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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丁美洲》

内容概要

本书旨在帮助读者更好地了解复杂的拉丁美洲。本书作者把拉丁美洲文明看作是世界上最年轻的一种
文明，并从全球的、批判的和历史长时段的角度对它的各个主要因素作了深入的剖析。本书重现了拉
丁美洲在目前世界上发挥的重要作用。这些作用表现在许多方面，例如，表现在新反体系运动( 如墨
西哥恰帕斯州的新萨帕塔主义运动)上，表现在新城市民众运动上，表现在新拉丁美洲史学或新拉丁美
洲文化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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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丁美洲》

作者简介

卡洛斯·安东尼奥·阿居雷·罗哈斯（Carlos Antonio AGU IRREROJAS），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教授
和研究员。他曾在巴黎的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从事博士后研究。
　　阿居雷·罗哈斯教授是19世纪和20世纪的史学专家，也是当代世界主要进程的研究分析家，他的
著作已被译成西班牙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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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丁美洲》

书籍目录

今天的拉丁美洲：来自长时段的观察
当代拉丁美洲史学中的“漫长的20世纪”：1870—2025年
拉美历史学家的问题和任务
拉美史学界中的年鉴派
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一书在拉美
费尔南·布罗代尔：拉丁美洲和巴西
布罗代尔在美洲
费尔南·布罗代尔在拉丁美洲
费尔南·布罗代尔和拉丁美洲文明史
1492年的真正含义
恰巴斯和墨西哥1910一1921年的革命：历史的分析
恰巴斯、拉丁美洲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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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丁美洲》

章节摘录

　　布罗代尔曾经在阿尔及利亚长期生活过并也取得了重要的经验，当时他对地中海国家有关问题的
研究也有了新的成果，应该说，他在1935年之前对史学的认识已经开始有了变化。巴西的经历只是使
他的学术思想变化更加深刻和更加彻底。具有特别意义的是，费尔南，布罗代尔学术思想发生变化，
从传统的史学观转变到经济一社会新史学观，正是发生在1927一1935年之间。这个转变是在1934年年
底和1935年年初完成的，当他在拉古萨档案里第一次发现了整个“16世纪的经济地中海”，也就是说
，他发现了在腓力二世统治时期，地中海地区国家之间所有的外交伎俩，政治或者结盟形式下，掩盖
着商品的买卖以及货币和财政的流通等专门的经济活动。此后，在巴西，政　　治和经济不可分的概
念在他的脑中迅速形成了。在这个概念中，经济也是在不断迅速地组合、改变和分化中发展的一一所
有拉美国家无一例外。在拉美，他能够从最近的距离来观察这种现象，从自身的直接经验中证明在历
史上经济和社会因素的真正作用。这就帮助他奠定更牢固的基础，完成向新史学观的转变。这种新史
学重新分析经济和社会活动的意义，提出新的评价。当时在法国，《社会和经济史年鉴》杂志社的年
轻人正在大力推动和倡导这种新史学观。　　布罗代尔作为索邦大学的学生，学习历史时接受的是那
种欧洲或者欧洲中心主义史观。现在这种观点也面临着“分化”。正如他自己指出的那样，在阿尔及
利亚期间，在逐渐学会以另一种方法，不被人们认可的方法来“观察”地中海国家时，就开始对那种
史学观提出了质疑，对欧洲中心主义有了新的认识。他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观察平台，即从阿尔及利亚
和马格里布地区出发，对地中海国家进行了分析，使得他对这一地区的实际情况有了新的认识和判断
，从地中海的“南岸”来观察和分析地中海，得到的是对地中海一种完全不同的看法。一般来说，对
大多数的欧洲史学家都是陌生的看法，所以费尔南，布罗代尔在第一次与比利时史学家亨利，皮朗直
接见面后受到了极大的震动。他是在1931年到阿尔及利亚进行学术访问时认识亨利的。他聆听了亨利
发表的著名的演讲，布罗代尔再次肯定了自己的想法，这就是可能把地中海看作是历史分析中的“主
角”，从而推翻了传统的论点。根据这种论点，地中海仅仅是欧洲与其他地区的“连接点”和欧洲发
展的补充。　　这次是巴西推动了世界历史研究中的这次转变，重新确立“观察”的角度和发展的中
心。这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文明之间的碰撞”，是拉美国家通过巴西造就了布罗代尔的这种观点，
使他能够摆脱欧洲中心主义的束缚，“另辟蹊径”，从根本上超越了仅仅从欧洲的立场来看世界的传
统观念。所以，他能够把地中海作为一个“自成体系”的世界，“旧世界”中的一个有组织的、起决
定作用的中心来开展研究。这是一个崭新的论点，具有革命意义的观点。实际上在布罗代尔对地中海
研究后的第一本著作中已经暗藏了这个论点。当他把这个论点进一步展开，于是就有了欧洲文明是“
两个欧洲”之间不断对话的产物这样一个的观点。“两个欧洲”各自存在并相互结合才　　有了欧洲
。于是就有了布罗代尔对世界历史独特的看法，即世界历史是人类长期以来在地球上建立的各种文明
的辩证关系的总和。　　现在，布罗代尔利用20世纪30年代巴西向他提供的材料，继续他的学术思想
的变革之路，也找到了新的事实和获得了新的经验，从而使他发生新的、深刻的变化。比如说，他作
为“文明史”课主讲教授应该提出的文明研究分析的参考框架就迟迟不能出台。用布罗代尔自己的话
来说，“文明史”的课程就是为了检查“人类在时间和空间中所有活动的发展历史”。他不得不重新
复习关于世界历史的知识，以便应付文明史课程和讲座中需要讲清的各个题目，为了讲东方史、希腊
史、罗马史，同时又要讲19世纪历史，从伊比利亚历史的起源讲到它的发现，还要讲中世纪的各个阶
段。从某种意义来说，所有这些问题都是为了回答那个时期巴西历史和生活提出的疑问，听课的　　
又是一群头脑灵活，喜欢刨根问底的学生。他们会就学到的所有问题进行讨论，从而也迫使布罗代尔
“站在所有人的立场上”来考虑问题。这样做的结果，是几乎通过一种自发的方式，迫使布罗代尔这
个将要发表《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一书的作者，通过对人类活动的所有记录耐心而又系统地
查阅，形成了一种对历史问题进行分析和观察中使用比较方法完全崭新的、更加全面的观点。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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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丁美洲》

精彩短评

1、哦，渐行渐远的曾经熟悉的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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