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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美的 “民粹主义”:
争议、 特征及比较研究的局限

[阿根廷] 古斯塔沃桑蒂连

内容提要: 拉美的民粹主义是一种发生在特定历史时期的运

动ꎬ 它植根于地区主要经济体的结构中ꎮ 拉美民粹主义是对这些经

济体双重特征的回应: 一战之后拉美开始了早期的工业化进程ꎬ
１９２９ 年世界经济危机之后工业化进程加速ꎬ 与此同时ꎬ 面向国外

市场的农业和矿产生产也同步发展ꎬ 这一结构特征有助于解释民粹

主义的社会结构及其政治局限性ꎮ 拉美三国民粹主义的情况存在重

要差异ꎮ 在阿根廷ꎬ 民粹主义运动更多是基于工人阶级的参与ꎬ 至

今正义党仍然是一个经常参与选举的基础广泛的群众组织ꎮ 在墨西

哥ꎬ 虽然民粹主义很早就已经形成并在农民革命爆发之后持激进立

场ꎬ 但无论城市社会力量的组织结构还是农村地产主阶层的反对之

声都比较弱ꎬ 从而使得革命制度党保持了长时期的垄断地位ꎮ 在巴

西ꎬ 工人阶级运动与政权的关系较弱ꎬ 这意味着该国的民粹主义在

发端之时比前两国更为专制ꎬ 其结果是 １９５４ 年以后巴西民粹主义

的政治遗产显得微不足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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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美的 “民粹主义”: 争议、 特征及比较研究的局限　

　 　 本文标题中的 “民粹主义” (ｐｏｐｕｌｉｓｍ) 一词之所以加了引号ꎬ 原因在

于ꎬ 尽管 １９ 世纪下半叶俄国的 “革命民粹主义” (ｎａｒｏｄｎｉｋ) 运动中有意识地

构建了这一概念ꎬ 之后美国的 “平民党” (Ｐｏｐｕｌｉｓｔ Ｐａｒｔｙ) 也用该词为本党命

名ꎬ 但后来对这一概念的描述变得模糊ꎬ 这个概念成为一类泛指的理论类别ꎬ
它甚至涵盖了欧洲的法西斯主义运动ꎮ① 在当今的北美和欧洲政治中ꎬ 民粹主

义也成为人们重点关注的对象ꎮ② 也有人将民粹主义和毛主义联系起来ꎮ③

由于 “民粹主义” 一词涵盖面广、 语意模糊ꎬ 本文姑且继续将该词视为

一个概念ꎬ 用来探讨拉美的民粹主义是否存在? 其特征是什么? 在研究历史

上特定的民粹主义现象时ꎬ 应从哪些方面进行比较? 为回答以上问题ꎬ 本文

将研究三个案例: (１) 第一届和第二届庇隆主义政府治下的阿根廷 (１９４６—
１９５５ 年)ꎻ (２) 瓦加斯总统执政时的巴西 (１９３０—１９４５ 年ꎬ １９５１—１９５４ 年)ꎻ
(３) 卡德纳斯总统执政时的墨西哥 (１９３４—１９４０ 年)ꎮ 我们将讨论每个案例

中反映的拉美民粹主义的起源、 民粹主义所受的结构性限制 (经济方面)ꎬ 批

判性地分析一些其他学者提出的跨国比较以及不同民粹主义政党的特点ꎮ

一　 拉美民粹主义的起源

拉美民粹主义的起源应追溯到 １９２９ 年的世界经济危机ꎮ 这场危机促使拉

美国家政府开始干预经济ꎬ 从而涌现了新生的工业部门ꎬ 而占主导地位的农

业部门则以出口为导向ꎮ④ 在 １９ 世纪的拉美ꎬ 外国移民大量涌入各地的城市

和农村ꎬ 而在 １９２９ 年危机之后ꎬ 从农村前往城市的移民大幅增加ꎬ 这些新的

工人在蓬勃发展的新兴行业中就业ꎮ
然而ꎬ 拉美上述进程并没有产生强大、 自觉的民族工业资产阶级ꎮ 原因

在于ꎬ 自 １９ 世纪末工业实业家的诞生起ꎬ 他们就一直与贸易、 金融和农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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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ꎬ 在阿根廷和巴西也出现了类似的过程ꎬ 使得用于替代进口的轻工

业得以发展ꎮ 在阿根廷ꎬ 这形成了激进公民联盟党上台执政 (１９１６—１９３０ 年) 的背景ꎬ 有人认为该党

应被视为民粹主义的前兆ꎮ 在激进党执政时期ꎬ 国家尤其是军队尝试同时推进经济规划和国有化战略

行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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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经济活动保持紧密联系ꎮ 这意味着ꎬ 首先ꎬ 如果新型经济活动 (即工业)
的发展势头好ꎬ 那么企业界就会建设工厂ꎬ 扩大其投资领域ꎮ 建厂的初始资

本可以来自海外贸易收入、 精英控股的银行和金融机构ꎬ 也可以来自根基深

厚的农业经营ꎻ 但如果工业的利润下降ꎬ 商人的直接应对措施就是收购土地

或开发新的农业项目ꎮ 这一特征对经济和技术的影响深远: 资产阶级和传统

精英之间联系广泛ꎬ 使得这类社会联系能长久延续ꎬ 但却未能形成更为可持

续的发展路径ꎬ 因为那需要另一种社会管理和市场环境的框架模式ꎮ 此外ꎬ
在宏观经济方面ꎬ 这种 “由天生优势促成财富积累” 的社会现象ꎬ 使得精英

一直对 “技术创造财富的重要性” 一无所知ꎮ 在 ２０ 世纪初ꎬ 由于资产阶级高

度同质化ꎬ 使得拉美本土所有的大型公司都不愿采纳技术变革ꎬ 无论公司所

处的行业是铁路、 农业还是工业ꎮ
其次ꎬ 这个业已存在的、 多样化的社会阶层与保守党政府有着密切的联

系ꎬ 同时ꎬ 企业商会在 １９ 世纪末已经完善ꎬ 而资产阶级在其中占据了主导地

位ꎮ 在拉美三大经济体中ꎬ 阿根廷再次成为这一现象表现得最为明显的地方ꎮ
具体而言ꎬ 商业大亨控制了阿根廷工业联盟 (ＵＩＡ)ꎬ 该机构的特点颇为微

妙ꎬ 它诞生在工业企业出现之前ꎬ 而且因为成立早ꎬ 它将自己视为工业界的

行业发言人ꎮ 阿根廷工业联盟致力于维持工业界ꎬ 有如关心自己孩子并试图

掌控其成长方向的母亲ꎮ 工业界的商业人士的行业组织形式自上而下ꎬ 而最

顶端是 １９ 世纪末期出现的业内大亨ꎬ 他们精心地掌控着这一组织ꎮ①

巴西的经济发展进程也类似ꎮ 首先ꎬ 商业资本早在工业资本出现前就已

存在ꎮ “要理解主要工业企业集团的起源ꎬ 可用商业资本转为工业资本来解

释特别是以出口和进口为中心的大型贸易ꎮ”② 其次是 “地主、 农业出口

商、 工业企业家之间的共生现象ꎬ 许多工业企业家的出身都是地主阶级ꎬ 或

是与出口行业存在联系的阶级”③ꎮ 然而ꎬ １９２９ 年爆发了全球经济危机ꎬ 严重

打击了围绕咖啡出口的方兴未艾的城市经济ꎬ 这即是瓦加斯总统 (任期为

１９３０—１９４５ 年) 上台时的背景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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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美的 “民粹主义”: 争议、 特征及比较研究的局限　

