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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革命时期女界统一战线的作用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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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大革命时期，在中共统一战线理论的指导下，形成了以国共两党妇女运动为主要特征，联合女权、参政、基督教妇女团 

体和个人的第一次女界统一战线。在党的领导下，出现了各阶级、各阶层妇女共同参加国民革命和妇女解放的新局面，为国民革 

命和妇女解放谱写了新的历史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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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aracteristics and Effects of the Initial W omen’S United Front 

in the Great Revolution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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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During the Great Revolution period，on the guidance of CPC’S idea of umted front，the Imtial Women’S United Front， 

including arietv of female institutions and individuals．with the cooperation of CPC an d KMT for women’s liberation as its characteris． 

tics，callle into being．Under the leadership of CCP and the brining along of party members，women form different classes got together for 

national revolution and women’s liberation began．Their epic and heroic deeds for national revolution and women’s libe ration have eom— 

posed the new historical chap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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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解放 和联合 问题是 中国共产 党一直关 注 的 

问题 。早在“二 大”中共 就针对 “全 国所有 的妇 女 ，都 

还拘 囚在封建的礼 教束缚之 中⋯⋯得不着政治上 、经 

济上 、教育上 的权 利 ”现象 ，提 出党 的任务之一是 “为 

所有被压迫的妇女 的利益而奋斗”，并 “帮助妇女们获 

得普选权 及一 切政治 的权 利 与 自由”。⋯(P26)这种为 

全体 妇女摆脱 阶级压迫和性别歧视的奋 斗 目标 ，反 映 

出我党把各 阶层 的妇 女联合 在一起组 成联合 战线 的 

初步思想 ，特 别是 当时的李大 钊更是 明确强 调 ：中国 

现为军 阀专横 的时代 ，如要取得 民权 和妇女解放的成 

功 ，“无 论 哪种 团体 ，都 必 须联 络一 致 ，宗 教 的、母权 

的、女权的 ，无 产 阶级 的妇女运 动 ，可合 而不 可分 ，可 

聚而不可散 ，可通力合作而不可独立 门户”，只有这样 

“联 络一气 ，通力合作 ，方有效验 ” ，指明 了各派妇女 

运动应互 相支持 、互相 辅助 。这些 充分 表明 ，早期 的 

共产 党人 普遍认 识到单靠 个别团体 ，无法 打碎妇女身 

上沉重 的锁链 ，妇 女要解放 必须 联合起 来进行 斗争 。 

但 由于当时历史条件 的限制 ，共产党人对 采取何种方 

式 、方 针进行合 作 尚不够 充分具 体 ，党 的妇 女工作 的 

重点仍然放在女工方面 。“二七 ”大罢工 的失败 ，使我 

党进 一步认识到在半殖 民地半封建 的中国，无产阶级 

要进行民主革命 ，不能孤军作战 ，必 须要 有 同盟 军 ，妇 

女运动也一样 ，要摆 脱妇 女受压 迫 的境地 ，仅 仅动员 

劳动妇女参加这一斗争是不够的 ，一定要联合 当时较 

进步 的资产 阶级性质的女权运动 ，以及宗教性质 的中 

华基督教女青 年会 、妇女 节制会 等组 织 ，与她们 联合 

组成女界 同盟 。因此在 1923年 中共 “三大 ”会议上我 

党决定 与国民党进行党 内合作 的同时 ，把党 的统一 战 

线策略运 用于妇女 工作 中，在 通过 的《妇 女运 动决议 

案》里 ，第一次明确提 出了以劳动 妇女为基础的“全 国 

妇女运动的大联合”，以“引导 占国民半数 的女子参 加 

国民革命运动 ”⋯(P66)的方 针 。1924年在 共 产 国际 

的帮助和共 产党的推动下 ，国 民党第一次全 国代表大 

会在广州召开 ，大会正 式确立 了“联俄 、联共 、扶 助农 

工”的三大政策 ，同时在对 内政策第十二条 明确 规定 ： 

“于法律上 、经济上 、教育 上 、社会 上确认 男 女平 等之 

原则 ，助进女权之发展”， 确 立 了妇女在社会 各方 面 

平等 的原 则 ，并 随后 通 过 了《在 党 中 央组 织 妇 女 部 

案》，在中央执行委员会 中设 立 了妇女部 ，专 门办理妇 

女运动事宜 。国民党“一大”的召开 ，标 志着 国共合作 

统一战线 的建立 ，也 标 志着 以工 农妇 女 为主体 的 ，联 

合小资产 阶级 与 资产阶级各妇 女 团体 的第 一 次女 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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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战线正式形 成。女界统 一战线 建立 为中国共 产 

