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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研究述评

孙德刚

  1摘要2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 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的研究主要分为五大议题: 苏联对第

四次中东战争的影响; 美国精英与第四次中东战争的危机管理; 阿拉伯国家与第四次中东战争

的内幕; 以色列与第四次中东战争的过程; 石油武器与第四次中东战争。从研究资料来看, 大

多数学者依据当事人回忆录、期刊报纸和政府公报; 从方法论来看, 学者们多采用史学方法。

此研究存在的问题是: 研究成果几乎被西方学者垄断, 使学术偏见难以避免; 跨学科研究方法

的尝试依然处于起步阶段。随着美国、俄罗斯、以色列、阿拉伯国家等相关外交档案与政策文

件逐步解密, 重新审视该议题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

  1关键词2  第四次中东战争; 阿以冲突; 美苏缓和

  1中图分类号2 K382. 52 1文献标识码2 A 1文章编号2 1000- 4769 ( 2008) 02- 0056- 06

  目前学界对 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研究的成果可谓

汗牛充栋, 当事人回忆录、论著、报告文学、传记、论文、录像

片等相继问世, 依据的研究材料包括当时的新闻报道、政府

政策宣言、联合国决议、领导人讲话、民意测验、宣传图片

等。从研究内容来看, 国内外学者对第四次中东战争的研

究主要包括五大议题。

一、苏联对第四次中东战争的影响

苏联与第四次中东战争关系的历史档案尚未大批解

密, 但有些公共文件与一手资料已经相继出版, 如罗伊

( Y accov Ropi)编写的5从蚕食到卷入:苏联中东政策的文献

研究, 1945 - 19736。112 1974 年, 美国迈阿密大学的科勒

( F oy D. Koh ler)等人便撰写了5苏联与 1973年十月战争 6

一书, 认为苏联对第四次中东战争的政策是在美苏缓和与

构建全球 /反帝统一战线0的大背景下制定的, 苏联既希望

同美国和平共处, 又希望扩大自己在第三世界的影响力, 其

对阿拉伯国家的军售是诱发战争的原因之一。122以色列希

伯来大学教授戈兰 ( Galia Go lan)在5赎罪日战争及其之后:

苏联与中东危机6一书中也认为,苏联的中东政策导致了第

四次战争的爆发, ¹但是,勃列日涅夫曾一度阻止埃及和叙

利亚发动战争, 甚至冒同埃及断交的风险拒绝向阿拉伯国

家提供武器, 直至战争爆发前苏联领导人柯西金仍强调阿

以冲突应当以政治手段加以解决, 说明苏联对埃及和叙利

亚发动战争加以抑制的一面常常被忽略了。1990年,戈兰

#56#

¹ Ga lia Go lan, Yom K ippur and A fter: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M iddle East Crisis, Cam bridge: Cam bridgeUn iversity P ress,

1977, pp. 1- 21. 此外,以色列学者迈克尔# 康菲诺等人也对苏联中东政策作了深入探讨, 参见 M ichae,l Confino

and Shim on Cassell eds. , The U. S. S. R. and the M iddle East, Jerusa lem: IsraelUn iv ers ity P ress, 1973.

1基金项目2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 /冷战时期美国重大外交政策研究0 ( 06 JZD0013)

1作者简介2孙德刚,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2007- 2008年美国丹佛大学国际关系学

