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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数千年封建制度的统治下，“男尊女卑”的思想
已然根深蒂固，中国女性一直作为男子的附属品而存在。 民
国时期的新疆妇女们更是如此，她们没有社会地位，没有政
治权利，经济上不独立，无法接受教育，被强迫包办婚姻，受
尽磨难。 直到 1934 年，新疆女性受到社会新思潮的影响，成
立了妇女协会。 新疆女性在妇女协会的带领下，开展了一系
列的妇女运动，积极地争取妇女权益，为提高新疆女性地位
而努力。 在这样的背景下，部分的新疆女性开始接受教育，
参加工作，甚至以女性的身份站在了新疆政治的舞台上。 新
中国成立以来， 学术界已有不少学者对民国时期的新疆妇
女做研究，学术成果也颇为丰富。 本文将对前人的学术成果
做一个整理和述评， 以期对后来研究这一课题的专家学者
提供一些参考。

一、著作类

关于民国新疆妇女的研究，学术界已经有了一些成果。
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方志编篡委员
会撰写的《新疆通志·妇联卷》〔1〕对 妇 女 协 会 的 成 立 和 发 展
有详细的介绍， 将每一阶段的史事以编年体的形式展开记
述，但缺乏观点性的文字。 陈慧生、陈超合著的《民国新疆
史》〔2〕、玛依努尔·哈斯木撰写的《回忆阿合买提江》〔3〕以及蔡
锦松的《盛世才在新疆》〔4〕等著作也有不少关于新疆妇女的
描述，但都多为记述性文字，鲜有议论。

张大军的《新 疆 风 暴 七 十 年》〔5〕，全 书 的 内 容 以 主 持 新
疆的人物为主体，共记述了历任统治者杨增新、金树仁、盛
世才等在新疆的活动， 并略述了中国共产党初期在新疆的
活动。 作者借助其便利身份，在新疆搜集了大量调查资料和
档案资料，该书充分运用了这些档案资料，在书写过程中附
了大量的珍贵图片和档案资料， 这些第一手的资料是很珍
贵的。 里面有不少关于新疆妇女协会的史料，十分有价值。

但作者在涉及到自己政治立场时往往言辞过于激烈， 过于
片面，有失史家“秉笔直书”的公允。

刘云、徐霞主编的《新疆妇女运动史》〔6〕，书系统的阐述
了 1934 年新疆妇女运动的兴起、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
的新疆妇女运动、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新疆妇女运动情况。
时间跨度大，史料运用充分，对于妇女运动在各个时期的情
况作了深入的描写， 介绍了在妇女运动中起到重要作用的
人物。 填补了新疆妇女运动史研究的空白，可以说是新疆妇
女研究的开拓性成果， 对后来学者研究民国新疆妇女运动
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徐霞主编的《新 疆 少 数 民 族 女 性 教 育 研 究》〔7〕，记 述 了
从清朝末年新疆少数民族女性教育的兴起、 民国妇女运动
时期在共产党人的支持下， 新疆少数民族女性教育的初步
发展，到新中国成立后新疆少数民族女性教育的蓬勃发展。
详细阐述了各时期新疆少数民族女性教育的情况， 深刻讨
论了新疆少数民族女性教育面临的问题， 以及教育对新疆
少数民族女性的影响。 该书充分运用了史料，对于了解和研
究民国新疆女性教育都有极大的帮助。

二、论文类

关于民国时期新疆妇女运动的研究论文， 近年来也有
一些研究成果， 其中既有对妇女协会、 妇女运动的综合研
究，也有对女性教育、婚恋等方面的专题研究。

（一）对于民国新疆妇女协会的研究

对民国时期新疆妇女协会的综合研究方面， 成湘丽的
《对民国新疆妇女运动的历史重估》〔8〕， 认为妇女协会并非
是“邱毓芳党”，而是一个社会组织，并通过对史料的梳理，
对妇女运动的影响做了阐述和评估。 这篇论文史料详实，条
理清晰，但是在对新疆妇女组织的性质阐述上，前面否定了
妇女协会是一个政治团体， 后面却一直在述说妇女协会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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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才千丝万缕的政治联系，似乎有自我矛盾之嫌。
刘云、王颖撰写的《新疆妇女运动的兴起》〔9〕，介绍了妇

女协会成立前的历史背景，以及妇女协会成立后，妇女运动
的兴起和发展， 并介绍了几个为妇女协会作出杰出贡献的
人物。 运用史料勾勒出了妇女运动从兴起到发展的一个清
晰的脉络，但是细节不够深刻。

宋词撰写的《盛世才时期新疆妇女协会研究》〔10〕，运用
大量的史料描写了新疆妇女协会的成立、发展、主要活动以
及社会意义。 她与成湘丽一样，认为妇女协会是社会团体，
而非“邱毓芳党”。 文章详细介绍了知识分子入疆，妇女刊物
的创办以及妇女运动的社会活动。 脉络清晰，史料详实，但
是对 1942 年以后低谷时期的妇女运动介绍不多。

