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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世界历史全局看西属拉美

独立运动的性质和特点

郑 昌 发

近年来
,

随着拉丁美洲史研究的深入
,

我国一些学者对 19 世纪初拉美独立运动的性质问

题
,

进行了热烈地讨论
,

提出了不同的看法①
。

为了从总体上加深对这一历史事件的认识
,

本文试从世界历史全局的角度
,

从剖析西斑牙美洲殖民地独立运动发生的时代背景
、

历史地

位和作用等方面的间题
,

探讨拉美独立运动的性质和特点
,

以就教于读者
。

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
,

人类历史已经进入世界资本主义制度取代封建制度的日益高涨的时

代
,

资产阶级革命
、

民族独立运动业已超越个别国家
、

局部地区 的狭小天地
,

遍及于全球大

部分地区
。

从资产阶级革命运动来看
,

如果将 16 世纪尼德兰革命和 17 世纪英国革命视为首次

高涨的话
,

那么
,

从 18 世纪后半期开始至 19 世纪初
,

它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
。

如果以北美

独立战争作为这一新高潮的起点
,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将它推向了高峰
,

那么
,

西属拉美独立

运动 (以及海地革命和巴西独立运动 ) 就是这个高潮的扩展
、

延伸和继续
,

使之规模更大
、

范围更广
、

影响更深
。

因此
,

从世界历史全局的角度俯览
,

可以说西属拉美独立运动是这 一

时期世界资产阶级民族民主运动高潮的重要组成部分
。

上述观点并非人们的主观臆断
,

而是

近代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所造成
,

并为实践所证实
。

西班牙美洲独立革命之所以从 1 8 1 0年在西属美洲各总督区同时发动和普遍展开
,

根本原

因虽然是西班牙殖民主义者长期对该地区人民的残酷压迫与剥削
,

以及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

展和民族意识的增强使民族矛盾空前激化所致
。

但是
,

这不是唯一的因素
。

因为这场革命爆

发的时机
、

进程和结局都无不打上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烙印
,

无不受到当时的革命思潮和国

际形势的深刻影响
。

在西班牙殖民统治时期的 30 0年间
,

居住在殖民地的土著印第安人和从非洲贩运来 的 黑

人奴隶
,

都曾向殖民统治者发起过无数次的暴动和起义
,

前赴后继地进行过可歌可泣的英勇

斗争
。

土生白人也因受到宗主国和
“

半岛人
”

的歧视
、

排斥和限制
,

多次起来反抗
。

这些斗争

虽然都程度不同地打击了西班牙的殖民统治势力
,

但都不属于世界资产阶级革命的范畴
,

也

不能称为资产阶级民族革命运动
。

上述三股力量尽管面临着共同的敌人
,

但是 没 有 共 同的

奋斗目标
,

更谈不上有统一的革命纲领
,

而且在斗争中彼此也并没有联合行动
。

特别是由于

种族偏见的影响
、

阶级利益的差异
,

上层土生白人因害怕印第安人和黑人的觉醒
,

威胁到自

身的既得利益
,

因而在斗争中往往不愿意也不敢与印第安人和黑人联合
,

历次斗争总以失败



告终
。

所以
,

独立革命前的斗争绝大多数是分散的
、

自发的
,

土生白人的反抗也只是一种分

立主义运动
。

19 世纪初的西属拉美独立运动和上述斗争有着传统的联系
,

但是
,

它是在世界资产阶级革

命新的高潮已经到来的历史条件下发生
、

发展的
,

因而这场运动不仅在斗争方式
、

阶级力量

配备等方面有别于前期的斗争
,

尤其在革命的指导思想
、

奋斗 目标等等方面都必然赋予新的

性质和特点
。

18 世纪在欧洲勃然兴起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
,

不仅影响了北美独立战争
,

成为法国政治

革命的先导
,

并波及于欧洲其他国家
,

而且它也冲破了西班牙
、

葡萄牙封建殖民统治者设置

的重重障碍
,

从各种渠道迅速传到了拉丁美洲
,

给正在进行反殖
、

反封建斗争的拉美人 民带

来了新的思想武器
,

进一步促进了他们民族独立意识的觉醒
,

并给行将到来的大规模革命运

动打上 了深刻的资产阶级烙印
。

同时
,

美国
、

法国以及海地人民成功的革命实践和巨大成果
,

也给苦斗中的西属拉美人民以巨大的启示和鼓舞
。

从 18 世纪中叶起
,

拉丁美洲与欧洲的联系 日趋频繁
,

法国的启蒙思想相继传入了黑暗的

美洲大陆
。

在墨西哥
,

有以X
.

