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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地利医生罗生特 1939年

来到中国从事医疗卫生工作，

先后转战于华中、山东和东北

解放区。在华 10年间，他加入了

中国共产党，以精湛的医术救

死扶伤，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

业和革命斗争，贡献了青春和

才智，并和中国人民结下了深

厚的友谊。

Z 史事经纬

Z 红色足迹

Z 编后拾遗

1937 年 9 月平型关大捷后，八路军一

一五师主力南下，聂荣臻率一部分部队和

军政人员留驻五台山，开展游击战争，初步

形成了以五台山为中心的晋察冀抗日根据

地。11 月 7 日晋察冀军区成立，聂荣臻任司

令员兼政治委员，唐延杰任参谋长。经过晋

察冀抗日军民的共同奋斗，根据地不断巩

固、发展。

1938 年 9 月中旬，日军集结 5 万余人，

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进行大举围攻。晋察

冀军区按既定部署，以主力一部与广大民

兵游击队相结合，用阻击、伏击、袭击等手

段，钳制、消耗、疲惫各路日军，主力部队则

隐蔽于机动位置待机歼敌。

9 月 24 日，日军一部由盂县出动，向五

台县等地进犯，企图合击晋察冀抗日根据

地党政军领导机关及军区主力部队。这股

敌人沿途遭到八路军地方武装和民兵的有

力阻击，行动迟缓。9 月 29 日拂晓，日军北

渡滹沱河，并在飞机掩护下开始向五台县

柏兰镇进攻。为保障在耿镇、石嘴、金岗库

地区的晋察冀军区军政机关的安全，晋察

冀军区参谋长唐延杰率领第二军分区第五

大队及军区学兵营等部，赶赴在盂县和五

台县交界的牛道岭、东峪口一带，占据有利

地形阻击敌人。

太阳快落山时，日军进至牛道岭山脚

下。当敌人准备爬山时，唐延杰一声令下，

八路军战士同时射击，打得敌人抱头鼠窜。

敌人躲在山下，用大炮轰击山上的八路军阵

地，导致石块向山下乱滚，反而砸伤了不少

敌人。

唐延杰指挥部队坚守阵地，与敌激战数

小时，直到军区机关和边区党政机关全部安

全转移后，才撤退到敌人的必经道路附近继

续设伏。

当晚，日军进至南坡村、石佛寺、耿家

庄一带。9 月 30 日晨，日军以为经过昨日一

战，八路军“已被击溃”，于是大模大样地

驱赶着大批骡马到南坡村、校场村的河滩上

饮水。隐蔽在附近的唐延杰发现敌情后，立

即命令学兵营、警卫连袭击河边的日军。八

路军突然开火，打得敌人猝不及防，当场被

击毙多人。乘敌混乱之际，唐延杰又命令正

面部队和侧后部队利用有利地形，以猛烈的

火力向敌人展开猛攻。与此同时，五大队在

耿家庄阻击敌人的先头部队，学兵营则袭击

了日军的后卫部队。日军被击毙者甚众，残

部慌忙猬集到石佛寺附近负隅顽抗。八路军

遂与日军在石佛寺一带展开激战。战斗中，

唐延杰亲自率领一个警卫连冲锋，不幸腿部

中弹，仍坚持指挥战斗。八路军经过勇猛冲

杀 ， 击 毙 日 军 大 佐 清 水 喜 代 美 以 下 400

余人。

10 月 1 日，八路军参战各部在完成既定

任务后，主动撤离战场。这股日军遭受数次打

击，死伤惨重，再也无力继续进犯，直到 6 天

后，才在增援部队的接应下狼狈撤走。

唐延杰指挥“连环”阻击战
金 阁

“在苏北，参加新四军的
国际友人，罗生特是第一个”

