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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19 年五四运动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个重大事件,也是中国妇女

解放运动史上一个光辉的里程碑。 以五四运动为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妇女解放运动与之

前的妇女解放运动有着根本性的区别。 五四运动之后,中国妇女解放运动改变了指导思想,变
更了运动主体,转变了基本路径,呈现出鲜明的阶级性、彻底的革命性和显著的群体性,逐渐形

成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妇女解放道路。 五四时期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历史经验说明:新时代中

国妇女发展事业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最广大

妇女群众为主体,坚持走具有中国特色的妇女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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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9 年的五四运动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具有划

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也是中国妇女运动史上一个

光辉的里程碑。 五四运动之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

开始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指导中国妇女解放运动。
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从此开启了历史新纪元,呈现出

新思想、新主体、新路径等重大转向。 学术界关于五

四运动的相关研究成果极为丰富,但专门进行五四

运动前后中国妇女解放运动比较研究的成果尚不多

见。 本文拟聚焦五四运动与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历

史性转折,以期对当代中国妇女发展事业有所启示。
一、五四运动开启了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新

纪元

1919 年五四运动之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

开始广泛传播。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中国

妇女解放运动步入全新的发展阶段,无论是妇女解

放运动的指导思想、参与主体,还是基本路径,都发

生了根本性变化。
(一)改变了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指导思想

1919 年五四运动之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取代了

西方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和“进化论”学说,逐渐

成为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理论武器。

鸦片战争爆发后,在西学东渐思潮的推动和民

族危机日益加深的刺激下,戊戌维新知识分子提出

“废缠足”“兴女学”的思想,创立不缠足会,兴办女

子学堂,希望从形体与智识两个层面改造女性。 但

这一时期女学旨在培养“贤妻良母”,其目的在于实

现民族国家的振兴与富强,并未真正触及女性作为

个体的自由权利。 辛亥革命时期,领导中国妇女解

放运动的资产阶级革命家推崇西方资本主义的“自

由”“平等”和“天赋人权”学说,将之作为批判中国

封建专制思想的武器,鼓励中国妇女以美国、英国、
法国等西方国家女性为楷模争取个体自由权利。
1906 年孙中山在同盟会《军政府宣言》中强调男女

平等思想,“我汉人同为轩辕之子孙,国人相视,皆
叔伯兄弟诸姑姊妹,一切平等” [1] 。 以秋瑾、何香

凝、吴木兰、唐群英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知识女性,
也积极参与革命政党活动,宣传介绍西方国家女性

在婚姻、工作、教育等各方面拥有的自由权利。 辛亥

革命时期的妇女解放运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中国的

封建制度和封建礼教,促进了中国早期妇女解放运

动的发展。 然而这一时期的妇女解放运动并未走向

深入,资产阶级革命受挫后,妇女参政团体相继解



散,中国妇女解放运动遭遇了严重挫折。
1917 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让处于迷茫中的

中国妇女解放运动重新燃起了希望。 正如毛泽东所

言:“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唤醒了中国人,中国人

学得 了 一 样 新 的 东 西, 这 就 是 马 克 思 列 宁 主

义。” [2]1514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阶段,《新青年》杂
志功不可没。 1919—1921

 

年《新青年》大约有近 20
 

篇文章专门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和苏维

埃俄国妇女生活状况。 李大钊于 1919
 

年 2
 

月发表的

《战后之妇人问题》是第一篇比较系统而深刻地运用

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中国妇女问题的文章。 文章批

判了西方资产阶级的女权运动,并在马克思主义妇女

观基础上提出了中国妇女问题的解决办法,那就是

“一方面要合妇人全体的力量,去打破那男子专断的

社会制度;一方面还要合世界无产阶级妇人的力量,
去打破那有产阶级 (包括男女) 专断的社会制

度” [3]146。
 

这一时期陈独秀、李大钊等马克思主义先

进知识分子所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和著作批判了封建

纲常礼教,介绍了妇女压迫与私有制的关系、妇女解

放与政治革命的关系等一系列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
开启了中国妇女解放思想理论的新阶段。

(二)变更了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主体

1919 年五四运动不仅揭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

革命的序幕,也揭开了无产阶级妇女运动的序幕。
自此,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视角开始下移,不再仅限

于关注中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女性的个人觉醒,而
是聚焦广大的中下层劳动阶级妇女的解放问题。

