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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城县二妇去遥动史》品经过近 4 年的辛勤笔耕J 终于付梓问

世了。这是我县党史工作的又一成果，是我县妇女工作的一件喜

事。在此，我表示热烈的祝贺。

黎域的妇女解放运动是紧紧伴随着中国共产党在黎域‘的诞

生、发展揭开展起来的。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和半盈民池、半封建

的 1日中菌，妇女被压在社会最底层，受尽各种权势的压迫与剥削，

过着非人的生活。抗日战争爆发后，面对日本侵咯者的强盗行径，

捞级伐，、民族娘强烈震撼了苦难的黎域妇女，在八路军地方工作

图和中共黎城县党组织的教育与领导下， 1938 年组织起了自身的

抗日教亡组织一一妇女抗日数目舍。从此，黎域妇女走上了革命

斗争与自身解放的道路。广大妇女逐步从蒙昧中觉醒，打就套在

自己脖子上的封建桂栓，挣脱，缚在自己身上的四条锁链〈政权、族

权、神权、夫权)，投入到争取民族解放与自由平等的革命洪流中，

英勇斗争，垠苦奋战，积极生产，努力工作，不仅为夺取新民主

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品

且为夺取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不断胜科建立了不朽的功勤。在

革命每一个阶段，无不涌现出了许多英雄模范人物，培养造就了

大批优秀妇女干部，不仅在黎域革命历史上留下了先，辉的篇章，而

且为整个妇女解放运动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正如毛泽东南志所说，

的那样..妇女解放，突起异军，男女并驾，如日方东。"实践证

明 z 有了妇女的参与共同奋斗，革命就能取得一个又一个的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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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这是一条勿庸直疑的真理。

今天，在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如何更好珑，发挥

妇女"半边天"的作用，是摆在我们各级党政领导与妇女干部面

前的一个重要课题。《黎城县妇女运动史P 为我们提供了历史的借

鉴复成功的经验。让我们认真地读一读这本书，从中全面边，了解

历史，掌握妇女运动发展的客观规律，以便更深刻地，认识现实，科

学地预剖未来，充分发挥妇女在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半边

天"作用叭夺取改革开注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伟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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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抗日成争对期

(1937 年 7 月 ------1945 年 8 月)

