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ttp://dx.doi.org/10.23166/csgc.2024.5.1.003

67

抗战时期“妇女宪政运动”若⼲问题探析

宋⻘红*41)

Ⅰ. 抗战时期妇女宪政运动的兴起

Ⅱ. 各党派妇女领袖对妇女宪政的认识

Ⅲ. 妇女与宪政的关系探讨

Ⅳ. 妇女界精英对妇女宪政运动的共识

Ⅴ. 妇女宪政运动的意义

■摘要

抗战时期妇⼥界发起两次妇⼥宪政运动。 各党各派各界妇⼥集聚

一堂, 讨论妇⼥界如何 展宪政运动等问题, 成⽴有中国妇⼥宪政座谈

会及各地妇⼥宪政座谈会, 还成⽴有中国妇⼥宪政研究会。 这些⼥性精

英围绕什么是妇⼥宪政运动、妇⼥与宪政的关系、妇⼥与抗战的关系、如

何看待妇⼥宪政运动、如何实施妇⼥宪政等问题进⾏了深⼊的探讨。 通

过广泛的讨论, 各党各派各界妇⼥界达成一定的共识, 比如她们认为妇

⼥宪政运动需要提⾼妇⼥的政治素养, 需要动员基层妇⼥参与, 需要规

定妇⼥代表名额, 需要提升文化教育水平, 需要妇⼥自觉努⼒。 两次妇

⼥宪政运动, 对⼥性进⾏政治意识的启蒙, 在解放妇⼥的同时, 激发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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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意识和参政观念, 从而奠定妇⼥的政治身份和政治参与。

关键词 : 抗日战争；国民参政会；妇女宪政运动；女性精英；妇女宪

政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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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n analysis of several issues in the 
"Women's Constitutional Movement"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Song Qinghong

(University of Shanghai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ina)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two women's constitutional movements 
were launched in the rear area. During the women's constitutional 
movement, women from all parties and factions from all walks of life 
gathered together to discuss issues such as how the women's sector 
could carry out the constitutional movement. The Chinese Women's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Symposium and the Women's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Symposium in various places were established, and the 
Chinese Women's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Research Association was 
also established. These female elites conducted in-depth discussions on 
issues such as what is the women's constitutional movemen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omen and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omen and the Anti-Japanese War, how to view 
the women's constitutional movement, and how to implement women's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Through extensive discussions, all parties, 
factions and women’s circles from all walks of life have reached a certain 
consensus. For example, they believe that the women’s constitutional 
movement needs to improve women’s political literacy, mobil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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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ssroots women to participate, set quotas for women’s representatives, 
improve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levels, and require women to Make 
conscious efforts. The two women's constitutional movements enlightened 
women's political consciousness. While liberating women, they also 
stimulated their awareness and concept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thereby 
establishing women's political identity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Through 
the wartime women's constitutional movement, women's awareness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was stimulated.

Key-Words : Anti-Japanese War; National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Conference; 

Women's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Movement; Female Elites; 

Women's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Sympos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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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与1943年, 国⺠参政会先后发起过两次宪政运动。 国⺠参政

会的设置, 为共产党和各⺠主党派、⽆党派⺠主人士提供了参政议政、

督促国⺠政府实现⺠主宪政的合法场所。 当时妇⼥界发起了妇⼥宪政

运动, 主要是为了促进政治⺠主化, 同时提供妇⼥参政机会, 增加国⺠

⼤会妇⼥代表名额。 夏蓉曾以新运妇⼥指导委员会为中心, 梳理新运妇

⼥指导委员会在妇⼥宪政运动中发挥的作⽤, 此并不足以概括战时妇

⼥参政运动的全貌。1) 澳⼤利亚学者李木兰考察了1898-1948年的妇⼥

参政运动, 而其中对于抗战时期妇⼥宪政运动的讨论较少。2) 她认为
1936年之前, 争取妇⼥与男⼦平等一直是妇⼥参政运动的主要方向, 但

是争取固定的基本代表名额的运动却是与争取承认妇⼥的特殊要求息

息相关。3) 此外学者也曾探讨抗战时期国⺠参政会⼥参政员群体领导

的参政运动。4) 本文拟在此基础上, 探讨妇⼥界如何参与两次宪政运动, 

妇⼥在两次宪政运动的表现及贡献, 探讨战时妇⼥界对宪政问题讨论

的历史意义, 国⺠党、共产党及中间党派妇⼥领袖在妇⼥宪政运动的主

要观点及其差别, 战时妇⼥宪政运动对于妇⼥解放和⺠族解放的意义,

宪政运动对当时及之后的中国有什么意义？

 1) 夏蓉：《抗战时期妇⼥指导委员会与妇⼥宪政运动》, 《⺠国档案》2009年第2期。

 2) 澳)李木兰着：《性别、政治与⺠主：近代中国的妇⼥参政》, 南京：江苏人⺠出版
社, 2014年。

 3) Edwards L., “From Gender Equality to Gender Difference: Feminist Campaigns for 
Quotas for Women in Politics, 1936-1947”, Twentieth Century China, Vol. 24, No.2 
(April 1999), pp. 69-105.

 4) 郭昭昭《抗战期间国⺠参政会⼥参政员群体的考察》, 《安徽⼤学学报》2006年第6

期；宋⻘红：《抗战时期⼥参政员的国⺠参政运动述论》, 《江⻄师范⼤学学报(哲
学社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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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抗战时期妇⼥宪政运动的兴起

1. 中国妇⼥宪政座谈会

1936年5月5日国⺠政府制订《中华⺠国宪政草案》, 宪政问题引起时

人注⽬。 抗战时期, 曾掀起两次宪政运动, 妇⼥界也参与宪政讨论, 希望

规定妇⼥权利, 并就妇⼥权利的必要性进⾏辩论和论证。

妇⼥宪政运动, 就是以妇⼥为主体, 争取和保障妇⼥⺠主权利与义

务的政治运动。 1939年重庆妇⼥界制定的《宪政与妇⼥讨论⼤纲》指出, 

宪政运动要讨论的问题主要包括：(1)宪法与宪政的关系, 国⺠⼤会代

表的产⽣问题, 国⺠⼤会组织法、选举法之探讨。 (2)抗战与宪政的关

系：对于三⺠主义, 对于抗战, 对于建国。 (3)⽬前人⺠程度是否能够实

⾏宪政：教育程度, 道德程度, 妇⼥程度。 (4)我们所要求的是哪种宪

政：政治问题, 人⺠权利, 妇⼥的扶植。 (5)怎么样来推⾏宪政：举⾏座

谈会, 举⾏讲演会, 成⽴研究会, 多写宪政问题之文章, 利⽤各种机会宣

传宪政, 搜集宪政材料, 发⾏专刊及⼩册⼦。5) 涉及妇⼥宪政的议题主

要包括：(1)实⾏宪政与⼥⼦参政；(2)实⾏宪政与妇⼥⽣活；(3)宪政与

妇⼥运动；(4)宪政运动中妇⼥应提出一些什么要求。 该⼤纲也涉及如

何展 妇⼥界宪政运动问题：(1)如何把宪政运动推⼊下层妇⼥；(2)如

何把妇⼥运动与宪政运动配合；(3)如何促起妇⼥界对宪政的讨论；(3)

如何争取国⺠⼤会中妇⼥的席数。6)

为阐发妇⼥宪政的内涵, 1939年11月12日, 妇⼥界发起宪政与妇⼥

座谈会, 在重庆曾家岩举⾏⾸次座谈, ⼥参政员、文化、教育、新闻、职业
27妇⼥团体代表, 共约百余人参加7), 包括了各方各面的人物。8) 这次会

 5) 《“宪政与妇⼥”妇⼥界今举⾏产谈会》, 《中央日报》1939年11月12日第3版。

 6) 文：《宪政问题讨论⼤纲》, 《浙江妇⼥》1939年第6期, 第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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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讨论的内容⾸先是“什么叫做宪政？”包括：宪政与宪法的关系, 国⺠

⼤会代表产⽣问题, 选举法与组织法的探讨等。9)

此次⼤会上, 关于“国⺠⼤会代表产⽣问题”, 此前产⽣的国⺠⼤会

候选人如刘清扬、张晓梅、朱纶、陈逸云等人发表了精彩的意⻅。 朱纶指

出“我们国⺠⼤会代表选举上虽然规定‘中华⺠国人⺠满20岁, 经公⺠宣

誓者, 有选举权’。 没有分别男⼥, 而事实上⼥⼦没有特别规定, 就难以

竞选。 请政府特别帮助⼥⼦, 在由政府指定的240名中指定⼥代表应占

的成分。 刘清扬“举出过去选举代表时的许多痛心事实, 具体提出：国

⺠⼤会代表中妇⼥应占30%以上。 此外, 1937年公布的国⺠⼤会选举法, 

由于抗战发⽣, 国内环境已经改变, 如像抗战以后产⽣了许多⺠众团

体, 而抗战部队也增加了。 照该选举法则他们全⽆产⽣代表的可能, 同

样, 敌后沦陷区域艰苦不绝 展游击战争的⺠众们也没有规定, 边疆少

数⺠族也是如此。邓季惺从理论上补充“宪政既为全⺠政治, 国⺠⼤会代

表亦应由⺠众选举”的理由。 陈逸云表⽰：“如推翻过去代表, 我⾸先不

答应”。 唐国桢更直爽地提出组织一个妇⼥竞选的组织。 王枫、⻩佩兰提

出成⽴妇⼥促进宪政的具体组织问题。10)

在这次会上, 夏英喆指出, “妇⼥宪政问题座谈会”或“促进会”的任

务主要有：(1)研究和搜集关于宪政与宪法的各种资料, 出版有关的刊

物, 系统的作文论述, 召集⼤规模的讲演会, 讨论会, 广播及介绍各国妇

⼥在宪法上的地位作为参考。 (2)号召全国妇⼥及侨胞妇⼥响应宪政运

 7) 《“宪政与妇⼥”妇⼥界今举⾏产谈会》, 《中央日报》1939年11月12日第3版。

 8) 《重庆妇⼥讨论宪政》, 《上海妇⼥(上海1938)》1939年第3卷第12期, 第4⻚；夏英
喆：《座谈会:重庆妇⼥宪政座谈会缩影》, 《妇⼥⽣活(上海1935)》1939年第8卷第6

期, 第9-10⻚。

 9) 夏英喆：《动员各界妇⼥参加宪政运动》, 《中央日报》1939年11月21日第4版。

10) 《重庆妇⼥讨论宪政》, 《上海妇⼥(上海1938)》1939年第3卷第12期, 第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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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发起促进宪政的组织和团体, 特别注意教育⼥学⽣教育落后的农村

妇⼥和工厂妇⼥等。11) 对于第一次妇⼥宪政座谈会, 夏英喆认为出现了

两个可喜的现象：(1)在这个座谈会讨论⼗分热烈, 妇⼥发言的非常踊

跃, 并且⼤部分都很具体, 到后来甚至要登记排次序, 要限制说几分钟, 

要延长 会时间, 说明妇⼥对政治充满兴趣。 (2)表现妇⼥界的团结与合

作, 删除 对于每一个问题有多少不同的看法, 可是得出的结论完全一致

意⻅。12) 史良指出第四届国⺠参政会通过关于宪政问题的议案时的情

形, 指出妇⼥宪政会在全国各地也是创举。13)

1939年11月16日, 重庆市妇⼥界举⾏第二次宪政问题座谈会, 重庆

市的妇⼥团体包括国际妇⼥会、新运妇⼥指导委员会、妇⼥慰劳总会及

分会、⼥⻘年会、妇⼥抗战建国协会、重庆市妇⼥会东北救亡总会、重庆

市妇⼥工作委员会、陕⽢宁边区各界妇⼥会、难⺠妇⼥服务团、武汉华北

宣传队、新⽣活妇⼥工作队政治部队、战时乡村服务队、新运妇⼥⼲训

班、中央⼤学⼥同学会、中华⼤学⼥同学、丽江⼥校、教育学院、省⽴⼥职

校、妇⼥⽣活社、妇⼥共鸣社、⼥⼦工艺社等33个妇⼥团体和妇⼥名流、

⼥作家等共300多人参加, 参加的人员和团体都较上次更多更广。14) “这

次参加的人和团体都较上次更⼤更广泛, 团体方面增加了6个, 个人方面

增加了30多位”。 史良主持⼤会, 她⾸先报告关于妇⼥促进宪政的组织

问题, 她指出, 重庆市妇⼥宪政运动应当作全国各地妇⼥宪政运动的模

范和推动者。 正式讨论 始前, 韩幽桐提出补充上次论题的一点意⻅, 

11) 夏英喆：《动员各界妇⼥参加宪政运动》, 《中央日报》1939年11月21日第4版。

12) 夏英喆：《座谈会:重庆妇⼥宪政座谈会缩影》, 《妇⼥⽣活(上海1935)》1939年第8卷
第6期, 第9-10⻚。

13) 《重庆妇⼥讨论宪政》, 《上海妇⼥(上海1938)》1939年第3卷第12期, 第4⻚。

14) 李娣：《重庆市妇⼥第二次宪政问题座谈会志盛》, 《中央日报》1939年12月4日第4

版；李姊：《妇⼥宪政问题座谈⼤会盛志》, 《总汇报》1940年1月19日第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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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选举法第三条应加以男⼥或不分性别的字样, 因为许多国家如英

