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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关于土地改革的研究成果数不胜
数，但无论是论文专著还是资料集、回忆录等，涉
及的内容大多以男性为中心的不法地主、 恶霸、
富农、诉苦的农民等。对土改时期妇女的研究近
年来有所拓展，如汤水清的《20世纪50年代初期

中国乡村贯彻 〈婚姻法〉 过程中的死亡现象探
析》、王克霞的《翻身与翻心：土改中女性的双重
体验———以沂蒙地区为例》等论文，以土改时期
的婚姻法颁布实施为视角来研究中国妇女婚姻
变迁和妇女解放情况。但学界对土改时期的妇女

李建华，女，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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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地区土改中的乡村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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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世纪50年代，中国共产党在中南地区实行了以土地改革为中心的乡村社会改造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

动员下，中南乡村妇女从封建制度的束缚和家庭的藩篱中解放出来，以满腔的热情积极投身于土地改革的洪流中。妇女作

为一个在历史上失语的群体，能如此鲜活地活跃在乡村政治舞台上，这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引导密切相关。中国共产党建

立的新政权及其领导的土地改革为乡村妇女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提高社会地位的良机，妇女日益起到了“半边天”的作用，

成为土改运动中不可缺少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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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ral Women in Central South Region During the Party-Led Land Reform in
Early 1950s
Li Jianhua

Abstract: In the 1950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arried out the rural social transformation centering on land reform in
central south China. Under the leadership and mobiliza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rural women in central and southern
China were liberated from the bondage of the feudal system and the barriers of the family, and actively engaged in the tide of land
reform with full enthusiasm. The fact that women, as a historically aphasia group, can be so vividly active in the rural political arena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correct guidance of the Party. The new regime establish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the land
reform led by it provided unprecedented opportunities for rural women to improve their social status. Therefore, women increasing-
ly “held up half the sky” and became an indispensable force in the land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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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仍显薄弱。本文借助湖南、河南、广东、江西
等省档案馆馆藏资料和中南军政委员会土改委
作的中南区100个乡的典型调查资料、 中南区35
个乡1953年农村经济调查资料、江西省土改委14
个乡的调查资料以及党报党刊等的资料，采用历
史与逻辑相结合的方法，把中南乡村妇女群体的
嬗变放到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这个历史变迁
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试图分析乡村妇女参加劳
动的基层实践，揭示妇女劳力如何被开发以及开
发的程度，又如何从家庭逐步走向社会的过程及
这一过程中党和国家如何在劳动中对妇女角色
和形象进行塑造。

一、中国共产党发动中南乡村妇女深入土改
的背景

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以来，一直把解放妇女作
为重要的奋斗目标。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妇女
群体发挥了重大作用。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土改
运动中，中国共产党对妇女是否参加土改进行了
深入思考， 日益认识到妇女参与土改的迫切性、
重要性和参与土改的可能性，于是将解放妇女纳
入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中心工作中来。 事实证
明，经过土地改革运动，妇女的自身地位和参与
的社会活动都发生了质的转变。

根据20世纪50年代该区各省典型村的调查
及一般的统计材料， 土地改革前的中南乡村，地
主阶层的人口占全区人口的3%—4%，富农占5%
—6%，中农占30%左右，贫雇农及其他劳动人民
占60%以上［1］（P6）。在新中国成立前的乡村，农业生
产仍然是主要的生产活动，也是农民的主要经济
来源。然而，无论是全国还是中南区，人多地少的
矛盾都非常突出，无地少地的农民占有相当大的
比重。作为最基本生产资料的土地的缺乏，极大
地制约了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是农
民生活长期贫困化的主要因素。妇女的生活更为
艰难。由于生活所迫，她们中的许多人特别是中
南区湖北、江西、广东等省的许多农家妇女，除了
要进行农业或手工业生产劳动外，还要遭受到传
统婚姻制度的欺压。重婚、纳妾、童养媳在各地都
很普遍，妇女不仅沦为生儿育女的工具和男人淫
欲的对象，而且还过着牛马一般的生活，是旧中

