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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随着纪念新中国 70诞辰的
日子临近，近年来紧锣密鼓建设中的北
京大兴国际机场也将于近期正式启用。
与此同时，位于北京市南郊的一座有着
悠久历史的南苑机场的关停搬迁也提到
了日程上。

南苑机场，是中国最早的飞机场，始
建于清宣统二年（1910 年）8月，距今已
经有 109 年的历史。1913 年，北洋政府
在南苑机场创立了中国史上第一所航空
学校——南苑航空学校，使得南苑机场
进入第一个使用高潮。1937年“七七事
变”后，日军占领了南苑机场，经过扩建
沦为日军侵袭中国华北的空军基地。日
本投降后，美国海军陆战队以协助国民
政府接收日占领土为由进驻南苑机场。
此后，南苑机场一直是国民党空军的军
事基地，直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接收。

那是 1948年 11月辽沈战役后期，东
北军区指示东北老航校派人到解放区搜
集国民党空军遗留的航空器材，用于建
设人民空军。同年 12月初，由方华、吴
恺带领的东北老航校接收组，挑选了 7
辆大卡车和 1辆中吉普昼夜兼程赶到南
苑机场大门口时，领队才发现门口站岗
的哨兵仍然是国民党兵。此时，车队已

经没有回旋的余地，只能毫不犹豫地冲
进机场大门。国民党哨兵看到开来的车
队是清一色的美国造，并不敢盘问，还给
进门的车队行军礼。车队蒙混过了门
岗，开到跑道南侧营房区内占领了一座
平房。这时正是午夜时分，敌人大部分
已经撤退，剩下的残兵败将没有什么战
斗力，听说解放军已经进了机场就仓皇
逃窜了。

1949 年 2 月 3 日，正值北平举行隆
重的人民解放军入城式之际。国民党空
军飞行员张雨农等 4 人从上海驾机起
义，直接向北飞行到南苑机场降落。当
他们落地走下飞机时，立即受到了解放
军的热烈欢迎。但是国民党反动派并不
甘心南苑机场的丢失，更害怕人民空军
的成长壮大。5月 4日，在我军还未建立
起有效防空之前，盘踞在青岛的国民党
空军派出 6架 B-24 轰炸机轰炸了南苑
机场，投弹由东向西跟进，轰炸一线排列
的油库、发动机库、飞机库以及宿舍区，
炸毁了通信联络机2架，炸伤C-46、B-25
飞机各 1架，并炸毁机库 1座，烧毁房屋
196间，死伤 24人，使得解放不久的北平
受到严重的空中威胁。

6月的一天，周恩来副主席召见军
委航空局常乾坤局长，谈到党中央决定
在北平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空中安
全你们能不能出点力呢？常乾坤局长回
答说：“行！”

回到办公室后，常乾坤首先向王弼

政委传达了周副主席的指示，并责成作
训处处长方槐草拟了一个以 P-51战斗
机为主体的防空作战计划。经研究，军
委航空局向中央军委建议，调集 10名左
右飞行员，装备相应数量的飞机，组建 1
个飞行中队。

8月 15日，飞行中队正式成立，徐兆
文任中队长。装备 P-51战斗机 6架，蚊
式、B-25轰炸机各 1架，PT-19教练机 2
架。由于该队驻南苑机场又称“南苑飞
行队”，隶属于华北军区航空处，作战指
挥和飞行训练统一由军委航空局负责，
华北军区航空处具体指挥。当时飞行员
穿日本式连身服，大家建议改夹克式，这
种服式也沿用于今。

据开国大典受阅飞行的参加者阎磊
回忆：“飞行队刚成立时，住在南苑机场
北场中间位置，长长的一排平房，飞行人
员、地勤人员和队部办公室人员都挤住
在一起。宿舍都是大房间，每个房间住
六七个人，一律是两条长凳支架起的木
板床。”经过短期的紧张训练，9月 5日，
飞行队正式担负起北平地区的防空作战
任务，每天保持 2至 4架 P-51战斗机昼
间值班。从此，中国人民第一次有了自
己的空中作战力量，国民党空军独霸中
国天空的时代也随之一去不复返了。

9月中旬，朱德总司令视察南苑机
场飞行队和飞机修理厂。在此之前的 8
月，朱德总司令和聂荣臻副总参谋长召
开会议，商讨开国大典事宜。聂副总长
询问航空局能否组织机群编队通过天安
门上空，常乾坤局长作了肯定的回答。
聂副总长高兴地说：“好！空中有飞机编
队受阅，会给开国大典增光彩。”