B
.

提阿斯
·

德
·

加马拉
、

达瓦洛斯 ( 1 7 4 5一 1 7 8 3) 和巴尔托

拉契 ( 1 7 3 9一 1 7 9 0) 为首的哲学派别
,

传播启蒙主义者的思想
。

在智利
,

出现了以 A
.

格拉 缪

谢
、

A
.

柏恩和 X
.

罗哈斯为首的共和主义秘密团体
, “

罗哈斯在 1 7 7 2一 1 7 7 7年间到过欧洲
,

并从那里带回智利一大批书
,

其中包括(( 百科全书》
。 ”

②哥伦比亚人 A
.

那利诺 ( 1 7 6 5一 1 8 2 2)

于 1 7 9 4年 8 月
,

将《人权宣言》译成西班牙文
,

并在波哥大印发
,

他曾因此被 捕
,

坐 了 12 年

牢③
。

有些土生白人知识分子把美国的《独立宣言》
、

潘恩的《常识》
、

《人权论》
、

卢梭的 《社

会契约论》 以及洛克
、

伏尔泰
、

孟德斯鸿
、

狄德罗等人的著作
,

`

悄悄地带进殖民地
,

有的翻

译成西班牙文
,

印成小册子
,

秘密地广为传播④
。

一些吸取启蒙思想研讨殖民地独立间题的

革命组织
,

也纷纷建立
。

到 19 世纪初
,

拉丁美洲许多人都知道美国独立和法国大革命的历史
,

启蒙思想家提出的
“

自由
” 、 “

平等
” 、 “

博爱
”

等口号和天斌人权的思想
,

已成了拉美有识之士

的共同理想⑥
。

原来不少上层土生白人虽然有分立主义倾向
,

但往往只限于反对西斑牙王室和殖民当局

的一些具体政策和措施
。

欧洲启蒙思想传入拉丁美洲之后
,

这种分立主义思想和劳苦大众的

朴素反抗情绪逐渐发展成为强烈的民族独立意识
,

并在斗争中出现了一批立志为本民族
、

本

地区独立解放而献身的战士
。

南美独立运动的先驱者米兰达
、

玻利瓦尔
、

圣马丁和墨西哥的

伊达尔哥
、

莫雷洛斯等人
,

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代表者
。

这些代表人物民族独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

除了西属拉美殖民地社会民族矛盾 日益尖锐

的现实之外
,

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
:

他们都不同程度的直接或间接受到美
、

法革命的巨大

影响
,

都是启蒙思想的追随者和实践者
。

正如一位美国学者所说
: “

从一开始
,

法国革命的思

想启示
,

在拉丁美洲就获得了一批重要的追随者
,

并且有力地推动了导致各殖民地摆脱西班

牙的独立战争的激荡局势
。

卢梭
、

孟德斯鸿
、

雷纳尔和伏尔泰的思想在拉丁美妙广泛传播
,

启发和引导了早期的拉丁美洲思想家
。 ”

⑧

弗朗西斯科
.