院访问学者, 上海  200083。



又完成了另一本著作 5苏联在中东的政策: 从二战到戈尔巴

乔夫时期6,详细介绍了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前苏联与埃及

和叙利亚之间的首脑外交, 强调苏联对阿拉伯国家的军事

援助是贯穿双边关系的主线。132总体来看, 此书与他 1976

年出版的论著都采用史学研究方法。

美国学者格拉斯曼 ( Jon D. G lassm an)在 5对阿拉伯国

家军售: 苏联与中东战争6一书中认为, 自 1956年第二次中

东战争爆发后, 苏联就对阿拉伯国家提供各种防御性与进

攻性武器, 客观上为阿以爆发战争提供了可能。¹ 格拉斯

曼基本采取史学研究方法, 充分利用新闻媒体、期刊杂志和

政府公开文件, 资料较为翔实。

英国政治学者达维沙 ( Karen Daw isha)则从苏联与埃及

的关系视角, 考察了苏联对第四次中东战争的反应。作者

从 1955- 1978年苏埃关系的历史演变谈起, 突出了第四次

中东战争期间苏联对埃及外交政策诸多宏观与微观层面的

影响因素。142作者从政治学角度分析苏埃关系,将国际关系

学、外交学和历史学相结合,使用历史个案考察国际关系的

基本逻辑框架。

美国巴尔的摩希伯来大学弗里德曼 ( Robert O. Freed-

m an)在51970年以来苏联的中东政策6一书中将苏联与第四

次中东战争的关系分为三个阶段。152作者援引大量的政府官

员讲话和当时的报纸杂志, 较为详细地介绍了苏联与阿拉伯

国家的共同利益与分歧。1977年,美国外交政策研究所苏联

问题专家鲁宾斯坦 ( A lv in Z. Rubinste in)在 5红星照耀尼罗

河6一书中,依据掌握的大量史料,考察了苏联与埃及联盟关

系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中面临的巨大挑战,突出了领导人个性

特征对于国家间关系起到的重要作用。º 1985年, 美国另一

位冷战史研究专家加特霍夫 ( Raymond Gartho ff)。在5缓和

与对抗6一书中, 从美苏缓和的视角出发,分析了勃列日涅夫

一直处于缓和 (同美国寻求合作 )与对抗 (在阿以问题上同

美国发生冲突 )的矛盾之中。162一方面,苏联希望通过缓和获

得美国最惠国待遇,解决国内经济问题; 另一方面,苏联对埃

及和叙利亚的军购要求又难以置若罔闻,第四次中东战争的

爆发预示着苏联这一骑墙政策的破产。

此外, 埃及官员与学者也作了大量研究。如埃及前外

交部长海卡尔 (M oham ed H e ikal)根据自己收集的文件和回

忆录, 与埃及官员的证词等相关公共文件,撰写了 5狮身人

首像与首长: 苏联在阿拉伯世界影响力的兴衰6一书。该书

向人们展示了重要历史图片和细节, 并认为第四次中东战

争是苏联在阿拉伯世界影响力下降的起点。172然而,正如作

者在前言中所承认的那样, 这本书不如说是政治家对自己

亲身经历的描述。

二、美国精英与第四次中东战争的危机管理

第四次中东战争是一场国际危机, 它与尼克松总统所

面临的国内危机 ) ) ) 水门事件几乎同时达到高潮, 对尼克

松领导班子的决策能力构成了严峻挑战。作为美方的主要

当事人, 基辛格在回忆录中谈到了美苏缓和对此次危机的

影响。» 1976年, 美国前驻也门和阿联酋大使鲁 ( W illiam

Rugh)在5十月战争期间美国的外交政策: 阿拉伯人视角 6

一书中描述了美国如何一步步介入到了中东战争。182美国

学者匡特 ( W illiam B. Quandt)的论著5抉择的十年:美国对

阿以冲突的政策, 1967 - 19766认为, 美国对此次危机的处

理主要是从美苏关系的角度出发的。既然阿以战争不可能

在短期内结束, 美国将不得不重新武装以色列, 这激起了阿

拉伯国家的愤怒, 它们纷纷宣布对美国实行石油禁运, 无疑

损害了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利益。192

美国费城对外政策研究所所长西奇曼 ( H arvey S icher-

m an)在 1976年出版的5赎罪日战争: 幻想的破灭6一书中

较为粗略地介绍了美国精英对第四次中东战争的反应。

西奇曼认为, 作为刚刚上任的国务卿, 基辛格强调减少与

苏联爆发核战争与产生核对抗的危险 ,以促进美苏之间的

缓和 ,因此尽力低调处理此次危机; 尼克松总统由于深陷

水门事件丑闻, 倾向于高调处理此次危机 , 以显示美国总

统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卓越的领导才能,改变自己严重受

