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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革命失败后，我国革命运动陷入低潮，妇女解放运动也随之进入低谷。湘鄂西苏区作为由中共中央直

接策划的三大苏区之一，其历史地位不容忽视。为了扩大和稳固湘鄂西苏区，苏维埃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其中就包含在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指导下开展的妇女解放实践运动。为了获得湘鄂西苏区妇女解放运动的

胜利，湘鄂西苏维埃政府主要采用了三种形式：一是培育一定数量的妇女干部，为苏区女性提供展示平

台；二是对苏区妇女开展教育工作，提高妇女的文化水平；三是采用多种宣传形式，倡导苏区妇女追求

自我权益。湘鄂西苏区的妇女工作是在特定社会背景下展开的，其特点鲜明，同时也成效显著，回顾和

分析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在湘鄂西苏区的实践，可以为当前妇女解放工作提供参考，有利于指导当前妇女
解放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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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ter the defeat of China’s First Domestic Revolutionary War, China’s revolutionary movement f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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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o a low ebb, and the women’s liberation movement also entered a low ebb. As one of the three 
major Soviet regions directly planned by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western Soviet area of Hunan and Hubei cannot be ignored. In order to expand and stabilize 
the western Soviet area of Hunan and Hubei, the Soviets of the western Soviet area of Hunan and 
Hubei took a series of measures, which included the practical movement of women’s liberation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Marxist concept of women. In order to gain the victory of the women’s 
liberation movement in the western Soviet area of Hunan and Hubei, the government of the west-
ern Soviet area of Hunan and Hubei adopted three main forms: The first way is to cultivate a cer-
tain number of women cadres to provide a showcase for women of the western Soviet area of Hu-
nan and Hubei; the second way is to carry out educational work for women of the western Soviet 
area of Hunan and Hubei to improve their cultural level; and the third way is to use various forms 
of propaganda to advocate women of the western Soviet area of Hunan and Hubei to pursue their 
own rights and interests. The women’s work in the western Soviet area of Hunan and Hubei was 
carried out in a specific social context with distinctive features and remarkable results at the same 
time. Reviewing and analyzing the practice of Marxist view of women in the western Soviet area of 
Hunan and Hubei can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current women’s liberation work and help guide 
the current women’s liberation m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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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湘鄂西苏区创建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是段德昌、周逸群和贺龙等人通过武装斗争建立起来的

革命根据地，也是中共中央直接策划和最早建立的苏区之一。湘鄂西苏区由洪湖、湘鄂边、鄂西北、鄂北、

巴兴归、荆当远、枝宜、洞庭湖特区八块区域共同组成，斗争时间长达八年之久。为了扩大革命影响，激

发人民斗争精神，湘鄂西苏维埃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进行了诸多探索，在妇女解放方面创造了宝贵

经验。本文主要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在湘鄂西苏区实践的时代背景、主要内容及其现实启示。 

2. 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理论来源 

马克思主义是关于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全人类彻底解放的学说。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没有单独论述妇

女思想的著作，但他们的许多经典著作中都包含解放妇女的思想论述，如《资本论》、《德意志意识形

态》和《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马克思主义的妇女观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对妇

女社会地位的演变、社会作用、社会权利和争取解放的途径等基本问题作出了科学分析和概述。 
任何思想体系的形成都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马克思主义诞生于 19 世纪 40 年代的西欧，当

时西欧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工业革命推动生产力大幅增长，资本家为了逐利而不断扩大生产

规模，同时为了实现利润的最大化，转向更严重压榨工人，对于女工的压迫更是十分严重。恩格斯在《英

国工人阶级状况》中论述了当时英国工人恶劣的工作环境，并特别指出，资本家为了获取大量廉价劳动

力，大幅吸收工资水平低的女工和儿童进入工厂，女工经常超负荷工作十几个小时。工厂主对于工人的

请假时间也管控的十分严格，如果工人一天当中有四分之一的时间不在工厂，就可能面临被辞退的风险。

恶劣的工作环境对女工身心造成了严重伤害，女工由于长时间工作导致骨盆变形的现象非常普遍，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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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女工的生育功能受到损伤，女工无法生育、流产以及畸形儿现象时有发生。马克思对女工的工作环

境进行了实地考察，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及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进行分析后，揭露出资本家压榨工

人的事实，并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私有制度是妇女受到剥削的源头。 
马克思主义在苏联得到了继承和发展。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十分重视妇女解放运

