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宋 家 培(1915－1945)

宋家培烈士，是广西壮族自治区浦北县小江镇人。1915 年农历 10 月 19 日出生在一个比

较富裕的家庭里，1938 年在合浦一中（今北海中学）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接受革命的

熏陶后，深深体察到劳动人民的痛苦以及反动统治阶级的腐朽没落，决心投身于革命，后来成

为小江地区的群众领导人。然而，他没有死在与敌人刀枪相见的战场上，而是倒在叛徒的枪口

之下，这是最令人惋惜的。

1938 年，日寇侵扰北海、廉州等沿海村镇，宋家培就读的学校一一合浦一中迁址小江。

已经是共产党员的宋家培，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举办农民夜校。他与其他共产党员，抗先

队员和进步师生一起，深入农村演戏、唱歌、演讲，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通过这些活动把小

江一带城乡搞得热火朝天。

1939 年以后，国民党反动派不断掀起反共高潮，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

镇压抗日民主运动。合浦一些国民党地方官吏勾结奸商，“抢购大米、桐油等战略物资，用竹

筏水运经廉北出海，卖给盘踞于涠洲岛等地的日寇，造成米价暴涨，人民群众生活极端困难，

所以大家对国民党反动派充满着仇恨。

中共合浦县委决定把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逆流和反对奸商运米资敌的斗争结合起来。

中共小江区委坚决执行县委的决定（宋家培是区委领导成员之一），于 1940 年 4 月，在小江米

行召开了有两千多人参加的反汪大会，声讨汪派奸商运米资敌的罪行。会后举行游行示威，並

选出包括宋家培在内的数名代表，向国民党小江镇公所请愿，要求制止奸商运米资敌。小江镇

副镇长慑于群众的压力，被迫接受示威群众的要求。于是，示威群众的队伍便开到小江沿江码

头，拦截已经装好待运的大米出境，斗争取得了初步胜利。

但是，国民党反动政府阳一套阴一套，背信弃义，几天后便纠集县自卫大队到小江，对拦

米出境的群众实行突然袭击，半夜围村捉人，开枪杀伤群众，白色恐怖笼罩着小江城乡。

反对汪派奸商运米资敌的斗争被镇压下去以后，一批已经暴露的领导骨干撤离小江，有的

秘密转入搞地下工作，也有一些人动摇害怕起来。在这样的关键时刻，合浦县委把小江党组织

和革命工作的领导责任交给了宋家培。那时，家培已经是公认的群众领袖，已经引起敌人的注

意，他只好利用夜间到各村找党员和骨干联系，做耐心细致的善后工作，说服动摇者，救济困

难户，指明斗争方向。

6月，县委派陈明景到小江接替宋家培的领导工作。家培就带着陈明景一个一个地认识党

员同志，並详细地介绍情况、交待工作。不久，宋家培就被调离小江，到高雷一带，以教师的

职业为掩护，继续做党的工作。

1944 年底至 1945 年初，南路各地相继举行武装起义。宋家培就在高雷参加起义。起义之

后，他在南路人民解放军第二支队的一个连队任政治指导员。194 年 2 月，二支队进军合浦，



家培随部队回到小江后，小江部队整编为大队，宋家培任第一中队政治指导员。

1945 年 5 月，敌人扫荡小江，並派重兵占据我方许多游击根据地，实行“驻剿”。小江大

队开进灵山，与灵山部队汇合后，向钦防十万大山进发，途经灵西、钦东一带时，遭到反动军

警围追堵截，我军连续七天七夜行军作战，能在途中弄到一点南瓜、野菜充饥就不错了。在最

艰难的日子里，宋家培饿得实在走不动了，躺在路边，是战士们硬把他救回来的。

小江大队回到灵山后，减员十分严重，病号很多，加上给养极端困难，医药奇缺，内部思

想非常混乱，甚至发生了有人动摇叛变的事件。

1945 年 8 月 22 日，部队半夜转移到芳龙乡矮白田的窿村背后的山埇宿营，早上五点钟左

右，突然响起了枪声。等大家清醒过来，发现司务长冯明、一班长陆仁廷已被打死，宋家培指

导员被打成重伤，在草丛中呻吟。这时大家见曾经当过土匪的冯振威骂骂咧咧地向树林中逃去，

才明白是叛徒开枪杀人。当部队领导派人在茫茫林海中搜索追击时，已经追赶不及，被该死的

叛徒逃脱了。

两三天后，宋指导员不治身亡。同志们掩埋了烈士的遗体，决心踏着烈士的足迹前进，同万恶
的旧世界决战到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