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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身份对拉美区域国际政治
“非对抗性” 的影响∗

思特格奇　 王映粲∗

内容提要: 在民族国家时代ꎬ 民族主义思想对各国民族身份建
构与国际关系都有深远影响ꎮ 而在这两方面ꎬ 拉丁美洲均显示出特
殊性ꎮ 拉美各国的族裔构成较为复杂ꎬ 常缺乏 “核心族群”ꎮ 这导
致在国内层面ꎬ 拉美国家所形成的民族身份强调 “混合” “多元”ꎬ
同时因内部竞争而充满变动ꎬ 兼具包容性与脆弱性ꎮ 拉美民族身份
的特殊性塑造了拉美国际政治的特点ꎬ 即拉美各国受激进民族主义
的负面影响较小ꎬ 区域国际关系 “对抗性” 较少ꎮ 具体而言ꎬ 拉
美区域相对较为和平ꎬ 表现为战争数量少、 烈度低ꎻ 存在强大的泛
民族主义ꎻ 部分拉美民族主义者具有亲西方倾向或并不彻底反西
方ꎮ 其背后的形成机制在于: 民族身份的脆弱性限制了拉美国家对
外发动战争的能力ꎬ 从而限制了战争的频率与规模ꎻ 而民族身份的
包容性则削弱了战争的残酷性ꎮ 此外ꎬ 拉美各国民族身份的特点抑
制了分离主义的发展、 防止族群冲突演变为国家间战争ꎮ 拉美各国
民族身份的特点还使得拉美国家容易转向拉美区域、 “西方” 等更
宏大的身份ꎬ 并让拉美国家有足够空间强调自身与不同区域邻国、
西方国家的文化联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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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民族国家时代ꎬ 民族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指导民族国家身份建构与

一国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ꎮ 因此ꎬ 民族和民族主义议题不仅是民族学与社会

学的研究对象ꎬ 也是国际政治学科的焦点ꎮ 从国际政治视角出发ꎬ 本文提出

拉丁美洲国家①民族身份的特点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拉美国际政治的 “非对

抗” 特性ꎬ 并简要说明拉美国家民族身份特点影响拉美各国外交政策、 区域

国际政治的部分机制ꎮ
面对民族主义思潮的压力ꎬ 拉美国家面临建构民族身份的任务ꎮ 但由于

缺乏 “核心族群” (Ｅｔｈｉｃ Ｃｏｒｅｓ)② 的复杂国内族裔构成情况ꎬ 拉美各国所建

构的民族身份兼具包容性与脆弱性的特点ꎮ 这些特点影响了拉美国家的外交ꎬ
使得拉美国际政治具有 “非对抗性” 的特点ꎮ 具体而言ꎬ “非对抗性” 的特

征体现为国家间战争相对较少、 区域存在泛民族主义、 部分民族主义者对西

方国家的亲近和认同等现象ꎮ 本文将从民族身份的角度ꎬ 对上述现象的出现

做出解释ꎮ

一　 相关概念与文献评述

民族主义、 身份等概念的内涵是复杂的ꎮ 本部分将从研究需要出发ꎬ 对

这两个概念进行辨析与界定ꎬ 从而说明拉美国家的民族身份、 外交政策具有

特殊性ꎬ 与经典定义、 一般现象间存在张力ꎮ 由此出发ꎬ 本文也提出ꎬ 民族

身份有潜力解释一系列拉美国际关系问题ꎮ
(一) 相关概念的界定

“民族主义” 内涵多样ꎬ 可以被视为一种历史进程、 情感、 语言和象征、
政治社会运动或信仰与意识形态ꎮ 著名学者安东尼史密斯认为ꎬ 在这一概

念的诸多含义中ꎬ “民族主义” 的主要含义是一种 “意识形态”ꎮ③ 本文也选

择将民族主义视为一种思想原则、 意识形态ꎬ 并认为这种思想有普遍性与特

殊性两重含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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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本文中 “拉丁美洲” 主要指 “伊比利亚美洲” (西语和葡语国家)ꎬ 不包含西半球的海地和其

他英语、 荷兰语加勒比国家ꎮ
“核心族群” 是学者安东尼史密斯 (Ａｎｔｈｏｎｙ Ｄ Ｓｍｉｔｈ) 提出的概念ꎬ 他认为民族国家往往

围绕某一核心族群形成ꎬ 详情参见后文ꎮ
[英] 安东尼Ｄ 史密斯著ꎬ 叶江译: «民族主义: 理论、 意识形态、 历史»ꎬ 上海: 上海人

民出版社ꎬ ２０１１ 年ꎬ 第 ５ － ８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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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内斯特盖尔纳将民族主义定义为 “一种关于政治合法性的理论ꎬ 它

要求族裔的疆界不得跨越政治的疆界ꎬ 尤其是在某一个国家中ꎬ 族裔的疆界

不应该将掌权者与其他人分割开”①ꎮ 这意味着民族主义是一种普遍性原则ꎬ
可以适用于不同群体ꎮ 与此同时ꎬ 也有学者关注民族主义对特定民族的特殊

意义ꎬ 如国际关系学者王缉思将民族主义定义为 “忠诚于本民族、 为维护和

扩大本民族的利益而斗争的思想观念”②ꎬ 安东尼史密斯认为民族主义 “致
力于为一个被认为构成了民族的社会群体争取保持自治、 统一与认同”③ꎮ 综

合以上两方面ꎬ 本文将民族主义理解为主张以民族作为基本政治单元并要求

捍卫本民族身份与利益的意识形态ꎮ
民族主义在国内、 国际两个层面都具有重大影响ꎮ 如上文中盖尔纳的定

义所示ꎬ 在民族主义影响下ꎬ 人们在国内政治中将 “民族” 作为国家身份与

国家合法性的基础ꎬ 要求全体国民属于共同的 “民族” (也作 “国族”)ꎮ 而

由于民族国家是国际关系中最基本的行为体ꎬ 民族主义也重塑了国际关系的

基本逻辑: 随着民族国家兴起ꎬ 外交政策所捍卫的国家利益也更多等同于民

族主义意识形态所关注的民族自决、 统一等议题ꎮ 依据上述逻辑ꎬ “民族主

义” 意识形态或明或暗地要求以民族分野为标准重划国家间疆界ꎬ 从而为国

际关系带来冲突因素ꎮ
“身份” 概念与民族主义密切相关ꎬ 也需要做出界定ꎮ 身份对应英文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一词ꎬ 亦有复杂内涵ꎮ 身份一词可以表示社会类别、 角色、 基本信

息、 特性等含义④ꎬ 也可以是一种对自我的认识ꎬ 如霍格和艾布拉姆斯将身份

理解为 “人们对于他们是谁、 他们是哪一种人、 他们与他人关系的概念”⑤ꎮ
在本文中ꎬ “民族身份”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是指对本国民族构成、 本国何以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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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 厄内斯特盖尔纳著ꎬ 韩红译: «民族与民族主义»ꎬ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ꎬ ２００２ 年ꎬ
第 ２ 页ꎮ

王缉思: «民族与民族主义»ꎬ 载 «欧洲»ꎬ １９９３ 年第 ５ 期ꎬ 第 １８ 页ꎮ
[英] 安东尼Ｄ 史密斯著ꎬ 王娟译: «民族认同»ꎬ 南京: 译林出版社ꎬ ２０１８ 年ꎬ 第６４ －６５ 页ꎮ
[美] 弗朗西斯福山著ꎬ 刘芳译: «身份政治: 对尊严与认同的渴求»ꎬ 北京: 中译出版社ꎬ

２０２１ 年ꎬ 第 １４ 页ꎻ [美] 塞缪尔亨廷顿著ꎬ 程克雄译: «我们是谁? ———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

战»ꎬ 北京: 新华出版社ꎬ ２００５ 年ꎬ 第 ２０ － ２２ 页ꎻ Ｊａｍｅｓ Ｄ Ｆｅａｒｏｎꎬ “Ｗｈａｔ ｉｓ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Ａｓ ｗｅ ｎｏｗ ｕｓｅ 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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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ｏｒｄｐｒｅｓｓ / ｗｐ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２０１３ / １０ / Ｗｈａｔ － ｉｓ －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 ａｓ － ｗｅ － ｎｏｗ － ｕｓｅ － ｔｈｅ － ｗｏｒｄ －  ｐｄｆ [２０２４ －
０４ －１０]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Ａ Ｈｏｇｇ ａｎｄ Ｄｏｍｉｎｉｃ Ａｂｒａｍｓꎬ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Ａ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ｇｒｏｕｐ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Ｇｒｏｕｐ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ꎬ １９９８ꎬ ｐ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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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民族” 乃至 “民族国家” 的认识ꎬ 其功能在于向人民解释 “是什么在文

化、 社会、 政治上将我们联系在一起ꎬ 并将我们与民族之外的他者区分开

来”①ꎮ 在民族国家时代ꎬ “民族” 与 “国家” 在一定程度上重合ꎮ 本文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理解为 “民族身份” 而非 “国家身份”ꎬ 是为了强调国家

在民族主义时代面临着将自己整合为 “民族” 的压力ꎮ
民族身份有时也被翻译为 “民族认同”ꎮ 本文中ꎬ “认同” 对应的英文是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ꎬ 与身份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不同ꎬ 两者含义也有区别ꎮ② 很多情况下ꎬ
人们往往从归属感、 忠诚的角度理解国家认同ꎬ 如林尚立将 “国家认同” 定

义为 “人们对其存在其中的国家的认可与服从”③ꎮ 本文中也如此理解 “认
同” 一词ꎮ 因此ꎬ 本文中的 “身份” 概念侧重认知层面ꎬ “民族身份” 指对

国家在民族层面本质属性的理解认知ꎬ 而 “认同” 则侧重于情感层面ꎬ “民族

认同” 是指对特定民族身份的归属感ꎮ 也可以说ꎬ 身份是情感认同的对象ꎬ
而普遍的认同则能够保证集体身份的稳定性ꎮ

(二) 民族主义、 民族身份视角下的拉美特殊性

在实践中ꎬ 民族主义与民族身份常与特定的族群结合ꎬ 并带有较强的对

抗性 (包括潜在的敌意与现实的冲突)ꎮ 而在这些方面ꎬ 拉美国家则表现出了

不同ꎮ
１ 拉美国家缺乏 “核心族群”
民族主义强调国家与民族的重合ꎬ 但 “民族” 的定义也较为复杂ꎮ 安东

尼史密斯对 “民族” 和 “族群” (族裔共同体) 进行了区分ꎮ 在他看来ꎬ
民族是 “一个被命名的人口总体ꎬ 它的成员共享一块历史性领土ꎬ 拥有共同

的神话、 历史记忆和大众性公众文化ꎬ 共存于同一个经济体系ꎬ 共享一套对

所有成员都适用的一般性法律权利与义务”ꎮ 相比之下ꎬ 族群尽管与民族有相

似性ꎬ 但族群未必拥有一些政治性的元素ꎬ 如族群不一定有公共文化、 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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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Ｐｅｔｅｒ Ｌａｍｂｅｒｔꎬ “Ｍｙｔｈꎬ Ｍａｎｉｐｕｌａｔｉｏｎꎬ ａｎｄ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ꎬ ｉｎ Ｗｉｌｌ Ｆｏｗｌｅｒ ａｎｄ Ｐｅｔｅｒ Ｌａｍｂｅｒｔ ( ｅｄｓ)ꎬ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ｉｎ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ꎬ Ｈａｍｐｓｈｉｒｅ ａｎ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ꎬ ２００６ꎬ ｐｐ １９ － ２０

关于身份、 认同的内涵及其英汉翻译与争论ꎬ 参见刘丰、 张睿壮: «关于几个重要国际关系术

语中文译法的讨论»ꎬ 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ꎬ ２００４ 年第 １０ 期ꎬ 第 ６９ － ７０ 页ꎮ 也有学者认为不存在稳

