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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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課：以色列與亞拉伯鄰國之和平 
(一) 以埃和談 

1. 1977 年，埃及總統 Anwar Sadat 訪問耶路撒冷，是一次歷史性的訪問，他面對以色列的國會演說，

毫不隱瞞的說：「我們是承認以色列國的存在。」但另一方面，他又表明，他這次歷史的訪問，並非

只顧及到以埃兩國之間的和平，而是想建立整個地區之永久和平，而這和平的基礎基於公平原則， 

Sadat 總統以為中東的基本問題是巴勒斯坦人有他們的獨立國家，他認為真正的和平乃是要以色列從

所有佔領的亞拉伯地區中撤離，這包括東耶路撒冷。 

2. Sadat 這次訪問，啟開了一個新的局面，但以埃和平談判並不是想像中這麼暢順，在美國總統 Jimmy 

Carter 幹旋下， Sadat 與以色列總理 Begin 終於在 1978 年 9 月在美國 Maryland 的大衛營，經過 12

日談判，終於簽定了 Camp David Accords，在 1979 年 3 月 26 日，雙方簽署了大衛營和約，1978 的

諾貝爾和平獎亦頒於 Begin 及 Sadat。 

 

(二) 大衛營和約條款 

1. 以色列從西乃撤軍，並且撤出其 4500 平民，交還給埃及。 

2. 埃及承認以色列國，並且開放 Suez Canal，Tiran 海峽，給以色列使用。 

3. 埃及不可在西乃駐重軍，在距離埃及與以色列的邊境 20-40 公里內不得駐軍，而以色列亦不可在距離

邊境之 3 公里內駐軍；並答應打開埃及與約但之通道。 

4. 以色列亦答應把西乃的 Abu-Rudeis 油田歸回埃及。  

5. 美國答應以數以億元計之援助，供給埃及和以色列，由 1979-1997，埃及共獲得美援每年 1.3billion

美金之美援；支助埃及軍事設施，若連經濟、醫療及其他援助，每年約 25billion 美元，至於以色列，

每年獲 3billion 美元作為軍事援助。  

 

(三) 以埃和談的結果 

1. 這和約一簽定後，亞拉伯聯盟議決與埃及斷絕關係，這叫埃及從亞拉伯聯盟的領導地位一跌而成為

眾亞拉伯國家拒絕及孤立的國家。 

2. 而 Anwar Sadat 總統於 1981 年 10 月 6 日，在紀念 Yom Kippur 戰爭之閱兵儀式中，竟然被一名極端

的回教士兵所殺，雖然其繼承人 Hosni Mubarak 仍隨 Sadat 的外交路線行，但其與以色列的關係已不

及 Sadat 時這麼有信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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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至於以色列方面，雖然大部份的以色列人都同意這和約，國內亦有不少人有反對的聲音，其中有

