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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姓制度对印度现代化进程的影响

赵莹莹*

种姓制度是印度社会特有的等级制度 ,主要存

在于印度教中 ,对伊斯兰教和锡克教也有不同程度

的影响 "在这种制度中 ,每个种姓集团都占据一定

的社会位置 ,最高种姓是婆罗门 ,其次是刹帝利 ,再

下面是吠舍 ,处在底层的是首陀罗 "此外 ,还有一大

批不能进人种姓序列 !专门从事卑贱和脏累工作的

贱民(又称不可接触者)"每个种姓都包括许多亚

种姓 ,而且一直都在不断地分化出新的亚种姓 "种

姓制度的主要特征是:各种姓有固定的职业分工并

世代相传;严格的内婚制度;在饮食 !服饰 !住房 !社

会交往等方面有严格的规定 ,各种姓互相隔离成封

闭的圈子 "在一个印度人的一生中 ,几乎一切重大

事情 ,诸如出生 !结婚 !死亡 ,均由其所属的种姓决

定 "种姓制度的极端形式就是不可接触制 "

种姓制度把印度社会分成相互排斥 !相互对立

的集团 ,造成社会凝聚力的严重缺失 ,使印度社会从

根本上处于分裂状态 "马克思早在 100 年前就指

出:/种姓制度是印度进步和强盛道路上的基本障

碍 0 "¹国大党元老莫提拉尔 #尼赫鲁在印度独立

前也曾说过:/只要种姓制度仍然存在 ,印度就不能

在世界文明国家中占据应有的地位 "0º尽管印度已

经独立60 余年 ,印度宪法早就明确规定取消种姓歧

视和不可接触制 ,印度政府也为此作了诸多努力 ,但

种姓制度在印度社会中的作用和影响依然强大 ,种

姓歧视仍未根除 ,继续阻碍着印度现代化的步伐 "

一 !种姓制度制约印度的经济现代化

印度的整个经济基础都是建立在种姓制度上的"

印度教把工作分成 /洁净的 0(如祭神 !国家管

理等)和 /不净的 0(如清扫 !制陶等),规定属于某个

种姓的人只能从事与其种姓地位相符的工作 "若

/洁净 0种姓从事 /不净 0工作 ,就会降低或丧失其种

姓身份;而 /不净 0种姓是不允许从事 /洁净 0工作

的 "印度教还规定了严格的职业世袭制度 ,每个人

的职业生来就已决定 ,代代相传 ,不管一个人对某种

职业有无兴趣或特长 ,工作是否合适 ,都只能被迫去

做 "这种职业分工一直以来很难有所改变 ,即使在

现代的印度 ,一个人的经济地位仍然与其种姓息息

相关 ,高种姓的人通常从事律师 !医师 !工程师等工

作 ,低种姓的人则从事社会地位较低的工作 "某些

高种姓者的失业并不是因为没有工作机会 ,而是由

于他们很难接受通常由低种姓者所做的工作;对于

低种姓有能力承担的工作 ,高种姓则极力阻止他们

承担 "

职业变化会刺激更有效的经济生产 "种姓制度

将人们的才能和职业分割 ,职业和社会地位都由种

姓决定 ,这就阻碍了低种姓穷人向富人阶层的转化 ,

人们没有机会通过 自身努力来改变社会地位和对财

富的占有 ,削弱了开展经济活动的动力 ,影响了市场

经济对劳动力资源的有效配置 "

种姓制度把人分成不同的社会集团 ,人们之间

缺乏合作与互助精神 ,处事多从种姓利益出发 ,很少

考虑全局 "这不仅对大型企业的建立非常不利 ,因

在印度人口中 ,低等级(包括首陀罗 !贱民)人

口总数高达7亿多 ,约占全国人口的70% , »而他们

中的大部分生活在种姓制度尚未被触动的农村 ,把

他们联系在一起的有效组织形式仍是传统的种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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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姓制度对印度现代化进程的影响

为企业很难将分属不同种姓的技术人员 !职业管理

人员和体力劳动者融人一个实体 ,还阻碍了社会和

团体活动的开展 ,使一些社会发展计划不能有效实

施 ,大大影响了国家的整体经济发展 "

