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志图志

·
编
者
按
·

■ 魏南枝

时代和女性，都像河流，在日常中安静地流淌，却在每个转
弯处，有力地把握方向，塑造不同的自己。一代代中国女性，汇
聚成巨大的洪流，通过劳动实现自我解放，将妇女解放与国家富
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等有机融合在一起，成为开拓中国道路
的“她力量”。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女劳模》，是国内首
部聚焦女性劳模、有性别视角的劳模专著，展现了近百年来中国
女劳模走过的辉煌历程，是对中国道路的“她力量”的集中诠释。

中国特色的妇女解放之路

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社会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中国妇
女解放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革命、建设成功的
有机组成部分。毛泽东同志指出，“要真正求得社会解放，就必
须发动广大的妇女群众来参加；同样，要真正求得妇女自身的解
放，妇女们就一定要参加社会解放的斗争。”从中国共产党建党
至今，中国妇女既是社会解放的对象或客体，也是民族解放、社
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主体，中国是妇女解放最成功的国家之一。

中国特色的妇女解放之路不是一条“等靠要”的弱者之路，
也不是一条主张男女对立的抗争之路，而是一条劳动解放和政
治社会参与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之路。在这条路上，
女劳模是实现妇女解放、全面发展的领军人物。据有关史料记
载，“劳动模范”这一称谓的首次使用就是授予江西瑞金的“劳动
模范妇女”。自此以后，“劳动模范妇女”带动广大劳动妇女逐渐
扩大了追求独立自主、与男性共担救国责任的意识，妇女的自主
意识逐渐被唤起，追求自身解放与发展的权利意识逐渐被激发，
自身主体性建构逐渐生成。

中国特色的妇女解放之路是一条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
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之路。党的早期曾经照搬前苏联的《婚姻、
家庭及监护法》的相关规定制定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法》
《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等，但随后迅速根据当地传统和实际情
况进行调整。并且，我们在实践中发现，仅依靠法律条文不能保
障妇女地位，关键在于妇女的经济独立，而妇女要获得经济独
立，就要参加社会生产劳动。因此，中国共产党组织妇女参与社
会生产，鼓励广大妇女在女劳模的带领下加入农会、工会、共青
团和革命军队等。从1943年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劳动英雄大会
的马杏儿、郭凤英、黑玉祥等女劳模，到解放战争时期的梁军、赵
桂兰等工农兵女劳动模范，以及支前模范“沂蒙六姐妹”、晋察冀
边区的“子弟兵的母亲”戎冠秀等，女劳模们身体力行地带动广
大妇女投身生产、支援前线。

中国特色的妇女解放之路是一条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之路。早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
动员妇女通过参与社会劳动实现自我解放的同时，促使男女两
性的利益在妇女走出家庭、增加家庭收入、发展经济等方面得到
统一，并提出“家庭和睦”的口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提
倡“一手抓生产，一手抓生活”，一代代女劳模充分发扬“四自”精
神，既发挥作为工人阶级先进群体的引领作用，也发挥其在家庭
生活中照护家人和养育后代的独特作用。例如第一代女劳模黄
宝妹的“四代同堂”大家庭先后荣获“全国文明家庭”和“全国最
美家庭”。

一代代女劳模的豪情和努力

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进程中，人是最活跃、最具创造性的因
素。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没有走西方对外殖民掠夺的发
展路径，而是选择了“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中国
式现代化道路。

无论是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
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还是在“一穷二白”基础上建立
起完整的国民工农业经济体系的人民英雄；以及在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征程中，各行各业奋力拼搏建功立业的人民英雄……一
代代中国人为了这条道路付出了难以被估量的心血汗水，做出
了无法被定价的牺牲。这条道路上，一代代女劳模带领中国女
性所做出的巨大历史贡献，就是《中国女劳模》这本书所要记录
和展现的！

