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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的紫金山，又稱鍾山，自古有虎踞龍盤之氣勢。自1912年孫中山先生在
南京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以降，紫金山便與中國激情、悲壯的近現代歷史
結下深厚的歷史之緣。紫金山的南麓，有舉世皆知的中山陵、靈谷寺（國民革
命忠烈祠）、國民政府主席官邸（美齡宮），吸引 大量遊人參觀留念。而在紫
金山的北麓——這個相對寧靜的地方，航空烈士墓（擴建後稱「南京國際抗日
航空烈士公園」）坐落於此，3305名為了保衛中國領空、與日寇在空中殊死搏擊
而獻出生命的中、美、俄、韓等國的殉難飛行員、機師的遺骸或衣冠冢排置其
中。具體言之，中國殉難者共870名；美國殉難者2197名；前蘇聯殉難者236
名；韓國2名。

鍾山北麓埋忠骨
南京航空烈士墓，首次興建於1932年。彼時年初，日寇大舉進犯淞滬，製造

軍事衝突。中國空軍奉命守護上海領空，黃毓全等一批飛行員在對日空戰中壯
烈殉國。為了彪炳這些空中忠烈的千秋偉績、激勵全國民眾、激發人心士氣，
國民政府決定對烈士進行褒揚榮哀，並在中山陵所在的紫金山修建專門的公墓
予以厚葬。「航空烈士公墓」六個大字，由時任軍政部長的陸軍一級上將何敬
之（應欽）題寫。及至1937年全面性抗日戰爭爆發後，中日空軍頻頻交手，劉
粹剛等人殉國，政府擴建烈士陵園，此處便成為了空軍專用的烈士公墓。雖然
烈士墓因為戰爭與時代的因素曾遭到破壞，但1993年和2009年，航空烈士墓進
行了更大規模的重修與擴建，新增了紀念碑與紀念場館，加入了大量的實物展
品和聲光電展覽方式，其面貌煥然一新。
目前，航空烈士墓由歷史古跡與現代紀念館兩部分組成。在歷史古跡方面，

完整保存了1932年烈士墓建造時的景象原貌。沿山而上的石階兩側，是空軍烈
士的墳冢，每個墳冢的正上方，以方形石板覆蓋，正面刻有烈士的姓名、籍
貫、軍銜、職務以及犧牲年月。墓區兩側，分別是孫中山先生手書「航空救國」
的紀念亭與烈士紀念碑。紀念碑呈機翼展翅狀，正前方矗立中、美、俄三國飛
行員雕像，紀念碑基座為空戰浮雕。在紀念碑四周，以大理石牆砌立烈士名錄
——可以找到犧牲於抗戰中的各國烈士的姓名，文字分別為中文、英文與俄文。
毗鄰烈士墓舊址的，是擴建後的四個地下展覽大廳，以實物、繪畫和影視的形
式記錄 中國空軍從無到有、英勇殺敵的光輝歷程。展廳外，則是最具特色的
「正義之神」石雕，象徵 在反法西斯戰爭中鼓舞各國人民的正義精神，既具西
方浪漫主義的想像氣質，也有東方古典主義美學的莊重、典雅。

古今輝映的英雄史
航空烈士墓紀念館幾乎將在抗日戰爭中所有的重要空戰按時間以及當時的戰

區地理位置進行了編列敘述。在這裡，能夠一覽抗日戰爭時期的空中崢嶸歲
月。許多為人熟知或不知的名字也出現在紀念館的牆壁中。
不得不提及的一位重要人物便是後來被追認為空軍少將的高志航烈士。他是

吉林人，曾經是奉系空軍的飛行員。國民政府成立正式的航空兵種後，他成為
當時的中國空軍中非常出色的飛行員之一。1937年第二次淞滬抗戰爆發後的八
月十四日，高志航率領的第四航空大隊剛剛執行完飛行任務、 陸於浙江筧橋
空軍基地，便收到了日軍的空襲警報，所有戰機在其指揮下立即起飛，與日軍
展開了空中陣地戰。由於戰法得當、空軍將士以一當百，迅即擊落日軍六架戰
機，加上被中國空軍擊傷墜毀的轟炸機，日軍損失了十三架飛機。而中國空軍
則無一損失。為了紀念這一光輝的勝利，八月十四日被定為「空軍節」。
高志航烈士後來在河南周口遭到日軍空襲，壯烈殉國。政府為其舉行了隆重

的公祭大會，並安葬於湖北宜昌。後宜昌淪陷，為避免日軍破壞高志航墓地，
其墓園沒有任何文字與說明，以至後來無法尋得烈士的遺骨。所以，能夠以衣
冠冢形式追思先烈偉績，已屬不幸中的萬幸。

