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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20世纪30年代，德、意、日等法西斯国家形成东西战争策源地。受到威 

胁的中苏抓紧复交，并形成维护自身国家安全利益的外交战略。苏联的外交战略是：首则 

倡导建构集体安全体系，防止战争；次则军事援华以拖住 日本，避免东西两线作战。而中 

国的外交战略是：首则寄希望于 日苏战争，或推动苏联直接参战；次则获取苏联的军事援 

助，独力抵抗 日本。最后，经过艰难协商，中苏均达成了自己的最低外交战略目标，签署了 

《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苏联开始军事援华。其中，苏联援华空军志愿队培训中国空军，重 

塑中国空军的肌体，同时，亲 自驾机参加战斗，消灭了日军大量有生力量，为中国抗 日战争 

过渡到相持阶段立下汗马功劳。为此，苏联援华空军志愿队也付出巨大牺牲，其英勇事迹 

成为中苏两国人民友谊的象征。 

关键词 外交战略 《中苏互不侵犯条约》 苏联援华空军志愿队 

20世纪 30年代是东西方国际关系格局发生剧烈变化的时期。德、意、Et分别在东西方形成战 

争策源地，欧美列强则采取绥靖政策。正是基于远东、欧洲的这种危局，一度反 目的中苏两国都主 

动采取措施，加速两国外交关系正常化的步伐。 

1932年 12月 12 Et，中苏两国宣布复交。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七七事变，中国开始全面 

抗战。1937年8月21 Et，苏联为在远东实现其外交战略目标，推动签署《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确 

立了苏联援华抗 日的政治基础。基于该约，苏联按照既定的外交战略，开始大规模军事援华活动， 

其中比较重要的一项是苏联援华空军志愿队(以下根据行文需要或简称“志愿队”)。据不完全统 

计 ，8O多年来，中国出版发表的相关学术、通俗类的史学论著及资料约270余种。① 其中，通俗类史 

学论著占绝大多数，包括新闻稿、回忆录、日记、故事、口述等各种体裁 ，受众远远超越严肃史学；约 

本文系重庆市“红岩联线文化发展管理中心”委托课题“苏联援华空军志愿队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之三。 

① 基于中国知网及出版书目的调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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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20多种抗战时期“中苏关系”的专著①、80多种学术论文间接地涉及“苏联援华空军志愿队”。 

此外，学界努力挖掘相关的历史资料，取得很大成就：第一类资料是收藏在中国(中国第二历史档 

案馆、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台北“国史馆”)和俄罗斯军事历史档案馆(PFBHA)里的未刊档 

案资料，以及已编未刊的《中俄关系历史档案集(1652--1965)》②；第二类是已刊资料集，包括两种 

中文“档案资料集”⑧、两种俄文“档案资料集”④、一种 日记⑤、三种图片摄影资料集⑥、数种中俄文 

回忆录⑦，以及部分翻译和整理发表在各类学术刊物上的相关资料片段。由中国学者创作的专题 

研究论文约有四种⑧，但无论资料涉及，还是研究的深广度都有所欠缺。因此，亟需比较全面深人 

的专题研究。 

本文力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广泛利用中俄文档案资料，详细论述苏联援华空军志愿队在华 

的生活、战斗历程及功绩。 

一

、 中苏外交战略的协调：《中苏互不侵犯条约》 

毫无疑问，1937年签署的《中苏互不侵犯条约》是抗战前期苏联军事援华的政治基础。 

当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扶植伪满洲国、侵占东北时，中苏两国都感受到来自日本的战 

争威胁，开始考虑复交，共同应对来自日本的侵略压力。 

1932年6月，中苏两国尚在复交谈判时，中方即提出签署《中苏互不侵犯条约》，隐含在不侵犯 

中国主权的前提下复交之意。与周边国家签署互不侵犯条约原是当时苏联在欧洲地区建构集体安 

全体系的一种形式。因此，中国提出签署《中苏互不侵犯条约》颇合苏联心意。然苏联不愿有条件 

复交，故坚持先复交，后谈约。⑨ 1932年 12月 12日，中苏两国宣布复交。此后，中苏正式开始就互 

① 彭明：《中苏友谊史》，人民出版社 1957年版，第l73—175页；李嘉谷：《合作与冲突：l931—1945年的中苏关系史》，广西 

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年版，第128--154页；王真：《动荡中的同盟：抗战时期的中苏关 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3年版，第 

118—135页；薛衔天、金 东吉：《民国时期中苏关系史》(中)，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9年版，第 1l6—121页；刘维开：《空军与抗战》， 

军事研究编纂委员会编：《抗战胜利四十周年论文集》(上)，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 1986年版，第267—327页；王正华：《抗战时 

期外国对华军事援助》，台北，环球书局1987年版；陈慈蓉：《抗战初期苏联对华外交与军援》，台北，《中华民国史专题第三届讨论 

会》抽印本，1996年；中国人民抗 日战争纪念馆编著：《抗战时期苏联援华史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年版；唐学锋：《中国空 

军抗战史》，四川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l26—133页；汪金国：《反法西斯战争时期的中国与世界研究：战时苏联对华政策》，武 

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80_89页；欧阳植梁、陈芳国主编：《武汉抗战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等等。 

② 李静杰主编，薛衔天、陈开科等协编：《中俄关系历史档案集(1652--1965)》第23、24卷，未刊。 

③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战时外交”，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 

1981年版；李嘉谷编：《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33--194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7年版。 

④ ,~OKyMeHXbI BHelIIHe!~I HO．rIHTHKH CCCP．T．2O 一 24，M．1976—2Ooom ；PyCCKO—KHTa cKMe OTHOIHeHHH B XXB．T．IV： 

COBeTCKO KHT掳 cl(He OTHOIIIeHHf1．1937— 1945m KH．1：1937— 1944．M．。2Ooo，870c． 

⑤ 龚业悌：《抗战飞行 日记》，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1年版。 

⑥ 李裕主编：《中苏美空军抗 日空战纪实》，北京航空联谊会、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合总会，2005年内部发行，第81一l48页； 

曾景忠等编著：《血色长空——空军抗战与抗 日胜利纪实》，团结出版社2005年版；蒋妙玉主编、赵大川编著：《中国对日空战画 

史》，杭州出版社20H05年版。 

⑦ B He6e KHTan(1937--1940)．BOCHOMHHaHH~I COBeTCKHX／IeTHHKOB一皿o6p0B0ⅡbueB．C6．CT．M．，1986，381C． 

⑧ 王正华：《抗战前期的苏联空军志愿队》，台北，《中华民国史专题第二届讨论会论文》抽印本，1993年；高新生：《参加中国 

抗战的速采年志愿飞行员》，《新疆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骆晓会、凤跃：《论苏联志愿者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的作用》，《漳州师范 

学院学报》2000年 第 4期；LI3H~KaflK3，COBeTCK~e／IeTqHKH一且o6poBo肺 bI Ha aHTH肌oHcKo费BOCHe B KHTae．Me yHaPoⅡHa只 

HayqHa~l KoHqbepeHr~rta“C6OpHHK Be,~HKOFO OTeqeCTBeHHOFO I／I3BeCTHa~H HeH3BeCTHa~：HCTOpHqecKa~ HaM．FITb H CoBpeMeHHOCTb”． 

M．2015，F． 

⑨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公报》第5卷第 4号，“附录”，江苏古籍 出版社 1990年版，第 78页； 

ROKyMeHTbI BHeIIIHe~FIO)IHTHKH CCCP．T．15(O1ⅡHBapⅡ1932—_3l,n；eKa6pa 1932)，M．，1969，C．392—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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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侵犯条约进行谈判。基于国际局势的不断变化，中苏两国围绕条约的谈判，慢慢形成了各 自的外 

交战略。自1932年6月至 1937年 8月，中苏有关签署互不侵犯条约的谈判历时五年多，约可划分 

为两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 ，1932年至 1936年底西安事变，中苏双方各 自提出条约草案并开展讨论。由于期 

间中苏双方各自所面临的国家现实利益及历史问题十分复杂，矛盾重重，谈判几无进展。第二个时 

期，1936年底至1937年8月21日《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签署。正是在这个时期，中苏两国开始形 

