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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文库·

浅谈中国人对拉丁美洲的定位 : 第三世界或西方
———以 《人民日报》相关报道为线索

·王士皓

内容提要 　中国人对拉丁美洲最主流的定位是在 “第三世界 ”层面 , 但在最权威的平面媒体 《人民日报 》的相关报道中 ,

也存在着对拉美 “西方 ”层面的定位。本文认为 , 两种定位并不互斥 , 而是从不同层面表述对拉美的认知。在中西方交流

日趋紧密的今天 , 多一些对拉美 “西方 ”层面的定位 , 可能有助于增加中国人对拉丁美洲的认知。

关 键 词　拉丁美洲 　第三世界 　西方

一

　　《拉丁美洲研究 》2008年第 5期刊登了 《中

国人心目中的拉丁美洲 》的调研报告。通过对调

查问卷的分析 , 我们看到 “整体上 , 中国民众对

拉美国家了解不多 , 甚至基本上不了解 ”, 在 “哪

些国家属于拉美、拉美人讲什么语言等常识性知识”

方面中国民众的认知程度也不高。同时指出 , 中国

人在获取拉美信息方面 , 主要途径是大众媒体 , 而

了解拉美的主要障碍则在于 “信息来源少”。

谈到中国人对拉美的认知情况 , 我不由得想起

了一个曾经非常流行的词语 ———亚非拉。这一跨洲

际的称谓 , 可能是很多普通中国人接触到的涉及拉

美最多的词语之一 , 尽管一部分人最初并不明确

“拉 ”字所指 , 即使是现在 , 这一词语仍然不时出

现在报刊之中。例如 , “亚非拉蓬勃发展的民族解

放运动一直延续到 60年代 , 最终摧毁了帝国主义

的殖民体系 , 形成了 ‘第三世界 ’”①; “代表亚非

拉发展中国家的 24国集团也发表声明 , 呼吁采取

全面的国际行动来防止金融危机进一步恶化 , 恢复

市场信心 ”②。这里出现两个同义互释的词语 ———

第三世界和发展中国家。在实际使用中 , “第三世

界 ”或 “发展中国家 ”已成为中国人对亚洲、非

洲和拉丁美洲广大地区的最主流定位。

1952年 , 法国经济学家和人口统计学家阿尔

弗雷德 ·索维首次使用了 “第三世界 ”这一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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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 2月 22日 , 毛泽东主席在会见赞比亚总统

时 , 提出了著名的 “三个世界 ”理论。同年 4月

10日 , 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代表团团长、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

同志在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 , 对 “三个世界 ”

理论作出了正式的表述 : “美国、苏联是第一世

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 ,

是第三世界。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

界。”③ 随着苏联解体和东欧转型 , 原先 “第一世

界 ”的现实基础已不复存在 , “第二世界 ”的概念

也有所模糊 , 但作为与经济发达国家对应的 “第

三世界 ”或 “发展中国家 ”的概念却早已深入人

心。从这个意义上说 , 拉丁美洲无疑是第三世界的

重要组成部分。因此 , 虽然 “亚非拉 ”的观念有

所淡化 , 但中国人心目中对拉丁美洲最主流的定位

仍在第三世界层面上。

然而 , 中国人对拉美除了第三世界的定位外 ,

是否存在着其他定位 ?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

百余年来中外交往使中国人认识最多的应该是一个

不同于中国传统社会的 “西方世界 ”。诚然 , “西

方 ”在不同的语境中有不同的含义 , 如将 “西方 ”

等同于 “发达国家 ”, “西方 ”与 “第三世界 ”可

①

②

③

肖枫 : 《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 》, 载 《人民

日报》, 2000年 8月 10日 , 第 9版。

马小宁 : 《西方七国集团宣布应对金融危机行动计划———

承诺加强合作稳定金融市场 》, 载 《人民日报 》, 2008年 10月 12

日 , 第 3版 。

《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团长邓小平在联大特别会议上的

发言》, 载 《人民日报》, 1974年 4月 11日 , 第 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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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对应关系。例如 , “西方国家早期的无限排放

