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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蔡畅的女性教育思想及影响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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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蔡畅是我国妇女运动的先驱和卓越领导者，她一生高度关注女性教育并为此付出了巨大努力。她的女性教
育思想包括对女性教育的重视、女性教育应结成“统一战线”、重视女性教育的方式方法等。她的务实女性教育思想开

创了实事求是的妇女运动调查之风，推动了男女平等运动，培养了一大批妇女干部。在女性教育全面普及的新形势下，

蔡畅的女性教育思想仍闪耀着光辉，值得我们发掘、深思、借鉴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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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畅是我国妇女运动的先驱和卓越领导者，她一生关注女性教育，为女性教育倾注了毕生心血，对

我国女性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

１　蔡畅女性教育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蔡畅性格“颇强固”，她性格的形成受其母葛健豪的影响很深。蔡母慈祥刚毅、豁达明礼、好学上

进，渴望男女平权，向往女子独立，又因与秋瑾婆家神冲老铺子相距不远，常用秋瑾的革命思想来教育激

励子女胸怀大志，为国为民。１９１３年，蔡母变卖妆奁，在永丰镇办起一所双峰女子职业学校，当时叫湘
乡县立第二女子职业学校。由于师资不足，蔡畅当起了小老师，１３岁的她搬来一条板凳，站到凳子上教
学生们唱歌。但由于守旧顽固派的阻碍，此校开办不久即关闭。这段当小老师的经历，成为蔡畅女性教

育思想产生的萌芽阶段。第二女校停办后，蔡畅一边随母亲从事家务，一边自学文化。正当她为此烦闷

之际，其父蔡蓉峰则以５００元光洋的聘礼将她许配给地主做小媳妇。在母亲的支持下，她拒婚直奔长沙
投考周南女校并改名为“蔡畅”，这新的名字既表达了她与命运搏斗后的舒畅心情，也展示了她将以毕

生精力去谱写中国妇女解放畅想曲的宏图。１９１６年春，在校长朱剑凡的帮助下，蔡畅毕业后留校任体
育教员。任教期间，她严守周南女校“自治心、公共心、进取心”的校训，立志将体育发扬光大。她把体

育课目办成女生增强体质、提高精神境界的一门课程。在周南女校求学、任教的５年时间，是她女性教
育思想萌芽的阶段。

在毛泽东等新民学会会员的发起与组织下，１９１９年１２月，蔡畅同蔡和森、向警予等３０余人从上海
启程赴法勤工俭学。１９２０年底，北洋政府设在法国的华法教育会只供富家子弟留学经费，无端终止了
对留法勤工俭学学生的资助。１９２１年２月２８日，蔡畅参加了在巴黎的中国赴法勤工俭学学生举行的
“二二八”大游行，口呼着“要读书权”“要生存权”等口号怒闯中国驻法公使馆，遭到了使馆请来的法国

警察镇压。周恩来回忆这次游行示威活动时记述：“２月２８日请愿使馆之举，主持最力者为某预备学校
（即蒙达尼公学）中之男女学生，女学生之加入运动，是长男学生之势，壮男学生之气也。”［１］通过这次斗

争，蔡畅和她的女友们经受了考验，革命斗志空前高涨，由此蔡畅也认识到“女子问题为社会主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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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女子运动为社会主要运动之一。要求女子有读书的权利，要求国内西南大学所属的海外大学招收

女生。”［２］蔡畅对女子问题的思考，以及对女性读书权利的呼吁，标志着她女性教育思想的形成。

１９２４年，蔡畅受党的安排赴苏联学习。在苏联她全面系统地考察调研了苏联的妇女儿童工作，认
真学习了苏维埃政府颁布的《劳动法》中关于女性教育的规定，她还常到工厂、学校附近的儿童养育院、

托儿所、儿童之家参观访问，了解这些机构的组织设施、教养方法、课程安排；了解孩子们的日常生活习

性以及课堂学习活动，了解并帮助孩子们摆放床位和玩具，对孩子们的饮食偏好营养要求、对患病孩子

的求医以及保养康复等等都作了极周到的了解。她认为，妇女要解放，要实施真正自由平等，就必须走

向社会服务社会，并把解决儿童托养问题作为解放妇女的实际方法之一。蔡畅在苏联时期对女工、农

妇、儿童机构的深入调查访问，为她女性教育思想的发展以及日后从事妇女解放运动奠定了基础。

１９２５年，蔡畅回到上海，开始从事国内革命工作和妇女解放工作。她从自身的经历出发，充分认识
到女性教育是同妇女运动联系在一起的，并在不同时期积极开展女性教育活动。大革命时期，蔡畅着力