米兰达 ( 1 7 5 0一 1 8 1 6) 于 1 7 8 3一 1 7 8 4年间旅行美国
,

亲自感受到了刚刚获得

独立的美国人民的喜悦之情
,

并结识 了乔治
·

华盛顿和其他一些领导人
。

随后
,

他到法国参加

革命战争
。

据 1 9 7 4年问世的法国国王路易
·

菲力普 ( 1 8 3。一 1 8 4 8年在位 )的《回忆录》一书提供
’

的材料证实
,

米兰达在法国革命军中的军事作用
“

表现得非常突出
。 ”

在 17 92 年抗击普鲁士武

装干涉的莫尔托姆战役中
,

他率领 2 ,
0 00 人打败了三倍于己的普军 ,在法军进攻比利时的战役



中
,

米兰达在安特卫普战线起了显著的作用
:
后被国民自卫军总司令杜穆里埃任命为

“

北方

军
”

的总司令
,

连出身
、

军衔都比他高的夏尔特尔公爵
、

中将 ( 即路易
·

菲力普 )都是米兰达的

下级
,

不得不
“

随时准备接受他的命令
” 。

⑦
`

八

西蒙
·

玻利瓦尔 ( 1 7 8 3一 1 8 3 0) 在青少年时期
,

就受其家庭教师—
一位卢梭思想的崇拜

者—
西蒙

·

罗德里格斯的 良好教育
。

这位老师的进步思想
,

对于玻利瓦尔的政治思想和世

界观的形成以深刻的启蒙作用⑧
。

他 16 岁留学欧洲
。

1 8 0 4年拿破仑加冕称帝时
,

他正在巴黎
,

这件事对他影响颇深
。

他说
: “

我承认
,

这件事使我想到我国的奴隶制
,

想到了解放祖国的人

可能康得的光荣
”
⑨

。

他在返国委内瑞拉途中
, 18 0 5年 8 月 15 日

,

在意大利罗马城萨克罗山顶

上当着老师罗德里格斯立下誓言
:

半我在您的面前宣誓
,

以我双亲的上帝的名义宣誓
,

以我父

母的名义宣誓
,

以我的名誉向祖国宣誓
:

不打碎根据西班牙政权的意志压迫我们的枷锁
,

我

誓不罢休飞
”

L工8 0 7年
,

他在何国领导独立战争的实践中
,

这种为祖国独立而献身的思想又有

了发展
。

他清醒地认识到
,

要争取委内瑞拉独立
,

非砸碎西班牙在整个南美洲的殖民枷锁不

可 ! 因此
,

他全身心地投入了为解放全南美而斗争的正义事业
,

从而获得了
“

解 放 者
”

的 美

称
。

何塞
。

德
·

圣马丁 (又7 7 8一 1 8 50) 虽是军人 出身
,

并在西班牙军队中服役多年
,

但他从侨

居欧洲的美洲进步人士中
,

了解到了许多美
、

法革命和拉美殖民地斗争的情况
,

从而激发了

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
。

同时
,

他精通法语
,

阅览了法国启蒙思想家的许多著作
,

坚定 了他作

为一个美洲人要为美洲的解放事业而奋斗的决心
。

他说
: “

18 n 年
,

我还在西斑牙军队中服务
。

二十年正直的效劳
,

使我获得了一些地位
,

但我毕竟仍然是一个美洲人
。

我了解到祖国的革

命
。

当我决定抛弃财产和希望时
,

我所想的仅仅是以自我牺牲来为祖国的自由 作 出 贡 献
。

1 8 1 2 年初
,

我回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
。

从此
,

我便献身于 美洲 的事业 了
。 ”

⑧

米格尔
,

伊达尔哥 ( 1 753 一招 1 1 ) 1 4岁在圣
·

尼古拉斯神学院学习时
,

就阅读了法国启 蒙

思想家的著作
。

毕业留下任教员并升任院长后
,

他便把该院变成了宣传法国自由主义思想 的

阵地
。

1 7 7 3年后
,

他任米却肯州圣
·

费利佩镇神甫时
,

公开号召教 民不分种族出身和贫富贵

残
,

都可以参加 自由讨论国家大事的集会
。

1 7 9 3年
,

他在一次群众集会上明确表示
: “

希望我

们王国也享有这种 (法国式的 ) 自由
” 。

他反对君主制
,

主张在美栅建立象法国那样的
“

共和政

体
” 。

他所主持的教区
,

有
“

小法兰西
”

之称
。

难怪后来宗教裁到所在把伊达尔哥驱逐 出教会

时
,

也宣判他是
“

卢梭的信徒
” , “

法国式的自由的主张者
”

L
。

被宗教裁判所官吏称为英
、

法
“

罪恶思想
”

的追随者的何塞
·

马里亚
.

