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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路撒冷的
“

俄国财产
”

与苏联对以色列外交

（ １ ９４８
—

１ ９５３ ）

江 艺 鹏

摘 要 ： 为 了 打破英美对近 东 的控制 ，
苏联在 以 色列建国后不久便要求接管耶路撒冷的俄 国财产 。 苏 以

双方此后 围 绕
“

俄 国财产
”

问题展开 了 多 番交涉 。然而
，
受到冷战局势和近 东 冲 突的影响 ，相关 交涉又被牵扯

到 以 色列和阿拉伯各国政府的
“

耶路撒冷之争
”

当 中 。这一 系 列 问题显示 出战后近 东 外交格局的冷战化进程 ，

导致该地 区政治经济 问题复杂化。近东地 区
“

被卷入
”

冷战不是一个被动的过程 ，
而是苏联 、 美 国 、

以 色列和阿

拉伯各国 多 方互动的结果 ；
同 时受到传统宗教文化的影响 ，

近 东地 区的冷战没有表现 出 强烈的意识形 态 色

彩 ，
反而在近东各国 与 大国之间设置 了

一道
“

文化屏障
”

。

关键词 ： 俄 国 财产 ；
巴勒斯坦 ；

阿以 冲 突
；
苏 以关 系

耶 路 撒 冷 的
“

俄 国 财 产
”

（ ｐ ｙ ｃ ｃ ｉｃ ｏ ｅ

ＨＭｙｍｅ ｃ Ｔ Ｂ ｏ）曾被誉为
“

俄国在圣地的事业
”

，展现

出沙俄政府渴望建立
“

第三罗马
”

的梦想 。

？ 作为世

界三大宗教的
“

圣城
”

， 耶路撒冷历来是各方势力的

必争之地 。 十八世纪以来 ，俄国东正教传教团前往

巴勒斯坦建立海外教会并在当地购置了大批财产 。

“

俄国财产
”

主要位于耶路撒冷的
“

新城
”

，

？ 包括大

小教堂、学校 、朝圣者房舍以及养老院等设施 。

③ 沙

俄政府借助东正教教会的力量 ， 以这些财产为基础

扩大在海外的影响 。 东西方冷战爆发后 ， 苏联政府

出于地缘安全的考虑向新生的以色列政府要求接管
“

俄国财产
”

。
？ 受到当时冷战局势的影响 ， 苏以双

方之间有关财产问题的交涉被搁置了 。 赫鲁晓夫执

政时期 ， 苏联政府将大部分
“

俄国财产
”

出售给以色

列政府 ， 仅要求接管其中的数座建筑物 。 此后 ， 苏

以两国政府有关
“

俄国财产
”

问题的交涉有了定

论 。

最近二十年 ， 随着苏联档案的解密与冷战史研

究的兴起 ， 学界愈发关注冷战时期的 国际局势对苏

以外交关系的影响 ，

？尤为重视斯大林时期的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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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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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以色列政策的转变过程。

？ 已有研究的重点在于

苏以两国政府之间 的互动 ， 较少关注冷战中 的多方

博弈及其对近东外交格局的重塑 。

？ 而耶路撒冷的
“

俄国财产
”

问题恰好为此提供了一个观察窗 口 。 苏

以双方围绕
“

俄国财产
”

问题的交涉持续多年 ，
且恰

逢冷战在全球蔓延之际 ，本应为苏以双边之间
“

历史

遗留
”

问题的俄国财产问题高度冷战化 ， 牵扯到苏

以 、美苏 、美以等多重双边关系及其之间的互动 。 基

于有关该问题的现有研究成果 ，

？ 本文运用 《苏联 －

以色列外交关系档案集 》
？ 和 《近东冲突 ： 俄罗斯联

邦对外政策档案馆文件选编》等解密档案 ，

？ 梳理苏

以双方对
“

俄国财产
”

问题的交涉过程 ，关注斯大林

执政后期苏联政府对以政策的转变及其影响因素 。

在弥补学界关于苏以关系研究所存在的缺憾的 同

时 ，

？笔者尝试探讨战后中东外交格局的冷战化重

塑问题 ，并回应
“

冷战在近东地区的形态及其特征
”

这一问题 。

一

、耶路撒冷的
＂

俄国财产
”

问题之缘起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 英国 向其他参战国承诺

战后共同分割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阿拉伯人的土

地 。 １ ９ １ ６ 年 ５ 月 ，英法俄三国代表秘密缔结
“

赛克斯
－ 皮科协定

”

（ Ｓｙ
ｋｅｓ

－ＰｉｃｏｔＡ
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 ， 规定英法将

分别统治伊拉克南部和叙利亚大部分土地 ， 而英国

还间接占据了从地中海到波斯湾的地区 。当时 ，俄国

的 国家实力衰退 ，无暇顾及远在东方的扩张 ，仅要求

划出一块国际飞地用以管理宗教事务。
？

１ ９ １ ７ 年 １ ０

月 ，俄国 国 内政局剧变 ，布尔什维克党上台执政并宣

布退出一战 。 巴勒斯坦的东正教教会失去了沙俄政

府的资助 ， 无奈之下将耶路撒冷的主要建筑出租以

维持生计 。

？ 于是 ， 耶路撒冷的
“

俄国财产
”

成为英国

驻军在巴勒斯坦的办公场所 。

一战结束后 ，英法双方

通过圣雷莫会议 （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ｆＳａｎＲｅｍｏ ）达成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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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色列 不够马克思主义 ；

（ ２ ）
以 色 列政府亲

美
； （ ３ ） 苏联政府的政策转向 阿拉伯 国 家

； （ ４ ） 苏联犹太人的 民族主义思潮复活 ； （ ５ ） 日 丹诺夫主义 ； （ ６ ）英 国 势 力从巴勒斯坦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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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 ， 由英国政府对伊拉克和巴勒斯坦进行委任统治 ，

而
“

俄国财产
”

也随之由英国控制下的巴勒斯坦委任

统治管理当局保管 。

？ 这意味着苏维埃政权的合法

性不被承认 ，所以它无权接管沙俄政府在巴勒斯坦

的财产 。

十月 革命后 ， 苏维埃政府颁布一系列法令剥夺

宗教组织的各种特权 ，将其置于国家权力的统一监

督之下 ，使改造后的宗教与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相

适应 。

？
１ ９ １ ８ 年 ２ 月 １ ８ 日

，苏维埃政府颁布 《关于

信仰 自 由 、 教会和宗教团体》法令 ，该法令对东正教

的政治和经济权利作出 了新的规定 。 根据法令 ， 东

正教在沙俄时期获得的一切政治 、经济 、文化特权全

部被取消 。 苏联国 内的教会和宗教团体和财产一律

没收 。

③按照上述规定 ， 沙俄时期东正教教会的海外

财产应该国有化 ，那么苏维埃政府就有权接收在巴

勒斯坦的
“

俄国财产
”

。 １ ９２３ 年 ５ 月 ，苏联政府借本

国贸易代表团访问伦敦之机 ，再次提出
“

收回
”

在巴

勒斯坦的俄国东正教教会财产 。

》 苏联驻英国使馆

代表 Ｋ ． 拉科夫斯基 （ Ｋ ．Ｐ ａ Ｋ Ｏ Ｂ Ｃ ＫＨｉｔ ） 向英国方

面声明 ：

“

位于巴勒斯坦的俄国东正教教会财产属于

苏联政府所有 ，任何人在未经苏联政府同意的情况

下都无权处理这些财产
”

。
＠英国方面答复说 ， 除非

有法律文件能证明苏联政府拥有继承权 ， 否则他们

不会交出这些财产 。

？ 苏联政府拿不出相关的法律

文件 ， 自然无法继承前沙俄政府的海外财产 。 而巴

勒斯坦的东正教教会坚持效忠前沙俄政权 ，
也反对

苏联政府接管
“

俄国财产
”

。 如此一来 ， 苏联政府在

该问题上无计可施 ， 只能望洋兴叹 。

１ ９４ １ 年 ６ 月 苏德战争爆发后 ， 苏联政府放宽了

对国 内宗教活动的限制 ， 以爱国主义凝聚人心 ，集中

全国力量抵御外敌 ， 同时还授意国 内 的东正教教会

与海外宗教团体建立联系 ， 为国家争取更多的战争

资助 。 １ ９４３ 年 ，苏联人民委员部俄国东正教事务委

员会主任 ｒ ？ｒ ．卡尔波夫 （ ｒ ？ｒ ？Ｋａ ｐｎ 〇 Ｂ） 向斯大

林提交了一份文件 ，建议 由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正

式要求
“

收回
”