成各自的外交战略。 

1936年 11月 25日，德 日签署《反共产国际协定》。该协定使苏联面临法西斯势力东西夹击的 

危险，苏联迅速形成以维护 自身国家安全为核心的外交战略：力倡与英法及苏联周边国家建构集体 

安全体系，预防战争——这成为当时苏联外交战略的最高 目标。① 由于欧美列强对德 日持绥靖政 

策，集体安全体系的建构未能成功。于是，苏联在日本数次拒签互不侵犯条约后②，加快苏中关系 

正常化步伐，并且承诺军事援华 ，试图从战略上扶持中国牵制 日本，以避免未来东西两线作战—— 

这点构成苏联外交战略的最低 目标。 

然而，中国却不满足于苏联的间接军援，不满足于签署所谓的互不侵犯条约，即不满足于实现 

战时外交战略的最低 目标，而开始追求外交战略的最高 目标 ：或寄希望于 日苏战争⑧，或努力促使 

苏联直接参战。⑧ 中国外交战略的最高目标约于 1935年 7月提出，形式是与苏联签订互助条约。 

7月4日，孔祥熙拜访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Ⅱ．B．BOFOMO／IOB)，提出讨论签署《中苏互助条 

约》。⑤ l0月18日，蒋介石亲自约见鲍格莫洛夫，认为《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只是表面举动”，他 

“希望有实质性的真正促进中苏亲密关系并能保障远东和平的协定”。⑥ 12月 28日，苏联外交部 

电告鲍格莫洛夫：要求弄清蒋介石建议签署互助条约的真实意图，包括其对互助条约的具体想法、 

苏联及中国政府承担的义务等具体问题。⑦ 为此 ，1936年 1月22日，鲍格莫洛夫拜见了蒋介石。 

蒋介石表示：不强求苏联帮助中国保卫那些已被日本侵占的地区，例如察哈尔的六个县，然一旦签 

署《中苏互助条约》，则要求“当日本企图侵 占蒙古、绥远或山西时，苏中两国应根据条约承担互助 

的义务”。⑧ 这表明：此时中国的外交战略已形成并开始追求实现 自己的最高战略目标——将苏联 

直接拖人对日战争，而这点正是苏联政府最忌讳的。1936年 l2月 12日，中国发生西安事变。针 

对中国政治局势的新变化，苏联政府采取措施，因势利导，试图将中国变成实现自己外交战略的有 

① M．A．基里林主编，邢书纲等译：《国际关系和苏联对外政策史(1917—194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年版，第179页。 

② 安 ·安 ·葛罗米柯、鲍 ·尼 ·波诺马廖夫主编，韩正文等译：《苏联对外政策史》上卷(1927--1945)，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8年版，第380页。 

③ 在 20世纪 3O年代的《蒋介石 日记》中，随处可见“俄倭形势渐紧”“俄倭冲突⋯‘俄倭战争”(如1935年4月8日)等记述， 

可见蒋十分关注“俄倭形势”，指望 日苏战争的念想直到 1937年《中苏互不侵犯务约》签订前都还存在。Ⅱ0K)rMCHTbI nHetuHe~ 

rIOII}fTI,IKH CCCP．T．19(01 flHBap~l一31~eKa6p,1936)，M．，1974，c 270．]]~OKyMeltTI：．I BHelIIHCI~I rlO／II,ITHKH CCCP．T．20(01 aHBap,q一31 

．aeI(a6p~1937)，M．，1976，c 389． 

④ 抗战前期，蒋氏一直努力促使苏联直接参战，但不断遭到苏联的明确拒绝。1937年 11月12日、1938年2月初，斯大林两 

次明确 拒绝 直接 参 战。 (ArIP~． ．45，On．1，皿32，3I．32．PyccKo F,J．,ITa~CKHe OTHOII／eHHH B XXB．T．IV：COBeTCKO—KHTafflCKHe 

OTHOILIeHHH．1937一l945n KH．1：1937--1944．M．，2000，c 199．)然而，直到 1938年底 ，蒋介石还在酝酿签署《中苏保障东亚和平 

协议草案》，主旨仍然是促使苏联直接参战。理所当然，同样遭到苏联的拒绝。参见薛衔天、金东吉《民国时期中苏关系史》(中)， 

第85—_95页。 

⑤ 李玉贞译：《中苏外交文件选译》(上)，《近代史资料》总79号，1991年，第218页。 

⑥ 李玉贞译：《中苏外交文件选译》(上)，《近代史资料》总79号，1991年，第220页 

⑦ 李玉贞译：《中苏外交文件选译》(上)，《近代史资料》总79号，1991年，第225-_227页。 

⑧ 李玉贞译：《中苏外交文件选译》(上)，《近代史资料》总79号，1991年，第2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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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因素：一是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支持蒋介石统一中国，约束、引导中国共产党改变策略，联蒋 

抗 Et，建立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把中国变成拖住 日本的战略泥潭；二是由原来考虑签署《中苏互不 

侵犯条约》的单层面外交战略发展为多层面外交战略，我们姑且将这种变化概括为“苏联对华外交 

战略三步曲”：第一步即最高战略目标是策动以中国为中心的《太平洋区域性互助条约》，构建远东 

集体安全体系，以消弭日本给苏联带来的威胁；第二步，如果第一步实现不了，就退而求其次，签署 

《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达成自己外交战略的最低目标：军援中国，拖住日本北进步伐；第三步，根据 

国际局势发展的情况，最后才考虑签署《中苏互助条约》。苏联对华外交战略的这种新举措自1937 

年2月初始，到 4月初最后形成，期间中国政府也曾有一定程度的响应。① 4月 12日，鲍格莫洛夫 

在南京与外交部部长王宠惠会谈，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了对华外交战略的“三步曲”。 

如果说上述苏联所提出的外交战略“三步曲”在表述上尚有些不太清晰的话，那么，到7月l6 

日，鲍格莫洛夫在跟孙科谈话时就十分明确地阐述了“三步曲”之主次及时间先后顺序：首倡《太平 

洋区域性互助条约》；次则《中苏互不侵犯条约》；作为《太平洋区域性互助条约》的结果并在《中苏 

互不侵犯条约》之后，再考虑谈判双边互助条约。② 也就是说：“三步曲”之中，《太平洋区域性互助 

条约》摆在首位，是苏联外交战略的最高目标；次则签署《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军援中国，让中国拖 

住日本，使苏联避免东西两线作战，这是苏联外交战略的最低目标；至于互助条约则明确列为未来某 

种特殊条件下的考虑，苏联根本没打算即时签订。因为中苏一旦签署互助条约，就意味着苏联马上要 

参加对日作战，如此，苏联将陷入东西两线作战的困境——这与苏联外交战略的最低目标相悖。 

此后，苏联和中国为签署《太平洋区域性互助条约》在国际上做了一定程度的努力③，但最终导 

致《太平洋区域性互助公约》计划落空的却是美国的坚拒态度。④ 美国的态度继而影响到中国和列 

强。⑤ 如此一来，苏联实现其外交战略最高目标的努力就白费了，只能退而求其次，追求实现其外 

交战略的最低目标。7月19日，鲍格莫洛夫告知陈立夫：要购买苏联武器必须先签订互不侵犯条 

约⑥，并拒绝谈判互助条约。⑦ 只要签署互不侵犯条约，苏联就可以军援中国。⑧ 于是，在苏联的坚 

持下，面对日本咄咄逼人的侵略，英美列强的对日绥靖，中国政府毫无办法，只能及时调整自己的外 

交策略，收回互助条约的奢望⑨，回到谈判签署《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即实践苏联外交战略的轨道 

上，退而求其次，以图实现自己外交战略的最低 目标即获取苏联的军事援助。这一点，蒋介石在 7 

月末的反思中有所体现。在国家生死存亡之际，他准备屈从于苏联的外交战略。⑩ 

1937年8月21日，中苏签署《中苏互不侵犯条约》。⑩尽管从条约谈判的过程看，该条约完全 

是苏联外交战略主导的实践成果，但从条约内容看，却是中苏外交战略协调的产物。条约的主旨既 

① 李玉贞译：《中苏外交文件选译》(上)，《近代史资料》总79号，1991年，第19o一191页。 

② TaM)Ke c 385． 

③ 且oKyMeHTb正sHeluHef~IIO2IHTHKH CCCP． 2O(O1．'InBap．'t一31~eKa6pn 1937)，M．，1976，C．266． 

④ ~OKyMeHTbI BHemHefft IIO3IHTHKH CCCP 20(01．,tHBapn一31~eKa6pa 1937)，M．，1976，C．337—338． 

