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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以色列的对外关系中, 与大国的关系至关重要, 大国的支持是以色列生存和发展

的关键因素。在以色列建国初期, 与之关系最密切的大国并不是美国而是法国。两国在 1956～1967

年间形成了事实上的同盟关系, 法以同盟对以色列的巩固与发展起到了巨大作用, 但随着戴高乐执

政后法国中东政策的调整和美以关系的发展, 法国主动放弃了与以色列的同盟关系, 六日战争爆发

后, 法以同盟正式破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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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国—以色列同盟形成的根本原因

法以同盟形成的根本原因在于两国面对共同的

敌人。以色列国于 1948 年 5 月 15 日建立, 自独立以

来, 以色列就与阿拉伯国家处于全面敌对状态, 因此,

以色列在建国伊始 , 就确立了这样的外交方针 : 阿拉

伯国家是以色列的死敌, 只有取得大国尤其是美国的

支持 , 才能与阿拉伯国家对抗 , 保证国家的独立。因

此以色列采取了一系列亲美姿态 : 在朝鲜战争中 , 以

色列支持美国 , 还表示愿意配合美国在中东遏制苏

联, 但这并未得到美国的积极回应 , 在杜鲁门和艾森

豪威尔执政期间, 美国对以色列的态度相当冷淡。美

国在冷战初期的中东政策的目标是, 遏制苏联向中东

扩张 , 利用英法的衰落排挤他们在中东的势力 , 由自

己取而代之, 保证主宰西方经济命脉的中东石油供应

的畅通, 并使之掌握在美国手中。在这一战略目标引

导下 , 美国力图把中东各国纳入一个统一的反苏阵

线, 阻止苏联的渗透。具体做法就是在中东建立区域

性军事集团, 把中东变成围堵苏联的前沿阵地。为此,

美国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初先后提出两个方案 , 一是

“中东司令部计划”, 由埃及出面在中东组织一个反苏

联盟, 但这一计划由于遭到埃及的拒绝和中东人民的

普遍反对而破产。美国又采取迂回策略, 建立了由英

国、土耳其、巴基斯坦、伊拉克组成的巴格达条约组

织, 即“中东北层军事同盟”。在这一过程中, 美国看到

了新兴的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强大力量, 认识到要想控

制中东就必须取得阿拉伯国家的支持。而以色列这

个刚独立的小国对美国究竟有多大价值尚不明朗, 因

此, 美国采取了拉拢阿拉伯国家、疏远以色列的政策。

在 1949 年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制定的《美国对以色

列和阿拉伯国家的政策》NSC47/2 号文件中, 提出了

对以政策的指导原则 , 它的基调是 : 维护以色列的政

治经济稳定; 竭力促成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之间分歧

的和平解决; 以不偏不倚的态度向双方提供经济、政

治上的帮助。[1]( P100) 基于这一原则, 美国要求以色列在

巴勒斯坦问题上向阿拉伯国家做出让步, 与阿拉伯国

家实现和解, 一起参加美国领导的反苏联盟。美国的

要求遭到以色列的坚决抵制, 以色列拒绝向阿拉伯国

家做任何让步, 并要求美国在阿以冲突中支持自己,

而这与美国的中东战略是背道而驰的, 美国开始把以

色列看成是实施其中东战略的障碍, 因此拒绝了以色

