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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史研究·

苏皖解放区土改运动中的妇女动员

吴云峰

( 黄山学院，安徽 黄山 245041)

摘 要: 动员妇女参加土改运动无论对于促进解放战争的胜利还是妇女的自身解放都非常必要。在土改运

动中，苏皖解放区的妇女积极参加诉苦、清算浮财，参加拥军、优属、支前工作，为土改和解放战争的胜利提供了有

力支持。妇女在参加土改运动过程中，也有相当的困难和顾虑，如受传统观念的束缚，畏惧舆论压力，乡村社会轻

视女性，女性也自我轻视，部分妇女思想保守、拖尾巴等。为了克服困难与顾虑，苏皖解放区在土改中提高妇女的

经济权益，培养妇女干部，提高妇女的思想觉悟和文化水平，解除家庭顾虑，提高妇女自信心，通过以上种种努力，

成功地动员了妇女参加土改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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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皖解放区也叫华中解放区，由解放战争期

间华中抗日根据地的苏北、苏中、淮北、淮南四个

根据地合并而成。该地区于 1946 年 12 月成立了

统一的苏皖边区政府。为了摧毁封建土地所有

制，中共在解放战争期间适时将减租减息政策转

变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先后颁布

了“五四指示”和《中国土地法大纲》，在苏皖边区

进行了土改运动。复查则是对过去运动中存在

的不尽彻底的方面进行检查，以更深入地推动运

动的发展。
一、动员妇女参加土改的必要性

妇女占解放区农村人口的一半，而且她们受

到的封建压迫比男子更深。“她们更受着地主的

鄙视、侮辱、蹂躏、摧残，因此，她们与农民既是受

共同压迫的，就有共同要求。”［1］1947 年，解放区

妇联筹委会提出纪念三八节的中心任务就包括

“加紧及时地发动妇女参加土地改革的斗争，发

动得愈多愈普遍愈好，要在农村翻身运动中同时

也使受压迫的妇女翻身，使妇女能够更好地发挥

她们的力量，支援爱国的自卫战争，彻底解决土

地问题和参加解放区的各种建设。”［2］动员包括

妇女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参加土改有利于解放

战争的顺利进行。苏皖解放区颁布的土改文件

《妇女问题讨论意见》指出:“在土改运动中，要想

真正深入广泛地发动群众，必须将广大的农村劳

苦贫雇农妇女发动起来，以土改为中心，使土改

工作与妇女工作相结合，妇女运动与农民运动相

结合，因为农村妇女与其他农民同受地主阶级的

剥削与压迫，具有共同的要求。”［3］

在男子参军参战的情况下，女性在生产、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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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支前等方面承担着更多的任务。女子天性细