动。列宁继承了马恩的妇女观，在《资本主义和女工劳动》中明确指出，妇女受着家庭和社会的双重压

迫。一方面，妇女的劳动被家庭所忽视；另一方面，资本家为了获取高额利润，乐于寻找薪资低的女工

做工，而女工为了给家庭增加额外收入，愿意做这些工资极低的工作，这实质上是一种被剥削的雇佣关

系。列宁呼吁工人阶级争取自己的利益，组织集会，帮助妇女认识自己被压迫的境况。除了呼吁妇女解

放外，列宁也颁布了相关法令推进妇女解放实践，并出台相关法律保障政令实施。他说：“苏维埃政权

正竭力使妇女能够独立地进行自己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工作。”[1]此外，列宁还促进了《婚姻法》的诞

生与通过，为妇女婚姻自由提供了法律保障。 

3. 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在湘鄂西苏区实践的时代背景 

1917 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全世界无产阶级看到了解放的希望。五四运动后，中国人民的思想得

到空前解放，一些先进分子认识到，要想从根本上改造中国，探索救国救民新道路，只有改变传统思想，

实现文化觉醒。在各种思想交锋和多番实践后，不断探求救国救亡之路的中国人终于找到了解救中国的

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无数仁人志士投入到马克思主义的学习中，马克思主义迅速在中国大地上传

播开来。他们通过创办报刊、开办学校、组织社团等多种形式向青年学生和人民群众宣传马克思主义，

并致力于将马克思主义传播到工人阶级中，为建党奠定了思想基础。 
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之初，就确定了党的工作纲领是“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

的政权”[2]，一直致力于组织工人阶级进行斗争。1924 年 1 月国民党一大召开后，在国共两党的合作下，

全国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风暴，后因国民党叛变导致大革命失败。大革命虽然以失败告终，但其造

成的革命影响是十分深远的。大革命给了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沉重一击，使人民的思想经历了一次革命

洗礼，群众对于革命的对象和方式有了一定的认识，为土地革命奠定了良好基础。 
大革命失败后，贺龙和周逸群被党中央任命到湘鄂西地区开创根据地。湘鄂西苏区由八块不同区域

的苏区组成，分布范围较广，横跨湖南湖北两省。虽然湘鄂西苏区从未真正连接成一整块苏区，但各根

据地都处于湘鄂西行政部门统一领导下，且社会环境较为相似。湘鄂西地区经过大革命洗礼后，有着良

好革命基础。早在大革命时期，就涌现出不少先进青年在湘鄂西地区开展革命运动。属于洪湖苏区范围

内的监利地区，当时就有不少进步青年在武汉求学，这些进步青年在求学途中阅读了许多进步书籍和刊

物，如《新青年》、《武汉星期评论》和《共产党宣言》等。他们还在武昌成立了“监利旅省同学会”，

同学会经常一起组织学习马克思主义学说，大部分会员经过董必武和陈潭秋的培养后，秘密加入了中国

共产党。为了迎接北伐军进军湖北，监利进步青年陈步云经历短暂的“北伐宣传训练班”培训后，返回

家乡监利开展农民运动，并建立了监利县第一个党小组——中共黄公垸小组。 
此外，湘鄂西地区的群众长期以来深受豪绅地主的压迫，妇女境况更加艰难，不仅在经济和政治上

受到剥削，在婚姻自由方面也受封建观念束缚。大革命使湘鄂西地区群众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政治经济权

利，随着大革命的失败和反动势力反扑，这些政治经济权力也随之消失，人民群众渴望再次革命。 

4. 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在湘鄂西苏区实践的主要内容 

4.1. 培育妇女干部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将解放妇女视为一项重要任务，将妇女解放纳入阶级解放中，并在中共二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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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立了妇女运动决议，提出将妇女彻底解放的目标。湘鄂西苏区的革命运动是在中共中央指导下进行的，

坚决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决议和精神。团湘鄂边特委于 1931 年 8 月 15 日给团湘鄂西省委的报告中就特别

指出，“今后应该重视苏区妇女工作，并明确提出后续开展妇女工作的策略，即发动青年反封建、反旧

礼教、争自由斗争，培养青妇干部，组织青妇加入少队、儿局，吸收好的青妇入团。”[3]而后 1931 年

10 月 16 日湘鄂西省总工会通过的关于组织问题决议案指出：“需要重视女工在斗争的作用，要特别注

意女工的要求和训练，必须在整个工会的系统下设立女工部，在无法成立女工部的乡村工会支部中则必

须要有女工参加，此外，工会还必须积极吸收女工参加领导机关。”[4] 
在湘鄂西苏区革命建设过程中，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女干部，其中不得不提的是湘鄂西苏区第一

