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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拉美反帝运动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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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在 ２０ 世纪前半叶的拉丁美洲反帝国主义运动浪潮

中ꎬ 阿亚与梅里亚同样经由大学改革运动登上政治舞台ꎬ 开展反帝

运动ꎮ 但是基于各自对拉美现实和反帝理论的理解ꎬ 二者分别领导

拉美两大反帝组织ꎬ 在具体的反帝实践中产生冲突ꎬ 由此引发论

战ꎮ 在这场论战中ꎬ 双方力争在政治话语权的争夺中占据上风ꎮ 二

者争论的焦点是美洲人民革命联盟的性质以及拉美反帝运动是否具

有特殊性ꎬ 以此论辩前者的合法性ꎮ 这场论战的直接结果是使美洲

人民革命联盟在组织和思想上疏远了共产国际及反帝国主义联盟ꎮ
除了在拉丁美洲争夺反帝国主义运动的代表权之外ꎬ 这场辩论有三

个层面的意义: 首先ꎬ 二者对阿普拉主义与共产主义的辨析涉及拉

美左翼分子内部出现的意识形态分裂ꎻ 第二ꎬ 鉴于全球政治运动ꎬ
共产国际与拉丁美洲民族主义小资产阶级之间的争论导致 “民粹

主义” 一词在拉丁美洲的政治讨论中首次被使用ꎻ 第三ꎬ 二者关

于拉丁美洲反帝革命的性质及其在全球反帝运动中所处位置的辩

论ꎬ 勾勒出阿普拉主义中的大陆主义内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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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洲人民革命联盟 (Ａｌｉａｎｚａ Ｐｏｐｕｌａｒ Ｒｅｖｏｌｕｃｉｏｎａｒｉａ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ａꎬ ＡＰＲＡ) 作

为秘鲁阿普拉党 (Ｐａｒｔｉｄｏ Ａｐｒｉｓｔａ Ｐｅｒｕａｎｏꎬ ＰＡＰ) 的前身ꎬ 由维克多劳尔
阿亚德拉托雷 (Ｖíｃｔｏｒ Ｒａúｌ Ｈａｙａ ｄｅ ｌａ Ｔｏｒｒｅꎬ １８９５—１９７９ 年) 于 １９２４ 年在

墨西哥创立ꎮ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ꎬ 拉丁美洲的左翼知识分子曾围绕阿普拉的性质

展开过两次较为激烈的讨论ꎮ 其一是阿亚德拉托雷与秘鲁马克思主义者马

里亚特吉 (Ｊｏｓé Ｃａｒｌｏｓ Ｍａｒｉáｔｅｇｕｉ) 的争论ꎮ 关于这场争论ꎬ 学术界已有不少

研究ꎮ① 相较而言ꎬ 本文所讨论的阿亚与古巴共产党创始人胡里奥安东尼

奥梅里亚 (Ｊｕｌｉｏ Ａｎｔｏｎｉｏ Ｍｅｌｌａꎬ １９０３—１９２９ 年) 的争论在过去的研究中涉

及不多ꎮ 这是因为早期对阿普拉的研究更限于民族国家视角ꎬ 更关注阿普拉

与秘鲁国内政治进程的关系ꎮ 同时囿于有限的跨国史料ꎬ 美洲人民革命联盟

时期的阿普拉并非学术研究热点ꎮ
近年来ꎬ 随着全球智识史研究的兴起ꎬ 一些研究开始关注这一议题ꎬ 并

在不同程度上触及了 １９２０ 年以后美洲人民革命联盟和全球反帝国主义运动之

间的紧张关系ꎮ 部分学者认为阿亚德拉托雷与梅里亚的这一争论是社会主

义阵营内部斗争或冲突的结果ꎮ② 或是着眼于 １９２７ 年布鲁塞尔反帝大会ꎬ 从

争夺政治权力的角度论述二者之间的争论与矛盾ꎮ③ 在研究以巴黎为中心的世

界反帝国主义运动时ꎬ 迈克尔戈贝尔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Ｇｏｅｂｅｌ) 利用这一争论来论

证阿普拉缺乏一种内在的意识形态ꎮ 在他看来ꎬ 这次决裂与其说是他们的意

识形态分歧ꎬ 不如说展现了阿亚德拉托雷机会主义者的一面ꎮ 拉斐尔罗

哈斯 (Ｒａｆａｅｌ Ｒｏｊａｓ) 则将这场争论置于 ２０ 世纪初俄国十月革命和墨西哥革命

两次大革命的视角下ꎬ 考察梅里亚对第三国际教条主义立场的适应ꎮ 他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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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者的分歧具有地缘政治特征ꎬ 显示出拉丁美洲左翼革命阵营难以共存的

迹象ꎮ①

以上既有研究涉及对这场分歧性质的判断ꎮ 本文的目的是在梳理及总结

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ꎬ 通过考察这场论战的历史语境和论战内容ꎬ 借由其

政治表现形式和政治话语探讨早期阿普拉主义的内涵ꎬ 以及上述论战双方的

思想颉颃之源ꎮ 本文认为 “阿亚对社会主义阵营的背叛” 不足以全面概括这

场论战的内容与意义ꎮ 基于已经搜集的史料和档案ꎬ 通过二人相交、 论战、
决裂的政治实践和思想碰撞ꎬ 本文更关注阿亚德拉托雷思想轨迹中的大陆

主义特质ꎮ

一　 反帝国主义思想与大学改革实践的形成

１９ 世纪以来ꎬ 随着初级产品出口的发展和大规模欧洲移民的到来ꎬ 拉美

产业工人数量大幅上升ꎬ 无政府主义等社会思潮以此为媒介经由南锥体国家

向北传播ꎮ 以新的社会结构与新的社会思潮为基础ꎬ 美国在西半球的扩张主

义促使西蒙玻利瓦尔关于美洲大陆统一的思想复苏ꎬ 挑战陈旧的实证主义ꎮ
这股抵制实证主义自我贬抑的风潮起始于 １９００ 年乌拉圭作家何塞恩里克
罗多 (Ｊｏｓé Ｅｎｒｉｑｕｅ Ｒｏｄóꎬ １８７１—１９１７ 年) 出版的 «爱丽儿» (Ａｒｉｅｌ)ꎬ 其思

想中的新唯心主义肯定了同北美功利主义的唯物主义相反的道德与精神价

值②ꎮ 在反美情绪 (Ｙａｎｋｅｅｐｈｏｂｉａ) 的激荡下ꎬ 拉美掀起了对探索拉美精神、
塑造拉美身份认同的热潮ꎬ 以秘鲁的 “爱丽儿派” 和墨西哥的青年协会

(Ａｔｅｎｅｏ ｄｅ ｌａ Ｊｕｖｅｎｔｕｄ) 最为突出ꎮ 左翼思潮与反美主义的结合ꎬ 使部分拉美

学生、 知识分子和政治活动家迅速接受了列宁提出的反帝国主义学说ꎬ 纷纷

加入世界反帝国主义运动ꎮ 正是在此背景下ꎬ 阿亚和梅里亚开始各自的政治

实践ꎮ
阿亚 (１８９５—１９７９ 年) 出生于秘鲁北部拉利伯塔德的首府特鲁希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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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ｒｕｊｉｌｌｏ)ꎮ １９１７ 年之前ꎬ 他加入特鲁希略城的先锋文学团体——— “特鲁希略

的波西米亚” (Ｂｏｈｅｍｉａ ｄｅ Ｔｒｕｊｉｌｌｏ)ꎮ 这一团体不仅在日常活动中朗诵诗歌和

讨论文学小说ꎬ 也关注各种社会议题ꎮ １９１７ 年ꎬ 他从特鲁希略大学前往首都

利马的圣马科斯大学求学ꎮ 在利马ꎬ 他接受了以曼努埃尔冈萨雷斯普拉

达 (Ｍａｎｕａｌ Ｇｏｎｚáｌｅｚ Ｐｒａｄａꎬ １８４６—１９１８ 年) 为代表的新思潮ꎮ 受太平洋战争

中秘鲁战败的刺激ꎬ 出生于天主教贵族家庭的冈萨雷斯普拉达信奉无政府

主义和激进主义ꎮ 他反对教权ꎬ 同时激烈抨击庄园主对印第安人的压迫ꎮ 他

对 “土著主义” (Ｉｎｄｉｇｅｎｉｓｍｏ) 的强调ꎬ 使人们关注到此前被忽视的印第安群

体ꎮ 尽管他本人并未参与工人运动ꎬ 但是他提出了如知识分子应自觉领导工

人在内的诸多主张ꎮ① 这启发了阿亚对工人—学生运动的思考ꎮ
１９１０ 年的墨西哥革命与 １９１７ 年的俄国革命激发了拉美青年对民族解放和

社会变革的追求ꎮ １９１８ 年 ７ 月ꎬ 阿根廷科尔多瓦大学学生罢课ꎬ 要求高等教

育现代化改革ꎮ «科尔多瓦宣言» 反对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实证主义ꎬ 拒绝平庸

