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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哥伦比亚的兴衰与拉美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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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哥伦比亚的建立是拉美一体化进程中的重要历史事件，但因政治冲突、战后糟糕的经济 状

况、内部各地区地位差异以及军人领袖的政治图谋而分裂。在１８３０年后，派斯、莫纳加斯古斯 曼 等 早 期 的 分

裂主义者，出于对玻利瓦尔主义思想的 敬 意 以 及 他 们 的 个 人 目 的，提 出 了 重 建 大 哥 伦 比 亚 的 想 法，其 中 还 包

括在新格拉纳达和委内瑞拉掀起的、由“玻 利 瓦 尔 主 义 者”莫 斯 克 拉 直 接 授 意 的 重 建 大 哥 伦 比 亚 的 思 潮。分

析大哥伦比亚的兴衰以及拉美在一体 化 进 程 中 所 面 临 的 问 题，能 为 解 决 当 今 拉 美 一 体 化 所 遭 遇 的 困 境 提 供

重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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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美一体化思想最早出现于独立战争时期，

当时的 政 治 精 英 主 张 把 小 国 家 整 合 为 大 国。其

中，大哥伦比亚的建立就是典型案例。大哥伦比

亚包括现在的委内瑞拉、哥伦比亚（时称“新格拉

纳达”）和厄瓜多尔（时称“基多”）。从１８１９年到

１８６１年，大 哥 伦 比 亚 历 经 建 立、分 裂、再 试 图 重

建，到最终成为三个主权 独 立 的 民 族－国 家（ｎａ－
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ｅ），其 中 的 分 分 合 合，给 世 人 留 下 许 多

值得思考的东西。大哥伦比亚的兴衰存亡已成为

历史，但总结其经验教训，对我们了解拉美一体化

思想的产生和发展，对于我们把握拉美一体化目

前所面临的问题和未来趋势，仍具有一定的启示

意义。

一、大哥伦比亚的建立

大哥伦比亚的建立，有其客观原因和 主 观 愿

望。首先，就客观原因来说，主要有两点：

第一点是拥有共同的殖民地历史。在西班牙

殖民时期，现今的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原称格拉

纳达，当时包括巴拿马）和基多地区先后被纳入新

格拉纳达总督区管辖，使得三个地区拥有了共同

的行政管理、经济生活和地域归属感。

在整个殖民统治时期，西班牙王室先 后 在 美

洲殖民地设立四大总督区：新西班牙总督区（１５３５
年）、秘 鲁 总 督 区（１５４２年）、新 格 拉 纳 达 总 督 区

（１７１８年）及拉普拉塔总督区（１７７６年）。其中哥

伦比亚、委内瑞拉和基多同属新格拉纳达总督区，

辖区以行政中心波哥大为核心，从东北方位的加

拉加斯至西南方位的基多，“三点一线”地连通了

太平洋与大西洋。１６世纪后期，随着殖民地经济

和贸 易 的 发 展，该 辖 区 的 三 个 地 区 可 分 为 三 类。

第一类是农业，以基多地区为代表。在印第安人

传统农业的基础上，生产宗主国所规定的农业产

品。第二类是矿业，以哥伦比亚为代表。从１５４１
年起，西班牙殖民者开始在该地区大肆开采金矿

（例如安蒂奥基亚金矿）。第三类是商业，以委内

瑞拉地区为代表。因为该地区拥有辖区重要的内

河航道及毗邻大西洋，是新格拉纳达总督区金矿、

农牧产品等运往欧洲的重要出海港口。可以说，

殖民地时期政治和经济的互补互联奠定了三个地

区联合的基础。

第二点是拥有相近的人文 背 景。委 内 瑞 拉、

哥伦比亚和基多，在西班牙殖民前主要是美洲四

大土著文化之一的奇布查文化影响区，到殖民时

代末期，其居民主体是土著人与西班牙人的混血，

文化上则是西班牙因素居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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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布查文 明 是 以 其 集 大 成 者 奇 布 查 人 命 名

的，在西班牙殖民者入侵之前，奇布查人主要分布

在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基多地区，因此，在奇布查

文化的影响下，三个地区的民众有着非常相似的

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西班牙殖民者的到来，中

断了奇布查文明的独立发展史，并在当地传播了

西班牙 语 言 文 化。西 班 牙 殖 民 者 还 与 土 著 人 通

婚，形成了兼具两者特点的混血人，他们是反对西

班牙殖民统治的主力军。
上述两点客观因素，使大哥伦比亚的 建 立 有

了可能性。但是，政治联合是人的思想与活动，大
哥伦比亚的建立也是如此。其中，后来被誉为“南
美解放者”的玻利瓦尔，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这

