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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性贫困的生产：制度与文化的田野对话＊

———一个Ｙ族村庄生活的发展叙事

□李小云，吴一凡，董　强，宋海燕

［摘　要］　研究将Ｙ村的贫困定义为发展性贫困。与生存性贫困不同的是，发展性贫困的致

贫原因一方面深深地嵌入在发展的制度中，另一方面又与群体是否具有适合发展的现代性的伦理

相互联系。认为现代意义的贫困生产是在不利于贫困群体的发展制度和贫困群体现代性伦理缺失

的相互作用下发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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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贫困问题是一个古老的话题。自中世纪以来，贫困问题就是神学家、政治家、公务员、学者、纳税人和人

道主义者关注的重要问题。［１］（Ｐ１６）有关贫困原因的理论主要有三个不同的流派。第一种观点认为是穷人的特

定属性导致了他们的贫困，［２］有研究指出，懒惰、缺乏道德操守、受教育水平低、缺乏技能等个人因素导致了

贫困，［３］（Ｐ９２）这一观点总的来 说 是 将 贫 困 归 咎 于 个 体 的 失 败。［４］（Ｐ１０１）１９世 纪 美 国 作 家 阿 尔 杰（Ｈｏｒａｔｉｏ　Ａｌｇ－
ｅｒｄｅ）的小说描述了数百个由贫穷到富裕的故事，主人翁无论开始多么贫困到最后几乎都依靠他们内生动力

和不懈的努力摆脱了贫困，这些故事的核心含义是一个人的命运主要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这就是至今都在影

响着社会大众观念的所谓“决定收入的进取模式（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ｉｎｃｏｍｅ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５］（Ｐ１）长期

以来，这一模式也影响了无论是着眼于一个国家、还是一个群体或个体贫困问题的研究。美国经济学家索洛

（Ｒｏｂｅｒｔ　Ｓｏｌｏｗ）对于个人努力和经济增长关系的系统论述［６］以及社会经济学家格伦·路易（Ｇｌｅｎｎ　Ｌｏｕｒｙ）对

于收入的代际转移与分配的研究［７］算是受到这一模式影响而形成的经典的贫困理论研究。经济学家们通常

认为自由竞争在自由民主制度的条件下能够支持相似的个体和群体的经济状况逐步趋同。有一些证据支持

这一理论，例如，根据国际要素均衡理论，在一定条件下，自由贸易可以平等化贸易伙伴间的工资率。然而，

即使在所谓的相似条件下，贫困仍然普遍地、长久地存在于全球范围、一个国家、甚至一个社区中，这实际上

已经挑战了进取模式对于贫困的解释。

第二种观点认为贫困的环境产生贫困的文化，而陷入贫困文化的群体则无法摆脱贫困。刘易斯（Ｏｓｃａｒ

Ｌｅｗｉｓ）的《贫困文化：墨西哥五个家庭实录》、班费尔德（Ｅｄｗａｒｄ　Ｃ．Ｂａｎｆｉｅｌｄ）的《一个落后社会的伦理基础》、

哈瑞顿（Ｍｉｃｈａｅｌ　Ｈａｒｒｉｎｇｔｏｎ）的《另类美国》，通过来自墨西哥、意大利和美国等不同社会的经验资料，共同构

筑起贫困文化的概念架构。［８］刘易斯在他题为《贫困文化》一文中指出：“贫困文化一旦形成，就必然倾向于永

恒。棚户区的孩子，到６～７岁时，通常已经吸收贫困亚文化的基本态度和价值观念。因此，他们在心理上，

不准备接受那些可能改变他们生活的种种变迁的条件或改善的机会”。［９］刘易斯的贫困文化理论实际上也是

美国主流的个体失败导致贫困理论的某种翻版，尽管刘易斯更多地强调了贫困的群体性，隐含了个体无法通

过自身努力摆脱亚文化条件下贫困的立论，这一观点其后被发展成为所谓的贫困文化陷阱的理论。国内很

多学者采用这一观点研究中国，［１０］（Ｐ５２～６０）特别是中国少数民族的贫困问题，他们简单地将少数民族的贫困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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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是这些群体的所谓贫困文化，［１１］也有学者提出质疑认为是对贫困文化的误用与滥用。［１２］

第三个观点认为贫困是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层面结构性的问题。这里讲的 结 构 主 要 是 指 基 本 的 社 会 制

度，如私有制以及一系列的社会经济政策。卢梭认为私有制是人类不平等的根源。［１３］（Ｐ６７～６８）马克思更是系统

地论述了资本主义条件下贫困的根源。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生产方式下，生产资料所有者能够通过

无偿占有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使工人贫困化。随着资本的增长，工人阶级的贫困会进一步加剧，因为“资本

增长得愈迅速，工人阶级的就业手段即生活资料就相对地缩减得愈厉害”。［１４］（Ｐ３８０）马克·兰克（Ｍａｒｋ　Ｒａｎｋ）

是当代美国著名的贫困问题专家，与相信美国的贫困主要是个人懒惰不进取的主流观点不同的是，他系统的

实证研究表明经济体制和社会政策是导致美国贫困的重要结构性要素。他认为美国的经济结构无法为所有

参与者提供足够的机会，这是造成美国贫困的重要原因，［１５］（Ｐ５３～６５）其次，美国的社会政策在帮助穷人方面也

是失败的。［１６］这一点与阿莱斯娜（Ａｌｂｅｒｔｏ　Ａｌｅｓｉｎａ）等对美国的研究相一致。阿莱斯娜等的研究深刻地揭示

了美国的贫困与政治制度的关系。［１７］（Ｐ７７～９４）

在过去十多年中，经济学家们将上述的理论进一步具体化，从微观的角度提出了解释贫困顽固存在的

三个方面理论观点。第一个理论观点认为能否越过贫困可能取决于能否越过某种所谓的关键的门槛（ｃｒｉｔｉ－
ｃａｌ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ｓ），也就是说如果个人财富和人力资本达不到这个关键点，任何个人的努力都无法帮助其越过

