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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以冲突影响下的以色列民族关系

王 瑞

摘要：探讨了巴以冲突影响下的以色列民族关系。认为以色列阿拉伯人和犹太人长期的敌视与怀疑�不仅有损中东
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而且也不利于以色列国内的民族团结。指出民族和解与共存教育是解决以色列民族问题的正确
选择和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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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勒斯坦位于亚洲的西部�濒临地中海和红海�被认为是
阿拉伯的 “腹地 ”�居住在此地的阿拉伯人与犹太人都声称自
己是该地区的真正主人�矛盾和冲突由此而产生。随着矛盾
在历史进程中的演变与各种因素的影响�巴以问题不仅成为
当今世界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为深远的民族冲突�而且也影
响着以色列国内局势、民族关系和民族政策的制定与实施。
一、巴以冲突的由来及阿犹民族关系
（一 ）巴以冲突的由来
巴勒斯坦人和犹太人之间的冲突�起源于19世纪末犹太

复国主义的诞生及20世纪英国殖民统治下的阿拉伯民族主
义的发展。20世纪20年代�阿、犹民族之间爆发了第一次冲
突。此后�伴随着血腥与暴力�这两大民族之间的关系曲折发
展。一战结束后�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迅速发展和扩张激化
了阿拉伯人与犹太人之间的矛盾。在犹太人大批涌入巴勒斯
坦之初�阿拉伯人尚未意识到犹太复国主义日后带来的生存
威胁。30年代后期�随着犹太人大量地涌入�阿拉伯人此时
感到了这种威胁�他们和犹太人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巴勒斯
坦的局势也越来越严峻。1929年阿犹双方在耶路撒冷哭墙
附近发生流血冲突�造成116名阿拉伯人和133名犹太人丧
生。二战结束后�为了安置在纳粹大屠杀中幸存的10万犹太
人�犹太人复国主义者多方活动希望在巴勒斯坦土地上建立
一个犹太人国家。1947年11月29日�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
通过了有利于犹太人的 《巴勒斯坦分治协议》。协议规定�在
巴勒斯坦成立犹太国和阿拉伯国家�并使耶路撒冷 “国际
化 ”。阿拉伯国家面积为巴勒斯坦地区总面积的40．7％�包
括北部的加利利、约旦河以西和加沙地带；犹太国面积为总面
积的58．7％。这样�占总人口不到三分之一的犹太人却拥有
大约56％的土地�而约占总人口三分之二多的阿拉伯人却只
拥有大约43％的土地。因此�阿拉伯人坚决反对联合国的决
议�这便埋下日后阿以冲突的祸根。

（二 ）巴以冲突影响下的阿、犹民族关系
1948年以色列建国以来�在巴以冲突影响下的阿拉伯人

与犹太人之间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中东国际关系领域。以色列与相邻的阿拉伯国家

之间持续不断的军事冲突�构成了二战后中东国际关系的主
要内容。从1948年至 1982年�阿以双方爆发了五次战争：

1948年5月15日�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这次战争被以色列
称为独立战争。由于大国的纵容和支持�特别是美国对以色
列经济和军事上的援助�使得阿拉伯国家以失败告终。在这
次战争中�大约有65万巴勒斯坦阿拉伯人逃离了以色列占领
区�作为难民流落到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和约旦等国家。
1956年10月 29日�第二次中东战争 （苏伊士运河战争 ）爆
发。以色列兵分4路�侵入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再次占据了大
量巴勒斯坦土地。1967年6月5日�第三次中东战争 （又称
“六五战争 ” ）爆发。以色列发动突然袭击�埃及、叙利亚、约
旦等阿拉伯国家惨败�以色列大获全胜�不仅夺取了约旦河西
岸、加沙地带、戈兰高地和西奈半岛�而且还占领了东耶路撒
冷。1973年10月6日�爆发了第四次中东战争。战初阿拉伯
国家先胜�以色列军队后来得势�是年10月23日实现停火。
1982年6月6日�以色列入侵黎巴嫩�第五次中东战争开始。
以色列军队只用几天时间就占领了黎巴嫩的半壁江山。战后
以军在黎巴嫩南部保留了一个面积为850平方公里的 “安全
区 ”�由以色列军队和亲以的南黎巴嫩军驻守。此后�中东地
区一直处于动荡与不安之中。

其次�以色列犹太人与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
阿拉伯人之间的冲突。这些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中的绝大多
数�是第一次中东战争中逃离以色列占领区的阿拉伯难民的
后代。他们现在仍然居住在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的难民营
中�人口数量由 1948年的 50万人增加到 2000年的 400万
人 ［1］。自1987年12月爆发的第一次阿拉伯人起义至 2000
年9月发生的阿克萨清真寺流血冲突�上述阿拉伯人在这10
多年来的冲突事件中占主体地位。此外�上世纪60年代中期
成立的�由阿拉法特领导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既是巴以冲突
中以色列的 “敌人 ”�同时又是巴以民族关系和平发展进程中
的 “合作伙伴 ”。在巴以民族冲突中�既存在着和平的希望�
例1993年的奥斯陆协议�又存在着战争的危机。所以�时至
今日�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与以色列犹太人的冲突一直是该地
区的 “风暴眼 ”。