黎域妇女的解放运动，是在抗日战争爆发后，随着全民抗日

救亡运动的发动与兴起，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起来的。

1937 年 7 月 7 日爆发的拭目战争是一场伟大的中国人民反

侵略战争的民族解放运动。全国各族人民同仇敌汽，经过八年艰

苦卓绝的斗争，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地处太行拭目根据

地腹心区的黎域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舍生忘死，英勇奋战，

为夺取抗战全面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在中国革命史

上谱写下了光辉篇章。

妇女运动是整个就臼救亡运动的一千重要组成部分。黎域妇

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各级妇女组织的带领下，为赢得抗战胜

利和争取自身的解放，冲破封建桂梧的禁锢，挣脱困条绳索(指

旧社会封建制度中的政权、族权、神权、夫权〉的束缚，勇敢地

投入到抗吕救亡的洪流中，破陋习，除恶俗，去陈规，走出家门，

冲上社会，参加生产、支前援战、拥军优震、清绩退押、减租减

息、锄奸反特等各项政治与经济斗争，不仅创造了光辉的业绩，同

时也提高了自身的社会地位。

第一节战前社会摄况与

妇女的社会地位

黎城县位于太行山腹心区，设县至今有 2000 余年的历史。在



漫长的封建社会里，黎域的经济、文化卜分落后。历代活;宅大多

数从事农业生产，以耕种为生，勤劳俭朴，祖祖辈辈繁衍生息在

这块黄土撞上。

IB黎域的社会经济性贵在封建社会里为封建地主统治下的自

给自足型自然经济。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沦为

半殖民地，广大农民受到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双重压迫。 20 世

纪 20 年代中期到 30 年代中期，山西大地主、大军阀阁锡山又统

治山西，更使w西置于封建地主阶级和封建军阀势力双重压榨之

下。阎锡山政权联合地方豪绅地主，在政治上实行村闰邻制，村、

j哥、邻长官多白地主富绅充任 p 在经济上实行封建垄断，地方商

业多为1商办官裔，或由地方土豪富绅包办专卖。他们欺行霸市，鱼

肉人民。在农村，土地耳益被地主恶霸兼并集中，广大农民在吕

渐丧失土地的情势下被迫接受地主的高地租和高利贷的残酷剥

削。据战前统计，当时占总人口 54% 的贫苦农民仅占告- 25%左右

的耕地，地租就占全年收成的 40-60%。广大贫苦农民，特别是

锢雇农累死拚活地劳动一年，到头来仍是食不饱暖，衣不蔽体，无

法度日。此外，官绅流渥一气，还巧立名目，增捐加税，盗卖鸦

片，横征暴敛，对广大农民进行着残酷的剥削和捺夺。

封建统治者为维护其对广大人民的统治，在思想意识和文化

教育上实行愚民政策，利用手中掌握的政权、族权和禅权向人民

撞输封建落后的IB患想、 IB文化、 IB伦理道德和迷信说教，使得

广大人民不仅在政治经济上成为被压迫被羁削者，雨且在思想文

化上也沦为受迫害和牺牲者。

对妇女而言，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那样"中国的男子普遍要

受三种有系统的权力(编者注2 政权、族权、神权〉的支配..，. . 

至于女子，除受上述三种权力的支配外，还受男子的支配。"她们

被压制在社会的最底层，在种种有形无形的辙锁下，受着非人般

的压迫，过着苦难和屈辱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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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日黎域的妇女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生活中以及家庭生活

中不存在任何的权利和自主。她的被剥夺得一无所有，没有财产

权，没有继承权，没有立户权，没有社会活动权，没有婚姻自主

权，有的连姓名权也没有。封建礼教除要求她们遵从"三纲五

常"外，还特别要求她们恪守所谓的"三从四德"、"男尊女卑"、

"男女授受不亲丹等IB道德规嚣。在这些捺规j日矩的束缚下，妇女

的人身自由被剥夺黯尽，意志被强奸不存，被驯服成"在家从父、

出嫁从夫、夫亡从子"、"嫁鸡随鸡、嫁狗随梅"、"大门不出、二

门不迈"的只知专事男子，不敢越雷洁一步的所谓"贤妻良母"。

她们的人生从来就不由自主。未及降生，或许就已被"指腹为

婚"尚不懂事，也可以被"童养为媳"。她们的婚姻完全凭"家

长之命"和"媒的之言"来决定，整个人像商品牲畜一样被买来

卖去J 结婚以后，丈夫视其为"妻到的妻买目的马，由我黯来自

我打"若对其不满或厌恶，可以名正言顺地"休妻"另娶。市被

休回娘家的妇女则被社会所歧视，永不可再嫁，自己也感到耻辱

羞惭。社会上还要求女子绝对保守贞洁. 11爵遭破污，那视为极大

耻辱.倍加歧视。若妇女因之而死，或夫死寡守南终，反再往往

崇为贞烈，立梓坊，发施表，大加赞挠。

社会制度的不平等，造成了妇女的社会地位和经济生活上对

男子的完全假前。其生活状况是随男人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决

定的。这也就决定了男女在家庭日常生活中的不平等，如男女吃

两样饭、穿两样衣，男子虐待、打骂妇女等a 这类情形在IB黎城

就极为普遍。

封建社会崇尚"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荒谬礼教，硬把妇女拒

绝于文化教育大门之外。贫苦人家女子自不必说，就是有条件的

富有人家的女子也一样没有机会受到文化教育。她们所能得到的

教育，充其量也不过仅是来自于《孝女传队《烈女传上《女号11 ))之

类宣扬封建礼教书中的-点点所谓女学币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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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向闭塞、落后的18黎域，封建迷信气息十分浓厚，陈规

