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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旦黑九月事件对阿以冲突的影响
赵 文 亮

（河南师范大学 政治与管理科学学院，河南 新乡４５３００２）

摘　要：约旦黑九月事件是阿拉伯人之间的一场内战，也是一场多国介入并引起世界震动的局部战
争，它对阿以冲突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黑九月事件沉重地打击了阿拉伯国家的联合对以阵线，使巴勒斯
坦人在巴以冲突中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黑九月事件引发了巴勒斯坦人疯狂的恐怖主义浪潮，巴勒斯坦
人和巴解组织一度失去了国际社会的同情；黑九月事件引起国际社会对阿以冲突的深度关注和介入，美
国成为解决阿以冲突和巴勒斯坦问题的主要角色；黑九月事件提高了以色列的军事和外交地位，因而在
和谈中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从而埋下了第四次中东战争的种子。但是，黑九月事件的结局及其带来的
一系列影响最终促使一些阿拉伯国家和巴解组织接受了政治解决阿以问题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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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７０年９月到１９７１年７月，约旦军队与巴解组织
游击队在约旦首都安曼及北部地区发生大规模军事冲
突。约旦动用其全部６万多装备精良的部队，在飞机、
重炮、坦克等现代化武器的配合下发动猛烈进攻。人
数和武器都处于劣势的巴解武装顽强抵抗。战斗异常
激烈和残酷，且呈一边倒的趋势，数以千计的游击队员
被打死，数万无辜巴勒斯坦难民死亡，数十万人无家可
归，巴解组织遭受重创并被逐出约旦。阿拉法特用“种
族灭绝”来形容约旦对巴勒斯坦人的行为，巴解组织愤
怒地称之为“黑九月”。这场战争因而在历史上被称为
黑九月事件。

黑九月事件是阿拉伯人的一场内战，是二战后阿
拉伯国家关系史上一段令人不堪回首的插曲。同时，
它也是一场国际冲突，是中东冲突史上的一个重大事
件。不仅作为阿拉伯国家的叙利亚和沙特阿拉伯分别
出兵支持巴解组织和约旦，埃及、苏丹等国积极进行斡
旋，而且美国、苏联和以色列等国也程度不同地卷了进
去。作为一场多国介入、因巴以冲突问题而引发的局
部战争，黑九月事件引起了地区格局的重大变化，并对
阿以冲突造成了直接、深远的影响。对于这样一个重
大的历史事件，除了笔者撰文对其原因进行过论述之
外［１］，我国鲜有学者提及。本文将其置于阿以冲突的
历史背景下进行论述，试图从一个新的侧面和角度洞
悉阿以冲突。

１　　黑九月事件是一场“同族相残的战争”，它
产生的“震动比阿拉伯国家在１９６７年战争中的

失败还要大”［２］（Ｐ１０７）。“它的冲击是如此全面，以至
于它肯定会深深地印在经历过这一事件的人们的记忆
中。”［２］（Ｐ９０）黑九月事件沉重地打击了阿拉伯国家的
联合对以阵线，使巴勒斯坦人在巴以冲突中处于十分
不利的地位。

首先，黑九月事件重挫了巴解组织，并使其丧失了
游击战争最重要的战略基地，严重影响了对以色列发
动攻击的能力。

黑九月事件给巴解组织带来了大量的战斗人员损
失。资料显示，１９７０年夏，巴解组织在约旦的武装人员
总数约为５万人 ［３］（Ｐ８１）。有一种说法是７万人［４］
（Ｐ１９７）。还有一种说法是仅仅在约旦首都安曼及其周
围就有５２０００人［５］（Ｐ１７６）。但是经过几个月的战斗，
仅有３０００到５０００人逃离约旦来到黎巴嫩避难 ［６］。
巴解组织损失惨重，几乎是全军覆没。阿拉法特所在
的巴解组织主流派“法塔赫”由于许多领导人和最善战
的战斗人员阵亡而陷入混乱状态。更为严重的是，巴
解组织及其游击队被全部逐出了约旦，失去了进攻以
色列的最重要基地。“巴勒斯坦游击队作为一支军事
力量开始衰落，仅仅留下叙利亚和黎巴嫩为集结地，他
们进攻以色列的自由越来越受到限制。”［７］（Ｐ２）难怪
有学者评论说：“游击队的军事效果到１９７２年已经可
以忽略不计。在游击队被击败并被赶出约旦之后，游
击队行动（对以色列）的心理影响是十分微小的。”［８］
（Ｐ５９）

