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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继2005年出版《我们濒危的价值观：美国道德危机》之后，2006年卡特又出版了本书——《牢墙内的
巴勒斯坦》（英文原名：Palestine Peace Not Apartheid），在美国社会引起更强烈的反响。
　　在书中，卡特讲述了中东历史和他个人与该区域主要政治人物打交道的经历，其中透露出诸多鲜
为人知的内幕。
卡特曾以总统身份促成埃以和约，长期介入中东事务，并在2005年应邀前往巴勒斯坦观察选举，因此
对中东流血冲突的根源、以阿长期对峙的症结、巴勒斯坦人面临的困境以及目前这些问题的解决，有
非常深入的认识。
　　卡特坦言，美国政府近七年没有在中东和平进程中发挥积极作用，以致情况不断恶化；以色列如
果想达成持久和平，必须让巴勒斯坦人享有公平待遇和尊严。
　　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以色列违反联合国决议，继续占领阿拉伯领土，压迫巴勒斯坦人，推行种族
隔离制，不接受《国际和平路线图》，动乱的中东不会有持久的实质性的和平。
　　本书内容翔实，条理明晰，书中表述的观点公正持平，非常具有说服力和启发性。
作者殷切期望圣地的和平，其对受压迫者的同情，以及说真话的勇气，令人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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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吉米·卡特1924年10月1日生于佐治亚州普兰斯。
1946年毕业于美国海军学院。
1962年开始涉足政界，1970年当选佐治亚州州长，1977年出任美国第39任总统，在其任内中美正式建
交。
 　　1980年，卡特竞选连任失败，1982年与妻子罗莎琳一起创办非营利性组织——卡特中心，致力于
调节冲突、促进自由和民主、改善健康等事业。
 
　　2002年，卡特因其“数十年努力不懈谋求和平解决国际冲突，提倡民主和人权，促进经济和社会
发展”的杰出工作，荣获诺贝尔和平奖。
 
　　卡特多年笔耕不辍，其作品题材广泛，包括政治、回忆录、小说和诗歌，其中本书《牢墙内的巴
勒斯坦》和已出中文版的《我们濒危的价值观：美国道德危机》两书一度高踞美国畅销书排行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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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和平前景无论是在担任公职期间，还是1980年离开白宫以来，我有个主要目标，就是促进以色
列同其他中东国家的持久和平。
许多人也有此愿望，大家的努力有时候交织在一起。
到底目前的局面是怎样造成的，为实现中东和平与公正能够做些什么，必须做些什么，存在哪些障碍
，这些问题都需要好好地研究。
化解中东冲突的进程高潮迭起，一波三折，令人好奇不已的人物，比戏剧小说不遑多让；它又是近代
最重要的政治和军事课题，其曲折处令人叹为观止。
世界最动荡的区域首推中东，中东不安定一直对全球和平构成威胁，也是当前恐怖主义的温床，后者
引起了美国人和其他国家公民高度关注，人们往往把这许多挑战简单化，实际上问题非常复杂，它们
是古代、近代的宗教和政治的派生物。
有许多问题需要考虑：和平的必要条件有哪些，今后存在哪些可能性，当事方已有哪些共识；能在共
识的基础上建立安全的将来，到底是不动声色的外交，还是民间要求和谈的公开压力更有成功的希望
；目前的情势继续下去，会有和平安定吗？
难道要待情势不断恶化，爆发危机，当事方才有所行动，就算有美国全面支持，以色列的军事优势就
一定能击溃阿拉伯激进分子？
令人不寒而栗的是，对抗愈演愈烈，说不定哪一天触发军事冲突动用到核武器。
以色列拥有大量核武器和迅速投放能力，这是已知的事实；相信有些邻国也试图研制原子弹。
如果和平毫无进展，当事方或出于绝望或行险侥幸，就可能触发这种你死我活的对抗。
中东区域不和日深，阿拉伯人更加敌视以色列一美国联盟。
伊拉克战争加剧穆斯林逊尼派同什叶派的冲突，也使伊朗的影响力大增。
近来阿拉伯激进分子，包括哈马斯和真主党在内，不但出现生机，而且还能扩大影响，原因是他们被
