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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  黎以冲突已持续一个多月, 双方都付出惨重的代价, 但是没

有赢家。由于引发冲突的深层原因并没有解决, 特别是作为阿以冲突核心问题的巴

勒斯坦问题尚未解决, 以色列与黎巴嫩、巴勒斯坦等国的关系 /摩擦与冲突是常

态 0, 停火是脆弱的, 冲突可能再次爆发。黎以冲突引发了多种矛盾, 特别是刺激

了伊斯兰激进势力的发展, 使中东局势更加错综复杂。实力对比中的优势地位决定

了以色列主导着阿以冲突的发展进程, 因此以色列是解开中东乱局的关键因素。

  一、黎以冲突没有赢家

7月 12日因两名以色列士兵被真主党

俘虏, 引发了持续一个多月的黎以冲突。尽

管美国多次阻挠, 但联合国安理会最终在 8

月 12日通过 1701号决议, 并在几天后实现

了停火。期间黎以双方蒙受巨大损失, 特别

是处于弱势地位的黎巴嫩的损失更为惨重。

尊重生命、尊重人类自身是人类得以生

存的道德底线。无论是犹太人还是阿拉伯人

都是人类的一部分, 他们有权得到尊重, 也

必须尊重他人的生命。但我们看到, 在黎以

冲突中, 这种得以维系人类自身生存和发展

的道德底线被无情践踏了。面对黎巴嫩的一

片片废墟、加纳村被炸得血肉模糊的尸体、

失去父母的婴儿和失去孩子的父母,,, 可

以说, 人类最血腥、最丑陋的劣根性都在这

场冲突中暴露无遗。这不仅仅是对黎巴嫩人

民的蹂躏, 也是对人类自身尊严的践踏。为

此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通过决议, 谴责以色列

严重侵犯人权并将进行进一步调查。¹

据路透社报道º, 在黎以冲突中, 以军

战机对黎巴嫩境内约 7000个目标实施了空

袭, 以军舰艇也对黎巴嫩境内目标实施了

2500次炮击, 并派出地面部队入侵黎巴嫩

南部; 与此同时黎巴嫩真主党向以色列境内

发射了 3970枚火箭弹。以色列的轰炸和入

侵使黎巴嫩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约有 1110

人在战火中丧生, 有 3700多人受伤, 伤亡

人数中绝大多数是平民 ; 因轰炸袭击使近

100万黎巴嫩人被迫逃离家园, 至少有 6万

名外国人撤离黎巴嫩, 超过 115万户房屋被
完全摧毁, 道路、桥梁、港口、发电站和机

场等被炸, 到处都是废墟和瓦砾。在真主党

火箭弹袭击下, 以色列有 157人在战火中丧

生, 其中 40人为平民 , 其余的为以色列军

人, 约有 1000人在火箭袭击中受伤, 另有

450名以军士兵在黎巴嫩境内的战斗中受

伤, 火箭弹袭击还导致近 30万名以色列人

被迫逃离家园。

据以色列方面的估计 , 以方的战争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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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为 51亿美元。¹ 而黎巴嫩蒙受的损失是以