位于巴勒斯坦的东正教教会财产 ，增

强俄国东正教教会在当地的影响力 。 苏联人民委员

部副外交人民委员 Ｈ ．迈斯基 （ Ｍ ．Ｍａ ｉｉ Ｃ ＫＨ ｉｉ
）
也指

出 ， 苏联政府应通过外交 、政治和文化等措施扩大在

巴勒斯坦的影响 。

？ 当战争慢慢走向尾声 ，苏联社会

经济各领域百废待兴 ，急需西方大国 （特别是美国 ）

提供的援助进行重建 。 为了维护雅尔塔体系构建的

战后国际秩序 ，苏联政府在近东政策上比较克制 ，恐

怕引起英国政府的不满 。 Ｍ ． 迈斯基认为 ， 战后应该

创造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 ，使
“

长时期 内 ，
至少在欧

洲和亚洲 ， 苏联的安全得到保障 ，和平得以维持 。

”
？

此外 ，他还建议苏联政府不要援助泛阿拉伯运动 ，
以

免同英国政府产生矛盾 。苏联外交部中东局也提议 ，

苏联政府不应插手中东地区的阿犹冲突 ， 防止英国

在
“

俄国财产
”

问题上制造障碍 。

？ 由于不想触及英

国的势力范围 ，苏联政府在财产问题上并无进展 。

在苏联政府看来 ，

“

俄国财产
”

只是前沙俄政府

的海外财产 ，并不具备战略上的重要意义 。 １ ９４５ 年 ３

月 ３ １ 日
， 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 Ｃ ． Ｍ ． 卡夫塔拉泽

（ Ｃ ． Ｍ ．Ｋ ａ Ｂ Ｔ ａ ｐ ａ ｆｌ ３ ｅ ）向莫洛托夫报告 ，说英美的

石油输送管道将会经过巴勒斯坦 ， 苏联政府迫切地

需要在巴勒斯坦建立据点 ， 以便监视英美的石油政

策 。他的建议是设立苏联驻巴勒斯坦领事馆 ，并不是

接管与利用当地的
“

俄国财产
”

。

？
“

俄国财产
”

问题

仍然是一个宗教问题 ， 尚未进入苏联近东政策的计

划 。当时苏联政府也是通过宗教途径去沟通该问题 。

１ ９４６ 年 ，莫斯科教会的阿列克谢大牧首一行抵达耶

路撒冷 ，与当地的东正教教会人员建立初步联系 。

？

然而 ， 随着非殖民化运动与东西方
“

冷战
”

对峙的发

展 ，苏联政府的态度却发生了改变 。

战后英国政府的海外势力 日益衰退 ， 逐渐从埃

及 、印度和巴勒斯坦退却 。 中近东地区的民族独立运

动风起云涌 ，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也不断壮大 。而美国

和苏联也以 巴勒斯坦问题为契机 ， 极力把英国赶出

中近东地区 。受到冷战思维的影响 ，

“

俄国财产
”

不再

①布 尔什维克党上 台后下令废除沙俄政府此前签署的秘密协定 ，
可是这个新生政权 当 时得不到英法 两 国政府的承认

， 英法

双方认为 沙皇政府很快就会重新掌权 ，
决定保 留俄方在 中 东地 区 的 利 益 。 ＤｏｖＹａｒｏｓｈｅｖｓｋ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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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个宗教问题。 它被苏联政府纳入对近东地区进

行渗透 、扩大对中近东的影响的政策当 中 。

二 、苏联重提耶路撒冷的
“

俄国财产
”

问题

张 ，对土耳其提出领土要求 ，拒绝从伊朗撤军 ，还谋

求获得在伊朗的石油租借权 。

？ 受到英美的合力抵

制之后 ， 苏联政府又把 目光投向近东地区 。

？
１ ９４７

年 ２ 月 ， 阿犹双方的矛盾 由于欧洲犹太难民的大量

涌人而被激化 ，英国政府被迫将巴勒斯坦问题提交

联合国讨论。 这恰恰为苏联政府插手近东事务 、重

提
“

俄国财产
”

提供了一个契机 。

１ ９４７ 年 １ １ 月 ２９ 日
， 在美苏两 国代表的支持

下 ，联大通过了 《巴勒斯坦将来治理 （分治计划 ）问题

的决议 （第 １ ８ １ 号决议 ） 》 ，规定犹太人有权在巴勒斯

坦建立一个独立的 国家 。 而耶路撒冷作为
“

独立个

体
”

接受国际共管 ，任命一位总督作为行政长官 ， 由

各国派驻代表组成管理委员会 。

③ 不久之后 ，

“

巴勒

斯坦问题特别调解委员会
”

成立 ，制定了耶路撒冷的

管理方案 ，并赋予总督任命管理委员会的各国代表

的权力 。

④ 很可能 ，正是第 １ ８ １ 号决议的通过提高了

耶路撒冷及其当地的
“

俄国财产
”

在苏联近东政策中

的地位 。 根据苏联方面的调查 ，

“

俄国财产
”

除了位

于耶路撒冷的主体部分之外 ， 其余分布在橄榄山

（ ＭｏｕｎｔｏｆＯｌｉｖｅｓ ） 、 雅法 （ Ｊａｆｆａ ） 和伯利 彳旦 （ Ｂｅｔｈｌｅ
？

ｈｅｍ ）等地 。 

？
如果苏联政府能顺利接管这些财产 ，就

能以耶路撒冷为 中心建立起据点 ，有利于扩大苏联

在近东地区的影响 。 在阿拉伯 民族独立运动前景不

明的情况下 ，苏联政府接管耶路撒冷的
“

俄国财产＇

无异于往英美的势力范围打下一个楔子 。 因此 ，耶

路撒冷的命运是苏联近东政策 的一个关键问题 。

１ ９４８ 年 ３ 月 １ 日 ，苏联外交部提出 ， 各国派驻耶路

撒冷的代表不能由总督任命 ， 否则总督有可能不让

苏联代表参加 。

？ 更何况 ，耶路撒冷作为世界三大宗

教的
“

圣城
”

，在近东各国人民 的心 中享有崇高的地

位 。苏联政府极力争取对耶路撒冷事务的管理 ， 除了

想接管耶路撒冷的
“

俄国财产
”

，
也试图与英美争夺

在近东问题上的话语权。 如此 ，支持实行联大第 １ ８ １

号决议的规定 、对耶路撒冷实行国际共管 ，便成为苏

联政府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一贯立场 。

１ ９４８ 年 ５ 月 １ ４ 日
， 英国政府提前结束在巴勒

斯坦的委任统治 。 当天下午 ， 以色列宣布建国 ，美苏

迅速予以承认 。次 日
， 阿拉伯各国军队进攻巴勒斯坦

的犹太定居点 。

？ 第一次中东战争正式爆发 。

？ 而此

时苏联和阿拉伯 国家之间的关系却恶化了 。 由于不

满苏联政府对以色列建国的支持 ， 很多阿拉伯 国家

的民众甚至举行了反苏游行。二战后期以来 ，苏联政

府公开支持埃及政府废除英埃条约的行为 ， 谴责法

国政府出兵占领叙利亚和黎巴嫩。
？ 所以 ，埃及 、叙

利亚和黎巴嫩三国政府对苏联政府的评价较高 ， 它

们都和莫斯科方面保持着密切联系 。

？ 当联大通过

第 １ ８ １ 号决议之后 ，埃 、叙 、黎三国政府派人请求苏

联政府改变立场 ，希望莫斯科能站在阿拉伯人这边 。

但苏联政府不愿意放弃管理耶路撒冷的机会 ， 莫斯

科方面坚持认为 ， 应该实行联大第 １ ８ １ 号决议的相

关规定 。

？ 与此同时 ，苏联政府通过东欧国家分别 向

阿以双方军队出售武器 。

？ 阿拉伯军队拥有英国政

府提供的武器 ，
以色列方面却受制于武器禁运 ， 因

此 ， 来 自苏东国家的武器对以色列军队的意义更加

重大 。苏以双方的关系被迅速拉近了 ，而阿拉伯 国家

和苏联之间却有了隔阂 。

苏阿关系的恶化迫使苏联政府把更多精力放在

以色列身上 。 随着第一次中东战争被平息 ， 苏联 －

①刘 竞 、张士智 、朱莉 ： 《苏联中 东关 系 史 》 ， 中 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
，
１ ９８７ 年 ， 第 １ ０８ 、 第 １ １ ５ 页 。

？ＵｒｉＢ ｉａｌ ｅｒ
，ＣｒｏｓｓｏｎｔｈｅＳｔａｒｏｆ Ｄａｖｉｄ：ＴｈｅＣｈｒｉｓ ｔｉａｎＷｏｒｌｄ ｉｎＩｓｒａｅｌ

＇

ｓＦｏｒｅｉ
ｇ
ｎＰｏｌｉｃｙ ｆ１ ９４８

—

１ ９６ ７
，ｐ ． １ ５ ９ ．

③ Ｉｓｒａｅｌ

’

