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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 以色列关系的历史演进和现状分析

潘　光

　　摘 　要 :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以色列国分别于 1949年和 1948年在亚洲东部和西端建

立 , 但经历了 43年的漫长历程才建立外交关系。使中以关系的发展步履艰难的障碍主

要来自于外部环境的变化和外部力量的干扰 , 而不在于双边关系中的问题和双方各自的

内部阻力。建交 17年来 , 中以关系全面、稳步地发展 , 但在中以关系演进的全过程中 ,

动力和障碍一直是并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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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多年来 , 中国 —以色列关系沿着一条十分罕见的轨迹演进 , 经历了风风雨雨后终于达到

了全面、稳定发展的良好状态 , 但在具有强劲驱动力的同时仍面临一些障碍。本文拟对此做一回

顾、分析和展望。

从建国到建交 : 一波三折的中以关系

20世纪 40年代末 , 在中华民族和犹太民族的历史上都发生了划时代的事件 : 中华人民共和

国和以色列国分别于 1949年和 1948年在亚洲东部和西端建立。当时两国之间并无任何直接的利

害冲突 , 建立外交关系本来是顺理成章的事 , 必定会给中犹两个民族进一步发展传统友谊提供一

个极好的契机。然而 , 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 , 两国关系的正常化直到 43年后才实现。在这 43年

里 , 中以关系走过的曲折历程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 : 友好接触时期。1948年 5月 14日 , 以色列国宣告成立。当时 , 包括中国共产党

办的报纸在内的中国舆论界普遍表示欢迎。5月 27日 , 华北解放区的 《冀中导报 》指出 : “定名

为 ‘以色列 ’的新犹太国家 , 于 14日宣告成立。两千年来没有祖国而到处流浪受着侮辱与屠杀

的犹太人民 , 他们要求建立犹太国家的愿望 , 开始实现了。”①

1949年 10月 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 也受到以色列政府和人民的欢迎。1950年 1月 9

日 , 以色列政府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 成为中东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人民日报 》

1950年 1月 17日在头版报道这一消息 , 使用的标题是 : “以色列、阿富汗、芬兰决与我国建外

交关系 , 周外长分别复电表示欢迎。”②此后几个月 , 中以两国朝着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方向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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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不一样 , 以色列与旧的国民党政权没有官方关系 , 因此中以之间并无影

响建立邦交的直接障碍。1950年 6月 , 中以双方代表在莫斯科首次会晤 , 开始讨论建交的具体

事宜。但就在这时 , 朝鲜战争爆发了 , 中国与美国极有可能在朝鲜发生正面冲突。在这样的形势

下 , 来自美国的压力使以色列政府对中以建交的态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6月底 , 以色列外交部

通知以驻苏代表 : “政府原则上决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 , 但在远东局势明朗之前 ,

政府在这方面不会做出任何决定。这点只有你知道 , 在得到进一步指示前 , 你只能静观事态发

展。”① 10月 , 中国出兵抗美援朝。1951年 2月 , 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指责中国 “侵略 ”。此后 ,

以色列政府便停止了与中国的接触和谈判。这样 , 冷战在全球愈演愈烈使两国失去了建立正常关

系的第一个机会。

朝鲜战争结束后 , 中国与西方关系趋向缓和 , 中以双方也再次开始就建立外交关系进行接

触。1953—1954年 , 双方在莫斯科、仰光、赫尔辛基、伦敦频频会晤 , 仰光成了中以接触的主

要地点。

1954年 9月 23日 , 周恩来总理在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作报告时指出 :

“中国与阿富汗和以色列建立正常关系的接触正在进行之中。”② 然而一些以色列政界要人 , 如驻

美国大使阿巴 ·埃班等人 , 对加速中以建交进程并不热心 , 担心这会影响美以关系。在美国国务

卿杜勒斯的压力下 , 以色列在联大投票赞成美国支持的不把中国代表权问题列入联大会议议程的

决议案 , 这一举动显然给中以建交谈判泼了冷水。同时 , 以色列政府指示其驻缅甸使馆和访华代

表团 , 除了探讨发展双边贸易的可能性之外 , 不要作任何承诺③。此后 , 在万隆会议筹备和召开

过程中 , 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迅速发展。1955年 4月 19日 , 周恩来总理在万隆会议上发言

