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乡村妇女*

黄正林

内容提要 抗日战争时期, 陕甘宁边区作为中共领导下模范的、民主

的、进步的农村抗日根据地。为了推动妇女运动的发展, 边区对妇女工作十

分重视,建立健全了各级妇女组织,注重对妇女干部的培养。边区妇女工作

的重点在乡村,使乡村妇女的社会地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政治上, 边区

妇女取得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妇女参政议政的积极性有了很大的提高; 在

经济上,妇女成为边区经济建设的主力军。在社会生活方面,摧残妇女心身

健康的缠足陋习彻底废除了;妇女的婚姻状况有了很大的变化。在文化教育

和社会教育方面,妇女组织在各种各样的识字组中, 接受识字教育的同时, 接

受了抗日救国的道理,使她们的社会意识和民族意识有了很大的提高。

关键词 陕甘宁边区 妇女 社会地位

毛泽东说, 中国的男子, 普通要受到三种有系统权力的支配,

即政权、族权、神权, 至于女子,除受上述三种权利的支配以外, 还

受男子的支配(夫权)。这四种权力    政权、族权、神权、夫权, 代

表了全部封建宗法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

条极大的绳索!。∀ 他在#寻乌调查∃一文中又指出, 妇女 是男子

经济(封建经济以至初期资本主义经济)的附属品。男子虽已脱离

了农奴地位, 女子却依然是男子的农奴或半农奴。她们没有政治

* 本文是甘肃省教育厅高校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批文号 2000%007)成果。

∀ #毛泽东选集∃第 1卷,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第 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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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没有人身自由,她们的痛苦比一切人大!。∀ 可见,中国妇女

长期以来受到封建势力的压迫最深, 她们的地位最低下,生活最

苦。所以, 妇女解放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主

要任务之一。

关于妇女与社会进步,马克思指出: 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

(丑的也包括在内)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 & 抗日战争时期,

陕甘宁边区作为中共领导下模范的、民主的、进步的抗日根据地,

一个主要标志就是妇女得到了较大程度的解放,基本上实现了#陕

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所规定的目标。∋关于陕甘宁边区的妇女运

动,学术界已作了某些研究。( 本文则从边区的妇女工作、妇女的

放足、妇女的婚姻、妇女的教育、妇女的社会劳动、妇女的参政意识

和社会意识等几个方面对边区的乡村妇女进行研究。

一 边区的妇女工作

在土地革命时期,陕甘边和陕北两个根据地的妇女工作就有

了一定的发展, 苏维埃政府专门成立了妇女委员会,在县、乡、村也

建立了妇女组织,积极开展妇女运动。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加强

了对边区妇女运动的领导。1936年 9月 2日, 中央组织部颁布了

%76%

#抗日战争研究∃ 2004 年第 2 期

∀

&

∋

( 秦燕:#陕甘宁边区妇女参加社会生产的理论与实践∃主要探讨了妇女参加社会生

产与自身解放的关系(#人文杂志∃1992年第 3期) ;郝琦: #试论陕甘宁边区妇女在

抗战中的主要贡献∃主要对边区妇女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贡献作了论述(#延安大学
学报∃1995年第 3期)。

#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规定: 依据男女平等的原则,从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提

高妇女在社会上的地位,发挥妇女在经济上的积极性,保护女工、产妇、儿童, 坚持

自愿的一夫一妻婚姻制度。!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2卷,人民出版社 1974年版,第 571页。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 ,人民出版社 1982年版,第 177  178页。



#妇女代表会组织大纲∃, 指出,妇女代表会是广大妇女群众自己的

革命组织,凡女工、农妇、女学生、女职员及一切革命的妇女, 不论

她的社会阶层, 只要她是革命的,都可参加到妇女代表会里来。由

5  10个妇女选举一个代表组成乡级妇女代表会; 有 3 个以上代

表的村庄或邻近村庄选代表主任 1 人; 乡妇女代表会每月开会一

次。∀ 乡村妇女组织的健全, 为抗战时期边区妇女工作的开展和

发展奠定了基础。

抗日战争爆发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创了边区妇女工

作的新局面。1937年 9 月, 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作出了#关于

边区妇女群众组织的新决定∃,指出: 一方面要立即改造与扩大乡

妇女代表会组织,并充实他的工作,另一方面在乡以上新成立各界

妇女联合会,他是不分阶级,不分党派的妇女抗日统一战线组织。!

#决定∃指出,边区各界妇女联合会的主要任务是: (一)团结边区

各界妇女积极的参加一切抗战动员,在抗战的过程中, 它并负着推

动西北各地妇女和参加抗战工作的责任。(二)动员各界妇女参加

一切国防建设工作, 如经济的,文化的, 后防勤务等。(三)动员各

界妇女参加一切政治的、经济的、肃奸的斗争。在男女平等的口号

下,吸引广大妇女群众参加普选运动, 拥护政府的各种法令及设

施,保证土地革命中已得的一切利益。(四)领导妇女摧毁一切封

建束缚,反对打骂,反对虐待,反对买卖婚姻,反对童养媳, 提倡放

脚运动。(五)领导妇女积极参加识字运动和国防教育,组织妇女

识字班,唱歌班,动员青年妇女及儿童进学校。在友区中并须提出

男女同校, 添设女子学校等, 以提高妇女的文化水平与救亡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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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 ∀ 这一决定直接推动了边区各级妇女组织的建立和妇女运

