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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研究与毛泽东妇女解放思想的形成

尹旦萍，李桂阳
（华中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４３００７４）

摘　要：妇女解放是毛泽东的政治理想，调查研究是毛泽东把握中国实际的基本方法。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了
探索中国妇女解放道路，他对妇女群体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通过调查研究，他加深了对妇女问题的认识，提出了妇

女解放的理论、道路和行动方案。一是发现政权、族权、神权和夫权是束缚中国妇女的“四条极大的绳索”，建构了中国

妇女受压迫的解释体系；二是发现阶级解放是妇女解放的前提，开创了把妇女运动纳入阶级解放中、通过阶级解放推进

妇女解放的独特道路；三是看到中国妇女在革命和生产中的巨大贡献，提出“中国妇女具有伟大的力量”，发展了马克思

主义妇女认识论；四是认识到旧婚姻制度让妇女深受其害、妇女热切向往婚姻自由，提出把婚姻自由作为妇女解放的重

点。这些理论和主张形成了毛泽东妇女解放思想，迈出了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中国化的第一步。因此，调查研究是毛泽

东通晓中国妇女实际的桥梁，是毛泽东妇女解放思想形成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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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查研究是毛泽东一贯身体力行的工作方
法，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方法论基础。毛泽东开

展调查研究的视域十分宽泛，包括阶级状况、经济

生活、政治态度、社会性别、生活方式等。长期以

来，学术界从不同维度对毛泽东调查研究理论和

实践展开了研究，形成了丰富且极富创见的成

果①。然而，他关于妇女问题的调查研究，目前仅

有少数学者进行了简单梳理②，学术界的关注还

远远不够。本文着重考察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

命时期有关妇女调查研究的文本及实践，梳理他

在调查中发现的有关妇女的信息，分析他将这些

信息进行归纳提炼、转化为决策政策、升华为思想

理论的内在逻辑，以期更好地理解调查研究在毛

泽东妇女思想形成、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中国化

中的作用。

一　妇女问题是毛泽东调查研究的重
要内容

马克思指出：“每个了解一点历史的人也都

知道，没有妇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

革。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丑的也包括在内）

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③妇女在社会革命中

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革命离不开妇女；妇女地位

高低精确反映了社会文明程度，妇女是观察社会

的一扇窗口。毛泽东十分重视妇女问题，在调查

中国国情、思考中国革命道路时，自觉将妇女纳入

调查对象，开展了对妇女问题的调查研究。

（一）妇女解放是毛泽东的理想

毛泽东之所以关注妇女解放问题，与其个人

性格、成长经历和特定的社会背景有着紧密联系。

从个人层面看，毛泽东从小就有体恤贫弱的独特

个性，对妇女的遭际寄予深切同情。在《祭母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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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他回顾母亲一生“摧折作磨……中间万万，皆

伤心史。不忍卒书”①。他的母亲是中国亿万妇

女的缩影，从她身上，毛泽东看到了中国妇女群体

的命运。黑格尔指出：“我们对历史最初的一瞥，

便使我们深信人类的行动都发生于他们的需要、

他们的热情、他们的兴趣、他们的个性和才能。”②

毛泽东慈悲为怀、同情贫弱的性格特征，妇女的悲

苦人生在他心中留下的烙印，是他日后关注妇女

问题、追求妇女解放的朴素动力。

从社会层面看，一批先进人物从国际比较视

野思考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的原因时，意识到中国

既有的男尊女卑性别文化不仅导致妇女地位低

下，而且还严重影响民族尊严和国家命运，由此提

出妇女解放议题。到新文化运动时期，拥戴新文

化的代表人物们一致认为男女平等、妇女解放是

现代民族国家的重要标志之一，妇女解放遂成为

时代的最强音。这些新鲜讯息对青年毛泽东产生

了深刻影响，妇女问题开始进入他的理论视域。

在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成为党的领导人后，毛泽

东在擘画中国现代化的整体蓝图时，自觉将妇女

解放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维度，确立起了

妇女解放的政治理想。

（二）调查研究是毛泽东认知中国国情的基

本方法

毛泽东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过程中，针对

党内脱离中国实际、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严重

错误，深刻认识到“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

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③。要找到革命的正

确道路，必须破除教条主义的藩篱，认清中国国

情，而调查研究是通晓中国国情的基本途径。他

指出：“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

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

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

验中才能产生。因此，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

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④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

