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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历代
,

传统文化不仅对人 口的职业选择

与流动行为产生了深刻影响
,

而且影响到中国人 口

总的发展状况
。

本文试图通过对传统文化与人 口职

业和流动关系的历史考察
,

来探讨中国人 口 的发展

特征
。

一
、

传统文化与中国人口关系概论

就中国传统文化而论
,

我们认为
,

它对人口 的影

响主要通过以下途径体现出来
:
l

、

渗透于民间社会

的风俗
、

礼节 ; 2
、

在长期的历史演进中所形成的人 口

观念 ; 3
、

历代政府所制订的人 口政策 ; 4
、

各个宗族所

制订的宗规
、

族训
,

其中有许多对人 口行为的限制性

措施 , 5
、

封建道德
、

伦理说教
,

主要是历代思想家所

阐释的观点
。

值得指出的是
,

我们所以将历代政府所实施的

人 口政策作为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
,

主要荃于

以下考虑
:

在我们这个传统文化深厚的国家
,

决策者

也受到这种文化环境很大影响
。

他们力图将传统的

道德规范贯穿于所制订的政策中
,

以此左右百姓的

行为
。

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是儒家文化
,

这 已被绝大

多数中国文化研究者所承认
。

从先秦到近代
,

特别是

两汉以来
,

各个时期均有人以儒家学说为纲
,

对中国

人口的各个方面发表过见解
,

并进而成为统治者人

口政策制订和广大民众人口行为的准则
。

因而
,

把握

需家学说的思维方式是了解中国传统社会人 口观

念
、

人口行为的一把钥匙
。

中国自古迄今一直是农业人 口占绝大多数的国

家
。

这既是传统文化得以产生并不断维系的基础
,

也

是她能够广泛发挥作用的原因
。

在数千年的我国历

史中
,

特别是在两干余年的封建社会中
,

人们的生活

方式很少发生变化
。

与此相适应
,

传统文化也在持续

不断地对中国人 口的发展产生作用
。

人 口的发展归根结底受一定时期经济发展水平

的影响
,

而具有社会性
、

意识性特征的文化所产生的

影响也不容忽视
。

因为人 口的发展毕竟要通过一代

又一代的人体现出来
。

人的行为要受他所在时代各

种社会规范的制约
。

并且
,

文化本身的许多方面具有

时代滞后性
,

即一个时代的经济发展了
,

那些看起来

与新的社会不相适应的文化内容还要以原有的形式

保持下来并产生作用
。

这一点在中国今天的社会中

尤其显著
。

况且
,

中国当代还是一个以农业为基础的

社会
。

这就是说
,

传统文化对中国人 口发展产生作用

的物质条件并没有消除
。

因而我们就应该对这种状

况进行研究
,

并在社会实践中将传统文化中那些影

响人 口发展的陈腐
、

落后观念清除
,

或者将其限制在

一个小的范围内
,

降低其作用
。

二
、

传统文化与人 口的职业选择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
.

人 口 的职业选择受到很大

限制
,

基本职业只有四种
:

士
、

农
、

工
、

商
。

然而在传统

文化的氛围中
,

这四种职业的从事者并没有获得同

等的地位
。

农业社会中
,

直接生活资料的获取—
一

田间劳

动是主要的职业
,

而粮食的足缺也成为衡量一个国

家国力强弱的主要标志
。

在当时生产力条件下
,

粮食

的增长主要通过增加劳动力投入
、

广泛垦殖土地来

得到
。

农业劳动人手越多
,

国力越强
。

正如商秧所言
:

“

百人农
,

一人居者王 , 十人农
,

一人居者强 , 半农半

居者危
” ¹

.

