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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州妇女志》是梅州市地方志丛书的一个秀要组成部分，是梅州历史上第一部全面记

载梅州妇女的著述。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梅州客家妇女，素以勤劳，刻苦、聪慧、贤淑、奋发进取而著称于世。梅州妇女志的编

修，将使梅州客家妇女的优良美德长留青史，更好地激励今人和后人·同时，也为梅州妇女

更好地了解自身的历史与现状，明了自我价值，提供较为全面的文字资料依据，使妇女在社

会主义“两个文明胗建设中继续发扬勤劳俭朴，艰苦创业的优良传统，充分发挥“半边天"，

的作用，为建设社会主义新梅州作出更大贡献。 ：

《梅州妇女志》的编纂，认真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

唯物主义的观点，在继承我国修志的优良传统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大胆创新，是社会主义

时期的一项创举。明、清时期编修的各县地方志，对妇女虽有一定记载，但篇幅较小，未有

单独成志，且因编修者受历史条件和阶级的局限，多为记述搿烈女打“贞节秒方面的内容，

未能全面反映客家妇女的全貌及其对推动社会前进中所起的作用。在“盛世修志万的今天，

我们本着“备千秋之借鉴，为后世之致用"的目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

针，以党的四项基本原则为准绳，坚持实事求是，采取“详今略古黟， “详近略远黟， “详

特略同一的方法，立足当代，放眼未来，客观真实地，科学地记述梅州妇女的历史和现状，

力求突出时代特点和地方特点，全面反映梅州妇女在梅州历史乃至中国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

作用，以发挥“资治，存史<教化黟的作用。

<梅州妇女志》成书问世，是我市妇女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件大喜事，她惠及后人，功德

无量，她将使梅州客家妇女的艰苦创业精神和优良传统更加发扬光大。梅州妇女将为之鼓

舞l

李松招

1990年8月

1

l

I。冉U鼍峄



凡 例

一、本志是反映梅州妇女的一部专业志书，取事上溯清未，下限1988年。

二，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坚

持“详今略古矽，“详异略同"和实事求是的编写原则，突出梅州妇女的特点，突出时代特

点，如实地记述梅州妇女解放运动的历史和现状。

三、本志横分门类，纵述迎实，按章，节，目的结构编写，图表穿插其中，计八章二十

兰节·．卷首冠以“概述黟，“大事记黟，卷末则排附录文存。部分章节内容，问有交叉，但

根据各章内容特点而各有偏重，全书总计13万字。

四、本志对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的记述，遵照《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阿

题的决议》，采取“宜粗不宜细黟的原则，分散于大事记及有关章节中。

五、本志一律采用公元纪年，建国前的年度在括号内注明历史年号，数字均用阿拉伯字

著录。

六，梅州市厅政机构几经变革l 1949年10月至1952年10月，称兴梅专署I 1952年11月至

1956年2月，归粤东行政公署管辖，1956年3月至1965年6月，归洫头专署管辖，1985年7

月恢复称梅县地区i 1988年3月梅县地区改为梅州市，辖属区域不变。鉴于本志书内容未涉

及其它地方妇女，记述时用梅县地区或梅州地区称谓。 t

七、本志中称“建国前"、“建国后帮，以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界一

限， “党的黟、“党和国家秒、“党组织矽的“党"，均指中国共产党。

八、本志对一些专有名词，采用页底注释的办法注释。

九、梅州妇女历代英才辈出，本志因篇幅所限，只挑选出其中贡献卓越，影响非凡者，

按搿生不立传黟的原则，以生年先后为其立传，在世人物采取以事系人的方法记述，对少数

杰出女性作简单介绍，并将被授予全国先进的集体或个人载入志书。

十，本志书的主要资料来源于梅州市档案局、梅州市妇联及市委组织部，市科委，重要数

据采用统计局资料，在行文中不一一注明出处，全部原始资料存于梅州市妇联，以备查考。

十一，本志封面采用梅州市地方志丛书约统一设计方案，不另行设计。

_I-_一．J．JIl--_；；】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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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梅州市位于广东省东北部，方圆16197平方公里，辖梅县。兴宁．五华，大埔、丰顺，平

