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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赣南，是全国著名的革命老区，是人民共和国的摇篮。
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四军从井冈山来到赣南，开辟了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央革命根据地不仅版图最大，人口最多，而且是中央首脑机关所在地，是全
国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领导指挥中枢，在全国苏维埃运动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
　　1931年11月，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诞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红色
共和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她是新中国的雏形和基石。
2001年10月24日，胡锦涛同志在纪念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座谈会上
曾指出：“中央苏维埃政府的建立是我们党建立人民政权的探索和尝试，它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对各
根据地、各部分红军的中枢指挥作用，扩大了党的影响，也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根据地建设，
以及后来新中国政权建设，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培养了大批领导骨干和组织、管理人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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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央苏区妇女运动史》考察了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赣南、闽西苏区妇女在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下，投身于伟大的民族解放和阶级解放的革命洪流。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赣南、闽西妇女无论是在战火纷飞的战场上，还是在后方生产岗位上，都作出
了重大的贡献和牺牲，体现了妇女在伟大社会变革中的奉献精神和战斗力量，赢得了社会对女性价值
的承认和尊重。
《中央苏区妇女运动史》对进一步推进妇女运动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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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雪英，1962年生，福建龙岩人。
1986年毕业于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
福建龙岩学院思想政治理论教学研究部教授，赣南师范学院中央苏区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兼任龙岩学院工会副主席，龙岩市第二届、第三届政协常委，民盟龙岩市委副主委．福建省妇女联合
会执行委员，古田会议精神研究所副所长，福建省历史学会理事，福建省统战理论研究会理事。
福建省妇女研究会理事等职。
主要从事中央革命根据地史、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工作。
先后发表有关中央苏区史、中国经济史的论文近四十篇，参加编写学术著作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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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当时，也有一些青年因为不满于现行的婚姻制度，渴望摆脱不幸婚姻的困扰，但由于没有掌握正
确的思想武器，因此，在探讨废除封建婚姻制度的同时，走到了另外一个极端，比较典型的如《岩声
》月刊第9期发表的“WY”的《打破婚姻制度的我见》一文，认为“要想无牵无挂，自由自在，非打
破婚姻制度不可”，该文还列举了四种自由，即：一是离合的自由；二是续娶与再嫁的自由；三是出
外的自由；四是处置子女的自由。
作为打破现行婚姻制度的理由，这是一种受了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而提出的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因
而没有多大市场。
但由此也可看出，当时青年思想上的活跃。
　　早婚现象在当时的赣南、闽西社会里也是较突出的，特别是在龙岩。
“早婚之风最甚⋯⋯竟有三十抱孙者”①。
由于受早婚之害，“值青年而夭折者，有之。
未壮岁而衰亡者，亦有之；至于恐辜负香衾，而无远大之志，因爱怜儿女，而无进取之心者，比比皆
是”②。
因此，不少青年提出：“为强家强国强种族计”决不可早婚。
《岩声》第17期还以《一个早婚者的自述》为题，现身说法，痛述自己因14岁就完婚，至现在“身体
孱弱，精神不足”，追悔莫及。
至于男女结婚的年龄，大都赞成依古制，即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也有主张男子25岁以上，
女子20岁以上才可以结婚的③。
这些主张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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