狭隘的教条主义ꎬ 并鼓励拉丁美洲青年的自我意识觉醒ꎬ 将古老野蛮的权威

传统连根拔起ꎮ② «宣言» 提出大学自治和科学自由主义ꎬ 认为 “大学应该成

为社会行动的工具”ꎬ 其使命是把 “高级文化” 的理想变成 “科学的训练”ꎬ
以服务于社会ꎮ③ 改革倡导道德和反物质主义ꎬ 其精神之父正是罗多ꎮ 这一倡

议出现在大陆南端的阿根廷科尔多瓦大学ꎬ 并横越大陆激励整个拉丁美洲的

青年知识分子群体ꎮ 受到冈萨雷斯普拉达思想影响的大学生阿亚在秘鲁首

都利马受到感召ꎬ 积极投身工人—学生运动ꎮ １９１９ 年ꎬ 以位于秘鲁首都利马

最古老的公立大学国立圣马科斯大学为中心ꎬ 秘鲁大学改革运动重点强调学

生和工人的融合ꎮ 阿亚德拉托雷加入利马学联并积极参与卡亚俄地区的纺

织工人斗争ꎬ 在争取 ８ 小时工作制获法律批准的过程中担任秘鲁学生联合会

主席ꎮ 在学联的组织下ꎬ 利马和维塔尔特 (Ｖｉｔａｒｔｅ) 设立了冈萨雷斯普拉

达民众大学ꎬ 向未受教育的下层人士提供夜校教育ꎮ 从民众大学开始ꎬ 他开

始强调跨越种族限制ꎬ 开展针对工人的扫盲运动ꎮ 这一时期的学生—工人联

—６２—

①

②

③

Ｓｔｅｖｅ Ｓｔｅｉｎꎬ Ｐｏｐｕｌｉｓｍ ｉｎ Ｐｅｒｕ: Ｔｈｅ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ｓｓ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ꎬ
Ｍａｄｉｓｏ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Ｗｉｓｃｏｎｓｉｎ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８０ꎬ ｐ １３３

«科尔多瓦宣言» 又名为 «从科尔多瓦的阿根廷青年到南美自由人» (Ｌａ Ｊｕｖｅｎｔｕｄ Ａｒｇｅｎｔｉｎａ
Ｃóｒｄｏｂａ ａ ｌｏｓ Ｈｏｍｂｒｅｓ Ｌｉｂｒｅｓ ｄｅ Ｓｕｄａｍéｒｉｃａ)ꎮ ｈｔｔｐ: / / ｂｉｂｌｉｏｔｅｃａ ｃｌａｃｓｏ ｅｄｕ ａｒ / ｃｌａｃｓｏ / ｇｔ / ２０１０１１０９０８３２２７ /
２０ｊｕｖｅ ｐｄｆ [２０２１ － １１ － ０１]

[英] 莱斯利贝瑟尔主编ꎬ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译: «剑桥拉丁美洲史» (第四

卷)ꎬ 北京: 经济管理出版社ꎬ １９９５ 年ꎬ 第 ４３１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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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的经验成为其政治实践的基础ꎮ 通过向工人提供大众教育和其他非物质

资料ꎬ 知识分子与工人之间逐渐形成信任与依靠的垂直联系ꎮ 经由这些实

践ꎬ 阿亚认识到 “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 统一的必要性ꎬ 并将学生、
工人和农民的统一战线作为未来阿普拉反帝运动的基础ꎮ 马丁柏格尔

(Ｍａｒｔｉｎ Ｂｅｒｇｅｌ) 认为ꎬ 后来诞生的阿普拉主义之所以呈现出一些不同于拉

丁美洲民粹主义的典型特征ꎬ 与阿亚在大学改革运动期间的政治实践息息

相关ꎮ 以 “传播和普及过去仅限于官方大学、 知识分子或艺术界的知识”
为宗旨ꎬ 冈萨雷斯普拉达民众大学既是这批知识分子组织的一场社会文

化实验ꎬ 也成为随后在阿普拉主义中不断被神话的现实素材ꎮ① 民众大学激

发了这群知识分子的教育使命感ꎬ 也使之认识到秘鲁的复兴意味着整个社会

的变革ꎮ １９２３ 年ꎬ 时任总统莱吉亚 (Ａｕｇｕｓｔｏ Ｌｅｇｕíａ) 计划举行将秘鲁奉献给

耶稣圣心的宗教仪式ꎮ 反对者聚集在民众大学ꎬ 反对强加于人的教权主义ꎮ
由于引发街头冲突ꎬ 阿亚与核心成员被莱吉亚驱逐出境ꎬ 开始了他的海外流

亡之路ꎮ
科尔多瓦大学改革的精神经由秘鲁的民众大学实践在拉丁美洲传播ꎮ 在

同一时期的加勒比地区ꎬ 后来创立古巴共产党的胡里奥安东尼奥梅里亚

的政治生涯也始于大学改革运动ꎮ 他出生于古巴首都哈瓦那ꎬ 其祖父是多米

尼加共和国独立战争的建国元勋ꎮ 作为私生子ꎬ 梅里亚无法享有合法继承权ꎬ
因此他的成长充满无归属感与反叛精神ꎮ １９２２ 年ꎬ 在他就读于哈瓦那大学法

律系期间ꎬ 科尔多瓦大学改革运动使人们将对政府的普遍不满、 对道德堕落

和经济混乱的注意ꎬ 转移到改革腐朽的大学体制上ꎮ 在古巴大学改革运动中ꎬ
梅里亚同样成为运动领袖ꎮ 崭露头角后ꎬ １９２５ 年他和卡洛斯巴里尼奥

(Ｃａｒｌｏｓ Ｂａｌｉñｏ) 等人建立古巴共产党ꎮ②

古巴是阿亚离开秘鲁后的第一站ꎮ １９２３ 年ꎬ 梅里亚与流亡中的阿亚相识ꎮ
梅里亚将阿亚誉为罗多笔下 “爱丽儿” 的化身ꎬ 代表美洲精神ꎮ 他写道: “他
是拉丁美洲青年的榜样ꎬ 他是罗多的梦想成真ꎬ 他是爱丽儿ꎮ”③ 受这位秘鲁

—７２—

①

②

③

Ｍａｒｔｉｎ Ｂｅｒｇｅｌꎬ “Ｉｎｔｅｌｅｃｔｕａｌｅｓ ｙ Ｒｅｖｏｌｕｃｉóｎ ｅｎ ｅｌ Ａｐｒｉｓｍｏ Ｐｅｒｕａｎｏ ｄｅ ｌｏｓ Ａñｏｓ′ ２０”ꎬ ｅｎ ＸＩ Ｊｏｒｎａｄａｓ
Ｉｎｔｅｒｅｓｃｕｅｌａｓꎬ ２００７

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ｅ Ｈａｔｚｋｙꎬ Ｊｕｌｉｏ Ａｎｔｏｎｉｏ Ｍｅｌｌａ (１９０３ －１９２９): Ｕｎａ Ｂｉｏｇｒａｆíａꎬ Ｓａｎｔｉａｇｏ ｄｅ Ｃｕｂａ: 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
Ｏｒｉｅｎｔｅꎬ ２００８ꎬ ｐｐ ９６ － １０７

Ｊｕｌｉｏ Ａｎｔｏｎｉｏ Ｍｅｌｌａꎬ ｃｏｍｐｉｌａｄｏ ｐｏｒ Ｊｕｌｉｏ Ｃéｓａｒ Ｇｕａｎｃｈｅꎬ “Ｖíｃｔｏｒ Ｒａúｌ Ｈａｙａ ｄｅ ｌａ Ｔｏｒｒｅ”ꎬ ｅｎ Ｍｅｌｌａꎬ
Ｔｅｘｔｏｓ Ｅｓｃｏｇｉｄｏｓꎬ Ｔｏｍｏ １ꎬ Ｌａ Ｈａｂａｎａ: Ｃｅｎｔｒｏ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ａｂｌｏ ｄｅ ｌａ Ｔｏｒｒｉｅｎｔｅ Ｂｒａｕꎬ ２０１７ꎬ ｐｐ ９７ － 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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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仁的启发ꎬ 梅里亚在古巴哈瓦那建立何塞马蒂民众大学ꎬ 并邀阿亚担任

