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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栏目由区委党史研究室供稿

在反细菌战中奏出“生命交响曲”的刘宗歆

刘宗歆（1912-1941）

▲1942年6月日军细菌部队在浙江义乌搞细菌战，刘宗歆在义乌鼠疫防病
期间不幸病毒感染而殉职

▲抗战时期，同济、浙大部分参加抗日救亡工作的学生在浙江金华。

郑文道（1914-1942）

抗日战争中我党情报战线的英雄郑文道

▲原北四川路日军宪兵司令部

▲当年满铁上海事务所历史档案

▲中西功，日本反战人士、郑文道
打入满铁事务所的介绍人和联络人

刘宗歆（1912-1941），浙江上虞
人，1912年6月出生于原籍横塘乡，后
被在上海一家银行做经理的父亲接到
上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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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宗歆在党的教育和影响下，抗日
救国的进步思想逐渐形成。为了迫使
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出兵抗日，1931
年9月下旬到12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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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宗歆参加了其中的两次。

1937 年 8 月 13 日，日寇进犯上
海，上海军民奋起抵抗，伤亡较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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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学院还建立起红十字会临时重伤员
医院，师生们紧张地投入到该医院抢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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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上边迁移边掩护伤员转
移。刘宗歆积极参加了这些活动。

1938 年 7 月，刘宗歆参加了中国
红十字会总会救护总队金华大队第6

中队第67医疗队，任医师。该队在金
华组建后，经淳安、屯溪、黄山、太平至
安徽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67队由3
名医师 10 余名护士、护理人员组成。
到军部后又分成 3 个小组，刘宗歆带
领一个组到山河口军部后方医院，在
那里与新四军的医务人员并肩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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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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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年多时间里，他还
曾2次冒险回上海筹集药品和器械。

当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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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起搞文
化娱乐活动，亲密无间，形同一家。开
文娱晚会时，刘宗歆常表演口琴吹奏。
有次去上海筹集药品返回后方医院时，
受到了热情欢迎，刘宗歆报告上海的情
况，会场里高呼口号：“欢迎刘大夫，我
们要加紧学习！”。1940年元旦，副军长
项英主持干部午餐会，刘宗歆与另一位
医疗队的医师也应邀参加，项英等亲切
接见了他们，并摄影留念。

刘宗歆在新四军军部后方医院工
作期间，热情关心伤病员，努力解除他
们的痛苦。对工作不管份内份外，只
要需要，一样主动承担。如有一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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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良好医德和精湛医术，在新
四军后方医院有口皆碑，伤病员热情
地称赞他是一位正直、爱国的好医生。

这时，他也已深深地感到共产党、
新四军是真正为人民大众的，是真正

带领广大人民群众抗击日寇的。他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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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把妻子和一子
一女接到皖南新四军军部后方医院
驻地。在工作之余，教妻子学习简单
的医药护理知识，并让她参加一些包
扎、换药等护理工作。同时，向妻子
宣传共产党、新四军抗日救国的政
策，以便一旦时机成熟，就可以一起
申请参加新四军。可惜这愿望由于
情况的变化而未能实现。

日本帝国主义在妄图用枪炮武
力迅速征服中国的迷梦破灭后，灭绝
人性地搞细菌战。1940年在浙江、湖
南等地散布带有鼠疫细菌的跳蚤，使
那里的不少地区蔓延起鼠疫恶症。

此时，刘宗歆正由皖南回到金
华，奉命担任第312医疗队队长，率队
奔赴浙江衢县，投入到扑灭鼠疫的新
战斗中。1941年秋冬，义乌也发生鼠
疫。由于鼠疫的传染力极强，在防治
鼠疫的医务人员中极易感染。刘宗
歆毫不惧怕，当义乌出现鼠疫需要组
建去义乌防治的医疗队时，他主动请
战，率队前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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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以身作则，深入到疫情
最严重的地区。在与鼠疫作斗争时，
他不拘泥于一般原则，而是根据当时
当地的具体情况，开展工作。

1941年底的一天傍晚，刘宗歆刚
吃过晚饭，正要回宿舍时，有一位老
太太前来请刘大夫给她的女儿看
病。刘救人心切，当即赶到现场，方
知病人患的是肺鼠疫，在救治的过程
中，刘宗歆不幸感染了病毒。由于延
误了治疗时间，经抢救无效，刘宗歆
不幸于1941年12月30日晚上8时以

身殉职。牺牲时年仅29岁。
全国解放后，由上海国泰影片公

司摄制了以刘宗歆为原型的电影《生

命交响曲》。1986年1月，上海市人民
政府追认刘宗歆为抗日战争中牺牲的
革命烈士。

郑文道（1914-1942），1914年出
生在广东香山县。父亲是水手，郑文
道从少年时起就离开母亲随兄嫂生
活，开始在山东省的烟台，以后又迁
往青岛，在青岛礼贤中学读至高中。

