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北抗日根据地妇女运动与婚外性关系

张志永

内容提要 20世纪三四十年代, 华北农村妇女中普遍存在着婚外性关系现象, 形成了一个迥

异于一般农村妇女的婚外性关系群体,她们在一定程度上叛离了 三从四德  等传统规范,具有勇

敢、能干等群体特点, 易于参加中共革命运动, 尤其在妇女运动初期发挥了先锋和带头作用。然而,

婚外性关系毕竟是社会病态和革命对象之一, 故在妇女运动普遍开展起来后,这个特殊妇女群体迅

速分化,大部分成为革命者,其余则被革命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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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人们在论述中共领导农村妇女运动时,惯于使用阶级分析方法甚至男权主义话语系

统,把农村妇女视作一个受 政权、族权、神权、夫权 束缚而亟待被解放的同质化整体,很少关注妇

女内部亚群体间的差异性;再加上受根深蒂固传统贞节观的影响, 有意无意地把农村婚外性关系群

体等同于妓女的身份歧视,导致学术界把复杂多样的妇女运动简化成为清晰的群体刻板印象,制造

了一种单线条、概念化的整体历史, 对婚外性关系群体与革命运动关系问题的研究更是付诸阙

如。! 因此,本文依据档案、报刊等文献资料,从妇女整体中析出具有婚外性关系的亚群体, 探讨她

们与中共妇女运动耦合与背离的过程,努力还原妇女运动的历史本相, 以便更好地认识中共妇女运

动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一 妇女婚外性关系群体特点

对女性而言,婚外性关系指不是由于正式婚姻关系而实际发生的性行为,其主体包括公开的妓

女和半公开的、秘密私娼以及其他非婚性行为者。不过,本文所说的华北农村婚外性关系群体范围

要狭小一些,具体指华北农村妇女中半公开的、秘密私娼和其他非婚性行为, 这些妇女在乡间语言

中通常被称为 破鞋 , 所谓 ∀破鞋 # , 是一个屈辱的称号。是∃∃指一种半公开的或秘密的带着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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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相关著作有马起: &中国革命与婚姻家庭 ∋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59年版 )、孙国群: &旧上海娼妓秘史 ∋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8年版 )、杨洁曾、贺宛男: &上海娼妓改造史话∋ (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上海分店 1988年版 )、罗苏文: &妇女与近代

中国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6年版 )、&中国妇女运动史 (新民主主义时期 ) ∋ (春秋出版社 1989年版 )等,以及一些研究妇女运

动的论文和回忆录。这些论著几乎都把妇女看成无差别的统一整体,描写成一呼而应的革命积极参加者;而把娼妓看成社会

的丑恶现象大加挞伐,均不能注意到妇女内部各群体间的差异及其在革命中的不同作用。参阅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 &新中

国 50年妇女研究综述 ∋ (载&半个世纪的妇女发展 ( ( ( 中国妇女五十年理论研讨会论文集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1年版 )。另

外,本文探讨婚外性关系群体问题的目的只是说明她们也是妇女运动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与中共革命存在着复杂联系,这

并不是埋没其他妇女干部的功劳,更不代表全部妇女运动。



娼性质的女子而言 。!

尽管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注重女性的贞节观,但那往往局限于士大夫阶层或中、上层社会,在落

后的华北农村庞大的下层妇女中性关系远非儒家理想中那样纯洁。囿于长期贫困生活和歧视女性

陋习的影响,农村中溺女婴非常普遍,造成了男多女少性别比例严重失调,这些又使传统婚姻制度

发生了畸变,出现了诸如 拉帮套 等变相的一妻多夫的现象, 即 子女多, 家庭贫困的男子, 因一人

无力扶养全家,即物色一位劳动能力较强的、家境贫困无力娶妻的独身男子到家中居住, 允许他与

自己的妻子发生性关系,该独身男子也无偿地在这个家庭从事生产劳动,以缓解其贫困状况  。这
位帮助他人养家的男子俗称为 拉帮套 。) 一些家庭还进而逸出传统婚姻制度规范, 丈夫无力养

活妻子,有些穷苦家庭的妇女在生活的鞭笞下,为着求得自己和家中人的一饱, 就不得不含垢忍辱

的走上 ∀卖身 #的道路了 ; 或者在丈夫的同意下半公开的轧上姘头,目的是为着获取少量的物质

报酬 。∗ 并且,婚外性关系也演变成了阶级压迫和剥削的一种形式, 贫穷的农民们∃∃在不能如

期按数缴纳田租时,他们的老婆和女儿, 就不得不把自己的肉体让地主、土皇帝、∀老人 #任意淫乐
了  。+ 尤其是晚清以来,华北地区战乱频仍,这更加剧了华北农村的贫困和破产, 谋生的现实压倒

