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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 年 10 月 16 日 , 英国警方根

据西班牙法官加尔松发出的引渡要

求 , 逮捕了正在伦敦就医的智利前总

统皮诺切特 , 在国际社会引起轩然大

波。据指控 , 皮在其军政府独裁期间

实施谋杀、酷刑、使成千人失踪而犯有

侵犯人权罪和种族灭绝罪 , 受害者涉

及西、法、瑞士、瑞典、意等国公民。英

高等法院 10 月 28 日裁定皮作为智利

前国家元首享有豁免权而不受英国法

院民、刑事诉讼程序的约束。然而 ,11

月 25 日英国议会上院上诉法院经过

长达一个月的研究 , 宣判皮氏不享有

豁免权。12 月 9 日英国内政大臣斯特

劳宣布 , 同意引渡皮到西班牙受审。

此案至此似乎有了眉目 , 但皮氏是个

有争议的人物 , 任何司法部门对他作

任何裁决都会引发一些政治派别的支

持 , 同时遭到另一些政治派别的反

对。12 月 17 日 ,英国上院法院不得不

决定重组新的特别法庭 ,并于 1999 年

1 月 18 日开庭重新审议和投票表决

皮诺切特的豁免权问题。皮氏一案一

波三折 ,久未了结 ,主要因为此案的审

理在国际公法中尚无先例可循 , 其处

理结果不仅将对国际法上关于主权豁

免、个人国际刑事责任乃至国家主权

在国际法上的地位带来一定冲击 , 更

重要的是 , 皮氏的命运将对刚刚起步

的智利民主化进程产生深远影响。

政治独裁 经济成功

皮氏今年 84 岁。1973 年 9 月发

动军事政变推翻民选总统阿连德出任

军人执政委员会主席 , 在智利建立军

人政权。翌年 6 月 ,皮出任国家元首 ,

12 月 17 日任总统兼陆军总司令。

1990 年 3 月被迫让出总统职位 , 将政

权交还民选政府 , 但继续担任陆军总

司令 ,又执掌军权 8 年。据外电报道 ,

在皮诺切特长达 17 年的铁腕统治期

间 , 智利有近 3000 人失踪或被杀害 ,

10 万多人被迫流亡国外 , 80 多名西班

牙移民就是在此期间被害的。特别是

军政府统治初期 ,国会遭到解散 ,全国

长期实行宵禁 ,不准所有反对党活动 ,

而且军队经常随意抓人 ,私刑拷打 ,不

作审讯便杀害无辜。谈起军政府统治 ,

不少智利人至今心有余悸。

皮氏军事独裁虽然武断而残酷 ,

但在当政 17 年中实现国家经济持续

增长。70 年代初社会党执政时 , 智利

的财政赤字居高不下 , 年通货膨胀率

高达 600 %。皮氏上台后大力推行对

外开放的自由经济政策 , 使国民生产

总值自 1984 年以来维持年 5 —6 %左

右的高增长 , 并达到低通膨和低失业

率。因此 ,智利的经济模式被誉为“拉

美经济发展的典范”。

皮案爆发后激化了智利社会各界

意见分歧 ,加剧了党派之争。皮的支持

者与反对者在首都及内地纷纷举行游

行示威并不断发生冲突 , 整个社会因

此而动荡不安。智利总统弗雷和外长

因苏尔萨虽在皮独裁期间深受迫害 ,

但为了维护国家和法律尊严 , 此时不

得不将个人怨恨置之度外 , 为“营救”

老皮回国接受“正义审判”而四处奔

走 ,同时呼吁国际社会从智利国情、外

交和司法主权以及明年即将举行的总

统大选形势出发 ,满足智的要求 ,以维

护智利的社会稳定和刚刚建立的民主

制度。

历史大案 触目惊心

1990 年 3 月 , 皮诺切特将政权移

交文人政府 , 实现了从“军事独裁”到

“民主政体”的和平过渡。不可思议的

是 , 这个“民主”正是在破坏民主的独

裁者所建制度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 ,

它很大程度上沿袭了军政府时期的规

则和机制。皮辞去总统一职后继续担

任陆军总司令达 8 年之久 , 之后又成

为终身参议员。他不仅在军中 ,而且对

政府决策继续产生很大影响。所以有

人说智利民主的实质是“监管民主”。

据说许多政界人士惧怕得罪军界再次

发动军事政变而使他们深感骄傲的经

济成果化为乌有。尤其在最近几年 ,智

利政府对民主政体规范化的改革步履

维艰。然而人们不禁要问 :这些经济成

果以何为代价 , 难道必须作出民主让

步才能实现吗 ? 只有那些军事独裁期

间落难者的亲友们才能真正体验这一

代价的痛苦 , 而军事政变后成长起来

的年轻一代 , 甚或许多生长在那一时

期的智利人对本国七八十年代的政治

内幕不甚了解 , 他们对军政府宣扬的

“军队是实现民主的保障”深信不疑 ,

而皮诺切特派正是利用了这一点 , 并

以国家经济增长为证 , 鼓吹军人政体

的种种功绩。

皮诺切特案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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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历史事件往往是艰难的。记

