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题研究 ：社会主义

拉美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 、特点与趋势

袁东振

［ 内容提要 ］拉美社会主义 的理论和实践源远流长 ，在发展过程中表现 出 强 大的

历 史初性和 多元性 。 ２０ 世纪以来马 克思主义的社会主 义 、社会 民主主义 、托派

社会主义及各种民族社会主 义流派都在拉美获得
一定的成长 空 间 ，在相互竞争

中 共存和发展 。 当 前拉美社会主义的 发展依然 维持着各派思想和各种 实践并存

和相互 竞争的基本格局 。 拉美各派社会主义有一些共 同理念和价值观
，
但在历

史渊 源 以及对待马克思主义 、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 、共产主义等重大理

论和原 则 问题上存在明显差异 。 当前拉 美社会主义 的理论和实践探索 虽 面 临许

多 难题 ，
但其社会基础依然 坚 实 ，

从长远看仍有发展空 间 。

［关键词 ］ 马 克思主义 民族社会主义 托派社会主义 社会民主主义

本文主要从理论渊源 、政治实践和社

会影响等视角 ，对拉美社会主义发展的历

史韧性 、思想与实践的多元性 、发展困境及

未来前景进行初步分析 ，并对拉美社会主

义研究 中的若干问题进行辨析 。 本文所说

的拉美社会主义主要有三层含义 ：社会主

义思想和理论 、社会主义实践探索 、社会主

义政党和组织 。
？

一

、拉美社会主义的强大历史韧性

拉美社会主义源远流长 ，早在 １ ９ 世纪

中期社会主义 思想 就从欧洲 传人拉美 。

１ ８５０ 年代欧洲
一些空想社会主义者到拉

美活动 ，并在该地区吸 引 了
一

批追随者 。
？

１ ９ 世纪 中叶特别是 １８７０ 年代后 ， 马克思

等人的著作不断被介绍到拉美 ，马克思主

义在该地区的先进分子中吸引 了
一

批支持

者和信仰者 。 当时马克思主义在拉美的传

播主要集 中在欧洲移 民较多的阿根廷 、智

利和墨西哥等 国 。
１ ８８４ 年马克思 和恩格

斯的 《共产党宣言》 在墨西哥 出版 ，

１ ８９５ 年

① 社会主义作 为
一

种制度 ，在拉美 只存在于古 巴
一 国 。

本文不以古 巴为分析对象 ， 在分析 中剔除 了社会主

义的制度含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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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根廷开始出版 《 资本论 》 。
①

随着各种社会主义思想的传入 ，拉美

社会主义实践也取得突破 ， 拉美政治发展

格局得到新 的塑 造 。
１ ９ 世纪 末 ２０ 世纪

初 ，
阿根廷 、智利 、巴 西 、古巴 、乌拉圭等国

家陆续建立以第二国际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的社会党 。 这些政党的建立及其初步的

政治社会实践 ，冲击了拉美 的传统利益格

局和政治格局 ，推进了拉美 的政治和社会

改革进程 ，为 ２０ 世纪中叶社会 民主主义在

该地区的发展繁荣奠定 了组织 、思想和理

论基础 。

１ ９ １ ７ 年俄 国十月 革命 的胜利极大影

响 了拉美的政治和社会主义 的发展路径 。

从十月革命胜利到 １９４３ 年共产国际解散 ，

多数拉美国家建立 了共产党 ，共产党作为

拉美社会主义的重要代表 日 益活跃在各国

政治和社会舞 台 。
？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

拉美各国共产党经历了 国内外形势变动的

多重考验和磨难 ，在逆境中生存 ，在曲折中

发展 ，为传播社会主义理念 、推进社会主义

实践做出了重要贡献 。 进入 ２ １ 世纪后 ，拉

美共产党不断调整战略和政策 ， 在该地 区

的政治和社会领域仍有重要影响力 。

２０ 世纪 中叶 以后 ，拉美社会主义发展

的多元化 、多样性和 民族化特色进
一

步加

强。 随着拉美 民族民主运动的不断发展 ，

该地区出现了各式各样 、 具有本土特色的

民族社会主义思想和实践 ，古 巴 、智利 、 尼

加拉瓜 、圭亚那 、格林纳达等国家的社会主

义思想和实践较具代表性和典型性 。 尽管

除古巴外 ，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探索最终

陷人困境 ，但这些思想和实践进
一

步强化

了拉美社会主义多元化 、多样性和 民族化

的特色 ，丰富 了拉美及世界社会主义思想

和实践的 内涵 。

进入新世纪以后 ， 拉美地区在社会主

— ４２—

义理论和实践方面进行 了新 的探索 。 伴随

着 ２０ 世纪末政治民主化的巩固 ，社会主义

成长的条件更加有利 ，拉美 的社会主义思

想和实践出现新
一

轮
“

高潮
”

。 古 巴继续

深化社会主义模式
“

更新
”

；
在智利 、 巴西 、

萨尔瓦多 、尼加拉瓜等国家 ，
主张社会主义

的政党相继上 台执政
；
在委 内瑞拉 、玻利维

亚 、厄瓜多尔等国家 ，
左翼执政党提 出社会

主义的新思想 、新主张 ，并开始
“

２ １ 世纪社

会主义
”

