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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五年国内拉美史研究回顾与展望（２０１３—２０１７）＊

杜　娟

［摘　要］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国内拉美史研究在政治史、经济史、国际关系史等传统研究领域，以及拉美左

派、经济发展理论、现代化模式转换、土地和 农 业 问 题、区 域 经 济 一 体 化、美 拉 关 系、中 拉 关 系、民 众 主 义 等

优势研究专题上都保持着稳步推进。此外，在 研 究 队 伍、研 究 方 法、研 究 领 域 和 研 究 视 角 方 面 都 出 现 了 令

人欣喜的新势头。但同时，我们在研究队伍的稳定、专题研究的深化细化、原始档案的发掘、学术质量的提

高等方面还存在很大提升空间。今后，我们 要 重 视 拉 美 史 的 教 学 和 研 究；整 合 国 内 拉 美 史 科 研 队 伍；深 入

发掘一手资料，加强学术史梳理；夯实基础研究，助力现实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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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随着国家对中拉关系的日益重视和中拉合作的现实需要，国内①拉美研究呈现出勃兴的

态势。本文对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国内拉美史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分析我们在传统研究领域的深化以及在

新兴研究领域的突破，总结过去五年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并展望今后研究工作可循的路径和方

法。笔者才疏学浅，对文中所述研究成果的理解和研究动态的把握或许存在偏差，挂一漏万在所难

免，敬请学界同人不吝指教。

一　研究的基本状况

在过去的五年，国内拉美史学界出版了三十余部著作，发表论文百余篇。国内学者在政治史、经

济史、国际关系史等传统研究领域，以及拉美左派、经济发展理论、现代化模式转换、土地和农业问题、
区域经济一体化、美拉关系、中拉关系、民众主义等优势研究专题上都有不同程度的深化。从国家层

面的课题中标情况来看，有关拉美史的选题有了明显提升，分别有５项课题得到国家社科基金的资

助，１项课题得到教育部资助②。这些都反映出我们研究工作的稳步推进。

１．通史断代史研究

在通史断代史研究方面，既有对拉美古代文明的关注，也有单一国家的通史论著。北京大学的林

被甸结合自己对印加文明遗址的实地考察，撰文深入剖析了印加文明何以在１５世纪战胜其他强大部

族成为地跨现今五个国家版图的庞大帝国③。他认为，印加人没有把战争作为单纯的军事行为，而是

利用战争广泛吸收各族优秀文化，最终打造了印加帝国的百年辉煌，这说明不同文化的交流和互动是

·４２１·

＊

①

②

③

＊ 基金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巴西的日本移民和中国移民比较研究”。
本文仅限于讨论中国大陆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未涉及香港、澳门和台湾学者的研究情况。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有关拉美史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有：韩琦主持的“墨西哥２０世纪前半期的文化革新运动和现代化研究”（项

目编号：１３ＢＳＳ０２６）；董经胜主持的“拉丁美洲现代化进程中的民众主义研究”（项目编号：１４ＢＳＳ０１８）；程晶主持的“中国与巴

西建交以来人文交流研 究（１９７４—２０１４）”（项 目 编 号：１４ＣＧＪ０１７）；李 巨 轸 主 持 的“当 代 拉 丁 美 洲 基 督 新 教 发 展 史（１９７０—

２０２０）”（项目编号：１５ＢＳＳ０２１）；袁艳主持的“墨西哥对华认 知 与 中 墨 关 系 史 研 究”（项 目 编 号：１６ＢＳＳ０４７）。教 育 部 人 文 社 会

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课题为韩琦主持的“拉丁美洲的民族主义与现代化”（项目编号：１４ＪＪＤ７７００１２）。
林被甸：《探访印加———古代世界文明交流与互动透视》，《拉丁美洲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２期，第１４０～１５３页。



人类文明进步的巨大动力。复旦大学的刘文龙和上海外国语大学的万瑜合著的《巴西通史》①，展现

了巴西前殖民地时期至罗塞夫政府时期巴西民族从分化到融合的历程，主题包括印第安人问题、西方

殖民史、奴隶抗争史、帝国的独立、巴拉圭战争、军事政变、瓦加斯体制、民族融合、巴西的民族性格等。
作为“列国志”系列丛书，曾昭耀、宋霞、曹龙兴合作编著了《玻利维亚》②一书。该书是对２００５年首版

修改补充后的再版发行，全书由３４．７万字扩充至４３．９万字，更加全面地梳理了玻利维亚的历史、政

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外交等方面的状况，是研究该国的基础性读物。

２．专题史研究

在政治史研究方面，学者们关注的重点为拉美左派及其领导的社会运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徐