国中最底层的社会成员［2］（P6）。乡村妇女的贫困生
活体现出其参加土改工作的必要性及可能性。

解放战争以来，乡村妇女在支前、 剿匪、反
霸、减租、生产等各种运动中表现出色，她们不但
积极参加，而且还涌现出不少积极分子与劳动模
范，这证明妇女是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1950年，
按照中共中央和政务院的要求， 开始进行土改。
面对这一伟大运动，如何发动包括妇女在内的广
大农民积极参加土改， 是当时党面临的中心任
务。1950年的《人民日报》社论分析党发动妇女参
加土地改革的一个原因，是从政治上考虑“做好
土地改革，必须充分发动群众，而妇女发动的好
坏，乃是群众发动好坏的标志”［3］。因为“今年冬季
约有一万万农业人口的地区实行土地改革，这是
一个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也是一场系统的激烈的
斗争。 要彻底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所有制，
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必须有一支坚强有力的
土地改革队伍， 才能完成这个伟大的历史任务。
在这个队伍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农民群众，而占
人口一半的妇女是一支不可忽视的伟大的力量。
如果把妇女的力量发动与组织起来，就增加了土
地改革的力量，否则，妇女不但不起作用，还影响
男农民的发动与组织，这样，土地改革队伍的力
量就分散和削弱了。”［3］另外一个原因是从经济上
考虑，“在土地改革后， 妇女将发挥更大的力量，
参加农业生产运动，这对国家的农业生产建设是
有极大意义的。”［3］因为“土地改革运动是农民群
众的翻身运动，几千年来受尽残酷压迫与剥削的
农民要在土地改革中彻底翻身，获得经济、政治
的权利，以求得自己的解放；必须男女农民自己
起来解放自己。如果在土地改革运动中，没有把
妇女发动起来， 她们就不能真正获得应得的权
利，甚至给她们权利也不敢或不会应用”［3］。

中国共产党对妇女是否参加土改非常重视，
一是强调妇女参与土改的必要性、重要性，对农
村妇女工作不应有所忽视。1950年11月10日，中
共中央中南局发布指示：“中南地区在今冬将有
五千万农业人口的地区实行土地改革，在土地改
革中必须注意发动广大妇女群众参加斗争，以增
加反封建的斗争力量， 更好地完成土地改革。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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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离开了占人口半数的妇女群众的参加，反封
建斗争实难以取得坚固的胜利；而妇女本身受压
迫的解除，也必须结合反封建的斗争胜利才有可
能。为此，各地党委在领导土地改革运动中，必须
特别地对农村妇女工作加以系统的注意，而不应
有所忽视。”［4］二是强调必须认真贯彻男女劳动群
众一齐发动的方针。“不应只发动男农民不发动
女农民，或机械的划分阶段，先发动男农民再去
带动女农民。在检查土改中群众工作时，要同时
检查妇女发动的程度， 并及时总结经验克服偏
差 ［4］。三是注意到妇女在土改中的权利，并加强
对妇女土改工作的指导。16日，江西省民主妇女
联合会在《江西日报》发出指示，指出：“要广泛
宣传与动员广大妇女积极参加运动与土改斗
争， 要在完成土改的基础上逐渐争取妇女在经
济上的独立与政治上的平等权利； 在土改中要
加强对妇女工作的领导；在土地改革运动中要注
意扩大与健全妇女基层组织———乡妇女代表会：
我们要求土改到那里，妇女发动到那里，农会建
立到那里；要切实保护妇女的权利，适当解决妇
女特殊要求，在土地改革中要保障妇女与男人同
样分得一份土地与生产资料； 要在生产与斗争
中，发展妇联会组织，培养妇女干部，发现积极分
子，有重点的建立乡妇女代表会，以准备明年土
改打下良好基础。”［5］这两个指示对发动妇女干部
与广大妇女群众积极参加土改，在土改斗争中发
展妇联组织，建立与健全各级妇代会，培养女干
部， 保障妇女的政治权利与经济利益等问题，都
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二、中国共产党在土改中如何深入发动乡村
妇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共中央决定在全
国开展土地改革运动。在落实中共中央和中共中
央中南局关于土地改革的意见和要求后，中南区
对本区的土地改革进行了总体规划和具体安排。
根据各地区的不同情况，党发动妇女参加土改的
主要过程如下：

