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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战线上的女民工:

根治海河运动中“铁姑娘”的历史考察
*

吕志茹 刘 洁

［摘要］“铁姑娘”是建国后出现的一种对特定女性群体的特殊称谓。在根治海河大型群众性治水运

动中，国家明确规定由青壮年男性出工，但多地出现了“铁姑娘”上海河，有的甚至持续多年。这种明显

不合规定的现象之所以得到肯定并大力颂扬，与当时的时代背景与政治制度密切相关。海河工地的“铁

姑娘”虽为水利建设做出了一定贡献，但其宣传意义远胜于实际劳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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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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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

时代话语的号召下，大量女性进入传统由男性从事的重体力劳动行列，这些女性通常被称作“铁姑

娘”。学术界对“铁姑娘”的研究已有一些较有份量的成果①，但主要集中在对“铁姑娘”这一群体的

整体研究以及对这一现象的评价，尚缺乏具体工种中对“铁姑娘”劳动与组织的详细探讨。水利战

线是当时有女性参与的一个重体力劳动领域之一，在 1965 年至 1980 年开展的根治海河大型群众性

治水运动中就有一些女性参与其中。这些女性单独组织、独立“作战”，被称为“铁姑娘班”( 排或连，

依具体规模而定) 、“红姑娘连”等，与众多的男性民工组织相区别。本文对根治海河工地上的“铁姑

娘”出工背景、组织及劳动状况进行梳理，再现特殊年代下女性的劳动与生活，并进一步探讨组织

“铁姑娘”上海河的根源与成效。

一、海河工地“铁姑娘”出现的背景

众所周知，男女有明显的生理差异并造就了习惯上的劳动分工，“男耕女织”是最典型的传统社

会生活状况的描绘。人类千百年的生活实践也证明，这种分工是比较适合男女两性的生理特点的，

因此此种性别分工模式一直延续到近代。从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起，中共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

和建设的过程中，由于劳动人手的缺乏和无产阶级解放妇女的历史使命，逐渐号召妇女解放，鼓励

妇女走出家门，参与到社会生产中去。这样，女性的生活空间扩大，对体力劳动的参与率增加。建

国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女性参加生产劳动更加普遍。即便如此，在通常情况下，男女依然有约

定俗成的工种，一般强度大的劳动由男性承担，较轻的体力活才分给女性。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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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 60 年代后，“铁姑娘”现象被大肆渲染，性别分工进一步被打破。

追述“铁姑娘”称谓的由来，最初是指 20 世纪 50 年代农业合作化运动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

涌现出来的一些农村未婚女青年中的劳动积极分子①，是建国初期特殊背景下的产物，有着强烈的

“去性别化”②色彩。由于“铁”代表坚硬、坚强，完全颠覆了传统女性的柔弱形象，契合了中共提倡

的妇女参加社会生产的需要，但最初这一名称使用的频率并不高。1958 年“大跃进”开始后，由于劳

动力更加紧张，女性参加生产劳动越来越普遍，生产生活空间进一步扩大。田间地头甚至水利建设

中已开始大量出现妇女劳作，“‘铁姑娘’开始进入《人民日报》的视野，成为与‘铁老太太’、‘铁大

嫂’、‘穆桂英’、‘花木兰’、‘杨排风’等并列的一种赞语。”③1964 年，大寨经验引起了中央高层关

注，进而被树立为典型向全国推广，大寨“铁姑娘”也因此开始在全国闻名，引起各地纷纷仿效。随

着“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各条生产战线上的工作思想和工作方法越来越“左”倾，“铁姑娘”精神得

到极力强化与颂扬，女性越来越多地出现在重工业战线和重体力劳动领域，尤其是 1968 年到 1976

年期间，强有力的社会动员使这种“去性别化”特点达到顶峰。在这种背景下，更多的女性被鼓励进

入传统社会由男性从事的劳动范畴。在农村，不但小型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中妇女广泛参与，而且在

