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阿拉伯国家的巴勒斯坦难民及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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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除了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以外,巴勒斯坦难民主要流落到阿拉伯国家。

阿拉伯国家的巴勒斯坦难民普遍生存艰难、处境尴尬。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难民回归权的

拒绝、巴勒斯坦实力不济以及阿拉伯国家的不同利益考量,是巴勒斯坦难民问题延续未解

的主要原因。巴勒斯坦难民问题的存在与延续对巴勒斯坦民族与国家构建、对巴勒斯坦

难民寄居的阿拉伯国家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巴勒斯坦难民问题的最终解决离不开阿拉伯

国家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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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勒斯坦难民问题是巴以最终地位谈判中的关键性难题之一。巴勒斯坦难民的产生主要缘自

1948年、1967年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之间爆发的两次战争。这两次战争中阿拉伯国家方面的惨败

导致巴勒斯坦土地被以色列占领,大量巴勒斯坦人逃离家园,沦为难民。除了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

带以外,大量巴勒斯坦难民留居在阿拉伯国家。因此,各有关国家如何处理巴勒斯坦难民的回归问

题成为巴勒斯坦难民问题的关键所在。本文试就这一问题做一探讨。

一、阿拉伯国家巴勒斯坦难民的基本生存状况

(一 )难民数量与分布

对于巴勒斯坦难民的数量,缺乏准确的统计,各方观点不一。对 1948年战争造成的巴勒斯坦

难民 ( 1948年 4) 12月产生的巴勒斯坦难民 ) ,阿拉伯国家方面认为有 100万 ) 120万人,以色列只

承认有 50万人,英国外交部 1949年 2月的一份报告认为约有 81万人,联合国机构的统计为 72. 6

万人。¹ 对 1967年 /六五战争 0造成的巴勒斯坦新难民,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

1968年的一份报告估计为 50余万人,以色列认为约有 31. 3万人,阿拉伯方面认为有 40万人。
º
除

了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以外,巴勒斯坦难民主要流落到阿拉伯国家,尤其是约旦、黎巴嫩和叙利

亚三国。根据英国外交部 1949年 2月的一份报告, 1948年战争中及战后逃到黎巴嫩、外约旦 (约

旦的前身 )和叙利亚三国的巴勒斯坦难民共有 28万人;而根据联合国机构的统计,黎巴嫩有 10万

人,叙利亚有 7. 5万人,外约旦有 7万人,埃及有 7000人,伊拉克有 4000人。» 到 1964年,巴勒斯坦

难民总数约为 116万人,在阿拉伯国家的分布情况是:约旦有 623660人,叙利亚有 116778人,黎巴

嫩有 137884人,伊拉克有 10202人,沙特阿拉伯有 12000人。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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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勒斯坦难民随着繁衍生息,人数不断增加,各方对此的统计数字也不统一。根据联合国近东

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 1990) 1991年的报告,到 1991年 6月 30日,在该机构注册的巴勒斯

坦难民总数接近 252万人,其中约旦有 960212人,黎巴嫩有 310585人,叙利亚有 289923人。¹ 到

2000年 6月底,在该机构注册的巴勒斯坦难民已达 370多万人,其中约旦约有 157万人,黎巴嫩有

37. 6万人,叙利亚有 38万多人。º 巴勒斯坦方面的统计数字则多得多。据巴解组织难民事务部估

计,到 1998年巴勒斯坦难民总计约有 512万人,其中约旦有 176. 6万人,占巴勒斯坦难民总数的

34. 5% ;黎巴嫩有 38. 26万人,占 7. 5% ;叙利亚有 43. 2万人,占 8. 4% ;沙特阿拉伯有 27. 5万人,占

5. 4% ;其他海湾国家约有 14万人,占 2. 7% ;伊拉克和利比亚有 7. 3万人,占 1. 4% ;其他阿拉伯国

家有 5544人,占 0. 1%。» 另据挪威法佛应用国际研究所 ( Fafo Institute o f A pp lied In ternational

Stud ies)的抽样调查,到 2002年中期,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约旦、黎巴嫩和叙利亚共有巴勒斯坦

难民 333. 5万人,其中约旦有 148. 4万人,黎巴嫩有 19. 8万人,叙利亚有 29. 6万人;到 2005年,约

旦、黎巴嫩和叙利亚 3国分别有 156. 3万人、20. 6万人和 30. 9万人。¼

(二 )生存状况

50多个难民营是巴勒斯坦难民的主要生活场所 (还有一些难民没有生活在难民营 )。据挪威

法佛应用国际研究所的抽样调查,到 2005年,生活在黎巴嫩 12个难民营的巴勒斯坦难民共有 11

万人,生活在叙利亚 10个难民营的巴勒斯坦难民共有 16. 6万人。½

难民营由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管理,其他一些非政府组织也对其提供服务。

1949年 12月 9日,第四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关于设立巴勒斯坦难民救济机构的决议,成立了联合

