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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戴维营协议 0签订以后,埃及与以色列两国逐步走向关系正常化。然而, 在这个协议的执行过程

中, 埃以两国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出现严重分歧, 尤其是埃以之间的塔巴问题和巴勒斯坦自治问题成为障碍。埃以

在这些问题上的谈判被拖延下来,阻碍了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纵观 20世纪 80年代的埃以关系, 两国之间并

没有出现一个 /蜜月期0, 而是始终保持一种 /冷和平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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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 70年代后期,在美国的外交斡旋之下,

埃及与以色列达成有名的 /戴维营协议0。这不仅

是埃以关系的一个重大转折,而且是阿以关系史上

的一个里程碑。根据 /戴维营协议0的安排, 埃以双

方要努力达到两个目标:实现埃以和平,进而实现中

东和平。/戴维营协议0签署以后, 两国在该协议的

框架之下开始解决有关问题。首先, 经过埃以双方

的努力,两国在西奈半岛撤军、签订和平条约问题上

很快达成协议, 不久两国关系基本上实现正常化。

但是以色列在西奈半岛撤军问题上又扯出塔巴问

题,试图长期占领塔巴,从而阻碍了两国关系的进一

步发展。而在巴勒斯坦自治问题上, 埃以两国的立

场更是大相径庭。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给刚刚解

冻的埃以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致使埃以之间始终

未能出现一个 /蜜月期0。用当时埃及外交部长的

话说, 两国之间实际上是一种/冷和平0。¹

一

  第四次中东战争结束后,在美国的外交斡旋之

下, 埃以两国进行了多次谈判,最终在 1978年 12月

签署了有名的 /戴维营协议0。之后, 埃以双方就协

议中的具体问题再次进行谈判。埃以首先就签署和

平条约问题进行谈判, 经双方努力, 两国于 1979年

3月正式签署了5埃以和平条约6。根据该和约, 从

1979年 5月到 1980年 1月, 埃及分五次从以色列手

中收回了西奈半岛三分之二的土地, 之后, 两国于

1980年 2月相互递交国书, 并于次年分别在对方开

设大使馆,派驻大使。至此, 埃以两国基本上实现了

关系正常化。到 1982年 4月,以色列撤回所有驻扎

在西奈半岛的军队,除塔巴以外, 埃及几乎收回西奈

半岛的全部领土, 从而达到了发动第四次中东战争

的战略目标,即收复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失去的土

地。以色列则在建国后第一次得到一个阿拉伯国家

的承认,阿以关系总算开始出现转机。

  埃以关系实现正常化以后, 双方在政治、经济、

文化以及旅游等领域展开广泛的合作与交流。首

先, 在政治领域里, 埃以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 分别

向对方的首都派驻大使。自以色列建国之日起, 阿

拉伯国家就一直不承认它的国家地位,并多次因巴



勒斯坦问题发生战争。特别是第三次中东战争以

后,阿拉伯国家统一了对以立场,制订了对以外交的

/三不0政策,即不承认以色列, 不与以色列和谈,不

与以色列建交。到第四次中东战争时, 尽管以色列

已经建国 26年,阿拉伯各国仍然与以色列保持着一

种对立状态。因此, 埃以建交不仅使埃以关系发生

了根本性的转变, 而且打破了阿拉伯国家制定的

/三不0政策, 在阿以关系的僵局中打开了一个缺

口。因此, /戴维营协议0无论对埃以关系, 还是对

整个中东地区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它与埃以媾和成

为中东和平进程的一个重要里程碑。¹

  埃及与以色列关系的正常化也带动了两国在其

他领域里的合作,尤其是在贸易、旅游以及科学文化

领域。自建国之日起, 以色列就处在众多阿拉伯国

家的敌视之中。在这种/四面楚歌0背景下, 以色列

迫切需要打破被动局面。在埃以关于和约的谈判过

