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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的
《晋察冀日报》妇女报道研究

———以 1941 至 1942 年样本为例

孙　 璐
(中国社会科学院

 

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北京　 100007)

摘要:文章旨在对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的《晋察冀日报》的妇女报道进行全面梳理和研究,样本为从

1941 至 1942 年出版的《晋察冀日报》中整理、抽取到的全部妇女报道,运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

法,包括分别据出版时间和题材对这些报道的数量进行分类统计,就数据结果结合相关史实进行纵向的

比较分析,选取典型的报道文本案例内容进行定性分析,以期较为系统地厘清 1941 至 1942 年期间在不

同的战争阶段下,《晋察冀日报》的妇女报道与中国共产党在晋察冀边区的抗日斗争、太平洋战争发展形

势之间的关系、特点与相互作用。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结合对马克思妇女观、苏俄妇女观、以毛泽东思想

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妇女观等相关理论的沿变和中俄不同历史现实案例的比较分析,诠释这一时期该

报报道所体现出来的妇女观及其特点、影响、历史和现实意义。 文章认为,在这期间,《晋察冀日报》作为

中国共产党在敌后抗日根据地晋察冀边区创办的代表性报纸,在反“扫荡”中坚持不懈地刊发妇女报道,
体裁多样,题材聚焦于抗日反法西斯和妇女解放与发展,密切联系国内外时局变化,兼具地区、全国和国

际视野,为当时以晋察冀边区妇女为代表的中国妇女群体高擎革命理想与希望的火炬,不仅为晋察冀边

区推进妇女解放运动、动员妇女参与抗日生产和战斗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边区探索新民主主义社会治

理道路和凝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出卓越贡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太平洋战争中塑造了反压迫、反法

西斯的中国妇女报道新立场。 该报这一时期的妇女报道辩证地学习和借鉴了苏俄妇女观,始终与本国

国情和所处地区的现实生活生产和抗战实际相结合,是这一时期下中国共产党在晋察冀边区将马克思

列宁主义学说妇女观中国化的重要理论实践,同时展现出当时以晋察冀边区妇女为代表的中国妇女积

极进取、勤劳勇敢、顽强不屈的精神面貌。 其中对于开展妇女工作和社会治理的相关理念,如何保护妇

女权益、肯定妇女价值、塑造女性社会角色多重性以及以社会合作积极谋求家庭与时代共同难题的更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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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等,对中国当前和未来的妇女工作以及社会治理都具有重要的参考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太平洋战争;晋察冀;妇女;抗日;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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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妇女的解放和进步,就没有人类的解放和进步,从世界第一份妇女权利宣言诞生起,妇女

事业发展的每一步都推动了人类文明进步[1] 。 马克思认为,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妇女的社会地位来

进行精确的衡量[2] 。 众所周知,妇女能够参与社会劳动、自给自足、获得婚姻自由和参政议政等各

项社会权利的情况并不是天然存在的。 在世界近代历史上,与业已步入机器大工业时代的资本主

义国家妇女相比较,身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妇女想要谋求解放和发展更为艰难。 当时的

中国正饱经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汉奸的压迫,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重重压迫,妇
女还有更多一重的压迫,就是受到男子的压迫[3]168,接受教育广度和程度普遍极低,尚未能充分参与

社会生产劳动,更遑论拥有社会地位和各项权利。 近代不少思想家和革命者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但都未能将解放妇女变成现实。 直到马克思主义学说传入之后,中国妇女才得以在中国共产党组

织和开展的妇女运动中实际获得大踏步的解放和发展,并反过来积极投身到中国革命和建设洪

流中。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德国法西斯在欧洲不断扩张,日本侵略野心也随之膨胀。 1941 至

1942 年期间,日本急于巩固对中国的侵略和控制,以便抽调兵力实施“北进”与“南进”开拓亚欧战

场,于是加强对国民党当局的威逼利诱,与亲日派联合,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对中国共产党及其

创立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了愈发疯狂的“扫荡”与“清剿”。 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积极

与正面战场相配合,以顽强的反击和巨大的牺牲对日军主力进行牵制,为反法西斯战场争取了宝贵

的战略准备期,帮助同盟国赢得了太平洋战场的战略主动,为反法西斯取得二战胜利作出卓越贡

献。 这一时期,中国历史处在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的伟大转变之中[4] 。
在全面抗日战争爆发之初,中国共产党就在华北敌后开创了第一个抗日民主根据地———晋察

冀边区。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级党组织积极发动群众,开展革命斗争,使边区成为坚持华北敌后

抗战和全国持久抗战的坚强堡垒及对日反攻作战和收复东北失地的前进阵地,并树立了新民主主

义中国的良好“模型”,被中共中央誉为“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区”。 区政治部

于 1937 年 12 月 11 日在河北省阜平县创办《抗敌报》,1940 年 11 月 7 日改名为《晋察冀日报》 [5]40,
集毛泽东同志的字为报头,并由隔日刊改为日刊,于 1948 年 6 月 14 日终刊后与中共晋察冀分局机

关报《人民日报》合并,是敌后抗日根据地党委领导创办最早的中央分局党委机关报和大区党报。
在该报创办的十余年时间里,共出版了 2

 

845 期报纸,见证与伴随着晋察冀边区的创建、巩固和发

展[5]44,出色地完成了党组织赋予党报的“宣传者和组织者”的任务[5]40,是模范抗日根据地晋察冀边

区一面战斗的“文旗” [5]42,为抗日根据地军民取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卓越的贡献[5]40。
该报对中国共产党在晋察冀边区开展的妇女救国运动、保护和提高妇女权益等妇女解放工作以及

边区妇女精神面貌进行积极报道,在 1941 至 1942 年异常严峻的抗日斗争中为边区妇女燃起革命理

想和希望的火炬,不断为边区妇女引领前进的方向,鼓舞广大妇女坚持救亡图存,帮助其获得跨越

式的解放与发展,成长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因此,本文对太平洋战争爆发初期的 1941 至 1942 年期间《晋察冀日报》所刊发的妇女题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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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进行专门研究(下文均简称“妇女报道”),厘清在这期间该报妇女报道内容类别的特点及意义,
分析不同国际国内政治局势对其妇女报道的影响,以及所体现出的独具中国特色的反法西斯妇女

观的特点和意义,这对当下及未来的中国妇女工作发展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目前,学
界对于《晋察冀日报》的研究比较丰富,但是专注于该报妇女报道研究的成果较少。 刘建民以《晋察

冀日报》“三八”妇女节相关报道为例进行了定性研究,分析了中国共产党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组织