或
“

新社会主义
”

的实践探索 。 这

些新的理论和实践探索丰富了拉美地区的

社会主义思想和实践 ，提高 了拉美社会主

义思想和实践的国际影响力 。

综上 ，社会主义在拉美绵延近 ｎｏ 年 ，

表现出强大的历史靭性 ，表明其在该地区

有着深厚的社会 、历史和政治基础 。 首先 ，

社会主义思想在拉美有着深厚的社会基

础 。 拉美国家
一

直缺乏深刻 的社会变革 ，

财富 占有和收人分配严重不合理
， 社会矛

盾和社会冲突不断加剧 。 社会主义关于平

等和社会公平的主张满足了 中下阶层实现

社会变革 、合理分享发展利益 的愿望和诉

求 ，具有较大的号召力和影响力 。 其次 ，社

会主义在拉美有着强大的实践支撑 。 左翼

力量不断发展壮大是拉美社会主义实践的

①Ａ ｎｔｏｎｉ ｏＳａｌａｍａｎ ｃａＳｅｒｒａｎｏ
，
Ｏ
ｐ

．ｄｔ关于马克思主义

经典作家著作 在拉美 出版的时 间
，
存在不 同 观点 。

祝文驰等人认为 ， 《共产党 宣言 》 １８８８ 年在墨西哥出

版 ，
这是马克思著作在诙国首次用西班牙文出版

，
这

比萨拉曼卡所认为的 时间晚 了４ 年 。 参见祝文驰 、

毛相麟 、李克明 ： 《拉丁美洲 的共产主义运 动 》 ， 当代

世界 出版社 ２００２ 年版 ，第 ３９ 页 。

② 拉美共产党主要有三种建党方式 ，

一是共产 主义者

从社会党 中分裂 出 来 ， 建立独立的共产 党 ， 如 阿根

廷 、乌 拉圭 、委 内瑞拉
；
二是若干 马克思主义 或共产

主义小组合并成共产 党 ，如墨西哥 、智利 、 巴西 、古 巴

和巴拉圭
；
三是将社会党改组为共产党

，
如秘鲁 、哥

伦比亚 、
厄瓜多尔

、
多米 尼加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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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大动力 和重要保障 。 左右翼相互竞争 、

交替发展
一

直是该地区重要的政治现象 ，

左翼力量在拉美的政治社会发展 中发挥着

巨大的和不可替代的作用 。

一般地说 ， 拉

美左翼对传统或现存的社会政 治秩序 不

满 ，
主张政治社会变革 ，进行利益和权力再

分配 ，这与社会主义的主张极为契合 。 左

翼力量的发展壮大有利于拉美社会主义思

想的发展和实践的推进 。 再次 ，
古巴社会

主义革命和建设成就给拉美社会主义的发

展以极大激励 。 古巴逐渐成为拉美社会主

义的大本营和左翼力量的精神引领 。 古巴

不仅给拉美左翼 以思想指导 ， 并且给予各

种方式的支持 ，成为拉美社会主义发展的

重要推动力 。 特别值得指 出的是 ，拉美 民

主制度 日益巩固 ， 多党制环境逐渐稳定 ，这

为左翼政党和社会主义者开展合法斗争 、

通过民 主途径取得政权提供 了现实可能

性 ，为拉美社会主义思想和实践的发展提

供了有利的政治和社会环境 。

二 、拉美社会主义的多元性和多样性特点

拉美社会主义思想和实践
一直具有多

元性和多样性的特点 。 随着历史发展 ，有

些社会主义思潮归于衰落 ， 但拉美社会主

义思想 和实践的上述特点
一

直保 留 了下

来 。 从 １ ９ 世纪 中 叶起拉美就存在多种社

会主义思潮 ；从 ２０ 世纪至今 ，马克思主义

的社会主义 、社会民主主义 、托派社会主义

以及各种形式的 民族社会主义都在拉美获

得
一

定的发展空 间 ，
多种社会主义思想和

流派在竞争中共存和发展 。

（

＿

）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 义在 曲 折

中发展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主要指拉美的

共产党主张的社会主义 。 拉美的共产党建

党百年来经历 了艰难曲折的发展历程 ，经

历了专制政权的镇压 、党 内教条主义和宗

派主义的危害等 国内和党 内各种消极因素

的影响 ，
也遭遇过 白劳德主义 、中 苏论战 、

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等外部因素的剧烈冲

击 ，该地区所有 国 家的共产党都 曾发生过

严重的组织分裂 ， 党的力量 出现过大起大

落的波折 。 然而 ，拉美 国家 的共产党经受

住了 内部和外部的各种严峻考验 ，
不仅生

存下来 ，还取得了
一定发展 ， 目前仍是该地

区不可忽视的政治社会力量 。

拉美 国家的共产党 目 前大多是
“

合

法
”