时指出 : “在巴勒斯坦的阿拉伯难民问题还没有解决。”④ 4月 24日 , 万隆会议通过的最后公报

表示 “支持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权利 ”, 使以色列在亚非世界陷入了孤立境地。在这种情况下 ,

为摆脱外交困境并阻止中国与阿拉伯国家进一步靠拢 , 以色列政府才于 4月底匆忙照会中国方

面 , 希望尽快建立外交关系。但此时中国政府从国际大局出发 , 决定对中东政策做出调整。周恩

来总理就中以关系指示道 : “同以色列缓建交 , 但可保持贸易关系。”⑤ 5月 21日 , 中国外交部

电示驻缅甸大使馆 : “我虽原则准备同以色列建交 , 但目前我国同阿拉伯国家开展关系 , 时机上

应稍缓。”⑥

1956年 5月至 9月 , 中国先后与埃及、叙利亚、也门建立了外交关系。10月 , 以色列与英

法一起入侵埃及 , 中国政府对此严厉谴责。此后 , 中以间就建交进行的接触均告中断 , 中以关系

进入了长达 20年的 “冻结 ”时期。

第二阶段 : 关系 “冻结 ”时期。在这 20年里 , 一方面 , 西方 (包括美国 ) 与中国的关系逐

渐解冻、恢复、发展 , 而以色列也开始奉行较为独立的不完全追随美国的政策 ; 另一方面 , 阿拉

伯国家与以色列之间的关系不但没有改善 , 反而因几次战争日趋恶化 , 而同时中国与阿拉伯世界

的关系却日益发展。

这样的态势使以色列在发展中以关系方面所受的制约越来越少 , 而中国在发展中以关系上所

受的制约却越来越强。于是便出现了以色列方面不断做出主动表示 , 而中国方面很难采取对应行

动的局面。两个主权国家在双边关系中并无直接争端 , 而在如此之长的时间里受制于其他方面的

因素却没能建立外交关系 , 这在国际关系史上也是罕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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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 M1柯蒂斯和 S1 A1吉特尔森 (M ichael Curtis & Susan Aurelia Gitelson) 编 : 《以色列在第三世界 》 ( Israel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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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 泽夫·苏赋特 : 《中国以色列建交亲历记》, 新华出版社 2000年版 , 第 2页。
《新华月报》1955年 4月号。

　 ⑥　李樵 : 《中国同以色列建交秘闻》, 载符浩、李同成主编 《外交风云———外交官海外秘闻》, 中国华侨出版社 1995年
版 , 第 2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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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一时期中以国家关系处于 “冻结 ”状态 , 但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犹太人之间的友谊

并没有中断。双方在反对侵略战争、维护世界和平等方面仍然互相支持 , 双方之间的经济交往和

文化交流从未停止。在中国与美国等西方国家改善关系的进程中 , 一些犹裔政治家如美国国务卿

亨利 ·基辛格等发挥了重要作用 , 他们也曾试图在中以两国之间牵线搭桥。

与苏联和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不同 ,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上从未出现过像欧洲那种反

犹主义。就这一点而言 , 在从古至今的中国历史上是一脉相通的 , 并没有因改朝换代而发生任何

变化。

在中国发生 “文革 ”前的 17年里 , 仍然有许多犹太人生活在新中国的土地上 , 代表他们的

主要组织 ———上海犹太社团委员会 (简称 “犹联 ”) 在中国政府支持下顺利地开展工作。同时 ,

那些离开中国的犹太人纷纷到世界各地定居 , 形成了一个 “中国犹太人 ”群体 , 保持着强烈的

中国情结。

1956年 , 周恩来总理在与来访的新加坡犹裔政治家戴维 ·马歇尔 (曾任新加坡首席部长和

驻法国大使 ) 交谈中 , 了解到一些在华犹太人在移居其他国家方面仍面临若干政策性障碍 , 随

即指示有关部门协助他们尽快办理离境手续 , 使这些犹太人很快就顺利离境移居其他国家①。经

过中国方面做工作 , 苏联政府也改变了政策 , 同意接收部分在华犹太人移居苏联②。同时 , 由于

新中国与大多数西方国家尚无外交关系 , 香港成了中国与西方国家进行间接贸易的主要通道 , 而

与中国内地有着传统联系的香港犹太社团 , 特别是塞法迪犹商集团在其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促进

