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革命年代的英勇斗争

刘清扬1936年在狱中为两个女儿缝制的黄
色小书包 （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藏）

妇女劳模马杏儿（杨家岭革命旧址管理处延
安时期中央妇委旧址提供）

妇女放足牌（复制品）（黄麻起义和鄂豫皖苏
区纪念园提供）

阮雪华用过的药箱（复制品）（杨家岭革命旧
址管理处延安时期中央妇委旧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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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琇瑛的南丁格尔奖章

王琇瑛，中国著名护理专家。1931年起任
北京协和医学院护士学校助教，后到美国哥伦比
亚大学师范学院护理系进修。1950年起任中华
护士学会（1964年改名中华护理学会）副理事
长。1961年起先后担任北京第二医学院护理系
主任，北京同仁医院、首都医科大学护理顾问。
1983年荣获国际红十字会南丁格尔最高荣誉奖
章，成为中国获此殊荣第一人。此枚奖章采用镀
金镀银工艺，呈尖椭圆光轮形，正面雕刻有弗洛
伦斯·南丁格尔的肖像以及“1820年至1910年”
字样，由红白相间的绶带将奖章与绿色月桂叶环
绕的红十字连接在一起。南丁格尔奖是国际红
十字组织于1907年设立的奖项，是红十字国际
委员会为表彰在护理事业中做出卓越贡献人员
的最高荣誉。

宋鱼水的“最美奋斗者”奖章

宋鱼水，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党组成员、副院
长兼政治部主任，全国妇联兼职副主席。1989
年，宋鱼水从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毕业后，她从
法院书记员、助理审判员做起，一路成长为审判
庭副庭长、庭长和法院副院长。从事法律工作30
多年来，宋鱼水承办大量涉及国计民生的案件，
被当事人誉为“辨法析理、胜败皆服”的好法官。
2019年，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中
宣部等部门表彰了278位“最美奋斗者”，宋鱼水
获此殊荣。奖章采用银胎镀金工艺，直径49毫
米，寓意为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奖章厚
7毫米，寓意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奖章上部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活动标
识，下部为“最美奋斗者”字样，整体设计体现仪
式感、庄重感和时代感，彰显“礼赞新中国，奋进
新时代”的精神内涵。

丁雪松穿过的大衣、黑丝绒旗袍

这是新中国第一位驻外女大使丁雪松穿过
的大衣和旗袍，是她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丹麦
全权大使递交国书时所穿。1982年5月18日，
丁雪松乘礼车从中国驻丹麦大使官邸行至丹麦
女王的夏季行宫——和平宫，抵达后在宫廷侍从
长的陪同下检阅仪仗队，检阅完毕至接见大厅，
向女王玛格丽特二世递交了国书。在担任中华
人民共和国驻丹麦全权大使期间，丁雪松凭借出
色的外交才华，积极促成了中丹两国在工农业和
经贸方面的多项合作，为新中国的外交事业和改
革开放做出了突出贡献，获得国内外一致好评，

丹麦外长曾称赞她“在哥本哈根留下了令人尊敬
的声誉”。

1995年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会槌

1995年9月，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
北京举行，共有189个国家的政府代表团、联合
国系统各组织和专门机构、政府间组织代表，共
1.5万多人参加。大会“以行动谋求平等、发展与
和平”为主题，促进全球妇女事业发展。9月15
日，大会主席陈慕华敲响木槌，通过了《北京宣
言》和《行动纲领》两项纲领性文件，文件要求将
社会性别意识贯穿于整个社会政策制定、执行和
评估的全过程，将实现性别平等当作社会政策的

目标之一，用行动消除对妇女的一切歧视，实现
平等、发展与和平，在推动两性平等、促进妇女事
业发展中具有里程碑意义。这件木槌是这次历
史性会议的珍贵见证。

1984年国庆阅兵女卫生兵方队军服

军服是军人形象风貌的展示。1984年国庆
35周年阅兵，受阅部队一律着85式军服。阅兵
式上，女卫生兵方队备受瞩目，这是共和国阅兵
史上首次出现女兵方队，她们身穿陆军女校官夏
常服：棕绿色上衣、藏青色裙子，戴大檐帽，穿黑
色中筒皮靴，扎棕色腰带，佩戴红十字袖标，英姿
飒爽，展示了中国女兵的独特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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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悟社社员的合影

