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1 期專題任務—印度種姓制度 

<初階題> 

閱讀以下文章，回答相關問題:  

認識種姓制度 

       臺灣社會強調人與人一律平等，沒有階

級的區分，但世界上還有許多國家和地區，

因為傳統歷史、文化和宗教的影響，仍然有

將人劃分為不同等級、歧視低等階級的情

形，其中最為大家熟知的是印度的種姓制

度。 

      一般認為印度種姓制度始於西元前 1500 年

左右，外來的雅利安人入侵印度而創立的社

會制度，征服者變成了高階種姓的人，而原

來的印度人變成了低階的種姓，以利於征服

者鞏固政權，維持社會秩序。 

      經過幾千年的發展，很多支持種姓制度

的專家學者提出大量種姓制度適合印度社會

的理論，認為在印度種姓制度有其存在的合

理性，而且有些理論在印度非常深入人心。 



       印度種姓制度以職業為基礎分為四層，

按照身份從高到低為： 

1.「婆羅門」：通常為祭司、僧侶、學者及神

職人員。 

2.「剎帝利」：包括國王、戰士等。 

3.「吠舍」：包括商人、地主等。 

4.「首陀羅」：包括農民、僕人等。 

      在種姓制度以外，還有被稱作「不可接

觸者」的「達利特」，他們被視作「賤民」，

多由罪犯、戰俘或是跨種姓婚姻者及其後代

子孫組成，只能從事清潔、喪葬等最底層工

作。 

 

印度種姓制度階級圖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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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種姓制度深深影響印度社會生活，不論

是姓氏、家鄉、婚姻、飲食及宗教習俗，不

同種姓之間都有嚴格區分，不能跨越。甚至

種姓內的職業也是採世襲，一代傳一代，不

同階級互不通婚，不可同桌進食。 

      1947 年印度獨立後憲法規定，任何人不得

因種姓受到歧視，亦明文廢除「不可接觸

制」。在今天，印度人的身份記錄裡不再有任

何關於種姓的記載。種姓制度雖被法律廢

除，但對印度社會仍有巨大影響，高種姓與

低種姓群體的社會地位、收入水平、受教育

程度都有明顯差距，賤民群體依然備受歧

視。例如在 2008 年 8 月，印度比哈爾邦的阿拉

里亞發生水災，然而由於阿拉里亞為賤民的

集中地，災民得不到地方政府的任何協助，

令大量災民死於水災當中，種姓歧視再度受

到非議。 

◎資料來源 

 維基百科：印度種姓制度  

https://zh.wikipedia.org/zh-tw/印度種姓制度= 

https://zh.wikipedia.org/zh-tw/印度種姓制度


1.印度種姓制度除了不被認可的「賤民」外，

階級分為幾層？ 

(1) ３層。 

(2) ４層。 

(3) ５層。 

(4) 沒有階級之分。 

 

2.在古時候的印度，一位從事衣服買賣生意的

人最可能屬於哪一個階級？ 

(1) 剎帝利 

(2) 吠舍 

(3) 首陀羅 

(4) 賤民 

 

3.下面關於「達利特」的敘述，哪一個是錯誤

的？ 

(1) 他們可能是地主的兒子和農民的女兒結婚

生下的子女。 

(2) 他們不屬於種姓制度的四個階層。 



(3) 他們在一千年前可以從軍打仗。 

(4) 現在身分證不會註記他們的祖先是「達利

特」。 

 

4.依照種姓制度，不同階層的人不可以一起做

什麼？（答案至少兩項） 

 (1) 結婚 

 (2) 說話 

 (3) 吃飯 

 (4) 祭拜祖先 

 

5, 從種姓制度建立後，不斷有很多專家學者

提出大量種姓制度適合印度社會的理論，從

現代的人權角度來說不可思議。你認為這些

專家學者提出這些理論的原因可能是什麼？ 

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進階題> 

閱讀以下文章，回答相關問題: 

