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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女性·身体
———胶东乳娘精神价值意蕴及成因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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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胶东乳娘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期间,胶东妇女为了让参加革命工作的妇女干部解除孩

子无人照看之忧,用自己甘甜的乳汁哺育革命后代的一个特殊群体。 乳娘们将照看的乳儿视如己出,不是亲

生胜亲生。 她们共同铸就了忠心向党、爱党爱军、大爱无疆、无私奉献、诚信守诺、以命相助的胶东乳娘精神。
乳娘精神的形成,与胶东特有的地域文化、残酷的战争环境、蓬勃发展的胶东妇女运动、胶东育儿所较完善的

管理制度有着密切的联系。 乳娘精神体现了群众与党和人民军队生死与共、守望相助的血肉联系,这也是中

国共产党发展壮大和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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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日战争时期,多数儿童或因父母参加抗战

工作、或因丧失父母而失去看护,儿童保育运动由

此在全国推广。 1940 年以后,随着胶东抗日队伍

的不断壮大,部队和地方的女同志越来越多,但因

战争环境恶劣,她们生育的孩子却无法带养,被迫

将孩子送回老家或送给群众抚养。 因条件艰苦又

缺医少药,许多孩子不幸夭折,这给参加革命工作

的孩子父母造成极大的痛苦。 为了解除他们的后

顾之忧,保证革命后代的健康成长,胶东区党委和

胶东妇联决定筹办战时托儿所,这样胶东育儿所

便应运而生。 胶东育儿所从 1941 年 11 月开始筹

办,历经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 至 1952
年 7 月根据胶东行署指示,胶东育儿所完成历史

使命,除少数工作人员调离外,其余全部同孩子一

起移交给乳山县,改名为乳山县育儿所。 1955 年

8 月,乳山县育儿所撤销。
胶东育儿所的保育人员,除了所部的工作人

员如所长、医务人员、会计、巡视员、事务长和炊

事员外,还有相当数量的保育员群体。 保育员

又分为脱产和不脱产的。 脱产的保育员主要负

责抚育、照看孩子,她们大多是受进步思想影响

参加革命,或是因逃婚、受虐待而投身革命的妇

女[1]153。 不脱产的保育员主要是当地的身体健

康、思想进步的农村妇女,她们或是正处于哺乳

期或是自己的婴孩不幸夭折,她们用自己的乳

汁哺育革命后代,又被称为“乳娘”。 由于育儿

所当时收养的孩子很多都是襁褓中的婴儿,有
的出生还不到一个月,在艰苦的战争年代,最切

实可行的办法就是为婴儿寻找有奶水的 “乳

娘”。 为了适应当时的战争环境和沟通乳儿与

乳娘的感情,孩子直称乳娘为“妈妈”,并随乳娘

分散在各个村庄居住。
目前学界关于“乳娘”的研究大多聚焦于舞

台艺术研究。 2018 年 6 月舞剧《乳娘》在山东省

会大剧院首演成功继之在全国巡演,胶东乳娘

的事迹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围绕舞剧《乳娘》
的艺术创作形成了一系列论文,如从现象学、接
受美学和当代视角等角度为革命历史题材舞剧

的编创提供理论支持①。 也有从思想政治教育

和学生工作角度谈《乳娘》表演实践课的效果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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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全面深入探讨何为“乳娘精神”的价值意

