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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对人 口发展的影响

王 冰

宗教作为 一种社会文化现象
,

对社会人 口 的发展产生不同性质的深层影响
。

首先
,

宗教观念会促使人们形成多子多孙和 自然生育的生育观
,

或厌恶生育的生

育观
;
其次

,

宗教感情会促使人们以宗教意志和教义要求来规范 自己的生育行为
,

再次
,

宗教礼仪
、

生育祈祷和宗教禁忌影响着人们 的生育率水平
; 最后

,

宗教 组织

的规模及发展状况
,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婚配状况和人 口 增长的速度
。

宗教作为人类历史上一种普遍的社会文化现象
,

长期以来对人类社会的政治
、

经济
、

文化和艺术等各个方

面都曾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

它对人类本身生产过程中的生育观
、

生育行为和数量的变化所产生的影响
,

迄今依

然存在
。

一
、

宗教观念影响人们的生育观

灵魂观念
、

神灵观念和神性观念这三种最基本的宗教观念
,

会对人们的生育观产生不同程度和不同性质

的效应
。

1
.

神灵崇拜观念
,

促使人们形成渴望多子多孙的生育观
。

各种宗教都有 自己崇拜的神灵
,

在这些神灵中
,

既有最高的神
,

也有一种专门管理有关婚配和生育的职能神
,

他们都管理着人类的婚姻
、

配偶和生育
。

最高神

灵对生育的影响将在后面讨论
,

这里只分析生育神灵崇拜观念对生育观的影响
。

古巴比伦众神之中
,

女神宁哈

沙格
,

也是生育女神 ,恩凯神负责掌握能生育的男性精液 ,伊南娜职能众多
,

负有爱情之神和性欲之神的职能
。

我国的门巴族
、

毛难族
、

白族
、

羌族等众多少数民族崇拜的神灵中
,

专门管理生儿育女的神就有近 10 个
。

如壮族

的
“
花婆神

” ,

就是专管生儿育女的女神
。

壮族妇女分娩时
,

要在床上铺上纸花
,

逢年过节要带孩子去祭花婆
,

以

求花婆神灵保佑多生儿女
。

羌族老人总在教育子孙敬奉
“
臼石神

” (诸神的代表 )时说
:

插九枝木香
,

生九个儿

子
,

立九个门户
,

冒九股炊烟
。

以求多子
。

毛难族的
“

婆王
” ,

基诺族的
“

披莫娘娘
” ,

土家族的
“
阿密妈妈

”

等都是

专司生育之神
。

我国民间广泛敬奉的
“

观世音菩萨
” ,

被人们誉为
“

送子观音
” ,

也负有管理蕃衍生育的职能
。

宋

兆麟先生对生育神进行了专门深入的研究
,

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知识
。 0

神灵崇拜观念中的生育神崇拜观念
,

实际上是生育力崇拜观念即希望人类蕃衍生息的宗教观念的反映
。

古今中外都曾出现过的女性祖先和男性祖先崇拜
,

是一种典型的氏族宗教
。

这种氏族宗教
,

对女性祖先和男性

祖先的崇拜很重要的一点是通过女阴崇拜和男根崇拜来表现的
。

这是由于女阴和男根在生育上的作用逐步被

认识和重视及生育对氏族力量的重要作用所决定的
,

其直接 目的是为蕃衍众多的子孙
。

如女阴崇拜的象征物

图纹如蛙纹和鱼形图
,

充分说明了这种 目的
。

再如对有些神的塑造
,

也表现了对生育力的赞美
。

古代埃及人最

为崇拜的奥西里斯神
,

是尼罗河水中丰产之神和生命之神 ;塞特神是一个强暴可怕
、

侵略成性的神
,

也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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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生育的神
。

