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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巴

以冲突爆发以来，巴勒斯坦伊

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成为国

际社会的关注焦点。当日，哈马

斯对以色列发动“阿克萨洪水”

突袭并绑架200多名人质后，以

色列随即对加沙地带发起大规模

军事行动，其解救人质、彻底消

灭哈马斯、加沙非军事化的三大

行动目标也将影响哈马斯的命运

走向。

5月10日，以色列与哈马斯在

埃及、卡塔尔等各方斡旋下的停

火谈判破裂，以色列随即继续进

攻加沙南部城市拉法。这不仅加

剧了加沙地带本已十分严重的人

道主义灾难，同时也使哈马斯面

临生死存亡的考验。

苦心经营：哈马斯的建立

在上世纪60年代末以前，

巴勒斯坦的反以斗争主要是在世

俗民族主义力量巴勒斯坦解放组

织（巴解）的领导下进行的。但

是，伴随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

中阿拉伯国家的惨败和伊斯兰复

兴运动的兴起，以哈马斯为代表

的伊斯兰主义组织迅速崛起。

尽 管 哈 马 斯 正 式 成 立 于

198 7年，但作为其前身的埃及

穆斯林兄弟会（穆兄会）巴勒斯

坦分支机构，在上世纪30～40

年代就已出现。1935年，穆兄

会开始在巴勒斯坦地区宣扬伊斯

兰主义思想。十年后，穆兄会

在耶路撒冷建立了第一个分支，

至1947年，其在巴勒斯坦已建

立25个分支，成员总数达一万余

人。在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

中，埃及与巴勒斯坦穆兄会共同

反以，这使后者的影响力不断扩

大。战争结束后，埃及和约旦分

别控制了加沙地带与约旦河西

岸。彼时由于埃及纳赛尔政权镇

压穆兄会，巴穆兄会在加沙的活

动遭到禁止。

巴穆兄会的组织机构成立

于1962年，两年后巴解成立，后

者的核心是1959年成立的巴勒斯

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此

后，加沙穆兄会遭到纳赛尔政权

的打压，主要成员纷纷流亡阿拉

伯各国，只有艾哈迈德·亚辛等

人在加沙继续坚守，并在后来创

立了哈马斯。

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结束

后，以色列占领加沙，巴穆兄会

派遣数百名青年前往埃及，并与

埃及穆兄会建立密切联系。上世

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他们陆

续返回被占领土，成为巴穆兄会

的中坚力量。在此期间，由于巴

解掌握了巴民族解放斗争的主导

权，巴穆兄会开始与巴解划清界

限，主要以建立宗教学校、慈善

团体、社会俱乐部等方式积蓄力

量。此时巴反以斗争也主要由奉

行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巴解领导，

宗教势力的作用并不突出。因

此，为利用宗教组织牵制巴解，

以色列纵容了巴穆兄会等伊斯兰

主义势力的发展。

197 3年，经以色列占领当

局批准，亚辛在加沙成立了“穆

加玛”（即“伊斯兰中心”），

该组织采取了较为低调的渐进主

义方针，既避免与以占领当局对

抗，也不与巴解正面冲突，因而

获得生存空间。上世纪80年代

初，由于约旦河西岸与加沙的伊

斯兰主义力量日趋活跃，穆加玛

转向与以当局公开对抗。1982

年，亚辛被以当局逮捕并被判处

12年监禁，后于1985年通过巴

解与以当局交换人质获释。1987

年1 2月，加沙发生以色列卡车

与载有巴勒斯坦工人的车辆相撞

事件，造成多名巴勒斯坦工人遇

难，由此引发第一次巴勒斯坦大

起义。其中，巴穆兄会发挥了重

要的领导作用。

大起义爆发后，亚辛领导

成立了哈马斯，号召巴勒斯坦

人民反对以色列的占领。1988

年8月，该组织发布《哈马斯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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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 ， 其 思 想 纲

