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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坛

巴以冲突持续升级背后的较量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研究员 钮松

    连日来，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之间的
流血冲突不断升级，造成大量人员伤
亡，引发国际社会严重关切。巴以“火药
桶”的引爆也牵动中东各国敏感神经，
本轮冲突会否诱发新的地区战争成为
舆论关注焦点。
这次冲突的导火索是什么？双方各

自有哪些诉求和目的？冲突是否会进一步升级？本期
论坛特请专家为您详细解读。 ———编者

深
海评 菅义伟会因东京奥运赌上政治前途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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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一段时期， 随着日本国内新

一轮疫情的反弹， 已经推迟一年的
东京奥运会能否如期举办又增加了

不少变数。 受到变异病毒持续扩散

的影响， 目前日本日均新增感染人

数一直维持在 5000人以上。距离东

京奥运会开幕只剩两个月的时间，

疫情肆虐下的日本，能否如期、安全

地举办奥运会备受瞩目。

日本民众已集体麻木
进入 4月份以来， 日本国内新

冠感染者数量开始增加。 日本政府

4月 25日发布紧急事态宣言，截止
日期暂定为 5月 11日，适用于东京

都、大阪府、兵库县、京都府。 最近，

日本政府又两度扩大紧急事态宣言
的适用对象范围， 并延长宣言的截

止日期。这次波及范围广、持续周期
长的紧急事态宣言能否有效遏制疫

情的扩散， 成为两个月后东京奥运
会能否举办的关键。

这是日本政府自新冠疫情以来

第三次发布紧急事态宣言。 但要求
民众减少出行、 经营场所缩短营业

时间等各种限制已经让日本民众陷

入麻痹状态。

新冠疫情暴发初期， 日本被视
为“抗疫的优等生”，收获了国际社

会的赞誉，“自律”“自肃” 的文化也
为这个国家赢得了不少赞许。 但就

是这样“自律”的民族也很难忍受此
起彼伏的疫情反弹和三次紧急事态

宣言。据统计，第三波紧急事态宣言

期间，东京、大阪等地的街头、车站
人流并无明显减少， 可以说市民已

经适应了紧急事态的节奏， 令政府
的防疫措施效果大打折扣。

本次紧急事态宣言虽然由中央

政府宣布， 但事实上却是地方自治

体积极推动的结果。 紧急事态宣言

发布之初，爱知县、北海道等没有被

纳入实施范围的地方自治体就呼吁

自主使用紧急事态宣言。

在涉及奥运会举办等问题上，

中央与地方在多数时候意见并不统
一。例如，承办东京奥运会部分赛事
的琦玉县、 静冈县等自治体明确表

示， 应该根据情况取消或推迟奥运
会。在奥运圣火传递的过程中，部分

自治体表示?望避开人群聚集较多

的道路和公共场所。

三重压力下铤而走险
在新冠疫情持续肆虐的背景

下， 日本舆论越来越不看好东京奥

运会。 虽然日本政府目前仍然没有

松口的迹象， 不过面临的压力却在
不断增加，这些压力主要来自舆论、

专家和政治三个方面。

从舆论层面来看， 根据日本共

同社本月 15 日至 16 日的调查结
果， 有 59%的受访者中?望中止奥

运会， 而支持举办的受访者中有
25%?望空场举行。 考虑到当前日

本较低的疫苗接种率， 受访者普遍

担忧变异病毒的传播以及疫情再度
大规模暴发。 在大多数民众普遍反

对的状况下， 日本政府内部也出现
了不和谐声音， 例如自民党干事长

二阶俊博早先表示如果疫情持续恶
化，东京奥运会中止也是选项之一。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原定于本月

17 日访问日本并参加在广岛举行
的圣火传递仪式， 也因为本轮紧急

事态宣言为由推迟访问。

从专业层面来看， 在新冠疫情

肆虐的状况下， 东京奥运会举办与

否不应该服从于政治需要， 而应该
基于专业人员的判断。 以本次紧急

事态宣言为例， 专家在对象区域的
划定、 具体措施的执行等问题发挥

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如何将抗击疫
情与举办奥运会有效接轨， 日本政
府内部可谓一团糟。例如，直接负责