墨西哥也发生了类似的故事ꎬ 在 １９１０—１９１１ 年革命爆发前ꎬ 工业资产阶

级的社会来源是农业和商业领域ꎬ 但墨西哥的经历有些独特之处值得一提ꎮ
首先ꎬ “土著土地公有” 的社会制度对其国家政策有重要影响ꎮ 具体来说ꎬ 在

波菲里奥迪亚斯 (１８７６—１９１０ 年) 担任政治领袖时ꎬ 政府实行了经济现代

化ꎬ 其中包括没收公有土地并将其私有化ꎮ 当时ꎬ 农业庄园立刻做出反应ꎬ
针对世界市场来调整其生产模式ꎬ 而这一政策导致了农业庄园这一经济组织

的加强ꎮ 因此ꎬ 农业加工业在此期间得以蓬勃发展ꎬ 主要的出口商品包括棉

花、 龙舌兰、 橡胶、 糖、 咖啡ꎮ 从这一点来说ꎬ 民众的革命情绪可追溯到国

家现代化政策制造的社会不满ꎮ 其次ꎬ １９ 世纪末墨西哥经济的现代化进程并

不均衡: 在全国广大的农村地区ꎬ 土地公有和小农经营的经济形式仍然得以

延续ꎮ 另外ꎬ 墨西哥并未在真正意义上出现全国性的地主阶级ꎬ 各地的地主

势力仍主要关注地方事务ꎮ 再次ꎬ 考虑到墨西哥与美国经济距离近、 融合度

深ꎬ 墨西哥与阿根廷、 巴西两国不一样ꎮ 墨西哥直接受到美国势力范围的影

响ꎬ 美国工商业和金融资本更早更深入地渗透到该国的经济中ꎮ 这批美国资

本与墨西哥的政府和地主阶级有一定联系 (这与英国资本在阿根廷的情况类

似ꎬ 但并不完全相同)ꎬ 但美国的经济利益集团必须同欧洲的利益集团争夺对

墨的影响力ꎮ 因此ꎬ 波菲里奥迪亚斯领导的墨西哥政府在美国、 法国、 英

国的经济利益之间游离ꎬ 这种政策影响了这一时期墨西哥的派系政治ꎮ 国家

机构中的派系政治反映为不同地主阶级的经济利益相互竞争、 试图对政治施

加影响ꎮ 这与阿根廷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比: 阿根廷的地方统治阶级构成了

一个坚实紧凑的社会集团ꎮ①

在革命前ꎬ 墨西哥的经济势力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可通过两个例子表现出

来ꎮ 第一个例子是墨西哥北部奇瓦瓦州州长路易斯特拉萨斯的发迹之路ꎮ
特拉萨斯出身低下ꎬ 在 １９ 世纪中期因没收国家和教会的土地而获利ꎮ 从那时

起ꎬ 他与女婿恩里克克雷尔合作ꎬ 借助英国资本成功地开展了农业和石油

业务ꎬ 因为他在墨西哥银行和伦敦银行里均有股份ꎮ 特拉萨斯与英国资本的

合作最终形成了鹰牌 (Áｇｕｉｌａ) 墨西哥石油公司 (ＡＭＣ)ꎮ 特拉萨斯和克雷尔

与迪亚斯政府内阁中的年轻自由派有政治联系ꎬ 这一派被称为 “科学家”ꎬ 因

为他们奉行实证主义ꎬ 在政治上亲欧洲ꎮ “科学家” 派系由波菲里奥迪亚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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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由于阿根廷和英国的经济关系紧密ꎬ 这一社会集团也相应紧凑ꎮ 对英国的依赖程度决定了阿

根廷不曾依靠公开市场的状况来进行买卖交易ꎬ 它的 “开放程度” 只是单方向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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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培养并完全效忠于他ꎮ 在墨西哥革命爆发的前夜ꎬ 美国标准石油公司向

墨西哥石油公司提起经济纠纷诉讼ꎬ 索赔条款颇为苛刻ꎮ 第二个例子是第一

任革命总统古斯塔夫马德罗 (１９１１—１９１３ 年)ꎬ 他是地区级的地主和工商

界大亨ꎮ 马德罗在北部科阿胡拉州的农民面前表现得像仁慈的家长ꎬ 因此ꎬ
他不太担心在这个州可能爆发社会动荡而危及其财产ꎮ 与此同时ꎬ 马德罗被

逐出了墨西哥政治的核心ꎬ 这成为他以武力反对迪亚斯的背景ꎮ 由于墨西哥

北部和南部的农民给予了他决定性的支持ꎬ 使得这场战争成功地结束了迪亚

斯政权 (农民领袖中名声最为狼藉的领导人包括弗朗西斯科维拉、 帕斯夸

尔奥罗斯科、 艾米利亚诺萨帕塔)ꎮ
在理解了以上的分析后ꎬ 我们便能试着了解之后爆发的墨西哥革命中三

个问题的重要性: 与美国的关系、 农村土地财产、 对石油资源的控制ꎮ 这一

社会经济背景又可以解释卡德纳斯总统的早期激进民粹主义ꎮ①

让我们回顾阿根廷的情况ꎮ 在 １９２９ 年经济危机之前ꎬ 根基牢固的社会精

英阶级在阿根廷全国范围内占据统治地位ꎬ 这与墨西哥形成鲜明对比ꎬ 而阿

根廷的社会政治日常生活则是体现这一点的绝佳例子ꎮ 具体来说ꎬ 在阿根廷ꎬ
工业大亨拥有大型企业集团ꎬ 而传统精英与他们在同一领域里共存ꎬ 两者在

权力圈子、 俱乐部及其他社会机构中聚集ꎬ 相互分享经验和关注点ꎮ 他们大

多常驻布宜诺斯艾利斯ꎬ 很容易彼此接触和融合ꎬ 并减少了潜在的冲突ꎮ 由

于寡头成员人数少ꎬ 他们更希望住在几个相邻的街区里ꎬ 尽量减少相互之间

的异议ꎬ 从而将不同精英群体打造成一股同质的政治力量ꎮ②

这里的关键词是寡头政治ꎮ 随着时间推移ꎬ 寡头不仅成为一个学术概念ꎬ
也成为民粹主义政策随后号召要打倒的敌人ꎮ 在民粹主义的话语体系中ꎬ 寡头

政治与人民是二元对立的ꎬ 而人民的代表则应是民粹主义政权ꎮ③ １９２９ 年经济

危机之后ꎬ 这套社会框架在以上三国同时陷入危机ꎮ 因此ꎬ 国家必须接管经济

的方向ꎬ 推进工业发展ꎬ 更重要的是为新经济活动中雇佣的工人提供社会保护ꎮ

—０２１—

①

②

③

Ｊｅａｎ Ｍｅｙｅｒꎬ “Ｍéｘｉｃｏ: Ｒｅｖｏｌｕｃｉóｎ ｙ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ｃｉóｎ ｅｎ ｌｏｓ Ａñｏｓ Ｖｅｉｎｔｅ”ꎬ ｅｎ Ｌｅｓｌｉｅ Ｂｅｔｈｅｌｌꎬ Ｈｉｓｔｏｒｉ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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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ｏｒｇｅ Ｓｃｈｖａｒｚｅｒꎬ Ｌａ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 ｑｕｅ Ｓｕｐｉｍｏｓ Ｃｏｎｓｅｇｕｉｒ: Ｕｎａ Ｈｉｓｔｏｒｉａ Ｐｏｌíｔｉｃｏ－ ｓｏｃｉａｌ ｄｅ ｌａ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
Ａｒｇｅｎｔｉｎａꎬ Ｂｕｅｎｏｓ Ａｉｒｅｓ: Ｐｌａｎｅｔａꎬ １９９６ꎬ ｐｐ １５１ － １５２

