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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二战以来，中东一直是世界政治中的一大热点地区：数十年来这一地区已经发生了多次大规模战
争，小规模的武装冲突则不计其数；难民问题久拖不决；恐怖主义活动难以消除，相反还呈现出扩散
之势。
所有这些都给当地的阿拉伯人和以色列入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和损失。
有关中东是世界上“最不稳定、最混乱和最令人费解”的地区之一的说法毫不夸张。
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和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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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数十年来中东一直是世界上最不稳定的地区之一，而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
1945-1949年是围绕巴勒斯坦的前途而展开的阿—犹冲突演变和激化并最后定型的关键时期，本书是对
这一时期中东地区的主导大国英国对阿—犹冲突的专题研究。
作者用历史的研究方法，在充分占有材料尤其是最新解密的外交文档的基础上，把英国的政策放在其
中东和全球战略的大背景下进行研究，力图理清巴勒斯坦的阿犹双方、阿拉伯世界以及美苏等大国与
英国的政策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解释出英国政策的根本动因。
同时，也希望通过此专题研究客观地揭示出阿—以冲突的根源及其早期发展历程，为认识当前的阿—
以冲突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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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战后初期工党政府巴勒斯坦政策的大背景　　第一节　巴勒斯坦遗产　　中东地处亚、
非、欧三大洲接合处，东接南亚次大陆，南临非洲，西北与欧洲各国隔海相望，北接欧亚大陆腹地，
又由于地中海、红海、阿拉伯海、里海和黑海围绕其外缘或是深入其腹地，因而有“五海之地”之称
。
随着1869年苏伊士运河通航和一战之后环球航空路线的开辟，中东更成为世界上两个主要的人口和权
力中心区域（印度、东南亚和远东以及欧洲和北美）之间交往捷径的必经之路。
此外中东地区还是世界几大古代文明（古埃及、古巴比伦、古苏美尔和古亚述文明）和三大世界性宗
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和犹太教）的共同发源地。
　　位于中东地区心脏地带的巴勒斯坦不仅是东西方交通的枢纽和连接阿拉伯世界的桥梁，而且还是
全世界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教徒心目中的圣地。
由于其特殊的战略地位和宗教意义，巴勒斯坦数千年来一直是各大帝国争夺的目标，这块土地曾先后
被波斯帝国、亚历山大帝国、罗马帝国、阿拉伯帝国和蒙古帝国征服。
16世纪，土耳其人从埃及手中夺得巴勒斯坦。
　　犹太人曾是巴勒斯坦最早的居民，据传早在公元前1800年就来到这里并建立了自己的王国。
犹太人的王国历经了多次亡国、分裂和重建，但到公元前63年时已完全失去了独立。
公元135年，罗马帝国军队再次攻陷耶路撒冷，数万犹太人被杀，幸存者则被迫四处迁徙，开始散居于
世界各地。
其后阿拉伯人成为巴勒斯坦的主要居民。
　　但是许多流散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并没有放弃有朝一日重返巴勒斯坦重建自己国家的梦想。
在世俗民族主义兴起和欧洲反犹风潮的推动下，现代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于19世纪下半叶诞生。
1881年，俄籍犹太人平斯克（Y.L.Pinsker）出版了《自我解放》一书，提出了建立犹太民族国家的想法
，该书被认为是犹太复国主义的发端。
1896年，匈牙利犹太律师赫茨尔（Theodor Herzl）出版了《犹太国》一书，完整地提出了犹太复国主
义思想。
1897年8月，在瑞士巴塞尔（Basle）召开的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者第一次代表大会宣布，犹太复国主义运
动的目标是“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得到法律保障的犹太家园”。
