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全国军民奋起抗日的紧急关头，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以及上海、华北等地分会，开展

了对抗日军民和战区难民的救护和救济工作。

总会首先组建救护总队，下设支队，分赴各战区。战区各分会，也积极动员起来，参

加了各项救护和赈济服务活动。

随着日军侵略不断深入和扩大，中国红十字会所担负的赈济任务也更加繁重。根据时

局发展的需要，总会于 1936 年春，延揽各医药团体及工团代表，组织起救护委员会。

由于帝国主义在华经济势力的扩张，官僚资本对国民经济的控制和掠夺，致使国内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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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红十字会救援物资队出发时留影 靠赈济度日的苦难儿童

1930年代为救济东三省灾民，红十字会在北京

前门站待发

济处于凋敝状态。加以连年不断的自然

灾害，更使农村经济陷于极度的困境。

广大农民饥寒交迫，流离四散，家破人

亡，饿殍载道。

中国红十字会及时行动，大力投入赈灾

工作，积极组织医疗防疫人员，奔赴灾

区，施医舍药，防治伤病；多方筹募，

为解除和减轻灾民的苦难作出了积极贡

献。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把中国变成其殖民地，以 1937 年 7 月 7 日卢沟桥事变为开端，发

动了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

7 月 8 日，中国共产党发表抗日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

坚固长城，把日本侵略者驱逐出中国。

日本侵略军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残暴至极，无数城市和乡村变成废墟，千百万中国

人惨遭杀害。敌人的凶恶残暴，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怒。中国红十字会挺身而起，

站在抗日战争的前列，广泛组织医护人员，直接为抗日军民服务。

------------------------------------------------------------------------------



1932 年、1937 年两次淞沪抗战期间，中国红十字会上海救护委员会共设立 40 余个

伤兵医院、20余支救护队。据不完全统计，第二次淞沪抗战爆发（1937年 8月 13日）

至第二年（1938 年）4 月间，上海红十字组织救护伤病员 19539 名，经前线紧急救

治后直接转到后方的伤病员 17722 名，总计救护伤病员 44389 名。1945 年抗战结束

时，中国红十字总会共建有 150 支红十字救护队，救护人员达到 3400 余人。

激烈的战场上，约有 30 名红十字救护队员英勇牺牲，其中不少未能留下姓名。第一

次淞沪抗战中，第七救护队队长刘祁瑞在闸北被日军枪击重伤不治；2 月 29 日，日

军轰炸烧毁了江湾中国红十字会第十五伤兵医院，死伤惨重，同日，第一救护队队长

郁鸿章在邢家桥被日军枪杀……第二次淞沪抗战中，中国红十字会第一救护队副队长

苏克己及队员刘中武、陈秀芳、谢惠贤四位救护队员，在救护跳伞飞行员时遭遇日军，

被残酷杀害。抗战胜利后，宝山罗店为 4 位烈士修建了纪念碑。

------------------------------------------------------------------------------

第二次淞沪抗战爆发后，法国传教士饶家驹提议设立难民安全区，即“在战区划出一

部分区域，为战区难民居住之处，交战双方确保其安全”。饶家驹遂建议，在南市划

出区域，解决战区难民的居留问题。上海红十字组织通过建立上海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多次斡旋，最后在南市区旧城乡北部约三分之一区域设立难民区，南至方浜路，东、

西、北至民国路，呈半圆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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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代红十字会救护船南京大屠杀中南京红十字会掩埋队在下关沿江及

和平门外一带共掩埋遇难者尸体 22371具



到战争后期，尽管难民生活艰苦，区内人员拥挤、环境恶劣，卫生、治安情况均不佳，

但还能使给养“源源接济，尚无中断之虞”。据统计，难民区先后共设收容所 130多个，

最多时接收难民达 10 万余人。“南市难民区”的成功办理，解决了当时的难民问题，

这一案例与西班牙案例，共同催生日内瓦第四公约的诞生和签署，并作为实践人道主

义的典范载入史册。

南京沦陷后，日本侵略军烧、杀、淫、掠，在一个多月里进行了灭绝人性的血腥大屠

杀，被杀害的中国同胞不下 30 万人，尸横遍地，惨不忍睹。南京市红十字会分会 80

多位员工和会员，奋不顾身，对伤员、难民进行救护，掩埋死难者的尸体。两个掩埋

队在 6 个月内共埋葬军民尸体 22683 具。在金陵女子大学内设施粥站，向妇孺难民

施粥，每日数千人次。在下关设红十字诊所，为无钱就医难民义诊，在下关与浦口间

设摇船摆渡，难民无钱则免费渡江。

------------------------------------------------------------------------------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各交战国之间的正常邮路被迫中断，一个中国家庭——父母

与八个孩子被分隔在美国、德国、日本和中国等敌对国家，饱尝亲人之间天各一方的

离散之苦。

他们之间唯一的联系，只能通过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ICRC）所提供的红十字通信来

实现；因为战时条件的限制，这种通信被限制在 25 个单词之内（中文为 25 个字），

必须填写在红十字会的特制表格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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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国际委员会难民收容所



为配合长期抗日战争，1938年春，中国红十字会于汉口成立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

协助军队治疗伤病，开展战地保健防疫。1939 年 3 月辗转迁移到贵阳图云关。

红十字会第 35 救护队队员为伤员做手术。抗战期间，红十字工作人员在救护工作岗

位上，壮烈殉职的 45 人，积劳病故的 69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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