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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新农村建设中文化贫困的提出
改革开放三十年是我国飞速发展的三十年。

无论是城市还是在农村，我们都取得了巨大的成

就。与此同时，我国城乡发展不均衡现象逐渐突

出，贫富差距逐渐拉大。200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推进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指出要着力推进

新农村建设。其目的在于消除农村贫困，最终消除

城乡差距达到共同富裕。从社会学传统定义上讲，

贫困即为个人或家庭缺乏必要的资源，因而不能达

到一个社会的基本生活水准。[1]农村贫困表现在很

多方面，有经济上的贫困也有文化上的贫困。经济

贫困作为一个比较显著的指标而被人们所关注，这

就造成了长期以来我国农村的扶贫工作重心在于

促进农村经济发展，而对文化方面的忽略则是我国

农村扶贫工作难见成效的根源，文化贫困容易产

生、加剧经济贫困。经济增长新理论已逐步从强调

物质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转而突出人力资本

对经济进步的贡献。文化教育可以形成文化资本，

对于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消除文化贫困是

实现落后地区经济持续发展的关键变量。

先进文化是消除农村贫困的必备条件。第一，

先进的文化可以为农村的经济发展提供精神动力

和智力支持，为农民的脱贫和致富保驾护航。第

二，先进的文化能够推进农民的价值重塑，在很大

程度上促进农民形成共同的价值认同，是建设和谐

新农村的重要保证。第三，先进文化还能丰富农民

的精神世界，抵制农村的不良习气和落后思想。文

化贫困是指在贫困的范畴内，与经济贫困相对的造

成经济贫困的主体性因素的缺失，即某一社会群

体、家庭或个人在生活方式、行为方式、价值观念、

习俗礼俗、心态结构以及知识水平、技能上的滞后

与不足。文化贫困是农民致贫的根本性因素。

二 新农村建设中文化贫困的状况分析
当前我国农村文化贫困主要表现为人口素质

差，生活方式落后以及价值观念落后等现象。

（一）农村人口素质差

文化贫困不仅表现为包括生理素质和心理素

质的人口自然素质差，还表现为包括科技素质和人

文素质在内的社会素质差。

人口自然素质差主要表现为农民的身体素质

差。农村的贫困决定了农民生活质量较差，同时缺

乏健全的医疗卫生设施，这些都是决定了我国农民

的人口自然素质较差。文化素质作为衡量社会素

质的主要指标，农民在此项指标上也远远落后于城

市居民。现在，发达国家农业劳动力平均解手文化

教育的年限为12年以上，我国农业劳动人口平均接

受文化教育的年限为7年，文盲。半文盲占14%左

右，小学文化程度和初中文化程度的农业人后占

80%左右，高中文化程度的仅为6%。[2]同样，在农村

地区，农业的科技含量极低，农业的劳动效益差。

在我国西部地区的农村，这种现象更为普遍。这说

明我国农民的科技素质也低于城镇市民。由此可

见，我国农村人口的素质较差。

（二）生活方式落后

生活方式的落后是最能体现文化贫困程度的

参数。生活方式落后主要体现在物质生活资料和

精神生活资料的消费方式、社会交往方式和日常生

活方式的不科学和滞后。

据资料显示，2008年我国农村居民家庭食品消

费支出占家庭消费总支出的比重为43.7%，城镇居

民家庭为37.9%。[3]可见，农村居民家庭食品消费支

出占家庭消费总支出的比重要高于城镇居民。这

就说明农民的消费方式还是稍显滞后。我国农民

社会交往方式有以下几个明显的特点。首先，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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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单一，一般都是通过聊天的方式，其它的互动