在西苏丹的多贡发现的类似的神话中
,

诺莫神是一个丰产的有幸福配偶的神
,

其象征图形为鱼

形 ;而尤拉格神则是一个不幸的
、

不生育的角色
,

他住在荒原上
,

没有伴侣
,

被描绘为
“

灰色的狐狸
” 。⑧

这些对生育神赞美和对不生育神贬低的观念
,

是宗教信徒们宗教世界观的组成部分
,

它制约着宗教信徒

及对神灵祟敬的人们对生育问题的认识
。

在社会生活和人类本身发展的实践中
,

他们必然会按照生育神的观

念和对生育之神的赞美观念来认识生育问题
,

形成自己的生育观念
,

使自己的生育观与生育神灵的观念和对

生育神赞美观念所要达到的目的— 促进人类的蕃衍相适应
,

这徉在宗教活动中就 自然促使人们形成一种渴

望多子多孙的生育观念
。

2
.

神性观念等
,

会促使人们形成一种自然生育的生育观
。

整个世界都是神创造的
,

神以自己的意志和命令

来支配世界和人间的生活
,

是神性的基本观念
。

宗教神学家们宣称上帝全智
、

全能
、

全善
,

世界上万事万物都决

定于上帝的安排
。

他们用这种神性观念来说明世间一切事物和人的一切行为及其后果
,

都是上帝预先决定的
。

如伊斯兰教的真主安拉凭空创造万物
,

并前定了万物未来的命运
。

穆斯林的美德就是顺从真主的安排
,

顺受真

主的前定
。

既然世界的万事万物和人的一切活动
,

都是上帝预先安排的
,

那么人类的重要活动— 生育活动
,

很自然也是上帝预先安排好了的
,

因此
,

人类的生育是上帝的意志和上帝的命令
。

也就是说宗教信徒和崇敬神

灵的人们
,

必然要按照神性观念来看待生育问题
,

来认识生育行为
。

所以这种神性观念
,

就成为制约宗教信徒

和崇敬神灵的人们生育观念的重要决定因素
。

在社会生活实践中
,

宗教信徒们和崇敬神灵的人们
,

都是按照宗教教义和神性观念
,

将人类的生育行为看

作是
“
上帝的旨意

”

或
“

天命神意
”

决定的
。

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认为
,

孩子是真主赐给的
,

真主赐给多少就生

多少
,

直到不能生了为止
。

因为伊斯兰教经典《古兰经》明确指出
:

天地的国权
,

归真主所有
。

他欲创造什么
,

就

创造什么 ;欲给谁女孩
,

就给谁女孩 ;欲给谁男孩
,

就给谁男孩
。 ⑧在生育上人们只能遵从天命神意的安排

,

顺从

上帝的前定
。

信仰小乘佛教的人们也认为
,

妇女生儿育女是命中注定的
,

是佛的安排
。

妇女生孩子如同鸡下蛋
,

生完了就完了
。④实际上这些神性观念决定的生育观

,

是一种自然生育的生育观
。

它是现代社会以前
,

人类长期

自然生育状况在宗教意识形态方面的反映
。

按照这种神性观念来看待生育问题
,

必然会将宗教信徒和崇敬神

灵的人们的生育观塑造为自然生育的生育观
。

只有自然生育的生育观念
,

才是符合神性观念的要求的
。

~ _ 有 些宗教具有的
“

善恶因果报应
”
和

“

生死轮 回
”

的思想观念
,

不仅对其信徒影响很大
,

而且对一般不信教

的人们也有很大的影响
。 “

善恶因果报应
”

的思想观念
,

为众生描绘了一个幸福的
“

来世
”

境界
,

使人们寄希望于

来世的虚无幻想
。

这种宗教观念
,

也会影响人们的生育观
。

因为具有这种宗教观念的人们
,

以行善积德作为自

己行为的指导思想
,

将含辛茹苦地生养子女看成是现世积德的一种行善行为 ; 生养子女越多
,

功德积聚也就越

大
,

希望以此得到神灵的保佑
,

以便自己开启通往来世的道路
,

后世不再受苦受难
。

这种思想观念
,

又会刺激人

们对子女众多的向往 ;同时
,

在传统小生产的社会条件下
,

子女多
,

劳动力也就多
,

就能生产更多的生活资料
,

因而子女众多又会受到社会的称赞
。 “

功德报应
”

观念
,

则会将其解释为前世的功德报应
。

因而
“

功德报应
”

观

念
,

则起到刺激人们形成一种向往子女众多的自然生育式的生育观念的作用
。

3
.

