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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情报文化”的概念最早是由美国情报产业协会主席

保罗于 1974 年提出的，［1］国外对情报文化研究最多的是美

国学者和情报界，主要是针对中情局不良文化的批判。国

内对情报文化研究较早的是刘宗和等人，他们认为“情报

文化主要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对情报工作的态度，它对情

报工作产生重要的影响”。［2］ 不同的国家因其发展历程不

同，民族性格、宗教信仰、意识形态等方面存在的差异，

所以会形成不同的情报文化。以色列是个人口仅有数百万

的小国，但是却拥有世界一流的情报机构，分析它的情报

文化及其影响因素，对我国的情报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启

示意义。

二、以色列情报文化及特点

与其他国家不同，以色列的情报机构是缔造国家的功

臣，它的历史比国家的历史还要长。以色列立国后一直处

于敌对的阿拉伯世界的包围之中，加之国土狭小，没有战

略纵深，因此获得准确的情报、对敌人的军事行动提前预

警就显得格外重要。历经五次中东战争，以色列打败了几

十倍于己的阿拉伯人，在巴勒斯坦站稳了脚跟，成为“世

界上最小的超级大国”，情报机构可谓功不可没。有以色列

“国家鹰犬”之称的情报机构在国内占据特殊重要的地位，

在长期的实践中它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情报文化。
( 一) 犹太人对情报的认知

犹太人对情报的重视有着悠久的历史，学者们在谈到

情报起源时经常引用《圣经》中的一次情报活动: 摩西在

率领犹太人出埃及途中派 12 名勇士到迦南搜集情报。在以

色列建国之前，犹太人同样通过秘密情报手段对付巴勒斯

坦土地上的英国人和阿拉伯人。早期情报机构“尼里”以

及后来成立的“沙伊”都负责搜集阿拉伯人的情报、对英

国委任统治当局渗透、宣传犹太复国主义、游说欧洲各国

政府、建立秘密移民渠道，其目的就是建立一个独立的犹

太国家。为了有足够的人力资源与阿拉伯世界抗衡，“阿里

亚 B”则开辟了一条从欧洲通往巴勒斯坦的秘密通道，为

欧洲犹太人回归家园做出杰出了的贡献。
1948 年以色列建国后，长期处于战争和敌对环境中，

尽管与阿拉伯国家的五次战争以色列取得了胜利，但阿拉

伯人要将犹太人赶入汪洋大海的决心并没动摇，恐怖袭击

防不胜防，使以色列对国家安全的神经时时处于紧绷状态，

国家安全的耳目———情报机构承担着国家安危的重大责任。
摩萨德第一任局长罗文·希洛把情报工作称为一种“极为

重要的政治工具”，他告诫大家，犹太人的头号敌人是阿拉

伯人，所以必须派出职业间谍打入阿拉伯社会; 以色列情

报界不应该仅仅想着巴勒斯坦地区，它应该成为全世界犹

太人的“犹太复国主义”的保护者［3］。而摩萨德第二任局

长伊塞·哈雷尔更是道出了情报对以色列的重要性: “世界

上没有哪个国家像我们这样，亟须一个具有极高效率的情

报组织，因为以色列处于敌人的包围之中，面临敌对国间

谍的恐怖活动。摩萨德存在与否，实际上是关系到我国生

死存亡的大问题。”
在以色列，不管是国家高层，还是普通百姓都有一个

共识，正是强大的、高效运转的情报机构在保卫着国家的

安全，给犹太人提供一个安定的生活、工作环境。而以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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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的情报人员不仅有犹太人的聪明才智，更有坚定的信仰，

他们愿意为国家献身，这是以色列情报机构成为世界上最

优秀情报机构的重要原因。
( 二) 倚重人力情报

以色列有重视人力情报活动的传统，以色列早期移民

组建的民团 组 织 “哈 舒 默”、犹 太 人 的 第 一 个 情 报 组 织

“尼里”以及“世界犹太人大会”下属的情报机构“沙伊”
不仅搜集情报，还执行特别行动，为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

立家园立下了不朽功绩。立国后，为了向阿拉伯国家派遣

间谍，以便获取内幕性情报，以色列情报机构，尤其是摩

萨德非常重视对谍报人员的培养，每位谍报人员都要经历

最为严格的谍报课程训练，从反跟踪到莫尔斯密码，从密

写墨水到显影技术，同时还要熟记 《古兰经》，学会穆斯

林的行为举止。凭借优秀间谍科恩的情报，在第三次中东

战争中，以色列仅用几小时就占领了被喻为“不可征服的

堡垒”———格兰高地; 而“有史以来在埃及活动的最聪明

的间谍”洛茨源源不断地将埃及的军事情报发回以色列，

被称为特拉维夫的“开罗之眼”［3］165。正是情报人员在国外

积极、高效的活动，为以色列一次次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以色列大部分重要情报来源于人力情报，使以色列情