损的总统形象。1102西奇曼提出了许多重要的假定, 但由于

许多一手档案材料与当事人回忆录当时尚未解密, 他难以

找到足够的材料加以证实。

近些年来, 美国许多历史学家开始重新审视美国与第

四次中东战争的关系。香农 ( V aughn P. Shannon)在5制衡

行为: 美国外交政策与阿以冲突6一书中将美国在第四次中

东战争中的表现视为一种制衡行为, 在中东拥有以色列这

样可靠、强大的反共产主义盟友符合美国利益。1112牛津大

学出版社于 2004年出版了哈尼马基 ( JussiH anh im ak i)的论

著5有缺陷的大师: 基辛格与美国外交政策6, 解读了美国

新近解密的档案文献, 认为基辛格在战争后期形势对以色

列有利的情况下, 对苏联提出的停火建议一直采取拖延政

策, 实际上是为以色列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更为重要的

是, 作者从档案中发现,基辛格明确告诉以色列总理梅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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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遵守安理会第 338号决议的立场, 突出了基辛格擅长秘

密外交的特点, 说服力较强。¹

除上述研究成果外, 还有些著作虽不专门探讨此问题,

但也涉及到了该议题某些方面的研究。º

三、阿拉伯国家与第四次中东战争的内幕

目前已出版的较权威一手资料多是有关阿拉伯国家的

领导人讲话、声明和对外政策公报等,主要研究恐怖主义的

拉克 ( W alter Laqueur)和鲁宾 ( Barry Rub in)编写的5以色

列 ) 阿拉伯读本: 中东冲突历史文件6就是其中较系统者,

成为学者竞相引用的权威资料。1122此外, 第四次中东战争

期间埃及和叙利亚领导人的回忆录成为学者研究此次战争

的重要材料, 特别是埃及总统萨达特的公开日记详细解释

了埃及为何在 1972年突然决定驱逐苏联军事专家以及为

何要联合叙利亚发动战争。1132埃及、叙利亚、黎巴嫩、约旦

等国学者主要考察了阿拉伯国家与第四次中东战争的关

系, 但总体而言宣传多于学术。部分欧洲学者 ,如康策尔曼

( Gerhard Konzelm ann)则从第三方的视角,较为客观地审视

了此次战争。他从战术的角度细致分析了埃及和叙利亚策

划第四次中东战争的过程。1142尽管该书对阿拉伯国家发动

战争的动机与过程作了详细记录, 但缺乏必要的前期研究

成果, 内容的真实性与可靠性值得怀疑。第四次中东战争

结束后, 英国牛津大学学者、5经济学家6驻中东记者梦露

( E lizabethM onroe)与英国国防部官员霍克利 ( A. H. Farrar

- H ock ley)等人完成了 5阿以战争, 1973年十月战争的背景

与事件6一书。他们认为,埃及与叙利亚充分利用了以色列

的弱点而发动了战争。» 该书从军事学视角出发, 将阿拉

伯国家视为一个整体, 分析了埃及、叙利亚、黎巴嫩、约旦、

巴解组织等阿拉伯政治势力对战争的态度和立场。

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时英国5周末电讯报6驻中东的记

者布洛克 ( John Bulloch)在5战争史: 1967- 1973年的中东6

的第二章和第六章深入探讨了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的阿拉

伯国内原因。他认为, 由于阿拉伯国家崇尚威权政治, 埃及

总统萨达特与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等阿拉伯少壮派纷纷掌握

权柄使阿以爆发战争成为可能。1152艾伦 ( Pe ter A llen)在 5赎

罪日战争6一书中认为埃及发动先发制人战争从战术角度来

看是错误的, 但从战略角度来看是正确的, 因为萨达特无意

在军事上战胜以色列,而是寄希望于通过制造一场危机来引

起国际社会对阿拉伯领土诉求问题的关注, 以显示以色列对

阿拉伯领土的占领是非法的。1162遗憾的是,上述两位作者并

未分析以色列国内政治的变化对第四次中东战争的影响。

1978年,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的迪普伊 ( T revo r Dupuy)撰写