列购买武器的要求 , 并威胁对以色列进行制裁 , 直到

以色列采取一种“和解的态度”, 愿意“减少地区的紧

张局势, 将发生冲突的危险降低到最低限度”。[1]( P26) 总

之, 在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任内, 美以关系相当冷淡,

为摆脱孤立处境 , 以色列只有另寻盟友 , 此时法国在

北非面临的困境使法以两国走到一起。

法国是传统的殖民大国, 但战后风起云涌的民族

解放浪潮冲击着法国在各殖民地的统治, 叙利亚、黎

巴嫩、法属印支先后取得独立 , 法国苦心经营的殖民

体系面临崩溃 , 但法国仍力图保有北非的阿尔及利

亚。阿尔及利亚是法国最重要的殖民地, 是法国维持

在非洲殖民统治的堡垒, 境内有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

资源, 对法国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长期以来, 法国在

此苦心经营 , 并通过大规模移民使阿尔及利亚法国

化, 在阿尔及利亚的 1000 万人口中, 有 150 万被称为

“黑脚”的法裔居民。[2]( P84) 法国还把阿尔及利亚划为海

外省, 视其为法国领土的延伸。殖民利益和帝国情结

使法国竭力维持对阿尔及利亚的殖民统治。然而事与

愿违, 1954 年 11 月, 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 以下

称“民阵”) 发动反法起义 , 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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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发。民阵得到埃及纳赛尔政权的支持, 埃及向其提

供大量武器弹药 , 为其训练武装人员 , 1955 年 , 埃及

还专门为民阵建立了一个秘密广播电台。埃及的援阿

行动引起法国的仇视, 法国认为埃及的援助是其无法

将起义镇压下去的主要原因。1955 年, 阿尔及利亚总

督雅克·苏斯戴尔公开表示:“埃及是章鱼的脑袋 , 它

把触手伸向法国的北非已经好几个月了。”[3]( P115) 法国

一直想对埃及进行报复 , 但由于国力衰落 , 又深陷阿

尔及利亚战争 , 无法分身对付埃及 , 于是法国积极在

中东寻找盟友牵制埃及, 此时美英为遏制苏联而拉拢

埃及 , 不会支持法国 , 只有以色列与埃及处于敌对状

态。纳赛尔执政后, 埃及高举阿拉伯民族主义大旗, 支

持巴勒斯坦人的反以斗争, 因此以色列视埃及为最大

威胁。但以色列势单力孤, 只有与大国合作才能对付

埃及 , 在遭到美国拒绝后 , 法国就成为理想的结盟对

象。在以埃及为首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这一共同敌人的

威胁下 , 法以两国迅速接近 , 从 1954 年起 , 法国开始

秘密向以色列出售武器, 到苏伊士运河危机爆发前,

两国已建立起稳定的军事合作关系 , 运河危机爆发

后, 两国同盟关系正式形成。

二、法国—以色列同盟的形成和发展

1956 年 7 月, 埃及为报复美英取消对阿斯旺水

坝工程的贷款, 宣布将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 由

此引发了苏伊士运河危机。法国把运河危机视为打击

埃及的机会 , 企图以此为借口对埃及发动战争 , 推翻

纳赛尔 , 切断阿尔及利亚的外援 , 法国总理摩勒把纳

赛尔比做希特勒, 认为对纳赛尔让步将导致“慕尼黑”

