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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形帽，属软式无檐帽，是在
20

世纪初航空兵诞生时出现的。 当时
大多数飞行员是从步兵、炮兵、骑兵等兵种选送的军官，无一例外都戴大
檐帽。 但戴大檐帽飞行非常不方便：一是帽檐兜风，强大的气流会把帽子
吹跑；二是驾驶舱狭小，帽檐常常磕碰到精密的仪器和设备；三是通过硬
帽檐戴飞行镜也不方便。 为此，飞行员就选用一种无檐的轻便小帽代替
大檐帽。 这种帽子最大的特点就是可使气流环绕它平稳地流过。 由于形
状如同船形，人们干脆把它称作船形帽。

虽然后来船形帽被航空帽所取代，但它并未就此走出军帽的历史舞
台，反而因设计简洁、功能实用，作为一种野战帽、训练帽，迅速风靡开
来。 这主要是缘于船形帽本身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优点：它全部为布制
材料，既没有帽檐，也没有钢圈，十分轻便，易于携带和清洗，还可当毛巾
擦汗，不戴时可折叠起来塞进口袋，行军睡觉时可垫在头下当枕头，同时
便于佩戴钢盔，射击时也不会妨碍视线，完全合乎战斗要求。 二战时美军
就佩戴船形帽，后来被国民党军队引进，作为制式军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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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酒喝健康、就喝仙灵红；

仙灵红茶酒、提神又养生；

饮后口不干、风吹头不痛；

常喝红茶酒、好运天天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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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品上市，诚邀信阳八县两区合作代理商，

共同创造白酒神话，为中国喝酒人的健康，提供
一份满意的答卷！即日起，到信阳市各烟酒门店
购买任何一款仙灵红茶酒， 凭酒瓶盖到公司可
免费兑换价值

380

元的仙灵红茶酒一瓶。

另：面向白酒市场，招聘业务精英
10

名，市场总监
1

名！

� 1955

年
10

月
1

日，中国人民
解放军实行军衔制， 换着

55

式军
服，规定陆军、空军男士兵夏季佩
戴船形帽，海军男士兵为无檐大顶
帽（俗称水兵帽）。

当时谁也没想到，围绕船形帽
的佩戴问题，竟引发一场涉及全军
的争论。这种流行国际的军帽在我
国“水土不服”，很多人不予认可，

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当年美国大
兵和国民党兵歪戴船形帽、穷凶极
恶的丑态， 在老百姓心中根深蒂
固，大家都十分讨厌。 二是船形帽
需要“歪戴”，即稍向右倾斜，这种
戴法不符合中国人“正衣冠”的传
统审美习惯，给人的感觉是吊儿郎
当、滑稽可笑。

1957

年
5

月
14

日，

27

名士兵
代表在上海警备区政治部召开的
座谈会上表示： 船形帽不仅不适
用，而且不好看。 “戴正了，像和尚；

歪着戴，像流氓。 ”有的战士宁愿光
着头，夏季戴冬帽或是戴过去的旧
式军帽， 也不愿戴新配发的船形
帽。

5

月
30

日，《解放军报》以《军
内外同志对船形帽有意见》为题选
登了

3

封读者来信。一石激起千重
浪，几乎每天都有战士投稿写信建
议改革船形帽，使船形帽的话题成
了全军关注的一个焦点。

如
3402

部队政治处下士唐天
祥在报纸上刊文：“为戴船形帽我
在部队受过几次处分，为戴船形帽
也引起母亲的生气，说我不像个样
子，为此我也很难过，我应征入伍
服兵役， 却没想到为船形帽出乱
子”。

下士任兰品的署名文章《第一
次戴船形帽的遭遇》， 则以作者的
亲身经历反映了地方群众对解放
军战士戴船形帽的不理解。

围绕我军士兵戴不戴船形帽
引发如此大的争论，让领导机关和
设计部门始料不及。但到底要不要
改革船形帽， 一时又拿不定主意。

毕竟船形帽是在中央军委军服改
革领导小组的具体领导下，经过多
次研究、 设计、 修改后审定的，由
1955

年国务院第
18

次会议批准
通过的制式军帽。

毛泽东主席曾多次审查过服
装样品。 据《军服史话》一书披露：

1955

年
8

月
5

日下午， 毛泽东主
席等中央领导来到中南海勤政殿
再次审查军衔服装样品。毛主席饶
有兴趣地边看边听取工作人员的
介绍。 当走到陆军战士模特跟前
时， 毛主席手指船形帽向贺龙问
道：“你们说船形帽好吗？ ”贺龙答：

“世界多数国家军队的战士都戴船
形帽，它的好处是观测目标时不影

响视线，戴钢盔时可以当内衬。 ”毛
主席说：“你们都说好，那就戴船形
帽吧。 ”

24

日，军服改革领导小组给
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呈送《总参谋
部、 总后勤部关于军服制式的报
告》，在服装方面提出了一些修改
意见，其中有一条为“军士、兵的
船形帽，需要解释教育，否则不习
惯”。 周副主席认真阅读了报告，

并在该条后批注“应加解释”

