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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之翼》

内容概要

《中国之翼》书写了一段未被透露的航空编年史的篇章，它讲述了二战时期亚洲战场动荡的背景下的
航空冒险的扣人心弦的故事。故事的主体是激动人心的真实的“空中兄弟连”的冒险事迹。正是这些
人在二战期间帮助打开了被封锁的中国的天空，并勇敢的在各种冲突中勇敢守卫着它。
“在 《中国之翼》中，格雷戈里·克劳奇记述了当无畏的美国人和他们的中国伙伴努力地在一片连电
为何物都不甚了解的辽阔大地上建立复杂的空中交通网络时，一个古老的文明和世界上最现代的技术
所发生的非同寻常的碰撞。这本扣人心弦的书将你送到一个令人着迷的已经消失的时代。”
——詹斯·布拉德利（James Bradley），《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榜首作家，著有《父辈的旗帜》
和《皇家邮轮》
“太多的人以为太平洋战争始于日本人毫无来由地对夏威夷的偷袭，克劳奇的书生动地解释了1930年
代，美国人在中国的商业利益是怎样引发了珍珠港事件的。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故事，讲述了富有进
取精神的泛美航空公司飞行员们建立了一家有开拓性的航空公司，飞越喜马拉雅山，在拯救中国上助
力，从而改变世界，成为航空英雄。”
——詹姆斯·D.霍恩费希尔（James D. Hornfischer，《纽约时报》畅销书作家，著有《锡罐水手的最后
一站》（The Last Stand of the Tin Can Sailors）和《海王星的地狱》（ Neptune's Infer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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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之翼》

精彩短评

1、因为对这类题材很感兴趣 所以觉得还可以 没什么能力批评 就看个热闹 感觉虽然啰嗦 但是有些东
西作为资料还是值得参考的 #不痛不痒#
2、题材很新，讲的故事也够跌宕起伏。虽然夹带了作者的私货，但瑕不掩瑜。唯一的败笔就是翻译
质量不行，有很多地方的翻译不能用水平不够来解释，而是不用心，还有几处问题显得译者很业余⋯
⋯
3、第三本甲骨文！也是最精彩的一本！远胜于《野蛮大陆》，或许我还是喜欢国家的历史把。四星
！有些事或许可能发生，有些事确实已经发生！
4、外资如何在中国做生意。到现在基本没有什么改变。
5、孔二小姐香港撤退的两条狗是中航机务主任的；驼峰有只熊做吉祥物，后来被吃了。基于中航美
方副总的个人视角写的回忆录，对于两航起义着墨甚少 F562.9/4244 洋泾 浦分（新）
6、作者、译者都是有中航情节的人士，品质有保证。如果说有什么美中不足的话，那就是作者说错
了一点，与西欧战场相比，投入驼峰航线的美军运输力量，事实上完全是微不足道的，对诺曼底登陆
战没有任何影响。
7、第一次从一个外国人的视角如此深入的看抗日战争的历史，这不仅仅是关于驼峰航线的历史，这
是近代中国的一个窗口
8、讲述中航的故事，泛美航空与中国，驼峰运输，可以一读
9、内容很扎实讲泛美航空在中国的利益博弈 也从侧面展现了二战期间的中国 更关键的是纸质和封面
做的都很好
10、与预期阅读有所偏差，一直没得到期望的情节。中航艰辛扛过八年抗战，最终和国民党一起飞灰
湮灭在中国大陆，这结局不免让人唏嘘。那时候美国和中国的关系还真是好啊。
11、写得像小说（优缺点尽在此语）。讲的是航空业不是航空工业的故事，某些网站的分类有误。
12、一段不为人知的历史
13、故事性一般，真实性有待商榷
14、好精彩的航空大冒险，真心羡慕那些为了商业利益献出许多乃至生命的人，纯洁的人，有太多的
情节可以改编成电影，期待
15、2016.05.31
16、中国抗日战争和国..共战争的另外一个侧面。
17、翻译拗口
18、旧中航和旧央航  真有意思啊  好看，好看
19、个别长句翻译古怪
20、当小说看就好
21、可叹陈文宽老人创办的复兴航空也成为历史了⋯
22、双十一购入45种甲骨文丛书，断断续续读完这一本《中国之翼》，主线是二战背景下的泛美与中
国合作的中航及其领导者邦德在中国的创业和开辟“驼峰航线”的故事。笔法生动，差不多是基于史
实资料的一本小说了，扣一分是给部分译文（尤其是中间）表述信而欠达。 #甲骨文丛书# #读书时间#
23、这本书虽然有些译文不太通顺，但整体而言仍不失为一本了解中国航空公司历史的好书，书中厘
清了宋蔼龄用飞机带宠物狗的流言、描述中航两位飞行员死里逃生的细节亦引人入胜。
24、小而有趣的切入点，也不乏生动精彩的细节，但翻译水准是个明显的硬伤。可勉强接受，却有失
甲骨文的威名。
25、了解那段历史的另外一种视角，许多历史第一次了解到，不错。但主角对未来的预见过于与之后
历史契合，总有种事后诸葛亮的感觉。
26、一段不应该被遗忘的历史
27、三星半
28、这种书的后记好有感觉，感觉和那本《阿拉伯的劳伦斯》差不多，为什么没人拿来拍电影呢。。
。
29、题材和资料有独到性
30、以动荡不安的中国为舞台，上演的关于一家"民航"公司的扣人心弦的故事。正是清教徒对经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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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之翼》