心，熟悉农村的琐事，对地主家庭成员的吃穿住

用更为关注和了解，在土改中对地主的斗争更具

有针对性。因此，动员妇女参加土改是非常必要

的。启西妇筹会经过讨论，让妇女们认识到: “妇

女要翻身，只有自己组织起来，因为妇女占人口

的一半，有了组织，才能争取平等，不受欺压，贫

苦农民组织了起来，团结了中农，才能彻底斗垮

封建势力，自己当家作主。”［4］ 动员妇女参加土

改，既是消灭封建制度的需要，也是妇女实现自

身解放的必然要求。

二、土改中妇女的作用

( 一) 诉苦

苏皖解放区在土改中，积极组织妇女参加诉

苦，激发阶级斗争的情绪。在苏北，“阜宁 10 万

妇女参加诉苦会 187 次。五分区妇女参加惩奸

反霸斗争的人数占全分区参加斗争人数的 60%

以上; 盐东县有 1184 名妇女跳上台去面对面地斗

地主”［5］( P210)。

启西县合南村季家三姐诉苦说: “自小做童

养媳妇，一直被公婆小叔欺……现在有了共产

党，我俚贫苦农妇女真的翻身了，我要参加妇联

会，大家组织起来，以后才不会被人欺侮。”［6］中

共在组织诉苦运动中，教育妇女不仅要诉妇女之

苦，还要诉阶级之苦。1947 年 12 月 25 日，“启西

妇代筹备会，经施竹英等八人的典型诉苦后，于

下午分了六个小组，用漫谈的方式进行查苦查气

查翻身，经过漫谈，了解了穷人究竟为啥穷。像

朱家妈妈和仇家妈妈，帮了粮户十一年，仍旧苦

来交差，把细算算是被粮户剥削来苦的”［4］。由

于在近代，男性和女性同样受到地主的剥削，中

国共产党在组织妇女运动中，需要淡化性别矛

盾，从而将妇女斗争的主要矛头转向阶级敌人。

启西妇女筹备会通过组织妇女讨论，让妇女

认识了自己最有用。“因为普通妇女都能够一瓤

棉花做到头，平常带小官，烧来吃，做来着最得

法，还要田里做，一年到头没有空闲最辛苦，在抗

日时期供给了前线战士的衣服鞋子。”［4］广大妇

女参加诉苦运动，使贫苦农民受到了阶级教育，

认识到 了 贫 困 的 根 源，从 而 自 觉 地 参 加 土 改

斗争。
( 二) 清算浮财

妇女在土改清算浮财的过程中也起着重要

作用。妇女对挖浮财更能做到细致入微，往往能

从最容易忽视的地方挖出金银细软。“如皋县卢

港区鞠家庄桃源村妇女在挖浮财时，在不被人注

意的地方挖到手枪一支，在猪圈里及坏屋墙角下

挖出 银 元、粮 食，草 堆 里 扒 到 了 衣 服、布 匹

等。”［5］( P210)“涟东张庄村以劳动妇女为主组成六

十多个妇女奋勇队，将本村封建地主‘还乡团’张

敬之女人带到大会上进行控诉。丁大嫂子说:

‘我家种张家田，我病了三个月还不让我休息，今

天喊做这样，明天喊做那样，一脚不到就要骂，连

一个钱都不给，我受他家的利债滚剥削和地租剥

削弄得无法生活，只好出去逃荒要饭。’赵大嫂

说:‘我们这次斗争地主原要和男子一样坚决。’

在全体妇女的一致要求下，将张敬之家的浮财家

具全部搬出，又将张敬之女人私藏的包袱也逼出

来。”［7］

苏中解放区将妇女工作与土改清算、挖浮财

等工作相结合，避免妇女运动没有实际内容。通

过斗争地主、挖浮财，妇女可以获得胜利果实，对

吸引妇女参加土复斗争具有积极作用。如龚万

英等人报告了方心乡合南村的典型工作: “我们

村里自恢复后，工作不是单独搞的，像查阶层查

根底的，发动妇女大家来查，大家来评，斗封建挖

黑财时，就动员妇女大家斗大家挖，随时随地和

整个运动结合，这样会议就不空头”［8］。如皋县

的妇女也参与挖浮财: “桃园村妇女倪秀芳挖到

七轮手枪一支，蒋秀英、吴秀英在猪窠里间最坏

的屋墙脚底下，挖出一百廿块洋钱，又在地下挖

出杂粮，草堆里扒到衣服布粮等，挖出后大家都

说:‘我们一定不能受地主骗，他匿得好，我们找

得到。’”［9］在清算浮财的过程中，男性由于变乡

村宗族、家族关系的影响，往往碍于情面，斗争放

不开手脚，而女性主要来自于其他社区，在斗封

建挖浮财中往往可以不顾情面。
( 三) 拥军、优属、支前

在土改过程中，解放战争还在继续，许多地

方处于国共双方军队的激烈争夺中。苏皖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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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妇女在动员男性参军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盐阜根据地“蒋西区扩大会上，三十六个妇女