程中, 以色列强调:埃及应该允许以色列人自由地前

往埃及旅行,这将是两国间建立开放关系的一个基

本标志。实际上,在此之前以色列人已经开始到埃

及旅游。1981年 12月 17日, 埃以签署了有关旅游

问题的 /谅解备忘录0。随后,两国之间不仅开通了

陆路交通线,而且还实现了空中通航。早在 1980年

11月, 以色列的一家航空公司在开罗设立办事机

构,每周安排三次航班。随着埃及在特拉维夫正式

设立大使馆,以色列人能够比较容易得到护照,前往

开罗旅游的以色列人逐年增加。据统计, 1980年这

个数字为 14000人; 1981年为 38000人, 1982年

45000人。由于黎巴嫩战争的爆发,埃以关系一度

冻结, 但 1983- 1984年到开罗旅游的以色列人仍有

63000人。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 这时前往以色列

旅游的埃及人仍然相对较少。

  巴勒斯坦是一个土地贫瘠、资源缺乏的地区,对

于刚刚在这里建国的以色列人来说, 与周边国家建

立密切的政治和经贸关系是非常必要的。但是 /四

面楚歌0的局势不仅使以色列非常孤立, 而且严重

阻碍了其经济贸易的发展。因此, 在埃以和谈的过

程中, 以色列强烈要求与埃及建立广泛的贸易关系。

在以色列的一再坚持下, 甚至在两国尚未互派大使

之前, 埃及就在 1979年 11月 26日开始向以色列供

应石油。埃以和平条约生效后,以色列贸易部长吉

德昂# 帕特 ( G ideon Patt)访问埃及, 埃以两国签订

了第一个双边贸易协定,从而带动两国贸易的发展。

1980年以色列对埃及的出口额为 1000万美元,

1981年达到 1370万美元, 1982年更是达到 2200万

美元。º 以色列向埃及出口的主要是水果、大豆、鸡

蛋、奶油、巧克力, 以及玩具、T恤衫和运动鞋等生活

用品。在发生以色列入侵黎巴嫩的战争后, 埃及一

度撤回驻以大使,两国贸易额大幅度下降,但是双边

贸易始终没有中断, 埃及仍然向以色列出口石油。

在埃以贸易中,埃及向以色列出口的产品主要是石

油,每年达 5亿美元,而其他商品却很少。据粗略统

计, 1982年这些商品的价值只有 70万美元左右。

这固然与埃及民众的反以情绪有关, 另一方面是由

于埃及工业水平比较低, 以色列人对埃及的产品不

感兴趣。

  为巩固双边关系,促进两国民众之间的相互理

解和友谊,埃以两国按照 /戴维营协议0的精神, 加

强科技文化的交流与合作。从 1980年 5月到 1982

年初,埃及与以色列签订了一系列双边文化协议;通

过这些协定,两国在广播电视、青年问题、体育运动、

教育和科研等领域里展开交流与合作。早在 1979

年初,以色列驻埃及艺术参赞瓦哈布# 穆里在开罗

举行了一场艺术展。两国的学者也有了一些交流,

有些埃及学者参与以色列的某些科学研究项目; 经

埃及政府允许,以色列还参与了 1985和 1986年的

图书博览会和贸易博览会。应该说, 穆巴拉克上任

后, 基本上继承了萨达特的对以政策,继续与以色列

发展双边关系。1982年 5月, 埃及政府允许以色列

在埃及设立学术中心。学术中心的建立,在一定程

度上促进了埃以两国在科学技术方面的交流与合

作, 尤其是在农业和环保领域里的合作。

  总之, /戴维营协议0使埃以关系发生了根本性

的转变,两国结束了 30年的对立状态,开始走上交

流与合作的正常化发展道路。但是, 我们也应该看

到, /戴维营协议0给埃以关系的发展开拓的空间是

非常有限的,长期的敌对使埃及民众对以色列的敌

意仍然难以立刻消除,从而影响了两国关系正常化

的进一步发展。在经贸领域里, 埃以双方的贸易额

仍然很低,规模很小, 而且贸易往往采取间接的形

式, 即通过欧洲国家的公司作为中间方进行交易。

在旅游方面,则表现出两国游客的不平衡,前往埃及

的以色列游客占有绝对多数, 去以色列旅游的埃及

客人则很少。在双方的文化交流与合作中, 也往往

限制在与政治无关,或联系较少的领域。

  埃以关系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当两国关

系的正常化取得初步进展时, 以色列在塔巴撤军问

题上出现反复。塔巴坐落在西奈半岛山脉与亚喀巴

湾的狭长地带上,是一个面积只有 250英亩的三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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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距离海湾最北端的以色列埃特拉港只有 12英

