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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爆发后，江西成立了不少妇女团体，开办妇女培训班，积极宣传抗日，慰劳抗日将士，

开展形式多样的抗日救亡运动。与其他地区不同的是：苏维埃时期形成的革命自觉性是推动江西妇女

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内在动力。中国共产党在这些抗日救亡运动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江

西妇女开展的抗日救亡运动将妇女解放与民族解放相结合．成为中国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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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激发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以后，江西妇女在中共东南分局、江西地方政府和民间组织的领导下积极开展各项活动。江西妇女的

抗日救亡运动对推动革命发展、妇女解放以及民族解放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目前学术界对江西妇

女运动的研究多侧重于中央苏区的妇女解放运动，对江西妇女的抗日救亡运动考察相对薄弱，本文尝

试考察江西妇女开展的抗日救亡运动，分析妇女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原因，并对其进行评价，以期能

够较全面剖析江西妇女的抗日救亡运动。 

一 

1937 年 7 月 7 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不久，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感召下，各阶级、各民族、各党派

积极行动，纷纷以不同的方式抵御外辱。毛泽东就曾明确指出：”今后的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

抗战胜利’。”江西妇女也义无反顾地在本省开展形式多样的抗日救亡活动，其活动大致包括成立妇

女团体领导妇女运动；开办培训班培训妇女；开展宣传和慰问等活动。 

（一）成立妇女团体 

为了有效领导和组织妇女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江西妇女抗日团体纷纷成立。这时期成立的妇女抗

日救亡运动团体大致有三种类型： 

第一，由中共党员发起建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展工作的妇女团体。如妇声社，它是 1938

年由中共党员潘泳流等发起的，其任务是 “宜传抗战理论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动员妇女

群众，投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实际行动打击日本侵略者”。 

第二，隶属于民国江西省政府或国民党江西省党部的妇女团体。如江西省妇女会、江西省妇女运

动委员会、江西省妇女指导处等。其中，江西省妇女指导处是 1939 年 9 月由民间抗日组织江西省妇女

生活改进会改组而成，总部设在遂川县城的刘家祠内，为了做好抗日宣传工作，省妇女指导处选编的

宣传教材都是”深人浅出的叙述抗战常识，介绍抗战英雄，揭露日寇暴行；并选编有关抗战歌曲、戏

剧、漫画和救护常识”等。 



第三，民间妇女抗日组织。如江西省妇女抗敌后援会、江西省妇女战时服务团、1939 年改组前的

江西省妇女生活改进会等。江西省妇女生活改进委员会在 1936 年成立时，规定其宗旨是 “联合江西

省知识界妇女，共同研究，互相激励，以逐渐改进一般妇女生活”。抗日战争爆发后，在南昌市新成

立的新四军驻赣办事处影响下，江西省妇女生活改进会工作人员积极投人到抗日救国运动中，除了针

对妇女解放进行宣传外，该组织还”训练妇女，传授包扎、救护常识；教识字，教唱救亡歌曲，慰劳

伤兵，为伤兵开欢迎会，到医院去给伤兵唱歌，洗衣服，烧茶水等”。在南昌，该组织开展的抗日活

动主要有：组织抗日宣传队，在大街小巷演讲；组织歌咏队及编绘壁报；开展征募工作；设立护理班

和进行慰劳工作；设立茶水站；成立儿童团；成立读书会；组织战地抢救队；欢迎联合国十四国代表

等。 

这些妇女运动组织虽然由不同团体、不同党派发起和领导，但是它们均承载着团结妇女开展各种

形式抗日救亡活动的时代使命。其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妇声社和隶属于国民党江西省政府的江西

省妇女指导处是两党在江西领导妇女抗日救亡运动的典型组织，它们在江西妇女抗日救亡运动中占据

重要地位。 

（二）开办妇女培训班 

开办妇女培训班是江西妇女抗日救亡运动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对不同类型的妇女群体进行针对性