再次�以色列国内的阿、犹民族关系。1948年第一次中
东战争结束后�有约20万阿拉伯人留在了以色列境内�他们
后来都获得了以色列国籍�成为以色列公民。截至 2003年
底�以色列阿拉伯人人口为158．3万人 （不包括加沙地带和约
旦河西岸的阿拉伯人 ）�占以色列总人口的23．46％�与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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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相比净增长了142．39万人 ［2］。虽然以籍阿拉伯人人口自
然增长率超出犹太人人口自然增长率许多�但是由于巴以冲
突的影响�以籍阿拉伯人在社会地位、教育、自然资源分配等
方面始终处于劣势地位。在长期的巴以对抗中�以色列对境
内的阿拉伯人一直怀有戒心�把他们视为对以色列安全构成
潜在威胁的 “第五纵队 ”。在建国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对以
籍阿拉伯人实行军事管制�直到1966年才解除军事管制。现
有的100多万以色列阿拉伯人人口中�仅有10％的阿拉伯人
居住在以色列5个犹阿混居城市�其余以色列阿拉伯人集中
在加利利中西部地区�内格夫沙漠北部等地 ［3］。所以�以色
列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相互接触少之又少�而矛盾与隔
阂却无处不在。
二、巴以冲突影响下的以色列民族政策
（一 ）以色列民族政策的起源与实质
以色列是一个以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为主体的多民族国

家。但是迄今为止�以色列历届政府还从未制定过任何明确
的民族政策�其处理民族问题的依据�主要来源于以色列的法
律、法令和相关政策 ［2］。以色列 《独立宣言》称：“以色列将保
证其所有公民不分种族、宗教或性别都能享受充分的社会及
政治平等。” ［4］ （283）这就意味着�这个国家的每一个公民都应
该有完全平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利。所以�以色列政府是
在民族政治的框架内实施其民族政策的�因此�其民族政策具
有很强的隐蔽性 ［2］。从表面上看�以籍阿拉伯人似乎有着与
犹太人平等的社会、公民和民主权利。但是�这并不能说明以
籍阿拉伯人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地位获得了提高�也不能说明
以色列政府采取了平等的民族政策。

以色列自1948年建国以来�它从一个经济弱小的贫穷国
家一跃成为当今世界上经济和科技最发达的12个国家之一。
几十年来�以色列经济一直保持着高速稳定的发展�国民生产
总值 60年代只有 25亿美元�70年代末为 190亿美元�到
1998年已经增长到900亿美元�在短短30年的时间里翻了
36倍 ［4］ （283）。根据以色列官方宣传�以色列阿拉伯人是整个
中东地区最富裕、享受民主权利最多的阿拉伯人。这也确实
是事实�与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的阿拉伯人相比�与中东其
他阿拉伯国家相比�以色列阿拉伯人的生活水平确实高出甚
多�他们享有的政治权利也比其他阿拉伯国家的人多得多。
但是�由于外部受到巴以冲突的影响�内部受到民族歧视�可
以肯定的说�以色列阿拉伯人决不是中东地区生活得最幸福、
最愉快的阿拉伯人。

（二 ）以色列民族关系的特点
1．歧视。虽然 《以色列独立宣言》宣称以籍阿拉伯人享

有完全的、平等的公民权力�但事实上作为 “二等公民 ”的阿
拉伯人并未真正地融入到以色列社会。以色列的 《回归法》、
《国籍法》可使世界各地的犹太人非常容易地成为以色列公
民�但对阿拉伯人却十分苛刻。以色列许多社会福利和兵役
制度是紧密相连的�不让阿拉伯人参军也就变相地剥夺了他
们在升学、就业、医疗保险、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权利。此外�阿
拉伯人的受教育程度普遍低于犹太人�以色列政府在市政建
设、基本设施投资等方面也优先考虑照顾犹太村镇�所以�阿、
犹之间的经济地位差别是很明显的�从侧面反映了以色列的

民族歧视。
2．隔离与分化。以色列建国以来就十分重视民族人口

的地理分布。建国初就对以色列阿拉伯人实行军事管制�严
格控制他们的行动�阿拉伯人只能在天黑后由自己的耕地
返回村庄。在居住地域上对以色列阿拉伯人进行分化�如加
利利中部和西部、内格夫沙漠北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
等地�把以籍阿拉伯人与犹太人居住区隔离开。这样做的目
的�一方面防止阿拉伯人与犹太人争夺有限的资源；另一方
面限制阿拉伯人的流动和社会政治参与�巩固犹太人的领
导权。此外�以色列当局还从阿拉伯人的内部与外部进行分
化。首先�在阿拉伯人内部实行宗教、教派等方面的分化。
其次�在阿拉伯人外部千方百计设置障碍�分化阿、犹两个
民族之间的关系。
三、以色列民族关系：和解与共存教育
巴以冲突是当代人类文明史上的难题之一�以色列阿、犹

两大民族的关系深受其影响。
如何有效解决以色列的民族问题�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

考虑：
一是民族和解。民族和解不仅是解决巴勒斯坦阿拉伯人

与犹太人之间冲突的正确方式�也是解决以色列民族关系问
题的正确途径。首先�需要用和平交往方式�摒弃暴力交往方
式�需要交往的文明化。文明冲突的武装化、恐怖和复仇�只
能增长绝望的社会心理 ［5］。巴以冲突早已不是地区事件�双
方的和解离不开国际社会的调解配合。而巴以双方在谈判过
程中�也需要学会建立相互信任�逐步消解积怨�转变失望和
猜忌的社会心理状况。

二是共存教育。解决巴以冲突的主导权在以色列政府手
中�近年来以色列政府也为巴以和平进程付出过努力。要真
正解决阿、犹两大民族的外部冲突�就要先从解决以色列内部
的民族关系入手。截至2003年�以色列社会学家、教育家和
社会实践者在以色列国内开展了大约 300个共存教育项
目 ［6］。这些共存教育项目在学校、社会团体组织、社区中心
和娱乐场所等地点开展�通过共存教育项目的实施和评估�收
到了很好的教育效果�使以色列国内阿、犹民族彼此敌视的态
度和情感有了极大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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