这种思想被历代统治者所接受
,

形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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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时期奉行不替的重农政策
,

并得到有力贯彻
。

秦王

朝时有输粟拜爵之制
,

汉代有孝弟力田之奖
,

明清时

向老年农民颁发顶戴 (一种荣誉衔 ) ;
灾荒年景

,

政府

还会向农民提供土地
、

种子
、

耕牛
。

人们只要服力南

亩
,

躬耕田野
,

就会受到官方的褒扬与支持
。

与此同时
,

工商业者被认为不创造财富而受到

贬斥
。

汉高祖刘邦令
“

商人不得衣丝乘车
,

重租税以

困辱之
”º

。

整个汉代
,

商贾子弟不得为官»
,

以此削

弱其政治地位
。

北魏时限制百工子弟受教育的权利
,

他们只能继承父兄所业
,

不得私立学校
,

违者予以严

惩¼ 。

明代朱元璋更下严旨
: “

若有不务耕种
,

专事末

作者
,

是为游民
,

则逮捕之
”½ 。

由此
,

工商业无法得

到实质性的发展
。

一些人经营致富最终也要把钱财

用来购置土地
。

封建国家采取这种手段抑压工商业
,

固然有将其从业者驱至 田野
、

扩大粮食生产的本意 ;

同时
,

按照儒家学说
,

从事工商是逐利行为
,

而天下

交相争利是国家亡乱的征兆
。

因而
,

统治者想以抑工

商作为维护社会稳定的手段
。

传统社会中
,

最受推崇的职业是
“

士
” 。

士是封建

典籍
、

文献的掌握者
,

是国家对普通百姓进行教化的

依靠力量
。

他们享有摇役
、

钱粮的豁免权
。

更重要的

是
,

士是国家官员的后备军
。

孟子曾说
: “

士之仕也
,

犹农夫之耕也
”À

.

言外之意
,

做官是士人的正道和

本职
,

而只有做官才能改变自身地位和家庭境遇
。

这

里应该指出农业固然是传统社会中一种相对稳固的

生存行业
。

然而
,

仅靠此业人们很难跻身富裕者行

列
,

更无法进入特权阶层
。

传统社会毕竟是一个等级

社会
,

各阶层待遇
、

地位的悬殊刺激着人们
,

特别是

农民
。

封建时代的科举制也为人们进入士阶层开辟

了一条狭窄的路
,

所以不少家庭
、

宗族把鼓励后代读

书
、

科考作为最大的愿望
。

传统社会的重农
、

重士政策由统治者依据当时

社会的物质条件
、

伦理标准制定出来
,

同时
,

它反过

来又影响了人们的择业倾向
。

北齐时贾思蟋于《齐民

要术》指出
: “
治生之道

,

不仕则农
” 。

这在许多宗规
、

族训中均有反映
。

宋代官僚吕坤要求其后代
: “

传家

两字
,

曰读与耕
”¿

。

泰州宫氏族谱指出
: “
四业最显

惟士
,

次莫如农
”À

。

明代人徐三重于其所著《明善全

编》中说
“

子孙职业的最佳选择是读书
、

耕田
,

即所谓
“

读书耕田以清贫勤苦立家业
,

布袍蔬食为士人
,

令

父子兄弟人人礼乐文章
” ,

而最终 目的是
“
匹夫而绮

绅
,

田亩而朝列
”Á 。

更重要的是
,

在传统民间社会中
,

重士农
、

轻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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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成为一种习俗
,

影响了华夏土地上一代又一代的

百姓
。

兹略举几个典型事例
:

山西兴县
:

士闭户自守
,

农夫力稿
,

崇岭峻阪
,

无不耕植
,

工无奇技淫巧
,

乏富

商大贾 
。

浙江定海
:
民俗古朴

,

鱼盐耕读
,

各安其

业@
。

江西九江一带
, “
百姓俗尚农业

,

罕事工商
’

