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逸楼”的朱红大门走进来，一楼厅
堂是待客的场所，入门左壁上一幅宣传
画，明了地标着这里的主题简介：红色女
兵——莫耶。画像中的女主人公身着戎
装，英姿飒爽。

阁楼里的柱梁椽桷、门窗桌椅全上了
朱红大漆，头上红瓦，脚下红砖，写就一宅
红色的庄严。踏上阁楼木梯，“吱嘎，吱嘎”
的声音令人一下回到以往的时光。或许是
童年陈淑媛和哥哥陈文章准备赛诗，或许
是返乡的莫耶忙着准备和嫂子们去村里
宣扬抗战精神，又或许是哥哥赶着去联络
进步青年加入“抗战青年团”。再过来的展
馆，用一幅幅红色的图文如影视般展播着
莫耶各个时期的活动。从童年的敢于据理
直言破旧俗，到青年时的以笔为枪激情抗
战……玻璃展柜里，一册册作品文集记录
着烽火的故事。珍贵的莫耶文稿虽已泛
黄，但隽秀的笔迹和跃动的灵感还是那么
飘逸。从窑洞捎回的《延安颂》歌纸，依然
飘着延安的油墨香。

1918年2月6日，莫耶出生于安溪县
金谷镇溪榜村逸楼中。她从小就思想解
放，富有同情心，有正义感。在当时充满封
建习俗的山区，她敢于跳进小溪游泳，把
乡亲吓得目瞪口呆。她还反对裹足，从小
就有敢于破旧习俗的精神。

莫耶的弟弟、耄耋之年的陈文炳曾回

忆，孩童时期的姐姐，便展现出了才女的
一面。那时候的莫耶，活泼可爱、聪敏好
学，经常出口成章。十岁那年，她与大哥赛
诗时即景吟一绝：“春日景色新，行到山中
亭。亭中真清朗，风吹野花馨。”

当时的莫耶思想解放，敢于据理直言
“犯上”。父亲纳妾时，她作文直言斥责父
亲。在厦门，她目睹社会底层黄包车夫的
苦难生活、鼓浪屿“万国租界”横行霸道的
日本浪人，还有外国水兵欺辱中国女学生
的暴行，便以笔为武器，不断创作发表诗
文，坚决进行揭露和抨击。

初中时期，她阅读了大量进步书刊。
她认为女人只要有志气，也能和险恶的环
境战斗，女人也能当兵。她把自己的感情
诉诸笔端，写出一篇篇宣传妇女解放、向
往光明的文章。

1937年，怀着抗日救亡的民族大义，
她将自己的名字“陈淑媛”改为“莫耶”，奔
赴延安。1938年毕业于鲁迅艺术学院。她
担任《女子月刊》编辑，以妇女解放为己
任。1940年随贺龙率领的八路军120师赴
华北抗日前线，任政治部战斗剧社创作组
长。她跟随部队长途行军作战，口袋里总
是装着笔记本，随时搜集素材，坚持天天
写日记，创作出大批剧本、歌曲，产生巨大
宣传鼓动作用。尤其是她所作的《延安
颂》，歌声响彻延安城，传遍各抗日根据

地，甚至传到国统区的革命群众和海外华
侨之中，成为一曲激发抗战爱国热情的颂
歌，引发无数热血革命青年奔向延安，投
入抗日救国行列。

战争年代，莫耶身为一名记者，同时
主动兼任部队里的文化教员，认真地教授
战士识字、唱歌。直到多年之后，许多战士
回忆起那段往事，都由衷地感激当年她的
细心关怀与帮助。

战争年代，她以高度的革命热情和卓
越的工作成绩，赢得领导及同志的信任和
赞扬。著名导演严寄洲评价：“莫耶不仅是
个剧作家、小说家、词作家，而且是一个编
舞家……剧社舞蹈队演出的反映抗战题
材的集体舞，基本上均出自莫耶之手。”贺
龙等老前辈则称她是“出色的女作家”。

走出展馆，记者于楼道旁凭栏站立，
静观楼前青青的碗莲伴着蛙声荡漾。在肃
穆中，再次敬仰莫耶塑像。跟前，一群到这
里采风的学生已列队而立。领头的女青年
舞起双手，当作青春歌者的指挥。一阵激
昂的歌声从这座充满革命气息的逸楼里
再次响起：“夕阳辉耀着山头的塔影，月色
映照着河边的流萤。春风吹遍了原野，群
山结成了坚固的围屏。啊！延安，你这庄严
雄伟的古城，到处传遍了抗战的歌声。啊！
延安，你这庄严雄伟的古城，热血在你胸
中奔腾！”

