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 言

“贫困”（poverty）一词没有一个被人们

普遍接受的定义，它是一

个复杂的、多维度的概念。
人们对贫困的具体内容有

不同的认识。《剑桥国际英

语 辞 典》（Cambridge Inter-

national Dictionary of Eng-

lish，2002） 将 贫 困 界 定 为

“一 种 极 端 贫 穷 的 状 态”，
并补充道：“贫困指的是缺

少某种物品或者这种物品

的质量极其低劣”。尽管贫

困通常与难以满足基本需

要的、极低的收入有关，但

还需要根据贫困群体的生

理、心理和社会特征作出

进一步界定。此外，人们还

根据广泛的经济问题对其

作出界定，如缺少就业机

会、需求不足或国民收入

不足等。因此，贫困的特征

是低收入、低热量饮食、卫

生保健设施不足、教育水平低、预期寿命

低、婴儿死亡率高、失业或未实现充分就

业，以及无法享受各种社会设施等。

因此，穷人不仅是指那些缺少金钱的

人，而且还指那些处于这样一种状态的人：

这种状态产生了羞辱、无能为力、排斥、剥

削 和 退 化（Werner，2002）。
可以说，“poverty”（贫困）这

一单词的每个字母都代表

着一个描述穷人的形容词：

“被动的”（passive），“局 外

人的”（outsiders）、“沉默的”
（voiceless）、“被 排 斥 的 ”
（excluded）、“被 忽 略 的 ”
（retracted）、“陷入短缺 的”
（trapped in deficiencies）和

“陷 于 匮 乏 的”（yoked with

lacks）。穷人被描述为“被动

的”，是因为他们当中的许

多人常常消极懈怠、思维钝

化和一味顺从（World Bank，

1990，2001a，2001b，2005）。
根据现有 的 知 识 体 系 ，穷

人被排除在各种可以改善

其处境的资产和社会支持

系统之外。穷人在社会上

是沉默的，极易受到疾病

和经济萧条等各种震荡的影响，无法享受

教育、卫生保健等高品质服务，身处贫困的

恶性循环而无法自拔，陷入悲惨的生活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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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而且必须屈从于命运的反复无常。极

端贫 困剥夺了他们作为人类所拥有的尊

严，有些人甚至会诉诸暴力和恐怖主义，这

反过来又会危及整个社会的安全。极端贫

困妨碍人们追求一个社会必须提供的美好

事物，并阻碍他们参与公共决策。沃纳解

释说，贫困不仅指财富少和收入水平低，而

且 还 指 无 能 为 力 和 遭 受 排 斥（Werner，

2002）。

关于贫困的统计数据

根据《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全球 60

亿人中，有超过 12 亿人（约占全球人口总

数的 1/5） 每天靠不足 1 美元艰难度日，至

少有 12 亿人无法获取安全的饮用水。世界

上 1%的最富有人口的收入，相当于 57%

最贫困人口的收入总和。世界上 5%的最

富有人口的收入则是赤贫人口收入的 114

倍。《美 国 人 口 普 查 局 报 告》（US Census

Bureau Report，2001）也显示，美国的贫富差

距一直在拉大。至于年轻人中的贫困 状

况，柯泰恩（Curtain，2004）估计，在世界所

有年轻人中，有 18%的人每天靠不足 1 美

元生活，近 45%的年轻人每天生活费不足

2 美元。南亚是世界上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的年轻人最多的地区，紧随其后的是撒哈