视为敢向占据巴勒斯坦的以色列挑战。
由于欠缺可行的和平倡议，各种矛盾进一步激化。
中东情势令人极其沮丧，然其最大的希望在于：绝大多数人渴望和平的努力能取得成果，这包括最不
为敌对方信任的叙利亚、以色列、黎巴嫩和巴勒斯坦人在内。
各方的言辞和要求或许寸步不让，但某些方面的想法显然是相同的，后者为和平进展提供了基础。
同阿拉伯领导人私下讨论可以感受到和平之希望大大高过他们的公开言论。
以色列国内许多人长期主张走温和路线，对此，邻国和美国鲜有所闻或者未见作出正确评价。
妨碍和平的因素包括：有些以色列人想要巴勒斯坦土地；有些阿拉伯人不接受以色列这个邻国；巴勒
斯坦方面没有以色列所能接受的明确和权威性的代言人；双方开列的繁琐的和谈先决条件；伊斯兰原
教旨主义的崛起；美国近年未作持续努力，在国际法和以色列过去批准的协定的基础上谋求和平。
尽管以巴纷争非得解决不可，但应该看到，和平努力不会自动运作，无法自我维持。
美国忙于应付伊拉克、伊朗、朝鲜或其他战略问题，而此前同以色列谋和以及公平解决巴勒斯坦问题
的阿拉伯领导人也不能再专心致志。
许多阿拉伯政府面对新涌现的国内问题，需要全力以赴，这包括宗教认同的潮流，知识阶层日益升高
的期望，中产阶级的兴起，对外国军队再度入侵的恐惧，对民主的向往等。
这些政府渐渐想卸下巴勒斯坦这个重担。
目前的情况固然乏善可陈，但领导人如能把握住已取得的进展，在过去协议的基础上进一步努力，也
不是完全没有希望。
2002年，阿拉伯高峰会议的共同声明表示其愿意共同遵守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同在国际公认边界内的
以色列媾和并建立正常关系。
实际上，大多数阿拉伯国家已接受以色列永久存在这个不争的事实，不再认为以色列国应当被消灭。
另外，巴勒斯坦人最终有权在和平氛围下决定自己的主权前途，这一条几乎人人都接受。
持续暴力是绝对要不得的，它往往瘫痪和平倡议，使仇恨有增无减，继续互相厮杀。
一些巴勒斯坦人针对以色列的政治和军事占领，向以色列平民发动恐怖主义攻击，这种行径不但应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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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道德谴责，而且在政治上只会造成相反的效果。
这些卑怯行为招致广泛谴责，有损全体巴勒斯坦人的名声——对巴勒斯坦的事业，堪称自寻末路。
令人鼓舞的是，在那些为期短暂但和平和正义的确在望的时候，暴力事件确实完全销声匿迹了。
比如，在1978年《戴维营协定》时期，1991年巴勒斯坦应邀参加马德里会议以及几次巴勒斯坦选举期
间，这种情形尤其明显。
我们向来都知道，不能指望敌对双方主动解决纷争。
中东区域仇恨和互不信任根深蒂固，各方自尊心非常强烈，谁也不会贸然提出邀请或者作出让步，原
因是主动一方最终会被拒绝。
因此，应当同当事方展开谈判，谋求它们彼此迁就，而且每方应享有公平代表权和自由参加讨论的权
利。
双方需要相互让步，把理想、意识形态诉求与实际可行的计划区别开来。
尽管有些极端分子持有异议，但大多数以色列人认识到要建立囊括西岸全部、戈兰高地、部分黎巴嫩
和部分约旦的大卫王国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大多数巴勒斯坦人已不得不接受以色列国永远不会从
地图上消失的事实。
谈判的最后结果如何，当事双方都无法预测，谁也不能强加于对方。
任何最后解决办法，必须为双方自愿接受。
和谈必须从美国得到大力支持，最好也要有联合国、欧盟和俄国代表参与。
美国领导人从前的表现是客观持平、不偏不倚的，为实现中东和平，人们也要求美国领导人这样做。
但近年来，美国领导人却不以为然。
美国如果想再度扮演这个重要角色，应当不偏袒、前后一贯、坚定不移，热诚地充当受双方信任的参
与人、争端双方共同的伙伴，而不是偏向其中任何一方。
美国有时不免会对这方或那方倾斜，但长期来说，华盛顿方面应当再次扮演诚信的中间人角色。
在谈判曙光初露时，美国就应当同其他富国向当事方提供必要的政治和经济奖励，以巩固当事方彼此
间的初期谅解。
激进分子和极端分子肯定要破坏得来不易的局面，美国应当帮助主和派挡住他们的攻势。
最基本的三个前提如下：1.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所有其他邻国必须接受以色列在公认边界内生存和安