忆消退了 ,文件销毁了 ,证人们从不同

角度的回顾使事实变得模糊。但是为

了揭开皮氏独裁内幕 , 仍有不少有正

义感和责任感的人们为搜集最确凿的

证据和第一手材料正做着不懈的努

力。他们当中有西班牙大法官加尔松

和卡斯德扬 , 以及许多不知名的普通

人士。正是由于他们的努力 , 一些皮

氏执政期间侵犯人权的事件才逐渐暴

光 :

当初协助皮诺切特发动军事政变

推翻民选总统阿连德政府的 24 名将

军 , 在皮上台 4 年后 , 只剩 5 名在职 ,

其余 19 名将军不是被迫离任就是失

踪或突然病故。

奥古斯都 ·路茨 ·乌鲁苏阿将军

在皮氏发动政变之时是军事情报局主

任 , 自 1973 年 11 月起任军事委员会

秘书长 ,但是在 1974 年 7 月突然被皮

调离派往智利最南端城市彭塔阿雷纳

斯 , 5 个月之后 ,路茨将军在那儿突患

重病 , 几经周折才被送往圣地亚哥军

人医院。奇怪的是 , 路茨将军住院期

间 , 新闻媒体曾报道其死亡的消息。

后来 ,路茨将军因“医疗事故”于 1974

年 11 月 28 日病故。

智利前参议员兼参议院国防委员

会主席恩里克 ·沙内克在西班牙前首

相冈萨雷斯的帮助下 ,得以摆脱监禁 ,

流亡到西班牙。恩里克所著的《顷刻

间一无所有 ———囚禁和流亡的证据》

一书在西班牙出版 , 书中记录了路茨

将军在皮军事政变两个月后探访身陷

囹圄的作者 , 请求他草拟一份关于联

合左派政党民主力量重返民主制度的

报告这一事实 , 因为皮上台后实行独

裁统治背离了路茨将军支持政变的初

衷。但是路茨将军却被智利军政府指

控谋害了纪实影片《失踪者》中的主人

公、美籍青年记者查尔斯 ·霍夫曼 ,因

为此人发现了美国参与皮氏政变的证

据。此事件真相如何 ,是又一个尚需进

一步澄清的问题。

智利前陆军总司令普拉茨将军是

萨尔瓦多 ·阿连德执政期间宪制的维

护者。军事委员会以“出于安全考虑”

为由将他及其夫人送往阿根廷 , 二人

在前往阿根廷途中不幸遇爆炸而身

亡。

波尼亚将军与路茨将军一样是反

对任命皮诺切特为国家最高统帅的将

军之一。令人吃惊的是 ,波尼亚将军于

1975 年 3 月不幸丧生于直升机失

事。

还有其他许多将军由于与皮氏政

见不同而遭凌辱 , 如霍阿金 ·拉戈斯

将军、爱克多 ·布拉沃将军等。其他民

主人士受到严刑拷打或失踪的案件亦

不胜枚举。

澄清真相 以史为鉴

大赦和艾尔文政府期间制定的关

于保护人权的报告 , 饶恕了皮诺切特

执政期间的政治刑事罪行 , 给那段曾

在智利人民 (军

人与非军人) 心

中留下深刻烙印

的历史似乎封了

尘。然而 ,随着皮

氏统治期间一些

侵犯人权典型案

件的暴光 , 智利

社会对国家情报

署多年来逍遥法

外的行为已开始

感到有必要重新

认识。在皮氏被

捕于英国而引起

国际社会哗然之

时 , 许多人认为 ,

趁许多皮氏政变

期间的当事人还

健在之时 ,向年轻一代澄清历史事实 ,

摒弃仇恨心理 ,冷静对待历史真相 ,并

引以为鉴才是最重要的。智利年轻一

代只有深刻了解皮氏独裁给社会和人

民带来的创伤 , 才能真正懂得建立民

主制度保护人权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这也许是智利能够建立真正巩固的民

主制度的唯一途径。唯有如此 , 国际

社会才会相信皮诺切特回国将可能受

到公正审判。这也许是理想的皮案解

决办法 ,因为只有这样 ,既维护了智利

国家主权同时又对智利人民伤害最

小。

有人说悬而未决的皮氏一案等到

这个“老爷子”一命呜呼后 , 自然就会

不了了之。但是笔者认为 ,皮氏作为一

个主权国家的前元首被另一个国家执

法机关拘留 , 已构成一个典型的有悖

于国际法基本原则的案例。但皮氏一

案爆发的本身即是国际正义对独裁统

治的冲击。皮氏一案引起的风波表明

国际社会维护人权的意识 , 是推进民

主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一副催化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