了道德的戒律,造成不少乱世姻缘;而抗战爆发后, 日军为了麻醉华北民众, 使人们甘心当亡国奴,

有计划的以淫乱恶风, 来向我们进攻, 企图以此来腐化我们的同胞, 破坏我们的抗日民主秩序。

在敌寇无耻的兽行及淫乱 (如强迫男女乱交,到处设立妓馆, 散发春宫淫书 )之下, 我们部分的落后

干部及群众受了这种淫乱恶风的侵袭,致使男女关系发生某些紊乱现象  。,

婚外性关系的频发也与传统婚姻制度的缺陷有密切关系。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排斥了婚姻

当事人自由权利,早婚、买卖婚姻更易于造成怨偶。 一般说,不论平原 (山 )地,不分穷富∃∃普通

七八岁是订婚年龄,可是贫富间早婚的情形还是不同。穷人多男大而无钱娶妻, 穷家小女多因无力

养活而被出卖。于是穷人结亲时,多男瞒大 (怕无人要 )女瞒小 (为多卖钱 )形成 (十三四岁小姑娘

配三四十岁的大男人 )老夫少妻  。由于双方年龄差距大,男方青壮时女方尚小, 待女方青壮时男

方已老,双方在感情、生理需求等方面存在着较大的时间差,形成 两头怨  , 为各找 相好  (即姘

头 )提供了可能性。 富人为急于当公婆、抱孙儿, 给儿子多在十四五岁娶妻。对女儿怕年幼出嫁

受气受累,多养至十八九岁才出嫁,于是形成妻大夫小, 公媳私通现象  。− 另外, 传统婚姻制度还

有一些非人道的规定,如盲目要求寡妇守节,限制改嫁, 但寡妇因生活困难或生理需要等原因,常常

红杏出墙, 相好  帮寡妇家干些力气活,寡妇则给 相好  做些针线活, 这种性对象比较固定,属于

互助性质。

下面,本文以冀中平原马江村、冀鲁豫边区内黄县李七吉村、冀南平原 交通要道 西大洋村、

冀西山区阜平陈庄以及某山村 5个村庄为例,具体说明妇女婚外性关系情况。可以发现, 尽管这 5

个村庄分布地点不同,但均有婚外性关系现象;在较富裕平原地区婚外性关系比较少, 户比例一般

不到 10% ;而在交通要道和贫穷山区婚外性关系比较多, 如西大洋和某山村均在 15%以上。具体

到女性群体而言,如果再减除其中无性能力的儿童和老年,那么青、壮年妇女中有婚外性关系的比

例更高了。这表明当时华北地区无论平原还是山地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性乱现象,其规律大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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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平原地区较少,而在交通要道和贫困山区比较严重,甚至在个别地方形成不良风俗。如冀西平

山县温塘村 妇女向来淫荡  , 全村 100户, 450口人∃∃暗娼较多, 邻村有 ∀到了温塘沿门进 #、
∀温塘只有一家半好人 # ,一家是关帝庙,半家是戏台 (有时有人家上边打游击 )的流言,因此形成了

邻村不与温塘交亲的现象  。! (详见表 1)

表 1 马江、李七吉、西大洋、陈庄、某山村等村庄婚外性关系情况统计表 )

地点 马江 李七吉 西大洋 陈庄 某山村

户数 335 133 437 800 100多户

人数 1350 815 1510 4400

女人数 392 714

婚外性关系者 9 9 70多人 40人左右 30多人

户比例 2. 7% 6. 8% 16% 5% 30%

注:为统计方便,在计算时本表数字为概数者一律取为 10的倍数。

由此可见,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华北农村妇女中婚外性关系者占有较大的比例, 形成了一个

特殊的妇女亚群体;与其他妇女相比,她们具有鲜明的群体特点。

首先,从其婚姻状况上看, 一般通奸者,以一方独身,他方有配偶者的情形较多  。∗ 确切地

说,男方多为 光棍汉  , 女方多为已婚妇女, 其中寡妇比较多。如获鹿县寡妇基本上都 找相好

的  ,其原因是 童养媳比较普遍,十二三上当媳妇到处皆是,一旦丈夫死了或改嫁的 (或 )打 (搭 )

伙计, 否则无法度日。据五区统计, 这类妇女在贫雇农中约占 80% ∃∃妇女受封建的蹂躏侮辱的

痛苦特深,而淫风较盛  。+ 至于姑娘很少见,偶尔有之,社会舆论谴责甚严,往往影响其以后嫁娶。

其次,她们一般是劳动妇女或家庭妇女, 生活状况的窘迫迫使她们不得不逾越传统 道德 的
界限。 ∀破鞋 # ∃∃最主要的不外是小城镇和农村中的贫家女子, 她们虽然一方面操着 ∀破鞋 #生