蕴,以及为何在胶东地区会形成“乳娘精神”,目
前的学术研究还付之阙如,本文试对此作一研

究尝试。

　 　 一、胶东乳娘精神的价值意蕴

在革命战争年代,胶东育儿所的 300 多名乳

娘和保育员抚育了 1223 名革命后代,其中抗日

战争时期,胶东育儿所先后养育了 200 多个八

路军的孩子。 由于战乱和保密工作需要,乳娘

们在接收孩子时,并不知道孩子父母的真实姓

名和身份,只知道孩子们的父母在前线抗击日

军,为革命抛家舍业。 其中有的孩子的父母还

是八路军的高级将领和党政高级干部,如时任

胶东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时任抗大一分校胶东

支校校长的聂凤智、时任胶东区行政主任公署

主任王文、时任胶东妇女抗日救国会联合会副

会长的曲韶华、时任胶东区东海军分区政委的

梁辑卿,等等[2]239,[3]167。
乳娘们深明大义,为了让前线的将士没有后

顾之忧,奋勇杀敌,她们以自己特殊的方式表达

对抗战的支持。 她们将乳儿视如己出,用自己

甘甜的乳汁、超越亲情的母爱,为这场保家卫国

的民族战争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胶东乳娘并不是一个人,她们是一个群体,

乳娘群体品德高尚,艰难困苦时对乳儿呵护有

加;病魔危险面前她们挺身而出;在孩子父母来

寻时又忍痛割爱;为了保密需要,对曾经的经历

却守口如瓶,从不夸耀。 在胶东乳娘身上人性

之善得到了完美体现,体现了胶东人民的大美

人性。 胶东乳娘的精神我们可以归纳为如下几

点。
1. 忠心向党、爱党爱军。 乳娘群体大都是

文化层次不高的农村妇女,但她们却有着很高

的政治觉悟,宁肯舍弃自己的孩子也要救护八

路军的孩子,宁肯牺牲自己也要保住八路军指

战员的后代。 她们为什么能做出如此壮举? 因

为乳娘们明白一个道理:被她们抚养的乳儿的

亲生父母狠心撇下亲骨肉,都是为了老百姓、为
了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 乳娘宫元花曾说:
“孩子的父母在前线打日本鬼子,咱给人家看好

孩子也是为抗日出力。” [1]159 这正是乳娘们朴素

而真挚的革命观的体现。 在 1942 年 11 月日军

对胶东抗日根据地进行拉网合围式大“扫荡”
时,宫元花和另一位乳娘李玉华没有仅顾自己

突围,为了保护乳儿福勇,她们藏身在天寒地冻

的深山野外,因天气寒冷害怕冻坏孩子,把孩子

装在自己宽大的棉袄里温暖着,她们二人面对

面相拥而坐,把孩子夹在中间,用自己的体温温

暖着孩子,即使孩子在棉裤腰里屙屎撒尿,她们

也不在意。 她们从白天坚持到夜晚,又从夜晚

熬到天明,直到日军扫荡结束。 两人的腿都冻

麻了,走路都不会走了,而乳儿却安然无恙。 是

怎样的毅力支撑着她们熬过这寒冷凶险的漫漫

长夜? 没有对人民军队、对中国共产党深深的

热爱和忠诚,是很难做到的。 用宫元花自己的

话说:“八路军是咱们的大恩人,他们为咱杀敌

流血,甚至豁上命,不能让他们流血流汗再伤

心。 他们的孩子就是咱自己的孩子,一定要把

他们好好养大。” [2]232

为了打败侵略者获得民族解放,前方军队和

后方百姓紧密形成命运共同体,正是共同的革

命目标和理想信念,让乳娘们发自肺腑地爱党

爱军爱乳儿。
2. 大爱无疆、无私奉献。 胶东乳娘们在接

收育儿所托付的乳儿时,自己身边就有嗷嗷待

哺的亲生婴孩,在物资奇缺的战争年代,乳娘的

奶水往往仅够一个婴儿吃,在亲生的骨肉和收

养的孩子之间,乳娘们选择了把甘甜的乳汁留

给“别人家”的孩子。 甚至在面临生死的危急关

头,她们还是把生的希望留给了育儿所的孩子,
不惜搭上自己孩子的性命。 初连英抱养爱国

时,自己最小的孩子也正在哺乳期,为了不让自

己的孩子争奶吃,她每次总先用芋头喂饱自己

的孩子,把珍贵的奶水留给爱国,后来干脆忍痛

给自己的孩子断了奶。 之后两个婴孩不到一岁

时,先后感染了天花,在当时这是致死率很高的

传染病,初连英带着乳儿爱国四处求医,直到爱

国完全恢复后,才领着自己的孩子去看病。 姜

明真先后收养过四个八路军子女,没有一个伤

亡,而自己六个孩子却因战乱、饥荒夭折了四

个。 哪个孩子不是母亲的心头肉? 哪个妈妈不

疼爱自己的儿女? 乳娘们这种超越亲情的人间

大爱,背后的支撑力量是什么? 用乳娘初连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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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话说:“小爱国(乳儿名)的爹娘为咱打鬼子连