“三八”妇女节纪念活动的特点与影响,借以反映妇女生存状态的变化和中国革命的发展进程[6] 。
此外,学界就抗战时期女性报道问题也有一定的关注,郭小良对抗战时期的《边区群众报》的女性报

道的内容与特点进行了定性与定量研究,对该报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历史作用和媒介功能实现进行

了分析[7] 。 田竞开对抗战时期《新华日报》的妇女形象构建和妇女报道特点进行了定性研究[8] 。 田

颂云对延安时期《边区群众报》的女性报道进行了定性研究,认为这一时期的女性报道内容总共分

为十一类,归为劳动、日常与空间三个方面,并对其作用和启示进行了分析[9] 。 本文对以上成果进

行了学习和借鉴,采用定量与定性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以期较为系统地厘清 1941 至 1942 年期

间《晋察冀日报》的妇女报道与中国共产党在晋察冀边区的抗日斗争、太平洋战争发展形势之间的

关系、内容特点与相互作用,分析这些报道所体现出的这一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妇女观及其特点。
经对《晋察冀日报》进行搜集和整理发现,由于多年战乱辗转或数据库收录局限的原因,该报部

分报纸遗失,留存至今的报纸的期次和版面有些缺损,但幸运的是大部分得以保存,仍是进行社科

研究的第一手宝贵资料。 据统计,笔者得到该报 1941 年除 10 月份之外和 1942 年全年的新闻报道

分别为 8
 

469 篇和 8
 

203 篇,从中筛选出以妇女为主题的报道数量分别为 1941 年 161 篇和 1942 年

125 篇,见表 1。
表 1　 《晋察冀日报》1941 至 1942 年全部报道与妇女报道的数量统计对比

时间 妇女报道数量(篇) 全部报道数量(篇) 时间 妇女报道数量(篇) 全部报道数量(篇)

1941. 1 14 698 1942. 1 9 794

1941. 2 22 779 1942. 2 12 732

1941. 3 29 855 1942. 3 41 835

1941. 4 14 887 1942. 4 12 747

1941. 5 13 905 1942. 5 10 666

1941. 6 25 922 1942. 6 8 345

1941. 7 18 806 1942. 7 6 685

1941. 8 8 622 1942. 8 8 631

1941. 9 4 280 1942. 9 7 704

1941. 10 — — 1942. 10 2 597

1941. 11 7 846 1942. 11 6 681

1941. 12 7 869 1942. 12 4 786

合计 161 8
 

469 合计 125 8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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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反“扫荡”中坚持为妇女高擎理想与希望的火炬

1940 年底,日本为了在亚太地区进一步侵略扩张,急于“清剿”中国的抗日力量,晋察冀边区顽

强地反击着越来越多的“扫荡”。 1941 年,华北日军增至 32. 5 万余人,伪军增至 10 余万人,吸取以

往“肃正作战”的教训,研究了中国内战时期国民党“剿共”的经验,开始变单纯的军事进攻为“三分

军事,七分政治”,即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几位一体的“总力战”;变短期的“鲸吞式扫荡”为“堡垒

主义”、步步为营,有计划的“蚕食”和连续围攻、反复“清剿”;变一般的烧杀抢掠为惨无人道的“三

光”政策(杀光、烧光、抢光)。 处于华北心脏地区的晋冀察根据地面临严峻考验,进入了更为艰难的

发展时期,《晋察冀日报》的出版与报道也受到了相应的影响。 1941 年初至 1942 年底,日伪在华北

连续进行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制造了一系列骇人听闻的大惨案,抓捕、屠杀我干部、群众 10 万

余人,边区财政经济也遇到了空前的困难[10] 。 自 1940 年冬季反“扫荡”期间,《晋察冀日报》报社机

关开始从阜平数度辗转迁徙,编辑部与印刷厂甚至分散在不同地点,并在之后的两年中随战局需要

持续转移社址并参与反“扫荡”战斗[11]63。
随着日军对根据地日益频繁的“扫荡”和变本加厉的“治安强化运动”,该报在不断的转移和战

斗中遭受了惨重的损失。 据统计,日军仅 1941 年就对晋察冀根据地进行了三次“治安强化运动”,
该报工作人员在对敌战斗中牺牲了 11 位①;而在 1941 年和 1942 年短短两年时间里,该报在与敌遭

遇的英勇斗争中共壮烈牺牲了 16 位报社工作人员,占十余年整个报史全部 38 位烈士的 42%。 经济

也出现严重困难,这些困难也在该报的报道刊载数量上有所体现。 表 1 统计数据显示,自 1941 年夏

秋季节至 1942 年,该报刊出的全部文章数量一度锐减,妇女报道数量也随之减少。 1942 年 3 月 30
日,日军在晋察冀边区宣布实施第 4 次治安强化运动,为期两个半月,从 1942 年 4 月开始,妇女报道

数量与之前相比大幅度下降,该报全部报道数量也相应有所减少。
但是,即便在上述颠沛艰险的境况中,报社也一直在坚持出报,因而被誉为“中外新闻出版史上

罕见的奇迹” [11]281,期间也从未停发妇女报道。 据表 1,该报不仅每个月都有妇女报道见报,尤其在

“三八”妇女节、春耕和麦收的劳动时节,还会增加妇女报道数量,加大对妇女的宣传和动员力度。
例如,日本 1941 年 1 月和 7 月就在晋察冀边区进行了两次长达数月的“治安强化运动”,但从表 1 所

显示的 1941 年 2、3 月和 6、7 月的数据可以看出,这些月份的《晋察冀日报》虽然全部报道数量没有

明显增加,但妇女报道数量却比其他月份相对更多,体现出在这些抗战形势严峻的月份中该报对妇

女报道和晋察冀边区对妇女工作的侧重。
仅在 1941 年 1 月,《晋察冀日报》就连续刊发 3 篇主题为“反扫荡”的妇女报道,详实地介绍边

区妇女参与抗日的情况并进行生产和战斗的舆论动员。 例如,其中《什么也不愿落在男人后面,反
扫荡中的阜平妇女》一文的篇幅甚至达到了一千余字。 该文记述的边区妇女抗日情况:她们不仅

“和男人一样参加了游击小组、(在)游击队过集体生活。 晚上,都涌进冬学去努力地学习”,“全阜

平的青妇、壮年、老太太都动员起来了,在区妇救会的领导下,各区妇女都纷纷组织了碾米队、青妇

侦察组、除奸通讯组、缝衣队、慰劳团、医护班、炊事团等组织”,还“大批的进行募集慰劳品”;并且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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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晋察冀日报》1941—1942 年期间在对敌战斗中牺牲的工作人员人数,由本文根据《晋察冀日报社革命烈士简介》进行统计整理。 参见

