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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专题

墨美关系与现代墨西哥国家的形成
姜　 阳

内容提要: １８０８—１８６７ 年的墨美关系从领土和意识形态两方

面展开ꎮ 在领土方面ꎬ 美国的扩张运动多次重塑了两国边界ꎮ 通过

得克萨斯战争和墨美战争ꎬ 美国占领了墨西哥一半以上的领土ꎬ 严

重破坏了墨西哥的领土完整ꎻ 在政治意识形态上ꎬ 美国首位驻墨西

哥公使波因塞特在墨西哥支持约克礼式会ꎬ 利用意识形态影响墨西

哥自由派ꎮ 在墨西哥三年内战和反法战争期间ꎬ 美国在 “捍卫新

大陆联邦共和制、 抵御旧大陆君主国入侵” 的口号下ꎬ 以军事援

助和外交声援的方式支持墨西哥胡亚雷斯政府ꎬ 协助墨西哥自由派

战胜了保守派ꎬ 推翻了马克西米利安帝国ꎮ 总体来看ꎬ １８６７ 年前

的墨美关系既包含了 “以领土换保护” 等利益交换的现实层面ꎬ
又囊括了盎格鲁清教文明征服西班牙语天主教文明、 以 “美国模

式” 对抗君主制等文化层面ꎮ 不过ꎬ 美国对墨西哥的意识形态输

出并非目的本身ꎬ 而是主要为其领土扩张的现实主义目标服务ꎮ 由

于墨西哥自由派的自由主义理念强调抵御外部强权干预和维护国家

主权ꎬ 这与美国普适性自由主义外衣下的扩张主义相抵触ꎬ 也深刻

影响了墨西哥自由派与美国政府在现实利益方面的合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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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美关系与现代墨西哥国家的形成　

　 　 在 １９ 世纪现代墨西哥国家形成过程中ꎬ 美国的影响既像利刃切割牛排一

般齐整地割走墨西哥北方的大片领土ꎬ 又如强盾一般与墨西哥本土自由派一

同对抗旧大陆的侵袭ꎬ 保护了墨西哥的自由共和体制ꎮ 无论是对抗还是合作ꎬ
墨美关系从一开始就兼具利益交换的现实特征和以宗教、 意识形态为主的文

化特征ꎮ 在现实层面ꎬ 墨美双方政府签订的各个条约都建立在利益交换的基

础上ꎬ 扩大本国或本派系或统治者本人在领土、 商贸、 权力等多方面的利益ꎮ
在意识形态层面ꎬ 作为盎格鲁清教文明代表的美国和作为西语天主教文明代表

的墨西哥之间具有信仰上的深层隔阂ꎮ 然而ꎬ 同作为欧洲在新大陆殖民地的相

似经历ꎬ 且独立后都采用以启蒙思想为基石的联邦共和体制ꎬ 为两国在地缘政

治上和政治意识形态上增添了合作对抗 “落后的” 君主主义旧大陆的理由ꎮ
本文在国际政治范畴下ꎬ 将国家行为体作为历史分析的主要单位ꎬ 重点

分析墨西哥和美国官方层面的关系ꎬ 研究时段界定在 １８０８—１８６７ 年之间ꎮ 因

此ꎬ 本文主要运用两国政府之间签订的条约、 外交官日记以及时人回忆录等

史料ꎬ 在经典的国家研究框架下分析一些重要人物和团体在墨美关系和墨西

哥国家建设中发挥的历史作用ꎮ 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ꎬ 对这段时期墨美关系

的考察不仅聚焦在利益交换的现实层面ꎬ 同时也关注意识形态、 价值观等文

化层面ꎮ 扩张主义与自由共和的 “美国模式” 成为美国对墨西哥寻求领土扩

张时的意识形态的一体两面ꎮ 本文的具体内容包括美国扩张主义的起源、 墨

美边界冲突以及墨西哥自由派与美国政府之间的合作ꎮ

一　 墨美关系相关研究的回顾

在 １９ 世纪的墨西哥对外关系史中ꎬ 墨西哥与北方近邻美国的关系是最复

杂的ꎮ 如果说墨西哥共和国早期与西班牙的关系是前殖民地与前宗主国之间

剪不断的纠葛ꎬ 与新独立的西属美洲共和国之间是未完成的结盟ꎬ 那么ꎬ 与

美国的关系则无法一言以蔽之ꎮ 墨美关系正是由于其复杂性和深远影响ꎬ 在

墨西哥对外关系史研究中占据了半壁江山ꎮ 正如佐拉达 ( Ｊｏｓｅｆｉｎａ Ｚｏｒａｉｄａ
Ｖáｚｑｕｅｚ) 所言ꎬ “墨西哥历史学传统上侧重于墨美关系ꎬ 这无疑是最根本的

关系”①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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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ꎬ 墨西哥史学界已经有不少学者以 “官方视野” 与 “民间视野” 相

结合的方式来分析墨美关系ꎮ 富恩特斯 (Ｊｏｓé Ｆｕｅｎｔｅ Ｍａｒｅｓ) 的 «美国扩张主

义的起源»① 一书基于 １８１０—１８２２ 年间的报刊史料ꎬ 研究当时美国和西班牙

语美洲国家民间对美国扩张的看法ꎮ 此外ꎬ 与美国外交史的国际化转向②类

似ꎬ 墨西哥对外关系史学家的新近研究也注重从区域和国际的视野来讨论

墨西哥对外关系史ꎬ 将墨美关系放入更大的情境中来考察ꎮ 例如ꎬ 埃雷拉

(Ｏｃｔａｖｉｏ Ｈｅｒｒｅｒａ) 的 «墨西哥国际关系史: 北美卷 (１８２１—２０１１ 年)»③ 一书

从国际环境来考察墨西哥对外关系史ꎬ 并将墨西哥的对外关系分为双边、 多

边、 次区域和区域等多个层次ꎮ 此书与其他外交史著作相比ꎬ 更加注重从北

美区域和国际视角下分析墨美关系ꎬ 看到英法等欧洲势力在其中的影响ꎮ
此外ꎬ 墨西哥史学家也较早开始从文化角度进行思考ꎮ 富恩特斯的 «美

国扩张主义的起源» 强调了文化因素在美国扩张中的作用ꎬ 认为加尔文清教

传统是美国扩张主义的文化起源ꎮ 他通过盎格鲁清教文明与西语天主教文明

二元对立的叙事来解释美国的扩张主义起源ꎮ④ 佐拉达编撰的 «墨西哥与世

界: 对外关系史» 系列中有关墨美关系的部分ꎬ 也采用了富恩特斯的两种对

立文明的冲突叙事ꎬ 强调墨美冲突是殖民末期美国与西班牙冲突的延续ꎮ⑤ 富

恩特斯在他另一部著作 «胡亚雷斯与美国»⑥ 中提到ꎬ 墨西哥自由主义者在

意识形态和自由主义理想的驱使下促成了自由派政府与美国合作ꎬ 并最终捍

卫了墨西哥改革的果实ꎮ 由此可见ꎬ 从文化视角来分析墨美关系有利于理解

两国之间潜藏在外交政策和条约之下更深层次的意识形态联系ꎮ
１８０８ 年前后ꎬ 由于拿破仑对西班牙本土的攻占ꎬ 西班牙波旁王朝在美洲

的统治濒临终结ꎬ 西属美洲殖民地相继爆发独立运动ꎬ 与此同时美国则借欧

陆动荡形势从拿破仑手中购得路易斯安那的大片领土ꎮ １８６７ 年ꎬ 墨西哥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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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ｏｓé Ｆｕｅｎｔｅｓ Ｍａｒｅｓꎬ Ｇéｎｅｓｉｓ ｄｅｌ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ｉｓｍｏ Ｎｏｒｔ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ｏꎬ Ｍéｘｉｃｏ: Ｇｒｉｊａｌｂｏꎬ １９８６
王立新: «试析全球化背景下美国外交史研究的国际化与文化转向»ꎬ 载 «美国研究»ꎬ ２００８

年第 １ 期ꎬ 第 ２６ － ２７ 页ꎮ
Ｏｃｔａｖｉｏ Ｈｅｒｒｅｒａ ｙ Ａｒｔｕｒｏ Ｓａｎｔａ Ｃｒｕｚꎬ Ｈｉｓｔｏｒｉａ ｄｅ ｌａｓ Ｒｅｌａｃｉｏｎｅ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ｃｉｏｎａｌｅｓ ｄｅ Ｍéｘｉｃｏ (１８２１ －

２０１０) . Ｖｏｌｕｍｅｎ １: Ａｍéｒｉｃａ ｄｅｌ Ｎｏｒｔｅꎬ Ｍéｘｉｃｏ: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íａ ｄｅ Ｒｅｌａｃｉｏｎｅｓ Ｅｘｔｅｒｉｏｒｅｓꎬ ２０１１
Ｊｏｓé Ｆｕｅｎｔｅｓ Ｍａｒｅｓꎬ Ｇéｎｅｓｉｓ ｄｅｌ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ｉｓｍｏ Ｎｏｒｔ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ｏꎬ Ｍéｘｉｃｏ: Ｇｒｉｊａｌｂｏꎬ １９８６ 富恩特斯