贫困陷阱；［１８］第二个理论认为由于所谓的制度失灵（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导致了国家和群体或个体努

力进取的失败，也就是说无论任何努力，由于某种制度方面的原因都无法突破贫困陷阱；［１９］第三是由于所谓

的“邻里效应（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ｈｏｏｄ　ｅｆｆｅｃｔ）”，主要是指个体和其所在的群体之间的互动影响了群体的进取努力，导

致群体陷入贫困陷阱。［２０］有文献对此进行了系统性的回顾，［２１］也有研究指出，不同的社区环境及社交阶层会

持续影响几代人的收入造成持续性的不平等。［２２］

本文是针对西南某地一个Ｙ族贫困山村贫困状况的观察。Ｙ村作为一个长期处于封闭的贫困村落，发

生在其中的村落日常生活以及作者在Ｙ村的扶贫实践为作者提供了探究贫困原因理想的案例，更为重要的

是，Ｙ村典型的亚文化社会特点也为我们更好地理解贫困的文化问题提供了典范的素材。本文不是针对贫

困的理论论述，而主要希望能从Ｙ村村民日常生活的社会实践中观察涉及贫困的相关问题，特别是希望能通

过村民的日常生活叙事与现有的贫困理论展开对话，在微观层面展示贫困的根源和摆脱贫困的实践路径。

从研究的方法上说，该项工作可能会陷入莫斯（Ｄａｖｉｄ　Ｍｏｓｓｅ）所提出“参与者—内部人”的方法伦理尴尬

中，因为它是在一项以政府、村民等多方合作开展的项目为基础上所进行的理论思考，这种研究不同于一般

意义上对贫困做的各项指标或者其他不同维度调查，也不同于以参与式方法做田野志的人类学研究，在研究

过程中，研究者所处的身份可能会模糊了社会调查和自身经历的界限，但正如莫斯同时也指出那样，这样的

研究具备真正意义的“真实性”，是“内部人的民族志”或者“自我民族志”。［２３］（Ｐ１９～２４）事实上，在研究过程中村

民对作者几乎知无不言，讲述各种从个体意识出发的细枝末节，但作者仍须遵循社会科学基本的研究伦理。

作为Ｙ村发展的“内部人”的优势虽然能使我们更清楚地展示乡村的政治社会关系，但也不得不承认，这在某

种程度上影响了身为研究者的客观性。

二、Ｙ村：一个没有富人村庄
Ｙ村民小组（以下简称“Ｙ村”）位于西南某省的一个国家级贫困县，被确 认 为 国 家 级 贫 困 村。①Ｙ村 于

１９８２年由山里旧址搬迁到现居住地，地处热带雨林自然保护区内，平均海拔在８００米左右，年平均气 温 为

２０℃，年均降雨量在１　６００～１　７８０毫米之间。② 全村常住人口５７户共２０６人，其中劳动力有１３８人，除２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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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据村里老党员回忆，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其他村 子 还 尚 未 解 决 温 饱 问 题 时，Ｙ村 已 经 基 本 解 决 了，还 自 办 村 小、开

展夜校扫除文盲等，因此，当时村民认为自己属 于“先 进 村”。２０００年 以 后，村 民 逐 渐 感 觉 和 其 他 村 开 始 有 了 差 距，“比 其 他 村

穷”，但是直到２０１５年，对于Ｙ村属于贫困村这一情况村民才有所知晓。
根据２０１５年当地县志查询得知。



上门女婿为汉族外，其余皆为Ｙ族。Ｙ村现有土地７８２．３亩，其中水田１４５．７亩，旱地６３６．６亩，橡胶林地２

８００亩左右（其中半数与某橡胶开发公司存在橡胶开发争议）。人均水田地０．６７亩，人均旱地２．９５亩。① 农

户主要以种养业为生，种植水稻、玉米、甘蔗及砂仁，养殖冬瓜猪等。农户的主要收入来源是甘蔗种植、砂仁

采摘、外出打工及国家转移性补贴。②

初到Ｙ村的第一印象就是村里没有一栋砖混房，全村都是没有窗户的破旧木房。进村的唯一通道是８
公里曲折的土路，开车要４０分钟，雨季来临时就无法通车。经调查得知，村民自旧址搬迁到现居住地以来，

普遍缺乏固定资产，以住房为核心的固定资产折旧严重，没有一间符合安全标准的住房。２０１５年全村人均可

支配收入仅为４　３０３元。根据全村可支配收入的数据选择Ｆ统计量，使用ＳＰＳＳ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在给

出显著性水平α＝０．０５的条件下，计算检验统计量的观测值和概率Ｐ值。得出结论：不同人口数量的农户家

庭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均值无显著差异，这意味着家庭人口数量的不同没有对人均可支配收入产生显著影

响，农户人均可支配收入不存在显著差异，说明村庄呈现集体性的低收入状态。

２０１５年之前村里确定贫困户的名额，很多人都不愿意参加，２０１６年重新核查建档立卡户发现，贫困户都

是村干部，因为当初大家都不愿意当贫困户，所以干部带头了。现在需要按照上面下达的名额重新确定。因

为大家知道这次贫困户是有好处的，所以都争当贫困户。在开会确定谁是贫困户时，Ｙ姐站在门口说：“这个

村谁是富裕户？谁是贫困户？大家都一样。”参会的人都沉默着，同意Ｙ姐的意见。Ｙ村这么多年有人出去

跑，但是没有一个人致富。Ｌ叔说：“除了两户有辆破的没有牌照的卡车外，全村没有一辆汽车，别的村都有

很多汽车的。”

