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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建国前的巴勒斯坦共产主义运动∗

冯　 燚

摘　 　 要： 肇始于 １９ 世纪末的巴勒斯坦共产主义运动将犹太复国主义理论与马克思

主义思想相结合，主张实现犹太人与阿拉伯人的联合，建立社会主义社会。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中期后，在共产国际的干预下，巴勒斯坦共产党推行“阿拉伯化”政策，并将工作重

心从犹太路线转向阿拉伯路线。 在以色列建国前，巴勒斯坦共产党经历了艰难而曲折

的发展历程，它虽未能成功实现阿拉伯—犹太工人阶级联盟、促成阿犹两个民族的联合

统一和建立双民族国家的愿景，但它一直努力克服两大民族分裂并尝试建立一个犹

太—阿拉伯人的共产主义组织，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支持阿拉伯民族解放运动，

提出犹太人和阿拉伯人都享有平等的民族权利和公民权利的政治主张，彰显了它在犹

太复国主义运动中的先进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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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 世纪末萌发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之中的巴勒斯坦共产主义运动，深受犹太复

国主义思潮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主张开展融入犹太复国主义思想的社会

主义革命，实现犹太人与阿拉伯人的联合，建立犹太社会主义社会。 在十月革命胜

利的鼓舞下，１９１９ 年巴勒斯坦社会主义工人党（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Ｐａｒｔｙ）成立，该党系

以色列共产党的前身，是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两个民族共同的无产阶级政党，该党于

１９２１ 年改称为巴勒斯坦共产党（以下简称“巴共”），１９４８ 年以色列建国后更名为以

色列共产党（Ｍａｋｉ，以下简称“以共”）。 作为中东地区最早成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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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翼组织之一，巴共长期致力于建立一个犹太—阿拉伯人的共产主义组织，反对帝

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支持阿拉伯民族解放运动；主张建立双民族国家，争取犹太人与

阿拉伯人都享有平等的民族和公民权利；主张政治解决中东问题，巴以持久和平，反
对以色列政府永久占领政策，其理论主张和政治实践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中发挥了

重要影响。
目前，国内外学界对以共发展演变的研究相对有限。 穆萨·布德里（Ｍｕｓａ Ｂｕ⁃

ｄｅｉｒｉ）主要考察了犹太复国主义左翼政党的思想渊源与主要派别，并重点分析了巴勒

斯坦共产党的政治纲领、基本路线、建国构想和实践路径。① 杜尼亚·哈比卜·纳哈

斯（Ｄｕｎｉａ Ｈａｂｉｂ Ｎａｈａｓ）分析了以共的指导思想、组织制度、组织机构和人员构成，并
着重探究了该党党内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政见分歧以及彻底分裂的原因。② 桑德

拉·米勒·鲁宾斯坦（Ｓｏｎｄｒａ Ｍｉｌｌｅｒ Ｒｕｂｅｎｓｔｅｉｎ）考察了从 １９１９ 年到 １９８４ 年巴勒斯

坦和以色列共产主义组织的兴起、发展和演变的历史，分析了在巴勒斯坦分治和阿

以冲突等重大问题上苏联对以共的影响。③ 中国学者主要侧重于以共当前发展现状

的研究，阐述了以共对世界尤其是阿拉伯地区政治经济形势的看法，分析了该党面

临的主要任务和发展前景。④

众所周知，作为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的革命政党，以共是中东地

区少数几个拥有合法地位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也是当前以色列议会中唯一反犹太复

国主义的政党。⑤ 巴勒斯坦共产主义运动是中东地区一支重要的左翼力量，也是国

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考察以色列建国前巴勒斯坦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

演变，审视巴共的发展历程及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重要地位，不仅有助于

准确认识巴勒斯坦地区共产主义运动失败的经验教训，也有助于理解当前以共的政

治参与及其困境。

一、 巴勒斯坦共产主义运动的肇始

１９ 世纪末，犹太复国主义思想以蓬勃发展之势在欧洲兴起，犹太精英不遗余力

地组建犹太复国主义政党。 由于流散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境遇各不相同，经济地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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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差万别，他们对犹太复国的途径和手段、巴勒斯坦犹太社会的地位和发展思路看

法不一，使现代犹太复国主义内部的政治派别表现出党派众多、分化组合频繁和碎

裂化的典型特征。① 根据意识形态的不同，犹太复国主义政党可分为劳工党派、资产

阶级党派和宗教党派。② 这些政党的社会基础、政治纲领和建国目标存在差异，在以

色列建国之前各自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其中代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左派和工人组