方式较少。其次，交往对象范围较小，我国农民的

交往对象一般都局限在一村一镇之间。缺乏与外

界的沟通。可见，这种形式的社会交往不能给农民

自身带来显著的提高。当下农村休闲活动单一，缺

乏丰富多彩、积极向上的休闲活动。很大一部分农

民在农闲时的主要休闲方式是赌博。这不仅不利

于农民提高生活质量，而且还容易引起一系列的社

会纠纷。因赌博而引发的刑事案件层出不穷就是

例证。

（三）价值观念落后

价值观念的落后是文化贫困的最深层表现，同

时也是导致文化贫困的重要诱因。

由于传统小农思想意识影响依然存在，一些农

民思想依然保守，缺乏创新精神。对土地存在依赖

意识，安于现状、小富即安、追求自给自足，缺乏扩

大再生产的精神，对市场风险缺乏承受能力。当前

我国农民在精神信仰上处于一种真空状态，五四运

动成功地推翻了中国人两千多年来的精神支柱，而

后却没有形成系统的精神体系，直至今时今日，我

国农民依然没有找到可供支撑的精神信仰。这就

造成了农民精神上的空虚，一些农民信奉宗教，甚

至有些对非法宗教活动缺乏辨别能力，迷信活动在

农村一定范围内仍然存在。部分农民仍然生活在

熟人社会中，更注重亲情、乡情，而排斥、逃避国家

法律。在一些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偏远山区，封

建迷信大行其道、一些地方“六合彩”广为流行等现

象，本身就说明一些地方农民的法治意识还比较淡

薄。上述现象在我国农村地区尤其是老少边贫等

地区还是存在的，“等、靠、要”思想的盛行导致了当

地农民价值观念滞后，难以适应新形势的要求。

三 文化贫困的原因分析
文化贫困作为贫困的一个重要现象却没有得

到应有的重视，这就造成我国农民长期处于一种文

化贫困的状况。具体来说，造成我国农村文化贫困

既有历史方面的因素，又有体制方面的原因，教育

的落后也是造成我国农村文化贫困的重要原因。

（一）历史因素对农村文化贫困的影响

文化贫困现象在我国农村有着非常悠久的历

史，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是世界上任何

国家都不曾有过的。统治阶级为了稳固其统治，对

广大农民施以愚民政策。这就使我国农民在两千

多年的时间里不曾有过真正属于自己的思想。直

至今日，我国农民仍没有形成完全独立的人格精

神。在现阶段，农民的思想观念与农村社会主义精

神文明建设的要求还不相适应。突出存在三方面

的矛盾：小农观念、宗教观念和封建迷信观念与大

生产观念、集体观念和科学观念的矛盾；市场经济

某些消极观念与社会主义人生观、价值观、义利观

的矛盾；落后的、封建的“愚昧型”的消费方式与现

代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的矛盾。在一些贫穷落后

地区，封建迷信观念再度萌发，封建迷信活动再次

加剧，严重影响了科技文化知识的发展。

（二）体制因素对农村文化贫困的影响

这里说的体制因素主要是指长期存在于我国

的城乡二元分立体制。二元社会结构造成农村和

城市享有完全不对等的社会资源。这就导致农村

的发展落后于城市，这同样也是造成农村文化贫困

的根本性因素。二元制的存在，一方面，阻碍农民

现代观念意识的成长。长期存在的户籍制度约束

了农民个人的发展，大多数农民只得终身从事无法

选择的农业劳动，而无法成为城市居民，接受现代

文明和先进思想，很多农民只有无奈地滞留在农

村，局限于相对闭塞的文化环境中，不利于形成竞

争意识、开放意识、进取精神。另一方面，二元社会

结构的直接后果是农民接受教育水平低。教育资

源向城市的集中和不断增加的教育支出造成了大

量农村家庭因学致贫。

城乡二元体制造成了我国城乡的二元分立，更

加造成了农村的落后，虽说近年来国家在农村的投

入力度非常之大。但仍然不能消除几十年来农村

落后于城市的局面和农民普遍处于一种文化贫困

的状态。

（三）教育因素对农村文化贫困的影响

“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

身之计，莫如树人。”教育是提高农民素质最根本、

最有效的措施，农民接受教育的状况往往在某种程

度上决定了农民素质的高低。

当前我国的农村教育仍处于一个比较低的水

平。而较低的教育水平是导致我国农村文化贫困

的重要因素。第一，低水平的教育直接导致了我国

农民的文化水平普遍不高。这就使得农民的整体

素质低于城镇居民。第二，低水平的教育导致我国

农村的文化氛围较差，农民对与文化相关的事物不

感兴趣，农民的文化生活处于一种较为匮乏的状

况。第三，教育不仅直接传授知识，更为重要的是

塑造人格。而当前我国农村的教育水平显然不能

完成后者之任务。所以说，我国农民从总体上说仍

然没有彻底完成向现代性转变的历程。上述三方

面都说明了落后的农村教育着实是农民文化致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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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原因。

