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 年是人民空军的 75 周岁生日。11

月 11 日，香山革命纪念馆举办了中国人民

解放军空军文物史料捐赠仪式，我捐赠了

东北老航校学员写给父亲马龙章的 5 封

信、父亲珍藏了 75 年的一张《航校》报和

“AERO PRODUCT”恒 速 变 距 螺 旋 桨

（P-51 机用）自编教程，希望有更多的后来

者能看到。

作为东北老航校的后代，能参与并亲

手奉交父亲的珍藏，倍感荣幸与骄傲！

记载父辈的峥嵘岁月

此次我捐赠的 3 类共 7 件文物，是在整

理父亲马龙章的遗物时发现的，珍藏了整

整 75 年 ，内 容 都 与 美 械 班 教 学 有 关 。其

中，东北军区航空学校政治部机关报《航

校》（1949 年 6 月 1 日创刊）第二十一期是

1949 年 11 月 5 日出版的，正值人民空军成

立前夕。

我的父亲马龙章是东北民主联军航空

学校（简称东北老航校）美械班教员，新中

国成立前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航空系。他

早在学生时代就深受我的祖父马叙伦的影

响，积极参加抗日救国运动。

1949 年 3 月，马龙章遵照父亲马叙伦

的 教 导 ，从 香 港 辗 转 北 上 解 放 区 ，并 在

周恩来的亲自安排下，随民主东北参观团

赴东北解放区参观考察。6 月，由参观团党

组织介绍在东北军区参军，被分配到东北

老航校，担任美式飞机机务人员短训班主

课教员，负责培训美制 P-51 型野马战斗机

和 C-46 型突击式双发中程运输机两种重

要机型的外场维护人员，为新中国培养了

一批初步具有现代飞机构造和维护知识、

技能的机务人员，为确保这两种机型在开

国大典阅兵中执行飞行任务奠定了基础。

这期《航校》的第二版刊有一篇文章

《马教员始终耐心教我们》，作者是王金瑞、

张振兴，文章讲述了美械班教学的一段真

实故事：

机体教员马龙章同志，在教完 P-51

组后，马上就给 C-46 组上课，虽然当中不

经一天休息，他仍保持着饱满的热情和虚

心的态度，在工作中同样克服了许多困难，

如讲操纵盘时，没有实物，他不怕劳苦到

xx机场把操纵盘拉回来，给同学讲得很透

彻。C-46 大部没有实物，他便做成五种模

型：起落架装置、方向舵、升降舵、副翼差动

装置等，尤其差动原理，使同学见到模型后

即很快了解 C-46 副翼是怎样差动的及其

原理。并画了 20 多张图给同学参考。在讨

论时，他也参加帮助大家复习，发现新的问

题，能及时教给同学，如发现起落架收上锁

是由一连杆击动的，他马上告诉大家。同

时，马教员对人民器材像自己手足般地爱

护，如同学们在各机实习时，他来回跑，告

诉大家红的地方不要摸，不知道的不要折，

以免损坏器材。马教员不但耐心，而且虚

心，他不懂就是不懂，例如在讲加温机时自

己不懂，他很快去找一大队机械教员及其

他人，在一起研究搞通后回来讲给同学，在

教 P-51 调节器与马力关系自己讲不通

时，他便请常清教员来帮助讲，使同学搞得

很明白；C-46组同学找到加温机一根管子

不明了时，他又重新去看，知道是自己错

了，于是给同学重新讲纠正错误。由于马教

员的耐心教，同学们把机体搞得很通。

美制 P-51 身世非凡、战功卓著。1939

年，欧洲战事全面爆发后，为抵御纳粹德国

对英国的轮番轰炸，英国急需一种高速战

斗机与之抗衡。最终，英国找到了美国北美

航空公司，希望生产 P-40 战斗机的仿造

版，并在 120天内准备好原型机。当时北美

航空基本设计总工程师叫舒默德，他认为

自己完全有能力设计出更优秀的新型战斗

机。英国人心动了，于 1949 年 4 月正式批

准了这一大胆的计划。

1949 年 7 月，舒默德带领团队如期完

成了第一架原型机，英国人对这款战斗机

甚为满意，命名为“野马”，美国军方给它的

编号是“P-51”。1942年 10月完成首飞，次

年 9月开始装备使用，先后发展了 A、B、D、K等

型号。投入战场后，它不负众望，留下了赫赫

