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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著主义在秘鲁的兴起与演变

王　 迪

内容提要: 硝石战争结束后ꎬ 秘鲁社会冲突加剧、 激进政治运

动发酵以及新实证主义开始传播ꎬ 促使开明的知识分子率先提出恢

复土著人传统文化、 维护土著人权益的土著主义ꎮ 为了缓和社会矛

盾、 重塑国家权威ꎬ 秘鲁执政者将解决内陆山区土著居民的贫困与

落后问题纳入战后重建的政治考量ꎮ 随着时代的变迁ꎬ 土著主义不

断被赋予新的内涵ꎮ 知识分子对土著人生存困境的剖析经历了由浅

入深的过程ꎬ 探索的解决方案也从最初的社会文化范畴延伸至政治

经济领域ꎬ 为统治阶层调整对土著人政策提供了推力ꎮ 尽管秘鲁政

府打着土著主义的旗帜先后推出了教育改革、 重新分配土地和将克

丘亚语确立为官方语言的政策措施ꎬ 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满足土著人

的诉求ꎬ 而是基于政治需要将其诉求刻意地放大或忽视ꎮ 梳理土著

主义在秘鲁的历史流变ꎬ 不仅有助于认识被主流历史叙事忽略的边

缘化族群ꎬ 也有利于从国家的视角出发ꎬ 重新审视为民族建构话语

所掩盖的种族主义问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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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著主义在秘鲁的兴起与演变　

　 　 “土著主义” (Ｉｎｄｉｇｅｎｉｓｍｏ) 既是关注美洲土著人历史传统的社会文化概

念ꎬ 也是探讨美洲国家历史进程中经常使用的一个政治概念ꎮ 就秘鲁而言ꎬ
以曼努埃尔冈萨雷斯普拉达 (Ｍａｎｕｅｌ Ｇｏｎｚáｌｅｓ Ｐｒａｄａ) 为代表的新实证主

义者率先反思在与智利争夺硝石产区的过程中ꎬ 国家战败并走向崩溃的原因ꎬ
进而提出改变土著人边缘化地位、 维护土著人权益的土著主义ꎮ①

从官方视角来看ꎬ 执政者基于缓和社会矛盾、 恢复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

和重塑政府权威、 实现民族整合的长远考虑ꎬ 开始有意识地关注在思想界日

渐活跃的土著主义思潮ꎬ 将解决内陆山区土著人的贫困与落后问题纳入政治

考量ꎮ 由于受到新实证主义思想的影响ꎬ 该时期的知识分子坚信教育的不平

等导致了政治、 经济和社会领域的不公正ꎬ 发展面向土著人的大众教育既可

以在物质层面上使其获得维持生活的实践能力ꎬ 又能从精神层面上培养其对

国家的认同感和归属意识ꎮ 这种注入新实证主义养分的土著主义以国立圣马

斯科大学社会学系为平台ꎬ 向执政者发出政策建议的声音ꎬ 直接推动了文官

主义政府的教育改革ꎮ 此后ꎬ 以马里亚特吉和阿亚德拉托雷为代表的土著

主义者从政治经济角度剖析土著人问题ꎬ 主张消灭代表封建残余的大庄园制

度ꎬ 将土地分配给土著农民ꎬ 恢复具有共产主义性质的土著村社ꎮ 由此ꎬ 土

著主义的内涵从社会文化范畴延伸至政治经济领域ꎬ 这种历史流变为秘鲁政

府调整土著人政策提供了推力ꎮ
土著主义作为维护土著人生存和发展权益的思想、 政治运动ꎬ 在国外史

学界不无关注ꎮ 然而由于它涉及政治、 经济和社会等多个领域ꎬ 相关研究关

注视角也不尽一致ꎮ 美国学者侧重于探究官方话语下的土著主义以及土著主义

与民族国家建构之间的关系ꎮ 例如ꎬ 托马斯Ｍ 戴维斯 (Ｔｈｏｍａｓ Ｍ Ｄａｖｉ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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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从西班牙殖民者 “征服” 印加帝国开始ꎬ 土著人就发起过维护自身独立发展道路、 反对殖民

统治的革命运动ꎮ １７８０—１７８２ 年的图帕克阿马鲁 (Ｔúｐａｃ Ａｍａｒｕ) 起义由被认为具有印加王室血统

的酋长领导ꎬ 他猛烈抨击殖民统治秩序ꎬ 主张重返印加时代ꎮ 实际上ꎬ 此次起义具有捍卫印加文化传

统、 维护土著人权益的性质ꎮ 但该运动被西班牙统治者残暴镇压ꎬ 土著共同体因丧失种族权威而走向

持久的衰落ꎬ 相关的反抗运动归于沉寂ꎬ 因此ꎬ 我们无法将其视为土著主义在秘鲁的起点ꎮ 与之形成

对比的是ꎬ 曼努埃尔冈萨雷斯普拉达虽然没有组织过土著人起义ꎬ 但是他以写作和在公众场合演

讲的方式抨击执政者对土著人的剥削ꎬ 进而提出改变土著人边缘化状况的政策主张ꎮ 此外ꎬ 在普拉达

的影响下ꎬ 以揭露安第斯地区土著人受到的奴役和虐待为主要题材的文学作品开始涌现ꎬ «无巢的鸟»
成为美洲地区土著主义文学的先锋之作ꎮ 参见 Ｔｈｏｍａｓ Ｍ Ｄａｖｉｅｓꎬ “Ｉｎｄｉａ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Ｐｅｒｕꎬ １８２０ －
１９４８: Ａｎ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ꎬ ｉｎ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ｓꎬ Ｖｏｌ ３０ꎬ Ｎｏ ２ꎬ １９７３ꎬ ｐｐ １８９ －１９１ꎻ Ｊｏｒｇｅ Ｃｏｒｏｎａｄｏꎬ Ｔｈｅ Ａｎｄｅｓ
Ｉｍａｇｉｎｅｄ: Ｉｎｄｉｇｅｎｉｓｍｏꎬ Ｓｏｃｉｅｔｙꎬ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ꎬ Ｐｉｔｔｓｂｕｒｇｈ: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Ｐｉｔｔｓｂｕｒｇｈ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９ꎻ Ｅｎｇｅｎｉｏ
Ｃｈａｎｇ－Ｒｏｄｒíｇｕｅｚꎬ Ｌａ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ａ Ｐｏｌíｔｉｃａ ｄｅ Ｇｏｎｚáｌｅｓ Ｐｒａｄａꎬ Ｍａｒｉáｔｅｇｕｉ ｙ Ｈａｙａ ｄｅ ｌａ Ｔｏｒｒｅꎬ Ｍéｘｉｃｏ:
Ｅｄｉｃｉｏｎｅｓ ｄｅ Ａｎｄｒｅａꎬ １９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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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考察秘鲁不同时期对土著人的政策为出发点ꎬ 认为知识分子和政府官员虽

然都认识到将土著人纳入到国家主流社会生活的重要性ꎬ 但并没有从根本上

改变该族群的孤立状态ꎮ① 玛丽亚埃莱娜加西亚 (Ｍａｒíａ Ｅｌｅｎａ Ｇａｒｃíａ) 从

多元文化发展的角度论及秘鲁的土著人ꎬ 探讨了官方的教育政策在塑造土著

公民方面的作用ꎮ② 豪尔赫科罗纳多 ( Ｊｏｒｇｅ Ｃｏｒｏｎａｄｏ) 从现代性的角度溯

及土著主义ꎬ 他将官方发展土著传统文化的过程视为建构 “想象中的安第斯

社会” 并试图抵消殖民统治时期的负面影响的重要尝试ꎮ③ 秘鲁学者马里索

尔德拉卡德纳 (Ｍａｒｉｓｏｌ ｄｅ ｌａ Ｃａｄｅｎａ) 则从历史学和人种学角度入手ꎬ 认为

“文化” 和 “阶级” 的话语虽然取代了 “种族” 的话语ꎬ 但隐晦的、 具有种

族主义色彩的文化霸权依旧笼罩着库斯科ꎮ④

上述研究为关注秘鲁的土著主义提供了诸多线索与思路ꎬ 但仍缺乏就该主题

系统深入的探讨ꎮ 笔者认为ꎬ 秘鲁以恢复土著传统文化、 维护土著人权益为取向

的土著主义绝不仅仅是一场由知识分子发起的简单的保护原住民的思想、 政治运

动ꎬ 也不只是政府试图建构民族国家的认同表达ꎬ 而是有其深刻的政治和经济背

景ꎬ 是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ꎮ 它与内嵌于秘鲁社会的种族、 传统和文化的二

元分裂结构有着密切关系ꎬ 是为应对随着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尖锐化

的种族冲突的求解ꎬ 安抚、 消解由于克里奥尔人和梅斯蒂索人长期把持国家政治

经济权力对土著人带来的痛苦ꎮ 与此同时ꎬ 我们需要特别关注的是ꎬ 土著主义对

秘鲁政府制定土著人政策以及构建对历史传统的科学认知产生了重大影响ꎮ 拙文拟

从以上视角ꎬ 尝试对土著主义在秘鲁的兴起、 演变及其历史影响进行审视和探讨ꎮ

一　 硝石战争与土著主义的兴起

任何一种思想、 政治运动都有其内在的经济和社会根源ꎮ 就秘鲁的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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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著主义在秘鲁的兴起与演变　

主义而言ꎬ 在硝石战争中ꎬ 土著人与克里奥尔人、 梅斯蒂索人之间暴露出来

的种族矛盾则是其主要根源ꎮ 战争使长期垄断政权的克里奥尔人和梅斯蒂索

人陷入统治危机ꎬ 他们在强制征召土著人参加战争的同时ꎬ 继续实施剥削和

奴役土著人的封建大庄园制度ꎬ 引起底层社会的强烈不满ꎮ 战争的失败将秘

鲁推向崩溃的边缘ꎬ 土著人发动的反对政府强制征税的起义、 开明知识分子

对国家问题的反思和执政者恢复统治秩序的需要共同推动了土著主义的兴起ꎮ
实际上ꎬ 早在 １９ 世纪 ７０ 年代ꎬ 曼努埃尔帕尔多 (Ｍａｎｕｅｌ Ｐａｒｄｏ) 总统