罗生特 （原名雅各布·罗森

费尔德） 于 1903 年出生在奥地利

的一个犹太人家庭。1923 年他考

入维也纳大学，后获得医学博士学

位。受父亲和欧洲工人革命运动的

影响，罗生特加入了奥地利社会民

主党，并从事反帝爱国斗争活动。

1932 年 5 月，奥地利当局以“参加

反政府组织”的罪名判处罗生特 1

年两个月监禁。20 世纪 30 年代后

期，在纳粹德国密谋吞并奥地利的

背景下，罗生特积极投身于反对纳

粹德国的地下斗争。1938 年 6 月他

不幸被捕，关入布痕瓦尔德集中营

服苦役。一年后，因证据不足而获

释，但被勒令不准返奥，限期 2 周

内离境。

1939 年 ， 罗 生 特 以 难 民 身 份

抵达上海，并在法租界开办了一家

诊所，因其医术高超而名气渐盛。

罗生特在上海期间，目睹了侵华日

军的暴行，对中国人民产生了深深

的同情。不久，他加入了进步作家

和记者汉斯·希伯领导的学习小

组，开始学习马列主义著作和中共

的抗战主张。汉斯·希伯与中共党

组织关系密切，曾前往延安和新四

军军部驻地皖南泾县云岭，会见了

中共中央领导人并进行了采访。在

学习小组内，希伯经常向罗生特介

绍八路军、新四军领导中国人民在

敌后坚持游击战争，建设抗日根据

地的情况。当罗生特得知新四军缺

医少药的情况后，萌生了参加新四

军战地救护的想法。

1941 年 3 月，罗生特化装成传

教士，在地下党的护送下，前往驻

地 位 于 江 苏 盐 城 的 新 四 军 军 部 。

（为确保安全，出发前，他改名为

罗生特。） 临行前，罗生特还特意

带上了一批珍贵的医疗器械。

3 月 20 日到达新四军军部后，

罗生特受到了代军长陈毅、政委刘

少奇的亲切接见。军部还召开了盛

大的欢迎会，陈毅主持，刘少奇致

欢迎词。罗生特在会上发表了热情

洋溢的讲话，介绍了奥地利人民反

法西斯斗争情况，并决心在中国共

产党领导下，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

医术贡献给抗战事业。新四军军部

任命他为卫生部顾问。当时的华中

局机关报 《江淮日报》 为此发表评

论说：“在苏北，参加新四军的国

际友人，罗生特是第一个。”

一面为军民看病、做手
术，一面在学校中教学

加 入 新 四 军 后 ， 罗 生 特 以 忘

我的精神投入到工作中，往返于

军 部 和 各 部 队 之 间 检 查 卫 生 工

作 、 培 训 医 护 人 员 、 看 病 问 诊 、

实施手术。罗生特对待工作极其

负 责 ， 一 丝 不 苟 。 他 24 小 时 应

诊 ， 病 人 何 时 来 ， 他 就 何 时 给

看 ， 有 急 诊 更 是 随 叫 随 到 。 此

外，他还经常前往离前线不远的

包扎所给伤员做手术，困极了就

用毛巾蘸冷水在头上敷一敷，直

到做完最后一台手术才休息。他

的工作，挽救了大批战士群众的

生命。

罗生特参加新四军时，正值国

民党顽固派发动“皖南事变”后不

久。新四军部队中的医护人员奇

缺，像罗生特这样受过专业培训，

医术高超的医学博士在新四军更是

凤毛麟角。为此，罗生特充分利用

到各部队组织战地救护的闲暇时

间，指导各医疗单位建章立制，制

定技术操作规程、医护人员工作职

责、诊疗处置原则等，并抽空给

《医务生活》 杂志写文章，用以提

高新四军医护人员的整体素质和业

务水平。针对新四军缺乏医护人员

的情况，罗生特向陈毅建议，在新

四军中开办一所卫生学校，培养医

务人才。陈毅听后十分赞同。

在罗生特的推动下，华中卫生

学校很快正式创办，并招收了第一

批学员 50 人。罗生特教授基础理

论、生理解剖、内外科、药理、战

场救护等课程。

罗 生 特 一 面 为 军 民 看 病 、 做 手

术，一面在学校中教学。他充分发挥

自己的专业特长和聪明才智，亲自编

写教材，自制教具，并把自己随身携

带的大量医疗器械捐献出来，供学员

们使用。为解决当时的实际困难，他

动员学员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材料，

制作医疗器具。同时，他还为学校制

定了严格的制度，并认真督促执行，

为新四军培养了大批医务人员的同

时，使新四军的医疗卫生事业逐步走

向正轨。

中国共产党的特别党员

由 于 日 伪 频 繁 残 酷 的 “ 扫 荡 ”

