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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平等”的异化与误读
*

———以集体化时期太行山区妇女参加社会生产为例

刘 洁

［摘要］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早日实现工业化和妇女解放的目标，亟需发动广大农村妇女参与社会

化大生产，但由于忽视了男女客观存在的生理差异和没有倡导男子分担家务劳动，造成了“男女平等”的

异化与误读，使妇女在“男女都一样”和“男女不一样”的尴尬境地中，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痛苦和挣扎。中

共及时调整了妇女政策，实现了“男女平等”的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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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学术界关于集体化时期乡村妇女参与社会化大生产的研究已有很多，大致可分为两

种意见，一种认为在中共的带领下，中国乡村妇女积极参与社会化生产，在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贡

献的同时，也使妇女自身走出家庭，走上社会，对摆脱传统文化的束缚和提高妇女的社会政治经济

地位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男女平等; 另一种意见认为乡村妇女参与社会化大生

产以后，由于传统的思想和习俗不可能在短时期内改变，妇女在参与社会生产的同时，男子却没有

分担家务劳动，由此妇女担起了社会劳动和家庭劳动的双重重担，参与社会化大生产使妇女获得了

解放但未获得与男子一样的平等地位。也有学者对“妇女解放而不平等”的原因作出分析，认为出

现“妇女解放而不平等”的根源在于妇女解放过程中国家权力的越位和女权的缺位①。笔者同意以

上意见，但认为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不仅仅在于女权的缺位，还与当时的时代大潮密切相关。本文

拟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以太行山区妇女参加社会化大生产为例，考察社会主义大潮下“男

女平等”怎样被异化为“男女都一样”和“男女不一样”，以及被异化后的“男女平等”背后乡村妇女

所面临的困境和挣扎，并揭示乡村妇女对这种被异化的“男女平等”观念的质疑和抱怨，最后党和政

府对异化的“男女平等”作出了纠正和弥补，实现了“男女平等”的回归。

所谓太行山区，是指以纵贯南北的太行山脉为主线，地处河北省与山西省交界处的广大地区，

包括地处太行山深处和太行山脚下的广大乡村地区。之所以把这一区域做为研究领域，是因为该

地区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经济文化落后，传统意识根深蒂固，但恰恰这个地区是妇女参加社会化生

产最广泛的地区，男女“同工同酬”政策也是发源于此②，另外全国劳动模范申纪兰、郭凤莲都是太行

山区农村走出的女英雄。笔者在广泛搜集档案资料的基础上，还对太行山区部分农村进行田野调

查，收集口述史资料，着重“女性话语”和“民间话语”尤其是当事人的感受与理解，力图重建真实的

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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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集体化时期太行山区妇女农业劳动研究”( HB13LS015) 的阶段性成果。
张志永:《女权的缺位: 大跃进时期华北农村男女平等的悖论》，《江苏社会科学》2011 年第 1 期。
李金铮、刘洁:《劳力·平等·性别: 集体化时期太行山区的男女“同工同酬”》，《中共党史研究》2012 年第 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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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妇女是一种伟大的人力资源”:“男女平等”的提出

男女平等，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开明人士为消除社会对妇女的歧视而提出的一种思想，这一

思想主张让妇女实现由于文化、体制、行为和态度方面的歧视而被剥夺的权利。男女平等的思想，

唤醒了妇女的权利意识，成为世界各地妇女解放运动的口号和旗帜。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兴起于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是从兴女学、废缠足开始的，但这一时期的妇女解放运动仅对生活在大城市的

知识分子女性影响较大，对生活在偏远山区的乡村妇女影响甚微。大规模的妇女解放运动始于

1937 年抗战爆发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根据地广大底层妇女开始走出家门，参与社会生产，在

为根据地经济建设作贡献的同时，也提高了自身的社会经济地位。

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与西方国家的女权运动有着一致的地方，同样都是为了争取妇女参与社

会化大生产的权利和实现男女平等的目标; 但同时这两者之间又有着很大的不同。首先，中国妇女

解放运动兴起之初就与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联系在一起，其目标不仅仅是为了解放妇女，同时还承

担着阶级革命的责任，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 19 世纪末以来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基本走向。对此，

学术界已有诸多研究，一般认为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依附于中国的民族解放大业，在这其中妇女没

有发出自己的声音。第二，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中，作为主体的妇女只是一个有待被唤醒的群体，因

此在运动中缺乏女性主体意识。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后。鉴于当时国际、国内环境，新中国面临的首要任务是早日

实现国家工业化。在国家工业化过程中，党和政府开始逐步实行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为此就需要

动员一切能利用的劳力、物力、财力参与到国民经济建设中去。妇女，占中国人口的半数，作为“潜

在的劳动力”、“伟大的人力资源”当然也受到政府的高度关注。毛泽东指出:“中国的妇女是一种伟

大的人力资源。必须发掘这种资源，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①

在党和政府的倡导下，各基层( 县、村级) 单位很快行动起来，开始发动妇女更普遍地参与到社

会生产中。太行山区也不例外，太行山区在解放前是革命老区，有一定的革命基础，在根据地时期

太行山区妇女们在中共的发动下就已经开始参加社会劳动，但从总体看，妇女参与生产的人数和参

与生产的范围还占比较小的比例，从事的也是一些简单的农业劳动。

但随着农村中合作化的逐步升级，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基层各社队都开始出现劳动力不足的

