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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共产党在妇女问题上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为指导思想。它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产

生和发展，以及它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的基础之上的。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也是党领导妇女运动的前提条

件。中央苏区妇女运动就是党在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指导思想下，结合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央苏区妇女情

况，领导的一场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色的妇女运动。中央苏区妇女运动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历

史起点。中央苏区妇女运动为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发展提供了直接经验，也为新时代推进马克思主义妇

女观中国化的新突破提供了重要的现实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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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always adhered to the Marxist view of women as its guiding ide-
ology on the issue of women. It is based on th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Marxist concep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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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men and its spread and development in China. The Marxist view of women is also a prerequisite 
for the party to lead the women’s movement. The women’s movement in the Central Soviet Area is a 
women’s movement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times characteristics led by the Party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Marxist concept of women, combined with the concrete reality of China and the 
situation of women in the central Soviet Area. The women’s movement in the central Soviet Area is 
a historical starting point of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The women’s movement in the central Soviet 
Area provided direct experi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arxist concept of women, and also pro-
vided important practical inspiration for the new breakthrough of promoting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t concept of women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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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中央苏区妇女运动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理论指导，丰富和发展马克

思主义妇女观。中央苏区妇女运动不仅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在中国的发展，而且为实现马克思主义

妇女观的中国化的新突破提供了启发和指导。 

2. 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主要内容 

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创立的，是马克思主义者在无产阶级革命实践中继承和发

展的，是一个逐步形成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运用到认识和解决妇女

问题上的。它从根本上解释了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并为妇女的解放与发展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2.1. 妇女遭受压迫和剥削的根源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历史环境和社会历史条件两个角度进行探究。通过对人类社会的演变和妇女地位

的变化发展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私有制”是压迫妇女的根源。当生产力发展达到一定阶段，私

有制出现时，就出现了压迫妇女的现象。只有消灭私有制，才能使妇女得到真正解放。 

2.2. 妇女在社会和历史发展中的作用 

马克思指出，妇女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发挥着巨大作用。没有妇女，就没有伟大的社会变革。妇女创

造了丰富的物质资源，也创造了丰富的精神文明。妇女推动了整个社会的发展。 

2.2.1. 妇女对种族持续的贡献 
在人类社会发展历史过程中，妇女在长期生存和繁衍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

在“两种生产”中阐述了妇女的生育价值。然而，由于这些行为不是自然性也不是商品性的，就会被人

们忽视，所以没有被纳入社会总劳动的范畴中。 

2.2.2. 妇女促进社会文明的进步 
妇女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中，不仅创造了巨大的物质和精神文明，而且促进了社会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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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指出：“即使自母权制被推翻后，妇女作为历史主体的能动性长期受到不同程度的抑制，人类

现有的一切文明成果也是由两性共同创造的。”[1]社会的发展、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发展都与妇女的贡献密

不可分。“妇女的解放和发展，不仅成为一个社会进步标志，而且客观上也为文明发展创造了条件。”[2]  

2.3. 妇女解放路径的探究 

妇女解放的目标和人类解放的总目标是一样的。都是为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并且它们在发

展路径上具有高度一致性。无产阶级认为，只有通过消灭私有制和一切阶级，才能彻底解放全人类。妇

女解放作为人类解放的一部分，马克思和恩格斯主要从政治、经济、思想、社会四个方面对妇女解放的

路径进行了深刻理解和探究。 

2.3.1. 政治解放 
政治解放是先决条件。妇女的解放主要开始于政治领域的男女平等权利问题。马克思站在解放全人

类的立场上，他明确地指出，政治解放是必不可少的。虽然在资本主义革命中也有政治解放，但是这种

政治解放是有限的，不能实现全人类的真正解放，更不能实现妇女的政治解放。这种政治解放是有限的。

所以可以看出，政治自由只赋予了妇女一些权利，如果妇女想获得最终解放，就必须同时采取其他形式，

促进妇女真正解放。 

2.3.2. 经济解放 
世界上所有的不平等都是经济地位的不平等造成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经济解放不仅仅是对人

