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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胶东根据地受儒家传统文化熏陶和革命思想的浸润ꎬ孕育出了朴实坚毅的女性群体ꎮ 胶东妇女

在抗日救国联合会的影响和组织下觉醒奋斗、勇挑重担、不畏牺牲ꎬ有组织有规模地劝郎参军、拥军支前和参

与游击斗争ꎮ 通过“自己动手ꎬ丰衣足食”的大生产运动打破了敌人的经济封锁ꎬ通过参政议政和土地改革巩

固了中共民主政权ꎬ通过参与地下斗争、参军参战保卫了家园ꎬ通过哺育八路军后代的胶东育儿所保留了革

命火种胶东妇女以巾帼英姿捍卫革命成果ꎬ为巩固根据地大后方和支援前线作战提供了有力保障ꎬ展现

了自古传承的家国情怀和无私奉献、一心向党的革命忠魂ꎮ
　 　 关键词:胶东妇女救国联合会ꎻ妇女觉醒ꎻ拥军支前ꎻ大生产运动ꎻ民主政权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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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胶东根据地是山东省境内建立最早、规模最

大、持续时间最长的根据地ꎬ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

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和不可磨灭的贡献ꎮ
胶东妇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ꎬ在妇女抗日

救国会的组织下ꎬ觉醒奋斗、参政议政、勇挑重担、
不畏牺牲ꎬ有组织有规模地积极参与支前生产、参
军参战、地下斗争等活动ꎬ为巩固根据地后方和支

援前线作战提供了有力保障ꎮ 在硝烟弥漫的战场

上ꎬ有在枪林弹雨中穿梭的女战士ꎻ在险恶的地下

斗争环境中ꎬ有冒死输送绝密情报的妇女群众ꎻ在
敌人的“三光”政策下ꎬ有保守秘密、信守承诺的

胶东乳娘ꎻ在热火喧天的支前大队里ꎬ有积极生产

自给、通宵达旦劳作的拉小车送军需的普通胶东

村妇不论在屠刀下还是油灯前ꎬ不论在前线

还是后方ꎬ胶东妇女明大义、顾大局ꎬ用她们的青

春、热血和生命保卫了革命、战胜了敌人ꎮ 在残酷

的革命战争年代ꎬ在党的领导下觉醒了的胶东妇

女勇毅坚韧、不畏艰险ꎬ创造了无数惊天地、泣鬼

神的不凡功绩ꎬ描画了朴实顽强、乐观豪爽、百折

不挠、自强不息的胶东女性群像ꎬ谱写了勤劳质

朴、崇德向善ꎬ舍己为人、重信重义ꎬ一心向党、忠

贞不屈的革命篇章ꎮ

　 　 一、觉醒:妇救会与胶东妇女的解放

毛泽东曾说:“全国妇女起来之日ꎬ就是中国

革命胜利之时ꎮ 假如中国没有占半数的妇女

的觉醒ꎬ中国抗战是不会胜利的ꎮ” [１]９－１０可见在革

命战争时期ꎬ妇女的解放至关重要ꎮ 胶东妇女运

动是胶东人民革命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２０ 世

纪上半叶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ꎬ深受压迫的胶

东妇女通过建立组织、加强宣传、接受教育、参政

议政等方式ꎬ实现了自身革命意识的觉醒并得到

了社会与家庭对女性价值的认可ꎮ 胶东妇女在党

的组织和带领下ꎬ其社会地位和自身命运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ꎬ这为她们积极参军、发展生产、
拥护党的革命战线和民主政权建设提供了重要前

提和动力ꎮ
(一)妇救会的建立

胶东妇女革命意识的觉醒既源自严峻而残酷

的战争环境ꎬ更是在中共妇女组织的领导下ꎬ接受

教育、解放思想ꎬ培养主人翁意识的结果ꎮ 正如毛

泽东所言:“没有一批能干而专职的妇女工作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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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ꎬ要展开妇女运动是不可能的” [１]９ꎬ故中共非常

注重妇女组织的建立和妇女干部的培养ꎮ 胶东地

区经济较为发达ꎬ有相当数量的受过中等教育的

知识妇女[２]ꎬ这为培养妇女干部和开展妇女运动

提供了有力的人才支撑ꎮ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ꎬ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

