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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地时间10月17日晚，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加

沙城的阿赫利阿拉伯医院响起爆炸声，伤

亡惨重。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表示，以

色列军队轰炸这座医院，是“巨大灾难”

和“令人发指的战争罪行”。他说，以色列政府已越过了

所有红线，“我们不会让它逃脱责任和惩罚”。控制加沙

地带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谴责以军的

袭击为“种族灭绝行为”。以方则否认对此事件负有责

任，称“医院不是以色列国防军目标，正在进行调查”。 

这是巴以冲突的最新一幕。

这场冲突起于10月7日凌晨，哈马斯从加沙地带发起

大规模火箭弹袭击，其武装人员潜入以境发动攻击。这场

名为“阿克萨洪水”的军事行动引来对手强硬回击。以军

发动代号“铁剑”的行动，袭击加沙地带的哈马斯目标。

巴以局势的陡然升级震惊了世界。

10月8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 ：中方对当前巴以

巴以冲突
前世今生那些人
◎ 本刊驻埃及特派记者 黄培昭
◎ 本刊记者 毛予菲 刘潇

2023年10月9日，以色列空袭后，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沙蒂难民营里的一名受伤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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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生活在这片地中海东岸的狭长土地。由于历史、宗教、

民族、文化等原因，双方积怨已久。巴以“冤冤相报”的

暴力循环一直被视为中东“火药桶”。多年来，各国政治

家不断呼吁推进巴以和平进程。然而现实是，双方谈判之

路走走停停，至今未达成永久性协议。

“为解决巴以冲突、实现持久和平，巴以两国与国际

社会曾提出许多方案。如今受广泛认可的是以1967年联合

国第242号决议为基础的‘两国方案’。”上海外国语大学

中东研究所教授丁隆对《环球人物》记者说，“该方案的

核心是建立巴以两个国家，实现两国共存与和平。”

分治计划最早由英国人提出。1917年10月，一战期间，

英军踏上巴勒斯坦南部的土地。11月2日，英国时任外交

大臣贝尔福给英国犹太复国主义者联盟副主席、银行家罗

斯柴尔德寄了一封信。信中写道 ：“英国政府赞成在巴勒

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的民族之家’，并愿意尽最大努力

促其实现。”此信内容被称为《贝尔福宣言》。

后来担任以色列首任总统的哈依姆·魏茨曼参加了

《贝尔福宣言》的讨论。1906年，贝尔福与魏茨曼第一次

见面，就谈到了“犹太复国主义的中心议题为何是巴勒斯

坦”。魏茨曼说 ：“贝尔福先生，这就像拿走您的伦敦，换

成巴黎，您会同意吗？”贝尔福反驳 ：“可伦敦已经是我

们的了。”魏茨曼回答 ：“那倒是。不过在伦敦还是一片沼

泽的时候，耶路撒冷就是我们的了。”

此时执政的是英国首相劳合·乔治。“乔治政府此举

是为在战争中获得更多支持，进而控制中东。”对外经贸

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以色列研究中心主任朱兆一向《环球

人物》记者分析，“但英国人对犹太人并未支持到底。随

着石油战略资源的重要性显著提升，英国又不能不考虑阿

拉伯人一方的要求。1937年，英国政府发布皮尔委员会报

告，第一次提出分治计划，要将巴勒斯坦一分为二。英国

托管巴勒斯坦期间，混乱进一步加剧。一颗搅动中东乱局

的种子就此被埋下。”

二战后，英国国力消耗殆尽，无暇自顾，只能将巴勒

斯坦问题移交至联合国。1947年11月29日，各国驻联合国

代表讨论了“将历史上被称为巴勒斯坦的地区进行分割”

的问题。《德国之声》后来这样报道会议现场 ：“代表们感

受到紧张的氛围，但没人会想到，决议将带来怎样的影响。” 

