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至 20 世纪 30 年代初，上海已有常

住的外籍人士近 10 万人， 大批欧洲犹

太难民的涌入， 使这一数字直线上升。

上海的中外人士在反法西斯斗争中互

相支持，使这个东方大都市成了中国共

产党领导的国际统一战线中的一个重

要战场。 白求恩、柯棣华等国际主义战

士大家都很熟悉，本次讲座以上海为切

入点，重点讲述一些并不太为人所熟知

的具体历史人物和史实。

与中国并肩抗日

1932 年的 “一·二八 ”事变和 1937

年的“八·一三”事变后，上海外侨均掀

起了声援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浪潮，不

但发表声明谈话，而且捐钱捐物，还积

极投身抗日一线。

波兰记者希伯用笔
传播中国抗日，用枪反击
日军

波兰作家兼记者汉斯·希伯， 积极

支持中国抗日运动，还冒着生命危险深

入抗日前线采访。 1938 年秋天，他以记

者身份从上海到皖南新四军驻地进行

采访，此后写了大量宣传新四军的文章

在国外发表。 1941 年 10 月，希伯到山

东根据地考察，受到当地各界人士的热

烈欢迎。 11 月 30 日，希伯在山东沂南

县的一次反扫荡中被鬼子围在一个山

头，他拒绝战士的掩护撤退，最后牺牲

时手中还紧握钢枪。 1963 年，他被埋葬

于华东革命烈士陵园。山东人民为他建

立了纪念碑，碑文上铭刻着“为国际主

义奔走欧亚，为抗击日寇血染沂蒙”。

加拿大“双枪科亨”为
中国四处购买重要军火

加拿大友人莫里斯·科亨在檀香山

结识孙中山先生后，随其来华担任负责

安全的副官，他受宋庆龄影响支持国共

合作， 因别着两支枪被称为 “双枪科

亨”。 抗战爆发后，他奔走于南京、重庆、

广州、香港等地，在中国军队的对外联

络和军备采购方面发挥了特殊的作用。

1941 年他不幸在香港被日军俘虏，1943

年遭遣送回国后，他仍然不忘宣传中国

的抗日，积极寻求国际支援。 1944 年 6

月，不是共产党员的他呼吁道：“中国的

抗战已进入了第 8 个年头，中国人民正

在进行着一场令世人瞩目的战争 。 但

是，为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她还需要

加强空军力量和重型武器装备。 ”