戊戌维新变法运动的启蒙让中国女性有了争取

自由的意识,但当时中国的妇女处于半殖民地半封

建社会的最底层,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

迫。 虽然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人士采取了“废缠

足”“兴女学”等一系列解放妇女的措施,但其影响

范围非常有限,很多措施并未真正付诸实践。 20 世

纪初的辛亥革命撼动了封建君主专制的根基,也进

一步推动了妇女解放运动。 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提倡

“男女平权”,开办女性学堂,甚至赞同妇女的参政

要求。 这一时期出现了大量面向女性的著作和报

刊。 著名的有陈撷芬、金天翮、丁初我、秋瑾创办或

主编的《女报》 《女界钟》 《女子世界》 《中国女报》
等。 这些女性刊物所刊登的文章探讨了妇女解放与

国家兴亡的关系,控诉了封建专制制度对女性的禁

锢与迫害,极大地调动了妇女从军、从政、参与民族

革命的积极性。 在女学的推动下,辛亥革命时期涌

现了一批先进的知识女性,她们在西方资产阶级民

主思想的影响下成为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 这些女

性大都出身较好并接受了良好的教育。 如黄绍兰、
沈亦云、曾季肃、陈允淑等都是当时女子学堂的学

生,陈婉衍、周其永、辛素贞等都是女子学堂的创办

人或者教员。 然而,不论是开办女子学堂,还是创办

女性期刊,受众群体都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

分子女性。 可见,辛亥革命时期中国的妇女解放运

动是有局限性的,这一时期妇女解放运动主要是在

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妇女中开展,而完全排斥了占

妇女总数 80%以上的劳动妇女,社会中广大女工和

农妇的生活状况并未得到改变。
1917 年俄国十月革命中,广大劳动妇女与男性

同志并肩作战最终赢得了革命的胜利。 俄国劳动妇

女的榜样力量给予中国广大妇女争取权利自由的信

心。 五四运动时期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突破了辛亥革

命时期的阶级局限,大量无产阶级妇女开始登上历

史舞台。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妇女解放运

动的范围又逐渐扩大到了女学生、女教师、家庭妇女

及其他一些劳动妇女。 1919 年五四运动中,北京女

高师、协和女子大学等十几所女子学校的四十多名

代表举行集会通电,“我女界同胞投袂而起,
 

惠然肯

来,
 

合群策群力以济难关,
 

向政府陈告力争,
 

保全

我领土” [4] 。 除北京、天津、上海等大城市外,
 

湖南、
湖北、江苏、山东、福建、广东、四川、河南等省份的

中、小城市都有女学生及其他阶层的妇女参加运动,
 

从而形成了全国妇女解放高潮。 各个阶层妇女团结

起来,集会游行,宣传爱国思想……比起男性有过之

而无不及,表现了中国广大妇女的爱国热情和政治

责任感。 五四运动时期中国广大妇女以前所未有的

姿态,冲破了“三纲五常”封建思想的束缚,英勇地

参与革命,极大地推动了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 五

四运动时期的妇女解放运动不再是个别阶级的妇女

解放,而是全民族各阶级妇女的解放。 一生致力于

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向警予曾明确指出:“妇女解

放运动必须唤起最受压迫的千百万女工、农妇和一

切劳动妇女群众参加,而有组织能战斗的新兴劳动

妇女是妇女解放的先锋, 是民族民主革命的前

卫。” [5] 19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马克思主义理

论的指导下,中国妇女解放运动逐渐向纵深发展,具
有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知识分子开始深入到女工、农
妇群体当中去学习和工作,与劳动妇女互帮互助,增
进了彼此之间的团结。 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由少数知

识妇女的运动逐渐发展成为以广大女工和农妇为主

体的群众运动。
(三)转变了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基本路径

1919 年五四运动之后,辛亥革命时期中国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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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追求的“个体解放”的路径逐渐被修正为将妇女

解放融入到阶级和民族解放问题之中的“社会解

放”路径,并强调妇女解放的根本途径是政治革命。
封建君主专制政权是封建族权、神权、夫权得以

存在的基础,更是压迫中国广大妇女的一座大山。
孙中山等革命党人领导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君主专

制政权,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政权。 这一时期资产

阶级领导下的妇女解放运动以实现妇女个体自由解

放为目的。 但这一时期的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以资产

阶级知识女性为主体,过度关注个体觉醒与两性问

题,脱离了当时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基本国情,从
民族革命运动中孤立出来。 辛亥革命的目标是要建

