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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 年 3 月 1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所航空
学校——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在吉林通化成立，
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办的第一所航空学校。

这里共培养出560名航空人才，其中飞行员126
名。当年的空军司令员王海、空军副司令员林虎、

原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刘玉堤，以及曾经击落美国军
队王牌飞行员乔治·安德鲁·戴维斯的张积慧等人都
是从这里走出的，她为人民空军的建立准备了骨干，
为新中国的航空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被誉为共和
国航空事业的摇篮。

随着东北局势的发展和建校人员的
增加，沈阳航空队在成立后的两个月内
进行了三次大搬家，经由辽阳、宫原
（现本溪）最后到达吉林通化。在沈阳
航空队的基础上，1946 年 1 月 1 日，
东总在通化成立了东北民主联军航空总
队，由东总后方司令部司令员朱瑞兼任
航空总队总队长，后方司令部政委吴溉
之兼任航空总队政委，常乾坤、白起、
林弥一郎任副总队长；副政委黄乃一、
顾磊，政治部主任白平；教导队队长由
林弥一郎兼任，政委陈乃康；民航队队
长蔡云翔、政委刘风；训练室主任何健
生；机务队队长田杰；修理厂厂长陈静
山；学员队队长兼指导员姚峻、副队长
李熙川、副政委张凤岐。航空总队成立
时人员已超过500人。航空总队成立后
不久又从新四军和山东大学陆续选调来
30多名优秀学员。

1946 年 2 月 3 日，日本关东军余
部在通化举行大规模武装暴动。通化
各党政军干部战士全力奋勇御敌，一
举平息了通化暴乱，航空总队也英勇
参加了抗击暴乱的战斗，保护了飞
机、机场，保护了这支来之不易的航
空队伍。

从 1945 年 9 月开始，延安三路人
马奔赴东北。除了第一批航空干部进入
东北参与组建沈阳航空队外，从延安行
军进入东北后的第二支、第三支延安航

空干部队，也日夜兼程赶赴东北。两路
人马在紧张而艰苦的行军同时，顶着寒
风冒险搜寻沿途日寇丢弃的飞机和航
材。常乾坤带领的航空干部队在1946
年 2月11日到达通化，使得航空总队
的力量大大加强。他们搜寻到的200多
台发动机、100多箱航材仪表、几百桶
汽油和其他设备，历经四五百公里的艰
难历程，在 2 月底也到达通化航空总
队。在东北局的领导下，建校准备工作
高速地进行着。

通化航空总队：
加强队伍建设，不断聚合壮大

航空总队建立之后仅两个月，主要领导和骨干力量
便大大加强，全队人员总数已达 600 余人，修复可用飞
机 30 余架，拥有了相对丰富的航材和机场设施。这样，
通过“加强队伍建设，不断聚合壮大”，使得航校的建
立有了重要的组织基础和物质基础，完成了东北老航校
筹建工作的第二步。1946 年 3 月 1 日，东北老航校在航
空总队的基础上正式成立。至此，中国共产党历经两次
航空教育的积累，终于迎来了我军航校建设与发展的辉
煌岁月。

然而，航校成立后不久，随着国民党的大举进攻，
沈阳失守，四平吃紧，东北的形势不断恶化。同时，国
民党对我们创办航校十分惊恐，经常派飞机骚扰破坏。
为了避敌袭扰和破坏，尽早开展训练，航校在不到半年
的时间里，被迫进行了两次大搬迁。因为，曾有15架国
民党飞机对通化机场进行长达半小时之久的轮番轰炸，造
成我人员伤亡和飞机等损毁，为了尽量减少损失，航校必
须从空中、地面同时向相对安全的地方转移，1946年4月
中旬，航校从通化搬迁到牡丹江；5月下旬，蒋介石飞往
沈阳督兵北犯。国民党对东北再次发动了大规模的进
攻。5 月底，占领长春、永吉，继而推进到松花江南
岸，战火即将烧到牡丹江畔。

