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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块土地一块土地，，两个名字两个名字

“我们不会离开，我们不会离开，我们
不会离开！”10 月 21 日在埃及举行的巴勒
斯坦问题峰会上，巴总统阿巴斯警告不要
企图驱逐在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誓言

“我们将站在我们的土地上”。此轮冲突爆
发后，以色列要求加沙北部约 110 万居民
向南撤离，以方便他们发动军事行动消灭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美国
福克斯新闻网分析说，巴以冲突是深刻的
斗争，与影响了几代人的历史和宗教叙事
交织在一起。这场冲突的核心是对犹太人
和巴勒斯坦人都具有历史和宗教意义的土
地。对犹太人来说，这里是上帝应许给他
们的土地，即“应许之地”，而对于阿拉伯人
来说，这里是其祖先古代迦南人和腓力斯
人生活的地区。

这块土地就是迦南，是处于亚非欧三大
洲交汇点的巴勒斯坦的古称，包括现在的以
色列、约旦、加沙和约旦河西岸。据以色列
历史类书籍记载，大约在公元前 3000 年到
公元前 2500 年，从阿拉伯半岛迁移来的闪
米特人进入该地区，而同属闪米特人的犹太
人和阿拉伯人都曾在此居住。

犹太人远祖起源于约4000年前的美索
不达米亚平原，后因躲避自然灾害跨越两河
迁徙至地中海东岸的新月地带，因而得名

“希伯来人”（即“渡来之人”），之后他们再次
因为灾荒西迁至埃及尼罗河三角洲东部。
根据以色列历史类书籍，大约在公元前 13
世纪前半期，不愿被奴役的犹太人在摩西的
带领下离开埃及，在西奈半岛的沙漠中辗转
40余年后由约书亚带领进入迦南。同样在
公元前 13 世纪末这一时期，进入迦南的另
一大群体“海上民族”腓力斯人（现更多翻译
为“腓力斯丁人”）给这块土地起名为“腓力
斯提亚”，即“腓力斯人的地方”。公元前 5
世纪，已有记载希腊史学家使用“巴勒斯坦”
来称呼这一地区。

时间来到公元前 1000 年前后，犹太人
在迦南建立以色列联合王国。当该王国的
第二位国王大卫王（统治时间约从公元前
1010 年到公元前 970 年）率领犹太人从耶
布斯人（迦南土著民族之一）手中夺取耶布
斯城（耶路撒冷老城）后，随着宫殿与耶和
华神庙的修建，犹太教成为国教。犹太人

“应许之地”的范围也因为大卫王的扩张而
改变。《纽约时报》称，根据《圣经》的说法，

“应许之地”大致是死海和地中海之间的土
地，而大卫王统治时期，其王国疆域从西奈
半岛深处延伸到幼发拉底河，包括今天的
黎巴嫩、叙利亚、约旦和埃及的大片地区，
这被反应在《摩西五经》对“应许之地”的描
述中。

据《印度快报》等媒体报道，考古研究显
示，大约公元前 931 年，以色列联合王国分
裂为以色列王国以及犹大（“犹太人”一词的
起源）王国，而约在同一时期，腓力斯人占领
了以色列南部沿海平原。大约在公元前722
年，以色列王国被新亚述帝国征服，而作为
一个古老的地理术语，“以色列”不复存在。

近一个半世纪后，犹大王国也被推翻，该国
许多居民被流放到巴比伦。此后，这块土地
还被古希腊和罗马帝国等征服。公元前 4
年、公元6年、公元66年和公元132年，当地
犹太人多次起义抗击罗马帝国的占领，但都
遭到残酷镇压。从公元70年开始到132年，
大部分犹太人被迫离开了迦南，犹太民族主
体在此定居的历史结束。公元135年，罗马
帝国在镇压起义后，废除犹太行省，将其与
叙利亚行省合并为叙利亚—巴勒斯坦行省，
以消除与犹太人有关的记忆。