党公开领导妇女运动创造 了条件 ，为推动了中国广大 

妇女走上政治和社会 的大舞台起到 了重要的作用。 
一

、第一次女界统一 战线 建立使 中国妇女第一次 

广泛地团结起来 

大革命 以前 ，妇女解放 的倡导者 主要都是针对传 

统女性人格进行批判 ，其重 点是女性 的参 政权以及男 

女社交公开 、教育平 等、女子经济独立 、婚姻 自由等方 

面的活动 ，参加 的人 员局 限于上 中层 的妇女 范 围，没 

有动员广大下层 劳动妇 女群众参 加。1924年 国共合 

作后 ，中共针对 这种 现象 不断地 指 出妇女解 放“应 以 

工农妇女为骨干 ⋯⋯使工农 妇女 渐渐得 为妇女运 动 

中的主要成份”【l (P117)，着力强调劳动妇女是妇女运 

动真正 的基础 ，妇女 运动不 应该 做成是小 姐、太太 的 

运动 ，号召女权 运动 、女青 年会等应 与 劳动妇女运 动 

联合 ，共 同参 加妇 女解放 和 国民革 命 ，并 领导和发 动 

广大劳动妇女大规模参加妇女解放 ，突破 以往 由资产 

阶级妇女为 主体 的中 国妇 女运动 的狭小 圈子。如在 

席卷全 国的“五卅”运动中 ，除了上海参加反帝斗 争的 

女工有十多 万人 以外 ，“参 加各地政 治示威 的劳动 妇 

女 ，全 国不下 二百 万人 ，而组织在 工会 和农 民协会 的 

妇女 ，至少也有五十万人”， (I：'577)规模之大 、人数之 

多 ，超过了 以往 任何 时期 的妇 女运 动。除此 以外 ，随 

着第 一次女界统一战线建立 ，各界妇女也第一次大规 

模积极行 动起来 ，勇 于向束缚她们两 千多年 的封建习 

俗宣战 ，开展放足 、剪发 、识字 、砸神庙 等活动 ，成为反 

封建的主力 ，同时还参加 国民会议运动 、五 卅运动 、省 

港大罢工等反帝 反军 阀的革命斗争 。据统计 ，仅大革 

命时期成立 的全 国各界妇女联合会 、妇女解放协会等 

联络和组织涉及到全 国的大部 分省市 ，全国会员达 30 

万人。妇女 解放运 动除 了广州 、上海 、湖北 等地 的妇 

女解放运动表 现得 非常 突 出外 ，四川I、贵州 、云南 、山 

西 、陕西 、察哈尔等边 远地区的妇女也行动起来 ，投入 

到轰轰烈烈 的国 民革命 和妇 女解放 运动 中。因此 可 

以看 出大革命 时期 的第一 次女界统一战线建立 ，使 中 

国妇女各个 阶层第一次广泛地联合起来 ，掀起 了妇女 

解放运动的第一次高潮。 

二、第一次女界统一战线的建立为扩大党的影响 

创造 了有利条件 

中共成立之初 ，党的妇 女工作重点是放在女 工方 

面 ，党十分注重 宣传 教育 劳动妇女 群众 ，希望通过教 

育和宣传 ，把 科学 社 会 主义理 论灌 输 到 劳动妇 女 当 

中 ，提高她们 的觉悟 ，使广 大 的劳动妇女把 妇女解 放 

与无产 阶级 解放事业 联系起 来。1924年在广州 召开 

的国民党“一 大”，确立 了以劳动妇 女为主体 ，包 括资 

产阶级的女权 、参政运动 以及具有一定买 办性 的基督 

教妇女 团体等不 同阶级 、阶层 的妇女联合 。因此在大 

革命 时期 ，党要教育和领导 的妇女就不仅仅局 限于劳 

动妇女 ，还包 括资产 阶级 的女权 、参 政等团体 ，宣传 和 

教育对象扩大 了。为此面对增加 的各个 阶级 、阶层 的 

妇女 ，共产党十 分重视 加强对 她们 的宣传 和引导 ，特 

别要求参加 国民党妇女部 工作 的中共女 同志 ，必须掌 

握在妇女部的主动权 ，以便在宣传运动 中，“概 以吾 党 

方针为标准 以进行 ” (P171)，扩大我 党对 各界 妇女 

的影响。随着国共合作 的发展 ，1925年 中共“四大”进 
一 步强调 ：凡 国 民党 可 以公 开或半 公 开 的地 方 ，本党 

须设法使女党员在该 党妇女部工作 ，以便施展本党妇 

女运动的计划 ，“其 由本 党主持之 国民党 党部 ，其妇女 