拉以南的非洲。
人们普遍认为，非洲遭受着极端贫困

及艾滋病、疟疾蔓延的折磨。根据《联合国

人类发展报告》（United Nations Human De-

velopment Report，2008），发展中国家有千

千万万人用不上电，没有用以做饭和取暖

的燃料———这是一个严重阻碍经济发展的

挑战。例如，在非洲，尤其是撒哈拉以南的

非洲，约 5.5 亿人（约占非洲人口的 75%）

在家用不上电灯。在南亚，这一数字是 7

亿，占南亚总人口的一半（DFID，2008）。而

且，我们还注意到：每两个人中就有一人每

天生活不足 1 美元；33%的非洲人营养不

良；在 20 世纪 90 年代，20 个非洲国家的

人均收入在下降；非洲只有不足 50%的人

口 有 条 件 到 医 院 看 病 或 接 受 医 生 治 疗。
2000 年，3 亿非洲人无法得到安全的饮用

水；非洲平均预期寿命是 41 岁；只有 57%

的非洲儿童能够接受到初等教育，其中 1/3

又无法完成学业；平均 6 个孩子中就有 1

个在 5 岁之前夭折（UNDP，2004）。
尼 日 利 亚 的 非 洲 人 占 全 体 非 洲 人 的

1/5，它是世界第 13 大石油生产国，拥有

320 亿桶的石油储量，足够 37 年之用。其

天然气储量如果按照目前（2005）的产量开

采，可维持 110 年。而且，尼日利亚是非洲

第二大经济体，每年国内生产总值达 710

亿美元。如果石油和天然气总收入平均分

配给每个尼日利亚人，那么每人每天约可

得到 50 美分（DFID，2005）。但是，在 1.35

亿尼日利亚人中，有 7500 万（约总人口的

56%）生活在绝对贫困之中。甚至 18 世纪

的 经 济 自 由 主 义 先 驱 亚 当·斯 密（Adam

Smith）就已认为，如果一个社会的绝大多

数成员贫困，那么这个社会肯定谈不上是

个幸福的社会，因为穷人体验着身体上的

痛苦（缺衣少食和长时间的工作）、精神上

的折磨（由依附和无奈所导致的日常羞辱）

和道德上的拷问 （被迫做各种不道德的选

择）（Natayam et al.，2000）。与“过度的贫困

无法与巨大的繁荣共存”这样一个普遍假

设相反，在 2005 年，尼日利亚是世界第三

大贫穷国家。本文试图通过各种流行理论

以及约鲁巴人 （尼日利亚三大主要族群之

一）的本土谚语来解释这种状况。

贫困理论

克尔博（Kerbo，1996）划分了四种贫困

理论：（1） 社会达尔文主义或个体主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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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2）文化理论；（3）情景理论；（4）结构

理论。

社会达尔文主义或个体主义理论

这是最早出现的一种从行为和态度角

度解释贫困的理论。19 世纪社会学家赫伯

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把贫困怪罪于

穷人。他将贫穷归因于坏的德性。穷人之

所以穷，是因为他们不想努力工作，将金钱

浪费在赌博、酗酒和并非必要的奢侈品之

上，而且他们的家庭生活混乱无序。按照

斯宾塞的说法，穷人没有雄心壮志，对工作

缺少本能的需求，并且自暴自弃，不可救

药。他认为，政府应该尽量不干涉这类现

象，因为只有饥饿才能教会穷人礼貌和服

从（Eitzen and Smith，2003，p.15）。吉尔德等

人（Gilder et al.，）认为，穷人天生就应该处

于社会等级体系的最底层，因为他们智商

低，心智不成熟 （Eitzen and Zinn，1998，p.