法等国, 宪法即不包括妇⼥在内, 而于妇⼥获得参政权后才标明男⼥字

样, ⼜中国一般妇⼥⽆知识, 一定要举⾏公⺠宣誓实为困难, 希望能尽

量给妇⼥便利, 免去宣誓⼿续。这次会议主要讨论“抗战与宪政的关系”。

张志洲说明宪政和抗战建国的关系, “周健、范元甄、刘清扬、纪清漪、刘

海尼、⻩佩兰、卢竞如、杨慧琳、李昆源等人先后阐述了实⾏⺠主政治是

实现三⺠主义的基本原则, 后来尤其是刚从沦陷区来的曾克⼥士更举

出实例说明⺠主政治和抗战的不可分性, 刘蘅静、朱纶先⽣也各提出实

⾏宪政的具体方法和步骤。15)

1939年12月10日, 重庆市各妇⼥团体举⾏第三次宪政座谈会, 刘清

扬主持会议, 到会的有各界妇⼥200余人, 讨论题⽬为“⽬前中国人⺠的

程度是否能够实⾏宪政”, 发言人22人，结论为：“增加抗战⼒量协助政

府应实施宪政”16) 一时间, “宪政问题, 尤其是妇⼥宪政的这一问题, 成

了⽣活在现代中国的姐妹们必须注意, 必须关心的问题。17)1939年12月
23日, 重庆妇⼥宪政问题座谈会在求精中学⼤礼堂举⾏第四次座谈会, 

讨论⼤纲第四五两节“我们需要哪种宪政”及“如何 展宪政运动”。 18)

据寄洪介绍, 四次宪政座谈会的焦点在于：第一, 关于抗战时期是

否应该实⾏宪政, 部分人认为“在这全国一致抗战的时候, 如实宪政, 将

会转移一致对外的⽬光到国内政权的争夺上, 定会分散全国一致抗战

的⼒量”, ⼤多数人一致主张“正因为要动员⺠众, 团结各党各派的⼒量, 

15) 夏英喆：《座谈会:重庆妇⼥宪政座谈会缩影》, 《妇⼥⽣活(上海1935)》1939年第8卷
第6期, 第9-10⻚。

16) 《⼩消息》, 《妇⼥新运通讯》1939年第4-5期, 改为第6⻚。

17) 杨慧琳：《怎样展 宪政运动》, 《妇⼥⽣活(上海1935)》1940年第8卷第9期, 第1-3⻚。

18) 《昆明妇⼥界组织宪政座谈会, 请增加国⺠⼤会妇⼥代表, 渝妇⼥界昨举⾏四次
座谈》, 《新华日报》1939年11月24日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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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抗日, 必须提早实施宪政；并只有在宪政的实施中, 实际上的政治

教育, 才能真正的提⾼⺠众的政治教育, 帮助宪政的早日完成。第二, 关

于国⺠⼤会代表问题多, 有人主张维持原代表名额, “除了叛逆的代表名

额, 把全体国⺠参政员补上即是”, 但多数人认为“原定的代表名单, 是有

更改的必要”, “主张在这抗战中的今日, 召 国⺠代表⼤会, 凡是努⼒于

抗战的名党派各军队, 各⺠众团体, 都该有代表推选出来参加”, 而且“政

府应规定相当的妇⼥代表名额”。 第三, 关于国⺠⼤会的职权问题, 国⺠

党方面的代表以“妇⼥们教育程度不够, 还须实施训政, 来反对这次国⺠

⼤会召集后随即实施宪政”, 中共方面根据着《建国⼤纲》第24条25条的

规定, “主张这次国⺠⼤会不但制定宪法, 接着便得⾏使唤宪法所赋予的

职权, 以实施宪政。 并且教育程度, 并不是以年级而定, 是以⺠众的政治

水准而定, 一般⺠众的政治教育, 要在真正实施宪政后, 实际的政治⽣

活中学习的。第四, 关于人⺠权利与妇⼥扶植的规定。 部分妇⼥“赞誉宪

草是经过许多法律⼤家参考了古今中外的宪法才起草的, 并经过多少

次的修改, 所以现在的宪章, 真是⼗全⼗美, 我们不懂法律的人, 是没有

再来修改的余地了, 但⼤多数人, 都一致主张把“依法律”“限制”的字句

删去给人⺠以充分的自由。“至于妇⼥扶植的规定, 有些人让张既然讲男

⼥平等, 还要规定妇⼥扶植的条文, 未免太看轻妇⼥；也有说宪法是百

年⼤法, 现在固然顾全到男⼥不平等的实情, 而要规定扶植条例。 但⼗

年廿年后, 妇⼥到了平等了, 再来更改宪法是不可能的, 所以还是不规

定的好；更有人主张一切法律之⺟的宪法, 只要规定男⼥平等的原则就

够, 这种枝枝节节的关于妇⼥扶植等条例, 应放在其他法律中规定之。

⽤这许多理由, 来反对宪法上明文规定妇⼥扶植的条例。 但⼤多数真正

能代表妇⼥权益说话的姊妹们, 她们看到了现实里中国妇⼥所处的普

遍地不平等的地位, 文字上笼统的规定‘男⼥平等’, 事实上未必一定能

做到, 只有具体的规定出妇⼥扶植的条件, 才能真正的帮助妇⼥⾛到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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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的道路上去。 主张“宪法上必须明文规定扶植妇⼥的条文, 例如妇⼥

在全国经济、政治、文化上有与男⼦同等享受的权利；妇⼥与男⼦能作

同等的工作, 应得同等的报酬以及休息教育等权利；并须规定保护⺟性

及⼉童之利益, 以帮助妇⼥⾛向平等的道路。19) 四次妇⼥宪政讨论之

后, 妇⼥界提出“宪政运动与妇⼥解放”作为下一次座谈讨论的题⽬。

1940年1月7日, 重庆市各妇⼥团体召 第五次宪政问题座谈会, 讨

论中心为“妇⼥参政运动的起源及发展”, “妇⼥界怎样推⾏宪政”, “抗战

与宪政的关系”。20)

1940年3月3日, 重庆妇⼥界在求精中学举⾏妇⼥宪政座谈会第六次

会议, 罗叔章主持⼤会, 由陈波⼉介绍华北妇⼥参政的情形。 主要讨论

的内容有：(1)我们的具体要求；(2)我们的实际⾏动；(3)宪政与妇⼥的

关系。 张晓梅、胡⼦婴、刘清扬、曹孟君、史良、褚问鹃、纪清漪等近三⼗多

人参加。 她们针对这三个题⽬提出的意⻅有：第一, “宪草”须加上“不分

性别”；第二, 需明⽩规定妇⼥与男⼦必须同工同酬, 妇⼥产前产后给假

两月, 薪水照给, 切实保障职业妇⼥；须规定各机关各企业的职业的妇

⼥至少要占30%；第三, 需规定全国普遍设⽴托⼉所及产科医院, 以减

轻各阶层妇⼥物质精神上的负担, 使她们都能参加抗建工作；第四, 国

⺠⼤会妇⼥代表、各省参议会, 各县参议会中的妇⼥代表都应占30%, 各

种下级⾏政机关, 如区长保甲长等, 妇⼥都应占30%；第五, 切实保证劳

动妇⼥实施三⼋制；第六, 应严厉取缔买卖婚姻, 蓄妾、童养媳及蓄婢制

度, 改善农村妇⼥⽣活；第七, 取消“非依法律”四字；第⼋, 国⺠⼤会驻

会代表有监督政府施⾏议决的权⼒, “宪草”中明⽩应规定国家对内对外

19) 寄洪：《妇⼥宪政运动在重庆(重庆通信)》, 《上海周报(上海1939)》1940年第1卷第
16期, 第456-457⻚。

20) 《渝警局今召集所属举⾏宪政座谈, 昆明妇⼥界讨论宪政》, 《新华日报》1940年1月
9日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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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重要方针应由国⺠⼤会决定；第九, “宪章”中应明⽩规定妇⼥在教

育文化、社会上、政治、经济等方面一律平等；第⼗, 讨论“三⼋”节妇⼥

界准备提出的提案等。21)

1940年3月31日, 重庆妇⼥宪政座谈会举⾏第七次座谈会, 到会及来

宾40多人, 决定成⽴妇⼥宪政等各问题研究组等, 以增进会员学术研究

及自我教育的兴趣。 韩幽桐主持⼤会, 史良报告宪政期成会争取妇⼥权

利的⽃争经过, 韩幽桐报告对“五五宪章”的意⻅, 全体一致认为宪法中

应明⽩规定⼥⼦在教育文化、经济、政治等方面与男⼦享平等的权利。22)

1944年1月18日, 组织部妇⼥运动委员会举办中央各部会处⼥同志

第二次座谈会, 讨论妇⼥与宪政问题。 1944年1月30日, 妇⼥共鸣社举⾏

宪政座谈讨论会, 陈逸云主持会议, 唐国桢、吕云章、吕晓道、劳君展、袁

国斌、王冠⻘等多人参加。 与会者踊跃发言, 讨论⼤纲为：(1)⺠主政治

与妇⼥关系；(2)宪政与妇⼥关系；(3)如何训练妇⼥⾏使四权；(4)国⺠

代表应否规定妇⼥名额；(5)⾏政、⽴法、监察各院委员应否规定妇⼥名

额；(6)人⺠义务章内关于妇⼥服役问题应否明文规定；(7)国⺠经济章

内对于妇⼥方面应否明文规定, 予以特别协助及职业均等；(8)教育章

内应否明文规定妇⼥受基本教育及教育机会均等。 主席陈逸云总结讨

论内容如下：(1)切实训练妇⼥, 明了运⽤⺠权。 (2)充实妇⼥⼲部, 自己

担任导师并提倡教育。 (3)争取国⺠代表名额, 以各种方式⾏之。 (4)参加

竞选, 务期妇⼥都能出来选举妇⼥。 (5)请政府规定代表名额。 (6)维护劳

动妇⼥, 在宪草上尚需规定妇⼥在教育上、职业上、经济上机会均等。 (7)

确定妇⼥在劳动法及兵役法内, 应享有权利与义务。23)

21) 《渝妇⼥界讨论宪政, ⼒言妇⼥地位应平等, 陈波⼉讲华北游击区模范例⼦》, 《新
华日报》1940年3月4日第2版。

22) 《妇⼥宪政座谈会昨讨论“五五宪章”, 重庆妇⼥座谈会昨 联谊会》, 《新华日报》

1940年4月1日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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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1月30日妇⼥共鸣社举⾏的宪政座谈讨论会中, 袁世斌指出, 

虽然法律上规定男⼥一律平等, 但是“现在妇⼥界所要争取的是事实上

的真平等, 正如国家求取自由平等一样。 “要想提⾼妇⼥地位, 必须把团

体扩⼤起来, 把组织健全起来, 凡是有关妇⼥权利和义务的, 都可⽤⽃

争方式争取。 譬如兵役法, 对于⼥⼦服役没有明⽩规定, 也没有认为⼥

⼦服役是光荣的, 忽略了⼥⼦对国家的义务, 这点就应该争。 ⼜如银⾏

工作, ⼥⼦本很适宜, 为什么招考职员时只限于男性, 这也是有理由要

争的。 她指出, “妇⼥地位的提⾼, 决定于妇⼥本身的自尊与奋⽃。换言

之, 她强调妇⼥解放中妇⼥自身的主体性地位。 她指出“我们所谓⽃争, 

并不是以男⼦为对象的, 也不是主张⼥⼦要穿起男人的服装那样表面

化的⽃争, 只是比较积极一点, 也可说是⾰命方法的竞争, 事实上有好

多事不争不⾏的, 像⼥⼦平价⽶, 不是争出来的吗？不过真的⼒量要集

中, 要统一意志, 统一步骤才能达到⽬的。24)

抗战时期妇⼥界组织的七次妇⼥宪政座谈会, 广泛讨论妇⼥宪政

问题, 传播了宪政的观念, 推动了妇⼥与宪政运动相结合。 “随着抗战的

烽火, 燃遍了中国的原野以来, 广⼤的妇⼥群在抗战建国中挺⽴起来了, 

活跃起来了, 对政治有了认识, 有了兴趣, 有了热忱, 因此自从第四届参

政会, 决定本年度将实施宪政, 各方面的宪政运动 始展 以来, 重庆

市妇⼥界的宪政运动, 展 得特别迅速与广泛, 各妇⼥团体的宪政问题

座谈会”。25)

23) 《妇⼥共鸣社 宪政座谈会》, 《中央日报》1944年1月31日第2版。

24) 《妇⼥共鸣社宪政座谈会》, 《中央日报》1944年1月31日第2版。

25) 《前哨:重庆市妇⼥界宪政运动的展 》, 《妇⼥⽣活(上海1935)》1940年第8卷第7期, 

第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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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各地妇⼥宪政座谈会

