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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东革命老区妇女革命时期与当下生存和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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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革命时期川东革命老区妇女群体在公共领域的活跃状态与当下川东革命老区留守妇女群体在公共

领域边缘化状态呈两极背反，革命时期川东革命老区妇女群体的“老区精神”和该地区自古以来的“女性主体意

识”在当下川东革命老区留守妇女群体中正在消解；历届中国妇女代表大会弘扬的“男女平等”的主题在当下川

东革命老区留守妇女群体的生活中成为空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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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川东革命老区当下妇女生活状况调查”课
题组于２０１５年１月在川东革命老区达州市、达州
市宣汉县大成镇进行了实地考察，召开了妇女座

谈会，并在宣汉县大成镇、五宝镇和开江县永兴

镇共发放了１６０份调查问卷，回收有效问卷１５０
份。根据调查数据，笔者从妇女解放和发展视角

对当下川东革命老区留守妇女生存状况进行研

究，通过研究分析得出，革命时期川东革命老区

妇女群体在公共领域的活跃状态与当下川东革

命老区妇女群体在公共领域边缘化状态成两极

背反，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川东革命老区妇

女群体的“老区精神”和该地区自古以来的“女性

主体意识”在当下川东革命老区留守妇女群体中

正在消解；历届中国妇女代表大会弘扬的“男女

平等”的主题在当下川东革命老区留守妇女群体

的生活中几乎成为空命题。

一、革命时期川东革命老区妇女群体在公共

领域的活跃状态与当下川东革命老区“留守妇

女”群体在公共领域边缘化状态成两极背反

（一）革命时期川东革命老区妇女群体在公

共领域的生存呈现出十分活跃的状态

据《川陕苏区的妇女状况》（何光表著）记载，

三大主力红军中，随一方面军长征的妇女有 ３０
名；随二方面军长征的妇女有２０余名；随四方面
军从鄂豫皖入川妇女有 ４０余名。到 １９３５年 ３
月，撤离川陕苏区向西转移时，随红军长征妇女

在编制内的已近万人，实际上，踏上长征路的四

川妇女在１万人以上。１９３６年１０月，在甘肃会
宁会师时，红四方面军中的女战士只幸存２０００多
人。西路军１８００余名女战士全军覆没。由红四
方面军组建的西路军渡河时的女红军约为１８００
余人，１９３７年３月中旬部队浴血苦战突围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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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天雪地的祁连山时，妇女仅剩 ３００余人，奉命
改编为妇女独立团，负责掩护总部突围的重任，

战斗最后仅余的十多个女战士也落入敌手，至

此，西路军１８００余名女战士全军覆没。随红四方
面军长征的近万人最后幸存的仅有 ５００多
人［１］（Ｐ４，２０６）。革命时期川东革命老区妇女群体活

跃在以革命斗争为主题的公共领域中，在极其艰

难的战斗中极大地发挥了女性生命中的潜能，并

以牺牲自己的生命为代价，获得了由奉献革命带

来的成就感与尊严。

（二）当下川东革命老区“留守妇女”群体在

公共领域的生存处于边缘化状态

当下，川东革命老区受恶劣的地理环境及脆

弱的生态环境等因素的限制，经济、社会、教育等方

面发展滞后，在追求妇女解放与发展的新时代，川

东革命老区留守妇女群体面临着比发达地区精英

女性更严峻的现实和更大的困难。所谓“留守妇

女”，按吴惠芳的陈述，通常是指由于丈夫长期在

外务工而留守家庭中的农村妇女，她们肩负着本应

由夫妻双方共同承担的生产劳动和家庭抚养、赡养

责任，同时扮演着多种社会角色［２］。

调查显示，留守妇女家庭的家庭经济来源主

要来自外出打工（占 ３９％）和经济作物（占
２３％）。外出打工的主要是男性。这就意味着，
这种家庭以打工为主要经济来源，以“男工女耕”