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该机构的主要经费来源于各国政府和有关国际组织的捐助以

及个人的慈善捐赠。¾ 阿拉伯国家也是该机构的捐助者之一。据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

工程处 1975) 1976年的报告, 1950) 1974年阿拉伯国家对该机构的捐助分别是:埃及 548. 4万美

元、沙特阿拉伯 539. 3万美元、约旦 339. 6万美元、科威特 338. 3万美元、利比亚 261. 4万美元、叙利

亚 218. 6万美元、黎巴嫩 113. 35万美元、伊拉克 97. 53万美元。¿ 1999年,科威特为该机构捐赠

263. 7205万美元,沙特阿拉伯捐赠 580万美元。À 但总体上讲,阿拉伯国家的捐赠还不够多。 2007

年 7月 15日,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总专员伦 #阿布扎伊德在开罗表示,阿拉伯

国家几年前就承诺将该机构年度总预算的阿拉伯国家资助份额提高到 7. 8% ,而 2007年,在该机

构 4亿美元的预算中,阿拉伯国家的资金只占 3% ) 4% , Á 他呼吁阿拉伯国家增加捐助。

难民营的土地由寄居国提供,住房和水、电、污水处理等基础设施都依赖于寄居国。住房最初

是寄居国为难民建的临时避难房,后来许多巴勒斯坦难民在难民营内自建房屋。联合国近东巴勒

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不掌握和分配房源,主要为在该机构登记的巴勒斯坦难民中的特殊困难家

庭重建和维修房屋提供资金。难民营住房普遍无规划,密度高,没有足够的基础设施。在黎巴嫩,

由于不允许扩大难民营地盘,许多难民往往生活在难民营的空地上或城镇的广场上。叙利亚雅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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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克 ( Y arm ouk)难民营是基础设施比较好的难民营,超过 80%的人用上了自来水、电,而在黎巴嫩

和约旦,超过 60%的难民没用上自来水和下水道,且住房拥挤,环境差。¹

巴勒斯坦难民生活贫困。据抽样调查,叙利亚、黎巴嫩和约旦三国的巴勒斯坦难民中分别有

23%、35%和 31%的人每天收入不足 2美元,收入不足 1美元的分别占 5%、15%和 9%。º大量巴

勒斯坦难民靠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或其他国际人道主义机构的资助来维持生

计。» 在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注册的生活在黎巴嫩的巴勒斯坦难民中,约 60%

的人生活在联合国规定的贫困线以下,成为该机构管辖下最贫困的社群。¼

阿拉伯各国的巴勒斯坦难民的地位与生存状况有差异。约旦是唯一赋予巴勒斯坦难民公民权

的阿拉伯国家 (但是有部分巴勒斯坦人不愿成为约旦公民 ) ,巴勒斯坦难民可以享有约旦公民的政

治和经济权利。在黎巴嫩,巴勒斯坦人被视为外国人 (只有少数巴勒斯坦人获得了黎巴嫩国籍,主

要是什叶派 ) ,鲜有护照,只有黎巴嫩政府发给的临时证件,旅行受到限制。黎巴嫩政府在就业和

社会福利方面均对巴勒斯坦人做出了种种限制,实际上有 70多种行业禁止巴勒斯坦人从业。½ 黎

巴嫩法律禁止巴勒斯坦难民拥有房产,并且禁止那些已经拥有房产的巴勒斯坦人在他们死后把房

产留给其直系亲属。菲斯克 ( F isk)曾描述到: /在黎巴嫩,悲伤的巴勒斯坦寡妇不久就要被赶出家

门了。法律规定她们的房屋必须出售给黎巴嫩人。这是黎巴嫩人把巴勒斯坦人赶出家园的新阶

段,是更残酷的社会压榨,以保证每个巴勒斯坦人一有到另外一个国家过流亡生活的机会,就直奔

贝鲁特机场。0¾ 埃及和伊拉克虽然没有给巴勒斯坦难民公民权,但巴勒斯坦难民在就业等领域中

受到的限制较少,基本上被视为本国国民。在叙利亚,对巴勒斯坦难民的政策从一开始就不一样。

1949年,叙利亚陆军司令胡斯尼 #扎伊姆 ( Husn i al- Za 'im )建议叙利亚接受 30万巴勒斯坦难民,

以换取西方对其雄心勃勃的经济发展计划的支持。¿ 1949年 1月,在大马士革成立了巴勒斯坦阿

拉伯难民机构 ( the Palestine A rab R efugee Institu tion),并在霍姆斯 ( Hom s)、哈马 ( H am a)、阿勒颇

