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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在中华民族蜿蜒向前的近代历史记
忆中，是令人血脉贲张的存在——1927年8月1
日，南昌城头的一声枪响，振荡起“革命理想高
于天”的激情澎湃；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
的凄厉号角，汇聚起五湖四海“一寸山河一寸
血”的决死力量；1945年8月15日，日本军国主
义的低头悲鸣，神州大地掀起“阴霾扫尽睹光
明”的雄壮豪迈……

当然还有1937年8月14日，彼时还只是雏
鹰的中国空军，在高志航的率领下，一个个年轻
鲜活的生命，冒死一飞冲天，书写了“捐躯赴国
难，视死忽如归”的凌云壮志，以6比0的辉煌战

绩，给民族记忆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今天，历史虽已远去，但因有当时的影像、

文电以及日记、口述等档案史料，我们得以如此
立体地触摸这些英雄英烈们伟岸的身躯，对他
们的记忆才会如此真切和清晰。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经验得以总结，规
律得以认识，历史得以延续，各项事业得以发展，
都离不开档案。”档案是历史的原始记录，是前人留
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是国家记忆的忠实守护
者，是民族文脉绵延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档案不仅记录历史，更昭示未来。大力开发
红色文化档案资源，充分挖掘革命先烈、抗战英

雄们的档案史料，积极宣扬他们天下兴亡、匹夫
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
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
坚韧不拔的必胜信念，用精彩的档案精神产品，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档案智
慧和力量，是档案工作者和有识之士共同的职
责与使命。

许许多多为国捐躯的民族英雄、革命先烈
们，他们用信念和热血缝补起华夏支离破碎的
苍穹，用鲜活的生命开创了国家的出路和人民
的活路，他们的背影并未远去，也不会远去，他
们留在后人心中的记忆，将永远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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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包括抗战英雄在内的
一切民族英雄，都是中华民族的脊梁，他们的事迹和精神都是激励我们前行的强大力量。

——习近平

【人物简介】

高志航（1907-1937），原名高铭久，字子恒，辽宁通化(今吉林通化)人，抗战期间任中国空军驱逐机部队司令兼第4航空大队大队
长，传奇抗日英雄。 2014年9月1日，被列入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南京紫金山北麓，抗日航空烈士纪念馆，在现存的墓碑和英烈碑上，均刻有一个醒目的名字——高志航。
81年前，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军民开始了全民族抗战。1937年8月14日，在杭州笕桥上空，中国空军以6比0

完胜日本空军，打破了日本空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鼓舞了中国空军的抗战士气，增强了中国军民抗战必胜的信心。指挥这场空
中大捷的就是被誉为“空军战魂、东北飞鹰”的高志航。

高志航原名高铭久，字子恒，1907年5月14日出
生于辽宁省（今吉林省）通化县三颗榆树村一个普通农
民家庭。父亲高井文和母亲李春英共养育了8个孩子，
高志航是长子。

高志航于1915年进入三颗榆树村小学学习，1920
年春考入奉天（今沈阳市）指南中学，翌年以优异成绩
转入沈阳中法学校接受中等教育，1924年毅然投笔从
戎，考入东北陆军军官学校教育班。当时正逢东北军
在教育班中挑选优秀学员到法国接受飞行训练，高
志航因为个头矮没有被录取，他就用法文给张学良
写了一封信，最后被破格录取。1925年9月，高志航
赴法留学，先后在牟拉纳民间航校及伊斯特陆军航
空学校毕业，并被派到法国兰锡空军第23军团——
驱逐团见习。1927年1月学成归国，被张学良任命为
东北航空处飞鹰队少校（陆军衔）队员，之后转任东北
航空教育班少校军官。精通俄、法、英三门语言，对技
术精益求精的高志航，很快就以高超的飞行技术成为
军中翘楚。

不久厄运降临，一次演习，高志航的右腿被弹出的
操纵杆打断，经过两次手术，右腿比原来短了1厘米，留
下跛脚的残疾。但他没有灰心失望，决心重飞蓝天。他
专门订制了一种厚底鞋，使跛脚得到缓解。为能重新
驾机飞行作战，他亲自为张学良进行飞行表演，在现
场展示了国际一流的高难度技术动作，张学良非常欣

喜，被他的精神打动，不
久任命他为东北航空处
飞鹰队队长（当时东北航
空处有四个航空兵队：飞
龙队、飞虎队、飞鹏队、飞
鹰队）。

“九·一八”事变后，
由于南京国民政府和东
北军“不抵抗”的命令，高
志航要求驾机上天誓死
救国的壮志难酬，眼睁睁
看着东北军100多架飞
机悉数被日军掳去，悲愤
之下，他躲在火车厕所里
逃往关内，南下上海，经
同学介绍，加入国民政府
军政部航空署第四队，成
为一名普通的飞行员。
1931 年，他决心以名明
志，立志航空，把名字由