式的恶果。[2]( P88) 为此, 法国与英国勾结, 积极策划对埃

及的战争, 法国还主张利用以色列和埃及的矛盾, 联

合以色列对埃及作战 , 此时以埃关系也日益紧张 ,

1953 年 埃 及 封 锁 了 被 以 色 列 视 为 生 命 线 的 蒂 朗 海

峡 , 禁止以色列船只通过; 而埃及收回运河更被以色

列视为对其全面封锁的信号。在无法通过外交途径迫

使埃及解除封锁的情况下, 以色列决定攻击埃及的西

奈半岛, 以武力打开蒂朗海峡。但以色列又怕埃及空

军袭击其城市, 恰好此时法国向以色列提出了联合作

战的要求 , 并承诺法国空军将为以色列执行防空任

务 , 这一提议使以色列免于孤军作战 , 可以对埃及放

手一搏 , 因此 , 以色列接受了法国联合对埃及作战的

要求, 至此法以同盟正式形成。10 月 24 日, 英、法、以

三国达成联合作战协定 : 先由以色列向西奈发动进

攻, 然后英法向运河区进攻, 切断西奈埃及守军退路,

以色列占领西奈全境 , 英法占领运河区 , 最终迫使纳

塞尔垮台。[4]( P185) 10 月 29 日, 以色列入侵西奈半岛, 10

月 31 日, 英法参战, 苏伊士运河战争爆发。三国的侵

略行径遭到世界人民的强烈谴责和美苏两强的反对,

在美苏的威胁和世界舆论的压力下, 三国被迫停火、

撤军 , 这场侵略埃及的战争以英、法、以的失败告终 ,

英法殖民势力被赶出中东 , 中东进入美苏争霸的时

代。而对以色列来说, 这场战争并非一无所获, 因为以

色列通过战争摆脱了孤立, 得到了法国这一大国的支

持。在战争中, 法以两国密切配合, 法军多次进入以军

作战区域与以军联络, 法国空军进驻以色列机场为其

保卫领空, 战争期间两国的良好合作促进了战后两国

同盟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苏伊士战争的失败并未影响法以关系的发展, 战

争使以色列认识到只有依靠西方大国才能对抗阿拉

伯国家。在法国方面, 战争的失败不仅使法国威信扫

地, 它在阿尔及利亚进行的殖民战争更是陷入困境,

埃及在战后加强了对“民阵”的援助, 1958 年 ,“民阵”

在开罗成立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 在这种形势

下, 法国决定加强与以色列的合作。以色列国防军在

苏伊士战争中的出色表现, 也使法国认识到以色列是

牵制埃及、减轻法国在阿尔及利亚压力的可靠盟友,

因此 , 战后法以两国同盟关系迅速发展 , 两国在各领

域展开广泛合作。在军事上, 法国成为六日战争前以

色列的头号武器供应国, 向以色列提供了大量武器装

备, 仅以空军为例, 1961～1966 年法国共向以色列提

供了 122 架先进的“幻影”- 3 战斗机 , [2]( P175) 到六日战

争爆发时, 以空军的一线作战飞机几乎均购自法国。

法国还允许以色列参与法军参谋部和军事机关的工

作, 甚至帮助以色列开发核武器。1957 年 , 法国帮助

以色列在南部的内格夫沙漠建造核反应堆, 并向以色

列提供 4500 万美元贷款。[5]( P299) 在经济、文化方面, 两

国也开展了广泛的合作与交流。作为对法国援助的回

报 , 以色列支持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的统治 , 在联合国

投票阻止通过阿尔及利亚独立的决议。[6]( P449) 1961 年

以色列总理本- 古里安访问法国时 , 戴高乐公开声

称:“以色列是我们的朋友, 我们的盟国。”[2]( P175) 两国

的友好关系可见一斑。

三、法国—以色列同盟的破裂

1958 年, 戴高乐在法国上台 , 建立了第五共和

国 , 虽然法以关系仍十分亲密 , 但法国已经开始调整

其中东政策 , 法以两国开始逐渐疏远 , 六日战争爆发

后, 两国同盟关系完全破裂。这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 法国的中东政策发生了变化。戴高乐重掌

法国政权时, 法国内外交困, 政局的混乱、殖民战争的

失败使法国几乎丧失了大国地位。为重振法国, 戴高

乐一改第四共和国追随美国的外交方针, 实行抗美独

立、以恢复法国大国地位为目标的外交政策。在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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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台上 , 法国处处与美国作对 , 反对美国对第三世界

