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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勒斯坦地区形势评述及相关地图解读⋯
端木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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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
勒斯坦地 区是 当 今世界最令

人瞩 目 的热点地区 巴 以冲突

可 谓是世界上民族
、

政治及宗教矛

盾最激化 武装冲突最频繁 人体炸

弹最盛行 涉及国家数最多 持续时

间最长 谈判斡旋最难的地区性冲

突 在此 数千年前的恩恩怨怨暂且

不说 仅 19 4 7 年 川 月 2 9 日联合国

安理会通过的关于 巴勒斯坦分治的

第 181 号决议以来 在这半个多世纪

里 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之间 的矛

盾与冲 突就一直未停止 而且逐步

升级 有难以遏制之势 其间 曾发

生过5次大规模的 中东战争 飞9 8 2 年

以后的 2 0 年 巴以间的 矛盾与冲突

持续不断 虽经国际社会多万斡旋

但根深蒂 固 的矛盾并 未得到 解决

特别是 20 0 0 年 9 月 以来 2O 多个月里

双万矛盾与冲突骤然激化 达到几

乎爆炸程度

巴勒斯坦地区地处欧
、

亚
、

非三

大洲交接处 西濒地中海 陆邻黎巴

嫩 叙利亚 约旦 埃及 战略地位

十分重要
。

巴勒斯坦古称迎南 包括现在

的以色列 约旦河西岸 加沙和约 旦

等地区 历史上 犹太人和阿拉伯人

都曾在此居住过 公元前 13 世纪未

犹太人远祖古代闪族人的支脉希伯

来人开始迁居 巴
,

勒斯坦 先后在其

北部和南部建立两个部落联盟 后

逐渐形成两个奴隶制城邦
。

公元前

1O 世纪前后 犹人王大卫

及其少仁子统一两城邦 并

建立以 色列一犹太王 国

定都耶路撒冷
。

公元前 7 2 2

年以后 相继被亚述 巴

比伦 波斯 马其顿等帝

国统治
,

公元前 1 世纪 罗

马帝 匡{侵入 曾于公元 6 4

年 1 1 5 年 1 3 2 年 3 次大

肆镇压犹太人 数 旧 万人

被杀 大批犹太人被驱赶

出境 流落世界各地
。

公

元62 2年 阿拉伯人战胜罗

马帝匡} 巴勒斯坦成为阿

拉伯帝国的一部分 16 世

纪 巴勒斯坦成为奥斯曼帝

国的一部分 第一次世 界

大战末 巴勒斯坦被英 军

占领 } 9 22 年沦为英国的

委任统治地

在历史上 古代犹太

人 曾遭遇过太 多的劫 难

深受流落他乡之苦 犹太

人一直梦想返回 巴勒斯坦

建国 并为此积极开展活

动
。

1 吕97 年 西奥多
·

赫

茨尔在瑞士 召开 了第 一 届

犹太复 国主义大会 号召

犹太人返回 以色歹」故土

在祖先 的家园复兴犹太民

族生活
。

1 9 17 年英国外交

大臣贝尔福发表 (贝尔福

宣言 》 英 国支持 在 巴勒

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 自 己



的国家
“ 。

《贝尔福宣言》在 1 9 2 2

年得到国际认可 此后 在
‘

犹

太复国主义运动 推动下 大批

犹太人从世界各地移居巴勒斯

坦地区
。

但 巴勒斯坦的阿拉伯

人坚决抵制犹太人的迁入
。

1 9 4 7 年 1 1 月 2 9 日 联合国

安理会通过 了关于 巴勒斯坦分

治的第 1 81 号决议
。

决议规定

在 巴勒斯坦地区建立的阿拉伯

国 面积 1 1 5 万平方千米 犹

太国 (以色列 ) 面积 1 4 9 万平

方千米 决议规定耶路撒冷国

际化 由联合国管理

犹太 人 同 意 该 决 议 于

1 9 4 8 年 5 月 14 日宣布建立
‘

以

色列国
’