世澄探讨了近二三十年在拉美地区出现的左翼和社会主义思潮，探究拉美左翼和社会主义思潮兴起

的原因、主张和特点，及其对拉美政治、经济和国际关系等方面的影响；他还就古巴共产党第六次全国

代表大会后古巴政府在经济和社会模式上的“更新”进行分析③。崔桂田和蒋锐将拉美左翼社会运动

置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背景下加以考察，论述了拉美社会主义及左翼运动产生的社会历史、经

济、政治、思想文化条件和民族宗教因素，分析了拉美共产党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拉美社会民主主

义的理论与实践、拉美新左翼执政党的理论主张和执政实践以及拉美其他左翼政党的社会主义与左

翼运动④。靳呈伟以拉美各国共产党与其所面临的生态环境的互动关系为主线，运用政党生态理论

对拉美各国共产党的历史发展、思想理论、政策主张、组织建构和社会实践等问题进行研究，探讨了拉

美共产党如何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本国实际相结合的经验教训⑤。袁东振在《拉美左翼力量反

美倾向的演变》一文中，梳理了拉美左翼力量的反美倾向，认为与美国主流理念和政策主张的差异、对
美国霸权主义及干预拉美地区事务的不满是其反美主义的根源。尽管在美拉关系改善时期拉美左翼

的反美立场比较温和，但反美仍然是拉美左翼的基本政治和价值取向⑥。除了上述对整个拉美地区

左派的研究，也有学者对古巴和墨西哥的左派进行了分国别研究⑦。此外，学者们在拉美国家执政党

的经验和教训、政教关系、中央－地方权力关系、媒体视角下的墨西哥政治发展等方面均有着墨⑧。
在经济史研究方面，国内学者主要关注了经济发展理论、区域经济一体化、土地和农业问题、现代

化模式转换以及拉美不同国家改革的成败得失等问题。对拉美经济进行通盘考察的代表作为董国辉

的《发展权概念的经济理论渊源》⑨和徐宝华的《拉美经济与地区经济一体化发展》瑏瑠。前文认为发展

权概念是发展中国家在争取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斗争中提出的一项人权新概念，它既是一项个人人

权，也是一项集体人权，并指出拉美结构主义和依附理论是发展权概念的经济理论基础。后著论及了

拉美经济一体化的理论渊源、运行机制、问题与挑战、变化趋势等宏观层面的内容，同时选取了哥伦比

亚进行案例研究，对该国的经济战略和农业问题进行探讨。
具体到经济国别史研究方面，成果主要集中在墨西哥和阿根廷。北京大学的董经胜发表了系列

文章，专门论述２０世纪墨西哥的土地和农业问题，剖析墨西哥革命时期各派别在土地改革问题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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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龙、万瑜：《巴西通史》，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
曾昭耀、宋霞、曹龙兴编著：《玻利维亚》，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
徐世澄：《拉美左翼和社会主义理论思潮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
崔桂田、蒋锐：《拉丁美洲社会主义及左翼社会运动》，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
靳呈伟：《多重困难中的艰难抉择———拉美共产党的社会主义理论》，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
袁东振：《拉美左翼力量反美倾向的演变》，《美国研究》２０１６年第１期，第９７～１０４页。
徐世澄：《古巴模式的“更新”与 拉 美 左 派 的 崛 起》，北 京：中 国 社 会 科 学 出 版 社２０１３年 版；田 小 红：《拉 美 左 翼 运 动 的 新 探

索———略论２０世纪４０年代以来的墨西哥社会运动》，《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２０１５年第３期，第８３～８９页。
袁东振：《拉美国家政党执政的经验与教训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徐世澄：《巴西劳工党反腐斗争的经

验与教训》，《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２０１４年第１期，第１３５～１３９页；韩 琦、李 超：《墨 西 哥 革 命 中 的 反 教 权 主 义 运 动 及 其 评

价》，《四川大学学报》２０１６年第３期，第２３～３１页；范蕾：《拉美工会发展特征及其在左右翼执政周期的角色转换》，《拉丁美

洲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２期，第３３～４５页；张庆：《墨 西 哥 中 央－地 方 权 力 关 系 研 究：发 展 路 径 与 动 因 机 制》，北 京：时 事 出 版 社

２０１７年版；王文仙：《从〈申报〉解读墨西哥政治发展进程（１９１０—１９４０）》，《甘肃社会科学》２０１６年第６期，第７６～８０页。
董国辉；《发展权概念的经济理论渊源》，《南开学报》２０１４年第５期，第３０～３５页。
徐宝华：《拉美经济与地区经济一体化发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



