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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湘妇运百年
潇湘巾帼心向党 百年逐梦正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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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1977

扫一扫，分享湖湘妇运
百年更多精彩内容

策划：湖南省妇联宣传部 执行：今日女报 / 凤网融媒体中心

新闻·女界

毛泽东题诗“不爱红装爱武装”，夸的是湘妹子

故事汇

百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妇女投身革命、建设和改革，她们抗争、拼搏，开拓、奋进，牺牲、奉献，前赴后继，接续奋斗，为实现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
激扬巾帼之志，奉献巾帼之力，唱响巾帼之歌，抒写了一部壮阔的中国妇女运动史。

传承红色基因的湖湘女性，是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重要力量，当之无愧发挥了“妇女能顶半边天”的作用。
湖南省妇联、今日女报 /凤网融媒体中心推出“湖湘妇运百年”特别策划，全景式讲述1921~2021年波澜壮阔的湖湘妇女运动，向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献礼。

编
者
按

大事记

1958 年 8 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民兵问题的决定》，要求在全国范围内把能拿武器的男女公民武

装起来，以民兵组织的形式，实行全民皆兵。

 1958 年，第一次设立女民兵国庆阅兵方队。

 1977 年 3 月 8 日，为了宣传中国妇女在民兵工作中的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电部发行了特种邮

票《女民兵》，一套 3 枚，分别描绘了女民兵在打靶场上、打靶骑马归来、指挥汽车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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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

照演兵场。中华儿女多奇志，不

爱红装爱武装。”这是很多中国

人都能背诵的一首毛泽东诗词

《为女民兵题照》。

据统计，二十世纪六七十年

代，全国参加民兵的人数占到了

全国人口总数的 35%。巾帼不让

须眉，那个年代的女民兵自然也

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

就算在当下的中国，依然有

很多女民兵奋斗在各条战线上。

比如，在湘潭，韶山市女子民兵

服务队热心为游人讲述红色故

事；在常德市武陵区，由退伍女

军人和军嫂组成的女子民兵志愿

宣讲队，走村入户开展群众喜闻

乐见的宣讲活动，在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华儿女不囿于传统的“红装”

打扮，在时代的风口浪尖，爱上了

与中华民族自立、腾飞，与复兴

的中国梦息息相关的“武装”。

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毛泽

东的诗句“不爱红装爱武装”其

实是有原型人物的，她就是湖南

妹子李原慧。

李原慧因何机缘来到毛泽东身边工作
1934 年，李原慧出生在常德市石门县白云乡樟木峪（现石

门县白云镇竹坝桥村）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祖父李德厚曾

留学日本，与孙中山、黄兴相识，并加入同盟会，回国后在家

乡创办学校，终身从教。父亲李培系与母亲申业宏一生从事

教育工作，鼓励子女求学上进。

1951年春，李原慧考入湖南人民革命大学（简称“革大”）。

在入校考试的语文作文《为什么要报考革命大学》中，李原慧

这样写道：“为了学习革命理想，为了为人民服务……”

在革大学习半年后，1951年秋，李原慧等 40 多名学员被

选调到北京机要训练队学习培训。

当时，他们从长沙坐火车到达武汉后，在武汉休整了两天，

统一配发了军衣、蚊帐、帽子等用品。在北京机要训练队训练

学习半年后，李原慧被分到了总参谋部做机要工作。

“当时的机要工作主要是机要文电，周恩来亲自抓，他对

机要工作小组的批示是：保密。不该知道的事情不要打听，不

该说的话不能说。”李原慧回忆说，“机要工作的纪律是十分严

肃的，工作期间不能一人外出，必须是三人同行，后来规定两

人同行。”

1956 年，李原慧进入中央办公厅从事机要工作，当时办公

地点设在北京府右街，经常与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

等党中央领导人直接打交道。

李原慧在中央办公厅从事机要工作 39 年，不图名利，默

默地奉献，于1990 年退休。

退休后，她热心家乡发展建设
“我知道毛主席那首诗写的是她，但她自己从来不讲这些。”

常德市石门县白云镇竹坝桥村 88 岁的老人李育芬告诉记者，

他比李原慧大一岁，小时候一起长大。“她退休前，工作忙，

只回过两次家，退休后回家的次数多了。”

2019 年清明节，退休多年的李原慧再一次回到村里，返

乡祭祖、探望乡亲，并住了好几个月。“她很关心群众的生活

和村里的发展。她说，脱贫主要靠发展经济，要搞好产业。

尤其是石门特产橘子的品质要搞好。”李育芬记得，李原慧不

仅给贫困户捐钱，还捐款给村里修路、修祠堂等基础设施和

文化建筑，而“她自己的经济其实并不宽裕”。

2019 年，在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国庆大阅兵的徒步方阵中，

有两支女性方阵，一支是女兵方

阵，另一支就是女民兵方阵，她

们代表全国 5000万民兵受阅。

而国庆阅兵有女民兵方阵参

加，则要追溯到1958 年。

1958 年 8 月开始，全国各

地积极响应中央号召“大办民兵

师”，北京首先成立了首都民兵

师，又成立了民兵方队。

1959 年，当时在中共中央

办公厅从事机要工作的李原慧在

民兵方队进行了两个多月的军

事训练，随后参加了新中国成立

10 周年的庆典检阅。整个方队

3000 多人，60人为一排。平时

训练要求严格，步伐一致，整齐

划一，注意力必须高度集中，不

能有半点松懈。

民兵方队受阅后，李原慧全

副武装地照了相，并将照片珍藏

在自己的皮包里，视如珍宝。

1960 年，毛泽东到全国各地

进行调查研究，李原慧等工作人

员随行。为了解民情，毛泽东有

时也派他们到群众中走访调查。

一天，李原慧等工作人员向

毛泽东汇报了当天的社会调查情

况后，在一起聊天、拉家常。这时，

李原慧翻开小皮包，将自己在国

庆 10 周年参加民兵方队的照片

拿了出来。周围的人争着要看，

毛泽东说：“小李啊，什么照片？

让我看看。”李原慧双手将照片

递上，毛泽东端详照片后，右手

微微举着照片说：“好啊！是应该

训练，既能文又能武。”随即他

又说：“小李啊，这张照片送给

我留作纪念，行吗？”李原慧看

看毛泽东，十分腼腆，笑着点点头。

毛泽东将照片放进了手稿中。

1961年初，毛泽东回到中南

海，翻开李原慧的照片，在宣纸

上欣然挥笔，写下了诗词《为女

民兵题照》：“飒爽英姿五尺枪，

曙光初照演兵场。中华儿女多奇

志，不爱红装爱武装。”李原慧

当时正在机要秘书处整理资料，

毛泽东手托诗词稿纸，对她说：

“小李，拿了你的照片，我也得

赠给你一份礼物，这首诗就送给

你了，你瞧瞧。”

李原慧激动地说：“主席，

真是太感谢您了。”其他工作人

员看了毛泽东题的诗后，都为李

原慧感到高兴。

1963 年 12 月，人民文学出

版社将此诗载入当年出版的《毛

主席诗词》。一时间，全国上下，

大江南北，男女老少，无不激情

洋溢地吟诵、歌唱这首自然流畅、

脍炙人口的好诗。

李原慧青年时代在部队留影。（资料图）

拉家常传照片，意外获得毛泽东赠诗

毛泽东诗句“不爱红装爱武装”的原型人物，是湘妹子

1961 年，毛泽东写下《七绝 · 为女民兵题照》。

李 原 慧
（左）与村民
合影。（供图
/ 李育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