拉克劳在其著作中分析了民粹主义这一概念ꎮ 我们在本文中关注的是拉美民粹主义的历史发

展和社会经济发展ꎮ Ｅｒｎｅｓｔｏ Ｌａｃｌａｕꎬ Ｌａ Ｒａｚóｎ Ｐｏｐｕｌｉｓｔａꎬ Ｂｕｅｎｏｓ Ａｉｒｅｓ: Ｆｏｎｄｏ ｄ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 Ｅｃｏｎóｍｉｃａꎬ
２００５ꎻ Ｅｒｎｅｓｔｏ Ｌａｃｌａｕꎬ Ｌｏｓ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ｏｓ Ｄｉｓｃｕｒｓｉｖｏｓ ｄｅ ｌａ Ｓｏｃｉｅｄａｄꎬ Ｂｕｅｎｏｓ Ａｉｒｅｓ: Ｆｏｎｄｏ ｄ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
Ｅｃｏｎóｍｉｃａꎬ ２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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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根廷ꎬ 保守党政府于 １９３０ 年上台①ꎬ 在 １９３３—１９４３ 年之间开始了民

粹主义过程②ꎮ 新的经济政策包括由国家管控对外贸易的资源、 确定初级出口

产品的最低价格、 提高关税ꎬ 但出台这些政策并没有破坏阿根廷与英国之间

的特殊经济关系ꎮ 首先ꎬ 通过外贸获得的外汇将汇总到中央政府ꎬ 主要用于

支付外债的本金和利息、 从英国进口商品、 支付英国企业在阿根廷国内经营

所获得的利润ꎮ 此外ꎬ 利益集团也游说呼吁这一计划不要对其造成太大负面

影响ꎮ 其次ꎬ 政府的目的是有限的ꎮ 正如当时最有名的经济部长费德里科
皮内多在 １９４０ 年说的: “国家的经济生活围绕着出口贸易这个巨大的主齿轮

转动ꎬ 我们现在的情况不允许撤换这个主轮ꎬ 而只允许我们在这一机制的旁

边造出一些小的齿轮ꎬ 允许一定的财富流通ꎬ 进行一定的经济活动ꎮ”③ “我
们不认为改变国家的经济基础是可行的ꎬ 也不认为改变是容易的ꎮ 我们不想

让经济完全自给自足ꎮ 我完全不想回归到所谓的 ‘我国的农业本质’ 我

们的目标不是在全国实现完整的大规模工业化ꎬ 但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放弃发

展一些完全正常的工业生产ꎬ 这类生产的正常程度就如同在沟槽中播种种子

来生产小麦ꎬ 或者让牲畜在牧场上吃草来生产肉类ꎮ”④ 尽管工业发展的目标

设定有限ꎬ 但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阿根廷工业生产的增长仍令人惊叹: １９３５—１９３９
年短短四年间制造业增长超过 ４０％ ꎬ 增幅远高于 １９１４—１９３５ 年期间ꎮ⑤再次ꎬ
尽管这一时期阿根廷人均 ＧＤＰ 增长率纪录良好ꎬ 但新经济政策实施的同时也

出现了高通货膨胀率和高失业率ꎬ 大多数人口的实际工资水平和生活水平有所

降低ꎮ 对于这种社会经济趋势ꎬ 阿根廷工业联盟的态度表现为: 工业资产阶级

系统性地反对劳工工作条件的任何改善ꎮ 直到 １９４３ 年军事政变之后ꎬ 国家才设

法完善了对工人的社会保护ꎮ 这得益于业已存在的强有力的工人阶级组织ꎬ 尽

管这一组织仅出现在政治制度的边缘ꎬ 且曾在保守党执政的政治周期中受到国

—１２１—

①

②

③

④

阿根廷保守党政府于 １９３０ 年 ９ 月通过政变上台ꎬ 政变推翻了激进公民联盟主导的伊波利托
伊里戈延政府ꎮ 新政府一开始由何塞费利克斯乌里布鲁 (Ｊｏｓé Ｆéｌｉｘ Ｕｒｉｂｕｒｕ) 将军主导ꎬ 他有明显

的法西斯主义倾向ꎮ １９３２ 年ꎬ 乌里布鲁的位子被阿古斯丁佩德罗胡斯托 (Ａｇｕｓｔíｎ Ｐｅｄｒｏ Ｊｕｓｔｏ) 将

军接替ꎬ 他遵循传统的保守主义方式来管理国家ꎮ 胡斯托政权举办了数次假选举ꎬ 保证国家政务按旧

的方式运作ꎬ 直至 １９４３ 年发生了一场新政变ꎮ 这场政变上台的军政府即是庇隆主义的前任ꎮ
Ｍｉｇｕｅｌ Ｍｕｒｍｉｓ ａｎｄ Ｊｕａｎ Ｃａｒｌｏｓ Ｐｏｒｔａｎｔｉｅｒｏꎬ Ｅｓｔｕｄｉｏｓ Ｓｏｂｒｅ ｌｏｓ Ｏｒíｇｅｎｅｓ ｄｅｌ Ｐｅｒｏｎｉｓｍｏꎬ Ｂｕｅｎｏｓ Ａｉｒｅｓ:

Ｓｉｇｌｏ ＸＸＩꎬ １９７１ꎬ ｐｐ ３３ － ４２
Ａｌｅｊａｎｄｒｏ Ｒｏｆｍａｎ ａｎｄ Ｌｕｉｓ Ａｌｂｅｒｔｏ Ｒｏｍｅｒｏꎬ Ｓｉｓｔｅｍａ Ｓｏｃｉｏｅｃｏｎóｍｉｃｏ ｙ 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ｅｎ ｌａ

Ａｒｇｅｎｔｉｎａꎬ Ｂｕｅｎｏｓ Ａｉｒｅｓ: Ａｍｏｒｒｏｒｔｕꎬ １９９７ꎬ ｐｐ １６０
⑤　 Ｍｉｇｕｅｌ Ｍｕｒｍｉｓ ａｎｄ Ｊｕａｎ Ｃａｒｌｏｓ Ｐｏｒｔａｎｔｉｅｒｏꎬ Ｅｓｔｕｄｉｏｓ Ｓｏｂｒｅ ｌｏｓ Ｏｒíｇｅｎｅｓ ｄｅｌ Ｐｅｒｏｎｉｓｍｏꎬ Ｂｕｅｎｏｓ

Ａｉｒｅｓ: Ｓｉｇｌｏ ＸＸＩꎬ １９７１ꎬ ｐ 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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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机器的严重压制ꎮ 在实行民粹主义政策之前ꎬ 资本主义式的经济增长过程并

未伴随着社会干预ꎬ 这种情况导致工人的利益诉求在数量上增加ꎬ 但工会未能

成功解决问题ꎬ 直到 １９４４—１９４６ 年间国家才通过明确政策开始寻求解决方案ꎬ
从而扭转了国家收入分配的演变趋势ꎮ 在这一基础上ꎬ 大多数工会明确表示与

国家机构的一部分形成联盟ꎬ 但在结盟过程中他们非但没有放弃其自主权ꎬ 反

而加强了其传统的自主权以及独立于其他社会组织的特性ꎮ①

在巴西ꎬ 工人阶级运动出现得较晚ꎬ 影响也较小ꎮ 它最初受到无政府主

义意识形态 (１９０６—１９２４ 年) 的影响ꎬ 也曾短暂被共产主义所控制 (１９２４—
１９３５ 年)ꎬ 最后被纳入了瓦加斯 “新国家体制” 的结构框架ꎬ 但当时瓦加斯

深受法西斯社团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ꎮ 随后ꎬ 瓦加斯公布了其 “新国家体制”
的宪法修订和社会政治工作ꎬ 旨在以社团主义来组织和运作巴西社会ꎮ② 在这