斗争及其原因，探讨１９２０—１９３４年墨西哥土地改革的动机、方式和结果，并阐述１９４０—１９８２年墨西

哥政府的土地政策及其社会影响，进而考察国家与农民关系的变化①。南开大学的董国辉用要素分

析方法论述阿根廷从独立到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初期的历史进程，从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层面剖析阿

根廷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的成败得失，并阐释阿根廷为何在短时期内从兴盛到衰败的深层原因②。中

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的王慧芝和湖北大学的刘明分别就阿根廷的早期经济民族主义、铁路国有化问题

和南极政策进行研究③。此外，也有学者关注了智利、乌拉圭、秘鲁和巴西等国的现代化道路和经济

改革。南开大学的韩琦和天津外国语学院的曹龙兴认为，长期利用资源优势促进经济发展、政治制度

相对稳定、政党体制的妥协精神较强、国家长期注重国民教育等是智利现代化道路的独特性，其根源

可以追溯到前现代化的历史遗产上④。北京语言大学的苏婧则选取了国内学界较少关注的乌拉圭２０
世纪初何塞·巴特列－奥多涅斯总统作为研究对象，对其改革的背景、条件、具体改革措施和取得的

成果、影响进行梳理⑤。山东师范大学的宋欣欣通过考察秘鲁军政府的土地改革，认为改革受益群体

狭小、合作社内部矛盾是导致这场改革失败的主要原因⑥。澳门城市大学的叶桂平回顾了巴西从民

主转型初期以来的发展历程，探讨了卡多佐总统当政８年的政治经济发展状况及其经济改革 的 成

效⑦。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杜娟就１９世纪巴西咖啡经济的兴起和影响进行论述，认为“咖啡热”既为巴

西的城市化、工业化和现代化提供了变革的原动力，也给该国的经济和政治生活带来了诸多弊病⑧。
在国际关系史研究方面，美拉关系史和中拉关系史仍然是国内拉美史学界研究的重点。有关美

拉关系的整体史研究。杜娟利用美国政府的解密文件，以美国国家安全和拉美地区经济发展之间的

博弈关系为主线，揭示冷战前期美国对拉美政策的实质和美拉关系的规律性发展⑨。外交学院的凌

胜利认为，冷战时期美国采用了经济援助、政权颠覆、军事征服等“楔子战略”，试图阻止苏联和拉美国

家发展关系，这一战略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增加了美拉之间的矛盾瑏瑠。福建师范大学的江振鹏

和华东师范大学的邓峰等分别对美国在拉美的公共外交、美国对拉美无核区问题的政策展开论述瑏瑡。
传统的美拉关系研究更突出美国的主导地位，但拉美国家并非对美国的政策亦步亦趋，而是追求

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根基在于国家利益和民族考量。山东师范大学孙若彦的新著《独立以来拉美外

交思想史》认为，拉美是独立较早的发展中地区，有着悠久的外交历史和丰富的外交思想，独立以来拉

美国家的外交思想具有基本相同的历史渊源和发展轨迹，明确的定位和不同于西方的独特主题，即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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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慧芝：《１９４８年阿根廷铁路国有化原因探析》，《历史教学》２０１５年第１０期，第５７～６１页；王慧芝：《论阿根廷早期经济民族

主义》，《拉丁美洲研究》２０１４年第４期，第５０～５４页；刘 明：《阿 根 廷 的 南 极 政 策 探 究》，《拉 丁 美 洲 研 究》２０１５年 第１期，第

４１～４７页。
韩琦、曹龙兴：《智利现代化道路的独特性及其历史根源》，《世界历史》２０１５年第１期，第１１９～１２８页。
韩琦、苏婧：《乌拉圭巴特列—奥多涅斯的改革及其原因探析》，《史学集刊》２０１４年第６期，第９３～１０１页；苏婧：《乌拉圭巴特

列－奥多涅斯的改革研究》，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
宋欣欣：《秘鲁军政府的土地改革及其失败原因分析》，《科学·经济·社会》２０１６年第１期，第６７～７１页。
叶桂平：《卡多佐总统当政时期巴西经济改革研究》，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
杜娟：《巴西“咖啡王国”的畸形繁荣》，《中国社会科学报》，２０１７年４月１７日，第４版（历史学版）。
杜娟：《冷战初期美国对拉美外交政策的转变》，《世界历史》２０１４年第５期，第４８～５７页；杜娟：《战后初期美国对拉美的经济