莫雷洛斯 (1 7 65 一 1 8 15) 更为激进
。

他在斗争中提出

的要建立狄立的墨西哥共和国
、

实现种族平等
、 一

废除教会和军队特权
、

将大地产分成小块分

配给农民
、

实现普选等等主张
,

更是深深地打上了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印记
。

伊达尔哥和莫

雷洛斯的可贵之处还在于
:

他们不仅接受
、

传播了欧洲资产阶级的革命思想
,

而且还顺乎潮

流把这些思想与墨西哥的实际相结合
,

在拉丁美洲独立革命中树立了把夺取土地 与争取独立

密切峨合的典范
。

墨西哥历史学家 X
·

艾尔南捷斯
,

卢那指出
: “

美国和法国的榜样并不是我

们争取独立时运动的起因
,

但是这种榜样却伴随着我们的运动
,

加速了它的爆发
,

并在思想

上团结着
、

推动着和鼓舞着它一直走向伊达尔哥在多罗雷斯的发动
。 ”

L这种见解
,

我认为不

仅对墨西哥
,

就是对整个西斑牙美洲地区也是中肯的
。

西属拉美殖民地的革命几乎同时发动
,

普遍展开
,

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 19 世纪初欧洲国

际形势的变化使西班牙本身严重衰弱
、

危机四起
,

从而导致它对殖民地控制的削弱
。

1 8世纪的欧洲
,

由于荷兰
、

英国
、 .

法国的崛起
,

西班牙
、

葡萄牙这两个封建殖民帝国已



降落到欧洲二等国的地位
。

但是
,

直到这一世纪末
,

西班牙在拉美殖民地的统治一般说来
,

尚能勉强维持
。

进入 19 世纪初
,

国际形势愈来愈不利于西班牙
。

国内人民受法国革命的影响
,

掀起了反封建斗争
。 1 8 0 7年

,

西班牙被迫参加拿破仑的
“

大陆封锁体系
”

后
,

因受到英国从海

上的反控制
、

反封锁使它与拉美殖民地之间的交通联系几乎中断
。

特别是 1 8 0 8年法军攻占马

德里
,

1 8 10 年西班牙本土大部分地区被拿破仑军队占领
,

连国王都成了阶下囚之后
,

它内外

交困
、

不能自拨
,

对殖民地的统治更加力不从心
。

这一有利时机
,

正好促使拉美殖民地人民

的革命烈火普遍地燃烧起来
。

、

西属拉美人民经过近 16 年浴血战斗
,

取得了巨大的胜利
,

如果从世界全局来考察
,

它不

仅沉重打击和彻底冲垮了西班牙的封建殖民主义体系
,

而且对欧洲
、

美洲的封建制度也是猛

烈的冲击
。

这有利子世界资本主义战胜封建主义
,

从而推动了人类历史的进程
。

首先
,

这场声势浩大的独立战争是继 16 世纪尼德兰人民反西独立战争之后
,

给西班牙殖

民主义者以毁灭性的打击
。

此后
,

西班牙虽然还占有少量的
、

分散的殖民地
,

但是作为一个

殖民帝国
,

已经是名存实亡了
。

而它的瓦解
,

正是中世纪与近代之交的一个封建堡垒的彻底

崩溃
。

这对于欧洲封建制度的总崩
.