孩子都不要,咱孩子多,舍上一个又有啥?” [2]233

像姜明真这样为了保住育儿所的孩子,而不惜

舍上自己孩子的胶东乳娘,并不在少数,她们遍

布育儿所周边几十个村庄。 她们身上展现的无

疆大爱、无私奉献的品质铸就了一座精神丰碑。
3. 诚信守诺、以命相助。 乳娘们从育儿所

手中接过乳儿时,接过来的是一份责任,更是一

份信任。 为了践行这份承诺,她们不惜用生命

来兑现。 乳娘矫曰志抱养乳儿生儿时,自己还

在坐月子,她宁可让自己儿子饿得嗷嗷哭,也要

让生儿吃饱。 生儿老爱哭闹,经诊断发现患有

严重贫血,需要立即输血治疗。 矫曰志当即输

血 20 毫升,连续输血 20 多天,生儿才明显有好

转,而她本就虚弱的身体经常输完血就躺在炕

上昏睡,最多一次一连昏睡三四天。 矫曰志献

了乳汁献鲜血,以命保命,无怨无悔,因为她觉

得“要对得起生儿父母,更要对得住自己的良

心” [3]141。
1942 年冬日军对马石山地区实施包围扫

荡,育儿所的乳娘们和 20 多个乳儿被“扫荡”的
敌人赶进了包围圈。 危急关头,乳娘们表示:宁
可牺牲自己,也要保住孩子,立下了“人在孩子

在”的誓言[3]144。 正当乳娘们焦急万分之时,恰
逢山上八路军战士掩护群众突围,根据地群众

也施以援手,将乳娘和孩子们围在中间,乳娘们

抱着孩子随人群冲出了包围圈,孩子们全部脱

险,但保育员张敬芝却不幸牺牲。 在这次历时

一个多月的日军大“扫荡”中,日军制造了“马石

山惨案”,仅马石山就有 500 多名军民被日军残

杀,但育儿所的孩子们却无一伤亡,这不能不说

是一个奇迹,而创造奇迹的正是马石山突围乳

娘群体,她们用生命呵护乳儿,践行了“人在孩

子在”的铮铮誓言。
在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乳娘们将乳儿视如

己出,不是亲生胜亲生,上文中提到的事迹并不

是个别乳娘的典型事迹,而是胶东乳娘的群体

式表现。 据乳山当地有关部门的调查采访,有
名可考的乳娘有 127 人①,更多的乳娘因为保密

工作需要以及年代久远,她们的名字已无人知

晓。 但乳娘们舍弃亲生保乳儿;亲儿只能喝糊

糊,奶水留给乳儿吃;乳儿交回亲爹娘,乳娘难

掩相思痛;乳儿堪比亲生儿,生儿再唤乳儿名

……这样的事迹却比比皆是。 她们共同铸就了

忠心向党、爱党爱军、大爱无疆、无私奉献、诚信

守诺、以命相助的可歌可泣的胶东乳娘精神。

　 　 二、胶东乳娘精神的形成原因

胶东乳娘精神的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 这

一精神诞生在胶东地区,是与胶东地区特有的

革命传统有关。 乳娘精神主要在反抗日本侵略

和国民党压迫的战争环境中产生,与残酷的战

争有关。 乳娘群体的出现与胶东蓬勃发展的妇

女运动有直接的关系。 同时,胶东育儿所在实

践过程中也逐渐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制

度,乳娘属于育儿所不脱产的保育员,制度保障

无疑也是乳娘精神形成的重要因素。
(一)与胶东特有的革命传统相关

胶东系山东省境内胶莱河以东地区,包括烟

台、威海的全部及青岛部分地区,是胶东半岛的

主体。 党组织开展活动较早,群众基础较好,属
于革命老区。 胶东地区的党团活动起始于 1921
年 7 月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之时,建立党的组织