政党 ，有些党 （ 秘鲁共产 党等 ）虽未进

行合法登记 ，但可通过外围组织开展合法

活动 。 除古巴共产党外 ，
巴西 、委 内瑞拉 、

智利 的共产党力量较大 ，
近年来通过与执

政党结盟参政 ，在议会中 占有席位 ，并有党

员在政府内任职 。 多数拉美国家的共产党

目前虽在野 ，但在 国 内有
一

定的政治影 响

力 ，有的党在议会占有席位 ，有的党在
一些

省市等地方层面执政 ，在工会 、学生 、知识

分子等团体中有较大影响力 。

拉美国家的共产党虽不断调整策略和

政策主张 ，
但一直没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指

导和社会主义理念 ，这也是其与拉美其他

社会主义流派的根本区别 。
２０ １６ 年

“

拉美

共产党和革命政党大会
”

的 《政治决议》提

出的 以下原则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 当前拉

美共产党的基本主张 。
① Ｕ ） 坚持社会主

义原则和方向 。 在重申社会主义原则和方

向 的基础上 ，提出 了
一些新设想和新阐述 ；

强调社会主义意味着独立 、正义 、平等 、公

平分配 、尊重环境 、人民 自 主 、民主决策 ，是

①

“

Ｄｅｃ ｌａｒａｃ ｉ
６ ｎＰｏｌ ｆ ｔ ｉｃａｅｎｅｌＥｎｃｕｅｎｔ ｒｏｄｅ Ｐａｒｔ ｉ

ｄｏ ｓＣ ｏ
－

ｍｕｎ ｉｓ
ｔ
ａｓｙＲｅ ｖｏｌ ｕｃｉｏｎａｒｉｏｓ 

”

，ｈ ｔｔ
ｐ 

： 

／／ ｔｅｒｃ ｅｒａ ｉｎｆｏ ｒｍａ
－

ｃ ｉｏｎ． ｅｓ／ ｏ
ｐ

ｉ ｎｉｏｎ／ ｏ
ｐ
ｍ ｉｏ ｎ／２０ １ ６／０９／０５／．

—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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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资本主 义的唯
一

选择 ， 重 申
“

为建立

社会主义而斗争
”

。 （
２

） 反对资本主义和

新 自 由主义 。 资本主义虽陷于历史上最严

重的危机 ，但作为危机的后果 ，帝 国主义变

得更具有侵略性 ； 新 自 由 主义是不道德的

模式 ，资本主义正 自 我组织起来 ，并在世界

范围 内制定 了新战略 。 因此 ，共产 党人应

进行反对资本主义和新 自 由 主义 的斗争 。

（
３

）强调不模仿和照抄其他国 家的经验 。

“

革命既不能模仿也不能照搬 ，
而是需要

英雄的创造
”

，需要制定符合各国 国情的

政治规划
；
各国国情和外部环境不同 ，政党

状况千差万别 ， 因此
“

必须尊重观点 、文化

和历史 的多样性
”

。 （
４

） 强 调合法 斗争 。

拉美共产党普遍主张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通

过民主方式开展合法斗争 。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在拉美显示出

强大生命力 ，但面临新困境 ，成长空间受到
一

定限制 。 拉美共产党的主张在多数国家

并未占据主流地位 ， 党在理论 、组织 、 干部

队伍建设方面存在严重缺 陷 ，没有成为拉

美的主流政治力量 。 在 日益完备和激烈的

多党竞争体制下 ，共产党在与其他政党的

竞争中往往不具备优势 。 许多党内部的宗

派主义和教条主义严重制约了其政治影响

力的发挥 。 党的思想和斗争策略存在严重

缺陷 ，领导层对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本国

国情缺乏精准把握 ，在相 当长时期 内 没有

能制定 出符合本 国 国情 、得到各阶层群众

支持的斗争战略和政策 。
？ 目 前许多拉美

的共产党仍未提出解决各 自 国家政治社会

难题的有效建议 ，其斗争策略不能满足新

形势的需要 ，政治影 响力局限于特定群体

和特定阶层 ，总体社会影响力相对不足 。

（
二

） 社会 民 主主义 的主流思想地位

不断稳固

拉美社会民主主义
一

直是该地区重要

— ４４—

的社会主义思想和实践 ，
源 于欧洲和第二

国际 。 １ ９ 世纪末 ２０ 世纪初 ， 随着社会主

义思想的传播 ， 阿根廷 、 巴西 、智利 、古 巴 、

乌拉圭等拉美 国 家陆续建立社会党② ， 拉

美社会主义进人有组织的新发展阶段。 二

战后 ，拉美社会民主主义的影响迅速扩大 ，

此类政党增加到数十个③ ，其 中不少 党长

期执政 。
１ ９８０ 年代末和 １９９０ 年代初苏东

剧变后 ，拉美共产党的影响力明显下降 ，
而

拉美社会民主主义的影响却有所提升 。
④

拉美社会民主主义具有独特的理论和

实践特色 。 （
１

）

“

第三条道路论
”

。 该理论

主张既非资本主义又非共产主义 的
“

第三

条道路
”

，倡导 民 主政治 、混合经济和社会

正义 ，主张政治 、经济 、社会民主化 ，
通过经

济社会改革 ，巩固和完善民众参与的政治

制度
，
建立 自 由 、 民主 、平等和正义 的新社

会 。 Ｕ ）指导思想多元化 。 起初信奉马克

思主义 ，后来逐渐出现
“

去马克思主义化
”

