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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湘定板，珊瑚坝开建民用机场

军阀刘湘摆平蜀地群雄，成为坐镇重庆的四川省主
席。为使城市和军队现代化，他打造军舰、购买飞机、开街
拓城、修筑公路、建港泊船、振兴教育、关注民生、力挺实业、
发展商贸。重庆首任市长潘文华，是他的得力助手和庞大
计划最忠实的策划人和执行者。修机场，就是刘湘和潘文
华极具远见、抗战时卓有成效的一大杰作。

1929年8月，重庆第一个军民两用机场在广阳坝建成。
广阳坝离主城三四十里，无论是坐车或乘船，单边就要两个多
小时，因此当军用机场可以，民用则很是不便。1931年中国
航空为改变这一状况，与美国飞运公司合作曾开通上海、汉
口、宜昌、万县（聚鱼沱）、重庆（菜园坝）水上机场，由只能载客
五六人、载货400磅的美国洛宁式水陆两栖飞机执行航务，这
样的飞行不仅安全系数差，且劳民伤财，不到一年便被取消。

刘湘听取各方意见，决定由四川省财政拨款，潘文华领
衔，中国航空在珊瑚坝再兴建一个季节性的民用机场。珊
瑚坝机场于1933年初勘测设计，10月开工，当年底便建成。
跑道长不足800米、宽仅46米，飞机只能选择短距离起降的
载客一二十人、载货量不多的美国司汀逊和道格拉斯DC-2
螺旋桨小型客机。飞机向上游起飞，然后顺下游降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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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简陋，茅草和竹簝建成航站楼

由于机场年年都要被洪水淹没，因此航站楼修得十分
简陋，用当地生长的茅草和竹簝构建。从石板坡“飞机码
头”到珊瑚坝，架有临时浮桥。

机场启用之初，陆续开辟成都、贵阳和昆明等航线。当
时，除达官显贵，没有多少人坐得起飞机。重庆飞成都票价
100块银圆，啥概念？这可是当时贫苦人家五口三年的基本
生活费。

一位当年曾开过洋荤、乘过飞机的老先生对我显摆说，
飞机上要给乘客发一盒骆驼或哈德门牌香烟、一盒美丽牌
洋火、一盒口香糖、一张包装精美的手绢，以及一个有中航
标志的指甲钳。当时，坐飞机的乘客也并不轻松，从石板坡
三四尺宽的石梯坎下到“飞机码头”，有三百多级台阶，提着
行李，爬上坡累，走下坡险。

尽管珊瑚坝是弹丸、间歇性机场，每年只有七八个月的
通航时段，但在抗战时期，却是其最辉煌的黄金岁月。为方
便日趋增多的乘客需要，以及维系国际运输线、承接飞越喜
马拉雅山“驼峰航线”运抵重庆的援华物资，中国航空公司
还在菜园坝滨江开辟了一条简易公路，汽车可直接开到机
场。

1940年3月26日，67岁的侨领陈嘉庚先生率50余人的
南洋华侨慰问团，携巨额抗战捐资扺达重庆，在珊瑚坝机场
受到国府官员和重庆各界三千余人的盛大欢迎。1940年3
月31日，为团结抗战计，持不同政见的宋氏三姐妹捐弃前
嫌，在宋美龄陪同下联袂从香港启德机场飞抵珊瑚坝，大姐
宋霭龄、二姐宋庆龄皆是首次到重庆，国民党统帅部侍从室
主任张治中到机场迎接。人们十分关注时代风眼中的宋氏
三姐妹，她们在渝旋风式地进行抗战演讲、为前线募捐、到
生产军需品的工厂视察鼓劲、安抚内迁学校师生、医院慰问
受伤军民、看望抗战遗孤等一系列活动，她们的务实、躬行、
亲民，受到朝野广泛称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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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年前，珊瑚坝开启“熊猫外交”

随着中国航空公司对气象、空域、机场环境的熟悉掌
控，驾修人才的成长，1941年初，中航重庆站升格为甲级航
站，办事处由白象街白理洋行迁到飞机码头，机型也换成载
客量达二三十人、货运相对较多且有空中厨房的福特、道格
拉斯DC-3型客机。先后又开辟了西安、桂林、哈密、兰州、迪
化，以及不定期的延安航线，周恩来、邓颖超、董必武、叶剑英
等是珊瑚坝机场的常客。国际上，更是远航印度汀江、缅甸
仰光等地。尽管此时九龙坡和白市驿机场相继建成，但除
了汛期不得已，官方和民间还是喜欢在珊瑚坝机场起降。

1941年，为感谢美国政府和人民对中国抗战的支持，争
取更多战略物资和军事专家援华，国民政府决定赠送一对
国宝大熊猫给美国小朋友。1941年11月9日，宋美龄和宋霭
龄一起在重庆中央广播电台主持“赠送熊猫”典礼，中外媒
体第一时间发布了消息，美国《时代》周刊还作了专题报道。

随后，这两只大熊猫在珊瑚坝机场启程，辗转越南河
内、菲律宾马尼拉，经夏威

珊瑚坝袖珍机场

陈纳德昵称
小不点，大用场

□张川耀

重庆市渝中区下半城石板坡
地段，主城首座长江大桥下有个江
心岛——珊瑚坝，最长处约1800

米，最宽处约600米，枯水季节至洪水到
来，水面高差十余米。

90年前，也就是20世纪30年代初，这
个茅草茂密、乱石遍地、农人有垦地、野鸭野
兔栖息的大沙洲，曾是重庆第二个民用机
场。这个被当年美国援华抗战“飞虎队”指
挥官、空军中将陈纳德昵称“小不点、大用
场”的袖珍机场，演绎了不少精彩故事，也积
淀下诸多极具价值的趣事逸闻。