色列的数倍甚至更多。正像战前以色列参谋

长所说, /要使黎巴嫩倒退 20年。0 就目前

的情况来看, 以色列倒是实现了这一目标,

狂轰滥炸使黎巴嫩可能倒退了不止 20年。

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都说自己取得了

重大胜利。国外媒体也从不同视角去评论这

场战争的输赢, 但不论是认为以色列取得胜

利, 还是认为真主党打得漂亮, 都是仅从某

一个局部去评估此次战争的。从总体看, 以

色列没能铲除真主党, 甚至没有消灭其有生

力量, 更没能凭军事力量夺回被俘虏的士

兵; 真主党保存了自身 , 却无法保护黎巴嫩

人民和国土免遭蹂躏, 也没有重创以色列军

队, 且双方均蒙受了重大的经济损失。

二、停火是脆弱的, 冲突还会爆发

黎以冲突终于在联合国安理会通过 1701

号决议之后实现了停火。但我们始终认为, 只

要阿以冲突没有终结, 特别是巴勒斯坦问题没

有解决, 那么, 以色列同巴勒斯坦、黎巴嫩等

国的关系 /摩擦与冲突就是常态0。因为引发

冲突的深层原因并没有解决, 所以, 所谓停火

就只能是暂时的。事态的发展已经印证了我们

的判断。 8月 18日即停火 4天后, 以军又袭击

了黎东部贝卡谷地附近布达伊村的真主党据

点, 打死三名真主党武装人员, 以军方面也有

一人死亡。以色列宣称, 此次行动是为了切断

伊朗和叙利亚对真主党的武器供应。此前以军

还数次派战机侵犯黎巴嫩领空。联合国秘书长

安南对以色列在黎巴嫩东部采取军事行动 /深

切关注 0, 要求各方严格遵守武器禁运, 保持

最大限度的克制, 避免挑衅行为, 遵守安理会

1701号决议。黎巴嫩谴责以色列公然违反停火

决议, 声称如果联合国不对以色列军队的袭击

行为加以干预, 黎将停止在黎南部地区部署

军队。º

尽管 1701号决议规定将组建 115万人的

联合国维和部队, 协同同等数量的黎巴嫩军

队进驻黎巴嫩南部, 监督和维持停火。然而,

由于维和部队风险太大: 没有行使军事手段

的权力将处于挨打的被动境地, 能使用军事

手段时又可能与冲突双方对抗, 以军在采取

行动时很少顾及维和部队的安全, 而与真主

党的对抗可能招致伊斯兰世界的更多敌意;

故此欧美国家愿意出装备、设施, 而不积极

派兵。与此同时, 以色列却反对印度尼西亚、

马来西亚、孟加拉等伊斯兰国家派兵参加维

和部队。» 联合国维和部队组建过程中的困

难本身也说明了执行 1701号决议的艰难。

不论是以色列还是真主党都声言自己取

得了重大胜利, 至少都没有因一个多月的冲

突而挫伤锐气。就在以色列宣布接受停火的

时候, 以总理埃胡德#奥尔默特仍在议会信

誓旦旦地说, /将继续追捕真主党成员, 无

论他们逃到哪里, 无论要用多长时间。我们

不想为我们这样做向任何人表示道歉或企求

许可。0¼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 8月 15日发出

警告称, 若联合国部队与黎巴嫩都不能遵守

联合国的和平方案, 解除真主党的武装, 以

色列将不惜再次发动战争。而真主党领导人

纳斯鲁拉也发誓 , 如果以色列再次发动攻

击, 必将进行报复。因此就目前的情势来

看, 真主党也没有可能被轻易解除武装。

我们必须看到, 在阿以冲突问题上并不

缺少决议, 联合国曾先后通过了上百个决

议, 但是这些决议并没有得到贯彻执行,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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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最重要的 242号和 338号决议等。最近虽