在重庆妇⼥界如火如荼的宪政运动影响下, 全国各地也纷纷召 妇
⼥宪政座谈会。 1939年12月2日和1940年1月7日, 云南省两次召 宪政问
题座谈会, 讨论中心为妇⼥宪政运动的起源及发展、妇⼥界怎样推⾏宪
政、抗战与宪政的关系等。26) 1939年12月17日, 昆明妇⼥宪政座谈会组织
成⽴, 通过决议如下：呈请滇省府及省党部增加参加国⺠⼤会妇⼥代表
人数；加强妇⼥对实施宪政之认识。27)

1944年4月17日, 广⻄省妇⼥宪政研究会举⾏“妇⼥与宪政问题”座

谈会出席会员及来宾百余人, 4月21日, 25日, 27日分别举⾏政治, 经济及

教育婚姻⼩组讨论会。 出席会员有林瑞蔼、朱汗杰、莫石奇、谢倚梦、程

讼文等50余人, 政治经济组由朱杰主席, 教育婚姻由程讼文主席, 发言积

极热烈, 尤以政治经济组连续举⾏三次会谈。28)

1940年, 桂林妇⼥界召 的妇⼥宪政座谈会中, 姚国华彬等人参加。

与会者指出：“宪政是抗战必胜建国完成的关键, 是妇⼥本身解放的枢

纽。 “实施宪政, 就是我全国上下一致的要求, 当然包括妇⼥在内”, 妇⼥

在各方面遭受不平的待遇, 使 展妇⼥宪政运动更为迫切。 辉指出：

“我把宪法草案看了一遍, 关于妇⼥方面的规定只有‘妇⼥⼉童从事劳动

者应按期年龄及身体状况, 施以特别之保护。’ 一条是明确的, 其他都是
‘人⺠’二字, 如‘中华⺠国人⺠教育之机会一律平等’。 我觉得这样的规定

在男⼥尚未切实平等情形之下, 对于妇⼥权利的保障是不够的, 妇⼥在

26) 《滇妇⼥界举⾏宪政座谈会》, 《中央日报》1940年1月9日第2版；《滇妇⼥团体讨论
宪政致电慰劳蒋夫人》, 《前线日报(1938.10∼1945.9)》1940年1月9日第2版。

27) 《昆明妇⼥界组织宪政座谈会, 请增加国⺠⼤会妇⼥代表, 渝妇⼥界昨举⾏四次
座谈》, 《新华日报》1939年12月24日第2版。

28) 三⺠主义⻘年团广⻄⽀团⼥⻘年组：《我们对宪草的意⻅:妇⼥宪政研究会⼩组
讨论会纪要》, 《正谊(桂林)》1944年第3卷第2期, 第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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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方面, 教育方面, 服务方面都应当明确的注明‘⽆论男⼥一律平等’,

或其他的明确规定, 这样才可以得到真正的保障, 不致被人曲解。29) 易

苏指出, 妇⼥对于宪法的要求如下：第一, 国⼤代表中确实规定出妇⼥

代表的名额。 “⽆论在选举人的一方面, 以及在被选举的一方面, 都规定

出名额。 这样, 妇⼥才有参加竞选的机会。 第二, 希望宪法上规定出妇⼥

应享的权利和保证。 “譬如妇⼥在⽣产中应有规定的假期, 并不得借⼝

解雇, 妇⼥在婚姻上的自由, 买卖婚姻制度的放弃, 残杀⼥婴的禁止等

等。 第三, 要求根据宪法, 规定法律上对妇⼥的保障, 妇⼥在教育上, 政

治上应享的待遇, 婚姻上的自由, ⽣命上的保障, 都要在法律上确定。30)

罗衡指出, “我们对于明年将召 的国⺠⼤会, 对于宪政运动是非常重

视的。 我们要求宪法上切实规定男⼥在各方面平等的条文, 给妇⼥在各

方面发展的切实保障。 这样, 二万万二千五百万妇⼥的⼒量方可集中, 

抗战胜利可以得到更确切的保证, 切实知道妇⼥痛苦, 迫切要求妇⼥解

放的是妇⼥；所以我们要求增加国⺠⼤会妇⼥代表名额。31) 华指出：

“还有妇⼥的特殊问题就是所谓‘⺟亲保护问题’和有关于的‘⼉童保育问

题’, 是值得特别提出的”。 芬指出：“在这方面, 我觉得妇⼥节应该要求

宪法有明文的规定, 保护妊⾠妇⼥。 在产前产后给予适当时期的休养, 

在休养期间不得扣除工资与停止其工作, 国家方面应该广泛的建⽴产

妇科医院, 注意保护⺟亲的健康, 更在各地设⽴托⼉所, 一方面可以保

育婴⼉, 一方面给妇⼥充分机会, 为抗战建国而工作。32) 她指出：“宪法

29) 姚国华：《妇⼥座谈：妇⼥宪政运动讨论：一个座谈会的摘要》, 《广⻄妇⼥》1940

年第2期, 第12-13⻚。

30) 易苏：《论坛：宪政运动与妇⼥解放》, 《淮流》1940年第13期, 第26-29⻚。

31) 易世英：《各地通讯:妇⼥宪政运动在昆明》, 《妇⼥⽣活(上海1935)》1940年第8卷第
8期, 第22-23⻚。

32) 姚国华：《妇⼥座谈：妇⼥宪政运动讨论：一个座谈会的摘要》, 《广⻄妇⼥》1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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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国政治的根基, 宪法条文要真正反映⺠意, 反映妇⼥⼤众的要求, 

宪政才能实⾏⽆碍, 在国⺠⼤会席上, 只有妇⼥才能真正代表妇⼥的要

求, 宪法的条文, 我们更需要明⽩的规定, 妇⼥在政治, 经济, 教育以及

社会地位与男⼦一律平等, 这一切固然是需要妇⼥们自己争取得来, 同

时, 更需要政府真能够提⾼妇⼥的地位, 给予妇⼥努⼒的机会。33)

1940年1月, 安徽省⾦寨县各界各团体妇⼥宪政运动妇⼥座谈会上, 

杜则吾表⽰：“妇⼥不参加⾰命, ⾰命也是不能成功的。“在抗战中, 已经

有了很多⼥⼦参加抗建工作, 如救护、慰劳、保育、⾏政动员等, 她们都表

现很好的成绩。王芸认为：“实⾏宪政, 就是每个人都有参加政治的机

会, 妇⼥受几千年的压迫, 社会地位非常低, 实⾏宪政, 就能打碎这个枷

锁, 使妇⼥真正解放。妇⼥宪政是保障妇⼥参加政治的机会。34)

1940年昆明召 妇⼥宪政运动, 与会代表讨论决定, 将把云南妇⼥

团体联合办事处作为推动云南妇⼥宪政运动的临时组织, 聘请罗衡、张

邦珍、伍智梅为该处机关处顾问。 在会上, 伍智梅提出三点意⻅：第一, 

争取增加国⺠⼤会妇⼥代表的名额。 第二, 让妇⼥参政运动扩⼤到各村

中去, 帮助各村完成地方自治, 以建⽴实施宪政的基础。 第三, 妇⼥解放

与⾰命有不可分割的关系, 所以在这⺠族⾰命解放战争中, 我们妇⼥要

尽量发挥我们的⼒量, 参加抗战建国工作。 罗衡指出：保证军事最后胜

利就要意志集中, ⼒量集中, 二万万二千五百万妇⼥就是一个伟⼤的⼒

量。 “我们对于明年将召 的国⺠⼤会, 对于宪政运动是非常重视的。 我

们要求宪法上切实规定男⼥在各方面平等的条文, 给妇⼥在各方面发

年第2期, 第12-13⻚。

33) 陈翼：《座谈会：关于妇⼥宪政运动》, 《广东妇⼥(曲江)》1940年第11期, 第23-24

⻚。

34) 洛菲：《地方通迅:⼤别⼭中的妇⼥宪政运动:记⽴煌宪政问题妇⼥座谈会》, 《浙江
妇⼥》1940年第2卷第5期, 第26-27⻚。



▪  抗战时期国⺠党中央妇⼥运动委员会论述 ❙ 宋⻘红

83

展的切实保障。 这样, 二万万二千五百万妇⼥的⼒量方可集中, 抗战胜

利可以得到更确切的保证, 切实知道妇⼥痛苦, 迫切要求妇⼥解放的是

妇⼥；所以我们要求增加国⺠⼤会妇⼥代表名额。 云南⼥参议员张邦

珍指出：“我们不但在宪法条文上要求男⼥平等的规定, 我们在实际上

也要求与男⼦同样发展的机会。 法国的宪法上虽然没有男⼥平等的明

文规定, 实际上法国妇⼥在社会上有相当的地位。 “我觉得我们必须要

有一个比较固定的组织, 负起把宪政运动深⼊扩⼤到妇⼥群众中的责

任。35) 虽然有些人认为“现在人⺠智识不够, 不能够实现。 但是她认为

宪法有助于⺠智的 发, 有了宪法才更能保护⺠众的利益。

1940年1月20日, 安徽省⾦寨县各界各团体妇⼥70余人, 参加由战时

妇⼥工作委员会召集的“宪政运动妇⼥座谈会”, 会议讨论了关于“⽬前

实⾏宪政的重要性”, “实⾏宪政的基础和具体步骤”, “宪政与妇⼥运动”

等问题。 ⾦寨妇⼥界指出实施宪政的重要性在于：第一, 要实现三⺠主

义就必须实施宪政。 第二, 抗战要⺠主, 抗战不是少数人的事, 必须全⺠

族参加, 而且⺠众要有权利, 督促政府执⾏抗战到底的国策。 第三, 建国

需要⺠主, 我们的建国和抗战同时进⾏的, 要实现⺠主政治, 发动全国

人⼒物⼒财⼒才能成功。 第四, 加强团结统一需要各⺠族各阶级各党派

各种族都有自己的代表参加国会, 共同决定国家⼤事。 第五, 打击汪逆

及一切妥协投降派, 需要⺠主。 对于选举⼥代表名额问题, 潘韵桐认为
“重庆的20多个妇⼥团体提出妇⼥代表应占30%, 这是很适合的办法。潘

韵桐认为, 实施宪政, 需要做到：(1)真正发动二万万⼥⼦同胞参加宪运, 

深⼊到广⼤群众去；(2)要组织推进宪运的团体, 现在⼤后方已经有了

这种组织, 我们要发动各地都有这种团体；(3)发动知识妇⼥经常研究

35) 易世英：《各地通讯:妇⼥宪政运动在昆明》, 《妇⼥⽣活(上海1935)》1940年第8卷第
8期, 第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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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与宪政问题；(4)要争取妇⼥真正能够参加政治的许多条件。 最后

主席表⽰：“实⾏宪政要彻底给妇⼥平等权利……为了要获得⼥⼦政治

地位平等就要规定⼥代表人数, 而在⽬前我们要组织妇⼥宪政促进会、

宪政研究会等, 经常讨论宪政问题。
36)

1940年3月, 四川省临时参议会俭代电要求于指定代表240名中, 妇

⼥代表应占1/2, 该代电云：“窃以中央明定本年⼗一月召集国⺠⼤会, 

制定宪法, ⽤完宪政, 凡属国⺠同深企望, 惟查此次国⺠⼤会代表及以

前次所选代表充任, 而前选之代表全额中妇⼥人数不及1%, 以占全国人

数半数之妇⼥而代表人数如是之少, 实有违男⼥平等之原则, 现各省代

表即经选定, 自难变易, 惟有就中央指派代表额中多指派妇⼥, ⽤资补

救, 敝会本次⼤会, 爰经决议由本会电请国⺠参政会及各省市参议会一

致主张, 国⺠政府所指定之代表名额中, 妇⼥代表应占1/2等语, 记录在

卷, ⽤特电恳贵会一致主张。 实于宪政有裨。 重庆妇⼥界成⽴全国妇⼥

竞选会之后, 各地妇⼥均纷纷响应, 上海各妇⼥团体于三⼋妇⼥节时, 

曾发出“为纪念三⼋推进宪政宣言”, 并提出对宪法, 对选举法具体的要

求：“一, 承认一切爱国妇⼥团体为合法。 二, 以各妇⼥团体及各职业部

门的妇⼥为选举单位。 三, 各妇⼥团体及各职业部门的妇⼥代表, ⽤选

举方法产⽣。 妇⼥代表人数应规定至少占全体代表人数1/3。
37)

1940年5月26日下午, 广东省妇⼥界召 妇⼥宪政运动座谈会, 广东

省新运妇委会文化事业组组长陆叔英主持会议, 与会妇⼥围绕“什么叫

宪政”, “中国宪政运动史的发展”, “宪政与抗战建国的关系”, “宪政与妇

36) 洛菲：《妇⼥与宪政运动：记⽴煌宪政问题妇⼥座谈会》, 《妇声》1940年第2卷第8

期, 第18-19⻚；洛菲：《地方通迅:⼤别⼭中的妇⼥宪政运动:记⽴煌宪政问题妇⼥
座谈会》, 《浙江妇⼥》1940年第2卷第5期, 第26-27⻚。

37) 黎素绯：《宪政问题特辑：妇⼥解放和宪政运动》, 《新建设》1940年第8期, 第40-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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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系”, “怎样展 妇⼥宪政运动”等问题。 对于怎样展 妇⼥宪政