情形。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指出了在合作化以后劳力不足的必然趋势。他

说:“对于很多地方说来，生产的规模大了，经营的部门多了，劳动的范围向自然界的广度和深度扩

张了，工作做得精致了，劳动力就会感到不足。这种情形，现在还只是在开始，将来会一年一年地发

展起来。农业机械化以后也将是这样。”正如毛泽东估计的那样，从 1955 年起，太行山区各县、社队

出现了劳动力不足的局面。
1955 年春，阜平县南五农业生产合作社通过计算发现，如果不发动妇女参加生产，男劳力每人

平均要担负耕作 3. 7 亩土地，这样就难以抽出男劳力进行农田水利建设和有利于农业增产的其他建

设②。这就必须进一步发动妇女参加农业生产以解决困难。

实行高级社后，劳力短缺的情况更加凸显。昔阳县大寨新胜社，1957 年春天，社领导在组、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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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冠群:《进一步解放妇女劳动力，为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服务》，《人民日报》1958 年 6 月 2 日，第 2 版。
阜平县妇联:《关于三区平阳铁岭村南五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动妇女参加生产的报告》( 1955 年 4 月 22 日) ，阜平县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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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上进行了算账，如果不发动妇女，就完不成生产计划①。山西省潞安县五星社，据统计全社仅农业

工即需 88752 个，再加上新拓土地和增产任务，需工很多。只靠男劳力是不可能完成这一计划的，因

此必须发挥妇女劳力的作用②。

1958 年 5 月大跃进运动开始后，中共开始采取劳动密集型战略，这就使劳动力需求直线上升，

劳动力不足的情形更加明显，人民公社“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和先进的农业技术措施，要求投入

更多的劳动力，工业的发展也要求从农业生产战线上转移一部分劳动力”③。据不完全统计，1958

年，河北省农业人口数为 3299. 2 万人④，抽调到钢铁战线上的劳力曾达到 400 多万人，各种运输车

辆达 11 万多辆，派去专门修建水库的劳力也有六七十万人⑤。1958 年，邢台县人民公社化后，“以钢

为纲”的工业建设的发展，需要投入两万多名劳力，另外还需要 7000 多名劳力经常为钢铁搞运输，

再加上国家建设的外调工人和长期修公路搞水利的劳力，共需抽调劳力 5 万人，约占全县原有的 11

万名男女劳力的一半⑥。

随着各行各业的大干快上，男劳力的使用迅速达到极限。因此，发动妇女劳动力成为弥补劳动

力缺口的唯一现实选择。而这一动因，又与中共解放妇女的目标结合在一起，恩格斯说:“妇女解放

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⑦。这样，国家工业化和妇女社会解放

的目标就取得了一致，那就是动员妇女参与社会化大生产。只有先实现妇女的社会解放，才能进一

步提到性别解放。

对于性别解放，也即男女平等，党和政府也有一个界定，1954 年宪法明确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

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

有学者指出: 宪法中这个规定，男女两性“享有平等的权利”是男女平等的本质内容，也揭示出

男女两性的平等应体现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家庭生活等各方面”。但这种解释可能

导致人们做出错误推断: 我国的法律已经给了男女同等的权利，所以，男女平等已在我国实行了。⑧

由于长期以来女性一直是一个弱势群体，在妇女解放运动中没有发出自己的声音，也由于对

“男女平等”认识偏差，所以无论是作为领导者的中国共产党还是妇女自身都把与男子看齐当作是

实现“男女平等”的目标，这也导致在妇女参加社会生产过程中，逐渐变得“男性化”，也导致了“男女

平等”的异化。

二、“男女都一样”与“男女不一样”:“男女平等”的异化

在国家工业化和妇女解放的目标取得一致后，中共要达到自己的目标，要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塑

造新时代的乡村妇女，就必须改变乡村妇女原来的思维方式，这就势必要借助于政策、法律和各种

具体的社会制度安排，运用行政力量来全面执行自身的社会政治意图。这种形式下的妇女解放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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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是“国家在场”下的妇女解放，而其中却没有站在妇女的角度去关注妇女自身的感受。
( 一) 男女都一样