也有些宗教观念
,

如佛教教义中的八苦等
,

则对人们的生育观产生着与前述性质不同的效应
。

我国藏族

地区的藏传佛教— 喇嘛教
,

深深地打下了佛教的印记
。

佛教教义讲到人生有八苦 (生苦
、

老苦
、

病苦
、

死苦
、

求

不得苦
、

怨僧会苦
、

爱别离苦
、

五阴盛苦 )
,

人的诞生或生育之苦列为八苦之首
,

所以对信仰喇嘛教的藏民影响

很深
,

使他们认为
,

生育是苦中之苦
。 ⑧在喇嘛教的影响下

,

人们认为
,

生了儿子
,

他将来长大后要宰杀牲畜
。

生

了女儿
,

她将来长大后要踩死虫蚁
,

因而生育伤生
,

欠下拉命债
。

喇嘛教还认为
,

子女从母腹中就开始受苦
,

直

至长大成人
,

均在找吃
、

找穿等等烦恼之中
。

。

所以
, “
生育即拉命债

” , “

生育即烦恼
” , “

生育乃前世冤孽
。 ’ ,
。佛教

认为
,

人生极苦
,

涅蟹最乐
。

因而
,

也就把生儿育女视为极苦之事
,

而且是徒劳无益的
,

只有死才是极乐的
。

藏传

佛教— 喇嘛教和佛教的这种对生育行为的认识
,

与其它宗教对生育行为的认识截然相反
,

因此
,

它对人们生

育观产生的影响
,

性质也就完全相反
,

促使人们产生一种厌恶生育
、

取消生育的观念
。

这是一种更为荒谬的违

背生物学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生育观念
。

在社会经济条件极落后的情况下
,

人们的生活十分困苦
,

这种生育观会在信徒中发生作用
,

阻碍人 口的蕃

衍
。

但当社会经济条件发生了较大变化时
,

这种生育观的影响就会 日益削弱
。

我国西藏地区民主改革以后
,

社

会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
,

该地区的人 口增长速度也 日益加快
,

这说明在社会经济的较快发展过程中
,

喇嘛教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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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生育
、

取消生育的生育观的影响在日益削弱
,

而神性观念对生育的作用则日益增强
。

如
“

生与不生
,

生多生

少
,

都是前世注定
” ,
。都是佛的安排

。

对生育的这种认识
,

又会促使人们逐渐产生一种自然生育的生育观
。

因

而
,

喇嘛教和佛教对人们的生育观
,

实际上起着双重的效应
。

二
、

宗教感情制约人们的生育行为

各种宗教信仰会引起宗教信仰者情绪上的反应
,

激发起他们的宗教感情
,

他们自然而然地会从内心深处

对神产生尊敬
、

景仰
、

神圣和畏惧等各种各样的宗教感情
。

它是人们发生各种行为的直接推动力
,

对人们的生

育行为也会产生重要的影响
。

1
.

对神的崇敬感情
,

会促使人们按神灵的意志和教义的要求来规范自己的生育行为
。

许多宗教都通过最

高的神灵和教义来鼓励人们结婚和繁殖子孙后代
。

在印度的婆罗门教义中
,

吠陀歌者时常表示出他们自己血

肉传嗣的志愿并希望结婚的男女多生孩子
。

古波斯教的始祖索罗亚斯德在自己著的圣典中说
,

结婚吧
,

青年

人 ! 因为你的儿子接续你
,

你知道人类的长链是永远接连不断的
。⑧伊斯兰教的穆罕默德也说

: “

你们结婚! 你们

繁殖 ! 我将在来日以你们与各民族竞赛
” ,

同时《古兰经》还规定了不同情况的男人应选择什么样的女人作妻

子
。

如
“

你们与你们之中独身者
,

并与你们的仆脾中的清廉者结婚
” 、 “

你未得娶穆民贞节女之资者
,

则 (娶 )你们

右手所辖的穆民脾女… … ” 。 ⑧在《旧约全书 》的
“
创世纪

”