代表，经过了诉苦，激发了仇恨，大家认识到只有

扩大武装，把国民党反动派全部消灭掉，才能报

仇雪恨，永远太平。张葛乡周仁英丈夫被敌人活

窖掉还不肯收尸，兄弟父亲都被敌人打死，止不

住大哭起来说:‘家内人都被反动派杀掉了，无人

送来参军，保证动员一个年轻力壮的人参军。’接

着凌恒与凌芬英二人保证送哥送弟参军报仇，并

在会上帮助男同志打通思想，提出挑战和保证，

激发男同志报名参军的勇气，最后妇女代表也提

出了挑战，一共保证动员卅六人参军”［10］。宿迁

的妇女积极参与优待军属工作，为军属收获粮

食。“宿迁刘集区大兴乡瓦房村姊妹团长吴大姐

和妇救会长侍大嫂，因村里干部都带民兵出发去

了，湖里豆子都能收了，就自动召集全村妇女，替

没劳动力工抗属和出发民工家收豆子，头一天二

十三张刀，两天替五户工属收四十四亩，抗属八

户收九十八亩，出后勤七户，收六十五亩，共帮助

二十户收豆子二顷零七亩。”［11］妇女积极参加优

属工作为解放战争和土改腾出了大量的人力资

源，保证了土改的顺利进行。

靖泰县太和区扩大会上，妇女代表单独开会

讨论妇女如何做参军工作。“朱纪英说:‘毛主席

领导我们妇女解放，我们也要扩大武装保翻身，

不能参军打仗，也好做后方工作，做代耕、做军

鞋。’魏雨 珍 说: ‘我 回 去 动 员 我 的 表 哥 和 未 婚

夫。’曹叶武说: ‘我也动员丈夫去参军。’有很多

人保证动员哥哥、弟弟、邻居表兄等参军，各人都

承认了数字，周英芳说: ‘我决心日夜不睡组织妇

女起来做。’其他关于组织妇女的路线及做鞋子

慰劳等等问题都讨论得很具体。”［12］章蕴在《谈

谈华中的土地改革》的报告中谈到了妇女在土改

斗争中的作用。妇女成了支前和进行后方工作

的一支主要力量。如磨面、做军鞋、照顾伤员等

等。“磨面这种活可不轻，军队几十万，再加上民

夫几十万，就是百把万，完全靠群众磨面供应!

特别是妇女出力最大，有时一连磨三个晚上不睡

觉，甚至有一晚上磨三斗粮的，磨得手上起很大

的泡。”［13］刘瑞龙在《关于北线三个月后勤概况

与今后方针》的报告中谈到:“潼阳茆圩区上旺姊

妹团，完成了二万二千个急救包，磨面三十万斤，

缝衣二千五百件，套被子一千零九十五床，做鞋

子二百四十九双，募捐一千八百多个鸡蛋，全区

共有八处姊妹团的岗哨。”［14］妇女积极拥军优属

支前，有力配合了前线的战事，为解放战争的胜

利提供了强大的后勤保障，使解放军获得了源源

不断的人力物力支持。

三、妇女参加土改的困难与顾虑

( 一) 受传统观念束缚，畏惧舆论压力

传统社会讲究“男主外，女主内”“男女授受

不亲”。在乡村社会，妇女抛头露面是十分忌讳

的事情。在土改复查工作中，要动员妇女出来参

加工作也阻力重重。1947 年，阜东县麋滩区召开

区委扩大会，确定在土复中要重视妇女地位，大

量培养与提拔妇女干部参加政权的领导工作。

该区干部检讨了妇女工作的几种错误认识: “一、

动员妇女出来工作，怕人家说不好听的话; 二、认
为自己老婆‘死脑筋’，人家老婆也难动员。如左

云说:‘我老婆被打三回，太顽固了，没法动员’;

三、出来男男女女像什么东西，妇女难组织，认为

好组织的妇女‘全不好’”［15］。在苏北泗沭县:

“过去很多丈夫是靠妻子吃饭的，然而丈夫依然

保持了他的特权，妻子仍守着‘夫唱妇随，嫁鸡随

鸡’的老一套，因此今天不仅妇女思想上如此，群

众的思想如此，即干部本身在思想上亦没有从精

神上认识———不敢接近妇女，男女接触总不顺

眼，对妇女工作无信心等。”［16］盐阜根据地的射

阳二塔区，有个坏老妈子，“瞎嚼一头，说妇女活

丢人，参加妇救会，就是想找男人。”［17］

由于受传统观念的束缚，妇女走出家庭参加

土改斗争，往往受到家庭和长辈的阻挠。“决心

乡庆平村，在此次复运中，大部分妇女，都参加开

会与斗争，但其中有两个妇女，没有发动出来。

一个叫沈士英，今年十八岁，她七岁死了娘，一直

在后母手里过痛苦日子，在这次运动中，她偷偷

逃出来，要参加妇联会，但她家庭束缚很厉害，沈

士英到哪里，她父母跟到哪里”［18］。在江苏睢宁

县的妇女宣传材料中，有一首民歌叫《糊涂》，其

中有一段讲的是母亲阻止女儿参加工作。“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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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参加妇救会，你把女儿关在屋，妈妈娘，你好