( A lepo)、拉塔基亚 ( Latak ia)、达拉 ( D ara')、库奈特拉 ( Q unaytra)设有支部,为难民营征地并提供服

务。实际上,巴勒斯坦人在保留本民族身份的前提下,除无公民权和选举权外,在所有领域均与叙

利亚国民享受同等待遇。值得一提的是,叙利亚还是唯一征召巴勒斯坦难民入伍的阿拉伯国家。À

但是,在 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后来到叙利亚的巴勒斯坦难民,在就业和教育方面的权利则受

到了限制。Á

2003年,伊拉克约有 3. 4万巴勒斯坦难民。�lu 萨达姆政权被推翻后,情况突变。以前在伊拉克

的巴勒斯坦难民在获得和维持居住权方面没有什么麻烦,但现在伊拉克内务部却命令巴勒斯坦人

办理短期居住许可证,且申请手续繁杂,需所有家庭成员到内务部办公室办理,常常要花几天到几

周时间,而居住许可证的有效期仅为 1) 2个月。更糟糕的是,巴勒斯坦难民成为伊拉克国内,特别

是什叶派暴力袭击、驱逐,甚至杀害的对象。如 2006年 2月 22日,萨迈拉 ( Sam ara)的什叶派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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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斯卡里亚 ( a l- A' skar iyya)清真寺发生爆炸被毁,导致了对巴勒斯坦人持续多日的秘密杀害。愤

怒的什叶派武装分子袭击了巴格达的巴勒斯坦人住所,至少杀害了 10人,其中两人是巴勒斯坦驻

巴格达前代表的兄弟。¹ 伊拉克境内巴勒斯坦人的被杀与受到的死亡威胁令世人震惊,连联合国

难民署的高级专员安托尼奥 #古特利斯 ( An t�n io Gu terres)和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 ( Palestin ian

N ationalAu thority)的主席阿巴斯 ( Abbas)都呼吁伊拉克总统塔拉巴尼 ( Ja lal T alaban i)进行干预以

停止杀害巴勒斯坦人。º但情况并未好转,巴勒斯坦难民陷入恐慌之中,纷纷想要逃离,然而逃离

非常困难,因为以色列拒绝其入境,邻近的阿拉伯国家常常关闭边境,伊拉克边防卫队又强迫其返

回。可以说,伊拉克的巴勒斯坦难民处于无处可逃的境地。
»

在海湾国家中,巴勒斯坦难民是重要的劳动力资源,但 1990年海湾危机爆发后,为报复巴解组

织支持伊拉克,科威特驱逐了约 30万巴勒斯坦人, ¼ 这些人最后被约旦收留。利比亚也有一些巴

勒斯坦难民,但随着利比亚与巴勒斯坦关系的恶化而处境艰难。 1995年 9月,出于对阿拉法特

( Y asserA rafa t)与以色列缔结和平协议的不满,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 (M uammar Q addafi)宣布驱逐

利比亚境内的 3万巴勒斯坦人。埃及、以色列、黎巴嫩均拒绝或限制这些巴勒斯坦人入境,使其无

处可去。一位联合国官员愤怒地说: /悲剧是没有人想要他们,他们甚至不能返回为他们建立的巴

勒斯坦自治区。0½

总的来说,阿拉伯国家的巴勒斯坦难民生活艰难,生存压力非常大。在约旦、叙利亚等国,巴勒

斯坦难民的境况稍好,而在黎巴嫩和目前的伊拉克,情况则比较糟糕。

二、各方对巴勒斯坦难民问题的立场

1948年 12月,联合国大会通过 194( Ó )号决议,赋予了难民回归权。但由于种种原因,巴勒斯

坦难民一直没能返回故土 (有少量巴勒斯坦人根据以色列的 /家庭团聚计划 0得以返回 ) ,普遍无国

籍、无公民权,成为特殊群体。

(一 )以色列的立场

1950年,以色列宣布愿意在照顾 /家庭团聚 0的前提下,接受遣返双方同意的一定数目 (总数不

超过 10万人 )的巴勒斯坦难民,但以方很快就放弃了这一承诺。 1990年开始的马德里中东和会

上,难民问题是中东和会第三阶段 ) ) ) 地区性多边会谈 ) ) ) 的 5个议题之一。 1993年巴以签订

5奥斯陆协议 6后,巴勒斯坦难民问题被视为巴以最终地位谈判的关键性问题之一,但有关巴勒斯

坦难民问题的谈判并没有取得进展。以色列的基本立场是否认对巴勒斯坦难民问题的责任,拒绝

承认巴勒斯坦难民的回归权,主张让巴勒斯坦难民在现寄居国安置,只同意基于人道主义少量安置

巴勒斯坦难民,以表示巴勒斯坦难民的 /象征性回归 0。¾ 以色列认为: /阿拉伯难民不应返回以色
列,解决难民问题的唯一途径是在中东经济发展计划范围以内的阿拉伯国家获得重新安置。0¿同