动的发展。1937年 9 月, 边区妇女联合会筹备委员会成立, 在筹

委会的领导下, 在半年多的时间里,边区大部分县、分区都建立了

妇联组织,并按照民主原则推选了参加边区妇女代表大会的代表。

1938年的 三八!妇女节,对边区的妇女来说是一个不同寻常

的节日,这天,边区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 130 多名妇

女代表出席了大会。妇联筹委会副主任史秀云作了#边区妇女运
动的任务∃的报告,指出: 边区妇女运动的基本任务是:一方面是

妇女运动和整个民族救亡运动统一起来,成为整个民族运动的一

部分,配合各种救亡团体,坚决为保卫边区、西北、全中国而奋斗;

另一方面要发动边区妇女群众积极紧急的抗战动员工作, 使边区

的妇女运动成为全国的先进地区, 成为全国妇女运动的推动

机。! & 大会通过了#陕甘宁边区妇女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和#陕

甘宁边区各界妇女联合会章程∃,大会宣布陕甘宁边区各界妇女联
合会成立。陕甘宁边区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是边区妇女运动史上

的一次盛会,它标志着陕甘宁边区的妇女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历

史时期。在中央妇女委员会和边区政府的领导下,边区各级妇联

积极开展工作, 在许多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建立健全了各级妇女组织机构。在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后,

根据#陕甘宁边区各界妇女联合会简章∃的原则, 边区的各级妇女

组织得到了建立和健全。边区共建立了 5个分区办事处, 19个县

(市)妇联, 179 个区妇联, 1065 个乡妇女代表会, 会员约 27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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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各级妇女组织特别是农村基层妇女组织的建立, 使边区大

多数妇女团结在妇联周围,为妇女工作的开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除了妇女联合会外, 1937 年, 边区各县先后成立了妇女抗日

救国会,主要工作是组织妇女积极支援抗战。为了动员延安及边

区妇女积极投入争取民主自由的运动, 有组织地参加促成宪政运

动,由孟庆树、张琴秋、刘英、丁玲等 90余人发起, 1941年 1 月在

延安成立了 延安妇女界宪政促进会!。这些妇女组织的成立, 对

推动边区妇女运动的发展都起了良好作用。

边区是一块农村根据地, 所以, 妇女工作的重点在广大的农

村。1939年,中央妇委发出#关于目前妇女运动的方针和任务的

指示信∃,认为 目前抗战, 需要广大农村妇女有组织的帮助, 比任

何时候更为迫切。这样就给了动员农村妇女以必要的前提和有利

的时机,使中国妇女运动大踏步地深入到有最广大妇女群众的农

村去。!因此, #指示信∃明确指出: 妇女工作的范围,不能长期停留

在知识妇女方面;应该向广大劳动妇女    目前尤其是广大农村

妇女中去进行艰苦繁杂的教育工作,动员和组织工作。必须认清:

目前关于兵役问题生产问题及帮助军队和反对敌寇汉奸等问题的

有效解决, 离开广大农村妇女的动员和组织是不可能的。! & 根据

这一指示,边区把妇女工作的重点始终放在农村, 如建立和健全农

村妇女组织,宣传边区的妇女政策,组织农村妇女进行生产和支援

抗战,帮助农村妇女解决婚姻和家庭困难,组织冬学和妇女识字组

等等,使农村的妇女工作搞的有声有色。

抗战期间, 边区非常注重妇女干部的培养。随着妇女运动的

发展, 就需要大量的妇女干部从事这一工作, 因此,中共中央和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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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政府都非常重视对妇女干部的培养。1939年,中央妇委指出:

动员和组织知识界的妇女及学生,培养和训练她们成为妇运的干

部,使她们不仅成为在妇女知识分子中进行工作的主力,而且成为

到女工、农妇及家庭妇女中去工作的桥梁和先锋。! 有计划地、大

批地培养、提拔和爱护党和非党的妇女干部, 是解决一切困难的枢

纽。除了党的训练班应尽量吸收女党员外, 应办专门的女干部训

练班, 特别注意训练女工、农妇的党员。! ∀ 为了造就一批德才兼

备的优秀的妇女干部, 1939年 7月, 在延安成立了专门培养妇女

干部的高等学校 中国女子大学!,王明任校长。毛泽东在女大开

学典礼上指出: 女大的成立, 在政治上是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

它不仅是培养大批有理论武装的妇女干部,而且要培养大批做实

际工作的妇女运动干部, 准备到前线去,到农村、工厂中去, 组织二

万万二千五百万妇女来参加抗战。假如中国没有占半数的妇女的

觉醒,中国抗战是不会胜利的。! & 因此,女子大学 以养成具有革

命理论基础、革命工作方法、妇女运动专长和相当职业技能等抗战

建国知识的妇女干部为目的!。∋ 除了女子大学外, 抗日军政大

学、中央党校、延安大学等都承担着培养妇女干部的任务。这些学

校为边区和全国培养了大批素质良好的妇女干部,在推动边区和

全国妇女运动发展上起了重要作用。

开展农村妇女生活的调查是边区妇女工作的一项主要任务。

1941年 8月 1日, 中共中央做出了#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

根据这个决定, 中央妇委和西北局联合组成妇女生活调查团,深入

边区乡村,考察农村妇女的生活。同时各地方妇联也组织干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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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进行调查研究。调查的主要内容是农村妇女的生产状况、经济