一点，可从两个方面得到证明。
首先，玻利瓦尔贡献了自己 的 统 一 思 想。１９

世纪初，拉美各地反对西班牙殖民统治的独立运

动如火如荼，虽然各地有相互支援、声援乃至联合

作战的行动，但普遍是把地方利益放在首位，思想

上是仿照欧洲的“民族－国家”模式建立各自的民

族－国家。唯有玻利瓦尔独树一帜，提出了区域

整合的思想。１８１５年９月６日，玻利瓦尔在著名

的《牙买加来信》中提出了以新格拉纳达和委内瑞

拉为 核 心 建 立 大 哥 伦 比 亚 的 设 想，他 在 信 中 说：
“新格拉纳达和委内瑞拉如能达成协议，组成一个

中央共和国，他们将联合在一起，首都可能在马拉

开波，或者是在两国交界处的美丽的翁达湾港建

立起来的一个新城市……这个国家将称作哥伦比

亚，以表示我们对这个半球发现者哥伦布的敬意

和感激。”［１］玻利瓦尔的统一思想，不 是 欧 洲 人 的

“小国寡民”的思想，而是北美英属殖民地建立“美
利坚合众国”的联合思想。因此，当人们现在追溯

拉美地区一体化的思想起源时，一致认同玻利瓦

尔是先驱。
玻利瓦尔不仅提供了大哥伦比亚统一的思想

资源，而且还领导了大哥伦比亚的建立。１８１９年

５月，玻利瓦 尔 率 领 爱 国 军 从 安 戈 斯 图 拉 挥 师 东

进，进入新格拉纳达，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６月

２２日，玻利瓦尔抵达安第斯山附近的德雷波镇梅

塔一带，与桑坦德的军队会师。７月初，玻利瓦尔

和桑坦德翻越安第斯山脉，打败了西班牙军队，并
于８月５日 占 领 了 通 哈。８月７日，玻 利 瓦 尔 和

桑坦德在波哥大的博亚卡河桥边，与西班牙军队

展开决战，这 就 是 著 名 的“博 亚 卡 战 役”。经 过２
小时的激战，西班牙军队大败，莫里略等１６００人

被俘。新格拉纳达总督闻讯后逃离波哥大。８月

１０日，玻利瓦尔率领爱国军进入波哥大。博亚卡

战役的 胜 利 标 志 着 新 格 拉 纳 达 获 得 解 放。１８１９
年１２月１７日，在安戈斯图拉召开全国大会，宣布

成立大哥伦比亚共和国，将波哥大定为首都。共

和国由原新格拉纳达总督区的领地组成，分三大

行政区：委内瑞拉、新格拉纳达、基多［２］。

二、大哥伦比亚的解体

大哥伦比亚从１８１９年至１８３０年只存在了十

一年。１８３１年１１月１０日，大哥伦比亚即宣告解

体，形成厄瓜多尔、新格拉纳达和委内瑞拉三国。
其具体的解体原因主要有以下四点：

第一是政治冲突。从大哥伦 比 亚 建 立 伊 始，
委内瑞拉地区一直都是分裂的隐患，波哥大政府

的政令很难在该地区得以推行，并最终导致大哥

伦比亚的解体。
回顾历史，委内瑞拉是大哥伦比亚国 内 最 早

萌生君主制想法的地区。这一点，从１８２６年３月

玻利瓦尔写给派斯的一封信中可以看出，信中玻

利瓦尔拒绝了某些人要他称帝的建议：“哥伦比亚

不是法国，我也不是拿破仑，也根本不想成为拿破

仑。我也不想效仿凯撒，更不想效仿伊图尔维德。
我觉得这类榜样跟我的荣誉不相容……我很坦率

地告诉您，这个计划不论对您、对我、还是对国家

都不合适。”［３］虽然玻利瓦尔尽全力维持着大哥伦

比亚 的 统 一，但 是，以 何 塞·安 东 尼 奥·派 斯

（ＪｏｓéＡｎｔｏｎｉｏ　Ｐáｅｚ　Ｈｅｒｒｅｒａ）为首的委内瑞拉地

方分裂主义者通过操控地方媒体，不断引导当地

