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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200 多年前的拉美独立战争摧毁了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统治， 具有很大的进步意义， 但

是却未能使这一地区摆脱贫困和落后。 其主要原因为战争并未改变当时的社会结构， 而是保留了大庄

园制， 听任考迪罗主义猖獗， 并横遭美国的侵略。 近年来拉美劲吹变革之风， 左翼和中左翼政府纷纷

上台执政， 对内推行各种改革， 努力改善民生； 对外则倡导加强合作， 抵制美国的欺凌， 共同提高拉

美在国际上的地位。 拉美的面貌为之一新， 标志着它走向历史的拐点， 将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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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美两百年风雨述评

□ 金重远

拉丁美洲独立战争是在辽阔的 2100 万平方公里的土

地上进行的， 时间前后延续达 36 年之久， 始于 1791 年

的海地， 全面展开于 1810 年的委内瑞拉和阿根廷， 终结

于 1826 年的秘鲁， 正是从那里， 拉美人民把西班牙殖民

军赶入大海。 200 多年过去了， 人间沧海桑田， 发生几多

变化。 拉美的强邻美国早已傲视全球， 成为一个超级大

国； 但拉美却仍贫困落后， 被人称为 “资本主义的附属

体”。 其主要原因有三：
一是独立战争虽然摆脱了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统

治， 但并未触及封建的大庄园制。 大庄园制在各地都保留

了下来， 成为落后的堡垒。 如在智利， 大庄园占有 52%
的土地， 其中 626 个大庄园， 平均每个占有 23159 公顷

土地； 在阿根廷， 2000 个家族占有全国 1/5 的土地； 在巴

西， 2000 个大地主占有的土地超过了意大利、 荷兰、 比

利时和丹麦国土面积的总和； 在乌拉圭， 占有 1000~5000
公顷土地的大庄园有 3118 家。 ［1］

二是独立战争在拉美形成了“考迪罗主义” （Caudi
llosmo）。 考迪罗意为军事领袖， 他们通过独立战争拥有

自己的武装力量， 到处滥用武力， 夺取政权， 建立超独裁

统治， 挑起一个又一个的内战， 使国内局势动荡不安。
三是帝国主义的侵略， 尤其是美国对拉美肆无忌惮的

压榨和掠夺， 直至军事侵略和武装占领。 1903 年美国在

哥伦比亚境内制造所谓 “革命”， 强行将巴拿马分离出去，
成立 “独立国”； 1916~1924 年， 美军占领多米尼亚， 随

后又扶持鲁希略家族进行独裁统治， 为时达 30 余年之久；
1899 年， 美国乘美西战争之机入侵古巴， 此后又在 1906
年、 1912 年和 1917 年陆续 3 次入侵古巴， 把后者变成一

个附庸国。 ［2］ 1846~1848 年， 美国发动侵墨战争， 强占

了墨西哥一半以上的领土……打着门罗主义旗帜的美国

对自己后院的为所欲为使拉美失去了自由发展的可能。
正是以上三大毒瘤缠身， 所以拉美才无法与文明世界

同步， 我们不妨回眸过去， 联系现实， 对这一地区作次认

真的审视。

海地的悲剧

2010 年 1 月 12 日， 强达 7.3 级的大地震突袭海地，
使这个加勒比海岛国的悲惨面貌顿时裸露在世界的面前：
首都太子港及其周边地区一片废墟， 20 多万人遇难， 尸