政策及其调整》，《拉丁美洲研究》２０１５年第５期，第２０～２７页；杜娟：《冷战前期美国对拉美政策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
凌胜利：《冷战时期美国在拉美地区的“楔子战略”》，《拉丁美洲研究》２０１５年第３期，第４８～５３页。
高恒建、邓峰：《美国对建立拉美无核区问题的立场与对策（１９６２—１９６８）》，《安徽史学》２０１５年第２期，第１０６～１１３页；江振

鹏：《里根时期美国对拉美的公共外交政策演进》，《拉丁美洲研究》２０１５年第４期，第５８～６５、７２页。



终围绕本地区和国家的政治独立和经济发展，努力寻求摆脱“外围”地位的途径①。此外，也有学者考

察了拉美的反美主义，体现了拉美国家的民族主义和独立外交的立场②。具体到美拉关系的国别史

研究上，学者们对美国与智利、巴西、阿根廷和墨西哥的关系均有涉猎，论题包括智利阿连德政府的倒

台、隐蔽战争、文化宣传、马岛战争和“墨西哥奇迹”等③。
有关中拉关系的整体史研究。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各国间的相互依赖达到了前所

未有的程度，并逐渐成为当代国际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特征。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相互依赖理论已经

成为国际关系研究领域里使用最为广泛的概念工具之一，是研究国际社会行为主体之间互动关系的

主要流派之一。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的楼项飞对中拉间的政治与经济相互依赖建立的基础、发展的

动力以及发展方向等问题进行分析，有利于更好地认知国际体系调整背景下中国与发展中国家间的

互动关系④。北京大学的郭洁从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出发，围绕中拉农业贸易关系、中国在拉美的农

业投资、中拉农业科技合作等三个领域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⑤。也有学者追溯了中国对拉

美地区的公共外交，认为其经历了２０世纪２０年代的初显身手、７０—９０年代的全面发展和２１世纪的

“跨越式发展”三个阶段，并对政策实施效果进行评价⑥。具体到中拉关系的国别史研究上，学者们还

对中国和巴西、墨西哥的关系进行探讨。四川外国语大学的谌华侨认为，发展战略和对外战略共同决

定了两国的贸易关系，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由于发展战略和对外战略的交互性作用，中巴贸易关系呈

现出不同的发展状态⑦。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王文仙和谌园庭分别从媒体和国家身份认同的视角解读

中墨两国关系⑧。董国辉注意到了中国、拉美和美国的三边关系，认为美国右翼人士对中拉关系的负

面声音并不反映美国的主流立场，也不会对三边关系的正常发展产生实质性的影响⑨。
此外，还有学者研究了英阿关系和拉美国家之间的关系。刘明探讨了２０世纪四五十年代英国和

阿根廷在南极地区冲突与合作的进程，以及关系改变背后的深层次原因瑏瑠。韩琦通过考察伊泰普水

电站的建设过程和成功经验，认为该水电站成功运行的原因在于巴西和巴拉圭共建、共享和共管的国

际合作精神瑏瑡。
在社会史研究方面，移民史和族裔史、城市史、高等教育是研究的热点。有关拉美移民史和族裔

史研究，既有成果多集 中 在 华 人 华 侨 史 和 印 第 安 人 历 史 上。新 近 出 版 的《１９世 纪 中 国 人 移 民 巴 西

史》瑏瑢一书，是前中国驻圣保罗总领馆领事陈太荣、刘正勤夫妇二人历时１６年编写完成的，全书共分

为九章，将大量历史资料与实地考察相结合，还原了１９世纪第一批到达巴西的中国先侨们的奋斗历

程，弥补了国内研究巴西华侨史的不足。湖北大学的程晶分析了巴西的华人华侨在反“独”促统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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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作用和经验。中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所的密素敏探讨了华侨华人在巴西融入社会的特点及其面

临的挑战①。西南科技大学的袁艳使用翔实的史实资料及数据，系统梳理了古巴华侨华人的源起、政

治、经济和社会地位情 况，以 及 这 一 群 体 的 历 史 流 变。近 期，她 又 将 研 究 视 角 投 向 墨 西 哥 的 移 民 政

策②。河北师范大学的何美兰探讨了１８４９—１９００年早期中国移民到秘鲁的历史以及他们的身份转

换问题③。对拉美印第安人的研究，多集中在墨西哥。南开大学的谭融和田小红从政策层面梳理了

墨西哥政府的原住民政策，认为其经历了早期的“民族同化”、现代化进程中的“民族一体化”和当代的

“民族多元化”的发展阶段。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曹佳论述了墨西哥民族整合进程中印第安人的国族认