就注意到了土著人边缘化的问题ꎬ 提出通过教育的方式整合土著人ꎮ 然而ꎬ
地方土地所有者和政府官员担心来自欧美的自由主义思想会威胁到他们的统

治权威而提出强烈反对ꎻ 天主教会声称ꎬ 建立土著人与 “腐败的” 城市社会

的联系将威胁土著人的 “纯洁性”ꎬ 对该计划同样不予支持ꎮ① 面对多重阻

力ꎬ 帕尔多提出的发展土著教育的计划没有付诸实施ꎬ 但是其态度表明一些

重要的文官政治家开始关注土著人并试图采取扶持措施ꎮ②

１８７９ 年ꎬ 秘鲁、 玻利维亚与智利之间爆发硝石战争ꎬ 智利因获得英国的

支持而实力大增ꎬ 秘鲁与玻利维亚则因军备落后、 准备不足、 组织不力等原

因惨败ꎮ③ 对秘鲁而言ꎬ 硝石战争如同一场国家的灾难ꎬ 被掩盖的种族冲突愈

加凸显ꎬ 引发了人们对于一味维护克里奥尔人和梅斯蒂索人的政治经济利益

而罔顾土著人社会经济状况的发展模式的深刻反思ꎮ
战争初期ꎬ 面对智利的强势进攻ꎬ 秘鲁将领安德烈斯  卡塞雷斯

(Ａｎｄｒéｓ Ｃáｃｅｒｅｓ) 率部队撤退至安第斯山区ꎬ 动员受到入侵者劫掠的广大土

著农民发起持久的抵抗运动ꎮ 卡塞雷斯利用其能够讲克丘亚语的优势ꎬ 打着

民族主义的旗帜ꎬ 号召土著人保护自己的土地、 赶走侵略者ꎬ 迅速建立了由

约 ５０００ 名农民组成的游击队伍ꎮ １８８２ 年 ７ 月ꎬ 在曼塔罗峡谷ꎬ 游击队发起猛

烈的进攻ꎬ 重挫智利军队ꎬ 有效地牵制了敌方的军事行动ꎮ④ 此后ꎬ 越来越多

的土著农民参与到武装斗争中ꎬ 他们将自己视为 “爱国者”ꎬ 抨击向智利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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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ｅｒａｃｌｉｏ Ｂｏｎｉｌｌａꎬ Ｕｎ Ｓｉｇｌｏ ａ ｌａ Ｄｅｒｉｖａ: Ｅｎｓａｙｏｓ ｓｏｂｒｅ ｅｌ Ｐｅｒúꎬ Ｂｏｌｉｖｉａ ｙ ｌａ Ｇｕｅｒｒａꎬ Ｌｉｍａ: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ｏ
ｄｅ Ｅｓｔｕｄｉｏｓ Ｐｅｒｕａｎｏｓꎬ １９８０ꎬ ｐｐ １５３－１７５

Ｐｅｔｅｒ Ｆ Ｋｌａｒéｎꎬ Ｎａｃｉóｎ ｙ Ｓｏｃｉｅｄａｄ ｅｎ ｌａ Ｈｉｓｔｏｒｉａ ｄｅｌ Ｐｅｒúꎬ Ｌｉｍａ: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ｏ ｄｅ Ｅｓｔｕｄｉｏｓ Ｐｅｒｕａｎｏｓꎬ
２００４ꎬ ｐｐ ２４０－２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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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降的文官政府ꎮ 土著人在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使上层社会感受到威胁ꎬ 卡

塞雷斯在同利马的政治精英达成秘密协议后ꎬ 也一改与土著人结盟的立场ꎬ
将矛头对准了曾给予其极大支持的盟友ꎮ 在官方的策划下ꎬ 土著人在游击战

中抵抗智利军队的贡献被刻意抹杀ꎮ①

战争结束后ꎬ 土著人的社会经济条件进一步恶化ꎮ １８８５ 年年初ꎬ 秘鲁北部

安卡什区的行政长官弗朗西斯科诺列加 (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 Ｎｏｒｉｅｇａ) 宣布对土著农民

征收两索尔的人头税ꎬ 使本已经受到战乱冲击的土著人不堪重负ꎮ 该地区的土

著领袖佩德罗巴勃罗阿图斯帕里亚 (Ｐｅｄｒｏ Ｐａｂｌｏ Ａｔｕｓｐａｒｉａ) 率领其他 ２４ 名

土著人代表向诺列加提出减少人头税额并延期缴纳的申请ꎬ 但却遭到拒绝ꎬ 他

们还被指控搅乱社会秩序ꎬ 受到辱骂和严刑拷打ꎮ 几天后ꎬ 大量土著人在安卡

什区首府瓦拉斯 (Ｈｕａｒａｚ) 集会ꎬ 要求释放佩德罗及其他土著人代表ꎬ 地方政

府通过枪击予以回应ꎮ 土著人与克里奥尔统治者之间的矛盾不断升级ꎮ ４０００ ~
５０００ 名土著人开始攻打瓦拉斯ꎬ 他们夺取了该城市并释放了被监禁的土著领

袖ꎮ② 虽然这场地方起义最终被调遣自利马的军队以血腥暴力的方式平息ꎬ 但

却反映出内嵌于秘鲁社会结构之中的种族矛盾已经发展到了尖锐化的程度ꎮ
大量土著人参与武装暴动的一个直接后果是许多知识分子开始注意到土

著人问题ꎮ 他们批判秘鲁历史上对土著人持续的剥削ꎬ 相信如果不处理好土

著人问题ꎬ 国家将永远受到暴动的威胁ꎮ 一些激进分子甚至认为ꎬ 官方对土

著人的忽视导致了战争的失败ꎬ 如果土著人能够被吸收到主流社会并建立起

共同的民族认同ꎬ 就可以增强军队的战斗力ꎬ 进而扭转战局ꎮ③

—８０１—

①

②

③

Ｂｒｏｏｋｅ Ｌａｒｓｏｎꎬ Ｔｒｉａｌｓ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 Ｍａｋｉｎｇ: 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ꎬ Ｒａｃｅꎬ ａｎｄ 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Ａｎｄｅｓꎬ １８１０ －
１９１０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４ꎬ ｐｐ １７８ － １８７

相关著作参见Ｗｉｌｌｉａｍ Ｗ Ｓｔｅｉｎꎬ Ｅｌ Ｌｅｖａｎｔａｍｉｅｎｔｏ ｄｅ Ａｔｕｓｐａｒｉａ: Ｅｌ Ｍｏｖｉｍｉｅｎｔｏ Ｐｏｐｕｌａｒ Ａｎｃａｓｈｉｎｏ ｄｅ
１８８５ꎬ Ｌｉｍａ: Ｍｏｓｃａ Ａｚｕｌ Ｅｄｉｔｏｒｅｓꎬ １９８８ꎻ Ｍａｒｋ Ｔｈｕｒｎｅｒꎬ Ｆｒｏｍ Ｔｗｏ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ｓ ｔｏ Ｏｎｅ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Ｐｏｓｔ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Ｎａｔ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 ｉｎ Ａｎｄｅａｎ Ｐｅｒｕ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Ｄｕｋ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Ｂｏｏｋｓꎬ １９９７ꎻ Ｐａｔｒｉｃｋ Ｈｕｓｓｏｎꎬ
Ｄｅ ｌａ Ｇｕｅｒｒａ ａ ｌａ Ｒｅｂｅｌｉóｎ (Ｈｕａｎｔａꎬ Ｓｉｇｌｏ ＸＩＸ)ꎬ Ｌｉｍａ: Ｃｅｎｔｒｏ ｄｅ Ｅｓｔｕｄｉｏｓ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ｅｓ Ａｎｄｉｎｏｓ Ｂａｒｔｏｌｏｍé ｄｅ
Ｌａｓ Ｃａｓａｓꎬ １９９２ꎻ Ｊｅｆｆｒｅｙ Ｌ Ｋｌａｉｂｅｒꎬ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Ｐｅｒｕꎬ １８２４－１９７６ꎬ Ｎｏｔｒｅ Ｄａｍ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Ｎｏｔｒｅ Ｄａｍｅ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７７ꎻ Ｆéｌｉｘ Ａｌｖａｒｅｚ－Ｂｒｕｎꎬ Ａｎｃａｓｈ: Ｕｎａ Ｈｉｓｔｏｒｉａ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Ｐｅｒｕａｎａꎬ Ｌｉｍａ: Ｅｄｉｃｉｏｎｅｓ
Ｐ Ｌ Ｖ ꎬ １９７０ꎻ Ｊｏｒｇｅ Ｂａｓａｄｒｅꎬ Ｌａ Ｍｕｌｔｉｔｕｄꎬ ｌａ Ｃｉｕｄａｄꎬ ｙ ｅｌ Ｃａｍｐｏ ｅｎ ｌａ Ｈｉｓｔｏｒｉａ ｄｅｌ Ｐｅｒúꎬ Ｌｉｍａ:
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 Ｈｕａｓｃａｒáｎꎬ １９４７ꎻ Ｆｒａｎçｏｉｓ Ｂｏｕｒｒｉｃａｕｄꎬ Ｐｏｄｅｒ ｙ Ｓｏｃｉｅｄａｄ ｅｎ ｅｌ Ｐｅｒú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áｎｅｏꎬ Ｂｕｅｎｏｓ Ａｉｒｅｓ:
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 ＳＵＲꎬ １９６７. 相关论文参见 Ｍａｒｋ Ｔｈｕｒｎｅｒꎬ “Ａｔｕｓｐａｒｉａ ａｎｄ Ｃáｃｅｒｅｓ: Ｒｅｒｅａｄｉｎｇ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Ｐｅｒｕ’ｓ Ｌａｔｅ Ｎｉｎｅｔｅｅｎ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ｂｌｅｍ’”ꎬ ｉｎ Ｔｈｅ Ｈｉｓｐａｎｉｃ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ꎬ Ｖｏｌ ７７ꎬ
Ｎｏ ３ꎬ １９９７ꎬ ｐｐ ４０９－４４１ꎻ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Ｗ Ｓｔｅｉｎꎬ “Ｎｅｘｔ ｔｏ Ｎｏｔｈｉｎｇ: Ｍｏｒｅ ｏｎ Ｐｅｄｒｏ Ｐａｂｌｏ Ａｔｕｓｐａｒｉａ”ꎬ ｉｎ Ｔｈｅ
Ｈｉｓｐａｎｉｃ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ꎬ Ｖｏｌ ７８ꎬ Ｎｏ ２ꎬ １９９８ꎬ ｐｐ ３０７－３１５ꎻ Ｐｅｔｅｒ Ｂｌａｎｃｈａｒｄꎬ “Ｉｎｄｉａｎ Ｕｎｒｅｓｔ ｉｎ
ｔｈｅ Ｐｅｒｕｖｉａｎ Ｓｉｅｒｒａ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ｔｅ Ｎｉｎｅｔｅｅｎ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ꎬ ｉｎ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ｓꎬ Ｖｏｌ ３８ꎬ Ｎｏ ４ꎬ １９８２ꎬ ｐｐ ４４９－４６２ꎮ