ｓＦｏｒｅｉｇｎＲ ｅｌａ ｔｉｏｎｓＳｅｌｅｃ ｔｅｄＤｏｃｕｍｅｎ ｔｓ１ ９４ ７ １ ９７４
１ｐｐ ． ９２

—

１ １ ０ ．

④？ ＡＢＩＴＰ ＜ Ｅ
＞

．０ ．４７ ．Ｏ ｎ ．３ ．ＩＩ ．１ １ ．

 ，

１１
，

．２９ ．ＪＩ ．１ ４ ． ／ ／ Ｂ ；ｉ舰Ｈ ｅ Ｂ〇 ｃ Ｔ 〇ＨＨｂｉ＆Ｋｏｈ
＾
ｗｉｈｋｔ ： Ｍ３ｆｌＯＫ ｙ

ＭｅＨＴＯ Ｂａ
ｐ
ｘＨＢ ａ

ＢＨｏｍ ｅ ｉｉｎｏ皿ｔｈｋｈＰＸ＞

（
１ ９４７
—

１ ９ ５ ６
）

．Ｂ２ｔ ．Ｏｔｂ ．ｐ
ｅ ａ ．Ｂ ． Ｂ ．Ｈａ

ｙ
ＭＫＨＨ ．Ｃ ． ２ ８

，Ｃ ． ２ ８ ．

？ 

ＡＢＩＩＰ ＜Ｉ ＞
．０ ． ０ １ ２ ．Ｏｎ ． ６ ．Ａ － ８ １ ．７１ ． １

—

６ ． ／ ／ Ｃｏｂ ｃ ｔ ｃ ｋｏ 

—

Ｈ ３
ｐ
ａＨ＾ ｂ ＣＫＨｅＯｒＨ ｃｃｉｅＨＨＨ ．Ｔ ． ｌ ．Ｃ ． １ ３ １

—

１ ３４ ．

⑦阿拉伯 军队包括埃及、外约旦 、伊拉克 、 叙利 亚 、黎巴嫩五 国联军 。

⑧殷里主编 ： 《阿 以 冲 突 ： 问题与 出路》 ， 第 ２８２ 页 。

＠＠刘 竞 、张士智 、朱莉 ： 《苏联 中 东关 系 史 》 ， 第 １ ０８ 页
， 第 １ ３２ 页 。

⑩ １ ９４３ 年 ８ 月 ２６ 日
，
苏联与埃及两 国政府宣布建立正式的 外交关 系 。 随后叙利 亚获和黎 巴嫩也独立

，
立 即得到 苏联的承

认
， 并立即互换外交使节 。 参考 刘 竞 、 张士智 、朱莉 《苏联 中 东 关 系 史 》 ， 第 ９７ 至 ９８ 页 。

＠ 

ＡＢＩＩＰ ＜

１＞
． ① ． ０ ８７ ．Ｏｎ ．１ １ ‘ＦＬ１ ６ ． 马 ． ５ ．ＪＩ ．１

—

２ ． ／ ／ ＢｍｗｃＨ ｅ ＢＯ Ｃ ＴＯＨＨｂｉＨＫｏｈ ｃ

Ｊ
ｊｏｔｋｔ ： Ｍ３ｓ〇ＫｙＭｅＨＴ 〇 ＢａｐｘＭＢ ａ

ＢＨｏｍ ｅｆｉｎｏ ／ ｔＨＴＫＫＨＭ
（
１ ９４７
—

１ ９５６
）

．Ｂ２ｔ ．Ｏｔｂ ．ｐ
ｅ ｎ ．Ｂ ． Ｂ ．Ｈａ ｙＭＫＨＨ ．Ｃ ． ２６ ．

１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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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双方关系步入佳境 ， 苏联政府提出接管耶路

撒冷的
“

俄国财产
”

问题的时机也到来了 。 １ ９４９ 年 ２

月 至 ７ 月 ，埃及 、黎巴嫩 、约旦 、叙利亚四国政府分别

与以色列政府签订停战协定 ，第一次中东战争宣告

结束 。 战后外约旦军队占据了耶路撒冷老城 ， 而以

色列军队则占领了西区新城。 由于
“

俄国财产
”

主要

位于新城 ， 因此大部分财产都被以色列军队接管 。

以色列方面将
“

俄国财产
”

交给犹太代办处的伊扎

克 ？拉宾诺维奇 （Ｙ ｉｔｚｈａｋＲａｂｉｎｏｖｉｃｈ ）管理 。

？ 随后 ，

苏联政府立即 向 以色列政府提出接管这些财产 ，
以

色列政府不想得罪苏联政府 ，故同意与苏联方面交

涉
“

俄国财产
”

问题 。 伊扎克 ？拉宾诺维奇认为 ， 如果

转移
“

俄国财产
”

的所有权 ，首先要联系原来的财产

负责人 。

② 苏联政府知道这些教会人员不会接受莫

斯科的领导 ，建议苏以双方绕开他们直接讨论接管

问题 ，该提议得到了 以色列政府的认同 。

？ 然而 ，
以

色列政府并不愿意交出这些财产 ， 尤其不想失去在

耶路撒冷的
“

俄国 区
＂

（ Ｒｕｓｓｉａｎ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 。

“

俄国

区
”

是一个历史悠久 、风格独特的建筑群 ，包括圣三

一大教堂 、 医院 、领事馆 、给朝圣者过夜的住所和谢

尔盖庄园等等 。

？ 这个建筑群的所有权原本属于皇

家 正 教 巴 勒 斯 坦 协 会 （ ＨＭｎ ｅ ｐ ａ Ｔ ｏ ｐ ｃ Ｋ ｏ ｅ

Ｉｌｐ ａ Ｂ Ｏ Ｃ ＾ ａ ＢＨ ｏ ｅＩｌａ ＾ ｅ ｃ ＴＨＨ Ｃ Ｋ ｏ ｅ０６ｍｅ ｃ Ｔ Ｂ 〇 ，

ＭＴＯ ）

⑤ 及 其 主 席 Ｃ ． 亚 历 山 德 罗 维 奇 （ Ｃ ＿

Ａｊｉ ｅ Ｋ ｃ ａ Ｈｆｌｐ ｏ ＢＫＨ ）大公 。

⑥在英国委任统治时期 ，

“

俄国区
”

的建筑物被用作政府机构的办事处 ，例如

移民局和公共工程局 。 当以色列军队占领耶路撒冷

之后 ，也沿用了这些办公场所。 此时再让以色列政

府把各个机构迁出来 ，将这些财产交给苏联政府 ， 自

然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

而且 ，东西方
“

冷战
”

对峙的局势 日益加剧 ， 以色

列政府也感受到巨大的安全威胁 。建国初期 ， 以色列

政府内部由
“

马帕伊
”

党 （ Ｍａｐａ
ｉ

，全称为
“

以色列劳动

党
”

）执政 。

“

马帕伊
”

党主张在外交上走中立路线 ，但

是党内成员的亲西方倾向很严重 。此外 ，还有第二大

党——
“

马帕姆
”

党 （ Ｍａｐａｍ ，全称为
“

联合工人党
”

） ，

该党与苏联政府的关系非常密切 。

＠ 从 １ ９４９ 年以

来 ， 苏联驻以色列大使馆经常与以色列政府内部的
“

亲苏
”

人士来往 ，其中就包括
“

马帕姆
”

党的领袖斯

纳 ？摩西 （ ＳｎｅｈＭｏｓｈｅ ） 。

？ 由此推测 ， 以色列领导人

担心苏联借助
“

俄国财产
”

实施渗透 ，增强以色列 国

内
“

亲苏派
”

的力量 ，甚至有可能干涉以色列内政 。所

以 ， 以色列政府为了维护国家利益 ， 迟迟不肯交出
“

俄国财产
”

。除了耶路撒冷的
“

俄国区
”

，其他财产的

移交也是遥遥无期 。 这些财产属于前沙俄政府及其

派 出 的前俄 国宗教使团 （ Ｐ ｙ ｃ ｃ ｉｃ ａ ａ＾ｙｘ ｏ Ｂ Ｈ ａ ａ

論 Ｃ Ｃ Ｈ ５！ ）所有 。 为了名正言顺地接管财产 ，苏联政

府还成立了新的
“

俄国宗教使团
”

， 并任命莫斯科正

教会的人员为该机构的代表 ， 派遣他们前往耶路撒

冷进行交涉 。

？但是 ，新的
“

俄国宗教使团
”

得不到以

色列政府的承认 ， 因而也无法正式接管财产 。

？
１ ９４９

年年底 ，

“

俄国财产
”

仍处于以色列政府的控制之下 ，

苏联方面的财产接管工作毫无进展 。

？ 此时 ，耶路撒

冷的归属问题在联合国掀起波澜 ，苏以双方有关
“

俄

国财产
”

问题的交涉有了转机 。

三 、苏联欲打破在
“

俄国财产
”

