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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对国内阿拉伯人的政策及其成因

肖　 宪　 张　 庶

　 　 内容提要　 以色列自 １９４８ 年建国以来ꎬ 对国内阿拉伯人实施表面上平等

自治、 实质上歧视压制分化的民族政策ꎮ 在建构主义理论视角下ꎬ 以色列歧

视性民族政策源于犹太复国主义思想、 基于恶劣地缘环境而产生的绝对安全

观ꎬ 以及国内阿拉伯人 “威胁” 犹太人主体民族数量的认知焦虑ꎮ 排他性的

犹太复国主义思想不仅阻碍了将阿拉伯民族融进以色列国家的路径ꎬ 同时反

向促进了阿拉伯人自身独立性的构建ꎬ 而恶劣的地缘安全形势使得阿拉伯人

长期被以色列社会看作 “第五纵队”ꎬ 无法被主流社会接纳ꎮ 以色列本土主体

族群人口不足、 阿拉伯人数量增加的情势ꎬ 使以色列的本土犹太人产生了前

所未有的极大的不安与危机感ꎬ 推动以色列政府事实上对阿拉伯人实行歧视

性政策ꎮ 该政策使得以色列阿拉伯人在政治、 经济和文化各个方面都被以色

列主流社会边缘化ꎬ 同时更破坏了以色列的民主制与国家构建ꎮ 以色列只有

采取更公平的民族政策ꎬ 才能在族群政治的现实中实现以色列族群关系的和

谐ꎬ 构建合理的国家认同ꎬ 实现民族国家的稳定构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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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色列民族国家构建中ꎬ 以色列阿拉伯人的地位始终是一个难以忽视

的问题ꎮ 在中东漫长的历史中ꎬ 犹太人与阿拉伯人在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和平

共处的ꎮ 犹太人与阿拉伯人的矛盾与仇恨ꎬ 发端于英国在一战后对这一地区

不公平的政策ꎮ «贝尔福宣言» 对犹太人大规模移民巴勒斯坦的许诺ꎬ 以及英

国委任统治时期对于阿拉伯人与犹太人矛盾的挑拨ꎬ 埋下了族群冲突的根源ꎮ
建国至今ꎬ 以色列国家也一直没能理顺以色列阿拉伯公民与以色列国家的

关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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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１９４８ 年战争以前ꎬ 以色列的国土是英国的巴勒斯坦委任统治地ꎬ 当

地原住民口语为与现代阿拉伯标准语不同的巴勒斯坦阿拉伯方言ꎮ① 这些阿

拉伯语人群又可以区分为阿拉伯裔穆斯林、 德鲁兹人、 切尔克斯人、 贝都

因人、 阿拉伯裔基督徒等族群ꎮ 除了阿拉伯人外ꎬ 从 ２０ 世纪初期起ꎬ 犹太

人就一直持续移民巴勒斯坦ꎮ 到 １９４７ 年ꎬ 根据联合国巴勒斯坦特别委员会

的报告ꎬ 巴勒斯坦地区共有阿拉伯人 １２３ ７ 万人ꎬ 犹太人 ６０ ８ 万人ꎮ 在联

合国安理会第 １８１ 号决议拟议中的犹太国家中ꎬ 有 ４０ ７ 万阿拉伯人ꎮ② 而

第一次中东战争后ꎬ 以色列不仅控制了联合国分治方案中犹太国家的土地ꎬ
而且侵夺了分治方案中阿拉伯国家的一些土地ꎬ 战前这一范围内的阿拉伯

人约有 ９５ 万人ꎬ③ 战争中与战后逃离与被以色列驱离的阿拉伯人在 ８０％ 以

上ꎬ 最终仍约有 １５ ６ 万人留在以色列控制范围内ꎮ④ 这些人随后取得了以色

列国籍ꎬ 成为以色列阿拉伯人的主要组成部分ꎮ 在第三次中东战争后ꎬ 以

色列控制的东耶路撒冷地区阿拉伯人取得以色列永久居住权ꎬ 这些人长期

生活在以色列ꎬ 也被归为 “以色列阿拉伯人” 的一部分ꎮ 由于以色列阿拉

伯人自我认同具有多样性ꎬ 因此 «纽约时报» 等主流媒体基本同时使用

“以色列巴勒斯坦人” 和 “以色列阿拉伯人” 代指他们ꎮ⑤ １９４８ 年以色列独

立之初ꎬ 全国人口为 ８０ ６ 万ꎬ 其中阿拉伯人 １５ ６ 万人ꎬ 占比约 １９ ４％ ꎻ⑥ 到

２０２２ 年ꎬ 以色列人口已经达 ９５０ ６ 万人ꎬ 其中阿拉伯人 ２００ ７ 万ꎬ 占比约

２１ １％ ꎮ 建国 ７０ 余年以来ꎬ 以色列阿拉伯人口在以色列总人口中占比始终

７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Ｂｅｒｎａｒｄ Ｓｐｏｌｓｋｙ ＆ Ｅｌａｎａ Ｓｈｏｈａｍｙꎬ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ｆｉｌｅｓ ｏｆ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ｉ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ｓｒａｅｌ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Ｐｏｌｉｃｙ ”ꎬ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ｅｂ ａｒｃｈｉｖｅ ｏｒｇ / ｗｅｂ / ２００７０４０６２０２７５７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ｂｉｕ ａｃ ｉｌ / ｈｕ / ｌｐｒｃ / ｌｐｒｃｐｒｏｆ ｈｔｍꎬ ２０２２ － ０５ － ０７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ｎ Ｐａｌｅｓｔｉｎｅꎬ “Ｒｅｐｏｒｔ ｔｏ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ꎬ ３ Ｓｅｐｔ １９４７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ｅｂ ａｒｃｈｉｖｅ ｏｒｇ / ｗｅｂ / ２０１２０６０３１５０２２２ / ｈｔｔｐ: / / ｄｏｍｉｎｏ ｕｎ ｏｒｇ / ｕｎｉｓｐａｌ ｎｓｆ / ９ａ７９８ａｄｂｆ３２２ａｆｆ３８５２５
６１７ｂ００６ｄ８８ｄ７ / ０７１７５ｄｅ９ｆａ２ｄｅ５６３８５２５６８ｄ３００６ｅ１０ｆ３?ＯｐｅｎＤｏｃｕｍｅｎｔꎬ ２０２２ － ０６ － ０５

Ａｈｍａｄ Ａｍｒａｗｉꎬ “Ｔｈｅ Ｐａｌｅｓｔｉｎｉａｎｓ ｏｆ １９４８”ꎬ ＡＬＪＡＺＥＥＲＡ ＮＥＴꎬ ９ Ｄｅｃ ２００３ꎬ ｈｔｔｐ: / /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ｌｊａｚｅｅｒａ ｎｅｔ / ＮＲ / ｅｘｅｒｅｓ / ８５ＦＡ６９８１ － Ｄ４Ｅ６ － ４２ＢＡ － Ｂ１ＤＤ －８７５５５Ｆ３０２２０Ｄ ｈｔｍꎬ ２０２２ － ０５ － ０５

萨拉乌兹基—拉扎 (Ｓａｒａｈ Ｕｚｅｔｓｋｙ － Ｌａｚａｒ): «建国头十年的犹太———阿拉伯人关系塑造»
(希伯来文)ꎬ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ꎬ ｈｔｔｐｓ: / / ｌｉｂ ｃｅｔ ａｃ ｉｌ / ｐａｇｅｓ / ｉｔｅｍ ａｓｐ? ｉｔｅｍ ＝ １３３３６ꎬ
２０２２ － ０４ － ０５ꎮ

Ｊｏｄｉ Ｒｕｄｏｒｅｎꎬ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ｔｏ Ｉｓｒａｅｌ Ｔｕｇｓ ａｔ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ｏｆ Ａｒａｂ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ꎬ Ｔｈ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ｉｍｅｓꎬ １２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２ꎻ “Ｉｓｒａｅｌ’ｓ Ｅｍｂａｔｔｌｅｄ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ꎬ Ｔｈ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ｉｍｅｓꎬ ２１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２

“Ｉｓｒａｅｌ’ｓ 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ｙ Ｈａｓ ａ Ｕｎｉｑｕ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ꎬ ＰＲＢꎬ Ｊａｎ ９ꎬ ２０１４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ｐｒｂ ｏｒｇ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
ｉｓｒａｅｌｓ － 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ｙ － ｈａｓ － ａ － ｕｎｉｑｕｅ － ｈｉｓｔｏｒｙ / ＃: ~ : ｔｅｘｔ ＝ Ｉｎ％ ２０１９４８％ ２Ｃ％ ２０Ｉｓｒａｅｌ％ ２０ｈａｄ％ ２０ｏｎｌｙꎬ
ｏｆ％２０Ｊｅｗｓ％２０ｆｒｏｍ％２０ｏｔｈｅｒ％２０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ꎬ ２０２２ － ０６ － ０５



西亚非洲　 ２０２４ 年第 １ 期

在 １ / ５ 左右ꎮ①

国内外对以色列阿拉伯人的研究起步很早ꎮ 最早的研究主要出自阿以双

方为争取政治主动而进行的宣传ꎬ 以色列外交部在 １９５８ 年和 １９６１ 年分别发

布了 «以色列的阿拉伯人» 的小册子②ꎬ 精心剪裁材料并摒除了以色列歧视

阿拉伯人的叙述ꎬ 具有较强的片面性ꎮ 为应对以色列的宣传ꎬ １９６９ 年ꎬ 萨布

里吉利斯 ( Ｓａｂｒｉ Ｊｉｒｙｉｓ) 亦发表了题为 «以色列的阿拉伯人» 的同名著

述③ꎬ 这是第一本由阿拉伯人书写的研究以色列阿拉伯人的著作ꎬ 书中旗帜鲜

明地指出以色列政府是军政府ꎬ 阿拉伯人就如同在自己土地上的陌生人那样

遭受以色列政府的压迫ꎮ 近年来ꎬ 学界也有关于以色列阿拉伯人的相关研究

成果ꎬ 如阿萨德加尼姆的 «１９４８ ~ ２０００ 年以色列的巴勒斯坦阿拉伯少数民

族政治研究»ꎬ 该书主要着眼于以色列阿拉伯人内部政治态度的分野和变迁④ꎮ

总体看ꎬ 国外学界重点研究了以色列阿拉伯人的生存现状或政治法律地位ꎬ

缺乏对以色列阿拉伯人政策的进一步阐明和分析ꎮ 国内涉及以色列阿拉伯人

政策的研究包括: 国内最早系统介绍以色列民族政策的文章———卢光盛的

«以色列的民族政策»ꎬ 总结了以色列民族政策中 “民族平等” 与 “民族关系

‘镶嵌画化’” 两大特点ꎬ 但文章并不专门聚焦阿拉伯人⑤ꎻ 林松业的 «寻求

平等的以色列阿拉伯人» 则综合评价了以色列的阿拉伯人政策ꎬ 指出以色列

对阿拉伯人实施了歧视性政策ꎬ 其原因是以色列国家系统性将阿拉伯人排除

在国家制度之外⑥ꎻ 刘军的 «以色列民族政策浅析» 一文则将以色列民族政

策实质归结为 “剥夺与压迫、 歧视、 隔离与分化”ꎬ 进一步论述这一政策的消

极后果⑦ꎻ 李志芬的 «主体民族主义与国族构建的悖论———以色列民族政策思

想之评析» 将以色列民族政策思想归结为 “内部殖民主义” 与 “分而治之”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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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认为其根源在于以色列的犹太国家属性①ꎻ 王宇的 «以色列对境内阿拉伯少

数民族的政策» 关注以色列的阿拉伯人政策ꎬ 该文不仅梳理了不同时期以色

列政府对阿拉伯人的不同态度ꎬ 而且对以色列政府的政策理念与具体歧视性

政策进行了分析②ꎮ 综上ꎬ 从已有研究来看ꎬ 学界对以色列阿拉伯人政策的研

究虽逐步深入ꎬ 但对其政策的成因及消极影响研究依然不足ꎬ 特别是鲜有从

建构主义视角探讨此议题ꎮ 现代民族研究无法脱离原生论 (Ｐｒｉｍｏｒｄｉａｌｉｓｍ) 与

建构论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ｉｓｍ) 之争ꎮ 以色列民族问题并非原生ꎬ 而是在以色列政