。

阿拉伯国家则反对和

拒绝该决议 错过了 一次建国

的机会 并于次 日 向 以色列宣

战 从此开始 了 长达半世纪的

阿以冲突

第一次中东 战争 又称

巴勒斯坦战争
‘

。

发生在 1叫 8

年 5 月 15 日 以色列建国的次 日

巴勒斯坦周边多个阿拉伯国 家

与以色列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

这一战约旦 占领了约旦河西岸

4 8 0 0 平方千米土地 埃及 占领

了加沙地带 2 58 平方千米土地

以色列 占领 了联合国 ! 81 号决

议规定的阿拉伯国大部分士地

和耶路撒冷部分领土 国土面

积达 2 11 万平方千米 1 9 4 9 年

1 月 3 日 双方最后停火 并划定

1 9 4 9年巴勒斯坦地区以色列和

阿拉伯国 家的停战界线
“

这一

条
‘’

新边界线
“

以色列称其为
一

绿线
‘

这条线很重要 虽不是

正式边界 但有其实际意义 因

为这条线后来通常 为国际社会

乃 至阿拉伯国家考虑接受的一



条线
。

现在
,

阿拉伯国 家虽没有正式

接受此
‘

绿线
“ .

但经常提及以色列

应退到
“

1 9 6 7年前的边界线
”

上 似

有意默认此线的存在
。

第二次中东战争
.

又称
一

苏伊士

运河战争
’
‘ 。

发生在 1 9 5 6年 1o 月
.

当

时
,

英
、

法借 口埃及收回苏伊士运河

和禁止船只通行为 由 和以色列一

起联合向埃及发动进攻
。

第三次 中东战争
.

又称
’‘

6 5 战

争
’‘

口

发生在 1 967 号 6 月 5 日
,

以色

列借埃及封锁亚喀 巴湾 发动对埃

及
、

叙列亚
、

约旦的突然袭击
。

以色

列占领了加沙
、

约旦河西岸
、

耶路撒

冷东 区
.

使 巴勒斯坦全境几乎全被

以色列 占领
.

另 占领

19 4 7年联合国分治决议划定的
巴勒斯坦阿拉伯 国家

19 4 7年联合国分治决议划定的
犹太国 (以色列 )弧域

第一次中东战争后以色列占领地区

第三次 中东战争后以色列 占领地 区

第 四次中东战争中埃及收复地区

以色列占领的黎巴嫩南部地区

埃及
、

叙利亚
、

约旦
、

黎 巴嫩
、

伊拉克军进攻方向

以色列军进攻方向
194 9年巴勒斯坦地区的 以色列和
阿拉伯国家的停战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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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勒斯坦分治及中东战争形势略图

了埃及的西奈半 岛
、

叙利 亚 的戈兰高地
,

这些就是通常报道 中

所称的
“

被占领土问

题
一 。

战争造成大批阿

拉伯难民流落世界各

地
。

停火后 以色列实

际控制 8 7 平方千米

的土地
,

为原面积的 6

倍
.

为此
,

以色列也遭

到 国际社会的强烈不

满
。

第 4 次中东战争
,

又称
“

1 0 月 中东 战

争
” 。

1 9 7 3年 1 0 月 6 日

埃及
、

叙利亚
,

伊拉克

等多个阿拉伯国 家联

军分别从北线和西线

向 以色列发动全面进

攻
。

这是一场动 用了

数十万大军
、

数百架

飞机
、

数千辆坦克与

装 甲车参战的 大规模

战争
。

战争异常惨烈
,

双方损失惨重
,

战争

一直持续到 1 。 月 2 6

日
。

由于 以色列在战

争的关键时刻得到美

国的援助
,

最终稳住

了战局
。

以色列除仍

占领着原先的领土外
,

又新占了埃
、

叙少量

领土
。

第 5 次 中东战争
.

发生在 198 2年6 月
,

以

色列出兵黎 巴嫩
,

占

领了黎近 1 / 4 领土
。

2 0 0 2 月
.

, 5 3 9 . . . . . . . . . .



