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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海东南望，盛装盼子归。在中国人民解放军
海军博物馆展厅内，静静伫立着一件珍贵的文物，
它彰显了大陆民众和台湾同胞的手足之情，寄托
了祖国母亲对在外游子的思念之情，传递了中华
儿女对祖国统一的期盼之情。它就是1958年金门
炮战前线广播使用的“九头鸟”喇叭。

从名字上看，“九头鸟”喇叭应形似鸟状，实
则不然。它是由九个小喇叭组成，分为三排，排列
成喇叭墙的广播设备，具有体积小、功率大、灵活
机动的特点。一个小喇叭的功率是 250瓦，九个
小喇叭组成一个“喇叭阵”后，相当于 90只普通
广播的功率，广播起来威力无比，足以把声音传
到10公里以外的地方。

1953年 3月 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
第一个广播电台——角屿岛广播组成立了。作为
我国东南沿海的一个核心要塞，福建前线的角屿

岛是大陆距离金门最近的一个岛屿，与金门的最
短距离只有 1800 米，是最适合对金门国民党军
队进行广播的地点。解放军希望可以通过“九头
鸟”喇叭释放信号，劝告金门岛上的国民党官兵
主动投诚，早日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从而避免
战争造成人员伤亡。

就这样，广播员们的声音开始穿越海峡，直
抵金门。通过“九头鸟”喇叭，广播员们交替使用
闽南语和普通话，循环播放优待投诚人员的“六
条保证”：一是会保障个人生命安全，二是不打不
骂不侮辱，三是不没收个人财产，四是给予伤病
者治疗，五是可以发放回家路费和帮助就业，六
是给予立功者奖励。简短明确的承诺，具有极强
的感召力和震撼力。

一声呼唤，指引回家的方向；一声呼唤，唤醒
和平的渴望。广播中也常常能听到亲人跨越海峡

的声声呼唤，直击人内心最柔软的地方。1957年
中秋，时任广播组组长的吴世泽广播了国民党金
门驻军 27师师长林耀初母亲的录音。老母亲对
儿子的殷殷呼唤穿越茫茫海峡：“儿啊，你不是说
三五年就可以回家了吗？怎么这么多年了还不见
人呢？你临走时给我留下的五十几块光洋我没舍
得花，都给你留着。你儿子已经十一岁了，上学
了，老婆也有工作。我们都很好，你什么时候才回
家和我们团圆啊？”录音广播后，林耀初也常以查
哨为由，多次到海边驻足倾听角屿岛的广播。

1958年8月23日，福建前线部队奉命猛烈炮
击国民党控制下的金门岛，霎时间炮声隆隆，硝
烟弥漫。按照任务要求，只要不炮击，不管白天黑
夜，广播不能停。在那些日子里，厦门前线的两种
声音此起彼伏：大炮的轰鸣声和“九头鸟”喇叭的
喊话声。炮击声一停，“九头鸟”喇叭就喊上了：

“国民党官兵们！……”
通过这种“轰炸式”的广播，很多国民党官兵

都能熟记于心我党我军的宽大优待政策，冒死抱
着水壶、锅盖等漂浮物跨海投诚，顺着祖国的声音
横渡到海峡这一边。“九头鸟”喇叭的软杀伤，与武
力打击紧密配合，迅速有效地将军事打击效果转
化为心理威慑攻势，起到了安定民心的作用，最终
让许多国民党官兵集体投诚，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今虽繁华盛世，勿将历史尘封；纵观万家灯
火，犹闻暮鼓晨钟。昔日的硝烟和炮声早已远去，
金门炮战期间功不可没的“九头鸟”喇叭却仿佛
仍然伫立在那，见证着岁月峥嵘，传递着盼归之
情，静待着山河一统。历史无言，留痕于物，“九头
鸟”喇叭向我们诉说着远去的过往，也与我们一
起期盼两岸共圆中国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那一天。

我的家中珍藏着一份父亲五十年代在航
校的毕业证书，捧着这个老旧、小巧的硬皮本，
历史的沧桑感扑面而来。打开后首先映入眼帘
的是毛主席、朱总司令的照片，然后是父亲年
轻时的脸庞。这证书如手掌一样大小，记录了
中国人民空军的历史进程，蕴含了毛主席睿智
的战略思想。

