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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墨西哥民族国家的一体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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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初墨西哥实现国家独立后!开始探索民族国家建设的道路#在对白人至上的进化论的

批判中!墨西哥社会出现了对本土国民性的思考#

#"

世纪初墨西哥大革命后!一种主张融合的民

族主义思想得到了确立#革命制度党政府将民族融合的主张贯彻至民族国家的一体化建设中!一

方面!肯定了本土的印第安人及其文化在墨西哥民族国家建构中的基础性作用!将墨西哥民族国

家之根溯源到印第安人及其文化,另一方面!通过统一教育的推广!以及以土地为核心的国家社团

主义制度实现对印第安人的整合与控制!将印第安人整合进民族国家建设的过程!以此完成民族

国家的一体化建设#革命制度党政府所推动的民族国家的一体化建设!虽然存在将土著人边缘

化"同化的倾向!以及对土著人权益与政治参与度的重视不够等问题!但其彻底改变了殖民时代以

来印第安人不被认可的状态!在相当程度上解决了殖民时代以来困扰墨西哥社会发展的土著人问

题!有助于较长时间内保持国家的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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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墨西哥东海岸登陆!西班牙殖民者入侵

阿兹特克帝国!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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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领部队开进墨西哥城!完成墨西

哥的独立!

!在遭受了长达三百多年的殖民统治后!墨西哥开始了民族国家的建设之路"

与英国殖民者统治下的北美殖民地不同!西班牙殖民统治下的墨西哥!占据主体地位的是

融合了白人与印第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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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统的混血的梅斯蒂索人(

V5401c24

*"白人'印第安人也

是墨西哥社会中的显性存在"在这一背景下!如何平复殖民主义带来的伤痛!建构一个包容墨

西哥社会多元族群事实的认知框架!在统一国家的认同下完成对多元族群的身份建构!在实践

层面上推动墨西哥民族国家的建设!成为独立后墨西哥政府必须思考与面对的问题"从
$)

世

纪至
#"

世纪初!不同时期的墨西哥政府与知识分子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持续性的回应!并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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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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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仅在指代层面上使用#印第安人&#土著人&两个概念指称在西班牙殖民者入侵美洲大陆的原住民群体!并不涉

及对这两个概念的文化批评"



为官方一系列政策动向"

墨西哥学界的主流观点认为!虽然独立战争使墨西哥摆脱了殖民统治!但墨西哥民族国家

的建设一直到
#"

世纪初经过墨西哥大革命!革命制度党执政后才逐渐完成"对于
#"

世纪初

墨西哥民族国家建构的这段历史!学界已经出现了大量的研究成果"我国有学者认为!

#"

世

纪初墨西哥大革命后!发生了一次文化革新运动"此次文化革新运动是将#印第安人纳入墨西

哥民族!确立墨西哥民族种族自信与文化自信!塑造墨西哥$新人%的运动&"基于从文化民族

主义'土著主义'反教权'教育改革'壁画运动'革命小说'电影与流亡知识分子等八个层面对这

一运动进行分析!他们认为
#"

世纪初墨西哥文化革新运动是墨西哥人的又一场独立运动!是

墨西哥人克服文化与心理自卑!获得精神解放!进而实现现代化的一次运动"

! 这些论述充分

注意到墨西哥文化革新运动背后的民族主义思潮!对理解
#"

世纪初墨西哥民族国家的建构有

着一定的意义"目前!仍然需要明晰如下几个问题)首先!墨西哥民族国家的建立固然是一个

现代化的进程!但更是将底层的印第安人纳入民族国家范畴!在民族国家的框架下重新认知白

人'印第安人'梅斯蒂索人!确立墨西哥民族身份的过程"其次!这场文化革新运动!实质是墨

西哥民族国家建设方案在文化实践上的渗透!应当充分注意到这一时段墨西哥国内与拉丁美

洲的政治思潮与政治实践!从民族国家建设的整体层次上对此进行把握"

相较于我国学者对革命制度党主导下墨西哥民族国家构建的积极评价!墨西哥本土的部

分学者对这段历史则多持批判的态度!认为革命制度党执政下民族国家建设实践是对印第安

人的同化!也是对印第安人权益的剥夺!是一种屈从于国家统一的民族主义"

" 诚然!革命制

度党执政下的墨西哥民族国家建构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忽视印第安人权利的问题!但需

要注意的是!这一民族国家建设的实践是在殖民以降种族主义'殖民主义持续存在的情形下!

墨西哥联邦政府和知识精英在民族主义与独立国家共识的基础上!试图超越族群区隔与阶序

性的社会经济秩序!建立包容多元族群事实'取得多元族群认同的认识论基础的形成过程"这

一方案与实践!不仅是国家权力'统治精英和知识分子的意见表达!亦有印第安人政治与社会

理想的融入!甚至不少印第安人的知识分子也参与其中"因此!并不能简单地将
#"

世纪墨西

哥民族国家的一体化建设等同于对印第安人的同化和对印第安人权利的剥夺"

基于此!本文在对
$)

世纪墨西哥独立后社会思潮系统梳理的基础上!打破政治与文化的

区隔!从社会思潮'思想理念到政策实践三个维度对墨西哥民族国家建设的进程与实践进行分

析"本文是一项关于国家的人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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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换言之!本文对墨西哥

民族国家建构的关注!并非仅是聚焦于社会底层的印第安人!而是将研究对象拓展到探讨包括

政治精英'知识分子和印第安人在内的国民主体!探讨在墨西哥民族国家的建构中!作为政治

制度的国家实体是如何理解自我'呈现形貌并付诸实践的过程"

一'从白人至上的进化论到墨西哥国民性的反思

殖民者入侵墨西哥后!虽然信仰天主教的西班牙人对待混血'通婚相对包容的态度造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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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斯蒂索人作为墨西哥社会主体族群的事实!但西班牙人并没有公正对待墨西哥社会各个族