Mo P Sto , 9 Lin el 纵横
·

故事一
-

一

历经 5 次 中东战争后的 巴勒斯

坦地区 经联合国和有关国家从 中

斡旋 通过谈判也曾 解决了一些棘

手问题
:

1 9 8 5 年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

但在黎南部却保留 8 5 0 平方千米安

全区
。

2 0 0 0 年 5 月
,

以色列正式完成

从黎南部撤军
。

埃及与以色列通过谈判和国 际

斡旋 于 了982 年以色列军撤 出埃及

的西奈半岛
.

尚有西奈半岛 东南部

的
‘

塔巴
’

海滨休养地拒绝交出来
。

后经国际仲裁
.

以色列于 1 9 8 9年 3 月

15 日撤离塔巴 完成了从西奈半岛

全部撤军
n

1 9 9 4 年 7 月 25 日 以色列与约

旦在华盛顿签署和平条约
.

宣告结

束两国长达 4 6 年之久的战争状态

同年 建交
。

以色列与叙利亚围绕戈兰高地

的谈判断断续续进行 1 9引 年以色

列归还叙利亚部分戈兰高地 6 3 3 平

方千米的领土
,

但却在 1 98 1 年通过

法令 在其余 70 0 多 平方千米的戈兰

高地领土实施以色列法律 要想让

以色列最终交还这具有战略意义和

有丰富水资源的戈兰高地实在是难

上加难
。

1 9 9 4年 5 月 根据 巴以谈判达成

的协议
.

巴勒斯坦国在加沙
、

杰里科

首先实行有限自治 1 99 5年以来 根

据巴 以签署的有关协议 巴 自治区

逐渐扩大
,

目前控制着包括加沙和

约旦河西岸 8 座城市
—

图勒凯尔

姆
、

纳布卢斯
、

盖勒吉利耶
、

拉姆安

拉 盖兰迪耶
、

伯利恒
、

杰宁和杰里

科
。

这 8 座城市名义上已 由 巴控制
.

但一旦 巴以局势紧张或人体炸弹所

造成严重伤亡 以军的坦克就以抓

捕恐怖分子为 名随时包围 和进入

巴 以长期的结怨要想在短期 内

解决困难极大
。

2 0 0 0 年 9 月 以色列

领导人沙龙踏上圣殿山 给渐趋缓

和的以 巴局势又添 了一把火 引发

了一场旷曰 持久的以巴大规模的流

血冲突 汽车炸弹 自杀性人休炸

弹
,

坦克 装 甲车 导弹
、

武装直升

机等全都用上 以致数千人死亡 伤

者更 不知其数 多处城市成为 废

墟⋯ ⋯可以说这里的 居民没有一处

安全的地方可以容身 近期 以色列

为 对付 自杀性人体炸弹的袭击 拟

在原
“

绿线
“

附近和耶路撒冷周围修

建数百公里长的
“

柏林墙
“

—
隔离

墙
。

美国总统布什于 2 0 0 2 年 6 月 2 4

日发表
”

中东和平新计划
“

的演说

不少国家对此加以评论和欢迎 这

个新方案能否真正解决以 巴冲 突还

有待时间考验
。

2 0 0 2 9 了5



集中在东区
,

城中 显得

古老陈旧 犹太人聚居

在西区
.

这里 多高楼

现代化程度较高
。

以往

城市居民基本上能宽容

地和睦相处 彼此尊重

对方 的宗教信仰和 习

俗
。

耶路撒冷这个具有

战略意义的世界 名城

长期来是巴以争端的核

心问题之一
。

1 947 年联

大 1 81 决议规定耶路撒

冷国际化 由联合国管

理
。

通过 1 9 4 8年和 1 9 6 7

年两次 中东战争 以色

列已 占领 整个 耶路撒

耶路撒冷是 巴勒斯坦地区首府

希伯来语意为
“

和平之城
’‘

阿拉伯

语意为
一

圣城
‘’

。

是世界最古老
、

最

独特的美丽都城
。

是人类三大宗教

—
犹太教

、

基督教
、

伊斯兰教的共

同摇篮和圣地 这种三教奉一城的

圣地
,

堪称世界一奇
。

3 00 。多年来 这里屡遭征战
、

厮杀和劫难
,

曾被各方群雄征服过

37 次
,

并 8 次毁于战火
,

但每次又都

在废墟上再生
。

三大宗教的 出现和

发展都与这城市有着密切的联系
。

公元前 3 0 00 多年
.

