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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大綱 

1. 以巴衝突是三千年來冤冤相報的種族宗教戰爭，像「雞生蛋、蛋生雞」那

樣循環無解的問題嗎？ 

2. 哈瑪斯殘無人道的恐襲，為什麼反而在世界各地激起了大規模同情巴勒斯

坦的抗議遊行？ 

3. 既然雙方的主和派都認為兩國方案是和平的唯一途徑，為什麼兩國方案仍

困難重重？ 

4. 哈瑪斯是怎麼發展壯大的？誰是他們的死敵？誰是他們最關鍵的夥伴？ 

5. 為什麼必須拒絕反猶太主義（Antisemitism）？ 

演講節錄 

猶太人和巴勒斯坦人同源同宗，在奧圖曼帝國統治下 600年相安無事。然

而，一戰時期，英國為了對抗奧圖曼，同時向阿拉伯和猶太人承諾建國，私下

卻和法國簽密約（Skyes-Picot），出賣了阿拉伯人，導致今天的悲劇。2016年 4

月，著名外交記者 Robin B. Wright在《紐約客》雜誌發表的文章〈英法 Skyes-

Picot密約的詛咒陰魂不散，至今仍糾纏中東〉的結語就是：「因為它，幾十萬

人已經喪命，也已改變了歷史和自然的發展程序。」 

二戰後，英美先後幫助猶太人復國，聯合國於 1947年通過決議，劃分 55%

土地給占少數的猶太人。在 1947到 1948年以色列建國期間，猶太人用武力和

恐怖主義殺害和綁架的手段驅趕 70萬阿人，導致大批難民流離失所甚至家破人

亡。阿拉伯人把這個悲慘的事件稱為 Nakba（浩劫）。 

阿拉伯國家拒絕承認以色列，先後出兵 5次都戰敗。戰後，以色列在占領

的土地上推動「屯墾區」，驅趕巴勒斯坦居民，建立新的猶太社區。負責驅趕的

士兵隨時都很緊張，手指扣在板機上，導致「小孩僅射彈弓也會被槍殺」的情

況時有所聞。近十年，在約旦河西岸（West Bank）有 8000巴勒斯坦人被殺，

造成強烈的仇恨。巴勒斯坦人對巴勒斯坦政府的無能失望，逐漸轉向支持極端

派的哈馬斯。 

雙方的主和派政府曾在 1995年達成奧斯陸協定，談判巴勒斯坦建國（兩國

方案）。但以色列總理拉賓回國發表和平演講時卻被由納坦雅胡率領的右派群眾

https://youtu.be/eB9lgfivLP0


抬棺抗議，並當場被暗殺（這是二十世紀最達目的的政治暗殺）。此後仍有兩次

談判（分別在 2000-2001年和 2007-2009年），雙方立場一度相當接近，而其中

的關鍵問題，除了劃分國界和耶路撒冷這兩個問題之外，還有「以色列不准巴

勒斯坦有軍隊」和「當初被驅離的 70萬難民返鄉」等兩個問題。巴政府主張允

許 15萬人回鄉，以色列只肯考慮 5000人。這兩次談判都半途而廢，因為主和

的總理回以色列後都被逼下台。 

1980年代，以色列主戰派開始暗中支持哈馬斯，鼓勵其發展並給予金援，

目的是要分裂和削弱主和派以及由法塔（Fatah）首領阿巴斯（Abbas）所領導

的巴勒斯坦政府，進而破壞兩國方案。2006年哈馬斯贏得民主選舉後，馬上就

被法塔武裝攻擊。雙方死傷數百人之後，巴政府控制約旦河西岸，哈馬斯控制

加薩。 

2009年，華爾街日報曾經報導以色列後悔培植了哈馬斯，可是 2015年 10

月 7日以色列財政部長 Smotrich在電視上說：「想一想：在『誰才非法』的國

際比賽裡，哈馬斯是個恐怖組織。沒人會承認它，沒人會讓它參加國際刑事法

庭，沒人會讓它在聯合國安理會上提案，那我們還需要美國投否決票嗎？在

『誰才非法』的爭論的主戰場上，我們老是被阿巴斯打敗。所以巴勒斯坦政府

是我們的負擔，哈馬斯才是我們的資產。」 

2023年 10月 13日，以色列報紙 Haaretz報導，2019年 3月納坦雅胡在