２０１５年Ｙ村人均消费支出为５　０９８元，主要流向教育、医疗、烟酒以及购置摩托车等消费方面，超出同年

人均可支配收入近２０个百分点。在低收入的条件下，现代消费文化不断推高Ｙ村农户的实际支出，致使相

当多的农户依靠债务维持消费，到２０１５年人均累积债务为３　０４９元。现代性的福利要素如教育、医疗等又继

续构成农户的刚性支出内容，加之农户传统的支出，使得农户陷入了“三重性”（低收入、高支出、高债务）下的

贫困陷阱。假定按照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收入高增长点９％来计算，并同时假定农户支出维持在２０１５年

的水平，那么农户只有到２０２１年才能还清债务，一旦生病、教育产生额外的支出，农户还会加重债务。对于

Ｙ村农户来讲，改善福利的优先选项是住房，而建一套安全住房至少需要１０万，这意味着，即使按照９％的可

支配收入高增长值，在支出不变的情况下，要建起这样一栋房也是遥遥无期的。事实上，２０１６年之前，Ｙ村没

有一户建过新房，建一栋新房是Ｙ村每一户的梦想。

Ｙ村不是没有想致富的人。村里说Ｄ哥两兄弟就能折腾。Ｄ大哥前些年在外面跑，和人一起去老挝做

药材生意，弄了点钱，后来租地种甘蔗遭到大象破坏，损失近百万，村里人说他“首富变‘首负’”。Ｄ家小兄弟

也是搞到了点钱，加上从其他亲戚那里借的钱，开始做起了砂仁生意，结果赶上砂仁价格下降，囤了一堆的砂

仁果在家里，卖会亏本，不卖又欠着人家的债，两头为难。与内地乡村甚至与山下的村子不同的是，Ｙ村的社

会分化程度很低，呈现出集体性的贫困状态。Ｙ村的人每天都在忙着，早上六点出去就找猪食喂猪、砍甘蔗

等等，有时甚至还会半夜去割胶。Ｙ村人常常说“找钱太难，不会找”，习惯将他们挣来的钱称之为“苦来的”。

这一地方化的表达事实上非常准确的描述了他们的状态，对于他们来说，挣钱是一件很难的事，需要花精力

去“找”，从别人不屑于去干的工种中寻求一份工，即使是能“找到钱”，也是要通过比寻常人付出更辛苦的劳

动来换取低廉的报酬的。Ｙ村的境遇既是普遍的，也是特殊的，在西南地区的山区有很多和 Ｙ村相似的村

庄，属于所谓的深度贫困村。［２４］

综上而述的是一个现代化发展语境下的Ｙ村。但同时，Ｙ村也是一个没有饥饿、依靠农作物和雨林天然

的赏赐就能生活的村庄，村民们在盖房、农忙等时节相互帮工，平日有了困难也会相互借钱。Ｌ叔回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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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数据除特定说明外，关于Ｙ村的各项数据均来源于２０１５年课题组成员在Ｙ村展开的调查数据。
国家转移性补贴在２０１５年主要是退耕还林款和农业综合直补，直到２０１８年才开始有边民补助等。