第三军军委政治处下设妇女股ꎬ在农村秘密建立

妇女抗日救国会 (简称 “妇救会”)ꎮ １９３８ 年 ３
月ꎬ在牟平县凤凰崖村(今属乳山市)成立了胶东

第一个村级妇救会组织[３]１０ꎮ 随后ꎬ根据胶东特

委的指示ꎬ部队中的女同志脱下军装ꎬ转移到地方

担任妇女干部ꎬ深入农村与妇女群众打成一片ꎮ
同时ꎬ集结了一批有一定文化水平和爱国心的青

年妇女组成妇女干部训练班ꎬ以旧杂志上的爱国

革命文章为教材ꎬ短时间内快速培训成材ꎬ作为农

村妇救会骨干下派至农村工作[４]ꎮ ７ 月ꎬ中共胶

东特委成立妇女部和胶东妇女抗日救国会筹备委

员会(简称“筹委会”)ꎮ 年底ꎬ蓬莱、黄县、掖县三

县率先成立县级妇救会ꎬ随后各级妇救会分会相

继建立并发展会员ꎮ 以蓬莱县为例ꎬ截至 １９４０
年ꎬ已有 ３ 万多会员加入[２]ꎮ 除妇救会组织外ꎬ妇
女干部还采取了多种形式与农村妇女接触和交

往ꎬ譬如成立“姐妹会”等妇女组织[５]ꎬ通过推心

置腹的交流拉近与她们的距离ꎮ １９３９ 年 ９ 月 １０
日ꎬ在中共中央重视妇女工作的号召之下ꎬ胶东筹

委会在莱阳县张格庄召开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ꎬ
正式成立胶东妇女抗日救国联合会①(以下简称

胶东妇联)ꎬ李紫辉任会长ꎬ下辖四个海区及牙前

县的妇女抗日救国会[３]１４ꎮ 胶东妇联的成立是胶

东妇女运动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ꎬ通过培养基

层妇女干部ꎬ宣传党和政府的政策法令ꎬ关心和维

护妇女的切身利益ꎬ带领广大妇女勇敢冲破牢笼ꎬ
投身于抗日洪流之中ꎬ唤起了女性民族意识之

觉醒ꎮ
(二)妇救会的宣传方式与效果

然而ꎬ胶东农村地区的妇女普遍文化程度低ꎬ
对其进行革命思想的培养还需要掌握有效的宣传

教育方式ꎬ并帮助她们敢于冲破家庭和社会的

枷锁ꎮ
胶东根据地妇女解放运动的对象以农村妇女

为主ꎬ但由于封建思想的荼毒和家庭的束缚ꎬ农村

妇女参加妇救会的阻力很大ꎮ 不少妇女因参与妇

救会活动被指责为不安分守己、败坏家风ꎬ甚至遭

到家人的打骂以致被赶出家门ꎮ 譬如ꎬ文登县刘

某得知妻子擅自参加妇救会后暴怒ꎬ在寒冬夜令

妻子跪在地上并泼冷水淋头[３]１１ꎮ 这些恶劣的行

径源自于村民保守的思想和男尊女卑的封建规

训ꎬ妇救会深知教育改造落后村民和转变不良社

会风气的重要性ꎮ 此外ꎬ要使更多人敢于参与妇

女运动亦必须实现农村女性的觉醒ꎬ必须将妇女

从牢笼中解放出来ꎬ使其获得真正的自由ꎮ 是故ꎬ
胶东特委将文化宣传和妇女教育作为敌后抗日根

据地的另一条战线ꎮ
为此ꎬ胶东妇救会主要从三个方面入手ꎬ进行

改造工作ꎮ
第一ꎬ加强对妇女的文化教育ꎬ促其摆脱封建

愚昧思想ꎬ培养革命意识ꎮ 一是谈心谈话ꎬ教育妇

女反缠足、反虐待、反打骂ꎬ争取婚姻自主ꎮ 妇女

干部深入村村户户ꎬ用妇女受压迫的典型案例教

育妇女ꎬ受苦的根源不在命苦而在“三座大山”的
压迫ꎮ 想要摆脱奴役的地位ꎬ就要争取教育、经济

和婚姻的自主权ꎬ要参与斗争ꎮ １９３９ 年 ４ 月ꎬ中
共«妇女救国会宣传大纲»提出口号:“每一个不

愿做亡国奴的妇女都要参加到妇救会去! 为保卫

生命财产田园土地都要参加到妇救会去!” [３]１１

１９４０ 年ꎬ在“三八”妇女节到来之际ꎬ胶东区委发

出号召ꎬ鼓励胶东妇女掀起放足运动ꎬ抵制包办婚

姻ꎬ反对旧礼教的压迫ꎮ 在此宣传下ꎬ不少从小做

童养媳、受到婆家虐待的胶东妇女受到感召ꎬ勇敢

逃出婆家ꎬ参加了青妇队[３]２５ꎮ 二是采取灵活多

样的宣传方式ꎬ在寓教于乐中深入人心ꎮ 除了在

村中外墙壁上书写宣传标语ꎬ还有演讲、撒传单等

方式ꎬ妇救会还编写了通俗易懂的歌曲等文娱作

品ꎬ将革命思想在传唱中推广ꎮ 譬如ꎬ当时在妇女

间口口相传的歌词写道:“繁重的劳动加上女人

的苦痛ꎬ更比男人深一重ꎮ 新的女性ꎬ产生于觉醒

之中ꎮ 新的女性ꎬ是生产的女性ꎻ新的女性ꎬ是社

会的劳工ꎻ新的女性ꎬ是建设新社会的前锋ꎮ” [３]１２

三是成立妇女文化协会ꎬ设立识字班ꎬ加强宣传教

育ꎮ 根据地民主政府深知没有文化、不能走出家

门参加社会活动是妇女愚昧无知的重要原因ꎬ故
要尽可能地提高妇女的文化水平ꎮ １９３９ 年ꎬ胶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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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文化协会成立ꎬ编印«胶东妇女»等刊物ꎬ向
妇女宣传反对“男尊女卑”“三纲五常”等旧道德ꎬ
批驳“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落后旧观念[６]４０ꎬ鼓励