与后期的 ‘奢侈排放 ’, 是当今全球气候问题中的

主要人为因素。发达国家应承担相应责任 ”, “全

世界必须为了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团结起来 , 而不应

把援助第三世界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钱看作是慷慨

的浪费 ”。① 但是 , “西方 ”在中国人心目中不仅体

现在经济发达程度层面 , 更多的是一种集合概念 ,

至少表现为三个方面 : 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基督

教。在实际运用 “西方 ”概念时 , 根据对象不同 ,

上述三方面的关系可以是 “逻辑或 ”, 也可以是

“逻辑与 ”。② 但无论是 “逻辑或 ”还是 “逻辑

与 ”, 拉丁美洲都具有 “西方 ”的特征。

二

　　既然如此 , 中国人对拉美有没有在西方层面

的定位呢 ?《环球时报》2002年 1月 3日第 6版有

一则题为 《日本人羞答答跳桑巴 》的报道 , 该文

在介绍了东京浅草桑巴舞狂欢节的过程后 , 作出了

如下的总结 : 桑巴舞狂欢节本是巴西的国粹 , 引入

日本已经有 17个年头了。这不能不说是东西方文

化迸发出的绮丽火花。显然 , 这里的东方指作为亚

洲国家的日本 , 而西方指拉丁美洲的巴西。然而 ,

在另一个语境中 , 日本又是 “西方 7国集团 ”的

重要成员 , 而巴西则是 “第三世界 ”或 “发展中

国家 ”的一员。之后 , 每年各类媒体对日本狂欢

节的报道大都提及东西方文化的交融。

一年一度留在潜意识中的印痕 , 终于使我在看

过 《中国人心目中的拉丁美洲 》的调研报告后 ,

有了在意识层面思索中国人心目中对拉美定位问题

的想法。当然 , 由于条件限制 , 本人无法采用大规

模调查问卷的方式来探讨这一问题。但是 , 上述调

研报告提到了中国人获取拉美信息的主要途径是大

众媒体。受此启发 , 我就将 “中国人如何定位拉

美 ”这一问题转移到大众媒体怎样在相关报道中

定位拉美。所以 , 笔者查阅了受众面最广的平面媒

体 《人民日报 》中对拉美的报道。当然 , 前文已

述 , 对拉美 “第三世界 ”或 “发展中国家 ”的定

位最为常见 , 但是即使在 《人民日报 》中 , 我们

也可以看到其对拉美 “西方 ”的定位 , 内容涉及

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

(一 ) 政治方面

在 《人民日报 》1958年 9月 12日第 3版有一

篇题为 《西方舆论反对美国在远东玩火 》的报道 ,

其第一段写道 : “据新华社讯 : 美国在台湾海峡地

区的挑衅行为 , 不但受到世界正义舆论的严正谴

责 , 而且也引起了西方国家舆论的强烈不安。”

之后 , 在援引这些西方国家舆论时 , 列举了英

国、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阿根廷等国家报刊

的报道或社评 , 其中阿根廷 《时报 》以 《美国无

法抹杀世界上最大国家的存在 》为题 , 抨击了美

国对中国的挑衅政策。

(二 ) 经济和经济政策方面

1985年中国总理访问拉美 , 《人民日报 》11

月 14日第 6版以中国领导人访问拉美时的一句感

想《百闻不如一见 》为题 , 对访问进行了综述。在

谈到巴西时 , 该文用了这样的表述 : “巴西的工业

产值占西方第八位 , 生铁产量居世界第二 , 铀第一 ,

黄金第四 , 钢第七 , 军火出口第五 , 汽车出口第十 ,

拥有世界最大的平原亚马孙、最大的巴西高原、最

大的森林亚马孙、流量最大的河流亚马孙。”