倾向 ，主张指导思想 的多元化 ，把基督教伦

理 、人道主义 、拉美民族英雄的思想都作为

指导思想 。 （ ３ ）政治取向 和价值观的多样

性 。 此类政党数量众多 ，政治取向和价值

观不尽相 同 ， 有些具有左翼倾向 （ 如墨西

哥的民主革命党 、
尼 加拉瓜的桑地诺民族

解放阵线等 ） ，有些具有温和中 间倾向 （ 巴

西劳工党 、智利社会党 、争取社会民 主党 、

秘鲁阿普拉党 、墨西哥革命制度党 、委内瑞

拉民主行动党等 ） ， 有些还具有 中右倾 向

①郭元增 、江时学 ： 《拉美国家共产党 的斗争历程》 ，
载

李慎 明主编 ： 《执政党的经验教训 》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２００ ８ 年版
，
第 ２３２ 页 。

② 崔桂 田 、蒋锐等 ： 《拉丁 美洲 的社会主义及左翼社会

运动 》 ，
山东人民出版社 ２０ １２ 年版 ，第 １ ７４

—

１ ７５ 页 。

③ 徐世澄主编 ： 《拉丁美洲现代思潮 》 ， 当代世界出版社

２０１ ０年版 ，第  １０９
—

１ １０页 。

④ 徐世 澄主编 ： 《拉美左翼和社会主义理论》 ， 中国社会

科学 出版社 ２０
１ ７ 年版 ，第 ２７

—

２９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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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哥斯达黎加 民族解放党 、哥伦 比亚 自

由 党等 ） 。
①

（
４

） 实践的差异性 。

一些政党

批判和否定新 自 由 主义政策 ， 有些党虽批

评新 自 由主义 ，但在执政期间纠正新 自 由

主义政策的立场不坚决 。

一些政党甚至倾

向新 自 由主义政策 。

拉美社会民主主义的温和化 、改良化 、

全民化倾向 ，有利 于其在该地区获得较大

的成长空间 。 拉美社会民主主义主张温和

改 良 ，反对激进变革 ；
主张建立 自 由 、民主 、

平等和正义的新社会 ，反对贫富悬殊和两

极分化 ；
主张多党制和竞选制 ，通过

“

多阶

级联盟
”

实现社会民主主义 的 目标 ；
主 张

尊重个人权利和 自 由 ， 强调 国家在社会正

义方面发挥调 节作用 。 这些主张符合 自

由 、民主 、人权 、代议制 、多 党制 、政党轮替

等拉美社会的主流观念 ， 与追求稳定和秩

序的大众心态较吻合 ，容易 被各阶层所认

可和接受 。 从这个角度看 ，拉美社会民主

主义有着深厚的政治社会基础 ，其社会主

流思想的地位在不少国家相对稳固 。

（
三 ） 拉美 民族社会主义在 曲折 中周

期性地发展

民族社会主义是拉美社会主义思想和

实践的重要表现形式 。 早在 ２０ 世纪上半

叶 ，
秘鲁等国就 出现了印第安社会主义思

想和实践 。
２０ 世纪 中叶后拉美 出现

一

系

列民族社会主义 的实践探索 。 １ ９５９ 年古

巴革命胜利后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 建立了

西半球第
一

个社会主义国家 。 智利社会党

在 １９７０
—

１９７３ 年执政期 间 ， 宣布要建立
“

民主 、多元化和 自 由 的社会主义
”

国家 ，

树立
“

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模式
”
？

， 由于执政

经验不足和政策失误 ，该党的社会主义实

践以失败告终 。
１ ９７ ８ 年尼加拉瓜革命胜

利后 ，执政的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 （ 桑解

阵 ）领导人声称信奉马克思列 宁主义 ，宣

布该国 的方向是社会主义 。 １ ９９０ 年桑解

阵大选失利 而下 台 ，其社会主义实践也随

即 中止 。 圭亚那人民大会党在 １ ９７０ 年代

提出
“

合作社会主义
”

的主张 ，宣布将根据

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 ，
建立

“

正义 的社会

主义社会
”

 ；

１ ９９２ 年圭亚那政府宣 布不再

执行合作社会主 义 的政策 。
１ ９７９
—

１９８ ３

年格林纳达也在社会主义实践方面进行 了

尝试 ，主张
“

从社会主义方向前进到 社会

主义建设
”

，
建立人民参政体制② ；

１ ９８３ 年

该国发生军事政变 ，其社会主义实践终结 。

进人 ２ １ 世纪 以后 ，拉美进入民族社会主义

思想和实践的
“

新周期
”

。 委 内瑞拉 、厄瓜

多尔 、玻利维亚等国家的左翼执政党根据

本 国国情 ，提出 了
“

２ １ 世纪社会主义
”

、 印

第安或社群社会主义 、

“

现代社会主义
”

、

“

美好生活社会主义
”

