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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川东革命老区妇女群体为苏区的巩固和发展、工农红军的长征行动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针对

川东革命老区妇女当下生活状况，从个人基本情况、对革命老区传统的认识和认知、婚姻家庭、劳动、业余生活、女

性意识状况６个方面的实地考察和问卷调查的结果表明，长期生活在川东革命老区的女性群体的当下生活正处

于传统和现代生活并存并缓慢过渡的状态、多级交错状态、现代生活边缘化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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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问题起因
笔者来自川东革命老区，在巴文化区域生活

过近３０年，并长期关注女性问题。当读到何光

表著的《川陕苏区的妇女状况》一书时，感慨万

千。三大主力红军中，一方面军随军长征的妇女

有三十名；二方面军随军长征的妇女有二十余

名；四方面军从鄂豫皖入川时随军来的妇女也只

有四十余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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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万人以上。

１９３６年１０月，在甘肃会宁会师时，红四方面军中

的女战士只幸存两千多人了。随红四方面军组

建的西路军渡河的女红军约为一千八百余人，

１９３７年３月中旬部队浴血苦战突围进入冰天雪

地的祁连山时，妇女仅剩三百余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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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一千八百余名女战士全军覆没。随四方面军

红军长征的近万名妇女最后幸存的仅仅五百多

人［１］。这一串串数字引起笔者对川陕苏区妇女

的无限尊敬和同情，这些巴山姑娘，在苏区踊跃

参军，在长征路上千辛万苦，在战场上浴血奋战，

在被俘后被马家军惨绝人寰地蹂躏践踏，在流浪

中孤苦伶仃，在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西路军幸

存者）的历次政治运动中被当作“叛徒”“反革

命”，以及在“文革”中遭到各种摧残等，在这些值

得人们缅怀和怜悯的妇女的身上发生的一桩桩

事件、一幕幕场景，真是令人掩书难以释怀。在

改革开放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当下，川东革命

老区妇女生活状况值得社会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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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问卷调查分析

（一）调查问卷说明

笔者于２０１５年１月份与课题组成员泸州职
业技术学院的陈善珍教授到革命老区达州市、达

州市宣汉县大成镇进行过实地考察，与当地妇女

进行了充分的交流，并在宣汉县大成镇、五宝镇、

开江县永兴镇共发放了１６０份调查问卷，回收有
效试卷１５０份。调查问卷涉及到５个方面内容：
第一，个人基本情况（涉及年龄和文化程度）；第

二，对革命老区传统的认识和认知；第三，婚姻家

庭状况；第四，劳动、饮食状况；第五，业余生活状

况；第六，女性意识状况。

针对回收问卷答题情况可知，整个试卷有以

下３个方面的背景：第一，因所调查妇女的年龄、
文化和理解的差异，存在着有的部分题目未完全

填写和一个题目选项多样的问题；第二，如基层

女干部对当地人口情况概括的“三八六六一部

队”那样，长期生活在革命老区的妇女群体属于

中老年妇女、女学生及小女孩（后两者没法进行

调查），因此本次调查对象具有身体弱、文化程度

低、年龄大的特点，年轻、文化程度高、身体好的

女性往往只是在过年过节期间短暂居住；第三，

因本次调查是通过大成镇政府组织政府工作人

员与村妇女干部进行的，因此，本次调查问卷涉

及面虽不够全面，但基本上是调查对象情况的真

实反映，对于研究长期生活在川东革命老区妇女

群体的当下生活状况有一定价值。

为了方便计算，所有百分比都采用整数计算。

（二）调查问卷分析

１．基本情况。从表１可以看出，被调查人员
中年轻女性很少，仅占４％，４６～６０岁的人员共有
６９人，占总人数的４７％，加上６０岁以上的人员比
例就高达６３％，１７岁以下（儿童和学生）的女性
没有参与调查，６０岁以上的妇女参与程度低，这
足以证明长期生活在川东老区的女性以４０岁以