群!而是建立了以白人为中心的种族制度"欧洲白人是殖民地社会的绝对权力者!位于其下的

是在墨西哥出生的土生白人!也称为克里奥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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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血的梅斯蒂索人是低于克里奥

尔人的存在!印第安人与黑人则是这个社会的底边阶层"政治和经济的核心权力被来自西班

牙的欧洲白人掌控!社会底层的印第安人与少数黑人遭受其他阶层的层层剥削!失去土地'资

本!成为依附于殖民者权贵阶层的存在"殖民统治后期!卡洛斯三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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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改革激化

了殖民地社会的矛盾!推动着墨西哥土生白人阶层的崛起及其与其他族群的联合"在民族主

义思潮的动员下!墨西哥本土社会的多元族群!团结在了本地化的天主教圣母瓜达卢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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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旗帜下!联合推翻了西班牙人的殖民统治"然而!独立后的墨西

哥!并没有做好民族国家建设的制度准备"战争平息后!以白人为中心的种族主义制度迅速恢

复!墨西哥国内仍然存在着严重的种族区隔与歧视"

差不多同一时期!进化论与实证主义的论点开始席卷包括墨西哥在内的拉丁美洲多个国

家"这一思潮与拉美社会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思潮融合!进一步强化了拉美国家对待有色人

种的拒斥态度"包括阿根廷思想家阿韦蒂(

;865B91

*'萨缅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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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智利的思想家

拉斯塔里亚(

W/40/BB1/

*在内的诸多学者都表示出对欧洲白人的高度认同和对印第安人'黑人

的强烈鄙视!认为印第安人'黑人是尚未开化的落后种族!白人与有色人种的混血与通婚是一

种#退化的'可耻的行为&"最为激进的当属萨缅托!他甚至主张引进盎格鲁
-

撒克逊白人!通

过提高白人的数量来改进拉丁美洲的#种族质量&"

" 在墨西哥!胡斯托0谢拉(

J7402?15BB/

*

是进化论的典型代表"谢拉是孔德与斯宾塞思想的狂热追求者!在+墨西哥人民的政治进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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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他主张必须通过生物和文化上的#杂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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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印第安人种的生理和心理条件!通过教育启蒙土著人的心智!以此实现墨

西哥的#进化&(

5O287G1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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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得一提的是!谢拉活跃之时!正是墨西哥历史上的波菲里奥时

代"执政的波菲里奥0迪亚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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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是一位坚定的进化论者!主张#以进化替代

革命&"在他执政期间!谢拉曾担任墨西哥公共教育部长和艺术部的副部长!参与设计了多个

公共教育的改革计划!其主张的政治思想得到进一步实践"

虽然进化论思想在拉丁美洲盛极一时!却并没有得到拉美人民的真正认同与普遍接受!原

因首先在于进化论思想自身的局限性"白人并非拉丁美洲国家的主体族群"此外!白人内部

还存在着来自欧洲的白人与拉丁美洲土生白人的区别!两者对待白人文化的认同上也存在着

较大的差异"进化论对欧洲白人的极端推崇在事实层面上否定了作为拉美社会主体的梅斯蒂

索人的地位!也没有承认拉美土生白人的合法性!必然无法得到社会大众的认可"进化论与白

人至上论的核心是欧洲文明中心论!这一主张试图通过对拉丁美洲文明与族群的否定!确立欧

洲文明作为世界文明的中心与未来发展方向"显然!进化论对内并没有解决拉丁美洲民族国

家统一性的问题!对外也没有承认拉丁美洲混合文明作为整体性存在的社会事实!也没有明晰

*D

"

+民族研究,

#"##

年第
*

期

!

"

#

瓜达卢佩圣母起源于西班牙的埃斯特雷玛杜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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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是西班牙天主教收复穆斯林所占土地的象征"

在天主教传入墨西哥的过程中!这一神灵融合了墨西哥特佩亚克附近日月星辰之母的科亚特利库埃(

A2/081G75

*的元素!演

变为上帝之母的#瓜达卢佩&"保留了本土印第安女性的面庞和身着蓝绿色衣服的瓜达卢佩圣母!得到了墨西哥民众的广泛

认可!成为墨西哥天主教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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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丁美洲文明在世界文明版图的地位!很快就遭到了拉丁美洲学者的抛弃"

拉美学界对进化论的批判与拉丁美洲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也是密不可分的"在摆脱西班

牙人的殖民统治后!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将目光投向了北部的美国!希望借助同是有着殖民历

史的美国的力量!彻底斩断殖民体系对拉丁美洲国家的支配!并在美国的支持下实现拉丁美洲

的独立与富强"然而!美国对拉丁美洲国家的征战与掠夺造成了#说英语的美洲&和#讲西班牙

语的美洲&的区隔"在发现这一残酷的事实后!哥伦比亚人何塞0玛利亚0托里斯0凯塞多

(

J24̂ V/Bg/C2BB54A/1G592

*在其著名的诗篇+两个美洲,(

W/4924;@̂B1G/4

*中痛心疾首地

写道)#这个美洲的合众国忘记了正义和责任!普世之爱的神圣法则禁止这种遗忘"&

!意识到

美国殖民主义继承者的身份后!拉丁美洲知识分子开始了本土民族主义的探索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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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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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美墨战争的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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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法国对墨西哥的入侵!进一步推动

着墨西哥民族主义思潮的生长"安德烈斯0莫利纳0恩里克斯(

;.9B̂4V281./I.Bg

Y

75c

*是

迪亚斯执政晚期墨西哥著名的的知识分子与政治家!在+国家的重大问题,中!恩里克斯提出

#建立墨西哥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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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观点!