从逸楼走出的莫耶创作了《延安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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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莫耶任西北军区《人民军
队报》总编，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4
年，莫耶第一次回老家探亲，看到了年
仅15岁的陈文炳，就把他带到兰州读
书，从此陈文炳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

从湿热的东南到干冷的西北，陈文
炳在姐姐家里度过了中学时光。“因为
担心我冬天怕冷，姐姐经常把节省下
来的布料缝补在我棉衣的里层，结果
棉衣脱下来看，像个世界地图。”陈文
炳曾这样回忆说。

1955年，莫耶转业到甘肃日报社。
1956年，莫耶发表了批判官僚主义的
文章，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受到读
者赞扬。

1964年，陈文炳大学毕业，莫耶嘱
咐他：“当下基层最缺人才，你去基层锻
炼吧！”在姐姐的指引下，陈文炳来到甘
肃省灵台县，成为一名普通的中学老
师。“共产党员，要发光发热！”陈文炳始
终记得，临出发前姐姐嘱咐他的这句
话。有了这句话的鼓励，他坚定地在灵
台县扎下根来。这一扎根就是16年，直
到1980年因工作需要才调回兰州。

1979年莫耶任甘肃省作家协会副
主席、文联副主席。莫耶曾经写道：“作
为一名共产党员，进入暮年时期，时间
愈少，愈感到珍贵。总希望一息尚存，
有一分热，就要发一分光。”这句话，被
陈文炳当作家中格言，教育自己的两个
孩子，要时刻不忘姑妈莫耶严于律己的
作风。

在莫耶的儿子方前进和女儿方丽
页的回忆中，关于母亲莫耶乐于助人、
扶贫济弱、心胸开阔、从不记仇的记忆，
尤为深刻。“小时候，母亲经常带我们去
看望黎秀芳阿姨。不但如此，母亲还指
导她写入党申请书。后来，黎秀芳阿姨
在特殊时期遇到困难，被安排到兰州三
爱学陆军医院工作，母亲就经常请她到
家里吃饭。”为方便方前进每周六接送
黎秀芳，莫耶专门给他的自行车后座上
缝了棉垫，让她坐得舒服些。方前进和
方丽页说，虽然是在特殊年代，但母亲
却始终不忘初心，用她细腻无声的善良
浸润着身边的每一个人。而这种善良，
也内化成了他们后代一辈子始终坚持
的信仰。

婚后，莫耶依然不辞劳苦，坚守在
岗位上。一次，一位记者在莫耶的办公
室不慎手枪走火，击中了她的腹部，将
她腹中的胎儿打死了。当她被抢救过来
之后，听说闯祸的记者被抓起来了，立
刻想到不能因为一次意外而断送了年
轻人的大好前程。与丈夫商量之后，她
向上级请求：千万不要追究那位年轻记
者的责任，希望让他回报社工作。领导
经过反复研究，最终同意了她的请求，
只给了那位记者一个行政处分，又让他
回报社继续工作了。

回忆当初那段最为艰难的岁月，母
亲艰苦朴素、直面困难的品质，在方前
进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方前进回
忆，母亲在甘肃日报社工作期间，由于
营养不良，工作又太忙，再加上她本身
有高血压，曾经几次晕倒在工作岗位
上。单位的同事好心将她送回家，但只
要身体稍有好转，她就又回到岗位上去
了。不论是对朋友同事，还是对那些曾
经在特殊时期冤枉、误会过她的人，只
要遇到了困难来找她，她都会热情地帮
助他们。

尽管当时的生活艰辛，莫耶却从不
抱怨，她始终保持乐观积极的良好心
态，一家人团结一致，依靠劳动来改善
生活。与此同时，她也将这种艰苦朴素、
热爱劳动的精神品格传递给子女。和母
亲莫耶一样，方前进和方丽页在各自的
工作岗位上秉持了当年母亲言传身教
的艰苦朴素、爱岗敬业、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的精神，用善良与爱，谱写着一
首首新时代的颂歌。如今，他们均已退
休，但每当听到《延安颂》优美的旋律
时，总会不禁回忆起母亲的点滴，想起
她曾讲过的故事，浮现她热情奔放、一
生坎坷却无怨无悔的坚定形象。

