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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新文化运动时期
中国共产党对妇女运动的探索与实践

王 悦
（新疆师范大学，新疆 乌鲁木齐 830053）

摘要：新文化运动的开端是以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为标志。作为一场伟大的思想启蒙运动，女性主义

的崛起也是这场运动的重要内容之一，正是看到了新文化运动时期妇女运动的蓬勃发展的现实，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对妇

女解放运动也十分关注，并为中国妇女解放运动指明了方向，使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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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运动是指人们指以消除性别歧视，将女性从
被压迫、被剥削、被奴役的不平等男女状况中解放出
来，实现男女平等的运动。

新文化运动期间，中国兴起了思想史上第一次大
规模的女性主义思潮与妇女运动。新文化运动对中国
共产党的成立影响极大。故，自中国共产党成立就对
新文化运动时期妇女运动的发展途径、运动主力及方
向等问题作出切实指导与探索，为中国妇女解放事业
指出了前进的方向。本文试以中共的领导为主要线索
梳理考察新文化运动时期党对妇女运动的探索与实践。

一、新文化运动对妇女运动问题的关注
新文化运动的开端以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

《青年》杂志为标志。新文化运动作为中国历史长河中
一次伟大的启蒙运动，是辛亥革命在思想领域的继续，
它高举着“民主”和“科学”的旗帜，对封建专制和封建
道德思想进行了最猛烈的冲击。其作用在于唤醒人们
民主意识的觉醒，成为封建制度的自觉反对者和共和
制度的拥护者，使妇女们从传统社会的束缚中解脱出
来，也是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成就之一。

千百年来中国妇女，经常受到粗暴对待，他们被隔
离在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活动之外，常常受到不公正
的待遇，这是你中国典型的传统女性的生存面貌。新
文化运动提倡个性解放、人道主义、自由民主之风，对
待妇女问题也十分关注。1915，陈独秀在《青年杂志》
第一期出版的《敬告青年》这篇具有发刊词性质的文章
中指出：“自人权平等之说兴，奴隶之名，非血气所能
忍受……女子参政运动，求男权之解放也。”

[1]（P.130）
这样

做的目的是使妇女从男权社会中解脱，摆脱羁绊，成为
具有独立人格的人。这段话体现了《新青年》创刊的宗
旨，即号召青年从孔子教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同时也
明确提出妇女的解放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内容。后陈
独秀和吴虞攻击儒学伦理时也常常提到这一点。

1916 年初，面对袁世凯想要复辟帝制蠢蠢欲动的
野心，陈独秀以痛心疾首之情发表《一九一六年》一文，
文章除批判封建伦理纲常外，还指出青年革新的两个
关键问题：“第一，自居征服（To Conquer）地位，勿自
居被征服（Be Conquered）地位。全体人类中，男子，征
服者也，女子，被征服者也；白人，征服者也，非白人，皆
被征服也…… ；第二，尊重个人独立自主之人格，勿为
他人之附属品……”他强烈主张1916年的青年男女，
应“势将以铁血一洗此浃髓沦肌之奇耻大辱，主张青年
反叛奴隶道德，指出“立沦于被征服之女子、奴隶、捕
虏、家畜之地位……，应其各奋斗恢复独立自由人
格”。这也是新文化运动中第一次关于妇女解放的呐喊。

1918年1月，《新青年》杂志发表陶孟和论妇女地
位的文章，介绍西方妇女运动观。四个月后，周作人在
《新青年》上发表了他从日语翻译的谢野晶子的文章
《贞操论》，反对单方面的保持贞操，否认贞操及道德的
观念。这个观点得到胡适、鲁迅和其他许多作家的支
持。这些文章引起了整个思想界对妇女问题的关注和
思考，为妇女解放做了思想上的准备。

这些具有宣言性质的文章，将女性问题与其它社
会、政治问题并提，并把反传统的批判锋芒，直指中国
传统的性别秩序。这就将女性解放置于新文化运动的
重要位置。

二、中共在妇女运动的关注
正是看到了新文化运动时期妇女运动的蓬勃发展

的现实，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对妇女解放运动也十分
关注。1922年中共二大通过党的历史上第一个关于
妇女解放的纲领性文件——《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
该决议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各种妇女解放主张进行了
梳理，为妇女解放指出了正确的方向，同时也显示了中
国共产党对妇女运动的高度关注。

1923年12月，时任中共妇女部长的向警予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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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妇女宣传运动的新纪元》一文，在文章中指出“妇
女问题与劳动问题同为20世纪——新时代的产物，认
为中国妇女的大多数过得是“三从四德”“相夫教子”的
生活，还有一些是在其丈夫的“广大翅膀下偷生活的过
的”，并认为妇女运动的发展是必然趋势。

1924年，向警予在上海《国民日报》副刊上发表
《妇女运动与国民运动》一文，认为妇女运动与国民运
动总是相伴进行，故“热心妇女运动的妇女应热心参加
国民运动”。而且提出妇女在国民运动中应“一面要能
代表全体妇女的要求提出男女平权的主张，而且还要
根据自己的政见与主张大声疾呼向群众下死力宣传唤
起群众的觉悟，特别是妇女群众的觉悟，“使她们了解
我们的政治观点就代表她的利益”。