那时，人民空军还未正式成立，要进
行大规模的空中受阅，从组织领导上来
说困难是可想而知的。军委航空局局长
常乾坤召集华北军区航空处和飞行中队
的负责同志开会，专题讨论空中受阅飞
行的具体实施工作。会议确定受阅飞行
训练由飞行中队负责组织，受阅飞行保
障则由华北军区航空处负责。会后，方
槐根据会议讨论草拟了受阅组织计划。
几天后，队长徐兆文在河北省霸县上空
进行飞行训练时，因发动机故障被迫跳
伞，飞机坠毁。徐兆文跳伞后又因靴子
摔落，脚掌被刚刚收割后的高粱茬戳
伤。为此，受阅飞行的计划不得不作调
整，由第 3分队队长邢海帆代理飞行中

队队长，并担任空中总领队兼第 1分队
队长。邢海帆原来担任的第 3 分队队
长则由赵大海接替。徐兆文给受伤的脚
绑上绷带，在家里没有休息几天，就到飞
行中队坚持做些地面组织工作。

原先华北军区就建议在不影响防
御的情况下，“拟在南苑机场组织 15架
飞机届时升空警戒，并通过检阅台接受
检阅。”聂荣臻认为准备参加受阅的飞
机太少，需要增加。所以，此后参加开
国大典受阅编队的飞机达到 5 种类型
17架，即 P-51战斗机 9架、“蚊”式轰炸
机 2 架、C-46 运输机 3 架、L-5 通信联
络机 1架、PT-19 教练机 2架。这些飞
机都是国民党空军购买的外国货，除一
部分是国民党空军飞行员驾机起义飞
过来的外，大部分则是人民解放军在战
场上缴获的。

参加开国大典空中受阅的飞行员
中，方槐和安志敏是长征结束后被我党
选派到新疆学习航空的老红军干部飞行
员。林虎、孟进、姚峻、王恩泽、王洪智等
同志，是从八路军、新四军中选派到东北
老航校学习培养出来的第一批飞行员。
总领队邢海帆以及飞行员赵大海、谢派
芬、毛履武、王玉珂则是中国共产党在国
民党空军飞行员中发展的地下党员。刘
善本、杨培光、谭汉洲、阎磊、任永荣、徐
骏英、杨宝庆、杜道时、邹耀坤等是国民
党空军飞行员中的有识之士，在中国共
产党英明政策的感召和人民解放军节节
胜利大好形势的鼓舞下，先后驾机起义
过来的。另外，还有北平和平解放时被
中共地下党真诚挽留下来的邓仲卿等国
民党空军飞行人员。

飞行中队在南苑机场沿东西方向的
旧跑道进行阅兵训练，也实地预演通过
天安门上空。参加受阅的飞行员都立下
誓言，并在誓词上签上自己的名字。受
阅飞行的参加者、空军原副司令员林虎
清楚地记得那段誓词：“我参加检阅，一
旦飞机出现故障，宁愿献出生命，也不让
飞机落在城内、掉在广场和附近的建筑
物上。”

在此期间，正值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开会，
代表们听到飞机呼啸声，都有点惊恐，周
恩来副主席当即宽慰大家说，这是我们的
飞机正在演练，为开国大典作飞行准备。
代表们听说是自己的飞机，这才放了心，

并为此而感到欢欣鼓舞。
鉴于当时的敌情，为了防止受阅时

敌机来偷袭，根据上级指示，阎磊、赵大
海、邓仲卿和王玉珂等 4人带弹参加受
阅飞行。笔者曾就此事请教过参加受阅
飞行的老同志阎磊，他说：“所谓带弹飞
行，是指受阅飞行时有的飞机机枪子弹
(或炮弹)在空中能够上膛，一旦有敌情
即可投入战斗。其实，一般情况下战斗
机都是带弹飞行的，只是像受阅这样的
非战斗行动，为安全起见，飞机机枪和子
弹是分离的。在空中飞行时，飞行员无
法操纵机枪子弹上膛。特别是受阅前地
勤人员要清退机枪子弹，并且有严格的
检查把关制度，做到万无一失。因此，开
国大典带弹飞行，这在世界受阅史上是
少有的。”

1949年 10月 1日，是中国人民最具
有历史意义的日子。早上 5点钟，飞行
中队全体空地勤人员在南苑机场集合完
毕，2架担负一等战斗值班任务的飞机
停放在起飞线上，随时准备升空作战。
下午 3时，开国大典正式开始，4时进行
阅兵。南苑机场上的 17架飞机按预定
计划起飞，相继升空后均按规定的航线
高度、速度在通县双桥上空盘旋待命。4
时 35分，空中分列式开始，在空中总领
队邢海帆的统一号令下，各分队保持规

定的高度、速度和时间间隔，由东向西依
次进入航线。此刻，蔚蓝的天空略有一
点碎积云，地面清晰可见。机群轰鸣通
过天安门广场，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
检阅。

