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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初期中国妇女使命的讨论和宣传
———以«东方杂志»为中心

○ 郭奇林
(厦门大学　 人文学院ꎬ 福建　 厦门　 ３６１００５)

〔摘　 要〕１９３０ 年代ꎬ中国笼罩在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的硝烟战火中ꎬ媒体吹响了救

亡图存的号角ꎬ在抗战动员宣传中ꎬ如何发动广大妇女参与抗战成为一个特殊主题ꎬ«东

方杂志»专栏就妇女的使命ꎬ以及这一主题下妇女应如何开展活动ꎬ作了深入的分析和

持续的探讨ꎬ从中可以看出抗战特殊背景下妇女解放运动的新命题ꎬ和实现这一目标的

挫折与新的愿景ꎮ
〔关键词〕妇女使命ꎻ抗战ꎻ动员ꎻ妇女解放ꎻ«东方杂志»

使命ꎬ古语为“使者所奉之命” 〔１〕ꎬ今天说“使命意识”强调的是一种“责任意

识”ꎮ 历史上ꎬ“使命意识”的主体往往烙有精英和男性的印记ꎮ 打破这种性别

领地只是近代的事情ꎮ 辛亥革命时ꎬ为响应民权思想的号召ꎬ妇女作为群体逐渐

萌发了自己的使命意识ꎮ 俄国十月革命后ꎬ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ꎬ妇女界对社会

和经济的认识不断深刻ꎬ对自身使命的认识亦超出性别解放ꎬ开始融入社会革命

的视野ꎮ 但 １９３０ 年代日本侵华打破了这一进程ꎬ民族矛盾超越性别解放和社会

革命而为第一位矛盾ꎮ 在这一特殊背景下ꎬ中国妇女使命第一次将人身解放与

民族解放交织在一起ꎬ并形成了一个“自身解放”与“时代需求”相结合的主从复

合体ꎬ主体是妇女人格、社会地位和经济权利的解放ꎬ客体是社会背景提供的实

践选项与实现途径ꎬ而参与客体社会运动则成为妇女实现主体解放的必要行动ꎮ
目前看ꎬ抗战初期国统区舆论界广为讨论和宣传的妇女使命问题还没有专

文论及ꎬ而这一时期ꎬ正是中国妇女运动最为波澜壮阔的时期ꎮ 对妇女使命的关

注可以展示抗战特殊历史时期妇女动员的规律和特点ꎬ以及这一动员中政治和

—５０２—



社会因素的作用ꎮ 本文以 １９３７—１９３９ 年间«东方杂志»妇女专栏的文本为中心ꎬ
重点考察其如何将妇女使命与抗战结合起来ꎬ又是如何处理和回应妇女人身解放

这一主题的ꎬ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背景下ꎬ效果如何? 从中给出合乎事实的解答ꎮ

一、抗战初期«东方杂志»对妇女使命的讨论

全面抗战爆发后ꎬ“救亡图存”与“抗敌参战”成为时代的主题ꎮ 妇女运动在

战时非常环境中出现了新的高潮ꎮ 报刊媒体刊登的文章ꎬ对于动员广大知识女

性参加抗战救亡运动ꎬ发挥了重要的宣传和指导作用ꎮ 妇女使命的讨论在这一

宣传中处于至关重要的一环ꎮ 在“全民抗战”的呼声中ꎬ妇女使命讨论的主旨主

要是“救国”和“参战”ꎮ 为此ꎬ«东方杂志»大致从三个层面作了历史的、逻辑的

阐明ꎮ
(一)战争与妇女使命

战争中妇女往往是最大的受害者ꎬ她们可能会失去丈夫、儿子和其他亲人ꎬ
自身也要面临不可知的侵害ꎮ 因此ꎬ妇女对战争有天然的抵触ꎮ 对于几千年都

被排斥于社会和政治之外的中国妇女来说ꎬ她们不能制止战争ꎬ只能憎恶和逃

避ꎮ 要想发动妇女ꎬ就必须改变大多数妇女对战争不加分别的认识和态度ꎮ
«东方杂志»的态度是:“尽管战争是残酷的ꎬ特别是妇女都诅咒战争ꎬ但从社会

历史的观点看ꎬ战争却是解决历史大问题的一种必须手段”ꎮ 陈碧云在“卢沟桥

事变”后所写的«民族解放战争与妇女»一文是代表ꎮ 该文通过伦理分析指出ꎬ
战争有正义的和非正义的ꎬ正义的战争能够帮助民众获得解放ꎬ推动历史向前进

步ꎬ所以对战争的态度不单从形式上ꎬ更要从内容上去考察ꎮ 从这个观点出发ꎬ
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就是进步的ꎬ并且是革命的ꎬ是中国人民正义的民族解