织的劳工党派最具政治影响力。 巴勒斯坦的劳工党派为数不少，几经离合。 至 １９４８
年以色列建国前夕，巴勒斯坦的劳工党派主要有巴勒斯坦工人党、统一工人党、劳工

联盟和巴勒斯坦共产党。 在上述党派中，巴共的思想最为激进，也是反犹太复国主

义的政治派别。③

巴勒斯坦共产主义运动萌发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之中，与早期的犹太劳工运动

联系密切，其成员主要是来自俄国和东欧地区的犹太人。④ 他们因深受马克思社会

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和俄国社会激烈变革的冲击，积极投身于反对沙皇专制统治和

争取自由解放的革命斗争。⑤ １９ 世纪末，随着工业化的发展，俄国和东欧地区的犹

太工人数量不断增加，俄国犹太社会主义组织建立的条件日趋成熟。 １８９７ 年，俄国

革命运动史上第一个犹太无产阶级政党“崩得（Ｂｕｎｄ）”正式成立。 “崩得”是“立陶

宛、波兰和俄罗斯犹太工人总联盟”的简称，⑥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代表俄

国犹太无产阶级的利益，积极参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苏联共产党的前身）的筹建，
后因双方在犹太无产阶级代表权问题上产生分歧而导致关系破裂。 “崩得”在民族

理论上倡导“民族文化自治（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ｕｔｏｎｏｍｙ）”，逐渐形成了不同于犹太复

国主义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坚定地反对同化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⑦

１８９７ 年 ８ 月 ２９ 日，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代表大会在瑞士巴塞尔举行，标志着犹

太复国主义运动进入了有组织的阶段，成为一场引起全世界犹太人关注的政治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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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自此，犹太复国主义者把政治诉求、获得国际社会支持及鼓励犹太人移居巴勒

斯坦作为主要战略目标。① 巴勒斯坦的劳工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可以追溯到 １９０４ ～
１９１４ 年的第二次“阿利亚”②。 此次移民运动为巴勒斯坦犹太工人运动奠定了基础，
许多移民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想，试图通过实现社会主义来解决犹太人问题，将从欧

洲带来的社会主义、犹太复国主义思想理论与巴勒斯坦的新环境相结合，形成了劳

工犹太复国主义。③ 劳工犹太复国主义主张将社会主义原则与犹太复国主义思想相

结合，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平等、正义、公有制的民族国家。 最终，在围绕建设道路

的问题上，巴勒斯坦犹太移民中形成了两大阵营：博罗霍夫（Ｂｅｒ Ｂｏｒｏｃｈｏｖ）的追随者

组成了锡安工人党巴勒斯坦支部，由本－古里安（Ｂｅｎ⁃Ｇｕｒｉｏｎ）领导的锡安工人党将

自身视为国际工人运动的组成部分，与欧洲社会主义运动保持着紧密联系，强调近

期目标是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最终目标是以阶级斗争为手段在全世界建立社会

主义；④纳赫曼·西尔金（Ｎａｃｈａｍ Ｓｙｒｋｉｎ）和大卫·戈登（Ｄａｖｉｄ Ｇｏｒｄｏｎ）的追随者数

量较多，该群体在戈登的领导下建立了青年工人党，这是在巴勒斯坦本土建立的第

一个犹太工人政党。 该党主张实行一种务实的、立足巴勒斯坦实际的民族主义和社

会公正的路线，反对锡安工人党的阶级斗争口号和社会主义说教，否认自身属于欧

洲社会主义运动的组成部分，只承认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一部分。⑤ 由此可见，作
为劳工犹太复国主义的思想家和理论家，西尔金和博罗霍夫虽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

响，但他们在解决犹太人问题的认知上存在显著差异。
受《贝尔福宣言》发表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１９１９ 年巴勒斯坦锡安工人党与巴

勒斯坦其他社会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派别合并，组建了旨在联合巴勒斯坦所有工人

阶级的劳工联盟。⑥ 然而，劳工联盟的成立未能实现建立一个统一的工人联盟的目

标，青年工人党拒绝加入劳工联盟，巴勒斯坦锡安工人党内的少数派成员也极力反

对。⑦ 不过，这些少数反对派很快分裂为两派：一派是左翼锡安工人党，继续坚持犹

太复国主义的无产阶级属性；另一派是巴勒斯坦社会主义工人党，该党系以共的

前身。
１９１９ 年 １０ 月，巴勒斯坦社会主义工人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主要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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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库·梅尔松（Ｙａａｃｏｖ Ｍｒｅｓｉｏｎ）在题为《重新组建巴勒斯坦社会党问题》的总报告中

