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战后初期英国从巴勒斯坦的殖民撤退

倪学德

内容提要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英国结束了在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但随着英国的撤出,巴勒斯坦

地区的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却一再发生冲突和战争,至今仍未得到圆满解决。本文通过对 20世纪 40 年代后期

英国撤出巴勒斯坦过程的剖析,认为造成巴勒斯坦悲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既有英国与犹太人之间矛盾

的不可调和,美国因为争夺中东地区而采取的不合作立场, 也与国际社会对这个问题的处置失当有关。英国

政府试图通过谈判使犹太人和阿拉伯人达成妥协, 并不打算用强制手段实现这个目标。作为占领当局, 英国

当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过多地地指责当时的工党政府也有失公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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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战后初期英国撤出巴勒斯坦问题的评
价,英国学术界历来争议颇多。劳埃德指出, 阿拉

伯人倾向于指责英国和美国建立了以色列, 而以

色列人也没有理由感到应该感谢英国人。这是英

国从约克镇以来最不成功的从帝国的撤离行动之

一。¹佩林认为, 巴勒斯坦的局势处理得不太好,

这多半是由于英国政府希望同阿拉伯国家保持友

好关系。当时的外交大臣贝文和工党内阁在巴勒

斯坦冲突中执行的政策, 得到了外交部专家们的

支持。这个政策是建立在三个错误的假定之上

的:第一,那些在纳粹大屠杀之下幸存下来的犹太

人将愿意留在欧洲; 第二,由于苏联和阿拉伯联盟

的反对,联合国将不同意分治; 第三, 如果发生内

战,犹太人将经不住阿拉伯人的进攻,因为后者得

到巴勒斯坦之外阿拉伯军队的支持。º有些学者

指出,当时英国政府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受到下列

不利因素的影响:如果英国继续抓住不放,就会被

看作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帝国主义国家;如果它自

动放弃殖民地, 就会被看作是衰落的表现;如果政

权移交不顺利, 就要归咎于它的殖民统治不当。

把巴勒斯坦的悲剧归结为英帝国主义的罪恶统治

是错误的,当时那种局面是由于一个正在进行非

殖民化的政府不适当地讲究公平交易造成的。»

相比之下,格拉布的观点是比较客观的。他认为,

在巴勒斯坦问题上,英国、美国和联合国都是有责

任的。他在5英国和阿拉伯人6一书中写道:/ 英国
把巴勒斯坦抛弃掉,让它去遭受不幸命运; 美国毫

不考虑为巴勒斯坦未来发展局势作任何准备, 就

为了取悦犹太人而极力把英国推出去,,联合国
发表了一个决议, 却不采取任何行动来付诸实施;

要想决定它们中谁犯了最严重的玩忽之罪, 那是

很困难的0。¼二战结束后,英国在中东的处境非

常困难, 既要对付苏联的挑战,又要防备美国的暗

算,因而维持与阿拉伯人的脆弱关系变得至关重

要; 同时,经历了大屠杀劫难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

却不愿再等待下去,便迫不及待地要在巴勒斯坦

建立犹太国家。这样,英犹抗争逐步升级, 并演变

为一场全面冲突。焦头烂额的英国走投无路, 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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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不得不放弃/ 委任统治0 , 将巴勒斯坦争端提交