（一）充分的思想动员和土改宣传教育
1951年，中南区6800万农业人口地区实行了

土地改革，未实行分配土地的地区开展了清匪反

霸减租退押运动。土改刚开始时，由于干部少，时
间短，工作不够深入，因而土改后地主反攻倒算，
破坏生产。农民未能广泛动员起来，特别是区乡
干部对妇女工作普遍未加重视，妇女没有得到充
分发动。广东省兴宁县、宁新乡总结土改妇女工
作报告指出工作中的缺点和经验教训：一是认为
领导对发动妇女参加土改工作的计划不够，缺乏
结合一点推动全面的工作方法，往往是东一村跑
跑，西一村走走，抓不住重心。同时事前也没有一
个很具体的计划，如工作将要结束了，才决定要
召开乡农代会，因此手忙脚乱，使会议不能很好
地进行。二是认为在领导上还没有把全体干部都
动员起来，重视妇女工作，尤其是动员女干部来
做妇女工作的意识还不够。有个别女干部认为妇
女工作麻烦、琐碎，不大愿意接近妇女与组织妇
女，同时也有个别男干部思想上已认识到发动妇
女的重要性，但实际搞起工作来还是有“妇女工
作妇人家去干”的不正确观念［9］。与此同时，妇女
也存在几种落后思想，如：阶级意识比较模糊，对
自己过去所受痛苦，部分妇女同志认为是自己没
有本事；有自卑心，看不起妇女的力量；对政策摸
不着底，怕提高自己的阶级成分，尤其是丈夫当
过保长，又是中农的；依靠人民政府做好工作的
依赖思想，这多半表现在贫雇农妇女中［10］。

针对以上情况，党采取的措施首先是教育工
作干部，重视发动妇女的工作，明确认识如果占
农民一半人口的妇女发动不起来，就不能使土地
改革胜利进行，甚至会有不法地主利用这一弱
点，乘机进行破坏活动。并且要打破某些干部“嫌
妇女落后”“嫌麻烦”或不愿做妇女工作等错误的
思想观念。如河南淮阳刘楼乡，由于土改中乡的
领导干部一直就重视发动妇女的工作，形成男女
农民组成的强大反封建的力量，使土改得以更加
迅速深入地展开。土改结束后，26%的妇女已经发
动起来，有56个妇女当了乡村干部，一百多个妇
女当了农民代表，9个妇女参加了青年团，一个妇
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阶级觉悟普遍提高了，为
巩固土改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8］。

同时，党对乡村妇女进行阶级教育和深入的
土改宣传教育。1950年， 江西省民主妇女联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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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动员全体妇女积极参加土地改革运动，发出指
示要求，要让每个妇女认识在反动统治下，妇女
所受的痛苦根源是旧的社会制度下地主阶级的
压迫，对妇女进行阶级教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后， 在中共江西省委和省人民政府的领导下，
要更进一步向妇女群众作深入的宣传教育，使广
大妇女都认识到，只有在共产党与人民政府领导
下彻底完成土改，从经济上消灭封建剥削土地所
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才能改变旧的道
德观念和旧的风俗习惯，同时也只有妇女与男人
同样取得一份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并积极参加
生产而且在经济上有了地位，才能真正达到男女
平等，所以土地改革与妇女解放的目的是完全一
致的［5］。