Ｆｒｅｄｒｉｃｋ Ｂ Ｐｉｋｅꎬ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Ｐｅｒｕ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Ｗｅｉｄｅｎｆｅｌｄ ＆ Ｎｉｃｏｌｓｏｎꎬ １９６７ꎬ ｐｐ １５９－１６０



土著主义在秘鲁的兴起与演变　

１９ 世纪末期ꎬ 以加强国家干预、 反对压迫土著人为核心的新实证主义开

始在思想界占据主导地位ꎮ 国立圣马科斯大学社会学系的卡洛斯利松

(Ｃａｒｌｏｓ Ｌｉｓｓóｎ) 提出ꎬ 懒惰、 迟钝和酗酒等所谓的土著人特征并不是由种族

“劣根性” 造成的ꎬ 而是由于其生活在狭窄空间所产生的消极影响ꎻ 土著人始

终保持着在土地上勤勉工作的精神ꎬ 应该团结土著人以推动国家的发

展ꎮ① 法学家马里亚诺Ｈ 科尔内霍 (Ｍａｒｉａｎｏ Ｈ Ｃｏｒｎｅｊｏ) 同样对种族决定

论进行猛烈的批判ꎬ 认为教育的不平等导致政治、 经济和社会权利的不平等ꎬ
政府应该对教育进行系统的干预ꎬ 实施面向土著人、 不具有性别歧视的普遍

义务教育ꎬ 培养土著人的实践技能ꎬ 从而使其过上 “能够维护权利和尊严的

生活”②ꎮ
作为重要的新实证主义者ꎬ 曼努埃尔冈萨雷斯普拉达通过写作和公

开演讲的方式为土著人发声ꎮ 普拉达出生在富有的西班牙移民家庭ꎬ 曾参加

硝石战争并因战败被俘ꎬ 智利军队结束对利马的占领后将其释放ꎮ 普拉达在

战斗中见证了穷苦土著人的英勇牺牲精神ꎬ 批判国家长久以来对土著人的榨

取性政策ꎬ 决定将捍卫土著人权益作为其奋斗的事业ꎮ③

１８８８ 年ꎬ 普拉达在演讲中提出ꎬ 统治阶层的分裂和国家对土著人的忽视

导致了硝石战争的失败ꎮ 他认为ꎬ 在战争面前ꎬ 秘鲁并没有形成统一的领导

力量ꎬ “利马的统治集团由治理者、 密谋者和冷漠者三种人组成ꎬ 士兵集结在

不同的政治团体下ꎬ 没有将智利作为共同的敌人ꎬ 因此ꎬ 秘鲁不可能取胜ꎮ”④

他还强调ꎬ 沿海地区的克里奥尔人不能代表整个国家ꎬ 只有居住在安第斯山

区、 从殖民时期就受到忽视和奴役的广大土著人才能代表真正的秘鲁ꎻ 地方

法官、 行政官员和教士相互勾结ꎬ 形成既得利益集团ꎬ 严重阻碍了土著人的

发展ꎮ 为了改变土著人的边缘化处境ꎬ 普拉达呼吁实施有效的教育政策ꎬ 相

信只有使土著人走出隔绝状态、 真正融入社会ꎬ 才能使秘鲁以 “骄傲的胜利

者” 的身份重新回到世界舞台ꎮ⑤

普拉达以面向民众进行激昂演讲的方式获得关注ꎬ 文学界也开始将视角

—９０１—

①
②

③

④

Ｃａｒｌｏｓ Ｌｉｓｓóｎꎬ Ｂｒｅｖｅｓ Ａｐｕｎｔｅｓ ｓｏｂｒｅ ｌａ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íａ ｄｅｌ Ｐｅｒú ｅｎ １８８６ꎬ Ｌｉｍａ: Ｂ Ｇｉｌꎬ １８８７ꎬ ｐ ４５
Ｌ Ｌ Ｂｅｒｎａｒｄꎬ “Ｌａ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íａ Ｓｉｓｔｅｍáｔｉｃａ ｄｅ Ｍａｒｉａｎｏ Ｈ Ｃｏｒｎｅｊｏ ”ꎬ ｅｎ Ｒｅｖｉｓｔａ Ｍｅｘｉｃａｎａ ｄｅ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íａꎬ Ｖｏｌ ４ꎬ Ｎｏ ２ꎬ １９４２ꎬ ｐｐ ７－３４
Ｌｕｉｓ Ａｌｂｅｒｔｏ Ｓáｎｃｈｅｚꎬ Ｄｏｎ Ｍａｎｕｅｌ: Ｂｉｏｇｒａｆíａ ｄｅ Ｍａｎｕｅｌ Ｇｏｎｚáｌｅｚ －Ｐｒａｄａꎬ Ｐｒｅｃｕｒｓｏｒ ｄｅ ｌａ Ｒｅｖｏｌｕｃｉóｎ

Ｐｅｒｕａｎａꎬ Ｓａｎｔｉａｇｏ: Ｅｄｉｃｉｏｎｅｓ Ｅｒｃｉｌｌａꎬ １９３７
⑤　 Ｍａｎｕｅｌ Ｇｏｎｚáｌｅｚ Ｐｒａｄａꎬ Ｐáｇｉｎａｓ Ｌｉｂｒｅｓꎬ Ｌｉｍａ: Ｆｏｎｄｏ ｄ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 Ｐｏｐｕｌａｒꎬ １９６６ꎬ ｐｐ ４４ － ４６ꎬ

ｐｐ ４６ － 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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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土著人ꎬ 以安第斯地区的土著农民为主要题材的土著文学悄然兴起ꎮ
１８８３ 年 １０ 月ꎬ 智利军队撤出首都利马ꎬ 该城市随即展开大量的政治文化活

动ꎬ 抨击内陆省份经济发展严重滞后、 地方寡头垄断政治权力、 土著人长期

受到压迫等问题ꎮ① １９ 世纪末期ꎬ 现实主义作家梅塞德斯卡韦略德卡沃

内拉 (Ｍｅｒｃｅｄｅｓ Ｃａｂｅｌｌｏ Ｌｌｏｓａ ｄｅ Ｃａｒｂｏｎｅｒａ) 开始关注土著女性群体ꎬ 指责教

育的不平等、 父权制的长期压制和地方教会的腐朽堕落束缚了安第斯女性的

自由发展ꎬ 对占据统治地位的男性话语霸权进行激烈的批判ꎮ② 克洛林达马

托德图内尔 (Ｃｌｏｒｉｎｄａ Ｍａｔｔｏ ｄｅ Ｔｕｒｎｅｒ) 的代表作 «无巢的鸟» 以浪漫现实主

义手法描绘了土著人遭受奴役的悲惨生存状态ꎬ 表达了政府和社会各阶层应帮

助土著人融入社会的强烈愿望ꎬ 开创了土著主义文学在美洲之先河ꎮ③

１９ 世纪末期土著主义兴起的另一重要原因是ꎬ 文官主义政府出于恢复经济发

展的现实需要和重塑政府权威、 实现民族整合的长远考虑ꎬ 开始有意识地关注并

利用在思想界日渐活跃的土著主义ꎬ 将解决土著人贫困与落后的问题纳入政治考量ꎮ
面对战争的破坏性影响ꎬ 恢复经济秩序是当时的执政者亟须解决的问题ꎮ

根据统计ꎬ １８８３ 年秘鲁的进口降至 １８４０ 年的水平ꎬ 以蔗糖、 棉花、 白银为主

的出口降至战前的 １ / ４ꎬ 硝石和鸟粪的出口几乎全部丧失ꎮ 金融系统也受到严

重的破坏: ２０ 家主要银行经过战争的洗劫后所剩无几ꎬ 政府为向债权人支付

借款ꎬ 不得不实行货币贬值ꎬ 白银在该时期大量流失ꎮ④ 原有的社会阶层同样

受到巨大冲击ꎬ 大资产所有者群体几乎被全部摧毁ꎬ 中产阶层人数从 ２ 万多

人降至 ２０００ 余人ꎬ 流浪者人数接近 ５０ 万ꎬ 整个国家陷入赤贫化ꎮ⑤

政治冲突和种族矛盾是统治者不得不面对的又一重要问题ꎮ 战争末期ꎬ
秘鲁军队关于如何结束战争产生严重的分歧ꎬ 以米格尔伊格莱西亚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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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ｉｇｕｅｌ Ｉｇｌｅｓｉａｓ) 为核心的主和派与智利军队积极接触ꎬ 推动停战协定 «安孔

