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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序 言

在吉林市修志工作中，组织编纂的《吉林市志·妇女团体志》，详细

地记述江城妇女运动的奋斗历程。从历史的角度提供了一部对广大妇

女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自尊、自信、自立、自强教育的教材。

在我国进行四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为教育广大妇女，特

别是广大青年妇女不忘过去，珍惜今天，发扬“四自”精神，激励她们在

两个文明建设中做出更大的贡献，编辑这本书，回顾一下过去，总结历

史的发展是十分必要的o

“妇女解放的程度是人类解放的天然尺度”o《吉林市志·妇女团体

志》形象具体地阐明了这个道理。妇女的解放，不仅仅是妇女自身的解

放，而且标志着社会文明进步的程度。因为妇女的解放首先是观念上的

解放，而观念上的解放则是全社会的事情。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

国，妇女处在社会的最底层。政权、神权、族权、夫权象四条巨大的绳索，

禁锢着妇女的思想，不然何以有那么多“节妇烈女”。整个社会，不论是

被压迫者，还是压迫者，都同样地受到封建观念的束缚，妇女自身对自

己的命运也是没有更高的理想。要克服这些封建观念，并非是说理教育

能办成的事，它是整个社会政治文化乃至风俗变化的结果。新中国的建

立，使广大妇女摆脱了“四条绳索”的束缚，为她们展示了新的生活道
。

路，四十多年来，我市广大妇女自尊、自信、自立、自强。各级妇联组织在

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为了维护妇女的社会地位，维护妇女儿童的合法权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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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带领和发动广大妇女在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中取得了很大成

就。江城妇女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这是有目共睹的

事实。

但是妇女解放的过程还远远没有完成。要真正彻底地从妇女和全

社会的头脑中清除“男尊女卑”的旧观念，不是在短期内立竿见影的事

情，我们还需要继续努力。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有一些陈腐

的东西、罪恶的东西又死灰复燃，这也是必须引起我们高度警惕并坚

决予以解决的事情。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还要看到，改革开放的新形势

又为广大妇女提供了发展其才能的更广阔天地，也提出了妇女解放的

更高目标。现在的妇女解放，已不仅仅是基本生活需要的满足，而是要

实现更高层次的自我发展、自我实现的需要。因而男女平等也就有了

更深刻的内涵，不仅是在家庭中的平等，而且要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

域中与男同志一样积极进取，一样建功成才，一样成为“四有”新人。这

一切不但是妇女的激情，而且是社会文明进步的必然要求。我们更多

的女企业家、女科学家、女艺术家，以及各个领域中的妇女拔尖人才。

全社会各级党政部门，各企事业单位的领导们，都应充分地认识妇女

解放的重大意义，为妇女的成才与发展尽可能地创造各种必要的条

件。广大妇女要继续克服自卑依赖心理，通过自己的努力，开拓妇女解

放的新天地。

衷心祝贺《吉林市志·妇女团体志》的诞生，也期待着我市广大妇

女以实际行动来为它写出更新更美的续篇。

吉林市妇女团体志编纂委员会

一九九O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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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吉林市志·妇女团体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

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坚持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辩唯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真实反映妇女的权力、地位和作用，力求做到思

想性、资料性和科学性的统一。

二、《吉林市志·妇女团体志》，上限起于1919年，下限止于1985

年，除概括记述妇女在教育、就业、婚姻、参政等方面的状况外，主要记

载了吉林市不同年代的妇女团体组织及其工作和活动情况。

三、《吉林市志·妇女团体志》采用记、述、志、图、表、录等志书体

例。“以类系事”，横排坚写，以志为主体，按篇、章、节、目的层次结构记

述。全志除概述、大事记外，设8篇19章29节。

四、《吉林市志·妇女团体志》采用规范语体文，记述文，语言力求

做到准确、朴实、简练、流畅。

五、《吉林市志·妇女团体志》各种机构、部门和会议名称，一般均

用通用全称。对通用简称的名称，也采用简称的用法。

六、《吉林市志·妇女团体志》力求资料翔实、丰富。资料主要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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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吉林市档案馆、吉林市图书馆、吉林市《江城日报社》、中共吉林市

委党史工作委员会、市人大、市政协、市统计局、吉林省人大机关、妇联

运动史研究室等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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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吉林市长期处于日、俄帝国主义争夺盘踞之下。吉林市广大妇女，长期生活

在半殖民半封建的统治压迫之下，任人宰割，没有权利，没有地位，没有自由，更没

有劳动妇女自己的团体组织。即使在民国统治时期和伦陷时期成立的妇女团体，

也是少数上层妇女的御用工具，是为统治需要服务的，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和中

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妇女团体，才是来自群众，服务于群众，全心全意为广大妇女服．

务的妇女团体，它是中国共产党联系妇女群众的桥梁和纽带。

早在1938年日本帝国主义为了达到它的侵略目的，于4月3日成立了伪满

洲国防妇人会吉林市支部。下辖11个分会。该会会员均系日本和旧吉林市统治阶

层的妇女。伪国防妇人会，受伪满洲帝国协和会的旨意，统治奴役吉林妇女。1945

年伪国防妇人会吉林支部，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失败而告终。

1945年8月10日至11日，八路军和东北抗联配合苏联红军收复东北，8月

19日苏联红军进驻吉林市，吉林市获得解放。同年9月中共吉林特支重建后，便

积极筹建各群众团体、特支组织委员郑墉代表特支与高蓝取得联系，并安排女共

产党员陈雪范协助高蓝筹备成立妇女组织，1945年11月上旬召开了妇女群众

会，宣布吉林市妇女解放联合会成立。到会妇女，一致选举高蓝为市妇女解放联合

会主席。市妇女解放联合会提出的任务是：发动广大妇女参加革命，支援全国解放

战争，号召妇女消除浮奢颓废的旧思想，铲除封建残余势力，做自食其力的劳动

者；教育妇女，只有获得经济的、政治的独立，才能取得平等与自由，才能获得妇女

自身解放；为了发展会员，壮大组织，市妇女解放联合会在吉林《人民日报》上，发

表了《招募会员启事》，后因形势变化，该组织仅工作一个多月o

1945年，经中共吉林朝鲜支部同意，于11月15日在斯大林大路(现南马路)

朝鲜青年同盟楼上，成立了吉林市朝鲜妇女同盟，女共产党员金灿海任委员长。吉

林市朝鲜妇女同盟，是吉林市朝鲜妇女的组织，有50多名基本盟员。为了寻求朝

鲜妇女的自由、平等与解放，该盟制定了《吉林市朝鲜妇女同盟纲领》，提出废除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