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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封信中

我表示了我国政府对于题为《巴勒斯坦问题的根况和演变第一编: 1917-1947)) 

(ST/SG/SER. F/l )这本联合国秘书处出版物 1 的强烈反对. 当时，我就对于

联合国象某些政权特有的形态一样，随着政治组织一时的利益来改写历史.

自我提交该信以来，这份出版物的第二编 2: 1947-1977 也出版了(文号与

第一编相同儿 这一编也是要不得的，同第一编一起，清楚地表示出这种假科学

"研究"的目 fiU是在打着联合国的旗帜，传播完全曲解事实的以色列和阿拉伯之间

的冲突历史。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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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地说，这份出版物的观点认为国联对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制不合法，因之后

来的一切事件，包括以色列的建国也都归于无效。 在所谓己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基

本文件，"民族盟约"第二十条也用大约相等的字数提出了这一完全歪曲的看法，

这就是这一份联合国秘书处出版物所举论点的来况. 它完全忽视了犹太民族在自

己的家园，以色列土地上的自决、独立和自主的不可剥夺的权利。

因此这个似乎得到一个科学机构支持的学术研究，只不过是一种拙劣的宣传伎

俩而已。 它有系统地故意在歪曲事实，采用经过选择的铺袒性资料和运用各种语

义上的技巧和高度歪曲的术语等。 这种做法，不合严肃的历史写作所公认应有的

标准，但却是宣传工作上的常见惯技，设法用蓄意遗漏和正面陈述两种手法来达到

其目的。

我现在列举事例来证明这些指控@ 这些例子原是这份出版物中所用的一部分

手法而已，因为它每一页中都有许多故意遗漏的地方. 一个不可避免的结论是:

联合国的工具和机器再度在被人滥用了，这一次是为对一个会员国发动政治战而炮

制了一份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作品。

这一由秘书处的一个单位所编制的宣传品，正在由联合国到处散发，传播一个

打着民族解放运动的幌子在国际上进行恐怖活动的杀人组织的观点。 因此，联合

国推出这一份出版物只有助长国际恐怖活动，对于国际和平事业一点也不会有什么

好处。 这种做法，就是滥用国际经费，有损于秘书处的正直态度，是会受到严厉

批评的。

谨请将这封信和附表作为在议程项目 30、 77 和 100 下的大会正式文件分发a

大使

常驻代表

耶胡达·布卢姆(签名)



附件

例表

A. 蓄意歪曲事实

1. "研究"的第二编(第 45 页)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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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九四八年〕委任统治结束之前几个月，犹太人的部队进占了原来

划定为阿拉伯人国家的领土内的一些重要城市和地区@

戴维·本·古里安这样引法，似乎是说意味按照大会第 181 (五)号决议太巴

列、海法和萨法德是"原来划定为阿拉伯人的国家"的城市@

不是的-

2. 第一编第 2 页说，一九四八年以来由于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的屡次战争，

"迫使千百万巴勒斯坦人民不得不流亡在外'\

这是显然完全歪曲了事实.

一九四八年联合国估计巴勒斯坦难民达 7 2. (3万名(联合国巴勒斯坦和解

委员会，联合国中东经济调查团的最后报告，一九四九年第一部分，第 22 页) G揣

联合国一九六七年关于失所人民人数的数字是 5 2. 5 万。 a 一般都认为这些

备 在译这封信的时候 I <<巴勒斯坦问题的根沉和演变，第二编: 1947-1977~ 

的中文本尚未出版，所以在本件中所引第二编的页数，都是英文本的页数.所

引第一编的页数，则是中文本的页数.

骨骨英文本 4

a 大会第二十三届会议正式记录.. 13 号 (A/7213) 第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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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是过于夸张了，就算它是对的，也不能说"迫使千百万巴勒斯坦人民" "不得

不流亡在外" (从别的方面来说这种说法也太祷袒了→一见下文人

3. 第二编第 54 页说，一九六七年"西岸和加沙的犬多数巴勒斯坦人都变成

了难民".

这是无中生有.

