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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说明 1

编辑说明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中共十

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为准则，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本着详

今略古的原则，实事求是地系统记述全区妇女在政治、经

济、文化等方面的历史和现状。 ．

／

二、本志上限1910年，个别事物上溯至事物发端；下

限1992年底，个别事物下延至事物结束。

三、本志按照横排竖写、事以类从的原则编排，全志

分章、节、目、子目四个层次，采用述、记、志、传、录、

图、表等体裁，以志为主。

四、根据生人不立传的原则i在世人物采用“因事系

人”的痧法，在记事中结合记述有关人物的活动、成就及

作用。入志人物，以卒年先后顺序排列。 ·

五、本志中，省妇联零陵地区办事处”第一次出现时

用全称，以话均简称“零陵地区妇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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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零陵地区妇女志》是我区第一部妇女专业志。经过

两年多的编纂，于今问世。这是全区250多万妇女的大喜

事，值得庆贺。 ．

t+
’ 。+

零陵地处湘南，与两广毗邻，历史悠久，山JlI秀丽，

物宝天华，人杰地灵。自汉武帝设零陵郡以来，零陵妇女

在这片土地上英勇奋斗，前仆后继，与零陵男子一道创建

了改造山河的丰功伟绩，谱写了争取自由解放、促进男女

平等的壮丽诗篇。为了如实地辑录这些妇女史料，用以垂

鉴资治，上慰先人，下惠后人，编纂妇女志实为我们这一

代妇女工作者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于此，湖南省妇女联

合会零陵地区办事处于1992年6月成立了妇女志编纂领

导小组，设立编志办公室。经过编辑人员两年多时间的辛

勤耕耘，在地区地方志办公室的指导下，在湖南省妇联、

衡阳市妇联和本地区各县(市)妇联及各有关部门的关怀

和支持下，几经易稿，终于编成了这部二十余万字的妇女

志。我相信，这部妇女专著，对于指导今后零陵地区的妇

女运动，肯定会发生深远的影响。

{：零陵地区妇女志》坚持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广采博

纳，去伪存真，对历史上各次妇女运动的发生发展、妇女

运动的经验教训，均实事求是地加以记述；并寓褒贬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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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之中。全文以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为指导，以妇女运动为

主线，包括近百年的妇女组织队伍、妇女教育、妇女生产、

妇女参政、幼儿教育以及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等妇女

运动的诸多方面。其涉及范围之广，时间跨度之大，资料

之翔实，堪称是一部零陵妇女的百科金书。金书观点正

确，结构严谨；构思精巧，层次分明；门类齐全，详略有

序；对解放后零陵妇女运动史记述尤为详尽。通读之后，

则全区妇运概貌一览无遗；妇运兴衰，昭然若揭；前人的

奋斗事迹，奉献精神，成败根由，取胜要决无不历历在目。

因此，志书的公开发行，不仅对妇女工作者有所帮助，对

金区广大妇女干部、群众也将大有裨益。。鉴古而知今竹。

不了解过去，就无法驾驭现在，开创未来。恳望全区各级

领导、妇女工作者和全区妇女都来关心和运用这部志书，

从而发挥《零陵地区妇女志》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

应有作用。 ，

。

‘

值此志书出版之际，谨向为编纂此书历时两载而夜

以继日、殚精竭虑的编纂工作者，向一切为此书的编写、

出版、发行提供帮助和方便的单位、个人致以诚挚的谢

意。

谢朝月
1994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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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1

概

零陵地区位于湖南南部，南岭山脉北麓，湘江上游。‘今为湖

南通往两广、连接港澳的要道。公元前111年(汉元鼎6年)置

零陵郡以来，建制几经变更，现辖祁阳、东安、双牌、道县、江永、江

华、宁远、蓝山、新田9县和永州、冷水滩Z市．面积2．23371万平

方公里，境内居有汉、瑶、壮等29种民族，人口524．29万．其中妇

女248．33万(1991年底统计数)。

两千余年的封建统治和百余年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零陵

广大妇女头顶帝、官、封三座大山的压迫，身受“政权、族权、神

权、夫权”四条绳索的束缚，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她们在经济和

劳动上受剥削I在政治和文化上无地位，在婚姻上不自主I身心

上遭摧残。为了挣脱。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封建宗法制度

的禁锢，零陵妇女长期进行着顽强的反抗和斗争．

戊戍变法到辛亥革命时期，男女平权思想萌发，在。湖南不

缠足会”的影响下，·零陵妇女开始放足．1911年祁阳女子学堂创

立，成为零陵倡办女学的先声．此后，零陵县立女子职业学校、道

县女子小学，东安紫阳女子小学、江华县立女子国民学校等相继

建立．妇女始有入学机会．1918年，何宝珍等一批进步女青年考

入衡阳三女师就读．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革命烽火波及衡

阳，何宝珍带头冲破女师的重重阻拦，积极投身反帝爱国斗争。是

年9月，永州妇女组织。女子讲演团”在火神庙向民众演讲，并

散发<救国宣言>．号召全体姊妹，同仇敌忾，积极投入反帝反封

建的爱国洪流。1926年，工农运动席卷城乡，零陵区域共产党的．

组织积极倡导妇女解放，各县先后建立女界联合会，发动妇女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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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打土豪、反族权神权、剪发放足、争取婚姻自由、提倡男女平

等，把妇女解放和民族解放紧密结合在一起，开展抵制洋货、反

抗侵略，掀起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和妇女解放运动，给苦

难中的零陵妇女带来希望。1927年5月26日，继长沙“马日事

变”之后，零陵国民党当局制造了血腥的“宥日事变”，一批共产

党骨干残遭杀害j柏忍j阮贞、王祖娥、王玉和等革命先驱，为

挽救民族的危亡和妇女的解放，为全人类的幸福在敌人的屠刀下，

喊出了“共产党万岁”这一壮烈而激动人心的口号。1941年，祁

阳、．东安、新田、零陵、永明、江华等县先后建立湖南省新生活

运动促进会妇女工作委员会分会，组织妇女儿童培训，到乡村演

讲，宣传抗日救国道理，教唱抗日歌曲。1943年，道县女界联合

会在《道县民报》发表·《告全县女同胞书》，唤醒妇女在国难当头

之际，以民族利益为重，紧急行动起来，‘有钱者出钱，有物者献

物，为抗日救亡而斗争。1944年零陵沦陷，四处兵荒马乱，哀鸿

遍野，祁阳县3873名妇女被日军奸污，零陵境内数万名妇女儿童

死于战祸。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政府对人民群众横征暴敛，旱灾、

疟疾相继肆虐，天灾、入祸交织一起，又夺去数十万名妇女儿童

的生命。 ．

’

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结束了千百年来妇女被压迫、受屈辱、

遭摧残的惨痛历史。是年10～12月，零陵当时所辖各县先后获得

解放，在中共零陵地委的领导下，地、县j区、乡妇女组织相继

建立，妇女工作随党的中心运动有领导、有计划，广泛深入地开

展起来。“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

的劳动中去”。各级妇联坚持贯彻以生产为中心的妇女工作方针，

结合党在各个时期的中心任务，动员妇女参加生产，向妇女进行

思想政治教育和文化、科学技术教育，提高妇女素质，增强劳动

生产力，促进社会主义建设和妇女解放事业。50年代初期，动员

广大妇女参加减租减息，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土地改革j“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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