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常乾坤
人民空军的重要奠基人

常乾坤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飞行
员之一，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克
服种种困难为党培养和储备了航空人
才。新中国成立后，他为人民空军的
创立和正规化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
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从飞行学员到航空教员

1904 年 7 月，常乾坤出生于山西
省垣曲县，1925 年中学毕业后考入黄
埔军校第3期炮科，在此期间加入中国
共产党。适逢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时
期，苏联援助广东国民政府培养空军
人才，选送黄埔毕业生学习飞行。常
乾坤就是经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
的周恩来推荐，以优异成绩进入广东
航空学校第2期学习，由此成为我军最
早的飞行员之一。1926 年 6 月，他又
作为飞行学员被广东国民政府派往苏
联，经航校培训后，担任过苏军航空队
的飞行参谋、领航主任。为提升理论
水平，1932 年常乾坤考入著名的茹科
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航空工程系，系
统学习飞机构造和设计。正是这段留
苏经历，为他归国后担任航空教学训
练教员工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全面抗战爆发后，常乾坤3次找到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任弼时，要求回
国参战，得到“安心等待”的答复。直
到 1938 年 9 月，未及参加毕业典礼的
他终于得以启程。经停迪化（今乌鲁
木齐）时，常乾坤留下担任了航空教
员，与王弼负责理论教育。在此之前，
我们党依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借助
新疆盛世才的装备，培训一些红军干
部到新疆边防督办航空队学习航空机
械和航空技术。常乾坤后被中央安排
进入新疆航空队任教，但被盛世才所
拒绝，遂主持航空训练班培训我党自
己的人员。1940年12月，常乾坤等人
奉命回到延安。

艰难起步创办航校

回延安不久，常乾坤等人就建议
党中央在延安成立航空学校，提早储
备航空干部。毛泽东非常重视，亲自
接见并给予鼓励。1941 年 2 月，中央
根据常乾坤等人的建议和当时延安的
条件，决定成立第十八集团军工程学
校，并指定王弼、常乾坤等负责建校筹
备工作。培养航空技术人才需要一定
的文化水平和身体素质，因此选拔学
员注重 3 个条件：具有 3 年以上军龄、
党龄，表现好；具备高小以上文化程
度；身体健康。1941年3月10日，工程
学校在安塞正式成立，王弼任校长，常
乾坤任教务主任。但苏德战争爆发
后，中央发来指示，苏联没有精力援建
航校，“当前只有收缩和储备技术干部
……等待时局的发展和变化”。此后，
工程学校多次调整，经历了抗日军政
大学三分校工程队、延安军事学院俄
文工程大队、总参俄文学校等时期，常
乾坤则在1944年调入中央军委航空组
任副组长。

抗战胜利后，东北局收编归降日
本航空技术人员，成立沈阳航空队，后
扩编为航空总队。党中央决定利用日
军在我国东北地区留下的一些机场和
飞机，抓紧创办航空学校，为未来的人

民空军培养骨干。常乾坤在中组部支
持下，选调航空组和原工程学校的一
批干部开赴东北筹建航校，周恩来在
送行时嘱托道：“你们是放出去的鹰，
遇到事要多动脑子。”常乾坤率队到东
北后，组织大家四处搜集航材，共搜寻
到飞机120 架、发动机200 余台、油料
800多桶、酒精200多桶。以航空总队
为基础，1946 年3月1日，在通化成立
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常乾坤任副
校长（后任校长）。这就是我党我军历
史上第一所航空学校，习惯称之为东
北老航校。党中央和东北局交给常乾
坤等人的任务是：争取尽早开始训练，
培养我们自己的飞行员和航空技术人
才。常乾坤等人克服语言障碍和思想
隔阂，团结中日航空技术人员，修理破
损的飞机，没有汽车转场就用马车拉，
缺少汽油就用酒精代替，缺乏初、中级
教练机就打破常规直上九九式高级教
练机……可谓废墟上建起航校。

在国民党飞机的骚扰轰炸下，东
北老航校被迫在 3 年里 4 次大搬迁。
据统计，从1946年3月到1949年7月，
航校培养各类技术干部560人，其中飞
行班5期126人。

见证空军“在战斗中成长”

随着三大战役胜利结束，人民解
放军即将在全国取得胜利，建立人民
空军的基本条件也已具备。1949年1
月，中央政治局通过的《目前形势和党
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决议中提出：

“一九四九年及一九五○年我们应当
争取组成一支能够使用的空军及一支
保卫沿海沿江的海军。”为了有组织地
接收新解放区的机场、航空设备与原
国民党空军人员，加强航校建设，3 月
30日，中央军委成立航空局，常乾坤任
局长、王弼任政委。新政治协商会议
筹备会即将召开，周恩来指示常乾坤
迅速组建一支作战分队，以加强北平
的防空力量。飞行队组建后的第一项
重大任务并非实战，而是开国大典空
中受阅。受领任务后，常乾坤亲自主
持机群编队长机在地面进行沙盘作
业，反复进行空中演练和预演。为使
机群通过天安门上空时达到最好的观
看效果，他还亲自登上天安门城楼确
定航线，最终圆满完成空中受阅任务。

