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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是怎么样的？ 

 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有一句在西方世界耳熟能详的话——

“History repeats itself”(历史会不断重演)，并由此衍生出了“修昔底

德陷阱(Thucydides Trap)”这个造成美国对中屡屡误判的理论概念。习总

书记早在 2015 年通过习奥会就告诉了他们，未来不会是这样，但未来的世

界将会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未来究竟是怎么样的？ 

     习总书记在 1992 年第一次出版的《摆脱贫困》一书跋记中，写下了这

样一句有深意的话，“未来可能讲更有意思的话，著更其完美的文，做更其

壮丽的事业，但今天只是今天，未来也只是今天的未来。” 

     摆脱贫困，是对闽东地区宁德两年余领导工作的总结和梳理，更是对

我们年轻人人生道路选择，人生目标树立和人生价值体现循循善诱的教育和

告诫。书是写给未来的年轻人的，用 2 年的高强度工作，用 28 章 12 万字告

诉我们，马克思主义是朴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联系实际将最终决定着我们

和大洋彼岸的他们有着完全不同的未来。 



    “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只有在生产力的解放中，在国力的快速增强中，

在人民生活的极大改善中，在于外部世界日益广泛的交往中才能得以最充分

体现”。 

站在 2021 年的中国，从全社会动员起来实现脱贫任务，到镇定自若的

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咬定脱贫攻坚任务不放松，这三十年的变化让我深刻

的体会到，如何对待贫困，决定了我们和他们不同的未来。 

 

贫困是困扰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性问题 

动物的世界里，没有贫困群体这一概念。有的只是冷酷的“物竞天

择”和“黑暗森林”。非人化的社会里也没有贫困。刘慈欣的畅销书《三

体》中，就以极为通俗的语言描述了资源和能源总量有限的情况下，非人化

的社会会面对的残酷竞争。 

贫困是一个人类社会独有的概念。它既是一个一个狭义的事实描述，

也是一个广义的状态和阶层划分，是弱势群体的泛指。贫困的人无法依靠自

己现在的能力，获取到足够能量，以维持自己最低限度的生存和生活。如何

对待贫困，是人类和社会好与坏的根本性评价标准。孔子有三千弟子，七十

二贤徒，但他最喜欢的却是似乎平平无奇的颜回,“一箪食一瓢饮，身在陋

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立足现代去理解历史，或许孔子从颜回

身上，感受到了他对贫困人群，贫困阶级的利他的人性。 

人类从石器时代母系氏族依靠采摘植物果实的热量，到父系社会从动物

中获取蛋白质，到封建社会组织劳动，从大地中获取足够的能量，到资本主

义社会通过解放人的欲望去驱动科技的进步，获取大自然的资源和能量。每



一次的大发展大跃迁，从利他的角度来讲，都是对贫困问题提出了一个更好

的解决方案。 

我们 80 后一代，出生于改革开放后，没有经历过新中国从落后挨打，

割地赔款到站起来了的过程，看到的都是对外开放以后，从欧美传递过来的

商品经济社会物资丰富，生活富足的世界。不由得产生了外面的世界处处鸟

语花香，也许“连空气都是甜的。”直到真实的经历给了自己颠覆性的打

击。 

 