她们同封建落后思想作斗争ꎮ 胶东区委重视文化

教育工作ꎬ以掖县、蓬莱和黄县为例ꎬ儿童不分性

别一律强制接受教育[４]ꎮ 针对过了学龄的妇女ꎬ
此三县妇救会在各村普遍设立了妇女识字班、半
日学校、读报小组等ꎬ并按学习时间分为“午班”
“夜校”以及冬季休耕时的“冬学” [７]１９８ꎮ 识字班

的课本由胶东妇联编印ꎬ内容包含新文字、政治讲

话、歌咏三类ꎬ每天两小时ꎮ 据不完全统计ꎬ经过

识字教育ꎬ在四个月内ꎬ三县至少可以找到一万名

会写字的妇女[４]ꎮ 接受教育后的妇女不禁感慨:
“八路军来了真好ꎬ不化(花)钱就能上学ꎬ有书

念ꎮ” [８]截至 １９４５ 年 １１ 月ꎬ烟台市除主市区外已

成立 １３ 处妇女识字班[８]ꎬ大部分女童都进了小

学ꎬ一般妇女普遍地参加了识字班[９]ꎬ甚至在部

分地区全年不断上课的识字班妇女达到了地区人

口的廿五分之二[１０]ꎮ 识字班中不乏出现姑嫂赛

学习、妯娌比识字的情况[３]３０ꎮ 胶东根据地的教

育事业不仅在数量上超过全面抗战爆发前ꎬ而且

在性质上是全民教育ꎬ保障不分贫富性别都有受

教育的权利ꎬ识字后的妇女思想觉悟得到了很大

的提高ꎮ
第二ꎬ加强对村民的思想教育ꎬ改变乡村封建

落后的习气ꎮ 一是登门说理和组织顽固家长参加

学习班ꎮ 不少村中封建势力认为妇女读书识字是

牝鸡司晨ꎬ认为家中女性抛头露面是 “家门不

幸” [２]ꎬ妇救会干部就上门劝告ꎬ以抗战中的妇女

贡献为例ꎬ向妇女及其家人讲明男女平等和抗战

救国男女有责的道理ꎮ 为帮助公婆、丈夫、父母摆

脱旧思想ꎬ妇救会组织他们参加学习班[３]２５ꎬ进行

斗争说理ꎬ促使他们提高觉悟ꎬ积极参加革命活

动ꎮ 二是组织农村剧社ꎬ唤起民族意识ꎮ 胶东各

县进步知识分子和党员组织农村剧社ꎬ如河山话

剧社荣成分社和蓬莱县妇女歌咏队等ꎮ 剧社到各

个村镇巡回演出ꎬ演出剧目有«放下你的鞭子»
«抗日救国歌» «毕业歌»等ꎬ演出前由宣传队、工
作队发表抗日演说激起群众共鸣ꎬ剧情揭露日寇

罪行ꎬ鼓励群众团结一致抗日ꎮ 当时流行的抗战

歌曲有«义勇军进行曲»«牺牲到最后关头»«五月

的鲜花»等ꎬ以铿锵有力的词句催人奋进ꎬ“我们

全世界被压迫的妇女们ꎬ在‘三八’发出自由的吼

声:起来! 起来! 我们不愿做亡国奴” [３]２７在

场群众无不声泪俱下ꎬ激发出的民族意识汇聚成

澎湃的抗日浪潮ꎮ 通过有效的宣传ꎬ村民对妇救

会女同志的态度发生了很大转变ꎬ她们每到一处

都受到热情接待ꎬ民众与女干部们以“干妈” “干
姐”相称ꎬ对村中女性参加妇救会的态度也变成

了“孩子有出息了!” [２]村民们不再将参加革命视

若猛虎ꎬ反而认为责无旁贷ꎬ这一切的转变均离不

开胶东妇救会对村民和村风的改造ꎮ
第三ꎬ建立妓女训练班ꎬ对边缘弱势妇女进行

社会改造ꎮ 除了在封建父权制下遭受压迫的普通

农村妇女ꎬ胶东妇救会也注意到了因生活所迫沦

为娼妓的女性ꎬ并成立了“妓女训练班”ꎮ 虽因战

时环境的局限ꎬ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妓女问题ꎬ但是

妇救会仍然克服重重阻碍将妓女们组织起来ꎬ关
注其卫生健康并对其开展革命教育ꎮ 有被感化的

妓女不顾风险ꎬ积极参与抗战和锄奸工作ꎬ仅在黄

县和龙口地区ꎬ妓女就帮助打探和逮捕了 １８ 个敌

探ꎬ并在酒后套出了汉奸的活动消息[４]ꎮ 当人们

看到妓女们都被组织起来参加抗战工作ꎬ纷纷慨

叹道“真是世道变了!” [２]

