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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歷史(六)第 65 課 贖罪日之戰 

成成人人主主日日學學  
以以色色列列歷歷史史((六六))    講講師師：：蘇蘇穎穎睿睿牧牧師師  

第 65 課：贖罪日之戰 
(一) 楔子 

1. 贖罪日之戰(Yom Kippur War)發生於 1973 年 10 月 6 日，埃及和敘利亞趁著這以色列人的節期，施行

突襲，在戰爭之初期，以色列無論在西乃及 Golan Height 都受到重創，傷亡慘重；但經過幾日戰爭，

以色列反擊，在美國軍援下，先後在北面的 Golan Height 趕走敘利亞軍，並且深入敘利亞境，直接

威脅大馬士革，在南面，又成功截斷埃及軍援，把埃及第 3rd Army 包圍在西乃沙漠上，又成功渡過

Suez Canal，距離埃及的開羅只有 101 公里，直接威脅埃及首都，在美國及聯合國的壓力下，再加上

基辛格的調解，雙方在 11 月 2 日簽下停火協議結束了贖罪日之戰。 

2. 贖罪日之戰的影響極大，雖然以色列在軍事上仍最後獲勝，但卻付上極大的代價，損失慘重，不像

是六日爭戰一面倒，而亞拉伯國家也挽回不少面子，至少在心理上是打勝了一仗，因著這場戰爭，

無論是以色列的內政，以色列人的自我心理，及其與亞拉伯鄰國之關係也起了極大的變化，而美國

在中東所佔的地位更是日趨重要，至於埃及方面，埃及總統 Sadat 更是英雄，和亞拉伯國家之領袖。 

 

(二) 贖罪日戰爭之因由 

1. 雖然我們一般都稱這場戰爭為「贖罪日」之戰；因為據猶太人的曆法，這正是贖罪日(10 月 6 日)，

但對亞拉伯人來說這是 Ramadan (齋戒月)的第十日。在 624A.D.同一日，穆罕默德正預備 Battle of 

Badr，是因此戰役，穆罕默德成功佔領了 Mecca (630A.D.)，並且開始擴張其回教之勢力，Sadat 總

統選擇這一日開戰，不但是因為以色列人贖罪日假期，防守鬆懈，而且他們也不相信亞拉伯人會在

齋戒月內發動戰爭，所以以色列是毫無防備的。 

2. 六日戰爭以後，亞拉伯國家痛定思痛，誓言要從失敗中領取教訓，預備有一日可報一箭之仇，所以

六日戰爭後，他們在軍事上積極增加軍備及訓練士兵，又從六日戰爭中研究以色列的戰術。而以色

列在六日戰爭後，過於自信，沒有好好預備，再加上情報錯誤，領導人的危機意識不高，以致在戰

爭初期受重創。 

3. 事實上，在六日戰爭後，在 1967 年 6 月 19 日，以色列的 National Unity Government 一致通過把 Golan 

Height 及西乃歸回敘利亞和埃及，以換取他們承認以色列國的存在，並且答應 Golan Heights 為非軍

事地區，埃及開放 Tiran 海峽，並且通過與約但哈辛會談商討疆界問題，以色列把此決定知會了美

國，但卻沒有要求美國把此消息傳達給埃及和敘利亞，以致他們完全不知道此提議，此決定於 1967

年 10 月被撤回。  

4. 六日戰爭之後，以色列政府用了 500 萬美元在 Suez Canal 及 Golan Height 加強防衛措施，到 1971

年完成，稱為 Bar Lev Line。這給予以色列人一種錯覺，以為埃及軍是不輕易成功渡過 Suez Canal。 

5. 至於約但方面，哈辛王對再發動戰爭並不熱衷，在六日戰爭中，他已失去了一半的江山，埃及的 Sadat

更提議把 West Bank 給巴勒斯坦人，而不是歸還給約但，這引起哈辛王不滿，再加上 1970 年 Black 

September Crisis，PLO 與約但幾乎開戰，而敘利亞又是在 PLO 的那一邊，這也引起哈辛王極度不

滿，所以約但在這次戰爭中並沒有加入戰圈。 

 

(三) 贖罪日戰爭之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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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72 年，埃及總統 Anwar Sadat 公開誓言要與以色列一戰，並願意犧牲 100 萬個埃及士兵。並且銳