这所工读学校的名誉校长ꎮ① 何塞马蒂民众大学建成当日ꎬ 阿亚主持落成仪

式并发表演说作为开学第一课ꎮ②自此ꎬ 阿亚担任秘鲁、 古巴的学联主席ꎬ 同

时也是阿根廷、 智利和巴拿马学联成员ꎮ
到达墨西哥后ꎬ 阿亚成为墨西哥奥夫雷贡政府教育部长何塞巴斯孔塞

洛斯 (Ｊｏｓé Ｖａｓｃｏｎｃｅｌｏｓ) 的助手ꎮ 墨西哥革命后ꎬ 当时的墨城是拉丁美洲知

识分子跨国网络的重要据点ꎮ③ 当时ꎬ 墨西哥革命依旧被视为一场虽未成功但

仍具可行性的计划ꎮ④ 新的行为空间意味着阿亚可以在更大的活动场域内尝试

更具社会转型意义的政治活动ꎮ 在墨西哥ꎬ 巴斯孔塞洛斯关于种族融合和大

众教育的构想进一步启发了阿亚ꎮ １９２４ 年 ５ 月 ７ 日ꎬ 阿亚向墨西哥学联的代

表赠送 “西属美洲的新一代” 旗帜ꎬ 旗帜的中央是印第安美洲的地图ꎬ 并附

上巴斯孔塞洛斯的名句 “以我种族ꎬ 阐其精神” ( “ Ｐｏｒ ｍｉ ｒａｚａ ｈａｂｌａｒá ｅｌ
ｅｓｐíｒｉｔｕ ”)ꎮ 根据阿普拉党的官方历史书写ꎬ 这次仪式代表美洲人民革命联盟

在墨西哥成立ꎮ⑤ １９２６—１９３１ 年间ꎬ 阿亚分别旅居英、 法、 德等国ꎮ 在流亡

途中ꎬ 他通过书信维持与散落在欧洲和美洲的阿普拉支部成员间的联系ꎬ 开

展反帝运动ꎮ

二　 论战与决裂: 组织和意识形态的二重分歧

阿亚德拉托雷与梅里亚都受到世界反帝运动的激励ꎬ 但是在具体的实

践过程中ꎬ 二者却在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的倾向ꎮ 在政治进程与个人选择的

互相作用下ꎬ 二人的分歧扩大ꎬ 最终因为在论战中各自发表关于拉丁美洲革

命道路的构想而分道扬镳ꎮ
首先ꎬ 二者归属于不同的拉美反帝组织ꎮ 凡尔赛会议后ꎬ 民族自决原则

—８２—

①

③

④

⑤

② 　 Ｖíｃｔｏｒ Ｒａúｌ Ｈａｙａ ｄｅ ｌａ Ｔｏｒｒｅꎬ Ｐｏｒ ｌａ Ｅｍａｎｃｉｐａｃｉóｎ ｄｅ Ａｍéｒｉｃａ Ｌａｔｉｎａ: Ａｒｔíｃｕｌｏｓꎬ Ｍｅｎｓａｊｅｓꎬ
Ｄｉｓｃｕｒｓｏｓ (１９２３ － １９２７)ꎬ Ｂｕｅｎｏｓ Ａｉｒｅｓ: Ｔｒｉｕｎｖｉｒａｔｏꎬ １９２７ꎬ ｐ ５１ꎬ ｐ ４

Ｍａｒｔｉｎ Ｂｅｒｇｅｌꎬ “Ｉｎｔｅｌｅｃｔｕａｌｅｓ ｙ Ｒｅｖｏｌｕｃｉóｎ ｅｎ ｅｌ Ａｐｒｉｓｍｏ Ｐｅｒｕａｎｏ ｄｅ ｌｏｓ Ａñｏｓ′ ２０”ꎬ ｅｎ ＸＩ Ｊｏｒｎａｄａｓ
Ｉｎｔｅｒｅｓｃｕｅｌａｓꎬ ２００７

Ｄａｎｉｅｌａ Ｓｐｅｎｓｅｒ ａｎｄ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Ｓｔｏｌｌｅｒ “Ｒａｄｉｃａｌ Ｍｅｘｉｃｏ: Ｌｉｍｉｔｓ ｔｏ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Ｓｏｖｉｅ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ｍ”ꎬ
ｉｎ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ꎬ Ｖｏｌ ３５ꎬ Ｎｏ ２ꎬ ２００８ꎬ ｐｐ ５７ － ７０

阿普拉官方历史书写中ꎬ 一般将 １９２４ 年 ５ 月 ７ 日定为创始日ꎮ 实际上阿普拉的首个支部于

１９２６ 年在法国巴黎成立ꎬ 因此ꎬ 也有部分学者认为阿普拉真正诞生于 １９２６ 年或 １９２７ 年ꎮ 参见 Ａｎｔｏｎｉｏ
Ｌａｇｏ Ｃａｒｂａｌｌｏꎬ Ｖíｃｔｏｒ Ｒａúｌ Ｈａｙａ ｄｅ ｌａ Ｔｏｒｒｅꎬ Ｍａｄｒｉｄ: Ｅｄｉｃｉｏｎｅｓ ｄ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 Ｈｉｓｐáｎｉｃａꎬ １９８８ꎬ ｐｐ ２２ －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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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发亚非拉地区对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的反思ꎮ 随着共产主义和反帝国主义

运动的升温ꎬ 共产国际应运而生ꎮ １９２５ 年初ꎬ 在美国共产主义者查尔斯希

普曼 (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Ｓｈｉｐｍａｎ) 的帮助下①ꎬ 拉美共产主义者乌尔苏洛加尔文

(Úｒｓｕｌｏ Ｇａｌｖáｎ) 和迭戈里维拉 (Ｄｉｅｇｏ Ｒｉｖｅｒａ) 在墨西哥建立泛美反帝联

盟ꎬ 同年更名为美洲反帝联盟ꎮ② 该组织的机关刊物 «解放者报» (Ｅｌ
Ｌｉｂｅｒｔａｄｏｒ) 意在致敬玻利瓦尔ꎮ 在创刊号中ꎬ 发刊词叙述了建立美洲反帝联

盟的初衷ꎮ 在阐述拉丁美洲面临的危险、 可能性与前景后ꎬ 文章表达了同亚

非拉受剥削的民族和北美被压迫的无产阶级联合共同反抗帝国主义的决心ꎬ
但并未公开提及组织与共产国际间的关联ꎮ③ 虽然共产国际授意并主导该组织

的成立与运行ꎬ 但它并不直接介入ꎮ 为团结革命力量ꎬ 联盟也吸纳了巴斯孔

塞洛斯和阿亚等非共产主义者ꎮ④ 起初ꎬ 梅里亚任美洲反帝联盟墨西哥和古

巴分部代表ꎮ １９２６ 年ꎬ 因在狱中绝食抗议ꎬ 梅里亚被古巴共产党指责为战

术机会主义者和个人主义者ꎬ 随后被开除党籍ꎮ 此后ꎬ 梅里亚流亡至墨西

哥ꎬ 在墨城任职于 «解放者报» 编辑部ꎬ 随后很快被任命为联盟拉美分部

负责人ꎮ⑤

１９２４ 年夏ꎬ 阿亚曾前往苏联ꎬ 但拒绝加入共产党ꎮ １９２６ 年 １２ 月ꎬ 阿亚

在英国共产主义杂志 «劳动月刊» 上发表名为 «什么是阿普拉?» 一文ꎮ⑥ 这

篇文章首次阐明美洲人民革命联盟的五条最高纲领: 反抗美帝国主义ꎬ 拉丁

美洲的政治统一ꎬ 土地和工业的国有化ꎬ 巴拿马运河的国际化ꎬ 全世界受压

迫的民族和阶级的团结ꎮ 这是他将 １９１７ 年墨西哥宪法提炼为简练易懂的政治

口号ꎬ 试图为工人、 农民和中产阶级提供一个左翼非共产主义革命的典范ꎮ⑦

他熟练运用反帝国主义的话语ꎬ 声称自己通过观察墨西哥革命ꎬ 从美国与拉

—９２—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Ｓｈｉｐｍａｎꎬ Ｉｔ Ｈａｓ ｔｏ Ｂｅ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Ｍｅｍｏｉｒｓ ｏｆ ａ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Ｒａｄｉｃａｌꎬ Ｉｔｈａｃａ: Ｃｏｒｎｅｌ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１９９３ꎬ ｐｐ １５４ － １５７