期，毛泽东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活动，其中就包

括对妇女问题的调查。

（三）毛泽东对妇女问题的调查研究方式

毛泽东对妇女问题的调查研究包括三种方

式：一是直接调查。１９２７年 １月，他在湖南调查
农民运动期间，多次视察女界联合会，邀集妇女工

作的负责人访谈，了解妇女在革命中的表现。在

寻乌调查中，“土地斗争中的妇女”是调查的一个

纲目。在东塘等地，他调查了妇委的设置状况；在

长冈乡和才溪乡调查中，他对妇女在政治、生产、

军事等方面的表现均进行了深入调查。二是间接

调查。作为党的领导人，毛泽东日理万机、南征北

战、戎马倥偬，亲自去基层调查研究的时间精力毕

竟有限，书报信息、各地各部门的报告，以及指示

或委托其他组织开展调查得到的第二手资料，都

是他调查研究进而建立起关于妇女知识体系的重

要方式。比如，１９３２年 ６月，毛泽东指导中央妇
女生活改善委员会制作两种调查表，在福建和江

西下发，收集相关信息；１９４１年９月，他指示中央
妇委组建妇女生活调查团，深入基层调研，并亲自

为他们作“关于农村调查”的辅导报告，这些间接

调查也构成他了解中国妇女实际的重要来源⑤。

三是个人经历和生活观察。毛泽东在家庭生活、

社会交往和革命工作中，参与观察得到的真实信

息、形成的亲身感受，也成为他了解妇女情况的重

要补充。通过这些调查，他了解了中国妇女的实

际，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与中国妇女

实际相结合，提出系列理论、主张和政策，形成妇

女解放思想。

二　发现中国妇女受到压迫的双重
原因

妇女受压迫的根源问题是妇女解放的元问

题，对妇女受压迫原因的追问，是所有妇女解放理

论的逻辑起点。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

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

会关系的总和。”⑥人的社会关系包括阶级关系、

性别关系、种族关系、民族关系等，只有从关系网

络中，才能理解现实的人的境遇。在世界妇女解

２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３７４页。
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２０页。
《毛泽东选集（第２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６３３页。
《毛泽东选集（第１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１１５页。
万军杰，王文浩：《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妇女政策的变化与调整》，《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４年第４期。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１３５页。