部更应受本党指挥”⋯(P118)，以扩大马克思 主义妇女 

观在女界 的影响。同时对女权 运动等组织 ，我党也要 

求必须“参 加进去 ，在他们 团体之 中 ，应 结成党 团”，以 

便获得“有组织与 支配一 切进行 事 务之 权 ” (P188)， 

“以尽指导宣传及唤醒之责 ” 4 (P183)，促醒各 个 阶层 

妇女 的民主革命思想的觉醒 ，克服她们 自身 的动摇和 

不彻底性 ，使她们在无产 阶级与 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下 

积极 投入到 国民革命 和妇女解放的道路上来 ，由此可 

见 ，第一次女界统一 战线 的建立为扩大我党 的政治影 

响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 。 

三、第一次女界统一战线 的建立推动 了北伐运动 

的蓬勃发展 

在国民革命 这场天翻地覆 的斗争 中 ，国共两党十 

分重视在女界统一战线 中启发妇女的革命意识 ，发挥 

她们在 国民革命 中 的特殊 作用 。共产 党不 断指 出妇 

女要解放“必须参 加反帝 国主义 和反军 阀的战线 ，尽 

革命 的义务 ，这才有达 到妇女解 放的可能” J，必须在 

民族革命 胜利之后才有 可能真 正取得 妇女 的真 正解 

放 ，否则枝节地解决职业 、教 育、婚 姻、参政 ，不解决妇 

女的根本 问题 ，不推 翻三座 大 山，摆脱政 权 、族权 、神 

权 、夫权 四条绳索 的束缚 ，妇女 解 放就不 可能 真正达 

到 。因此妇女要想获得 解放 ，“只有 努力起 来参 加 国 

民革命工作”，“妇女运动必须乘着 国民运动 的东风才 

有 日进万里的可能” (P233)，其斗争矛头直指束缚女 

性 的封建制度和帝 国主义。在宣传和教育 下 ，广 大妇 

女积极行动 ，参 加国民会议 运动 、五卅运动 、省港 大罢 

工 、北伐 等反帝 反军 阀 的革命 斗 争。如 在北 伐 运 动 

中 ，广大妇女行 动起来 开展 大规模 劳军 活动 ，踊跃 捐 

钱捐物 ；还有 的妇 女担 任运输 、向导 ，为北 伐军 送 茶 、 

送饭等 ，即是“缠足妇女 ，亦亲送饭食至火线 ”L4 (P659) 

慰劳前方将 士 ；甚 至有 的妇女直 接参 加 战斗 ，如 上海 

女工参加上 海第 三次武装 起义 ，当 时英 国烟厂 、裕 华 

毛纺厂 、日本纱厂 和商 务印 书馆 等 10万女 工参 加罢 

32，连十余 岁 女童 工 亦 在街 心 ，高 呼 口号 以壮 声 威 。 

这些充分呈示 出第 一次 女界统 一 战线 建立 后 开展 的 

妇女运动推动 了革命 的蓬勃发展 。 

四、第一次女界统一战线建立使 中国妇女能够 用 

法律 和 法 规 的形 式维 护 自 己的切 身 利 益 

妇女解放的 目的是争取妇女在社会政 治 、经济 等 

方面的解放 ，实 现男女 两性 在法律 和事 实上 的平等 。 

大革命 时期 ，在国共两 党领导 的第一次女界 统一 战线 

中，不仅引导妇 女 自身解放 ，而且 十分重 视妇 女应 有 

的权利 ，注意 在政策 和法 规上规定 男女 平 等 的原 则 ， 

使妇女权益得到法律 支持 ，做到有法 可依 。大革命时 

期取得 了一 些成 果 ，如关 于男 女平 等 原则 ，国 民 党 

1926年 1月 1日在广州 召开“--；k”时 ，国共两党妇 女 

领袖 都希望男女平等原则能得到法律保证 ，在 大会上 

提交 了由邓颖超起草的 ，国共两党宋 庆龄、何 香凝 、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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颖超组成三人审查小组通过 的《妇女 运动决议案》，要 

