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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拉美史的研究获得了很大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 40

多年，中国学者自己撰写的拉美研究成果大量涌现。但是，中国拉美史的研究与世界研究



水平和中拉关系快速发展的要求相比，仍有相当大的差距。因此，快速提升中国拉美史研

究的水平，是中国学术界的努力方向。 

我国拉美史研究的发展历程 

  作为世界历史一门独立的分支学科，拉丁美洲史是伴随国际格局及中国社会的变迁而

诞生和发展起来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瓦

解，亚非拉民族民主运动走向高涨。特别是 1959 年古巴革命的胜利，“大大鼓舞了世界上

一切被压迫民族争取解放的斗争”。此后不久，毛泽东同志在一次会议上，指着墙上挂着

的世界地图说，拉丁美洲和非洲广大地区，革命形势很好，我们对其了解不多，要组织人

研究。1960年中国与古巴建交，中国人民更加迫切需要了解古巴和拉美人民的状况。于

是，1961年 7 月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拉丁美洲研究所率先成立。之前，在少数综合

性大学和师范院校开设的世界历史课程中，有涉及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历史的内容。从

1960 年起，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系、北京师范学

院历史学系又先后开设了拉丁美洲史课程。1964 年，在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国家领导

人的倡导下，高校建立起第一批从事拉美研究的机构，如由程博洪先生挂帅的复旦大学拉

美研究室和由梁卓生先生挂帅的南开大学拉美史研究室，当时的武汉师范学院（即后来的

湖北大学）在黄邦和先生的带领下，也开始涉猎巴西史研究。同一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

会科学部的世界历史所成立，其中设立了拉丁美洲史研究室。这一批拉美研究机构的建立

以及拉美史课程在高校的开设，标志着中国拉美史学科的确立。 

  20 世纪 60 年代诞生的一批拉美研究机构，几乎都是白手起家，需要从组建研究队

伍，培训研究人员，购置外文报刊，搜集积累资料等基础工作做起，但“文革”的发生使

得正常的研究工作中断。在“文革”后期，为适应我国重返联合国的需要，国家有关部门

组织一些研究单位和外语院校翻译了一批拉美国家历史和地理的书籍，共约 30 余种，囊括

了几乎所有拉美和加勒比国家的历史。其中复旦大学拉美研究室从 1970 年开始，在程博洪

先生的带领下，先后编译出版了《拉丁美洲史》《拉丁美洲地理透视》《卡斯特罗与古

巴》《古巴革命战争回忆录》《格瓦拉传》《拉丁美洲游击运动》《秘鲁的民族主义和资

本主义》《庇隆与阿根廷》等十余本著作，该研究室一度聚集了近 30名研究人员。这批翻

译著作分别译自英语、西班牙语、俄语等语种，作者大多为当时相关国家的著名学者，译

者也多为国内相关专业的骨干，因此，这批书在此后很长时间内成为拉美史研究的重要参

考文献。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全国拉美史研究机构和高校逐渐恢复了教学和研究工作。复旦

大学拉美研究室正式恢复建制，1978 年武汉师范学院的巴西研究室正式挂牌成立。北京大

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山东师范学院等十余所院校恢复和新增了拉丁



美洲史课程。尤为重要的是，经过李春辉、罗荣渠、程博洪、黄邦和、乔明顺、梁卓生、

沙丁、萨那等老一辈拉美史学者的多次酝酿和精心筹划，1979 年 12 月中国拉美史研究会

在武汉大学成立并召开了第一届年会。中国拉美史研究会的成立，标志着全国拉美史研究

力量得到了第一次整合，为之后拉美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搭建了一个很好的平台，从而推

动了我国拉美史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中国拉美史研究会自成立以来，紧紧围绕国家发展战略，引导拉美史学研究与现实关