Ｒｉｃａｒｄｏ Ｍｅｌｇａｒ Ｂａｏꎬ “Ｅ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ｏ Ｓｉｍｂóｌｉｃｏ ｄｅ ｕｎａ Ｒｅｖｉｓｔａ Ｃｏｍｉｎｔｅｒｎｉｓｔａ: Ｄｉｅｇｏ Ｒｉｖｅｒａ ｙ Ｅｌ
Ｌｉｂｅｒｔａｄｏｒ (１９２５－１９２９)”ꎬ ｅｎ 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ｉａꎬ Ｖｏｌ ６ꎬ Ｎｏ ２１ꎬ ２０００ꎬ ｐｐ １２２ － １２５

“Ｅｌ Ｐｅｌｉｇｒｏꎻ ｌａｓ Ｐｏｓｉｂｉｌｉｄａｄｅｓꎻ ｅｌ Ｐｒｏｐóｓｉｔｏ”ꎬ ｅｎ Ｅｌ Ｌｉｂｅｒｔａｄｏｒꎬ Ｔｏｍｏ １ꎬ Ｎｏ １ꎬ １９２５ꎬ ｐｐ １ － ２
Ｒｉｃａｒｄｏ Ｍｅｌｇａｒ Ｂａｏꎬ “Ｅ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ｏ Ｓｉｍｂóｌｉｃｏ ｄｅ ｕｎａ Ｒｅｖｉｓｔａ Ｃｏｍｉｎｔｅｒｎｉｓｔａ: Ｄｉｅｇｏ Ｒｉｖｅｒａ ｙ Ｅｌ Ｌｉｂｅｒｔａｄｏｒ

(１９２５ － １９２９)”ꎬ ｅｎ 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ｉａꎬ Ａñｏ ６ꎬ Ｎｏ ２１ꎬ ２０００ꎬ ｐ １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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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美洲政治和经济联系中得到启示: 秘鲁乃至整个拉美的统治阶级与帝国主

义合谋ꎬ 过分煽动国内的爱国主义情绪ꎬ 导致秘鲁与智利之间、 巴西和阿根

廷之间ꎬ 以及哥伦比亚、 厄瓜多尔同秘鲁之间产生诸多矛盾ꎮ 他强调美国在

秘智硝石战争中担任调节者与仲裁者一事为两国乃至拉美的分裂埋下祸根ꎮ
基于拉丁美洲和秘鲁的福祉ꎬ 美洲人民革命联盟应在国际层面反抗美帝国主

义ꎬ 在国家层面反对秘鲁国内统治阶级ꎮ 至于具体如何 “反对美帝国主义”ꎬ
首先要实现拉丁美洲的政治联合以及社会正义ꎬ 借助阿普拉主义追求建立一

个超越单一民族的国家ꎬ 实现拉美人民政治、 经济和文化的主权ꎮ
在阿亚看来ꎬ 业已存在的组织都没有提出革命和政治行动的严肃方案ꎬ

因而有必要成立新的反帝组织ꎬ 即美洲人民革命联盟ꎮ 他在 １９２７ 年的 «美
洲现实并非欧洲现实» 一文中申明这一观点: “虽然存在反帝国主义联盟ꎬ
但这些联盟无关现有的政党ꎬ 因而需要用政治的、 革命的、 准确定义的、
程序化的和反帝国主义的纲领来实行联盟宏伟的反帝国主义方案简而

言之ꎬ 阿普拉希望由美洲人民反抗帝国主义、 克里奥尔统治阶级及其帝国

主义帮凶ꎬ 由 (美洲人) 自己解放美洲ꎮ” 他以当时的中国为例ꎬ 说明中国

青年正是通过自己的斗争力图摆脱外国的控制ꎮ① 成立之初ꎬ 阿普拉是一个

相对去中心化的政治运动ꎬ 数个阿普拉支部散落在 ２０ 年代的欧美大陆ꎮ 它

宣称追求拉美自由和道德的复苏以及大陆的统一ꎬ 并努力巩固 “印第安美

洲” 的团结ꎮ②

其次ꎬ 二者对尼加拉瓜反帝运动的态度有所不同ꎮ １９２６ 年ꎬ 由于尼加拉

瓜自由派不满美国对该地区的控制ꎬ 发起反对亲美保守派政府的战争ꎮ 在美

国出兵干涉尼加拉瓜内战后ꎬ 民族主义者奥古斯托塞萨尔桑地诺

(Ａｕｇｕｓｔｏ Ｃéｓａｒ Ｓａｎｄｉｎｏ) 领导了争取尼加拉瓜民族解放和国家主权的游击战

争ꎬ 反对美帝国主义与迪亚斯政府ꎮ 在拉丁美洲的知识界ꎬ 声援尼加拉瓜的

反美抗议运动成为当时拉美知识分子构建拉美性的实践之一ꎮ １９２７ 年初ꎬ 美

洲人民革命联盟的巴黎支部与拉丁美洲学生总协会 (ＡＧＥＬＡ) 发起反对美国

干预尼加拉瓜的抗议ꎮ １ 月 １３ 日ꎬ 阿普拉巴黎支部在巴黎园艺学会组织声援

尼加拉瓜人民的抗议活动ꎬ 汇集众多拉美反帝运动支持者ꎬ 包括阿普拉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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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部秘书欧多西奥拉维内斯 (Ｅｕｄｏｃｉｏ Ｒａｖｉｎｅｓ)、 墨西哥学联代表阿道夫
查莫拉 (Ａｄｏｌｆｏ Ｚａｍｏｒａ)、 美洲反帝联盟驻古巴和墨西哥代表梅里亚和阿普拉

领导人阿亚等知名代表以及 ２５０ 位拉美旅法学生ꎮ 这些活动使阿普拉开始与

美洲反帝联盟和以阿根廷为根据地的拉丁美洲革命联合会 ( Ｕｎｉóｎ Ｌａｔｉｎｏ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ａ) 并驾齐驱ꎮ① 与此同时ꎬ 这场抗议直接促使阿普拉成员同以巴黎

为据点的第三世界其他反帝团体的交流ꎮ 其中ꎬ 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

书记兼国民党驻法总支部书记夏霆在 １９２７ 年积极参与拉丁美洲学生总协会和

阿普拉的会议ꎬ 带来有关 “年轻的中国的消息”ꎮ② 这使阿亚更坚信两国人民

面临相似的斗争情境ꎬ 把中国革命作为拉美反帝运动的模范ꎮ 在梅里亚的领

导下ꎬ 美洲反帝联盟墨西哥分部也组织了声援桑地诺、 反对美国干预尼加拉

瓜的抗议和斗争ꎬ 并吸引部分阿普拉主义者参加ꎮ③ 但是ꎬ 随后阿亚对尼加拉

瓜革命态度的转变是他与梅里亚的明显分歧之一ꎮ 梅里亚始终支持尼加拉瓜

游击队领导者桑地诺将军ꎬ 阿亚则最终同意在美国的监督下选举产生尼加拉

瓜新总统ꎬ 许诺同巴斯孔塞洛斯及阿尔弗雷多  帕拉西奥斯 ( Ａｌｆｒｅｄｏ
Ｐａｌａｃｉｏｓ) 以观察员的身份参与 １９２８ 年选举ꎮ④

再次ꎬ 受到共产国际战略的影响ꎬ 二人和共产国际的关系发生微妙变化ꎮ
类似 １９２７ 年前中国国内的国共合作ꎬ 阿普拉起初被视为共产国际与拉美非共

产主义者的联盟ꎮ 无论真心与否ꎬ 起初阿亚自称阿普拉为 “美洲的国民党”
是显而易见的: 这使其与共产国际建立紧密联系的同时ꎬ 又免于被怀疑为共

产主义者ꎮ⑤ 有意思的是ꎬ 在布鲁塞尔大会之前ꎬ 共产国际更倾向于阿亚而不

是共产主义者梅里亚ꎮ 阿亚及美洲人民革命联盟曾受到共产国际的亲切关怀ꎮ
洛佐夫斯基 (Ｌｏｚｏｖｓｋｙ) 曾写信祝贺美洲人民革命联盟的成立ꎮ 起初他并未质

疑阿普拉成立政党ꎬ 也不反对其自主性ꎬ 他仅对将北美知识分子也囊括进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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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运动表示疑义ꎬ 因为印第安美洲在北美的盟友理应是工人阶级ꎮ 阿亚则认