状况及在婚姻家庭中的地位等。为了搞好调查研究,中央妇委委

员区梦觉在#解放日报∃( 9月 22日)上发表了#怎样在妇女运动中

展开调查研究工作∃的文章, 对开展调查工作具有很强的指导意

义。这次调查获得了关于边区农村妇女生活的大量的第一手真实

可靠的资料,有些具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通过调查研究, 总结出

了边区农村妇女生活和妇女工作的经验。∀

边区的妇女工作始终得到社会各界关怀和指导。中共中央多

次给各级党委发出指示要求重视妇女工作,这些指示是边区各级

政府开展妇女工作的指导方针。1941年, #中央为三八节工作给

各级党委的指示∃指出,必须把深入家庭保护妇女切实利益作为经

常工作的中心, 包括: 一、动员妇女参加生产工作(如家庭工业、手

工业、农业和畜牧业的各种生产) )); 二、关心妇女生活痛苦(如

反对缠足、早婚、虐待、买卖婚姻, 关心疾病、生育、婚丧等困难问

题) ; 三、注意保护母亲、儿童(注意使孕妇、产妇得到休息, 儿童得

到适当的保育等) ;四、提高妇女文化教育(教新文字,办识字班, 办

各级妇女学校) ;五、动员妇女参加各级政府工作(积极参加各级人

民代表机关的选举, 使妇女参加各级政府工作等)。! & 边区参议

会也深切关注着边区的妇女工作。1939年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

议会通过的 12项提案中,其中的一项是 提高妇女政治经济文化

地位!的提案,指出: 不发动占全国人口之半的妇女群众参加到抗

战中来,最后胜利是困难的,因之, 怎样从厨房、闺房中使妇女解放

出来,提高妇女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是一件重要的工作。!提出

%81%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乡村妇女

∀

&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 11)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6年版,第 604页。

陕甘宁边三省区妇联: #陕甘宁边区妇女运动大事记述∃ ( 内部资料 ) , 1987年 12

月,第 96  97页。



了解决问题的 7个方面: (一)鼓励妇女参政。各级参议会应有百

分之二十五的女参议,各机关应大量吸收妇女工作; (二)设立妇女

训练班,给妇女以文化、政治、救护、卫生、生产等知识, 并培养妇女

干部及专门人材; (三)建立妇孺保健设备, 教育妇女卫生知识;

(四)明令禁止妇女缠足, 贩卖妇女,抢婚等行为,保证一夫一妻制,

废除一切歧视妇女的制度: (五)酌增女生及女工作人员津贴,优待

产妇,解决妇女干部困难; (六)保育儿童,禁止打骂虐待,建设儿童

防疫医疗之设置,加强保育院工作,解决医药困难,开办保姆训练

班; (七)帮助抗属妇女开办纺织等工厂, 推动妇女参加生产。! ∀

在边区历届参议会上都有关于妇女问题的提案, 这些提案对推动

边区妇女工作的发展起了良好的作用。

二 边区的妇女放足

边区的反缠足运动开始于土地革命时期, 当时的苏维埃政府

设立了放足委员会, 专门负责根据地妇女的放足问题。当时陕北

的妇女流行着一首歌曲: 妇女仔细听, 放脚闹革命, 敌人来围剿,

小脚跑不动。! & 中央红军到边区后, 加大了反缠足运动的力度。

1937年,红军进驻庆阳后, 在县城召开了庆阳县有史以来的第一

次 三八!妇女节纪念大会,蔡畅在讲话中要求妇女们把缠足布放

开,动员家长不要再给女孩子缠足了。红军驻庆阳期间,蔡畅和红

军女战士动员妇女放足, 很多妇女都欢迎,主动的放了足!。在蔡

畅和进步学生的动员下, 庆阳女校的学生全部放了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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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区反缠足运动取得显著成效是在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 7

月,在边区召开的县、区长联席会议上, 根据周恩来、博古、刘少奇、

邓发、李富春、邓小平、杨松、柯庆施、黎平等 13人的提议, 通过了

关于禁止妇女缠足的决议案。∀根据这一决议, 边区民政厅制定了

#陕甘宁边区禁止妇女缠足条例∃( 1939年 8月 1日起实施)。#条

例∃规定: 凡边区妇女年龄在 18岁以下者,自本条例公布之日起,

一律禁止缠足。! 凡边区妇女已缠足者, 自本条例公布之日起, 须

一律解放。! 凡边区妇女,在放足运动中自动放足并能推动他人而

起模范作用者!,给予奖励。如果 18岁以下女孩继续缠足者, 一

经查出即科处其父母或其家长一年以下之有期徒刑!; 如果 40 岁

以下妇女不解放, 一经查出即科处其父母或其家长半年以下之有

期徒刑!。& 同时, 边区政府民政厅在颁布条例的训令中强调指

出: 妇女缠足, 障碍社会进步, 危及未来人种健康,实抗战建国中

最大障碍之一,理情显然。我边区各级政府, 革陋除弊应责无旁

贷,本厅现已将禁止缠足条例颁布,希各县区乡切实讨论, 切实动

员,厉行检查,广事劝导, 开群众大会及发动各种群众组织进行动

员,尤以各小学教员学生,进行说服劝导,发动小学生与儿童团与

缠足妇女进行斗争, 较为有效, 政府亦当以劝导为主,处罚作为消

极方面之督促, 务期在此 6个月内达到所有边区任何角落之妇女,

不再有缠足之罪行。! ∋ 同年,冬闲之际, 12月 3日,边区民政厅又

颁布训令,要求各县在冬闲时间,进行突击放足,训令指出: 1、各县

在 1940年 1月 30日以前,做出放足工作总结,将放足成绩与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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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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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民政厅; 2、放足标准, 18岁以下者完全放开, 18岁以上 40 岁