“清乡”，加上国民党顽固派不断的骚

扰、摩擦，抗日根据地的物质条件及

生活环境异常艰苦。陈毅等新四军首

长和卫生部领导对罗生特的健康和生

活都很关心，千方百计为他改善生活

条件，时常会发些补品犒劳他。对此

罗生特总是婉言谢绝，他说：“我到

新四军是为了消灭法西斯，不是为了

享受的”，始终坚持与战友们同甘共

苦。行军中，他常把战马让给体弱生

病的同志骑，还把自己省下的一点津

贴用来给重伤病员买营养品。

罗 生 特 不 仅 满 腔 热 忱 地 为 伤 病

员服务，而且还积极参加根据地组

织 的 各 种 社 会 活 动 ， 如 撰 写 文 章 、

创作诗歌、谱曲、演讲等，热情洋

溢 地 宣 传 中 共 领 导 的 抗 战 。 他 常

说：“世界上再也找不到像新四军这

样英勇善战、纪律严明、密切联系

群众、视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人民

军队。”“在新四军这支神圣而伟大

的 军 队 中 工 作 ， 为 广 大 军 民 服 务 ，

是 我 一 生 最 大 的 快 乐 。” 在 工 作 之

余，罗生特还采访了新四军的主要

领导人，向他们收集了个人传记材

料，准备写一本像 《西行漫记》 那

样的书，把中共领导人和中国人民坚

持抗战的情况，介绍给德语国家。

在新四军一年多的经历，使罗生

特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更深

刻的认识。他说：中国共

产党是一个最好的党，我

要满怀信心地跟着中国共

产 党 前 进 。 1942 年 春 ，

罗生特向中国共产党提出

入党申请。陈毅得知后，

自愿为罗生特作入党介绍

人，并帮助罗生特积极进

步 。 1943 年 春 ， 新 四 军

军部驻盱眙黄花塘时，经

陈毅和新四军政治部宣传

部长钱俊瑞介绍，经上级

党组织同意，罗生特作为

特别党员被吸收入党。从

此，他成为一名中国共产

党的特别党员。

“大鼻子医生”

1943 年 9 月，罗生特赴

八路军山东军区驻地莒南

县，投身于临床医疗和战

地救护工作，曾多次在日军飞机轰炸

时，冒着生命危险为伤员施行手术。

他在为八路军伤病员诊治伤病的同

时，为群众治好了许多疑难病症，当

地军民亲切地称罗生特为“大鼻子医

生”。1943 年秋冬之际，罗生特担任

了山东军区卫生部顾问，积极参与山

东军区卫生部的领导工作和附属的临

床医疗以及卫生学校的教学工作。在

莒南县的两年多，罗生特在陈家老窝

村主持建起了 100 多间房屋的医院，

集医疗救治、医学培训为一体，被当

地军民称为“罗生特医院”。

1944 年 8 月 2 日，罗生特作为模

范医生，出席山东军区在莒南县十字

路召开的英模大会。

1945 年 10 月，罗生特随八路军

山东部队渡海前往东北，先是担任东

北民主联军总卫生部顾问，后改任人

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第一纵队卫生部

部长，参加了辽沈、平津战役。在东

北期间，罗生特不仅亲自组织医护队

在火线上救治伤员，还利用战役间隙

和休整时间，亲自进行卫生人员短期

轮训。

罗 生 特 来 中 国 10 年 ， 其 中 9 年

供 职 于 人 民 军 队 。 1949 年 9 月 ， 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离开家