民众抵制大哥伦比亚宪法，贯彻地方政府的意志，
控制地方选举。到了１８２６年前后，以派斯为首的

委内瑞拉地方分裂势力与以桑坦德为首的波哥大

政府的冲突全面爆发［４］。
双方的首次冲突发生在１８２５年，冲突的原因

是波哥大政府指控委内瑞拉籍上校莱昂纳多·英

凡特（Ｌｅｏｎａｒｄｏ　Ｉｎｆａｎｔｅ）参与谋杀，并对其判处死

刑。但是，委内瑞拉地区最高司法长官米格·佩

亚（Ｍｉｇｕｅｌ　Ｐｅａ）拒绝执行波哥大政府的判决，他

也因此被国会暂停职务一年。委内瑞拉地区政府

公开声援自己的同胞，并指责 国 会 不 公［５］。从 这

时起，委内瑞拉地方对于波哥大中央不满的声音

愈发强烈，甚至已经开始讨论是否要脱离大哥伦

比亚。实际上，玻利瓦尔推进南美大陆联合的设

想和努力在拉美各地都遭遇到很大阻力，例如，巴
拿马政府内部曾就加入大哥伦比亚的议题爆发过

激烈的争吵，甚至危及该国政治稳定。巴拿马实

２２



际上一直游离于大哥伦比亚之外，并在外部势力

支持下最终脱离了后来的哥伦比亚。
第二是经济恶化。西班牙殖民地政府撤离时

卷走了大部分财富，大哥伦比亚建立伊始就面临

国库空虚的困境。但是，玻利瓦尔为了完成自己

解放整个南美大陆的理想，建国后继续选择挥师

南下讨伐西班牙殖民者，这导致本就岌岌可危的

经济体系快速走向崩溃。大哥伦比亚建国后的几

年间，国内资金既无法满足军队征战的开支，也没

有能力维持政府的正常运转，玻利瓦尔曾因此被

迫向英国人写信求援。连年战争不仅耗尽了大哥

伦比亚有限的财力，而且彻底摧毁了大哥伦比亚

的经济体系。

１８３８年４月２５日，解体后的新格拉纳达、委

内瑞拉、基多三国的代表在新格拉纳达首都波哥

大签署协议，分担大哥伦比亚所欠的债务：哥伦比

亚承担５０％；委内瑞拉承担２８．５％；厄 瓜 多 尔 为

２１．２％。总金额高达一亿零三百三十万九千八百

（１０３，３９８，０００）比索［６］。
第三是三国地位不平等。在 殖 民 地 时 期，哥

伦比亚、委内瑞拉、厄瓜多尔所组成的新格拉纳达

总督区内部地形复杂多变，道路坎坷，交通状况非

常糟糕。殖民地政府为了加强管理，不得不在波

哥大之外设立了加拉加斯（委内瑞拉）和基多（厄

瓜多尔）地方政府（都督区和检审法院辖区），受新

格拉纳达总督区节制。这种地位区别，在大哥伦

比亚建 立 后 并 未 得 以 消 除。哥 伦 比 亚 的 区 位 优

势，使其忽略了委内瑞拉和厄瓜多尔的边缘性感

受，直接影响到大哥伦比亚凝聚力的形成。其结

果就是委 内 瑞 拉 和 厄 瓜 多 尔 的 分 裂 主 义 有 增 无

消。例如厄瓜多尔，繁重的兵役和赋税让其不堪

忍受，在中央政府基本没有任何话语权，国内民众

极度不满。因此，当大哥伦比亚解体时，民众都如

释重负地欢呼，而不是惋惜［７］。
第四是军人势力尾大不掉。拉 美 独 立 运 动，

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批劳苦功高的军人，他们后

来形成 为 拉 美 社 会 特 有 的 阶 层———Ｃａｕｄｉｌｌｏ（难

以确切翻译，大意为“豪强”）。拉美独立之初，这

些军人大都是大权在握，只要危及其自身利益，他
们都会利用手中的权力造反。在大哥伦比亚存在

期间，像派斯、帕迪利亚（ＪｏｓéＰｒｕｄｅｎｃｉｏ　Ｐａｄｉｌｌａ）、