《晋察冀日报大事记》编写组编:《晋察冀日报社革命烈士简介》《晋察冀日报大事记(1937. 12—1948. 6)》,北京:群众出版社,1986 年,
第 282-28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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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末号召妇女们:“她们要以自己的胜利来为阜平死难的姐妹们复仇啊!” [12] 除了介绍边区妇女参

与抗日情况并进行生产和战斗动员的报道外,该报还刊发文章指出妇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给出建

议或工作方法指导。 例如,女革命家、作家白冰就在报道中充分肯定了这些妇女的发展成就与重要

价值,并提出改善建议。 她说“这就使冀中妇女在本身解放上,在参加社会活动上,在政治认识上,
在娱乐学习上,都有超越的进步,打碎了封建锁链,向着一切进步的障碍不断作无情的斗争,而冀中

的妇女武装就在斗争中发展壮大巩固起来了,成为抗日根据地中一支不可摧毁的力量,尽了她援助

前方巩固后方的任务” [13] 。 此外,她还指出了妇女组织工作中需要改进的一些问题。 这类报道不仅

为妇女工作该如何更好地开展指引了方向,提供了具有可操作性的解决办法,更是为妇女燃起革命

理想的火炬:一方面,使广大妇女读者们看到,在愈来愈紧张的抗日斗争中,共产党为妇女们指引的

方向在哪里、目的与要求是什么,并有具体的模范案例可供参考,以及积极参与抗日的意义和价值

所在,为中共领导下的晋察冀边区抗日救亡争取和动员了占人口半数的妇女力量;另一方面,客观

上促进了边区广大妇女参与社会生产和事务的积极性,带动了她们的社会化,促进了她们不断对自

身进行认识、发展和解放;再一方面,客观评价与鼓励妇女参与抗日生产劳动,肯定了妇女参与社会

生活的行为及其作出的贡献,强化了以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一贯被压迫和轻视的妇女们的社

会存在感和声音,积极传播“男女平等”等妇女权利理念,大大地提高了妇女的社会地位,促进了边

区新民主主义社会及文化发展。
在日寇反复“扫荡”晋察冀边区的这两年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晋察冀日报》坚持不懈的妇

女报道详细地记述了边区妇女们是如何以高涨的革命热情全方位地参与着对敌战斗和解放自我,
成为高高擎起的革命理想火炬,在抗日斗争中烈烈不熄,为边区妇女们照亮和指引了解放和发展自

我的正确前进道路,唤醒她们的革命意识、家国情怀和国际精神,鼓舞她们燃起不屈的斗志和对胜

利的渴望。

二、形成晋察冀反法西斯妇女报道新立场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的 1941 至 1942 年,正值欧亚两大战场形势日益严峻而被动,被迫备战、应
战,再到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建立的复杂进程,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导致中国国内战场形势

也出现战略性的变化。 《晋察冀日报》的妇女报道的方向和内容也随之出现调整和变化。 1941 年

始,这些报道以抗日斗争中晋察冀妇女争取解放为主旋律,涵盖了以晋察冀妇女为主的广大妇女们

现实世界和精神世界的方方面面;而 1942 年国际反法西斯同盟形成之后,《晋察冀日报》在 1941 年

的基础上增刊了国际妇女相关报道,以强调本土性同时兼具国际视野的姿态形成晋察冀边区妇女

反法西斯的新立场,在国际舆论场上彰显了极具中国特色的影响力。 因此,本文对这期间该报妇女

报道逐一进行内容分析,并进行了分类统计,尝试以直观的形式考察该报妇女报道内容的逻辑架

构,见表 2。
如表 2 分类统计数据所示,纵观《晋察冀日报》1941 年和 1942 年的妇女报道,从报道的国别范

围上来说主要分为国内妇女报道和国际妇女报道两部分。 其中,作为受众主要为晋察冀抗日革命

根据地干部和群众的区域性报纸,该报国内妇女报道的数量要远远多于对国外的报道,其中 1941 年

为 144 篇,1942 年为 105 篇,分别占到 1941 年和 1942 年全部报道的 89. 4%和 84%,总起来看占到了

这两年全部报道的 87. 1%,报道内容上相较国际妇女报道而言也更加丰富和细化。 接下来,本文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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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该报的国内和国际妇女报道从内容上分别进行论述。
表 2　 《晋察冀日报》1941 至 1942 年妇女报道内容分类统计与比较

国内妇女报道 国际妇女报道

内容

﹃
三
八
﹄
妇
女
节

妇
女
权
益

妇
女
文
艺

妇
女
人
身
伤
害

妇女抗日战斗及生产

国
际
妇
女
运
动

国
际
妇
女
反
法
西
斯
斗
争

其
他

庆
祝
/

活
动
/

致
辞

动
员
/

指
导
/

成
绩

文
学
/

艺
术
/

活
动

侵
略
者
暴
行

刑
事
案
件

动
员
指
导

互
动

进
展

成
绩

表
彰

被
破
坏
/

牺
牲

进
展

国
际
互
动

进
展

法
西
斯
暴
行

国
际
妇
女
情
况

1941 年
(161 篇) 12 23 9 12 1 29 3 10 22 19 4 8 0 5 1 3

1942 年
(125 篇) 7 12 17 7 1 17 0 8 7 17 12 3 4 11 1 1

　 　 (一)该报国内妇女报道主要分为五个大类

第一,“三八”妇女节专稿,包括围绕“三八”妇女节而刊发的领导人、领导机关和有影响力的人

士的“三八”节祝贺致辞、讲话、社论或评论员文章等,以及本根据地各区域或其他根据地庆祝“三

八”节所举行的集会、活动情况。 围绕“三八”妇女节而刊发的妇女报道在《晋察冀日报》上非常令

人瞩目,一般在新年过后不久,进入 2 月份开始就会提前刊发“三八”节相关报道,提醒边区干部群

众为这一重要妇女节日的到来提前进行准备;节日期间更是会对相关情况进行头版头条、多版多条

地重点刊发,节日过后也会持续报道直至 3 月份结束;“三八”节专稿所传达出的共产党的政策与关

怀、全国及边区社会各界的问候,给予边区妇女干部和群众极大的指引与鼓舞。
第二,各项妇女权益保护,主要指晋察冀边区及所辖各县、村的党委、妇救会等党组织,围绕保

护和提高妇女权益所进行的各种动员、号召、工作指导方法以及所取得的成绩。 这期间报道所涉及

的妇女权益保护,一方面,包括边区广大妇女同胞的各项基本社会权利,比如参与社会劳动生产的

权利、婚姻和恋爱自由权、家庭财产权、继承权、受教育权、参与社会文化生活、参选参政权等,尤其

是对非共产党员的农村妇女和其他阶级的妇女的选举权的保障;另一方面,发展和保护妇女干部,
给予担任“政民干部”的妇女及其子女更多优待,切实为妇女参与组织妇女解放运动和抗日斗争提