溃和资本主义的大发展
,

无疑是起了积极的作用
。

不仅如

此
,

在拉丁美洲人民的打击
、

牵制下
,

西班牙国内的封建统治 日
’

渐衰弱
,

这也大大有利于西

班牙本国人民起来进行资产阶级革命
。

1 8 1 2年和 1 8 2。年的西班牙两次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
,

不能说与西属拉美人民的独立战争没有关系
。

其次
,

这场独立战争的胜利
,

从某种意义上说
,

也是资产阶级 民族革命思想在拉丁美洲的胜利
。

15 个共和
·

国的建立
,

虽不意味着这一地区资

产阶级革命任务的彻底完成
,

但是挣脱了西班牙封建殖民枷锁而独立
,

毕竟为这些国家朝着

资本主义道路前进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
。

这 同样对整个美
、

洲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产生了直

接的
、

深远的影响
。 、̀

第三
,

西属拉美人民革命的正义事业
,

使维也纳会议和神圣同盟的反动

宗旨开始破产
,

加深了神圣同盟成员国之间的矛盾
,

从而加速 了这一国际封建反动堡垒的瓦

解
。

综上所述
,

19 世纪初西班牙美洲独立运动的兴起和结局
,

’

都是与这一时期歇洲启蒙思想

的传播
、

重大资产阶级革命事件的影响和国际形势的变化等背景有密切关系
。

如果不受美
、

法革命及海地革命的影响和支持
,
在拉丁美洲没有一批受启

.

蒙思想熏陶
、

资产阶级民族独立

意识狼强的卓越领导人率领人民为之而艰苦奋斗
,

没有拿破仑敌争所造成的西班牙宗主国严

重衰弱
,

那么
,

这场独立革命要同时爆发并在同一时期取得如此重大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

可

见
,

一

西属拉美独立运动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
,

它不仅属于资产阶级革命的范畴
,

而且本身的

性质就是资产阶级民族革命
,

并且是这一时期世界资产阶级 民族民主革命运动高潮的一个重

要组成部分
。

19 世纪初西属拉美独立运动作为一次资产阶级民族革命
,

由于本地区历史因素的制约和

所处时代条件的不同
,

使它具有以往的资产阶级民族革命不同的时代特征和自身 的 鲜 明 特

点
。

进一步考察这些特征和特点
,

有助于我们更清楚地认识这场革命的性质与意义
。

`

19 世纪初的的年
,

整个欧美处在资本主义制度与封建主义制度激烈搏斗的时期
。

自18 世

纪末
,

英国和欧洲封建君主们武装干涉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开始
,

紧接着拿破仑帝国的兴起与

战争
,

使这两种势为的搏斗更趋尖锐寸激烈
。

随着拿破仑帝国的覆亡
,

维也纳会议的召开和



神圣同盟的建立
,

在欧洲暂时出现了一个封建势力复辟的黑暗年代
。

西属拉美独立运动经历

的 16 年 ( 1 8 1。一 1 82 6)
,

正是拿破仑帝国由胜转衰
、

神圣同盟猖厥一时的年代
。

这两种势力搏

击中的力量消长
、

变化以及同时期美国的对外政策
,

都对西属拉美独立运动的进程和结局产

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

神圣同盟的宗旨是用武力维护维也纳会议所确立的封建正统秩序和阻止
、

镇压新的资产

阶级民族 民主运动
。

西班牙是这一国际反动组织的重要成员国之一
。

西属美洲殖民地迅猛兴起

的革命风暴
,

把西班牙封建殖民帝国冲得土崩瓦解
,

这 自然是触犯了神圣同盟的反革命信条
,

引起了它刻骨的仇恨
。

所以
,

沙皇俄国和神圣同盟诸国曾多次策划武装干涉这场革命
。

西班

牙也在竭力争取神圣同盟和英国为其镇压拉美独立运动出力
。

如
:

西班牙政府曾敦请俄
、

法
、

奥地利及英国在巴黎举行会议
,

商讨
“

帮助西班牙调整叛乱的殖民地的事情
。 ”

⑧但是
,

由于

神圣同盟内部矛盾重重和英国出于自身的殖民利益而表示坚决反对
,

L加上 1 8 2 3年 12 月美国
“

门罗宣言
”

的发表
。

遏止了神圣同盟武装干涉拉丁美洲的野心
,

致使欧洲封建君主们的干涉

计谋化为泡影
。

尽管
“

门罗宣言
”