以下者以不缠裹脚布为最低要求; 3、对于造谣破坏者, 随时制裁,

对逾期未放者按#条例∃制裁,对放足工作努力或怠工的工作人员

报请奖惩。∀

根据法令边区开展了一次规模宏大的群众性的反缠足运动。

各县成立了以妇联等群众组织为主的放足突击委员会,并组织宣

传队、放足突击队,深入到各乡、各村、各户进行宣传鼓动和教给妇

女放足的方法。利用漫画、小型宣传品、歌曲、戏剧、板报等来鼓励

放足。各级干部、党员带头动员自己的亲属放足, 开展放足工作竞

赛活动。在放足运动中, 各级妇女干部做了许多实际工作, 妇女干

部在下乡检查放足工作时,她们教给妇女放足的方法, 教妇女剪圆

头鞋样。通过耐心细致的工作,许多妇女懂得了放足的意义,自动

放足,穿上平底鞋,一些父母也开始反对给女儿缠足。许多放了足

的妇女也加入到反缠足运动中来, 她们结合自己的亲身体会,宣传

放足的好处。

边区的反缠足运动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如关中分区新正县自

禁止缠足条例颁布到当年 10 月底全县 18岁以下的女子 80% 都

放了足。& 华池县 经过深入彻底检查, 结果除个别人迹罕至角落

群众落后,尚有未放足的存在着,又经突击严饬释放,立即实行外,

一般的完全放开!。∋ 通过不缠足运动, 那些放了足的妇女, 上山、

赶集都很方便, 使 越来越多的妇女都自愿放足, 逐渐形成了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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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气!。∀

关于边区放足的成效,笔者 2000年 8月先后在甘肃环县何坪

乡何坪村(属原陕甘宁边区陇东分区曲子县合道区)和环县天池乡

梁河村(属原陕甘宁边区陇东分区曲子县天子区)两个村子作过一

项调查,结果反映出这两个村子妇女放足的情况基本是这样的:

1940年以后出生的妇女 95%以上没有留下缠足的痕迹; 1930 年

至 1940年出生的妇女 90%以上有缠足的痕迹, 但已放足, 当地称

解放脚!。这个调查基本上能够反映边区当时放足的情况。

所以, 我们认为, 边区农村各地基本上按照#陕甘宁边区禁止

妇女缠足条例∃开展了放足工作, 加之大环境的影响 & , 而且缠足

对女子来说毕竟是件非常痛苦的事情, 因此, 边区的反缠足运动能

够很快深入广大青年妇女的心,使得这一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三 边区妇女的婚姻

抗战时期, 边区妇女在婚姻中取得了一定的自由, 婚姻生活得

到了改善。1939 年 4 月, 边区政府颁布了#陕甘宁边区婚姻条

例∃, #条例∃体现了婚姻自由的原则。规定: 男女婚姻照本人之自

由意志为原则!; 禁止包办强迫及买卖婚姻, 禁止童养媳及童养婚

(俗名站年汉) !。禁止早婚、重婚和纳妾, 结婚年龄,男子以满 20

岁,女子以满 18 岁为原则!; 有配偶者, 未经离婚, 不得重为结

婚!; 实行一夫一妻制,禁止纳妾!。实行婚姻登记的制度, 男女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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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自愿结婚或自愿离婚, 都要向当地乡政府登记, 发给结婚证或离

婚证。#条例∃还保障了妇女在子女和财产上与男子享有平等的权

利,规定,男女离婚前所生子女未满 5岁,由女方抚养。已满 5 岁

者,随父或随母须尊重子女意见,父母不得强迫;离婚后,女方未再

结婚, 无力维持生活时, 归女方抚养之子女生活费,由男方继续负

担,至满 16岁为止; 结婚前男女双方原有之财产及债务得各自处

理,结婚后男女双方共同经营, 所得财产及所负债务得共同处理

之;离婚后,女方未再结婚,因无职业财产或缺乏劳动力,不能维持

生活者,男方须给予帮助。∀ 这就从法律上保障了妇女在离婚后

有抚养子女和分割财产的权利。1944年修订时又增加了保护妇

女权益的内容: 女方在怀孕期间, 男方不得提出离婚, 具有离婚条

件者,亦须女方产后一年始能提出 (双方同意者不在此限)。! &

#条例∃保障了女子在婚姻中的自由和权利,对改变妇女在婚姻中

完全处于被奴役的被动地位起了一定的作用。

#婚姻条例∃的颁布对改变边区妇女的婚姻状况起了重要的作

用。由于边区各级政府和妇联对#婚姻条例∃的积极宣传, 一般乡

村妇女对婚姻法令有了相当的了解, 懂得了婚姻自由在她们现实

生活中的价值和意义。因而在婚姻问题上妇女反抗的事例也较

多,安塞县二区五乡苗店子村 13岁的李桂香, 她父亲请来媒人说

的卖她,但该女人不遵,反而将媒人拉到乡上要到乡政府去告!。∋

1943年马锡五公断封棒儿(封芝琴)婚姻上诉案在边区产生了较

大影响,而且流传至今, 并搬上舞台和荧幕, 在边区青年女子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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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自由方面具有典型性和象征性的意义。∀ 案件的大致经过

