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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以色列工党的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寓于劳工犹太复国主义

之中ꎬ 是促成以色列建国与存续的关键思潮ꎬ 也是中东地区代表性的社会民

主主义思潮ꎮ 由于受到理论实践环境变迁、 所属政党类型特征、 社会民主主

义理论特质等因素共同驱动ꎬ 这一思潮呈现出右倾嬗变趋势ꎬ 并由此具体区

分为建设性社会主义、 左翼价值观、 社会民主主义等不同发展阶段ꎮ 究其根

源ꎬ 以色列工党社会主义观的修正和改良导致其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的价

值理念、 目标追求和实践路径相应改变ꎬ 进而致使该思潮所蕴含的左、 右翼

元素此消彼长ꎬ 意识形态光谱位置持续向右偏移ꎮ 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中和

以色列建国初期ꎬ 以色列工党的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曾经是用以指导当地

社会建构与经济建设的重要理论工具ꎬ 也是以色列工党用以壮大社会基础、
塑造社会共识的思想法宝之一ꎮ 而在此之后ꎬ 这一思潮的右倾嬗变进一步广

泛并且深刻地影响了以色列的政坛格局、 社会面貌以及国家发展和治理模式ꎮ
特别是近年来ꎬ 这一思想的右倾幅度加剧ꎬ 客观上推动以色列社会呈现结构

性右倾ꎬ 并对以色列工党的政坛发展产生了复杂影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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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工党 (Ｉｓｒａｅｌｉ Ｌａｂｏｒ Ｐａｒｔｙꎬ 以下简称 “工党”) 是以色列的建国和

立国政党ꎬ 也是中东地区具有代表性的社会民主党ꎮ １９３０ 年ꎬ 劳工团结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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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工党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的右倾嬗变及其影响　

(Ｌａｂｏｒ Ｕｎｉｔｙ) 与青年工人党 (Ｔｈｅ Ｙｏｕｎｇ Ｗｏｒｋｅｒ) 合并ꎬ 组建起名为巴勒斯

坦工人党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Ｐａｒ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ｎｄ ｏｆ Ｉｓｒａｅｌꎬ 亦即以色列地工人党) 的新政

党ꎮ １９３１ 年ꎬ 该党以巨大优势赢下巴勒斯坦地区犹太政治权力机构选举ꎬ 由

此开始领导当地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 (Ｚｉｏｎｉｓｍꎬ 以下简称 “复国运动”)ꎮ 在

其领导下ꎬ 复国运动于 １９４８ 年实现最终突破ꎬ 以色列宣布建国ꎮ １９６８ 年ꎬ 该

党正式更名为以色列工党ꎮ① 结合复国运动和以色列的具体现实ꎬ 工党对社会

主义的概念、 目标和实践途径采取灵活动态理解ꎬ 并加以本土化改造ꎬ 由此

形成了高度犹太化、 以色列化的社会民主主义学说———工党的社会民主主义

意识形态ꎮ② 它是工党的指导思想劳工犹太复国主义 (Ｌａｂｏｒ Ｚｉｏｎｉｓｍ) 的方法

论基础ꎬ 为工党领导复国运动、 进行国家治理提供了关键的理论解析和实践

指导ꎬ 从而使以色列得以建国并且存续ꎮ③ 工党的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在理

念依循和具体内涵上保持动态ꎬ 由此呈现右倾嬗变ꎮ 这种嬗变勾勒出工党的

理念流变和政坛起伏ꎬ 折射出理论实践环境的巨大变迁ꎬ 更深刻影响了当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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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为便于论述ꎬ 本文将以色列工党及其前身巴勒斯坦工人党统一简称为 “工党”ꎮ １９５１ 年社会

党国际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成立时ꎬ 工党便加入了这一组织ꎮ 前工党党首西蒙佩雷斯 ( Ｓｈｉｍｏｎ
Ｐｅｒｅｓ) 还曾在社会党国际中担任副主席、 名誉主席等职务ꎮ ２０１８ 年ꎬ 由于社会党国际通过了旨在支持

巴勒斯坦的针对以色列的 “抵制、 撤资和制裁运动” 决议ꎬ 工党宣布退出该组织ꎮ 目前ꎬ 工党是另一

个社会民主主义及进步主义政党国际组织进步联盟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ｖｅ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的成员ꎬ 同时也是欧洲社会

党 (Ｐａｒｔｙ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ｓ) 的观察员ꎮ 关于工党的组织发展与延承以及早期左翼犹太复国主义政

党的思想、 实践和组织状况ꎬ Ｓｅｅ Ｗａｌｔｅｒ Ｌａｑｕｅｕｒꎬ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Ｚｉｏｎｉｓｍ: Ｆｒｏｍ Ｆｒｅｎｃｈ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Ｉｓｒａｅｌ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Ｓｃｈｏｃｋｅｎ Ｂｏｏｋｓꎬ ２００３ꎬ ｐｐ ２９５ － ３１９ꎻ Ａｍｏｓ Ｐｅｒｌｍｕｔｔｅｒꎬ
“ Ｂｅｒｌ Ｋａｔｚｎｅｌｓ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ｉｓｍ”ꎬ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Ｖｏｌ ３ꎬ Ｎｏ １ꎬ １９７７ꎬ ｐｐ ７１ － ８９ꎻ Ｃｏｌｉｎ Ｓｃｈｉｎｄｌｅｒꎬ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Ｉｓｒａｅｌꎬ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１３ꎬ ｐｐ １０ － ３７

本文中的 “社会民主主义” 一词指代的是传统意义上、 使用最为广泛的关于社会民主主义概

念的理解ꎬ 即德文中 “Ｓｏｚｉａｌｄｅｍｏｋｒａｔｉｅ” 或者英语中 “Ｓｏｃｉａｌ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单词所指代的意涵ꎬ 而并未

采取德国学者托马斯迈尔 (Ｔｈｏｍａｓ Ｍｅｙｅｒ) 等主张的 “社会的民主主义” (Ｓｏｚｉａｌｅ Ｄｅｍｏｋｒａｔｉｅ) 的理

解ꎮ 关于两者意涵的具体区别ꎬ 可以参见殷叙彝: «社会民主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 (上) ———概念的

起源和历史演变»ꎬ 载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 ２００１ 年第 ３ 期ꎬ 第 ３ ~ ２１ 页ꎻ 王学东: «论民主社会

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区别»ꎬ 载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２００７ 年第 ３ 期ꎬ 第 ３９ ~ ４０ 页ꎻ [德国] 托

马斯迈尔等编: «民主社会主义理论概念»ꎬ 殷叙彝、 张世鹏编译ꎬ 重庆出版社ꎬ ２０１２ 年版ꎬ 第 ３ ~
５ 页、 第 ２７ ~ ３１ 页和第 ２３６ 页ꎮ

劳工犹太复国主义是由犹太复国主义、 劳工学说、 工党的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等共同组成

的意识形态学说体系ꎬ 其基本主张是通过犹太劳工的生产和建设ꎬ 在巴勒斯坦地区建成一个先进的现

代犹太国家ꎮ 它是以色列工党的指导思想ꎮ Ｓｅｅ Ｗａｌｔｅｒ Ｌａｑｕｅｕｒꎬ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Ｚｉｏｎｉｓｍ: Ｆｒｏｍ Ｆｒｅｎｃｈ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Ｉｓｒａｅｌ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Ｓｃｈｏｃｋｅｎ Ｂｏｏｋｓꎬ ２００３ꎬ ｐｐ ２５５ － ３３８ꎻ Ｚｅｅｖ
Ｓｔｅｒｎꎬ 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ｉｎｇ Ｍｙｔｈ ｏｆ Ｉｓｒａｅｌ: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ꎬ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ｋ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Ｊｅｗｉｓｈ Ｓｔａｔｅꎬ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９８ꎬ ｐｐ ３ － 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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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的政坛格局和社会面貌ꎬ 是形塑该国政党政治与社会生活的意识形态

要素之一ꎮ
作为以色列的立国政党和中东地区重要的社会民主党ꎬ 工党长期为学界

所关注ꎮ 既有研究主要从政党政治、 意识形态演化、 治理模式与效能、 特有

社会组织等角度ꎬ 探讨了工党的政坛表现、 思想嬗变以及治理实践ꎬ 从而围

绕这一政党形成了丰富且立体的学理把握ꎮ① 其中ꎬ 不少研究成果都在一定程

度上对作为劳工犹太复国主义构成要素的工党的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投以

关注ꎬ 对其内涵、 变化、 实践成效等予以分析讨论ꎮ② 比如ꎬ 有研究者指出ꎬ
尽管工党在以色列立国过程中发挥出巨大作用ꎬ 但由于该党当时迫切需要遏

止政坛地位下滑ꎬ 工党的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出现重大

变化ꎮ③ 同时ꎬ 也不乏研究者从社会主义分野、 社会民主党政治实践与组织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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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刘靖华: «论中东和平与以色列工党和利库德集团在阿以冲突问题上的矛盾»ꎬ 载 «西亚

非洲» １９８７ 年第 ５ 期ꎬ 第 ４３ ~ ５３ 页ꎻ 徐鹤鸣: «以色列工党简介»ꎬ 载 «国际共运史研究» １９９３ 年第

４ 期ꎬ 第 ７０ ~ ７４ 页ꎻ 丁隆: «以色列: 继续 “向右转”»ꎬ 载 «世界知识» ２０１３ 年第 ３ 期ꎬ 第 ５０ ~ ５１
页ꎻ 杨阳: «以色列的后锡安主义思潮及其影响»ꎬ 载 «西亚非洲» ２０１０ 年第 ８ 期ꎬ 第 ３２ ~ ３７ 页ꎻ 王

彦敏: «以色列政党政治的多维考察»ꎬ 载 «阿拉伯世界研究» ２０１８ 年第 ６ 期ꎬ 第 ４４ ~ ５６ 页ꎻ 吴诗尧:
«以色列工党政坛走势的分析与前瞻»ꎬ 载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 ２０１９ 年第 １ 期ꎬ 第 １２８ ~ １４０ 页ꎻ
艾仁贵: «一个还是多个: 认同极化与当代以色列的身份政治困境»ꎬ 载 «西亚非洲» ２０２０ 年第 ４ 期ꎬ
第 ５１ ~ ８０ 页ꎻ 王晋: «以色列政党政治的新变化与贝内特政府的政策调整»ꎬ 载 «当代世界» ２０２２ 年

第 ３ 期ꎬ 第 ５１ ~ ５５ 页ꎻ Ｍｉｔｃｈｅｌｌ Ｃｏｈｅｎꎬ “Ｌａｂｏｒ Ｚｉｏｎｉｓｍꎬ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ꎬ ａｎｄ Ｂｅｙｏｎｄ: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Ｒｅａｌ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Ｈｉｓｔｏｒｉｅｓ”ꎬ Ｉｓｒａｅ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Ｒｅｖｉｅｗꎬ Ｖｏｌ ３０ꎬ Ｎｏ ２ꎬ ２０１５ꎬ ｐｐ １ － ２７ꎻ Ｕｄｉ
Ｌｅｂｅｌ ａｎｄ Ｇｕｙ Ｈａｔｕｋａꎬ “Ｄｅ － ｍｉｌｉｔ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ｅｌｆ － ｍａｒｇｉ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ｓｒａｅｌｉ Ｌａｂｏｒ Ｐａｒ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ｅｍｂｅｒｓ ｏｆ Ｉｓｒａｅｌｉ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Ｅｌｉｔｅｓꎬ １９７７ － ２０１５”ꎬ Ｉｓｒａｅ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ꎬ Ｖｏｌ ２２ꎬ Ｎｏ ３ － ４ꎬ ２０１６ꎬ ｐｐ ６４１ － ６６３ꎻ
Ｎｅｉｌ Ｒｏｇａｃｈｅｖｓｋｙꎬ “Ｔｈｅ Ｎｏｔ － Ｓｏ － Ｓｔｒａｎｇｅ Ｄｅａｔｈ ｏｆ Ｉｓｒａｅｌ’ｓ Ｌａｂｏｒ Ｐａｒｔｙ”ꎬ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ꎬ Ｖｏｌ ４ꎬ Ｎｏ ２ꎬ
２０２０ꎬ ｐｐ １６８ － １８１ꎻ Ａｖｉ Ｓｈｉｌｏｎꎬ Ｔｈｅ Ｄｅｃｌｉ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Ｌｅｆｔ Ｗｉｎｇ ｉｎ Ｉｓｒａｅｌ: Ｙｏｓｓｉ Ｂｅｉｌｉ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ａｃｅ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Ｉ Ｂ Ｔａｕｒｉｓꎬ ２０２０ꎬ ｐｐ ２２６ － ２６４

参见肖宪: «以色列的基布兹»ꎬ 载 «西亚非洲» １９９１ 年第 ２ 期ꎬ 第 ６５ ~ ７０ 页ꎻ 李绍先: «世
界上独一无二的 “公社” ———以色列基布兹见闻»ꎬ 载 «现代国际关系» １９９４ 年第 ９ 期ꎬ 第 ４２ 页、 第

４８ ~ ４９ 页ꎻ 高放: «以色列 “基布兹” 的奇迹»ꎬ 载 «社会科学研究» １９９５ 年第 ３ 期ꎬ 第 １２２ ~ １２７ 页ꎻ
崔守军、 钟晓萍: «以色列基布兹变革探析»ꎬ 载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２０１７ 年第 ６ 期ꎬ 第 １０７ ~ １１６
页ꎻ 丛日云、 马涛: «对以色列基布兹模式的历史考察及思考»ꎬ 载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２０２０ 年