首先，在妇女参加生产的过程中，男女权利上的平等进一步被误读为形式上的绝对平等，而妇

女参加社会生产被作为男女平等的首要表现形式。由于传统习惯的影响，一些妇女不愿意下地参

加劳动。但一些村干部和男队员说:“要想男女平等，就得男女干一样的活儿”①。
“大跃进”时期，劳力缺乏达到极致。为了尽快地发动妇女参加生产，太行山区的一些社队开始

运用大字报等通报批评形式强制妇女参加生产。如柏乡县南阳农业社，在批评肖云风的大字报上

写着:“肖云风不做活，东家串西家坐。脏不干重不干，吃救济你当先。”②顺平县太行山区的妇女对

大跃进时期这段经历仍然记忆深刻，程振花说:“大跃进的时候拿懒婆、拿懒汉，你( 如果) 不去，队长

堵着你的门嚷，谁敢不去呀。”③另外在阜平县东下关乡栗元蒲分会④、邢台县东旺乡王快村⑤都通过

这种大鸣大放的方式强迫妇女进行劳动。

这种大鸣大放的方式势必会给妇女的心理造成很大的伤害，虽然妇女与男子一样参与到社会

生产中，但她们在不同程度上是被迫的，而不是自愿的。

除了强迫妇女下地参加生产以外，在生产中忽视男女生理的差别，一味的倡导“男女都一样”，

使妇女过度劳动身体受到伤害。
“大跃进”时期，太行山区的广大农村妇女们积极参加到“夺高产”运动中，承担了劈山引水、修

筑大坝、开渠、修建水库、深翻土地、积肥等繁重的劳动任务。
1958 年 6 月，山西省榆次县东阳乡 94 名妇女( 最小 16 岁，最大 47 岁) 被调往七八十里远的田

家湾修水库一月之久。出发那天，除部分体弱或是小脚行走不便的妇女坐马车外，其余均步行前

往，限一上午时间到达目的地。当天下午就赶赴工地，投入“大兵团作战”。妇女们置身于“军事化

行动”的环境中，在“一天等于二十年”、“一人要顶两人干，妇女要赛过男子汉”的口号声中拼命地劳

动。有的带病上工地，受伤不下场，“例假”期间照样干。常常是一天要整整干 10 个小时，收工后步

行到 8 里外的小峪口村住宿。要村的毕如爱，东阳的董土芬等，因不习惯水土，不适应气候而感冒和

肚痛。东阳妇女韩玉芬拉土时被平车撞倒，扭伤了腰和腿。⑥

“大跃进”时期的顺平县妇女也承受着与体力严重不相符的劳作:

李娥子说: ( “大跃进”时期) 什么都赶上了，窑上挖大坑，搬重物，累死了。耪地、割谷、什么活都

干。1958 年分山药都是( 肩) 往家挑，要不( 现在我) 就驼背，都是( 那时) 累的。………这辈子太累。

那时不去地里不行，队长管着，“大跃进”时不去地里连饭都不让吃。⑦

李香云说:“大跃进”那时光让挑水，光着脚挑水，那时没有鞋，舍不得穿鞋。那时候男人去挖水

库，女的干地里活，特别累。草长得象小葱高，我的天! 吃的粥能照到老天爷，一点劲儿都没有，吃

食堂吃了二三年。当时一盆饭也不如现在一碗粮食多。⑧

王素贞:“大跃进”时男的修水库，女的在家干活，男人是整劳力、女的是半劳力，整劳力三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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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妇联:《邢台东旺乡王快村妇女在生产大跃进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 1958 年 5 月 22 日) ，冀档 899 － 1 － 102。
榆次市妇联:《榆次妇女运动史》( 内部资料) ，第 44 页。
2011 年 8 月 2 日，笔者在河北省顺平县河口乡源头村采访农村妇女李娥子( 1933 年生) 的访谈笔录。
2011 年 8 月 3 日，笔者在河北省顺平县河口乡东河口村采访农村妇女李香云( 1937 年生) 的访谈笔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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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劳力一亩半地，我们家分了四亩半地让我自己耪，四亩半，把我都累火龙儿( 中暑) 了。①

“文革“时期出现了一些“铁姑娘”群体，这种泯灭性别差异的去性别化劳动达到了极致。

社会上对“铁姑娘”的印象大致有以下两种: 一种是铁姑娘苦做苦干“苦”形象———“铁姑娘有铁

肩膀，铁手铁足铁了心，正好修地球”，妇女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干超重的粗活。石灰使妇女的

皮肤溃烂，石头磨烂妇女的手。煤灰使妇女洗澡用刷子蘸肥皂也刷不干净自己的脸。挑、装卸、冲
洗、抬、人拉肩扛，填补工资的不足，供养中华儿女，报酬是那样的少! ② 另一种是“铁姑娘”是一群没

有女人味、男性化的女人———“短发、圆脸、宽肩、粗腰、黑肤、大嗓门，常常扛着步枪或者铁锨生气勃

勃，比如出现在众多媒体上的突击队‘铁姑娘’”，“她们争相使自己的皮肤晒黑，争相使自己的肩膀

变宽，争相穿上肥大而破旧的男式棉袄等等，一个个形如铁塔。”③

这是社会上对“铁姑娘”的一般认识，“铁姑娘”们的英雄事迹在当时的一些报纸、档案中也随处

可见。

或许有人会说，文献记载中“铁姑娘”的事例是为了配合当时的大背景被宣扬和拔高后的“铁姑

娘”形象，但山西社科院历史所的学者们对大寨“铁姑娘队”所做的口述调查或许能让我们更真实地

接近“铁姑娘”，能更深一层的理解当时的“男女都一样”。

贾爱明: 我们那时候道儿就是这么窄，再一个路也不好走，都是拿担挑。象春天我们上虎头山，

都是挑上肥，回来的时候还得挑上石块，秋天回来还得扛上玉米秆，来回两不空，真的是很苦很累④。

贾存兰: 大部分( 跟男社员) 在一起，反正锄、刨、挽都在一起，锄地的时候，一大片地，这边是男

的，那边是女的，男的锄到头，你也得锄到头⑤。

牛桂兰: 反正有时候是比男社员也不次呢，他们拔两行行距，我们也能拔两行，他们深刨，过垄

眼，反正是不次，跟他们比上走，甚至还要超过他们，看看质量也不次，不是来他们处处不难为

我们⑥?

