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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裳连色
,

我国对拉丁美洲历史的研究

杨 典 求

拉」美洲历史是我国史学领域中一门新的分支

学科
。

六十年代初
,

北京大学
、

中国人民大学
、

北

京师范大学和复旦大学开始讲授拉丁美洲史课程 ,

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
、

复旦大学
、

南开大学先

后 成立起有关的研究机构
;
为这一学科研究工作的

开展奠定 了初步基础
。

近几年来
,

在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精神的鼓舞下
,

随着整个社会科学事业的恢

复和发展
,

历史科学工作者日益重视并努力加强这

一学科的建设
。 1 9 7 9年12 月成立了中国拉丁美洲史

研究会
,

随后出版了会刊
《
拉美史研究通讯

》 。

目

前
,

我国拉美史主要的研究机构有中国社会科学院

世界历史研究所亚非拉史研究室
、

拉丁美洲研究所

政治与历史研究室
、

复旦大学拉丁美洲研究室
、

武

汉师范学院巴西史研究室等
。

全国专门从事或兼顾

这一学科研究工作的约有一百余人
。

拉美史的研究

工作正在逐步开展
,

并初步取得了一些成果
。

系译、 和 (巴西 ) 若泽
·

马里 亚
·

贝洛著
《
巴西近代史,

(辽宁大学外语系译
,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
,
(美)

非
·

方纳著 《古巴史和古巴与美国的关系
》 (涂光楠

、

胡毓鼎译
,

三联书店 1 9 6 通年版 )
,

(苏 ) 米 罗舍夫

斯基著
《
美洲西班牙殖民地的解放运动

》 (金乃学

译
,

三联书店 1 96 。年版 )
,

(美) 鲍 勃
.

简
.

