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6

八 千 湘 女 口 述 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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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女报 / 凤网见习记者 周雅婷

20 世纪 50 年代初，八千多名湘女踏上援疆之路，有力地推动了新疆建设发展，促进了民族团结进步，史称“八千湘女上天山”。
如今，当年风华正茂的八千湘女，很多已不在人世，其余的也都是耄耋老人。在党的二十大召开之年，我们启动八千湘女口

述历史项目，真实记录“八千湘女”人生故事，再现她们忠诚报国的大爱情怀、敢于担当的顽强意志、甘于奉献的崇高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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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扫，
看八千湘女
的精彩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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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用32字概括“八千湘女”的精神内涵
家国情怀、无畏气概、奋斗精神、民族亲情

“把各种历史的细
节挖掘得很充分，平
常我们看到的更多的
是群像，但在八千湘
女口述史里，以第一
人称的视角，把每一
个人物鲜活的、生动
的形象，都呈现在我
们读者面前了。”对今
日女报 / 凤网全媒体近
期推出的“湘疆绽芳
华——八千湘女口述
史”系列报道，湖南
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王安中作出了这样的
评价，“如果有机会，
我也真想到新疆去看
一 看， 为 边 疆 建 设、
民族团结贡献我的一
份力量。”

截至目前，“湘疆
绽芳华——八千湘女
口述史”系列报道已
推出 20 期，多篇爆款
文章刷屏网络，引发
读者共鸣。一篇篇文
字中的感人故事，一
张张老照片中意气风
发的湘妹子，天山南
北、戈壁荒漠，留下
了她们艰苦奋斗的铿
锵足迹，演绎了一段
段巾帼不让须眉的传
奇佳话。如何看待“八
千湘女”这个群体？
她们的故事体现了怎
样的精神？我们又该
如何传承湘女精神？
今 日 女 报 / 凤 网 记 者
采访了对“八千湘女”
这段历史关注、研究
多年的王安中，听他
讲讲八千湘女故事背
后的精神内涵。

一次偶然的机会，王安中在

网络上看到了关于“八千湘女”

的报道，视频中的老人虽然已

经白发苍苍，但回忆起自己在

新疆的经历时，却依然坚定地

说出“党叫干啥就干啥”，这句

话给了王安中极大的震撼。“她

们的故事很感人，蕴含着独特

的精神力量。”

“研究八千湘女这段历史，

就是纯粹地为她们的精神所感

动。”王安中主要从事近代军事

史研究，他希望湘女们的故事和

精神能被更多人了解和学习。在

他看来，八千湘女是近现代女性

中理想信念特别坚定、奉献精神

特别突出、特别能够吃苦耐劳、

特别讲究民族团结的一个群体。

“在湖南历史上、新疆兵团史上，

都是一个标志性的存在。”

湖南与新疆自古以来就有着

深厚的历史渊源，左宗棠曾西征

收复新疆，清代杨昌浚曾写“大

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

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渡玉

关”，讲的就是湘军建设新疆的

场景。“不论是‘八千湘女上天山’，

还是 23 年以来湖南的对口援疆

工作，湖南与新疆各族人民开拓

创新、接续奋斗，共同谱写着团

结稳定、繁荣发展的壮美篇章。”

上世纪五十年代，一群风华

正茂的湘妹子积极响应祖国“保

卫边疆、建设边疆”的号召，来

到边疆荒漠屯垦戍边，成为边

疆的第一代女教师、女医生、女

会计、女纺织工、女农技师、女

拖拉机手，在工作和生活中，与

新疆人民亲如一家，为新疆的

开垦和民族团结作出了�大的�作出了�大的�出了�大的�

献。“从巩固边疆、强化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女性自立自强的

角度来说，我认为应当给予‘八

千湘女’更高的评价，甚至可以

考虑被纳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

系中。”

天山雪松根连根，湘疆人民

心连心。“八千湘女”不仅是新

中国边疆建设史上的丰碑，还

是内地与边疆各族群众血肉相

连、亲如一家的表率。王安中认

为，提炼出“八千湘女”的精神

内涵既是对这段历史的总结，也

是当今时代的需要。“进一步传

承和弘扬‘八千湘女’丰厚精神

力量，对于落实新时代党的治疆

方略、加强党对妇女工作的领导、

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着重

大而深远的现实意义。”