229）。

贫困文化

1959 年，美国人类学家奥斯卡·刘易

斯（Oscar Lewis）开始采用“贫困文化”（cul-

ture of poverty）这一概念。他根据在墨西哥

的经历建立了自己的理论（Haralambos and

Heald，2002，p.155）。贫困文化指的是一种

特殊的综合征，它产生于以高失业或就业

不充分、低收入、低技能为特征的货币经济

之中（Eitzen and Smith，2003，p.15）。在缺少

社会支持（自愿支持或国家支持）和家庭不

稳定的情况下，低收入群体在面对中产阶

级崇尚积累的主流意识形态时容易产生一

种贫困文化。穷人意识到，他们在高度分

层化和原子化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只是边缘

群体，这个社会根本不能向他们提供向上

流动的任何机会。为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

生存，穷人不得不建立自己的制度和机构，

因为他们所处的更广大的社会通常忽视他

们、排斥他们。因此，穷人逐渐形成了一系

列共同的价值观、规范和行为模式，迥异于

主流或普遍的文化。刘易斯（Lewis，1996）

认为，随着岁月的流逝，穷人形成了最终导

致他们陷于困境和贫困的规范、价值观和

信仰。
根据刘易斯的观点，贫困这种亚文化

有 70 个基本特征，可分为四个方面。（1）

这种亚文化与更广大的社会 （穷人群体之

外的社会）之间的关系：穷人要么脱离这个

社会，要么与这个社会保持距离。他们不属

于任何工会或政党，不去银行或医院，享受

不到城市的娱乐设施。他们对社会主流机

构高度不信任。（2）贫民社区的性质：其特

征是居住条件很差，过度拥挤，家庭以外的

组织结构极其松散。他们的机构主要是为

了满足最低程度的需要。贫民窟的经济是

内向型的，其表现是抵押个人物品、非正规

的信贷、使用二手物品等。（3） 家庭的性

质：其特征是双边亲属制度、不稳定的婚

姻、母方单亲家庭。（4）穷人的态度、价值

观和个性：在这种状况下，陷于贫穷的人有

一种强烈的宿命感，觉得极端无助、自卑和

依附他人，是一种极易满足的“弱势自我”
（weak ego）。刘易斯认为，一旦贫困亚文化

形成，它就会通过社会化而持久存在并代

代相传。
作为对贫困文化理论的支持，巴尼菲

尔德（Banifield，1992）观察到，贫困亚文化

的问题即世界观和生活方式方面的问题，

这种世界观和生活方式指向即时的收益和

消费，因而不重视投资、工作、牺牲、自我

提升以及为家庭、朋友和社区服务。不过，

瓦伦丁（Valentine，1968）注意到，生活贫困

本身就造成一系列的规范和价值观，穷人

为应对被剥夺，发展出一系列的规范和价

值观，这造成了穷人与富人之间存在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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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差异。
伊斯拉姆（Islam，2005）在分析中指出，