在这种情况下，航校不得不再次向纵深地区转移，11
月中旬由牡丹江迁至东安（今密山），在生活更为艰苦，天
气环境更为恶劣的情况下继续组织飞行训练。

1948年 3月下旬，随着形势的好转，航校由东安搬回

牡丹江 （航校已于 1 月更名为东北人民解放军航空学校）；
1949年3月下旬，又由牡丹江搬到长春市内。尽管环境动荡
艰苦，几经辗转搬迁，但飞行训练从未间断，并取得了很大的
成就。

这期间，在1946年9月，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接见6月26
日驾机起义飞抵延安的国民党空军起义人员刘善本等人时指
出：我军在东北要筹建一所航空学校，你们去东北要走很多
路，也是一个万里长征。那里生活很苦，但英雄有用武之地，
艰苦得有意义。在1947年初，刘善本等国民党驾机起义航空
人员，与在新疆盛世才航空队学习的航空学员（系抗战期间中
国共产党派往新疆学习航空的干部，后被军阀盛世才监禁，度
过4年多的铁窗生涯。在重庆谈判期间，经周恩来等极力营救
获释，1946年7月回到延安） 以及在国民党空军中的一些中
共航空人员陆续到达航校，为航校建设增加了重要力量。刘善
本被任命为航校副校长。

东北老航校：
勇闯艰难险阻，迅速发展腾飞

东北老航校教员马龙章 （左，本文作者父亲） 与战友在学
习社会发展史。

经历长期革命战争的洗礼，中国共产党把早日建
立空军摆上议程。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
选派干部到孙中山创办的广州航校和苏联学习航空；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再次派人到苏联学习航空；
抗日战争时期，利用与新疆军阀盛世才的统战关系，
从一、二、四方面军中选派 40 余人到新疆学习航
空，还派干部考入国民党的航空学校；在延安成立了
机械工程学校和航空研究小组，在敌后抗日根据地抽
调人员学习航空理论，培养准备了一批航空人才。但
是，由于战争环境的残酷，不具备建立航校和空军的
条件。

日本投降后，中共中央科学地预测到抗战后时局
发展的方向，决定争取东北，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
地。同时，预见到日本在东北盘踞多年，会留下一些
机场、航空工厂和飞机，这对兴办航空事业是个有利
条件。因此，中共中央决定把多年培养和储备的一些
干部派到东北去，设法在东北创办一所航空学校，为
建立人民空军培养人才。

1945年 8月，刘少奇代表党中央对航空研究小
组组长王弼指出：东北是日本侵华战争的主要基地，
估计该地的航空器材很多，这是我党兴办航空事业的
一个有利条件。因此党中央决定派一批航空人员去东
北，为创办航校作准备。

9 月，刘少奇对航空研究小组副组长常乾坤指
出：到东北创办航校是件大事，是党和人民创建航空
事业的一个开端，要有坚强的信心和决心，要有不屈
不挠、百折不回的勇气和克服困难的精神，一定要把
航校办起来，而且一定要办好。同月，任弼时对常乾
坤说：中央要你们马上到东北去，设法创办一所航空
学校，为的是给将来的人民空军建设培养技术骨干。
这是个非常重要的任务，赤手空拳办航校会有许多料
想不到的困难，遇到问题要随时请示东北局和东北民
主联军总部。

从1945年9月至11月间，中共中央组织部从延
安航空研究小组、抗大机械工程班、中央自然科学
院、俄文学校等单位先后选调30多名干部开赴东北
筹建航校，他们多是中国共产党早年培养和储备的航
空干部或具有一定技术专长的人员。9月初，从延安
来的第一批航空技术人员中的刘风率领新起义的汪伪

“建国号 8.20”起义机组人员蔡云翔、顾青、陈明
秋、田杰4人来到沈阳。

此刻，日本关东军第二航空师团第四练成飞行大
队的大队长林弥一郎（日本陆军航空兵少佐）等300多
人刚刚投降八路军。此次受降，八路军共接收了林弥
一郎飞行大队各式飞机46架（能飞的只有16架）及各
种器材和配件，17名飞行员、24名机械师、72名机械
员，180多名地面保障人员。1945年11月初，刚刚成
立不久的东北人民自治军总部派人接收这支日本部
队，在其基础上使用奉集堡机场组织成立沈阳航空
队。东北局指派选调的干部黄乃一与刘风、蔡云翔、林
弥一郎负责航空队工作，开始搜集航材、修理飞机。