府的具体政策中形成并自我加强的ꎬ 因此本议题以建构主义民族政治理论进

行讨论更具有解释力ꎮ
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 (ｎａｔｉｏｎ － ｓｔａｔｅ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ꎬ 主要包括两个层次的内

容ꎬ 一是国家构建 (ｓｔａｔｅ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ꎬ 二是民族构建 (ｎａｔｉｏｎ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ꎮ 国家构

建ꎬ 一般可以分为国家机制的构建与公民构建两个部分ꎮ 在国家机制的构建

层面ꎬ 主要是形成和确立确定的国家边界、 建设国家的法律制度和政治组织ꎬ
并使之生效ꎻ 就公民构建而言ꎬ 其主要内容是通过将公民纳入国家体制的有

序政治参与ꎬ 形成公民对于国家政治制度的归属感ꎬ 进行公民权建设ꎬ 即国

家保护公民个人权利、 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ꎬ 最终形成公民社会ꎬ 并与国家

政治组织实现良性互动ꎮ 而民族构建则是在国家的领土内ꎬ 在不同族群或不

同文化背景的国民之间建立民族认同ꎬ③ 这在新兴多民族国家中总是困难重

重ꎮ 因此ꎬ 弗朗西斯福山在其著作 «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 从工业革命到

民主全球化» 中评价民族构建过程 “是国家建设成功的关键ꎬ 直达国家的核

心内涵: 国家作为合法暴力的组织者ꎬ 有时会呼吁自己的公民ꎬ 甘冒生命危

险来保家卫国民族认同对于国家力量的影响ꎬ 并不局限于它的强制

权力ꎮ”④

作为在帝国主义殖民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新兴多民族国家ꎬ 以色列通过与

阿拉伯国家的战争ꎬ 取得巴勒斯坦地区的土地ꎬ 从而迅速实现了国家机制的

９７

①

②
③

④

李志芬: «主体民族主义与国族构建的悖论———以色列民族政策思想之评析»ꎬ 载 «西亚非

洲» ２０１１ 年第 ７ 期ꎬ 第 ４６ ~ ６０ 页ꎮ
王宇: «析以色列对境内阿拉伯少数民族的政策»ꎬ 载 «国际论坛» ２０１４ 年第６ 期ꎬ 第 ７１ ~７６ 页ꎮ
沈桂萍: «民族国家构建的涵义及其现实需要»ꎬ 载 «上海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２０１５ 年第 ３

期ꎬ 第 ６ ~ １０ 页ꎮ
[美国] 弗朗西斯福山著: «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 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ꎬ 毛俊杰译ꎬ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ꎬ ２０１５ 年版ꎬ 第 １６８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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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ꎮ 在对国内阿拉伯人的管理方面ꎬ 以色列拥有有效管控领土与垄断暴力

的能力ꎬ 但在公民构建与民族构建上ꎬ 以色列建国伊始就面临阿拉伯人对以

色列缺乏认同的问题ꎬ 是否给予阿拉伯人平等政治权利ꎬ 以及由此带来的以

色列民主性的争论ꎬ 体现出以色列民族政策的巨大缺陷ꎮ

一　 以色列对国内阿拉伯人的政策及其倾向

以色列对国内阿拉伯人的政策ꎬ 分为表象与实质两个层面ꎮ 表象层面

主要由以色列建国以来的若干政治性宣言ꎬ 基本法律文件所规范ꎬ 体现出

族群平等和族群自治两大特征ꎬ 也符合以色列对自身 “犹太民主国家” 的

一贯定位ꎮ 而实质上ꎬ 以色列对国内阿拉伯人秉持限制与歧视政策ꎮ 这一

政策本身也在从严格防范向一定程度地管控让利转变ꎬ 主要体现为 ３ 种政

策模式ꎮ
(一) 以色列阿拉伯人政策的表象

以色列的民族政策并不见于以 «基本法» 为代表的以色列宪法制度中ꎬ
其对于少数民族的法律权利界定主要载于 «独立宣言» 中 “所有公民ꎬ 无论

其族群宗教情况ꎬ 都将在新生的以色列国家得到一致平等”① 的相关论述ꎬ 并

在其后的 «基本法: 职业自由» «基本法: 人的尊严与自由» 中得到重申ꎮ
由于基本法律并未严格界定以色列的少数民族地位ꎬ 因此ꎬ 很难说以色列有

确定的法定民族政策ꎮ 以色列政府在统计中ꎬ 笼统地根据宗教信仰和母语的

差异对国内居民进行族群划分ꎬ 阿拉伯裔族群就包括阿拉伯裔穆斯林、 德鲁

兹人、 切尔克斯人、 贝都因人、 阿拉伯裔基督徒等群体ꎮ”②

以色列在基层组织和基础民事法律关系上ꎬ 依照不同宗教或教派分为

不同的自治群体ꎮ 在宗教与教育方面ꎬ 以色列的国家世俗教育分为希伯来

语教育体系与阿拉伯语教育体系ꎻ 在阿拉伯语教育体系内ꎬ 又细分出阿拉

伯人的教育体系与德鲁兹人的教育体系ꎮ 在宗教方面ꎬ 犹太人、 阿拉伯人

与德鲁兹人都拥有自己的宗教法庭ꎬ 能够决断基层民事纠纷ꎮ 同时ꎬ 以色

０８

①

②

Ｔｈｅ Ｋｎｅｓｓｅｔꎬ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ꎬ ｈｔｔｐｓ: / / ｍ ｋｎｅｓｓｅｔ ｇｏｖ ｉｌ / ｅｎ / ａｂｏｕｔ / ｐａｇｅｓ /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
ａｓｐｘꎬ ２０２２ － ０６ －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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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ａｗꎬ Ｖｏｌ ２ꎬ Ｗｉｎｔｅｒ １９５３ꎬ ｐｐ ６３ － 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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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实行地方自治制度ꎬ 人口超过 ２ 万人的地区皆有权设立市议会ꎬ 而以色

列不同族群大多同族聚居ꎬ 从而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少数族群的基层自治ꎮ
从政策规定上看ꎬ 以色列族群政策的最大特征就是法律地位上的族群平等

与实践中的族群自治ꎮ
(二) 以色列阿拉伯人政策的实质

以色列在表面维持了相对公允的族群政策ꎬ 似乎阿拉伯人与犹太人在以

色列国家地位完全一致ꎮ 从国家制度层面看ꎬ 以色列并无区别对待阿拉伯人

与犹太人ꎬ 他们的社会经济与法律地位是完全一致的ꎮ 阿拉伯语不仅被列为

以色列政府的工作语言之一ꎬ 而且在以色列大街小巷、 路标也多是希伯来语

与阿拉伯语双语ꎬ 以色列还为阿拉伯人专门设立了阿拉伯语教育系统ꎬ 使得

阿拉伯人也能接受合适的义务教育ꎬ 阿拉伯人同时也有着平等的政治权利ꎬ
可以自由结社、 参选ꎬ 拥有言论自由ꎮ 阿拉伯人甚至可以进入以色列政府ꎮ
在拉宾当政时期ꎬ 以色列政府就任命过阿拉伯人担任驻芬兰大使ꎬ 而沙龙

执政时期ꎬ 曾有阿拉伯人 (德鲁兹派) 担任部长一职ꎮ 为解决阿拉伯人的

相关问题ꎬ 以色列还专门设立了阿拉伯事务部ꎬ 部内岗位也大多是阿拉

伯人ꎮ
但在实践中ꎬ 以色列对阿拉伯人的政策始终充满限制与歧视ꎬ 而阿拉伯

人对以色列政府的平权抗争始终不曾中断ꎮ 恰如 «独立宣言» 宣称的 “犹太

民族具有在自己的国土上恢复自己国家的权利”①ꎬ 以色列一开始就被定义为

一个犹太民族国家ꎮ １９４８ 年第一次中东战争后ꎬ 为防备阿拉伯人ꎬ 以色列对

阿拉伯人进行了长达 １８ 年的军事管制ꎬ 并在此期间通过 «国家物权法» «缺
席物权法» 等一系列法律法规ꎬ 剥夺了原属于阿拉伯人的大量土地ꎬ 这些成

为今天以色列与阿拉伯族群之间矛盾的重要根源ꎮ 在 １９６７ 年第三次中东战争

夺取东耶路撒冷后ꎬ 以色列不断对东耶路撒冷的阿拉伯人聚居区进行蚕食ꎬ
通过严格控制给阿拉伯人发放建筑牌照的方式ꎬ 合法地剥夺阿拉伯人的居所ꎮ
同时ꎬ 对于阿拉伯人自治市镇的公共服务与拨款始终不到位ꎬ 使得以色列阿

拉伯人的教育与经济发展水平受限ꎬ 成为大量阿拉伯人犹太城市的廉价劳动

力ꎬ 却无法融入以色列主流社会与文化ꎬ 成为边缘化群体ꎮ

１８

① Ｄａｖｉｄ Ｂｅｎ － Ｇｕｒｉｏｎꎬ “Ｐａｌｅｓｔｉｎｅ ｉｓ ｔｈｅ Ｊｅｗｉｓｈ Ｂｉｒｔｈ Ｒｉｇｈｔ”ꎬ ｉｎ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Ｃｏｚｉｃ ｅｄꎬ Ｉｓｒａｅｌ: Ｏｐｐｏｓｉｎｇ
Ｖｉｅｗｐｏｉｎｔｓꎬ ｐ 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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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以看出ꎬ 以色列法律对于少数族群的平等权利之规定ꎬ 在其对待

国内阿拉伯人群体的政策中并没有得到贯彻和执行ꎬ 以色列对阿拉伯人往往

歧视并力图限制或控制阿拉伯人的发展ꎮ 同时ꎬ 以色列的宗教自治、 教育划

分与地方自治并没有导向族群的自治ꎬ 反而导向了分而治之ꎬ 这一政策的核

心在于利用被统治族群内亚族群与族群主体的差异性ꎬ 构建新的族群认同①ꎬ
在此基础上赋予被构建的主体族群犹太人以特殊地位ꎬ 削弱少数族群阿拉伯

人的力量ꎬ 实现统治ꎮ 以色列政府通过对资源分配的不同倾向性ꎬ 以控制不

同少数族群对政府的态度ꎮ
(三) 以色列对阿拉伯人政策的三种倾向

以色列通过各种手段试图化解其将国家同时定义为犹太民族国家与民主

国家之间的矛盾ꎬ 以色列对阿拉伯人政策ꎬ 总的来说在两种预设之间摇摆:
一方面ꎬ 以色列的阿拉伯人不值得信任ꎬ 是以色列国家的安全威胁ꎬ 不应被

纳入国家构建之中ꎻ 另一方面ꎬ 作为以色列的公民ꎬ 阿拉伯人应当拥有自己

的权利ꎬ 并在以色列民族国家构建中获得与其地位相称的话语权ꎮ 在此基础

上ꎬ 以色列政府对待以色列阿拉伯人主要有 ３ 种政策倾向ꎮ② 第一种政策倾

向ꎬ 主要影响了从以色列建国到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的以色列对阿拉伯人政策ꎻ
第三种政策倾向ꎬ 影响了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至今的以色列对阿拉伯人政策ꎻ 第

二种政策倾向ꎬ 则从以色列建国初就有所讨论ꎬ 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犹太复国

主义兴起后ꎬ 在学界又逐渐得到讨论ꎬ 但始终没有真正成为以色列对阿拉伯

人政策的主流ꎮ
第一种政策倾向基于犹太人与阿拉伯人的利益是相互矛盾的认知ꎬ 并认

定阿拉伯人 “仇恨” 犹太人ꎬ 且并不准备接受其在犹太国家中的少数地位ꎮ③

持此类观点者坚持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以极大的怀疑态度对待少数群体ꎬ 建

议采取两种方法应对阿拉伯人: 一是国家不应当再给予阿拉伯公民任何其他利

益ꎻ 二是国家应当保持阿拉伯人与犹太人的适当紧张关系ꎬ 并通过给予阿拉伯

特定群体一定利益来舒缓压力ꎬ 控制冲突ꎬ 也即 “胡萝卜加大棒” 政策ꎮ④ 这

２８

①
②

③
④

田文林: «英国在中东的 “分而治之” 政策及其后果»ꎬ 载 «西亚非洲» ２０２０ 年第３ 期ꎬ 第 ６５ 页ꎮ
Ｓｅｅ Ｙｉｔｚｈａｋ Ｒｅｉｔｅｒꎬ Ｄｉｌｅｍｍａｓ ｏｆ Ｊｅｗｉｓｈ － Ａｒａｂ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Ｉｓｒａｅｌꎬ Ｔｅｌ Ａｖｉｖ: Ｓｈｃｏｃｋｅｎꎬ ２００５ꎬ

