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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性别分工的嬗变
*

———合作化时期的湘北塘村考察

李 斌

( 中南大学政治学院，长沙，410083)

摘 要: 合作化时期农村的性别分工，经历了从“男耕女织”、“男外女内”到男女共同参加农田劳动

的转变过程。农村妇女在合作化初期仍然从事着以往传统的手工业、副业生产。为解决农业劳动力不

足的问题，广大的青壮年妇女被动员起来参加农田劳动。以妇女参加生产劳动促进妇女解放，是中国妇

女解放思想的重要内容。妇女参加农田劳动这一过程，使国家的农业生产政策和妇女解放政策密切地结

合在一起，但实现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的诉求与趋势，并不等于农村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的同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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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为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村庄视野中的阶级、性别与家庭结构研究”( 2012QNZT191 ) 和中南大学博
士后基金资助项目的阶段性成果。本文承蒙姜进教授、韩钢教授指教，特此致谢。

① 参考中共中央办公厅编:《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北京: 人民出版社，1956 年，第 66、357、674—675、1156 页。
② 塘村位于湖南省东部偏北，建国后曾先后隶属于该省的长沙、望城两县，距离省会长沙市约 10 公里路程，主要种植水稻，盛产湘

绣和牲猪。
③ 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3 年，第 26 页。

“男耕女织”、“男外女内”是中国农村性别分工的一贯传统，然而，这样一种性别分工在 1950 年代

的合作化运动时期却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在合作化以后，许多合作社感到劳动力不足，农村青壮

年妇女逐渐被动员起来参加户外的生产劳动，最终实现了男女共同参加农田劳动的历史性转变。

妇女参加农田劳动是加快农业合作化进程中的重要历史事件。为此，1955 年毛泽东在编辑《中国

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时，曾为《邢台县民主妇女联合会关于发展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妇女工作的规

划》、《妇女走上了劳动战线》、《发动妇女投入生产，解决了劳动力不足的困难》、《在合作社内实行男女

同工同酬》等材料逐一写了按语。这些按语集中阐述了毛泽东关于农村妇女劳动和妇女解放的两个十

分重要的观点: 一是妇女参加农田劳动能够有效解决农业劳动力不足的问题; 二是建议各农业社普遍

实行男女同工同酬的原则。①

以妇女参加生产劳动、坚持男女同工同酬促进妇女解放，这无疑是建国后中国妇女解放思想的重

要内容。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按语中提出的以上观点，在农村妇女参加农田劳动的具

体实践中又是怎样的呢? 为此，笔者对湘北塘村②合作化时期的性别分工进行了相关的历史考察，以

期发现妇女参加农田劳动与农业劳动力和妇女解放之间的关系。以村庄为个案得出的结论不能代替

中国其他地方的历史，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言，“这样的结论却可以用作假设，也可以作为在其他地方进

行调查时的比较材料。这就是获得真正科学结论的最好办法。”③

一 村庄传统性别分工的延续

1953 年至 1955 年妇女参加农田劳动在全国并不具有普遍性，在湘北塘村所属的长沙县，虽然早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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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 年就有互助组发动妇女参加田间劳动，彭梅秀组织的彭梅秀互助组和在此基础上组建的天华农业

社更是长沙县发动妇女参加农业劳动的一面旗帜。①但这毕竟只是少数的“典型”，绝大多数的农村妇

女在互助组和初级社时期并没有参加户外的农田劳动，湘北塘村即属于这一类型。

民国时期以妇女下地为耻的习俗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存在，②建国后的前几年，塘村村民仍然延续

了这一看法，男性村民将让妇女下田劳动与自己没有能力等同起来，因此，互助组、初级社时期村庄妇

女仍然在家做家务、带小孩和从事其他的家庭副业生产。这样一种男耕女织的性别分工，一方面与男

外女内的传统性别观念有关，另一方面也与村庄农业劳动力并不缺乏有关。单季水稻的种植使男性农

民能够完成所有的农活，部分农具的缺乏也可以通过男性农民之间的兑工互助完成。虽然妇女也加入

了互助组和初级社，但这是因为受到了国家男女平等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同时也是因为互助组和初级社