等理念和主张 ，并进

行积极的实践探索 。 这些新社会主义思想

和实践丰富了拉美社会主义的内涵 。

拉美 民族社会 主义虽有各种表现形

式 ，但有着共同或类似的理论和实践特性 。

（
１

）指导思想多元化 。 与社会民主主义类

似 ，其指导思想涵盖基督教伦理 、印第安传

统和价值观 、人道主义以及拉美民族英雄

的思想 ，有的甚至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 ，

把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作为重要思

想来源 。 （
２ ）强调 自 身的

“

独特性
”

。 它们

强调本国社会主义的独特性 、 独创性和原

创性 。 例如 ， 委 内瑞拉和厄瓜多 尔 的
“

２ １

世纪社会主义
”

、玻利维亚的
“

社群社会主

义
”

和
“

美好生活社会主义
”

都强调从本国

实际出发进行理论和实践创新 ， 创造社会

①ＩＳ
，

“

Ｐ ａｒｔ ｉ
ｄｏｓＭ ｉｅｍｂ ｒｏｓｄｅ ｌａ Ｉｎ ｔｅｍａｃ ｉｏ ｎａ ｌＳｏ ｃｉ ａｌ

ｉ ｓ ｔａ

”

，

ｈ
ｔｔ ｐ ：

／／ｗｗｗ ． ｌａｉ ｎｔｅｍａ ｃｉｏｎａｌｓｏｃ ｉ ａｌ ｉ ｓ ｔａ． ｏ ｒ
ｇ

．

② 李春辉 、苏振兴 、
徐世澄主编 ： 《拉丁美洲史稿 》 ，商务

印书馆 １９９ ３ 年版 ， 第 ６３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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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的
“

新形式
”

。 （ ３ ） 与世界社会主义运

动缺乏历史联系和承继关系 。 委 内瑞拉等

国家的
“

２ １ 世纪社会主义
”

虽吸收了世界

历史上社会主义思想和实践的若干成分 ，

但与传统社会主义没有承继关系 ， 与世界

社会主义运动缺乏历史联系 。
①

（
４

） 不照

搬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模式 。 它们批评以

苏联为代表的
“

２０ 世纪社会主义
”

不充分

考虑各国实际 ，
不考虑各国 民族 、地域 、文

化 、历史传统及政治实践的差异 ；
强调不照

搬曾经的社会主义模式 ，
不搞苏联模式 ，不

模仿古巴模式 ，不
“

照搬欧洲社会主义
”

。

拉美 民族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探索

是在多党竞争的环境下进行的 ， 而以多党

竞争为基础的制度性约束给其发展带来 了

较大的不确定性 。 随着政治民主化进程的

不断深化 ，多党竞争 、通过选举实现执政党

更替是拉美政治发展的常态 。 无论是左翼

还是右翼政党 ，都无法突破现有体制束缚 ，

无法确保 自 己长久执政 。

一旦执政党更

迭 ，拉美民族社会主义的实践探索就有中

断的风险 。 智利 、圭亚那 、尼加拉瓜 、格林

纳达在过去都曾发生过类似情况 ，委 内瑞

拉 、玻利维亚等国家未来也面临类似风险 。

在曲折中周期性地发展 ，或将成为拉美民

族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探索的基本路径 。

（
四 ） 托派社会主义继续呈现被逐渐

边缘化的趋势

托洛茨基主义是拉美重要的社会主义

思潮 ，在该地区
一直有

一

批追随者 。 拉美

也是国际托洛茨基主义的主要阵地 。 在国

内 以往的拉美社会主义研究 中 ，这一流 派

经常被忽视 。

托洛茨基主义早在 １９２０ 年代就传入

拉美 ，
１９３０ 年代托洛茨基流亡到拉美后 ，

其在该地区的影响有所扩大 ，
拉美不少国

家 出现托派组织 （ 称
“

左翼反对派
”

） 。 托

—

４６
—

洛茨基被暗杀后 ， 特别是 １９５ ０ 年代后 ， 拉

美托派的影响力有所下降 ，
但其在墨西哥

等国家存活下来 ，在玻利维亚 、智利和阿根

廷等 国家还具有较重要的影响 。 Ｉ ９６０ 和

１９７０ 年代拉美托派主义又趋活跃 ，领导 了

一些国家的工人运动 、农民夺地斗争甚至

武装斗争 。 １９８０ 年代初 ，
拉美共有 ３０ 多

个托派组织 ，分布在十多个国 家 。 拉美托

派政党忽视竞选活动 ，把主要精力用于工

人运动和宣传工作 。 目前阿根廷 、玻利维

亚 、 巴西 、智利 、乌拉圭 、哥斯达黎加 、墨西

哥 、委内瑞拉 、厄瓜多尔 、 巴拿马 、秘鲁 、萨

尔瓦多 、哥伦比亚、洪都拉斯等国家都有托

派政党和组织在活动 。

拉美托派社会主义具有独特的理论和

组织特征 。 （
１

）理论特点 。 拉美托派社会

主义坚持其传统的世界革命论和不断革命

论 ，认为任何
一

场革命都不可能单独取得

成功并向社会主义发展 ； 争取社会主义是

斗争的唯一内容 ， 民族的 、种族的和其他类

似的斗争
“

都要与推翻资本主义的斗争结

合起来
”