认为ꎬ 在盎格鲁清教文明与西班牙语天主教文明对立的二元叙事下ꎬ 美国作为 “天选的国家、 优越的民

族”ꎬ 自然地提出了改造世界的 “美国方案”ꎬ 承担起改造南方西班牙语美洲 “劣等民族” 的重任ꎮ
Ｊｏｓｅｆｉｎａ Ｚｏｒａｉｄａ Ｖáｚｑｕｅｚꎬ Ｍéｘｉｃｏ ｙ ｅｌ Ｍｕｎｄｏ: Ｈｉｓｔｏｒｉａ ｄｅ ｌａｓ Ｒｅｌａｃｉｏｎｅｓ Ｅｘｔｅｒｉｏｒｅｓ Ｔｏｍｏ Ｉ: Ｍéｘｉｃｏ ｙ

ｅｌ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ｉｓｍｏ Ｎｏｒｔ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ｏꎬ Ｍéｘｉｃｏ: Ｓｅｎａｄｏ ｄｅ ｌａ Ｒｅｐúｂｌｉｃａꎬ １９９０ꎬ ｐ １１
Ｊｏｓé Ｆｕｅｎｔｅｓ Ｍａｒｅｓꎬ Ｊｕáｒｅｚ ｙ ｌｏｓ Ｅｓｔａｄｏｓ Ｕｎｉｄｏｓꎬ Ｍéｘｉｃｏ: 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 Ｊｕｓꎬ １９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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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战胜法国干预和帝国统治ꎬ 开启了墨西哥历史上重建和巩固共和国的新阶

段ꎮ① 在 １８０８—１８６７ 年间ꎬ 墨美关系中既有斗争也有合作ꎮ 国内美国外交史

学者王立新认为ꎬ 在 １９ 世纪的国际政治舞台上国与国间的争斗主要依靠军事

和经济实力ꎬ 而 ２０ 世纪是国际关系史上的意识形态时代ꎮ② 不过ꎬ １９ 世纪的

墨美关系表明ꎬ 美国早在建国初期已开始将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作为影响墨西

哥自由派、 挑动墨西哥派系内斗的手段ꎬ 以推进其领土扩张的目标ꎬ 只不过

这一时期的意识形态更多体现了工具性而非目的性的一面ꎮ 本文认为ꎬ 国际

政治理论研究中的现实主义③可以更好地解释 １９ 世纪的墨美关系ꎬ 即追求国

家利益和安全才是两国关系最重要的驱动力ꎮ 因此ꎬ 在墨西哥国家建设发展

的早期阶段ꎬ 美国对墨西哥的政策底色是扩张主义和门罗主义ꎮ

二　 墨美边界冲突的缘起

墨美领土冲突作为 １９ 世纪墨美关系最具分量的组成部分ꎬ 并非仅是得克

萨斯独立、 墨美战争等一系列历史事件的简单集合ꎬ 而是一段漫长的历史过

程ꎮ 在这一过程中ꎬ 也并非仅是墨美两国在其中发挥了作用ꎬ 墨美争端最早

可以追溯到两国正式建国之前ꎬ 那时的北美土地上有西班牙、 英国和法国这

几个老牌殖民帝国的势力ꎮ １６ 世纪西班牙人征服阿兹特克帝国后ꎬ 在北美和

中美洲除巴拿马以外的地区建立了新西班牙总督辖区ꎬ 其核心区域是如今的

墨西哥北部地区ꎬ 包括今天的美国得克萨斯州、 新墨西哥州、 科罗拉多州和

加利福尼亚州等地区ꎮ 到了 １７ 世纪末ꎬ 法国人沿密西西比河溯流而上ꎬ 抵达

墨西哥湾ꎬ 征服了新奥尔良ꎬ 宣称拥有路易斯安那ꎮ 而英国除了拥有北美东

岸的 １３ 个殖民地之外ꎬ 还曾借助海盗的力量渗透加勒比海岛屿和中美洲的部

分地区ꎮ １７１３ 年 «乌特勒支条约» 签订后ꎬ 英国如愿以偿地突破了西班牙的

屏障ꎬ 控制了美洲部分站点以推动利益丰厚的热带产品和奴隶贸易ꎮ 此外ꎬ
英国政府为了垄断北美的皮毛生意ꎬ 禁止北美 １３ 个殖民地向阿巴拉契亚山脉

—３９—

①

②
③

Ｐａｕｌｏ Ｒｉｇｕｚｚｉꎬ Ｈｉｓｔｏｒｉａ ｄｅ ｌａｓ Ｒｅｌａｃｉｏｎｅ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ｃｉｏｎａｌｅｓ ｄｅ Ｍéｘｉｃｏ ( １８２１－２０１０ ) . Ｖｏｌｕｍｅｎ ５:
Ｅｕｒｏｐａꎬ Ｍéｘｉｃｏ: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íａ ｄｅ Ｒｅｌａｃｉｏｎｅｓ Ｅｘｔｅｒｉｏｒｅｓꎬ ２０１１ꎬ ｐ ３２

王立新著: «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ꎬ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ꎬ ２００７ 年ꎬ 第 １ 页ꎮ
根据王立新的学术史梳理ꎬ 现实主义学者如摩根索 (Ｈａｎｓ Ｊ Ｍｏｒｇｅｎｔｈａｕ) 和列维 (Ｗｅｒｎｅｒ

Ｌｅｖｉ) 认为ꎬ 国际政治中对利益和权力的追求是最根本的驱动力ꎬ 而意识形态是这种追求的辩护工具ꎬ
在外交决策中处于次要和从属的地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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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西扩张ꎮ 可以说ꎬ １８ 世纪中期之前的北美局势是欧洲殖民帝国全球性竞争

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ꎮ １７５６—１７６３ 年ꎬ 经历了英法七年战争的洗牌ꎬ 北美局

势出现了重大改变ꎬ 法国在北美遭到严重削弱ꎬ 而英国因连年战争财政吃紧ꎬ
对北美各殖民地加征重税ꎬ 导致双方矛盾激化ꎬ 直至北美 １３ 个英属殖民地于

１７７６ 年发表 «独立宣言»ꎮ 至此ꎬ 美利坚合众国开始成为北美大陆上的新

势力ꎮ
相比墨西哥ꎬ 美国的建国历程相对顺利ꎮ 北美 １３ 个英属殖民地在独立战

争中得到了法国、 西班牙、 荷兰等国家不同程度的支持ꎮ 而且ꎬ 宗主国英国

战败后很快就跟美国签订了和平协议ꎬ 承认了美国独立ꎮ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ꎬ
墨西哥的独立战争 (１８１０—１８２１ 年) 历时 １１ 年ꎬ 并且直到 １８３６ 年才得到西

班牙的承认ꎬ 期间又耗费了十多年ꎮ 此前ꎬ 在国弱民疲、 百废待兴的状态下

还遭受了前宗主国多年 “再征服” 战争的侵扰ꎮ 墨美两国截然不同的独立历

程极大地拉开了双方在争夺领土战争中的实力差距ꎮ 墨西哥自由派学者阿尔

卡拉兹 (Ｒａｍóｎ Ａｌｃａｒａｚ) 在 «墨美战争史札记» 一书中考察了墨美冲突缘起

问题ꎬ 他认为ꎬ “这个共和国 (美国) 从诞生之日起就宣告它注定要在哥伦布

的世界里扮演重要角色”①ꎮ 独立之后的美国摆脱了英国的束缚ꎬ 有了新的目

标ꎬ 它要 “将美洲大陆作为其历史努力的自然领域ꎬ 以及获取新的领土以容

纳不断增长的人口并为其提供生计”②ꎮ 也就是说ꎬ 它不甘再做依赖英国重商

政策的海洋国家ꎬ 而是力图发展为一个大陆共和国ꎮ 因此ꎬ 在 １８ 世纪末 １９
世纪初ꎬ 在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等现实利益的刺激下ꎬ 一种有利于美国领土

扩张、 确保国家繁荣和经济增长的意识形态开始形成ꎮ③

富恩特斯的 «美国扩张主义的起源» 一书详细地分析了这种意识形态ꎮ
据他考察ꎬ 美国侵略精神早在 “天定命运” 这一概念提出前就已发挥作用ꎬ
它就像语言和宗教一样自发地植根于人民之中ꎮ④ 在加尔文清教价值观的主导

下ꎬ 美国人深信世界上的人分为 “被选中的人” 和 “被诅咒的人”ꎮ⑤ 上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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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ａｍóｎ Ａｌｃａｒａｚꎬ Ａｐｕｎｔｅｓ ｐａｒａ ｌａ Ｈｉｓｔｏｒｉａ ｄｅ ｌａ Ｇｕｅｒｒａ ｅｎｔｒｅ Ｍéｘｉｃｏ ｙ Ｅｓｔａｄｏｓ Ｕｎｉｄｏ Ｔｉｐｏｇｒａｆíａ ｄｅ
Ｍａｎｕｅｌ Ｐａｙｎｏꎬ １８４８ꎬ Ｍéｘｉｃｏ: Ｅｄｉｔｏｒａ Ｎａｃｉｏｎａｌꎬ Ｓ Ａꎬ １９５２ꎬ ｐ ２

Ｊｏｓé Ｆｕｅｎｔｅｓ Ｍａｒｅｓꎬ Ｇéｎｅｓｉｓ ｄｅｌ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ｉｓｍｏ Ｎｏｒｔ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ｏꎬ Ｍéｘｉｃｏ: Ｇｒｉｊａｌｂｏꎬ １９８６ꎬ ｐ ３３
Ｏｃｔａｖｉｏ Ｈｅｒｒｅｒａ ｙ Ａｒｔｕｒｏ Ｓａｎｔａ Ｃｒｕｚꎬ Ｈｉｓｔｏｒｉａ ｄｅ ｌａｓ Ｒｅｌａｃｉｏｎｅ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ｃｉｏｎａｌｅｓ ｄｅ Ｍéｘｉｃｏ (１８２１ －