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一代代女劳模以
“妇女能顶半边天”“巾帼不让须眉”的豪情和努力，始终引领中
国妇女与时代齐奋进。从“铁姑娘”到创新创造者，从建设家园
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筚路蓝缕、胼手胝足的实干中，铸
就了改天换地、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女性摆脱了千百年来受压迫、受奴役的命
运。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女性人口中的文盲率在90％以上。扫盲运动成功帮助
数千万中国妇女脱盲，使传统中国没有受教育权利、没有独立经济来源、没有地位、
没有尊严的女性成为生平第一次识字、走出家门、获得工作的社会主义“新女性”，
真正成为国家、社会、家庭和自己的主人，开启了全面发展的征程。从新中国成立
初期第一位女火车司机田桂英、长江上第一位女驾驶员林幼华，到女瓦工、女民兵、
女航天员、女军工科技人员、女战斗机飞行员、女科学家等，女劳模们带领中国女性
为恢复发展国民经济、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女劳模们覆盖社会各行各业，积极
投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在推动经济社会科学发展进程中大显身手。在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新时代，女劳模们紧跟伟大复兴领路人，牢牢把握为实现中国梦而奋斗的
时代主题，积极践行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和工匠精神，把个人梦同中国梦紧密联系
在一起，充分发挥示范带头作用。

《中国女劳模》所记载的大批女劳模在平凡中创造不凡，从工人、农民、战士成
长为党和政府不同岗位上的干部，担任各级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已经接近
半数。女劳模们广泛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参与，充分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人
民性和民主性，充分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充分
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不变的初心使命。

读懂中国，关键要读懂中国式现代化。女劳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运事业
和妇女事业相结合的不可或缺的群体。《中国女劳模》展现了党领导中国女性长期
探索和实践的奋斗历程，展现了中国特色妇女解放道路的全貌。《中国女劳模》这本
书不仅仅是女性的文字和女性的声音，更是帮助我们读懂中国之所以创造出人类
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奇迹的“她力量”的一部力作！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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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五一”劳动节纪念与“劳工神圣”的口号密不可分。应如何理解这一口号？本文作者认为，我们有必

要回到“劳工神圣”提出的历史语境之中。“劳工神圣”不仅牵引了民族解放，还指明了女性解放的根本路径。在新

时代，重提“劳工神圣”口号依旧具有必要性。当然，在运用历史性概念之时，必须推动其内涵的新时代跃迁，如突

出“创新”“创造”的核心特征，为适应当前时代需要、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主体基础。

■ 姜如雪

中国的“五一”劳动节纪念与“劳工神圣”的口号
密不可分。在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五一”劳动节，
《新青年》推出了史上最厚的一期专刊——“劳动节
纪念号”，封面为罗丹作图的《劳工神圣》，蔡元培在
扉页题词“劳工神圣”，李大钊也在开篇刊文《“五一”
（May Day）运动史》中以“这‘劳工神圣’的纪念日”
来指称劳动节。当天，北京大学在组织的纪念会上
倡导本着“劳工神圣”的信条，跟着“五一”劳动节的
明灯走向光明。此后仍有在“五一”劳动节当天发放
印有“劳工神圣”字样的面包等行动出现。

“劳工神圣”口号的提出与影响

作为具有历史标志性意义的理论口号，“劳工神
圣”曾一度取代“民主”“科学”成为支配性的话语。
这一口号不仅深刻地影响了彼时的思想界，使劳动
迅速成为一个社会公共话题，又为此后劳动光荣的
社会伦理做了铺垫。那么，“劳工神圣”口号是在何
种背景之下、缘何而提出？为何一经提出便能直接
具有一呼百应之效，以至于时人尤其是早期马克思
主义者纷纷成了这一口号的继承者？我们应如何理
解这一口号？这一口号对于当前是否还具有理论与
现实意义？我们有必要回到“劳工神圣”提出的历史
语境之中。

五四运动前夕的社会变动酝酿着深层革命，而
思想界也极度活跃、交锋不止。在混杂的新思想中，
引入劳动话题的先行者们尊重劳动，强调劳动，反对
不劳而获。而早在20世纪初，在对幸德秋水《社会主
义神髓》一书进行译介时，便出现了“劳动神圣”的表
达。可以说，对劳动的关注与崇尚，在蔡元培之前便曾
经由其他途径显现，却并未引起广泛关注。一直到
1918年11月16日，蔡元培在北京天安门前举行的演
讲大会上提出：“我们要自己认识劳工的价值。劳工
神圣！”与此前的波澜不惊相对比，“劳工神圣”口号一
经提出便形成了一股惊涛骇浪，深刻地影响了当时的
人们与中国的社会历史进程。