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对妇女问题的关注，使中国
的妇女解放运动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二、党领导的妇女运动的实践
（一）大力兴办妇女学校
妇女要实现自身的价值，实现彻底解放，关键在于

提高自身觉悟和修养，这很大程度上受所接受的教育
水平的影响。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十分关心妇女的教
育问题。在1921年冬，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一所新式学
校——上海平民女校，聘请了陈独秀、沈雁冰、瞿秋白、
刘少奇等人在此任教，李达任校长。该学校秉承“传播
革命思想的场所”的宗旨而创办，这所专为家庭贫困但
积极上进，受封建束缚和压迫的女子所创办的学校，是
共产党开展妇女运动的一个大胆的尝试。学员中集中
了中共早期的妇女人才，他们大都受到五四运动的影
响，立志从事妇女解放运动，如王一知、丁玲等。学员
学习的内容涉及国文、英语、数学、经济等，同时还会深
入工厂组织工人学习，进行革命宣传并参加劳动生
产。通过学习和锻炼，该学校培养了一批骨干人才，这
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妇女运动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后平民女校因种种原因停办，1922年，中共继而
创办上海大学，使得大部分学生能够继续学习。1923
年7月，女星第一补习学校在天津成立，该校的建立宗
旨是“救济失学妇女，授以普通知识及浅近技能，使能
自谋生活”。后来为了满足更多家庭妇女求学的需要，
邓颖超等人开设星期妇女义务补习学校，希望通过培
训提高妇女的受教育程度，使妇女成为具有独立人格
的人。此后通过创办学校来培养妇女干部，成为中国
共产党的在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并在以后的
革命推广。

（二）成立妇女组织，培养妇女干部
妇女运动是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篇

章，而妇女组织的成立是党领导的妇女解放运动开展
的有力保障。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非常重视妇女组
织的建立，1921年，将对徐宗汉1919年前在上海举办
的“妇女协会”重组，作为妇女工作的第一项任务。该
会的宗旨是“拥护女子在社会上政治的以及经济的权
利，反抗一切压迫”，并制定出许多具体的纲领及章程，
如在“性别平等”基础上的妇女参政权利、同工同酬等
权利的强调，并且倡导妇女反帝反封建革命运动的参
与。这些党领导下的具体纲领已经具有了无产阶级妇
女运动的色彩。

1922年中共二大通过党的历史上第一个关于妇
女解放的纲领性文件——《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标
志着妇女问题作为重大政治问题，被正式纳入无产阶
级解放运动的一部分。《决议》明确指出“在党的领导

下，各省建立系统的妇女组织，向警予担任党中央第一
妇女部长”。

1923年中共三大通过《关于妇女运动决议案》，规
定：“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须附设妇女部，由女同志担
任此种工作”，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指导工人的罢工斗
争。此后，一大批妇女组织陆续成立。

1923年3月，邓颖超、李峙山等人组织发起了女星
社，并出版了刊物《女星》。在天津的妇女界产生了重
要影响。1924年11月，中国共产党组织发起了召集国
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人民运动，各地纷纷成立

“国民会议促进会”。后向警予、邓颖超等人先后发起
并组织成立了上海、天津“国民会议促成会”。该会的
宗旨在于“对外设法废除不平等条约，对内设法肃清军
阀制度，伸张女权，以符合民主自由”。“国民会议促成
会”的成立及其活动促进了各阶层妇女的大团结，扩大
了妇女运动的范围。

（三）创办妇女刊物，宣传妇女群众
党成立之后，认为“妇女最缺乏的是政治的常识和

社会的关心”，为更好地领导妇女运动，使其蓬勃发展，
党领导妇女界创办了自己的刊物，作为妇女活动的强
大阵地。1921年，中国共产党以“上海女界联合会”的
名义，亲自领导出版半月刊《妇女声》，由李达亲自参加
审稿。它公开宣传无产阶级妇女解放理论，高举“妇女
解放”旗帜，宣告“妇女解放即是劳动者的解放”，应当
破除一切压迫和剥削。后中共又领导创办《女星》和
《妇女日报》，使妇女们常常与政治的社会相接触，以养
成其“政治的常识”和“对社会关心的思维习惯。特别
是1922年中国共产党“ 二大”将《向导》周报确定为党
中央的机关刊物，并特辟妇女运动一栏，为更好地进
行妇女运动的宣传工作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结语
新文化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中国的妇女

解放运动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即由旧民主主义时期
的女权运动转变为新民主主义时期的妇女解放运动，
尽管因党幼年时期缺乏足够的理论准备和实践经验，
存在不足和缺陷，但这一时期党领导的妇女运动，为党
在领导妇女运动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奠定了理
论、群众和干部的基础。中国妇女解放运动有了先进
政党的领导，从此以崭新的面貌活跃在反帝反封建的
历史舞台上，不断开拓着妇女解放运动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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