２０１０) . Ｖｏｌｕｍｅｎ １: Ａｍéｒｉｃａ ｄｅｌ Ｎｏｒｔｅꎬ Ｍéｘｉｃｏ: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íａ ｄｅ Ｒｅｌａｃｉｏｎｅｓ Ｅｘｔｅｒｉｏｒｅｓꎬ ２０１１ꎬ ｐ ３８
Ｊｏｓé Ｆｕｅｎｔｅｓ Ｍａｒｅｓꎬ Ｇéｎｅｓｉｓ ｄｅｌ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ｉｓｍｏ Ｎｏｒｔ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ｏꎬ Ｍéｘｉｃｏ: Ｇｒｉｊａｌｂｏꎬ １９８６ꎬ ｐ ３３
Ｊｏｓｅｆｉｎａ Ｚｏｒａｉｄａ Ｖáｚｑｕｅｚꎬ Ｍéｘｉｃｏ ｙ ｅｌ Ｍｕｎｄｏ Ｈｉｓｔｏｒｉａ ｄｅ ｌａｓ Ｒｅｌａｃｉｏｎｅｓ Ｅｘｔｅｒｉｏｒｅｓ Ｔｏｍｏ Ｉ: Ｍéｘｉｃｏ ｙ

ｅｌ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ｉｓｍｏ Ｎｏｒｔ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ｏꎬ Ｍéｘｉｃｏ: Ｓｅｎａｄｏ ｄｅ ｌａ Ｒｅｐúｂｌｉｃａꎬ １９９０ꎬ ｐ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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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典将会降临在那些被选中的、 受到 “召唤” 的人身上ꎬ 而检验是否得到上

帝恩典的依据便是在今世是否获得世俗世界中的成功ꎮ 富恩特斯认为ꎬ 从这

一点来看ꎬ 清教徒就能比天主教徒更好地应对现代扩张主义、 帝国主义、 资

本主义和工业化世界的要求①ꎬ 这一观点基本承袭了马克斯韦伯 «新教伦理

与资本主义精神» 一书的核心思想②ꎮ 富恩特斯分析指出ꎬ 美国人从受到上帝

召唤中确认了自身的优越性与模范性ꎬ 他们作为上帝的 “选民”、 一群善良高

尚的人ꎬ 将不止于无用的道德自恋ꎬ 而是忠诚于并积极响应上帝的召唤ꎬ 将

优越的 “美国模式” 传播到其他地区ꎬ 承担起复兴世界的重任ꎮ③ 面对美国

扩张途中的重要障碍西班牙ꎬ 美国提出了对抗西班牙君主主义和天主教教义

的 “美国方案”ꎬ 美国式的自由将最终解放笼罩在阴影下的西语美洲ꎮ
美国建国初期的国父们在领土和外交问题上的思考与实践也在不断发展

这种扩张主义意识形态ꎮ 在托马斯杰斐逊看来ꎬ 美国文明要高于欧洲文明ꎬ
因为 “欧洲的光鲜社会有着人为的社会分层、 对人的自由进行压迫性限制以

及沉重的债务和税收负担”④ꎬ 而美国的伟大之处就在于自由ꎬ 美国的目标在

于保持和捍卫自由ꎮ 在这一逻辑之下ꎬ 杰斐逊认为ꎬ “为了保持共和制的政

府ꎬ 美国需要扩张大量的土地来保证个人机会均等、 自治与良好的公共道

德”⑤ꎮ 此番理念在后来美国史学家弗雷德里克特纳的 “边疆假说”⑥ 中获

得进一步发展ꎮ 杰斐逊还认为ꎬ 美国不仅要保护本国的自由体制ꎬ 而且要在

南方邻居面前树立自由的楷模ꎮ 他在 １８１３ 年写信给科学家洪堡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ｖｏｎ Ｈｕｍｂｏｌｄｔ) 阐述了自己关于美国有责任将拉美人 “提升” 到适当水平的态

度ꎬ “新西班牙与美国的邻近以及随之而来的交往ꎬ 可能意味着为其上层阶级

—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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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ｏｓé Ｆｕｅｎｔｅｓ Ｍａｒｅｓꎬ Ｇéｎｅｓｉｓ ｄｅｌ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ｉｓｍｏ Ｎｏｒｔ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ｏꎬ Ｍéｘｉｃｏ: Ｇｒｉｊａｌｂｏꎬ １９８６ꎬ ｐ ５７
[美] 马克斯韦伯著ꎬ 闫克文译: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ꎬ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１８ 年ꎮ 韦伯在本书中提出ꎬ 新教伦理为新教徒提供资本主义精神的心理驱动力和道德感ꎬ 从而促进

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ꎮ
Ｊｏｓé Ｆｕｅｎｔｅｓ Ｍａｒｅｓꎬ Ｇéｎｅｓｉｓ ｄｅｌ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ｉｓｍｏ Ｎｏｒｔ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ｏꎬ Ｍéｘｉｃｏ: Ｇｒｉｊａｌｂｏꎬ １９８６ꎬ ｐ ５８
Ｒｏｂｅｒｔ Ｗ Ｔｕｃｋｅｒ ａｎｄ Ｄａｖｉｄ Ｃ Ｈｅｎｄｒｉｃｋｓｏｎꎬ “Ｔｈｏｍａｓ Ｊｅｆｆｅｒｓｏｎ ａｎｄ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ꎬ ｉ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ꎬ Ｖｏｌ ６９ꎬ Ｎｏ ２ꎬ １９９０ꎬ ｐ １３６
王立新著: «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ꎬ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ꎬ ２００７ 年ꎬ 第 １１６ 页ꎮ
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 Ｔｕｒｎｅｒꎬ “Ｔｈ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ｏｆ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 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ꎬ ｐａｐｅｒ ｒｅａｄ ａｔ ｔｈｅ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ｃａｇｏꎬ Ｊｕｌｙ １２ꎬ １８９３ꎻ 董经胜: «特纳的 “边疆假说” 与拉丁美洲

的边疆史研究»ꎬ 载 «拉丁美洲研究»ꎬ ２０１０ 年第 ６ 期ꎮ “边疆假说” 由特纳在 １８９３ 年提出ꎮ 根据该假

说ꎬ 西进运动中 “自由土地” 的不断推进塑造了美国不同于欧洲的历史ꎬ 因为它不仅为美国人提供了社

会流动的机会ꎬ 也是化解社会压力的 “安全阀”ꎮ 不断扩展的边疆促进了美国的社会和政治民主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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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学校ꎬ 为下层阶级提供榜样ꎮ”① 此外ꎬ 汉密尔顿和伯尔等美国政治家都

曾表示希望将南方邻居从西班牙的 “枷锁” 下解放出来ꎮ 后者甚至曾经在

１８０５ 年组织过征服墨西哥并在当地建立独立政府的行动ꎮ １８２３ 年ꎬ 时任总统

詹姆斯门罗在国会演讲中阐述了 “门罗主义”ꎬ 即欧洲不应再插足美洲的事

务ꎮ 至此ꎬ 这一外交原则与乔治华盛顿总统告别演讲辞所奠定的孤立主义

外交原则②一同构成了美国 １９ 世纪外交主基调ꎮ 在这一外交思想主导下ꎬ 约

翰昆西亚当斯主张美国应当进行领土扩张ꎬ 直至占领整个北美ꎬ 美国应

当成为北美以外的 “自由灯塔”ꎬ 成为所有积极争取自由的斗士的榜样ꎮ③ 上

述外交思想的意图在于在西半球排除欧洲势力干扰之后ꎬ 美国将在这个新大陆进

行领土、 经济、 政治意识形态等多方面的扩张ꎮ 具体到墨美关系上ꎬ 当墨西哥于

１８２１ 年独立之时ꎬ 美国不仅已经成长为羽翼丰满的一方强国ꎬ 而且它的扩张主义

意识形态也已酝酿了近半个世纪ꎮ 作为毗邻美国的南方邻居ꎬ 墨西哥将首当其冲ꎮ
当西属美洲爆发独立运动后ꎬ 在西班牙帝国失去美洲主权之时ꎬ 美国布

局扩张主义事业迎来了大好时机ꎮ 在此期间ꎬ 新西班牙具有自由主义精神的

起义者们与美国官方展开了早期互动ꎮ 美国政府积极派遣代表前往西属美洲

的起义地区ꎮ 美国商人沙勒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Ｓｈａｌｅｒ) 接受派遣前往新西班牙ꎮ 波因

塞特 (Ｊｏｅｌ Ｐｏｉｎｓｅｔｔ) 作为驻南美的领事被派往智利ꎬ 为当地起义者提供必要

的帮助ꎬ 他后来成为美国驻墨西哥共和国首任大使ꎮ④ 与此同时ꎬ 墨西哥起义

派也曾多次试图向美国寻求援助ꎮ 沃德 (Ｒｏｂｅｒｔ Ｊ Ｗａｒｄ) 在其研究中总结了

墨西哥起义军几次联系美国的尝试ꎮ 最初ꎬ 起义军将领伊达尔戈委任危地马

拉人德莱托纳作为起义军的首位特使赶赴美国ꎬ 然而ꎬ 这位特使还未离开新

西班牙就被保皇派逮捕ꎮ 在伊达尔戈和阿连德死后ꎬ 墨西哥起义军至少 ４ 次

试图获取美国援助ꎬ 其中拉永 ( Ｉｇｎａｃｉｏ Ｒａｙóｎ ) 和马里亚 ( Ｊｏｓé Ｍａｒíａ
Ｍｏｒｅｌｏｓ) 各发起两次ꎮ⑤ 然而ꎬ 他们与美国高层取得的为数不多的联系并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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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在演讲中强调了长期性结盟的危险性ꎬ 他认为美国应避免与外国建立长期的友好或敌