放战争ꎮ 它不光是民族解放的必要过程ꎬ也是全国妇女赢得自身解放的最好契

机ꎬ正如“美国独立战争中ꎬ因为有许多妇女积极地参加ꎬ所以妇女在好些州中

取得了部分的参政权和遗产继承权ꎮ”同样ꎬ如果这次战争获得胜利ꎬ“不但可以

从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下解放出来ꎬ而且还可以脱离其他帝国主义的束缚ꎬ使中

华民族得以逐渐走上真正民族复兴的大道ꎮ” 〔２〕

(二)抗战与妇女使命

«东方杂志»较早意识到妇女参加抗战的意义ꎬ并注意首先唤起广大妇女的

责任意识ꎮ 如卢沟桥事变前即富有预见性地指出:中日战争不仅难以避免ꎬ随着

德日、意日反共协定的签署ꎬ势必加速日本远东的侵略行动ꎬ这种“事实已不容

我们有丝毫的瞻顾和彷徨了!”面对可能爆发的全面战争ꎬ着重从女性视角讨论

了“得过且过”态度的危害ꎬ尤其是许多妇女在敌寇日深时依然过着“封建时代

的违反现时潮流的死生活” 〔３〕ꎬ疾呼全国妇女要从旧的封建桎梏中解放出来ꎬ为
国家为民族的自由而战ꎮ 其后«东方杂志»连续在多篇文章中发出同样的呼吁ꎬ
试图从舆论上唤起妇女投身抗战事业ꎮ

为了唤起妇女的抗战意识ꎬ«东方杂志»多把战场见闻实情拿来做宣传的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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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ꎮ 如陈碧云在“八一三淞沪抗战”之际ꎬ写下«日军侵略下上海妇孺所遭受

的劫难»一文ꎬ真实地记录了日军在上海的恶行ꎮ １９３８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上海被占

领ꎬ期间妇女和儿童遭受的浩劫是难以计算的ꎬ仅当时中华慈幼协会统计ꎬ“三
十余万难民之中ꎬ约有三分之一是儿童ꎬ其余二十余万人中有一大半是妇女ꎮ”
进入调查范围的三万六千余死者中儿童和妇女约占三万ꎬ妇女和儿童占难民全