运动, 有代表认为“我们应该把妇⼥宪政运动定为整个妇运的中心工作,

妇运各个部门的工作离不了宪政运动, 特别是知识妇⼥奋起当先, 负

起领导责任, 由城市而扩⼤到乡村, 深⼊到各阶层, 展 了宪政运动的

宣传工作, 举⾏座谈会, 讨论会以及各种文字宣传, 它的意义直接可以

推⾏宪政运动, 间接可以教育妇⼥⼤众, 使她们对政治发⽣兴趣, 明⽩

宪政是什么一回事, 以帮助政府实施宪政的顺利施⾏。 也有代表指

出：“在宪政运动中有两个问题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妇⼥代表名额问题

和宪法条文对内于妇⼥权利规定问题, 前者已有重庆妇⼥界提出的, 请

政府规定妇⼥名额占总名额百分之三⼗, 我们应该响应这种建议, 而且

数⽬至少有这样, 才能代表全⺠之半的妇⼥, 只有各阶层的妇⼥代表才

能够代表自身的要求。 “在国⺠⼤会席上, 只有妇⼥才能真正代表妇⼥

的要求, 宪法的条文, 我们更需要明⽩的规定妇⼥在政治、经济、教育以

及社会地位与男⼦一律平等, 这一切固然是需要为妇⼥们自己争取得

来, 同时, 更需要政府真能够提⾼妇⼥的地位, 给予妇⼥努⼒的机会。 另

有代表指出：“我们可以利⽤各乡的妇⼥训练班负责指导妇⼥宪政运动

的展 , 利⽤新县制的基层⾏政机构, 辅导而⾏, 经常举⾏座谈会, 讲演

会等, ⼝头上或文字上, 以通俗的语调解释, 什么叫做宪政, 宪法的作⽤

怎样, 国⺠代表⼤会是怎样产⽣, 选举法是怎样等问题, 并且启发她们

的意⻅。38)

1944年1月30日, 为提倡妇⼥研究宪政, 妇⼥共鸣社在国⺠党中央党

部会议室举⾏宪政座谈讨论会, 社长陈逸云特邀请对宪政问题素有研

究的人士袁世斌、王冠⻘、梁⼤鹏、劳君展、刘光炎、唐国桢、吕晓道、庄静

38) 陈翼：《座谈会：关于妇⼥宪政运动》, 《广东妇⼥(曲江)》1940年第11期, 第23-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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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数⼗人参加, 讨论宪政与妇⼥的关系。39) 讨论总共分⼋点：(1)⺠主

政治与妇⼥关系；(2)宪政与妇⼥关系；(3)如何训练妇⼥⾏使四权；(4)

⾏政、⽴法、监察各院委员应否规定妇⼥名额；(6)人⺠义务章内关于妇

⼥服役问题应否明文规定；(7)国⺠经济章内对于妇⼥方面应否明文规

定, 予以特别协助及职业均等。 (8)教育章内应否明文规定妇⼥受基本教

育及教育机会均等。40) 1945年8月, 赣省党部定年内策动各县建⽴妇⼥

宪政研究会, 以便加强妇⼥同胞对宪政加强认识。41)

3. 中国妇⼥宪政研究会

妇⼥抗战建国协进会的沈慧莲、朱纶以及重庆市娜娜会的⻩佩兰、

陈逸云等, ⼜发起组织妇⼥宪政问题研究会。42) 1940年1月10日, 重庆市

妇⼥宪政研究会举⾏成⽴⼤会, 刘蘅静及朱伦等相继报告该会组织意

义暨筹备经过, ⼤会讨论通过简章, 选举沈慧莲、朱伦、陶⽞等27人为理

事。43)

1943年12月23日, 妇⼥界吕晓道、吕云章、庄静、潘素、陈逸云、唐国

桢、徐闿瑞、陈岫岚等数⼗人, 特发起中国妇⼥宪政研究会。44) 妇⼥宪政

研究会筹备委员, 经重庆市各妇⼥团体谈话会决定, “除每一个妇⼥团体

有一代表当然参加筹备外, 每一个团体可提出对妇⼥运动、妇⼥工作热

39) 《宪政与妇⼥：妇⼥共鸣昨 座谈会》, 《⼤公报(重庆)》1944年1月31日第2版。

40) 《妇⼥共鸣社宪政座谈会》, 《中央日报》1944年1月31日第2版。

41) 《赣省党部组妇⼥宪政研究会》, 《前线日报(1938.10∼1945.9)》1945年8月15日第4版。

42) 寄洪：《妇⼥宪政运动在重庆(重庆通信)》, 《上海周报(上海1939)》1940年第1卷第
16期, 第456-457⻚。

43) 《渝市妇⼥成⽴宪政研究会》, 《新华日报》1940年1月12日第2版。

44) 《妇⼥ ․ 宪政 妇⼥宪政研究会廿三日 始筹备》, 《中央日报》1943年12月18日第2版。



▪  抗战时期国⺠党中央妇⼥运动委员会论述 ❙ 宋⻘红

87

心并有相当历史者二人, 经33团体通过即为筹备人。45) 发起组织妇⼥宪

政问题研究会的有沈慧莲、朱伦、⻩佩兰、陈逸云等人。46) 12月27日, 妇

⼥宪政研究会之组织, 已经社会部批准。47) 1944年1月3日, 妇⼥宪政研

究会召 第一次筹备会, 参政员陈逸云主席, 报告该会发起经过, 旋即

讨论组织, 推定筹备委员数人, 草拟会章。48) 内分总务、组织、研究、宣传

四组, 并将于各省市设⽴分⽀会以研究宪政。49) 1944年1月3日, 吕晓道、

吕云章、陈逸云、唐国桢、庄静等发起组织妇⼥宪政问题研讨会, 并召

筹备会议。50)

1944年3月26日, 中国妇⼥宪政研究会, 经两次发起人会议、五次准

备会议, 在重庆国⺠党中央党部⼤礼堂正式成⽴, 邵⼒⼦、梁寒操、社会

部代表等及会员400余人到会。 陈逸云主持会议, 她表⽰：“宪法乃国家

根本⼤法, 关系每一个国⺠本身之权利义务, 若吾辈妇⼥对此漠不关心, 

则⽆异使国家⼒量丧失一半, 其影响之⼤, 不可言喻。 为提⾼妇⼥地位, 

吾人必须把握这次机会, 发动全国妇⼥研究宪草, 协进宪政, 本会成⽴

之⽬的, 即在于此, 同时进而训练一般妇⼥运⽤四权, 帮助国家实现⺠

主政治, 并借此促进妇⼥运动之发展。 邵⼒⼦表⽰：“今日妇⼥宪政研

究会成⽴, 确实切合需要, 本人站在宪政实施协进会的⽴场, 对各位积

极研讨宪政, 尤感欣慰, 深信会务前途必有光明发 展。梁寒操从国家与

45) 李姊：《妇⼥宪政问题座谈⼤会盛志》, 《总汇报》1940年1月19日第6版。

46) 寄洪：《妇⼥宪政运动在重庆(重庆通信)》, 《上海周报(上海1939)》1940年第1卷第
16期, 第456-457⻚。

47) 《妇⼥宪政研究会日内即正式成⽴》, 《中央日报》1944年2月28日第3版。

48) 《妇⼥宪政研究会⾸次筹备会 始宪政研究运动》, 《中央日报》1944年1月4日第3

版。

49) 《妇运纪要：渝成⽴中国妇⼥宪政研究会》, 《福建妇⼥》1944年第3卷第4期, 第31

⻚。

50) 《渝妇⼥界筹组宪政研讨会》, 《中央日报》1944年1月3日第3版。



『비교중국연구』 제5권 제1호 ▪

88

妇⼥本身两方面说明实⾏宪法之必要, 认为：“从妇⼥本身讲, 为增进⼥

权之发展, 必须使每一个妇⼥有坚强之⼒量, 此即有赖于提⾼妇⼥知识

水准, 并从事妇⼥组训工作。 有组织有训练, 方能发⽣⼒量, 唯有在宪法

国家之中此种⼒量方能有效运⽤。 社会部代表曹沛滋简短致词, “希望

该会把握妇⼥研究之重心”。51) ⼤会通过章程草案, 并选举理监事。

1944年5月21日, 广东省妇⼥界组织的妇⼥宪政研究会举⾏成⽴⼤

会, 推定邓蕙芳、王孝英等人为筹备委员。 1944年10月3日, 陕⻄省妇⼥宪

政研究会组织成⽴, 理事长⽪以书, 其宗旨是“加强妇⼥对宪政之深切认

识, 并积极研究以健全实施宪政之基础”。52) 各省成⽴妇⼥宪政研究会

者, 计有云南, 广东, 江⻄, 福建, ⻘海, 安徽, 陕⻄等七省。53)

1944年5月20日, 福建省妇⼥运动委员会委员, 联合福建省新运妇⼥

工作委员会委员, 省妇⼥会理监事及永安妇⼥名宿喻耕葆等17人, 发起

筹组福建省妇⼥宪政研究会, 6月3日福建省妇⼥宪政研究会召 成⽴⼤

会, 会员人数计221人, 陈中英、沈嫄璋、刘嫣、杨锦瑶、张莹⽣、杨光华、薛

石兰、刘葆德、余沅、张钟英、郑⾏健、谢怀丹、许如珍、喻耕葆当选为理事, 

张莘⻘、文智圆、叶本祥、⻩懿、周之中当选为监事。 6月6日 第一次理事

会议, 推定陈中英、刘⻄琦、杨敏侬、沈嫄璋、余沅为常务理事, 邓超岑为

总务组组长, 张莹⽣为宣传组组长, 赵雪岑为研究组组长, 杨光华为书

记, 该会工作拟分期进⾏, 如举办宪政问题演讲会, 发动妇⼥研究“五五”

宪草及宪政问题, 举⾏宪政问题座谈会, 并拟扩⼤征求会员, 以加深妇

⼥对于宪法的认识, 协助实施宪政。54)

51) 《妇⼥宪政研究会正式成⽴, 已选出陈逸云等为理监事》, 《中央日报》1944年3月27

日第3版。

52) 《妇⼥宪政研究会定期成⽴》, ⻩秀华, ⾼惠平等编：《广东妇⼥运动历史资料5》, 

广东省妇⼥联合会广东省档案馆, 1991年, 第511⻚。

53) 《妇⼥动态》, 《妇⼥月刊》1944年第4卷第2期, 第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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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1月17日, 延安妇⼥界宪政促进会成⽴, 发起人为丁玲、丁彤、

丁雪松、于若木、王云、王升、王珏、王璜、王幼兰、王曼恬、⽑诚、孔筱、江

⻘、朱琏等90余人。55)

应该指出的是, 抗战时期共产党妇⼥领袖, 中间党派、⽆党派妇⼥

领袖, 与国⺠党妇⼥领袖坐在一堂, 一起讨论妇⼥宪政问题, 她们之间

关于妇⼥问题的看法得到相互的交流。 共产党的一些观念也影响到国

⺠党妇⼥领袖, 再通过国⺠党妇⼥领袖, 对国⺠政府施加影响。

Ⅱ. 各党派妇⼥领袖对妇⼥宪政的共识

抗战时期妇⼥宪政运动发⽣的背景, 是在前线接连战败, 国⺠党面

临统治合法性危机的情境下, 为重新动员全国各阶层、各团体的⼒量, 接

纳国⺠党政府而发起一次运动。 国⺠党重新将被搁置的宪政议程摆上

台面, 其实国⺠党实施宪政的意志非常薄弱, 精英主导的宪政运动也没

有得到普通⺠众的广泛⽀持, 仍然停留在精英层面, 宪政运动未能动摇

国⺠党的统治地位, 国⺠党却是以宪政标榜自身的⺠主形象, 维护国⺠

党的统治。 在宪政运动 展的同时, 共产党和中间党派希望以此增加话

语权, 积极参与战时的宪政运动, 提出很多可贵的观念, 中国社会在战

时得到一次思想观念的洗礼。 换言之, 同样作为妇⼥界的国⺠党妇⼥领

袖、共产党妇⼥领袖和中间党派的妇⼥领袖。 对于妇⼥宪政运动, 既有

共识, 也有差异。

54) 《妇运纪要：闽省妇⼥筹组宪政研究会》, 《福建妇⼥》1944年第4卷第1-2期, 第43⻚。

55) 陕⻄省妇⼥联合会编印：《陕⽢宁边区妇⼥运动文献资料(续集)》(内部资料)1985

年, 第117-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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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护宪政的完整性, 她们都认为宪法必须规定妇⼥享有与男