贾存兰说: 三战狼窝掌的时候，下的雪有九寸多一尺来厚，拿大扫帚把坝上的雪扫干净，然后再

干。石块都让雪盖住了，男社员没有停工，我们姑娘照样不停工。天可冷了，手都崩开了裂缝⑦。

中共宣扬“男女都一样”的本义是为了鼓励妇女们参加社会生产，鼓舞妇女的干劲，努力争取男

女平等。但到了“文革”期间，毛泽东的那句“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办到的事情女同志

也能办得到”被提升为“最高指示”，成为那个时代对男女平等的最高诠释。⑧

( 二) 男女不一样

在参与社会生产过程中，妇女要争取男女平等就需要干与男子一样的活儿，实现“男女都一

样”，但在家务劳动方面，却又存在着严重的“男女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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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2011 年 8 月 3 日，笔者在河北省顺平县河口乡东河口村采访农村妇女王素贞( 1938 年生) 的访谈笔录。
萧悟了:《铁姑娘———红装和武装》，摘自《激情时尚———70 年代中国人的艺术与生活》，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2 年版。
韩少功:《铁姑娘》，载《暗示》，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29 ～ 30 页。
贾爱明: 女，1947 年 9 月生于山西省昔阳县大寨村，初中文化，原大寨“铁姑娘队”队员。孙丽萍:《口述大寨史》，南方日报

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04 ～ 105 页。
贾存兰: 女，1950 年 2 月生于大寨村，初中文化，中共党员，原“铁姑娘队”队员、村妇女主任。孙丽萍:《口述大寨史》，第 29

页。
牛桂兰: 女，1947 年生于大寨村，高小文化，原大寨“铁姑娘队”队员。孙丽萍:《口述大寨史》，第 115 页。
孙丽萍:《口述大寨史》，第 29 页。
“妇女能顶半边天”出处不详( 《人民日报》等权威报刊，也从未做正式语录引用过) ; 而“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同志

能办到的事情，女同志也能办得到”，本是 1964 年 6 月，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十三陵水库游泳，毛泽东看到几个女青年从身后游上来后

发出的感慨。《人民日报》首次披露，也只是作为“毛主席畅游十三陵水库”报道中的一件轶事( 《人民日报》，1965 年) ，正式引用这

段语录是《人民日报》在1970 年3 月8 日，以此为通栏标题报道了劳动妇女们的先进事迹。此后，这个语录便频繁地被引用，有时甚

至是铺天盖地而来，不仅被赋予妇女不甘落后、要与男子一比高低的含义，而且成为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对男女平等的最高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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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有家庭以来，女性就是家务劳动的主要承担者。在中国古代的甲骨文中，妇女的“妇”字就是

女人手持扫把的形象，代表着进行家务劳动的女人。20 世纪 50 年代妇女从家庭走出，开始参加集

体农业劳动，在农业生产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撑起了半边天，但是相应地男人却没有承担起家务

劳动的责任。农村妇女只能一肩挑起了两副重担: 社会生产和家务劳动。

据井陉县贵泉村农业社的调查表明，家务劳动一般包括: 做鞋、做布袜子、拆洗棉衣、拆洗被褥、

做单衣、补补丁、捻线、推碾子磨面、摘菜、晒菜、补洋袜子、做饭、照看孩子等。这些活在家务劳动中

占的比重较大。如鞋袜，一般要 8 天左右才能做成一对; 一双鞋底就纳两天; 拆洗旧被褥一般要 5

天，缝缝补补颇费功夫; 补补丁，更是妇女的一件重活。一些壮、老年妇女，都是穿着补丁堆补丁的

衣裳。在妇女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绣花剪样不算巧，补衣补袜难死人”。妇女王生孩补一条裤子

整整用了两天，裤子上没有一块整布。其他如采菜、晒菜、洗菜、洗衣、喂猪等，也是妇女家务劳动没

完没了的活计。①

顺平县太行山区的妇女在谈起那段时间的经历时，唏嘘连声。

△笔者: 那时下地、做家务、看孩子觉得紧张吗?

李金花: 怎么不紧张，家里那么多活，一打钟就得上工，迟到了就扣分。②

△笔者: 缝衣服什么时候做?