第 ２ 期ꎬ 第 ６７ ~ ７５ 页ꎻ Ｈｅｎｒｙ Ｎｅａｒꎬ Ｔｈｅ Ｋｉｂｂｕｔｚ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Ｔｈｅ Ｌｉｔｔｍａ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ｆ
Ｊｅｗｉｓｈ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ꎬ １９９７ꎬ ｐｐ ２６２ －２６５ꎬ ３１４ －３６１ꎻ Ｒａｎ Ａｂｒａｍｉｔｚｋｙꎬ Ｔｈｅ Ｍｙｓｔｅ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Ｋｉｂｂｕｔｚ: Ｅｇａｌｉｔａｒｉａｎ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ｉｎ ａ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ｔ Ｗｏｒｌｄꎬ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１８ꎬ ｐｐ ７９ － １０４ꎬ １８１ － ２４９ꎻ
Ｙａｆｆａ Ｍｏｓｋｏｖｉｃｈꎬ “Ｌｏｓｓ ｏｆ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ｉｎ ａ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Ｋｉｂｂｕｔｚ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Ｄｉｌｅｍｍａｓ － Ａｎ Ｉｓｒａｅｌｉ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ꎬ Ｖｏｌ ４１ꎬ Ｎｏ ７ / ８ꎬ ２０２１ꎬ ｐｐ ９０９ － ９２９

Ｈｅｎｒｙ Ｎｅａｒꎬ Ｔｈｅ Ｋｉｂｂｕｔｚ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ꎬ ｐｐ ２７５ － ２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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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视角ꎬ 对工党及其理念学说加以考察ꎮ① 这些成果为进一步研究工党议题

奠定了坚实基础ꎮ 但是ꎬ 既有研究主要是透过劳工犹太复国主义来理解工党

的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ꎬ 而相对缺乏针对工党的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这

一学说本身的系统分析ꎮ 同时ꎬ 考虑到工党的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是中东

地区富有代表性的社会民主主义学说ꎬ 围绕这一学说的基于左翼思潮特别是

社会民主主义视角的学理考察和分析还有待推进ꎮ 鉴此ꎬ 本文聚焦工党的社

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这一学说本身ꎬ 综合运用社会民主主义理论演化和以色

列社会变迁两重视角ꎬ 探察其右倾嬗变的轨迹、 实质、 动因以及重大现实影

响ꎬ 以此增进学界对于工党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的学理认知ꎬ 并且丰富关

于以色列政党政治、 社会动向以及中东地区社会民主主义理论与实践等研究

主题的多维度理解ꎮ

一　 工党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的右倾嬗变

工党的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是关于运用社会主义及其理念和价值来促

进现代犹太国家建立、 发展和治理的意识形态学说ꎬ 其基本主张在于以社会

主义作为理论工具和实践指导ꎬ 推动复国运动和现代犹太国家的发展ꎮ② 在理

３５

①

②

参见王彦敏: «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中的社会主义因素探析»ꎬ 载 «山东社会科学» ２００５ 年第

１２ 期ꎬ 第 ４６ ~ ４８ 页ꎻ 林建: «资本主义中的 “社会主义细胞” ———以色列 “基布兹” 的组织形式、
发展原因及其启示»ꎬ 载 «科学社会主义» ２００６ 年第 ５ 期ꎬ 第 １２１ ~ １２４ 页ꎻ 王彦敏: «以色列建国前

劳工派实力地位的历史演变»ꎬ 载 «理论学刊» ２０１３ 年第 １２ 期ꎬ 第 ９６ ~ １００ 页ꎻ 冯燚: «犹太复国主

义实践进程中的共产主义运动»ꎬ 载 «外国问题研究» ２０２０ 年第 ２ 期ꎬ 第 ６２ ~ ６９ 页ꎻ 易小明: «当前

中东左翼政党的地区性交流与合作: 主要特征及其评价»ꎬ 载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 ２０２０ 年第 ２
期ꎬ 第 １２３ ~ １３１ 页ꎻ 杨兴: «中东地区主要社会党: 现状与展望»ꎬ 载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
２０２０ 年第 ３ 期ꎬ 第１３５ ~ １４６ 页ꎻ Ｍｉｔｃｈｅｌｌ Ｃｏｈｅｎꎬ Ｚ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ｅ: Ｎａｔｉｏｎꎬ Ｃｌａｓ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ｈａｐｉｎｇ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Ｉｓｒａｅｌꎬ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８７ꎬ ｐｐ ８５ － １３３ꎻ Ｚｅｅｖ Ｓｔｅｒｎꎬ 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ｉｎｇ Ｍｙｔｈ ｏｆ
Ｉｓｒａｅｌ: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ꎬ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ｋ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Ｊｅｗｉｓｈ Ｓｔａｔｅꎬ ｐｐ １３４ － １７７ꎬ ２１７ － ２４３ꎻ Ａ Ａｔｍａｃａꎬ
“Ｒｏｏｔｓ ｏｆ Ｌａｂｏｒ Ｚｉｏｎｉｓｍ: Ｉｓｒａｅｌ ａｓ ｔｈｅ Ｎｅｗ Ｌａｎｄ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Ｉｄｅａｓ?”ꎬ Ｏｒｔａｄｏｇｕ Ｅｔüｔｌｅｒｉ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Ｖｏｌ ４ꎬ Ｎｏ １ꎬ ２０１２ꎬ ｐｐ １６５ － １９１ꎻ Ｐｈｉｌｉｐ Ｍｅｎｄｅｓꎬ Ｊｅｗ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ｅｆｔ: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ａｎｄ Ｆａｌｌ ｏｆ ａ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ꎬ ２０１４ꎬ ｐｐ ９６ － １２６ꎻ Ｏｒｋｉｂｉ Ｅｉｔｈａｎꎬ “ ‘Ｉｔ’ｓ ａ Ｗａｒ ｏｎ
Ｉｓｒａｅｌ Ｌｉｂｅｒａｌ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Ｔｈｅ Ｉｓｒａｅｌｉ Ｌｅｆｔ ａｓ ａ Ｍｏｒａｌ Ｐａｎｉｃ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ꎬ ２０１５ － １９”ꎬ Ｉｓｒａｅ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ꎬ Ｖｏｌ ２８ꎬ
Ｎｏ ６ꎬ ２０２２ꎬ ｐｐ ８７８ － ８９５

也正因此ꎬ 工党在以色列又被认为是 “社会主义政党”ꎬ 其秉持的劳工犹太复国主义也被称

作 “社会主义—犹太复国主义” (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Ｚｉｏｎｉｓｍ)ꎮ Ｓｅｅ Ｊｅｗｉｓｈ Ｖｉｒｔｕ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ꎬ “Ｚｉｏｎｉｓｍ: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
Ｌａｂｏｒ Ｚｉｏｎｉｓｍ”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ｊｅｗｉｓｈｖｉｒｔｕａｌ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ｒｇ /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 ｚｉｏｎｉｓｍꎬ ２０２３ － ０６ －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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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发展过程中ꎬ 该思潮凸显右倾嬗变ꎬ 即工党对社会主义采取修正改良式理

解ꎬ 导致工党的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的价值理念、 目标追求和实践思路相

应改变ꎬ 进而致使该思潮所蕴含的左翼元素减少而右翼元素增加ꎬ 意识形态

光谱位置逐渐向右偏移ꎮ 在此过程中ꎬ 什么是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与犹太复

国主义的关系怎样? 如何在建立建设现代犹太国家的过程中应用和践行社会

主义? 这是工党的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着力思考的 ３ 个基本问题ꎮ 对这些

问题动态化的理解ꎬ 使得工党的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在理念依循和具体内

容上也保持动态ꎬ 从而使该思潮的右倾嬗变划分为以下 ３ 个发展阶段ꎮ
(一) 建设性社会主义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 阶段 (１９３０ ~ １９７７ 年)
工党的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肇兴于工党理论家贝尔卡茨内尔森 (Ｂｅｒｌ

Ｋａｔｚｎｅｌｓｏｎ) 所创立的建设性社会主义学说ꎮ 该学说在思辨、 批判既有的运用

社会主义来解读和指导犹太复国主义的思想理路的基础上ꎬ 围绕 “如何使复

国运动取得成功” “怎样建设现代犹太国家” 这两大工党的核心关切ꎬ 形成了

比较系统的理论思考ꎮ 在 １９３０ 年至 １９７７ 年工党连续主导复国运动和以色列

政坛期间①ꎬ 建设性社会主义作为该党用以指导政策和实践的重要理论工具ꎬ
构成了这一时期工党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的基本内涵ꎮ

从理论的生成路径看ꎬ 工党的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并非完全从 “零基础”
建构而来ꎬ 而是在思辨、 批判伯尔博罗霍夫 (Ｂｅｒ Ｂｏｒｏｃｈｏｖ) 等关于运用科学

社会主义来解析 “犹太人问题” (Ｊｅｗｉｓｈ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指导复国运动的马克思主义—
犹太复国主义 (Ｍａｒｘｉｓｔ Ｚｉｏｎｉｓｍ) 等思想学说的基础上所形成的新学说ꎮ 这样的

生成路径给工党的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奠定了深刻、 鲜明的左翼理论底蕴ꎬ
也开启了工党运用社会主义学说和理念来分析、 论证并指导复国运动的意识形

态传统ꎮ 尽管受到马克思主义—犹太复国主义等既有学说的影响②ꎬ 但工党的

４５

①

②

以色列建国前ꎬ 代表议会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ｏｆ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ｓ) 被认为是巴勒斯坦地区犹太社会的准

权力机构ꎮ 自 １９３１ 年起ꎬ 工党一直拥有代表议会的最多议席ꎬ 牢牢掌握其主导权ꎬ 并由此领导复国运

动ꎮ 以色列建国后ꎬ 代表议会发展成为以色列国家议会克奈赛特 (Ｋｎｅｓｓｅｔ)ꎮ 而作为建国政党ꎬ 工党

在议会选举中连战连捷ꎬ 于 １９４８ 年至 １９７７ 年间连续执政ꎮ 换言之ꎬ 成立之后直至 １９７７ 年近半个世纪

的时间里ꎬ 工党事实上连续主宰了当地的政治生活ꎮ Ｓｈｌｏｍｏ Ａｖｉｎｅｒｉꎬ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ａｎｄ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ｏｆ
Ｉｓｒａｅｌｉ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ꎬ Ｈａａｒｅｔｚꎬ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３ꎬ ２０１４

关于工党的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对相关学说的批判、 借鉴与超越ꎬ 以及因此而产生的多重

影响ꎮ Ｓｅｅ Ｚａｃｈａｒｙ Ｌｏｃｋｍａｎꎬ “Ｔｈｅ Ｌｅｆｔ ｉｎ Ｉｓｒａｅｌ: Ｚｉｏｎｉｓｍ ｖｓ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ꎬ ＭＥＲＩＰ Ｒｅｐｏｒｔｓꎬ Ｎｏ ４９ꎬ １９７６ꎬ
ｐｐ ３ － １８ꎻ Ｍｉｔｃｈｅｌｌ Ｃｏｈｅｎꎬ Ｚ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ｅ: Ｎａｔｉｏｎꎬ Ｃｌａｓ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ｈａｐｉｎｇ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Ｉｓｒａｅｌꎬ ｐｐ ９０ － １０２ꎻ
Ｃｏｌｉｎ Ｓｃｈｉｎｄｌｅｒꎬ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Ｉｓｒａｅｌꎬ ｐｐ １６ － 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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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在一开始便凸显出与这些学说的显著差异ꎬ 也因此而

更加契合于复国运动的实践环境和现实需要ꎮ 特别是不同于既有学说完全采

用了科学社会主义视域下的社会主义观①ꎬ 建设性社会主义从推动复国运动发

展这一根本实际出发ꎬ 形成了关于社会主义的复国运动化的理解ꎬ 并在其中

强调运用左翼的理念、 价值和思路来塑造复国运动实践ꎮ
就内容而言ꎬ 一则ꎬ 建设性社会主义将社会主义的内涵凝练为公平、 正

义、 平等、 自由等价值要素ꎬ 并且把社会主义运动的根本目标抽象简化为

“纠正社会的不公与罪恶”ꎮ② 另则ꎬ 建设性社会主义尝试解构基于阶级斗争、
暴力革命的社会主义运动路径③ꎬ 并以强调价值创造的 “革命性建设主义”
概念来重构 “革命” 意涵④ꎬ 从而变更了国际上关于社会主义实践途径的理

解ꎬ 即主张只有依靠工农业生产建设ꎬ 才能真正践行社会主义ꎮ 由此ꎬ 持有

建设性社会主义的工党主张通过犹太劳工的 “革命性建设” 来迅速提升巴勒

斯坦地区犹太社会的规模和发展水平ꎬ 推动复国运动发展ꎬ 最终在当地建成

一个彰显社会主义理念和价值的先进犹太国家ꎮ⑤ 基于这一理解ꎬ 在主导政坛

期间ꎬ 工党注重运用行政手段干预国民经济ꎬ 强力推动工农业生产建设ꎮ 例

如ꎬ 在 １９６９ 年竞选纲领中ꎬ 工党就明确提出 “复杂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使国家

干预颇为必要”ꎮ⑥ 与此相得益彰的是ꎬ 以色列官方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连续出

版的 “国情手册” (Ｆａｃｔｓ Ａｂｏｕｔ Ｉｓｒａｅｌ) 中ꎬ 也指出 “ (工党) 政府通过计划

５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马克思主义—犹太复国主义强调使用科学社会主义来论证、 分析并指导犹太复国主义和复国

运动ꎬ 主张复国运动必须先建立犹太国家ꎬ 破除犹太人所遭受的生产条件限制ꎬ 再通过阶级斗争和暴力

革命来推动在犹太国家实现社会主义ꎬ 提高该国生产资料的公有化水平ꎬ 由此彻底消灭导致犹太人问题

产生的社会经济结构ꎬ 根除犹太人问题ꎮ 在分析过程中ꎬ 该学说大量援引科学社会主义的视角、 逻辑

和概念ꎬ 并且还构造出 “生产条件”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等尝试嫁接科学社会主义和犹太复国主

