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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白求恩
国籍：加拿大
来华时间：1938年年初至1939年

主要奉献：
他带着战地医疗队转战多个战场，

冒着枪林弹雨，在极端艰难的环境中抢
救了成千上万的伤病员，培养了大批的
革命医疗战士；同时，他还帮助方兆元
等八路军医护人员提高医疗水平，为部
队培养了一批合格的医护工作者；白求
恩对工作极端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极
端热忱，从而赢得了根据地干部、战士
和老乡的尊敬和爱戴。

著作：《游击战争中师野战医院的
组织和技术》《战场治疗技术》《移动的
伤员急救系统》。

1939年11月12日去世，墓地位于石
家庄市中山路华北军区烈士陵园内西
侧。

后世纪念：
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河北石家庄

市。
白求恩医科大学，吉林长春市。
加拿大约克大学白求恩医学院。

2.柯棣华
国籍：印度
来华时间：1938年

主要贡献：
1939年 11月4日开始，柯棣华和印

度医疗队的同伴们，出入枪林弹雨之
中。在战争环境中，他们和抗日军民一
起过着艰苦的生活，但他们没有任何怨
言，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工作。在沿途施
行了50余次手术，诊治了2000余名伤
病员。

当百团大战进入第二阶段，晋察冀
军区进行涞水战役时，柯棣华奉军区司
令部之命，出发去军区的南线，负责阵
地救护工作。在13天的战斗中，他三天
三夜未曾睡觉，始终以最大的热情坚守
岗位。

1942年 12月9日凌晨，因癫痫病发
作在河北唐县逝世。

后世纪念：
1976年，河北省保定市唐县建立了

柯棣华纪念馆。
1992年5月，成立石家庄柯棣华医

士学校。
2014年9月1日，第一批300名著名

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3.艾格尼丝·史沫特莱
国籍：美国
职业：记者，作家
来华时间：1928年至1940年

主要贡献：
著作：《中国红军在前进》《中国人

民的命运》《中国在反击》《中国的战
歌》《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
代》。

八路军中第一个随军外国记者。
随八路军总部转战各地，史沫特莱

与八路军战士同吃同住，她关心普通
士兵的生活，增进了与他们的感情。
史沫特莱与八路军相处不到半年，便
深深地爱上了这支部队。用她的话
说：“离开你们，就是要我去死，或者等
于去死。”

后世纪念：
1950年5月6日，在英国伦敦逝世，

终年58岁。1951年5月6日在她逝世一
周年时，在北京为她举行了追悼大会和
隆重的葬礼。一块大理石墓碑上用金
字镌刻着朱德写的碑文：“中国人民之友
美国革命作家史沫特莱女士之墓。”

抗战中救助伤员 保护难民

永远铭记的10位国际友人

4.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国籍：美国
来华时间：1925 年首次到中国，后来 6

次来华。1958年开始，在中国北京定居

主要贡献：
著作：《中国大众：1927—1935年间的革

命斗争》《人类的五分之一》《中国出现黎
明》《百万农奴站起来》《我为什么在七十二
岁时来到中国》《千千万万的中国人》。

1970年3月29日逝世，享年85岁。她
被葬在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墓碑上
铭刻着郭沫若的手迹：“美国进步作家和中
国人民的朋友。”

后世纪念：
1946年，毛主席同斯特朗谈到“一切反

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因为与“纸老
虎”有着直接关系，在中国，她的名字在中
学语文课本中出现了许多年。

5.埃德加·斯诺
国籍：美国
来华时间：1928年至1942年

主要贡献：
《红星照耀中国》（《西行漫记》）（Red

Star Over China），1937年10月首版于伦敦
戈兰茨公司。

其他著作《远东前线》《活的中国》（1936
年，收录了鲁迅、柔石、郭沫若、茅盾、巴金
等15位左翼作家的作品及斯诺撰写的《鲁
迅评传》等）《红区内幕》《为亚洲而战》《今
日红色中国》《大河彼岸》。

后世纪念：
1972年2月15日，斯诺因病在瑞士日内

瓦逝世。北京大学未名湖畔，有他的墓地。
2009年9月14日，他被评为100位为新

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

6.马海德
国籍：美国
来华时间：1933年至1988年

主要奉献：
1936年春末，宋庆龄介绍下前往延安。
1937年1月，担任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卫