的形式受到了以户为单位的影响，③实际上水稻种植的互助与合作一般仅限于村庄里的男性农民。

这样的性别分工并不等于村庄妇女对互助组、初级社以及单个的家庭就没有贡献。尽管村庄妇女

没有直接参加农田劳动，但类似于纺棉花、打斗笠、补褥子、做丝、绣花( 刺绣) 、养鸡鸭等手工业和副业

生产，仍然支持了农业生产并改善了农民的生活。如 1955 年村庄响塘社社委会曾“组织了十三个妇女

做丝绣花，到三月底就得工资五百二十元，用一百五十元买了两头牛，七十五元买了一百五十石大粪，

并解决了全社每天要五元三角买米的钱的困难”。④饲养牲猪也是当地农民增加收入的一个有效途径，

毛泽东曾批示“除了合作社公养以外，每个农家都要劝他们养一口至几口猪”，⑤男性农民一般忙于互

助组、初级社里的农田劳动，私人喂养牲猪的任务也就自然落到了村庄妇女的身上，摘取猪饲料、煮猪

食、喂猪、清扫猪圈等是塘村妇女每天必做的日常事务。从生产空间看，互助组、初级社时期塘村依然

延续着以往男外女内的性别分工。

① 《天华社怎样发动女社员参加社内劳动》，1954 年，52—1—4，长沙县史志档案局藏。
② 参考邓颖超:《土地改革与妇女工作的新任务》(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九日)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编:《蔡畅 邓颖超 康克清 妇女

解放问题文选( 1938 年—1987 年)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88 年，第 136 页。
③ 合作化时期当地延续了大革命时期湖南农民协会和建国初期土地改革以户为单位的传统，农民普遍以户为单位加入互助组、

初级社和高级社。
④ 《两年以来湖南的农村工作及今后工作意见( 草稿) 》，1955 年，52—1—5，长沙县史志档案局藏。
⑤⑥ 中共中央办公厅编:《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第 695 页; 第 674—675 页。

与这一时期已经参加农田劳动的妇女相比，塘村妇女并非是单纯仰赖男性农民的食利者，没有参

加田间劳动并不意味着她们就没有参加其他形式的生产劳动，她们所从事的手工业和副业生产，为家

庭、互助组和初级社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她们在家的生产和劳动，也得到了村民的普遍认可。

二 妇女被动员参加农田劳动

毛泽东认为发动妇女参加农田劳动能够有效地解决农业劳动力不足的问题，而为什么会出现农业

劳动力的不足，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按语中作了这样的解释，“有些地方，合作化以后，

一时感到劳动力过剩，那是因为还没有扩大生产规模，还没有进行多种经营，耕作也还没有精致化的缘

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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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的确，在随后的 1956 年，像湘北塘村这种延续着以往男外女内性别分工的地方，也都普遍地动

员妇女起来参加农田劳动了，其中的原因何在? 是不是也与农业劳动力的缺乏有关? 假若如此，又是

什么原因导致了当地农业劳动力的不足呢? 以下笔者将从当时国家制订的粮食生产政策来分析这一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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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 年至 1952 年，全国粮食产量持续升高，1953 年实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后，全国粮食总产量继

续保持了增长的势头，但粮食年增长率在经过一个高速增长的阶段后开始有所下降。①为给工业化发

展提供资源，国家采取了靠农业积累来实现工业发展的政策。在此情况下，国家采取了统购统销和增

大粮食产量两个措施来使粮食的增长适应国家工业化对粮食需求的增长。从 1953 年 10 月开始，国家

通过固定价格收购农民余粮，1954 年 4 月至 1955 年 3 月，全国粮食总产量 16951． 5 万吨，国家收购粮

食多达 5181 万吨，收购量占总产量的 30． 6%。②与此同时，这一时期国家对粮食的过度收购在不少地

区也引起了国家和农民之间关系的紧张。另一方面，从 1956 年开始，国家脱离实际地提高了粮食生产

指标，《1956 年到 1967 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 草案) 》以详细的规定制定了全国粮食播种面积和产量要

求:“从 1956 年开始，在 12 年内，粮食每亩平均年产量，在黄河、秦岭、白龙江、黄河( 青海境内) 以北地

区，由 1955 年的 150 多斤增加到 400 斤; 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由 1955 年的 208 斤增加到 500 斤;

