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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 具 匠 心 　妙 笔 生 花
———读《剑桥拉丁美洲史》第六卷 (下)

王　文　仙

　　中文版《剑桥拉丁美洲史》第六卷 (下)的出版 (当代世

界出版社 ,2001) ,不失为拉美史学界的一大喜事 ,值得

一读。

从发展中国家追求现代化的实践历程来看 ,拉美国家

卷入现代化浪潮最早 ,经历时间最长 ,遭受的挫折也最多 ,

可以称得上第三世界国家现代化研究的一面镜子。虽然

学者对拉美现代化的具体分期存在某些分歧 ,但把 1930

年作为拉美现代化进程的里程碑 ,已达成共识。如果说

1930 年之前的现代化道路是以“欧化”为主要特征 ,一味仿

效西方发达国家 ,追求工业化 ,那么 ,在 1930 年之后拉美

国家则走上了探索自主性发展的道路 ,在发展思想本地化

(拉美经委会的发展主义)的指导下 ,制定了适合拉美具体

情况的、适应时代潮流的发展模式 ,揭开了自主性现代化

的新篇章。为突出这一阶段的重要性 ,第六卷分两册分别

从经济和政治的角度来探讨现代化带来的社会变迁。

与第六卷上册经济与社会的内容相辅相成 ,下册论述

1930 年以来国家、政治生活、社会与政治以及宗教的发展

情况 ,从而使读者对拉美国家 19301990 年的情况有一个详

细而全面的了解。下册设四编 (9 章) 。第一编即第 1 章

介绍 1930 年以来智利、哥斯达黎加、哥伦比亚、乌拉圭、委

内瑞拉、阿根廷、秘鲁、巴西等国的国家组织发展 ;第二编

(第 24 章)侧重于介绍 1930 年以后拉美国家民主和非民

主左派的曲折发展、军人干预和政变、军政权向文人统治

过渡等各种政治现象 ;第三编 (第 57 章) 重点论述 1930 年

以后拉美国家城市工人和劳工运动在政治中的作用 ,以及

墨西哥、中美洲、安第斯等地区发生的农村动员与农村暴

力事件 ,还分析了妇女在经济、社会和政治中作用的变化 ;

第四编 (第 89 章)主要勾勒作为社会政治生活主要力量的

天主教教会和迅速发展的新教教会的历史脉络。与其他

几卷一样 ,下册正文后附有书目评论 ,方便读者查阅和洞

悉相关的最新动态。另外 ,需要说明的是 ,参加写作下册

的各章作者并不是专门研究拉美历史的 ,而是来自政治

学、人类学、宗教学等不同研究领域的专家 ,他们的高深造

诣从不同层面丰富了拉美的史学研究 ,为那些研究拉美政

治的学者提供了很好的参照素材 ,也大大增加了下册的阅

读性和收藏价值。

通读全书 ,可以发现下册不但继承《剑桥拉丁美洲史》

一贯的风格 ,而且在写作方面有其独特性。在文章结构的

编排上 ,同样遵循总 —分 —总的写作体例 ,每篇文章的开

头是导言 ,先让读者有一个概括性的认识 ,然后将具体内

容慢慢展开 ,最后作结论 ,体现导论 —分论 —结论的脉络

构思 ,不仅表明作者的立场和观点 ,还为读者留出深层次

思考的空间。另一个共同点是 ,点面结合 ,经纬交叉 ,以纵

向时间跨度、历史分期为依托侧重于不同地区与国家的个

案分析 ,从不同侧面说明问题 ,给读者一个完整清晰的

框架。

第一 ,为追求论述的精确性和严密性 ,结合特定的分

析背景 ,作者对大家熟悉的重要概念重新界定其内涵。

例如 ,在“1930 年以来拉丁美洲的民主”一章中 ,作者

重新探讨“民主”(或“政治民主”) 的定义 ,认为有 3 个“结

为一体”的方面 :一是竞争 ,其“实质就是承认政治反对派

的合法性 ,承认有向在职者挑战并替代他们在政治权力机

构中的主要职位的权力”;二是立宪政体 ,“或者说是尊重

已体现在宪法文献和 (或者) 实践中的宪法秩序”;三是包

容性和参与性。(第 6465 页) 又比如 ,第 5 章中关于“工人

阶级”这一概念 ,作者从“工作过程的组织本身”的角度赋

予它与众不同的内涵 ,认为 1930 年时拉美大多数国家中

只有 3 个确凿无疑的组成部分可称得上是工人阶级 :第一

种是智利、玻利维亚、秘鲁和墨西哥的矿工群体 ,以及哥伦

比亚、委内瑞拉和墨西哥石油工业的工人群体 ;第二种是

设在小城镇或农村的大企业的工人 ;第三种 ,在大城镇和

城市里被说成是无产者的工人。(第 324325 页) 这既达到

强调其特定性的效果 ,又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另外 ,为准确说明问题 ,作者在挑选恰当的词汇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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颇费心思。比如 ,在“约 1920 年以来拉丁美洲的农村动

