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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国家劝以政策肋民族主义诊释

口赵克仁

l摘要1阿拉伯 国家对以 色列的态度经历 了一个 由不承认到承认
、

从承认到和解的过程
。

笔者试

田从民族主义的视角
,

对此演丈加 以讼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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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 国家对以色列 的态度经历 了一个

由不承认到承认
、

从承认到和解的过程
。

在这

一过程中
,

民族主义始终是影响这一演变的重

要因素
,

但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此重视不够
。

笔

者试图从民族主义的视角
,

对此演变加 以诊

释
。

以色列是根据联合 国 巴勒斯坦分治决议

成立的
。
19 47 年 11 月 29 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

《关于巴勒斯坦将来治理问题的决议》 (第 1 81

号决议 )
。

决议规定
:

英 国对巴勒斯坦的委任统

治最迟在 玲48 年 8 月 1 日前结束
。

委任统治结

束后在巴勒斯坦成立犹太国
、

阿拉伯国和耶路

撒冷 国际共管政权
。

在联合国通过巴勒斯坦分

治决议期间
,

阿拉伯人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情绪

比较浓厚
,

他们在联大表决中一致投了反对

票
。

19 47 年 12 月
,

埃及
、

伊拉克
、

叙利亚
、

黎巴

嫩
、

外约旦
、

沙特阿拉伯 和也门七国政府首脑

在开罗集会
,

商讨对策
。

各国一致声明
,

阿拉伯

人
“

决心为反对联合国分裂巴勒斯坦的决议而

战
,

并且遵照真主的意 旨
,

决战到最后胜利
” 。 ¹

随着英国军队的逐步撤出和 巴勒斯坦人同犹

太复国主义者的流血冲突的不断加剧
,

阿拉伯

各 国 主张 出兵拯救 巴勒斯坦的呼声 日益 高

涨
。

与此同时
,

在参战问题上阿拉伯国家各自

怀着不同的 目的
。 19 4 8 年 4 月 10 日到 12 日

,

阿拉伯 国家的代表在开罗聚会
,

商讨阿拉伯国

家的正规军进入巴勒斯坦作战问题
。

外约旦国

王阿 卜杜拉声称
: “

巴勒斯坦和外约旦是一个

整体
,

因为 巴勒斯坦是这个国家的沿海部分
,

而外约旦是其内陆部分
” 。 º因而他在派遣正规

军问题上表现的最热心和最积极
,

其目的是为

了把联合国分治决议划归巴勒斯坦人建国的

领土并人自己的王国
。

犹太复国主义者派代表

在 19 47 年 和 194 8 年两次秘密地与约旦接触
,

阿 卜杜拉私下表示可 以接受分治决议
。 »而埃

及把阿拉伯军队进人巴勒斯坦作战 的行动看

作是权宜之计
。

并认为 巴勒斯坦解放后将 回到

其居 民手中
,

由他们来选择自己 的政府
。

约旦

与埃及在参战 目的上的矛盾虽然 由于大敌当

前而暂时搁置起来
,

但随着战争进程的发展
,

阿拉伯国家内部的矛盾显露出来
,

并影 响到战

争的结局
。

在派遣正规军问题上埃及表现得犹

豫不决
。

埃及政府既想承担自己的阿拉伯盟主

责任
,

又不愿损害埃及自身的国家利益
。

这种

矛盾心理是阿拉伯 民族主义与埃及民族主 义

发生冲突的实际表现
,

它说明埃及民族主义思

想已经影 响到埃及政府的对外政策
。

埃及当局

三心二意的参战决定
,

使埃及军队在没有充分

准备的情况下投人战争
,

其结果被以色列击败

是必然的
。

195 2年埃及 7 月革命胜利后
,

纳赛尔高举

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旗帜
,

取得 了 195 6 年苏伊

士运河战争的胜利
。

纳赛尔的思想在阿拉伯世

界引起了强烈反响
,

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潮在阿

拉伯国家盛行一时
。 “

六
·

五战争
”

结束后
,

纳

阿拉伯国对家以政的策族主民义连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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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家对以政的效民族主义连释