义的新概念ꎮ 值得注意的是 “马克思主义—犹太复国主义” 主张者人数很少ꎬ 不代表工党犹太复国主

义的主流观点ꎮ Ｍｉｔｃｈｅｌｌ Ｃｏｈｅｎ ｅｄꎬ Ｃｌａｓｓ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Ｊｅｗｉｓｈ Ｎａｔｉｏｎ: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Ｅｓｓａｙｓ ｉｎ Ｍａｒｘｉｓｔ Ｚｉｏｎｉｓｍꎬ
ｐｐ ５０ － １６８ Ａｒｔｈｕｒ Ｈｅｒｔｚｂｅｒｇ ｅｄꎬ Ｔｈｅ Ｚｉｏｎｉｓｔ Ｉｄｅａ: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Ｒｅａｄｅｒꎬ ｐｐ ３３１ － ３５５

Ｂｅｒｌ Ｋａｔｚｎｅｌｓｏｎꎬ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Ｚｉｏｎｉｓｍ: Ｎｅｇｌｅｃｔｅｄ Ｖａｌｕｅｓ ( ｉｎ Ｈｅｂｒｅｗ)ꎬ Ｔｅｌ Ａｖｉｖ: Ａｍ Ｏｖｅｄꎬ １９４１ꎬ
ｐｐ ２５ － ２７ꎬ ｉｎ Ｚｅｅｖ Ｓｔｅｒｎꎬ 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ｉｎｇ Ｍｙｔｈ ｏｆ Ｉｓｒａｅｌ: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ꎬ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ｋ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Ｊｅｗｉｓｈ
Ｓｔａｔｅꎬ ｐ １５５

Ｂｅｒｌ Ｋａｔｚｎｅｌｓｏｎꎬ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ꎬ ｉｎ Ａｒｔｈｕｒ Ｈｅｒｔｚｂｅｒｇ ｅｄꎬ Ｔｈｅ Ｚｉｏｎｉｓｔ Ｉｄｅａ: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Ｒｅａｄｅｒꎬ ｐ ３９１

Ｂｅｒｌ Ｋａｔｚｎｅｌｓｏｎꎬ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ꎬ ｐ ３９２
Ｇｉｄｅｏｎ Ｓｈｉｍｏｎｉꎬ Ｔｈｅ Ｚｉｏｎｉｓｔ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ꎬ Ｗａｌｔｈａｍ: Ｂｒａｎｄｅｉ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９５ꎬ ｐｐ １９８ － ２０１
Ｉｓｒａｅｌｉ Ｌａｂｏｒ Ｐａｒｔｙꎬ “Ｔｈｅ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ｆｏｒ １９６９ Ｉｓｒａｅｌｉ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ｖｅ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ꎬ ｈｔｔｐｓ: / / ｅｎ ｉｄｉ ｏｒｇ ｉｌ /

ｉｓｒａｅｌｉ －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 ａｎｄ － ｐａｒｔｉｅｓ / ｐａｒｔｉｅｓ / ａｌｉｇｎｍｅｎｔꎬ ２０２３ － ０６ －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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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和福利国家政策ꎬ 推动国民经济高速增长”ꎮ①

由此可见ꎬ 在建设性社会主义阶段ꎬ 工党的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在批

判既有相关学说的社会主义观的基础上ꎬ 围绕复国运动的现实需要ꎬ 对社会

主义的概念和内涵赋予了新的理解ꎬ 并且主张以渐进的方式来实现社会主义

的理念和价值ꎮ 这表明ꎬ 工党的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在一开始便对社会主

义采取了修正改良式的理解ꎮ 这样的理解一方面使得这一阶段的工党社会民

主主义意识形态涵括了丰富的左翼元素ꎬ 而另一方面则制约了工党对于社会

主义的认知、 实践与追求ꎬ 导致工党的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同社会主义在

理论和实践层面的联系和互动难以进一步深入ꎮ
(二) 左翼价值观阶段 (１９７７ ~ ２００９ 年)
工党在 １９７７ 年以色列议会选举中被利库德集团 (Ｌｉｋｕｄ) 击败ꎬ 首次下

野ꎮ 面对右翼政党崛起和以色列政局 “变天”ꎬ 工党提炼其社会民主主义意识

形态的既有内容与理念ꎬ 形成同右翼政党意识形态针锋相对的左翼价值观ꎬ
用以指引治理逻辑和政策思路ꎬ 凝聚选民支持ꎮ

虽然名称凸显左翼属性ꎬ 但由于工党继续修正其社会主义观ꎬ 并且就左

翼价值采取了务实化、 议题化的狭义理解ꎬ 因此在左翼价值观阶段ꎬ 工党社

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的左翼色彩较前一阶段趋于淡化ꎮ 左翼价值观主要包括

社会平等和正义、 集体主义、 强力政府等理念和价值ꎬ 具体表现为工党关于

犹太国家发展和治理的政策思考及实践ꎮ 其中ꎬ 工党把社会主义等同于实现

和维护社会平等与正义ꎬ 并由此强调要保障并促进民众权益ꎬ 防止社会资源

分配不均ꎮ② 工党对这两项价值的践行主要诉诸经济和民生政策ꎬ 并借助犹太

总工会 (后更名为 “以色列总工会”)③ 等机构来对资源、 就业机会和财富施

６５

①

②

③

Ｍｉｓｈａ Ｌｏｕｖｉｓｈꎬ Ｍｏｒｄｅｋｈａｉ Ｎｕｒｏｃｋ ｅｄｓꎬ Ｆａｃｔｓ ａｂｏｕｔ Ｉｓｒａｅｌꎬ １９７５ꎬ Ｊｅｒｕｓａｌｅｍ: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Ｉｓｒａｅｌ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ꎬ １９７６ꎬ ｐ １０６

具体内容可以见于这一时期工党的选举纲领关于以色列社会建设思路的阐述ꎬ “Ｔｈｅ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ｆｏｒ
Ｉｓｒａｅｌｉ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ｖｅ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ꎬ ｈｔｔｐｓ: / / ｅｎ ｉｄｉ ｏｒｇ ｉｌ / ｉｓｒａｅｌｉ －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 ａｎｄ － ｐａｒｔｉｅｓ / ｐａｒｔｉｅｓ / ｌａｂｏｒ － ｐａｒｔｙ －
ｈａａｖｏｄａꎬ ２０２３ － ０６ － １２ꎮ

犹太总工会创建于 １９２０ 年ꎬ 建立的初衷是组织起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劳动者ꎬ 以进一步推动

复国运动实践ꎮ 复国运动期间ꎬ 由于该组织及其下属机构为其成员提供工作机会和生活支持ꎬ 它事实

上成为了帮助犹太移民在巴勒斯坦地区安身立命的关键组织ꎮ 以色列建国后ꎬ 犹太总工会更名为以色

列总工会ꎬ 并凭借其覆盖就业、 教育、 医疗等诸多领域的社会福利与保障体系ꎬ 继续在工党的国家治

理实践中扮演重要角色ꎮ Ｓｅｅ Ａｎｉｔａ Ｓｈａｐｉｒａꎬ Ｉｓｒａｅｌ: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ꎬ Ｗａｌｔｈａｍ: Ｂｒａｎｄｅｉ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１２ꎬ
ｐｐ １２２ － １２４ꎻ Ａｂｒａｈａｍ Ｄｏｒｏｎꎬ “Ｔｈｅ Ｌａｂｏｒ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 Ｉｓｒａｅｌꎬ １９４８ － １９７７”ꎬ Ｉｓｒａｅ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ꎬ Ｖｏｌ ２４ꎬ Ｎｏ １ꎬ ２０１８ꎬ ｐｐ ２６ －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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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正义性的分配与再分配ꎮ 集体主义源自复国运动中犹太劳工及移民先驱们

团结合作攻坚克难的集体精神ꎬ 主张作为个体的犹太复国主义者组成紧密联

系的集体并为之全力奉献ꎬ 以促进集体共同目标与个体价值及利益的实现ꎮ①

工党希望藉由培育和宣扬集体主义ꎬ 塑造以色列民众的国民精神ꎬ 强化广大

民众的国家认同和国民责任感ꎬ 同时增进其关于工党治理模式及成就的了

解ꎮ② 强力政府的理念继承自建设性社会主义ꎬ 主张政府需要具备强大能力以

实现并维护国家利益ꎮ 比如ꎬ 政府需要有能力来引导国民经济运行ꎬ 因为

“以色列和发达国家经验表明ꎬ 在特殊情况下ꎬ 市场需要政府的强力支持才能

有效运转”ꎮ③ 不过ꎬ 工党也明确表示政府的 “强力” 并非绝对ꎬ 而是以有效

服务民众为标准ꎬ 因此它也一再主张 “要精简行政机制ꎬ 简化官僚程序ꎬ 改

善政府对民众的服务ꎬ 促进市场发展”ꎮ④

由此不难看出ꎬ 在左翼价值观阶段ꎬ 工党的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对

于社会主义以及左翼理念的理解和运用愈发趋向工具化、 议题化ꎬ 特别是

将社会主义仅抽象为社会平等和正义两项价值元素ꎬ 而不再有涵盖其内涵、
目标及实践途径的系统化理解ꎮ 这样过度简化以致偏于局限的社会主义观ꎬ
导致工党的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与社会主义的理论关联更趋微弱ꎬ 原本

对于社会主义的有限依循和实践也基本消失ꎬ 致使该学说的左翼色彩不及

以往ꎮ
(三) 社会民主主义阶段 (２００９ 年以来)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ꎬ 工党开始强调自己的社会民主党身份ꎮ⑤ 在此背景下ꎬ

当工党的政坛地位随阿克萨群众起义 (即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 爆发而屡

７５

①

②

③

④

⑤

Ｓｅｅ Ｎｉｒ Ｋｅｄａｒꎬ “Ｂｅｎ － Ｇｕｒｉｏｎ’ｓ Ｍａｍｌａｋｈｔｉｙｕｔ: Ｅｔｙｍ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Ｒｏｏｔｓ”ꎬ Ｉｓｒａｅ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Ｖｏｌ ７ꎬ Ｎｏ ３ꎬ ２００２ꎬ ｐｐ １１７ － １３３ꎻ Ｇｉｌ Ｔｏｒｙꎬ Ｔｈｅ Ｚｉｏｎｉｓｔ Ｉｄｅａｓ: Ｖｉｓ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Ｊｅｗｉｓｈ Ｈｏｍｅｌａｎｄ － Ｔｈｅｎꎬ
Ｎｏｗꎬ Ｔｏｍｏｒｒｏｗꎬ Ｌｉｎｃｏｌ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Ｎｅｂｒａｓｋａ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１８ꎬ ｐｐ ４９ － ５４

Ｓｅｅ Ｎｉｒ Ｋｅｄａｒꎬ “Ａ Ｃｉｖｉｌｉａｎ Ｃｏｍｍａｎｄｅｒ ｉｎ Ｃｈｉｅｆ: Ｂｅｎ － Ｇｕｒｉｏｎ’ｓ Ｍａｍｌａｋｈｔｉｙｕｔꎬ ｔｈｅ Ａｒｍ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ａｗ”ꎬ Ｉｓｒａｅ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ꎬ Ｖｏｌ １４ꎬ Ｎｏ ２ꎬ ２００８ꎬ ｐｐ ２０２ － ２１７ꎻ Ａｄｉ Ｓｈｅｒｚｅｒꎬ “Ｔｈｅ Ｊｅｗｉｓｈ Ｐａｓ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ｉｒ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Ｉｓｒａｅｌｉ Ｎ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ｅ: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Ｂｅｎ － Ｇｕｒｉｏｎ’ ｓ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Ｄａｙ Ｓｐｅｅｃｈｅｓ”ꎬ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Ｖｏｌ ５７ꎬ Ｎｏ ２ꎬ ２０２１ꎬ ｐｐ ３１０ － ３２６

Ｉｓｒａｅｌｉ Ｌａｂｏｒ Ｐａｒｔｙꎬ “Ｔｈｅ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ｆｏｒ １９９２ Ｉｓｒａｅｌｉ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ｖｅ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ꎬ ｈｔｔｐｓ: / / ｅｎ ｉｄｉ ｏｒｇ ｉｌ /
ｍｅｄｉａ / ６６７６ / ％ Ｄ７％Ａ２％Ｄ７％９１％Ｄ７％９５％Ｄ７％９３％Ｄ７％９４ － １３ ｐｄｆꎬ ２０２３ － ０６ － ２６

Ｉｓｒａｅｌｉ Ｌａｂｏｒ Ｐａｒｔｙꎬ “Ｔｈｅ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ｆｏｒ １９８４ꎬ １９８８ꎬ １９９２ꎬ １９９６ Ｉｓｒａｅｌｉ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ｖｅ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ꎬ
ｈｔｔｐｓ: / / ｅｎ ｉｄｉ ｏｒｇ ｉｌ / ｉｓｒａｅｌｉ －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 ａｎｄ － ｐａｒｔｉｅｓ / ｐａｒｔｉｅｓ / ａｌｉｇｎｍｅｎｔꎬ ２０２３ － ０６ － ２５

Ｓｅｅ Ｉｓｒａｅｌｉ Ｌａｂｏｒ Ｐａｒｔｙꎬ “Ｔｈｅ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ｆｏｒ １９９９ Ｉｓｒａｅｌｉ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ｖｅ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ꎬ ｈｔｔｐ: / / ｅｄｕｃ ｊｍｕ ｅｄ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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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低①时ꎬ 工党于 ２００９ 年通过新党章ꎬ 表示将在 “遵循 «以色列独立宣

