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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抗战胜利 70 周年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妇女运动刍议
刘春杰

摘要: 随着日军对华侵略的加深，中国妇女自觉地把自身的解放与国家的前途联系起来，投身于全民族的

抗战洪流中，推动了中华民族的解放进程，创造了可歌可泣的光辉篇章。对抗日战争中妇女运动进行系统管

窥，有助于正确认识全民族抗日战争过程中妇女的伟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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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

争胜利 70 周年，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百余年来，持

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浴血

斗争，是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斗争。［1］

在这场全国人民为民族解放而不惜牺牲生命的伟大

斗争中，广大妇女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把救国救民

作为自己神圣的责任，为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赢

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付出了巨大牺牲，做出了重

要贡献。
一、东北妇女的抗日斗争

( 一) 日军残害东北妇女罪行

日本关东军在九一八事变后不久便强行占领了

东北三省，731 部队在此期间更犯下了滔天罪行，侵

华日军屠杀东北民众制造了数十余个万人坑，而妇

女所遭受的苦难尤为深重。日军强迫穷人的妻女进

妓院，在东北强征各族妇女进慰安所。在哈尔滨，妓

院最集中的地方是被人们称作哈尔滨“地狱”的道

外。这里有三大“窑区”荟芳里、桃花巷和大观园。
据统计，仅荟芳里一处就有妓院六十余家，妓女五百

多人。而在吉林延边地区的安图县明月沟镇就有

30 多个姑娘和 200 多名妓女，许多妇女被强奸、轮

奸，甚至被进行梅毒试验。到 1936 年，吉黑两省共

有领照妓院 550 间，妓女多达七万余名。在平顶山

惨案中有多达 2 /3 以上的遇难者是妇女和儿童。在

工厂里，女工更是遭到了极不平等的待遇，不但劳动

时间长工资少，而且怀孕的妇女被除名，放工时女工

要遭受侮辱性的搜身，45 岁以上的妇女连每月配给

的 7 斤粗粮也予以取消等等现象经常发生。
( 二) 东北妇女英勇抗击侵略者

日伪的野蛮统治激起了东北各界爱国人士的反

抗，在东北地区长达 14 年的苦难时期，女战士成为

东北抗日联军中的一支极为重要的力量，广大东北

妇女与男同胞一道舍生忘死地开展各种形式的抗日

斗争，她们出没村角雪原，狠狠打击日本侵略者。同

时，她们还担任宣传抗战思想、医疗救护等特殊工

作，在战斗中，抗联女战士们将生死置之度外，她们

和男战士一样冲锋陷阵，英勇杀敌。
广大东北妇女怀着对敌人的仇恨，纷纷组建起

慰问队、侦察通讯队、做鞋洗衣队，不仅为抗日游击

队带去了物质上的关心，更带去了精神上的帮助。
在响应中国共产党关于武装斗争的号召下，到 1937
年东北抗联女战士人数已达 700 余人。1938 年 10
月，全国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军调集 10 万兵

力，对东北抗日联军发动大规模进攻，抗日联军被迫

远征。部分留在根据地的战士，以游击方式坚持战

斗。广大妇女群众为了赶走日本侵略者，收复家园，

仍顽强地战斗着。通化地区长白县八道沟乡水村

50 多岁的革命母亲赵吾善，为协助游击战士拔掉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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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据点，舍身用斧头劈开敌人炮楼大门，为游击战士