报机构名扬四海，连美国都自叹弗如，赫鲁晓夫在苏共二

十大上作的秘密报告《反对个人崇拜及其后果》就是以色

列国家安全局 “欣贝特”搞到的，经中央情报局的宣传，

立即引起东欧政局的动荡。以色列如此倚重人力情报，主

要是因为: 第一，在判断敌人意图方面，只能依靠人力情

报; 第二，尽管充当间谍危险性很大，但对生存和发展的

渴望使犹太人甘愿为了国家而置自己的生死于度外; 第三，

犹太人分布于世界各地，他们乐意为“祖国”服务，而回

归以色列的犹太人来自世界各地，有语言、生活习俗方面

的天然优势，容易融入对象国的社会。
( 三) 热衷于特别行动

以色列从事特别行动也有着悠久的传统，暗杀、劫持、
反劫持、突袭、定点清除、以秘密方式帮助犹太人移居以

色列，这些方法不论是建国前还是建国后都是以色列特工

惯用的手段。建国前各情报组织在很大程度上就充当了

“突击队”的角色，搜集情报只是其职能中微不足道的一

部分，更多的力量放在特别行动上，这种情报传统对以色

列情报工作有着深远的影响。摩萨德之所以能与美国中央

情报局、苏联克格勃、英国军情局并称世界谍报界四强，

出色的特别行动是主要原因。远涉重洋将血债累累的纳粹

战犯艾曼从阿根廷绑架回国，接受犹太人的审判; 千里奔

袭乌干达恩德培机场解救被恐怖分子劫持的人质; 历时数

载将制造慕尼黑惨案的“黑九月”成员悉数制裁; 偷梁换

柱将法国“幻影”战机图纸运到以色列; 圣诞前夜将以色

列急需的导弹快艇从马赛开回国内; 巴比伦行动，使伊拉

克的核梦永远破灭……所有这一切令世人目瞪口呆的战绩，

只不过是以色列情报机构无数特别行动的冰山一角!

因以色列所处的安全环境不佳，国家需要强大的情报

机构来保障安全，所以情报机构 倍受重视，没有通过立法

来约束情报机构，这对情报机构的自由行动提供了一个便

利的条件，情报机构无需将自己的行动计划告知国会和监

督机关，具有很大的自主性。在特别行动中，情报机构既

是策划者，又是执行者，他们根据获得的准确情报，经过

缜密计划、多次演练，最后大胆实施，总能以无伤亡或极

小的代价取得行动的成功。
( 四) 忠诚与信任

以色列情报人员的忠诚不靠重赏，而靠信念。国家理

想的感召和对纳粹法西斯的极度憎恨，使以色列情报系统

内聚集了大批犹太民族的精英。以色列情报机构充分信任

自己的特工，千方百计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制定了严格

的特工行为准则和相关条例，如《情报人员条例》 《国外

工作站管理条例》等。 “绝不抛弃任何一个犹太特工”是

以色列能成为情报强国的原因。以色列国内一致认为，每

位特工都是国家的精英，如果他们不幸被捕，就必须不惜

一切代 价 去 营 救 他 们。多 年 来 无 数 的 事 例 证 明 了 这 点。
1965 年科恩因疏忽被捕后，以色列试图用十几名叙科亚间

谍和百万美元赎他，还动员不少国家元首和知名人士去游

说叙利亚政府，包括罗马天主教皇保罗四世、法国总统戴

高乐、加拿大总理迪芬贝克等。洛茨被捕后，摩萨德居然

利用埃以两国交换战俘的机会，用包括 9 名埃及将军在内

的 5000 名埃及战俘换回了洛茨夫妇。1998 年，以色列特工

本托尔在瑞士被捕，当时的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除了不顾面

子向瑞士道歉外，还为其支付了 200 万美元的保释金。波

拉德因间谍罪被美国判处终身监禁后，以色列政府开始了

长达数十年的营救行动。

三、以色列情报文化的影响因素

( 一) 实用主义的影响

两千年的反犹和排犹浪潮，让犹太人吃尽了苦头。离

开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命运十分凄惨，中世纪的欧洲，犹太

教被列为异端邪说，犹太人被刻画成无耻、贪婪和背信弃

义的劣等民族，在这种极端种族歧视思潮的影响下，犹太

人在欧洲各国都遭到排挤、迫害，尤其在二战中又遭受纳

粹德国的疯狂屠杀，犹太民族险遭灭亡，这种苦难的历程

成为他们永远难以抹掉的心灵创伤。因此，对以色列人而

言，最重要的现实问题是生存的问题，相对于其他的原则、
主义等，生存权具有压倒一切的紧迫性和解决的优先性。

以色列周边是充满敌意的阿拉伯国家; 五次中东战争

与频繁发生的边境冲突以及恐怖袭击使得以色列人的神经

始终高度紧张。生存问题塑造了以色列的实用主义或者说

现实主义性格，不拘泥于传统和意识形态，不在意国际舆

论，在许多方面独树一帜，形成了独特的以色列情报文化。
以色列人将自己的生存权和最高利益掌握在自己手中，不

指望别人的同情，正如以色列空军特种部队司令薛姆龙将

军所言: “根据以往的经验，无论是美国还是苏联，都只关

心本国的利益，关键时刻，它们谁也不会理解以色列的立

场。因此，考虑国际舆论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命运多舛的犹太民族有保卫自己民族国家的强烈意志，