供政策、舆论和物质上的支持。 毛泽东同志认为,不仅要培养大批有理论武装的妇女干部,而且要

培养大批做实际工作的妇女运动的干部,没有一批能干而专职的妇女工作干部,要展开妇女运动是

不可能的[14]9。
第三,对于妇女的人身伤害信息的报道,主要是揭露和痛斥日本帝国主义对边区妇女和妇女运

动的种种侵害暴行,其次是本区域妇女的刑事案件。 其中,刑事类报道数量极稀少,从内容上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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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具有典型代表意义和分析价值。 但是,关于日军侵略者对边区妇女施加暴行的报道却时有出现,
在斗争形势严峻时刊发频率更高。 这些报道,一方面,记录侵略者暴行,揭露了日本法西斯“奴化教

育”的虚伪阴谋,警醒边区广大妇女坚持抗日;另一方面,对侵略者暴行进行痛斥和声讨,争取广泛

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反法西斯国际同盟的帮助与支持。
第四,妇女抗日战斗和生产情况,主要包括对边区妇女组织抗日和战斗过程中所作的各种动

员、号召、工作方法指导,各项工作的进展情况、所取得的成绩,对于生产和战斗的经验和教训的总

结,对涌现出的先进区域、模范集体和个人进行表彰,对妇女工作受到敌方破坏的情况和英勇牺牲

的妇女事迹的报道,报道对象涵盖了幼、青、中、老各个年龄层的妇女。 毛泽东同志曾这样评价妇

女:妇女的力量是伟大的。 我们现在打日本,要妇女参加,世界上什么事情没有妇女参加就不成功,
妇女的伟大作用第一在经济方面,没有她们,生产就不能进行[14]11。 这期间的妇女报道既展现出边

区妇女广泛地被组织起来参与抗日生产与战斗的恢弘社会场景,也刊载了这一时期涌现出的许多

可歌可泣的妇女抗日英雄事迹,例如,对《阳曲县妇救会主任,高莹同志殉国》 [15] 的各界追念与哀悼

和对《向伟大“回民母亲”致敬,献县各界追悼马老太太》 [16] 的社论等。 此类内容的报道数量也最

多,且在全年每个月份都有分布,分别占到表 2 中 1941 年和 1942 年国内妇女报道的 60. 4%和

58. 1%,以及国内外妇女报道全部样本的 51. 7%,因而是 1941 至 1942 年间《晋察冀日报》妇女报道

的主旋律,其他类别内容和主题的报道也都或多或少与之存在直接或间接的联系。
第五,妇女文学艺术作品及活动的相关报道。 这类报道的内容主题涵盖边区妇女生产生活和

妇女运动的各个方面,包括妇女的婚姻、财产、参政等社会权利、中外文艺名作、妇女文化活动、抗日

生产劳动、武装斗争、拥军参军和军民鱼水情、描写日军暴行和表达民众悲愤等;表现形式有诗歌、
散文、报告文学、图画,以及与妇女文学作品和文化活动相关的消息。 毛泽东同志认为,假如中国没

有占半数的妇女的觉醒,中国抗战是不会胜利的[14]9。 而这些妇女文学艺术类报道就生动地展现了

在反击日本对边区多次“扫荡”和“治安运动”期间共产党领导下获得解放和觉醒了的边区妇女的精

神面貌:她们拥有清晰的自我认知、情感表达和社会行为选择,热爱生活、痛恨侵略者、饱含家国情

怀,以及对革命的崇高理想、对抗战的全身心支持和对美好未来的无限向往。 虽然此类报道数量不

是最多,占比不是最高,却为该报妇女报道注入了妇女们喜怒哀乐的生动情感,不仅最大程度地凝

聚了边区军民关于妇女观念的共识,也极大地丰富了边区妇女的精神世界。
综观该报以上五类国内妇女的报道,一方面,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国内外战争局势变化对晋察

冀边区抗战形势的影响直观地体现在该报妇女报道样本和 1941 至 1942 年表 1 和表 2 所统计的数

据和内容的变化上。 相关文献和档案显示,这一时期随着日本对晋察冀边区不断地进行“扫荡”和

“治安强化”,边区正常的妇女工作受到了愈加严重的影响,反映在本文统计数据上,可见:1941 年秋

和 1942 年,尤其是 1941 年 4 月开始,从报道主题上看,该报以反映边区妇女解放和组织生产生活现

实情况为主题的报道显著减少,而妇女从参与支前生产劳动更多地转向直接参与前线武装抗日战

斗,因此妇女组织工作被日军破坏或妇女在战斗中英勇牺牲的报道显著增加,报道对象涵盖各个年

龄阶段和社会身份,其中既有年轻的,也有年长的;既有女共产党员、女民政干部,也有普通的妇女

群众。 这些关于她们的报道真实地展现了边区妇女对日军进犯的英勇反击;数量增多的妇女文学

艺术作品及活动的相关报道更是讴歌了这一时期边区觉醒妇女们蓬勃的生命力、捍卫家国的不屈

斗志和无畏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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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从内容上看,该报在这一时期的国内妇女报道是全方位的,报道内容从政治、军事、
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积极应对日军五次“治安强化运动”的“全力战”,并充分践行了这一时期中国共

产党妇女工作、新民主主义妇女观的全部思想。
在政治上,一方面,该报代表妇女声明坚决抗日的政治立场,例如,在皖南事变爆发以后,该报

在头版版头最为显著的位置,刊出“反对世界帝国主义大战,反对何应钦等亲日派,保护妇女切身利

益的口号之下,实行力量的检阅和战斗的动员” [17] ;另一方面,该报引导并鼓励妇女参政,真正赋予

妇女参与政治的权利。 例如,报道中共与各界妇女成功参政的消息,“太行山区妇女界,举行参议员

选举,选举结果实现了三三制原则”等,正确引导妇女向实现民主和解放的方向努力。 在军事上,一
方面,该报痛斥日军凌虐边区妇女的暴行,揭露日军政治诱降和“奴化教育”的虚伪阴谋,另一方面,
该报鼓励妇女参与抗日战斗或积极支援前线战斗。 例如,报道“灵邱四区妇女运输队工作积极” [18]