培训，有利于团结妇女进行抗日救亡运动。针对难民妇女首先必须帮助她们解决生活问题；对于地方

女知识青年和外地流亡学生需要将她们培养成妇女干部，使她们成为各地妇女运动的骨干。其中，培

训妇女干部是抗日战争时期江西开办妇女培训班的主要目的。 

首先，对难民妇女展开培训。战争时期大量民众流离失所，培训从前线逃来的难民妇女既能够解

决她们的基本生活，又能组织她们学习抗战知识，调动其抗日救亡的积极性。部分妇女培训班就曾招

收”从抗战前线逃来的难民妇女，学习抗战常识，培养生产技能，帮助就业，解决生活问题”，促使

她们迅速转化为抗日力量。 

其次，随着抗日形势的不断发展，江西抗日救亡运动需要大批妇女干部，对妇女干部的培训显得

非常必要，妇女干部培训班由此产生。为江西妇女抗日救亡运动而开设的妇女干部培训分为两个级别

：一是省级相关团体培训妇女干部。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江西省妇女指导处利用江西省地方政治

讲习院，先后开办了 6 期妇女干部培训班。”第一、二期由雷洁琼担任班主任职务，高景之、杨漱敏

等担任政治辅导员。以后几期主办人是周涵真和李珍彝等。”这 6 期培训班学习的时间一般为 3-6 个

月，共培训了 670 人。这些学员毕业以后大多分配到各县级妇女指导处工作。二是基层政权对妇女干

部进行培训。江西各县妇女指导处也相应举办基层乡、保、甲三级妇女干部培训班，共训练了”乡镇

干部 219 人，保干部 9934 人，甲干部 56064 人。成立区妇女队 139 个，乡镇妇女队 878 个，保妇女队 

8713 个，队员共计 518537 人”。 

除了江西省妇女指导处和各县级妇指处培训妇女干部以外，其他各界也纷纷开展妇女干部的培训

活动，”据统计各县共训练区以下基层妇女干部 68,180 余人，三级妇女队队员共 430,870 人，省妇

干班培训的县级干部约 300 人，各县训练的接生员共 650 人，以及用各种方式介绍参加工作的人员，

总共约有 7 万多妇女干部”。从培训的干部类别和数量上来看，各式妇干班培训的妇女干部虽然有兼

顾民众生活的一方面，但主要还是为抗日救亡运动服务。 

妇女培训班对妇女干部的培训得到地方基层组织积极支持和响应。他们不仅派出代表到上级部门

受训，还利用本地区的资源对当地妇女进行培训。遂川县的各个区就曾”选拔一、二名妇女代表集中

到县城受训，然后分区集中训练保干部，每保选妇女代表一名，到区里举办的训练班受训，又由各保

办训练班，集训每甲选出的妇女代表。训练内容主要是有妇指处编印的有关抗战、妇婴卫生等各种图

书及教材，集训时间定为两周”。这些受训的妇女干部在全省 40 多个县开展各项妇女工作。她们一

方面积极发动广大妇女群众参加支援抗战的宣传、捐献、慰问等活动；另一方面开展各种形式的旨在

支援抗战的集体活动。 



不论是对难民妇女展开培训使她们的生活得到保障，还是对知识分子妇女和进步女青年进行培训

，使她们具备领导抗日救亡活动的才能，妇女培训班的最终目的都是保障江西妇女抗日救亡运动顺利

进行。尤其是各级妇女干部培训班，为打造妇女干部队伍，积极领导妇女抗日救亡运动起到了极大的

推动作用。 

（三）积极开展各种杭日活动 

江西妇女的抗日救亡活动蓬勃发展。据资料分析，江西妇女运动在积极宣传抗日，尤其是中国共

产党的抗日政策、主张和慰劳抗日将士方面较为突出。 

在宣传方面，创立各种妇女报刊宣传抗日主张是江西妇女抗日救亡活动之一。这一时期的妇女报

刊既有在中共直接领导下的《妇声》杂志，也有以江西妇女指导处名义创办的《江西妇女》，还有一

些不定期的报纸杂志，如《农村妇女》、《游击区妇女》等。 

《妇声》杂志的负责人是潘泳流，她利用妇声社和《妇声》杂志”积极向妇女宣传中国共产党关

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宣传抗战形势和任务，发动妇女投身抗战”。《妇声》杂志的主要