另外 ,印度发展工业不是多建劳动密集型企业 ,

以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而是越过基础产业大力发展

软件外包等智力密集型产业 "印度虽然能够参与国

际软件分工 ,且信息技术产业位居世界前列 ,但是印

度企业却不能进行大规模制造 ,而且发展到一定规

模以后必须到海外市场寻求发展机会 ,原因就在于

底层劳动者受教育水平低 ,劳动能力差 ,并有大量文

盲的存在 "¹这就使得贫困的低种姓民众无法从产

业发展中受益 ,无地农民很难转移到工业领域 "

贫富分化严重已成为制约印度经济社会进一步

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而种姓制度是造成印度社会

贫富差距日益加大的最重要原因 "尽管贫富悬殊存

在于所有社会 ,但不可接触制为印度所独有 ,基于出

身的歧视和分裂造成了社会的两极分化"自1991

年实行经济改革开始 , 印度国力不断增强 ,截至

2(X)8年 ,其 GDP已近 1.16万亿美元 ,外汇储备达

31ro亿美元 "º但印度经济发展的效益并没有触及

占总人口相当大部分的主要由低种姓组成的穷人 ,

农村长期停滞不前使很多不可接触者走向城市郊外

的贫民窟 ,他们很难获得和利用新的经济机会来改

善自身处境 ,只能做一些零活维持悲惨的生活 "

当今印度的现实是:一方面号称 仃大国 ,另一

方面是10多亿人口中的1/3仍然居住在缺电少水 !

交通闭塞的农村;拥有世界上3/5 的软件工程师 ,同

时也拥有世界 l/4 的贫困人口 ,而且人口绝对数不

久将超过中国;每年有200 多万大学毕业生 ,同时全

国妇女中有一半是文盲 "»这种现象若不解决 ,必

然会严重阻碍其经济增长 ,使印度的现代化成为少

数人的现代化 "近年来 ,印度社会以种姓为基础的

分工体制有所松弛 ,但农村仍存在着浓厚的种姓意

识 ,低种姓者的社会地位变化不大 ,而印度政府实行

的农业政策也延续了种姓制度的存在 "印度在缩小

差别和消灭贫困的道路上步履缓慢 ,种姓制度不但

过去是而且现在仍然是印度实现经济崛起的根本障

碍 "

l2

二 !种姓制度困扰印度的政治民主化

种姓制度把人分成三六九等 ,把社会分成若干

集团 ,在政治上不利于印度人民之间的团结 ,妨碍统

一的民族意识的形成 ,导致国家的长期分裂 "印度
独立后 ,在法律上取消了种姓歧视与压迫 ,并采用了

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 "但是 ,当今印度的各种政治

活动 ,如组建政党 !竞选 !投票等 ,无一不受种姓的影

响和制约 "印度的一切政党某种意义上都是这个种

姓或那个种姓或几个种姓的政党 ,如果一个政党是

以一个邦内占统治地位的种姓为基础 ,它在这个邦

的地位就相应强大和稳定;反之 ,其地位和实力也就

弱小 "印度政党在选举中得票多少 ,要 由支持它的

种姓的实力和人数来决定 "

种姓本来是一种身份和等级集团 ,进入了民主

政治下的政党和选举体制 ,种姓发展成为一种利益

集团 ,各党派利用种姓集团拉帮结派 !拉选票 ,而

/民主选举 0正好为各种姓集团之间的争夺提供了

公开 !合法的角斗场地 "种姓制度直接构成了目前

印度政治制度的基础 ,导致种姓的政治化和政治的

种姓化 "由于印度绝大多数人 口是农民 ,农村选票

对每个政党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 ,而农民在投票时

主要取决于种姓意识 ,往往投票给代表自己种姓利

益的候选人 "在临近大选时 ,政党必须仔细研究各

地区的种姓势力 ,政治领导人必须寻求和利用自己

所属种姓的支持 "政党之间的斗争往往也就是种姓

之间的斗争 "很多选民仅仅因为属于同一种姓 ,而

非政见一致 ,就支持某个政党或候选人 "人们并不

关心某位候选人的竞选纲领 ,但对其属于哪个种姓

却十分清楚 "在推荐候选人时更多考虑的是被推荐

者的种姓而不是才干 "印度一位研究政治问题的学

者说:/随着时间的流逝 ,从争取自由运动中产生的

有远见和代表广大群众利益的领袖 ,正让位于那些

具有狭隘地方主义 !种姓色彩很浓的政治新人 "0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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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姓是造成印度政党数目众多和派系斗争不断