莫耶无比坚定的党性、无比忠诚的
信念，深深影响着当地的党员干部群
众，被后人敬仰、传颂，历久弥新，传承
不息。

宽以待人的品质和
乐观积极精神影响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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逸楼：莫耶故事代代传
莫耶故居已成泉州乃至闽南地区著名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在安溪县金谷镇溪榜村，坐落着一座名叫“逸楼”（又称“晚香别墅”）的传统闽南洋楼。1918年，一个女婴在这里出生，她叫陈淑媛，还有一个
名字叫“莫耶”，她就是著名抗日歌曲《延安颂》的词作者。

莫耶的祖父陈纲尚为旅缅华侨，是著名的建筑商，曾挑着18担沉甸甸的银圆回到了老家安溪县金谷镇溪榜村，并在儿子陈铮的协助下建起
了远近闻名的逸楼。陈铮是莫耶的父亲，同样有传奇色彩。莫耶后人秉持母亲精神，用善良与爱谱写时代颂歌。

□本报记者 谢伟端 通讯员 张锦川/文 金谷镇政府/供图

沿着美丽的安溪金谷东溪畔前行，两
侧山坡满是翠绿的果园和茶园相伴，一路
铁观音的清香，令人心旷神怡。山谷涧潺潺
的东溪水清澈甘甜，如母亲的乳汁孕育着
这一带朴素的人民。

抵达安南永德苏维埃政府旧址，这里
是中共安溪中心县委、安溪县苏维埃政府、
红二支队的机关旧址。落步前行，从南边石
阶踏步而下，便是逸楼。

也许是主人出过洋的缘由，这幢两
层阁楼的建筑便有了中西合璧的风格，
个性甚是彰显。外观有着古罗马建筑的
线条，又蕴藏着闽南红砖古厝的韵律。外
墙以白色与红色为主，并有节奏地搭配
着绿色，别致的情调令人回味，楼前池塘
也颇为雅丽。楼面顶额是晚清泉州进士
曾振仲题写的“逸楼”红字，在辉阳中甚
是耀眼。

“逸楼”始建于1907年，由莫耶之父陈
铮随父陈纲尚归国后所营造。1996年12
月30日，安溪县人民政府以“莫耶故居”名
义将“逸楼”确定为文物保护单位。据介绍，
莫耶祖父陈纲尚为旅缅华侨，字盛杉，号纪
南，在缅甸长期从事建筑业，是著名的建筑
商，曾在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缅甸
仰光庆福宫重修时，承办工程建筑。莫耶祖
母是缅甸人，故而莫耶身上有着四分之一
的缅甸混血。1907年祖父陈纲尚带全家回
国定居安溪。

莫耶祖父陈纲尚衣锦还乡，有一个美
丽的传说：在缅甸建筑界口碑甚好的陈纲
尚，有一次购买了一批杉木。这批杉木长期
堆放在海岸的沙滩上，启运时奇迹出现了。
这批堆放在沙滩上的杉木由于日久年深，
沉没埋入沙滩底下的杉木非常多，多到沙
滩上看见的杉木仅是冰山一角，怎么运也
运不完——而卖主和买家事先都不知情，
估价时都只按看得见的地面部分结算付
款。这样，为人诚实、取字“盛杉”的陈纲尚
无意间发了一笔有关杉木的大财，挑着18
担沉甸甸的银圆回到了老家安溪县金谷镇
溪榜村，并在儿子陈铮的协助下建起了远
近闻名的逸楼。

莫耶的父亲陈铮，自幼聪颖好学，曾就
读于两广师范。清宣统元年（1909）受聘任
私塾教师，1918年陈铮投笔从戎，任民军
将领。他饱读兵书，胸怀大志，自兼安溪县
长，开筑安溪至南安公路，在家乡创办聚英
小学，在县城倡办公立中学。陈铮与陈嘉庚
先生颇有交往，每次陈嘉庚从南洋回国，都
会住陈铮家。他曾大骂过戴笠，长女莫耶赴
延安参加革命，长子陈文章与郭沫若有交
往。

如今，逸楼二楼第一个房间陈列着莫
耶的父亲、母亲的物件。母亲黄全，曾是当
地的大家闺秀。她知书达礼，敬仰巾帼英
雄，经常给孩子们讲秋瑾的故事。

两层阁楼的建筑
中西合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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