则始于 1924 年。 1921 年秋,驻上海的中共中央

局根据原烟台海军学校学生李之龙介绍,派共

产党员邓中夏、王荷波来烟台了解情况,并同时

介绍烟台海军学校学生郭寿生加入中国社会主

义青年团,并指定其为烟台团组织的负责人。
至此,烟台开始有了团的组织。 1922 年春,中共

北京区执行委员会书记罗章龙根据王荷波的汇

报,来烟台海军学校视察团的活动并指导团的

工作。 1923 年郭寿生在南京鱼雷枪炮学校学习

期间,经王荷波、恽代英介绍,由中国社会主义

青年团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同年下半年

返回烟台。 至此,胶东有了第一个党员,郭寿生

入党后根据党的指示,开始在烟台全市建立团

的组织,成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烟台支部。
与此同时,郭寿生还同部分团员秘密组织了党

团外围组织“新海军社”。 1924 年烟台海军学

校学生叶守桢、曾万里经郭寿生介绍入党。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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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烟台已有共产党的小组 1 个,党员 3 人;团支

部 1 个,团员 10 余人[4]153-154。
之后整个胶东党组织呈现出一片星火燎原

的发展态势。 烟台市党组织先后派共产党员到

荣成、威海、蓬莱、福山、龙口等地开展党的工

作,发展党的组织。 随着党组织的发展,有必要

加强统一领导。 1931 年 2 月 15 日,中共山东省

委讨论通过的《山东省委工作计划大纲》中就指

出:“要加强对烟台工作的指导,整顿所属各县

工作,准备成立胶东特委,创建即墨、荣成、海
阳、栖霞等地党的特支。” [4]160 经过长期酝酿,
1933 年 3 月中共胶东特委在牟平县刘伶庄成

立,张静源任书记。 从此,整个胶东的党组织有

了统一的领导机构。 1935 年 11 月 29 日(农历

十一月四日)中共胶东特委领导发动了著名的

“一一·四”武装暴动之后,暴动东路突围的 30
余人成立昆嵛山红军游击队,后来参加了 1937
年 12 月天福山抗日武装起义,成为胶东抗日的

骨干力量。 天福山起义成立了山东人民抗日救

国军第三军(简称“三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

的第一支胶东人民抗日武装,揭开了胶东人民

武装抗日的序幕。
1939-1940 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胶东区

政权建设有了很大发展,抗日根据地进一步扩

大。 1941 年 2 月 6 日胶东区行政联合办事处在

栖霞县成立,将胶东区划分为东海、北海、西海、
南海四个行政区。 1942 年 6 月遵照山东省战时

工作推行委员会发布的《关于全省行政区域划

分的决定》,成立“胶东区行政主任公署”。 1944
年 4 月 1 日又改为“山东省胶东区行政公署”,
下辖东海、北海、西海、南海四个行政督察专员

公署。
胶东育儿所正是在胶东抗日根据地和武装

力量壮大的基础上建立的。 1941 年 11 月胶东

区党委和胶东妇联联合在荣成县岳家村筹建胶

东医院育儿所,后搬到沟曹家村。 1942 年 4 -5
月因敌人频繁“扫荡”,育儿所迁到牟海县(现乳

山市)的东凤凰崖村,9 月又迁至牟海县的田家

村,直到抗战胜利。 1946 年 2 月曾将稍大的孩

子短暂迁往莱阳,但由于内战的扩大,1946 年秋

育儿所全部工作人员和孩子们又搬回田家村,
直到 1948 年春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育儿所搬