对关系ꎮ 他还认为美国应当利用地理优势ꎬ 避免卷入欧洲的事务中ꎮ
[美] 孔华润 (沃伦Ｉ 科恩) 主编: «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 (第一卷): 共和制帝国的创建

(１７７６—１８６５)»ꎬ 北京: 新华出版社ꎬ ２００４ 年ꎬ 第 １５３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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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促成双方的合作ꎬ 原因在于美国政府要求墨西哥制定一部与美国相同的宪

法ꎬ 如此解放的省份就可以加入美国ꎬ 而墨西哥代表并不愿意以并入美国为

代价获取援助ꎮ 由此可见ꎬ 美国对墨西哥的扩张野心早在 １９ 世纪初就昭然若

揭ꎮ 在墨西哥独立后的半个世纪里ꎬ 美国政府多次采取上述 “以领土换保护”
的招数来对待本就陷入困境的墨西哥政府ꎮ 在与美国打交道的岁月里ꎬ 如何

在获取援助的同时不丧失领土主权ꎬ 成为墨西哥历届自由派政府不得不考量

的难题ꎮ

三　 从得克萨斯问题到墨美战争

早在墨西哥独立运动爆发前ꎬ 美国就已开展了扩张运动ꎮ １８０３ 年ꎬ 美国

政府从拿破仑手中购买了路易斯安那ꎻ １８１９ 年ꎬ 美国与西班牙签订了 «亚当

斯—欧尼斯条约» (Ｅｌ Ｔｒａｔａｄｏ Ａｄａｍｓ － Ｏｎíｓ)ꎮ 根据该条约ꎬ 西班牙将东佛罗

里达和西佛罗里达割让给美国ꎬ 并划定了美国和西班牙帝国从大西洋到太平

洋的界限ꎮ 然而ꎬ １８２１ 年墨西哥正式独立这一事件使得该条约无法在西班牙

官方层面获得实施ꎮ 为了重新划定美国与墨西哥的边界ꎬ 美国政府需要正式

开启与墨西哥的外交关系ꎮ 然而ꎬ 独立后的墨西哥在保皇派精英的主导下ꎬ
计划采用由西班牙王室成员加冕为皇帝的君主制ꎬ 以期获得前宗主国的承认ꎮ
在西班牙拒绝承认墨西哥之后ꎬ 保皇派将领伊图尔维德 (Ａｇｕｓｔíｎ ｄｅ Ｉｔｕｒｂｉｄｅ)
称帝ꎬ 向美国寻求外交支持ꎮ １８２２ 年 ９ 月 ２５ 日ꎬ 伊图尔维德任命曼努埃尔

(Ｊｏｓé Ｍａｎｕｅｌ Ｚｏｚａｙａ) 为首任驻美国代表ꎮ 然而ꎬ 美国却迟迟不愿向墨西哥派

出代表ꎮ 根据埃雷拉的看法ꎬ 美国政府推迟与墨西哥建立正式外交关系是因

为新独立的墨西哥采用了君主制ꎬ 这不符合美国将共和模式推广到全美洲的

愿望ꎮ 在美国高层看来ꎬ 共和模式将成为制衡欧洲列强的强大力量ꎮ① 直到

１８２５ 年ꎬ 在墨西哥建立联邦共和体制之后ꎬ 美国才紧随英国之后ꎬ 向墨西哥

派遣波因塞特作为第一任全权公使ꎮ 这也代表着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ꎮ
两国关系中的第一次摩擦出现在得克萨斯问题上ꎮ 墨美建立关系不久ꎬ

波因塞特就向维多利亚政府提出了边界问题ꎬ 其中包括美国政府有获得得克

萨斯领土的兴趣ꎮ 当时墨西哥的外交部长阿拉曼认为 １８１９ 年 «亚当斯—欧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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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条约» 划定的边界依然有效ꎬ 因此边界问题没有讨论的必要ꎮ① １８２９ 年 ８
月 ２５ 日ꎬ 波因塞特以美国政府的名义ꎬ 向墨西哥政府提出用 ５００ 万美元购买

得克萨斯领土ꎮ 该提议遭到了墨西哥政府的拒绝ꎮ １８３０ 年 １ 月 ２８ 日ꎬ 巴特勒

(Ａｎｔｈｏｎｙ Ｂｕｔｌｅｒ) 接替波因塞特成为美国驻墨西哥大使ꎮ 作为一名商人ꎬ 他曾

投资得克萨斯的土地ꎬ 并在其职业生涯中多次提出购买墨西哥的领土ꎮ 面对

美国政府多次要购买得克萨斯的提议ꎬ 墨西哥政府的态度始终是拒绝的ꎮ 事

实上ꎬ 直到得克萨斯独立多年后、 被美国吞并之时ꎬ 墨西哥政府都不愿放弃

对得克萨斯的主权要求ꎮ 墨西哥政府对这块领土的强硬态度与美国野心勃勃

的扩张主义相悖ꎬ 最终两国领土纠纷以最极端的战争方式获得解决ꎮ
在当时的墨西哥政治家眼中ꎬ 虽然墨西哥共和国继承了原新西班牙总

督区的大片领土ꎬ 但此时的墨西哥领土早已不再是西班牙帝国统治之下可

以随便割让的殖民地了ꎮ 即便墨西哥独立初期国库空虚ꎬ 经济衰退ꎬ 但各

届政府在领土问题上鲜有让步ꎮ 因此ꎬ 当美国期望采取以利益交换领土的

方式来攫取墨西哥领土时ꎬ 自然免不了碰壁ꎮ 最终ꎬ 我们看到的似乎是墨

美战争粗暴地解决了问题ꎮ 然而ꎬ 战争之外ꎬ 美国的官方和民间也以各自

的方式隐秘地推动着美国的扩张主义进程ꎮ 得克萨斯问题依然是最典型的

案例ꎮ
虽然对美国的扩张意图心知肚明ꎬ 但墨西哥政府还是允许源源不断的美

国移民来得克萨斯定居ꎮ 其中的缘由包括得克萨斯人烟稀少ꎬ 且当地时常遭

受北方边境一带的土著人科曼奇人 (ｃｏｍａｎｃｈｅ) 劫掠ꎮ 在连年战乱、 经济萧

条的背景下ꎬ 墨西哥人口增长缓慢ꎬ 仅依靠本国移民来稳定边疆地区的方案

也不太可行ꎮ 总之ꎬ 作为脆弱的边疆地区ꎬ 墨西哥政府一开始并未阻止美国

移民大量涌入得克萨斯ꎮ 不久之后ꎬ 多方面的问题接踵而来ꎮ 首先是行政区

划的问题ꎮ 墨西哥共和国初期ꎬ 得克萨斯并入科阿韦拉州ꎬ 然而ꎬ 得克萨斯

代表希望得克萨斯成为独立州或地区ꎮ② 因此ꎬ 得克萨斯与科阿韦拉州政府之

间龃龉不断ꎬ 得克萨斯自治倾向严重ꎮ 其次是奴隶制问题ꎮ 早在 １８１４ 年ꎬ 起

义军将领莫雷洛斯在独立运动时期就曾主张废除奴隶制ꎮ １８２４ 年ꎬ 墨西哥共

和国成立后ꎬ 禁止了奴隶贸易ꎮ 当时ꎬ 得克萨斯议员提议授予得克萨斯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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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进奴隶一年的宽限期ꎬ 但这一提议几乎被一致否决ꎮ① 至此ꎬ 墨西哥政府的