11月14日，中共东北局成立航空委员会，委员
会由伍修权（时任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王弼、常乾
坤、黄乃一、刘风、蔡云翔、林弥一郎等7人组成，伍修
权任主任，黄乃一任秘书长，直接领导沈阳航空队，
明确了沈阳航空队亟待开展的三项重要工作：一是
组织人员赴南满各地搜集和修理飞机航材；二是初
步确定办校任务、方针、招生、训练等问题；三是把起
义人员、日本航空技术人员团结组织起来，按我军办
法，实施管理教育，开展工作。

到 1945 年底，沈阳航空队发展到 500 多人，
包括东总增派的 20 多名干部和警卫连、“8.20”起
义的白起、何健生、于飞、张华、吉翔等起义航
空人员，以及从抗大山东分校招收的 109 名航空
学员，从炮校选调的 5 名学员。航空队搜集到飞
机 50 余架 （修复 20 余架） 和一些航材汽油，组建
了两个学生训练队和一个可执行紧急飞行任务的
飞行队。

沈阳航空队出色地完成了收编日本航空队的艰巨
任务，将其全部转化为航校建设急需的航空教员和机
务技术人员，还汇聚了“8.20”起义的全部航空人
员，这些技术精湛的航空人才都成为后来建设中国人
民解放军第一所航空学校的重要技术骨干，以及人民
空军建立和发展的重要力量。

沈阳航空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支真正的
既有空勤、地勤人员，又有飞机和军场站，能执行飞
行任务的航空队。沈阳航空队与另外两支边行军边搜
集航材的延安航空干部队共同完成了东北老航校创建
的第一步！

沈阳航空队：
汇聚四方人才、搜集八方航材

1949年5月4日，6架国民党美制B-24轰炸机轰炸了北平
南苑机场，震惊了毛泽东，来自空中的威胁让他坚信建设一支
强大的人民空军已刻不容缓。1949年7月20日，中央军委在
给第四野战军的电报中指出，必须以建立空军为当前首要任
务，准备一年左右可以用于作战。1949年8月15日，在北平南
苑机场，我军组建了第一支战斗飞行部队——南苑中队，由老
航校一期甲乙班学员及国民党起义加入老航校的人员组成。

南苑中队9月5日正式开始担负北平地区的防空作战任务。
1949年 10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中央军

委决定，空军组织机群通过天安门，参加空中分列式接受检
阅。邢海帆、刘善本、林虎等来自老航校的20余名飞行精英
驾驶P-51战斗机、C-46运输机等5种机型17架战机组成编
队机群，其中驾驶P-51战斗机的阎磊、赵大海，驾驶蚊式轰
炸机的邓仲卿、王玉珂同时肩负着天安门上空的警戒保卫
任务，他们打破受阅常规，带了可以在空中上膛的实弹机
枪，进行带弹飞行。这些航空精英代表第一代人民空军飞
行员飞过天安门上空，接受新中国的检阅。

1949年11月11日，人民空军正式成立。从此，我们有
力量迎接来自空中的威胁和挑战。

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东北老航校从开始
筹建到成立直至发展壮大，经历了沈阳航空队的“汇聚四方人
才、搜集八方航材”、通化航空总队的“加强队伍建设，不断聚
合壮大”东北老航校的“勇闯艰难险阻，迅速发展腾飞”建设三
部曲，也是中国共产党发挥统一战线重要法宝作用，“筑巢育
鹰”建立自己的空军力量的成功典范。

如今不断壮大的人民空军，正是经过艰苦卓绝的三部
曲，以“人推火车”“马拉飞机”“酒精代替航油”“自行车气筒给
飞机轮胎打气”“戴着皮帽子睡觉”“穿面袋缝制的衣服”“直上
高教”等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壮举，创造出一个个世界空军
建设史上的奇迹，铸就了团结奋斗，艰苦创业，勇于献身，开拓
前进的“东北老航校精神”，成就了人民空军的辉煌未来和光
荣的历史。