战绩，世界航空界评价它“达到了螺旋桨式战

斗机制造技术的顶峰”。

人民空军的起步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也从美国购买

了大批 P-51 野马战斗机，在各战场上与人民

解放军作战。1948 年，解放军在辽沈战役中

缴获了一批国民党军的 P-51，同时国民党空

军人员不断驾机起义投奔解放区，我军在淮

海、平津和渡江战役各个战场又陆续缴获了

一批国民党空军的飞机。

P-51 野马战斗机当时尚属先进机种，为

相应解决外场维护人员的配备，1949 年 6 月，

航校决定成立一个美式飞机机务人员训练

班，简称美械班。

美械班主要的训练任务是培训 P-51 和

C-46 两种机型的外场初级维护人员。在设置

美械班之前，航校培训机务人员的内容一直

是以缴获的日式飞机为主的，因此，设置美式

飞机训练完全要“重起炉灶”。教员来自于两

类人：从事过美式飞机机务工作的原国民党

空军人员、新参军的有航空工程理论基础的

航空专业大学毕业生，共十余人，分别担任美

械班各学科教员或助教，我的父亲属于后者。

当时，这些刚从学校走出的大学生虽都

具有航空工程基础理论知识，但缺乏实践经

验，多数没有具体接触过这两种机型。为此，

航校训练处决定先组织主科教员去沈阳五厂

做一个月的短期实习，按分工学习有关 P-51

型飞机的知识。

因为美械班计划培训期很短，时间紧急，

为了保证按计划进度完成教学任务，在五厂

实习期间，基本没有固定的作息时间，除了吃

饭外，整个白天都在跟着飞机及工人同志转，

大家抓紧一切时间消化实习内容并编写教

材。在实习和整理教材资料的过程中，困难很

大。“当时除了实物外，可利用参考的资料，仅

有几本从国民党空军缴获和他们遗留下的有

关维护使用方面的英文说明书和手册，却很

少有关于结构和理论方面的资料。为了搞清

一个问题，教员们都必须付出极大的努力，往

往钻研讨论到深夜。”

五厂实习结束后，教员们立即回长春投

入紧张的教学工作，关于 C-46 型飞机的学

习和教材准备只好留在以后再进行。当时，几

个担任主课的教员，虽然都是“科班”出身，但

出校门不久，既没有教学经验又没有实际经

验，加上学员文化基础差，教学设备、器材、资

料不足，培训期短等客观情况，要完成教学任

务是十分困难的。

参加美械班学习的学员都是选自基层部

队的优秀战士或连排级干部，他们废寝忘食，

刻苦钻研，学员勤学苦练的攻关精神也给教

员们以极大的鼓舞，他们千方百计地克服教

学中的种种困难，在教学过程中，大家边学边

教，不断改进教学方法，和学员们共同摸索经

验，创造了多种多样的教学法。例如，针对学

员文化水平低、实践经验丰富、理解力较强的

特点，大量采用了形象化教学。教员自己动手

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破旧器材、原材料制作

了大量的示教板、演示板、实体模型和图表

等，有时候大萝卜和黄泥也成了制作教具的

材料。

教员们还创造了“客串”讲课法，即当教

员在讲课中涉及其他课程内容而自己一时又

讲解不透时，便当场请该学科的主课教员来

“客串”辅导讲课，这样课堂上会出现同时有

两位教员配合讲解某一内容的情景，在这种

情况下，教员考虑的不是自己“掉份”，而是如

何让学员获得知识。

课余时间，教员、助教除参加学员的自习

辅导外，还组织对课程内容掌握较好的学员

当“小先生”互帮互教，这种“小先生”的教学

法后来又发展到课堂教学上，尤其在后期 C-

46型飞机的教学过程中发挥了显著的作用。

在《航校》第二十一期上，还有王金瑞的

另一篇文章 《实习中的几点经验》，讲的是

九中队 C-46 组到某机场去实习，使理论得

到了与实际结合的 3 点经验，即实行互教制

（即“小先生”制）、理论指导实践、实习制

度要严格。

激励感召更多的后来者

转入 C-46 型飞机的教学时，教学的困

难更大，教员没有机会和条件像教 P-51 那样

事先实习和准备教材，在长春队部更没有任

何有关 C-46 的实物器材，美械班把“教室”