给联合国。但联合国通过的分治决议由于损害了

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权益,最终导致了阿拉伯人

和犹太人之间冲突和战争。

英犹冲突的由来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英国出兵占领了当时

属于奥斯曼帝国的巴勒斯坦。为了在中东形成自

己的势力范围,英国决定支持正在向其求助的犹

太复国主义运动, 1917年 11月, 英国外交大臣贝

尔福发表宣言承诺要促使在巴勒斯坦为犹太人建

立一个民族之家,同时声称这/ 将不会侵犯那里现
有的非犹太人的公民权利和宗教自由0。½战后,

巴勒斯坦成为英国的委任统治地。随着 30 年代

欧洲反犹太主义运动的出现, 尤其是希特勒在德

国上台,犹太难民潮水般涌入巴勒斯坦, 这引起了

阿拉伯人的反抗。战争的临近使英国不得不考虑

中东的安全问题, 因而需要阿拉伯人的支持。

1939年5月 17日, 英国政府发表白皮书, 宣布限

制犹太移民。白皮书规定,到 1944年 3月进入巴

勒斯坦的犹太人移民不得超过 75000人, 并承诺

移民问题要交给阿拉伯人去处理, 严格限制犹太

人购买土地的权利。在这种情况下, 犹太复国主

义运动转变方针,一方面在外交上谋求美国的支

持,另一方面在巴勒斯坦展开反英武装斗争, 试图

通过打击英国, 迫使其放弃委任统治,以达到建立

犹太国家的目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

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经历了大劫难的犹太民

族空前一致地认同复国的目标, 世界范围内同情

和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情绪也在不断高涨。1945

年5月 22日, 就在欧洲胜利日过去仅仅两周以

后,犹太代办处(委任统治下犹太人的代表机构)

就向英国政府提出了几项要求:/ (一)应即决定把

巴勒斯坦建成一个犹太国, 并将决定公布于世;

(二)授予犹太代办处一切必需的权力, 以便使尽

可能多的犹太人有可能来到巴勒斯坦落户, 并全

面而迅速地发展这个国家的一切资源,特别是土

地和动力资源; (三)给予国际贷款和其他帮助,以

便第一批一百万名犹太人移居到巴勒斯坦, 并促

进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0。¾两个多月后, 一贯亲

犹的英国工党在大选中出人意料地获胜, 使犹太

人的乐观情绪更加强烈。一位犹太复国主义记者

报道说,成立工党政府是具有世界意义的划时代

事件,它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开辟了充满希望的

前景。¿

然而,新上台的工党政府并没有像一些人预

料的那样采取扶植犹太人的政策。8月, 犹太复

国主义运动领导人向工党政府的殖民大臣提出,

立即发放 10万张移民许可证,以满足欧洲集中营

内大屠杀幸存者的需要,但他们得到的回答是, 可

以考虑先分配 1939年白皮书规定的移民配额中

留着未用的约 2000张许可证。这样, 犹太复国主

义积极分子大失所望, 于是主张对工党政府施加

压力的呼声甚嚣尘上。

实际上,战后初期中东的战略态势决定了英

国不可能接受犹太复国主义者和犹太代办处的上

述要求。与战前相比, 1945年的中东出现了几个

重大变化:一是英国在中东的地位大大削弱,二是

苏联对中东的影响空前增强, 三是美国势力大举

进入中东。随着冷战的展开,苏联对中东北部的

伊朗、土耳其等国展开了咄咄逼人的攻势, 并大力

支持阿拉伯世界反对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

对中东的英国利益形成巨大威胁。同时, 美国打

着/ 遏制0苏联的旗号向中东大举扩张。对苏联的
攻势,英国自然十分惊恐不安, 不得不全力对付。

对美国人的到来, 英国人则喜忧参半: 喜的是英国

在对付苏联的攻势时有了一个强大的盟友, 忧的

是美国人也在到处排挤英国的势力。美苏的中东

战略均把加强与阿拉伯世界的关系作为重点, 这

就迫使英国政府不得不千方百计地加强与阿拉伯

世界的关系。而要做到这一点,最大的障碍就是

巴勒斯坦问题。这时的阿拉伯世界已与战前大不

相同,最重大的变化就是阿拉伯国家联盟的建立。

1945年 3月,阿盟各成员国缔结公约,其中一个关

于巴勒斯坦的附件宣称: 巴勒斯坦作为/ 独立国0
可以参与联盟的工作,并宣布巴勒斯坦的独立/ 与
其他任何阿拉伯国家的独立一样在法律上不再有

什么疑问0。À就是说,阿盟只承认巴勒斯坦是一

个独立的阿拉伯国家, 根本不同意在那里建立犹

太国家, 甚至排除了阿犹分治的可能性。因此, 在

这样一种阿犹针锋相对的形势下,为了维护英帝

国在中东的战略利益, 任何一个英国政府都不可

能奉行向犹太人一边倒的政策, 而冒与阿拉伯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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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对抗的危险。