们Ｙ族过去也是很苦的，但是我们在山里种的旱谷好吃，有冬瓜猪肉，还可以在林子里找很多吃的，现在不行

了，现在没有钱，什么都没有。”问起村民们对今后生活最大的担忧，都是说不知道去哪里找钱。没有钱的影

响是广泛和深远的，没有钱就盖不起房子，无法获取教育和医疗服务，话费交不起，摩托车也没钱加油无法出

村，甚至讨不到老婆。在受到现代化的影响下的Ｙ村，没有钱人们寸步难行、无从发展。两种不同的叙事展

示了类似Ｙ村这样的少数民族在发展中面临的困境。从食物和居住等基本需求的角度讲，贫困有其客观性

和绝对性，如果一个群体处于饥饿和没有基本居住等条件之下，我们可以将这样的群体称之为贫困群体，这

就是所谓的生存性贫困。但是，很显然Ｙ村不属于这一类。如果说Ｙ村是一个深度性贫困村的话，更严格

地说，它其实是一个发展性的深度贫困村庄。

三、贫困：发展制度的嵌入物
贫困是特定条件下个体和群体福利绝对或相对缺失的一种状态，由于贫困首先表现在物化的指标上，如

食物的供给等，因此，贫困是客观性也是绝对的。但是，贫困又是相对的。我们看到的Ｙ村的贫困如果放在

非洲的农村绝对不算贫困。Ｙ村没有饥饿，有电，有安全饮水，小孩都能上学。但是与国内的其他村庄比，却

是贫困的。从上述对于Ｙ村的介绍似乎可以发现，Ｙ村的低收入是造成贫困的主要原因，且低收入无法应对

现代性的支出也是造成贫困的原因之一。由此可见，Ｙ村的贫困超越了绝对生存性贫困的范畴。从Ｙ村的

收入结构可以看出农户收入主要以农业为主，其中甘蔗是收入的主要来源。虽然甘蔗的预期收益有糖厂的

合同保障，但甘蔗平均每亩的收入为２　０００元，其中包括劳动力在内的各种成本达到了１　２００元左右，因此，

除去成本之外的纯收入每亩也只有８００元。如果发生野象的侵害，每亩只能得到７００元的补偿，２０１５年全村

５７％面积的甘蔗被大象侵害。Ｄ哥２０１５年近４亩地的甘蔗全部被野象吃掉，一年预期一万元的收入拿到了

２　０００元左右的补偿。Ｄ哥感慨“现在大象比人重要，它们也要吃东西才能活啊”。受限于交通、资金等方面

的因素，Ｙ村的甘蔗只能卖给当地的糖厂，农户没有其他的选择。当地糖厂收购农户的甘蔗是给每位农户收

购票，农户要等糖厂的车进村按照票号来拉甘蔗。为了能做好收购的准备，农户都是接到通知后通宵带着头

灯在地里抢收，以便能赶上第二天早上糖厂派来的车。甘蔗的收获时间短，工作量大，需要农户之间相互帮

工才能完成，如果一些农户因为大象侵害不种甘蔗，其他农户也就没法种了。到２０１８年，Ｙ村几乎没有农户

种植甘蔗了。在这样的条件下，农户没有甘蔗的定价权，一亩地的野生动物保护补偿又很低，使得Ｙ村以农

业为主的生计极为困难。事实上，过去４０年中国农村贫困的大规模缓解除了在改革开放初期依靠农业和其

后面向市场的经济作物以外，后期很大程度上来源于非农就业的增长。［２５］距离城市近的乡村会率先实现结构

转变，而边远地区依然以农业为主的生计结构将是贫困的结构性问题，［２６］同时地处保护区的农户生计［２７］与

生态保护的矛盾也一直是这些地区农户脱贫的重要问题。［２８］很显然，农户的生计结构与市场和制度的不协调

是Ｙ村农户普遍低收入状态的主要原因。

根据２０１５年的调查数据，Ｙ村共有３０户有非农就业的收入，主要包括工资性收入、长期外出务工收入

和周边短期零工收入。截至２０１５年，Ｙ村高中毕业的年轻人只有４人，只有他们才可能外出务工。小Ｚ是

高中毕业，２０１５年他在广东务工１０个月，月薪从２　４００涨到３　５００元，除去在外基本开销，他固定每个月往家

里寄２　０００元贴补家用。但是，Ｙ村像他这样能出去打工的人很少。村民说，外出打工要有文化，要会说普通

话，普通话都说不好，去外面打工人家不要。村里１５～２５岁群体平均受教育年限最高，为７．３年，其次是２６

～３６岁群体，平均受教育年限为４．１年，这意味着村里的年轻人多数都未完成九年义务教育，学历仅相当于

小学高年级水平。受此限制，Ｙ村村民平时只能下山打点零工，多从事建筑、收 获 香 蕉、收 获 蔬 菜 等 体 力 工

作，每个小时工作１０～２０元，每天５０～１００元不等。经常外出打工的Ｐ哥说：“我们在外边打工都是别人不

干的事，累得像个猪，一天干得太累，就这样一年也最多打两个月。”Ｙ村村民的非农业就业在劳动力市场处

于最低端，几乎没有任何技术含量。他们到山下给Ｄ族村子的农民收获冬季蔬菜，很多Ｄ族的农民把地租

出去给外地人种香蕉，Ｙ村的给这些外地人打工。村里人说Ｄ族村，“他们有田，有学校，有公路，医院就在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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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边，领导都是他们Ｄ族的人啊”。一方面，Ｙ村的农民由于文化水平低和语言不通无法进入远距离的就业