废奴法令与来自美国南部移民的保护奴隶财产的利益诉求发生了冲突ꎮ 此外ꎬ
墨西哥 １８２４ 年宪法确立天主教为墨西哥唯一官方宗教ꎬ 这一宗教不宽容政策

在清教徒占多数人口的得克萨斯地区引发了不满ꎮ 在上述诸多问题的共同作

用下ꎬ 得克萨斯的分裂势力不断壮大ꎮ 直到 １８３０ 年ꎬ 以布斯塔曼特和阿拉曼

为代表的中央集权派上台后ꎬ 颁布了一系列旨在平定地方分裂势力的法令ꎮ
１８３０ 年 ４ 月 ６ 日ꎬ 外交部长阿拉曼出台一部殖民法ꎬ 限制美国移民进入得克

萨斯ꎬ 以消除当地政治分离的愿望ꎮ １８３５ 年ꎬ 墨西哥国会开启了建立中央集

权体制的改革工作ꎬ 而得克萨斯分裂势力则以捍卫联邦制为口号展开了针对

中央政府的反叛运动ꎮ 而此时的美国总统杰克逊表面上秉持中立态度ꎬ 暗地

里则在招兵买马ꎬ 支持得克萨斯分裂运动ꎮ
另外ꎬ 墨西哥自由派内部的理念冲突也同得克萨斯的自治争议交织在一

起ꎬ 在得克萨斯分裂运动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ꎮ 例如ꎬ 墨西哥激进自由

派和联邦主义者萨瓦拉 (Ｌｏｒｅｎｚｏ ｄｅ Ｚａｖａｌａ) 在得克萨斯与中央政府的冲突

中ꎬ 选择站在得克萨斯一边ꎮ １８３５ 年ꎬ 萨瓦拉离开位于巴黎的墨西哥驻法大

使馆ꎬ 奔赴得克萨斯ꎬ 在当地的移民者大会上发表讲话ꎬ 支持叛乱ꎮ １８３６ 年

３ 月ꎬ 得克萨斯宣布独立后ꎬ 人们选举萨瓦拉为得克萨斯共和国的副总统ꎮ 萨

瓦拉出身于墨西哥南部尤卡坦半岛ꎬ 曾参加过 １８２４ 年墨西哥制宪会议ꎬ 也曾

担任过墨西哥州州长ꎮ 他的叛国行为或许可以从他组织并参与约克礼式会

(ｒｉｔｏｓ ｄｅ Ｙｏｒｋ) 的经历中得到解释ꎮ② 在 １９ 世纪 ２０ 年代ꎬ 美国大使波因塞特

在墨西哥创立新的约克礼式会ꎬ 吸引了不少崇拜美国的激进自由派ꎮ 波因塞

特借此打击墨西哥国内亲西班牙的苏格兰礼式会 ( ｌｏｇｉａｓ ｅｓｃｏｃｅｓａｓ)ꎮ 萨瓦拉

就是当时墨西哥 “美国帮” 的领袖ꎮ 在约克礼式会所宣扬的 “美国模式” 意

识形态影响下ꎬ 萨瓦拉选择背叛墨西哥国家利益ꎬ 以 “自由” 的名义将得克

萨斯拱手让给美国ꎮ 此处ꎬ 萨瓦拉政治理想中的 “自由” 正是后来波尔克

(Ｊａｍｅｓ Ｋ Ｐｏｌｋ) 总统就职演讲中所宣扬的 “我们的宪法实现和保障了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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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①ꎬ 而非起义军先辈在废奴事业上取得的自由成果ꎮ 在现实中ꎬ 并入美国

的得克萨斯与美国南方州一同享受的是蓄奴的 “自由” 和保卫奴隶财产的

“自由”ꎮ 不过ꎬ 并非所有联邦主义者和约克礼式会成员都支持得克萨斯的分

裂ꎮ 作为约克礼式会创立者之一ꎬ 阿里兹佩 (Ｒａｍｏｓ Ａｒｉｚｐｅ) 曾提出从科阿韦

拉向得克萨斯移民的方案来巩固得克萨斯的边疆地区ꎬ 以维护领土完整ꎮ② 萨

瓦拉这一特殊案例或许可以说明ꎬ 作为美国的官方代表ꎬ 波因塞特在墨西哥

期间虽然没能与墨西哥政府达成购买领土的合作ꎬ 但是他却以一种隐秘的意

识形态宣传的方式推动了美国的扩张进程ꎮ 萨瓦拉这样受影响的墨西哥自由

派会心甘情愿为了追求美国式的自由民主体制而背叛祖国ꎮ 此外ꎬ 波因塞特

蓄意煽动墨西哥党派分裂的行为ꎬ 也破坏了这个年轻共和国内部的政治秩序ꎮ
得克萨斯问题不仅加剧了墨西哥的地方动荡ꎬ 也对美国国内局势产生了

影响ꎮ 得克萨斯宣布独立之后ꎬ 多次要求并入美国ꎮ 关于是否吞并得克萨斯

这一问题引发了美国国内南方蓄奴州和北方废奴州之间的斗争ꎮ 杰克逊总统

不得不推迟承认独立的得克萨斯ꎬ 但他还是在任职结束前夕签署了承认得克

萨斯为独立国家的决议ꎮ 不过ꎬ 美国的扩张运动不会就此中断或搁置ꎮ 为了

平衡南方州和北方州的利益ꎬ 美国政客考虑的不是要不要吞并某块土地ꎬ 而

是如何在向南和向北两条扩张路径上保持相对一致的步调ꎮ １８４４ 年ꎬ 民主党

总统候选人波尔克为争取南方州和北方州的选票而喊出竞选口号 “ ‘重新吞

并’ 得克萨斯和 ‘重新占领’ 俄勒冈”ꎬ １８４５ 年 ２ 月 ２８ 日美国国会批准了对

得克萨斯的吞并ꎬ １８４６ 年 ６ 月 １２ 日美国国会参议院批准与英国签订的边界条

约ꎬ 占领了俄勒冈ꎮ 正是在美国扩张进程最狂热的这几年ꎬ 渐趋成熟的扩张

主义理论也获得了极具宗教色彩的概括 “天定命运”③ꎮ 在美国国内支持波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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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 ５２

Ｄａｖｉｄ Ｇｕｅｒｒｅｒｏ Ｆｌｏｒｅｓ ｙ Ｅｍｍａ Ｐａｕｌａ Ｒｕｉｚ Ｈａｍꎬ Ｅｌ Ｐａíｓ ｅｎ Ｆｏｒｍａｃｉóｎ Ｃｒｏｎｏｌｏｇíａ (１８２１－１８５４)ꎬ
Ｍéｘｉｃｏ: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ｏ Ｎａｃｉｏｎａｌ ｄｅ Ｅｓｔｕｄｉｏｓ Ｈｉｓｔóｒｉｃｏｓ ｄｅ ｌａｓ Ｒｅｖｏｌｕｃｉｏｎｅｓ ｄｅ Ｍéｘｉｃｏꎬ ２０１２ꎬ ｐｐ ２１２ － ２１３ “天
定命运” 的概念由美国记者奥沙利文 ( Ｊｏｈｎ Ｌｏｕｉｓ Ｏ’ Ｓｕｌｌｉｖａｎ) 于 １８４５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在 «纽约晨报»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Ｍｏｒｎｉｎｇ Ｎｅｗｓ) 上提出ꎬ 用以概括美国扩张主义理论ꎮ 在奥沙利文看来ꎬ 美国人在北美大陆

的扩张是天意使然ꎬ 这使得每年成倍增加的数百万居民得以自由发展ꎮ “天定命运” 的概念可以追溯

到英国人在北美建立殖民地的时候ꎬ 当时加尔文教派呼吁殖民地人民在美洲土地上实现神圣计划ꎮ 对

于美国的扩张主义者来说ꎬ 吞并得克萨斯、 占领俄勒冈以及征服新墨西哥和加利福尼亚都是 “天命”
的一部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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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发动战争的人看来ꎬ 扩张政策与自由并不冲突ꎬ 相反ꎬ 一个强大的美国可

以更好地保护和促进自由ꎮ①

如果说 １８４６—１８４８ 年的墨美战争对于美国而言是遵从 “天命”ꎬ 那么对

于墨西哥来说无疑是遭了 “天谴”ꎮ １８４６ 年 ５ 月 １２ 日ꎬ 美国波尔克总统以国

家的名义正式向墨西哥宣战ꎮ 两个月后ꎬ 在国内局势尚未平定的情况下ꎬ 墨

西哥政府宣布了与美国的交战状态ꎮ 在接下来的数月内ꎬ 美军从墨西哥北境、
墨西哥湾海岸和太平洋海岸三路进发ꎬ 攻打墨西哥ꎮ 由于战术和武器上的劣

势ꎬ 墨军节节败退ꎮ １８４７ 年 ９ 月ꎬ 美军攻下了墨西哥城ꎬ 在国家宫升起了美

国国旗ꎮ 值得一提的是ꎬ 在美军占领墨城的那个圣诞节ꎬ 墨城的一群激进自

由主义者在美军的支持下ꎬ 成立了一个特别市议会ꎬ 取代被美军解散的市议

会ꎬ 并向首都和墨西哥州人民征税以满足美军将领斯科特 (Ｗｉｎｆｉｅｌｄ Ｓｃｏｔｔ) 的

军费要求ꎮ② １８４８ 年 ２ 月 ２ 日ꎬ 双方政府代表签订了终止战争的 «瓜达卢佩
伊达尔戈条约»ꎬ 根据该条约ꎬ 两国重新划定了边界ꎬ 墨西哥割让得克萨斯、
新墨西哥和加利福尼亚给美国③ꎬ 失去了一半以上的国土ꎮ 毫无疑问ꎬ 墨美战

争给墨西哥共和国带来的影响不仅是领土疆域上的ꎬ 也是心理上的ꎮ 战后的

墨西哥国内弥漫着对本国宪政体制的失望和对未来的幻灭ꎮ 阿尔卡拉斯在他

１８４８ 年出版的 «墨美战争史札记» 中写道: “战争结束了ꎬ 留给我们的是对

无秩序、 无希望、 无政府所致罪恶的悲哀ꎬ 考验、 保卫和拯救人民的日子将

变得愈加艰难ꎮ”④ 美国学者黑尔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Ａ Ｈａｌｅ) 认为ꎬ 墨美战争加剧了墨

西哥人的思想危机ꎮ 战争结束后ꎬ 墨西哥无论自由派还是保守派都主张按照

各自的经典方案对墨西哥进行彻底改革: 保守派彻底走向君主主义道路ꎬ 不

惜向欧洲君主国寻求干预和保护ꎻ 而自由派则在之前的自由主义改革方案上

更进一步ꎬ 以推进国家世俗化进程ꎮ 这也预示了墨西哥随后 ２０ 年发展进程中

出现的极具戏剧性的历史事件: １８５６ 年的自由主义大改革和 １８６４ 年成立的马

—１０１—

①
②

③

④

王立新著: «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ꎬ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ꎬ ２００７ 年ꎬ 第 １１８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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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ｒａｔａｄｏ ｄｅ Ｐａｚꎬ Ａｍｉｓｔａｄ ｙ Ｌíｍｉｔｅｓ ｅｎｔｒｅ ｌａ Ｒｅｐúｂｌｉｃａ Ｍｅｘｉｃａｎａ ｙ ｌｏｓ Ｅｓｔａｄｏｓ Ｕｎｉｄｏｓ ｄｅ Ａｍéｒｉｃａꎬ ｍａｙｏ