很多人把这一年视为阿拉伯人与犹太人之间争端的源头。
　　一、委任统治的起源：“麦克马洪通信”、《贝尔福宣言》和《委任统治训令》　　到20世纪初
，奥斯曼帝国已是衰败不堪，濒临崩溃，西方列强对其“遗产”展开了激烈争夺。
　　作为当时世界上的头号强国和主要殖民帝国，英国一直希望将其影响从苏伊士运河进一步向东扩
展。
进入20世纪，它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开始表现出积极的态度，其主要用意之一就在于加强对它的影响
，希望它有朝一日能为英国在巴勒斯坦的利益服务。
　　一战爆发后土耳其加入同盟国一方作战，这为两方列强“摧毁土耳其”和染指巴勒斯坦提供了最
好的机会。
英、法、俄三国迅速于1915年初就瓜分奥斯曼帝国达成了共识。
　　但土耳其参战又给协约国，尤其是英国造成很大的威胁。
英国的担忧在于土耳其对其交通线的威胁以及它在穆斯林世界中的影响，因此，它必须尽快击败土耳
其。
煽动阿拉伯人起来反抗土耳其的统治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捷径，英国选中了圣城麦加的伊斯兰宗教领袖
谢里夫·侯赛因（Sharif Hussein）来号召阿拉伯人起义，侯赛因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后裔，在阿拉伯世
界享有广泛的影响力。
1915年，英国驻开罗的高级专员麦克马洪（Henry MacMahon）与侯赛因进行了一系列书信往来（共
计10封，史称“麦克马洪通信”）。
麦克马洪全力劝说侯赛因为英国服务，侯赛因则提出了自己的要价，在7月14日的信中，侯赛因要求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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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致包括阿拉伯半岛（亚丁除外）、今天的伊拉克、叙利亚、约旦和巴勒斯坦在内的地区独立，麦克
马洪在10月24日的回信中将“大马士革、哈马和阿莱普（Aleppo）以西”的土地排除在将来独立的范
围之外，其理由是这些地方并不是纯粹的阿拉伯人领土，但他承诺英国将承认其他地区的独立。
　　“麦克马洪通信”后来引发了很多争议，其中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巴勒斯坦是否被包括在应予以独
立的地区之外。
战后英国坚持说巴勒斯坦被划在被允许独立的地区之外，阿拉伯人则持不同意见，他们的理由是哈马
和阿莱普都位于大马士革以北地区，而麦克马洪在信中并没有提到任何大马士革以南的城市，因此这
条“排除线”应以大马士革为其南端界点，此外，巴勒斯坦与任何麦克马洪承诺给予独立的地区一样
都是纯粹的阿拉伯人居住地。
　　1916年，英国背着阿拉伯人与法国签订了《赛克斯一皮科协定》，规定战后在巴勒斯坦建立某种
“国际管理”机制。
阿拉伯人直到俄国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党人公布了俄国档案中这一协定的文本时才得知此事，他们认为
此举违背了英国自己许下的让巴勒斯坦独立的诺言。
　　“麦克马洪通信”是英国卷入巴勒斯坦问题的开端，然而真正使英国深深陷入“巴勒斯坦泥潭”
的是1917年11月2日由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Arthur Balfour）以书信形式发表的一个宣言，其核心部分
如下：　　英王陛下政府赞成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民族家园，并将尽最大努力促成其实现。
但必须明白，决不应使巴勒斯坦现有非犹太人团体的公民权利和宗教权利或其他国家内的犹太人所享
有的权利和政治地位受到损害。
　　这一宣言的发表是巴勒斯坦历史上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
犹太复国主义者将之视为他们对巴勒斯坦的要求的法律基础，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贝尔福宣言》的
发表早于英国实际控制巴勒斯坦。
正如英国首相劳合·乔治（Lloyd George）所称的，发表这一宣言的目的在于获得盟国与敌国国内犹太
人的支持，而这对于英国的战争努力具有关键意义。
还有人指出除此之外，英国这样做还因为它越来越意识到巴勒斯坦在战略上对英国的重要性，而且英
国还想把法国挡在巴勒斯坦之外。
　　《贝尔福宣言》是一个单方面的宣言，贝尔福本人以及这一宣言在美国和英国的支持者都没有考
虑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利益。
　　1917年12月9日，耶路撒冷向英国军队投降，土耳其对巴勒斯坦400余年的统治至此结束，到1918
年9月，英军控制了巴勒斯坦全境。