一框架内ꎬ 瓦加斯于 １９３５ 年镇压了巴西共产党领导的起义ꎬ 并在此之后颁布

了关于建立劳工保护和社会保障的法律ꎮ 同时ꎬ 他组织了忠于自己的工会组

织ꎬ 解散了曾参与 １９３５ 年起义的巴西工会联合会ꎬ 并禁止了该国的所有政

党ꎬ 禁令延续到 １９４５ 年他创立巴西劳工党 (ＰＴＢ) 之时ꎮ
巴西与阿根廷的不同之处在于ꎬ 巴西不仅压制政党活动 (在立宪政府治下的阿

根廷ꎬ 正式的多党民主一直存在)ꎬ 而且瓦加斯在即将被军队赶下台之前才组织了民

粹主义政党ꎮ 阿根廷的情况则与之相反ꎮ 我们即将看到ꎬ 庇隆主义运动能与阿根廷

工会划清界限ꎬ 并且当其还在巩固其国家领导地位时ꎬ 就建立起一个庞大的政党ꎮ
在墨西哥ꎬ 阿尔瓦罗奥夫雷贡 (１９２０—１９２４ 年) 担任总统时墨西哥劳

工已经被组织起来ꎬ 因此很快便成为一股相关的政治力量ꎬ 被纳入国家运动

和革命运动中ꎮ １９１９ 年ꎬ 在国家革命党 (１９２９—１９３８ 年ꎬ 后改名为墨西哥革

命党) 还未成立之前ꎬ 支持奥夫雷贡的墨西哥区域工人联合会 (ＣＲＯＭ) 就

建立了墨西哥劳工党 (ＰＬＭ)ꎬ 使得奥夫雷贡能以劳工党候选人的身份竞选总

统ꎮ 随后ꎬ 普鲁塔尔科埃利亚斯卡列斯担任总统 (１９２４—１９２８ 年)ꎬ 他

担任总统的任期对工人运动和国家关系的未来非常重要ꎮ 原因在于ꎬ 卡列斯

不仅成立了革命党ꎬ 还促进了社会立法ꎬ 直至 １９２８ 年他不再允许墨西哥区域

工人联合会参与政府为止ꎮ 这个事件恰好与墨西哥革命的 “制度化” 进程相

—２２１—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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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论述仅与国家意识形态和制宪项目有联系ꎮ 例如ꎬ 虽然巴西有这种倾向ꎬ 但瓦加斯政府

仍在二战中站在同盟国一边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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吻合ꎬ 而国家革命党的创立则是制度化的体现ꎮ 从那时起到卡德纳斯总统执

政ꎬ 工会组织力量一直薄弱ꎬ 他们在如何处理与政权的关系上意见分裂ꎮ 与

阿根廷和巴西的情况相比ꎬ 墨西哥工人阶级运动经历了不同的政治起伏ꎬ 走

上了不同的道路ꎮ 墨西哥的人口仍然以农民为主ꎬ 工人阶级仅仅是少数ꎬ 而

且ꎬ １９２９ 年的危机对工会和国家的关系而言更像是一场艰巨的挑战ꎬ 而并非

是一次机会ꎮ 在卡德纳斯总统执政期间ꎬ 工人运动能在墨西哥工人联合会

(ＣＴＭ) 领导下得以重新组织ꎬ 该组织取代了墨西哥区域工人联合会 (更确切

地说ꎬ 是墨西哥工人和农民联合会ꎬ 墨西哥区域工人联合会已成为其一部

分)ꎮ 虽然墨西哥工人联合会得以统一ꎬ 但新的工人联合会内部又爆发了路线

斗争ꎮ 总统不得不介入墨西哥工人联合会的首届大会ꎬ 支持与农民运动相关

的一个派别ꎬ 以迫使工人联合会支持该派别的提议ꎮ①

总而言之ꎬ 在拉美三个不同的国家出现了三种不同的民粹主义形式ꎮ 巴

西的民粹主义形式是瓦加斯的独裁政权ꎬ 这个政权最初依靠咖啡行业的寡头ꎬ
随后迅速地加强了国家的社会拥护基础 (这一过程中与劳工组织爆发过多次

暴力冲突)ꎬ 并落实了工业主义政策ꎬ 而该政策最终让瓦加斯领导层失去了其社

会和地区支持的源泉ꎮ 在墨西哥ꎬ 民粹主义的形式是激进的、 “准社会主义”
的ꎬ 由革命党和军队实施ꎬ 而当时墨西哥社会的主要问题仍然是农民问题和石

油问题ꎮ 在这两国的例子中ꎬ 劳工的参与度都比阿根廷低ꎮ 在阿根廷ꎬ 国家传

统上对强大的工人运动抱有敌意ꎬ 而胡安多明戈庇隆 (１９４６—１９５５ 年ꎬ
１９７３—１９７４ 年) 抓住机会ꎬ 将阿根廷全国总工会 (ＣＧＴ) 变成 “正义党运动的

支柱”ꎬ 从那时起工人组织就受召组织了起来②ꎮ 正如我们在这次简短回顾中所

看到的ꎬ 这三个例子里ꎬ 中产阶级在民粹主义运动中参与度都很低ꎬ 其社会力

量和政治表达都微不足道ꎮ 这一特征决定了国家政策的方向ꎬ 同时也标志着拉

美民粹主义面临的结构性限制: 民粹主义无法完成该地区的工业化ꎮ

二　 民粹主义面临的结构性限制: 反对民粹主义的最初原因

民粹主义面临的结构性限制可能有助于解释ꎬ 为什么在拉美地区ꎬ 当自

—３２１—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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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党和保守党执政时ꎬ “民粹主义” 更像一句嘲讽之语ꎬ 而不是一个有效的概

念ꎮ 拉美民粹主义政权实施的进口替代政策在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中期遇到 “瓶
颈” 困难ꎮ 在此之前ꎬ 拉美国家的经济政策是以两大支柱为导向来发展工业:
一是国家实施再分配政策ꎬ 保证工人实际工资持续上涨ꎬ 旨在扩大国内消费

品市场ꎻ 二是国家控制外汇资源以投资战略性产业ꎮ 阿根廷的做法可例证这

些政策ꎮ 庇隆主义政府设立了阿根廷贸易促进研究所 (ＩＡＰＩ)ꎬ 该所集中了由

农业出口积累的外汇资源ꎬ 目的是将这些资源转移到工业投资ꎬ 以差价汇率

的方式将外汇 (美元) 卖给工业进口商ꎮ①这一资源分配方式扭转了前十年国

家所采用的自由主义逻辑ꎮ 在巴西ꎬ 瓦加斯政府实施了类似的政策ꎬ 其方式

是所谓的 “外汇征收”: 国家补贴咖啡出口业ꎬ 并将出口销售的收入集中起

来ꎬ 并像阿根廷一样使用这些外汇来为工业购买原材料和资本品ꎮ②

然而ꎬ 这一政策导致民粹主义政权在关键时期遭受削弱ꎬ 原因如下ꎮ 第

一ꎬ 执政党在两股势力之间仅能维系微弱的平衡ꎬ 一边是政治精英、 工人阶

级以及孱弱的城市小资产阶级ꎬ 而另一边是传统的根基深厚的统治阶级ꎮ 民

粹主义制度从来没有消除这些统治阶级的社会实权ꎬ 反而更多地依靠农产品

出口所提供的外汇ꎮ 这正是班博拉和多斯桑托斯所说的 “外国资本积累过

程”ꎬ 即资本品行业处于拉美各经济体运行之外ꎮ③ 第二ꎬ 更重要的是ꎬ 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中期开始ꎬ 美国和西欧的经济开始复苏ꎬ 美国和西欧的跨国公司