３０ꎬ １８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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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西米利安帝国的命运ꎮ①

四　 墨西哥自由派与美国的合作

墨美关系中并非只有冲突ꎬ 也存在合作ꎮ 受意识形态亲缘性的影响ꎬ 在

大多数情况下ꎬ 墨美合作主要发生在墨西哥自由派与美国政府之间ꎬ 而墨西

哥保守派倾向于与欧洲国家加强联系ꎮ １８６７ 年之前的墨西哥自由主义和自由

派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 １８１０ 年起以伊达尔戈、 莫雷洛斯为代表的起义

军将领发起了独立运动ꎬ 并颁布了一系列具有自由主义精神的法令ꎻ １８３３—
１８３４ 年ꎬ 法里亚斯和萨瓦拉等激进自由派开展了针对教产和教会垄断教育问

题的第一次自由主义改革ꎻ １８５５—１８６０ 年ꎬ 以胡亚雷斯、 莱尔多、 奥坎波为

代表的自由派开启了推动国家世俗化进程的第二次自由主义改革ꎻ １８６４—
１８６５ 年ꎬ 墨西哥第二帝国皇帝马克西米利安颁布了具有自由主义特征的法令ꎮ
除了马克西米利安政权是在墨西哥保守派的拥护和法国军队的支持下建立的ꎬ
前三个阶段的自由派都曾与美国建立不同程度的联系ꎮ 不难理解ꎬ 独立运动

中的起义军以及之后墨西哥自由派的政治理念都与美国所宣扬的自由体制和

价值观相契合ꎬ 因此他们也倾向于在与欧美列强周旋的战场上寻求美国的支

援和保护ꎮ 相反ꎬ 墨西哥本土的保守派和保皇派则倾向于争取西班牙、 法国

和英国等欧洲国家的支持ꎬ 来阻止美国扩张ꎮ 上文已经提及了起义军曾多次

试图联系美国政府ꎬ 以期获得美国援助ꎬ 不过ꎬ 双方并未建立实质性的合作

关系ꎮ 直到墨西哥共和国时期ꎬ 在 １８２５ 年墨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后ꎬ 墨西哥

自由派才与美国逐渐建立起互相利用的合作关系ꎮ 对于墨西哥自由派来说ꎬ
美国是政治避难所ꎬ 是自由主义宪政的模范ꎬ 也是夺取国内政权和抗击欧洲

列强入侵的盟友ꎻ 对于美国政府来说ꎬ 墨西哥自由派是美国模式的崇拜者和

效仿者ꎬ 是实现其领土、 经济和意识形态扩张的工具ꎮ 然而ꎬ 正如前文所提

到的ꎬ 除了少数极端案例ꎬ 墨西哥自由派政权并不会轻易地在领土和国家主

权上让步ꎮ 此外ꎬ 墨美战争也使墨西哥自由派看清了两国关系更现实的层面ꎬ
相比过去更加提防美国扩张的野心ꎮ 因此ꎬ 对于 １９ 世纪 ５０ 年代之后的自由

派来说ꎬ 如何在争取美国援助的同时尽可能地不损害墨西哥国家主权和利益ꎬ

—２０１—

①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Ａ Ｈａｌｅꎬ “Ｔｈｅ Ｗａｒ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ｒｉｓｉｓ ｉｎ Ｍｅｘｉｃａｎ Ｔｈｏｕｇｈｔ”ꎬ ｉｎ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ｓꎬ Ｖｏｌ １４ꎬ Ｎｏ ２ꎬ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１９５７ꎬ ｐｐ １５３ － １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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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与美国政府打交道的重大难题之一ꎮ
对于美国来说ꎬ 墨美战争之后的一个重要转向是经济扩张ꎬ 对墨西哥的

扩张进程并未终止ꎮ 根据马塞拉的研究ꎬ １８４７ 年墨美战争的后果之一是美国

重新加入世界市场ꎬ 并因此与英法等国就开发贸易线路和控制跨洋航线展开

竞争ꎮ① 因此ꎬ 吞并拉梅西亚 (Ｌａ Ｍｅｓｉｌｌａ) 地区、 占领下加利福尼亚以及控

制特万特佩克地峡成为美国向墨西哥扩张的新一轮目标ꎮ 由于美国横贯美洲

大陆的铁路南线计划通过索诺拉州和奇瓦瓦州北部的拉梅西亚山谷ꎬ 因此该

地区成为两国签订 «瓜达卢佩伊达尔戈条约» 后尚存争议的领土ꎮ 不久ꎬ
美方以购买的方式轻松地获得了这块领土ꎮ １８５３ 年 １２ 月ꎬ 墨美双方签订了

«拉梅西亚条约»ꎬ 时任墨西哥总统圣安纳将拉梅西亚地区以 １０００ 万比索的价

格出售给了美国ꎮ 此举立即被墨西哥民众定义为卖国行为ꎬ 圣安纳也继 １８３６
年签定承认得克萨斯独立的条约后第二次成为叛徒ꎮ “ «拉梅西亚条约» 最初

被圣安纳视作寻求资金的来源ꎬ 不仅是为了满足个人贪欲ꎬ 也是为了实施雄

心勃勃的改革计划ꎮ”②墨西哥举国上下发起了反对圣安纳独裁政权的运动ꎮ
１８５４ 年的 «阿尤特拉计划» (Ｐｌａｎ ｄｅ Ａｙｕｔｌａ)③ 特别列举圣安纳出卖领土的罪

行作为讨伐依据ꎮ 圣安纳最后一届独裁政权就此终结ꎬ 他本人也被驱逐出境ꎮ
圣安纳独裁时代终结后ꎬ 墨西哥温和自由派开始在政坛占据重要位置ꎬ 开启

了 １９ 世纪墨西哥史上影响最深远的自由主义大改革 (１８５５—１８６０ 年)ꎮ 这场

致力于在政治、 经济、 社会、 思想等多个领域清除殖民残余并推进国家世俗

化的改革ꎬ 大大激化了自由派政府与天主教会和军队代表的保守派之间的矛

盾ꎮ 在经过改革战争、 抵抗法国入侵和推翻马克西米利安帝国的一系列抗争

后ꎬ 自由派政府最终保住了自由主义改革的果实ꎬ 并将自由主义发展为墨西

哥国家主流意识形态ꎮ 而这一切都离不开美国的支援ꎮ
三年内战期间ꎬ 墨西哥自由派和保守派都积极向欧美寻求支援和保护ꎮ

１８５７ 年年底ꎬ 保守派苏洛阿加 (Ｆéｌｉｘ Ｚｕｌｏａｇａ) 发动政变ꎬ 宣布了旨在反对

１８５７ 年自由主义宪法的塔库巴亚计划 (Ｐｌａｎ ｄｅ Ｔａｃｕｂａｙａ)ꎮ 至此ꎬ 改革战争

打响ꎬ 墨西哥出现了两个政府ꎮ 为了打赢战争ꎬ 据守瓜纳华托 (后来搬到韦

—３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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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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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克鲁斯) 的胡亚雷斯政府向美国寻求保护ꎻ 而占领墨城的保守派政府寻求

支援的对象则首先是西班牙和法国等天主教国家ꎬ 其次是英国ꎮ 苏洛阿加派

遣阿尔蒙特 (Ｊｕａｎ Ａｌｍｏｎｔｅ) 为保守派政府代表前往西班牙ꎮ １８５９ 年 ９ 月 ２６
日ꎬ 阿尔蒙特与西班牙全权代表在巴黎签署条约ꎬ 同意西班牙提出的偿债和

赔偿等要求作为获取外交承认的条件ꎮ 与之相对应ꎬ 胡亚雷斯派遣马里亚

(Ｊｏｓé Ｍａｒíａ Ｍａｔａ) 作为自由派政府全权公使前往美国ꎬ 寻求承认和援助ꎮ 为

了评估局势并权衡是否应该全面支持胡亚雷斯政府ꎬ 美国曾派遣秘密特工威

廉丘奇韦尔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Ｃｈｕｒｃｈｗｅｌｌ) 前往墨西哥考察ꎮ 丘奇韦尔考察发现ꎬ
没有外部势力干预ꎬ 墨西哥的交战双方都无法存续下去ꎮ 而且ꎬ 他也察觉到

自由派政府愿意在领土特权上进行谈判ꎮ① 由此ꎬ 鉴于墨西哥保守派旗帜鲜明

地向欧洲势力寻求保护ꎬ 美国政府认为必须扶植自由派ꎬ 以此抗衡欧洲势力

的威胁ꎮ 然而ꎬ 美国政府并不会浪费每一个推进扩张进程的时机ꎮ 作为支援

的条件ꎬ 美国也为自由派政府开出了一份清单: 下加利福尼亚领土和特万特

佩克地峡的通行特权ꎮ
虽然胶着的内战局势令胡亚雷斯急需获得美方的支援ꎬ 但是他也清晰地

意识到 “出售下加利福尼亚远不能保证他有一个美好的未来”②ꎬ 出售拉梅西

亚的圣安纳总统就是前车之鉴ꎮ 在与美国驻墨西哥公使麦克莱恩 (Ｒｏｂｅｒｔ
ＭｃＬａｎｅ) 谈判期间ꎬ 胡亚雷斯政府外交部长奥坎波始终回避出售领土的问题ꎮ
为了转移视线ꎬ 奥坎波在过境权上做了明确界定ꎬ 还向麦克莱恩提出了一个