韩国义士尹奉吉在
虹口公园炸死一批日本
将领

日本大举侵略中国后，流亡中国的

朝鲜义士同仇敌忾， 积极投入抗日运

动，其中不少人后来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领导的队伍， 如郑律成同志到了延安，

写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和“延安

颂”。 后来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中还涌现

了“朝鲜旅”“朝鲜师。 ”他们都曾受旅沪

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领导。

上海 1932 年“一·二八”事变后，4

月 29 日， 在主张抗日的大韩民国临时

政府领导人金九亲自指挥和精心策划

下，年轻的“韩人爱国团”成员尹奉吉，

将炸弹装进水壶混进了戒备森严的虹

口公园。当日本侵沪军总司令白川大将

等日本在沪军政要员登上检阅台时，尹

奉吉将水壶奋力扔向检阅台，随着一声

巨响， 白川大将等 30 余日本人当场被

毙被伤。 而尹奉吉志士不幸被俘牺牲。

此事使上海和全国人心振奋，极大

地鼓舞了中国军民的抗日斗志。 直至

1937 年“八·一三”日本占领上海之后，

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不得不离开上海，辗

转到了杭州、西安、重庆等地。

目前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纪念馆

已经与犹太难民纪念馆共同作为上海

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奥地利罗生特从法租
界到“四野”卫生部部长

奥地利犹太医生罗生特是社会民

主党员，德国吞并奥地利后被投入集中

营，后几经周折来到了上海，在法租界

开了一家泌尿科和妇产科诊所 。 1941

年 3 月，罗生特来到苏北盐城，加入了

新四军，成为第一位新四军卫生部国际

顾问，他除了救治病人外，还为部队培

养了大批医护人员。 1942 年，罗生特加

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3 年 4 月，为诊治

罗荣桓同志严重的肾病，罗生特转赴山

东担任了山东军区卫生部顾问，最后他

到达东北，担任第四野战军第一纵队的

卫生部部长。

1949 年，罗生特返回奥地利探亲，

家人都被纳粹杀害了，只有前往表弟所

在的以色列， 中共始终没能联系上他。

直至中以建交后， 才找到了他的墓地，

原来他已在 1952 年因病逝世。

山东建有罗生特国际和平医院，这

是除了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以外的第

二个以外国人命名的医院。 另外，还设

有罗生特国际医学奖学金，奥地利维也

纳建有罗生特纪念碑，中国还发行了纪

念罗生特的特别邮票。

前几年，山东举办纪念罗生特的活

动， 特意从美国邀请其侄女前来参加，

当地老百姓向其敬献了一面巨幅锦旗，

上面写着“没有罗生特大夫，就没有俺

一家”。

“红衣战士 ”傅拉都
领导国际援华医疗队赴
重庆

2016 年 6 月， 习近平主席访问波

兰时，在波兰《共和国报》发表题为《推

动中波友谊航船全速前进》 的署名文

章，专门提到“傅拉都、戎格曼等波兰友

人不远万里来华，为中国抗日战争提供

医疗支援。 ”