指出，该党的目标是“在财富与和平的基础上”建设“自由的工人社会”；①党的基本

纲领是“坚持将犹太复国主义与社会主义革命有机联系的无产阶级犹太复国主义思

想，坚信社会主义革命是实现犹太复国主义的主要方式和唯一保障，坚决与资产阶

级犹太复国主义和议会制等其他一切形式的犹太复国主义作斗争”②。 巴勒斯坦社

会主义工人党宣称拥护无产阶级犹太复国主义，开展融入犹太复国主义思想的社会

主义革命，实现犹太人与阿拉伯人的联合，以及建立犹太社会主义社会。 １９２０ 年 ８
月，巴勒斯坦社会主义工人党参加了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召开的第五次劳工犹太

复国主义世界联盟大会。 以本－里安和本－兹维（Ｂｅｎ⁃Ｚｖｉ）等为代表的右翼派别反对

盲目追随共产国际，支持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家，并要求犹太工人与阿拉伯工人

共同反对西方帝国主义和阿拉伯地主阶级。③ 巴勒斯坦社会主义工人党领导人亚历

山大·希申（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Ｈｅｓｈｅｎ）和梅尔松作为左翼力量代表参加大会。 希申认为，
犹太工人的利益与国际无产阶级联系紧密，加入共产国际是东方社会主义革命的重

要使命。 梅尔松反对把犹太复国主义作为解决犹太人问题的唯一途径，警告向巴勒

斯坦移民是以伤害阿拉伯人的感情为代价的，主张建立犹太人—阿拉伯人联盟，同
殖民主义和英国委任统治作斗争，坚持认为只有与世界革命力量进行合作才能使犹

太复国主义变为现实。④ １９２１ 年 ４ 月，巴勒斯坦社会主义工人党改名为巴勒斯坦共

产党。

二、 巴勒斯坦共产党的“阿拉伯化”与阿拉伯路线

十月革命胜利后，苏俄为推动世界革命和摆脱自身孤立局面，积极发展同殖民

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关系，宣布废除沙皇政府和临时政府时期签订的秘密条约，放弃

秘密外交。⑤ １９１７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苏俄发表《告所有俄国和东方劳动人民书》，宣布

阿拉伯世界和穆斯林人民有权成为自己国家的主人，按照自己的意志决定自己的命

运。 在 １９２０ 年 ７ 月 １９ 日至 ８ 月 ７ 日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民族和殖

民地问题成为大会的重要议题，大会进一步强调了东方国家的重要性。 列宁为大会

起草了《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并在大会报告中指出，“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

必然一方面要团结各国先进工人，开展苏维埃运动，另一方面也要团结殖民地和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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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迫民族开展一切民族解放运动”①。 同年 ９ 月，共产国际在阿塞拜疆首府巴库召开

东方民族代表大会，来自中国、印度、土耳其、波斯等 ３０ 多个国家的 １，８９１ 名代表出

席大会，其中包括 １，２７３ 名共产主义人士、２６６ 名无党派人士、１００ 名独立人士和 ５５
名妇女代表，而 ３ 名共产国际代表都是犹太人。② 大会首次提出“全世界无产者和被

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口号，号召共同进行反帝革命斗争。 但是，巴库大会不仅没有

激起穆斯林民众积极投身布尔什维克革命运动的热情，反而使许多穆斯林将布尔什

维克主义视为对伊斯兰教的威胁，甚至一些毛拉将马克思和列宁与先知穆罕默德进

行比较，对大会提出的反宗教宣传表示担忧。③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苏联中东政策的目标主要是摧毁英国在该地区的势力范围，扶
植亲苏力量，加强苏联对该地区的渗透和影响力。 为推行反英政策，苏联将注意力

投向阿拉伯工农阶级，加大宣传力度，动员其开展反对阿拉伯地主和犹太复国主义

的斗争。
巴勒斯坦共产主义者一直渴望苏联红军能够跨越高加索和托罗斯山脉，建立巴

勒斯坦苏维埃政权。④ 尽管这些愿望并未实现，但巴共仍支持苏联的中东政策。
１９２１ 年，巴共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了共产国际三大，大会上部分代表对巴共的民族

