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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对贫困文化进行界定之后 , 深入分析了贫困文化的表现形式和产生原因 , 进而探讨消解贫困文化、实现文化富民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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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以来, 人们总是习惯于对农村进行“输血”或“造血”

式扶贫。其结果是在“输血”的同时, 造就了一批“懒汉村”,

“等、靠、要”的思想越来越严重, 甚至有些地方出现了“春等

救济粮, 冬等棉衣裳, 夏炎秋雨不出房”的现象。而近几年的

“造血”工程 , 前景也不容乐观。不管是送技术、送信息、帮助

农民修路、上项目、办企业 , 还是与农民结对子, 建农机站, 这

些花费很大心血建立起来的设施与场所往往成了摆设 , 与扶

贫目的相距很远 , 导致大量的扶贫资金流失, 最终迫使“造

血”工程“胎死腹中”。

这种现象不得不引起人们的反思。为什么在国家每年

下拨的扶贫资金成倍增长、财政支农资金以每年数百亿的速

度递增的同时, 还是解决不了某些地区的贫困落后状况呢 ?

为什么有些人能够依靠国家的“三农”政策 , 通过自身的努

力, 很快就摆脱贫困, 而另一些人却整年与贫困相随相伴呢 ?

国家的扶贫政策为什么得不到实际的经济效益呢? 笔者根

据自身长期的调查 , 发现造成一些地区持续贫困的原因根本

不在物质的支持方面, 而根源于农村长期固有的思维方式、

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 也就是所谓的“贫困文化”。因此, 能

否消解农村的贫困文化 , 是现阶段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推

行农村城镇化建设的当务之急。

1  贫困文化的表现形式和产生原因

美国人类学家刘易斯认为, 穷人贫困与其拥有的文化

———贫困文化有关。他认为 , 贫困文化是贫困阶层在社会生

活中发展出的一套“病态”的价值信仰系统, 他们不愿意也不

期望自身的经济繁荣, 不期望走向上层社会⋯⋯逐渐地, 他

们有了相悖于主流社会的亚文化生活方式。在他看来 , 贫困

文化首先是一种亚文化, 是一种与主流文化不相容而处于边

缘状态的特有文化。处于贫困文化中的人们有一种强烈的

宿命感、无助感和自卑感, 不能在广泛的社会文化背景中认

识自己的困难。其次, 贫困文化具有代际传承的特性。穷人

长期生活在贫困之中, 其结果形成了自我维持的文化体系

———贫困文化。一旦形成贫困文化, 穷人就会不断招募新成

员, 并通过耳提面命的方式对后代进行教化和引导, 将病态

的信仰快速传递给未成年人, 把他们锁进贫困、绝望而堕落

的怪圈 , 训练他们成为社会的底层人。

在我国, 贫困文化有其特殊的表现形式。国内的许多学

者都将贫困文化看作是传统小农文化的一种表现, 具体可归

结为: 听天由命、消极无为的人生观, 安贫守旧、求稳求全、知