第２７卷 尹旦萍，等：调查研究与毛泽东妇女解放思想的形成

放思想史上，由于世界观方法论和社会语境的差

异，以及妇女问题本身的极端复杂性，不同学派从

不同视角出发，对妇女受压迫原因作出了不同解

释。西方女权主义从性别关系出发解释妇女受压

迫的原因，如自由主义将其归因于权利不平等，精

神分析学归因于两性性心理的差异，存在主义归

因于男性中心文化；马克思主义从阶级关系出发，

认定私有制是妇女受压迫的罪魁祸首①。毛泽东

则从阶级关系和性别关系的双重视角去调查研究

中国妇女受压迫的原因。

（一）妇女作为农民所受到的压迫

在阶级社会，阶级关系是最基本的关系。毛

泽东通过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锁定了农民

阶级是革命的主要力量。为了弄清农民的生活状

况，他提出要“跑到你那熟悉的或不熟悉的乡村

中间去，夏天晒着酷热的太阳，冬天冒着严寒的风

雪，搀着农民的手，问他们痛苦些什么，问他们要

些什么”②。通过调查，他发现政权、族权、神权是

农民阶级痛苦的主要来源。妇女作为农民中的半

数群体，政权、族权、神权对包括妇女在内的全体

农民同样形成普遍性压迫，阶级压迫是超越性别

的结构性压迫。

（二）妇女因为性别受到的压迫

性别关系也构成人的基本属性、规定着现实

的人的本质。毛泽东通过调查发现，在中国农村，

妇女除了与男性共同承受上述势力的压迫，还受

到来自男性的控制。

性别分工是考察性别权力关系的重要视角。

恩格斯就是从家庭性别分工考察妇女地位演变过

程的。他从唯物史观出发，认为妻子家务劳动的

价值被贬低、丈夫谋取物质生活资料的价值被重

视，是文明时代性别等级产生的根本原因，指出

“现代的个体家庭建立在公开的或隐蔽的妇女的

家务奴隶制之上……在家庭中，丈夫是资产者，妻

子则相当于无产阶级”③。毛泽东也对寻乌的性

别分工模式进行了重点考察，指出：“寻乌的女子

与男子同为劳动的主力。严格说来，她们在耕种

上尽的责任比男子还要多……加以养育儿女是女

子的专职，所以女子的劳苦实在比男子要厉害。

她们的工作不成片段，这件未歇，那件又到。”④妇

女既部分参与了劳动生产，又承包了家务和育儿

工作，工作总时长要远远高于男性，在物质资料生

产和人自身的生产中都作出了贡献。根据唯物史

观，妇女理应有较高的社会地位。然而，事实上，

“她们是男子经济（封建经济以至初期资本主义

经济）的附属品。男子虽已脱离了农奴地位，女

子却依然是男子的农奴或半农奴”⑤。妇女在物

质资料生产上的贡献未被认可，究其原因，就是男

权的深度介入导致的，他由此慨叹“她们的痛苦

比一切人大”⑥。

通过调查，毛泽东发现中国妇女问题的复杂

性，中国妇女遭遇的不是单一的性别压迫或阶级

压迫，而是一个多元混杂的压迫系统，既有半殖民

地半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体系、复杂多样的民间

信仰文化、宗族治理下的乡村秩序，还有男尊女卑

的性别差序。这四种权力纵横交错、相互缠绕、彼

此借力，联动形成一种系统性的力量，将妇女紧紧

羁缚。西方的性别归因论和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

定论在中国语境均不具有理论的阐释力，中国需

要有自己的解释体系。据此，毛泽东指出，中国的

男子一样普遍受到政权、族权、神权的支配，但女

子还要受夫权的支配。政权、族权、神权和夫权代

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妇

女的“四条极大的绳索”⑦，由此他建构了中国妇

女受压迫的精准解释体系。这一理论克服了西方

女权主义简单归因的局限，也推进了马克思主义

妇女理论中国化，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妇

女事业的谋篇布局提供了强大的理论依据。

三　发现阶级解放是妇女解放的前提
在提出“四条绳索”理论后，毛泽东对四种权

力的关系进行了考察。在湖南农民运动中，凡是

农民运动高涨、地主政权被推翻的地方，族长及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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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经管人不敢再压迫族下子孙、不敢再侵吞祠款，