活,但另一方面她们所赚来之钱,最主要的还是用以维生,养子女奉姑翁,还债交租,帮助丈夫生活。

她们没有挥霍奢侈的条件,她们的生活和一般农村妇女一样,是克苦、勤俭、质朴和贫穷的 。她们

还往往是家庭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员, 日常在家中是一样的劳作, 春秋时一样地到田中去, 播种

收割, 侍奉公婆, 抚养子女;一样的是丈夫的一个妻子, 尽着妻子应有的义务, 做着一切女人所要做

的事, 她们经常是一个农村或小城镇家庭中的最有力的支持者,她们也是这一个家庭组合中最有力

的细胞,她们没有脱离劳动,是劳动阵线中的一个  。她们与好逸恶劳、贪图享受的职业妓女有很
大差别,在婚外性行为的背后潜藏着迫不得已的理由 ( ( ( 养家糊口乃至尽孝道, 这也使她们在较大

程度上赢得了人们的理解乃至同情, 在一般农民的观念中, 认为只要不公开来往, 这是合理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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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 4月联合考察团考察材料 (政权% 政策 )三专区考察记 ∋,河北省档案馆藏,案卷号: 579( 1( 2( 1。

该表根据河北省档案馆藏下列档案编制而成: &内黄李七吉村的调查 ∋, &研究资料 ∋第 2期, 1943年 1月 15日,冀鲁豫区党委

研究室印;冀南三专署: &西大洋土地复查典型材料 ∋, 1947年 9月 20日,案卷号: 35( 1( 9( 1;华北中央局材料&马江村一般

概况 ∋, 1947年 4月,案卷号: 585( 1( 4( 5; &1940年 4月联合考察团考察材料 (政权% 政策 )三专区考察记 ∋,案卷号: 579(

1( 2( 1; &1940年 4月联合考察团考察材料 ∋ (工农 ) ,案卷号: 579( 1( 2( 2; &对于区村妇代会的几点意见 ∋, 1949年,案卷

号: 899( 1( 1。下文所引 5个村庄资料均来自这些档案,不再一一注明。

郑佳: &婚姻条例执行中的几个问题 ∋, &边政往来 ∋1942年第 2期,第 10页。

&获鹿县土改初步总结 ∋, 1948年 4月 12日,河北省档案馆藏,案卷号: 520( 1( 593( 3。



若事情被公开揭发,则多责备女方 , 男人并不会受到多大影响。!

第三,泼辣大胆, 具有较多社会经验和 才能 。在长期封建意识影响下, 华北妇女大多处于一

种无知无识、听天由命的愚昧状态, 无形中受佛教及儒家学说影响实深矣。极信因果轮回及听天

由命之说,无论境遇如何痛苦, 悉委之于命,卒能安然忍受,而无丝毫反抗思想, 亦属妇女界之美德

也。至有患难、疾病, 每多焚香忏祷,或求神问卜,而对巫婆尤为信仰 。) 而婚外性关系群体饱受

封建剥削压迫,为谋生计,她们早已自发地背叛了 三从四德  、男主外女主内  等传统道德规范,

经历了社会生活实践的锻炼,许多人 (特别是寡妇 )实际上担任了一家之主的角色, 具有 能吃苦,

大方, 肯干等  优点。 她们对于贫困和现社会求生的艰苦, 都有着比较丰富的经验。她们与外界

接触比较多,因此,事情了解得也比较多, 她们与所谓 ∀大家女子 #在生活态度上是完全不相同的,

她们有着比较容易觉悟的条件  。∗

综上所述,妇女婚外性关系群体是阶级、社会、经济等压迫下的产物之一,有自己的生存空间,

特殊的生活经历使她们形成了叛逆性和破坏性的双重群体性格。一方面, 朝不保夕的半饥饿的

生活地位 使她们 对现状很少留恋, 甚至不满意于现状,因而蕴藏着颇大的革命性, 易被革命牵入

运动中,并且成为积极的一部分  ;另一方面, 她们毕竟依靠不正当的职业与方法取得部分生活资

料,这使她们不可避免地具有投机取巧和自私自利的缺点, 缺乏具体的建设性与坚定性,表现 ∀破
坏有余而建设不足 # , 表现 ∀有奶便是娘 #的性格 。+ 前者使她们在一定程度上易于和中共领导的

反帝反封建革命发生耦合,成为双方合作的基础;后者则意味着她们必须接受革命的改造,否则就

要被革命运动淘汰出去。

二 妇女运动与婚外性关系群体的耦合

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中共中央决定妇女工作的基本任务是, 动员妇女力量参加抗战, 争取

抗战胜利 ; 规定: 经过统一战线的活动与组织,团结各阶层广大妇女群众在党的周围,并特别注

意发动与组织劳动妇女,为我党妇女工作的路线。 ,据此,华北各根据地相继成立了具有统一战线

性质的妇女抗日救国会 (简称 妇救会 )或各界妇女抗日联合会 (简称 妇联会 )。并且,抗战初

期,华北地区 形势的发展对开展游击战争却十分有利。因为日军正集中力量长驱直进, 后方相当

空虚 。− 故华北党组织就利用这个有利时机, 大刀阔斧地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 迅速打开抗日局

