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党百年专刊

百年来中国妇女运动始终与民族独立和中国革命的发展相

伴随，并折射出许多时代特点。《中国妇女运动史话》一书以图文

并茂的形式将散落在不同文本/文献中的妇女运动历史聚焦于一

处，将性别平等的理论和实践融会贯通，凸显中国经验和中国特

色。该书对中国妇女运动史的总结与回望，可以使我们站在更高

的历史基点之上，开拓更加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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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值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中华女子学院图书馆在馆藏文献基础

上，建设“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中国化研究文献资源库”，重点呈现马

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中国化的理论及实践成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

女理论与实践研究提供资源保障。该文献资源库建设是改革开放以

来，我国图书馆学界第一次对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文献进行系统收

集、整理、汇总与展示，对女性学界及图书馆学界，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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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透视透视

作者:尹旦萍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代背景下，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从构建现

代民族国家的高度关注妇女运动。在对中国妇女运动进行理论思考时，
他们不仅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妇女观，还结合中国国情，用唯物史观、阶级
分析法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来探讨妇女解放道路，初步形成了中国化的
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思想。在这一理论武装下，党组建了妇女运动领导
机构，把劳动妇女作为主要力量，将妇女运动汇入社会革命洪流，开辟了
一条与西方女权运动截然不同的道路。本文作者认为，这一道路对于动
员妇女参与革命、推进男女平等与构建和谐的性别关系，都产生了极其重
要的作用。

来源：《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21年第3期

《妇女解放的中国道路探索：建党初期的妇女运动》

作者：杨方 薛晓阳
农村妇女教育是从根本上推进妇女解放事业的基础和前提，女童教育则

是其起点，也是从源头上阻隔农村文盲、半文盲妇女产生的重要途径。新中
国成立初期泰兴女童入学教育的实践表明，党的相关政策措施呼应了农村妇
女的内在要求，契合了当地社会的实际情况，并取得了巨大成就。这一时期
泰兴女童入学教育的基本经验是以提升学龄女童入学率、降低辍学率为中
心，在教育实践中把握好四个关键点:整体设计，协同推进；统筹兼顾，循序渐
进；深入基层，有的放矢；创新教法，确保质量。本文作者认为，新中国成立初
期泰兴女童教育是中国共产党推进农村妇女解放的一个缩影，其经验对于改
善新时期农村妇女教育、实现《北京宣言》所确定的目标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来源：《江海学刊》2021年第3期

《中国共产党推进农村妇女解放的一个微观视角》 《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学科化根据与理论旨趣》

作者：胡晓红
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能否学科化?这个问题内蕴了马克思主

义妇女理论学科化的合法根据，是中国女性学学科建设的前提性
问题。而中国女性学建设为什么选择马克思主义?这个问题则表
达了我国女性学建设的理论旨趣，是女性学学科建设的方向性问
题。以这两个问题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本文通过对我国女性研究
和发展历程的追溯，探索出以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为基础的女性
学学科范式和特色，从而为世界女性学学科建设和发展提供中国
智慧。

来源：《河南社会科学》2021年第5期
（素波 整理）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黄婷

2021年为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中华女子学院图书馆在馆藏文献基础
上，建设“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中国化研究文献资源库”，重点呈现马克思主义
妇女理论中国化理论及实践成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与实践研究
提供资源保障。文献资料库包括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及其中国化成果、中国
共产党领导的妇女运动历史和妇女工作三部分内容，重点呈现党的十八大以
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妇女和妇女工作、妇联改革、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一系列
重要论述。近日，“马克思妇女理论中国化文献资源库”启用仪式在中华女子
学院举行，文献资源库的展出将持续至2021年10月。

在党史学习教育过程中，推动性别学术研究发展

“马克思妇女理论中国化文献资源库”的建设，力图较为系统地呈现马克
思主义妇女理论中国化的实践历程与理论创新、中国妇女运动波澜壮阔的过
程，中国妇女在艰苦卓绝的革命进程中彪炳千秋、经天纬地的贡献，在轰轰烈
烈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过程中的伟大作用，
以及在党的领导下全国各级妇联组织在妇女解放、妇女发展、妇女研究中的作
用与贡献。

启用仪式上，中华女子学院图书馆馆长马良教授首先介绍了资源库的建
设情况。中华女子学院党委于2020年10月启动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中国化
研究文献资源库建设，经过八个月的艰苦工作，着重将马克思妇女理论与实
践、中国妇女运动史、中国共产党妇女工作等相关资料较为系统地呈现。重点
挖掘了早期共产党人多版本经典著作、各时期各地方妇女运动历史著作及资
料、妇女运动先驱和妇女领袖传记、新中国成立前后妇女工作重要文献及领导
讲话、历届全国妇女代表大会文献、中国共产党创办或领导的各类报刊等珍贵
文献约4000种。近百年的文献以图书、期刊、报纸、会议文献、政府出版物、档
案资料、电子书、光盘、缩微资料多种方式展出，实现线上、线下文献资源开放
获取。