东京奥运会议题的东京都知事小池
百合子、 菅义伟内阁奥运大臣丸川

朱代和日本奥委会主席桥本圣子不

甚关心疫情应对， 负责疫情应对的
菅义伟内阁成员西村康稔、 田村宪

久、河野太郎不顾奥运会。这就导致

在新冠疫情应对和东京奥运会举办
的问题上， 政客们彼此之间相互推

卸责任的现象时有发生。最终，无论
是应对疫情还是举办奥运， 专家的

意见往往被忽视， 而政客们则出于
个人利益只会虚与委蛇。

从政治层面来看， 举办奥运会

对于菅义伟内阁来说就是最大的政
治正确。应对新冠疫情、重振国内经

济和成功举办东京奥运会是菅义伟
内阁的三大支柱， 这三大支柱有着

密切的关联，只有应对好疫情，才有
经济的复苏以及东京奥运会的成功

举办。如今日本疫情前途未卜，如果

执意举办东京奥运会， 恐怕也未必

能给日本经济带来积极效益， 同时
损失的还有菅义伟内阁的支持率。

自民党将于今年 9 月进行总裁选
举，而众议员大选在今年 10月之前

随时都有可能举行， 届时遭殃的可
能不只是菅义伟， 还可能波及自民

党在国会中的席位。

新冠疫情肆虐、奥运迫在眉睫，

留给日本政府的时间不多了。

    问： 本次巴以发生流血冲突的
导火索是什么？

答：当前新一轮巴以冲突愈演
愈烈，国际社会普遍认为这是 2014

年加沙战争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冲
突。 近年来较大规模巴以冲突的主

角都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
（哈马斯）与以色列。 由于哈马斯独

踞加沙地带与约旦河西岸的法塔赫

分庭抗礼， 因而巴以冲突从地理上
主要是加沙与以色列之间的冲突。

尽管以色列与哈马斯在加沙边
境地区的热战不断， 尤其是以色列

对加沙的空袭和定点清除造成了重
大人员伤亡并酿成巨大的人道主义

危机，但回溯此次巴以冲突的源头，

导火索是老生常谈的耶路撒冷问

题。具体而言，以色列试图在东耶路
撒冷谢赫贾拉地区扩建犹太定居

点， 以及斋月期间对穆斯林前往阿

克萨清真寺等圣地礼拜进行限制甚
至驱赶， 为早已剑拔弩张的耶路撒

冷局势投射了新的火苗。 耶路撒冷
的“风吹草动”，毫无悬念地引来了

加沙地区的“疾风骤雨”。 尽管以色
列与哈马斯间的立场相去甚远，但

此次冲突中都在娴熟地打 “耶路撒

冷牌”，可谓双方难得的“默契”。

如果说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

题的根源性问题， 那么耶路撒冷问
题则是巴勒斯坦问题乃至中东和平

进程的“梗阻”所在，这与耶路撒冷
在现代国际关系中的特殊地位有着

密切关联。

首先， 耶路撒冷作为三大宗教

共有圣地的地位难以撼动。其次，耶
路撒冷是主权争议之地， 巴以之间

围绕耶路撒冷特别是东耶路撒冷的

主权归属存在巨大分歧。

宗教圣地拥有对国际关系的独
特影响路径。首先是耶路撒冷的“领

土化”与国界争端。 以色列、巴勒斯
坦与约旦围绕耶路撒冷的争夺便是

典型案例， 有关各方难以在圣地的
主权归属上达成妥协。 其次是耶路

撒冷的“首都化”与外交争端。 以色

列单方面通过立法的形式确定耶路
撒冷的首都地位， 遭到国际社会的

普遍反对。 特朗普政府的迁馆举措
使得耶路撒冷“首都化”问题在美国

的鼓动下日益复杂， 极大增加了巴
以之间达成和解的难度。

正因如此， 巴以冲突各方往往
在耶路撒冷问题上各取所需并大做

文章， 以推进自身阶段性目标的实
现。 中国外长王毅在联合国安理会

巴以冲突问题紧急公开会上的发言
中，特意强调“维护和尊重耶路撒冷

宗教圣地的历史现状”，便是对冲突
双方的积极回应。

    问：与以往相比，这次巴以冲
突有什么特点？

答：巴勒斯坦并非铁板一块，

内部的分裂固化早已是不争的事
实。约旦河西岸与加沙地带在地理

上的互不接壤是巴勒斯坦迈向建
国之路的先天不足，哈马斯与巴勒

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法塔赫）的激

烈对峙与这种地理上的隔绝不幸
重合。 与法塔赫基于世俗民族主

义，谋求在“两国方案”的基础上与
以色列比邻而居不同的是，哈马斯

实际上秉持的是一条宗教民族主
义的路线。

宗教民族主义在巴勒斯坦的