的重要因素 "自国大党独揽政权的局面在20 世纪

90年代初结束之后 , 虽然教派政党和地方势力开

始兴起 , 但无论哪一个政党都无法在议会获得多数

席位 ,最终在 19% 年推出了印度历史上第一个囊括

24个政党的瓦杰帕伊政府 "辛格政府 2004 年上台

后 ,在政府控制的部门中,包括大学和医院 ,对处于

种姓制度最底层的民众采取配额制度 ,确保他们获

得工作和学习的机会 ,帮助低种姓人群的发展 ,这被

看成是国大党政府争取民心从而获取选票的一个重

要手段 "许多政治分析家预言 , 由于受到种姓因素

的影响 ,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 , 多党联合政府仍是

印度政治的发展趋势 "

虽然那些人数众多的低种姓和贱民集团 ,在政

治生活中的影响越来越大 ,但选举并没有根本改变

其在政治上受排斥的地位 ,他们不过是政治斗争的

工具 "在1947年种姓制度废除后的60 余年中,先

后有多名来自贱民阶层的代表进人国大党和印度人

民党 ,希望通过参政改变本阶层的社会地位 ,但均告

失败 ,其中还有几个人遇到其他等级激进分子的暗

杀 ,2001 年被暗杀的社会党领袖普兰 #黛维就是其

中之一 "高种姓人群尤其是婆罗门仍掌握着国家经

济命脉和行政大权 ,据估计婆罗门占据了印度政府

和司法部门中超过 70%的职位 "在贱民人数众多

的泰米尔纳德邦 ,从未有过一位来 自低种姓的首席

部长 "¹在政府机关 ,尽管贱民人数有所增加 ,但领

导人和高级公务员基本还是由高种姓成员担当 ,报

酬低 !工作条件差的职务 ,才轮到低种姓成员 "

围绕着对政治权利的争夺 ,种姓组织和政治党

派互相渗透 ,种姓冲突愈演愈烈 "高种姓之间因为

权力分配而相互争斗 ,低种姓之间也缺乏团结互助 ,

每一种姓都在为本集团的利益而斗争 "印度人自己

也承认 ,虽然议会民主制在印度土壤上是一个崭新

的事物 ,但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是:许多政治进程和

制度都被传统的社会文化价值观和制度破坏 了"

/可以肯定 ,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 ,种姓制度仍将

是严重困扰印度政治的一个重要因素 ,印度的民主

政治在短期内也必然是不完善的 "0º

三 !种姓制度阻碍印度的思想文化发展

印度是一个多民族国家 ,有印度斯坦族(占全

部人口的46.3%)!泰卢固族(占8.6%)!孟加拉族

(占7.7%)!马拉地族(占7.6%)!泰米尔族(占

7.4%)等 10 多个较大民族 ,还有几十个较小民

族 "»印度也是一个多宗教国家 ,99%以上的人都是

宗教信徒 ,宗教类别也非常丰富 ,有 /宗教博物馆 0

之称 "印度人口中 82.7%以上为印度教徒 ,12%左

右为穆斯林 ,还有锡克教 !看那教 !基督教 !巴依教等

教徒 "¼对这样一个多民族 !多宗教国家来说 ,维护

民族团结 !实现民族认同非常重要 "但印度始终没

有形成统一的民族意识和民族认同 ,究其根本原因 ,

就在于印度教文化传统本身所具有的分裂性 ,而种

姓制度便是这种分裂性的根源 "各种姓之间相互排

斥 !相互对立 ,一部分人认为另一部分人 /污秽 0而

不愿同他们接触 ,而不可接触者内部也不是统一 !团

结的 ,而是分成许多相互排斥的集团 "因此 ,在印度

教种姓中培养起来的是具有分离性的世界观 "印度

文化不仅自身具有分裂性和排斥性 ,还抵制外来文

化 ,如强烈反对西方文化中的选美活动和某些影视

作品等 "印度教徒把外来者视为 /不净 0而加以排

斥 ,如他们认为伊斯兰教徒是不净的 ,认为纳加人 !