联合国第181号决议最终通过。决议规定，在巴勒斯

坦土地上将建立两个国家，即阿拉伯国和犹太国。至于领

土分割问题，阿拉伯国家将获整个英属巴勒斯坦托管地约

紧张局势加剧和暴力升级深表关切，呼吁有关各方保持冷

静克制，立即停火，保护平民，防止局势进一步恶化。巴

以冲突反复上演，充分说明和平进程长期停滞不可持续。

平息巴以冲突的根本出路在于落实“两国方案”，建立独

立的巴勒斯坦国。

贝尔福，“宣言”埋争端

新冲突背后是老恩怨。以色列人与阿拉伯人的祖先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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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的领土，犹太国家将获得约56%的领土，被称为“三

教圣城”（三教指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耶路撒

冷及近郊村镇归联合国管辖。

对该决议，犹太复国主义者欣然同意。第二年5月14日，

在巴勒斯坦地区，一个以犹太人为主的国家宣告成立，它

就是以色列。

当日，以色列复国主义政党锡安工人党领导人本·古

里安在特拉维夫（现以色列第二大城市）一座艺术博物馆

里宣读独立宣言 ：“以色列国成立了！”在场的人纵情欢

呼、相拥庆祝。随后的议会选举中，古里安当选以色列第

一任总理兼国防部长。

另一侧，阿拉伯国家坚决反对分治决议。以色列建国

的第二天，愤怒的埃及、外约旦（即现在的约旦）、伊拉克、

叙利亚和黎巴嫩等阿拉伯国家向以色列出兵，发动了全面

进攻。第一次中东战争正式爆发。

“我们同情犹太人，可是他们建国（为什么）要在我

们的土地上割让领土？历史上谁在迫害犹太人？穆斯林

吗？为什么要损害与犹太人的苦难毫无干系的巴勒斯坦人

民的利益？”一位阿拉伯国家领导人后来如此质问。

古里安，带枪的总理 

以色列宣布建国那天，古里安格外冷静。他后来回忆

那个晚上，“人们在街上跳舞，但我不能跳。我知道，我

们面临着战争”。

古里安生于波兰一个富裕犹太家庭，有着强硬的“犹

太复国主义”理念。1948年前，犹太人内部有声音认为“犹

太国应缓慢建立，不应激怒各方”。古里安顶住压力，在

内部通过了建国决议。

第一次中东战争中，古里安的军事战略是占领尽可能

多的土地。在他的率领下，以色列赢得这场“开国之战”，

占领了巴勒斯坦约80%的土地，96万巴勒斯坦人被赶出家

园，沦为难民。

1956年10月29日，英法为重新控制被埃及收归国有

的苏伊士运河，与以色列联合，对埃及发动军事行动。11

月6日，在国际舆论谴责下，英法接受停火决议，黯然退场。

两天后，古里安召开内阁会议，决定撤出西奈半岛。这是

第二次中东战争，战后美国将英法势力挤出了这一地区。

1967年爆发的第三次中东战争，发生在以色列与毗邻

的叙利亚、埃及及约旦等阿拉伯国家之间。战争仅持续6天，

以色列再次扩大了领土。

带领以色列大获全胜的古里安得意洋洋 ：“历史已经

证明，谁才是真正与这片土地相连的人。而对另一些人来

说，这片土地是件奢侈品。”至于那些逃离的阿拉伯人，“他

们是敌人”，不是难民。

这一年11月22日，联合国安理会再一次召开会议，讨

论巴勒斯坦问题。会议通过联合国第242号决议，要求以

色列撤出在最近战争中占领的领土，终止一切交战要求或

交战状态，尊重和承认该地区每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

和政治独立，及其在“牢固和被认可的疆界内”和平生活、

免遭武力威胁的权利。

“联合国第242号决议事实上将以色列国界线恢复到

了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之前。但相较于第181号决议，

该决议所规定的以色列国土面积还是扩大了。”朱兆一说。

阿拉伯国家不接受这种挫折。1973年和1982年，第四

次中东战争与第五次中东战争爆发。“这两场战争的结果，

依旧是以色列获胜。”朱兆一说。此后，以色列几乎占领

了联合国划分给巴勒斯坦的全部领土。

巴以矛盾升级，和平之窗再一次被关上了。

阿拉法特与拉宾 ：枪声打碎和平

巴勒斯坦前领导人亚西尔·阿拉法特参加过第一次中

东战争，那年他19岁。第二年停战后，阿拉法特随父母移

以色列首任总理古里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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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谈就此开启。1993年，在挪威政府的斡旋下，拉宾