作用。

第三阶段 : 关系 “解冻 ”时期。1976年 “文革 ”结束后 , 走上改革开放之路的中国与越来

越多的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 , 与包括美国等西方大国在内的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关系得到了改善

和发展。在这样的形势下 , 中以关系也开始逐渐解冻。1977年 10月埃及总统萨达特访问以色

列 , 与以色列领导人探讨和平解决埃以冲突的途径 , 中国报刊热烈支持萨达特迈出的这一步 , 并

且突出宣传中东问题政治解决的前景。1980年 7月 ,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何英提出了中国对待巴

勒斯坦问题的三条原则 , 其中第三条是 “中东各国应该普遍享有独立和生存的权利 ”, 这里的

“中东各国”当然也包括以色列。1982年 , 中国领导人在访问埃及时再次表示支持埃以和解 , 并

重申中东各国都有生存的权利。1988年 9月 , 中国外长钱其琛提出了中国关于解决中东问题的

五点主张 : 中东问题应通过政治途径解决 ; 支持召开在联合国主持下、有五个常任理事国和有关

各方参加的中东国际和平会议 ; 支持中东有关各方进行合适的、各种形式的对话 ; 以色列必须撤

出所占领的阿拉伯领土 , 相应地 , 以色列的安全也应得到保证 ; 巴勒斯坦国和以色列国互相承

认 , 阿拉伯民族和犹太民族和平共处。中国就中东问题提出的这一系列富有建设性的主张 , 为中

以改善关系创造了有利条件。

与此同时 , 以色列方面也采取进一步措施来促进对华关系的发展。1985年 , 以色列内阁专

门召开会议研究对华政策 , 决定由不管部长魏兹曼负责这一工作。以色列外交部随即拨款重开关

闭了 10年之久的驻香港总领事馆 , 由资深外交官鲁文 ·梅尔哈夫出任总领事③。以政府的目标

是 : 利用各种途径与中国方面接触 , 千方百计打破以中关系僵局 , 争取尽快与中国建立外交关

系。这一方针得到了当时以政坛两大政党利库德集团和工党的一致认同 , 也受到以色列各阶层人

民的支持。

香港犹太社团也在推动中国与以色列建交方面发挥了特殊的作用。中以建交前 , 香港便是中

以两国进行间接贸易的主要中转站 , 一年的贸易额往往达上千万美元 , 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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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作为难民在上海避难的肖尔 ·艾森伯格 , 便在这一间接贸易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的。作为拥有

多重国籍的犹太人 , 艾森伯格对曾经救助自己的中国情有独钟 , 很早就开始努力推动没有外交关

系的中以两国进行间接贸易。

1978年 , 艾森伯格看到中国改革开发带来的巨大机遇 , 决心将中以间接贸易提升到更高的

层次。他从以色列领导人那里获得了支持和特许 , 开始将包括军工技术和装备在内的高技术及其

产品出售给中国① , 此类贸易大都是通过香港进行的。对于那时在武器和高科技领域仍然遭受西

方严密封锁的中国来说 , 通过艾森伯格获得以色列的高技术及其产品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同时 ,

艾森伯格的工作也为中以之间建立更密切的关系奠定了基础。中以两国领导人都对艾森伯格在促

进中以关系方面发挥的特殊作用表示肯定和赞扬。以色列前总理拉宾就特别指出 : “艾森伯格先

生为以色列打开了中国的大门。”②

第四阶段 : 走向建交时期。到 20世纪 80年代中期以后 , 中以之间在经济、贸易、文化、旅

游、政党社团等方面的民间交往迅速发展 , 在中以两国政府的努力下双方重建官方联系的条件已

经具备。

从 1986年 3月到 1987年 1月 , 中以双方官员在巴黎进行了若干次接触 , 商讨进一步展开官

方交往的可能性 , 并为较高级别的官方会晤做准备。1987年 3月和 9月 ,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李鹿野在纽约两次会见以色列外交部长办公室主任艾 ·塔米尔 , 就官方接触进一步升级进行具体

