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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迁“半边天”——西迁巾帼群体历史考察

杨澜涛

妇女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创造

者，是推动社会发展和进步的重要力

量。20世纪50年代，在交通大学西迁创

业的广大群体中，妇女群体是一支不容

忽视的重要力量，她们听党指挥跟党走，

奋斗于教学、科研、管理服务以及家庭建

设等多条战线，为西迁伟业的创造和西

迁精神的熔铸作出不可替代的贡献。本

文所提西迁巾帼主指20世纪50年代参

与交大西迁支援祖国西北建设的广大妇

女，包括教师队伍、管理队伍、教学辅助

队伍和家属队伍中的女性。本研究通过

梳理西迁女性群体的成长与奋斗史料，

为增进理解西迁历史和西迁精神提供别

样视角。

一、交大西迁创业中的巾帼力量

“向科学进军，建设大西北”是新中

国成立之初一个响亮的时代主题。

1955年3月21至31日，中国共产党

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会上审议通过《关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

五年计划草案的决议》。决议提出：“五

年基本建设计划，对地区的分布作了比

较合理的部署，这就是：一方面合理地利

用东北、上海和其他城市的工业基础，发

挥它们的作用……另一方面则积极地进

行华北、西北、华中等地新的工业基地的

建设，在西南开始部分工业建设。根据

这样的方针，五年内开始建设的限额以

上的 694 个工业建设单位，分布在内地

的将有472个”。根据决议精神，新中国

建设形成了以钢铁工业和机械制造工业

为中心的北京、武汉大冶、包头三个区

域；以电器、机械制造工业为中心的西安

区域；以煤矿和采矿机械制造为中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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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区域，以及以机械制造工业为中心

的成都区域等八大工业中心。武汉、太

原、西安、包头和兰州等城市成为全国

工业建设的重点。

为了统筹推进西部地区工业、经

济、文化、金融事业的全面建设，中共中

央从区域均衡发展的方针出发，从沿海

城市抽调了金融、建筑、纺织等各行业

干部、工人和知识分子数十万人，支援

西部，汇聚成了支援西北建设的西迁洪

流。1954年6月建工部召开会议，专门

研究沿海城市支援重点城市建设，李富

春指示：“全国各城市要相互援助，本钱

大、任务少的城市应挺身而出，支援本

钱小工业任务大的城市”，“华东支援西

北，华东很慷慨，已经包下洛阳的任务，

仍需包西安、兰州两个城市”。会后，

“中央动员了全国50多个城市、近千个

企 业 ，对 重 点 城 市 进 行 了 大 力 支 援

……”[1]1955 年 3 月 30 日高等教育部呈

报国务院和周恩来总理《关于沿海城市

高等学校 1955 年基本建设任务处理方

案的报告》。内称：“根据我部和中央各

有关业务部门初步商定，将南京航空专

科学校迁至西北西安附近成立西北航

空学院；将交通大学机械、电机等专业

迁至西北设交通大学分校（具体地点和

陕西省委商定），准备在两三年内全部

迁出……”[2]报告涉及西迁高校共计十

三所，交通大学，华东航空学院是其中

全迁单位。经副总理陈毅、陈云审阅后

提请朱德、刘少奇、彭真和邓小平圈阅，

后退由周恩来审阅，经过全国文教工作

会议审议，由毛泽东签发通报全国。

1955 年 7 月 21 日高等教育部正式下发

《关于交通大学内迁西安的通知》。高

教部指示，交大迁校后发展按“最大建

设 规 模 为 12500 人 ”（迁 校 前 师 生 近

7000），为国内当时规模最大高校；迁校

于1955年建设，1956年确保在西安新校

开班授课。根据 1955 年 11 月 24 日《交

通大学迁校方案》显示，交大西迁共涉

及“教师 632 人、学生 2812 人、职员 390

人、工人450人”，迁移人数近4300人[3]，

迁移家庭 1000 个左右。要在两年内完

成整建制（包括教学科研单位、实验室、

实习工厂、后勤、家庭家属等）的搬迁，30

余万教学科研基建用房，且不影响学校

办学质量、人才培养质量和服务西北工

业建设及科研需求等，其难度可想而

知。

在周恩来的亲切关怀和高教部的

实际领导下，沪陕两地党委大力支持，

交通大学于 1956 年 9 月 10 日正式在西

安举行开学典礼，于1959年7月31日正

式定名西安交通大学，西迁使命圆满完

成。此时“全校现设机械制造等8个系，

32个专业”，“在校学生9400多人，是解

放初的4倍；教师人数是解放初的5倍；

校舍31万平方米，是解放初的6倍；实验

室50多个，是解放初的8倍；图书52万

册，是解放初的6倍多。”[4]1962年，受高

教部委托，西安交大起草上报了《高等

学校科学研究工作暂行条例》，并在

“1963-1972年国家科学技术十年规划”