解除了禁止与法塔赫接触的命令，以巴双方开始进行单独

的、直接的、秘密的谈判。

参与撮合的还有美国时任总统比尔·克林顿。1993年

9月13日，在克林顿的斡旋下，阿拉法特与拉宾见面。一

位白宫摄影师记录了三人在正式会面前的讨论。他们来到

白宫的一间屋子里，“气氛有些紧张”。拉宾的工作人员提

出，阿拉法特不能穿任何类似军装的衣服，也不能带手枪。

克林顿对拉宾说 ：“你应该与阿拉法特握手。”拉宾惊讶了

一会，说 ：“那好吧，但不能行亲吻礼。”

三人走出屋子，在白宫前的草地上留下经典合影 ：阿

拉法特与拉宾握手言和，克林顿站在他们一侧，张开双臂。

“这是巴以双方首脑首次正式会面。”丁隆说。

巴勒斯坦与以色列签署了《奥斯陆协议》。协议内容

包括 ：两国承认对方国家的存在，放弃暴力，以1967年以

色列实控线为准进行边界划分。“这份协议基本遵守了‘两

国方案’的政治底线。它的签署被认为是巴以和平进程中

的里程碑，让全世界看到了中东和平的希望。”丁隆说，“次

年，阿拉法特、拉宾与以色列时任外交部长希蒙·佩雷斯

获诺贝尔和平奖。”

那两年，巴以关系确实得到缓和。1995年11月4日，

在特拉维夫的和平集会上，拉宾发表演讲，高兴地说 ：“以

色列人民已经证明，和平是可能的，和平打开了通往经济

发展和美好生活的大门 ；和平是犹太人民的强烈愿望、真

诚愿望。”但几个小时后，惨剧发生。一名持极端保守立

居加沙地带，随后进入开罗大学土木工程系与埃及军事学

院学习。 阿拉法特也参与了第四次和第五次中东战争。武

装抗击以色列的同时，他秘密筹建了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

动组织（法塔赫）。1959年，法塔赫正式成立。1969年，

阿拉法特任法塔赫执行委员会主席。

一次次冲突中，法塔赫势力壮大， 成为巴勒斯坦解放

组织中的最大派系。但一次次战败后，阿拉法特改变了想

法。他试图通过“更温柔的方法”为巴勒斯坦人赢得和平。

阿拉法特有一段著名的演讲。1974年11月13日，他

作为巴解组织领导人来到联合国总部，这样说道 ：“我今

天来到这里，一手拿着橄榄枝，一手握着自由战士的枪，

请不要让橄榄枝从我手中落下。”阿拉法特拒绝被贴上

“恐怖分子”的标签，呼吁联合国帮助促进中东和平进程。

1988年11月，他宣布巴勒斯坦建国，并称“将放弃任何形

式的恐怖主义政策”。1989年，他当选巴勒斯坦总统。

以色列也出现了“温和的力量”。以色列工党领导人

伊扎克·拉宾于1974年至1977年及1992年至1995年两度

出任总理。与阿拉法特一样，拉宾曾是一名军人，后来转

变为“和平缔造者”。他认为，军人的职责是赢得战争，

而政治家的职责是为人民赢得和平。“和平总会有敌人，

他们千方百计破坏中东和谈进程。但我想告诉你们，我们

在巴勒斯坦人中找到了和平伙伴——法塔赫。”

1988年11月15日，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第19次特别会议通过《独立宣言》，阿拉法特开心地
举手示意胜利。

1993年9月13日，白宫前草地上，拉宾（左）与阿拉法特（右）握手，克林顿站在
两人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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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的犹太青年对拉宾连开4枪，将他杀害。