言» 原则的基础上ꎬ 以 １９６８ 年 «党章» 的精神、 工人运动的价值观、 社会民

主党的原则为指导ꎬ 促进犹太复国主义、 犹太民族民主国家以色列的发展和

繁荣”②ꎬ 明确把社会民主主义增立为指导思想ꎮ
在现阶段ꎬ 工党在全盘吸收社会民主党的原则的基础上③ꎬ 直接将其理念

和观点套用到以色列社会及议题中ꎬ 并由此形成相关政策ꎮ 这样ꎬ 当前工党

的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不再寻求制度替代ꎬ 仅仅旨在改善和优化其所处的

以色列的资本主义制度框架ꎬ 并且在相当程度上接受甚至吸纳了一部分右翼

理念ꎬ 其意识形态光谱位置明显右移ꎮ 具体来看ꎬ 一则ꎬ 工党把以色列的建

设和发展目标同社会主义及其实践彻底脱钩ꎬ 并对后者不再提及ꎮ 另则ꎬ 工

党不再坚持强力政府、 集体主义等理念ꎬ 转而主张限制政府权力ꎬ 彰显个体

价值ꎮ 同时ꎬ 工党转而完全认同以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手段来发展国民经济ꎬ
并将确保经济活力视为国民经济的基本要求ꎮ 事实上ꎬ 对社会平等与正义的

坚持是现阶段工党意识形态中仅存的传统左翼元素ꎮ④ 在此背景下ꎬ 面对利库

德集团主导的大规模市场化与私有化改革ꎬ 工党表示 “完全支持以色列的经

济和市场朝向更具活力的方向发展”ꎬ 但也认为 “教育、 医疗等具有福利性质

的经济领域不能过度市场化”ꎬ 并提出 “为确保经济健康运行ꎬ 防范资本主义

市场经济的弊端ꎬ 政府仍需承担一定责任ꎬ 掌握必要权力”ꎮ⑤

８５

①

②

③

④

⑤

２０００ 年 ９ 月ꎬ 利库德集团时任党首阿里埃勒沙龙 (Ａｒｉｅｌ Ｓｈａｒｏｎ) 强行 “参观” 被穆斯林视

为 “尊贵圣地” 的阿克萨清真寺 (Ａｌ － Ａｑｓａ Ｍｏｓｑｕｅ)ꎬ 由此引发了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之间大规模流血

冲突ꎬ 即阿克萨群众起义ꎮ 这场冲突持续近 ５ 年ꎬ 造成双方将近 ６ ０００ 人丧生ꎮ 身为以色列政坛中积

极寻求通过 “两国方案” 政治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最主要政党ꎬ 工党的政坛地位深受此次冲突的强力

冲击ꎬ 由此进入了漫长的低谷徘徊期ꎮ
Ｉｓｒａｅｌｉ Ｌａｂｏｒ Ｐａｒｔｙꎬ “Ｌａｂｏｒ Ｐａｒｔｙ’ｓ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２００９)”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ｌａｂｏｒ ｏｒｇ ｉｌ / ｄｏｗｎｌｏａｄｓ /

ｌｐｆ＿ ｈｕｋａ＿０５０８０９ ｐｄｆꎬ ２０２３ － ０６ － ２６
考虑到社会民主主义和工党的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两者的内涵都尤为丰富且保持动态ꎬ 为

避免歧义ꎬ 这里使用了 “社会民主党的原则” 这一工党自己的表述ꎮ 实际上ꎬ 它指的就是对 “社会民

主主义” 最为直接和宏观的理解ꎬ 亦即广大社会民主党普遍认同并秉持的思想观念ꎮ 在本节中ꎬ “社
会民主主义阶段”、 第一段末尾的 “社会民主主义” 以及第三段第二句 “社会民主主义本身” 中的

“社会民主主义” 一词ꎬ 指代的都是这一意涵ꎮ
Ｓｅｅ Ｉｓｒａｅｌｉ Ｌａｂｏｒ Ｐａｒｔｙꎬ “Ｔｈｅ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ｆｏｒ ２０２２ Ｉｓｒａｅｌｉ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ｖｅ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ꎬ ｈｔｔｐｓ: / / ｈａｖｏｄａ ｏｒｇ ｉｌꎬ

２０２３ － ０６ － ２６
Ｓｅｅ Ｉｓｒａｅｌｉ Ｌａｂｏｒ Ｐａｒｔｙꎬ “Ｔｈｅ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ｆｏｒ ２０１５ꎬ ２０１９ (Ａｐｒｉｌ ａｎｄ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ꎬ ２０２０ꎬ ２０２１ꎬ ２０２２

Ｉｓｒａｅｌｉ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ｖｅ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ꎬ ｈｔｔｐｓ: / / ｅｎ ｉｄｉ ｏｒｇ ｉｌ / ｉｓｒａｅｌｉ －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 ａｎｄ － ｐａｒｔｉｅｓ / ｐａｒｔｉｅｓ / ｌａｂｏｒ － ｐａｒｔｙꎬ
２０２３ － ０６ －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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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观之ꎬ 伴随工党社会主义观的修正与改良ꎬ 该党社会民主主义意识

形态的理念依循和具体内容保持动态ꎬ 呈现持续右倾演化ꎬ 这主要源于工党

就社会主义内涵、 目标和实践路径的极具伸缩性的动态理解ꎬ 并表征为该思

潮左、 右翼元素的此消彼长ꎮ 首先ꎬ 工党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的右倾嬗变

直观表现为该思潮的左翼元素减少而右翼元素增多ꎮ 左翼和右翼是政治学当

中用以描述政治观念、 区分意识形态立场的简明概念ꎬ 大致拥有三重意涵:
一是对政治变革的相反态度ꎬ 左翼信仰进步ꎬ 欢迎变革ꎬ 右翼则抵制变革ꎬ
寻求捍卫现状ꎻ 二是对社会平等的不同认知ꎬ 左翼主张推进实现更大程度的

平等ꎬ 右翼则认为平等不可能或不可取ꎻ 三是就经济和国家角色的不同理解ꎬ
左翼支持干预和集体主义ꎬ 右翼支持市场和个人主义ꎮ① 在嬗变过程中ꎬ 工党

的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所蕴含的左翼元素持续弱化减少ꎬ 由最初强调要推动

解放生产力、 维护社会平等公正ꎬ 并且尝试实施生产资料公有制、 追求无产阶

级专政ꎬ 转变为仅坚持公有制、 强力政府、 社会平等、 集体主义等实践性的理

念及价值ꎬ 此后更是仅以保障基本福利、 促进社会平等和正义作为左翼标识ꎮ
与此同时ꎬ 工党对于右翼理念及治理思路的认同逐步增强ꎬ 并逐渐吸纳了其中

的私有制、 自由主义市场经济、 个人主义、 弱化政府干预等元素ꎮ 这样ꎬ 左、
右翼元素此消彼长使得工党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的演化嬗变凸显右倾特征ꎮ
其次ꎬ 该意识形态右倾嬗变的实质在于工党社会主义观的修正与改良ꎮ 从社会

主义学说分野和社会民主主义理论演化的视角看ꎬ 工党社会主义观的修正和改

良指工党在批判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认知的基础上ꎬ 对社会主义的内涵越来越

采取简化、 片面理解ꎬ 而且在此过程中ꎬ 完全接受了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ꎬ 并

９５

① 需要指出ꎬ 在不同的国家ꎬ 左、 右翼的具体意涵并非完全相同ꎮ 就以色列而言ꎬ 左、 右翼除

了上述基本意涵外ꎬ 还包含另外两重内容: 一是关于处理犹太—阿拉伯民族关系的思考ꎮ 左翼对于犹

太—阿拉伯关系相对积极、 包容ꎬ 在处理同对方的分歧和矛盾上ꎬ 倾向于首先采取政治和外交途径ꎮ
右翼的认知则偏向保守ꎬ 主张以强硬手段处理纷争ꎬ 强调犹太民族利益优先ꎮ 二是关于教俗关系的思

考ꎮ 左翼坚持政治世俗化ꎬ 尽管也把犹太宗教力量视为重要的政治力量ꎬ 但同其激进的政治理念及主

张保持距离ꎮ 右翼则更亲近犹太宗教力量ꎬ 在政治理念上多有共识ꎬ 而且还援引其作为政策和观点背

书ꎮ 不过ꎬ 由于工党对相关议题的思考并未体现在其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之中ꎬ 而是集中在诸如

“两国方案” (Ｔｗｏ － Ｓｔａｔｅ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等其他意识形态理念中ꎮ 因此ꎬ 界定工党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的

左右变迁ꎬ 仍应以左、 右翼的基本意涵作为衡量标准ꎮ Ｓｅｅ Ａｎｄｒｅｗ Ｈｅｙｗｏｏｄꎬ Ｋｅｙ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ｉ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ꎬ ２０１５ꎬ ｐｐ １１９ － １２０ꎻ 崔守军、 吴诗尧: «以色列

利库德党的意识形态探析»ꎬ 载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２０１８ 年第 ２ 期ꎬ 第 １２２ ~ １３２ 页ꎻ Ａｖｉ Ｓｈｉｌｏｎꎬ
Ｔｈｅ Ｄｅｃｌｉ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Ｌｅｆｔ Ｗｉｎｇ ｉｎ Ｉｓｒａｅｌ: Ｙｏｓｓｉ Ｂｅｉｌｉ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ａｃｅ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Ｉ Ｂ Ｔａｕｒｉｓꎬ
２０２０ꎬ ｐｐ ５８ － 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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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而寻求以社会主义元素来帮助以色列的资本主义制度规避其缺陷ꎬ 实现进一

步发展ꎮ 具体而论ꎬ 修正与改良一方面体现为工党对社会主义目标的认知变化ꎬ
即从寻求推动社会主义的践行和兑现ꎬ 调整为选择性地使用社会主义的少部分

理念及价值元素ꎬ 来改进现行制度ꎮ 另一方面ꎬ 这体现为工党追求和实践 “社
会主义” 的不同理解ꎬ 即完全否定并尝试解构阶级斗争、 暴力革命等制度外的

实践途径ꎬ 而强调只能诉诸生产建设、 议会斗争、 政策推行等制度内途径ꎮ 与

这些变化相对应ꎬ 工党调整了其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的价值理念、 目标追求

和实践思路ꎬ 从而使得该思潮呈现右倾嬗变ꎮ 值得指出的是ꎬ 如果从社会主义

分野和演化的角度以更宏阔的视角观察ꎬ 可以发现这一思潮与社会民主主义本

身的嬗变轨迹几乎保持同频: 两者的发展阶段高度重合①ꎬ 而且各发展阶段对

于社会主义的理解极为近似ꎬ 彼此呼应 (参见图 １)ꎮ

图 １　 社会主义分野演化视角下两支学说的嬗变轨迹对比

资料来源: 笔者自制ꎮ

二　 工党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右倾嬗变的原因

工党的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之所以持续右倾嬗变ꎬ 源于其实践环境、

０６

① “社会民主主义者” 或 “社会民主党” (即德语词汇 “Ｓｏｚｉａｌｄｅｍｏｋｒａｔｉｅ”) 最早出现于 １８４８ 年

欧洲革命时期ꎬ 主要是指德、 法等国激进民主派中一些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集团或小资产阶级社会主

义者ꎮ １９ 世纪 ６０ 年代以后ꎬ 欧洲各国陆续成立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政党ꎮ 自此以降ꎬ 社会民主主义

思想的嬗变进程大致经历了 “科学社会主义的同义语” “ 社会改良主义的代名词ꎬ 同时也是布尔什维

主义的对立面” “民主社会主义” 以及 “第三条道路” 等阶段ꎮ 其中ꎬ 后 ３ 个阶段与工党社会民主主

义意识形态的 ３ 个发展阶段形成重合、 呼应ꎮ 参见王学东、 曹军: «第三条道路与社会民主主义的转型»ꎬ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２００３ 年第 ３ 期ꎬ 第 ４６ ~５１ 页ꎻ 殷叙彝: « “民主社会主义” 和 “社会民主主义”
概念的渊源和演变»ꎬ 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２００７ 年第 ５ 期ꎬ 第 １５ ~ ２０ 页ꎻ 林建华: «世界社会

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与当代走向»ꎬ 载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２０２２ 年第 ４ 期ꎬ 第 ９０ ~９９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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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政党以及理论特质三方面因素的共同推动ꎮ
(一) 实践环境变迁的现实驱动

在国家建立和建设的过程中ꎬ 以色列的发展阶段与社会环境发生巨变ꎬ
驱使工党的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相应演化ꎮ

一方面ꎬ 以色列从建国、 立国再到治国的发展阶段转变ꎬ 使该国政治力

量在不同阶段的历史任务随之变化ꎮ 在此过程中ꎬ 工党的社会民主主义意识

形态保持动态ꎬ 以确保其对实践环境的解析和指导效力ꎮ 在复国运动期间ꎬ
面对在伊休夫 (Ｙｉｓｈｕｖ) 建立现代犹太国家这一根本任务①ꎬ 工党主要运用其

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来深入分析犹太人问题ꎬ 从而为复国运动提供指导ꎮ
其中ꎬ 复国运动早期ꎬ 既有的运用社会主义特别是科学社会主义来剖析犹太