给拉美带来的工业资本和金融资本成为更具吸引力的投资来源ꎮ 从那时起ꎬ
其他的政治力量在整个拉美地区逐渐积累实力ꎬ 在有些地区ꎬ 最终导致了美

国政府支持的军事政变ꎮ 在阿根廷ꎬ 庇隆于 １９５５ 年被军事政变推翻ꎮ 在巴

西ꎬ 瓦加斯总统于 １９５４ 年在其第二个任期内自杀ꎻ 几个月后ꎬ 继任的副总统

若昂卡费菲尔霍被军方推翻ꎮ 之后ꎬ 巴西的制宪政府在 １９６１ 年和 １９６４
年两度遭到中断ꎮ 在阿根廷ꎬ 军事政变在 １９５８ 年、 １９６２ 年、 １９６６ 年、 １９６６
年数次重演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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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过度简化了: 尽管这些拉美国家存在这些结构问题ꎬ 政府还是在当时完成了许多重大项

目ꎮ 统观墨西哥、 巴西和阿根廷 ３ 国ꎬ 就能发现当时很多行业被国有化或被管制ꎬ 如石油和能源、 钢

铁、 铁路和公路ꎬ 等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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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再次成为例外ꎬ 其政治进程完全掌控在革命党的结构之内ꎮ 墨西

哥执政党自身主导了退出民粹主义政策的过程ꎬ 这一过程始于卡马乔总统

(１９４０—１９４６ 年)ꎬ 他将墨西哥革命党改名为革命制度党 (ＰＲＩ)ꎮ 从 １９５４ 年

起ꎬ 在阿道夫鲁伊斯科尔蒂内斯担任总统期间 (１９５２—１９５８ 年) 启动了

经济政策改革ꎬ 改革的内容包括货币贬值、 偿还外债、 价格控制和工资管控、
外汇交易的自由化ꎬ 但改革推进的步伐相对较慢ꎮ 然而ꎬ 政府奉行了激进的

产业政策ꎬ 增加了国有企业的数量ꎬ 使得国有企业占据了更重要的地位ꎮ 可

以说ꎬ 民粹主义政策在墨西哥完全退出的时间始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中期古斯

塔沃迪亚斯奥尔达斯总统的任期内 (１９６４—１９７０ 年)ꎬ 当时执政党对社

会上的反对派进行了大规模的镇压ꎻ １９８２ 年ꎬ 在总统换届选举之际ꎬ 墨西哥

爆发了债务危机ꎮ①

阿根廷在自称为 “解放革命” (１９５５—１９５８ 年) 的军政府期间正式加入

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ꎮ 政府减少了对外资的管制ꎬ 冻结了工资上

涨ꎮ 这些政策虽然是由军政府突然颁布的ꎬ 但主要是为了应对庇隆第二任期

(１９５２—１９５５ 年) 中出现的经济困难ꎮ 当时ꎬ 庇隆主义政府通过的 “二五”
计划 (１９５２—１９５５ 年) 包括: 逆转阿根廷贸易促进研究所采用的汇率政策ꎬ
以保护处于衰退中的农业出口ꎻ 与美国达成战略和解 (包括向美国公司开放

油田勘探)ꎻ 构建涉及工会和企业界的 “社会契约”ꎬ 确定价格、 福利及工资

标准ꎮ 后来ꎬ 阿图罗弗隆迪西总统在任期内 (１９５５—１９５８ 年) 制定了新的

经济政策 “发展主义” (Ｄｅｓａｒｒｏｌｌｉｓｍｏ)ꎬ 其目标是修订 “进口替代” 政策ꎬ
旨在进一步提高进口替代: 在国内生产资产品和中间产品以代替进口ꎮ 有人

认为ꎬ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ꎬ 国家不可避免地要吸引外商ꎬ 让他们投资于本国

工业ꎮ 不用说ꎬ 这种政策完全配合了跨国公司和全球资本流动的再次扩张ꎮ②

在巴西ꎬ 卡费菲尔霍担任总统的时间虽然短暂ꎬ 但他仍颁布了紧缩性

的经济政策ꎬ 其中包括控制财政赤字、 减少工业补贴、 实行信贷紧缩和货币

开放ꎮ 这些新政策的基本目标是减少通货膨胀ꎬ 应对国际市场上咖啡价格的

下跌ꎬ 因为此时咖啡仍是巴西经济的主要出口产品ꎮ 同时ꎬ 新的经济政策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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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规定的结构调整方案ꎮ①

民粹主义之后的政治势力实施了以下的经济方案: 货币大幅贬值、 向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 冻结工资、 调整产业结构ꎮ 这些计划背后的目的是减

少政府开支ꎬ 以比较优势促进出口ꎬ 吸引外商投资工业ꎮ 继而ꎬ 民粹主义政

府被追责曾 “不负责任” 地管理经济ꎬ 它们曾带来的经济增长被视为不可持

续、 不真实的增长ꎮ 在新的经济事务中ꎬ 阶级歧视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在指

责 “民粹主义” 政府不负责任的同时ꎬ 也将工人阶级的消费增长作为其相关

罪证之一ꎮ 不过ꎬ 后民粹主义时期的经济政策必须放在更广泛的外部背景下

讨论: 这些政策也是国家对拉美出口的农产品价格下降的反应ꎮ 这种下降本

身是世界经济的结构性趋势ꎬ 这一趋势从 １９５４ 年开始变得更加清晰ꎮ② 随着

二战后美国和西欧的经济产业复苏ꎬ 这些后民粹主义经济政策也随之形成ꎮ
然而ꎬ 在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中期到 ７０ 年代ꎬ 推翻民粹主义政权的行为引起

了社会动荡ꎬ 而且ꎬ 正如上文所述ꎬ 军事政变卷土重来ꎮ 随着产业工人阶级

组织的巩固ꎬ 奉行民粹主义的联盟似乎已成为稳定该地区的重要社会力量ꎬ
唯一能取代它们的方式是对这些联盟使用武力ꎮ

三　 什么是合理的比较对象?

鉴于拉美民粹主义的上述特征ꎬ 我们应该问道: 如要对这种现象找到合

理的比较对象ꎬ 应该考虑到哪些因素? 前文提到了一些常见的、 典型的比较

对象ꎬ 如法西斯主义、 中国的 “文化大革命” 运动ꎮ
首先是法西斯主义ꎮ 在拉美历史上ꎬ 法西斯主义是不可持续的ꎮ 虽然一

些民粹主义领袖的意识形态受到了法西斯主义的渗透 (墨西哥再次属于例

外)ꎬ 但历史上法西斯主义运动是帝国主义相互争吵的副产品ꎮ 此外ꎬ 每一个

欧洲法西斯政权都希望扩大国家领土 (德国、 意大利、 日本) 或维护其殖民

统治地位 (西班牙、 葡萄牙)ꎮ 与此相反ꎬ 拉美大陆的国家③在国际上处于依

附地位ꎬ 这就限制了民粹主义的立场: 像庇隆和瓦加斯这样的领导人可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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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ꎬ 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其他边缘地区ꎬ 如英属巴勒斯坦托管地也有类似情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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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生命中的某个时刻被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所吸引ꎬ 但他们最终认为自己的