提高女工、农妇、女学生们的觉悟，帮助她们解决各种困难问题；大革命失败后，她转入地下斗争；抗战时

期，她提出了以生产为中心的妇女运动新方针；解放战争时期，她提出了以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为中心的

城市妇女运动方针。解放后，她为女性的婚姻问题、家庭权益、受教育权、健康权等权益的维护和取得作

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是她女性教育思想的发展阶段。

２　蔡畅女性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
女性受教育权与妇女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蔡畅从妇女解放的高度指出了女性教育的重要性，她认

为，不提高女性教育状况，实现妇女的真正解放是不可能的。

２．１　强调女性教育的重要性
教育改变命运，教育决定女性发展。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女性深受“男尊女卑”“三从四德”“女

子无才便是德”等落后思想的羁绊，她们无缘正规教育，接受的只有民间礼仪教育、家政教育等。女性

没有接受教育，她们谈不上自信、独立，更谈不上发展，大多数女性成为男性的附庸，成为“相夫教子”的

工具。蔡畅早年的逃婚经历，使她深切感受到我国妇女解放道路的曲折和艰辛，她认识到女性的解放首

先要从女性教育入手，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男女平等，也只有有了科学文化知识才能真正解放自己，从而

达到更高层面的男女地位平等。她认为必须经常向女性开展教育宣传工作，籍以提高女性的政治觉悟

和文化知识水平，她试图通过女性教育唤醒女性觉醒，为女性争取自立自强，为社会奉献力量，“经常注

意教育妇女群众，争取她们，不管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会遭遇多大的困难。只有这样，我们的社会主义建

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才能胜利和巩固。”［３］

２．２　女性教育应结成“统一战线”
蔡畅认为，对女性教育要采用建立“统一战线”的方法，她指出：“在大后方的姊妹们，可以更多地参

加一切抗日妇女团体，开展妇女群众的民族民主教育，以提高抗战的积极性，加强内部团结；敌占区的姐

妹们，可以利用一切的机会，很巧妙地团结和教育妇女群众，以提高她们的民族意识和抗战信心。”［３］

蔡畅特别注重女工的教育，认为“必须注意女工文化教育的开展，用尽一切力量去注意组织女工夜

校、女工识字班、女工读报组、女工补习班等等来提高她们的文化水平，扫除女工中的文盲与落后。这不

但教育了女工，而且也就是组织了女工。”［３］在１９４７年国际民主妇联第一届理事会上，她积极向国际友
人传达了解放区女性教育成就，她说：“在老解放区是广泛开展青年成年妇女的扫除文盲运动，即在新

解放区由于她们在政治经济上已经翻身，也有文化教育的要求。”［３］这使得国际社会对我国解放区的女

性教育状况有了新的认识，也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在国际上的声誉。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适应国家建设事业的需要，她提出要加大妇女的培养力度，要创办妇女职业学

校，培养妇女干部，训练女技术人员；不仅仅如此，还要重视职工家庭的女性的教育，籍此提升她们在社

会上和家庭里的地位［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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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强调女性教育的方法和措施
一是深刻认识到女性教育机构和平台创办的重要性。蔡畅认为，妇女广泛教育必须要开设各级各