包含有美国染指拉丁美洲的险恶用心
,

但是
,

在当时拉美人

民革命的主要威胁来至西斑牙和神圣同盟的条件下
,

正如咸廉
·

福斯特所说
: “

发表门罗的

著名宣言……对梅特涅和神圣同盟中的伙伴来说
,

这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

……这对拉丁美洲

各国也是有利的
,

因为它们处在虎视耽耽的列强中间
,

门罗主义多少给它们一种保护
。 ”

事

实
_

匕 当时
“

门罗主义在拉丁美洲是普遍受人欢迎的
, ”

尽管美 国 这 一
“

片面的行动
” “

若干年

来
,

给拉丁美洲带来了很多灾难
。 ”

L

以上事实说明
,

西属拉美独立革命的确面临着 神圣同盟武装干涉的危险
,

但是
,

由于当

时欧美国际关系的变化影响
、

列强之间的勾心斗角
,

使它基本上是在没有外来武装干涉的情

况下进行的
。

出现这种情况
,

当然原因不少
,

如
:

这场革命的前期 ( 1 8 10 一 18 1 5) 欧洲
“

反法

同盟
”

诸国忙于拿破仑战争和争夺霸权
,

无力西顾 , 后期 ( 1 8 16 一 18 2 6) 神圣同盟想武装干涉

也因上述情况未能得逞
。

但是
,

更深刻的原因在于这场革命正处在整个欧美资本主义制度与封

建主义制度激烈搏战的时期
。

从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来说
,

这时资本主义制度战胜和取代封建

主义制度的历史潮流
,

是任何反动势力都无法阻挡的
。

西属拉丁美洲独立运动的兴起
、

发展

是这一历史潮流的产物
,

它的巨大胜利又反过来推动了这个潮流的前进
。

这就是它的鲜明时

代特征
。

联系到同时期即” 世纪 20
、

30 年代欧洲许多国家发生的资产阶级民族或民主革命运

动对神圣同盟的冲击
,

就会进一步认识到
:

西属拉美独立运动是一个带有全局性影响的资产

阶级民族革命事件
,

是 已为实践所证实的世界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运动高潮不可分割的一

部分
。

近代世界各国
、

各地区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
,

虽然有一些共性的特征
,

但是也必然各自

有一些个性的特点
。

西属拉美由于社会经济落后
,

民族压迫残酷
,

这场独立革命的特点
,

主

要表现在革命的领导者
、

进程和结果上都有其特殊性
。

19 世纪西属拉美独立运动的领导者
,

是土生白人地主集团中的先进分子
,

并不是本地区

的资产阶级
。

首先
,

当时拉丁美洲的资产阶级还处在形成过程中
,

力量弱小
,

不可能担负起

领导阶级的重任
。

尽管到 18 世纪后半期
,

西班牙的贸易垄断政策不得不有所松弛
,

有些地区

的某些工农业也取得了初步进展
,

但是这远没有从根本上打破宗主国的限制和压抑
,

殖民地

的经济仍然得不到自由发展
。

这种情况既造成了新兴商人
、

资本家
、

大农场主对宗主国的强

烈不满
,

有革命的要求 , 又使这个
“

先天不足
”

的阶级没有足够的力量和勇气去领导一场革命

来改变它
。

这一痛苦状况
,

是由该地区的社会性质和经济历史条件造成的
。

其次
,

土生白人



地主集团力量强大
,

其中的先进分子有可能
、

有力量充当革命的领导者
。

据统计
,

18 00 年在

整个拉丁美洲不足 2 , 。00 万人口中
,
克列奥人约有 30 0万

,
其中绝大多数是土生白人 0

。

他们

几代居住在殖民地
,

有较大的社会经济实力
。

其中的上
、

中层分子
,

准p地主集团掌握着殖民

地的部分土地和矿场
,

他们中的有些人是市政议会的议员
,

有的担任行政
、

军队
、

法庭和教

会中的中
、

下级职务
,

有些是律师
、

医生和教师
。

他们是殖民地的知识分子
。

这些土生白人

中的上
、

中层分子
,

虽属于地主阶级
,

有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一面
,

但是他们是殖民地的地

主阶级
,

与传统意义上的封建地主阶级不同
。

他们组织生产活动的方向是朝着宗主国和国际

市场的
,

他们一开始就从事商品生产和交换
,

以供应殖民地内外市场的需求
。

然而
,

他们的

生产和商品交换活动
,
都无不受到宗主国和

。

半岛人
”