各地经验证明，发动妇女首先应打破其家庭
的束缚和障碍， 因此就需要在发动男农民时，提
出“一人翻身，全家翻身”的口号，首先打通他们
的思想。并结合召开老年农民会（如妇女的公公
婆婆等），教育他（她）们认识全家翻身的道理，以
便通过他们， 推动全家妇女参加反封建斗争［11］。
有的地区发动老年的公公、婆婆，并收到很大效
果。如湖南醴陵县大障、石门、橙头等乡开了个公
公、婆婆会，进行阶级教育，打通他（她）们的思
想。此后，这些公公婆婆不但不阻拦反而更加鼓
励自己的媳妇和女儿参加土改，如石门乡妇女彭
爱莲的公公，先前不许儿媳妇出去开会，但等他
思想打通后， 每逢开会都督促彭爱莲说：“快去，
别叫大家等着。” 橙头乡三村村农协主席李合人
的母亲在开婆婆会时思想搞通了以后说：“唉！共
产党原来处处都替我们打算，我再不阻拦儿子的
工作了，下次我也叫儿媳妇来开开脑筋。”［8］

（二）通过诉苦教育提高妇女阶级觉悟
诉苦是在抗日战争和土改时期中共发动群

众参加革命的一种手段，“中共正是通过诉苦启
发农民的阶级觉悟并迅速提升其经济、政治和社
会地位，可以使农民感受到一个作为大救星的国
家形象，同时，也使农民认识并痛恨一个旧制度
旧国家的消极形象。”［6］“这是一个诉苦→阶级意
识→翻身→国家认同的逻辑过程。广大农民是通
过成为贫下中农这一阶级的成员而成为新国家

的人民或群众的。”［6］土改时期，诉苦仍然是中共
发动妇女参加农业生产的一种重要手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广大农村妇女过着
非人的生活，受尽了国民党反动派及恶霸、地主
的压榨凌辱，正如1950年江西省民主妇女联合会
总结的那样：在过去几千年来在残酷的封建压迫
与束缚之下，尤其在国民党二十多年的反动统治
下，妇女所受的痛苦比男人更深，经济上不能独
立，政治上没有地位，尤其是劳动妇女，除在政治
上经济上与男人同样受地主压迫与剥削外，还常
常在身体和人格上，受地主蹂躏和侮辱，过去旧
社会把妇女不当人看， 任意杀害抛弃、 虐待、歧
视， 在父母包办买卖婚姻和封建的旧礼教统治
下，不知有多少妇女或因此丧命，或过着痛苦的
奴隶生活［5］。觉醒后的妇女在诉苦会上的控诉，就
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如江西瑞金九堡区斗争恶霸
地主佐臣时，一个老太太指着恶霸说：“土地革命
时，我丈夫参加工作后，你把他杀死了，被你杀了
四十八刀，肠子都挖了出来，第二年你又把我便
宜的东西都搬走了，把我拉去坐牢，用竹鞭、马刀
把我打得好苦！”［7］

妇女们在斗争中不但能打破情面进行诉苦，
而且认清了地主阶级的种种阴谋诡计，拒绝地主
阶级任何的收买，提高了阶级觉悟，坚定了阶级
立场。如湖南攸县背乡地主彭区芬老婆到贫农妇
女谭清秀家里威逼利诱，恐吓谭说：“哎呀，你造
孽，这样的破烂被子怎么盖？我有床好被子在我
家楼上，还有二桶谷，你叫你男人去拿回来，莫给
别人晓得。莫斗我，我的崽（指孩子）在东北人民
政府工作，回来后也感你们的情。”谭清秀说：“你
是猫哭老鼠假慈悲，过去你见了我说汗臭，今天
你这样搞是玩花样。”第二天斗争大会上，谭清秀
便揭露这地主婆的阴谋［7］。湖北省江陵县天河乡
八村妇女代表余传化装为乞丐和走亲戚的模样，
监督一个要立功赎罪的伪保长，还两次下江南捉
回了全乡霸首王浮武［7］。

农民群众尤其是妇女经发动后，在农民群众
大会上，向地主阶级显出一种壮烈的示威，纷纷
争吐苦水，挖穷根，算剥削账。湖南益阳二区紫罗
樵乡在斗争恶霸判处徒刑时，群众有担心变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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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不敢说杀（该恶霸的罪恶实应该杀），妇女
龚秀英说：“恶霸不杀，我们莫想翻身！”全区男女
群情激动，纷纷签名，要求杀恶霸。醴陵县（今湖
南省株洲市醴陵市）水口乡斗争地主时，妇女群
众凭说理斗争，算剥削账，索还了过去地主非法
剥削的押金共计光洋600元，金戒指25个［7］。