其次，黑九月事件造成了阿拉伯国家的分裂，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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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对以联合行动。
黑九月事件使约旦与巴解组织的关系彻底破裂，

并导致了巴解组织及其游击队对约旦的猛烈报复。正
如当时一位西方记者所评论的那样：“侯赛因与巴勒斯
坦人之间的和解已经没有可能，巴勒斯坦人现在最想
要的……是复仇。”［２］（Ｐ５９）１９７１年９月，在法塔赫中
央委员会一次会议上建立了一个在国外发动袭击和执
行暗杀任务的秘密组织———“黑九月”（Ｂｌａｃｋ　ＳｅＰｔｅｍ－
ｂｅｒ），决定对约旦发动复仇战争。１９７１年到１９７３年
间，巴解组织把推翻约旦国王侯赛因的“傀儡皇家政
权”作为它的斗争目标。１９７２年３月，巴解组织主流派
法塔赫也发表声明，指出“推翻约旦王室政权是现阶段
的目标”［９］（Ｐ８９）。１９７２年４月，巴勒斯坦国民议会宣
布“解放约旦”与把以色列赶出巴勒斯坦一样重要 ［３］

（Ｐ９３）。此前的１９７１年１１月，“黑九月”分子在开罗刺
杀了对屠杀和驱逐巴解游击队负有主要责任的约旦首
相瓦斯费·塔尔［１０］（Ｐ１０）。三周后，“黑九月”分子在
伦敦打伤了 “侯赛因的奴才”、驻英大使赛义德·里法
伊。随后，“黑九月”还实施了对约旦官员的一系列袭
击，其中包括几起暗杀侯赛因国王的秘密计划。１９７２
年２月，在西德的５名约旦人被“黑九月”指控与以色
列勾结而被暗杀。约旦当局立即遵循“以眼还眼，以牙
还牙”的伊斯兰古训进行报复，逮捕了一批巴勒斯坦
人。在此后长达十余年的时间里，双方严重的对立模
糊了主要矛盾，影响了与共同敌人的斗争，大大妨碍了
争取巴勒斯坦人民权利的斗争。

黑九月事件也恶化了约旦与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关
系。在战争过程中，围绕着如何解决约巴冲突，阿拉伯
国家出现了极大的意见分歧：大多数国家持沉默立场，
冷眼旁观；叙利亚、利比亚和阿尔及利亚支持巴解组
织，叙利亚甚至出动坦克部队帮助巴解组织武装进攻
约旦军队，利比亚总统卡扎菲也威胁说要派遣军队去
约旦支持巴解组织；埃及、苏丹居间调解，竭力主张通
过谈判与合作解决双方的分歧；沙特阿拉伯、巴林和摩
洛哥则站在侯赛因一边，而且部署在约旦南部的沙特
阿拉伯旅约２５００人投入战斗支援约旦。九月战争结
束前后，利比亚、阿尔及利亚、科威特、埃及等阿拉伯国
家断绝了与约旦的外交关系。利比亚和科威特分别取
消了给予约旦的２５２０万美元和３９２０万美元的年度援
助金 ［２］（Ｐ２８）。

再次，约旦取胜后开始推行收复西岸的计划，从而
引发了与巴解组织更大的矛盾。

对约旦来说，约巴战争是一个转折点。约巴战争
在很大程度上是因“巴勒斯坦代表权”之争引起的，战
争的结果是约旦在代表权之争中的胜利。因此，侯赛
因在回答记者时明确表示：“我认为只有我的政府具有
代表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巴勒斯坦人是我所统治下
的大家庭的一个组成部分。”［２］（Ｐ２８）

战争爆发前，约旦就开始了与以色列之间的接触

和谈判，并十分欢迎和支持美国旨在推动埃及、约旦与
以色列之间谈判的“罗杰斯计划”。约旦在战争期间与
美国关系的密切以及与以色列关系的缓和，为其实施
和平外交手段收回西岸提供了可能。黑九月事件结束
一个月之后，侯赛因发表声明说：“已不再有理由使我
们去战斗。美国人已经答应我们可以收回约旦河西
岸。”［１１］（Ｐ３２７）他开始着手实施他的计划了。

