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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得悉上海人民出版社翻译并将出版该书的中文版，我倍感荣幸和欣慰，然而仍不免深感犹疑和担心，
不但源于语言差异——相信译者已克服种种障碍——更是源于中国和巴勒斯坦迥异的历史与现实。
带来这种差异的原因很多，如两国相距遥远，且人口、领土及整个历史方面的情况截然不同。
然而，我坚信双方的共识及关切正在不断增加。
在此基础上，近年来巴以之问、巴中之间的信息交流显著增强。
此外，巴勒斯坦问题在国际政治中的核心地位及其对中东多变局势的影响、甚至对世界稳定的影响都
引起了中国及亚洲其他各国的关注。
本书试图通过历史研究阐释巴以冲突的实质问题，并指出解决问题的某种出路。
特别希望我选择的叙事方式能引起中国读者的共鸣，因为据我所知，中国历史及史料中一直非常关注
并认同民众在历史中的力量和作用。
我希望从民众的角度而不是常见的政治家及军方角度呈现历史叙事，这将会使巴勒斯坦这片土地的历
史更加真实易懂。
在序言的有限篇幅内必须指出的是，我所属的以色列犹太社会很难接受这样的叙事。
以色列的官方历史学家依旧忽视巴勒斯坦民众、拒绝恢复他们合法的中心及历史地位。
本书呈现的史料编纂法仍然让很多以色列人感到害怕。
我希望以普遍人性为名、为了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及巴勒斯坦人的共同利益，在全世界共同支
持和努力下，通过综合、统一，而不是排他、分裂的历史，为我备受摧残的祖国带来和平与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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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近年来巴以之间、巴中之间的信息交流显著增强。
此外，巴勒斯坦问题在国际政治中的核心地位及其对中东多变局势的影响、甚至对世界稳定的影响都
引起了中国及亚洲其他各国的关注。
     本书叙述了巴勒斯坦的历史。
通过许多事件阐述犹太复国主义和巴勒斯坦民族主义之间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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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以色列）艾兰·佩普 译者：王健 秦颖 罗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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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当地经济的全球化这段时期，农村没有出现驱使农民改变熟悉的生活方式的政治力量。
然而，却发生了缓慢变化，其一因为当地经济向生产和贸易进一步私有化的模式转型，其二因为巴勒
斯坦在跟欧洲经济体系整合方面犹豫不决，而这种整合是欧洲资本家和奥斯曼改革者所渴望的。
整合进程像巴勒斯坦农村的晴空上漂浮的一片乌云。
“进程”是个神秘的词汇，图表上容易绘制，日常生活中却难以看到。
虽然外国人是这一“进程”背后的因素，而巴勒斯坦民众更熟悉的奥斯曼统治者也参与其中。
有别于传统版本中“现代巴勒斯坦的出现”的是，“进程”一词含糊不清，该地区现代生活的开端并
没有明确日期。
有了改变现在生活方式的愿望，就有了变化。
无论何时何地发生的变化，都可以称为现代巴勒斯坦生活新阶段的开端。
第一批寻求变革的人来自外界，第二批则是当地精英。
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结束后，欧洲力量就急切地想进入巴勒斯坦，或将其纳入欧洲经济。
结束战争的巴黎和会为欧洲在奥斯曼帝国的中东行省投资和牟取暴利打开了大门。
从此，外国人获得购买土地和财产的许可，朝圣者推进了房地产市场和银行业的繁荣。
外国银行家、商人和其他经济变革的推动者随着资金涌人巴勒斯坦，寻求一夜暴富。
开始成型的经济新秩序对巴勒斯坦的社会结构产生了双重影响，不仅将这个国家重新定义为地缘政治
单元，而且改变了生产模式和手段。
对于相对富裕家庭和已经卷入金钱贸易的成功的城市精英来说，外界的压力正符合提高生活水平的本
能愿望。
巴勒斯坦有些地方的商人、土地所有者和贵族试图不断地积累财富，而城市和农村、富人和穷人、消
费者和生产者之间现存的平衡偶尔也发生了改变。
然而，直到1856年，这些变化只是发生在公认的社会体系之内，那里行为规范得到承认，根本的权力
平衡得以维持。
不顾这些准则并注意到来自欧洲的挑战的首先是巴勒斯坦商人，他们大部分是基督教徒，也有个别犹
太人。
这些沉默至今的人们苏醒了。
长期以来他们不仅面对财富困窘，而且人数也有所增加。
其中，耶路撒冷的希腊正教社区首先采用了欧洲的生活方式，城市中心因此出现了死亡率降低而出生
率升高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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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后阿拉法特及新沙龙时代以色列军队在占领期间用来摧毁房屋以示集体惩罚的黄色推土机已经成为拉
姆安拉人们熟悉的场景。
但是，2002年4月初开到市中心的D9履带式推土机还是引起了人们特别的关注和担忧。
推土机正开往曾是拉姆安拉和西岸以色列军事总督驻地的穆卡塔（Maqata，院子），自奥斯陆协议起
成了阿拉法特在西岸的总部。
阿拉法特在加沙地带也有同样的设施，但是第二次大起义爆发之后，作为以色列报复政策的一部分，
不准他使用。
2002年逾越节，内坦亚的帕克酒店遭受袭击，造成40人死亡，以色列国内不断升级的自杀性袭击至此
达到顶点，报复政策日趋强化。
这次袭击还推动了防御盾牌行动。
这一行动包括凶残地再次占领所有西岸的城市和村庄，虽遇到了武力抵抗，最勇敢的是杰宁难民营，
但是屡遭轰炸的难民营最后被巨大的炮坑一分为二，旁边瓦砾堆积，大街小巷的房屋都毁于一旦。
巴勒斯坦方面称该行动中发生了大屠杀，然而联合国调查委员会虽然描述了以色列的种种暴行，但是
拒绝称之为大屠杀，言辞奇怪的报告与其说是揭示事实，倒不如说在为以色列人撑腰。
抛开文字游戏，居民被杀的事实非常清楚，还有些人被乱枪射死，住宅也遭到拆毁。
D9履带式推土机抵达拉姆安拉的穆卡塔之后，与一辆装甲挖掘机（一种带有特殊钻头的巨型推土机，
可以暴露建筑地基，并在几分钟内将其摧毁）一起开始摧毁阿拉法特的院子。
此后两年，阿拉法特被困在建筑物的很小部分内，并处于包围之中。
他的健康状况逐渐恶化，虽然没有像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民那样遭受贫困和高失业率之苦，
但是也正面临困境。
他的食物必须通过附近检查站以色列人的检查，巴勒斯坦方面怀疑他在此过程中慢慢中毒。
2004年10月，阿拉法特不得不送往法国的一家医院，11月初，据法国医生称，阿拉法特死于怪疾，11
月12日举行了葬礼，终年7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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