1933 年夏，郑文道高中尚未毕
业，他就与侄儿郑香山一起报名投考
上海同济大学附设高级工业职业学
校，被录取在机械科。入学后，在地
下党员景智德的影响下，常在课余假
日阅读进步书刊，研讨时事政治，并
参加学生爱国救亡运动，还和郑香山
一起参加学校的共产主义研究小组。

1937 年夏，经过四年学习，郑文
道从同济大学毕业。学校介绍他与
郑香山一起去民生轮船公司就业，报
到之前先回青岛度假。时值日本帝
国主义在上海发动“八一三”侵华战
争，郑文道与郑香山就在当地与山东
大学的进步同学一起参加了由中共
青岛地下党领导的游击队，投身抗日
战争。叔侄俩曾奉命趁日寇尚未控
制青岛的有利时机，炸毁了青岛码头

仓库和市郊的铁路大桥。
1938 年 1 月，郑文道来到上海，

找到同学、中共党员、已在中央特科
工作的景智德。当时，上海组织正好
要送干部到江阴梅光第游击队处工
作。经景向组织推荐，郑文道被安排
去江阴参加华东人民武装抗日会（简
称武抗游击队）。经过战斗考验，郑
文道于1938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8 年 9 月，因郑文道胆识过
人，党组织将他调至中央特科，参加
我党在上海的地下情报工作，负责同

“满铁上海事务所”的日本同志中西
功联络。

1940年4月以后，由中西功出面
活动，在“满铁上海事务所”下面先后
成立了“时事研究室”和“满铁特别调
查班”，作为“满铁”的附属机构。经
中西功的巧妙安排，郑文道化名程和
生，以研究员的名义打入了“满铁”。
郑文道除了在“满铁”开展地下情报
活动外，党组织还交给他一项重要任
务，即由他担负我南京情报组织从汪
伪政府和日军华中最高指挥部搞来
的上层重要情报的接收和转送工作。

郑文道在“满铁上海事务所”数
年中，以对党对人民极端忠诚、极端
负责的精神，默默无闻地工作。他把
从中西功处和南京送来的许多重要
情报，及时地送交党组织，再由党的
地下情报组织，源源不断地运用各种
方式转送到延安。这些情报内容重
要，如“大连满铁总部”每月向日本政
府上报的情报，日本政府对南京汪伪
政府的照会文件，日本政府对“兴亚
院”所作的工作指示；甚至有日本天
皇御前会议和日军大本营会议内容
等最上层的战略情报。当日伪军拟
向八路军、新四军进行大规模“扫荡

“时，郑文道及时将情报报告上海特
科，特科又迅即转报党中央，党中央
立即作出相应对策。有一次，我抗日
根据地接到了郑文道转去的一份日
军准备袭击我派往河北敌后去的干
部情报，立即改变输送路线，使日军
扑空，保护了一批干部。

1940年底，日本御前会议上，陆海
两军首脑就日军今后在亚洲是北进还
是南进的决策展开辩论，结果御前会议
决定采取海军南进政策。期间，延安两
次来电询问上海特科：“日本北进、南进
的动向如何？”经上海的中西功和南京
的西里龙夫证实，日本确已采取了南进
部署。这一重要情报，也是由郑文道传
递给上海特科答复延安的。

1941 年 10 月，日本东京警视厅
侦破了“左尔格——尾崎秀实第三国
际间谍案”。该案牵涉人员很多，使
日本警视厅大为震动，决定对国内外
的所有情报机构进行审查。中西功
将此危急情况告知郑文道，要上海组
织迅速应变，设法撤退。郑文道得悉

后，迅即将此危急情报向领导作了汇
报，并对自己的住处又进一步作了认
真的检查，不留下任何片纸只字。
1942年6月16日，中西功被捕。因中
西功曾介绍郑文道到“满铁”做雇员，
敌人当即怀疑到郑文道。

1942年7月29日清晨，东京来上
海的警视厅特务和日本宪兵在上海
拉都路敦和里28号三楼逮捕了郑文
道，搜查了房间，但一无所获，郑文道
一口咬定与日本人仅是职业关系。
敌人又追问郑文道与中国人刘国光
的关系和刘国光的住址。郑文道坚
不吐实。在日本宪兵把郑文道押往
北四川路日军宪兵司令部再作审问
的途中，当车子驰至江西中路汉口路
附近时，郑文道突然纵身跳出车厢，因
猛烈撞击摩擦，流血过多，身负重伤，
神志昏迷，在被日军押送医院治疗期
间，为了保守党的秘密、保护党内同志
和日本友人，郑文道趁敌人疏忽不备
之际，突然跃起，从四楼病房的窗口跳
下，当即壮烈牺牲，年仅28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