ｐ １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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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策倾向的最显著表现就是从 １９４８ 年持续到 １９６６ 年以色列对境内阿拉伯

人实施的军事管制、 财产剥夺ꎬ 以及对德鲁兹人等阿拉伯少数族群的扶持ꎮ
通过这些措施ꎬ 以色列政府对阿拉伯人既加深控制ꎬ 使其依附于犹太社会ꎬ
却排除于主流社会之外ꎬ 又对阿拉伯人亚族群施以恩惠ꎬ 挑拨阿拉伯人的内

部矛盾ꎮ
第二种政策倾向认识到以色列 “犹太国家” 与 “民主国家” 之间存在结

构性冲突ꎬ 并试图以民主化替代犹太性ꎮ 支持这一政策模式者主要是阿拉伯

知识阶层ꎬ 以及被保守派犹太人称之为 “后犹太复国主义者”ꎬ 或 “反犹太复

国主义者” 的部分犹太知识分子ꎮ 他们认为国家的犹太性与民主性的两个核

心价值是矛盾的ꎬ 在真正的民主制国家中ꎬ 国家应当在族群利益中保持中立ꎮ
因此ꎬ 在有着相当数量少数族群的多民族国家中ꎬ 主体民族的文化或宗教无

法代表整个国家ꎬ 强行以主体民族的文化和宗教代表国家必然有损民主理念ꎮ
国家应当坚持不论其出身或民族ꎬ 所有公民都是平等的原则ꎮ 这种政策模式

突出了国家结构变革的思想ꎬ 即以色列应当成为一个中立的双民族国家ꎬ 而

非犹太民族国家ꎮ① 这一政策倾向最重要的依据就是以色列 «独立宣言» 中

声明的 “确保所有居民不分宗教、 种族或性别ꎬ 社会和政治权利完全平等”ꎬ
这种闪耀着理想主义光辉的政治宣示甚至在以色列建国早期确实有着付诸实

践的可能ꎮ １９４８ 年第一次中东战争后ꎬ 以色列政府认真考虑过实践 «独立宣

言» 的公平承诺ꎬ 允许阿拉伯难民返回ꎬ 但在本 － 古里安的严厉反对与周边

阿拉伯国家的敌对现实中作罢ꎮ② 持第一种政策模式的支持者则反对上述观

点ꎬ 认为在持续的阿犹冲突中ꎬ 无法维持一个双民族国家ꎻ 在敌对阿拉伯人

包围的情况下ꎬ 若放弃犹太人对国家的掌控ꎬ 其结果必然是以色列被阿拉伯

人夺取政权ꎬ 犹太人将又一次丧失自己的国家ꎮ
第三种政策模式依然是基于 “公民模式” 的预设ꎮ 但它与第二种政策模

式不同ꎬ 对于以色列 “民主制” 的纯净程度要求没有第二种政策模式高ꎬ 而

是基于现实中犹太人与阿拉伯人不同的人口规模与实力分野提出的ꎮ 总的来

３８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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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ꎬ 它不追求立刻改变以色列的 “犹太民族国家” 性质ꎬ 而是希望通过更

加包容的国家制度构建ꎬ 在以色列现有国家结构与意识形态基础上ꎬ 增添

更多的民主与进步因素ꎬ 从而形成一种族群政治的平衡ꎮ 就其价值观而言ꎬ
这一政策模式是功利主义的ꎬ 促进以色列的民主与少数族群的权利ꎬ 本身

可以带来一个进步而充满活力的以色列国家ꎮ 以色列的现行法律法规ꎬ 包

括对于少数族群权利保护的承诺ꎬ 都可以与这一模式相融合ꎬ 同时这一模

式也并不追求立即改变以色列的犹太性ꎬ 甚至主张在一定空间内给予犹太

人更为显著的文化地位ꎬ 只要这种在文化与象征意义上的让步能够给少数

族群ꎬ 尤其是阿拉伯人带来更公平的社会地位ꎮ 通过尽可能地消除对少数

族群的歧视政策ꎬ 以色列政府可将少数族群适当纳入其公民构建之中ꎬ 从

而实现以色列国家渐进式的改革ꎮ 自 １９６６ 年军事管制取消后ꎬ 以色列对国

内阿拉伯人政策就主要向这一政策倾向转变ꎮ 不仅通过 «基本法职业自

由» «基本法人的尊严与自由» 重申以色列对不同种族一律公平的立场ꎬ
而且承认阿拉伯人教育自治权ꎬ 允许阿拉伯人建立工人组织、 基金会ꎬ 将

伊斯兰宗教基金 (瓦克夫) 转归阿拉伯人管理ꎬ 并扩大阿拉伯定居点当局

权利ꎬ 政治承认 “阿拉伯事务补充委员会” 作为以色列阿拉伯人代表机构

等ꎮ① 作为代价ꎬ 以色列通过了对 «基本法议会» 的修正ꎬ 要求阿拉伯政

治家承认以色列犹太属性的现实ꎮ
从现实情况看ꎬ 以色列政府对阿拉伯人的政策基础从不信任阿拉伯人向

部分信任阿拉伯人转变ꎮ 因此ꎬ 其政策模式也逐渐从第一种的遏制模式向第

三种的在承认主体民族优势基础上给予阿拉伯人更多权利的模式转变ꎮ 以色

列政府的宣传与上述第三种模式相似ꎬ 但摆脱不了对于阿拉伯人的不信任与

对第一种模式的依赖ꎬ 其结果则是自 １９８０ 年以来ꎬ 以色列政府在许多领域改

善阿拉伯人的境况ꎬ 缓慢提升其阿拉伯公民的社会经济地位ꎮ② 但以色列阿拉

伯人生存状况依然与犹太人有很大差异ꎬ 以色列政府更多实行一种 “胡萝卜

加大棒” 的政策ꎬ 对阿拉伯人的管控不仅更为隐性ꎬ 而且通过向与政府合作

的群体输送利益ꎬ 对阿拉伯人进行分化ꎮ 这种矛盾的心态充分体现在以色列

政府处理与贝都因人土地纠纷一事上ꎮ 内盖夫贝都因人长期向以色列政府申

４８

①
②

林松业: «寻求平等的以色列阿拉伯人»ꎬ 第 ４２ 页ꎮ
Ｙｉｔｚｈａｋ Ｒｅｉｔｅｒꎬ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ｉｎｏｒｉｔｙꎬ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Ｍａｊｏｒｉｔｙ: Ｐａｌｅｓｔｉｎｉａｎ Ａｒａｂｓ Ｖｅｒｓｕｓ Ｊｅｗｓ ｉｎ Ｉｓｒａｅｌ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Ｓｙｒａｃｕｓ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９ꎬ ｐ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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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ꎬ 认为以色列政府在军事管制期间驱逐贝都因人ꎬ 剥夺贝都因人土地是违

规的ꎬ 并在以色列政府收归国有的土地上建立了一系列 “非法” 定居点ꎬ 为

此ꎬ 双方爆发了旷日持久的争端ꎬ ２００７ 年以色列住房部成立戈德堡委员会ꎬ

对贝都因人定居点问题提出解决方案ꎮ 该方案一方面承认军事管制期间政府

对贝都因人土地的剥夺损害了贝都因人的利益ꎬ 愿意对相关贝都因人进行赔

偿ꎬ 有限地承认部分 “非法” 定居点ꎬ 另一方面又严格限定了赔偿金额与范

围ꎬ 那些不愿接受方案安排而试图向法院提起诉讼的贝都因人则得不到国家

的赔偿ꎬ 同时拒绝归还任何已被征收的土地ꎮ 与此同时ꎬ 阿拉伯人与犹太人

的缓和也总会被以色列政府的一些激进行为所打断ꎬ ２０００ 年沙龙进入圣殿山

导致巴勒斯坦第二次起义ꎬ 并导致有缓和趋向的阿以关系重新进入紧张态势ꎮ

媒体的相关调查也反映出阿拉伯人与犹太人对彼此看法出现急速恶化的特

点ꎮ① ２０００ 年以来ꎬ 以色列的传统左翼势力式微ꎬ 工党从曾经的以色列第一

大党滑落成如今仅有 ４ 个议员席位的小党②ꎬ 其在议会中的席位甚至不如代表

阿拉伯人利益的政党 “阿拉伯联合名单”③ (５ 席) 和 “共同名单”④ (５ 席)ꎮ

在 ２０２２ 年 １１ 月大选后组成的以色列第 ２５ 届议会中ꎬ 传统左翼政党得票率仅

１１ ５１％ ꎬ 中左翼政党总共得票率不过 ２９ ２９％ ꎮ 随着右翼政党 “利库德集团”

的长期执政ꎬ 以及政府内部极右翼势力逐渐壮大ꎬ 以色列政府对阿拉伯人逐

渐重回 “胡萝卜加大棒” 的遏制政策ꎮ 考虑到以色列政治的日趋右翼化ꎬ 以

及 ２０２３ 年 １０ 月发生的加沙战事长期化形成的民族主义压力ꎬ 以色列民族政

策将趋于保守ꎬ 阿拉伯人政治经济境况改善乏力ꎮ 以色列民主研究所最近的

一项调查显示ꎬ 受访的以色列阿拉伯人中ꎬ 只有 ２７％的人对以色列国家的未

５８

①

②

③

④

“Ｉｎ － ｄｅｐｔｈ: Ｔｈｅ Ｏｒ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ｑｕｉｒｙ”ꎬ Ｈａａｒｅｔｚꎬ Ａｕｇｕｓｔ ３１ꎬ ２００３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ｈａａｒｅｔｚ
ｃｏｍ / ２００３ － ０８ －３１ / ｔｙ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ｉｎ － ｄｅｐｔｈ － ｔｈｅ － ｏｒ －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 ｏｆ － ｉｎｑｕｉｒｙ / ０００００１７ｆ － ｅ１３ｆ － ｄｆ７ｃ － ａ５ｆｆ －
ｅ３７ｆ９ｂ７ｆ００００ꎬ ２０２２ － ０６ － ０８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Ｂａｃｈｎｅｒ ａｎｄ Ｔｏｉ Ｓｔａｆｆꎬ “Ａｓ ２５ ｔｈ Ｋｎｅｓｓｅｔ Ｓｗｏｒｎ ｉｎꎬ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Ｕｒｇｅｓ ＭＫｓ ｔｏ Ｅｎｄ ‘Ａｄｄｉ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ｏｘｉｃ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ꎬ １５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２２ꎬ Ｔｈｅ Ｔｉｍｅｓ ｏｆ Ｉｓｒａｅｌ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ｔｉｍｅｓｏｆｉｓｒａｅｌ ｃｏｍ / ａｓ － ２５ｔｈ －
ｋｎｅｓｓｅｔ － ｓｗｏｒｎ － ｉｎ －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 ｕｒｇｅｓ － ｍｋｓ － ｔｏ － ｅｎｄ － ａｄｄｉｃｔｉｏｎ － ｔｏ － ｔｏｘｉｃ －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ꎬ ２０２３ － １１ － ０８

阿拉伯联合名单 (英语: Ｕｎｉｔｅｄ Ａｒａｂ Ｌｉｓｔꎻ 阿拉伯语: )ꎬ 简称 “拉阿

姆”ꎬ 是一个由阿拉伯裔以色列人建立的政党ꎮ 其支持在加沙地带、 约旦河西岸地区建立一个巴勒斯

坦国ꎬ 并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ꎬ 并争取以籍阿拉伯人的平等权ꎮ
共同名单 (英语: Ｊｏｉｎｔ Ｌｉｓｔ ꎻ 阿拉伯语: )ꎬ 是以色列的一个左翼政党联盟ꎬ

主要代表以色列阿拉伯人利益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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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感到乐观ꎬ 而这一比例在犹太人中为 ７２％ ꎬ① 由此看来ꎬ 以色列的民族和