⼦同等的权利, 她们都希望增加妇⼥参政的名额和机会, 为此积极奔⾛。

她们基本认同妇⼥参与宪政是宪政的内在需要, 妇⼥宪政能促进妇⼥

解放和⺠族解放, 她们都主张提⾼妇⼥的政治素养, 保障国⺠⼤代妇⼥

代表名额。

1. 妇⼥参与宪政是宪政的内在需要

国共两党包括中间党派妇⼥领袖都认为没有妇⼥参与的⺠主政治

不是真正的⺠主政治。 宪政的实施需要妇⼥的参与, “占全体国⺠半数

的妇⼥, 如果没有参政的权利, 推⾏宪政只是半数的国⺠, 而不是全体

的国⺠, 以半数国⺠来施⾏宪政建设, 而致国⺠半数的妇⼥于范围之外, 

这与专制政治之差别只是五⼗步与百步而已, 只可算是由少数人的政

治转为男人政治。 ……在推⾏宪政之时, 妇⼥是不能忽略的。56) 宪政的

⺠主性需要妇⼥有参政的权利。

国⺠党员陈逸云认为, 妇⼥对政治问题和文化工作比较冷淡, 因为

妇⼥没有多少参政权, 国⺠政府会⼥参政员名额太少了, 仅占7%。 即便

是在参政会上得到通过的议案, 政府迟迟不⻅实⾏。57) 陈逸云认为：

“宪政应该是全⺠的政治”。58) 她认为, 我们要研究宪政, 应该广泛宣传, 

妇⼥对宪政应提供意⻅, 包括对抗战建国有益的意⻅。59) 陈逸云作为

国⺠党妇⼥领袖, 积极推动国⺠⼤会妇⼥代表名额, 她认为虽然宪法作

了规定, 但是在实际落实层面国⺠党做远比共产党差。

56) 吴⻘：《宪政研究特辑：宪政与⼥权》, 《福建妇⼥》1944年第4卷第3-4期, 第13-15⻚。

57) 嘉：《社会妇⼥：三位⼥参政员谈宪政》, 《现代妇⼥》1944年第3卷第1期, 第22-23⻚。

58) 《重庆妇⼥讨论宪政》, 《上海妇⼥(上海1938)》1939年第3卷第12期, 第4⻚。

59) 嘉：《社会妇⼥：三位⼥参政员谈宪政》, 《现代妇⼥》1944年第3卷第1期, 第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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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党员张邦珍指出：“我们不但在宪法条文上要求男⼥平等的规

定, 我们在实际上也要求与男⼦同样发展的机会。60) 陆翰芩指出：“妇

⼥在全⺠族中占了一半人数, 在二万万二千五百万的广⼤人⼒, 如果实

施宪政而排斥、忽略了她, 则实施宪政所企求的⽬的是难以达到的。 在

另一方面, 如果⺠主政治, 不要全⺠族半数的妇⼥参加, 则这种⺠主政

治必是虚伪的。61) 在她看来, 妇⼥与宪政有着天然的联系, 妇⼥不能参

政, 意味着宪政的失败。 要实现它的⺠主政治性就要妇⼥参与其中, 就

要保障妇⼥的政治权利。

国⺠党员吕晓道指出, 宪政如果没有妇⼥的参加, 即失却其意义。

在参政方面, 与男⼦相比, “占国⺠半数的妇⼥竞争参加宪政一定会遭失

败。 因为妇⼥从几千年来, 政治⽣活素被剥夺, 现在虽在原则上男⼥平

等, 但实际情形适得其反。 如果妇⼥参政失败, “妇⼥们既全被挤出政治

门外, 所谓宪政, 本身即失却失其意义了。62) 1944年1月30日, 妇⼥共鸣

社举⾏宪政座谈讨论会上, 吕晓道进一步指出：“要是妇⼥不能参政, 中

华⺠国国⺠主权不是属于国⺠全体, 因着妇⼥竞争的失败, 致推翻宪政

本身的意义, 我们事先不可不加注意了。 并且妇⼥竞选的失败, 绝不是

妇⼥要求参政的失败, 乃是等于推翻宪政的最⾼原则, 是宪政本身的失

败。 妇⼥要求参政, 也绝不仅为本身谋福利, 乃是为拥护宪政之完整⽆

缺。63) 在她看来, 妇⼥与宪政有着天然的联系, 妇⼥不能参政, 意味着宪

政的失败。

《中央日报》编者在回复重庆学⽣的来信时, 指出：要讨论妇⼥宪政

60) 易世英：《各地通讯:妇⼥宪政运动在昆明》, 《妇⼥⽣活(上海1935)》1940年第8卷第
8期, 第22-23⻚。

61) 陆翰芩：《宪政与妇⼥》, 《中央日报》1940年8月6日第4版。

62) 《妇⼥共鸣社宪政座谈会》, 《中央日报》1944年1月31日第2版。

63) 《妇⼥共鸣社宪政座谈会》, 《中央日报》1944年1月31日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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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 先要了解基本的宪政知识, 多读一些文献, 比如王世杰著《比较宪

法》(商务印书馆版)、刘平的《宪法知识读本》(宪政常识业书社出版)、《宪

政参考材料》(⽣活书店出版, 全⺠抗战社附刊)、《各国妇⼥在宪法中的

地位》(《妇⼥⽣活》第⼋卷第五期), 以及各种报章杂志上的论着。64)

共产党方面的韩幽桐指出：“从本质上来讲, 宪政就是⺠主政治, ⺠

主政治的反面就是专制政治。65) 她还分析了宪政和宪法的关系。 有妇

⼥参与的政治才是⺠主的政治, 才有可能实现真正的宪政。 关于妇⼥与

宪政的关系, 1940年3月5日陕⽢宁边区妇联驻渝代表团张玉琴著文指出, 

“她们除受一般的专制压迫外, 男⼥间也处在极端不平等的地位”, 张玉

琴检讨过去各国⺠主运动中, 她希望妇⼥不仅为实现⺠主政治要积极

参加宪政运动, 而且为着妇⼥解放……直到⺠主政治的实现”。66) 吴棣

芬认为宪政运动需要妇⼥参加, 不仅需要少数上层和知识分⼦参加, 也

需要农村妇⼥及劳动妇⼥的妇⼥群众参加。 “因为妇⼥在数量上和男⼦

占着同样的地位, 在每一个运动中没有妇⼥参加, 就是减少了一半的⼒

量, 所以我们妇⼥在这个宪政运动中是一⽀不可忽视的⽣⼒军。67) 她认

为“宪政运动就是⺠主运动, 妇⼥也是国⺠”, 妇⼥也需要参加宪政运动。

宪政运动需要妇⼥的⽀持和参与, “我们可以强调说, 妇⼥解放, 固

有待于宪政之实现, 而宪政之实现也有待于妇⼥共同的努⼒, 因为妇⼥

同胞占着全国人⼝的半数, 如果不动员这全国二分之一的⼒量来参加

⾰命的工作, 则不但宪政运动难以实现, 就是国家⺠族前途, 也将黑影

重重不会真有光明的；男⼥国⺠本就如同国家的左右⼿, 如果把全国的

64) 《怎样讨论妇⼥宪政运动》, 《中央日报》1939年11月27日第4版。

65) 《重庆妇⼥讨论宪政》, 《上海妇⼥(上海1938)》1939年第3卷第12期, 第4⻚。

66) 张玉琴：《 展宪政运动中妇⼥的任务》, 《新华日报》1940年3月5日第4版。

67) 吴棣芬：《妇⼥宪政运动要建⽴在⼤众基础上》, 《妇⼥新运通讯》1940年第2卷第8

期, 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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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都关闭起来, 不让她们参加任何政治活动, 这正如一个害了半身不

遂⽑病的人一样。 因此在这个抗战胜利即将来临的时候, 我们应动员全

国妇⼥积极参加, 促进宪政运动。68) 妇⼥宪政运动是实施⺠主政治和维

护妇⼥自身权利的需要。

冰指出：“知识妇⼥同胞宜参加宪政研究工作, 对宪草精神之体认、

删补, 妇⼥权益之保证, 及实施宪政前后种种具体问题之探讨, 困难之

解决, 以及地方自治工作能⼒之训练等等, 皆不容袖⼿旁观, 坐失良机。

更具体言之, 举凡宪政问题座谈会、演讲会, 均应踊跃参加, 对研究宪政

之论着, 五五宪草之条文等均应做详细研读。69) 宁人指出, 实施宪政运

动需要培养法治的精神, 需要推⾏地方自治, 需要普及国⺠教育。70)

妇⼥对于宪政意义重⼤, 宪政运动需要妇⼥的参与。 秋隐指出：

“如果妇⼥不能好好的发挥她们的意⻅, 那便得不到健全的⺠意, 充其量

也不过是男⼦意⻅, 如果妇⼥不懂宪法, 不懂政治, 缺乏守法精神, 任何

法律与政令便会蒙受影响, 变成半身不遂。 “妇⼥不懂宪政, 不闻问宪

政, 便等于自⽢放弃做主人的权利。71) 实施妇⼥宪政运动能“给予她们

以政治, 经济, 教育以及社会⽣活上真正的平等待遇, 使她们得到政治

⽣活的保障, 一个国家的政治才不会减少了占人⼝半数的妇⼥⼒量, 宪

政的实施才不致受到阻碍。72) 瑛指出：“我们知道政治既是管理众人的

事, ⼥⼦亦是众人之一, ⽆论在战时或平时, 政治是否贤明, 均与⼥⼦有

68) 方华：《宪政研究特辑：妇⼥与宪政》, 《福建妇⼥》1944年第4卷第3-4期, 第9-10⻚。

69) 冰：《短评：展 妇⼥宪政研究运动》, 《福建妇⼥》1944年第4卷第3-4期, 第2⻚。

70) 宁人：《宪政研究特辑：实施宪政的意义和步骤》, 《福建妇⼥》1944年第4卷第3-4

期, 第3-4⻚。

71) 秋隐：《宪政研究特辑：妇⼥与宪政之关系及对宪法之希望》, 《福建妇⼥》1944年
第4卷第3-4期, 第16-18⻚。

72) 陈翼：《座谈会：关于妇⼥宪政运动》, 《广东妇⼥(曲江)》1940年第11期, 第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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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身关系, ⼥⼦为了切身的关系而顾问政治, 参与政治, 都算是参政。73)

基本上各党各派各界的妇⼥都认同妇⼥与宪政之间存在的密切的关

系, 妇⼥参与宪政是宪政的内在要求。

2. 妇⼥宪政与妇⼥解放的内在关系

抗战时期的妇⼥宪政运动蕴含着妇⼥解放和⺠族解放的意义。

1939年11月17日, 文晖在《宪政与妇⼥》中指出：宪政运动如果没有妇⼥

的参加是会受到限制的, “必须要在政治上取得平权, ⽤⽴法来保障它一

一的实现。74)

妇⼥界主张发动最广⼤的妇⼥群众, 参加抗战建国工作, 以贡献求

发展, 激发了妇⼥群众的参战热情, 推动了战时妇⼥工作的 展。 《妇⼥

宪政问题读本》指出, 要实现妇⼥宪政：第一, “妇⼥们应当而且必需参

加到⺠族解放的阵营中去, 从事于为⺠族求自由独⽴的⽃争”。 因为“⺠

族解放是妇⼥解放的先声, ⺠族不得解放妇⼥也不会得到真正的解放。

“中国伟⼤的⺠族解放⽃争, 如果没有妇⼥的参加是不能完成的。 第二, 

“要使妇⼥们明了而且认识妇⼥与国家是有直接的关系, 国家政治的好

坏是能影响到妇⼥本身的利害的, 如此才能推动妇⼥⼤众参加到解放

运动的阵营中去, 再进而求得政治上的真正平等。 第三, 中国历史“表明

中国的妇⼥为了自己的解放, 是不惜任何牺牲, 参加到⾰命中, 以期求

得真正的男⼥平等。75)

陈诚夫人谭祥的秘书褚问鹃指出, 妇⼥需要宪政的保护, “⽬前我

73) 瑛：《展 妇⼥宪政运动》, 《妇⼥共鸣》1944年第13卷第1期, 第1⻚。

74) 文晖：《宪政与妇⼥》, 《新华日报》1939年11月17日第四版。

75) 平人：《书报介绍：〈妇⼥宪政问题读本〉(铁怀、箴一阮坚合着)》, 《学习》1940年第2

卷第7期, 第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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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界的问题, 已到了严重迫切的地步了, 如职业界排斥⼥性的各种职

业及专门学校明⽰不招⼥⽣。 ⼥⼦在政治上⽆发展的机会。 法律⽆明文

保护⺟性。 取缔重婚, 多偏袒男性等等。 ⼥⼦被歧视被压抑的苦楚真有

一言难尽之感。 若不在实⾏宪政的时期, 确定男⼥平等的基础的话, 那

么即使在宪政实⾏以后恐怕我两万万⼥同胞, 也必然不能得到解放。76)