了5躲避的胜利: 阿以战争, 1947- 19746, 也从军事学角度审

视阿以之间爆发的四次中东战争,认为尽管以色列拥有天然

与人工屏障, 但埃及与叙利亚两国通过精心策划,采取了一

系列措施, 使对以色列的打击具有震慑的效果。1172

由于欧美和以色列在这一议题的研究成果方面占有绝

对优势,所以自然掌握着话语权, 能够体现阿拉伯人观点和

立场的论著并不多见。为弥补这一不足, 纳赛尔高级军事学

院军事历史学教授巴德里 (H assan e l Badri)等人撰写了 5斋

月战争, 1973年6一书。作者从埃及军事家的视角, 澄清了西

方学者对阿拉伯人的误解, 1182试图揭示阿拉伯国家精诚团

结、取得辉煌战绩,以及阿拉伯国家战后积极参与中东和谈

的努力的一面。此外, 1980年第四次中东战争时期埃及总

参谋长沙兹利 ( Saad e l Shazly)的日记5横渡苏伊士运河6也

在美国出版。沙兹利详细介绍了埃及发动第四次中东战争

的政治与军事准备, 认为埃及与苏联总体来看争吵是合作

伙伴内部的争吵, 两国在利益层面具有相互依赖性。1192

至于战争的结果, 约翰逊 ( Dom in ic D. P. Johnson)和蒂

尔尼 ( Dom inic T ie rney )认为, 从第四次中东战争的结果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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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 叙利亚在战场上完全失败了;以色列并没有获得太多的

胜利; 埃及在战争中取得了一定成功,因为埃及恢复了国家

荣誉、尊严和信心,这种胜利感使萨达特总统获得了重要的

政治资本, 积极参与中东和谈。1202

以色列第六任总统赫佐格 ( Chaim H erzog )是研究阿以

战争的著名学者,他长期服务于以色列国防部,掌握了阿以

冲突的许多重要资料信息。他在 5阿以战争: 中东的战争与

和平6一书中详细介绍了阿拉伯国家发动第四次中东战争的

过程。他认为,埃及之所以在战争初期取得重大胜利是因为

它采取了许多欺诈手段,还不断释放同以色列政治谈判的烟

雾,并最终利用以色列赎罪日发动袭击等。1212赫佐格试图从

以色列军事历史学角度梳理阿以冲突的脉络,但带有很强的

主观性和民族偏见。

四、以色列与第四次中东战争的过程

目前关于以色列与第四次中东战争过程研究的外交档

案尚未完全解密, 但学者仍然可以掌握部分一手资料, 如拉

宾诺维奇 ( Itam ar Rab inov ich)等人编写的 5中东的以色列:

1948年以来社会、政治和对外关系文件与读本 6。¹ 此外,

当时学者们所做的民意测验、舆论评估等材料也具有重要

的史学价值。例如, 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戴维斯 ( Moshe

Dav is)在5赎罪日战争: 以色列与犹太人 6一书中以采访的

形式, 收集了战争爆发前后来自世界各地犹太人社区对战

争的反应。被采访者拥有不同的国家社会背景和职业, 客

观反映了当时犹太人的思想状况。º 但由于被采访者情况

差别甚大, 内容比较零碎,甚至难免提供了错误信息。

在二手资料中, 以色列与第四次中东战争的研究主体

分为两大部分, 一是以色列政府的当事人, 二是美国和以色

列等国的学者。前者包括以色列政界领导人所撰写的回忆

录, 如当时以色列总理梅厄 5我的生活 6, 以色列驻美大使

埃班、以色列前参谋长巴列夫的回忆录等。1222以色列国防

部长达扬 (M osheDayan)在5达扬:我的生活故事6中较为详

细地从军人的视角分析了第四次中东战争对以色列安全环

境的影响。1232该回忆录的价值在于它向读者提供了战争爆

发的内部资料。 1974和 1992年两次出任以色列总理的拉

宾 ( Y itzhak Rab in)在回忆录中则从政治家的视角揭示了以

色列应对第四次中东战争的内幕, 指出此次战争对以色列

国内政治特别是工党权力结构产生了巨大冲击。1242

第四次中东战争中坦克战的规模堪称二战结束以来之

最,空战与海战一度也较为激烈。英国著名军事记者巴兰斯

( EdgarOpBa lance)在5没有胜利, 没有征服: 赎罪日战争6一

书中认为, 从战术角度来看,阿拉伯国家同以色列基本打成

了平手,双方既没有取得决定性胜利, 也没有被对方征服。»