然生活的权利。
2.用炸弹、火箭、暗杀或其他暴力行为杀害在以色列、巴勒斯坦和黎巴嫩境内的平民都是不容许的。
3.巴勒斯坦人应当能够在国际法规定的属于他们的领土上过着有尊严的安然生活，对巴勒斯坦边界的
调整必须通过同以色列富有诚意的谈判达成。
最近在加沙，以色列和黎巴嫩间爆发的暴力又一次有力地证明了缔结全面和平协定的必要性。
关于以黎战争，美国大概是从头到尾一直支持以色列的唯一国家，而战事历久不息，阿拉伯国家逐渐
都站到激进团体的一边。
大多数其他国家人民强烈谴责以色列滥轰滥炸造成平民伤亡，亦痛惜哈马斯和真主党故意向以色列挑
衅。
归根到底，中东各民族的观点、冤屈、目标和冀求都不相同。
以色列始终是关键所在，它是仇恨、不容忍和流血的旋风中心。
不受征服的以色列民族仍然在尝试决定将来方向、国家特性、国土疆界、如何同邻国相互迁就以及在
何种条件下可尊重巴勒斯坦合法权利，怎样决定，还不单单是以色列内部事务，它涉及基本上持敌对
态度的阿拉伯人，因此难上加难。
许多以色列人同邻国人民一样渴求过着比较正常的生活。
可是，伊朗和一些阿拉伯偏激分子的威胁言论，在所占领土和以色列境内的恐怖主义攻击，使以色列
人对邻国不信任和保持疏离。
伊朗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指犹太人被大屠杀是“神话”，呼吁消灭以色列或者把它从中东迁回欧洲
，这些言辞最为极端和惹人反感。
阿拉伯人必须承认以色列存在的现实，而以色列人也得接受巴勒斯坦建国，其领土就是联合国决议及
过去各项和平协定规定属于他们的领土的剩余部分。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牢墙内的巴勒斯坦>>

国际法普遍承认的巴勒斯坦人权应当受到保护，这包括自决、言论自由、待遇平等、免受长期军事统
治、未经审判不得监禁、家人团聚的权利、房地产所有权不受侵犯、非交战人员安然生活的权利。
《圣经》记载上帝的子民首度自相杀害，耶和华问凶手该隐说：“你兄弟亚伯在哪里？
”他回答说：“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么。
”耶和华说：“你作了什么事呢？
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
地开了口，从你手里接受你兄弟的血。
现在你必从这地受咒诅⋯⋯”（《创世纪》4：9—11）。
今天在阿拉伯人、犹太人和基督徒内流动着的仍是上帝选民之父亚伯拉罕的血液，为了争夺这位中东
尊崇的族长的嫡系地位，各方不惜血溅圣地。
迄今牺牲性命不计其数。
地上的血仍向耶和华哀告——苦苦地渴求着和平。
有个方案在世界这个独特的小角落可实现公正与和平。
它既符合国际法和美国政府行之有年的政策，也得到大多数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赞同，而且与以前
缔结（可是后来被背弃）的各项协定相一致。
下文要探讨的就是这个和平构想。
第2章　首次访问以色列（1973年）我曾经访问过以色列好几次，而且同以色列内外的犹太人就现状和
未来展望进行讨论。
这些犹太人代表了各种不同的观点，立场相当坚定，对以色列政府及其政策一直非常关注。
我当总统期间和离任以后，了解了不少这方面的知识。
事实上，我在出任总统以前，就同伊扎克·拉宾、摩西·达杨、戈尔达·梅厄、阿巴·埃班和其他以
色列领导人建立了私人关系，尽量了解关于以色列的一切，包括它所面对的政治和军事挑战。
以色列给我不可磨灭的印象大多是这段时期留下的。
我想细述一下这段早期经验。
我刚开始了解以色列的时候，以色列国民对前途充满乐观和信心。
在以色列建国初期，阿拉伯国家频频发动进攻，以色列看来岌岌可危。
可是，1967年的战争证实，以色列军队的实力是阿拉伯邻国望尘莫及的。
那年，以色列空军摧毁众多敌机，陆军西征加沙，北取戈兰高地，东逼约旦河，囊括西岸，南下西奈
半岛，直达苏伊士运河。
伊扎克·拉宾将军是因这场战争而成名的英雄。
在我当佐治亚州州长时，以色列为了加强同美国领导人的关系，派拉宾来访问。
我向他请教中东的军事和政治关系，他很乐意回答，并且邀请我早日访问以色列。
我自童年起学习《圣经》，后来讲授《圣经》20年，对圣地心仪已久。
我和妻子罗莎琳于是在1973年接受了拉宾的邀请。
为准备这趟旅程，我俩熟读地图，研习以色列古代和近代史。
短短10天的行程如何安排，相当费思量。
一方面我想尽情畅游基督教圣迹、圣所，另一方面也愿意拨出时间为我今后的政治生涯做些准备，其