定的 “身份”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ꎬ 而仅存在多样的 “认同、 自我识别” (ｓｅｌｆ －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ꎮ 参见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Ｎｅｄ
Ｌｅｂｏｗꎬ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Ｅｔｈｉｃｓ ｏｆ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Ｉｎ 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Ｏｕｒｓｅｌｖｅｓꎬ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１２ꎬ ｐ １７ꎮ 学界也倾向淡化 “身份” 与 “认同” 的差异ꎬ 将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翻译为 “身份认同”ꎮ

林尚立: «现代国家认同建构的政治逻辑»ꎬ 载 «中国社会科学»ꎬ ２０１３ 年第 ８ 期ꎬ 第 ２２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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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济体系与法律权利义务ꎮ① 简言之ꎬ 同时存在着更强调政治属性的 “民
族” 和更强调血缘、 文化的 “族群”ꎮ

在实践中ꎬ 族群成为民族身份的重要基础ꎮ 如安东尼史密斯所言ꎬ 民

族的形成往往以 “核心族群” 为基础ꎬ 即一个单纯 “以血缘和习俗为基础的

共同体”ꎮ 尽管 “大多数民族—国家都是多族裔的ꎬ 但许多都是先围绕一个主

体族群形成的ꎬ 然后吞并或吸引其他族群或族裔碎片进入这个国家”②ꎮ 族群

能有效地为民族的形成提供共同的神话、 共同的历史记忆等有益元素ꎬ 这使

得以族群为核心建立民族的路径具有天然优势ꎻ 同时ꎬ 一些早期的 “民族”ꎬ

如英格兰人、 法兰西人都建立在核心族群之上ꎬ 为后来者提供了范例ꎮ③纵观

民族主义思想兴起后的历史ꎬ 尽管多数国家的族裔构成仍较为多元ꎬ 但不少

多民族国家如奥匈帝国、 奥斯曼帝国、 苏联、 南斯拉夫等纷纷解体ꎬ 体现了

在无核心族群情况下建构、 维系国家的难度ꎮ
缺乏 “核心族群” 则成为拉美国家的特殊性ꎮ 拉美地区是不同族群交融

之处ꎮ④ 根据大部分学者的估计ꎬ 在前哥伦布时期拉美就生活着超过千万名原

住民 (印第安人)⑤ꎬ 尽管之后原住民人口因战乱、 疾病、 殖民统治而显著下

降ꎬ 但至今仍在拉美占相当比例ꎮ 在殖民时期ꎬ 西班牙、 葡萄牙人大量到来

并成为统治者ꎬ 而在殖民统治结束后ꎬ 来自更多欧洲国家的移民也移居拉美ꎮ
在殖民时期ꎬ 拉美引入了大量黑奴ꎬ 仅 １７６１—１８６０ 年引入非洲裔奴隶的数量

就达到两千多万人⑥ꎬ 使得非洲裔也成为拉美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此外ꎬ 原

住民、 欧洲裔、 非洲裔在漫长的历史上彼此跨族群婚育ꎬ 催生了大量血缘复

杂、 多元的混血儿群体ꎮ 白种人、 原住民、 非洲裔及大量混血居民在拉美广

泛共存ꎮ 根据墨西哥学者利斯卡诺费尔南德斯所做的统计ꎬ 到 ２０ 世纪末ꎬ

—９０１—

①

④

⑤

⑥

②③　 [英] 安东尼Ｄ 史密斯著ꎬ 王娟译: «民族认同»ꎬ 南京: 译林出版社ꎬ ２０１８ 年ꎬ 第

５１ － ５４ 页ꎬ 第 ７４ － ７６ 页ꎮ
在 “族群” 外ꎬ 还有 “种族” ( ｒａｃｅ) 这一概念ꎮ 传统上ꎬ 很多学者也强调拉美吸纳了 “白

人” “印第安人” “黑人” 等不同 “种族”ꎮ 不过ꎬ “种族” 这一概念与种族主义有一定关联ꎬ 有学者

指出这是一种社会建构而在生物学上没有意义ꎮ 参见 Ｐｅｔｅｒ Ｗａｄｅꎬ Ｒａｃｅ ａｎｄ 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 ｉｎ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Ｐｌｕｔｏ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１０ꎬ ｐｐ ５ － １４ꎮ 因此ꎬ 本文除在引用相关历史概念外ꎬ 不使用 “种族” 一词ꎮ

不同学者对前哥伦布时期拉美原住民人口数量的判断存在较大差异ꎮ 参见 [西] 尼古拉斯
桑切斯 － 阿尔沃诺斯著ꎬ 邓佩清译: «拉丁美洲居民简史»ꎬ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ꎬ ２０２０ 年ꎬ 第

４９ － ５３ 页ꎻ [英] 莱斯利贝瑟尔主编ꎬ 林无畏、 吴经训、 孙铢等译: «剑桥拉丁美洲史» (第一卷)ꎬ
北京: 经济管理出版社ꎬ １９９５ 年ꎬ 第 １３９ － １４１ 页ꎮ

[西] 尼古拉斯桑切斯 － 阿尔沃诺斯著ꎬ 邓佩清译: «拉丁美洲居民简史»ꎬ 武汉: 华中科

技大学出版社ꎬ ２０２０ 年ꎬ 第 １５２ － １５３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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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部伊比利亚美洲人口中ꎬ 原住民 (印第安人) 占比为 ９ ２％ ꎬ 克里奥尔

人 (土生白人) 占比为 ３６ １％ ꎬ 梅斯蒂索人 (印欧混血) 占比为 ３０ ３％ ꎬ 穆

拉托人 (黑白混血) 占比为 ２０ ３％ ꎬ 黑人占比为 ３ ２％ ꎮ 具体到国别层面看ꎬ
不同拉美国家的族群构成存在差异ꎬ 但缺乏 “核心族群” 的情况却基本相似ꎮ
利斯卡诺费尔南德斯也从族群构成的角度ꎬ 将拉美国家分为四类: 在秘鲁、
玻利维亚等国ꎬ 人口的主要组成群体是印欧混血群体和印第安人ꎻ 在巴西、
古巴等国ꎬ 白人和穆拉托人群体的占比最高ꎻ 墨西哥、 巴拉圭等国的主要人

口为印欧混血人ꎻ 只有在阿根廷、 乌拉圭、 哥斯达黎加等国ꎬ 白人人口的占

比较高ꎮ① 可见ꎬ 一部分拉美国家族群较为多元ꎬ 国内不存在数量绝对占优的

“核心族群”ꎮ 而在以印欧混血为主要人口的国家ꎬ 混血群体也不同于传统意

义上的 “核心族群”ꎬ 其民族身份同样有待建构ꎮ
原住民等有色人种群体难以构成拉美国家的 “核心族群”ꎮ 在拉美国家

中ꎬ 原住民与黑人占比较高的国家本就较少ꎬ 原住民群体仅在少数国家接近

半数ꎮ 拉美经委会的数据显示ꎬ 只有玻利维亚的原住民人口超过全国人口半

数ꎬ 而在原住民比重第二高的危地马拉ꎬ 原住民则仅占全部人口的 ４１％ ꎮ②

此外ꎬ 一些拉美国家原住民内部也存在差异ꎬ 使其更难以构成各拉美民族国

家的 “核心族群”ꎮ 例如ꎬ 危地马拉尽管 ９０％ 以上的原住民均为玛雅人ꎬ 但

仍可以进一步分为 ２０ 余个不同语言群体ꎮ③ 玻利维亚的原住民构成情况则更

复杂: 根据 ２０１２ 年的调查数据ꎬ 玻利维亚原住民可以细分为 ３０ 多个族群ꎬ
其中占比较高的克丘亚人、 艾马拉人在原住民中的占比分别为 ４５ ６％ 、
４２ ４％ ꎬ 没有哪一个印第安族群具有人口数量上的绝对优势ꎮ④ 而在伊比利亚

美洲各国ꎬ 尽管在一些国家很多居民有非洲血统ꎬ 但黑人 (不包括黑人与其

—０１１—

①

②

③

④

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 Ｌｉｚｃａｎｏ Ｆｅｒｎáｎｄｅｚꎬ “Ｃｏｍｐｏｓｉｃｉóｎ Éｔｎｉｃａ ｄｅ ｌａｓ Ｔｒｅｓ Áｒｅａｓ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ｅｓ ｄｅｌ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ｏ ａｌ Ｃｏｍｉｅｎｚｏ ｄｅｌ Ｓｉｇｌｏ ＸＸＩ”ꎬ ｅｎ 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ｉａꎬ Ｖｏｌ １２ꎬ Ｎｏ ３８ꎬ ２００５ꎬ ｐ ２２８ 文中ꎬ 作者区分

族裔的标准是文化而非血缘ꎮ 关于拉美各国族群构成的情况ꎬ 不同口径的数据也存在出入ꎮ
Ｃｅｐａｌꎬ “Ｌｏｓ Ｐｕｅｂｌｏｓ Ｉｎｄíｇｅｎａｓ ｅｎ Ａｍéｒｉｃａ Ｌａｔｉｎａ”ꎬ ２２ ｄｅ Ｓｅｐｔｉｅｍｂｒｅ ｄｅ ２０１４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ｅｐａｌ ｏｒｇ / ｆｒ / ｉｎｆｏｇｒａｆｉａｓ / ｌｏｓ － ｐｕｅｂｌｏｓ － ｉｎｄｉｇｅｎａｓ － ｅｎ － ａｍｅｒｉｃａ － ｌａｔｉｎａ [２０２４ － ０７ － ２０]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ｏ Ｎａｃｉｏｎａｌ ｄｅ Ｅｓｔａｄíｓｔｉｃａ Ｇｕａｔｅｍａｌａꎬ “Ｒｅｓｕｌｔａｄｏｓ Ｃｅｎｓｏ ２０１８”ꎬ ｄｉｃｉｅｍｂｒｅ ｄｅ ２０１９ꎬ ｐ ２５ꎬ

ｐ ２８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ｎｅ ｇｏｂ ｇｔ / ｃｅｎｓｏ － ｐｏｂｌａｃｉｏｎ /  [２０２４ － ０８ － ０２] 不过ꎬ 危地马拉的人口主体并非玛

雅人ꎬ 而是被称为 “拉迪诺人” (Ｌａｄｉｎｏ) 的印欧混血人群ꎮ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ｏ Ｎａｃｉｏｎａｌ ｄｅ Ｅｓｔａｄíｓｔｉｃａꎬ “Ｃｅｎｓｏ Ｎａｃｉｏｎａｌ ｄｅ Ｐｏｂｌａｃｉóｎ ｙ Ｖｉｖｉｅｎｄａ ２０１２”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ｎｅ ｇｏｂ ｂｏ / ｉｎｄｅｘ ｐｈｐ / ｃｅｎｓｏｓ － ｙ － ｂａｎｃｏ － ｄｅ － ｄａｔｏｓ / ｃｅｎｓｏｓ /  [２０２４ － ０７ － ２０] 这一数据与拉美经委会的

人口统计结果有一定差异ꎬ 认为玻利维亚原住民的比重低于 ５０％ ꎮ



民族身份对拉美区域国际政治 “非对抗性” 的影响　

他族群的混血后裔) 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则均较低ꎮ① 在白人较多的国家ꎬ 也难