磋商。9月 30日 , 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吴学谦在纽约会见了以色列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西蒙

·佩雷斯 , 如此高级别的官员进行正式会晤 , 这在两国关系史上还是第一次。1989年 1月 , 中

国外长钱其琛同以色列外长阿伦斯在巴黎会晤 , 商定由两国常驻联合国代表保持经常性接触。此

后不久 , 根据双方协议 , 中国国际旅行社驻特拉维夫办事处和以色列科学及人文学院驻北京联络

处先后建立 , 标志着中以关系不但已恢复、而且在某些方面超过了 1949 - 1950年和 1954 - 1956

年友好接触阶段的水平。1991年 , 上述两机构均已享有外交权利 , 使中以之间建立了事实上的

领事关系。

在这同时 , 国际关系及中东形势的一系列急剧变化也为中以关系进一步升格提供了契机。

首先 , 海湾战争和苏联解体极大地削弱了中东的主战强硬派 , 而加强了该地区主张和平解决

争端的力量。在这有利形势下 , 中东内外的各种支持和平的力量协同发挥作用 , 终于促成了马德

里中东和会的召开。这样 , 中国作为一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 便面临着如何参与中东和平进程的

问题 , 而要真正参与进去 , 与冲突的一方以色列没有外交关系显然是不行的。

其次 , 中东欧和前苏联地区各国、乃至蒙古等国纷纷与以色列建交 , 使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与

以色列无外交关系的状况越来越显得不正常 , 也使阿拉伯国家认识到越来越多国家与以色列建交

的趋势不可避免 , 对这一发展的心理承受力有所增强。

正是在这样一种 “水到渠成 ”的形势下 ,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杨福昌 1991年 12月的特拉维

夫之行和以色列副总理兼外交部长戴维 ·利维 1992年 1月的北京之行最终完成了两国关系正常

化的外交程序。1992年 1月 24日 , 中以两国外长正式签署建交公报 , 宣布建立大使级外交关

系 , 从而揭开了中以两国、中犹两个民族关系史上崭新的一页。

回顾 43年的曲折历程 , 我们可以看出 , 使中以关系的发展步履艰难的障碍主要来自于外部

环境的变化和外部力量的干扰 , 而不在于双边关系中的问题和双方各自的内部阻力 , 因此当外部

环境逐步改善 , 有利于中以关系发展的国际氛围形成之时 , 这些障碍便不难克服了。

建交以来 : 中以关系的全面稳步发展

建交 17年来 , 中以关系全面、稳步地发展 , 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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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 两国领导人互访频繁 , 经常就双边关系和国际问题进行有益的磋商。1992年 9月 ,

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钱其琛访问以色列。同年 12月 , 以色列总统海姆 ·赫尔佐克访问中国。

1993年 5月和 10月 , 以色列副总理兼外长佩雷斯和总理拉宾先后访问中国。9月份刚与阿拉法

特主席签署了巴以和平协议的拉宾总理在中国受到了特别热烈的欢迎。1994年 10月 , 中国副总

理邹家华访问以色列。1995年 10月 , 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和以色列总理拉宾在纽约会晤 , 就进

一步发展中以双边关系交换了意见。1997年 , 中国领导人李岚清、钱其琛、温家宝先后访以。

1998年 5月 ,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中国。1999年 4月 , 以色列总统魏兹曼访问中国。同

年 11月 , 中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李鹏访问以色列。2000年 4月 , 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访问以色

列 , 这是有史以来第一位中国国家元首访问一个犹太人国家。2000—2008年双方的重要往来可见

下表。

中方 年份 以方 年份

江泽民主席 2000 地区合作部长佩雷斯 2000

外交部副部长杨文昌 2002 佩雷斯副总理兼外长 2002

唐家璇国务委员 2004

卡察夫总统

奥尔默特副总理兼工贸部长

沙洛姆副总理兼外长

2003

2004

外交部长李肇星

中联部长王家瑞

中国政府特使、外交部副部长吕新华

2005 外交部总司长普罗瑟 2005

中国中东问题特使孙必干

(6月和 8月两次 )