大型水利工程中也出现了妇女出工的现象。

水利建设工地的基本工作是挖河筑堤，在大规模机械化实行以前，这些工程完全靠人力来完

成，属于重体力劳动，自古不是女性的劳动任务。其中少量的参与当属无奈之举，如在建国初期的

治淮工地上，出现了“老弱病残齐上工的景象”，其中包括了很多妇女，甚至孕妇④。治淮工程是由淮

河流域的大水灾所引发，为了更好地解决灾民生活，采取了以工代赈的方式。对于刚刚经历了自然

灾害的灾民来说，吃饭糊口是头等大事，于是出现了大量妇女出河工的现象，属于民间的自发行为，

并非出于政府的有意组织和动员。因为劳动力素质良莠不齐，致使难以完成施工任务，部分地区不

得不对体弱者进行精简，被精简下去的大部分是妇女。可见，在建国初的治淮工地上，女性出工完

全是由于灾民生活所迫导致。“大跃进”期间，虽然也有大量女性参与到兴修水利中，但当时的水利

建设主要是当地的小型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而非远离家乡的大型水利工程。
根治海河运动始于 1965 年，是在 1963 年海河流域大水灾结束两年后，经过精心筹备开工的。

该工程是在国务院和中央水电部的直接领导下，以河北省为主力的海河流域相关省市共同实施的

有计划的长期治理，初步规划为 20 年。因此，在工程安排上是比较有条理的，不存在工赈和救灾的

成分。按照政策规定，“参加施工的民工条件，必须是十八至五十岁，身强力壮，经医务部门严格检

查没有旧病暗疾的男劳力。”⑤此项规定实施不久，民工的年龄范围进一步缩小，限制在 18 至 45 周

岁之间，这一年龄段在农村被称为整劳力⑥。无疑，18 周岁到 45 周岁是人的一生中身体最为强壮的

时期，比较适合从事重体力劳动。即便如此，还有严格的身体条件。按照上级要求，民工选拔必须

要经过专门的体检，一些有潜在疾病隐患的人是不允许出工的，以适应工地劳动强度大的特点，减

少伤亡。因此，参加根治海河的劳动力是经过精心挑选的，充分考虑了工地活重的劳动特点、出工

劳动力的身体素质是否适应工地的要求等。由于根治海河工程是有计划的长期治理，在治河民工

的遴选上比建国初期淮河治理上成熟许多。从上述政策来看，国家完全没有要求女性出工，但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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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化敏:《关于〈“铁姑娘”再思考〉一文几则史实的探讨》，《当代中国史研究》2007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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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玲:《新中国成立初期皖西北地区治淮运动的初步研究》，《中共党史研究》2012 年第 4 期。
中共河北省根治海河指挥部政治部:《关于民工入场前的思想发动和组织工作意见》( 1966 年 8 月 10 日) ，《河北省根治海

河运动》，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283 页。
按照当时农村对劳动力的通常划分，18 至 45 周岁的劳动力被称为整劳力; 45 周岁至 55 周岁的劳动力被称为半劳力; 18 周

岁以下的少年如果能参加劳动的也被称为半劳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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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形势及国家政策导向的风云变幻，1968 年后，海河工地上陆陆续续出现了女性的身影。这些人

中，一部分从事后勤服务或广播宣传等辅助性劳动，如冀县“柏芽公社在女干部卢金迟的号召和带

动下，不少女青年也积极要求参加根治海河，有 10 名女青年自愿组成‘三八炊事班’，热情地战斗在

海河工地上。她们说:‘我们不能推土，可以当后勤，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①由于从事后勤服

务，这些女青年尚不算在民工之列。但除了这些参加后勤服务工作的女性外，还有相当一部分女性

参加了根治海河的劳动，她们是真正参与土方工程、与男性并肩作战的海河民工，这些女性集体被

称为“铁姑娘”排( 连) 或“红姑娘”排( 连) 。“铁”代表力量，有一种不服输的气概和与男性一比高低

的豪气，“红”则代表政治倾向与思想上进。这里的“铁”和“红”没有明显区别，因此我们把这些参

加治河的女民工统称为“铁姑娘”。

水利建设工地上的劳动强度是相当高的。根治海河工程中，民工的施工工具比建国初期有了

一定进步，已经不再用抬筐和土篮，而代之于胶轮小推车，在提高劳动效率的同时，劳动强度也有所

减轻，但比起其他劳动，劳动强度依然是极高的。民工们需要把河底的土( 有的含水量很高) 用铁锨

挖出装车并爬坡筑堤，一车土重达几百斤，在施工后期河槽挖深的情况下上堤尤其困难。此种劳动

对男性来说都是相当高强度的重体力活，需要体质好者方能坚持。在笔者对当年出河民工的访谈

中，很多人称，当时出河工主要在生产队里有限的几个劳动力中间轮换，这里面有家庭特殊情况的

因素，但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个人的身体条件，有的人天生瘦小，体质弱，是无法承担如此繁重的