卡西人等部落民族是 /污秽 0的 " /这种等级主义态

度影响了民族的同化和融合 ,是今 日印度民族和教

派众多 !民族矛盾和教派矛盾异常尖锐的文化心理

根源 "0½

与此同时 ,虔诚的宗教信仰使得印度流行忏悔

文化 ,广大民众受伦理道德与宗教信条的严格约束 ,

安于现状 ,注重来世 "印度教宣扬轮回转世的宗教

理论 ,信奉宿命论 ,以追求个人的精神解脱为最高境

界 "在低种姓者看来 ,是 自己前世造的业因才导致

了今天的果报 ,因此只有修好今生才能有来世的幸

福 "在这种精神支配下 ,尽管不同种姓人之间存在

/ -种姓对抗 .蔓延印度 0, 5环球时报 6 ,2(X)6年 5月 30 日"
邱永辉:5现代印度的种姓制度 6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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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深刻的隔阂 !歧视和不平等 ,但人们都安然悟守种

姓规范 "这些传统的思想价值体系在很大程度上约

束了印度人 /非分 0的物欲追求 ,泯灭了他们的进取

意识 "许多贱民持有一种宿命的观念 ,在漫长的历

史时期里信奉着安分守己 !与世无争的哲学 ,没有表

现出应有的反抗精神 "业报 !轮回思想也从根本上

否定人们对改变自己现世地位的努力 "除少数人

外 ,印度教徒对种姓制度从没有不满 ,就连那些处于

最底层的不可接触者也不否定种姓制度 ,他们不满

的只是自己处在种姓序列中的位置 ,争取把位置提

高一点 "印度历史上像中国那样壮烈的大规模农民

起义几乎从未出现过 ,历史上的改朝换代大都由来

自西北方向的异族人侵所致 "印度人不管贫与富 ,

其偷快指数都非常高 "2005年 ro月 ,欧洲一家民

意调查机构的调查显示 ,在被调查的国际大都市中 ,

若论GDP,印度首都新德里只能排名第108位 ,但其

居民的幸福指数却排名第4位 "¹

在种姓制度下 ,虽然印度引进了西方的科学技

术 ,却没有形成理性的 !科学的世界观 "印度普通百

姓不太崇尚科学 ,缺乏科学精神 "农村中不少印度

教徒拒绝使用农药和化肥 ,认为这些东西会伤害大

地母亲的肌肤 "印度的种姓制度造就了一批擅长抽

象思维和思辨却缺乏实际动手能力的印度知识分

子 "在许多科学实验室里 ,高种姓者不愿接触死动

物 !清洁设备等 ,只好等着低种姓仆人去做 ,甚至宁

愿停止实验 ,也不肯自己动手 "印度一位著名科学

家尖锐地指出:/西方知识分子寻求发现光荣的未

来 ,而印度知识分子寻求发现伟大的过去 "0º

四 !种姓制度给印度带来

一系列社会问题

虽然经过现代化的洗礼和印度政府的不懈努

力 ,当前种姓之间的限制不再那么严格 ,但作为政治

身份和社会地位的象征 ,种姓制度依然在印度盛行

不衰 "尤其在农村 ,种姓观念仍无处不在 "大多数

低种姓人生活困顿 ,成为印度社会不稳定的根源 "