证书高 11厘米，宽 8厘米，硬皮，共六页。
封面自右至左楷书“中国人民解放军航空学
校”，换行隶书“毕业证书”。上方为人民空军的
军徽，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红星军徽的
基础上配以雄鹰的双翼，意味着人民空军是中
国人民解放军的一部分，象征着英勇果敢的人
民空军，为捍卫祖国领空安全翱翔无阻。下方
为一架飞机的线画正面影像，机翼展开驶向地
平线。

第一页是毛泽东主席像，第二页印着毛
泽东手迹：“创造强大的人民空军，歼灭残
敌，巩固国防。”第三页是朱德总司令像，第
四页为朱德手迹：“不断地在政治上思想上
技术上提高自己，使自己成为新中国优秀的
空军人员。”

第五页是毕业证书内容，竖版繁体排列，
共八行：“机字第 01137 号，谭荷生于 1951 年
12月 31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八航空学
校二期乙班无线电科修业期满，考试成绩合
格，准予毕业。此证。”落款为校长李发应和政
治委员李庆柳阳刻红色印章。第六页是父亲
身着军装的黑白一英寸照片，其右下角加盖
钢印，印文题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八航空
学校印证”。

追忆历史：建军先建校

1946年3月1日，为培养飞行员、领航员和
航空技术人员，为组建空军、创办和发展航空
工业奠定基础，党中央在吉林通化成立东北民
主联军航空学校（东北老航校），这是中国共产
党创办的第一所航空学校，被誉为中国航空事
业的摇篮，为祖国培养了大批飞行员、领航员、
航空工程、通信、气象等各类航空技术人才。

新中国诞生后，建立陆海空军兵种齐全的
国防体系的任务也摆在毛泽东和共和国元勋

面前。1949年10月30日，中央军委批准成立六
所航空学校，11 月 11 日，空军司令部成立，随
后 30天办起了 6所航校。其中，第四航校就是
第八航校的前身。1951年 3月 20日，经中央军
委批准，空军将原空、地合训的第四航校分别
组建为空、地分训的两所航校，留下的“地勤
营和机关一部分”为基础，组建成“中国人民
解放军第八航空学校”。这是我军第一所专门
培养航空地勤人员的学校。5月 1日，第八航空
学校在辽宁沈阳北陵举行了建校典礼，通常称
为老八校。

父亲是老八校的第一批学员。1950年，刚
满18岁的父亲在湖南安化被湖南军事干校录
取参军。1951 年 1 月至 4 月，先在湖北孝感航
空预科总队进行学习人民空军的理论知识，5
月调入沈阳第八航校。按毕业证书，12月 31日
毕业后立刻被分配到北京南苑机场 1073部队
无线电机组开始实践工作。空军初建时期，航
校以速成的训练方式培训了一批空、地勤人
员，这是毛主席的果断决策，也是战略形势的
紧迫要求。

强军使命：领袖的战略思想

印在毕业证第二页的毛主席手迹，是他于
1950年为《人民空军》题写的发刊词，这是毛泽
东对人民空军使命任务的最早表述，也成为航
校毕业生的奋斗目标。

革命战争年代，人民解放军没有建立空军
的基本条件，只能以地面武器对抗空中敌机。
面对残酷的战争实践，毛泽东深切感受到一支
强有力的空中力量对争取战略主动的重要性
和紧迫性。1949年1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
议通过了由毛泽东起草的《目前形势和党在一

九四九年的任务》决议，提出 1949 年及 1950
年，应当争取组成一支能够使用的空军。3月 8
日，毛泽东特地接见了东北老航校领导，了解
航空技术人才培养情况。随着解放战争的快
速发展，毛泽东认为必须尽快渡海，“歼灭残
敌”，渡海的关键是要有空军、海军和内应。当
时的空军力量尚不能担负渡海作战重任的。7
月 10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提出选派三四百
人去苏联学习空军，同时购买一百架左右飞
机，连同当时既有的空军力量组成一个攻击
部队。周恩来随即着手组建空军的各项工作。
7月 31日，毛泽东在接见刘亚楼时指出：“空军
在现代战争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现在成立
空军的条件已经具备，要不失时机地努力建
设空军。”