中记载着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了男人和女人
,

他们

是人类的始祖
,

并吩咐他们繁殖子孙
, “

你们要生养众多… … ” ,

从中看出上帝希望人类多多地繁殖
,

获得众多

的子孙
。

印度教教义指出
:
上天创造妇女

,

就是为了生儿育女
,

上天创造男子
,

就是为了繁殖子孙
。

因此
,

在婚礼

上
,

来宾要向新娘祝愿说
: “
愿你是八个儿子的妈妈

” 。

以此
,

祝愿人们多生子女
。

既然这些神灵都鼓励人们结婚

和生育
,

希望人类生育出众多的子孙
,

而且各种宗教教义也都认为生育是神的意志和神的命令决定的
,

那么对

神灵怀有的祟敬感情
,

就会促使信仰者将神灵的意志
、

命令和宗教教义的要求作为自己生育行为的准则
,

来规

范 自己的生育行为
,

从而对人们的生育行为产生一种鼓励和刺激作用
,

促使人们形成一种早婚
、

早育
、

密育
、

多

育的生育模式
。

2
.

神意天命一致所产生的安宁和慰藉感
,

必然促使人们的生育行为以自然的方式进行
。

因为人类是由神

灵创造的
,

因而人类的生育自然也是神的意志所决定的
,

信仰者们认为只有按照神意的指使来生育
,

才符合神

灵的旨意
、

才是敬仰神灵 ,也只有这样
,

才能得到神灵的宽恕和保佑
,

自己也会因此而产生一种安宁感
。

各种宗

教差不多都讲善恶报应
,

认为一个人行为的善恶
,

不仅会影响本人的后世 (行善不不成仙
,

行恶死后为鬼 )
,

而

且还会影响子孙后代的命运
。

这些教义会影响到信仰者的生育动机和生育行为
,

他们会认为按照神灵的安排

去生育
,

不仅是自己的一种功德
,

而且还会使自己的子孙也得到神灵的保护
,

因此得到慰藉之感
。

因而信仰者

们只有当自己的生育行为与神意天命一致的时候
,

才能在感情上得到安宁
、

慰藉感
。

而要获得安宁
、

慰藉感
,

又

必然要使自己的生育行为以自然的方式进行
,

不能自作主张
,

而违拒神意和天命
。

实际上不少宗教教义
,

起着刺激人们早婚
、

早育和自然生育的作用
。

这些教义深入人心
,

使人们认为
,

只要

按照这些教义来规范 自己的生育行为
,

就能和神灵的生育要求一致
,

就是对神的敬重
,

自己也会因此而获得安

宁和慰藉感
。

伊斯兰教教义规定
,

女子九岁
,

男子十二岁
“

出幻
” 。

达到出幻年龄
,

就表示已成年
,

男子要举行割

礼
,

女子要穿耳洞
。

出幻后就可以做礼拜
,

也允许结婚
。

因此
,

伊斯兰教信仰者就会按照教规许可的出幻年龄来

结婚
,

认为这就是真主的要求
。

我国解放前信奉伊斯兰教的教民一般是女子在十二
、

三岁
,

男子在十三
、

四岁时

就结婚
。

解放以后婚龄虽有较大的提高
,

但仍然偏低
。

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墨玉县早婚年龄
,

19 4 9 年是 15
.

5

岁
,
1 9 60 年是 2 5

.

1 岁
,
1 9 7 6 年是 1 4

.

8 岁
,
1 9 8 0年是 1 6 岁

。 。宁夏径河源乡 1 98 6 年至 1 9 87 年 6 月有 1 21 名回

族姑娘结婚
,

其中 56 人不足 18 岁
,

占 46
.