傅拉都是波兰共产党员 ，1936 至

1937 年前往西班牙支援西班牙人民的

反法西斯斗争。 西班牙战役失败后，参

与战斗的这些共产党员很多都辗转到

了上海和香港，再深入抗日前线，包括

白求恩。 傅拉都建立了一支来自 30 多

个国家医生组成的援华医疗队， 其中

90%是共产党员，许多人都牺牲在了抗

日第一线。

傅拉都到达重庆后见到了周恩来。

他们提出要去延安，但周恩来说，现在

是抗日统一战线，在哪里都是抗日。 因

此，傅拉都同意继续留在国统区。

国际援华医疗队的纪念碑设在贵

州省贵阳市的图云关， 是战争期间中

国红十字队的总部所在地。 纪念碑上

镌刻了援华医疗队员名字， 傅拉都作

为领导人排在第一位。 解放后周恩来

总理访问波兰时见到了傅拉都， 他此

后被委派到中国担任波兰驻中国大使

馆的参赞。

秘密战线的国际友人

当时上海反法西斯秘密战线斗争

非常激烈， 参与者包括中共地下组织，

从国共内战发展起来的中央特科，后来

延安的社会部， 中央军委的情报部，还

有国民党的军统。更值得关注的是各国

共产党人的秘密斗争。

左尔格给莫斯科发
去近 600 份急电，判断日
本不会进攻苏联

里夏德·左尔格，出生于阿塞拜疆，

苏共党员，在柏林取得德国护照，并获

得了《德意志粮食报》特派记者头衔。他

化名亚历山大·约翰逊，于 1930 年 1 月

30 日来到上海， 领导秘密情报组织拉

姆扎小组。左尔格的公开职业是研究银

行业务。

他的情报小组里有一批住在上海

的德侨、英侨、美侨、犹侨、日侨和俄侨，

许多人都是共产党员。据俄罗斯新近解

密的档案，左尔格在上海从事情报工作

期间，共发回莫斯科 597 份急电，其中

有 335 份直接通报给了中国工农红军

或中华苏维埃政府。

小组的核心成员、 日本首相秘书、

日共党员尾琦秀实搞到了大量日本高

层及军方的最机密情报，包括日本进攻

中国的计划和部署，德国进攻苏联的日

期等。 他在被捕之后一字不吐，最后被

残忍绞死。

我曾接触过小组成员鲁特·维尔

纳，代号“索尼娅”，负责管理小组的电

台，居住在霞飞路上的寓所。 1988 年，

邓小平邀请当年支持过中国革命的德

共老党员访问中国，我陪她去了霞飞路

寻访故地。 2000 年，维尔纳还获得普京

总统授予的勋章。她于 2001 年逝世，年

近百岁。

左尔格后来又到日本继续从事情

报工作，获取大量重要情报。 最重要的

有：德国可能在 1941 年 6 月 22 日进攻

苏联；准确判断日本不会配合德国向苏

联发动进攻，使斯大林得以将几十万精

兵从西伯利亚调往莫斯科，击溃了围攻

莫斯科的德军。因为这一机密情报只有

极少数人知晓，所以日本特高科将怀疑

对象缩小， 尾琦秀实和左尔格因此被

捕，于 1944 年 11 月 7 日牺牲。

1965 年 被 追 授 为
“苏联英雄”，曾和周恩来
会晤

当然， 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鼎力

相助，左尔格是不可能取得如此业绩的。

该小组与中共地下组织保持着密

切的合作关系。 中共党员张文秋、陈翰

笙、刘思慕都是该小组核心成员。 据张

文秋回忆，1932 年的一天，周恩来亲自

将她介绍给左尔格，左尔格对中国共产

党的支持表示衷心感谢。

为了保护仍处于“地下”的同志，苏

联政府当时并不承认左尔格的行动，直

到 1965 年才正式追授左尔格 “苏联英

雄”称号。现在，俄、日、中都有左尔格研

究学会。左尔格情报小组对世界反法西

斯斗争杰出的贡献永不磨灭。

俄罗斯人、 犹太人，

各国均有反法西斯战友

除了左尔格小组，白俄将军莫洛契

科夫斯基 1941 年后移居上海辣斐德路

（今复兴中路）559 号 D， 为中国提供了

许多有价值的情报。 该年 10 月 26 日

晨，日本宪兵队侦知其在法租界内设有

秘密电台，即突袭其寓所，莫氏开枪自

杀，年仅 45 岁。

弗兰克·塞莱格是上海犹太难民中

的一位工程师，当日本当局要他帮助指

导生产手榴弹和其他军火时，他便与中

国工人密切配合，设法使生产的手榴弹

不能爆炸，以这种间接的方式打击日本

侵略者。

中外人士救助难民

上海在二战中救助三万来自欧洲

的犹太难民的事迹已耳熟能详，与此同

时， 法国神父奋不顾身解救了 30 万中

国难民，中共地下党员在难民区培养进

步人士、发展共产党员的史实，这几年

披露的细节也越来越多。

世界现代史上首个
战时平民安全区诞生在
上海

饶家驹 1879 年出生在法国桑特 ，

1913 年前后来到上海耶稣会圣心堂服

务， 并兼任法国人办的震旦大学教授。

在一次化学实验中，他的右臂被炸伤锯

掉，因而人称“独臂神父”。 他极具语言

天赋，精通英语、法语、拉丁语、日语，不

仅会说一口漂亮的普通话，甚至还会说

上海话。

我的父亲共产党员潘大成 （潘达）

是越南归侨，精通法语，三十年代初进

震旦大学学习， 与饶家驹有师生之谊，

协助饶神父做了许多难民工作，并按他

的要求和中共地下党的安排，担任了国

际救济委员会第一难民收容所 （下称

“国际一所”）所长。

1937 年“八·一三”事件后，几十万

难民纷纷涌入法租界和公共租界，日本

人拉起铁丝网予以阻挡。 当时，法租界

已建有容量为几百人的难民所 6 个，但

从南市、闸北过来的几十万难民多达几

十万。饶家驹神父作为互相视为敌人的

中日双方的调停人，以多重临时身份分

别与上海市长俞鸿钧、日本驻沪总领事

冈本季正商定了一些非正式的“协议”，

同意在南市设立一个供非战斗人员居

住的区域，在战争时期保持该区域的非