五四运动爆发后，各地宣传马克思主义，传播
革命新思潮的进步团体纷纷出现。1919年9月16
日，由天津学生联合会和女界爱国同志会创办的革
命团体觉悟社成立。觉悟社本“革心”“革新”之精
神，求“自觉”“自决”之宗旨，主要成员由周恩来、马
骏、邓颖超、郭隆真、刘清扬等20名骨干组成，他们
以探求救国真理为目标，以挽救民族危亡为己任，
勇敢地投身革命洪流。

1920年8月15日，觉悟社在法租界召开会议，
总结成立以来开展救国运动的经验教训，会后便拍
摄下这张珍贵的合影。虽然照片中只有部分社员，
但这是觉悟社唯一的合影。照片上的男女青年们
目光笃定，意气风发，眼神中闪耀着不畏艰险的英
雄气概，这就是“觉悟”的初心。

妇女运动先驱刘清扬的书包

刘清扬是中国革命和妇女运动的先驱，中国共
产党最早的女党员之一。1894年出生，1919年五
四运动爆发后，刘清扬与邓颖超、郭隆真等人发起
成立了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并担任会长，后与天津
女界爱国同志会、天津学生联合会的骨干们创立了
觉悟社。1920年底，刘清扬赴法国留学。其间，她
与张申府一起成为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并同周恩
来、赵世炎、陈公培等人创办了旅法早期共产党组
织——巴黎共产主义小组。1923年回国后，刘清
扬积极投身民族民主革命运动，为中国革命和妇女
解放做出了重要贡献。

三粒外衣纽扣

缪伯英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位女党员。1929年
10月的一天，缪伯英和丈夫何孟雄遭遇敌人的追
捕。危急关头，为了掩护丈夫撤离，缪伯英抱着牺
牲的决心，从外衣上扯下三粒纽扣塞到何孟雄手中
留作纪念，毅然跑去引开敌人。途中，缪伯英情急
之下跳入河水中，才得以逃过敌人的抓捕。然而，
冰冷刺骨的河水加上长期过度紧张与劳累，缪伯英
患上了严重的伤寒。弥留之际，她对何孟雄深情嘱
托：“既以身许党，应为党的事业牺牲，奈何我因病
行将离世，未能战死沙场，真是恨事！孟雄，你要坚
决斗争，直到胜利……”当想到幼年的一双儿女时，
缪伯英嘱托丈夫道：“你若续娶，要善待重九、小英
两孩，使其健康成长，以继我志……”就这样，年仅
30岁的缪伯英告别了未竟的革命事业，带着对至
亲的不舍与希冀，溘然离世。这三粒外衣纽扣不仅
见证了缪伯英短暂而光辉的一生，也诠释了共产党
人披肝沥胆、舍身报国的赤胆忠心。

妇女放足牌

大革命时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湖北黄安
地区妇女积极参加革命、宣传革命。妇女们通过剪

发、放足等运动同封建势力作斗争，将黄安的革命
运动和妇女解放事业推向高潮，妇女放足牌是黄安
地区革命和妇女解放运动的重要见证。这件妇女
放足牌为铜制，呈古铭钟形，上有一圆孔，单面刻
字，铜牌上方阴刻繁体楷书“黄安县署颁给”6字，
字从右至左排列，呈弧形，牌正中部从上至下镌刻
有“不娶缠足女子”6字。

范乐春用过的铝锅

范乐春1903年出生于福建省永定金砂乡，
1929年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溪南
区苏维埃政府妇女主席、永定县苏维埃政府主席、
妇女部长、闽西苏维埃政府土地部长等职。革命战
争年代，作为队伍里的后勤部长，范乐春经常出入
于敌人的封锁区，千方百计为队伍寻得粮食、药品，
承担着后勤保障的重担，被称为“部队的好后勤”。
每次行军时，她总是随身携带这口小铝锅。每次开
饭前，她总是以自己不饿为由，躲到一边用小锅煮
点野菜充饥，为的就是把粮食省下来留给战士们。
有时在山下弄到了粮食，往山上输送需要好几天时
间，范乐春肩挑沉重的粮食艰难跋涉，面对饥饿和
劳累，她却舍不得卸下担子取出一把米煮给自己
吃。由于战争环境艰苦，加之长期缺乏营养，范乐
春积劳成疾，病逝时年仅39岁，这口小铝锅便是她
先人后己、大公无私的革命奉献精神的写照。