根据近来救济工程处主任一九六七-一九六八年报告的估计 b ，从西岸跑到约

旦的人数大约是 40 万人. 同一报告指出" (一九六七年)战事发生以后，登记

而离开加沙的难民，相信是在四万到四万五千之间'\

这样充其量的总数，也只有 4 4. 5 万人 就是这个数字一般也认为它是

彻头彻尾的夸大，因为，照以色列最高的估计，自一九六七年冲突以来离开西岸的人

的总数不超过 2 5 万 不过，就算联合国的数字是对的，"研究"第 54

页的说法也显然是错误的，因为同一页的下一段说，一九六七年战争以前，西岸和

加沙地带的人口是 1 ， 400, 000 万. 那么，无论怎样说法，也不能把 4 4.5 万

说成是"大多数"-

4 第二编第 56 页说安全理事会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的第 242(1967)

号决议，要"以色列撤离一九六七年战争以前的边界

这是故意捏造@

安全理事会第 242 号决议 (1967):第 1 段(i)重申在中东建立公正及持久和平应

包括实施两项原则:第一是"以色列军队撤离其于最近冲突所占领的领土@" 众

所周知，决议故意避免用"所有占领的领土"等一类字样.

幸亏，第 55 和 56 页里又引了第 242(1967) 号决议的全文. 在后面凭添两

段说以色列必须撤离"一九六七年战争以前的边界"绝不是一种疏忽，只能是手段

拙劣的一种欺诈而已.

b <<同上) J 英文本第 2-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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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第二编第 50 页也用同一手法，引了大会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一日第 194

(m) 号决议第 11 段

"自顾回籍与邻里和睦相处之难民应准其早日偿顾，"

在下一段又把它说成是"具体确定了" "巴勒斯坦人民和平返回"自己家园的

"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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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有选择性和偏袒性的材料

1 .绝大多数国际法学家的意见一直都认为一般的委任统治，特别是巴勒斯坦

委任统治是有效的。 可是所谓的研究报告却根据两位作者的意见，而就作出了相

反的说法。 一个是亨利·卡顿，报告里引了他一长段的话(第一编，第 36-39

页)。 报告并没有揭露他是一名来自耶路撒冷的阿拉伯律师，他在一九三0年代

和一九四0年代里是巴勒斯坦阿拉伯高层委员会的成员，这个组织是由臭名昭彰的

耶路撒冷回教大法官哈杰·阿明·侯赛尼领导的，侯赛尼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

曾与纳粹积极合作，成了被通缉的战犯。

卡顿以巴勒斯坦阿拉伯高层委员会一员的身分，于一九四七年向联合国陈述了

阿拉伯的理由。 因此如果引述他的话来代表冲突的一方，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

把他当作一个公正的国际法权威，由他作出巴勒斯坦委任统治是否有效的最后判断，

则彻头彻尾地是在伪造根据. 另外，该报告只提了一个权威:吨工马利森，他

是向来以反犹太复国主义、反以色列观点和拥护阿拉伯人利益而闻名的. 卡顿那

一本题为《巴勒斯坦与国际法)) (1973) 的书由他来执笔写字 η 该不是一件偶然的

事.

2 们第一编第 8 6 页里说，一九一八年时住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是玩 6万.

仔细的观察者会注意到这也是巴解组织选择的关键日期。 理由很简单:在第一次

世界大战期间，有好几千的巴勒斯坦犹太人被放逐出去或被饿死，使犹太人人口从一

九一四年的 R 5万人降低到一九一八年的5. 6万人，减少了二分之一。 这一报

告的不具名的作者，显然觉得引用后一个数字比较有利。

3. 同样，第二编第 7 1 页替上说，一九一七年犹太人拥有的土地占巴勒斯坦

全部土地面积的百分之二又二分之一，一九四七年时占百分之六点二。 言外之意

似乎说，甚至到一九四七年时，阿拉伯人仍拥有大约百分之九十囚的土地. 然而，

事实上有一半的土地为政府所有，由奥土曼交给了委任统治国J 因此s 这种暗示是

不符事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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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看来立场似乎中立的，第一编的导言里说， " (一九四七年的)划分计划