时，我正在认真地计划竞选总统职位，而我的心愿只有少数最亲近的朋友知道。
我们首先拜访了梅厄总理。
会谈片刻后，她说我们有7天的时间到处参观，给我们配备了一辆旧的奔驰旅行车和司机，要上哪儿
由我们自己决定，而行程的后3天，她会安排我们听取以色列安全问题、它同其他中东国家关系的机
密汇报。
她想我们临走前再见她一次，以便回答任何问题，并就以色列政府的信息做个总结。
司机吉奥拉·阿维达尔是位年轻学生，父亲是外交官，其见闻广博。
他给我一本初级希伯来文手册，旅途中一路学习，逐渐能辨识路标。
这本小册子我还保留着，上面写满沿途参观的札记。
我还保存着他给我的地图，该地图不但在以色列与西岸、加沙之间没有标示“绿线”，而且把戈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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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一大部分和西奈半岛全部划人以色列版图。
当时有些偏激分子不想归还所占领土，但领导人的普遍态度是暂不归还土地以待日后换取和平与安全
。
官方给我做汇报时，从未提及早日撤退，但也没说计划永久占据。
前3天在耶城内及附近参观，早上摸黑出门，在其他游客出现以前欣赏耶城的晨姿，同时也体会一下
两千年前耶稣在同一街道漫步的感觉。
我们参观面包师傅用长杆把面团送进大灶洞烘焙，在小店喝茶、啜咖啡，观看小贩陈列货物、预备做
买卖。
我同那些对《圣经》记载的大卫城进行挖掘工作的考古学家聊了好一会儿。
他们说历代遗砾使街道不断增厚，平均每百年增厚一英尺。
我们开始明白为什么在耶城、伯利恒、希布伦、杰里科所见圣址完全出人意料，圣址部分埋于地下，
狭窄、俗丽、非常商业化，不是想像中的粗粝拙朴。
只有走到旷地，望见橄榄山、园地坟场、迦南、卡尔梅勒山、加利利海、布道山、迦百农、贝塞斯达
和约旦河，才感觉到眼前也许就是圣经故事发生年代的景观。
我们每到一地，吉奥拉即向主人家介绍我俩是梅厄总理和拉宾将军的宾客，对方都会殷勤招待，热心
回答我们的问题。
拿撒勒之游最令人愉快而且获益匪浅。
我们参观了告讯教堂和地下住所——据说耶稣当年居住的就是这类地方。
穆斯林教徒市长、基督教徒副市长和拿撒勒的犹太市长设午宴款待，气氛热闹，在场的还有他们的亲
朋。
主菜是一道烧烤全羊。
这顿饭吃了好几个小时，吃掉的羊肉惊人得多，外加水果、蔬菜、烤饼以及用手指沾来吃的浓汁炖肉
。
我记得席间谈到所有一切想得到的话题，边谈边敬酒，长桌当中几瓶尊尼获加——红方威士忌不久就
一扫而空，接着再喝中东常见的浓黑咖啡。
我们对拿撒勒官员大力促进旅游业和经济增长感到好奇，于是在午后去了新城。
新城的建立是为源源不绝的苏联新移民提供栖身之所。
移民家庭迁入新公寓时，墙上的油漆仍未干透。
当时的计划是再建三千户供今后移民居住。
以色列在1967年战争取得胜利后，移民人数就开始增加，我们到访的当年达到高峰。
市长说拿撒勒大都会附近有百家工厂，新旧居民都能找到活儿。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牢墙内的巴勒斯坦>>

编辑推荐

《牢墙内的巴勒斯坦》由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
卡特阐述了一个简单却极难付诸实践的道理。
——在危机、冲突和动荡面前，政治家们要敢于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正视现实；要敢于挑战既得利
益者和得罪极端民族主义分子；要善于了解无声的多数的愿望和倾向，善于利用相互尊重和以人为本
的政治和外交技巧，勇于化解和解决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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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今天在阿拉伯人、犹太人和基督徒体内流动着的仍是上帝选民之父亚伯拉罕的血液。
为了争夺这位中东尊崇的族长的嫡系地位，各方不惜血溅圣地，迄今牺牲性命不计其数。
　　摘自卡特著《亚伯拉罕之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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