解将长期陷于停滞ꎮ

二　 以色列对国内阿拉伯人政策的成因

美国人类学家格罗斯在 «公民与国家» 中指出ꎬ 多民族国家的认同纽带

要么是偏公民的ꎬ 要么是偏种族的ꎮ② 虽然以色列在法律上的国家认同是 “公
民模式”ꎬ 以色列在 «独立宣言» 中宣称国家建立在 “自由、 正义与和平原

则” 之上ꎬ 保证以色列公民不因宗教与种族差别而受到不平等对待ꎬ③ 但从

«基本法议会» 修正案的 “以色列是犹太民主国家” 到 ２０１８ 年通过的

«基本法: 以色列是犹太人的民族国家» (简称 «犹太民族国家法»)ꎬ 以色

列通过一个个法律文件逐步偏离了 «独立宣言» 中对少数族群的承诺ꎬ 并

体现在经济与社会发展实践中ꎮ 这种对于阿拉伯人的严防死守ꎬ 主要来源

于作为以色列立国意识形态的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和以色列在建国前后长期

与阿 拉 伯 人 的 斗 争 中 形 成 的 安 全 观 上ꎮ 站 在 建 构 主 义 的 “ 工 具 论”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ｌｉｓｍ)④ 视角上看ꎬ 犹太复国主义与以色列的 “绝对安全观” 本身

是为犹太人民族争取利益的工具ꎬ 而非奋斗目标ꎮ 作为民族建构与争取政治

利益的工具ꎬ 犹太复国主义与以色列的绝对安全观既是以色列使用暴力确保

本族群利益的工具ꎬ 也承担了激励体制的角色ꎬ 在将工具树立为意识形态后ꎬ
不断强化犹太复国主义与以色列绝对安全的核心地位ꎬ 从而筛选出对阿拉伯

人强硬的以色列政坛ꎮ 作为犹太人实现民族利益的工具和以色列国家安全的

保障ꎬ 犹太复国主义和以色列绝对安全观都曾发挥过积极作用ꎬ 但在现代以

色列国家ꎬ 它们都逐渐显现出消极影响ꎮ

６８

①

②

③

④

Ｄａｎ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ꎬ “Ｉｓｒａｅｌ’ｓ Ａｒａｂ Ｍｉｎｏｒｉｔｙ Ｆｅｅｌｓ Ｃｌｏｓｅｒ ｔｏ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ｉｎ Ｗａｒꎬ Ｐｏｌｌ Ｆｉｎｄｓ”ꎬ Ｒｅｕｔｅｒｓꎬ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１１ꎬ ２０２３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ｒｅｕｔｅｒｓ ｃｏｍ / ｗｏｒｌｄ / ｍｉｄｄｌｅ － ｅａｓｔ / ｉｓｒａｅｌｓ － ａｒａｂ － ｍｉｎｏｒｉｔｙ － ｆｅｅｌｓ － ｃｌｏｓｅｒ － ｃｏｕｎｔｒｙ －
ｗａｒ － ｐｏｌｌ － ｆｉｎｄｓ －２０２３ －１１ －１０ꎬ ２０２３ －１１ －１２

[美国] 菲利克斯格罗斯著: «公民与国家———民族ꎬ 部族和族属身份»ꎬ 王建娥译ꎬ 新华

出版社ꎬ ２００３ 年版ꎬ 第 ４５ 页ꎮ
“Ｐａｌｅｓｔｉｎｉａｎｓ Ｍａｒｋ ６０ ｔｈ Ａｎｎｉｖｅｒｓａｒｙ ｏｆ Ｎａｋｂａ”ꎬ Ａｌ Ｂａｗａｂａꎬ Ｍａｙ １５ꎬ ２００８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ａｌｂａ

ｗａｂａ ｃｏｍ /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 ２２７６３３ / ＆ｓｅａｒｃｈＷｏｒｄｓ ＝ ａｎｎｉｖｅｒｓａｒｙ％ ２０ｏｆ％ ２０ｔｈｅ％ ２０Ｐａｌｅｓｔｉｎｉａｎ％ ２０Ｃａｔａｓｔｒｏｐｈｅꎬ
２０２１ － ０２ － ０５

钟龙彪: «建构主义视野下的宗教与政治冲突»ꎬ 载 «天津行政学院学报» ２０１１ 年第 ４ 期ꎬ 第

３６ ~ ４１ 页ꎮ



以色列对国内阿拉伯人的政策及其成因　

(一) 犹太复国主义思想的消极影响

建构主义民族政治的研究者一般认为ꎬ 族群冲突的本质是 “安全困

境”ꎬ “多数族群不能可信地承诺在未来保护少数族群的权利ꎬ 少数族群预

见到自身权利在将来会被践踏ꎬ 于是在当下进行反抗ꎮ”① 这并不是说族群

之间没有天然的差别ꎬ 而是强调族群身份的改变机制易引发族群冲突ꎬ 而

且这种冲突是从不同族群的心理上进行构建的ꎮ 具体到以色列国家ꎬ 犹太

复国主义思想不仅无视巴勒斯坦地区已经由阿拉伯人长期定居的现实ꎬ 同

时故意割裂和忽略在巴勒斯坦地区长期存在的阿拉伯人与犹太人的混居历

史ꎬ 从而有意放任并恶化了阿犹关系ꎬ 而且通过这一方式整合犹太共同体ꎬ
使不同来源的犹太移民在同一个 “敌人” ———阿拉伯人面前团结起来ꎬ 为

新生的以色列构建国家认同ꎮ 作为一种现代民族主义思想ꎬ 犹太复国主义

与 １９ 世纪末流行的其他民族主义思想最为不同的地方在于ꎬ 其他民族主义

思想一般基于已有的民族世居的祖地ꎬ 而犹太复国主义的祖地已经有了世

居民族阿拉伯人ꎮ 安东尼史密斯在辨析前现代的文化民族与近现代的政

治民族的重要区分时指出ꎬ 族群或文化民族只需要在共同文化的基础上与

祖地有某些联系ꎬ 而现代民族则必须切实地占有祖地ꎮ② 对民族生活的特定

地域的占有ꎬ 是现代民族区分文化族群的关键之一ꎮ 犹太复国主义的目的

是为犹太人建立一个民族国家ꎬ 在这一过程中ꎬ 长期作为文化族群的犹太

人ꎬ 也需要转变为政治性的现代民族ꎮ 由于犹太复国主义的复国目标选在

了对犹太人具有宗教意义的巴勒斯坦ꎬ 那么如何处理与这片土地上的世居

阿拉伯人的关系ꎬ 就成为犹太复国主义各派必须考虑的问题ꎮ 在对待阿拉

伯人的问题上ꎬ 劳工派犹太复国主义者经历了巨大的思想变化ꎮ 最初他们

支持与阿拉伯人和平共处ꎬ 并坚信其可以成为自己的盟友ꎬ 但最终随着局

势的发展转向了对阿拉伯人的排斥与控制ꎮ 建国后ꎬ 工党在前 ３０ 年保持

对阿拉伯人强硬政策的同时ꎬ 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阿拉伯人的境遇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以后ꎬ 随着以色列左翼政治力量的式微和工党的边缘

化ꎬ 工党对阿拉伯人政策逐渐缓和乃至友好ꎬ 但却已经难以影响以色列民

７８

①

②

Ｋａｎｃｈａｎ Ｃｈａｎｄｒａꎬ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ｉｓｔ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Ｅｔｈｎｉｃ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１２ꎬ ｐｐ １４２ － １４７

[英国] 安东尼史密斯著: «民族主义: 理论、 意识形态、 历史»ꎬ 叶江译ꎬ 上海人民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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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政策的制定ꎮ
而劳工派的反对者修正犹太复国主义者对阿拉伯人政策更为激进ꎮ 修正

派向来反对与阿拉伯人分享权力ꎮ １９３７ 年ꎬ 修正派领导人泽耶夫雅博廷斯

基 (Ｚｅ’ｅｖ Ｊａｂｏｔｉｎｓｋｙ) 拒绝了皮尔委员会提出的在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对

巴勒斯坦进行分治的报告ꎬ 并认为阿拉伯人反对犹太人移民是理所当然和不

可避免的ꎬ 唯有对阿拉伯人采取强硬态度ꎬ 才能实现犹太复国主义的使命ꎮ①

修正派犹太复国主义者在以色列建国后逐渐成为以色列右翼政治势力的主流ꎬ
在阿拉伯人问题上的强硬立场始终没有改变ꎮ② 宗教犹太复国主义者与一般犹太

复国主义者虽然没有明确的族群政策ꎬ 但在建国后大多数成为右翼阵营ꎬ 且坚

持了对阿拉伯人的强硬政策ꎮ
犹太复国主义作为一种民族主义ꎬ 有其自身的缺陷ꎬ 这在他们对待以色

列阿拉伯人的立场上得到了鲜明的体现ꎮ 无论是左翼的、 中间派还是右翼的

犹太复国主义者ꎬ 无论其持有的政治观念是进步还是反动ꎬ 最终都走上了坚

持以色列国家犹太性的道路ꎮ 其区别无非是ꎬ 左中翼的犹太复国主义者还勉

强愿意承认阿拉伯人也有合法利益需要保护ꎬ 他们也是新建立的以色列国家

的公民ꎬ 右翼则完全不在乎阿拉伯人的利益ꎮ
(二) 恶劣的地缘环境与绝对安全观对以色列阿拉伯人政策的影响

建国伊始ꎬ 以色列就面临恶劣的地缘环境ꎮ １９４８ 年独立之初ꎬ 以色列国

土支离破碎ꎬ 而且面积相对狭小ꎮ③ 该国中部地区宽度仅为 ２０ 公里ꎬ 极易被

切断ꎮ 同时ꎬ 以色列几乎与所有邻国为敌ꎬ 其国土西面临海ꎬ 另外三面都被

敌对阿拉伯国家围绕ꎮ １９６７ 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后ꎬ 以色列控制了约旦河西岸、
戈兰高地、 加沙地带与西奈半岛ꎬ 这才使得该国易受攻击的核心部分得到一

定保护ꎬ 但其国土南北长、 东西窄、 缺乏纵深以及被敌对国家包围的恶劣局

势并未得到改变ꎮ 地理上的脆弱是难以用任何其他手段加以弥补的ꎮ④ 以色列

的国界线除了极少的部分ꎬ 都是由军事分界线所构成的未定边界ꎬ 周边敌对

８８

①

②

③

④

孙立昕: «以色列利库德的起源、 发展及早期政治实践 (１９４８ － １９８１)»ꎬ 西北大学硕士论文ꎬ
１９９８ 年ꎬ 第 ３５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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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ꎬ 载 «阿拉伯世界研究» ２０２２ 年第 ５ 期ꎬ 第 １１７ ~１３９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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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社ꎬ ２００４ 年版ꎬ 第 ５６６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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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并不打算承认以色列对于这些领土的主权ꎬ 因此自建国以来ꎬ 以色列就

面临着 “被赶下海” 的危险局面ꎮ 在这样的环境下ꎬ 以色列形成了以军事手

段确保国家绝对安全的安全观ꎬ 即通过军事手段获取安全感ꎮ 但阿以力量对

比由强转弱后ꎬ 以色列并没有及时调整战略ꎬ 也没有更有效地运用政治手段

解决问题ꎮ 相反ꎬ 以色列四处使用武力ꎬ 导致自身安全局势不仅未好转ꎬ 反

而更为恶化ꎮ
在恶劣的地缘局势背景下ꎬ 以色列阿拉伯人的忠诚程度成为以色列国

家安全不得不考虑的重要因素ꎬ 而以色列对国内阿拉伯人一直持有防范心

理ꎮ 首先ꎬ 以色列阿拉伯人主要来自历次中东战争的难民ꎬ 他们并非自愿

选择成为以色列公民ꎬ 而是由于战争的失败不得不成为以色列公民ꎮ 在新

成立的以色列国中ꎬ 国家 “与阿拉伯公民之间有着一种敌意和不信任的气

氛”①ꎬ 以色列政府长期无意将国内阿拉伯人考虑在其民族与社会整合的范畴

之内ꎮ 其次ꎬ 以色列阿拉伯人是一支跨境民族ꎮ 阿拉伯人在以色列国内是少

数民族ꎬ 但在以色列之外则对以色列形成 ４ ３ 亿 “敌对” 阿拉伯人的包围②ꎬ
并对以色列长期造成战略压力ꎮ 以色列当局因此将阿拉伯人视作 “第五

纵队” 和骚乱的潜在煽动者ꎬ 周边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的紧张关系则进

一步强化了犹太人的这种焦虑情绪ꎮ 在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未实现全面和

解的局面下ꎬ 作为跨境民族的以色列阿拉伯人在以色列社会就无法得到

信任ꎮ
２０２３ 年 １０ 月 ７ 日ꎬ 控制加沙地带的哈马斯与以色列爆发新一轮冲突ꎮ 截

至 １０ 月底ꎬ 战事已造成超过 １ ５００ 名以色列人、 超过 ８ ０００ 名巴勒斯坦人死

亡ꎮ③ 由于外部环境日趋紧张ꎬ 以色列国内的阿拉伯人们再次感受到从国家制

度到民众态度的不信任ꎮ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ＣＮＮ) 的一项采访显示ꎬ 随

着战争的进行ꎬ 即便是在被视作民族和解共生典范的海法当地的阿拉伯人依

９８

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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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感受到了犹太社会的敌意ꎬ 不得不反复重申自己不是 “恐怖分子”ꎮ① 战争