以说 “白人” 构成了 “核心族群”ꎮ 以白人为主体的拉美国家往往都是移民

国家ꎬ 白人移民的来源也非常多元ꎮ 例如ꎬ 根据 １９１４ 年的调查ꎬ 阿根廷当时

有 １ / ３ 的国民出生于国外ꎬ 其中 ３９ ４％ 来自意大利ꎬ 超过了来自西班牙移民

的比重 (３５ １％ )ꎬ 来自俄罗斯、 法国、 奥匈帝国、 英国等欧洲国家的移民之

和也接近 １０％ ꎮ② 另外ꎬ 在这些国家ꎬ 很多自我认同为白人的国民可能也同

时具有其他族群的血缘ꎮ 虽然利斯卡诺认为哥斯达黎加在文化上由欧洲文化

主导ꎬ 但一些科学家的检测表明ꎬ 哥斯达黎加国民的美洲印第安人基因占比

也能达到 ３０％以上ꎮ③

２ 拉美国际政治罕有民族主义的 “对抗性”
在实践中ꎬ 民族主义及其塑造的民族身份一度给全球国际政治带来更多

对抗 (敌意与冲突)ꎮ 从其宗旨看ꎬ 民族主义有加深敌意、 诱发冲突的一面ꎮ
民族主义有着以本民族为优先的特殊主义倾向ꎬ 容易导致各国为利益、 地位、
尊严而斗争ꎮ④ 民族主义诱发冲突也有一些具体机制ꎮ 如前所述ꎬ 民族主义普

遍要求实现民族的自治与统一ꎬ 而这些诉求与既有的国家间疆界不乏矛盾ꎬ
难免引申出分离主义、 领土收复主义而带来冲突ꎮ 也需看到ꎬ 相比强调共同

政治价值观的公民民族主义 (ｃｉｖｉｃ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ꎬ 突出族裔身份的族群—文化

民族主义 (ｅｔｈｎｏ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往往更具对抗性ꎮ 尽管文化民族主义的

创始人赫尔德 (Ｊｏｈａｎｎ Ｇｏｔｔｆｒｉｅｄ Ｈｅｒｄｅｒ) 尊崇不同民族文化的独特性ꎬ 但文化

民族主义也很容易强调本民族的 “纯粹性” 与优越性ꎬ 从而与沙文主义、 帝

国主义、 扩张主义有更强的联系ꎮ⑤

—１１１—

①

②

③

④

⑤

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 Ｌｉｚｃａｎｏ Ｆｅｒｎáｎｄｅｚꎬ “Ｃｏｍｐｏｓｉｃｉóｎ Éｔｎｉｃａ ｄｅ ｌａｓ Ｔｒｅｓ Áｒｅａｓ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ｅｓ ｄｅｌ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ｏ ａｌ Ｃｏｍｉｅｎｚｏ ｄｅｌ Ｓｉｇｌｏ ＸＸＩ”ꎬ ｅｎ 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ｉａꎬ Ｖｏｌ １２ꎬ Ｎｏ ３８ꎬ ２００５ꎬ ｐ ２２８

Ｖａｎｉｎａ Ｅｄｉｔ Ｍｏｄｏｌｏꎬ “Ａｎáｌｉｓｉｓ Ｈｉｓｔóｒｉｃｏ － ｄｅｍｏｇｒáｆｉｃｏ ｄｅ ｌａ Ｉｎｍｉｇｒａｃｉóｎ ｅｎ ｌａ Ａｒｇｅｎｔｉｎａ ｄｅｌ
Ｃｅｎｔｅｎａｒｉｏ ａｌ Ｂｉｃｅｎｔｅｎａｒｉｏ”ꎬ ｅｎ Ｐａｐｅｌｅｓ ｄｅ Ｐｏｂｌａｃｉóｎꎬ Ｖｏｌ ２２ꎬ Ｎｏ ８９ꎬ ２０１６ꎬ ｐ ２１２

Ｂ Ｍｏｒｅｒａꎬ Ｒ Ｂａｒｒａｎｔｅｓꎬ ａｎｄ Ｒ Ｍａｒｉｎ － Ｒｏｊａｓꎬ “Ｇｅｎｅ Ａｄｍｉｘｔｕｒｅ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ｓｔａ Ｒｉｃａｎ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ꎬ
ｉｎ Ａｎｎａｌｓ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Ｇｅｎｅｔｉｃｓꎬ Ｖｏｌ ６７ꎬ Ｎｏ １ꎬ ２００３ꎬ ｐｐ ７１ － ８０ꎻ Ｒｅｂｅｃａ Ｃａｍｐｏｓ － Ｓáｎｃｈｅｚꎬ Ｈｅｎｒｉｅｔｔｅ
Ｒａｖｅｎｔóｓꎬ ａｎｄ Ｒａｍｉｒｏ Ｂａｒｒａｎｔｅｓꎬ “Ａｎｃｅｓｔｒｙ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Ｍａｒｋｅｒｓ Ｃｌａｒｉｆｙ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Ａｄｍｉｘｔｕｒｅ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ｓｔａ Ｒｉｃａｎ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ꎬ ｉｎ Ｈｕｍａｎ Ｂｉｏｌｏｇｙꎬ Ｖｏｌ ８５ꎬ Ｎｏ １ꎬ ２０１４ꎬ ｐｐ ７２１ － ７４０

Ｇｒｅｇ Ｃａｓｈｍａｎꎬ Ｗｈａｔ Ｃａｕｓｅｓ Ｗａｒ: Ａ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 Ｓｅｃｏｎ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ꎬ Ｌａｎｈａｍꎬ Ｍａｒｙｌａｎｄ: Ｒｏｗｍａｎ ａｎｄ Ｌｉｔｔｌｅｆｉｅｌｄꎬ ２０１４ꎬ ｐｐ ２２１ － ２３０ꎻ 张旺: «民族主义与现代

性: 冲突及其化解»ꎬ 载 «教学与研究»ꎬ ２０２０ 年第 ７ 期ꎬ 第 ８６ 页ꎻ 梁雪村: « “承认的政治”: 民族

主义为什么没有衰落?»ꎬ 载 «国际政治科学»ꎬ ２０１８ 年第 ４ 期ꎬ 第 １０７ － １１１ 页ꎮ
Ａｎｄｒｅｗ Ｈｅｙｗｏｏｄꎬ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ｅｓ: Ａ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 Ｓｉｘｔｈ Ｅｄｉｔｉｏｎ)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ꎬ ２０１７ꎬ

ｐｐ １７４ － １７６ꎬ ｐｐ １８２ － １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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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身份” 本身也有加深敌意而加强对抗的可能ꎮ 如很多保守主义者所

说ꎬ “身份” 包含对不同群体的区分ꎮ 亨廷顿表示ꎬ “要有别人ꎬ 人们才能给

自己界定身份ꎮ”① 卡尔施米特甚至认为政治的概念、 观念、 术语都包含

“敌对性”ꎬ 如果人们不能从国家等术语中 “确切地知道要侵袭、 战斗、 反驳

或否定的对象”ꎬ 那么这些术语也根本无从把握ꎮ② 由此看来ꎬ 由民族主义塑

造的身份往往潜在包含对其他民族的敌意ꎮ
相对而言ꎬ 拉美国家外交政策、 拉美国际体系则具有 “非对抗性” 的特

点ꎮ 这种 “非对抗性” 首先体现为拉美国家间的和平ꎮ 从不同指标看ꎬ 拉美

国家都属于世界上较为和平的地区ꎮ １９ 世纪初到 ２０ 世纪中叶ꎬ 只有拉美和欧

洲是独立主权国家较多的区域ꎮ 而根据 “战争相关性”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ｓ ｏｆ Ｗａｒ) 数

据库的统计ꎬ １８２３—１９４５ 年欧洲内部发生了约 ２０ 次国家间战争ꎬ 另有约 ２２
次欧洲国家与其他区域国家的战争ꎻ 而在同一时段ꎬ 拉美仅发生了约 ９ 次区

域内的国家间战争ꎬ 另有 ３ 次拉美国家与美国、 西班牙的战争ꎮ 在 １９４５—
２００７ 年ꎬ 拉美国家仅主要参与了洪都拉斯—萨尔瓦多足球战争、 英阿马岛战

争和秘鲁—厄瓜多尔塞内帕战争 ３ 次战争ꎬ 次数低于同期东亚—东南亚 (８
次)、 南亚 (５ 次)、 中东北非 (含阿富汗ꎬ １３ 次)、 欧洲及高加索 (７ 次)、
撒哈拉以南非洲 (５ 次)、 北美 (８ 次)ꎮ③ 在 １９ 世纪和 ２０ 世纪ꎬ 拉美平均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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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ａｒｓ)ꎮ 该数据库在统计 “国家间战争” 时ꎬ 将 “成为国际体系成员” 作为界定国家的标准ꎬ 所以一

些亚非拉国家间早期的冲突没有被归入 “国家间战争”ꎬ 有些被归为 “国家外战争” 或 “非国家战

争”ꎬ 如拉美各国独立战争等ꎬ 这类战争本文没有统计ꎮ 在统计时ꎬ 本文也仅考虑战争的最主要参与

方ꎬ 而没有将哥伦比亚参与朝鲜战争、 古巴参与安哥拉战争等计为拉美国家参与的战争ꎮ 也有学者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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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身份对拉美区域国际政治 “非对抗性” 的影响　

年因战争而死亡的人数也远低于亚洲、 北美及欧洲ꎮ 在拉美国家普遍独立后ꎬ
死亡人数占本国人口比重较高的战争也仅限于三国同盟战争、 查科战争、 足

球战争等少数个案ꎬ 并且没有出现独立国家因侵略征服而消失的情况ꎮ①

在和平②之外ꎬ 拉美国际政治中的 “非对抗性” 还体现为较少的敌意与

较多的友好和认同ꎮ 一般而言ꎬ 在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下ꎬ 邻国或前宗主国

往往会被视为民族的 “敌人”ꎮ 然而ꎬ 在拉美国家ꎬ 民族主义有时并没有使不

同国家陷入对立ꎬ 反而很大程度上促使其团结联合ꎮ 尽管不乏邻国间的矛盾ꎬ
但整体而言拉美区域存在着较强的共同体意识ꎬ 拉美区域长期、 广泛地存在

着主张区域团结乃至一体化的倾向③ꎬ 这种对拉美 (乃至更大区域) 整体性

身份和超国家共同体的认同ꎬ 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泛民族主义 (也被称为 “区
域民族主义” “大陆民族主义”)ꎮ④ 尽管拉美区域主义实践并不总是成功ꎬ 但

泛民族主义思潮却始终强韧存在ꎬ 成为支撑拉美区域主义的重要因素ꎮ
尽管拉美民族主义存在着排斥西方的元素ꎬ 但同时也存在着对西班牙、

法国及其他欧洲国家的认同ꎬ 甚至很多民族主义者也表现出对美国的情感认

同ꎮ 作为曾遭受殖民、 侵略的一方ꎬ 拉美国家民族主义对西方国家的暧昧态

度在第三世界国家中尤为特殊ꎮ 尽管其中不时夹杂着幻想、 妥协ꎬ 但拉美国

家的亲西方外交也体现出拉美外交非排斥、 弱对抗的一面ꎮ 例如ꎬ １９ 世纪末

２０ 世纪初的恩里克罗多等拉美文化民族主义者就曾对与拉美有历史文化渊

源的欧洲国家充满认同ꎮ 罗多曾表示ꎬ “当讨论法国人时ꎬ 我们不能将其作为

外国人加以讨论ꎮ 我们在法国看到拉丁灵魂的最高级绽放ꎬ 几个世纪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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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并不完全等同于 “非对抗”ꎮ 有时ꎬ 两国间未爆发战争只是理性算计的结果ꎬ 并不代表

没有战争的动机ꎮ 因此ꎬ 也有学者将和平分为 “积极和平” (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Ｐｅａｃｅ) 与 “消极和平”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Ｐｅａｃｅ)ꎮ 本文所说的 “非对抗” 与 “积极和平” 相似ꎬ 既包含了少冲突ꎬ 也包含少敌意ꎮ 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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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ꎬ 面对力量的狂溢与功利的诱惑ꎬ 它在全世界守护着无私理想的庄严旗