⑤ TaM)Ke．c 385． 

⑥ TaM e，c．393—394． 

⑦ TaM)Ke，c．400—401． 

⑧ 李玉贞译：《中苏外文文件选译》(下)，《近代史资料》总80号，1992年，第204页。翁文灏：《一九三七年访问英、德和苏 

联的回忆》，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 1辑，中华书局 1960年版，第63页。 

⑨ 但蒋介石直到 1938年中，都在盘算签订《中苏秘密军事协定》，甚至准备在必要时访问莫斯科，试 图将苏联拖入对 日战 

争。ABHPO．中．0100，On．22，Ⅱ．190，皿10，Ⅱ．53—58；ABHPO． ．05，On．1，Ⅱ．145，且．96，．1I．88—89．pyccKo—KHT掳cKMe OTHOttleHH．q 

B XXB．T．IV：COBeTCKO．KHTa cKHe OTHOII／eHHJt．1937-- 1945rr．KH．1：1937-- 1944．M．，2000，C．258、C．261—262． 

⑩ 《蒋介石日记》(手稿)，1937年7月31日，“本月反省录”，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档案馆藏。 

⑥ 李玉贞译：《中苏外交文件选译》(下)，《近代史资料》总8O号，1992年，第217_2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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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了苏联外交战略的底线，也从最低限度上照顾了中国的外交战略利益。尤其第三条，从法理上 

确认了1924年《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继续有效，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中国的领土主权，基本符 

合蒋介石对苏外交战略的初衷。 

需要稍加说明的是《中苏互不侵犯条约》与苏联军事援华的关系问题。从条约的条文看，没有 
一 个字涉及苏联军事援华问题。也正因为如此，蒋介石一度对签署如此条约不感兴趣。其实，《中 

苏互不侵犯条约》是苏联在远东实现其外交战略最低目标的关键：其一，苏联外交战略的关键是要 

暂时消弭苏日战争的任何可能性。《中苏互不侵犯条约》是一个公开的国际条约，里面不能有公开 

军事援华抗 日的内容，以免刺激日本北进；其二，用鲍格莫洛夫的话来说，中日当时正秘密和谈，中 

国有可能利用苏联军援的武器伙同日本攻打苏联。公开的国际性互不侵犯条约对此无疑在某种程 

度上是一种限制；其三，中苏在条约谈判的同时也就苏联对华军事援助基本达成协议 ，并且苏联答 

应签署《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后立即给予军事援助。因此，《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条文虽然没有直 

接涉及苏联军事援华，但毫无疑问，《中苏互不侵犯条约》是苏联军事援华的政治基础。但蒋介石 

似乎不太理解当时苏联的外交战略，他对苏联军事援华始终存在疑虑，以致一度坚持先签署军火订 

购协定或同时签署军火订购协定和互不侵犯条约。① 

条约一签订，蒋介石就迫不及待地要求苏联尽快将需要购买的武器弹药运往中国。② 苏联在 

抗战时期的军事援华活动终于拉开了序幕。抗战时期苏联军事援华，一是发放对华贷款达2．5亿 

美元 ，以便中国政府购买武器弹药；二是援助修筑西北运输线，以便运输援华军用物资，西北运输线 

成为抗战前期中国最重要的一条国际生命线；三是向中国派遣了大批军事顾问和空军志愿队。尤 

其苏联空中健儿直接到中国参战，客观上为中国抗战立下汗马功劳。 

二、苏联援华空军志愿队的组织、派遣及相关问题 

如前所述，20世纪3O年代苏联面临特殊危急的国际局势，不得不确立以维护国家安全为目的 

的外交战略。基于这种外交战略，苏联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中国努力运作的《中苏互助条约》，使中 

国将苏联拖人对日战争的战略目标落空。但以当时中日战争的具体情形而言，西方列强普遍采取 

孤立主义政策，不但不帮助中国，反而在资源方面帮助日本。苏联虽拒绝直接参战，但也明白：如果 

不给中国以实际帮助，则势必影响苏联外交战略的实施。基于此，苏联在主导建构远东集体安全体 

系不成的前提下，也退而求其次：先签署《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然后秘密军事援华。就当时中日战 

争的实况而言，日本空军无限制地对中国进行狂轰滥炸，给中国军民造成巨大损失。蒋介石就明确 

表示：中国极其需要苏联的飞机支援。⑨ 

当时中日经济基础相差较大，中国的综合国力根本无法与日本相比。战前，中国政府也曾努力 

建设空军，但缺乏制造飞机的工业基础，飞机只能从外国购买。据统计，战前中国空军列入编制的 

各式作战飞机约296架，基本合格的飞行员仅 600多人，机械技术人员 230多人④，实际作战能力 

十分有限。而 日本工业基础雄厚，到 1937年，能年产飞机 1500架。七七事变前，日军已拥有作战 

飞机 2700多架。中日开战后，中国空军勇敢顽强，前三个月就击落、击毁 日机 128架。⑤ 但 自身损 

① TaM e，c438． 

② TaM e，c 469 

③ TaM e，c 463． 

④ 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委 员会编：《蓝天碧血扬国威——中国空军抗战史料》，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0年版，第1 页。 

⑤ 唐学锋：《中国空军抗战史》，第1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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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亦较大，且得不到补充。淞沪抗战后，中国仅剩飞机 20多架①，完全丧失了制空权。中国军队和 

老百姓被动挨打，损失惨重。 

上述情势表明，苏联援华空军志愿队既是苏联实践自身外交战略的关键步骤，也是中国抗战所 

急需，是中苏外交战略的交叉点。所以，当中国提出要聘用苏联飞行员时，苏联方面立即响应。而 

中国方面则根据战场的实际需要，相关需求不断发生变化：先是“飞行员”，然后是“飞行教官”，乃 

至“空勤技术人员”，需要的数量也越来越多。1937年 8月 14日，中国就已提出聘请苏联飞行员的 

要求。② 21日，中国驻苏大使告知苏方，中国将派遣沈德燮上校到莫斯科接收飞机和“30名飞行 

员”。③ 27日，蒋介石在接见苏联驻华全权代表时，明确请求苏联允许“苏联飞行员以志愿人员加 

人中国军队”。，④9月9日，中国军事代表团在莫斯科与苏联举行第一次谈判时，提出所需志愿者 

的具体数目：“重轰炸教官十五员、轻轰炸教官十员、驱逐机教官八员，飞行教官七员、技术人员三 

十员”。17日，中苏第四次商谈购买武器时，苏方同意向中国派遣：“(A)C一5重轰炸机飞行教官 

九员，技师六员，仪器教官二员，无线电教官一员。(B)M一15驱逐机飞行教官六员，技师六员，仪 

器及其他三员。(c)I，I一16驱逐机飞行教官九员，技师九员，其他二员。(D)修理技术人员(每种 

飞机十员)共三十员。(E)制弹技师五员。(F)总工程师一员。共计八十九员。”⑤以上所述，均为 

飞行教官等各类飞行技术人员，主要任务不是直接参战，而是帮助培训中国飞行技术人员，但这种 

帮助难解中国近渴。一般认为，1937年 12月，苏联方面始正式向中国派遣“空军志愿参战员一大 

队，约百五十人来华”。⑥ 实际上，根据美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保存的相关史料，早在 1937年 10月， 

第一批苏联空军志愿队就已经组织好，准备前往中国参战。中国空军首个苏联志愿大队即“俄员 

队”于 1937年 11月份成立。⑦ 

根据相关资料，苏联援华空军志愿队虽然是空军官兵的一种自愿行为，但实际上由军方严密组 

织。为了组织空军援华志愿队，苏联红军总部专门成立了一个选拔委员会，成员有空军总司令阿尔 

克斯尼斯( ．I，I．AnKCHHC)和红军总政委加马尔尼克(只．B．FaMapH~K)、红军总政治部主任斯米尔 

诺夫(n．A．CMHpHOB)、军长斯莫什克维奇(见．B．CMyIIIKeBHq)等，可见，苏联军方十分重视志愿队 

员的选拔工作。⑧ 志愿队员的选拔工作深入军队基层，如驻扎远东隶属于苏联太平洋舰队的海军 

航空部队 M一16第九歼击大队、滨海边疆区第三十二独立 M一15歼击大队、茹科夫斯基空军学院 

第二十三轰炸机大队等，都成为挑选援华飞行员的对象。挑选志愿队员也有一套程序：志愿者 自己 

申请，或者由上级领导动员后申请 ，或者由上级领导直接征求意见，然后由选拔委员会把关。凡是 

共产党员、战斗英雄，都有希望被选拔。 
一 旦被选拔，大部分志愿者就要迅速赶到莫斯科，大体上都要受到红军领导人的接见和鼓励， 

然后乘火车去阿拉木图集中。阿拉木图是当时苏联援华物资和人员的主要集散地，另外一个集散 

地是伊尔库茨克。志愿人员前往中国，一般有两条航线。最主要的线路是阿一兰线，共有 i1个机 

场：阿拉木图、伊宁(今伊犁)、石河、乌鲁木齐、古城、哈密、星星峡、安西、肃州、凉州、兰州，最后至 

① ~y6HHCKHn A．M．COBeTCKO—KHTa!~CKHe OTHOLI／eHHH B neprlo~HITOHO—KHTa cKo贽Bo扭HbI，1937--1945．M．，1980，c．93． 