怀相结合，推动了中国拉美史的教学与研究。从学会年会的主题，便可看出中国拉美史研

究 40 年来所经历的轨迹。 

  1979 年至 1992 年，拉美史研究会先后召开了 9 次年会。会议主题分别是“第二次世

界大战后的拉美民族民主运动”（1979）；“拉美独立战争的性质和拉美当代社会性质”

（1982）；“西蒙·玻利瓦尔”（1983）；“当代拉美民族民主运动”（1984）；“拉美

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美拉关系的历史演变”（1986）；“哥伦布航行美洲”（1988）；“拉

丁美洲的民族”（1990）；“哥伦布航行美洲”（1991）；“纪念美洲发现——两个世界

文明汇合 500 周年”（1992）。其中，对拉美民族民主运动（包括拉美独立运动、西

蒙·玻利瓦尔）的讨论，表明当时仍受“战争与革命”时代主题的影响；讨论拉美资本主

义的发展和社会性质，则表明改革开放伊始，中国知识界需要了解和认识拉美国家的发展

状况；三次关于哥伦布航行美洲的讨论，则是与国际上开展的哥伦布航行美洲 500 周年的

纪念活动相一致；最后一次是国际学术讨论会，它反映了中国学术界对世界认识的巨大进

步。另外，对美拉关系的讨论则是与 20 世纪反对美帝国主义对拉美的控制和掠夺联系在一

起的。 

  1994 年至 2019 年，拉美史研究会先后召开了 13 次年会，会议的主题发生了重要转

向，即转向拉美现代化和中拉关系方面。如“拉美现代化及对外关系”（1994）；“20 世

纪拉美的重大改革与发展”（1999）；“全球视野下的拉丁美洲发展”（2001）；“20 世

纪拉丁美洲变革与发展”（2003）；“发展中国家现代化模式”（2005）；“拉丁美洲现

代化进程研究”（2007）；“中拉关系 60 年：回顾与思考”（2009）；“纪念拉美独立运

动 200 周年”（2010）；“拉丁美洲文化与现代化”（2012）；“拉丁美洲与外部世界”

（2014）；“全球史视野下的拉丁美洲文明”（2016）；“拉美史教学与研究”

（2017）；“拉丁美洲历史上的民族与国家”（2019）。发生这种转向的主要原因在于国

内外形势的变化。20 世纪 90 年代国际格局发生重要变化，中拉关系渐入佳境，特别是进

入 21 世纪后，出现了跨越式发展。与此同时，中国现代化进程加速发展，亟须现代化的历

史镜鉴和理论支撑，而拉美现代化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提供了借鉴。对拉美

现代化的研究，还离不开时任拉美史研究会会长罗荣渠先生的作用和贡献。罗荣渠先生于

1986 年在《历史研究》上发表了“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研究”一文，率先转向现代化研究。 



我国拉美史研究取得的成果 

  在拉美史研究发展的 70 年里，前 30 年是准备和积累时期，当时出版的有关拉美史的

著作大多译自苏联的研究成果，主要反映古巴和拉丁美洲民族民主运动和反对美帝国主义

的内容。改革开放之后的 40 年，拉美史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中国学者自己撰写的研究成

果不断涌现。 

  在通史类方面，先后有《拉丁美洲史稿》《拉丁美洲：从印第安文明到现代化》《拉

丁美洲简史》《拉丁美洲史》《美洲史论》等著作出版。其中，李春辉的《拉丁美洲史

稿》，是第一部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撰写的拉美地区通史。该论著 1973 年出版了两卷

本，时间下限止于 1957年，1993 年又在苏振兴、徐世澄等人协助下完成了第三卷，使下

限延伸到 1989 年。林被甸和董经胜的《拉丁美洲史》强调以现代化为拉美独立后历史发展

的主旋律，被誉为“中国拉美史研究的重要里程碑”。国别通史有《阿根廷简史》《墨西

哥简史》《墨西哥通史》《巴西通史》等。同时，拉美断代史的著作有《新世界的震荡：

拉丁美洲独立运动》《通向现代世界的 500 年》等，这两本书都是纪念哥伦布发现美洲

500 周年的研究成果。此外，由社科院拉美所集体完成的 158 万字的《拉丁美洲历史词

典》也是一项重要的研究成果。 

  经济史类著作，有《拉丁美洲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研究》《拉丁美洲对外经济关系》