李金花: 黑夜白天地做呗。纺棉花、做活。原先是棉花籽油灯，后来是煤油灯。③

冀淑英: 整宿整宿地做，只能抽时间做家务。④

李娥子: 那会儿都是把黑夜当白天，推碾子、打水、做衣服、纺棉花、织布，点着煤油灯，整晚上地

做活。⑤

李香云: 那时晚上打夜作( 熬夜) 做鞋，孩子得弄个兜在胸前兜着做针线活，或者等孩子睡着了

做活。⑥

李大俊: 那时都是晚上给孩子做衣服、洗衣服，点个煤油灯。做棉衣服的时候不知道熬到什么

时候。早上还得到地里干活，还得推碾子和织布。妇女们的活很多，地里回来还得赶紧喂猪，小孩

不干了，还得哄小孩，再做饭。你不去地里还没吃的。⑦

△笔者: 丈夫帮着你做家务吗?

李香云: 不帮着，地里回来就呼噜会儿，歇会儿。一样的干活，妇女干活回来做饭、喂猪、刷家

伙，人家就呼噜会儿，做熟了就说“吃饭吧”，人家就吃去了。( 笑) ⑧

△笔者: 那时你有妇女解放、地位提高的感觉吗?

李金花: 我觉不出来解放，稀里糊涂的瞎混呗。⑨

边燕青: 那时去地里干活是男女平等，因为都去干活。但回来( 回家) 就不行了，男的下工都回

来躺着去了，女的就得做饭。男的家里也有活，但不如女的多。瑏瑠

22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河北省妇联:《井陉县贵泉村农业社的妇女参加生产的情况》( 1957 年) ，冀档 899 － 2 － 98。
2011 年 8 月 8 日，笔者在河北省顺平县白云乡白西庄村采访农村妇女李金花( 生于 1929 年) 的访谈笔录。
2011 年 8 月 8 日，笔者在河北省顺平县白云乡白西庄村采访农村妇女李金花( 生于 1929 年) 的访谈笔录。
2011 年 8 月 2 日，笔者在河北省顺平县河口乡源头村采访农村妇女冀淑英( 生于 1939 年) 的访谈笔录。
2011 年 8 月 2 日，笔者在河北省顺平县河口乡源头村采访农村妇女李娥子( 生于 1933 年) 的访谈笔录。
2011 年 8 月 3 日，笔者在河北省顺平县河口乡东河口村采访农村妇女李香云( 生于 1938 年) 的访谈笔录。
2011 年 8 月 3 日，笔者在河北省顺平县河口乡东河口村采访农村妇女李大俊( 生于 1931 年) 的访谈笔录。
2011 年 8 月 3 日，笔者在河北省顺平县河口乡东河口村采访农村妇女李香云( 生于 1938 年) 的访谈笔录。
2011 年 8 月 8 日，笔者在河北省顺平县白云乡白西庄村采访农村妇女李金花( 生于 1929 年) 的访谈笔录。
2011 年 8 月 3 日，笔者在河北省顺平县河口乡东河口村采访农村妇女边燕青( 生于 1927 年) 的访谈笔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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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淑英: 解放了( 笑) ? 解放你得干活多点，什么活都得干。①

李香云: 解放什么呀? 感觉不出来，你去半天给你半天的分，去一天给你一天的分，早上不去还

得少给你点分，人家耪一个垄你耪一个垄、人家挑一担水你挑一担水，一点不少挑，分( 工分) 还比人

家少，那叫什么妇女提高呀。②

李娥子: 高什么呀! 地位不高。人多，两个人挣工分，养活一大家子，不去地里还不让吃饭。③

在昔阳县大寨村妇女们也有同样的感受。

冯素梅④: 那时候你 30 多岁，都有了孩子了吧? 要管家，还要干地里的活儿。

贾田环⑤: 有孩子了，那会儿白天动弹，黑夜做针线，黑夜不加班了还要给孩子们洗涮、缝衣服，

那会儿连缝纫机也没有。孩子的衣服，自己的鞋都是自己做的。这会儿什么也不能了，胳膊疼腿

也疼。⑥

冯: 咱们“铁姑娘队”干活的时候要争着跟男的一样，事实上心里角色还是女性角色。还是觉得

现在应该带带孩子，照顾照顾家里。

贾存兰: 嗯，其实妇女劳动比男的负担更重，家里外边都得做。⑦

从这些普通劳动妇女的叙述中，我们可以感觉到，妇女仅仅是在参与社会生产上获得了与男子

平等的权利，也即承担起了参加社会生产的责任，但男子却没有相应地尽到平等地分担家务劳动的

义务，这就给妇女造成了双重负担，使她们苦不堪言。她们对当时意识形态中宣扬的“妇女解放”记

忆并不是太深刻，而对集体劳动中的“累”却是感受最深的。

三、不能承受之重: 被异化的“男女平等”的背后

性别差异的客观存在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从生理解剖学的角度看: 女人体力上自然弱