红四方面军总医院手术室的铁熨斗

这是红四方面军总医院手术室的铁熨斗。长
征期间，它有着特殊的用途。当时，红军总医院由
于缺少必要的消炎止血药物，医护人员就把烧红的
木炭装进熨斗，直接放在伤员的伤口上，使肌肉迅速
收紧，从而达到止血结痂的效果。战场上的每一次
手术，医护人员都是含泪完成的。这件铁熨斗反映
了在极其艰难的战争环境下，红军医务人员凭着崇
高的革命信仰自力更生，攻坚克难的革命精神，他们
为挽救红军战士性命，壮大革命队伍，做出了卓越贡
献，更体现出红军战士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坚定信念。

半条印花被

“半条被子的温暖”专题陈列馆保存的印花被
是邓颖超、蔡畅、康克清等15位曾经参加过长征
的女红军为了完成当年三位女红军的心愿，特意
买的一床崭新棉被，并委托有关同志于1991年送
到徐解秀老人家中的。令人遗憾的是，徐解秀老
人已经离世，未能亲手收到棉被。虽然没有等到
当年的3位女红军，但半条被子一直温暖着徐解
秀的心。她生前经常说，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
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
人。这床印花被连接的是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温暖
牵挂，见证的是革命战争年代的军民鱼水情。

张文勋章

张文1919年出生于四川通江。1933年参加
中国工农红军，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
随红四方面军参加长征，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
抗美援朝战争。1955年2月12日，中华人民共和
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将八
一勋章、独立自由勋章、解放勋章授予参加革命战
争的有功人员。张文在此次授勋中被授予三级八
一勋章、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以及三级解放勋章。

《中国妇女》创刊号

1939年6月1日，《中国妇女》在延安创刊。它
是中共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在延安创办的第一本
全国性妇女刊物。在创刊号上，毛泽东曾写下热情
洋溢的题词：

妇女解放，突起异军，两万万众，奋发为雄。
男女并驾，如日方东，以此制敌，何敌不倾？
到之之法，艰苦斗争，世无难事，有志竟成。

有妇人焉，如旱望云，此编之作，伫看风行。
在全民抗战的历史背景下，《中国妇女》的创刊

宗旨是“为动员和组织二万万二千五百万妇女大众
积极参加抗战建国大业工作尽一分绵薄的力量”。
刊物内容丰富，及时传达中央妇委对全国妇女工作
的指示、探讨妇女工作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刊载国
内外妇女运动通讯和史料，介绍边区儿童保育事业
等等，还发表不少文学艺术作品。

阮雪华用过的药箱

阮雪华是延安清凉山诊所的主任。清凉山是
延安时期，中共中央新闻和出版工作的重要阵地。
延安时期，中共中央总卫生所为了方便清凉山各机
关与周边群众的就医治病问题，特意在清凉山建立
了卫生所，由阮雪华担任主任。她带领医务人员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工作中，阮雪华极其负责，对
人民群众满腔热情。不论白天夜晚、刮风下雨、路
途远近，她尽一切所能为群众送医送药、医治病痛，
积极宣传卫生防疫知识，倡导妇女讲卫生、防疾病，
以实际行动赢得了人民群众的信任。

劳动英雄马杏儿

著名秧歌剧《兄妹开荒》反映了延安大生产运
动的鲜活场面，自1943年上演后唱红了解放区，唱
响了新中国，至今仍是陕北秧歌剧的保留节目。该
剧正是以当时陕甘宁边区劳动模范马丕恩、马杏儿
父女的事迹为原型创作而成。马杏儿，1927年出
生，陕西省米脂县马家沟人。1941年，马杏儿随父
亲马丕恩逃荒来到延安。1942年初，马杏儿与父
亲承包了延安三十里铺边区政府农场170多亩荒
地，从此开始了他们的开荒征程。父女俩每天起早
贪黑，不辞辛苦，每天生产劳动十五六个小时。在
父女二人的辛勤劳动下，1942年底实收粗粮42
石，实现了“耕一余二”，即劳动一年收获两年余粮，
因此成为大生产运动中勤劳致富的模范。1943
年，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特颁令嘉奖马丕恩
为“边区劳动英雄”，马杏儿为“边区妇女劳动英
雄”，并将亲笔题写的“妇女光荣”的奖状颁发给她，
号召边区妇女向马杏儿学习。《解放日报》多次发文
宣传马杏儿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事迹，边区掀起
学习妇女劳动英雄的高潮，马杏儿也成为延安大生
产运动中的一面旗帜。