问题上的僵局

第一次中东战争改变了近东的政治格局 ， 也留

下了耶路撒冷的归属问题。 战争结束后 ， 耶路撒冷

①ＤｏｖＹａｒｏｓｈｅｖｓｋｉ
，

“

Ｂｅ
ｙ
ｏｎｄｔｈｅ

＊

Ｒｕｓｓ ｉａｎＰｒｏ
ｐ
ｅｒｔ

ｙ

＊

Ｄ ｉ ｓ ｃｏｕｒｓ ｅ
， １ ９ １ ７

—

５ ３

”

， Ｊｏｕｒｎ ａｌｏｆＩｓｒａｅｌＨｉｓ ｔｏｒｙ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Ｓｏｃｉｅｔｙ ，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Ｖｏｌ ． ２２

，Ｎｏ ． ｌ
，２００３ ，ｐ ． ５ ９ ．

（２ＸＳ）ＹｅｈｏｓｈｕａＦｒｅｕｎｄｌｉｃｈ
，Ｓｏｖｉｅ ｔｏｕ ｔ

ｐ
ｏ ｓ ｔ ｉｎＴｅ ｌＡｖｉｖ ：ｔｈｅＳｏｖｉ ｅ ｔ ｌ ｅ

ｇ
ａｔｉｏｎ ｉｎＩ ｓｒａｅｌ

， 
１ ９４８
—

５ ３
，

Ｍ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Ｉｓｒａｅｌｉ

Ｈｉｓ ｔｏｒｙ ，Ｖｏｌ ． ２２
，Ｎｏ ． ｌ

，２００３ ，ｐ ． ４８
，ｐ ．４８ ．

③这些财产 负 责人 中 间存在一些反苏分子 ，
他们不 愿意把教会财产 交给苏联政府 。

④
“

Ｊ
ｅｒｕｓａｌｅｍＡｒｃｈｉ ｔｅｃ ｔｕｒａｌＨｉｓｔｏｒ

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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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ｌ ８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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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９ １ ７
）

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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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 ，Ｍ 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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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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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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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
—

ｔｈｅ
—

ｌａｔｅ
—

ｏ ｔｔｏｍａｎ
ｐ
ｅｒｉｏｄ ．

⑤皇 家正教巴勒斯坦协会是前沙俄政府设立的
一个研究机构 ，

主要 负 责搜集 巴勒斯坦地 区 的情报 。 ＵｒｉＢ ｉａｌｅｒ
，
Ｃｒｏｓｓｏｎ

ｔｈｅＳｔａｒｏｆ Ｄａｖｉｄ：Ｔｈｅ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Ｗｏｒｌｄ ｉｎＩｓｒａｅｌ
’

ｓＦｏｒｅｉｇ
ｎＰｏｌｉｃｙ ，

１ ９４８
—

１ ９６ ７
，ｐ ． １ ５３ ．

⑥谢尔盖 ？ 亚历 山德 罗 维奇大公是沙皇亚历 山 大三世的儿子 ，
他 曾 经长期担任该协会的主席 。 Ｄ ｅ ｒｅｋＨｏ

ｐ
ｗｏｏｄ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ＰｒｅｓｅｎｃｅｉｎＳｙｒｉａａｎｄＰａｌｅｓ ｔｉｎｅ１ ８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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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９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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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ｏ ． 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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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ＢＩＴＰ ＜
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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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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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ｏｃｕｍ ｅｎ ｔｓｏｎＩｓｒａｅｌ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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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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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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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以约两国军队分区 占领 。 双方都拒绝将
“

圣城
”

交

给联合国管理 ， 反对实行第 １ ８ １（ｎ ） 号决议的规

定 。

？ 这种行为不但引起其他阿拉伯国家的抗议 ，
也

遭到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反对 。 因此 ，联合国被迫

重新开会讨论耶路撒冷的归属问题。

？ 在东西方
“

冷

战
”

环境的影响下 ， 耶路撒冷的归属权不再是作为阿

以矛盾焦点的地区问题 ， 而是关系到美苏近东战略

的国际问题 。

从处理希腊和土耳其危机开始 ，美国就接过英

国在中东地区的担子 ，逐步将中东建成
“

反苏防共
”

的堡垒 。 １ ９４９ 年 １ 月 ２０ 日 ，美国总统杜鲁门提出 了

援助经济落后的不发达国家的
“

第 四点计划
”

，其援

助对象包括近东地区的埃及 、伊拉克 、 以色列 、约旦 、

黎巴嫩 、沙特阿拉伯和伊朗 。

③ 虽然美国政府更想拉

拢阿拉伯 国家 ，所以对以色列的援助相对较少 ，但是

美国犹太人具有强大的政治影响力 ，再加上美国与

以色列两国在文化上的亲缘性 ， 因此以色列仍然在

美国近东战略中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 。 １ ９４９ 年 ５ 月

１ ６ 日
，美国国防部向 国家安全委员会递交了一份名

为 《美国在以色列的安全利益 》的备忘录 ， 指 出美国

在以色列的安全利益为 ： Ａ 、确保以色列政府倾向西

方民主国家 ，疏远苏联势力 ；

Ｂ 、堵塞共产党对以色

列 的渗透 ， 防止苏联对以色列 的控制 ；
Ｃ 、 解决以色

列与阿拉伯 国家的分歧和争端 ；
Ｄ 、 从军方观点来

看 ，应改善英国与以色列的关系 ，使在对以色列的政

策上美英能实现共同 目标 。

？
１ ９４９ 年 １ ０ 月 １ ７ 日 ，

美国 国家安全委员会出 台 了ＮＳＣ４７／２ 号文件 ， 文件

规定 ：
Ａ 、 努力维持以色列政治和经济的稳定 ；

Ｂ 、应

当努力促成阿以之间解决争端 ，
至少使他们在反对

苏联控制和影响方面 ；
Ｃ 、 以不偏不倚的态度向 以阿

双方在解决经济 、政治及社会问题上提供帮助和指

导 。

⑤ 以色列和阿拉伯各国作为一个整体 ，被纳人美

国遏制苏联和共产主义的战略范围 。

为了尽快稳定近东地区的局势 ， 美国政府支持

联合国调停
“

耶路撒冷之争
”

。
⑥ 但是 ，联大第 １ ８ １ 号

决议并不符合英美的利益 ， 因为耶路撒冷接受国际

共管之后 ，苏联政府将会趁机干预近东事务 ，所以英

美尝试制定一个全新的解决方案 。

⑦ 以英美为首的

巴勒斯坦调解委员会 （ Ｐａｌｅｓｔ ｉｎｅＣｏｎｃ ｉ ｌ ｉａｔ ｉｏｎＣｏｍ？

ｍｉ ｓ ｓ ｉｏｎ
，ＰＣＣ ） 提出 了不少建议 ， 可是各方的意见难

以统一 ，始终无法拿出理想方案 。

⑧
１ ９４９ 年 ８ 月份 ，

以色列政府提出了一个新方案 ，让英美都喜出望外 。

该方案承认以约分区 占领耶路撒冷 ， 仅规定耶路撒

冷城内 的基督教圣地为
“

国际共管区
”

， 由联合国进

行托管 ，保证外国人可以 自 由 出入 。

？ 然而 ，这个方

案被外约旦政府拒绝 了 。

？ 因为基督教圣地位于耶

路撒冷的老城 ， 属于外约旦政府的 占领区域。 如果

这些地方交由联合国管理 ， 外约旦军队就要被迫撤

出 。

？ 这个方案维护了 以色列的利益 ，却要求外约旦

单方面作出让步 ，外约旦政府 自然不肯接受。外约旦

的阿 卜牡拉国王是英美在阿拉伯地区的忠实盟友 ，

因此以色列的新方案失去了英美的支持 。

？ 英美都

要求以色列政府先征得外约且方面的同意 ， 务求制

订一个两全其美的解决方案 。

？ 以色列政府通过新

方案 占领耶路撒冷的计划破灭了 。 联大召开之 日 临

近 ， 为了废除第 １ ８ １ 号决议的相关规定 ， 以色列政府

转而向苏联政府寻求帮助 。

苏联政府此时仍坚持原来的立场 ： 支持实行第

１ ８ １ 号决议的规定 ， 由各国代表委员会对耶路撒冷

进行共管。而站在同一阵营的除了东欧国家 ，就是阿

拉伯 国家 （外约旦除外 ）和大多数天主教国家。

＠ 后

两者是出于宗教原因 ， 所以不会对以色列政府作出

妥协 。 为此 ，取得苏联政府的支持变得格外重要 。 只

要苏联不再支持第 １ ８ １ 号决议的规定 ， 东欧各国将

会紧跟其后 ， 这就大大降低了联合国托管耶鎌冷

的可能 。

？ 以色列驻苏联大使馆的顾问阿里耶 ？列瓦

①殷里主编 ： 《阿 以 冲 突 ： 问题与 出路》 ， 第 ２８２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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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 （
ＡｒｉｅｈＬｅｖａｖｉ ）提议 ，