属性提出质疑，并要求其反对犹太移民。 巴共当时无法接受这些要求，导致协议最

后未能达成。 １９２２ 年 ９ 月，巴共召开三大，就是否加入共产国际的问题展开党内讨

论，大会最终认为应该争取共产国际的承认和支持。 １９２３ 年 ７ 月，在党的四大会议

上，巴共接受了共产国际提出的党“本土化”的要求，阿拉伯人有权参加所有议程并

参与党内讨论，这是促使其获得共产国际承认的主要因素，在巴共发展史上具有深

远意义。⑤ １９２４ 年 ３ 月，巴共正式加入共产国际。 苏联要求巴共应努力构建近东国

家的共产党联盟，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争取获得阿拉伯世界的支持，建立反帝国

主义统一战线。 巴共随之公开表示支持苏联立场，反对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与英国

相互勾结，呼吁与“阿拉伯兄弟”开展合作，结果导致巴共与犹太工人总工会的关系

恶化。 ４ 月 ２９ 日，犹太工人总工会就巴共的反犹太复国主义行为进行回击，将其从

犹太工人总工会中开除。 巴共随即发动了反对犹太工人总工会的示威游行，要求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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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工人总工会停止对阿拉伯劳工的剥削和犹太人定居点的建设。①

１９２４ 年 ７ 月，巴共在海法秘密召开五大，提出党的任务是完成党员队伍的“阿拉

伯化”，建立 “工人统一阵线 （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Ｕｎｉｔｅｄ Ｆｒｏｎｔ）” 和 “反帝统一阵线 （ Ａｎｔｉ⁃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ｉｓｍ Ｕｎｉｔｅｄ Ｆｒｏｎｔ）”。② １９２６ 年 ９ 月，巴共召开六大，强调要把犹太人动员起

来，同阿拉伯人共同开展反帝斗争。 大会认为，犹太复国主义是帝国主义进行殖民

统治的工具，坚决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必定会摧毁英帝国主义在整个中东的利益。③

１９２８ 年 ８ 月，共产国际召开六大，指出阿拉伯人是在巴勒斯坦开展革命的主要力量，
阿拉伯民族主义是巴勒斯坦地区反对帝国主义的进步力量，对中东其他地区革命具

有示范效应。 大会要求巴共加大对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的支持力度。 １９２９ 年 ３ 月，
巴共召开中央委员会大会，对共产国际六大提出的新路线进行了讨论。 巴共表示拥

护共产国际要求党“阿拉伯化”和“布尔什维克化”的指示，支持阿拉伯农民开展反对

阿拉伯地主和犹太复国主义的土地革命，反对支持犹太移民的“伊休夫”④。 同年 ８
月中旬，巴勒斯坦爆发了反对犹太人的暴动，造成了 １３０ 人死亡和 ３００ 多人受伤的严

重后果。⑤ 仅在一周前，巴共还宣称反对英国挑拨阿拉伯—犹太兄弟间的厮杀。 但

暴动事件发生后，斯大林要求巴共采取武力方式反对英国，标志着巴共“阿拉伯化”
的开始，巴共开始全面推进党的“阿拉伯化”进程，并在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将党的工作

重心从犹太路线转向阿拉伯路线，主要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推进：
第一，党员结构的“阿拉伯化”。 １９２６ 年 １２ 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召开扩大会

议。 会议指出，巴共发展缓慢的主要原因是成员构成复杂，最佳解决方法是减少在

犹太人中开展工作的频次，增加阿拉伯语宣传物的出版，集中精力发展阿拉伯人党

员，尤其要与阿拉伯民族解放运动力量建立良好关系。⑥ １９２９ 年 １２ 月，巴共召开全

体会议，会议制定的新章程规定，中央委员会中阿拉伯人应占多数。 会议同时决

定，将拒绝采取阿拉伯路线的党员开除出党，导致大多数犹太党员退党。 １９３０ 年

１２ 月底，巴共在耶路撒冷召开七大，共产国际代表参加了此次会议，出席大会的阿

拉伯党员与犹太党员人数相当，但中央委员会由 ３ 名阿拉伯人和 ２ 名犹太人组成，
巴共历史上首次出现了阿拉伯人在党的领导机构中占据多数的现象。⑦ 为增加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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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伯党员数量，苏联方面加大了培养力度。 １９２９ ～ １９３５ 年间，３０ 多名阿拉伯人被选