数的三分之二以上ꎮ 又转引«大美晚报晨刊»的记载ꎬ上海南市普育堂收容了一

百多个因日军进攻而失去父母的难婴ꎬ在日军的封锁下牛奶断绝自来水也没有ꎬ
孩子都先后饿死ꎮ 这些真实的见闻是动员妇女最有力的武器ꎮ

此外ꎬ还特别强调抗战的持久性与妇女参战的关系ꎮ 在南京失陷前ꎬ陈碧云

就谈到了长期抗战和妇女应承担的使命:“我们如果要想长期抵抗拥有优势军

备的敌人ꎬ就非迅速把全国的民众动员起来”ꎬ而“下层的贫苦妇女ꎬ特别是农村

妇女ꎬ她们的体力差不多和男子一样ꎬ其耐劳忍苦的精神并且有超过男子”ꎬ“如
果想同日帝国主义进行长期的抗战ꎬ我们必须将年青而身体壮健的妇女武装起

来”ꎮ〔４〕

(三)妇女自身解放与抗战使命

妇女参战意义重大ꎮ 但中国妇女有自身的特殊情况ꎬ她们深受双重压迫ꎬ即
帝国主义侵略的摧残和国内封建残余的束缚ꎮ 要想妇女们自愿地加入抗战队

伍ꎬ人身解放问题无法回避ꎮ «东方杂志»首先回答了这个迫切的问题:妇女为

什么同男子一样要承担抗战的使命? 那就是ꎬ“中国妇女的解放ꎬ必须从民族解

放中求出路”ꎬ抗战于妇女有着特殊的意义ꎮ 因为“帝国主义的压迫常常是籍着

被压迫民族内的一切封建残余势力ꎬ一切陈腐的宗法的道德习惯来镇压束缚一

般人民大众ꎮ”日本帝国主义在朝鲜就采取这样的方法ꎬ在满洲更是明目张胆地

利用代表腐旧势力的傅仪作傀儡来统治满洲的人民ꎮ 在这种情形下“妇女的地

位更见低落” 〔５〕ꎮ
那么如何去解放妇女ꎬ使她们不受羁绊地参战? 这一问题具有双向性ꎬ即民

族解放战争的胜利将伴生着妇女的真正解放ꎬ权益的最终实现ꎻ妇女的觉醒和人

身的解放亦是妇女参战的一个必要前提ꎮ 但前者是愿景ꎬ还无法兑现ꎬ后者才是

关键ꎮ 正如王孝英指出ꎬ“我们要挽救国家的危亡ꎬ然而这决不是脑筋里充满了

封建思想ꎬ手脚戴上了桎梏ꎬ身上紧缚着层层叠叠背乎人伦的锁链的妇女所能做

得到的!”“假若妇女不从固有的一切束缚下解放出来ꎬ又哪里有时间有勇气有

条件和男同胞一致对外?” 〔６〕陈碧云从政治上给出的解答是:要解决妇女的动员

问题ꎬ必须“使妇女同男子完全一样的取得政治上的一切自由ꎬ直接参与政权ꎮ”
“只有如此ꎬ妇女才能从多重的压迫和束缚之下解放出来ꎬ发挥她们伟大的

力量ꎮ” 〔７〕同时ꎬ立即开放民众运动ꎬ不分男女老幼阶级群体都有机会来参加这

次民族解放的斗争ꎬ战胜敌人才会有希望ꎮ 李纯青注意到妇女在经济和社会上

的问题ꎬ如宗法制度的危害ꎬ妇女经济上得不到公正的待遇ꎬ希望妇女参政员要

发挥喉舌作用ꎬ“借政府的力量加以改善”ꎮ〔８〕姚贤慧认为ꎬ动员妇女要从大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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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的幸福上着想ꎬ“妇女只有求得经济之独立才能与她们的丈夫站在平等的