求在法 律上给予肯定男女平 等原则 ，提出了在法律方 

面 ：制定男女平等的法律 ；规定女子有财产继 承权 ；禁 

止买卖人 口；根 据结 婚、离 婚绝对 自由的原则制定 婚 

姻法 ；保护被 压迫 而逃婚 的妇女 ；根据 同工 同酬保 护 

母性及童工的原则 ，制定妇女劳动法 (P471)，开始用 

法 律的形式 来保 障妇女 的平 等权 利。1926年在 广州 

各妇女 团体 督 促下 ，国 民党 政府 迅 速实 行妇 女 决议 

案 ，把这些条例变 成 了现 实 ，1926年 1O月 ，国 民党第 

二届执委会 通令 广东 、广 西、湖南 各省 司法 机关 ：“未 

制定新法规 之前 ，凡关 于妇女诉 讼案 件 ，应依 照 中国 

国民党第二 次代表 大会妇女 运动决 议案法 律方面之 

原则为裁判 ”【 ，这样就使妇女如果在政治 、经济 、教 

育 、法律 、社会 上受 到政府忽 视或 妇女个人 利益受 到 

侵害时 ，可根据法 律 向政府 抗议或 向法 院求取 保护 。 

同时 为了配合 劳动妇女运 动的发展 ，在 国民政府农 工 

厅设立 了“保护女工条例起草委 员会 ”，起草女 工保护 

法等 ，确保 劳 动妇女 的利益 。在地 方上 ，也 制定 了一 

些法律条例和法 规 ，保护妇女 的特殊权利 。如陕西省 

革命政府制定 了《陕西暂时婚姻条例》和《陕西暂行婚 

姻条例细则》，就是体现一 夫一妻的婚姻 自主 ，保护妇 

女权 利的独立 的婚姻法律 ；湖南省教育厅颁布 了改 良 

女子教育 的通 令 ，为女子 接受 教育 创造 了条件 ；湖北 

省政务委员会也颁 布了《取缔妇女缠足条 例》，同时为 

了解决妇女摆脱压迫 而引起 的纠纷案件 ，在汉 口妇协 

成立 了诉讼审查委员会 ，并聘请社会名人担任律 师和 

顾问 。由此 可 以看 出，通过这 些立法保 障妇女权 益 ， 

体现 了对妇女运动 的关心 ，也体现 了妇女运动本身推 

动 的结果 ，使妇女 可 以依 据 这些政策 和法规 ，当 自身 

的权益受到侵 害时 ，向法 院求得保 护和公 正对待 ，这 

也是 大革命 时期 ，女界统一战线形成后 的一个突出特 

点 ，当然 由于历 史 限制 ，一些 政策 和法规并 没有完 全 

真正实行。 

五 、第一次女界统一战线建立丰富 了党关于女界 

统一 战线的理论 

大革命时期 ，在党的统 战政策引导下 ，各阶级各 阶 

层妇女 紧密团结 ，共 同战斗，为中国妇女解放起到了巨 

大作用。这一时期 ，由于中国共产党还处于幼年阶段 ， 

对女界统一战线的理论还不很完善 ，但初步阐述 了在妇 

女联合 战线 中，首先必须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 ，因为在 

中国只有劳动妇女才具有革命精神最坚决、彻底和顽强 

的精神 ，她们不仅是“妇女解放的先锋 ，而且是反抗帝 国 

主义掠夺的利器”  ̈ ，只有靠无产阶级妇女和其政 

党中国共产党 ，才能领导妇女实现 自身的彻底解放 ；其 

次必须与农妇、女学生 以及城市小资产阶层妇女等劳动 

妇女联合 ，因为我 国农村妇女是人数最多受痛苦最深 的 

妇女群体 ，她们不寻常的困苦状况决定了她们在妇女解 

放和民主革命中具有决定作用 ，而女学生也深受双重压 

迫，是革命 的可靠力量 ，在中国革命和妇女解放 中常常 

起着先锋和桥梁作用 ，强调了工农妇女联合在妇女解放 

中的重要性 ，指 明了在整个女界统一战线 中无产 阶级妇 

女与农妇、女学生以及小资产阶层妇女结成的劳动妇女 

联盟是女界统一战线的主体和基础 ；在与非劳动妇女结 

盟时必须采取 “又联合 又斗争 ”策略 ，在对这一些 妇女 

联合时 ，针对她们是在 中国最早提 出男女平等 、平权 的 

进步妇女团体，在中国妇女解放事业上曾经起到一定 的 

进步作用 ，因此应争取她们站在革命一边 ，共同参加 国 

民革命和妇女解放运动 ，但同时对她们妥协和革命不彻 

底性以及在实践上脱离工农妇女 组织 和革命斗争实际 

的错误必须进行坚决斗争 ，以增加女界统 一战线 的联 

合。这些策略丰富和发展了党的统一战线理论 ，对第二 

次妇女联合战线的建立提供 了宝贵的经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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