１９７２年３月，在将巴勒斯坦游击队全部逐出约旦
半年之后，侯赛因宣布一项计划，要在以色列从约旦河
西岸撤出后建立一个约旦统治下的“阿拉伯联合王
国”。联邦包括两个自治区———东岸的约旦地区和西
岸的巴勒斯坦地区，“如果人民愿意，其他任何被解放
的领土”都可以加入巴勒斯坦地区［７］（Ｐ５）。侯赛因计
划立即在阿拉伯世界引起激烈的争论：沙特阿拉伯和
摩洛哥表示支持，但其他国家的阿拉伯人则群起攻之，
谴责、谩骂、嘲笑之声四起。巴解组织、“法塔赫”以及
其他巴勒斯坦游击队组织更是坚决反对，称它是“叛
卖”和“背叛”，是以色列－约旦之间要消灭或者至少降
低巴解组织在未来任何政治解决中作用的图谋［１２］
（Ｐ１６），目的在于“毁灭巴勒斯坦事业”［１３］（Ｐ２１３）。他
们宣布恢复军事行动以推翻侯赛因。直到约旦在１９８２
年宣布放弃这一计划，双方的冲突才得以缓解。

复次，黑九月事件的结局为黎巴嫩－巴勒斯坦冲
突埋下了祸根。

黑九月事件的结果，元气大伤的巴解武装力量不
得不到其他国家开辟新的根据地。鉴于巴解武装给约
旦造成的灾难，埃及新任总统萨达特和叙利亚新任总
统阿萨德都不愿收留他们，无力阻止他们的黎巴嫩就
成了他们唯一能够进入的国家。鉴于巴解游击队对以
色列的袭击给约旦带来的灾难，黎巴嫩政府将他们限
制在黎以边界的１５个难民营中。这一抉择最终给黎
巴嫩带来了灾难。

巴解组织并没有从约巴战争中汲取应有的教训。
如同在约旦一样，随着实力的壮大，巴勒斯坦难民营逐
步具有了“事实上的治外法权地位”：难民营由全副武
装的巴勒斯坦人把守，黎巴嫩军队和警察不得入内，俨
然成了“国中之国”。巴解组织还在黎巴嫩南部地区建
立了军事训练和作战基地。黎巴嫩教派众多，冲突不
断。巴解组织到黎巴嫩后很快卷入其内部事务中，从
而引发基督教和穆斯林两大派别于１９７５年４月爆发
激烈内战，巴解也因支持穆斯林派别，从此再难脱身。
更为严重的是，巴解组织对以色列的频繁袭击不仅导
致了以色列对黎巴嫩多次报复性的疯狂袭击和轰炸，
而且引发了１９８２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的第五次中东
战争。战争的结果最终迫使巴解游击队离开黎巴嫩，
阿拉法特和巴解组织总部只好漂泊到几千公里之外的
突尼斯避难。巴勒斯坦人的民族解放事业再次遭受重
创，争取自治和独立的目标显得更加遥远和渺茫。

最后，黑九月事件导致了纳赛尔的猝然去世，阿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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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世界失去了精神领袖和反对以色列的坚强斗士，巴
解组织失去了最坚定的支持者和庇护人。