市场，同时，就近又只能在产业链的低端打工，收入十分有限。Ｄ族村的人说“他们Ｙ族人太懒，这里有活，他

们也不愿意干”，而Ｙ村的人说“干一天从早到晚，才有８０～１００块，干得太累，别的事都干不了，累坏了，生病

花的钱很多”。Ｙ村的村民虽然文化不高，但是他们也算账。市场经济的机制看似对每个人是公平的，但是

对于处于贫困状态的穷人来说则很难在就业市场中真正受益。不同群体利用市场规则凭借其特有的资源相

互竞争，看起来公平，而在“强—弱”的结构关系中，强者垄断了机会和利益，实际上处于不同的起跑线上。［２９］

马克·兰克对于美国的研究证明很多处于下层的穷人，由于他们的一些特点导致他们在就业市场处于极度

不利的地位。［１６］国内的一些研究也从不同角度说明了就业市场少数民族群里所处的不利地位。［３０］在现代化

或者发展的语境之下，改善福利的路径是具有条件性的，这种条件性使得这些少数民族群体在就业市场中受

到挤压。［３１］

Ｙ村一直以来民风朴实，但算不上“遵纪守法”。据作者这四年的观察，Ｙ村坐过牢的至少有６人，主要

因为盗猎和砍伐。Ｙ村地处自然保护区内，村民长久以来养成了靠山吃山的习惯。Ｐ大哥和帮忙运输的小

Ｗ 就曾因为砍树被抓获，分别处以３０　０００元和８　０００元的罚款。Ｐ大哥想不通，“以前我们Ｙ族都是这样的

啊，怎么到我这儿就不行了呢，没有木头我们靠什么呢”？Ｐ大哥被关进去有大半年的时间，他的媳妇不仅要

缴纳罚款，还要花钱继续盖房，只身前往景洪打工却被骗至缅甸大山里给工人做饭，过了两个月才回来，只挣

了４　０００元，人瘦了一大圈，“我是真的压力很大，老乖（老公）指望不上，小孩还要上学，房子也停不得”。小

Ｗ 更委屈，“我就是帮堂哥运个木头，也不是我砍的”。但Ｐ大哥一家自顾不暇，８　０００元罚款只好由小 Ｗ 自

己出了。村里人更想不通的是，有一户因为使用了一株被雷劈倒的大树而被罚款５　０００元。Ｙ族过去有狩猎

的习惯，捕猎野味是一种男性力量的象征，村里人因为打猎被处罚金的有３位以上。这些年来，随着森林公

安和林业部门的宣传，Ｙ村村民逐渐有所改观。但是，另外一些形式的处罚却并未消失。村里人出行基本靠

摩托车，但除了有２辆摩托车上了牌照以外，其他均为无照黑车，村民购置摩托车除了在山上干农活以外，也

接送小孩、去附近打零工，但是经常会有交警大队开展交通整治行动，村里有３人曾因不挂牌、无证驾驶被扣

车拘留过，交了２　０００块钱才取回摩托车。摩托车作为村民生活的必需品，几乎算是家庭中最大的资产购置

了，一辆７　０００元左右的摩托车，村民往往只能付得起两三千，剩下的都是向老板赊账，什么时候有钱了什么

时候再还。在这样的条件下，认为村民能够花钱花精力到县里考一个摩托车驾驶证、给摩托车挂号牌，实在

是一件不切实际的事情。

Ｙ村相比于周边其他村子确实穷了一些，很少有女性愿意嫁进来，因此村里男性不得不去老挝寻找合适

的女性。在Ｙ村一共有８户中老通婚家庭，其中只有５户办了结婚证。但无论办不办结婚证，Ｙ村的老挝女

性都很难享受到各种政策待遇。虽然地方的政府也在想尽办法为这些家庭解决问题，但是由于受到政策的

限制，根本性的问题解决不了。本来娶老挝媳妇的家庭就经济条件不好的，组建家庭之后，不但支持性的补

助没有变多，其他的花费反而增加了，家庭就陷入更加贫困的状态。有研究指出，跨境婚姻家庭持续发展能

力较弱，在教育、医疗等方面都处于弱势地位，“进口贫困”导致家庭经济功能更加脆弱。［３２］

Ｙ村农户收入不高，还常常面临各种制度的约束，支出也日益增加。小孩教育支出在家庭支出的比例很

高。村民平时最受困惑的就是教育的支出，因为每周都得给孩子钱，Ａ哥说：“天天问爸妈要，就算每次没给

多少钱，算算下来也是不少钱。”２０１５年Ｙ村共有２８户农户家庭需要支付教育费用，平均教育支出占家庭总

支出的百分比为１９．４％。在教育支出最多的１０户农户中，只有两户农户家庭纯收入（扣除生产性支出）减去

教育费用还有结余。其余８户农户家庭教育对收入的消解作用相当明显，有５户当年需要依靠往年存款或

者借款度日，另有３户减去后所剩无几。

２０１５年Ｙ村医疗户均支出４　２３３元，占农户家庭总支出比例为１７％。一旦家中有人患有严重疾病，则

会对家庭产生极重的负担。２０１５年，Ｙ村新农合参保人数为１２０人，参合率仅为５８％，农户一般只给家中身

体不好的成员支付新农合参保费用。Ｙ村医疗费用最高的是Ｐ哥，２０１５年他共花了２４　０００元用于治病，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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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有严重的胃病，需要长期服药，且药费不在医保范围内。另外他的母亲和弟弟分别患有严重的妇科病及皮

肤病，同年医疗支出分别为１０　０００元和４　０００元。三人合计治疗疾病费用为３８　０００元，全家人当年入不敷

出，只能消耗往年积蓄及向外借债度日。有研究对贫困地区农民合作医疗支付能力进行考察，认为贫困人群

的客观支付能力欠缺。［３３］另外，现行医疗保障体系并非针对贫困人群设计，其模式无法达到防贫目的，还是会

对贫困人群的经济产生较大消耗。［３４］

马克·兰克对于美国广泛接受的穷人贫困是因为个人努力失败的文化贫困观进行了有力的批判。他基

于自己的实证研究认为美国的贫困主要是就业歧视和社会保障缺位造成的结构性贫困。［１６］Ｙ村日常生活的

困境一方面折射了发展转型条件下中国乡村普遍存在的问题，从日常生活的角度呈现了贫困的发生机制；另

一方面也折射出了作为少数民族群体在发展的体制下面对市场经济所处的地位是比主体民族的贫困群体更

加不利，呈现了这一类群体被“再贫困化”的机制。很显然，在发展的语境下，Ｙ村村民的贫困从很大程度上

说是制度性和结构性的，将这一类群体的贫困根源归结为他们的文化至少是片面的。

四、懒惰和现代性的悖论
Ｙ村的贫困与其说是“贫困”，倒不如说是“欠发达”。Ｙ村没有普遍的饥饿，而是与“发达”状态下的财富

和福利的差距。村民常常挂在口头上的话是“我们很穷啊，你看村里连一辆车都没有”。如果把３０～４０年作

为一个时间跨度来对比的话，山下的Ｄ村和Ｙ村虽已经有了很大的差别，但也不能说差别巨大。Ｌ叔说：“过

去他们就算比我们好，但是也好不到太多啊。”按照２０１５年的观察，两个村的发展差距是很大的。Ｄ村７０％
以上的家庭有汽车，有的甚至还有两辆。一个山下一个山上，相隔不到１０公里，都是一个国家，一种制度，不

能说两个村是两个世界，但也算是两个天地。双方对于这个差距都有自己的说法。Ｙ村的人说Ｄ村地好，橡

胶树多。的确，Ｄ村地处平原地，交通发达，种橡胶树早，赶上过去橡胶价格高的时候，所以都发了财。Ｄ村

的人说Ｙ村的人太懒，不愿意干活，现在橡胶价格低也不挣钱了，他们就搞冬季蔬菜啊，一样能挣钱，但是Ｙ
村的就懒得种。Ｙ村地处山区，水田很少，山地多，只能种甘蔗，过去没有硬化路，种的冬季蔬菜没有老板来

收，自己也没法运出去，菜都烂在地里，农民也就丧失了兴趣。Ｙ村种橡胶晚，等到橡胶树长成的时候胶价也

降了下来，卖不到钱了。显然，地理和基础设施的差异对于发展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如果从生存性能力而