是:华池县温台区农民封彦贵为图钱财,将女儿封棒儿先后许给张

金财之子、张宪炽之子和朱寿昌为妻,并都索取 礼钱!。封棒儿因

与张伯儿自由恋爱, 拒绝了父亲的买卖婚姻。张金财伙同族人深

夜闯入封家把棒儿抢走, 给儿子完婚。封棒儿向陇东分区专员、边

区高等法院陇东分庭庭长马锡五上诉, 马锡五协同县政府召开群

众大会,公开审理封棒儿婚姻案,分别判处封彦贵与张金财劳役和

苦役, 当众宣布封棒儿和张伯儿婚姻有效。& 这一判决完全符合

边区婚姻条例的精神,也为正确处理婚姻案件树立了典范。这个

典型事例可以说明边区乡村青年男女的婚姻观念发生了较大的变

化。

在过去的婚姻中,女子是 嫁鸡随鸡,嫁狗随狗!, 在解除婚姻

关系时,只许丈夫 休妻!, 妻子则没有发言权。现在不同了, 女子

在婚姻中有了一定的主动权, 对男方不满意, 可以拒绝结婚; 对婚

姻不满意,可以提出离婚。在一项关于边区婚姻问题的调查中显

示, 1940年以后, 边区的离婚案件呈上升趋势, 1940年 77件, 1941

年 25件, 1942年 242件, 1943年 203 件, 1944年 173件, 1945 年

上半年 133件。在离婚案中, 95%以上是妇女提出的。绥德分区

1942年判离婚案 23件,全由女方提出; 1944 年, 离婚案 65件, 其

中62件由女方提出, 占 95 4%。∋ 尽管离婚的原因多种多样, 但

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边区妇女在婚姻问题上比过去自由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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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边区的婚姻问题∃ , 1945年 12月, #陕甘宁边区妇女运动文献资料 (续集)∃ , 第

367、376  377页。

#华池县志∃ ,甘肃人民出版社 1984年版,第 1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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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边区妇女的文化教育

抗日战争前,陕甘宁边区的教育是十分落后的。就小学教育

而言,全边区仅有 120所小学, 全延安农村中, 只有 7 所小学, 70

余名学生,另有 7 所天主教堂办的小学, 华池县连 1所小学都没

有。社会教育方面, 如识字组或民众学校, 完全没有建立起来。

这儿简直可(以)说是一块文化教育的荒漠!。∀ 曾任职陕甘宁边

区政府秘书长的李维汉说, 边区 知识分子缺乏, 文盲达 99% , 学

校教育,除城镇外,在分散的农村方圆几十里找不到一所学校, 穷

人子弟入学无门!。& 在这样的一个文盲占 99%的地区,教育又如

此的落后, 妇女没有接受文化教育的机会, 而参政议政、社会意识

和民族意识也就根本无从谈起。

针对这种现状, 边区开展妇女运动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发展

妇女教育,提高妇女文化水平。中央妇委指出: 要动员妇女抗战,

要达到妇女解放,必须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准、政治觉悟和培养她们

的工作能力。一方面向政府机关和民众团体建议,要求给妇女大

众建立免费教育的学校,同时, 用群众自己的力量和热忱, 尽可能

的建立识字班、夜校、小组、救亡室、话剧团等, 以便经常地进行广

泛地识字启蒙运动, 启发妇女的民族意识,民主意识和基本的政治

觉悟。! ∋ 因此,对妇女的文化教育成为边区教育一个主要内容。

边区在#关于群众的文化教育建设草案∃中指出: 在一定时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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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教育方针政策部分( 上)∃ ,教育科学出版社 1981年版,第

18  19页。



约若干年) , 普及最低限度(规定课程标准)的教育于 40 岁以下成

年及青年男女及 14岁以下 7岁以上的男女儿童。! ∀ 社会教育是

边区成人教育的主要方式, 妇女是接受社会教育的主要群体。边

区教育厅 1938年 6月印发的#社会教育概论∃明确指出: 社会教

育的对象应特别注意到妇女教育。! & 可见,妇女教育得到边区的

高度重视,使妇女取得了和男子同样受教育的权利。

边区积极动员和组织妇女参加各种社会教育组织, 接受文化

教育。为了扫除文盲,提高妇女的文化水平, 妇女识字是各级政府

的一项主要工作。在边区, 许多妇女在农闲时间或利用晚间就在

冬学、夜校、半日校和识字组里接受文化教育。据 1939年的不完

整统计, 边区有冬学 619 所, 学员 10317 人, 妇女 1470 人, 占

14 2%;夜校 581组,学员 7935人,妇女 418人, 占 5 3%; 半日校

186所, 学员 3026人, 妇女 2340人,占 77 3% ;识字组 5513组, 学

员 39650人,妇女 10053人,占 25 4%。∋

在动员妇女识字方面,边区的各分区、各县、各乡都有一些比

较典型的事例。关中岭底村的 一揽子民办学校!里, 娃娃、婆姨

(妻子)、女人、老汉、老婆婆全都上了学!。实行轮流上学的办法,

娃娃全日上课, 大人上夜学, 妇女上午学。! ( 陇东华池县城壕

村,制定了扫除文盲的计划,要求全村 10  50岁的男女,在二年半

之内至少能认、能写一千字,能看#群众报∃,能记帐。有 29人被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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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中岭底村的一揽子民办学校∃ ,#解放日报∃1944年 10月 15日。

云:#陕甘宁边区突飞猛进的女子教育∃1939年 12月 16日,#中国妇女∃第 1卷第 8

期。关于边区的妇女教育该资料统计不完整的有:夜校延安市与延长未统计在内;

半日校只统计了 8个县的数据,在统计的 8个县中,赤水、淳耀的男生未统计在内,

所以妇女学员的比例较高;识字组新正县未统计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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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社会教育部分(上)∃ ,教育科学出版社 1981年版,第 3页。