乌达内塔（Ｒａｆａｅｌ　Ｕｒｄａｎｅｔａ）等 军 人，都 成 为 摧 垮

大哥伦比亚共和国的重要势力。

１８２５年底，桑坦德政府宣布弹劾委内瑞拉行

政长官派斯，而派斯在取得地方政党支持的情况

下，拒 绝 执 行 波 哥 大 国 会 的 弹 劾 令，双 方 形 成 对

峙。这一事件引起委内瑞拉人的强烈不满，也加

快了大哥伦比亚分裂的步伐。１８２６年４月，著名

的“科西亚塔”事件（Ｌａ　Ｃｏｓｉａｔａ）爆发［８］，虽然随后

玻利瓦尔返回国内阻止了分裂，并下令赦免了事

件负责人派斯。但是从此以后，委内瑞拉地区的

分裂运 动 愈 演 愈 烈。１８２９年１２月，委 内 瑞 拉 单

方面 宣 布 脱 离 大 哥 伦 比 亚，自 成 独 立 的 国 家。

１８３０年初，玻利 瓦 尔 辞 去 大 哥 伦 比 亚 总 统 职 务，
希望借此消除分裂危机，维护国家统一。但玻利

瓦尔的努力最终仍是徒劳无功。同年，派斯宣布

委内瑞拉正式脱离大哥伦比亚，在首都巴伦西亚

组建新国会，自任临时总统［９］。
“科西亚塔”事件后，哥伦比亚籍军人帕迪利

亚也萌生独立的想法。当时玻利瓦尔派和桑坦德

派之间分歧日益严重，两派摩擦不断，帕迪利亚采

取了左右逢源的方法，游走于两派之间并从中获

益。他一面向玻利瓦尔表示衷心，一面不断给桑

坦德写信示好。１８２６年，帕迪利亚在取得玻利瓦

尔的信任后，说服了卡塔赫纳地区政党支持其组

建议会，他同时给桑坦德去信，并在信中信誓旦旦

地保证说，新议会的职能是贯彻中央政府的政令。

１８２８年，帕迪利亚与卡塔赫纳地区的驻军长官委

内瑞拉籍军人蒙迪亚（Ｍａｒｉａｎｏ　Ｍｏｎｔｉｌｌａ）决裂，拒
绝签署支持玻利瓦尔反对桑坦德的声明，并煽动

民众闹事迫使蒙迪亚从该地区撤军，帕迪利亚本

人则 取 代 了 蒙 迪 亚 的 位 置，自 任 地 区 行 政 长 官。
虽然随后在玻利瓦尔的干预下，帕迪利亚因分裂

罪被捕入狱，但是桑坦德政府拒绝对其判刑。同

年的奥卡尼亚国民大会上，玻利瓦尔再次要求议

会对帕迪利亚判刑，但是遭到了桑坦德为首的联

邦派的强力阻拦，两派爆发正面冲突［１０］。
以上，我们谈到大哥伦比亚解体的四点原因，

但这些原因背后的深层次因素是什么呢？笔者认

为，这就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问题。国际

学术界认为，“民族－国家”有原生和新生之分，二
者的情况不同：前者主要是自然形成的，后者则主

要是后天建构的。但无论是自然形成的抑或后天

建构的，它的基本特征是一样的，这就是作为民族

－国家，它包括人民、领土和政府三要素。而在这

三要素中，人民则是核心问题。因此，西方民族主

义古典理论认为凡“人民”都可成为“民族”，继而

建立“国家”。这种“一个人民，一个民族，一个国

家”（ｏｎｅ　ｐｅｏｐｌｅ，ｏｎｅ　ｎａｔｉｏｎ，ｏｎｅ　ｓｔａｔｅ）的观念产

生于西欧［１１］，但 对 世 界 其 他 地 方 也 有 很 大 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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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欧各族人民的形成经过了漫长的历史过程（从