打开了通道，最后壮烈牺牲。活动在通化清河东岔

围子一带的 10 名朝鲜族女游击队员时常深夜进入

村庄，动员妇女参加抗日，把受伤的战士送到隐蔽地

进行治疗。1938 年 11 月，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

六中全会给以杨靖宇为代表的东北抗日联军、义勇

军和东北同盟发来慰问电，称赞东北抗日联军是

“在冰天雪地里与敌周旋七年多的不怕困苦艰难奋

斗之模范”。在这个模范队伍里，东北抗联一、二、
三、四、五、七军中，都先后建立了妇女团、妇女连、妇
女队、妇女班，人数最多时达 300 多人。女战士中有

步兵、骑兵、侦察兵、通讯兵，还有机枪手、报务员等。
她们随军打仗，担任宣传鼓动、医护等工作; 部队休

整时，她们苦练杀敌本领; 战时她们机智勇敢，不畏

艰险，冲锋陷阵。三路军四师一团一连女机枪手许

成淑，战斗中威风凛凛，笨重的机枪在她手中挥动自

如，战 士 们 敬 佩 地 称 她 为“女 将 军”、“神 枪 手”。
1939 年 8 月的一天，许成淑在执行一次警戒任务时

与前来偷袭的 7 卡车敌人遭遇，她一人端着机枪向

敌人扫射，掩护了部队转移，最后不幸中弹牺牲。五

军妇女团指导员王一知，周保中的夫人，1948 年 2
月，任中共吉林省委委员，同年 3 月 9 日任吉林省立

女子联合两级中学校校长。
在众多的抗日女英雄中，赵一曼是最杰出的一

位。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党组织调她到东北工

作，曾任哈尔滨市工会代理书记。1934 年她到中共

珠河中心县委，先后担任县委委员、铁北区委书记、
抗联三军二团政委。在工厂，她领导工人罢工，向女

工宣传抗日。在农村，她组织妇女反日会，支援抗日

部队，作为指挥员，她英勇善战，令敌人丧胆。［2］

( 三) 文化界东北妇女的抗争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东北地区又很快组织了

妇女会、妇女反日会、妇女抗日救国会等许多抗日团

体，社会各阶层人民结成了广泛的统一战线，掀起了

轰轰烈烈的抗日斗争。其中还包括文化界爱国妇女

在与日本侵略者进行斗争。许多女学生主动给游击

队购买物资、传递文件、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发动女

工罢工等。其中萧红在 1934 年完成的小说《生死

场》，就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辱、誓死不做亡国奴

的民族自尊心。
在十四年艰苦而漫长的抗日斗争中，东北地区

汉、朝、满、蒙等各族妇女，在侵华日军面前英勇顽强

的气概，舍身救过的民族精神，为全国人民抗日斗争

历史谱写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二、抗日根据地妇女运动

( 一) 抗日根据地妇女组织的成立

为了动员妇女支前抗战，中国共产党在各抗日

根据地先后建立起妇女组织，并有效开展妇女运动。
1937 年 7 月，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颁布

《关于妇女组织的决定》，率先号召成立各级妇女抗

日救国会，随后确定了各界妇女联合会的性质、方针

和组织原则。同年 12 月，以李坚真、史秀云为正副

主任的陕甘宁边区各界妇女筹备委员会成立，选举

产生区、县妇女联合会。1938 年 3 月 8 日，陕甘宁

边区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召开，也宣布陕甘宁边区

各界妇女联合会的正式成立。
1938 年 3 月 6 日，晋察冀边区第一次妇女抗日

救国联合会在河北阜平县召开，晋察冀边区妇女抗

日救国联合会也宣告正式成立。
以上两个边区妇女统一组织的建立，为全国各

根据地妇女统一战线组织的建立提供了参照，随后，

晋西北妇女抗日救国联合会、冀南妇女抗日救国总

会、山东省妇女救国联合会总会等各抗日根据地妇

女抗日救国联合会纷纷建立。
( 二) 抗日根据地妇女运动内容

在支援前线运动与根据地建设方面，广大农村

妇女挑起了重担。为此，抗日根据地妇女通过不同

的形式开展妇女运动。
第一，为解除妇女封建思想，努力提高文化水

平。根据地政府采用抗战初期开办的识字班，开展

大规模的科学文化运动。当时，40 岁以下的妇女大

部分在识字班学习过。灶前、炕头前、纺车、碾台都

成为了她们识字场所。识字班成为青年妇女汇聚场

所，在这里她们宣传党的路线、政策，排练节目、学唱

歌、组织拥军慰问等活动。
第二，重视婚姻问题，破除旧式婚姻枷锁。1939

年 4 月，陕甘宁边区率先颁布了抗日民主政权下的

首个婚姻条例《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3］，之后，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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绥、晋察冀、晋冀鲁豫，山东根据地也先后颁布了婚