战后形势已经十分明朗, 英国工党政府不会

根本改变战前的巴勒斯坦政策, 而犹太复国主义

者也将采取强有力的行动与英国对抗,犹太地下

武装的暴力行动和英国的反击措施逐步升级。到

1946年秋冬,英犹全面冲突在巴勒斯坦各处愈演

愈烈, 暗杀、绑架、爆炸、纵火和搜捕、审讯、判决持

续不断, 进攻和反击、报复和反报复形成恶性循

环。

英美之间的分歧

由于美国在巴勒斯坦问题上采取支犹排英的

政策,英美两国的矛盾日益尖锐起来。当时的杜

鲁门政府之所以对犹太人采取倾斜政策, 主要有

内政和外交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迫于国内

犹太人的强大压力。美国有五六百万犹太人,其

中不少人是大企业家,他们控制着报纸、广播等传

媒工具,拥有相当大的势力。在国会,犹太人有一

个庞大的院外活动集团, 加上犹太人拥有的选票,

对美国政治有着巨大的影响力。1945年 10月,一

批在阿拉伯国家任职的美国外交官告诉杜鲁门总

统,支持犹太复国主义将损害美国在中东的利益。

杜鲁门总统则回答道:/ 很抱歉,先生们, 但我不得

不适应几百万渴望犹太复国主义胜利的人, 在我

的选民中没有几百万阿拉伯人0。Á1946年国会中

期选举和 1947年大选中犹太人的选票对两党有

着极大的吸引力。权衡轻重, 美国对犹太人采取

了倾斜政策。另一方面是美国推行全球战略的需

要。二战一结束,经济、军事实力空前膨胀的美国

成了世界头号强国, 抱着/ 领导0世界的野心在全
球范围展开了狂热的扩张。在美国统治集团的全

球战略中, 拥有诸多战略通道和丰富石油资源的

中东据有特别重要的位置。为了控制中东, 美国

打出了两个杀手锏, 一是/ 遏制0苏联,二是填补英

法留下的/ 真空0。但中东北部与南部的情况又不
一样: 在中东北部,苏联的南下构成了直接威胁,

而英国主动表示已无力与苏抗争, 要求美国给予

援助, 因此美国可以顺理成章地/ 填补真空0以承
担/ 遏制0苏联的重任;而在中东南部,苏联势力并

没有形成直接的威胁,而英国起初也无意退出,美

国只能赤膊上阵,时而以/ 遏制0苏联为由,时而又

打出/ 反对殖民主义0的旗子, 竭力排挤英国势力。

1945- 1946年英美双方几度尝试合作就巴勒

斯坦问题提出解决方案, 都因为美国的拆墙脚而

功亏一篑。英国为了不致授人以柄, 让美国舆论

继续指责英国, 同时为了把从幕后策划者地位的

美国置于公开合伙人的地位, 于 1945年 10月 19

日向美国建议成立英美调查委员会,要求调查欧

洲英美占领区犹太人的处境及移民问题。1946

年 4月 20日, 该委员会提出了调查报告, 主要内

容包括:阿犹敌对状态使成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

暂不可能,英国应继续进行委任统治直至将巴勒

斯坦交由联合国托管; 应废除 1939年的白皮书,

给 10万犹太人发放移民入境证,取消对犹太人购

买土地的限制; 阿犹双方都不应采取暴力行动和

恐怖主义,此类行动将受到坚决的镇压。Â阿拉伯

方面对报告基本持反对态度, 而犹太代办处则要

求英国当局立即发放 10万张移民入境证。英国