然安理会一致通过了 1701号决议 , 但各国

对此决议并非无异议。该决议较多地偏袒以

色列, 要求释放真主党掳走的两名战俘, 但

没有要求以色列释放关押的黎巴嫩人; 要求

解除真主党武装, 却没有谴责和约束以色列

的军事入侵。停火是脆弱的, 而执行决议也

是困难的。不解除真主党的武装, 以色列可

能会再次发动军事入侵 ; 如果解除, 可能会

导致黎巴嫩内战, 使黎巴嫩再次陷入动乱的

深渊。黎巴嫩政府也未必愿意冒可能引发内

战的危险, 来解除能够抵抗以军入侵的武装

力量。

三、黎以冲突使中东局势更加复杂

中东地区的重大矛盾冲突从来就不是孤

立存在的 , 往往与其他相关因素和矛盾交

织、纠缠在一起, 而这些矛盾冲突的发展总

能引发中东局势的嬗变。当前的以黎冲突正

是如此, 使中东局势更加错综复杂。

阿拉伯国家的复杂心态。黎以冲突爆发

初期, 沙特阿拉伯、埃及、约旦等国反对真

主党的莽撞行为, 认为这种行为不符合黎巴

嫩和阿拉伯世界的利益 , 认为此做法是服务

于叙利亚和伊朗的。值得注意的是, 7月 15

日召开的阿盟会议上, 沙特、埃及第一次表

示接受安理会包含有关于解除真主党武装内

容的 1559号决议。而此前沙特和埃及并不

赞成解除真主党武装。这其中也反映出阿拉

伯国家政府的担心: 伊拉克战争之后出现了

亲伊朗的什叶派主导的伊拉克政府和由此延

伸的 /什叶派新月 0, 从而对多数逊尼派为

主体的阿拉伯国家构成潜在的威胁。为此沙

特外交大臣费萨尔曾指责布什政府摧毁了伊

拉克之后又容忍伊朗 /操控 0 伊拉克政治

进程。埃及总统穆巴拉克也抱怨阿拉伯国家

的什叶派社团在宗教上的亲伊朗倾向超过了

对自身民族国家的认同。¹ 当然, 阿拉伯国

家的行动也与其国内形势有关。特别是穆斯

林兄弟会在 2005年埃及大选中赢得更多席

位以及哈马斯在巴勒斯坦大选中获胜之后,

进一步提升了温和阿拉伯国家的危机意识。

然而, 当以色列由轰炸转为入侵黎巴嫩

并使其蒙受了更多损失特别是发生 /加纳
村惨案 0 之后, 阿拉伯国家立即改变了立

场, 强烈谴责以色列在黎巴嫩的暴行, 支持

黎巴嫩政府提出的迅速实现停火的方案 ( 7

点意见 ) , 呼吁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共同

努力促成以黎双方及早停火。停火实现后,

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和卡塔尔等国则纷纷表

示将对黎巴嫩重建给予资金支持。

冲突刺激了中东国家伊斯兰激进势力的

发展。面对以色列对黎巴嫩平民的杀戮, 黎

巴嫩和阿拉伯国家政府无法保护自己的人民

免遭蹂躏, 使民众对政府失去信心; 而美国

一再阻止联合国及时通过停火协议, 并向以

色列输送先进武器装备和交换信息情报等做

法, 刺激了阿拉伯国家和伊斯兰国家民众中

由来已久的反以反美情结 , 甚至发展成为仇

以仇美情绪, 从而培育了产生激进主义的土

壤和环境, 扩大了激进主义的发展空间。经

过这场冲突, 真主党在黎巴嫩和中东地区的

支持率也有了大幅提升。

据美联社报道º, 冲突爆发后许多中东

国家的穆斯林新生儿取名哈桑 # 纳斯鲁拉、

/真主党 0、 /贝鲁特 0 或 /诺言 0 (真主党

对以色列发起的战役就叫 /真正的诺言 0 )

等名字。一位名叫古拉尼的巴勒斯坦水果进

口商说, /我妻子想给孩子起名叫纳斯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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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 可是我想叫他真主党, 0 /尽管朋友都