面。其中,妇女运动开始了数量扩张阶段,重点是建立组织机构和大量吸收会员,竭尽全力地把广

大农村妇女组织到民族革命战争中来。

在妇女动员工作中, 华北聚集了很多作为开展妇女工作桥梁的先进知识分子的妇女干部, 和

不畏艰苦英勇牺牲的女共产党员。这些先进知识分子的妇女,有些是从平津各学校退出后留在华

北工作的;有些是从后方抱着决心过黄河到前线参加抗战工作的  。. 她们深入农村, 满腔热情地

宣传、动员和组织妇女。由于华北农村妇女饱受 男主外女主内  等传统思想意识的熏陶,早已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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惯于忍受痛苦,养成了不关心家庭以外事务的习惯,对未来变化没有期待,麻木、顺从而不敢反抗,

这益发凸现出抗日救国民族大业与农村妇女心理和实际生活距离的遥远,所以初期动员工作极不

顺利。晋察冀北岳区党委感叹道: 农村妇女差不多全是文盲,又因生活范围狭小, 所经管的事情

仅是日常琐事,加上传统的压迫,使妇女见识少,眼光小心量窄, 胆量小, 琐碎保守, 落后, 只看到眼

前利益,依赖性大,驯服,斗争性差,在开始动员时很不容易启发。 !一名当时的妇救会干部后来回

忆道: 当时的妇女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 开会就更不用说了, 很困难。我们走到哪个村里, 妇女

就偷着从门缝里看着我们,不开门,也不出来, 说女八路来了,你出来以后就要把你带走了。 )中共

中央青委也承认: 那些村中作风好的, 稳稳当当的娘们,却尽是些大门不出, 二门不迈的,整天关

在家中,见不得人,说不了话,更缺乏能力办事。 ∗即便好不容易动员出来的妇女, 她们自己对革

命无明确的认识,出来工作受不了苦。对不正确的婚姻关系也还未懂得透彻 。+ 因此,最初华北

各根据地妇女运动普遍开展得比较缓慢, 妇女工作都是形式,能工作者太少!  ,不过,与一般穷苦

妇女不易动员恰好相反,婚外性关系群体泼辣、大胆的性格和内在的叛逆性易于与革命的需求发生

耦合, 村中非常风流的妇女,社会人士所认为名誉不好的∀破鞋 # , 她们在村中敢于说话,也容易接

受新思想 。− 她们大多怀着改善自己的生活、提升社会地位的希望和幻想积极响应革命,但是,她

们的热情最初几乎无一例外地遭到思想保守人们的怀疑和反对,许多妇女干部 清高  、孤傲而不
善于抓住每个人的特点与特长去组织她们∃∃有许多人讨厌出风头的人 ,导致妇女运动中的 关

门主义的倾向 , .形成了依赖良家妇女革命却不易发动, 破鞋 群体倾向革命却不积极动员的尴
尬局面。

鉴于华北农村妇女婚外性关系的普遍性, 尤其在 破鞋 问题异常严重而又为数很多的地方,

如果仅仅因为 道德 的缘故,就把她们排除在妇女运动之外,那不仅是违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的原则,而且事实上也是非常难能做到的。为了尽快地打破妇女运动的僵局, 中央妇委委婉地指

出: 今天,摆在我们妇女工作者面前的任务就在于动员各阶层的妇女参加抗战建国的事业, 组织

和教育她们,为民族的和妇女本身逐步的解放而斗争,所以, 对于一切不幸沦为∀破鞋 #的女子, 我

们的态度应当是寄以最大的同情和积极的援助。 /意指不应把 破鞋  群体排除在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之外。同时,有人还明确提出: 我们主张破鞋也同样应参加妇女救亡的一切组织, 而谋自己的

解放。对于排斥相当数量的破鞋妇女群众于救亡工作的大门之外, ( ( ( 即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的观

点上, 将曾以封建剥削、压迫所造成的破鞋,而又假道德之美名,不许或反对她们参加到妇女解放的

这一伟大艰巨的事业中的论调即观点,我们认为是完全不正确而且要加以反对的。 0在这方面晋

西北堪称组织妇女统一战线的典范, 该地区人民生活普遍贫困, 思想保守, 当妇救会组织的初期,

所谓好人家的女子在封建宗法传统束缚之下, 是不肯出来的, 偶尔有一二人走出门外, 便也因为素

%81%

华北抗日根据地妇女运动与婚外性关系

!

)

∗

+

,

−

.