言，Ｙ村并非真正的“贫困”。Ｙ村过去在山里种旱谷，一年的产量一般可以达到每亩８００斤。他们在山里第

一年砍树种旱谷，７年后再回到第一年的地方，实行“种７不种８”的传统轮作，同时家家都养冬瓜猪，自己织

布，用植物提取的靛蓝染布。自然保护政策开始实施以来，他们被视作雨林的破坏者，不能在山里砍树种地

了。Ｙ村的村民说：“过去的树都是他们砍的啊，我们砍了树，都要等到快１０年树大了才砍的。”Ｙ村的村民

的确不会种水稻，不会种香蕉和橡胶，也不会种冬季蔬菜。Ｙ村的贫困境遇恰恰是由传统向现代的过渡出现

的“发展综合征”。

Ｙ村２０１５年日常支出占总开支高达４１％，而生产经营投入仅占２０％，凸显了Ｙ村文化结构与现代市场

经济伦理的张力。在日常支出结构中，烟酒花费占比最大，为２５％。Ｙ村村民偏好喝酒，几乎天天都喝酒，大

家坐在一起吃饭，往往饭菜没吃下去几口，酒就已经一杯尽了，Ｄ哥说：“酒 就 是 粮 食，喝 了 明 天 就 有 力 气 干

活，醉了更好，什么烦恼都没了。”喝酒高兴了大家就一起喊“丢，丢，丢丢丢丢”①，洪亮的喝酒声在这个山村里

回响，祛除了村民的疲劳，召唤着村落的生命力。Ｙ村几乎每家每户的男性都抽烟，尤其是青壮年，至少每天

消耗一包烟，尤其是碰到盖房和农忙时节，村里人常常聚在一起干劳动，消耗较平常会更多。他们通常购买

一包烟的价格为８～１１元不等，保守估计一个男性每年买烟花费在３　０００元以上。问村民能不能少抽点烟，

他们几乎都会说：“不行啊，我们累了烦了就要抽烟啊，是放松和休息啊。”年轻的小Ｚ说得文艺一些，“烟是寂

寞，酒是快乐”，坦诚烟酒对于他们确实是很重要的慰藉方式。但因为烟酒的支出占到了家庭收入很大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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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部分，所以作者经常与村民讨论能否少抽。天冷的季节到了晚上每家都会围着烤火，大家坐在一起聊天，

老人还是会抽旱烟，年轻人都抽买的烟，说一句话吐出一团云雾，混着柴火的烟气，恍惚中人们的疲劳和烦恼

好似都散掉了。作者也常常晚上与农民坐在一起烤火聊天，不自觉受到影响，烟也会抽得越来越多。有一些

外来的人总是很鄙视地说：“他们就知道抽烟喝酒，活该穷！”然而Ｙ村也有不近烟酒的人，日子却并未因此好

过多少。Ｐ哥因为患病戒掉了烟酒，但他也发现“朋友们慢慢就不叫我一起玩了”。Ｙ村近９０％的年轻人承

认自己开始抽烟喝酒的年龄早于１６岁，并且几乎都是被其他人带着开始抽烟喝酒的。当然也有例外，有一

家的两兄弟从小随妈妈改嫁过来，不敢像其他小孩一样找家里要钱，因此从未沾染上抽烟喝酒的习惯，“我们

知道抽别人的烟喝别人的酒都是要还回去的，所以我们就不弄”，但村里人少不了议论他俩，说“他们两兄弟

最抠，从来不叫我们去吃饭，也不递烟”。戒掉烟酒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被群体排斥。因此，当外界用鄙

夷的口气去评判他们抽烟喝酒的文化时，应当注意到这种文化对于Ｙ村重要的社会内涵，事实上，试图以牺

牲抽烟喝酒所带来的感受以及烟酒对于他们的社会文化意义来换取存钱或者投资都是很苦难的。

Ｙ村的村民都想致富，但是他们的日常社会实践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个人的致富努力。作为一个封

闭的山地 村 落 以 及 相 互 连 亲 的 大 的 亲 属 团 体，福 利 分 享 和 平 均 主 义 是 村 庄 生 存 的 伦 理。正 如 安 德 森

（Ａｎｄｅｒｓｓｏｎ　Ｅｌｉｎａ）在肯尼亚和乌干达的调研发现，农户必须团结起来以应对食物短缺和生存风险，［３５］因此

分享、互助、平均主义是互动中的关键词。相互帮工是Ｙ村普遍性的社会实践，无论盖房还是收获甘蔗都是

帮工完成，帮工的日子里，主人家需要杀猪、杀鸡，每天要管饭和酒，还要备烟，花销不少。在Ｙ村发展客房项

目以来，村民陆陆续续都要盖房，作者曾经建议村民互相免去管饭这一形式，大家都能省钱。但村民都不同

意，“每天都得去山里抬木头，不吃肉不喝酒我们没力气呀，反正穷也不是穷我们这一顿饭”。尽管大家都缺

钱，但没有一户接受这个提议，因为没有人可以仅依靠个人的力量把房子建好。就像老话说的那样，有力的

出力，有钱的出钱。在Ｙ村，虽然大家都比较穷，但相互借钱非常普遍，而且没有利息，村民说都是村里人，有

的还是亲戚，哪好意思要利息。村里人都了解彼此的经济状况，谁家甘蔗卖了多少钱，谁家小孩上学花了多

少钱，都是一笔明白账。如果有钱不借给别人是要受到指责的，而且如果那样做，日后他／她家有事大家也不

会帮他／她，基于这种群体压力及集体认同，村里人甚至会从银行或者信用社贷款，借款给需要用钱的村民。

Ｍ就曾提到他曾经于２０１３年向银行贷款１７　０００元用于帮助他兄弟建房。山下有零活需要人，村里人得到消

息了都是告诉大家尽量一起去。外面有打工的机会，村里人都是让大家一起去做。Ｄ哥说“只要我知道哪里

需要打工，都会告诉村里的人，看谁愿意去”，问他不怕别人抢了他的机会，他说不怕，反正都是大家挣啊。不

能说Ｙ村的人都事事为别人考虑，当在Ｙ村发展客房项目以后，关于谁家先安排客人住这一问题还是有闲

话的。很多专家都说在村里发展客房，将来谁住谁不住很麻烦，没法做到一碗水端平。但是在实践中发现村

民非常遵守约定的规矩，很少发生大的争议。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村庄的平均主义传统。Ｙ村的村民