于男人; 与繁衍人类后代相关的月经、怀孕分娩、哺乳育儿、流产等生命活动也只由女人承担。中医

学指出:“人们在劳动的时候，体内会发生一系列的生理变化，适当的劳动，可以使肌肉发达，身体健

壮，工作效率提高，寿命延长。而不适当的劳动将会给人的身体带来损害。”体力劳动是与男女生理

密切相关的，所以这种违背客观规律的“男女都一样”在体力劳动中是不能成立的，用这种有缺陷的

妇女解放理论去指导实践，必然会造成对女性解放价值尺度的严重偏离。

在“大跃进”时期，盲目地要求农村有劳动能力的妇女全出勤，不论城市或农村，将一些本来应

该留在家庭中以操持家务为主的妇女也发动出来了，偏重于强调“妇女什么都能干，什么都能干得

好”。特别在冬季开展热火朝天的积肥运动中，有很多地方提出了“泥坑是战场，轻伤不下火线，为

了完成任务一律不许请假”的口号，有的妇女带着月经、怀着孩子也照样和男子下河、受冷，干到半

夜。而在夏天，又由于天热，农活拥挤，各地为了抢荒，又开展了抢荒突击月。提出: “早下地，晚回

家，中午不休息”，在这种情况下，只重视发动妇女参加生产，而忽视了对妇女生理特点的照顾，所以

很多地区在支配妇女劳力时，对孕妇、经期、体弱的妇女在分配农活时不加以照顾，不适当地分给她

们体力不能达到的农活，如打井、开渠、拉车、抬土，强调怀孩子的妇女也得下地等，忽视给予她们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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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2011 年 8 月 2 日，笔者在河北省顺平县河口乡源头村采访农村妇女冀淑英( 生于 1939 年) 的访谈笔录。
2011 年 8 月 3 日，笔者在河北省顺平县河口乡东河口村采访农村妇女李香云( 生于 1938 年) 的访谈笔录。
2011 年 8 月 2 日，笔者在河北省顺平县河口乡源头村采访农村妇女李娥子( 生于 1933 年) 的访谈笔录。
冯素梅: 女，采访者，现为山西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贾田环: 女，1935 年生于山西省昔阳县大寨村。
孙丽萍:《口述大寨史》，第 41 页。
孙丽萍:《口述大寨史》，第 10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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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家务的时间，导致妇女过于操劳，损害身体健康，致使患月经失调、子宫脱垂、浮肿等病的人数大

大增加，有的甚至失去生育能力。①

1961 年，根据河北省卫生厅的调查，“全省闭经人数约有 200 万人( 注: 发病数字不要向基层传

达) ，一般占青壮年妇女的 20%，特别严重的地区达到 50%—70% ; 患子宫脱垂的全省约有 10 万多

人。而且有些地方这种病情仍在继续发展……”②

在太行山区，妇女在参加农业生产过程中也存在着同样的状况。

表 1 妇女病发病率( 太行山区)

地 区
调查人数

( 成年
妇女)

发病
人数

占调查
数%

其 中

子宫脱垂 闭 经 其它妇女病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涉县西城公社龙虎生产队 464( 劳) 5 1. 05 5 1. 05

平山城关、北贾壁 109 13 11. 9 4 3. 7 9 8. 2

邢台县南王穹生产队 137 9 6. 56 2 1. 45 7 5. 1

平山县城关公社新安生产队 114 7 6. 1 3 2. 1 4 5

内邱西张南站 328 152 46. 4

资料来源: 河北省妇联:《据重点调查推算全省子宫脱垂的发病情况》( 1961. 4—10. 20) ，冀档 899 － 2 － 186。

上表中数字是河北省妇联统计的。从表中数字看，各县均有不同程度的妇女发病，妇女病发病

率最高的县是内邱西张南站，发病率高达 46. 4%。

另外，从太行山区其它县的统计看，妇女产生月经不调、闭经、子宫脱垂等疾病的人数也不在

少数。

河北省阜平县统计，东城铺公社委家峪大队共有闭经的 3 个，月经不调的 6 个，子宫脱垂的 4

个③。城关公社城关生产队共 472 户，16 岁以上的妇女 479 人，子宫脱垂 11 个，闭经 80 个④。山西

省昔阳县井沟生产大队第三队，因营生没计划，派活不合理，全队妇女闭经就有 9 个，月经不调 5 个，

子宫脱垂 1 个，疾病妇女占到全队 20 个整劳力的 62%⑤。井沟妇联主任李小妮，1958 年春季带着妇

女散粮，不顾一切，带头冲锋，结果病得一年不能参加劳动⑥。后龙风塘大队，据 1957 年至 1961 年

的统计情况，所有育龄妇女的怀孕和小孩成活情况呈逐年下降的趋势，到 1961 年育龄妇女 70 个，怀

孕妇女仅 5 个，占生育妇女的 7%。老年妇女王金棠反映说:“现在妇女说劳动好，为社劳动是好，不

过就是不生育，再过几年往后看过去，人口要少一半。我有四个小媳妇，就有三个没孩子，当汉汉。”

李金华反映说:“现在的女人，真正成了男人，一不生育，二不过月经，我有二个媳妇，也没有给我生

下个孙孙。”⑦

对于妇女病发病的原因，是多种因素造成的，但过度劳累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正如 1961 年河

