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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刊瓦尔 年 月 日在安戈

斯图拉国民议会上发表的演说
,

集中地体现

了他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的政治主张和中

央集权制的国家学说
。

这是他一生最重要的

演说之一
,

也是十九世纪前半叶南美大陆有

关国家学说的一篇重要文献
。

玻利瓦尔在这

方面的论述和实践
,

对拉丁美洲各民族国家

的形成和发展产生 了重大影响
。

安戈斯图拉国民议会是在委内瑞拉反对

西班牙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战争进人一个重

要的历史转折时刻召开的
。

一

九世纪初叶
,

拉美爆发 了波澜壮阔的

争取民族独立的解放战争
。

年委内瑞拉

人民起义
,

年召开第一届国 会 宣 告 独

立
,

通过 了第一部资产阶级宪法
,

建立了联

邦制的第一共和国
。

年第一共和国在强

大的敌人进攻 下遭到失败后
,

坡利瓦尔毅然

肩负起革命的领导责任
,

率领解放军由新格

拉纳达攻人委内瑞拉
。

年解 放 加 拉 加

斯
,

建立了第二共和国
。

第二共和国于

年失败后
,

以玻利瓦尔为首的起义力量重整

旗鼓
,

经过四年多艰苦作战
,

占领了以安戈

斯图拉为中心的奥里诺科河以南广大地区
,

建立 了巩固的根据地
,

开始了委内瑞拉第三

共和国时期
。

当时
,

虽然
一

再次确立了玻利瓦

尔的元首地位
,

但在起义 力量内部
,

各地首

领自立山头
,

不服从统一领导
,

甚至分裂革

命队伍的现象时有发生 , 在敌我 力 量 对 比

上
,

委内瑞拉境内的西班牙殖民军仍占较大

优势
。

由于上述原因
,

起义军 曾遭到几次大

的失败
,

特别是卡拉博索战役的失败
,

使玻

利瓦尔指挥的部队几乎全军覆没
。

鉴于这种

形势
,

玻利瓦尔总结了独立以来三次共和国

屡遭失败的历史教训
,

认为根本原因是革命

力量分散
,

缺乏统一的强有力的领导
,

而这

种局面则是实行联邦制的后果
。

因此
,

他认

为有必要召开新的国民议会
,

修改 年宪

法
,

废除联邦制
,

改行中央集权制
,

以加强

中央行政权
,

使他取得统帅全体起义 力量的

合法权力
,

进而实现转战新格拉纳达的战略

意图
。

玻利瓦尔在这届国民议会上发表的演

说就是一篇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
。

这届国民议会达到了玻利瓦尔预定的 口

标
,

基本上采纳了他的主要主张
,

选举他为

共和国总统
,

确立了他在政治
、

军事
、

外交

等方面的合法领导地位
,

加强了共和国政府

的权力
。

玻利瓦尔在议会闭幕后
,

立即挥师

西进
,

以大无畏的胆略率军翻越人迹罕至的

安第斯山
,

出其不意地出现在新格拉纳达西

班牙殖民军的背后
,

在博亚卡首战大捷
,

进

而解放了全哥伦比亚
,

为大哥伦比亚共和国

的建立和回师委内瑞拉战胜西班牙殖民军创

造了良好开端
。

如果说博亚卡战役是委内瑞

拉民族解放战争史上的 一个重要转折点
,

那

么可以说
,

安戈斯图拉国民议会在组织上和

制度上为这次战略性的转折奠定了基础
。

玻利瓦尔在这篇著名演说中个面 ’明 ’