涉及安全和秩序的互助同盟项目③ꎬ 名为 «墨美攻守同盟条约»④ꎮ 奥坎波这

一提议的初衷是为了联合美国共同抵御欧洲的侵扰ꎬ 然而ꎬ 麦克莱恩拒绝缔

结该条约ꎮ 按照富恩特斯的说法ꎬ “面对胡亚雷斯以回避和拖延为伎俩的抵抗

(我们墨西哥人在这方面是天才)ꎬ 麦克莱恩最终放弃了ꎮ 他向自己的政府要

求授权放弃下加利福尼亚ꎬ 以换取美国在紧急情况下无论是否征得墨西哥政

府同意都拥有军事保护特万特佩克通道的权力ꎮ 他还提议将资金补偿减少到

４００ 万美元”⑤ꎮ １８５９ 年 １２ 月ꎬ 墨美双方最终达成一致ꎬ 签署了 «麦克莱恩—

—４０１—

①

②
③

④

Ｏｃｔａｖｉｏ Ｈｅｒｒｅｒａ ｙ Ａｒｔｕｒｏ Ｓａｎｔａ Ｃｒｕｚꎬ Ｈｉｓｔｏｒｉａ ｄｅ ｌａｓ Ｒｅｌａｃｉｏｎｅ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ｃｉｏｎａｌｅｓ ｄｅ Ｍéｘｉｃｏ (１８２１ －
２０１０) . Ｖｏｌｕｍｅｎ １: Ａｍéｒｉｃａ ｄｅｌ Ｎｏｒｔｅꎬ Ｍéｘｉｃｏ: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íａ ｄｅ Ｒｅｌａｃｉｏｎｅｓ Ｅｘｔｅｒｉｏｒｅｓꎬ ２０１１ꎬ ｐ １３５

Ｊｏｓé Ｆｕｅｎｔｅｓ Ｍａｒｅｓꎬ Ｊｕáｒｅｚ ｙ ｌｏｓ Ｅｓｔａｄｏｓ Ｕｎｉｄｏｓꎬ Ｍéｘｉｃｏ: 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 Ｊｕｓꎬ Ｓ Ａꎬ １９６４ꎬ ｐ １１１
Ｏｃｔａｖｉｏ Ｈｅｒｒｅｒａ ｙ Ａｒｔｕｒｏ Ｓａｎｔａ Ｃｒｕｚꎬ Ｈｉｓｔｏｒｉａ ｄｅ ｌａｓ Ｒｅｌａｃｉｏｎｅ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ｃｉｏｎａｌｅｓ ｄｅ Ｍéｘｉｃｏ (１８２１ －

２０１０) . Ｖｏｌｕｍｅｎ １: Ａｍéｒｉｃａ ｄｅｌ Ｎｏｒｔｅꎬ Ｍéｘｉｃｏ: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íａ ｄｅ Ｒｅｌａｃｉｏｎｅｓ Ｅｘｔｅｒｉｏｒｅｓꎬ ２０１１ꎬ ｐｐ １３６ － １３７
⑤　 Ｊｏｓé Ｆｕｅｎｔｅｓ Ｍａｒｅｓꎬ Ｊｕáｒｅｚ ｙ ｌｏｓ Ｅｓｔａｄｏｓ Ｕｎｉｄｏｓꎬ Ｍéｘｉｃｏ: 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 Ｊｕｓꎬ Ｓ Ａꎬ １９６４ꎬ ｐ １１９ꎬ

ｐ １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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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坎波条约»ꎬ 条约规定墨西哥给予美国军队特万特佩克地峡的永久通行特权ꎻ
美国将为自由派政府提供 ４００ 万美元的补偿ꎬ 不过这笔资金将会预留一半作为

美国公民在墨损失的赔偿ꎮ 虽然胡亚雷斯政府实际上仅获得了 ２００ 万美元的资

金ꎬ 但在不割让领土的情况下获得美国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支持已是来之不易

的谈判胜利ꎮ 虽然 １８６０ 年 ５ 月底ꎬ 美国国会参议院拒绝批准 «麦克莱恩—奥坎

波条约»ꎬ 但在国会做出最终决定的两个月前ꎬ 美国军方已经开始了支援墨西哥

自由派政府的行动ꎮ １８６０ 年 ３ 月ꎬ 美国军舰对韦拉克鲁斯的利扎多 (Ａｎｔóｎ
Ｌｉｚａｒｄｏ) 锚区进行干预ꎬ 以逮捕海盗为名ꎬ 扣押了保守派的两艘军舰并将其拖

往新奥尔良ꎮ① 这一干预使保守派在韦拉克鲁斯登陆的计划失败ꎮ 最终ꎬ 在美

国的援助下ꎬ 胡亚雷斯政府赢得了内战ꎬ 保卫了自由主义改革的成果ꎮ
事实上ꎬ 法国入侵墨西哥正是由于拿破仑三世看准了美国因内战自顾不

暇ꎬ 暂时无法向胡亚雷斯政府施以援手的窘境ꎮ 因此ꎬ 法国得以在墨西哥保

守派的协助下ꎬ 扶植马克西米利安为墨西哥第二帝国皇帝ꎮ 对于墨西哥的事

态ꎬ 美国总统林肯宣布保持中立态度ꎬ 并禁止对墨武器出口ꎮ 不过ꎬ 林肯和

继任的约翰逊总统都明确拒绝承认马克西米利安帝国ꎮ 美国内战结束后ꎬ 美

国政府腾出手来ꎬ 开始以武器支援和外交声援等方式来支持墨西哥的自由共

和派政府ꎮ １８６５ 年 １１ 月ꎬ 美国向格兰德河对岸的自由派游击队走私武器ꎮ
１８６６ 年 ５ 月ꎬ 美国驻维也纳公使抗议在奥地利招募前往马克西米利安帝国服

役的志愿军ꎮ 在 １８５８—１８６７ 年这十年间ꎬ 墨西哥的自由主义改革事业遭遇了

严峻考验ꎮ 在富恩特斯看来ꎬ 没有美国的援助ꎬ 自由派将不可能取得胜利ꎬ
墨西哥的历史也将改写ꎮ②

五　 余论

正如阿尔卡拉斯所言ꎬ “墨西哥共和国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ꎬ 充满了

组成一个伟大而幸福国家的各种因素ꎮ 但它也有其不幸ꎬ 包括与一个强大且

野心勃勃的民族为邻”③ꎮ １９ 世纪美国的领土扩张在很大程度上是攫取墨西哥

—５０１—

①

②
③

Ｒａúｌ Ｇｏｎｚáｌｅｚ Ｌｅｚａｍａꎬ Ｒｅｆｏｒｍａ Ｌｉｂｅｒｔａｄ Ｃｒｏｎｏｌｏｇíａ (１８５４－１８７６)ꎬ Ｍéｘｉｃｏ: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ｏ Ｎａｃｉｏｎａｌ ｄｅ
Ｅｓｔｕｄｉｏｓ Ｈｉｓｔóｒｉｃｏｓ ｄｅ ｌａｓ Ｒｅｖｏｌｕｃｉｏｎｅｓ ｄｅ Ｍéｘｉｃｏꎬ ２０１２ꎬ ｐ ６８

Ｊｏｓé Ｆｕｅｎｔｅｓ Ｍａｒｅｓꎬ Ｊｕáｒｅｚ ｙ ｌｏｓ Ｅｓｔａｄｏｓ Ｕｎｉｄｏｓꎬ Ｍéｘｉｃｏ: 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 Ｊｕｓꎬ Ｓ Ａꎬ １９６４ꎬ ｐ １２０
Ｒａｍóｎ Ａｌｃａｒａｚꎬ Ａｐｕｎｔｅｓ ｐａｒａ ｌａ Ｈｉｓｔｏｒｉａ ｄｅ ｌａ Ｇｕｅｒｒａ ｅｎｔｒｅ Ｍéｘｉｃｏ ｙ Ｅｓｔａｄｏｓ Ｕｎｉｄｏꎬ Ｔｉｐｏｇｒａｆíａ ｄｅ

Ｍａｎｕｅｌ Ｐａｙｎｏꎬ １８４８ꎬ Ｍéｘｉｃｏ: Ｅｄｉｔｏｒａ Ｎａｃｉｏｎａｌꎬ Ｓ Ａꎬ １９５２ꎬ ｐ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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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领土ꎮ 墨西哥政府捍卫从殖民时代所继承领土的行为本身具有天然的正当

性ꎮ 现代国家的基础组成要素包括领土、 政权和人民ꎮ 丢失领土不仅意味着

国家主权遭到破坏ꎬ 而且对于一个政权来说意味着倾覆的灾难ꎮ 圣安纳出卖

拉梅西亚一例即可说明ꎮ 在 １９ 世纪 ６０ 年代的反法战争中ꎬ 墨西哥共和政府

拒绝圣安纳想要披挂上场、 抗击法国的多次请缨ꎮ 这位曾经打退西班牙人①、
抗击法军入侵②、 远征得克萨斯和抵御美国入侵的将军ꎬ 至死都没有摆脱叛徒

的名号ꎮ 这意味着在共和国早期ꎬ 墨西哥人民就认为国家领土是神圣不可侵

犯的ꎬ 在领土问题上也是不可妥协的ꎮ
由此ꎬ 从维护国家主权与独立的视角出发ꎬ 将更有利于我们理解墨西哥

自由派与美国之间的合作ꎮ 富恩特斯曾针对两者之间的合作提出了一个有趣

的问题: 同样是依靠美国力量的自由派ꎬ 为什么人们对萨瓦拉和胡亚雷斯的

评价截然不同? 按照这位学者的看法ꎬ 胡亚雷斯、 奥坎波和莱尔多同 １９ 世纪

３０ 年代把得克萨斯献给美国的萨瓦拉一样ꎬ 都是 “波因塞特主义” 的传人ꎬ
一半是英雄ꎬ 一半是叛徒ꎮ 因为ꎬ 他们期望通过美国人的刺刀来拯救墨西哥ꎬ
正如萨瓦拉想让得克萨斯独立ꎬ 以便将它变成一所 “自由学校”ꎮ 令人费解的