以色列政府可以利用
“

俄 国

财产
”

， 因为这些财产对苏联政府而言有着特殊意

义。

① 这个建议很快就被采纳了 。 以色列外交部长摩

西 ？ 夏里特对苏联驻联合 国代表 Ｃ ． Ｋ ． 查拉普金

（ Ｃ ． Ｋ ．Ｕ ａ ｐ ａ ｎ ｙ Ｋ Ｈ Ｈ ）说 ，如果联大第 １ ８ １ 号决议

的规定被执行了 ，耶路撒冷表面上由 国际共管 ，实际

上被英美把控住 。 到时候 ，苏联政府连 日 常事务都

很难插手 ，更别说接管当地的
“

俄国财产
”

了 。 苏联

代表说 ，这两个问题不应该混为一谈 。
② 对此 ，莫斯

科方面没有作出具体答复 ，或许是因为有着其他方

面的考虑 。 例如 ，试图借此打破苏以双方在
“

俄国财

产
”

问题上的僵持 。 联合国正式托管耶路撒冷之后 ，

以色列政府就无法继续 占用
“

俄国财产
”

， 这些财产

的所有权要重新讨论 ，那么苏联政府就能参与其中 。

而且 ，耶路撒冷一旦接受国际共管 ，英美很难将苏联

的影响排除在外 。 如果苏联政府真的打算绕开以色

列政府来解决
“

俄国财产
”

问题 ，那就意味着以方的

态度为莫斯科方面所不喜 ， 苏联政府正在重新思考

对以色列的外交政策 。

自 以色列建国 以来 ， 苏以双方的关系并非毫无

芥蒂 。 此前 ，双方针对苏联国 内犹太人移居以色列

的问题就产生了一些矛盾。 以色列政府多次请求莫

斯科方面批准苏联国 内 的犹太公民移居到 以色列 。

当时苏联 国 内 的
“

反世界主义
”

（Ａｎｔ ｉ
－Ｃｏｓｍｏｐｏｌ ｉ

－

ｔａｎｉｓｍ ）运动甚嚣尘上 ， 苏联犹太人群体的生存状况

令人堪忧 。

“

反世界主义
”

运动可以追溯到二战结束

后苏联政府在意识形态领域开展的政治清洗运动 。

１ ９４６ 年 ８ 月 ９ 日 ，苏联政府对哲学 、社会科学和 自

然科学等多个领域进行了大批判 。

③ 在苏联最高领

导层的推动下 ， 这场政治运动的规模进一步扩大 ，

并在 １ ９４８ 年达到了高潮 。 而苏联犹太人在政府文

化部门担任了大部分要职 ， 难免沧为这场运动的主

要受害群体 。

？ 苏联政府对以色列政府说 ，苏联国 内

不存在所谓的
“

犹太问题
”

，也没有犹太公民提出移

居国外的要求 。

？ 另一方面 ，苏联政府力图杜绝犹太

复国主义思想在苏联国内传播的可能性 。 以色列驻

苏联大使馆经常散发有关犹太复国主义思想的宣传

资料 。

？ 苏联政府便下令监视使馆人员 的 日常生活 ，

严禁他们与苏联国内犹太人私下接触 。

⑦ 这些消息

陆续传到了以色列国 内 ， 苏联政府的犹太政策遭到

猛烈抨击 。
⑧ 一时间 ，苏联国内 的犹太人政策带来的

冲击 ，双方在
“

俄国财产
”

问题上的矛盾 ，还有
“

耶路

撒冷之争
”

引起的冲突 ，这些问题都使苏以关系变得

更加脆弱 。

当苏以双方矛盾重重之时 ， 美国政府忙于协调

各方的利益 ，放松了对耶路撒冷问题的掌控 。

一份支

持第 １ ８ １ 号决议的提案进人了联大投票环节。 １ ９４９

年 １ ２ 月 ９ 日
，第四届联大通过了 《关于耶路撒冷

“

国

际化
”

的决议》 ， 即第 ３０３ （ 四 ）号决议 。 该决议重申 了

１ ９４７ 年第 １ ８ １ 号决议的原则 ， 确立了耶路撒冷作为

国际城市的地位 ， 在国际法层面否定了 以约双方的

行为 。

⑨ 美国代表反对第 ３０３ 号决议 ，斥之为
“

不切

实际
”

的决议 。

？但是 ，苏联和东欧国家 、阿拉伯各国

（除了外约旦 ）以及大部分拉美国家都表示支持 。

？

而有关
“

俄国财产
”

的交涉受此牵连 ，也立即被以色

列政府叫停 。 以色列驻美国大使阿巴 ？ 埃班 （ Ａｂｂａ

Ｅｂａｎ ）对美国驻以色列大使詹姆斯 ？麦克唐纳 （ Ｊａｍｅｓ

ＭａｃＤｏｎａｌｄ
 ）谈及此事 ，声称

“

大部分财产还没移交 ，

也不会再移交 。

”

？ 这意味着以色列政府公开与苏联

政府决裂了 ，双方的合作关系无法维系下去。

四 、苏联政府对以色列外交政策的转变

１ ９５０ 年 ３ 月 １ ６ 日 ， 苏联外交部长维辛斯基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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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９４７
—

１ ９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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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９７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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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８ ．

？ＦＲＵＳ１ ９４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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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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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提议 ，苏联政府宣称不再参与耶路撒冷问题

的后续讨论 。 约一个月后 ，
４ 月 １ ７ 日 苏联驻联合国

代表 ｌ Ａ ．马立克 （ ｌ Ａ ．Ｍａ ；ｉＨＫ） 向联合 国提交

了一份声明 ，称
“

苏联政府认为无法继续支持联合国

大会的决议 ，相信联合国能找 出让居住在耶路撒冷

的阿拉伯人和犹太人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法＇ ① 这个

消息让各国代表愕然 。 因为联大第 ３０３ 号决议公布

之后 ， 以色列政府将首都迁往西耶路撒冷 ，而约旦政

府也宣布正式兼并东耶路撒冷 。

② 以约分治耶路撒

冷已成事实 ，为何苏联政府还作此声明呢 ？

首先 ，冷战以欧洲为中心迅速向近东地区扩展 ，

加深了美苏双方关系的紧张态势 。 从插手巴勒斯坦

问题开始 ，苏联政府关注的就不是阿以双方的胜负 ，

而是美国政府在近东地区的政策动向 。 美国力图在

中近东建立区域性军事 － 政治集团 ，使苏联政府对

国家安全感到十分担忧 。 １ ９５０ 年 ３ 月 ，苏联驻黎巴

嫩和叙利亚大使 ｆｌ ． Ｃ ．索罗德 （ ｆｌ ． Ｃ ．Ｃｏ ；ｉ ｏ ｆｌ ） 向

苏联外交部第一副部长葛罗米柯提交了一份详细报

告 。 该报告称 ，
１ ９５０ 年 １ 月 份以来 ，英美在近东的斗

争越来越激烈 ，
虽然美国尝试掩饰这个问题 ，但英国

在阿拉伯地区的行为经常受制于美国 。

？ 据此 ， Ａ ．

Ｃ ． 索罗德认为
“

美国人正在公开地将英国人赶出

去 ，这首先发生在沙特阿拉伯 、希腊 、土耳其和伊朗 ，

紧接着在埃及 、叙利亚和黎巴嫩 ，
以后将轮到伊拉克

和约旦 ，直至美国政府完全控制整个近东 。 近东地

区将变成美国的军事基地 ，他们很快就会把矛头指

向苏联 。

”

￥ 不难想象 ，这份报告引起了苏联政府对

近东问题的重视 ，它预示着近东将变成美苏对抗的

新战场 ， 给苏联南部 的领土安全带来 巨大威胁 。

１ ９５０ 年 ４ 月 ７ 日 ，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 ６８ 号文

件出 台 。 该文件指 出 ，
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阵营

在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的胜利 ，都是对美国及 自 由

世界的挑战 。 美国政府要帮助不发达地区和国家发

展经济 ， 以免这些地方爆发社会运动 ，让共产主义势

力有可乘之机 。

？ 通过这份文件 ，美国确定了在全球

范围内对抗苏联和共产主义扩张的政策 。 苏联政府

面对美国方面的猛烈攻势 ， 只能利用近东的动荡局

势反击 。作为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 ，苏联在联

合国长期处于被动地位 。 而耶路撒冷问题提供了一

个报复英美的机会 ，于是苏联政府便借题发挥 ，宣布

不再支持实行联大第 ３０３ 号决议 ， 让联合国寻求符

合近东人民意愿的方案 。

其次 ， 以色列政府试图利用美苏矛盾 ，争取来 自

双方的援助 ，却渐渐走上了
“

亲美反苏
”