领包括：宣称哈马

斯是穆兄会在巴勒

斯坦地区的分支组

织，同时也是世界

伊斯兰运动的组成

部分；致力于在从

地中海到约旦河西

岸的巴勒斯坦土地

上建立政教合一的

伊斯兰共和国；致

力于消灭犹太复国

主义，号召全世界

穆 斯 林 参 加 解 放

巴 勒 斯 坦 的 “ 圣

战”；四是反对任

何和平解决巴勒斯

坦问题的方案和国

际会议；五是坚决

反对巴解将巴勒斯坦建设成世

俗国家的计划。从上述内容也可

看出，哈马斯与巴解分歧严重，

哈马斯也一直不承认以色列的合

法性。

盘根错节：哈马斯与以色列、巴

解的矛盾关系

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中

东和平进程的启动与1993年巴以

《奥斯陆协议》的签署，使哈马

斯与以色列、巴解的矛盾加剧。

1994年，加沙和约旦河西岸部分

城市实现自治，法塔赫成为执政

党，而哈马斯则拒绝进入自治政

府。由于哈马斯不断制造自杀性

袭击破坏巴以和平协议实施，法

塔赫安全部队加大了对哈马斯的

打击。

2000年9月，以色列利库德

集团领导人沙龙强行进入阿克萨

清真寺，引发了持续四年的巴

勒斯坦第二次起义。其间，巴

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拉法特于

2001年10月宣布哈马斯为非法

组织，并采取了关闭哈马斯办事

机构、软禁其领导人亚辛、抓捕

该组织人员等措施。与此同时，

以方也加大了对哈马斯等激进武

装的打击力度。亚辛及其继任者

兰提西于2004年3月和4月相继

被以军“定点清除”；同年11

月阿拉法特逝世，巴解也遭遇严

重挫折。2005年，阿巴斯当选

巴民族权力机构主席后，成功说

服哈马斯停火，并承诺允许哈马

斯参加巴立法委员会选举，哈马

斯也决定改变策略，开始参与巴

政治进程。

200 5年以军全面撤出加沙

地带后，巴解与哈马斯的分裂不

断加剧。2006年1月，哈马斯赢

得巴第二届立法委员会选举，引

发巴政坛震动；3月，哈马斯单

独组建自治政府；6月，哈马斯

宣布不再执行巴以停火协议，以

方借机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

2007年3月，哈马斯与法塔赫等

各方共同组建的巴民族联合政

府成立，但两派之间的分歧并

未得到解决，双方冲突愈演愈

烈；6月，哈马斯从法塔赫手中

武力夺取了加沙控制权，阿巴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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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即宣布解散哈马斯领导的联合

政府，同时组建新联合政府；

但哈马斯拒绝承认阿巴斯的主席

令，坚持其政府的合法性。由

此，巴勒斯坦陷入约旦河西岸由

法塔赫控制、加沙由哈马斯控制

的严重分裂。 

20 0 9年以来，法塔赫与哈

马斯举行多次谈判，双方也曾在

沙特、埃及等国家的斡旋下达

成和解，但各项协议从未被真

正执行，这使巴分裂局面延续至

今。在此背景下，巴以冲突形成

新模式，其基本逻辑是以在犹太

人定居点、耶路撒冷等问题上采

取激进政策，哈马斯通过向以发

射火箭弹等方式进行报复，随后

引发以空袭加沙等军事行动。

2008～2021年间数次程度不等

的冲突都具有这种特征，直至新

一轮巴以冲突爆发。由此可见，

本轮巴以冲突既是双方矛盾长期

累积的产物，也是以色列和哈马

斯以暴易暴恶性循环的结果。 

生死存亡之秋：新一轮巴以冲突

中的哈马斯

截至目前，本轮巴以冲突

已持续半年之久，不仅导致巴勒

斯坦付出3.5万名民众生命、加

沙陷入严重人道主义危机的代

价，还对哈马斯产生了前所未有

的打击。

一是哈马斯武装人员伤亡

严重。2024年5月，以色列总理

内塔尼亚胡宣称以方已击毙超过

14000名“哈马斯武装分子”，

该数据虽存争议，但哈马斯已严

重减员却是事实。另据以情报评

估，哈马斯战斗人员已减员过

半，多数部队编制已被打散。二

是哈马斯高层领导折损严重。目

前，以国防军公布的被击毙的

哈马斯军事政治官员名单上已

有100余人，甚至哈马斯领导人

的家属也多有伤亡。此外，哈马

斯的海外领导层，如在黎巴嫩、

叙利亚的高层人员也都遭到以的

“定点清除”。三是哈马斯的生

存处境变得异常艰难。战事延宕

至今，加沙生活物资紧缺，基础

设施与地下通道网络也损毁严

重。此外，以不遗余力进行的反

哈马斯宣传，与来自美西方国家

的压力，也使哈马斯的国际处境

更加艰难。

然而，从哈马斯的表现也可

看出其具有较强的组织韧性与战

斗意志。在加沙冲突中，哈马斯

的顽强抵抗，使以军事行动在持

续半年后仍无法实现解救人质、

彻底消灭哈马斯、加沙非军事化

这三大目标，并给以国防军造成

数百人伤亡的损失，事实上也使

以陷入严重困境。目前，在以占

据绝对军事优势的情况下，哈马

斯仍能继续藏匿剩余的100多名人

质，并通过提出谈判条件向以施

压，而后者承受的国内外压力也

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当前，哈马斯的组织核心

仍在运营，哈尼亚、辛瓦尔、德

伊夫等少数核心人物仍在代表该

组织进行活动，表达对停火、

换俘等重要问题的立场。5月5

日，哈马斯宣布接受埃及、卡塔

尔等各方斡旋下的停火协议，该

协议计划分三阶段实施：第一阶

段，冲突双方实现停火，以军从

分隔加沙地带北部和南部的内扎

里姆走廊撤军；第二阶段，冲突

双方批准永久停止敌对军事行

动，同时以军从加沙地带完全撤

军；第三阶段，以结束对加沙地

带的封锁。但以色列最终拒绝了

该协议，称与其“核心要求相差

甚远”。

尽管以色列持续推进的军

事行动将使哈马斯的处境更加艰

难，但从某种程度上说，以色列

恐怕也很难彻底消灭哈马斯。即

使哈马斯的武装力量已遭重创，

但以方很难消灭其意识形态和民

意基础。有民意调查显示，本轮

巴以冲突使哈马斯在加沙和约旦

河西岸的民意支持率不降反升。

当然，哈马斯在巴勒斯坦建立政

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拒不承认

以色列甚至彻底消灭以色列、反

对通过谈判解决巴以问题的主

张，既不合理也不具现实可行

性。在此背景下，哈马斯也在巨

大的压力面前软化了立场，表示

若能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实现巴

勒斯坦建国，将承认以色列的存

在。这无疑是哈马斯在前所未有

的困境中寻求改变、谋求生存的

表现。

（作者分别为上海外国语大

学中东研究所教授、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