东北老航校为人民空军、航空航天、民航事业、航空体育、
海军航空兵等各航空领域输送了大批懂业务、会管理的领导
干部和骨干力量，完成了党中央交给的为人民航空事业培养

“种子”的历史使命，成为真正孕育人民空军和航空事业的孵
化器，成为新中国航空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本文作者为辽宁省沈阳市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主任）

飞向新中国：
雄鹰展翅济苍穹轮流用自行车打气筒给飞机轮胎打气

转场时，没有汽车，就用马车运输飞机和航材，此为当时的马车拉飞机运输队。

东北老航校在组建中人员来自四面八方，人员成分复
杂。其中有中国共产党自己早期培养的航空干部；有八路
军、新四军、东北局、东北民主联军选派的干部；有新招收
的青年知识分子；有汪伪和国民党空军起义人员；还有受降
收编的日本航空技术人员……如何将这些人团结在一起是当
时的一个难题。其中最难团结的就是日籍受降人员。

如何让昔日的敌人真心实意地为我们培养飞行人员？首先
是政治上信任，伍修权“用人不疑”，曾赠送林弥一郎一把手
枪，通化到牡丹江转场时，信任日籍人员，让他们单独驾机转
场。二是不以战俘身份对待他们，改善生活待遇，关心其婚姻
生活问题，安排好他们的家属，承诺条件具备就尽早让他们回
国。林弥一郎后来回忆说：“是你们把我们由鬼变为人的，在
技术上我们是老师，但在政治上生活上你们是老师。”

东北老航校成立后的发展道路却是十分艰难，面临的是
重重险阻和道道难关，除了国民党飞机轰炸机场炸毁飞机、
造成人员伤亡、被迫冒着战火艰难完成了4次迁场大转移
外，航校飞行训练刚开始，就遭遇飞行科长吉翔和教育长蔡
云翔接连牺牲的重大损失；敌特烧毁油库，飞行缺乏航油；
没有初级教练机，无法开展飞行训练……但老航校人没有畏
惧，没有退缩，他们团结一心，勇敢地开拓新路，坚定地一
路向前，取得了非凡的成功。

他们以科学态度和牺牲精神克服了飞行训练没有初级教
练机的难关，成功地打破世界航空训练常规——直上“九
九”高级教练机。

他们研究酒精替代航油，改装适合使用酒精的发动机喷油
嘴，攻克了以前日军试验多少次都没能解决的油料难题。白起
副校长和日本飞行员冒着极大的风险进行试飞，并取得成功，
然后建立酒精生产厂，保障飞行训练和飞行任务的正常执行。

他们千方百计保障飞行。机务、后勤人员克服飞机破
旧、航材短缺、设备简陋、气候严寒给飞行保障带来的困
难。没有专用的飞机轮胎充气设备，他们轮流奋战，用自行
车打气筒给飞机轮胎打气；一架飞机着落后卸下机轮，装上
另一架飞机使用；几架飞机共用一副螺旋桨等修旧利废、土
法制造、轮换串件的办法保障训练和飞行。

他们为在敌机的不断空袭下保全飞行，摸索敌机出动规
律，采取早晚班飞行，创造了一种飞行训练的“游击战”。

试飞转场需爬坡过坎，道路崎岖，没有汽车就用马车运
输飞机和航材，“马拉飞机”传为佳话……

东北老航校成立前后，据不完全统计，老航校人在艰苦艰
险的环境中，克服重重困难，累计搜集飞机140余架（其中50-
60架可修复）、发动机300多台、新仪表100余箱、发动机零件
近200箱；先后建立了沈阳办事处、马家沟航空站、两个酒精
厂、飞机修理厂、机械厂、材料厂等机构；办了16期航空专业
训练班，培养出飞行员126名、领航员24名、机务人员和工程
技术人员共计560名，1949年初时航校已发展到3500多人。

这些老航校培养的航空人员，后来都成为人民空军、中
国航空事业的骨干力量。

艰难起飞：
团结一切力量，克服一切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