姻条例或婚姻暂行条例。从各根据地条例中可以看

出，抗日根据地的婚姻家庭制度是建立在男女平等

基础上，严格实行一夫一妻制; 主张婚姻自由、自愿、
平等。同时，婚姻法明文规定保护抗日军人利益。
婚姻法在各抗日根据地的普遍推行，使中国数以万

计的妇女开始摆脱旧的封建婚姻家庭的统治，民主

平等的新的婚姻家庭关系在根据地逐渐建立起来，

这对动员妇女支前参战，起了重要的作用。
第三，领导根据地妇女参政，成为根据地政府推

动妇女解放的重大改革举措。各抗日根据地十分重

视妇女参政工作，促进妇女参加根据地的各项管理

工作。根据地的民主参政运动具有时间长、规模大

的特点，使所在区域的广大农村妇女普遍享受到了

民主权利。为确保妇女的参政权利、培养和锻炼妇

女人才，在民主选举中，各地一般都规定了参议员中

妇女必须占有一定的比例，或 1 /4 或 1 /5，妇女代表

也基本由妇女团体产生。
第四，抗 日 根 据 地 组 织 妇 女 参 加 生 产 劳 动。

1943 年，在《关于各抗日根据地目前妇女工作方针

的决定》( 简称“四三”决定) 的指导下，各抗日根据

地妇女参加大生产运动愈加活跃。尤其是纺织生

产，是根据地以广大妇女为主力的最富有生气和成

果的生产运动。据统计 1943 年，陕甘宁有纺妇17． 2
万，太行有 6． 5 万，北岳区有 3． 9 万。

第五，根据地妇女不仅将亲人送上战场，还积极

参加自卫军。为了早日消灭日寇，浙东地区各方部

队在两年多时间内就由原来的 800 人增加到 1 万多

人。在信阳县，1941 年和 1943 年为新四军补充兵

力上万人。在这些地区，一家有 3、4 人参加抗日军

队的不在少数。被誉为“游击队之母”的满族老人

洪文国，把 5 个儿子儿媳、3 个女儿都送上抗日前线

后，又动员丈夫参加抗日。妇女参加自卫军主要从

事抗战勤务，坚壁清野，除奸防特等，战时配合部队

进行战地救护、侦察、通讯、做饭、转移群众等工作。
三、国统区的妇女运动

国统区妇女运动虽然一直围绕抗日进行，但其

内部存在既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又有着中国共

产党全面抗战和国民党片面抗战的矛盾。因此国统

区妇女运动呈现出复杂多样的现象。
( 一) 侵华日军残害沦陷区妇女的罪行

侵华战争给中国妇女带来了空前深重的灾难。
仅沦陷区妇女而言，日伪在南京大屠杀的罪恶行径

就成为最典型代表。1937 年 12 月 13 日，日军攻陷

南京。几乎是同时，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开始，整

个城市一片血海。30 多万中国平民和战俘在南京

沦陷后的六周内惨遭屠戮。
日军进入后，除了野蛮屠杀、抢掠之外，最普遍

的罪行就是对妇女的性暴力。当时国际委员会主席

拉贝估计，发生在南京的日军对妇女的强奸案起码

有 2 万起。许多性暴行令人发指，“一位 48 岁的妇

女被强奸了 18 至 19 次，她的 76 岁的母亲也被强奸

了 2 次”。
侵华日军对沦陷区妇女惨绝人寰的迫害，也成

为了国统区妇女运动的重要动因。
( 二) 国统区妇女组织的建立

1937 年 7 月，在卢沟桥事变后，由何香凝、宋庆

龄等妇女领袖的倡议下，联系各界之名人士夫人，还

有医师、护士等代表成立了最早的全国性妇女团

体———中国妇女敌后抗日救援会。并于 7 月 22 日

在上海召开成立大会。
1937 年 8 月 1 日，宋美龄在南京组织成立中国

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同时发出号召: “我们

要保全国家完整，保护民族生命，应该尽人人的力

量，来抵抗敌人的侵略。”［4］随后，8 月 4 日，由何香

凝提议，将中国妇女敌后抗日救援会更名为中国妇

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上海分会，将两个妇女抗

日救国团体合并在一起。这也便是国民党领导下妇

女运动组织成立的情况。
国统区还有一部分妇女运动是由中国共产党领

导的。1937 年 12 月，邓颖超主持召开长江局妇女

委员会成立大会，并与长江局妇委共同领导中共中

央长江局所辖范围的妇女运动，出版进步妇女刊物，

广泛联系各地妇女组织。
1938 年 3 月，国共两党和无党派社会各界爱国

妇女 50 余人在汉口成立了一个统一的妇女救亡团

体———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这也成为国共合作的

首个统一战线性质的妇女组织。
·53·



日本侵华史研究
JapaneseInvasionofChinaHistoryＲesearch