中华女子学院党委书记李明舜转达了全国妇联主席沈跃跃同志对文献资
源库建设工作的高度肯定，认为筹建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中国化研究文献资
源库，是开展党史学习教育过程中实现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的具体体现，是深
化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研究和和强化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在学科建设和干部
培训中指导地位的使命担当。这些珍贵历史文献的呈现，也是激发爱党爱国
巨大热情的生动教材。搜集文献，是我们重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
历史、感悟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的一种优选方式；建设文献，是追寻中国共产
党领导中国妇女运动的足迹，继承和弘扬先辈们的革命精神，做好新时代妇女
工作的真情表达；研究和运用文献，是我们必须承担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妇
女理论的历史任务。李明舜表示，建设“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中国化研究文献
资源库”意义重大，可通过系统的文献搜集和建设，努力呈现好马克思主义妇
女理论中国化的历史脉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的学习、研究
与实践提供支撑与保障。

图书馆学界和女性学界的创造性工作

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中国化研究文献资源库注重把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
放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去考察，也注重其在相关理论家、思想家的思想体
系中的作用。

据中华女子学院教授韩贺南介绍，“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中国化研究文献
资源库”的收集除了包括对妇女问题的论述，还有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原著，
以及经典著作的不同版本，努力了解当时的学术动态。比如，资源库中李大钊
和李达等共产党人早期关于妇女解放的论述，除了收集其单篇的关于妇女论
述的文章、全集、选集，还有他们的传记年谱，为学者们做历史考证提供资料。
为了更好地了解这些早期共产党人妇女思想的来源，资料库还收集了如李大
钊妻子赵纫兰和其儿女的一些研究。文献还注重收集非正式出版物，比如专
家手稿、书信和照片等，为研究者探寻具体的历史情境做多方面的资料准备。
韩贺南谈到，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中国化的学术研究则按照学科元素重点收
集资料，注重基础理论、研究方法、历史进程的收集，关注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
中国化研究当中的现实问题等。

文献资源库所呈现的文献资料，既展示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
与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一脉相承，又展示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是
对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丰富与发展。北京大学教授魏国英介绍，马克思
主义妇女理论中国化研究文献资源库建设主要分为四个时期来收集和展示
相关文献：一是建党前后，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引入与传播；二是民主革
命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形成；三
是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与时俱进；四是十八大以
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最新成果。这一文献资源库建设，可以引
导师生深入了解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妇女理论创新的历史，深刻领悟马克
思主义妇女理论及其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指引中国妇女实现的跨越性解放与
发展；可以引导更多研究者，特别是青年教师和学生，扎实研读经典作家的
经典文本，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中国化过程中产生的新概念、新思
路、新内涵，以读文献、学党史、做研究的路径，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妇女理
论研究深入持续发展。

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中国化研究文献资源库建设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
图书馆学界第一次对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文献进行收集、整理、汇总与展示，
这也是我国女性学界第一次对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及其中国化研究成果进行
梳理与展示，无论是对女性学界，还是对于图书馆学界，这项工作都具有开创
性价值和重要现实意义。

■ 畅引婷

中国妇女运动自近代发
轫以来，至今已走过了百余
年的发展历程。这一运动，

始终与民族独立和中国革命的发展相伴随，并
折射出许多时代特点。而如何看待中国妇女
运动在百年巨变中所走过的艰辛历程，全国妇
联妇女研究所姜秀花、范红霞、倪婷等编著的
《中国妇女运动史话》一书，为人们了解这段历
史提供了一条便捷的途径。

将妇女运动纳入知识生产序列

妇女运动作为近代工业革命和时代变迁的
产物，对人类社会发展所带来的影响毋庸置
疑。习近平总书记曾明确指出，历史是最好的
教科书，历史是人类最好的老师，历史是一面
镜子，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可以给
人类带来很多了解昨天、把握今天、开创明天
的智慧。中国妇女运动史作为党史和国史的
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在学术研究领域需要广大
的科研工作者投入巨大的精力探索其发展脉
络和演变过程，而且需要将研究的成果以各种
不同的方式在普通民众中间广泛传播。因为，
理论一旦被群众所掌握，就会变成改造世界的
巨大力量。

中国妇女一百多年来在家庭生活与社会生
活中的巨大变化，既是中国共产党用马克思主
义指导中国妇女解放实践的产物，也是中国妇
女百折不挠英勇奋斗的历程。中国革命与妇女
运动的互动/联动，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发展，也极
大地改善和提升了妇女的社会地位。因此，了
解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妇女究竟都做了些
什么，产生了怎样的效果，有哪些经验和教训，
就成了知识生产的一条重要途径。

与象牙塔里相对高深的理论探索相比，“史
话”具有经验性、通俗性、可读性、普及性等显著
特点。以形象生动的故事和图片，叙述中国近
现代史上的妇女究竟都经历了些什么，概说妇
女解放与人类社会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不仅
可以带动更多的人进入历史发展的“过程”之
中，深切体会我们“从哪里来，又要到哪里去”的
时代主题，而且可以在经验和教训的吸取中对
当下的日常生活产生影响。