帜ꎮ”① 而在冷战期间ꎬ 大量右翼民族主义者则强调拉美国家作为西方一员的

身份ꎬ 支持本国站在美国一边ꎮ 例如ꎬ 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ꎬ 阿根廷政府受

右翼民族主义军人影响较大ꎮ 在这一背景下ꎬ 阿根廷大使在危机中表示阿根

廷作为 “西方不可分割的一部分”ꎬ 将履行在泛美体系和里约条约中的

承诺ꎮ②

总之ꎬ 在民族主义视角之下ꎬ 拉美呈现出两重特殊性: 即缺乏核心族群

造成的民族身份特殊性与区域国际政治中 “非对抗” 的特殊性ꎮ 本文认为ꎬ
这两重特殊性彼此间也存在关联ꎬ 前者影响并促成后者ꎮ 一般而言ꎬ 以特定

族群为基础建立民族国家较为理想、 更符合民族主义基本原则ꎬ 但其进程往

往伴随着国家间的对抗ꎮ 在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下ꎬ 拉美国家同样面临着建

构 “民族” 身份的任务ꎬ 需要以此支撑国家的合法生存ꎮ 然而ꎬ 拉美缺乏核

心族群的国内现实与民族主义的抽象原则存在巨大差异ꎮ 这种现实条件使得

拉美国家的民族身份建构相对脆弱但也更为包容ꎬ 拉美国家的外交也受此影

响而呈现更少对抗性的特点ꎮ
(三) 理论视角下的 “民族” 与 “非对抗”
本文关注 “民族身份” 对于拉美 “非对抗性” 的解释ꎬ 具体涉及的 “非对

抗性” 现象包括拉美国家间的相对和平、 拉美的区域团结倾向与亲西方外交倾

向ꎮ 以上问题涉及战争与和平、 区域主义、 “选边站队” 等国际关系学科的基本

问题ꎬ 既有文献也提出了众多解释ꎮ 本文并不否认其他解释的价值ꎬ 仅希望说

明 “民族身份” 这一视角也能帮助理解拉美国家对外政策与区域国际关系的特

点ꎮ 实际上ꎬ “民族身份” 视角也常常能与其他解释彼此贯通、 相互印证ꎮ
关于上述现象背后的原因ꎬ 不同学者提出了不同解释ꎮ 在不同学者看来ꎬ

拉美的相对和平可能源于拉美各国政府力量的不足、 拉美在国际体系中的边

缘地位、 外部霸权国抑制战争、 区域均势、 国际规范、 各国军事部门彼此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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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共同身份、 “外交实践共同体” 的 “习惯性情” (ｈａｂｉｔｕａｌ ｄｉｓ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等因

素ꎮ① 这些因素涉及国际、 国内、 物质、 观念等不同层面ꎬ 一些因素也与民族

身份因素存在关联ꎮ
关于拉美区域主义的韧性和动力ꎬ 有学者认为其应归因于拉美国家对政

治自主 (也包括区域大国对区域领导权的追求) 和经济发展的追求 (追求更

大市场)、 共同的文化与身份等因素ꎮ② 一些学者也在对近年拉美区域主义实

践的讨论中发现ꎬ 拉美区域主义的一些实践源于特定思想、 价值观的推动ꎬ
而各国政府的意识形态一致性也会影响拉美区域主义的兴衰ꎮ③ 还有学者认

为ꎬ 基于文化、 历史和规范的身份为拉美区域主义提供了最重要的动力ꎬ 也

正因如此ꎬ 在经济动因缺乏时ꎬ 拉美区域主义仍能够发展ꎮ④

无疑ꎬ 分享经济利益、 应对共同安全威胁等现实考量在很大程度上能解

释部分拉美政府追随西方的现象ꎮ 但同时也有学者强调文化、 意识形态、 认

同等因素拉近了拉美与西方国家关系ꎮ 例如ꎬ 亨廷顿在其著作 «文明的冲

突» 中ꎬ 一方面指出拉美文明具有不同于西方的认同ꎬ 另一方面也认为两

者关系密切ꎬ 甚至提出西方应推动拉美 “西方化”、 与西方结盟ꎮ⑤ 英国学

者安德鲁赫里尔也认为美国在西半球的霸权不仅建立在强制力之上ꎬ 拉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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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４ 年第 ６ 期

国家自视为西方的一部分也是其愿与美国结盟的原因之一ꎮ①

总之ꎬ 既有研究发现上述现象可能由不同因素导致ꎬ 其中观念层面、 国

内政治层面因素的作用也不可忽视ꎮ 这也为从 “民族身份” 的视角理解这些

问题留下了空间ꎮ 观念层面的因素如意识形态、 区域文化令人将视线转向民

族议题: 政府的意识形态包含了对本国民族身份的理解和认识ꎬ 拉美国家共

同的文化身份同样也建立在各国对本国族群构成与民族身份的理解之上ꎮ 此

外ꎬ 国内政治因素常牵涉到民族身份: 一国政府能力的强弱一定程度上取决

于民族身份构建的成败ꎬ 而不同政治、 社会集团也会在建构民族身份的过程

中彼此博弈ꎮ 在这个意义上ꎬ 民族身份可以提供一个串联起不同因素的视角ꎬ
帮助理解拉美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的特点ꎮ 芬兰学者萨卡里就曾用玻利维亚

莫拉莱斯政府的原住民 “身份认同” 因素解释其以反西方为特点的外交政

策ꎮ② 本文遵循这一路径ꎬ 并以更为宏观的视角阐述: 拉美各国的民族身份存

在一些共同特点ꎬ 这造成了拉美国际政治整体的 “非对抗性”ꎮ
传统上ꎬ 建构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关注 “身份” 及其对外交政策的影响ꎬ

但 “民族身份” 的解释视角与建构主义的视角存在差异ꎮ “民族身份” 的概

念区别于建构主义学者更常用的 “国家身份” (ｓｔａｔｅ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ꎮ 主流的建构主

义理论家往往强调身份的主体间性ꎬ 强调国际体系、 社会、 过程、 关系对于

国家身份塑造的作用ꎮ 他们所说的国家身份常指国家在国际层面所扮演的角

色、 所属的集团ꎮ③ 本文讨论的 “民族身份” 则是国家所拥有的更为基础的

身份ꎮ 一方面ꎬ 确实是国际层面的压力使得拉美各国需要将本国建构为 “民
族”ꎬ 但另一方面ꎬ 民族身份的具体建构方式则更多取决于本国的特点和国内

各界对自身民族构成的认识及彼此间的博弈ꎬ 并不直接关乎一国与他国的关系ꎮ
国际关系建构主义学者温特曾将身份分为 “团体身份”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与

“社会身份”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ꎬ 其中团体身份是 “构成行为体个性的内在、 自

我组织的性质”ꎬ 社会身份是 “从他者视角出发ꎬ 个体所赋予作为社会客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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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一系列意义”①ꎮ 也就是说ꎬ 本文讨论的 “民族身份” 属于国家身份中

的团体身份ꎬ 而建构主义者往往更关注社会身份ꎮ

二　 拉美民族身份的包容性与脆弱性

由于复杂的族裔构成现实ꎬ 拉美民族身份兼具包容性与脆弱性ꎮ 拉美国

家倾向把 “混合” (ｍｅｚｔｉｚａｊｅ) “多元” (ｐｌｕｒａｌｉｓｍ) 作为本国民族身份的核心

特点ꎬ 而 “混合” “多元” 都有包容、 接纳不同族裔的意味ꎮ 同时ꎬ 拉美的

民族身份建构是持续的ꎬ 甚至仍处于进程之中ꎮ 拉美的民族身份在历史上存

在变迁ꎬ 至今也存在争议ꎬ 其所建构的身份是脆弱的ꎮ
(一) 拉美民族身份的包容性: “混合” “多元”
拉美地区存在着大量不同种族、 族群及混血人口ꎬ 缺少单一的核心族群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 拉美各国的民族身份建构采用了 “混合” “多元” 等路径ꎮ
“混合” “多元” 的民族身份建构方式尝试接纳不同血缘、 文化的个体和群

体ꎬ 均将其视为新国家的一部分ꎬ 由此具有 “包容性”ꎮ
长期以来ꎬ “混合” 是拉美精英构建民族身份的核心词ꎮ “混合” 可以理

解为不同种族、 族群在血缘与文化上的交融ꎮ② 在建国之初ꎬ 拉美各国的民族

身份建构中即有 “混合” 元素ꎮ 整体上看ꎬ 拉美国家早期的宪法试图包容不

同族群ꎮ 确实曾有一些拉美国家的早期宪法或明或暗地将原住民排斥在公民

之外③ꎬ 但在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下ꎬ 大部分新近独立的拉美国家还是在宪法

中规定人人平等ꎬ 赋予土著居民平等的公民权ꎬ 并都很快废除了奴隶制 (巴
西除外)ꎮ④ 在 １９ 世纪ꎬ 拉美国家尽管仍普遍存在对有色人种的歧视和排斥ꎬ
但大量政治家和思想家希望采取教育、 贸易、 通婚等手段ꎬ 以融合、 同化不同

人种的方式将原住民和黑人融入国家ꎬ 而非对其在政治和法律上做区别对待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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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历史发展ꎬ “混合” 对拉美民族身份的意义逐渐由一种工具手段转变

为价值追求ꎮ １９ 世纪上半叶ꎬ 拉美政治家和学者在讨论 “混合” 时ꎬ 常将其

作为向欧洲文明过渡的工具ꎬ 期望借其缓和种族矛盾、 调整族群结构而为白

人统治服务ꎮ 但自 １９ 世纪后期开始ꎬ “混合” 开始逐渐成为拉美民族身份更

为核心、 值得骄傲的特征ꎮ 墨西哥学者维森特里瓦帕拉西奥在 １８８４ 年就

提出ꎬ 从打造种族同一性的角度ꎬ 对于墨西哥而言ꎬ 梅斯蒂索人 (印欧混血

人) 相比白人更具优越性ꎻ 他认为混血并不是实现欧洲化的中转站ꎬ 其本身

就是终点ꎮ① 古巴独立先驱何塞马蒂则在其 １８９１ 年的文章 «我们的美洲»
中肯定了美洲所独有的精神和文化ꎬ 认为 “无论欧洲的书本还是美国的书本ꎬ
都不是西语美洲谜题的答案”ꎻ 他使用了 “我们的混血美洲” 这一提法ꎬ 将

“混血” 作为西语美洲的标志性特征ꎮ②

进入 ２０ 世纪ꎬ “混合” 式的身份在拉美得到进一步理论化支持ꎬ 也常成

为官方意识形态的一部分ꎮ 例如ꎬ 尽管墨西哥思想家与政治人物巴斯孔塞洛

斯仍在很大程度上承认白人优越性并保留了对印第安人、 黑人及其文化的强

烈歧视ꎬ 但他提出拉丁美洲的种族界限将消失ꎬ 而最终形成完全混合的、 保

留各种族美好品质的 “宇宙种族” (Ｌａ ｒａｚａ ｃóｓｍｉｃａ)ꎮ 巴斯孔塞罗斯甚至提出

“混血使拉美优于北美”ꎬ 认为拉美属于未来而拒绝混血的盎格鲁—撒克逊人

则逐渐属于昨天ꎮ③ 作为墨西哥第一任教育部长 (１９２１—１９２４ 年)ꎬ 巴斯孔塞

洛斯领导了壁画艺术运动ꎬ 组织大量画家在公共墙壁上进行创作ꎬ 画作主题

涉及墨西哥不同时期、 不同族裔的历史文化元素ꎮ④ 巴西学者吉尔伯托弗雷

雷 (Ｇｉｌｂｅｒｔｏ Ｆｒｅｙｒｅ) 在２０ 世纪３０ 年代也阐发了相似的观点ꎬ 他在 «主人与奴隶»
(亦作 «豪宅与窝棚») 一书中强调了巴西人在宗教、 音乐乃至表达方式等方面存