为ꎬ 美洲在社会、 经济和政治上的独特性使之不能刻板地模仿欧洲经验ꎬ 他

在 １９２４ 年的苏联之行中注意到苏联领导人缺乏对美洲现状的客观认识ꎮ 这一

论断基于他与包括托洛茨基 (Ｔｒｏｔｓｋｙ) 等人在内的苏联领导人间的谈话ꎮ 在

谈及前述观点时ꎬ 这些苏联领导人对美洲知识的匮乏使他认识到ꎬ 第三国际

无法完全彻底地解决印第安美洲的诸多问题ꎮ① 这说明共产国际的领导者对阿

亚的观点已有所耳闻ꎬ 与拉美民族资产阶级中的反帝国主义者求同存异仅是

顺应当时世界革命的形势ꎮ
反观梅里亚ꎬ 在布鲁塞尔大会前一个月ꎬ 他仍因 １９２６ 年被古巴共产党开

除党籍一事接受共产国际审查ꎮ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裁定梅里亚作为古巴共

产党人ꎬ 未意识到遵循集体纪律的必要性ꎮ 不过ꎬ 他在何塞马蒂民众大学

和美洲反帝联盟的实践表明ꎬ 他在组织群众方面比古巴共产党更出色ꎮ 古共

开除梅里亚党籍的行为被共产国际判定为宗派主义ꎮ 因此ꎬ １９２７ 年 １ 月 ２８ 日

的决议显示ꎬ 共产国际允许梅里亚及其追随者重新入党ꎬ 并建立共产党与反

帝联盟间的紧密联系ꎮ 但是梅里亚必须服从纪律ꎬ 杜绝个人主义ꎮ②

１９２７ 年 ２ 月 １０ 日至 １４ 日ꎬ 第一届世界反帝反殖民主义大会在比利时首都

布鲁塞尔埃格蒙特宫举行ꎮ 大会的目的是团结全世界反殖民主义和反帝国主义

的力量ꎬ 旨在建立一个世界性反帝国主义组织和争取民族独立联盟ꎮ 此次会

议为期一周ꎬ 汇集了来自全球的数百名左翼政治家和知识分子ꎮ 阿亚与梅里

亚也作为代表参会ꎮ 大会一致决定建立永久性的世界反帝国主义组织ꎬ 即反

帝国主义与支持民族独立联盟ꎬ 以期团结各个相对孤立的反帝组织ꎬ 在共产

国际和各殖民地的民族主义运动之间充当中立的协调者ꎮ③ 该联盟由共产国际

资助ꎬ 并由德国共产主义者维利明岑贝格 (Ｗｉｌｌｉ Ｍüｎｚｅｎｂｅｒｇ) 领导ꎮ 拉丁

美洲分会场的最终决议包括建立中美洲联邦、 对土地和大工业实行国有化、
解放殖民地、 修订危害国家主权的条约、 敦促美国撤出海地及尼加拉瓜、 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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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巴拿马运河独立及推翻独裁政权ꎮ① 虽然拉丁美洲的反帝联盟并非是此次会

议的首要议题ꎬ 但就是否建立反帝统一战线的问题ꎬ 阿亚与梅里亚产生了分

歧ꎮ 阿亚拒绝与反帝联盟共同组建反帝统一战线并受联盟领导ꎮ 同时ꎬ 他支

持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分子纳入反帝斗争ꎮ②

１９２８ 年ꎬ 布鲁塞尔大会后ꎬ 梅里亚总结了阿普拉在过去数年的作为ꎬ 发

表 «什么是竖琴? 反帝国主义革命斗争» 一文来反驳阿亚德拉托雷的 «什
么是阿普拉?»ꎮ “竖琴” (ＡＲＰＡ) 是他有意将阿普拉 (ＡＰＲＡ) 的语序调换以

表嘲弄ꎬ 贬低阿普拉政治活动的可信程度ꎮ 他采用马克思主义的视角谴责阿

亚德拉托雷一长串的政治错误ꎬ 倡导美洲反帝联盟巩固所有受帝国主义压

迫阶级的统一阵线ꎬ 在国际范围内和布鲁塞尔大会合作ꎮ③ 在文章伊始ꎬ 他总

结了美洲人民革命联盟的渊源和特征: 这一运动诞生于学生群体ꎬ 特点是信

奉简单的青年理论并私下攻击俄国革命与共产主义者ꎮ 随后ꎬ 他又不无恼怒

地指责ꎬ “这些 ‘竖琴主义者’ (Ａｒｐｉｓｔａｓ) 出现时伪装成马克思和列宁的继任

者和阐释者ꎮ 虽然该幻想性的理论危害性有限ꎬ 但其代表拉丁美洲的一批机

会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ꎬ 也因此潜在地阻碍美洲大陆劳动人民的阶级意识觉

醒ꎮ” 他讽刺美洲人民革命联盟在形式和言语上模仿共产国际ꎬ 甚至夸大自身

的组织规模: “ (他们声称) ‘执行委员会位于伦敦’ꎬ 如果一个人能被称为委

员会ꎬ 且是那位听着费边课程并同罗素交谈的阿亚ꎬ 那确实如 ‘竖琴’ 所言

存在执行委员会ꎮ (他们又说) ‘在巴黎ꎬ 有大量的学生和工人’ꎬ 如果说 １０
位来自秘鲁的 ‘竖琴主义者’ 是 ‘规模相当大的支部’ꎬ 那么他们确实言之

有理ꎮ 至于美洲有什么ꎬ 他们答称在秘鲁居住着真诚的革命者、 学生和工

人ꎮ”④虽然从其成员在世界各地报纸杂志的发表情况来看ꎬ 这一政治组织似

乎专业且规模可观ꎬ 但事实上ꎬ 当时阿普拉的规模的确如梅里亚所指控的那

样 “成员寥寥”ꎮ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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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里亚认为阿普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拙劣模仿和阐释ꎬ 在形式上模仿共

产国际但社会基础薄弱ꎬ 其所谈的斗争云云不甚新鲜ꎮ 他撰写这本册子的目

的并非只针对阿普拉ꎬ 而是借此回应所有 “狡猾的机会主义者”ꎬ 有杀鸡儆猴

之意ꎮ①

首先ꎬ 在他看来ꎬ 阿普拉缺乏革命性的统一战线和稳固的社会基础ꎮ 阿

亚曾在 «什么是阿普拉?» 中称美洲人民革命联盟由 “拉丁美洲年轻一代的劳

动者和知识分子” 组成ꎮ② 据此梅里亚认为ꎬ 阿普拉意识形态的基础是 “生
产者” “中产阶级” 或 “知识分子”ꎬ 属小资产阶级ꎮ 阿普拉主义的统一战线

是指 “工人、 农民和学生的结合ꎬ 反对美帝国主义ꎬ 为了拉丁美洲的政治统

一ꎬ 实现社会正义”ꎮ 这句口号意指模糊ꎬ 不涉及对具体阶级作用的论述ꎬ 与

共产国际提倡的马克思主义的统一战线相悖ꎮ 列宁曾在 １９２０ 年共产国际第二

次会议作了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的报告ꎬ 支持援助受压迫民族实现

民族解放ꎬ 目的是实现民族解放的同时实现无产阶级的解放ꎮ 无产阶级和落

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临时联盟ꎬ 即便运动处在萌芽状态ꎬ 也要保持

自身独立性ꎮ 阿亚则将小资产阶级和中间阶层视为革命可行渠道ꎮ 梅里亚认

为ꎬ 阿普拉以 “体力劳动者和知识分子” 作为斗争的社会基础ꎬ 而来自大大

小小的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本身不属于无产者、 革命者或反帝主义者之列ꎬ
是民族资产阶级的盟友和帝国主义的仆从ꎬ 只有通过无产阶级的工人革命才

能获得绝对的民族解放ꎮ③

其次ꎬ 由于阿普拉缺乏稳固的革命基础ꎬ 阿亚提出的反帝构想并不彻底ꎮ
阿普拉纲领中的反帝国主义仅指反对美帝国主义ꎬ 对强大的英帝国主义熟视

无睹ꎻ 纲领提出效仿墨西哥宪法实行土地和资源国有化ꎬ 但马克思主义国有

化的前提是无产阶级专政ꎻ 阿普拉提倡的巴拿马运河国际化ꎬ 只能成为帝国

主义扩张的帮凶ꎮ④阿普拉反帝革命理论趋于空心和泛化ꎬ 在意识形态上和马

克思主义相差甚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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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ꎬ 由于阿普拉从民众大学的经验出发ꎬ 强调知识分子在反帝革命中