意增加兵力，向蘇聯購買米格 21 戰鬥機，並 SA-2、SA-3、SA-6、SA-7地對空飛彈來對付以色列

空襲，此外，又購買 T-55 及 T-62 坦克車及 AT-3 導彈。 

2. 以色列國防部的情報機關(Amen)以為敘利亞不會單獨與以色列開戰，除非有埃及加入，他們不會貿

貿然開戰的，第二，他們的情報，得悉埃及在未購得米格 23 之前，也不會開戰的，所以他們亦不

以為埃及會這麼快開戰，但其實所有些情報都是源於 As hraf Maman，他是雙重間諜，因他主要也

是埃及的間諜。 

3. 在 1922 年，埃及報告把蘇聯的 20,000 名軍事顧問驅逐出境，誤導埃及與蘇聯交惡，以為埃及更不

會發動戰爭，所以以色列的防禦是鬆懈的，雖然在戰爭爆發前，哈辛王及其他資料都通知以色列當

局，埃及和敘利亞快要開戰，但 Amen 仍不相信，就在 10 月 6 日那日的早上，總理梅爾夫人（Golda 

Meir）、國防部部長達揚將軍及 David Elazar 開會，商討應否先發制人，Elazar 主張先發制人，消滅

敘利亞空軍，但為梅爾夫人及達揚反對，商討結果，為了不惹起美國及國際社會反感，他們決定不

採取任何先發制人的行動。 

4. 在 10 月 6 日 2:00pm，埃及的 Operation Badr 開始大舉轟炸以色列防衛，摧毁了以色列的空軍基地，

他們只損失五架飛機，並且大舉轟炸 Bar Lev Line，有 32000個士兵渡河，跟住築橋讓坦克車渡過

Suez Canal，地對空飛彈也起了作用，單在頭一日，有 30架以色列戰機被擊落，以色列前線全部

失守，有 300架坦克被摧毀。  

5. 與此同時，敘利亞派 1200坦克進攻 Golan Height，而以色列只有 180坦克，以色列的戰略是，先

處理 Golan Height，因為至近以色列心臟地帶，然後才處理 Sinai。在 Golan Height的頭一日戰

爭，敘利亞軍力較強，處於上風，並且擊落 40架以色列飛機，以色列空軍改變策略，飛越約但，

從後面進攻敘利亞，到了二日，情勢大大改變，再加上以色列援兵在一日之內趕到，到了 10月 8

日，以色列反守為攻，取回失地，到了 10月 10日，把全部敘利亞軍隊趕回敘利亞，並且越界追趕

敘利亞軍隊直至巴珊，距離大馬士革只有 40公里，若非伊拉克派出 250-500坦克及 30,000士兵增

援，及約但又增援，以色列才改集中火力在 Sinai。 

6. 到了 10月 15日，以色列在西乃大舉反攻，乘著 10月 14日以色列大破埃及軍，摧毀了 250坦克，

他們在 15日成功渡過 Suez Canal，並且深入埃及飛彈防衛系統，在 Ariel Sharon領導下，切斷了

埃及第三軍隊的補給線，並且提供了以色列空軍猛炸埃及基地，到了 10月 19日，以色列軍隊已經

攻至距離開羅只有 101公里，而埃及的第三軍隊亦被困在西乃中，若非聯合國提出停火，恐怕整個

埃及第三隊在絕糧之下完全崩潰。  

7. 至於海戰方面，以色列佔盡上風，在 10月 7日，埃及有 7艘飛彈船被擊沉，4艘 torpedo boats，

敘利亞則有 5艘 missile boats被擊沉，一艘掃雷艦，一艘軍艦，而以色列一隻艦也沒有損失，只

死了三個蛙人。 

8. 以色列之所以能夠反攻，主要是因為美國提供補給及武器，自 10月 13日起，先後運了 22395頓武

器及物資到以色列，並且其中是一些先進的武器，並有軍事顧問在以色列境內，其中一些飛機可在

25,000公呎上空盤旋，完全是 SAM射程之外，這是美製的 SR-71 Blackbird偵察機，在埃及境內如

入無人之境，這對以色列在 10月 14日的大捷是有莫大的幫助。 

9. 由於埃及的第三軍隊被困，缺水缺糧，美國的 Kissinger 知道這是黃金機會，埃及 3rd Army 的命運

乃繫於美國手中，於是美國便向以色列施壓力，並表明若以色列摧毀埃及的 3rd Army，美國則不再

支持以色列，在 10 月 28 日，雙方將領會面，在 Kissinger 的斡旋下，雙方停火，並且交換戰俘，到

了 1 月 18 日，以色列答應從 Suez Canal的西岸撤回東岸，至於以敘和談，是在 1974年 5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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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此簽訂和約交換戰俘。 

 

(四) 贖罪戰的後果 

1. 埃及在此戰後中雖敗猶榮，他們在戰爭的初期與以色列重創，在心理上是勝了一仗。 

2. 至於敘利亞，則損失了更多土地。 

3. 此役改變亞拉伯國家心態，他們一致都承認以武力，他們是無法把以色列消滅，所以這引致日後以

埃和談及以約和談，打開了一個新的局面。 

4. 對以色列來說，這戰役影響極大，他們不敢再以為他們是無敵戰士，也樂意與亞拉伯國家共存，事

實上，在三個星期的戰爭中，以色列損失了 2500 士兵，一年的 GNP，國內對執政黨 Labor Party 極

表不滿，他們成立了小組追查政府之失誤，導致總理梅爾夫人及國防部長達揚將軍辭職，而右翼的

Likud Party 卻愈來愈強大，而以色列的士氣也大損。  

5. 在國外方面，以色列也愈來愈孤立，由於產油國的亞拉伯國家對凡支持以色列的國家杯葛，五個月

不輸出石油，以致引起美國的 energy crisis 油價高漲，影響民生，而非洲國家亦與以色列脫離關係，

以致以色列愈來愈依賴美國，但美國又想拉攏埃及與蘇聯抗衡，形勢也愈趨複雜。  

6. 這場戰爭的英雄是埃及總統 Anwar Sadat 雖然從軍事角度看，埃及損失也相當慘重，西乃仍落在以

色列手中，損失了的坦克數以千計，國內的空軍大部份被摧毀，但此戰役卻挽回他們的聲譽，到了

1977 年，他到訪以色列的耶路撒冷，是歷史性的訪問，奠定了中東和平的基礎，到了 1978 年 9 月，

在美國總統 Jimmy Carter 的斡旋下，Sadat 以色列總理 Menachem Begin 在大衛營簽署和約，1979

年正式修好，雙方交換大使，結束以埃的對立局面，啟開新的里程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