淮河、秦岭、白龙江以南地区，由 1955 年的 400 斤增加到 800 斤。”③据此，湖南省省委颁布的《1956 年

到 1967 年湖南省农业发展规划纲要( 草案) 》进一步规定全省粮食总产量从 1955 年的 225 亿斤，增加

到 1962 年的 400 多亿斤，1967 年达到 530 亿斤左右。④在农业机械化尚未实现的情况下，要完成以上国

家和省委下达的粮食生产任务，农村只能通过扩大复种面积、均匀密植、精耕细作的方式来实现粮食增

产的目的，由此，农村水稻种植由单季稻普遍改为双季稻。

①② 参考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 1983)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1983 年，第 158 页; 第 393 页。
③ 人民出版社编:《1956—1967 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 草案)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56 年，第 10 页。
④ 《湖南省妇联农村妇女工作七年到十二年几个要点( 草案) 》，1956 年，52—1—6，长沙县史志档案局藏。
⑤ 湖南省长沙县志编纂委员会:《长沙县志》，北京: 三联书店，1995 年，第 680 页。
⑥ 当地农村至今仍使用的“双抢”一词即与合作化后期开始扩种双季稻的历史有关。
⑦⑧ 中共中央办公厅编:《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第 674 页。
⑨ 每个地区对“适合妇女特点”的农活定义不完全相同。参考《关于妇女特殊问题，合理使用妇女劳力》，1956 年，52—1—6，长沙

县史志档案局藏。

“夏前插田日插日，夏后插田时插时”⑤，农业生产的强季节性，使早稻收割、晚稻播种形成了“抢收

抢插”的紧张局面。⑥由于农村依然使用的是传统的农业生产工具，水稻种植在短时间内要完成扮禾、

晒谷、犁田、沤氹、打架子、插秧、耨禾、除稗、施肥等多种工序，双季稻用工比过去需要增加一倍，密植也

要增加三分之一的插秧时间，“在合作化以前，全国很多地方存在着劳动力过剩的问题。在合作化以

后，许多合作社感到劳动力不足了”⑦的现象也就出现了。怎样解决农村扩种双季稻和均匀密植造成

的时间短、劳力不足呢? 最实用的办法就是“发动过去不参加田间劳动的广大的妇女群众参加到劳动

战线上去”。⑧湘北塘村即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动妇女参加农田劳动的。

据村民回忆，最开始提议在村庄发动妇女参加农田劳动的并不是妇女本身，也不是上级妇联，而是

村庄里从事农田劳动的男性农民。在妇女参加农田劳动之前，农田劳动被认为是“男人的事”，因扩种

双季稻、均匀密植导致劳力不足而发动妇女参加田间劳动后，以往全部由男性农民完成的农活———“男

耕”，因为现实的需要而被建构成了“适合男劳力特点”的农活( 如扮禾、犁田、铲草皮、沤氹、施肥等) 和

“适合妇女特点”的农活( 如扯秧、插秧、耨禾等) ，⑨其中插秧被认为是最适合妇女的事。村庄妇女掌握

的插秧技能，最早是从男性农民那里学来的，男女插秧的速度和水平也大抵相当，但因劳力紧张，男性

农民逐渐退出了这一领域，插秧也就因为要弯腰半蹲在水田里而被建构成了一项最适合于妇女耕作的

农活。

与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按语中所论述的一样，湘北塘村之所以发动妇女参加农田

劳动，也是为了解决农业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对于亲身经历合作化时期农田劳动的男女村民来说，他

们( 她们) 往往会将妇女参加的季节性出工与完成上级规定的农业增产任务联系在一起。发动妇女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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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农田劳动是一种基于农业劳力力不足的现实需求，同时，它也与党和国家希望通过发动妇女参加社

会劳动来实现妇女解放的意识形态目标存在着内在的契合。

三 农田劳动中的社会性别

发动妇女参加季节性的农田劳动主要来源于粮食产量的压力，而妇女一旦加入这支队伍，也就使

得农田劳动与社会性别问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1950 年代是男女平等作为主流话语得以彰显的年

代，但在妇女参加农田劳动与妇女解放这一问题上，仍然存在着诸多的复杂互动和悖论性现象。
毛泽东曾强调在生产中必须实现男女同工同酬，劳动工分也一直被看成是衡量男女平等与否的一

个重要指标。那么，妇女参加农田劳动后，她们所得工分到底怎样呢? 1956 年湘北塘村妇女被动员参

加农田劳动后，她们的工分被单独记在属于她们自己的劳动手册上，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妇女劳动及

其自主权利的一种肯定。但另一方面，村庄仍然存在着男女工分不平等的现象，男性农民用男女田间

劳动的不同工“巧妙”地回避了上级对“男女同工同酬”的要求。与 1950 年代关中地区种植棉花由男人

的活路完全变成了妇女的活路不同，①在湘北塘村，男性农民并没有从水稻种植中退出去，他们只是因

为扩种双季稻和均匀密植而季节性地发动了妇女参加田间劳动。如前所述，因为在水稻的抢收抢插过

程中，存在着“适合男劳力特点”的农活和“适合妇女特点”的农活，也即存在男女不同工的问题，不同

酬也就被建构成了“合情合理”的事。

事实上，不同工不同酬并不必然导致工分的男高女低，造成这一结果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