里。因此,在以色列看来, 塔巴是埃特拉港向西南方

向的自然延伸。塔巴最初只是一个小镇, 人口很少,

但它的战略位置十分重要,不仅与以色列接壤,还隔

海与约旦相望, 是亚喀巴湾的要塞。以色列占领期

间,在塔巴修建了多家豪华饭店。 20世纪 70年代,

塔巴海滩还一度成为 /崇尚自然0的裸泳者的天堂。

当时塔巴旅游业的年收入约占以色列全国旅游总收

入的五分之一。因此, 以色列在撤离埃及西奈半岛

时,舍不得丢下这块亲手打造的宝地。

  就在以色列军队即将全部撤出西奈半岛的前

夕,以政府于 1981年 12月向埃及提出了塔巴问题。

以色列之所以提出对塔巴的要求,是基于 1906年签

署的一份划定巴勒斯坦与埃及行政界限的协议。以

色列政府认为,该协议对塔巴的描述模糊不清,双方

的界限应该在塔巴的瓦迪山南沿, 也就是说整个塔

巴都在巴勒斯坦界内。其实, 在 1949年和 1957年

的停战协定中, 以色列均未对塔巴提出领土要求。

以色列此举的目的,除了经济上的原因外,还因为塔

巴战略上的重要性日益明显。埃特拉港是以色列南

下印度洋的唯一出口,而且它的沿海地带只有 0. 75

英里;而占有塔巴以后,其沿海地带可达 5英里。况

且,在塔巴的瓦迪山谷中有淡水泉, 还有一处天然

港。以色列还认为, 既然土耳其在 1923年的5洛桑

条约6中放弃了对巴勒斯坦和西奈半岛的要求, 而

以色列在 1949年和 1957年的停战协定中也未发现

这个错误。所以以色列声称要纠正这个错误。

  埃及政府对此反应非常强烈, 给不冷不热的埃

以关系又撒上了一层霜;埃及民众的反应尤为强烈,

反以情绪一度高涨。许多埃及民众认为, 以色列继

续控制塔巴的企图表明, 它拒绝接受为和平而撤出

所有侵占的领土。也就是说,埃以边界的改变意味

着以色列与约旦和叙利亚的边界都要有所改变。埃

及政府认为, 1906年的边界协议非常清楚, 包括瓦

迪山谷在内的整个塔巴地区都在西奈半岛的范围之

内; 1949年的埃以停战协定中, 以色列就已经接受

了埃及与巴勒斯坦托管地之间的边界线; 在 1957年

的停战协定中,以色列也未就此提出异议,而且这个

时期以色列的地图也把塔巴划在埃及版图内。

  1982年 5月, 埃以两国就塔巴问题展开谈判,

双方一直争执不下;其间以色列军队入侵黎巴嫩,谈

判被迫中断。1983年 3月, 埃以两国重开谈判。这

时,埃及拥有颇具说服力的历史文献,还掌握了以色

列在 1964年发行的一份希伯来语杂志,上面的地图

标明塔巴属于埃及,所以提请国际法庭仲裁,以判定

塔巴的归属问题。但是由于以色列政府的强硬立

场, 谈判仍未能取得任何进展。直到 1986年 1月,

以色列政府才同意接受国际法庭的仲裁。经两国谈

判和海牙国际法庭的仲裁, 1989年 3月, 以色列终

将塔巴归还给埃及。

  这场长达四年的争端正处在埃以关系发展的关

键时期,尽管两国已经实现了正常化,但始终没有出

现一个相对的 /蜜月期0。以色列在塔巴问题上的

无理要求不仅伤害了埃及人民的感情,而且在一定

程度上阻碍了埃以关系的进一步发展。而在这同

时, 埃以两国政府关于巴勒斯坦自治问题的谈判也

陷入了僵局,从而成为阻碍两国关系发展的又一大

障碍。

二

  /戴维营协议0不仅提出了埃以和谈的框架, 而

且为中东和平达成了初步协议, 即5关于实现中东

和平的纲要6。在随后关于 /埃以和平条约0的谈判

中, 埃以两国在一个问题上发生分歧, 即签署 /埃以

和平条约0与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关系。埃及坚持

两个问题一同解决,而以色列要求两个问题应该分

开解决,即埃及与以色列首先签订和平条约,然后再

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在美国的压力之下,埃及被迫

接受了以色列的要求。 1979年 3月, 埃及与以色列

正式签署了5埃以和约6。

  事实上,这两个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不仅塔巴问题仍然严重影响着埃以关系的发展, 而