4

个
字。 由此看来，当初在

55

式军服
样式确定前， 有关部门就已经考
虑到士兵戴船形帽有可能不习
惯， 只是没有想到会引起如此大
的争议。

其实，船形帽并非美军和国民
党军的专利， 长期以来都是世界
上很多国家军队的标准军帽。 苏
联红军从

1935

年起就把船形帽
正式列装， 南斯拉夫等社会主义
国家的军队也戴船形帽。 为做好
船形帽的宣传解释工作， 解放军
报曾在

1956

年全军部队基本换
着

55

式军服后，专门刊发《新制
式服装的优点》一文，说明船形帽
有四大优点。

与此同时，我军的高级将领也
利用各种时机主动当船形帽的“模
特”， 以身作则对战士进行宣传教
育。

1958

年
1

月
13

日，副总参谋
长张爱萍到北京市公安部队与士
兵见面。 座谈中，张爱萍提到船形
帽问题，指出：许多义务兵同志对
这个问题有意见，是可以理解的。

这主要是因为大家不习惯， 尤其
是这种帽子美国兵也戴， 大家更
觉得不喜欢。 所谓“习惯”，那就是
久习才能惯的。 比如我们抗日战
争时代，由红军的帽子、衣服改为
和国民党军一样的帽子、衣服，才
开始时大家也不习惯， 但是过久
了， 也就习惯了。 不论戴什么帽
子，我们还是人民的军队。 我个人
认为军人应该执行国家的规定。

国家要我们戴这种帽子， 就应该
戴。 希望同志们不要在这些小事
上花费脑子，应该集中精力，下功
夫好好学习！

仅仅
5

天后，即
1

月
18

日，国
防部发布关于修改部分军服和肩
章、领章的命令，但对争议颇大的
船形帽暂不作改变。

这时，为密切官兵关系，全军
开始逐步实行干部当兵代职制度，

一大批高级将领、 军师团领导、机
关干部下到基层连队， 当普遍一
兵。 他们主动摘下大檐帽，戴上船
形帽，给战士们作出表率。

40

多年后的一篇纪念文章《中
将当列兵》， 回忆了当年成都军区

副司令员韦杰到驻重庆某团红二
连当兵的情况。 文中写道：当连队
的战士与韦杰合影留念时， 韦杰
问大家在着装上有什么不符合上
级规定的时， 韦杰的话使战士们
在着装上相互查看， 并同时将目
光集中在韦杰的身上。 此时已是
炎炎夏日， 重庆成了名副其实的
大火炉，只见他

55

式士兵夏服仍
穿得整整齐齐，扣着风纪扣，帆布
腰带扎得紧紧的， 就连那顶船形
帽，都一丝不苟地戴在头上，并略
向右斜。战士们会心地笑起来，他
们发现了问题所在———韦杰将军
在批评他们没戴帽子呢！ 等重新
聚拢起来时， 战士们个个都戴起
了船形帽， 与韦杰留下了永恒的
瞬间。

然而，尽管做了如此多的解释
和示范，基层要求更换船形帽的呼
声还是不绝于耳。

1958

年
7

月
22

日，中央军委
扩大会议决定对军服式样再次进
行修改，终于明确陆军、空军士兵
取消船形帽，改为解放帽。 考虑到
船形帽尚有大量库存，如立即停止
使用，会造成很大的浪费，于是计
划再使用两年船形帽， 自

1960

年
开始更换为解放帽。

很有意思的是， 翻阅当年的
《解放军报》，还能看到《军需工厂
节约运动蓬蓬勃勃》《某仓库充分
利用废旧军需物资》 等多篇文章，

反映后勤单位利用库存的船形帽，

改制手套、加工成挂包小袋或士兵
冬常服的上衣兜等，开展增产节约
运动。

事实上，船形帽的废止比原计
划提前了不少。

2002

年
6

月
24

日，《解放军报》 发表了郎万瑞撰
写的回忆文章《元帅与士兵》，文
中披露：

1958

年秋，时任国防部长
的彭德怀到大同原

195

师视察，

专门召开了战士座谈会， 征求战
士对部队建设和生活的意见。 战
士们向彭总提出意见， 说他们不
喜欢戴船形帽，老百姓也不喜欢。

有的战士还说这帽子像美国兵戴
的帽子，看着不亲切。 大家都愿戴
解放帽，老百姓也喜欢。 彭总立即
明确表态说，我赞成大家的意见，

很快咱们就改过来， 还是戴咱们
的解放帽， 让红星帽徽在我军建
设的新时期放射出更加鲜艳美丽
的光彩！

1959

年的那个春天， 经国防
部批准，陆、空军士兵夏季改发解
放帽，不发船形帽。改发解放帽后，

陆、空军士兵一律不再戴船形帽。

至此尘埃落定，船形帽也成为
我军历史上佩戴时间最短的制式
军帽。 （据《解放军报》）

船形帽在我军的秋来春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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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955

年的国庆阅兵式上，头戴船形帽的步兵方队迈着
矫健的步伐通过天安门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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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军服下发后，解放军战士按照规定着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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