等消息。 在经济上,为了应对日伪对边区实行的“经济封锁”,该报在“三八”妇女节、春耕和麦收等

时节,以多篇消息的形式,不断动员边区妇女积极参与生产。 除了春耕夏收粮食生产,还号召妇女

开荒、修滩、种树、纺织、编草帽、刮土盐等,并且大力宣传劳动模范个人和集体。 在文化上,该报不

仅围绕“三八”妇女节发表和转载多篇文章,全面阐述妇女的解放思想,介绍妇女组织工作,还关心

在日常生活中妇女们的文化生活,反馈妇女们的心声。 例如,1941 年 3 月 8 日当天,该报在头版头

条位置发表社论《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 [19] ,不仅指出帝国主义战争扩大,战斗形势紧迫,还阐述了

“三八”节的意义,提出关注妇女婚姻等妇女权益问题,充分显示了该报对妇女及妇女解放的高度重

视;而《灵寿的妇女》 [20]一文,则报道了边区灵寿县妇女在恋爱婚姻自由和参与冬学等文化教育活

动等方面所取得的可喜进步。
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妇女解放与社会解放是密切联系着的,妇女解放运动应成为社会

解放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存在着。 离开了社会解放运动,妇女解放是得不到的;同时,没有妇女运

动,社会解放也是不可能的。 因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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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69,“把妇女问题解决,打
破轻视妇女侮辱妇女的社会歧视与社会压迫,使妇女能得到自由与平等” [3]170,“什么叫做女子有自

由、有平等? 就是女子有办事之权,开会之权,讲话之权,没有这些权利,就谈不上自由平等。 我们

共产党是提倡这种权利的,希望同志们大家团结起来,结合在一块儿” [3]171。 “这些(殖民地、半殖民

地、半封建)统治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形态,就是我们革命的对象……而我们要建立起来的,则是与

此相反的东西,乃是中华民族的新政治、新经济和新文化” [21]665。 因此,这一时期该报关于国内妇女

的报道,是中国共产党在晋察冀边区解放旧社会、构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新经济、新政治和新文化

的革命实践的真实写照,包括中国共产党对边区妇女解放和抗日生产战斗的指引与支持,激发出边

区妇女的巨大革命潜力,她们同男性并肩作战,为边区的建设和抗日斗争贡献战斗力量和后勤支

持,广泛地参与生产劳动,承担家庭与社会的责任,并在这一过程中从被压迫的状态中解放出来,越
来越多地享有各项社会权利和男女平等,收获尊重、认可、社会支持与爱护,使其自我认知不断升

华,自信心不断增强,肯定和挖掘自我价值,努力实现社会价值,为晋察冀边区的成长壮大和抗日斗

争作出巨大贡献。 这些妇女报道也呈现和记载了晋察冀边区社会文明发展程度的划时代进步。
(二)该报国际妇女报道主要可以分为两个大类

其一,对于国外共产主义妇女运动情况的报道,例如,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妇女罢工和示威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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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这类报道专注于无产阶级妇女运动,更多地出现于世界反法西斯战线形成之前。 毛泽东同志

认为:“中国要独立,决不能离开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 这就是说,不能离开苏联的

援助,不能离开日本和英、美、法、德、意各国无产阶级在其本国进行反资本主义斗争的援助。 尤其

是苏联的援助,是抗战最后胜利决不可少的条件。” [21]680 本文研究样本也显示,《晋察冀日报》 在

1941 年曾多次报道国外妇女无产阶级运动情况,为国内妇女解放运动提供借鉴和参考的价值,同时

唤醒国内妇女意识觉醒和形成革命共鸣,之后则因越来越多的国家被卷入反法西斯战争而锐减直

至暂停。
其二,对国外尤其是苏联等妇女反法西斯斗争情况的报道,主要包括晋察冀根据地妇女组织与

国外妇女组织就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相互致电声援,对国外尤其是苏联妇女在反法西斯的战斗

和生产劳动中所作出的努力与贡献进行报道,以及揭露和痛斥法西斯对妇女的种种暴行。 1941 年

春季,该报新闻台在以抄收新华社电讯为主的同时,增加抄收伪中华社(北平)和南京伪中央社的新

闻电讯。 同年 6 月,又增设了一个英文收报台,主要抄收莫斯科塔斯社的英文电讯,并特任两位英

文翻译专员[11]75。 本研究的样本内容和统计数据显示,该报关于苏联等国外妇女的反法西斯情况相

关报道从 1941 年 6 月开始增加。 从 1942 年春季开始,为适应国际形势变化的需要,报社又增收了

路透社外文电稿,有时也抄收美联社、法新社等九个电台的新闻。 同年秋,根据延安新华社统一新

闻广播的指示,再次增收新华社和外电稿,每天抄收达三万字[11]93。 表 2 的数据显示,1942 年刊发

的全部报道和妇女报道数量比 1941 年减少了约 1 / 4,但 1942 年关于国际妇女报道的数量却多于

1941 年,印证 1942 年该报加大了对国际妇女报道的力度。 从报道内容统计上观察得知,其中最为

显著的是关于国外妇女反法西斯斗争进展报道的增加,反映了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巩固和扩大国际

统一战线的趋势。
本文认为,这两类关于国际妇女运动和参战情况的报道,一方面,让晋察冀边区妇女解放运动

和反法西斯斗争找到国际同盟的支持、汇入世界革命的时代潮流,并从中汲取力量、增强自信,极大

地开拓了国际视野和思想格局;另一方面,与世界反法西斯妇女力量相互致电声援,向国际社会传

递出中国妇女为国际妇女运动提供支持的强烈意愿。
这一时期《晋察冀日报》妇女报道主题鲜明,内容丰富详实,吸引了世界的关注,在太平洋战场

上形成了中国晋察冀边区妇女反压迫、反法西斯的新立场,向国际社会展现出以晋察冀妇女为代表

的广大中国妇女群体是如何以无私伟烈的崇高精神,奋勇投身于人类解放和发展事业。

三、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妇女观的中国实践成果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说传入中国伊始,就引起了爱国人士的注意;十月革命的胜利让中国先进知

识分子认识并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遂将其确立为指导思想来指

导中国革命实践,在中共领导下的《晋察冀日报》的妇女报道正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妇女观在中

国的重要实践成果。 马克思认为,没有妇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革,社会的进步可以用

妇女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2] 。 恩格斯则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对社会变革与妇女