的先锋作用ꎬ 梅里亚指出 “共产主义者并不反对真正的知识分子ꎬ 因为他们

绝大多数处于被剥削状态ꎮ 但是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历史以及俄国革命的历

史表明ꎬ ‘知识分子’ 更偏向 (接受) 资产阶级的施舍ꎬ 而不是加入革命者

的行列ꎮ” 进而言之ꎬ 知识分子对革命的作用有限ꎬ 极大可能成为革命的累

赘ꎮ 梅里亚将这种知识分子的乌托邦式社会主义与列宁所批判的民粹主义相

联系ꎮ 这或许因为他与 “民粹主义” 渊源匪浅ꎮ １９１２ 年ꎬ 列宁在 «涅瓦明星

报» 上发表 «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 一文ꎬ 第一次将俄文语境中的

“民粹主义” 运用在俄国之外的政治讨论中ꎮ 梅里亚正是该文的西班牙文译

者ꎬ 译文发表在古巴的 «卷烟工人简报» 上ꎮ① 在这篇文章中ꎬ 列宁论述了

孙中山 “三民主义” 思想与 １９ 世纪俄国民粹派知识分子思想的相似之处ꎮ
受此启发ꎬ 梅里亚在 «美洲的民粹主义» 一节里提出拉美和俄国在相同的

经济情况下会产生类似的民粹主义意识形态的观点ꎬ 并以此比较阿普拉和

俄国民粹派的类同ꎬ 批评其美化原始的农业制度ꎬ 将仍处于野蛮状态的印

第安人原始共产主义称作印加共产主义ꎬ 无视知识分子对物质利益的依赖

性ꎮ② 在梅里亚看来ꎬ 强调拉美革命的特殊性只能吸引资产阶级而不是无产

阶级ꎮ
最后ꎬ 他试图证明阿亚既是背叛者也是机会主义者ꎮ 除了在布鲁塞尔大

会的表现和对尼加拉瓜选举的妥协ꎬ 阿亚对中国的 “两面派” 也受到激烈抨

击ꎮ 梅里亚讽刺道ꎬ 阿亚曾赞美中国反帝革命的先进性ꎬ 转头又发文支持墨

西哥排华运动ꎮ 他将此视为阿亚向革命后墨西哥统治者示以忠诚的表现ꎮ③或

许对阿亚来说ꎬ 遥远的中国反帝革命的意象给予他联合拉丁美洲人民反对帝

国主义的希望ꎬ 与他表达支持墨西哥排华的经济民族主义并不矛盾ꎮ 但是ꎬ
即便这并非基于意识形态的批判ꎬ 确实也与 «什么是阿普拉?» 中 “受压迫民

族的联合” 的优先性相悖ꎮ
梅里亚撰写的这本小册子有其特殊的论辩语境ꎮ 他的目标读者既包含非

阿普拉主义者的拉美左派分子ꎬ 也包括拉美之外广大第三国际的成员ꎮ 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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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经历大学改革运动和民众大学的实践ꎬ 但他选择从阶级斗争的角度来阐

述阿普拉对世界反帝国主义运动的 “背叛”ꎮ 借由对阿普拉的批判ꎬ 他希望阐

明共产主义在拉丁美洲的可行性ꎬ 以及反帝国主义和反资产阶级的一致性ꎮ
１９２８ 年ꎬ 梅里亚在巴黎成立新古巴革命移民协会 (ＡＮＥＲＣ)ꎮ 仅从表面来看ꎬ
该协会与阿普拉在形式上具有极大的相似性: 它为古巴的民族解放寻求超阶

级联盟ꎬ 也主张与反帝的资产阶级部门结盟ꎬ 并首次希望赋予拉美的民族、
民主和反帝革命以社会革命的性质ꎮ① 不过这更可能是无产阶级在势力较弱时

的权益之计ꎬ 无产阶级仍应处在领导地位ꎮ 总体来看ꎬ 梅里亚所在的两大组

织都表现出与阿普拉略有差异的政治倾向ꎮ
阿亚随后在 «反帝国主义与阿普拉» (Ｅｌ Ａｎｔｉ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ｉｓｍｏ ｙ ｅｌ ＡＰＲＡ) 一书

中回应了梅里亚的批评ꎮ② 于他而言ꎬ 梅里亚传达了第三国际的表态ꎮ 阿亚

在文章中判断ꎬ 梅里亚正是在 １９２７ 年访问苏联后对阿普拉持批评态度ꎬ 充

满布尔什维克式的狂热ꎮ 阿亚写道: “我理解ꎬ 我们宣布阿普拉为 ‘一场不

受外国干涉或影响的拉丁美洲自治运动’ꎬ 这使共产党人完全失去了夺取新

组织的希望ꎮ (但) 阿普拉不能充当共产主义的工具ꎮ”③ 如此直白的宣言表

明ꎬ 在阿亚看来ꎬ 梅里亚的批判意味着这是关于美洲革命代表权的赤裸裸的

斗争ꎮ
为了证明阿普拉的合法性ꎬ 他强调阿普拉是有别于任何欧洲领导的国

际政治组织ꎬ 是 “印第安美洲民族主义和反帝国主义运动”ꎬ 是介乎反帝联

盟和共产党之间的、 最合适拉美的反帝运动统一阵线ꎮ 同时作为反帝国主

义统一战线和政党ꎬ 阿普拉相较于依附第三国际的反帝国主义联盟ꎬ 具有

在政治和经济领域进行双重斗争的潜力ꎮ 阿亚称: “我们拒绝接受世界反帝

国主义联盟的指挥ꎬ 正如我们所知ꎬ 世界反帝国主义联盟是一个完全由第

三国际控制的组织ꎬ 其本身不是为反帝国主义斗争努力ꎬ 而是为共产主义

—６３—

①

②

③

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ｅ Ｈａｔｚｋｙꎬ Ｊｕｌｉｏ Ａｎｔｏｎｉｏ Ｍｅｌｌａ (１９０３ －１９２９): Ｕｎａ Ｂｉｏｇｒａｆíａꎬ Ｓａｎｔｉａｇｏ ｄｅ Ｃｕｂａ: 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
Ｏｒｉｅｎｔｅꎬ ２００８ꎬ ｐ ３０６

Ｖíｃｔｏｒ Ｒａúｌ Ｈａｙａ ｄｅ ｌａ Ｔｏｒｒｅꎬ Ｅｌ Ａｎｔｉ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ｉｓｍｏ ｙ ｅｌ Ａｐｒａꎬ Ｌｉｍａ: Ｆｏｎｄｏ 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 ｄｅｌ Ｃｏｎｇｒｅｓｏ ｄｅｌ
Ｐｅｒúꎬ ２０１０ 阿亚在序章中称本书于 １９２８ 年年中写就ꎬ 出于种种理由直到 １９３６ 年才出版初稿ꎮ 其中有

所删改ꎬ 除了手稿散落ꎬ 他还删去了部分对梅里亚个人的攻击ꎮ 由于 １９３０ 年后阿普拉转回秘鲁国内发

展ꎬ 被反对派攻击为共产主义者ꎬ 因此此书中对于 １９２７ 年他与第三国际间龃龉的回忆ꎬ 或许带有自我

辩解的意味ꎮ
Ｖíｃｔｏｒ Ｒａúｌ Ｈａｙａ ｄｅ ｌａ Ｔｏｒｒｅꎬ Ｅｌ Ａｎｔｉ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ｉｓｍｏ ｙ ｅｌ ＡＰＲＡꎬ Ｌｉｍａ: Ｆｏｎｄｏ 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 ｄｅｌ Ｃｏｎｇｒｅｓｏ

ｄｅｌ Ｐｅｒúꎬ ２０１０ꎬ ｐ １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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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ꎮ”①

