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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旧中国，佛山的劳动妇女除了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

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外，还受族权、夫权、神权的压迫。在政

治上，经济上、文化上都没有地位，没有参加社会工作的权利，人

／身被买卖，家庭经济无权支配，很少有入学受教育的机会。’新民主

主义革命时期，佛山妇女和全国妇女一样，为推翻三座大山，为实

现男女平等，为妇女解放而进行斗争。
。

建国后，中共佛山市委员会重视妇女群众的力量，关怀妇女群

众的利益，领导妇女群众建立了市民主妇女联合会(后改称佛山市妇

女联合会)。该会教育、发动和组织广大妇女参加了社会主义革命

和社会主义建设，并为贯彻执行国家宪法和法律的规定，维护妇女

的．合法权益不遗余力，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妇联和基层

组织一起，为妇女作了大量的工作。实践证明：妇女是社会主义经

济建设的重要力量；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中具有特

殊重要作用，妇女工作是一项重要的不可缺少的工作。

盛世修志。我们遵照市编纂委员会的部署，组织力量，编写了

《佛山市妇联志》，力图把妇女工作记述下来，为今人服务，供后

人参阅。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尽管在编写中遇到不少困难：

档案资料残缺不全；有些情况走访多人仍难弄清。且首次为妇女工

作撰写专志，没有前人经验可资参考。我们几经春秋，数易其稿，

终于成书·由于以上原因，疏漏失当之处仍在所难免，望读者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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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指正。

本志在编写过程中，得到市地方志办公室及时指导，并帮助审

稿付印，还得到有关部门和人士的协助，在此表示衷心谢意。

《佛山市妇联志》编写组

1988年10月 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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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遵循“详今略古一的原则，着重记述了建国后的妇女

工作情况． ．

二、本志记述范围是市辖区——城区与石湾区。

三、本志上限起于1919年，下限止于1985年。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前后，以“建国前"， “建国后一简称。

五，凡简称“党一均指中国共产党， 。省委打， “地委嚣，。

口市委一均指中国共产党当地的组织； “政府一即指人民政府。

六，历史纪年夏历和中国清代以前历史纪年用汉字，民国后纪

年使用阿拉伯数字表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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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民国时期的妇女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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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妇女开展新文化活动

一、妇女的新文化启蒙

1 919年，在广州市广东省立女子师范学校读书的三位佛山女学

生郭鉴冰及其姑姐郭慕兰，侄女郭淑真，在材五四一运动新思潮推动

下，利用假期，组成有10多个同学参加的宣传演讲队到佛山，在行人

多的街道和学校进行宣传，讲述反封建、反压迫和男女平等的道理。

1920年，郭鉴冰姑侄三人，在广东省立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后，

怀着振兴女子教育，争取男女平等的抱负，不顾地方豪绅的反对，

在佛山创办了第一间新学制的女校——季华两等女子小学校。郭鉴

冰以自己的嫁妆费作为办校资金，并自任校长。学校不讲授《女孝

经》等旧读本，而开设国文，算术，史地，自然、唱歌，体育等新

课程·学校规定学生要穿校服，剪短发，上体育课，为此曾遭到守

旧的人的误解和非议。郭鉴冰力排众议，大胆创新。季华女校为佛

山妇女接受新文化开了先河。

二，佛山妇女的革命先驱 。’一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为革命而献身的陈铁军，陈铁儿，

区夏民烈士，是佛山妇女运动的先驱，是党的优秀女儿的代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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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铁军原名陈燮君，1904年生于佛山。“五四”运动时，就参加