横遍野。 面对天灾， 海地竟然束手无策， 只有请求国际社

会伸出援助之手。
海地是拉丁美洲第一个取得独立的黑人国家。 早在

1804 年 1 月 1 日， 自由的旗帜便在海地的上空高高飘扬，
而现在却仍是拉美最穷的一个国家。 80%的海地人每天生

活费不足 2 美元， 75%的住房没有卫生设备， 40%的人无

自来水饮用。 ［3］ 如此贫困的国家又怎能抵挡这场飞来横

祸呢？ 而海地贫困的形成， 既有内因， 也有外因。
内因是国内长期的政局不稳和社会动乱。 海地革命领

袖杜桑·卢维杜尔曾满怀豪情地宣称： “自由之树在海地

是砍不倒的， 因为它的根扎得又多又深。” ［4］ 然而不幸

的是， 杜桑·卢维杜尔领导的这场革命未能给海地带来自

由， 因为它并未触及海地的社会结构。 独立后的海地仍然

保留着壁垒森严的 “种姓” 制度： “高贵人” 在全国人口

中仅占 3%， 却拥有大量的资产； 而与 “高贵人” 相对立

的人民大众则占全国人口的 97%， 但却赤贫如洗。 他们

之间有着无法逾越的鸿沟， 常引发激烈的社会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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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迪罗主义” 同样也在海地盛行。 为考迪罗充当士

兵的有来自北部的农民， 称 “卡科人”； 也有来自南部的

农民， 称 “皮凯人”。 他们同系农民， 但在战场上却相互

厮杀， 充当考迪罗的炮灰。
自杜桑·卢维杜尔牺牲后， 在海地政坛上出现了众多

的独裁者， 他们均先后自封为皇帝， 即 1804 年的德萨利

纳、 1811 年的克里斯托夫 （称亨利一世） 和 1849 年的苏

路克 （称福斯坦一世）。 他们之间相互争斗， 致使内乱不

停。 从 1804 到 2004 年 200 年间， 在海地共发生过 32 次

政变， 其政局之混乱即使在拉美国家中也是少有的。 ［5］

外因则是美国对海地的侵略。 1915 年， 美国借口海

地发生内乱， 以 “保护美国人和外国人的生命财产” 及

“维护秩序” 为借口， 大举入侵海地， 占领太子港和其他

重要城市， 将海地置于美军的直接统治之下。 随后又迫使

海地政府签订一项屈辱性条约， 将海地海关、 财政和警察

均置于美国官员的监督下， 使海地沦为美国的殖民地。 此

后美国虽于 1934 年撤出， 但仍保留对海地财政和海关的

控制权。 1957~1986 年， 美国扶持杜瓦利埃家族在海地建

立独裁统治， 时间长达 28 年之久。
1990 年， 自杜瓦利埃家族倒台后， 海地首次举行自

由的大选。 阿里斯蒂德成为第一位民选总统， 在海地， 乃

至在整个拉美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阿里斯蒂德在国内接

受过大学教育， 后又去耶路撒冷和伦敦主修过神学， 回国

后任太子港何塞区大主教， 因深受中下层人民的支持，
1990 年当选为总统， 后因与军界高层意见不和， 于 1991
年 9 月被迫下台， 流亡美国。 1994 年在美国的支持下，
阿里斯蒂德得以重返海地执政。 由于海地宪法规定不得连