时,以色列还拒绝对巴勒斯坦难民的财产损失进行赔偿,反而要求阿拉伯各国对没收的以色列公民

的财产给予赔偿。以色列还否认了阿拉伯国家巴勒斯坦难民的回归权,拒绝其返回以色列,甚至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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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其进入巴勒斯坦自治区。

以色列否认巴勒斯坦难民的回归权,最根本的原因是要保持以色列的犹太特征。以色列政治

家西蒙 #佩雷斯 ( Sh imon Peres)在其 5新中东 6一书中称: / (难民回归权 )是一个最大化要求。如果

接受它,将使犹太多数成为少数,这将抹杀以色列国的国家特征。由此,不论现在还是将来,都没有

可能接受它。0¹ 以色列利库德集团的领导人阿里尔 #沙龙 ( A rie l Sharon)指出: /如果这些人 (指巴

勒斯坦难民 )发现自己再次被安置在犹迪亚 ( Judea)、撒玛利亚 ( Sam aria)和加沙 ( Gaza)伤心的难民

营里,注视着他们以前的城镇和村庄的遗物,那不安与气愤将是巨大的,,巴勒斯坦难民问题是巴
勒斯坦人自己造成的,但一个悲剧不能由另一个悲剧来代替。如果我们想要继续生活在这个国家,

即使违背戴维营协议,难民问题的解决方案也一定要另觅他途。0º 以色列拒绝巴勒斯坦难民回
归,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的支持。除杜鲁门 ( T ruman)总统劝说以色列接受象征性的 10万巴

勒斯坦难民回归者之外,其他美国总统均支持在寄居国解决巴勒斯坦难民问题。» 美国与以色列

是特殊的战略盟友,没有美国的压力,以色列不大可能做出实质性的让步。

(二 )巴勒斯坦的立场

巴勒斯坦方面的基本立场是:以色列应对巴勒斯坦难民问题承担主要责任,坚持所有难民的回

归权。¼ 2008年 8月 14日,巴勒斯坦首席谈判代表埃雷卡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巴勒斯坦难民

问题和耶路撒冷、边界、犹太人定居点、水资源一样,是巴以谈判的核心问题,是一条绝对不能越过

的 -红线 . ,而以色列方面多次谈这个问题,其背后的目的是欺骗和误导世界舆论,尤其是美国,给

人造成这样的印象:以色列在积极推动中东和平进程,特别是要与巴勒斯坦实现和平。以色列方面

关于巴勒斯坦难民的报道和说法都是错误的。0½ 但由于多种因素,难民问题事实上并不是巴勒斯

坦自治政府优先考虑的问题。在 1995年 10月巴解组织代表阿布 #马赞 ( AbuM azin )与以色列外

交部副部长贝林 ( Beilin)达成的协议中,巴方 /承认和平共存与新时代的先决条件及 1948年以来

产生的现实,导致回归权不能实施 0。¾ 巴勒斯坦已有学者和官员开始讨论巴勒斯坦难民回归权应
被理解为回归民族土地 (西岸和加沙地带 )而不是 1948年的家园。兹阿德 # 阿布 # 扎耶德 ( Ziad

Abu Zayyad)建议: /人们应当区分作为一个原则的 -回归权 . ( 1948年之前某一个人所拥有的同一
个家园、土地或树林 )和回归权实践的不同 0。¿

对寄居在阿拉伯国家的巴勒斯坦难民,巴勒斯坦方面也十分关注。在 1993年的奥斯陆协议

中,难民问题被放在最终地位谈判中进行,规定由以色列、巴勒斯坦、约旦和埃及建立一个常设委员

会, /商定让 1967年被赶离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人入境的方案以及预防分裂和混乱的必要措

施 0, À 这引起了流亡阿拉伯国家的巴勒斯坦难民的反对。当时,黎巴嫩境内的巴勒斯坦难民举行

了游行示威。 1995年卡扎菲驱逐巴勒斯坦人,阿拉法特在加沙城 ( G aza C ity)的发言人马尔万 #卡
纳发尼 (M arwan K anafan i)谴责说: /卡扎菲以驱逐无所去处的巴勒斯坦人的方式来支持我们巴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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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人应有自己国家的主张,但因政治原因伤害人民是不公正和不道德的。0¹ 在 2000年 7月美、