并没有为巴勒斯坦带来和平"，"计划中所设想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国家则从未

在世界地图上出现过" (第 2 页)。 同样地，第二编告诉读者，"联合国划分计

划并不能解决巴勒斯坦问题，暴力增加了" (第 39 页)。若

这是有偏袒的极端，因为作者们对于是谁破坏了划分计划，为什么"暴力增加

了"两个问题2 故意保持缄默。 事实是阿拉伯联盟的所有成员国在一九四七年时

断然地拒绝了大会第 181 (卫)号决议。 那些国家正式保留了它们采取行动的全

部自由，自通过该决议的那一刻起，它们就非法使用武力，开始破坏该决议。 一

九四八年三月五日，一九四八年四月一日和一九四八年四月十七日，安全理事会三

度呼吁订止巴勒斯坦的暴力行动。巴勒斯坦内外的阿拉伯人公然对这些决议置若罔

闻。

随着一九四八年五月十四日英国对巴勒斯坦的委任法治的结束，七个阿拉伯国

家的军队非法进入了委任统治的巴勒斯坦的国际边界，明目张胆地违反了《联合国

宪章'2> ，破坏了国际法的一般原则。

联合国对于这些历史事件的文献记录是铁的证明一一参看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

二日以色列常驻代表给秘书长的信的附录 (A/3 3/488- S/12966 )。

4 .第二编第 47 页传说" (一九四八年〕以色列部队的员额充足、训练有素…·

…·武器配备良好........ "。

对阿拉伯人的自尊心来说，为什么以色列这样一支小小的防御部队能够击溃在

阿拉伯游击和恐怖组织的援助下的七个阿拉伯国家的军队发动的联合进攻确是有必

要应该说明一下的 F 但是他们的说明，却是不符事实的。 一九四八年战争的头几

个月中，以色列这边的军备少得可怜，有时候有些地区的以色列部队达到了崩溃的

边J绕 他们斗志昂扬，能为犹太族的生死和他们国家的存亡，决心一战是真的。

另外，犹太族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参与盟军作战的军事经验也是有利的因素，而

大部分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是同情一一并不总是被动地同情纳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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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第二编第 48 页任天真地提到，一九四八年夏天联合国调解专员呼吁遵从

"安全理事会七月十五日的命令，开始一个无限期休战。"然而它却一笔带过，不

把安全理事会一九四八年七月十五日第 54(1948) 号决议说清楚。 原因是该决

议里提到以色列愿意延长休战，提到"阿拉伯联盟各成员国对于联合国调解专员及

安全理事会一九四八年七月七日第 53(1948) 号决议的…·…屡次呼吁，已加拒绝:

该决议断定"巴勒斯坦之情势已构成《联合国宪章》第三十九条所指对于和平之威

胁"，命令各有关政府及当局，订止进一步军事行动，并宣告倘对于以上规定有不

予遵行情事，必须由安全理事会立即加以审议，决定采取它认为根据《宪章》第七

章规定所应采的进一步行动。

6 .第一编第4 页称"自一九四八年以来，战斗和破坏迭相交替，迫使千百万

巴勒斯坦人民不得不流亡在夕入

上面 A节已经提到这种以一概全的说法的不符事实，它至少在三个地方带有偏

袒。 如果稍为公正一点，便应该指出:

(a) 自一九四八年以来所发生的，不仅仅是"战争"，而是一系列由阿拉伯国

家向以色列发动的侵略战争。

(b) 由于战争的结果，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以及数目相当的在阿拉伯国家境内

的犹太人离开了他们的原居士也

(c) 战争既然是由阿拉伯人发动的，阿拉伯人就必须为这些后果负责，包括阿

拉伯人和犹太人的两个难民问题的产生。

7 .第二编第 53 页备对于以色列之被接纳为联合国会员国有一段别有用心的叙

述，它把以色列之被接纳说成是以执行大会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第 181 (五)

号决议和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一日第 194 (m) 号决议为其条件的。 这是直接从

阿拉伯宣传手册上抄下来的老谎话。 然而，由于，大家都知道， ~联合国宪章》

中没有"条件会员国"的东西，因此这种暗示完全是无稽之谈，不值得予以认真考

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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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叙述一九四九年以色列被接纳为联合国会员国时，另外还有三个地方

是故意淆乱听闻的。 第一，它试图从大会第 181(ll) 号决议中取得法律利益。

然而，由于一九四七一一一九四八年发生的事情超过了那个决议的重要性，而阿拉

伯人在当时又曾有效地加以阻挠过，他们便失去了以任何形式从中取得利益的资格

-一参看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和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二日以色列常驻代表给