北省委曾指出:“发生这种疾病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例如，劳逸结合得不好; 有些妇女缺乏卫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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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河北省妇联:《关于保护农村妇女儿童健康的情况及问题》( 1958 年) ，冀档 899 － 2 － 97
河北省委:《关于抓紧防治妇女闭经、子宫脱垂的指示》( 1961 年) ，冀档 855 － 19 － 862。
阜平县妇联:《东城铺公社委家峪大队妇联会通过发动组织妇联工作推向高潮》( 1961 年) ，阜平县档案馆藏，档案号: 3 － 1

－ 26。
阜平县妇联:《关于在城关公社生产队进行妇女劳动保护重点情况向县委和专区妇联的报告》，阜平县档案馆藏，档案号: 3

－ 1 － 29。
昔阳县妇联:《关于对妇女劳力保护的几点意见》( 1961 年 6 月 25 日) ，昔阳县档案馆藏，档案号: 16 － 1 － 31。
昔阳县妇联:《关于对妇女劳力保护的几点意见》( 1961 年 6 月 25 日) ，昔阳县档案馆藏，档案号: 16 － 1 － 31。
昔阳县妇联:《关于对妇女劳力保护的几点意见》( 1961 年 6 月 25 日) ，昔阳县档案馆藏，档案号: 16 － 1 －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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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不知道怎样预防疾病，有些人还有封建思想，患了妇女病不愿讲; 由于两年来的灾害影响，有些

人营养缺乏，体质下降等等。但是最根本的原因，是由于有些领导同志，对妇女的特殊保护工作重

视不足，没有认真贯彻执行关于保护妇女劳动力的政策和规定，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

在安排劳动和工作时，对妇女生理特点照顾不够，要求男女‘一律化’，开展同等要求的劳动竞赛，或

进行激烈的体育活动，让妇女担负过重的力不能及的劳动和工作。在安排生活时，对妇女的疾病不

够关心。……”①

除了妇女病，当时妇女们所受的其它苦痛也让妇女们铭记于心。笔者在顺平县太行山区做调

查时，妇女们道出了她们心中那段不曾与人说起的往事:

冀淑英说: 冬天去满城( 修水库) ，去一冬天。妇女们搬大土坷拉( 土块儿) 。下了雪冻了冰都得

搬，冻得不行。……还有想家的。白天干活，晚上哭。妇女们不是事多吗? 去上厕所不方便，有的

被尿给憋坏了，去远的地方上厕所时间长了也不行，回来还得让你干活多点或者站着。在近的地方

也不行啊，都是大空地，哪有地方解手( 上厕所) 呀?②

“文革”时期，由于过分强调“男女都一样”，并以男性为标准，鼓励女性去做“男同志能办到的

事”，表面上似乎是要抬高和解放妇女，将她们提到男人的水平，结果却压抑了女性主体意识，剥夺

了女性权益。尤其可悲的是，这种对女性权益的忽略与剥夺竟然得到了广大妇女的普遍认同。一

些“铁姑娘战斗队”等组织应运而生，妇女们“不爱红装爱武装”，与男子比体力、比雷厉风行，像男人

一样抡十八磅锤头开山劈石，承受炼钢炉前的高温火花以及野外工作的风餐露宿等等。这也给“铁

姑娘”们的身体和心理造成了永恒的烙印。

四、“真实自我”:“男女平等”的回归

在妇女参加生产的过程中，由于过于强调男女责任和义务的平等，没有充分注意到男女客观存

在的生理差异，给妇女的身体造成了很大的损害，在群众中造成很不好的影响，这也直接影响了妇

女参加生产的积极性。

如有的社员说:“高级社好是好，就是参加劳动挣的工分还不够吃药的钱，咱宁愿挨点饿，也不

愿去送命。”③昔阳县东冶头公社各生产大队，高级社后觉得妇女的技术不行，总是让妇女做重体力

劳动、笨营生( 担粪、刨地、担土等) 。如栽山药时，总是让妇女去担水，男社员去插秧。特别是妇女

在月经期间也照常参加各种劳动，因此造成了 80 个妇女只有 50 个来参加生产，致使经常参加生产

的妇女说:“现在的人，偷懒的偷懒，装病的装病，按住这老实人死不放咱，一个月不放一天假，不给

家务活留点时间。如果你要有事，就非装病不可。”④

这种状况在“大跃进”期间就引起了中共的注意，因此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期就开始制定一些

保护妇女劳动力的政策。1959 年，李德全⑤发表《关心妇女健康 保持旺盛干劲》的讲话，提出:“各

地医务人员要关心和注意保护妇女健康，……懂得注意保护身体健康和安全生产的道理。同时还

应协助公社和生产大队，改善劳动条件，协助推行‘三调三不调’，‘经期孕期挂牌’的办法。”⑥到

1961 年 7 月，中央转发了全国妇联《关于农村妇女劳动保护政策》的报告，进一步提出: ( 1 ) 在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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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河北省委:《关于抓紧防治妇女闭经、子宫脱垂的指示》( 1961 年 3 月 21 日) ，冀档 855 － 19 － 862。
2011 年 8 月 2 日，笔者在河北省顺平县河口乡源头村采访农村妇女冀淑英( 生于 1939 年) 的访谈笔录。
河北省妇联:《关于保护农村妇女儿童健康的情况及问题》( 1957 年) ，冀档 899 － 2 － 97。
昔阳县妇联:《认真执行同工同酬，加强妇女劳动保护》( 1961 年 6 月 29 日) ，昔阳县档案馆藏，档案号: 16 － 2 － 46。
李德全，中国妇女运动领导人，著名爱国人士冯玉祥先生的夫人，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第一任卫生部部长。
李德全:《关心妇女健康 保持旺盛干劲》，《中国妇女运动文献资料汇编》第二册，中国妇女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38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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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中，要实现男女分工合作，合理安排妇女劳动力; ( 2) 因地制宜做好“四期”( 经期、孕期、产期、哺
乳期) 保护工作; ( 3) 应继续防治妇女病，并巩固治疗效果; ( 4) 建议公社党委及生产大队支部定期检