吻
。

这种状况反映了中国传统社会中广大地区的真实面

貌
。

这里有一点需要指出
,

即传统社会中士虽然是受

人称羡的阶层和职业
,

而其人数却十分有限
。

在科举

时代
,

可称得上士人者只有进士
、

举人
、

贡生
、

监生和

生员
。

笔者曾对清代这几类人作过统计
,

一个县内同

一时期其数目总共在 5 00 人左右 
。

当然
,

传统社会

的读书人远不止这些
。

但如果读书人不能取得士人

之衔
,

其中大多数人也要为生计而耕耘田亩
,

不能视

为真正的士人
。

由此看来
,

一个县中的数百名士人与

数万
、

十几万农夫相比
,

是微乎其微的
。

这就告诉我

们
,

传统社会中真正获得发展的职业是农业
,

因而农

业人 口的数量也占有绝对的多数
。

我们认为
,

传统社会中农业劳动者比例过大是

中国人口增长过快的重要原因
。

农民直接参加生活

资料的生产
,

是生产物的第一掌握者 (对自耕农来说

尤其如此 ) ,

他们较容易得到供给子女享用的产品
。

加之
,

传统社会中人们的生活标准很低
,

所以农民较

少体会到生育抚养子女的艰难
,

因而抑制人 口增长

的意识便很少产生
。

另外
,

传统农业生产对自然条件

的依赖使农民无法获得稳定的收成
,

所谓
“

蝎力耕稼

仅足一岁之用
,

一遇水旱辄至艰食
”  

。

这是全国许

多地方的写照
。

农民没有剩余物品供自己作其它享

受
,

更缺少积攒钱财为自已年老作准备的能力
。

他们

唯一的希望就是多育子女
,

进行这种
“
活物

”

的投资
。

三
、

传统文化与人口的流动行为

纵观历史
,

我们不难发现
,

我国人民也曾进行过

规模宏大的迁移
,

如西晋
、

唐末
、

两宋之际等
。

然而
,

这些迁移的背景却多是由于战乱
,

百姓为逃生而不

得不弃离家园
,

投奔他乡
。

否则
,

人们更乐于固守家

乡的热土
。

严格地说
,

中国传统社会是以人 口的不流

动
,

即安土重迁为其特征的
。

中国传统社会是以 自给 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的

社会
。

而自给自足又表现为百姓从事比较单一的农

耕活动
,

以此满足他们的基本生活需求
。

因而他们与

外界交流的愿望不甚强烈
,

流动很少
。

这只是就一般

情况而论
.

实际上
,

我国地域广阔
,

各地 自然条件差

距很大
,

其间有平原
,

有山区丘陵
,

还有滨河临海之



地
。

即使在同一群体中
,

人们也会因年龄
、

志趣的不

同而希望从事不同的职业
,

这些本应该成为人 口流

动产生的条件
。

然而
,

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
,

却存在

着诸多限制
、

禁锢人们流动的因素
。

先秦时期
,

老子曾描绘出这样一个生活环境
:

“
甘其食

,

美其服
,

安其居
,

乐其俗
,

邻国相望
,

鸡犬之

声 相闻
,

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 ,

或者
“

重死 而不远

徙
” 

。

与老子有所不同
,

孟子主张
,

百姓
“
死徙不出

乡
,

乡田同井
,

出入相友
,

守望相助
,

疾病相扶持
” 

。

由此可见
,

如果说老子希望建立的是
“

个人主义
”

的

封闭环境的话
,

那么孟子懂憬的是
“

集体主义
”

的封

闭世界
。

在不流动
、

非迁排这一点上
,

二者是一致的
.

他们的这种思想在民间社会中被广泛贯彻
,

以至人

们视一乡一地的不流动行为为美俗而大力宜扬
,

如

中原一带
, “
地宜耕桑

,

习俗纯美
,

质而不华
,

俭而不

移
,

安于田里
,

不事远游
”O

。

安徽地州
, “
民业耕渔

,

地未尽利
,

大概士夫崇恬退⋯土著之民惮远行
,

不事

贸易
” 

。

浙江象山
, “

黔首 (指百姓
,

引者注 ) 守田亩
,

畦步不出里巷
,

妇人耻入市
,

即穷枪陋室未尝见颜

色
” 

。

湖南常德更典型
, “
人气和柔

,

多淳朴少宦情
,

以黄老 自乐
,

有皮夏遗风⋯居民务本
,

勤于耕织⋯安

乐故土
,

惮于行役
” 

。

而具体到一般百姓
,

终身不入

城市
、

未见官长者更不在少数
。

封建时代
,

统治者为了政权的稳固
、

秩序的和

谐
、

管理的便利
,

从政策上限制甚至禁止百姓流动
,

有意制造互不联络的封闭社会
.