赛尔现实地把收复西奈半岛作为压倒一切的

战略目标
。

为了协调阿拉伯各国的立场
,

在苏

丹政府的努力下
,

19 67 年 8 月 29 日到 9 月 1

日在喀土穆召开了阿拉伯联盟第四次首脑会

议
。

会上阿拉伯各国首脑呼吁
,

全体阿拉伯人

团结起来
,

采用一切政治和军事手段收复阿拉

伯被占领土
,

消除以色列侵略造成的恶果
。

会

上一致通过了对以色列的所谓
“

三不政策
” ,

即

不承认
、

不谈判
、

不礴和
。 ¼ 会上

,

沙特
、

科威特

和利比亚三个重要的产油国慷慨解囊
,

向遭到

战争损失最大的埃及和约旦每年分别提供 2
.

8

亿美元和 1 亿美元的财政援助
。 。尽管如此

,

在

这次战争后阿拉伯国家内部已发生分化
,

一些

国家包括埃及已 把本国的 国家利益放在了首

位
。

阿拉伯 国家对联合国安理会 24 2 号决议

的态度已能部分地说明问题
。 19 67 年 11 月 22

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解决中东问题的 24 2

号决议
,

其核心内容是
“

以色列撤离其于最近

冲突所占领的领土
” 、 “

尊重并承认该地区每一

个国家的主权
、

领土完整及政治独立
”。 ¾ 前者

惫味着承认以色列在 194 8 年战争中占领的巴

勒斯坦领土
,

抛弃了联合国巴勒斯坦分治决

议 ; 后者惫味着承认以色列的合法存在
。

这是

一个明显偏向以色列的决议
。

该决议公布后
,

叙利亚
、

伊拉克
、

阿尔及利亚等国表示坚决反

对
。

埃及和约旦由于在
“

六
·

五战争
”

中损失惨

重
,

不愿再次卷人战争
,

纳赛尔在该决议公布

的次日就宜布予以接受
,

约旦随后也表示接

受
。

埃及和约且宜布接受 242 号决议
,

明显的

把自己 的国家利益放在了首位
,

这便违背了喀

土穆会议上制定的
“

三不政策
” ,

使阿拉伯世界

重新产生了裂痕
。

沙特阿拉伯
、

科威特和利 比

亚等石油生产国
,

既不反对 24 2 号决议
,

也不

表示接受
。 ¿

埃及民族主义最突 出的表现是与 以色列

单独烤和
。

陪同萨达特一同访问耶路撤冷的加

利在回忆录中写到
: “

萨达特最大的 目标
,

我很

清楚
,

就是要拿回原属于埃及的领土—
西奈

半岛
。

其他一切事情都是第二位的
。 ”

萨达特认

为
,

只要埃及领土置于以色列 占领下
,

埃及就

不能够担负起为巴勒斯坦人民争取合法权利

的重任
。 ’, À在萨达特的心 目中埃及的利益是第

一位的
,

其他都是次要的
,

埃及的国家民族主

义 已经高 于巴勒斯坦事业和阿拉伯 的共同利

益
。 Á 埃以单独靖和为埃及带来了和平与发展

的机会
,

但埃以单独靖和使其他阿拉伯 国家面

临着被以色列欺压的危险
,

这在一定程度上损

害了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利益
。

在埃以单独礴和后
,

虽然大多数阿拉伯国

家与埃及断绝了外交关系
,

但共同的语言
、

宗

教
、

文化和感情纽带仍然把埃及和阿拉伯世界

联在一起
。

面对以色列接二连三地欺压其他阿

拉伯人而埃及政府只能爱莫能助的袖手旁观

的馗尬处境
,

许多埃及人的内心是无法平静

的
。

然而
,

对其他阿拉伯人的同情和对以色列

的僧恶并没有使埃及再次卷人阿以冲突
。

经过

几十年战争风雨的洗礼
,

萨达特和他的继任者

穆巴拉克都懂得战争的残酷与和平的可贵
,

哪

怕这种和平是极其脆弱的
“

冷和平
” 。

穆巴拉克

拒绝了
“

拒绝阵线
”