条约» 的签订ꎬ 以安德烈斯卡塞雷斯将军为核心的抵抗派主张深入安第斯

山区ꎬ 动员广大土著人ꎬ 展开与智利军队长期对峙的游击战争ꎮ① 伊格莱西亚

斯与卡塞雷斯之间的分歧没有因战争的结束而终止ꎬ 二者围绕政治权力再次

展开激烈争夺ꎬ 国家随之走向分裂ꎮ 被武装动员参加游击战争的土著人ꎬ 开

始利用战乱反对长期剥削他们的白人大庄园主和梅斯蒂索监工ꎬ 通过集体占

有土地的方式要求获得 “战利品”ꎮ②

上述因硝石战争而引发的政治经济危机与种族冲突ꎬ 促使 １９ 世纪末期执

掌政权的文官主义政治家反思并认识到因长期剥削土著人而导致秘鲁出现的

畸形发展模式ꎮ 统治阶层有意识地吸收在思想界兴起的土著主义ꎬ 推出整合

土著人的 “文官主义计划”ꎮ 作为该计划的核心ꎬ 教育被视为使土著人融入社

会、 建立民族认同的重要方式ꎮ 为了发展土著教育ꎬ 大批的教师和官员被派

往农村地区ꎬ 他们在土著村社开设班级ꎬ 教授读写和基本的算术知识ꎬ 更重

要的是ꎬ 帮助土著人学习西班牙语ꎬ 打破其融入主流社会的语言障碍ꎮ 除此

之外ꎬ 文官主义政府逐步建立了安第斯地区的医疗卫生系统ꎬ 试图改善土著

人的卫生条件ꎬ 普及健康的生活方式ꎮ③

毋庸置疑ꎬ １９ 世纪末期的 “文官主义计划” 是统治阶层借助土著主义ꎬ
以教育和医疗卫生为切入点ꎬ 探索改变土著人边缘化地位的重要尝试ꎮ 但值得

注意的是ꎬ 执政党尚未将土著人的生存困境作为要着力解决的政治议题ꎬ 推出

的 “文官主义计划” 也因为政权的更迭而失去连续性ꎮ 因此ꎬ 该计划对土著人

产生的影响十分有限ꎬ 这为 ２０ 世纪上半叶土著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空间ꎮ

二　 政治运动与土著主义的话语转变

２０ 世纪初ꎬ 秘鲁经济现代化加速发展ꎬ 国内外垄断资本为开发自然资源

而深入内陆地区ꎬ 对土著人的居住环境造成严重威胁ꎮ 与此同时ꎬ 种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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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利马克里奥尔精英阶层中再次抬头ꎬ 他们漠视土著人的诉求ꎬ 为地方精英

垄断土著人事务提供可乘之机ꎮ 面对国家快速转型过程中产生的土著人问题ꎬ
一方面ꎬ 以佩德罗苏伦 (Ｐｅｄｒｏ Ｚｕｌｅｎ)、 多拉马耶尔 (Ｄｏｒａ Ｍａｙｅｒ) 和华

金卡佩洛 (Ｊｏａｑｕｉｎ Ｃａｐｅｌｏ) 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创建 “维护土著居民协会”ꎬ
对土著人的生存困境展开全方位的实地调查ꎻ 另一方面ꎬ 以何塞卡洛斯
马里亚特吉 ( Ｊｏｓé Ｃａｒｌｏｓ Ｍａｒｉáｔｅｇｕｉ) 和阿亚德拉托雷 (Ｈａｙａ ｄｅ ｌａ Ｔｏｒｒｅ)
为代表的土著主义者从政治经济视角剖析土著人问题ꎬ 促使土著主义从作家

笔下的文学话语转变为大众所熟知的政治话语ꎮ
１８９５—１９１９ 年是秘鲁历史上的 “贵族共和国” 时期ꎬ 文官主义精英在沿

海地区的商人、 银行家和内陆省份的大土地所有者的共同支持下ꎬ 实行初级

产品出口的现代化发展战略ꎮ① 有利的国际市场和开放的国内政策推动秘鲁经

济快速增长ꎬ １９０５—１９１５ 年期间贸易增长率达 ４７５％ ꎬ １９０７ 年出口总额首次

超过进口ꎮ 这一时期的经济学家们相信ꎬ 只要保持有利的贸易平衡ꎬ 就可以

维持国家的繁荣ꎮ②

伴随着经济现代化ꎬ 权力和财富开始集中到少数与出口贸易紧密联系的寡头

集团手中ꎬ 他们漠视土著人要求维护生存和发展权益的呼声ꎬ 奉行针对土著人的

种族主义ꎬ 认为只有 “梅斯蒂索化” 才是拯救土著人的出路ꎮ③ １９ 世纪末期ꎬ 橡

胶在国际市场上炙手可热ꎬ 大批外国资本迅即涌向秘鲁的亚马孙雨林地带ꎬ 土著

人被迫从事高强度作业ꎬ 意外事故频发ꎮ④ 由于发展经济是执政者的首要考虑因

素ꎬ 对与土著人有关的抗议置之不理ꎬ 地方精英借机垄断土著人事务ꎬ 侵占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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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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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贵族共和国” 一词首次出现在秘鲁历史学家豪尔赫巴萨德雷格罗曼 ( Ｊｏｒｇｅ Ｂａｓａｄｒｅ
Ｇｒｏｈｍａｎｎ) 的 «秘鲁共和国史» 第 １１ 卷ꎬ 指 １８９５—１９１９ 年间ꎬ 位于利马的寡头集团在经济上奉行依赖

外资的初级产品出口政策、 在政治上通过操纵选举以维护政权的特殊历史时期ꎮ 参见 Ｊｏｒｇｅ Ｂａｓａｄ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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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斯蒂索化ꎬ 一般指不同种族和文化族群之间通过 “通婚” 而实现的一种混合ꎮ 就秘鲁而

言ꎬ １９ 世纪末 ２０ 世纪初ꎬ 少数持种族主义观点的精英分子主张土著人与白人通婚ꎬ 从而消减土著人

的种族 “劣根性”、 推动国家的发展ꎮ 此外ꎬ “梅斯蒂索化” 还被赋予关于民族认同的内涵ꎬ 人们认为

梅斯蒂索人比土著人更容易被同化和吸收ꎬ 是建构民族国家的重要路径ꎮ 参见 Ｄｅｂｏｒａｈ Ｐｏｏｌｅꎬ Ｖｉｓｉｏｎ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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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社的土地ꎮ 以哈维尔普拉多 (Ｊａｖｉｅｒ Ｐｒａｄｏ) 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声称土著人阻

碍了社会的发展ꎬ 应通过种族融合为国家注入 “新鲜的血液”ꎬ 这种具有种族主义

色彩的论调被主流社会吸收ꎬ 为寡头执政者剥削土著人提供理论辩护ꎮ①

统治集团对土著人的忽视和少数种族主义者的偏见没有掩盖经济繁荣背

后的土著人问题ꎮ ２０ 世纪初期ꎬ 青年学生佩德罗苏伦、 新闻记者多拉马

耶尔和社会学家华金卡佩洛共同创建 “维护土著居民协会” 并吸纳了全国

范围的土著主义者ꎬ 以实地调查的方式关注土著人的生存困境ꎮ
受到国际废奴组织的启发ꎬ “维护土著居民协会” 试图走进土著人的村社

和工作场所ꎬ 通过调查和采访的方式揭露该族群受到的奴役和剥削ꎬ 从而实

现改变民众的狭隘认知、 维护土著人权益的目的ꎮ② 事实上ꎬ 面对不公正的对

待ꎬ 土著人曾尝试通过集体诉讼的方式解决问题ꎬ 然而语言的障碍和地方利

益集团的勾结使他们逐渐丧失希望ꎮ 面对这一问题ꎬ “维护土著居民协会” 组

织律师参与相关诉讼纠纷ꎬ 为土著人提供免费的法律援助以捍卫其权益ꎮ③

１９１２ 年ꎬ “维护土著居民协会” 的成员库内奥比达尔 (Ｃúｎｅｏ Ｖｉｄａｌ) 赴

秘鲁北部的奇卡马峡谷ꎬ 调查在一场蔗糖种植园的罢工过程中有 １５０ 名工人离

奇死亡的情况ꎮ 随后ꎬ 他撰写报告 «奇卡马罢工: 奇卡马发生的事件及应采取

的措施»ꎬ 并将其发表在１９１２ 年１０ 月１０ 日的 «新闻报» (Ｌａ Ｐｒｅｎｓａ)ꎮ④ 该报告

揭露了大庄园主对土著人的残忍杀害ꎬ 在利马社会引起极大震动ꎮ 作为协会的

秘书长ꎬ 苏伦赴秘鲁南部的普诺省考察大庄园制度ꎬ 了解到该地区的大庄园主

侵占土著村社集体土地的问题ꎮ １９１５ 年 ９ 月ꎬ 苏伦向丘奎托 (Ｃｈｕｃｕｉｔｏ) 的土

著人发表演讲ꎬ 鼓励他们维护 “历史以来便为土著人所享有” 的土地权益ꎮ⑤

“维护土著居民协会” 以秘鲁的封建主义为斗争目标ꎬ 认为残存的封建势力

阻碍了国家的发展ꎮ 在其官方刊物 «维护土著居民之责任» (Ｅｌ Ｄｅｂｅｒ Ｐｒｏ －
Ｉｎｄíｇｅｎａ) 的第一期ꎬ 苏伦指出ꎬ “秘鲁即将独立 １００ 周年ꎬ 然而我们国家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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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的农奴、 家奴、 非法的代理人和监工ꎮ 土著村社的土地因长期被侵占而成

为别人的种植园ꎬ 土地的真正所有者不得不为别人劳作ꎬ 鞭笞、 拷打和监牢都

是为奴役土著人而设立的ꎮ 封建主义远没有从人类历史上消失ꎬ 因为它还残存

在我们这片土地上ꎮ 在这里ꎬ 这个具有众多奴隶的国家被称为 ‘秘鲁共和

国’ꎮ”① 在刊物第二期ꎬ 卡佩洛补充苏伦的思想ꎬ 进一步揭露秘鲁社会的封建

性ꎬ 认为国家的独立没有改善土著人的境况ꎬ 相反ꎬ 土著人遭到的压迫和剥削

比殖民地时期更为严重ꎮ “除了利马和部分沿海城市ꎬ 整个国家的情况并没有太

大改变ꎮ 在很多矿区和大庄园ꎬ 西班牙殖民统治时期的榨取性政策依旧存在ꎬ
只不过改变了名称而已ꎬ 米达制、 分摊制、 义务劳动、 强制劳动”②

在揭露秘鲁社会中腐朽的封建势力的同时ꎬ “维护土著居民协会” 将矛头指

向代表帝国主义资本的塞罗德帕斯科矿业公司 (ＣＰＭＣ)ꎮ 该公司在实施地下开

采的过程中ꎬ 因为安全防护措施不足导致矿难频发ꎬ 土著矿工成为最大的受害

者ꎮ③ 该协会一方面批评劳工代理人的非法行径ꎬ 认为他们在土著人不了解情况

的前提下将其诱骗至矿区ꎬ 违背了土著人最起码的知情权ꎬ 另一方面抨击外国

资本为逐利而无视矿工的安全ꎮ 马耶尔用英语和西班牙语撰写 «黄皮书手册»ꎬ
将塞罗德帕斯科矿业公司的斑斑劣迹公布于世ꎬ 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ꎮ④