② THTOB A．C．K 40一．rleTHiO Hal~HOHaffbHO—ocB06o且HTeⅡbHo BOI~HbI KHTaffICKOrO Hapo~a IlpOWrm HIIOHCKHX 3aXBaTHHKOB 

Hpo6neMbI~aJIbHOrO BOCTOKa．1974．r．No 4．c 171． 

③ ROKyMeHTbI BHeHIHeITI IIO／II4THKH CCCP． 20(01．qHBap-q一31~exa6pa 1937)，M．，1976，。468． 

④ TaM>Ke C．481． 

⑤ 孔庆泰、昊菊英：《中国军事代表团与苏联商谈援华抗 日械弹记录稿》，《民国档案》1987年第3期，第32页。 

⑥ 孔庆泰：《抗战初期杨杰等和苏联磋商援华事项秘密函电选》，《民国档案>1985年第1期，第44页。 

⑦ 王正华：《抗战前期的苏联空军志愿队》，第3页。 

⑧ y且oⅡeeB IO．B．“B He6e KHTa．q>>，M．，1980，c．120、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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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口。该航线的自然条件十分恶劣，第一批志愿队来华时就由于沙暴在古城耽搁了 l5天。机场的 

设施也十分简陋，跑道上乱石丛生，各类飞行辅助设备极其缺乏，更没有像样的通讯联系设备。在 

这条西北航线上，为保障援华武器弹药顺利运到中国，苏联专门成立了一个航线管理局。首任局长 

为波雷宁( ．兀．IIO／IbIHHH)，政委为维特鲁 日斯基(M．皿．BeT／Iy~HHCKHf1)。同时，苏联空军在阿一 

兰航线上的每个中间机场都设置了空军指挥部，不但配备有各类航空专家及空勤人员，备有燃料、 

加油设备和粮食，还驻扎有卫队。也有部分志愿人员自伊尔库茨克(或外贝加尔边区)经由乌兰巴 

托、达兰扎达嘎德、肃州、兰州至汉口。① 自1937年底至 1941年，苏联一共向中国派遣各类空军志 

愿人员包括飞行员、领航员、射击士、机械师等共 3665人。② 

苏联援华空军志愿队在中国空军系统中一般被称为“俄员队”，具有 自己的指挥体系。其内部指 

挥系统的一般结构为：(一)空军总顾问，实为志愿队的最高领导人，负责援华志愿队的全面工作，包括 

向中国空军输送和移交所购苏联飞机、督导训练中国空军技术人员事宜及指挥志愿队作战。首任空 

军总顾问为雷恰戈夫(17．B．PbIqaroB)，旅长，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任期自1937年 11月至 1938年 

3月；第二任为 日加列夫(17． ．)KHrapeB)，空军少将，任期自1938年 3月至 1938年8月，曾获国民 

政府四等云麾勋章③；第三任为特霍尔(r．H．Txop)，任期 自1938年 10月至 1939年初，亦获国民 

政府四等云麾勋章④；第四任为阿尼西莫夫(兀．H．AHHCHMOB)，任期 自1939年秋至 1941年4月； 

第五任为雷巴科夫(PbI6aKOB)，任期 自1941年4月至 1942年 10月。(二)参谋长，主管命令传达 

和部队给养。先后任参谋长的有格里戈里耶夫(又译葛力果力耶夫，M．H．Fp~ropbeB)，任期 自 

1938年9月至 1939年初；伊利雅朔夫(A．M．HnbamOB)，任期 自1939年初至 1940年 2月。(三) 

副参谋长，主管志愿队的政治思想。(四)一般专业性顾问，如工程机械顾问沙哈洛夫(CaxapoB) 

等。⑤ (五)副顾问，即政委。(六)大队长，包括远程轰炸机(且B一3)大队长、高速中型轰炸机(cB) 

大队长、歼击机大队长(M一15、M一16)。⑥ 

当时，中国空军归航空委员会领导，蒋介石亲自兼任委员长，空军司令周至柔为主任，宋美龄为 

秘书长。苏联援华空军志愿队来华后，航空委员会就派了一位姓张的留苏上校率领一群翻译驻扎 

志愿队，负责中苏双方的联络。国民政府为了让志愿队在飞机失事后随时得到老百姓的救助，特意 

给每位志愿队员颁发了“护身符”：一块写着“来华助战洋人 ，军民一体救护(空军前敌总指挥部)” 

的白布，印有编号。⑦ 志愿队驻在汉口时，宾馆里设施齐全 ，不但备有电影放映厅，放映苏联电影， 

还专派厨师为他们准备俄餐。⑧ 志愿队到达前线后，一般都集中居住在当地的“励志社”里，配有专 

门的厨师、医生，警卫森严。在战斗的间隙期，志愿队员积极学习汉语 ，举行音乐会，如机械师齐姆 

良斯基(B．且．3eM删HcKH )，擅长口琴，被称为“空中音乐家”。每当空战胜利，志愿队员就与中国 

军民联欢，唱起流行的苏联革命歌曲。每逢苏联革命节日，志愿队都要举行庆祝活动。如 1938年， 

恰逢十月革命 21周年纪念，驻扎芷江的苏联志愿队与中国军民举行了联欢。志愿队员唱起了《我 

们的铁鸟越飞越高》，中方则表演了“转飞镖”等杂技，宾主尽欢。⑨ 

① TaM>Ke c．288—289．324． 

② BeqHblM CHOM CIDITb B KHTal；ICKOI~3eMne~M．．1997。r．c．9． 

③ 《俄籍顾问勋奖案》(1)，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0351／2388，第436、437页。 

④ 《俄籍顾问勋奖案》(1)，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0351／2388，第438、439页。 

⑤ 《俄籍顾问勋奖案》(2)，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0351／2388，第 1032页。 

⑥ 王正华：《抗战时期外国对华军事援助》，第 l29—13l页。 y皿oⅡeeB IO．B． B He6e Kl~Ta．q ，M．，1980，c．364 

(2) R~MHI'I A．A．ABvla1．trm Bcm4Koro coceAa．Kaara 1．Y HCTOKOB KHTBRCKOR aBl豫I王HH． ，2008，c 367． 

⑧ IIy且0ⅡeeB IO．B．-B He6e K．HTa~I，M．，1980，c．222． 

⑨ TaM e．c．50、147、278、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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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学者大都主张将苏联援华空军志愿队在华活动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自1937年 l 1 