"并超越了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对混血

人种的污名化定性!将混血人种提升至墨西哥民族的高度"恩里克斯将混血人种描述为#西班

牙元素和土著元素的合体&!认为混血种族并不是一个新的种族!而是被西班牙血统改造过的

土著种族"混血种族超越了血统单一的原住民'西班牙人和土生白人!保留了每个渊源种族的

精髓"进而!恩里克斯声称混血种族将是#白人种族&的#先进进化&!也是对#土著种族&的#先

进选择&!是一个#自由并具有革命性&的群体!是真正的墨西哥人"

# 虽然恩里克斯对混血种

族的过分拔高!以及对混血之于白人和印第安人#进化&#洗涤&的论述依然有着进化论的色彩.

但不可否认的是!恩里克斯对于混血人种的定性却是革命性的!体现着墨西哥本土知识分子试

图建立一个包容墨西哥社会多元族群事实的知识范畴的努力!为墨西哥民族国家的建构打下

了新的认识论基础"

二'

#"

世纪初墨西哥大革命后民族融合思想的形成

迪亚斯执政末期!他的独裁统治激起了民众的普遍不满!零星出现的反抗运动最终演变为

持续数十年的墨西哥大革命"漫长的革命'军阀的混战干扰了正常的社会秩序!造成了大量居

民流离失所!对墨西哥社会造成严重的影响"然而!作为一项遍及全国的'大规模的社会政治

运动!墨西哥大革命却提供了一个变革殖民时代的统治秩序!重组政权与整合社会的契机"正

是在这一过程中!一种不同于殖民时代以降的主张民族融合的民族主义思想得到了确立"

在反对迪亚斯独裁的斗争中!以白人为核心的实证主义和进化论的主张遭到进一步的批

判"随着拉丁美洲与墨西哥社会民族主义思潮的日益发展!阐述墨西哥民族国家'拉美文化与

世界秩序之间关系!主张融合的民族主义思想浮出水面!这首先表现在墨西哥人类学之父曼努

埃尔0加米奥(

V/.758[/@12

*的主张上"

$)$"

年!跟随博厄斯(

RB/.cS2/4

*学习!刚从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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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人类学学位的加米奥返回墨西哥"回国后!加米奥推动成立了人类学理事会!开始了对奥

蒂瓦坎山谷人口的经典区域研究"

$)$D

年!加米奥出版了+锻造祖国,(

R2B

i

/.92

Q

/0B1/

*!系

统阐释了墨西哥国民性与民族国家建设路径的思考"在对殖民时代以来墨西哥历史的回顾

中!他驳斥了欧洲文明中心论对墨西哥文明卑劣的定性!认为评价#民族有无文化的做法已经

过时!因为我们无法给文化或者文明这个词语赋予绝对的价值&!#仅仅因为墨西哥不同于欧洲

和北美文明的特征!将其定义为未开化的!是不合适的&"

! 加米奥还认为!导致墨西哥数百年

来混乱与战争的根源在于西方文明中心论对墨西哥历史建构的苍白'混乱与无序"种族的异

质性与多元性是墨西哥文明的特征"包括西班牙殖民者及其后裔在内的封建知识分子!摒弃

了由土著血统构成的墨西哥社会的多数派!在宪法的制定与经济社会发展中造成了土著人与

墨西哥社会的区隔!以及对墨西哥民族的污名化"

"

在加米奥看来!墨西哥社会存在着三种不同类型的种族与文明)第一种是土著种族或土著

血统占优势的人种"虽然他们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坚定的反抗精神!却不知道自我救赎的方式!

也无法与现代社会适应"第二种是混血人种"这个阶层是永恒的反叛者!是族群'阶级纯正性

的反对者!是唯一生产知识的中间阶级"这个群体不是完全拥抱西方文化的分裂分子!也非拒

不接受变化的土著人!而是吸收了两种文明的成果!创造了具有活力的#中间文化&(

G7807B/

@591/

*"第三种由墨西哥外国人的近亲或远亲后裔构成!他们的血统很少与中产阶级混合!与

土著人没有任何交集"他们是墨西哥社会顽固的贵族阶层!是墨西哥进步发展的阻碍"基于

墨西哥社会多元族群与文化共生的事实!加米奥认为!应当建立一个包容墨西哥所有族群真实

信息的历史阐释!在种族融合'文化表现融合'语言统一和经济均衡四个层面上实现墨西哥民

族国家的建构"加米奥进而直接主张!墨西哥民族国家是建立在混血种族及其文明的基础之

上的"混血人种是墨西哥民族的主要构成!其所持有的融合性的文化表达可以作为墨西哥民

族文化的基础和模板!是为墨西哥民族国家建设服务的文化形式"

#

针对民族国家的建设路径!加米奥提出了自己的方案"他认为!首先!应当从墨西哥人口

构成而非欧洲人的视角制定普遍意义上的宪法与法律"

$ 其次!在经济层面上!应当建立一个

为所有族群共享的公平'公正的经济制度"加米奥用家庭进行比喻!认为#一个家庭要和谐团

结!所有成员都必须享有确保他们身心健康的经济资源"一个家庭要形成和谐的整体!形成一

个族群!就必须让所有人都享有可以享受的福祉!建立公平的经济环境&"

% 再次!通过教育的

方式实现种族与文化的融合"这种教育并非欧洲扫盲式的教育!而是将墨西哥的历史渊源与

当下社会状况融合!将民族主义融入其中"关于印第安人的教育是实现种族与文化融合的重

点"这一教育并非只是教他们学习西班牙语!教他们穿着混血人种的服饰等外表'形式上的教

育!而是致力于让印第安人融入混血传统的墨西哥社会"通过对混血文明的教育!真正促进印

第安人对于混血文明的认同"对于混血人种外的其他种族!亦必须使他们接受教育!让他们了

解前哥伦布时代至今土著艺术的技术和特征!在认同墨西哥混血文明的基础之上!完全实现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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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哥文明的本土溯源"

!