他的政治理想 —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
,

着



重论述了实行中央集权制的主张
。

他在演说中分析了委内瑞拉独立后颁布

的第一部民主共和宪法 一 年宪法
,

充

分肯定了这部宪法中确立的各项基本原则
,

重申了废除君主制
、

实行民主共和制的基本

思想
。

他指出
,

民主共和制是最完美的政治制

度
, “

只有民主才能造成一种绝对的自由
” 。

他在抨击西班牙封建专制主义对拉美的统治

时指出
, “ 我们的命运一直是完全被动的

,

我们的政治存在一向等于乌有
。

我们越是处

于比被奴役更低的状态
,

我们就越是难于获

得自由 ” 。

玻利瓦尔在演说中把保障公民 自由
、

公

民政治和社会平等列为民主共和制的基础之

一
。

他认为
, “ 公民自由是 最 珍 贵

、

最 正

当
、

最必需的自由
” , “

没有它
,

就谈不上其

他的自由 ” 。

民主共和国必须保障公民的思

想
、

言论
、

出版
、

印刷 自由 , 保障公民 “ 按

宪法规定享有完全的政治平等 ” 。

他指出宪

法应
、

承认普遍的政治与社会平等的原则
,

“ 我们的制度的毯本准则只直接而唯
一

地取

决于在委内瑞拉已经建立并付诸 实 行 的 平

等
” , “

所有的人生来就对社会财富享有同样

的权利 ” 。

废除奴隶制
, “ 确认奴隶们 的 绝 对 自

由 ” ,

是玻利瓦尔提出的民主共和制的另一

个墓础
。

这也是玻利瓦尔采取的 一项 五大的

社会改革措施
。

必须指出
,

提出把废除奴隶

制明确列人宪法
,

是玻利瓦尔对 年宪法

作的一个重要修改
。

委内瑞拉 年宪法虽

然规定禁止买卖奴隶
,

但是并没有规定废除

奴隶制
。

这不仅与民主共和国制 度 格 格 不

人
,

而且对于动员
’一

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黑 人

奴隶参加解放战争是很不利的
。

坡利瓦尔是

较早主张废除奴隶制的
。

他认为
, “ 在 一场

自由革命中试图维持 奴 隶 制 就 是 精 神 错

乱 ” 川
。

年
,

鉴于以往失败 的 历 史 教

训
,

玻利瓦尔颁布 了一项废除奴 隶 制 的 法

令
。

在这届国民议会上
,

他又要求把废除奴

隶制明确载入宪法
。

闰会采纳 了他的建议
,

在 年宪法上作 相应的 规 定
。

这
毒

行

动
,

无论在美洲革命史 卜还是在宪法 史 卜
,

都其有深远的影响
。

同美国独 祝后制定的公

然维护奴隶制的 “ 奴隶主的宪法 ” 相比
,

玻利瓦尔在这个问题 卜的主张要进步得多
。

当然
,

奴隶制的真正废除是三十五年后刁
‘

在

委内瑞拉成为现实的
。

年莫纳加斯政府

颁布法令
,

委内瑞拉全国释放 了四万多奴隶
,

玻利瓦尔的这一理想才得以实现
。

三权分立是玻利瓦尔提出的民
一

刁七和制

的又一个墓础
。

他在演说中广泛深刻地剖析

了从古希腊到 自由革命的法国一系列有代表

性的国家的历史进程和政治制度
,

分析介绍

了他称为民主共和制典范的英国
、

美国的政

府制度
,

论证了实行民主共和 制的必要性
,

阐述 了实行三权分立
,

保持权力平衡
,

对巩

固民主共和制度
、

维护国家稳定的币要性
。

在如何处理三种权力的职能及 七相互关系
,

即实行什么样的政体问题土
,

他主张从拉美

的实际情况出发
,

实行中央集权制
。

这是玻

利瓦尔在这篇演说 ,于, 论述的 心问题
,

是他

对 年宪法提出的最 币要的修改
,

也是他

始终 坚持的政治主张之
‘ 。

从这篇演说 , ,

我们可以洁楚地石 , 】
,

玻利瓦尔在囚家体制 卜的指导思想是
一

卜常明

确的
。

他指出 “ 一

个政府的优越性不在于

它的理论
,

不在于它的形式
,

也不在于它的

结构
,

而在于它适合于它所在囚家的性质和

特点
。 ” 还说

, “ 能够造成最大 限 度 的 幸

福
、

社会安全和政治稳定的制度是最完美的

政府体制 ” 。

旅 于这样
‘

种指导思想
,

玻利

瓦尔认为
,

联 书 孟,是
·

种 “ 处好的育 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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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莱库纳 《玻利瓦尔全集》,