月至 1939年夏，为志愿队来华时期；第二个时期 自1939年下半年至 1940年夏，为欧战爆发后，志 

愿队人员开始分批返国并协助训练我国飞行员时期；第三个时期自1940年下半年至 1941年，为改 

任顾问时期。①这种分期看似清楚，其实不然：1．1939年下半年至1940年夏，期间志愿队并非全部 

返国，且并非全部协助培训我国飞行员，大部分志愿队仍然参与对H作战。2．1939年6月后，苏联 

仍然有空军志愿队来华，如以库里申科(r．A．KynameHKO)为大队长的ⅡB一3重型轰炸机大队(12 

架)就在 这时来 到 中 国。 自 1939年 6月 至 1940年 6月，该 大 队和另 一个 由科 兹洛夫 

(H．A．KO3nOB)率领的 皿B一3大队，以及 由苏普伦 (C．兀．CynpyR)率领的 M一15、由科基纳基 

(K．K．KOKKHHaKH)率领的M一16两个歼击机大队一直驻扎在四川，并未返回苏联。② 3．至于培 

训，自苏联空军志愿队来华之日起，就一直不问断地参与培训中国空勤技术人员，贯穿志愿队的始 

终，既有战地培训，也有航校培训。所以，此种分期不能正确概括当时志愿队在华活动的历史真貌。 

综合而言，苏联援华空军志愿队在华活动略可分为两期：前期自1937年 11月至 1940年 6月，为志 

愿队来华参战时期；后期自1940年下半年至 1942年，苏联由于面临西线战争，撤回志愿队，余 10 

数人任空军参谋学校第一、二期空军战术课程教职。③ 留驻兰州的歼击机一中队 10架 M一16Ⅲ飞 

机④也于 1942年 8月下旬为中国空军第二十九中队接收。⑤ 

由于缺乏史料，迄今我们不能确知国民政府聘请苏联援华空军志愿队是否像聘请欧美志愿队 
一 样付给报酬。1937年 9月 17日，杨杰与苏联政府就购买武器举行第四次谈判时，曾提道：“贵方 

所派之教官及技术工程人员，系敝政府聘请者，自当由敝政府给酬。惟其标准如何，请酌定示知。” 

俄国谈判代表拔也夫(BapHHOB)说：“关于此项问题，余等尚未计及。”⑥可惜，相关细节尚不清楚。 

1938年 4月 16日，孙科有密函至杨杰，其中说：“前方希望苏方志愿军参加作战至为急切，从前招 

待不周之种种错误 ，我方 自应切实纠正，敬请吾兄即向苏方详为解释。至待遇条件，可据前年十一 

月周主任至柔致兄马电所开各条酌商请派。”⑦这说明，苏联志愿队还是有“待遇条件”的。但迄今 

我们尚无法看到周至柔的“马电”，了解其所谈“待遇条件”的具体内容。但据苏联志愿队员的回 

忆，他们是不拿报酬的。⑧ 陈纳德也回忆，苏联志愿队员都在国内领工资。⑨ 有资料表明，对于战 

死在中国的志愿队员，国民政府每人发给家属抚恤金 1600美元。⑩ 但俄文资料未谈及中国的抚恤 

金，苏联政府对待牺牲的志愿队员家属，一般以“为巩固苏联国防力量完成政府特殊使命而勇敢牺牲 

者”名义发给抚恤金 17000卢布(相当于4250美元)@，同时另外给家属发一种长期的特定退休金。 

由于当时中苏两国意识形态不同，志愿队员都掩盖了自己的政治身份，彼此互称“先生”而不 

① 王正华：《抗战前期的苏联空军志愿队》，第3页。 

( qyAo~eeB IO．B． B He6e KHTa，I ，M．，1980，c．360． 

③ 王正华：《抗战前期的苏联空军志愿队》，第3页。 

④ 另说为“9架飞机9名飞行员”。ABHP~． ．0100，Or1．23，i-I．193。Ⅱ．9，几337．PyCCKO-KHTa#ICKHe OTHOIIIeHHH B XXB．T．IV： 

CoBeTCKO—KHTat~ICKHe OTHOILIeHt,Lq．1937-- 1945rr．KH．1：1937— 1944．M．，2000，c 527． 

⑤ 王正华：《抗战前期的苏联空军志愿队》，第3页。 

⑥ 孔庆泰、昊菊英：《中国军事代表团与苏联商谈援华抗日械弹记录稿》，《民国档案》1987年第3期，第42页。 

⑦ 孔庆泰：《抗战初期杨杰等和苏联磋商援华事项秘密函电选》，《民国档案》1985年第1期，第46页。 

( qy~oAeeB IO．B．“B He6e KHTa~>>，M．，1980，c．69—70、236． 

⑨ 陈纳德著，陈香梅译：《陈纳德将军与中国》，《陈香梅文集》(4)，安徽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68页。 

⑩ 刘妮玲：《陈纳德与飞虎队》，军事研究编纂委员会编：《抗战胜利四十周年论文集》(上)，第713页。 

⑩ 二战期间卢布和美元的兑换率为4卢布／1美元。oIa皿KoB H贽M．M．HCTOpn：~ToproBo一3KOHOMHqeCKHX OTHOliIeHHJ~CCCP 

c KI4TaeM(1917—1974)，M．，1977，c．184． 

⑩ BeqHBIM CHOM CHHTb B KHTa cK0 3eMne．M．，1997，r．c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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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同志”，党支部活动是秘密的，对外称“同乡会”。第一批来华志愿队的党小组组长是歼击机大 

队长普罗柯菲耶夫(F．M．npoxoqbbeB)。当志愿 队离开阿拉木图时，基地政委阿列克谢耶夫 

(B．M．AslexceeB)吩咐他：“要根据情况召开党的会议 ，不要做会议记录，不要编党员名册，将党员记 

在心中，根据他们的表现来评价他们。党的指示可以从送来的《真理报》上看到。”在阿尼西莫夫任 

空军总顾问期间，志愿队虽然临近回国，但党组织的生活仍然存在。他们在宿舍安装了无线电台， 

以了解苏联国内的各种消息，按时庆祝苏联节 日。志愿队的几乎所有问题，如战斗飞行、培训中国 

飞行员、移交飞机等事宜，都由党小组开会决定。① 

许多迹象表明派遣空军志愿队援华是当时苏联实施其远东外交战略的既定举措。首先，志愿 

队到中国参战都负有秘密使命 ：一是熟悉 日本飞机性能。飞行员古边科(Fy6eHxo A．A．)实践的 

“撞击”战术，就是在此基础上发明的。二是了解日本空军的战术，在战斗中形成了一套对付日本 

空军行之有效的战术。志愿队总是把所有驱逐机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缠住Et本驱逐机，另一部分则 

直接打击Et军轰炸机，使得 Et机顾此失彼，难逃被击落的命运。三是总结与 日军作战经验。每个志 

愿队员 轮 换 回 国后，都 要递 交 总 结 报 告。为 此，基 于 苏 联 空 军 副 司令 斯 姆 士 克 维 奇 

(只．B．CMyuIreBrtq)的提议，苏联红军把援助过西班牙和中国的飞行员组织起来，成立了一个检查 

局，主要任务就是总结推广 战斗经验，辅助制定相应 的战术文件，局 长是苏联英雄谢洛夫 

(A．K．CepoB)，副局长是援华空军志愿队员、苏联英雄波雷宁。② 其次，为了不过分刺激 日本，苏联 

政府从未承认派遣过苏联援华空军志愿队。当时，苏联的援外行动都有秘密代号，援助西班牙的秘 

密代号为“x行动”，而军事援华则被秘称为“Y行动”。③ 为了掩盖志愿队员与苏联政府之间的关 

联，每个志愿队员都起了假名，如机械师齐姆良斯基，名册上名字为捷尔诺夫斯基(TepaoBc~ )， 

这是他母亲的姓。④ 由于志愿队预定的“秘化”措施，整个抗战时期，无论苏联的《真理报》，国民政 

府的《中央日报》《武汉Et报》，中共的《新华日报》等官方媒体都没有报道“苏联援华空军志愿队”的 

事迹。他们在报道有苏联志愿队参加的空战时，都只提“中国(我)空军”。但是，并非所有的民间新 

闻媒体都能体谅中苏政府的苦心。比如有一家在上海法租界内发行的汉文《上海El报》，就明确报道 

了苏联志愿队援华事迹。⑨ 其实，日本人也早就知道苏联派遣援华空军志愿队的事实。1938年 4 

月 4日，日本驻苏大使重光葵曾就此事向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提出抗议，但遭到苏方严厉驳 

斥。⑥ 苏联援华空军志愿队既然是个人自愿行为，便与苏联政府无关 ，日本对此亦无能为力。 

三、苏联援华空军志愿队的功绩 

苏联援华的飞机主要有五种型号，其中三种为轰炸机：CB快速轰炸机、TB一3重型轰炸机、 

且E一3远程轰炸机；两种为歼击机：M一15、l，I一16。这些型号的飞机都是当时苏联乃至世界上最先 

进的飞机，许多技术参数要优于当时日本的飞机，这也是后来苏联援华空军志愿队在对 日空战中致胜 

① qy~o／xeea IO．B．-B He6e KI,ITalt>>，M．，1980，c．198—199、364—365． 

( TaM x<e c 36、51、89、191． 

③ “Onepaurt~HKe”“Onepaisj~ Hrpex”．Pyccxo—rrrrar~crue oraomemm B XXB． IV：COBeTCKO—KI4Ta~ rd4e oTnouaemia．1937— 