地位”ꎬ“她们自我表现和自我发展的机会ꎬ乃是由事业上得来”ꎮ 并倡言效法英

法美等国广泛开设托儿所ꎬ解除妇女们的后顾之忧ꎬ让那些“有着服务社会热

忱” 〔９〕的妇女有机会加入抗战的队伍ꎮ
随着战争的进程ꎬ«东方杂志»的宣传发生了一些细微的变化ꎬ由“参战”和

“支前”逐渐转向“生产”与“护养”ꎬ有一个从“前方”向“后方”的转变ꎬ将更多的

关注放在如何设立战时保育院、进行战时儿童抢救和教育、战时妇女生产支前等

问题ꎮ 造成这种变化的原因ꎬ一是客观上战场的变化对妇女动员工作的影响ꎮ
１９３９ 年战争进入相持阶段ꎬ前方战场相对缓和ꎬ面对日本的封锁和轰炸ꎬ后方生

产保育工作需要更多的投入ꎮ 二是女性动员事实上受到诸多制约ꎮ 抗战宣传的

受众首先是知识女性ꎬ她们多集中在后方城市ꎬ是舆论宣传的执行者ꎬ深入农村

开展工作往往需要吃苦耐劳和持续性ꎬ这方面的人手和人员历练不足使动员工

作常常虎头蛇尾ꎮ〔１０〕三是国民政府地方保甲制度长期不得人心ꎬ尤其在乡村难

以在关键时刻发挥作用ꎮ “如果靠政府以政治力量去动员保甲长来发动农民的

话ꎬ结果徒然增加他们对于政府的反感ꎬ这种例子ꎬ见于各省民众运动中太

多ꎮ” 〔１１〕陈碧云在总结抗战十八个月来妇运工作中写道:“我们妇女组织在抗战

一年多不但没有发展起来似乎反而缩小了ꎬ这也是一种无可否认的坏现象”ꎮ〔１２〕

显然ꎬ国统区后方在宣传和发动妇女工作上遇到了一定的挫折ꎮ 从«东方杂志»
对战时中国妇女使命讨论的这种“前”“后”变化看出ꎬ随着战争的磨砺ꎬ妇女参

战的宣传动员遇到了诸多问题ꎬ不得不进行反思ꎬ且由最初的理想和激进开始向

理性和现实回归ꎬ这时妇女的使命宣传亦更多地注重性别分工和女子特殊的作用ꎮ

二、妇女参加抗战的实践及效果

抗战一年多妇女参战动员成效如何ꎬ当时还没有很好的统计ꎬ从«东方杂

志»相关文章的评价来看ꎬ江西妇女工作是一个典范ꎮ 从安义县的实例大致可

了解下后方妇女动员工作的开展情况ꎮ
该地区妇女干部多是东北和平津逃亡来的大中学生ꎬ由她们对农村妇女进

行集中训练ꎮ 具体分三步ꎮ 先是对县里较优秀分子作短期培训ꎬ然后由这部分

干部对各乡抽选出来的妇女进行普遍训练ꎬ以保为单位ꎬ每甲选出一名妇女受

训ꎬ这名妇女在培训结束后就是妇女组长ꎬ妇女组长再联络本甲妇女进行最基层

的动员工作ꎮ 第二步是普训工作ꎬ普训时间为一周ꎮ 先是清洁工作ꎬ替妇女们剪

去污秽的发ꎬ督促她们放足、洗澡ꎬ然后精神谈话解释受训意义ꎮ 第二天正式训

练ꎬ包括:早上三十分钟秩序操练、十五分钟时事报告、精神讲话、公民训练(对
中国的认识、敌人的认识)、识字、军事常识(自卫的能力与组织)、破获汉奸、军
民合作、如何认识敌人、个人卫生、救护训练(止血法、消毒法、骨折急救法)、防
空防毒的基本要领和演习ꎮ 此外还有唱歌ꎬ讲诉民族英雄故事ꎬ小组谈话等内

容ꎮ 以上是一天的课程ꎮ 对妇女队长的普训结束后ꎬ下一步进行具体的分工ꎬ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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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界 ２０１５. ７学术史谭