在这场妇女解放的革命运动中ꎬ妇救会不曾

放弃任何群体ꎬ也正是在党的感召下ꎬ社会上下涤

荡一新ꎬ男女老幼当家作主ꎬ革命热潮席卷胶东大

地ꎮ 在妇救会的有效组织和宣传下ꎬ胶东妇女的

抗日热情和革命觉悟有了空前的提高ꎮ

　 　 二、行动:支援前线与后方的生力军

随着日军的魔爪伸进胶东大地ꎬ面对日、伪军

对胶东抗日根据地的拉网合围式大“扫荡”ꎬ被围

在网内的八路军部队英勇无畏ꎬ以血肉之躯与日

伪军做坚决抵抗ꎬ得到民众的一致拥护和热烈的

响应ꎮ 在抗战的大旗下ꎬ成千上万打破了奴隶枷

锁的妇女ꎬ不仅走出了家庭ꎬ更走上了支援抗战的

第一线ꎮ
(一)支援前线:动员参军与拥军支前

胶东妇女们撑起了支援前线和巩固后方的半

边天ꎬ积极参与动员参军和支前募捐ꎬ在艰苦卓绝

的革命战争中捐输了自己的一切ꎮ 在抗日战争

中ꎬ妇救会组织了一百多万胶东妇女参与战争、劳
作和学习ꎬ其中被选为杰出模范人物的有 １８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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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９]ꎮ 尤其到了解放战争后期ꎬ胶东解放区在妇