另外 , 《人民日报 》1994年 7月 28日第 5版

一篇 《西方文化经济政策一瞥 》分别介绍了美国、

意大利、北欧国家和阿根廷的文化和经济政策 , 在

介绍阿根廷情况时写道 : “阿根廷政府对于民族的

高雅的文化也实行减免税 , 而对高盈利的通俗文化

实行高额征税的办法 , 如对组织摇滚歌星演出的演

出商课以重税等等。总的说 , 实行差别税率是西方

国家对文化事业实施区别对待、分散决策、分类管

理的具体体现 , 是政府对文化事业施行宏观调控的

重要手段和方式。”

(三 ) 文化和体育方面

《人民日报 》1988年 4月 2日第 6版一篇题为

《西方愚人节 》的报道有以下的描述 : 愚人节 “又

称 ‘万愚节 ’, 是西方的一种风俗。欧美一些国家

每年 4月 1日纪念这一节日。墨西哥则在每年 12

月 28日纪念愚人节 ”。

《人民日报》1992年 2月 9日第 8版 《西方体

育的金钱 “魔方”》一文写道 : “这些大老板们的积

极参与 , 使得西方体育活动染上了日益浓厚的商业

色彩。一些成绩较好的运动员 , 盈利也越来越高。”

①

②

黄晴 : 《放眼多边进程 (年终报道 ) ———国际政治篇

(下 ) 》, 载 《人民日报》, 2007年 12月 21日 , 第 7版。

“逻辑或”是指条件中有任一个条件满足 , 运算结果就为

“真”, 据此日本可称为西方国家。“逻辑与”是指条件都同时成立

的情况下 , 运算结果为 “真”, 据此可以将前苏联及东欧国家排除

在外。然而在苏联解体和东欧国家转型后 , 用西方特征定位这一地

区就更为复杂 , 已超出本文的论及范围。但因俄罗斯加入 “西方 7

国集团”而扩充为 “8国集团 ”后 , 中国主流媒体对此就不再使

用 “西方 X国集团”这一称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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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拉美第一体育运动足球的报道 , 我们也能看

到 “西方 ”的定位。《人民日报 》1961年 9月 22

日第 6版对现在称为足球转会制度作了具有当时鲜

明时代特点的介绍。这篇题为 《足球场上明星 , 交

易所里商品 , 牌价高低分明 , 老板卖出买进 》的

报道中 , 有如下的描述 : “意大利的 《邮报周刊 》

最近一期的封面上登着这样一幅图画 : 一个橱窗里

陈列着八九个肤色不同的足球运动员的模特儿 , 他

们的胸前各挂着一块白牌 , 上面标着从 215亿里拉

到 6亿里拉不等的价格 , 下面写着 ‘拍卖 ’的字

样 ⋯⋯只要注意一下这些模特儿的相貌和胸前牌子

上写的名字 , 足球爱好者就不难发现 : 这都是西方

世界著名的足球运动员。”

以上不同时期 《人民日报 》对拉美的报道 ,

时间跨度长达近 50年 , 但其中都有对拉丁美洲

“西方 ”的定位。当然 , 基于样本规模的考虑 , 本

文认为以此作出系统性的结论有些武断 , 但从中还

是可以获得一些提示。

第一 , 中国人对拉美 “西方 ”的定位主要体

现在拉美国家方面 , 而对整个拉丁美洲范畴则尚未

发现对其 “西方 ”定位的报道。

第二 , 在政治方面 , 对拉美 “西方 ”定位较

少。这又体现在两个方面 , 一是在 《人民日报 》

政论性报道中少有此方面内容 ; 二是自 “三个世

界 ”理论提出后 , 相关报道中对拉美的 “西方 ”

定位几乎绝缘。在其他方面 , 对拉美的 “西方 ”

定位则相对较多。

中国人对拉美最主流的定位是在 “第三世界 ”

层面 , 但是一般当 “第三世界 ”与 “西方 ”不构

成对应语境的情况下 (当然偶尔也有例外 ) , 也会

出现对其 “西方 ”的定位。这可以推断出 , 在一

定条件下中国人认为 “西方 ”和 “第三世界 ”的

概念不构成互斥的关系 , 而二者最大的交集可能就

在于对拉丁美洲的定位上。

三

　　现代和当代中国人对拉美仍存有的 “西方 ”