（包括 32 个规划、120 个中心问题中的

257个课题）中，负责了9个中心问题、68

个研究课题。[5]经高教部批准，20 世纪

六十年代成立了作为全国高校科研骨

干的金属材料及强度、电气绝缘研究

室，筹建工程热物理研究室和国家科委

直属的振动力学测试基点（上述4个研

究室，是学校4个国家重点实验室的重

要基础）。学校在1959年被党中央指定

为全国十六所重点建设大学之一。1981

年4月，西安交大西迁25周年纪念大会

举行，时任教育部部长蒋南翔称赞：“西

安交大多年来经过全体师生员工的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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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劳动，大学本科质量不断提高，曾达到

我国历史上的最高水平。”[6]

党员干部是西迁创业完成的核心和

骨干力量。据统计，1955年学校处级以

下干部总计30人，男女各15人。分布在

组织科、宣教科、人事科、各党总支等多

个系统。[7]女性干部，多为解放前参加

革命，如党委常委、团委书记吴镇东

（1946 年入党），党委委员、组织部长王

宣（1938 年 入 党），学 生 科 长 王 敏 颐

（1940 年入党），教材供应科科长虹林

（1938 年 入 党），图 书 馆 副 馆 长 王 涟

（1938年入党），党委办公室副主任章静

（1948 年入党），财务科副科长段淑琴

（1946年入党）……1952年前后，为建设

交大党组织，华东局从华东革命大学、华

东局党校等系统调入交大一批革命干部

（包含部分女性），分布于学校行政系统

各个部分，成为学校搬迁建设和创业的

重要骨干。在西迁创业中，学校党委十

分注重发展和培养女性党员，据统计，

1959年6月全校党员有1161人，其中女

党员237人[8]，在一所工科大学中这一数

据十分亮眼。

教师是西迁创业的真正主体。根据

1959年8月统计，全校教师总计1342人，

其中女性教师185人，占13.79%。[9]女教

师中以青年助教为主，讲师以上人员

20%左右。这其中包括三位副教授：参

加中国第一代计算机104机研制任务的

电讯专家于怡元，第一批博士生导师、绝

缘材料专家刘耀南和电工学专家袁旦

庆。

青年教师中后来作出突出贡献的

有：中国人口学专家朱楚珠（曾荣获中华

人口奖）、压缩机专家熊则男（多次荣获

国家部委科技奖励，1986年获得萨格勒

布国际博览会发明协会金奖）、863计划

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专家林志航等，另

有张良莹、刘静华、黄幼玲、茅素芬等多

人荣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顾骏声、叶

德旋、盛剑霓、蒋潞、刘桂玉等多位教师

荣获国家和陕西省优秀教师荣誉。

学校西迁恰逢“向科学进军”战略推

进之际，交大承担了国家委托的20余个

新专业的建设任务，一批青年女教师担

当大任，如屠善洁（固体物理）、黄德琇

（放射化学）、穆霞英（工程力学）、傅君眉

（无线电技术）、王桂芹（工业电子学）、黄

艾香（应用数学）、曹婉真（无线电元器

件）等，成为相关专业的佼佼者。在新专

业较为集中的无线电工程系（女教师有

15人，占20.3%）、工程物理系（女教师有

16 人，占 17.8%），女教师的比重要高于

其他系。

中小幼和后勤保障系统女性居多，

她们为整个教学科研事业的稳定开进，

作出不容忽视的贡献。如曹蔚清（1979

年荣获全国三八红旗手）、高景孟（1980

年代两次荣获陕西省三八红旗手）等。

在工会的组织下，一批教授夫人如吴文

华、卞秀琴、张宝云等主动承担起了家属

委员会的领导工作。此外，还有一大批

为了支持西迁，而放弃华东地区优越工

作条件，调入西安市普通工作岗位者，如

胃肠镜专家黄宗心、妇产科专家董宝芹

（林巧稚教授的研究生）、通讯技术及信

号处理有重大贡献专家冯若渠（1983年

荣获全国“三八”红旗手）等。

二、作为中国第一代知识女性群体的西

迁巾帼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中华民族

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中国共产党领导

中华儿女实现的开天辟地的伟大壮举，

为历经旧社会重重磨难的每个个体、家

庭注入了坚不可摧的强心剂，特别是抗

美援朝的胜利、国民经济五年建设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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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施和“三大改造”的迅速完成，让人