然而
,

对百姓流动影

响最大的是来 自家族
、

家庵的力t
.

由具有血缘关系的人聚集在一起而形成的宗族

是中国百姓的主要居住形态
。

宗族观念
、

惫识的强烈

大大抹杀了人们的迁移流动倾向
。

世世代代聚族而

居成为一种美德受到社会的敬重
,

统治者也常加以

奖赏
,

因而又形成另一种浓重的习俗
。

浙江临安
:

俗

重迁徙
,

数十世不忍析居À
。

湖南洞庭一带百姓
“
聚

族而处
,

久成巷陌
,

死徙无出境
”@

.

安徽石雄
:
一族

所聚
,

动辄数百或数十里
,

即在城中者亦各占一区
,

无异姓杂处
。

以故千百年犹一 日之亲
,

千百世犹一父

之子@
。

可见
,

宗族力量的强固既限制了本宗族成员

的外迁
,

同时又对外族成员的迁入持排斥态度
.

固

然
,

宗族意识减少了其成员的流动行为
,

而宗规
、

族

训又是这种意识和行为维系的主要力蚤
.

前面所提

到的宗族对其成员职业的限制就起到这种作用
。

宗

规
、

族训对其族人的制约力量要大大超过政府的政

策
。

传统社会的家庭观念对人们的流动起到抑制作

用
。

《礼纪
·

礼运》云
: “

父慈子孝
,

兄敦弟梯
,

夫义妇

德
,

长惠幼顺
,

君仁臣忠
,

十者谓之义
” 。

还说
: “
父子

笃
,

兄弟睦
,

夫妇和
,

家之肥也
” 。

《易经
·

篆 》言
: “

父

父子子
,

兄兄弟弟
,

夫夫妇妇
,

而家道正
” 。

这种和睦

气氛建立的前提是父子
、

兄弟
、

夫妇终年在一个圈子

中生活
,

互相提携
。

子孙对于父祖尽孝又是家庭诸关

系中最重要的内容
。 “
君子之道

,

莫大乎孝
,

孝之本莫

大乎顺亲
”À

.

按照孔子的要求
,

要尽孝就应做到
“

父

母在
,

不远游
,

游必有方
”¾

。

亢仓子在《训道篇》中指

出
:

对父母要顺承颜色无所不至
,

发一言
,

举一意
,

不

敢忘父母 ,营一手
,

措一足
,

不敢忘父母
’.

 
.

而只有

与父母终年相守才能做到这一点
。

所以说
,

中国的家

庭伦理是一种限制流动的文化
。

这里还有一点箱要补充
,

即中国家庭的财产继

承制度
。

我国自古至今
,

子孙以均分的方式对房屋
、

土地等父祖所遗留的家产进行分配
。

如唐代法律中

明文规定
:

应分田宅及财物者兄弟均分0
。

我想这种

制度产生的根源还在我团的早期文化中
。

正如上面

所述
,

早期文化对家房的耍求是成员和睦共处
,

家庭

规模越大越好
。

而在实际生活中
,

大家庭又是难于维

持的
,

兄弟分异不可避免
。

而兄弟之间不应因分异
“

失其和
” (此

“

和
”
指和气 ) 。

均分财产是达到这种和

睦状况的主要手段
。

同时
,

这种继承方式也集中体现

了儒家的
“

仁政
”
思想

.

中国传统社会的财产分配方

式只是使原有的财产规模变小了
,

人们并没有因此

而发生地理位t 的变动
。

这与西方许多国家前工业

化时代的长子继承制有很大不同
.

