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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结合《兄妹开荒》《动员起来》《货郎担》《夫妻识字》《小姑贤》《买卖婚姻》六部秧歌剧文本，

来探讨陕甘宁边区的妇女工作。陕甘宁边区政府结合妇女的个体需求，在经济方面探索出“建立在个体

经济基础上的集体劳动组织”模式，即实行缴纳公粮、变工互助；在文化层面，边区政府则将识字与农

业生产结合，鼓励乡村妇女在农闲时期学习科学文化知识，这些举措对今后妇女工作具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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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women’s work in the Shaanxi-Gansu-Ningxia Border Region by combin-
ing the texts of six Yangko dramas, “A Brother and Sister Reclaiming Wasteland”, “Mobilization”, 
“Businessman’s Bearer”, “Couple Literacy”, “The Sister-in-law is Virtuous” and “Buying and Selling 
Marriage”. The government of the Shaanxi-Gansu-Ningxia Border Region combined the individual 
needs of women and explored the model of “collective labor organization based on the individual 
economy” in the economic aspect, that is, the implementation of public grain payment and mutual 
assistance in changing jobs; at the cultural level, the border region government combined lite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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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agriculture combine production and encourage rural women to learn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knowledge during the slack period. These initiatives have reference significance for women’s work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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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秧歌剧是在民间旧秧歌的形式中注入新的内容，并根据新内容而改造形式的新秧歌。目前从妇女工

作角度探讨秧歌剧的论文并不多见，刘美洋、朱煜、徐晓杰[1]以及王建华[2]有所涉及，但并未深入历史

脉络对妇女工作进行梳理。因此，本文将由具体的秧歌剧文本缝隙延展开来，探讨陕甘宁边区的妇女工

作问题。 

2. 特定时代对妇女工作的再组织 

(一) 经济层面：缴纳公粮、变工互助和妇纺运动 
早在 1940 年，《毛泽东给中共中央妇委的一封信》中即指出“妇女的伟大作用第一在经济方面，没

有她们，生产就不能进行。”[3]陕甘宁边区的妇女工作因此做了部分调整：由初期动员妇女直接参与抗

日民族战争，如：参加自卫军、救济难民、锄奸警戒等，逐渐转变为组织妇女参加生产，其形式是农业

和副业兼重。陕甘宁边区妇女工作最初采用的形式是土地开荒和妇纺运动，这些经济政策也在文艺作品

中得以宣传。但由于广大的工农兵群众不识字，长久以来，他们通过“口头告白的方式来欣赏文艺的。

他们自己的文艺，是能说能唱能演的口头文艺。”[4]因此，戏剧成为文艺宣传中的首选。不过要达到“喜

闻乐见”的效果还需吸收群众“习见常闻”的民间文艺形式，故戏剧工作者把关注点放在了对旧秧歌的

改造上，由此创作了一系列秧歌剧。秧歌剧的早期代表作《兄妹开荒》即将主要情节设置为兄妹二人开

荒劳动：哥哥王二小给妹妹开玩笑，假装偷懒不锄地。因这个误会兄妹二人产生矛盾，妹妹赌气要去报

告刘区长，王二小于是进行解释。两人矛盾化解之后，兄妹开始比赛锄地，此剧即以二人积极劳动的场

景结尾。在这个秧歌剧中，妹妹高扬的女性主体意识以及与男性竞赛的意识得以凸显，彰显了男女平等

的观念。 
《兄妹开荒》体现的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农业生产，而陕甘宁边区在早期采用的是集体开荒的形式。

但集体耕种的土地距离农民自身的住宅距离遥远，使其因集体开荒耽误耕种自家土地，摊派的做法更影

响了农民的劳动热情[5]。因此后期陕甘宁边区政府逐渐结合农民自身的需要，探索出“建立在个体经济

基础上(私有财产基础上)的集体劳动组织”[6]模式，即以家庭为基础生产单位，通过缴纳公粮、变工互

助等形式实现集体利益。秧歌剧《动员起来》的主题便是反映“边区农民从个体经济分散经营的方式至

组织起来的计划生产过程中的思想斗争”[7]。二流子张栓开会被斗争，后来边区政府“借工具、借粮食，

发种子又定计划”，张栓受到劳动英雄吴满有的帮助，“尔刻的生活大改善，一家人吃得饱来穿得暖”