足常乐的生活观 , 重农轻商、不思变革、重义轻利的财富观 ,

安土重迁、守望田园的乡土观, 好逸恶劳、办事拖沓的人生习

性, 厚死薄生、奢办婚事的消费观, 养儿防老、多子多福的生

育观, 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分配观 , 消极等待、恪守传统的时间

观, 自给自足、老死不相往来的社群观, 生性多疑、盲目排外

的人际观, 急功近利、恶意“杀熟”的功利观等 , 不一而足。由

此可知,“落后和不发达不仅仅是一堆能勾勒出社会经济图

画的指数 , 也是一种心理状态。”[ 1] 所以, 贫困文化是一种社

会的、习俗的或心理的因素促成的社会积淀, 是贫困者对贫

困的一种适应和自我维护。它会使生活在其中的人形成一

种消极的价值取向和一成不变的思维定势 , 并与目光短浅、

空虚无聊、听天由命、自暴自弃相联系, 是个人、家庭和社会

贫困的根源。

贫困文化的产生可以从传统和现代2 条线索去挖掘。

从传统方面来看, 费孝通早在20 世纪50 年代指出, 我国传统

社会是一种“生于斯、长于斯”的乡土社会。他认为,“从土里

长出过光荣的历史, 自然也会受到土的束缚, 现在很有些飞

不上天的样子。”[ 2] 在这样的社会中, 人们信奉“人怕出名猪

怕壮”的生活方式 , 循规蹈矩地守着自己的“土窝”, 对外部的

世界、外部的文化有着本能的排斥, 正如鲁迅笔下阿 Q 居住

的“土谷祠”一样, 有“土”、有“谷”、有“祠”便足矣, 有时甚至

为了维持目前的生活状态而“饿死不离乡”。其次 , 封闭的地

域性使得“鸡犬之声相闻, 老死不相往来”被尊奉为理想的社

会。在这些地方, 往往交通不便, 公共设施短缺 , 信息不畅。

这些是贫困文化产生的地域性土壤。这种与世隔绝的封闭

的地缘关系, 自然促成了贫困地区的乡土观念和落后的价值

理念。再次 , 长期的城乡二元结构的发展格局以及工农业产

品的“剪刀差”, 是形成贫困文化的制度性因素。农民由于社

会排斥而实现不了自己的“预期”, 因而,“在极其贫困的家庭

里长大的孩子不会具有获得和占有的欲望。他们的愿望超

不出日常需要的范围 , 或者即使表现出了某种超出常需的愿

望, 这种愿望也不过是一种痴想, 永远不会发展成为一种强

烈的意志力量。当这种状态变成一种习惯的时候 , 人们就会

变得没有远见, 满不在乎, 苟且偷生。”[ 3] 这样就不难理解为

什么土地至上、小农本位、重农轻商、重义轻利、多子多福、知

足常乐、听天由命是我国广大农村普遍的价值观。

从现代方面来看, 市场经济的价值观念虽然在一定程度

上涤荡着人们的心灵, 但在广大农村, 由于道路交通、大众传

媒等公共设施的不健全 , 信息的不对称 , 致使一些农民不能

生产出适销对路的农作物; 农村基层干部群众的科技文化素

质比较低, 他们不善于经营管理现代化的厂矿企业, 结果往

往使一些扶贫项目在经营中倒闭、破产。这样不仅使国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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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资金流失, 更重要的是使贫困地区农民的“预期”与现实