军事化。由于各方在该区域性质和主权

等问题上争执不下，饶家驹以高超的斡

旋技巧提出了一个用自己名字命名的

“饶家驹区 ”（La Zone Jacquinot， 也称

“饶家驹安全区”），获得了各方的认可，

1937 年 11 月 9 日中午 12 时开始运

作。 就这样，世界现代史上第一个战争

时期的平民安全区“饶家驹区”在上海

诞生了。

难民所向新四军和
延安输送进步青年和党
员干部

据父亲回忆，“八·一三”后，八路军

驻沪办事处将从国民党苏州反省院、漕

河泾监狱、提篮桥监狱中保释出来的中

共党员 30 余人， 秘密安排到国际一所

和慈联会下属的难民收容所内医治疾

病。 他还安排 50 多名青壮年到浦东参

加抗日游击队，先后输送 3 批约 200 人

参加新四军，还推荐若干进步青年去了

延安。 父亲认为，饶家驹是察觉到中共

在国际一所内的活动的，但只要有利于

难民工作，他都不表示反对。

据统计， 从 1938 年至 1941 年，中

共地下党在难民收容所中发展中共党

员 390 余人；三次向皖南新四军军部输

送青年干部 1200 余名 ， 其中党员 80

人；向上海郊区、苏南、苏北、苏中等地

输送 2000 多人 ， 其中党员骨干 50 多

人。 上海工厂陆续复工以后，中共地下

党又从收容所中选出 50 名党员干部 ，

派到各厂开展工人运动。

难民收容所很多人后来成为中共

和新中国的领导干部，如担任上海市长

的曹荻秋， 担任上海市委书记的陈国

栋，担任外交部副部长的韩念龙，担任

全国人大常委的著名经济学家吴大琨，

等等。

《日内瓦公约 》保护
难民公约，溯源到上海的
饶家驹

饶家驹拯救了几十万的难民，促使

难民保护被纳入国际公约，成为《日内

瓦公约》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1948 年国

际红十字大会通过了《战争保护平民的

公约（草案）》，特别提到了 1937 年饶家

驹建立的上海平民保护区，并成为典型

案例。 联合国专门设立了难民救济组

织， 其最早的根据就是 1937 年上海的

“饶家驹安全区”。此次奥运会还有难民

代表团，这也得追溯到上海。所以，我们

应当永远记住饶家驹先生。

经过 70 多年的寻找， 中国驻德国

大使馆的工作人员终于在柏林近郊找

到了饶家驹的墓碑，使馆人员隆重地献

上鲜花，饶家驹终于等到“故乡”中国的

朋友来看望他。后来墓碑上用中德法英

四种文字写上“这里长眠着一位不朽的

人道主义者，法兰西神父饶家驹”。

2017 年 12 月 14 日，“上海南市难

民区纪念碑”在原“饶家驹安全区”所在

的南市地区落成。

以史为鉴，开创未来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几点结论。

第一， 上海作为中国最大的城市，

经历了近 14 年的抗日战争。 在这艰苦

和漫长的岁月里，中国人民和上海人民

的抗日斗争始终与各国人民的反法西

斯斗争密切结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下，使上海成为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的一个重要战场。 这种互相援助，充分

体现了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强大

力量。

第二 ， 就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而

言，上海的中外居民千差万异，如外侨

中一些人是靠不平等的特权起家的 ，

另一些人曾经是坚决反苏反共的 。 然

而，当全人类面临法西斯的威胁时，大

多数人， 即使是上述那两类人都毫不

犹豫地站到了坚决抗击日本法西斯的

一边， 为支持中国抗日斗争做出了力

所能及的事。 这使我们更加深刻地体

会到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伟大凝聚力

和重要意义。

因此，研究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在中国、上海的活动及其取得的巨大成

果，不仅具有重要学术价值，而且还具

有从“以史为鉴，温故知新”到“以史为

鉴，开创未来”的重要现实意义，特别是

在一些人妄图否定历史、篡改历史的时

候，这一现实意义就更显突出了。

整理 李念 金梦
设计： 夏莉佳

历经台风“烟花”和
新冠病毒“德尔塔”的突
然袭击，原定7月24日举
办的156期文汇讲堂 ·党
史系列第六讲经努力，于
7月31日下午顺利移师
腾讯会议室举办。上海社
科院国家高端智库资深
研究员、上海联合国研究
会会长潘光教授主讲并
与听友进行热烈互动。

嘉宾主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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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光：那些投身中共国际统一战线的国际友人

奔赴抗日前线、 组织援华医疗队、 搜集情报、 救助难民

①毛泽东在延安会见希伯

②左尔格在上海

③傅拉都在中国

④饶家驹和在柏林的墓

⑤罗生特纪念邮票

① ② ③

④ 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