到离乳山县城较近的腾甲庄村,1952 年移交给

乳山县,改名为乳山县育儿所。
从胶东育儿所存在的十余年历史我们可以

看出,育儿所大部分开办地点在胶东区的牟海

县(乳山县)。 为何能在此常驻下去? 这当然与

乳山这片红色热土有关。 这一地区被日军视为

“危险之地”,盘踞在这一带的国民党反共顽固

派称之为“赤色之地” [2]135。 其实牟海县的成立

也正是体现了这片红色区域的重要性。
随着抗日战争的深入,1941 年 2 月胶东区

委决定在牟平县南部、海阳县东部的牟海边区

建立一个新的实体县,取牟平、海阳两县名的首

字命名为牟海县。 1945 年 1 月更名乳山县。 这

一地区群众革命基础较好,胶东党政军机关、学
校、兵工厂、医院和制药厂、北海银行制版印钞

厂等机构常在这一带活动。 胶东育儿所的乳娘

主要来自牟海县山区田家、东凤凰崖一带五六

十个村。
乳山人民有着忠厚淳朴、爱憎分明、追求进

步、勇于斗争的光荣传统。 从历史文化传统来

看,乳山境内能出现如此众多的红色乳娘群体

也不是偶然。 乳山县名因境内耸立于乳山口湾

南岸浑圆挺拔、顶峰凸起、状如母乳的大乳山而

得名,此地有“母爱千年大乳山”之称,“母爱文

化”盛行。 同时,作为革命老区,乳山是抗战初

期共产党划定的县级红色区域,是胶东全境解

放最早的县,是胶东抗日根据地的腹地,红色乳

娘在这片土地产生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二)与残酷的战争环境相连

胶东育儿所成立于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乳
娘精神正是在反抗日本侵略和国民党压迫的战

争环境中产生的。
1938 年 2 月 3 日日本海军陆战队登陆烟

台,5 日攻占牟平,几天内胶东大片国土便沦入

敌手。 日军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 日

军的暴行也激起了胶东人民无比愤慨,抗击日

寇、保家卫国的怒火如火山般迸发。
胶东半岛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它三面环海,

一面沟通冀鲁平原,水陆交通便捷,物产富庶,
自然条件得天独厚。 在日军的对华战略中,一
直将胶东作为往来海上与华北之间的重要通道

和“以战养战”的补给基地之一。 但胶东人民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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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抗日,抗日游击战蓬勃开展,对日军运送人员

和物资的通道安全形成威胁,所以胶东半岛也

成为日军频繁进犯的重要目标。
为消灭胶东地区抗日力量,恢复胶东半岛一

带的治安,确保青岛、烟台间的道路畅通,日军

于 1942 年冬天开展了残酷的拉网合围式大“扫
荡”。 此次“扫荡”日军采取“梳篦”战术平推进

逼,白天无山不搜,无村不梳,所到之处,烧杀抢

奸,连孩子也不放过。 据敌伪一个营长的日记

所载:“两万之众,用蜘蛛网式之配备,大举扫荡

全鲁东,每日二十里,所到之处席卷一空,妇女

为之奸,壮丁为之捆,东西为之光……” [2]183 此

记载正是日伪军野蛮行径的有力佐证。
为争取反“扫荡”斗争的胜利,中共胶东区

委、胶东区行政主任公署和胶东军区决定,由胶

东区公安局和警卫连为主组成“胶东区战时戒

严指挥部”,在中心根据地组织和领导群众坚持

反“扫荡”。 为解救身陷包围圈的人民群众脱离

险境,在马石山突围战中涌现出多个八路军英

雄群体。 如胶东区公安局警卫连指导员王殿元

率领的十八勇士先后往返包围圈 7 次,令 1000
多名老百姓突围脱险而免遭屠杀。 还有八路军

胶东军区第 5 旅 13 团 3 营 7 连 6 班 10 名战士,
往返包围圈四次,掩护近千名群众突围。 马石

山十八勇士、十勇士最后全部壮烈牺牲。
日伪军这次历时 40 多天的“拉网扫荡”并

未达到彻底消灭胶东地区八路军主力部队及胶

东党政机关的目的,在这次反“扫荡”作战中,胶
东军民共歼敌 2000 余人,但也付出不小代价:
胶东军区部队减员 2000 余人,民兵和群众被害

1183 人,群众被抓 8675 人[2]195。 马石山惨案让

群众看到了日军的凶残,马石山上的八路军勇

士们舍生忘死掩护老百姓突围的壮举,也让人

民群众更感念八路军的恩情。 八路军以命救百

姓,而在这次反扫荡中,胶东育儿所的孩子们无

一伤亡,这也正是乳娘们报答八路军救命之恩

的具体体现。 她们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背
着孩子翻山越岭与敌周旋,践行“人在孩子在”
的誓言,一定要保护好八路军后代,不能被敌人