四 文化视角下农村的扶贫工作
（一）推进农村文化扶贫工作

文化扶贫是一种新型的扶贫方式。不同于以

往扶贫工作侧重于提高农民收入和改变经济贫困，

这种扶贫方式提高了对农民个体的关注程度。文

化扶贫注重于提高农民整体的素质，提高农民应对

市场经济下新形势的能力。通过文化这一媒介促

使农民形成共同的价值认同，维系农村社区的凝聚

力。其最终目的是提高农民应对风险的能力，消除

农村贫困，促进和谐新农村的建设。

文化扶贫的具体途径是政府重视文化扶贫，对

农村的扶贫工作重新定位，转变科技扶贫的具体工

作模式。必须把文化扶贫制度化、规范化。具体来

说，第一，建立农村文化扶贫的保障机制。针对目

前对文化建设投入不足这一状况。各级政府要建

立和完善各种对文化建设的保障机制。第二，建立

农村文化扶贫的共建机制。政府在这方面要放低

农村文化建设的准入门槛，允许和鼓励社会资本的

进入。第三，建立农村文化扶贫的监督回馈机制。

要保证国家政策的落实，确保文化扶贫的成效。总

的来说，文化扶贫不仅向贫困地区输送资金和技

术，更重要的是在从人着手，走文化扶贫之路。向

贫困地区农民输送新的文化、知识和价值观念，从

整体上提高贫困群体的素质。

（二）推进新农村的文化建设

温家宝总理在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

次会议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新的一

年，我们要更加重视和大力加强文化建设。继承和

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

文明成果，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国共产

党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要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富

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扎实推

进新农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文化建设，主要

指在加强农村公共文化建设的基础上，开展多种形

式的、体现农村地方特色的群众文化活动，丰富农

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

不仅有利于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更能够彻底改变

当前我国农村文化贫困之现状。

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文化建设。第一，政府

要更好地履行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的责任，保障人

民群众的基本需求和权益。具体来说，政府加大财

政投入，着力于农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以农民实

际需求为导向，丰富农民的业余生活，提高农民的

整体素质，增强农村社区的凝聚力，建设和谐新农

村。第二，要继续推进文化创新。合理利用传统文

化，促进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结合。对于传统文

化中的精华部分，不仅要保留下来，还要发扬光

大。发挥传统文化对农村社区的维系功能。现代

文化与传统文化的融合，使得农村文化建设能更好

的适应社会转型对农村文化所带来的冲击。使农

村的文化建设顺应时代要求，惠及广大农民。第

三，建立健全贫困地区农村文化工作者队伍,逐步推

行村文化指导员制度,辅导和组织农民群众开展文

化活动。[4]

（三）农村教育的体制创新

推进农村文化扶贫的进程，最重要的是要发展

农村教育。一方面，教育的进步提高农民的科学文

化素质，使其适于新时代之要求。另一方面，高质

量的教育对于农民形成先进的价值观和人生观有

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推进我国农村教育的体制创新。第一，统筹城

乡教育发展。城乡二元体制的长期存在，是造成农

村各种问题的根本原因。当前，城乡教育无论是在

基础实施、师资水平或教育投入等方面都差别巨

大，严重的影响城乡和谐社会的建设，与新农村建

设的目标背道而驰，因此，统筹城乡教育发展，大力

提高农村教育发展水平，应以教育公平为发展目

标。缩小教育地区差异，号召城市支援农村。应尽

快建立规范的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使教育经费

投入规范化、制度化、法律化，确保教育经费有稳定

来源，尽可能的创造实现教育公平的条件。第二，

加大对农村教育经费的投入，改革教育投资体制。

调整教育经费在农村地区教育中的分配比例，加大

农村地区教育经费在教育总经费中的比重；加强国

家宏观调控，实行教育税费上的转移支付。第三，

因地制宜，构建多元化办学体制。根据经济发展水

平及接受教育的实际情况，以实现教育公平为目

标，加强公办中小学的办学能力，鼓励与支持民办

中小学适当发展，以弥补公办学校在布局与数量上

的不足。第四，丰富农村教育内涵，建立完善的教

育体系。这里主要是指建立农村职业教育体系，再

教育内容、方式上进行创新，使教育切实能于农民

的实际生活紧密联系，真正做到学以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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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ural poverty alleviation work is an important task of building a new countryside. Cultural poverty as
one of the important factors of poverty is often neglected. New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 has highlighted the human
capital contribution to economic progress. Education can be the formation of cultural capital and promote economic
development. Cultural poverty claim begins with education，focuses on improving the overall quality of the farmers，
and increasing their ability to adapt to the society.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rural cultural poverty status and by
studying the cultural poverty alleviation，puts forward some relevant suggestions and some new ideas for promoting
the building of new countryside.

Key words: Construction of New Socialist Countryside；Rural Poverty；Cultural Poverty （责任编辑：周锦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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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Cuicui and Qiaoyun’s Consciousness of Famale Independence

——Including Shencongwen and Wangzengqi’s Special Writing Style in Their Articles

HE Jian-ying
（Xichang NO.1 Middle School，Sichuan 615000）

Abstract: Many living and colorful female figures are produced in numerous literature works. And
consciousness of female independence is always expressed in different ways through them.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disscussion of common and special characteristics of this consciousness，tries to find som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figures’destiny and it，then explores the writers’certain tendency in writing.

Key words: Consciousness of Female Indenpence；Life Track；Psychological Experience in Love；Aesthetical
Idealism；Tragedy Destiny （责任编辑：张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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