的持续将导致长期奉行 “绝对安全观” 的以色列政府对其阿拉伯公民实施更

多限制性措施ꎮ
(三) 犹太社会有意识将阿拉伯人塑造为 “敌人”
１９４８ 年ꎬ 以色列国成立ꎬ 它是建立在犹太人对阿拉伯人军事胜利的基础

之上ꎮ 与英国委任统治时期不同ꎬ 以色列的阿拉伯人失去了其主体民族地位ꎬ
由于 ７０ 万难民从巴勒斯坦迁出ꎬ 以色列的阿拉伯人第一次成为巴勒斯坦地区

的少数族群ꎮ 与此同时ꎬ 犹太人则成为以色列的主体民族ꎮ 犹太复国主义的

“复国” 大业虽然已经完成ꎬ 但新生的以色列国依然面临人口不足、 国内凝聚

力不强的局面ꎮ 而在 １９４８ 年第一次中东战争中ꎬ 以色列所占据的土地上有

１５ ６ 万尚未逃亡的阿拉伯人②ꎬ 这些人在以色列国成立后取得了以色列公民

身份ꎮ 第三次中东战争后ꎬ 以色列夺取东耶路撒冷ꎬ 东耶路撒冷的阿拉伯人

也取得了以色列的永居身份或公民身份ꎮ 之后ꎬ 随着以色列吞并戈兰高地ꎬ
在约旦河西岸建造定居点侵吞阿拉伯人的土地ꎬ 这些被侵夺的土地上的阿拉

伯人也取得了以色列公民身份ꎬ 成为 “以色列阿拉伯人”ꎮ 随着以色列国内阿

拉伯人数量的增多ꎬ 以色列的本土犹太人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极大不安与危机

感ꎬ 这种社会心理则被政治家作为施政的策略工具所利用ꎮ 以色列政府推动

国外犹太人 “回归”ꎬ 同时将来自不同文化与地区的犹太人重新 “融合” 为

一个新的、 团结的群体ꎬ 成为以色列破解上述问题的重要路径ꎮ 由此ꎬ 在国

家安全和新犹太文化塑造两个目的之下ꎬ 犹太人亟需一个 “他者”ꎬ 阿拉伯人

就此出于政治目的被以色列政治家放在了 “敌人” 的位置上ꎮ
客观而言ꎬ 以色列在对待少数群体政策方面ꎬ 一定程度上有着尊重多元

性和实现多族群共生和共同发展的社会理想ꎬ 力图融合多族群力量以期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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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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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安定团结的特征ꎬ 但基于该国内安全问题的考量ꎬ 以色列政府对国内

阿拉伯人从战术、 政策和身份意识形态 ３ 个层面进行塑造ꎬ 防范阿拉伯人ꎮ
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的长期共存与敌对关系ꎬ 决定了以色列想要破解其安全

困境并非易事ꎮ 以色列的政治策略不仅使其国内的阿拉伯人利益受到损害ꎬ
也使得自身的安全和利益受到了损害ꎮ 无论是建国早期对阿拉伯人的军事管

制ꎬ 还是至今存在的对阿拉伯人的各种限制ꎬ 都是这一策略的内在反应ꎬ 以

色列阿拉伯人地位问题的延迟解决本身就是以色列数十年来民族政策的恶果ꎮ
２０２３ 年 １０ 月加沙战事的爆发ꎬ 使得以色列安全环境大为恶化ꎬ 与沙特阿拉伯

的关系正常化谈判被迫终止ꎬ 对国内阿拉伯人认同的塑造在强大的国防压力

面前有可能转化为对 “第五纵队” 的担忧ꎬ 部分国内阿拉伯人则在自我与环

境塑造下ꎬ 真正转化为以色列的 “敌人”ꎮ

三　 以色列对阿拉伯人政策的后果

以色列对阿拉伯人的不公平政策体现为犹太国家对阿拉伯人发展的系统性

压制ꎬ 并最终导致以色列阿拉伯人生存现状较差ꎬ 且改善乏力ꎮ 虽然以色列阿

拉伯人的生存状况要好于很多生活在中东其他阿拉伯人国家的同胞们ꎬ 但是始

终无法与犹太人相比ꎬ 进而导致阿拉伯人政治参与率降低ꎬ 在社会经济生活中

被边缘化ꎮ 这一边缘化又进一步导致阿拉伯人对以色列国家认同的疏离和对以

色列民主制度的破坏ꎬ 这些则正是以色列民族国家建构中面临的重大问题ꎮ
(一) 以色列阿拉伯人的边缘化

第一ꎬ 以色列阿拉伯人政治参与有限ꎮ １９４８ 年以色列独立时ꎬ 明确在

«独立宣言» 中承诺 “以以色列先知所设想的自由、 正义与和平为基础ꎻ 确保

所有居民不分宗教、 种族或性别ꎬ 社会和政治权利完全平等ꎻ 保障宗教、 语

言、 教育和文化自由ꎻ 保护所有宗教圣地”ꎮ① 以色列阿拉伯人基于这种政治

权利ꎬ 在 １９４８ 年以后逐步参与以色列的政治活动ꎮ １９４８ 年至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

是阿拉伯人政治意识开始觉醒的一个阶段ꎮ 由于长期针对阿拉伯人的军事管

制的存在ꎬ 以及以色列对于阿拉伯人的极端不信任ꎬ 阿拉伯人参与政治活动

１９

① Ｔｈｅ Ｋｎｅｓｓｅｔꎬ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ꎬ ｈｔｔｐｓ: / / ｍａｉｎ ｋｎｅｓｓｅｔ ｇｏｖ ｉｌ / ｅｎ / ａｂｏｕｔ / ｐａｇｅｓ /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
ａｓｐｘꎬ ２０２２ － ０６ －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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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活跃ꎮ 在这一时期ꎬ 以色列也没有独立的阿拉伯政党ꎬ 犹太政党则纷纷

扶植其所控制的阿拉伯附属政党ꎮ 因此ꎬ 阿拉伯候选人一般被称为犹太复国

主义政党的 “卫星名单”ꎮ 从 １９４９ 年到 １９６９ 年ꎬ 阿拉伯候选人通常能得到

４０％到 ５０％阿拉伯选民的支持ꎬ 而 １ / ３ 的阿拉伯选民选择投票给犹太复国主

义政党ꎬ 投给其他政党的票数不到 ３０％ ꎬ 有时也会有 ２０％ 的选民支持共产

党ꎮ① 由于这一时期工党在以色列的政治和选举中占据主导地位ꎬ 大多数阿拉

伯选民通过选举工党控制的阿拉伯人来支持工党ꎮ② 军事管制解除后到 ２０ 世

纪 ９０ 年代中期ꎬ 阿拉伯人对以色列政治的参与逐步加深ꎮ 与此同时ꎬ ２０ 世

纪 ７０ 年代工党一党独大的局势瓦解ꎬ 以色列形成工党与利库德集团两大党

轮流执政的局面ꎮ 在两党争夺权力的形势下ꎬ 代表阿拉伯人利益的小党逐

渐取得纵横捭阖的机会ꎮ 工党与其他传统犹太政党也开始接纳阿拉伯人入

党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以来ꎬ 以色列主要政党势力逐渐减弱ꎬ 政党版图逐

渐破碎ꎬ 阿拉伯人参与政治的热情逐渐降低ꎮ 从 １９９２ 年到 ２０００ 年ꎬ 支持

阿拉伯政党的阿拉伯选民比例从 ４８％上升到了 ７０％ ꎬ③ 但阿拉伯选民的投票

率则持续走低ꎬ 从 １９９９ 年的 ７５％ 下降到 ２０１２ 年的 ５０％ 以下ꎮ④ 阿拉伯人在

以色列政治参与度的下降与国内外形势变化密切相关ꎬ 即在后冷战时代新

自由主义经济的扩张和全球化浪潮之中ꎬ 以色列的贫富分化加剧ꎬ 阿拉伯

人和犹太人之间矛盾逐步加深ꎮ 阿拉伯人对以参政方式有效改善自身境遇

成效失去信心ꎮ
从 １９４８ 年以色列建国后阿拉伯人开始参与以色列政治生活至今ꎬ 阿拉伯

政党在议会中始终都是在野党ꎮ 虽然有多届政府的成立都有赖于阿拉伯人的

支持ꎬ 但从来没有阿拉伯政党参加过政府ꎮ 一项调查甚至显示ꎬ ８３ ９％ 的犹

太人认为在以色列犹太人地位应当高于阿拉伯人ꎮ⑤ 例如ꎬ 在 ２０２１ 年的以色

列议会选举中ꎬ 阿拉伯背景的政党———共同名单与阿拉伯联合名单分别得到

２９

①

②

③

④

⑤

Ｕｚｉ Ｒｅｂｈｕｎ ＆ Ｃｈａｉｍ Ｗａｇｍａｎ ｅｄꎬ Ｊｅｗｓ ｉｎ Ｉｓｒａｅｌ: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ꎬ
Ｈａｎｏｖｅｒ ａｎｄ Ｌｏｎｄｏｎ: Ｂｒａｎｄｅｉ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４ꎬ ｐ ３５１

Ａｓ’ａｄ Ｇｈａｎｅｍꎬ Ｅｔｈｎｉｃ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ｉｎ Ｉｓｒａｅｌ: Ｔｈｅ Ｍａｒｇｉ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ｓｈｋｅｎａｚｉ Ｃｅｎｔｅｒ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ꎬ ２０１０ꎬ ｐ ４９

Ｕｚｉ Ｒｅｂｈｕｎ ＆ Ｃｈａｉｍ Ｗａｇｍａｎ ｅｄꎬ Ｊｅｗｓ ｉｎ Ｉｓｒａｅｌ: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ꎬ
ｐ ３５７

Ｔｈａｉｒ Ａｂｕ － Ｒａｓｓꎬ “Ｗｈｙ Ｐａｌｅｓｔｉｎｉａｎ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 ｄｏｎ’ｔ Ｖｏｔｅ ｉｎ Ｉｓｒａｅｌｉ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ꎬ ｈｔｔｐ: / / ９７２ｍａｇ ｃｏｍ /
ｗｈｙ － ｐａｌｅｓｔｉｎｉａｎ －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 － ｄｏｎｔ － ｖｏｔｅ － ｉｎ － ｉｓｒａｅｌｉ －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 ６４３３２ꎬ ２０２２ － ０５ － ０８

安维华著: «以色列议会»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ꎬ ２００５ 年版ꎬ 第 ２８２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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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４ ８１％与 ３ ７９％的选票①ꎬ 在 ６ 月 ２ 日的选举后 ２０ 天组阁期限来临前ꎬ 以

