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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第36期新闻稿：只因动乱愈演愈烈
 

《在卢本巴希市克尼亚镇蒙博托体育场（原名“阿尔伯特1号”）上，上加丹加省的殉难矿工》特西
本巴·坎达·马图鲁（刚果民主共和国）作于1975年

 

亲爱的朋友们：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向您问好。

几天前，我与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位高级官员进行了交谈。我问她知不知道全球有多少人穿不起鞋。我
提这个问题是想要了解一下沙蚤病，一种由雌性沙蚤（穿皮潜蚤）侵入皮肤引起感染而导致的重疾病，
会使双脚变形，影响行走。沙蚤病在西班牙语中叫jigger，chigoe或niguá ，葡萄牙语中叫bicho do pé ，

https://staging.thetricontinental.org/zh/newsletterissue/36-pinkun/
http://thetricontinental.org/
https://www.who.int/news-room/fact-sheets/detail/tungia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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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瓦希里语中叫funza，赞得语中叫tukutuku。鞋子可以起到保护作用，防止跳蚤钻入皮肤。虽然没有
具体数字，但她推测至少有10亿人不得不赤脚生活。长期赤脚会导致包括沙蚤病在内的多种疾病。在
中美洲、非洲高地、印度等地，赤脚走在红色火山土上的人们就饱受象皮病的折磨。

都21世纪了，还有10亿人穿不起鞋，其中有数亿儿童因为无鞋可穿而不上了学。然而全球制鞋业每年
可生产243亿双鞋，地球上每个人可以分到三双。制鞋业涉及大量资本：虽受新冠疫情冲击，2020年
全球制鞋业市场规模预计可达3842亿美元，到2026年有望增长至4400亿美元。鞋类的主要消费国是美
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主要生产国是中国、印度、巴西、意大利、越南、印度尼西
亚、墨西哥、泰国、土耳其、西班牙。在印度这样的国家，制鞋工人不但买不起自己做的鞋，甚至无
法负担市面上最便宜的拖鞋。虽然鞋类产量远远高过需求，但仍有上亿人买不起鞋。他们从事劳动生
产，但却没钱让自己过上体面的生活。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6039730/
https://www.worldfootwear.com/news/footwear-production-with-new-record-of-243-billion-pairs/5356.html
https://www.globenewswire.com/news-release/2021/07/12/2260906/0/en/Global-Footwear-Market-to-Reach-440-Billion-by-202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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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琳与法哈德的退出》巴巴克·卡泽米（伊朗）作于2012年

 

世界银行2021年6月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报告指出，贫困人口在一代人的时间里首次出现增长。
其分析师表示，“  新冠疫情将长期影响弱势群体的生活。”在低收入国家，有1.12亿人面临着粮食
安全问题。报告还指出，“这次疫情给妇女、儿童、非熟练工人、非正式工人带来了严重影响，阻碍
了教育、卫生、生活水平的提高，也必然会拉大贫富差距、加剧性别歧视。”

疫情爆发前，全球有13亿人生活在多维的持续贫困中。政府和企业应对疫情不当使他们的处境雪上加
霜。全球的极端贫困人口中有85%生活在南亚和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近一半生活在印度、尼日利亚、
刚果民主共和国、埃塞俄比亚、孟加拉国。据世界银行估算，约有20亿人生活在社会贫困线以下，这
意味着贫困线标准考虑了各经济体的富裕程度。

 

《没有方向的十字路口》罗纳德·温图拉（菲律宾）作于2014年

https://openknowledge.worldbank.org/bitstream/handle/10986/35647/9781464816659.pdf
https://blogs.worldbank.org/opendata/half-world-s-poor-live-just-5-countries
https://openknowledge.worldbank.org/bitstream/handle/10986/34496/978146481602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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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银行去年的一份重要报告《全球贫困与共同繁荣2020：财富的逆转》指出，“现有贫困人口和弱
势群体正受到疫情冲击。”报告还强调了新冠疫情导致贫困加剧，提及气候变化和地区冲突带来的不
利影响。世界银行的数据表明，贫困人口中，“农村人口、青年、教育程度较低者仍占大多数。”在
生活水平低于国际贫困线的人口中，每五个就有四个居住在农村地区。女性在贫民和饥民中占有极高
的比例。基于这一分析，世界银行敦促各国政府完善社会福利，为失业者和贫困工人提供救济，但对
收入极低的农业工人、小农户、非正式工人却只字未提。正如第41期汇编所言，这正是印度等地数亿
农民奋起反抗的原因。