她积极动员妇⼥参与宪政, 以确定男⼥平等的基础, 争取获得对妇⼥的

保护。

国⺠党员李曼瑰认为宪政实施以后, 男⼥之间也能够实现性别平

等, “宪政完成的时代, 是妇⼥问题结束的时代。 宪政实现之后, “男⼥不

单是在理论上说平等, 实际上也绝不会有男重⼥轻的恶⻛, 那时候, 男

⼥的机会是均等的, 社会上不偏重男也不倚重⼥, 只照个别的聪明、才

智、性情、品格去分别教育, 聪明的, 努⼒的, 有志气的人, 他所得的机会

就多, 反之, 笨的, 懒的, ⽆志气的人, 他的机会就少。77) 事实上, 宪政与

性别平等是两个不同的维度, 实施⺠主宪政的国家, 性别平等问题也不

一定全然解决, 然而却能为妇⼥提供更多的机会。 换言之, 妇⼥与宪政

有所关联, 但是也不能完全等同。

抗战时期, 很多妇运领袖, 尤其是中共及左派妇运领袖, 认为“实现

⺠主政治是妇⼥解放的前提”。78) 方华指出：“妇⼥解放运动也同样需

要宪政的实现, 才能给予有⼒的保障”。79) 救国会的曹孟君指出：“实施

⺠主政治的根本⼤法——宪法上规定人⺠有言论出版集会结社之自由, 

76) 褚问鹃：《妇⼥欲求解放必须参加宪政》, 《中央日报》1940年8月7日第4版。

77) 李曼瑰：《从妇⼥的⽴场憧憬宪政时代》, 《中国⻘年(重庆)》1944年第10卷第1期, 

第17-18⻚。

78) 李洪：《实现⺠主政治是妇⼥解放的前提：一个妇运工作者的话》, 《华侨导报》

1946年“七七”九周年菲律宾独⽴纪念特刊, 第8⻚。

79) 方华：《宪政研究特辑：妇⼥与宪政》, 《福建妇⼥》1944年第4卷第3-4期, 第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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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妇⼥获得解放的一个重要条件。“宪法确定了男⼥平等的原则, 一切

权利义务男⼥都有了同样享受的机会”, “重新肯定妇⼥是人的地位, 妇

⼥将和男性一样以人的地位同被保障了, 这对妇⼥解放有划时代的意

义。80) 1940年桂林妇⼥界召 的一次妇⼥宪政座谈会中, 与会者指出：

“宪政是抗战必胜建国完成的关键, 是妇⼥本身解放的枢纽。 “实施宪政, 

就是我全国上下一致的要求, 当然包括妇⼥在内”, 妇⼥在各方面遭受不

平的待遇, 使 展妇⼥宪政运动更为迫切。81)

也有论者指出“于妇⼥方面, 如⼥权之扶植, ⺟性之保护, 职业之自

由, 教育之平等, 以及妇⼥参政权之保护等等, 都可以由宪法规定而实

现, 对于社会上各种不合理的性别限制在那时候绝对不会再存在的, 因

此当国家实施宪政成功的时候, 也就是妇⼥得到真正解放的时候。82) 论

者认为：“以宪政的实施, 有关于国⺠全体的自由与平等, 更有关于妇⼥

方面的解放与幸福。 妇⼥独⽴人格之确定, ⺟性之保证, 职业及教育机

会之均等, 均需有待宪政实施而后⼗足兑现。83) 论者指出, 妇⼥“只有实

施⺠治⺠有⺠享的⺠主政治条件之下, 才有积极参加妇⼥解放⺠族解

放的可能。84) 实施妇⼥⺠主宪政运动, 有助于妇⼥解放的实现。

对于⺠主政治与妇⼥解放运动的关系, 陈碧云强调要积极动员妇

⼥参加抗战, 她指出：“我们所谓的⺠主政制, 必须使妇⼥同男⼦完全一

样的取得政治上的一切自由, 直接参与政权。 ……如果召集紧急的国⺠

⼤会时, 妇⼥也必须同男⼦一样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85) 促进妇⼥宪政

80) 曹孟君：《宪政与妇⼥解放》, 《妇⼥⽣活(上海1935)》1939年第8卷第6期, 第1-2⻚。

81) 姚国华：《妇⼥座谈：妇⼥宪政运动讨论：一个座谈会的摘要》, 《广⻄妇⼥》1940

年第2期, 第12-13⻚。

82) 方华：《宪政研究特辑：妇⼥与宪政》, 《福建妇⼥》1944年第4卷第3-4期, 第9-10⻚。

83) 冰：《短评：展 妇⼥宪政研究运动》, 《福建妇⼥》1944年第4卷第3-4期, 第2⻚。

84) 宋江：《 展妇⼥宪政运动的通俗宣传》, 《广东妇⼥(曲江)》1940年第11期, 第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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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的过程也是推动妇⼥解放的过程。 伟园在《⺠主政治与中国妇⼥》

中认为妇⼥应该以自己的努⼒, 把⺠主政治⼒量切实推展, 争取它的成

功。86)

林则吾指出：“在抗战中已经有了很多⼥⼦参加抗战工作, 如救护

慰劳保育⾏政动员等, 她们都表现了很好的成绩, 这就证明⼥⼦有能⼒

做和男⼦一样的事。易凤英指出：“如果在人⼝半数的妇⼥没有解放, 要

达到⺠族解放, 那是不可能的现在, 许多地方的⼥⼦, 还在过着非人的

⽣活, 像皖北虐待媳妇⼉, 溺死⼥婴, 童养媳, 买卖妇⼥等悲惨事遍地都

是, 而妇⼥所受经济上政治上的压迫也没有解除, 要消除这些现象, 就

必须有⼥代表提出保障妇⼥利益的具体办法, 因为只有⼥⼦才能了解

自己的痛苦。
87)

3. 妇⼥宪政有助于实现⺠族解放

妇⼥领袖将妇⼥宪政运动的成功、妇⼥解放的实现与抗战建国的

胜利紧密联接在一起。 她们⿎励妇⼥积极响应战时动员, 投身⾰命, 参

军参战、提供战地服务, 有⼒推进了战时妇⼥工作的 展, 共同为抗战建

国而努⼒。

对于妇⼥解放与⺠族解放的关系, 钱文贞强调⺠族解放是妇⼥解

放的前提, 她认为“妇⼥在抗战中有很⼤的功绩, 可是有些人不了解⺠族

解放是妇⼥解放的前提, 仍然不肯参加抗战, 我们要在抗战中提⾼她们

85) 陈碧云：《妇⼥与⺠主政治》, 《东方杂志》1937年第34卷第22/23/24期, 第155、158- 
159⻚。

86) 伟园：《⺠主政治与中国妇⼥》, 《广东妇⼥(曲江)》1940年第11期, 第15-17⻚。

87) 洛菲：《妇⼥与宪政运动：记⽴煌宪政问题妇⼥座谈会》, 《妇声》1940年第2卷第8

期, 第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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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育, 要她们对于妇⼥解放有的认识, 才会热烈地参加宪政运动。
88)

易凤英指出：“如果在人⼝半数的妇⼥没有解放, 要达到⺠族解放, 

那是不可能的现在, 许多地方的⼥⼦, 还在过着非人的⽣活, 像皖北虐

待媳妇⼉, 溺死⼥婴, 童养媳, 买卖妇⼥等悲惨事遍地都是, 而妇⼥所受

经济上政治上的压迫也没有解除, 要消除这些现象, 就必须有⼥代表提

出保障妇⼥利益的具体办法, 因为只有⼥⼦才能了解自己的痛苦。
89)

吴棣芬指出, “只有实施⺠主宪政, 才能真正动员全国人⼒、物⼒、财

⼒、智⼒, 参加神圣的抗日战争；而且, 亦只有实⾏宪政, 才能使我们占

全国人⼝半数以上的妇⼥有权参与政治, 争取与男⼦同等的法权。90)吴

棣芬认为, “实施宪政, 有保障⼥权, 团结全⺠, 争取抗战胜利的意义。91)

1940年12月16日重庆妇⼥界召集妇⼥宪政座谈会上, 与会代表认为, “只

有实⾏宪政, 才能团结全国⼒量一致对外”, “实⾏⺠主政治的宪政, 才能

动员全国⺠众争取胜利”。92) 陆叔英指出, “迅速实⾏宪政之后, 人⺠才

有⼒量, 政府才能巩固, ⺠众才能普遍动员, 上下才能加紧团结, 才能增

强抗战⼒量, 战胜敌人。93) 1940年1月安徽省⾦寨县各界各团体妇⼥宪

政运动妇⼥座谈会上, 与会代表指出：“抗战要⺠主, 抗战不是少数人的

事, 必须全⺠族参加, 而且⺠众要有权⼒督促政府, 执⾏抗战到底的国

策”。94)

88) 洛菲：《妇⼥与宪政运动：记⽴煌宪政问题妇⼥座谈会》, 《妇声》1940年第2卷第8

期, 第18-19⻚。  

89) 洛菲：《妇⼥与宪政运动：记⽴煌宪政问题妇⼥座谈会》, 《妇声》1940年第2卷第8

期, 第18-19⻚。

90) 宋江：《 展妇⼥宪政运动的通俗宣传》, 《广东妇⼥(曲江)》1940年第11期, 第14⻚。

91) 吴棣芬：《妇⼥宪政运动要建⽴在⼤众基础上》, 《妇⼥新运通讯》1940年第2卷第8

期, 第1⻚。

92) 李姊：《妇⼥宪政问题座谈⼤会盛志》, 《总汇报》1940年1月19日第6版。

93) 陆叔英：《为什么在战时实施宪政》, 《广东妇⼥(曲江)》1940年第11期, 第6-8⻚。



▪  抗战时期国⺠党中央妇⼥运动委员会论述 ❙ 宋⻘红

99

通过广泛的讨论, 各党各派各界妇⼥界领袖一致认为妇⼥参与宪

政是宪政的内在需要；妇⼥宪政运动是妇⼥解放的内在需求, 妇⼥解放

也有助于妇⼥宪政运动的推进。 妇⼥领袖将妇⼥宪政运动的成功、妇⼥

解放的实现与抗战建国的胜利紧密联接在一起。

Ⅲ. 各党派妇⼥领袖对妇⼥宪政的认识差异

中国共产党更强调动员基层妇⼥参加宪政运动, ⿎励妇⼥通过参

加⽣产、识字运动、冬学运动等实际工作提⾼妇⼥地位, 同时主张要保障

妇⼥的权益, 防止雇佣童工而规定劳动年龄下限、保护孕妇、产前和产后

休假等, 非常细致的主张, 她认为宪法中应体现设⽴托⼉所、妇产医疗、

卫⽣中心、幼⼉园等机构, 主张非常具体。

中间党派妇⼥领袖中有不少是法律界的人士, 她们对于妇⼥宪政

问题看法相当地专业。

1. 共产党对妇⼥宪政运动的认识

共产党妇⼥领袖认为真正的⺠主社会必须赋予妇⼥平等的政治权

利。 共产党认为妇⼥受压迫的根源是私有制, 妇⼥解放的先决条件是推

翻私有制度。 中国共产党早年以⼥权为⾰命⽃争的⼿段, 认为“本党同

志不可不特别注意于⼥权运动”,95) 但同时找出⼥权运动的局限性, 认

94) 洛菲：《地方通迅:⼤别⼭中的妇⼥宪政运动:记⽴煌宪政问题妇⼥座谈会》, 《浙江
妇⼥》1940年第2卷第5期, 第26-27⻚。

95) 《中国共产党妇⼥部关于中国妇⼥运动的报告》, 《中国妇⼥运动历史资料1921-192
7》, 第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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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权代表的是中产阶级妇⼥的利益, 共产党妇⼥领袖特别注重下层

贫苦妇⼥的利益。 而妇⼥获得解放的途径最重要的在于广泛参加经济

建设和社会改造等。 国⺠党方面没有这方面的规定, 可以说, 经过座谈

会, 各党各派各界的观点得到充分的交流, 也促进了各党派妇⼥领袖之

间的合作。

共产党妇⼥领袖主张妇⼥宪政运动要下到基层。 比如共产党妇⼥

领袖潘韵桐(⼜名⽥克, 1939.9-1939.11)表⽰：“第一, 真正发动二万万⼥

同胞参加宪运, 深⼊到广⼤群众去。 第二, 要组织推进宪运的团体, 现在

⼤后方已经有了这种组织, 我们要发动各地都有这种团体。 第三, 发动

知识妇⼥经常研究妇⼥与宪政问题。 第四, 要争取妇⼥真正能够参加政

治的许多条件。96) 共产党妇⼥领袖这个观念也影响到各方各面的人士。

展平认为：第一, 先进的城市的妇⼥界同胞们必须发动妇⼥由宪政座谈

会, 逐渐进到成⽴国⺠⼤会促成会这类的组织, 并由城市 展到每个乡

村, 使这个运动成为真正有组织的妇⼥群众运动。 第二, 应该把这一运

动由上层妇⼥中扩⼤到下层妇⼥群众中, 去扩⼤到⼥学⽣中, 去扩⼤到

⼥工人中, 去扩⼤到农妇抗属家庭及一切劳动妇⼥中去, ⽀持妇⼥应该

成为 展这一运动的桥梁, 来促进宪政运动的实现。 第三, 我们妇⼥必

须在这一运动中讨论并提出有关于妇⼥问题及妇⼥的选举和被选举权

问题, 同时并要求给予我们妇⼥以言论集会出版结社的⺠权自由, 因为

这是动员妇⼥参加宪政的主要前提。97) 黎素绯指出：第一, 协助政府实

施宪政, 我们妇⼥必须逐渐将宪政运动从上层分⼦扩⼤到下层妇⼥群

众中去, 随时将广⼤的妇⼥群众的意⻅贡献给政府。 第二, 必须组织和

96) 洛菲：《妇⼥与宪政运动：记⽴煌宪政问题妇⼥座谈会》, 《妇声》1940年第2卷第8

期, 第18-19⻚。

97) 展平：《岗哨:妇⼥宪政运动》, 《浙江妇⼥》1940年第2卷第1期, 第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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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妇⼥群众积极参加抗战建国工作, 从工作中争取妇⼥在政治上, 经