员”一章中 ,作者选用“动员”(mobilization) 一词 ,而不是“社

会运动”这一概念 ,因为前者比后者包含更广泛的意义 ,

“表示一个群体或社会部门的‘极度参与’,即那些尚未被

现存权力机构和社会规范所赞许或预言过的行动。”至于

“社会运动”,通常只有狭窄的含义 ,“它至少在某种意义上

意味着创造一种集体意识和一种变革社会结构的战略。”

(第 397 页)同样 ,在作者看来 ,如果不把看似内涵相同的

概念相混淆 ,可以借助于过去更好地理解现在。“考迪罗”

和“军官”的比较就是很好的说明。作为临时凑合的勇士 ,

考迪罗“实际上是西班牙殖民国家崩溃和社会瓦解的产

物”,“反对国家垄断或在它的废墟上产生”;而军官是“一

个组织者 ,由国家产生 ,为国家而存在”,与“代表个人暴

力”的考迪罗相比 ,“现代军事组织是公共的、官僚化的机

构 ,它们掌握着利用合法暴力的技术垄断权”。(第 314

页)通过这种历史性的对比 ,可以得出结论 ,现代拉美军国

主义与昔日的考迪罗主义是不能划等号的。

第二 ,在分析问题时 ,作者并没有局限于近乎成为定

论的观点 ,而是敢于推陈出新 ,提出自己新颖的看法 ,这意

味着相关的研究又往前迈了一步。

例如 ,第 2 章中对“如何理解民主在拉丁美洲的早期

发展和巩固”这一问题 ,虽然已经存在占主导地位的观点 :

“民主的成功与失败看成是直接与更广阔的文化和经济力

量”相联系。(第 66 页) 但是 ,作者却提出质疑 ,认为“文

化和社会 —经济因素最多不过是促进条件 ,而不是必要条

件 ;”因为它们不能解释西半球民主发展经验的重大变化 ,

尤其不能解释那些特别不正常的实例 (比如智利、阿根廷、

哥斯达黎加等国家与众不同的政治模式) 。由此 ,作者认

为 ,民主“更强调国内和国际的政治变量 ———一些凭其自

身而成为干预性的或独立的变量。”(第 67 页) 这种严密的

分析和推论 ,让读者体会到原有观点的欠缺之处 ,同时在

不知不觉中接受一种新的见解。

又比如在第 6 章 ,在一般人看来 ,由于农村地区错综

复杂的社会关系 ,很难把握住群众运动的中心和重点 ,很

难有条有理地说明各种事件 ,更甭说提出创新性的论点

了。但是 ,作者凭借深厚的理论功底和深邃的洞察力 ,不

仅能够高度概括事情的前因后果 ,把看似一团糟的事件解

释清楚 ,还能够发表与众不同的高见。为评估农民运动在

拉美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 ,作者不仅探索了不同时期

特定的群众运动和广泛的政治经济背景之间的关系 ,还特

别关注与农民运动有直接关系的政治活动家们 (他们参与

地方农民组织和各种农业工人组织或其他全国范围的活

动 ,并根据自身目的利用或改变国家机构) ,由此得出新的

结论 :在拉丁美洲当代历史具有代表性的政治经济变革

中 ,农村的基层群众组织“并不是被动的接受者 ,而是主动

的参与者”,否定了农民“抵制现代化”的说法。(第 505

页)

