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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爾茨(THEODOR HERZL ,1860-1904)

“If you will, it 

is no 

fairyt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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錫安運動的本質

錫安運動原本只是一小撮歐洲猶太人提出要在故
土建立烏托邦式的集產農場（kibbutzim）

錫安份子大多是世俗的猶太人；運動受到宗教猶
太人的反對。他們要建立一個進步文明（像英格
蘭）的國家

英國支持此運動表面上是出於宗教的熱誠，其實
是為了鞏固運河的利益和排斥法國的勢力

《巴爾福宣言》為猶太人立國取得合法的基礎；
但對亞拉伯人而言簡直是帝國主義與錫安運動的
勾結。無論如何，猶太人據此大舉移民回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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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沙漠梟雄到阿倫比將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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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和會（1918）

亞拉伯國家疆界的劃分全在外國利
益干預下進行

亞拉伯的獨立只是徒具虛名

新中東是法英聯手粗製濫造的產品

英國拉攏錫安運動份子目的是為了
爭取德國和俄國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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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勒斯坦在歐亞非三洲的戰略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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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向中東擴張的原因

奪取伊拉克、伊朗的石油

打擊奧圖曼帝國（土耳其）

控制歐、亞、非三洲交通
樞紐的中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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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紙空言(1918-1921)

根據巴黎和會的共識，
自波斯西陲至地中海之
間，將建立一個讓猶太
人和亞拉伯人共同生活
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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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猶太噩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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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粹狂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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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粹餘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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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但立國(1946)

．．．可惜英國食言
，未與猶太人錫安運
動協商即將自波斯西
陲至約但河地區贈與
Hashmite家族，不准
猶太人遷居。此地區
後稱外約但王國，即
今約但國的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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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戰爭與聯合國分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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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如累卵的國際形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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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的投票機制

聯合國以投票決定巴勒斯坦的命運，其中許多投
票支持猶太人立國的國家的動機充滿疑問

其結果（包括票數）竟與印度獨立如出一轍

巴勒斯坦的分治方案結果像敘利亞／黎巴嫩、印
度／巴基斯坦、伊拉克／科威特，完全是為了維
護列強的既得利益

即便如此，各獨立國家最終亦能達到民族獨立的
基本目的；可是巴勒斯坦人的獨立卻一直由於英
美的阻撓而沒有切實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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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臺之瓜(1947)

1947年聯合國決定在河
西建立一巴勒斯坦國由
猶太人和亞拉伯人(巴勒
斯坦人)各佔一半。

由於戰後歐洲猶太人不
願回到中歐，猶太組織
亟需為他們尋找安身之
所，故只好接受如此安
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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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 GAR181投票結果

33國(58%)贊成：澳洲,比利時,玻利維亞,巴西,白俄羅斯,加
拿大,哥斯達尼加,捷克,丹麥,多明尼加,厄瓜多爾,法國,危地
馬拉,海地,冰島,利比亞,盧森堡,荷蘭,新西蘭,尼瓜拉加,挪
威,巴拿馬,巴拉圭,秘魯,菲律賓,波蘭,瑞典,南非,烏克蘭,美
國,蘇聯,烏拉圭,委內瑞拉

13國(23%)反對：阿富汗,古巴,埃及,希臘,印度,伊朗,伊拉克
,黎巴嫩,巴基斯坦,沙地亞拉伯,敘利亞,土耳其,也門

10國(17%)棄權：阿根廷,智利,中國,哥倫比亞,薩爾瓦多,埃
塞俄比亞,洪都拉斯,墨西哥,英國,南斯拉夫

缺席(2%)：泰國

http://en.wikipedia.org/wiki/1947_UN_Partition_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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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國分佈地圖

http://www.mideastweb.org/unpartitio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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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宣言

THE STATE OF ISRAEL will be open for Jewish 

immigration and for the Ingathering of the 

Exiles; it will foste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untry for the benefit of all its inhabitants; it 

will be based on freedom, justice and peace as 

envisaged by the prophets of Israel; it will 

ensure complete equality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rights to all its inhabitants irrespective of 

religion, race or sex; it will guarantee freedom 

of religion, conscience, language, education 

and culture; it will safeguard the Holy Places of 

all religions; and it will be faithful to the 

principles of the 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http://www.mfa.gov.il/MFA/Peace+Process/Guide+to+the+Peace+Process/Declaration+of+Establishment+of+State+of+Israel.htm



© Copyright 2008 KAM Yu Shing Page 19

立國 (1948.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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疆界的改易(1948)

◼以色列宣布獨立的同
時，附近的亞拉伯國家
即向之宣戰。

◼經過近半年的獨立戰
爭以色列終取得勝利並
佔有比分治時多一倍的
領土。

◼耶路撒冷東城仍屬約
但的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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疆界的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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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河危機（1956）