以、巴三方首脑会谈中,针对黎巴嫩境内巴勒斯坦难民的艰难处境,阿拉法特提出 3年内在以色列

和巴勒斯坦自治区安置 36万名黎巴嫩境内的巴勒斯坦难民的计划,反对以色列在会上提出的每年

只允许 2万难民回归巴勒斯坦的要求。º 对伊拉克战争后处境艰难的巴勒斯坦难民,巴勒斯坦自

治当局多次表达了接纳的意愿。 2006年 4月,巴解组织难民事务部主管 ( D irector General)穆罕默

德 #阿布 #巴克尔 (Muhammae Abu Bak r)说: /我们关心在伊拉克的巴勒斯坦难民的命运,我们支

持其前往巴勒斯坦自治区或留在伊拉克。0»但以色列拒绝让他们进入巴勒斯坦自治区。后来,哈

马斯政府外交部长马赫茂德 # 扎哈尔 (M ahm oud Zahar)访问叙利亚后,叙利亚表示同意接收这批

巴勒斯坦人。¼

(三 )阿拉伯国家的立场

从总体上讲,阿拉伯国家普遍支持巴勒斯坦人恢复合法民族权利的斗争。在国际社会, /阿拉
伯国家既反对把巴勒斯坦问题仅看作难民问题,也反对一切旨在取消难民问题的尝试 0。½ 阿拉伯

国家虽拒绝让巴勒斯坦难民入籍 (约旦除外 ),但出于阿拉伯民族兄弟情谊和人道主义考虑,均给

予难民暂时安置。阿拉伯国家坚持巴勒斯坦难民的回归权,原则上拒绝并在实践中不鼓励巴勒斯

坦难民融入居住国或在第三国安置,认为这忽视了难民的回归权。¾ 但阿拉伯各国对其境内的巴

勒斯坦难民的政策有所差别。

约旦对 1948年和 1967年战争后来到约旦的巴勒斯坦难民实行归化政策,赋予其公民权。作

为约旦公民,巴勒斯坦人参加了约旦的议会、政府及军队。许多巴勒斯坦精英成为约旦统治集团的

一部分。约旦采取这种做法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约旦与巴勒斯坦在历史上本是 /一家人 0,约旦王室
也一直企图建立包括巴勒斯坦 (特别是约旦河西岸 )在内的哈希姆王国。但 1988年约旦宣布中断

与约旦河西岸的法律和行政关系后,其对巴勒斯坦难民流入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不再欢迎其他阿拉

伯国家的巴勒斯坦难民流入约旦。如 2006年 3月 ) 5月,约 200名伊拉克的巴勒斯坦难民滞留在

约、伊边境,约旦拒绝让其入境。约旦内务部总秘书穆克海马尔 # F#阿布 #詹莫斯 (M ukhaim ar F.

A bu Jamous)在与人权组织会面时说,约旦已有大量巴勒斯坦难民,不能接收额外的难民。他表示,

由于伊拉克的巴勒斯坦难民和普通的伊拉克人不一样,他们没有护照,只有旅行证,一旦进入约旦,

将不能再离开约旦。他强调,伊拉克的巴勒斯坦难民问题应当通过地区分担来解决,即使有国际财

政的援助,约旦也不能允许伊拉克的巴勒斯坦难民进入约旦。
¿

叙利亚虽然没有赋予巴勒斯坦难民以公民权和选举权,但实际上视其为本国国民。 2000年 10

月,叙利亚总统巴沙尔 ( Bashar al- A sad)在接受采访时说: /叙利亚绝不做在背后中伤巴勒斯坦人
的一柄剑。0À 有人将叙利亚对巴勒斯坦难民的政策归纳为以下三点:难民问题应作为一个整体,而

不是仅通过双边协议来解决;一定要以回归权为基础;巴勒斯坦方面不能单独决定难民的命运,难

民寄居国,事实上包括所有阿拉伯国家均应参加谈判。Á 叙利亚对巴勒斯坦难民问题的关注,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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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是基于阿拉伯兄弟情谊,另一方面也有对巴勒斯坦发挥影响并将其作为与以色列谈判的一枚棋

子的考虑。实际上,叙利亚对巴勒斯坦难民也是比较友好的,收留了多次阿以战争所造成的大量巴

勒斯坦难民,对逃难的伊拉克巴勒斯坦难民表示同情。经过与联合国难民署高级专员的谈判,叙利

亚政府允许 2005年 10月 4日至 11月 21日滞留在伊、叙边境的 19名伊拉克巴勒斯坦难民进入叙

利亚豪尔 ( a l2H ol)难民营。¹ 2006年 5月 9日,国际移民组织又将超过 250名滞留在伊、约边境的

伊拉克巴勒斯坦难民迁往叙利亚,由叙利亚当局将其转移到豪尔难民营。随后几天,叙利亚又接收

了 37名巴勒斯坦难民。º

黎巴嫩对待巴勒斯坦难民的态度是:巴勒斯坦难民回归权是与以色列谈判的首要条件;反对巴

勒斯坦难民定居在黎巴嫩,鼓励巴勒斯坦难民移民;保持黎巴嫩境内巴勒斯坦人的分裂。其中最为

关键的是反对巴勒斯坦难民在黎巴嫩定居并融入黎巴嫩。 1999年 11月,黎巴嫩前总统埃米尔 #
拉胡德 ( Em ile Lahoud)在出席贝鲁特各团体的领导人会议时强调: /我们不能接受 (巴勒斯坦难民 )