[8]。实现温饱的张栓打算第二年参加变工队，受到他婆姨的阻挠，两人的分歧主要在于公与私的分配问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cnc.2023.11305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尹雪 
 

 

DOI: 10.12677/cnc.2023.113050 324 国学 
 

题。最终是村长以自身的经历来证实集体生产的优势，分歧才得以解决。针对张栓婆姨提出三个方面的

质疑，村长一一作解答：首先，变工队对集体开荒的方式做出调整，以自然村为单位将农村劳动人口组

织起来，耕种自家土地，并在有余力的情况下组织开荒，这样便可以节省路途中的时间耗费。可变工队

队员的土地占有量不同，共同劳动是否对土地占有量较多的成员更有利呢？村长解释，变工队按照工时

计算，如果其他成员的土地占有量更多，则根据工时进行偿还，偿还方式根据农民自身的需求而定：“你

要牛工换牛工，你要人工他就来给你把活干，你要工钱他给钱。”[8]这样的方法能够通过生产资料交换

互助的形式来实现农民自身的需求，对于那些中农、贫农来说吸引力很大。其次，农忙时节先锄谁的地

呢，参加变工队会不会耽搁自家的农事呢？村长的回答是根据村里的生产计划，哪位队员的土地更急切，

就先从哪一家开始劳动。张栓婆姨最后一个疑惑是，不同的队员干活有快慢，如果有队员偷懒怎么办呢？

村长指出工时根据平时的劳动快慢来计算，“比方二毛子劲儿小，你给他做一天，他还一天半。尔刻人

人有转变，都要加油务生产”[8]。村长还动员张栓婆姨也参加变工队，这样只需按照排班表，而无需每

日做饭、送饭。如此，节省下来的时间，乡村妇女们便可以纺线织布。张栓婆姨的想法代表了转折时期

人物的真实困惑，变工互助和缴纳公粮的政策将个体的需求与民族解放任务相结合，使得陕甘宁边区政

府获得了群众认可。 
相较于张栓婆姨的犹疑，张栓的妹妹翠妹子则显得十分积极，她不仅规劝嫂子同意变工，还积极参

加纺织组会议。《陕甘宁边区政府建设厅颁布生产合作社组织办法纲要》指出“纺织生产合作社是组织

乡村妇女参加生产战线的最好的办法法。不仅可以增加农民收人，而且可以使边区棉毛纺织品逐渐走上

自给自足的道路。”[9]纺织合作社的组织形式为：动员具有劳动能力的乡村妇女“依自然村落编成小组，

每组 3 人以上但最多不得超过 20 人。每组选组长一人负一组的责任。”[9]秧歌剧《货郎担》的主题就是

反映生产合作社动员妇女参加生产。货郎挑着合作社的商品下乡，农民可以货郎为中介与合作社进行商

品交换。如果农民家中的现金不足，可以用农副产品按照市场价格进行折算抵扣。刘二嫂便用 50 个鸡蛋

换取商品，而李大嫂因为不从事纺织没有收入，连喜爱的花配饰也无力购买。于是货郎劝诫李大嫂学习

刘二嫂纺纱，“赚下钱来能吃能喝能穿能带能买鞋袜”[10]，并承诺借用棉花和纺车给李大嫂，等她纺纱

获得收入了，再连本带利地还给合作社。这个情节与陕甘宁边区实际政策一致，根据规定，“社员纺纱

的原料如棉毛及纺车，以自给为原则，有特别困难的的，可申请合作社借用，但价值超过 1 元就按月生

息，按当地最低利率取息，最多不得超过 2 分”[9]。货郎不仅使李大嫂了解纺织生产合作社的基本规则，

还从李大嫂的个人需求出发，切合情理，并将同村的刘二嫂作为她的榜样对其进行鼓励，激发了李大嫂

的生产积极性，达到了宣传妇女从事纺织工作的效果。 