查妇女劳动保护执行的情况。① 妇联的这一报告转发后，各省、县基层单位也相继采取措施保护妇

女劳动力。

山西省长治地区的妇联组织协助劳保、卫生等有关单位制定了若干劳动保护制度与具体办法。

并有重点地进行了调查研究，总结经验，通报推广和及时地发现与解决问题，并在劳动过程中执行

了三调三不调和经孕期挂牌制。在怀孕期间每天劳动时间看情况自定，并减免一定的基本劳动日，

对产妇普遍地做到产后 100 天不分配生产任务，适当减免基本劳动日，还给予口粮补助，调剂部分细

粮和蔬菜类等。在保护妇女劳力的同时，各级妇联还配合卫生部门采取了土洋结合、集中治疗、巡
回治疗等办法，对妇女闭经、子宫脱垂、子宫出血、月经不调等疾病进行了普查、普治，一般效果良

好，妇女疾病大大下降。如晋中区曾在 5 月份有 4 万名妇女患闭经、子宫脱垂等疾病，占妇女劳力

50%。经治疗后，10 月份已下降到 2 万多人，较 5 月份下降 55%。在劳逸结合方面，不少生产队认

真进行了妇女休假制度，并采用轮休发牌制等办法，保证女社员有劳有逸。②

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努力下，妇女们的身体得到了保护，发病妇女也得到了很好的治疗，妇女

们参与生产的积极性也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不仅实现了社会解放，而且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真正意义

上的男女平等。但在“文革”时期，由于当时“左”的路线的影响，这种去性别化的“男女都一样”又

被发挥到极致，并一直持续到“文革”结束。

结 语

中共自成立之日起，就把男女平等、妇女解放列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使命之一，并把妇女的

解放与无产阶级革命联系在一起。中共认为妇女解放的目标与阶级革命的目标是一致的，在完成

社会主义大业以后，妇女也就自然而然地解放了。从阶级分析角度看，中国的妇女解放与民族解放

和阶级解放确实存在一致的一面，但毕竟，妇女解放不等于阶级解放，从性别分析的角度看，妇女解

放与民族解放的任务和目标又不可能是一致的。
“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是集体化时代的时尚话语。但泯灭性别差别的男女平等无视男女

间生理和心理的差异，打着“男女都一样”、“男人能干的事女人都能干”的旗号，在把农村妇女引出

家门的同时，又使她们的“解放”走入新的误区。由于片面追求与民族利益的一致性和整个阶级的

解放，从而忽视了妇女本身的感受，又重新给走向解放的妇女增加了新的困难和障碍。妇女参与社

会劳动，在社会变革中发出女性自我的声音，彻底结束女人无历史的状态，这在中国女性解放史上

是一个巨大的飞跃。但无论智力还是体力，如果什么都要达到和男人一样，这就导致了女性的“异

化”: 首先，妇女在违背自然本性学做男人的过程中丢失了自己的女性身份，给自身的身体健康造成

了很大的损害; 其次，妇女走上社会，从本质上是失落于家庭中的人向人类社会生活的回归，是女性

增强主体自我意识和发展创造力的基本途径。但她们对男性价值标准的追随却又不自觉地延续了

历代女性的悲剧命运———依附男人，压抑自我。

事实上，男女不平等不只是单方面的，男性和女性碰到的难题是一个问题的两极。有学者认

62

①

②

《中央转发全国妇联党组关于农村妇女劳动保护政策和农村托儿组织问题的两个报告》，《中国妇女运动文献资料汇编》第

二册，第 409 ～ 411 页。
山西省妇女联合会文件:《关于几个问题的报告》( 1961 年 12 月 21 日) ，长治市档案馆藏，档案号: 8 － 1 －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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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与女性被弱化相反，男性是被父权文化极大地强化了，因此也是受害者①。在现代社会中，男性

由体能优势所带来的社会地位上的优势日渐丧失，却依然扮演着力不从心的“超人”角色，并由此陷

入了困境。现代社会，越来越多的男性开始走进厨房干起家务，可是过去的角色期望仍箍在他们身

上，角色的剧烈冲突和压力使男性严重超载。因此，打破性别不平等不是单方面的要求，男女完全

有可能合作，共同打破“男强女弱”的观念枷锁，不仅解放女性，同时也使男性解脱。
( 本文作者 河北大学历史学院讲师，河北大学历史学科博士后 保定 07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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