在巴黎和会上，劳合·乔治与英国军方都承认1916年阿拉伯人反土耳其帝国的起义对于英军在中东的
胜利具有重要意义。
还有人指出阿拉伯起义军的力量“相当于一支6.5万人的部队”。
虽然阿拉伯人帮了英国人大忙，但英国在兑现其承诺方面实在不能让阿拉伯人感到满意。
　　1919年1月，巴黎和会宣布包括巴勒斯坦在内的阿拉伯领土将不会归还给土耳其统治。
　　在巴黎和会上，当有关征询前奥斯曼帝国属地人民意愿的问题被提出之后，美同总统威尔逊
（Woodrow Wilson）建议成立一个盟国委员会调查此事，但英国与法国都拒绝参加，最后成立的委员
会由美国人金（Henry King）和克兰（Charles Crane）主持。
金一克兰委员会于1919年8月提交了报告。
关于巴勒斯坦，报告指出阿拉伯人（无论是穆斯林还是基督教徒）都坚决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犹太人
在巴勒斯坦居民中只占10％，建立犹太国的要求不符合民族自决原则。
但这一报告遭到了英法的反对。
　　1920年4月，国际联盟正式确定了英国和法国在中东委任统治地的划分。
包括巴勒斯坦与黎巴嫩在内的叙利亚成为委任统治的对象，法国分得了包括今天的叙利亚和黎巴嫩的
北部地区，而南部（包括今天的巴勒斯坦和约旦）则为英国所占。
没有任何当地阿拉伯人被邀请参加这些决定他们命运的会议，不久后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举行了暴动
，这是他们第一次以暴动的方式来表达对英国和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愤怒。
英国组织了一个委员会对此进行调查，其结论是暴动源于“阿拉伯人认为《贝尔福宣言》隐含着对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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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自决权的否定”。
　　1922年7月24日，国联批准了巴勒斯坦《委任统治训令》，巴勒斯坦正式成为英国的委任统治地。
犹太复国主义者在《训令》的起草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贝尔福宣言》也被包含于其中，这使“
犹太民族家园”成为《训令》的一个核心内容。
《训令》规定委任统治政府必须在巴勒斯坦“创造政治、行政与经济上的条件以确保犹太民族家园得
以建立”。
　　此后犹太复国主义者一直将《贝尔福宣言》和《委任统治训令》作为他们在巴勒斯坦建立自己国
家的要求的法律基础，而阿拉伯人则认为这两个文件完全忽视了当地绝大多数居民的权利，因而从未
予以承认。
　　《训令》第二十五条将外约旦包括在巴勒斯坦委任统治地之内，但是一个保留条款又规定委任统
治政府有权在外约旦推行它认为合适的管理方式。
1922年9月，国联批准了有关圣地与犹太民族家园的规定不适用于外约旦的决定。
　　1921年，英国外交部将巴勒斯坦移交给殖民部中东司管辖。
虽然巴勒斯坦在名义上属于“作为独立国家的存在应得到临时承认”的“A类”委任统治地（一般而
言“A类”委任统治地享有的自治程度应高于“殖民地”），但事实上英国任命的高级专员在巴勒斯
坦拥有绝对权力，这与其他殖民地的总督没有什么区别。
　　二、陷入“怪圈”：英国在巴勒斯坦的统治（1922-1935）　　委任统治刚开始时，英国政府似乎
对实现它作出的建立犹太民族家园和保障阿拉伯人的权利的“双重承诺”充满信心，然而它很快就发
现这个任务并不像原先设想的那样简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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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英国与阿：犹冲突（1945-1949）》认为，研究战后初期英国对阿一犹冲突的政策时必须将它放
在英国的中东乃至全球战略的大背景下，着眼于巴勒斯坦的阿犹双方、阿拉伯世界以及大国（尤其是
美国）的政策与英国政策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interaction）进行考察，必须尽量避免已往那种片面化
、简单化和概念化的观念的影响。
作者使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在充分占有材料尤其是档案文件以及消化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试图提出自己的一些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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