不过施行纺织生产合作社初期，也存在一些问题。如：“1941 年 5 月，南区合作社在南庄河成立了

纺织所提出纺一斤线赠一斤花的号召时”，妇女们“既怕‘学会的要拔到工厂去’，又顾虑‘太笨学不

会’，‘没有工夫’。”[11]时任中共中央妇女工作委员会代理书记的蔡畅严肃批评这样的主观主义、形

式主义和脱离群众的工作作风，并高度肯定柳林区二乡合作社刘主任深入群众，依据乡村妇女的情感和

需求，对其进行帮扶奖励，“使她们从实际生活经验中证明了纺织是真正对她们有利益”的工作[11]。从

社会功能层面上看，妇纺运动除了满足边区的需求之外，也提升了乡村妇女的家庭地位。据《陕西省委

妇委关于陕西妇女工作报告》显示：“现在妇女身上都藏有几十块钱，不像以前完全依赖公婆丈夫生活，

并且有了财产使用权。”[12]因此，纺织合作社以个体经济为基础，以一个自然村为单位，完成了对妇女

生产的再组织，实现了妇女工作的需求。 
此外，为了动员更多妇女参与生产，陕甘宁边区政府还树立了一系列的妇女劳动英雄。如：安塞四

区三乡白家园村的抗属李玉莲，“丈夫在 1938 年参加了八路军，她不光指望政府里优待，而且自己也种

地，去年在农业上优待及伙种收二石九斗五升，她自己生产收粮 9 斗，共收三石八斗五升，除去雇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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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牛工。共合细粮二石六，已做到耕一余一。在副业上，去年共收入 24950 元，买了两个布用去 14200
元，还净余 10750 元，菜足够她全年吃。”[13]又如：绥德义合区三乡孙家园的模范抗属刘金英“意志坚

强，受尽艰苦，勤俭起家……对工作她能积极负责，有办法，有成绩。去年春节时帮助村乡干部组织秧

歌队，宣传拥军、归队、移民、生产。并组织妇纺 57 组，包括 391 人，纺花 5681 斤，织布 27 丈。又组

织了 10 个识字组，帮助成立民办小学一所。自己一个月就识 200 多字。”[14]等等。评选妇女劳动英雄，

一方面体现了陕甘宁边区政府对妇女劳动成果的肯定，另一方面也提高了她们在乡土社会的社会地位，

为其他乡村妇女树立榜样，使得其他乡村妇女意识到：靠自己的辛勤劳动也能获得美好生活与社会认同。

于是出现了妇女争当劳动英雄的潮流。上文所提及《动员起来》的背景即为 1943 年 12 月边区第一届劳

动英雄代表大会中评选出了五六个女状元。她们成为翠妹子的榜样，翠妹子发奋向她们学习，力争来年

当上“纺织状元”。 
(二) 文化层面：识字运动 
陕甘宁边区不仅在经济层面致力于妇女工作，还在乡村中推行识字运动，对群众进行文化扫盲。按

照费孝通的说法，乡土社会是一个“面对面社群”，“有话可以当面说明白，不必求助于文字”[15]。而

文字的功能在于超越时空的限制，传播科学文化知识以及政策法规。因此，文化下乡是实现传统封建社

会向现代社会转化的一个重要途径，也是应对现代化战役的重要措施。所以中央妇委十分注重妇女大众

的教育问题，提倡“利用一切机会灌输抗战常识、社会科学、防空防毒、医药卫生、救护保育等常识；

同时必须尽可能地使妇女受职业教育，妇女受武装训练，学习射击等等。”[16] 
冬学运动是边区政府组织农民识字的重要方式，即在冬季农闲时期，由知识分子教授群众识字。据