定居 (在黎巴嫩 ),定居违背了巴勒斯坦难民回归其土地的神圣权利。0» 黎巴嫩前总理卡菲克 #哈
里里 ( R afic a l- H arir i)明确指出: /黎巴嫩将绝不和巴勒斯坦人融为一体,巴勒斯坦人将得不到公

民权、经济权,甚至得不到工作许可。0¼ 真主党 (H izballah)是支持巴勒斯坦人武装解放其土地的

最大的黎巴嫩组织,一些巴勒斯坦抵抗组织与其关系密切,但它也对巴勒斯坦难民定居黎巴嫩存有

戒心。该党总书记哈桑 #纳斯鲁拉 ( H asan H asra llah)指出: /虽然巴勒斯坦人是我们的亲爱兄弟,

但我们和其他黎巴嫩人与其他巴勒斯坦人一起反对定居计划。对巴勒斯坦人来说,返回其巴勒斯

坦的土地是自然而然的事情。0½

黎巴嫩反对巴勒斯坦难民在本国定居,原因有三:其一,认为定居否定了巴勒斯坦难民的回归

权;其二,黎巴嫩人口密度高,资源匮乏,经济状况较差;其三,黎巴嫩的国家权力是建立在教派基础

上的,大量巴勒斯坦难民 (主要是逊尼派 )的定居或融入,会打破黎巴嫩的国内平衡,引发权力分配

的冲突。

三、阿拉伯国家巴勒斯坦难民的影响

(一 )对巴勒斯坦民族与国家构建的影响

民族构建是民族作为文化 ) 政治共同体的构建过程与民族认同的形成过程,这个过程主要涉

及社会 ) 个体、族群 ) 民族以及族群之间三组关系。民族国家的特征主要包括完全自主和领土统
一、中央集权制、主权人民化、国民文化的同质性、统一的民族市场等,这些特征的充分体现意味着

民族国家构建的完成。在第三世界,民族构建与国家构建是同步进行、相互补充的,二者共同构成

民族国家的构建进程。¾ 经过奥斯曼主义、阿拉伯民族主义与巴勒斯坦民族主义三个阶段,巴勒斯

坦民族主义形成了, ¿巴勒斯坦民族构建进程随之进行。随着巴解组织及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

的建立和运转,巴勒斯坦开始了国家构建进程。但是目前,巴勒斯坦民族与国家构建进程尚未完

成。正如学者杨辉所指出的: /巴勒斯坦民族构建是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其特殊性主要表现在民族

的形成先于国家的形成,与大多数国家构建过程不同,巴勒斯坦民族的构建与国家的构建不是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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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的。0¹

巴勒斯坦民族与国家构建的进程面临着多层面的挑战,大量流落在阿拉伯国家的巴勒斯坦难

民是影响这一进程不可忽视的因素。

其一,对民族认同的影响。 1968年修改并获通过的 5巴勒斯坦国民宪章 6指出: / 1947年以前

一直定居在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是巴勒斯坦人; 1947年后,不管出生在哪里,只要其父是巴勒斯坦

人,他们也算巴勒斯坦人。0º因此,流亡在外的巴勒斯坦难民是巴勒斯坦民族的一部分。巴勒斯坦

方面和阿拉伯国家一直拒绝放弃巴勒斯坦难民的回归权,也是对其民族身份的认同与肯定。同样,

阿拉伯国家的巴勒斯坦难民也不愿加入他国国籍,不愿意放弃自己的巴勒斯坦民族身份。 1999年

10月对黎巴嫩的巴勒斯坦难民进行的调查显示, 67%的受访者表示愿意同时拥有黎巴嫩和巴勒斯

坦国籍, 96%的受访者表示除非回归巴勒斯坦,否则他们拒绝离开黎巴嫩去任何国家。» 在难民生

存情况较好的叙利亚,据调查,也有 85%的巴勒斯坦难民希望返回故乡。¼ 因此,阿拉伯国家的巴

勒斯坦难民对巴勒斯坦民族有着高度的认同。但由于巴勒斯坦难民一直未能回到故土,各地巴勒

斯坦人在地理上和生活上相互隔离,各阿拉伯国家巴勒斯坦难民的社会地位与生活状况的差异很

大,加上巴勒斯坦难民已繁衍数代,随着时间的推移,巴勒斯坦难民的后代对故土的感情有可能逐

渐淡化,这些都会对巴勒斯坦的民族认同产生不利影响。

其二,对经济认同的影响。流落各地的巴勒斯坦难民普遍贫穷落后,主要靠国际社会的救济,

其经济活动更多地是与寄居国联系在一起的,巴勒斯坦人之间并没有形成经济联系。在巴勒斯坦

自治区,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在发展民族经济方面的滞后,加上以色列的限制,使巴勒斯坦本土