人问题、 动员犹太无产阶级的左翼犹太复国主义学说ꎬ 既为工党提供了思想

借鉴与启发ꎬ 也成为其思辨批判的重要对象ꎬ 由此促使工党形成其社会民主

主义意识形态ꎮ 开始领导复国运动后ꎬ 工党的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以建设

性社会主义为基本内涵ꎬ 既区别于既有学说的斗争、 革命色彩ꎬ 也降低了左

翼犹太复国主义者对于 “实现社会主义” 这一目标的强调与追求ꎬ 由此将其

理论关切和实践重心转移到促进伊休夫的生产建设与社会发展上ꎬ 加快使当

地形成既成政治事实ꎬ 推动复国运动进程ꎮ
建国初期ꎬ 以色列面临同邻国作战、 吸纳移民两方面严峻挑战ꎬ 国家发

展进入立国阶段ꎮ 其中ꎬ 以数次中东战争为典型ꎬ 中东地区围绕或涉及以色

列频频爆发冲突乃至战争ꎬ 致使新兴犹太国家直面存亡压力ꎮ② 与此同时ꎬ 由

于需要在经济、 社会和政治层面有效吸纳短时期内涌入的大批犹太移民ꎬ 新

兴犹太国家所面临的发展与治理任务也颇为艰巨ꎮ③ 对此ꎬ 工党在这一时期

１６

①

②
③

“伊休夫” 是希伯来语中意为 “定居点”ꎬ 在复国运动语境中ꎬ 它被用以指代以色列建国之前巴勒

斯坦地区逐渐具备准国家形态的犹太社会ꎮ 伊休夫有 “老伊休夫” (Ｏｌｄ Ｙｉｓｈｕｖ) 和 “新伊休夫” (Ｎｅｗ
Ｙｉｓｈｕｖ) 之别ꎮ 前者主要指形成于 “第一次回归潮” (Ｆｉｒｓｔ Ａｌｉｙａｈꎬ １８８２ ~１９０３ 年间) 之前、 依托犹太教活动

(而非复国理念) 所发展起来的小规模的犹太定居点ꎬ 主要分布在耶路撒冷、 采法特 ( Ｓａｆｅｄ)、 太巴列

(Ｔｉｂｅｒｉａｓ)、 希伯伦 (Ｈｅｂｒｏｎ) 等市镇及其周围ꎮ 后者则泛指复国运动中发展起来的犹太 (复国主义

者) 社区ꎮ Ｓｅｅ Ｅｌｉｅｚｅｒ Ｂｅｎ － Ｒａｆａｅｌ ａｎｄ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Ｓｈａｒｏｔꎬ 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ꎬ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ｌａｓｓ ｉｎ Ｉｓｒａｅｌｉ Ｓｏｃｉｅｔｙꎬ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９１ꎬ ｐｐ ２５ －２６ꎻ Ｍｕｈａｍｍａｄ Ｓｕｗａｅｄꎬ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Ｇａｌｉｌｅｅ
Ｂｅｄｏｕｉ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Ｙｉｓｈｕｖ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１９４８ Ｗａｒ”ꎬ Ｉｓｒａｅ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ꎬ Ｖｏｌ ２６ꎬ Ｎｏ ２ꎬ ２０２０ꎬ ｐｐ ２１３ －２２３

Ａｈｒｏｎ Ｂｒｅｇｍａｎꎬ Ｉｓｒａｅｌ’ ｓ Ｗａｒｓ: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Ｓｉｎｃｅ １９４７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ꎬ ２０１６ꎬ ｐｐ ２７ － ３５
据统计ꎬ 以色列建国时有犹太人口约 ７１ 万ꎬ 而仅在 １９４８ 年至 １９５２ 年间ꎬ 涌入该国的犹太移民

便超过了 ７２ 万ꎮ Ｊｅｗｉｓｈ Ｖｉｒｔｕ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ꎬ “Ｔｏｔａｌ 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Ｉｓｒａｅｌ ｂｙ Ｙｅａｒ (１９４８ － Ｐｒｅｓｅｎｔ)”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ｊｅｗｉｓｈｖｉｒｔｕａｌ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ｒｇ / ｔｏｔａｌ － 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 ｔｏ － ｉｓｒａｅｌ － ｂｙ － ｙｅａｒꎬ ２０２３ －０６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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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依循建设性社会主义ꎬ 旨在通过大力促进生产建设来迅速开启工业化、
发展关键产业并创造就业机会ꎬ 从而尽快增强关键实力ꎬ 以期实现国家的

存续ꎮ
以第四次中东战争结束为标志ꎬ 以色列真正站稳脚跟ꎬ 从立国转入治国

阶段ꎬ 国家的根本任务也相应转变为聚焦发展和治理ꎮ 在此背景下ꎬ 能否为

工党的政策思路提供有益指导ꎬ 从而增益于工党的政坛表现ꎬ 成为工党针对

其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的基本考量ꎮ 因此ꎬ 工党先是将社会民主主义意识

形态的内涵调整为左翼价值观ꎮ 然而ꎬ 基于左翼价值观的治理政策日渐失灵ꎬ
特别是经济干预导致以色列通货膨胀积重难返 (见图 ２)、 社会福利供给不均

而且质量偏低ꎬ 致使工党备受指责ꎮ① 面对选票压力和社会批评ꎬ 工党最终选

择再次调整其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内涵ꎬ 以期重新为治理逻辑和政

策思路提供有益指导ꎬ 提升自身的政坛表现ꎮ

图 ２　 １９７１ ~ １９８４ 年以色列通货膨胀率变化

资料来源: 笔者根据全球通货膨胀数据库 (Ｗｏｒｌｄ Ｉｎｆｌａｔｉｏｎ Ｄａｔａ) 数据制作ꎮ

另一方面ꎬ 面对以色列社会愈发右倾ꎬ 工党不得不就意识形态作出相应

调整ꎬ 以适应新的实践环境ꎮ 首先ꎬ 以色列建国后短期内涌入的海量移民改

变了以色列的选民结构ꎬ 对当地延续自复国运动时期、 以工党及其意识形态

为基础的政治认同和主流价值形成冲击ꎮ 据统计ꎬ 建国前 ３０ 年间ꎬ 超过 １６１
万犹太移民涌入以色列ꎬ 占当时该国总人口的 ４４ ３％ ꎮ② 这些新移民大多未

２６

①

②

Ｏｆｅｒ Ａｒｉａｎꎬ “Ａ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Ｓｔａｔｅ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ａ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Ｉｓｒａｅｌ”ꎬ Ｉｓｒａｅ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ꎬ Ｖｏｌ ２４ꎬ
Ｎｏ ３ꎬ ２０１８ꎬ ｐｐ ３６９ － ３９４

Ｊｅｗｉｓｈ Ｖｉｒｔｕ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ꎬ “Ｔｏｔａｌ 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Ｉｓｒａｅｌ ｂｙ Ｙｅａｒ (１９４８ － Ｐｒｅｓｅｎｔ)”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ｊｅｗｉｓｈｖｉｒｔｕａｌ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ｒｇ / ｔｏｔａｌ － 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 ｔｏ － ｉｓｒａｅｌ － ｂｙ － ｙｅａｒꎬ ２０２２ － ０５ －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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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亲历复国运动ꎬ 难以完全适应工党的思想观念和治理举措ꎮ 而随着以色列

的存续压力减轻ꎬ 新移民对于工党及其意识形态和治理实践的认同更趋弱化ꎬ
却愈加支持主张自由主义、 市场经济和个体价值的右翼政党 (见表 １)ꎮ 这种

理念亲疏变化ꎬ 加上以移民为基础的 “新国民” 数量大增ꎬ 而左翼支持者的

国民人口占比下滑ꎬ 使得亲右翼民众及其价值倡导逐渐发展为以色列社会主

流ꎮ① 以色列民主研究所的数据就显示ꎬ 自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启动相关民意调

查以来ꎬ 认为自己属于 “右翼” 的以色列选民比率稳定上升ꎬ 由 ３９％ 增长为

２０２２ 年的 ６２％ ꎮ 相比之下ꎬ 自我界定为 “左翼” 的选民比率则由高峰时期的

３６％跌落至当前的 １１％ ꎮ②

表 １　 第一届至第八届以色列议会选举利库德集团及其前身得票状况

时间 得票率 (％ ) 时间 得票率 (％ )

１９４９ 年 １ 月 １１ ５ １９６１ 年 ８ 月 １３ ８

１９５１ 年 ７ 月 ６ ６ １９６５ 年 １１ 月 ２１ ３

１９５５ 年 ７ 月 １２ ６ １９６９ 年 １０ 月 ２１ ７

１９５９ 年 １１ 月 １３ ５ １９７３ 年 １２ 月 ３０ ２

　 　 资料来源: 笔者根据以色列议会网站 ( ｈｔｔｐｓ: / / ｍａｉｎ ｋｎｅｓｓｅｔ ｇｏｖ ｉｌ / ＥＮ / Ａｂｏｕｔ / Ｈｉｓｔｏｒｙ / Ｐａｇｅｓ /
Ｌｏｂｂｙ ａｓｐｘ) 数据整理制作ꎮ

其次ꎬ 伴随政坛地位跃升ꎬ 右翼政党逐渐改变了以色列的发展和治理模

式ꎮ 在选民基础显著拓展以及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等节点性事件的强力推

动下③ꎬ 以利库德集团为代表的右翼政党上升为以色列政坛主导力量ꎮ 右翼政

党执政期间ꎬ 尝试依照自身理念和思路来改革由工党构建起的国家治理模式ꎮ
随着右翼政党的政坛优势愈加牢固ꎬ 其针对经济体制和福利制度的改革举措

也更加强力ꎬ 并最终实现了对以色列经济的自由主义改革ꎮ④ 面对以色列社会

主流群体、 主导政党以及发展和治理模式的结构性右倾演化ꎬ 工党不得不作

３６

①

②

③

④

Ｕｄｉ Ｌｅｂｅｌꎬ Ｍｏｓｈｅ Ｆｕｋｓｍａｎ － Ｓｈａ’ ａｌ ａｎｄ Ｅｉｔｈａｎ Ｏｒｋｉｂｉꎬ “ ‘Ｍａｈａｐａｃｈ!’: Ｔｈｅ Ｉｓｒａｅｌｉ １９７７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Ｕｐｈｅａｖａｌ －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ｍａｔｈ”ꎬ Ｉｓｒａｅ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ꎬ Ｖｏｌ ２４ꎬ Ｎｏ ６ꎬ ２０１８ꎬ ｐｐ ９３９ － ９４３

Ｃａｒｒｉｅ Ｋｅｌｌｅｒ － Ｌｙｎｎꎬ “Ｊｅｗｉｓｈ Ｉｓｒａｅｌｉ Ｖｏｔｅｒｓ Ｈａｖｅ Ｍｏｖｅ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Ｒｉｇｈｔｗａｒｄ ｉｎ Ｒｅｃｅｎｔ Ｙｅａｒｓꎬ
Ｄａｔａ Ｓｈｏｗｓ”ꎬ Ｔｈｅ Ｔｉｍｅｓ ｏｆ Ｉｓｒａｅｌꎬ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９ꎬ ２０２２

Ｙｅｈｈｕｄａ Ｂｅｎ Ｍｅｉｒꎬ Ｏｌｅｎａ Ｂａｇｎｏ － Ｍｏｌｄａｖｓｋｙꎬ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Ｉｎｔｉｆａｄａ ａｎｄ Ｉｓｒａｅｌｉ Ｐｕｂｌｉｃ Ｏｐｉｎｉｏｎ”ꎬ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ꎬ Ｖｏｌ １３ꎬ Ｎｏ ３ꎬ ２０１０ꎬ ｐｐ ７１ － ８３

Ｄａｎｉｅｌ Ｍａｍａｎꎬ “Ｂｉｇ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ｏｌｉｂｅｒａｌ Ｅｒａ: Ｗｈａｔ Ｃｈａｎｇｅｄ? Ｗｈａｔ Ｄｉｄｎ’ｔ?”ꎬ
ｉｎ Ａｓａ Ｍａｒｏｎꎬ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Ｓｈａｌｅｖ ｅｄｓꎬ Ｎｅｏ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 ａｓ ａ Ｓｔａｔ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ｏｆ Ｉｓｒａｅｌꎬ
Ｏｘｆｏｒ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１７ꎬ ｐｐ ４６ －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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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适应性调整ꎬ 其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也因此愈加右倾ꎮ
(二) 工党的政党类型特征使然

从所属政党的角度看ꎬ 相较于革命型政党ꎬ 身为选举型政党而且在组

建初期便赢得复国运动和伊休夫领导权的工党本就缺乏系统性重塑意识形

态的动力ꎮ 而随着政坛地位的波动、 滑落ꎬ 为迎合主流选民偏好ꎬ 工党在

意识形态建设上愈发束手束脚ꎬ 缺乏自主性ꎮ 这样ꎬ 受制于所属政党类型

的意识形态建设逻辑ꎬ 右倾嬗变某种程度上实则是工党意识形态演化的可

预期结果ꎮ
对身为选举型政党的工党而言ꎬ 政党意识形态实际上并非需要坚信笃行

的信仰与道路ꎬ 而更多是作为服务选战需要、 增益政坛表现的工具ꎮ 因此ꎬ
工党的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愈渐展现出所谓的灵活性ꎮ 其中ꎬ 成为代表议

会第一大党后ꎬ 出于巩固政坛优势从而持续领导复国运动的现实考量ꎬ 工党

坚定地推崇更加温和、 聚焦促进伊休夫发展的建设性社会主义ꎬ 以此来争取

更广泛的社会基础ꎮ 而在此之后ꎬ 面对以色列政局 “变天” 和阿克萨群众起

义之后的政坛滑铁卢ꎬ 工党又先后调整其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ꎬ 寻求藉此

重获选民青睐ꎬ 在政坛止颓回稳ꎮ①

进而观之ꎬ 工党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的嬗变趋向同工党所属的政党类

型有着更深层的逻辑关联ꎮ 其一ꎬ 看重选票优势的工党更需要充分顾及多数

选民偏好ꎬ 这意味工党的意识形态需更为温和、 包容ꎬ 更加贴近以色列的社

会现实和主流预期ꎮ 而考虑到该国社会逐渐右倾ꎬ 工党的政坛地位又明显滑

落ꎬ 在意识形态上进一步迎合社会走势和选民偏好ꎬ 工党扭转政坛颓势成为

必然选项ꎮ 其二ꎬ 政党意识形态的选举工具化致使意识形态之于工党的重要

性下降ꎬ 削弱了工党对其意识形态进行实质性理论创新的动力ꎬ 导致其社会

民主主义意识形态逐渐去理论化而愈发议题化、 政策化ꎬ 由原有理论内涵所

表征的左翼色彩大幅消散ꎮ 在这两重因素共同作用下ꎬ 工党社会民主主义意

识形态的嬗变进路越来越呈现为某种 “被动右倾螺旋”: 由于无法取得理论突

破ꎬ 工党的意识形态和政策思路难以有效吸引选民ꎮ 鉴此ꎬ 为了争取更多选

票ꎬ 工党只得迎合选民偏好、 放弃意识形态建设的自主性而右倾嬗变ꎬ 进而

４６

① Ｓｅｅ Ｎｅｉｌ Ｒｏｇａｃｈｅｖｓｋｙꎬ “Ｔｈｅ Ｎｏｔ － Ｓｏ － Ｓｔｒａｎｇｅ Ｄｅａｔｈ ｏｆ Ｉｓｒａｅｌ’ ｓ Ｌａｂｏｒ Ｐａｒｔｙ”ꎬ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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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工党的意识形态距离理论突破更加遥远ꎮ 这一逻辑得到了事实的支撑ꎮ
自被尊为以色列 “建国一代” (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ｉｎｇ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的党内元老以降①ꎬ
工党领导层进行意识形态理论建设的意愿呈现代际递减ꎬ 特别是近年来ꎬ 频