的社会权利、解放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更为具体的论述,他说:“从过去的社会关系中继承下来的两性

的法律上的不平等,并不是妇女在经济上受压迫的原因,而是它的结果。” [22]84 而“自从大工业迫使

妇女走出家庭,进入劳动市场和工厂,而且往往把她们变为家庭的供养者以后,在无产者家庭中,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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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自一夫一妻制出现以来就扎下了根的对妻子的虐待也许还遗留一些意外,男子的统治的最后残

余也已失去了任何基础” [22]83,意即:妇女走出家庭开始进入社会生产,就是在过去的社会关系中受

经济压迫的妇女获得社会权利进而摆脱压迫的途径。 他认为:“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

切妇女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而要达到这一点,又要求个体家庭不再成为社会的经济单

位。” [22]85 随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世界范围内兴起,越来越多的无产阶级妇女从中获得解放,参与

革命并为革命贡献重要力量,因此列宁认为:“从一切解放运动的经验来看,革命的成败取决于妇女

参加解放运动的程度。” [23]181

《晋察冀日报》一直非常注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以及应用,时常发表相关理论文章。 例如,
该报在 1941 年 5 月 6 日第 1 版刊发了社论《掌握马克斯主义的理论武器》 [24]等。 同时,该报的妇女

报道也都充分体现并熟练运用着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等关于社会变革与妇女解放之间的历史唯

物主义哲学关系原理,尤其是在 1941 年至 1942 年间抗日形势严峻的情况下,该报的妇女报道始终

践行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和价值观。 在这期间,该报不仅及时刊发晋察冀边区妇女积极参加生产

和战斗的相关报道,也对妇女通过“回到公共的劳动” 来摆脱“经济上受压迫、以及受压迫的结

果”———“法律上的不平等”,进而为革命作出贡献进行了全面的报道,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的

妇女解放思想,全面体现边区妇女广泛参与社会生产活动、获得财产继承权、参政议政等社会权利

等妇女解放运动的实践情况。
例如,该报刊发《平山妇女积极生产

 

春耕超过计划
 

开荒万余亩植树十二万棵》,该文记述,平山

妇女参与春耕超过计划,开荒万余亩,植树十二万棵,此外,妇女们在开渠、禽畜养殖、建菜园、纺线

和织布等生产劳动的成就也非常可观,还涌现出一百五十位妇女劳动英雄[25] 。 类似的报道还有

《冀中妇运一年间妇女生活大为改善参加生产成绩可观》 [26] 等文。 这类报道详实地展现了当时晋

察冀边区妇女积极参与社会生产劳动的火热场面和可喜成绩,以及由此为当地妇女的生活内容带

来的变化。 又例如,《繁峙实行新婚姻制乡村风俗更加肃正》 [27] 和《北岳妇救召开各界妇女座谈会,
热烈讨论财产继承权问题》 [28]等文则反映了边区妇女广泛参与社会公共劳动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和支持下所取得的婚姻和经济上的社会权利的进步。 在不断获得解放的同时,妇女们也更加积

极地参与革命:例如,《反扫荡中英勇的四专区妇女》 [29]和《八专区妇女积极参加麦收
 

组织姊妹互助

团友爱互助武委会开爆炸总结》 [30] ,《北岳区妇救通电慰问全世界妇女,并望国府实现民主自

由》 [31]和《晋西北参议员选举女参议员十人》 [32] ,以及《边区“三八”纪念大会向聂宋二首长致敬“我

们不再是闺房里的囚徒而是晋察冀边区铁的卫士”》 [33]等许多报道。 这些妇女报道将 1941 至 1942
年期间边区妇女在广泛参与抗日生产与战斗等社会活动后获得解放的蓬勃精神面貌和勤劳英勇的

形象进行了充分的勾画和传播,忠实记录、尊重并颂扬了她们为中国抗日民族解放事业所作出的贡

献,完整地呈现出马克思主义学说妇女观指引下的中共妇女解放运动和边区社会文明进步之间的

紧密关系和发展过程,是马克思主义学说妇女观中国化的重要实践成果。

四、辩证地学习和借鉴苏俄妇女观

列宁妇女观,在列宁领导俄国革命时期逐渐成熟,是列宁将马克思主义学说与列宁领导的十月

革命中苏俄妇女的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理论成果,并在斯大林时期得以继承,是中国共产党开展妇女

解放运动的重要借鉴,但并不是亦步亦趋的教条照搬,就像毛泽东同志指出的:“我们要把马、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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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 只有一般的理论,不用于中国的实际,打不

得敌人。 但如果把理论用到实际上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来解决中国问题,创造些新的东

西,这样就用得了。” [3]502《晋察冀日报》的妇女观与列宁妇女观同属于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发展,许
多理念本质上是相同的,但是与列宁和斯大林相比较,该报在不同革命历史时空下又都具有自己的

特色,这充分体现在 1941 至 1942 年的《晋察冀日报》的妇女报道中。
中苏妇女观有许多相同的方面:例如,列宁认为“苏维埃要求男女都能享受普遍的、平等的选举

权” [34]81。 “不仅要吸引妇女独立地参加一般政治生活,而且应当吸引她们参加经常的人人要担任

的公务,否则,不仅社会主义,就连完备而稳固的民主制度也无从谈起” [34]163-164。 “法律上的平等还

不是实际生活中的平等。 我们要使女工不但在法律上而且在实际生活中都能同男工平等……无产

阶级如果不争得妇女的完全自由,就不能得到完全的自由” [35]177-178。 斯大林认为“必须加强女工和

农妇工作,并把她们提拔到选举出来的党和苏维埃的机关里去。 把劳动妇女工作提到应有的高

度” [36] 。 列宁和斯大林所主张的妇女在法律和政治上的权利应享有男女平等,以及妇女解放和无

产阶级解放之间的关系等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以及德国法西斯入侵后苏联对妇女参与生产和战斗

的全面动员等革命实践的经验等……都是这一时期《晋察冀日报》妇女报道所积极借鉴并大力倡

导的。
但是,由于所处历史时期、国家现实国情不同,苏俄和中国共产党各自所处的理论探索阶段和

革命实践进程也不尽相同,因此,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该报妇女报道熟练地运用马克思列

宁主义妇女观作为新闻报道的指导思想,虽然在许多方面学习了苏俄的妇女观,但并没有全盘照

搬,而是辩证地、有选择地进行了借鉴,非常注重与中国尤其是晋察冀边区的历史现实和革命情况

相结合,形成了独具中国晋察冀边区特色的中共妇女观,更加符合当时边区革命实际和妇女解放需

要的价值引导。
例如,列宁一度曾认为“女工运动的主要任务是争取妇女的经济平等和社会平等,而不仅是形

式上的平等”
 