不可忘卻的國際友誼
今時今日，航空烈士墓已經擴大為國際抗日航空烈士公園。這裡的「國際」

二字，乃是用飛行員和機師們的鮮血凝鑄而成。紀念館裡，俄羅斯國防部送來
的榮譽證，清晰留下了蘇聯飛行員的歷史功績。抗戰初期的華中地區，蘇聯援

每年的五月九日，在俄羅斯首都莫斯科
的紅場，都會舉行盛大的閱兵式，以紀念
偉大衛國戰爭的勝利，這也是俄羅斯每年
最重要的國家慶典。紅場閱兵，往往會吸
引全球的矚目。這其中，除了關注俄羅斯
最新武器裝備的展示以外，另一個最大的
看點，便是俄羅斯人在閱兵慶典中展現出
的復古風。
這股懷舊風是甚麼？很簡單，就是閱兵

儀式中出現的歷史模仿。每年五月九日上
午的十時，在克里姆林宮鐘聲的伴奏下，
閱兵式的第一個環節「迎軍旗式」隆重開
始。迎甚麼旗？最主要就是迎接「勝利紅
旗」入場。勝利紅旗，是當年蘇聯紅軍攻
克柏林後，插在德國國會大廈頂端的那面
旗幟——鐮刀錘子紅五星，還有那支英雄
部隊的番號：白俄羅斯第1方面軍第3突擊
軍150步兵師79步兵團。這面旗幟已經作
為當代俄軍最重要的旗幟保留了下來。緊
接 ，在部隊分列式中，會出現當年戰爭
中十個方面軍的番號旗以及二百面獲得戰
爭功勳榮譽稱號的部隊軍旗。手擎這些旗

幟的軍人，都來自於時下的俄羅斯軍校，
他們身 蘇聯時期的軍裝，緬懷 過去的
榮譽，走過紅場檢閱台，接受校閱。
這就是俄羅斯閱兵式中的歷史模仿傳

統。無論國家發生怎樣的變化，這種儀式
的連貫性與莊重性幾乎從未發生過改變。
有人曾以「懷舊」來評論俄羅斯人的這種
近似於較真的歷史回溯。但事實上，這種
模仿歷史的現代表演，絕非「懷舊」的情
緒可以概括。俄羅斯的歷史承繼並非原本
有之，模式的確立，也是通過社會思潮的
博弈換得的。以勝利紅旗為例，俄羅斯首
任總統葉利欽便對旗幟中帶有前蘇聯色彩
的一些圖案頗為不悅，並曾以總統令的形
式將旗幟中的部分圖案予以刪除。但這遭
到了參加過二戰的老兵們的強烈反對。俄
羅斯自古有尊重功臣的傳統，因而在眾人
反彈下，葉利欽不得不收回自己的意見。
在2000年，當普京決定恢復蘇聯國歌的旋
律時，也曾遭到社會上右翼勢力的極力抵
制，認為這是在讓國家走老路。
但是，普京的一席話擋下了反對派的進

攻——「毫無意義地否定歷史是錯誤的，
會使整個民族數典忘祖。」至少，普京的
話提供了一種思路——歷史觀是可以從道
德角度去解讀的。因此，俄羅斯閱兵式中
的復古風，與其說是一種懷舊，倒不如說
是一種道德承擔。記住歷史，尊重歷史，
是一種避免數典忘祖的責任。只不過，這
種道德承擔，從沙俄、蘇聯時代的知識分
子身上，移交給了當下的俄羅斯政府。因
此，當年的蘇聯飛行員在中國奮勇殺敵，
今天的俄羅斯軍方也沒有忘記他們，送來
了榮譽證書。這非常符合俄羅斯人對待歷
史的一種態度——雖然二戰時期的國家形
態至今已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但歷史就是
歷史，當年的勇士們是為了俄羅斯的自由
而奉獻生命，這是永遠都不能被否定的。
我國的對日抗戰也是如此。糾葛於歷史

與現實的中日民間情感錯綜複雜，理解歷
史成為一種功利化的工具行為。究竟對日
抗戰的歷史是甚麼或意義體現在何處，不
同的人基於不同的理念，會有完全不同的
解讀。但是，在抗日戰爭中，中國的陸海