女的动员下充分发扬革命老区的无私奉献的革命

精神ꎬ成为山东省参军人数最多、支前民工最多的

地区[３]３７ꎮ
１.坚定抗战决心ꎬ妇女积极送郎参军ꎮ 抗战

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ꎬ国民党政府由抗日转为反

共ꎬ日寇亦转变策略ꎬ将矛头对准中共的抗日民主

根据地ꎮ 在骇人听闻的屠杀和扫荡面前ꎬ妇救会

干部不避艰险ꎬ到群众家中宣传动员ꎬ以日寇残害

妇女的血腥事实告诉民众ꎬ灭敌抗日ꎬ妇女亦义不

容辞ꎬ坚定妇女的抗战决心并鼓励她们支持家中

男性参军参战ꎮ 在“一切为了前线”的口号下ꎬ为
了人民军队的发展壮大ꎬ胶东妇女广泛地掀起了

动员家中男性参军的运动ꎮ 文东县河家村宋桂云

刚结婚三天即动员丈夫上前线ꎻ乳山县宋悦花刚

与一民兵订婚就亲自到未婚夫家中将 ２０ 元积蓄

奉上作为上战场的礼物ꎻ莱西县一位 ５０ 多岁的

“救国老太太”主动把三个儿子送进八路军游击

队ꎬ并对他们说 “把鬼子打走以后再回来看

我” [２]ꎮ 在“好妇女要劝郎上战场”的号召下ꎬ越
来越多的妇女主动送郎参军[９]ꎮ 据胶东妇联

１９４５ 年不完整统计:妇女动员男子参军共计 １３７７
名ꎬ其中ꎬ妻子送丈夫参军者 ６０１ 名(包括未婚

夫)ꎬ母亲送儿子参军的 ６４９ 名[９]ꎮ 此外ꎬ为表明

决心以及对战士们的支持ꎬ青年妇女小队在参军

大会作出“妇女保证不扯腿”的承诺[９]ꎮ 在这场

“反扯腿”运动中ꎬ妇女逐渐明白“抗日则生ꎬ不抗

日则亡”的道理ꎬ因此将抗战与自身命运相联系ꎬ
提高了革命与抗战的觉悟ꎮ 军民亲如一家ꎬ军队

每到一地ꎬ都受到妇女群众的热烈欢迎ꎮ 她们主

动帮军队打扫屋子、烧水做饭ꎬ到处都能听到“你
们辛苦啦ꎬ让俺来做吧” “有没有衣服要补呀?
嗨ꎬ还有什么客气的呢”的和蔼声音ꎬ让士兵们不

由感叹“要不把东洋鬼子打出去ꎬ那真对不起她

们呢!” [２]这种热情恳切的力量激荡着军民的心

弦ꎬ体现了军民一致抗战的决心ꎮ
２.勇担抗战重责ꎬ妇女踊跃支援前线ꎮ 胶东

妇女不仅劝郎参军ꎬ自身也投入到轰轰烈烈的支

援前线运动中ꎮ 在革命战争时期ꎬ“支前”二字响

彻胶东大地ꎬ妇女们募捐支前、随军支前、拥军支

前ꎬ部队打到哪里就支援到哪里ꎬ涌现出无数英雄

模范ꎮ

(１)募捐支前ꎮ １９３８ 年秋ꎬ胶东特委提出“一
切为着抗战ꎬ有力的出力ꎬ有钱的出钱ꎬ有粮的出

粮”的口号ꎬ号召大家为抗战募捐ꎮ 妇女们将平

时节省下来的胭脂钱换成鞋袜、毛巾等慰劳将士

们ꎬ使诚朴的战士们十分感动ꎮ 在妇救会的组织

下ꎬ１９３９ 年 １１ 月ꎬ胶东妇救会开展了“三套”运

动ꎬ即将手套、耳套、袜套捐给将士ꎬ仅蓬莱一县便

完成了三万套的数目ꎮ 此外ꎬ还有“背心运动”
“万条手帕运动”等ꎬ上面都绣上了民众的“凯旋

语”:“英勇杀敌” “打走鬼子再回家”等[５]ꎮ 同年

１２ 月间ꎬ胶东妇女在献金运动中将珍藏的耳环、
手镯和各种金银首饰慷慨地献作军资ꎬ仅半个月

的时间ꎬ募捐数额即超过了原定计划的一倍[２]ꎮ
此外ꎬ后方妇女们也担负起为前线将士们做军服

和军鞋、磨军粮的任务ꎮ 尤其到了解放战争时期ꎬ
在华东战场上有数百万大军参战ꎬ被服、军衣、鞋
袜和粮食等物资需求巨大ꎬ几乎全由解放区妇女

负责ꎮ 在妇女干部带头下ꎬ胶东地区组织了一万

人的洗衣队[５]ꎻ妇女群众不辞辛劳、通宵达旦地

推磨、碾米给解放军提供军粮[１１]ꎻ组成缝衣队ꎬ边
缝边唱“天高秋风起ꎬ家家赶棉衣ꎮ 缝好棉衣裳ꎬ
急忙送前方” [３]６１ꎬ为战士们赶制御寒军衣ꎮ 在淮

海战场上ꎬ胶东掖县二万妇女为前方赶制了两批

军衣共十万套ꎬ并突击完成第三批五万套的任

务[１２]ꎮ 在渡江战役中ꎬ胶东妇女赶做“过江鞋”ꎬ
仅莱阳一县妇女ꎬ自 １９４９ 年 ２ 月 １６ 日至 ３ 月 ５
日ꎬ１８ 天的时间就做好军鞋两万双ꎮ 鞋不仅做得

结实ꎬ还配上鞋垫ꎬ鞋上绣着“穿上光荣鞋ꎬ决心

捉老蒋”的勉励语[１３]ꎮ
(２)随军支前ꎮ 为了更好地为战争服务ꎬ不

少胶东妇女自愿随军支前ꎬ担负繁重的战勤工作ꎮ
在解放战争迎来大反攻之际ꎬ胶东各地妇女纷纷

组织担架队和运输队ꎬ譬如ꎬ据海阳三个区的统

计ꎬ妇女共组织担架队 ３０６ 队ꎬ运输队 ２５９ 队ꎮ 军

区后勤部二分所移防时ꎬ仅牙前观水区的青年妇

女小队就组织了 ８０ 余副担架ꎬ在 ４０ 余里的路程

上搬运伤员ꎮ 她们即便肩膀被压肿了ꎬ也热情高

昂地唱歌并关照着伤员的饮食ꎬ在危急关头ꎬ为了

掩护伤员ꎬ宁肯付出自己的生命ꎮ 电影«女交通

员»中与敌人同归于尽的“大嫂”形象就是这样一

个女英雄的缩影[３]５０ꎮ 为了及时给前线送去军需

物资ꎬ牙前县林寺区姜各庄青妇小队往相距 ３００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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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里的前线运送给养ꎬ有的村妇女竟往返运送了