西罗马帝国解体算起也有千年以上），但大哥伦比

亚的殖民历史只有短短３００年，且都在同一个宗

主国统治之下，各族人民之间的界限模糊不清，而
各自的内部整合也没有完成；在此情况下，在摆脱

西班牙殖民统治前后，围绕大哥伦比亚的建立与

存续一直存在统分之争，也就不足为奇了。甚至

是当年导致大哥伦比亚分裂的主要人物，后来也

曾试图重建大哥伦比亚。

三、重建大哥伦比亚的努力

大哥伦比亚解体后不久，新格拉纳达、委内瑞

拉、基多三个国家的政治精英陆续生出了重建大

哥伦比亚的想法，这其中主要分为两派：早期分裂

主义派和玻利瓦尔主义派。
分裂主 义 派　分 裂 主 义 派 主 要 是 指 在１８３０

年之前参与分裂大哥伦比亚的军人领袖们，其主

要代表有派斯、乌达内塔和莫纳加斯等。该群体

产生重建大哥伦比亚的想法主要基于两点：第一，
出于对以玻利瓦尔思想为基础的大哥伦比亚宪法

的钦佩；第二，出于个人的政治目的。

１８３０年 后，一 部 分 分 裂 主 义 者 突 然 改 弦 更

张，这其中最早思及恢复大哥伦比亚的分裂主义

者是派斯和乌达内塔这两位大哥伦比亚分裂活动

的军人领袖。派斯的自传中提到：“流放玻利瓦尔

虽然是个艰难决定，但是驱逐他却是阻止内战最

好的手段。然而，脱离哥伦比亚对委内瑞拉的统

一没有任何帮助，如今的委内瑞拉正在变成一个

四分五裂的农村国家……从１８３１年开始，乌达内

塔将军就不断向我提及委厄两国重建立哥伦比亚

的可能，我认为是可行的。我们对此也达成了一

些共识，新哥伦比亚将以联邦形式出现，而不是合

并为一个国家。”［１２］这是大哥伦比亚自１８３０年解

体后，分裂主义者群体首次表达重建的思想。
在派斯和乌达内塔之后，何塞·塔德奥·莫

纳加斯（ＪｏｓéＴａｄｅｏ　Ｍｏｎａｇａｓ，下文皆称大莫纳加

斯）也萌生重建大哥伦比亚的想法。此前莫纳加

斯兄弟（还有弟弟何塞·格雷戈里奥·莫纳加斯

ＪｏｓéＧｒｅｇｏｒｉｏ　Ｍｏｎａｇａｓ，下文皆称小莫纳加斯）是
委内瑞拉脱离哥伦比亚的坚定支持者之一。派斯

自传中提到：“何塞·塔德奥·莫纳加斯，民族独

立战争的英 雄。在 巴 塞 罗 那 平 原［１３］上 他 为 祖 国

抛头颅洒热血，他对人民的忠诚毋庸置疑。他曾

在巴塞罗那地区为祖国摆脱哥伦比亚摇旗呐喊，
但让我意外的 是，１月１５号 那 天，他 却 主 张 重 建

哥伦比亚。”［１４］大 莫 纳 加 斯 的 这 一 想 法 在 当 时 引

起了巨大的争议，委内瑞拉国会的政治精英们认

为，如果重建大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将不再是一个

独立的主权国家，社会将会丧失稳定性和完整性。
旧宪法不仅会损害委内瑞拉人民的权益，还会对

教会特权、军队造成威胁。
大莫纳加斯从一个分裂主义者突然转为重建

大哥伦比亚的急先锋，并对大哥伦比亚宪法表现

出极大的热情，这也让他备受质疑和指责。有人

认为他是个人权力欲膨胀，因其从来不是一个喜

欢与 人 分 享 权 力 的 人。然 而，１８３４年，大 莫 纳 加

斯给派斯去信，向其陈述了自己重建大哥伦比亚

的动机。大莫纳加斯在信中说到，一个以大多数

人利益为核心的法律是最适合人民的，自己的本

意仅是为民着想罢了［１５］。

１８５６年，大 莫 纳 加 斯 与 弟 弟 小 莫 纳 加 斯 通

信，他向弟弟再次提及了重建大哥伦比亚的想法。
大莫纳加斯写道：“……尽管旧宪法让哥伦比亚陷

入分裂，但我不认为分裂是某个人或是某个事物

所造成的，这不是局部的过失，这是时代的命运，
命中注定共和国无法继续走下去……许多的原因

让我对旧宪法怀有感情，它着实让我钦佩。”［１６］但

是，小莫纳加斯在回信中却表达了截然相反的观

点：“哥伦比亚是在新格拉纳达总督区的基础上建

立起来的，相似的人文背景和反殖民战争让我们

曾经团结在一起，但是我认为旧宪法存在着先天

不足：它 无 法 公 平 地 实 现 三 国 人 民 的 自 由 意 志。
我只看到，格拉纳达人的意志实现了，波哥大政府

从来不会待我们的人民如他们自己的一般友好。
我厌恶格拉纳达人，他们不仅虚伪而且非常狡猾，
而我们的人民是如此地诚实和善良。比起他们，
我国拥有更多的人口、更多的财富、更先进的工业

和更强大的生产力。我拒绝再次向格拉纳达人卑

躬屈膝。”［１７］为了 彻 底 打 消 兄 长 重 建 大 哥 伦 比 亚

的念头，小莫纳加斯又连去好几封书信，并在信中

称大哥伦比亚宪法是一条“短裙”，他认为从人民

的长远利益考虑，委内瑞拉的宪法应该要穿“长一

点的裙子”。
这场兄弟间的政治信念之争，实质上 是 独 立

的民族－国家思想和大联邦一体化思想之争。小

莫纳加斯在信中反复强调了“委内瑞拉人”和“哥

伦比亚人”这一字眼，刻意将两地居民设定为不同

的民族，以寻求自治和独立。这是因为，独立战争

已经结束，玻利瓦尔倡导的各民族联合反殖民统

治的思想和危机意识逐渐消退，各民族地方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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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冲突俨然成为了一体化最大的障碍所在。
从历史的轨迹来看，无疑是弟弟小莫 纳 加 斯