糊涂，哎哎呦，我也要自由”［19］。
( 二) 男性轻视妇女，妇女也自我轻视

在乡村社会，不仅男性轻视妇女的作用，女

性本身也自我轻视。如海启县二滧区“二月廿八

日召开妇女大会，到会有一百六十二人，有的老

妈妈带了小孩子，也来出席会议。大会经过了刘

家妈妈、范小妹典型诉苦后，接着大家进行漫谈，

在漫谈中谈到过去妇女为啥勿动，有这几个原

因: 一、因为封建势力还没打垮，封建意识还很浓

厚，妇女仍认为大事情应由男人做得，自己只能

做做针线，看家带小官，洗锅灶等事情，怕羞人出

来工作。二、命运观点，大家认为命不好投了妇

女，有啥话头。三、妇女气量狭隘，碰到钉子，就

要灰心，有啥小事情，都要闹意见。四、个别妇女

勿正派腐化，有些出来是为了解决婚姻问题，因

此弄得好人勿高兴出来参加妇联会。”［20］一些基

层男性干部受传统观念影响，未能认识到妇女在

革命中的作用，麋滩区在土复中仅把妇女工作当

作附属工作，这种认识观念也影响了妇女参加土

复工作。
( 三) 部分妇女思想保守，拖尾巴

在土改复查、参军动员的过程中，部分妇女

思想保守，顾及家庭利益，采取了拖尾巴的做法。

如盐阜根据地泰塘区朱蒲税所所长李汝家的老

婆，“第一次是在家里他谈参军，老婆同他淘气打

架，想拖尾巴，他睬也不睬，决心参军上主力。第

二次旁人为了做个和事佬，怕他老婆作气，来劝

他不要去参军，被他骂回去了，说参军是光荣，你

不要我进步要我落后吧! 第三次是区会上报了

名不批准，连打了三张报告请求批准”［21］。部分

妇女由于对家庭利益的考虑及对家人参军所面

临伤亡风险的担忧，对参军支前等工作采取了消

极的态度，这也使土改中的妇女动员面临诸多

困难。

四、克服困难与顾虑的办法

( 一) 提高妇女的思想觉悟和文化水平

在传统社会，重男轻女观念盛行。由于妇女

被剥夺了接受文化教育的权利，大部分农村妇女

缺少文化，难以胜任革命斗争的需要。因此，苏

皖解放区通过一系列形式开展妇女教育，提高其

文化水平。淮海根据地的涟水县“教育妇女思想

上翻身，反对封建重男轻女。”［22］阜东五汛区“河

东村妇女为求得自己的真正解放，遂组织妇女学

习小组，日里做生活，晚上到村学里去上课，并自

带油灯。她们说:‘我们要与男人们肩并肩，我们

的头脑就要开化，懂得些大道理才对。’”［23］阜东

十一分区翻身妇女学习文化的要求迫切。“滨海

张集区月港干校特别组织四个妇女识字班帮助

附近妇女学习。月港干校教师为帮助附近之石

沈庄、西沈庄、高庄妇女学习文化，共组织了五十

三个妇女按自然村编成了四个学习小组，并根据

妇女自己讨论，订出了制度: 有事要请假，不能随

便不来，上课时以鸣锣为号，一吃过中饭即到学

习地点。自八月七日开学以来，她们的学习情绪

一贯很高，如高庄村妇女在先生来到之前，组长

就将大家集合好，在那里写字认字; 月港妇女高

庆芳把晚饭锅煮好了，一个人到俱乐部黑板上去

学写字。本来规定隔日上课，但高梅贵、李兰、刘
亭玉、薛梅章等人都是今天到三组，明天到四组

去赶着学习。上课的先生走了之后，组长还领导

大家学习一个时间才去。”［15］通过教育学习，妇

女打破了传统的性别角色观念，提高了文化水

平，从而更加胜任土改的各项工作。同时，也改

变了乡村社会对妇女角色认同上的偏见。
( 二) 解除家庭顾虑，增强妇女自信心

为了消除妇女中存在的参加土改斗争与承

担家庭责任难以兼顾的思想顾虑，苏皖解放区号

召妇女克服困难，树立自信心。1947 年启西妇筹

会总结出组织妇女必须打破三个关，即家庭关、

决心关和命运关。也就是说，要动员妇女参加土

改工作必须解除家庭顾虑，增强妇女的自信心。

张怀秀是涟东县淮浦乡的一个贫农，国民党军占

据涟城后，无缘无故加了他当新四军的罪名，把

他六十多岁的老母亲和老婆孩子抓去坐了 20 多

天牢，不知受了多少罪，还花了好多钱才保了出

来。涟城解放后，他决定去参加解放军报仇，但

怕他母亲和老婆拖后腿不让他去，于是随即对他

妈妈说:“你放心，我决定报仇，现在乡里参军，我

参加到部队去，替你老报仇吧! 经过他这样的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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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妈妈思想通了。他又问到老婆，你同意吗?