纳赛尔上台后凭借埃及举足轻重的地位，很快成
了阿拉伯世界的领袖和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化身。纳赛
尔坚决反对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占领，因积极推动巴
解组织的建立而被誉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助产婆”
［５］（Ｐ１０７），并在巴解组织建立后成为其最坚定的支持
者和庇护人。阿拉法特曾声称“纳赛尔是我们的保护
者……像一位教父那样对待我们”［５］（Ｐ３０３）。为了收
复被以色列占领的西奈半岛，纳赛尔接受了联合国和
美国的和平倡议，支持罗杰斯计划，遭到巴解组织的坚
决反对。巴解游击队谴责纳赛尔是“叛徒”和“美帝国
主义的代理人”［１１］（Ｐ３０３），并在游行时侮辱纳赛尔，
在海报上把他描绘成一头驴。纳赛尔极为震怒，告诉
侯赛因应该“教训一下”巴解组织 ［１４］（Ｐ３０４）。侯赛因
敢于对巴解组织动武，一定程度上正是纳赛尔默许甚
至怂恿的结果。尽管纳赛尔对桀骜不驯的巴解组织十
分生气，认为巴解组织的这场痛苦是自作自受，但考虑
到阿拉伯世界的利益，他不允许侯赛因将巴解游击队
斩尽杀绝，因此，在约巴冲突过程中，纳赛尔多次呼吁
双方停火谈判，甚至以出兵干涉相威胁，迫使侯赛因停
止对巴解组织的进攻 ［５］（Ｐ１８５）。在他的积极努力下，
阿拉伯国家联盟在开罗召开紧急首脑会议，最终达成
停火协议。焦虑、紧张、愤懑加之劳累过度，导致纳赛
尔在达成协议的第二天（即９月２８日）早上心脏病猝
发而去世。纳赛尔的去世是阿拉伯世界的重大损失，
“随着纳赛尔的去世，阿拉伯政治的一个时代———联合
对付以色列时代———终结了”［１５］（Ｐ８５）。对巴解组织
来说损失更大，它失去了一个最坚定的支持者和庇护
人。难怪阿拉法特在闻听噩耗后痛哭失声，说“我们蒙
受了最重大的损失”［１４］（Ｐ３１１）。纳赛尔的去世使约
巴关系出现了新的变数。失去了纳赛尔的遏制，约旦
方面和巴解组织方面都对停火缺乏诚意，因而协议墨
迹未干，双方就开始了新的冲突。最终导致约旦政府
一不做二不休，通过猛烈的进攻将巴解组织的武装全
部赶出了约旦。纳赛尔去世后，萨达特总统把通过和
平谈判谋求与以色列的停战从而收复西奈半岛放在首
要位置，自然疏远了与好战的巴解组织的关系。

２　　黑九月事件引发了巴勒斯坦人疯狂的恐怖
主义浪潮，巴勒斯坦人和巴解组织一度失去了

国际社会的同情。
黑九月事件给巴勒斯坦人带来的痛苦和他们在战

争中的无助，使巴解激进分子不仅对约旦、对支持约旦
的美国和以色列，甚至对整个世界都产生了仇恨。他
们的心情正如“法塔赫”一个领导人所回忆的：“我们想
改造全世界。我们想打以色列、打美国人，甚至打苏联
人（因为他们不支持我们），想打侯赛因国王、巴勒斯坦
资产阶级———总之，我们想打每一个人。”［３］（Ｐ９０）在
失去约旦的根据地后，巴解武装无法进行传统的游击

战争，同时也是为了引起国际社会对巴勒斯坦问题和
巴勒斯坦人所遭受的苦难的关注，“使你们理解我们，
认识到我们生存的权利”［１０］（Ｐ１５４），巴勒斯坦极端分
子采取了“恐怖主义”的方式，在对约旦进行报复的同
时，还将恐怖袭击的矛头对准了他们不满意的国家。

１９７２年６月，“黑九月”分子袭击以色列利达机场，造成
一百多人死伤。同年９月，“黑九月”在慕尼黑奥运会
时袭击了奥运村，造成１１名以色列运动员、教练员死
亡［１６］。１９７３年８月，“黑九月”分子袭击了雅典机场
候机大厅，造成五十多人伤亡。就连巴解组织最早、最
稳定的财政来源国沙特阿拉伯，也成了“黑九月”攻击
的目标———１９７３年３月，“黑九月”分子袭击了沙特阿
拉伯驻苏丹大使馆，杀害了美国大使克里奥·诺埃尔
等人；１９７３年１２月，“黑九月”又袭击了沙特驻法国大
使馆。他们在１９７３年还计划攻击美国大使馆。

“黑九月”的恐怖活动是一种独特的政治宣传形
式。它提高了巴勒斯坦人的士气，达到了引起世界关
注的目的，并使阿拉法特成为全世界家喻户晓的人物。
但是，肆无忌惮的恐怖主义行为给巴勒斯坦带来了十
分不利的影响，它掩盖了中东冲突的真正问题，阻碍了
中东和平进程，加深了极端巴勒斯坦人与世界其他国
家包括阿拉伯政府的鸿沟，并使以色列、美国以及大多
数西方国家的“鹰派”情感偏激化。尤其是“黑九月”制
造的慕尼黑惨案震惊了世界，导致以色列的猛烈报复，
“标志着这场冲突的恶性的、危险的升级的开始。它把
中东，而且几乎把世界，带到１９７３年的十月战争”［１４］
（Ｐ３２７）。同时，“黑九月”的恐怖活动“不仅使所有的巴
勒斯坦人在很多人的心目中成了恐怖主义者，而且也
在巴解组织脖子上挂了这一标签很难摘去，尤其是当
涉及以色列和美国的时候”［５］（Ｐ１９８）。巴解组织也因
此成为国际恐怖组织的代表，此后很长的时间里，美国
一直拒绝与阿拉法特及巴解组织接触。