但作者缺乏从战略角度的系统考量,对以色列在战争期间的

外交活动也着墨不多。牛津大学教授施莱姆 ( Av i Sh la im )在

5铁墙:以色列与阿拉伯世界6一书中, 从以色列的视角,提出

应当以修正主义眼光看待阿以冲突,将第四次中东战争放在

1947- 1998年以色列对阿拉伯国家立场的宏观历史长河中

加以考察。施莱姆认为, 以色列总理梅厄生性固执, 对阿拉

伯国家的立场并非基于理性,而是基于情感与直觉, 坚信阿

拉伯人随时会再次导演一场新的犹太人大屠杀。1252

美国学者在此领域的研究也取得了重要成就。沃斯

( R ichardW orth)在5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6一书中以简洁的

文字描述了以色列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中对形势的误判。1262

该书未能探讨苏联与美国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中扮演的角

色, 应是其不足之处。美国耶鲁大学政治学教授布雷彻

(M ichae l Brecher)是危机管理研究的大师级人物, 他在5危

机决策: 以色列, 1967和 1973年 6一书中,以第三次与第四

次中东战争中以色列的危机决策为比较分析对象, 考察了

关于危机决策的基本理论, 认为危机决策受决策者、心理环

境、决策流程等多种因素的影响。¼

以色列人布雷格曼 ( Ahron Bregm an )博士曾经在军队

中服役六年, 他在5以色列历史6一书中描述了以色列情报

失误对第四次中东战争的影响。他认为, 导致以色列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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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摩萨德失误的是来自埃及的一位 /谍中谍0。这位自

称纳赛尔女婿的青年向摩萨德提供了假情报, 结果以政府

即便在战争爆发的当天仍然坚信战争会在晚上六点 (而不

是下午两点爆发 ),大大延误了以色列的国内动员。1272以色

列希伯来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学者汉德尔 (M ichae l I. H an-

del)专门研究以色列的政治 ) 军事战略, 他在5知觉、错觉

与突袭: 以赎罪日战争为例6一书中, 分析了第四次中东战

争中突袭战略实施的必要条件, 并提出突袭战略的三个基

本假设。从第四次中东战争来看, 埃及与叙利亚在实施突

袭战略方面受国内决策环境、中东区域环境与全球环境的

三重影响。1282冷战结束后, 以色列学者们重新对第四次中

东战争进行了回顾, 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杜鲁门和平促进

研究所还组织编写了论文集5赎罪日战争再探讨 6。在论

文集中, 诸多以色列学者对此次战争中以色列的情报失误、

军事动员、外交、国内精英人士变动, 以及空间力量问题等

重新进行了审视。1292从各专题研究的学理深度来看, 以色

列在冷战结束后的研究水平大大提高。

除上述研究成果外, 关于以色列与第四次中东战争过

程的研究还散见于一些以色列与犹太史著作中。¹

五、石油武器与第四次中东战争

战争爆发后不久, 阿拉伯世界出现了同仇敌忾的局面,

埃及和叙利亚两个前线国家获得了利比亚、沙特、伊拉克、

科威特、阿联酋等阿拉伯产油国的支持。更为重要的是, 阿

拉伯产油国还将石油作为军事武器, 通过石油禁运有效防

止了欧洲西方大国和日本等美国的盟国在战争爆发后支持

以色列, 使它们不得不奉行中立政策。在论文集5中东的考

验: 1973年 10月阿以战争研究6中, 众多阿拉伯国家学者

围绕此次战争爆发的阿拉伯国内因素、国际因素以及理论

分析三方面展开了深入探讨。学者们认为, 阿拉伯国家成

功运用石油武器, 结束了以色列不可战胜的神话,为阿拉伯

国家赢得了尊严和信心。º 汉德尔将史学方法与国际政治

学研究方法相结合, 尝试将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假设放在

史实中加以检验, 不失为一种大胆的尝试。

1976年,美国乔治敦大学中东问题专家利伯 ( Robert J.