党还发动男女农民同时诉苦， 结合时事进行
教育。各地发动妇女的事实证明：妇女在未经发动
前，普遍存在着“命运”“怕变天”“依赖男农民”“怕
羞”等思想顾虑，因此必须通过诉苦和时事教育，
打通她们的思想。 如江西上犹县三区农民廖庆香
的妻子，原先只是怪自己的“八字”不好，看见地主
不劳动而吃好穿好，丈夫一年忙到头却没吃没穿，
反而觉得地主有“福气”，怨丈夫不会赚钱，自己命
苦，每逢家里断炊，就打孩子出气。但她自参加诉
苦后，才明白了自己是被地主剥削穷的。后来她打
破旧思想的束缚，积极参加了土地改革。瑞金、崇
义等县妇女经过诉苦和时事教育后， 斗志更加高
昂，两县妇女代表，均分别举行过游行示威，一致
表示坚决以胜利完成土地改革的实际行动来支持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诉苦开始，发言的妇女有时容
易谈些家庭内部的小事。 如自己的丈夫打骂自己
等，但在经过引导启发后，就会找原因，多是因受
地主阶级的压迫剥削而使生活困难所致， 由于家
庭和睦了，觉悟也提高了。如湖南长沙莲湖乡一个
诉苦会上，经过这样引导启发诉苦后，觉悟了的妇
女便说：“当丈夫的过去因受地主的剥削， 养不活
屋里人，只好在屋里吵，今后把地主打倒了，翻了
身，就没有这些事了。”［8］对于“依赖男农民的思
想”，除了进行阶级教育外，还要启发妇女讨论“土
改依靠谁？”认识妇女在土改中与男农民同样分得
一份土地财产， 要与男农民一齐起来共同消灭封
建剥削制度。 湖南湘潭二区棠华乡妇女萧付兰在
经过以上教育后， 便与她丈夫互相勉励参加土改
斗争， 并向她丈夫说：“你知道分田， 我也知道分
田，今日我们妇女也要和你们一样起来干。”［8］

在经过诉苦教育提高了阶级觉悟后，妇女在
土改中所起的作用并不亚于男农民。 划阶级时，
妇女们都参加了。如广东有些地区由于平时田里
的劳动多是妇女参加， 她们熟悉土地的占有情

况，划阶级也主要靠妇女来操作 ［7］。在没收征收
中，妇女们表现得更细致负责。如江西寻乌单车
区汇洋村农会委员梅贱妹，在斗争会上宣布地主
郭文彪的东西隐藏的地方，会后就亲自带领妇女
们去搬出来，第二天找出地主郭春明媳妇偷藏的
五箱东西，连藏在外乡的东西都找出来了。在看
管与分配斗争果实方面，妇女在反对不法地主的
分散和隐瞒中所起作用更大。在分配中，妇女们
认识到只有靠大家团结才能把东西分好，因此很
认真地讨论分配问题。湖北武昌唐涂乡讨论分配
时，胡美玲等三个妇女说：“分了田，分了耕牛农
具，穷人能说话就叫翻身，人家都说妇女小气，这
回分东西，我们妇女非要争口气不行。不争吵，召
开乡妇女代表大会，天下穷人是一家，先让贫雇
农分，谁穷坑深就给谁多分点。”［7］江陵县天河乡
在分家具时，全部交给妇女们讨论分配，结果分
配得很好。许多地方，由于分配过程中妇女们非
常团结，分配任务得以顺利完成。

妇女们经过了实际的斗争后，提高了阶级觉
悟，也积极投入了武装斗争。江西南昌县五沙村
妇女为防止地主偷运走东西，80多个妇女自动参
加放哨，在细雨凉风里，手执长矛，日夜轮班站
岗，警卫全村。全乡曲阳全区民兵大会上，也有
208名青年妇女持鸟枪、梭镖，在胸前戴着一张红
徽章，雄赳赳、气昂昂地参加开会。广东兴梅等地
区，女民兵占全体民兵的70%以上，仅兴宁县宁新
乡报名参加民兵的妇女即有204人。 湖南临湘县
（今岳阳市临湘市）四区唐村乡，34名妇女参加民
兵。 其他地区亦有不少的妇女都参加了民兵，保
卫自己的胜利果实［7］。