佛山爱国示威游行。1 920年，冲破封建思想和家庭束缚，成为季华

两等女子小学校的第一批学生。1922年后，．先后就读于广州坤维女

子中学和中山大学文学院预科，积极追求革命真理，寻求妇女解放

道路。在共产党教育下，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参加了学生运动，

于1 926年4月成为中国共产党员，担负女工及工人家属的宣传组织

工作。1927年任中共两广区委委员及广东妇女解放协会秘书长、常

委，副主任等职。同年4月15日广州反革命事变后，从事共产党的

地下工作，参加了广州起义。1928年春，因叛徒告密而被捕，最后

坚贞不屈，英勇就义。

陈铁儿原名陈燮儿，是陈铁军的胞妹，1908年出生，与陈铁军

‘同时进入季华两等女子小学读书，后离家就读于广州坤维女子中学

和中山大学。1 927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广州起义失败后，转去香

港，在共产党机关工作。1931年在香港被捕，后被押回广州，同年

被国民党反动派秘密杀害。

区夏民，1 906年出生于佛山。受“五四”运动思潮洗礼，曾在

新型的秀德女子小学读书。1922年，为追求自由光明，反抗封建包

办婚姻，毅然离家考入广州女子职业学校就读，后当电话接线生。

1924年参加工运，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曾先后担任广州市女司机

联合会委员，省港女工代表大会委员等职务。1926年转为中国共产

党员，任共青团广东区委委员。1 927年出席共青团第四次全国代表

大会，当选团中央委员．同年底，到海陆丰参加武装起义，组织了

一支由300名1 5岁至1 8岁女青少年组成的卢森堡队，积极配合红

二师和红四师作战。彭湃誉称她为“红色花木兰一．1928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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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斗中负重伤后被俘，同年底在惠州西湖畔英勇就义。年仅22

三，纺织女工的反剥削斗争

由于女工是廉价劳动力，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佛山土布织造业

的女工，曾达万人以上。抗日战争期间，新兴的纱绸织造业资本

家，也多招收女工。纺织女工过着饥寒交迫的非人生活。当时，平

均要5天才能织一匹纱绸，而每匹纱绸最高工价只有5斤米，甚至

只得3斤米，工人每天要劳动15Lb时以上，夜以继日拼命干．女工

几乎都患上职业病或妇科病。

纺织工人为反抗资本家的残酷压迫和剥削，多次进行罢工斗

争。1945年，工人为了改善生活及生产条件，全行罢工一个多月：

曾一连两三天在佛山南擎庙集队后到县府请愿示威，每天都有六七

百名工人参加。1946年7月，永兴丝织厂工人为反对资本家无理解

雇工人而罢工。1946年8月，锦纶丝业千名工人举行请愿示威，抗

议资本家乘淡月之机停业，扣减工人工资，经过四天斗争，迫使资

本家答应复业。觉醒了的女工参加了上述的斗争。
‘

第二节民国时期的妇女团体
r‘

一，妇女解放协会佛山分会

该会是隶属广东省妇女解放协会领导的革命群众组织，192s#

成立。主席陈超娴，委员有何树琼等人，会址设佛山水巷(燎原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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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郊区农村有基层组织。该会宣传男女平等，号召组织起来争



取妇女解放。现留有妇女解放协会的一首歌曲，．歌词是。 “数千

年，我女子饱受了痛苦，锁住了家庭中，如同在地狱；到如今，觉

悟起来即速要解放。全世界妇女们联合起来好l?大革命失败后，

该会停止活动。
’。

．

二、南海县妇女抗敌同志会

0

该会是广东省妇女抗敌同志会的分会。以动员，教育，组织妇

女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为宗旨。1 938年4，5月间在佛山镇成立，由国民

党南海县党部特派员的妻子任会长，委员有郭鉴冰等人。负责具体

工作的千事，是些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女青年。会址设在国民党南

海县党部内。主要活动是：办妇女识字班，组织儿童唱抗战歌曲，

组织学生晨呼队，宣传抗日救亡，举行“八一三献金运动"；缝制

棉衣慰劳袋和劝捐药物、毛巾，牙刷等物品，支援抗日前线。沦陷

后该会解体。

三，南海县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妇女工作委员会

该会是国民党官办的妇女工作机构，是广东省新生活运动促进

会妇女工作委员会的基层单位，抗日战争胜利后设立。会址在佛山

东华里，主任委员按规定由当任县长的妻子詹宝文担任，下设若干

名誉委员，具体业务，由总干亭负责。该会成立后，有名无实，没

有开展工作。

四，‘南海县妇女会

南海县妇女会是官办的群众组织，经费由县政府开支，会长也

五
’



是詹宝文，1946年初成立·会址附设在佛山东华里南海县新生活运

动促进会妇女工作委员会内·有女学生．．女教师和职业妇女等会员

共300余人。’1946年，共产党组织曾派党员朱慕湛，陈坤仪，张国

，平参加该会工作·1946年。三八一妇女节在祖庙戏台前召开纪念大

会，宣传和平民主思想·参加大会的妇女群众近千人。曾举办纺织

女工识字班五六期，帮助女工识字，向女工宣传争取妇女解放的道

理及进步思想，后因朱幕湛等身份被国民党当局怀疑，经共产党组

织决定，转移到别处工作，于是该会工作日趋涣散而致停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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