同问题，认为杂交型文化的形成、双语教育政策的演变和天主教的传播是推动印第安人国族认同形成

的因素④。中央民族大学的张青仁对墨西哥恰帕斯州的印第安人社区进行实地调研，收集了大量的

一手资料，在此基础上运用人类学研究方法分析了墨西哥政府治理印第安人问题失效的原因⑤。此

外，学者们还就巴西的日裔、阿根廷高乔人和拉美重返南欧的“移民回流”现象等课题开展研究⑥，此

处不再一一赘述。
有关拉美城市史和高等教育的研究。学者们有从国别出发研究城市化问题的，也有站在全球高

度探讨城市网络问题的。王文仙认为，２０世纪墨西哥城市化经历了１９００—１９４０年缓慢发展、１９４０—

１９８０年加速发展和１９８０—２０００年平稳发展三个阶段，快速推进的城市化是经济持续强劲增长的产

物，同时又引发了“城市病”、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和社会不平等现象等问题，蕴含着不利于社会稳定

的因素。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吴国平和武小琦梳理了２０世纪中后期巴西的城市化发展历程，指出城市

化进程中应尽可能避免“边缘化”城市群的形成，城市建设和公共社会政策应兼顾不同的社会阶层。
华东师范大学的朱明从全球视角剖析了墨西哥城、米兰、马德里在空间形态、结构布局方面的联系，表
明西班牙帝国内拥有一张交互往复、共同变迁的城市网络⑦。高等教育问题也是近年来拉美史学界

讨论较多的问题，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为《拉美私立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以巴西、墨西哥、阿根廷

和智利为个案》⑧。该书对巴西、墨西哥、阿根廷和智利私立高等教育发展模式进行比较分析并作出

归纳，认为政府都会经历从“排斥”到“不得已接受”再到“接受乃至完全接受”的过程。还有学者对拉

美高等教育“自由化”、国际化以及在依附论视角下的现代化进行研究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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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的拉美高等教育国际化问题》，《语言教育》２０１４年第３期，第１７～２１页；王晓苏：《依附论视角下的拉美高等教育现代化

进程》，《湖北经济学院学报》２０１６年第３期，第２７～２８页。



此外，还有学者关注 了 西 属 殖 民 地 疫 病 的 双 面 影 响、墨 西 哥 的 犯 罪 问 题 和 社 会 治 理 等 社 会 问

题①。
在思想文化史研究方面，国内学者主要关注了拉美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民族主义、民众主义、职

团主义等问题。有关思想文化的整体史研究，徐世澄新近推出了文化史读物———《绚丽多彩的现代拉

丁美洲文化》②，该书介绍了拉美的政治文化、经济文化、文学、绘画、音乐舞蹈、电影、建筑、解放神学、
体育运动、节日和美食等内容，比较了中国文化和拉美文化的特点和相互影响。韩琦等编著的《拉丁

美洲文化与现代化》③选编了３０篇论文，按照拉美地区文化、拉美国别文化、中国与拉美的文化交流、
拉美语言和文学四个方面排列，从不同角度阐释拉美文化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复旦大学的刘文龙

和朱鸿博合著的《全球化、民族主义与拉 丁 美 洲 思 想 文 化》④，探 讨 了 全 球 化 与 民 族 主 义 的 内 涵 与 矛

盾、拉美殖民地化的过程与影响、近代拉美民族主义的 形 成 过 程、２０世 纪 拉 美 思 想 意 识 本 土 化 的 尝

试、现代拉美的文化创造以及进入２１世纪后新崛起的拉美左翼运动等问题，对近现代国际问题研究

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李紫莹认为，民族主义是拉美地区人民对当地历史、文化

和传统的一种强烈而持久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不仅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地区信仰和族群意识形态，
更表现为争取地区利益、谋求地区发展的多元社会实践和思想运动⑤。北京大学的董经胜追溯了拉

美民众主义的发展渊源，认为其存在政治和经济意义上的两种内涵，并剖析了民众主义与民主的关

系⑥。
有关思想文化国别史的研究，现有成果主要集中在秘鲁和阿根廷两国。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李菡

分析了秘鲁阿普拉主义产生的背景，充分肯定了其理论贡献，但也指出这一理论强调国家主导经济、
实行所有权国有化、忽视市场作用，过于理想化，脱离了秘鲁的发展现状⑦。对于阿普拉主义运动，秘