（三）开好乡妇女代表大会以深入发动妇女
湖北省阳新县复查队进村后，经过深入调查

了解，发现在整个土改运动中，只有少数的妇女
开过一两次会。进村后，在大力宣传土改复查的
基本目的与要求下，虽然做了一些宣传，但有计
划有步骤的宣传（如在乡干部集训会上有意识地
注意物色先进妇女）都是不够的。县妇联黄桂香
去后， 才从思想上高度重视深入发动妇女的工
作，在查、打倒、深入发动阶段，进行了深入发动
妇女的工作［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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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代会后，黄桂香紧接着召开了全乡的妇
女代表会，到会94人。重点是通过阶级教育，提高
阶级觉悟，进一步进行“五权”“四反”教育，树立
妇女争取自由解放的信心。 会议由黄桂香主持，
同时也请了乡干部参加。如乡长孔亿柏到会与妇
女代表谈话，表示会后一定撑腰做主，并作了自
我检讨。他说：“我在土改中，没给妇女开过一次
会，有些妇女受压迫、受限制，我也没有很好处
理，这是我的不负责任，今后坚决改正。”给大家
很大安慰与鼓舞。然后转入小组讨论。经验证明，
小组讨论较深入，一般妇女单独讨论时，大胆、顾
虑少，敢发言，在回忆过去的痛苦、对比今天的生
活后， 进一步认识了地主阶级给予她的苦难。在
此基础上进一步贯彻三查： 查妇女是否当了家，
查翻身是否彻底，查妇女是否一条心了，树立当
家作主的思想。由小组讨论结合典型发言，从小
组讨论中发现典型， 又从典型报告上推动代表。
代表成桂香说：“会都没有开过，还当家呢！”代表
骆秋菊说：“我母亲背着我送面给地主吃。” 在相
互推动下，大家提高了觉悟，树立了敌情观念，增
强了发动妇女的信心。妇女代表骆秋红，因初次
参加这样的会，受了大家的启发，在典型推动下，
她终于说出了心里话：“我是个年轻人，不出来开
会，人家说我落后。我每次开会回去都被我丈夫
和婆婆骂，还不给我饭吃，说：‘你去野吧！’”她说，
“我这次了解了，翻身还是靠自己。”检查“五权”
时，妇女进一步进行了算细账，通过骨干、先进，
讲明“五权”的基本精神，带头检查。代表骆孔细
说：“婚姻自由权差不多得到了，但人权、地权、财
产权、参加社会活动权，还没得到。”大家在会上
热烈讨论了回去怎样发动妇女， 进行反虐待、反
限制［9］。

三、中南乡村妇女参加土改的成效
自中共中央中南局发出关于土改中加强妇

女工作的指示后，中南区大批农村妇女相继投身
到轰轰烈烈的土改斗争中去。许多地区妇女参加
土改斗争，人数达到妇女人口的80％以上。据江西
省55个县不完全的统计，参加诉苦划阶级、征收、
没收的妇女群众共达2179400多人。 如上饶从
1951年冬到1952年春分区铺开土改地区共计8个

县2325个乡，1个镇，复查共9个县202个乡。据5县
186个乡的统计， 参加土改运动的有男93950人，
女78808人，妇女占45％强。4个县76个乡复查地区
的统计，参加运动的男人31635人，女23041人，女
占50％弱［10］。

河南商丘专区参加斗争的妇女有559000多
人。在中南区有很多地区的妇女经常参加主要劳
动， 她们在家庭生活与社会生活中起着重大作
用。特别在两广，妇女在土改中起着决定性作用，
没有妇女参加就无法划阶级进行土改。在土改运
动中，妇女组织得到长足发展，全区加入组织的
妇女达20005762人， 较1951年的8691353人扩大
了两倍以上；农协会员3100余万人，其中女农协
会员1410.7万人，接近半数。妇女们参加了各方面
的工作。 据河南省44个县及湖北全省不完全统
计，有：女乡长805人，女性乡农协主席877人。湖
北省女农协委员9064人，江西女民兵5万多人，广
西兴梅女民兵占全体民兵的70％以上， 河南许昌
专区的女乡长绝大多数是模范工作者。这些事实
证明了妇女什么也能做，并且能够做得很好［10］。