张宝裕的《抗日战争时期新疆的妇女运动》〔11〕，主要写
了抗战时期，妇女协会作为“反帝会”成员之一，带领新疆各
族妇女通过献金、文化劳军、报刊宣传等等，对抗战做出了
卓越的贡献。 充分运用了民国时期的报刊资料，清晰的勾勒
出妇女运动在抗战时期的贡献， 但是其他史料运用不足。
王玉敏的《解放战争时期的新疆妇女工作》〔12〕，介绍了妇女
协会在妇女运动处于低谷时期的情况和活动， 并介绍了几
位在妇女运动中起到重要作用的人物。 尽管所用史料不甚
多，但是描写低谷时期的妇女运动文章甚少，也是不可多得
的一篇论文。

（二）对于民国时期女性刊物的研究

民国时期，在妇女协会的引领下，新疆创办了几个女性
刊物，这在整个西北，乃至全国都是罕见，在这方面，也有一
些学者做了相关的研究。 成湘丽在《民国新疆妇女报刊得失
考》〔13〕，重点介绍了民国新疆妇女报刊的特点和情况，她指
出民国时期新疆妇女报刊对世界妇女运动的报道表现出亲
苏的特性，写作偏向政治性，不重文艺。 这篇论文有很高的
参考性，我认为在当时的大环境下，这也是形势所趋。

王梅堂的《民国时期新疆创办的妇女专刊》〔14〕，介绍了
民国时期新疆发行的女性刊物，特别对《新疆妇女》、《妇女
月刊》做了详细的介绍，还附上了《新疆妇女》的篇名目录。
通过该文对民国时期的妇女杂志能有一个宏观的了解和把
握，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史料性论文。

（三）其他研究

除了以上研究以外， 还有一些针对民国时期新疆女性
在教育、婚姻等方面的专题研究。 邵欢欢的《民国时期新疆
女性教育研究》〔15〕，将历史学和教育学相结合，介绍了民国
新疆不同时期的女性教育情况。 从 1902 年新疆拥有第一所
女子学堂开始，到妇女协会成立后女子学校的迅速发展，以
及三区革命时期，三区的女性教育情况。 运用大量史料，做
了深刻细致的描写，从侧面反应了妇女运动的作用和影响。

马文华的《新疆女子教育》〔16〕，阐述了民国时期新疆女
子教育从无到有，再到蓬勃发展的过程。 他认为杨金时期新
疆教育几无发展， 盛世才执政， 受苏联影响才大力发展起
来，他认为盛世才在政治上倒向国民党后，虽然新疆的教育
发展有所减缓，但总体还是向好的方向发展。 充分运用了史
料，个人也比较赞同他的观点。

梁海峡撰写的《民国新疆乌鲁木齐地区少数民族婚姻研
究》〔17〕，从少数民族婚恋的角度出发，详细说明了民国各时
期少数民族婚姻情况的变化。 清朝实行的五族禁婚，到杨增
新、金树仁时期，虽取消这一制度，但女子早婚、穆斯林一夫
多妻制、包办婚姻和婚后虐待依然存在，盛世才时期妇女协
会的成立，宣扬男女平等、一夫一妻制度，这一问题才有所

缓解。 该文立意新颖，切入点非常好。
目前国内学术界对民国时期的新疆妇女研究已经取得

了一定的成绩，从对妇女协会发展的综合研究，到对女性刊
物，女子教育、婚恋等的专题研究，相关的学术论文不仅在
数量不断增多，其研究领域也逐渐扩大。 特别是对于民国时
期的女性教育的研究已经十分成熟， 对于女性刊物的发展
的研究也十分清晰。 但是，仍然有一些不足：对于妇女运动
的研究，大部分论文都是以妇女协会作为研究对象，而对妇
女本身的社会参与却比较少，这是需要去加强的。 对于妇女
协会、妇女运动的社会影响的研究也有了不错的成果，但是
对于妇女协会和妇女协会存在的不足和局限性的研究还有
所欠缺。 此外，妇女协会一直为盛世才之妻———邱毓芳所领
导，可以说是有一定的政治色彩的，然而很多论文都对此避
而不谈，这也是需要去深入探讨研究的。

最后， 我认为对于民国时期新疆女性和新疆妇女运动
的研究是很有必要的，当时新疆女性不仅拥有自己的组织，
还在不断的奋斗和努力下争取到了更多的女性权益， 从法
律上提高了女性地位， 正式以女性的身份在新疆的政治舞
台上有了一席之地， 这在整个中国历史上都是有重要意义
的。 另外，研究新疆的女性，也是从另外一个侧面去探究当
时新疆的社会生活情况，这些都是有积极和重要的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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