/

0

北岳区党委: &妇女工作总结 ∋ ( 1943年 ) ,河北省档案馆藏,案卷号: 69( 1( 28( 1。

李小江主编: &让女人自己说话% 亲历战争 ∋,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 2003年版,第 248页。

中共中央青委: &略谈青年妇女∋ ( 1943年 ) ,河北省档案馆藏,案卷号: 572( 1( 175( 2。

明秋: &华北婚姻制度及解决华北农村婚姻问题应持之态度 ∋, &中国妇女 ∋1940年第 7期,第 12页。

&杨尚昆关于晋西南党的工作及山西一般情况向刘少奇的报告 ∋ ( 1938年 6月 3日 ) , &中共中央北方局 ∋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

编: &中共中央北方局 ∋ (抗日战争卷上册 )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9年版,第 113页。

浦安修: &五年来华北抗日民主根据地妇女运动的初步总结 ∋, &河北妇女运动史资料选辑 ∋ (第 2辑 ) , 1983年版,内部资料,第

54页。

邓颖超: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妇女运动 ∋,河北省妇女联合会编印&河北妇女运动史资料选辑 ∋ (第 2辑 ) ,第 21页。

刘英: &关于 破鞋 问题 ∋, &中国妇女∋ 1939年第 2期,第 6页。

亚苏: &再论 破鞋 问题 ∋, &中国妇女∋ 1939年第 5、6合期,第 16页。



日的娇生惯养,对于工作中的辛苦是往往表示不能忍耐,有的∃∃中途便就畏缩回去了 。! 后来,

该地区党组织发现 破鞋 具有了相当高度的民族意识, 抗日热情,工作的情绪  , 除生活作风外,

她们又绝无不同于任何一个国民的地方  ,甚至更 具有才能、热情和积极性  , 于是, 他们就大胆

地吸纳婚外性关系者, 有不少  破鞋  参加进来,成为妇女运动甚至抗日救亡运动中的活跃分子

或发起者,有的还被选举为妇救会的负责人,有效地开辟了晋西北地区的妇女运动。中央妇委对此

大加褒扬,认为晋西北地区的 这些分析和办法∃∃我们觉得或者它亦可同时用于一般地区的 。)

在中央妇委的明确支持下,华北各根据地很快地转变工作方法,注意因地制宜,充分发挥婚外

性关系群体的积极性,迅速地打破了停滞不前的僵局,使妇女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冀南地区

第三专署西大洋村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案例 (详见表 2)。

表 2 1938( 1939年 1月西大洋村发展党员情况∗

姓名 性别 年龄 成分 文化 职别 入党时间 备考

于水梅 女 45 贫 文盲 支书 1938年
区妇救会介绍, 公开当妇救会主任,

后因破鞋撤职

杨盛金 女 39 贫 文盲 38年 5月 是大 破鞋 

卜素梅 女 39 贫 文盲 组织 38年 5月 男女关系不清, 因生活困难出外

宅住儿 女 34 贫 文盲 38年 6月 是破鞋, 现嫁到下素村

李秀琴 女 39 贫 文盲 38年 6月 特等大破鞋暴露后开除

石改岭 女 30 中 文盲 38年 6月 是破鞋三次入党二次开除

胡秋雨 女 30 中 文盲 38年 6月 是破鞋, 现嫁到贯城

济环妻 女 40 贫 文盲 38年 6月 撤职于水梅后任支书

于松梅 女 40 贫 文盲 宣传 38年 6月 退敌人时被烧死

郑助缺 女 30 中 文盲 39年 1月 是破鞋, 被开除

胡素联 女 31 中 粗学 39年 1月 在区妇会工作过

胡岭儿 女 30 中 文盲 39年 1月 在区妇就会工作过

西大洋村地处冀南平原的东西南北交通的联络点, 小商贩和行人往来频繁, 破鞋  也很多。

1938年初区妇会干部到西大洋村建立党组织,至 1939年 1月共发展了 12名清一色的妇女党员,成

立了村党支部。从表 2中可见, 这些党员阶级成分都很好,除 5人是中农外, 其余都是贫农。不过,

由于 领导上重视的不够, 没有详细考察与分析环境∃∃只看到一时的工作积极, 敢说敢干  ,而降

低了发展党员标准, 1938年春建党,于水梅最先入党,接着杨生金、卜素梅、宅住儿、李秀琴、胡秋

雨、石改岭、李济环妻、于松梅先后入党, 38年 6月正式建立支部。郑助缺、胡岭儿、胡素联在 1939

年 1月入党  。这些党员 除济环妻不是∀破鞋 #外, 其余都是 ∀破鞋 #  ,并且还担任了村妇救会主
任等领导职务。这充分说明在大多数群众畏首畏尾、难以发动起来之时,具有强烈叛逆性格的婚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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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关系者反而脱颖而出,其勇敢、大胆甚而超越了男性农民,再加上她们往往具有较强的社会活动

能力, 故在西大洋村抗日动员中发挥了极为关键的先锋带头作用,迅速打开了抗日斗争的局面, 甚

至在同敌人斗争中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揆诸事实,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各阶级、各阶层乃至各群体都被卷入抗日洪流中来,