种姓制度人为地把人分成若干等级 ,造成社会

极端不平等并将之固定化 ,尤其是贱民或不可接触

者更是世世代代被压在社会最底层 "印度法律虽然

l4

早已明文废除种姓制度 ,但数千年来形成的传统依

然根深蒂固 ,高种姓人欺压低种姓人的事件时有发

生 "此外 ,从印度独立至今 ,每年都有一个或几个邦

发生种姓骚乱 "2006年 ro月发生在马哈拉什塔邦

的事件,甚至引起了整个马邦的贱民骚乱 "在安得

拉邦 ,低种姓必须为高种姓提供免费的劳动和服务 ,

他们苦不堪言 ,但又无法摆脱 ,无奈之下 ,只好向印

共(毛)求助 "据印度内政部统计 ,印度91%的暴力

事件和89%因暴力事件而导致的死亡都是由印共

引发的 "»自2004 年以来 ,印共已制造了6000余起

暴力事件 ,造成了至少 2500 人死亡 "¼

种姓制度还造成大量教派冲突 "低种姓民众不

堪忍受压迫 ,经常改信其他宗教 "由于穆斯林人数

不断增多 ,并且与印度教徒的经济竞争日趋激烈 ,印

度教徒和穆斯林的关系日趋紧张 ,经常爆发教派冲

突 "种姓冲突的影响从政治 !经济领域扩大到教育

机构特别是大专院校 ,冲突频频发生 ,不仅造成社会

动荡 ,使人民生命财产遭受损失 ,还影响到学生团体

的团结 "种姓冲突成了今 日印度社会发展进步的巨

大障碍 "

种姓制度还对婚姻制度造成很大影响 ,种姓制

度下实行的内婚制产生了许多社会问题 "2006年

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表明 ,有高达74%的印度人反

对跨种姓婚姻 ,即使在医生 !律师和工程师这些受过

高等教育的群体中 ,也有54%的人表示反对 "½种

姓内婚制允许 /顺婚 0,即高种姓男子能够娶与他相

接近的低种姓女子 ,但决不允许 /逆婚 0,即低种姓

男子决不允许娶高种姓女子 ,否则会受到严厉的惩

罚 ,许多 /逆婚 0的青年被打死 "这使得最高种姓的

女子和最低种姓的男子出现了 /剩余 0,导致当今印

度社会出现高种姓 /老姑娘 0多 ,低种姓单身汉多的

现象 "¹印度人对于 /门当户对 0的要求远比中国严

¹ 胡仕胜:/印度崛起的优势到底是什么?05隙望东方周刊 6,
2(洲兀年 l月 21日"

º P.V.Indiresan , 几-人nol哪粼:S/~ /耐ing C/众/m之Hurdle3in
月众口n阴旧 yKa rlekaredJ为感叩e瓜龙nt介以必  the First Yea:, Oxfo rd Univers ity
press,1998,p.176.

»  VaniKBo咖ah , /Deprivation, Violenee, andCo胡iet:An
  AnalysisOf Nax碰      te Aetivity in the Distriets Of India0 , 加 erna t动nal

 Jou~1ofco叨 ict and 饰距爪e ,Vol.2, N0.2, 2008, p.318.
¼ Riehard Mahapatra , /   GreenReas onsforRedR昭e0沂甲"rt刁

介少乙--乙林ge八触创Js&Features (2耐她), M鲜 2(X)8! P2.
½ 金姬:/印度种姓改革之痛 0 , 5新民周刊 6 ,2(X)6年第21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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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 ,不同宗教信仰和种姓之间的印度人很少通婚 ,这

导致农村中近亲结婚十分盛行 ,产生出大批畸形儿 ,

极大地影响了印度人口的素质 "

顺婚制还助长了嫁妆制度的盛行 "许多低种姓

女子都想 /攀高枝 0,为了嫁给高种姓的男子 ,不得

不准备丰厚的嫁妆 ,而高种姓女子由于择偶范围小 ,

也不得不陪以厚嫁 ,于是在社会上出现了争相增加

嫁妆的现象 ,高种姓男子也贪婪地索要高额嫁妆 "