Yitzhak Shamir，他後來在 1986 年成為以色列總理。 

4. 不少非洲國家及歐洲國家亦不熱衷這個和約，對以色列也採取孤立的政策，但在另一方面，這和約

卻給眾人一個非常鮮明的信息，與以色列共存是一件有可能的事實！ 

5. 至於以埃方面，我們可以說，這只是埃及政府與以色列人民所簽的和約，而不是兩國人民所簽的和

約，自從以埃和談後，每年有 415000 以色列人民到埃及旅遊，但只有 28,000 埃及人到以色列旅行，

大多數的埃及人民對以色列仍有敵視的心態。 

(四) 以巴衝突 

1. 巴勒斯坦人是指原住在巴勒斯坦的亞拉伯人，從種族的角度看，他們的種族來源頗複雜，他們有希

臘、巴勒斯坦原居民及甚至猶太人的血統，但他們都是說亞伯拉話的，大多是回教徒，但亦有小部

份是基督徒，他們先後被 Ottoman Turks 及英國人統治。  

2. 在解決以巴衝突的問題上，基本上有兩個不同的看法： 

A. 把巴勒斯坦分為兩個獨立國家，一是屬猶太人，一是屬巴勒斯坦人。 

B. 建立一個猶太人，巴勒斯坦人共存的國家，基於人人平等，一人一票的原則建立一個國家。 

但聯合國在 1948 年的議案，首先建立了一個屬猶太人的以色列國，在此國內，大多是猶太人，巴勒

斯坦人多是居住在西岸（屬約但）及 Gaza Strip（屬埃及），但自從六日戰爭後，West Bank 及 Gaza Strip

被以色列人佔領，並且以色列政府更在 West Bank 及 Gaza Strip 設立猶太殖民區，這把以巴衝突，更

白熱化。 

3. 我們之所稱之巴勒斯坦人，其實是有不同類別，而並非一個 Homogeneous Group。 

其中有 

i. Druze 人，雖然他們的文化、語言及 Socio-cultural 背景與其他巴勒斯坦無異，但在政治上，

他們是傾向以色列，而且也是願意歸化為以色列國民。  

ii. 撒瑪利亞人－在今日還有約 350 個撒瑪利亞人，他們從基因角度看，是最有希伯來民族之

基因的，經過長年累月的轉變，約有一半的撒瑪利亞人歸信回教，他們是傾向巴勒斯坦一

方，其後一半卻歸化為以色列國民。 

iii. Bedouins，這是巴勒坦人至大族的，有 Edomites 的血統，其中大部份是回教徒，至於 non- 

Bedouins 的巴勒斯坦人中，有回教徒，也有基督徒，基督徒在巴勒坦約有 6%，但他們在

猶太人及回教徒之壓力下，生存是絕對不易的。 

iv. 巴勒斯坦人又分為巴勒斯坦難民及非難民，所謂難民是指以色列佔領區之巴勒斯坦人之稱

謂，約有 4255120 人，是佔全巴勒斯坦人之一半。 

以下一圖正表示巴勒斯坦人分佈的情況： 

West Bank 及 Gaza Strip 37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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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但 

以色列 

Chile  

敘利亞 

Lebanon 

沙特亞拉伯 

美國 

埃及 

Kuwait 

Other Gulf States 

Other Arab States 

Other Counties   

2700,000 

1318,000 

500,000 

434,896 

405,425 

327,000 

225,000 

44,700 

40,000 

159,000 

153,000 

308,000    

Total 10,574,521 

4. 以巴關係至重要的關鍵是 1993 年的 Oslo Accords，在 1993 年，以色列總理 Yitzhak Rabin 及巴解領

袖(PLO) Yasser Arafat 進行和談，即日後所謂 Oslo 和約。在這個和約中，有幾個突破性發展：  

◆ Arafat 承認以色列國的存在及其有存在之權利。 

◆ 以色列願意把西岸(West Bank)及 Gaza Strip 交給巴勒斯坦統治，稱為巴勒斯坦自治區。 

5. 進行這些決定，乃是按步就班，一步一步的完成，但可惜在 1995 年 11 月 4 日，Robin 被猶太錫安份

子所謀殺，因為他們反對 Robin 簽定的 Oslo 和約；而繼承 Begin 的 Ehud Barak 與 Arafat 亦未能暢順

的和談，Oslo 協議也受到一定的阻撓。  

6. 到了 2000 年，在美國總統 Bill Clinton 的幹旋下，PLO 首領 Arafat 與以色列總理 Ehud Barak 在大衛

營會議，Barak 在此和談中，願意 

◆ 把 95% 的 West Bank 及 Gaza Strip 並東耶路撒冷歸給巴勒斯坦人統治。  

◆ 69 猶太殖民區仍歸以色列管，（佔 85% of all the West Banks Jewish Settlements），並西岸的 10%

永遠歸以色列人管轄。 

但 Arafat 拒絕這提議，Clinton 要求 Arafat 提出他的意見，修改這提議，但他並沒有如此作，這次的

和談是沒有成果的。 

7. 到了 2002 年 3 月 28 日，亞拉伯國家聯盟在沙特亞拉伯 Crown Prince Abdullah of Saudi Arabia 提議以

下條款：   

◆ 巴勒斯坦及所有亞拉伯國家承認以色列的存在及存在的權利；不過其國界則基於六日戰爭的國

界。 

◆ 以色列要從 Golan Heights，West Bank 及 Gaza Strip 及東耶路撒冷撤兵又取消殖民區，並把 W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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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k、Gaza Strip 及東耶路撒冷交還給巴勒斯坦人，成為巴勒斯坦國，並以東耶路撒冷為首都。 