３　　黑九月事件大大改善了以色列的外交环
境，提高了以色列的军事和外交地位，使其在阿

以冲突中处于更加有利的位置。以色列在和谈中采取
更加强硬的立场，从而埋下了第四次中东战争的种子。

第一，黑九月事件中以色列展示了自己的军事实
力，改变了美国以色列的外交环境。

约巴战争是一场多国介入、受到全世界关注的局
部战争。叙利亚派出三百多辆坦克，公开出兵支持巴
解组织；伊拉克、利比亚甚至苏联都声称支持巴解组
织。为了打败巴解组织并防止伊拉克等国可能的干
预，约旦向美国甚至其仇敌以色列寻求援助。在美国
的支持下，以色列陆军向以约、以叙边界集结，空军也
准备对叙利亚坦克部队实施打击。以色列对约旦的军
事支持虽然仅仅是象征性的而且并没有实际参战，但
是却显示了自己的实力，对叙利亚起到了威慑作用，迫
使其迅速将坦克撤回国内，对保证约旦的胜利起到不
可忽视的作用。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对此评论道：“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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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列所采取的措施，对于这次撤退作出了显著的贡
献。”［１７］（Ｐ２６１）而以色列在１９６７年战争中的大胜，尤
其是在黑九月事件中展示实力的行动，使其对自己的
实力盲目乐观。黑九月事件引起了阿拉伯国家的分
裂，阿拉伯国家联合对以战争的威胁暂时消除了，加之
约旦危机带来了一段暂时稳定的时期，因而以色列放
松了警惕，最终导致１９７３年“斋月战争”初期的惨败。

第二，黑九月事件使美国彻底改变了美国对以色
列的政策，加强了对以色列的军事和经济支持，美以特
殊关系得到了加强，军事平衡的天平进一步向以色列
一方倾斜，从而增加了中东地区动荡的风险。

第二次中东战争后，约翰逊总统改变了美国在阿
以冲突中的“不偏不倚”政策，成了以色列的主要武器
供应者，从而确立了美以特殊关系。尼克松上台后，鉴
于以色列在美国倡导的中东和谈中的顽固立场，暂时
中止对以色列供应鬼怪战斗机等先进武器，从而使两
国的关系“处在极其低潮的阶段”［１８］。以色列在黑九
月事件期间的行动及其超群的军事能力使美国认识
到，一个军事实力强大的以色列对于维护中东的稳定
以及美国的战略利益的极大价值，促使美国调整对中
东的政策。尼克松曾直言不讳地说：“我们支持以色
列，是由于我们认为以色列是……对苏联扩张的有力
抗衡者。”［１９］（Ｐ１５０）因此，美国政府在黑九月事件发
生后迅速改弦更张，开始把扶植以色列、确保以色列在
武器方面的优势作为一项长期的政策来贯彻。１９７０年

９月１８日，即黑九月事件发生期间，尼克松和以色列总
理梅厄会面，这次会面被《纽约时报》称为“美国与以色
列２１年来最重要的会谈”［１８］。尼克松在会谈中宣布
向以色列提供５亿美元军事援助，并同意加快向以色
列运送１８架鬼怪战斗机。黑九月事件后，美国试图把
以色列锻造成为在中东抵御苏联扩张的力量，因此开
始在军事和经济上对以色列给予大力支持。１０月１５
日，尼克松批准了价值９０００万美元的一篮子武器交
易，包括反坦克武器、侦察机和其它小型武器 ［２０］。１２
月２２日，两国签订了《主要国防发展资料交换协议》，
美国同意向以色列提供先进的军事技术，由以色列自
行生产美国武器。１９７１年１１月，美国国会批准向以色
列提供５亿美元的军事信贷，供其购置鬼怪飞机和其
它武器。１９７１年１２月，在以色列总理梅厄访美期间，
双方签订了第一个长期的《美以军事供应协议》，并达
成一大宗军火交易，其中包括４０多架鬼怪战斗机和７０
架天鹰攻击机 ［２１］（Ｐ３４）。从１９６９年到１９７２年，尼克
松政府在三年时间里向以色列提供的经济和军事援
助，超过了过去历届美国政府对以援助总和 ［２２］