1949年11月11日，中国人民解放
军空军正式成立，常乾坤担任空军副
司令员兼训练部长。抗美援朝开始
后，常乾坤又参与领导了空军入朝作
战。1951 年3 月15 日，隶属于中国人
民志愿军的中朝联合空军正式成立，
常乾坤兼任副司令员，负责在朝鲜境
内修建机场和筹措作战物资。为满足
喷气式飞机需要，常乾坤带人亲自选
点，组织技术人员精心设计，修建了一
批机场和仓库，储备了大量军用物资，
为空军参战做好了准备。

常乾坤创办航空教育播下的种
子，也在朝鲜战场结出硕果。面对骄
横强悍的敌人，东北老航校培养的王
海、张积慧、刘玉堤、李汉等成长为空
军战斗英雄。其中，李汉驾驶米格-15
喷气式歼击机在1951年首创志愿军空
军击伤（1月21日）、击落（1月29日）美
机的纪录。1951 年 6 月，毛泽东就入
朝参战问题指示空军：“初次打仗不要

设想一鸣惊人，一鸣则已，不必惊人。”
9月中旬起，常乾坤等组织部队以师为
单位参加轮战，先后有10个歼击机师
和 2 个轰炸机师经受了实战锻炼。在

“空中拼刺刀”的勇猛战斗中，他们搏
击长空，创造了世界空战史上的奇
迹。 （《学习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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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氏父子本是四川眉山人，与洛阳
的交集看似不多，其实不然，他们都对洛
阳深有好感。

苏洵生前有意定居洛阳。苏辙梦想
在洛阳买房。苏轼则幻想自己能像偶像
白居易一样，隐居洛阳，“华颠赏遍洛阳
春”。只是人生无常，难能如愿。

按理说，叶落归根，人死后当还乡安
葬，但苏轼执意要葬于河洛山水之间。

他病逝前，给苏辙写信交代后事，嘱
托弟弟：“待我死后，把我葬在嵩山下，你
替我书写墓志铭。”

嵩山在北宋西京洛阳附近，离北宋
东京开封也不远。苏氏父子学而优则
仕，一生效力朝廷，辅佐君主，造福百
姓。河洛大地是他们奋斗过的地方，是
他们追求理想、实现抱负的地方，一生难
忘，魂牵梦萦。

史载，公元 1101 年，苏轼在常州病
逝。次年，苏辙扶柩北上，将哥哥葬到了

“嵩阳峨眉山”——今河南郏县三苏园所
在地。

苏辙死后，葬在了哥哥身边。先前
病逝的苏洵，本已归葬蜀地，后人为了让
父子三人团圆，在苏轼、苏辙墓的中间，
为苏洵建了一座衣冠冢。

在如今的宜阳县韩城镇苏河村，生
活着苏轼的后人。苏轼去世 100 多年
后，其六世孙苏宗义与妻子周氏为避祸
乱，携子从四川迁至洛阳，开枝散叶，繁
衍至今。 （《洛阳晚报》）

苏氏父子葬在嵩山下苏氏父子葬在嵩山下

《明皇杂录》中记载，唐玄宗通晓音
律，他在位时“有公孙大娘者，善舞剑”。

这位公孙大娘，就是诗圣杜甫眼中
的“佳人公孙氏”。她能表演的剑舞有

《邻里曲》《裴将军满堂势》等，“皆冠绝于
时”。

一般认为，《裴将军满堂势》与裴旻
有关，可能改编自裴旻的剑舞。公孙大
娘的名气能超过裴将军，则是因为杜甫
晚年写的一首诗。

公元 763 年，寓居成都的杜甫得到
一个好消息：唐军已收复中原。他急切
地想回到家乡，连路线都设计好了：“即
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然而，这个过程并不顺利。公元
767 年，56 岁的杜甫还在四川奉节。一
天，他应邀到夔府别驾元持家中观看《剑
器舞》，表演者为河南临颍的李十二娘，
而她正是公孙大娘的弟子。

这勾起了杜甫对往事的回忆。他在
《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一诗中说：
“昔有佳人公孙氏，一舞剑器动四方。观
者如山色沮丧，天地为之久低昂。……
临颍美人在白帝，妙舞此曲神扬扬。与
余问答既有以，感时抚事增惋伤。”

是啊，公元 715 年，杜甫 4 岁时，就
在河南郾城(今漯河)观看过公孙大娘舞
剑。如今50多年过去了，自己早已白了
头，公孙大娘的弟子也已过了盛年，怎不
让人感慨世事沧桑？

因为杜甫的诗，公孙大娘的《剑器》
名动天下。到晚唐时，人们还对她念念
不忘，如司空图在《剑器》一诗中说：“楼
下公孙昔擅场，空教女子爱军装。”

不过，盛唐时期的《剑器舞》多是独
舞，表演者有男有女。到晚唐时，它已被
改编成声势浩大的男子群舞，带有浓厚
的实战气息。 （《包头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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