3%
。

。伊斯兰教教民间也还有 1峨岁就结婚的
。

在这些信仰宗教的地

区
,

早婚必然会带来早孕
、

早育
,

使女性生理发育尚未完全成熟就开始结婚
、

生育
,

他们的生育基本处于 自然生

育的状态
。

这样
,

宗教感情就促使他们形成早婚
、

早育
、

密育的生育状况
。

另外
,

伊斯兰教允许一夫多妻
, “

若你

们恐怕对于孤女不公
,

则你可娶之所爱者两个
,

三个
,

四个
” 。

这对人们的生育行为也有一定的影响
。

3
.

对神灵的畏惧感
,

也会促使人们自然地生育
。

宗教信仰者们
,

对自己崇敬的神灵还有一种畏惧感
。

他们

随时会把 自己的一切言论和行动与上帝的惩罚联系起来
,

惧怕自己的言行违背上帝的旨意而产生罪恶
。

这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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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神灵的恐惧感
,

使信仰者在生育的言论和行为上
,

都惧怕自己会违背上帝的意志和命令
,

会获罪或得到报

应
,

而这种恐惧心理
,

又加强了他们在生育方面遵奉神圣诫命的必要感
。

因此生育上的一切言论和行为
,

都要

遵从神命和教规
。

即使生活环境和生活条件再艰难困苦
,

也不敢控制 自己的生育行为
。

在人类的生育活动由必

然走向自由的进程中
,

自觉控制自己的生育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时
,

伊斯兰教教民们仍不敢自己决定自

己的生育行为
,

而依然要遵从圣典和教义的要求
,

听从阿旬的指使
。

阿旬不同意进行生育控制的地方
,

一切生

育控制行为都会受到宗教的惩罚
,

如不让念经
,

不让进清真寺
,

不让用水等
,

使生育控制行为成为一种负罪行

为
,

信仰者会因此而产生负罪感
。 。 因此

,

对神灵的畏惧感
,

促使信仰者希望获得上帝的宽恕和仁慈
,

而要达到

这个 目的
,

他们的生育行为又必然不能进行任何人为地控制
,

只能由神灵来安排
、

决定
,

所以必然会促使人们

自然地生育
。

三
、

宗教行为影响人口生育率

各种宗教行为如宗教礼仪
、

宗教祈祷和宗教禁忌
,

都会对达 口生育行为和实际生育水平产生重要影响
夕

1
.

宗教礼仪
,

会影响人们生育行为和生育水平
。

有些宗教在人的一生中各个时期
,

如受孕
、

出生
、

成年
、

结

婚和死亡等不同时期
,

都要进行一套复杂
、

残酷而神秘的宗教仪式
。

而这各种宗教礼仪
,

则会对人 口的生育行

为和实际生育水平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

如一个人发育成长到一定时期
,

要举行成人仪式
,

并且有些地方的成

人仪式较为残酷
。

如割礼
,

男孩子成人时要割除生殖器的包皮
,

女孩子也有行割礼的
。 “

开罗家庭计划协会
”
一

项调查显示
,

接受访问的现代埃及年轻妇女中
,

有 90 %的人承认
,

他们的一部分阴蒂和阴唇被切除过
。 。也有一

些较文明的成人仪式
,

如女孩成人时
,

改换成人装束
,

单独修建一间小房或另设一顶帐篷
,

让其单独居住一段

时间
。

行了这种成人礼后
,

发生性关系和生育就成为合乎某些宗教要求的行为
。

因而促使年轻人希望早 日成

年
,

能结婚或发生性关系
,

这样
,

就促进了生育率的提高
。

如我国南方有些少数民族在行成人仪式时
,

一项重要

内容就是在单独的小房或帐篷内接待异性
。

当双方情投意合时
,

就可以同居
,

发生性关系
,

怀孕
,

生育
,

这样 自

然而然地就把早恋
、

早婚
、

早育结合在一起
,

使生育率水平提高
。

再如人死亡时要举行葬礼仪式
,

信仰宗教的人

们一般都认为
,

隆重的葬礼和众多子孙后代的哭泣送行
,

是他们一生功德的体现
,

并有助于进入天堂
。

因而人

们为了日后有隆重体面的葬礼
,

也需要生育众多的子孙后代
,

其结果也会促进生育率水平的提高
。

2
.