空三軍付出了巨大的代價。以海軍為例，
在艦艇力量不敵日軍的情況下，最後幾乎
是以自沉的方式來封鎖日軍的航道，可悲
可嘆。而空軍在抗戰中的出色表現，更是
國際友誼與真摯情感的有力體現。這些歷
史，無論到何時，也無論國家的情形發生
了怎樣的變化，都不應該有所模糊或歪
曲。否則，當我們終有一日不得不還原真
實的歷史時，將徹底喪失面對歷史的勇氣
與責任。
歷史的發展是承繼式的。既然卡爾－波

譜認為，歷史是不可以決定的，那麼，我
們就不能對歷史的消逝無動於衷，而是應
當對歷史有一個清晰而富有道德感的解讀
方式——尊重和善待在那個歷史的關鍵時
刻付出過、抉擇過、奉獻過的每一個人；
也尊重那個年代的每一個精神象徵——如
同俄國人那樣。因為銘記歷史是一種道德
義務，更是對當下現狀進行描述的一種背
景回顧。對我國而言，想大力弘揚民族精
神，那麼這種精神的實質就應當建諸於具
體而真實的歷史之上。回溯歷史、還原歷
史、記錄歷史，便是我們這一代人不可推
卸的責任。這就是歷史觀的道德性，也是
俄羅斯人給我們的啟示。

■文、攝：徐 全

抗戰史觀亦是道德史觀

碧血長空佑中華
—走過八十載的抗日航空烈士墓

「凌雲御風去，報國把志伸，遨遊崑崙上空，俯瞰太平洋濱，看五嶽三江雄關要塞，美麗的錦繡河

山，輝映 無敵機群。緬懷先烈莫辜負創業艱辛，發揚光大尤賴我空軍軍人！同志們努力努力，矢勇矢

勤，國祚皇皇萬世榮。盡瘁為空軍，報國把志伸，哪怕風霜雨露，只信雙手萬能，看鐵翼蔽空馬達齊

鳴，美麗的錦繡河山，輝映 無敵機群。我們要使技術發明日日新，我們要用血汗永固中華魂。同志們

努力努力，同德同心，國祚皇皇萬世榮。」——這便是長眠八十載的抗日空軍將士留下的不朽戰歌。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徐全

華空軍飛行員承擔了重要使命。尤其在武漢會戰中，因為有了蘇聯飛行員的奮力抵抗，才最終
確保了中國抗戰有生力量的戰略性轉移。他們的名字鐫刻在了兩國永 的友誼橋上。
提起美國飛行員在抗戰中的角色，自然首先想到「飛虎隊」。在1932年以及全面抗戰爆發的初

期，美國援華空軍人員是以民間志願者的方式來到中國參加抗戰的。他們憑藉心中最為樸素的
良知與正義感，為萬里之外的中國人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功勳。第一個為中國抗戰獻出生命的美
國飛行員是羅伯特．肖特。他生於1904年，在美國，是波音公司的業務推銷員。平時風趣、大
方的他，面對日寇的進犯毫不畏懼。1932年，在蘇州、上海一帶空域和日軍激戰，在擊斃日軍
飛行員後，被餘下的日本飛機擊落犧牲。
與中國遭受日本的侵略一樣，流亡中國的韓國愛國志士們為了實現民族的獨立，與中國人一

道加入了對日抗戰的洪流。田相國、金元英，這兩位韓國人將自己的生命留在了中國。田相國
生於1907年，上尉飛行隊長，畢業於中國的中央航空學校，在1938年飛往成都途中身亡；金元
英則更加年輕，1922年出生，是當時的中國空軍第五大隊第二十九中隊的少尉飛行員，在湖南
芷江——這個日寇最後向中國人民低頭的地方，壯烈犧牲。他們的事跡，是當時韓國人抗日運
動的一個光輝縮影。那個年代中，韓國上下不分
階層，紛紛以殉國義士為榜樣。韓國國父金九之
子、同樣在中國學習飛行、參與過中國抗戰的金
信先生，後來成為了韓國的空軍參謀長，他在航
空烈士墓為這兩個三千里江山的傑出男兒寫下了
「祖國不會忘記您們」的感言。

銘記舊日的友誼，才能締造新的情感。戰爭中
的真義，必定能夠化為和平的願景，庇佑如今的
每一個人。這就是航空烈士墓給予今人的深刻啟
示。

■紀念館內陳列的當年與日軍進行空中

搏擊的中國空軍戰機。

■美國飛行員在中國使用的身份證書。

■韓國空軍原參謀長金信為韓國烈士所

作的題詞。

■抗日航空烈士紀念碑。

■俄羅斯國防部為殉難蘇

聯飛行員發送的證書。

■中國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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褒揚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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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的陸軍一級上將何應

欽題寫的航空烈士公墓。

■山道兩側的石牌基座，是空軍烈士的墳

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