占了上风。最终，大莫纳加斯打消了重建大哥伦

比亚的念头，并着手改革委内瑞拉宪法，在民族－
国家的道路上一去不返［１８］。

厄瓜多尔国内也曾有分裂主义者对重建大哥

伦比亚产生过想法，他们曾派代表到波哥大，意图

重建西蒙·玻利瓦尔创建的伟大共和国，但最终

都没有成功。除了受到上文提及的政治和经济等

客观因素的干扰外，厄瓜多尔人强烈的民族独立

意识是不可忽视的因素之一，正如鲁马索·冈萨

雷斯（Ｒｕｍａｚｏ　Ｇｏｎｚáｌｅｚ）所说：“基多这个名称 与

其说 是 指 一 个 城 市，不 如 说 是 指 一 个 土 著

民族。”［１９］

玻利瓦尔主义派　１８３０年后，一部分玻利瓦

尔主义者也提出重建大哥伦比亚的可能并为此付

出了努力。其中的核心人物是安东尼奥·莱奥卡

迪奥·古 斯 曼（Ａｎｔｏｎｉｏ　Ｌｅｏｃａｄｉｏ　Ｇｕｚｍáｎ，下 文

皆称古斯曼）和托马斯·西普里诺·德·莫斯克

拉（Ｔｏｍáｓ　Ｃｉｐｒｉａｎｏ　ｄｅ　Ｍｏｓｑｕｅｒａ，下文皆称莫斯

克拉），前者在早期是鲜明的分裂主义者，后期受

影响转变为大哥伦比亚的重建者，并通过其广泛

的政治影响力、厚实的文字功底和富有感染力的

语言，在新格拉纳达和委内瑞拉国内掀起了重建

大哥伦比亚的思潮。
古斯曼是著名的政治家、新闻记者、自由党的

创始人，还是后来担任委内瑞拉总统的安东尼奥

·古斯曼·布 兰 科（下 文 皆 称 古 斯 曼·布 兰 科，

Ａｎｔｏｎｉｏ　Ｇｕｚｍáｎ　Ｂｌａｎｃｏ，１８７０－１８８９）的父亲，父
子俩分别是不同时期委内瑞拉政坛举足轻重的人

物。拉美独立战争时期，古斯曼被其父亲送往西

班牙，并在伊比利亚半岛受到了自由主义思想的

熏陶，这为他日后的政治思想埋下了种子。古斯

曼于１８２３年 回 到 祖 国 委 内 瑞 拉。１８２５年，他 创

办了第一份报纸《阿尔戈斯》（Ｅｌ　Ａｒｇｏｓ），他 本 人

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针对桑坦德领导的

波哥大政府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借此俘获了众多

玻利瓦 尔 派 读 者 的 心。１８２５年１０月，他 受 派 斯

的委托给“解放者”玻利瓦尔写信劝说其实行君主

制，并亲自前往秘鲁试图说服玻利瓦尔改革大哥

伦比亚宪法，但实行君主制的想法遭到玻利瓦尔

的拒 绝。１８３０年 初，古 斯 曼 公 开 发 表 声 明，支 持

派斯组建独立政府，脱离大哥伦比亚，同年７月，
他被派斯任命为新政府的高级官员。１８３９年，派

斯任命古斯曼为其外交助理，但该任命因遭到保

守派的强烈反对无果而终［２０］。
至此，我们不难看出，早期的古斯曼虽然是玻

利瓦尔的拥护者，但同时也是一名不折不扣的分

裂主义者。

１８５８年，莫纳 加 斯 兄 弟 倒 台 后，古 斯 曼 被 继

任者胡里安·卡斯特罗（Ｊｕｌｉáｎ　Ｃａｓｔｒｏ，１８５８年至

１８５９年在位）驱逐出境。古斯曼在国外流浪将近

６年，期间 委 内 瑞 拉 国 内 爆 发 了“联 邦 战 争”。同

时期，新格拉纳达也燃起革命烈火，参考拉蒙·迪

亚斯·桑切斯所述：“和委内瑞拉一样，新格拉纳

达也因联邦主义陷入了斗争，争斗的双方也是自

由派和保守派。”［２１］

在新格拉纳达，古斯曼遇到了时任新 格 拉 纳

达高查省的州长莫斯克拉将军。在莫斯克拉的影

响下，古斯曼从一个分裂主义者转变为大哥伦比

亚重建的旗帜性人物，两人共同谋划以委内瑞拉

与新格拉纳达为基础重建大哥伦比亚。纵观莫斯

克拉一生，不难看出，他是玻利瓦尔最忠实的追随

者之一。他 于１８１４年 加 入 玻 利 瓦 尔 的 爱 国 军，

１８２４年因战功 晋 升 上 校 并 担 任 玻 利 瓦 尔 的 副 官

和秘书，１８２８年被任命为考卡区监政官和驻军司

令，期间公开声明支持玻利瓦尔担任独裁者。不

难推测，作为玻利瓦尔忠实的拥护者，在莫斯克拉

的内心深处，一直有着“重建大哥伦比亚的梦想”。

１８６０年初，莫 斯 克 拉 与 人 联 手，发 动 军 事 政

变，宣布成立新政府，１８６１年７月，莫斯克拉的军

队占领波哥大，其出任临时总统。他在第一时间

向大众公开了他内心深处的理想：重建大哥伦比

亚。与此同时他宣布，将组建一个委内瑞拉和新

格拉纳达人民共同的国家，新国家的使命是为两

地人民的自由而斗争［２２］。
值得一提的是，莫斯克拉执政后，古斯曼在他

的授意下创办了刊物《哥伦比亚人》（Ｅｌ　Ｃｏｌｏｍｂｉ－
ａｎｏ），这份报纸目的仅此一个：传播重建大哥伦比

亚的思想。《哥伦比亚人》创刊当天，古斯曼发表

声明：“这份刊物的名字，名字背后的意义，以及独

特的新闻内容，注定它所代表的不是单体诉求，而
是新格拉纳达、委内瑞拉、厄瓜多尔三国人民的共

同诉求。‘哥伦比亚’这个名字如今已鲜为人知，
但是我藉此告诉大家，这个伟大的名字已经存在

了３０年了，我们决不会玷污它的神圣。刊物旨在

传播玻利瓦尔的伟大思想，我们将永不欺瞒、诚实

守信地刊登真正代表自由思想的文章。”［２３］

古斯曼文笔出众，他通过报纸向公众 细 致 地

描述了大哥伦比亚的繁荣与成就，在当时引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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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反响。古斯曼对大哥伦比亚的描述极具感染