外交大臣贝文虽然认为接纳 10万犹太人必然使

中东地区出现麻烦,但他并没有拒绝这个报告, 因

为报告中的其他内容英国是可以接受的。贝文认

为仅仅靠巴勒斯坦还不能解决犹太难民问题, 美

国和其他国家应该提供帮助, 他劝告美国人在两

国政府协商前不要发表意见。杜鲁门对此却置之

不理,仍然公开表示接受 10万犹太人进入巴勒斯

坦的建议, 而对报告中的其他建议不表示态度。

杜鲁门的声明, 用迪安#艾奇逊的话说是拿走了
/ 布丁上的葡萄干0。�lv艾德礼在英国下院发表演
说指责杜鲁门的声明,他说, 那个报告是向两国政

府提出的,英美必须协商,而且必须被当作一个整

体来考虑。1946年 6月 14日,艾德礼致电杜鲁门

全面讨论英美调查委员会的建议。7月 10日, 以

亨利#格雷迪为首的美国代表团和以赫伯特#莫里
森为首的英国代表团在伦敦举行会议,拟定了一

个/ 分省自治计划0 ,亦称/ 莫里森 ) 格雷迪计划0。
它建议将巴勒斯坦组成一个联邦制国家, 下设犹

太自治省、阿拉伯自治省和两个英国直辖省。四

个省由英国委任的高级专员管辖,中央政府受高

级专员直接控制。它规定犹太省有权接收移民,

阿拉伯省有权拒绝犹太移民; 而 10万人的移民,

则应经阿拉伯人同意,于计划生效后 12个月内开

始。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认为,这项计划是当时

所能找到的解决这个困难问题的/ 最好办法0。然
而,在国内亲犹势力的压力下, 杜鲁门于 8 月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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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通知艾德礼,表示美国不能接受该计划。美国

的出尔反尔使英国再次大失面子, 表明英美在解

决巴勒斯坦争端方面的合作已无法继续下去。同

时,犹太代办处在巴勒斯坦开会,制定了一个所谓

/ 在巴勒斯坦适当地区建立可以生存的犹太国计
划0 ,该计划中的犹太国约占巴勒斯坦总面积的

65%。阿拉伯人强烈反对这个计划, 英国也不予

支持。然而, 杜鲁门却在 10 月 4日公开发表声

明,支持犹太代办处的计划。这个声明在发表前

被送到伦敦, 因为当时英国外交大臣贝文正在法

国,艾德礼首相试图劝说杜鲁门推迟发表声明:

/ 亲爱的总统先生:我见到您打算发表的有关巴勒

斯坦问题声明的抄本,,我相信您已注意到我们
正在[与犹太复国主义领袖]商谈。因此我恳切地

请求您推迟发表您的声明,至少让我有必要的时

间与在巴黎的贝文先生联系0。但杜鲁门出于竞
选总统的需要, 还是立刻发表了声明。于是, 艾德

礼致电杜鲁门表示抗议: / 我, ,很遗憾,,您甚
至拒绝给予一个对巴勒斯坦政府负有责任的国家

的首相几个小时的宽限, 以便他能让您了解实际

情况以及您的行动可能造成的后果,,我对您不
能等待感到惊讶,,我将有兴趣等待获知迫使您
采取这一仓促行动的必要原因0。�lw杜鲁门的声明
是对工党政府的最后一击,当时英国正在伦敦竭