色列议会中 ８ 个政党组成 “变革联盟”ꎬ 推举贝内特为总理ꎬ 其中就有阿拉伯

联合名单的支持ꎮ 但贝内特联合政府中依然没有阿拉伯政党的身影ꎮ② 对此ꎬ
阿拉伯联合名单回应称ꎬ 该政党希望以不参与政府担任部长为条件ꎬ 换取政

府未来能加大对阿拉伯人地区投资力度的承诺ꎮ③ 在以色列ꎬ 国家的政治权利

中心始终保持纯粹的犹太化原则ꎮ 虽然个别阿拉伯政客通过犹太政党进入政府ꎬ
甚至担任部长ꎬ 但独立的阿拉伯政党至今仍然被排除在政治决策中心之外ꎮ④

第二ꎬ 以色列阿拉伯人在国家土地资源分配方面处于弱势ꎬ 且其家庭收入整

体偏低ꎮ 根据 １９４５ 年英国委任统治政府统计ꎬ 在巴勒斯坦委任统治地的 ２ ６４０ 万

杜纳姆⑤土地中ꎬ １ ２８０ 万杜纳姆属于当地阿拉伯人ꎬ １５０ 万杜纳姆属于犹太人ꎮ⑥

在 １９４８ 年战争后ꎬ 大约 ７０ 万阿拉伯人逃离了以色列控制区而失去土地ꎮ 目前ꎬ
以色列大约控制了 ２ ０５０ 万杜纳姆土地ꎬ 其中 ７８％土地位于过去的巴勒斯坦委

任统治地范围内ꎮ 这里面约有 ８％ (１ ６５０ 平方千米) 为犹太人私有ꎬ ６％
(１ ３００平方千米) 为阿拉伯人拥有ꎬ 其余８６％为公共土地ꎬ 为以色列国家所有ꎮ⑦

建国后ꎬ 以色列通过一系列新的土地法律法规ꎬ 没收了大量阿拉伯人的

土地ꎮ⑧ 被剥夺土地的阿拉伯人多达 ８ １ 万人ꎬ 而他们被没收的土地至少有 ２５
万杜纳姆ꎬ 约占他们原本拥有土地的 ４０％ ~ ６０％ ꎮ⑨ 虽然以色列政府在执行

３９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 Ｉｓｒａｅｌ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Ｅｘｉｔ Ｐｏｌｌｓ ａｎｄ Ｒｅａｌ － ｔｉｍｅ Ｖｏｔｅ Ｃｏｕｎｔ Ｕｐｄａｔｅｓ”ꎬ Ｈａａｒｅｔｚꎬ ２５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２１
«历史首次! 以色列或将诞生首个有阿拉伯政党参加的政府»ꎬ 载 «新京报»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 ２１

日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ｓｏｈｕ ｃｏｍ / ａ / ４７０４５０９９１＿１１４９８８ꎬ ２０２２ － ０５ － ０１ꎮ
Ｋａｌｉ Ｒｏｂｉｎｓｏｎꎬ “Ｗｈａｔ ｔｏ Ｋｎｏｗ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Ａｒａｂ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 ｏｆ Ｉｓｒａｅｌ”ꎬ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ꎬ

Ｊｕｎｅ １４ꎬ ２０２１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ｆｒ ｏｒｇ /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ｅｒ / ｗｈａｔ － ｋｎｏｗ － ａｂｏｕｔ － ａｒａｂ －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 － ｉｓｒａｅｌꎬ ２０２２ －
０５ － ０５

担任过以色列的部长或副部长的非德鲁兹阿拉伯人有拉莱布马贾德勒 (Ｒａｌｅｂ Ｍａｊａｄｅｌｅ)、
伊萨维弗雷伊 (Ｉｓｓａｗｉ Ｆｒｅｊ)、 阿卜杜勒 － 阿齐兹埃尔祖比 (Ａｂｄ ｅｌ － Ａｚｉｚ ｅｌ － Ｚｏｕｂｉ) 和纳瓦夫 －
马萨勒哈 (Ｎａｗａｆ Ｍａｓｓａｌｈａ)ꎮ

杜纳姆是中东地区的土地计量单位ꎬ 在奥斯曼帝国晚期得以规范化ꎬ 并被英国委任统治政府和以色

列所沿用ꎬ １ 杜纳姆约为１ ０００ 平方米ꎮ
Ｓａｍｉ Ｈａｄａｗｉꎬ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１９４５: Ａ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Ａｒｅａ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ｉｎ Ｐａｌｅｓｔｉｎｅꎬ

Ｂｅｉｒｕｔ: Ｐａｌｅｓｔｉｎｅ 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Ｒｅａ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ꎬ １９７０ꎬ ｐ １９
Ｓａｌｍａｎ Ａｂｕ Ｓｉｔｔａｍꎬ Ｆｒｏｍ Ｒｅｆｕｇｅｅｓ ｔｏ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 Ａｔ Ｈｏｍｅ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Ｐａｌｅｓｔｉｎｅ Ｌｎａ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Ｐａｌｅｓｔｉｎｅ Ｒｅｔｕｒｎ Ｃｅｎｔｒｅꎬ ２００１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ｐｌａｎｄｓ ｏｒｇ / ｅｎ / ｂｏｏｋｓ － ｒｅｐｏｒｔｓ / ｂｏｏｋｓ / ｆｒｏｍ － ｒｅｆｕｇｅｅｓ － ｔｏ －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 － ａｔ － ｈｏｍｅ / ｔｈｅ － ｌｅｇａｌ － ｓｔａｔｕｓ － ｏｆ － ｐａｌｅｓｔｉｎｉａｎ － ｌａｎｄꎬ ２０２２ － ０５ － ０５

[英国] 诺亚卢卡斯: «以色列现代史»ꎬ 杜先菊、 彭艳译ꎬ 第 ３２５ ~ ３２６ 页ꎮ
Ｋａｒｋꎬ 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Ｅｒｅｔｚ Ｉｓｒａｅｌ １８３０ － １９９０ꎬ Ｊｅｒｕｓａｌｅｍ: Ｓｉｖａｎꎬ １９９５ꎬ ｐ ３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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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席物权法» 后并没有披露政府没收土地的数量ꎬ 但根据 １９８０ 年记者对以

色列政府相关机构人员的采访ꎬ 以色列通过征收获得了全国 ７０％ 的土地ꎮ①

通过这些手段ꎬ 以色列国家和犹太人占据了以色列绝大多数土地ꎬ 而占以色

列总人口约 ２０％的阿拉伯人仅拥有以色列 ６％的土地资源ꎮ②

１９４８ 年以色列建国时ꎬ 国家发展缺乏原料支撑ꎬ 政府相关部门要求阿拉

伯农民以低于犹太农民的价格通过犹太营销系统出售农产品ꎬ 由此进一步挤

占阿拉伯农民的生存空间ꎮ 随着现代农业技术的普及和可用土地的减少ꎬ 大

量阿拉伯人离开农村ꎬ 成为以色列就业市场的廉价劳动力ꎬ 主要从事低技术

工作ꎮ 他们不仅面临低收入、 家庭人口众多就业不稳定等困境ꎬ 同时与就业

歧视等其他因素交织在一起ꎬ 使得贫困在阿拉伯人中更为普遍ꎮ 根据 ２０１８ 年

一项调查ꎬ 以色列阿拉伯家庭平均人口多于犹太家庭ꎬ 而家庭收入中位线却

仅为犹太家庭的一半左右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 在分配公共资源和建立具有税收优惠的工业区时ꎬ 以色

列政府也明显偏向犹太人地区ꎬ 导致阿拉伯地区的大型企业较少ꎬ 不利于阿

拉伯人获得平等的就业机会ꎮ 以色列阿拉伯人的经济状况虽然好于周边阿拉

伯国家的阿拉伯人ꎬ 但在以色列ꎬ 却远逊于犹太人ꎮ

表 １　 ２０１９ 年以色列阿拉伯人与犹太人家庭经济情况表

以色列犹太人 以色列阿拉伯人

家庭月收入中位线 (美元) ４ ６９２ ２ ８８１

家长平均受教育年限 (年) １４ ４ １１ ４

家庭经济支柱平均年龄 (年) ４９ ４２

家庭平均人口数 (人) ３ １ ４ ６

　 　 资料来源: Ｋａｌｉ Ｒｏｂｉｎｓｏｎꎬ “Ｗｈａｔ ｔｏ Ｋｎｏｗ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Ａｒａｂ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 ｏｆ Ｉｓｒａｅｌ”ꎬ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ꎬ Ｊｕｎｅ １４ꎬ ２０２１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ｆｒ ｏｒｇ /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ｅｒ / ｗｈａｔ － ｋｎｏｗ － ａｂｏｕｔ － ａｒａｂ －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 －
ｉｓｒａｅｌꎬ ２０２２ － ０５ － ０５

第三ꎬ 以色列阿拉伯人受教育程度与犹太人存在较大族际差异ꎮ 以色列

的教育体系由国家支持的世俗教育 (希伯来语教育) (Ｍａｍｌａｃｈｔｉ)、 国家支持

４９

①

②

Ｒｏｂｅｒｔ Ｆｉｓｋꎬ “Ｔｈｅ Ｌａｎｄ ｏｆ Ｐａｌｅｓｔｉｎｅꎬ Ｐａｒｔ Ｅｉｇｈｔ: Ｔｈｅ Ｃｕｓｔｏｄｉａｎ ｏｆ Ａｂｓｅｎｔｅｅ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ꎬ Ｔｈｅ Ｔｉｍｅｓꎬ
２４ Ｄｅｃ １９８０

Ｏｒｅｎ Ｙｉｆｔａｃｈｅｌꎬ Ｅｔｈｎｏｃｒａｃｙ: 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ｉｎ Ｉｓｒａｅｌ / Ｐａｌｅｓｔｉｎｅꎬ Ｐｈｉｌａｄｅｌｐｈ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Ｐｅｎｎｓｙｌｖａ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６ꎬ ｐ １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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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宗教教育 (Ｍａｍｌａｃｈｔｉ ｄａｔｉ)、 私立的宗教教育 ( “ Ｈａｒｅｄｉ” 或 “ Ｈｉｎｕｃｈ
Ａｔｚｍａｉ”) 和阿拉伯语教育 (世俗教育) 构成ꎮ① 阿拉伯语教育体系建立后ꎬ
以色列一直在控制以色列阿拉伯人的受教育机会ꎮ 以色列在 １９６１ 年加入了

«反教育歧视公约»ꎬ 承诺给予少数族群与犹太人平等的受教育机会ꎬ② 但以

色列的阿拉伯教育部门却经常面临经费短缺ꎬ 甚至连以色列所有族群中受教

育程度最高的阿拉伯基督徒也饱受以色列政府不公平的教育资源分配之苦ꎮ③

根据 ２００５ 年一项调查ꎬ 以色列政府为每一个阿拉伯学生教育投入为 １９２ 美

元ꎬ 但对每一位犹太学生的投入则为 １ １００ 美元ꎮ 以色列阿拉伯人辍学率是

１２％ ꎬ 远高于犹太人 (６％ )ꎮ④ 到 ２００７ 年ꎬ 以色列教育部宣布了一项增加阿

拉伯人学校资助的计划ꎬ 以色列官员声称 “在该计划结束时ꎬ 大量资金将用

于教育和收入水平较低的家庭附近的学校”⑤ꎬ 并同时制定了一项五年计划ꎬ
以缩小学生受教育程度的差距ꎬ 提高阿拉伯人的高中入学人数ꎮ⑥ 这一计划取

得了一定效果ꎬ 以色列阿拉伯人总体入学率从 １９９５ 年的 ５４％上升至 ８８％ ꎬ 而

同期犹太人的总体入学率则从 ８２％ 提高到 ９３％ ꎮ⑦ 但在高等教育方面ꎬ 以色

列阿拉伯人与犹太人差别仍然巨大ꎬ 特别是在辍学率方面ꎬ 接受高等教育的

阿拉伯人男性和女性辍学率分别为 ３８％和 ２４％ ꎬ 而在犹太人中这一比例分别

仅为 ２５％和 １８％ ꎮ 辍学率直观反映了以色列阿拉伯人与犹太人在社会经济上

５９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Ｉｓｉ Ｌｅｉｂｌｅｒꎬ “Ｃａｎｄｉｄｌｙ Ｓｐｅａｋｉｎｇ: Ｂｒａｖｏ ｔｏ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Ｍｅｌｃｈｉｏｒ”ꎬ Ｔｈｅ Ｊｅｒｕｓａｌｅｍ Ｐｏｓｔꎬ Ａｐｒｉｌ １５ꎬ ２００８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ｊｐｏｓｔ ｃｏｍ/ Ｏｐｉｎｉｏｎ / Ｃｏｌｕｍｎｉｓｔｓ / Ｃａｎｄｉｄｌｙ －Ｓｐｅａｋｉｎｇ －Ｂｒａｖｏ － ｔｏ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Ｍｅｌｃｈｉｏｒꎬ ２０２２ －０６ －０５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Ｗａｔｃｈꎬ “Ｓｅｃｏｎｄ Ｃｌａｓｓ: 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Ｐａｌｅｓｔｉｎｉａｎ Ａｒａｂ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ｉｎ Ｉｓｒａｅｌ’ ｓ
Ｓｃｈｏｏｌｓ”ꎬ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３０ꎬ ２００１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ｈｒｗ ｏｒｇ / ｒｅｐｏｒｔ / ２００１ / ０９ / ３０ / ｓｅｃｏｎｄ － ｃｌａｓｓ / 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
ａｇａｉ ｎｓｔ － ｐａｌｅｓｔｉｎｉａｎ － ａｒａｂ －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 ｉｓｒａｅｌｓ － ｓｃｈｏｏｌｓꎬ ２０２２ － ０６ － ０５