夷、旧金山抵达纽约白朗克斯动物园，中国“熊猫外交”自此
开启。尽管当时二战阴云密布，但中国熊猫热仍席卷美国，
在美国小朋友数以万计的取名来信中，经遴选给雄性熊猫
取名“潘达”，雌性熊猫取名“潘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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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奇迹，空中巨无霸迫降珊瑚坝

珊瑚坝机场，还曾创造过让人难以置信的航空奇迹，不
足800米跑道，却承接了需要2000米跑道才能起降的当时世
界上最先进的波音四引擎空中“巨无霸”美国B-29飞机。
该机是长30米、翼展43米、高8.5米，起飞重量60吨、航程
6000公里的战略轰炸机。

1944年11月21日拂晓，盟军斯坦·布朗上尉机组，从成
都新津机场起飞，驾驶B-29重型轰炸机远程突袭日本九
州。由于受到日本地面炮火和战机夹击，在摆脱攻击完成
目标投弹后返航，由于耽误时间久，多耗了油量，进入重庆
空域油料告急飞不回新津，于是向珊瑚坝机场求救，要求强
行着陆。最终，凭借高超的驾驶技术，“巨无霸”有惊无险稳
稳地迫降在珊瑚坝机场。

B-29重型轰炸机停在珊瑚坝机场就像一只大公鸡，那
些原来停在机场上的飞机就像一群小鸡仔，引来上万人围
观。从飞机码头到南纪门、石板坡一带，甚至高崖上的燕子
岩、天灯巷均人山人海，道路被堵得水泄不通。

B-29迫降还稍容易，但要起飞就难了，因为跑道长度
不够。此事惊动了中、美高层，迅速调集空中和地勤专家，
缜密研究，反复论证。决定调集民工千余人，日夜赶工，最
大限度加长跑道400余米，并卸下飞机上不必要的武器、物
资和装备，保证足够飞往成都的燃油，12名机组人员只留下
正副驾驶、导航和无线电报员等人。12月3日下午四时，数
千军民齐聚珊瑚坝机场，斯坦·布朗上尉驾机，从容不迫启
动、滑行、转弯、加油、蓄势、提速、抬升，“巨无霸”终于昂首
起飞翱翔蓝天。现场欢声雷动，飞机在机场上空略倾翅膀、
盘旋三圈致敬重庆军民，然后向成都飞去。

1945年到来，二战已近尾声，德国、日本法西斯败局已
定，为构建战后国际新秩序，落实雅尔塔会议精神，由美英
俄中牵头，决定成立联合国。1945年3月27日，国民政府公
布了出席旧金山联合国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名单，共产党代
表董必武和无党派代表、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吴贻芳等人入
选。1945年4月12日，中国代表团部分成员及随员，在珊瑚
坝机场乘中航39号飞机飞越喜马拉雅山到达印度加尔各
答，转中东到非洲，横跨大西洋到达美国。董必武的随行人
员章汉夫系《新华日报》总编辑，译员陈家康是周恩来秘书。

50多个国家出席了联合国创立大会，经两个多月的磋
商达成协议。6月26日，董必武与中方出席会议的代表一
起，在《联合国宪章》文本上签名。1945年10月24日，联合国
正式宣告成立，总部设在纽约，自此中国成为联合国“五常”
之一，这次大会也是中国共产党首次在大型国际会议上公
开亮相。

发生在珊瑚坝飞机场的故事实在太多，限于篇幅，关于
飞虎队入驻、捍卫重庆；朝野联动，发起民间“一元献机”，飞
机命名的盛大仪式；《大公报》举办滑翔机表演，总编辑王芸
生亲撰社评《青年飞上天去》等等，每个故事，都是让人荡气
回肠的一篇大文章。

（作者系原现代工人报社社长 图片由作者提供）

民工们拉着直径两米多的大石碾夯筑机场

20世纪40年代初，长江涨水期间，两路口建
兴坡的梯道上，看珊瑚坝飞机场全景。

1941年11月9日，宋美龄和宋蔼龄在重庆主
持了赠送熊猫典礼。

重庆母城文化故事—渝中人文探寻之旅
大型征文活动启事

重庆母城渝中，历史源远流长，人文积淀厚重，巴渝文
化、革命文化、抗战文化、统战文化……在人们记忆中印刻
成独特的文化符号。为探寻渝中灿烂人文历史，大力挖掘、
传承、弘扬母城诚信文化，让更多人感受母城历史的厚度，

《重庆晨报》副刊部联合重庆市渝中区文旅委，共同推出“重
庆母城文化故事——渝中人文探寻之旅”大型征文活动。

征文作品力求突出母城诚信文化内涵，挖掘更多历史故
事，呈现更多文化元素，讲好渝中故事，传承文化价值。作品
以母城渝中的人文、历史、地理、典故为创作目标，强调纪实
性，要求史料扎实、考证准确、故事引人入胜。

征文以发现和传承诚信文化为主题，面向社会公开
征稿。稿件字数1000～4000字，配图作品优先采用。来
稿请注明真实姓名、单位或协会、地址、电话、身份证号
码、开户银行及账号等。一经选用，即付薄酬。

征文活动时间：2024年1月至2024年6月。活动结束
后，将评出优秀作品并颁发奖金和证书。征文作品将集
辑成册，版权归活动组织方所有。

投稿邮箱：cqcb2023@sina.com cqcbgsh@126.com
重庆市渝中区文旅委
《重庆晨报》副刊部

““合川号合川号””飞机征募委员会成立了飞机征募委员会成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