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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人微光凡人微光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7周年。
抗日战争时期，一所音乐学府在

永安诞生，成为永安进步文化活动的
一支重要力量，汇聚了大批音乐人才，
还为革命事业培养了许多优秀儿女。
在民族危亡时刻，中共地下党与进步
师生们积极开展抗战进步文化活动，
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的胜
利作出了可贵的贡献。这所音乐学府
就是被称为“红色音专”的国立福建音
专。

“9·3”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前夕，
记者来到永安吉山探访国立福建音专
的红色足迹。

战火中诞生“红色音专”

走进永安国立福建音专旧址，一
幢修缮一新的木头房屋被整理得井井

有条，屋内墙壁上一张张旧照片，将曾
经在音专内开展教育教学及抗日救亡
活动的每一个精彩瞬间定格，让历史
铭记那一刻。

抗战期间，福建省省会从福州内
迁永安长达7年半之久。1940 年，国
立福建音乐专科学校在永安成立。在
中华民族危亡的生死关头，在抗日战
争的熊熊烈火中诞生的国立福建音专
与祖国命运紧密相连，成为民国时期
三所最高音乐学府之一。

国立福建音专素有“红色音专”之
称。曾任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中
央音乐学院院长、文化部党史资料征
集委员会负责人之一的赵沨，在国立
福建音专校史研讨会上这样说：“根据
我所掌握的资料，在当时全国三所音
专中，最先有地下党活动的是国立福
建音专，约在1942年前后，重庆音专是
在1945年前后有地下党活动，上海音
专是在1946年前后才有地下党活动。”

革命青年投考音专

国立福建音专办学过程分为福建
省音乐师资训练班（福建音专前身，
1937年—1940年）、福建省立音乐专科
学校（1940年—1942年）、国立福建音乐
专科学校（1942年—1950年）三个阶段。

1940年国立福建音专成立后，东
南各省许多学生慕名前来求学，学生
中有不少参加过抗日救亡运动，还有
一些地下党员按照党组织的安排也来
到福建音专。其中，从广东方面来的
地下党员有1939年入党的赵芳杏、谭
庆逢、余禄熙、江士奎、黎绍吉5人，经
粤北特委书记王松坚批准，1942年考
入福建音专读书。杨衍咏、何雪飘、何
雪瑜（何芸）、梁耀燊1943年先后到达
音专。还有闽、浙等地的地下党员陈
宗谷、许文辛、金希树和郑书祥老师
等。这些地下党员凭着坚定的革命信
念，在音专凝聚成进步的力量，积极投
身到民族抗战与解放的斗争中。

广大学生在地下党和进步教师的
引导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
运动，他们创办刊物、壁报，组织读书
会、报告会，成立剧团、歌咏团、劝导
队，教群众唱抗日歌曲，举行话剧表
演、讲座，激发群众的爱国热情。

学生自治会成立

1942年12月1日，学生自主推选
成立了学生自治会，分设娱乐、研究、
体育与出版股。周鉴冰当选学生自治
会主席，杨碧海任娱乐股干事，颜廷阶
任体育股干事，郑沧赢任出版股干事。

1943 年下半年，学生自治会改

选，主席为张慕鲁，副主席为池志立。
学生自治会积极开展了一系列进

步向上的课余活动。如开展乒乓球、
篮球、接力赛等体育竞赛；举办各种座
谈会，讨论民歌、时事及文艺等专题；
主办音乐会、假期旅行演出、巡回演出
等。

同年，学生自治会还组织过两次
针对国民党区分部书记、训导主任兼
总务长李简斋等人的斗争。一次是李
简斋手下的一名军训教官，粗暴野蛮
地在军训课上踢伤一位女同学，自治
会组织学生到训导处质问，迫使李简
斋调走该教官。还有一次是“查账”小
学潮，当时师生的生活都非常清苦，而
学校食堂会计竟克扣贪污学生的伙食
费，学生自治会组织学生查账，李简斋
不得不辞退与其沆瀣一气的会计，以
平学愤。

红色“音符”在跳跃

学生自治会成为地下党开展活动
的最好阵地。地下党员陈宗谷当选研
究股干事，时事组也由地下党员何雪
飘负责，组织学习羊枣的时评和政论
及乔冠华的政论性文章《方生未死之
间》等时事文章。还经常请郑书祥老
师作时事报告，讲解国内外的政治军
事情况。

文艺组开始由杨衍咏，后来由许
文辛、叶翼如、苏尔兰负责，组织学生
阅读进步书刊。《新华日报》和《群众》
两份党的刊物也在进步师生中秘密传
阅。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
讲话》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后不
久，就传到音专地下党员手中，并在进
步师生中传阅。1942年12月1日，研
究股主编出版《音乐青年》壁报。

