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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和村：保存着“两航起义”日记
亲历者蔡百坚自述起义那些英勇事迹

在狮山永和村一栋

与普通民房无异的小楼

里，住着一位老人——

蔡宝娟。对她而言，每

年的 11 月 9 日是个庄

重的日子。

1949 年 11 月 9 日，

原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的 56 位起义者心怀“航

空报国”的志向，当天凌晨驾驶着 12 架飞机由香港飞往北

京、天津，投入祖国怀抱，而这一天距离新中国决定成立自

己的民航管理机构——民用航空局，仅仅 7 天。随后，两

航 2000 多名员工通电起义投身新中国建设事业，这一轰

动中外的重大事件，史称“两航起义”。

狮山官窑永和官东村人蔡百坚就在 56 位起义者中。

在蔡百坚留下的日记中提到，当年广州遭日寇轰炸，自己

常年在外不能与家人团聚，导致家破人亡。由于生活困

苦，1948 年经人介绍到香港打工，却又因工资太低无法维

持生计，只好到原中国航空公司工作。于是，便成了“两航

起义”的亲历者。

笔 者 从 蔡 百 坚 儿 媳 蔡

宝娟提供的日记中，看到了

不少当年起义的缘由，“我

一辈子就想飞行，新中国是

一定要发展民航的，回去肯

定有用武之地。”其实，很多

两航飞行员都跟蔡百坚类

似，他们没有考虑那么多，

他们热爱飞行，一直希望投

身中国的民航事业。

1949 年春天，国共双方

的军事政治实力发生了实

质性变化。三大战役结束，

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

后，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

令 发 布《向 全 国 进 军 的 命

令》，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

南京、上海解放，共产党控

制了中国大部分国土。国

民党政权退踞重庆、成都，

蒋介石召集军事会议．集

结力量，妄图依托西南，伺

机反扑。曾在帮助国民党

军事运输中发挥作用的两

航也陷入了困境，于 1948 年

年底起陆续迁离至香港落

脚。为此，中共华东局便向

中央军委写了《争取两航公

司的工作报告》，提出策动

“两航起义”的建议。

摸清了这样的心理，蔡

百坚的领导陆元斌和陈耀

寰策反飞行人员的工作就

顺利多了。短短一个多月，

两人就发展了秦永棠、陈达

礼、邓重煌等几十名飞行人

员。有的飞行人员是副驾

驶 ，平 时 受 美 国 籍 机 长 压

制，没有亲自操作飞机的机

会，陈达礼还特意安排副驾

驶和可靠的中国籍机长一

起执行飞行任务，以便副驾

驶在起义前得到更多的操

作机会。

为了尽可能保密，六人

核心小组采取了单线联络

的工作模式，也就是说，一

名上线人员只负责发展一

名下线，彼此之间都不知道

更多的同伴和消息。陈耀

寰曾回忆，和他同住一个宿

舍的一位飞行员也在策反

名单之内，只不过动员这位

飞行员的工作不是陈耀寰

做的。一天晚上，陈耀寰回

到宿舍，见同事正在研究新

航线，他便过去攀谈，却见

这位同事神态自若，举止自

然，丝毫没有提及和暴露起

义的事情。

蔡 百 坚 也 是 这 个 时 期

加入了起义队伍的。“由于

我对这次起义有明确的认

识，全国除台湾省已获得解

放，两航留在香港的财产应

全部归还国家所有，所有两

航人民也应深明大义，弃暗

投明，投回祖国怀抱，为祖

国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尽管日记本上的字迹斑驳，

仍能看出蔡百坚的深刻认

识。

1949 年 11 月 9 日 ，注 定 是

载入史册的一天。这天凌晨的

香港启德机场，依旧跟往常一

样，靠近山的那边亮着站岗的

信号灯光；机场另一边的马路

上，不时有纠察队巡逻，人们照

常工作着。

但其实，平静的表象下早已

波涛暗涌。据日记记载，为避免

引起香港启德机场当局的怀疑，

11 月 9 日的航班仍旧按照惯例

继续排班并发预报和售票，同时

还要把起义指挥部确定参加起

义北飞的飞机和空勤人员安排

好，“飞行预报上发的是，他们要

飞去海口、重庆、桂林、柳州、成

都、昆明、台南、台北等地，但其

实，他们飞的是北京和天津。”

原 来 ，11 月 8 日 出 来 了 两

套排班表，一套按照原有的航

班时刻排好班，然而这套空勤

人员中，既有参加起义的相关

人员，也有不参加起义的美籍

人员。为了不惹人怀疑，等深

夜都空勤人员都入住后才去通

知非起义人员航班取消，同时

又派起义人员负责值机工作，

在机场候机楼办理旅客都退票

手续，监控现场情况。另一套

航班表，自然都是起义北飞的

人员，他们将成套、成箱的飞机

零部件和轮胎、汽油等伪装成

货物装上飞机，依次起飞。

所有起义的飞机都做足准

备：为了尽可能不在中途降落

加油，每架飞机都加满了油；一

组抢险队专门负责扫清机场滑

行道和跑道上可能出现的障碍

物；通讯机务人员也秘密地为

每一架飞机电台设置了空中通

话的专用频率，以保证飞行途

中的电话联系，又防止被窃听。

1949 年 11 月 9 日早上六点，

一架载着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

航空公司总经理及起义人员的

飞机直飞北京，另外十一架载着

飞机零部件的飞机飞往天津。

上午九点半，尚未北飞的起

义人员得到了飞机报来的平安消

息，此时飞机已经飞跃汉口。而几

乎在北飞机组抵达北京、天津的同

时，留守香港的陆元斌公开了起义

消息，备受鼓舞的两航员工奔走

相告，纷纷签名响应起义。

第二天，中国、中央两航空

公司全体员工通电起义的消息，

随着新华社的红色电波传遍海

内外。消息一出，轰动世界，不

久，资源委员会、招商局和中国

银行等 27 个国民党在港机构相

继起义，回归新中国的怀抱。

此时，蔡百坚还没能跟“先头

部队”飞回大陆，他有更重要的

任务。蔡百坚与暂留香港的数千

名两航员工，为了保护两航留港

资产，与国民党展开了长达两年

多护产运动。经过艰难不懈的斗

争，先后有“两航起义”员工 1725

人和眷属 2427人回归新中国，共

抢运回器材约 15000 箱（件）、汽

油 3600 桶和大量其他设备。这

些物资构成了新中国民航事业创

建初期的主体，而归来的两航技

术和业务人员，则成为新中国民

航 的 一 支 骨 干 力 量 。“ 八 一 开

航”、首航拉萨、兴建首都机场，

都不乏他们活跃的身影。

1950 年，蔡百坚奉命调回广

州民航局。他在日记中提到，

“经过了党十来年的教育和培

养，提高了我的阶级觉悟，把我

从一个普通的工人培养成一名

技术员。”在往后的工作中，蔡百

坚多次被评为先进生产工作者。

“两航起义”对国民党在政

治上、军事上是一个重大打击，

切断了国民党政权的西南空中

运输线，为人民解放军解放大

西南创造了条件，加速了解放

全国大陆的进程。毛泽东主席

称之为“一个有重大意义的爱

国举动”。周恩来总理称它是

“具有无限前途的中国人民民

航事业的起点”。撰文/摄影 何万里

策反工作谨慎细致

起义前夜准备充分起义前夜准备充分

两航成功回归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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