从长春搬到了齐齐哈尔市郊的飞行二大队驻

地机场，利用该大队所有的 C-46 型飞机和

废旧器材进行现场教学。

当时，齐齐哈尔市郊气温已是零下十几

摄氏度，机场上寒风刺骨，裸露的手一旦接触

到飞机的金属机件，就会马上被牢牢粘住，但

为了探索知识，大家有时得冒着被粘去皮肉

的危险脱下手套。

机场上破旧的临时宿舍，没有取暖设备

室内比室外还冷。晚上睡下“定位”后，就不敢

挪动身体，因为一挪动身体接触到的就是冰

冷的被盖。早晨醒来后，被头上沾满了哈气凝

成的冰霜。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生活学习条件

下，美械班的教员和全体学员共同按时出色

地完成了 P-51 和 C-46 两个美式机型的教

学任务，全班没有一个掉队的，父亲曾撰文回

忆说：“成绩突出的有王金瑞、刘颖和张振兴

等同志。”在这次捐赠的文物中，恰恰有这 3

位学员写给父亲的信。

1949 年 11 月 11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正

式成立空军，首任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曾强调：

空军的特点之一，是建军必须先建校。没有航

校就培养不出飞行员，没有飞行员就拉不起

空军部队。因此，“一切为了办好航校”就是当

时压倒一切的指导思想。

10 月 6 日，中央军委批准成立 6 所航空

学校，在哈尔滨、长春各组建 1 所轰炸机学

校，在锦州、沈阳、济南、北京南苑各组建 1 所

驱逐机学校，要求 6 所航校在 12 月 1 日同时

开学，并决定：老航校一大队大部人员划归第

一航校，校部与南苑机械大队部分人员划归

二航校，二大队大部人员划归三航校，一大队

二中队划归四航校，部分校部人员划归五航

校，南苑机械大队大队部划归六航校。

11 月 18 日，军委批准在牡丹江再建一所

航空学校，培训运输机空地勤人员，主要由东

北 老 航 校 剩 余 人 员 和 全 体 日 籍 人 员 组 成 ，

1950 年 1 月 5 日开学，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

军第七航空学校。东北老航校历经 3 年 9 个月

停止办学，完成了它的光荣历史使命。

几位学员写信时，父亲已调去空军训练

部任训练参谋，在引进苏联现代航空技术、组

建各级领导机关、航校和作战部队中，美械班

的学员大都分配到人民空军各机关、部队、航

校，成为机务及后勤保障方面的骨干力量，但

他们遇到问题仍然愿意向他们的“马教员”请

教，也时刻关心着“马教员”的健康与进步。字

里行间的质朴深情，散发着时代印记的言语，

让时隔 75 年后的读者潸然泪下，我在“香山

馆·老航校史料征集工作群”发图并留言：“一

封封信，看得我泪奔了。”密山市东北老航校

研究会副会长张志勇很快留言：“信在纪念馆

安家，可感动众人。”

捐赠仪式上，我知道了还有很多老航校

的后代，他们一直在努力传承弘扬“团结奋

斗、艰苦创业、勇于献身、开拓新路”的老航校

精神，这些年来，他们陆续向军博、航博等相

关文博场馆、教育基地捐赠过大量空军史料、

珍贵文物。这些记载着历史记忆的文物，承载

着他们与先辈亲人血脉和精神联系，这次，他

们能倾情捐赠，也必是认定香山馆是最佳的

场域！希望这些文物史料能在香山革命纪念

馆安家，焕发生机，激励感召更多的后来者！

（本文作者系沈阳市政协教科卫体委员

会主任）

人民空军75周岁生日之际

《航校》报入藏香山革命纪念馆
马 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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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中晚期