1943年下半年，文艺研究小组独
立，成立“铁草社”（铁草是一种在中国
西部沙漠恶劣环境下生长的强劲的野
草）。大家以“铁草”自勉，表示不畏艰
难的决心。地下党员许文辛、金希树
以及何苇、李小玉、池志立、钟粤等进
步学生都是文艺组的骨干。文艺组出
版壁报《铁草》，开展了一系列抗战宣
传活动。

叶林同学用“草穆”的笔名，在永
安的《民主报》和《中央日报》副刊发表
了10余篇文章，反映音专积极向上的
学习活动和讽刺国民党统治区的腐朽
生活，如《雨后》《琴韵》和《悼洛基》（悼
念地下党员余禄熙的遽然病逝）等。

1944 年 2 月至 3 月间，文艺组组
织野餐，邀请郑书祥、缪天瑞等教师参
加，活动的主要内容是漫谈文艺与音
乐的关系。郑书祥提出中国音乐应该
为进步、民主的政治服务的观点，使学
生明确了专业学习要与国家的前途和
命运相结合的道理。

3 月 1 日是朝鲜民族独立革命纪
念日。朝鲜同学马一新组织义卖活
动，募款支援朝鲜人民抗日斗争。文
艺组积极支持，出壁报、开座谈会，宣
传和纪念朝鲜人民的民族革命斗争。

3月8日，文艺组何雪瑜、李小玉
等到下吉山省教育厅所在地贴墙
报，宣传妇女解放，纪念“三八”国际
妇女节。

3月间，学生会干事李广才发起援
助冼星海母亲生活困难的募捐活动。

4月5日至6日，文艺组发动音专
师生在永安中山纪念堂举行“纪念音

乐节、青年节”音乐会，全部演唱抗战
歌曲，为贫病作家募捐。节目单封面
上注明“此次票款收入除开支外，悉数
捐赠贫病作家王鲁彦、张天翼、蔡楚生
及已故作家万湜思之家属”字样，并向
作家家属写了慰问信。

4 月，为纪念五四运动，文艺组
组织学习鲁迅作品《幸福的家庭》讨
论会。

5 月底，为响应冯玉祥将军在重
庆白沙发起的义捐号召，学生自治会
组织“白沙献金”音乐会，师生们演出
了陆华柏老师特为此创作的《白沙献
金》大合唱、清唱剧《大禹治水》和四部
混声合唱《汨罗江》等许多抗战作品，
积极宣传抗战。

不畏镇压坚持斗争

音专学生的进步文化活动，被国
民党特务视为眼中钉，认为“福建音专
是共产党的大本营”，于是下手镇压，
大肆逮捕音专学生。

1944年5月29日晚，音专师生正在
中山纪念堂为“白沙献金”义演，特务趁
机搜查学生宿舍和教室，并在第二天一
早逮捕了许文辛、金希树、周鉴冰、叶翼
如、池志立5位学生，在校的地下党员们
和学生自治会积极发动营救。次日深
夜，5位被捕同学被保释回校。

6月3日，陈宗谷和邢育青被捕。
6 月 23 日，许文辛等 5 人又遭二次逮
捕，其中陈宗谷、金希树和周鉴冰3人
一直被拘禁，并被送解崇安集中营。3
位同学一直被关到 1945 年《双十协
定》签订后才获释。

由于国民党特务的镇压，一些党
员和进步同学先后撤离，如何苇、李小
玉、何雪瑜、池志立、李广才等先后离
开音专前往解放区。

“红色音专”壮歌永存

抗战胜利后，1946 年，福建音专
从永安迁至福州。此后中共闽江工委
在音专和其他院校建立了学校党支
部。音专地下党队伍不断壮大，党员
为迎接解放做了大量工作，他们的功
勋永载史册。

2005 年，陈宗谷、赵芳杏、何芸、
金希树、许文辛、何雪飘等多位校友荣
获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的“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

烽火岁月，刻下时代烙印。70多
年来，“红色音专”的故事在永安流传，
成为当地的文化名片。1999 年5月，
吉山村被列为福建省第一批历史文化
名村。

近年来，永安市高度重视抗战文
化品牌打造，加强红色遗址保护，加快
推进福建永安抗战文化公园项目建
设，使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有
了很好的阵地。

福建永安抗战文化公园项目，占
地面积约80公顷，已列入2020年全省
文化和旅游重点推进项目及福建省

“十四五”文化和旅游重点项目，总投
资约3亿元，计划分三期建设。

目前，国立福建音专右厢房已完
成复建，正在进行“练存轩”等一批音
专师生当年学习生活的旧址复原。推
开校史馆大门，一张张照片、一件件实
物、一个个感人故事，让流淌在战争年
代的激昂旋律，久久萦绕耳畔。