婚外性关系群体的叛逆性较易与中共革命运动发生耦合;并且在抗战初期时间紧迫、时局动荡和妇

女干部极度缺乏等条件下,华北党组织不可能好整以暇地动员 良家妇女 开展妇女运动,他们面

对广大群众难以迅速发动的困境,不得不顺势而为,借助妇女婚外性关系群体的力量, 充分地利用

了其大胆、能干等优点,在传统道德准则之外构筑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很短的时期内有效地发

动了华北妇女参加抗战,对打破妇女运动的僵局和推动抗日斗争的深入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不过, 我们迁就他是有限度的,最低限度是民族立场,只要你不是死心汉奸都好说 。!

三 革命运动对婚外性关系群体的改造

在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创建初期, 婚外性关系群体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各根据地的政治、经济、

文化等项建设运动,她们对妇女运动的开展甚至根据地的建立发挥了先锋作用,但是, 她们的个人

利益毕竟与革命理想相异,随着各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这个群体的勇敢者角色逐渐不适应革

命运动的需要,相反, 其固有的破坏性逐渐暴露出来,越来越对革命运动起到了阻碍和破坏的作用。

究其原因,婚外性关系群体大多是贫穷农妇,既没有显赫的家庭背景,也没有受过多少教育,几

乎全靠圆滑的社会经验来艰难地谋生存; 她们参加革命的动因不是因为对革命理想、信念有多深的

理解, 而是出于对旧生活模式的不满而渴望借机改变自己的地位, 也就是其叛逆性与革命运动的自

发结合。 许多被提拔出来的劳动妇女的 ∀质 #上是相当差的,她们还都存在着个人出来的不同动

机,有的出来本来就是为了风流,她们在家感到不自由, 羡慕在外边可以东跑西走的女同志,可以见

到更多的男人,可以没人管,可以享受,有的单纯为了解决个人的问题而出来参加妇救会, 至于妇救

会究竟是干啥的则一问三不知  。其中一些人在参加革命初期也不能正确地理解 婚姻自由  的精

神, 就都没有约束的胡搞乱搞起来, 自由浪漫∃∃如有的劳动干部与县长特务员好, 有的与村中

老百姓乱搞,有的行军半路上解决性欲问题 。) 她们把 许多不应有的浪漫行为, 认为是非常 ∀解

放 #的表现 , 使男女关系不严肃陷于混乱  。∗ 同时,她们内在的 投机取巧  、缺乏具体的建设

性与坚定性  的群体性格也使其中一些人对抗日斗争动摇、妥协, 甚至投敌叛党, 如西大洋村石改

岭曾 向敌报密 3次 。由此看来,她们中的一些人的思想意识仍然局限于对束缚女性的传统道德

规范的自发反抗,甚或是纯粹谋取个人的私欲,并不具备一个党员干部甚至革命群众起码的政治觉

悟。

并且,尽管性关系属于私人生活领域,但婚外性关系者毕竟冲破了当时人们的道德底线,在重

视伦理道德的乡土社会被视为 丢人现眼  的事情,人们表面上可以装聋作哑, 其实内心中还是瞧

不起她们的。如西大洋村 发展了一搬妇女党员, 除李济环妻外其余都是破鞋, 在群众中没有威

信,自高自大,脱离群众工作不起作用,对党影响不好  。当她们走出家门参加社会活动、甚至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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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而号令群众时,这不仅突破了 男主外,女主内 传统社会分工, 还公然侵蚀向来由男人主导的

社会公权力,往往激起人们的反感和种种流言蜚语。晋东北定襄县妇救会 受尽了顽固分子及老

娘们的嘲笑: ∀妇救会是破鞋会,是女游击,里边全是癞 (坏 )女人 #。 !平西地区 曾经有一部分怕

妇女们走的太快的人,偷偷地把一些不伦不类的字条贴在墙上。 ∀妇救会是破鞋的集团 #。 ∀妇救

会是共产党的工具 #。在妇女的会议上, 窗子外面突然投进来大块的石头  。) 敌对分子乘机利用

人们的落后思想,破坏妇救会的抗日支前工作,如 1938年八路军在灵丘县抗日时, 无论到了哪个

村,县妇救会都准备好开水、稀粥汤、鸡蛋等吃的。反动保卫团的坏蛋出来搞破坏,说妇女慰问八路

军小伙子是破鞋  。∗ 这些谣言混淆了道德与抗日大义的界限,极易引起思想保守群众的共鸣, 阻

碍和破坏了抗日救亡工作的顺利开展。

1938年 10月,抗日战争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 华北敌后环境逐渐恶劣起来。为了坚持长期抗