繁更替的工党领袖越来越疲于追逐议题热点ꎬ 罕有超越政策设计层面的理论

思考ꎮ② 与此相对应ꎬ 在工党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的嬗变过程中ꎬ 工党越发

缺乏充分结合以色列现实的系统性理论思考ꎬ 而一味通过简化、 删减既有的

理论内涵来使该学说适应社会、 吸引选民ꎬ 最终导致其理念传统消失殆尽ꎬ
左翼色彩愈发黯淡ꎮ

(三) 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特质推动

作为中东地区代表性的社会民主主义学说ꎬ 社会民主主义修正和改良的

理论特质早已从理论维度给工党的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注入了右倾动力ꎮ
社会民主主义之所以能够在资本主义世界立足ꎬ 源于它认可并且遵循资

本主义制度ꎬ 并愿意为此而大幅放弃和修正自身的理论内涵与实践目标ꎮ③ 这

样的理论特质在社会民主党的政治实践中突出表现为ꎬ 面对竞逐选票这一现

实需要ꎬ 这些政党往往习惯于在指导思想上 “灵活调整”ꎬ 以趋近资本主义社

会的主流价值ꎬ 迎合选民偏好ꎮ 因而ꎬ 社会民主主义的发展演化呈现出放弃

以斗争和革命作为实践途径、 接受资本主义制度、 最终摒弃社会主义目标的

轨迹和特点ꎮ 作为中东地区重要的社会民主主义学说ꎬ 工党的社会民主主义

意识形态的嬗变逻辑同样建立在这一理论特质之上ꎮ 亦即ꎬ 在伊休夫和以色

列的资本主义社会环境中ꎬ 工党根据现实需要ꎬ 持续地修正和改良其社会民

主主义意识形态ꎮ 事实上ꎬ 工党创建者之一的大卫本 －古里安 (Ｄａｖｉｄ Ｂｅｎ －
Ｇｕｒｉｏｎ) 对此早有暗示ꎬ “犹太劳工所参与的复国运动具有复国主义和社会主

义双重属性ꎮ 其中ꎬ 对社会主义目标的坚持使得复国运动能够成行并且持续ꎬ
而复国主义则构成运动的主要目标和主导旋律ꎮ”④ 由此ꎬ 伴随实践环境演变

和政坛地位起伏ꎬ 工党的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持续右倾ꎮ 值得一提的是ꎬ

５６

①
②

③

④

Ａｎｉｔａ Ｓｈａｐｉｒａꎬ Ｉｓｒａｅｌ: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ꎬ Ｗａｌｔｈａｍ: Ｂｒａｎｄｅｉ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１２ꎬ ｐ ３４１
Ｉｌｙｓｓａ Ｔｕｔｔｅｌｍａｎꎬ “Ｔｈｅ Ｃｒｕｍｂｌｉｎｇ Ｉｓｒａｅｌｉ Ｌｅｆｔ － Ｗｉｎｇ ａｎｄ Ｎｅｔａｎｙａｈｕ’ ｓ Ｐｏｗｅｒ”ꎬ Ｔｈｅ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Ｎｅａｒ Ｅａｓｔ Ｐｏｌｉｃｙꎬ Ｍａｙ ３１ꎬ ２０１８
林德山: «世纪的沉浮: 欧洲社会民主党思想政治演变的逻辑与问题»ꎬ 载 «当代世界与社会

主义» ２０２０ 年第 ６ 期ꎬ 第 ５２ ~ ５９ 页ꎮ
Ｄａｖｉｄ Ｂｅｎ － Ｇｕｒｉｏｎꎬ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Ｚｉｏｎｉｓｍ”ꎬ ｉｎ Ｂｒａｋｈａｈ Ｈａｂａｓ ｅｄꎬ Ｄａｖｉｄ Ｂｅｎ － Ｇｕｒｉｏｎ’ ｓ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ꎬ

Ｂａｌｔｉｍｏｒｅ: Ｌａｂｏｒ Ｚｉｏｎｉｓｔ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ꎬ １９４８ꎬ ｐ ２５



西亚非洲　 ２０２４ 年第 １ 期

即便考虑到固有的理论特质ꎬ 近年来工党意识形态的右倾幅度仍显得较为夸

张ꎬ 以至于连社会党国际都直言ꎬ “对于工党这样一个富含社会主义、 社会

民主主义以及劳工传统的政党ꎬ 却选择违背其最初价值与定位ꎬ 我们深感

遗憾”ꎮ①

综上ꎬ 以色列国的不同发展阶段和根本任务改变ꎬ 意味工党需要在意识

形态上作出相应调整ꎬ 而该国社会大幅右倾ꎬ 则迫使工党的意识形态与之协

同演化ꎬ 以适应新的实践环境ꎮ 作为一个选举型政党ꎬ 工党进行意识形态理

论建设的自主性和动力偏弱ꎬ 导致其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越发被现实政治

需要所裹挟ꎬ 而背离其初衷和基调ꎮ 刻印在自身社会民主主义理论属性之中

的修正改良特质ꎬ 使得工党的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本就具有来自理论维度

的嬗变动力ꎬ 也塑造了其嬗变的基本趋向ꎮ

三　 工党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右倾嬗变的现实影响

纵观以色列的建国和发展历程ꎬ 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作为工党用以指

导政策思路、 吸引选民支持的关键理论工具ꎬ 其右倾嬗变深刻影响了以色列

的政坛格局、 社会面貌以及国家发展和治理模式ꎮ 一方面ꎬ 社会民主主义意

识形态的右倾嬗变曾一度使得工党能够连续主导政坛ꎬ 但此后却难以再增益

于工党的政坛表现ꎬ 特别是近年来ꎬ 该思潮的进一步右倾甚至某种程度上反

而加剧了工党的边缘化困境ꎮ 另一方面ꎬ 持续的右倾嬗变造成工党的社会民

主主义意识形态越来越趋同于意识形态竞争对手ꎬ 这大幅冲击甚至消解了以

色列社会中的左翼力量ꎬ 并且变相助益于右翼政党及其政策实践ꎬ 推动以色

列社会更趋结构性右倾ꎮ
(一) 影响工党的政坛表现和组织发展

工党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的右倾嬗变对工党的政坛表现先后起到增益

和愈发明显的阻抑作用ꎬ 折射出这种嬗变对工党的组织规模和社会基础产生

复杂性影响ꎮ
一方面ꎬ 工党作为选举型政党ꎬ 调适意识形态的基本动机即在于增益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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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政坛表现ꎬ 但从以色列政局的变化来看ꎬ 这番调适逐渐背离工党预期ꎮ 具

体而言ꎬ 在建设性社会主义阶段ꎬ 工党凭借该学说突出的实践效能和民众吸

引力巩固并扩大了政坛优势ꎬ 不仅稳居伊休夫代表议会第一大党ꎬ 还在以色

列建国后接连赢得头 ８ 次议会大选ꎬ 垄断政坛ꎮ① 但是ꎬ 转入左翼价值观阶段

后ꎬ 工党的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并没能帮助遭遇政局 “变天” 的工党恢复

政坛统治力ꎮ 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和 ９０ 年代的 ６ 次大选中ꎬ 工党与利库德集团的得

票率往往非常接近ꎬ 从而使这一时期以色列政坛在事实上形成了两极格局ꎮ②

工党也由此从该国的主导政党退为主要政党ꎮ 而当前ꎬ 转入社会民主主义阶

段的该学说不仅难以为工党在政坛止颓回稳提供帮助ꎬ 从大选和组阁结果看ꎬ
这一转变甚至还一定程度地加剧了工党的边缘化趋势 (见表 ２)ꎮ 可见ꎬ 在前

期起到明显增益效果后ꎬ 工党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的右倾嬗变越来越难以

增益于该党的政坛表现ꎮ

表 ２　 ２１ 世纪以来历届以色列议会选举中工党选情概览

时间 得票率 (％ ) 议会排名 是否进入内阁

２００３ 年 １ 月 １４ ５ ２ 否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 １５ １ ２ 是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９ ９ ４ 是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１ ４ ３ 否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８ ７ ２ 否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４ ４ ６ 未能组阁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４ ８ ８ 未能组阁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５ ８ ６ 是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 ６ １ ６ 是

２０２２ 年 １１ 月 ３ ７ ４ 否

　 　 说明: ２０１９ ~ ２０２１ 年期间ꎬ 由于获胜政党无法成功组阁等原因ꎬ 根据以色列基本法的规定ꎬ 该
国议会数次重新举行大选ꎮ 然而ꎬ 随着 ２０２１ 年大选后组成的政府运行仅一年便宣告解散ꎬ 以色列迎来
了三年半之内的第 ５ 次大选ꎮ

资料来源: 笔者根据以色列议会网站数据 (ｈｔｔｐｓ: / / ｍａｉｎ ｋｎｅｓｓｅｔ ｇｏｖ ｉｌ / ＥＮ / Ａｂｏｕｔ / Ｈｉｓｔｏｒｙ / Ｐａｇｅｓ /
Ｌｏｂｂｙ ａｓｐｘ) 整理制作而成ꎮ

７６

①
②

Ｋｎｅｓｓｅｔꎬ “Ｈｉｓｔｏｒｙ”ꎬ ｈｔｔｐｓ: / / ｍａｉｎ ｋｎｅｓｓｅｔ ｇｏｖ ｉｌ / ＥＮ/ Ａｂｏｕｔ / Ｈｉｓｔｏｒｙ / Ｐａｇｅｓ / Ｌｏｂｂｙ ａｓｐｘꎬ ２０２３ －０５ －２３
在这 ６ 次大选中ꎬ 工党的得票率依次是 ３６ ６％ 、 ３４ ９％ 、 ３０ ０％ 、 ３４ ７％ 、 ２７ ５％和 ２０ ２％ 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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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右倾嬗变已愈发难以增益政坛表现ꎬ 为什么工党仍旧以这一思路来

调试其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 本文认为ꎬ 其一ꎬ 基于修正、 批判相关左翼

犹太复国主义学说而形成的建设性社会主义给工党的政坛表现带来显著增益ꎬ
激励工党的意识形态调整思路形成了对于右倾嬗变的路径依赖ꎬ 即相信能够

通过抑制、 重构和摒弃自身意识形态原有的左翼元素ꎬ 来换取更广泛的政治

支持ꎮ 其二ꎬ 面对政坛滑落加剧和选民结构右倾ꎬ 越来越急于扭转颓势的工

党不得不就意识形态作出进一步妥协ꎬ 试图以此重获多数选民青睐ꎮ 因此ꎬ
概言之ꎬ 愈发高企的现实政治需要迫使工党在意识形态调整过程中一再显现

右倾惯性ꎮ 而进一步看ꎬ 近年来ꎬ 工党着重根据执政党的 “失分项” 来打造

政策关切和选纲重点ꎬ 并且异常频繁地更换背景各异、 身份多元的党首①ꎬ 这

些举措实则生动体现出该党竭力遏止政坛颓势的根本愿望ꎮ
透过工党的政坛兴衰可以发现ꎬ 伴随其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持续右倾ꎬ

工党的组织规模和社会基础大幅缩减ꎮ 建国后连续执政期间ꎬ 工党党员人数

曾快速上涨ꎬ 一度占据了以色列政党成员总数的近 ５０％ ꎬ 是名副其实的该国

第一大党ꎮ② 然而ꎬ ２０２１ 年工党仅有党员约 ３ ７ 万人ꎬ 规模甚至远逊于 １９５０
年水平 (６ ７ 万余人)ꎮ③ 组织规模萎缩的背后是选民基础严重流失ꎮ 尤其是

近年来ꎬ 工党越来越难以获得选民青睐ꎮ 例如ꎬ 在 ２０２１ 年以色列大选中ꎬ 约

有 ４４４ 万选民参与了投票ꎬ 而独立参选的工党只获得了不到 ２７ 万张选票ꎮ④

在 ２０２２ 年大选中ꎬ 工党同样独立参选ꎬ 约 ３ ７％ 的得票率仅略微高于议会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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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２０００ 年以来ꎬ 利库德集团共产生了阿里埃勒沙龙和本雅明内塔尼亚胡 (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Ｎｅｔａｎｙａｈｕ) 两届党首ꎮ 而同一时期ꎬ 工党共产生了 １１ 届党首ꎬ 其中任期最长者不过 ５ 年ꎬ 最短者仅 １
年ꎮ 在这些频频变换的繁多党首中ꎬ 有老一代党员西蒙佩雷斯ꎬ 有政治强人埃胡德巴拉克 (Ｅｈｕｄ
Ｂａｒａｋ)ꎬ 有名门之后伊萨克赫尔佐格 ( Ｉｓｓａｃ Ｈｅｒｚｏｇ)ꎬ 有资深议员阿米尔佩雷茨 (Ａｍｉｒ Ｐｅｒｅｔｚ)ꎬ
有女将谢丽亚奇莫维奇 (Ｓｈｅｌｌｙ Ｙａｃｈｉｍｏｖｉｃｈ) 及梅拉夫米凯莉 (Ｍｅｒａｖ Ｍｉｃｈａｅｌｉ)ꎬ 还有弃商从政