任， 于是阿里斯蒂德遂于 1996 年下野。
2000 年阿里斯蒂德再次当选总统， 然而由于处理与

军方的关系不当， 再加上经济状况未有好转， 2004 年国

内各种矛盾激化， 反政府武装四处涌现。 于是阿里斯蒂德

只得再次向美国求救， 但是却碰了一鼻子灰。 阿里斯蒂德

遂在四面楚歌声中仓惶出走中非。 此后海地国内局势长期

混乱， 至今仍有大批联合国维和部队在那里维持秩序。
为什么 1994 年时， 美国政府不惜派出重兵去海地支

持阿里斯蒂德重返政坛宝座， 而仅仅 10 年后， 美国政府

换了一副面孔， 弃阿里斯蒂德于不顾呢？
原来， 美国的对外政策是服从于美国的国家利益的，

说得更具体些， 是服从于两党各自利益的。 1994 年时，
民主党的克林顿刚刚上台， 迫切需要在拉美展开一面 “民

主” 的旗帜， 而此时的阿里斯蒂德是独裁统治倒台后的首

位民选总统， 自然会得到民主党的青睐。 而当 2004 年时，
已换了小布什和共和党上台， 在他们的眼里， 阿里斯蒂德

的言行多少带有点卡斯特罗的味道， 为此感到不放心， 再

加上 9.11 事件后， 美国已全力扑向阿富汗和伊拉克， 对

身旁一个小小的海地已提不起兴趣， 为此阿里斯蒂德的命

运便是被美国特工强行塞进一架飞机， 流放到遥远的中

非。 由此可见， 海地不过是美国手中的一枚棋子， 需要时

用之， 不需要时则弃之。 有了这样一个强大的、 为所欲为

的邻居， 海地便不可能有光明的前途。

阿根廷的惨剧

自上世纪 40 年代起， 阿根廷便深受庇隆主义的影响，
庇隆的第二位夫人埃娃·德庇隆和第三位夫人伊莎贝尔·德

庇隆都曾权倾一时， 然而始终是文官统治。 1974 年庇隆

去世后， 他的第三位夫人伊莎贝尔·德庇隆出任总统， 仍

得以维持局面。
1976 年， 阿根廷发生军事政变， 陆军总司令魏地拉

建立军政府， 从此开始了被称为 “肮脏战争” 的军人独裁

统治时期。 阿根廷的经济和社会矛盾随之日益尖锐， 到

1981 年时阿根廷的通胀率高达 230%， 货币发行量为 10.5
万亿比索， 创世界之最， 工人实际工资仅相当于 1970 年

的 50%， 外债则攀升至 340 亿美元， 成为世界主要债务

国之一， 失业人口占全国经济自主人口的 1/3。 ［6］

走投无路的阿根廷军政府为转移国内人民的视线， 在

未作好准备的情况下， 冒然进攻马尔维纳斯群岛， 结果竟

然被远道而来的英军击败， 损失异常惨重。 阿军的惨败引

发国内严重的政治危机， 1983 年在社会各阶层的强烈反

对下， 军政府轰然垮台， 开始了阿根廷民主化的进程。
“肮脏战争” 期间阿根廷军政府犯下的种种罪行也一一被

揭露在世人面前： 议会被解散， 所有政党被禁止活动； 据

估计， 7 年间约有 3 万左派进步人士遭到逮捕和杀害。
即使根据官方提供的数字， 1976~1983 年至少也有

9000 人失踪， 并已假定死亡。 1995 年， 曾在 70 年代担

任过重要军职的陆军参谋长马丁·巴尔萨将军、 海军参谋

长恩里克·皮克和空军参谋长胡安·保利克都先后出来承认

军人在军政府时期曾犯过严重错误。 ［7］ 其中最骇人听闻

的莫过于所谓 “盗婴案”。 1977 年时， 军政府曾将位于首

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海军机械师学校改成地下审讯所。 这

座地下审讯所内设有一间秘密牢房， 专事关押怀孕的女政

治犯。 她们在生产后立即被杀害， 然后把她们的尸体扔进

大海或投入焚尸炉烧掉， 不留任何痕迹。 她们的孩子则被

偷偷地运出， 送给无子嗣的军政府高级官员收养。 据说，
这样可以使遇害者的后代免受 “激进分子” 的影响。

1998 年， 阿根廷高等法院曾下令逮捕前军政府的领

导人魏地拉和前海军司令梅塞拉， 以及其他一批高官。 此

后， 民选的梅内姆总统曾对前军政府的一批高官宣布特

赦。 但涉及 “盗婴案” 的地下审讯所所长苏皮什奇却不在

其中， 因为 “盗婴案” 所激起的民愤实在是太大了。
2005 年 4 月， 一名参加过 “肮脏战争” 的阿根廷上

尉希灵戈因把 30 名被麻醉的反对派人士从 “死亡航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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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飞机中推出机舱， 投入大西洋， 被西班牙法庭以反人类