立资本主义国家,辛亥革命时期妇女解放运动的领

导阶级也是资产阶级,代表的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

级的利益,严重脱离群众,不能为生活在社会底层的

妇女劳工群众争取权益。 辛亥革命时期妇女解放运

动的方向不符合中国国情,最终随着辛亥革命的失

败而陷入困境。
马克思主义理论将政治革命和社会解放视为妇

女解放的前提。 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如恩格斯的

《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和倍倍尔的《妇女与

社会主义》都把通过社会主义运动将私有制根除视

为解决妇女问题的根本道路。 马克思主义理论认

为,近代中国的妇女问题绝不是单纯的两性关系问

题,也不是单靠妇女经济独立就可以解决的,它更是

一个社会问题,需要社会制度的系统性变革。 1921
 

年陈独秀在演说中明确提出中国妇女必须走与社会

主义结合的解放道路。 他认为“女子问题,实离不

开社会主义。 为什么呢? 因为女子与社会有许多冲

突的地方,讨论女子问题,首要与社会主义有所联

络,否则离了社会主义, 女子问题断不会解决

的” [6] 。 在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指导下,五四运动

中广大妇女积极参加罢课、演讲和示威游行活动,将
自身解放与民族解放统一化。 特别是无产阶级劳动

妇女的大量参与表明,这一女性群体已经开始觉悟,
成为妇女解放运动的生力军。 1921 年中国共产党

成立后,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得到了蓬勃发展。 在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妇女解放事业与中国无产

阶级解放事业紧密结合,千百万工农妇女参加的妇

女解放运动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组成

部分。
二、五四运动后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特点

1919 年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广

泛传播,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也开启了新纪元。 1921
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

妇女解放运动开始呈现出鲜明的阶级性、彻底的革

命性和显著的群体性。
(一)鲜明的阶级性

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1919 年五四运动后,
马克思主义理论逐渐成为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指导

思想。 马克思主义是关于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全人类

彻底解放的学说,其指导下的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具

有鲜明的阶级性。
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在于

私有制的存在。 女子自古就是劳动者,封建社会时

期女子是家庭中的无偿的劳动者,
 

大机器时代女子

又成为资本家剩余价值的生产者。 妇女只有与世界

上其他被压迫阶级联合起来,
 

推翻不平等的社会制

度,
 

才能获得真正的解放。 五四运动后陈独秀、李
大钊等人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阐释中国的妇

女解放问题,指导中国妇女解放运动。 1922 年李大

钊在《现代的女权运动》一文中明确指出“二十世纪

是被压迫阶级底解放时代, 亦是妇女底解放时

代” [7]49,并号召妇女群体作为被剥削阶级去联合工

人、农民等以争取自身解放,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开

始置入阶级观念。 在阶级观念置入过程中,
 

资产

阶级追求女权解放的妇女运动已转变为妇女作为

被压迫阶级为自身解放而进行的无产阶级革命事

业。 五四运动后,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杰出领导

者向警予、蔡畅、邓颖超等人成为马克思主义妇女

理论的实践者,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

说指导妇女解放运动。 她们领导无产阶级知识分

子走入群众,通过戏剧、歌舞、刊载文章等途径,宣
传了妇女解放思想,唤醒了广大妇女群众。 19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其领导的妇女解放运动更

加关注广大的劳动人民,具有鲜明的阶级观念,让
处于社会底层的妇女认识到人人平等,女性也享

有受教育、婚姻自由等权利。
(二)彻底的革命性

中国无产阶级在五四运动中第一次登上政治舞

台。 无产阶级是有史以来最先进的阶级、最革命的

阶级。 “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
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 其余的阶级都随着

大工业的发展而日趋没落和灭亡,无产阶级却是大

工业本身的产物。” [8]410-411 因此,在无产阶级领导下

的中国妇女解放运动有着明确的革命目标和彻底的

革命方式。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的中国妇女地位低下,

尤其是广大劳动妇女一直挣扎在社会的最底层,没
有机会接受教育,经济上无法独立,婚姻不自由,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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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政治权利,境遇非常悲惨。 其中半殖民地半封

建社会中的无产阶级女性群体———女工受压迫最

深。 文学资料《包身工的血泪仇》 《包身工的仇恨》
和《阶级斗争故事集》等用真实的史料呈现了历史

上女包身工悲惨的生活遭遇。 包身工终日面临着噪

音、尘埃和湿气的影响,车间里机器皮带发出震耳欲

聋的噪音,“车间里又终日在下‘雨夹雪’。 雨是车

间里喷雾器喷出来的水蒸气,据说棉纱潮湿了就不

容易拉断。 ……雪呢,是车间里飘来飘去的棉絮,
……呼吸的时候,棉絮直往鼻管、嘴里冲,……所以

包身工等不到半年,就会生肺病。” [9] 其中被称为

“猪仔式”包身制女工的境遇是女工群体中最为悲

惨的。 她们劳动时间长,劳动强度大,劳动环境差,
生存环境恶劣,徘徊在生死的危险边缘。

但是,“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

武器;它还产生了将要运用这种武器的人———现代

的工人,即无产者” [8]406。 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的女工既是妇女中受压迫最深的群体,又是与最先