1949 年 10 月 25 日，中央军委正式任命刘
亚楼为空军司令员，萧华为空军政治委员。11
月11日，中央军委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
令部正式成立。毛泽东对于空军建设始终非常
关心，多次作出批示，并要求空军打破常规，

“力争在很短时间内，训练出一批具有一定作
战能力的空军”。所以航校毕业生仅学半年多
就准予毕业，进入航校主要是学习技术，之前
还有四个月的理论学习培训。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 1953年，经毛泽东批
阅的空军请示报告高达 124件，内容既涉及空
军建设方针原则，也有开办航校、组建空军机
关和部队等具体事项。在毛泽东的关心支持
下，人民空军得到快速发展，在短短几年时间
内相继完成空军领导机构、航校和航空兵部队
等组建工作，为长远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作为军事统帅，朱德在参与领导人民空军
筹备组建发展的实践中，围绕“建设什么样的
空军，怎样建设空军”形成了一系列重要思想。

1950年3月10日，朱德在空军政治工作会议上
指出：“我们建设空军，首先是要配合其他军种
完成解放台湾、海南岛的任务，做到在一定的
领海和领空上初步取得制空权。然后，逐渐地
建成一支完全新式的、强大的人民空军。空军
能不能建设好，掌握技术是个关键。”并强调：

“在一定的意义上，技术决定一切……只有掌
握了技术，才能战胜敌人，不然就要为敌人所
打败。因此，所有的人员都应当学会技术。”这
篇讲话收入《朱德选集》，毕业证书上朱德总司
令的手迹凝聚了其主要精神。

友谊万岁：毕业证上的俄语

主席像衬页的背面，有两行随手用钢笔写
下的俄文。父亲说是他的苏联朋友为了纪念他
们在航校相处的友情写下来的，意思是“友谊
万岁”。父亲会说几句俄语，也是和学校里苏联
老师交流学来的。这说明当时人民空军建设和
苏联的技术与指导有密切的联系。当时航校学
员们十多个人住在一个大房间里，伙食很好。
考试成绩参照苏联的“5分制”，按照计分规则，
1分是基本单位，2分不及格，3分中等，4分良
好，5分优秀。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和苏联签订了《中
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从 1949 年 11 月起，解
放军就已经开始聘请苏联军事顾问，帮助我国
组建空军、海军。最早一批苏联军事专家是空
军顾问和教官。早在 1949 年 8月，空军司令员
刘亚楼访苏后，苏联同意派遣专家 878名帮助
建校。10月 19日，第一批空军专家来华，11月
中旬以后，大批专家陆续到达，并立即分配到
各航校参加建校工作。整个20世纪50年代，在
中国的军事系统中随处可以见到苏联军事顾
问的身影。毕业证书上手写寄语见证了当时中
苏之间的友好情谊。

一本老旧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航校毕业
证书，不仅蕴含了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领导
人巩固国防的战略思想，也折射着人民空军航
校建设的历史进程。尽管时代不同了，但老航
校人对党忠诚、勇于担当的精神永不磨灭，这
种精神让我们更加坚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的理想信念。

朱德手迹 毕业证正文毛泽东手迹 俄语“友谊万岁”

追忆人民空军历史 发扬东北航校精神
——记一本珍贵的航校毕业证书

谭淑琴

陈训慈（1901-1991），字叔谅，浙江慈溪
官桥村（今属余姚市）人，是国民党高官陈布
雷之弟。1932-1941 年间任浙江省图书馆馆
长，1938-1940 年间兼任浙江大学史地系教
授，浙大龙泉分校主任。《四库全书》是清代
乾隆年间，由乾隆帝钦定，纪晓岚主持纂修
的中国历史上规模最为宏大、集中国珍贵典
籍之大成的一部丛书。全书按经、史、子、集
四部四十四类编排。成书以后，乾隆帝又命
人手抄了七部分置各地，即贮于紫禁城的文
渊阁、圆明园的文源阁、河北承德的文津阁、
辽宁沈阳的文朔阁、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
阁、杭州文澜阁，也称为“北四阁”“南三阁”。
由于受战祸摧残，现在七阁藏书中仅存文渊
阁、文朔阁、文津阁、文澜阁。其中文澜阁《四
库全书》（下文以“库书”代指）就收藏在浙江
省图书馆。