贫困是一种习得性无助,贫穷先在志短 

《摆脱贫困》书中提到，“实践高于认识的地方正在于它是行动”。

2012年和 2015年，我分别两度去往农业专业全美排名第 10 名的克莱姆森大

学(Clemson university)进行桃类水果病害机理分析和保护方向的研究和交

流，师从 Guido Schnabel 教授。克莱姆森大学地处美国东南部南卡罗莱纳

州，大学农业方向属于全美知名高校。农业专业毕业学生基本 100%就业，就

业中位数工资按学校统计数据显示可以达到 5 万 9 千美元，同期美国家庭平

均工资为 3 万 4千美元，可以看出学校培养的学生很受市场欢迎。Guido 教

授产学研结合非常紧密，他的桃病害方向研究团队也和南卡罗莱纳州多个超

大型农庄园有合作，其中经常合作的是位于南卡州首府附近 spartanburg庄

园和 Saluda 庄园，庄园单体占地面积超过 8000 亩。在我没有抵达南卡州时

候，这些纸面数据勾勒出的是一个富饶而美好的美国南部形象，暖风徐徐，

临海靠港，一派好风光。 

而实际是，种族冲突根深蒂固，白人至上的三 K 党横行，针对黑人族群

的贫困问题、环境污染问题严重，从农业到工业产业发展严重缺乏专业技术



人才，但占据本地人口近 28%的黑人族群却大多数无所事事。颇为讽刺的

是，南卡罗莱纳州作为美国共和党铁杆支持州，最拿得出手的工业产业项目

是来自德国的宝马 x 系列汽车加工厂。于此同时，在最标榜民主一人一票的

美国，南卡州以出于党派利益进行选区重划而知名。这种选区重划的技术性

手段，可以从根本上上打压以黑人为首的少数族裔参与政治协商，表达弱势

群体诉求的空间。该州 46 个州参议员选区中的 24个以及 124 个州众议员选

区中的 85 个出现了参选人因无人挑战自动连任的现象。南卡格林威尔郡的

州参议院第 8 选区的州参议员托马斯曾在任 23 年，但通过选区重划的政治

操弄，他自 1988 年以来就没有再遇到过挑战者，这样的代表，他们没有勇

气和决心去真正面对南卡罗莱纳州的贫困问题。实际上，他们采用的是无赖

式的拖字诀，让贫穷的人自生自灭——解决了提出问题的人，那么问题也就

被解决了。 

更令我颠覆观念的是，贫困似乎也成为了南卡州政府的独特资源和要挟

联邦的资本。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书中提出的印钱理论，在南

卡反复实践。有需要是就通过发钱，施舍的方式散一波福利。官员、企业主

和高层获得了曝光度，政府获得了美誉，可谓多赢。而对于被施救者，收获

的只有麻木，不需要你思考，也不会主动唤醒你的精神动力，给你的只有

鱼，而没有鱼竿。久而久之，贫穷不再是一种问题。反而畸变成了人与人之

间极度斤斤计较的虚荣和攀比——在意自己是否能否获批信用卡贷款，以便

第一时间用上最新款的 iphone手机，最潮流的时尚箱包，能去墨西哥的海

边沙滩度假（而事实上，南卡罗莱纳州本身就是一个靠着大西洋的沿海

州）。一个从来没有出过南卡州的年轻的餐厅女工作人员，对于自己和世界

的好奇，也仅仅是有钱之后要去拉斯维加斯挥霍，享受那边的纸醉金迷。 



由阿比吉特·班纳吉和埃斯特·迪弗洛的《贫穷的本质》一书曾指出，

多年来扶贫政策大都以失败告终，原因就在于人们对贫穷的理解不够深刻，

钢没有用在刀刃上。《贫穷的本质》作者研究得出，穷人之所以穷，并不是

因为道德低下或者说思维方式太局限，反而他们已经做了自己力所能及的最

理性的抉择。如果一个人长时间处于一种缺乏选择的状态，大脑潜意识会慢

慢认为做任何事都无法改变现状改变自身命运，于是会进入一种所谓 

learned helplessness （习得性无助）的状态，变得更为消极。 

在我有限的美式生活经历中，我感受到了很明显的精神分野。家庭条件

不好或者普通的绝大部分人，对学习、生活似乎都有种“认命感”，觉得也

就这样了，凑合着过吧，又不是不能过。只有少而又少的大农庄主孩子，才

会如饥似渴的学习，创新和奋斗。也似乎只有在这些富裕孩子的身上，才能

感受的到勃勃生机的美国梦。 

南卡罗莱纳州是一个缩小的美国困境，而美国的窘迫或者疥疮，则更像

是放大版的南卡贫困问题。这个问题从奥巴马到特朗普以至于乔拜登，从

1861年到 2021年，还在继续。 

  

摆脱贫困，目标是未来 

1992年的闽东宁德地区，也曾面临与 2021 年的南卡州相似的处境。摆

脱贫困书中明确的写道， 

“宁德地区主要是山区，工业基础差，但农业不差，可以说是念山海

经、发展大农业的好地方。” 

“还有一个情况是，宁德地区经济之所以不发达，缺电和交通落后是重

要原因。” 



所不同的是，书中对因贫困产生的贫困意识，有了充分的认识和思考， 

“宁德地区被定为全国 18 个贫困县…定为贫困县，政策上给优惠…我

们要正确对待这个问题，人穷不能志短…不能产生‘贫困县意识’”。 

“正确的路子是，从本地实际出发，充分利用好现有的条件，扎扎实实

抓好农业和其他基础建设，实现逐步发展”。 

历史也证明了一切。现在的宁德，现在的闽东，早已将南卡罗莱纳州远

远的甩在身后，独自书写着属于自己的中国故事，宁德模式。 

《摆脱贫困》，从第一章弱鸟如何先飞，到最后一章同心同德，兴民兴

邦，谈的都是要干什么，怎么干的实际问题。但站在现在回望当年，这本书

谈的又绝不仅仅是贫困这一狭义的概念本身。贫困描述的是当下，摆脱贫

困，想的是未来，是制度，是方向，是道路，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本质的

不同。“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人的社会意识、思想观念和科学文化知识无

不来源于社会实践。因此，脱贫致富的实践过程，不但是我们改造客观世

界、建设物质文明的过程，也是我们改造主观世界、建设精神文明的过

程。” 

“商品经济毕竟有其固有的一些消极属性，资产阶级极端利己主义的价

值观念还不时的在毒化人们的心灵，拜金主义还会在一些人头脑中膨胀，社

会主义初级阶段还存在商品拜物教。” 

“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是以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为基础，以公有制为主体，

按劳分配为主的经济关系。新的价值观念的主体是，个人作为社会的一份子

必须对社会有所作为，有所贡献。” 



每个人都要对社会的发展有所作为，有所贡献。这是习总书记的工作感

悟，又何尝不是为青年人未来人生道路选择，人生目标树立和人生理想价值

寻找的告诫。 

 

 

 

扶贫造就精神力量 

2017年回国加入中国农科院植保所以来，我随科研项目研究对象的变

化，足迹也已经走过了我国大江南北的许多地方，许多乡村。从河南安阳小

麦病虫害统防统治到河北高邑为农户防治番茄根结线虫，到山西临猗、平遥

进行杀菌剂专业知识技术培训，以及长沙、北京的农户番茄根结线虫、苹果

斑点落叶病防治。在乡村，我无时无刻不在感受着立足自我，自强奋斗的精

神力量。 

扶贫需要精神力量，扶贫也造就精神力量。回望精准扶贫的“宁德模

式”，考验的不仅是物质和技术，更是思路、精神和作风。正如习近平在

《摆脱贫困》一书的跋中所言：“摆脱贫困，其意义首先在于摆脱意识和思

路的‘贫困’，只有首先‘摆脱’了我们头脑中的‘贫困’，才能使我们所

主管的区域‘摆脱贫困’，才能使我们整个国家和民族‘摆脱贫困’，走上

繁荣富裕之路。” 

摆脱贫困的那股精神力量，必将激励我们年轻人，走好共同富裕的社会

主义新征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