为扫盲对象,其中男子 10人, 妇女 9 人, 儿童 10人。∀ 米脂高家

沟的高怀山把本村的妇女组织起来成立了妇女识字组,规定每天

中午集中到学校认字。& 靖边县张家畔创办了妇女识字班, 起初,

妇女们学习情绪不高,很难动员!。后来, 为了不误生产和做饭,

就把识字班改为轮校,用多种形式教学, 并成立了教育委员会, 一

面教学,一面劝学。有个叫刘兰的女二流子说 宁愿坐禁闭也不识

字!, 教委主任就耐心对她解释说: 这是政府要把咱们往正路上引

呢! 识下字,记个帐,写个条条,也能帮你掌柜(丈夫)成个事。!就

这样苦口婆心地动员、劝说, 全镇 90%以上的青年妇女进入轮校

学习。∋ 绥德市推广刘佩珍识字班(绥德最先成立的识字班)的经

验,在全市形成了一个识字运动热潮,据 1944年 7月份统计,全市

有 51个妇女儿童识字组,参加的妇女儿童有 996人。( 为了让妇

女能够识字学文化, 许多地方还创办了家庭识字组,利用丈夫教妻

子,儿子教母亲的办法帮助妇女识字,这是边区妇女识字的一个主

要组织形式, 如志丹县的四、五两区就有家庭识字组 10 余个。∗

有些地方把女同学组织起来挨门串户地教妇女识字,还有一些妇

女同男人一样在当地的冬学或夜校里识字。就是这样一些形式多

样的识字组把妇女们组织起来, 学习文化。妇女识字组的教学都

是从实际出发, 先教会妇女认写自己的名字, 然后教一些日用杂

字,同时灌输一些抗日救国的道理。如刘佩珍识字班是一个典型

例子, 她教的字是大家日常所需要的, 最初教人名(自己和家人的

名字)地名(如边区、绥德、城里、疙洼等) , 稍后教杂字, 如丈、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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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十元、百元、东南西北、春夏秋冬、头眼脚手、衣袄鞋帽、葱、蒜、

辣子、油、盐、酱、醋等,以后又教短句或较长的名词, 如男耕地、女

纺线、共产党、八路军、毛主席、朱总司令等!。∀ 这些都是妇女实

用的字句,能够引起她们的学习兴趣。边区的识字组基本上都是

用这种方式来教妇女识字。

边区许多妇女对识字的意义认识明确,因而识字时非常努力。

绥德的薛保莲说: 男人(丈夫)来了信,还得找人看。我要好好认

字,学会给他写信。! & 抗战时期,边区的许多青年男子或上前线、

或在外赶脚,因此许多妇女怀着和薛保莲同样的心情, 对识字是很

认真的。 婆姨们把院里酱盆上的盖子都拿黑色刷出作练字用, 院

墙上、炕沿上、灶台上尽是画的字!。∋ 她们在桌上杆面时往面上

写,或用木炭在门上、墙上写, 随时、随地画!。( 正因为她们这样

努力,在识字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许多妇女能够会认写自己

的名字,有的会记帐, 有的会写信,有的能读懂报纸。据边区妇联

1939年初的统计,边区有 10%的妇女能识字 200个左右。∗ 特别

是妇女干部的文化层次有了较大的提高,边区区级女干部有半数

以上能识二三百个字,一般的也能识 50到 200个字。+

边区的妇女识字组不仅教妇女识字, 而且还教妇女唱抗日救

国的歌曲,讲抗日故事、妇女解放、简单的医学知识和看护常识等。

使妇女在识字的同时,民族意识和社会意识都得到了训练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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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边区妇女的社会劳动

妇女能不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解放, 一个主要的标志就是看

妇女是否有权利参加社会公共劳动。如果能够参加社会劳动, 就

能够实现经济上的独立,进而实现在人格上的独立, 反之, 在经济

上不能独立的妇女, 在人格上也无独立性可言。因此, 中共在探索

妇女解放的道路上非常重视妇女参加社会劳动, 把妇女参加社会

劳动在经济上获得独立视为妇女解放的关键和基础。∀ 因此, 在

抗战时期, 毛泽东在给中央妇委的信中指出: 妇女的伟大作用第

一在经济方面, 没有她们,生产就不能进行, 而边区妇女工作之少

成绩,我看主要在没有注意经济方面,提高妇女在经济生产上的作

用,这就能取得男子的同情的, 这是与男子利益不冲突的, 从这里

出发,引导到政治上, 文化上的活动, 男子们也就可以逐渐同意

了。! & 1943年,中共中央在#关于各抗日根据地目前妇女工作方

针的决定∃(即 四三决定!)又强调指出: 动员妇女参加生产是保

护妇女切身利益最中心的环节。! 广大妇女努力生产, 与壮丁上前

线同样是战斗的光荣的任务。而提高妇女的政治地位、文化水平、

改善生活, 以达到解放的道路, 亦须从经济丰裕与经济独立入手。

多生产,多积蓄,妇女及其家庭的生活都过的好, 这不仅对根据地

的经济建设起重大作用, 而且依此物质条件, 她们也就能逐渐挣脱

封建的压迫了, 这就是在整个群众工作中广大农村妇女的特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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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的中心所在, 也就是各抗日根据地妇女工作的新方向。! ∀ 正是

基于这种认识, 边区在动员妇女放足、识字、参政议政的同时,积极

动员妇女参加社会生产劳动, 使其能够获得经济上的独立。

抗战时期, 边区具有劳动能力的妇女普遍的参加了社会劳动。

在边区,由于大批青壮年男子或上抗日前线, 或被征调(如运盐、修

路等) ,妇女就成为边区农副业生产的重要力量。抗战初期, 边区

妇女就被组织起来参加劳动生产, 据延安等 6县的统计,有妇女学

习生产小组 14501 个, 参加的妇女 35594 人。1938年春季, 参加

开荒的妇女有 20600人, 开荒 7000垧(约合 21000亩)。全边区有

50%农村的妇女参加了农业生产。& 1942年边区在延安县柳林区

二乡做了调查, 根据调查显示, 100%的妇女做饭做针线; 50%的妇

女料理家务; 74%的妇女喂家禽和家畜; 89%的妇女参加地里的生

产、抚育瓜菜、玉米、摘豆角、割荞麦、抢田、收秋,个别还要砍柴担

水等; 11%直接参加农业生产, 如点籽、锄地、背庄稼等。∋ 从这项

调查可以看出, 抗战期间, 妇女的劳动已经从 烧锅煮饭,缝衣补

烂,养儿刨蛋!旧式生活中解放出来,除了正常的家务外,成为农牧

业生产的主要帮手。特别是边区掀起纺织运动的高潮后, 妇女成

为边区纺织业的有生力量, 1942年参加纺织的妇女 88500人, 纺

纱 785831斤,织布 14158匹; 1943年参加纺织的妇女 172495人,

纺纱 835894 斤, 织布 35451 匹; 1944 年参加纺织的妇女 213193

人,纺纱 1660203斤,织布 114497匹。( 边区当时大约有 25万妇

%93%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乡村妇女

∀
&

∋

( #陕甘宁边区的纺织业∃ , 1945年,#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
第 3编#工业交通∃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1年版,第 553页。