全面抗战爆发后，随着战局的变化和国民
政府西迁，库书的内迁及保存是抗日战争时期
文化内迁的重要任务。时任浙江省图书馆馆长
的陈训慈未雨绸缪，1937年 8月间便先后将馆
藏珍贵典籍转运至浙江富阳、建德等地。但随
着“沪杭形势日渐险恶，时有敌机骚扰”，库书
随时有被敌机炸毁的危险，亟需内迁，但由于
当时浙江省政府及教育厅对于保存文萃的轻
视和掣肘，致使库书转移运费和交通工具受
限。1938年一二月间，为解决书籍内迁之方案
及车辆、资金诸事，陈训慈乘舟至永康、方岩、
丽水，与浙江省政府等多方斡旋。最终这批珍
贵典籍在多方协助下得以西迁贵州，开启了文

澜阁《四库全书》的抗战文化苦旅。
《运书日记》是抗战期间陈训慈先生抢救

国家珍稀文献、辗转将库书从杭州运往内地的
日记，真实记录了烽火中知识分子为保存民族
瑰宝的心路历程与责任担当。从中可以看到库
书得以迁出的艰难过程，现按时间顺序梳理其
大致的情况。

1月 11日，陈训慈为库书迁运事访主管浙
江省立图书馆的省教育厅长许绍棣，许对迁运
书深表同情，但不同意迁往省外，要求陈在省
内寻觅藏书之地。陈在日记中记云：

许先生于前二度相见时对此事甚冷淡，今
日尚同情，惟致慨于公路局之弊政，云此次迁
移，并省府索车亦无之……旋谓外省臂长莫
及，可就处属物色一地，渠当与交通处商借车。

1月 17日，陈训慈初步决定将库书迁往龙
泉，不再做迁往省外的打算。同日，为寻求运书
车辆，陈训慈再找许绍棣接洽，但许对此甚为
轻视。其在日记中记云：

许温谓可向方岩教厅去办……余为得一
运输办法而守待四天，人乃不能假数分时间以
作信介绍，甚矣其轻视此事之甚也。

1 月 19 日至 21 日，陈训慈根据许绍棣指
示，接连三次赴浙江省府接洽运书事。但在
与交通处接洽时，却又被索取巨额运费。其
记云：

自金华至龙泉一段公路车，余初以为汽油
费殆系该处义务或系记帐，由省府后还。但魏
忽言汽油须现付，而索价又颇巨（谓以公路每
公里二角计，金永二百六十里来回一次须百零
四元，加车租费等。又谓如汽油六十加伦，每加
伦高价一元四角，亦须八十四元），商以记帐不
果……只得告以电省接洽再说。

由此可以看出，国难当头，手无权力的知
识分子在寻求保存国粹中的艰难境遇，同时也
反映出国民政府职员层转推卸的腐败之象。面
对此种情况，陈训慈不由百感交集，在 1 月 25
日的日记中写道：

自余来杭垣主持浙江图书馆，于今适为六
周岁。客中追怀，百感交集，而播迁靡定，珍籍
分隔，旧雨星散，独守馆钤，尤不禁怆然于怀，
与忧国之念交迸而不能自抑也。

此后，陈训慈继续奔波于省政府、教育厅、
交通处等协商解决运书办法，最终运书费用得
以解决。按照陈训慈与教育厅协商的运书方
案，暂存在建德的库书及善本改装小船后于 1
月 30日运抵金华，再分两批走陆路运往龙泉，
共装232箱，其中170箱为库书。

事实证明陈训慈等人的深谋远见是独到

的。抗战全面爆发后，日军不仅从军事上全面
侵略中国，而且疯狂掠夺珍贵文物。就在库书
运藏龙泉之际，日军“占领地区图书文献接收
委员会”于 1938 年 2 月 22 日派出九位文化特
工，从上海赶到杭州，在三天时间里搜查了浙
江省立西湖博物馆等26家文化机关，其间还专
门寻找“江南三阁”之一的文澜阁《四库全书》。
令他们失望的是，“浙江省立图书馆孤山分馆
的藏书已经疏散开了”。