政治是从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中解放祖国ꎮ 从瓦加斯和庇隆的言论中可看出

这一点ꎮ 瓦加斯在 １９５４ 年自杀时留下遗嘱: “国际组织的地下运动与国内的

反革命团体相互勾结ꎬ 反对劳工保障制度ꎮ”① 而庇隆在 １９４５ 年对军队讲话时

这么说: “一位大人②这么告诉我 (当然ꎬ 以更花哨的语言): 如果我交出了这

个国家ꎬ 那么只需要一个星期ꎬ 我就能在某些国家成为最受他们欢迎的人ꎮ 我

这么回答: 如果这就是代价ꎬ 那么我宁愿成为最默默无闻的阿根廷人ꎬ 因为我

不想由于在国内成为一个狗娘养的 (很遗憾我用这种粗话) 而在其他地方受人

欢迎ꎮ 我们要么拯救国家ꎬ 要么和国家一起沉没ꎬ 但我们不会把它交出来ꎮ 正

如你即将看到的ꎬ 有些人总是交出这个国家ꎬ 而人人皆知他们就会这么做ꎮ 这

些人包括那些资本大亨ꎬ 他们赚钱的方式就是出卖国家ꎻ 还有那些为外国企业

服务的律师ꎬ 他们的目的就是嘲笑并出卖国家ꎻ 在某些大使背后ꎬ 有一些人与

他们目标一致ꎬ 就是打击捍卫国家的我们ꎮ 还有人组织这类反对行为ꎮ 一场反

革命正在进行ꎬ 我们必须阻止它ꎬ 做我们要做的事情ꎮ 如果我们斗争 ２０ 年才能

获得政治独立ꎬ 我们就不会愧对我们的祖先ꎬ 如果有必要ꎬ 我们将再斗争 ２０ 年

以获得经济独立ꎮ 没有独立ꎬ 我们将永远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ꎮ”③

其次ꎬ 鉴于前面描述的民粹主义的社会基础ꎬ 拉美的民粹主义运动需要

依靠工人阶级ꎬ 要给予工人广泛的社会福利ꎬ 继续加强工会组织联盟ꎮ 这与

纳粹组织在欧洲压制工会的行为形成鲜明对照ꎬ 尽管德国的公会组织明显试

过与新兴的纳粹政权合作ꎮ④ 毛主义也曾被贴上民粹主义的标签ꎬ 特别是在毛

泽东生命的最后几年ꎮ 从 １９６６ 年开始ꎬ 毛泽东试图在无产阶级 “文化大革

命” 期间 (１９６６—１９７６ 年) 绕过中国共产党的现有领导层ꎬ 直接向群众和青

年发出指示ꎮ 这同样与拉美民粹主义无关ꎬ 因为首先中国和拉美的社会基础

和经济结构从根本上就不一样ꎮ 正如前文所说ꎬ 拉美政府严重依赖国家对外

汇资源的控制ꎬ 在阿根廷和巴西ꎬ 外汇是由地主阶级控制的农产品出口提供ꎻ
在墨西哥ꎬ 外汇资源在很大程度上由石油出口行业提供ꎮ 中国则正好相反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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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Ｍａｒｉｎａ Ｇｕｓｍãｏ ｄｅ Ｍｅｎｄｏｎçａ ａｎｄ Ｍａｒｃｏｓ Ｃｏｒｄｅｉｒｏ Ｐｉｒｅｓꎬ Ｆｏｒｍａçãｏ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 ｄｏ Ｂｒａｓｉｌꎬ Ｓａｏ Ｐａｕｌｏ: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Ｌｔｄ ꎬ ２００２

庇隆暗指的是时任美国驻布宜诺斯艾利斯大使 (１９４５ 年 ５—７ 月) 斯普鲁伊尔布拉登ꎮ
Ｒｏｄｏｌｆｏ Ｐｕｉｇｇｒóｓꎬ Ｈｉｓｔｏｒｉａ Ｃｒíｔｉｃａ ｄｅ ｌｏｓ Ｐａｒｔｉｄｏｓ Ｐｏｌíｔｉｃｏｓ Ａｒｇｅｎｔｉｎｏｓꎬ Ｂｕｅｎｏｓ Ａｉｒｅｓ: Ｈｉｓｐａｍéｒｉｃａꎬ

Ｖｏｌ ３ꎬ １９８６
Ｅｒｉｃ Ｈｏｂｓｂａｗｍꎬ Ｈｉｓｔｏｒｉａ ｄｅｌ Ｓｉｇｌｏ ＸＸꎬ Ｂａｒｃｅｌｏｎａ: Ｃｒíｔｉｃａꎬ １９９７ꎬ ｐｐ １３９ － １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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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完成了激进的土地改革ꎬ 扫荡了地主阶级的势力ꎮ 所以ꎬ 中国资本积累

的本质ꎬ 与拉美 “民粹主义的工业化不完全” 没有相似之处ꎮ
再次ꎬ 拉美各国政权在自由民主的框架内逐步制度化ꎮ 在阿根廷ꎬ 军政

府在 １９４３ 年夺取国家政权后ꎬ 庇隆巩固了自己的个人权力ꎬ 并于 １９４６ 年创

立了庇隆党 (即后来的正义党)ꎬ 在那之后一直组织自由选举ꎮ 巴西是个例

外: 最初ꎬ 鉴于瓦加斯政府的社会基础脆弱ꎬ 新上台的瓦加斯总统在 １９３７—
１９４５ 年间以个人独裁统治国家ꎬ 直到他任职的最后一年才创立了巴西劳工党ꎬ
仅仅几个月后该党便解散ꎮ 在墨西哥ꎬ 革命党自 １９２９ 年以来就是一党独大ꎬ
政治进程的制度化未发生过变化ꎮ 这一特点成为问题所在ꎬ 而这又与民粹主

义的社会基础有关ꎮ 由于多阶级联盟是民粹主义运动的因素之一ꎬ 他们不得

不与反对党和企业界达成妥协ꎬ 这种妥协违背了运动的最初目标ꎮ 在 ５０ 年代

中期之后ꎬ 对民粹主义政权抱有敌意的反对党和社会力量成为使用政治暴力

和威权统治的主要势力ꎮ

四　 民粹主义政党的特点

拉美民粹主义的基础是阶级联盟ꎬ 各国工人阶级均参与其中 (相比巴西

和墨西哥ꎬ 阿根廷的例子更为明显)ꎬ 一些中产阶级也加入联盟① (在墨西哥

也是如此ꎬ 尽管程度较低)ꎬ 且由军官主导 (阿根廷和墨西哥)ꎮ 这一特点影

响了民粹主义运动的意识形态基础ꎮ 在这三国的例子中ꎬ 各国政权的思想理论

基础有如下特点: 涵盖面广、 基础薄弱、 常常变动且从未得到明确表述ꎻ 在民

粹主义运动的结构中ꎬ 政党虽然被认为是必要的工具ꎬ 但并不是其中最重要的

因素ꎮ 在这三个国家中ꎬ 民粹主义政党并不认为自己是自由民主制度下众多政

治组织中的普通一员ꎬ 但在现实中它们最终还是成为普通政党之一ꎮ 民粹主义

的决定性因素是运动本身ꎬ 这意味着各种社会组织 (农民组织、 工会、 企业和

商会、 妇女团体、 军队) 都可能参与进来ꎬ 接受某个领袖的领导ꎮ 如果政党最

—８２１—

① 例如ꎬ １９４６ 年庇隆解散了阿根廷工业联盟ꎬ 并试图在 １９５２—１９５３ 年间以新成立的 “工业邦

联” 和 “整体经济邦联” 取而代之ꎮ “工业邦联” 意在代表工业资本家的利益ꎬ 而 “整体经济邦联”
则将政体结构内所有的企业界势力重新组织ꎮ 后者是为了建立全国性的、 服从于政府的中产阶级组织

的官方尝试ꎬ 但这一尝试惨遭失败ꎮ １９５５ 年ꎬ 军方重新成立了阿根廷工业联盟ꎬ 视其为合法组织ꎬ 此

后 “整体经济邦联” 只能代表社会一小部分群体ꎮ Ｄａｒｄｏ Ｃúｎｅｏꎬ Ｃｏｍｐｏｒｔａｍｉｅｎｔｏ ｙ Ｃｒｉｓｉｓ ｄｅ ｌａ Ｃｌａｓｅ
Ｅｍｐｒｅｓａｒｉａꎬ Ｂｕｅｎｏｓ Ａｉｒｅｓ: Ｃｅｎｔｒｏ Ｅｄｉｔｏｒ ｄｅ Ａｍéｒｉｃａ Ｌａｔｉｎａꎬ ｐｐ １４１ － １８８ꎬ １９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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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成为民粹主义中最核心的因素ꎬ 那么ꎬ 如上文所述ꎬ 这是政权必须达成的妥