1945rr．KH．1：1937— 1944．M．，2000。c 11． 

qy／Io~leeB IO．B．-B He6e Kl4Ta,q~，M．，1980，c．198—199、364—365、337． 

⑤ 《苏联正规空军积极助我抗战》，《上海 日报》，1938年7月12日，第1版。《苏联人员来华参加抗战工作》，《上海日报》， 

1938年7月30日，第 1版。 

⑥ 《敌抗议苏联飞机助华，苏联外长严予驳斥》，《新华 日报》，1938年4月6日，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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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空军的基础。苏联飞机的这种技术优势一直保持到 1940年 8月日本零式战斗机投入战场为止。 

第一批志愿队包括飞行员、领航员和射击士、机械师等各类空勤技术人员，于 1937年 10月组 

建，lO月 10日前往中国。包括一个 CB快速轰炸机大队和一个 M一16歼击机大队。CB大队(21 

架)共 153人，由马琴(Map~eHKOB M．H．)任大队长，于 1937年 11月21日到达南京前线。M—l6 

大队(23架)共 101人，原本由库尔丘莫夫(B．Kyp~IOMOB)任大队长，飞机经过阿一兰航线中间的 

凉州机场时，由于机场条件极差，导致飞机失事，库尔丘莫夫牺牲，遂由普罗柯菲耶夫代行大队长之 

职。紧接着，另一队CB快速轰炸机约 35人在波雷宁的率领下亦到达中国。此后，在 1937年 12 

月、1938年 1月，又陆续派遣了M一15歼击机大队约 99人(其中飞行员 39人)。① 据统计 ，到 1939 

年2月中旬，先后到中国的志愿飞行员达 712人。1939年夏是志愿人员最多的时候，达到400多 

人。② 自1938年 1月至 1940年，苏联援华空军志愿队的数量和兵力部署情况如下： 

1938年 1-5月：轰炸机第一大队(CB，41架)驻汉口、南昌；驱逐机第一大队(M一16，39架)、 

第二大队(I，I一15，38架)驻南昌、汉口、广州。 

1938年6—12月：轰炸机第一大队(CB，18架)，驻汉口、南昌、吉安、衡阳；驱逐机第一大队 

(M一15，9架；M一16，16架)、第二大队(M一15，22架；M一16，8架)驻南昌、汉口、衡阳。 

1939年：轰炸机第一大队(且B一3，18架)驻温江、重庆、芷江、桂林；轰炸机第二大队(且B一3， 

24架)驻兰州、成都；驱逐机第一大队(M一15，26架)、第二大队(M一15，22架)驻兰州、成都、重 

庆、芷江、零陵、衡阳、柳州、桂林。 

1940年：轰炸机第一大队(CB，12架)驻桂林、成都、梁山、南郑、天水、兰州；轰炸机第二大队 

(且B一3，11架)驻成都、兰州；驱逐机第一大队(M一15，30架)驻桂林、重庆；驱逐机第二大队(M一 

16，13架)驻桂林、重庆、兰州。③ 

苏联援华空军志愿队作用于中国空军，主要体现于两个方面： 

(一)培训中国空军空勤技术人员，重塑中国空军的“肌体”。 

苏联空军志愿队培训中国空勤技术人员主要有三种方式： 

首先是基地培训。苏联飞机到达中国后，部分飞机需要移交中国空军。但中国空军此前没有操 

作过苏联飞机，因此需要在基地进行短期培训，让中国空军掌握操作苏联飞机的一般技能。为此，苏 

联派遣各类空勤技术人员计 89人。前期培训基地主要设在兰州、哈密、樊城，后期即 1939年以后，四 

川邛崃、温江也成为培训基地。中国空军第一大队的第一、四、九中队(CB)，第二大队第二、六、十一、 

三。中队(CB)，第三大队第七、八、二十八中队(M一15、M一16)，第四大队第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 

中队(M一15、M一16)，第五大队第十七、二十六、二十七中队(M一15、M一16)，第六大队(CB)，第八大 

队第十一、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中队(ⅡB一3、TB一3、CB、M一15、M一16)，第十二大队(CB) 

都在兰州、哈密、樊城、温江、邛崃等基地进行培训。1938年，共培训飞行员 104名、轰炸员 50名、通讯 

员38名、射击士119名。1939年9月，培训驱逐机战斗人员213名。④ 以龚业悌所在中国空军第四大 

队为例，该大队在高志航的率领下于 1939年9月21日离开南京前往兰州接收苏联飞机。他们于9月 

28日到达兰州，但苏联飞机未到，他们便开始学习简单俄文。10月22日，苏联轰炸机到达兰州，23日上 

① vⅡ0ⅡeeB IO．B． B He6e KHTa,q ，M．，1980，C．105．Boenna~HOMOmb CCCP B OCBO60~rITenbaOfi 6opb6e KHTaI~ICKOFO Hapo~a． 

M．，1975，c．62． 

② flKOB~eB A．r．CCCP H 6opb6a KHTa~CKOFO Hapo~a HpOTHB flHOHCKO~arpeccHH(1931--1945 n )．B KH．： ~eHHHCKa,q 

HO)IHTHKa CCCP B OTHOIJJeHHH KHTa~I>>，M．，1968，C．104、106． 

③ 王正华：《抗战前期的苏联空军志愿队》，第4—5页。 

④ ~aY--华：《抗战前期的苏联空军志愿队》，第 11—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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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中国飞行员即到机场听苏联 讲̂解飞机的结构和性能。随后，由志愿队员率领中国空军做特技飞行 

训练。志愿队员先做一遍，然后中国空军模仿。大约 1938年 1月 10日以后，经过培训，许多苏联飞机移 

交中国空军，陆续飞往江浙前线。龚业睇学习驾驶 M一15，除了熟悉飞机仪表及性能，还学习特技飞行、 

打靶、空中格斗，直到2月17日，方飞临武汉抗战前线。 

其次是战地示范。苏联志愿队员在战斗中言传身教，把 自己的战斗经验传授给中国的飞行 

员。② 每次战役后，志愿队领导人都要召集 中苏飞行员开总结会。如 1938年 5月 4日，总结 

“4·29”空战，中国空军以极少量飞机试图牵制大量 日本飞机的冒险行为就遭到了苏联军官的批 

评。大约 自1938年 9月以后，苏联志愿队开始经常在战斗间隙临时设立“战地讲堂”。9月 14日， 

战地讲堂上午开讲两小时，下午一小时，由尼克莱主讲“高位、低位、等位追摄的各种战斗法”；9月 

15日下午，由机械师讲“M一15、M一16的飞行仪器和检查方法”；9月 16日，“上两堂俄文，又是从 

字母、发音学起”；9月23日上午，“每人练习飞三个或两个起落”；10月15日，按照苏联军官的规 

定进行战斗队形练习。③ 这种战斗间隙的临时“战地讲堂”针对具体问题，十分高效。 

其三是航校培训。在苏联志愿队员和专家的帮助下，战时中国在伊宁、兰州、成都、绥宁等地筹 

办了多所航校，培训空勤技术人员。其中比较大型的有伊宁空军教导队。1939年 8月，杨杰大使 

与苏联签署了聘请苏联教官到即将开办的伊宁航校任教的协议。④ 11月，伊宁空军教导队正式开 

办，地点在伊宁北郊的阿林巴克。该校成立伊始便初步制定了经苏联国防部同意的培训计划：每期 

收学生 200名，其中学习轰炸、驱逐、机械各 50人，学习通讯 30人，练习机 53架，学期半年或七个 

月。⑤ 但国民政府并未完全按照这份计划来实施培训，首批受训人员就达 547人。教导队总队长 

为杨鹤霄，副队长有三人，其中一人为苏联教官李维诺夫(JIHTBHHOB)。教学形式主要分为理论课 

和训练课。理论课实行小班制，每班25人，科 目有发动机学、飞机学、仪器学、航行学、军械学、轰炸 

术、气象学、飞行原理、空军战术等，教材都采用苏联教材。⑥ 训练课主要是试飞，分两阶段实行：第 
一 阶段为各级部队长及飞行教官的训练；第二阶段为受训学员的训练。过程包括上课、实习、带飞、 