30 万群众的欢呼声和飞机马达的
轰鸣声汇合在一起，使广场上形成了一
片沸腾的海洋，震撼着古都北京。此时
此刻，受阅飞行员心情十分激动和自
豪。从今天起，中国的历史将进入一个
新纪元，将不再受外国列强的侵略和压
迫，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当受阅的第 1、第 2、第 3 分队 9 架
P-51战斗机刚刚通过天安门上空后，按
地面指挥员的命令加大速度，在复兴门
上空作右转弯，沿西直门、德胜门、安定
门、东直门再转向建国门，当到达东单上
空时，正好与第 6分队的教练机相衔接，
再次通过天安门上空。由于衔接得天衣
无缝，所以在地面观看的群众都以为受
阅的飞机是 26架。那天，阎磊和赵大海
在完成受阅飞行后，即升高到 12000 英
尺，在北京东南上空担任警戒，直到受阅
飞行编队依次在南苑机场着陆。

当晚，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北京饭店
举行盛大的国宴。朱德总司令笑容满
面地说：“今天我成了真正的三军总司
令了。”

南苑机场的接收和开国大典受阅飞行
■肖邦振

记 史

沧桑岁月里的那道彩虹

1949 年 1 月 31 日，北平和平解放，
人民解放军进城接管防务。入城部队军
纪严明，秋毫无犯，展现在北平市民眼前
的是一支正义之师、文明之师、仁义之
师。2月 13日新华社报道：“人民解放军
北平卫戍部队认真遵守城市政策和纪
律，受到北平人民的交口称赞。”北平市
委、人民政府及各人民团体赠送入城接
防的解放军东北野战军第 41军第 121师
“秋毫无犯，仁义之师”锦旗一面。

“约法八章”和“入城

纪律十四条”

1948 年 12 月初，平津战役刚打响，
中央军委就考虑北平的接管问题了，
制定了接管城市的政策。毛泽东主席
亲自起草解放军入城“约法八章”，于
12月 22日以平津前线司令部司令员林
彪、政治委员罗荣桓的名义发布：本军
奉命歼灭国民党匪军，解放北平、天
津、唐山、张家口诸城市。兹特宣布约

法八章，愿与我全体人民共同遵守：
一、保护各城市人民的生命财产；二、
保护民族工业商业；三、没收官僚资
本；四、保护学校、医院、文化教育机
关、体育场所及其他一切公共建筑，任
何人不得破坏；五、除首要的战争罪犯
及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外，凡属国
民党省、市、县各级政府机关官员、警
察人员、区镇乡保甲人员，凡不持枪抵
抗，不阴谋破坏者，本军一律不俘虏和
逮捕；六、为确保城市治安、安定社会
秩序，一切散兵游勇均应向当地本军
部队及警备司令部或公安局投诚报
到；七、保护外国侨民生命财产的安
全；八、无论在本军进城前和进城后，
城内一切市民及各界人士，均须共同
负责，维护全城秩序，免遭破坏。凡保
护有功者奖，阴谋破坏者罚。

12月 28日，北平市军管会主任叶剑
英签发了《北平市军管会关于做好入城
准备工作通告》，其附件规定了“入城纪
律十四条”，细化了“约法八章”，如入城
机关、部队人员必须佩戴符号，或持有证
件，并遵守政策、纪律与规则；入城军人
须注意军风纪律，服装整齐，注意礼节；
通行时靠右边走，不准在市内乘马驱驰，
汽车速度每小时不得超过 40里，慎勿发
生意外；不准在街上吃东西，不准随意大
小便，维持公共卫生；不准私入民宅，不
拿人民一针一线，必须公平交易，遵守群
众纪律等。
“约法八章”和“入城纪律十四条”传

达到接防部队的连、排、班，认真学习贯
彻执行，并张贴于北平城区的大街小巷，
告晓北平市民予以监督。

严格挑选接防部队

当年的新华社报道说：“故都北平成
为人民的城市了。当解放军的先头部队
已经由西直门源源开入城内，当解放军的
雄伟行列通过这一历史名城的主要街道
时，受到了北平人民如醉若狂的欢迎。最
先入城的部队中有曾受到通令嘉奖的‘秋
毫无犯团’及‘守备英雄团’。”