杀绝了根,“要像八路军保护咱穷人那样,保护

小八路” [1]175。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坚持独裁,发动了全面

内战。 1947 年 8 月下旬,国民党军沿胶济铁路

东段的潍县至胶县地区集结完毕,九月初即倾

其全力大举进犯胶东。 伴随国民党军队进犯的

还有地主恶霸还乡团,他们对革命干部、翻身农

民进行疯狂的阶级报复,反攻倒算,凶残毒辣,
“刀铡、水淹、开水烫、火烧、绞刑、刀子割、断肢、
活埋、剖腹挖心、用烧红的铁锅烙烤……种种酷

刑无所不用其极” [5]486。 莱阳的还乡团 3 个月

杀死干部群众 3000 多人,连两岁的孩子都不放

过。 为了保卫抗战胜利果实,粉碎敌人进攻,胶
东区党委决定进一步发动群众、武装群众,配合

华东野战军主力部队狠狠打击敌人的嚣张气

焰。 胶东育儿所也从莱阳迁回田家村,孩子们

也被疏散安置在周围村庄的群众家里,与乳娘

一起 生 活, 过 着 与 抗 战 时 期 大 同 小 异 的 生

活[3]28。
人民军队爱民,老百姓也以命相助,乳娘精

神正是在血与火的战争环境中,人民群众与人

民军队建立的浓浓的军民鱼水情中形成的。
(三)与蓬勃发展的胶东妇女运动相涉

胶东育儿所是胶东区党委联合胶东妇联筹

办,目的是解决参加革命工作妇女的子女抚养

问题。 乳娘群体的出现与胶东地区蓬勃发展的

妇女运动有直接的关系。
毛泽东在 1939 年 7 月 20 日中国女子大学

开学典礼上曾说到:“假如中国没有占半数的妇

女的觉醒,中国抗战是不会胜利的。” [6]7 妇女是

推动社会发展和进步的重要力量,长久以来由

于受封建礼教的束缚,广大妇女不仅没有社会

地位,更谈不上发挥她们的力量。 中国共产党

将马克思主义的妇女解放理论运用到中国革命

实践中,号召妇女到社会中来,将实现妇女自身

解放与民族解放、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结合起来,
让深受“三座大山”压迫的妇女焕发出蓬勃力

量。
胶东自古以来是文化比较发达的地方,妇女

一般比较开通,容易接受革命道理。 随着抗战

形势的不断发展,许多追求进步的女青年投身

革命,还有一些反对封建包办婚姻、不堪忍受虐

待的妇女也冲破家庭的阻挠参加抗日队伍。
要发挥妇女参加革命的力量,首先必须成立

妇女自己的组织。 妇女救国会是抗日根据地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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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广泛参加的主要组织,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

下以农村妇女为主体的各阶层妇女参加的反对

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压迫、争取自身解放的

统一战线组织。 山东省妇女联合总会规定:县
以下称县、乡、村妇救会,专区以上称妇女救国

联合会。 胶东的妇女组织是自下而上成立的,
先有村级组织,每村有三个妇女参加抗日活动

就可以成立小组,有三个小组就可以成立村妇

救会。 1938 年 3 月在牟平凤凰崖村(今属乳山

市)成立了胶东第一个村妇救会。 1939 年 9 月

10 日,胶东妇女抗日救国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在

莱阳县召开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

胶东妇女抗日救国联合会,胶东 400 万妇女有

了自己的组织。
胶东妇联成立后,各县区妇联也相继成立。

妇联组织的主要任务是培养基层妇女干部,发
展妇救会员,发动广大妇女群众进行抗日斗争。
在当时农村,根据地村村都有妇救会,妇救会已

成为一个庞大的群众组织,唤起了数百万妇女

的觉醒。 正如 1939 年 4 月《妇女救国会宣传大

纲》提出的口号:“每一个不愿做亡国奴的妇女

都要参加到妇救会去! 为保卫生命财产田园土

地都要参加到妇救会去!” [7]26

为动员妇女参加抗日活动,根据地抗日民主

政府非常重视对妇女群众进行文化教育,通过

组织识字班、上夜校、冬学等方式进行。 据 1940
年《大众报》报道,蓬莱、黄县、掖县、栖霞共有妇

女识字班 1329 处,受教育者达 42637 人。 到

1949 年 9 月,全胶东有妇女识字班 3350 多处,
学员 10 万余名[1]31。 识字班在启蒙妇女思想、
宣传抗日形势和党的政策,组织妇女开展抗日、
拥军支前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参加识字班