残酷的族规家法也不敢启用了；女子和穷人不能

进祠堂吃酒的老例被打破了。各地都在进行推翻

神权、破除迷信的活动，农民协会占了神的庙宇做

会所，庙产用于农会经费或办农民学校；人死后，

敬神、做道场、送大王灯的很少了；北三区龙凤庵

农民和小学教员，砍了木菩萨煮肉吃，南区东富寺

三十几个菩萨都给学生和农民烧掉了；信神的只

有老年农民和妇女，青年和壮年农民都不信了。

妇女跟着组织了乡村女界联合会，妇女抬头的机

会已到，夫权便一天一天跟着动摇起来①。在长

冈乡，随着苏维埃政权的建立，“老婆太敬神（装

香供饭、求神拜佛）的完全没有了……迷信扫除

得这样快的原因：打了土豪，分了田地”②。

这说明，“地主政权，是一切权力的基干”③，

“所有一切封建的宗法的思想和制度，都随着农

民权力的升涨而动摇……要是地主的政治权力破

坏了的地方，农民对家族神道男女关系这三点便

开始进攻了”④。也就是说，压迫妇女的四种权力

不是平行关系，而是以政权为核心组织起来的权

力系统，其他三种权力都是依附于政权而存在的。

只要推翻了地主政权，其他三种权力就会土崩瓦

解，束缚妇女的绳索也将迎刃而解；妇女解放要从

推翻政权的阶级解放做起。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语境下，妇女解放与

阶级解放的关系是必须厘清的一对重大关系。毛

泽东对二者关系进行了理论探讨，认为：“妇女解

放与社会解放是密切地联系着的，妇女解放运动

应成为社会解放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存在着。离

开了社会解放运动，妇女解放是得不到的。”⑤他

认为的社会解放，就是指推翻半殖民地半封建社

会、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解放。在内容上，妇

女解放运动是阶级解放运动的一部分，阶级解放

运动包含着妇女解放运动；在位阶上，阶级解放高

于妇女解放，阶级解放是妇女解放的前提条件。

这是对特定中国语境下妇女解放条件的理性

分析。

综合以上发现，毛泽东认为，西方以妇女为行

动主体、以男性为斗争对象、以伸张妇女权利为目

标的妇女运动道路，马克思主义通过社会变革、建

立共产主义制度实现妇女解放的道路，都不能简

单照搬到中国，中国应从实际出发，选择自己的妇

女解放道路。根据“四大绳索”理论、阶级解放是

妇女解放前提的判断，中国妇女解放的出路应先

从阶级解放做起，以阶级解放开路，再斩断其他三

条绳索，最终解除“四条绳索”。他提出把妇女解

放运动纳入社会革命的洪流、通过阶级解放推进

妇女解放的道路，即以阶级解放的宏伟使命引领

妇女运动、在阶级解放过程中实现妇女解放的道

路。这一道路选择，既体现了对妇女解放规律的

尊重，也充分考虑了中国语境中妇女解放的可行

性，不仅成功引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妇女

运动，也为人类妇女解放贡献了中国道路和中国

方案。

四　看到中国妇女具有伟大的力量
妇女是否有力量，决定着妇女解放的基本逻

辑。如果妇女有力量，那么妇女的弱势地位就是

社会建构的结果，妇女解放就是对妇女力量的正

当报偿，是对性别不公的纠偏补正。如果妇女没

有力量，妇女的弱者地位就是本质主义的产物，妇

女解放就不是靠妇女自身实力争取得来，而是其

他主体对妇女的人道恩典。因此，中国妇女是否

有力量，就关系到妇女能否成为自身解放主体的

问题，涉及为什么要实现妇女解放的问题。

在把妇女运动纳入阶级解放这一道路指引

下，毛泽东动员广大妇女走出家庭，参与革命事

业。在他的动员下，亿万妇女以空前热情投身到

革命浪潮之中。在调查中，毛泽东看到了妇女在

各条战线上迸发出的巨大能量。

（一）妇女是革命的重要力量

在湖南农民运动中，衡山白果的妇女，冲破了

妇女不入祠堂、不吃酒的禁忌，结队拥入祠堂，一

屁股坐下便吃酒，族尊老爷们只好听她们的便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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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敢地向族权、夫权宣战。在寻乌，妇女果敢地参

加土地革命斗争，四军二纵队攻打篁乡反动炮楼

时，篁乡的妇女们成群地挑柴去烧炮楼，又从反动

地主家里抢了谷子出来①。在长冈乡，１６—４５岁
的健康妇女全员参加地方武装，连长、副连长、政

治指导、排长、副排长、班长、副班长皆由妇女担

任。她们平时以村为单位进行简单地训练，战时

紧密配合主力红军，当短夫、组织救护排、洗衣队、

站岗放哨、传递情报②。才溪乡妇女积极投入扩

大红军的工作，３个月内动员１２５人参加红军，为
前线提供布草鞋两千多双③；东塘的妇女也组织

起了赤卫队、慰劳队、洗衣队④；兴国县红军陈侦

山的妻子担任了当地女赤卫队队长⑤。广大妇女

成为革命队伍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展现出了超乎

寻常的革命能量。

同时，作为革命家的毛泽东，结识了一批优秀

的女革命者，如他的两任妻子杨开慧、贺子珍，妹

妹毛泽建，革命战友向警予、蔡畅、邓颖超、曾志、

康克清等。在与她们并肩战斗、精诚合作中，他得

以近距离地观察她们，感受到了她们的顽强意志

和伟大力量。

（二）妇女是社会生产的主要力量

如前所述，在寻乌的性别分工格局下，妇女既

深度参与农业生产，又承包家务劳动。在其他苏

区，随着大量男性上前线作战，妇女义不容辞地接

替了此前由男性承担的农业生产任务。在长冈

乡，留守村中的男性仅８７人，妇女为３２６人，是男
性的４倍。妇女们学习犁耙，成群地进入生产战
线，破除了长期以来“女人耕田要遭雷公打”“妇

女莳田禾不长”的迷信。在实现扩军的同时，生

产不减反增，得力于妇女在生产中的贡献⑥。在

上才溪乡，留守村庄的女劳动力为５５９人，男劳动

力仅６９人；在下才溪乡，留守村庄的女劳动力为
４３５人，男劳动力仅２３２人。３００多位妇女学会了
用牛耕地，６０多位妇女会莳田。为增加耕地，妇
女们积极开山，“开山开得女同志‘争’起来，我要