在的非洲印迹ꎬ 认为即使没有非洲血统的巴西人也受到了这种影响ꎮ 在他及同时

—８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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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琦: «巴斯孔塞洛斯的 “宇宙种族” 思想与墨西哥的文化民族主义»ꎬ 载 «世界近现代史研

究 » ( 第十七辑)ꎬ ２０２１ 年ꎬ 第 １４２ － １５０ 页ꎮ
王瀚生: «百年喧嚣: 墨西哥壁画运动的起始、 发展与当代回响»ꎬ 载 «油画艺术»ꎬ ２０２２ 年

第 ４ 期ꎬ 第 ４６ － ４８ 页ꎮ



民族身份对拉美区域国际政治 “非对抗性” 的影响　

代的知识分子看来ꎬ 每个巴西人都是身体或精神层面的混血儿ꎮ① 巴西政府在很

大程度上接受了这种精神ꎬ “种族民主” (ｒａｃｉａｌ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的理念自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起在随后的几十年间一度成为巴西的某种 “半官方意识形态”ꎬ 很多

巴西人以此为傲ꎬ 认为巴西的族群关系更为和谐、 平等ꎬ 优于同时代的美国

和欧洲ꎮ②

同样地ꎬ “多元” 也是众多拉美国家建构民族身份的重要途径ꎮ 概括而

言ꎬ 文化多元主义或多元文化主义强调社会由不同族群组成ꎬ 主张给予不同

族群以平等的社会、 文化权利ꎮ③ 尽管多元文化主义的理论诞生较晚ꎬ 但拉美

历史上也存在符合多元文化主义精神的观念与实践原型ꎮ 例如ꎬ 在殖民时期ꎬ
出于统治需要及一定程度上 “保护” 原住民的意图ꎬ 西班牙统治者将部分原

住民限制在与白人隔绝的村镇ꎮ 这些村镇在西班牙统治下具有一定自治性质ꎬ
印第安人的传统生活方式在其中得以部分保留ꎮ④ 在独立后ꎬ 拉美各国官方长

期倾向建立相对一元的民族身份ꎬ 力图淡化国内不同族群在文化层面的差异ꎮ
但自 １９８７ 年尼加拉瓜制定新宪法开始ꎬ 大多数拉美国家纷纷在宪法框架中赋

予原住民集体性的社会、 文化权利ꎬ 部分国家甚至允许原住民群体采用较特

殊的司法体系ꎻ 在国际层面ꎬ 各国也都签署了关于土著和部落人民的国际劳

工组织第 １６９ 号公约等旨在保护原住民的条约ꎮ⑤ 此时ꎬ 各国的官方民族身份

都多少在多元文化主义的影响下重塑ꎬ 强调本国在民族、 族群层面的多元性ꎬ
如墨西哥、 厄瓜多尔等国明确在宪法中确定了本国民族、 文化的多元性ꎬ 玻

利维亚还在 ２００９ 年更改国名为 “多民族玻利维亚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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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拉美民族身份的脆弱性: 多变与竞争

在缺乏核心族群的现实条件下ꎬ 拉美各国的民族身份也是相对脆弱的:
不同政治力量对拉美民族身份存在不同理解ꎬ 拉美各国的民族身份在历史上

也经历了多次变迁ꎮ
拉美国家民族身份的脆弱性体现为存在多条彼此竞争的民族身份建构路

径ꎮ 这些不同的身份建构路径往往代表了不同族群的利益诉求ꎮ 如 １９ 世纪中

后期ꎬ 大量拉美国家精英认为白人具有优越性ꎬ 主张通过与白人婚育、 引进白

人移民的方式来 “优化” 民族ꎬ 这种以欧洲文化为主导的身份建构路径对其他

族群采取边缘化乃至敌视的态度ꎮ 在处理与南方原住民马普切人的关系时ꎬ 甚

至有智利政治家提出灭绝马普切人的残酷主张ꎮ① 随着历史的发展ꎬ 也曾出现突

出有色人种族群特性的身份建构路径ꎮ 如在 ２０ 世纪上半叶土著主义运动期间ꎬ
著名左翼理论家、 政治家阿亚德拉托雷提出 “印第安美洲” (Ｉｎｄｏａｍéｒｉｃａ) 的

称谓ꎬ 主张以此替代 “拉丁美洲”ꎮ 德拉托雷关注秘鲁长期处于社会边缘的印第

安人ꎬ 认为印第安人的存在才真正反映了拉美国家的特殊性ꎮ②

“混合” “多元” 这两种身份建构路径存在竞争和对立ꎮ 首先ꎬ 即使排除

掉 “欧洲化” 等极端的 “混合” 身份构建主张ꎬ 拉美国家构建 “混合” 身份

的历史实践仍保留了一定的歧视性元素ꎬ 其对弱势族群文化的保护达不到多

元文化主义者的要求ꎮ 例如ꎬ １９ 世纪的拉美政府在将原住民个体视为享有平

等权利的公民之时ꎬ 也通过占据土地等方式拆散了原住民的社群ꎬ 恶化了其

经济生活条件ꎮ③ 又如在墨西哥等印欧混血或印第安人较多的国家ꎬ 非洲裔群

体往往比原住民遭受更多历史歧视ꎬ 而 “混合” 身份往往意指印第安人与欧

洲的 “混合”ꎬ 非洲裔依旧处于被忽视的境地ꎮ 厄瓜多尔有黑人在接受调研时

抱怨ꎬ “我们是黑人ꎮ 我们永远不可能是梅斯蒂索 (印欧混血) 人ꎬ 不可能是

国家文化的一部分ꎮ”④ 也正是 “混合” 身份的以上弊端使得众多拉美国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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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世纪后期转向 “多元” 身份ꎮ 此外ꎬ “混合” “多元” 两种身份的建构方式

还存在更深层的理念差异ꎮ “混合” 身份主张淡化不同族群的差异ꎬ 多元文化

主义者则认为混合身份在客观上掩饰了族群间在社会经济层面的实际不平等ꎬ
也抹杀了原住民、 非洲裔等弱势族群的文化身份ꎮ①

从时间维度看ꎬ 拉美各国民族身份在历史上是多变的ꎬ 在当前和未来也

存在变数ꎮ 总体而言ꎬ 拉美各国对不同族群的民族身份的接纳和承认是渐进

的过程ꎮ 拉美社会自殖民时期开始就一直存在 “混血” 的现象ꎬ 但早期的

“混合” 坚持欧洲文化主导ꎬ 仅主张血缘而非文化的混合ꎮ 直至 ２０ 世纪上半

叶ꎬ 拉美才逐渐出现吸收不同族群文化、 强调文化层面 “混合” 的民族身份

建构方式ꎮ 到 ２０ 世纪后期ꎬ “多元” 身份开始在拉美兴起ꎮ 拉美各国的民族

身份演化并非单向发展ꎬ “多元” 未必就是最终、 最优的结果ꎮ 如前所述ꎬ
“多元” 与 “混合” 身份建构路径之间的争议至今仍存在于拉美ꎮ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ꎬ 智利的新宪法在全民公投中被否决ꎬ 而新宪法中含有进一步捍卫原住民

权利、 将智利塑造为多民族国家的主张ꎮ 反对 “多民族国家” 概念的智利学

者认为这可能会削弱国家主权ꎬ 甚至带来地缘政治层面的争议ꎮ②

三　 民族身份塑造拉美外交与国际关系特点

拉美民族身份的包容性与脆弱性赋予了拉美国际政治与外交 “非对抗

性” 的特征ꎮ 本部分将对拉美民族身份特点在国际政治领域的影响做出具

体解释ꎮ
(一) 拉美国际政治的和平性

如前所述ꎬ 拉美区域国际政治相对和平ꎬ 这体现为区域国家间战争数

量少、 冲突烈度较低ꎮ 这些现象与拉美各国民族身份的脆弱性和包容性

相关ꎮ
第一ꎬ 如安赫尔森特诺等学者所言ꎬ 拉美国家间相对和平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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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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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各国国家能力相对有限ꎬ 国内斗争本身限制了战争的发动ꎮ① 拉美各国国家

能力的弱势也部分源于民族身份的脆弱性ꎮ 据森特诺统计ꎬ 到 ２０ 世纪末ꎬ 涉

及拉美的国际战争不到 ３０ 场ꎬ 而拉美各国的内战则超过 ６０ 场ꎮ② 这些冲突大

量涉及族群间冲突ꎬ 是民族身份脆弱的体现ꎮ 例如ꎬ 在 １９ 世纪ꎬ 巴西国内不

时出现黑人奴隶起义ꎻ 阿根廷和智利与各自国土南方的原住民发生冲突ꎬ 由

此向南开拓疆域ꎻ 墨西哥、 中美洲诸国和哥伦比亚国内政治斗争中族裔的成

分相对有限ꎬ 但在这些国家独立后的内战中ꎬ 自由派与保守派矛盾的焦点在

于对天主教的态度ꎬ 这一问题同样与国家的文化身份紧密相联ꎮ 甚至到 ２０ 世

纪ꎬ 中美洲的游击战争也有很强的族裔因素: 在 ８０ 年代的国内战争中ꎬ 危地

马拉军政府在对抗左翼武装的同时还对国内玛雅人进行了屠杀ꎻ 而尼加拉瓜

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的反对者中也有一批较为特殊的、 讲英语而不愿融入尼

加拉瓜西语社会的印第安原住民ꎮ③ 这些内部冲突使得执政者难以在国际层面

投入更多精力ꎬ 更无力对他国发动战争ꎮ④

第二ꎬ 国内族群矛盾导致的民族身份脆弱性限制了国家间战争的规模ꎮ
一方面ꎬ 在早期的拉丁美洲ꎬ 各国民族身份的民众基础一度薄弱ꎬ 大量有色

人种在相当一段时间中被排除在政治社会生活之外ꎬ 他们享受不到公民的权

利ꎬ 也很难在战争中被动员ꎮ⑤ 由于各国都有相当比例人口被排除在战争之

外ꎬ 战争也就难以成为全民参与的、 残酷的总体战ꎮ 另一方面ꎬ 由于不愿激

发国内族裔间冲突ꎬ 对外战争令拉美国家颇为忌惮ꎮ 对外战争常带来国内权

力结构和利益分配调整的结果ꎬ 这是拉美各国既得利益者想要避免的ꎮ 在对

巴拉圭的三国同盟战争中ꎬ 巴西帝国由于兵源不足而招募黑人奴隶士兵参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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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族群相关的内部冲突在拉美国家建国初期尤为严重ꎮ 在当代拉美ꎬ 与族群相关的内部冲突

频率与数量有所下降ꎬ 并且拉美地区严重的民族分离运动也较为罕见ꎮ 参见 Ｔｏｍａｓｚ Ｒｕｄｏｗｓｋｉ ａｎｄ Ｐｉｏｔ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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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交换ꎬ 这些参战黑人可以成为自由人ꎬ 这在当时面临很多争议ꎬ 很多奴