1956年7月26日埃及總統納
薩宣布將蘇彝士運河收歸
國有
英法兩國為保障運河既得
利益，與以色列結盟出兵
運河
由於蘇聯揚言介入，美國
恐怕與蘇聯直接衡突表明
不支持是次行動，英法被
逼撤軍
是次行動持續只有100小時
自此美國正式接替歐洲國
家成為主宰中東的新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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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日戰爭（1967）

六日戰爭起因乃蘇聯向敘利
亞透露以色列將突襲敘利亞
，而敘利亞卻將此消息通知
埃及總統納薩，後者信以為
真遂揚言向以色列發動戰爭
1967年6月5日以軍突襲埃及
，在著名的達仁將軍帶領下
大敗阿拉伯聯軍，同時佔領
了埃、約、敘三國佔有的領
土（包括耶路撒冷）
同年11月聯合國議案242卻要
求以色列退回所有佔領土地
造就了納薩成為阿拉伯的民
族英雄和巴解領袖阿拉法



© Copyright 2008 KAM Yu Shing Page 24

先知先覺的Prof. Y. Leibowitz

Professor Y. Leibowitz在六
日戰爭剛結束時即呼籲以色列
要將佔領的土地交還給巴勒斯
坦人
他認定戰勝國必會經歷的三個
時期：亢奮期、鞏固期、償還
期。以色列越早歸還佔領區，
償還時就少付代價
可惜忠言逆耳，猶太人又怎聽
得進去？ 今日後悔卻又已經
太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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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戰

⚫ 冷戰令國際間的關係起了巨大的變化：東西集團的建立

⚫ 蘇聯原本支持實行社會主義的以色列亦因外交孤立而轉
向逼害國內的猶太人

⚫ 中國亦因拉攏非結盟國的亞拉伯國家而中止與以色列建
交的談判；中東外交政策上一貫反對親西方的以色列

⚫ 在中東，東西集團的利益衝突取代了英法的利益衝突

⚫ 1956年運河危機令美國正式介入中東糾紛

⚫ 1967年六日戰爭令以色列明白必須倚賴美國在經濟和軍
事上給于龐大支持；美國亦需要以色列作為中東代理人

⚫ 東西文化的差異使阿猶民族的距離愈走愈遠

⚫ 冷戰期間亞拉伯諸酋長國從出賣廉價石油得來的巨額財
富造成貧富更加懸殊，國內政治更不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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贖罪日之役(6-26.10.1973)

以埃及－敘利亞為首，伊拉克－約
但為輔，沙地阿拉伯資助的亞拉伯
聯軍於1973年贖罪日發動突襲

行動在最初兩天取得重大勝利：埃
及軍成功渡過運河建立據點而敘利
亞軍則逼近哥蘭高地

以色列軍奮勇反攻，最終將敵軍擊
退，且曾包圍開羅和佔有貝加山谷

美國總統尼克遜派國務卿基辛格穿
梭三國斡旋，訂立停火協議

三國死傷不計其數： （死）以：
2700；埃：15000；敘：3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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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爭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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贖罪日之役的影響

阿拉伯國家沉醉於最初數天取得的勝利，咬
定軍事解決百年的恥辱是唯一可行的方法

以色列暴露了軍事的死穴：不能作持久戰。
她需要美國軍事上的支援

戰爭的末期引起核戰的危機。石油禁運又令
阿拉伯諸國一夜間成為影響中東前途的新貴

埃及、約但和敘利亞作為以色列的接壤國不
願意再為巴勒斯坦問題賣命，因此觸發巴勒
斯坦人自救的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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疆界的改易

贖罪日之役後，以色列
逐步從西乃撤走，將西
乃交還埃及以換取以埃
關係正常化

以軍亦從哥蘭高地後撤
建立休戰區，並與敘利
亞談判達成永久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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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的曙光(破冰之旅)

http://www.jewishvirtuallibrary.org/jsource/Peace/sadat_speech.html

1973年，埃及總統沙達單方面宣布
希望往以色列訪問

同年十一月十九日，在以色列國會
發表演說，願意以聯合國242及338
號決議案的基礎上與以色列建立永
久和平

此舉事實上違背了美蘇兩國的中東
的政策。無論如何，1978年在美國
的見証下達成大衛營協議

埃及模式成為日後以／約和解的先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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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的曙光(奧斯陸和議)

1993年8月以巴雙方在挪威奧斯陸達成和解，並在同年9月在美
國及俄國的見証下簽訂協議。PLO正式承認以色列的生存權，
而以方同意在為巴勒斯坦人立國進行積極談判。

根據此協議，巴勒斯坦人在迦薩走廊和河西先成立過渡自治政
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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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思中的巴勒斯坦國

