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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马尔萨斯在《人口原理》中提出了“人口的增殖力无限大于土地为人类生产生活提供资料的能力
”的命题，但近代以欧洲为代表的西方工业化国家的人口转变实际情况却呈现出“人均消费增加、人
口数量下降”的普遍现象，这似乎是对马尔萨斯命题的一种否定。基于这一历史事实，人口学界相继
形成了成本一效用理论、数量质量替代理论及人口转变理论等，这些理论，一方面解释了上述“马尔
萨斯悖论”产生的原因，另一方面也使人们形成了经济发展水平高低与人类生育水平高低之间呈负相
关关系的普遍认识。其中，在生产力低下的传统农业社会中，基于家庭对劳动力的较大需求，因而在
生育行为上更多地表现出追求多育倾向的观点已为国内外大多数学者所认同。在中国，基于事实的判
断，形成的普遍观点认为，传统农业社会中的中国家庭在生育行为上不仅追求高生育水平，而且还存
在着明显的男性性别偏好特征，即追求“多生、生男”。然而，通过对20世纪傣族家庭生育行为的研
究发现，由于生存环境的不同，民族文化的多样性，生育行为在事实上是存在着不同表现的。　　20
世纪的傣族农村社会，人们的生活是远离工业化、较少商业化的传统农耕生活，稻田的产出是他们最
主要的生活来源，但是，无论是20世纪上半叶历史文献资料中反映出的傣族历史人口数据，还是20世
纪下半叶的人口普查数据，都没有显现出傣族在生育行为上有追求高生育水平和男性性别偏好的传统
农业社会生育特征。　　究其原因，20世纪的傣族社会是一个浸润于宗教文化氛围中的社会，受着南
传上座部佛教人生哲学思想的引导，他们将“众生平等”、“随缘而安”、“自律不贪”等充满佛教
理性的人生观、价值观融人到民族共同体价值体系的建构之中，形成了“平等”、“互敬”、“给予
”、“随缘”、“自律”、“淡泊”的人生价值观。又由于生存环境的得天独厚，家庭只需投入不多
的劳动就可获得较为丰裕的生活资料，使他们在生活中对物质享受没有过多的欲望，对精神享受却有
着丰富的想象与追求。正是在这种物质、精神和制度等多重文化因素的综合影响下，傣族形成了互帮
互助、扶老敬老的淳朴民风，男女平等、儿多母苦的家庭观念，表现出了“不刻意追求多生”、“无
男性性别偏好”的生育理念。换言之，他们的这种传统低生育行为源于其优越的生存环境支撑、佛性
的生育观念引导和公平的财产权利制度保障。　　《傣族生育文化研究》在全面分析传统农业社会中
傣族传统低生育行为形成机理的基础上，运用人类学文化相对论和心理学需求层次论作为解释工具，
构建出傣族传统生育行为的解释框架，并在此框架的基础上对人类生育行为的多样性进行了深入的思
考。研究表明：①生育行为是人类基于其生存环境作出的理性选择，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之间并不
一定存在确定的对应关系，即在农业社会中也能形成低生育水平的生育模式；②家庭生育观念的形成
与生育行为的实现取决于社会价值观的主导，在解决了温饱问题的社会中，生育行为更多地受到文化
价值取向的规约，即文化是影响其生育行为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③生育文化有着多样性的文化结构
，需要借助民族学、社会学研究来不断丰富对各民族生育文化的深刻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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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作为一种社会存在，人类的生物、社会二重性必然地会在其行为中表现出来，除了本能和突发性
事件引致的应急性反应外，人类行为更多地受着动机和需求的驱动。客观上说，人类的生育行为虽然
要以本能为基础，但它并非一个纯粹的本能行为，而往往是具有动机指向的，这其中包含着心理、社
会、经济等多方面需求的影响，从形成生育观念到产生生育动机再到生育行为具体达成的“漫长旅程
”中，上述因素都对它实施着干预，使我们在对人类生育行为的认识、把握上还有太多的空间需要研
究、思考。　　首先，鉴于本研究的重点是对家庭自主意愿生育行为进行分析，因此，在上述解释框
架中，国家政策、公共卫生和医疗技术等影响因子没有作为显性因素予以分析，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因
素不是影响生育行为的重要因素。事实上，国家人口政策对家庭生育行为的影响是不可小视的，我国
生育率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迅速下降的事实就是一个明证。公共卫生和医疗技术的普及推广对降低死
亡率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死亡率的降低，使得过去以多育行为来抵偿死亡，规避生存风险，实
现子女存活目标的动机大大减弱，人们的生育意愿随之发生调整，从而影响着人类的生育行为。当我
们将这些因素纳入考虑时，就必须对本研究建立的框架作出必要的修正。　　其次，当今世界范围内
的“超低生育率”现象已经在发达国家和地区呈现普遍化趋势，有研究表明，“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
家在人口转变结束后，其生育率水平并没有如人口转变理论所预期的那样稳定下来，而是进一步迈向
超低生育率和极低生育率”，如果用上述解释框架来分析，这一现象的发生源于人们对发展需要的追
求，是文化价值观导致的结果。这样的总体性解释尚不能够使我们明晰这种现象形成的微观机理，也
不能分辨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差别，对下一步的发展趋势也不能明确判断，因此，仅在总体性层面
上给出分析是粗略的。对这类问题的分析就是本解释框架的“盲区”之一，这类特殊现象的产生原因
、形成机理或许存在着除文化影响因素之外的其他影响因素，还有待寻找新的解释框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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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傣族生育文化研究》编著者郭山。    常规的人口理论认为，在传统农业社会中，基于生产力低下，
家庭对劳动力均有较大需求，反映在生育行为上总是表现出追求多育，且具有男性偏好的倾向。在中
国，普遍观点认为，传统农业社会中的家庭在生育行为上不仅追求高生育水平，而且存在明显的男性
性别偏好特征，即追求“多生、生男”。然而，由于生存环境的不同，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家庭的生
育行为在事实上是存在着多样性的，云南省的傣族家庭生育行为就是一个案例。    长期以来，中国傣
族农村社会的经济形态是典型的传统农耕经济，稻田是人们最主要的生活来源，人们的生活是远离工
业化的传统农业生活，但他们在生育行为上却没有追求高生育水平的动机，也没有男性性别偏好的特
征。    本书通过翔实的历史文献资料，丰富的田野资料和独特的民族生育史调查，在充分展示整个20
世纪中国傣族社会人口变迁图景的基础上，全面分析了农业社会中傣族传统低生育行为形成的机理，
同时以人类学文化相对论和心理学需求层次论作为解释工具，构建出傣族传统生育行为的解释框架，
进而对人类生育行为的多样性作出了进一步的思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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