位女红军战士——蹇先任。蹇先任在长沙接受过进步教育，读书期间经常参加爱国运动。马日事变之后，

由于共产党员身份暴露，她和弟弟一起到了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因为良好的教育经历，蹇先任被安排担

任宣传工作。蹇先任在湘鄂西苏区坚持斗争了七年之久，先后担任过文化教员、前敌委员会文书、科长

等职。在担任妇女夜校教员期间，蹇先任亲自给妇女夜校的学生授课，教育并鼓励她们摆脱封建束缚，

勇敢进行革命斗争，走上解放自我的道路。 
洪湖苏区的张孝贵女战士也是一位优秀的妇女干部，为妇女解放工作作出了许多贡献。张孝贵于 1927

年 2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 年 4 月被选为中共监利县委委员，从事妇女工作，负责全县的妇女协会工

作。1930 年 7 月入红军军政干部学校学习，在军校学习期间，张孝贵学到了不少军事理论知识，也更加

坚定了她勇于革命的信念。1930 年 9 月初，监利县周老嘴召开第三次攻打监利县城的军事会议，会议决

定派一位同志潜入县城，提前通知城内的同志，届时与城外进攻行动来一次里应外合，以此确保行动成

功。党组织将这个重任交于张孝贵同志，由于当时敌人戒备森严，进入县城十分困难，张孝贵同志乔装

成进城探亲的妇女，才顺利躲开敌人的搜查，并成功与城内党员取得联系，将敌军兵力部署及城防图等

情况带回根据地，为成功突破监利县城立下大功。张孝贵烈士是监利县妇女运动的先驱，是反封建、反

压迫的女英雄，她的革命事迹和革命行为体现了她坚定的革命信念和顽强的革命斗志。 

4.2. 开展妇女文化教育活动 

在中国封建社会，除少数妇女能接受教育外，大部分女性都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女性从小被教

导“女子无才便是德”，在物质极度匮乏的封建社会，女性被繁重的家务锁住，精神上的诉求很难被满

足，接受教育更是遥不可及的事情。湘鄂西苏区建立后，十分重视文化建设。为了提升苏区民众的文化

水平，苏区各级政府在教育建设方面做了不少努力，开设了各级各类学校，有列宁小学、成人学校、师

范学校、工农夜校、妇女扫盲班等。 
1932 年 2 月 20 日，湘鄂西省总工会在关于“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问题通告中，对于女工反抗剥

削的斗争给予肯定，承认女工斗争的积极性，提出今后应重视妇女工作，为女工争取特殊权益，保障女

工的日常生活；并指出日后要提高女工文化教育水平，号召女工参加夜校、读书班和识字班，对女工进

行扫盲运动，还要加强女工的阶级教育。苏区开设的工农夜校不同于旧时私塾，不仅针对适龄男子入学，

而是针对所有 16 至 25 岁的男女，并且学习用具统一由政府补贴，不需要群众自费。 
湘鄂西苏区教育注重与生活实践相结合。学校采用的扫盲教材大多图文并茂，所学内容也是与生产

实际相关的实用性内容，如食品、节气、农具等，还有妇女卫生相关知识。1930 年 9 月中共湘鄂西特委

第一次紧急会议通过的关于政治任务决议案大纲提到，“要尽可能的推行劳动的文化教育，广泛的设立

识字班、劳动学校及阅报社、俱乐部等。”[5]湘鄂西苏区还坚持教育与生产相结合的方针，创造性地提

出了在田间地头开设识字班，在村口、交通要道等地方设立识字牌，采用更加灵活的方式对苏区群众进

行扫盲。另外，苏区还有专门针对妇女开设的妇女夜校，鹤峰县城的妇女夜校有学员 30 余人。[6]洪湖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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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也有专门针对妇女设立的女子职业学校，主要是传授妇女手工技能，分袜织、针织、缝纫三科，还教

导妇女学习政治理论知识，进行军事操练，使妇女在实现思想解放的同时获得一技之长，在劳动中获得

独立和解放。 

4.3. 倡导妇女追求权益 

自古代社会以来，我国妇女就深受封建观念的压迫，封建传统礼教要求妇女在家相夫教子，讲究“三

从四德”，使得妇女的经济地位和政治身份皆低于男性。鸦片战争打开了我国国门，给人民带来灾难的

同时，也带来了一些进步思想，妇女解放的观念逐渐萌芽。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在我国的传播过程，经过