上妇女为主的特征。参与调查妇女群体的文化

程度小学文化程度所占比例最大，大学和文盲所

占比例相等，但实际情况应该为大学文化程度者

参与调查比例高，而小学文化程度者参与调查比

例远远不够。根据相关题目可以推测出的一个

结论为：不是年龄大的文化程度就低，相反，存在

着相当一部分文化程度不高的人反而年龄比较

小，这说明部分年龄大的妇女在年轻时文化普及

率并不低。总体而言，调查对象的文化程度不

高，小学与文盲所占比例高达５２％。
表１　个人基本情况

年龄 人数 百分比 文化程度 人数 百分比

１７～２５ ６ ４％ 大学 １４ １０％

２６～３５ ２１ １５％ 高中及中专 ２１ １５％

３６～４５ ２６ １８％ 初中 ３１ ２３％

４６～６０ ６９ ４７％ 小学 ５８ ４２％

６０以上 ２４ １６％ 文盲 １４ １０％

　　２．对革命老区传统的认识和传承情况。从
表２可以看出，川东革命根据地妇女对革命传统
基本上是陌生的，真正清楚革命历史的仅占３％，
听说、不了解的人竟然占 ５９％，了解的人只有
３８％。认为革命传统对自我产生影响的人占
４１％，认为革命传统对自我无影响的人占３７％，
处于无所谓状态的人所占比例为２２％。愿意传
承革命精神讲述革命故事的人占８０％，不愿意传
承革命精神讲述革命故事的比例占２０％。这说
明川东妇女对于川东革命老区的历史是有认同

感的，但她们对革命历史的了解却远远不够，而

且对革命传统对自身精神产生的影响缺乏认同

和思考。这些调查对象绝大多数都处于４５岁以
上，这强有力地表述着传统精神正在它的发源地

渐渐消失，现实与历史之间的距离正在不断地扩

大这一不争的事实。

表２　对革命老区传统的认知和传承状况

了解本地区的革命传统 革命传统的影响 对待革命故事的态度

选项 人数 百分比 选项 人数 百分比 选项 人数 百分比

Ａ了解 ５５ ３８％ Ａ有 ５０ ４１％ Ａ很高兴 ５１ ３７％

Ｂ听说 ４６ ３２％ Ｂ无 ４６ ３７％ Ｂ不愿意 ２７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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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了解本地区的革命传统 革命传统的影响 对待革命故事的态度

选项 人数 百分比 选项 人数 百分比 选项 人数 百分比

Ｃ不了解 ３８ ２７％ Ｃ无所谓 ２７ ２２％ Ｃ愿意 ５９ ４３％

Ｄ很清楚 ４ ３％

　　３．婚姻家庭、两性关系状况。妇女的婚姻、
两性关系、家庭关系状况是其生活状况的核心内

容，其婚姻的满意度、性问题的自觉度、家庭人际

关系的和谐度成为其实际生活质量的关键指标。

表３、表４、表５基本呈现出了川东革命老区妇女
在这三方面的状况。问卷结果显示，真正通过自

己先认识再走入婚姻殿堂的仅占１３％，通过他人
介绍和媒人牵线搭桥的占８２％，可以说她们的婚
姻绝大多数是通过传统方式完成的，但她们对自

由恋爱方式的认同度仍然达到５６％。总体上，她
们对自己的婚姻还是比较满意的，认为夫妻融洽

和较好的人数占７８％，她们对丈夫的不满意度较
低，仅占 １２％。从调查对象最看重丈夫的方面
看，好脾气最高，占４６％，家庭责任感占４３％，这
一结果充分说明川东革命老区妇女选择丈夫时

具有一定的自我保护意识，并且比较重视家庭的

稳定性，但同时对自由恋爱充满向往。

通过表４可以看出，川东革命老区妇女在两
性关系问题上的态度。能够接受再嫁的人群达

到６４％；对于未婚同居不能接受的人占５３％，认
为情有可原和无所谓的比例占 ４７％；对不忠行
为，不赞同的人与不干预和可原谅的比例比较接

近，分别为５６％、４４％。这些数字说明调查对象
在两性关系问题上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和灵活性。

通过表５，可以分析出川东革命老区妇女在
家庭人际关系处理上处于自然状态，缺乏主动意

识，缺乏反思和理性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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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调查对象
大部分年龄较大，认为处理婆媳关系难点在媳妇