（Ｐ１３１）。在１９７３年的“赎罪日”战争中，美国的军事援
助对以色列的最终胜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从总体上看，美国鼓励和支持以色列进行大规模
的军事建设对中东和平进程的影响是负面的。它加剧
了中东的军备竞赛，增加了中东地区内部动荡的风险，

其最终结果便是第四次中东战争的爆发。

４　　黑九月事件引起国际社会对阿以冲突的深
度关注和介入，美国成了解决阿以冲突和巴勒

斯坦问题的主要角色。
黑九月事件震惊了世界，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

注。阿拉伯国家、西方国家、苏联和联合国都程度不同
地卷入了战争，从而使约巴战争演变成了一场由多国
参加、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局部战争。约巴战争
是由巴勒斯坦问题引起的，国际社会对此也十分明确。
由于巴勒斯坦特殊的战略地位，就使得这场发生在阿
拉伯国家之间的局部战争变成了美、苏、英等大国施展
影响以便获取战略利益的外交舞台。战争结束后，苏
联加强了对巴解组织、埃及、叙利亚等国的军事和经济
支持。美国则在大力加强以色列军事实力的同时，通
过提供军事和财政援助增强与约旦和沙特阿拉伯的关
系，并努力改善与其他阿拉伯国家尤其是与埃及和叙
利亚的关系。从战争结束到１９７２年３月，美国就给约
旦提供了价值达７０００万美元的军事和经济援助 ［２］

（Ｐ９９）。美国的援助对战后初期在阿拉伯世界十分孤
立的约旦无疑是雪中送炭，令其十分感激，完全投入了
美国的怀抱，而约旦也被美国视为一个重要的地区伙
伴。美国则充分利用自己对以色列以及阿拉伯国家的
影响，利用离间之术逐步排斥苏联的影响，牢牢掌握了
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主导权。

黑九月事件后，美国解决阿以冲突的指导思想是：
美国应该扮演积极的角色，推动在联合国２４２号决议
的基础上实现政治解决；美国应该与其他大国，尤其与
苏联，保持协调，让地区各方参与谈判进程。

黑九月事件对美国解决阿以冲突的政策产生的影
响是多方面的：

第一，黑九月事件促使美国采取了军事上大力支
持以色列的政策，其目的在于将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
都纳入和谈进程。

如前所述，黑九月事件对尼克松的中东政策产生
了重大影响。尼克松重新审视其中东政策，放弃了在
阿以冲突中“不偏不倚”的政策，并将中东事务交给国
家安全助理基辛格负责。基辛格认为，要将以色列纳
入美国所主导的阿以和平进程中，必须满足以色列的
安全需要。只有在以色列感到自身的安全完全能够得
到保障的情况下，它才会有兴趣和阿拉伯国家坐在一
起商谈和平。如果以色列的力量强大到足以遏制阿拉
伯国家的进攻，那么就能够推动阿拉伯国家通过谈判
来解决阿以争端。同时，基辛格将排斥苏联在中东的
影响与保持以色列的强大相联系，“相信让以色列保持
强大的外交僵局，可以最终说服阿拉伯国家相信，依靠
苏联的支持是没有意义的。然后他们就会转向美国寻
求帮助，代价就是和莫斯科分道扬镳”［２３］（Ｐ３４９）。因
此，１９７０年底到１９７２年，美国的中东政策开始公开支
持以色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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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武装和支持以色列从而促进中东和平进程的
政策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功。以色列实力的强大、美
国对以色列的大力支持，使阿拉伯国家尤其是埃及总
统萨达特认识到通过军事手段收复被占领土是十分困
难的，因此积极参加美国主导下的中东和谈，支持在