战火硝烟中的胶东乳娘

战火硝烟中的胶东育儿所曾有300多位乳
娘。她们以“人在孩子在”为誓言，多次在反“扫荡”
和迁徙过程中，用生命哺育和保护了1200多名乳
儿，用超越血脉亲情的大爱创造了一个个战火硝烟
中的奇迹。虽然与这群孩子没有血缘关系，但乳娘
们却视乳儿如己出，待乳儿胜亲生，在日常照护中
疼爱有加，在艰难困苦时呵护备至，在生死考验前
挺身而出。她们有的忍痛舍弃亲子保乳儿，有的落
入敌掌全力护乳儿，有的深山雪夜以体温暖乳儿，
有的严冬破冰寻鱼哺乳儿，有的舍命献血救乳儿
……胶东乳娘们用无私奉献谱写了一曲曲感天动
地的大爱之歌。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草案）》

1948年9月，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了解放
区妇女工作会议。主要总结解放区妇女工作经
验、研究了妇女工作的方针、任务组织以及党对妇
女工作的重视等问题。在这次会议上，中共中央
对中央妇委提出一项新的任务——起草《婚姻
法》,中央妇委随即成立了婚姻法起草组，由邓颖
超主持起草工作。起草组对已经解放的农村、城
市的婚姻问题进行了专题调研，充分了解情况。
历时半年左右，《婚姻法》草案终于拟定完成。新
中国成立后，1950年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
婚姻法》正式颁布实施，是新中国成立后颁布的第
一部法律。

中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签名纪念册

1949年 3月24日至4月3日，中国妇女第
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制定了当
前妇女运动的方针任务，成立了中华全国民主
妇女联合会，标志着各族各界妇女在中国共产
党领导下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团结，中国妇女
运动进入崭新的历史阶段。这件中国妇女一大
纪念册由中国妇女运动先驱刘清扬保存，内有
妇女一大代表签名，见证了新中国妇女事业的
开启。

毛泽东为《在合作社内实行男女同
工同酬》题写的“编者按”

1954年，贵州省息烽县堡子村率先实现“男
女同工同酬”。1955年10月，贵州民主联合会
在《通报》第99期发表了题为《在合作社内实行
男女同工同酬》的报道，介绍堡子村经验。1955
年12月，毛泽东主持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
义高潮》一书时收录了这篇报道，并亲笔写了编
者按：“这篇文章不长，容易看。建议各乡各社
普遍照办。”堡子村在全国率先实行男女同工同
酬，成为“半边天”文化的发祥地，是全国妇女解

放浪潮的一面旗帜。

全国妇女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章

全国妇女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章为八角
星造型，黄铜镀金，正中铸刻两名妇女的半身
像，背景为火箭升空图和象征阳光的红色放射
线，外圈的环形上部为五角星和麦穗、齿轮图
案，分别代表党的领导和工农联盟，下部环刻

“全国妇女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章”铭文，具
有鲜明的时代特色。1958年 12月，为交流经
验，表彰先进，推动工作，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
合会在北京召开全国妇女建设社会主义积极
分子代表大会，大会组委会向每位代表颁发了

“全国妇女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章”，激励广
大妇女为建设社会主义奋勇前进。这枚奖章
是山东省东营市广饶县三柳树村妇女模范李
田英所获。

马兖生获得的立功证明书、“和平万
岁”纪念章

马兖生，1925年生，山东高密人，曾担任宋庆
龄的翻译，新中国成立后的首批外交人员。抗美援
朝战争中，马兖生在军事停战委员会中国人民志愿
军代表团担任副组长，荣立三等功。1949年至

1980年，马兖生先后在外交部、北京图书馆和全国
妇联工作，1980年至1986年担任联合国儿童基金
会高级顾问。

“赠给最可爱的人”搪瓷缸

这是抗美援朝期间，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赠
送给每位志愿军指战员的。茶缸为铁坯搪瓷，白
色单手把，上部一圈蓝底上印有15个和平鸽，一
侧印有“赠给最可爱的人 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
红色字体，另一侧印有“抗美援朝 保家卫国”红色
字体和绿色的俄式冲锋枪与橄榄枝图案。1953
年，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到朝鲜前线进行慰问，赠
送给每位志愿军指战员一份慰问品，包括“和平万
岁”纪念章一枚、“赠给最可爱的人”搪瓷缸一只、