且两国在巴勒斯坦自治问题上逐渐陷入更大的僵

局。正如全程参与埃以和谈的摩西#达扬评价和约

时所说的那样: /这是一项真诚的条约,它没有在裂

缝上贴封条来加以掩盖, 它考虑了我们生活的世纪

和环境。它包括一个两年的验证期,在此期间,在建

立了埃及 -以色列关系和实现了正常化后, 我们仍

将继续留在西奈半岛的东部。在关于被占领土建立

自治的谈判后的这段时间里, 埃以关系将得到考

验。0¹

  从 1979年 5月至 1980年 5月, 在美国的参与

下, 埃以两国就巴勒斯坦自治问题进行了 12轮谈

判, 但未能达成任何协议。究其原因, /戴维营协

议0只是为解决巴勒斯坦问题提供了一个基本框

架。在一些具体条款的解释上, 两国的观点出现严

重分歧。概括起来,双方的分歧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关于巴勒斯坦人的 /自治0与 /自决0问题; 第

二, 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建立犹太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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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点问题;第三, 关于巴勒斯坦代表问题, 尤其是巴

解组织与中东和平进程问题。具体来说, 就是要不

要把巴解组织纳入和平谈判的阵营中来, 也就是说,

是否承认巴解组织是巴勒斯坦民族的合法代表。

  在关于巴勒斯坦自治问题的谈判中, 埃以代表

团组成了两个工作委员会, 其中一个委员会负责商

讨自治当局的选举方式, 另一个委员会负责具体规

定自治当局的权力和职责。在选举委员会的谈判

中,埃及代表认为,所有的巴勒斯坦人都应该享有选

举权, 包括生活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以外的巴

勒斯坦难民。埃方代表还特别强调, 生活在东耶路

撒冷的阿拉伯人也应该拥有选举权, 因为这些人是

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的一个内在的组成部分。而

以色列代表反对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以外的巴勒

斯坦人参与选举,并坚持认为东耶路撒冷的居民不

属于约旦河西岸的居民, 他们已经参与耶路撒冷的

自治选举。

  在另一个工作委员会的谈判中, 埃以两国在关

于未来 /自治0当局的权力和职责上的分歧依然非

常明显。埃及代表认为, 以色列既然已经接受了在

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实行 /完全0自治的原则,那

么自治当局就应该拥有广泛的权力, 包括征收赋税,

控制水资源, 以及接纳散居在外的巴勒斯坦人等。

他们还赞成建立巴勒斯坦人的立法机关。以色列方

面认为, /戴维营协议0只提到建立行政委员会, 也

就是说未来的自治当局只有行政权, 而没有立法权。

  在巴勒斯坦的领土问题上,以色列坚持巴勒斯

坦的/自治0仅限于民族方面, 而不包括领土方面。

在五年的/过渡阶段0,以色列仍然为约旦河西岸和

加沙地带的安全负责。以色列特别强调东耶路撒冷

的特殊性,即它不是约旦河西岸的一个组成部分,因

为这里即将成为以色列 /永久与不可分割的首都0

的一部分,其主权是不容谈判的。埃及方面拒绝接

受以色列对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继续占领,认

为这与 /戴维营协议0中关于过渡阶段的安排相违

背。埃方代表从一开始就认为,承认巴勒斯坦民族

的自决权,就意味着在五年过渡期结束时,巴勒斯坦

人应该拥有比地方自治更大的权力, 最好的解决办

法就是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以色列代表提出不

同的观点,他们把 /戴维营协议0看作是一个折衷的

解决方案,它使以色列永久占有约旦河西岸和加沙

地带; 因此, 关于巴勒斯坦自治的政治安排只适用于

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居民,而不适用于领土。

  1980年初, 沙米尔出任外交部长, 以色列政府

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态度更加强硬, 并明确表示,决

不撤至 1967年 6月 4日的边界,决不允许建立巴勒

斯坦国,拒不放弃耶路撒冷。7月,以色列议会通过

了一项 /基本法0, 宣布统一的耶路撒冷是以色列

/永久与不可分割的首都0, 从而完成了单方面吞并

耶路撒冷的步骤。

  与占领土地相配合的是建立犹太人定居点。为

了长期占领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 以色列政府加

紧在新占领的土地上建立犹太人定居点。尤其是在

约旦河西岸的犹太人定居点问题上, 以色列政府一

直采取强硬政策。下表是 1976- 1986年间以色列

政府在约旦河西岸安置犹太移民的情况: ¹

年份 犹太人总数 新增加的人数 增长率 (% )