古代以色列国王

大卫定都耶路撒冷
,

其子在圣殿 山

上兴建 了第一圣殿 从此 耶城成为

犹太人的宗教中心
。

公元前 58 6 年巴

比伦人攻 占耶路撒冷
,

第一圣殿被

毁
。

波斯帝 国灭巴 比伦后
,

犹太人回

耶路撒冷兴建第二圣殿
。

公元前 1世

纪
.

罗 马帝 国征服耶城
.

第二圣殿被

也不亚于犹太教 耶稣生于耶城南

面的伯利恒 后去耶路撒冷传教和

活动 被害在这里 现保存大量与基

督教有关的圣迹
。

耶路撒冷同 样也

是伊斯兰教的圣地 是仅次于麦加

麦地那的第三圣地
。

由于三教在耶

城各统治数百年和上千年 这里到

处都是三大宗教的古迹和

_

冷
。

1 9 8 0 年 7 月 以色列宣布耶路撒

冷为其永久不可分割的首都
:

1 9 8 8

年 11 月 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第 19

次特别会议通过
‘’

独立宣言
“

,

宣布

耶路撒冷为新成立的 巴勒斯坦 国首

都 巴以关于耶路撒冷的归属
、

地位

的争议不会在短期内解决 只能到

动人的宗教传说 留 下各

种宗教遗迹达 2 0 0 多处 其

中最有名和最具特色的地

方要数仅有 1 平方千米的

老城 在老城中最有名 的

应 属 其 东 南 角 面 积 仅

0 1 3 5 平方千米的神庙山

(又称圣殿 山 )
,

山上是伊

斯兰圣地

—
金碧辉煌的

岩石圆顶清真寺
、

灰色 圆

顶的阿克萨清真寺 山脚

下是犹太人的
“

哭墙
‘’

。

耶

城其他著 名 古 迹有 圣 墓

(耶稣墓 ) 圣墓教堂 大

卫王墓 各式教堂 各种民

族博物馆等

耶路撒 冷 大体 可分

东
、

西区
.

巴勒斯坦人相对

拜特以色列
沪

。 : 王 , ,

甸今姗
‘

丫衅 秦沮 加林

饭

力

万 婆晶棘、

等黔陇

口润 耳寺

里墓饭店

瓦迪伸兹
丫 璐

只娜
‘

臀恳。
一

才
仔久粗橄闷训日绝娜斗

毛

口多匀尼 亚破篡

圣托 马易教梦
口圣斯抢葵妙篡
口圣经学校

对克 菲助侧物馆

万
:

尹臀

洲
,
⋯劲钾越沐‘

}拭甲
撕托笋业、

。

从此圣殿再也未修建过 只留一

哭墙
‘’

哭的场所

作为现代犹太人祈祷号

这最神圣的 崇拜物已成

毁堵

为犹太人信仰和团结的象征
。

对于

基督教徒来说
,

耶路撒冷的神圣性

耶路撒冷地区东区

2 0 0 2 9 丁5 4 ,

we



勒

一 一 _ _ _ J

斯

号决议所规定的 内容
。

图 上的地区界
.

依据联

合国 1 81 号决议所规定

的
“

犹太国
“

(以色列 )

疆域 这几处相交的地

区界
,

将整个 巴勒斯坦

地区分划成六块
.

其中

有三块属以色列 注国

名
‘ ’

以色列
‘’

;

另三块注

地区 名
’
‘

阿拉伯区
“ 。

在

比例尺较小时
. ”

阿拉

伯区
“

可用代号表示
。

在比例尺特小的图 上

一般不表示地区界 不

注
一

以色列
’‘

国名和
’‘

阿

拉伯区
“ ,

只注
”

巴勒斯

坦
‘’

地区名 考虑到以

可以不表示
。

整个 巴勒斯坦地区设

统一色
,

周边绘国界
。 “

巴勒斯坦
‘’

作

地区处理
.