派到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接受马列主义思想理论学习，这批人回国后大多担任党的

领导职务。
第二，与其他阿拉伯国家共产党和解，建立双边友好关系。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巴

共不仅与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建立友善关系，而且还与其他阿拉伯国家共产党建立了

友好关系。 例如，巴共与叙利亚—黎巴嫩共产党确立正式关系，双方互派代表，并邀

请对方参与制定党内政策规划。 两党建立关系的基本共识是巴勒斯坦的阿拉伯工

人阶级与犹太无产阶级具有共同的敌人和革命任务，共同反对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

阶级，以及具有种族沙文主义特点的犹太复国主义。
第三，确立支持阿拉伯民族解放运动的基本路线。 １９３０ 年召开的巴共七大在巴

勒斯坦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大会制定了支持阿拉伯民族解放运动

的基本路线，强调在阿拉伯农民中开展工作是实现巴共向阿拉伯民族政党转型的根

本所在。 党的任务是利用阿拉伯封建统治阶级剥削阿拉伯农民，以及阿拉伯民族主

义运动缺乏明确土地革命纲领等机会，集中精力在无地农民和农业工人中开展活

动。 开展此类活动的主要措施包括组建农村革命委员会，散发内容通俗易懂的传

单，实现党员点对点地结对联系，尤其是与乡村教师建立有效联系等。① 大会反对犹

太复国主义者与阿拉伯地主之间的土地买卖，主张发动阿拉伯农民开展土地革命，
反对犹太人定居点的建设，夺回被犹太人侵占的阿拉伯土地，但同时强调犹太人在

巴勒斯坦享有应有的民族文化权利。
巴共七大正式将党的发展道路从“犹太路线”转变为“阿拉伯路线”，确立了党的

发展方向。 大会要求犹太工人阶级同被压迫的阿拉伯民众联合起来，共同反对资产

阶级；要求重点考虑阿拉伯人的利益关切，尤其是来自外部的威胁和殖民主义者对

他们土地和工作的剥夺；强调实现英军的撤离和民族国家的独立是革命斗争的首要

任务，支持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
在巴共奉行的亲阿拉伯政策中，最突出的表现是 １９３６ ～ １９３９ 年阿拉伯大起义

期间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和英国委任统治的立场。 １９３６ 年 １１ 月，巴共呼吁犹太民

众支持阿拉伯民族解放运动，并谴责犹太复国主义法西斯分子和沙文主义者发动

的针对阿拉伯人的战争，以及对阿拉伯农民实施的肆意驱赶和屠杀政策。 巴共还

选派福阿德·纳赛尔（Ｆｕａｄ Ｎａｓｓａｒ）和尼米尔·乌达（Ｎｉｍｒ ‘Ｕｄａ）两名共产党人

作为民族主义领导人大穆夫提哈吉阿明·胡赛尼（Ｈａｊ Ａｍｉｎ ａｌ⁃Ｈｕｓａｉｎｉ）的政治顾

问。 １９３７ 年 ９ 月 ８ 日，巴共代表参加了在叙利亚召开的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泛阿

拉伯会议，大会明确了巴勒斯坦的阿拉伯属性，要求保持巴勒斯坦的领土完整，反

·３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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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皮尔报告》①和分治提议，撤销《贝尔福宣言》，废除英国委任统治，效仿伊拉克

模式的国家范本。 这标志着巴共支持阿拉伯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 １９３９ 年 ５ 月，
英国发表《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白皮书》②，要求限制向巴勒斯坦移民的犹太人。
巴共认为这是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取得的伟大胜利，也是巴勒斯坦实现完全民族

解放的第一步，还是巴共首次对英国的政策表示肯定。
由此可见，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干预是巴共推行“阿拉伯化”和阿拉伯路线的主要

原因。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后，共产国际在各国党内推行“布尔什维克化”运动，强调共产