人们严重误解和滥用了贫困文化理论。刘

易斯将贫困文化视为穷人在特定环境和地

点被迫作出的极端适应形式。穷人拒绝主

流文化及其制度，因为它们不能对穷人的

需要作出回应。穷人自己的亚文化脱胎于

绝望和抗议。贫困文化研究方法的批判者

认为，这种理论将贫困归咎于受害者而非

社会结构，为现状辩护，使不平等永久化

（Mooney et al.，1997；Ryan，1992）。从本质

上说，文化理论认为，穷人在适应被剥夺状

态时形成了使他们继续贫穷的生活方式。
处于这种文化之中的个体都有一种边缘

化、无助、依附和自卑的感受。这造就了穷

人的某种“弱势自我”的心理结构，他们发

现很难抑制自己的冲动，强烈认同即时享

乐的生活态度，很少有能力和意愿来追求

更好的生活并规划未来。与更为富足的群

体相比，穷人对孩子更加放任自流，很少对

孩子进行言传身教，对正规教育持一种更

加冷漠甚至宿命的态度 （Eitzen and Smith，

2003）。

情景理论

贫困的情景理论认为，由于穷人没有

资源和机会采纳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所

以他们的行为显得比较古怪。贫困的年轻

人很少有机会上大学，即使少数人进了大

学，他们也有着极高的辍学率。贫穷的妇

女所在的家庭通常是母主家庭（matrifocal

family），因为这种家庭结构赋予她们更高

的教养孩子的权威。情景理论不仅重视导

致贫困的结构原因，而且同样关注个人如

何 应对贫困的客观情景。与文化理论不

同，它并不假定存在着一个既定的贫困亚

文化。相反，穷人之所以不接受中产阶级

的价值观，是因为他们明白自己根本不可

能实现这种价值观。因此，在实践中，他们

容忍很大程度上对中产阶级欲求的背离，

并接受罗德曼（Rodman，1963）和德拉（Del-

la，1974）所描述的“下层社会的价值延伸”
（lower-class value stretch）。

结构理论

贫困的结构理论认为，贫困是由更深

层的社会经济秩序结构造成的。这种理论

恰好与个体主义理论相反，后者将贫困的

延续归因于穷人自身，认为作为个体，穷人

应该为他们的困境负责；作为群体，他们形

成了一种使贫困持久化的文化。例如，马克

思主义将贫困归因于一个社会的阶级 分

化。按照这种观点，贫困有助于巩固资产

阶级的主导地位，并服务于有钱人的利益，

是宏观社会结构导致了不平等，进而产生

贫困。马克思主义仍然是理解贫困的一个

重要理论视角。出现在拉美国家的依附理

论 尤 其 关 注 发 展 中 国 家 的 贫 困 现 象（Is-

lam，2005）。
对于上述考察的各种理论，如果我们

采用一种互动论的研究方法，我们就有可

能得出这样的结论：社会结构在穷人中塑

造了一种贫困文化，而这种文化反过来又

会延续这种社会结构。例如，个人可能愿

意做出必要的努力来摆脱贫困状态，然而

他们置身其中的社会情境可能会限制这些

努力，从而剥夺了他们改变现状的机会。
如果出身贫寒的孩子受到 一定程度的教

育，并希望将所学技能运用于实践，然而他

们所处的环境却不向其提供就业机会，也

不提供就业所必需的资源，那么他们的努

力将是徒劳的，他们仍将一如既往地贫困

下去。社 会结构对个人生活有着重要 影

响。根据穆尼等人（Mooney et al.，1997）的

观点，贫困的根源是社会结构，而不是个人

失败。首先，由于劳动力市场的变化，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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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分割性劳动力市场的形成，社会为未受