注地 区名
。

在 目前巴勒斯

坦地区 以巴争端未获解决前
.

维持

现行画法是可以理解的
.

据查美国兰德
·

麦克劳利世界

地图 (R a n d M e N a ll丫 Po r t r a 一t W
o r ld

At la s )
、

英国泰晤士世界地图集 (丁he

T 一

me
s A tla s o f th e

四
o rld )

、

俄罗斯

世界地 图集 (R u s s .a A tla s / G lo b e T he

四
。r ld At !8s ) 美

、

英
‘

俄三国地图

对巴勒斯坦地 区 的表示基本一致

与我国现行地图 画法有所差别
。

图

上已不再绘 1 947 年联合国 1 81 号决

议所规定的以
、

阿地区界
。

而根据当

前的双方的实际控制情况 在 巴勒

巴勒斯坦地区 以巴冲 突不断

有关局势不明 朗 巴勒斯坦未正式

建 国 耶路撒冷首都地位存在争

议
·

·

⋯在这一系列难题未得解决之

前
,

要想编制一幅客观
,

公正的新 巴

以地图是很困难的 巴勒斯坦地区

地图可以说是 目前世界上最难编制

的地图
。

中国地图 出版社现行出版 的有

关巴勒斯坦地 区地 图
.

基本上反映

的是 1 9 4 7 年 11 月联合国安理会 1 81

色列是独立国 有时也

同时注出 以色列国名
.

地图上的停战线
.

是第

一次 中东战争后
,

1 949

年 巴勒斯坦地 区 以色

列和阿拉伯 国 家的停

战界线
。

这条停战线很

重要
,

分布在加沙和约

旦河西岸 并从耶路撒

冷居民点 中间穿过
。

在

较小 比例尺 图上一般

美
、

英
、

俄等国出版的巴勒斯坦地区略图

. . . . . . 礴2 2 0 0 2月 了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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擎
控制区

。

有犹太人定居点
‘

巴勒斯坦城镇和难民营
.

其外

围为 1 9 4 9 一 1 9 6 7 年以阿停战界线
。

当前
.

巴勒斯坦地区的 巴以冲突正处 白热化阶段 这

个受世人瞩 目的地区冲突终有一天会得到解决
.

我们衷

心希望这一天早 日来到
.

到时
.

巴勒斯坦将正式建国
,

以

色列的安全也会得到保证
.

相关的边界线及政治中心将

会得到合理解决 一幅崭新的 巴勒斯坦地区地图也将随

之出现
.

口吸 !

加沙地区略图

区区

一����一鄂
.裸.

一一之 _ 、

. 「

. 卡尔梅尔
.

/
/

/
~ 厂 ~

///.、

、 / z

约旦河西岸地区略圈

斯坦境内绘 1 94 9 一 1 9 6 7 年以
、

阿停

战界线
.

两停战界内
,

分别加注
“

加

沙
“ 、 “

约旦河西岸
’
‘ 。

在图上对这两

条线用图例加注说 明
.

并在这两块

地段里注上
“

1 9 67 年以来为以色列

所占
“

等说明性文字
。

整个图 内注
“

以色列
“

国 名
、 “

巴勒斯坦
“

地区 名
。

此外
,

还在叙利亚的戈兰高地处 用

另外符号绘 出以色列占领区
,

并 用

说明性文字说明 飞9 6 7 年以来为以色

歹口所占
。

约旦河西岸是阿拉伯人相对集

中地区 有 8个巴控城市 另有分散

的犹太人定居点
。

在地图上分 巴勒

斯坦控制
、

巴 以联合控制
、

以色列控

制 3 个区
。

其外围为 1 9 4 9 一 1 9 6 7年以

阿停战界线
。

加沙地区也是阿拉伯人相对集

中地区
.

分 巴勒斯坦控制区
、

以色列

图图 例例

巴巴勒斯坦控制区区

以以色列控制区区

... .
巴勒
“

城镇和村庄庄

▲▲ 巴勒斯坦难民曾曾

熬熬瞬!
“太人定居““

___ _ 一 19 49 一 196 7年停战线线

2 0 0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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