民群众更加坚定了对人民当家作主美好

生活的期待和为此奋斗的信念。“参军参

干”，参加东北工业基地建设，参加欣欣

向荣的社会主义建设，坚持“祖国哪里需

要就去哪里”是新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的

主导风尚，社会生产各领域的一大批杰

出的女性劳动模范涌现而出。作为新中

国第一代知识女性的代表，是奉献报国

女性群体的典型。应党中央“建设大西

北”战略部署，她们不甘落后、开放进取，

奋不顾身投入支援西北建设的巨大洪

流，用数十年的坚守创新、无私奉献不仅

成就了家和事业兴和西北文化经济大发

展，也是西迁群体中一道靓丽风景线，也

是最美创业群体中不可或缺的力量。遍

览西迁巾帼史料，西迁巾帼群体具有以

下特点：

1.生于富庶之地，较早接受新文化、

有独立思想。西迁巾帼多出生于 20 世

纪二三十年代的开明地主、职员或中小

资产阶级家庭。出生地以华东地区（特

别是江浙沪一带）为主，多在沿江沿海口

岸接受新式中小学教育，较早接触了新

文化、新思想。受环境影响，她们视野相

对宽阔，思想相对开放、包容，个性相对

独立，勇于接受新事物，追求新生活，具

有较强的冒险精神。这些特点在绝大多

数西迁巾帼群体身上都有体现，不论任

教交大的女教师和解放前加入共产党的

女干部，即使一般的随迁家属也是如

此。如曹蔚清（西迁教授庄懋年之妻，任

交大附中副校长）、何友冰（西迁教授吴

励坚之妻，交大附中普通教师）在资料中

详细回顾了西迁之前各自辗转多地的读

书“进取”经历。一方面在学业上，她们

顽强不屈，克服自然、社会等客观不利因

素，努力完成高等教育学业。如曹蔚清，

边工作边读书，8 年才艰难完成大学学

业。一方面，她们追求进步，在中学起即

主动接受抗战、民主思想文化，参与社会

民主运动。如何友冰在福州中学读书期

间即参加“小小剧团”，在乡间演出抗日

话剧，传唱《救亡进行曲》等革命歌曲；此

外，她们还努力完成学业之时，还把家庭

重担扛在身上，支持姊妹读书进步。

2.历经民族苦难，具有明确的民主

革命意识和社会责任担当。西迁巾帼中

年龄最长者出生于1909年（吴文华），年

纪最轻者生于1939年（潘德慈），大多数

出生于1917年至1935年之间，艰苦卓绝

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是她们共同的

经历，民族的悲惨遭遇和家境的诸多变

故是她们一生永远无法抹掉的记忆，也

是她们勇敢走出家门，积极服务社会，自

强不息，争取上进，寻求救国自强之路的

重要原动力。面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

特别是对中国普通民众的屠戮，她们虽

不免有些恐惧，但没有逃避苟延残喘，而

是积极寻求救亡道路，并最终走向以科

学技术强身，救国救民的道路。如参加

过新中国第一代计算机研制工作的于怡

元教授，即为学习无线电科学技术，于

1940 年考入交通大学。抗战的胜利未

能换来中国真正的独立，反而令民众置

身于水深火热的沉痛社会现实，让她们

深刻认识到，反抗国民党政府当局的黑

暗统治和为民主独立国家斗争是每个人

的强烈使命。虽为女性，但民主、革命精

神与实践毫不逊色于男士，她们自觉投

身于共产党领导的白色统治区的民主革

命运动，成为第二条战线的重要力量。

如西迁时任教学法科科长的屠善洁，她

于1947年加入青年会（地下党的围绕组

织），并参加了反抗国民党的系列民主运

动。在此过程中，她们进一步认识到中

国共产党才是国家未来的希望，从而坚

定了听党指挥跟党走的政治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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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接受系统新式教育，具有较高文