。 因而,需要让妇女参加社会生产劳动,使她们摆脱“家庭奴役” [35]211,但同时却认为

“做饭、看孩子”会使人处于“变得愚鲁、卑微的从属地位” [35]211,而且认为,“托儿所和幼儿园是这些

(共产主义)幼芽的标本,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平凡的、普通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存在的价值,
仅是“实际能够解放妇女,减少和消除她们在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上同男子的不平等[34]390-391。 这

些观点虽然有助于解放妇女,但是却将妇女个体、家庭单位和社会这三者形而上学地割裂开来,没
有对做饭和看孩子这类必不可少的家务工作的社会价值予以足够的重视,也在对妇女的社会角色

期待上几乎否定了从事这些工作的意义。 另外,在德国法西斯入侵之前,苏联在斯大林的领导下进

行过一些妇女运动,这些运动从形式上进一步强化了“妻子”角色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双重作用,但却

没有注重解决性别、阶层等社会次要矛盾中存在的种种隔阂甚至是冲突,因此,这些运动的效果不

仅始终是隔靴搔痒,还导致对妇女社会角色期待更为单一和刻板,忽视了女性群体本身所具备的多

元化特性,最终未能使女性解放与社会发展之间找到充分实现互相促进的有效路径。
相比较而言,这一时期的《晋察冀日报》对妇女社会角色期待的构建并没有教条地模仿上述列

宁的妇女观和斯大林时期妇女运动实践,而是结合了中国的国情和革命实际,使其更具有中国特

色。 《晋察冀日报》在妇女社会角色期待的构建上是将妇女个体、家庭单位和社会三者的需求进行

了辩证的统一与有机的整合。 该报的妇女报道批判妇女所受到的来自日本侵略者的暴行侵害,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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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封建家庭和婚姻关系内一切不合理的压迫和束缚,鼓励妇女参与边区各种社会活动以获得解放,
也非常注重对妇女可以从家庭和社会活动中同时获得支持与成就持肯定态度,而在家庭劳动和社

会劳动中,对妇女社会角色的期待也是非常具有积极意义的,不论是在以家庭还是以妇女个体为单

位参与抗战、革命等积极社会活动时,该报都能够明确家庭和社会对妇女从事家庭劳动的需求,并
对妇女的这部分家庭劳动付出进行充分的褒扬,明确肯定了家庭劳动的社会价值。 拿育儿工作来

讲,在《晋察冀日报》的妇女报道中,做饭和带孩子等家庭劳动就不再必然是“家庭奴役”,例如,该报

一篇名为《模范夫妻》的消息里,记述了一位妻子亲自送丈夫参军的场景,短短三百余字的篇幅里,
文中出现了两次对妻子抱着孩子的形象描写:她抱着孩子与丈夫一起到征兵点与工作人员了解和

办理丈夫参军事宜②———该报道认为,他们夫妻二人在家庭与社会之间的分工合作是模范的。 报道

里的妇女虽正承担看孩子的劳动,但却是合理的家庭责任的需要,带孩子也就不再必然是“家庭奴

役”。 在丈夫离家参军抗日时,由妻子照顾家庭抚养子女,这不仅是在承担家庭责任,也是在承担参

与、支援抗日革命和抚育下一代的社会责任,具有非常重要的社会价值。 因此,在这类报道里,抱着

孩子的妇女形象当然也就不是处于“愚鲁、卑微的从属地位”,而是“模范”的,从妻子与丈夫共同承

担家庭责任和社会责任的默契分工合作中,合理地调和了性别之间在社会角色分工上最易产生的

对立与冲突。
该报在这一时期还刊发一系列“保护妇女干部及其婴幼儿”、提高物质补贴的报道,也体现出该

报充分肯定参与边区社会工作和革命斗争的妇女在照看子女这项家庭劳动上的价值,并予以奖励。
不仅如此,1941 年 1 月 7 日,该报刊发表头版社论,宣布晋察冀边区战时儿童保育分会创建,并指出

“『儿童就是未来』,保护中华民族的后一代,保卫我们革命的『后备军』”,“保育儿童,保育革命后

代,这在敌后的晋察冀边区,更是一个严重的战斗任务” [37] 。 这就表明,该报并不认为儿童保育工作

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平凡的、普通的东西”,反而强调为全身心投入革命建设事业的或已牺牲的

同志抚育其革命后代的价值实际上具有决定民族未来的重要意义。 这里,开办幼儿园和托儿所的

作用就不再仅仅局限于能够解放妇女和消除男女不平等,而是为其提供有了更为宏观的家国视野

和崇高的理想路径。 之后,该报还代表中共中央刊发了一系列关于儿童保育工作的动员、号召和工

作进展情况的相关报道,其中也包括妇救会对边区儿童保育会创建的回应《保育民族的后一代是边

区妇女的光荣任务,响亮回答各界领袖的号召!》 [38] 一文,号召边区妇女参与儿童保育,充分肯定了

妇女在儿童保育工作上的价值。
与此同时,更为重要的是,该报在这些相关报道中所传达出的观念始终是:这项“看孩子”的工

作,虽然青睐有志于此项工作并且具有足够经验、条件、高度政治觉悟和革命热情的女性共产党员,
但也从未将其看作是应该单独由边区妇女承担的责任,而是认为应由全社会共同承担,是“这一代

一切男女老幼的光荣职责,更是共产党人严重的政治任务”,这“说明共产党人对中华民族严肃的负

责态度,对民族后代珍重的关怀的精神” [37] ,要求全区各界人士、干部群众都应尽可能地支持,共同

参与到边区的儿童保育工作中来,号召各界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这就将为抗日革命作贡献放到了

首要位置,以群策群力的观念使不同性别和阶层之间彼此形成合作关系,最大限度地消融了在“儿

童保育”这项工作上可能因性别与阶层差异而导致的冲突,增加了凝聚力,使妇女运动与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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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由本文自《模范夫妻》整理。 参见杨廷辉:《模范夫妻》,《晋察冀日报》,1942 年 3 月 3 日,第 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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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抗日革命需要和民族未来大业之间实现互相促进。
除此之外,该报刊发妇女题材的文学作品、文艺活动相关报道中的妇女形象并不局限于充满革

命力量与热情的抗日生产战斗的参与者,也不是单一的妻子形象,她们是群众、共产党员、战友、同
事和干部等,也是女儿、姐妹、母亲、妻子和祖母,拥有多重女性社会角色,鲜活生动的形象跃然于各