也会存钱，但是他们的收入很低，日常开支很大，客观上存不了钱。但是不能否认的是，缺乏储蓄也是他们的

习惯。Ｙ哥说：“今年（２０１８年），我还是挣了不少钱，有两万多，但是一点都没存啊，都花了，到处都需要用钱

啊，再说了，存钱干什么呢？”为了让村民投资客房，我们不得不先把客房收入控制起来，然后帮他们先投资，

然后再从收入里扣。

过年吃杀猪饭是Ｙ村一年中重要的仪式。每家的猪都是大家一起处理，做成杀猪饭一起吃。过年的时

候每个人都会挨家挨户去杀猪、吃杀猪饭，每户杀了猪之后，除留下猪油和少量的肉外，基本都吃完了。村民

很少考虑把冬瓜猪做成腊肉等去卖，养冬瓜猪主要是为了自己吃。这几年努力发展冬瓜猪商品化一直没有

太大的进展。外面的人一进村就说：“你们太懒，养一头也是养，养两头也是养，为啥不多养一些？这样好的

猪肉能卖大价钱的，你们不做。”这就像村民过去种的旱谷，品质特好，但是很难市场化、规模化。Ｙ村的猪就

如同过去的旱谷一样，对于村民来说是生存性的生产，无论是作物的品种还是村民的技能都无法适应市场的

需要。事实上，扶贫项目带到村里的小猪，后来大部分都没有成活，村里贫困户Ｈ姐说：“发了６头小猪，一个

月全死了呀！”和她类似的是，其他贫困户里得到的猪也大都没有成活。Ｙ村农民的生产是基于生存伦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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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文化实践。这种社会文化实践是嵌于农民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之中的，对于共同体的生活来说尤其

重要。［３６］（Ｐ１１４～１１５）但这种实践形态与基于市场竞争的发展伦理完全不同，农民一旦被卷入市场竞争中，就将会

面临风险。［３７］

这些年也有村民尝试着新的挣钱路子。Ａ哥胆子大，看别村有人种甘蔗发了财，也想各种办法筹钱租了

８０亩地种甘蔗，请村里人去地里干活，没想到雨一下就是十多天，停工的时候大家都在地里休息。“停工不停

生活费呀，大家不干劳动，白吃白喝，我不去买一点好的人家会说我呢，说实 话，请 外 面 的 人 划 来 多 了，一 天

１００块，不开工不给钱，打发了就回去了，也不用管饭。”难以预料的雨水天气不仅影响了甘蔗正常的生长和管

理，也极大地耗费了Ａ哥的资金。他说：“我都没想到今年工费要花这么多！今年看样子收不回来本钱咯，也

不好意思见人了，钱都没得还！”他打算明年再用兄弟的地种芭蕉，“今年芭蕉行情好，要是我今年种的话就发

了。不过我明年种也可以，等来年甘蔗地好管理一些，我老婆就去守甘蔗地，我去管芭蕉地。管得住的，不怕

大象的，只要我们努力干，就是可以挣钱的，只有这样才能把钱还上”。Ａ哥已经算不清他欠了多少钱了，反

正“这个也欠，那个也欠。每天一睁眼就是哪里去找钱，这几年我和老婆到处折腾，却始终挣不到钱，还搞得

家不像家，连个房子都没得”。拖家带口的不容易，单身汉的日子也不好过。Ｑ哥 尚 未 婚 娶，家 里 就 他 一 个

人，“信用社贷不到款了，看我就一个人，怕我还不上”。为了能有钱建房，他只能半夜开车运香蕉挣点钱。山

里都是蚊虫，他全身上下被咬得没一块好皮肤，从晚上１１点干到早上６点，装了５００箱香蕉，除去油费，最后

才剩下３００块。他哭了，“钱太难挣了，为什么我这么辛苦还是挣不到钱，我都快翻下山去了”。他用挣来的

钱买材料，一晚上的辛苦最后换成一小堆瓦片。后来他的叔叔因为盖房盖到一半，缺了一些材料直接就拿去

用了，到现在也没还给他。Ｑ哥自我宽慰“反正一家人嘛，大家也都觉得是应该的，毕竟奶奶跟着叔叔住，就

当我这些材料是给奶奶的吧”。

Ｙ村日常的社会实践充满了机会分享、利益分享和缺乏储蓄等各种被认为导致贫困的“抑制进取”的社

会文化实践 。［３８］（Ｐ２～９）然而，将这些实践看作是导致贫困的文化则是值得商榷的。Ｙ村这些社会文化实践是

低水平物质供给条件下集体性生存的策略，这些文化实践有效地规避了群体陷入生存性贫困的困境。前述

所介绍的Ｙ村呈现的无富人的村庄社会景观一方面展示了Ｙ村的发展意义上的贫困，同时也展示了传统社

会文化实践在保持集体性生存安全方面的有效性。因此，与其从一般意义说这些文化是导致贫困的原因，倒

不如严格地说这些文化实践与在竞争性的市场经济中获得财富的要求不相适应。

五、结果与讨论
脱贫攻坚计划实施政策在强调依靠贫困人口内生动力的同时，不断推出了一系列针对消除制度和结构

性致贫因素的政策措施，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社会公共服务均等化，为贫困人口创造公平的发展环境也是脱贫