三次[９]ꎮ 这些举动既展现了妇女自身迸发出的

巨大革命热情ꎬ也实际地解决了中共军队战时军

需供应困难的问题ꎮ
(３)拥军支前ꎮ 士兵们在战场浴血苦战ꎬ但

他们在后方的土地却因缺少劳动力而荒芜ꎬ家中

年迈的长者亦无法亲自赡养ꎮ 是故ꎬ除了给前线

以充足的补给外ꎬ拥军支前的工作要求在后方为

战士们代耕代种、照顾军属ꎬ以了却其后顾之忧ꎮ
由于农村中的青壮年男性大多都在前线ꎬ女性便

成为了拥军优属的主力ꎮ 除了主动帮助缺少劳动

力的家庭种地外ꎬ妇救会还担负了照顾烈属和抚

育遗孤的工作ꎬ涌现出了威海妇救会长于森、拥军

优属模范殷秀金、刘桂英等典型代表[３]６３－６４ꎮ
在支援前线的号召下ꎬ妇女们白天参加农业

劳动ꎬ晚上赶制衣裳、鞋袜ꎬ以极大的革命热情、坚
定的参军参战的决心以及对党和军队的无限忠

诚ꎬ全身心地参与革命战争ꎮ
(二)巩固后方:大生产运动与民主政权建设

革命战争的顺利推进有利于根据地的巩固与

扩张ꎬ根据地的经济发展与民主政权建设又有利

于为前线提供更好的保障ꎮ 胶东妇女既是“支

前”的模范ꎬ又是巩固大后方的有生力量ꎮ
１.在经济上ꎬ发展生产ꎬ保证自给ꎮ 由于日军

的扫荡和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加上自然灾害ꎬ根据

地在抗战中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困难ꎮ 为了打破敌

人的铁壁合围ꎬ党中央发出了“自己动手ꎬ丰衣足

食”的大生产运动的号召ꎬ以求军需民用自给ꎮ
在生产战线上ꎬ妇女的贡献亦十分突出ꎮ 以“战
士在前方流血ꎬ我在后方流汗”为口号ꎬ妇女们组

织青妇生产队ꎬ努力学习生产技能ꎬ扩大粮食生

产ꎮ 据海阳县 １９４５ 年的统计ꎬ在生产中学会耕作

的妇女有 ９２８ 名ꎬ会推小车的有 １１２７ 名ꎮ 以胶东

牙前县 ２４ 个村为例ꎬ青妇队在 １９４５ 年秋收中割

谷 ５５９ 亩半ꎬ割玉米 １１４ 亩半ꎬ翻地瓜蔓 １９５ 亩ꎬ
割豆子 ２６ 亩[９]ꎮ 各级妇救会组织女干部们深入

乡间ꎬ亲身示范纺织技术ꎬ并在文登、埠西等地举

办推广新式手拉梭机训练班ꎬ号召妇女学习纺织ꎮ
据 １９４５ 年对胶东 ３２ 个纺织工厂的统计ꎬ每月可

出绸 ９５６ 尺ꎬ丝 ５００ 斤ꎬ生产率普遍提高 ２—５
倍[１４]ꎮ 通过大规模且长时间的生产运动ꎬ胶东地

区纺织业得到迅速发展ꎬ已成为胶东农村的主要

副业ꎮ 本土布不仅质量不低于外来货ꎬ且胶东纺

织业已能够实现完全自给ꎬ并部分出口[１５]ꎮ 大生

产运动使妇女成为生产战线上的重要主力军ꎬ也
极大地促进了胶东根据地的经济发展和生产自

给ꎬ为抗战和革命的胜利提供了后备保障ꎮ
２.在政治上ꎬ参政议政ꎬ承担责任ꎮ 胶东妇女

将民主政权的建设作为自身解放的重要前提ꎬ积
极加入参政议政的行列ꎮ １９４０ 年ꎬ党中央提出在

各根据地建立“三三制”民主政权ꎬ胶东根据地响

应号召ꎬ提出了«胶东区战时施政纲领»ꎬ其中明

确指出 “提高人民政治文化水平ꎬ提高妇女地

位” [３]３３ꎮ 几千年的封建压迫使得妇女没有人权ꎬ
更没有参政权ꎮ 毛泽东指出:“团结起来ꎬ参加生

产和政治活动ꎬ改善妇女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

位ꎮ” [１]１６是故只有实现经济独立和拥有参政议政

权利才能真正提高妇女的地位ꎮ «胶东大众»为

此目的特意开辟“三八”节专栏ꎬ普及“三八”国际

劳动妇女节简史ꎬ文章指出ꎬ妇女节源自 １９０９ 年

美国劳动妇女因要求男女平等权利而举行的盛大

的罢工游行示威ꎬ是妇女敢于大规模展示自身力

量的标志ꎮ 文章以俄国妇女为例ꎬ工农大众在

“要和平、土地和面包”的口号下ꎬ推翻沙皇专制

制度建立了苏联社会主义国家ꎬ妇女也因而得到

彻底解放ꎬ得到和男子同等的政治、经济、文化权

利[１６]ꎬ故胶东妇女也应在党的领导下ꎬ积极参政

议政ꎬ参与到反对阶级压迫和民族侵略的政治斗

争中ꎮ
１９４０ 年ꎬ蓬莱、黄县等地妇女率先提出“妇女

参政”的口号ꎬ要求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３]３３ꎮ
党和妇联组织积极引导有觉悟、有能力的妇女参

与到政府工作中ꎮ 之后陆续出现了招远第一个女

区长雷声远、模范女乡长于美卿等女干部ꎬ以实际

行动为妇女争取政治权利树立了榜样ꎬ也驳斥了

思想封建认为女子不如男的不良声音ꎮ 随着革命

和抗战的深入ꎬ胶东地区妇女参政议政形成热潮ꎬ
仅黄庄一个区即有 ４３ 个妇女担任村长、村副、闾
长等职务[１２]ꎮ 除了基层岗位ꎬ至 １９４５ 年抗战胜

利ꎬ区以上的女性政府工作者达到 ７７０ 人ꎬ胶东参

议会女议员 １６ 人[９]ꎬ各地区几乎村村都有女村

长ꎮ 到 １９４６ 年时ꎬ区以上直至胶东区行政公署都

有女性工作者ꎬ其中ꎬ行政公署 ４０ 人ꎬ专署 ３０ 人ꎬ
县市 １１０ 人ꎬ区公所 ３５０ 人[１７]ꎮ 拥有了选举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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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选举权的胶东妇女以出色的工作能力和坚定的

政治立场充分证明了女性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ꎬ
并能够承担社会责任和挑起历史重担ꎮ

