业知识和长期工作

积累的丰富经验， 结合我国

实际， 带领广大的干部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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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 10 年艰苦奋斗， 建起了

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空军工

程系， 使它成为我国军事工

程学院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基

础， 同时为祖国航空事业输

送了大批的技术人才， 今天，
许多同志早已成为我国国防

科技战线上的骨干。 唐铎为

党的、 人民的空军的建设事

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唐铎的生平业绩是苏中关系

发展史上的一个典型缩影

1964 年 4 月， 唐铎调任

辽宁大学工作， 担任了党委

常委、 副校长的工作。 正当

唐铎热情满怀地把全部精力

倾注在辽宁大学的教学科研

和 学 校 建 设 事 业 的 时 候 ，
“十年浩劫” 开始了。

不久， 他就遭到了林彪、
康生的陷害。 1968 年初， 康

生在接见辽宁大学 “红卫兵”
上访代表时， 煽动说： “你

们要回学校闹革命， 学校不

是没有事做！ 唐铎是什么人

啊 ？” 康 生 这 是 暗 示 唐 铎 是

“苏修特务”。 这个消息传回

沈阳， 唐铎立即被逮捕起来。
从 此， 他 被 关 押 监 禁 长 达 7
年之久。 唐铎在狱中度过了

他的 64 岁至 71 岁的生日。
他对林彪、 康生的 诬 陷

及种种倒行逆施， 深恶痛绝，
并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相

信群众， 相信党。” 是他的座

右铭， 他坚信事实真相一定

会弄清楚， 所以他没有说过

一句违心的话， 无论对他采

取怎样的 “诱导”， 怎样的逼

供， 无论软的、 硬的， 他始

终表示， “接受组织的审查，
但 我 绝 不 是 什 么 ‘苏 修 特

务’。” 他每天晚上都平卧在

木板床上睡觉， 早晚和用放

风的 20 分钟跑步， 然后用冷

水擦洗全身， 平时就在囚室

中 自 己 做 简 单 的 甩 手 运 动 。
他时刻准备在出狱之后， 好

以更加健康的体魄为党、 为

人民多做贡献。 他对专案组

工作人员及看守， 从不责怪，
还常常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讲

些笑话或故事给他们听， 而

把对他的批斗、 打骂置之度

外。 他用他的一身革命正气

显示了一个真正共产党人的

尊严和品德。
唐铎专案组的工作人员，

走遍全国各地， 向所有与唐

铎接触过的人作了仔细的调

查， 没有任何迹象可以证实

唐铎是什么 “苏修特务”， 反

而证明， 唐铎一贯忠诚于党

和人民， 工作从来是严肃认

真， 精益求精， 兢兢业业。
1974 年 11 月 ， 唐 铎 获

释放。 1978 年， 党组织为唐

铎彻底平反， 恢复名誉， 恢

复工作， 任命他为辽宁大学

党委副书记、 副校长， 并当

选为政协辽宁省第四届委员

会副主席。 从此， 唐铎获得

了新的生命。 1979 年 5 月 4
日，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

的 “五四” 时期老同志座谈

会上， 唐铎激动地说： “身

体是革命的本钱， 有了强健

的身体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
要注意身体， 要运动， 运动

就是生命。 我 75 岁， 每天早

晨跑步， 晚上跑步。 我们老

同志更要注意身体， 至少要

看到社会主义强国， 看到四

化实现。”

1983 年以后， 唐铎由于

年事已高， 主动提出不再担

任省政协副主席和学校的领

导职务。 但他作为忠诚的革

命老战士， 依然怀着为党奋

斗终生的决心， 时刻关心党

的教育事业和统一战线工作，
关心四化建设。 他患有高血

压， 仍坚持参加传达贯彻中

共十二届二中全会精神的省

委扩大会议， 坚决拥护二中

全会决议。 就在他热情发言

的时候， 突然脑溢血不幸逝

世， 为革命奋斗到最后一息，
终年 80 岁。

1988 年 8 月 6 日， 苏联

《消息报》 发表的政治评论员

斯坦尼斯拉夫·孔德拉绍夫的

文 章 中， 以 “唐 铎———中 苏

关 系 发 展 史 上 的 一 叶 小 舟 ”
为标题， 写道： “……在 我

随苏联国家记者协会代表团

参观中国的辽宁大学时， 我

们有幸得知了这样一位中国

人———已 故 辽 宁 大 学 副 校 长

唐铎同志。” 文章在介绍了唐

铎同志的生平之后， 继续写

道： “我不是研究中国问题

的专家， 也不准备孤立地评

论这位中国人的非凡命运和

坎 坷 经 历 。 但 就 广 义 来 说 ，
我生平还从未听说和看见过

这样一个人的命运能与苏中

关系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能够如此鲜明生动地向人们

展 示 历 史 进 程 的 一 个 侧 面 ，
刻画出历史的残酷事实。 唐

铎同志的生平业绩可说是苏

中关系发展史上的一个典型

缩影。”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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