生育祈祷
,

会影响人们生育行为和生育水平
。

祈祷是宗教信仰者与自己崇敬的神灵进行沟通
、

求得神灵

帮助
、

来满足 自己需要的宗教行为方式
。

人们在生育间题上的祈祷
,

是众多宗教祈祷之中一种重要的祈祷形

式
。

从古至今
,

众多的善男信女都在各自崇敬的神灵前面祈祷
,

以求神灵赐给其众多的子孙
。

如众多生育神
,

就

是人们直接祈祷的对象
,

最高的神更是人们生育祈祷的重要对象
。

我国有些少数民族存在原始的白然生殖崇

拜
,

在崇拜的象征物前祈祷后
,

夫妇当天要交欢
,

以求多得子女
。

马尔萨斯曾发现
: “

许多国家把子孙满堂作为

祈祷的目的
。

拿回教来说… … 它把生育子女以赞美造物主当作是人们应当奉行的一大教条
,

因此子女最多的

人也就被认为是最完美地完成了造物主对他的要求
” 。 。 观世音菩萨是我国人们进行生育祈祷的重要对象

,

众

多的信徒以及并不信教的人都向她乞求子女
。

对生育子女的祈祷
,

会影响人们对生育问题的认识
,

并会通过一

系列中间环节的作用
,

最终促进生育水平的提高
。

3
.

生育的宗教禁忌
,

会直接促使生育率水平的上升
。

有宗教信仰
,

就会有宗教禁忌
。

生育的宗教禁忌
,

是一

种重要的宗教禁忌行为 (或宗教禁忌活动 )
。

既然宗教用上帝的意志和命令作为人们生活和行为准则
,

那么
,

它

也必然会设立一整套宗教禁忌
,

用天堂
、

地狱和因果报应的对比
,

阻止不符合上帝意志和命令的思想行为
,

来

保证上帝意志和命令的实现
。

在生育这个人类社会重要的问题上
,

也是如此
。

既要将上帝的意志和命令作为人

们生育思想
、

生育行为的准则
,

又要设立生育的宗教禁忌
,

禁止并消除不符合上帝意志和命令的生育思想及生

育行为
,

保证上帝生育意志和生育命令的实现
。

而那些生育的宗教禁忌行为的结果
,

必然会直接促进生育水平

的提高
。

在生育问题上的宗教禁忌
, “

是要取消一切限制人 口增长的方法
,

只有节制性欲除外
” 。⑧具体来说

,

一是反

对避孕
,

二是反对堕胎
。

生育的第一种宗教禁忌
,

是避孕
。

基督教强烈地反对避孕行为
。

《旧约全书》的
“

创世

纪
”

中记载着
,

犹大的长子死时没有子嗣
,

犹大对他另一个儿子欧南说
:

去找你哥哥的妻子
,

和他结婚
,

为他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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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
。

欧南在去找他嫂子时将
“

种子
” (精液 )洒在地上

,

以免替哥哥
“

播种
” 。

这件事让上帝感到不悦
,

因此杀死了

欧南
。

基督教认为一切避免怀孕或阻止怀孕的避孕方法
,

都是一种重大罪行
,

都要受到严厉惩罚
。

一个当代美

国学者研究公元 6 到 9世纪保存下来的 20 种悔罪诗篇
,

发现绝大多数对
“
导致不孕的毒药

”

等避免怀孕的行为

都有相当严厉的惩罚
,

要处以 3 到 15 年的苦刑
。

如采取传统的性交中断法避孕要处 2 到 10 年的苦刑
。

罗马天

主教近两千年来一贯强烈反对避孕
,

一直到 1 98 6 年教皇保罗六世还发表声明
,

重申反对避孕节育
。

生育的第二种宗教禁忌
,

是堕胎
。

不少宗教认为堕胎是一种犯罪
,

有的认为堕胎是一种谋杀
,

因此严格禁

止堕胎行为
。

有的神学家认为胎儿在 4 0天时才具有灵魂
,

所以妊娠 40 天以内的堕胎罪要比避孕罪轻一点
,

这

还由于堕胎本身给当事者带来的痛苦也意味着是对其惩罚
。

圣
·

杰伦曾说
,

妇人以邪恶的毒液来堕胎
,

如果因

此而死
,

那么她下地狱时就犯了三重的罪行
:

一是 自杀
,

一是背叛她天上的新郎— 耶苏基督
,

一是谋杀她尚

未出生的孩子
。

我国伊斯兰教盛行的某些地区
,

实行避孕节育相当困难
,

教民不能作结扎手术
,

不能上避孕环
,

也不能吃避孕药
。

采取避孕节育措施的教民
,

常常受到歧视
、

讽刺和打击
,

因此
,

这些地区的节制生育措施的普

及率明显低于不信教地区的水平
,

如 1 9 8 6 年云南傣族已婚妇女节育率水平
,

大大低于宗教影响较小地区的节

育率水平
,

其中宗教在生育上的禁忌影响就是重要原因之一
,

它直接助长了人口增长的速度
。

由于伊斯兰教反对人工流产和节制生育
,

所以世界上信仰伊斯兰教的国家是当代生育率水平最高的国

家
。

如 1 981 年伊斯兰国家的人 口出生率
,

埃及是 41 编
,

利比亚是 47 喻
,

苏丹是 48 %
。 ,

伊拉克是 4 7%
。 ,

阿曼是

49 隔
,

科威特是 “ 编
,

沙特阿拉伯是 妇编
,

阿富许是 招编
,

孟加拉是 肠编
,

其它一些伊斯兰国家出生率也在

40 %0 左右
。

他们仍然处于自然生育状态
,

所以人 口增长速度很快
。

印度教也反对人工流产
,

因而印度多年来人

口 出生率一直很高
。
1 9 50一 1 9 5 4 年间是 4 2

.

3 0%
。 ,

1 9 5 5一 1 9 5 9年间为 刁4
.

1编
,
1 9 6 0一 1 9 6 4 年间为 刁4%

。 ,
1 9 6 5一

1 9 6 9年间为 牡
.

3编
,
1 9 7 2 年是 39

.

9编
。

拉美地区广泛信仰天主教
,

其生育率水平也相对较高
。

生育的宗教禁

忌
,

通过禁止采用节制生育措施
,

起着刺激人们生育
、

诱导人们追求多子女的作用
,

从而直接促进或保证人 口

高出生率
、

高增长的实现
。

四
、

宗教组织阻碍人 口增长

宗教组织制度
,

是通过以下几个方面的作用
,

来影响人 口发展的
。

1
.