嫁妆成了一种不可忽视的社会收人再分配的调节手

段 ,大量的金钱从女方家长那儿流到了男方的家庭

和亲戚手中"印度社会学家的研究表明 , 目前嫁妆

的价值要占婚前财产的68% ,如果根据嫁妆占家庭

收人流的比例来算 ,嫁妆大约是新娘家庭 6年的收

人 , /进人21 世纪后 ,印度嫁妆市场行情是6万美元

到13万美元之间 0"º贫寒之家为了省钱尽早将女

儿嫁出 ,于是童婚也流行起来 ,童男幼女早早成家 ,

影响正常发育 "早婚早产 !儿童夭折等现象不断发

生 ,导致印度的婴儿死亡率非常高,这也是印度人平

均寿命较短的原因之一 "

种姓制度还是造成妇女地位低下的原因之一 "

无论是在社会上还是在家庭中,都存在着歧视妇女

的问题 "重男轻女导致弃杀女婴现象屡见不鲜 ,女

孩比男孩得到好食物 !好教育和好医疗的机会少得

多 "印度教的种姓制度禁止寡妇再婚 ,还有许多社

会陋习至今仍很严重 ,如 /萨蒂制度 0 ,即寡妇为亡

夫殉葬 ,是世界上最野蛮残忍的风俗 "印度是世界

上妇女寿命低于男人的少数国家之一 ,也是世界上

妇女人数少于男性的少数国家之一 " »

¹ Majundar, Madan , An加roduet动   ntoSoeialAnth八少"山哪 ,
Bomb  叮 :Caleutra:AsiaPublishingHouse, 1956, pp.73se--74.

º 唐学鹏:/印度嫁妆膨胀之谜 0, 521 世纪经济报道6 ,2004

年9月29日"

(上接第10页)但隔离墙的存在和打击非法移民力

度的加强无疑也起到了相应作用 "

但是 ,随着美墨边境防范的日益加强 ,那些艰难

的路线成为偷渡者的唯一选择 "2003年以来 ,响尾

蛇出没 !山地崎岖 !干燥的索诺兰沙漠 ,已吞噬了千

余人的生命 "据亚利桑那州图森当地媒体报道 ,边

境巡防执法人员于2007 年度(截止 日是 ro 月 1日)

在亚利桑那南部与墨西哥接壤的边境沙漠地区共发

现了204 具试图越境的非法移民尸体 ,2006 年度为

169具 ,2005年为219具 ,2004 年有 142具 ,2003年

则有 137具 "据救助移民组织 /不再有死亡 0成员

劳拉 #伊拉多说 ,在沙漠中丧生的非法移民年龄最

小的1岁 ,最大的72 岁 "

另外 ,修建隔离墙还结出了另一枚让美国政府

汗颜的果实 " 52008年美国的人权纪录 6指出:在美

墨边境修建隔离墙 ,让 /土著人的基本权利受到侵

犯 ,,严重影响边境地区阿帕切土著人的生活 ,土

著妇女深受军队暴力之害 "在华雷斯和其他边境城

镇 ,超过4000名土著妇女失踪或被谋杀 0"¹

2006年 5月 25 日,美国参议院通过的移民法

案以及在美墨边境修建隔离墙 ,成为美国20 多年来

移民改革力度最大的措施 "然而 ,隔离墙的实际效

果却远不如修建者所预期 ,它不过是 /治标不治本 0

的权宜之计 "它不仅给沿线人民的生活带来了极大

的不便;更为重要的是 , /隔离墙更是一道无形的屏

障 ,它所造成的是人们心理上的隔膜 !对立 ,甚至仇

恨 "有形的墙很容易拆除 ,但那道存在于人们心中

的无形屏障 ,则不那么容易消除 0 "º正如有专家所

言:/美国对非法移民问题的最终解决不应只局限

在加强边境控制 ,还应在美墨合作领域多下功夫 "

运用墨西哥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 ,改善墨西

哥的经济环境 ,从墨西哥内部制约这种劳动力外流

的因素 ,从而由里到外 ,双管齐下 ,遏制乃至最终消

除非法移民"0»»

httP://~ .gov.en/j rz留2(X)9一02/27/eontent_1244388_

刘素云:/隔离墙:隔离了什么?05世界知识 6, 2006年第ro
页 "
钱皓 :/美国西裔移民研究 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 年
108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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