济上, 社会上的地位, 我们知道只有⺠族真正解放, 实现⺠主政治之后, 

妇⼥才能真正得到解放。 第三, 以合法的⼿段站在为全体妇⼥谋福利的

⽴场上, 去争取国⺠⼤会代表的妇⼥名额, 争取在宪法上明文规定男⼥

在一切方面的平等条文及优待妇⼥的特殊规定。98)

共产党妇运领袖既强调法律规定妇⼥权益的重要性, 也主张妇⼥

应该参加政治、经济、文化、社会⽣活, 从实践中获得权利。 张玉琴说：

“宪法是规定政府职权义务及人⺠权利义务的⼤法, 宪政的范围则比宪

法宽广。99) 韩幽桐指出：“宪政与妇⼥有因果的关系, 真正的宪政不成

功, 妇⼥的参政权也不能获得, 同时不给妇⼥以参政权的宪政, 一定不

是彻底的宪政。100) 妇⼥不仅应该参加抗战, 同时更应投身妇⼥宪政运

动, 坚决争取在政治、经济、文化、社会⽣活上与男人有平等权利的法律

保障——⺠主政治的实现。

关于妇⼥宪政的内容, 共产党员张玉琴说的更明⽩：(1)宪法应明

确规定男⼥平等的条文。 (2)未来国⺠⼤会中的⼥议员要规定有一定数

量的名额。 (3)希望政府对于妇⼥的各项权利予以充分的保障。 第四, 我

望在宪草中对妇⼥有实际保障, 如在宪法中规定⼉童劳动年龄, 实⾏孕

妇保护, 产前产后休假照常给薪, 多⼦⺟性津贴保护, 工作机会均等, 同

工同酬, 设⽴托⼉所、产科医院、卫⽣所、幼稚园, 社会保险等。 101)

对于提升妇⼥文化素养, 与国⺠党方面的主张不同, 共产党认为这

98)黎素绯：《宪政问题特辑：妇⼥解放和宪政运动》, 《新建设》1940年第8期, 第40- 
42⻚。

 99) 《重庆妇⼥讨论宪政》, 《上海妇⼥(上海1938)》1939年第3卷第12期, 第4⻚。

100) 黎素绯：《宪政问题特辑：妇⼥解放和宪政运动》, 《新建设》1940年第8期, 第40- 
42⻚。

101) 张玉琴：《 展宪政运动中妇⼥的任务》, 《新华日报》1940年3月5日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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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利条件, 并非必要条件。 中共党员朱瑶安指出, “这里所说的普及教

育, 并不是说妇⼥⼤众文化水平太低, 还够不上谈宪政参加宪政运动而

把普及妇⼥教育代替妇⼥参加宪政运动和代替宪政的本身。 相反的, 它

是作为一种推动宪政运动的⼿段, 启发妇⼥知识, 实⾏⺠权的准备工作, 

造成妇⼥⼤众积极参加宪政运动的条件。 所以, 普及妇⼥教育, 只有在

宪政运动彻底的 展中, 才能得到广泛的实⾏, 也只有广泛的利⽤普及

教育的方式, 在妇⼥⼤众中推广宪政运动, 才能使下层妇⼥⼤众积极参

加宪政运动。 她指出：“普及妇⼥教育, 不单是提⾼整个妇⼥⼤众文化

水平, 同时也是推动妇⼥参加宪政运动的一个⼿段。102)

2. 中间党派及无党派人士

中间党派出于⺠主、自由的考量, 积极推动妇⼥宪政运动。 刘清扬

指出“宪政就是⺠主政治”。103) 1944年, 刘清扬希望：在宪草上凡是有
“人⺠”字样之处, 都希望能增加“不分性别”, 或“男⼥公⺠”等字样；在

宪草上凡是人⺠应享之权利项下, 都应加上“对⼥性不得有所歧视”。104)

宪政运动需要妇⼥的积极参与, 同时宪政运动的 展离不 对妇

⼥权利与义务的规定。 史良指出实施宪政需要保护妇⼥的权利, “我以

为要妇⼥真能参加政治和一切社会活动, 还必须政府对妇⼥有特别的

保护才⾏。 在制定和实施宪法时, 国家要给予并保护妇⼥的各项权利和

义务, 使得妇⼥能够参加政治和一切社会活动。105) 南京妇⼥救国会成

102) 朱瑶安：《扩⼤宪政运动与普及妇⼥教育》, 《广东妇⼥(曲江)》1940年第11期, 第
21-22⻚。

103) 琼：《第一次妇⼥宪政座谈会》, 《战地知识》1939年第1卷第9-10期, 第44⻚。

104) 《本刊第四次宪政座谈(1944年4月9日)》, 《宪政》1944年第5期, 第33-42⻚。

105) 嘉：《社会妇⼥：三位⼥参政员谈宪政》, 《现代妇⼥》1944年第3卷第1期, 第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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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四川省参议员邓季惺认为：“人⺠所享有的权利所负的义务应在宪

法里, 都该通过反映出来, 这样人⺠才能与政府根据宪法来共同管理国

家。106)

著名的社会活动家曹孟君指出：“实施⺠主政治的根本⼤法——宪

法上规定人⺠有言论出版集会结社之自由, 这是妇⼥获得解放的一个

重要条件。“宪法确定了男⼥平等的原则, 一切权利义务男⼥都有了同样

享受的机会”, “重新肯定妇⼥是人的地位, 妇⼥将和男性一样以人的地

位同被保障了, 这对妇⼥解放有划时代的意义。107)

潘素认为“在宪法上已经规定了男⼥平等的原则, 但是还需要我们

去补充, 譬如宪法上规定要保护童工⼥工, 我们就需要补充如何保障妇

⼥职业机会均等, 育⼉期间的休假, 广设托⼉所及公共⻝堂等。 同时男

⼥教育在质的方面量的方面的平等, 婚姻关系的平等都是必要条件。 总

之妇⼥界研究宪政, 至少要注意三个问题, 一是教育问题, 二是经济问

题, 三是婚姻问题。 这些都是最基本不可分割的问题。108) 中间党派及⽆

党派妇⼥领袖具有较强的宪政⺠主观念, 对妇⼥宪政问题的认识比较

深刻。

3. 国⺠党对妇⼥宪政的认识

国⺠党妇⼥领袖希望提升妇⼥的政治素养, 包括教育水平, 认为先

提升妇⼥的素养, 才能真正实施宪政, 而共产党方面认为, 应该先实施

宪政, 在宪政的实践中, 锻炼素养。 广⻄妇⼥月刊社主编⻩存养指出：

106) 《重庆妇⼥讨论宪政》, 《上海妇⼥(上海1938)》1939年第3卷第12期, 第4⻚。

107) 曹孟君：《宪政与妇⼥解放》, 《妇⼥⽣活(上海1935)》1939年第8卷第6期, 第1-2⻚。

108) 《妇⼥共鸣社宪政座谈会》, 《中央日报》1944年1月31日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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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知识妇⼥应该加紧自我教育, 提⾼自身政治水平。 (2)由集体讨论进而

成⽴比较有固定性的团体。 应抓住机会发动周围妇⼥⻘年、⼥学⽣展

宪政问题的讨论, 通过妇⼥座谈教育, 妇⼥联谊会, 妇⼥刊物或其他活

动来讨论宪政问题。 (3)广泛进⾏宣传教育。 (4)要积极争取⺠主权利。

109)救国会的沈兹九指出：站在我们妇⼥界的⽴场, 如何来促进宪政的

实施？(1)宪政期成会；(2)积极讨论和研究宪政问题(3)积极促进宪政集

会；(4)争取妇⼥⺠主权利, 要求政府保障妇⼥救国工作自由, 保障⼥权

平等。110)

国⺠党认为妇⼥的解放不完全依赖政府法律辅助, 也需要妇⼥自

身努⼒, 暗合国⺠党官方主张的先训政后宪政的主张。 吕晓道也指出, 

“妇⼥当然也不应完全依赖政府的法律辅助, 自己必须更加努⼒。 ⽬前

我们应积极的工作有三, 就是宣传、组织和训练, 这三项工作必须同时进

⾏, 并且推进到广⼤的农村去。 如果⽬前疏忽了这三项工作, 既有政府

的法律扶助, 而能参加宪政活动, 也不过是城市里绝少数的⼥士⼤夫而

已, 不足代表全体妇⼥。 反转来说, 如果全凭少数妇⼥的努⼒, 而⽆政府

法律的保障, 恐怕不但不能参加宪政活动, 而连宣传组织和训练三项工

作, 也⽆由 始, 这不是理论, 而是一个事实。唐国桢指出：“我们要争取

国⺠⼤会代表名额, 必须抓住基层工作, 特别是保甲, 我们应该深⼊⺠

间, 然后⼒量才能充实。111)

国⺠党认为妇⼥宪政的实施依赖⼥性素养的提升, 为此她们强调

充实妇⼥本身的修养和知能, 提⾼妇⼥的政治警察, 加强对妇⼥的教育。

比如林瑞蔼认为：“妇⼥们在推进宪政运动声中, 一定要健全并充实妇

109) ⻩存养：《妇⼥界怎样展 宪政运动》, 《广东妇⼥(曲江)》1940年第11期, 第11-12

⻚。

110) 兹九：《宪政与妇⼥》, 《妇⼥⽣活(上海1935)》1939年第8卷第2期, 第4-5⻚。

111) 《妇⼥共鸣社宪政座谈会》, 《中央日报》1944年1月31日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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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的修养和知能, 提⾼妇⼥的政治警觉, 扫除文盲, 改除过醉⽣梦

死, 苟且偷⽣的⽣活, 积极参加⽣产建设的工作。112) 钱文贞表⽰要加强

对妇⼥的教育, “要她们对于妇⼥解放有了认识, 才会热烈地参加宪政运

动。113) 夏枫指出, 实施妇⼥宪政运动, 需要改善妇⼥⽣活, 使妇⼥有受

教育的机会, 还要“改善征兵制度, 服侍出征军人家属, 提⾼妇⼥政治上

的地位”。 此外, “国⺠代表⼤会应该重新⺠主改选, 才能产⽣真正代表

⺠意机关。114) 冯笑桃认为, (一)一般妇⼥应了解宪政；(二)普及妇⼥教

育；(三)必须造成妇⼥⼤众积极参加宪政运动的条件。115) 路丝指出, 

“因为宪法是国家百年⼤计, 在未实施宪政之前, 必须全国人⺠有相当认

识, 才不致等于空文。 “所以在未施⾏宪政之前, 宣传是最重要的工

作。116)

基本上, 抗战时期的妇⼥宪政运动主要停留在妇⼥宪政知识的宣

传方面, 比如王玉英、廖秀珍、杨一平、吕毓圭等人在《中央日报》上发文

指出：第一, 因为这是整个宪政问题的一项, 我们应该⾏了解许多基本

的宪政知识, 至少要明⽩宪政是什么, 怎样实⾏宪政, 各国的宪法是怎

样的。 我国的五五宪草内容是什么, 更应明⽩五权宪法, 三⺠主义与宪

政的关系, 孙中⼭先⽣对宪政的主张, 各国妇⼥在宪法中的地位等等。

第二, 在具有了这些初步的宪政知识后, 我们可以请对宪法有所研究的

人士来讲演, 可以帮助我们作更进一步的理解。 第三, 我们对宪政问题

112) 林瑞蔼：《妇⼥对宪政应有的认识》, 《正谊(桂林)》1944年第2卷第6期, 第8⻚。

113) 朱瑶安：《扩⼤宪政运动与普及妇⼥教育》, 《广东妇⼥(曲江)》1940年第11期, 第
21-22⻚。

114) 夏枫：《宪政与妇⼥运动》, 《战时南路》1940年第7-8期, 第12-13⻚。

115) 冯笑桃：《宪政问题特辑：宪政与妇⼥》, 《中⼭公论》1940年第2卷第1-2期, 第
34-36⻚。

116) 路丝：《实施宪政与妇⼥》, 《粤联会抗战半月刊》1940年创刊号22-23, 第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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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了一些以后还不能算数, 还应当随时随地做宣传教育工作, 帮助政

府来推⾏宪政, 使人⺠真正能了解宪政的意义。117) 基本上还是侧重对

宪政运动的宣传, 尚未落到实处。

作为⼥性主义者的国⺠党⼥性精英, 她们自然有着为妇⼥求取权

利的诉求, 她们既是国⺠党也是⼥性主义者, 她们希望通过妇⼥宪政运

动, 推动妇⼥解放。 虽然妇⼥界普通认识到妇⼥宪政问题的重要性, 但

是在实践层面, 由于国⺠党实际着⼒不多, 鲜⻅成效。

Ⅳ. 国⺠大会代表妇⼥名额问题

1936年的《中华⺠国宪法草案》基本没有关于⼥性权益的规定, 所以

国⺠党方面积极推动国⺠代表⼤会妇⼥代表名额。118) 妇⼥领袖英指

出, “为着解放妇⼥同胞, 为着完成⺠主政治, 我们都要参加宪政运动”。

具体来说：第一, 我们必须要求中央补充全国国⺠代表⼤会妇⼥代表名

额, 使一切妇⼥权利问题, 能在宪法上彻底解决。 第二, 我们必须教育一

般妇⼥认识⺠主政治的内容, 俾能履⾏国⺠义务与享受国⺠权利。119)