说这样的名字会给孩子带来麻烦, 可能会影

响他将来的工作甚至出国旅游,,, 可是,

这样的名字可以代表我们的一份爱国心。0

这种取名方式已经成为中东地区的 /命名
文化 0。哈马斯精神领袖艾哈迈德 #亚辛被

以色列暗杀后, 许多新生儿就被起名为艾哈

迈德#亚辛。巴勒斯坦人既是用这种方式纪

念哈马斯的精神领袖并希望他得到永生, 同

时也是对以色列暴行的抗议。无奈中的民众

用他们特有的方式表达着爱与恨的情感与

希冀。

此外一些伊斯兰国家的穆斯林还准备作

为志愿者到冲突前线, 例如印度尼西亚的多

个伊斯兰组织已经组织了数千穆斯林志愿

者, ¹ 准备与黎巴嫩兄弟并肩战斗。有些激

进组织甚至发誓将在任何可以打击以色列的

地方 /开展行动 0。

美国在中东的影响力大打折扣。美国中

东政策的两大弊端 ) ) ) 偏袒以色列和双重标

准, 使其在中东地区不得人心。尽管目前多

数中东温和国家与美国保持着合作关系, 但

这种关系也是若即若离。 / 9# 110 事件后,

美国以打击恐怖主义为由, 先后发动了阿富

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 2004年提出所谓改

造中东的 /大中东民主计划 0, 试图在中东
和南亚的伊斯兰国家掀起一场社会政治变革

风暴。美国构想: 以强大的军事力量为后

盾, 通过伊拉克战争警示敢于向美国挑战的

/无赖国家 0, 推动中东国家的政治变革、
改造中东国家政权; 掌握控制世界石油资源

和石油生产基地, 拉拢盟友、左右世界经

济; 进而在全球范围内建立符合美国价值观

和利益的世界新秩序。必须承认, 美国作为

世界惟一超级大国在中东地区有着极为重要

的影响力, 但是美国并不能主宰中东人民的

命运。美国强大的军事机器轻而易举地推翻

了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权和伊拉克的萨达姆政

权, 但是美国不仅没有为阿富汗、伊拉克人

民带来和平与安定, 而且自身也陷入战乱、

动荡的泥潭。美国曾支持黎巴嫩的反叙利亚

势力策动 /雪松革命 0, 却激发了复杂的黎
巴嫩教派矛盾。而美国在以黎冲突中偏袒以

色列、阻挠安理会通过有关停火协议, 更是

激发了黎巴嫩和阿拉伯国家民众的愤懑。联

合国秘书长安南也痛苦、无奈地说, /对联

合国没能尽早阻止中东战火的蔓延感到难

过, 0 安理会决议 /姗姗来迟 0 极大地打击
了人们对联合国的信任。º 所以, 当美国国

务卿赖斯准备访问黎巴嫩时遭到黎方的拒

绝。这种情况在中东和美国历史上还是不多

见的。美国在中东一次次遭受挫折的情况

下, 又将如何推进其 /大中东计划 0 呢?

以色列是解开中东乱局的关键因素。阿

以冲突是中东地区持续时间最长、最复杂的

矛盾。美国和以色列总是指责真主党、哈马

斯组织等搞乱了中东局势。这是美、以从其

自身利益和政治偏见出发得出的错误结论。

在实力对比中的优势地位 , 决定了以色列是

阿以冲突的矛盾主要方面 , 主导着阿以冲突

的发展进程。以色列改变其扩张主义政策和

/恶邻政策 0, 改变安全观, 积极融入中东

才是解开中东乱局的关键因素。

/恶邻政策 0 不断影响着中东局势。没

有哪个国家不想保持自身的强大地位, 但是

维护自身强势地位不能以削弱邻国政府为代

价。如果一国的强势地位是靠削弱邻国政府

获得的, 那么在获取强势地位的同时也失去

了稳定的周边环境, 最终也将殃及自身。尽

管巴勒斯坦国已经在 1988年宣告成立, 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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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包括中国在内的 130多个国家的承认,