的道路 。建国

之初 ， 以色列政府试图走一条
“

中立
”

的外交路线 。但

是这种设想很快就破灭了 ，
以色列政府的

“

亲美
”

倾

向 日益明显 。 从 １ ９４９ 年开始 ，苏联驻以色列大使叶

尔绍夫就向莫斯科报告 ，说以色列政府内部的
“

亲美

派
”

势力十分强大 。

？其中 ， 以色列总理大卫 ？本 － 古

里安就是
“

亲美
”

路线的支持者之一 。 他曾经亲 自 飞

到美国首都华盛顿 ， 商讨以美两国建立经济与军事

合作关系的问题 。

⑦ 更重要的是 ， 以色列政府急需来

自美国方面的经济援助 。 以色列政府鼓励全世界的

犹太人移居过来 ， 使得外国移民的人数在短时间内

激增 。大批移民的涌人造成各种社会问题 ， 以色列国

内 的经济危机爆发了 。 应本 － 古里安的请求 ，美国

犹太人发行了 以色列债券 ，
还提供一笔 ６５００ 万美元

的贷款 ， 为以色列政府解决了燃眉之急 。

？ 这些加深

了苏联政府对以美关系的怀疑 ， 导致苏以关系进一

步恶化。 １ ９５０ 年 ３ 月 １ ０ 日 ，苏联驻以色列大使叶尔

绍夫向苏联外交部报告说 ， 以色列政府在外交上的

反苏情绪很强烈 。

⑨ 以色列政府禁止国 内对苏联友

好关系协会的活动 ，

⑩ 严格限制苏联文学作品的传

播 。

？ 随后 ，苏联国 内报纸 《文学报》发表了题为 《特

？ ＡＢＩＩＰＯ ．＾＞
． ０５ ９ ．Ｏｎ  ． ２４ ．ＩＴ ． ２７ ．／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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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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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５ ９ ．

② １ ９４９ 年 １ ２ 月 １ １ 日
，
以 色 列政府决定将首都迁往西耶路撒冷。

次 日
，
约旦宣布正式兼并 东 耶路撒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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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谢华 ： 《对美 国 第 四点计 划 的 历 史考察与 分析 》 ， 《美 国研究 》２０ １ ０ 年 第 ２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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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阿伦 ？布雷格曼 ： 《以 色 列 史 》 ，
杨军译 ， 东方 出版 中心 ，

２０ １ ５ 年 ， 第 ７ ５ 至 ７６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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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维夫的追随者 》的政论 ， 嘲讽以色列政府打着
“

中

立外交
”

的幌子 ， 实则追随美国政府的
“

反苏反共
”

政

策 。
① 当以色列外交部长摩西 ？夏里特提出访苏 ，莫

斯科方面也是毫不理会 。

② 所以 ，在宣布苏联政府不

再干预耶路撒冷问题之后 ， 苏联驻联合国代表拒绝

了 以色列方面的邀约 ，
以此表明苏联此举并非为了

帮助以色列政府 。 也许 ，苏联此举是为了防范美国

通过以色列控制耶路撒冷 。 因为以色列政府无视联

大决议 ，强行占领耶路撒冷 ，挑战着联合国大会的权

威 。 而苏联的声明再次强调了联合国 的调解角色 ，

相当于宣告耶路撒冷问题仍然是
“

悬而未决
”

的 ，
以

约两国政府的 占领行为违背了 国际法 。

再次 ， 阿拉伯各国强调美国势力对近东的威胁 ，

以此争取来 自苏东 国家的援助 。
二战以来 ， 苏联政

府支持近东人民反对英法殖民统治 ，高度赞扬埃及 、

叙利亚与黎巴嫩的民族独立运动 ，并将他们视为
“

进

步的阿拉伯 国家
”

。

？ 然而 ，受到当地条件的限制 ，
近

东民族独立运动难以深入发展 。 由埃及政府倡导建

立的阿拉伯 国家联盟结构松散 ，各成员 国相互争斗 ，

无法达成统一意见 。

④ 而国 内政治动荡 、社会秩序混

乱的问题 ，始终困扰着埃及 、叙利亚和黎巴嫩三国政

府 。

？ 所以 ，对阿拉伯各国政府来说 ，最可怕 的不是

苏联和共产主义的威胁 ， 而是国家政权岌岌可危的

现状。 故此 ，利用美苏对峙局势 、争取更多的援助才

是最符合实际的外交路线 。 １ ９５０ 年 ４ 月 １ ４ 日
，叙利

亚财政部长对苏联驻叙利亚和黎巴嫩大使索罗德

说 ，美国政府正在对阿拉伯各国政府施压 ，迫使他们

与以色列政府缔结和约 ，从而构建近东的反苏军事

集团 ， 因此叙利亚政府急需来 自苏联的援助 。

？ 而埃

及政府和黎巴嫩政府随后也请求苏联提供援助 。 考

虑到以色列政府的
“

亲美
”

举动 ，再结合阿拉伯各国

对苏联代表的接近 ， 苏联政府宣称不再插手耶路撒

冷问题并将其交给联合国 ， 可能是为了加深阿拉伯

国家对英美近东政策的不满 ， 促使它们迅速地向苏

联和东欧国家靠拢 。 苏联政府虽不参与讨论耶路撒

冷问题 ，但是却密切关注着该问题的后续发展 。而阿

拉伯各国则更加积极地寻求苏联在外交 、 经济和军

事上的支持 。

？也许在他们看来 ，苏联政府对近东事

务的态度更开放了 。

由此可见 ，苏联政府宣布退出
“

耶路撒冷之争
”

，

将其完全交给联合国来解决 ， 表明莫斯科不再帮助
“

亲美
”

的以色列政府 ，并倾向于加强与阿拉伯各国

政府之间的联系 。 而苏联政府介入近东事务的程度

不断加深 ，
也加快了英美控制中近东的步伐 ，致使近

东地区的局势恶化 ，并逐步变成
“

冷战
”

的试验场 。

１ ９５０ 年 ５ 月 ，英 、美 、法三国外长在伦敦举行会

议 ，发表了关于中东局势的 《三国宣言》 ，宣称准备以

武力干涉中东事务。 １ ９５ １ 年 １ ０ 月 ，英 、 法 、美 、土耳

其四国政府发表关于组建
“

中东司令部
”

的联合宣

言 ，要求中东各国共同对抗
“

来 自外部力量的威胁
”

。

“

外部力量
”

指的就是苏联共产主义 。 英美试图以此

拉拢阿拉伯各国政府 ，将阿拉伯地区与土耳其相连 ，

建立起中近东地区的反苏军事联盟 。

？ 以色列政府

也签订了美以合作协议 ，作为对
“

中东司令部
”

计划

的补充 。

？但
“

中东司令部
”

的建立举步维艰 ， 因为阿

拉伯各国拒绝与土耳其 、以色列合作 。 可是 ，英美并

没有放弃这个设想 ，还推出 了类似的计划 。为了抵挡

英美的攻势 ， 苏联政府也考虑向阿拉伯国家提供武

器 。 １ ９５３ 年 ２ 月 份 ，苏联外交部长维辛斯基对苏联

驻似大使说 ，告知埃及政府 ，莫斯科方面将考虑他

们关于购买武器的请求 。
？ 另一方面 ，苏以双方关系

正在迅速地恶化下去。从 １ ９５２ 年到 １ ９５３ 年 ，苏联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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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Ｈｎｂ ＣＫＨ ｅＯｒＨａｉＫＨＨｆｌ ．Ｔ ．２ ．Ｃ ． １ ８ ８ ．

③刘 竞 、 张士智 、朱莉 ： 《苏联 中 东 关 系 史 》 ， 第 ９８ 至 ９９ 页 。

④ １ ９４５ 年 ３ 月 ２２ 日
， 在埃及的倡议下 ，

埃及 、 沙特阿拉伯 、外约旦 、叙利 亚 、黎 巴嫩 、伊拉克和也 门 ７ 个阿拉伯 国 家在开 罗

开会 ， 成立 了
“

阿拉伯 国 家联盟
”

。

⑤哈全安 ： 《

“

肥沃的新 月 地带
”