单飞、编队飞行、空中战斗、投弹射击、侦察照相等。⑦ 1940年，伊宁空军教导队培养了 328名飞行 

员。⑧ 该校的苏联教官自1940年 7月至 1942年 8月又依约延长了两年服务期限。⑨ 此外，还有成 

都雅湾空军技术学校⑩、重庆空军学院等。@ 这些航校培训的飞行员后来成为中国空军的骨干。 

(二)志愿队驾驶战机，直接参战，打击日本法西斯。 

苏联援华空军志愿队到中国直接参战，主要从四个方面打击了日本侵略者： 

① 龚业悌：《抗战飞行日记》，第183_237页。 

② NKOBneB A1 r．CCCP H 6opb6a KHTaI~ICKOFO aapoKa npoxaB RIIOHCKO~0．rpeccHH(1931--1945 rr')．B KH．：“JIeHHHCKaI~ 

HO／IHTHKa CCCP B OTHOLLIeHHH KHTaH>>．M．，1968，c．105． 

③ 龚业悌：《抗战飞行 日记》，第341—365页。 

( ABHPO．中．100，On．25，1-I．200．珥7，几107．Pyc~o—KHTafflCKHe OTHOILIeHHH B XXB IV：COB~ O—KHTaI~CKHe OTHOLLIeHHH．1937— 

1945m KH．1：1937— 1944．M．，2000，C．611． 

⑤ 王正华：《抗战前期的苏联空军志愿队》，第 14页。 

( 劳家彦：《伊宁空军教导队杂· 》(1)，《中国的空军》第560期，1986年，第24—_25页。 

( 李继唐：《冰天雪地学飞行——忆抗战空军伊宁教导总队》(下)，《中国的空军》第564期，1987年，第26页。 

⑧ ~KOBJIeB A． CCCP H 6opb6a KHTal~ICKOrO Hapo~a npOT／~B HHOHCKO~I arpeccrm(1931--1945 n )．B KH．： JIeHHHCKa~ 

HO；IHTHKa CCCP B OTHOLLIeHHH KHTa~”，M．，1968，c．105． 

⑨ ABHPO． ．100，On．25，n．200．Ⅱ．7，．7I．108；ABHPO． ．100，On．27，且．2，_『I．47．Pycc~o—KHTa~CKHe OTHORIeHH~I B 

XXB．T．IV：COBeTCKO—KHTaffICKHe OTHOIIIeHI,Lq．1937-- 1945FF．KH．1：1937-- 1944．M．，2000，c 611，655． 

⑩ qy．aoAeeB IO．B．“B He6e KHTSH ，M．，1980，c．350． 

q!) ABHPO． ．01130，On．24，rL 196．皿6，几98．Py~KO-KHTaITICKHe OTHOmeHHR B XXB． IV：COBe'rCKO—KHTaI~CKHe OTHOmeHV~q．1937— 

1945m KH．1：1937— 1944．M．。2000．c 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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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直接迎击来犯 日本空军。苏联空军志愿队在援华初期参加了多次轰轰烈烈的中日大空战。 

首先是南京空战。1937年 11月 21日，第一批苏联空军志愿队 M一16大队(23架)在普罗柯菲耶 

夫(IIpoKoqbbeB 9I．n．)的率领下到达南京。当天20架日机来袭，志愿队7架 M—l6升空截击。3 

架日机(2架驱逐机，1架轰炸机)被击落，我方无损。11月22日，志愿队6架M一16与6架 日机战 

斗。11月24日，12架 日机袭击南京，6架 M一16升空截击，志愿队损失3架。12月 1日，日机大举 

来袭，志愿队连续升空五次截击，击落 l0架轰炸机、4架驱逐机，损失两架 M一16，1位飞行员跳伞 

得到当地农民的救助。12月2日，日轰炸机群在 20架96式驱逐机的护卫下空袭南京，志愿队奋 

起迎战，激战半小时，击落 1架 日机，损失 3架①，飞行员安德烈耶夫(AH~peeB)牺牲。迄 l2月 l2 

日南京陷落前，苏联志愿队共击落日机2O架，飞行员库德莫夫(Ⅱ．A．KyAblMOB)击落日本空军四大 

天王之一的白相定南②，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其二是南昌保卫战。1937年 12月 14日，日机 21架 

袭击南昌，中苏飞机联合升空截击，击退日机。12月22 Et，志愿队升空截击，大队长布拉戈维申斯 

基(BnaroBeu2eHCKr1~A．C．)击落 日机一架，毙日指挥官大井法人大尉。③ 1938年 2月 25日，日机 

56架袭击南昌，志愿队升空截击，击落日机8架，日酋官田雄大尉毙命，志愿队损失飞机7架，斯米 

尔诺夫(C．CMHpHOB)等三人牺牲。④ 6月26日，日机 46架袭击南昌，中苏联合拒敌，击落 日机 6 

架，损失 2架，史托维(I．HTypMHH A．且．)牺牲。⑤ 7月 4日，日机 56架袭击南昌，志愿队28架升空 

截击，击落日机7架。7月7日，日机再犯南昌，志愿队截击，击落 日机 10架，损失 7架，奥帕索夫 

(K．OIIaCOB)、索霍洛科夫()It．CyxopyKoB)牺牲。⑥ 7月 18日，日机27架袭击南昌，中苏空军28架 

迎战，击落 日机4架，击毙日空军四大天王之一的南乡茂章，中方 13架被击毁。其三是武汉空战。 

1938年2月 18·日，日机 36架袭击武汉，中苏空军 29架截击，击落日机 12架。4月 29日，日军为 

庆祝天皇生日，派飞机54架进犯武汉，中苏空军64架严正以待，击落日机36架，中方被击毁2 

架。⑦ 5月 31日，日机 54架袭击武汉 ，中苏空军出击，击落 日机 14架，中方被击毁2架。8月 12 

日，日机70架进犯武汉，中苏空军迎击，击落 日机 5架，中方被击毁 5架⑧，毁灭性地打击了日本空 

军不可一世的神话。其四是衡阳保卫战。1938年10月8日至 11日，日机先后出动 69架飞机连续 

轰炸衡阳，导致 6架 CB轰炸机被毁，志愿队大队长拉赫曼诺夫(A．C．PaXMaHOB)牺牲。其五是洛 

阳空战。1938年除夕，日机 32架空袭洛阳，志愿队 l2架飞机迎敌，被击毁飞机 1架，牺牲 1人。⑨ 

其六是柳州空战。1940年 1月 10日，Et机54架袭击柳州，中苏空军迎击，击落日机3架，飞行员列 

① 另有资料记载：当日志愿 队无损，击落 6架 日机。YlamKos A．10．，FO／IOTIOK B．7i．100／iffr BOeHHO—B03~)rIIIHBIM CV．SIaM 

POCCHH(1912--2012 roAbi)，M．2012r．C．264—265．qy~oaeeB IO．B．“B He6e KHTa$1>>，M．，1980，C．203． 

② qv且。且eeB IO．B． B He6e K硝ra ， ，1980，c．125． 

③ 李裕主编：《中苏美空军抗日空战纪实》，第94页。 

( 李嘉谷编：《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33--1945)》，第203页。qy且oⅡeeBIO．B． B He6e KHTaⅡ ，M．，1980，C．83、146． 

⑤ 李嘉谷编：《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33--1945)》，第210页。 

⑥ TaM e c168—170．此处日期尚待进一步考证，疑即7月4日空战。 

⑦ 李裕主编：《中苏美空军抗日空战纪实》，第103页。此处数据诸书有异，另有异说：日机 45架进犯，中苏64架迎战，击落 

日机 21架，击毙飞行员5O人，活捉两名，自损 12架。高晓星、时平编：《民国空军的航速》，海潮 出版社 1992年版，第285页。 

qyRo~eeB IO．B． B He6e KHTa．q ．M．，1980，c．48． 

⑧ 高晓星、时平编：《民国空军的航迹》，第288页。但唐学锋所引数字为：日机 120架进犯，中苏4O架迎击，击落日机 16架， 

自损 5架。唐学锋：《中国空军抗战史》，第 129页。 

⑨ 《西工文史资料》第1辑，洛阳市西工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1987年编印，第 15—17页。不过关于洛阳空战另有异 