种题材和体裁的文章中,如《妞儿看着满天星星,耀眼睛》 [39] 、《母亲的温存和母亲的嘱咐》 [40] 、《送

郎》 [41] 和《妈女·文学———夜,炉边,三个男同志的闲话》 [42] 等。 这些文章的刊载,丰富了《晋察冀

日报》妇女报道的种类,使报道中的妇女形象变得有血有肉,生动全面,散发出温柔向上的光彩:一
方面,多角度、多渠道地抒发着妇女群体的情感与心声,既可能是女性与家庭之间的真挚的亲情、爱
情,也可能是她们对妇女解放和中华民族抗日革命过程中的种种辛劳、不屈与向往和平等细腻的内

心感受;另一方面,也表达出晋察冀边区正在创建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和文化对全体女性的尊重、信
任、期待和爱护等积极情感。 所以,该报妇女报道在对女性个体的解放,尤其是对其的尊重与珍视,
在责任、权利和义务等问题上的观念和态度,并不是仅从女性个体谋求解放的单一维度出发的,也
没有单独强化女性的某一单个社会角色,而是将女性个体的多重社会角色及其相对应的多重社会

期待、社会责任、权利和义务进行有机的整合,同时也将多重角色的女性个体与家庭的需求置于整

个社会全面进步标准的考量中———对满足妇女自身与家、国共同革命,从而实现社会全面解放与发

展等需求进行了辩证的统一,从而形成了更加符合中国国情和革命实际的,区别于苏俄的,具有中

国特色的中共晋察冀边区妇女观。

五、启示

太平洋战争前后的《晋察冀日报》妇女报道经历了血与火的残酷抗战考验,其所诠释、践行和记

载的 1941 至 1942 年期间中国共产党在晋察冀边区开展妇女工作的精神、过程、成果,以及在这过程

中所形成的独具特色的妇女观和实践经验,已经成为宝贵的文化和精神财富,并在之后的革命战争

和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不断成熟、发展和完善直至今天,其影响广泛而深远。
当前,世界正经历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情和国情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中国和世界又迎来

了新的历史变革期,当前和未来的中国妇女发展都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而 1941 至

1942 年期间《晋察冀日报》妇女报道所体现出的妇女观和实践成果正是值得继承和发扬的宝贵财

富,相关学者和工作者应从中充分借鉴经验,汲取力量,发扬老一辈“深入群众,不尚空谈” [14]11 的优

良工作传统和作风,在国际形势和面临的挑战复杂多变的情况下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发

展道路,牢牢把握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当代中国妇女运动的时代主题,找准前进方向[43] ,
把广大妇女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44] 。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思想指南,坚持男女平等,摒弃和抵制

不利于妇女发展的文化和思想,结合世情和中国的现实国情,从妇女的处境出发考察其所面临的各

种冲突,运用马克思主义学说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方法论,立足于微观个体,着眼于中观

群体,就具体问题历史地、辩证地和系统化地进行剖析,应积极贯彻党和政府出台的各项妇女政策,
勇于创新实践,切实为妇女提供全方位的社会支持,关注妇女诉求,保障妇女在家庭和社会中应享

有的合法权益,肯定妇女的能力、价值和劳动,为妇女充分施展潜力,带动和影响更多妇女实现自我

价值和贡献社会成就而营造积极的社会舆论氛围。 在这一过程中,在坚持中国特色妇女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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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时注重加强与国际舆论的对话与沟通,在当前和未来推动世界文明进程共同向着更加平等、多
元、包容、和谐的方向发展,寻求与其他国家和国际妇女事业的共识与合作,努力实现妇女解放、中
国社会发展和引领世界文明新时代潮流这三者间的相互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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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bine
 

regional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were
 

raising
 

the
 

torch
 

of
 

revolutionary
 

ideals
 

and
 

hopes
 

for
 

the
 

Chinese
 

women
 

groups
 

represented
 

by
 

the
 

women
 

in
 

Shanxi-Chahar-Hebei
 

Border
 

Area
 

at
 

that
 

time.
 

This
 

not
 

only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women  s
 

liberation
 

movement
 

and
 

mobilizing
 

women
 

to
 

participate
 

in
 

the
 

anti-Japanese
 

production
 

and
 

combat
 

of
 

the
 

border
 

region 
 

but
 

also
 

made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s
 

to
 

the
 

exploration
 

of
 

the
 

New-Democratic
 

social
 

governance
 

path
 

and
 

the
 

cohesion
 

of
 

the
 

anti-Japanese
 

national
 

united
 

front
 

in
 

the
 

border
 

region 
 

and
 

shaped
 

a
 

new
 

position
 

of
 

Chinese
 

women s
 

reporting
 

on
 

anti-oppression
 

and
 

anti-fascism
 

in
 

the
 

Pacific
 

War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These
 

women s
 

reports
 

we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changes
 

of
 

the
 

domestic
 

and
 

foreign
 

situation 
 

dialectically
 

learning
 

lessons
 

from
 

the
 

Soviet
 

Russian
 

view
 

of
 

women 
 

and
 

always
 

combining
 

with
 

the
 

actual
 

life
 

and
 

producing
 

activities
 

of
 

the
 

region
 

and
 

the
 

reality
 

of
 

the
 

anti-Japanese
 

fighting 
 

which
 

were
 

signific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achievement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s
 

Sinicization
 

of
 

the
 

Marxist-Leninist
 

view
 

of
 

women
 

during
 

this
 

period.
 

At
 

the
 

same
 

time 
 

these
 

also
 

show
 

the
 

enterprising 
 

hard-working 
 

brave
 

and
 

indomitable
 

spirits
 

of
 

Chinese
 

women
 

represented
 

by
 

the
 

women
 

in
 

the
 

Shanxi - Chahar - Hebei
 

Border
 

Area
 

then.
 

At
 

the
 

meanwhile 
 

some
 

of
 

these
 

ideas 
 

such
 

as
 

how
 

to
 

protect
 

women s
 

rights
 

and
 

interests 
 

affirm
 

women s
 

values 
 

shape
 

the
 

multiplicity
 

of
 

women s
 

roles
 

in
 

society 
 

and
 

actively
 

seek
 

better
 

solutions
 

to
 

common
 

problems
 

in
 

family
 

and
 

society
 

through
 

social
 

cooperation 
 

are
 

important
 

references
 

and
 

lessons
 

for
 

current
 

and
 

future
 

women s
 

work
 

and
 

social
 

governance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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