将第三国际与拉美的反帝国主义运动进行分割ꎬ 既体现阿亚上文所述的

出于 “谁能代表拉丁美洲反帝运动” 的政治权力的需要ꎬ 也说明二者在事实

层面存在意识形态的冲突ꎮ 在反驳梅里亚的论述中ꎬ 阿亚提出他关于社会发

展过程的独创理论ꎮ 在他看来ꎬ 共产党起源于欧洲特定的经济状况ꎬ 是具有

排他性的单一阶级政党ꎻ 而印第安美洲的现实是无产阶级弱小ꎬ 尚不具备形

成统治阶级的能力ꎬ 因而需要美洲人民革命联盟的统一阵线ꎮ②这回应了梅里

亚关于知识分子对革命作用的质疑ꎮ 根据阿亚的看法ꎬ 印第安美洲面临双重

极端的教条式精神殖民: 一方是统治阶级的帝国主义、 反动派和法西斯主义ꎬ
另一方则使用晦涩的俄国革命话语ꎬ 自称代表领导阶级ꎮ③这一关于拉美社会

的论断颇具东方主义色彩ꎮ
阿亚强调印第安美洲发展的正确道路应反映自身现实ꎬ 而非照搬欧洲学

说ꎮ 虽然阿普拉和世界反帝国主义浪潮相呼应ꎬ 同样受共产主义在全球推进

的启发ꎬ 但阿普拉主义继承自罗多以来拉丁美洲本土知识分子对拉美独特性

的探索ꎮ 阿亚认为ꎬ 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论断未能阐明印第安美洲特有的历

史和经济情况ꎮ 在以 “印第安美洲” 为整体的思辨中ꎬ 他初步构想了欧洲和

印第安美洲之间的差异ꎮ 阿亚认可帝国主义本质上是一种通过政治制度自我

维护的经济现象ꎮ 但他在欧洲游历中受到爱因斯坦 “相对论” 的启发ꎬ 在列

宁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这一论述的基础上ꎬ 发展出 “第一阶

段论” 的创见ꎮ 其基本逻辑是ꎬ 西方社会依照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顺序发

展ꎬ 但是在印第安美洲等后发地区ꎬ 实际情况往往是封建主义、 资本主义和

其他形式复杂地堆叠共生ꎮ 由是ꎬ 对印第安美洲人民而言ꎬ 现代资本主义最

初以帝国主义的外国资本为表现形式出现ꎮ 阿亚认为ꎬ 移民或引进资本是印

第安美洲现代资本主义时代的起步阶段ꎬ 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和社会现

实并未在拉美重现ꎮ④他观察到欧洲与印第安美洲在历史与现实中的差异性ꎬ
以此说明拉美反帝革命的独特性ꎮ 这一观点随后在他 １９４８ 年出版的 «历史

时空» 中得到进一步支持ꎬ 构成阿普拉主义独特的历史哲学观——— “历史时

空说”ꎮ
１９２４—１９２９ 年间ꎬ 随着苏联经济增速放缓ꎬ 托洛茨基、 斯大林和布哈林

—７３—

①②③④ 　 Ｖíｃｔｏｒ Ｒａúｌ Ｈａｙａ ｄｅ ｌａ Ｔｏｒｒｅꎬ Ｅｌ Ａｎｔｉ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ｉｓｍｏ ｙ ｅｌ ＡＰＲＡꎬ Ｌｉｍａ: Ｆｏｎｄｏ 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 ｄｅｌ
Ｃｏｎｇｒｅｓｏ ｄｅｌ Ｐｅｒúꎬ ２０１０ꎬ ｐ １１１ꎬ ｐｐ １１６ － １２４ꎬ ｐ １９６ꎬ ｐｐ １１３ － １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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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党内意识形态斗争成为第三国际的主要内部矛盾ꎮ 这一时期有关帝国

主义的讨论几乎变得包罗万象ꎬ 但缺乏思想和政治共识ꎮ① 不可否认的是ꎬ 阿

亚和梅里亚都试图使马克思主义适应拉丁美洲的现实ꎮ 但透过这些相互指责ꎬ
表明二者确实在某些根本问题上存在尖锐的对立ꎮ

两人关于反帝国主义运动的争论以及不同革命道路的选择ꎬ 既是政治现

实的需要ꎬ 也取决于早期阿普拉主义的本质ꎮ 美洲人民革命联盟自建立以来ꎬ
其革命风格与 ２０ 世纪上半叶的苏共确实存在相似之处ꎮ 二者都试图使马克思

主义适应欧洲以外地区的现实ꎬ 同时都提倡世界革命②ꎬ 但是出于对拉美革命

性质判断的差异ꎬ 关于拉美在革命中的优先性意见不一ꎮ 在当时的共产国际

领导人看来ꎬ 社会主义革命更有可能在欧洲或亚洲国家首先取得胜利ꎮ 拉丁

美洲的列宁主义者注定要扮演世界革命的 “支持者” 的角色ꎬ 响应欧洲和亚

洲工人阶级的斗争ꎮ 如果说莫斯科是世界革命的中心ꎬ 拉美则处于边缘地

带ꎮ③ 梅里亚的论述表明ꎬ 相较于拉美独特性的描述ꎬ 他更注重马克思列宁主

义理论的普遍性ꎮ “印第安美洲” 在他笔下更多凸出的是土著人在阶级对抗中

的农民身份而非族裔身份ꎻ “反帝国主义” 则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其中一环ꎬ 需

要超越狭隘的拉丁美洲文化和地理界限ꎮ 对阿亚而言ꎬ 阿普拉主义意味着建

立拉美本土革命学说的尝试ꎮ 但他话语模糊ꎬ 也未进一步阐明作为反帝统一

阵线的阿普拉在完成反帝纲领后理应确定何种新目标ꎮ 有学者认为ꎬ 阿普拉

代表一种 “印第安美洲例外论”ꎬ 以折中的民粹主义取代马克思主义ꎮ④ 这一

观点有待商榷ꎬ 因为当时的列宁主义者也并未就此反思美洲革命的特殊性并

提出替代命题⑤ꎮ 要而言之ꎬ 阿亚的 “大陆主义” 概念根植于拉丁美洲的政

治想象ꎬ 并非仅因权力斗争而标新立异ꎮ

—８３—

①

②

③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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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 １

[法] 米歇尔罗伊ꎬ 冯昊青、 陆宽宽译: «１９０９ 年以来的拉美马克思主义———对 “欧洲中心

主义” 与 “拉美例外论” 的超越»ꎬ 载 «世界哲学»ꎬ ２０１６ 年ꎬ 第 ３８ － ４９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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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论战的影响及性质

在一些学者看来ꎬ 布鲁塞尔大会上的一鸣惊人或许是讲求实际的阿亚使

美洲人民革命联盟扬名的手段ꎮ 通过这场意识形态争论ꎬ 美洲人民革命联盟

与反帝联盟在拉美反帝运动中具有同等地位ꎬ 结果是前者得以迅速积累声

望ꎮ① 值得注意的是ꎬ １９２７ 年布鲁塞尔反帝大会拉美分会的具体情况在利益

相关的阿亚、 梅里亚和拉维内斯三人的笔下大相径庭ꎮ 据阿亚的回忆ꎬ 他受

委托起草一份关于拉美反帝计划的决议案时ꎬ 否决了梅里亚关于拉美经济和

政治状况的草案ꎮ 他希望采取大陆联合的政策ꎬ 利用帝国主义国家间的矛盾

在其中斡旋达成 “过渡性协议”ꎮ 他指责第三国际不懂变通的 “左翼幼稚主

义”ꎮ 他强调应避免像中国那样ꎬ 陷入同时被多个帝国主义国家威胁的困局ꎮ②

梅里亚则愤怒控诉ꎬ 阿亚起初拒绝参加布鲁塞尔大会ꎬ 因为他希望大会发出

特别的个人邀请以示重视ꎮ 拉美代表 “出于革命的礼节” 恳请共产国际帮忙

支付伦敦至布鲁塞尔的路费ꎮ 在会上阿亚伪造科隆世界反帝国主义大会决议

作为提案ꎬ 后来被大会秘书路易斯吉巴尔蒂 (Ｌｏｕｉｓ Ｇｉｂａｒｔｉ) 在 １９２７ 年 ８ 月

刊的 «解放者报» 上揭穿ꎮ③ 梅里亚揭露阿亚没有签字同意草案的原因是阿

普拉充当拉美唯一反帝组织的提议遭到与会人员的反对ꎮ④ 而后来与阿亚决裂

的时任阿普拉巴黎支部秘书拉维内斯在 «巨大骗局: 克里姆林宫在伊比利亚

美洲的渗透情况» 中写道ꎬ 梅里亚因曾对托派表达支持与赞赏ꎬ 在布鲁塞尔

大会被阿根廷裔共产国际代表维托里奥科多维拉 (Ｖｉｔｔｏｒｉｏ Ｃｏｄｏｖｉｌｌａ) 称作

波拿巴主义者和小资产主义者ꎮ 会前ꎬ 虽然包括梅里亚在内的部分阿亚反对

者曾试图阻止阿亚参加会议ꎬ 但阿亚与季诺维耶夫、 卢纳察尔斯基等人的交

情使其得以顺利出席大会ꎬ 粉碎了梅里亚的企图ꎮ⑤ 尽管事实或许有出入ꎬ 三

—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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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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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充斥着个人情感的叙述都暗示了在争夺美洲革命代表权上ꎬ 美洲反帝联盟