2000年夏，在克林顿的主持下，阿拉法特与以色列时

任总理巴拉克在美国戴维营进行了一轮新的谈判。巴拉克

提议，将约旦河西岸73%和加沙地带100%的领土交给巴

勒斯坦用于建国，在未来10到25年，巴勒斯坦国最多可拥

有约旦河西岸92%的领土，并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但由

于没有触及难民回归等核心问题，谈判还是以失败告终。

“不可否认，在巴以和平进程中，美国曾是调解人。

冷战刚结束，美国成为全球唯一霸主。20世纪的最后十年，

算得上这个国家最具‘松弛感’的十年。当时世界大国也

希望早日实现和平。”丁隆说。

“从美国的中东政策来看，克林顿政府提出‘一切以

遏制伊朗为目标’，所以希望中东其他地区保持稳定。对

克林顿个人而言，斡旋巴以和谈若成功，将成为其最耀眼

的外交遗产。” 丁隆说。

阿巴斯与内塔尼亚胡 ：和谈从重启到破裂

进入新世纪，巴以双方都换了领导人。2008年，73岁

的马哈茂德·阿巴斯担任巴勒斯坦总统。2009年，以色列

总理换上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

阿巴斯继承了阿拉法特的政治遗产。他反对通过暴力

手段解决巴以问题，更倾向于以外交手段建立一个独立的

巴勒斯坦国。上世纪90年代初，阿巴斯作为巴勒斯坦首席

谈判代表，出席了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举办的中东和会。

1993年，阿拉法特前往白宫签署《奥斯陆协议》时，身边

也有他的陪同。阿巴斯说 ：“巴勒斯坦应该学会与以色列

共处。” 

内塔尼亚胡则是位风格强硬的政要。他是犹太复国主

义者的后裔，十几岁时曾随父母定居美国，回以色列后参

军，在军队中不断得到提拔。1988年，内塔尼亚胡加入以

色列右翼政党利库德集团。1996年，47岁的他成为以色列

最年轻的总理。1999年的连任选举中，内塔尼亚胡败下阵

来。2009年，内塔尼亚胡东山再起，第二次坐上总理宝座，

主导以色列政坛至今。

在国际社会的努力下，巴以双方于2007年重启了中断

7年的巴以和谈。两位风格、理念迥异的领导人就巴以边

界划分、犹太人定居点、巴勒斯坦难民回归等问题进行了

多轮和谈，然而始终没能谈成，流血事件时有发生。

2014年，内塔尼亚胡单方面启动被占领土上犹太人定

居点工程，且拒绝“两国方案”。面对内部强大压力的阿

巴斯宣布“巴以和平进程破裂”。此后，巴以双方中止了

高层公开会晤。至今，双方领导人再未坐上谈判桌。

和谈再次陷入僵局时，活跃于巴沙地带的巴勒斯坦武

装力量哈马斯不断招兵买马，规模迅速膨胀。2006年，巴

勒斯坦举行首次立法委员会选举，哈马斯击败法塔赫，获

得多数席位。作为哈马斯创始人之一的伊斯梅尔·哈尼亚

出任总理，地位仅次于巴勒斯坦总统。

但哈马斯与法塔赫存在内部矛盾。到2007年，哈尼亚

被解职，在后来的一次冲突中，他带领武装人员攻占了阿

巴斯的办公室。双方分裂后，哈马斯占据了加沙地带，法

塔赫则控制着约旦河西岸。

哈马斯军事指挥官德伊夫是以色列军方的“头号通

缉者”。据《以色列时报》报道，在以军的数次暗杀中，

他失去了一只眼睛、一只胳膊与两条腿。英国广播公司

（BBC）后来报道他时，称其为“独眼”。

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闪袭以色列后，德伊夫出现

在一段画质模糊的视频中。他表示，哈马斯此次行动是为

报复以色列“亵渎”耶路撒冷圣殿上的阿克苏清真寺，也

是对今年以来以色列杀死杀伤数百名巴勒斯坦人的回应。

“我警告过敌人……我们忍无可忍。”

被打了个措手不及的内塔尼亚胡大为光火，撂下狠话：

要让他们付出“今后十几年都不会忘记的代价”。

战争一触即发。

2016年9月22 日，阿巴斯（左图）和内塔尼亚胡（右图）在联合国大会上分别发表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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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杜鲁门到拜登 ：白宫主人的算计