差不多同一时期!墨西哥知识分子何塞0巴斯孔塞洛斯(

J24̂ _/4G2.G5824

*从世界文明的

秩序中!对以墨西哥为代表的拉丁美洲混血人种与混血文明的合法性与优越性进行了再次确

认"在
$)#*

年出版的+宇宙种族,(

W/B/c/Gh4@1G/

*中!巴斯孔塞洛斯明确地肯定了拉丁美

洲文明的主体性与合法性!在对欧洲殖民者征服拉美历史梳理的基础上!巴斯孔塞洛斯清醒地

意识到盎格鲁
-

撒克逊文明与拉丁美洲文明的张力关系!以及对拉丁美洲文明持久的征服与

冲突"#我们的时代已经成为并将继续成为拉丁主义与盎格鲁
-

撒克逊主义的冲突.制度'目

标和理想的冲突33我们不仅在战斗中失败.在意识形态上!盎格鲁人继续征服我们&"

" 巴

斯孔塞洛斯进而对以欧美为中心的殖民秩序与世界体系进行了深刻反思"他认为!殖民时代

以降!建立在征服基础上的世界秩序并非是对世界人民的真正联结"殖民征服'种族主义强化

了人类的区隔!造成了世界冲突与历史危机的出现"在西方殖民主义及其余毒持续存在的情

形下!联结人类的使命历史性地落在了拉丁美洲人民身上"在白人对拉丁美洲印第安人的征

服与殖民统治中!拉丁美洲出现黑人'印第安人'蒙古人和白人融合的混血儿"混血种族的出

现!不仅是不同族群'人种肉体上的融合!更是精神与文化的融合"这是拉丁美洲之于人类社

会与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巴斯孔塞洛斯强调!混血种族是一种#最终种族(

8/B/c/

95U1.101O/

*'综合种族(

8/B/c/4g.05414

*'整体种族(

8/B/c/1.05

:

B/8

*!由所有民族的天才和血液

组成"因此!这一种族更有能力实现真正的兄弟情谊和真正的普世愿景&"

# 混血种族的出现

是种族发展与进步的结果!代表人类社会未来的发展方向"

$ 巴斯孔塞洛斯对混血族群与文

明的认知!完全否定了进化论范式下种族主义对拉丁美洲混血传统的污名化标签!赋予了混血

种族与文明的合法性!强调了其作为拉美社会标志性特征的重要意义.此外!还从人类社会与

世界人民的高度!论述了拉丁美洲混血种族与混血文明在超越殖民以降种族'文明与国家的冲

突与区隔!创造为世界人民所共享的文明形态!建构人类社会共生发展的和平秩序的重要

意义"

加米奥与巴斯孔塞洛斯的论述标志着一种主张融合的民族主义思想在墨西哥的完整生

成"在本土主义与民族主义的语境下!墨西哥本土知识分子打破了欧洲殖民者种族主义和进

化论对混血概念污名化'边缘化的建构!确立了混血族群作为墨西哥主体民族的地位!由此完

成了墨西哥民族性的探寻与建构"在民族融合的理念下!沟通不同族群的种族与文化融合的

混血身份成为墨西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标识"值得一提的是!知识分子将墨西哥民族的

认同来源归于本土的印第安文明!而非是种族主义阶序中#高等级&的白人文明!这显示出墨西

哥本土知识分子对民族身份建构的独立探索"

另外!需要重点指出的是!加米奥与巴斯孔塞洛斯都曾在墨西哥政府中担任要职!两人均

在执政过程中实践着民族国家建设的一系列主张"巴斯孔塞洛斯曾先后担任墨西哥国立自治

大学校长和公共教育部长(

?5GB50/Bg/95I97G/G1h.Pj681G/

*"在他的力推下!墨西哥教育和文

化部门致力于梳理墨西哥本土文明的历史!挖掘本土印第安文明与混合文化的资源!改变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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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充斥墨西哥社会的状况!以民族艺术服务于国家建设"例如!在土著农村地区!公共图书

馆与学校的建立!进一步提升了墨西哥国民的文化教育水平!强化着他们对于墨西哥本土文明

的感受与认知"作为#墨西哥人类学之父&!加米奥在墨西哥大革命后先后担任发展部乡村人

口'国有土地与殖民化局 (

P268/G1h. T7B/8

!

C5BB5.24 M/G12./854

=

A282.1c/G1h.958/

?5GB50/Bg/95R2@5.02

*的局长'国家人口局(

'5

Q

/B0/@5.02'5@2

:

BfU1G2

*局长'美洲印第安人

研究所(

b.4010702b.91

:

5.140/b.05B/@5B1G/.2

*所长等职务!对大革命后墨西哥民族国家建设与

民族政策的制定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革命制度党政府民族国家一体化建设的实践

$)#)

年
,

月
*

日!墨西哥全国政治俱乐部和地方政党举行代表大会联合成立了国民革命

党 (

P/B0192 M/G12./8 T5O287G12./B12

!

PMT

*!

$),)

年 改 组 为 革 命 制 度 党 (

P/B0192

T5O287G12./B12b.40107G12./8

!