罪判处 640 年的监禁。 他虽认罪， 但声称自己不过是一个

替罪羊而已， 因为还有许多人犯过和他类似的罪行， 却始

终消遥法外。 ［8］

“阿根廷， 不要为我哭泣！” 这首电影 《庇隆夫人》
的主题曲唱红整个阿根廷， 或许能帮助阿根廷人抹去 “肮

脏战争” 带来的心头阴影， 更勇敢地走向未来。

委内瑞拉的奋起

委内瑞拉是南美一个石油资源极其丰富的国家， 但过

去其开采权却尽归美国石油公司和英荷石油公司所有。 委

内瑞拉人民从丰富的石油资源中一无所得， 相反过着极其

贫困的生活。 1998 年时， 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 80%， 其

中 15%的人生活在极端贫困之中。
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 委内瑞拉人民奋起反抗， 这一

长期英勇的斗争和乌戈·拉斐尔·查韦斯的名字是紧密联系

在一起的。 查韦斯早年入伍， 受过军事教育， 曾任空降营

中校营长， 但他十分关心人民的疾苦， 立志要改变国家落

后的现状， 积极从事政治活动。 1982 年， 查韦斯创建

“玻利瓦尔革命运动”。 1998 年又建立 “第五共和国运

动”， 出任该党主席， 并在该年的总统大选中胜出， 当选

为委内瑞拉总统。 他坚持正义、 一心为贫苦人民谋福利的

政策得到了人民的热烈拥护。 2000 年， 查韦斯再次当选

总统， 任期 6 年。 然而国内右翼势力对此却深为不满， 在

美国的唆使和支持下， 于 2002 年 4 月 12 日发动政变。 在

此期间， 美国政府官员曾多次秘密会见政变者， 为他们打

气。 但是得不到人民支持的这场政治冒险只吵吵闹闹了

72 小时便一命呜呼。
查韦斯重新掌握了大权， 然而右翼势力却不甘心自己

的失败， 自 2002 年底至 2003 年初发动了持续 63 天的石

油行业联合大罢工， 给委内瑞拉的石油生产造成很大的损

失。 但查韦斯却没有因此而退却， 而是对石油公司的领导

层进行彻底的改组和整顿， 使石油生产很快便恢复了元气。
2004 年 8 月， 委内瑞拉就查韦斯总统的去留问题进

行全民公决， 这对查韦斯来说又是一场大考验。 人民对此

显示出极高的热情， 1400 万合法选民中有 836 万踊跃走

向投票箱。 连前来参加监督此次公决的美国前总统卡特也

赞扬说： “这是我一生中见到的最高投票率。” 结果有

63%的选民支持查韦斯留任， 从而巩固了他的总统地位。
查韦斯非常关心民生问题， 致力于扩大和改善普通人

民的社会保障， 其中社区医疗服务计划得以实施后， 可使

全国 1700 万缺医少药的贫困人口长期受益， 而教育计划

将使贫困学生有机会上中学和大学， 并使 150 万人摆脱文

盲状态。 查韦斯的这一政策可使占总人口 70%的贫困人

口从中受益。 正因为赢得了人心， 所以 2006 年查韦斯在

大选中第三次胜出， 成为深受人民爱戴的委内瑞拉总统。
在国际舞台上， 查韦斯坚定不移地推行独立自主的外

交政策， 坚决反对美国对拉美的侵略。 查韦斯的策略是广

交朋友，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共同抵制美国的扩张。
他首先巩固与发展和古巴的友谊。 近年来，卡斯特罗的