了从辛亥革命时的单纯翻译马恩著作，到五四运动时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广泛传播，新文化运动又使广

大受压迫妇女从传统观念中解放出来，寻求解放的途径。 
马克思主义对于湘鄂西苏区群众来说是一个陌生概念。受制于当时群众的教育水平，为了增进群众

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通俗理解，苏区的宣传工作不仅仅局限于报刊、书籍和学校教育等，也采用了如歌谣、

戏曲等大众化方式进行宣传。相较于报刊等印刷资料，歌谣作为文化传播的一种载体，更具有大众性。

歌谣作为一种口语化传播方式，传播的范围更广，不识字的妇女群众都可以通过口口相传学会。并且苏

区歌谣很多都是在原本的民歌基础上编制新词组成的，并不是全新创作的歌谣，熟悉的曲调更加拉近了

这些宣传内容和群众的距离。如在湘鄂西苏区所广为流传的《红军歌》是采用的牧羊调，《妇女求解放》

使用了放脚歌调，《少年先锋队》则选择了两湖地区所熟悉的花鼓调演唱。 
倡导妇女寻求解放也是湘鄂西苏区宣传工作的一个重要部分，对于妇女解放的内容不仅包括身体上

的解放，如劝导妇女摈弃裹脚的旧俗，湘鄂西苏区歌谣《裹脚》里唱到：“裹脚裹脚，裹了脚，难的活......
要得脚不尖，参加红军进妇联。”[7]还包括鼓动妇女进行解放斗争，争取自由和男女平等。《妇女歌》

唱道：“我们妇女人类之半，大家要革命；婚姻自由一切权利，全靠自己争。不要缠足不要穿耳，要打

破迷信；能够劳动生活独立，男女才平等。”[8]从这些歌谣传唱的内容可以看出，湘鄂西苏区对于妇女

解放的认识较为全面，不仅仅局限于妇女要废除封建陋习，不要缠足、穿耳等简单的身体解放，更重视

倡导妇女争取在政治经济上与男性的平等权益，主张妇女自我斗争，实现自我解放，强调妇女通过劳动

实现男女平等。 
除了宣传妇女争取权益外，湘鄂西省总工会也十分重视女工问题，多次在文件中提出要广泛动员

妇女，强调提升妇女的政治水平，对于女工在革命斗争中的作用表示肯定。由于妇女需要承担生育的

职能，总工会对此也给予了关怀，在 1931 年 11 月 7 日通过的《湘鄂西省总工会青工部关于目前苏区

青工斗争纲领》中明确指出：“女工产前产后应有四星期休假、小儿乳饭每天应该有一点钟时间，工

资照给。”[9] 

5. 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在湘鄂西苏区实践的现实启示 

湘鄂西苏区的革命斗争长达八年之久，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取得了诸多成就。对此，毛泽东

曾经在《论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里给予高度评价：“红军时代的洪湖游击战争支持了数年之久，

都是河湖港汊地带能够发展游击战争并建立根据地的证据。”[10]湘鄂西苏区的妇女解放运动是在马克思

主义妇女观指导下进行的，取得了一定成就，可以为当今妇女解放运动提供一些启示。 

5.1. 重视女性职场歧视现象 

在当代社会，女性在求职时经常会遭遇职场歧视，用人单位在招聘要求上虽未直接标明只需要男性，

却在面试的时候筛选掉女性求职者。对于未婚未孕女性而言，找工作时易被判定存在一定风险，用人单

位认为她们未婚未孕的情况加剧了随时离职的风险。而已婚未育的女性则易被视为高危人群，劳动法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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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女性孕期和哺乳期的照顾，在用人单位看来是对公司经济效益的损害。对于女性的职场歧视不仅存在

于招聘时，在正式的职场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如女性晋升比例低于男性，女性高层管理者的比例远低于

男性等。 
妇女解放工作应该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为指导。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是在马克思分析资本

主义社会生产的过程中形成的，马克思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找到妇女被压迫的源头，并指

出妇女必须要参加社会劳动，这是解放妇女的一个重要前提。在湘鄂西苏区斗争历史中，青工会鼓励妇

女积极参加工作，强调需要培养一定数量的妇女干部，对于妇女的斗争作用给予了高度肯定，由此可见

妇女参加社会工作的重要性。当今社会的妇女工作也应如是，妇女在家庭和工作中承担着不同的角色，

要实现妇女的真正解放必须参与社会劳动。女性只有更多地参与社会劳动，才能更多地获得话语权，只

有获得了话语权，才能为现实中的不公平现象发声，努力争取自身权益。 

5.2. 注重偏远地区女性教育 

教育文化工作是湘鄂西苏区建设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全区范围内建立了各级各类的学校，适用于