PTb

*"汇集墨西哥社会各个阶层'代表普罗大众诉求的革命制

度党人致力于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内的政治冲突!建立一个凝聚所有阶层'包容各个族裔!为社

会进步与民众福祉带来收益的社会体系!以此实现大革命后墨西哥社会的迅速发展"在对加

米奥和巴斯孔塞洛斯等人思想吸收的基础上!革命制度党政府改变了殖民时代以来排他性的

种族主义理念!开始实施主张融合的民族主义政策"革命制度党政府一方面肯定了印第安人

及其文化在墨西哥民族国家建构中的基础性作用!将民族国家的象征溯源至殖民时代前的土

著社会.另一方面!在实践层面致力于建设包括印第安人在内的墨西哥社会多元族群整合及其

融入民族国家的体系!大力推进民族国家的一体化建设"

!一"文化民族主义基础上印第安文明作为国家象征的确立

大革命后的墨西哥!有两个可以追溯的文化传统)一是西班牙殖民者带来的基督文明传

统!二是本土历史悠久的印第安文明传统"在内外因素的双重作用下!统治者和知识分子早已

将民族国家认同的来源投向了本土历史悠久的土著文明!表现出文化民族主义执政面向"在

墨西哥!文化民族主义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在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盎格鲁
-

撒克逊

传统外!在文化层面上确认墨西哥民族国家独立的文化身份.对内则强化多个民族的整合!试

图完成墨西哥人与墨西哥文化身份象征的建设"

对于土著文明挖掘与认同的建构肇始于人类学学者兼政府官员的加米奥"他在圣0米格

尔0 阿曼特拉(

?/. V1

:

758;@/.08/

*'阿斯卡波查尔科(

;cG/

Q

20c/8G2

*和特奥蒂瓦坎

(

C5201<7/Gf.

*的考古发现证明了土著印第安文明的瑰丽辉煌!并强调了土著文明有能力'有

资格担当混血种族的基石"

! 他的主张得到了社会大众的普遍认同!不同学科的知识分子参

与其中!共同致力于论证印第安文明在墨西哥民族国家认同建构中的地位"在这一背景下!一

系列旨在于挖掘'呈现墨西哥民族起源的学术机构纷纷设立!人类学成为这些学术机构的支撑

学科"奥夫雷贡(

;8O/B2\6B5

:

h.

*总统于
$)#$

年在公共教育部下创建了土著民族教育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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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部!致力于研究土著社会的文明与社会经济发展状况"

! 在这一政策的推动下!墨西哥相继

成立了一系列人类学机构!其中包括
$),*

年设立的印第安事务部(

'5

Q

/B0/@5.0295;47.024

b.9g

:

5./4

*!

$),+

年发起的墨西哥人类学学会(

W/?2G159/9V5X1G/./95;.0B2

Q

282

:

g/

*!

$),(

年创立的国立人类学历史学学院(

I4G758/M/G12./895;.0B2

Q

282

:

g/5K1402B1/

*!

$),)

年设立

的国立人类学历史学研究所(

b.4010702M/G12./895;.0B2

Q

282

:

g/5K1402B1/

*以及
$)*(

年创立

的国立印第安研究所(

b.4010702M/G12./8b.91

:

5.140/

*"

在国家机关'人类学学者及社会大众的共同参与下!土著文明作为墨西哥国家象征与文明

根基的地位得到确认"在这一系列文化实践中!壁画运动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代表"以何塞0

克莱门特0奥罗斯科(

J24̂ A85@5.05\B2cG2

*'迭戈0里维拉(

'15

:

2T1O5B/

*和大卫0阿尔法

罗0西奎罗斯(

'/O19;8U/B2?1

Y

751B24

*为代表的艺术家!利用公共空间!将土著文明的元素融

入壁画中!创作了数百平方米的公共壁画"这些融入土著元素的壁画作品!极大提升了土著人

及其文明在墨西哥民族国家发展中的历史意义!并以壁画这一日常生活中常见的艺术形式强

化了民众对土著文明的感知"

" 此外!这些有着土著元素的壁画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

注!它们作为墨西哥文化的象征成为西方世界现代艺术潮流的重要组成部分"除壁画外!土著

舞蹈'电影'音乐'诗歌和文学方面的成果也得到了深入挖掘"随着更多的土著遗址被发现!土

著文明作为墨西哥民族象征的地位日益巩固"

$)D*

年!国立人类学博物馆在墨西哥城改革大

道一侧落成"这座占地面积
$#>!

万平方米'建筑面积
*>*

万平方米的巨大博物馆!陈列了包

括特奥蒂瓦坎文明(

G1O181c/G1h.C5201<7/Gf.

*'托尔特克文明(

G1O181c/G1h.02805G/

*'阿兹特克文

明(

G1O181c/G1h./c05G/

*'玛雅文明(

G1O181c/G1h.@/

=

/

*在内的大量土著文明考古遗迹"矗立在

博物馆门口迎风飘扬的墨西哥国旗!不断强化土著文明的国家象征"

事实上!墨西哥政府对土著文明的挖掘展示!以及在此基础上诸多公共文化设施的设立!

不仅体现了以土著文明作为墨西哥民族国家象征的确立!还在于以公共艺术的方式!强化民众

对墨西哥土著文明的感知!实现对民众民族主义的教育"在提升土著人文化自觉与文化自豪

感的同时!使其以当代社会普遍接受的艺术形式表述自身悠久的文化传统!改变过往墨西哥社

会为西方艺术主导的状况!使墨西哥社会的多元族群真正理解与他们联系最为紧密的艺术形

式的历史渊源"更为重要的是!土著艺术与大众流行文化的融合!既是对墨西哥社会混血文明

历史的呈现!其自身亦是墨西哥文化混合的重要组成"

!二"对印第安人的整合

除在文化层次上确定民族国家的象征认同外!在社会经济层面上!整合墨西哥境内的各个

族群'构建多元族群整合共生的社会制度框架成为革命制度党政府面临的重要问题"虽然革

命制度党政府接受了加米奥等人的主张!但在残存的进化论思想影响下!革命制度党政府认为

少数欧洲裔的白人并不会对政府的统一与稳定产生威胁"同时还认为!虽然在象征层面上赋

予了土著人及其文明的主体地位!但这些完全本土的'非混血的且在国民构成中占据较大比重

的印第安人是民族国家潜在的分裂对象"由此!革命制度党政府将对国家整合的重点放在了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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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第安人身上!对印第安人的整合教育和统一的社会经济制度的建立!成为革命制度党执政后

政策的重要面向"

第一!统一教育体系的建立与对印第安人的教育整合"

墨西哥教育机构的转型在大革命期间就已经发生"

$)$*

年!以卡兰萨(

_5.7401/.2

A/BB/.c/

*代表的自由主义力量推翻篡权者韦尔塔(

K75B0/

*政权!宣布废除迪亚斯时期的政治

长官(

PB5U5G02

Q

28g01G2

*制度!建立自由的市政系统!这直接宣告了社会发展与教育机制的转

型"

! 然而!地方行政长官负责制并不足以应对错综复杂的教育局面!最终导致联邦'州政府

对教育控制的加强"

$)#$

年!在奥夫雷贡总统的支持下!何塞0巴斯孔塞洛斯负责组建了公

共教育部(

?5GB50/Bg/95I97G/G1h.Pj681G/

!