体力劳动的，即使派出去也难以完成任务。如一位当年经常参加治河的农民谈到一位同伴，“某某

长到 80 也没挑过河，他没那个能力。”②也就是说，在同龄人经常出河工的情况下，有人因为干不了

如此重活，始终没参加过。男性尚且如此，女性由于特殊的生理条件，从事此种重体力劳动并不适

合。而且海河工地远离家乡，风餐露宿，生活艰苦，“地方小、人过密，女同志去了不方便。”③所以政

策中要求的是男性出工，1968 年以前一直没有女性出工的记录，之所以后来出现女性出工现象，源

于这一时期对“铁姑娘”的大力宣传，政治动员起了很大作用。
“文化大革命”时期，在动员妇女参加劳动的过程中，出现了一句典型的口号，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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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学者考察，毛泽东当时讲这几句话本意

是对妇女的一种赞赏，但后来却被一些宣传部门曲解为让妇女与男子做一样的工作。这一语录的

频繁出现，对激发女性的生产积极性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这种时代话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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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可以说，女

性进入到重工业和重体力劳动领域，得到了国家的明显鼓励。在“铁姑娘”不断涌现并得到大力宣

传的条件下，水利建设工地出现女民工应该是一种必然结果。

二、海河工地“铁姑娘”组织与劳动

在根治海河运动的史料中，“铁姑娘”上海河多被解释为广大女性主动参加海河治理，如“治河

骨干工程劳动强度较大，本来不动员女社员出工。但是，广大女青年坚决要求远征战海河。”⑤在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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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大根:《冀州人民根治海河施工纪实》，《再现根治海河》，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87 页。
笔者在河北省盐山县千童镇孙庄采访门子江的记录( 2012 年 8 月 12 日) 。门子江，男，1949 年生，参加过子牙新河、滏阳新

河、独流减河等工程。
《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藁城县“红姑娘连”事迹片断》( 1968 年) ，河北省档案馆馆藏档案( 以下简称冀档)

1047 － 1 － 215 － 17。
金一虹:《“铁姑娘”再思考———中国文化大革命中的社会性别与劳动》，《社会学研究》2006 年第 1 期。
《我省人民奋战十年取得根治海河伟大胜利》，《河北日报》1973 年 11 月 16 日，第 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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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的时代背景下，不能排除有积极报名参加治河的女性积极分子。但从文献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动

员和组织的痕迹是相当明显的，尤其是基层党政领导的参与和支持。河北省藁城县小果庄连“铁姑

娘排”是 1968 年成立的，“县和公社革委会热情的支持了我们的行动。”①1971 年春，“玉田县石臼窝

公社接受治理海河的任务后，决定在海河民工中组织一支女民工排。”②还有闻名海河工地的藁城县

城关民工营“铁姑娘排”，是在 1973 年春季工程发动期间，“藁城城关东大片( 东垒下、西垒下、孟村、
五界村、革庄、毛庄、塔头、二大队、三大队) 的姐妹们听到组织妇女到海河参战的消息”③后，纷纷报

名参战。永清县曹家务连队曾在 1975 年组织了一个妇女施工排。“妇女上海河得到了各级党委和

广大群众的积极支持。”④由以上所述可以看出，地方党政部门积极参与了“铁姑娘”的组织工作。在

当时的体制下，没有他们的支持与运作，此类组织是无法成功组建的。因此，“铁姑娘”上海河，基层

领导者起了关键性作用。于是，在地方的支持下，妇女进入到水利建设工地，即传统上由男性所从

事的劳动领域，“冲破了‘妇女不能挖河’的旧习惯”⑤。

从宣传上看，妇女参加根治海河貌似热烈，但事实上，女性出工也面临着不少困难和阻力。
首先源于女性体力上的劣势。河北省藁城县城关公社女工排是由公社革委会挑选的，这些女