羽人玉佩为透雕

羽 人 ， 兽 首 人

面，目前藏于湖

北省博物馆，其

2002 年 出 土 于

枣阳九连墩 1 号

墓。这件羽人玉

佩头部以两只反

首相背的凤鸟为

冠，双翅收拢于

胸前，全身阴刻

羽纹、鳞纹。

据 了 解 ，这

件 战 国 中 晚 期

出 现 的 羽 人 与

神 仙 信 仰 和 崇

拜“飞升”有关。

鸟 类 、羽 毛 、龙

鳞 或 云 纹 等 象

征 飞 行 的 特

征 ，是 显 示“ 超

自 然 能 力 ”的 重

要象征。

韦启美是我国杰出的艺术教育家、

油画家、漫画家，1942 年考入国立中央大

学艺术系，师从徐悲鸿、黄显之、吕斯百

等人，毕业后应徐悲鸿之邀任教于北平

艺术专科学校，曾担任油画系教研室主

任、油画系研究生班主任、教授等职。

20 世纪 50—70 年代，韦启美致力于

风俗画和历史画创作，这一时期的色彩

观念受马克西莫夫的影响，代表作品有

《模范饲养员》《初春》等。80 年代是韦启

美艺术理念的重要转折期，他跳脱之前

的创作模式，开始关注现代化城市景观

和科技发展现象，北京首座立交桥、首个

电话亭、高能研究所、气象台、天文台等

都留下了他的足迹。韦启美的漫画创作

及 早 年 研 习 国 画 的 经 历 ，对 其 提 炼“简

化、诗意”的油画创作理念产生了很大影

响，他的创作被评论界誉为“诗性现实主

义”，创作于 1983 年的油画《新线》就是这

个时期的重要代表作品。

《新线》以一个工地写生视角来描绘

和讴歌在祖国大地上展开的现代化建设

场景。长途干线光缆铺设是国家实现现

代通信的基础载体，对确保国防建设和

提 高 人 民 生 活 质 量 有 着 极 为 重 要 的 作

用。澄碧的天空下，两个偌大的光缆轮盘

一近一远、一正一侧矗立在通往远方的

山间公路上，远山含黛，横亘在天地间。

整个画面给人一种明快、开阔、碧空如洗

的视觉感受。作为造型主体的巨型轮盘

醒目而不突兀，公路的边缘与渐行渐远

的护栏一起，共同形成一条天然的延伸

线，使观者的视角从主体轮盘逐步移到

远处的轮盘和建筑，构图严格符合透视

学原理。轻快而富有强烈对比的色彩和

平涂的设色方式，使画面富有现代感和

装饰意味。艺术家大胆舍弃了一切与画

面无关的物象，通过对现实场景的高度

提炼概括和色彩的主观化处理，营造出

一个介于现实生活和内心世界之间的诗

性空间，引导人们关注画面背后的情绪

表达。

油画《新线》
崔光武

“ 不 相 信 有 完 不 成 的 任 务 ， 不 相 信 有 克 服 不 了 的 困

难，不相信有战胜不了的敌人。”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时期

中国志愿军某部连长杨根思发出的英雄宣言。

1950 年 10 月，杨根思随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在

长津湖战役中，他带兵坚守小高岭阵地，面对极端恶劣的条

件，他率领全排接连击退美军八次进攻，展现出坚韧意志和

团结精神。在战斗的最后关头，小高岭阵地上只剩下杨根思

一个人，面对敌人发起的第九次进攻，他毅然抱起炸药包冲

向敌群，与敌人同归于尽，英勇捐躯，年仅 28 岁。

战后，杨根思被追记特等功，并追授“特级英雄”荣

誉称号，他生前所在连队被命名为“杨根思连”。

中国画 《不朽的英雄杨根思》 是我国著名美术家、美

术教育家宗其香先生于 1957 年所创作，现收藏于中国美术