内容为：”每期有政论文，国内外时事分析和国际妇女运动动态，刊载中国共产党制订的抗日救国纲

领、路线、方针和政策，动员和团结各阶层妇女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虽然，每一期《妇声》都

是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出版，但并不影响该杂志宣传抗日救亡的效果。宋庆龄、江西省妇女部部长陈

少敏、著名新闻记者范长江等都曾在《妇声》杂志上发表文章。《江西妇女》虽然是以江西省妇女指

导处的名义创办，但实际主编人员都是中共党员，其宗旨是”宣传动员各阶层妇女参加抗日救国，交

流各县妇女工作经验”。《江西妇女》设有”时事讨论、妇女问题讲座、妇运动态、家庭和儿童保育

知识以及文艺等栏目。许多爱国民主人士和共产党员都曾为该刊撰稿，使之成为交流江西省内各县妇

女工作经验，动员各阶层妇女参加抗日救国斗争的阵地”。除了这些杂志外，抗战时期江西还有大量

的妇女组训丛书，如《抗战常识》、《救护常识》、《妇女工作手册》等。 

在慰劳抗日将士方面，江西妇女不仅亲自到抗战前线慰劳抗日将士和伤员，还积极为前方将士募

捐钱物。亲自到前线慰问抗日将士活动大多是由妇女队施行。1938-1941 年，江西妇女队先后两次开

展前线大慰劳活动。第一次是 1939 年 6 月中旬，上饶、弋阳、贵溪的农村妇女组成战地慰问团到赣

东北前线慰问抗战官兵。第二次是”三八”，大慰劳，与到赣东北前线慰问抗战官兵相比，这次慰问

规模大、范围广。参加慰问的人员是江西 20 个县的妇女队代表 40 人，妇工人员 28 人。她们按照四个

督导区组成四个战地慰劳团对抗战官兵进行慰劳。此外，每逢年节和各种纪念节日，各县妇女队还会

慰问医院的伤病员和军人家属。1941 年各地妇女队慰劳伤病员和军人家属达到 188 次。除了妇女队外

，江西妇改会也曾组织妇女对抗战伤员进行慰问，1937 年该组织”慰问抗战伤员五万七千六百多人”

。在开展慰问活动的同时，江西妇女还为前方将士募捐钱物。1941 年，江西省各县妇女指导处仅征募

就募得”现金 56162 元，布鞋袜 34180 双，毛巾 220 条，凉扇 3366 把，猪肉及糖果共计 14276 斤，粽

和蛋共计 74593 个”。上述慰劳活动和募捐物品有力地支援了江西的抗日战争，充分显示了江西妇女

抗日救亡的热情。 

江西妇女充分利用本省抗战的政治环境，建立起一系列妇女团体。有的妇女团体与地方行政机构

有机统一，有的妇女团体则属于进步性群众团体。通过开办妇女培训班，上层知识分子妇女和农村妇

女有机联系在一起，促进江西妇女抗日救亡运动有效开展。 

二 

抗日战争时期，江西妇女进发出强烈的投身革命、参加生产和保卫民族独立的革命热情，有其深

刻的历史根源和现实因素。从历史发展角度看，经历了苏维埃革命，江西苏区妇女获得解放的同时还

积累了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江西妇女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有着内在动力；从现实角度看，抗日战争的

客观环境激发了江西妇女普遍的革命热情。 



（一）妇女自身革命性的作用 

江西妇女的抗日救亡运动之所以能够轰轰烈烈地开展，与其自身的革命性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

，江西妇女在抗日救亡运动中表现出来的革命性并不完全是抗日时期形成的。早在苏区斗争时期，江

西妇女，尤其是江西苏区的妇女就已经开始参加革命。 

从 1927 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到 1934 年红军长征，翻身得解放的苏区妇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