；
世界革命的中心在欠发达国家 ，

拉美国家应先进行反帝的土地革命 ， 再不

间断地 向社会主义推进 。 （
２

） 组织特点 。

拉美托派政党规模小 ，
即使在最兴旺的时

期 ，许多党也只有数百人 。
② 这些政党没

有建立起基层组织 ，没有成为全国性政党 ，

影响力局限在首都或少数大城市 。 （
３

）政

治和社会影响力弱 。 托洛茨基主义在多数

拉美国家都没有成长为有足够影响力的政

治力量 。 阿根廷托派政党影响虽较大 ，但

其在大选中所获选票也只有约 ２％ 。 拉美

①袁东振 ： 《拉美社会主义思想 和运动 ： 基本特征和 主

要趋势》 ，
载 《拉丁美洲研究》

２００９ 年第 ３ 期 。

② 罗 ？ 杰 ？ 亚历山大 ：
《拉丁美洲 的托洛茨基主义 》 ， 高

铦等译 ，商务印书馆 １ ９８４ 年版 ，第 ５８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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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主义既没能把支持 自 己的工人和

农民 团结起来 ， 其政策建议也从未被任何

政府采纳过 。 此外 ，拉美多数左翼政党和

组织都拒绝甚 至反对托洛茨基 主义 。
？

（
４ ） 斗争策略混乱 。 拉美托派内部分歧严

重 ，各派立场和观点各不相同 。 安帕罗 ？

罗格里格斯 （
Ａｍｐａｒｏ

Ｒｏｄｒｉｇｕｅｚ） 指 出 ：

“

拉

美托派派别多 ， 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不是只

有
一

个 ，
而是有多个 。 有支持工人运动的

派别 ，
也有不支持工人运动的派别 ；有的主

张武装斗争 ，
也有和平主义者 ；有的同情格

瓦拉主义 、卡斯特罗主义等等 ，有的则不支

持这些运动 ；
无论过去还是现在 ，都存在所

谓
‘

野生 的 或未开 化的 托洛茨基主义
’

（
Ｔｒｏ ｔｓ ｋｉｓｍｏｓＳｉｌ ｖｅ ｓｔｒｅｓ

） 。

”

②
（
５

） 生存能 力

强 。 托洛茨基主义 自传人拉美后
一直延续

至今 ，在
一些群体和工会组织 中仍有

一

定

影响 。 委内瑞拉前总统查韦斯称赞托洛茨

基是
“

杰 出思想家
”

， 号召学习其著作 ， 特

别是其
“

不断革命理论
”

。 托洛茨基主义

在阿根廷 、厄瓜多尔 、乌拉圭等国 的知识界

和学术界也有
一定吸引力 。

拉美托派社会主义观点陈旧 ， 未能根

据拉美政治社会变革 的现实完善 自 己 的理

论和政策主张 ， 在很大程度上脱离实际 。

其斗争策略的局限性不利于其扩大政治和

社会影响力 。 如果它们不改变或修正其理

论主张和斗争策 略 ，未来仍难以取得突破

性进展 ，将继续处于边缘化地位 。

（
五

）激进左翼社会主义的影响 力局

限在特定阶层和群体

拉美地区还有
一

种 由激进左翼政党大

力推进的社会主义 。 在 Ｉ ９６０ 年代国 际共

运大论战中 ，
拉美 国家的共产党发生了严

重的组织分裂 ， 出 现一批激进左翼政党

（又称革命政党 ） 。 这些政党具有顽强的

生命力 ，在大论战乃至冷战结束后
一

直生

存下来 ，且队伍还有所扩大。 如 １９７８ 年墨

西哥共产党 （ 马列主义 ） 、 １９９４ 年智利共产

党 （ 无产阶级行动派 ） 、
１ ９９５ 年委内瑞拉红

色旗帜党 、 ２００９ 年委内瑞拉马列主义共产

党先后建党 。
２０ １４ 年 ，玻利维亚出现 了革

命共产党 。 目前在十几个拉美国家有激进

左翼政党在活动 。

这些激进左翼政党主张马列主义 、共

产主义 、反修正主义和国 际主义 。 在政治

立场和意识形态方面 ，它们既与拉美正统

共产党有分歧 ，
也与其他社会主义流派不

同 。 这些激进左翼政党力 量较弱 ，许多未

进行合法登记 ， 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 中

影响不大 ，影响力局限在特定阶层 、知识分

子群体 、工会等团体中 。

拉美激进左翼社会主义及其政党存在

严重的理论和组织缺陷 ， 其理论主张和斗

争策略严重落后于拉美的新现实 ， 在重大

理论和现实问题上所持的观点和政策主张

陈旧 ，难以在广大社会阶层 中引起共鸣 ，受

到其他思想和力量的挤压 ， 未来成长空间

依然有限 。

三 、拉美社会主义的共性与差异性

如前所述 ，拉美社会主义思想和理论

流派众多 ，组织形式各异 ， 实践途径多样 。

拉美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想和实践既有
一些

共性 ，
也有难以弥合的差异 。

拉美各派社会主义存在某些共性 ： 否

定资本主义 ，对资本主义和新 自 由 主义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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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
ｔｔｐ