诸 国 史 》 ，

天津人民 出版社
，
２０ １ ６ 年

， 第 １ ０９ 至 １ １ ０ 页 。

？ＡＢＦＩＰ少 ． 巾 ． ０ １ ２ ８ ．Ｏｎ ． １ ３ ．ＥＬ １ ２ ．ｆｌ ． ６ ．ＪＩ ． ６９
—

７ ４ ． ／／Ｂ ｎ ｊｗｃＨ ｅ Ｂ Ｏ Ｃ Ｔ Ｏ ＨＨｂｉｆｔＫｏ ｈ＾ｈｋ ｔ ：Ｐｌ３ｆｌ 〇 Ｋ ｙＭ ｅ Ｈ Ｔ 〇 Ｂ

ａ
ｐ
ＸＨ Ｂ ａＢ Ｈ ｅｉｍ ｅ Ｈ ｉｔ ｏ ｊｉｍ ｔ ｈｋｈＰ＜ Ｅ

＞

（
１ ９４７
—

１ ９５６
）

．Ｂ２ｔ ．Ｏｔ ｂ ．ｐ
ｅ ｆｌ ．Ｂ ． Ｂ ．Ｈａ ｙＭＫＨＨ ．Ｔ ． ｌ ．Ｃ ． １ ２０

—

１ ２３ ．

⑦殷里主编 ： 《阿以 冲 突
——

问题与 出路》 ， 第 １ ４４ 、 第 １ ５２ 、 第 ３８３ 页 。

⑧刘 竞 、 张士智 、朱莉 ： 《 苏联中 东 关 系 史 》 ， 第 １ ３ ６ 页 。

？ ＡＢｎＰ＜ Ｅ
＞

．＾＞
．０５９ ．Ｏｎ  ．２６ ．１１ ． ５８ ．ｆｌ ．３６２ ．ＪＩ  ． ８ １

—

８４７ ／ Ｃｏ Ｂ ｅ Ｔ Ｃ Ｋｏ ｒ ｏ
－

Ｐｆｅ
ｐ
ａＨ＾ ｂ ＣＫＨｅＯｔｈｏｉｋｈｈｈ ．Ｔ ． ２ ．Ｃ ． ３０９

—

３ １ １ ．

⑩ 
ＡＢＩＩＰ＾ ＞

． ① ． ０５ ９ａ ．Ｏｘｉ  ． ７ ．ｎ ． １ ３ ． 马 ． ４ ． ＪＩ ．４０
—

４ １ ． ／／Ｂ＾ｎａｃＨ ｅ ＢＯ Ｃ ＴＯＨＨｂｒｉｉＫｏｎ＾ｍｎｃ Ｔ ：Ｐｆａｆｌ〇ＫｙＭ
ｅＨＴ〇Ｂａ

ｐ
ＸＨＢ ａ

ＢＨＯｉＨｅｆｔｎｏ＾ＨＴＨＫＨＰＩ ＞

（
１ ９４７
—

１ ９５ ６
）

．Ｂ２ｔ ．Ｏｔｂ ．ｐ
ｅｎ ．Ｂ ． Ｂ ．Ｈａ

ｙＭ
ＫＨＨ ．Ｔ ． ｌ ．Ｃ ． １ ８２ ．

１ ２８



历 史教学 问题 ２０２ １ 年第 ３ 期

府对国 内犹太人的迫害再次升级 〇
“

斯兰斯基案件
”

和
“

医生间谍案
”

令国际社会哗然 ，从而激化了苏以

双方之间的矛盾 。

》 以色列 国内举行声势浩大的反

苏游行 ， 苏联驻以色列大使馆也遭到炸弹袭击 。

②

１ ９５３ 年２ 月 １ １ 日
，苏联政府宣布撤走驻以使馆的全

体人员 ，断绝与以色列政府的外交关系 〇

③ 此后 ，苏

联政府抛弃了
“

中立
”

的立场 ，开始实行
“

亲阿反以
”

的政策 。

经过一系列风波 ，苏联政府接管
“

俄国财产
”

的

计划被迫延后 。 赫鲁晓夫上台后 ，苏联政府实行
“

和

平外交
”

，着手改善与第三世界的关系 。 １ ９６４ 年 ，苏

以双方签订了有关买卖
“

俄国财产
”

的协议 。 该协议

规定 ，
以色列政府向苏联政府买下大部分财产 ，并以

国 内出产的柑橘来支付 。

？ 后来这份协议被称为
“

柑

橘协定
， ’

（ Ａｎ ｅ ；ｎ ＞ ＣＨＨ〇 Ｂ ａ ）ｉＣａ ｅ ；ｉＫ ａ） 。

⑤该协议由

双方秘密签署 ， 实质是苏联政府对以色列政府 占有
“

俄国财产
”

的正式承认。

结 语

本文是对
“

冷战在近东地区的形态及其特征
”

这
一问题的 回应 。 通过考察苏联 、 以色列双方围绕耶

路撒冷的
“

俄国财产
”

接收问题的交涉 ，还有以色列

和阿拉伯各国政府对耶路撒冷归属权的争夺过程 ，

以及美苏两大国对耶路撒冷相关问题的应对策略 ，

笔者提出 了两点思考 ：

其一 ，
近东地区

“

被卷人
”

冷战并非一个完全被

动的过程 ，而是苏联 、美国 、 以色列与阿拉伯各国多

方互动的结果 。 美苏双方在冷战思维的影响下 ，将

对方的近东政策视作对 自身安全的威胁 。 他们力 图

填补英国 留下的权力真空 ，扩大在当地的影响范围 ，

为此对近东各国进行拉拢或施压。 而以色列和阿拉

伯各国政府也正想借助大国的力量 ，

一来有助于达

成某些外交 目标 ，
二来也可以获得援助并提升国力 。

于是 ，这些国家刻意渲染近东地区的冷战氛围 ，进一

步加深了美苏双方之间的不信任与敌意 ，谋求从大

国相争之中渔人得利 。在耶路撒冷问题上 ， 以色列方

面以
“

俄国财产
”

落入英美之手来要挟苏联方面让

步 。当苏方决定不再参与调解
“

耶路撒冷之争
”

时 ，影

响因素除了苏方对苏以关系 、美以关系 、苏联与阿拉

伯各国关系的考量之外 ， 或许还有埃及和叙利亚等

国的怂恿 。 然而 ， 近东各国政府谋取 自 身利益的行

为 ，最终间接地加剧了美苏在近东地区的敌对态势 。

其二 ， 近东地区的冷战没有表现出强烈的意识

形态色彩 ， 这与欧洲主战场的情况对比可谓大相径

庭。其原因在于当地根深蒂固的传统宗教思想 。犹太

人和阿拉伯人都拥有非常虔诚的宗教信仰 ， 这直接

造成双方之间的冲突频发 ， 也导致耶路撒冷成为各

国争抢的
“

香餑饽
”

。 而这种浓厚的宗教氛围形成了
一道

“

文化的屏障
”

， 阻碍了美苏对近东当地事务的

过度干预 。正如在调解
“

耶路撒冷之争
”

的过程中 ，美

苏两国政府都不同程度地陷人了尴尬无力的状况 。

又如苏联政府通过东正教教会代表到 以色列接收
“

俄国财产
”