的政坛新人阿维加贝 (Ａｖｉ Ｇａｂｂａｙ) 等ꎬ 不一而足ꎮ 现任工党党首是自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起开始任职的梅

拉夫米凯莉ꎮ 这些党首多元化的身份背景 (不同的性别、 社群、 阶层、 犹太族裔、 职业履历等) 和

各不相同又与时俱进的议题侧重 (打击贪腐、 提振经济、 增强福利供应、 关注环保气变、 重视女性力量、
支持彩虹族群等)ꎬ 以及他们对工党意识形态传统的差异化依循ꎬ 实则生动表明工党急于摆脱困境的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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槛 (３ ２５％ )ꎬ 刷新了其得票率低值ꎮ① 作为对比ꎬ 巅峰时期的工党可以从

１３２ 万余名选民中获得超过 ６３ 万人支持ꎬ 得票率高达 ４６ ２％ ꎮ②

诚然ꎬ 工党组织力量锐减、 政坛地位衰落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ꎬ
但从意识形态层面来看ꎬ 该党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的持续右倾在其中起到

了重要的促推作用ꎮ 对意识形态和治理思路的认同是以色列民众选择支持工

党的前提条件ꎮ 然而ꎬ 工党在意识形态上大幅右倾ꎬ 其治理思路逐渐趋同于

竞争对手ꎬ 导致民众难以形成和保持认同ꎮ 其中ꎬ 工党原有支持者们面对这

番右倾嬗变无所适从、 进退失据ꎬ 因为认可嬗变意味着背弃自身的信仰和习

惯ꎬ 而不认可嬗变则表示不再认同工党的理念和思路ꎬ 也就不再是工党的支

持者ꎮ 而在以色列其他民众看来ꎬ 意识形态的大幅右倾现象从事实上表明工

党的传统学说及其实践方式或许已难以适应今天的以色列社会ꎬ 因此ꎬ 这些

民众更加缺乏理由和动力来支持工党ꎮ 有以色列媒体就直言ꎬ “如果这就是工

党的政策思路ꎬ 那不如直接把票投给利库德集团ꎮ”③ 换言之ꎬ 工党社会民主

主义意识形态的持续右倾ꎬ 导致原有的支持者们信仰动摇ꎬ 却又无法有效吸

引到新的支持者ꎬ 致使工党的组织规模和社会基础难以恢复ꎮ 在此情况下ꎬ
工党遭遇政坛边缘化并不令人意外ꎮ

(二) 助推以色列右翼政党的政坛崛起和政策实践

在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上的持续右倾ꎬ 使工党的意识形态和治理思路

愈发趋近于右翼政党ꎮ 这间接推动了右翼政党的政坛崛起ꎬ 更对其自由化改

革、 削减社会福利等政策实践形成助益ꎮ
首先ꎬ 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的持续右倾削弱了工党意识形态的说服力

和吸引力ꎬ 间接强化了右翼政党的意识形态优势ꎬ 有利于后者提高政坛地位ꎮ
在其意识形态右倾嬗变的过程中ꎬ 工党的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不断修正、
放弃乃至否定自身的理论内涵和理念因素ꎬ 而愈发趋近于意识形态竞争对手ꎮ
这种嬗变一方面对工党的意识形态产生了事实上的祛魅甚至解构效果ꎬ 导致

其理论解析力和实践指导力难以令人信服ꎻ 另一方面ꎬ 它还变相印证了右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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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党的学说及理念确实更加契合于当前的以色列社会ꎬ 强化了右翼政党的意

识形态优势ꎮ 由此ꎬ 双方意识形态的说服力和吸引力此消彼长ꎬ 使得以色列

民众又多了一个选择右翼政党的理由ꎮ 事实也的确如此ꎮ 随着工党的社会民

主主义意识形态持续右倾ꎬ 右翼政党的政坛优势愈发牢固ꎮ 特别是近年来ꎬ
利库德集团、 前进党 (Ｋａｄｉｍａ)、 统一右翼联盟 (Ｙａｍｉｎａ) 等右翼政党接连

执政ꎬ 而工党与这些执政党的得票率差距却明显扩大ꎬ 在 ２０２２ 年以色列大选

中ꎬ 工党得票率甚至仅为胜选的利库德集团的 １５ ８％ ꎮ①

其次ꎬ 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右倾促使工党认同并借鉴了右翼政党的某

些治理观念和政策思路ꎬ 对右翼政党在经济和民生领域的相关实践形成助益ꎮ
随着工党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右倾嬗变ꎬ 近年来ꎬ 工党越来越赞同自由主

义市场经济、 政府权力与责任相匹配、 重视个体需要等治理路径及理念ꎬ 并

将其作为政策基础ꎮ 同时ꎬ 对于右翼政党基于这些理念的政策及实践ꎬ 工党

的态度也更加开放、 积极ꎬ 使得右翼政党的政策实践环境更加宽松有利ꎮ 例

如ꎬ 在 ２０２２ 年议会大选的竞选纲领中ꎬ 工党强调 “我们相信国民经济应该将

人视为目标而非工具相信劳动力市场应该保障健康生活和有价值的工作

相平衡ꎬ 相信国民经济应该帮助市场主体茁壮成长ꎬ 也相信劳动者权益和社

会正义”②ꎬ 由此不难看出其中对于右翼理念的借鉴和化用ꎮ 正是得益于这样

的环境ꎬ 利库德集团能够在近年连续执政的过程中ꎬ 大力推进公有制企业私

有化、 打击垄断、 增强市场竞争、 限制政府预算赤字、 短期冻结政府开支、
缩小公共部门规模、 鼓励民众就业、 降低企业和个人税率、 放松货币兑换管

控、 拆分商业银行长期储蓄等一系列改革举措ꎬ 最终完成对以色列国民经济

的自由主义改革ꎮ③

０７

①
②

③

Ｋｎｅｓｓｅｔꎬ “Ｈｉｓｔｏｒｙ” .
Ｉｓｒａｅｌｉ Ｌａｂｏｒ Ｐａｒｔｙꎬ “Ｔｈｅ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ｆｏｒ ２０２２ Ｉｓｒａｅｌｉ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ｖｅ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ꎬ ｈｔｔｐｓ: / / ｈａｖｏｄａ ｏｒｇ ｉｌꎬ

２０２３ － ０６ － ２６
以色列经济的自由主义改革始于 １９８５ 年工党和利库德集团联合执政时出台的 “经济稳定计划”

(１９８５ Ｉｓｒａｅ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ａ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ｌａｎ)ꎬ 其初衷是通过自由主义市场化导向的经济改革举措ꎬ 挽救濒临

崩溃的国民经济ꎮ 当时ꎬ 由于经济增长放缓、 政府债务高企、 银行资本危机等因素叠加ꎬ 以色列经济遭

遇严重滞涨ꎬ 通货膨胀率一度直逼 ４５０％ꎮ 以色列经济脱困后ꎬ 改革步幅明显放缓ꎮ 待利库德集团于

２００１ 年上台并逐渐主导政坛ꎬ 特别是本雅明内塔尼亚胡任财政部长以及此后连任总理期间ꎬ 强力改革

再次进入政府的中心议程ꎬ 且深度和力度更胜以往ꎮ Ｇｕｙ Ｂｅｎ － Ｐｏｒａｔꎬ “Ｎｅｔａｎｙａｈｕ’ｓ Ｓｅｃｏｎｄ Ｃｏｍｉｎｇ: Ａ
Ｎｅｏ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ｖ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ꎬ Ｉｓｒａｅ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Ｖｏｌ １０ꎬ Ｎｏ ３ꎬ ２００５ꎬ ｐｐ ２２５ － ２４５ꎻ Ｊｏｓｅｐｈ Ｚｅｉｒａꎬ Ｔｈｅ
Ｉｓｒａｅｌｉ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 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Ｓｕｃｃｅｓｓ ａｎｄ Ｃｏｓｔｓꎬ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２１ꎬ ｐｐ ２０１ꎬ ２７１ －
２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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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ꎬ 工党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的大幅右倾从整体上冲击并弱化了其

思想学说的权威性和公信力ꎬ 致使工党难以从思想理念层面对右翼政党形成

有效的抗衡和制约ꎮ 而正是受此因素影响ꎬ 以色列右翼政党顺利实施了包括

新颁布基本法、 推动去阿拉伯化、 扩建西岸定居点等举措ꎬ 有条不紊地将其

对于巴勒斯坦问题的强硬政策路线付诸实践ꎮ① 该路线及相关举措导致巴勒斯

坦的土地不断遭到蚕食ꎬ 民众生存压力激增ꎬ 给巴以之间再度爆发剧烈冲突

深埋下隐患ꎮ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ꎬ ２０２３ 年 １０ 月 ７ 日ꎬ 哈马斯发动 “阿克萨

洪水” 行动ꎬ 越境突袭以色列ꎬ 造成以方大量人员伤亡ꎮ 以色列则报之以

“铁剑” 行动ꎬ 以高强度空袭辅之以地面进攻ꎬ 将加沙地带 “拦腰截断”ꎬ 并

导致加沙地区发生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ꎮ
(三) 削弱以色列社会中的左翼力量

工党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的右倾嬗变对以色列左翼政党、 以色列总工

会、 基布兹 (Ｋｉｂｂｕｔｚ) 等主要左翼组织都造成冲击②ꎬ 导致该国左翼力量的

影响力和重要性更趋下跌ꎮ
一方面ꎬ 工党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的右倾ꎬ 弱化了以色列左翼政党间

的理念和政策共识ꎬ 疏远了其原本的盟友关系ꎬ 致使左翼政党的影响力整体

滑落ꎮ 在凸显碎片化的以色列政坛ꎬ 单个政党往往需要借助执政联盟来赢取

政权ꎮ③ 因此ꎬ 稳定的政治盟友显然更加有利于政权的获得和护持ꎮ 梳理工党

的执政经历可以发现ꎬ 工党掌权以及主导以色列政坛ꎬ 离不开劳工联盟党

(Ａｈｄｕｔ ＨａＡｖｏｄａ)、 联合工人党 (Ｕｎｉｔｅｄ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Ｐａｒｔｙ)、 梅雷兹党 (Ｍｅｒｅｔｚ)
等以色列其他左翼政党在议会选战及组阁过程中的协作与支持ꎮ 这些左翼政

党之所以选择支持工党ꎬ 一则在于彼此的意识形态和政策思路具有相似性、

１７

①

②

③

Ｒｅｈａｍ Ｏｗｄａꎬ “Ｈｏｗ Ｉｓｒａｅｌｉ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ｓ Ｉｍｐｅｄｅ ｔｈｅ Ｔｗｏ － Ｓｔａｔｅ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ꎬ Ｃａｒｎｅｇｉｅ Ｅｎｄｏｗ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ａｃｅꎬ Ｍａｒｃｈ ７ꎬ ２０２３ꎻ Ｉｓａｂｅｌ Ｋｅｒｓｈｎｅｒꎬ “Ｗｈｙ Ｉｓｒａｅｌ ｉｓ Ｐｕｓｈｉｎｇ ｔｏ Ｅｘｐａｎｄ Ｗｅｓｔ Ｂａｎｋ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ｓ”ꎬ
Ｔｈ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ｉｍｅｓꎬ Ｊｕｎｅ ２９ꎬ ２０２３

产生于复国运动中的基布兹被认为是以色列的社会主义集体农庄ꎬ 其组织和运转以社会主义

为指导ꎬ 普遍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ꎬ 主要从事农业和简单的工业生产ꎮ 基布兹成员们的劳动所得全部

归集体所有ꎬ 用以维持基布兹运行、 保障公共福利和促进成员发展ꎮ 在以色列建国与立国的过程中ꎬ
散布各地、 规模不一的基布兹作为粮食和兵源的重要供应方ꎬ 在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领域发挥了重大

作用ꎮ 参见高放: «以色列 “基布兹” 的奇迹»ꎬ 第 １２３ ~ １２６ 页ꎻ Ｈｅｎｒｙ Ｎｅａｒꎬ Ｔｈｅ Ｋｉｂｂｕｔｚ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ꎬ ｐｐ ３１４ － ３３８

以色列议会有 １２０ 个议席ꎬ 根据该国基本法规定ꎬ 政党或政党组织在议会选举中获得超过 ６０
席方可执政ꎮ 自以色列建国以来ꎬ 尚没有任何一支政党能够单独达到 ６１ 席的执政要求ꎮ 因此ꎬ 不同政

党组团参选和组队执政成为以色列政治的基本常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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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通性ꎬ 尤其是其社会主义认知以及左翼价值取向同工党的社会民主主义意