ｓ
；
／／ｗｗｗ．

ｌ ａｉｚｑｕｉｅｒｄａｄ ｉａｒｉｏ． ｃ Ｌ

（ ２）ＡｍｐａｒｏＲｏｄｒｉｇｕｅｚ ，

ｕ

Ｌａｉｒａ
ｇ
ｍｅ ｎ ｔａｄａ ｈｅｒｅｎｃ

ｉ
ａ ｄｅ Ｔｒｏｔｓｋ

ｙ

ｅｎＡｍｅ ｒｉｃ ａＬａｔ ｉｎａ
”

，

Ｒｕ ｓ ｉａＨｏｙ ，
２８ ｄｅｍａｒｚｏｄｅ２０１２

，

ｈｔ ｔｐｓ
：
／／ｅ ｓ．ｒｂ ｔｈ ．ｃｏｍ／ ａｒｔｉｃ ｌｅ ｓ／２０ １ ２／０３／２８／．

 ４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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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态度
；
认同社会主义理念 ；

主张建立政

治 民主 、实现社会公平 ；强调独立 自主和对

外关系多元化 ，
支持拉美团结合作 ，反对美

国 霸权主义 。 但拉美各派社会主义也存在

明显的差异性 ， 在历史渊 源以及对待马克

思主义 、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 、共

产主义的态度等重大理论和原则问题上有

明显分歧 。

（

＿

） 历史渊源不同

拉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 、社会民

主主义 、托派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都源于

欧洲地区的社会主义 ， 与世界社会主义运

动和思潮有着较密切的历史联系 ， 目前仍

在一定程度上维持着这种联系 。 而拉美的

各种 民族社会主义更多地起源于本地区或

本国的文明 和价值观 ，
无论是在历史上还

是在 目前 ，都缺乏与欧美社会主义的 国际

联系 。 例如 ，查韦斯强调其社会主义根植

于本国和本地区的传统文明和价值观 ，玻利

维亚总统莫拉莱斯 （
ＥｖｏＭｏｒａ ｌｅｓＡｙｍａ

） 强

调本国印第安农民社群里就存在社会主义 。

（
二

）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不 同

拉美马克思主义政党 、托派政党 、激进

左翼政党都把马列主义作为基本原则和重

要指导思想 。 拉美共产党强调 ，在新的历

史条件下 ，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对解决拉

美社会的问题 、满足人民的迫切要求仍具

有现实意义 。 托派政党 除信奉马列主义

外 ，还把托洛茨基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和原

则 。 激进左翼政党除马列 主义外 ，
还把斯

大林主义作为指导思想 。

拉美一些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起初拥护

和坚持马克思主义 ，但后来逐渐放弃马克

思主义的指导 ， 强调社会主义中的 民主价

值 。 也有一些拉美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从
一

开始就反对马克思主义 。 有些政党虽然没

有完全放弃马 克思 主义 ， 但 出 现 明显的

—

４８
—

“

去马克思主义化
”

的倾向 。 例如 ，智 利社

会党曾长期拥护马克思主义 ，把它作为解

释世界的方法 ；

Ｉ ９６０ 年代该党接受列宁的

思想 ，
宣称 自 己是马列主义政党 ；

１９９ ０ 年

代后该党出现
“

去马克思主义化
”

的倾向 ，

宣称马克思主义不再是唯
一

的指导 思想 ，

在党的指导思想 中融合了 马克思主义 、人

道主义的优 良传统 、基督教思想 中的 团结

互助和解放的价值？ 。

拉美民族社会主义虽声称得到马克思

主义的启示和引 导 ，
但从来没有把马克思

主义作为唯
一

的指 导思想 。 进人新世纪

后 ，委 内瑞拉 、玻利维亚等国家的社会主义

的倡导者们把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

思想作为重要理论来源 ，甚至声称愿意用

列宁主义的概念来解释 向 社会主义 的过

渡？ ，但拒绝把马克思 主义作 为分析工具

或制定政策 的理论基础 ， 甚至强调
“

社会

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同义词
”

③
。

（
三

） 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态度不同

拉美各派社会主义都批评和否定资本

主义 ，但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态度不尽相同 。

马克思主义政党坚信社会主义制度取代资

本主义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 。 拉美

社会民主主义也对资本主义持批判态度 ，

但由过去强调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转向维护

现存民主体制 。 智利社会党长期反对资本

主义 ，认为把资本主义制度转变为社会主

义制度有历史的现实可能性 。
１９９０ 年代

①

“

Ｄｅｃ ｌａｒａｃ ｉ６ｎｄｅＰｒｉｎｃｉ
ｐ
ｉ ｏｓｄｅｌＰａ ｒｔｉ ｄｏＳｏｃ ｉａｌｉ ｓｔａｄｅ

Ｃｈｉｌｅ

”