«以色列: 所有阿拉伯学校罢工声援基督教学校»ꎬ 载 “２４ 小时新闻网” ( ｉ２４ Ｎｅｗｓ)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７ 日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２４ｎｅｗｓ ｔｖ / ａｒ / ％ Ｄ８％ Ａ３％ Ｄ８％ ＡＥ％ Ｄ８％ Ａ８％ Ｄ８％ Ａ７％ Ｄ８％ Ｂ１ / ｍｉｄｄｌｅ － ｅａ
ｓｔ / ８４８５７ － １５０９０７ꎬ ２０２２ － ０５ － ０５ꎻ «抗议以色列削减基督教学校预算»ꎬ 载半岛电视台网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ａｌｊａｚｅｅｒａ ｎｅｔ / ｎｅｗｓ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 ２０１５ / ９ / ６ / Ｄ８％Ａ７％Ｄ９％８６％Ｄ９％８Ａ％Ｄ８％Ａ９ꎬ ２０２２ － ０５ － ０８

“Ａｒａｂ Ｓｅｃｔｏｒ: ＮＩＦ Ｇｒａｎｔｅｅｓ Ｆｉｇｈｔ 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ｒａｂ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ꎬ Ｎｅｗ Ｉｓｒａｅｌ Ｆｕｎｄꎬ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３ꎬ ２００５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ｅｂ ａｒｃｈｉｖｅ ｏｒｇ / ｗｅｂ / ２００７０８０７２２１９１８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ｉｆ ｏｒｇ /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ｃｆｍ? ｉｄ ＝ ２３４３＆
ｃｕｒ ｒｂｏｄｙ ＝ １ꎬ ２０２２ － ０４ － ２０

Ｑｒ Ｋａｓｈｔｉꎬ “Ｉｓｒａｅｌｉ Ａｒａｂｓ ｔｏ Ｇｅｔ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Ｓｃｈｏｏｌ Ｆｕｎｄｉｎｇꎬ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ｓ Ｌｅｓｓ”ꎬ Ｈａａｒｅｔｚꎬ Ｍａｒｃｈ ６ꎬ
２００７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ｔｈｅｍａｒｋｅｒ ｃｏｍ / ｍｉｓｃ / ２００４ － ０６ － ３０ / ｔｙ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０００００１７ｆ － ｅ６８７ － ｄｃ７ｅ － ａｄｆｆ －
ｆ６ａｆ６６３ｅ００００ꎬ ２０２２ － ０３ － ０４

Ｔｏｍｅｒ Ｖｅｌｍｅｒꎬ “Ｉｓｒａｅｌ’ｓ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Ｗｏｅｓ”ꎬ ＹＮｅｔꎬ Ｓｅｐｔ ２１ꎬ ２０１０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ｙｎｅｔｎｅｗｓ 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 ０ꎬ ７３４０ꎬ Ｌ － ３９５８２１１ꎬ ００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２２ － ０４ － ０５

Ｈａｄａｓ Ｆｕｃｈｓꎬ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Ａｍｏｎｇ Ｙｏｕｎｇ Ａｒａｂ Ｉｓｒａｅｌｉｓ”ꎬ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 Ｒｅｐｏｒｔ:
Ｓｏｃｉｅｔｙꎬ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ꎬ ２０１７ꎬ ｐ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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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然存在一定差距ꎮ

表 ２　 ２０１３ 年 ２５ ~ ３５ 岁受过高等教育的以色列族群平均月收入 (单位: 以色列新谢克尔)

男 女

非哈瑞迪犹太人① １２ ６７６ ９ ０６５

阿拉伯穆斯林 １１ ４１４ ７ ２９４

阿拉伯基督徒 １１ ７５６ ７ ５６０

德鲁兹人 １２ ００９ ６ ６１７

贝都因人 １０ ６８６ ７ ９０９

　 　 说明: 以色列新谢克尔与人民币汇率约为 １∶２ꎮ
资料来源: Ｈａｄａｓ Ｆｕｃｈｓꎬ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Ａｍｏｎｇ Ｙｏｕｎｇ Ａｒａｂ Ｉｓｒａｅｌｉｓ”ꎬ ｐ ３２

从受过高等教育的以色列阿拉伯公民与犹太人薪资情况看ꎬ 德鲁兹人收

入情况最好ꎬ 阿拉伯穆斯林次之ꎮ 同时ꎬ 以色列阿拉伯人男性与犹太人男性

收入差别不大ꎬ 而女性收入差别则较为明显ꎮ 考虑到以色列阿拉伯人大多有

不服兵役、 就业年龄小于同龄犹太人、 工作经验也更丰富等有利因素②ꎬ 犹太

人的平均收入在此情况下依然高于阿拉伯人ꎬ 犹太人与阿拉伯人的收入水平

差距不可谓不小ꎮ 即使在阿拉伯人与犹太人收入差距最小的高等教育人群中ꎬ
阿拉伯人的文化教育与收入水平依然大幅低于犹太人ꎮ

从以色列阿拉伯人在以色列的生存状况上看ꎬ 阿拉伯人在建国 ７０ 余年来

虽然逐渐取得一定的政治权利ꎬ 能够拥有一些地方自治权利与议会席位ꎬ 但

其影响力与人口规模并不匹配ꎮ 而 “分而治之” 的政策则加深了以色列阿拉

伯人内部亚群体间的矛盾ꎬ 使得以色列阿拉伯人仅有的政治影响力无法有效

转化为影响国家决策的力量ꎮ 在经济与教育上全面落后犹太人的现实ꎬ 使得

阿拉伯人在以色列成为犹太经济体系的附庸ꎬ 也难以在主流犹太社会文化中

占有一席之地ꎮ 以色列从来都无意将阿拉伯人考虑在其民族与社会整合的范

畴之内ꎬ 当工党领导下的以色列政府大张旗鼓地对来自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实

行 “熔炉” 式的同化与民族整合时ꎬ 阿拉伯人却被当作国内的 “第五纵队”
处在以色列的军事管制之下ꎮ 阿拉伯人强烈地感受到在以色列民族国家中ꎬ

６９

①
②

极端正统派犹太人 (哈瑞迪) 不事生产ꎬ 很多人靠国家保障生活ꎬ 故其收入数据严重失真ꎮ
Ｈａｄａｓ Ｆｕｃｈｓꎬ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Ａｍｏｎｇ Ｙｏｕｎｇ Ａｒａｂ Ｉｓｒａｅｌｉｓ”ꎬ ｐ 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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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被剥夺、 受歧视、 遭压制的地位ꎮ 无论是在自然资源的分配、 社会服务

的享用ꎬ 还是政治参与方面ꎬ 政府都实行严重向犹太人倾斜的政策ꎮ 其结果

是在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制造了一条泾渭分明的社会鸿沟ꎬ 在主流的犹太

社会蒸蒸日上向前发展的时候ꎬ 处在社会另一端的阿拉伯人却始终保持着贫

穷、 落后、 经济发展和社会变化缓慢的边缘化状态ꎮ 因此ꎬ 尽管以色列赋予

国内阿拉伯人以公民的身份ꎬ 但是阿拉伯人在以色列实质上在政治、 经济与

文化上被边缘化了ꎮ
(二) 对以色列民族国家建构的破坏

以色列政府对阿拉伯人长期采取 “胡萝卜加大棒” 政策ꎮ 实事求是地说ꎬ
尽管以色列的阿拉伯人地位无法与犹太人相比ꎬ 但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一直在

提升ꎬ 然而以色列政府缺乏对阿拉伯人的信任ꎬ 难以实施真正包容的政策ꎬ 对

阿拉伯人社会经济地位的改善仅仅是 “一种对阿拉伯人的控制手段ꎬ 以防止阿

拉伯人利用犹太人与阿拉伯人在制度上的分离ꎬ 作为加强民族自治和打击种族

主义的坚实堡垒ꎮ”① 因此ꎬ 这一民族政策对以色列民族国家建构产生了破坏力ꎮ
它导致以色列民族国家认同的缺陷ꎮ 公民构建是国家构建的重要一环ꎬ

属于广义上的 “国家构建” 范畴ꎮ 然而ꎬ 以色列的特殊性在于ꎬ 其国家体制

的构建很完备ꎬ 且早已完成ꎬ 具体而言ꎬ 针对以色列犹太人的公民构建甚至

早于以色列建国ꎬ 即早在伊休夫②自治时期ꎬ 犹太人就逐渐形成了有序政治参

与的相关体制ꎮ 第一次中东战争后ꎬ 以色列政府将国内被动吸收的大量阿拉

伯人排除在了以色列的民族构建与公民构建之外ꎮ 由此ꎬ 以色列阿拉伯人的

以色列性主要体现在以色列国家对阿拉伯人的有效行政上ꎬ 这也意味着阿拉

伯人在以色列的公民身份主要是工具性的ꎬ 这体现在他们拥有参加议会选举、
持以色列护照出国等权利③ꎬ 但他们并未完全形成对以色列国家的归属感ꎮ
２０１７ 年由阿登纳基金会、 特拉维夫大学与列凯文研究公司共同主持的一项针

７９

①
②

③

Ｓａｍｍｙ Ｓｍｏｏｈａꎬ Ａｒａｂｓ ａｎｄ Ｊｅｗｓ ｉｎ Ｉｓｒａｅ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ｉｎ Ｍｕｔｕａｌ Ｉｎ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ꎬ ｐ ８８
伊休夫 ( ) 意为 “定居点”ꎬ 用以代指从 １９ 世纪 ８０ 年代开始到 １９４８ 年以色列建国为

止ꎬ 犹太移民在巴勒斯坦地区的社区ꎬ 这一社区发展出了完备的治理体系和公民认同ꎬ 成为以色列建

国后政治体制平稳有序的关键ꎮ Ｓｅｅ Ｅｌｉｅｚｅｒ Ｂｅｎ － Ｒａｆａｅｌ ａｎｄ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Ｓｈａｒｏꎬ 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ꎬ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ｌａｓｓ
ｉｎ Ｉｓｒａｅｌｉ Ｓｏｃｉｅｔｙꎬ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９１ꎬ ｐｐ ２６ － ２７

关于阿拉伯人方面对于以色列公民权的批判ꎬ Ｓｅｅ ＳＣ Ｍｏｌａｖｉꎬ “Ａｒａｂ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 ｏｆ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ｈｉｐ ｉｎ
Ｉｓｒａｅｌ ｉｎ Ｓｔａｔｅｌｅｓｓ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ａｌｅｓｔｉｎｉａｎ － Ａｒａｂｓ ｉｎ Ｉｓｒａｅｌ”ꎬ Ｒｅｆｕｇｅꎬ Ｖｏｌ ２６ꎬ Ｎｏ ２ꎬ ２００９ꎻ Ａ Ｊａｍａｌꎬ
“Ｂｅｙｏｎｄ ‘Ｅｔｈｎｉｃ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Ｓｔａｔ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ꎬ Ｍｕｌｔ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ａｎ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ｅｄ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ｈｉｐ ｉｎ Ｉｓｒａｅｌ”ꎬ
Ｎｅｗ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ꎬ Ｖｏｌ ２４ꎬ Ｎｏ ３ꎬ ２００２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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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以色列阿拉伯人的民意调查表明ꎬ 以色列阿拉伯人中有 ５４％在某种程度上