除了抨击内陆地区的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资本对土著人的剥削外ꎬ “维护

土著居民协会” 也关注农村地区的社会冲突问题ꎮ １９１５ 年 １２ 月初ꎬ 南部城市

阿桑加罗 (Ａｚáｎｇａｒｏ) 爆发了数以百计的土著农民武装反抗大庄园主的起

义ꎮ⑤ 为了恢复统治秩序ꎬ 地方军队射杀了数十名土著人ꎬ 但事件并没有就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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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到 １９１５ 年ꎬ 阿桑加罗的大庄园从 １７６ 个增至 ６１１ 个ꎮ 为了夺回失去的土地ꎬ 土著人曾展开各种形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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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著主义在秘鲁的兴起与演变　

平息ꎬ 相关抗议活动一直持续到 １９１６ 年ꎮ① “维护土著居民协会” 密切关注该

地区土著人的行动ꎬ 发布 «特别通讯» (Ｂｏｌｅｔíｎ Ｅｘｔｒａｏｒｄｉｎａｒｉｏ) 进行跟踪报

道ꎮ «特别通讯» 负责人马耶尔认为ꎬ 克里奥尔人和梅斯蒂索人肆无忌惮地蚕

食土著农民土地的行径引发了这场起义ꎬ 土著领袖提出的重建印加帝国、 消

灭封建制度的口号很可能掀起大规模的种族冲突ꎬ 她呼吁执政者重视土著人

问题ꎬ 制定合理的政策以维持社会秩序ꎮ②

如果说 “维护土著居民协会” 以实地调查和批评报道的方式将土著人问

题带入公众视野ꎬ 那么马里亚特吉和阿亚德拉托雷则通过撰写书籍和创建

政党ꎬ 彻底实现了使土著主义从文学话语到政治话语的转变ꎮ
马里亚特吉作为政治思想家ꎬ 将马克思主义与秘鲁国情相结合ꎬ 指出土

著人问题本质上是经济问题ꎮ 在他看来ꎬ 独立革命没有使原来的地主阶级失

去传统优势ꎬ 他们伪装成共和派资产阶级ꎬ 保留了封建经济制度ꎮ “尽管我国

宪法在理论上规定了自由主义ꎬ 尽管实际上也需要发展我国的资本主义经济ꎬ
但农村的大土地所有制还是得到了加强和扩大ꎮ”③ 马里亚特吉认为ꎬ 只有完

成独立革命没有完成的任务———铲除殖民地时期的毒瘤ꎬ 才能解决土著人问

题ꎮ 从彼时的历史背景来看ꎬ 封建经济制度的主要表现是酋长统治、 大庄园

和农奴制度ꎬ 三者相互结合ꎬ 使地主阶级全方位支配土著人ꎮ 从印加帝国时

期开始ꎬ 土著人就被以 “村社” 为单位组织起来ꎮ 国家独立之后ꎬ 大庄园对

“村社” 的逐步剥夺和吞并ꎬ 一方面使土著人更深地陷入农奴制ꎬ 另一方面部

分地破坏了维持着他们古老文明的社会组织形式ꎮ④面对大庄园制和农奴制对

土著人的剥削ꎬ 酋长利用其传统权威进行合法性辩护ꎬ 使保护土著人的立法

无法付诸实施ꎮ
１９２６ 年ꎬ 马里亚特吉创建革命刊物 «阿毛塔»ꎬ 主张用理论和科学观点

分析秘鲁社会的问题ꎮ 在克丘亚语中ꎬ “阿毛塔” 指学者、 导师和伟大的教

士ꎬ 用该词为刊物命名表明他对土著人的特别关注以及对印加思想的崇敬ꎮ⑤

这一时期ꎬ 国家开放的经济政策和外资的涌入促使安第斯地区经历了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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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ｏｒｇｅ Ｆｅｌｉｐｅ Ｃｏｒｏｎａｄｏꎬ 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ｄ 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ｉｅｓ: Ｐｏｅｔｒｙ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ｉｎ ｔｈｅ Ａｎｄｅａｎ Ａｖａｎｔ－ｇａｒｄｅꎬ ＰｈＤ

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２００２ꎬ ｐｐ ３２ － 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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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革ꎬ 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 传统社会结构瓦解、 种族分裂加剧ꎬ 马里

亚特吉试图在快速转型的社会中复兴印加文化ꎬ 重构民族认同ꎮ① 为了解决土

著人的土地问题ꎬ 他主张土著人与城市无产阶级联合起来ꎬ 打破封建土地所

有制ꎬ 展开维护自身权益的革命斗争ꎮ②

同时期ꎬ 秘鲁另一位重要的土著主义者阿亚德拉托雷在吸收普拉达和

马里亚特吉的土著主义思想的基础上ꎬ 试图通过政治运动解决土著人的困境ꎮ
１９２３ 年ꎬ 阿亚担任利马学生联盟的领袖并在同年的 “学生—劳工联合抗议”
行动中扮演重要角色ꎬ 莱基亚 (Ａｕｇｕｓｔｏ Ｌｅｇｕíａ) 总统担心阿亚具有煽动民众、
破坏社会稳定的危险而将其驱逐ꎮ③ 流亡国外期间ꎬ 阿亚正式展开维护土著人

权益的运动ꎮ １９２３ 年ꎬ 阿亚在哈瓦那发表演讲ꎬ “我无法在平静中提起秘鲁的

土著人ꎬ 而只有谴责和抗议ꎮ 那些真正到过荒凉的安第斯山区的人才可以感

受到土著民众的忧郁和悲伤ꎬ 他们受到长达 ４００ 年的奴隶制度的压迫ꎬ 如今

仍生活在穷苦之中ꎮ”④ １９２５ 年ꎬ 他又写到ꎬ “我确信ꎬ 如果不直面土著人的

经济问题ꎬ 就不能恢复土著人的活力ꎬ 也无法给予他们正义ꎮ 土著人是被剥

削的阶级ꎬ 他们是工人、 士兵、 生产者ꎬ 是民族的脊梁ꎮ 土著人问题是秘鲁

的基本问题ꎬ 我们的革命行动应该朝着这个方向前进ꎮ”⑤

１９２４ 年ꎬ 阿亚在墨西哥创建阿普拉党ꎬ 将解决土著人问题作为主要目标ꎮ
１９３１ 年ꎬ 阿亚在 «立即行动计划» 中阐述了关于解决土著人问题的基本设

想ꎬ “制定保护土著村社的法律ꎬ 推动小型土著工业和手工业发展ꎬ 确立协调

土著人与地主关系的指导方针ꎬ 建立农村土著学校并使用土著语言和西班牙

语进行双语教学ꎬ 发起反对土著人酗酒和吸食古柯的运动ꎬ 重新分配土地以

创造土著自耕农阶级ꎮ”⑥

针对土著人的贫困与落后问题ꎬ 阿亚提出了涉及经济、 文化、 教育、 法

律等多个方面的行动纲领ꎬ 促使土著人问题从抽象的种族和道德范畴进入具

—６１１—

①

②

③

④

⑥

Ｊｕｌｉｏ Ｃｏｔｌｅｒꎬ Ｃｌａｓｅｓꎬ Ｅｓｔａｄｏ ｙ Ｎａｃｉóｎ ｅｎ ｅｌ Ｐｅｒúꎬ Ｌｉｍａ: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ｏ ｄｅ Ｅｓｔｕｄｉｏｓ Ｐｅｒｕａｎｏｓꎬ ２００５ꎬ
ｐｐ １７９－２１１

Ｇｅｒａｌｄｉｎｅ Ｓｋｉｎｎｅｒꎬ “Ｊｏｓé Ｃａｒｌｏｓ Ｍａｒｉáｔｅｇｕｉ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ｒｕｖｉａｎ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ꎬ
ｉ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Ｓｏｃｉｅｔｙꎬ Ｖｏｌ ４３ꎬ Ｎｏ ４ꎬ １９７９ꎬ ｐｐ ４４７－４７１

Ｔｈｏｍａｓ Ｍ Ｄａｖｉｅｓꎬ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ｇｅｎｉｓｍｏ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ｒｕｖｉａｎ Ａｐｒｉｓｔａ Ｐａｒｔｙ: Ａ Ｒｅ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ꎬ ｉｎ Ｔｈｅ
Ｈｉｓｐａｎｉｃ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ꎬ Ｖｏｌ ５１ꎬ Ｎｏ ４ꎬ １９７１ꎬ ｐｐ ６２６－６４５

⑤ 　 Ｖíｃｔｏｒ Ｒａúｌ Ｈａｙａ ｄｅ ｌａ Ｔｏｒｒｅꎬ Ｐｏｒ ｌａ Ｅｍａｎｃｉｐａｃｉóｎ ｄｅ Ａｍéｒｉｃａ Ｌａｔｉｎａ: Ａｒｔíｃｕｌｏｓꎬ Ｍｅｎｓａｊｅｓꎬ
Ｄｉｓｃｕｒｓｏｓ (１９２３－１９２７)ꎬ Ｂｕｅｎｏｓ Ａｉｒｅｓ: Ｍ Ｇｌｅｉｚｅｒ Ｅｄｉｔｏｒꎬ １９２７ꎬ ｐ ４３ꎬ ｐ １２４

Ｖíｃｔｏｒ Ｒａúｌ Ｈａｙａ ｄｅ ｌａ Ｔｏｒｒｅꎬ Ｐｏｌíｔｉｃａ Ａｐｒｉｓｔａꎬ Ｌｉｍａ: 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Ｉｍｐｒｅｎｔａ Ａｍａｕｔａꎬ Ｓ Ａꎬ １９６７ꎬ
ｐｐ ２３－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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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政治经济领域ꎮ 作为不断发展壮大的政党ꎬ 阿普拉党通过长期的舆论宣

