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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除了多個空難之外，最惹人關注的恐怕是以色列對巴勒斯坦的攻擊導致

大規模平民的死傷。一些朋友在義憤填膺之餘，卻對於中東局勢為何長期動盪不

甚了解，更不明白為何以色列能不顧人道主義，對另一個民族趕盡殺絕，而其他

的國家，特別是同為阿拉伯世界一份子的兄弟卻袖手旁觀。筆者兩年前撰文為一

些同學講述有關的背景，此次重新將該文展示，略加修改，簡單為讀者介紹過去

一百年來，中東地區為何會成為火藥庫，讓也讓大家在憤慨以色列軍隊的行為時，

能更認識中東局勢的背景。 

 自 2010 年茉莉花革命爆發以來，中東地區又再一次成為世界的關注點。本

來在中東北非等原有政權被推翻，建立美式民主政體後，大致上也有過一段相對

平靜的時間（除了敍利亞），但是在 2012 年 9 月後，中東世界因為一套反回電影

《穆斯林的無知》，而再一次激起了中東地區反美浪潮，更導致美國駐利比亞使

館遇襲，大使史蒂文森死亡。美國本來欲將目光放在亞洲的戰略，那時也不得不

先再回到中東。2014 年 7 月８日起，以色列不理會聯合國安理會的停火呼籲，繼

續向加沙地帶發動空襲和地面攻勢，到 7 月 24日已導致 649 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以色列也有 31 名人死亡。為什麼中東地區的局勢會如此反覆，而且紛爭不斷？

這裡當中有很濃厚的歷史背景。 

 中東地區在不同時期會有不同的地義，在近代史上，中東地方亦分成廣義與

狹義兩種程度的分別。狹義的中東地區，是指波斯灣﹑紅海﹑等阿拉伯半島上的

國家，加上埃及﹑土耳其﹑伊朗及伊拉克等；而從廣義上來說，美國總統喬治．

布殊在位時期提出的「大中東政策」，其範圍便在狹義的中東地區上，再包括了

從摩洛哥到阿富汗及巴基斯坦的廣大地區，亦即把北非及西亞的阿拉伯國家或伊

斯蘭國家都計算在內。通常所說的中東局勢，所指的主要是狹義上說的中東。從

地理上來看，是一個極重要的區域。它身處接連著三個大陸（歐﹑亞﹑非）的中

間位置。自古以來，這裡便是溝通東西方文化的重要交通，到了現代，中東地區

在國際政治上的地位更形重要，因為地處三大洲的要衝，它不單成為了冷戰時期

美國及前蘇聯間爭奪的對象，同時由於其豐富的石油資源，又使各大勢力不惜工

本地向此地區滲透。儘管中東地區本身有其矛盾，不過，現代中東的紛爭基本上

的確是因為外國勢力的滲透及干涉而複雜化了。外國勢力的滲透是其中一個使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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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中東紛爭不斷的原因之一，而且還佔有頗重的成份。 