理性精神、朴素的正义感和坚忍不拔的意志，推动着邦德和飞行员们敢于冒着生命危险为他们的事业
服务。
31、勉强还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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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之翼》

精彩书评

1、前二百页的阅读在疾徐间行进，说不上很入戏，直到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及驼峰飞行才开
始觉得有了些惊心动魄。总体说来，全书略有夸张，并没有如封面所写－－“飞行在战争／谎言／罗
曼史和大冒险的黄金年代”，作者的立场和对书中中航人物的无尽赞美，也让我几次在阅读中略有反
感。很喜欢看后记和鸣谢部分，这部分依然让我满足，交代了那些历经刺激冒险的人生最终落入凡间
生老病死，以及寻找爱与被爱的俗世结局。
2、就大众所知，驼峰航线是美国军方组织的“飞虎队”在二战期间在滇缅陆路不通的情况下，为中
国的抗战开辟的一条空中航线。从历史的角度，我们看到的绝大多数的材料都出自于军方的记载，很
少有来自民间的视角和声音关注，在那段期间，中国航空公司（CNAC）在驼峰航线上贡献了不亚于
军方的努力。《中国之翼》这本书正是对这段缺失的史料进行了补足，还原了那段艰难历史下的更真
实的面貌。（一）飞越驼峰。驼峰航线分南线与北线，其中，南线长800余公里，北线长1150公里。为
免受日本战斗机的拦截，飞行员们宁愿选择北线飞行，去面对崇山峻岭、恶劣气候、骤变的天气⋯⋯
（二）空中生命线。驼峰空运期间，中美双方先后投入飞机2200余架，参加人数84000多人，共运送
了740000多吨的战略物资，战斗人员33477人。其中，中航以最多时有200来名飞行员和利用先后有限
的100架运输机，共计往返飞行43611架次，总共飞行161139小时，运送旅客37422人次（大部分是中国
赴印远征军）, 运输货物近74809吨。驼峰航线成为中国的空中生命线。中航的机务人员，在恶劣的工
作环境和艰苦的条件下，为保障飞行任务的顺利完成，发挥聪明才智和付出巨大努力，完成了一个又
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如“DC-2 1/2”、“呼啸的威利/飞筛”等。这些航空史上的佳话，在《中
国之翼》中有详细描述。（三）开辟急需航线和专包机任务。除驼峰空运外，中航在抗战期间，完全
按照国民政府意旨，依据抗日战争局势的变化和需要，以重庆、昆明两个航空运输中心和对外空运口
岸，安排航线的开辟和运营；并执行了政府专包机客货运输任务6601架次。其中包括：1937年12月开
辟重庆—香港航线；1939年初开辟重庆—昆明—河内航线；1939年底开辟重庆—昆明—腊戌—仰光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改为至吉大港和加尔各答）航线；1940年开辟南雄至香港航线
；1941~1942年从昆明运送弹药、汽油和食品到仰光支持中国空军美籍志愿大队；向从缅甸跋涉归国的
中国远征军投放粮食、香港撤退、武汉撤退、协助缅甸运输、为修筑雷多公路十万民工抛投粮食和运
送工程设备、工程人员等。（四）死亡航线。险恶如斯，向死而生。在驼峰空运中，中美人员戮力同
心，克服重重险阻，完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一位驼峰老飞行员说：“在天气
晴朗的时候，我们完全可以沿着战友坠机碎片的反光飞行。我们给这条撒着战友飞机残骸的山谷取了
个金属般冰冷的名字——铝谷。”因此“驼峰航线”又被称为“死亡航线”。《中国之翼》书中讲述
了多个有关中航飞机在驼峰遇险、坠毁的故事，其中，两位美籍飞行员在米什米雪山中坠机负伤、艰
难跋涉47日才逃出生天回到基地的故事惊心动魄、催人泪下。由于“驼峰航线”非常险恶，牺牲也非
常之大，中美双方共坠毁609架飞机，牺牲和失踪飞行员1500多名。中航在抗日战争（主要是驼峰空运
）中付出的代价亦很大，共损失飞机48架，牺牲飞行人员103名，其中三分之二是中国人, 三分之一是
美国人，还有一名英国人，一名加拿大人。比较而言, 在驼峰空运中，中航以仅占4.5%的运量完成
了12%的运输任务，牺牲的人员只占6%， 说明中航的运输生产率和安全系数远高于美国军方。至今，