传与实际行动关注、 解决土著人问题ꎬ 这不仅使土著主义成为为秘鲁社会所

熟知的政治话语ꎬ 也为其他政治家思考土著人问题并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打

下了重要的基础ꎮ

三　 教育改革与土著主义的运用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末至 ４０ 年代初ꎬ 土著人问题再次成为执政者关注的重要

议题ꎮ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和初级产品出口价格上涨ꎬ 农村经济走向商

业化并与城市经济产生密切联系ꎮ 地方精英为追逐利益ꎬ 强占小土地所有者

和土著村社的土地ꎬ 促使农村社会的矛盾走向尖锐化ꎮ① 从政治角度看ꎬ 秘鲁

政府忌惮进行激进的土地改革ꎬ 害怕被动员起来的土著大众会威胁自身的既

得经济利益ꎬ 同时试图发挥国家机器的作用以加强对地方社会的控制ꎬ 维持

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ꎮ② １９３９ 年ꎬ 曼努埃尔普拉多乌加特切 (Ｍａｎｕｅｌ
Ｐｒａｄｏ ｙ Ｕｇａｒｔｅｃｈｅ) 在左翼政党阿普拉党的支持下ꎬ 当选秘鲁第 ５０ 任总统ꎮ 他

提出 “治国之道在于教育” 的执政理念ꎬ 将土著主义运用到教育领域ꎬ 以期

整合土著人ꎮ
早在参加竞选运动时ꎬ 普拉多就论及土著人问题ꎮ 他说ꎬ “土著人是被我

们国家遗忘的人ꎬ 从殖民时期开始就受到封建主义的束缚ꎬ 如果秘鲁要取得

进步ꎬ 就必须打破这种束缚ꎮ”③ 当选总统后ꎬ 普拉多立即展开行动ꎬ １９４０ 年 ２
月ꎬ 他在阿普里马克 (Ａｐｕｒíｍａｃ)、 阿亚库乔 (Ａｙａｃｕｃｈｏ)、 卡哈马卡 (Ｃａｊａｍａｒｃａ)、
库斯科 (Ｃｕｓｃｏ) 、 胡宁 (Ｊｕｎíｎ) 和普诺 (Ｐｕｎｏ) 各设立一所师范学校ꎬ 为发展土著

教育提供储备力量ꎮ④ １９４０ 年ꎬ 国家教育预算超过 １０ 亿索尔ꎬ 达到秘鲁历史最

高水平ꎮ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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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Ｇ Ａｎｔｏｎｉｏ Ｅｓｐｉｎｏｚａꎬ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Ｎúｃｌｅｏｓ Ｅｓｃｏｌａｒｅｓ Ｃａｍｐｅｓｉｎｏｓ ｏｒ Ｃｌｕｓｔｅｒｅｄ Ｓｃｈｏｏｌｓ ｆｏｒ
Ｐｅａｓａｎｔｓ ｉｎ Ｐｅｒｕꎬ １９４５－１９５２”ꎬ ｅｎ Ｒｅｖｉｓｔａ Ｅｌｅｃｔｒóｎｉｃａ ｄｅ ｌａ Ａｓｏｃｉａｃｉóｎ Ｅｓｐａñｏｌａ ｄ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ｉｓｔａｓꎬ Ｎｏ ４ꎬ
２０１０ꎬ ｐ ４

Ｇｏｎｚａｌｏ Ｐｏｒｔｏｃａｒｒｅｒｏ Ｍａｉｓｃｈꎬ Ｄｅ Ｂｕｓｔａｍａｎｔｅ ａ Ｏｄｒíａ: Ｅｌ Ｆｒａｃａｓｏ ｄｅｌ Ｆｒｅｎｔｅ Ｄｅｍｏｃｒáｔｉｃｏ Ｎａｃｉｏｎａｌꎬ
１９４５－１９５０ꎬ Ｌｉｍａ: Ｍｏｓｃａ Ａｚｕｌ Ｅｄｉｔｏｒｅｓꎬ １９８３ꎬ ｐｐ ２０－３１ꎬ ｐｐ ４６－４９

Ｍａｎｕｅｌ Ｐｒａｄｏꎬ Ｕｎ Ａñｏ ｄｅ Ｇｏｂｉｅｒｎｏ: Ｄｉｓｃｕｒｓｏ ｄｅ Ｍａｎｕｅｌ Ｐｒａｄｏꎬ Ｌｉｍａ: Ｅ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ꎬ １９４１ꎬ ｐｐ ３４７ －４１４
Ｍａｎｕｅｌ Ｐｒａｄｏꎬ “Ｍｅｎｓａｊ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ｄｏ ａｌ Ｃｏｎｇｒｅｓｏ ｐｏｒ ｅｌ Ｓｅñｏｒ Ｄｏｃｔｏｒ Ｄｏｎ Ｍａｎｕｅｌ Ｐｒａｄｏ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ｅ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ｃｉｏｎａｌ ｄｅ ｌａ Ｒｅｐúｂｌｉｃａ”ꎬ ８ ｄｅ ｄｉｃｉｅｍｂｒｅꎬ １９３９
Ｔｈｏｍａｓ Ｍ Ｄａｖｉｅｓꎬ “Ｉｎｄｉａ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Ｐｅｒｕꎬ １８２０－１９４８: Ａｎ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ꎬ ｉｎ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ｓꎬ

Ｖｏｌ ３０ꎬ Ｎｏ ２ꎬ １９７３ꎬ ｐ ２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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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普拉多的第一个总统任期ꎬ 土著教育经历了快速发展的阶段ꎮ① １９３９—
１９４２ 年间ꎬ 农村师范学校从 １ 所增至 １０ 所ꎬ 培养的教师达 ６００ 余名ꎻ 到 １９４４
年农村师范学校已达 ２９ 所ꎬ 专项预算共计 ９０ 万索尔ꎮ② 与此同步ꎬ 普拉多积

极推动成年土著人教育的发展ꎬ 创建隶属于教育部的 “土著文化服务队”ꎬ 并

颁布大量的土著教育法规ꎮ １９４５ 年ꎬ “土著文化服务队” 共开设 ７１９６ 个识字

教学班ꎬ 将近 ５０ 万人登记入学ꎬ 较大程度地提升了土著人的整体识字水平ꎮ③

除了在教育领域采取行动外ꎬ 普拉多也试图在其他方面维护土著人的权

益ꎮ 为解决地方诉讼纠纷ꎬ 政府设立针对土著人的法律援助机构ꎬ 推动超过

４００ 个土著村社获得地方部门的认可ꎮ④ 二战期间ꎬ 普拉多强制征收部分为德

国、 日本移民所有的地产并分配给土著人ꎬ 废除对土著村社的征税以减轻其

经济负担ꎮ⑤

事实上ꎬ 尽管土著人贫困与落后的问题已经为秘鲁民众所知ꎬ 知识分子

对如何解决该问题却并未达成一致ꎬ 特别是对于梅斯蒂索化ꎬ 即种族和文化

上的混合ꎬ 存在很大的分歧ꎮ 一部分人认为土著人阻碍了国家的发展ꎬ 将

“梅斯蒂索化” 视为消减土著人的种族 “劣根性”、 追求社会进步、 实现民族

整合的有效途径ꎬ 持此类观点的代表人物是何塞乌列尔加西亚 ( Ｊｏｓé
Ｕｒｉｅｌ Ｇａｒｃíａ)ꎻ 另一部分人则将 “梅斯蒂索化” 视为一种 “堕落”ꎬ 认为土著

人与克里奥尔人、 梅斯蒂索人的混合将影响土著文化的纯洁性ꎬ 他们主张重

估印加文明的历史价值ꎬ 通过建构想象中的、 完美的印加帝国ꎬ 论证土著遗

产对形成现代秘鲁民族的关键作用ꎬ 持此类观点的代表人物是路易斯Ｅ 巴

尔卡塞尔 (Ｌｕｉｓ Ｅ Ｖａｌｃáｒｃｅｌ)ꎮ⑥ 两大阵营就如何解决土著人问题的激烈辩论

引起了官方的注意ꎬ 巴尔卡塞尔因其观点更符合执政者的需要而获得重视ꎮ

—８１１—

①

②

④

⑤

⑥

普拉多曾两次担任秘鲁总统ꎬ 第一次总统任期为 １９３９ 年 １２ 月到 １９４５ 年 ７ 月ꎬ 第二次总统任

期为 １９５６ 年 ７ 月到 １９６２ 年 ７ 月ꎬ 此处以教育作为执政重心指的是第一任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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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著主义在秘鲁的兴起与演变　

巴尔卡塞尔作为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ꎬ 对土著人问题有着深刻的思考ꎮ
从青年时期开始ꎬ 他就十分关注土著人的边缘化状况ꎬ 曾加入 “维护土著居