 首先在這裡先探討中東地區的本土的矛盾，因為外國勢力的干涉本身亦利用

了中東內部的自身矛盾，而這些自身問題包括了三個方面。 

 一是國際關係上，中東地區國家臨立，當中有不少都想爭做中東地區的霸主。

五十年代就有納塞領導的埃及﹑而中東國家中，軍事最強的是以色列，而經濟上

最強的則是沙特阿拉伯，伊拉克曾經亦以伊斯蘭文明捍衛者面目在中東地區爭領

導權。此外，即使是伊斯蘭陣營內部，亦產生了鬥爭。例如從前約旦﹑埃及﹑叙

利亞，在聯合對付以色列之餘，仍是各懷鬼胎，使對以色列的多次戰爭中均告落

敗。 

 二是民族上的，民族主義在中東地區甚有影響力，現時最大的衝突便是巴勒

斯坦人與以色列人的紛爭，其次還有庫爾德人與土耳其人的紛爭；而民族主義往

往是與宗教掛勾的。在中東的國家中，即使是同屬伊斯蘭陣營，但不同教派仍充

滿對立。例如遜尼派與什葉派經常發生流血衝突，更甚者是再加上基督教馬龍派

與猶太教又與整個伊斯蘭教對立，使民族宗教因素成為中東問題的另一導火線。 

 第三便是從政治制度上來說，中東紛爭很多時不是以國家為單位，而是不同

體制之間的鬥爭。伊斯蘭文明自公元七世紀開始便植根於中東地區。從十九世紀

末開始，西方勢力不斷進入產生了此地區內不同派別人士的衝突。這種衝突包括

伊斯蘭威權主義與民主制度的對立﹑君主制與議會制度的對立等，而當中又牽涉

到現代化的道路上，是大力的西化還是高舉本土主義。此外，同樣地宗教因素對

政治的影響亦十分大，不少國家曾經或正面臨著世俗化與神權政體道路上的選擇，

例如伊朗在 1979 年前是世俗化，但在 79 年革命後卻政教合一神權化，高舉原教

旨主義。 

 從上可以看到，中東紛爭是有其本身問題，但外國勢力在當中影響是十分大

的，例如從政治制度上來看，如果不是西力進入，未必會有這一類思想上的衝突。

接下來，本文再討論更大程度的外力層面。 

 近代中東問題之所以趨向複雜化，外力的滲透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因素。二十

世紀開始，從鄂圖曼土耳其帝國瓦解，英法勢力進入﹑到本世紀中葉美蘇將冷戰

擴大至中東地區，與及世紀末後冷戰時代，幾乎每一次的衝突，都與外力滲透有

關。而問題的根本原因，在於中東民族國家，本身希望獨立，特別在第一次世界

大戰後，鄂圖曼土耳其帝國瓦解後，中東的民族主義覺醒更強烈。但是西方列強

在巴黎和會中，卻將中東的地圖按照自己的願望任意分割，於是出現了民族國家

林立，但卻沒有解決內部民族主義問題的局面，當中以色列及巴勒斯坦問題便是

最明顯例子，可以說，如果不是西方列強忽視現實地劃分中東地圖，中東的紛爭

必然沒有往後數十年的複雜。此後，外國勢力不斷進入想控制中東的例子很多，



如英國人一直想盡方法控制埃及及蘇伊士運河；戰後英法撤出又換上了美國及蘇

聯。1948 年以色列便是成功地逼使英國勢力撤出巴勒斯坦地區的結果，亦是在

美國及蘇聯的支持下立國；1967 年的六日戰爭的爆發與蘇聯又不無關係，因為

蘇聯利用以色列假情報來推動埃及對以色列進行挑釁；1973 年的贖罪日戰爭中，

以色列最終能反敗為勝，其中之一的原因便是美國即時提供的數百架戰機援助；

阿以對立陣營中，雙方武器基本上都是美﹑蘇所提供，六十年代為例，埃及的戰

車部隊便是使用蘇聯的 T-54，空軍亦是蘇聯提供的米格 15﹑17 及 21 為主力；以

色列在六十年代時是以法國的幻影３型為空軍主力，進入七十年代開始，以軍在

軍備上更依賴美國的援助。除了空軍主力的 F15﹑16 外，地面部隊以美製 M60

巴頓式坦克及其後繼型號為主，另外美國每年亦提供數以億計的軍事援助及以色

列。除了美國及前蘇聯外，八十年代開始，中國又以從經濟方面著手，大量輸入

資金，承包了各種建設項目，並促進了雙方的貿易發展，如以中國力量開始進入

中東的頭十年來看，1985 年中國和伊朗的貿易已達到 6 億美元，波斯灣地區同中

國的貿易額，從 1986 年的 4.4 億增長至 1987 年的 7 億，之後二十年仍然在不斷

增長中。而在外交上，不論是溫和的國家還是激進的國家及組織，都與中國建立

了密切的政治關係，使得中國在中東問題上，取得了舉足輕重的地位，並且成為

了中東和平四方集團之一。 

 如果還要舉出中東外力滲透的例子，在過往 100 年實在是多不勝數，上述的

只是冰山一角，我們要問的，不是有多少例子及如何滲透，已是應該了解，為何

中東這一地區，會成為各大國爭相施加影響力的場所？這留待下篇再為讀者們解

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