?IP

*!

"这是联邦第一次设立管辖全国教育的权力

机关"设立公共教育部的目的在于将印第安人整合至民族国家的序列"公共教育部通过农村

学校的设立!逐渐强化联邦政府对地方教育系统的控制"虽然这一过程是漫长'曲折的!充满

着反复'冲突和协商!但必须承认的是!正是在联邦公共教育部的持续推动下!职业的'专门的

官僚机构逐渐取代了以往时代地方长官的个人权威!成为墨西哥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组成"

$),"

年后!随着革命制度党统治的日益稳定!联邦政府对基层教育的控制越发强化"甚至可

以说!与联邦政府紧密结合的教育体系是大革命后墨西哥教育发展的基本面向"在建构统一

民族国家的语境下!对土著人整合的教育成为联邦教育机构的首要职责"

公共教育部设立后不久!这一机构下设的土著民族教育与文化局就开始了对土著农村教

育的改革!在印第安人的聚居地大规模设立学校"在墨西哥东南部印第安人聚居的恰帕斯州!

当时共有
*""

万左右的土著人口!其中
#""

万人只能使用土著语言"

$)#*

年底!联邦政府在

这一地区设立了
$"""

多所学校!总共有
$$*D

名教师为
D!

!

,""

名土著学生提供服务"

$)#!

年!农村地区的联邦学校统归教育部下属的农村土著文化融合乡村学校局(

'5

Q

/B0/@5.0295

I4G758/4T7B/85495b.G2B

Q

2B/G1h.A7807B/8b.9g

:

5./

*管理!该局致力于提升土著儿童的教育

水平与发展水平"

# 首先要求所管学校致力于向学生普及西班牙语!提升学生的阅读和写作

能力!帮助其融入墨西哥主流社会"其次!联邦政府亦希望通过这些乡村学校的设立!取代教

会在村落生活中的中心地位"此外!联邦政府开始向土著地区派遣教育特派团!在土著地区开

展文化宣教!向原住民提供各种知识服务"

$)#!

年开始推广的#印第安学生之家&(

W/A/4/958I40791/.05b.9g

:

5./

*计划是一个更为

激进的项目"这一计划将印第安乡村社区的学生聚集到首都墨西哥城!让他们经受现代文明

的洗礼!改变思维方式与风俗习惯!消除印第安人与现代文明的差距!强化他们对墨西哥民族

国家的认同"在掌握西班牙语!习得主流阶层的生活习惯!结束学习后!这些学生将返回原来

的村社"他们把在#印第安学生之家&习得的文化传播给所在的社区!实现对整个社群的改造"

时任教育部长的何塞0曼努埃尔0普伊赫0卡萨乌兰科(

J24̂ V/.758P7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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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第安学生之家&的设立!能够基于#以点带面&的方式完成对整个印第安族群的教化"将学

生们从农村带到城市!使其与城市居民接触!也有助于消除城市居民对土著人民的不信任!缩

短两者之间的距离"然而!这一计划的实施并不顺利"大部分土著学生完成学习后并不愿意

回到土著社区!而是选择在首都谋生"鉴于此!位于墨西哥城的#印第安学生之家&在
$),,

年

关闭!取而代之的是在州一级层面上设立的土著寄宿学校"

!

面对#印第安学生之家&的失败!革命制度党政府对印第安人的教育整合重点放在了乡村

土著学校的扫盲与西班牙语的推广普及上"基于大部分土著社区没有西班牙语使用环境的事

实!墨西哥教育部门一直在探索建立适宜于土著社区的扫盲和西班牙语普及方案"卡德纳斯

(

AfB95./4

*执政期间(

$),*-$)*"

*!与北美福音派组织合作!成立了墨西哥夏季语言培训班

(

58b.4010702W1.

:

lg401G295_5B/.25.V̂ X1G2

*!以宗教教育的方式!致力在土著社区普及西

班牙语"此后!经过不断的探索!最终形成了先用土著语言扫盲!再用土著语言传授西班牙语

的教学方式"这一模式在
#"

世纪
+"

年代最终演变为印第安社区的双语教育模式"此外!墨

西哥政府还设立了多个#土著协调中心&!致力于提升土著人的西班牙语使用水平!强化国民教

育!并在这一基础上实现土著地区经济'社会和卫生事业的发展"

"

第二!以土地为核心的国家社团主义制度对印第安人的控制与整合"

从殖民时代至
#"

世纪初墨西哥大革命结束!在墨西哥漫长的历史中!在种族主义'殖民体

系的阶序建构中!墨西哥社会并没有形成强大的'起着支配性作用的本土的民族资产阶级!以

及能够实现广泛动员的'控制各个阶层的统治力量"在经历了大革命的长期动荡后!执政的革

命制度党政府迫切需要建立一个集权的'有力的政治经济制度!以实现对国家主权与安全的维

护"虽然这是一个以集权为特征!自上而下建立的统治秩序!但并不意味着这一政治秩序完全

服从服务于政府的诉求!以及民主与正义的缺失"相反!为了真正赢得民众的信任与支持!革

命制度党在建立垂直的统治秩序'实现对民众控制的同时!也力求满足不同种族'阶层民众的

诉求!由此形成了政治约束和利益诱导并存的国家社团主义制度!最终实现了国家秩序的长期

稳定"