在男性农民看来，他们所从事的农活因为需要更多的体力而被认为比妇女所从事的农活具有更高的价

值，这一观点甚至也得到了部分妇女自身的认同。正因为如此，男性农民每天所得工分大抵为 10—12

分，而妇女的工分一般只有 5—6 分，最多也只有 7 分。即便是按定额计算的农活，男性农民也有以“男

的挑秧，女的不能挑秧”、“妇女车水要喊男的帮她搞车”②等种种理由而克扣妇女工分的。可见，在农

田劳动中，实行着同一性别内的按劳取酬和两性之间按男女性别取酬两个不同的工分标准。为弥补农

业劳动力的不足，妇女走出了家庭参加田间的生产劳动，她们为农业增产运动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但农

村“男女同工同酬”的基本原则仍然因为各种各样的理由和藉口没有得到真正的实现。

如何解决农忙季节家务和带小孩的问题也是合作化时期农村社会必须面对的一个现实问题。毛

泽东在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时，就曾选用了 2 篇农忙托儿组织的典型材料。随着妇女

逐步参加农田劳动，农村陆续组织了一些季节性的抱娃娃组、托儿组或托儿所，但与之相比较，亲邻相

帮、家庭分工是农村解决小孩拖累问题采取的更为普遍的形式。如长沙市郊金盆岭乡 1956 年发动妇

女参加抢收抢插过程中，小孩安置情况为亲邻相帮 48 户 58 人，家庭分工 280 户 491 人，大孩带小孩 60

户 75 人，全乡并没有设置相应的托儿组或托儿所。③ 湘北塘村妇女参加季节性出工时，照管小孩也普

遍采用了亲邻相帮和家庭分工的形式，一般情况下，小孩由婆婆带，没有婆婆的，则采取妯娌轮流出工

的形式，或者托邻近的老人带，也有大孩带小孩或出工时将孩子背在背上或者锁在屋里的。

值得注意的是，料理家务和带小孩的责任因为青壮年妇女参加农田劳动而季节性地转移到作为婆

婆的中老年妇女身上，这一转变对村庄婆媳关系的改变具有重要的意义。民国时期，婆婆在父权制的

家庭结构下对媳妇享有特定的权威。建国后有关尊婆爱媳的宣传，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婆媳之间的关

系。而合作化后期，全国范围内广泛实施的农业增产计划，又使得婆婆季节性地承担起了家务和带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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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小贤:《“银赛花”: 1950 年代农村妇女与性别分工》，王政，陈雁:《百年中国女权思潮研究》，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年，
第 274 页。

《白仓高级社的妇女为什么发动不起来》，1956 年，52—1—8，长沙县史志档案局藏。
《金盆岭乡发动妇女参加抢收抢插工作报告及第四季度工作意见》，1956 年，52—1—7，长沙县史志档案局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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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的责任。1956 年农忙期间，长沙县望新农业社 1—4 岁的 510 个小孩中，就有 305 个小孩是由婆婆照

管的。① 我们很难说妇女参加农田劳动在多大程度上直接促进了妇女本身的解放，但这一生产政策确

实在无意中使婆媳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1956 年之后，村庄婆媳关系从以前媳妇“侍奉翁姑”的上

下等级关系逐渐转向了婆媳互帮互助的对等关系。

当然，“男不治内”的传统并没有因为妇女参加农田劳动而得到改变，家务劳动和带小孩仍被视为

是女人份内的事。在当地妇联档案中，我们可以看到多种安置小孩的形式，但无论是怎样的形式，家务

和带小孩都无一例外地被认为是妇女天经地义的责任。“妇女参加生产有着家务孩子的负担”，②“带

小孩是我们妇女同志光荣的任务”③等诸多类似的表述，都将家务和带小孩与妇女单一地联系起来。

当妇女走出家庭参加农田劳动时，社会和男性农民还没有和妇女共同承担起家务和带小孩的责任，整

个社会甚至也还没有意识到“家务、带小孩是妇女的事”这句话本身具有的不合理性。

怎样看待妇女参加农田劳动与妇女解放之间的关系? 一方面，在妇女参加农田劳动的过程中，男

女同工同酬的问题、解决妇女家务劳动与社会劳动双重负担的问题等等，都因为国家对男女平等和妇

女解放的积极倡导而得到了应有的重视。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寄希望于妇女一旦参加农田劳动就