不同人群的学习需要，教育范围涵盖了苏区大部分群体。对于女性的教育也十分重视，开设了妇女扫盲

班，湘鄂西青工会还特意强调要加强女工文化教育，提高女工的文化水平，号召女工进入夜校学习。 
2021 年 2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宣布我国已经完成了消除

绝对贫困的任务。绝对贫困消除的标准是，贫困人口通过劳动所得和合法收入获取可以满足其生存所必

需的物质条件，更多注重的是对于个体生存需要的基本满足，停留在个体的物质需要层面，对于个体的

精神需求尚未完全得到满足。个体的精神需求主要是满足人的心理和精神活动的需要，相对于物质需求，

精神需求长期以来被社会公众所忽视。 
教育在人的发展过程中占主导地位，良好的教育经历能够对个体发展产生持久深远的影响。由于区

域发展不平衡，出现了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现象，相较于经济发达、交通便利的城市地区，偏远地区的教

育资源则相对落后，教育受众群体较少，教育工作尚需不断完善，偏远地区的女性教育工作则存在更多

不足之处。2020 年感动中国人物张桂梅老师在云南省丽江市华坪县创办了全国第一所免费的女子学校，

主要招生群体为丽江市内边远乡镇高寒山区和周边贫困偏远山区的女学生，为当地贫苦女性提供了接受

教育的机会，改变了上千位贫困女性的命运。除了云南省华坪县外，全国各地还有许多偏远地区的女性

缺少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一代又一代贫困地区的女性重复着贫穷落后的生活，只有接受教育，让她们

掌握知识，才有希望改变贫困的命运。改善偏远地区的女性教育是一个漫长的奋斗历程，需要社会各界

共同努力。只有实现偏远地区的教育脱贫，改造偏远地区女性的精神世界，使她们从传统社会观念解脱

出来，才能获得身体和心灵的双重解放。 

5.3. 注重女性自我价值实现 

由于妇女承担了生育的职能，部分家庭的女性生产结束后选择成为家庭主妇，女性在家庭生活中的

付出易被忽视，被认为没有创造价值。这是我国社会长期以来的一种普遍观念，家庭主妇由于没有为家

庭带来经济收入，被视为没有为家庭创造价值。如今随着不少女性主义者的倡导，这种现象有所好转，

但许多主妇仍然面临无法实现自我价值的困境。 
女性自我价值的实现，首先需要弄清自我价值的概念。价值是指客体对主体带来的效应，应用在人

类社会来说，就是指人通过劳动满足社会和个人需要的过程。人的价值可以分为人的自我价值和社会价

值，马克思认为人的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是辩证统一的，人的自我价值不可能脱离社会实现，而人在创

造社会价值同时，也创造了个人价值。女性自我价值的实现是一种社会概念，不能脱离社会去谈论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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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价值是否实现。以家庭主妇为例，从个人层面来说，家庭妇女完成了自己作为母亲、妻子的任务，

为家庭做出了贡献，满足了自己个人的情感需要。从社会层面来说，家庭里赡养儿童、老人的大部分任

务都由家庭主妇完成，完成了家庭职能中的教育和赡养功能，承担了社会职能，也为社会创造了价值。

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家庭主妇属于创造了价值的群体，应该获得家庭成员的尊重，但实际生活中，由于

普罗大众对于价值观念的错误认知，导致很多家庭主妇被视为“无用的人”。女性只有实现了社会观念

上的自我价值，才能实现自我解放，这需要大众观念的一种转变，妇女工作是否创造价值的衡量标准不

能只依靠是否创造经济收入一个方面，必须与时俱进，运用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基本观点，结合当今我

国社会发展所带来的新矛盾，实现未来社会妇女的完全解放。同时我们也要用发展的观点看待妇女解放

问题，要看到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妇女解放仍需不断努力。 

6. 结语 

在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指导下，湘鄂西苏区妇女解放运动进行了诸多探索，妇女斗争意识逐渐觉醒，

为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扩大提供了保障。妇女解放问题在当今社会依旧存在，总结历史经验可以

为未来提供指导方向，深入分析湘鄂西苏区妇女解放运动的时代背景和主要内容，可以为新时代妇女解

放运动提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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