2015 年第 3 卷

( 三) 国统区妇女运动的活跃与阻碍

1938 年 5 月，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 ( 简

称“妇指会”) 经过改组成为领导妇女参战建国的全

国性组织，宗旨是指导全国妇女从事抗战建国，提倡

善良风尚，改进民众生活，共负服务社会复兴民族的

责任。［5］

1938 年至 1940 年，“妇指会”在中共地下党员

和进步分子的努力下，开展了大量工作。先后在四

川、云南等 11 个省设立新运妇女工作委员会。1938
年 8 月，发动武汉 400 余个团体，组织 80 个宣传队，

动员民众保卫大武汉; 纪念九一八事变，发动寒衣运

动，为抗战将士赶制棉衣 10 万件; 1939 年 3 月，在

重庆开展“妇女献金日”活动，妇女界献金达 63 万

余元。1940 年春，妇女赶制 20 双军鞋。“妇指会”
下的各组也采取各类形式运动。文化组创办 6 类妇

女刊物，训练组组建培训班，培训 3000 余名女干部，

联络组联系国内各地妇女组织，联合开展妇女运

动。［6］因此，“妇指会”成为国统区妇女统一抗战建

国的一支重要力量。
自 1941 年皖南事变爆发后，国民党掀起第二次

反共高潮，国统区妇女运动，收到前所未有的阻碍。
国民党开始严格控制妇女运动。“妇指会”内的一

些进步人士也先后撤离，更失去了其统一战线组织

的性质，而变成了一个从事发展生产和福利事业性

质的民众团体。四川、重庆等国统区的妇女运动也

先后受阻，停滞不前。
抗战时期国统区妇女运动是国共两党共同推动

发展的结果，中国共产党表现出了较高的主动性，而

国民党受政策影响较大，但无论如何，抗日救国始终

是国统区妇女运动的重要主题。
四、沦陷区妇女运动

沦陷区妇女运动有别于抗日根据地和国统区妇

女运动，在北平、天津沦陷后不久，南京、上海、杭州

及武汉、广州等主要城市也相继沦陷，侵华日军所到

之处奸淫烧杀，无恶不作，使广大沦陷区妇女处于水

深火热之中。
( 一) 沦陷区农村妇女运动细致、深入

抗日战争时期，沦陷区农村妇女不仅竭尽全力，

倾其所有，常常为了掩护抗日干部和受伤人员遭敌

人毒打，甚至牺牲了自己或亲人的性命。她们常常

冒着生命危险将丈夫、儿女送到新四军、八路军或各

抗日部队，往往自身还肩负着运送物资、救护伤员、
做鞋制衣、传递情报等重要任务。也正是她们这样

一种细致、深入的抗日救国行为，筑起了那座抗击日

寇、坚不可摧的钢铁长城。
( 二) 沦陷区城市妇女运动有效、隐蔽

沦陷区城市妇女运动有别于农村妇女运动，往

往城市是日伪统治最为严密的区域，因此妇女运动

呈现出隐蔽的特点。
沦陷区城市的一部分妇女深入日伪内部，搜集

各类重要情报; 一部分为了掩护领导干部和保护群

众，担任联络员、交通员，运送重要物证，传递党的重

要文件; 一部分在青年学生中开展抗日运动; 还有一

部分深入群众宣传抗日思想，领导群众进行武装抗

日。城市妇女以各类隐蔽方式，为抗日救国付出自

己的力量。
抗日战争中，沦陷区广大妇女在中国共产党领

导下，以公开武装斗争或秘密隐蔽抗战等形式，与侵

华日军英勇顽强抗战，有效配合了全国抗战和国内

各种形式的妇女运动。
五、抗日战争时期妇女运动特点

( 一) 侵华日军对中国妇女的罪恶行径刺激了

中国妇女解放意识觉醒

中国妇女运动自抗日战争之初就具有反帝反封

建双重任务，既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又反对封建

伦理制度。日寇入侵中国并制造一起起暴行，使中

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边缘，“不采取抗日斗争抵

御外来侵略者，全民族将面临着灭亡”，侵华日军的

暴行使中国妇女忍无可忍，纷纷投入到抗日救国的

洪流之中，从而形成了蔚为壮观的妇女运动。中国

妇女也在强大外敌入侵之下获得了自身解放、民族

解放意识的觉醒。
( 二) 妇女成为战地后勤服务的中坚力量

在抗日真正过程中，中国妇女勇于承担战地后

勤服务，她们在抗战部队中承担炊事、交通运输、救
护、制衣洗衣等特殊工作，她们的工作复杂而艰巨，

承担炊事的妇女，要随身携带烧饭的炊具，常常冒着

生命危险将饭送到战场之中; 承担交通运输的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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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挑起数倍于己的战士们的物品，随部队翻山越岭，