主导拉美反帝运动的局面由于阿普拉受邀参会而面临一定的威胁ꎮ
自 １９２３ 年双方初次见面引为知己ꎬ 到 １９２７ 年布鲁塞尔大会重逢ꎬ 中间

经历了具体反帝实践的冲突ꎮ 对大会的不同描述力图把拉美反帝运动内部决

裂的责任归咎于对方ꎬ 同时自证在革命中的先进性与纯洁性ꎮ 矛盾的双方力

争在政治话语的斗争中处在上风ꎮ 刚经历党内审查的梅里亚与同共产国际渐

行渐远的阿亚间的争论结果表现为美洲人民革命联盟与共产国际、 反帝联盟

分道扬镳ꎮ
在政治权力的斗争之外ꎬ １９ 世纪 ２０ 年代的这场争论还至少展现了三个层

面的意义ꎮ
第一ꎬ 这展现了拉丁美洲左派内部的意识形态分裂ꎮ 这场理论与实践交

织的 “斗争” 既进一步明确了阿普拉主义的内涵ꎬ 也揭示了拉美马克思主义

与阿普拉分裂的渊源ꎮ 梅里亚援引列宁对世界民族解放斗争的论断ꎬ 声称阿

普拉是机会主义者和反革命者ꎮ 而阿亚则在阐述阿普拉主义的纲领中ꎬ 一方

面承认反帝国主义的国际性ꎬ 或者至少是大陆性ꎻ 另一方面ꎬ 在他看来ꎬ 拉

美的社会进程并不能简单地照搬欧洲社会发展模式ꎮ 罗哈斯认为ꎬ 这一争论

显示出在拉美政治流亡的跨国共同体中ꎬ 俄国革命与墨西哥革命两种革命模

式间的张力ꎮ① 梅里亚继承俄国革命的视角ꎬ 将阿普拉视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

的分裂者ꎻ 阿亚更推崇更具本土性的墨西哥革命ꎬ 他在认可和继承拉丁美洲

政治和文化传统之外ꎬ 融合了包括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在内的新的国际

政治潮流ꎮ
第二ꎬ 结合全球的政治运动形势ꎬ 梅里亚的批评表明共产国际同拉美民

族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的分裂ꎮ １９２７ 年 ２ 月的布鲁塞尔大会上ꎬ 二人矛盾激化ꎮ
随后中国局势的变化使梅里亚得以借阿亚对国民党的推崇反向攻击他ꎮ 受此

影响ꎬ 在全球范围内的反帝国主义浪潮下ꎬ “民粹主义” 第一次被引入拉美政

治讨论ꎮ 诚然ꎬ “民粹主义” 本身并非是这场论战的核心ꎬ 但是仍能从中窥见

两个时间段的 “民粹主义” 在同一主体上得到呈现的奇特之处ꎮ 在当代的拉

美民粹主义研究中ꎬ 将阿普拉定义为 “民粹主义” 的意涵是 “城市工人被广

泛动员并参与政治的现象”②ꎬ 其真正的历史语境却能追溯到列宁式的批判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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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帝国主义与大陆主义: 关于拉美反帝运动的争论　

«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 将民粹主义分为两大类ꎬ 一是 “农业平民主

义”ꎬ 指争取农民和小农场主利益的激进运动和社会政治学说ꎻ 二是 “政治平

民主义”ꎬ 指冠以 “人民” 的主张、 活动和手段ꎮ① 具体而言ꎬ 前者以 １９ 世

纪俄国民粹派和美国平民党为代表ꎬ 描述在俄国历史中致力于将 “人民”ꎬ 也

就是农民和工人作为革命社会力量的批判性知识分子ꎬ 以及俄罗斯这般落后

社会可以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思想ꎮ 基于前文的辨析ꎬ 梅里亚所谴责的 “民
粹主义” 与俄国民粹派隶属于同一种作为列宁主义语境下的 “民粹主义” 思

潮或历史现象ꎬ 最初旨在批判美洲人民革命联盟乌托邦式的空想社会主义ꎬ
提供其 “非我族类” 的证明ꎮ 这与俄国民粹派 “到民间去” 的意涵有相似之

处ꎬ 都强调知识分子的超越阶级性ꎮ② 这种指责亦反映了阿普拉所追寻的某种

符号化的精神象征ꎬ 此现象在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已初露端倪ꎮ
第三ꎬ 政治实践与思想的角力引发的跨大西洋的争论ꎬ 反映出早期 “阿

普拉主义” 构想的复杂性ꎮ 这场拉美左派内部的争论表面上是围绕阿普拉主

义性质的一场论战ꎮ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的阿普拉主义实际上是追求超越单一民族

国家的大陆民族主义ꎮ 这并非否定其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源流ꎬ 只是借此阐明

阿普拉主义既不属于马克思主义拉美化的思想谱系ꎬ 也不能非此即彼等同于

“共产主义的敌人”ꎮ 共产主义与非共产主义的二元叙事遮盖了其所强调的拉

丁美洲的主体性ꎬ 而拉丁美洲反美情绪的产生实际早于共产主义在美洲大陆

的传播ꎮ 自玻利瓦尔以来ꎬ 到古巴的何塞马蒂和乌拉圭作家何塞恩里

克罗多ꎬ 拉美知识分子都在探索并构建类似的 “我们的美洲”ꎮ 基于历史和

文化传统的共性ꎬ 玻利瓦尔式的大陆联合于拉美青年仍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ꎮ
在这种文化风气之下ꎬ 阿普拉主义借助以 “反美主义” 为内涵的 “反帝国主

义” 来建构共享的政治和文化认同ꎬ 描绘出一条将拉丁美洲与欧洲相区别的

发展道路ꎮ 某种程度而言ꎬ 这是阿亚向一位成熟的政治活动家和理论家的

成长ꎮ
曾有学者写道ꎬ 在反帝国主义运动中ꎬ 拉美知识分子的窘境往往是处在

普世主义与民族主义间的两难境地ꎮ③ 这一评价对这场论战而言也是恰当的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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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ꎮ 因政治斗争的激化ꎬ 二人围绕着反帝革命性质和领导权产生辩论ꎬ 呈现

出共产国际领导的反帝国主义国际运动与阿亚当下秉持的大陆主义间的不可

调和性ꎮ 这一矛盾并非固然存在的ꎮ 在种族、 文化和区域认同的驱动下ꎬ “反
帝国主义” 和 “大陆主义” 同时为阿亚提供了与拉丁美洲青年产生政治与文

化联系的纽带ꎬ 以实践其在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的政治抱负ꎮ 但国际主义与知识

迁移带来的悖论是ꎬ 虽然这一时期的民族主义成为左翼思想全球散播的推动

者ꎬ 作为回应ꎬ 阿普拉的大陆主义却显露出拉美知识分子对世界反帝国主义

思潮的审视ꎮ 在地理空间和国际政治形势的变动中ꎬ 阿亚在这场论战中所捕

捉的 “印第安美洲” 独特性ꎬ 为拉丁美洲人民提供了一套更具本土特色的、
可供选择的反帝话语ꎮ

在随后的政治实践中ꎬ 二者在这场论战中所宣扬的民族解放之路都没

有得到真正的实现ꎮ １９２９ 年ꎬ 梅里亚遇刺身亡ꎬ 他的思想短暂地被古巴共

产党所继承ꎬ 而后的拉美革命英雄格瓦拉则更推崇秘鲁马克思主义者马里

亚特吉的思想ꎮ 另一方面ꎬ 这场深刻的辩论构建了阿普拉未来发展的理论

基础ꎮ １９３０ 年以后ꎬ 阿普拉选择转向在秘鲁一国之内发展ꎬ 进而推动该国

的政治民主化ꎬ 但是秘鲁阿普拉主义的影响力仍然超越了国界ꎮ 同时ꎬ 这

场论辩所蕴含的社会民主主义特征也暗示ꎬ 阶级斗争将不会是阿普拉倡导

的国内政策ꎮ
(责任编辑　 徐　 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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