北平和平解放方案敲定后，平津前
线司令部经过严格挑选，决定由有着光
荣革命传统、军纪严明的第 41军担任北
平的警备任务。第 41军是由山东胶东
天福山起义组建起来的部队，抗战时期，
是山东抗日根据地胶东军区的主力部
队。1945 年 10月，这支部队渡过渤海，
开进东北，后被编为东北人民解放军第4
纵队。在辽沈战役的塔山阻击战中，第4
纵队第 10师第 28团（后改称第41军第
121师第361团）被授予“守备英雄团”称
号。该军部队路过锦州老乡果园时，战
士们强忍饥渴，无一人上前摘苹果吃。
毛泽东闻知此事深有感慨，曾给予高度
评价：“锦州那个地方出苹果，辽西战役
的时候，正是秋天，老百姓家里很多苹
果，我们战士一个都不去拿。我看了那
个消息很感动。在这个问题上，战士们
自觉地认为：不吃是很高尚的，而吃了是
很卑鄙的，因为这是人民的苹果。我们
的纪律就建筑在这个自觉性上边。这是
我们党的领导和教育的结果。”

警备北平这座历史名城，对第 41军
来说是全新的考验。军党委决定由军政
委莫文骅率领第 121 师率先入城接防，

并制定了严格的纪律，进行入城资格评
比，做好入城接防的各项准备工作。

“咱们人民的队伍”

1949年 1月 31日 12时半，莫文骅政
委率领接防部队官兵，雄赳赳、气昂昂地
开进北平。接防部队迅速在城内主要交
通要道设岗布防。当天下午 5时，电讯
局的工人和北平 10 多所大学的学生
4000余人，在中南海天坛寺为解放军指
战员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

入城部队严格执行纪律，不扰民。
当时正值严冬，寒风刺骨，滴水成冰。战
士们白天衣着单薄，夜里盖着一床薄被，
住在市民居所的门道里、屋檐下，难以御
寒。有的战士露宿街头，有的即使住在
室内，由于没有糊窗户，也没有干草铺
床，冻得不能入睡，他们就在地上跳跃、
跑步取暖。附近的市民见战士们冷得不
能入睡，便纷纷热情地请他们到家里取
暖，但战士们坚持不进民房，不给群众添
麻烦。据当年新华社报道说，某部二连
八班刚入城时，在文津街一带担任流动
警戒任务，当走到一所漂亮的楼房附近
时，一个老乡告诉他们，这就是北平图书
馆。战士们虽然事先没有得到命令，却
主动在大门外露宿守护，没有一人进去，
一直守到天明。驻在天坛寺的某部四连
通信员张贵成，在厕所拾到一支金尖钢
笔，立即上交给指导员。通过查找，钢笔
的主人是傅作义部一个少尉排长，于是
物归原主。这一拾金不昧的佳话立即传
遍了留驻那里的傅作义部队。傅作义部
军械科的唐科长，特地向所在的解放军

某部营长表示敬佩之意，并想把自己的
手枪送给他留作纪念，被营长谢绝了。
唐科长又是给解放军腾房子，又要准备
茶饭，也被营长婉词推却了。唐科长小
声说：“你们怕犯纪律，我偷偷地送来好
了。”营长认真地告诉他说：“我们遵守纪
律是自觉的，人前人后都一样。”某部一
连二排在电影院担任警戒，该院员工请
他们进去看电影，战士们和颜悦色地表
示，我们是来担任警戒的，不是来看电影
的，谢谢你的好意。某部炮兵营三连，喂
马没有马槽，战士们就用自己的雨布做

成马槽，不用老乡的席子。拴马时怕马
啃了树皮，先用自己的雨布和毯子把树
干包起来。

新华社在报道中还讲述了“三请
三辞”的故事。某部四连一排在一个
药铺附近露营。药铺店主见状，出来
请他们进房里休息，被战士们婉言谢
绝了。店主又送来一锅热气腾腾的小
米稀饭，让战士们吃了御寒，可战士们
表示，谢谢老乡，我们不拿群众一针一
线。到了晚上 11点钟，寒风呼啸，战士
们久久不能入睡。店主再次诚恳地请
大家进房里取暖，战士们又一次谢绝
了。凌晨 3时，店主被战士们的精神所
感动，第三次过来请，真诚地说：“你们
为人民服务，必须要有个健康的身体，
现在已下了霜，你们要冻坏了！”战士
们虽被店主的热情所感动，但是他们
表示自己身强力壮不要紧的，最后还
是坚决地谢绝了。

解放军官兵严守纪律的事迹在北平
的大街小巷被迅速传颂着，市民们竖起
大拇指，有人赞叹道：“天下怎么有这么
好的队伍！这真是毛主席领导的队伍，
咱们人民的队伍。”

70年前，解放军接管北平防务秋毫无犯
■郑学富

军史珍闻

发掘，历史深处的精彩

解放军第121师开进北平西直门接管城市防务。 资料照片

开国大典受阅前飞行队在南苑机场待命。 资料照片

朱德总司令（左一）在南苑机场检阅飞行队。 资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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