民协会”ꎬ 深入土著人聚居的村社展开实地调查ꎮ 巴尔卡塞尔崇尚安第斯地区

的农业集体主义ꎬ 认为这是源自印加帝国的优良制度ꎬ 应该给予支持和保

护ꎮ① 他反对改变或者 “同化” 土著人ꎬ 而是倡导利用教育加强土著人与社

会的联系ꎬ 培养他们对自身历史传统与文化的认同感与归属意识ꎮ② １９４５ 年ꎬ
巴尔卡塞尔被任命为教育部长ꎬ 他关于 “土著主义” 的主张从知识分子话语

走向国家官方政策领域ꎮ
同时期ꎬ 美国政府试图扩张其在西半球的影响、 遏制轴心国的渗透ꎬ 开

始奉行 “睦邻友好” 的外交政策ꎬ 创建 “美洲事务办公室” (ＯＩＡ)ꎬ 通过实

施援助项目以维持拉美国家的社会稳定ꎮ １９４５ 年ꎬ 美国与秘鲁两国政府正式

启动教育合作计划ꎬ 双方分别出资 １７ ２ 万美元和 ８ ２ 万美元筹建 “农民教学

中心”ꎬ 巴尔卡塞尔被任命为该计划的秘方负责人ꎮ③

在巴尔卡塞尔的组织和宣传下ꎬ 很多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土著主义者参与到

“农民教学中心” 的初期筹备与建设工作中ꎬ 其中包括文学家何塞玛丽亚阿

格达斯 (Ｊｏｓé Ｍａｒíａ Ａｒｇｕｅｄａｓ)、 历史学家何塞巴萨德雷 (Ｊｏｓé Ｂａｓａｄｒｅ) 和教

育家埃米利奥巴兰特斯 (Ｅｍｉｌｉｏ Ｂａｒｒａｎｔｅｓ)ꎮ④ “农民教学中心” 为土著主义

者提供了将思想付诸实践的平台ꎬ 他们呼吁通过教育培养土著人的民族意识ꎬ
缓和土著人与克里奥尔人、 梅斯蒂索人之间的种族冲突ꎮ 阿格达斯坚信识字

教育的重要性ꎬ 认为强制使用西班牙语教学会引起学生的反感ꎬ “用克丘亚语

进行扫盲教育是策略问题ꎬ 是方法有效性问题”⑤ꎮ 巴兰特斯提出ꎬ 教师应该

成为农村地区的领导者ꎬ 在帮助土著人提升思想文化水平的同时ꎬ 推动农村

—９１１—

①

②

③

④

⑤

Ｔｒａｃｙ Ｌｙｎｎｅ Ｄｅｖｉｎｅꎬ “Ｉｎｄｉｇｅｎｏｕｓ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Ｐｅｒｕ: Ｉｎｄｉｇｅｎｉｓｍｏꎬ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Ｓｔａｔｅ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ｓ”ꎬ ｉ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Ｖｏｌ ８ꎬ Ｎｏ １ꎬ １９９９ꎬ
ｐｐ ６３－７４

Ｅｍｉｌｉｏ Ｍｏｒｉｌｌｏ Ｍｉｒａｎｄａꎬ Ｌａ Ｌｕｚ Ａｐａｇａｄａ: Ｕｎ Ｓｉｇｌｏ ｄｅ Ｐｏｌíｔｉｃａｓ Ｅｄｕｃａｔｉｖａｓꎬ Ｌｉｍａ: Ｅｄｉｃｉｏｎｅｓ
Ｍｅｎｄｏｚａ Ｃｈｏｎｇ Ｌｏｎｇꎬ １９９４ꎬ ｐ ３６

Ｇ Ａｎｔｏｎｉｏ Ｅｓｐｉｎｏｚａꎬ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Ｎúｃｌｅｏｓ Ｅｓｃｏｌａｒｅｓ Ｃａｍｐｅｓｉｎｏｓ ｏｒ Ｃｌｕｓｔｅｒｅｄ Ｓｃｈｏｏｌｓ ｆｏｒ
Ｐｅａｓａｎｔｓ ｉｎ Ｐｅｒｕꎬ １９４５－１９５２”ꎬ ｅｎ Ｒｅｖｉｓｔａ Ｅｌｅｃｔｒóｎｉｃａ ｄｅ ｌａ Ａｓｏｃｉａｃｉóｎ Ｅｓｐａñｏｌａ ｄ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ｉｓｔａｓꎬ Ｎｏ ４ꎬ
２０１０ꎬ ｐｐ ６－８

Ｊｏｒｇｅ Ｐ Ｏｓｔｅｒ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Ｈéｃｔｏｒ Ｍａｒｔíｎｅｚꎬ “Ｎｏｔｅｓ ｆｏｒ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Ｐｅｒｕｖｉａ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ꎬ １９４０ －
１９８０”ꎬ ｉｎ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Ａ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ꎬ Ｖｏｌ ２４ꎬ Ｎｏ ３ꎬ １９８３ꎬ ｐｐ ３４３－３６０ꎻ Ｊｏｓé Ｌｕｉｓ Ｒéｎｉｑｕｅꎬ Ｌｏｓ Ｓｕｅñｏｓ ｄｅ ｌａ
Ｓｉｅｒｒａ: Ｃｕｓｃｏ ｅｎ ｅｌ Ｓｉｇｌｏ ＸＸꎬ Ｌｉｍａ: Ｃｅｎｔｒｏ Ｐｅｒｕａｎｏ ｄｅ Ｅｓｔｕｄｉｏｓ Ｓｏｃｉａｌｅｓꎬ １９９１ꎬ ｐ １６９

Ｃａｒｌｏｓ Ｃｏｎｔｒｅｒａｓꎬ Ｍａｅｓｔｒｏｓꎬ Ｍｉｓｔｉｓ ｙ Ｃａｍｐｅｓｉｎｏｓ ｅｎ ｅｌ Ｐｅｒú Ｒｕｒａｌ ｄｅｌ Ｓｉｇｌｏ ＸＸ: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ｏ ｄｅ Ｔｒａｂａｊｏ
Ｎｏ ８０ꎬ Ｌｉｍａ: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ｏ ｄｅ Ｅｓｔｕｄｉｏｓ Ｐｅｒｕａｎｏｓꎬ １９９６ꎬ ｐｐ ２２－２４



　 　 ２０２１ 年第 ３ 期

社会的稳定发展ꎮ①

教育合作计划从 １９４５ 年开始实施ꎬ 一直持续到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末期ꎬ 对

土著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ꎮ 一般而言ꎬ “农民教学中心” 坐落在土著人

口密集的地区ꎬ 由 １５ ~ ２０ 个学校组成ꎬ 地理位置最重要的学校是主校ꎬ 其余

的学校则属于分校ꎮ 主校的授课范围涵盖一年级到五年级ꎬ 而分校通常仅提

供一、 二、 三年级的课程ꎬ 主校的教师需要定期到分校就教学情况展开督

查ꎮ② 根据可查阅的资料ꎬ １９５２ 年秘鲁共有 ２２ 个农民教学中心ꎬ 登记注册的

学生有 ３ ７ 万人ꎻ 到 １９６０ 年ꎬ 农民教学中心的数量已达 ７３ 个ꎬ 登记注册的学

生达 ２０ 万ꎮ③ 在实施该教育计划的过程中ꎬ 大量土著主义者参与到教学工作

中ꎬ 他们既向土著人普及社会文化知识ꎬ 又向执政者反馈地方社会的诉求ꎬ
加强了土著人与主流社会的联系ꎬ 也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地方社会冲突ꎮ

应注意到ꎬ 无论是曼努埃尔普拉多实施的土著教育计划还是后来在美

国的援助下开展的 “农民教学中心” 项目ꎬ 始终没有直面土著人最关切的土地

问题ꎮ 地方寡头势力对土地的垄断、 梅斯蒂索监工对土著人的剥削和地方精英

对土著村社土地的蚕食并没有得到解决ꎬ 这已经成为牵制安第斯社会发展的顽

瘴痼疾ꎮ 当暂时得到缓和的社会经济矛盾因形势的变化而再次走向尖锐化时ꎬ
统治阶层不得不考虑采取激进的变革措施ꎬ 以期从根本上解决土著人问题ꎮ

四　 贝拉斯科军政府与土著主义的激进化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以来ꎬ 秘鲁城市与农村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愈加凸显ꎬ 主要

表现是城市工业部门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不断增加ꎬ 农业部门的占比持

续下滑ꎬ 由此引发社会危机ꎮ④ 贝拉斯科军政府为解决桎梏农村发展的土地所

有权问题ꎬ 采取激进化的土著主义立场ꎬ 通过重新分配土地和实施双语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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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著主义在秘鲁的兴起与演变　

改革推动国家的发展ꎮ
秘鲁作为农业大国ꎬ 有将近一半的经济活跃人口从事与农业相关的生产活动ꎬ

农业的衰退激化了既有的社会冲突ꎮ 一方面ꎬ 大庄园主变本加厉地剥削土著人并

侵占土著村社的土地ꎬ 迫使濒临破产的农民采取集体抵抗的方式与其展开持久的

斗争ꎻ 另一方面ꎬ 部分失去土地的土著农民为谋求生存而迁居城市ꎬ 但城市无法

吸纳庞大的农村人口ꎬ 致使他们沦落为流浪者ꎬ 成为统治阶层担忧的社会问题ꎮ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中期ꎬ 秘鲁政局开始恶化ꎮ 费尔南多贝朗德特里

(Ｆｅｒｎａｎｄｏ Ｂｅｌａúｎｄｅ Ｔｅｒｒｙ) 在 １９６３ 年竞选总统时ꎬ 宣称要改变内陆地区土著人的

边缘化问题ꎬ 并与国际石油公司 (ＩＰＣ) 就开采权限问题进行谈判ꎮ① 然而ꎬ 在他

担任总统的 ５ 年中ꎬ 土著人的贫困化并没有得到缓解ꎬ 农村社会围绕土地而产生

的冲突反而加剧ꎻ 其所承诺的与国际石油公司的谈判迟迟没有展开ꎬ 而他与该公

司的私人联系则见诸报端ꎮ «商报» 作为举足轻重的报纸ꎬ 成为激进分子的舆论阵

地ꎬ 他们主张将国际石油公司收归国有并发起大规模的社会抗议运动ꎮ② 同时期ꎬ
阿普拉党开始积极活动ꎬ 民众要求该党领袖阿亚当选总统的呼声不断增高ꎮ③

在政治危机频发的时期ꎬ 秘鲁武装力量同样经历了转变的过程ꎮ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ꎬ 秘鲁军官主要来自上层阶级ꎬ 他们是维护寡头统治秩序的坚固堡垒ꎮ
随着教育的发展和阶级流动性的加强ꎬ 到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ꎬ 中下阶级成为军

队的主要力量ꎬ 其政治立场从保守走向进步ꎬ 开始拥护社会变革ꎮ④ 该时期ꎬ
政治学家阿尔弗雷德Ｃ 斯特潘 (Ａｌｆｒｅｄ Ｃ Ｓｔｅｐａｎ) 的 “新专业精神” 在军队

中广泛传播并占据主导地位ꎮ 斯特潘认为ꎬ 在分析国家安全问题上ꎬ 应改变地

缘政治和军事力量的传统视角ꎬ 发展是国家安全的基础ꎬ 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

越高ꎬ 安全就越能得到保证ꎬ 因此ꎬ 军队应通过推动发展以维护国家安全ꎮ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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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９ 年ꎬ 古巴革命取得胜利ꎬ 社会进入高度组织化的状态ꎮ 与之对比的是ꎬ
秘鲁政府在谋求发展的道路上频频遇挫ꎬ 外国资本掌控国家经济命脉ꎬ 社会