这部“史话”，将56篇短文聚焦在六个主题
之下，分别从中国妇女运动的初兴、中国共产党
领导下的妇女运动和妇女发展、全国妇女代表
大会与妇女运动和妇女工作方针的确立、新中
国70年的妇女工作和妇女事业、改革开放40年
妇女事业的创新发展、人民军队中的女性等方
面，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将散落在不同文本/文献
中的妇女运动历史聚焦于一处，通过背景介绍、
内容分析、经验总结、历史启示和实践反思，以
及对相关资料的“链接”和“延伸阅读”，一方面
在“做什么”和“怎样做”的事实叙述中凸显中国
经验和中国特色；另一方面通过深入浅出、画龙
点睛式的历史勾勒，将性别平等的理论和实践
融会贯通；更为主要的是，为包括男人/女人、学
者/大众、老师/学生、领导/群众等在内的社会群
体进入历史、了解历史、学习历史提供了知识习
得的平台或路径。

将妇女运动置于关系状态之中

中国妇女运动的发生、发展不是孤立存在
的，而是各种社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中国/
西方、男人/女人、政党/群团、民族/战争、民主/
革命、运动/解放等社会矛盾错综复杂地交织在
一起，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也关涉着
一群女人的生活和地位。《中国妇女运动史话》
一书最大的特点，不是从单一的（性别）权力关
系入手，说明矛盾双方的势不两立，而是将问题
置于历史发展的过程之中，在对立统一中寻求

改造世界的“合力”；也不是就妇女谈妇女，而是
将妇女及其运动置于一切关系状态之中，从中
折射妇女解放与发展的长期性和艰巨性，说明
事物间千丝万缕的联系性以及相互制约性。

通过《中国妇女运动史话》回望历史，以下
几种关系无论怎样都不能回避。关于男性和妇
女运动之间的关系，该书开宗明义，“消除性别
歧视、实现男女平等是男女两性共同的事业，没
有男性的改变和参与，很难从根本上解决性别
平等问题。”历史地看，百年来的中国妇女运动
一直活跃着男性的身影，尤其是近代中国一些
男性思想家和社会精英，不仅是男女平等思想
的启蒙者和宣传倡导者，而且是妇女运动的积
极实践者和推动者。关于政党与妇女运动之间
的关系，该书将问题聚焦于中国共产党自成立
以来对中国妇女运动的领导之中，通过对历次
妇女运动决议、中央苏区妇女工作的开创和妇
女干部的培养、抗日战争时期对农村妇女的政
治动员、抗日根据地反家庭暴力的历史实践、边
区妇女工作方针的调整、妇女反贫困的初步尝
试、妇女土地权益的维护等具体案例的分析，充
分说明中国共产党在妇女解放实践中所发挥的
巨大作用。关于群团组织与妇女运动的关系，
该书从历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对妇女工作方针
的确立和新中国成立70年的妇联工作入手，集
资料性和知识性于一体，集中展现了妇联工作
在代表和维护妇女权益、促进男女平等和妇女
全面发展当中的基本职能和主要任务，以及在
党和政府联系群众方面所发挥的纽带和桥梁作
用。关于妇女运动与妇女解放之间的关系，该
书以事实为依据，将妇女置于历史发展的主体
地位，充分显现了中国妇女百年来在家庭、社
会、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等各个领域的辉煌成
就，以及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为性别平等的实现提供了各种可能的实践路径。

将妇女运动融进时代发展大潮

妇女运动与妇女的解放和发展密切相关，
其发展演变过程始终贯穿着主客体之间的交互
作用。一方面妇女作为客体，被国家和其他一
切制度、文化、法律、习俗所建构，并在时代变迁
中延续着传统；另一方面妇女作为主体，在被建
构的同时也会在主体能动的作用下改造社会或
改变传统。通过《中国妇女运动史话》回望历
史，具有标志性的重大历史事件所产生的划时
代意义，无一不对中国妇女及其运动产生影
响。不论积极还是消极，都一并成为历史的宝
贵资源影响并建构着中国妇女的未来生活。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人类历史上开天辟地
的大事件，在革命、建设、改革开放、新时代各个
历史时期，我们党始终把实现妇女解放和发展、
实现男女平等写在自己奋斗的旗帜上，始终把
广大妇女作为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重要力
量，始终把妇女工作放在重要位置，领导我国妇
女运动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开辟了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妇女发展道路。

《中国妇女运动史话》给人的启示是多层面
的，重温中国妇女运动的历史，不仅可以清晰地
看到中国妇女解放道路在选择过程中的艰难和
曲折，而且可以窥探妇女在社会革命和自身解
放中所焕发出来的巨大能量。从辛亥革命到五
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从新民主主义革
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从改革开放和社会
主义现代化新时期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
时代，历史的巨变使妇女解放与社会发展相得
益彰。妇女活动的足迹在各个领域的遍布，不
仅在潜移默化中改变着既往的生活模式和思维
方式，而且为妇女发展和人类的文明进步拓展
了空间，同时也为世界妇女事业的发展贡献了
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因此，总结、回望中国妇
女运动的历史，可以使我们站在更高的历史基
点之上，开拓更加美好的未来。

（作者为山西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编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