1976 3176 ) )
1977 5023 1847 58. 1

1978 7361 2338 46. 5

1979 10000 2639 35. 8

1980 12424 2424 24. 2

1981 16119 3695 29. 7

1982 21000 4881 30. 3

1983 27500 6500 30. 9

1984 44146 16646 60. 5

1985 52960 8814 20. 0

1986 60500 7540 14. 2

  从上表中不难看出,自 1977年贝京上台后, 以

色列就加快了向约旦河西岸移民的步伐。 /戴维营

协议0签署后, 移民人数的增长幅度有所下降, 但是

移民的数字仍然在逐年增加,而且到 1984年的增长

幅度又猛涨为 60%以上。

  按照5关于实现中东和平的纲要6的有关条款,

自签署该协议后, 以及在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谈判

期间,以色列应该在其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

带停止修建新的犹太人定居点。但事实上, 以色列

自第三次中东战争后就不断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

带修建犹太人的定居点。态度强硬的利库德集团认

为, 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在历史上就是以色列的

土地,犹太人天生就有在此居住的权利,并有权统治

该地区。因此,贝京上台后进一步加大在约旦河西

岸和加沙地带建立犹太人居民点的步伐。从 1977

年贝京上台,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至少建立了 70处

犹太人定居点,在加沙地带也修建了 10处。这些数

字是工党政府执政 10年 ( 1967- 1977年 )在这两个

地区修建定居点的两倍。以利库德集团为主的贝京

政府对阿拉伯国家采取强硬的外交政策,不仅这一

时期修建的定居点数量迅速增加, 而且每个定居点

上移居的犹太人数量也大幅增长。以耶路撒冷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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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除原来居住在东耶路撒冷的 75000犹太人外,工