 

https://openknowledge.worldbank.org/bitstream/handle/10986/34496/9781464816024.pdf
https://staging.thetricontinental.org/dossier-41-india-agri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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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系列之二》达维特·阿贝贝（埃塞俄比亚）作于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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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银行的一系列报告并未就摆脱这场灾难指明一条道路。这些报告的措辞也不痛不痒，只是在结尾
强调，“我们必须加强团结协作。”合作无疑是必不可少的，但合作的内容、对象、方式是什么？针
对印度尼西亚等国提出的一揽子计划，世界银行给出了下列政策性建议：

大力发展医疗卫生事业。1.
通过发放现金、电力补贴、粮食援助等方式增加对低收入家庭的社会保障，同时加大对非正规部门2.
工人的失业救济。
实施减税政策。3.

这些有吸引力的措施也是世界各国社会运动组织的基本诉求。这些诉求体现在中国“两不愁三保障”
的扶贫政策中，即不愁吃、不愁穿，住房安全、基本医疗、义务教育有保障。本所关于中国消除绝对
贫困的研究对此作了详细介绍，探讨了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使占世界减贫总人口七成
的8.5亿人摆脱贫困的历程。不同于中国政府，世界银行倡导的减贫降税举措未能普遍推行。

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时代？战争、洪灾、各种瘟疫引发的动乱已成常态，我们却被迫保持理智。世界
银行也注意到，整个世界早在疫情爆发前就已经开始陷入混乱、人性逐渐泯灭。现代末日论的四驾马
车：贫困、战争、民众绝望、气候变化正在蹂躏这个世界。社会机制已无力化解它自身带来的问题。

仍有数十亿人穿不起鞋。

 

https://staging.thetricontinental.org/studies-1-socialist-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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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洛塔领导人民》（致敬欧仁·德拉克洛瓦1830年的作品《自由领导人民》）莉莉·伯纳德（古巴）
作于2011年

 

当前暴行肆虐的一大危害在于人们不得不忍受这场噩梦。改变现状已成奢望。无情的嘲弄让人们放弃
了对未来新世界的想象。不屈不挠的人们为了未来新世界付出努力，却遭到当权者的无情扼杀。社会
的顶层和底层都在不可避免地滑向法西斯主义：顶层将“可随意抛弃”者关进监狱，困在贫民窟，底
层的危险种族歧视分子、厌女分子、排外势力则在增加。权贵者和有钱人不愿看到任何替代方案取得
成功，否则，世界现行统治规则恒久不变的说法，即“历史终结论”就会遭到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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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尔托·布莱希特

 

纳粹掌权德国后，戏剧家贝尔托·布莱希特前往丹麦斯文堡避难。他在1938年写下了一首诗，呼吁关
注当下动荡局面，冲破枷锁、追寻崭新未来：

 

只因在充满阶级纷争的城市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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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乱愈演愈烈

我们有些人如今便下定决心

不谈海滨城市、屋顶积雪、姑娘

不谈香甜成熟的窖藏苹果，七情六欲，以及

种种让人性完整丰富的事物

从今往后只谈论动乱

于是变得片面、简单，沉迷于政治事务

满口都是辩证经济学

那套无聊又欠妥的说辞

就因为尘世间雪花乱舞

（雪不仅是冷的，我们懂）

剥削、物欲、阶级正义的扰攘纷争

就不接受多面多样的世界，就不欣赏

你心目中那个

血迹斑斑但又充满矛盾的生活。

 

我们的生活是血迹斑斑的，想象力是僵化的，打破目前乱局的需求是强烈的。无论穿鞋与否，我们都
要迈向香甜成熟的果实，奔赴美丽的海滨城市。

热忱的

Vij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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