攻坚的重要举措之一。［３９］Ｙ村于２０１５年以后在这些政策的支持下发生的巨大变化恰恰验证了贫困的结构性

立论。

中国地域广阔，各地社会经济状况差异巨大，任何一项政策的实施都会因为不同的社会文化条件而产生

不同的 效 果。过 去４０年，中 国 发 展 是 市 场 与 体 制 共 同 演 进 的 过 程，本 着“有 什 么 用 什 么”发 展 经

验，［４０］（Ｐ２４１～２４３）在全国实施促进贫困人口产业扶贫的政策可能是地理条件好，受教育程度高，社会文化伦理更

接近现代市场要求的群体优先受益。全国类似Ｙ村这样的深度性贫困群体之所以在过去４０多年的发展中

居然没有一个富人的案例说明地处边远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困群体很难借助市场经济的大潮 发 展 自

己。将全国的贫困人口都归类于特点均一的“穷人”，实行统一政策必然会发生政策在某类群体上的实施效

果异化。Ｙ村以及像一些地区这样的发展滞后现象实质是大一统性的机械发展主义模式遭遇地方性特点的

典型性写照。发展体制下的市场机制的公平性是有条件的，在市场中的公平竞争并非是平等的，这个过程是

有“文化中心”的。处于文化边缘的群体很容易“被贫困化”和“被再贫困化”。从发展的角度讲，扶持少数民

族贫困群体需要差异化的减贫政策，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政策需要有社会文化敏感性，需要支持少数民族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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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群体发育能基于自身文化实践同时又能与现代发展制度有机衔接发展方式。与Ｙ村相似的很多类似的少

数民族村庄的日常文化实践如福利、利益和机会分享等均是这些群体维系集体性生存安全的社会文化策略。

这些社会文化实践隐含了在一定社会经济条件下维系社会秩序，构建社会关系，从事社会生产的基本逻辑和

文化智慧。这些文化实践不仅不是造成贫困的文化，恰恰是大大缓解了生存性贫困的基本社会机制。在现

代发展制度资源供给不足的情况下，Ｙ村的大量收入通过相互的拆借转变成了村内的流动资金，支持了村民

日常对流动资金的需求，因为村民无法及时从任何国家的发展体制中借到急需的钱。显然如果仅仅简单地

从村民很少储蓄这点，可能会得出他们不储蓄不投资的结论。相互拆借没有利息可以被看作为没有市场观

念，但是Ｙ村无法统计的没有利息的拆解降低了本来就缺乏资金农户的融资成本。帮工看似会消耗人情和

大量的食物，但是却极大地减少了雇佣外来人的现金支付的压力。Ｙ村看似是一个“贫困村”，但事实上则是

一个在资源稀缺条件下自我治理有序的社会。Ｙ村和其他少数民族村庄所呈现的发展滞后的社会文化动态

与刘易斯所阐述的贫困文化群体完全不同，因此，一般意义的文化贫困理论不适合解释Ｙ村和其他少数民族

的贫困问题。

如本文第一部分所述，不同的视角对Ｙ村的讲述和呈现是不同的。因此，Ｙ村的贫困超越了某种客观和

绝对的“贫困”水平，属于与全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比较而产生的“发展性贫困”。Ｙ村长期地处交通

不便的山区，２０１５年很少有外面的人进入村庄，但是，村庄已经或多或少地整合到了全国范围的发展潮流中，

总体上呈现了消费率先融入了市场，如交通工具和手机的使用已经在长期处于相对低的物质福利水平的Ｙ
村普及。然而，问题是，与消费模式进入市场不一致的是经济生产依然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同时文化实践

在主体上依然以传统为主，造成了面对现代性扩张的尴尬。现代性视角将这种尴尬看作是他们处于贫困文

化之中，将他们的发展滞后归结于他们所具有的社会文化特性。而问题恰恰是，现代性扩张条件下不断推高

的消费逐渐转变成刚需消费，如教育，医疗，手机、摩托车等拉大了收入和消费的差距，造成了Ｙ村的债务，呈

现出了所谓的深度性贫困。这样一种贫困和Ｙ村的文化并无太大的相关性，而且很大程度上也是制度性的

原因。

当然，从发展的角度讲，Ｙ村以及类似的少数民族群体的确也面临着如何有机地融入国家现代化进程的

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存在着三个负面的张力。首先是国家治理的需要与少数民族文化多样性发展之间的

矛盾。将普通话扶贫作为扶贫内容从某种程度上反映国家治理面对这一矛盾的政策考量。其次是现代发展

体制下的文化中心主义与少数民族文化的不适应。民族经济的概念对于缓解这一张力提供了具体的路径，

然而，这可能又引发新的矛盾。第三是少数民族的传统社会伦理和技能与现代性伦 理 和 技 能 之 间 的 张 力。

作者不主张被动的“民族本位”，呼吁探索两者之间的有机对接。一方面，传统的社会文化实践本身并不必然

是“抑制进取的文化”，而且恰恰是扶贫重要的社会资源。即使很多的社会文化实践不利于进入市场竞争，但

在很多的地方社会文化实践中又存在着“消解进取抑制”的实践形态。因此，通过消除所谓的“贫困文化”的

路径是值得商榷的；另一方面，不同的文化群体均存在自身的“现代性”的逻辑和路径。中国作为相对于西方

一个另类的社会文化的现代化发展实践也证明了“多样性、现代性”的客观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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