根據奧斯陸協議，以
色列准許巴勒斯坦人
在迦薩走廊、撒瑪利
亞及猶大曠野（北）
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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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撤離迦薩走廊

根據以巴協議，2005年8
月15日至9月12日期間以
軍將逐步撤出迦薩走廊
同時拆除21猶太殖民區，
遷移約9000人
以色列仍擁有迦薩海空控
制權，陸上與西乃接壤地
區則交由埃及管理；迦薩
從此被以色列全面封鎖
跟著以色列亦會在撒瑪利
亞地區拆除4個殖民區
拆除過程遭遇到猶太右翼
分子強力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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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的介入：新帝國的誕生

冷戰期間以色列一面倒傾向美國造
成阿拉伯國家反美情緒高漲

冷戰結束，阿拉伯國家紛紛尋求獨
立外交政策

美國在中東糾紛上無條件支持以色
列引來國際反感

布殊父子的蠻幹令中東事務更走入
窮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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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樂時光容易過：領袖的逝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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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總統沙達(Anwar El-Sadat, 1918-1981)

納薩死後繼任埃及總統，初時認
為他只是一過渡性人物

1973年與敘利亞結盟發動贖罪日
之役

1977年前往耶路撒冷作破冰之旅
，1978年與以色列總理貝堅獲頒
諾貝爾和平獎

可惜對內政治改革失敗不得民心
，在外得不到亞拉伯國家的支持
。1981年被軍中極端伊斯蘭士兵
所刺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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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達仁將軍(Moshe Dayan, 1915-1981)

一個典型土生土長的以色列戰國英
雄。就連巴勒斯坦人對他也是既愛
且恨。他一面以鐵腕統治軍事管理
區（佔領區），但又給巴人最大福
利。他懂得從亞拉伯人角度來看事
情

他無疑是一個世俗的猶太人，但又
熱愛民族和故土

1967年六日戰爭以軍佔有聖殿山，
他下令把插在大石寺上的以色列國
旗除下，因他視聖殿山是猶太教的
歷史遺址而非聖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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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總理拉賓(Yitzhak Rabin, 1922-1995)

兩度出任以色列總理：
1974-1977,1992-1995

與佩雷斯和阿拉法同獲
1994年諾貝爾和平獎

1993年與巴解簽訂奧斯陸
和議;1994年與約但建交

1995.11.4在和平集會上被
猶太極端份子刺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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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旦王胡辛(Hussein bin Talal, 1935-1999)

中東近代史上的傳奇領袖。
1952年登位領導約但國凡四十
多年，將約但從一貝杜因人的
酋長國進步成中東現代化的國
家

在位期間多次參與對以色列的
戰爭，不過一般還是與鄰國保
持和諧的關係

1994年繼埃及與以色列建交

1995年獲邀於拉賓喪禮上致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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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利亞總統亞撒特(Hafez al-Assad, 1930-2000)

阿撒特統治敘利亞三十多年，將她
從不住政變的環境穩定下來

他對以色列採取敵對的立場，但對
巴勒斯坦人同樣不歡迎

國際社會明白敘利亞在以巴衝突中
具決定性地位。以軍在贖罪日戰役
雖大挫敘軍亦不敢貿然向大馬士革
推進

阿氏死前以敘雙方已達成和解協議
，可惜阿氏及其長子的遽然去世使
以敘和談陷入遙遙無期的僵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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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仙(Ahmed Yassin, 1937-2004)

也仙，巴勒斯坦回教徒的精
神領袖。他自12歲起即雙目
失明及瘸腿，極力反對錫安
運動及世俗主義。2004年以
軍從直升機將他和孫女定點
行弒（還有九個途人）

也仙並非暴力主義者，他的
死刺激巴人（特別是迦薩的
巴人）武裝起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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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解主席亞拉法(Yasser Arafat, 1929-2004)

以巴衝突中最具戲劇性人物，
由早期的冷血恐怖襲擊，最終
與以色列和解取得諾貝爾和平
獎

巴勒斯坦人心目中的自由戰士

可惜最終被以軍軟禁至死，死
因至今未明

巴勒斯坦政府對以色列的讓步
引起哈馬斯與中央政府（法塔
派系）的決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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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總理沙龍(Ariel Sharon,1928- )

與亞拉法一樣戎馬一生，曾當以
色列最強的鐵甲兵團司令，帶領
以軍於贖罪日之役圍困開羅

任職國防部長期間因貝魯特屠殺
案而下台，且遭國際法庭裁定應
為此案負上全責

2001年因利庫德集團在國會選舉
中勝出而出任總理。任內答應為
巴人立國訂下路線圖

因腦溢血至今昏迷恐已成植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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