第一

卷
,

西班牙文版
,

第 页
。

马克思 《北美内战 》 ,

见 《马克思恩格

斯全集 》 ,

人民出版社 盯户 , 文版
,

第
一

卜五卷
,

第 一 页
。



但是
,

拉美不具备实行联邦制的思想条件
。

其次
,

玻利瓦尔指出
,

委内瑞拉独立后的经

验证明
,

联邦制不仅造成地方联系松散
、

各

行其是的无政府状态
,

而且 “ 三头执政 ” 的

政府体制和政府受立法权牵制过多
,

大大削

弱了中央行政权
,

导致政府软弱无 力
,

无法

集中一 切力脸领导全国人民对付 敌 人 的 进

攻
。

早在 年
,

玻利瓦尔就在著名的 《卡

塔赫纳宜言 》中指出联邦制是第一共和国失

败的主要原因
。

他说
, “ 这个政体既违反自

身利益
,

又有利于它的敌人 ” 。

有鉴于此
,

玻利瓦尔向国会提出废除联邦制
,

实行中央

集权制
,

以便 “ 把委内瑞拉的各个州联合成

一个唯一的
、

不可分离的共和国 ” 。

玻利瓦尔认为
,

实行中央集权制的核心

是 在保持三权分立
、

权力平衡的前提下
,

加强中央行政权
,

实行总统制
。

他在演说中

指出
, “ 三头执政 ” “ 缺乏统一性

、

连贯性

和个人职责
,

不能采取迅速行动
,

不能前后

一贯
,

没有实际的一致性和直接的责任 ” ,

是 “ 形同虚设 ” 。

他建议取消原来议会拥有

的部分行政权力
, “ 将行政权集中在一个总

统身上
,

给他以足够的权威
,

使他能站稳脚

跟
,

去跟与我们近期的局势
、

与我们正在经

历的战争状态
、

与我们的国内外敌人相联系

的种种弊端进行斗争 ” 。

同时
,

为 了防止总

统权力过大或滥用权力
,

他规定总统必须遵

守宪法和法律
, “ 直接服从于立法机构

、

参

议院和人民 ” 。

后来
,

他在 年制定的玻

利维亚宪法中
,

又进一步规定总统的权力仅

限于财政
、

治安禾军事三个方面
,

以此来保

持权力的平衡
。

为保证政治稳定和制度的稳定性
,

玻利

瓦尔建议参议院实行世袭制
。

参议员由在专

「培养共和国 “ 监护人 ” 和 “ 未 来 的 立 法

者 ” 的学校培养出来的人担任
。

他认为
,

这

种 “ 世袭的参议院将是立法权的主要基础
” ,

是 “ 共和国的基础
、

纽带和灵魂 ” ,

这样一

个充分独立的 “ ‘卜立机构
” ,

可在政府和人民

之间 “ 起硅码的平衡作用 ” 。

关于司法权
,

他提出最高法 官 为 终 身

职
,

以保证法官的稳定性和独立性
,

并建立

陪审团
、

编篡民事和刑事法典
,

以加强司法

权
。

在这篇演说中
,

玻利瓦尔还提出了共和

国的第四种权力 道德权
。 “ 这种权力的管

辖范围是人们的童年
,

人们的心灵
,

公共精

神
,

良好习惯与共和道德 ” 。

他建议仿照古

代雅典和罗马的作法
,

建立一个最高法院
,

以便关注儿童的培养
,

国民的教育
,

净化腐

蚀共和国的种种腐败堕落的行为
。

他认为这

种道德权是形成民主共和制度赖以生存的资

产阶级道德思想和民族精神的有效方式
。

这届国民议会通过的宪法是一部中央集

权的宪法
,

基本上采纳了玻利瓦尔的主张
。

只是把参议院定为终身制而不是世袭制 , 没

有把道德权纳入宪法
,

而是把它交付公民讨

论
。

兰

玻利瓦尔关于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

的政治主张和实践
,

对于十九世纪拉美民族

解放运动的胜利
,

对于资产阶级民主 耳和制

在拉美的确立和巩固
,

冬有市大的历史进步

意义
。

首先
,

玻利瓦尔的民主共和思想是适应

拉美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要求而产生的资产

阶级革命思想
。

废除封建君主制
,

实行民主共

和制
,

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主要任务
,

也是资本

主义发展的必要条件
。

十九世纪拉美的革命

是 当时世界资产阶级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
。

这场革命的主要任务是 推翻西班牙殖民统

治
、

争取民族独立 消灭君主制
、

建立资产阶

级民主共和国
。

十九世纪初的拉美
,

资本主义

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
,

资产阶级的力量虽然

还很弱小
,

但它已经作为一个新兴的阶级活

跃在政治舞台上
。

以知识分子为主的资产阶



级代表人物
,

积极传播民主 思 想
,

鼓 吹 革

命
,

始终站在反对西班牙殖民主义