的限制
、

排斥和打击
,

因此
,

在独立战

争中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并且十夯尖锐的情况下
,

他们有进行革命的强烈要求和愿望
。

特别是

其中的一些有知识的先进分子
,

不少人曾到欧洲留学或生活
,

受到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感召
,

成为资产阶级革命的拥护者和追随者
。

前面提及的米兰达
、

玻利瓦尔
、

圣马丁等人就是这些

先进分子中的杰出代表
。

他们实际上成了代表拉丁美洲新兴资产阶级利益的政治家
、

思想家

和军事家
。

由于他们有文化
、

有胆识
、

有能力
、

有斗争经验
、

还有一定的群众基础二故而这

场革命的领导权就落到了他们手中
。

这虽然有别于法
、

英
、

美等国革命的领导阶级
, ;

但是
,

这也绝不是传统的封建地主阶级充当领导者
。

因为他们是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在拉丁美洲的代

表者和实践者
,

他们领导的这场革命是完全符合拉美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
,

打上了资产阶级

革命深深印记的
。

由土生 白人地主集团中的先进分子充当领导者 ; 这在当时的西属拉丁美洲

有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

同时也自然具有反封建的木彻底性
。

这是此次独立运动重要的特

点之一
。

西班牙是在拉丁美洲 占有土地和人口最多的殖民主义者
,

西属美洲殖民地的革命所经历

的时间最长
、

规模最大屯斗争也十分 曲折和激烈
。

然而
,
它的进程也皇现出鲜明的特点

,

即

有明显的阶段性和区域性
。

它的两大阶段是以维也纳会议结束和神圣同盟建立的 1 8 1 5年来划

分的
。

这一方面表明它深受国际反动势力和西班牙封建势力力量消长的影响
,

另一方面也反

映出这场独立运劫本身有一个从全面爆发— 初步胜利— 挫折失败到总结经验教训— 普

邀深入发展

-
全面夺取胜利的过程

。

这场革命是分墨西哥中美洲
、

南美北部和南美南部三

大地区进行的
。

在斗争进程中
,

不仅每个区域内部的国家
、

种族之间形成了一个战斗集体
,

而且随着革命的深入发展
,

各区域之间能互相呼应
、

配合和支援
。

整个西属南美殖民地的解

放
,

就是这种配各与支援的光辉范例
。

之所以有这一特点
,

除了西属拉美人民有着共同的处

境
、

共同的敌人外
,

主要是因为他们同处于资产阶级民族革命潮流之中
,

都受到当时国际形

势的深刻影响
,

有着共同的革命要求和愿望
。

西属拉美独立运动结果的特殊性更为明显
。

主要表现在
:

独立后各国的封建大地产制度

没有根本触动
、

削弱
,

而且在许多国家某些方面还有所发展
、

加强
,

社会经济停滞不前 ; 政

治上
“

考迪罗主义
”

盛行
,

政变频繁
,

政局不稳
,

统治者依赖甚至投靠外国
,

为英
、

美等新殖

民主义者的渗透提供了可乘之机
。

有的同志把这种结果作为否定这场独立运动的资产阶级革命性质的主要理由 , 有的学者

虽然认为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
,

但也说其反殖
、

反封建两方面的任务
“

都远没有完成
” 。

因

此
,

怎样认识它的结果
,

也是关系到评价这场独立运动性质的重要间题之一
。

西属拉美独立运动没有根本触动封建大地产制度
,

甚至独立后这种制度在许多国家的某

些方面还有所发展和加强
,

这是历史事实
。

但是
,

不能据此就认为这场革命远没有完成反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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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的任务
。

本文前面已经提到的对西斑牙
.