但以色列一直拒绝承认巴勒斯坦国。以色列

还采用各种手段极力削弱巴勒斯坦、黎巴嫩

等国周边阿拉伯国家政府的实力, 目的是保

持自身的强势地位, 无论在未来同阿拉伯国

家的军事对抗还是政治谈判中均处于优势地

位, 为自身赢得更多的实际利益。以色列削

弱周边阿拉伯国家的实力并保持自身强势地

位的政策是始终如一的, 即使在 90年代开

启中东和平进程之后, 以色列也没有改变这

一政策。以色列曾多次入侵黎巴嫩, ¹ 为了

达到削弱黎巴嫩的目的 , 对黎巴嫩南部实行

了长达 20多年的占领, 甚至扶植了一支听

命于以色列的南黎巴嫩傀儡军, 使黎巴嫩实

际上处于被割裂的状态 , 侵犯了黎巴嫩的主

权与领土完整。在巴勒斯坦, 以色列拒绝执

行安理会关于解决阿以冲突的 242号决议,

迄今为止仍占领着约旦河西岸的大部分地

区; 为了削弱巴解组织的领导力, 以色列数

次围困、武装软禁阿拉法特总统, 甚至断水

断电, 并联手美国向巴勒斯坦政府施压, 以

推进巴勒斯坦政治改革为名削弱阿拉法特的

权力, 架空阿拉法特, 同时又指责巴勒斯坦

政府无法控制巴勒斯坦地区的安全局势。最

终使黎巴嫩和巴勒斯坦成为以色列军队暴力

/肆意践踏 0 的地方。前不久在肆意滥炸黎
巴嫩的同时 , 以色列又在巴勒斯坦绑架了

34名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的高官。 8月 19日

以军又绑架了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副总理纳赛

尔#沙赫尔。º 在这种情况下, 无论是处于

弱势地位的巴勒斯坦政府还是黎巴嫩政府都

无法落实政令、控制局势, 地方武装和教派

势力武装必然乘势崛起、难以控制, 有时甚

至影响到中东局势。以色列最终也不得不吞

下其 /恶邻政策 0 造成的 /苦果 0。
以色列应该积极融入中东地区、成为正

常国家。以色列是在血腥与战乱中建立的,

并已发展成为中东地区的强国。从人类社会

历史发展进程看, 没有哪个国家能够永远游

离在其所属地区之外, 以色列亦然。遗憾的

是以色列在建国半个多世纪之后, 仍没有能

够化解与周边阿拉伯国家的历史恩怨, 没有

融入中东地区。以色列游离在中东社会之外,

无论对以色列自身还是中东地区, 时间越久

损失越大。曾经饱经磨难的犹太民族已经从

一个 /不正常的民族 0 变成正常的民族, 但

是以色列国尚未成为一个 /正常国家 0。这

对于一个国家来讲的确是十分遗憾的事。而

更加遗憾的是, 以色列尚未很好地正视这一

问题, 迄今为止仍自恃军事强势, 没有改变

扩张主义的立场。军事优势可以打败对手,

但不能赢得人心。这是以色列未能融入中东

地区的最重要原因。 2002年在贝鲁特召开的

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上通过了 5贝鲁特宣

言 6, 根据联合国有关决议特别是 242号和

338号决议的原则, 要求以色列在归还 1967

年战争中占领的土地基础上实现和解。实际

上等于不再要求以色列归还 1948年战争中占

领的土地, 这是阿拉伯国家集体做出的妥协。

但是以色列没能很好正视阿拉伯国家的主动

行动, 没有做出积极的回应。

以色列应该转变 /安全观 0, 只有在联

合国有关决议的基础上实现和平才能保持更

持久的稳定。而一旦实现和平, 以色列凭借

自身的人才优势、科学技术创新能力和经济

活力, 可以成为地区经济发展的 /龙头 0,
为自身赢得更多的实惠, 同时也为中东地区

的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的贡献。

(责任编辑  孙  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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º

以黎之间结怨颇深, 冲突战事不断: 1978年以色列对黎

巴嫩南部采取了利塔尼军事行动, 1982年发动了入侵黎巴嫩战争,

1993年发动了 /负责任战争 0, 1996年发动 /愤怒葡萄战争 0,

2006年再次入侵黎巴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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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cent Lebanon- IsraeliW ar and Americaps Idea
of ÷a New M iddle Eastù

Wang Suolao
  A fter the Lebanon- Israe liw ar broke out on July

12 of 2006, US Secretary of State Condoleezza R ice

openly ra ised the idea of ÷a new M iddle E astù, wh ich

has attracted a g reat dea l of internat iona l atten tion.

Th is w riter be lieves that R iceps idea o f ÷a new M iddle

Eastù has three broad considerations. F irstly, to

address the unfavorab le subsequences brought about by

implement ing ÷ the G reaterM idd le East In itiat iveù as

w e ll as contain and w eed out anti- American forces of

var ious k inds in the M iddle E as.t H ow ever, the idea

of ÷a new M iddle E astù itself w ill not replace the

÷Plan for D emocratic Reform in the Greater M iddle

Eastù o f the Bush Adm in istration. Secondly, the idea

of ÷a new M iddle E astù focuses to a g reat extent on

÷ the Sh iite C rescentù, expecting the ShiiteM oslems to

rema in scattered and d isinteg rated, rather than united

and coo rd inated. Th ird ly, the idea of ÷a new M iddle

Eastù is apparen tly d irected at ÷ the Iran ian Nuclear

Threatù, as Iran is the strongest pow er con front ing the

US in theM iddle Eas.t If such an enemy is arm ed w ith

nuc lear techno logy and nuclear w eapons, Am er icaps

strateg ic interest in the M iddle East w ill be v itally

threatened. ( P1)

The Conflict between Israel andH izbullah

AnWeihua
  A lthough the recent Lebanon - Israe li w ar w as

fought betw een theIsrae li Defense Forces and

H izbullah guerillas, it concernsmore than tw o parties.