健康情况欠佳， 很少在公共场合露面， 于是查韦斯多次亲自

登门造访， 和卡斯特罗促膝长谈， 密切了两人和两国的关

系。 查韦斯虚心向卡斯特罗求教革命和建设的经验， 而委

内瑞拉则向古巴提供力所能及的物资援助。 除卡斯特罗外，
查韦斯在拉美左翼朋友中还有不少知己， 如厄瓜多尔的科

雷亚、 玻利维亚的莫拉莱斯， 当后者碰到困难时， 查韦斯

便会毫不犹豫地伸手相助。 厄瓜多尔一度曾和得到美国支

持的哥伦比亚发生冲突， 查韦斯立即派兵到与哥伦比亚交

界地区去声援厄瓜多尔。 而当美国对玻利维亚进行威胁

时， 查韦斯也立即站到玻利维亚一边， 把美国驻委内瑞拉

大使驱逐出境。 虽说巴西劳工党领袖、 巴西总统卢拉不像

查韦斯那样激进， 但两人仍维持着很好的私人关系， 巴西

曾给委内瑞拉 10 亿美元的贷款， 以推动后者经济的发展。
对于那些一味跟随美国的国家， 查韦斯则坚决予以打

击， 他坚决反对美国在哥伦比亚设置军事基地， 而且表示

要在拉美建立 70 个和平基地。
为了壮大反美力量， 查韦斯还致力于发展和俄罗斯的

关系， 不仅从俄罗斯采购大量军火， 而且还于 2008 年 11
月中旬出动海军和俄罗斯北方舰队在加勒比海举行联合军

演， 使美国大为恼火。 查韦斯还在世界范围内组织反美联

合阵线。 2006 年夏， 他先后出访白俄罗斯、 伊朗及叙利

亚， 和卢卡申科、 内贾德及巴沙尔等三位从不对美国唯命

是从的政治家进行了会谈， 就许多问题交换了意见， 达成

广泛共识。 2007 年 1 月， 查韦斯又和到访的内贾德设立

20 亿美元的共同投资基金， 用以相互投资和支援发展中

国家。 ［9］ 查韦斯充满活力的外交活动和他的内政一样，
也得到了全国人民的赞许和支持。

拉美走到历史的拐点

在 2009 年召开的第五届美洲国家首脑会议上， 查韦

斯特地向美国总统奥巴马赠送乌拉圭作家爱德华多·加莱

亚诺所著的 《拉丁美洲： 被切开的血管》， 引起了人们广

泛的注意。 200 多年来， 拉美在列强的剥削和压榨下已血

流殆尽， 经过长期奋斗， 目前它已走到了历史的拐点。
近年来， 拉美劲吹变革之风， 左翼和中左翼政府纷纷

上台执政。 在委内瑞拉， 2007 年 12 月， 为取消总统任期

限制的全民公决未获成功。 但志在必得的查韦斯在 2009
年 2 月又一次就取消总统任期限制进行全民公决， 结果获

得成功， 查韦斯随即宣布将参加 2012 年的总统选举， 使

左翼力量在委内瑞拉得到进一步的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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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1 月， 智利的右翼反对派领袖、 亿万富翁皮

涅拉在总统大选中胜出， 结束了中左派力量在该国连续执

政达 20 年之久的局面， 但对拉美左翼力量的增长并未产

生任何消极的影响。
目前， 在拉美的左翼和中左翼政府有： 古巴的劳尔·

卡斯特罗政府、 委内瑞拉的查韦斯政府、 玻利维亚的莫拉

莱斯政府、 厄瓜多尔的卡雷亚政府、 尼加拉瓜的奥尔特加

政府、 巴西的卢拉政府、 乌拉圭的巴斯克斯政府、 阿根廷

的费尔南德斯·德基什内尔政府、 萨尔瓦多的富内斯政府。
拉美的左翼力量形形色色， 其中古巴、 委内瑞拉、 玻

利维亚和厄瓜多尔比较激进。 它们的共同点是都要走社会

主义道路： 古巴几十年来一直坚持科学社会主义； 查韦斯

号召要遵循玻利瓦尔的教导， 建设 “委内瑞拉的社会主

义”； 厄瓜多尔的科雷亚坚持要实行 “21 世纪的社会主

义”； 玻利维亚的莫拉莱斯则呼吁将 “社群社会主义”
（即印第安社会主义） 付诸实施。

为了贯彻社会主义的理念， 他们在城市都推行国有化

的政策。 如委内瑞拉在通讯、 航空和石油化工等领域都建

立了国有公司， 还建立了矿业公司、 钢铁公司、 拖拉机公

司和计算机制造公司， 由国家统一领导。 玻利维亚则在电

信行业实现了国有化。 在农村他们实行激进的土地改革和

推行合作化。 委内瑞拉一举没收了大庄园所有的 200 万公

顷空闲土地， 迅速在此基础上组建了 6841 个合作社。 莫

拉莱斯将大量空置土地的所有权收归国有， 然后再将它们

分配给贫民和土著居民。 其他左翼或中左翼政府虽无上述

近乎社会主义的措施， 但都致力于维护人民的权利和关怀

民生问题， 因而得到广大中下层人民的支持。
如果说， 在内政上， 拉美的左翼力量都根据各国的国

情自行其是的话， 那么在外交上却有着共同的目标， 那就

是摆脱美国的控制， 维护民族的独立。
厄瓜多尔在 2007 年偿清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 1140