L ieber)在5石油与中东战争:能源危机中的欧洲6一书中认

为, 石油危机爆发后, 英、德、法、意甚至为维护在中东的石

油利益, 不惜向阿拉伯国家示好 ,敦促以色列撤出 1967年

占领的阿拉伯人土地。这无疑给美国领导下的北约构成了

巨大挑战。» 该书是讨论阿拉伯石油武器与第四次中东战

争的力作, 既涉及欧洲与中东国家的关系, 也涉及美欧关

系, 并探讨了欧共体能源政策对此次危机的影响。

六、第四次中东战争研究的特点与不足

第四次中东战争是阿以关系的分水岭。它既是阿拉伯

与犹太这两个民族之间爆发的最后一场大规模军事冲突,

也是阿以双方解决矛盾的端起。目前, 关于第四次中东战

争的研究成果主要分为五大议题, 且各议题存在一定的交

叉关系。从形式来看, 目前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论著与论

文两大类, 但具有重要学术影响的成果仍以论著为主。从

研究内容来看, 绝大部分学者都将研究对象集中在战争爆

发的原因、过程及其影响方面,尤其以埃及和苏联的外交政

策为主; 从方法论来看, 学者们多运用史学研究方法 ,通过

对重大历史事件的梳理来洞察历史的原貌, 同时也有些学

者试图采取跨学科研究方法, 将历史学、军事学、政治学乃

至心理学研究方法融为一体。

目前关于第四次中东战争的研究尚存在若干不足之处。

首先,大部分学者主要依据当事人回忆录和第四次中东战争

爆发前后西方、苏联和中东国家的报纸、杂志、政府公报等进

行研究,目前通过解读档案文献来研究此次中东战争的成果

相当少见, 这使学者难以摆脱媒体偏激报道的影响, 也难以

摆脱当事人回忆录中有意突出领袖个人作用的负面影响。

近些年来, 美国政府外交档案中关于第四次中东战争的文献

相继解密, 中情局、国安会、国务院和国防部等各部门内部及

之间的往来信件与电报等, 为重新审视此次战争及其美国的

反应提供了重要素材。其次,无论从数量还是从质量来看,

美国、欧洲和以色列学者对第四次中东战争的研究都处于领

先水平,阿拉伯国家、俄罗斯乃至中国均处于相对滞后的状

态,这无疑使此问题的研究受西方霸权语境的重要影响。要

对第四次中东战争有更加全面、清楚的了解, 需要有批判性

眼光,应从解读档案文献入手, 充分利用美国、俄罗斯、阿拉

伯国家和以色列等国领导人的回忆录、当事人日记、访谈、图

#60#

¹

º

»

See Bernard Re ich, A Brief H istory of Israel, N ew York: Fac ts on F ile, Inc. , 2005. Don Peretz, The A rab- I sraelD ispute,

N ew York: Facts on F ile, 1996. John K. Coo ley, An A lliance against Baby lon: The U. S. , Israel, and Iraq, L ondon: P luto

P ress, 2005.

NaseerH asan A rur,i ed. , M iddle East Crucible: S tud ies on the A rab- IsraeliWar of O ctober 1973, W ilm ette, Il:l M edina

Un iv ers ity P ress Internationa,l 1975, pp. 340- 345.关于阿以冲突的文献还可以参见 Dana A. Schm idt, A rmageddon in

the M iddle East, N ew York: J. Day, 1974.

Robert J. L ieber, Oil and theM iddle East War) ) ) Europ e in the Energy Cr isis, Cam bridge: C enter for Inte rnationa l A-f

fa irs, H arvard Un iversity, 1976, p. 12. 值得注意的是,阿拉伯国家是在尼克松宣布对以大规模援助后才正式宣布石

油禁运的, 参见 Lester A. Sobe,l ed. , Israel and the A rabs: the October 1973 War, N ew Yo rk: Facts on F ile, Inc. ,

1974, p. 109.



片、录像带、相关国家的政府外交文件,并参考其他论著和论 文,使文献来源尽可能做到多元化,真正还历史以原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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