青年年龄最大 21 岁，最小者才 15 岁，平均年龄 19 岁。最小者的年龄甚至低于上级规定的男性民工

最低年龄，如此年轻的姑娘们能否胜任挖河筑堤的重体力活是令人堪忧的。南墩村武秀芳的父亲

说:“叫你们到工地上，不是洗衣服做针线活，是叫你们拉小车的，挖河泥。你就行了?”⑥保定市决定

成立“铁姑娘连”后，很多人不无担忧，“挖河这勾当可非同小可”，“黄毛丫头能干得了什么!”⑦静海

县有人对妇女出工这样评价，“别看闹得凶，去了也不顶用。”⑧女性体力上的劣势使人们难以相信妇

女能够承担如此繁重的体力劳动。

其次是来自传统观念的阻力。保定市委批准成立“铁姑娘连”参加根治海河的消息传来，这在

郊区成了新鲜事儿，有人说:“开天辟地可没听说过妇女挖河呀!”“姑娘挖河是‘好事儿’，可前不着

村，后不着店，什么人都有!”⑨藁城县陈家庄二大队李小英的母亲说:“那﹝哪﹞有闺女家去挖河呢，

再说，过去当民工，队里每人给四十块钱，每天记 15 分工，如今一个钱不给，一分工不多记，别人谁愿

去谁去，反正咱不去。”瑏瑠静海县王口公社在组织女性上海河时，有人说:“自古以来，也没听说过妇女

出河工。”瑏瑡上述言论，能够反映出一些群众对女性出工的真实看法和担忧，有相当一部分农民对妇

女出工是持反对态度的，这是农民长期形成的传统社会分工理念所导致。

但如此想法在“文革”时期却被描绘成为“阶级敌人的攻击与破坏”。玉田县石臼窝公社决定组

织妇女上海河后是这样报道的，“喜讯传出，贫下中农热烈支持，但是一小撮阶级敌人却在背后吹冷

风，散布流言蜚语，致使有的家长产生了思想顾虑，不愿她们去。”瑏瑢藁城县妇女出工中的阻力也被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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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是阶级敌人妄图阻止民众落实毛主席的伟大指示①，保定市则把此上升为“两个阶级、两种思想、

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②当然，在宣传报道中，所有这些阻力都通过揭批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做通