商人本来是一个流动性较大的限层
,

然而在中

国的文化氛围中
,

商人虽其有一定的经济地位
,

却没

有社会地位
,

更谈不上政治地位
。

因而他们中的不少

人还是把积 , 的资金投入到家乡的土地上
,

重新过

不流动的田舍翁生活
。

传统社会中这种封闭的
、

固守家园的生活习性

给中国人 口的发展带来诸多不利影响
。

1
.

降低了人 口的身体素质
。

在这种不流动封闭

的环境中
,

人们的婚姻范围狭小
。

传统社会
, “
父母之

命
,

媒灼之言
”

是婚龄男女择偶的主要方式
。

在这种

封闭的状态下
,

父母
、

媒约也只能于三乡五里的社会

圈子中为青年男女物色对象
。

如此一代一代下去
,

血

缘关系很近的人也互成婚配对象
。

在不少地方姑表
、

中表结亲具有一定普遍性
。

由此而导致各种遗传病

症
。

同时
,

在我国一些地方
,

由于水土等原因而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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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具特色的地方病
,

而封闭的生活方式
、

狭小的婚姻

圈降低了人们抵抗疾病的能力
。

这些最终降低了人

口的身体素质
。

2
.

阻碍了人口 文化素质的提高
。

这些文化素质

主要指人们的变通能力
,

对新事物的接受能力以及

改变环境的意识等
。

在封闭的社会环境中
,

各地区之

间的交流很少
,

人们世世代代固守一种生活方式
,

整

个社会因而缺乏活力
,

变革更无从谈起
。

长此以往
,

人们形成一种痛习
,

把外界新事物视作左道旁门予

以排斥
。

3
.

促使生育率提高
。

传统社会的封闭性和不流

动性使人们生活的许多方面带有自然色彩
,

生育则

更是如此
。

农民四季身履田亩
,

与妻子终日相伴
,

而

不象商人那样具有较大的流动性
。

由此促使生育率

上升
。

另外
,

中国家庭的财产均分制度
,

使人们在结

婚分家之时都能得到一块田产
。

因而
,

他们较少体会

到生活的压力
,

不会去主动抑制生育
。

最后需要指出
,

传统社会人 口的不流动是有限

度的
。

一个地区随着人 口的增加
,

土地拥有量的减

少
,

人们便无法在这种封闭的环境中生活
.

而由于社

会缺乏对这种状况的调节机制
,

一遇天灾
,

百姓或者

坐以待毙
,

或者揭竿而起
,

或者逃离他方成为流民
。

这种封闭的世界被彻底打破
。

流往他乡的百姓又寻

找到一块土地生活
,

建立起新的封闭世界
。

传统社会

因而陷入这种周期性屁荡之中
.

标准来衡量
,

中国今天的社会既非完全的农业社会
,

也不是完全的工业社会
,

而呈现出两种社会交织的

形态
。

从人 口结构上看
,

中国目前的农业人 口仍占近

80 %
。

在广大的农业地区
,

尽管工业文明的触角已伸

入其中
,

但传统耕作方式
、

生活方式的主流并未发生

变化
。

因而传统文化的一些方面仍然对人们的职业

选择
、

迁移行为等产生作用
。

要消除传统文化对人口

发展所施加的不利影响
,

有赖于社会经济的发展
,

而

经济发展不可能在一朝一夕达到理想水平
,

与之相

适应的新的文化形态也不会很快形成
。

传统的东西

仍在或强或弱地产生作用
,

如何在这种社会经济的

渐变过程中减轻传统文化对人 口发展的消极影响
,

是我们在人 口理论与实践工作中应该考虑的间题
。

以往的工作已经证明
,

通过主观努力
,

我们是会在这

方面取得进步的
。

结 语

从根本上讲
,

传统文化产生作用的深厚基础是

农业社会
,

而文化常常是渗透于一个民族的行为规

范和习俗礼节中的
,

表现出一定的超时代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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