， ｐ
ｕｂｌｉｃ ａｄｏ

ｐ
ｏｒＤ ｉａ ｒｉｏｄ ｅｌ３０ｄｅ ｍａｒｚｏｄｅ

１ ９９０
，

ｈｔ ｔｐ ：

／／ｗｗｗ．ｐ ｓｃｈｉｌｅ． ｃｌ ．

②Ｒｅｄａｃｃｉ
６ｎＣｅｎｔｒａｌ

，

“

Ｂ ｏｌ ｉｖｉａＴｒａｎｓｉｔａｈａｃｉａＥｃ ｏｎｏｍｆａ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ａ

＂


，

ｔｏＴ

ｉｅｍ
ｐ
ｏｓ ｔ ４ｄｅａｂｒｉｌｄｅ２０ １４

， ｈ ｔｔｐ ：
／／

ｗｗｗ． ｌ ｏｓｔｉｅｍｐ
ｏ ｓ． ｃ ｏｍ／ｄｉａｒｉｏ／ａｃｔｕａｌ ｉ

ｄａｄ／．

③ 参见袁东振 ： 《拉美
“

２１ 世纪社会主义
”

的理论与实

践特性》 ，载 《拉丁美洲研究》 ２０ １６ 年第 ２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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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该党转而强调用 民主方式解决利益 冲

突 ，认为民主是保障所有社会成员共处的

政治制度 ，是对现存秩序的
一种管理形式 ，

是实现 自 我转变的道路 。 拉美民族社会主

义也批判资本主义 。 玻利维亚的
“

美好生

活社会主义
”

的主要理论家加西亚 （
Ａｌｖａｒｏ

ＧａｒｄａＬｉｎｅｒａ
）认为 ，

资本主义的
“

掠夺性
”

造成了不负责任 的死亡和贫困 ；莫拉莱斯

认为如果人类继续沿着资本主义道路无节

制地发展 ，
必将 自取灭亡① ，

他们号召寻求

应对资本主义的方案 。

（ 四 ） 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认知不同

拉美各派社会主义都认同社会主义理

念 ，
但对社会主义制度有不同认知 。 马克

思主义政党认为资本主义有其 自 身难以克

服的 固有矛盾 ，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具

有历史必然性 ； 强调
“

社会主义无论现在

和将来都是人类的希望
”

， 是
“

拉美人民的

唯
一选择

”

。 ２０ １６
—

２０ １ ７ 年拉美地区的共

产党相继召开 的
一系列重要会议都强调 ，

社会主义是更髙级 、更完善的革命民 主制

度 ，要用人民的民 主国家取代资产阶级的

国家 ， 向建设社会主义的方 向迈进 ；最终 目

标是实现科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 拉美

社会民主主义虽坚持某些社会主义理念 ，

但强调社会主义是一种价值追求 ， 否认建

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必然性 。 例如 ， 智

利社会党 ２００６ 年的 《道德准则 》要求党员

承诺拥护和尊重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但

强调党的主要任务是巩固
“

民主体制
”

。

拉美民族社会主义认为 ， 社会主义是解决

拉美 、人类和世界面临的各种问题的
“

唯
一

的办法
”

， 但其社会主义实践探索基本

上是在现存资本主义制度框架下进行的 。

（
五

）对共产主义的态度不同

拉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 、托派社

会主义以及激进左翼的社会主义把共产主

义作为最终 目标 。 拉美民族社会主义虽不

反对共产主义 ，但强调 自 己与共产主义的

区别 。 例如 ，查韦斯等人既不认为 自 己是

共产主义者 ，
也不认可共产党的理念 ；

强调

与共产主义没有丝毫联系 ， 自 己
“

不是传

统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者
”

。 拉美社会民

主主义则坚决反对共产主义 ，批评共产主

义
“

专制
”

。

四 、结语

拉美社会主义在 １ ７０ 多年的发展进程

中表现出强大的韧性 ，呈现出多元化和多

样性的发展格局 。 尽管拉美各派社会主义

有某些共性 ，但在一 系列重大理论和原则

问题上存在着明显的分歧和差异 。 拉美社

会主义的社会基础依然坚实 ，其基本主张

与拉美中下社会阶层实现社会公平的诉求

高度
一

致 ，从长远看仍有进一步发展的空

间 。 拉美各派社会主义面临的挑战及发展

前景不尽相 同 。 拉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

义仍有重要的社会政治影响 ， 但面临发展

的新困境 ；拉美社会民主主义的温和化 、改

良化和全民化倾向有利于其获得更大的成

长空间 ；拉美民族社会主义的实践探索具

有较大的不确定性 ，将在曲折中发展 ；拉美

托派社会主义和激进左翼的社会主义存在

严重缺陷 ，难以获得突破性进展 ，难以摆脱

边缘化的地位 。 ■

［ 袁东振 ： 中 国社会科学院拉丁 美洲研究所 ］

（ 责任编辑 周艳辉 ）

① 《莫拉莱斯总统在巴黎气变大会上批评资本主义发

展模式》 ，中国驻 玻利维亚大使馆经济商赞 处网站

ｈ ｔｔ
ｐ ：

／／ ｂａｍｏｆｃ ｏｍ ．

ｇ
ｏｖ ．ｃｎ／ 〇

—

４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