进的经济形式———大机器生产紧密联系的先进力

量。 她们一无所有,具有革命性;她们易于组织,是
构成工业无产阶级的重要成分,是妇女运动的重要

力量。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中国妇女逐渐

觉悟,并成为中国革命的重要力量。 在反帝反封建

的五四运动中广大妇女群众得到了革命的锻炼,妇
女群体呈现出强大的革命性,她们与男性并肩作战,
积极地加入到民族解放和妇女自身的解放运动中。
1921 年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广大劳动妇女开

始组织妇女团体,加入无产阶级革命军的行列,通过

武装斗争,推翻反动政权,进行彻底的革命斗争,为
自身解放和社会解放而英勇奋斗。

(三)显著的群体性

与资本主义思想提倡的“个体解放”截然不同,
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出“人类解放”这一社会政治理

想。 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

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并且不同于“过去的一切运

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现
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

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 [8]411。 人类解放也包括全

体女性的解放,所以五四运动后的中国妇女解放运

动呈现出显著的群体性。
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认为新文化运

动时期所提倡的女性解放,只有部分知识分子女性

走出家庭,走向社会,这不是真正的妇女解放。 他主

张把女性解放的视角投向更广大的劳动妇女。 他认

为“中产阶级妇人的权利伸张,不能说是妇人全体

的解放” [3]146。 恽代英在《妇女运动》一文中也批判

了资产阶级妇女解放运动的弊端,强调“全体妇女

的解放”意味着妇女群众的解放,反对把妇女解放

割裂为妇女内部各阶层的解放。 他认为新文化运动

时期妇女解放运动是“投机派男子”假借妇女解放

来求自身的解放,一旦目标达到便“把一切社会问

题都抛之脑后”,“少数所谓‘解放的妇女’”的中产

阶级女权团体也与这些“投机派男子”一样,所以要

“反对那些妇女解放运动中间的个人主义者与投机

主义者”,明确妇女的解放是“只有全体的解放,没
有个人的解放”。[7]290-291 五四运动后,在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下,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范围逐渐扩大。 广

大的劳动妇女开始产生自我解放意识,积极参加妇

女解放运动。 据 1922 年中国劳动妇女罢工运动统

计,“在上海、湖北、广东等地,女工罢工的工厂共 60
余个,罢工人数共 3 万余,罢工次数共 18 次” [10] 。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央苏区妇女

广泛开展了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的解放运

动。 苏区广大妇女也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投身于为

争取中华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斗争中。 据记载,“多

数的市、乡苏维埃,妇女当选代表的占 25%以上”,
部分地区妇女当选代表的则占 60%左右。[11] 抗战时

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妇女组成了妇女抗日救

国联合会、妇女协会、妇女抗日协会、妇女抗敌会、妇
女抗敌同志会、同心会、姐妹会等团体积极参与抗

战。 据 1940 年统计,“妇联会、妇救会团结了数十万

的妇女群众,仅陕甘宁边区就有 20 万会员,晋察冀

有 23 万余名会员” [12] 。
三、五四运动推进中国妇女解放运动转折的当

代启示

“每个了解一点历史的人也都知道,没有妇女

的酵素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革。 社会的进步可

以用女性(丑的也包括在内)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

衡量。” [13]但是,当今社会仍存在女性社会地位不

高、性别歧视等问题。 那么如何促进新时代中国妇

女事业进一步发展? 回顾五四运动对中国妇女解放

运动的影响,有以下几点启示: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

经历了五四运动的革命洗礼之后,中国人逐渐

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一伟大的思想武器。 正如

毛泽东所说:“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 从这时

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

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 [2]1516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

的指导下,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终于走上了正轨。 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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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实践证明,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中国妇女

解放运动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是卓有成效的。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中国妇女终于摆脱了被压迫的命运,
翻身做了主人。 但时至今日社会上封建残余思想的

