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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一场海上大规模战争——马岛战争爆
发，英国与阿根廷在海上交战两个多月，双方损失惨
重。谁能想到，这场战争的导火索居然是一起废品
回收事件。

马岛全称为马尔维纳斯群岛（阿根廷称）或福
克兰群岛（英国称），大航海时代开启，法国、英国、
西班牙和阿根廷都先后在岛上设立过定居点。19
世纪阿根廷独立后，岛屿主权争议主要在英国与阿
根廷之间展开，因为复杂的历史纠葛，究竟谁拥有
马岛，一直是一个问题。马岛战争可以说是英阿双
方最大的一次正面较量，而战争的开始还要从1976
年说起。

康斯坦丁诺·大卫多夫是一名阿根廷废金属
回收商。1976 年，大卫多夫听说位于马岛东南
1300 公里处的南乔治亚群岛上有废弃的捕鲸站，
希望将其收购，然后转售其中废弃的物品，如捕鲸
船、浮动船坞、船舶修理设备和加工鲸油的机器
等。大卫多夫曾对《华盛顿邮报》回忆称，1981 年
12 月，他在获得英国人的许可后带着员工到岛上
考察。“英国人让我告诉他们我想什么时候再去，
坐什么船，带多少人，以及到达的日期。”大卫多
夫说。

经过一番准备，1982年3月，大卫多夫派出自己
的废品回收小队前往南乔治亚群岛作业。这本应是
一次再普通不过的回收作业，但令大卫多夫没有想
到的是，他的员工除了在现场进行打捞作业，还做了
其他的事情——升起了一面蓝白相间的阿根廷国
旗。这对于英方来说是一种“挑衅”。

虽然岛屿面积不小且人烟稀少，但这面旗子还
是恰巧被驻扎在附近的英国极地研究小队成员看到
了，据《华盛顿邮报》报道，当时的英国极地研究人员
拿起简易无线电通信设备向伦敦惊呼：“天哪，阿根
廷人登陆了！”

没过多久，得知消息的英国政府就向阿根廷政
府提出抗议，称有阿根廷船员非法登陆。他们认为，
大卫多夫的员工应该先在马岛停留，盖章“入境卡”，
而阿根廷方面则表示，这些员工“正在为一家私营企
业履行商业运输合同”，是合法开展业务的，双方进
行了激烈“争吵”。

与此同时，英国出动了“坚忍”号皇家海军极地
巡逻舰，打算到事发地驱离大卫多夫的员工。阿根
廷也不甘示弱，派出了海军舰艇阻挠英国人的行动，
保护船员免遭强行驱逐。双方船只的出动仿佛起了
一个岛屿主权较量的头，谁也不想认输，阿根廷又派
出5艘战舰，英国再派出一艘船以及一支海军陆战
队……

局面似乎已经不可控，小规模船只角力逐渐演
变成武装冲突。1982年4月2日，阿根廷军方发动了
登岛军事行动——用一支突击队成功占领了马岛首
府斯坦利港的英国政府关键机构。英国驻岛政府被
迫宣布投降。控制马岛后，阿根廷军方又乘胜控制
了南乔治亚群岛。

晚些时候，远在万里之外的伦敦才收到消息。
时任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没有丝毫犹豫，立刻召开
内阁会议决定出兵。于是英国庞大的特遣舰队前往
战场，对马岛及周边海域的阿根廷军队发起进攻，并
登陆重新控制了马岛。

BBC历史杂志官方网站报道称，这场没有“官宣
开战”的马岛战争导致650名阿根廷人和253名英国
人死亡，双方另有数百人受伤。大卫多夫后来曾向
西方媒体表示：“如果我没有出生，阿根廷和英国也
许就不会打仗。” 本报综合消息

中东也曾经历一段“黄金和平时代”
废品回收成了

英阿马岛战争导火索

巴以双方签署协议巴以双方签署协议。。

近日的加沙停火协议牵动着世界人民的心，和平，是中东居民一直的渴望。中东也曾经历过一段“黄
金和平时代”。1993年巴以签署的《奥斯陆协议》，结束了巴以数十年的零和冲突，开启了政治对话解决
巴以问题的历史进程。巴以地区的居民逐渐变多，社区设施有序建设……但是由于巴以双方内部的分歧
和矛盾，以及《奥斯陆协议》本身存在的问题，“过渡时期”最终演变为延续至今的和平僵局。