为主要的生存模式，即家庭中的男性主要在公共

领域活动，家庭中的女性则在私人领域活动。女

性在私人领域的活动以家务劳动为主。同时，在

家庭这样的私人领域，即使女性承担了大量的工

作，但在经济开支上，仍然是丈夫说了算

（４６％）①。笔者认为：川东革命老区留守妇女的
生存出现“三化”状态：生存空间私人化、生存地

位边缘化、生存意识现实化。川东革命老区留守

妇女主要生活在家庭的私人领域，承担农业生产

劳动、家务劳动和家庭赡养责任。由于农村的生

产劳动是以家庭为单位，不再是从前生产队集体

劳动，因而农业生产劳动也成为川东革命老区留

守妇女生存的私人领域。家庭中男性外出打工

的收入往往占家庭经济收入的主体，川东革命老

区留守妇女在家庭私人领域失去了话语权，生存

地位处于边缘化的境地。新时期，家庭的生存成

本高，涉及的范围广，川东革命老区留守妇女基

于生存状况的需要和社会就业大环境的压力，在

考虑自身的知识和能力状况、城市的就业岗位的

劳动强度和就业范围、农村伦理道德要求等综合

因素的状况下，迫不得已进行家庭生计策略再分

工：“男工女耕”“男工女守”。这种分工显示了川

东留守妇女生存意识的现实化。

（三）川东革命老区妇女群体在不同时期的

公共领域的生存状态呈两极背反

在改革开放推进了３０多年后，当下川东革
命老区留守妇女群体在公共领域的生存状况处

于边缘状态，禁锢在私人领域的框架内，承担着

农业生产和照顾家庭的重要责任却拥有较少的

家庭权利，这与当下经济较发达地区的妇女解放

与发展境况处于脱轨状态，更与革命战争时期在

公共领域十分活跃的川东革命老区妇女群体坚

定的理想主义和勇于牺牲的英雄主义相去甚远，

川东革命老区妇女群体在不同时期的公共领域

的生存状态成两极背反。

二、革命时期川东革命老区妇女群体的“老

区精神”和自古以来该地区妇女群体的“女性主

体意识”在当下川东革命老区留守妇女群体的生

活中正在消解

（一）革命时期川东革命老区妇女群体具有

强烈的“老区精神”，自古以来该地区妇女群体具

有明确的“女性主体意识”

川陕革命根据地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二个大区域”。川东革命

老区是川陕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川东地

区山多地势复杂，生存条件比较恶劣，生产力发展

较为缓慢，历史上大部分属于四川经济较为落后的

地区，反革命势力相对薄弱。川东革命老区提供的

政治舞台使川东革命老区的妇女更多、更广泛地参

与和活跃在公共领域，作出了伟大的可歌可泣的贡

献。革命战争年代川东革命老区妇女群体更是把

“老区精神”演绎得淋漓尽致。她们经历过漫长的

二万五千里长征，经历过血流成河、尸积如山的残

酷战斗，遭受过被敌军俘虏后惨绝人寰的蹂躏践

踏，经历过与部队失去联系后孤苦伶仃的流浪。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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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正是凭借着忠贞不渝的理想信念、不怕牺牲的英