隶主不愿承认被解放黑奴的公民身份ꎮ 有观点认为这场战争加剧了巴西国内

分歧ꎬ 从而促进了巴西在废除奴隶制等方面的改革ꎮ① 在智利与秘鲁、 玻利维

亚的太平洋战争中ꎬ 当智利军队进入秘鲁领土后ꎬ 很多秘鲁印第安人自发组

织武装力量进行反抗ꎬ 从而引发了秘鲁精英对印第安人力量发展的担忧ꎬ 于

是选择与智利和谈ꎮ② 对这些秘鲁精英而言ꎬ 向智利割让领土的损失要小于觉

醒的原住民力量对当时白人主导的民族身份的冲击ꎮ
第三ꎬ 拉美各国民族身份的脆弱性与包容性限制了国内族群冲突上升为

国际冲突ꎮ 民族主义追求民族统一的理念ꎬ 常会让部分国家支持邻国有分离

主义倾向的同族同胞ꎬ 从而使国内族群冲突上升为国家间冲突ꎮ③ 例如ꎬ 在

１９ 世纪、 ２０ 世纪的欧洲ꎬ 哈布斯堡家族治下的奥地利帝国 (后更名奥匈帝

国) 内部民族众多ꎬ 因此与寻求民族统一并希望吸纳其领土和人口的意大利

(及其前身撒丁王国) 和塞尔维亚爆发战争ꎮ 然而ꎬ 在拉丁美洲ꎬ 各种主流的

民族身份都没有稳定地以特定 “核心族群” 为基础ꎬ 少数有跨国民族认同的

族群往往也难以寻找强力外援ꎬ 甚至反而会遭到各方的打压ꎮ④ 例如ꎬ 马普切

人喜爱使用 “瓦尔马普” (Ｗａｌｌ Ｍａｐｕ) 这样一个传统民族概念指代马普切人

生活的传统家园ꎬ 这一地理概念跨越了阿根廷与智利ꎮ 结果ꎬ 当智利左翼政府

官员在 ２０２２ 年使用这一概念时ꎬ 就遭到了较为敏感的阿根廷与智利保守人士的

激烈批评ꎬ 他们认为这体现了分离主义倾向ꎬ 挑战了两国国家主权与现有民族

身份ꎮ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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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１１４ － １４６ 页ꎮ

拉美也存在少数例外ꎬ 如在 １９ 世纪的墨西哥ꎬ 该国寻求脱离墨西哥的得克萨斯美国移民得到

了美国政府的支持ꎬ 成功实现了得克萨斯的独立与最终并入美国ꎮ 参见徐世澄主编: «美国和拉丁美

洲关系史»ꎬ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ꎬ ２００７ 年ꎬ 第 ３７ － ３５ 页ꎮ
“ ‘Ｗａｌｌｍａｐｕ’: Ｅｌ Ｔéｒｍｉｎｏ Ｍａｐｕｃｈｅ ｑｕｅ Ｕｓａ ｅｌ Ｇｏｂｉｅｒｎｏ ｄｅ Ｇａｂｒｉｅｌ Ｂｏｒｉｃ ｅｎ Ｃｈｉｌｅ ｙ Ｅｎｃｅｎｄｉó ｌａｓ

Ａｌｅｒｔａｓ ｅｎ ｌａ Ａｒｇｅｎｔｉｎａ”ꎬ Ｌａ Ｎａｃｉóｎꎬ ３１ ｄｅ ｍａｒｚｏ ｄｅ ２０２２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ｌａｎａｃｉｏｎ ｃｏｍ ａｒ / ｅｌ － ｍｕｎｄｏ
[２０２４ － ０８ － ０８]ꎻ 吴孙沛璟: « “瓦尔马普”: 一场激烈的争辩与一段被忽视的历史»ꎬ 澎湃网ꎬ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２２ 日ꎮ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ｔｈｅｐａｐｅｒ ｃｎ / ｎｅｗｓＤｅｔａｉｌ＿ ｆｏｒｗａｒｄ＿１７６８９８８２ [２０２４ － ０８ － 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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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ꎬ 在当代拉美ꎬ 相对包容的民族身份也在一定程度上压制了民族分

离主义ꎬ 进一步降低了国内族群冲突上升为国家间战争的可能ꎮ 例如ꎬ 墨西

哥的萨帕塔民族解放军与玛雅印第安人密切相关ꎬ 但其强调自身的墨西哥属

性ꎬ 希望玛雅人能在其民族特性得到承认的前提下融入墨西哥ꎬ 而不寻求从

墨西哥分离ꎮ① 在 ２１ 世纪初的玻利维亚ꎬ 不同的印第安人运动有不同的国家

身份诉求ꎬ 莫拉莱斯领导的 “争取社会主义运动—维护人民主权政治机构”
(ＭＡＳ － ＩＰＳＰ) 强调玻利维亚国内的多元性ꎬ 而费利佩奎斯佩 ( Ｆｅｌｉｐｅ
Ｑｕｉｓｐｅ) 领导的原住民运动则强调玻利维亚印第安人与白人的差异ꎬ 甚至希

望艾玛拉人建立自己的独立政治体ꎮ 无疑ꎬ 这两股原住民政治力量在理念与

现实层面都存在政治竞争ꎮ 最终ꎬ 莫拉莱斯带领更温和的力量在 ２００５ 年赢得

大选ꎬ 奎斯佩则只能长期作为反对派活动ꎬ 这也体现出分离主义身份诉求面

临 “多元” 身份的有力压制ꎮ②

第四ꎬ 拉美各国民族身份的脆弱性与包容性也能增加各国间的认同感而

削弱了战争的残酷性ꎮ 由于族群结构的相似ꎬ 拉美各国难以建立完全区别于

他国的身份ꎬ 从而也就难以出现常常与民族主义相伴的针对 “敌人” 的仇恨ꎬ
杀戮、 征服、 奴役敌人无法成为公众可接受的目标ꎮ 也正因如此ꎬ 如前文所

述ꎬ 大多数拉美国家间战争造成的伤亡也相对较少ꎮ③ 从太平洋战争中智利、
秘鲁的官方宣传里ꎬ 可看出拉美国家间战争的特殊一面ꎮ 在战争期间ꎬ 智利

和秘鲁都有意夸大彼此的族裔构成差异ꎬ 如秘鲁人在宣传中将智利人称为

“阿劳坎人”ꎮ④ 但由于在语言、 文化上的相似性ꎬ 且两国实际都是融合了不

同族群的国家ꎬ 双方依然不能完全通过民族间的仇恨去动员士兵ꎮ 结果在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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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Ａｕｔｏｎｏｍíａ ｙ Ｎａｃｉｏｎａｌｉｓｍｏ Ｚａｐａｔｉｓｔａ”ꎬ Ｒａｄｉｏ Ｚａｐａｔｉｓｔａꎬ ２１ ｄｅ ｓｅｐｔｉｅｍｂｒｅ ｄｅ ２００８ ｈｔｔｐｓ: / / ｒａｄｉｏ
ｚａｐａｔｉｓｔａ ｏｒｇ / ? ｐ ＝３３９ [２０２４ － ０８ － １２]ꎻ “Ａｕｔｏｎｏｍíａ ｙ Ｎａｃｉｏｎａｌｉｓｍｏ Ｚａｐａｔｉｓｔａ”ꎬ Ｅｎｌａｃｅ Ｚａｐａｔｉｓｔａꎬ １ ｄｅ
ｅｎｅｒｏ ｄｅ １９９５ ｈｔｔｐｓ: / / ｅｎｌａｃｅｚａｐａｔｉｓｔａ ｅｚｌｎ ｏｒｇ ｍｘ / １９９５ / ０１ / ０１ / ｔｅｒｃｅｒａ － ｄｅｃｌａｒａｃｉｏｎ － ｄｅ － ｌａ － ｓｅｌｖａ －
ｌａｃａｎｄｏｎａ /  [２０２４ － ０８ － １２]

Ｅｄｗｉｎ Ｃｒｕｚ Ｒｏｄｒíｇｕｅｚꎬ “Ｌｏｓ Ｍｏｖｉｍｉｅｎｔｏｓ Ｉｎｄíｇｅｎａｓ ｙ ｌａ Ｃｕｅｓｔｉóｎ Ｎａｃｉｏｎａｌ ｅｎ Ｂｏｌｉｖｉａ ｙ Ｅｃｕａｄｏｒ:
Ｕｎａ Ｇｅｎｅａｌｏｇíａ ｄｅｌ Ｅｓｔａｄｏ Ｐｌｕｒｉｎａｃｉｏｎａｌ”ꎬ ｅｎ Ａｎáｌｉｓｉｓ Ｐｏｌíｔｉｃｏꎬ Ｖｏｌ ２３ꎬ Ｎｏ ７０ꎬ ２０１０ꎬ ｐｐ １４５ － １４６

三国同盟战争相对例外ꎬ 巴拉圭在战争中损失了极高比重的人口ꎮ 一定程度上ꎬ 这也是因为

巴拉圭的人口相对同质化ꎬ 西班牙殖民者与土著瓜拉尼人混合形成的文化、 语言塑造了区别于邻国的

民族身份ꎬ 使得巴拉圭人战斗意志更强ꎬ 战争也由此格外残酷ꎮ 参见 Ｔｈｏｍａｓ Ｌ Ｗｈｉｇｈａｍꎬ “Ｔｈｅ
Ｐａｒａｇｕａｙａｎ Ｗａｒ: Ａ Ｃａｔａｌｙｓｔ ｆｏ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Ｓｏｕ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ꎬ ｉｎ Ｈｅｎｄｒｉｋ Ｋｒａａｙ ａｎｄ Ｔｈｏｍａｓ Ｌ Ｗｈｉｇｈａｍ
(ｅｄｓ)ꎬ Ｉ Ｄｉｅ ｗｉｔｈ Ｍｙ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Ｐａｒａｇｕａｙａｎ Ｗａｒꎬ １８６４ － １８７０ꎬ Ｌｉｎｃｏｌｎ ａｎｄ Ｌｏｎｄ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Ｎｅｂｒａｓｋａ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４ꎬ ｐｐ １８０ － １８３

阿劳坎人即 “马普切人”ꎬ 是智利南方的原住民民族ꎮ 实际上智利的白人人口比重远高于原住

民所占比重ꎬ 但当时的秘鲁精英群体受种族主义思想影响ꎬ 有意将 “阿劳坎人” 作为对智利人的贬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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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中ꎬ 智利一方的宣传更多诉诸自身长期稳定、 少有动荡的政治传统ꎬ 将自

己塑造为 “文明” 的一方ꎮ 智利方面强调本国有权惩罚 “野蛮” 的邻国ꎬ 认

为智利将为其带来秩序与进步ꎬ 甚至是在拯救战败者ꎮ 而秘鲁方面则渲染智

利军队的劫掠和破坏ꎬ 指责智利的 “野蛮”ꎬ 认为自身才属于文明国家ꎮ 智利

的一些宣传甚至将秘鲁称为 “脱离正道的兄弟”①ꎬ “兄弟之争” 的表述也让战

争中的零和性相对较弱ꎮ 从这些宣传可以看出ꎬ 拉美国家的民族身份确实难以

完全将自身区别于邻国ꎬ 在这种情况下ꎬ 战争中难以出现过多民族层面的仇恨ꎮ
(二) 拉丁美洲强大的泛民族主义

拉美强劲的泛民族主义背后有拉美国家民族身份特点的推动ꎮ 拉美各国

民族身份的脆弱与泛民族主义的强势可以视为同一硬币的两面ꎮ 如国际关系

建构理论所主张ꎬ “同质性” 有助于建立集体身份ꎬ 使得不同行为体相互视为

同类ꎬ 认同他者而将他者的利益视为自我的利益ꎮ② 拉美国家内部因缺乏单一

核心族群而缺乏 “同质性”ꎬ 但各国间却因存在跨国的族群、 语言、 文化联系

而存在 “同质性”ꎮ 这导致拉美各国区别于邻国的民族身份构建相对艰难ꎬ 而

区域层面的集体身份则顽强存在ꎮ
拉美国家因缺乏核心族群而导致民族身份脆弱ꎮ 同时ꎬ 拉美不同族群间

存在一定的文化差异与政治隔阂ꎬ 族群身份与国家层面的民族身份存在竞争ꎮ
在国际关系学者埃斯库德看来ꎬ 拉美国家具有内部异质性ꎬ 如秘鲁与厄瓜多

尔都有以印第安人为主的山区与以混血人种为主的沿海地区ꎬ 两者在文化等

方面均存在巨大差异ꎮ③ 这种族群层面的异质性往往催生不同的群体身份ꎬ 从

而削弱共同的民族身份ꎮ 由于对原住民出身的莫拉莱斯总统的资源政策不满ꎬ
在以白人和印欧混血群体为主要居民的玻利维亚东部省份ꎬ 当地精英在 ２００８
年曾一度提出要求实行区域自治ꎮ④

