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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习近平总书记在颁发“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纪念章仪式上说：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 在岁月

冲刷中，历史功勋放射出耀眼光芒；在时代的变迁中，英雄精神彰显着永恒的价

值。 让英雄精神融入民族血脉，我们就能不断激发前行力量。 

1949 年 9月 6日，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只有 24 天，“小萝卜头”和父母一起惨遭杀害，

被国民党特务杀害于重庆歌乐山下的松林坡，

他成了个永远 9 岁的孩子。 重庆解放后，“小

萝卜头”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小萝卜头”是

无数革命先烈中的一员，也是中国革命史上年

龄最小的烈士(牺牲时年仅 9 岁)，小萝卜头值

得我们永远敬仰和缅怀，他的革命精神将在中华大地上代代相传。 

一、“小萝卜头”及家庭成员 

“小萝卜头”乳名叫“森森”，本名叫宋振中。他

年仅 8 个月入狱，长年被关在小房里的他，既缺少阳

光、空气，又缺少起码的营养，大大的脑袋，小小的身

子，他的手又薄又小，腿也只有一点点大，只有他的

头长得比较好，和身子显得极不相称。人们都爱摸着

他可爱的头，望着他那大大的黑亮的眼睛，叫他“小

萝卜头”。 

父亲宋绮云、母亲徐林侠，他们两位都是共和国

的烈士。 “小萝卜头”在家排行老七。小萝卜头”有

四个姐姐，两个哥哥，他们分别是大姐振平、二姐振

苏、三姐振西、四姐振亚、大哥振华、二哥振墉。 

    二、不幸落入魔窟中 

父亲宋绮云是“西安事变”的主角之——杨

虎城将军的秘书。杨虎城全家被软禁后，宋绮云

和妻子徐林侠和七子“小萝卜头”先后被捕。 

1941 年 9 月的一天，宋绮云家大门外突然

来了五六个人。他们穿着大褂，戴着墨镜，泪水，

手拉着大儿振华，怀抱着小儿振中一直看着绮

云的背影消失在胡同的尽头……宋绮云被捕两

个月后，徐林侠怀抱出生仅 8个月的宋振中(“小

萝卜头”)也被捕。 

“小萝卜头”曾经在息烽集中营和渣滓洞、白公馆被关押。 

在贵州熄峰监狱，牢房非常拥挤。徐林侠白天被强迫去做苦工，晚上睡觉，

每人只有一点点地方，刚够平着躺下。小孩子是不给睡觉地方的，所以“小萝卜

头”每天晚上只能睡在妈妈身上。监狱里没有灯，到了晚上，“小萝卜头”大小

便时，徐林侠只能摸着分辨。为了“小萝卜头”不受潮湿，徐林侠总是把他的尿



布围在自己身上，搭在背上，用身体暖干。 

在监狱中，特务严密监视着宋绮云和徐林侠夫妇，不许他们见面讲话。“小

萝卜头”长到四五岁时，还不认识爸爸。当他哭闹着要爸爸的时候，妈妈只能利

用男牢放风的机会，抱着孩子从铁栏门往下看。每次，宋绮云放风时也要在山下

走近女牢，妈妈就指着山下，告诉孩子：向我们这边走来的人就是你爸爸。“小

萝卜头”就是这样认识爸爸的。有一次放风的时候，“小萝卜头”一看爸爸从牢

房里出来了，就不顾一切地往山下冲，想去找爸爸说话，结果被特务抓回来毒打

一顿。 

  