馆 。 作 品 以 中 国 人 民 志 愿 军 参 加 抗 美 援 朝 战 争 为 历 史 背

景，表现了 1950 年 11 月 29 日，在坚守朝鲜长津湖小高岭

战斗中，英雄杨根思抱着导火索冒烟的炸药包冲向敌群的

瞬间。

这幅作品采用了打破均衡的构图方式，画面中，主要

人物杨根思处于最高点，他的前侧是已经被消灭的敌人，

遗尸遍野，从三面蜂拥而上的敌人乱作一团，与盘旋的敌

军飞机处在画面的右下方。画家通过天空光线的变化和明

暗的对比引导观者将视觉聚焦到杨根思身上。画面中的对

角线将作品分为两部分，强烈的反差使作品在矛盾与不平

衡中产生了新的动势，蕴含了巨大的视觉张力，再现了当

时杨根思充满速度感和爆发力的一瞬间。在硝烟弥漫的战

场上，杨根思身后一小片被光辉渲染的天空，暗示着抗美

援朝战争终将会迎来胜利的曙光。

为更好地刻画人物形象，宗其香曾辗转找到杨根思生

前所属的连队，采访他的战友，了解他的成长过程。这种

深入生活、深入实际的创作态度，使他的作品具有了更加

深刻的历史意义和艺术价值。

2017 年 11 月 ，“ 为 画 而 生 —— 宗 其 香 百 年 诞 辰 艺 术

展”在中国美术馆举行，展出画家艺术生涯中的百余件精

品力作，《不朽的英雄杨根思》 也在此次展览中与观众见

面。置身于画作前，观众仿佛回到了那个炮火连天的战场

上。面对强敌，“特级英雄”杨根思用生命诠释了“人在

阵地在”的铮铮誓言。他舍生忘死、不怕牺牲的伟大爱国

主义精神在赓续传承中历久弥新，不断激励着人们继往开

来、砥砺奋进。

经 典 的 艺 术 作 品 能 够 触 动 人 心 、 引 起 观 众 强 烈 的 情

感 共 鸣 ， 离 不 开 创 作 者 的 独 特 视 角 和 深 刻 思 考 ， 以 及 时

代 背 景 和 社 会 环 境 的 影 响 。 在 中 国 美 术 馆 藏 作 品 中 ， 有

一 批 以 抗 美 援 朝 为 题 材 创 作 的 优 秀 作 品 ， 包 括 蒋 兆 和 的

《把学习成绩告诉志愿军叔叔》、何孔德的 《出击之前》、

吴 云 华 的 《跨 过 鸭 绿 江》、 孙 国 岐 的 《邱 少 云》、 彦 涵 的

《中国人民志愿军英雄传》、刘岘的 《抗美援朝》、王临乙

的 《志愿军》、张碧悟的 《志愿军凯旋归国》 等等。这些

作 品 涵 盖 了 中 国 画 、 油 画 、 版 画 、 雕 塑 、 年 画 等 艺 术 门

类 。 艺 术 家 们 通 过 不 同 的 视 角 进 行 艺 术 探 索 ， 使 作 品 呈

现 出 丰 富 多 元 的 视 觉 效 果 与 情 感 基 调 。 他 们 亲 历 抗 美 援

朝 战 场 或 深 受 战 争 影 响 ， 以 艺 术 创 作 记 录 英 雄 的 壮 举 和

战 争 的 残 酷 ， 彰 显 了 伟 大 的 抗 美 援 朝 精 神 ， 凝 聚 了 深 沉

的家国情怀。

“人在阵地在”
——走进中国画《不朽的英雄杨根思》

寇旭乾

《不朽的英雄杨根思》 宗其香 中国画 180×230cm

1957 年 中国美术馆藏

羽人玉佩

羽 人 玉 佩 战 国 中 晚 期 2002 年

枣 阳 九 连 墩 1 号 墓 出 土 湖 北 省 博 物

馆藏

《新线》 韦启美

油画 83×110.5cm 1983 年

1949 年，马龙章（左）与美械班部分教员

《航校》 及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