认可自身的以色列属性ꎬ 但依然有 ２４％的以色列阿拉伯人更认同自身的巴勒

斯坦属性ꎮ① 阿登纳基金会发布的详细报告则显示ꎬ 在 １８ ~ ２２ 岁的青年与 ６０
岁以上的老人中ꎬ 认同自身巴勒斯坦属性的比例都较高ꎬ 分别为 ３５％ 和

３４％ ꎬ 而 １８ ~ ２２ 岁的以色列阿拉伯青年ꎬ 同时也是对以色列公民身份持负面

态度比例最大 (５２％ )、 对以色列生活状况不满比例最大 (４９％ ) 和遭受过

不公待遇比例较高 (５３％ ) 的群体ꎮ② 以色列阿拉伯青年群体对以色列国家

认同全方位不足ꎮ
在经过数十年的社会变革和经济发展之后ꎬ 以色列阿拉伯人在生活的各

个方面都取得了一些改善ꎬ 但他们又被主流社会所排斥ꎬ 使之在民族认同方

面与以色列国家逐渐疏远ꎮ 大量以色列阿拉伯人将其民族身份认同为 “阿拉

伯人” “巴勒斯坦人” 或是兼而有之ꎬ 而在公民身份认同上则选择成为以色列

公民ꎮ 以色列政府在法律和实践上不断强化自身的犹太国家属性ꎬ 致使以色

列阿拉伯人首先将自己看做是巴勒斯坦人、 巴勒斯坦阿拉伯人、 以色列巴勒

斯坦人ꎬ 然后才是以色列阿拉伯公民ꎮ 认同自身具有一定巴勒斯坦属性的阿

拉伯人占比从 １９７６ 年的 ３３ ８％增加到了 １９９６ 年的 ５６ ２％ ꎮ③

少数族群权力斗争与族群冲突是现实政治的重要构成部分ꎬ 不仅少数族

群对主体族群垄断国家公共权力不满ꎬ 同时少数族群也追求打破主体族群的

文化霸权ꎮ④ 在多民族国家现实背景下ꎬ 推行主体民族优先政策ꎬ 忽视并损害

少数族群利益ꎬ 必然导致阿拉伯人对以色列认同的缺失ꎮ 另一方面ꎬ 这也必

然对以色列民主价值观造成冲击ꎮ 少数民族与主体民族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

受少数民族的法律地位与公民身份的影响ꎮ⑤ 作为拥有以色列法定公民权的少

８９

①

②

③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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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７ꎬ ２０１７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ｊｐｏｓｔ ｃｏｍ / Ｉｓｒａｅｌ － Ｎｅｗｓ / Ｓｕｒｖｅｙ － ６０ － ｐｅｒｃｅｎｔ － ｏｆ － Ａｒａｂ － Ｉｓｒａｅｌｉｓ －
ｈａｖｅ －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 ｖｉｅｗ － ｏｆ － ｓｔａｔｅ － ５０６１５０ꎬ ２０２２ － ０５ － ０８

Ｉｔａｍａｒ Ｒａｄａｉ ａｎｄ Ａｒｒｉｋ Ｒｕｎｉｔｚｋｙ ｅｄꎬ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ｈｉｐꎬ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ｒａｂ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 ｉｎ Ｉｓｒａｅｌꎬ Ｋｏｎｒａｄ － Ａｄｅｎａｕｅｒ － Ｓｔｉｆｔｕ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ｏｓｈｅ Ｄａｙａｎ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ａｎｄ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２ꎬ ２０１７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ｋａｓ ｄｅ / ｃ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ｌｉｂｒａｒｙ / ｇｅｔ＿ ｆｉｌｅ? ｕｕｉｄ
＝ ０ｅ１４１ｄｃａ － ８ａｃ４ － ａ７７ｆ － ７０４５ － ｆ３ａ７ｄ４ｃ３０９９１＆ｇｒｏｕｐＩｄ ＝ ２５２０３８ꎬ ２０２２ － ０６ － ０５

Ｒｏｕｈａｎａ Ｎａｄｉｍꎬ Ｐａｌｅｓｔｉｎｅ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 ｉｎ ａｎ Ｅｔｈｎｉｃ Ｊｅｗｉｓｈ Ｓｔａｔｕｓ: Ｉｄｅｎｔ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ꎬ Ｙａ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９７ꎬ ｐｐ １１２ － １２１

王建娥: «族际政治民主化: 多民族国家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课题»ꎬ 载 «民族研究» ２００６ 年

第 ５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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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族群ꎬ 以色列阿拉伯人并未能充分享有与犹太人平等的民主权利ꎬ 没有足

够的政治代表为其伸张自身的权利ꎬ 也无法平等地融入以色列社会ꎬ 这造成

了以色列阿拉伯人法律地位与自我认知的错位ꎮ 在以色列ꎬ 公民的法律身份

与公民自我身份认知并不完全一致ꎬ 以色列是为犹太民族建立的国家ꎬ 而阿

拉伯公民在许多公共领域被排除在外ꎬ 且在权利与义务方面同犹太公民存在

不平等现象ꎮ 这种歧视通常以隐性方式存在①ꎬ 即便以色列法律包含平等原

则ꎬ 然而相关法律并未对违规行为进行有效制裁ꎮ
«基本法» 将以色列定义为一个 “犹太民主国家” (Ｊｅｗｉｓｈ ａｎｄ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ｓｔａｔｅ)ꎮ

然而ꎬ 为特定民族所建立的国家是不可能是完全民主的ꎬ 这样的国家必然歧

视少数族群ꎮ 在以色列立法者眼中ꎬ “犹太民主国家” 更被看重的是犹太性而

非民主性ꎮ 通过 １９８５ 年的 «基本法议会» 修正案ꎬ “犹太民主国家” 成为

阿拉伯政治家进入议会不得不承认的国家意识形态ꎮ 在制度层面ꎬ 以色列坚

持犹太性优先原则ꎬ 它高于民主制ꎬ 并进一步导致国内族群地位制度性不平

等ꎮ 因此ꎬ 以色列的民主仅仅是给予犹太人的ꎬ 很难称得上是一个民主国家ꎬ
英国经济学家情报社故而将以色列评价为 “有缺陷的民主国家”②ꎬ 这是以色

列民主的真实写照ꎮ 以色列的法律在国家象征与公共文化、 移民与归化、 犹太

教的地位和土地权益 ４ 个方面赋予犹太人排他性的优先地位ꎮ③ 例如ꎬ 国旗、
国徽等国家象征高度犹太化ꎬ 公共场所被希伯来文化所主导ꎬ «回归法» 的目

的在于维护犹太人在国家中的主体地位ꎬ 犹太教为以色列国教ꎬ 政府在定居

点及土地分配中偏向犹太人而损害阿拉伯人的利益ꎮ 这些制度化的厚此薄彼

导致犹太人对阿拉伯人的歧视与疏远ꎬ 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均体现出犹太人的

优越地位ꎬ 而阿拉伯人在公共话语、 公共行为、 住房及就业方面处于弱势ꎮ④

９９

①

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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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ꎬ ｐ １８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ꎬ 来自以色列的阿拉伯各聚居区领导共同发布的 «以色列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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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ꎬ 随着民族国家的建立ꎬ “文化民族” 中的种族、 血缘等因素逐

渐被弱化ꎬ 最终在多民族国家中形成了统一的 “民族”ꎮ 而以色列这一民族国

家的建立方式ꎬ 不是以国家与民族的一致构建为基础的ꎻ 相反ꎬ 以色列国家

机器建立在先ꎬ 再通过政治机制建设不断调和不同种族、 文化、 语言群体之

间的利益ꎬ 并通过一系列历史性事件最终实现不同族群间对共同的国家地域

情感上的认同ꎬ 实现更高层面的整体的 “民族” 的构建ꎬ 在此基础上ꎬ 国内

各族群通过政治参与ꎬ 完成民族国家的构建ꎮ 以色列从国家层面对阿拉伯人

的系统性排斥ꎬ 一方面损害了以色列基本的政治制度———民主制ꎬ 另一方面

则使得阿拉伯人长期无法真正认同以色列国家ꎬ 阻碍了以色列民族国家构建

进程ꎮ
以色列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始终坚持犹太人优先原则ꎬ 广大阿拉伯人成为

以色列社会中的 “二等公民”ꎬ 虽然出于经济利益ꎬ 他们并不愿意放弃自身相

比周边国家阿拉伯人较为优越的生活ꎬ 但遭受系统性不公正待遇的阿拉伯人

并不愿意、 也无渠道真正融入以色列国家认同ꎮ 据以色列民主研究所的统计ꎬ
有 ３ / ４ 的以色列阿拉伯人完全不参加以色列独立日的庆祝活动ꎮ① 建国 ７０ 余

年以来ꎬ 以色列依然主要以族群划分政治利益ꎬ 无法真正构建出所有国民对

国家层面的认同感ꎬ 以色列的政治拉锯和族群撕裂迟迟无法平息ꎬ 就是以色

列不平等民族政策的最大恶果ꎮ

四　 结语

自 １９４８ 年建国以来ꎬ 以色列的阿拉伯人政策建立在阿拉伯人不值得信任

的认知基础之上ꎮ 随着形势的变化ꎬ 以色列不断调整其阿拉伯人政策ꎬ 从最

初的 “军事管制” 与财产剥夺演变为在国家严格控制下的部分发展ꎮ ７０ 余

年来ꎬ 客观而言ꎬ 以色列阿拉伯人的生存状况得到了较大改善ꎬ 生活水平

也高于很多周边阿拉伯国家公民ꎬ 但阿拉伯人的生存状况相比ꎬ 与犹太人

在各个方面依然有较大差距ꎮ 以色列政府对阿拉伯人的限制与不信任政策

取向ꎬ 导致阿拉伯人对于以色列国家认同的缺失ꎬ 同时使得犹太民族与阿

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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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伯民族之间的裂痕加深ꎬ 更加难以实现民族融合ꎮ 以色列阿拉伯人被主流

社会 “边缘化” 与 “他者化” 的现实ꎬ 又进一步加深了阿拉伯人自我认同的

凝聚与对犹太主流社会的不信任感ꎮ 统一的 “以色列人” 认同在这样的民族

关系下道阻且长ꎮ
以色列犹太民族国家性质与民主国家性质之间的矛盾也引起了学界的反

思ꎬ 以色列学界提出了双民族国家与更加包容的公民模式两种以色列国家的

新型构建方案ꎮ 但犹太复国主义思想、 特殊的地缘环境及绝对安全观成为以

色列犹太人与阿拉伯人增加互信的阻碍ꎮ ２０２３ 年 １０ 月开始的加沙战事长期化

的发展趋势使得以色列的地缘环境再次恶化ꎬ 以色列阿拉伯人在反复重申自

己与哈马斯不同的同时ꎬ 又深刻意识到其自身与犹太人的差异和自身在以色

列社会中的脆弱地位ꎮ 同时ꎬ 以色列传统的绝对安全观将继续主导国家政策ꎬ
会再次加深以色列犹太人与阿拉伯人之间的隔阂ꎬ 以色列健康的民族国家构

建遥遥无期ꎮ 在新兴的多民族国家ꎬ 民族构建与公民构建往往面临现实难题ꎮ
以色列学界逐渐兴起的 “后犹太复国主义” 与 “新历史学派”① 则是对这一

问题的新探索ꎮ 在二战后新兴的多民族国家中ꎬ 像以色列这样由主体民族建

国、 实行歧视性民族政策、 国内族群间缺乏互信的多民族国家并非孤例ꎬ 而

建构主义的解决方案ꎬ 即从修复族群互信入手ꎬ 同时修正民族政策ꎬ 推动阿

拉伯人获得与犹太人平等的地位ꎬ 逐步消除少数族群的边缘化ꎬ 才能切实促

进族群互信ꎬ 实现以色列民族与国家的稳定构建ꎮ 这是以色列完善民族政策

的必由之路ꎬ 也是多民族国家构建稳定民族国家认同的必由之路ꎮ

(责任编辑: 樊小红　 责任校对: 詹世明)

１０１

① “后犹太复国主义” 主张对犹太复国主义进行批判与反思ꎮ “新历史学派” 主张跳出以色列国

家观点重新解读 １９４８ 年战争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