乡 10 年之久的罗生特，向组织上提

出申请，希望批准他返回奥地利探

亲 。 中 共 中 央 随 即 批 准 了 他 的 请

求。刘少奇在天津送别罗生特时对

他说：“我们已取得了革命的胜利，

开始建设新中国。这中间有你很大

的功劳。”时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

特意为罗生特定制了一套西装，并

在饯行宴上，高度评价他为中国革

命所作的贡献，并将解放军第三野

战军、第四野战军和上海市人民政

府颁发给他的中德文对照的荣誉证

书，亲手交给了他。

1949 年 11 月，罗生特返回奥地

利后，很想再来中国。不幸的是，他

于 1952 年前往以色列探亲时因病去

世，享年 49 岁。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历史学院）

罗生特：人民军队中的“大鼻子医生”
秦 军

1945 年 8 月 15 日 日 本 投 降

后，在华日军公然违背 《波茨坦

公告》，拒不向共产党领导的人民

军队投降。而国民党在美国政府

的支持下，不仅派出军队前往华

北、华中和华南等地各大城市受

降，更向各解放区“积极推进”。

面 对 美 、 蒋 、 日 、 伪 加 紧 勾 结 ，

与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争夺抗战

胜 利 果 实 的 复 杂 而 严 重 的 局 势 ，

中 共 中 央 、 中 央 军 委 指 示 各 党

委、各军区迅即调整部署，以一

部兵力继续威胁大城市，主力立

即 转 向 夺 取 小 城 市 和 广 大 乡 村 ，

歼灭拒降的日伪军。

中共山东分局和山东军区，为

贯彻执行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指

示，决定以一部兵力威慑济南、青

岛、徐州等大中城市之敌，以主力

攻占大部分中小城市，并夺取津

浦、胶济铁路沿线日伪军控制的各

车站、城镇。

据此，八路军鲁中军区部队解

放临朐县城后，由军分区司令员孙

继先率领鲁中军区十二团、山东军

区独立第一旅，在地方部队的配合

下，发起了解放益都县城的战斗。

在攻城前，独立第一旅围歼了益都

县城外围的伪军和参加“协防”的

国民党顽军，切断了敌人东逃退

路；益都县的地方部队也攻占了县

城西北地区，切断了敌军向西逃窜

的道路，并配合鲁中军区十二团形

成了对城区的合围。同时，中共益

都县委敌工部将日、伪、顽在城内

的布防情况摸得一清二楚。

孙继先于 8 月 21 日召开会议，

部署了解放益都县城的具体方案并

决定于 8 月 22 日晚 8 时开始攻城。

按战斗总部署，22 日下午 2 点

半，位于县城西一线的炮兵部队，

以 30 多门各类火炮开始齐射，对

敌人设在城墙上的碉堡、工事进行

轰击。在炮火的掩护下，十二团的

3 个连和第一旅的 2 个连，集中轻重

机 枪 火 力 向 城 上 敌 人 开 火 。 晚 7 点

半，攻城部队按既定部署进入阵地。

晚 8 时整，孙继先命令十二团和独一

旅两个团的司号员，一齐吹响了向益

都县城进攻的冲锋号。

担任主攻突击任务的十二团三营

八连 26 名勇士在火力掩护下，飞快

攀上城墙，攻占了敌军的指挥中心

“魁星楼”。后续部队随后跟进，一举

突破了城防线，进入城内，和守敌激

战。山东军区独立第一旅则兵分两

路，分别从西门北侧和城东北侧同时

发动进攻，于晚上 9 点突破城防，杀

入城内。

各参战部队密切配合，经过一夜

的激烈巷战，消灭了守敌，攻克了益

都县城。此次战斗，八路军打死打伤

守城的日、伪、顽军 2000 余人，俘

虏 2500 多人 （多数为国民党顽固派

的 “ 协 防 ” 部 队）； 缴 获 汽 车 3 辆 ，

轻 重 机 枪 30 多 挺 ， 长 短 枪 2800 多

支，八二迫击炮 4 门，电话机 8 部，

战马 30 多匹和一大批弹药物资。益

都县城回到了人民手中。