一般观点认为!国家社团主义制度的形成与革命制度党相关!至少在
$)#)

年革命制度党

的前身国家革命党上台后!墨西哥的政治体制才表现出国家社团主义的特征"事实上!早在墨

西哥大革命之初!国家社团主义制度的雏形就已经开始出现"当时!工人'农民'中产阶级和遍

布城乡的人民组织就已经试图与统治阶层达成一定的结盟关系"在农村!个体的小生产者以

土地分配和整合中小型农业生产的名义被纳入集体土地所有制的公社里.在城市!劳动立法的

推进与教育'卫生和住房等保障计划的实施!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强化

着普罗大众对革命政权的认同"尤其是
$)$+

年宪法的颁布!体现了革命政权的承诺!极大提

升了民众对革命政府的认可"最终!革命制度党上台后!在卡德纳斯总统执政时期!一个将农

民'工人'社会大众和教师等所有墨西哥民众整合的国家社团主义制度最终建立"

# 具体而

言!

$),(

年!卡德纳斯总统在对国民革命党改组后!在党内按照工人'农民'人民和军人等非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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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性职业社会团体性质!把党划分为工人部(

5845G02B26B5B2

*'农民部(

5845G02B/

:

B/B12

*'人民

部(

5845G02B

Q

2

Q

78/B

*和军人部(

5845G02B@1810/B

*四个部门"

$)*"

年!军人部取消!原来的四

个部变成了三个部"其中!工人部主要包括城市的劳工!由墨西哥工人联合会(

A2.U595B/G1h.

95CB/6/

i

/92B5495V̂ X1G2

!

ACV

*领导.农民部由全国农民联合会(

A2.U595B/G1h.M/G12./8

A/@

Q

541./

!

AMA

*领导!土著人被划入这一团体内.人民部包括政府雇员和教师联合会!是小

土地所有者'学生和专业人士的组织!由全国人民组织联合会(

A2.U595B/G1h.M/G12./895

\B

:

/.1c/G12.54P2

Q

78/B54

!

AM\P

*领导"

!

在取得执政地位后!革命制度党迫切需要建立既忠于革命制度党!又能有效管理土著社区

的制度体系!实现对土著社群的整合"原因如下)第一!土著地方社会长期存在传统的'本土性

的社会政治结构!这在相当程度上削弱了国家权力对这一区域的管控"第二!如前所述!革命

政府一直致力于从教育层面对印第安人的整合!但效果却并不显著"国家社团主义制度的出

现无疑极大地满足了他们的诉求"第三!在民族国家建设的大环境下!革命制度党政府试图通

过国家社团主义制度的建立!强化职业身份在民族国家建构的基础性地位!以此实现社会经济

层次上的农民身份!取代文化层次上的土著身份"因此!在国家社团主义制度形成后!革命制

度党政府迅速将这一制度推广到广袤的印第安农村地区"

对于土著人而言!促使他们接受国家社团主义制度'加入农民职业社团的根本原因在于农

民职业社团在土地改革与分配中的垄断地位"土地问题是墨西哥民族问题的重要内容"在以

农业生产为主的土著族群中!一直流传着土地母亲和太阳父亲孕育人类的神话"土地不仅是

他们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更是赐予他们力量'支撑他们生活的神圣象征"西班牙殖民者入侵

墨西哥后!掠夺了土著人的土地!建立了农业大庄园!强迫土著人为其劳作"殖民者的残酷剥

削与掠夺!引起了印第安人的持续抵抗"墨西哥独立后!崛起的克里奥尔人和梅斯蒂索人沿袭

了殖民时代的土地政策!他们试图通过对土地资源的掠夺!在经济层面上消解作为土著社群共

同财产的土地!祛除土著身份与认同对墨西哥民族国家的威胁!完成对土著人的彻底整合与改

造"

#"

世纪初!墨西哥国内占人口
">#e

的地主拥有
(+e

的土地!

)$e

的乡村人口却缺少土

地"土地分配不均成为墨西哥社会的严重问题!直接导致
$)$"

年墨西哥大革命的爆发"

"

#土地与自由&甚至成为墨西哥大革命的标志性口号"墨西哥大革命后!

$)$+

年通过的宪法第

#+

条!承认了国家对土地的所有权!规定将土地归还给土著社区与民众"这是新生的革命政

权对殖民时代以来土著人土地诉求的回应!表达着革命政府力求缓和与土著人的关系!实现政

治稳定的诉求"然而!这一法律却并没有规定政府如何将土地归还给印第安人!以及如何实现

土地资源分配的路径"卡兰萨总统执政期间!初步形成了依托社区向土著人分配土地的方案"

革命制度党执政后!卡德纳斯总统亦倾向于以直接捐赠给村社(

5

i

19/8

*的方式分配土地!由此

促成了基层村社成为土地分配新的政治单位"革命制度党选择一些农户(

5

i

19/0/B124

*作为他

们忠诚的代理人!并将村社委员会(

G2@14/B1/925

i

19/8

*转变为革命制度党政府与基层村社之

间绝对的中间人"土地分配机制建立后!国家层面上的农民职业社团---全国农民联合会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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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迅速成立!并在全国的土地分配中占据绝对的垄断地位"所有为土地而战'希望获得

土地分配的社区都加入了这一职业社团中"

!

在全国农民联合会以外!从
#"

世纪
*"

年代开始!墨西哥陆陆续续出现了许多新的农民组

织!其中包括
$)*)

年成立的墨西哥工农联合会(

N.1h.[5.5B/895\6B5B24

=

A/@

Q

541.2495

V̂ X1G2

!

N[\AV

*!

$)D,

年成立的独立农民中心(

A5.0B/8A/@

Q

541./b.95

Q

5.915.05

!