下，积极投身民主革命、参加根据地经济建设，极大地促进了江西苏区妇女的解放运动，使她们在社

会和家庭中地位得到了提高。在社会上，为了保证妇女享受参政议政的权利，”二苏大”特别指出：

”这里应提出劳动妇女的成分，至少要使有占百分之二十五的劳动妇女当选。如果过去乡苏市苏全无

妇女代表的地方，这点尤为注意。”在家庭中，为了改变妇女在家庭中的从属地位，不论是江西地方

苏维埃还是中央苏区都先后颁布了旨在改造传统婚姻的新婚姻条例和婚姻法。这些新婚姻条例和婚姻

法都确定了“婚姻自由和男女平等”原则，极大地改变了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以中央苏区为例，通

过改造传统婚姻，妇女从封建制度下的包办婚姻开始走向半自主或自主婚姻；家庭地位也从男子（父

亲、丈夫或儿子）的附属品逐渐实现自身独立。 

由于江西苏区尤其是中央苏区政治民主建 设取得了巨大成效，江西苏区妇女开始走出家庭，走向

社会。正如《红色中华》记载的那样：“以前女人‘话事’也不自由，现在我们女人都可以在会场上

演说。以前女人不能在外面做事，现在我们女人都热烈的参加革命工作。我们兴国就有许多妇女当乡

苏主席和委员。”在苏区革命中妇女一方面支持丈夫走向战场；另一方面自己积极慰劳红军甚至直接

加入红军参战。妇女们“把慰劳红军作为一项经常性的任务，她们做布鞋，织草鞋，洗衣服，帮助红

军战士解决了生活上的不少难题”。经历了苏维埃革命的江西妇女不仅获得了自身解放，而且具备了

较强的革命性。 

虽然，江西苏区存在时间较短，“但苏区妇女毕竟率先尝到过翻身解放和男女平等的甜头，呼吸

过自由的新鲜空气。苏区妇女争取自身解放的勇气和在革命战争中表现出来的伟大力量为后人树立了

榜样”。应该说，苏维埃时期党的政策和措施培养了江西妇女值得后人学习的革命自觉性。在抗日战

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发展了苏区关心妇女特殊利益的传统，十分重视把妇女从封建婚姻压迫下

解放出来，反对打骂欺压妇女、虐待童养媳，反对缠足、溺婴等封建习俗，注意保护妇女参加社会活

动和参政参战的权利”，因此，苏区时期江西妇女形成的较强革命自觉性自然能够得以进一步传扬和

加强，并成为抗战时期江西妇女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内在动力。 

（二）抗战客观环境的推动 

日本侵华战争摧毁了无数的中国家庭，中国民众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安居乐业。妇女们也被迫从

狭隘的家庭环境走向社会。从现实角度分析，促使妇女走出家庭、走向抗日救亡战场的原因主要有：

日寇的烧杀抢掠，奸淫侮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感召。 

抗日战争期间，“旧寇的加紧进攻，烧杀抢掠，尤其是对于妇女的奸淫侮辱，激动全中国的妇女

，从大城市到穷乡村，把大批妇女从家庭中赶出来。日寇实行灭亡中国的计划，侵犯了每个阶层的利

益和生存，日寇对于妇女更是不分贫富，无恶不作”。在江西，日军烧杀抢掠随处可见。在 1939 年到

1945 年日本投降这六年间，日军在江西安义“共杀害人民 8230 人，烧毁房屋 8949 栋，财产损失达

117 亿 3600 余万元（当时货币），许多和平村庄，屋毁人亡，其奸淫掳掠，屠杀人民手段之毒辣、用

刑之残忍，真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 1942 年 6 月，日本士兵乘坐橡皮艇对罗溪地区进行扫荡，

“他们见猪牛就杀，见东西就抢，见妇女就追，无恶不作”。 家乡遭受日本铁蹄践踏，民众生命财产

得不到保障，尤其是妇女遭受日军奸淫掳掠的惨状激起了江西妇女的抗日热情，她们纷纷走向抗日舞

台，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1937 年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在统一战线的感召下，“形式多样的抗战宣传

