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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宋庆龄纪念馆第三展厅中，陈列着一张宋庆龄播放唱片的照片，融合在

国民伤兵医院场景里。这是 1932 年淞沪抗战中，宋庆龄为支援十九路军抗日，

在她筹办的国民伤兵医院里慰问伤病员，用留声机为十九路军士兵播放唱片的内

容。照片中，站在宋庆龄右侧的，正是当时新任宋庆龄秘书的黎沛华。

这张文物照片的披露，得益于黎沛华后人的捐赠。2012 年，黎沛华文物正

式入藏宋庆龄陵园管理处，其中包含数张“一·二八”淞沪抗战时期，黎沛华陪

同宋庆龄视察前线、慰问伤兵的原照。这些照片再现了历史的瞬间，具有珍贵的

价值。

一

淞沪抗战爆发后，宋庆龄立即与何香凝、杨杏佛、黎照寰等人商议支援十

九路军，决定筹设一系列伤兵医院、组织和领导群众分赴抗敌前线及后方慰劳。

当时，担任何香凝秘书的黎沛华承担了许多联系和组织的工作。黎沛华一直深受

何香凝的信任，她长期从事妇女培训、开展救护工作，为人细心能干，经验丰富。

何香凝在工作上一贯尊重宋庆龄的意见，主动接受宋庆龄的指示。因此，经常会

派秘书黎沛华、陆清晶等人前往宋庆龄位于莫利爱路的寓所汇报救护工作。在频

频交往中，宋庆龄与黎沛华的关系逐渐亲密起来。

战事日趋紧张，2月 3日起吴淞地区响起了枪炮声，十九路军将士与日军进

行了多天异常猛烈的交战。日方集结大小战舰、飞机数十余，对准吴淞炮台轮番



轰炸。几天后，炮台全部被毁坏，但十九路军将士仍坚守阵地，使日军无法登陆。

为了激励抗日将士，2 月 12 日宋庆龄在黎沛华的陪同下，一行人冒险亲临吴淞

前线，慰问守卫吴淞的官兵。据驻守的翁照垣旅长回忆：“九时许，总理夫人一

行亲来前线慰劳我军将士。她们在土屋里落座时，敌机即在上空飞行。我奉陪她

们巡视一周，至十一时方许离去。当她们走过田野时，敌机一再飞过头顶，并放

枪。”
1

当日，随同宋庆龄、黎沛华一起前往吴淞前线的还有十九路军驻南京办事

处主任刘毅夫夫人以及正在何香凝组织的妇女救护队中工作的曾献声夫人。她们

四人一同与十九路军区寿年师长、翁照垣旅长和丁荣光团长合影，还一起在前线

阵地的一片废垣残壁中留下身影。

1932 年 2 月，淞沪抗战期间，黎沛华陪同宋庆龄等前往吴淞前线视察。

次日，《申报》登载了《吴淞战地视察访问翁旅长记》一文，文中提到了宋

庆龄慰问十九路军官兵的事迹，但其中仅将黎沛华等人称为“随夫人后者，有其

女友数人”
2
。幸好的是，黎沛华将这两张合照保存下来，并在照片的背面记录

了当事人的姓名，为这段历史留下了更多的细节。

二

战事绵延导致十九路军伤员骤增，急需得到及时的治疗和护理。当时，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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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的救治多集中在租界内的医院。但是，上海的租界和战区隔离，伤兵无法及时

抵达医院。同时，这些医院的床位有限，无法容纳大量伤兵。虽然上海民众自发

建立了许多伤兵医院，但大多规模小、设备简陋、力量薄弱分散。

为了能够“持久集中组织”，宋庆龄与何香凝等人商量后，决定发起筹办

一个具有一定规模和医疗力量的伤兵医院。她们的这一义举得到了社会各界的热

烈支持，先施、永安、新新三大百货公司纷纷慷慨解囊，许多爱国人士也大力赞

助。时任上海交通大学的校长黎照寰是孙中山的好友，他积极响应宋庆龄的号召，

将交大最好的校舍执信西斋腾空，出借用作伤兵医院。

执信西斋是一座建于 1930 年的交大学生宿舍，它位于学校的西部，为纪念

近代民主革命家朱执信而命名。这所建筑内拥有 180 多间房间，盥洗室内有冷热

水供应，厕所内装有西式的马桶还提供手纸，可谓是一应俱全，精美舒适，这些

完备的设施使执信西斋成为一所救治伤病员十分理想的场所。另外，交通大学的

地理位置非常好，它的前门开在法租界，后门则在华界。这样，伤兵可以直接从

华界送进医院，而医师、护士和设备器材以及各界人士捐献的慰劳品均能安全地

从法租界进入医院。

1932 年 3 月 5 日，经过紧张的筹备，一所设有 300 张病床、医疗设备完善

的伤兵医院正式开办。因为这所医院是民众自筹资金创办的，故而取名国民伤兵

医院，由宋庆龄亲自担任院长一职。

其时，黎沛华既在何香凝开办在巨鹿路公时中学内的伤兵医院服务，同时

也开始在国民伤兵医院内工作，一个人兼任了宋庆龄和何香凝的秘书。早年“组

织北伐红十字会、伤兵救护会和看护训练班，开展救护伤兵和战时救护工作”
3
的

工作经历，使得黎沛华在淞沪抗战的伤兵救护工作上表现得有条不紊、得心应手。

医院运营后，黎沛华多次陪同宋庆龄视察，慰劳伤兵。“为了使这些来自广东、

听不懂上海话的伤病员不感到寂寞”，宋庆龄特地购买了“哥伦比亚牌的美制唱

机和粤曲如《小桃红》、《祭鳄鱼文》等，让他们欣赏家乡音乐。”
4
待“天气晴

和时，医院特开留声机奏音乐，使伤兵于日光中闻听”，
5
以此慰藉。于是，也就

有了本文开头宋庆龄为伤兵播放唱片、黎沛华在一旁协助的那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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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沛华陪同宋庆龄用留声机为十九路军士兵播放唱片。

4 月，黎沛华不再去公时中学伤兵医院工作，专心在国民伤兵医院内服务。

半个月后，随着大部分伤兵已经痊愈出院，国民伤兵医院在完成救护伤兵的使命

后宣告解散。

与此同时，黎沛华在何香凝的推荐下，开始专任宋庆龄的私人秘书，跟随

宋庆龄继续抗日救亡新的征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