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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 年 6 月，刘宗歆出生于浙江上虞横塘乡，后
被做银行经理的父亲接到上海。父亲希望他今后学
习金融专业，刘宗歆却认为中国医学落后于世界，更
愿意学医。他先就读于上海育才中学，后进同济大学
医学院学习。同济大学很早就建有中共地下组织，求
学期间，在党的教育和影响下，他抗日救国的进步思
想逐渐形成。1931年9月下旬到12月，为了迫使国民
党政府出兵抗日，上海大学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曾
三次组织数千学生赴南京请愿，刘宗歆便参加了其
中的两次。

1937年5月至7月，1937年上半年，为了让医学院
的学生适应战争时期的需要，南京国民政府组织了全
国医药专科学校学生集训队，学习军事技术与战术，
战地医疗救护技术等。刘宗歆积极参加了这次学习，
编在一中队一区队二班。他在集训日记中写道：“军人
的生活真是刻板极了，一切都非常整齐，简单，敏捷，
非如此训练，不足以应付战时的环境，这话我很相信。
纪律和忍受，是整个生活的基础，也可说是：生活的全
部了，我希望体验一下这种生活的实质，所以总努力
守纪律和忍受，虽然同时也感到许多痛苦。”面对艰苦
的军事训练，他在日记中自勉道：“要拿些勇气出来，
天下事，只要训练，多半是可以成功的。我希望在这里
确实学到一些新的学识和技能。”

1937年5月13日，刘宗歆在南京集训时写给妻子
陈娟（舍子）的家书，对全民抗战前夕南京的现状进行
了描述。

1937年8月13日，日寇进犯上海，上海军民奋起
抵抗。同济大学的学生积极响应救国会的号召，参加
救护伤员、救济难民等活动。同济医学院建立起了红
十字会临时重伤员医院，师生们紧张地投入到了抢
救伤员的工作中。随着上海的失守，同济大学开始内
迁，医学院的学生分三路迁内地，刘宗歆一路上边迁
移边掩护伤员转移。到达江西吉安白鹭洲后，医学院
暂时安顿下来继续学习，并在该地举行毕业考试和
分配。

在1938年7月1日毕业前，刘宗歆毅然报名参加
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在所属的金华大队第6中队
第67医疗队任医师，决心奔赴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最
前线。他在6月11日于江西吉安白鹭洲给亲属写的一
封信中，这样说道：“我现在又加入红十字会医疗队
了。大考已完，成绩还满意。两三天后，就动身到金华
去。金华现在比较算是前方了，伤兵很多，没有好医生
来救护……金华现在虽然比较危险，但我们仍是前

去，多少人被枪杀了，多少财产土地被毁灭劫去
了，难道我个人的生命，还过分的重视！我很高

兴到前方去。”
时隔 77 年之后的 2015 年 9 月 22 日，

同济大学 99 岁高龄的老校友乐彩臣向
母校捐赠珍藏多年的一批史料，其中有
一件是署名刘宗歆的题赠卡片：“油
头粉脸，总是斜路；埋首苦干，才算
正道。”落款的二七年，应是民国二
七年，即1938年。这张卡片是当时
胸怀报国之志的刘宗歆恰如其
分的写照。

同济求学过程中的刘宗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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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小锋 整理

今年是世界人民反法西
斯战争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胜利75周年。日军侵华期间
灭绝人性的细菌战造成的疫
情，曾给义乌人民带来深重
灾难。回首年初来势汹汹的
新冠疫情，广大医护人员在
这场抗“疫”之战中做出了不
可磨灭的贡献。1940年代
初，在义乌抗战、抗
“疫”双重考验之下，
也有一批白衣战
士，在危难时刻挺
身而出，有的甚
至英勇殉职，献
出了生命的代
价。其中，就
有一位壮烈
牺 牲 的 抗
“疫”勇士，他
叫刘宗歆。

刘宗歆殉职牺牲后，他的事迹也一
再以各种形式被人们所追忆。

新中国成立之初，上海国泰影片
公司摄制了一部名为《生命交响曲》的
影片，主要讲述了抗日战争时期，以维
德、静仪等人为代表的年轻知识分子
在亡国灭种的危机中经历各种变故。
全力扑灭鼠疫祸害，完成从拯救个人
到拯救国家转变的故事。该片的原型
正是英年早逝、为国捐躯的白衣战士
刘宗歆。

1986年，上海市人民政府追授刘宗
歆为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革命烈士。此
后，刘宗歆烈士的女儿、女婿先后多次将
烈士的遗物、资料捐献给同济大学等烈
士生前学习工作过的地方。刘宗歆烈士

随身携带使用的钢笔由妻子保存，2013
年，刘宗歆的女儿、女婿将这支珍贵的钢笔
捐赠给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收藏。刘
宗歆烈士在南京集训时留下的信件于
2000年捐赠给南京市档案馆。