生顾问。同年2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
抗日战争时期，马海德曾先后接待了白求
恩、柯棣华、巴苏华、汉斯·米勒等外国医
生，并协助他们去各抗日根据地开展医疗
救护工作。1944年到1947年，马海德诊治
伤病员4万余人次。

新中国成立后主要从事消灭麻风病工
作，由于他和广大医务工作者的不懈努力，
中国在麻风病防治工作中取得了显著成
就，全国麻风病患者大大减少，不少县、市
已基本上消灭了麻风病。

1988年10月3日，在北京病逝。
后世纪念：
2009年，被授予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

中国人物。
2019 年 9 月 25 日，被授予“最美奋斗

者”荣誉称号。

7.路易·艾黎
国籍：新西兰
来华时间：1927年至1987年

主要奉献：
1938年年初，中外友人发起“工合”运

动，8月，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成立，艾黎担任
行政院咨询“工合”工作的技术顾问，代理

“工合”总干事。他集合了一批有才干的年
轻人，在汉口建立起机构，并着手实施将武
汉的企业迁往西北。在他促进下，一些企业
搬到后方，并在西北建立了一些现代工厂。

1940年起，路易·艾黎开始在全国各地
兴办培黎学校，目的是为“工合”徒工和难民

子弟教授生产技术和文化知识。艾黎和英
国青年乔治·何克集中精力培训工农子弟。

1953年，他们建立的学校迁至兰州市
安宁区，更名为兰州培黎石油学校。2006
年，学校更名为兰州城市学院。

1987年 12月 27日，在北京逝世，享年
90岁。

后世纪念：
上海市路易·艾黎故居，愚园路1315弄

4号，1932年到1938年间在上海的寓所。
宝鸡凤县路易·艾黎故居，1939年3月

至1944年4月，故居是两孔简陋的窑洞，里
面有当年的桌椅和煤油灯等。

8.约翰·拉贝
国籍：德国
来华时间：1908年至1938年

主要贡献：
1937 年，他和十几位外国传教士、教

授、医生、商人等共同发起建立南京安全
区，保护了大约25万平民。

写下了著名的《拉贝日记》，记录了日
军暴行的500多个惨案，德国的公民所作的
第三方视角记述，是证明南京大屠杀的最
有力证据之一，被公认为是近年来发现的
研究南京大屠杀事件数量最多、保存得最
为完整的史料。

后世纪念：
2005年8月，在德留学生及旅德华人为

其捐献了一尊小型半身青铜塑像。
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

馆的史实展厅内，有一座拉贝的墓碑。1997
年，由拉贝先生的外孙女莱因哈特女士捐赠。

拉贝故居位于南京大学校园内，名称
为“拉贝与国际安全区纪念馆”和“拉贝和
平与冲突化解研究交流中心”。

9.伯恩哈尔·阿尔普·辛德贝格
国籍：丹麦
来华时间：1937年至1938年3月

主要贡献：
为阻止日本屠杀者进入难民区，辛德

贝格和京特在江南水泥厂周围插满丹麦和
德国国旗，保护了大约2万平民。他记录了
日军战争犯罪的事实。

在日军的逼迫下离开南京，1938年，他
在日内瓦等地放映他在中国拍的纪录片，
把日本军队在南京的暴行公之于众。

后世纪念：
2004年12月17日，丹麦奥胡斯市将当

地的一种黄玫瑰命名为：“永远的南京·辛
德贝格黄玫瑰。”

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中，专门辟出“南
京·辛德贝格玫瑰”园，用以纪念那段难忘
的历史。

10.约翰·马吉
国籍：美国
来华时间：1912年至1940年

主要贡献：
南京大屠杀期间，设立难民伤兵医院，

参与救援了20多万面临被屠杀的中国人，
与20多位坚持留在南京的西方人士一起参
与救助难民。

1946年，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揭露
日军罪行。他用16毫米摄影机拍下的日军
暴行，4盘胶片总时间为105分钟，是迄今发
现的唯一动态影像。

后世纪念：
2000年8月2日，南京市将道胜堂教堂

（今南京市第十二中学图书馆）命名为约
翰·马吉图书馆。

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里，保存
着当年拍摄的胶片拷贝和使用的那台
16毫米摄影机。 据新华网

约翰·马吉在东京审判法
庭上作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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