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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拉丁美洲史稿（下卷）》是李春辉教授所著《拉丁美洲史稿》上、下册（商务印书馆1983年出版）
的续集，论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拉丁美洲的历史，与前面两卷一起形成一部较为完整的拉丁美
洲地区史，以适应世界史教学和科研工作的需要。
在前两卷中，作者对拉丁美洲1945～1956年这一段的历史已作了简要的论述。
《拉丁美洲史稿（下卷）》为了保持战后部分的完整性，仍从1945年写起，因此，在前后衔接上有所
交叉，但力求避免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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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后政治进程概述　　战后政治进程中的几个特点　第三章 战后拉丁美洲国际关系　　“冷战”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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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的复兴　　人民革命斗争的高潮和蒙特政府的“焦土政策　　塞雷索新政　第六章 萨尔瓦多　　战
后的“现代化”改革　　“足球战争”的爆发及其对萨尔瓦多的影响　　游击队的兴起和基督教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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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内外经济政治矛盾的发展　　债务危机的爆发和民族解放党发展主义战略的危机　　中美洲地区
冲突和哥斯达黎加的外交斗争　第十章 巴拿马　　战后巴拿马人民争取运河主权斗争的新发展　　60
年代巴拿马的政治与经济形势　　新运河条约的签订　　托里霍斯的国内政策　　巴拿马的政治危机
与巴美关系　第十一章 古巴　　战后巴蒂斯塔的独裁统治　　“七·二六运动”领导的武装斗争　　
民族民主革命的完成和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　　60年代中期和后期的国内外政策　　政治经济的制
度化和合理化　　古共“三大”的召开和纠偏运动　第十二章 海地　　杜瓦利埃独裁统治的建立　　
独裁者的贪婪残暴和人民的反抗斗争　　小杜瓦利埃的继位及其初期政策　　杜氏家族独裁统治的覆
灭　　1986年2月风暴后的海地政局　第十三章 多米尼加共和国　　战后初期多米尼加人民的反独裁
斗争　　特鲁希略独裁政权的覆亡　　60年代初期多米尼加的政局　　多米尼加人民的抗美爱国斗争
　　巴拉格尔执政后的政治与经济形势　第十四章 委内瑞拉　　民主行动党的第一次执政　　希门尼
斯统治时期的政治、经济形势　　资产阶级代议制民主政体的确立　　60年代后期至70年代的政治与
经济形势　　从经济发展到债务危机　第十五章 哥伦比亚　　暴力时期（1946-1958）　　民族阵线时
期（1958-1974）　　民族阵线结束后的15年（1974-1989）　第十六章 巴西　　战后巴西工业化的发展
　　1956-1964年初巴西的政治与经济形势　　巴西经济高速发展阶段　　债务危机的爆发与“民主化
进程　第十七章 厄瓜多尔　　从可可繁荣到香蕉繁荣　　石油繁荣和军政府的民族主义政策　　“还
政于民”后的政治经济形势　第十八章 秘鲁　　战后初期的政局（1945-1962）　　贝朗德政府的改革
（1963-1968）　　“秘鲁模式”的试验（1968-1975）　　莫拉莱斯的调整政策（1975-1980）　　贝朗
德再次当政时期的经济与政治（1980-1985）　　人民党加西亚政府（1985-1990）　第十九章 玻利维亚
　　玻利维亚革命⋯⋯地图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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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为基础的经济模式相适应的、以大土地所有者为主要支柱的政权逐渐失势，代之以更多地反映
工业化过程中形成的上述社会阶层和社会集团利益的改良主义或民众主义政权。
在意识形态领域先后出现了秘鲁的“阿普拉主义”（即“人民党主义”）、墨西哥的“卡德纳斯主义
”、巴西的“瓦加斯主义”、阿根廷的“庇隆主义”，等等。
这些“主义”虽然在表现形式上互有差别，但在基本的价值观方面有三个共同点，即主张经济、社会
与政治的现代化；民族主义；国家主义。
从当时的情况看，现代化指的是建立城市一工业社会的思想，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即以工业化为
主导实现对国民经济的改造；通过增加国民收入改善居民的生活条件，扩大消费和社会服务；改变政
治结构，为新的社会阶层和集团提供参与机会和权利。
民族主义表现为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主张改变拉美国家对工业发达国家的从属关系，建立经济上、政
治上相互平等的关系，但不主张与发达国家断绝联系；二是主张实现本国的社会经济一体化，即在经
济领域，主张消除妨碍国内各地区之间相互联系和分割城乡市场的种种屏障，改变历史造成的地区之
间发展极不平衡的状态。
在社会方面，主张把因人种和文化差别而被分割的社会统一起来，拯救受到长期摧残的土著文化。
在政治方面，主张确定一种民族的同一性，并通过扩大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而形成一种政治社会。
国家主义的主要含义是，主张在制订和执行现代化计划方面国家应起主要的、决定性的作用。
鉴于外部势力的强大以及现代化计划的艰巨性，而国内支持改良主义或民众主义政权的各社会集团之
间又存在着利害冲突，因此，国家机器被看成是能够协调不同利益、减轻经济与政治方面的软弱性、
平等地与外国打交道的最高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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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拉丁美洲史稿(下卷)》：商务印书馆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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