识形态的理论关切相近ꎬ 论域高度重合ꎬ 实践思路上也能够积极互动ꎻ 二则

在于上台执政的现实考量ꎮ 得益于工党与左翼政党所形成的政治联盟ꎬ 左翼

政治力量曾经实现了对以色列政坛的长期掌控ꎮ
但随着工党在意识形态上愈发右倾ꎬ 该党与其他左翼政党就理念和思路

的矛盾增多而共识减少ꎮ 例如ꎬ 当工党已经对社会主义采取修正改良式认知

时ꎬ 联合工人党仍然坚持其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和革命理想ꎬ 致使双方观

念极具张力ꎮ① 又如ꎬ 刊发在以色列左翼大报 «国土报» 的文章强烈建议梅

雷兹党不要与工党结盟参选 ２０２２ 年以色列大选ꎬ 其理由是担心 “两党间的意

识形态差异被掩盖”ꎮ② 诸如此类观念纷争损耗了盟友关系ꎬ 成为导致左翼政

党联盟解体的意识形态动因ꎮ 早在 １９８４ 年大选中ꎬ 意识形态分歧消解左翼联

盟的可能性便已露出端倪: 联合工人党因不满工党同利库德集团组阁ꎬ 退出

了与工党组成的竞选同盟ꎮ③ 目前ꎬ 曾经组队参选和执政的左翼政党联盟已难

寻踪迹ꎬ 各党转而单打独斗或者另寻盟友ꎮ④ 但从效果来看ꎬ 即使是工党之外

最具影响力的左翼政党梅雷兹党ꎬ 不仅议会排名从未超过陷于低谷的工党ꎬ
也远非执政联盟常客ꎬ 难以真正产生有效的政治影响ꎮ⑤ 由此可以看出ꎬ 工党

意识形态右倾的消极影响实际上也殃及以色列其他左翼政党的政坛地位ꎬ 进

而致使左翼政治力量不再居于该国政坛主流ꎮ
另一方面ꎬ 工党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的右倾嬗变消解了以色列左翼社

会组织的既有功能和存续意义ꎬ 导致其大幅衰落ꎮ 在工党以往的治理实践中ꎬ
以色列总工会、 基布兹等左翼社会组织是支持以色列经济发展与福利供给的

重要单元ꎮ 其中ꎬ 以色列总工会因为拥有基础建设公司 (Ｓｏｌｅｌ Ｂｏｎｅｈ)、 工人

２７

①

②

③

④

⑤

Ｔａｌ Ｅｌｍａｌｉａｃｈꎬ “Ｔｈｅ Ｄｅｃｌｉ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Ｉｓｒａｅｌｉ Ｌａｂｏｒ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Ｍａｐａｍ ａｓ ａ Ｔｅｓｔ Ｃａｓｅꎬ １９５４ － １９７７”ꎬ
Ｊｅｗｉｓｈ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Ｖｏｌ ２２ꎬ Ｎｏ ３ꎬ ２０１７ꎬ ｐｐ ６８ － ９７

Ｇｅｄｉｏｎ Ｌｅｖｙꎬ “Ｍｅｒｅｔｚ Ｍｕｓｔ Ｎｏｔ Ｍｅｒｇｅ ｗｉｔｈ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 － Ｂｌｉｎｄ Ｌａｂｏｒ”ꎬ Ｈａａｒｅｔｚꎬ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ꎬ
２０２２

Ｙａ’ｉｒ Ｔｓａｂａｎ ａｎｄ Ｊｏｈｎ Ｐ Ｅｇａｎꎬ “Ｙａ’ｉｒ Ｔｓａｂａｎ: Ａ Ｍａｐａｍ Ｐｅａｃ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ａｌｅｓｔｉｎ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Ｖｏｌ １４ꎬ Ｎｏ ４ꎬ １９８５ꎬ ｐｐ ９２ － １０５

Ｓｅｅ Ｌｕｋｅ Ａｋｅｈｕｒｓｔꎬ “Ｌａｂｏｒ ａｎｄ Ｍｅｒｅｔｚ － Ａ Ｍｅｒｇｅｒ Ｂｏｒｎｅ ｏｕｔ ｏｆ Ｂｌｉｎｄ Ｅｌｅｃｔｏｒａｌ Ｐａｎｉｃ”ꎬ Ｌａｂｏｕｒ Ｌｉｓｔꎬ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１４ꎬ ２０２０ꎻ Ａｌａｎ Ｐｉｎｋａｓꎬ “Ｈｏｗ ａｎｄ Ｗｈｙ Ｉｓｒａｅｌｉｓ Ｓｔｏｐｐｅｄ Ｖｏｔｉｎｇ ｆｏｒ ｔｈｅ Ｌｅｆｔ”ꎬ Ｈａａｒｅｔｚꎬ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４ꎬ
２０２２

２０２２ 年大选中ꎬ 梅雷兹党因得票率 (３ １６％ ) 未超过选举门槛ꎬ 没能进入议会ꎮ 该党近年政

坛表现ꎬ ｓｅｅ Ｋｎｅｓｓｅｔꎬ “Ｈｉｓｔｏｒｙ”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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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Ｂａｎｋ / Ｂａｎｋ Ｈａｐｏａｌｉｍ)、 以星航运集团 (ＺＩＭ) 等诸多行业龙

头级公有制企业ꎬ 以及旗下众多的医院、 学校、 养老院等机构ꎬ 事实上已成

为工党落实福利政策、 干预经济的重要抓手ꎮ① 基布兹则因其在以色列农业总

产量中占比近半②ꎬ 被公认为是该国农业支柱ꎬ 对以色列的民生、 经济乃至安

全都至关重要ꎮ
然而ꎬ 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的右倾嬗变致使工党的治理观念和实践

思路巨变ꎬ 导致左翼社会组织的存续和发展深陷困境ꎮ 就总工会而言ꎬ 工

党弱化经济干预、 精简福利供应的治理思路转向ꎬ 意味着总工会不再作为

关键的治理抓手ꎬ 其重要性和功能性不复以往ꎮ 在这样的背景下ꎬ 总工会

的规模与实力显著削弱: 成员由高峰时期的 １６０ 余万人下降到目前约 ８０ 万

人ꎬ 在以色列工薪人口中的占比由约 ８５％ 降为 １９％ ꎻ 旗下的工人银行、 以

星航运集团等大型企业被彻底私有化ꎻ 综合卫生服务也不再是以色列最重

要的医疗保障服务供应方ꎮ③ 就基布兹而言ꎬ 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持续右

倾ꎬ 令工党彻底丧失了推动基布兹发展践行社会主义价值的意识形态动力ꎮ
失去政策与财政支持的基布兹在运营和发展中面临严峻挑战ꎬ 被迫转型自

救ꎮ 据统计ꎬ 在以色列 ２７０ 余个基布兹中ꎬ 已有 １８８ 个放弃了意识形态传统

和原有的组织及运行模式ꎬ 从生产资料公有制和平等主义转向了私有制和

差额工资制度ꎮ④ 时至今日ꎬ 转型后的基布兹虽然大多凭借新的发展路径逐

渐度过危机⑤ꎬ 但其左翼组织的属性也大幅淡化ꎬ 与此前的社会主义集体农庄

已大相径庭ꎮ

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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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结语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ꎬ 由于实践环境、 所属政党以及理论属性等层面

因素的共同驱动ꎬ 工党的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持续右倾嬗变ꎬ 这种变化体

现在不同的发展阶段ꎮ 作为助推以色列建国与立国的关键政治思潮ꎬ 工党社

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的右倾嬗变对该国的政坛格局、 社会面貌以及发展和治

理模式都产生了塑造性的深刻影响ꎬ 是造成工党政坛沉浮和以色列社会结构

性右倾的意识形态要素ꎮ 当前ꎬ 随着工党愈发重视其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ꎬ
这一思潮及其右倾嬗变将对工党的政坛表现和以色列左翼力量的发展态势产

生更为突出和复杂的影响ꎮ
放眼全球ꎬ 右倾嬗变并非工党的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所独有ꎬ 而是广大

社会民主党在思想演化、 理念流变过程中的共有特征ꎬ 折射出社会民主党的意

识形态理论建设所面临的相似困境ꎮ 一方面ꎬ 由于缺乏清晰明确且一以贯之的

意识形态实践目标ꎬ 而原有的实践模式和政策思路又趋于失灵ꎬ 社会民主党越

来越在理论建设中失去方向ꎬ 特别是 “第三条道路” 的提出ꎬ 实则表明社会民

主党尚未真正探索出行之有效的理论和实践新模式ꎬ 而是试图通过进一步地自

由主义化ꎬ 来增强自身意识形态的现实适应性ꎬ 提高其理论实践效能ꎮ 另一方

面ꎬ 社会民主党的意识形态实践目标之所以模糊不定ꎬ 不可忽视的现实原因恰

恰在于: 这类政党在资本主义世界中 “反主流” 的身份定位致使其丧失了理论

建设的自主性ꎮ 换言之ꎬ 为了确保政坛地位ꎬ 社会民主党在理念传承和理论探

索中ꎬ 只得接受资本主义社会主流价值和选民偏好的约束甚至被形塑ꎮ
视线转回以色列ꎬ 内塔尼亚胡携利库德集团在 ２０２２ 年 １１ 月大选中卷土

重来ꎬ 组建起 “迄今为止最为右倾的一届以色列政府”①ꎮ 与之形成鲜明对

比ꎬ 工党不仅无缘内阁ꎬ 还创下得票率新低ꎬ 以致引发了 “工党存亡难料”
“以色列左翼已经崩溃” 等声音ꎮ② 而回顾整个 ２０２３ 年ꎬ 工党先是临阵退出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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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工党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的右倾嬗变及其影响　

总统赫尔佐格组织的司法改革政治谈判①ꎬ 并深度卷入司法改革反对派阵营的

权力纷争②ꎬ 随即又爆出党内高层就理念和路线存在严重分歧③ꎮ 在此之后ꎬ
发生在 ２０２３ 年 １０ 月的新一轮巴以冲突导致工党因坚持相对温和的巴勒斯坦

政策思路而再度遭到以色列各界批判和苛责ꎬ 甚至真正面临存亡危机ꎮ④ 这一

系列事态致使工党的公共形象严重受损ꎬ 前景更加不容乐观ꎮ 同时ꎬ 这些事

态也深刻表明ꎬ 面对愈发极化、 割裂、 民粹化的以色列社会⑤ꎬ 急需获得选票

的工党在意识形态层面将更为被动ꎬ 其传统的理念、 价值及学说将面临更多

冲击与抉择ꎮ 可以预见的是ꎬ 不论其嬗变趋向如何ꎬ 工党的社会民主主义意

识形态要想走出低谷、 重焕光彩ꎬ 至少面临重新理解以色列社会、 理论创新

与再本土化、 平衡现实政治需要等多重任务和挑战ꎮ 这将是对以色列立国政

党的智慧、 经验和魄力的全方位考验ꎮ 不过ꎬ 工党并非完全没有希望ꎮ 第四

次中东战争与阿克萨群众起义之后以色列政坛格局出现颠覆性巨变的历史经

验表明ꎬ 每当以色列遭遇像本轮巴以冲突这种具有突发性、 大规模、 高烈度

特点的重大冲突后ꎬ 也会出现执政党与反对党政坛地位翻转的情况ꎮ 从这个

角度看ꎬ 本轮巴双冲突过后ꎬ 包括左翼政党在内的以色列反对党将迎来提高

政治影响力的重要机遇ꎮ

(责任编辑: 樊小红　 责任校对: 詹世明)

５７

①

②

③

④

⑤

Ｅｌｉａｖ Ｂｒｅｕｅｒꎬ “Ｊｕｄｉｃｉａｌ Ｒｅｆｏｒｍｓ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ｓ Ｒｅｓｕｍｅ Ｍｏｎｄａｙ ａｔ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 ｓ Ｒｅｓｉｄｅｎｃｅ ”ꎬ Ｔｈｅ
Ｊｅｒｕｓａｌｅｍ Ｐｏｓｔꎬ Ａｐｒｉｌ １６ꎬ ２０２３

Ｎｏａ Ｓｈｐｉｇｅｌꎬ “ Ｉｓｒａｅｌｉ Ｏｐ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Ｌｅａｄｅｒｓ Ｒａｌｌｙ Ｂｅｈｉｎｄ Ｊｏｉｎｔ 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 ｆｏｒ Ｋｅｙ Ｊｕｄｉｃｉａｌ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ꎬ
Ｈａａｒｅｔｚꎬ Ｊｕｎｅ ７ꎬ ２０２３

Ｓｈａｌｏｍ Ｙｅｒｕｓｈａｌｍｉꎬ “Ｌａｂｏｒ ＭＫｓ Ｓｅｅｋ ｔｏ Ｒｅｐｌａｃｅ Ｌｅａｄｅｒ Ｍｉｃｈａｅｌｉꎬ Ｃｌａｉｍ Ｐａｒｔｙ’ｓ Ｆｕｔｕｒｅ Ｄｅｐｅｎｄ ｏｎ
ｉｔ”ꎬ Ｔｈｅ Ｔｉｍｅｓ ｏｆ Ｉｓｒａｅｌꎬ Ａｐｒｉｌ １７ꎬ ２０２３

Ｌｏｕｉｓ Ｉｍｂｅｒｔꎬ “Ｔｈｅ Ｉｓｒａｅｌｉ Ｌｅｆｔ’ ｓ 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Ｃｒｉｓｉｓ”ꎬ Ｌｅ Ｍｏｎｄｅꎬ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３ꎬ ２０２３ꎻ “ ‘Ｎｏｗ
ｉｓｎ’ｔ ｔｈｅ Ｔｉｍｅ’: Ｉｓｒａｅｌ’ｓ Ｌｅｆｔ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ｅｄ ｏｎ Ｆｕｔｕｒｅ ａｆｔｅｒ Ｈａｍａｓ Ａｔｔａｃｋ”ꎬ Ａｌ Ｊａｚｅｅｒａꎬ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１０ꎬ ２０２３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Ｈａｕｓｅｒ Ｔｏｖꎬ “Ｉｓｓａｃ Ｈｅｒｚｏｇ Ｓｗｏｒｎ ｉｎ ａｓ Ｉｓａｒｅｌ’ｓ １１ｔｈ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ꎬ Ｖｏｗｓ ｔｏ Ａｃｔ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Ｂａｓｅｌｅｓｓ
Ｈａｔｒｅｄ’”ꎬ Ｈａａｒｅｔｚꎬ Ｊｕｌｙ ７ꎬ ２０２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