说，留待甄别：(1)1938年 1月30日，日机21架袭洛阳，M一15升空迎敌 ，击落日机 3架。惜未言明谁驾驶战机(龚业悌：《抗战飞 

行日记》，第225页)。(2)1937年 12月12日，洛阳空战，志愿队1架与日机 1架同归于尽，5名志愿队员牺牲【南秀璞：《苏联空军 

在洛阳》，《银川文史资料》第3辑(内部发行)，银川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1986年编印，第169—170页]。(3)俄方统计，有 

4位志愿队员牺牲在洛阳(BeqHbIM GHOM CH~ITb B KMT抽cKon 3eM~e．M．，1997，r．c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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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克(Pe314HK)牺牲。 

2．主动出击，轰炸 Et本军舰和机场。1937年 12月 2 Et，志愿队 9架轰炸机在科兹洛夫 

(KO3JIOB)率领下袭击了上海长江口日本舰队和上海机场，炸毁 日舰 7艘。1938年 1月26日，志愿 

队轰炸南京机场，炸毁日机48架 ，飞行员甫多温(BaoBnn)、射击士科斯金(Kocmnn)、领航员富拉 

洛夫(OponoB)牺牲。1938年2月23 13，为纪念红军节，志愿队28架轰炸机奇袭台湾松山日本机 

场，炸毁El机40架，焚毁机库和三年的燃料储备。①6月10日，志愿队5架轰炸机炸沉长江日舰 1 

艘，炸伤 1艘。6月20 13，志愿队轰炸机炸沉长江Et舰 1艘。整个6月，志愿队出击 14次，炸沉 日 

舰6艘，炸伤 10余艘。② 7月 27日，志愿队轰炸长江日舰，炸沉4艘，伤3艘。整个 7月，中苏空军 

炸毁日舰 l2艘，伤29艘。8月，中苏轰炸机袭击长江 日舰，共炸毁 日舰 9艘，伤23艘。⑧ 

3．配合地面部队打击日军的交通运输及进攻部队。1938年，为配合中国陆军保卫武汉，志愿 

队于 9月27 El，10月3日、5 Et轰炸罗山Et炮兵阵地。1939年 11月至 1940年 1月桂南会战中，志 

愿队于 l2月21 13轰炸钦州湾日舰，扫射昆仑关 日军阵地。22 Et，志愿队掩护陆军攻击昆仑关 日 

军阵地、轰炸南宁 日据点。25 El，志愿队轰炸九塘 日军阵地，助陆军攻占日据点 4—5处。31 El，志 

愿队轰炸南宁机场，毁 日机 8架。1940年 1月 10 13，志愿队轰炸南宁机场，毁 日机 3架。④ 根据张 

冲的报告，自1939年7月至 1940年6月，志愿队为配合陆军作战，轰炸了日军重要据点如武汉、岳 

阳、钟祥、运城等，共“炸毁击落 日轰炸机 90架、驱逐机 37架、军舰 3艘、兵车数列、油弹库器材数 

处，汽车战车60余辆、汽油数百箱及阵地工事多处 ，又炸毙 日航空人员 300余人与日海陆军官兵甚 

多”⑤，有力地配合了陆军的攻防。 

4．保卫大后方。武汉战役后，中国空军的主要任务变为保护兰州、四JiI等大后方。Et军也针 

对中国抗战大后方制定了“田号”“100号”“101号”“102号”轰炸计划，主要空袭四川、重庆、兰州 

等大后方基地。Et空军屡袭兰州，最著名的有三次：1939年 2月 12日，日机 30架袭兰州，遭到驱 

逐；2月 20日，日机 30架空袭兰州，中苏空军 40架升空截击，击落 Et机 9架，击毙 63名 日机组人 

员；2月23日，日机57架袭击兰州，中苏空军出击，击落El机6架。⑥另外，12月26日至28日，日 

机每天出动上百架飞机空袭兰州，中苏空军顽强抗击，击落数十架 日机。1939年 6月，志愿队一个 

驱逐机大队驻扎重庆，日机遂改为夜间空袭。7月6日，30架 日机夜袭重庆，中苏空军迎击，击落 日 

机 1架，损失 1架，志愿队队员布达依采夫(B~aflttHeB C．K．)牺牲。获悉轰炸大后方的日机场在汉 

口后，中苏空军策划袭击汉口日机场。1939年 10月 3日，大队长库里申科率 29架 ⅡB一3重型轰 

炸机袭击汉口日机场，炸毁并重创 日机64架，炸死 日空勤人员 130多人，炸伤300多人，7名高级军 

官死亡，l2名高级军官受伤，汽油库持续燃烧三个多小时。10月14日，库里申科率20架ⅡB一3再 

袭汉口机场，炸毁 日机 36架，日军伤亡惨重。大队长库里申科、领航员卢金(I，I．Ⅱ．YlyxHn)、射击士 

费多谢耶夫(C．A．@eaoceeB)牺牲。⑦ 

关于苏联援华空军志愿队的战绩，由于缺乏完整的统计资料链，无法精确统计。综合现有资 

① TaM)Ke c．32、37、41、207、214． 

② 唐学锋：《中国空军抗战史》，第 129页；另说，6月份炸沉 日舰 3O艘，炸毁 日机 2O余架(高晓星、时平编：《民国空军的航 

迹》，第298页)。 

( 高晓星、时平编：《民国空军的航迹》，第299页。 

④ 李嘉谷编：《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33--1945)》，第211_一228页。 

( 王正华：《抗战前期的苏联空军志愿队》，第 19—20页。 

qyao；xeea IO．B．“B ne6e KI-ITa．q~)，M．，1980，c．268、267． 

(z) MMH A．A．AaHaI~na BeIIi,tKoro~oce~a．KnHra 1．Y HCTOKOB KnTaa~CKOR aBI,Ia~I4k1．M．，2008，c 400； y且。且ee丑IO．B． B ne6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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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自1938--1941年，中苏空军联合作战，共击落、击毁日机达446架，毁伤各类 Et舰 100多艘，可 

谓战功卓著。① 为此，苏联空军志愿队也付出了巨大牺牲。据苏方统计数据，自1937—1941年间， 

约 211人牺牲(包括战斗中阵亡和飞机失事而亡)在中国。其中，尚有47人(1937年 1人、1938年 

39人、1939年4人，1940年 1人、1941年2人)不知道遗骨埋藏地点。② 

苏联空军志愿队作为二战时期苏联在远东实践其外交战略的重要手段，以自己的战斗和牺牲 

实现了战时苏联远东外交战略的目标，所以，苏联政府给与志愿队员以崇高的荣誉。志愿队队员中 

因功被苏联政府于 1939年 2月 22 17t授予苏联英雄荣誉称号的有 14名：布拉戈维申斯基、博罗夫 

科夫(O．H．BOpOBKOB)、盖达连科(FaRAapeHKO C．C．)、古边科、兹韦列夫(3BepeB B．B．)、克拉夫琴 

科(KpaBqeHKO F．17．)、马尔琴科夫(MapqeHrOB M．H．)、尼古拉延科(HI,IKO~iaeKo E．M．)、波雷宁、 

西利瓦诺夫(Ce／IHBaHOB H．FI．)、斯柳萨列夫(CatocapeB C．B．)、苏普伦、苏霍夫(CVXOB H．C．)、赫留 

金(xpIoKHH T．T．)。③ 另有 l4人被授予列宁勋章，193人被授予红旗战斗勋章，125人获得红星勋 

章。④ 历史上，俄罗斯是一个尚武民族，战功勋章在民族意识里代表着等同生命的荣誉。勋章既是苏 

联政府对志愿队员援华战斗功勋的表彰，也是志愿队员自身生命价值的一种崇高体现。 

苏联援华空军志愿队帮助中国重建空军，中苏空军联合作战，打破了日本空军不可战胜的“神 

话”，创造了辉煌的战绩，为中国抗战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约有 430多名苏联援华空军志愿队队 

员受到国民政府的表彰，被授予各种等级的“云麾勋章”。⑤ 新中国成立后，新闻媒体如《人民 日 

报》《长江日报》 )等都曾多次报道苏联援华空军志愿队的事迹，武汉、重庆、南京、万州等地相继修 

筑了有关苏联援华志愿队烈士纪念碑，中国政府还将苏联援华空军烈士库里申科的事迹纳入了国 

家爱国主义教育体系。可见，数十年来，自中国政府乃至民间一直在不断缅怀苏联空军志愿队援助 

中国抗战的事迹。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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