开，你也要开”，发起了劳动竞赛。土地革命前，

才溪区粮食远不够吃。革命后，粮食已有余⑦。

妇女及时挑起农业生产的重任，农业生产不仅没

有耽误，产量反而明显增加。

（三）妇女是政府组织中的新生力量

在苏维埃政府中，妇女也崭露头角，成为一支

不可小觑的力量。长冈乡成立了女工农妇代表

会，扩红委员会７名成员中有５名是妇女，乡宣传
队中妇女占十分之六⑧；榔木乡选举出了女代表

１６人，其中８位“寻工作做，又做得好”，表现非常
突出⑨。在上才溪乡，一年多时间内妇女代表占

比从３０％增长为６０％，下才溪乡的妇女代表占比
从３０％增长为６５％。妇女代表会十天召开一次，
组织妇女讨论并宣传慰劳红军、推销公债、发展生

产、婚姻问题等事宜瑏瑠。

通过社会调查，毛泽东看到了妇女在不同场

域释放出来的巨大能量，对妇女的力量给予高度

赞美：在湖南农民运动中，“妇女尤是一个伟大的

力量，不可不加注意”瑏瑡；在中央苏区，“在查田运

动等各种群众斗争上，在经济战线上（长冈乡是

主要依靠她们），在文化战线上（许多女子主持乡

村教育），在军事动员上（她们的扩大红军与慰劳

红军运动，她们的当短夫），在苏维埃的组织上

（乡苏中女代表的作用），都表现她们的英雄姿态

与伟大成绩”瑏瑢；在抗战中，“全国妇女起来之日，

就是抗战胜利之时”瑏瑣；在后方生产中，“没有她

们，生产就不能进行”瑏瑤。他将在调查中得出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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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推广到总体，上升为一般规律，认为“女子的力

量也是很大的。世界上的任何事情，要是没有女

子参加，就做不成气。……无论什么事情，没有女

子，都绝不能成功”①。从“伟大”“没有……就”

等极具张力的修辞，足见毛泽东对妇女力量的由

衷赞誉。

中国妇女具有伟大的力量，这一认识论在妇

女解放史上具有重大意义。恩格斯指出，“历史

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

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

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

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

衍”②，强调物质资料生产和人自身的生产是决定

历史进程的关键要素。他在考察家庭的起源时，

认为人类从野蛮时代起，就依据生理特征形成了

男性负责物质资料生产、妇女负责家务劳动的分

工模式。在这一分工模式下，妇女对物质资料生

产没有贡献；至于妇女在人自身的生产中的作用，

他尚未来得及深入探讨③。因此，妇女在两种生

产中的作用均未被看见。在中国思想史上，男性

精英眼中的妇女是无能的，如梁启超指出“女子

二万万，全属分利，而无一生利者”④，妇女是国家

羸弱的重要原因，是传统性别秩序的无辜受害者，

是社会发展的消耗性因素，是需要男性精英关怀、

改造和救赎的被动客体。毛泽东通过社会调查，

用活生生的事实雄辩地证明妇女具有伟大的力

量，极大地拓展了对妇女能力的认知，颠覆了中国

文化关于妇女的刻板印象和固有偏见，发展了马

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为中国语境中的妇女解放提

供了强大的立论基础和政治伦理正当性。

五　认识到婚姻自由是妇女解放的
重点

毛泽东曾亲身经历包办婚姻的切肤之痛⑤，

对婚姻自由心驰神往。在新文化运动中，改革婚

姻制度、主张婚姻自由成为进步知识分子的热门

话题，也激起了毛泽东的强烈共鸣。在妇女调查

中，婚姻自由便成为他的一个重要观察点。

（一）妇女是旧婚姻制度的最大受害者

１９１９年１１月１４日，长沙赵五贞女士因反抗
父母包办的婚姻，自杀于花轿中。身在长沙的毛

泽东详细调查了解此事经过，得知赵五贞曾对婚

事表达了强烈不满，提出延期请求，被夫家兄嫂以

“择吉已定”的理由拒绝；出嫁当日，她不肯上轿，

父亲掌他一个嘴巴。万般屈辱绝望之下，她遂以

自杀决绝抗争。赵女士的死让毛泽东深切感受到

包办婚姻对妇女的深重伤害，他连续写下１０篇文
章，激烈声讨“万恶”的婚姻制度⑥。

在兴国，童养媳、买卖婚姻现象普遍存在。在

他调查的８个红军中，温奉章的妻子１６岁，陈侦
山三弟的妻子９岁，钟得五侄子的妻子９岁。娶
一个妻子花费２００元左右，几乎等于中农的全部
家产⑦。强迫婚姻、打骂妇女在各地还很普遍，许