产生了巨大的差距, 使得他们退守到贫困文化的防御中去。

穷人认为, 他们的贫困是上天造就的, 不管外界怎样给他们

“输血”或扶持他们“造血”, 都摆脱不了贫困的梦魇。贫困文

化作为一种自我保护机制在穷人中蔓延, 使他们在贫困的泥

潭中愈陷愈深, 不能自拔。因此, 要彻底根除农民的贫困问

题, 就必须从思想上摈弃他们的贫困文化。

2  消解农村贫困文化、实现文化富民的途径

贫困文化的价值观念直接制约着贫困群体的脱贫致富。

文化贫困是农民贫困的根源。要解决贫困问题, 首先要从贫

困的主体———“人”的角度入手, 走文化扶贫之路, 即向他们

输入新文化、知识和价值观念, 传授适用的技术, 输入各方信

息, 从整体上提高贫困群体的素质, 达到文化富民的目的。

为此, 建议采取如下措施。

2 .1 坚持文化扶贫的持续性  文化扶贫是一项系统性工

程, 是对贫困文化的改造和创新 , 涉及整个传统文化领域, 包

括风俗习惯、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等。因此 , 要克服文化扶

贫实际工作中表现出的“一阵风”做法。要把文化扶贫当作

改造贫困文化的活动, 建设性的扶贫, 把文化扶贫当作一种

“移风易俗”的文化建设工程。“三下乡”活动应该保持经常

性、长期性 ; 要加强对乡村文化队伍、科技队伍的支援和培

训; 做到村村通公路, 广播电视通住户 , 有条件的地区最好能

村镇通互联网, 及时把外界的信息传送给农民。鼓励农村剩

余劳动力及时“走出去”, 开阔视野, 创造经济效益; 把科技人

员“请进来”, 在田间地头手把手交给农民新的技能和知识 ,

一方面增加农产品的收入, 更重要的是教会农民怎样对农产

品进行深加工, 生产出适销对路的产品。

2 .2  把转变农民的价值观念作为根本 树立以人为本的工

作作风, 本着“治穷先治愚, 扶贫先扶人, 扶贫先扶志”的理

念, 把文化扶贫作为一种精神改造和建设的工程。培育农民

文化自觉的意识 , 转变思想观念。要用丰富多彩的文艺活

动, 充实他们的生活; 借助图书、大众传媒等文化载体, 对贫

困人群进行思想教育 , 培养他们的人文精神; 针对他们的“自

我藩篱”, 有针对性地加以引导 , 确立他们的文化主体地位 ,

大力发展农村的文化教育事业, 营造良好的文化环境, 使他

们在健康文明的氛围中转变生活价值形态。

2 .3  重视“三农”问题, 切断贫困文化的传承渠道  我国长

期的城乡二元结构为贫困文化的产生与蔓延提供了必要的

物质基础。只有打破这种结构上的藩篱, 才能从根本上铲除

贫困文化滋生的土壤。正如“十六大”报告指出的 ,“统筹城

乡经济社会发展, 建设现代化农业, 发展农村经济, 增加农民

收入, 是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正在致力于建设的现代

化是城乡统筹发展的现代化。只有各级政府高度重视“三

农”问题, 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支持才会更加切实有效。农

民只有在思想上增强了“抗贫抗弱”能力, 才能从根本上摈弃

贫困文化, 接受外界输入的新文化。

2 .4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处理好“传统”与现代的关系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品种丰富、形式多样, 既有多姿多彩的

民俗文化, 如风土人情、祭祖拜天仪式及宗教节庆活动等, 又

有口头流传的各种民间文学, 如传说、史诗、民间故事、谣言、

谚语等 ; 既有淳朴生动的各类表演艺术 , 如音乐、舞蹈、戏曲、

曲艺杂技等 , 又有技艺精湛、美轮美奂的工艺美术 , 如面人、

糖人、剪纸、编织、刺绣、彩绘、蜡染等。这些民间蕴藏的民族

文化瑰宝的价值不仅在于其本身的欣赏性、艺术性和娱乐

性, 更在于它们融合了原汁原味的乡土生活, 承载着原生态、

环境及文化的历史印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有效的保

护、整理和开发, 既有利于传统文化的传承, 又有利于文化自

身的建设, 更有利于地方经济的健康发展。

2 .5 打造文化产业, 实现文化富民 “文化”与“产业”本属2

个概念。但在市场经济发展的今天, 人们逐渐发现文化特有

的经济价值 , 尝试着用经济的手段来看待传统文化的积淀 ,

寻找文化活动与经济活动的交接点 , 于是文化消费、文化贸

易、文化企业、文化产业等的出现也就成为必然。文化富民 ,

就是要把根植于人民群众中的历史文化价值发掘出来 , 直接

惠及人民群众, 尤其是贫困群体。对各地的地方性文化 , 进

行深入而全面的调查与重估。通过科学价值评估 , 做出能否

开发、怎样开发、如何实施等决策, 让群众成为文化产品的生

产者和参与者, 推动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进入生产与消费的

互动轨道, 为增加当地群众收入、改变地区贫困面貌、优化本

地产业结构创造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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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与讨论

稻米种类、形状繁多, 应根据具体情况判断整米率。应

用形态学对图像进行降噪使得图像更加贴近物体颗粒本身

形态, 不会造成很大的失真。特征提取的方法使得处理后

能得到物体本身更多的携带信息 , 有助于形成内在联系的

特征值。从试验结果分析看出 , 该方法检测准确率较高, 而

且简单方便。但该文设计的方法还有一些不足之处, 如遇

到特殊情况可能导致较大误差, 仍需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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