会同步实现农村妇女的解决，解放妇女的诉求与妇女解放的现实之间，仍然因为传统观念的束缚和家

庭结构的影响而呈现出不完全的一致性。

四 结 语

1950 年代是中国农村妇女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代。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按语

中关于妇女解放问题的说法，长期以来一直都被当成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新中国妇女解放事业的经典。

然而，在以往的革命叙事下，妇女参加农田劳动能够有效解决农业劳动力不足的问题，更多地被表述成

了妇女在合作化时期开始参加的农田劳动具有妇女解放的重要意义。笔者认为忽视发动妇女参加田

间劳动的原始动机，单方面地强调妇女参加农田劳动对妇女解放的意义，将会对历史的认识造成偏颇，

也会导致对毛泽东的妇女解放思想造成理解上的偏差。

本文结合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按语中的经典论述，通过对合作化时期湘北塘村性

别分工的考察，观察到农业生产政策本身对农村性别分工产生的重要影响。正是为完成国家和省委下

达的粮食增产任务，农村普遍改种双季稻和实施均匀密植，由此导致的季节紧张与劳力不足，是湘北塘

村发动妇女参加农田劳动的直接原因。

妇女参加生产劳动能够促进妇女解放，并不等于妇女参加农田劳动就能够同步地实现妇女解放。

农村妇女在参加季节性农田劳动之前，曾广泛地参与了各种各样的手工业和副业生产，她们在合作化

时期参加的季节性农田劳动，使国家的农业生产政策与妇女解放政策密切地结合在一起。在这两种政

策的博弈与交错之中，我们可以看到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的诉求与趋势，当然，我们也会发现，妇女参加

农田劳动的过程并非立即实现男女平等和妇女解放的过程。
( 责任编辑 孔令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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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Formative Education in the First Year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 Case Study on Republic Textbooks Issued by the Commercial Press

( by QU Jun)

Abstract: The establishment of new style school institutions and the vigorous rising of“printing capital-
ism”provided strong motivation of creating blended education system at that time． Moreover，the sudden oc-
currence of the Revolution of 1911 had solidified and deepened this education system． Textbooks，the core of
this education system，had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formative education system in
the first year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complexity of the compiling process of these textbooks and the
richness of their forms and contents reflect multi-aspects of the formative education，as well as the society as a
whole，in the first year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Keywords: the first year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formative education，textbooks

Evolution of Gender-based Division of Labor in Rural Areas: A Case
Study on Tangcun Village in Northern Hu’nan Province in the Collec-
tivization Period ( by LI Bin)

Abstract: In the Collectivization Period，the gender-based division of labor in rural areas experienced a
change from“men working in the fields while women sitting at the loom”and“men responsible for external
affairs while women responsible for internal affairs”to both men and women engaged in farming work．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Period，rural women were still engaged in traditional handicraft and subsidiary production． In
order to solve the shortage of labor force in agriculture，young women were mobilized to participate in farming
work． Women’s involvement in productive work will advance their emancipation- this is essential to the idea
of women’s emancipation in China． However，women’s participation in farming work did not achieve gender
equality，which the ideology had promised． There is no causality between women’s participate in farming
work and their emancipation．

Keywords: Collectivization Period，Tangcun Village in northern Hu’nan Province，gender-based divi-
sion of labor，evolution

On the Differentiation of Housing Price to Income Ratio in Chinese Cities
( by DING Zu-yu)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index that measures whether the housing price matches people’s income，

housing price to income ratio has strong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The housing price to income ratio varies in
China’s different cities． This thesis uses the rank-size analysis method to study the major trends of housing
price to income ratio of 287 Chinese cities from 2006 to 2010，and then uses the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and cluster analysis methods to divide Chinese Cities into five types and analyzes the detail of this ratio in each
type city． The result shows that: ( 1 ) The differentiation of housing price to income ratio in Chinese Cities
shows a trend of expansion from 2006 to 2010，and big cities’ratios rose more obviously． ( 2) From the first-
tier cities to the fourth tier cities，housing price to income ratio showed a downward trend; ( 3 ) Resource-
based cities’housing price to income ratio was between the third-tier cities and fourth-tier cities． ( 4) Regres-
sion analysis shows that urbanization rate had positive influences on housing price to income ratio，but GDP
had weak positive influence．

Keywords: housing price to income ratio，classification of cities，rank-size analysis，regression analysis，
differentiation of c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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