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事，这说明婆媳关系处理从自

身找原因的比例就更低。

表３　婚姻状况

你嫁给你的丈夫是通过 你认同 你认为你的婚姻 你对丈夫的满意度 你最看重丈夫的是

选项 人数
百分

比
选项 人数

百分

比
选项 人数

百分

比
选项 人数

百分

比
选项 人数

百分

比

Ａ自己先认识 １９ １３％ Ａ媒人介绍好 ６２ ４４％ Ａ融洽 ６０４２％ Ａ很好 ６８４８％ Ａ很能挣钱　 ５ ３％

Ｂ别人介绍　 ７０ ４８％ Ｂ自由恋爱好 ７８ ５６％ Ｂ较好 ５２３６％ Ｂ一般 ５７４０％ Ｂ好脾气　　 ７７ ４６％

Ｃ父母托媒人 ４９ ３４％ Ｃ一般 ２８１９％ Ｃ不好 １７１２％ Ｃ家庭责任感 ７３ ４３％

Ｄ其他　　　 ８ ５％ Ｄ不好 ４ ３％ Ｄ长相好　　 １１ ６％

Ｅ家庭背景好 ４ ２％

表４　两性关系问题

你对再嫁的态度 你对未婚同居的态度 你对不忠行为的态度

选项 人数 百分比 选项 人数 百分比 选项 人数 百分比选项 人数 百分比 选项 人数 百分比

Ａ难以接受 ３８ ３６％ Ａ不能接受 ７８ ５３％ Ａ不赞同　 ８２ ５６％

Ｂ正常行为 ４４ ４２％ Ｂ情有可原 ５５ ３８％ Ｂ不干预　 ４９ ３３％

Ｃ完全认同 ２３ ２２％ Ｃ无所谓　 １３ ９％ Ｃ情有可原 １６ １１％

表５　家庭关系状况

你的婆媳关系 你认为婆媳关系处理难点在 你觉得孩子是 你觉得没有孩子的女人

选项 人数百分比 选项 人数 百分比 选项 人数 百分比 选项 人数 百分比选项 人数百分比

Ａ较好 ３７ ２３％ Ａ婆婆 １６ １１％ Ａ生儿子好 ３０ ２０％ Ａ轻松无负担 ４３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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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婆媳关系 你认为婆媳关系处理难点在 你觉得孩子是 你觉得没有孩子的女人

选项 人数 百分比 选项 人数 百分比 选项 人数 百分比 选项 人数 百分比选项 人数 百分比

Ｂ一般 ７８ ４８％ Ｂ媳妇　　　 ４４ ３０％ Ｂ生女儿好 ２４ １６％ Ｂ没地位 ７１ ４６％

Ｃ不好 ４６ ２９％ Ｃ丈夫（儿子） ２０ １４％ Ｃ都一样　 ９３ ６４％ Ｃ没法活 ４０ ２６％

Ｄ没想过　　 ６７ ４６％

　　４．工作劳动和经济地位状况。表６显示，调
查对象家庭经济来源主要来自外出打工（占

３９％）和经济作物（２３％）；女性仍然是家务劳动
的主要承担者（家务占 ３５％、妻子做占 ３８％）。
妇女劳动状况及其家庭经济来源有以下三种情

况：第一种情况，家庭中有外出打工人员的妇女

与乡镇中心周边的大部分妇女，对于家庭经济来

源作用相对较小，她们更多的是带孩子做家务；

第二种情况，偏远地区无人外出打工、做生意的

家庭中的妇女不仅是家务劳动的主要承担者，而

且是生产劳动的重要参与者，这批妇女应该说是

最辛苦并对家庭收入起到重要作用的群体。第

三种情况，处于偏远地区，但家中有外出务工者

或经济来源的家庭中的妇女要承担家务和生产

劳动，她们虽体力劳动量大，但经济压力较小。

无论哪种情况，川东革命老区妇女的劳动状况和

劳动环境都不好，累的太累，闲的又太无聊，教育

孩子的任务重，尤其是隔代教育会让她们无所适

从。从表６可以看出，女性收入在家庭收入中占
少部分的比重在７２％，在经济开支中妻子说了算
的只占３６％，这足以说明女性在家庭经济生活中
仍然没有摆脱传统中国女性的角色。