公元637年，阿拉伯人战胜东罗马帝国
军队，巴勒斯坦被并入阿拉伯帝国。在阿
拉伯帝国统治形成的长期伊斯兰化和阿拉
伯化过程中，犹太人获得了信仰、居住、职
业以及行动自由，当时迦南地区的纺织业
几乎都是犹太人在做。在倭马亚王朝统治
时期（公元661年到公元750年），曾是犹太
教和基督教圣地的耶路撒冷，与麦加、麦地
那并称伊斯兰教的三大圣地。现在面积只
有 126 平方公里的耶路撒冷，留下了犹太
教徒的哭墙和圣殿山、穆斯林的岩石圆顶
清真寺和阿克萨清真寺，以及基督徒的圣
墓教堂和苦路。

澳大利亚“对话”新闻网总结迦南地区
的历史说，“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是同一块
土地的两个名字。“以色列”一词最早出现在
公元前 13 世纪末的埃及麦伦普塔赫石碑
上，是指居住在当时迦南地区的一个民族，
而不是一个地方。“巴勒斯坦”这个名字来源
于古代腓力斯人的沿海领土，他们是犹太人
祖先的敌人。在公元7世纪征服中东之后，
阿拉伯人开始在以前的巴勒斯坦地区定
居。这片土地被穆斯林控制了不到 1200
年。虽然犹太人一直在此居住，但该地区绝
大多数人是阿拉伯人。

犹太复国主义的成功离不开犹太复国主义的成功离不开““遭受灭绝遭受灭绝
的恐惧的恐惧””

从 16 世纪起，巴勒斯坦成为奥斯曼帝
国的一部分。一战后，与德国结盟而战败的
奥斯曼帝国，无奈地把包括巴勒斯坦在内的
地区交给英国委任统治。19世纪末，犹太复
国主义运动兴起，特别是那些在欧洲“遭受
灭绝恐惧”的犹太人开始大批移居巴勒斯坦
地区。

犹太复国主义又称锡安主义。锡安是
耶路撒冷老城外围的一座小山丘，象征着以
色列故土。工业革命和现代化进程并没有
消减欧洲一些人对犹太人的仇恨与歧视，越
来越多的欧洲世俗犹太人支持回归“故土”
并成立犹太人专属国家，尽管当时的正统犹
太教徒并不赞同复国的想法。犹太复国主
义的追随者认为，只有建立一个纯粹的犹太
人国家才可以解决犹太人近两千年来被压
迫和流浪的命运。不过，不能忽略的是，他
们建国目的地的巴勒斯坦并不是一片“无主
之地”，纯粹犹太国家的想法必然与土著阿
拉伯人的基本生存权产生冲突。犹太复国
主义的创立者们尝试过和当时统治巴勒斯
坦地区的奥斯曼帝国达成协议，但没有成
功，于是他们把主要精力放在争取西方大国
的支持上。

一战为一度停滞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
带来重要转机，曾为英国军队作出重要贡献
的化学家魏兹曼成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
领袖，他联合罗斯柴尔德等犹太名门获得了
英国政府的支持。1917 年 11 月，时任英国
外交大臣贝尔福致信英国犹太复国主义同
盟主席罗斯柴尔德，表示英国赞成犹太人在
巴勒斯坦内建立一个民族之家，史称《贝尔
福宣言》。

虽然奥斯曼帝国在一战中战败，英国开
始了在巴勒斯坦地区的委任殖民统治，但是
犹太人发现英国人不但没有尽快兑现承诺，
反而加强了犹太移民的入境限制。与此同
时，东欧受到迫害的犹太人掀起了数轮移民
巴勒斯坦的浪潮。迫于形势，犹太复国主义
运动的领导者曾考虑过找阿根廷的一块土
地复国，英国政府也曾提出从自己的殖民地
乌干达划出一片土地让犹太人居住。不过，
由于巴勒斯坦地区特别是耶路撒冷对犹太
民族有着特殊的宗教和历史意义，犹太复国
主义者最终坚持只有回到巴勒斯坦地区建
国才是真正圆满的结局。

不过，这一决定没有带来圆满的结局，反
而是苦难的开始。从20世纪20年代后期开
始，民族主义意识觉醒的阿拉伯人开始对犹
太复国主义者说“不”，一边组织武装力量袭
击犹太人定居点，一边向英国人施压要求彻
底关闭犹太人的移民通道。随着石油这种战
略资源重要性的提升，英国人转而打压犹太
人并支持阿拉伯人，造成进一步的混乱。