队伍，从东北、华北、沪、宁各地踊跃南下，散布抗日火种，一支支抗日宣传队来到南昌。特别是共



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办事处在南昌建立以后，大大推动了南昌市抗日救国运动广泛、飞速的发展，同时

也推动了妇女运动向前发展”。江西原本就有许多富有抗战热情的民众，抗敌后援会主任委员许德琦

在一次招待会上说道：“南昌，有的是热血沸腾的青年学生，有的是爱国爱乡的民众，有的是热心救

亡的工人，只要当局贤明地领导，放手大胆来动员，一定可以增加抗日力量，直接保卫江西。”正因

为江西不乏热心救亡的民众，新四军驻赣办事处才能“派干部深人基层，发动和组织广大群众起来抗

日，利用各种机会，到各救亡团体、工厂、学校发表抗日演说，召开各种座谈会”侧四，积极有效地

开展统战工作。在新四军驻赣办事处统战工作影响下，1938 年 3 月 8 日，南昌各界妇女及救亡团体开

展了纪念“三八”妇女节活动，进一步唤起了广大妇女参加抗战的热情。抗战宣传队伍进人江西与当

地中共办事处联合，有力地调动了妇女抗日救亡的积极性。 

江西妇女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既是其自身内在动力作用的结果，也是外部环境刺激和推动的结果

。其内在动力是苏维埃时期江西妇女形成的革命自觉性，这是江西与非红色革命根据地妇女抗日救亡

的不同之处；而外部环境是强敌日本的侵略刺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感召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

四军驻赣办事处的积极推动。 

三 

江西妇女抗日救亡运动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影响下蓬勃开展，虽然该运动曾遭到阻碍，甚至部分

运动遭到取缔，但这些都没有浇灭江西妇女的抗日斗志。面对困境，江西妇女开展的形式多样的抗日

救亡运动是中共领导或影响下的抗日救亡，是江西抗日战争、全国抗日战争、妇女自身解放乃至民族

解放等运动的重要内容。 

首先，江西妇女抗日救亡运动充实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救亡运动。江西在抗日战争时期属

于国民党统治区域，但是国民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以及民间组织都在江西开展了形式多样的

抗战活动。江西妇女抗日救亡运动，如成立妇女抗日团体、开办培训班、宣传抗日主张等活动均是在

它们的领导和影响下开展的。其中，中共不仅直接建立和领导妇女团体开展抗日救亡运动，还对隶属

于国民党和民间组织的妇女抗日团体施加影响。1938 年 8 月，中共地下党江西省委成立后，专门成立

妇女部，由李坚真任妇女部长领导江西妇女运动。在省委和妇女部的共同努力下，通过宣传党的十大

抗日纲领、路线，发动各阶层妇女积极支援抗战。同时，“省委还利用公开关系，合法形式，有计划

、有步骤地介绍地下党员和大批民族先锋队队员，分批分期进人妇女工作机构，安排一批优秀中共党

员担任妇女工作重要职务”。 

以江西妇女指导处为例，早在 1937 年下半年，中共地下党江西省委就派女党员高景之和魏媛担任

妇改会妇女委员，她们积极依靠原妇改会进步力量，开展抗战宣传等工作。中国共产党在改造后成立

的江西妇女指导处实际工作中影响力较大。无论是在江西省妇指处还是在各县妇指处都有中共党员担

任主要职务。据统计： “从 1937 年至 1940 年，中共省委和县委有步骤地安排了五十多名女党员参加

省县妇指处工作。有的是通过种种公开关系介绍进去的，有的是通过妇干班招收培训后分配工作的，

有的是通过妇女工作实践，然后选拔人党的。大批女党员担任了省、县妇指处的主要职务。”虽然，

时任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对妇干班和省妇指处进行监视、对妇女干部活动进行干扰，但是被派到各

级妇指处工作的女党员在中共地下党领导下组成了一支强有力的妇女干部队伍，她们通过合法斗争积

极领导妇女们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作为国统区的江西，妇女抗日救亡运动的有效、有序开展与中国共

产党建立强大的妇女干部队伍、努力促进妇女运动的发展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可以说，江西妇女的