给埃及重返阿拉伯世界设

置的先决条件
,

即埃及断绝同以色列的外交关

系
,

废除埃以和平条约
。

穆巴拉克不愿在国家

利益这个原则问题上做交易
,

他宁愿埃及继续

留在阿拉伯世界之外
。

穆巴拉克相信埃及的和

平政策不是一时的战术选择
,

而是长远的战略

方针
,

和平不仅有利于埃及自身的国家利益
。

也有利于中东所有国家的利益
。 0

长期以来
,

阿拉伯 国家在对待 巴勒斯坦问

题上一直处于矛盾之中
:
一方面

,

他们信奉阿

拉伯 民族主义
。

阿拉伯 民族有过辉煌的过去
,

他们也梦想能有一天重现昔 日的辉煌
,

从内心

他们支持巴勒斯坦人反对以色列
,

任何一个有

抱负的阿拉伯领导人都会高举反 以大旗 ; 但是

另一方面
,

阿拉伯世界又分成 20 多个国家
,

不

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利益
。

所以国家民族主义也

20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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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每一个主权国家信奉的主要原则
。

然而
,

现

实是残酷的
,

在中东政治实践中
,

只有阿拉伯

民族主义与 国家民族主义相一致的时候
,

阿拉

伯世界才能言行一致
,

而当阿拉伯民族主义与

国家民族主义利益发生冲突或矛盾的时候
,

一

些阿拉伯国家把国家利益放在了阿拉伯的共

同利益之上
,

即本国 的 民族主义第一
,

阿拉伯

民族主义第二
。

一

这正是阿拉伯国家在反以 斗争

中屡战屡败的主要原因
。

失败迫使一些阿拉伯 国家更加现实地估

价它们 自己的能力及其对手的力量
。

l% 7 年战

争后
,

虽然当时还没有一个阿拉伯国家领导人

愿意放弃军事选择或者同以色列实现和平
,

然

而在阿拉伯人的思想中
,

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问

号
。

阿拉伯人不能不对它们公开宣布的 目标提

出质疑
:

消灭以色列是否仍然可能 ? 1 96 7 年战

败和后来 1 9 7 3 年战争的失利
,

以及以色列在

质量上的优势
,

迫使阿拉伯 国家降低它们的要

求
,

并在反对以色列的斗争中
,

把可能性和愿

望区分开来
。

对一些阿拉伯国家来说
,

争论的

问题已不再是以色列是否 可以作为一个国家

而存在 的论点
,

而是有关它的边界的性质
。

对阿拉伯 国家来说
, “

六
·

五战争
”

后的 20

多年中经历了一个承认新现实的痛苦过程
。

上

世纪 8 0 年代
,

一些阿拉伯 国家已经开始处理

它们的
“

以色列问题
” 。

这并不意味着其他阿拉

伯 国家愿 意或者能够像萨达特那样去实现和

平
,

但无疑
,

大多数阿拉伯 国家对以色列 的政

治态度 已渐渐开始软化
。

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

便是一个例证
。

19 67 年喀土穆会议采纳了对 以

色列的
“

三不政策
” ; 19 73 年的阿尔及尔首脑会

议公报包含 了 对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阿以 冲突

的微弱支持
;
而 19 82 年的非斯首脑会议决议

则表示承认这个地区所有国家的安全
。

上世纪 9 0 年代初中东和平进程在美 国 的

斡旋下再次启动
。

马德里和会上
,

阿拉伯国家

制定了步步为营
,

合纵突破的和谈方针
,

但不

久就被美
、

以分化瓦解
。

美以利用的正是阿拉

伯 国家的这一弱点
。

叙利亚当初所谋求的阿拉

伯 国家和衷共济
,

不同以色列单独姨和
,

以期

加重谈判筹码一举实现全面解决的战略
,

不久

就化为泡影
。

二战后
,

国家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思潮

和实践逐渐在阿拉伯世界居于支配地位
。

阿拉

伯 民族主义虽然仍对阿拉伯人产生重大影响
,

但与国家民族主义相比则退居次要地位
。

À

注释
:

¹ 伊祟敬主编《中东问题 100 年》
,

新华出版社
,

19 99 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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