家长的思想政治工作得以顺利解决。

在意识形态的倡导和基层政府的积极组织下，多个地方出现过“铁姑娘”治海河。藁城县妇女

出工来自城关公社、小果庄公社和良﹝梁﹞家庄公社，城关公社“红姑娘排”是 1968 年春开挖滏阳

新河和加固滹沱河北大堤时组织的，以后时有出现。小果庄连“铁姑娘排”为 1968 年秋开挖独流减

河时组建，最初由十几个大队 24 名女青年组成，成立后参加过独流减河、支保大会战、治理本县木刀

沟工程和永定新河、潮白新河、引泃入潮等多期根治海河工程。良﹝梁﹞家庄公社组织状况不详，

但在 1969 年春工和 1970 年秋工分别出女工 11 人和 21 人③。保定市“铁姑娘连”由郊区 9 个公社的

90 多名女青年组成，从 1970 年冬季开挖“北四河”开始，1971 年春季参加北四河二期工程，1973 年

春参加综合治理白洋淀的除堼工程，至 1973 年纪念毛主席题词十周年时，共 3 次上海河。玉田县石

臼窝连“三八”民工排于 1971 年春组建，由 31 人组成，至 1973 年春 4 次上海河。天津市静海县王口

公社的“铁姑娘排”1971 年秋成立，由 7 个大队的 37 人组成，以后逐渐扩大，每期保持 50 人左右。

到 1977 年春改为“铁姑娘连”，由来自 24 个大队的 260 人组成。另外还有一些零星的组织，如在

1973 年春白洋淀复堤工程中，沧州地区任丘县苟各庄组织了一个“铁姑娘班”，是沧州地区根治海河

以来的第一次妇女上河④; 1974 年春治理卫运河二期工程中，邢台地区清河县马屯连有 32 名“铁姑

娘”参加根治海河⑤; 1974 年冬季工程中，沧州地区南皮县组织了两个“铁姑娘排”，她们“同男民工

开展对手赛，尽管施工条件比较困难，但她们平均每人每日推土达到八方多。”⑥1975 年廊坊地区永

清县曹家务连队组织了一个妇女施工排。临西县也有女性出工的记录。

这些来到海河工地的年轻姑娘们，应该说大部分人在最初是抱着满腔热情，想大干一番的，但

到了工地上，才发现现实跟想象有很大的距离。“初到工地有的不会推小车，一驾起来就东倒西颠

想翻车。”⑦著名的藁城市“红姑娘连”刚到工地时，因为从没干过挖河这样的活，不知道该从哪里干

起。她们“小车拉到河里，见土就装，把车道也挖了，有的班不懂得分层使土，占住一块地方一直往

下挖，挖下去一米多深，装车的时候胳膊举的很高，显得特别费劲，在劳力组合上也有窝工现象，装

车的光管装车，拉土的光管拉土，闲人多，停车的时候多，因此，头几天的工效很低，每人每天连一方

土挖不上来。”⑧针对这些问题，她们学习了兄弟连队的施工经验，请讲解员来进行讲解、指导，改进

了施工方法，改善了劳力组合，之后工效才逐步提高。在第二次收方时，每人每天平均达到了两方

多土，比一开始时提高了两倍。但比起男民工来，工效依然低很多。随着河越挖越深，施工也变得

越来越困难，有的男民工说风凉话:“你们红姑娘连干一天活，别说吃饼子吃馍馍，连喝米粥的粮食

都挣不出来。”也有的说:“你们下次别来了，干不了多少活，光给别人添麻烦。”连队中很多人确实被

重活压住了，“再加上工地大风很多，上地就刮一身土，回到工棚，被褥、饭碗到处也都是土，一到这

个时候，大伙一肚子不高兴，没好气。有人说:‘根治海河，一趟就够了，下次说么也不来了。’”这是

工地上妇女劳动的场景再现。应该说，思想上的波动是工地上的正常现象，男性亦如此，但男女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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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战线上的女民工: 根治海河运动中“铁姑娘”的历史考察

生理结构上的差异造就了在生产生活中的分工，女性承担水利施工的确存在着较大的困难。

正是由于这种难以逾越的性别差异，在实际施工中，也不得不考虑女性的特殊身体状况。据曾

和保定市“铁姑娘连”临近施工的民工回忆，在具体的施工中，“铁姑娘”是可以换班的，“她们人多，

一批下去，另一批顶上来，而男的是没人换班的。”①由此可见，在具体的施工中，依然照顾到了女性

的生理特点，即在施工单位土方量恒定的情况下，某些“铁姑娘”的组织者以增加出工人数的方法来

解决劳动强度高的问题。由此可见，在某些具体工程中，女性的人均土方量并不与男性相等。

根治海河运动后期，出工越来越困难。1980 年，河北省根治海河指挥部发布了《关于组织好根

治海河民工的几项规定( 试行) 》的新文件，强调全省海河流域内的农村社、队都有集体出工的义务，

“凡十八至四十五周岁身体健康的男性社员，都要按工期轮流出工，干部、党员、团员要带头出工。

年龄超过四十五周岁的男性社员或青年妇女社员，适于做工地炊事、医务等服务性工作的，经批准

也可出工。”②这里首次提到了女性社员，但也只是说妇女可以做些服务性工作。在所有的文件中，

从来都没有让女性出河工的记录，“铁姑娘”治海河成为时代化的印记。

三、海河工地“铁姑娘”现象的分析

水利战线上挖河筑堤的重体力劳动，通常不适合女性的体质从事，因此在根治海河运动期间，

国家政策中始终没有要求女性出工，但根治海河运动中确实出现了女民工上海河，分析其中原因，

主要有两个方面:

首先，源于整个社会环境下的宣传和引导。根治海河运动开始时，农业学大寨运动也刚刚开

始，随着大寨“铁姑娘”逐渐在全国闻名，“铁姑娘”劳动得到赞颂。“文化大革命”中，“铁姑娘”被进

一步树立为“革命妇女”的典范，各行各业尤其是重工业和传统由男子承担的重体力劳动领域中，

“铁姑娘”纷纷涌现。根治海河运动正好贯穿“文化大革命”时期，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在国家主流

