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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中东政策危及
以色列安全

. 观察记者 储昭根

再陷恶性循环
在宣布结束造成 60 多名巴勒斯坦人

死亡的
“

秋云
’,

军事行动的第二天
,

11 月

8 日以色列又炮击加沙地带北部地区
,

酿

成 19 名巴勒斯坦平民死亡的惨案
,

再度

引起了巴方的激烈反应和国际社会的广

泛谴责
。

虽然以色列总理奥尔默特和国防部

长佩雷茨对炮击加沙事件表示深切歉意
,

但以军军事行动却没有因此停止
.

其后

以军又打死数名巴勒斯坦人
,

而巴方对

以色列的火箭袭击也没有停息
。

巴以双

方水火不容战火似乎难熄
,

又一次在固

有的恶性循环中打转
。

在今年早些时候
,

也就是 7 月 12 日
,

矗霍檐言黯晨氦犁碧裂纂一

蓄翡矍黑恳翟黔鲁爆甜 一
一次{生解决真主党从而威慑其幕后的支 ⋯

攀夏望鬓节塔靠黑黔纂髻氢奏异⋯
出手。

雷氨瞿黑髻澹)i{军是
地 ⋯

认为
,

两周时间足够以军
‘·

百分之百地消

灭真主党
” ,

结果战事进行了一个多月也

没见任何起色
。

但真主党的火箭弹射程

却从 20 公里
、

到5 0 公里再到 90 公里
,

使

中东超级军事强国以色列疲于应付
,

陷

人了一种用拳头打跳蚤的尴尬境地
。

而

且迅速增加的平民伤亡
,

以及战争引发

的人道主义灾难
,

使以色列很快面临日

益激烈的国际谴责
。

加纳村惨案发生后

更是让美国
、

以色列陷人了空前的孤 亿
。

美国不得不利用其主导的国际机制—
联合国安理会紧急

、

叫停黎以冲突
,

以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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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局势的
‘4

伊拉克化
’, 。

现在以色列
‘。

准

备得最充分的一场战争
”

却打不点一支

连正规军队都不如的类似
“

乌合之众
’,

的

游击队
。

以色列得到的是加倍的仇恨
,

而

真主党在黎民众甚至整个中东的影响却

日渐扩大
。

以色列已四面楚歌
,

其安全生

存空间也被压缩
。

没有永恒的朋友
在此之前

,

以色列曾经延续了一个

民族
、

一个国家的传奇
。

自 19 48 年建国

之后
,

与周边所有阿拉伯国家的五次中

东战争中
,

几乎每次都是以以色列完胜

而结局
。

黎以战争使以军在屡次中东战

争中战无不胜的神话不复存在
,

而超强

的军事威慑力和美国全力支持是以色列

建国以来一直赖以生存的两大王牌
。

因

此以色列作为美国在中东的
‘·

不沉没的

航空母舰
”

及美国中东战略实施的急先

锋的地位也会随之动摇
。

更为严重的是
,

已有两位著名的美国政治科学学者今年

年初在《伦敦图书评论》(Lo n d。n Re v ie w

。f Bo ok s) 发表联合研究成果
,

认为美国

和以色列的亲密关系并不利于美国的安

全
,

并指出美国与所谓恐怖主义之间的

战争在相当程度上源于其错误地偏祖以

色列的外交政策
。

这两位学者分别是芝加哥大学的进

攻性现实主义学者约翰
·

米尔斯海默

(J o hn J
.

械e a r sh。i m e r )和哈佛大学肯尼

迪政府学院的斯蒂芬
·

沃尔特(st ep h o n

M
.

wal t) 教授
。

他们在论文 《以色列说客

与美国外交政策》中质疑美以关系
,

认为

美国的国家利益应当是其外交政策的出

发点
.

然而在过去几十年中
,

特别是在

1% 7年的
“
六日战争

’,

中
, ,

美国将其中东

政策的重心放在以色列
。

结果美国对以

色列的坚定支持和在该地区推广民主的

相关措施激起了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的

仇恨
,

并破坏了美国的国家安全
。

美国的

恐怖主义问题相当程度上正源于它与以

色列的密切关系
,

美国对以色列的无条

件支持使这些极端组织很容易就能够在

中东和其他地方获得支持
,

并不断招募

新人
。

同时也正是由于美国与核大国以

色列之间的关系
,

其邻国很容易找到借

口拥有核武器
,

使对这些国家的威胁只

会增加他们对核武的渴求
。

这两位学者或多或少从另一方面说

出了以色列真正的担忧所在
。

20 04年 2 月

布什政府正式公布的
‘·

大中东民主计划
’,

是美国政府中东战略的核心
。

假如美国大

中东民主计划能够顺利实施
,

由于阿拉伯

世界所拥有石油等战略资源及战略位置
,

使美国完全有可能改变过份偏祖以色列的

外交政策
。

因为对一个国家来说
, “

只有

永恒的利益
,

没有永恒的朋友
” 。

如果阿

拉伯和伊斯兰世界能够通过实现繁荣稳

定
,

那么实力对比也将不再有利于以色

列
。

到那时候
,

以色列如果动不动就大打

出手的话
,

等待他的就是自取灭亡
。

和平才是惟一出路
相反

,

如果美国的反恐行动及大中

东民主计划出现挫折
,

美国在中东就无

法避免陷入自身的
“

霸权流沙区
’, ,

美国

的实力也将会因此消耗
,

其地位恐怕也

会风光不再
。

美国的霸权地位未偿没有

被其它大国超越的可能
。

反恐的结果只

会是
“

越反越恐
’, ,

身陷其中而无法脱身
。

如果美国自身都难保的话
,

能否对以色

列全力支持恐怕就成问号
,

以色列也会

因此岌岌可危
。

如果美国与以色列联袂
,

试图凭借现在的实力绝对优势对阿拉伯

和伊斯兰世界赶尽杀绝的话
,

在二十一

世纪的今天恐怕已不现实
。

以色列6 50 万

居民中
,

有 1约万是阿拉伯人
。

耶路撒冷

大学教授马丁
·

冯
·

克雷费尔德就认为
,

以色列根本不可能永远控制加沙 150 万

巴勒斯坦人和约旦河西岸的 25 0 万巴勒

斯坦人
。

更何况如汪洋大海包围着以色

列这个孤岛的阿拉伯世界人口总数已多

达到 3
.

16 亿人
。

除此之外
,

以色列还要

面对的是近 12 亿人口的伊斯兰世界
。

若

有此疯狂想法
,

无异于以蛇吞象
。

犹太人似乎赢得 了自建国以来的每次

战争
,

但却注定无法征服数以十倍计乃至

百倍计的阿拉伯人
。

不管以色列曾经多么

威风
,

多么有力量
,

以色列最终和惟
一

可

以选择的就是与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和解

与和平相处
。

以色列如果没有他们的合作

和妥协
,

最终无法实现国家的安全
。

所有这一切
,

黎以战争均已对此有

了很好的诊释
。

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 8

月 22 日 4 名以色列内阁部长呼吁政府主

动归还戈兰高地
,

与叙利亚签署和平条

约
,

以换取稳定和持久的和平
。

因此
,

以

色列在中东的生存法则是逐渐摆脱美国

的利用和控制以及对暴力的依赖
,

以适

度
、

渐进的妥协来争取与阿拉伯世界的

和解
。

而美国取得反恐战争的胜利的关

键则是旅得伊斯兰世界的民心
,

成为一

个真正公正的
“

离岸平衡手
” 。

.

数百名巴勒斯坦人采集在房及内外用自己的舟体做阵碍
,

迫使以军别肖了袭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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