２４２号决议基础上与以色列达成某项和平。但是美国
的政策造成了双方力量对比的悬殊，以色列正是凭借
美国的支持和较强的军事实力，在中东和谈中采取强
硬的立场，一再坚持“以色列不会撤回１９６７年６月５日
前的边界”［２４］（Ｐ１４２），从而使阿以和谈陷入僵局。美
国军事上支持以色列却带来了这样的结果，虽然其政
策设计师基辛格有所预料，但却是美国无法也无力完
全避免的。在这种背景下，阿拉伯国家被迫选择以战
争的方式解决阿以之间的领土纷争。因此从这个意义
上说，是美国的政策导致了第四次中东战争的发生。
对此西方学者曾评论说：“１９７０年约旦危机的成功在许
多方面导致了接下来几年里一系列失败，其高潮是

１９７３年的十月战争。”［２５］（Ｐ９０）
第二，黑九月事件后美国加强了与埃及的联系，试

图离间它与苏联之间的关系，从而排除苏联在解决中
东问题上发挥重要作用。

１９７０年９月底，美国派遣总统特使埃利奥特·理
查德森参加了纳赛尔的葬礼，作为改善两国关系的最
初尝试取得了成功。１９７１年，美国国务院试图安排埃
及和以色列达成临时协议。为了取得埃及人的好感，
美国还恢复了对埃及的粮食援助。美国政府采取这些
措施的目的在于谋求与埃及恢复外交关系，企图在埃
及与以色列之间打开中东和平的突破口，并进而取代
苏联在埃及的影响。１９７２年６月，美国利用埃及希望
美国对以色列施加影响迫使其让步的心理，通过其在
中东的盟友沙特阿拉伯国防部长向萨达特通报他与尼
克松及基辛格谈话的内容，指出除非完全消除苏联在
埃及的军事存在，否则美国人不会向以色列施压令其
让步。这使萨达特深刻意识到，美国把苏联在埃及的
存在视为达成和平解决方案的障碍，最终促使萨达特
于１９７２年７月决定驱逐绝大多数苏联顾问和技术人
员。

第三，黑九月事件期间的美苏合作为双方合作解
决阿以冲突奠定了基础。

在黑九月事件中，为了防止事态的扩大进而导致
双方在中东发生直接冲突，美国和苏联进行了比较密
切的合作。“由于约旦危机，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中期处于
低谷的美苏关系很快上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水
平”［２２］（Ｐ８７），这就为双方合作解决阿以冲突奠定了
基础。正是在美国和苏联的共同努力下，黑九月事件
后不久就恢复了嘉林谈判。１９７２年５月２９日，美国与
苏联发表了联合公报，再次重申对联合国２４２号决议
以及嘉林使命的支持，指出一项阿以冲突的解决方案
“将能打开中东局势正常化的前景，并尤其能允许考虑

进一步为该地区带来军事上的松弛”［８］（Ｐ２６８）。但
是，苏联在黑九月事件中表现出的软弱和退却行为，一
定程度上损害了自己在阿拉伯国家的形象。加之苏联
此后为避免中东再次发生大规模战争而一再拒绝埃及
提出的向其提供先进武器的要求，“使得日益认清莫斯
科面目的阿拉伯人，对莫斯科看得更清楚了”［１７］
（Ｐ２６２），导致埃及与苏联离心倾向的加剧。１９７２年７
月，埃及驱逐苏联军事顾问的行动使双方关系陷入了
低谷，苏联在中东的势力受到削弱。而美国正是利用
了苏联与埃及关系的紧张，极力排除苏联，这就决定了
苏联在此后的中东和平进程中的次要角色。

第四，黑九月事件使美国认识到了巴勒斯坦人的
利益不可忽视。

值得一提的是，约巴战争使美国一些政治家认识
到要公正地解决巴以冲突，必须正视巴解组织存在这
一事实。１９７０年１０月，美国总统安全助理基辛格和负
责中东南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约瑟夫·西斯科向媒体
介绍关于约旦危机后中东局势的背景情况时说：“巴勒
斯坦人越来越把自己当作一个既成实体来思考，无论
这个实体的地方在哪里……如果我们在未来五年中要
稳定这个地区，这种稳定将建立在阿拉伯人接受了与
人为善的基础之上……应该让巴勒斯坦运动得以表
达，并很有可能通过一些实体的形式来实现。”［２５］
（Ｐ９１）就连此前极力排斥巴解组织的“罗杰斯计划”设
计师、国务卿罗杰斯也指出：“巴勒斯坦抵抗运动是中
东政治上的一个主要力量，一个美国必须考虑的力量。
……美国不考虑巴勒斯坦解放运动，就不可能准备一
个可行的政策。”［２］（Ｐ１０８－１０９）正如西方媒体所评论
的那样，在美国中东政策方面，“美国外交政策的焦点
开始从阿拉伯政府转向巴勒斯坦人。在政府中，官员
们说巴勒斯坦运动是一个比约旦内战和纳赛尔去世前
更加有力的政治和军事力量”［２］（Ｐ９１）。尽管美国绝
大多数人对巴解组织并无好感，但是要解决巴以冲突
和中东问题必须与之进行合作。因此在约巴战争后不
久，美国就开始与巴解组织进行接触。