远，蕉岭，梅江区等七县一区①。是客家人居住最为集中的地区。1988年统计，全市总人口

为4177832人，其中妇女2037776人，占总人口的48．8％·

梅痢客家人的祖先原是中原南下的汉族，自东晋后，为避战乱，历经几次迁徒，卜居梅

州。在迁徙过程中，妇女，男子同舟共济，克服重霞困难，因此而造就了客家妇女勤劳，勇

敢，艰苦创业，开拓进取和自强不息的精神。这种精神世代传袭，形成梅州客家妇女的优良

传统，并不断发扬光大。千百年来，梅州客家妇女，以其特有的优良品德，劳作_生息在这

粤东山区，她们用自已的双手，创造了不可估量的物质财富，但她们的身心上，却留下了政

权，神权，族权．夫权的道道鞭痕l

梅州妇女一般均能挑起家务及生产的双重任务，特别是农村妇女，真正是“田头地尾，

灶头锅尾、针头线尾、家头教尾"无不兼操，她们对男子的依附较少，在家庭经济中相对的

有独立能力，诸如男子外出谋生因落魄而终生混迹异乡，家中全靠妇女撑持者，俯拾皆是。

十九世纪来梅州的美国传教士罗伯史密斯在其所著《中国的客家》一书中评价客家妇女；

“在客家人中，一切租重工作都属妇女的责任，在我所见习的任何一族妇女，最值得赞赏的

当推客家妇女了。一梅州妇女的这个勤劳美德，使她们在家庭经济中占有重要位置。但是，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梅州客家妇女与全国妇女一样，摆不开封建宗法制度和思想的统

治，挣不脱“四权"， “三从四德②"的禁锢束缚，她们在社会上，依然处于最低层地位。

1919年，’中国大地爆发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五四矽运动，促进了梅州青年妇女的觉

一醒。一；}l；分有识女士，毅然接受了妇女解放理论的薰陶，她们首先从自我做起，投身子妇女

解放运动的行列。

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妇女解放理论广以传播，妇女们觉醒了，她们终于看清了套在

自已身上的重j重无形的枷锁。梅州妇女从此行动起来，争女权、争自由，争解放。她们积极

注①：1988年3月以前辖七县，1988年3月梅县市分出梅江区。

②三从：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四德：妇德、妇言，妇容，妇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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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身于人类的解放事业，在那消烟弥漫的战争年代，她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参战，支

前，开展秘密斗争，出生入死，前仆后继，用鲜血，用生命，换取了新政权的诞生。在社会

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年代里，她们紧跟中国共产党，投身子伟大的革命和建设之中，

她们参军，参政，维护自身权益，几十年如一日，不断在自我价值的体现中寻求妇女解放。

1925年，广东革命政府举行的两次东征和中国共产党各县地方组织的纷纷建立，推动了

梅州妇女运动的开展，广大妇女走上了争取彻底解放的光明大道。

1925年四月，五华县龙村区杜坑乡妇女首先成立自已的组织矗社坑乡妇女会黟，开展包

括妇女解放运动在内的一切革命活动。“杜坑乡妇女会黟如星星之火，不久就点燃成梅州妇女

解放运动的燎原之势。同年底的“梅县妇女解放协会"在梅城宣告成立后，各地妇女组织纷

纷建立，至1926年止，丰顺有30多个乡，大埔有40％的乡村，梅县的松江，三井，畲坑j自

渡，梅西、大坪，石坑等均先后建立农民协会，妇女们积极参加农协组织，并以农协为基

础，建立“妇女会纾。这些妇女组织，提出一系列有关妇女解放的口号，组织妇女学文化，

开展革命宣传，发动广大妇女参加减租减息斗争，参加妇女解放运动。从此，梅州妇女解放

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梅州大批妇女参加饶和埔，揭丰华，梅埔丰等工农武装

斗争，五华暴动，畲坑暴动．八乡山第一仗等一系列著名战斗均有妇女参加。许多妇女以山

歌为武器，瓦解敌人，发动群众，为推翻剥削阶级而奋斗·在武装斗争中，妇女们不怕牺

牲，英勇作战，在执行各项任务中不少妇女被捕，她们在敌人的淫威面前表现得大义凛然，

视死如归。张剑珍，蓝阿梅，蓝云标等革命先烈，她们面对敌人的枪口，放声高歌共产主

义，用鲜血和生命去谱写人民解放事业的光辉篇章。仅在这两次革命战争中英勇献身而又留

下姓名的女烈士就有193名，她们的英雄事迹和名字将万古流芳，与日月共存。

抗日战争时期，梅州妇女广泛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她们组织起来成立妇抗会，妇女会，