其中，1938年6月11日的刘宗歆致妻
妹书，2015年被收入中宣部宣传教育局编
写的《重读抗战家书》。

义乌历史也没有忘记刘宗歆这一位抗
疫勇士。1987年版《义乌县志》在“大事记”
篇目中就有记载：“1941 年……中国红十
字会医疗救护总队312医疗队队长刘宗歆
在本县感染肺鼠疫，以身殉职。”

据20世纪90年代义乌相关同志进一
步调查了解，刘宗歆当时率9名防疫专家
和医师驻守在县中操场前的民众教育馆。

刘宗歆死后葬在义乌火车站东面山上。
1946年10月，其弟刘钰庭将遗骸运回上虞
老家安葬。

本文作者单位：中共义乌市委党史研究室

四 刘宗歆身后的史迹和追忆

1939年至1944年，日军曾多次用飞
机向宁波、绍兴、金华、衢县、长兴等地，
灭绝人性地实施细菌战攻击，一时鼠疫
等传染病在浙江多地蔓延。1941 年，刘
宗歆由皖南回到金华，奉命担任了第
312 医疗队队长，在浙江衢县遭受细菌
战攻击后，他率队投入到了扑灭鼠疫的
战斗中。1941年3月9日，刘宗歆受命到
浙江衢县组建临时防疫处，筹设隔离医
院，兼任该医院的医务主任，收治感染鼠
疫的病人及指导当地防治鼠疫的工作。

1941 年秋冬，义乌发生鼠疫，中国
红十字会医疗队拟组队前去支援，刘宗
歆主动请战，率队前往。他妻子闻讯后，
担心出事，跟他讲：“人家都怕鼠疫，不
敢去，你为什么主动要求去义乌呢？你
在衢县不也是在防治鼠疫吗？”他说：

“我是一个医生，哪里有病人，就要到那
里去。我在衢县防治鼠疫已有一定的经
验，我不去谁去？”他又说：“做医生的就
是为了救死扶伤，为病人治病，哪怕会
牺牲，也要去抢救病人!为了救人，就是
死了，也是值得的。”为了减轻家人的担

忧，他安排妻子和女儿回上海，把留下的
小儿子托付给当地的保姆，随即带领医疗
队赶赴义乌。

来到义乌之后，刘宗歆立即投入紧张
而忙碌的工作中去。他主动率领9名防疫
专家和医师组队前往疫情严重地区，设立
隔离医院，收治鼠疫病人，实施鼠疫菌苗预
防注射，并指挥消毒、灭鼠、灭蚤，实行清洁
卫生运动，向群众普及医学知识等工作，还
协助卫生当局在浙江义乌一带调查日军投
放鼠疫杆菌致使鼠疫流行情形。刘宗歆经
常对医务人员讲：“大敌当前，为国家，为人
民，要有爱国思想和献身精神，要有无所畏
惧的气概，振奋前进。”

在与鼠疫作斗争时，刘宗歆善于联系
实际，根据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开展工作。
有一次，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当局的浙江省
卫生处长与德国防疫专家伯力士来义乌一
起研究防治鼠疫的策略。刘宗歆提出：防治
传染病的一般原则是“防重于治”，但是，当
时义乌地区不仅疫情比较严重，而且，当地
群众由于缺乏科学知识，还是用烧香拜佛
的迷信办法去对付鼠疫，不懂得应找医生

治疗。因此，应强调“治重于防”，迅速治愈
已感染的病人，用实际事例来向群众宣传，
使他们明白得了鼠疫应及时到医院治疗，
才能得救。只有取得群众的信任和支持，才
能更好组织群众开展灭鼠灭蚤的预防工
作。这一意见得到赞同和采纳，从而使义
乌地区消灭鼠疫的工作迅速地开展起来。

面对繁重的任务，刘宗歆夜以继日地
工作，一心为了抢救病人，常常顾不上吃
饭，晚上睡觉的时间也很少。1941 年底的
一天傍晚，刘宗歆忙完一天工作，刚刚回
到宿舍，突然一位老太太来请他给女儿看
病。听病情描述，刘宗歆认为是一般疾病，
于是提起药箱随同前往。到了老太太家
中，检查后确诊这是一位肺鼠疫病人。刘
宗歆在冷静地对患者实施了紧急抢救后，
立即通知其他医务人员：由于自己直接接
触过病人，可能已被感染，并主动对自己
进行隔离。由于刘宗歆与病人在一起时间
较长，已受到感染，不幸殉职，献出自己年
轻的生命，年仅29岁。当时《东南日报》刊
登了标题为《义乌鼠疫益烈，红会队长刘宗
歆殉职》的消息。

三 献身防治鼠疫战斗的刘宗歆

抗日战争爆发后，英籍华裔生理学
家林可胜筹建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
自任总队长，组织医疗队奔赴各抗日战
场。新四军军部军医处长沈其震请求林
可胜援助，林可胜派遣第67医疗队赴新
四军工作。1938年7月，刘宗歆参加的中
国红十字会总会救护总队金华大队第6
中队第67医疗队，经淳安、屯溪、黄山、
太平至安徽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67医
疗队由3名医师率十余名护士和护理人
员组成。到军部之后分成3个小组，刘宗
歆带领一个组到小河口军部后方医院，
与新四军的医务人员并肩战斗。