多政府人员在婚姻问题上采取压迫干涉的手段，

以至于在兴国、龙沙、上社等地，妇女因得不到婚

姻自由及遭政府禁闭毒打，无法抵抗，起而毒死丈

夫的事件发生⑧。从这些现象中，毛泽东看到了

旧婚姻制度与夫权、政权、族权合谋，“野蛮到无

人性，女子所受的压迫与痛苦，比男子更甚”⑨，对

旧婚姻制度下妇女的苦楚寄予深切同情。

（二）妇女热切向往婚姻自由

毛泽东发现，婚姻自由是妇女参与革命的动

力来源之一，“妇女在土地斗争中是表现非常之

喜欢的，因为可以解决她们没有人身自由的束缚。

未结婚的青年群众中，差不多不论哪个阶级都拥

护婚姻自由的口号”瑏瑠。妇女们希望通过土地斗

争推翻封建政权，进而推翻旧婚姻制度，获得婚姻

６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毛泽东文集（第２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１６７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４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１３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４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１７５—１７８页。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卷１）》，中华书局１９８９年版，第３８页。
根据毛泽东的自述，１４岁时，父母作主为他娶了一位２０岁的女子，可他从来不承认这位妻子，他们也没有一起生活过。参见埃德

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董乐山译，东方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１３８页。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３８６—３８８页。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第１８８—１９２、２１７页。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１９２７—１９３７）》，中国妇女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２３３页。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１９２７—１９３７）》，中国妇女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１５１页。
《毛泽东文集（第１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２４２—２４３页。