《拉丁美洲经济制度史论》《拉美发展模式研究》《拉丁美洲资本主义发展》《外国资本

与拉丁美洲国家的发展》《拉美国家的经济改革》《拉丁美洲的农业发展》《劳尔·普雷

维什经济思想研究》《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等。 

  政治史类著作，具有代表性的是论述战后民族民主运动发展史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拉丁美洲政治》，以及对拉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进行历史回顾与分析的《拉美国家

的可治理性问题研究》。此外，还有《当代拉美政治思潮》《多洛雷斯的呼声——拉美民

族解放风云录》《拉丁美洲民族民主运动史论》《拉丁美洲的共产主义运动》《拉丁美洲

国家政治制度研究》《当代拉美政党简史》《拉丁美洲社会主义及左翼社会运动》《拉美

国家政党执政的经验与教训研究》《回顾拉美左翼思潮的理论与实践》等。 

  文化史类著作，有《古代南美洲的印加文化》《古代美洲的玛雅文化》《阿兹特克文

化》《玛雅与古代中国：考古学文化的比较研究》《玛雅文化：论玛雅与华夏文化同源》

《失落的文明：玛雅》《失落的文明：印加》《墨西哥：文化碰撞的悲喜剧》《拉丁美洲

文化概论》《拉丁美洲文明》《拉丁美洲思想史略》《拉丁美洲现代思潮》《全球化、民

族主义与拉丁美洲思想文化》《托邦：拉丁美洲解放神学研究初步》《战后拉丁美洲教育

研究》等。其中，《拉丁美洲文化概论》对拉美文化的历史演变进行了系统归纳，《拉丁

美洲文明》则论述了拉美文明的发展史，二者都展现了拉美文化和文明的独特性。 



  国际关系史类的著作，有《冲突与合作：美国与拉丁美洲关系的历史考察》，该论著

为国内美拉关系史研究的代表作；《中国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关系史》，此为中拉关