“如今，当年风风火火‘上天

山’的女青年都已至耄耋之年，

如何将这段感人至深的历史保存

记录下来，需要我们思考，并且

尽早完成。”在王安中看来，传

承八千湘女精神需要三个层面的

努力。

“首先就是整理史料，收集

当事人的日记、回忆录以及相关

报道，新疆和湖南两地�作��作��

好史料收集工作。”王安中提到，

目前对八千湘女这一群体的报道

存在着图文、视频等多种形式，

“但还不够”。。

“可以考虑用展览的形式传承

记忆，至于是专门的小型展览馆，

还是女性或党史展览馆中的一个

独立章节，都可商榷。”当年前

去支援新疆建设的湘女人数众

多，都有着自己的故事，不论是

群体性的记忆还是个人经历都有

能支撑起这一形式的充盈内涵。。

第二，�了史料的收集工作�了史料的收集工作

外，还需要进行系统的整理和研

究。王安中认为，我们应依�高我们应依�高应依�高

校和社科研究机构，组织专家、

学者，以课题的形式对湘女文化

进行深度研究。

第三，要�更多人了解、学要�更多人了解、学

习、传承八千湘女精神，持续广

泛宣传推介更是不可缺少的一个

环节。�了纪录片、各种形式的

权威媒体报道外，还要在新媒体

传播方面进行拓展，推广力度和

效果还要加强，增强社会影响。

“也许她们就是家里的亲人、邻

居，既然这么动人的故事就在我

们身边，为什么不把它传播开来，

�它成为激励当代女性自立自强、

民族之间更加团结的指引呢？”

“绝对忠诚以身许党、巾帼

从军无怨无悔、扎根边疆艰苦

创业、赤诚相待大爱无疆”，王

安中将“八千湘女”的精神内涵

概括为这 32 个字，“这是新中国

成立初期湖南女青年在参军入

伍、屯垦戍边、建设新疆过程中，

在与边疆各族人民共同奋斗、生

死相依过程中凝结而成的宝贵

精神财富，是民族精神和时代精

神的生动写照”。。

王安中告诉记者，只是“忠诚”

二字不足以涵盖湘女们的理想信

念，“一收到援疆号召，当年这

些湖南女青年立刻义无反顾地

去了，秉持着‘党叫干啥就干啥’

的信念，所以她们对党是‘绝对

忠诚’”。。

“就如第一代援疆湘女黄厚

瑜，一心扑在新疆乡村教育事业

上，一生无儿无女，忠诚于党的

教育工作。湘女们在那个条件艰

苦的年代里，听党话、跟党走，

辗转多个岗位、不同行业，数十

年如一日奋战在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的各条战线。甚至有的还未

到达终点就已牺牲，留下了‘还

没来得及为新疆作什么�献就离

开人世’的遗憾。真的是把一生

都献给了党，献给了新疆。”

“事实上，数量如此多的湖

南女性集体从军，在历史上也

不多见。”根据资料，当时上

天山的不止八千湘女，还有鲁、

豫、川、沪四省市共 4万多人。

1951-1952 年，大 约 8000 名湘

女进疆；后从华东招了2000 多

名��女��、从山东征了3000��女��、从山东征了3000

名女兵；1954 年，又从山东征了

7000 名女兵。到1954 年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成立的时候，��中

女性的比例增长到 40%。她们

及其子孙后代，用青春、汗水的

奉献，在新疆这片占祖国陆地面

积六分之一的舞台上演绎出辉煌

而壮美的协奏曲与交响乐。

其中湖南的女兵，年龄最大

的 19 岁，最小的只有 12 岁，是

新中国成立初期第一批以参军名

义进疆、人数最多的年轻女性

群体。“有的姐姐带着妹妹一起，

有的和同学结伴而行，有的甚至

瞒着父母‘离家出走’，这种纯

粹的、一心为了国家而奋斗的理

想信念也是湘女们身上极为引人

注目的特质。”

“来到新疆后，年轻的女兵

们以苦为荣、以苦为乐，无论严

寒酷暑，都照旧开荒、耕地、挖

羊粪，建造营房、修建水渠，与

男兵们一道参加各种劳作。”据

不完全统计，1954 年到 1966 年

期间，新疆的耕地面积由113万

亩增加到 1212 万亩，工农业总

产值增长了11倍。与此同时，由由

于高强度的体力强度和��的自高强度的体力强度和��的自

然环境，许多女兵们都患上了肺

结核、风湿等疾病。

在艰苦奋斗中，许多人成了

建设新中国的佼佼者，她们创造

了新疆乃至新中国历史上一系列

“第一”，如张迪源成为第一个上

共和国邮票的女拖拉机手，戴庆

媛成为第一代维吾尔文汉族女

翻译等。更为可贵的是，湘女们

在边疆艰苦创业的同时，还在这

片荒原上落了地、生了根。“许

多人后来留在了新疆，在此扎根，

结婚、生子，她们的儿女后代甚

至也参了军，成为新时代建设新

疆的主力军。”

此外，各族人民之间互帮互

助、没有界限、不分你我的民族

亲情也是“八千湘女”的精神内

涵之一。“入疆年纪最小的湘女陶

敦曾在危急时刻顺利营救了难产

的哈萨克族产妇与婴儿，被年轻

的哈萨克族病人亲切地称为‘妈

妈’。将对方的小孩当作自己的孩

子，将湘女称为‘妈妈’，大家语

言、生活习惯、服装可能有点不同，

其余的真可以说是亲如一家。”

传承那段动人的历史记忆

湘女们引人注目的特质

应当给予她们更高的评价

王安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