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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文灿，女，祖籍河南省太康县，出生于新疆奎屯。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获法学博
士学位。现任教于中国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妇女史、中共党史等领域的教
学与研究工作。出版学术著作《新疆经济发展与民族区域自治：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中国创新》，
发表学术论文《关于中共党史研究的几个问题》、《社会性别视域下的启蒙困境——以五四新文化运
动之塑造新女性为例》、《妇女性别解放与阶级、社会解放的互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
党妇女解放运动的政策及效果》等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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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从“解放妇女”到“让女人自己说话”
第一章妇女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中国共产党妇女运动的起源
第一节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中的妇女问题
一、戊戌维新时期的“国民之母”
二、辛亥革命时期的“女国民”
三、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新女性”
第二节妇女解放与阶级、社会解放的结盟
一、五四“新女性”的困境
二、反思欧战与西方女权运动
三、苏俄革命与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传播
本章小结
第二章性别的彰显与隐约：1921～1927年的中共妇女运动
第一节建党初期的妇女工作
一、妇女解放与劳动解放相伴而行
二、中共早期的妇女领袖与妇女工作
三、工人运动中的性别合作与分歧
第二节国民革命中的妇女统一战线
一、资产阶级女权运动与女工运动的联合
二、在国民革命中争取妇女的平等权利
三、北伐战争中的妇女解放风潮
第三节共产国际对中共妇女运动的影响
一、妇女问题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隐约与彰显
二、共产国际对中共妇女运动的促进与限制
第四节早期女革命者的群体肖像与个人境遇
一、早期女革命者的群体肖像
二、早期女革命者的个人境遇
本章小结
第三章阶级与性别的交织：1927～1937年的中共妇女运动
第一节从女工运动到农妇运动
一、中共妇女政策的转变
二、井冈山时期的妇女运动
第二节中央苏区社会改造运动中的解放妇女
一、社会改造运动的性别视角
二、中共领导下的妇女组织
三、解放妇女的政策与实践
第三节中央苏区妇女对阶级革命的差异化选择
一、妇女对阶级革命的参与
二、妇女与阶级革命的疏离
第四节中央苏区妇女运动中的阶级与性别
一、妇女群体内部的阶级差异
二、革命阶级内部的性别冲突
三、在阶级利益与性别平等之间寻求平衡
本章小结
第四章民族战争中的性别议题：1937～1945年抗日根据地的妇女运动
第一节民族危机下的中共妇女政策
一、抗日根据地妇女的生活境遇
二、以民族解放为宗旨的妇女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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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抗战初期中共妇女运动的局限
第二节解放妇女的理想与现实的困扰
一、保障妇女权益的政策及实践
二、农妇的觉醒与新问题
三、知识女性的抗争与转变
四、解放妇女的现实困境
第三节1943年妇女工作重心的转移
一、反思妇女政策的“四三”决定
二、妇女参加大生产运动
三、做“新贤妻良母”
第四节抗日根据地妇女运动的三重面相
一、面相之一：妇女对民族解放战争的贡献
二、面相之二：妇女社会地位的提高
三、面相之三：妇女对苦难的记忆与述说
本章小结一
第五章走向新的起点：1945～1949年的中共妇女运动
第一节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妇女运动的方针
一、抗战结束时中国妇女的迷茫
二、解放区妇女运动的“四结合”
第二节解放区妇女运动的开展
一、妇女与土地改革
二、妇女与生产运动
三、妇女参战、支援前线
第三节1949年的中国妇女
一、妇女领袖的感受与思考
二、知识女性的多元化选择
三、沉浸在传统中的劳动妇女
本章小结
结语妇女解放的机遇与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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