“铭久”改为“志航”。
不久，杭州笕桥中

央航空学校成立，他又加
入高级班接受美式飞行
训练，在航校第一期高
级班受训毕业，他被派

到笕桥中央航空学校当一名见习少尉。之后，他通过
刻苦学习，掌握了夜间不打灯起飞、倒飞和弧形飞等
飞行特技，并在航校第二次检阅时名列第一。当时他
掌握的技术在国际飞行界都凤毛麟角，在中国飞行员
中更是独一无二。由于飞行技术非同一般，他很快又被
提升为中央航校飞行教官组长暂编驱逐机队及第八队
队长等职。

1935年9月，高志航奉命前往意大利进行考察学
习，重点研究意大利的“杜黑主义”（杜黑被誉为“空军
战略之父”），并了解欧洲各国空军独立作战战术。在意
考察期间，应邀在罗马上空表演了他的飞行特技，受到
广泛赞誉。1936年4月回国后，高志航升任空军教导总
队少校总队副，7月调任第六航空大队大队长，10月调
任第四航空大队大队长，领导着第21、22、23三个中队：
第21中队中队长李桂丹，拥有驱逐机10架；第22中队
中队长黄光汉，拥有驱逐机9架；第23中队中队长毛瀛
初，拥有驱逐机9架，教练机1架。

1936年10月31日，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在南京举
行了一次有英、德、意等国空军参加的空战技术和飞行
特技表演，高志航率第四大队前往参加。第一次公开
在国人面前亮相，高志航在南京市明故宫机场上空以
自己的拿手好戏在空中尽情展示，博得各国嘉宾的阵
阵喝彩，也使几支欲争高下的外军特技队相形见绌，
一时间高志航声名鹊起，在军中几乎人人皆知。

1937年“七七事变”，全民族抗战全面爆发。8月13日
淞沪会战打响，日军计划空袭杭州、南昌、虹桥等几个中国
机场，企图一举摧毁我空军主力。13日14时，国民政府航
空委员会在南京紧急下达了《空军作战命令第一号》。

一、上海之敌，约陆军7000人(编者注:实为日本海
军陆战队4000多人)，凭借多年暗中建筑之工事，及新
近集中之大小兵舰约三十艘有侵占上海、危害我首都
之企图。连日以来，敌水上侦察机二架或三架，陆续侦
察我宁波、丽水、杭州、阜宁、海州诸地，其有无航空母
舰在远海游弋，我正侦察中。

二、空军对多年来侵略之敌，有协助我陆军消灭盘
踞我上海之敌海空军及根据地之任务。

三、各部队应于十四日黄昏以前，秘密到达准备出
击之位置，完成攻击一切准备。

……
1937年8月14日凌晨起，中国空军各部队奉命出

击，正式开始对日作战。
8月14日当天，日本海军第3舰队司令长谷川清中

将下令驻台北的鹿屋航空队立即出击，18架九六式陆
上攻击机分别组成空袭杭州队和空袭广德队，从台北
松山基地起飞，向预定目标进攻。当天中午，高志航的
第四大队9架“霍克”-3式驱逐机，奉命从河南周家口
先期紧急转战杭州笕桥，保卫中国空军的摇篮基地。在
南京参加军事会议的高志航，也于当天搭外籍客机先

行赶到笕桥机场，等候他的第四大队。
由于台风过境，第四大队起飞后天气异常恶劣，江浙

一带阴云密布，间有雷阵雨，气流也不稳，但队员们凭借过
硬的技术，经过两个多小时的艰苦飞行，终于陆续安全抵达
笕桥机场。18时10分，就在第四大队9架飞机刚在机场降
落，敌机逼近的防空警报就在杭州上空拉响了。高志航看到
紧急信号后，立即顶着风雨以喊话、手势等动作，命令4架飞
机进行加油，5架飞机立即升空迎战，利用最后一点余油拦
截日机。他也迅速跳上自己的座机，呼啸着冲上了天空。