The essence o f the conflict still lies in the unresolved

issue of the age- o ld A rab - Israe li conflict and land

for peace. While H izbullah guerillasp goa ls w ere

lim ited, Israel has long been preparing for a m ilitary

strike against H izbullah. Desp ite its m ilitary

superiority, Israel has its tender spo ts. While

H izbullah is infer iorm ilitarily, it can be a ÷headacheù

to its opponents. As a resul,t Israe l has no t destroyed

H izbullah as it origina lly expected. M oreover, Israe li

m ilitary act ion has aroused a great deal o f cr itic ism

both at hom e and abroad. The situation in theM iddle

East is likely to remain unstab le. ( P7)

The Lebanon- Israe liCon flict and theM iddle East S ituation

W ang Jing lie
  The Lebanon - Israe li con flict is more than a

mon th old, w ith both sides suffering considerable

losses and neither side likely to claim a v ictory. A s the

core issues, the Palest in ian issue in particu lar, that

brought about the con flict rema in unsolved, friction

and con flict w ill be a norma lity in Israelps re lations

w ith such A rab countries as Lebanon and Pa lestine,

cease- fire is only temporary and ano ther m ilitary

conflictm ay break out at any tim e. The Lebanon -

Israe li conf lict has g iven rise to a hos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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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adictions, g iving a big push to the developmen t of

Islam ic rad ica ls, w hich made the situation in the

M iddle East even more complicated. The comparat ive

superiority in strength o f Israel has determ ined that

Israe l is the dom inan t force in the development ofA rab

- Israeli con flict and the key factor for reso lv ing the

greatmess in theM iddle E as.t (P18)

Japanps Policy Position on Taiwan and Its Evolution

Jin X ide
  The ÷Far E astù C lause of the Japan - US

Security Arrangements includes such conno tation as

invo lvemen t in the ÷Ta iw an Issueù. In 1972, when

China and Japan estab lished d ip lomat ic re la tions, both

sides agreed to the princ ip les o f how to deal w ith the

÷Ta iw an Issueù. Since the end o f the Co ldW ar, Japan

has been gradually fostering po litical and security

re lations w ith Ta iw an. Ch ina shou ld fo llow th is trend

closely and fo il Japanps v ic ious intent ion o f interfering

w ith the ÷Ta iw an Issueù. ( P23)

The Skeleton ofAbe Shinzops Politics and Ideo logy

L iu Jiangyong
  Th is September, as his tenure o f president of the

LDP is over, Ko izum iw ill step down both as the party

president and as the Prime M in ister o f Japan. Abe

Shinzo, Ch ief Cab inet Secretary o f K oizum ips

governmen,t is seen as the most likely cho ice of

Ko izum ips successo r. Thus, a study of the ske leton of

Abe Shinzops po litics and ideo logy w ill be of g 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understanding o f Japanps interna l

and ex ternal po licy trends as w ell as the prospect of

S ino- Japanese relat ions. (P30)

ROK- US A lliance V iewed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New Geopolitica lEnvironment

Zhang Yushan
  ROK - US A lliance is the product of the Co ld

W ar and moreover the by - product of the Korean

W ar. Such a lliance is now confron ted w ith a serious

test of rede fin ition, w hen pu t against the backg round

of a new geopolitica l env ironm en,t wh ich is

character ized by the end o f the C old War,

reconc iliat ion of the South and the No rth and the

acceleration o f the econom ic integ ration process in East

A sia. A t its in itia l stage, the alliance w as no t only

w hat ROK demanded, but a lso the marriage of

different intentions o f both sides under the Co ld W ar

conditions. N evertheless, the redefin it ion of such

alliance is not only what the U S g loba l strategy

demands, bu t also the result of divaricating intentions

of both sides in the new geopo litical env ironmen.t A s a

resu l,t the a lliance w ill experience a contradiction -

ridden period and undergo a process of ad justment and

adaptat ion. (P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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