在医疗队的支援下，当时的新四军
前后方医院均设门诊部、化验室、手术
室，能做一般化验和较为复杂的手术，后
方医院还设有小型的X光室和发电机，
晚上手术室开刀有电灯。并且，医院先后
建立起了较为正规的医疗和护理常规制
度。病房虽是祠堂茅舍，设备简陋，但医
护人员以忘我的热情进行工作。这些医
疗院所，除了为新四军服务外，也经常为
当地群众治病。每次遇到需要出诊的伤
病员，刘宗歆总是随叫随到。

刘宗歆在军部后方医院主持外科及
传染科(主要是肺结核)的医务工作，同
时还兼任新四军军部高级护士训练班

《简易外科学》教师。在一般情况下，上午
查病房，下午做手术，少则四五例，多则

十余例。前方有伤员送来时，随时进行抢救
和手术。在军部后方医院工作的两年多时
间里，他还曾两次冒险回上海筹集药品和
医疗器械等。

当时中国红十字会医疗队的人员与新
四军的医务人员不仅工作上互相配合，而
且一起参加政治和业务学习，亲密无间，形
同一家。有的新四军干部因公或因病需要
去外地，缺少便衣化装，医疗队的同志就拿
出自己的便衣支援。有次有位女干部要外
出，刘宗歆就让其妻子拿出旗袍赠送。为了
便于新四军的同志通过国民党统治的地
区，中国红十字会医疗队还出具证明信，掩
护他们开展活动。

刘宗歆在新四军军部后方医院工作
期间，对工作不管分内分外，只要需要，
主动承担。有一时期部队战士受疟疾之
害，他就主动配合内科，参加防治疟疾的
工作。有位女同志要临产了，他就担负起
接生的任务。他对工作认真负责，勤勤恳
恳，热情关心伤病员，努力解除他们的痛
苦，以良好的医德和精湛的医术，赢得了
新四军伤病员和驻地群众的交口称赞。
1940 年元旦，副军长项英主持干部午餐
会，刘宗歆与另一位中国红十字会医疗
队的医师应邀参加，项英等新四军领导
人亲切接见了他们。

在此期间，刘宗歆在党和军队组织
的教育和影响下，政治上积极靠拢党组

织，也萌发了参加新四军，跟共产党走的
决心。1940 年春，在又一次回上海筹集药
品和医疗器材时，他把妻子和一子一女
接到军部后方医院驻地。在工作之余，他
向妻子宣传共产党、新四军抗日救国的
政策，并教妻子学习简单的医药护理知
识，想在时机成熟时，与妻子一起申请参
加新四军，可惜这一愿望由于情况的变
化而未能实现。

1940年10月，新四军苏北指挥部为反
对国民党制造摩擦、妄图歼灭位于苏北地
区的新四军，组织了自卫性的黄桥战役。为
组织好这次战役，做好战时的抢救医疗工
作，新四军军部应苏北指挥部的请求，派军
医处长沈其震率领一批医务人员去苏北。
为顺利转移，这批医务人员在中国红十字
会救护总队的帮助下，化装成中国红十字
会救护总队的人员，先去金华。刘宗歆及其
家属等陪同前往，他的妻子和妻妹精心帮
助新四军女同志化装成中国红十字会医疗
队的人员。到达金华后，在中国红十字会救
护总队金华大队大队长、同济大学医学院
教授何鸣九等的帮助下，经温州乘船去上
海转道苏北。

不久，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爆发。有
一些皖南事变时撤出后来到金华的医务人
员，得到了刘宗歆的帮助，他从经济和物资
上给予支持，使他们重回革命队伍，继续从
事革命工作。

二 服务新四军后方医院的刘宗歆

刘宗歆和他使用过的钢笔。

一

刘 宗 歆 (1912—1941 年)，浙 江 上 虞 人 。
1933年考入同济大学医学院。他努力学习各门
功课，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九一八事变后，
两次赴南京请愿。1933 年 6 月，参加中国红十
字会救护总队，并曾经到新四军小河口军部后
方医院工作。1940 至 1941 年，担任医疗队长，
先后在浙江衢县、义乌废寝忘食，防治鼠疫。
1941年12月30日，因抢救病人感染鼠疫，以身
殉职，时年29岁。

这是通过网络检索人物信息和《重读抗战
家书》的人物介绍，搜寻到关于刘宗歆生平的
简要记载。义乌本地缺少对刘宗歆生平的详细
资料。今年 4 月和 7 月，笔者与同济大学校史
馆、同济大学青年马克思主义工程班刘宗歆烈
士专访组进行多种形式的对接和交流，初步厘
清刘宗歆烈士生平事迹。本文综合各种史料线
索，探寻刘宗歆烈士求学、从医、抗疫的轨迹，
追忆和缅怀烈士当年的精神风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