为安全计，陈训慈曾数次呈请省府及教厅
迁库书于内地。早在库书转运至建德绪塘后，
陈训慈就认为，该地地形难避战火，急需搬迁
图书至内地。而许绍棣却不以为然，陈在日记
中记云：

以为途中多有危险（如误传军火，易遭空
袭），不如存藏建、金山乡之山洞云。又谓赣
湘亦非安全，策其全，宜入川，然此言似随便
议论，非为文物实际策其全者，余亦不欲毕
其辞矣！

1938 年 1月 8日，陈训慈为库书的迁运之
事，曾专门拟一长文，呈文向省教育厅陈述了
战时保护珍贵典籍的重要性。面对保存珍贵典
籍意识淡薄的省府，陈训慈不得不发出郁闷的
慨叹：

最所不安者为文澜《四库全书》……今既
无余钱又无交通工具，无米之炊，前已饱受痛
苦，今将安所效力。瞻念万一疏失，将何以对浙
人，何以对文化，不禁殷忧，尤不禁对主持教育
行政者致其愤愤也。

（上）

蒋廷锡《杂花蛱蝶图》清 金笺 设色
鉴藏印：乾隆御览之宝（清 内府）；臣潘锡兰恭藏
（清 潘锡兰）；虞琴心赏（近现代 姚瀛）

恽寿平《国香春霁图》清 纸本 设色
款署：国香春霁图，征抑道兄清赏 恽寿平
钤印：寿平 正叔 鉴藏印：庚拜所藏 孔氏 少唐审
定 岳雪楼（清 孔广陶）；怀民珍秘（近现代 周怀民）

恽寿平《桃花图》清 纸本 设色 款署：瑶水应无路，绥
山那可游。于林醉丝管，花月古扬州。王淡仙本，南田客
寿平作于陆荩思阁中。钤印：叔子 寿平之印

恽寿平《国香春霁图》恽寿平（1633-1690），
初名格，字寿平，后以字行，号南田，别号白云外
史等，江苏武进人，创常州画派，擅长没骨花卉，
特点是以笔调颜色点染成画，讲究形神饱满、气
韵生动、清逸淡雅，有文人画的韵味，与“四王”、
吴历并称“清初六大家”，对后世影响很大。时人
有“家家南田，户户正叔”的美誉。此作写一竹一
兰，形色结合高妙，古雅、清纯之气萦绕其间，绝
没有半点俗艳痕迹，作为没骨花鸟画大家，恽寿
平的没骨画可谓一座高峰。因其学养丰厚，文人
素养极深，骨子里既有传统文人的儒雅、超凡脱
俗，又有融会贯通、开宗立派的胆识和气度。

恽寿平《桃花图》此幅扇面，满纸桃花，用笔
潇洒淋漓，设色淡雅清丽，充分体现了以没骨法
点染物象的独特魅力，不仅表现出花之媚，叶之
柔，同时表现出春光下桃花含烟带雾的姿态。

蒋廷锡《杂花蛱蝶图》蒋廷锡（1669-1732），
字杨孙，号南沙、青桐居士等，江苏常熟人，清代
著名的花鸟画家，擅长写生，风神生动，得恽寿平
神韵，为清宫所宝，是“词臣”画家代表人物之一。
此图写荷包牡丹、春黄菊、鸢尾等数种草本花卉
杂生于湖石之下，柔弱的枝茎迎风轻轻摇摆，一
对蝴蝶闻香飞来，翩翩起舞，两只蜜蜂，一飞一
落，用笔隽秀，敷色雅丽，生趣盎然，画面无款题。

马荃《花篮图》马荃，生卒年不详，江苏常熟
人，清代女画家，活跃于康熙、乾隆年间，画家马
元驭之女(一作马元驭孙女)，擅画花卉，与女画家
恽冰齐名。编织精致的花篮中盛满菊花、蕙兰、秋
海棠三种花卉，象征高洁祥瑞之意，花叶的反转
向背，自然写实，色泽典雅富丽，画中透露出江南
女子婉约细腻，善于美化生活的情致。

（吉林省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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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国粹 赓续文脉
——抗战时期陈训慈与文澜阁《四库全书》播迁始末

侯培和

文澜阁《四库全书》浙江省图书馆藏

封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