３.在土改中ꎬ打翻身仗ꎬ获得土地ꎮ 土地改革

和军队建设、民主政权的巩固三者相互促进ꎬ互为

支撑ꎮ 在抗战时期减租减息的斗争中ꎬ各级妇女

干部领导妇女算地主的剥削账ꎬ打妇女的翻身仗ꎬ
加强对妇女进行土改政策的宣传教育ꎬ领导和号

召妇女参加吐苦水、挖穷根的诉苦大会ꎬ控诉地主

恶霸的罪行[１８]１１０ꎮ 据 １９４２ 年 ８ 月统计ꎬ海阳县

有１２ ０００多名妇女参加了“双减”运动[３]７５ꎬ群众

的生活得到了改善ꎬ提高了抗战积极性ꎮ 抗战胜

利后ꎬ改减租减息为“耕者有其田”政策ꎬ各级妇

女组织又领导妇女争取平等分配和继承土地的权

利ꎮ 到 １９４６ 年底ꎬ胶东有 ５０ 万妇女参加了土改

运动[３]７７ꎬ广大妇女在政治上翻了身ꎬ在经济上也

获得了与男子同等的权利ꎮ
胶东妇女在前线和后方的行动充分体现了女

性群体无私无畏的奉献精神、不屈不挠的勇敢意

志和勇担使命的社会责任感ꎮ 正是妇女们以其空

前的觉醒和伟大的革命行动保卫了胶东根据地的

革命成果ꎮ

　 　 三、半边天:巾帼英姿与胶东女性群像

“巾帼英雄垂青史ꎬ血海火凤说胶东ꎮ”①不论

是支援前线ꎬ还是巩固后方ꎻ不论在血腥残酷的革

命战场上ꎬ还是在反剥削的土改运动中ꎬ都不乏胶

东女性活跃的身影ꎮ «女交通员»«烽火» «党费»
«地雷战»等影片中的女英雄形象也均出自胶东

妇女群体ꎮ 她们有的是舍生忘死的共产党人和女

战士ꎬ有的是朴实坚韧、送郎参军的普通支前妇

女ꎬ也有的是信守承诺、舍己为人的胶东乳娘
她们以飒爽英姿撑起了胶东革命的“半边天”ꎬ以
不屈的灵魂描摹出胶东女性的炫彩华章ꎮ

烟台开埠较早ꎬ得风气之先ꎮ １９１９ 年五四运

动之后ꎬ胶东地区女性进步青年已积极参与到反

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之中ꎮ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ꎬ
胶东地区女学生李紫辉等人联络烟台各中学学生

参加抗日爱国救亡运动ꎬ并抗议国民党警察枪杀

爱国女学生[３]４ꎮ １９３５ 年 １１ 月ꎬ在中共胶东特委

于昆嵛山举行的“一一四”武装暴动中ꎬ女共产

党员张修英、程均英等人组成暴动宣传队ꎬ在群众

中积极动员宣传革命[３]５ꎮ 暴动虽然失败了ꎬ但女

共产党员们用她们的革命行动为挣扎在封建思想

牢笼中的妇女们打开了一扇自由的天窗ꎬ让她们

看到了革命的希望ꎮ １９３６ 年 １ 月ꎬ理琪组建了中

共胶东临时特委ꎬ相继组织领导了烟台绣花厂、发
网庄女工的罢工斗争ꎮ 卢沟桥事变后ꎬ知识分子

出身的李紫辉、曲韶华、黄在响应党提出的“脱下

长衫ꎬ到游击队去”的号召ꎬ参加了天福山起义ꎮ
随着抗战形势的日益严峻ꎬ越来越多的有着爱国

进步革命思想的女青年主动冲破家庭和社会的桎

梏ꎬ投奔了抗日队伍ꎮ １９３７ 年 １２ 月ꎬ在胶东成立

的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以下简称第三

军)中涌现了不少英勇奋战的女性群体ꎬ如第三

军二路中的“王氏十二姐妹”等ꎮ 通过家族串联

的方式ꎬ不少女同志携家参与到抗日活动中[３]８－９ꎮ
这一时期ꎬ涌现了以击毙敌人 １７ 名的孙玉敏和炸

死敌人 ８ 名的陈桂香为代表的战斗英雄[９]ꎮ
为了巩固来之不易的革命果实ꎬ妇女们积极

勇敢地参与到了党的地下活动和游击战争之中ꎮ
她们自觉担负起摸敌情、送情报的地下交通工作ꎮ
譬如ꎬ栖霞郭大娘乔装打扮ꎬ骗过敌人的盘查ꎬ几
十里外送情报ꎻ妇女地下工作小组白天工作ꎬ晚上