冲突此起彼伏ꎮ 面对混乱的局面ꎬ 秘鲁武装力量认为有必要发挥监管国家、
维护安全的作用ꎬ 以胡安贝拉斯科阿尔瓦拉多 ( Ｊｕａｎ Ｖｅｌａｓｃｏ Ａｌｖａｒａｄｏ)
为首的军官在 １９６８ 年发动了推翻贝朗德政府的军事政变ꎮ

贝拉斯科革命政府上台执政后ꎬ 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广大土著农民与地主

寡头之间的土地冲突问题ꎮ 由 “４０ 个家族” 组成的寡头集团长期蚕食土著农

民的土地并维持残酷的剥削制度ꎬ 迫使土著人掀起反抗运动ꎮ① 革命政府将土

著人问题视为经济问题ꎬ 采取激进的土著主义立场ꎬ 试图通过土地改革的方

式解决困扰秘鲁已久的社会矛盾ꎮ② １９６９ 年 ６ 月ꎬ 贝拉斯科签署的土地改革

法开始实施ꎮ 根据该法令ꎬ 沿海地区超过 ５０ 公顷、 内陆地区超过 ３０ 公顷的

大庄园土地均被强制征收ꎬ 并分配给受雇在这些庄园中长期劳作的土著人ꎮ
截至 １９７５ 年ꎬ 全国 ５０％的土地被分配给 ３７ ５ 万个家庭ꎬ 打破了地方寡头对

土地的垄断ꎬ 有效地缓和了农村地区日益尖锐的矛盾ꎮ③

面对土著人与克里奥尔人、 梅斯蒂索人之间的种族冲突ꎬ 贝拉斯科政

府奉行革命民族主义ꎬ 主张用 “农民” 取代 “土著人”ꎬ 建立各阶级之间的

联盟ꎮ 他在电视演讲中说ꎬ “今天是土著人日、 农民日ꎬ 革命政府向你们致

以崇高的敬意ꎮ 我们颁布法律终止使数以百万计的贫困农民不得不在别人

土地上进行劳动的制度ꎬ 永久终结压迫在他们身上的不公正ꎮ  «土地

改革法» 为属于土著村社的绝大多数农民提供支持ꎮ 从今天起ꎬ 让我们放

下让人难以接受的种族主义称呼ꎬ 为这片土地上的人ꎬ 我们现在以图

帕克阿马鲁永恒自由的名义说: ‘农民们ꎬ 地主再也没有办法使你们变得

贫穷!’”④

将土著人纳入国家整体发展规划的另一个重要举措是进行教育改革ꎮ 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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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著主义在秘鲁的兴起与演变　

拉斯科认为旧的教育制度没有创造充足的教育机会ꎬ 导致土著人始终对国家

具有疏离感ꎬ 政府应该对教育进行根本的变革ꎬ 通过教育实现整合土著人、
消除社会歧视、 建构民族认同的目标ꎮ① １９７１ 年ꎬ 他在演讲中说ꎬ “革命政府

将建立一种满足整个民族需要的教育体制ꎬ 它将塑造具有民族意识的公民ꎮ”
１９７２ 年ꎬ 官方颁布法令ꎬ 宣布加强地方政府对各级教育的监管ꎬ 实施由教师、
学生家长和村社领导者共同参与的教育发展项目ꎬ 培养以土著农民为主体的

教育模式ꎮ② 此外ꎬ 法令还要求在全国范围内使用西班牙语与克丘亚语进行双

语教学ꎮ １９７６ 年ꎬ 克丘亚语成为各阶段学生必须学习的语言ꎬ 对于以克丘亚

语为母语的土著人ꎬ 则必须使用土著语言进行教学ꎮ③

为了增强国家的凝聚力ꎬ 贝拉斯科政府强调尊重种族的多样性和文化的

多元性ꎮ 在克丘亚语获得国家认可之前ꎬ 西班牙语是被规定在法庭和学校中

使用的唯一语言ꎮ １９７６ 年ꎬ 克丘亚语获得与西班牙语同等的法律地位ꎬ 这使

土著人无须在法庭中寻求他人的帮助就能表达自己的诉求或者解决纠纷ꎻ 在

学校使用克丘亚语教学也充分尊重了绝大部分土著人的文化权利ꎬ 减少了土

著学生对接受教育的排斥心理ꎮ 激进知识分子阿尔韦托埃斯科瓦尔

(Ａｌｂｅｒｔｏ Ｅｓｃｏｂａｒ) 和托马斯图里诺 (Ｔｈｏｍａｓ Ｔｕｒｉｎｏ) 指出ꎬ 克丘亚语的官

方化有利于打破在文化领域对土著人的压迫机制ꎮ④ 这项法令也使秘鲁成为拉

美首个将原住民语言确立为官方语言的国家ꎮ
贝拉斯科政府的上述激进改革措施并非历史的偶然ꎬ 而是与秘鲁社会内

部的种族、 传统、 文化的二元分裂结构密切相关ꎮ 随着外国资本的进入和本

国商业的发展ꎬ 城市变得越发具有经济活力ꎬ 而农村却不断走向衰落ꎬ 这导

致以农牧业为主的土著人濒临破产ꎮ 与此同时ꎬ 大庄园主并没有停止侵占土

著村社的土地ꎬ 在合法维权屡屡受挫的情况下ꎬ 土著人对克里奥尔人和梅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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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索人的敌视不断增强ꎬ 土著农民运动由此兴起ꎮ 贝拉斯科是在秘鲁的种族

矛盾和阶级矛盾白热化的历史时刻夺取政权的ꎬ 他试图通过激进的改革措施

从根本上打破阻碍秘鲁均衡发展的结构性问题ꎮ
事实上ꎬ 用 “农民” 取代 “土著人”ꎬ 用阶级话语取代种族主义话语ꎬ

表面上是为整合土著人的革命民族主义政策ꎬ 实则为掩盖长久以来的种族冲

突的政治手段ꎮ 由于官方不具实际效应的法令已经无法满足土著人的诉求ꎬ
军政府不得不采取激进的土著主义立场ꎬ 实行大规模的改革ꎮ 然而ꎬ 由于这

些法令触动了克里奥尔人和梅斯蒂索人固有的政治经济利益ꎬ “自上而下” 的

改革使主流社会陷入恐慌ꎬ 因而遭到越来越大的阻力ꎮ １９７５ 年ꎬ 第二任军政

府莫拉莱斯贝穆德斯 (Ｍｏｒａｌｅｓ Ｂｅｒｍúｄｅｚ) 放弃革命立场ꎬ 土著主义开始淡

出官方政治话语体系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ꎬ 藤森、 托莱多和乌马拉在总统竞

选中为了获得土著人的支持ꎬ 均先后与其建立联盟关系ꎮ① 可实际上ꎬ 他们在

土著人的选票支持下获得政权后ꎬ 并没有推出从根本上改变土著人边缘化地

位的政策措施ꎬ 这促使土著人开始探索与国际非政府组织合作的方式ꎬ 以更

好地维护自身的政治经济权益ꎮ

五　 结语

秘鲁的土著主义是主张恢复土著传统文化、 维护土著人权益的思想和政

治运动ꎬ 从更宏观的历史视角看ꎬ 它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为应对随着现代资

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尖锐化的种族冲突的努力ꎮ
在迈向独立国家的发展道路过程中ꎬ 秘鲁一开始就面临着种族、 传统和

文化的二元分裂问题ꎮ 以从事农牧业为主的土著人长期生活在安第斯山区ꎬ
保留了印加时期以村社为单位的集体劳动方式和社会组织形式ꎬ 使用区别于

西班牙语的土著语言进行交流ꎮ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ꎬ 沿海地区的克里奥尔人

和梅斯蒂索人受西方文化熏陶ꎬ 主要居住在城市ꎬ 直接或间接地参与资本主

义经济活动ꎮ 在秘鲁发展出口经济、 顺应现代化的历史趋势的同时ꎬ 社会内

部的结构性矛盾日益显现ꎬ 地主寡头精英对土著村社集体土地的长期蚕食ꎬ
迫使被边缘化的土著人不得不采取 “防御性” 的抵抗运动ꎮ 在笔者看来ꎬ 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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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从传统农业经济向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过渡实际上伴随着以种族主义为取

向的激烈的社会冲突ꎮ
土著主义既是秘鲁知识分子为缓和种族矛盾的思想运动ꎬ 又与执政者建

构民族国家的官方话语相互交织ꎮ 一方面ꎬ 硝石战争的失败促使文化精英认

识到ꎬ 受到压制的土著人与掌权的克里奥尔人、 梅斯蒂索人之间的冲突不仅

削弱了国家的整体竞争力ꎬ 也为社会的良性运行带来隐患ꎮ 另一方面ꎬ 统治

阶层意识到ꎬ 要使秘鲁能够竞逐富强国家ꎬ 首先要建构具有凝聚力的现代民

族ꎮ 由此ꎬ 政府开始吸收在思想界不断发展的土著主义ꎬ 先后通过教育改革、
重新分配土地和将克丘亚语确立为官方语言的方式同化土著人ꎮ 从思想层面

上看ꎬ “想象的共同体” 成为培养民族认同的重要方式ꎬ 印加帝国的光辉成就

与殖民地时期的残酷统治被刻意放大宣传ꎬ 土著风俗传统成为整个国家需要

加以保护的文化资源ꎮ
尽管将土著主义官方化是秘鲁政府建构民族国家的重要举措ꎬ 但秘鲁社

会内部的种族主义却始终没有得到解决ꎮ 由于克里奥尔人与梅斯蒂索人长期

垄断政治、 经济权力ꎬ 土著人的诉求并没有得到真正的满足ꎬ 而是被执政者

基于政治需要而刻意地放大或者忽视ꎮ 因此ꎬ 土著人与执政的克里奥尔人、
梅斯蒂索人之间始终存在着某种不信任ꎬ 这种不言明的种族主义为秘鲁社会

的整体发展蒙上了难以抹去的阴影ꎮ
(责任编辑　 王　 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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