扬

著 《位丁美洲的解放者
》 (黄士康译

,

商务印 书 馆

1 97 9年出版 )
, (苏 ) 列符年科夫著 《现代拉丁美

洲国家
》
( 启仁译

,

三联书店 1 9 6 1年出版 ) 等
。

译

者们的辛勤劳动
,

对于传播国外拉美史学
,

配合我

国拉美史的研究工作
,

起了积极的作用
。

专 题 研 完

著述与译作

日前我国学者编纂的拉美通史著作只有李春辉

教授的
《
拉丁 美洲国家史稿

》 (商务印书馆1 9 7 3年

版 )
。

它是在六十年代初著者讲授拉美史课的讲稿基

础上形成的
。

近两年著者又将此书增补修订
,

书名改

为
《

拉丁美洲史稿
》 ,

篇幅由五十六万字扩充到七十

万字左右
,
预计1 9 8 2年出版

。

这部著作史料丰富
,

论述精当
,

结构严谨
,

白成体系
,

是我国史学界用

马列主义观点
、

方法研究拉丁美洲通史的尝试
。

撰

写拉美国别史的工作也开始提上日程
。

武汉师范学

院巴西史研究室编写的 《巴西史》 已完成书稿
,

堆

备出版
。

国外拉美史著作的翻译以 1 9 5 6年冯 明方译的福

斯特所著
《
美洲政治史纲

》
开其端

,

迄今出版的译

作约二十余种
,

较重要的有 (美 ) 艾
·

巴
·

托马斯

著 《拉丁美洲史》 ( 寿进文译
,

商务印书 馆1 9 7 3年

版)
,
( 美) 派克斯著 《墨西哥史 》 (瞿菊农译

,

三联

书店1 0 5 7年版)
,
(苏)阿尔彼罗维奇等主编 《墨西哥

近代现代史纲
》 (刘立勋译

,

三联书店1 9 7 4年版)
,

苏

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 《巴西史纲》 (辽宁大学外语

近几年来
,
我国拉美史的专题研究 日趋活跃

,

报刊发表的有关学术论文在六十和 匕十年代尚屈指

可数
,

进入八十年代以来有显著增加
。 1 9 8 0年发表

的重要论文近三十篇
,

数量和质量均比往年有较大

提高
。 1 9 8 1年又发表了十余篇研究文章

。

取得了一

些新的成果
。

专题研究的重点是探讨拉美近代现代

史的一些重要课题
,

如十八世纪末
、

十九世纪初拉

美独立战争
,

十九世纪拉美国家的白由主义改革
,

现代拉美民族解放运动及其重要思潮
,

当代拉美国

家的社会性质
,

拉美与美国的厉史关 系
,

拉美与中

国的历史关系
,

拉美的史学发展及其流派
,

以及对

拉美重要历史人物的评价等
。

此外
,

还涉及拉美殖

民地时期的统治制度和人民反抗斗争以及古代印第

安文化等问题
。

在关于拉美独立战争的论题 中
,

有 方回 澜 的

《
巴西是怎样赢得独立的

》 ( 《厉史研究
》 1 9 8 0年第

3 期 )
,

金重远的 《海地革命
》 〔《复旦大学学报

》

1 9 8。年第 2 期)
,

陆国俊的 《论海地革命的特点和

性质》 ( 《世界历史》 19 7 9年第 4 期)
。

这些文章

分别论述了巴西和海地独立运动的历史背景
、

斗争

进程和进步意义
。

特别是对巴西的独立作了新的探

讨
,

提出巴西独立是
“

广大人民群众经过多次武装

起义
、

流血牺性和长期坚持英勇斗争才取得的
” ,

“

同西 (班牙) 属美洲值民地取得独立的道路
,

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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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本质的不同
”

等重要论点
,

这同巴西史学家所

谓巴西独立是按照葡萄牙君主的开明意志预谋的结

果
,

苏联史学家强调巴西独 立不过是
“
从葡萄牙分

离
”

出来等说法形成鲜明的对照
。

对十九世纪拉美历史发展的探讨
,

有乔明顺
, 《
略论墨西哥近代史中的几个问题

,
(

寸

河北大

学报
》 1 9 7 9年第 1 期)

、 ‘

近代墨西哥的社 会

质
, ( 《

河北大学学报 , 1 9 8 0年第 4 期 ) 和沙丁
、

杨典求的
《

试论华雷斯领导的墨西哥革新 运 动》

〔《拉丁美洲丛刊
》1 9 8 。年新 1 期 )

。

这些文章对近

代墨西哥的历史发展进程作了典型分析
。

乔明顺的

文章从殖民地时期的历史渊源和独立以后政治经济

发展等方面论述了近代墨西哥社会的演变过程
,

提

出
“
近代墨西哥的社会性质

,

应属半封建半殖民地

范畴
” , “

根深蒂固的封建关系
,

形式上的独立自

主
,

而实际上却依赖于外国侵略势力
,

这三种因素

的结合
,

就成为它既区别于殖民地
,

又不同于资本主

义国家的标志
” 。

沙
、

杨的文章分析了近代拉美国家

自由主义改革斗争的范例—
十九世纪中叶墨西哥

的革新运动
,

论述了由华雷斯 (胡阿雷斯 )领导的改

革斗争的进步作用和历史意义
,

指出以华雷斯为首

的自由派人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纲领推

进反对封建军阀和教会势力的改革
,

用维护国家独

立和主权的民族解放思想指导抗击外国侵略者的斗

争
,

从而赋予革新运动以资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

斗争的性质
,

成为
“
现代墨西哥和拉美民族民主运

动的先驱
” 。

在研究现代拉美民族解放运动及其重要思潮方

面
,

黄邦和的
《 “

格瓦拉主义
”

评析
》 ( 《

世界史

研究动态
》 1 9 8 0年第 4 期 )

,

从大陆主义
—

世界

主义
、

现阶段拉美革命的性质和游击中心论三个方

面对格瓦拉主义作了剖析
,

指出它是一种小资产阶

级的左倾冒险主义理论
,

有些主张与托洛茨基主义

相近
,

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危害极大
,

因此世界上马克思主义者都严厉批判它的错误
。

霜

叶 的
《
庇隆与庇隆主义

》 ( 《
世界历史

》 1 9 8 。年第

3 期 )
,

探讨了庇隆主义的理论—
“
正义主义

”

及其实践
,

认为它是
“

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和改 良主

义的混合物
” , “

反映了阿根廷民族资产阶级的愿

望和要求
” ,

因而庇隆成为阿根廷
“
民族资产阶级

的代表
”
和

“

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运动的领袖
” ,

虽

然他有过受法西斯主义影响的 “历史污点
” 。

杨典

求的
《
略论现代拉美五次资产阶级革命

》 ( 《拉美

史研究通讯
》 1 9 8 0年第 2 期) 概括地沦述 r本世纪

以来在拉美三次民族解放运动高潮中墨西哥
、

危地

马拉
、

玻利维亚
、

古巴和尼加拉瓜先后发生的资产

阶级民主革命及其特点
,

并着重探讨了古巴革命由

于苏联的干预而形成的
“

独特性
” ,

提出现代拉美

资产阶级革命正在沿着两种路线发展
。

一种是西方

传统的旧式资产阶级革命
,

另一种是苏联影响下的

走
“

非资本主义道路
”