鲁军队长期奉行敌视和打击的政策，但是１９６８年军政府上台后继承和发扬了阿普拉主义的精髓，被

称为秘鲁民众主义运动发展的一个“悖论”。韩琦和宋欣欣认为，秘鲁现代化发展迟缓、资产阶级力量

的不成熟及阿普拉党政策失误是形成这一“悖论”的深层原因⑧。袁艳考察了贝拉斯科军政权的职团

主义实践，认为“国家支持社会动员体系”起到了沟通民众利益诉求和政府决策的作用，但由于军方的

支持含混不定、体系自身组织弊端和秘鲁经济发展的困境等因素，职团主义组织形式在秘鲁并未发展

成制度化常态⑨。南开大学的潘芳从文化的视角解读阿根廷早期民众主义和考迪罗现象，认为早期

民众主义通过彰显本土文化和激发民族感情，推动阿根廷社会向民主化迈出了关键的一步，以胡安·
曼努埃尔·德·罗萨斯为代表的考迪罗是阿根廷文化的产物瑏瑠。

此外，学者们对拉美法律史也有所涉猎。作为《法律文明史》系列丛书的最新力作，２０１７年出版

的第１２卷下卷专门梳理了拉丁美洲的法律文书，弥补了国内拉美法律史研究的不足。该书从宏观视

角勾画出拉丁美洲法产生、发展、演变的基本线索，微观分析拉丁美洲各国法制发展的状况、宪法、刑

法、民商法、经济法、诉讼法、司法制度等部门法的内容、特色及其作用。也有学者从法学的角度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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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芳：《拉丁美洲疫病影响初探———对西属殖民地早期的考察》，《南开学报》２０１３年第３期，第１０９～１１６页；袁艳：《墨西哥犯

罪问题与社会治理》，《拉丁美洲研究》２０１５年第２期，第３０～３６页。
徐世澄：《绚丽多彩的现代拉丁美洲文化》，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
韩琦等编著：《拉丁美洲文化与现代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
刘文龙、朱鸿博：《全球化、民族主义与拉丁美洲思想文化》，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
李紫莹：《拉美区域民族主义的历史嬗变：民族认同与多元表达》，《世界民族》２０１６年第４期，第２２～２８页。
董经胜：《拉丁美洲的民粹主义：理论与实证探讨》，《拉丁美洲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４期，第１６～３４页。
李菡：《秘鲁阿普拉主义的产生、理论贡献及其局限性》，《拉丁美洲研究》２０１６年第１期，第３６～５２页。
韩琦、宋欣欣：《试析秘鲁民众主义发展的“悖论”》，《史学集刊》２０１６年第４期，第８３～９０页。
袁艳：《秘鲁贝拉斯科军政权的职团主义实践———对“国家支持社会动员体系”的考察》，《西南科技大学学报》２０１６年第４期，
第１～１０页。
潘芳：《阿根廷早期民众主义的文化诠释》，《拉丁美洲研究》２０１４年 第４期，第４４～４９页；潘 芳：《对 阿 根 廷 考 迪 罗 的 文 化 解

析———以曼努阿尔·德·罗萨斯为例》，《世界历史》２０１５年第２期，第２５～３４页。



了巴西环境刑事立法的发展历程，并分析了环境污染犯罪的相关法条①。

二　学术新气象和存在的主要问题

在老一代拉美史学者的辛勤培育下，一批中青年学者脱颖而出，他们开拓思路，勇于创新，在研究

队伍、研究方法、研究领域和研究视角方面都出现了新动向。一、研究队伍不断扩大。十八大以来，随
着国家和地方政府对拉美工作越来越重视，国内诸多高校和研究机构纷纷设立拉美研究中心，呈现出

“百花齐放”的局面。据不完全统计，截至２０１７年１１月，国内高校的拉美研究中心有４３个，加上科研

机构的拉美中心，全国共有５６个。这些新成立的研究机构为今后的拉美史研究提供了更多的人才储

备空间。二、研究方法的跨学科转向。近年来的部分成果是历史学研究方法与政治学、经济学、人类

学、社会学、法学相互融合借鉴的成果，从而使传统拉美史学焕发出新的生机。三、研究领域不断推陈

出新。国内史学界对拉美移民史、印第安人历史和城市史的关切，反映出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国外拉

美史学界的新文化史转向，即更加关注社会底层群体及其生活环境的变化②。此外，在国别史方面，
“重大国、轻小国”的研究格局有所突破。除了对墨西哥、巴西、阿根廷等地区大国的研究，学者们还把