江苏省委书记李源潮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

书记刘淇

外交部部长助理翟隽

中国中东问题特使孙必干

(4月、7月、12月三次 )

文化部副部长常克仁

农业部部长孙政才

水利部副部长胡四一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

中宣部部长刘云山

2006

2007

2008

议会外交与国防委员会主席哈内戈比

议会财政委员会主席、圣经犹太教联盟

主席利茨曼

总理奥尔默特

副总理兼运输和道路安全部长莫法兹

副议长瓦哈比

第一副总理兼外长利夫尼

副总理兼工贸和劳动部长伊萨伊

总统佩雷斯 (参加北京奥运会开幕式 )

副议长阿维泰尔

2006

2007

2008

　　资料来源 : 中国外交部网站

　　第二 , 双边经济、科技合作迅速发展 , 两国之间的贸易额直线上升。1992年 10月 , 两国签

署政府间贸易协定 , 双方互相给予对方最惠国待遇。此后 , 双方还签署了避免双重征税、投资保

护、经贸合作、工业研发合作、海关合作、财政合作、海运合作等方面协议。中以联合经贸委员

会每年召开一次会议以促进双边经贸合作。2005年 11月 , 以色列正式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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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2008年 1月 , 以色列副总理兼工贸部长伊萨伊访华时 , 双方签署了 《中国商务部与以色列

工业、贸易和劳动部关于进一步推动中以高技术领域合作的谅解备忘录 》和 《华亿创业投资基

金认购协议 》。

以这一系列协议作为基础和保障 , 中以两国在经济、科技方面的双边合作迅速发展 , 取得了

丰硕成果 , 这在农业、电信、医药、矿业、建筑、能源、钻石加工、航空等行业表现得尤为突

出。1993年 , 两国签署农业部谅解备忘录 , 并先后在北京农业工程大学成立了中以农业培训中

心 , 在北京郊区建立了中以示范农场。1997双方正式成立 “中以农业联合委员会 ”。近年来 , 两

国在农业领域的合作稳步推进 , 由以色列援建的北京永乐店中以合作示范农场已成为中以友谊的

象征 , 在山东、陕西、云南及新疆等地 , 也建立了农业培植、花卉种植、奶牛等示范基地。中以

之间的摩沙夫 (MASHAV, 以色列集体农庄 ) 国际农业合作交流计划进展顺利 , 使中国的农业

技术人员有机会直接到以色列的集体农庄去实习。2008年 11月 , “2008中以农业合作周 ”在陕

西杨凌举行。1995年 , 中以科学研究基金成立 , 基金总额为 500万美元 , 由双方提供。十多年

来 , 该基金在促进双边合作科研项目的实施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2000年 , 中以合作的上海浦东

钻石交易所建立 , 目前已成为远东地区最重要的钻石交易集散地。

中以建交前 , 双边贸易额每年仅几千万美元 , 而到 2007年 , 双边贸易额已跃升到 53106亿

美元 , 翻了数十倍①。本文完稿时获得的最新数字为 : 2008年 1 - 10月 , 中以双边贸易额为

50187亿美元 , 同比增长 17% ; 其中中方出口 35168亿美元 , 同比增长 19% , 进口 15119亿美

元 , 同比增长 11%
②。

这里必须提一下 , 以艾森伯格等人当年的努力为基础 , 中以军品和高技术贸易在建交后也获

得了长足发展。不幸的是 , 2000年 , 在美国的压力下 , 以色列被迫中止了向中国出售 “费尔康 ”

预警机的合同 , 使中以军品和高技术贸易遭受重大挫折 , 中以之间的互信基础也受到一定程度的

损害。此后 , 以色列赔偿了中国的损失 , 并做了大量的补救工作 , 中以在这方面的合作得以逐步

恢复并继续发展。但是 , 来自美国的压力和干扰仍不时出现 , 以至中以之间在一些敏感产品贸易

方面不得不进行 “暗箱操作 ”或通过 “第三方 ”进行。

第三 , 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和人员往来发展迅速。双方签署了多项文化、体育、旅游、教育