《奥斯陆协议》签署的背后
有一定政治前提。20世纪80年
代开始，中东发生了一系列重大
政治事件，巴勒斯坦主流派别法
塔赫面临政治窘境。以色列在
其驻英国大使被巴勒斯坦枪手
枪击重伤后，出动陆海空军队对
黎巴嫩境内的巴勒斯坦解放组
织和叙利亚军队发动大规模进
攻。随后，黎巴嫩境内的巴勒斯
坦武装人员撤离至约旦、伊拉
克、突尼斯等国家，无力再向以
色列本土发动直接攻击，也无法
直接同以色列占领的巴勒斯坦
地区的巴民众取得直接沟通和
联系。

1991年海湾战争爆发之后，
巴解组织领导人阿拉法特选择
支持萨达姆，其立场遭到海湾阿
拉伯国家的反对。海湾阿拉伯
国家不仅驱逐了境内的巴解组
织，还中断了对巴解组织的各类
资金支持；而在海湾战争中失败
的伊拉克，也无力再向巴解组织
提 供 财 政 支 持 和 政 治 保 护 。
1991年后，巴解组织陷入巨大的
政治危机。

1987年爆发的第一次巴勒斯
坦大起义，也改变了巴勒斯坦内
部的派系格局。传统上巴勒斯坦
对于以色列的抵抗，主要由散居
海外的巴勒斯坦各个武装组织，
在不同国家支持资助下展开。但
1987年的这次起义，几乎是以色
列占领地区的巴勒斯坦民众自发
组织的社会运动。在此背景下，
巴解组织内部呼吁同以色列展开
对话的阵营逐渐占据上风。

这场几乎“全民皆兵”的抗
议活动也让以色列猝不及防，让
以色列社会舆论受到震撼。20
世纪80年代现代传媒技术，尤其
是电视转播技术的发展，将以色
列暴力压制巴勒斯坦民众的画
面迅速传遍世界，以色列国际声
望大打折扣。于是，以色列内部
也出现了和解的声音，希望同巴
解组织展开对话，通过和平的方
式解决问题。

在国际社会的斡旋和协调下，巴以
和平对话逐渐开启。在挪威奥斯陆举
行的巴以秘密对话为和平进程奠定了
基础，1993年，在美国的主持下，时任以
色列总理拉宾和巴解组织领导人阿拉
法特共同签署《奥斯陆协议》。美国白
宫草坪上也出现了历史性的一幕——
拉宾与阿拉法特在时任美国总统克林
顿的见证下握手。

《奥斯陆协议》为巴以之间的关系
带来了历史性的变化。以色列一直将
巴解组织视为“恐怖组织”，并将任何与
巴解组织的对话视为非法；巴解组织则
将以色列视为非法存在，要求解放所有
巴勒斯坦地区。但是在《奥斯陆协议》
中，以色列和巴解组织相互承认对方的
合法性，并通过在部分约旦河西岸地区

和加沙地带建立巴勒斯坦临时政府的
方式，推动巴以问题的解决。

协议签署后，加沙地带的定居人口
不断增长，当地人燃起了建立巴勒斯坦
国的希望。巴以双方内部呼吁和平的力
量也受到较大鼓舞，在以色列政坛，接替
拉宾担任总理的佩雷斯积极参与巴以和
平进程；在巴勒斯坦内部，阿拉法特领导
的巴解组织回到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
带，受到巴勒斯坦民众的热情欢迎。

巴以和平进程开启之后，世界上的
其他国家也纷纷参与到和平斡旋之
中。从 1993 年到 1999 年间，巴以双方
签署了多份和平文件，包括《希伯伦协
议》《怀伊备忘录》等，涉及巴以双方在
领土、经济、关税、金融等多方面的关
系。

但这个和平进程的背后也隐藏着
多方面的问题。最初建立的“巴勒斯
坦民族权力机构”只是一个过渡时期
的政府，随着巴以谈判逐渐触及领土
交换、以色列驻军撤离、巴勒斯坦难民
回归等敏感问题，谈判逐渐陷入僵
局。此外，犹太定居者日益增多，他们
同巴勒斯坦人的冲突也逐渐变多，巴

以双方的互信逐渐崩溃。
巴勒斯坦与以色列内部也有一些

反对声音，协议签署后两年，拉宾遭以
色列右翼激进分子刺杀身亡，其后巴
勒斯坦反对团体亦连续发动针对以色
列的大规模袭击活动，双方冲突不断
升级，《奥斯陆协议》的执行受到阻碍，
逐渐名存实亡。 本报综合消息

19951995年年，，一名巴勒斯坦囚犯被以色列监狱释放一名巴勒斯坦囚犯被以色列监狱释放，，背着包裹与兄弟团聚背着包裹与兄弟团聚。。

双方内部希望对话 拉宾与阿拉法特握手

背后隐藏多方问题

19821982年年44月月1313日日，，马岛上的阿根廷军人马岛上的阿根廷军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