乡大队为单位下分各职能股ꎬ由乡妇女队长负责推动ꎮ〔１３〕

由于得到江西省当局的扶持ꎬ各县工作取得了较大的进展ꎮ 除上文的安义

县ꎬ贵溪、星子、弋阳等十几个县也开展了类似的工作ꎬ其中星子县“一个星期内

集合了四千多个妇女来受训”ꎮ 这种紧张高强度的训练工作反映了抗战背景下

动员妇女参战的紧迫需求ꎮ 但工作尚未完全展开ꎬ而环境已发生变化ꎬ由于日寇

迫近ꎬ宣传和发动工作不得不暂告结束ꎮ 从安义县的工作可以看出ꎬ抗战宣传动

员是一项艰辛的工作ꎬ需要青年知识妇女的热情投入ꎻ国民政府的支持有利于组

织工作的开展ꎻ农村妇女抗战动员工作亟待开展ꎻ妇女工作实践比预想的要难得

多ꎮ 江西妇女工作成为模范ꎬ反映了积极的一面ꎬ但并不能够说明整个国统区后

方妇女动员工作的实际情况ꎮ 白霜在«怎样开展华南各省的妇女工作»一文中

指出ꎬ尽管“各地纷纷组织妇女团体ꎬ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ꎬ但“仔细考

察一下ꎬ妇女动员的数量还是微乎其微” “女工和农妇没有切实地组织起来ꎬ没
有发挥她们本身的力量”ꎮ〔１４〕陈碧云亦指出ꎬ抗战一年多来ꎬ“有不少妇女是比从

前更觉悟更活动起来参加某些工作了ꎬ但始终只是少数而已”ꎬ妇女动员工作距

离期望还很远ꎮ 这些工作方向ꎬ“虽然未免老生常谈”ꎬ“可惜过去实行的尚少ꎬ
如果认真实行起来ꎬ对抗战的帮助是有效的ꎮ” 〔１５〕信心似乎有所下降ꎮ

但如果放眼全国的话ꎬ妇女参加抗战的活力和效绩实在是近代以来空前的ꎮ
如广西的女学生军全国闻名ꎮ 她们过着士兵的生活ꎬ睡稻草ꎬ吃粗饭ꎬ在火线下

参加救护工作ꎬ在很多战役中发挥了难以替代的作用ꎮ〔１６〕１９３９ 年 １ 月ꎬ李宗仁的

夫人郭德洁女士谈到广西的女学生军时说ꎬ她们“至今已毕业了两班ꎬ共一千余

人ꎮ 她们现在都分散在前线工作ꎮ 她们的成绩很不错ꎬ有好些地方使我们的军

队和老百姓打成一片ꎮ 有好几次我军迫于敌人猛烈的炮火想要退却ꎬ但女学生

军们坚持要与阵地共存亡ꎬ男将士们受了她们的激励打了胜仗ꎮ” 〔１７〕又如晋察冀

边区几次反扫荡中表现突出的妇女自卫队ꎮ 该自卫队是抗日根据地妇救会组织

组建的妇女群众武装组织ꎮ 自 １９３７ 年冬创建ꎬ１９３９ 年得到普遍发展ꎮ 她们或

组成游击小组ꎬ扰乱敌人后方ꎬ或连夜将弹药送到四五十里外的前线ꎬ或直接参

加攻打县城的工作ꎮ 有的地方还将自卫队员编成“青年妇女班”“老年妇女班”
“有孩子妇女班”“无孩子妇女班”“大足班”“小足班”等ꎬ她们站岗放哨ꎬ盘查路

条、搜集传递情报、扒电线、毁公路等ꎮ〔１８〕

此外ꎬ各地妇女主要通过参加生产劳动来支援抗战ꎮ 如山西抗日根据地建

立之初ꎬ由于敌人的烧杀、强征苦役、抽夺壮丁ꎬ导致劳动力匮乏经济萧条ꎮ 敌后

抗战形势尤为艰难ꎮ 战士们“在险峻崎岖、荆棘丛生的山道上行军”ꎬ“没有鞋子

赤着脚”ꎬ“十冬腊月遍地覆盖着冰雪ꎬ有些部队还穿着破旧的单衣”ꎮ〔１９〕 为了争

取抗战胜利ꎬ巩固抗日根据地ꎬ八路军在敌后广泛发动妇女运动ꎬ成立了妇救会ꎬ
鼓励妇女参加各种生产ꎬ积极拥军参战ꎮ 由于男劳力严重不足ꎬ各家就自行组织

互助组ꎮ 一位抗日家属多年后描述当时的情景说: “为了掩护八路军和干部们

利用青纱帐活动ꎬ我家里带头种高杆作物ꎬ高粱呀、玉米呀、麻籽ꎬ这都是高杆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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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ꎮ 这秸秆哩到收的时候光把穗收了ꎬ秸秆冬天才收回来ꎬ以延长八路军在野外

隐蔽打游击的时间”ꎮ〔２０〕

这样ꎬ“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的生产运动开始在以妇女生产为主力的敌后

乡村踊跃地开展起来ꎬ一大批妇女干部脱颖而出ꎬ妇女们的积极参与巩固并扩大

了农村社会基础ꎬ为打破敌人封锁ꎬ支援长期抗战做出了巨大贡献ꎮ
然而由于侵华战争的破坏ꎬ仍有相当数量的妇女被迫迁徙或流浪于国统区

后方ꎮ 国民政府在“新运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的组织下ꎬ对部分难民妇女进行

了救助ꎬ从中吸收了部分青年和有知识的妇女从事生产、救助及辅助工作ꎮ 如

“为士兵缝制棉衣”ꎬ“制作被服”ꎬ或从事“救护难童”ꎬ辅助开展“扫除文盲”等
各种活动ꎮ〔２１〕１９３８ 年 ８ 月ꎬ在抗战经济最危急的时期ꎬ由路易艾黎(新西兰)、
埃德加斯诺(美)和卢广绩等人发起组织的“工业合作运动”开始在西北地区

展开ꎬ并逐渐推向东南和西南地区的 １８ 个省ꎮ “工合”为安置难民妇女同时发

挥她们的生产能力做出了不小的业绩ꎮ １９４０ 年的时候ꎬ工合织物合作社已获得

了国民政府一百五十万条羊毛毯子的军队订货ꎬ而从事这一生产工作的绝大多

数是妇女ꎮ 斯诺在谈到成都及近郊各村的生产状况时写道ꎬ“当我在那边的时

候ꎬ就有大约五千个妇女和姑娘在纺羊毛ꎬ而当地工合的职工每天已出产一千二

百条毯子了ꎮ” 〔２２〕

妇女参加抗战的效绩还体现在妇女社会地位和参与社会事务能力的提高ꎮ
如国民参政会议中有十五名女性代表ꎬ算是妇女参政的一个进步ꎬ但在总数二百

四十人的比例中显得太小了ꎮ 敌后根据地则良好地执行了“妇女平等”和“民主

选举”的政策ꎮ １９３９ 年 ４ 月 ４ 日ꎬ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在«提高妇女政治经