廢除種姓，歧視仍在 

       時至今日，種姓制度雖在法律上已經有

明文規定不准階級歧視，但現代印度社會還

是受種姓制度影響，甚至造成的悲劇仍然不

斷發生。另一方面，也有很多印度人試圖擺

脫種姓制度觀念的束縛。 

事件一：吉特卓之死等不到正義 

      2019 年，在印度偏遠村莊的一場婚禮上，

一名 21 歲的男子吉特卓參加堂兄弟的婚禮，

卻因吃飯的位置與七名男性發生衝突，當晚

被圍毆得遍體鱗傷，九天後傷重身亡。 

      警察審理這起案件，出席該場婚禮的一

百多位賓客，竟然沒有一位願意出來作證。 

      根據新郎的說法，吉特卓在婚禮當天提

前到場幫忙。「在完成場地佈置之後，他用盤

子盛裝了一些食物，坐在一張椅子上吃飯。

有些階級較高的人不想要他在他們附近用



餐，所以要求他到別的地方吃飯，但吉特卓

拒絕了。」 

      階級較高的幾位男子不滿要求被拒，不

但踹翻吉特卓的椅子，與他扭打在一起，吉

特卓忿忿不平離開會場後，又在路上攻擊

他。吉特卓遭到七名男性圍毆後，傷重送醫

不治身亡。 

      這起事件後，吉特卓的親友們雖極力為

他爭取正義，但當地居民卻不願給予更多支

持。達利特人權倡議者威馬分析：「這是因為

達利特居民往往在經濟上完全仰賴較高階級

的家庭。他們沒有土地，所以必須幫富有的

鄰居工作。他們深知站出來發聲會造成什麼

後果。」 

 

事件二：跨種姓婚禮等不到家長 

         來自印度中央邦的莫妮卡是病毒學博

士，目前是大學的助理教授；在阿薩姆土生

土長的昌德拉則是非傳染性疾病博士，兩人



在某座醫學研究中心認識，相識 7 年，交往 4

年，雖然私下互許終生，卻一直不敢奢望婚

姻，他們知道這很可能是一場打不贏的苦

戰，因為，昌德拉是婆羅門，而莫妮卡不

是。 

      昌德拉的父親早逝，因此一直以來是由

擔任印度教祭司的叔叔撫養照顧。和莫妮卡

論及婚嫁後，昌德拉遲遲不敢向叔叔提起這

件事，深怕叔叔會拋棄他們一家人。昌德拉

猶豫了一年，最後才大膽說出口。 

     「這是你自己的選擇，但我建議你不要。

你們的婚姻不會得到我們的認可。」叔叔這

麼回答。 

      叔叔和家人勸了他一年，但昌德拉始終

意志堅決，最後家人只能無可奈何地接受，

但也講明：「婚禮不會依照婆羅門的傳統方式

舉行。」 

      在 2021 年年初，這對有情人終於舉辦了婚

禮。但舉辦地點不能在男方家中，最後兩人



只好在叔叔選定的一間印度教寺廟成婚，按

照當地習俗，新郎的母親和代表父親的叔叔

都不能參加婚禮。 

      第三天在飯店舉行的喜宴，親朋好友前

來向新人致意、贈禮、用餐。昌德拉的叔叔

跟母親仍然沒有出現，不過叔叔打了電話給

莫妮卡的父親，兩人在電話中談了很久，叔

叔給了新人他的祝福，電話兩頭的家人都哭

了…… 

 

◎資料來源 

 地球圖輯隊：無法逆轉的種姓制度在別人

面前吃飯而被打死的印度男人 

https://dq.yam.com/post/11125 

 地球圖輯隊：愛在阿薩姆：一場真愛無敵

的跨種姓婚禮 https://dq.yam.com/post/14591 

1.在事件一，21 歲的男子吉特卓被殺害，兇手

認為： 

(1) 他不應該參加堂兄弟的婚禮。 

(2) 他不應該協助布置場地。 



(3) 他不應該在婚禮場地吃飯。 

(4) 他不應該在高種姓的人附近吃飯。 

 

2.在事件一，當地居民為什麼不幫忙死者爭取

正義？ 

(1) 因為他們都是高種姓者。 

(2) 因為他們認同死者不應該在高種姓的人附

近吃飯。 

(3) 因為他們怕失去工作。 

(4) 因為他們不認識死者。 

 

3.在事件二，叔叔對昌德拉結婚一事，哪些作

為受到種姓制度影響？ 

（答案至少兩項） 

(1) 勸昌德拉放棄。 

(2) 不在家中舉辦婚禮。 

(3) 不出席飯店喜宴。 

(4) 打電話給女方父親。 

 



4.在事件二，昌德拉的叔叔為什麼打電話給莫

妮卡的父親？ 

(1) 他要斷絕與昌德拉的關係。 

(2) 希望兩家人聚會，為新人祝福。 

(3) 婚禮不夠隆重而致歉。 

(4) 表達自己不能參加新人婚禮的無奈。 

 

5.這兩個事件有什麼共同點和不同點？ 

（請各舉一個） 

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雖然法令已明文禁止種姓制度，你認為印度

政府還可以做些什麼，才可以消除人民的種

姓歧視？ 

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