国际作为一个建立在民主集中制原则基础上、统一的世界共产党，应当旗帜鲜明地

反对联盟主义、宗派主义倾向，消除各自为政、集团宗派等错误思想，维护世界各国

共产党的团结统一，对各国共产党的发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由于共产国际将各国

共产党视为其所属的支部，要求各国党无条件地绝对服从，不能有独立自主的精神，
最终导致“布尔什维克化”逐渐朝着将苏联经验神圣化、一切听从苏共甚至斯大林个

人指挥的方向演变。

三、 巴勒斯坦共产党的分裂及各派政治主张

１９３６ 年 ４ 月 ２５ 日，巴勒斯坦发生了阿拉伯人针对犹太人的暴力事件，犹太人遂

采取报复行动，导致流血冲突进一步扩大，并引发了长达三年的阿拉伯大起义。 在

这次起义中，巴共无条件地支持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的立场导致党内矛盾凸显，最
终分裂成阿拉伯派和犹太派。 １９４０ 年 ６ 月，巴共阿拉伯派和犹太派间的矛盾公开

化，巴勒斯坦出现两个共产党共存的局面，即以穆萨·阿莱米（Ｍｕｓａ Ａｌａｍｉ）为首的

阿拉伯派和以哈诺齐·布洛扎扎（Ｈａｎｏｃｈ Ｂｒｏｚａｚａ）为首的犹太派。 两大派别经过短

暂内斗后，于 １９４１ 年底经协商后重归于好。 但巴共的重新统一并未解决两派之间的

根本分歧。 １９４３ 年 ５ 月共产国际解散后，巴共内部再次发生分裂，出现了两个中央

委员会，犹太派沿用了巴共的原名，阿拉伯派和其他工人组织合并重组后更名为“民
族解放联盟（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 Ｌｅａｇｕ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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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１９３７ 年 ７ 月 ７ 日，以英国前印度事务大臣罗伯特·皮尔（Ｒｏｂｅｒｔ Ｐｅｅｒ）为首的皇家调查团发布调查

报告。 报告分析了 １９３６ 年巴勒斯坦冲突的起因和现状，指出阿拉伯人与犹太人相互让步并建立共同家园已

不可能，因为双方缺乏基本的谅解和同情，尤其是各自的民族主义情绪成为和平的最大障碍。 报告最后提出

“皮尔委员会分治计划”，主要内容是把巴勒斯坦分割成一个犹太人的国家、一个英国托管区和一个包括巴勒

斯坦其余领土与外约旦在内的阿拉伯国家。 该报告被称为《皮尔报告》（Ｐｅｅｒ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Ｒｅｐｏｒｔ）。
１９３９ 年 ５ 月 １７ 日，英国政府发表《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白皮书》（Ｔｈｅ Ｗｈｉｔｅ Ｐａｐｅｒ ｏｆ １９３９），当时英

国的殖民大臣是麦克唐纳，因此白皮书也被称为《麦克唐纳白皮书》。 白皮书的内容分为章程、移民和土地三

部分，是对《贝尔福宣言》的修正，标志着英国巴勒斯坦政策从一贯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向“抑犹扶阿”的

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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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巴共（犹太派）要求废除英国委任统治，将巴勒斯坦问题提交联合国，努力

实现犹太人与阿拉伯人联合的双民族国家的政治主张。
二战期间，随着巴勒斯坦阿拉伯工人运动的发展壮大，巴勒斯坦的阿拉伯共产

主义者与其他阿拉伯工人组织建立了紧密联系。 面对新的发展形势，巴共（犹太派）
转而与犹太复国主义派别建立联系，同意采取联合政策，加入到犹太总工会。 １９４４
年 ５ 月底，巴共（犹太派）在特拉维夫召开八大，大会批评了党在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的活

动，并号召侨居德国和意大利等法西斯国家的犹太难民返回巴勒斯坦。 同年 ８ 月 １
日，巴共（犹太派）以“人民民主名单（Ｐｏｐｕｌａｒ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Ｌｉｓｔ）”的名义参加“伊休

夫”选举，最后赢得了 ３，９８４ 张选票和 ３ 个议会席位，①标志着犹太共产主义者结束

了在巴勒斯坦犹太人社团中被孤立的历史。 １９４５ 年 ９ 月，巴共（犹太派）在特拉维

夫召开九大，大会上梅尔·维尔纳（Ｍｅｉｒ Ｖｉｌｎｅｒ）分析了八大以来巴勒斯坦地区发

生的变化，强调党应该根据现实情况，制定双民族的基本路线政策。 大会强调巴

共支持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民族家园，谴责英国 １９３９ 年《关于巴勒斯坦问题

的白皮书》，认为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可以实现合作。 大会决议指出，“巴勒斯

坦共产党为争取一个独立民主的阿拉伯—犹太国家而不懈奋斗，推行双民族主义

政策”②，表明巴共（犹太派）已经改变了先前反对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民族家园的