—５２１—

①

②

③

④

Ｊｕａｎ Ｃａｒｌｏｓ Ａｒｅｌｌａｎｏ Ｇｏｎｚáｌｅｚꎬ “Ｅｌ Ｐｕｅｂｌｏ ｄｅ ‘Ｆｉｌｉｂｕｓｔｅｒｏｓ’ ｙ ｌａ ‘Ｒａｚａ ｄｅ Ｍａｌｖａｄｏｓ’: Ｄｉｓｃｕｒｓｏｓ
Ｎａｃｉｏｎａｌｉｓｔａｓ Ｃｈｉｌｅｎｏｓ ｙ Ｐｅｒｕａｎｏｓ ｄｕｒａｎｔｅ ｌａ Ｇｕｅｒｒａ ｄｅｌ Ｐａｃíｆｉｃｏ (１８７９ － １８８４)”ꎬ ｅｎ Ｄｉáｌｏｇｏ Ａｎｄｉｎｏꎬ Ｎｏ ４８ꎬ
２０１５ꎬ ｐｐ ７１ － ８３

[美] 亚历山大温特著ꎬ 秦亚青译: «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ꎬ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１４
年ꎬ 第 ２２４ 页ꎬ 第 ３４２ － ３４５ 页ꎮ

Ｃａｒｌｏｓ Ｅｓｃｕｄéꎬ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Ｔｈｅｏｒｙ ｉｎ Ｍｅｎｅｍ’ ｓ Ａｒｇｅｎｔｉｎａꎬ Ｇａｉｎｅｓｖｉｌｌｅꎬ Ｆｌｏｒｉｄ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Ｆｌｏｒｉｄａꎬ １９９７ꎬ ｐｐ ４２ － ４３

杨靖: «资源开采与央地冲突: 以玻利维亚东部省份抗争为案例»ꎬ 载 «拉丁美洲研究»ꎬ
２０２３ 年第 ３ 期ꎬ 第 １３１ － １５３ 页ꎻ 徐世澄: «玻利维亚的民族关系与民族政策»ꎬ 载 «世界民族»ꎬ ２０１２
年第 ６ 期ꎬ 第 ２１ － ２２ 页ꎮ 杨靖也指出ꎬ 在族群因素外ꎬ 东部省份与中央政府的冲突还涉及经济利益分

配等因素ꎬ 东部精英尝试建立一种超族群的地域性身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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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拉美各国民族身份相对脆弱的情况下ꎬ 很多拉美国家民众的民族认同

难免向高于国家的共同体转移ꎮ 在拉美各国内部存在族裔差别的同时ꎬ 拉美

不同族群都很容易在邻国发现与自己血缘、 文化相近的伙伴ꎮ 如埃斯库德所

言ꎬ 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人更像乌拉圭人而非阿根廷北部的科连特斯省

人ꎻ 科连特斯省人与西北部胡胡伊省人的相似性ꎬ 则不如其与巴拉圭人的相

似性ꎻ 胡胡伊省人相比阿根廷西部的门多萨省人ꎬ 更像玻利维亚人ꎻ 门多萨

省人与布宜诺斯艾利斯人相比ꎬ 则更像智利人ꎮ① 因此ꎬ 不同的拉美族群都有

认同区域同族而不仅是本国同胞ꎬ 甚至存在认同区域同族而排斥本国同胞的

现象ꎮ １９ 世纪拉美精英往往排斥原住民与黑人ꎬ 但这些保守人士如多米尼加

的弗朗西斯科穆尼奥斯 (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 Ｍｕñｏｚ ｄｅｌ Ｍｏｎｔｅ) 也呼吁实行区域联

合②ꎬ 实际上是主张拉美各国白人的联合ꎮ 原住民群体间也会存在跨国的共同

身份: 智利与阿根廷的马普切人同族会有跨国的联合政治、 社会运动ꎬ 一些

民族精英与相关组织也在尝试为各国马普切人设计共同的旗帜与字母表ꎮ③ 这

些组织希望借助其他区域力量解决本族群与国家的争端ꎮ 例如ꎬ 马普切人组

织曾希望玻利维亚原住民出身的总统莫拉莱斯帮助其在联合国大会上传递信

息ꎬ 并借此与区域组织南美国家联盟展开对话ꎮ④ 此外ꎬ 拉美区域也存在像亚

马孙河流域原住民协调机构 (ＣＯＩＣＡ) 这种吸纳 ９ 个区域国家、 ５００ 多个原住

民群体代表的庞大跨国组织ꎮ⑤

拉美各国民族身份的脆弱性还体现在民族特征与区域特征的重合ꎬ 因此

旨在构建、 强化民族身份的主张和行动往往会加强区域身份ꎮ 在历史上ꎬ 拉

美各国通过普及通用语言等方式试图加强国内的同质性、 吸纳不同族群ꎬ 然

而ꎬ 越是采取这类政策ꎬ 拉美国家间特别是西语国家间的差异也就愈发模糊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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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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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ꎬ 试图借外敌加强国家凝聚力的举措常常将不同拉美国家联系在一起ꎮ
拉美国家往往强调自身与美国在语言文化上的差异ꎬ 而这同时也突出了拉美

国家间的相似性ꎮ 因此ꎬ 前文所述的何塞马蒂、 罗多等主张对抗美国扩张

的拉美民族主义先驱也都是拉美国家联合的支持者ꎮ
拉美国家构建 “混合” “多元” 民族身份的尝试ꎬ 亦因其包容性而拓宽了

泛民族主义的内涵ꎮ 由于西语、 葡语国家或多或少都是 “混合” “多元” 的ꎬ
这种身份建构路径同时也淡化了西语国家与巴西的差异ꎬ 为其联合注入动力ꎮ
巴斯孔塞洛斯在宣扬融合各种族血液的 “宇宙种族” 时ꎬ 并未单独强调他的祖

国墨西哥ꎬ 而是把包括葡语国家巴西在内的拉丁美洲作为谈论对象ꎬ 骄傲地把

他所见到的巴西城市的繁盛景象作为未来混血的 “完美种族” 的榜样ꎮ①

随着多元文化主义对拉美各国民族身份的丰富ꎬ 泛民族主义的范围进一

步扩大ꎮ 拉丁美洲国家在近几十年里逐渐与语言、 文化不同的加勒比国家进

行区域主义合作ꎬ 产生了兼容拉美与加勒比国家的区域组织ꎬ 如美洲玻利瓦

尔联盟 (ＡＬＢＡ) 与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 (ＣＥＬＡＣ) 等ꎮ 委内瑞拉总统

查韦斯等拉美左翼领导人也将这些组织与 “大祖国” 挂钩ꎮ② 传统上ꎬ 委内

瑞拉这样的西语国家与讲英语的加勒比国家联系较少ꎬ 相互之间存在矛盾③ꎬ
查韦斯之所以愿意拉近与加勒比国家的关系ꎬ 除了出于对抗美国的地缘诉求

和左翼传统的国际主义热情外ꎬ 也与委内瑞拉对多元文化主义的强调有关ꎮ
查韦斯在国内一再提高原住民、 非洲裔的政治地位ꎬ 并公开强调他本人的原

住民、 非洲裔血缘与相貌特点ꎬ 试图使得不同有色人种族群都成为委内瑞拉

民族身份的有机组成部分ꎮ④ 尽管委内瑞拉等加勒比国家在语言、 文化、 历史

等方面差异较大ꎬ 但在拥有非洲裔人口方面却有相似性ꎮ 就此而言ꎬ 多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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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９７ꎬ ｐ ２４ 巴斯孔塞洛斯将巴西纳入拉丁美洲的范畴ꎬ 也是因为葡萄牙与西班牙有历史、 文

化联系ꎮ
“Ｃｈáｖｅｚ ｅｎ ｌａ Ｃｅｌａｃ ( ＋ Ｍｅｎｓａｊｅ)”ꎬ Ｃｕｂａｄｅｂａｔｅꎬ ２８ ｄｅ ｅｎｅｒｏ ｄｅ ２０１３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ｕｂａｄｅｂａｔｅ

ｃｕ / ｎｏｔｉｃｉａｓ / ２０１３ / ０１ / ２８ / ｃｈａｖｅｚ － ｅｎ － ｌａ － ｃｅｌａｃ /  [２０２４ － ０８ － ２０]
Ｍａｘ Ｒöｍｅｒ Ｐｉｅｒｅｔｔｉꎬ “Ｖｅｎｅｚｕｅｌａ ａ ｐａｒｔｉｒ ｄｅ Ｃｈáｖｅｚ: Ｉｄｅｎｔｉｄａ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ｙ Ｐｏｌíｔｉｃａ”ꎬ ｅ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ａ ｙ

Ｃｏｍｕｎｉｃａｃｉóｎ Ｓｏｃｉａｌꎬ Ｖｏｌ １９ꎬ Ｎｏ Ｅｓｐꎬ ２０１４ꎬ ｐ ６２ꎻ Ｊｏｓé Ａｎｔｏｎｉｏ Ｈｅｒｎáｎｄｅｚ Ｍａｃíａｓꎬ “Ｌａ Ｐｏｌíｔｉｃａ Ｅｘｔｅｒｉｏｒ
ｄｅ Ｖｅｎｅｚｕｅｌａ ｅｎ ｅｌ Ｃａｒｉｂｅ”ꎬ ｅｎ Ｃｕａｄｅｒｎｏｓ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ｏｓꎬ Ｖｏｌ １ꎬ Ｎｏ １５５ꎬ ２０１６ꎬ ｐ １５１

Ｂａｒｒｙ Ｃａｎｎｏｎꎬ “Ｃｌａｓｓ / Ｒａｃｅ Ｐｏｌａｒｉｓ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Ｖｅｎｅｚｕｅｌ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ｌｅｃｔｏｒａｌ Ｓｕｃｃｅｓｓ ｏｆ Ｈｕｇｏ Ｃｈａｖｅｚ: Ａ
Ｂｒｅａｋ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ｏｒ ｔｈｅ Ｓｏｎｇ Ｒｅｍａｉｎｓ ｔｈｅ Ｓａｍｅ? ”ꎬ ｉｎ Ｔｈｉｒｄ Ｗｏｒｌｄ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ꎬ Ｖｏｌ ２９ꎬ Ｎｏ ４ꎬ ２００８ꎬ
ｐ ７４１



　 　 ２０２４ 年第 ６ 期

化主义的身份观无疑拉近了拉美与加勒比国家的心理距离ꎬ 可以在彼此间建

立共同身份ꎬ 从而拓展了区域泛民族主义的内涵ꎮ
(三) 拉丁美洲国家与西方国家的暧昧关系

尽管西方国家常被第三世界民族主义者视为敌人ꎬ 但拉美外交思想与实

践中却兼有反西方与亲西方倾向ꎮ 尤为特殊的是ꎬ 拉美外交的亲西方倾向并

非完全是政治投机者对西方的屈从ꎬ 也并非完全出于依附强者以获取国家利

益的工具理性ꎮ 实际上ꎬ 很多拉美民族主义者也是亲西方外交政策的支持者ꎮ
与拉美国家的泛民族主义产生的机制相似ꎬ 拉美国家的民族身份建构方式赋

予其与西方国家的 “同质性” 乃至共同集体身份ꎬ 造成了某些情况下拉美国

家 “亲西方” 的现象ꎮ
由于拉美国家民族身份的脆弱性ꎬ 在国内不同族群的竞争中ꎬ 总会有部

分拉美人尝试利用拉美的欧洲血统和文化遗产建构本国的民族身份ꎮ 这可以

解释拉美国家外交中存在的不稳定的亲西班牙倾向ꎮ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ꎬ 亲轴心