开展抗日宣传和义卖活动，人人动手，编织草鞋捐款捐物，支援前方抗日将士，把梅州抗日

救亡运动搞得轰轰烈烈。 ，

解放战争时期，梅州妇女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一方面积极投入反内战，反迫害．

反饥饿的群众运动，一方面参加游击队，投身子武装斗争的行列。1949年5月统计，仅

兴宁一县参加粤东支队和粤赣东二支队的妇女就有近60名。更有许多妇女在国民党统治区内

开展秘密斗争，她们为游击队探敌情，送文件，运枪弹，粮食，掩护革命同志，护理伤病艮

等。1948年大埔赤水村一次就组织lOo多名妇女前往银江抢运税收物资10000余斤。妇女们的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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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有效地支持了三年游击战争，迎来了梅州均解放．

新中国成立后，梅州广大妇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组织下，全面参加了农业，工业，

商业服务业、建筑业、交通邮电、文教卫生、科学研究、财税金融，城市公用、机关团1奉等

十大部门的建设。在这十大行业的建设中，梅州妇女的聪明才智得以全面发挥，搿半边天一

的作用得以充分体现，女职工队伍不断发展壮大。至1988年，全市有女职工干部59242a，占

全市职工的25％。
‘

建国初期，妇女们积极参加民兵，农会及妇联组织，投入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土地

改革的一系列斗争，参加宣传贯彻执行新婚姻法的活动。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妇女们积

极投入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农业战线上的妇女，热烈响应

党中央主席毛泽东关于以组织起来玢的伟大号召，一面组织农业生产互助组和合作社，实现

农业合作化，一面参加民主建政活动，不少妇女被选为各基层组织的领导成员。1951年统

计，梅县村一级贫雇农主席团干部3816人中，有女干部】977名，占全体主席团干部的52％。

妇女们在组织农业合作化中起蓟重要作用，1953年梅县田心乡有62个互助组，妇女任组长

的57个，1955年10月统计，五华县有女／E吾t]农业社主任583人，女社委1906人，女生产队长

1485人，全地区生产队一级的领导，半数以上由妇女担任。至-．1956年，全地区90％以上农户

加入了农业社。

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后，广大妇女积极投入社会主义建设。1958年至1 960年，广大妇女参

加了“大跃进秒的大炼钢铁和所谓发射高产卫星等运动。但也同时开展矗三勤一、“三爱疗①

及大种试验田等活动。
‘‘‘

“文化大革命黟的十年里，妇女工作虽然遭到严重破坏，但在农业战线上的妇女，绝大

部分仍坚守生产岗位，开展科学种田等活动，组织各种形式的妇女突击队，积极搞好生产．

1974年统计，全地区共组织突击队3619个，耕山队、专业队504个，妇女科研小组5802个。是

年晚造共种试验田和丰产片83483亩。与此同时，妇女们还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妇女运动重新回到正确的轨道，梅州各条战线妇女积极投身