赵烽:#延安县柳林区二乡的妇女生产∃ ,#解放日报∃1943年 3月 8日。

邓颖超、孟庆树:#关于陕甘宁边区妇女运动情况的报告∃1938年 5月 18 日, #陕甘

宁边区妇女运动文献资料选编∃ ,第 29页。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 12)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6年版, 185  186页。



女劳动力 ∀ , 也就是说有 80%以上的有劳动能力的妇女参加了纺

织运动。随着家庭纺织业的发展, 妇女纺织成为家庭生活的主要

收入来源。如绥德的韩玉英, 全家经济收入中的 51 21%来自纺

织, 48 79%来自农业。& 在边区像韩玉英这样以妇女纺织为主要

收入的家庭为数不少。

在社会劳动中, 边区妇女表现出很高的热情和积极性, 涌现出

了许多英雄。如以马杏儿、郭凤英为代表的农业劳动英雄; 以黑玉

祥、刘桂英、张芝兰为代表的纺织英雄;以刘金英为代表的抗属劳

动英雄;以陈敏、柳辉明为代表的部队家属劳动英雄;以李凤莲为

代表的工业劳动英雄等, 边区选出的妇女 劳动英雄!有 300 多

名。∋ 这些英雄不仅是各条战线上的劳动能手, 而且是妇女参加

社会劳动的组织者。妇女参加社会劳动,不仅创造了社会财富, 而

且提高了妇女在家庭、社会和政治上的地位, 意义重大。正如朱德

所说: 发动广大妇女到生产运动中来, 就是加强边区广大妇女的

经济地位,就是提高她们的社会地位,也就是把妇女从重重的压迫

和剥削之下解放出来。! ( 这在边区完全体现出来了。

六 边区妇女的参政议政与社会意识

妇女参政议政是边区民主政治的一大特色。有无选举权和被

选举权是妇女能否参政议政的先决条件,抗日民主政权赋予了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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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妇女这一神圣的权利。1937年 5月,西北办事处通过的#陕甘

宁边区选举条例∃明确规定: 凡居住陕甘宁边区区域之人民,在选

举之日,年满 16岁的,无男女、宗教、民族、财产、文化的区别,都有

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 1939年边区第一届参议会通过的#陕甘宁

边区选举条例∃重申了妇女在选举上的权利。&这表明边区妇女在

政治上取得了和男子同样的权利。

边区妇女不仅有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而且有部分妇女能够

认真履行这一权利。在边区第一届参议会的选举中, 有许多小脚

妇女、老太婆,都觉得更非到会不可!,可见, 妇女参加选举有了一

定的积极性。在参议会的选举中, 妇女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见,如安

塞的妇女就提出参加生产、放足、减租、废除买卖婚姻等要求, 这

些差不多是每个妇女选民的呼声!。∋ 在广大妇女的推动下, 第一

届参议会通过了关于 提高妇女政治经济文化地位!的提案。

在第二届边区参议会的选举中, 参选的妇女更多, 积极性更

高。为了发动妇女积极参选, 边区妇联做出#关于动员边区妇女参

政的决定∃,要求各级妇联做好广泛的宣传教育工作,提高妇女参

政的兴趣,有计划的发动妇女参加普选;保证各地有威信的妇女当

选为参议员;发动妇女参加各级政府召开的乡民大会、村民大会,

以丰富妇女的政治知识; 对于不执行政府法令,不保护妇女利益的

行政工作人员, 应发动妇女勇于批评他们,甚至提起诉讼。( 边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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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举办了选举训练班,组织行政学院、女子大学、陕北公学的学生

及各县一科长(主管民政)集中培训三周后,分派到各县帮助培训

组织选举的干部,发动妇女参选。#解放日报∃发表了题为#动员边

区妇女参加选举运动∃的社论,指出: 为了提高妇女的政治认识和

觉悟程度起见, 为了使边区妇女很好地使用已获得的民主权利起

见,当此边区选举运动烽火正烈的时候,我们应该向广大妇女群众

进行不断的广泛的深入的宣传教育工作。使她们认清选举的政治

意义和妇女的关系, 更进一步的造成妇女参加选举运动的热潮。!