教育者或没有技能的人创造高薪工作的机

会越来越少。第二，现代宏观经济趋向于

自动化和跨国经营，这必然导致制造业提

供的工作岗位减少，从而加剧非熟练工人

的失业。而且，通货膨胀会导致收入和职

业安全感比以前大为降低。第三，家庭的

结构变化也会引发贫困。目前，单亲家庭

和女性单亲家庭的数量在逐年增多。由于

单亲家庭只能靠一人挣钱维持生计，并且

女性比男性挣得更少，所以贫困自然也会

加剧。最后，从冲突的视角看，有钱有权的

人希望捍卫他们的优势地位。因此，维持

抑或改变结构都是为了维护现状。

基于约鲁巴谚语的扶贫思路

贫困是一种无法满足基本需要或者缺

少 生 活 必 需 品 的 状 态。布 鲁 克（Brooke，

1972）认为贫困是相对的。根据他的观点，

尽管我们能从低收入角度讨论贫困问题，

但对生活在不同文化中的人来说，贫困不

仅仅意味着收入的不足。尼日利亚是个由

36 个州组成的联邦国家，作为一个有着多

种宗教的社会，其国内居住着 250 个族群，

他们说着 350 多种语言和方言。其中，多数

族群是约鲁巴人、伊博人和豪萨人，他们各

自生活在尼日利亚的西南部、东南部和北

部等地区。
约鲁巴人根据自己的语言将贫困分为

慢 性 贫 困（osi，奥 西）和 暂 时 贫 困（ise，伊

塞）。前者是指长期的或永无止境的贫困

（常常意味着导致死亡）；后者是指突然的

或短暂的贫困 （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得到

解决）。因此，这种区分暗示着后者是前者

的初始阶段，在英语中，前者被描述为“凄

惨的”、“无望的”、“不幸的”、“悲惨的”。但

是，与缺乏生活必需品所导致的贫困相关

的，还有名为“伊雅”（iya）的苦难，如饥饿、
心灵受到摧残、羞辱、无奈、遭到排斥、受

到剥削和退化。约鲁巴人以基本需求品的

缺乏（特别是食品的匮乏）来衡量贫困。按

照他们的谚语“比 - 埃比 - 巴 - 库罗 - 尼

努 - 伊 塞 ， 伊 塞 - 布 塞”（bi ebi ba kuro

ninu ise, ise buse，如果饥饿是因为贫困，那

么贫困问题就已经解决了一半）。换言之，

如果一个人 （和他的孩子） 能够吃饱，那

么，这个人就几乎解决了贫困问题。约鲁

巴人奥巴桑 乔 和 马 卜 贡 杰 （Obasanjo and

Mabogunje，1992）将贫困界定为“无法满足

基本需要”。与此相应，他们认为个人和社

会应该将努力的重点放在为穷人提供用以

维持生计的食品上。
至于贫困产生的后果，约鲁巴人认为，

贫困带来的苦难如果不能解决，它就会随着

时间的流逝而置穷人于死地。根据他们的观

点，“伊塞 - 托 - 塞 - 奥莫 - 洛根 - 奥顿，

伊雅 - 托 - 耶 - 奥莫 - 洛格帮 - 奥苏 - 提

- 科 - 巴 - 帕 - 奥莫 - 阿 - 得辛 - 勒辛 -

奥莫”（Ise to se omo logun odun, iya to je omo

logbon osu ti ko ba pa omo a dehin lehin omo，

如果持续 20 年的贫困和持续 30 个月的苦

难都不会夺去一个儿童的生命，那么，这个

儿童就可以自力更生了），这意味着，如果贫

困以及随之而来的苦难一直毫无改善地持

续很长时间，那么，那些冒着失去生命危险

的穷人可能最终会获得解放。
约鲁巴人相信，如果迅速应对，人们完

全可以打破贫困周而复始的怪圈。他们有

一句谚语可以支持这种观点：“伊兰 - 梅

塔 - 基 伊 - 托 西 - 坡”（iran meta kii tosi

po，穷不过三代），意指不可能连续三代人

都一直经受贫穷的折磨。与约鲁巴人的这

种信念密切相关的，是对从事辛苦劳作的

穷人给予社会和家庭支持的原则。根据他

们的观点，贫困的初始阶段（约鲁巴方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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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伊塞”）不会妨碍穷人履行正常的社会

