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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南苏区红色漫画中的女性形象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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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赣南苏区作为中国苏维埃政权的根据地，中国共产党在当地的近代女性解放运动上运用独特的方式，利用

漫画等宣传媒介，不断对当时的女性形象进行全新构建，减轻性别意识带来的偏见，打破第一性与第二性

之间巨大隔阂，女性的自身解放与革命精神相互交织，激励更多女性走入社会与战场。赣南苏区红色漫画

主要运用简洁质朴的绘画手法，突出女性身体、工具、姿态的符号化特征，来重新构建当时地域特色的新

时代女性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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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20 年代末期，随着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的破

裂，中国共产党的革命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农村作为革
命根据地迅速扩大。在当时艰苦的环境下，赣南苏区作为
中国苏维埃政权的发源地，如何在识字率极低的农村中，
宣传红色革命思想，动员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就成了重
点问题。 

漫画作为尖锐、直接、通俗易懂的图像表达，从文字
到图像之间进行信息传递，农民不需要识字就能迅速清楚
地理解，为这一问题提供了解决思路。在苏区《红色中华》
《红星报》《斗争》《青年实话》等为核心的报刊杂志媒介
中，一系列美术创作活动开始迅速的展开，广泛地宣扬了
红色革命斗争，丰富了社会文化内涵，为群众提供了新的
革命思路，一步步地影响着赣南苏区平民百姓加入到革命
斗争中。其中女性形象的进步呈现，让苏区女性看到了更
多元的身份符号。区别于受尽压迫凌辱的旧时代女性和女
性知识分子，这些形象独立、坚强、勇敢、温柔、机敏，
是特殊历史时期的符号表征。 

不仅可以将个人生活政治化的研究具体化，更能激活
革命的历史实践，因为只有借助身体之变，我们才能发现
革命历史对社会和个人带来的切实影响。在人类历史长河
中，社会性别机制受到生产力和社会文化演化的巨大影
响。国际上第一次妇女运动发生在 20 世纪初至 20 世纪
20 年代之间，对当时国内多元文化的交织带来了一定影
响，女性在劳动中的社会性别分工出现了一定变化，女性
个性特征和身体表征发生了重大重构。在政治需求地推动
下，赣南苏区红色漫画中以展示新时代巾帼英雄形象的女
性为主导，构建具有政治意义的符号化女性视觉形象，引
领广大女性同胞前进的道路，对苏区女性解放事业的传播
产生了深远影响。 

1  冲破桎梏的身体重构 

在传统社会文化规训中，头发是身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并享有特殊的隐喻：一是女德；二是孝道，这自然而然成
为革命时期妇女剪发运动的最大阻碍。头发作为儒家文化
和政治隐喻的象征之一，个体并没有归属和所有权。而女
性作为社会性别中的客体，作为个性缺失的对象，对自己
身体没有支配权，这并非自然选择的结果。头发在传统文
化规训中，早已脱离了其本身的生物学含义。由于女性在
传统中长期被要求结髻和束发，对于劳作和生活是极其不
便的，而剪发就成为了当时中国女性为夺回身体支配权，

表达自己的革命意图和新思想，寻求更加完整的独立人
格，打破第二性与第一性的边界，通过外表追求男性化特
征来唤醒性别意识，努力打破偏见，否定旧文化的代表行
为模式，在当时通过苏区红色漫画的图像形式广泛传播，
影响着大批苏区妇女的自我意识觉醒。 

在当时赣南苏区主流刊物宣传中，女性大多为齐耳短
发的新形象，成为浓烈的革命象征性时代符号。1934 年 6
月 14 日第 202 期第 3 版的《红色中华》刊登了漫画《女
赤卫队的勇姿》（见图 1），图中的女性为短发齐耳，衣着
宽松，裤腿挽起便于活动，脚穿草鞋，身姿挺拔，着装适
合劳作与运动。之后江西人民出版社于 1978 年 7 月出版
的江西革命斗争故事系列漫画中，对《女赤卫队员》（见
图 2）的形象更进一步解析，在画家罗干才的描绘下，女
赤卫队员红梅短发飞扬，眼神坚毅，漫画讲述了在 1928
年的井冈山地区，红梅深入敌后，发动和组织红石岭村群
众与大土豪、匪乡长、赖剥皮进行顽强斗争的英勇事迹。 

 