余毒仍在,妇女解放的任务仍任重而道远。 近几年

社会上出现了一些不和谐论调,如倡导所谓“女德”
教育的学堂开始在全国多地出现,从北京到广东,然
后是山东、河北、陕西、海南……,其所宣扬的“女

德”被解释为三道,即“姑娘道、媳妇道、老太太道”。
宣扬“每道都有女人要守的本分”,其基本原则竟是

“打不还手,骂不还口,逆来顺受,绝不离婚” [14] ,这
些现象的背后是“三从四德” “男尊女卑”等封建糟

粕的死灰复燃。 这些现象提醒我们在新时代思想上

不能掉以轻心,仍然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中

国妇女发展事业的指导。 只有不断加强对马克思主

义理论的学习,深刻理解领会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

的基本观点,才能认清当今社会上所谓“女德”班的

骗局,才能牢牢把握中国妇女发展事业前进的正确

方向。
(二)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1919 年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

传播,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工人运动的结合,从
而在思想上和组织上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条

件。 1921 年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

党成立后,一直将领导妇女大众进行民族民主革命

和实现妇女自身的解放作为自己的神圣使命。 1922
年中共二大中就明确了职责,中国共产党除了应该

为“努力保护女劳动者的利益而奋斗———如争得平

等工价、制定妇孺劳动法”,还应“为所有被压迫的

妇女们的利益而奋斗” [7]30。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下,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开始走上正轨并走向高潮。
这些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

导、以推进中国社会进步为己任的中国共产党,才是

中国妇女解放运动最为坚定的支持者、领导者,从而

也是中国妇女解放的实质推进者” [15] 。 中国妇女解

放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将个人命运与国家

民族命运相结合,将妇女事业与党的事业相结合。
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更加重视妇女权益保

护与发展。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把“男女平等”作为

一项基本国策首次写入党代会的正式报告,党的十

九大报告再次强调“坚持男女平等基本国策,保障

妇女儿童合法权益”,这标志着新时期中国共产党

对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丰富和发展。 新时代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是中国妇女事业发展的基本保障。 在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才能保障妇女权益,才能将男女平等落到实处,
才能形成新时代中国特色妇女解放运动的中国道路

和中国经验。
(三)坚持以最广大妇女群众为主体

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历史活动是群众

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

大” [16]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在历史的发展过

程中具有主体作用。 妇女作为人民群众的重要组成

部分,为社会创造了丰富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也
应该有社会主体地位的自觉意识,为自身的解放而

奋斗。 但从历史上来看,中国妇女解放道路长期以

来一直以男性为主导,不是“妇女解放” 运动而是

“解放妇女”运动,妇女作为当事人一直处于被动状

态。 直到 1919 年五四运动时期,在马克思主义的指

导下,占女性人口大多数的广大劳动妇女走上了无

产阶级革命道路,其主体意识才开始觉醒。 1949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中国妇女发出“妇女能

顶半边天”的呐喊,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建设者的

主人翁思想。 从此“女性的人生目标得到超越,她
们不再只是为自己、为家庭,而是把人生价值的实现

上升到了民族复兴和国家建设的层面” [17] 。 随着时

代的发展,国际和国内整个社会环境发生了巨大变

化,中国妇女解放事业也迈向新征程。 新时代必须

充分发挥最广大妇女群众的主体作用,调动其参与

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之中,促进妇女在

全面参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实现自身的全

面发展。 党和国家也必须以最广大妇女群众为主

体,必须切实维护妇女的发展权益,不断促进两性和

谐,为早日实现中国梦而奋斗。 妇女本身也应该抓

住当前机遇,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及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妇女及妇女工作的一系列讲话,将自身

命运改变与国家命运前途相结合,不断提升自身参

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
四、结语

近代以来,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经历了漫长而曲

折的摸索与实践过程。 戊戌维新变法运动和辛亥革

命的发动者先后致力于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但由于

指导思想、领导阶级等的局限,最后都以失败而告

终。 1919 年五四运动既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也是中国妇女解放史的分界点。 自此马克思主义妇

女解放理论为中国指明了妇女解放的目标和方向。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妇女终于找到了适合

自己的解放道路,即妇女解放运动与民族解放运动

紧密结合的道路。 这是一条区别于西方国家女权运

动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妇女解放道路,是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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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与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实践相结合的产物。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国发

展既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如何处理好占人口一半

的妇女的发展问题? 五四时期妇女解放运动的历史

经验告诉我们,在全球化的潮流中,新时代中国妇女

发展事业要格外警惕西方的话语霸权,始终坚持马

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

以最广大妇女群众为主体,坚持走具有中国特色的

妇女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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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ajority
 

of
 

women
 

as
 

the
 

main
 

body,
 

and
 

adhere
 

to
 

the
 

road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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