济文化地位案»中提出ꎬ“鼓励妇女参政ꎬ各级参议会应有 ２５％的女参议员ꎬ各机

关应大量吸收妇女工作”ꎮ 在«选举条例»中规定:“凡居住在陕甘宁边区区域的

人民在选举之日ꎬ年满 １６ 周岁的ꎬ无论男女、宗教、民族、财产、文化的区别ꎬ都有

选举权和被选举权ꎮ”在第二次参议会选举中ꎬ有 １７ 名妇女当选为边区一级参

议员ꎬ１６７ 名妇女当选为县一级参议员ꎬ２００５ 名妇女当选为边区乡一级参议员ꎮ
１９４０ 年晋察冀边区民主选举时ꎬ共有 １９２６ 位妇女当选为村长、乡长、区长ꎬ有
５０５２ 名妇女当选为村代表ꎮ 这些妇女成为当地群众和妇女团体的中坚力量ꎬ在
她们的带领下ꎬ生产、支前、警戒、救护等项工作均得以有效进行ꎮ

为了提高妇女参与社会事务的能力支援抗战事业ꎬ国统区和敌后抗日根据

地均不同程度地进行了扫盲和教育活动ꎮ 如国统区在妇女指导委员会组织下开

展了乡村服务工作ꎬ她们训练了一批妇女和青年女子学员深入农村ꎬ负起唤醒、
教育、组织及指导民众的使命ꎬ至 １９４５ 年ꎬ开展了两湖 １４ 县及四川省 ５６ 县的乡

村工作ꎮ〔２３〕抗日根据地则积极培养妇女技术人才ꎬ并普及和提高她们的公民意

识及文化素养ꎮ 如各级妇联利用闲暇时间开办夜校、识字组、冬学等社会教育形

式ꎮ 通过学习ꎬ边区文盲妇女一般能认 ３００ 到 ４００ 个字ꎬ能读普通报纸、信件ꎬ成
绩突出的还被送进女大、延大等校深造ꎮ 如延安中国女子大学到 １９４１ 年时已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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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了 １００ 多名女干部ꎻ抗日军政大学第四期还成了由 ６５０ 余名女学员组成的女