国的阿根廷庇隆政府在与美、 英对立的同时ꎬ 开始强调与西班牙的共同历史、
文化和宗教ꎬ 将西班牙称为 “母国”ꎮ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末上台的阿根廷独裁者

翁加尼亚 (Ｊｕａｎ Ｃａｒｌｏｓ Ｏｎｇａｎíａ) 则更为激进ꎬ 他在会见西班牙官员时强调自

己的巴斯克家系ꎬ 认为阿根廷与西班牙属于同一 “精神共同体”ꎬ 表示希望西

班牙帮助阿根廷建立 “阿根廷民族性” 与民族精神ꎮ① 当然ꎬ 由于国内政治

斗争、 不同力量对西方国家认识不同ꎬ 拉美各国对西方的认同政策也总面临

挑战ꎮ 庇隆政府与西班牙佛朗哥政府的关系很快因双方在阿根廷独立英雄圣

马丁、 西班牙在拉美历史中的作用等议题上产生争执ꎬ 两国关系的蜜月期迅

速结束ꎮ② 墨西哥也经历了相似的情况: 在独立战争期间ꎬ 西班牙被视为外

敌ꎬ 而在波菲里奥迪亚斯执政期间 (１８６７—１９１１ 年)ꎬ 墨西哥政府希望西

班牙移民帮助本国发展经济甚至实现墨西哥人口的 “白化”ꎬ 西班牙人在墨西

哥受到欢迎和优待ꎮ 随着墨西哥大革命推翻迪亚斯统治ꎬ 墨西哥开始更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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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前哥伦布时期的历史遗产和印第安人元素ꎬ 西班牙人则作为前政府的优

惠对象再度遭到仇视ꎮ 在之后的历史中ꎬ 不同阶层、 群体对西班牙人有着不

同看法ꎬ 接纳西班牙内战流亡者、 纪念西班牙 “发现” 美洲 ５００ 周年等政策

和行动都在墨西哥国内引发过争论ꎮ①

拉美国家民族身份的脆弱性促使拉美国家认同于其他更模糊的宏大集体

身份ꎬ 从而拉近了与美欧的关系ꎮ 拉美国家未能建立起稳定的民族身份ꎬ 也

就使得 “美洲” “西半球” “西方” 等更宽泛的概念对自身产生吸引力ꎮ 美国

作为美洲国家的身份使得很多拉美人对其产生亲近感ꎮ 对于 １８２３ 年美国提出

的要求欧洲国家不得干涉、 殖民西半球国家的 “门罗主义” 主张ꎬ 当时有一

部分拉美政府予以欢迎②ꎬ 实际上也认可了美国作为美洲一员发声的资格ꎮ 在

１９ 世纪 ５０ 年代ꎬ 在尼加拉瓜立国未久、 国内政治极为分裂的情况下ꎬ 反政府

一方曾积极将美国 “冒险家” 作为定居者引入本国ꎬ 甚至有人提出这些冒险

家是 “兄弟、 同一个大陆的儿子ꎬ 受同样的原则所激励ꎬ 由共同祖国建立的

秩序与自由的高贵愿望所驱动”ꎮ③ 近年来ꎬ 右翼保守主义政治人物如巴西前

总统博索纳罗则表现出对美国保守力量的亲近ꎮ 博索纳罗在访美时流露出对

美国的欣赏ꎬ 曾表示美国和巴西将共同致力于保证尊重家庭传统、 敬畏 “造
物主”、 反对性别意识形态、 反政治正确、 反对假新闻等方面的自由ꎮ 他从特

朗普与美国共和党身上找到了传统 “西方” 这一集体身份ꎮ④

与此相似ꎬ 法国所倡导的 “拉丁民族” 身份也一度让很多拉美人深为着

迷ꎮ 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就利用 “拉丁美洲” 这一概念ꎬ 宣扬法国与拉丁美

洲人同属 “拉丁种族”ꎬ 借此为自身干预、 殖民拉美的企图服务ꎮ 在 １９ 世纪

的一系列美墨冲突后ꎬ 很多墨西哥保守派对美国的抵触催生了亲法思想: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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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将墨西哥与美国的冲突视为 “拉丁种族” 与 “盎格鲁—撒克逊种族”、 天

主教与新教的对抗ꎬ 认为法国作为拉丁种族所拥有的最强大国家ꎬ 理应同情

和支持墨西哥ꎮ① 加上对法国君主制的推崇ꎬ 与尼加拉瓜自由派在内部冲突中

引入美国力量相似ꎬ 很多墨西哥保守派也成了 １９ 世纪 ６０ 年代法国干涉墨西

哥、 扶植傀儡政权的合作者ꎮ 甚至到一战时ꎬ 很多拉美知识分子对法国投注

了感情ꎬ 除对法国政治传统的偏爱之外ꎬ 很多人支持法国还因为将这次世界

大战视为 “拉丁种族” 与 “日耳曼种族” “条顿种族” 的冲突ꎬ 主张本国应

支持同属 “拉丁种族” 的法国ꎮ②

由于 “混合” “多元” 的包容性ꎬ 拉美的西方渊源甚至给具有反殖民传

统的拉美左翼带来了部分亲近西方国家或至少弱化其 “反西方” 政策的理由ꎮ
这不意味着拉美左翼因民族身份而彻底放弃与西方在各种问题上的对立ꎬ 而

是说持多元包容身份观的拉美左翼人士削弱了其反西方的程度或至少调整了

针对西方的策略、 措辞ꎬ 为其与西方国家发展关系提供了一定空间ꎮ 由于对

“多元” 的推崇ꎬ 拉美左翼政府常谈及拉美与西方的历史文化联系ꎬ 承认西方

民族、 文化是自身身份的来源之一ꎬ 将其作为一种促进国家间友好的外交资

源ꎮ 古巴领导人迪亚斯—卡内尔在访问西班牙时ꎬ 就提到 “西班牙是古巴民

族性的来源之一ꎬ 是古巴 ‘酱汤’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③ꎮ 与此类似ꎬ 巴西左

翼总统卢拉也与葡萄牙保持了良好关系ꎮ 他在 ２００３—２０１０ 年担任总统期间ꎬ
曾六次因不同事由出访葡萄牙ꎮ④ 在 ２０２３ 年再次担任总统后ꎬ 卢拉于当年 ４
月就访问葡萄牙ꎬ 他在此次访问中表示对巴西人而言葡萄牙并非 “外国”ꎬ 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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肴 “酱汤” (Ａｊｉａｃｏ)ꎬ 是混合不同食材而炖成的汤ꎬ 古巴学者费尔南多奥尔蒂斯 (Ｆｅｒｎａｎｄｏ Ｏｒｔｉ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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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身份对拉美区域国际政治 “非对抗性” 的影响　

萄牙与巴西对于两国人民而言都是彼此 “家的延伸”ꎮ①

包容的身份观甚至给拉美左翼与美国之间增添了某种缓冲ꎮ 由于美国与

拉美国家都由不同族裔构成ꎬ 有不同程度反美倾向的左翼人士也难以在文化、
族裔层面彻底否定美国ꎮ 委内瑞拉的左翼总统查韦斯曾在接待美国少数族裔

代表团时表示ꎬ 其政府将捍卫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地非洲裔的权利ꎮ② 这一

表态包含对美国国内种族歧视的批评ꎬ 但实际也承认了委内瑞拉与美国因均

有非洲裔居民而存在人文联系ꎮ 查韦斯甚至一度希望利用奥巴马执政的机会

改善两国关系ꎬ 并特别关注奥巴马的黑人身份ꎮ 在奥巴马刚刚当选不久ꎬ 他

曾在电视演讲中表示ꎬ “从现在开始ꎬ 我向即将成为美国总统的那位黑人发出

信号ꎬ 从这里 (发出) 我们这些黑人种族、 南美种族希望世界和平的

信号ꎮ”③

四　 结语

在民族主义思潮影响下ꎬ 拉美国家需要建立自身民族身份以维系国家合

法性ꎬ 但 “一族一国” 的民族身份建构方式与拉美国家的族群现实情况有较

大差距ꎮ 基于各自现实ꎬ 拉美国家在曲折中建构了兼具脆弱性与包容性的民

族身份ꎬ 导致拉美人在本国民族身份与其他身份间游移ꎮ 不过ꎬ 由于拉美民

族身份的特点ꎬ 拉美国家更多地内部消化了民族建构进程中的痛苦ꎬ 而没有

在国家间出现过多血腥冲突ꎬ 也未陷入民族间相互仇恨的渊薮ꎬ 让区域国际

政治呈现出 “非对抗性”ꎮ
在价值层面ꎬ 拉美案例的特殊性可以促使人们进一步反思民族国家的绝

对性与民族主义对于国际关系的影响ꎮ 与全球化相伴ꎬ 当今很多相对成熟的

民族国家再次受到民族身份问题的拷问ꎮ 此时ꎬ 值得结合拉美经验思考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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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马最初都表露出修复两国关系的意愿ꎬ 但由于两国矛盾深重ꎬ 最终查韦斯也多次对奥巴马进行严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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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民族身份ꎮ 一方面ꎬ 应重视拉美国家的教训与经验ꎬ 妥善协调内部不同

族群之间的关系ꎬ 避免族群间纷争削弱统一民族身份ꎻ 另一方面ꎬ 应处理好

一国特殊民族身份与国际社会成员身份的关系ꎬ 避免因过于僵硬的民族身份

造成国家间的冲突ꎬ 割裂民族与世界的联系ꎮ 复杂族群、 多元民族身份对国

家外交的影响值得辩证看待: 它既可能使外交左右摇摆ꎬ 甚至一厢情愿地倒

向一方ꎬ 从而损害国家利益ꎻ 同时ꎬ 丰富的族群、 文化也能为外交增添转圜

余地ꎬ 为发展与各国的关系提供外交资源ꎮ
在发展中拉关系过程中ꎬ 拉美民族身份特点值得关注ꎮ 中国外交应注意

到拉美国家民族身份给其外交带来的摇摆特性ꎬ 提前对相关拉美国家外交政

策的转向做好预案ꎮ 同时ꎬ 中国外交可以关注拉美各国民族身份的多元特点ꎬ
将生活在拉美各国的华人华侨作为构建中拉命运共同体、 中拉共同身份的抓

手ꎮ 尽管中拉双方历史迥异ꎬ 但双方独特的民族身份建构过程都有别于西方ꎬ
具有超越民族国家的特点ꎬ 中方也可就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与拉美方面进行

学术对话和经验交流ꎮ
从理论层面看ꎬ 本文的探索尚处于初步阶段ꎮ 本文更多只是展现了通过

民族身份理解拉美外交整体方向的理论可能ꎬ 并较简略地阐述了民族身份影

响拉美外交的部分机制ꎮ 这些机制还有待更多、 更深入的案例检验ꎮ 此外ꎬ
尽管民族身份深刻地影响了拉美外交ꎬ 但并非影响拉美各国外交的唯一因素ꎮ
在共同影响外交、 塑造区域国际政治的过程中ꎬ 民族身份因素与其他因素如

何互动是未来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ꎮ
(责任编辑　 王　 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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