陋习遍及乡村。现实生活中视妇女为"灾星"、"祸水"，在许多方

面都予接挠和避讳，认为"母鸡不敬神，女人不是人"，其地位低

下到普遍少有名字的地步。即使有，也不被人称呼。一般未出嫁

的少女，在娘家被称为某家凡离女，出嫁后的妇女就称为某家凡

媳妇，如李家二闺女、张家大媳妇等。生儿育女后的妇女，则被

称为某某娘、某某奶奶之类，其称呼概为代称。如男人亡故，其

随夫代称依18不变。自己死后，也只能有个某某氏的称号。 18黎

域对妇女的歧视，还可以从对待寡妇再嫁上表现出来。!日黎域寡

妇再嫁被视为耻辱，偶有再嫁者，要在婆家哭着走，有的地方甚

至不让从门里走。 18黎域还存在妇女缠足的题习。一般女孩子长

到六、七岁左右，家长就给强行缠足。由于缠足造致残废，妇女

不能下地劳动，久而久之形成了妇女普遍不参加生产劳动的风俗。

她们一般仅限于从事家务琐碎劳作，真是"炕头坐，锅台转，一

生一世没个完"。她们"嫁汉随汉，穿衣吃饭"认为"箩头离不

开担，带菌杖离不开案，老婆离不开男子汉"。另外，由于得不到

应有的科学知识，妇女群众对生育、生理卫生缺乏正确的认识，致

使一些反常识的陈习不断沿袭，给妇女身心造成极大摧残。如 i日

黎城妇女生产时极不讲卫生，遇有难产，接生婆敲锣"催生"。产

后妇女不钗不及持加强营养，反商几吕内只允许喝一些仅有少量

米粒的稀米汤，百日之内也不吃干饭和肉蛋类营养品。认为本地

水土硬，产妇若吃"硬"饭消化不了，容易得病。加之盛行早婿、

旱育、多生，女子一般十四、五岁 ep结婚，+六、七岁即生育，妇

女一生生产七、八次，抚育四、五个孩子是很普遍的事情。由此，

妇女儿童的身，告受到严重摧残，新生儿夭亡和妇女病常见不鲜。

总之，在封建不平等社会制度的压迫下和小农经济模式的局

限下， 1日黎域的广大妇女一方面经受着无穷无尽的苦难和凌辱，一

方面在长期的以家庭生活为中J心的生活方式的囚因中，形成了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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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短浅、公捣狭隘和听天由命、斗争性软弱的弊病。然而，尽管

这样，"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一直她们被唤起，她们就

会不甘命运、就争命运，走上争取翻身求解放的斗争道路。

第二节各级妇救会组织的建立

与妇女工作的开展

1937 年 7 月 7 日，日本侵略军制造"芦沟桥事变飞发动了全

面侵华战争。中国守军奋起反抗。中国共产党于次日向全国发出

《通电机号召"全中雷同胞、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

统一战线的坚吕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抗日战争由此揭开序幕。

8 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昌民革命军第

八路军，东接黄河，开赴山西抗日前线，一方面抵抗日军的进程，

一方面派遣地方工作团，分赴各地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 11 月上

旬至 12 月，八路军 115 师、 129 炜两支地方工作国先后抵达黎壤，

与县牺盟分会一道开展改造1日县政权、建立中共地方党组织、发

展地方抗日武装等各项抗让根据地的创建工作。 12 月底，中国共

产党黎城县委员会正式成立。 1938 年 4 月，在粉碎日军对晋东南

的九路围攻后，为了更广泛地动员社会各阶层力量开展就日救亡

斗争，中共黎域县委积极组织成立各届群众抗日救国组织。 6 月，

在县城西昔芫韩星六宅召开黎城县妇女第一次代表会议，组织成

立了黎域县妇女抗目救国会(笛称妇救会) ，领导机构出原维廉、

张金焕、花爱平、韩新绿、韩春先、连爱枝、张兰芳、李扇兰 8 人

组成。领导人称秘书，由原维廉担任。会议确定了妇救会的宗旨: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动员和组织全县广大妇女开展抗日救国

斗争，并在斗争中结合解决妇女自身的特殊问题，求得妇女在政

治上、经济上的彻底解放。

黎城县妇救会的成立是黎城县妇女运动史上开创性的一件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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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它标志着占全县人口近二分之一的妇女有了自己的组织，将

自过去的个体分散状态转变为有组织的西体，走上社会，为中华

民族的解放事业发挥应有的作用。

县妇救会成立以后，即派人分赴这村宣传、发动与组织妇女，

主要是动员妇女放足，同时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建立区村妇救

会。最初，工作区域主要在五区(西井区〉和六区〈东崖底区〉。

这两这群众抗日救亡活动开展得较旱，也是我党活动较多，群众

基础较好的地区，妇女工作较易开展。但是，由于当时县妇救会

中的多数会员和干部属地富家庭出身，缺乏劳苦妇女的素震，带

有明显的小资产阶级习性，下乡工作时骑牲口，打洋伞，穿洋裙，

很脱离群众，深为群众反感。工作方法上又简单粗暴，常是到村

就召集妇女开会，登记造册，随意指定一二名表现活跃、能说会

道的妇女散队长，接着强令妇女放足，不放即将裹脚布挑起并罚

款。被罚者多是贫雇农家妇女，从而极大地引起群众的不满，不

仅放足工作受挫，收效不大，妇救会组织也未能如愿建立起来。即

使建立起来的，也是有名无实，要么是干部不齐备，要么是干部

在群众中威信不高，工作并不能有效地开展起来。

对于妇救会组织上存在的这些问题，县委在觉察后，便很快

地结合改造旧政权、开展岗生民主斗争等工作，逐步地对已建立

起来的各级妇救会组织进行了调整和整顿，担一批在斗争中积极

勇敢、群众威信高的妇女充实到各级妇救会领导机构中，同时又

将区党委润来的一挝妇女知识分子如王磊、董素琴等安排做妇女

工作。 X才原妇教会中不称职的人员，有的调离，有的遣退。经过

调整后的各级妇救会，以新的姿态投入到抗日救亡斗争中。

1938 年 9 月，为加强党对群众工作的领导，中共黎城县委设

置了专门工作委员会。在妇女工作方面，设立了妇女工作委员会

(篱称妇委λ 妇委书记自县委主巨织部长姚策兼任，县妇救会负责

人名称也由秘书改称为主席，白杨剑担任。县妇救会内设组织、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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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两个部，充实与加强了基妇救会领导机构。

