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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哥伦比亚历史性地“左转”，

到美洲峰会黯然收场，美国的噩梦

之一——拉美左翼集体崛起，距离

成为现实只差一步之遥。

占据地区总人口80%的拉美七

大国里，除巴西外已均由左翼执政

或即将执政。作为拉美第一大国，

巴西将在10月举行大选。如果目

前民调大幅领先的候选人、前总统

卢拉胜选，拉美主要国家将全部由

左翼掌权，实现历史性转折。

毫无疑问，后疫情时代，拉美新

一轮左翼进步浪潮正汹涌澎湃。

美洲峰会
美国颜面尽失

在拉美地区有一则广为流传的

笑话：为什么华盛顿从来没有军事

政变？因为那里没有美国大使馆。

美国两百多年来对拉美的野心与霸

道，尽显于此。

自1823年时任美国总统门罗

提出“门罗主义”以来，幅员广袤、资

源富庶的拉美地区一直被美国视为

后院，从无平等相待一说。如果华

盛顿的国会两党还有共识，那么将

拉美视为重要的资源产地和产品倾

销地，同时警惕和排斥拉美与非美

洲国家密切接触，恐怕是他们最大

的共识之一；如果华盛顿对拉美还

有分歧，那么美国总统拜登所说的

“拉美不是美国的后院而是前院”，

应该就是最大的分歧。

因此，当诸多拉美国家在6月

上旬的第九届美洲峰会上与美国唱

起反调时，美国的惊讶与恼火可想

而知。由于美国拒不邀请古巴、尼

加拉瓜和委内瑞拉领导人与会，包

括墨西哥在内的多个拉美国家领导

人拒绝出席，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和

萨尔瓦多等国仅派低级别代表团

出席，使此次美洲峰会成为该机制

创立以来与会领导人最少的一届，

让时隔近30年再次担任东道主的

美国尴尬不已。

即使与会的国家也没有给美国

多少面子。6月9日，在拜登发表演

讲后不久，巴西总统博索纳罗径直

吐槽此次峰会的排他性“令人费

解”，“对古巴的非法封锁是对人类

的侮辱，造成难以言喻的痛苦，与我

们的价值观不一致”。要知道，博索

纳罗还是巴西右翼的政治人物，素

来更为亲美，但还是在拜登专门派

出特使游说的情况下才答应出席峰

会。阿根廷总统费尔南德斯则代表

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向拜登提

出明确抗议，并强调：“我们想要的

肯定是另一种样子的美洲峰会。”