8月29日上午，大田县申通快递公司操作区里，快递员
朱升配正忙着分拣、整货，准备派送包裹。

朱升配今年43岁，大田县上京镇丰田村人，肢体残疾三
级。儿子朱文炟今年考上了广西中医药大学，跟着他来打暑
假工，临时做乡镇分拣集包员。

突遭横祸
“电工是那个时期最抢手的职业之一。”1997年，朱升配

从永安技校电工专业毕业。2002年，他在泉州一电梯公司
做电工，月工资4000多元，结婚生子，生活一片向好。

但不久噩运降临，2003 年 10 月，给新安装的电梯配电
时，由于工友没有将电梯滑道螺母旋紧，朱升配随电梯从7
楼坠落，受了重伤。在泉州医院，抢救两天两夜，才保住性
命，但左手除大拇指外的其他4个手指被齿轮齐根咬断，全
身多处骨折。他在病床上躺了两年多，一度大脑失去记忆。

朱升配摸着凹陷的脸颊告诉笔者：“我下颚牙齿只剩两
颗门牙，其他的坠落地板时受到冲击咬断了，现在下巴是用
钢板固定的。”

朱升配受伤时，儿子朱文炟才出生两个月。妻子魏淑琴
回忆道：“我经常会想起以前甜美的日子。如果没有发生那次
意外，我们应该在泉州市区买了房子，孩子也会在泉州读书。”

逆境打拼
为了节省开支、便于照顾，魏淑琴在朱升配治疗一年后，

带他回到大田县城，租了间小房子，一边照顾丈夫，一边独立
抚养孩子。

“家里全靠她打短工和亲戚朋友资助度日，如果没有老
婆不离不弃悉心照顾，我可能活成植物人。”朱升配面对魏淑
琴深情说道。2005年，他奇迹般站起来了。2006年第二次
手术，从他的手、脚、骨盆等部位取出8块钢板。

看着妻子一个人忙里忙外支撑着小家，朱升配非常渴望
自己能像正常人一样生活，可以挣钱养家。

入夜，他谎称心烦出门散心，其实是偷偷开着代步三轮
摩托车到街上载客。“那个时候我身体还很虚弱，担心家人反
对，也害怕交警发现制止，只能深夜偷偷拉客，一个月下来能
赚300多元。”

后来，他用残疾证申购了一辆残疾人机动三轮车载客。
“我身体好起来后，不管是刮风下雨，每天都出去载客，那时
候乘客对挂残疾人车牌的都比较照顾，一个月最高可以收入
2000多元。”

2007年，朱升配有了稳定收入后，在城关按揭买了一套
66平方米的二手房。

但是，摩托车载客经常拉客到深夜，越是酷暑和下雨的
恶劣天气，越是繁忙，他倍感辛苦，加上长期服药，身体渐渐
吃不消。他担心自己又成为家庭负担，2017年底狠下心将
摩托车卖了。

艰难求职路
没有载客，朱升配失去了稳定收入，房贷压力大，家庭生

活受到影响。读初中的儿子学习退步，在农村老家的父母亲
也难照顾到。

身体残疾的朱升配，身子骨瘦弱，脸颊深陷，左手只剩大
拇指。做一件平常的事都不易，就连打电话也只能单手操
作。他下颚缺牙，讲话漏风，与人交流也不方便。

这些让他的求职路磕磕绊绊。2018年，他求职多个工
作，均被婉拒。但他没有气馁，面对困难，总是很乐观。他的
生活态度，打动了大田申通快递主管吴佳权。

“不要去抱怨生活，不能看轻自己。做好自己的事情，让身
边的人看到我们的努力。”朱升配这样开导打暑假工的朱文炟。

快乐快递员
“公司以前没有聘用过残疾人，看他比较瘦小，就让他先

试做分拣集包员，这工作比较轻松。没想到他完全胜任，一
个月后主动申请做快递员。”公司负责人陈学兵介绍，快递员
要卸车、分拣、整货、装车和收送包裹，工作强度大，时间长，
但工资比集包员高三倍。

朱升配长期载客，快递工作上手非常快。送快递时，很
多客户经常会给他端茶送水果，并且亲切称他“快递朱”。

儿子考上大学，11岁的女儿渐渐懂事，妻子在服装厂上
班每个月赚2000多元，房贷将还清。朱升配说，自己倍加珍
惜这份工作，每天都把自己当成正常人，工作量不比别人少。

“公司规定8点半上班，我经常在8点第一个签到。”朱升
配义务检测传送带和电动车电路情况，做公司的义务电工。

公司许多员工是党员、退伍军人，大家听说他的故事后，
都很敬佩他。“他是爱岗敬业的模范，这种遇到挫折永不妥协
的精神，非常契合我们服务行业。”陈学兵说。

“爸爸是一道光，他坚毅挺拔和自强不息的精神一直激
励着我。”看着身体羸弱的父亲，朱文炟眼里闪着亮光 。

“快递朱”：

逆境中的强者
●本报大田记者站 王英德 文/图

朱升配在分拣、整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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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7周年

▲ 国立福建音专学生自治会第一届
干事合影（1943.1）

◀ 音专校友获得的“纪念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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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12月，共赴山东莱阳解放区
（前排右起池志立、肖远、何芸，后排右起马一新、陈宗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