政策路线。
二战结束后，国际局势发生了巨大变化。 在犹太复国主义与阿拉伯民族主义的

双重打击之下，英国在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陷入瘫痪，急于插手中东事务的美国成

为犹太人的热忱支持者，苏联在国际舞台上声望大增，进退维谷的英国工党政府打

算将巴勒斯坦问题移交给联合国。 １９４５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巴共（犹太派）召开会议，会
议聚焦英国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Ｅｒｎｅｓｔ Ｂｅｖｉｎ）的“帝国主义宣言”，该宣言内

容是将巴勒斯坦问题移交联合国进行表决，并提议在巴勒斯坦问题解决前，应根据

英国 １９３９ 年《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白皮书》对犹太移民进行限制。 巴共（犹太派）在
大会上呼吁承认阿拉伯民族和犹太民族在巴勒斯坦都享有合法的民族权利。 大会

决议重申了加强国际合作防止世界大战再次发生的必要性，并要求保护犹太人的生

存权，尤其是巴勒斯坦犹太人的民族独立权利。 １９４６ 年 ９ 月 ２０ 日，巴共（犹太派）再
次召开会议，大会决议包括以下内容：犹太复国主义组织领导人必须停止与任何企

图分治巴勒斯坦的国家进行谈判；将巴勒斯坦问题提交至联合国，因为联合国能保

证巴勒斯坦的阿拉伯民族和犹太民族不受外力干扰朝着独立的方向发展，且只有联

合国才能保证犹太人的移民和定居的权利；建立有组织地反对《比尔特摩计划》

·５１１·

①
②

Ｄｕｎｉａ Ｈａｂｉｂ Ｎａｈａｓ， Ｔｈｅ Ｉｓｒａｅｌｉ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Ｐａｒｔｙ， ｐ．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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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ｉｌｔｍｏｒ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①的行动委员会。② １０ 月 ３０ 日至 １１ 月 ２ 日，巴共（犹太派）召开

十大，要求废除英国委任统治和英国尽快撤军，建立民主、独立的犹太—阿拉伯人双

民族国家。 １１ 月 １６ 日，在十月革命胜利 ２９ 周年之际，巴共（犹太派）再次召开会议，
会议决议的主要内容包括：实现犹太人与阿拉伯人的联合是迈向双民族国家的第一

步；犹太人与阿拉伯人共同反对英美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巴共应努力促成巴勒斯

坦与苏联建立友好关系；英国撤离巴勒斯坦，将巴勒斯坦问题提交至联合国，接受联

合国对巴勒斯坦的托管。③ 由此可见，巴共（犹太派）实际上提倡的是双民族国家政

策，但在苏联的压力下被迫接受了巴勒斯坦分治计划。
（二） 民族解放联盟呼吁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应承认巴勒斯坦犹太人的公民

权利，反对使用恐怖主义和游击战争等手段反对犹太复国主义，支持巴勒斯坦分治

计划。
二战期间，阿拉伯劳工运动蓬勃发展。 殖民当局为满足战备需要而大力发展工

业生产，导致巴勒斯坦工人数量激增，生活成本增加，阿拉伯工人与犹太工人之间的

联系增多，加速了巴勒斯坦工人组织的建立。 因苏联在战争中的积极贡献，英国委

任政府对共产主义运动也表现出更多的宽容，历史上首次承认其准合法的地位。 在

国内外有利形势的影响下，巴勒斯坦各大城市先后涌现了一批阿拉伯共产主义组

织，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耶路撒冷的 “阿拉伯反法西斯联盟 （ Ａｒａｂ Ａｎｔｉ⁃Ｆａｓｃｉｓｔ
Ｌｅａｇｕｅ）”和海法的“希望社会之光（Ｒａｙｓ ｏｆ Ｈｏｐ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④ １９４３ 年巴共分裂后，
党内大多数阿拉伯党员脱党后加入“希望社会之光”，并与其他阿拉伯共产主义小组