力，共和国往昔繁华的景象通过其文字清晰地浮

现在民 众 眼 前。迪 亚 斯·桑 切 斯 对 此 评 论 道：
“《哥伦比亚人》不遗余力地给公众描述哥伦比亚，
共和国的每一个细节都如此清晰可见，唯一的目

的就是告 诉 民 众 哥 伦 比 亚 重 建 的 必 要 性 和 可 能

性。但这仍无法打消委内瑞拉的疑虑，委内瑞拉

人总 是 不 禁 在 怀 疑，这 是 不 是 格 拉 纳 达 人 的

阴谋。”［２４］

然而，古斯曼重建大哥伦比亚的努力 和 思 想

却遭到了儿子古斯曼·布兰科的反对。１８６１年２
月，古 斯 曼·布 兰 科 给 父 亲 写 了 一 封 信，信 中 写

道：“您试 图 把 生 养 我 们 的 祖 国 从 世 界 地 图 中 抹

去，为此您已经作出很大的努力与牺牲，我相信历

史也许会铭记您的功勋。您经历过独立战争，曾

经亲眼目睹哥伦比亚的样子，也曾亲耳听过‘解放

者’玻利瓦尔的演讲。但是，我想告诉您的是，您

眼前的世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您对哥

伦比亚的留恋我能够理解，但是我完全不赞同重

建。您把３０年前的哥伦比亚当作是祖国，而我只

深爱我唯一的祖国———委内瑞拉。祖国就如同母

亲，是独一无二的，我绝对不会接受除了委内瑞拉

之外的祖国 存 在。”［２５］从 信 件 的 文 字 中 我 们 不 难

看出，儿子对于父亲重建大哥伦比亚的行动和思

想十分不满并加以排斥。
但是，上述两派重建大哥伦比亚的构 想 和 努

力，最终 都 没 有 变 为 现 实，原 因 何 在 呢？ 我 们 知

道，重建者主要是一些政治精英，他们的构想与民

众利益没有直接关系。在独立战争期间，精英们

可以一呼百应，是因为民众认识到自己的利益与

反殖民统治密切相关；而现在，大哥伦比亚重建与

否与自己的利益关系不大，地方观念和地方利益

对他们更为实际。而这种地方观念和地方利益，
恰是包括新格拉纳达总督区在内的西班牙语美洲

裂变为一系列新兴民族－国家的基础。

四、结语

大哥伦比亚共和国是玻利瓦尔主义的政治理

想和实验，但由于超越当时当地的条件而最终没

有实现。如果说在建立初期，政治冲突、经济状况

恶化、三国地位差异以及军人谋反，是导致大哥伦

比亚最后解 体 的 主 要 原 因 的 话，那 么，１８３０年 后

重建努力的失败，则主要归因于三地民众及其政

治精英在通向民族－国家的道路上誓不回头的迅

跑。弟弟莫纳加斯反对哥哥，儿子古斯曼·布兰

科反对父亲，唯一的解释是政治理念不同，弟弟和

儿子代表了当时的潮流，即把建立民族－国家放

在首位。但与此同时，连当初分裂大哥伦比亚的

主要人物如派斯等，后来却试图重建大哥伦比亚，
则从侧面反映了玻利瓦尔主义思想的光辉，它一

直照耀着拉美各族人民迈向一体化之路。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受欧洲兴起的经 济 一 体

化思潮的影响，拉丁美洲也开始了在政治和经济

领域一体化的进程。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至今，拉

美一体化进程经历了两次高潮，第一次始于６０年

代初期，众多地区性一体化组织纷纷涌现，其中主

要代表有：拉美一体化协会（前身是拉美自由贸易

协会，成立于１９６０年）、中美洲共同市场（１９６２）、
加勒比共同 体 和 共 同 市 场（１９６８年 成 立，最 早 叫

加勒比自由贸易会）、安第斯集团（也称安第斯条