的所谓
“
社会主义

”

革命
,

而真正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

义革命在拉美尚未出现
。

叶维钧的
《
试论

“
阿连德

道路
”

的经验教训
》 ( 《

拉美史研究通讯
》 1 9 8 0年

第 2 期) 和刘文龙的
《
阿连德政权失败 的 国 内 因

素
》 〔 《

拉美史研究通讯
》 1 9 8 0年第 2 期 ) 分析了七

十年代初期智利阿连德政府的反帝民主改革及其失

败的历史教训
,

指出
“
迷信

”

资产阶级宪法和议会

制度
, “

盲目信赖旧军队和反对人民掌握武装
” ,

以及采取
“

超阶段
”
的

“

过激
”
经济改革措施

,

是

“

智利道路
”

破产的主要原因
。

尚文的
《
现代拉丁

美洲天主教会政治作用的变化
》 ( 《

拉美史研究通

讯
》 , 1 9 81 年第 3 期 )

,

论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拉美天主教会在民族民主运动的冲击下
,

山封建性

教会转化为现代资产阶级教会的主要表现
,

阐明了

教会内部出现激进派教士活动的意义及其 政 治 影

响
,

指出从整体看拉美天主教会的保守性质井未改

变
。

关于当代拉美 国家的社会性质问题
,

拉丁美洲

研究所主办的
《
拉丁美洲丛刊

》
开辟专 栏 展 开 讨

论
,

先后刊登了十余篇文章
,

分别提出了各 自的看

法并评介了国外的有关论点
。

其中 郑 挺
、

尚文的
《谈谈拉丁美洲国家的社会性质

》 ( 《

拉 丁 美洲 丛

刊
》 1 9 8 0年第 3 期 ) 从二次大战后拉美政治经济的

变化和各国发展不平衡的实际情况出发
,

分析了拉

美主要国家 (阿根廷
、

巴西
、

墨西哥
、

智利
、

委内

瑞拉
、

乌拉圭等六国 ) 在六十和七十年代从半封建

半殖民地社会演变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表现
,

认

为这些国家的资本主义社会不同于西欧
、

北美而具

有
“
经济畸形发展

、

封建残余相当严重
、

对外依赖

性依然保持
”
的显著特征

,

并指出
“
发展程度相对

较低 ” 的其他拉美国家
“

也正在逐步实现这一社会

性质的转变
” , “

只有一些经济特别落后的中美洲

和加勒比国家
,

其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结构变动

不大
” 。

在论述拉美与美国的历史关系方面
,

王春良的

叹口rse
、

l

二、月峨弓
.

的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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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俄矛盾与门罗主义
》 ( 《

山东师范学院学报
》

1 9 8 0年第 1 期 ) 和祝立明的
《
试论门罗宣言的性质和

作用
》 ( 《世界历史

》1 9 8 1年第 5 期 ) 分析了拉美独立

战争时期美国对拉美的政策
,
认为在当时存在沙俄

扩张和神圣同盟 干涉威胁的共体历史条件 下
,

美国

提出门罗主义是
“
防卫性

”
的

, “
不仅代表和保护

了美国的利益
,

而且在客观上对拉美独立战争和拉

美新共和国的诞生
,

起 了一定的积极影响
” ,

因而

它在当时具有
“
一定的迸步意义

” 。

吴机鹏的 《美

国和古巴独立战争
》 ( 《拉美史研究通讯

》 1 9 8 0年

第 1 期 ) 和林睁芬
、

白凤兰的
《1 8 9 8年 的 美 西 战

争
》 ( 《

历史教学
》 2 9 8 0年第 6 J翻I)