万美元债务后， 随即断绝与该组织的关系。 委内瑞拉则于

2007 年 4 月同时退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
厄瓜多尔总统科雷亚拒绝美国在该国的军事存在， 正

式宣布美国与厄瓜多尔在 1999 年签订的为期 10 年的曼

塔空军基地租赁协议到期后将不再续签。
委内瑞拉反对美国倡导的美洲自由贸易区建议， 并提

出了与此针锋相对的玻利瓦尔替代计划。 2005 年 4 月，
委内瑞拉和古巴签署了实施玻利瓦尔替代计划的协定。 此

后陆续加入的还有玻利维亚、 尼加拉瓜等国， 其他如海

地、 厄瓜多尔等也纷纷加以支持。
拉美各国团结一致、 开展合作的现象越来越普遍。

2004 年 12 月， 南美 12 个国家组成南美国家共同体。 它

覆盖 1700 万平方公里的面积， 拥有 3.61 亿人口。 其秘书

长阿兰·瓦格纳满怀豪情地宣称： “15 年后南美洲的形象

会大有改观， 它将拥有新的政治和经济， 新的世界地位和

更普遍完善的民主。” 2008 年 5 月， 南美 12 国签署 《国

家共同体宪章》， 加快了南美地区一体化的进程。 同年 12
月， 古巴被吸收加入里约集团， 而美国则被拒于门外。 里

约集团成立于 1986 年 12 月， 古巴加入后， 该集团已扩

展到 21 个正式成员国和一个地区性经济组织———“加勒比

共同体和共同市场”。 2009 年 6 月， 美洲国家组织大会宣

布废除该组织在 1962 年通过的驱逐古巴的决议， 标志着

美国长期以来孤立古巴政策的彻底失败。
还在 2008 年 4 月时， 查韦斯便当众戏称， 既然有北

大西洋公约， 为什么不能有南大西洋公约呢？ 这固然像开

玩笑， 但确也反映了南美人民防务自主的愿望。 果然，
2009 年 3 月 10 日， 由巴西、 阿根廷、 委内瑞拉等 12 国

组成的南美防务委员会便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成立， 其主

要任务是负责协调成员国的防务合作、 军事训练和装备等

工作。 委员会成立后， 每年将召开一次常规会议， 由成员

国的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出席。 同年 9 月， 巴西和法国达

成金额多达 120 亿美元的一笔军火交易， 巴西据此将从法

国购进包括潜艇、 “阵风” 战斗机在内的大批军火， 表明

巴西在武器装备上急欲摆脱美国的控制。
2010 年 2 月 22~23 日， 来自拉美及加勒比地区 32 个

国家和地区的元首及代表在墨西哥的坎昆开会， 商讨建立

一个新的、 不包括美国及加拿大在内的地区联盟。 以查韦

斯为代表的激进左翼力量认为， 拉美应该 “彻底从美国干

涉中独立出来”。 卢拉等温和左翼则指出， 美洲国家组织

中美国和加拿大拥有最大的话语权， 该组织事实上已成为

两国发言的工具。 因此所有与会的左翼力量代表都认为需

要有一个由拉美国家组成的组织， 全世界都需要听到拉美

的声音。 会议最后通过了 《坎昆宣言》， 一致同意成立拉

美及加勒比国家共同体， 它将和美洲国家组织一起， 在区

域性和国际重大问题中发挥作用。
历经 200 年的风风雨雨， 拉美人民克服种种险阻，

终于走到了历史的拐点， 今后可与文明世界同步， 一起奔

向光明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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