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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经胜：中国拉丁美洲研究回顾与思考
2020-11-03

——基于中外文明比较的视野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全面开展，人文社会科学不仅实现快速发展，而且在研究的主题、视角等方面也发生

了根本性的变化。在拉丁美洲研究领域，现代化成为学界最主要也是最有吸引力的研究主题。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北京大学的罗荣渠先生率先

倡导并开展现代化理论和世界现代化进程的研究。在他的影响和推动下，拉美现代化进程成为国内拉美学界的研究重点。连续多年，中国拉丁美

洲学会和中国拉丁美洲史研究会的年会主题都离不开现代化。与此同时，也产出了许多探讨拉美现代化问题的研究成果。大体上说，研究当代问

题的学者一般将拉美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主要探讨拉美国家的工业化、农业现代化、政治现代化、现代化的国际环境等问题，这一领域的研究

成果以苏振兴主编的《拉美国家现代化进程研究》为代表。研究拉美历史的学者一般聚焦于拉美某个国家的某个时期，从现代化的视野探讨其历

史发展进程，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以韩琦主编的《世界现代化历程：拉美卷》为代表。此外，研究巴西、阿根廷、智利、墨西哥等单个国家现代

化进程的著作也屡有出版。然而，关于拉美现代化进程的研究经过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辉煌时期后， 21世纪以来逐步黯然失色。在西方学术界，

现代化研究毕竟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兴起的“一门社会科学的边缘学科”，进入70年代后受到批判与反思，80年代后现代化研究进入“理论的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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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与自我变革”时期。就历史学而言，近年来全球史、跨国史/国际史、新文化史等新的研究范式更加吸引了国内学术界的注意和兴趣。但是，这

并非说现代化研究已经过时了。实际上，如果在罗荣渠先生对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探讨的基础上，按照他对现代化研究的构想，进一步开展系

统的研究，现代化研究必定会大有作为，甚至会形成一个“中国学派”。遗憾的是，在罗荣渠先生去世之后，我国的现代化研究不再彰显。本

来，罗先生倡导的现代化研究是一种跨学科的研究，一种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结合的历史学创新。但后来的所谓现代化研究中，很多人并没有认

真读懂西方现代化理论的著作，甚至没有读懂罗荣渠的《现代化新论》。现代化实际上成了一个筐，各种东西一股脑地往里装，由此也影响了现

代化研究的声誉和发展。

　　进入21世纪后，中拉关系进入新阶段，政治、经贸、人文等领域的交往与合作进入 “跨越式发展”。受此影响，当前，中国的拉美研究迎来

迅猛发展期，拉美研究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除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等科研机构的拉丁美洲

研究部门外，仅在高等学校，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中国大陆共有近50家高校设有拉美研究机构。其中，除南开大学拉丁美洲研究中心、复旦大学

拉丁美洲研究室、湖北大学拉美研究院外，其余全为21世纪以来成立的。各种国际和国内相关学术会议日益增多，到拉美出国考察也比以往容易

得多，相关研究课题和研究经费大大增加。

　　与此前不同，当前的拉美研究中似乎没有一个相对集中的主题。除了围绕中拉关系大家讨论得较多外，其他研究题目都比较分散。从某种意

义上说，这是一件好事，意味着研究领域的扩大，知识积累的丰富。但从另一个意义上看，这也说明拉美学界没能提出一种有影响力的理论或范

式，形成学术吸引力。

　　如何提高我国拉美研究水平？除了要有甘坐冷板凳的精神外，似乎在以下几个方面也要有所注意。

　　应注重对拉美历史的研究。中国的拉美研究最初是从拉美史研究起步的，但近年来国内成立的部分拉美研究机构中，有的另起炉灶，有的挂

靠在外国语学院的西班牙语、葡萄牙语专业，有的挂靠在国际政治专业。这些机构的研究人员在语言等方面具有一定优势，但普遍缺乏历史学训

练，没有充分掌握拉美历史的基础知识。因而在研究中缺乏深入的历史分析。历史学是各门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基础。就拉美研究而言，了解和掌

握拉美历史基础知识，是最基本的要求。只有这样，我们的拉美研究才能建立在较为坚实的基础之上。

　　就拉美历史研究而言，应密切关注国际学术发展趋势。在西方学术界，近年来全球史、国际史、新文化史等新研究趋势，正在改变历史学的

发展方向。但拉美史学界跟相关学科相比，对此反应不够敏捷。一些新的研究领域如环境史、妇女史等，我国拉美史学界也较少涉足。另外，拉

美地区的华侨华人历史和现状研究，本应该是我国拉美研究的重要内容，美国和拉美国家在此领域发表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但国内拉美学界对此

关注甚少。倒是从事华侨华人历史研究的学者开始将研究领域扩展到拉美地区的华侨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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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一步倡导跨学科研究。在国际学术界，跨学科研究一直是拉美研究的重要特点。拉美研究要实现进一步发展，除了尽可能地运用第一手档

案资料、加强田野考察外，还要充分吸收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甚至心理学等相关学科的知识，形成自己的概念和理论范式，推动学科发展和

创新。

　　处理好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关系。本来拉美研究作为社会科学或人文学科的分支，属于基础研究范围。但近年来，由于中拉关系快速发展

的需要，很多政府部门和企业需要我们参与一些应用性研究。这样的研究项目可以从另一方面加深我们对拉美的了解，使我们获得一些直观的信

息。这样的应用性研究，不仅没有削弱、反而会推动基础研究。

　　当前，中国与拉丁美洲的关系发展正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加强拉美研究是国家战略需要，也是双方民间交往、合作的需要。国家对拉美研究

十分重视，我们应抓住机遇，勤奋工作，将中国拉美研究推向新的高度。

　　

（董经胜，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拉丁美洲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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