全面抗战爆发以来中日战机的第一次较量，就在
风起云涌的杭州城上空打响了。

作为高志航僚机的第四大队24中队副队长龚业
悌在抗战飞行日记中记述了高志航当天作战的情形：

“这时，空中正展开着追击。高志航起飞爬升到3000米
云层上，四面索敌，不见敌机，因想到轰炸机在云层上无
法瞄准射击，必须在云层下找目标，很快发现了敌轰炸
机。马上加速度上去，迅速开枪射击，击毙了敌机枪手。
而后毫无顾虑地逼近敌机，紧扣扳机，喷射出四挺机枪
的子弹，敌机应声着火下坠，机上有人跳伞，飞机坠地。”

高志航首开击落敌机的纪录，这也是中国全面抗
战爆发以来中国空军飞行员在空战中击落的第一架敌
机，这一战绩，极大地鼓舞了战友们杀敌的士气。随后，
第22队分队长郑少愚击落敌机1架，第21中队中队长
李桂丹、队员柳哲生、王文骅又共同击落敌机1架。其余
敌机也多有击中，见势不妙，落荒而逃。

此次空战中，中国空军共击落日机3架，击伤1架
（该机飞到台湾基隆北海面坠毁沉没），加上到达笕桥
前2架失踪，日方实际共损失6架飞机，而中国空军只
有1架战斗机轻伤，战果是6比0。

“八一四，西湖滨，志航队，飞将军，怒目裂、血沸腾、
振臂高呼鼓翼升。群英奋起如流星，掀天揭地鬼神惊，我
何壮兮一当十，敌何怯兮六比零。一战传捷，举世蜚声
……”这首纪念“八一四大空战”的军歌，浸透着中华民
族的爱国精神，道出了中国空军青年高超的技战术，以
及浓烈的爱国热忱，在抗战期间被广为传唱，成为激励
全国军民抗击日寇的经典歌曲。为纪念这次空战胜利，
南京国民政府随后将8月14日这一天定为“空军节”。

抗战英雄高志航抗战英雄高志航

猛将手下无弱兵。被誉为“战神”的高志航
培养了一大批优秀飞行员，刘粹刚、柳哲生、董
明德等空战英雄名噪一时，他的另一位学生刘
善本于1946年6月驾机飞抵延安，开创了国民
党空军驾机起义之先河，为新中国空军的建设
作出了贡献。

高志航对部下除在飞行技术上严格要求
外，还经常向部下揭露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
的罪行，用以激励部下保卫祖国的斗志。他常
说：“现在你们都是具有很强战斗力的飞行员，
今后一定要击落敌机，保卫祖国，否则就不是
忠实的战斗员。大家要记住为国争光、为民出
力、勇敢杀敌，使我们第四驱逐大队能够留名
千古。”

高志航的言传身教，很快使得第四大队英
勇抗敌的威名蜚声中外。“八一四空战”首战告
捷后，第二天凌晨，日本海军航空队第二航空战

队报复性地派出45架战机，从“加贺”号航母上
起飞，再次侵袭杭州。

龚业悌在抗战飞行日记中再次详细记述了
当时的情形：“今日，天未晓即起身，我队准备每
机载1000磅炸弹，一队出发轰炸敌航空母舰，
可是当我们正准备载挂炸弹时，敌袭的警报来
了，那时是五时半。”“高大队长指定我当他的
僚机，我们一同跑向停机线上了飞机，他发现
他的飞机气缸在昨天攻击敌机时被击中3弹，
暂时启动不了，他跑过来，命令我把我的飞机
让给他飞。我迅速帮他把飞机发动，他就立即
起飞，其他飞机也跟着他离场升空，飞向指定
空域集结。”

第四大队先后起飞21架“霍克”-3作战飞
机，对敌机进行了坚决的阻击。战斗中，高志航首先
勇敢地击落一架敌机，之后，他奋不顾身向另一领
队敌机攻击。在相互缠斗中，高志航的左臂不幸

被流弹击中受伤，但他仍继续战斗，用一只手驾
驶，在鲜血迸流中返回笕桥机场，并安全着陆。

高志航身先士卒、英勇杀敌，在他的引领和
感召下，第四大队英豪辈出，战绩卓著。据档案
史料记载，此役，第四大队再次取得骄人战绩，
共击落敌机10余架，其中第21中队击落敌机7
架，第22中队击落敌机5架，第23中队击落敌机
2架，我机仅3架轻微受损。

战斗结束后，高志航因伤赴庐山休养。养伤
期间，高志航身在医院，心系战斗，同年9月，不
待伤势痊愈，就迫切地返回南京重上蓝天。不
久，他被国民政府任命为空军驱逐机部队上校
司令员并兼任第四航空大队大队长，专门负责
南京的防空任务，指挥第三、四、五航空大队，第
四航空大队从此被称为“志航大队”。