的经济活动更多地与以色列相联系,而与阿拉伯国家的巴勒斯坦难民的关系并不紧密。因此,巴勒

斯坦人尚未形成统一的民族经济市场,远没有建立起独立的民族经济体系,而独立的民族经济体系

是巴勒斯坦民族与国家构建的经济基础。

其三,对政治认同的影响。阿拉伯国家对巴勒斯坦难民在政治上的排斥 (即使在巴勒斯坦难

民被赋予公民权的约旦,巴勒斯坦难民在政治上也处于少数地位 ) ,使巴勒斯坦难民在寄居国缺乏

政治认同感。作为巴勒斯坦人的唯一合法代表,巴解组织内部派系斗争严重,并未得到全体巴勒斯

坦人的高度认同,存在着形形色色的反对派。巴勒斯坦人缺乏一个受到高度、普遍认同的政治对

象。阿拉伯国家的巴勒斯坦难民往往成为各种势力渗透、争夺的对象。叙利亚和约旦的巴勒斯坦

难民营成为众多巴解组织反对派活动的大本营。阿拉伯国家的巴勒斯坦难民在政治认同上存在严

重分歧,加上阿拉伯国家为本国利益而在本国的巴勒斯坦难民中建立了自己的代理人组织,使巴勒

斯坦难民在政治认同上更加分裂,这对巴勒斯坦民族与国家构建是个消极因素。

此外,虽然巴勒斯坦方面承认巴勒斯坦难民是巴勒斯坦民族的一部分,但由于自身实力不济及

以色列的限制,巴勒斯坦难民被排除在巴勒斯坦本土业已开始的国家构建进程之外。阿拉伯国家

的巴勒斯坦难民也没有参与决定巴勒斯坦民族最终命运的巴以和谈和构筑巴勒斯坦政治权力框架

的巴勒斯坦大选。从长远来讲,这会对未来巴勒斯坦的政治认同与国家构建产生不利影响。

(二 )对阿拉伯国家的影响

大量巴勒斯坦难民的到来与长期生活,对其所寄居的阿拉伯国家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对原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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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较少的黎巴嫩和约旦影响尤为显著。

约旦在 1948年战争后吞并了约旦河西岸地区,并随后赋予巴勒斯坦难民公民权。但随着巴勒

斯坦民族主义的发展壮大,大量巴勒斯坦难民的存在与活动危及了约旦王室的统治,与约旦政权的

矛盾不断激化,最终演变为 1970) 1971年约、巴手足相残的悲剧。虽然 1988年约旦宣布中断与约

旦河西岸的行政和法律关系,但国内大量的巴勒斯坦难民还是对其产生了一系列消极影响。一是

对约旦的稳定产生了威胁。巴勒斯坦难民占约旦人口的一半以上,在约旦经济中的比重也很大,特

别是在私有经济领域, 1995年约旦私有公司 500强中,巴勒斯坦难民拥有的公司占 60% ,销售额占

54% ,资产价值占 63%。巴勒斯坦难民在银行、商业与工业方面居支配地位。¹ 与经济上的强势相

比,巴勒斯坦难民在政治上处于少数地位,这引起了约旦国内对巴勒斯坦难民有可能将经济优势转

化为政治优势的忧虑。º二是沉重的经济负担。约旦是个贫瘠小国,每年要为巴勒斯坦难民支付

大笔费用,巴勒斯坦难民成为约旦的经济负担。三是面临着以色列不想解决巴勒斯坦难民问题的

压力。以色列一直主张在阿拉伯国家就地解决巴勒斯坦难民问题,约旦归化巴勒斯坦难民的做法

为以色列的主张提供了说辞,以色列继而宣传 /约旦就是巴勒斯坦人的祖国 0。因此,只要不赋予

约旦境内的巴勒斯坦难民回归权,约旦对 /约旦就是巴勒斯坦 0的恐惧就会存在。» 对此,约旦要求

有关各方必须严格执行联合国有关难民回归权的决议,称将约旦排除在外的解决方法将给本地区

带来消极影响,甚至会危及本地区的安全与稳定。¼ 虽然赋予了巴勒斯坦难民公民权,但约旦领导

人多次表示,他们不会阻止巴勒斯坦难民离开。出于对巴勒斯坦难民的忧虑,约旦也不愿接受他国

的巴勒斯坦难民。约旦多次关闭与伊拉克的边境,阻止伊拉克的巴勒斯坦难民入境就是例证。

在黎巴嫩,大量巴勒斯坦难民的到来改变了原有的人口与宗教结构。居住在黎巴嫩的巴勒斯

坦人中 85%是逊尼派,其余 15%是非马龙派基督徒。½ 这引起了黎巴嫩国内政治派别,特别是基督

教派的忧虑。马龙派称: /我们没有意愿将这些人 (指居住在黎巴嫩的巴勒斯坦难民 )抛进大海,或

彻底毁灭他们。我们对他们的所有请求是在黎巴嫩以外的另一块土地上定居。0¾ 阿兹特 ( A rzt)也

指出: /黎巴嫩官方不止一次表示,只要一有机会就驱逐所有巴勒斯坦人,他们主要是逊尼派穆斯

林。目前黎巴嫩什叶派穆斯林略多于逐渐萎缩的门诺派基督教徒, (黎巴嫩政府认为 )难民一旦融

入,就会破坏这个国家微妙的宗教派别之间的平衡。0¿什叶派也有类似担心。一位什叶派村长说:

/我们给巴勒斯坦人一切,而他们回报给我们的是侮辱、尸体和腐败方面的教训。0À

鉴于巴勒斯坦难民以黎巴嫩为基地袭击以色列而引发 1978年、1982年以色列两次入侵黎巴

嫩,黎巴嫩政府为巴勒斯坦难民的活动可能导致黎、以关系恶化而担忧。同时,巴勒斯坦难民卷入

黎巴嫩国内纷争 (如黎巴嫩内战 )的经历,也使黎巴嫩各界对其充满戒心,这也是黎巴嫩反对巴勒

斯坦难民定居的重要原因。

另外, 1969年 11月巴解组织与黎巴嫩政府签订 5开罗协议 6后,巴解组织和大量巴勒斯坦难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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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黎巴嫩,获得了在黎巴嫩从事武装活动的许可,黎巴嫩的巴勒斯坦难民营中混乱不堪,非法武

装盛行。黎巴嫩前总统拉胡德将巴勒斯坦难民营称为 /定时炸弹 0, ¹ 甚至要求国际维和部队解除

巴勒斯坦难民营的武装。º 黎巴嫩媒体把巴勒斯坦难民营称为不法之徒的 /安全岛 0。 1999年 6

月, 4名黎巴嫩法官在西顿 ( S idon)被刺后,黎巴嫩著名新闻记者吉卜兰 #图威尼 ( Jibran Tuw ayn i)

在报纸上撰文指出: /在调查结束之前我们无意指控巴勒斯坦人在西顿 ( S idon )的谋杀,但巴勒斯坦

难民营给人留下的国家权威之外唯一拥有重武器和武装因素的印象,自然导致人们把手指向巴勒

斯坦难民营内部的安全无序与混乱状况。0他呼吁黎巴嫩政府进入难民营,使 /安全岛 0失效,以 /取

消 1969年开罗协议这个不公正的标志性协议0。» 在其他阿拉伯国家,巴勒斯坦难民较少,对这些

国家的政治影响不大,但巴勒斯坦难民也常常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或牺牲品,如海湾危机时科威特

驱逐在该国打工的巴勒斯坦难民, 1995年卡扎菲驱逐境内的巴勒斯坦难民,以及伊拉克战争后伊

拉克境内巴勒斯坦难民的再逃亡等。

综上所述,历经数十年的演变,阿拉伯国家的巴勒斯坦难民已成为巴以双方以及阿拉伯国家面

临的棘手难题。难民问题的解决,国际上一般有三种途径:返回故土、寄居国安置和第三国安置。

但以色列否认巴勒斯坦难民回归权,使其无法回到故土,而巴勒斯坦难民不愿在寄居国和第三国安

置,阿拉伯国家也基本上拒绝安置他们,这就使阿拉伯国家的巴勒斯坦难民问题被搁置起来 (其他

国家的巴勒斯坦难民问题也是如此 )。此外,为了在与以色列的谈判中讨价还价以及在地区争夺

中为本国谋取利益,阿拉伯国家也有保留巴勒斯坦难民问题的考虑 (不仅是巴勒斯坦难民问题,整

个巴勒斯坦问题都是如此 ),这更增加了解决巴勒斯坦难民问题的难度。巴勒斯坦难民问题的最

终解决,首先要取决于巴以和平进程的进展,当然也不能忽视阿拉伯国家的作用。拥有大量巴勒斯

坦难民的阿拉伯国家,应当在这一问题上有发言权,离开阿拉伯国家的支持与配合,巴勒斯坦难民

问题的解决是不可想象的。

Abstract Apart from W est Bank and Gaza Strip, it is the A rab coun tr ies that most

Palestin ian R efugees seek shelter in. The Palestin ian Refugees inA rab countries not only live a

hard life, but a lso are put into an awkward situation. The den ia l o f Palestin ian R efugees. right

of re turn from the Israeli governmen ,t the econom ic weakness of Palestine and in terest

considerations of A rab coun tr ies con tr ibuted to the suspense of the solu tion to the Palestinian

Refugees problem. The presence and con tinuation of the prob lem have great im pacts on the

nation2 and state2 bu ild ing of Palestine and those A rab countries shelter ing the Palestinian

Refugees. The final so lu tion to it depends on the support from A rab countries.

(陈天社,副教授,郑州大学历史学院,郑州, 45005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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