由于阶级觉悟的提高，中南区多数农村妇女
踊跃地投身到社会改革运动里。生产方面：在开
荒、栽禾、耘田、犁耙田地、抗旱、灭虫、割草上，妇
女们更是表现了不可忽视的力量。过去很多不会
作田的妇女，现在学会了。如安义二区青湖就增
加了1004个会作田的女性。 妇女开荒的也多了，
南昌10个县的统计， 妇女们开了2600亩以上。上
饶全分区参加农业生产的妇女， 东乡一县即有
15696人， 参加开荒的人数3569人， 共开出荒地
96888亩。 其中涌现出了大批的积极分子和劳动
英雄。 如横峰县葛源区牌楼村劳动妇女冯有兰，
会犁田耙田，自己种了九亩五分田，还开荒四亩
多，并帮助别人打短工12个。又如玉山的陈菊花，
才18岁，干起活来和男人一样。这些劳动模范，都
负担着极重的家庭劳动，没有她们的劳动，全家
生活将受到很大影响［12］。

在副业生产方面：上饶全专区主要生产是编
草鞋、种麻、采茶等，如广丰县发动每人种“三棵
南瓜”运动，仅法雨区妇女共种南瓜61290棵。据
该区一个乡的统计，共孵小鸡95窝，赚得443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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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往年法雨区参加生产的妇女只有7人，今年增
加到130人［12］。

随着生产运动的开展，涌现了大批的劳动模
范。各县都召开了劳模大会，每个会上都有妇女
模范受到了人民政府的奖励。 清江的291个劳模
中，有103个是妇女。

妇女们不仅积极参加农业生产，同时在各种
社会改革工作中， 也贡献了她们应有的力量。南
昌全区10个县成立了妇联筹委会，1754个村成立
了村妇女会，发展妇女会员118271人，并在各种
运动的积极分子中发展了401名青年团员， 培养
与提拔了不少的农村妇女干部。 如清江县反霸
时，9000多名妇女到会，880个妇女上台诉苦。进
贤三阳和新建一区的妇女，更是在清匪中起出大
枪3支、手榴弹4个，捉住土匪4名。在征粮中，不少
农村妇女参加送粮，有1000多名妇女督催各户交
粮；为送粮的戴红花、修道路、借车子。

在剿匪中，上饶余江区锦江镇力新街妇女主
任陈菊兰、汤桂莲等帮助整风、了解匪情，并说
服、动员匪属。结果，在伪参议长家，起获左轮手
枪一支。在减租中，东乡区马圩区铁山乡七村妇
女饶兰香， 带头减回租谷31500斤。 通过这些工
作，她们提高了政治觉悟，迫切地要求学习文化，
对新婚姻法的学习和宣传，非常认真。大家反映
说：“这是千百年来妇女翻身的一件大事，非得好
好学习不可。”全分区7个县的统计，已成立识字
班159个。参加学习的妇女2791人。她们学习情绪
都高，已有少数妇女经过学习，会抄歌子了，多数
妇女不但能认识自己的名字， 还可以写出来［12］。
安义一区中洲城上识字班的王莲秀，现在已经学
会了400多生字［13］。

四、中南乡村妇女土改工作取得的经验
1950年6月开始， 江西全省有30万人口的地

区进行了土改工作，由于党和政府的重视、妇联
干部亲自参加， 在土改中注意了发动妇女的工
作，发挥了妇女群众的力量，各地在发动妇女参
加土改工作中，有如下几点经验：