、

对欧洲的反封建历史作用不说
,

就从拉美本身的

经济方面来看
,

这些独立国家用暴力手段剥夺了原有的西班牙王室
、

贵族
、

僧侣
、

官僚在拉

关的封建地产和经济特权
,

解除了殖民统治时期的各种禁令和限制
,

废止了各种强制性的规

章制度
,

取消了各种贸易垄断权
,

从而使商业资本摆脱 了各种专横束缚
,

加速进入了世界市

场L
·

在农村也有一部分大庄园的生产经营方式不同于革命前的封建生产方式
,

而逐渐向资

本主义方式的大农场过渡
。

原有的封建性的奴隶制度被库殊
,

农民也部分地摆脱了封建性的

摇役
。

这种经济上对原有封建殖民土地制度和商业垄断权的有效冲击
,

岂不是为资本主义在

拉丁美洲的发展扫除了巨大障碍
、

创造了一定的有利条件吗 ? 我认为
,

说这次革命远没有完

成反封建的任务欠妥
,

只能说它完成
·

得不彻底
。

这恰好是这场资产阶级民族革命的重要特点

之一
。

正因为它是资产阶级民族革命
,

是以推翻外来的封建殖民统治者为主要敌人
、

以建立

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民族独立国家为主要 目的
,

所以
,

我们就不能因它的反封建任务完成得

不彻底 (或很不彻底 )就否定它的资产阶级性质
。

何况
“

资产阶级革命的客观历史任务
” , “

不是

一次革命
,

一个革命
`

浪潮
’

所能完成的
,

而是资产阶级社会变革的整个时代
” , “

是资产阶级

革命的整个周期
。 ”

L

从反对殖民主义的任务来看
,

这场革命用武装斗争推翻
一

了西班牙分的年来根深蒂固 的 殖

民政权
,

永远结束了原有的封建殖民制度
,

这些新兴独立国家的人民迫使
`

西班牙没有也不敢

卷土重来
。

这岂不是完成反殖任务的辉煌成果吗? 至于独立后
,

英
、

美等新殖民主义者乘机

渗透
、

控制
、

入侵拉丁美洲地区
,

那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拉美各国面临的新的敌人
,

是摆在

拉美人民画前的新的革命任务
。

前一时期的任务是
“

驱虎
” ,

后一时期的任务是
“

打狼
” ,

尽管
“

后门进狼
”

与
“

前门驱虎
”

有一定的历史联系
,

但是也不好因为后一时期要
“

打狼
”

而否定前一

时期
“

驱虎
”

任务的完成
。

就资产阶级民族革命而言
,

这场独立战争与 19 世纪尼德兰反西独立战争和 ]
.

8世纪北美独

立战争相比
,

本质上是相同的
,

都属于资产阶级革命范畴
,

都取得了胜利
,

对世界历史的进

程都产生了重大的
、

全局性的积极影响
。

但是
,

·

由于本身历史和时代条件不尽相同
,

从某种

意义上说
,

前者没有尼
、

美革命彻底
,

这一特点就造成了独立后的拉丁美洲社会
,

没有象荷

兰
、

美国那样迅速走上独文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
,

致使反封
、

反殖
、

反帝的斗争在这一地区

尚要经巧一个漫长的历程
。

世界历史本身就是复杂
、

曲折
、

多样的
,

这种现象正生动地表明
:

广阔无垠的世界在奔腾向前的总的历史长河中
,

总是向人们显现出五步十色
、

.

百川归海的壮
丽奇观 1 史学工作者只能在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指导下

,

历史地
、

具体地
、

深入地研究各

地区
、

各民族
、

各国的历史实际
,

力求客观地评判众多历史事件的性质及特点
,

而不能用一

种固定的模式去套量
,

更不能以某一国历史事件的性质为标准来评判其他
。

我们在认识坤世

纪初西属拉丁美洲独立运动的性质和特点时
,

自然也应遵循这一条原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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