三、“小萝卜头”在监狱中成长 

在狱中的严酷环境中，“小萝卜头” 这

个没有童年幸福的孩子， 深深地懂得了爱和

恨。 

小萝卜头聪明、好学，十分逗人喜爱，

是集中营里有名的“政治犯”。当他可以摇摇

晃晃走路的时候,就爱到罗世文、车耀先和东

北军黄显声将军的牢房玩，翻看他们牢里有

的书，要他们教他识字、画画。罗世文给他

上的第一课就是：“我是一个好孩子，我爱我

的爸爸妈妈,我爱我们的中国……”小萝卜头最爱做的事就是询问受审回来的狱

友“有没有说了什么?”以此来判断受过重刑的狱友是否叛变。一旦知道狱友“什

么都没说”，他就会拉住狱友伤痕累累的手说：“你是好样的，我们是朋友。”这

个在血光和黑暗中长大的孩子，有着一颗清亮、纯洁、勇敢的童心，他给狱中难

友带来无比的力和安慰。 

    1947 年 10 月，一个名叫胡春浦的政治犯被关进白公馆监狱，因受了重刑，

遍体鳞伤，加上胃病复发，无法吃那又冷又硬的米饭。他躺在阴湿的牢房里已经

两天没有吃东西了。“小萝卜头”’把这件事告诉妈妈，妈妈便把在狱中做苦工挣

钱买的一点挂面下了一碗，乘夜幕降临，叫“小萝卜头’端着送去。听到呼唤“叔

叔’的声音，胡春浦在阴湿的铺位上挪动着身子，靠墙壁的支撑，他艰难地坐起

来。是谁让孩子送面条来的呢？在不太明亮的狱灯光卞，胡春浦打量着这个机灵

的孩子，孩子正把面条放在签子门下，又机誓地向身后看看，接着便催促说：“快,

乘热抓紧吃吧。”为了消除胡春浦的顾虑，孩子又补充说:“是妈妈让我送来的。

虽然只有两句话，可是胡春浦已经感觉到孩子所带给他的温暖。胡春浦眼含着热

泪从签子门下接过面条，这碗面条给他增加了坚持斗争的勇气。 

    四、在学习中充当小小通讯员 

小萝卜头”长到六岁时，宋绮云向特务们提出让孩子读书，特务们坚决不同

意。后经几次斗争，特务们才勉强同意由监狱里的“政治犯”给他做老师。监狱

里的学习条件很差，得到一支铅笔、一张纸都很困难。平时妈妈把草纸订起来，

给他当本子用。在他 8 岁生日那天，黄将军送给他一支铅笔。“小萝卜头”非常

珍惜，他舍不得用，平时练习只用小石子在地上划。由于“小萝卜头”从记事时

就没出过监狱，居然不知道什么是“城”，不知道“一年级”、“二年级”是什么

意思。 

他的第一位老师就是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同志。罗世文被杀害后，黄显声将

军成了他的第二位老师。“小萝卜头”白天由特务押着去上课，学完了再由特务



押着回女牢。日子久了，特务们放松了警惕，有时侯上课、下课由他自己来去。

这样一来，他就成了监狱中唯一能自由走动的人。狱中同志就利用“小萝卜头”