类解放的物质保证，也是一个必须超越的重要阶段。恩格斯在《起源》中就妇女解放方面作出了最好的

解释:“妇女的解放，只有在妇女可以大量的社会规模的参加生产，而家务劳动只占她们极少的功夫的时

候才有可能。”[3]可以看出，经济解放可以让妇女通过自己的劳动，建立价值，实现经济独立并获得相

应的社会地位，最终实现彻底的经济解放。 

2.3.3. 思想解放 
妇女解放的实现不但需要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解放，而且还需要其他方面的解放，特别是主观思想上

的解放。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主张一种自我意识，而这正是要求思想解放的表现。无论是人类解放还是

妇女解放，它们都需要一种要求解放的自我意识。因此，必须提高妇女的主观意识，促进妇女意识形态

的解放，从而确保她们的精神动力得到发展。 

2.3.4. 社会解放 
妇女的最终解放关键在于社会解放。大部分社会都将女性参照出来，依靠“男性/女性”的二元框架。

在现实生活中的就业、资源、收入分配、妇女参与决策以及教育方面，仍然存在性别歧视。只有当女性

身份不再是人生选择的障碍时，女性才能够真正的解放。 

3. 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在中央苏区妇女运动的实践 

中央苏区妇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妇女运动。中国共产党在坚持马克思主

义妇女观指导思想下，从建立妇女组织、颁布相关政策、融合当地特色文化等方面，使中央苏区妇女运

动取得了一次开拓性的成功。 

3.1.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妇女工作，将妇女解放作为重要任务之一。中央苏区妇女运动在革命根据地的

开辟和苏维埃政权的建立的背景下全面展开。党在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指导下，将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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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苏区妇女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不断摸索并调整中央苏区妇女运动的指导方针。 
根据列宁指出：“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科学社会主义思想

“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4]，党在确定一系列的方针指导后，又进行了大量的舆论宣传。他们对广大

中央苏区妇女进行系统的政治宣传，在思想上感悟妇女，增强她们对中国共产党、苏维埃政府和红军的

信任和认同感，激发妇女的革命积极性和革命热情。 

3.2. 妇女组织的建立 

在革命根据地建立之前，妇女组织又少又单一。列宁指出，“因为妇女有特殊的要求、利益，所以

在男女劳动者共同组织之外，对妇女群众需要在她们中间进行工作的适当组织形式和特殊鼓励方式。”

[5]因此，党在越来越重视妇女工作的同时，妇女组织也随之不断发展。中央苏区的妇女组织类型主要有

三种：“一是党内恢复重建的妇女部或妇委，包括团系统中的青妇部、工会系统的女工部、农会系统的

妇女委员会；二是政府内部具有咨询协调性质的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三是群众性的女工农妇代表会。”

[6]这些妇女组织是开展中央苏区妇女运动的组织保障。妇女组织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妇女组织与妇女运

动密不可分，妇女运动的成功更离不开妇女组织。 

3.3. 相关政策的颁布 

中国共产党为中央苏区妇女颁布了一系列的政策，让妇女在政治、经济、婚姻、教育等方面享有平

等权利，为实现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奠定了政策基础。 

3.3.1. 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政策 
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政策保障是中央苏区妇女运动的基础。恩格斯指出，妇女之所以受不平等的压迫，

“不是妇女在经济上受压迫的原因，而是它的结果”。[7] 1931 年颁发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令》

规定：“雇农、苦力、劳动农民，均不分男女同样有分配土地的权限，”[8]《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

纲》第四条也规定：“在苏维埃政权领域内的工人、农民、红军、士兵及一切劳苦民众和他们的家属，

不分男女、种族、宗教，在苏维埃法律前一律平等，并为苏维埃共和国的公民。为使工农兵劳苦民众真

正掌握着自己的政权，苏维埃选举法特规定：凡上述苏维埃公民在十六岁以上皆有苏维埃选举权和被选

举权。”[9]这些政策、法令的颁布，为中央苏区妇女运动的开展提供了重要的政治和经济保障。 

3.3.2. 婚姻方面的政策 
婚姻政策的出台与补充是中央苏区妇女运动的关键。中央苏区妇女深受封建婚姻伦理的束缚，她们

习惯了封建礼教和旧婚姻制度。党接受和遵从马克思主义的婚姻家庭学说，确立了“婚姻自由原则”，

并颁布了相关条例来保护妇女的婚姻自由权利。中国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 1931 年 11
月 28 日在瑞金召开。会议首次代表中华苏维埃政府颁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中华苏维