Likud黨的一次黨內會議上說：「要破壞巴勒斯坦建國，必須強化和送錢給哈馬

斯。」而根據 Haaretz，2012到 2021年間卡達政府在以色列的同意下，提供了

18億美金援助哈馬斯。2019年 3月 29日，《外交事務》期刊的一篇論文的標題

就是〈以色列和哈馬斯互相需要，就算有新的衝突也不會改變〉。 

專家把哈馬斯和以色列右派形容為舞伴。納坦雅胡需要哈馬斯的火箭攻

擊，來反對巴勒斯坦建國；哈馬斯需要納坦雅胡的報復，來激發巴人血仇情

緒。這次可能就是哈馬斯由於擔心阿拉伯國家會因為陸續改善了和以色列的關

係而放棄巴勒斯坦，所出的險招；果然，納坦雅胡不顧國際人道呼籲的強烈反

擊，喚醒了世界對巴勒斯坦人悲慘處境的注意和同情。這顯示，雙方鎖定了互

相依存的關係，並在更大的暴力上繼續共舞。 

然而，正如英國前任MI6情報部主任 John Sawers告訴 CNN的那樣，「哈

馬斯是一個理念。你可以殺光哈馬斯的成員，但你不能殺掉一個理念。」而如

果以色列右派和哈馬斯繼續共舞，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人民的噩夢無法休止，中

東地區和始作俑者的西方帝國主義各國也將永無寧日。只有瞭解巴勒斯坦人 80

年來被屠殺，酷刑，大人小孩屍體堆積的遭遇所產生的巨大仇恨，追求和平才

有希望。 

納粹大屠殺的倖存者、世界知名的猶太心理創傷醫生 Dr. Gabor Mate在



2023年 10月 28日接受女兒採訪時敘述了自己的想法，以下引述這段採訪的開

頭（完整影片請見連結 https://youtu.be/SHDBw-wx6w0 ）： 

對於遭遇苦難的那些人而言，10月 7日的襲擊，不管怎麼定義，都是

一場極度暴行的悲劇事件。那天很多人被殺，平民百姓被抓去做為人質。

對於受難者的親人而言、對於以色列人民而言，乃至對於全世界許多人而

言，這種侵犯攻擊，令人回想起猶太人過去所遭受過的其他攻擊，這種思

路影響許多人看待及感受這個事件的方式。這些痛苦、恐懼、憤怒，甚至

是激起想報復的強烈欲望，從情緒面的立場來看，是完全可以被理解的。 

在這樣的時刻，真正困難的是，能記得去想另外一方的立場，因為他

們有他們自己的遭遇和基於歷史的感受。對此，沒有任何人比以色列記者

Amira Hass能把他們的遭遇和感受表達得更好了。過去 30年來，她一直

在約旦河西岸報導。以下我直接引用她在 10月 7日事件之後所寫的文字：

「這次，以色列人體驗了巴勒斯坦人幾十年來日常的遭遇，而且巴勒斯坦

人直到現在仍然持續承受這些遭遇，包括武力入侵、死亡、暴行、兒童被

殘殺、道路上屍體推疊、被圍攻、恐懼、為所愛的人憂心焦慮、被囚

禁……，以及極度的羞辱。」 

所以，歷史並不是從 10月 7日才開始的。雖然我今天要說的或是曾說

過的，都不能為 10月 7日的事件提供正當性，因為這是無法辯護的。同

時，如果我們想要的是向前邁進，要為和平創造一些基礎，我們就必須要

能夠去理解另一方的經歷，他們 80年以來持續的經驗。這些是簡單不過的

歷史事實，那就是大規模的殺戮，好幾萬名的巴勒斯坦人被殺，好幾千名

孩童被殺，這些都要回溯到 1947-48年，那時巴勒斯坦人從他們被侵占的

土地被驅離。 

是的，現在有大概 220個以色列人落為人質，我們只能祈禱他們的生

命安全。同時，現在也有好幾千名巴勒斯坦人質被關在以色列監獄，受由

職業刑手施行的酷刑折磨。以色列社會學家 Baruch Kimmerling形容加薩

是世界最大的集中營。我們必須捫心自問，究竟是什麼造成了這樣的仇

恨？是什麼激起了那些衝出加薩攻擊以色列的人的復仇欲望？ 

https://youtu.be/SHDBw-wx6w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