长途跋涉。［7］战斗间歇，妇女组成的战地服务团以

歌咏、演讲等形式到抗战连队为战士们演出，宣传抗

日救国思想，鼓舞士气。妇女们深入前线，为战斗前

方战士做好战勤服务，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不可替

代的重要作用。
( 三) 广大底层妇女的加入成为一场真正意义

上的全民妇女运动

抗日战争时期，广大农民妇女真正地被动员起

来。在抗日根据地，由于交通闭塞，农民足不出户，

长年累月劳作在土地上，生活极端艰辛，同时受着残

酷的剥削，更谈不上生活在最底层的妇女，她们占据

了全国妇女的绝大比重。就是在抗战期间，侵华日

军残忍的暴行才使得最底层的农村妇女彻底觉醒，

投入到这场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运动中。［8］从黑龙

江到海南，从台湾到西藏，偏远地区的广大劳动妇女

都踊跃参加抗日斗争，她们也第一次感受到自身的

巨大作用，认识到受压迫地位，进而产生强烈的民族

解放意识。
随着底层妇女加入抗日战争中，她们对参政有

了进一步的意识。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抗日根据地人

民，尤其是千百年来一直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妇女，

有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她们以极高的政治热情参

与政权建设，为巩固和建设抗日民主政权贡献了力

量。1938 年晋察冀边区妇联的选举开了该边区妇

女参政的先河，而 1939 年国民党的妇女宪政运动

则推动了国统区民主运动的开展。由于底层妇女文

化意识问题，在参政过程中仍存在民主意识淡薄，要

靠劝说发动和组织行使权力等现象。
( 四) 中国妇女运动为中国抗战胜利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

抗战期间，中国妇女运动始终作为民族民主革

命的有机组成部分，尤其是随着 1937 年《妇女工作

大纲》的颁布，确定了妇女工作坚持贯彻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方针，明确“以动员妇女力量参加抗战，争

取抗战胜利”为妇女运动的基本工作任务。随后各

地成立的妇女联合会，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底

层妇女为主的各阶层妇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争取

民族解放的战线组织，使得全国广大妇女觉醒，同新

四军、八路军、救国会、儿童团等武装与团体，协同作

战，进而实现全体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有利抗战

局面。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之际，回顾那

段血与火、生与死、悲与愤、爱与恨的壮丽征程，历史

仍然清晰。抗战时期的妇女运动具有时代的特殊

性，因此对抗战时期妇女运动进行全新考量就更加

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她们为了建立一个独立、民主、
自由的中国，同日本帝国主义殊死斗争; 同时，为了

获得一个多元化、民主化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努力奋

斗。抗日战争唤醒了广大中国妇女群体的民族解放

意识和自身解放意识，也使得广大妇女认识到自身

命运与抗日的关联性。中国妇女运动为中国抗战胜

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具有划时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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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ttempting Discussion on Chinese Women＇s Movement
during Anti － Japanese War

Liu Chunjie
( Northeast China Ｒevolutionary Martyrs’Memorial Hall，Ｒesearch fellow，Harbin，150001)

Abstract: With the deepening of the Japanese aggression against China，Chinese women put their own libera-
tion and the state future together consciously，participated in the torrent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pro-
moting the emancipation proc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creating a heroic and glorious chapter． A system restricted
view on the women’s movement in the anti － Japanese war will contribute to a correct understanding of the great
role of women in the national anti Japanese war．

KeyWords: Anti － Japanese War; Women’s Movement; Characteristics

抗日戦争期の中国女性運動について

劉春傑

( 東北烈士記念館館長、研究館員 ハルビン 150001)

要旨: 日本軍の侵略が深刻化した中、中国婦女たちが自分自身の解放と国家の未来に繋がり、全民族

抗戦の流れに身を投げ、民族の解放を促し、謳えるべき物語を残した。この時期の女性運動への研究は、
全民族抗日戦争における女性の偉大な役割を正しく理解することに意義を持っている。

キーワード: 抗日戦争、女性運動、特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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