类学校：大学、中学、小学以及各种业余学校、职业学校，可以让女性们的思想得到启发，可以扫除女性文

盲，可以帮助妇女提高生存发展能力。她对妇女利用工会、职代会等学习、履行权利表达了赞赏，“女工

代表会议，不仅成为教育女工代表，而且是教育全体女工的最好的组织形式。”［３］另外，她还认为妇女要

充分利用这些已具备的受教育组织机构，强调“发动妇女参加职工业余学校、民校、识字班、冬学等等，

以加强对女工、农妇及一切文化水平低的妇女的教育工作。此外，并应适当争取各种职业、技术训练班、

干部学校中，能包含一定数量的妇女。”［３］

二是注重女性教育的宣传方法。蔡畅认识到，首先，对女性的教育、宣传要从女性自己的亲身经历

出发，现身说法才能有实际的效果，只有这样，对女性的教育和宣传才能取得真正成效；其次，要注意运

用妇女群众喜闻乐见的手段和方法；再次，要经常化系统化地开展对女性的教育宣传。她还特别鼓励用

唱歌、秧歌、演剧等文娱活动对妇女进行宣传教育。

三是教育方式的灵活多样性。蔡畅在女性教育方式上很富有创造性，她鼓励女性教育方式的多样

性。对于近乎文盲的农村妇女，蔡畅提倡用闲聊的方式，从柴火、蔬菜、小孩子等等这些日常家常俚事的

话题入手来开展教育。而这些话题又是女性群众最关切的话题。对于妇女干部，她指出要在实际工作

中学习。

３　蔡畅女性教育思想的影响
３．１　开创了实事求是的妇女运动调查之风

１９４１年延安整风初期，蔡畅认为要运用正确理论来武装头脑，掌握妇女运动现状。她通过对各根
据地妇女运动的调查解剖得出结论，各根据地的女性群众为各根据地的革命和建设起了巨大的作用，特

别是许许多多的女性党员和女性干部扎根一线深入实际，一心一意为女性群众服务作出了卓著贡献。

她及时纠正了王明的“婚姻自由”“经济独立”“反对四重压迫”等空洞口号。邓颖超曾对蔡畅实事求是

的工作态度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蔡畅是女性工作实事求是的楷模。正是在蔡畅的带领下，党内兴起了

实事求是的妇女运动调查之风，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妇女运动。

３．２　推动了男女平等运动
在这个问题上，蔡畅认为妇女只有参加生产劳动才能使经济独立，为此，她大力鼓励妇女从事生产

劳动。她在１９３１年任江西省委妇女部长兼组织部长时，亲自下田学习耙田犁地农活，带领苏区广大女
性开展农业生产。１９４３年２月２６日，在她拟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各抗日根据地目前妇女工作方针的决
定》中指出：“在日益接近胜利而又日益艰苦的各抗日根据地，战斗、生产、教育是当前的三大任务，而广

大农村妇女能够和应该特别努力参加的就是生产，广大妇女努力生产，与壮丁上前线同样是光荣的任

务。而提高妇女的政治地位、文化水平，改善生活，以达到解放的道路，亦须从经济富裕与经济独立入

手。”“这是各抗日根据地妇女工作的新方向。”［４］为了带头宣传《关于各抗日根据地目前妇女工作方针

的决定》，蔡畅带头纺纱，亲自参加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正是有如蔡畅等妇女领袖不遗余力的努力

下，１９４９年全国政协通过的《共同纲领》上有保障妇女儿童合法权利的重要内容，使我国妇女儿童的合
法权利第一次得到了法律上的确认和保障。

３．３　为国家培养了大批妇女干部
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蔡畅通过调查深切感受到我国女性人才的欠缺，这必须通过广泛女性

教育才能达到，她看到了我国广大女性对教育的渴望，也看到了妇女干部是支持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胜

利的重要力量。抗战时期，她在对一个工农老干部班作调查时发现该班女学员比例太少，提出了要招收

更多女学员的意见。新中国成立后，她更加关注女干部的培养，她指出“建国初期的妇女干部大约有１５
万人，占全国１７５万干部的８％左右”［３］，显然这对我们快速恢复和开展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是有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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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欠缺的。为此，她大力提倡要更多地开办女干部学校，“在提高政治与文化的基础上，更好地学习

业务，精通业务，以便毕业后回各地去加强妇女运动的领导。”［３］此后，蔡畅还经常在一些重要的会议以

及著作中指出妇女干部的培养和教育的重要性，蔡畅的这种努力为我国妇女干部的培养和成长以及作

用的发挥起到了奠基石的作用。

４　结语
蔡畅正确掌握了我国妇女运动发展方向，推动了我国女性教育的发展和女性人才的培养。正如国

际妇女会主席欧仁妮·戈登夫人对她的评价，“她代表新中国的妇女”。在女性教育全面普及的新形势

下，蔡畅的女性教育思想仍闪耀着光辉，值得我们发掘、深思、借鉴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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