协ꎬ 另一个原因是民粹主义政策巩固了各国的社会经济转型ꎮ
在 “最初” 的民粹主义构造中ꎬ 领袖设法解决社会矛盾、 平息不同诉求

间的竞争ꎬ 而运动的下层则毫无纪律ꎮ 这导致民粹党最终变成了广泛的群众

组织 (也许巴西是例外)ꎬ 内部存在多条不同的政治路线ꎮ 例如ꎬ 在阿根廷ꎬ
庇隆主义运动的参与者包括天主教徒、 马克思主义者、 自由主义、 右派分子ꎬ
在 １９５５—１９７６ 年期间他们经常互相争斗ꎮ 在巴西ꎬ 瓦加斯不仅在 １９４５ 年创建

了巴西劳工党ꎬ 而且还建立了社会民主党ꎬ 后者代表地主阶级精英的利益ꎮ
在巴西和阿根廷ꎬ 政治反对派都不得不依赖军人推翻民粹主义制度ꎮ 在

阿根廷ꎬ 整个民粹主义时期内ꎬ 工人阶级对庇隆主义的认同感没有改变过ꎮ
这对其他政党而言是一个艰巨的挑战ꎬ 其中最重要的政党是激进公民联盟

(ＵＣＲ)ꎬ 这个党基本代表城市中产阶级的利益ꎮ 在 １９５８—１９６２ 年期间ꎬ 激进

公民联盟赢得选举并统治了阿根廷ꎬ 并在 １９６２—１９６６ 年期间 (其中有一次短

暂的军方干预) 连任ꎮ 两任激进政府在完成其任期前就都被军方推翻了ꎮ 不

过ꎬ １９５８ 年和 １９６２ 年的选举过程不是自由的ꎬ 因为庇隆主义派被禁止参加ꎮ
１９５８ 年 (由阿图罗弗隆迪西总统领导) 和 １９６２ 年 (由伊图里亚总统领导)
上台的两任激进政府之所以被推翻ꎬ 原因恰恰是它们曾试图让庇隆主义党合

法化ꎬ 从而使政治进程正常化ꎮ 有趣的是ꎬ 激进公民联盟在 １９５５ 年曾支持自

由革命党ꎬ 所以ꎬ 庇隆主义确实让激进公民联盟处于两难困境中ꎮ 实际上ꎬ
１９５５—１９８３ 年间军方事实上扮演了阿根廷政治制度中的第三方①ꎮ 在巴西ꎬ 政

治动态的发展情况类似ꎬ 社会民主党和巴西劳工党先后将库比契克 (１９５６—
１９６１ 年) 和古拉特 (１９６１—１９６４ 年) 送上了总统的位置ꎮ １９６４ 年ꎬ 古拉特被另

一场政变赶下台ꎬ 巴西建立了长期的军人专制制度并一直延续到 １９８５ 年ꎮ
在墨西哥ꎬ 革命的 “制度化” 意味着民主结构在理论上实行多党选举ꎬ

而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唯一大党在这一体系内运行ꎮ 在实践中ꎬ 革命党成功地

赢得了所有的选举ꎬ 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 ２０００ 年ꎮ 多种正式和非正式的机制

使得这种制度化得以延续ꎬ 包括将总统任期限制在 ６ 年之内 (不允许再次当

选)ꎬ 而总统习惯在离任前将其接班人亲自指定为该党的正式候选人ꎮ 此外ꎬ
卡马乔在继卡德纳斯之后担任总统时ꎬ 成功地处理了党的内部矛盾ꎬ 缓和了

—９２１—

① Ｍａｒｃｅｌｏ Ｃａｖａｒｏｚｚｉꎬ Ａｕｔｏｒｉｔａｒｉｓｍｏ ｙ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ｉａ (１９５５ － １９８３)ꎬ Ｂｕｅｎｏｓ Ａｉｒｅｓ: Ｃｅｎｔｒｏ Ｅｄｉｔｏｒ ｄｅ
Ａｍéｒｉｃａ Ｌａｔｉｎａꎬ １９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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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任采取的一些最激进的措施ꎬ 包括放缓过去 ４ 年中的土地集体化倾向ꎮ 这

产生了两项结果: 一是缓解了军方对于革命可能激化的担忧ꎻ 二是激发了中

小农阶层的活力ꎬ 这个阶层能成为社会力量中的缓冲ꎬ 部分对抗地主阶层ꎮ
中小农阶层围绕着国家行动党 (成立于 １９３９ 年) 组织起来ꎬ 并获得了天主教

会的积极支持和影响ꎮ 革命制度党政府还实施政策积极支持城市企业界ꎬ 赞

助设立新的商会ꎮ 最后ꎬ １９１１ 年的人民起义这一先例不应被置于框架之外ꎬ
因为如上文所述ꎬ 虽然阿根廷和巴西的民粹主义运动也很得民心ꎬ 但它们从

未公开挑战地主阶层的社会实力ꎮ①

民粹主义主张自己代表 “全体人民” 的所有利益ꎬ 而历史上的自由主义

政党只代表部分阶级的利益ꎬ 所以民粹主义不仅不同于自由派政党的政治框

架ꎬ 也不同于欧洲共产党的政治框架ꎮ 欧洲共产党诞生于法国大革命的影响

之下ꎬ 并从这一重大事件中领悟到 “组织一小部分合适的、 有希望夺取国家

政治权力的团体” 的重要性ꎬ 正如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指出ꎬ 这就是雅各宾

派参与政治的方式ꎬ 也对列宁主义有相当的影响ꎮ② 民粹主义的政治组织也无

法与欧洲共产党的前身即社会民主工人党相提并论ꎮ 尽管社会民主工人党也

是群众组织ꎬ 能适应选举中的竞争ꎬ 但它毕竟是起源于单一阶级的组织ꎮ 直

到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中期ꎬ 当社会民主党派逐渐放弃 “仅代表工人阶级利益”
的身份时ꎬ 这些组织与民粹主义派别之间的差距才开始缩小ꎮ 有趣的是ꎬ 庇

隆主义党的直接前身是阿根廷劳工党 (１９４５—１９４７ 年)ꎮ 该党于 １９４５ 年由持

社会主义和工联主义思想的工会领袖正式成立③ꎬ 成立时间是在 １９４５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庇隆在工人支持下再次赢得阿根廷统治地位的 “决定之日” 之后④ꎮ 新

成立的阿根廷劳工党在组织上参考了英国和澳大利亚的工党ꎬ 也根据自己的

情况进行了细微调整ꎮ １９４６ 年ꎬ 劳工党在选举方案中推出了以下政策ꎮ (１)
政治领域ꎬ 主张政治民主的完整实现也需要实行经济民主ꎬ 经济民主是让政

—０３１—

①

②
③

④

比如ꎬ 庇隆对待农业商会 (即阿根廷农业协会) 的态度更倾向于妥协和谈判ꎮ Ｄａｒｄｏ Ｃúｎｅｏꎬ
Ｃｏｍｐｏｒｔａｍｉｅｎｔｏ ｙ Ｃｒｉｓｉｓ ｄｅ ｌａ Ｃｌａｓｅ Ｅｍｐｒｅｓａｒｉａꎬ Ｂｕｅｎｏｓ Ａｉｒｅｓ: Ｃｅｎｔｒｏ Ｅｄｉｔｏｒ ｄｅ Ａｍéｒｉｃａ Ｌａｔｉｎａꎬ １９８４ꎬ
ｐｐ １８８ － １９５

Ｅｒｉｃ Ｈｏｂｓｂａｗｍꎬ Ｈｉｓｔｏｒｉａ ｄｅｌ Ｓｉｇｌｏ ＸＸꎬ Ｂａｒｃｅｌｏｎａ: Ｃｒíｔｉｃａꎬ １９９７ꎬ ｐｐ ７８ － ８５
两者的区别请参见 Ｊｕｌｉｏ Ｇｏｄｉｏꎬ Ｈｉｓｔｏｒｉａ ｄｅｌ Ｍｏｖｉｍｉｅｎｔｏ Ｏｂｒｅｒｏ Ａｒｇｅｎｔｉｎｏꎬ Ｂｕｅｎｏｓ Ａｉｒｅｓ: Ｃｏｒｒｅｇｉｄｏｒꎬ