职能，如果他们能够留在当地的社区就更

是如此。这不同于刘易斯所描述的贫困文

化 理 论（Lewis，1966），后 者 认 为 穷 人 要 么

脱离他们所生活的更广大的社会，要么与

之保持距离。约鲁巴人的观念是：“伊塞 -

基伊 - 塞 - 埃库 - 基 - 埃库 - 马林 - 尼

努 - 伊 格 博”（ise kii se eku ki eku marin

ninu Igbo，贫困不会影响老鼠在森林中活

动），意思是说，贫困不会妨碍人类在自己

的自然栖息地上履行社会职能。而且他们

还认为，只要人不懒惰，就能战胜贫困。这

是因为他们相信，任何一个辛勤劳动的人，

如果陷入贫困，那么通过社会支持系统（包

括家庭、孩子、社区、宗教和社会等的支

持），约鲁巴社会将会尽全力帮助他找到工

作来维持生存。确实，约鲁巴人认为，只有

穷人有积极的工作态度，对他们的支持才

是合理的。有句约鲁巴谚语说：“恩尼 - 西

塞 - 雅勒 - 伊塞 - 奥尔 - 奥西塞 - 雅勒 -

伊塞”（eni sise jare ise or osise jare ise，战胜

贫困的是那些辛勤工作的人），意思是，如

果穷人并不懒惰，或者他们具有足够的正

当理由寻求社会帮助，那么他们就不应该

因为贫困而受社会责难。这是因为，约鲁

巴人认识到，有些人虽然辛苦劳作，仍会由

于受到外界不可控因素的影响而依然贫

困。因此，约鲁巴人说：“伊塞 - 科 - 洛沃”
（ise ko lowo，工作并不意味着金钱）。他们

还说：“基拉基塔 - 奥 - 莫拉 - 卡 - 西塞 -

比 - 埃鲁 - 科 - 单坎，埃勒 - 洛由”（ki-

rakita o mola ka sise bi eru ko dankan, ere lo-

ju，奋力拼搏并不能确保成功；像奴隶一样

工作也不总是能获得收益）。因此，无论多

么频繁地跳槽或多么勤奋刻苦，约鲁巴人

始终相信，重要的是必须能够证明自己在

努力工作。
尽管约鲁巴人认为社会支持系统应该

为穷人提供工作和其他帮助，但他们同时

也相信“伊塞 - 科 - 尼塞”（ise ko nise，工

作并不是在受苦受难），就是说，穷人不应

太多考虑自己的社会地位，而应该乐意做

任何事情（盗窃除外），包括从事不体面的

工作，从而打破贫困的循环。他们可能会

送孩子出去从事家政服务，必要的话甚至

自己亲自做家政工作。约鲁巴人相信《圣

经》关于“懒惰导致贫困”的观点，正如《圣

经（旧约）》“箴言”篇第 10 章第 4 节所言：

“懒惰的双手让人贫困，勤劳的双手带来财

富。”懒人做事拖延，给自己招来羞辱。懒

人往往认为自己投机取巧很聪明，并嘲笑

那些努力工作的人，以为每件事都很容易，

都会一帆风顺。
约鲁巴人相信，勤劳的父母容易培养

懒惰的孩子，这反映在这样一句谚语中：

“奥莫 - 阿拉格巴拉 - 洛 - 尼亚 - 奥勒”
（omo alagbara lo nya ole，家境殷实的孩子

最懒惰）。约鲁巴人从不宽恕懒人，他们将

懒人视为小偷，这就是为什么所有人的眼

睛都盯着他们，因为社会不会接受懒人，甚

至义务警员（vigilante，传统的有组织安全

体系，用以辅助正规警察的工作）都会对他

们进行跟踪。与那些并不懒惰的穷人不同，

这些懒人得不到任何人的帮助。有句约鲁

巴 谚 语 是 ：“奥 莫 - 贝 勒 - 奥 西 - 贝 勒”
（omo bere osi bere，超生导致贫困），换言

之，孩子越多，一个家庭陷入贫困的可能性

就越大。
就贫困的治理之道而言，尽管约鲁巴

人将个体性因素诸如懒惰、消极的工作态

度、孩子太多等视为贫困的原因，但他们也

认为，失业是导致贫困的主要原因。因此，

解决贫困的主要办法是为穷人提供工作岗

位，无论是技术性的工作还是非技术性的

工作。约鲁巴人深信，“伊塞 - 洛根 - 伊

塞”（ise logun ise，贫困的应对之道在于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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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意思是，无论在多大程度上陷入贫困

的泥潭，一旦得到一份工作或从事有报酬

的劳动来养活自己和家庭，就可以彻底从

贫困中解放出来了。
从上面的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出，约鲁

巴人深信一种总体性理论，即整个经济体系

广泛地创造就业机会是减少总体贫困的唯

一办法，而接受教育和学习技能仅仅是一种

让贫困重新分布的辅助性举措。约鲁巴人提

出的整个经济体系的解决方案 （创造就业）

似乎与现有的扶贫理论是一致的。如今有两

种缓解贫困的主要办法：个案的方法和总体

的方法，这取决于人们是对个体性因素还是

对广泛的经济因素感兴趣。这两种方案会产

生两种不同的结果：一种是减少总体贫困，

另一种是让总体贫困状况重新分布。我们可

以从穷人个体的具体情况和特征两个方面

来解释贫困，如穷人的受教育水平、技能、经
验、智力、健康、阻碍、年龄、工作意向、时间

观念、贫困文化、歧视、种族、性别等。但是，

我们同样可以从整个经济体系方面的因素

来解释贫困。根据总体性的理论，贫困是由

普遍而涉及整个经济体系的问题导致的，但

其分布情况则由个体性因素而定。因此，导

致个人贫困的因素可以通过宏观结构性因

素来解释。
尽管并非不可能，但我们很难通过直

接检验 来判断哪一种理论是正确的。但

是，一些间接的证据似乎表明约鲁巴人的

总体性理论更为有效。例如，在大规模培

训计划持续增多以及人民的受教育水平普

遍提升的时期，贫困并未减少。例如，“非

洲发展指标”（World Bank，2004） 显示，在

非洲人均收入约 1000 美元的赤贫国家，如

塞拉利昂、刚果共和国、马达加斯加和肯尼

亚，基础教育入学率达到 90%—100%。根

据个案理论，人们将会得到这样的结论，即

认为总体贫困程度将会随着基础教育水平

的提高而降低。然而，根据总体性的解释，

基础教育入学率的提升只是让贫困重新分

布而已。就扶贫而言，如果个案理论是正确

的，那么我们就需要解决产生贫困的个体

性原因。例如，如果贫困是由教育不足或

技能不足导致的，那么，应对办法就是实施

技能培训或补偿性教育（compensatory edu-

cation）。如果贫困是由歧视造成的，那么解

决途径就是实行反歧视政策。相反，如果总

体性理论是正确的，那么应对之道就是如

约鲁巴人所阐明的那样，应通过重视更加

广泛的就业来增加工作岗位，并改善就业

质量。

对尼日利亚扶贫的启示

约鲁巴人的扶贫思路遵循两条主要原

则。第一条原则出自他们关于创造就业机

会是减少贫困的不二法门的谚语。第二条

原则源自消除饥饿将减轻贫困的谚语。根

据这两条关于 创造就业和保障温饱的谚

语，如果经济增长，但由于为低收入群体提

供的就业机会太少，导致收入不平等的加

剧，会对许多国家 （而不仅仅尼日利亚一

国）的福利构成严重挑战。为了改善并非懒

惰的穷人的生活条件，我们应当将注意力

放在创造就业和鼓励自主创业上。一些穷

人需要掌握技能，以便在现代化的工作场

所更有效率地工作。政府应该帮助这些人

学习胜任新工作所必需的技能。
除了创造就业、提高技能外，我们还要

重新启动社会支持系统，约鲁巴人已经在

运用这套系统并通过保障粮食安全来改善

穷人的生活，至少是确保他们的生存。由

于穷人没有能力获得基本的社会资源，政

府应该为他们提供基本的物品和服务，特

别是他们可以支付得起的食品、基本医疗

保健和儿童教育。毫无疑问，这些建议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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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着投入庞大的公共资源，但是，赋予穷人