、

争取民

族独立斗争的前列
。

玻利瓦尔就是他们 当中

一位杰出战士
。

他不仅领导了现今南美六个

国家的解放战争
,

而且领导或推动这些国家

建立 了民主共和制
。

他在安戈斯 图拉国民 议

会上的著名演说
,

实质 也是一部资产阶级

革命的政治纲领
。

他的这些政治主张
,

在思

想和理论 上为民主共和制在拉美的最终建立

奠定了基础
。

在玻利瓦尔
、

圣马丁以及其他

资产阶级革命领袖的领导下
,

经过长期艰苦

斗争终于赶走了西班牙殖民主义者
,

为资木

主义在拉美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

从此
,

拉美

开始了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
。

其次
,

玻利瓦尔主张的中央集权制的建

立
,

不仅对保证革命战争的胜利起了重要作

用
,

而且也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要条件
。

以

大庄园为主要形态的封建经济
,

造成 了拉美

几百年的封建割据
、

四分五裂的政治局面
。

在十九世纪的拉美
,

分裂主义倾向
、

地方例

据势力是非常强大的
。

拉美革命开始以后
,

联邦主义和中央集权主义两种政治主张也经

历 了长期的斗争
。

这在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

尤其明显
。

委内瑞拉独立后实行联邦制
,

造

成 了联系松散
、

各 自为政
、

中央政府软弱无

力的局面
。

这种政治分裂的局面
,

既不适应

民族解放战价的环境
,

也不符合资本主义发

展的需要
。

因为
,

任何革命运动的战争
,

没

有举国一致
、

集中统一的领导中心
,

都是无

法取得胜利的
。

而资本主义的发展
,

更需要

在广大地域内的统一和集权的中央政府
。

玻

利瓦尔的重要贡献就在于他不仅 “ 或多或少

明确地认识到资本主义需要在 “ 大地域内实

现地理上的统一和建立中央集权的政府
”
①

,

而且明确提出了建立中央集权制
、

实现南美

大联合的政治主张
,

并坚韧不拔地将它付诸

实践
。

最后
,

作为 一 个卓越的国务活动家
,

玻利

瓦尔还直接参加和领导 建立和巩固民主共

和制的实际斗争
。

他亲 ’起草或主持制定 了

多部宪法
,

发布
一

许多有关加强法制
、

实行

社会改革的法令
,

为民主共和制在
一

些拉美

国家的确立
,

作出
’

不可礴灭 勺贡献
。

他在

土述宪法中确定的 从本味贝
,

至今仍被于关

各国的宪法所沿川
,

成 为这些 砚家根本大法

的指导原则
。

委内瑞拉著名思想宋埃斯皮诺

萨指出 “ 如果说我们在委内瑞拉实际上一

直是按 狱玻 利瓦尔宪法的许多设 想 而 生 活

的
,

那少川卜六过其辞
。

这在过去和现在都是

不足为奇的
· ”一 ” 竺 当然

,

由于拉美的历史

条件
,

玻利瓦尔的政汀口只想在相 当长的历史

时期中并没有完全实现
,

政治民主只体现在

成文宪法上
,

实际 上并没有发生效力
。

直到

今夭
,

反对独裁
,

争取政治民主仍然是一些

拉美国家的主要斗争任务之 一
。

司时
,

我们

在玻利瓦尔这篇演说以及他起草的宪法和其

他文件中
,

还可以石到一些封建主义的残余

影响
,

如 世袭制
,

终身制
,

等等 , 还可以发

现他对资产阶级革命的核心问题 一土地改

革并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
,

更没有涉及拉美

封建制赖以生存的毖础 —大庄园制度
。

而

这种在拉美革命中普遍存 在 的 现 象
,

正是
“ 整个拉丁美洲的经济和政治落后的关键所

在 ” 少 。

这种革命的不 彻底性
,

纲领与行动

不一致的矛盾现象
,

反映 了时代和阶级的局

限性
。

但是
,

这并不能减弱玻利瓦尔政治思

想的光辉
。

西蒙
·

玻利瓦尔作为伟大的资产

阶级革命家将永垂史册
。

福斯特 《美洲政治史纲 》,

人 民 出 版 社

年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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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斯皮诺萨 《胜利的顶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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