化知识和业务素养。高等学校是高级

知识分子的集聚地，即使在管理、服务

等领域，西迁巾帼也多为高中以上文化

水平，就此而言，西迁巾帼是当之无愧

的知识分子群体。巾帼创业史料可印

证这一点，即使身处于旧时代，她们大

都接受过相对系统的新式教育。教师

自不必说，解放前入职者大多毕业于交

通大学、中央大学、浙江大学等，这些学

校是解放前国内高等工程教育人才培

养的重镇，毕业生的业务知识和专业素

养可谓国内一流。解放后入职者新增

了中国人大、哈尔滨工业大学、清华大

学、南京工学院、重庆大学和北京钢铁

学院等国内重点高校。其中多位是 20

世纪五十年代毕业的研究生，如俞察

（1955 年 中 国 人 大 研 究 生）、刘 静 华

（1956 年哈尔滨工大研究生）、吴南屏

（1956 年交大研究生）、袁梅珍（1957 年

清华研究生）、李光琦（1957年交大研究

生）、宋雅莼（1957年中国人大研究生）；

另有多位教师曾于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

赴苏联从事尖端专业技术学习进修，如

张端、曹婉真、屠善洁、王桂芹、孙漪

等。就管理水平、业务素养而言，党政

管理和实验室技术部门干部也各有专

长。如组织部长王宣，曾在延安中国女

子大学、中央党校学习、马列学院等学

习深造，并在东北教育部历练。财务科

段淑琴（曾在华东公安部担任会计工

作）、龚宝珣（毕业于唐山铁道学院）、王

柔春（毕业于无锡会计专科学校）；中小

学教师，包括幼儿园教师，也多为大学

或相关专业专科毕业，业务水平更是代

表了江浙一带优秀标准。如附中副校

长曹蔚清（1956 年荣获江苏省优秀教

师）、教导主任熊淑薇（1959年作为教育

界代表参加全国教育群英会）、附小余

又君（曾获上海市优秀讲师称号）等。

西迁巾帼生于江浙，于20世纪三四

十年代启蒙成长于代物阜民丰、思想开

放的沿海沿江口岸，接受了新科学文化

知识和民主思想。国家备受欺凌、家庭

中道破落、个人生活艰辛尊严缺失，是

她们挥之不去的青春记忆。在救国图

存的民主革命大潮中，她们萌发了初步

的社会共同体意识与社会参与感，完成

了系统的专业教育，在社会主义建设时

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她们明确了建

设新家园，必须建设新中国的奋斗道

路。

三、舍小家、为大家是西迁巾帼群体价

值的新标度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西迁精神

的核心是爱国主义，精髓是听党指挥跟

党走，与党和国家、与民族和人民同呼

吸、共命运，具有深刻现实意义和历史

意义。”作为西迁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西迁巾帼群体为西迁及创业作出了不

可磨灭的贡献，无论在学校、在家庭，还

是在社会上，她们用特有的担当与作为

诠释了新中国第一代知识女性的“半边

天”风采，她们以服务国家需要为切要，

以家庭建设为基础，以个人立业奉献为

核心承载，把国、家和个人三者有机融

为社会主义建设大集体，从根本上改变

了传统社会以“人口生产”来标度妇女

价值的历史，树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巾

帼群体价值的精神新标度。这种新标

度，可从下列三个维度来理解。

1.家国精神。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妇

女解放与中华民族的独立富强存在表

里关系，妇女解放在根本上服务于中华

民族解放。这一逻辑贯穿于中国革命

建设始终，甚至改革开放新时期，只是

阶段不同，各有侧重，但国家和民族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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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或隐都是基础和前提。这种关系可