宗教组织使大量教职人员与生育活动相分离
,

阻碍了人 口的增长
。

各种宗教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
,

由于

社会的
、

思想的
、

政治的
、

经济的等等方面原因
,

对人类社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

激发了不同层次人们的宗教信

仰
,

使献身于宗教事业的教职人员大量增加
,

因而宗教组织— 教会
、

寺院和僧团也迅速发展
。

基督教
、

伊斯兰

教和佛教发展成世界性的宗教
,

在整个世界产生着重大影响 ,有些地区性的宗教
,

在其流行地区也产生着巨大

的作用
。

这些宗教组织在发展过程中
,

吸收了大量信仰者作为教职人员
。

我国历史上的北魏末年
,

仅洛阳就有寺院 1 36 7 座
,

州郡有寺院 3 0 0 0 0余座
,

僧尼多至 2。。0 0 0 0 人
。

解放前

夕
,

西藏地区有寺院 2 7 1 1座
,

僧尼有 1 2 00 0 0 人
。

解放初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僧侣有 7 9 3 21 人
,

占该州藏族人 口

18 %
,

甘孜县僧侣占总人口的 46 %
。

1 9 5 7年初甘孜县僧侣仍占总人 口的 33 %
。

这里面还没有将已还俗的僧侣

计算在内
,

如果将还俗的人计算进去
,

这个比例会更高
。

据甘孜藏区 15 个县的统计资料
,
1 9 3 5 年到解放初的近

20 年间
,

甘孜藏区喇嘛人数平均增长 85 写
,

雅江县增长 50 1%
。

有些宗教还将教职人员的招收规定作为宗教组

织正式制度
,

使教职人员的招收具有一种很强的约束力
,

强制发展僧侣
。

如我国喇嘛教流行的藏族地区
,

农牧

民子女中
,

必须二子有一
,

三子有二当喇嘛
。

一些大寺院规定
,

农牧民生子以后应立即报告寺院
,

登记为记名喇

嘛
。

这些记名喇嘛九年后便要入寺院当小扎巴
。

如果他们夭折
,

则必须补送
,

甚至独子也要送去补缺当喇嘛
。

各

种宗教组织中的绝大部分教职人员
,

都被教规限制
,

而不能结婚
、

成立家庭
,

因此
,

数量庞大的宗教教职人员
,

就与人口的生育活动相分离
,

他们不能从事生育活动
,

不能蕃衍后代
,

因而促使教区人 口生育水平下降
,

起着

阻碍人 口增长的作用
。

2
.

宗教组织使社会婚配性别比例失调
,

造成生育率水平的下降
。

宗教组织中从事宗教专职事务活动的教

职人员
,

男性的人数较多
,

他们在男性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较大
。

如我国四川甘孜县僧侣中
,

喇嘛
、

扎巴等男性僧

侣占男性人口的 50 % 以上
。

这样
,

大量的男性教职人员专司宗教活动
,

不能参与婚配
,

使整个社会适龄婚配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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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中男性的比例下降
。

其结果会造成婚配的性别比例失调
:

男性比例偏低
,

而女性的比例偏高
。

由此使相当一

部分妇女在婚育期内无法正式婚配
,

她们无法过婚姻生活或只能过非婚性生活
。

他们之中一部分人
,

没有婚姻

生活
,

不能参与生育活动
。

那些有非婚性生活的妇女
,

也因其性生活不正常
、

不稳定
,

生育率水平也很低
。

如

19 8 1年四川甘孜州炉霍县宗塔牧业公社调查表明
,

当时该地有非婚生育妇女 81 人
,

已生育子女 1 25 个
,

平均

每人生育 1
.

54 人
。

由此可见
,

其生育率水平是较低的
。

3
.

宗教僧侣不婚及由此形成的婚配性别比例失调
,

会造成性病流行
,

引起不育或少育
。

大多数宗教教义都

有宗教僧侣不许结婚的规定
,

使僧侣们性生活的生理需求不能得到合法的满足
,

因此
,

会造成性关系混乱
。

另

外
,

有些无法找到法定配偶的女性
,

为满足其生理要求
,

也会造成社会性关系的混乱
。

性关系的混乱极容易使

人们染上性病
,

促进性病的传播
。

据四川甘孜州卫生处的报告
,

该州 1 9 5 2年性病患率
,

农区为 40 %
,

牧区为 50
.

7%
。

1 95 3年中央第二民族卫生队在四川阿坝州的若尔盖县牧区诊断疾病的分类
,

性病占病例的 72
.

8%
。

性病的流行又会引起妇女不孕和少育
,

同时患性病的妇女所生的婴儿死亡率极高
。

据 1 9 59 年以前的调查
,

四川甘孜州因性病不孕的妇女约占 峨一 7写
。

由于以上各方面的原因
,

从清朝雍正年间 ( 1 7 2 3 至 1 7 8 2年 )到民主

改革的二百多年中
,

藏族人 口下降了 40
.

5 %
。

藏族地区实行民主改革以后
,

大批喇嘛
、

扎巴 (约占藏族人 口的三分之一 )还俗
,

使婚配性比例上升
,

如四

川甘孜县农村性比例由民主改革前的 75
,

发展到 70 年代略高于 90
。

同时性病患病率下降
。

这样
,

妇女在婚配

中的过剩问题基本得到解决
,

因而结婚率上升
,

生育率水平提高
,

人 口增长速度加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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