力劝说阿犹双方作出妥协,这个声明的发表使英

国的努力化为乌有。

英国撤出巴勒斯坦

面对犹太人的抗争和美国的不合作, 英国仍

作了最后一次努力, 邀请阿犹双方派代表来伦敦

举行圆桌会议商讨解决办法。1947年 2月 7日,

英国政府在伦敦会议上提出一项最后的折衷建

议,即英国继续管理巴勒斯坦五年, 并以准备实现

该国独立为目的;中央政府将在较大范围内把它

的权力移交给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地方政府,而

高级专员将尽力组成一个由这些地方行政当局和

劳工组织以及其他组织的代表构成的咨询委员

会;在以后两年内犹太人的移民将保持在每月

4000人的名额, 以保证近 10万人左右进入, 此后

则由高级专员与咨询委员会协商后决定, 如果意

见不一致, 则提交联合国仲裁法庭解决; 犹太人和

阿拉伯人的地方行政当局,分别控制他们地区范

围内的土地转移; 四年结束时,在犹太人和阿拉伯

人双方成员的多数赞同下, 一个选举产生的立宪

大会将应邀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lx但是,该建议

再次为犹太代办处和阿拉伯各国所拒绝。1947

年 2月 18日, 贝文在下院作了关于伦敦会议失败

的报告,同时表明了工党政府在巴勒斯坦问题上

的立场: / 讨论已经清楚地表明: 由双方磋商解决

冲突的办法, 是无望的。即使冲突能由强制性的

决议所解决, 但那种决议也不是作为委任统治国

的国王陛下政府所能作出。国王陛下政府本身根

据委任统治条件无权把国家授予阿拉伯人或犹太

人, 甚至也无权把国家交予他们分别治理。在这

种情况下,我们已经决定:既不能接受阿拉伯人或

犹太人提出的计划,也不能强制实行我们自己的

决议。因此, 我们已经得出结论: 唯一可行的途

径, 就是把问题提交联合国0。�ly到 1947年初, 由

于犹太地下武装的恐怖袭击, 在巴勒斯坦的英国

人遭受了重大伤亡,走投无路的英国当局终于下

决心撤出巴勒斯坦。4月 2日, 出席联合国会议

的英国代表团正式要求联合国秘书长召集一次特

别会议来讨论巴勒斯坦问题。这样, 英国准备听

任国际裁决来确定巴勒斯坦的前途,自己则甘愿

在巴勒斯坦起一个/ 看守0的作用。英国的撤出,

既摆脱了巴勒斯坦这个沉重的包袱,也是那时各

个国家通行的做法,因为/ 当时大多数难以解决的
问题,总是提交联合国处理的0。�lz

在联合国,不仅美国成了犹太复国主义的同

盟者,另一个超级强国苏联也戏剧性地转而支持

在巴勒斯坦重建犹太国家。在美苏的支持下,

1947年 11月 29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关于/ 巴勒
斯坦将来治理(分治计划)问题的决议0。这个决
议有利于犹太人, 而对阿拉伯人是不公平的,因为

犹太人占当时巴勒斯坦人口的三分之一, 却得到

了一半以上的土地。英国陆军中将格拉布认为,

联合国的分治决议有三个主要错误:第一个错误

是把南巴勒斯坦划给犹太国。从比尔舍白到亚喀

巴湾的全部地区, 完全是一个阿拉伯人的地区, 只

有很少的犹太人刚刚在比尔舍附近定居下来。犹

太人要这个地方是为了在红海边有一个港口以便

绕过苏伊士运河。这个地区使犹太人可以把埃及

和阿拉伯切断,甚至把整个非洲和亚洲切断,但这

是毫无道义上理由的。第二个错误是丝毫不顾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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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造成可怕灾祸的英国的定期撤退。第三个错误

是联合国的不负责行动, 它公布了一项划分两个

仇深似海的民族正在彼此砍杀的国家的计划,却

没有准备任何执行自己命令的措施,甚至于没有

安排接管它划给自己管理的地区的准备。�l{

这个分治决议引起了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和阿

拉伯国家的抗议、示威和罢工, 有的地方还爆发了

武装冲突。1947年 12月,正在开罗集会的阿拉伯

联盟七个成员国的总理和外长发表声明,指出/ 联
合国的分治决议违背了公理和正义的原则以及民

族自决原则0 , 表示/ 决心为反对联合国分裂巴勒
斯坦的决议而战0。�l|因此, 分治决议的实施必然

导致冲突和战争。

联合国通过的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分治决

议, 表明由于美苏在战后开始掌握国际事务的支

配权,英国有时已经不能按照自己的意图决定其

殖民地的独立程序和方式了。1948年 5月 14日,

英国在一片混乱当中撤离了巴勒斯坦,委任统治

宣告结束。这是大英帝国由盛到衰的一个缩影。

作为占领当局,英国对撤出后的巴以冲突固然难

辞其咎,但一味指责当时工党政府的处置失当未

必公允,其中美国、苏联以及联合国都应负有一定

的责任。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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