第２７卷 尹旦萍，等：调查研究与毛泽东妇女解放思想的形成

自由。获得婚姻自由，是驱动她们拥护并投身土

地革命的内在动力。

在土地革命过程中，农民代表大会放宽了离

婚的条件：承认一方有疾病的、妇女受压迫的、夫

妻反目分居半年的、丈夫外出一年无消息的，均准

予离婚；对方为地主阶级的，可无条件要求离婚；

禁止捉奸。这些新规卸掉了妇女们身上的枷锁，

为摆脱不幸婚姻提供了制度空间，受到妇女们的

热情欢呼和积极响应，她们“立即有了个人的自

觉”。一是以离婚方式解除没有爱情的婚姻。乡

苏维埃政府每日接离婚案子数起，９０％是女方主
动提出离婚。二是自由恋爱成风。在南半县，部

分妇女在山上与邻乡男性青年自由恋爱。有群众

前去“捉奸”，反对“捉奸”的群众就前去干涉，差

点导致两乡间发生械斗。有的妇女甚至选择了为

爱私奔，城郊的一个乡就跑了十几位，她们的老公

跑到乡苏维埃去哭诉。毛泽东发现，婚姻自由的

风气“一经发动，就如水之就下不可制止”①。这

说明，婚姻自由契合了妇女的心声，她们勇敢冲破

旧婚姻制度的束缚，大胆追求爱情和婚姻自由，表

现了势如破竹的斗争精神，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婚

姻革命浪潮。

寻乌的调查表明，妇女是旧婚姻制度的最大

受害者，也是婚姻革命的勇猛实践者，她们热切期

盼婚姻自由，奋力争取婚姻自由。毛泽东认识到，

将妇女从旧婚姻制度中解放出来，实现婚姻自由，

既是妇女解放的重点，也是撬动妇女主动性积极

性的重要支点。他以婚姻自由为切入点，推动妇

女解放进程。

１９３１年１１月，毛泽东亲自签署《中华苏维埃
共和国婚姻条例》，第一条即是“确定男女婚姻，

以自由为原则”。这是中国共产党颁布的第一部

法律，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主张婚姻自由的法

规，毛泽东对这部法律给予极高的评价：“这种民

主主义的婚姻制度，打碎了数千年束缚人类尤其

是束缚女子的封建锁链，建立了适合人性的新规

律，这也是人类历史上伟大的胜利之一。”②经过

两年多的实践，中央苏维埃政府对有关内容进行

了修改、完善，于１９３４年４月正式颁布《中华苏维
埃共和国婚姻法》，婚姻自由得到更高层级的法

律保障。至此，有着几千年历史的包办婚姻制度

在苏区正式宣告结束，婚姻自由从一种理想变为

现实，妇女也成为自己终身大事的主人，这一历史

性变革意味着中国妇女在解放道路上迈进了一

大步。

结语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通过对妇女问

题的调查，发现中国妇女受到政权、族权、神权和

夫权的系统性压迫，提出“四大绳索”是中国妇女

受压迫的根本原因，建立了中国妇女受压迫的解

释体系；发现政权在四种压迫力量中居于核心地

位，提出阶级解放是妇女解放的前提，开辟了把妇

女运动纳入阶级解放的宏大叙事、通过阶级解放

推进妇女解放的独特道路；看到妇女在革命和生

产中迸发出巨大能量，提出“中国妇女具有伟大

的力量”的妇女认识论；认识到包办婚姻对妇女

的伤害、妇女渴望婚姻自由，把婚姻自由作为妇女

解放的重要切入点。这些内容共同构成了毛泽东

妇女解放思想。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

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

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③毛

泽东的妇女解放思想，正是从调查研究中来、从社

会实践中来。通过调查研究，毛泽东发现了中国

妇女境遇的复杂性、中国妇女自身禀赋的独特性

和中国妇女的具体诉求愿望，认识到马克思主义

妇女理论中国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他把关于妇

女的信息进行思维加工，得出对中国妇女解放的

规律性认识或理论，提出了契合中国妇女实际的

道路和行动方案，进而形成了毛泽东妇女解放思

想。因此，毛泽东妇女解放思想正是从调查研究

中来，从中国妇女的实际中来。调查研究是毛泽

东妇女解放思想形成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妇女

理论中国化的桥梁，是选择中国式妇女解放道路

的主要依据。

毛泽东对妇女问题的调查研究，已是近百年

前的历史事件。今天，社会调查理论和方法的发

展都已超越毛泽东时代所能达到的高度，社会调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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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文集（第１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２４０—２４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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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已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工具，成为严谨的