益 都 县 城 克 复 后 ， 中 共 鲁 中

三 地 委 决 定 在 这 里 设 立 青 州 市 ，

辖 城 里 、 东 关 、 北 关 三 个 区 。 陈

锡 德 任 中 共 青 州 市 委 书 记 ， 冯 毅

之 任 市 长 ； 随 同 攻 城 部 队 一 起 行

动 的 益 都 县 委 也 迁 入 城 内 。 青 州

市 政 府 成 立 后 ， 立 即 宣 布 保 护 民

族 工 商 业 ， 发 放 贷 款 ， 救 济 贫 苦

群 众 。 同 月 ， 青 州 市 、 益 都 县 划

归 沂 山 区 。 中 共 鲁 中 三 地 委 书 记

兼 三 军 分 区 政 委 霍 士 廉 、 副 书 记

赵 玉 华 、 三 军 分 区 司 令 员 孙 继 先

进 驻 青 州 城 指 导 工 作 。

9 月 9 日，益都县附近的国民党

顽军与残存的日伪军合流，乘八路

军主力外出执行任务之际，突然袭

击 青 州 城 。 11 日 ， 八 路 军 组 织 反

攻，再次解放了青州城。20 日，国

民党顽军伙同日伪卷土重来。11 月

19 日，八路军鲁中部队组织力量反

攻，第三次解放青州城，同时向胶

济铁路沿线进军，击溃沿途抵抗的

日伪顽部队。部分日伪军残部逃入

普 通 、 益 都 火 车 站 ， 企 图 负 隅 顽

抗。24 日，八路军鲁中部队攻破普

通 火 车 站 ， 消 灭 拒 绝 投 降 的 日 伪

军，驻益都火车站的日军和附近的

国 民 党 顽 军 吓 得 仓 皇 逃 走 。 至 12

月，益都县各地的日伪顽军残部基

本被八路军肃清，益都县全境处于

人民军队的控制之下。

八路军克复益都县城之战
贾晓明

1946 年 6 月，蒋介石悍然撕毁停战协

定，挑起全面内战。7 月，两淮解放区的解

放军主力部队实施战略转移后，广大民兵

就地坚持斗争，有效地牵制了国民党军对

解放军主力的进攻。

当时，安徽省砀山县黄河故道以南为

敌占区，以北为解放区。砀山县贾庄处在解

放区边缘，是解放区的前哨阵地。贾庄周围

9 个村庄都挖了纵横交错的地道，形成一

个地道网。地道内设施较为齐全，建有指挥

所、包扎室、通气孔、防护板、地堡、暗堡、射

击孔、秘密出口等。在地道中，当地民兵可

以随时转移，也可相互支援，能有效地杀伤

敌人，保护自己。国民党军曾 7 次出动部队

进犯贾庄，企图将地道网摧毁，但在贾庄民

兵的顽强阻击下，均告失败。

1947 年 12 月 17 日晨，国民党军整编

二十一旅派出一个团，在砀山县保安团的

配合下，第 8 次向贾庄扑来。中共砀山县县

长兼县大队长张世珠得到消息后，立即率

部进入贾庄地道，利用工事分头迎敌。敌人

抵达贾庄阵地前沿后，接连发起了 3 次冲

锋，均被民兵打退。傍晚时分，敌人害怕被

民兵夜袭，只得狼狈逃走。

此 后 5 天 ，敌 人 依 仗 人 数 、武 器 的 优

势，多次进犯贾庄，均被民兵打退。12 月 22

日，敌旅长增调兵力 4000 余人，外加一个榴

弹炮团，叫嚣要“踏平贾庄”。23 日，敌人发起

进攻，连接在地道网上的部分明暗堡和部分

地道被敌炮炸塌。中午，敌人派出重兵占领了

周围的村庄，将贾庄和后王庄阵地包围起来。

战斗在贾庄地道中的民兵战士们临危不

乱，利用每一座堡垒、每一道墙垣同敌人进行

激烈拼杀。激战至当日下午，敌人在付出巨大

代价后终于冲入贾庄、后王庄，向找到的地道

口里灌烟、灌水。民兵利用各种防护办法，巧

妙隔开浓烟和水，继续顽强奋战，和敌人进行

殊死搏斗。仅神枪手孙继基一人，就击毙敌人

二三十人。

入夜后，敌人发现地道中民兵的弹药所

剩无几，于是大着胆子冲入村内，派重兵连夜

搜查。为了减少不必要的伤亡，张世珠在地道

内紧急召开指挥员会议。经研究，大家决定午

夜后率部队冲出地道突围。

午夜 12 时，民兵战士们突然从地道中杀

出，向敌人兵力薄弱的方向冲去。敌兵早已疲

惫不堪，很快被冲出“一条口子”，大部分指战

员成功突围。

此次战斗，400 余名民兵战士利用贾庄

地道网，和 5000 余人的敌人激战 7 昼夜，歼敌