邓颖超统计，早在 1937 年的冬学运动中，“一万多的文盲男女涌进了教育战线，而妇女占七分之一……

妇女的学习，常常站在男子的前面，如淳跃县加入冬学的九十多个妇女，学习比男子进步……现全边区

乡村识字小组 1630 组，35490 人。”[17]但 1940 年前的识字运动在课程安排上强调军事、政治，故存在

学习内容脱离乡村实际的情况[2]。有鉴于此，后期甘宁边区的妇女工作强调将识字运动与农业生产结合，

即采用“认识有关生产的文字，编制在生产时的歌曲小调”等通俗易懂的方式[18]，令乡村妇女在生产活

动过程中学习文化知识。 
事实上，识字与生产的确关系密切。在秧歌剧《夫妻识字》中，青年农民刘二因为不识字，无法依

据边区政府制定的科学计划进行农业生产，所以收成不如其他识字的农民，还闹出了把一千元的纸币当

作五十元使用的笑话。此后，刘二和他的婆姨立志参加识字组，“到如今(渐快)肚子里有了文化了……能

看报了，能写信了，能算账了，能开条条了。”[19]可见识字不仅帮助边区农民科学配置生产作物，落实

生产计划，还是他们提高文化水平，参与民主政治的基础。在实际案例中，柳林区二乡妇女“由于生产

的需要，她们也关心政治了……她们已开始萌芽‘自己能记下，算清更好’的要求文化的思想，羡慕‘认

字有才学’的女人了[11]。 

3. 妇女工作对民间伦理秩序的妥协 

在时代背景下，妇女工作仍然会受到封建制度的阻挠。例如：在秧歌剧《小姑贤》中，李老婆子即

百般阻扰儿媳周氏参加识字班，却允许自己的女儿桂姐参加。一旦发现周氏私下里识字，便对其加以打

骂，并挑拨儿子和儿媳的关系，甚至令儿子休妻。经过妇女主任和桂姐的调解，李老婆子才同意周氏识

字。封建制度是束缚妇女的绊脚石，所以中央妇委将妇女工作置于重要位置。后期陕甘宁边区政府结合

乡土社会的现实，提出“家庭和睦”的口号。 
妇女工作使得边区妇女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的社会地位有所提高，个体意识逐渐增强。如：

在秧歌剧《买卖婚姻》中，李娘为了两百万的彩礼愿将女儿李凤英嫁给财主杜百万，李凤英不愿意嫁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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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喝嫖赌样样干”的杜财主，宁愿以死明志，被邻家妇女救下[20]。最终乡长裁定买卖婚姻不符合边区

法律，将彩礼钱没收，并从中拿出二十万作为李凤英的养伤费。在此剧中，李凤英不愿将自己作为商品

进行婚姻买卖，而遵从个体自由意志，希望嫁给“务正人”，表现出强烈的主导自己人生的主体性。秧

歌剧的主要受众是边区群众，如《买卖婚姻》这样的秧歌剧便是以通俗故事的形式宣传法律法规和“婚

姻自由”的观念[21]，使得群众容易理解和接受。“婚姻自由”的观念使得乡村妇女对自身的处境有所觉

察，在陕甘宁边区掀起了一股离婚风潮。“根据边区现存离婚统计档案显示，离婚案件由 1939 年的 70
件激增到 1942 年的 242 件，增长三倍以上。这些离婚案中，95%以上由妇女提出。”[22]所以妇女运动

的工作遭到了部分乡村男性的阻挠，他们担心妇女自由意识的觉醒会导致自家婚姻破裂。 
激进的风潮会激化夫妻矛盾和婆媳矛盾，致使妇女工作在乡村难以开展，且无益于人民群众的内部