的这个便利条件，让他传递消息。 

小萝卜头”不但在爸爸、妈妈与黄老师之间可以自山来往，而且在男牢和女

牢之间也可以走动，这样，“小萝卜头”便成了狱中唯一可以白由行动的“犯人”。

狱中的地下党组织就利用“小萝卜头”可以自由活动的特殊待遇交给他一些任务，

比如要他注意什么人被关进来了，谁受审，谁上刑，哪个难友生病了，特务、看

守又有什么行动？他都把看到、听到的情况及时地告诉爸爸、妈妈。他还曾经把

一个叠得很小的纸块送给许晓轩（狱中秘密党支部 书 记 ），“小萝卜头”顺利

完成了任务。这是一张白公馆监狱的内外地形图， 包括白公馆周边地形、岗哨

等布防情况，它是“疯老头”韩子栋花了两天时间精心画成， 准备集体越狱时

用的。 

重庆地下党创办的 《挺进报》在狱中依然出版着，由“小萝卜头”分发出

去。虽然报纸很简单， 一张纸条上就写几句话。 如：“淮海战役辉煌胜利，歼

敌 60余万人。”“新华社发表元旦献词 《将革命进行到底》。 ”……原来，被关

押的东北军爱国将领黄显声将军有一份报纸， 他摘录后交“小萝卜头”送给《挺

进报》负责人陈然，再由“小萝卜头”送达各牢房。 “小萝卜头” 为办好这张

报纸作出了巨大贡献。 

他帮助母亲给越狱前“疯老头”韩子栋送衣服和事物。1946 年夏天，韩子栋

和罗世文等政治犯转押到白公馆监狱。敌人为了进一步考察韩子栋是不是共产党

员，在杀害罗世文的刑场上，作为陪杀，韩子栋也被押赴刑场。为了欺骗敌人，

刑场上的枪声一响，韩子栋吓“傻”了，从此就变成了“疯子”。敌人认为韩子

栋已经精神失常，因此对他不大注意，后来又让他当伙夫，常挑着担子跟监管人

员上街买菜，这可是越狱的有利条件，地下党支部要韩子栋注意把握时机，争取

尽快离开这里。（说明：白公馆监狱的犯人曾不止一次地酝酿越狱。对此敌人有

所察觉。只见“白公馆加强警戒，看管得更加严密起来，有时连放风也没有了。

狱中地下党支部根据情况认为集体越狱条件不成熟，于是就作出了“组织个人越

狱，逃出一个是一个”的决定。）“小萝卜头”的妈妈徐林侠用旧布为韩子栋赶做

了一件上衣和一条装食物用的小口袋。可是怎么能把衣服和口袋送到韩子栋的手

里呢？“小萝卜头”好象懂得妈妈的心事，自高奋勇地说:“妈，这衣服我能送

给韩叔叔。”妈妈不放心地说：“这事关系重大，要是让看守发现了，我们都役命

了。“小萝卜头”说:“妈，你放心，我有办法。”原来，“小萝卜头，早已掌握了

看守和韩子栋的活动规律：每天中午看守们都在室内休息不出来；韩子栋却经常

在院子里疯疯颠颠地练跑步。一天中午，“小萝卜头”见院内没有看守的影子，

韩叔叔正在院内来回地跑着。他抓住这个机会箭也似地窜到韩子栋面前，把衣服

和口袋向韩叔叔手上一塞。韩子栋已经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了，便急忙揣起衣服回

了住处。时隔不久，韩子栋在囚服里边穿上“小萝卜头”送去的上衣，带着那条

小口袋，利用跟监管人员上街买菜的机会，逃离了白公馆。 

     解放战争进人 1948年，国民党部队节节败退；人民解放军捷报频传：如何

让狱中难友也了解国家形势呢？当时黄显声将军在狱中享受可以订阅一份《中央

日报》的优待。他从报上知悉解放军向南挺进的消息，于是便把胜利捷报写成纸

条，悄悄地塞在“小萝卜头”手里、然后由“小萝卜头”传递到女牢和男牢，一

次又一次振奋人心的消息，使狱中难友无比激动，从而坚定了信念，鼓舞了斗志。 

    五、监狱内外对“自由”的期盼 



 “小萝卜头”自有记忆起，就一直在监狱

里，不知道监狱外另有天地。 在他的心目

中，监狱就是社会。 善与恶、好与坏，是用

牢房划分的。 牢房外打人的是坏蛋，牢房里

被关的是好人。 

小萝卜头”非常渴望自由。李碧涛是他

的难友，12岁时和她的妈妈葛雅波先后被抓

进“白公馆”,“小萝卜头”是她狱中惟一的

小伙伴，她大他五岁。李碧涛回忆说,女牢里

有一个马桶，特务雇了个三四十岁的女人负责倒马桶。她和森森发现倒马桶时，

“白公馆”大门才打开。有一次他俩便跟在那个女人后面，在门口站了一会儿，

贪婪地注视着歌乐山上青翠的树林。森森望着黄昏归林的小鸟一群群从头顶上飞

过时，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我们能够像鸟儿那样飞出去该多好啊!” 

六、英雄逝去 

小萝卜头”羡慕鸟儿自由在空中飞翔，

羡慕孙悟空本领大，渴望像鸟儿飞出去的梦

想彻底破灭。杨虎城将军和他的儿子杨拯

中、幼女杨拯桂以及宋绮云、徐林侠夫妇和

他们的儿子“小萝卜头”全部牺牲在军统特

务的屠刀之下。 

1949 年 9月 6日，杨虎城将军被害。刽

子手从杨将军身上拔出血淋淋的尖刀，紧接

着杀气腾腾地闯到宋绮云、徐林侠夫妇跟

前。当时，“小萝卜头”和杨将军的小女儿正在一起玩耍。宋绮云、徐林侠夫妇

知道他们要下毒手了，便向特务们说：“孩子们还小，你们不能杀害他们！”穷凶

极恶的刽子手向宋绮云、徐林侠劈胸就是几刀，两个孩子吓哭了，紧紧抱在一起，

灭绝人性的杨进兴先给小姑娘一刀，其他特务也向“小萝卜头”举起刀来。 

看到孩子被刺，奄奄一息的母亲痛苦地闭上眼，高声痛骂刽子手。“小萝卜头”

高喊：“我没罪，我要出去……”刽子手气急败坏，双手掐住了他的脖子，“小萝

卜头”就这样被敌人残酷地杀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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