为建立健全各级妇救会组织，以适应抗战形势的需要，从

1939 年开始，县委大力开展培训妇女干部工作。方法是先举办县

级培训班，分报培训，逐批选派，让她们担任各区与编材的妇救

会主席。然后再由她们培训各村妇女干部，组建各村妇救会组织，

组织妇女参加民革室和冬学夜校，学识字，听时事，唱歌曲￥宣

传男女平等、婚姻自主等新思想，鼓励妇女走出家门，迈向社会;

带动妇女为抗战募捐，派做鞋袜。待多数妇女群众对妇女自身的

价值与责任及成立妇救会这一组织的作用有了一定程度的认识

后，再组建村级妇救会。为适应妇女群众的情况，人会条件比较

宽松，凡是 12 岁以上 50 岁以下的妇女，只要表示愿意抗司，就

可以人会。手续也极为简单，一般妇女登记了姓名就行。各村参

加入数很多。组织建制上，区、村妇教会设费书 l 人，组织、宣

传委员若干。其中村级妇干均不脱产。

经过近一年的组织发展工作，各区多数村庄成立起了妇救会

组织，全县妇救会组织基本形成了自上而下的垂直组织系统。1940

年 6 月，冀西妇救会宣传部长自萍谓任黎城县妇救会主席，一批

女知识分子干部也相继充实到县、区级妇救会的领导机构中，如

丁芳、步时迅、于丹、曹军、徐子亭、 xtJ复云、!自珍等，进一步

加强了妇救会的领导力量。

1941 年，是全县妇救会组织发展的"黄金"时期，所有的村

庄都建立起了妇救会。各级妇救会积极维护和保障妇女的权益，组

织发动妇女开展斗争"坏婆婆飞解放童养媳、废除买卖婚约、反

对虐待妇女、反对男女不平等等多样活动，提倡自由恋爱、移风

易俗、不要彩礼。 广大妇女群众担妇救会视为"娘家"亲切地称

妇救会干部为"娘家人"，妇救会在群众中的威信大大提高。这年

秋天，县妇救会在李堡村召开全县妇女第二次代表大会。各区村

都选派代表参加了大会。大会在认真总结前几年所傲的工作、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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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制定以后的工作方针和任务后，采用"滴豆式"的选举方法，充

分发扬民主，选举了县妇救会新的领导机构。肖萍继续当选为新

一届县妇救会主席。会后，各区、村相继召开妇女代表会，传达

贯彻县第二次妇代会精神，选举各区、材妇救会新一窟领导。这

次普选活动，后来被称为"妇救大选"。

这次全县三级"妇救大选"是抗战以来，第一次在广大范围

上给予妇女民主待遇，动员妇女参与政治生活。它不仅为妇救会

组织的建立与发展奠定了群众基础，而且亦为妇女自身解放矛11参

加抗日救国斗争起了较极的推动作用。在这次妇敦大选中，妇女

群众踊跃参加，场面异常热烈。许多村庄的选举仪式比平时赶集

过年还热i晴，妇女群众们你呼我唤，兴高采烈。这是她们有生以

来第一次拥有的权利、享受的待遇，因此，都把自己手中的一票

看得非常重要和神圣，要担自己信赖的人选上去，让她带领大家

抗 5救国，争取妇女自身解放。选举的结果，也正反映了大多数

妇女的意愿，许多优秀的妇女积极分子被选了上去，成为以后抗

战各项工作中的中坚力量。

1942 年 9 月，黎城根据地进行精兵简政，根据太行区党委与

晋冀豫边区政府通知精神及有关规定，县妇救会与工救会、农救

会、青救会群众团体组织联合一起办公，合并成立为县工农青妇

抗日救国联合会〈简称救联会〉。妇救会成为救联会下设的一个分

支机构。全县妇女工作从此归于县救联会统一领导之下，实现了

妇女运动与工、农、青群众运动融为一体。

1943 年 1 月，中共中央北方局妇委下达《关于目前妇女工作

及纪念一九四三年三·八节工作的指示))，指出 z 几年来华北妇女

运动中存在着三种偏向，一是妇女孤立主义偏向，二是妇女运动

的自流论及阶段论，三是妇女运动中的关门主义偏向。这三个偏

向是妇女运动未能很好开展起来的根本原因。《指示》在指出这三

种偏向的危害和产生的根源后，提出了妇女运动应遵循的一般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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