的多次尝试都失败了 。如此一来 ，美苏意

识到很难利用意识形态输出 的手段扩大地区影响 。

近东地区在地理位置上远离美国和苏联的本土 ，两

国政府也不会轻易往当地派兵 。 于是 ，美苏只能选择

支持以色列或阿拉伯世界其中一方来加强 自身影响

力 。 这 自然就给近东各国领导人留下了与两大国政

府讨价还价的空间 ， 而美苏从此也再难从近东问题

中抽身 。

尽管如此 ， 冷战仍然对近东的政治生态造成了

深远影响 ，某些当年悬而未决的问题一直延续至今 ，

例如耶路撒冷的归属问题。在历次的近东战争当中 ，

耶路撒冷的归属问题都处于冲突的核心位置。 以色

列和约旦一直在扩建这座城市 ， 使耶路撒冷的范围

持续扩大 。联合国则多次谴责以约分割耶路撒冷 ，否

定这种 占领行为的合法性。迄今为止 ，在耶路撒冷设

立使馆的国家只有美国和危地马拉 ， 其他国家的驻

以使馆都在另一座城市特拉维夫 。 近东地区的纷争

并未停息 ， 和平共处之路仍崎岖难行 。

（责任编辑 ： 林 广 ）

？ ＡＢＦＩＰＯ ．￥ ．０８９ ．Ｏｎ  ． ６ ．１１ ． １ ５ ．ｆｌ ． ４ ．７１ ． ２
—

３ ． ／ ／ Ｃ〇 Ｂ ｅ Ｔ ＣＫ〇 ｒ ｏ
－

Ｈ３ ｐ
ａＨ＾ ｂ ＣＫＨｅＯｒＨｃｍｅｍｉＨ ．Ｔ ． ２ ．Ｃ ． ４３０ ．

② １ ９５ ３ 年 ２ 月 ９ 日
，

一颗炸弹在 苏联驻以 色 列 大使馆的地面爆炸 ，
造成数位工作人员 受伤 。

以 色列政府声称无法查 明 这次

爆炸事件的肇事者 。 ＡＢＩＴＰＯ ．０ ．０５９ ．Ｏｎ ． ３０ ．ｎ ． ５３ ．Ａ ．３Ｈ乃 ． ４５
—

４６ ． ／ ／ Ｃｏ Ｂ ｅ Ｔ Ｃ Ｋｏ ｒ ｏ
－ Ｍ３ ｐ

ａｉ〇［ ｂ Ｃ ＫＨ ｅＯｒＨａｎｅＨＨＨ ．Ｔ  ． ２ ．

Ｃ ．４２ １

—

４２２ ．

？ ＡＢｎＰ＾＞
． ＊

Ｉ
＞

． ０８９ ．Ｏｎ  ，６ ．ｎ ． １ ５ ．ｆｌ ． ４ ．７１ ． ２
—

３ ． ／／ Ｃｏ Ｂ ｅ Ｔ Ｃ Ｋｏ ｒ ｏ
－

Ｍ３
ｐ
ａ ｉＤｉ ｉ ＞ Ｃ ＫＨｅＯｒＨ ｃｔｕｅＨＨｆｌ  ．Ｔ ． ２ ．Ｃ ．４３０ ．

ｄＸＤＵｒｉＢ ｉａｌｅｒ
，ＣｒｏｓｓｏｎｔｈｅＳ ｔａｒ ｏｆＤａｖｉｄ：ｔｈｅＣｈｒｉｓ ｔｉａｎＷｏｒｌｄ ｉｎＩｓｒａ ｅｌ

ｆ

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Ｐｏｌｉｃｙ ， 
１ ９４８
—

１ ９６ ７ ，ｐｐ
． １ ６ １
—

１ ６４
，ｐ

． １ ６４ ．

１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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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Ｗｏｍａｎ＾Ｓｕｆｆｒａｇｅ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

Ｔｈｅ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ＣｒｉｓｉｓａｎｄＨｉｅ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ＩｓｒａｅｌｉＫｉｂｂｕｔｚ （ ＦＡＮＬｉｕｈｕｉ ）

ＢｅｆｏｒｅｔｈｅｆｏｕｎｄｉｎｇｏｆＩｓｒａｅ ｌ
，ｔｈｅｋｉｂｂｕｔｚ

，ａｋｉｎｄｏｆｃｏ ｌ ｌｅｃｔ ｉｖｅ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
ｂｅｃａｍｅｔｈｅｍａｉｎｐ ｌａｃｅ

ｔｏａｔｔｒａｃ ｔＪｅｗ ｉｓｈ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ｓ ．Ｆｒｏｍｔｈｅｍ ｉｄｄ ｌｅａｎｄｌａｔｅ １ ９８０ ｓ
，ｔｈｅｋｉｂｂｕｔｚｅｎｃｏｕｎｔｅｒｅｄａ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ｃｒｉ ？

ｓ ｉｓ ．Ｔｈｉ ｓｗａｓｃａｕｓｅｄｂｙｔｈ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ａｔ ｉｏｎａｎｄ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ｐｒｏｄｕｃｔ ｉｖｉｔｙ ，ｔｈｅｗｅａｋｅｎｉｎｇｏｆｉｄｅｏ ｌｏｇｉｃａｌｉ
－

ｄｅｎｔ ｉｔｙ ，ｔｈｅ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ｏ ｓ ｓｏｆ
ｐｏ

ｌ ｉｔｉｃａ ｌａｐｐｅａ ｌａｎｄｔｈｅｏｕｔｂｒｅａｋｏｆｅｃｏｎｏｍ ｉｃｃｒｉｓｉｓ ．Ｔｏｒｅｖｅｒｓｅｔｈｅｐｏｐｕｌａ
？

ｔｉｏｎｄｅｃｌ ｉｎｅ
，ｔｈｅｋｉｂｂｕｔｚｉｍｐ ｌｅｍｅｎｔｅｄａｓｅｒｉｅｓｏｆｒｅｆｏｒｍｓ

，ｓｕｃｈａｓｔｈｅｐｒｉｖ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ｎｓｕｍｐｔ ｉｏｎａｎ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ｅｃｔｏｒｓ
，ｔｈｅｒ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 ｉｏｎｏｆｓａｌａｒｉｅｓ
，ｔｈｅｃｈａｎｇｅｏｆ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ｏｐｅｎ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ｏｕｔｓ ｉｄｅｗｏｒ ｌｄ ．Ｅｖｅｎｔｕａｌ ｌｙ ，ｔｈｅｋｉｂｂｕｔｚｃｏｍｐ ｌｅｔｅｄｉ ｔｓｔｒａｎｓｉｔ ｉｏｎ．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 ｉｃｄｅｃ ｌ ｉｎｅｏｆ

ｋｉｂｂｕｔｚｗａｓ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ｌｙｒｅｖｅｒｓｅｄ
，ｔｈｅｓａｔ ｉ ｓｆａｃ ｔｉｏｎｏｆ ｉｔｓｍｅｍｂｅｒｓ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ａｎｄｔｈｅｐｏｐｕｌａｔ ｉｏｎｒｅｃｏｖ？

ｅｒｅｄ ．

Ｔｈ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Ｂｒｉｔｉｓｈａｎｄ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Ｉｍａｇｅｓｄｕｒｉｎｇ
Ｊａｐａｎ

＇

ｓＩｎｖａｓｉｏｎｏｆＣｈｉｎａ

（ＹＩＮＪｉｕｚｈｏｕ
，ＦＥＮＧＷｅｉ ）

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ｉｎｖａｓｉｏｎｏｆＣｈｉｎａ
， 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

“

ｇｅｔｒｉｄｏｆｔｈｅｉｍａｇｅｏｆｔｈｅｉｎｖａｄｅｒａｎｄｍａｄｅｉｔｓｅ ｌｆａ

ｌ ｉｂｅｒａｔｏｒ

’ ’

，
Ｊａｐａｎｅｍｐｌｏｙｅｄｐｕｂ

ｌ ｉｃｏｐ ｉｎｉｏｎｓｔｏｆｉｇｈｔａｇａ ｉｎｓｔＢｒｉ ｔａｉｎａｎｄｔｈｅＵｎ 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
，ｔｈｅｆｏｒｃｅｓｂｅ？

ｈｉｎｄ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ｒｅｓ ｉｓｔａｎｃｅｔｏＪａｐａｎ．ＴｈｅｌｏｃａｌｐｒｏｐａｇａｎｄａｕｎｄｅｒＪａｐａｎｅｓ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ｐｏｒｔｒａｙｅｄＢｒｉｔａｉｎａｓ

“

ｃｏ ｌｏｎｉａｌｅｍｐｉｒｅ

”

ｗｈｏｗａｓ
＊ ＊

ｔｈｅｇａｔｅｋｅｅｐｅｒｏｆｔｈｅｏ ｌｄｏｒｄｅｒａｎｄｔｈｅｃａｎｃｅｒｏｆｔｈｅｎｅｗｏｒｄｅｒｃｏｎｓｔｒｕｃ －

ｔｉｏｎ
”

，
ａｎｄ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ｄ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 ｔａｔｅｓａｓａｎｅｗ

“

ｈｅ
ｇ
ｅｍｏｎｉｃｅｍｐ ｉｒｅ

”

ｗｈｏａｔｔｅｍｐｔｅｄｔｏａｃｈｉｅｖｅｗｏｒｌ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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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提供一些史料进行深化和拓展 ， 总结历史发展的

特点和规律 ，使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 ，达到培养

学生的时空观念 、史料论证 、史料解释 、唯物史观和

家国情怀的核心素养能力的培养。

第四 ，学生学习效果 ：上课注意力集中 ；熟悉教

材 ，快速而准确的提取 、概括知识点 ； 积极配合教师

授课 ， 踊跃参与师生互动 ，语言表达简洁 、 准确 、专

业 ； 自 主总结本节课重要知识点和知识线索的情况 ；

灵活运用所学知识和方法解析历史问题的能力 ； 阅

读材料 ，归总概括历史知识的能力 。

第五 ， 自身教学效果 ：气球的导人 ，调动情绪 ，较

好地引导学生进人上课状态 ；教学与课堂管理兼顾 ，

及时指导 、纠正问题 、培养学生养成 良好学习 习惯 ；

教学环节设计紧凑 ， 时间分配得当 ，重点突 出 ；知识

结构突出重点 ，线索性强 ， 重难点得以突破。

最后 ， 时间分配上有前松后紧的现象 ；要求学生

掌握的内容过多 ，无形中造成学生的学习压力 ； 由于

自 己备课时欠缺考虑 ，没有掌握学生实际情况 ，导致
一些预设不成功 。

总之 ， 只有我们不断理解高中历史课程标准 ， 以

此为依据进行备课 、上课 ， 不断落实培养学生核心素

养能力 ，才能完成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切实解决好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来的教育工作者
“

培养什么的人 、

怎样培养人 、为谁培养人
”

这一根本问题 ，确保我们

高中历史课堂教学的正确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 。

（责任编辑 ： 李 月 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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