的妇女也更加积极地加入妇救会,识字班成为

妇救会员的活动阵地。
胶东育儿所的工作也是依托妇救会组织与

村委组织开展起来的,通过宣传教育和思想动

员,各村妇救会从兴办育儿所的战略意义高度,
认识到组织发动妇女做好育儿工作的重要性和

严肃性。 然后由妇救会到周围村子寻找合适的

乳娘,妇救会在其中起到了联系群众的承上启

下的作用,而且很多妇救会会长也是育儿所的

乳娘。

乳娘们都是选拔出来的,有较高的政治觉悟

和责任感,她们把抚育革命后代当成义不容辞

的职责和无上的光荣,待乳儿如亲骨肉,精心照

料,在艰苦的战争年代育儿所孩子的致死率是

极低的,大约只有 1． 74% [3]26。 受到革命思想教

育的乳娘们将照顾乳儿当成事业来做,“前方的

同志在打鬼子,留下孩子让我们抚养,把孩子养

好就是对革命做贡献,就是支援前线” [1]155,这
种认识的形成恰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妇女运

动取得的卓越成绩的体现。
(四)与胶东育儿所较完善的管理制度相干

1949 年中共胶东区党委对胶东育儿所的工

作给予了充分肯定,提到:“胶东保育工作在长

期战争环境中是做出突出的成绩的。 特别是育

儿所之创办,使大批革命干部的子女获得了适

当的安置和抚养,并推动了社会保育事业,开展

了社会卫生工作,儿童的死亡率不断减少”①。
胶东育儿所取得的成绩与其在实践过程中逐渐

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有着密切的关

系。
1. 巡视制度。 育儿所设有专门的巡视组,

负责到周边村庄巡视乳娘带养孩子情况,及时

发供给、治疗疾病,发现问题及时解决,还负责

向群众进行宣传教育,做好调查聘请新乳娘的

工作。 当时孩子经常居住的村庄有五十多个,
尽管居住分散,为了保证孩子们的安全,育儿所

还是规定每半月进行一次检查,每次巡视都要

行程百里以上,且全是崎岖的山路,每次检查都

不遗漏一个村庄、一个孩子。 为了保证孩子们

的健康成长,在饮食方面,要求乳娘做到饮食要

卫生、有营养、易消化、定时定量。 卫生方面:春
秋季节每隔三天给孩子洗一次澡,夏天一天洗

一次或数次,冬天七天至十天洗一次澡。 孩子

的衣服平时三天洗一次,夏天一天洗一次,绝对

不允许孩子喝生水[3]13。
每次反“扫荡”过后,所里将各地孩子和乳

娘调来育儿所分批住、做检查(即体格检查和对

乳娘进行思想教育等),时间可长可短,以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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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教育为主,调动乳娘的积极性。 因此,每次