等方面的合作协议和意向备忘录 , 两国的文化、艺术、体育团队进行了成功的互访 , 大大促进了

两国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1993年 5月 , 两国签署了文化交流协定。1994年 11月 , 具有世界一

流水平的以色列爱乐乐团访问北京、上海 , 受到中国人民的热烈欢迎。同时 , 中国的京剧、杂技

等团队也在以色列受到欢迎。

1992年 3月 , 中以两国民航签订了 “谅解备忘录 ”, 同意以色列航空公司飞行特拉维夫至北

京的直达包机。1992年 9月 , 以色列航空公司在北京和特拉维夫之间开始进行包机飞行。1993

年 10月 , 双方签署了两国民航协定。以色列航空公司飞往北京航班改为定期国际航班 , 每周一

次。

1994年 6月 , 两国签署了旅游合作协定 , 以色列国内掀起了 “去中国旅游 ”的热潮 , 到以

色列访问的中国人也越来越多。许多以色列城市与中国城市结成了友好城市 , 如北京与特拉维

夫、上海与海法等。2005年 6月 , 中方宣布将以色列列为中国公民出境旅游目的地国。2007年

10月 , 两国签署了 《中国旅游团队赴以色列旅游实施方案的谅解备忘录 》。2008年 9月 , 中国

公民赴以色列旅游首发团抵达以色列。

双边的教育交流也富有成果 , 许多教授专家不但进行互访 , 还开始了合作研究或联合举办学

术会议。两国的大学和研究机构纷纷签订合作、交流协议 , 在以色列的中国留学生已达上千人 ,

以色列来华留学生也逐年增加。2007年 5月 , “中国文化节 ”在以色列开幕 , 特拉维夫大学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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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 http: / /www1mfa1gov1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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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成立③。

17年来 , 全球各地的 “中国犹太人 ”群体在促进中以关系迅速发展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

用 , 又从中以关系的迅速发展中获得鼓舞和利益。同时 , 伴随着中国的发展和繁荣 , 犹太人来华

再次形成高潮。在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地又出现了新的犹太社团和犹太居民群体 , 历史悠

久的香港犹太社团迎来了其发展进程中最为辉煌的时期 , 人数不多而十分活跃的台湾犹太社团也

在稳步发展 , 并从两岸关系的改善中获益。

规律性因素 : 中以关系发展的动力和障碍

回顾、剖析了中以关系 60多年来的演进轨迹 , 我们可以就中以关系发展的动力和障碍总结

出一些规律性的因素。

1、中以关系发展得到持续推动的根源

中以关系之所以能克服重重障碍而前进 , 是因为其中有着一股强劲的、可持续的推动力 , 其

根源在于以下几方面。

第一 , 中犹文化的共同点和中犹人民的传统友谊。中犹两个古老文明拥有诸多共同点 , 如重

视教育的价值 , 珍惜家庭纽带 , 善于经商理财 , 强调在困境中团结拼搏等等。正因为有这些共同

点 , 儒家文化中又不存在欧洲那种反犹思潮 , 从古至今有许多犹太人来到中国安居乐业。当纳粹

在欧洲掀起反犹浪潮之时 , 中国的上海成为世界上唯一敞开大门救助犹太难民的大都市。当犹太

人惨遭屠杀之时 , 成千上万的中国人也在抗日战争中伤亡 , 共同的遭遇使双方在反法西斯斗争中

互相支持。一些在华犹太人参加了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 , 有的至今仍在为中国的改革发展贡献

力量。所有这些 , 是这股推动力的历史、文化和感情基础。

第二 , 中以之间没有任何影响双边关系发展的直接障碍和冲突。如前所述 , 与世界上大多数

国家不一样 , 以色列与旧的国民党政权没有官方关系。在长达 20年的 “冻结 ”时期 , 以色列也

始终坚持 “一个中国 ”政策 , 与台湾没有建立任何官方关系。因此 , 中以之间在建立邦交问题

上并无直接障碍。同时 , 中以在其他几乎所有双边问题上也没有直接的、根本的利害冲突。如前

所述 , 两个主权国家在双边关系中并无直接争端而在如此长的时间里没有建立外交关系 , 这是十

分罕见的。不过 , 这一特殊因素也成为推动中以关系正常化进程的有利条件。

第三 , 中以两国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互补和互鉴。与前两点不一样 , 这是伴随着中国的迅