抗日救亡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影响下的抗日救亡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次，江西妇女抗日救亡运动大多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或影响下，各个妇女团体中以知识妇女为

主要领导，以农村妇女为主要力量开展的抗日运动。同时，1937-1945 年的抗日战争又无可辩驳地属

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刘巨才在《对中国妇女运动的几点看法》中提出的：1921-1949

年中国妇女运动与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同步。它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业劳动妇女为主体，

以知识妇女为先锋的妇女解放运动”。因此，从革命性质来看，江西妇女抗日救亡运动又是中国新民



主主义革命的重要内容。事实证明，妇女是抗日战争得以持续并取得最终胜利的重要保障，男子上前

线参战离不开妇女的后方支援；后方生产生活的正常进行也必须依赖妇女。在江西，妇女们不仅捐献

、征募财物以支援前线，还努力发展生产保证后方生活稳定。她们在支援前线方面力度较大，仅妇指

处组织妇女队开展“三八”大慰问时带去的慰劳品就有：“慰劳金 2598 元，布鞋 3887 双，麻鞋 1750

双，袜子 52 双，毛巾 500 条，肥皂 220 块，鸡蛋 1000 个，急救包 200 包，慰劳信 1050 封，明信片

1000 个，信封信纸 4000 个，邮票 1500 分，书报杂志 87 种，锦旗 12 面。”在生产方面，江西省妇女

指导处组织妇女进行手工业生产， 1939-1941 年共“生产成品 4900 件，价值 2.2 万元”。江西妇女

的抗日救亡运动极大地支持了江西乃至全国的抗日战争。因此，从革命组成部分来看，江西妇女的抗

日救亡运动必然是中国革命的重要内容。 

最后，江西妇女抗日救亡运动推动了中国的妇女解放与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在抗日救亡运动中

，江西妇女进一步冲破了传统制度和传统观念的束缚。随着江西妇女运动的深人开展，越来越多的妇

女参加社会活动乃至政权建设。因此，江西“妇女运动同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结合在一起的特点表现得

十分突出”。为了反抗外来侵略，江西妇女摆脱了传统思想的束缚，积极投人到抗日洪流中。她们不

仅积极参与抗日救亡运动，部分优秀妇女还担任了不同抗日团体的领导者。这种现象既存在于国民党

控制的妇女运动团体中，如在江西省妇女指导处设立的妇女工艺社中，有 130 名妇女参加工艺社劳动

；也体现在民间妇女抗日团体中，改组前的江西省妇女生活改进会，从董事长顾柏绮到副董事长程孝

福、傅以睿再到总干事王敏仪、副总干事潘玉梅都是女性。在中共领导的妇女团体中，妇女领导和参

与抗日救亡运动的人数更多、范围更广。1938 年初成立的东南分局妇女部长先后由陈少敏、李坚真担

任；中共地下党江西省委的妇女部长为李坚真，李毓淡、林玉明先后担任省委妇女委员；1939 年 9 月

，高景之、魏媛、胡道坷任江西省妇委委员。此外，在妇声社等运动团体中，妇女也担任着重要职务

。据统计：1938 年-1940 年初，江西“全省 83 个县中 44 个县建立了妇女组织，共动员 50 余万城乡妇

女骨干参与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运动”。这既体现了妇女冲破了封建束缚，获得了参政议政的权利，

走出家庭走向社会为抗日战争胜利贡献自己的力量；也说明了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同中国民族民主解放

运动相结合，中国妇女在民族民主斗争中不断地冲破封建牢笼，谋求自身解放与发展。 

江西妇女的抗日救亡运动团结了从城市到乡村、从知识分子到工农阶层的妇女，共同投入到抗战

的洪流中。”战争让女人走开”这句话在抗战中并不适用。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推动下，江西妇女

不仅积极反抗日本侵略，而且还使自己获得进一步解放。因此，江西妇女的抗日救亡运动是中国抗日

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体现了江西妇女在抗日战争中的杰出贡献，还真实反映了妇女解放与中国

民族民主革命相结合的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