更强的活动能力可以让国家收回这些投

资，因为像尼日利亚这样的国家，许多穷人

都是能人。
鉴于约鲁巴人的谚语蕴含着关于贫困

的深刻理论，未来的研究可以运用同样的

范式来分析尼日利亚其他重要部落 （如豪

萨人和伊博人部落）的谚语，考察它们是否

有助于我们制定由文化驱动的、具有地方

特色并得到国际认可的扶贫战略。

〔焦 兵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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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约鲁巴人的社会经济思想对尼日利亚扶贫

工作的启示

乔尔·B·巴巴洛拉 阿德索基·奥尼

阿德莫拉·阿坦达 贝妮迪克塔·O·奥耶尤

拉-奥修迪

尼日利亚是世界第 13 大石油生产国，

但是，该国约 56%的人口却处于绝对贫困

状态。本文将利用约鲁巴人（尼日利亚三大

主要族群之一） 的本土思想来检验有关贫

困问题的流行理论。达尔文主义的、个体主

义的、文化的、情景的以及结构主义的贫困

理论要么将贫困现象归因于个体性因素，

要么归因于广泛的经济因素。以关注个体

因素 （如对缺少技能的贫困群体进行职业

培训）而忽视广泛的经济因素（如为穷人提

供就业机会） 为特征的反贫困战略只是对

收入进行了再分配，而不能实质性地削减

总体贫困。通过分析约鲁巴人有关贫困的

谚语，我们发现流行理论与约鲁巴人的贫

困思想之间存在一致性。约鲁巴人相信存

在着将导致苦难的慢性贫困（osi，奥西）与

暂时贫困（ise，伊塞）之分，认为穷人可以凭

借个人的努力（如培养积极的工作态度、努
力工作、控制生育等）及支持系统（如创造

就业机会、粮食安全等）的帮助来摆脱贫困

的陷阱。他们还相信创造就业机会是最佳

的反贫困战略，认为通过消除饥饿可以使

贫困变得不再重要。本文以这两句谚语为

依据，指出扶贫的重心应该放在创造就业

机会和保障粮食安全上。此外，本文建议，

应认真研究尼日利亚其他重要部落有关贫

困问题的社会经济思想，以便在尼日利亚

确立一种得到全国一致认同的、具有本土

文化特色的反贫困战略。

〔焦 兵译〕

尼日利亚阿夸-依邦州的妇女非政府组织及

针对农村妇女的赋权活动

英尼奥邦·A·艾克帕比奥

本研究尝试记录尼日利亚阿夸 - 依邦

州农村妇女参与妇女非政府组织开展的活

动的感受及对这些组织在当地开展活动的

评价，并结合此撰写报告。研究的具体目标

包括对以下几个方面作出评估：妇女非政府

组织的社会经济状况、受益人对参与妇女非

政府组织活动的影响因素的认知、妇女非政

府组织对改善受益人社会经济状况的贡献、
影响受益人参与妇女非政府组织活动的制

约因素等。选取的样本包括来自 24 个当地

妇女团体的 120 位受访者，这些妇女团体隶

属于研究区域中的 3 个活跃的妇女非政府

组织。结果显示，妇女非政府组织迎合了农

村妇女的需求。农村妇女通常参与获得认

可的、可行的妇女非政府组织的活动，这些

活动满足了参与者的需求。结果还显示，妇

女非政府组织通过增加收入来源、增强健康

意识、提高食品加工技能来影响受益人的经

济社会状况。影响受益人参与妇女非政府

组织活动的因素包括信贷服务不力、预付

贷款利用不善导致还款水平低等。妇女非

政府组织有能力对人类发展和社区发展作

出更大的贡献，本文就此提出了建议。

〔黄照静译〕

艾滋病的社会经济影响及尼日利亚南部

农民可能感染艾滋病的风险行为

艾贝尤米·塞缪尔·厄耶卡勒

托鲁洛普·奥拉耶米·厄耶卡勒

本文分析了艾滋病的社会经济影响，

尼日利亚南部农民对艾滋病社会经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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