速发展而出现的新因素。2004年 , 由设在耶路撒冷的犹太民族政策规划研究所撰写的研究报告

提出 : 中国的发展将会对犹太文明的未来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 作为国际化程度最深的民族 , 犹太

人应高度重视中国和平发展进程带来的巨大机遇 ; 犹太民族的决策者们必须要有一个全民族的对

华大战略 ; 中犹两大民族和文明的携手合作 , 将对世界产生深远的积极影响①。这种宏观的 “中

国机遇论 ”, 代表了以色列和全球犹太精英中相当一部分人的看法 , 为以色列和全球犹太人参与

中国改革、发展进程提供了理论依据。同时 , 中国的发展也可从以色列和全球犹太人的成功经验

中获取经验和借鉴。可见 , 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互相取长补短和互相借鉴 , 正为中以关系的发

展注入新的动力。

第四 , 中以在安全与反恐合作方面的密切合作。冷战后民族、宗教冲突在全球范围呈上升趋

势 , 9·11事件和伊拉克战争进一步恶化国际气氛 , 导致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在全球泛滥 , 使中

以两国均面临严重威胁。在这样的形势下 , 中以在打击恐怖主义 , 维护国家安全方面开展了富有

成效的合作。例如 , 在组织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等大型活动的安全保卫工作方面 , 中国就从

以色列吸取了不少反恐方面的有益的经验。目前 , 该领域的合作已逐渐成为中以关系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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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德 ] 所罗门·沃德 ( Salomon W ald) : 《中国与犹太民族 》 ( China and the Jew ish People) , 犹太民族政策规划研究所 ,
耶路撒冷 , 2004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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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增长点。

第五 , 世界的和平发展潮流与中东和平进程的推进。从长远来看 , 和平与发展是世界长期发

展的大趋势 , 9·11事件、伊拉克战争等并没有改变这一总趋势。同时 , 越来越多的人已经认识

到 , 对话和谈判是解决各类冲突的唯一途径 , 也是公正解决包括巴以冲突在内的中东各种问题的

唯一正确的途径。尽管中东和平进程屡屡受挫 , 但其步步向前推进的势头是不可逆转的。这样的

发展态势逐步减少或冲淡了中以在巴以冲突和其他中东争端上的分歧 , 有利于促进中以关系的深

入发展。

2、中以关系发展不时遇到障碍的原因

中以关系发展过程中不时遇到障碍 , 今后还会有困难和问题出现 , 这主要是因为以下几方面

的原因。

第一 , 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的差异。中以两国社会制度不同 , 价值观念有差异 , 走过的发展

道路也不一样 , 必然导致对许多问题有不同看法 , 乃至产生分歧和争议。这是中以关系发展过程

中经常遇到一些原则性、观念性分歧或意识形态型障碍的基本原因。

第二 , 对阿以、巴以冲突的观点不一。中以两国对许多国际问题有不同看法 , 但真正会对双

边关系产生影响的还是双方在阿拉伯同以色列的冲突上 , 特别是巴勒斯坦同以色列冲突问题上的

分歧。中国谴责以色列伙同英法入侵埃及 , 是导致中以关系进入 “冻结 ”期的直接原因。即使

在 “解冻 ”时期 , 每当阿以、巴以冲突激化之时 , 中国便面临来自阿拉伯方面的强大压力 , 难

以在中以关系正常化道路上迈步。甚至在两国建交以后 , 中国有时也不得不对以色列的先发制人

战略、强硬政策和过火行动加以谴责 , 而以色列方面则经常责难中国与阿拉伯、伊斯兰国家之间

的经济合作与军品贸易。2006年 , 一名中国军事观察员在以色列入侵黎巴嫩期间被炸身亡 , 差

点导致中以发生正面冲突。可以预计 , 只要阿以、巴以冲突问题没有得到公正的、彻底的解决 ,

中以关系中的这一障碍将继续存在。

第三 , 美国的干扰和 “否决权 ”。美国的干扰曾经使中以两国失去了建立外交关系的第一个

契机。不过 , 随着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 , 美国也开始乐观地正视中以两国建立正常关系 , 一些