兴起是 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催

生的产物。 第三次中东战争以后，

以色列完全占据了包括约旦河西

岸和加沙地带在内的整个巴勒斯
坦地区，包括东耶路撒冷。 以色列

士兵出现在哭墙的画面刺激了整
个阿拉伯世界，埃及前总统纳赛尔

高举的阿拉伯世俗民族主义开始
走向衰微，宗教民族主义在巴勒斯

坦蔓延。

1987年， 哈马斯在第一次巴

勒斯坦大起义中兴起，并接过了武
力反抗以色列的大旗。集宗教性与

政治性于一体的哈马斯坚守消灭
以色列、建立以耶路撒冷为首都的

巴勒斯坦国的目标，与以色列水火

不容， 与法塔赫甚至发生暴力摩

擦，形成了特殊的“三角”关系。 美
国特朗普政府时期，以色列在耶路

撒冷和对阿拉伯国家关系上的新
突破，一定程度上使得哈马斯在巴

勒斯坦内部获得了新的拥趸。

与哈马斯高举的巴勒斯坦民

族主义大旗不同的是，“铁穹”拦截

大量哈马斯“土法”火箭弹的“烟
花”淋漓尽致展现了以色列的军事

技术民族主义。

以色列内部政治思潮多元，政

党林立，甚至对于犹太复国主义也
有着对立的看法。以色列通过维护

国家的生存与安全来塑造民族与
国家认同，军事技术民族主义便是

主要手段。 以色列一直处在“失败
就要灭亡” 的巨大生存焦虑之中，

“强而不安” 的安全困境促使它在
发展军事技术上不遗余力，并成为

技术领域军民融合的典范，这也成
为以色列国家认同与安全自信的

重要保障。

“铁穹”系统是以色列为应对

哈马斯经年累月的“土法”火箭弹
越境袭击而“量身打造”的，成为维

护以色列国土安全的利器。与以色
列强大的军事技术实力形成鲜明

对比的是，存在巨大技术短板的哈
马斯则以“政治大旗”为主要武器，

双方呈现出默契的对垒局面。

    问：这次巴以冲突会不会上升
为全面战争？

答：尽管巴以之间的小规模冲
突已经常态化，但这些长年累月的
小冲突在特定的时间节点陡然升

级为大规模冲突乃至战争，亦绝非
偶然之事。 本次冲突的规模升级、

迈向有限战争和最后的适可而止，

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哈马斯与以色
列政府的主动为之。

当前中东热点问题丛生，域外
大国和地区大国的博弈与插手更

激化了原有矛盾，甚至制造了新的
热点问题。 “阿拉伯之春”以来旷日

持久的也门战争、叙利亚战争和利
比亚战争，都充满了明显的“代理

人战争”印记，那些退居幕后的大
小“操盘手”在很大程度上主导了

冲突与战争的烈度与走势。

与其他中东热点问题所不同

的是， 不论是哈马斯还是以色列，

尽管在中东国际关系中有盟友护

持， 但并未能削弱各自的自主性。

正因如此，哈马斯与以色列才能在

巴以冲突的规模管控中形成合谋
且游刃有余，冲突被牢牢约束在有

限战争的框架之内。

就哈马斯而言，虽然基于反以

共识而得到伊朗方面的强力支持，

但仍与伊朗保持着适当距离。 这既

与哈马斯与伊朗之间的逊尼派和

什叶派的教派分野有一定的关系，

更来自于哈马斯在巴勒斯坦民族

主义上的自主意识。

不论是主导巴勒斯坦政府的
法塔赫，还是外国盟友伊朗，都难

以影响哈马斯与以色列互动的节
奏与强度。

虽然自以色列立国以来，美国

一直是最为重要的盟友，这种盟友
关系最终演进为美以特殊关系。 由

于这种特殊关系的存在，以色列利

用美国的偏袒态度而自主发挥，甚

至对美施压。 如这次冲突中以色列

执意炸毁美联社驻加沙大楼，拜登

政府也只能“顾左右而言他”。

在此轮巴以冲突中，巴以双方

都有自己的“小算盘”。 哈马斯对巴

法塔赫领导人阿巴斯以保障东耶
路撒冷巴勒斯坦人的投票权利为

由，推迟原定本月开始的全面大选
极度不满，借以色列当前在耶路撒

冷的一些举措引发摩擦之机，展开
了对以色列大规模的火箭弹袭击。

内塔尼亚胡总理在面临两年内第

四次大选的组阁失败且伊朗核协
议谈判进入关键期的时刻，需要一

场对哈马斯的“秀肌肉”行动来为
自己加分。

不论对于哈马斯还是内塔尼亚
胡而言， 双方之间的冲突绝非最后

的摊牌而只能是一场有限战争，战
争外衣下实质上仍是一场政治仗。

只能是一场有限战争

双方都打“耶路撒冷牌”

哈马斯扛起反以“大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