敌人“扫荡”过后,都要集中一次,会后再由巡视

员到乳娘住处深入了解,所以当时乳娘的积极

性普遍较高。 每到敌人大“扫荡”时,育儿所的

医生和巡视员等一律有计划地分配下去,到老

百姓的乳娘中去,这样可以鼓励、帮助乳娘更好

地保护孩子[3]53。
2. 物资保障。 在艰苦的战争年代,粮食供

应非常困难,老百姓日子过得也很苦,1944 年育

儿所每月给乳娘发粗粮 60 斤(乳娘的口粮及喂

养孩子的报酬),乳儿的供应按年龄大小分别发

给细粮 18 斤、20 斤、22 斤。 还给孩子发烧草,
孩子的菜金包括在粮草里。 孩子的衣服每年发

两季,春季发单衣,冬季发棉衣(布和棉花发给

乳娘做) [3]78。 尽管有一定的物资保障,但动荡

时期物资有时也会发放不及时,乳娘也总会把

家里最好的留给乳儿。
3. 精神激励。 乳娘们对育儿工作都是有热

心且对革命有认识的,再加以能够得到及时的

指导和教育,所以她们在抚养乳儿时都是极为

热忱而负责的。 特别是在日军对马石山为重点

的拉网大“扫荡”时,乳娘们费尽了心血,坚毅勇

敢、吃苦耐劳、机警敏捷,想尽了一切办法躲过

和骗过敌人的搜索与审讯,因而使得孩子们无

一伤亡。 为了表彰她们的英雄事迹,胶东区委

于 1944 年“儿童节”当天召开了一次婴儿健康

比赛大会,共有 12 位乳娘荣获“育儿模范”的光

荣称号[3]106,乳娘们不仅为自己的工作受到重视

而感到无上的光荣,也激发了乳娘群体们极大

的工作热情。

　 　 三、结语

提到战争,人们往往首先想到的是战场冲锋

陷阵的男性,其实女性也从未远离战争。 在艰

苦的抗日战争中,胶东地区有 100 多万妇女在

抗日战争中发挥了积极作用,经过战争、劳动、
学习的锻炼,被选为模范人物的有 1882 人,牺
牲的区以上的女干部 57 名。 在抗日战争和解

放战争中牺牲的女烈士共有 370 名[1]116,123。 广

大妇女在慰劳救护、努力生产、战地服务、救济

难民、保育儿童等工作方面都作出了巨大贡献。
毛泽东曾说过:“全国妇女起来之日,就是中国

革命胜利之时。” [7]8 中国共产党向来重视妇女

工作,在 1939 年中共中央妇委关于目前妇女运

动的指示信中,就指出:抗战建国大业,假使没

有占人口半数的妇女积极参加,成功是不可能

的。 而且看到了广大农村妇女工作的重要性,
指出:妇女工作范围,不能长期停留在知识妇女

方面,“应该向广大劳动妇女———目前尤其是广

大农村妇女中去进行艰苦繁杂的教育工作,动
员和组织工作” [8] 。 关于兵役问题、生产问题及

帮助军队和反对汉奸等问题的有效解决,离开

广大农村妇女的动员和组织也是不可能的。
胶东育儿所的乳娘们都是文化层次不高的

农村妇女,但她们能有崇高的革命觉悟,充分说

明了中国共产党妇女工作已深入开展到基层,
广大农村妇女也已充分的动员组织起来。 另

外,女性与战争的关系,相比较于男性的勇猛和

刚强,更多了一份女性的柔韧和慈爱,乳娘们用

自己甘甜的乳汁哺育革命后代,利用女性这一

独特的身体优势,奉献于革命,这是男性们所发

挥不了的作用。 黄金鳞在研究“苏维埃的革命

与身体”这一课题时,指出“革命对身体有启动、
引导与抑制”的作用。 同时“身体对革命也有牵

制和影响” [9]4。 胶东乳娘发挥自身身体优势服

务于战争,当然有革命的组织动员作用,但乳娘

们心甘情愿付出和奉献,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

孩子,则是乳娘自身有对战争、有对中国共产党

的深刻了解和高度认同,不是简单的动员工作

就可以完成的。
胶东是一片红色热土,乳娘精神正是胶东革

命精神最生动、最鲜活的写照,体现了战争年代

党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的鱼水深情、水乳交融

的血肉联系,也是中国共产党坚定走群众路线

和革命事业不断发展壮大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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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r, Women and Body: Research into the Implication and
Causes of Jiaodong Nanny Spiritual Value

ZHAO Feifei, HOU Fengyun

(School of Marxism, Ludong University, Yantai 264039, China)

Abstract: Jiaodong nannies were a special group who fed the revolutionary offsprings with their own sweet
milk during the periods of Anti-Japanese War and China’s War of Liberation in order to let the women cadres
participating in the revolution relieve the worry of their children being unattended. The nannies treated the ba-
bies as their own. They together forged the Jiaodong nanny spirit: loyalty to the Party, love of the Party and
the Army, boundless love and selfless dedication, integrity and keeping promise, and helping others with life.
The formation of nanny spirit is related to Jiaodong’s unique regional culture, cruel war environment, booming
Jiaodong women’s movement and relatively perfect management system of Jiaodong childcare center. The nanny
spirit embodies the flesh and blood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asses, the Party and the Army, which is also an
important reason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growth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the victory of Chinese
revolution.

Key words: nanny; Jiaodong childcare center; war; bo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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