在二次妇⼥宪政运动的讨论中, 各党各派各界的妇⼥领袖们都希

望能够规定国⺠⼤会妇⼥代表名额。 萧若认为：“一面把宪政运动推⼊

广⼤的下层妇⼥”。120) 对此, 各界妇⼥界精英也有着一定的共识。 在

117) 《怎样讨论妇⼥宪政运动 ？》, 《中央日报(重庆)》1939 年 11 月 27 日第4 版。

118) 关于妇⼥代表名额参⻅汪彭澜：《1931年妇⼥争取国⺠会议代表选举权运动述
论——〈妇⼥共鸣〉杂志为中心》, 《⺠国档案》2013年第2期；张维达：《1946年国⺠
⼤会中的妇⼥选举保障名额(哲学社会科学版)》, 《⻬⻬哈尔学报》2017年第6期；

曹秋怡：《⾏宪国⼤时期妇⼥选举权利的争取与实现》, 吉林⼤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9年。

119) 英：《短评：妇⼥与宪政》, 《福建妇⼥》1943年第2卷第5-6期, 第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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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11月12日重庆市二⼗七妇⼥团体及妇⼥工作部门召 的妇⼥宪

政座谈会上, 救国会的刘清扬具体提出国⺠⼤会代表中妇⼥应占30%以

上。121) “但抗战以后, 新团体与新部队的增加很多, 是应以适合现状, 重

新产⽣新代表的。122) 救国会的史良也曾提议要将妇⼥代表的名额规定

为30%。123)

1940年桂林妇⼥界召 的妇⼥宪政座谈会上, 关于国⺠代表⼤会妇

⼥代表的名额的讨论中, 芬同意“重庆妇⼥宪政座谈会的决定国⺠代表

⼤会妇⼥代表名额, 至少当代表总额的30%”, 得到了纹、彬、华等人的同

意。124) 1940年1月安徽省⾦寨县各界各团体妇⼥宪政运动妇⼥座谈会

上, 潘韵桐同意“重庆的二⼗多妇⼥团体, 提出妇⼥代表应占百分之三

⼗”的比例。125) 1940年5广东省妇⼥界召 妇⼥宪政运动座谈会上, 对

于妇⼥代表名额问题, 华表⽰：“已有重庆妇⼥界提出的, 请政府规定妇

⼥名额占总额30%, 我们应该响应这种建议而且数⽬至少有这样, 才能

代表全国人⺠之半的妇⼥, 只有各阶层的妇⼥代表才能够代表自身的

要求。126)

1944年1月30日, 妇⼥共鸣社举⾏宪政座谈讨论会上, 张潜华认为：

120) 萧若：《展 妇⼥界的宪政运动》, 《浙江妇⼥》1939年第6期, 第201⻚。

121) 《重庆妇⼥讨论宪政》, 《上海妇⼥(上海1938)》1939年第3卷第12期, 第4⻚。

122) 琼：《第一次妇⼥宪政座谈会》, 《战地知识》1939年第1卷第9-10期, 第44⻚。

123) 嘉：《社会妇⼥：三位⼥参政员谈宪政》, 《现代妇⼥》1944年第3卷第1期, 第22-23

⻚。

124) 姚国华：《妇⼥座谈：妇⼥宪政运动讨论：一个座谈会的摘要》, 《广⻄妇⼥》1940

年第2期, 第12-13⻚。

125) 洛菲：《地方通迅:⼤别⼭中的妇⼥宪政运动:记⽴煌宪政问题妇⼥座谈会》, 《浙江
妇⼥》1940年第2卷第5期, 第26-27⻚。

126) 陈翼：《座谈会：关于妇⼥宪政运动》, 《广东妇⼥(曲江)》1940年第11期, 第23-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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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国⺠⼤会代表问题, 我认为诸位应该运⽤各种政治⼒量和政治技

巧, 尽⼒争取妇⼥的名额, 并可主张⽤法律的方式加以规定, 其数量至

少应占全部名额1/10。1944年召 的妇⼥共鸣社宪政座谈会上, 关于妇⼥

代表名额问题, 吴秀瑛认为, “规定妇⼥名额, 在理论上固不宜有”, 但在

实际情况中, 妇⼥与男性相比, 在竞选上不占优势, 所以应该规定妇⼥

名额。 她说“规定妇⼥名额即是实⾏全⺠政治的过渡办法”, “等社会歧

视⼥性的心理没有了, 妇⼥参政的兴趣也提⾼了, 尽可在修改宪法时删

去妇⼥名额的规定。“若能以百分之几以上作为妇⼥名额的最低限度, 则

于实施选举时, 妇⼥不致完全被弃于政治的⼤门之外。“至于将来妇⼥名

额能否增多, 则视妇⼥本身能⼒以为定, 勿需再来要求规定增加名额”。

她认为妇⼥名额的最低限度为百分之几以上, 这个比例显然太低。127)

抗战时期, ⼥性精英提出对于⺠主政治的要求, 她们从⼥性的⾓度

积极争取男⼥平等的各项权益, 特别是争取国⺠⼤会妇⼥代表名额等

权利, 她们希望通过法律的形式保障⼥性自身解放与自我发展。 希望培

养妇⼥政治素养, 广泛动员基层妇⼥参加宪政运动。 应该肯定的是, 妇

⼥界对于宪政运动有较⾼的共识, 她们都希望增加妇⼥代表名额, 而且

希望规定名额具体所占比例。 但是在具体代表比例方面, 早在1933年苏

维埃代表会议举⾏第一次⼤规模选举运动, 中央局提出“经过⼥工农妇

代表来切实动员, 必须达到妇⼥代表占25%的任务”。128) 所以在此次妇

⼥宪政运动中, 共产党和中间党派妇⼥代表希望代表名额增加至30%。

国⺠党方面妇⼥代表相对保守, 没有明确提出增至30%的提法, 只

有10%的提法, 尽管如此, 1946年国⺠⼤会代表选举之时, 国⺠党妇⼥活

动家向⼤会提交的议案, 也是要求在宪法中规定各种选举需保障妇⼥

127) 《妇⼥共鸣社宪政座谈会》, 《中央日报》1944年1月31日第2版。

128) 全国妇联妇运史研究室：《中国妇⼥运动史》, 春秋出版社, 1989年, 第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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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20%的名额。 而且, 1946年《中华⺠国宪法》规定“各种选举应规定妇

⼥当选名额, 其办法以法律定之”, 关于规定妇⼥名额的诉求, 最终获得

实现。 不过, 在1948年国⼤代表1679人中, 妇⼥代表仅240人, 妇⼥代表占

比14.29%。129) 1946年国⺠政府⽴法委员选举时妇⼥⽴法委员名额82名, 

占⽴委总数13%。130) 不管怎样, 通过妇⼥领袖们的努⼒, 还是在国⺠政

府伪宪法中有所体现。 抗战时期妇⼥宪政运动⽆论是对国⺠党还是共

产党都产⽣深远的影响。

Ⅴ. 抗战妇⼥宪政运动的意义

抗战时期的妇⼥宪政运动, 是由各妇⼥团体和各地妇⼥界广泛参

与的一次运动, 具有重要的意义。 论者指出, 抗战时期的宪政热潮, 扩⼤

和提⾼了妇⼥界对政治的兴趣和认识。131) “在普遍展 宪政运动, 热烈

研讨宪草声中, 沉默了多时的陪都妇⼥, 随亦振臂而起, 纷纷研讨宪草, 

发动妇⼥参加宪政运动。132) 韩幽桐曾回忆指出：抗战时期的妇⼥宪政

运动, 详细地研讨了国⺠⼤会的选举法、组织法和过去的许多宪法草案, 

并对妇⼥本身提出很多要求如(1)应一律承认一切妇⼥团体的合法地位, 

129) 《全国性妇⼥团体名单》, 《职妇选务旬刊》1947 年第1期, 第17⻚。 《职妇团体选举
应如何办理》, 《职妇选务旬刊》 1947 年第1期, 第13⻚。 《职妇团体选举：本所最
近重要指⽰》, 《职妇选务旬刊》 1947 年第1期, 第14-16⻚。

130) 《法令刋载：国⺠政府令(1947年10月3日)：修正国⺠⼤会职业团体代表名额分
配表、修正职业团体选出之⽴法委员名额分配表》, 《职妇选务旬刊》1947 年第1

期, 第4-5⻚。

131) 陈炽：《三⼗年来的中国妇⼥参政运动》, 《浙江妇⼥》1942年第6卷第1期, 第11-13

⻚。

132) 瑛：《展 妇⼥宪政运动》, 《妇⼥共鸣》1944年第13卷第1期, 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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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奸团体除外；(2)应在“宪草”中加⼊“不分性别”的规定；(3)要求在宪

法中明文规定男⼥同工同酬的原则；(4)宪法应明文规定男⼥在教育文

化、社会⽣活及政治、经济等方面一律平等；(5)应保障国⺠⼤会妇⼥代

表名额所占比率为总额的10%；(6)取缔纳妾蓄婢、买卖妇⼥和溺⼥狎

妓。133)

妇⼥宪政运动对于妇⼥解放有着重要的意义。 《妇⼥宪政问题读

本》指出, 要实现妇⼥宪政：第一, “妇⼥们应当而且必需参加到⺠族解

放的阵营中去, 从事于为⺠族求自由独⽴的⽃争”。 因为“⺠族解放是妇

⼥解放的先声, ⺠族不得解放妇⼥也不会得到真正的解放。 “中国伟⼤

的⺠族解放⽃争, 如果没有妇⼥的参加是不能完成的。 第二, “要使妇⼥

们明了而且认识妇⼥与国家是有直接的关系, 国家政治的好坏是能影

响到妇⼥本身的利害的, 如此才能推动妇⼥⼤众参加到解放运动的阵

营中去, 再进而求得政治上的真正平等。第三, 中国历史“表明中国的妇

⼥为了自己的解放, 是不惜任何牺牲, 参加到⾰命中, 以期求得真正的

男⼥平等。134)

抗战时期的妇⼥宪政运动, 引起各党派对妇⼥宪政问题的关注。

1940年2月1, 中共中央发出指⽰信, 号召“动员广⼤妇⼥参加讨汪运动和

促进宪政运动”。135)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妇⼥宪政运动成为国共两党⾓

逐的领域, 换言之, 国共两党在妇⼥宪政问题上争取话语权, 以获得妇

⼥对两党的政治⽀持。 在妇⼥宪政运动中, 中共南方局妇委积极响应中

133) 韩幽桐：《〈妇⼥⽣活〉百期来中国妇⼥运动的发展》, 程文选编：《韩幽桐文集》, 

重庆出版社, 1991年, 第480-481⻚。

134) 平人：《书报介绍：〈妇⼥宪政问题读本〉(铁怀、箴一阮坚合着)》, 《学习》1940年第
2卷第7期, 第14⻚。

135)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第12册 1939-1940》中共中央党校出版社, 1991

年, 第271⻚。



▪  抗战时期国⺠党中央妇⼥运动委员会论述 ❙ 宋⻘红

111

共中央关于“动员广⼤妇⼥参加讨汪运动和促进宪政”的指⽰, 共同推动

妇⼥宪政运动的发展。 抗战时期的妇⼥宪政运动表现出由多党派多方

面⼒量领导, 甚至⾓逐妇⼥运动话语权的特性, 一定程度推动了妇⼥解

放运动的进程。 国共两党及各党派围绕妇⼥宪政问题积极争取对妇⼥

运动的主导权和话语权。

抗战时期妇⼥宪政运动发⽣的背景, 是在前线接连战败, 国⺠党面

临统治合法性危机的情境下, 为重新动员全国各阶层、各团体的⼒量, 接

纳国⺠党政府而发起一次运动。 国⺠党重新将被搁置的宪政议程摆上

台面, 其实国⺠党实施宪政的意志非常薄弱, 精英主导的宪政运动也没

有得到普通⺠众的广泛⽀持, 仍然停留在精英层面, 宪政运动未能动摇

国⺠党的统治地位, 国⺠党却是以宪政标榜自身的⺠主形象, 维护国⺠

党的统治。 在宪政运动 展的同时, 共产党和中间党派希望以此增加话

语权, 积极参与战时的宪政运动, 提出很多可贵的观念, 中国社会在战

时得到一次思想观念的洗礼。 比如妇⼥界广泛参与宪政讨论, 发动两次

宪政运动。

抗战时期妇⼥界宪政运动向妇⼥界传播了宪政思想, 推动了中国

妇⼥参政议政, 也有助于提⾼妇⼥在男性主导的社会中的地位, 确⽴妇

⼥在⺠族解放中的作⽤。 参加妇⼥宪政运动的⼥性, 很多获得参政议政

的机会, 这两场妇⼥宪政运动, 促进了妇⼥界参政意识的觉醒, 对台湾

的⺠主化进程, 以及新中国成⽴后中国共产党的妇⼥参政也具有重要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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