大部分驼峰坠机仍未找到。1995年，于1943年3月11日在云南缅甸边境的高黎贡山片马丫口坠毁的中航
“C-53”型53号飞机残骸出土，经严格考证确认并复原后在云南怒江驼峰航线纪念馆展出供世人参观
，牺牲的三位机组人员魂归故里。2011年底，在云南大理附近4000米高的大山中找到了1942年11月17号
失踪的中航60号飞机残骸，目前已经正式确认，我们期待它的早日挖掘，让烈士的英灵得到安息。“
驼峰空运”是世界空运史上持续时间最长、条件最艰苦、付出代价最大的一次悲壮的空运，中美两国
为此付出了巨大牺牲。一部抗战史，一封英雄榜。驼峰空运的历史是用每一位英雄的生命和鲜血写成
，我们会记住他们的名字，记住他们的英勇事迹和光辉形象，他们将永远活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我
们纪念和缅怀先烈们的英勇事迹，铭记历史、感恩先烈们的伟大奉献，从而更加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
。70年前，中国人民经过8年艰苦卓绝的战斗，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在这
场关系人类命运的正义与邪恶的殊死对决中，中国人民和世界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们一道，共同
书写了反对侵略战争、反抗奴役压迫的英雄史诗，是人类历史上永不磨灭的伟大功勋。驼峰空运的伟
大壮举有力地推动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进程，为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卓越贡
献。日复一日地空运物资，比不上飞虎队的空战摄人心魄，但每一架翱翔在天空的战机所用的每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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仑汽油，都是经由驼峰航线运达。那些在驼峰空运中做出巨大贡献牺牲乃至生命的中美航空人员值得
我们永远学习和纪念！
3、封面设计用了红、黑、白三色，很有冲击力，是精装本。为我们展现了一段未被透露的航空编年
史，讲述了二战时期亚洲战场动荡的背景下的航空冒险的扣人心弦的故事，故事的主体是激动人心的
真实的“空中兄弟连”的冒险事迹，对我们了解中航历史以及当时的中国时局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4、中国之强必将体现在中国制空权的强大，我国是的航空史是如何发展的呢，本书就描写了一段未
被透露空编年史，描述了一个个二战时期，亚洲战场航空冒险的故事，激动人心的真实的“空中兄弟
连”的冒险事迹。是航空史学爱好者不可多得的资料。
5、中国的抗战是当时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一环，因此也牵涉到和美英等国家的合作问题。面对
日本的封锁，美英等国的救援物资如何运送到中国内地成为一个难题。经协商，通过缅甸公路和驼峰
航线等方式运送成为主要的解决手段，但其中的艰难险阻却又是一言难尽的。泛美航空公司和中国航
空公司的空中协作，为我们谱写了一曲悲壮生动的伟大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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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中国之翼》的笔记-第54页

        中国远远不是一个数以百万计的同类的人朝着共同目标步调一致地前进的国家。事实恰恰相反：
它是一个极其复杂和无情竞争的社会，在其中个体为了最微小的好处而相互推挤。对数以百万计生存
于死神镰刀下的中国人的生命来说，微乎其微的边际利益可能并确实能够产生生与死的差别。每股割
据势力都争抢对国家命运的主导权，国家版图被意识形态与地理位置弄得四分五裂。

2、《中国之翼》的笔记-第30页

        应该是校对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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