生队ꎬ整个抗战时期抗大培养了 ２０００ 多名女学员ꎮ 此外ꎬ延安中央党校、马列学

院、鲁艺、陕北公学、自然科学院、行政学院、师范学院等都招收女学员学习ꎮ〔２４〕

这些女学员几乎来自全国各地ꎬ大部分“是工人或农民的女儿”ꎬ她们“从占领区

日本防线后面几百英里外跟着危险的游击队来”ꎬ甚至还有“几个美国女郎”ꎬ她
们“跋涉五百英里去进一个窑洞的大学”ꎬ“在那里还得种植自己的菜蔬”ꎮ 初到

延安的美国记者斯诺对此曾颇感惊讶ꎬ但当他看到“那精神比美国大部的女子

学校好得多了”的时候ꎬ明白了这个“与世隔绝”的村镇何以“成了全国最大的教

育中心之一”ꎮ〔２５〕

可以说ꎬ抗日战争推进了妇女运动ꎬ在全民抗战和国共统一战线形成的背景

下ꎬ妇女动员参战、支前和生产建设工作均得到了空前广泛的开展ꎬ为抗战最后

胜利做出了无可替代的贡献ꎮ

三、中国妇女使命讨论中的苏俄因素

在宣传中国妇女抗战使命的同时ꎬ«东方杂志»对苏俄妇女的参战行为大加

赞许ꎬ对其成就给予了高度的评价ꎮ 显然是将苏俄妇女作为中国妇女参照和学

习的榜样ꎬ将苏俄妇女的解放视为中国妇女在抗战胜利后的美好愿景ꎮ
(一)苏俄妇女与卫国战争

陈碧云在«苏联妇女在革命战争中的经验»一文中盛赞了苏俄妇女在卫国

战争中的表现ꎮ 她们在全力维持后方的生产和交通运输的同时ꎬ还直接参加了

前方的抗战ꎮ 如 １９１９ 年著名的顿巴斯和罗干斯克战役ꎬ同年秋的彼得堡之役ꎬ
妇女曾起了决定性的作用ꎮ 她们在前沿阵地上的表现让那些怯懦的男兵大受激

励ꎬ“深深地感到羞耻ꎬ重新回到前线拼死抵抗去了ꎮ” 〔２６〕作者期望中国妇女发挥

同样的作用ꎮ
(二)苏俄的胜利与妇女解放

黄雨青在«深堪羡慕的苏联妇女生活»中ꎬ用一系列数字描述了卫国战争胜

利后ꎬ苏联妇女赢得的人身解放ꎮ 如:职业妇女人数达 ８５０ 万ꎻ１９３６ 年专科在校

女生人数比 １９２８ 年提高了近 ４ 倍ꎬ大学女生人数由 １９２８ 年的 ４８ ０００ 人增至

１９３６ 年的 １９８ ５００ 人ꎮ 政治上尤其值得称道ꎬ１９３４ 年在农村苏维埃中妇女占 １ /
４ 名额ꎬ而在城市这一比例是 １ / ３ꎬ全国最高苏维埃会议代表中妇女有 １８４ 人ꎬ这
和 １９３８ 年国民政府第一届参政会议上只有 １０ 名妇女代表形成鲜明的对照ꎮ 而

最能体现妇女权益的是对怀孕妇女的一系列关怀ꎬ如:怀孕妇女可获得免费医药

优待ꎻ孕期中不得安排夜工和繁重工作ꎻ婴儿出生后妇女如果要工作可以把孩子

放在国家办的托儿所ꎬ而这些妇女妈妈在工作之余“并未失去其优美的女性” 〔２７〕ꎮ
(三)苏联妇女的解放与中国妇女的解放

在这些文章中ꎬ作者将苏俄 １９１８—１９２１ 年的卫国战争比作现时中国的抗日

战争ꎮ 当时的苏俄不仅要抵御内部敌人的破坏和进攻ꎬ还要面对英法德美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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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主义在“反共”名义下从外部进行的围攻ꎬ形势可谓“间不容发”ꎮ 这和中国

内有伪满汉奸组织ꎬ外有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的情形何其相似ꎮ 苏俄在经济上实

行战时的共产主义政策ꎬ政治上则全民皆兵ꎬ动员全国的人力参战ꎬ尤其是广大

妇女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ꎬ不仅承担了全部的后勤保障和生产任务ꎬ还直接参

加了历次战役ꎮ 因此ꎬ苏俄卫国战争的经验恰是中国取得抗战胜利的镜鉴ꎬ苏俄

妇女奋勇参战的事迹同样可作为中国广大妇女参加抗战的榜样ꎮ
作者的分析并未结束ꎮ 俄国妇女向来被称之为欧洲最落后的一群ꎬ为什么

十月革命后突然变成欧洲最先进的一群呢? 特别是那些落后的农妇大众ꎬ何以

能很快达到这样觉醒的程度? 原因不单纯是布尔什维克的宣传和鼓励ꎬ“而是

由于十月革命之后苏维埃政府在生活上给予妇女们之实际利益和实际训练所养

成的” 〔２８〕ꎮ 根据乔治鲁德的研究ꎬ下层妇女更多是在反饥饿斗争中本能地行

动起来ꎬ在事关生存危机的问题上参与大革命ꎬ但她们的行动也并不表明她们一

定是支持革命的ꎬ她们的直接目标是为了摆脱饥饿ꎮ〔２９〕 也就是说任何伟大进步

的历史运动ꎬ必须要从人们的实际出发ꎬ对于他们或她们的切身利益要有密切的

联系ꎬ然后才能使之自愿地积极地起来参加ꎮ 对于中国的抗战ꎬ要让民众和广大

妇女积极地起来反抗敌人ꎬ还必须把他们切身的利益与之联系起来ꎬ如一般的民

主自由权ꎬ制止贪污、土豪劣绅、高利贷者及投机商人的压迫和剥削ꎬ救济难民灾

民等ꎮ 让她们感到“爱国”不是一个抽象的名词ꎮ

四、结　 语

«东方杂志»对妇女使命的关注ꎬ是时代的催生ꎬ也是妇女自身解放需求的

一种反映ꎮ 妇女占人口的一半ꎬ但受封建和传统压制一直游走于社会边缘ꎬ日本

侵华唤醒了中国民众ꎬ妇女群体于是萌发了自辛亥革命以来不曾有过的斗志ꎮ
但她们普遍文化水平较低ꎬ对政治和社会事务不熟ꎬ急需教育和引导ꎮ 在这种背

景下ꎬ智识妇女承担了抗战宣传和教育的重任ꎬ她们以极大的热情投身到妇女抗

战的动员中去ꎬ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ꎬ妇女运动的“范围比战前普遍和深入”ꎬ
“动员对象已由城市智识妇女和青年女工转向到大家闺秀和乡村妇女” 〔３０〕ꎮ 不