秘密散发传单ꎬ宣传革命ꎻ蔚阳山区祝芝兰冒着生

命危险偷入敌占区绘制地图ꎬ等等[３]８２ꎮ 胶东妇

女游击队在小清河击沉了敌人的一艘汽艇ꎬ还与

农村妇女配合作战ꎬ用做记号的方式揪出敌特分

子ꎮ 家中藏枪的村民有的主动将枪交给游击队ꎬ
有的组织自卫团ꎬ胶东地区成立了妇女大队ꎬ武装

十分齐全ꎬ每个队员都有一杆步枪ꎬ跟男子一样照

常在村头站岗放哨[５]ꎮ 在敌人的扫荡中ꎬ妇救会

和游击队相互配合ꎬ共同抗击敌人ꎮ 全面抗战以

来ꎬ在对敌作战中牺牲的胶东妇女ꎬ仅区县级以上

的干部就有 ５７ 名[１９]ꎮ 其中ꎬ有为了不当俘虏与

敌人徒手搏斗而牺牲的王四同志ꎬ有被俘时以手

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的西海妇联副会长彭云同

志ꎬ有被敌人绑在桥头壮烈牺牲的徐杰同志ꎬ等
等ꎬ表现了胶东妇女不屈的斗志和大无畏的革命

牺牲精神ꎮ
齐鲁大地ꎬ南有沂蒙红嫂ꎬ东有胶东乳娘ꎮ 由

于日寇的严酷进攻和重重封锁ꎬ八路军主力和党

政军机关被迫频繁转移ꎬ不少八路军将士无法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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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此为原国务委员谷牧同志为“胶东巾帼”的题词内容ꎮ



顾养育刚来到人世的亲生骨肉ꎮ 为了减轻为革命

舍弃小家的指战员们的后顾之忧ꎬ１９４２ 年 ７ 月ꎬ
中共胶东区委决定在牟海县组建胶东育儿所ꎬ挑
选乳娘哺育这些年幼的党政军干部子女和烈士遗

孤ꎮ 胶东育儿所主要是在周边村庄寻找政治可

靠、身体健康的不脱产乳娘ꎮ 来所乳儿大都不满

周岁ꎬ最小的仅出生 １２ 天ꎮ 在极端艰苦的条件

下ꎬ３００ 多名乳娘和保育员养育了 １２２３ 名革命后

代ꎮ 每当日伪军“扫荡”时ꎬ育儿所的工作人员就

分散到孩子的住区ꎬ分片包干ꎬ同乳娘一起带着孩

子们反“扫荡”ꎮ 以矫曰志、肖国英、尹德芝为代

表的乳娘群体ꎬ为了信守“人在孩子在”的承诺ꎬ
她们把最后一滴奶留给乳儿喝、最后一口粮留给

乳儿吃ꎬ最后一件衣留给乳儿穿ꎬ最后一丝生机留

给乳儿ꎬ生死关头甚至抛下自身骨肉也要护好八

路军的孩子[２０]ꎮ 在日寇的频繁“扫荡”过程中ꎬ
造成了胶东军民的重大死伤ꎬ然而ꎬ在乳娘和人民

群众的细心呵护下ꎬ胶东育儿所的乳儿无一伤亡ꎮ
胶东乳娘们用超越传统血脉亲情的伟大母爱书写

了一段苦难中的人间奇迹ꎬ让革命的火种生生不

息ꎬ让革命之花绚烂绽放ꎬ奏响了胶东地区党群军

民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浓彩乐章ꎮ

胶东根据地地处儒家文化的摇篮ꎬ自古受传

统思想浸润ꎬ提倡重信仁义、忠孝两全ꎮ 近代以

来ꎬ胶东地区开埠较早ꎬ经济较为发达ꎬ民风淳朴

开放ꎬ又是中共较早建立的革命根据地ꎬ民众受红

色文化滋养ꎬ忠心向党、勇敢坚毅ꎮ 这是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和革命奋斗精神层层交织、共同孕育的

一片革命热土ꎮ 一寸山河一寸血ꎬ一抔黄土一忠

魂! 胶东大地上不乏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ꎬ亦不

乏坚韧朴实、无私奉献的普通百姓ꎬ而胶东妇女群

体便是其中的优秀代表ꎮ 她们以不屈的脊梁扛起

抗日救国的重任ꎬ以巾帼英姿奋战在革命前线ꎮ
胶东妇女的无私奉献深深感染了乳山籍作家冯德

英ꎬ他以自己少年时代在家乡的生活经历为蓝本ꎬ
创作了«苦菜花»«迎春花»和«山菊花»三部长篇

小说ꎬ展现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胶东根据

地军民反对日伪汉奸“扫荡”、抗击国民党军队进

攻的英勇斗争ꎮ 冯德英描绘了根苦花香、朴实而

顽强的“苦菜花”冯大娘ꎬ不畏严寒、率先盛放的

“迎春花”春玲ꎬ傲立雪中、满山开遍的“山菊花”

桃子等女性群像[２１]１８６ꎮ 胶东半岛作为兵家必争

之地造就了残酷的革命环境ꎬ但传统胶东文化的

乐观、豪爽、侠义等精神与红色文化带来的觉悟与

抗争意识又使得根植于苦难的胶东妇女变得朴实

和坚强ꎬ百折不挠ꎬ绽放出朵朵馥郁的芳华! “三
花”精神很好地概括了胶东妇女的优秀品质ꎬ不
仅展现了在儒家优秀文化熏陶中胶东妇女勤劳质

朴、崇德向善的传统美德ꎬ也突出了劝郎参军、募
捐支前和胶东育儿所的建设中体现出的舍己为

人、重信重义的奉献精神ꎮ 胶东妇女在对敌战场

上组织游击队英勇抗敌、不输男子ꎬ对家庭内部发

展生产、拥军支前、巩固后方ꎬ亦表现出百折不挠、
自强不息的奋斗意志和一心向党、忠贞不屈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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