党执政的十年间只有 3000- 4000名犹太人移居到

这里, 而从 1977- 1985年间, 移居东耶路撒冷的犹

太人大约有 30000人。¹ 此外, 以色列人在这些新

建的定居点实行 /蚕食0政策,以定居点为基础向四

周扩散,掠夺巴勒斯坦人的土地。以色列政府此举

的目的在于,使其对这些地区的占领永久化。按照

/世界锡安山组织0的计划,到 1986年底要建成 164

个定居点, 安置 100000犹太人定居。事实上, 到

1987年,以色列政府在约旦河西岸建立了 118个定

居点, 约 65000犹太人迁居于此。º

  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移民政策,

不仅极大地伤害了巴勒斯坦民族的感情, 造成巴以

关系的高度紧张,乃至整个阿以之间的对峙,而且导

致了埃以关系停滞不前。

  在关于巴勒斯坦民族的代表问题上, 5关于实

现中东和平的纲要6明确规定,埃及、以色列、约旦

和巴勒斯坦民族的代表, 应该参与解决巴勒斯坦问

题的所有谈判。» 然而这一问题的关键, 在于阿拉

法特领导的巴解组织的地位问题。巴解组织自

1964年成立之日起, 就被看成是巴勒斯坦民族的合

法代表,并一直得到阿拉伯国家联盟道义上和物质

上的支持。而自埃以和谈开始后, 埃及在阿拉伯世

界越来越被孤立; 特别是 /戴维营协议0签署以后,

阿拉伯国家中建立了 /拒绝阵线0, 指责该协议未保

证巴勒斯坦人的民族自决权、保证其拥有重建家园

的权利,而且有意回避了耶路撒冷问题。埃及作为

阿拉伯世界的大国,无论从民族感情,还是为了缓和

与其他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关系上, 都必须站在巴勒

斯坦人的一边。

  在谈判过程中, 关于巴解组织作为巴勒斯坦人

的合法代表问题, 双方的立场大相径庭。埃及政府

认为, 巴勒斯坦的未来地位应该由巴勒斯坦人自己

决定, 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 应该实行自由选

举,让当地居民选择自己的代言人。但是由于巴解

组织一直坚持强硬的对以路线,不承认以色列,拒绝

与以色列谈判。因此在关于巴勒斯坦自治问题的谈

判中,以色列坚决主张将巴解组织排斥在外。在大

多数以色列人看来,巴解组织就是一个恐怖组织,它

曾在以色列国内外杀害过许多手无寸铁的以色列

人。就巴解组织本身而言, 它成立时就在5巴勒斯

坦国民宪章6中明确表示,其使命就是/负责巴勒斯

坦人民争取解放他们国家的斗争0, 并在第 17条中

规定: / 1947年巴勒斯坦被分割, 最后建立以色列

国, 无论时间如何推移, 这些都是不合法的; 因为这

些与巴勒斯坦民族的意愿, 以及他们在自己国家的

天然权利,都是相对立的, 而且与5联合国宪章6的

基本原则,尤其是民族自决的原则相违背。0¼ 后来

的事实也证明,巴解组织一直不承认以色列,并以约

旦、黎巴嫩等国为依托, 不断袭击以色列边境, 把斗

争的矛头指向以色列。在埃以和谈时期,巴解组织

的发言人私下里曾几次表示, 愿意修改 /宪章0, 承

认以色列作为一个犹太人国家的地位;同时要求以

色列必须接受巴勒斯坦人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

建立独立国家的原则。以色列认为, 这只是巴解组

织的一种宣传手段,没有实质性意义,巴解组织的领

导人在公开场合并未发表这种观点, 因此拒绝巴解

组织的要求。

  到 1980年 5月, 埃以中止了关于巴勒斯坦自治

问题的谈判,未达成任何协议。1981年 8 - 12月期

间, 双方曾一度恢复谈判,但仍未能就巴勒斯坦自治

问题达成一致意见。1982年 6月 6日, 以色列军队

大规模入侵黎巴嫩。不仅巴解组织被迫撤出, 而且

巴勒斯坦难民营中的难民遭到大规模屠杀, 数以千

计的平民死于非命。½ 埃及政府下令撤回驻以大

使, 两国关系骤然降温, 并很快波及到经贸和旅游等

领域。

  纵观 20世纪 80年代埃以关系的发展状况, 我

们不难看出, /戴维营协议0的确带来了阿以关系的

新局面,尤其是5埃以和约6的签署, 在某些方面取

得了一定成功。埃以之间结束了长达三十年的敌对

状态,随着以色列从西奈半岛撤军,那里的犹太人定

居点也被拆除,埃以两国终于实现了关系的正常化。

埃以两国互派大使以及商务代表, 并签订了一些贸

易协定。但是,以色列在塔巴撤军问题上的拖延,尤

其是埃以在巴勒斯坦自治问题上的严重分歧, 使得

双方刚刚解冻的关系难以继续升温。有西方学者也

承认,自 1979年埃以签订和约以后,两国之间实际

上保持了一种冷和平。¾

  直到 20世纪 90年代初, 随着国际格局的新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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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尤其是海湾危机的发生,给阿以和平谈判带来新

的动力和机遇。 1991年 10月马德里和会召开, 标

志着阿以冲突进入全面和解的历史发展时期。阿拉

伯国家与以色列先后进行了 14轮谈判,谈判地点从

马德里到华盛顿, 再到挪威首都奥斯陆, 最后于

1993年 8月签署了巴以5临时自治安排原则宣言6,

即有名的/奥斯陆协议0。直到这时, 阻碍埃以关系

发展的主要障碍才得到了基本解决, 埃以关系在经

历了艰难和曲折后又重新回到 /戴维营协议0的轨

道上来。随后,经过有关各方的共同努力,巴勒斯坦

民族自治机构、约旦和叙利亚等也开始与以色列进

行和谈。

  综上所述, /戴维营协议0签署以后, 随着埃以

两国正式建交,埃及完全收回西奈半岛,以色列第一

次得到一个阿拉伯国家的承认。在某种意义上,这

是埃以两国的一种交易。但是双方对这宗交易的看

法有所不同,在以色列看来这是一对一的公平交易。

而埃及却不这么认为,在埃及看来,实现埃以关系正

常化和解决整个巴勒斯坦问题, 这才是一种一一对

应的公平交易。埃及关注巴勒斯坦问题,不仅因为

埃及是阿拉伯世界的大国, 而且还因为埃及在阿拉

伯世界的地位。作为阿拉伯世界的大国,埃及必须

站在巴勒斯坦的立场上, 与以色列进行谈判。而自

第四次中东战争结束后, 埃以两国在美国的外交斡

旋下开始接触,埃及在阿拉伯世界的地位也开始下

降。尤其是埃及总统萨达特于 1977年访问耶路撒

冷, 更是惹恼了其他阿拉伯国家, 埃及最终被赶出阿

拉伯联盟。为了修复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关系, 改

变在阿拉伯世界的孤立地位, 埃及需要在巴勒斯坦

问题上向阿拉伯世界做出一个交代。不可否认, 致

使埃以/冷和平0的因素不止一个,包括埃以之间在

塔巴问题上的争端,以及埃及民众与以色列人之间

长期以来的民族隔阂。但是, 巴勒斯坦问题不仅影

响到埃以关系的正常发展, 而且影响到埃及在阿拉

伯世界的地位问题。因此, 在收回西奈半岛的前提

下, 埃及政府最为关心的应该就是巴勒斯坦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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