以用李泽厚先生的“启蒙与救亡”的辩

证法来理解。诚如许多学者所言，解放

前的女性解放选择的是“破家立国”之

路，希望走出家庭（封建纲常或家庭伦

理）之牢笼；西迁巾帼的解放则截然不

同，她们实践的是“立国由家”“佑家强

国”之路，此即我们常说的“舍小家，为

大家”。“小家”之舍，绝非舍弃不顾，而

是居于价值之次位，具体建设之基础。

“大家”之为，是价值之主位，根本服务

之目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西迁巾

帼进一步走出家门，服务于新中国、新

社会建设，争当行业能手，争做劳动模

范，在西北大开发中发挥了“半边天”的

作用，不仅成就了巾帼的主体价值，也

服务了国家发展。家庭建设，无论相濡

以沫、白头偕老的夫妻爱情，还是相夫

教子、孝老育幼、维系亲情的家风传承，

是西迁巾帼史料呈现的一个重要主

题。家庭建设的主题是革命，如新社会

的夫唱妇随（实为志同道合式的尊重和

彼此支持，相互成就），身先示范的“行

教”家风，不胜枚举。于此，“小家”与

“大家”之建设，真正实现了情感、实践

上统一。这一点也在国内学者也有共

识：新中国成立后，“党的集中领导和国

家的统一计划下，公与私、社会与家庭、

国家与社会具有高度一体化的特点”。

2.创业精神。创业精神是新中国女

性群体精神价值的核心所在，也是区别

于旧社会女性价值的关键。正如马克

思所言，人之有别于动物的本质是劳

动，与高级类人动物的活动不同，人的

劳动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任何时代

女性的解放绝非纯粹的文学艺术或政

治倡导的自由与平等，经济的独立等之

类的口号或形式符号，而是革命的具体

的实践，后者才是妇女解放独立的真正

基础。恩格斯曾指出：“只要妇女仍然

被排除于社会的生产劳动之外而只限

于从事家庭的私人劳动，那么妇女的解

放，妇女同男子的平等，现在和将来都

是不可能的。妇女的解放，只有在妇女

大量地、社会规模地参加生产，而家务

劳动只占她们极少的工夫的时候，才有

可能。”[10]社会角色的重构是西迁巾帼群

体所有角色中的首要，而核心就是创

业，是做一个革命的螺丝钉或一块砖，

为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这种精神

是西迁巾帼克服重重艰难，在艰苦的大

西北立下一番伟大事业的共同精神动

力，而该群体所独具的独立进取、开放

包容和相对系统知识素养及业务技能

则是其必要的文化基础。在巾帼史料

中，可以清晰地见证这一点，搬迁所致

的职业变动和条件弱化，根本没有阻挡

她们的创业热情，即使家中主妇，也甘

愿在西迁家属环境中做一点利于稳定

学校和团结发展的事。西迁巾帼们的

自立敬业、严谨精致、进取立业的精神，

成就了建国成立以来最美的奋斗者集

体荣誉——“西迁人”，她们无愧于新中

国女性的典范。

3.奉献精神。奉献精神既是中国传

统文化，也是新中国女性精神的宝贵传

承。正如劳动有体力与脑力之别一样，

同样也有男女之别，这是自然进化之

理，也是社会分工的必然产物。男女生

理、心理和身体等各方面的差异，影响

到了性别之间在社会、家庭、事业的作

用定位之分殊，但正如革命事业无贵

贱，只是分工不同，性别在新中国社会

主义建设中亦如此。“男性以社会为主，

妇女以家庭为主”虽是约定俗成，如建

国后大政方针中倡导妇女“当好实现四

个现代化的后勤兵，精心培育革命的后

代，用社会主义思想处理好婚姻家庭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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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但此并未影响到西迁巾帼的自立

创业和社会贡献，反而激励她们为家庭

建设、为男性创业等作出的非同一般的

奉献。这种奉献者的角色不仅深刻影

响了子女发展，同时更得到了家庭之男

性的赞同，认为女性才是西迁及家庭建

设的最大贡献者。巾帼群体之社会身

份和私人身份在此实现了一体化。这

一点在巾帼史料中有诸多体现，在西迁

人创业的重大节点，巾帼们的包容、坚

韧、刚强、执著个性，使她们发挥了重要

的有机粘合剂和完美保障者的角色，不

仅成就了爱人及自己的事业，而且维护

了和谐温馨的家庭，服务了国家建设大

局。

西迁巾帼精神形成于特殊的社会

历史阶段，对于国家建设和社会主义发

展，以及个人价值贡献都发挥了重要的

作用。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新征程今日，重温和弘扬西迁巾帼精

神同样意义深远，不论对于今日纠偏后

现代女性主义的诸多问题，还是重塑新

时代新女性，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都具有非同一般的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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