（一）在土改中一定要贯彻男女一齐发动的
方针

在发动妇女中，党贯彻男女农民一起发动的

方针，具体做法上，各地成功的经验是在开始发
动贫雇农的时候， 注意打通男贫雇农民的思想，
提出“全家发动”的口号，通过他们分别发动他们
的母亲、妻女、姊妹。如湖南湘乡二区中沙乡七村
农民邓楚陶， 耐心地启发自己的妻子诉苦找穷
根，讲解只有实行土改才能翻身的道理，这样便
说服自己的妻子，从此以后，他妻子不但不再反
对丈夫出去搞斗争，她自己更主动地去发动了13
个妇女。又如浏阳县贫农刘贤智的母亲，开始骂
他儿子参加民兵“学懒”，另一贫农李有贵就抓紧
历述她过去因受地主阶级的压迫而讨饭吃的痛
苦，来启发了她，从此她不但勉励自己的儿子更
好的担起民兵的责任，并报出以前地主隐蔽在她
家的东西。另一种做法是工作干部在开始深入发
动贫雇农的时候，就注意同时发动妇女，如湖北
河阳小河乡工作人员顾德兴在发动贫苦农民王
雨清诉苦时，有些事情王雨清记不起来了，顾德
兴就启发他妻子来补充。 该乡运用这种方式，成
功发动了好几家贫雇农［8］。

（二）划阶级的斗争中必须结合诉苦启发和
提高阶级觉悟

党在划阶级中发动妇女诉苦，与地主阶级算
账，提出“苦水倒不尽，阶级划不清”。妇女的阶级
觉悟要在这过程中抓紧启发使她提高，例如万年
县有个贫农妇女程水秀，原先认为：“人家的田愿
意给便好，不愿便算了。”后来根据她亲身所受地
主阶级压迫剥削的事实对她进行了启发，她很有
感触地说：“因借地主廿元银洋，五年后把一幢房
子拿走了，丈夫儿子当了七八年长工，结果还把
八亩田贱价卖了，我的苦即成了地主的富。”［15］经
过这样的诉苦后， 妇女群众认清了应该打倒，应
该消灭地主阶级这个道理。

（三）在土改中要加强对妇女工作的领导
为了在土改运动中充分发挥妇女的力量，各

级党政领导机关注意加强对妇女工作的领导与
支持， 将发动妇女参加土改视为自己的任务。要
求在土改中纠正不愿发动妇女的错误思想，要对
妇女的力量和作用具有足够认识，必须在土改的
每一阶段中，都要发动妇女参加，从头至尾把发
动妇女，贯穿到土改的每一个环节中去，多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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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力、耐心地启发教育，即多帮助妇女解决工作
中的困难问题， 使他们自觉地积极参加斗争。也
只有男女农民真正觉悟与团结起来，同地主进行
斗争，才能挖掉封建统治的根。

五、结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随之以

国家政权的力量在中南地区进行了包括妇女在
内参加的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这种实践斗
争，是国家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大力推进工业化发
展的经济诉求，也唤醒了妇女对自身被压迫的阶
级意识，加深了妇女对解放与翻身的理解。在党
的正确领导和积极动员下，中南区乡村妇女从封
建制度的束缚和家庭的 “三台”（磨台、 锅台、炕
台）中解放出来，走出家门，参与集体劳动，以满
腔的热情积极投身于土地改革的洪流中。妇女作
为一个在历史上失语的群体，能如此鲜活地活跃
在乡村政治舞台上， 与党的正确引导密切相关。
党注意从充分的思想动员、土改宣传教育、诉苦
教育、开好乡妇女代表大会等方面对妇女参加土
改运动， 进行了周密部署和明确详尽的安排。中
国共产党建立的新政权及其领导的土地改革，为
乡村妇女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提高社会地位的良
机， 与此相对应的就是妇女身份和属性的改变，
从“家庭妇女”到“妇女半边天”，并诞生了在乡村
基层工作的妇联主任、女农协委员，女乡政府委
员等新型妇女干部。 在社会主义话语背景之下，
在“男女平等”的口号下，妇女由传统的只属于家
庭，到后来属于集体、属于国家，日益起到了“半
边天”的作用，成为土改运动中不可功缺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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