老婆说:‘我不问，妈妈同意你走就去’! 他妈妈

说‘只要你媳妇肯’”，通过思想动员，张怀秀的母

亲解除了顾虑，不再反对儿子参军。在解放战争

和土改运动中，妇女们除了自身直接参加斗争

外，其对丈夫、儿子的支持与理解与否也关系着

革命能否获得足够的人力支援。

针对妇女的苦命思想，苏皖解放区政府帮助

其搞通思想，增强自信心，打破命运观念。如皋

县渡军井区妇女代表大会上，“讨论妇女命里苦，

夏宝贵妇女说: ‘我们要带孩儿，烧饭，不是新四

军今天都要没得吃了’! 石奶奶说:‘过去封建说

我们妇女雪花儿命，新四军来，手上银镯头也套

起来了，瓦屋也住起来，过去是地主剥削穷的，受

了骗，现在到了我们发财命’，会上解决了妇女不

是命穷，还讨论了婚姻问题，当场帮高文珍解决

了婚约。”［24］通过宣传、教育与解释，妇女逐步确

立了男女平等的思想，打破了妇女命苦的观念，

增强了参加土复的自信心。
( 三) 提高妇女的经济权益

传统社会妇女几乎不掌握土地权、财产支配

权。在土改复查中，解放区确立了妇女产权，保

障了妇女的经济权益。同时，在胜利果实的分配

中给女性以照顾，从而提高了妇女参加土复的积

极性。阜东县麋滩区要求做到: “妇女参加复查

斗争，要田要契，确立产权，提出‘要得妇女大翻

身，分得天地安下根’等口号”［15］。淮海根据地

的涟水县在土改复查中要求做好妇女工作，“通

过复查工作，提高妇女觉悟，树立产权，解决妇女

困难”［22］。章蕴曾经讲到: “苏中、盐阜、淮海这

些地方男女一样分地，妇女分了就是妇女的; 妇

女有了财权，寡妇改嫁也可以把财产带走。”［13］

通过提高妇女权益、确立妇女产权，苏皖解放区

把土改与妇女自身的利益直接挂钩，她们积极参

加土复就是为自己争权益，因此，革命积极性得

到提高。
( 四) 培养妇女干部

为了调动妇女积极参加土改复查运动，解放

区大量培养、提拔妇女基层干部，让她们在基层

政权中发挥作用。“据苏中地区统计，土改后参

加工作的新干部中，女干部占到五分之二; 泗阳

县在民选、乡选中产生了女乡长 78 名，女村长

337 名; 据华中五地委 1947 年统计，担任乡以上

职务的女干部有近 500 人，女党员有 3000 多人，

淮安县还出现苏北第一个女县长孙兰。”［5］( P214)

土复工作需要得力的妇女干部，“通如刘桥区新

民村在铲墩填塘中，产生了村妇女代表，但是个

空架子，实际上深塘儿妇女没有发动起来，开会

总要三请四邀，到会的还只有少数，发言的总是

些二流子妇女，会场很冷淡，经领导研究原因，才

知道这个村妇女代表和村长腐化，群众说她不正

派，工作做不好，不能团结人，因此贫雇农妇女就

不高兴参加妇联会，有的家庭也不允许，发现了

这些毛病后，便把妇联代表交群众审查，让群众

审查后决定撤了职，即召开全村妇女会，重选代

表，大家订出条件，因为妇联会是要领导妇女翻

身的，选举要捡根底深、忠实、斗争性强、思想正

派的，结果选了个过去是小媳妇出身，平时老实

朴素的钱连贞，做妇联代表。钱连贞当选以后，

起早带晚地做工作，动员开会，组织深塘儿妇女，

一向被压迫的塘儿妇女都高兴地说: ‘这次妇女

又要翻身了。’”［25］大批妇女干部的培养，给广大

农村妇女起了很好的示范作用，使她们认识到了

自身的能力，并提升了参政能力，在土改运动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封建土地所有制下，广大贫苦妇女也是被

剥削者，苏皖解放区积极动员妇女参加土改复查

运动，妇女在土改复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虽然

解放区在动员妇女参加土复工作中遇到了种种

阻力和制约，但是苏皖解放区政府通过一系列措

施，克服各种困难与顾虑，成功地动员了妇女参

加土改复查工作，从而有力支持了解放战争胜利

的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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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omen Mobilization in Land Ｒeform
of Jiangsu－Anhui Liberated Area

WU Yun－feng
( Huangshan College，Huangshan 245041，China)

Abstract: It’s very necessary to mobilize women taking part in land reform for the victory of Liberation War
and the women’s emancipation． During the land reform movement，the women in Jiangsu－Anhui Liberated
Area positively participated in pour out their woes，clearing movable property，take part in support to army
and give preferential treatment to families of army men and support the front line，thus providing strong sup-
port to land reform and liberation war． There were many difficulties and worries，such as the fetter of tradition-
al sense，public opinion，despising of country society and women’s self－belittling，some women’s conserva-
tive thought，or holding their family back． In order to solve difficulties and misgivings，Jiangsu－Anhui Liber-
ated Area improved women’s awareness and cultural level，dispelled misgivings of family，enhanced women’
s self－confidence，improved women’s economy rights and interests and trained women cadres． By all efforts，
the liberated area mobilized women to participate the movement of land reform successfully．
Key words: Jiangsu－Anhui Liberated Area; women; land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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