团结。因此，为避免矛盾激化，中央组织部颁布的《妇女工作大纲》中指出，“在某些落后的地区特别

是农村中建立妇女工作，为男女农民的共同利益而奋斗，防止男女利益对立的现象。”[23]而针对婆媳矛

盾，陕甘宁边区的妇女工作则实行奖励“模范婆婆”，“批评(必要时处罚)打媳妇的婆婆，开婆媳的联欢

会，家庭座谈会等……教育与团结妇女”[16]在《小姑贤》中，李老婆子最终同意儿媳参加识字班，不仅

因为妇女主任和桂姐晓之以理，更由于害怕众人开会斗争她，让她的事迹“爬黑板报”[24]。这在乡村的

熟人社会中，声誉会受到极大的减损，而与之相对的“模范婆婆”则受到群众的褒扬和尊敬。因此，外

界力量的介入和乡村熟人社会运行规则的双重压力使得“李老婆子”们不敢再滥用家长权威。儿媳周氏

作为“贤妻良母”，最终原谅了婆婆的打骂行为，他们的家庭重归和睦。 
而家庭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在乡土社会中，社会关系是以自我为中心，向外延展而形成的差序格局。

其中根据血缘关系和婚姻事实而形成的亲属关系，在个体的社会关系中是最重要的一层[15]。而在地缘层

面而言，家庭是构成乡土社会差序格局的基本单位，因此保持一户户“家庭和睦”，亦能达到维护乡村

稳定的目的。边区政府深知这个道理，1944 年记者赵超构到延安访问，他指出： 

尊重民间的传统情感，家庭仍是神圣的。妇运的同志决不再把那些农村少妇拖出来，或者挑拨婆媳夫妻间的是

非了，而只是教她们纺线，赚钱，养胖娃娃。一句话，是新型的贤妻良母主义。[25]  

以上对夫妻矛盾和婆媳矛盾的处理实际上是对“妇女主义”的纠偏。通过参加妇纺、识字等活动，

乡村妇女的社会地位逐渐提高，不过乡村家庭内部的等级秩序依然没有改变。即便存在李来成家庭这样

的“新民主主义农民进步家庭中优秀的典型”，根据民主原则召开家庭会议，选举家长[26]。但此种民主

化家庭在边区实属凤毛麟角，乡村妇女仍然需要回归家庭，做“新型的贤妻良母”。 

4. 结语 

秧歌剧采取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结合了工农兵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大部分秧歌剧体现了男女平

权的思想，有助于宣传妇女解放思想。本文经由六部秧歌剧文本缝隙，并结合历史现实来探讨陕甘宁边

区的妇女工作。在抗日战争的背景下，陕甘宁边区政府结合妇女的个体需求，在经济方面探索出“建立

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私有财产基础上)的集体劳动组织”模式，即实行缴纳公粮、变工互助和妇纺运动；在

文化层面，边区政府则将识字与农业生产结合，鼓励乡村妇女在农闲时期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不过陕甘

宁边区政府对妇女工作所作的功绩仍然值得肯定，其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对今后妇女工作也具有借鉴意

义。 

参考文献 
[1] 刘美洋, 朱煜, 徐晓杰. 东北解放区秧歌剧中的女性形象研究[J]. 名作欣赏, 2021(32): 83-85.  

[2] 王建华. 革命视域下的乡村妇女解放——以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为例[J]. 天府新论, 2010(1): 127-131.  

https://doi.org/10.12677/cnc.2023.113050


尹雪 
 

 

DOI: 10.12677/cnc.2023.113050 327 国学 
 

[3] 毛泽东. 毛泽东东给中共中央妇委的一封信[M]//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运动历史研究编. 中国妇女运动历史

资料(1937-1945). 北京: 中国妇女出版社, 1991: 261.  

[4] 向林冰. 民间形式的运用与民族形式的创造[J]. 中苏文化, 1940, 6(1): 69-75.  

[5] 鲁直. 对“集体”开荒的意见[N]. 解放日报, 第 2 版, 1942.  

[6] 毛泽东. 组织起来——十一月二十九日在招待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会上的讲演[N]. 解放日报, 第 1 版, 1943.  

[7] 张庚. 动员起来说明[M]//张庚编, 马健翎, 等. 秧歌剧选集(一). 沈阳: 东北书店, 1947: 39.  