墨西哥总统洛佩斯拒绝出席峰

会，公开抨击美国将部分国家排除

在外的政策“过时、陈旧且不公平”，

必须尽一切可能改变这种危害国家

主权的霸权政策。他表示，墨西哥

反对封锁、歧视及“一如既往的干涉

主义政策”，呼吁美洲国家团结一

致，开启美洲大陆全体人民和国家

关系的新阶段。

会场内备受抨击，会场外抗议

不断，这对拜登来说无疑是难以接

受的局面。不仅因为拜登试图借此

次峰会重塑美国在拉美日渐下跌的

影响力，也因为美国很久没有在拉

美国家面前这么丢面子。

然而，这还不是结束。

“粉红浪潮”
拉美左翼再起

6月19日，哥伦比亚大选结果

公布。左翼竞选联盟“哥伦比亚历

史公约联盟”候选人佩特罗以3%的

优势击败对手，将成为该国历史上

首位出自左翼阵营的总统。

3%的优势不大，但意义非凡。

作为拉美第四大国的哥伦比亚历来

被视为美国在拉美“最坚固的堡

垒”，200余年来美国视哥伦比亚为

其拉美政策的着力点，哥伦比亚也

基本都坚定追随美国的步调。

更重要的是，由于国内复杂的

历史遗留问题，哥伦比亚民众对左

翼的好感与认可有限，右翼政客与

媒体也常常因此攻击左翼政治人

物。而佩特罗不仅长期自带“反

骨”，年轻时还曾是左翼游击队员。

这样的人物在哥伦比亚破天荒当选

总统，既是拉美历史的崭新一页，也

是美国影响力衰退的真实写照。

从19世纪40年代以来，美国为

了掌控拉美，培植傀儡政府，在该地

区至少进行了100多次干预、入侵

和政变。在冷战岁月，美国更视拉

美左翼运动和左翼政府为洪水猛

兽。1964年，美国支持的军事政变

推翻了巴西工党政府，巴西自此开

始了长达21年的军政府独裁统

治。1973年，美国支持皮诺切特在

智利发动军事政变，矢志于实现社

会主义的阿连德总统战死，3.8万阿

连德支持者被逮捕，4000余人被处

死。1976年，得到美国支持的魏地

拉在阿根廷建立军事独裁，3万多

人惨遭折磨和处决。可以说，当时

的美国在拉美支持镇压和政变行动

毫无顾忌，十分野蛮和任性。

冷战结束后，拉美左翼运动在

苏联解体和“新自由主义”影响下一

度陷入低潮，但美国大概忘了，拉美

人民承载的苦难并不会随着苏联的

问题而消除。“新自由主义”政策一

度刺激了拉美国家经济发展，但也

让它们背上沉重的外债负担。公共

福利开支削减，让拉美贫困率大幅

上升。随着1999年查韦斯当选委

内瑞拉总统，巴西、智利、阿根廷等

拉美多国左翼政党纷纷赢得选举，

拉美进入新一轮左翼执政周期——

这是拉美历史上左翼阵营首次通过

民主选举集体上台执政。

不容忽视的是，2010年以来，

拉美多国左翼政府在国内外夹击下

纷纷失去权力。施政欠妥和挑战艰

巨固然是重要原因，但美国若隐若

现的身影挥之不去。2014年，巴西

首位左翼总统卢拉受到贪腐调查并

被捕入狱，时隔7年才被洗清所有

罪名。2018年，委内瑞拉总统马杜

罗遇刺，委内瑞拉随即爆发政治与

社会危机。显而易见，美国如今的

干涉虽不似历史上那般赤裸裸，但

手段更为细致隐蔽，偏重经济、法律

与传媒手段的策略更具“混合战争”

的味道。

挑战艰巨
中拉优势互补

新冠疫情席卷全球以来，全球

经济备受打击，民生问题更加突出，

美国的国家形象与影响力进一步下

滑，这些客观要素为拉美左翼力量

的新一轮崛起提供了条件。

去年秘鲁、智利等国左翼政党

先后上台，今年哥斯达黎加、哥伦比

亚等国的选情延续了这一趋势。有

分析认为，拉美左翼正在迎来冷战

后第二轮崛起，并称之为第二波“粉

红浪潮”。然而，拉美进步势力掌权

后面临艰巨的治理与发展问题——

控制疫情、恢复经济、改善民生。

泛美卫生组织6月警告，拉美

新冠疫苗十分紧缺，且地区各国之

间接种率差异极大。厄瓜多尔、秘

鲁和玻利维亚等国只有3%人口接

种疫苗，危地马拉、洪都拉斯、特立

尼达和多巴哥等国接种率甚至不到

1%。随之而来的是拉美多国疫情

反弹。在智利，新冠确诊病例自5

月底以来明显增加，单日新增病例

多次超过10000例。在墨西哥，新

增病例连续十余周呈上升态势。在

哥伦比亚，许多城市重症监护室几

乎满员。

同时，拉美国家普遍在促进经

济恢复和加强社会保障方面陷入两

难境地。为刺激经济增长而采取扩

张性财政政策，就无法避免高通胀

和债务负担加重压力。尤其是在全

球面临通胀压力，以及一些拉美国

家本就外债较高的背景下，这会大

幅增加经济恢复与发展的风险。拉

美左翼学者桑托斯认为，美国已经

敏锐地意识到，破坏古巴和委内瑞

拉的稳定是破坏拉美其他国家左翼

政权的关键，美国将继续利用“混合

战争”来试图颠覆这两个国家的政

权，并进一步扰乱拉美世界。

尽管挑战艰巨，但越来越多拉

美国家认识到，与过去不同的一点

是，它们如今可以期待一个更强大

的中国。一方面，中国已是拉美国

家获取疫苗的重要来源之一。据泛

美卫生组织数据，截至2021年年

底，在智利和厄瓜多尔等疫苗接种

率达到80%的国家里，来自中国的

疫苗占比过半。同时，中国还向拉

美国家提供生产疫苗的科学技术。

去年3月，康希诺疫苗首条海外灌

装生产线在墨西哥建成。今年5

月，科兴疫苗工厂在智利开工。

另一方面，得益于中国经济的

崛起，以及中国和拉美之间极强的

互补性，拉美国家正在迅速摆脱过

去不得不仰仗西方投资与市场的局

面。2021年中国同拉美贸易总额

突破4500亿美元新高，比2020年增

长41.1%。中国与拉美国家经济合

作发展之迅速，以至于哥伦比亚等

美国传统盟国也积极参与。2020

年，哥伦比亚首条地铁建设工程花

落中国企业。面对美国舆论的警觉

与醋意，哥伦比亚总统杜克否认中

国在拉美的战略贸易和基础设施投

资是所谓“威胁”，并表示美国在这

一方面远落后于中国。

其实，拉美多国一再强调，美国

不应排斥中国，“门罗主义”早已没

有市场。如果美国不改变霸道做

派，那么诸如此次美洲峰会上颜面

尽失的情况绝不会是最后一次。毕

竟，美国早已不是之前的美国，而拉

美人民的反抗从未停止。

文 /艾舟

美洲峰会孤立东道主 多个国家政坛“向左转”

拉美左翼再起 美国“后院”失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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