“劳工神圣”之成“狂热”之势，直接在于与欧战
胜利的情感语境契合。这一胜利在我们当前来看无
关紧要，此后巴黎和会的失败甚至使其带有荒诞和
屈辱意味。但于时人而言，这一胜利却既是“公理战
胜强权”的正义伸张，又是“久经列强欺侮”的扬眉吐
气，当时出现了阅兵、放假等庆祝形式，形成了一时
的举国欢庆氛围。归其来由，是15万中国劳工“以
工代兵”奔赴欧洲帮助协约国取得了最终的胜利，这
也成为中国的参战方式。这一事实直接颠覆了国内
政府、学界等“上层”群体对劳工群体的认知，正是在
这一背景之下，蔡元培提出“劳工神圣”口号，并引起
广泛共鸣而迅速铺陈至整个社会。就此而言，“劳工
神圣”是对历史事件的理性反思，带有一定感性抒发

的色彩。

“劳工神圣”的理论内涵与实践价值

“劳工神圣”之为理论创造，根本在于突破传统
和阶层重构的有益探索。“神”在《说文解字》中的解
释为“引出万物者也”，而以儒家道德和智能承载体
的“圣人”人格为代表，“圣”亦可作为道德和成就水
平之形容。就此而言，“劳工神圣”是对劳工作为万
物创造者、超群能力持有者和崇高道德之人格承载
的赞美。这种赞美一方面颠覆了传统中对劳动者在
社会与政治中的双重贱视，从而以“矫枉必须过正”
的形式开启了贬斥劳动到赞美劳动这一具有近现代
标识的历史征程；而另一方面，将“心—力”的差别化
约在共同之“劳”中，从而以“劳工—非劳工”的新区
分，使过往的社会阶层认知发生了结构性演变。就
此而言，“劳工神圣”是对传统社会的理论整合，是助
推社会转型的有益尝试。

“劳工神圣”之能影响社会，主要在于内在伦理
和外在行动的牵引意义。“劳工神圣”以崇尚为核心、
以礼赞为目的，作为一种带有社会引导意义的价值
取向，使劳动者成为一种值得推崇的角色和人格，又
将劳动活动推向意义承载的神圣地位。这一方面贬
斥“不劳而获”，将自食其力的劳工置于道德高地，从
而塑造了对劳工的身份认同；而另一方面又使劳动
与“理想生活”“人生义务”“一切乐境”联系起来，从
而塑造了对劳动的价值认同。因此，“劳工神圣”在
传播过程中渐渐从理论研讨扩展至行为选择，并逐
渐生发出实践维度，开启了劳工的群体唤醒。就此
而言，“劳工神圣”是对劳动伦理的自发和自觉构序，
为主体的形塑提供了依托。

“劳工神圣”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

不容忽视的是，作为正式开启马克思主义劳动
理论在中国广泛传播的“劳工神圣”口号，在其原初
内涵来看却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且显现出诸多理论
缺陷：彼时，劳工身份实际上是作为人格承载，故而
对劳工的赞美不是在寻找历史行动主体，而是着眼
于个体劳动者身份获得的道德推崇；对劳动活动的
理解主要停留在劳力耗费而少有生产意蕴，故而被
推崇的对象只能是主体而非活动本身；对劳动的推
崇不为推动社会历史发展却为神圣意义，故而具有
明显的理想主义倾向。因此，尽管李大钊、陈独秀、
毛泽东、李达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们直接接受了蔡
元培的“劳工神圣”口号，但实际上，“劳工神圣”是经
由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改造，才在自觉或不自觉间完
成了其非马克思主义至马克思主义、理想主义至科
学主义的内涵跃迁。

此间，“劳工神圣”契合了中国对马克思主义传
播的需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改造则为“劳工神圣”
注入了灵魂。“劳工神圣”将劳动议题带入了人们的

视野，从而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中国马克思主义
者引入劳动创造价值、创造人和人类世界的科学观
点奠定了基础。而这一口号与现实中的劳动者境
况对比形成的“劳动悖论”，也是在马克思主义劳
动理论的指引之下完成了其理论，并导向对劳动解
放的追求和对现实劳动问题的解决。因此，“劳工
神圣”的马克思主义转向契合了分析中国被剥削境
况之现实需要，从而为分析整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
中国社会提供了理论工具。就此而言，“劳工神
圣”是对民族解放的路径指引，催化了社会改造的
革命力量。