图 1  《女赤卫队的勇姿》 
即使部分女性渴望对自己的身体有支配权，希望能冲

破桎梏的枷锁，但剪发影响的不仅是外型，更作为赤化标
志，极易遭到家人的强烈反对，招来其他派别和旧势力惩
罚性的杀身之祸，女性在旧社会规训和死亡阴影的压迫下
不得不压抑自我，这使得许多苏区女性无法下决心剪发，
但这依旧无法阻挡社会前进的步伐。结髻印流的是旧时代
的痕迹，随着青年女性越来越大胆尝试剪发，剪发作为新
时代女性的象征在群众中流行开来。在 1933 年的兴国长
冈乡，长辫不仅被青年女性所切割，许多老人也加入了剪
发运动。鲍德里亚指出，身体的地位是一种文化事实，无
论在当今世界的何种文化系统中，身体关系的组织模式都
反映了事物关系的组织模式及社会关系的组织模式。身体
叙事作为斗争和反抗的典型代表，打破旧社会的男性凝
视，作为女性争取一定话语权和自主权的象征，女性在剪
发运动中完成了对革命意识的认知和重塑，对女性自我进
行了重新构建，丰富了多元化的女性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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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身份判别的工具重构 

赣南苏区漫画中女性形象的图形表达是多元化的，在
女性身份互为流动的情况下，赣南苏区的漫画者们为了区
分不同身份属性，用绘画进行了差异化叙述，利用基础性
工具作为不同类型女性身份的判别，通过工具与角色的互
动，阐述事物发展的目的。 

2.1  革命女性一般以枪支、矛、匕首等攻击性武
器为符号表征 

例如在江西人民出版社 1978 年 10 月出版的漫画《凤
嫂》（见图 3）中，讲述了 1928 年井冈山地区一名共产党
地下交通员凤嫂的革命斗争故事，她平时借行医治病进行
革命任务。漫画封面中的凤嫂头扎客家妇女盘发、身着客
家传统服饰来掩饰自己的真实身份。但《凤嫂》与《女赤
卫队员》（见图 2）两者手中都举着一把盒子枪，在身份
认同上揭示了她们都是革命者的符号化表征。 

 

图 2  《女赤卫队员》红梅 
2.2  传统劳动女性一般以锄头、扁担、镰刀、背

篓等生产工具为符号表征 
例如江西人民出版社于 1977 年 5 月出版的《龙门暴

动》（见图 4）中，辣嫂打扮成挑着扁担、身着客家服饰
的传统劳动女性形象。 

2.3  知识女性多用书本、杂志、背包等工具为符
号表征 

例如在江西革命斗争故事中《枪震古城》（见图 5）
中出现的新闻女记者杨志英，作为古城的共产党秘密联络
员，以相机为工具，用新闻采访做掩护，深入敌人部队内
部获取情报，为革命发一份光。 

  

图 3  《凤嫂》          图 4  《龙门暴动》 

 

图 5  《枪震古城》杨志英 
无论是革命女性、传统劳动女性还是知识女性，归根

结底都为劳动女性，而不断被突出的差异化女性符号表
征，丰富地展示了当时赣南苏区女性的不同形象，承载着
新时代背景下进步的社会文化内涵。 

3  革命需求的姿态重构 

在赣南苏区红色漫画的女性图像叙事研究中，身体姿
态与角色表情一起，代替文字语言藉以达到图形传意的沟
通目的，带有强烈的政治隐喻与象征意味，形成新的文化
符号。例如，在《女赤卫队的勇姿》（见图 1）中采用了
左手握紧梭镖、右手振臂高举的坚定姿态，利用前后分立
的腿部站姿，配合严肃表情，身后紧跟一排整齐的女子赤
卫军，以气势宏伟的革命斗争气焰，打破对传统第二性征
的柔弱偏见，成为典型的符号化姿态，吸引广大女性共同
加入到革命的斗争队伍中；而在漫画《女赤卫队员》《凤
嫂》（见图 2、图 3）中，均采用了对着敌人右手举枪的紧
张画面，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引导女性冲破阻力，打
倒压迫在人民群众头顶的大山，唤醒女性的独立觉醒斗争
意识，为革命的思想渗透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这些报刊
中以女性为核心的宣传图像形成对现实景象的模仿与再
现，建构出具有革命精神指向性的新的话语系统。 

4  结语 

赣南苏区红色漫画中女性形象的不断涌现，反映出当
时共产党想要团结一切能团结力量的迫切革命需求。作为
政治类漫画，其内涵早已超越对于画面表达和艺术审美的
追求，将新面貌、新工具、新姿态相互结合，构建出当时
新时代女性的全新形象，对赣南苏区农村地区的女性运动
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传播与支持。在符号化表征的影响下，
虽然对女性个体来说身体的性别表征依旧走向趋同，哪怕
是如今的当代女性，也没有完全跳脱出第一性的凝视，但
那又何妨？权利从来都不是从天而降的，人类的伟大之处
就在于能够打破演化的束缚，在旧约束上绽放全新的花
朵。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所有女性在法律上都获得了
和男性平等的选举权、教育权、就业权。在艰难中求生存
的一代代革命女性们，学习了更加先进的文化理念，培养
了更优秀的逻辑思维方式，拿起了维护自身的不同类型武
器，伴随着难以想象的牺牲，不断通过流血的斗争，摆脱
旧枷锁的束缚，努力让每位女性过上更有独立尊严的生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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