表６　劳动、经济地位状况

家庭经济来源 工作劳动 家务劳动
经济收入在家庭

收入的比重
经济开支

选项 人数
百分

比
选项 人数

百分

比
选项 人数

百分

比
选项 人数

百分

比
选项 人数

百分

比

Ａ农产品 １７ １１％ Ａ家务 ５９３５％ Ａ老人、孩子做 ２６１８％Ａ大部分　　 ２８ ２０％ Ａ丈夫说了算 ７３４６％

Ｂ出外打工 ６１ ３９％ Ｂ农活 ３５２１％ Ｂ妻子做　　 ５６３８％Ｂ少部分　　 ３５ ２４％ Ｂ妻子说了算 ３８２４％

Ｃ经济作物 ３６ ２３％ Ｃ带小孩 ５１３１％ Ｃ丈夫做　　 １３ ８％ Ｃ很少一部分 ６９ ４８％
Ｃ大笔开支　
丈夫说了算　

２２１８％

Ｄ卖牲畜 １３ ８％ Ｄ其他 ２２１３％ Ｄ共同做　　 ５３３６％Ｄ绝大部分　 １２ ８％
Ｄ大笔开支　
妻子说了算　

２７１２％

Ｅ做生意 １４ ９％

Ｆ其他 １６ １０％

　　５．业余生活状况。工作劳动是人的主要价
值的体现，但业余生活方式更能体现人的自由状

态。虽这些答案选项不能全部囊括她们的业余

生活内容，但通过表７还是可以大致了解长期生
活在川东革命老区的妇女群体的业余生活状况。

一方面，部分人仍然固守传统方式，另一方面现

代方式也以不可抗拒的力量在改变着她们的生

活。串门聊天和做针线两大传统妇女业余生活

方式仍然是其主体，占 ５７％。同时看电视成为
革命老区大部分妇女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部分，

比例达到７９％，不看电视的只占２１％。注重故

事性仍然是其选择的重点，家庭类和战争类节目

（占７４％）是她们主要关注的内容。聊天内容为
家长里短的占３４％，生产生活技能占４６％，故事
新闻占３０％。只要有条件就会主动走出去的人
占５５％，不出去的人仅占９％，有心理冲动但不
会选择去的占３４％。这一组数字说明关注身边
人和事是川东革命老区妇女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她们的生活仍然具有传统温情的人情世界特征，

当然这种世界也在被改变，虽然一部分人很保

守，但仍然有很大一部分人对外面的世界充满渴

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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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７　业余生活状况

看电影和电视吗 喜欢看的电视剧 业余时间的安排 你与人聊天的主要内容 你对出门旅行的看法

选项 人数
百分

比
选项 人数

百分

比
选项 人数

百分

比
选项 人数

百分

比
选项 人数

百分

比

Ａ看　　 ７３４９％ Ａ爱情类 ２９１９％Ａ打牌　　 ２７１７％ Ａ家长里短 ５２３４％
Ａ无聊，纯属
浪费钱

１４ ９％

Ｂ不看　 ３１２１％ Ｂ家庭类 ６２４０％Ｂ做针线　 ３５２３％
Ｂ与身边无关的
故事新闻

４５３０％
Ｂ很想去，怕
浪费钱

５３３５％

Ｃ有时看 ４６３０％ Ｃ战争类 ５０３３％Ｃ找人聊天 ５３３４％
Ｃ与生产生活技
能有关的内容

５５３６％
Ｃ只要有闲钱
就愿意去

４２２８％

Ｄ其他　 １２ ８％ Ｄ看电视　 ４１２６％ Ｄ很想去 ４３２８％

　　６．女性意识状况。我们通过对总体状况的
关注和对女性地位等有关问题的思考来考察其

女性总体状况。表 ８显示，总体上说，她们身体
健康意识较强，但通过医学知识来预防疾病和身

体保养的意识比较淡薄。她们自我判断身体状

况好的占４６％，不好的仅占１１％；看病方式方面，
立即定期治疗的占５３％，买点药吃的和拖延后吃
药的占到４７％；对妇科病比较了解的仅占２１％，
了解一点点的占５６％，不了解的占２３％；通过翻

书有意识地了解妇科病的仅占 １２％，通过看电
视、医生说的、别人讲的等被动方式了解的高达

８８％。表９显示，她们对女性地位高的认同度较
高，占６３％，认为女性教育问题很重要的占６４％，
逢年过节上桌吃饭的占６４％，认为当今女性夏天
穿着好看的占８２％；但不能忽视当今仍有３７％的
人认为女性地位不高、３６％的人认为女孩教育不
重要，还有 ３６％的女性逢年过节不上桌吃饭，
１８％的人认为当今妇女夏天穿着妖气。