２ ｖｏｌｓꎬ ２０００
这一关键事件奠定了庇隆主义的群众运动基础ꎮ 当时ꎬ 阿根廷工人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大

规模示威ꎬ 要求释放胡安庇隆上校ꎬ 彼时庇隆正被其军政界同僚监禁ꎬ 这些人担心庇隆担任劳工和

社会保障秘书时 (１９４３—１９４５ 年) 曾积累了相当的势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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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民主成为现实的最佳手段ꎻ 基于对国家主权的尊重ꎬ 维护与世界合作的政

策ꎬ 同时为了人类的利益ꎬ 克服排他主义ꎻ 让妇女也享有政治权利ꎮ (２) 经

济领域ꎬ 主张对公共服务和矿产实施国有化ꎻ 国家对国有企业的借贷和税收

给予优惠政策ꎬ 对广大群众进行技术培训ꎻ 合理规划农业经济ꎬ 划分土地ꎬ
消灭大型农业庄园ꎻ 组建生产者合作社ꎮ (３) 劳工政策领域ꎬ 实施劳动力调

整计划ꎬ 以解决未来的失业问题ꎬ 根据比例减少工作日ꎬ 但不减少工资ꎻ 确

认每个工人有分享企业利润的权利ꎬ 在全国设立强制性的最低工资ꎻ 规范农

业工作、 工厂卫生监管工作ꎬ 采取安全措施ꎬ 避免职业风险等ꎮ (４) 财政领

域ꎬ 实行累进的遗产继承税ꎬ 对不将土地变成生产资料的地主征收累进的土

地税ꎮ (５) 文化和社会资助领域ꎬ 扩大预防和治疗药物的分配制度ꎬ 增加国

家药店和医院ꎬ 实行社会化医疗援助ꎬ 建设农村聚集地卫生设施ꎮ
庇隆主义政府在选举胜利之后ꎬ 基本上实施了这个方案ꎮ 但是ꎬ 阿根廷

劳工党自身的政治生存却并不幸运ꎮ 虽然该党的 “组织结构图” 并没有严格

规定该党是工人阶级的政治组织ꎬ 但明确规定了劳工党选区的社会划界ꎮ 劳

工党于 １９４５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市成立ꎬ 本质上是城乡工人的集

合ꎬ 目的是为全国劳动者阶级在政治上争取经济解放ꎮ 劳工党由劳工工会、
行会组织、 政治中心及个人成员组成ꎮ 决定加入该党的工会将成为其组成的

一部分ꎬ 其成员将自动隶属于该党ꎬ 但工会内部明确表示希望被排除在外的

人可自由参与政治ꎮ 工人、 农民、 专业人士、 艺术家和知识分子、 商界人士

等都可以成为劳工党的积极成员ꎮ 在任何情况下ꎬ 劳工党禁止接纳具有反动

或极权主义思想者及寡头ꎮ 曾参与过有保守倾向的政党但不曾担任过领导职

位者可被接受为劳工党成员ꎮ 劳工党不可接受政府任何形式的、 公开或私下

的捐助ꎬ 如果企业的捐助可能是为了设立对他们有利的法律法规而提供的ꎬ
也不能接受ꎮ 工党可以与另一个有利于工人阶级的政治团体签订协议或暂时

结成联盟ꎬ 在任何情况下不得与寡头政党或团体签订协议ꎮ①

阿根廷劳工党是帮助庇隆当选总统的政党联盟中的一部分ꎬ 联盟中的其

他政党包括激进公民联盟—复兴委员会 (ＵＣＲ－ ＪＲ) 和刚刚成立的独立党

(ＰＩ)②ꎻ 庇隆于 １９４６ 年 ２ 月在总统选举中获胜ꎮ 然而ꎬ 庇隆设想的未来政

权组织模式并不是劳工党的组织方式ꎬ 他的奋斗目标是只存在一个政党ꎮ

—１３１—

①

②

Ｊｕｌｉｏ Ｇｏｄｉｏꎬ Ｈｉｓｔｏｒｉａ ｄｅｌ Ｍｏｖｉｍｉｅｎｔｏ Ｏｂｒｅｒｏ Ａｒｇｅｎｔｉｎｏꎬ Ｂｕｅｎｏｓ Ａｉｒｅｓ: Ｃｏｒｒｅｇｉｄｏｒꎬ ２ ｖｏｌｓꎬ ２０００ꎬ
ｐｐ ８３５ － ８４２

独立党建党主要是为了代表军方的政治利益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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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ꎬ 他在 １９４６ 年 ６ 月创立了单一革命党的组织委员会ꎬ 解散了激进公民

联盟—复兴委员会、 独立党及劳工党ꎮ １９４７ 年 １ 月ꎬ 这个委员会正式成立

了庇隆主义党ꎬ 该党在庇隆总统的前两届任期 (１９４６—１９５５ 年) 内增长非

常强劲ꎬ 同时对反对派 (如激进公民联盟和阿根廷共产党) 公开表现出敌

意ꎮ 随着时间的推移ꎬ 庇隆主义党更名为正义党ꎬ 成为阿根廷政治制度中的

众多政党之一ꎬ 在 １９８３ 年之后正常参加总统选举ꎮ 这一方面与阿根廷社会的

演变有关ꎬ 因为在 ２０ 世纪四五十年代里阿根廷人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ꎬ 为社

会阶层向上流动和城市中产阶级的扩大开辟了广阔的空间ꎻ 另一方面ꎬ 这也

与该党领导人个人政治观点的演变有关ꎮ 庇隆在最后一届总统任职期间ꎬ 于

１９７３ 年呼吁社会达成共识ꎬ 其姿态显而易见①ꎮ 不过ꎬ 描述这一未完的过程

超出了本文的范围ꎮ

五　 结论

拉美的民粹主义是一种发生在特定历史时期的运动ꎬ 它植根于拉美主要经

济体的结构中ꎮ 首先ꎬ 民粹主义是一种社会政治制度ꎬ 是对这些经济体双重特

征的回应: 一战之后的拉美经历了早期的工业化进程ꎬ 这一进程在 １９２９ 年的经

济危机之后加速发展ꎻ 在工业发展的同时ꎬ 面向国外市场的农业和矿业初级生

产也同步发展ꎬ 这一结构特征有助于在很大程度上解释民粹主义的社会结构及

其政治局限性ꎮ 其次ꎬ 拉美民粹主义的特殊性也意味着ꎬ 在建立跨区域研究或

分析这一概念之前ꎬ 必须在拉美内部进行比较研究ꎮ 拉美三国的情况存在重要

差异ꎮ 在阿根廷ꎬ 这次运动更多是基于工人阶级的参与ꎬ 至今正义党仍然是一

个经常参与选举的广泛群众组织ꎮ 在墨西哥ꎬ 虽然民粹主义很早就已形成并在

农民革命爆发之后持激进立场ꎬ 但这也意味着ꎬ 无论是在这一运动的外部还是

内部ꎬ 城市社会力量的组织结构较弱ꎬ 地主阶级的反对之声也较弱ꎮ 这反过来

有助于解释革命制度党的垄断地位ꎬ 该党直到 ２１ 世纪才不再主宰墨西哥政治ꎮ
在巴西ꎬ 工人阶级运动与政权关系较弱ꎬ 这意味着该国的民粹主义在发源之时

比其他两国更专制ꎬ 其结果是 １９５４ 年以后民粹主义的政治遗产显得微不足道ꎮ

(翻译　 陈 默ꎻ 责任编辑　 黄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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