埃共和国婚姻条例》一共有七章二十三条，条例包括总则、结婚、离婚等方面。条例中首次明确指出：

“男女婚姻，以自由为原则，废除一切封建的包办强迫和买卖的婚姻制度，禁止童养媳”；“实行一夫

一妻，禁止一夫多妻”；“结婚的年龄，男子须满二十岁，女子须满十八岁”；“禁止男女在五代以内

亲族血统的结婚”；“男女结婚须同到乡苏维埃或城市苏维埃举行登记。领取结婚证，废除聘金、聘礼

及嫁装（妆）”；“离婚自由，凡男女双方同意离婚的，即行离婚，男女一方坚决要求离婚的，即行离

婚”[10]。该条例对婚姻相关问题作了详细而全面的规定。 

3.3.3. 文化教育方面的政策 
文化教育政策的颁布是中央苏区妇女运动的深层次发展。“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旧观念是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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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的普遍共识，因此中央苏区妇女没有受教育的权利。但是，马克思指出，“自我认识是自由的首要

条件”[11]。这就需要教育。1929 年中共闽西特委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妇女问题决议案，会议规

定：“开办学校使妇女得到求学的机会。”[12]党通过干预使得广大中央苏区妇女开始享受文化教育的权

利。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党建立并完善了教育行政管理系统。中央苏区妇女的文

化教育工作在党的统一领导和管理下开展。 

3.4. 融合当地特色文化 

中央苏区妇女运动同其他地区的妇女运动相比，最独特的就是将中央苏区的特色文化融入妇女运动

之中，推动其进行与发展。中国共产党为妇女运动的顺利展开，不仅在思想上，政治上、经济上、组织

上以及政策上采取措施，而且还结合了中央苏区的特色文化，以实现真正符合中央苏区妇女实际情况的

妇女运动。 
中央苏区所在地域地处偏远，环境封闭。“封建政治权利，包括封建意识形态对这一地区的控制是

相对薄弱的，但客家文化传统却得到了完整的传承和延续。”[13]因此，党十分注重运用好当地的特色文

化。 

3.4.1. 客家山歌 
中央苏区以客家人为主，因此党就将客家山歌和革命相融合，形成了富有当地特色的革命歌谣。中

央苏区的革命歌谣主要是通过当地民众最熟悉的艺术传达方式来宣传革命道理，以激发民众的革命热情，

来动员民众积极参加革命事业。比如，一首革命歌谣，它原本是客家妹子用来表达追求爱情的山歌，但

是将其改编，把原本的歌词“生要恋来死要恋，唔怕官司打到衙门前；杀头好比风吹帽，坐牢好比逛花

园。”进行调整，就成了一首革命山歌：“为了革命出头天，个人生死放一边；杀头好比风吹帽，坐牢

好比逛花园。”不仅宣扬了革命，也表达了革命的觉悟和意愿。革命歌谣在中央苏区妇女运动中发挥了

重大作用。 

3.4.2. 戏剧 
戏剧也是宣传、动员和满足当地民众文化需要的重要艺术形式。戏剧是客家人一种特殊的娱乐形式。

与山歌不同，戏剧需要更高的艺术修养。因此，戏剧创作和表演通常是知识分子群体。可是戏剧的受众

群体又是普通民众，因此在内容、形式和语言等方面，戏剧的表达都要尽可能的贴近民众的生活，符合

民众的日常习惯和欣赏水平。比如《活捉张辉瓒》、《打宁都》、《三子学艺》等，这三部戏都是运用

传统的戏曲艺术来表现革命历史的。这几部戏在保留了当地民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的同时，更在内容

上强调了革命道理，起到了宣传革命的作用。充分尊重了当地的民俗文化。 

4. 中央苏区妇女运动推动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央苏区妇女运动是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典范。中央苏区