定位并非无源之水 , 早在清代中国和拉美国家正式

交往时 , 就有这样的认知。例在晚清时期中国和秘

鲁谈判建交时 , 清政府谈判代表李鸿章对此就有这

样的评论 : “西国议章无非大同小异 , 秘鲁未必独

占一格。”① 之后 , 在与巴西立约时 , 也有 “巴西

立国年代虽然不多 , 但土地广阔 , 一切政教与英国

相同 (指君主立宪制 , 当时为巴西帝国 ) , 欧洲各

国皆称之 ”② 之语。建交后 , 清政府向拉美国家派

驻了公使 , 在其笔记文集对拉丁美洲的记述中 ,

“西人 ”“西律 ”“西例 ”“西俗 ”等词汇的出现更

是不胜枚举。当时在汉语中并没有 “西方 ”一词 ,

但上述内容充分说明晚清时期中拉正式交往时 , 中

国人是把拉美国家作为 “西方 ”国家看待的。

当时中国人的这种认识也是与 19世纪的国际

环境相符的。以西方为中心的近代国际关系体系发

展到 19世纪 , 参与其中的绝大部分主权国家集中

在欧洲和美洲 , 当然包括拉美国家。当时全世界的

主权国家只有几十个 , 而拉丁美洲独立后诞生的

20多个独立国家都是这一体系的成员。

以墨西哥为例。1821年墨西哥独立之时 , 美

国独立还未到 50年。出于对拉美独立运动的同情 ,

美国于 1822年即宣布承认墨西哥独立 , 并于次年

提出了著名的 《门罗宣言 》。欧洲方面 , 1825年英

国和墨西哥签订 《友好与贸易条约 》, 标志着英墨

正式建交 ; 出于神圣同盟的原因 , 包括法国在内的

天主教国家对墨西哥的承认相对迟缓 , 但墨西哥和

法国的经济交往较多 , 并早在 1824年即派特使访

问法国 ; 1836年梵蒂冈对墨西哥的承认 , 标志着

宗教因素对欧洲国家承认拉美独立的限制已经消

除 ; 在梵蒂冈承认墨西哥独立后的一个月内 , 西班

牙和墨西哥正式建立外交关系。③ 相对于大部分亚

洲和非洲国家 , 拉美国家进入以西方为中心的近代

国际关系体系的过程是较为顺利的。这其中的原

因 , 既有美国和欧洲国家的战略需要 , 也有拉美国

家自身具有 “西方 ”特征的因素。虽然拉美人民

在自身文明的认同上存在分歧 , 虽然学者对西方文

明是否包括拉丁美洲文明的观点也并不一致 , 但是

就世界上的各大文明在其文化与西方的接近程度和

受西方影响程度上说 , “按照一些人的看法 , 拉丁

美洲显然是西方的近亲 , 有人甚至认为 , 应被看作

是西方家族中的一个成员。”④

拉丁美洲独立运动结束后 , 军人独裁成为拉美

①

②

③

④

陈翰笙主编 : 《华工出国史料汇编》 (第一辑第三册 ) , 北

京 , 中华书局 , 1984年 , 第 1018页。

[清 ] 李鸿章 : 《李鸿章全集 》 (第六册 : 译署函稿 ) , 卷

十一 , 海口 , 海南出版社 , 1997年 , 第 3171～3172页。

参见刘文龙著 : 《墨西哥通使 》, 上海 , 上海社会科学院

出版社 , 2008年 , 第 127～132页 ; 李春辉著 : 《拉丁美洲史稿 》

(下册 ) , 北京 , 商务印书馆 , 1983年 , 第 857页。但二者对美国

承认墨西哥独立的时间的记述相差一年 , 这一时间本文参考后者。

[美 ] 塞缪尔·亨廷顿著 , 刘军宁译 : 《第三波———20世

纪后期民主化浪潮》, 上海 : 上海三联书店 , 1998年 , 第 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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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近现代化过程中挥之不去的诟病。这一点倒与