越来越多的目光投向了智利、乌拉圭、秘鲁、古巴等中小国家上。四、研究视角更加开阔、多元。学者

们在全球视野下构建拉美民族主义、城市发展和高等教育等历史叙事，继而能够对拉美的发展给出更

加客观准确的定位。除此以外，对一些老问题的新解读也让人耳目一新。比如，以往对２０世纪“墨西

哥奇迹”产生原因的分析，更多的是从内部寻找，有学者则从外部因素着手，探讨美国与墨西哥长期保

持政治稳定和经济高速增长之间的关系。再如，以往对拉美考迪罗现象的阐释，多是从政治和军事的

角度展开，有学者则从文化的角度进行分析。另外，在拉美国际关系史领域，之前对美拉关系的研究

比较突出美国的主导地位，而今学术界更加强调拉美国家外交的自主性，在突破“美国中心论”方面做

了有益的尝试。而且国际关系史研究也不再囿于双边关系，还注重对三边关系的考察。
尽管国内拉美史研究在过去五年中稳步推进，并出现了不少令人欣喜的新势头，但若深入探究，

可以发现其中仍然存在不少问题，对此，我们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和紧迫的危机感。从根本上说，目前

国内拉美史学界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区域间研究的不平衡和专题史研究的不充分，不能及时有效地满

足国家对拉美史文化知识不断增长的现实需求，这与我们举足轻重的大国地位也不相匹配。具体表

现在：
一、从事拉美史教学和研究的队伍还不够稳定，并面临着萎缩的潜在风险。尽管近两年拉美研究

中心在各地开枝散叶，但多数中心并没有拉美史的学术训练和积累，研究成果多为关注现实问题的对

策研究。不可否认，诸多拉美研究中心的成立为拉美史毕业的青年才俊提供了新的科研平台，也为今

后的拉美史研究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使得学术队伍能够及时补充“新鲜血液”，学术脉络得以延展。
教育是科研的基础，而目前国内开设拉美史课程并拥有拉美史博士点的高校屈指可数，专门从事拉美

史研究的科研人员只有数十人。这与美国的拉美史研究存在着比较大的落差。美国拉丁美洲历史联

合会（Ｔｈｅ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的在册交费会员为１５００多人。这不仅反映出中

国的拉美史学科与国外同行的巨大差距，也表明中国拉美史研究的现状与中国的大国地位和中拉关

系的密切发展严重不相称，我们仍需负重前行。
二、研究时段多集中在近当代，古代史部分甚少着墨，尤其是关于拉美印第安文明、殖民地时期历

史的研究非常薄弱。有关拉美古代文明，虽然学术前辈们推出过一些著作，但大多为描述性质的知识

介绍。尽管我国考古学界已经参与玛雅古文明的发掘工作中，然而这些工作并没有引起史学界的足

够重视，即系统的考察、深入的发掘和科学的鉴定并未与历史的分析相结合。而且国内拉美史学界几

乎没有人认识玛雅文字、懂印第安语言，这也是我们在相关研究方面很难有所突破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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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拉美法律史的研究，代表作为夏秀渊等著，何勤华编：《法律文明史》（第１２卷下卷：拉丁美洲法分册），北京：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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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琦：《拉美史学中的新文化史转向》，《世界历史》２０１４年第４期，第１９～２４页。



三、国别地区史研究仍然存在许多盲区。虽然“重大国、轻小国”的研究格局正在被打破，但目前

拉美史学界对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研究还有大片空白。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多为小国、穷国，但其

战略位置非常重要，历史上与西方有着长期密切的联系，在地缘上受各方力量的挤压，中国在该地区

的影响力仍很薄弱，这里集中了当今未与中国建交的多数拉美国家。习近平主席曾对特立尼达和多

巴哥、哥斯达黎加和古巴进行国事访问，这就意味着，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在中国外交布局中的地位

有所上升。所以，国内学界的相关研究必须随之跟进。探究这些国家贫穷落后的根源、小国的外交特

征及其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等问题，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四、专题史研究还不够深化、细化。就拉美国际关系史研究而言，现有成果更注重于美国、中国等

大国与整体拉美地区关系史，大国与单个拉美国家的双边关系史研究则比较缺乏，对欧洲、亚洲其他

国家、非洲与拉美关系的研究更是不足，对拉美国家之间关系史的关注也很少，对早期外交史关注不

够。就社会史而言，包括华人华侨问题在内的移民史和族裔史部分大有文章可做。五彩斑斓的拉丁

美洲是世界各地移民共同打造的，外来移民对拉美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产生了全方位的影响。
华人华侨史目前主要集中在古巴、秘鲁和巴西，对墨西哥和智利涉及不多。印第安人研究也主要聚集