表８　身体状况

身体状况 身体问题 看病方式 对妇科病 了解妇科病的方式

选项 人数
百分

比
选项 人数

百分

比
选项 人数

百分

比
选项 人数

百分

比
选项 人数

百分

比

Ａ很好 ６６４６％ Ａ常规病 ６８５７％Ａ立即并定期治疗 ７２５３％ Ａ比较了解　 ２９２１％ Ａ别人讲　 ３５２０％

Ｂ一般 ６２４３％ Ｂ妇科病 ３６３０％Ｂ买点药吃　　　 ３５２６％ Ｂ不了解　　 ３１２３％ Ｂ看电视　 ６９３９％

Ｃ不好 １６１１％ Ｃ劳伤　 １６１３％Ｃ拖延后吃药　　 ２８２１％ Ｃ了解一点点 ７６５６％ Ｃ自己翻书 ２４１２％

Ｄ医生说的 ５１２９％

表９　女性意识状况

对女性地位

的看法
目前最关心的妇女问题 对女孩教育问题

逢年过节，女性

吃饭的地方

对当今女性夏天

穿着的看法

选项 人数
百分

比
选项 人数

百分

比
选项 人数

百分

比
选项 人数

百分

比
选项 人数

百分

比

Ａ很高 ３４２５％ Ａ一个好工作 ２５１４％Ａ很重要　　　　 ９５６４％
Ａ在大家吃饭
的桌子

９４６４％ Ａ妖气 ２７１８％

Ｂ较高 ５３３８％ Ｂ一个好身体 ８５４７％Ｂ没有男孩重要　 ２５１７％
Ｂ在大家吃饭
的桌子旁边

４７３２％ Ｂ好看 １２１８２％

Ｃ一般 ４６３３％ Ｃ一个好丈夫 ４７２６％Ｃ上点学就可以了 ２４１６％ Ｃ在厨房 ７ ４％

Ｄ低下 ６ ４％ Ｄ几个好儿女 １４ ７％ Ｄ无所谓　　　　 ４ ３％

Ｅ一个好地方 １１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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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结论
（一）传统和现代生活并存并缓慢过渡的状态

长期生活在川东革命老区的女性群体在婚

姻家庭、身体、业余生活、女性意识方面，都有了

一定的现代社会生活的趋向。看重丈夫脾气好、

责任感、长相好的分别占４６％、４３％、６％；对再嫁
认为难以接受、是正常行为、完全认同的分别占

３６％、４２％、２２％；对未婚同居不能接受、情有可
原、无所谓的分别占５３％、３８％、９％；对不忠行为
不赞同、不干预、情有可原的分别占５６％、３３％、
１１％。其身体健康意识增强，定期治疗和不定期
治疗的分别占５３％、４７％；了解妇科病的方式为
自己学和听别人讲分别占５１％、４９％。认为女孩
教育重要与不重要的分别占６４％、３６％。业余生
活方面，做针线和看电视的分别占２３％、２６％；谈
家长里短（身边）和谈身外事的分别占 ３４％和
３０％。这一组组比较接近的数字说明了传统和
现代生活方式在她们的生活中并存，并呈过渡状

态。虽然在她们的生活中出现了现代社会才有

的电视、手机、现代医疗等内容，但她们接受的是

物质外衣，与现代社会的精神价值离得依然较

远，因此，相对于发达地区来说，这种过渡还处于

十分缓慢发展的状态。

（二）多级交错状态

实地考察和问卷调查所呈现的结果都显示，

长期生活在川东革命老区的女性群体的当下生

活状况呈多级交错特征，乡镇中心周边的妇女、

偏远农村的妇女、家中有经济来源（外出务工人

员、做生意人员等）的妇女、主要靠农产品维持经

济收入的家庭妇女、经济收入微薄的老年妇女等

因经济因素造成的妇女生活状况区别明显，且因

地理位置的区别（镇中心及周边、乡村）呈互相交

错状态。因此，家庭经济收入和地理位置成为影

响妇女生活状态的两大基本因素。

（三）现代社会生活边缘化状态

长期生活在川东革命老区的女性群体基本

上处于自然生活的状态，她们的精神世界仍然处

于群体内互相取暖的阶段，她们获得外界的信息

主要靠电视、外出人口零散信息传递和微量的政

府政策普及渠道。因电视节目的娱乐化、快餐

化、庸俗化、功利化及对她们而言的外域化特征，

也难以构建其精神世界，她们还是生活在她们自

己的文化世界中。不仅如此，因为文化水平偏

低、大量年轻劳动力的缺席、农业生产的逐步弱

化、革命老区传统精神尤其是妇女重要地位的历

史传承精神的断裂，长期生活在川东革命老区的

女性群体价值世界的重塑面临巨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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