战, 1939年冬至 1940年春, 华北各根据地陆续进入整顿巩固时期。这时, 各根据地妇女组织已经

普遍建立起来,巩固整顿妇女组织也显得愈益迫切。中央妇委也指出,各边区妇救会 (妇联会 )的

中心工作是 巩固  , 首先要整理和巩固现有的妇女救亡的组织,加强各级的领导机关, 尽可能应

用民主的办法,改造不健全和不称职的领导机关,创造出真正为群众信任的女同志来担任妇女的领

导工作  。+ 此后, 华北抗日根据地妇女运动数量扩张阶段遂告结束,进入质量提高阶段,各根据地

党委都迅速加强了对妇女运动的领导,把妇女工作重心转变为整顿妇女组织和支援抗战,其中, 教

育、改造婚外性关系群体是巩固妇女组织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婚外性关系是一种社会的病态, 理应迅速革除,但婚外性关系者几乎无一例外地出身贫苦农

民,属于农村中的 半无产阶级  ,既是中国共产党的 最接近的朋友  ,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

受益者,其阶级出身决定了她们具有愿意接受教育、改造的可能性,因此,各根据地一般都对婚外性

关系群体加强了思想、政治教育,纠正其破坏性,发扬其革命性, 促使她们在革命洪流中经受锻炼,

转化为坚定的革命者,这对于她们个人和革命事业都是大有裨益的。 我们不要随便去诬蔑参加

工作的破鞋,不要丧失了她人的自尊心,使她的工作能继续下去,造成她转变的机会和可能。我们

要在救亡工作的过程中,去教育、争取、锻炼破鞋的自我意识的醒觉和转变。把民族最后胜利及妇

女可以得到解放的信心,顽石一般地嵌入她们的心坎中,使她们对于目前从事的解放事业,具有着

极大的信仰∃∃使她不致将错就错而有许多足以回头自新的路 。, 华北各根据地除了利用报刊

和召开会议等进行宣传教育外,还普遍编写了 什么是共产党  、共产党与三民主义  等学习材料,

深入宣传党的抗日方针、政策, 如 胶东妇救会还编写了 &妇女常识读本∋,深入浅出,颇受欢迎  。

同时,各抗日根据地开办了多种形式训练班,大量地培养妇女干部, 一种是妇女救国会 (妇联会 )等

开办短期训练班,着重培养基层乡村妇女干部;另一种是在根据地政府、军队创办的各类学校中开

办妇女培训班,培养中、高级妇女工作人才。据统计: 山东省自 1938年夏天开始有计划地进行妇

女干部的培训,到 1940年 8月,共办各级妇女训练班 700多期, 受训人数达 1. 16万余∃∃晋察冀

边区到 1940年底,区以上的妇救会干部都受到过两个月以上的训练。晋西从 1938年春到 1939年

底,一年中共举办妇训班 33次, 受训人员 624名。晋绥边区有计划的培养了 500多名妇女干部。

%84%

&抗日战争研究∋2009年第 1期

!

)

∗

+

,

中央妇委考察团&对定襄县妇救会工作的考察报告 ∋ ( 1939年 10月 8日 ) ,晋察冀北岳区妇女抗日斗争史料编辑组编: &妇女

斗争 ∋,中国老年历史研究会 1985年版,内部发行,第 385页。

孙普金: &北平西郊底妇女 ∋, &中国妇女 ∋1940年第 4期,第 23页。

郭玉莲主编: &雁北妇运史 ∋,民族出版社 2005年版,第 319页。

康克清: &三年来的华北妇女解放运动 ∋ (续完 ) , &中国妇女 ∋1940年第 4期,第 3、4页。

亚苏: &再论 破鞋 问题 ∋, &中国妇女∋ 1939年第 5、6合期,第 15页。



晋东南中心区辽县开办了 7期妇干班,培训学员近千人。经过各级妇救会训练班培养的妇女,基本

上成为村、乡、区甚至县级妇救会的领导人或工作人员。 !