在这段复杂的巴以关系史中，美国又扮演着怎样的角

色？美国是第一个承认以色列的国家。1948年5月14日，

以色列宣布建国当晚，美国政府就发去了贺电。当时执政

的是民主党人杜鲁门。

艾森豪威尔执政时期，美国遵循的中东政策有条基本

原则 ：以中立姿态向巴以两国提供帮助。在第一、第二次

中东战争中，美国确实基本保持了中立。

“中东地区曾被英法等欧洲大国殖民。美国作为‘外

来者’，进入中东时采取了与英法不同的政策。中立的态

度能帮助它争取阿拉伯世界的‘民心’。”丁隆分析。

对以色列的大量军援始于肯尼迪。1960年美国大选，

民主党人肯尼迪和共和党人尼克松势均力敌。肯尼迪靠着

与犹太社团的良好关系，赢得大多数犹太人的选票，最终

获胜。次年5月30日，在一场会晤中，肯尼迪对古里安说：“我

的当选受益于犹太人，你知道，我必须为他们做些什么。” 

那次会晤中，肯尼迪同意向以色列出售霍克导弹系统。

1968年，美国向以色列出售F-4“鬼怪”战斗机，标志着

美国的中东政策从维持平衡彻底转向确保以色列的相对军

事优势。1983年里根执政时期，两国签署《美以战略合作

协议》，全面加强两军合作关系，将美对以的军援制度化。

2016年特朗普入主白宫后更是捅了“马蜂窝”。他承

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并大张旗鼓地将美国驻以色列

使馆迁往耶路撒冷。阿拉伯世界对此发出了“严厉警告”。

而下令迁馆的第二天，特朗普就迫不及待地会见了美国犹

太裔富豪阿德尔森，并向自己这位大金主“汇报”了工作。

犹太人弗里德曼是同一时期的美驻以大使。他向特朗

普提出了巴以冲突的“系统性解决方案”，内容包括否决

巴勒斯坦对东耶路撒冷的主权要求等，明显偏袒以色列。

特朗普采纳了弗里德曼的提议，于2020年公布了“中

东和平新计划”。参加该计划制定的还有两位犹太裔官

员——特朗普女婿、白宫高级顾问库什纳与国际谈判特别

代表格林布拉特。“这一计划试图让巴勒斯坦国沦为以色

列国境内的自治实体，完全背离了‘两国方案’。特朗普

如此‘拉偏架’，只会带来冲突和暴力的循环。”丁隆说。

“拜登上台后，加大推进‘重返亚太’战略的力度。

对于巴勒斯坦问题，他表面上支持‘两国方案’，但事实

上没有付诸任何行动。与此同时，以色列在美国的斡旋下，

与沙特阿拉伯等其他阿拉伯国家关系趋缓。这激怒了哈马

斯，让他们对自身被边缘化的趋势感到更加不安。” 丁隆说。

2023年10月10日，本轮巴以冲突爆发第三天，拜登

发表讲话，称白宫正迅速向以色列提供弹药和导弹拦截系

统等援助。他敦促美国国会采取紧急行动批准资金，满足

包括以色列在内美国“关键伙伴”的安全需求。美国国务

卿布林肯、国访部长奥斯汀、中央司令部司令库里拉等纷

纷到访以色列。布林肯宣布，拜登定于10月18日访以。

“‘两国方案’是巴以人民付出鲜血和生命、国际社

会苦苦求索后得出的唯一可行的中东和平方案。这次巴以

冲突的根源就在于‘两国方案’没有得到遵守和落实，冲

突双方均为不同版本的‘一国方案’的支持者，而‘一国

方案’的实质是不承认另一方的生存权，其结果必然使得

巴以冲突如溃疡般发作，人间惨剧不断上演。”丁隆说。

10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

京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举行第十二轮中

欧高级别战略对话。王毅强调，中方反对袭击平民的行为，

谴责违反国际法的作法。当务之急是防止事态扩大，避免

局势恶化，尤其是不能出现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有关各

方都有责任推动局势降温，就落实“两国方案”形成国际

共识和有约束力举措，实现巴以和平共处。

中国政府中东问题特使翟隽将访问中东。翟隽指出，

巴勒斯坦问题的根源在于巴勒斯坦独立建国的夙愿迟迟未

能实现，出路也在于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就是落实“两

国方案”，实现巴以和平共处。2016年9月22 日，阿巴斯（左图）和内塔尼亚胡（右图）在联合国大会上分别发表言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