第三 ,作者在论述问题时 ,既注意点出每个历史时期

的共性 ,又着重分析每个国家或地区的特殊性 ,从而达到

共性与特殊性的完美统一。

例如 ,在第 5 章“1930 年以来拉丁美洲的城市工人阶

级和劳工运动”中 ,作者从整体上划分成 5 个时间段来缕

析劳工运动的曲折成长发展史。在第一阶段 (从 1929 年

的经济萧条到第二次世界大战) ,由于受 30 年代初经济大

萧条的严重影响 ,早期劳工运动处于混乱和紧张状态 ,30

年代中期和晚期出现人民阵线主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随

劳工运动的普遍平静而结束。具体到每个国家 ,情况则有

很大的不同。在巴西和阿根廷总体的政治环境不太有利 ,

工会只好处于守势 ,相比之下 ,墨西哥的劳工运动在 30 年

代后半期就做得很好 ,这与每个国家的职业和阶级结构、

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变化以及更广泛的社会运动分不开。

另外 ,第三阶段 (50 年代和 60 年代)的主要特征是“政治遏

制或监护”,“总的劳资关系尤其是工会组织越来越受到政

府的控制 ,这常常意味着工会丧失相当大的自主权。”在这

种情形下 ,大多数国家用“组合主义”的形式来组织劳资关

系 ,但是在组织程度上却有所不同 ,巴西和墨西哥是差别

最大的两个国家。在巴西 ,组合主义的劳工立法“更少允

许工会拥有自主权”(第 358 页) ,而且工会资金被管束得

很严、很死 ;而“与巴西工联主义的统一结构相反 ,墨西哥

的工会有着各种可能的形式和规模”;而且“只要他们不直

接向政府挑战 ,墨西哥的工会领导人就有一定程度的自主

权”,不仅能够“行使政治权力 ,而且还可巩固个人的王国

及发展与普通会员和其他政治活动家之间的委托人关

系”。(第 359 页) 通过这种衬托性的研究 ,既不失偏颇地

点到代表性的国家 ,又让读者了解每一历史时期总的发展

趋势 ,是整体与部分的完美结合。

第四 ,作者对待某种社会现象 ,不是仅仅停留于表面

的分析 ,而是将其置于宏观大背景中 ,力求深入挖掘深刻

的社会经济原因 ,注意考察长期的历史发展趋势。

例如 ,作者运用共同的分析框架从 3 个宏观方面来分

析 1930 年以来拉丁美洲农村地区政治运动和社会暴力背

后的社会动因。“大庄园制度和农民社群不再是农业生产

中占主导地位的组织形式”; (第 395 页)“作为农村与巨大

的城市市场及国际销售渠道逐渐结合的结果 ,农业的资本

化采取了广泛的形式 ,它不仅促使了新型的大中型农场和

牧场的出现 ,而且也促使了传统的农民家庭生产单位的变

革”;与国家的活动有关 ,出于把国家机器与社会整体连接

在一起的目的 ,“国家从一个软弱的、经常被动的角色 ,发

展到能够制定出一个或一系列全国性的建设计划 (它们有

时是成功的 ,有时是失败的)”。(第 396 页)

另外 ,对于 60 年代以后拉美国家左派社会地位的变

迁 ,作者认为与经济发展、天主教的影响、政治形势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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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切相关 ,是各种社会因素综合较量的结果 :二战后拉丁

美洲经历了一个长时期的经济发展、急剧城市化和地区阶

级结构上的深刻变化 ;一直是共产主义死对头的天主教会

重新解释了其社会咨文 ,在某种程度上使它在有些国家中

不但在意识形态上甚至在组织上向左派靠拢 ;自 1964 年

巴西政变以来 ,一系列军事政变把军政府推上历史舞台 ,

它们遵循左派势力是国家主要敌人的国家安全观念 ,主张

对经济和政治秩序进行全面调整。(第 217 页)

对照英文版 ,笔者想指出中文版的一些不足。第一 ,

也许是由于时间仓促 ,在页码编排上存在失误 :第 129172

页的内容 (含“财源的支配”等)被安排在第 2 章 ,其实是第

1 章的内容。第二 ,在翻译方面 ,有些句子不仅太长 ,还不

太通顺、流畅 ,用词方面有些艰涩 ,要来回读几遍 ,才勉强

明白要表达的意思 ,这主要是由于意译不到位且直译较多

的缘故。第三 ,书中错别字较多 ,例如 ,“妨碍”一词写成

“防碍”(第 392 页) ,基本用语“印第安”居民写成“印地安”

(第 429 页) ;还有诸如“削弱”写成“消弱”等词语 ,不再一

一指出。当然 ,作为大部头的著作来说 ,这些都是微不足

道的。抹去这些小细节 ,本书仍不失为一部优秀的教科书

和拉丁美洲研究学者的指南。

重要更正

中文版《剑桥拉丁美洲史》第六卷 (下 ) 第

129172页 (“财源的支配”、“附录 :农民权”和“小

结”) ,属于第 1 章 ,应移至第 59 页之后。

(上接第 53 页)

从而进行“倒序生产”　νυ 并从中获取先进技术的

机会。

90 年代以后 ,巴西政府开放了国内信息市

场 ,搞活了信息产业 ,但长达 20 年之久的极端市

场保护政策所造成的种种隐患一时难以消除。另

外 ,在没有强有力的政府的保护下 ,巴西要真正开

放在国际上并不具优势的信息产业市场也面临巨

大的挑战 ,如怎样处理信息技术领域的跨国企业

和本国民族企业在利益和发展模式上的矛盾和冲

突 ,如何平衡和有效刺激国内信息产业的发展 ,在

“自由化”和“私有化”结构改革的策略下该如何具

体制定和实施新的信息产业政策等。

第四 ,巴西发展信息技术还面临另外一个大

的挑战 ,即美国等发达国家在这一领域的霸权和

对发展中国家的钳制。美国一直将拉美看成自己

的势力范围 ,技术控制政策只是它外交政策的延

续。美国不希望出现一个邻国来争夺有限的国际

市场 ,尤其是高利润的信息技术市场。巴西 30 多

年的信息产业发展过程中 ,一直受到美国的制约。

巴西在计算机尤其是微机和软件领域的崛起 ,使

美国产生了恐惧 ,“巴西 301 事件”只是这种恐惧

的缩影和集中表现。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和发

展中国家之间在信息技术领域的这一斗争将仍会

继续 ,因此 ,如何发展不具优势的信息产业 ,确实

是巴西等欠发达国家面临的巨大挑战 ,要走“技术

立国”即独立发展高新科学技术的道路 ,但在全球

化迅猛发展的今天 ,又不能走绝对封闭的道路。

(责任编辑 　刘维广)

　νυ 　〔美〕T. G.勒维斯 :《非摩擦经济 ———网络时代的经济模式》,第 50

页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0。“倒序生产”(reverse2engineering)指得到竞

争者的产品后根据拆开的机件进行仿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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