子经济体制改革及经济建设之中。她们在大好形势下认真学习，努力提高自身科学文化素

质，许多妇女成了生产骨干和技术骨干。在工业战线，!出现了一批精明能干，有创新精神的

企业管理人才和女改革者。在农村，广大妇女打破旧农业传统格局，发展多种经营，勤劳致

富，出现了许多善于经营、有胆有识的女能人，她们自办工厂，商店，小庄园。1985年统

注①；兰勤。勤俭建国，勤俭办社，勤俭持家。三爱。爱国，爱社，爱家。
5



计．全地区农村以妇女为主的专业户有14445户，

的妇女28946名，参加乡镇企业生产妇女814996

发展商品生产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为梅州的经济

在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建设及精神文明建设

女干部，一大批妇女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劳动模

民政府的表彰和奖励。

从1950年至1 957年，大埔县出席省劳模会议

义积极分子的妇女有560人。1956年、1958每，梅

英、兴宁罗汉英等分别被评为全国先进工作者和

院妇产科主任黎玉萍，1985年获全国总工会颁发

工作者，省劳动模范及全国、省，地、县“三八

1960年，1979年、1983年，全国分别举行万

区有55名(次)妇女被评为全国搿三八’’红旗手

体。1979j：E以来，被评为广东省“三八黟红旗手

体18个(次)。

本世纪二十年代以后，妇女们纷纷起来争取

封建婚姻的束缚，有些则自发地起来与封建习俗

以后，各地妇女组织提出一系列解放妇女的口号和措施，帮助受难妇女脱离苦海，各地苏维

埃政府，也制订了一系列解放妇女，婚姻自主的政策，法令，解放了一批受封建婚姻束缚的

无辜妇女。

新中国成立后，废除了束缚妇女的封建婚姻制度，梅州妇女由旧社会的奴隶变成了新中

国的主人，我国法律赋予妇女与男子平等的政治权利，妇女们从封建婚姻制度中解放出来，

参加各项社会、政治活动。 。

．
、，

1950年与1980年，国家先后两次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废除包办的，男尊女

卑的，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婚姻制度，实行男女婚姻自主，一夫一妻、男女权益平等、保护

妇女的新婚姻制度，禁止重婚纳妾，禁止收童养媳，禁止干涉寡妇再婚，禁止任何人借婚姻

关系索取财物。《婚姻法》的颁布实行，打碎了几千年来封建婚姻家庭制强加给妇女的枷

锁，从法律上保证了妇女的合法权益。梅州地区在广泛宣传贯彻婚姻法的基础上，基本实现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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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婚姻自主。

在宣传婚姻法过程中，各级妇联注重教育妇女知法，守法，用法，举办法律知识学习

班，使妇女提高法律知识水平，切实维护自身权益，并在妇女中大力提倡婚事新办，在村一级

设立婚姻新风理事会，1988年统计，全市共有婚姻新风理事会2040个，婚事新办之风广泛普

开，1980年以来，每年均有一批新婚夫妻参加集体婚礼，仅t988年，全市实行婚事新办的新

婚夫妇有6971对．男到女家落户之风也开始流行。梅县1980年-j至1985年，就有一千多对男到

女家落户·

在妇女参政议政方面，建国前仅有极少数妇女参政。建国后，妇女的政治地位大大提

高，梅州妇女和男子一道，积极参加管理国家大事，参加政权建设。出现了女副专员陈玉

娇，女县长叶芬，卢平珍，女县委书记邓惠珍等一批知名参政女士。据统计，建国以来历任地

区副专员，各县委正副书记，各县正副县长的妇女有21名，历任各级人民政府委员，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以及各部门任领导的妇女，为数更多，更有一大批妇女光荣加入中国

共产党和共产主义青年团，成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骨干力量。

梅州客家地区素有“文化之乡厅、“华侨之乡”，口足球之乡扫等称誉，女子教育事业

也较其它地区相对发达，特别是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梅县著笛女诗人叶璧华创办懿德

女子学校以后，各地不少开明人士以其为榜样，不断开办女子学校。虽女子学校容纳学生有

限，但她给梅州女子教育带来希望的曙光。

1917年梅县松口女子学校与松口公学合并，两校学生亦合并就读，为梅州男女同校学习

之始。此后，不少学校开始招收女生，女子教育得以进一步发展。

建国后，改革教育体制，大，巾．小学均一律招收男女学生，使男女就学权利均等，大

批妇女得以享受国家的正规教育，历年就读的_女生人数众多。从五十年代开始，城乡妇女还

积极参加扫盲运动和各类成人学校学习，许多妇女走自学成材的道路，在企事业举办的职校

或训练班以及农村各种形式的文化科技教育，都有大批妇女参加。

托幼事业在建国后也飞速发展。1949年4月统计，全区仅有幼几园5间，在园幼JL485

人，至1 988年，全市已有幼儿园1026间，在园幼)L108788名。1986年统计，有托儿所3075阿

(包括带儿组)。

妇女文化教育的普及和提高，使梅州女知识分子队伍有很大发展。1990年统计，全市有

高、中，初级女科技人员共12194名。她们为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作出了不懈的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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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和重要的贡献。