雄主义精神，渡过了一次次的艰难险阻和人生的起

起落落。

川东革命老区妇女群体自古以来就具有强

烈的“女性主体意识”，在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中

都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川东北地区有句民

间俗语叫“要吃山区饭，妇女打前站”［１］（Ｐ１８，３９３），

在私人领域，生活在巴文化区的川东妇女“是男

性生产劳动中的重要助手，是菜园子劳作的主要

耕作者，是针线茶饭等家务劳动的直接承担者，

也是儿女教育、婚嫁等家庭大事的重要参与

者”①。在公共领域，在中国历史文化的构成上，

川东地区妇女也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四川涪州

永安县清台山上的怀清台就是为纪念中国历史

上最早的提炼丹砂的女矿冶家巴清受命于秦始

皇而建的。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个被封侯的女

将军、曾被崇祯赋诗“古来巾帼甘心受，何必将军

是丈夫”“世间多少奇男子，谁肯沙场万里行”赞

誉的秦良玉巴人身份就不足为怪了”①。

（二）当下川东革命老区“留守妇女”群体的

“老区精神”和“女性主体意识”正在消解

笔者以私人领域对应的家庭生活状况来考

察当下川东革命老区“留守妇女”群体的“老区精

神”和“女性主体意识”。

婚姻观、家庭观、两性关系是妇女家庭生活

的核心，妇女对婚姻的认识和满意程度、性问题

的自觉度、家庭人际关系的和谐度成为衡量妇女

女性意识的关键指标。调查结果显示，川东老区

“留守妇女”通过自由恋爱结婚的仅占１３％，通过
他人介绍和媒人牵线搭桥的占８１％，说明川东老
区“留守妇女”的婚姻构建方式是以传统的“媒妁

之言”为主体的。婚姻生活中，她们的家庭观念

很重，特别看重家庭的稳定性。而这种稳定性仍

然由男性占主导，取决于男性的好脾气（４６％）和
责任感（４３％），妇女在家庭中更多地处于从属地
位。对待两性关系她们则具有了一定的宽容度

和自由度。例如：对再婚问题能够接受的人群达

到６４％；对未婚同居不能接受的虽然占５３％，但
持情有可原和无所谓的比例占４７％，可见她们在
两性关系的价值取向上倾向于传统道德，但又有

了较大的宽容度。家庭中婆媳关系较好的仅占

２３％，不好的高达２９％，对如何处理婆媳关系问
题没有进行思考的人达到４６％，对于如何协调家
庭人际关系则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缺乏主动意

识、反思和理性处理能力。

当下川东革命老区留守妇女群体在私人领

域的婚姻家庭生活中，缺乏勇于斗争、勇于创新、

一往无前的“老区精神”，对自身在家庭中的从属

地位缺乏“女性主体意识”的思考，采取的是接

受、顺应、忍让的生活态度，把婚姻家庭幸福寄托

在男性的好脾气和责任感上，说明川东革命老区

妇女群体革命时期强烈的“老区精神”和自古以

来的“女性主体意识”在当下川东留守妇女群体

中正在消解。

三、妇女解放与发展运动的策略几乎成为当

下川东革命老区留守妇女的空命题

（一）妇女解放与发展运动的策略及其理论

困境

女性主义者在追求妇女解放与发展的道路

上高举着“自由平等”的旗帜，主要有两种实施策

略：一是追求女性在公共领域的平等权利，以争

取选举权、财产权、就业权、受教育权为目标；二

是追求妇女在私人领域的平等权利，以追求家务

劳动社会化为目标［３］。第一种目标在经济发达

的城市实现程度较高，但不容忽略的事实是：“妇

女获得了与男子同样的教育和就业机会并没有

完全改变妇女的从属地位，妇女进入了由男性把

持的公共领域并没有改变家庭私人领域与公共

领域的权利分层。”［３］由于没有改变由妇女承担

家务劳动的传统，这就意味着妇女在追求男女平

等的道路上，必须付出承担双重责任的沉重代

价。第二种目标在经济发达的城市实现程度并

不高，“全职太太”仅仅是少部分女性群体。这样

的群体往往依靠婚姻关系、道德约束和经济契约

来支撑，妇女要承担涉及婚姻、感情、心理、自由、

平等等多方面和多层面的风险。

（二）革命时期川东革命老区妇女群体为妇

女解放与发展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革命时期川东妇女群体在公共领域表现相

当活跃，用生命和鲜血似乎实现了政治层面的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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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解放和平等。其实，在高压艰险的黑色恐怖