不管是法国总统的警告，还是其他国家的主权，以色列根

本就不放在心上，因为这比起以色列的生存来，分量都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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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了。只要它觉得需要，就会偷船、偷铀、偷战机图纸;

如果它认为必要，就会派出突击队飞越数国领空，长途奔

袭去解救人质或绑架罪犯; 它认为伊拉克的核反应堆对以

色列构成潜在的威胁，便派出空军炸毁它，如果需要，它

在最牢固的盟友美国也大搞情报活动。在这些行动中，情

报机构以成功的可能性和代价是否可接受作为实施行动的

前提，而无视国际法和国际准则的存在。以色列情报机构

固然创造了许多神话般的奇迹，但它在世界上名声不佳也

与此有很大的关系。
( 二) 情报领袖个人的影响

以色列的情报机构，尤其是摩萨德的运行方式受情报

领袖的影响很大。担任摩萨德局长兼情报主管的哈雷尔任

职时间最长，他确立了以色列情报系统的性质和特色。他

对总理表现出无限的忠诚，愿意为政府承担一切任务。在

本 － 古里安的要求下，哈雷尔将情报机构变成了执政的工

党的政治工具。他喜欢特别行动，不仅是一个行动的决策

者，还喜欢披挂上阵，直接充当行动的指挥，曾经与几十

个特工一起远涉重洋执行特别任务，也曾与自己的部下一

起挨冻受累。哈雷尔甚至在摩萨德搞起了个人崇拜，正如

美国作家斯图尔特所说: “摩萨德里每个称职的高级人士的

气质上和感情上都与哈雷尔沆瀣一气，他们的领导人是如

此富有感召力，他们对他又是如此忠诚，以至于在他们眼

中，他比组织更重要，哈雷尔就是摩萨德，而摩萨德就是

哈雷尔，要使这两者分开简直不可想象。”［3］87

60 年代，阿米特接替哈雷尔成为摩萨德局长，阿米特

是一名军人，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办事讲究程序，喜欢

特别行动，但也重视情报分析。他实行了更专业的招募和

训练方法，引进了计算机技术以及美国大型企业的管理方

式，完成了从人工情报向现代化情报工作的转变，海外情

报搜集和对特工的管理步入了正规化的轨道。
80 年代初担任以色列总理的贝京是摩萨德出身，他不

仅对特别行动感兴趣，而且鼓励情报机构实施令人振奋的

历史性行动，以恢复情报机构的活力并重塑国际形象。他

经常大胆出击，并敢于冒险，因此这一阶段，摩萨德特工

以蛮干著称。80 年代末，摩萨德领导人的观念发生了重大

变化，他们虽大胆向部下授命，却忽视了管理，结果造成

许多失误，效率明显降低。如 1992 年，在刺杀萨达姆的

“荆棘”行动演习中，5 名摩萨德特工身亡，行动被迫取

消。1997 年，摩萨德特工用加拿大假护照，前往约旦首都

安曼暗杀哈马斯政治局书记马谢勒。两名特工用毒气喷雾

器袭击了马谢勒，但因疏忽随即被警察抓获，摩萨德被迫

送上解药。后来，以色列释放了哈马斯领袖亚辛，约旦才

释放了 2 名摩萨德特工。

( 三) 犹太文化的影响

犹太教是以色列的精神支柱，犹太教认为: 所有的人

是平等的，都是按上帝的形象创造的，因此，每个人都应

具有最基本的生存权利。犹太教对人民思想的影响表现在:

重视公平正义、遵守上帝契约; 自我约束、坚守良知; 重

视个人自由、维护个人权利; 积极行善、爱憎分明; 关怀

同胞，怜悯弱者。
以色列情报机构对待特工不言放弃的态度体现了犹太

教的契约观。在古犹太文化中，犹太人是与上帝订立契约

的特殊选民，契约代表了犹太民族对上帝的集体承诺，永

远不能废除。“约”观念是犹太文化及希伯来圣经中的核

心观念和重要范畴，在犹太文化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这对

犹太人的生活方式及犹太思想文化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犹太人认为，对律法、典章、条例和诫命的遵守就是最大

的美德。
同时，在犹太教中仁爱原则也受到了充分的重视。上

帝向以色列人发出了要“爱人如己”的诫命，要求人们要

向上帝爱自己一样去爱每个人，否则就会受到惩罚。以色

列对特工的保护是以各种条例的形式确定下来的，因受犹

太文化影响，以色列人具有强烈的法制和履约观念，使从

事危险行当的特工没有后顾之忧。

四、结 语

情报文化对情报工作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因此，从

一个国家的地域特点、历史发展、宗教信仰、意识形态等

方面来考量其情报文化，有助于我们探寻该国情报活动的

内在动力。本文探讨了以色列的情报文化及其特点，并分

析了犹太文化、犹太人面临的生存问题及情报领袖的作用

等方面对情报文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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