梅州女子体育运动，也在随着女子教育事业的发展和妇女社会地位的提高而

在二，三十年代就有所发展，但活动范围与项目有限。建国后，梅州女子体育活

展，田径、体操、技巧及各种球类等体育项目，均有妇女参加。梅县女子足球运动开展较

早，并取得了一定成绩，从1981年至1983年连续三年获广东省女子足球赛冠军。目前国家和

省女子足球队均有梅州输送的队员。在其它体育项目中，不少女子获得较好成绩。1987年8

月，蕉岭县女子徐新冬，在全国伤残人运动会上破女截肢A 8级跳高(1．25米)、跳远(4．25

米)二项全国纪录，获冠军。建国以来，参加省级以上运动队的梅州妇女有44名，并取得一

定的成绩。
．

梅州旅居海外侨胞及港澳同胞众多，其中女子亦不少，她们素有爱国爱乡的传统，对祖

国的社会变革，革命战争和社会繁荣都积极参加和支持。不少女侨胞在革命战争年代，放弃

外面优异的生活条件．回到祖国。投身祖国的革命斗争。建国后，更有不少女侨胞，热心家

乡文教等公益事业，资助学校、医院等的兴建和扩建。梅县白宫女侨胞余惠珍，捐款i00万元

建造医院，学校，及建桥修路。梅县旅港女同胞游丽群捐资建嘉应大学图书馆等。从I 980年

至1988年，仅就梅县141位女侨胞的统计，合计捐款4415912元，以及小汽车，电视机等物资

一批。不少女侨胞还投资办厂，支援家乡经济建设。梅州女侨胞为发展梅州经济，作出了积

极的贡献。

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来，梅州妇女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及社会主义革命事业中贡献力量的同

时不断争取女权，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寻求妇女解放，使梅州妇女解放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但由于我国封建社会历史久长，封建意识在一些人头脑中仍根深蒂固，至使重男轻女、歧视、+

虐待、残害妇女儿童的现象还时有发生，一些地方还存在丢弃女婴现象，特别是近几年来，

J殖着经济体制的改革开放，一度放松思想政治工作，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乘虚而入。建国初期

已经禁绝的嫖娼卖淫等现象死灰复燃，严重损害妇女身心健康。另外，妇女各方面素质相对

较低，妇女参政人数比例较小，且呈下降趋势．如此等等，还需梅州妇女的奋起努力，在全

面提高素媛妁基础上进一步解放自已，在中国共产党内领导下，为社会主义四化建设作出更
F

大贡献．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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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事，记

1898年(清光绪=十四年)

梅县著名毒诗人叶璧华创办懿德女子学校，校址设在梅城原培风书院i即今梅江区金山
周增路尾。是为梅州第一问女子学校。

190S年(清光绪三+一年)

梅县女教育家梁浣春在梅城北门外曾氏别墅搿耕耘小筑黟设立女校，自任校长。

是年兴宁县石马，叶塘的开睨绅士陈少岳，肖惠兴分别送其女儿，妹妹到石马，叶塘小

学就读。
～

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

2月，梅县公立女子学校——嘉善女校在梅城西街市塘唇开设，梁浣春，，肖凤秋先后出

任该校校长。

’．1912年(民国元年)

德济医院德籍助产士赫求光在梅县黄塘创办“心光女子学校疗，专门收养自小失明的盲

女，后改为口心光盲女院彦。

1913年(民国二年)

2月，大埔县县立女子小学校在县城(茶阳)文昌宫开办，校长饶亮我、谢纯史·

梅县崇实，懿德两间女校合并改名为梅县县立女子师范学校，但未能正式招收师范学

生。

是年，美国基督教浸信会女西差会、中国华南客属浸礼会及太年会，在梅县城东挖子里

开设“广益女子小学"。为梅州第-昕教会办女子学校。
。

、

．
1 915年(民国四年)

梅县松口女子学校于松口公学育婴堂开办，校长饶一梅，教员4人，招收高小学131

人，初小学生22人。

1917年(民国六年)

梅县松口女子学校与松口公学合并，女校学生亦并入松口公学就读。此后，不少学校亦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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