600 余人，创造了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斗

范例。

贾庄地道战
刘效仁

1925 年底，共产党员黄日葵受中共

北方区委派遣，前往广州任共青团广东区

委学生运动委员会书记。时值第一次国共

合作时期，黄日葵于 1926 年 1 月参加国民

党“二大”，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党部青年

部秘书，同时兼任童子军委员会委员、政

治训练处主任等职。其间，他积极开展青

年运动，在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宣传部和青

年部举办的讲习所，讲授 《国际社会运动

史》 等课程，通过讲坛向青年传播马克思

主义思想。

1926 年 3 月，广东、广西实现统一，

广西的新桂系军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七

军，李宗仁任军长，黄绍竑任副党代表。

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派黄日葵任第七军政

治部副主任。7 月，黄日葵离开广州前往

广西赴任。

黄日葵一到军中，就废寝忘食地开展

工作。他首先将他从广东带来的部分共产

党员、共青团员有意识地安排到第七军政

治部下设的各科、各股工作，并要求每一

个党员、团员：要以身作则，要密切联系

群众，和士兵打成一片，处处做出榜样。

黄日葵平时和蔼可亲、没有一点官架

子，一有时间就和第七军官兵们接触谈

话，关心他们的疾苦，同时宣传革命道

理，启发官兵的政治思想觉悟，因此深受

官兵们的尊敬和爱戴。黄日葵还办了一份

《士兵生活》 周报，通过刊物向士兵进行

革命教育，宣传官兵平等新理念，很受士

兵的欢迎。在黄日葵等的努力下，第七军

官兵的政治生活日益活跃，部队与群众的

关系也日益改善。同时，他还抽出时间到

国民党左派俞作柏任校长的黄埔军校南宁

分校去讲课，向学生们传播革命思想以及

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

策，并在军校中发展了周飞宇等多人成为

中共党员，促使军校中的革命气氛日益

浓厚。

在广西工作期间，黄日葵认真执行中共

中央的指示，团结广西的国民党左派力量，

同破坏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右派势力作斗争，

推动了广西中共党组织的建设和工农群众运

动的发展。

广西革命形势的高涨，引起了国民党右

派的敌视。1927 年初，广西当局借口北伐

需要，命令黄日葵率领北伐慰问队到北伐前

线“劳军”。慰问队到达芜湖即被解散。“四

一二”反革命政变前，黄日葵已觉察到了反

动派的阴谋，机智地从芜湖乘船到上海，躲

过了反动派的追捕。不久，他转到武汉，任

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党代表。

“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黄日葵按上

级指示，赴南昌参加八一起义，任起义宣

传委员会委员。起义军南下后，黄日葵先

后 在 各 地 继 续 开 展 革 命 活 动 。 1928 年 2

月，黄日葵召集在上海的广西同志，联名

撰写了 《给中央的报告——广西的组织情

况、工农运动及对今后工作的意见》，总结

大革命时期共产党人在广西工作的情况和

经验。

黄日葵在国民革命军第七军
刘思琪

Z 史海观澜

▲ 1941年3月，罗生特（中）在江苏盐城新四军军部与刘少奇（左）、陈毅（右）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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