,

从不同的 ffJ 度

展现了近代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的历史画卷
,

阐述

r 当l付美国利用 占巴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乘机发动

对西班牙的战争
,

夺取古巴并进而向南美侵略扩张

的史实
。

吴机鹏的文章还着重对古巴民族解放斗争

指出了 “前门驱狼
、

后门进虎
”
的历史教训

。

杨典

求等的
《

美洲国家组织的历史演变及其作用
》 ( 《历

史研究
》 10 8 。年第 2 期 ) 通过分析美洲国家组织产

生
、

发展的历史演变过程
,

对这个区域性国际组织

的性质与作用提出了新的见解
,

认为从六十年代以

来
,

随着美国世界霸权地位的衰落
,

特别是在拉美

国家民族主义潮流的冲击下
,

这个组织发生了积极

的变化
:
过去它曾长期是美国控制 下 的

“

有 效 工

具
” , !币现在已演变成为有利于拉美国家

“
反对美

国控制和惊夺
” , “

同美国分庭抗礼进行对话的重

要讲坛
” , “

在抑制苏联对拉美渗透扩张方面
,

也

开始发邦一定的作用
” 。 《

我国和拉丁美洲历史上

的友好关系
》 ( 《

拉丁美洲丛刊
》 1 9 8 0年第 2 期 )

,

《

中国和墨西哥的首次立约建交及其影响》 ( 《历

史研究
》 1 9 8 1年第 6 期 ) 和

‘

清季巴西遣使来华谈

判立约始末
》 ( 《

拉丁美洲丛刊
》 1 9 8 1年第 3 期 )

等文章
,

论述 了拉美和中国之间友好关系发展的历

史源流
,

阐明 了华侨特别是华工对拉美经济发展所

作的重要贡献
,

探讨了墨西哥
、

巴西同我国第一次

建立外交关系的态义
,

提出首次建 交是双方 关系史

上的
“
重大转折

” , “
从一开始就具有比较友好和

平等互利的性质
,

与当时1司西方列强的不平等关系

有着根本的区别
” ,

这对促进双方人民友好往来和

政治经济联系
“

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 ,

同时
“

有

利于逐步形成国际交往中和平友好
、

平等合作的良

好传统
” 。

李春辉的
《
近代拉 J

一

美洲的华
_

仁间题
》 ( ‘近

代史研究
》 1 , 抓年第 4 期 ) 和岁荣渠的 《

一

}
一

九世纪

拉丁美洲的华工述略
》 ( 《

世界历史
》 1 9 8 0年第 4

期 ) 论述了拉美华工产生
、

发展的历史过程
,

阐明

了华工问题对近代拉美与中国关系发展的影{lI[.J
,

并

指出华工和拉美人民共同反抗殖民压迫与奴役的斗

争是
“

休戚相关
” , “

紧密结合
”
的

。

尚文的
《

秘

鲁华工问题的若干史料简析
》 ( 《

拉丁美洲丛刊
》

1 9 81 期第 4 期) 评介了在我国历史档案中保存的有

关史料及其对研究华工和中秘关系史的 价值 与 念

义
。

张恺的
《

明清时代中国丝绸在拉丁 美 洲 的 传

播
” ( 《

世界历史
》 1 9 81 年第 6 期 ) 论述了十六至

一

1九世纪中国和拉丁美洲之间海上
“
丝绸之路

”
形

成和发展的历史
,

阐明了中国丝绸输人拉美对促进

双方经济发展和人民友好的积极意义
。

在评价拉美的史学发展及其流派方面
,

有萨那

的 《拉丁美洲史学思想与史学流派
》 ,

陆国俊的
《

古

巴的史学修正派》 ( 《世界史研究动态》 1 9 8 0年第

选期)
,

李祥
、

秦海波的 《哥伦比亚史学发展概况》

( 《世界史研究动态
》 1 9 8 0年第 4 期 )

,

秦海波的
《
墨西哥史学流派发展概况

》 ( 《
世 界 史 研 究动

态
》 198 。年第 l 期 )

,

武汉师范学院巴西史研究室

的 《关于巴西历史的研究和巴西史学流派》 ( 《武汉

师范学院学 报》 1 9 8 0年第 3 期 )
,

陈 海 燕 的 《巴

西史学研究初析
》 ( 《

拉美史研究通讯》 1 9 8 。年第

1 期 ) 等
。

这些文章分别对拉美各个时期的史学思

想及其主要流派—近代的保守派
、

浪漫派实证派

史学和现代的民族民主派
、

修正派
、

马克思主义史

学等作了介绍与评述
。

车评价拉美重要历史人物方面
,

近几年来主要

讨论了博利瓦尔
、

圣马丁
、

格瓦拉及哥伦布的评价

问题
。

萨那的 《论西蒙
·

博利瓦尔及其政治思想
》

( 《世界历史
》 1 9 8 0年第 2 期 )