在艰苦的南京空中保卫战中，日机连续多
次无差别疯狂轰炸南京，造成大量人员和财产
损失，高志航率领队友们以弱战强、顽强迎
击，克服各种不利因素，取得了一些骄人的战
绩。11月12日11时，日军水上侦察机2架由上
海向西侦察，高志航率领 4 架飞机由南京起
飞，沿京沪铁路线一路向东严密搜索。功夫不
负苦心人，终于发现了一路隐藏躲避的两架
敌机，并及时击落。同日14时，日军单翼驱逐
机6架，掩护轰炸机9架空袭南京，我驻防南
京的机队升空迎击，高志航与1架敌驱逐机相
遇回旋数次，以高超的技术一举将其击落。当
他向另一敌机追击时，忽然发现有2架敌机从
后方偷袭。高志航迅速将飞机爬升，一个翻身
又绕到敌机后面。此时，已有3架敌机在他周
围。面对如此险境，高志航沉稳应对，施展上
拉斜面侧飞的高超技术迅速跃入云层，让敌
机扑了个空。

由于工业和科技的差距，抗战初期中国空
军虽然战功卓著，但战机却无法及时补充，数量
也越打越少，日军战机却能得到后方源源不断
的补充。

1937年11月，会讲俄语的高志航临危受
命，赴甘肃兰州接收苏联支援中国抗战的一批
伊16驱逐机。返回时，他们飞抵河南周家口机场
驻防待命。11月21日凌晨6时，获得情报的日军
派出11架“八七”式轰炸机，乘着拂晓偷袭周家
口机场。因空中警报迟报，高志航下令作战时，
敌机已飞临机场上空。在敌机的俯冲轰炸下，高
志航第一个跑到飞机前，跨上座舱准备起飞迎
战，孰料第一次飞机发动不着，这时敌机已开
始投弹轰炸，机场上浓烟滚滚，高志航第二次
发动仍然不着，情况十分危险，战友们劝他暂
时避一避。他说：“身为中国空军，怎么能让敌
人的飞机飞在头上？”他又第三次开机，就在开

机失败的一刹那，密集的炸弹从空中投下，时
年30岁的高志航连同14架飞机一起被火海吞
没。牺牲时，高志航的双手还紧紧握着战机的
操纵杆。

一代英豪、空军战神就此陨落，举国痛
惜。11月22日，高志航追悼会在湖北武汉汉口

商务会大礼堂举行，汉口上万群众自发上街
致哀。周恩来也参加了追悼会，称高志航

“是中华民族的英雄，为抗日牺牲的，为民族
牺牲的”。

高志航牺牲后，南京国民政府轸念他的勋
绩，追赠其为空军少将。1938年初，湖北宜昌二
马路天主教堂神甫龚澔等人就地为高志航烈士
举行安葬。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8月14日，中国共
产党在“红色首都”延安举行了纪念“八一四”空
战大捷座谈会，纪念高志航及其战友的英雄事
迹。2002年8月14日，“八一四”空战大捷65周年
纪念日，高志航烈士纪念馆（高志航故居）在中
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吉林通化市政府、北京航空
联谊会等单位主持下开幕。2006年，高志航的家
乡通化为其建设了衣冠冢。2010年清明期间，宜
昌民政部门发动群众寻找高志航墓地，经相关
部门核实，确认高志航墓地位于宜昌市中心人
民医院（老医专）院内香樟树下。2012年2月12
日，“抗战空军英雄高志航纪念协会”在台北宣
布成立。2014年9月1日，高志航被列入国家民
政部公布的首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
体名录。

为纪念高志航等在中国抗日空战中牺牲
的数千名英烈，南京紫金山北麓从1932年开
始，陆续建立了抗日航空烈士公墓、抗日航空
烈士纪念碑、英烈碑、抗日航空烈士纪念馆。
纪念广场上竖立着高志航烈士的雕像，展馆
中有高志航烈士的事迹展出，每年都会有成
千上万的观众来到这里，参观、凭吊、缅怀、纪
念……

供稿：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纪念馆 程薇薇

壹 立志航空毅从戎

贰 一战传捷举国欢

叁 群英奋起歼倭寇

肆 一腔碧血撒苍穹

飞鹰并未远去 记忆依旧清晰

1993年 7月18日，张
学良为高志航题字“东北飞
鹰 空军战魂”。空军第四航空大队大队长高志航

高志航率领战友们迎击来犯的日军机群（油画）

高志航和他的第四大队部分飞行员合影

南京国民政府和军委会追赠高志航为空
军少将的文件档案

南京航空烈士公墓中的高志航墓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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