可否认ꎬ仅从国统区看ꎬ这种动员还没有达到应有的效果ꎮ «东方杂志»认识到

妇女参战对中国抗战胜利的重要意义ꎬ在全面抗战爆发初期进行了积极地宣传

和指导ꎬ但随着国民政府西迁ꎬ妇女参战工作受到了实际困难的影响ꎮ 这种困

难ꎬ一方面来自战场的变化ꎬ沦陷区工作开展艰难ꎻ另一方面ꎬ国民党当局对抗战

政策的一手控制也是一个重要原因ꎮ 如“上海抗战时期中ꎬ有许多妇女都非常

积极的要求做抗战工作她们甚至捆好了铺盖ꎬ但是都因为抗战工作统制太

严她们找不到工作做ꎬ有的也甚至因此悲观消极ꎮ” 〔３１〕对抗战民运的限制使很多

妇女投报无门ꎬ也直接影响了妇女工作的开展和热情ꎬ如上文提到的被誉为全国

妇女工作典范的江西妇女生活改进会ꎬ妇女动员工作“四年来已扩展至四十四

县ꎬ训练妇女队员凡五十万”ꎬ但在国民党的干涉下于 １９４２ 年 １０ 月省县妇女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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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处全部裁撤ꎬ交由国民党社会部接收〔３２〕ꎮ 此外ꎬ对妇女用工在事实上的种种

职业限制ꎬ也使得妇女动员实际效果与宣传的正态效应大打折扣ꎮ〔３３〕

作为一份民营报刊ꎬ«东方杂志»深处后方本身受到当局新闻言论的限制ꎬ
这某种程度上遮蔽了其看向全国的积极视野ꎬ尤其是北方敌后根据地和游击区

出现的新气象与新成就ꎬ因而也无法提出更多现实的指导建议ꎮ 但苏联卫国战

争的胜利和成就ꎬ给了媒体拿来参照中国抗战的精神借鉴:希望中国妇女像苏联

妇女那样积极参战ꎬ希望中国的胜利也带来苏联妇女那样的解放ꎮ 这是一种美

好的愿景ꎮ 正如陈碧云认识到的ꎬ苏联妇女的参战首先是苏维埃政府对妇女切

身利益的保护ꎬ而没有制度和利益的保障只靠单纯的宣传是无法实现这种动员

的ꎮ〔３４〕«东方杂志»对战时国统区妇女使命的宣传ꎬ以及援引与中共妇女政策极

为相似的苏俄模式作为实现妇女动员和解放的愿景ꎬ客观上也反映了国共双方

在参战动员问题上的制度性差异ꎬ这种争取民众方式上的不同ꎬ使得双方最终赢

得的结果大相径庭ꎮ

注释:
〔１〕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ꎬ上海辞书出版社ꎬ１９９９ 年ꎬ第 ２８７ 页ꎮ
〔２〕〔４〕陈碧云:«民族解放战争与妇女»ꎬ«东方杂志»１９３７ 年第 １８ － １９ 期ꎬ第 ３４ 卷 １８ － １９ 号ꎮ
〔３〕〔６〕王孝英:«非常时期妇女应负的使命»ꎬ«东方杂志»１９３７ 年第 １ 期ꎬ第 ３４ 卷 １ 号ꎮ
〔５〕〔３１〕莫湮:«妇女怎样认识抗战与怎样参加抗战»ꎬ«东方杂志»１９３８ 年第 １ 期ꎬ第 ３５ 卷 １ 号ꎮ
〔７〕陈碧云:«妇女与民主政治»ꎬ«东方杂志»１９３７ 年第 ２２ － ２４ 期ꎬ第 ３４ 卷 ２２ － ２４ 号ꎮ
〔８〕李纯青:«妇女参政员的责任»ꎬ«东方杂志»１９３８ 年第 １５ 期ꎬ第 ３５ 卷 １５ 号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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