应该提出妇女候选人,并且在群众中进行广泛的深入的宣传鼓动

工作, 帮助那些女候选人作竞选运动,保证那些精明能干、在群众

中有威望、忠实于妇女切身利益的妇女们当选为参议员,并保证我

们党所提出三三制政权在妇女选举方面也能实现。! 我们号召全

边区的妇女,鼓起她们的勇气! 提高她们的信心, 热烈地参加选举

运动吧! ! 我们深深相信,经过这次的选举运动, 边区妇女将会重

新估计自己的力量, 边区妇女将走上一个更新的阶段。! ∀

由于做了深入细致的宣传组织工作, 第二届边区参议会的选

举中, 边区妇女参选的积极性比上届有了较大的提高,平均 30%

的妇女参加了选举, 有些县、区(如清涧、延安裴庄乡三选区)达到

90%。而且,许多妇女积极参加竞选,当选为各级参议员和各级领

导干部。据统计,在第二届参议会选举中,妇女被选为乡参议员的

2005人,县参议会议员的 167人,边区参议会议员的 17 人。在各

县乡的参议员中, 妇女都占有一定的比例, 如绥德县女参议员占

22% ,赤水县女参议员占 14% ,子长县妇女当选者占 20%。&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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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妇女还当选为各级政府委员和担任部门或地方行政领导, 成为

女乡长、女区长、女市长、女科长、女县长等, 她们虽然在边区妇女

中占极少数,但她们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发挥聪明才智,大显身

手,深得民心。如边区第一位女县长邵清华 1941年 7月被任命为

安塞县县长时年仅 25岁,由于她在安塞工作出色,老百姓有口皆

碑。#解放日报∃报道说: 该县县政府在她的主持下,一切均井井

有条, 成绩斐然,深受该县民众之欢迎。! ∀ 重庆的#新华日报∃也
说: 年青的女县长邵清华女士,到任之后, 处理了几个案件, 在市

镇向群众讲了一两次话, 不久就威声大振,在老百姓心目中成了真

正的民之父母官了。! &

妇女不仅能够参加选举活动, 而且在选民大会上敢于 议政!
的妇女不少,大胆地对政府工作提出批评和建议。如庆阳市第六

乡的选民大会妇女占半数多, 妇女提了许多意见, 包括反对买卖婚

姻、反对童养媳、反对男人打骂女人、反对公婆苛待媳妇、反对男人

吸烟赌博。∋ 志丹县的妇女在选民会上给县长提了许多意见: 县

长回家太多!; 县长和老百姓不接近,我看是脱离群众!;有个叫吕

迎祥的妇女说: 我也发表一下意见, 第一要批评县长和保安科秘

书一样,常和婆姨闹矛盾,婆姨汉不讲亲爱,我看这真麻达, 没有起

模范。还有第二是县长的婆姨和保安科秘书的婆姨,一天到晚酸

醋样骂架子,和老百姓婆姨发生无原则纠纷, 我看这也没起模范。

我建议我们妇女议员要提一条夫妻亲爱、妇女团结的提案才

好。! ( 镇原县三岔一乡四村在乡选会上,妇女代表批评政府对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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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妇女放足的事做得不够, 一些已放足的妇女反被顽固的婆婆歧

视。她们 建议政府要贯彻停止缠足的法令, 必须认真放足, 并定

期检查!。会后,三岔区一乡乡政府根据选民建议,由乡参议员定

期到各村检查放足情况。∀ 女选民所提的大多是与自身权利有关

的意见和建议, 从这些意见和建议来看,她们已经有了初步参政议

政的意识。

通过接受教育、参加社会劳动和参政议政,使边区妇女的整体

素质有了较大的提高,她们的有了清晰的社会意识和民族意识, 表

现在支援抗战上她们投入了极大的热情,以各种方式为抗日战争

的胜利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女自卫军成为保卫边区的一支重要力量。1941 年边区有自

卫军 22万余人,其中 12%就是妇女。& 女自卫军和男自卫军一样

参加军事训练, 学习步伐、射击、地形和战地救护, 许多妇女参加了

站岗放哨、锄奸、救护伤病员、运输物资和修筑公路等。为了鼓励

妇女参加抗战的积极性, 1939年 3月召开的边区各界妇女联合会

直属县妇联主任会议决议要求 加强妇女自卫军的军事政治教育,

创造妇女自卫军的模范班、排、连, 以建立健全边区妇女自卫军!,

制定了 女自卫军模范班、排、连条例!。∋ 同年, 在边区自卫军检

阅大会上,有 1000多名女自卫军接受了检阅, 参加了军事表演。

在女自卫军模范班、排、连的评选中, 直属县评出了 8个模范班、1

个模范连;关中分区评出了 319个模范班、4个模范连。(

边区妇女还组成看护队、缝衣队、洗衣队等, 为八路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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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至 1939年,边区有看护队 1663个, 8000 余人;缝衣队 825

个, 5796人; 洗衣队 824个, 4160 人。∀ 当抗日军队路过边区时,

这些组织起来的妇女就积极为部队寻找住房, 烧水做饭,缝补衣

服,看护伤员。抗战期间,边区妇女为八路军捐献和做鞋、袜子、手

套不计其数。这些都说明妇女的思想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她们虽然没有在抗日战场上冲锋陷阵, 但却是抗战取得胜利不可

缺少的力量源泉,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伟大贡献。

抗战时期, 陕甘宁边区乡村妇女的活动是多方面的,我们仅仅

对边区乡村妇女的放足、婚姻、教育、社会劳动、参政议政和社会意

识等做了粗浅的研究。通过对这几个方面, 我们认为由于中共和

边区政府实践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提出有关妇女解放的精

神,把妇女解放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来做,使边区的妇女生活发生

了巨大的变化, 缠足的陋习在边区彻底废除了,广大妇女的身心健

康得到了保护; 妇女的婚姻状况有了较大的改变; 妇女取得了接受

教育和参政议政的权利; 妇女由于积极参加社会劳动, 使其在家

庭、社会的地位得到了提高。由于妇女的在家庭、社会和政治上地

位的变化, 她们有了社会意识、民族意识和抗日的思想, 她们从受

封建束缚和围着锅台转的家庭妇女成为寻求自身解放、积极参政

议政的新时代的妇女。她们为中国的妇女树立了新的形象。

(作者黄正林, 1964 年生,河北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陕甘宁边区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责任编辑: 李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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