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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刊文章】 

难逃种姓魔咒——印度“贱民”再掀抗议活动1 
 

独孤勇 

 

一、印度的种姓制度及达利特人的地位 

    印度的种姓制度由来已久。其最初与肤色相关，后来逐渐成为印度教的核心内容之一。按照

印度教早期文献《梨俱吠陀》的说法，大神梵天在创造人类时，以其嘴创造了婆罗门，因而颂经

祭神；以其双臂创造了刹帝利，因而挥剑打仗；以其大腿创造了吠舍，因而行走经商；以其双脚

创造了首陀罗，因而耕种土地。据此，印度形成了四大种姓、五大群体的人口结构。四大种姓是：

                                                        
1 本文刊载于《中国民族报》2018 年 2 月 9 日第 8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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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其地位由高到低。而第五类群体是排除在种姓体制以外

的、从事肮脏职业（如扫地清粪、捕鱼制革、丧葬焚尸）的人群，被称为“贱民”。他们自称为

“达利特”（Dalit），即“受压迫者”。根据 2011 年的统计数据，达利特人约占印度总人口的 16.6%，

超过 1 亿。种姓制度的核心是内婚制，拒绝跨种姓婚姻；种姓制度的日常表现就是在社会生活中

所存在的高种姓对低种姓的歧视。而对达利特人的排挤和歧视则是最极端、最彻底的。高种姓的

人仅仅看到了达利特人就认为自己被“污染”了，达利特人的出现或靠近都被看作是“不洁”而

需要躲避的，这已经形成了所谓的“不可接触制”（untouchability）。 

    为摆脱受压迫的命运，不少达利特人改变宗教信仰。有统计称，印度近 90%的佛教徒、1/3

的锡克教徒、1/3 的天主教徒及多数穆斯林都来自“贱民”阶层。但整体看，“贱民”中改变宗教

信仰者仍是少数。 

    进入 20 世纪，随着西方社会平等观念的传入，人们开始反思和批判种姓制度。在政治家和

社会精英的推动下，印度国大党 1917 年就将废除“不可接触制”写进党纲。甘地则把“不可接

触者”称为“哈里真”，意为“神之子”，不仅在理论上抨击落后的等级制度，而且领导“贱民”

争取进入印度教庙宇的斗争。“贱民”出身的知识分子则成为这个阶层觉醒和争取自身平等权利

的领导人。如被称为“印度宪法之父”的比姆拉奥·R·安贝德卡担任过印度独立后首任司法部

长和宪法起草委员会主席，在其倡导和推动下，“达利特”成为“贱民”或“不可接触者”的统

一的自称。1931 年，他提出由“不可接触者”选出自己的代表参加立法委员会维护自身的利益。

1933 年，他组建了主要代表社会底层群体利益的政治组织印度劳动党，1941 年，他推动建立表

列种姓联盟。1947 年印度独立后，在安贝德卡等人的努力下，宪法明确废除了种姓制度，宣布

“不可接触制”为非法，而“表列种姓”被确定为对“贱民”群体的正式称谓。 

二、保留政策的实施及达利特人地位的改善 

    鉴于“贱民”的被压迫地位，早在英国殖民时期，政府就采取一些措施来提高“贱民”的生

存状况。英国人在印度人口普查时，对种姓进行了详细的分类登记，并把“不可接触者”称作“社

会底层群体”。1936 年，英国人发布“印度政府（表列种姓）命令”，将英属印度各省内不同种

姓的“社会底层人群”编列成册，称其为“表列种姓”，并在地方立法会中为其保留了一定比例

的席位。这一称谓及做法，在印度独立后的宪法中也被采用。 

    通过法律保障“贱民”的平等地位。在安贝德卡等人的大力倡导下，印度独立后的宪法明确

规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国家禁止依据宗教、种族、种姓、性别和出生地等歧视任何公民，废

除“不可接触制”，并从立法的角度明确宣布“把一个封建的等级社会改造成为一个平等的社会”

是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目标。“表列种姓”取代“贱民”和“不可接触者”，成为一个不带歧视色

彩的法律名词，代表了由印度总统批准、政府公告确认的、用官方文表列出的特指群体。针对达

利特人受到的不公正对待，政府制定颁布了一批专门的法律法规。如 1955 年的《公民权利保护

法》将宣传、实践“不可接触制”的行为宣布为非法并实施惩罚。1989 年的《反暴行法案》将

针对表列种姓和表列部落的犯罪表述为“暴行”，规定对这些暴行实施严厉惩罚。2015 年的《反

暴行法案》修正案明确指出，达利特人有权使用公共设施，有权进入宗教朝拜场所，如有人故意

干扰，将被认为违反法律。 

    通过保留政策提升贱民生存状况。1950 年宪法除了宣布废除不可接触制，还把此前殖民政

府对表列种姓、表列部落实施的倾斜性的扶持措施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保留

政策。根据宪法规定，在国家和各级议会中都必须为表列群体留有一定比例的席位，使其能够表

达本群体的意愿，参与到议政、立法等各个方面的事务中去。高校招生录取时也需要给表列群体

留出一定名额，以及降低录取分数线等照顾。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的工作岗位按一定比例给予

表列群体，甚至对国有企业也提出相应的要求。为了确保这些政策的实施，政府还成立了表列种

姓和表列部落委员会，专门负责对表列群体的现状进行调查，并监督和落实对表列人群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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