妇女运动为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中国化开辟了新的历史起点。 

4.1. 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中国化的局部实践  

中央苏区妇女运动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丰富内涵。首先，揭示了妇女地位低下的根源是阶级

压迫，呼吁妇女与之斗争。其次，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中指出，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通解放的自然尺

度。在中央苏区妇女运动中，由于党的干预，中央苏区妇女在政治、经济、教育等领域获得了平等地位

和权利，让妇女意识到妇女解放与革命斗争的密切联系，让妇女愿意积极参加革命斗争，为革命事业作

出自己的贡献。最后，中央苏区妇女运动中存在的问题也证实了妇女解放的实现并非一蹴而就的，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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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4.2. 开创了农村妇女解放理论 

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指导下，在中央苏区妇女运动实践中创新和发展了农村妇女解放

理论。党提出了新的思想和新的观点，为激发农村妇女的革命意识和呼吁妇女积极参与革命事业发挥了

重要理论作用。 
马克思主义把压迫妇女的根源归结于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认为妇女解放的道路是“生产资料转归社

会所有”[14]。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在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和中央苏区妇女的实际情况的基础上，他指出

压迫中国妇女的根本原因是“四权”压迫的综合作用。因此，党赋予了中央苏区妇女土地所有权，使妇

女摆脱对父权制的经济依赖，实现妇女的经济独立。“在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社会中，通过保障农

村妇女的土地所有权和土地处置权，而不是消灭私有制，来促进农村妇女的解放”，[15]这是中国共产党

对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一个重要发展。 

4.3. 促进了毛泽东妇女理论的形成 

中央苏区妇女运动结合了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和中国具体实际，具有中国风格和特色。中央苏区妇女

运动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中国化的伟大开端。毛泽东作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人，对马克思

主义妇女观的中国化作出了重大历史贡献。中央苏区时期也是毛泽东妇女解放思想形成的主要历史时期。

毛泽东结合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和方法，探究符合中国国情的理论体系，创造性地

发展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毛泽东妇女解放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思想也

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毛泽东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中国化的形成和发展。 

5. 中央苏区妇女运动就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当代启示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央苏区的妇女积极参加革命斗争，她们在政治、经济、教育、婚姻等方

面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同时解放了的妇女也为革命斗争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而成果背后的根本原

因就是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指导。 

5.1. 坚持、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妇女观 

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理论指导，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妇女观。首先，要

充分认识、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深刻内涵。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

组成部分，是解决妇女问题的关键指导。马克思和恩格斯把妇女解放纳入人类解放的伟大事业中。他们

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探究妇女问题和妇女运动最一般规律的基本观点

和方法，探索妇女解放的一般途径和方法。他们探索妇女地位的演变过程和妇女问题的出现及其基本规

律。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是经过实践证明的系统理论。其次，要增加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相关经典著作的阅

读，在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深刻内涵的基础上，将其运用到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妇女观。今天的妇女的解放已经上升至更高的追求，我们更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从发展的角度思

考和解决妇女问题。 

5.2. 促进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大众化和民族化 

在中央苏区时期，许多革命家和妇女都不知道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是什么，但是通过党组织的各种具

体的、大众化的、风俗化的、生活化的宣传，马克思主义妇女观逐渐被广大妇女和革命家理解、接受和

运用，取得了良好的成效。这就说明，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必须为广大人民群众所认识和运用，服务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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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点和主要对象必须始终保持不变。要将各民族的文化特色和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相结合，形成能为各民

族所接受并拥护的民族妇女解放政策，以充分实现各民族所有妇女的解放。 

5.3. 实现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中国化的新突破 

在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思想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在历史实践中发现了压迫中国妇女的根源，探究了

实现妇女解放的正确途径和道路。不同时期的妇女运动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因此，要坚持马克思

主义妇女观的指导思想去解决各种妇女问题，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去分析妇女问

题。并且要不断总结经验，与时俱进，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妇女观，这样才能更好地解决新时代

的妇女问题。在提高妇女素质、妇女地位的同时，要充分调动妇女的能动性作用，要在妇女的传统角色

与现实之间寻找一个合适的切入点，来实现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中国化的新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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