但此提案為以色列人拒絕。 

8. 列目前為止，以巴的衝突似乎越來越嚴重。 

◆ 巴勒斯坦之內亂，Hamas 組織不滿 Fatah（傳統的領導），發生內戰，佔領了 Gaza Strip(2007 年) ，

而 Fatah 仍掌管 Gaza Strip。  

◆ 巴勒斯坦人對猶太人失去信心，猶太人的殖民區，在西岸及 Gaza Strip 設圍牆，都表明以色列

人無法和談，只想永遠佔領這些地方。  

◆ 猶太人對巴勒斯坦人也失去信心，以為他們人肉炸彈，要摧毀以色列國，不值得信任，更不願

意把辛苦得來的土地奉上。 

◆ 耶路撒冷仍是一大問題，巴勒斯坦人以為這是他們國都，猶太人也以為這是他們的國都，耶路

撒冷的問題似乎是永遠解決不了！ 

◆ 猶太的殖民區也是一個頭痛的問題，2004 年以色列總理 Sharon 提議把所有在 Gaza Strip 的猶太

殖民區遷走，2005 年 8 月前完成，政府會賠償他們的損失，而西岸亦包括有四個殖民區，這引

起以色列人民很大的抗議，這也引起以色列內部之矛盾。 

 

(五) 約坦與以色列的關係 

1. 在六日戰爭中，約但失去了三個半江山，包括 West Bank 和耶路撒冷；在贖罪日戰爭中，約但並沒有

參與，而也是與以色列比較溫和的亞拉伯國家。  

2. 在 1994 年，是破冰之期，以色列總理 Rabin 及外相 Peres 通知約但哈辛王，希望與約但修好，在 1994

年 7 月 25 日，在美國總統 Bill Clinton 的安排下，Rabin，Hussein 及 Clinton 在華盛頓簽署，Washington 

Decorations，啟開一個新局面。 

3. 1994 年 10 月 26 日，他們正式在以色列的 Arava Valley 簽署和約，在 Clinton 的安排下，以色列總理 

Ezer Weizman 與 King Hussein 簽署，獲大部份的以色列及約但人民所歡迎，埃及也表示高興，敘利

亞不理，黎巴嫩的 Hezbollah 則反對，在簽署前二十分鐘炮轟加利利。 

4. 這和約同意在邊境方面，以約但河為界，以色列把大概三百方公呎土地歸還給約但，雙方設大使及

人民可以互訪，禁止雙方敵視行動及宣傳，開放貿易。 

5. 雙方尊重對方主權，聯合抵抗恐怖份子活動。 

6. 當要處理耶路撒冷問題時，以色列要注重約但的意見。 

7. 在水源方面，以色列答應把約但及 Arava 的地底水 50million cubes of water 給約但，而 Yarmouk River

的水約但可得 3/4，雙方要合作解決開發更多水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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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雙方要積極解決巴勒斯坦難民的問題，四方（以色列、巴勒斯坦、埃及及約但）都要共同解決。 

 

(六) 以色列與敘利亞的關係 

1. 在 2004 年，在 Swiss 政府的幹旋下，以色列政府開始與敘利亞作秘密會議，2007 年 4 月， 

Syrian-American negotiator 訪問以色列，並以為六個月內可達成和平協議，但此舉未得見有結果。  

2. 到了 2008 年，土耳其主動把以色列和敘利亞拉攏起來，並且進行秘密和談，雖然因為以色列出兵入 

Gaza Strip 而擱置，但這和談仍在進行。  

3. 敘利亞的底線是，把昔日以色列佔領的地方歸還，這包括 Golan Heights 及約但河谷的一小部份，但

這地方非常重要，是以色列水源之所在，也可以說是控制了整個以色列的經濟發展。  

4. 以色列的底線是要敘利亞遠離及不支持反對以色列政府的伊朗政府，黎巴嫩的 Hezbollah 及巴勒斯坦

的 Hamas，不再供應軍火及任何物資給他們。  

5. 然而這個和談也有一定程度的難處，以色列人能否接納此提案，尤其是水源的問題，這關係重大，

不輕易得到國會通過，另外，在執行上也有困難，可能這要一個長時期才可達到，但 Implementation

一不小心，整個和談就會崩潰。 

6. 沒有美國的份兒，這個和談也是空談，問題是，美國與敘利亞的關係仍是緊張，若美敘的關係仍保

持如此情況，這難免會引起問題， Obama 總統似乎還未給敘利亞一個歡迎的姿態，這和談相信也要

一段相當長的日子才可實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