现代科学方法。我们再次重温这些历史，既是为

了铭记这段峥嵘岁月，回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

际相结合的历史逻辑，更是为了在新的时代条件

下继续弘扬唯实求真的精神、实事求是的思想路

线，承继他躬身向下、脚踏实地、深入田野“每事

问”的工作态度和方法。毛泽东强调事物是运动

着的、变化着的、进步着的，“今天需要我们调查，

将来我们的儿子、孙子，也要作调查，然后，才能不

断地认识新的事物，获得新的知识”①。毛泽东奠

定了中国妇女解放事业的基本框架，在历史提供

的可能性内，最大限度地实现了妇女解放。改革

开放特别是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立足新的实

践，始终坚持守正创新，把毛泽东首创的妇女解放

事业坚持好、发展好，中国妇女解放事业取得了历

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但是，妇女解放是

一个极其漫长的历史过程，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

征程中，妇女解放仍然面临着新旧叠加的重重困

难和挑战，尤其需要发扬毛泽东重视调查研究的

优良传统，立足中国妇女实际，构建起中国自主的

知识体系，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中国化

时代化的新境界。

Ｓｕｒｖｅｙ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ｔｈ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ａｏＺｅｄｏｎｇｓ
ＴｈｏｕｇｈｔｏｎＷｏｍｅｎｓＥｍａｎ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ＹＩＮＤａｎｐｉｎｇ＆ＬＩＧｕｉｙａｎｇ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Ｍａｒｘｉｓｍ，Ｈｕａｚｈｏ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Ｗｕｈａｎ４３００７４，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Ｗｏｍｅｎｓ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ｗａｓＭａｏＺｅｄｏｎｇｓ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ｉｄｅａｌ，ａｎｄ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ｗａｓｈｉｓｂａｓｉｃｍｅｔｈｏｄｏｆ
ｇｒａｓｐｉｎｇＣｈｉｎａｓｒｅａｌｉｔｙ．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ｎｅｗ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ｅｘｐｌｏｒｅｔｈｅｒｏａｄｏｆｗｏｍｅｎｓ
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ｈｉｎａ，ｈｅ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ｉｎｄｅｐｔｈ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ｗｏｍｅｎ．Ｔｈｒｏｕｇｈｈｉｓ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ｈｅｆｏｒｍｅｄａｎ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ｗｏｍｅｎｓｉｓｓｕｅａｎｄｐｕｔｆｏｒｗａｒｄ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ｐａｔｈａｎｄ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ｏｆ
ａｃｔｉｏｎｆｏｒｗｏｍｅｎｓ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Ｆｉｒｓｔｌｙ，ｈｅｆｏｕｎ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ｆｏｕｒｇｒｅａｔｒｏｐｅｓ”ｂｉｎｄｉｎｇ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ｏｍｅｎｗｅｒｅ
ｒｅｇｉｍｅ，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ｄｉｖｉｎｉｔｙａｎｄｈｕｓｂａｎｄｓｒｉｇｈｔ，ａｎｄ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ａｎ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ｏｒｙ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ｏｍｅｎｓ
ｏｐ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ｅｃｏｎｄｌｙ，ｈｅｆｏｕｎｄｔｈａｔｃｌａｓｓｅｍａｎｃｉｐａｔｉｏｎｗａｓａｐｒｅｒｅｑｕｉｓｉｔｅｆｏｒｗｏｍｅｎｓｅｍａｎｃｉｐ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ｃｒｅａｔｅｄａｕｎｉｑｕｅｐａｔｈｏｆ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ｎｇｗｏｍｅｎｓ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ｉｎｔｏｃｌａｓｓｅｍａｎｃｉｐ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ｏｆａｄｖａｎｃｉｎｇｗｏｍｅｎｓ
ｅｍａｎｃｉｐａｔｉｏｎｔｈｒｏｕｇｈｃｌａｓｓｅｍａｎｃｉｐａｔｉｏｎ．Ｔｈｉｒｄｌｙ，ｈｅｓａｗｔｈａｔｔｈｅｇｒｅａｔ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ｏｆｗｏｍｅｎｉｎｔｈｅ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ｉｎＣｈｉｎａｈａｄｂｅｅｎｇｒｅａｔｌｙｒｅｄｕｃｅｄ．Ｓｅｅｉｎｇｔｈｅｇｒｅａｔ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ｏｍｅｎｉｎ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ｈｅ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ｔｈａｔ“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ｏｍｅｎｈａｖｅｇｒｅａｔｐｏｗｅｒ”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ｔｈｅＭａｒｘｉｓｔ
ｅｐｉｓｔｅｍｏｌｏｇｙｏｆｗｏｍｅｎ，ａｎｄｆｏｕｒｔｈｌｙ，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ｉｎｇｔｈａｔｔｈｅｏｌｄｍａｒｒｉａｇｅｓｙｓｔｅｍｈａｄｃａｕｓｅｄｇｒｅａｔｓｕｆｆｅｒｉｎｇｔｏ
ｗｏｍｅｎａｎｄｔｈａｔｗｏｍｅｎｌｏｎｇｅｄｆｏｒｔｈｅｆｒｅｅｄｏｍｏｆｍａｒｒｉａｇｅ，ｈｅ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ｆｒｅｅｄｏｍｏｆｍａｒｒｉａｇｅｂｅｔｈｅ
ｍａｉｎｆｏｃｕｓｏｆｗｏｍｅｎｓｅｍａｎｃｉｐ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ｓｅｔｈｅｏｒｉｅｓａｎｄｐｒｏ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ｍｅｄＭａｏＺｅｄｏｎｇｓｔｈｏｕｇｈｔｏｎｗｏｍｅｎｓ
ｅｍａｎｃｉｐ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ｏｏｋ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ｓｔｅｐｔｏｗａｒｄｓｔｈｅＳｉｎｉｃｉｓ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ａｒｘｉｓｔｗｏｍｅｎｓｔｈｅｏｒｙ．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ｗａｓｔｈｅｂｒｉｄｇｅｆｏｒＭａｏＺｅｄｏｎｇｔｏ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ａｌ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ｏｍｅｎａｎｄｔｈｅ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ｆｏｒ
ｔｈ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ａｏＺｅｄｏｎｇｔｈｏｕｇｈｔｏｎｗｏｍｅｎｓｅｍａｎ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ＭａｏＺｅｄｏｎｇ；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ｗｏｍｅｎｓｅｍａｎｃｉｐ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ｉｃｉｓ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ａｒｘｉｓｔｗｏｍｅｎｓｔｈｅｏｒｙ
（责任校对　徐宁）

８
①《毛泽东文集（第２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３７８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