同时,华北各根据地还明确干部标准,审查、鉴定干部,整顿各级妇女组织, 并洗刷抗拒改造的

顽固落后分子。1939年 8月,中共中央北方分局指示, 在选择提拔干部的时候, 应当特别注意到

他的斗争历史、政治坚定性和他同群众的联系,而不要仅仅以∀能说话 #、∀能写文章 #、∀有干才 #来

作选择提拔干部的取舍标准 。) 这就纠正了过去单纯重视个人工作能力的弊端, 把干部的政治素

养作为选拔干部的最主要标准。婚外性关系群体恰恰是勇敢有余而政治觉悟不足,道德问题更是

她们百口莫辩的固有缺陷; 也有极少一部分  人本来参加革命动机不纯, 任意为非作歹,任意贪

污浪费  ∗ ,不肯接受教育改造,故各地在巩固组织过程中纷纷将她们开除出妇救会。如 1940年春

天西大洋村重新建党时至少清除了 9名妇女党员 (参见表 2) , 扔掉他们的原因除济环妻不是破鞋

外,其余都是破鞋,并不是一般的而是特号的公开大破鞋,如杨盛金外号儿大走骡,于水梅外号儿皮

条店大破瓢,李秀琴也是西大洋村有名儿的大破鞋,外号叫皮条匠,对党的影响不好, 降低了党的威

信  。甚至有的地方在政治标准无法量化的情况下,道德问题竟然成为了整顿组织的主要依据之

一。如晋察冀边区 在巩固组织中, 经常党八股式的提出: 保证组织纯洁, 洗刷坏分子。仅是口头

上说妇救团体是最广泛的统一战线组织,实际上却看不见广泛的对象。 1940年后, 对于某些生活

作风上有毛病、而在妇女工作上积极有贡献的村干部大量洗刷 。+

此外,华北各根据地还采取多种措施改良社会风气,努力清除滋生婚外性关系的社会基础。主

要包括大力倡导新民主主义道德观念,建立以 男女平等、婚姻自由 为基础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

度,发动妇女参加生产,积极开展 反淫风  斗争等。晋察冀边区 在有淫乱风气的地方, 采取个别

斗争∀破鞋 # ,教育淫乱妇女,发动她们参加生产。如五台北涧、盂平工上,河西头妇女们在大会上

提出∀卖淫生活 #可耻, 参加生产才是光荣的口号, 各人对自己提出要求, 会后就积极行动起来

了  。, 教育甚至强迫 破鞋  参加生产劳动,从而铲除卖淫生活方式的经济根源。有的地方大有矫

枉过正之势,把反淫乱作为贯彻政策的主要内容,到处开展反淫乱斗争;并用反奸特的方式对待淫

乱妇女,甚至吊打禁闭,而且只搞妇女一方。如 平山有些地区,男女关系向不正常,边区成立后较

好,最近各区村对这类问题颇为注意,大有专门 ∀找事 #之势,所以送县案件大大增加了  。−

上述措施虽然杂有强迫命令等过火现象, 但总体上是切中华北农村时弊的, 故在短时期内有效

地净化了根据地的社会环境,减少了婚外性关系现象,提高了妇女群众的思想政治觉悟。如晋察冀

边区婚外性关系群体中 绝大部分 变为抗日群众、战士乃至干部 。. 冀南西大洋村党员入党动
机也明显好转, 抗战开始时为吃得开,再后一点为抗日的多  。同时, 各级妇女组织坚决清除了思

想、作风不纯的顽固分子, 提高了妇女组织的质量。例如晋察冀边区涞水县 开始建立妇救会, 先

找村里能说会道的,容易接受∃∃随着工作的深入,对妇救会干部做到调整, 农村中朴实的妇女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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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多起来 。! 通过巩固妇女组织,从根本上解决了婚外性关系群体的破坏性与革命运动的矛盾,

增强了妇女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既推动了妇女工作的深入开展,也为坚持长期抗战奠定了组织

基础。

四 结论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华北农村妇女远不是均衡的和同质化的统一整体, 婚外性关系群体是其

中比较活跃的亚群体之一。虽然婚外性关系是社会的病态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之一,但是它

毕竟属于道德范畴,是任何社会都难以完全避免的现象,其消亡也不是短期内一蹴而就的,需要一

个社会、经济的进步和人们思想觉悟提高的长期过程;尤其是婚外性关系群体积极参加了中共领导

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她们与革命运动有共同利益但不完全重合, 有原则的分歧但不是绝然对立, 因

此,她们与革命运动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系。

抗战时期,在民族矛盾成为中国主要矛盾的情况下,各阶级、阶层和群体都面临着生死存亡的

危机, 婚外性关系群体也直接与国家民族的命运发生了密切联系。中共能够从实际情况出发,正确

处理了道德问题与民族革命的关系, 知人善任,实事求是地制定了团结、利用婚外性关系群体的政

策,充分发挥其叛逆性易与革命运动耦合的特点,把她们纳入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 在很短的

时期内打开了抗日斗争局面,对于创建华北抗日根据地功不可没;当然,华北党组织也清醒地认识

到婚外性关系群体固有缺点必然影响革命运动的健康发展, 故在妇女整体觉醒和组织起来后,迅速

对这个群体进行了教育和改造,纯洁了革命队伍, 为长期抗战奠定了基础。与此相适应, 婚外性关

系群体也发生分化,多数人在革命实践及其影响下,对自己的生活和命运形成了新的认识,迅速转

化为坚定的革命群众乃至党员干部; 而少数人抗拒革命发展的要求,自然被革命浪潮所淘汰。这些

充分体现了中共善于将不利因素转化为有利因素、善于把坏事当作好事来因应的娴熟能力,说明了

中共的妇女政策的灵活性和正确性。

(作者张志永,河北师范大学法政学院副教授 )

(责任编辑:李仲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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