合并后更名为“民族解放联盟”。
“民族解放联盟”的社会基础主要是阿拉伯知识分子和城市工人，该组织控制着

大多数阿拉伯工人，获得了阿拉伯工会 ２．５ 万人的支持。⑤ 它也是巴勒斯坦首个获

得英国委任政府承认的共产党组织，成立后很快吸收了大量阿拉伯人加入，并在海

法、耶路撒冷等阿拉伯人口密集的城市设立了支部，党员人数在 １９４５ 年初就达到了

５，０００ 人左右。⑥ １９４７ 年 ２ 月 １６ 日，该组织在海法召开会议，听取巴勒斯坦形势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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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１９４２ 年 ５ 月 ６～１１ 日，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者特别大会在纽约的比尔特摩饭店隆重召开，后来被称为

“比尔特摩会议（Ｂｉｌｔｍｏｒｅ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在英国巴勒斯坦政策发生转变和纳粹屠杀犹

太人的新形势下，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对策。 以魏茨曼为首的温和派主张以“慎重”而“稳健”的政策处理与英

国的关系，希望在英国的承诺下建立一支犹太军队，并在美国的帮助下废除英国 １９３９ 年《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

白皮书》，使每年都有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 以本－古里安为代表的激进派则主张制定新政策，摆脱英国，争取

美国社会支持犹太国家的建立。
Ｓｏｎｄｒａ Ｍｉｌｌｅｒ Ｒｕｂｅｎｓｔｅ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Ｐａｌｅｓｔｉｎｅ ａｎｄ Ｉｓｒａｅｌ １９１９－１９８４， ｐ． ２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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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建国前的巴勒斯坦共产主义运动


展的报告。 大会主要发言人包括党主席穆罕默德·穆萨·萨利姆 （Ｍｏｈａｍｍｅｄ
Ｍｏｕｓｓａ Ｓａｌｉｍ）、书记伊萨姆·阿巴西（ Ｉｓｓａｍ Ａｂｂａｓｓｉ）和《团结报》（Ａｌ⁃Ｉｔｔｉｈａｄ）主编福

阿德·纳赛尔（Ｆｕａｄ Ｎａｓｓｅｒ），来自海法及附近地区的数百名阿拉伯工人和农民代表

出席大会。 ３ 月 １ 日，该组织在雅法再次召开会议，１，５００ 多名与会人员听取了阿拉

伯共产主义者的诉求，主要包括：英国军队立即撤走；巴勒斯坦实现独立；通过选举

产生的巴勒斯坦政府才有权决定移民和土地出售问题；将巴勒斯坦问题移交联合国

等。① 因遵从苏联外交政策的原因，该派支持巴勒斯坦分治计划。
１９４８ 年 ５ 月 １４ 日，以色列宣布正式建国。 在苏联的强大压力下持不同立场的

巴共（犹太派）和“民族解放联盟”被迫握手言和，于同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重新合并，更名

为“以色列共产党”，并获得合法地位。 该党是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具有爱国主

义和国际主义的犹太—阿拉伯民族政党，主张政治解决中东问题，呼吁以色列、巴勒

斯坦方面及其他有关各方出席的和谈能够全面、公正、持久地解决中东问题。 该党

承认尊重巴勒斯坦人民实行自决并在约旦河西岸（包括耶路撒冷、加沙地带在内）建
立与以色列国并存的独立国家的权利，最终实现以色列与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和平共

处和全面、公正的和平。

四、 余　 论

纵观犹太复国主义的发展历程，从早期犹太复国主义思想的萌发，到长达半个

世纪之久艰难的复国实践，再到以色列国的建立和发展，共产主义运动在犹太复国

主义运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其发展具有明显的社会主义色彩，主要特点包括：一
是致力于解决阿拉伯和犹太两个民族的民族独立与解放运动。 二是巴共虽然是劳工

犹太复国主义的派别之一，但在意识形态上与其他犹太复国主义派别相抵触，突出表现

在其早期反对《贝尔福宣言》提出的建立犹太民族之家的主张；实行党的“阿拉伯化”政
策和阿拉伯路线；反对犹太人向巴勒斯坦大规模移民；支持阿拉伯人民反对犹太复国主

义；主张建立阿拉伯—犹太民族国家的双重民族主义政策。 三是主张政治解决中东问

题，坚持走巴以持久和平之路，反对以色列政府永久占领政策。 当前，在世界社会主义

运动处于低潮，以及巴以问题错综复杂的大背景下，以色列共产党的自我变革和创新能

力较弱，未能顺势而为地增强党的力量和扩大党的公众影响力，未能审时度势地实现与

左翼力量联合和国际合作，这一系列问题增加了其发展的难度。

（责任编辑： 赵　 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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