的侵略和干涉 , 扩大法国对第三世界的影响 , 同时甩

掉殖民地包袱 , 实行非殖民化 , 赢得第三世界对法国

的好感, 提高法国的国际威望。作为法国对外政策的

一个组成部分, 法国的中东政策也发生了变化。法国

开始逐步调整亲以反阿的立场, 与以色列拉开距离,

修复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 , 为法国重返中东创造条

件。

其次, 石油因素也是法国改变亲以政策的重要原

因。当时法国石油的 82.3%来自阿拉伯产油国, 如果

继续在阿以冲突中支持以色列, 很可能在石油供应上

遭到阿拉伯国家的报复 , 戴高乐就曾预言 , 中东战争

可能导致阿拉伯国家使用石油武器。因此, 法国为保

证充足的石油供应 , 就必须在政治上结好阿拉伯国

家, 改变亲以政策。

第三, 法以同盟在很大程度上是阿尔及利亚殖民

战争的产物, 法国为维持在阿尔及利亚的统治而采取

联以抗阿政策, 这是法以同盟得以存在的前提。戴高

乐上台后 , 实行非殖民化政策 , 放弃了对阿尔及利亚

的殖民统治, 1962 年阿尔及利亚宣告独立 , 此时法以

同盟的前提已不复存在 , 它对法国已没有多大的意

义, 反而成为法国与阿拉伯国家改善关系的障碍, 因

此法国决定放弃法以同盟。

第四 , 美以关系的发展也导致了法以同盟的破

裂。以色列谋求美国支持的努力尽管屡次受挫, 但它

并未放弃争取美国。在以色列看来, 只有取得美国这

一超级大国的支持, 以色列的生存才有保障。法国的

支持虽然可以暂时缓解以色列的孤立处境, 但法以同

盟有很大的局限性。法国只是一个衰落中的大国, 其

力量不足以为以色列提供安全保障, 苏伊士战争的失

败已证明了这一点。随着中东局势的发展, 美国逐渐

改变了对以色列的看法。苏伊士危机后, 美国拉拢阿

拉伯国家的努力以失败告终, 以埃及为首的阿拉伯民

族表现出强烈的亲苏反美倾向, 而以色列坚定的亲西

方立场和其西方式的政治体制, 以及它在苏伊士战争

中表现出的军事实力都使美国认识到以色列不是美

国中东战略的障碍, 而可以成为美国在中东的重要战

略支撑点, 起到遏制苏联和阿拉伯民族主义的作用。

因此从艾森豪威尔第二个任期开始, 美国逐步改变对

以政策 , 到肯尼迪和约翰逊时期 , 以肯尼迪向以提供

安全保证和约翰逊向以提供防空导弹为标志, 美以形

成了特殊战略伙伴关系, 以色列多年来的努力终成正

果。而美以关系的发展影响了法以关系, 由于法国奉

行抗美独立的政策 , 如果继续支持以色列 , 法国将会

在中东沦为美国的仆从, 因此在抗美这一总战略的影

响下, 法国开始放弃法以同盟。

1967 年六日战争使法以同盟最终破裂。在战争

爆发前 , 法国坚决反对以色列对阿拉伯国家发动战

争 , 担心以阿战争会导致美苏进一步介入 , 不利于法

国恢复在中东的影响的企图。戴高乐要求以色列避免

战争, 他对以色列外长阿巴·埃班说:“如果以色列遭

到攻击, 我们不会允许摧毁以色列, 但是, 如果你们发

动进攻, 我们将予以谴责。”[2]( P176) 以色列发动战争后,

法国异常愤怒 , 立即对以色列实行军火禁运 , 并公开

站在阿拉伯国家一边谴责以色列, 成为六日战争中唯

一支持阿拉伯国家的西方国家。同年 11 月 27 日, 戴

高乐正式宣布:“第五共和国已经摆脱了前政权建立

起来的同以色列特殊的、十分密切的关系。”[2]( P176) 至

此, 法以同盟宣告破裂。

四、结论

1956～1967 年的法以同盟关系是法以两国为反

对阿拉伯民族主义这一共同敌人而建立的。对于法国

来说, 由于战后民族解放运动的冲击、美苏两强的排

挤、加上法国自身实力的衰落 , 这一同盟不仅未能挽

救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殖民统治, 反而恶化了与阿拉

伯国家的关系, 削弱了法国在中东的影响。戴高乐执

政后逐步放弃了法以同盟, 转而实行亲阿拉伯政策,

法国才得以重返中东。法以同盟对以色列而言则意义

更大, 法国的支持使以色列挺过了独立后最困难的一

段时期 , 同时 , 也使以色列认识到与大国结盟的重要

性 , 在法以同盟破裂后 , 与美国这一超级大国的紧密

关系成为以色列外交政策的重要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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