,

在认真研究 史 料

的基础上
,

提出博利瓦尔是拉美
“

杰出的资产阶级

民主主义者
”
和

“
拉美共和主义和民主政治的奠蕃

者
” ,

他的政治思想是
“
拉美独立时期最先进的代

表
” ,

指出国外史学界有些人出于
“
偏见

” ,

把博

利瓦尔说成是
“

拿破仑的信徒
” 、 “

独裁者
” 、 “

个

人野心家
” ,

企图
“

贩低他的历史作用 和 卓越 贡

献
” 。 1 9 8 0年我国首次举行的博利瓦尔逝世一百五

十周年纪念会上沙丁的发言高度评价博利瓦尔是拉

美独立战争中
了‘
杰出的民族英雄

、

政治领袖和军事

统帅
” ( 《拉丁美洲丛刊

》 19 81 年第 1 期 )
。

王春良

的
《

圣马1
一

在拉美独立战争中的贡献
》
(

《

历 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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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
》 1 9 8 0年第 1 期 )

,

论述了圣 马 丁 作 为
“
一

个杰出的军事家
” , “

突出的可贵处在 于 他 比 较

重视下层人民群众的力 量
” ,

同 时 指 出 了 他 在

政治上
“

倾向君主立宪政体
”

的局 限 性
。

王 杰 的
《
格瓦拉是小资产阶级革命家还是无 产 阶 级的 叛

徒?
》 ( 《

世界史研究动态
》 1 98 0年第11 期) 认为

格瓦拉是
“
激进的小资产阶级革命家

” ,

他的政治

思想
“

虽然有这样那样的缺点
、

错误
,

但是
,

主流

是革命
,

是反映了拉美人民摆脱帝国主义控制
,

争

取民族解放的共同愿望的
” 。

对哥伦布的评价
,

有

严中平的 《殖民主义海盗哥伦布》 ( 心

历史研究》

1 9 7 7年第 l 期)
,

朱寰的
《

应该怎样评价哥伦布
》 、

《
再论哥伦布的评价问题

》 (见
《
世界历史

》1 9 7 9年第

2 期
、 《
东北师大学报

》1 9 8 1年第 2 期 )
,

陈根荣的
《

也

谈应该怎样评价哥伦布
, ( 《

浙江师范学院学报
》

1 981 年第 3 期 ) 等
。

严中平的文章提出要站在印第

安人的立场上
“

全盘否定
、

彻底骂倒哥伦布
” 。

朱宜

和陈根荣的文章具体分析了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及其

对拉美进行殖民掠夺活动的历史功过
,
认为哥伦布

开辟新航路和进行殖民掠夺
,

这两个方面集于一身

正是显示出
“
这位早期资产阶级先驱者的形象

” 。

此外
,

在其他的专题方面
,

有乔明顺的
《
试论

西属拉丁美洲的殖民制度与英属北美殖民制度的区

别
》 (’拉美史研究通讯

》 1 98 1年第 3 期)
,

和彭家礼

的
《

美洲四百年的奴隶制 度
》 ( 《

外 国史知识
》

1 9 81 年第 3 、 4 期 )
,

分别论述了拉美殖民地统治制

度的特点和近代美洲殖民地奴隶制度的兴衰过程
。

郝名玮的
《

欧洲移民与阿根廷
》 ( 《世界历史

》 1 9 8 。

年第 6 期 )
,

分析了阿根廷的移民情况和对阿根廷社

会发展的作用
。

张恺的
《
图帕克

·

阿马鲁起义的历史

贡献
》 ( 《

世界历史
》 1 9 8 0年第 4 期 ) 论述了殖民

地时期1 7 8 0年在秘鲁爆发的这次著名起义的斗争过

程和重大意义
,

驳斥了国外史学界有人歪曲历史
、

攻击和否定这次起义及其领导人的 一 些 谬 论
。

赤

林的
《

美洲印第安人是土生的还是外来的 ?
》 ( 《世

界史研究动态
, 1 9 8 。年第 6 期 ) 则是探讨古代印第

安文化及其人种起源问题的文章
。

上述各项专题研究论文的发表
,

不仅推动了对

一些重要课题的研讨与争鸣
,
而且促进了我国拉美

史的研究逐步深入
,
水平不断提高

。

通俗读物与知识普及

我国史学工作者积极开展普及拉美历史文化知

识的工作
,

组织力 t 编写拉美史的通俗读物
,
撰写

知识性的普及文章
。

在六十年代以来 陆 续 出版的

《外国历史小丛书》 及其他丛书中
,

有关拉美史方

面的通俗读物有
:

陈桂荣的
《

何塞
·

马蒂
》 (商务

印书馆 1 9 6 2年出版 )
,

金重远的
《
西班牙美洲殖民

地独立战争》 (商务印书馆1 96 组年出版 ) 和
《

拉丁

美洲独立战争》 (商务印书馆1 9 7 4年出版 )
,

钟华

的 ‘海地革命》 (商务印书馆 1 9 7峨年出版 )
,

山东

师范学院政史系编的
《

拉丁美洲独立运动中的几个

英雄人物
》 (人民出版社1 9 7 7年出版 )

,
拉梅

、

华

健的
《

墨西哥简史》 (商务印书馆 1 9 7 8年出版 )
,

陆丽波的
《

海地革命的领袖杜桑
》 ( 商:务 印 书 馆

19 81年出版 )
,

任雪芳的
《

印第安人史话》 (商务

印书馆1 9 8 1年出版 ) 等
。

这些读物深入浅出
、

具体

生动
,

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

拉美史知识普及工作还得到许多报刊的支 持与

配合
。

近几年来
,

它们经常登载一些传播拉美史知

识的简短文章
。

例如
,
关于古代印第安 文化 的 有

《印第安文化重放异彩
》
(姜浩银 )

、 《

新发现的

印第安万年古迹》 (守甫 )
、 《

不断探索中的玛雅

文明之谜
》 (汤菊明 )

、 《

美洲 的 金 字 塔》 (齐

南 )
、 (

秘奋马楚皮克楚古城堡之谜
, (金岂 )

。

关于殖民征服的有
《

印加帝国的覆亡惨痛史
》 (任

雪芳 )
。

关于独立战争的有 《 “
圣母间

”

的战争》

(宗森)
。

介绍历史人物的有 心哥伦布疑案
》 (霜

叶 )
、 《

南美洲的解放者西 蒙
·

博 利 瓦 尔》 ( 韦

成 )
、 《

西蒙
·

博利瓦尔
》 (吴永恒 )

、 《
弗朗西

斯科
。

德米南达 , (焦震衡 )
、 《 “

墨西哥独立之

父
”

—伊达尔戈》 ( 王春良)
、 《

海地起义领袖

克里斯托夫
》 (蒋明

、

陆国俊 )
、 《墨西哥历史上第一

位印第安人总统华雷斯
, (尚文 )

、 《“
美洲的导师

”

安德烈斯
·

贝略 , (徐世澄 )
、 《

尼加拉瓜民族英

雄桑地诺
》
(佣西 )

。

缅怀中国和拉美友好关系史

的有 《中益友谊史话》 (肖梓树 ) 等
,

这些短文大

都以简明的叙述和生动的笔触引起了读者的兴趣
。

学术讨论

按照党的
“
百花齐放

、

百家争鸣
”

的方针
,

我国

拉美史的学术讨论活动正在逐步展开
。

近几年来最

重要的一次活动是全国首届拉美史学术讨论会
,

它

是 1 9 7 9年11 月底至12 初在武汉举行的世界史学术讨

论会的组成部分
,

会上主要讨论了近代拉美独立战

争和现代拉美民族民主运动的有关问题
,

讨论中对



拉美独立战争的性质和领导权问题提出了不同的着

法
。

争论的焦点是
:

拉美独立战争是否完整意义上

的资产阶级革命
,

资产阶级是否掌握了独立运动的

领导权
。

认为应当把拉美独立战争放在世界史的范

围内
,

同西欧
、

北美以及其他地区国家的资产阶级

革命作比较研究
,

找出它们之间的异同和各白的规

律性
,

才能求得正确的结论
。

关于领导权掌握在土

生 白人地主手中
,

或者是地主和新兴资产 阶 级 共

同领导
,

或者象海地是由奴隶领导等各种说法
,

都

需要从理论上作进一步研究
。

对拉美独立战争著名

领导人博利瓦尔的评价
,

看法比较一致
,

认为 1 8 5 8

年马克思在
《
博利瓦尔一伊一庞特

》
一文中对博利

瓦尔作出了基本否定的评价
,

主要是由于当时缺乏

可靠的文献资料所造成的
。

我们应当以马克思主义

的立场
、

观点和方法为指导
,

根据新提供的可靠史

料
,

对博利瓦尔一生的功过重新作出符合历史实际

的客观评价
。

关于现代拉美民族民主运动问题的讨

论表明
,

一个值得认真探讨的基本论点是 1 9 4 0年 1

月毛泽东在 《新民主主义论》 一文中提出的关于第

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以后任何殖民地
、

半

殖民地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都必然是无产阶级领导

的
、

而 “走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 义 社 会 之

路
”
是

“

走不通
”
的这个著名论断

。

讨论中认为
,

历史事实证明上述论断是符合当时世界 实 际 情 况

的
,
但儿十年来世界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

上述

论断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变了
。

因此我们 应 当坚 持

马列主义
、

毛泽东思想关于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基本

原则
,

实事求是地研究现代拉美民族民主运动中出

现的新情况
,

寻求符合当前实际的新答案
。

讨论中

联系到古巴革命
、

尼加拉瓜革命和
“

格瓦拉主义
”、

“

卡斯特罗主义
”

及 “庇隆主义
”

等问题
.

提出二

次大战后拉美一些国家发生的民族民主革命实际上

是由民族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代 表 人 物 领导

的
,

但是资产阶级的领导不可能彻底完成这些国家

民族民主革命的历史任务
,

更谈不上实现由民族民

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
。

讨论中还提出对格

瓦拉的评价要实事求是
、

恰如其分
。

在充分肯定他是

一位反帝的坚强战士和小资产阶级革命家的同时
,

必须严肃批判他宣扬游击中心论
、

给拉美人民的革

命斗争带来很大危害的严重错误
,

明确划清所谓格

瓦拉主义同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与 战略—马 列 主

义
、

毛泽东思想之间的界限
。

通过这次 学 术 讨 论

会
,

促进了近两年我国拉美史研究工作的较快发展

和在马列主义
、

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学术争鸣
。

《

中国大百科全书
·

外国历史
》
卷 拉 美 史部

分的编写工作
,

在主编李春辉的主持下
,

己确定条

目和字数
,

于1 9 8 1年 9 月进入组织撰写阶段
,

并将

《墨西哥历史概述
》 、 《巴拿马运河史

》

等试写 条

目初稿印发参考
。

我国对拉丁美洲历史的研究已有一个较好的开

端
,

为今后的发展创造 了有利条件
。

同时
,

应当承

认
,

我国的这一学科目前尚处于初建阶段
,

研究力

量比较薄弱
,

整个工作缺乏计划
、

协调和系统性
,

学术著作犹如凤毛麟角
,

专题研究不够广泛
、

深人
,

特别是史料的搜集整理和理论上的建树尤待加强
,

这些都是需要共同努力加以解决的问题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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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2 7页 ) 18 0 0年到 1 9 0 0年
,

耕地面积从 1 1 3 , 0 0 0
,
0 0 0英亩增加 到连14

, 8 一。, 0 0 0英 亩
,

增加 3
.

5倍
。

1 8 6 0年到 19 0 0年
,

小麦产量增加 3
.

5倍
,

玉米增加 3 倍
。

¹

应当指出
,

十九世纪下半期
,

美国农业机械化和半机械化墓本上是建立在使用畜夕的替
础上的

·

七十年代刚开始使用蒸汽拖拉机
。

直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
,

现代化的拖拉誉塑资哪
工具才得到推广

。

而农业的全盘机械化大约是在‘9 4。年完成的
。

不过
,

作为一个发展阶啥劣
看

, 一

卜九 世纪末期美国农业己经实现 了初步的机械化和半机械化
,

同当时的资本主义农物的

:了罗袋;)翼:集:鬓{嗽粼:黔瑞黔硫籍装
进行专题探讨

,

因此本文没有涉及南部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问题
。

(本文作者张友伦
, 1 0 31 年生

,

南开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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