美国犹裔政治家和企业家还积极在中以之间牵线搭桥。1992年中以建交之时 , 美国舆论普遍表

示欢迎和支持 , 美国对中以关系发展的干扰似乎已不复存在。不幸的是 , 2000年的 “费尔康 ”

预警机事件表明 , 一旦中以关系的发展可能产生对美国核心利益不利的后果 , 美国仍会对以色列

的决策动用 “否决权 ”。当然 , 美国也经常对其他国家动用 “否决权 ”。可悲的是 , 相比欧盟、

日本等较强的力量 , 以色列是一个离不开美国支持的小国 , 很难公开抵制美国的干扰和 “否

决 ”。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里 , 美国的干扰和 “否决权 ”仍将是中以关系发展进程中一道难以逾

越的障碍。

综上所述 , 可以得出三点结论 :

其一 , 在中以关系演进的全过程中 , 动力和障碍一直是并存的。过去是这样 , 现在是这样 ,

将来还是如此。正因为此 , 中以关系演进的轨迹一直是曲折的 , 经常会出现出人意料的转折。

其二 , 当强劲的动力推动中以关系顺利发展之时 , 千万不能以为万事大吉 , 所有问题都已解

决 ; 同样 , 当中以关系遭遇障碍而处于危机之中时 , 也不必惊慌失措 , 以为中以关系从此就没有

希望了。

其三 , 要使中以关系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得以持续长期发展 , 关键在于如何调动一切积极

因素以增强推动力 , 同时在排除障碍方面更具前瞻性、更善于化解矛盾。

(责任编辑 : 王恩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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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Soc ia l Con tact F ields of Confuc ian Physic ian: Tak ing the Ca se of He Q iwe i

W ang M in ( 147)

Abstract: He fam ily in J iangnan area was a physician fam ily of more than 800 years history1 He Q iwei in the Q ing

dynasty was one of the famous physicians in the fam ily1 He made contact to and established friendship with many

intellectuals and formed a social contact field of doctor and intellectual1 Then he extended his social contact outside the

treatment activities, to a larger scale social life1 Such social contact with intellectuals without any utility aim, while with

rich elegant content, those Confucian physicians successfully p romoted their social status and p rofessional reputation,

extended their social network1 They got more advantages in gaining patient resource and had more dom inant power in

interaction between physician and patien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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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eop le ’s Republic of China and Israel were respectively built in 1949 and 1948 at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parts of A sia1 But after 43 years, they establish the dip lomacy relation1 The paper makes a discussion of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Sino2Israel relation and argues that, the obstacle of their relation are not the p roblem of such bilateral

relation and inside obstruction, but mainly the change of outside environment and interference of outside powers1 During 17

years of their establishment of dip lomacy relation, their relation keep s a comp rehensiv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1 But in

the whole p rocess of Sino2Israel relation, p romotion and impediment coexis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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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ong L im in ( 164)

Abstract: From the 1990 s, gender study is quite popular1 Actually, in perspective, resource and method, it p rovides

necessary reference for all subjects to build new academ ic fields1 However, there is great secret worry in China’s gender

study which influences its deep development1 Therefore, it needs to stress“difference” to achieve a“ localization”

understanding of gender study; use fem inism theory to guide and integrate other theoretical resources to comp rehensively

grasp gender p roblem s; effectively connect ”discip line system izing” and ”inter2discip line” to find breakthrough of

methodology of gender study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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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Chen Yan’s“Scholar’s Poem”in the Con text of Ph ilology in the Q ing D yna sty

Zhou W ei( 173)

Abstract: The study attitude and way of philology in the Q ing dynasty has greatly influenced on modern poem in its

content and exp ression method1 Chen Yan paid much attention to it and put forward the idea of“scholar’s poem”1 He

disclosed a kind of new poem paradigm of modern aesthetic characteristic which was influenced by philology in the Q ing

dynasty1 A s a poem theory studying and summarizing modern poem, “ scholar ’s poem ”on poem ’s content, style,

composition and app reciation clearly showed its characteristics1 Its creative significance in poem, poet and the mood of

poem indicated that, to some extent, it was of theoretical creation value and rich cultural meanin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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