德国纳粹的上台和二战的爆发加速了
犹太人的回流。二战结束后，600万犹太人
被德国纳粹屠杀的血腥事实，让欧美主流舆
论迅速转变态度，支持以色列建国。心力交
瘁且在二战中国力损耗殆尽的英国只能将
巴勒斯坦问题移交联合国。1947 年 11 月，
联合国关于巴勒斯坦分治的第 181 号决议
决定在巴勒斯坦地区分别建立一个阿拉伯
国和一个犹太国。该决议让犹太人振臂欢
呼，但将巴勒斯坦约 55%的土地分给以色
列，遭到巴勒斯坦人以及其他阿拉伯国家的
反对。

这样才能实现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和这样才能实现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和
平共存平共存

以色列宣布建国后的第二天，第一次
中东战争（1948 年 5 月 15 日至 1949 年 3 月
10 日）打响。在 1949 年战争结束时，巴勒
斯坦人已经失去了联合国分配给他们的近
4/5 的领土，70 万人被赶出家园。在领土、
难民、耶路撒冷的归属、犹太人定居点等核
心问题上，巴以意见严重分歧，成为和谈的
一个个障碍。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
阿拉法特生前希望死后葬在耶路撒冷，但
这一要求遭到以色列拒绝。2004 年 11 月，
巴方将阿拉法特的遗体安葬在他拉姆安拉
的官邸内。

“在最后的国境之后，我们应当去往哪
里？在最后的天空之后，鸟儿应当飞向何
方？”参与起草巴勒斯坦《独立宣言》、从童年
时期就目睹巴以冲突的诗人达尔维什，曾写
下这样的诗句。重新查阅《贝尔福宣言》可
以看到，该宣言的主体部分写道：“英王陛下
政府赞成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内建立一个民
族之家，并会尽力促成此目标的实现，但要
清楚明白的是，不得有任何行为是可能会伤
害已经存在于巴勒斯坦的非犹太社群的宗
教权利，以及犹太人在其他国家享有的各项
权利和政治地位。”

如今，除了极少数国家，犹太人的各项
权利和政治地位都得到保证。在这样的背
景下，在以色列国内，如何推动沿着唯一可
行的和非暴力的道路向前，从“迫在眉睫的
大灾难中”拯救这块土地上的巴勒斯坦人和
以色列人，也是很多历史学家思考的问题，
并出现“新历史学家”学派和“后锡安主义”
思潮。1993年，巴以签订的《奥斯陆协议》曾
让世人以为和平近在咫尺，也引发一些以色
列学者的反思。他们中有人认为，正是因为
在建国的过程中，当地巴勒斯坦人的利益被
忽视才导致旷日持久的动荡，锡安主义已完
成以色列建国的意识形态使命，这之后的任
何制度都不能凌驾于其他少数民族之上。

有观点认为，历史上的犹太人饱经苦
难，但取得了伟大的成就，成为世界文明进
程的推动力量。巴勒斯坦人民则承接了犹
太人近2000年没有国家且四处流浪的悲惨
命运。如今的哈马斯只是巴勒斯坦人希望
建立一个与以色列平起平坐国家的极端代
表，只要这个目标没有实现，就会有人走上
和哈马斯一样的道路。正如中方所一贯坚
持的立场，解决巴以问题的方案就是“两国
方案”，就是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这样
才能实现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和平共存，实
现阿拉伯和犹太两大民族的和谐相处。

据《环球时报》

巴以冲突 千年恩怨的百年爆发

位于耶路撒冷的阿克萨清真寺（后）和哭墙（前）。

截至 10 月 22 日，新一轮巴
以冲突已造成6000多人死亡，超
过140万人流离失所。自以色列
1948年建国以来，双方之间的战
争冲突不断。人们不禁要问，这
块曾经“流着奶与蜜”的地方，为
何现在染满鲜血？放眼历史长
河，创造了犹太文明和阿拉伯文
明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曾长期和
平相处，只是在过去100来年才
形成现在看上去难以调和的矛
盾。从今天起，《环球时报》深度
认知推出“巴以冲突的前世今生”
系列报道，分别从历史、宗教、文
化碰撞的角度入手，从巴以双方
的几次战争以及内部复杂斗争深
入，从欧美等外部势力的博弈剖
析，试着为读者厘清巴以冲突的
前世今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