[8] 延安枣园文艺工作团. 动员起来[M]//张庚编, 马健翎, 等. 秧歌剧选集(一). 沈阳: 东北书店, 1947: 46, 54, 55.  

[9] 陕甘宁边区政府建设厅颁布生产合作社组织办法纲要[M]//杨德寿. 中国供销合作社史料选编. 第 2 辑,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0: 377.  

[10] 桥镇乡秧歌队. 货郎担[M]//张庚编, 马玉榜, 张映奎, 等. 秧歌剧选集(三). 沈阳: 东北书店, 1947: 27.  

[11] 蔡畅. 迎接妇女工作的新方向[M]//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编. 蔡畅、邓颖超、康克清妇女解放问题文选. 北京: 人
民出版社, 1988: 84-85, 82.  

[12] 陕西省委妇委关于陕西妇女工作报告[M]//中央档案馆, 陕西省档案馆. 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一九四一年: 第
1 册, 甲 16. 1993: 215.   

[13] 志丹抗属郭清秀生产自给, 不要政府优待[N]. 解放日报, 1944(001).  

[14] 绥德通讯. 模范抗属刘金英《忠实革命, 生产自给, 去年发动拥军, 组织 300 纺妇》[N]. 解放日报, 1945(002).  

[15] 费孝通. 乡土中国[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18.   

[16] 中央妇委关于目前妇女运动的方针和任务的指示信(1939 年 3 月 3 日) [M]//孙晓梅. 中国近现代女性学术丛刊续

编(九): 第 29 册. 北京: 线装书局, 2015: 497, 500, 501.  

[17] 邓颖超. 陕甘宁边区妇女运动概况[M]//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编. 蔡畅、邓颖超、康克清妇女解放问题文选.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8: 20.  

[18]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各抗日根据地目前妇女工作方针的决定[M]//孙晓梅. 中国近现代女性学术丛刊续编

(九): 第 29 册. 北京: 线装书局, 2015: 589.  

[19] 马可. 夫妻识字[M]//张庚编, 马健翎, 等. 秧歌剧选集(一). 沈阳: 东北书店, 1947: 100.  

[20] 桥镇乡秧歌队. 买卖婚姻[M]//张庚编, 马玉榜, 张映奎, 等. 秧歌剧选集(三). 沈阳: 东北书店, 1947: 46-53.  

[21] 根据《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规定, 男女婚姻照本人之自由意志为原则. 实行一夫一妻制, 禁止纳妾. 禁止包办

强迫及买卖婚姻, 禁止童养媳及童养婚(俗名站年汉) [M]//陕西省档案案馆,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 陕甘宁边区政

府文件选编》(第一辑), 西安: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3: 232.   

[22] 王书吟. 延安时期丁玲女性书写的转变与“新人”塑造——社会史视野下的《夜》的重读[J].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丛刊, 2016(1): 121-132.  

[23] 中央组织部. 妇女工作大纲(1937年 9月) [M]//孙晓梅. 中国近现代女性学术丛刊续编(九): 第 29册. 北京: 线装

书局, 2015: 482.  

[24] 桥镇乡秧歌队. 小姑贤[M]//张庚编, 马玉榜, 张映奎, 等. 秧歌剧选集(三). 沈阳: 东北书店, 1947: 38.  

[25] 赵超构. 延安一月[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2: 171-174.  

[26] 吴殿甲. 襄垣李来成的新式家庭是怎样建立的[M]//孙晓忠, 高明. 延安乡村建设资料 1. 上海: 上海大学出版社, 
2012: 429-431. 

https://doi.org/10.12677/cnc.2023.113050

	由秧歌剧探析陕甘宁边区的妇女工作
	摘  要
	关键词
	An Analysis of Women’s Work in the Shaanxi-Gansu-Ningxia Border Region from Yangko Opera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特定时代对妇女工作的再组织
	3. 妇女工作对民间伦理秩序的妥协
	4. 结语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