“抗美援朝 保家卫国”方巾一块等。

西迁乘车证

1955年，基于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和国防
形势的需要，党中央、国务院决定交通大学由上
海内迁西安。1956年，数千名交大师生“听党指
挥跟党走”“打起背包就出发”，登上了“向科学
进军，建设大西北”的西迁专列，开启了西部创
业的征程。这张乘车证是当年交大西迁专列的
特制乘车证，乘车证正面左上角印有拔地而起

的高楼，书桌上摆放着书、笔墨和盛开的鲜花，
象征着崭新的校园环境优美，新中国的教育事
业前程似锦。右下角有晴空万里、蓝天白云、银
鹰翱翔的图案，一列满载交大师生的火车飞驰
电掣，穿行在祖国的壮美山川之中。票面中间，
上部“乘车证”三个大字赫然醒目，上方印有“向
科学进军，建设大西北！”字样，下方印有卧铺号
码、车次与日期信息，并盖有“交通大学招生工
作组华东区”大印。背面是乘车注意事项，一共
四条。这张乘车证承载着交大人如火如荼的激
情岁月，也是彰显“西迁精神”的重要展品之一。

向秀丽的入团志愿书

这是1954年向秀丽的入团志愿书，上面有
向秀丽的亲笔署名。向秀丽，广东清远人，广州
何济公制药厂工会委员、班长。1958年12月13
日晚，她所在车间酒精瓶破裂起火，为避免金属
钠爆炸引起厂区和附近居民区的重大火灾，向
秀丽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截住正在燃烧的酒精，
避免了严重爆炸事故的发生，保护了国家财产
和人民生命安全。1951年 1月 15日，向秀丽
因伤势过重，献出了年仅26岁的生命，被批准
为革命烈士，誉为“党的好女儿”。向秀丽牺牲
后，全国掀起了学习向秀丽的热潮。2019年被
授予“最美奋斗者”称号。

1949年，刘清扬参加中国妇女第
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保存的代表签名纪
念册 杨睿/摄

西迁乘车证（复制品）
（西安交通大学西迁博物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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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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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新中国的激情岁月

改革大潮中的最美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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沂蒙红嫂乳汁救伤员雕塑。杨睿/摄

向秀丽的入团志愿书
（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藏）

宋鱼水获得的“最美奋斗者”奖章
（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藏）

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会槌、木垫
（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藏）

王琇瑛获得的南丁格尔奖章
（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藏）

改革开放和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序幕拉开，党领导下的中国女性顺应时代，以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主人翁姿态勇立潮头，

以极大热情和奋斗精神投身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潮。她们开拓进取、敢为人先，她们顽强拼搏、勇敢担当，她们扎根基

层、为民奉献。她们不仅成为各行各业的佼佼者，更以独特的魅力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成为增进中外友谊的重要使者。中国女性以拳

拳爱国之心和矢志报国之情，谱写改革大潮中的巾帼奋斗乐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揭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在中国共产党

领导下，广大妇女以巾帼不让须眉的豪情壮志，勇敢地投身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在建设新中国

的激情岁月里，她们在岗位上发光发热，艰苦奋斗，挥洒汗水，用实际行动撑起社会主义革命和建

设的半边天，涌现出许多英雄模范，诠释出爱国主义的强大精神力量。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民族心、民族魂，自古以来流淌在中华民族的血脉中。中
国共产党是爱国主义精神最坚定的弘扬者和实践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觉醒
的中国女性高扬爱国主义旗帜，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矢志不渝探求真理，勇于献身民
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崇高事业。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她们不
怕牺牲，百折不挠，勇往直前，用信仰和忠诚，用坚定和实行诠释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崇
高信念。

丁雪松穿过的大衣、黑丝绒旗袍
（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藏）

1984年国庆35周年阅兵式上首次出现女兵方阵

本版文字由郝轶超提供

《中国妇女》创刊号

范乐春使用过的铝锅（古田会议纪念馆藏）

三粒外衣纽扣 （缪伯英故居提供）

红四方面军总医院手术室的铁熨斗
（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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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赠给最可爱的人”搪瓷缸子和马
兖生1954年获得的朝鲜政府慰问中
国人民志愿军军功章 杨睿/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