是ꎬ 墨西哥已有很多以胡亚雷斯命名的街道ꎬ 却没有以萨瓦拉命名的街道ꎮ
这种遗漏打破了历史事实的联系ꎬ 造成了极大的不公正ꎮ③

那么ꎬ 我们是否应该将胡亚雷斯和萨瓦拉相提并论? 他们应该得到相似

的历史评价吗? 本文认为ꎬ 应当将历史人物放入特定的历史语境下来分析他

们的所作所为ꎮ １９ 世纪 ３０ 年代是美国扩张进程上升的阶段ꎬ 美国国内从官方

到民间充斥着火热的扩张主义情绪ꎬ 其中不乏吞并整个墨西哥的激进言论ꎮ
如果墨西哥政坛大多是萨瓦拉那样纯粹的自由主义者和崇拜美国的理想主义

者ꎬ 甘愿拱手将领土让给美国ꎬ 甚至愿意并入美国ꎬ 那么墨西哥这个国家早

就不复存在了ꎮ 或许ꎬ 在更夸张的历史假设下ꎬ 为了平衡国内蓄奴州和废奴

州的利益ꎬ 美国还需要吞并一个加拿大来平衡吞并墨西哥的后果ꎮ 然而ꎬ 历

史事实是美国对墨西哥的领土扩张进程最终止于 «拉梅西亚条约»ꎬ 这正是因

为墨西哥主流拒绝在领土问题上让步ꎮ 如果说萨瓦拉是一个无原则追求美国

—６０１—

①

②

③

此处指发生于 １８２９ 年的西班牙入侵墨西哥的战争ꎮ 当时圣安纳作为韦拉克鲁斯州的州长ꎬ 率

军抵抗西班牙军队的入侵ꎮ
此处指的是发生于 １８３８—１８３９ 年间法国第一次入侵墨西哥的战争ꎬ 也称 “糕点战争”

(Ｇｕｅｒｒａ ｄｅ ｌｏｓ ｐａｓｔｅｌｅｓ)ꎮ 圣安纳在抵御法军的战场上负伤ꎬ 失去一条腿ꎮ
Ｊｏｓé Ｆｕｅｎｔｅｓ Ｍａｒｅｓꎬ Ｊｕáｒｅｚ ｙ ｌｏｓ Ｅｓｔａｄｏｓ Ｕｎｉｄｏｓꎬ Ｍéｘｉｃｏ: 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 Ｊｕｓꎬ Ｓ Ａꎬ １９６４ꎬ ｐ １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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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的自由主义者ꎬ 那么墨西哥大部分的自由派是在现代国家的框架下ꎬ 通

过民族和国家利益来框定他们的意识形态目标ꎮ 也就是说ꎬ 他们的自由主义

是一种具有民族主义特征的自由主义ꎮ 这正是胡亚雷斯与萨瓦拉的区别所在ꎮ
以胡亚雷斯为代表的自由派将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放在第一位ꎬ 拒绝在领土

问题上让步ꎬ 并且ꎬ 他们在不同的历史形势下借助美国的力量来夺取国内政

权ꎬ 抵抗欧洲势力的入侵ꎮ 尽管在地峡通行权上的让步也会威胁到国家主权ꎬ
但在艰难的谈判和利弊权衡之后ꎬ 胡亚雷斯选择以较小的代价来换取抵御欧

洲入侵、 保卫自由主义改革成果和共和宪政体制等方面的更大胜利ꎮ 从这个

意义上来说ꎬ 后世的历史评价是公正的ꎮ 胡亚雷斯无愧为墨西哥和西班牙语

美洲共和国的英雄ꎮ①

１９ 世纪的墨美关系也为我们理解 ２０ 世纪乃至当今的美拉关系提供了历史

借鉴ꎮ 由于地缘上的便利性ꎬ 美国能够比欧洲列强更快地获得墨西哥国内事

态信息ꎬ 更频繁且有效地运用武力和意识形态工具来获取墨西哥领土资源ꎮ
１９ 世纪美国 “天定命运” 和 “自由灯塔” 的历史叙事并不仅仅是空泛的意识

形态口号ꎬ 而是真实地影响了历史上的墨美关系ꎮ 然而ꎬ 需要注意是ꎬ 虽然

墨西哥自由派与美国的自由主义理念具有意识形态上的亲缘性ꎬ 但是美国官

方推行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具有超越国界的、 普适性的特点ꎬ 期望将 “美国

模式” 推广到整个西半球ꎮ 而胡亚雷斯等墨西哥自由派所信奉的自由主义虽

然在宪法内容上主要也是由自由宪政体制、 保护公民权利、 维护信仰自由等

方面构成的ꎬ 但从同样深层次的意义来说ꎬ 墨西哥自由派的 “自由” 信仰还

在于摆脱外部强权的控制ꎬ 维护共同体的独立和自治ꎮ 这一自由理念内生于

独立运动前后力图摆脱殖民母国的美洲人心中ꎬ 并在此后数次反侵略战争中

不断加强并糅合到源自欧美的自由主义话语当中ꎬ 构成了 １９ 世纪墨西哥自由

派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基本底色ꎮ 这正是理解墨西哥自由派缘何对美国有

所提防的关键ꎬ 也让我们反思以单纯的意识形态标签来判断拉美国家与美国

之间关系的做法是否可靠ꎮ 正如霍华德Ｊ 威亚尔达所言ꎬ 拉美与美国在文

化和政治传统上有着根深蒂固的差异ꎮ② 共用 “自由” 与 “自由主义” 等同

一语汇确实反映了双方的观念交集ꎬ 但是我们仍能辨识出两个不同观念传统

—７０１—

①

②

１８６５ 年 ５ 月 １ 日ꎬ 哥伦比亚国会授予贝尼托胡亚雷斯 “美洲英雄” 称号ꎻ １８６７ 年 ５ 月 １１
日ꎬ 多米尼加国会也授予胡亚雷斯 “美洲英雄” 称号ꎮ

[美] 霍华德Ｊ 威亚尔达著ꎬ 郭存海、 邓与评、 叶健辉译: «拉丁美洲的精神: 文化与政治

传统»ꎬ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ꎬ ２０１９ 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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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张力ꎮ 对于 １９ 世纪刚刚摆脱西班牙三百年殖民统治的拉美民族国家而

言ꎬ 国家建设的首要目标是抵抗外部强权的侵犯ꎬ 实现真正的民族独立ꎮ 而

美国在自由主义外衣下的扩张主义进程从根本上与拉美国家的独立目标相抵

触ꎮ 综上可知ꎬ １９ 世纪墨美关系案例为理解美拉关系提供了一点启示: 即使

在同一个意识形态标签的指涉下ꎬ 美国和拉美国家的利益诉求也可能是完全

不同的ꎮ
最后ꎬ 作为历史案例的 １９ 世纪墨西哥史与墨美关系也揭示了外部挑战对

民族国家建构的关键作用ꎮ 作为独立不久、 积贫积弱的新国家ꎬ 来自美国的

挑战从一开始就伴随着墨西哥的国家建设进程ꎮ 无论是以武力胁迫还是以金

钱购买ꎬ 抑或是以意识形态宣传来推进本国的利益ꎬ １９ 世纪前半期的美国对

还处于国家建设早期阶段的墨西哥进行了多种形式的干涉ꎮ １９ 世纪中叶爆发

的墨美战争更是极大地推动了墨西哥国家的形成ꎮ 这一过程的推动不仅仅在

于墨西哥中央政府为了应对战争在全国范围内动员税收和人力资源ꎬ 更大程

度上在于墨西哥人思想观念上的冲击和反思ꎮ 战后ꎬ 墨西哥国内无论自由派

还是保守派人士都愈发警惕美国扩张主义的影响ꎮ 作为 “他者” 的美国的外

部冲击催生了墨西哥人的身份意识和民族认同ꎬ 并推动了墨西哥人爱国情绪

和民族国家意识的萌发ꎮ 这一爱国情感和民族意识在十多年后的反法战争中

极大地激发了墨西哥人的卫国热情ꎬ 也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几场堪称奇迹的

对法战役的胜利ꎮ
因此ꎬ 这一历史个案对当代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建设和发展同样具

有启示意义ꎮ 当今国际环境中充斥着逆全球化、 个别国家的保护主义、 经济

不确定性等各种问题ꎮ 在复杂严峻的国际局势之下ꎬ 当前中国也面临着外部

因素的挑战ꎮ 然而ꎬ 越是经受外部因素的冲击ꎬ 就越应当践行习总书记所提

出的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ꎬ 以推进民族国家内部的凝聚力ꎬ 巩固国家

统一和民族团结ꎮ 综上ꎬ 墨西哥早期国家建构的曲折发展作为历史经验具有

普遍性意义: 面对外部因素的挑战ꎬ 发展中国家应当强化共同体意识和民族

团结ꎬ 如此才能促进自身持续稳定发展ꎬ 长久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ꎮ
(责任编辑　 徐　 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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