５　　黑九月事件的结局促使一些阿拉伯国家和
巴解组织最终接受了政治解决的道路。

约巴战争主要是因巴解组织“拒不接受任何‘政治
解决问题’的提议”［３］（Ｐ６６）而引起的。战争以巴勒斯
坦游击队的失败而告终，巴解组织力量严重削弱，这就
为约旦、埃及等阿拉伯国家推行政治解决阿以问题提
供了可能。

约旦在约巴战争期间曾经向以色列寻求过军事援
助，这就为此后双方之间的政治接触奠定了良好的基
础。１９７０年１１月初，侯赛因国王与以色列代总理兼外
交部长伊加尔·阿隆举行了会谈。此后，双方领导人
又多次会晤。据统计，１９７０年至１９９０年的２０年间，侯
赛因对以色列的访问达八次以上。以色列与约旦之间
在福利、教育、西岸经济问题上开展了合作。

·９４１·



埃及新任总统萨达特改变了纳赛尔时代的强硬政
策，采取了外交和军事并重的灵活策略以便尽早解决
阿以冲突。一方面，积极支持和配合国际社会的外交
努力，改善与美国的关系，希望借助美国向以色列施
压，迫使其撤出被占领土。１９７０年１０月１日，萨达特
要求前来参加纳赛尔葬礼的美国特使理查德森向尼克
松转达他的和平愿望。１９７１年１月，埃及外交部主动
与美国国务院进行非正式接触，萨达特在接受美国《新
闻周刊》的采访时明确表示准备承认以色列，与以色列
和平共处。２月４日，萨达特在埃及国民议会提出和平
倡议。１９７１年９月，萨达特通过中间人与基辛格和尼
克松进行交流。另一方面，以战迫和，通过对以色列的
战争迫使其退出被占领土。黑九月事件后很快恢复了
中东和谈，尽管埃及、约旦两国支持在２４２号决议基础
上与以色列达成某项和平，但是以色列因不愿放弃任
何领土而陷入僵局。１９７１年２月，以色列再次重申“以
色列不会撤回１９６７年６月５日前的边界”［２４］（Ｐ１４２）。
十分明显，以色列试图通过“不战不和”的状态达到长
期占领阿拉伯领土的目的，而这是埃及和其他阿拉伯

国家所不能容忍的。１９７３年１０月埃及发动“斋月战
争”，其目的就在于打破以色列的“不战不和”政策，迫
使其以谈判解决阿以冲突。

由于没有能力通过军事手段迫使以色列撤出被占
领土，许多阿拉伯国家开始赞成政治解决。１９７３年１１
月和１９７４年１０月的两次阿拉伯最高会议决定开展一
次外交行动作为军事选择的补充。１９７４年１月的埃及
－以色列武装脱离协议和１９７４年３月的以色列－叙
利亚协议标志着阿拉伯国家朝向以温和的方式解决阿
以冲突的一次巨大转变。而巴解组织内部也在进行反
思，政策开始走向灵活。１９７１年１１月，巴解组织对武
装斗争的作用进行了重新解释，说它是解放巴勒斯坦
的一个“首要”途径而不是“唯一”途径，反映出它已经
意识到军事手段的局限性 ［１２］（Ｐ１７）。１９７３年第四次
中东战争后，巴解组织更加意识到自己的军事局限性，
意识到若一意孤行有被孤立的危险。正是这一担忧促
使“法塔赫”赞成参加和平进程，通过武装斗争与政治
外交斗争并重的方式，即“右手拿来复枪，左手拿橄榄
枝”的双重策略争取巴勒斯坦人的民族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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