系发展史的代表作。此外，还有《拉美国际关系史纲》《帝国霸权与拉丁美洲》《美国和

拉丁美洲关系史》《独立以来拉美外交思想史》《拉美地区一体化进程》《走向开放的地

区主义》《中国和拉丁美洲关系简史》等。 

  拉丁美洲现代化方面的著作，既有从拉美地区的角度对拉美国家现代化的历史和经验

进行归纳总结的《拉美国家现代化进程研究》，又有从地区与国别结合的角度分析拉美主

要国家现代化经验教训的《世界现代化历程（拉美卷）》。与此同时，还有《现代化战略

选择与国际关系：拉美经验研究》《拉丁美洲发展问题论纲：200 年崛起失败原因之研

究》《西半球的裂变：近代拉美与美国发展模式比较研究》《发展模式与社会冲突：拉美

国家社会问题透视》《拉美国家社会转型期的困惑》《拉丁美洲城市化：经验与教训》

等。另外，在国别现代化研究方面，也出版了不少专著，如：《政治稳定与现代化——墨

西哥政治模式的历史考察》《巴西现代化进程透视——历史与现实》《巴西现代化研究》

《巴西现代化道路研究：1964-1985年军人政权时期的发展》《阿根廷现代化道路研究：

早期现代化的历史考察》《智利现代化道路研究——1970-1973 年阿连德政府“社会主义

道路”的探索》《农民、土地与政治稳定：墨西哥现代村社制度研究》《土地与自由：墨

西哥现代化进程中农民动员研究》等（以上罗列的成果侧重于地区史，还有不少国别的专

门史著作，不再赘述）。 

几点思考 

  如上所述，改革开放后我国学者撰写的拉美史成果大幅增加，同时拉美史学科在机构

建设、学位点的设立、硕士博士生的培养等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为我国现代化建设

作出了积极贡献。但是，与国内其他区域、国别史相比，拉美史还有不小的差距。如研究

深度不够，研究领域窄，存在不少研究盲点，尤其是古代文明史、殖民地历史、加勒比地

区史的研究十分薄弱等。拉美史学科在研究人员数量、在权威期刊发表论文的数量、获得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数量、获得国家级和省部级科研成果奖励数量等方面都较少。多卷本

的《中东国家通史》《非洲通史》已问世多年，但至今尚未有一套多卷本的拉美和加勒比

地区通史。中国拉美史的研究与国际学界相比，差距则更大。为此，或可从以下方面采取

积极有效的措施： 

  一是重视拉美史人才队伍的培养。从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开始，老一代研究人员陆续

退休，但未能很快递补上年轻的研究人员，致使拉美史研究队伍不断萎缩。一度昌盛的拉

美史研究重镇纷纷出现了后继乏人的危机，如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湖北大学、山东师范

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的拉美史研究室，到 21 世纪初仅各余一人。尽管

2012 年之后在“拉美热”的推动下，全国陆续建立起近 60个拉美研究中心，但这些中心



大多是在外语院校建立，未能解决拉美史研究人才短缺的问题。笔者以为，今后可以引导

新毕业的拉美史博士向高校历史系平台流动，扩大有学位点的历史系作为人才培养孵化器

的功能；倡导新兴的拉美研究中心将现状研究与历史研究相结合，吸纳拉美史专业人才，

融入跨学科研究；鼓励培养复合型专业人才，引导西班牙语或葡萄牙语专业的学生向拉美

史转型；拉美史研究会和拉美学会继续合作，办好“中国拉丁美洲研究青年论坛”，鼓励

青年学术人才成长。 

  二是加强对拉美史研究方向的引导。要缩小与国际学术界的差距，密切关注国际学术

发展的趋势必不可少，因此，拉美史研究应该跟踪国际学术前沿，加强拉美史学史的研

究，寻找创新性研究的切入点。伴随着我国现代化向纵深发展，拉美史研究应该在前一阶

段现代化研究的良好基础上，继续“挖井”“深耕”，从地区、国别研究转向一些重点专

题的研究，如拉美国家的社会转型、拉美文化对现代化的影响、拉美现代化滞后的原因

等。拓宽拉美史研究的新领域，如加强对拉美环境史、拉美宗教史、拉美法制史、全球史

中的拉丁美洲、拉美华侨华人史等的研究。此外，为获得拉美史研究方面的话语权，中国

学者应争取撰写多卷本的拉美和加勒比地区通史。 

  三是强调拉美史研究方法的转变。以往有些拉美史的研究成果缺乏深度，一个重要原

因是未能利用原始资料和档案文献来解读重大历史问题。因此，使用研究对象国家语言，

利用第一手资料，将是今后拉美史研究深化的方向。但仅仅满足于挖掘史料仍是不够的，

还应具备深厚的史学理论素养和丰富的跨学科知识。要在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

义基础上，兼收并蓄其他史学理论方法，立足中国，放眼世界，站在全球视野的高度来解

读拉丁美洲历史，力求推出更多原创性的精品成果。 

  四是进一步深化国际学术交流，尤其是与拉美历史学家的交流。近年来我国外出参加

拉美史国际会议或交流访学的人数逐渐增多，但学术交流的目的地多为英美国家，与拉美

国家本土历史学家的交流则很少。拉美现代史学经历了百年发展，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史

学家，代表着拉美本土的声音。未来，我们在与西方拉美史学界继续保持联系外，还应该

加强与拉美国家历史学界的交流，倾听他们的声音，进而推动中国拉美史研究的深入发

展。 

  （作者：韩琦，系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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