在墨西哥，对玻利维亚等印第安人占比高的国家研究欠缺。
五、参考文献方面对原始档案的掌握和发掘还很不够。随着中国学术“走出去”的步伐越来越大，

学者们在实地调研和获取原始档案方面有了提升，但还远远不够，许多研究仍停留在使用第二、三手

材料上。如果我们不能在掌握原始文献的基础上提炼出自己的观点，则无异于充当国外学界的“传声

筒”，研究就只能在低水平徘徊。
六、学术质量有待提高，有分量、学术影响力大的著述少。论文的数量和质量能在一定程度上反

映一个学科的发展水平。我们以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历史研究》和《世界历史》上刊登的拉美史论文数量

为例。作为国内历史学专业的顶级刊物，《历史研究》已经多年没有刊登一篇与拉美史相关的论文了，
而同期美国史１１篇，日本史９篇，英国史７篇，法国史３篇，德国史２篇。作为国内世界史研究的唯

一专业性学术期刊，《世界历史》的情况稍微好一些，这五年共 刊 登 了 拉 美 史 论 文８篇，美 国 史 为６４
篇，英国史为３３篇，日本史为２３篇，法国史为２２篇，德国史为１２篇。我们对拥有３４个国家和地区

的广袤拉丁美洲的研究，居然比其他单一国别史研究更加单薄！这反映出拉美史学科与国内其他世

界史学科的差距还很大，研究现状并不乐观。

三　对今后研究的展望

综上所述，在过去的五年，国内拉美史学在传统研究领域继续保持稳步发展，一些新兴的研究领

域、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崭露头角。与此同时，在与国内外同行相比较的时候，我们也能发现自身的

差距。存在差距也就意味着我们有更大的提升空间，我认为今后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力。
第一，重视拉美史的教学和研究。推动拉美史教材的整合和编写工作，健全拉美史研究生培养机

制，打牢其语言能力和专业基础，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防止学术人才流失。还要充分发挥老一代学

者的余热，利用中坚学者的影响力，挖掘青年学者的潜力，将老中青三代学人的力量凝结在一起，有的

放矢、查漏补缺，推动拉美史研究。
第二，整合国内拉美史科研队伍。当下，国内拉美研究机构众多，大家的学科背景和学术兴趣各

不相同，如何能把比较稳定的研究队伍和潜在的研究力量整合到一起，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有语

言优势的拉美中心科研人员应当加强拉美史的基础学习，有史学专业背景的学者应当提高外语能力，
发挥各自优势，补齐短板。在全面了解各机构研究人员状况的基础上，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具有前瞻

性、战略性的重大课题的立项，培养人才、团结队伍、提升水平、扩大影响。我们要加强国内高校和科

研机构拉美中心之间的合作，建立学术资源共享机制。与此同时，也应与国外重要的拉美（史）研究机

构建立长效合作机制，推动人员间的交流和互访。
第三，重视一手资料的同时，也要加强学术史梳理。除了到拉美国家实地调研，到档案馆查找史

料，我们还可以依托网络平台检索各种学术资源。比如，登陆国际组织网站，可以检索到与研究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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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统计数据、研究报告和活动信息；欧美高校建立的拉美研究专题网站或特色数据库也有大量的档

案、报刊等文献资料；一些专门从事拉美研究的国际组织也会定期在网站上发布最新的研究成果和相

关数据；西班牙、墨西哥等西语国家的高校和科研机构也建立了与拉美研究相关的网站或数据库①。
除了一手档案，我们也要重视学术史梳理工作，要对国外相关问题的研究有比较全面的了解，在此基

础上寻找自己研究的突破口。
第四，夯实基础研究，助力现实需要。拉美地区历史具有其他发展中地区所没有的特点，它较早

进入经济全球化和现代化的过程，较早实现了国家独立，其所积累的经验和教训对于中国等发展中国

家具有极大的借鉴意义，对于后发国家如何正确认识未来世界的发展趋势、如何正确选择发展战略、
走出自己的发展道路等重大问题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我们不能“只想盖高楼，不想打地基”，要深耕

自己的学术田地，摒弃盲从跟风的学术浮躁风气，只有在对拉美历史充分了解和研究的基础上，我们

对拉美现实问题的解读才是“有源之水、有本之木”。同时，做基础研究的学者不能“两耳不闻窗外事，
一心只读圣贤书”，也要有强烈的现实关怀，要关心世情、国情和民情，想国家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
带着问题去研究。

总之，我们要借国家重视哲学社会科学、重视中拉关系和国内高校拉美研究热的“东风”，推动拉

美史研究步入发展的春天。不仅要向世界讲好中国的故事，也要向中国讲好世界和拉美的故事。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８－０２－２０
作者杜娟，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１０００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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