约组织，成 立 于１９６９年）、拉 普 拉 塔 河 流 域 组 织

（南方共同市场的前身，成立于１９６９年）等；第二

次高潮发生在９０年代冷战结束之后，经济全球化

和区域一体化大潮席卷全球，在此背景下，拉美地

区对早期的一体化理论进行了修正，提出了所谓

“开放的地区主义”的新理论，并重组旧有一体化

组织，推行对外开放式的地区一体化，这也使得拉

美一体化进程重新焕发了活力，步入了高速发展

的轨道。其中的代表有：中美洲一体化体系（由原

来的中美 洲 国 家 组 织 和 中 美 洲 共 同 市 场 重 组 而

成，１９９３年成立）、加 勒 比 国 家 联 盟（１９９４）、安 第

斯国家共同 体（由 安 第 斯 集 团 重 组 而 成，成 立 于

１９９６年）、南方共同市场（１９９１年成立，１９９５年正

式运行）、南美洲国家联盟（２００４年宣告成立南美

洲国家共同体，２００７年改名为南美洲国家联盟）、
美洲玻利瓦尔联盟（前身为２００４年创立的“美洲

玻利瓦尔替代计划”。２００９年更名为美洲玻利瓦

尔联盟）、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２０１０）、太平

洋联盟（２０１１）等。
拉美一体化进程历经半个多世纪的 发 展，极

大地改善了拉美的经济环境，各国经济持续增长，
不仅摆脱了对美国的依赖，还通过相互合作在全

球化的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但如今拉美的一体

化仍面临种 种 困 境。卡 洛 斯·马 拉 默 德（Ｃａｒｌｏｓ
Ｍａｌａｍｕｄ）说：“拉美一体化陷入困境归结于三点：
过度的民族主义、过度形式化和缺少领导国。”［２６］

拉美一体化的历史进程，从来不乏超越国家实体

的倡议和一体化组织出现，但其一体化程度和收

效却不尽人意。笔者认为，马拉默德所说的三点

原因，第一点至为重要，它在大哥伦比亚的解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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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根本性的因素。什么是过度的民族主义？就

拉美来说，就是难以打破民族－国家边界的民族

保护主义。拉美一体化与欧洲一体化几乎同步，
但欧洲形成了统一的组织———欧 洲 联 盟，并 且 拆

除了国家边界壁垒，建立了统一货币，人员自由流

动等等；而拉美各族人民之间的共性比欧洲各族

人民大得多，至少操同一语言，同信天主教，没有

欧洲各国那样深刻的历史恩怨，应该更有理由走

向一体化。但现实是，拉美没有统一的一体化组

织，而是分为许多区域组织，并且看不到各国在消

除国家壁垒上有什么进一步的措施。
针对西班牙语美洲的地方主义和民 族 主 义，

玻利瓦尔曾提出“美洲人”的概念，他认为，“新世

界有 共 同 的 起 源、共 同 的 语 言、相 同 的 习 惯 和 宗

教”，基于此，所有美洲大陆人都应是同一个民族。
玻利瓦尔的“大陆性民族主义”思想，是否能被重

新挖掘出来，成为突破拉美地方主义和国家民族

主义的思想武器，值得我们继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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