值得注意的是，陈独秀在“劳动节纪念号”的《上
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中曾强调，“不单是湖南
的女工的问题，也不单是上海男女工人问题，乃是全
中国劳动问题”，从而将女性问题与劳动问题置于一
处。事实上，劳动解放与女性解放本身便具有难以
忽视的一致性，这是马克思主义给予女性问题的重
要理论答案。“劳工”身份本身是超乎性别的，但其超
越性本身却供给了平等的可能性，对劳动者、劳动活
动的崇尚也为女性地位的提升提供了现实通道。因
此，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劳工神圣”不仅牵引了民族
解放，还指明了女性解放的根本路径。

概而言之，原初意义上的“劳工神圣”虽曾发挥
一定作用但整体已被历史扬弃，而完成跃迁的“劳工
神圣”却在历史长河中延续其影响。正如李大钊曾
指出的，由于“这劳工的能力，是人人都有的，劳工的
事情，是人人都可以作的”。“劳工神圣”蕴含的崇尚
内涵，也就具有了全人类的普遍意义。这一方面蕴
含了所有人作为劳动者的、平等的地位提升，从而使

“用自己的劳力做有益他人的事业”成为一种价值引
导，衍生出“劳动光荣”的社会伦理；另一方面也指引
了全部人作为劳动者的、共同的解放路径，神圣倡导
与现实卑污形成的张力，遂而转变为实现劳动解放
的推力，又生发出“劳模运动”等落地实践。

新时代重提“劳工神圣”口号的必要性

在新时代，重提“劳工神圣”口号依旧具有必要
性。首先，作为对劳动者的礼赞，“劳工神圣”在打工
人的话语背景之下能够重新唤醒身份识别与认同，
从而为劳动者的自我书写提供引领；其次，作为对劳
动活动的崇尚，“劳工神圣”蕴含的“劳动最光荣、劳
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幸福”的伦理性表达，
能够弥合“躺平”背后的价值虚无，从而为现代化的
建设实践汇聚力量；最后，作为对劳动解放的牵引，

“劳工神圣”能够从内部赋能“异化”的扬弃，从而为
现实劳动境况改善明确路径。当然，在运用历史性
概念之时，我们必须推动其内涵的新时代跃迁，如突
出“创新”“创造”的核心特征，为适应当前时代需要、
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主体基础。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在新时代重思“劳工神圣”的口号

·阅读提示·

·青年学者扶助计划新锐TT台台

——从早期的“五一”劳动节纪念谈起

学人关注关注

研究视窗视窗

作者：张伟军 蒋锐 孟宪刚

“五一口号”提出建立新中国的主体、形式、程序等关键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建国
主张的正式公开宣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建立新中国政权正式进入政治议程。本文
作者认为,“五一口号”不仅是一时的政治宣言，其蕴涵的政治精神成为新中国政治结
构的基础，奠定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雏形。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五一口号”蕴
涵的政治精神不断建构升华，从政治倡议发展成长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五一口号”
在新中国史、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史和中国政党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新时代，依然
需要继承发扬“五一口号”的精神，坚持开展民主协商和发展协商民主，多角度挖掘

“五一口号”对于实现国家完全统一的重要意义。
来源：《广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3年12期

《从政治倡议到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
“五一口号”及其精神的发展理路论析》

作者：闫宇涵 聂诚训

当今时代，虽然大力倡导妇女解放，但家务劳动仍是阻碍
妇女走向社会、实现真正自由的最大阻力，且其价值仍未被充
分承认，依旧被视为妇女的“天然”职责。不管是在物质资料
生产领域还是人口再生产领域，妇女依然和男性处于不平等
的地位，推进家务劳动社会化显得极其重要。本文作者认为，
家务劳动社会化可以通过发展生产力和树立性别平等意识两
个途径来实现。

来源：《西部学刊》2024年第8期
（白晨 整理）

《妇女解放与家务劳动社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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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8日，山东省
青岛市即墨区龙山中
心小学的学生在非遗
传承人的指导下学习
竹编。

“五一”国际劳动
节临近，各地开展丰富
多彩的活动。
新华社发 梁孝鹏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