拉美地区原宗主国的境遇有些相似。20世纪后期 ,

拉美主要国家纷纷恢复了民主化进程。在这一进程

中 , 特别是进入 21世纪以来 , 拉美国家的左派力

量纷纷取得了政权。然而 , 无论是激进派还是温和

派 , “当前拉美国家的左派政府都是通过选举取得

执政地位的 , 即所谓 ‘体制内的崛起 ’。迄今为

止 , 这些政府所实行的变革也都没有超出 ‘体制

内变革 ’的范畴。综观整个 20世纪拉美国家的发

展进程 , 资产阶级左翼与右翼轮流当政 , 变革与反

变革的斗争不断交替 , 是一种常见的现象。”①这里

所说的体制 , 显然是具有西方特征的民主体制。

拉丁美洲有着灿烂的古代文明 , 拉美国家独立

后的发展之路既与亚、非国家明显不同 , 也与欧洲

和美国有很大的差异。从这个意义上说 , 无论将拉

美定位于第三世界层面还是西方层面 , 甚至是二者

的结合 , 都无法全部概括拉美的特质 , 但是就中国

人认知拉美的问题而言 , 我们的确又是更多地从第

三世界的层面了解拉美的。在中西方交流日趋紧密

的今天 , 多一些对拉美 “西方 ”的定位 , 是否可

能增加一些中国人对拉丁美洲的认知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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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动态 ·

“中国与拉美 : 贸易与投资机会”研讨会综述

　　 2008年 12月 3日 ,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

研究所与西班牙对外银行 (BBVA ) 联合主办了题

为 “中国与拉美 : 贸易与投资机会 ”研讨会。

在中拉贸易与投资合作现状方面 , 与会者指

出 , 中国与拉美国家之间近年来高层互访频繁 , 政

治互信增强 , 各种多边、双边机制不断完善 , 企业

间交流日益增多 , 中拉双边经贸关系得以健康稳步

发展 , 合作水平和质量大大提高。

在中拉贸易与投资合作的动机方面 , 大家一致

认为 , 经济互补性是推动双方经贸合作不断增长的

基础 , 中拉在要素禀赋、产品、资金、技术、市场

等方面各有优势 , 双方经济发展可以相互促进 , 互

为机遇。同时 , 中拉之间还有发展经验上的互补性。

在中拉贸易与投资合作的路径选择方面 , 与会

者认为 , 中拉之间的投资合作将有利于改善目前的

贸易模式 , 双方在高技术产品领域的产业内贸易将

为经贸合作注入新的活力。此外 , 制度保障也将有

利于经贸合作的开展 , 中国和拉美可以探索更多的

适合双方国情的自由贸易安排模式。

在讨论中拉政策协同互动的议题时 , 与会者指

出 , 中拉经贸合作有着良好的基础 : 第一 , 双方政

治关系良好 , 政府从战略高度重视双边关系 , 特别

是中国政府最近发表了 《中国对拉丁美洲和加勒

比政策文件 》, 使中拉关系步入新的发展阶段 ; 第

二 , 双方都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对与对方开展合作抱

有浓厚兴趣 ; 第三 , 中拉之间的各种政府间协议为

双方开展经贸合作奠定了良好的法律基础 ; 第四 ,

中国加入美洲开发银行将为中国参与拉美地区的基

础设施建设提供良好机遇 ; 第五 , 在当前全球金融

动荡的局面下 , 中拉双方都提出了庞大的基础设施

建设计划 , 为双方经贸合作提供更多新机会。在这

样的基础上 , 中拉经贸合作前景广阔 , 双方应继续

发掘互补优势 , 促进贸易关系和贸易规模持续平稳

地发展 , 稳步推进基础设施、农业和高新技术等领

域的投资合作 , 不断开辟新的合作领域。

与会者一致认为 , 对中拉未来合作进行深层次

学术探讨 , 加强与境外企业研发机构的合作研究 ,

必将有助于增进中拉超越一般经贸往来的相互理

解 , 也为扩大双方业界合作提供有力的智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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