下，女性是以中立的性别身份进入公共领域的，

妇女在公共领域（主要是从属于在男性占领导地

位的政治领域）承担起和男性一样的社会责任，

并为此付出了比男性更为惨烈的牺牲。这种牺

牲有两种情况：一是在艰苦的革命斗争中，无论

男性还是女性都没有女性意识，或者有微弱的女

性意识却没有条件给女性基于性别的必要的照

顾；二是当女战士被俘虏后所遭受的凌辱与摧残

比男性战士又多了一层性别迫害。

（三）新时期城市精英女性在实践妇女解放

与发展的道路上举步维艰

新时期城市精英女性在实践妇女解放与发

展的道路上举步维艰的现实状况，是对妇女解放

与发展运动策略及其理论困境的注解。

就业权是现代妇女解放与发展的重要标志。

但是，妇女解放与发展始终在一个理论与实践的

怪圈中博弈。理论上、文化上的构建是以反传统

的妇女观为基础的，妇女要争得与男性一样在社

会公共领域中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势必要有

广泛的就业岗位，占据较高的职位，并进入“主

流”的经济社会生活中，成为经济社会建设的主

力军，与男性一样在各个领域展开激烈的优胜劣

汰的竞争。抛开受教育程度、传统文化、女性心

理生理特征等背景因素的影响，一个在公共领域

成为“精英”的女性，要赢得竞争，势必要成为和

男性一样的“自然人”，而不是“有性的人”，必然

抹杀女性的“性别意识”，这显然不是妇女解放运

动所追求的目标。

休息权是现代妇女解放与发展的重要内容。

当现代女性经历残酷的竞争成为社会的精英女

性后，她们在承担公共领域的责任与压力之外，

还得在私人领域承担家务劳动的第二层压力。

在现有的文化格局和经济背景下，女性根本无法

脱离私人领域的家务劳动，绝大多数家庭根本无

法实现家务劳动社会化或者家务劳动工资化。

显然，女性承担着公私领域的双重压力也不是妇

女解放运动所追求的目标。妇女解放与发展运

动始终处在一个似乎无法解套的枷锁中：妇女不

积极介入社会变革，势必囿于家庭的藩篱成为男

人的附庸；妇女主动介入社会变革，参与社会经

济生活，势必承担社会和家庭的双重压力。无论

哪一种，似乎都不是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政治指

向。理想的状态是男女共同拥有和承担公共领

域和私人领域的权利和义务。据有关资料显示，

女性离婚率最高的是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

业单位负责人。这些职业群体的特点是受过良

好的教育，有着一定的社会地位，经济状况良好。

可见，当城市精英女性拥有了一定的经济地位无

法承担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双重压力时，她们

就会注重婚姻的质量，关注自己的精神需求，争

取与男性一样的家庭权利。如果因此导致家庭

的解体似乎也不是妇女解放与发展运动的目标。

（四）妇女解放与发展运动的策略几乎成为

当下川东革命老区留守妇女的空命题

当下川东革命老区留守妇女群体的生存困

境包括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主观上，当下川东

革命老区留守妇女群体缺乏传统的“女性主体意

识”和“老区精神”；客观上，各种环境条件十分不

利于她们的生存和发展。第一，自然环境恶劣与

“国家在场”的消失。川东革命老区地处边远、闭

塞、恶劣的自然环境中，随着政治革命的完成和

“国家在场”的消失，在以现代化为指向、市场经

济为杠杆的经济建设格局中，军事地域优势变成

了经济发展的劣势，成为制约老区经济发展的瓶

颈。老区位置边远，经济发展落后，交通、水利、

通讯等基础设施薄弱，教育、卫生、文化条件较

差，行路难、饮水难、就业难、就医难的问题在一

些老区乡镇尤其是边远的建制村十分突出。必

备的公共领域缺乏，当下川东革命老区“留守妇

女”难以进入社会公共领域。第二，川东革命老

区留守妇女（特别是其中的中老年留守妇女）由

于学习能力较差，掌握适用新技术、农牧产品加

工技术、适应市场变化的能力也较差，缺少进入

公共领域的必备条件。第三，城市就业岗位和社

会福利制度等的限制，致使川东革命老区的家庭

普遍采取“男工女留”的生存模式，将当下川东革

命老区妇女限制在家庭私人领域。虽然她们对

外面的世界具有较强的渴望（只要有条件愿意主

动走出去的人占５５％，不去的人占９％，有心理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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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但不会选择去的占３４％），也只能顺应现在的
生存状况。

当下川东革命老区留守妇女群体由于不具

备城市精英女性强大的职业竞争能力，导致这个

群体基本退出了妇女生存的“公共领域”，而就业

权的失落导致她们在私人领域话语权的衰退，再

一次沦落到家庭的附属地位。传统的“女性主体

意识”和“老区精神”的消解，使她们无奈地选择

了顺应现实。川东革命老区留守妇女的生存状

态，几乎与当代如火如荼的妇女解放与发展运动

脱轨，城市精英女性在公私领域的就业权和休息

权，对于当下川东革命老区留守妇女群体来说，

几乎是不存在的权利，根本没有实施的基础和前

提，只能是一个理想的空命题。

四、结论

在新时期，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地域条

件的差异、文化传统的传承等因素的影响，对中

国妇女解放和发展的实际状况的研究成果在各

个地区存在着十分明显的差异，尤其对在革命战

争年代为革命作出过巨大贡献的川东革命老区

妇女群体当下的生存状况研究较少，这对于她们

的解放和发展十分不利。关注这一群体的生存，

推进老区经济建设的发展，既是对革命时期川东

老区妇女群体作出的奉献的回报，也是走“共同

富裕”的伟大“中国梦”的必然要求。

注释：

①　参见崔显艳、陈善珍、杨祖龙的《川东革命老区妇女

当下生活状况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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