话语对“铁姑娘”进行大力渲染的前提下，在其他重体力劳动行业相继出现了相当数量的“铁姑娘”

组织之际，国家的宣传与典型的力量起到了非常强势的导向作用，无疑影响到海河流域广大农村，

并直接促成了妇女出河工现象的出现，这是日常生活政治化的推动。

其次，是一些基层干部的积极响应，这是妇女出工得以有效组织的关键所在。某一区域“铁姑

娘”群体的“走红”不仅是这些妇女本身的荣誉，而且也是对这一区域基层领导工作的一种极大肯

定，因此吸引了一些基层干部大力支持并组织妇女参加治河。据学者研究，“铁姑娘”组织的成立，

“通常是因为基层领导的政治敏感性，及在各种运动中练就的将最新政治口号套在原本先进典型上

的本领。投机派需以此挣得政治资本，务实派也需以此合法地关注国计民生抓生产。”③在当时高度

集权的政治体制下，基层干部或为政绩、或为生产，需要不断迎合上级需要、捕捉适应时代的新鲜事

物来树立典型，提高关注度。静海县“铁姑娘排”的总结中有这样的表述，“我们在生产队干过不少

活，可就是没推过小车。这个问题不解决，别说上工地，就是推着行李、工具进场也办不到。”④为此

她们在出工前不得不苦练推车技术。由此看出，组织此种队伍上海河当不是为了生产，也绝非是为

了更好地完成施工任务，那么迎合社会需要、吸引关注、打造一方特色的目标就比较明显了。这些

组织也最终成为地方上的“名片”，当时的保定市、藁城县和静海县在根治海河期间成为远近闻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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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范施工单位，应该说与“铁姑娘”组织成为一大亮点不无关系，倘若他们一直按照常规组织男性出

工，恐怕难以达到如此知名的程度。与工业领域的“女做男活”多是应对现实矛盾的无奈之举①不同

的是，根治海河是由农村社队按劳动力比例出工，完全不存在男性民工不足和妇女难以安置的

问题。

按照上级为根治海河制定的政策，女性出工明显是不符合规定的。但是，此种不合规定的现象

反而得到肯定甚至高度赞扬。保定市、藁城县的“铁姑娘”组织多次受到表彰并被评为先进单位，在

1973 年毛主席发出“一定要根治海河”十周年纪念活动上，保定市“铁姑娘连”被树为典型。静海县

“铁姑娘排”多次被评为先进集体，先后出席县、地、市各级表彰大会，被上级领导称为“海河工地一

枝花”②。那么为何不合政策的事情反而得到热情的支持和大力的宣传? 这一现象还需要在制度上

进行分析。在当时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下，下级工作是否得到肯定关键在于是否领会上级的动向

和意图，而非对于政策、制度的严格遵守。这就造成在集体化时代衡量政绩的标准并不是严格按规

定办事，而在于是否符合上级的意愿，具有很大的自由度。根治海河的政策中虽没有要求妇女出

工，但在当时的背景下，国家是明显鼓励“铁姑娘”现象及组织的，不但有国家领导人的指示，还有媒

体铺天盖地的宣传。政府的导向如此明显，各地“照办”便在情理之中。在那个日常生活政治化的

年代里，迎合上级需要是基层干部获取政治资本的主要方法和手段。至于什么行为上级是支持的，

什么是反对的，则需要看当时的政治动向。因此，对于规范的遵守远小于对上级意图的揣摩。社会

发展到今天，法制化、制度化是人类不断追求的目标，也是社会进步的表现。而在我国建国后的历

史上，屡次出现制度规定不被遵守的情况，而这种违反制度的情况有相当一部分反而得到大力提倡

和赞扬，其中的根源值得深思。在这种体制下，难免出现只求形式不顾效果的现象发生，同时也破

坏了规章制度的严肃性。

组织“铁姑娘”上海河，有的地方是昙花一现，组织一二次便结束，有的地方，如河北省的保定

市、藁城县、玉田县、天津市的静海县所组织的“铁姑娘”组织持续时间较长，有的甚至达到六七年的

时间，上述地方“铁姑娘”上海河的事迹在报纸、广播、电影等媒体上多次被宣传。彩色纪录片《海河

战歌》重点宣传了藁城县“铁姑娘排”的先进事迹。在《人民日报》登载的观后感中是这样描述的:

“海河工地上的英雄行列中，妇女顶起了‘半边天’。看，藁城县‘铁姑娘排’个个都是女英雄。为了

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她们移风易俗，敢字当先，勇敢地奔上治河第一线。在那艰苦奋战的日子

里，她们一队队、一行行，飒爽英姿，推着装得象小山似的胶轮车，健步如飞，往来如梭。”③应该说，这

些上海河的女性与治淮工地上的妇女相比，仍然有明显的优势。建国初期治淮工地上的女性并无

任何年龄上的限制，甚至“孕妇上堤”。与此相比，根治海河运动中的少量女性是经过挑选的适龄未

婚女青年。保定市“铁姑娘连”“最大的二十五、六岁，小的十七、八岁”④，虽然有些女性的年龄偏

小，但在体力劳动方面毕竟胜过老弱孕妇。无可否认，少量体格健壮的女性在体力劳动中不输于男

性，但是也应该看到，男女存在生理上的差别是一般规律，将体力劳动作为唯一标准消除性别差异

并不现实。虽然中共在动员妇女参加生产劳动中提出了“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的号召，这也只

能作为一个宣传的口号，况且要求“女做男活”也是对男女平等要求的异化与误读。

在根治海河运动中，“铁姑娘”们为海河治理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以静海县王口公社的总结为

例，“这些过去没有出过家门的年轻姑娘们，为落实毛主席‘一定要根治海河’的伟大教导，每期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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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芬芝、李琦:《当代愚公的颂歌———彩色纪录影片〈海河战歌〉观后》，《人民日报》1973 年 12 月 16 日，第 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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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战线上的女民工: 根治海河运动中“铁姑娘”的历史考察

推车爬坡，风餐露宿，豪情满怀，平均每人日行百里路，负重万斤土，合计行程三百万公里，可绕地球

七十五周，累计完成土方达二万立方米之多。”①成绩是突出的。她们还“经常利用工余时间，帮助炊

事员拉水、做饭，给全连同志刷鞋，洗、补衣服。”②玉田县石臼窝“三八”民工排在海河工地上“不仅

和男民兵们比着干，中午或晚上休息时，还拿着针线包，走东棚，串西棚，为男同志缝补衣服，有时常

常忙到深夜。”③同样，保定市的“铁姑娘连”有着类似的总结:“在党支部的领导下，我们全连战士除

每天参加战斗外，还利用工休时间，赶排了文艺节目，组成小型文艺宣传队到兄弟连队慰问演出，并

利用中午和晚上休息时，为广大男民工拆洗被褥，洗衣服、刷鞋。三年来，我连为男民工洗补衣服共

六千二百多件。”④这是当时女性生产生活状态的典型反映，在“男女都一样”的倡导下，打破男女性

别分工的女性们，不但进入了通常由男性从事的重体力劳动领域，挑战性别分工、挑战生理极限，而

且依然继续扮演着女性的传统角色，即使离开了家乡远赴海河工地的“铁姑娘”们，也没有完全脱离

家务劳作，且都是在工余时间完成，背负了双重的劳动压力。

不过，在根治海河运动中，女性总体出工人数较少。由前述论述可以看出，规模较大的保定市

“铁姑娘连”90 人左右，藁城县“红姑娘连”人数最多时 100 人左右，静海县仅在 1977 年规模最大时

扩编至 260 人，多年维持在 50 多人。其他地方出工者基本为两位数，且多数地方出工并不连续。根

治海河运动持续了 15 年的时间，每年冬春两期工程，每期出工人数都要达到几十万人，女性只在少

量年份，有限的几个县、团出现过，在人数上只是茫茫大海中的小浪花而已，成为数十万劳动大军的

些许点缀。根治海河运动中的绝大多数土方工程是男性劳动力完成的，男性是海河民工的绝对主

体，这是不可争辩的事实。“铁姑娘”是时代造就的一种现象，其宣传意义远远胜于实际的劳动

效果。
( 本文作者 河北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河北大学历史学院讲师，河北大学历史学院博士后 保定 07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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