AAb

*和

$)+"

年成立的墨西哥农业委员会(

A2.45

i

2;

:

B/B140/V5X1G/.2

!

A;V

*"虽然这些组织都曾

或多或少地挑战过全国农民联合会的垄断地位!但这些组织或是被革命制度党#收编&!成为官

方农民组织的组成部分!或是在与革命制度党的结盟中获利"因此!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全国

农民联合会是印第安民众获取土地和资源开发的主要渠道!几乎所有的印第安民众都加入了

这一职业社团"

农民职业社团的第一要务是以土地为纽带!将文化层面上不同于混血人种的土著人彻底

整合至民族国家之中"农民职业社团在土地分配的实施中明显体现出这一导向"有研究显

示!墨西哥大革命后!全国农民联合会分配的土地中!占比
("e

的大庄园的土地被分给了自认

为是混血身份的农民!只有
#"e

的土地是以共有财产的方式#归还&给了自认为是#纯土著&的

居民"

" 这一政策导向具有两个层面的意义)首先!土地分配中明显偏向于混血的导向促使更

多的土著人开始在现实层面上思考自身的身份"以语言为族群身份确立标准的实际情况也在

事实上为土著人身份的转变赋予了较大的弹性空间"其次!土地分配的不足!激发了更多的土

著人强化与农民职业社团的联系!在国家社团体系的框架下表达自身诉求!推动更多的土著人

加入农民职业社团"

在土地分配制度外!革命制度党政府还推行了一系列经济社会发展的计划!力求让土著人

更为彻底地融入国家"卡德纳斯总统执政期间!革命制度党政府大力推动了#土著主义&

(

b.91

:

5.14@2

*项目"这一项目旨在推动#土著人在社会和文化上融入国家!实现土著人的墨

西哥化&"

# 在建立现代农业生产体系的背景下!革命制度党政府力求通过对传统农业生产集

中化'工业化的改造!改变土著村社贫穷落后的面貌!推动土著居民融入现代工业生产体系"

革命制度党政府在土著社区建立了合作社与车间学校!派遣农业技术专家讲授集约化的农业

生产方法与技术!并以农业合作社和大规模生产的方式!在推动农村与土著地区工业化发展的

同时!瓦解土著村社以家庭为基本生产单位的传统"此外!依靠农民职业社团!革命制度党政

府在土著社区发起了包括完善农业灌溉!建立农业信贷体系在内的多项改革"

#"

世纪
+"

年

代后!在土地资源减少!国内经济持续衰退的背景下!革命制度党政府更是将土著社区经济社

会发展的重点从土地分配转移到增加农业公共投资上"尤其是在路易斯0埃切维里亚(

W714

IG<5O5BB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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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和何塞0洛佩兹0波蒂略(

J24̂ Wh

Q

5cP2B01882

*(

$)+D-$)(#

*执政

期间!革命制度党政府极大地提升了对土著地区农业基础设施的投资!农业职业社团也将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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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墨西哥民族国家的一体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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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能从土地分配转移到对农业的信贷与补贴'基础设施工程和各项政府主导的农业生产计划

的参与上"

!

从
$)$+

年颁布宪法!宣布在农村地区发起土地改革!到
$))#

年宪法第
#+

条修改对印第

安人土地分配与保护的彻底中断!持续数十年的土地改革最终摧毁了迪亚斯时代的土地所有

制!超过
,""

万的印第安民众获得土地!一系列经济社会发展计划的实施也极大地改善了土著

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状况"在解决殖民时代以来影响墨西哥社会稳定的土地问题的同时!极

大地强化了土著人对墨西哥民族国家的认同!对墨西哥国内社会秩序的长期稳定起到了重要

作用"

四'结
"

语

梳理
#"

世纪墨西哥民族国家一体化进程!可以看出!墨西哥民族国家的一体化建设是建

立在统治阶层与知识分子对国家民族性和主体性思考的基础之上!是革命制度党政府对民族

发展道路自主性'独立性的探索"这一方案的实施!虽然存在将土著人边缘化'同化的倾向!以

及对土著人权益与政治参与度的重视不够等问题!但彻底改变了殖民时代以来土著人不被认

可的状态!在相当程度上解决了殖民时代以来困扰墨西哥社会发展的土著人问题"土著文明

作为墨西哥民族国家象征地位的确立!国家社团主义制度的建立以及将土著人纳入经济社会

发展的范畴!极大地强化了土著人的国家认同"正是在这一政策下!墨西哥结束了内忧外患'

军阀混战的局面!在较长的时间段里实现了国家的安定!经济社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

世纪
("

年代后!在经济危机的冲击下!墨西哥政府开始了新自由主义的改革"革命制

度党放弃了以整合为导向的!主张融合的民族国家建设方案!正式承认多元文化主义的理念!

建立#新自由主义的公民身份&!将土著人定义为市场经济中自由'独立的主体"随着国家与土

著人之间社团主义的纽带被切断!失去国家庇护的土著人遭遇了经济危机与文化传承的多重

困境"

$))*

年
$

月
$

日!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生效的第一天!墨西哥东南部的恰帕斯州爆发

了震惊世界的萨帕蒂斯塔运动(

I8V2O1@15.02&/

Q

/0140/

*!数千名土著人占领了多个城镇!反

抗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对土著人的压迫"时至今日!萨帕蒂斯塔运动一直尚未得到解决!成

为困扰墨西哥历届政府的重要问题"在萨帕蒂斯塔运动的影响之下!墨西哥各地族群运动也

呈现出持续爆发的态势"然而!无论是偏远山区的萨帕蒂斯塔运动!还是首都墨西哥城的土著

人抗争运动!墨西哥境内所有的土著人运动均无涉国家分裂的诉求!表达的是统一民族国家内

部的社会发展诉求"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族群问题在墨西哥已经完全演变成了发展问题!这个

问题恰恰是革命制度党政府民族融合的国家一体化方案#演进&的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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