秘书长的信 ( A/33/386-8/1 2933 和 A/3 3/488-8/12966 )。

第二，它根据某种荒唐的逻辑，暗示在接纳以色列为联合国会员国的决议中提

到大会第 194 (m) 号决议"带有以色列承认巴勒斯坦的阿拉伯实体继续存在的意

思"。 这简直是胡说八道。 以色列不可能承认一个并不存在的巴勒斯坦阿拉伯

实体，阿拉伯国家非法使用武力已经正式拒绝和阻止了按照大会第 181 (TI) 号决

议来产生这个实体。 此外，犬会第 194 (m) 号决议是一个不可分的整体，一共

有十五个执行段落，其中第十一段规定"自愿回笑，与邻里和睦相处的难民，应准

许他们在实际可行的最早日期，返回原复.... .... "。 同一决议还呼吁"各有关政府

和当局........进行谈判，求得协议........侮双方所有待决问题均得最后解决。" 因此，

任何一个划分办法应该符合三个条件: (1)实际可行， (2)愿意"和睦相处"，和(3)承

认解决难民问题构成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双方"所有待决问题均得最后解决"的一

部分。

第三，关于以色列被接纳为联合国会员国的同一段里说大会第 194 (m) 号决

议"保存了巴勒斯坦难民回爱的权利.... .... "。 然而，该决议并没有象前面那样提

到"回复权利"也没有提到"巴勒斯坦人"，只表示在不侵犯到以色列作为一个

主权国家的权利的情况下，准许某些难民回去而已。

8 .第二编第 50 页备把大会第 194( m) 号决议的"主要规定"说成是呼吁设

立巴勒斯坦调解委员会，请安全理事会采取行动，把耶路撒冷划为非军事区，以及

按照该决议第十一段的规定来处理难民问题。

这些资料也是有选择性和有偏袒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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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历史学者会同意该决议另一个"主要规定"是上面提到过的。 第五段

中呼吁各有关政府及当局"进行谈判，求得协议，.......傅双方所有待决问题均得最后

解决"。

同样地，公正的历史学者一定会认为应该告诉读者，阿拉伯国家一致投票反对

了大会第 194 (m) 号决议。

该"研究报告"又一次忠实地采取了阿拉伯的立场，对这个通过时为它们所反

对的有十五段的决议断章取义，企图从大会第 194 (m) 号决议的某些规定中沾到

好处，就是有点为时太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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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撰历史中的一个主要手法，就是在叙述事态、思想和现象时倒因为果，试图

为一个予定的结论提供证据. 这种不正当手法的一个显著例子是在第二编第 7 1 

页，里面说"在一九一七年时，已经有了一个具有构成一个国家的两个主要特征的

巴勒斯坦人的实体一-多世纪以来一个民族已在一块有确定范围的领土上生了板".

说得简单一些，他们是想暗示，在一九一七年时有了一个巴勒斯坦民族和一个巴勒

斯坦国家。 这就是整个研究报告中两件没有明说的假设。 这两个假设是完全站

不住脚的.

(a) 在一九一七年时，根本就没有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民族'二阿拉伯民族运

动才刚开始，在前奥托曼帝国各阿拉伯省里，个另1) 协民族运动实际上尚未存在.在

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当地阿拉伯人的主要看法，是把驻在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看作

是叙利亚人，犬阿拉伯民族的一部分。 在一九一九年和一九二0年，住在巴勒斯

坦的阿拉伯人确实都是反对巴勒斯坦委任统治的，但除了别的理由外，这是因为他

们特别认为自己不应同委任统治区外的兄弟分开.

一九一九年七月二日，叙利亚议会通过了十项决议，其第八项声明:

"我们要求，称为巴勒斯坦的南部叙利亚或包括黎巴嫩的西部沿海地区，

不脱离叙利亚国土. 我们希望，在任何情况下，国家的完整应有不受分割的

保证.

金·克兰调查团报告，美国的外交关系:巴黎和会 1919 年，第 1 2 卷，第

781 页)

一九五六年五月三十一日，前沙特阿拉伯驻联合国代表，后为所谓的巴解组织

领导人艾哈迈德·舒凯里对安全理事会说:

"大家都晓得巴勒斯坦无非是叙利亚的南部."

( s/pv. 724 ，第 4 4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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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四年二月，叙利亚总统阿萨德说:

"巴勒斯坦是南部叙利亚的基本部分."

( <<纽约时报)> ，一九七四年二月九日)

去年，巴解组织的所谓军事行动部负责人祖海伊尔·穆赫辛对荷兰的《忠诚报

说:

"约旦人、巴勒斯坦人、叙利亚人和黎巴嫩人之间没有任何分别. . 

我们是一个民族. 我们只不过为了政治原因，才精心强调我们的巴勒斯坦身

分. 这是因为，鼓励巴勒斯坦人的存在，以与反犹太复国主义相对抗，有利

于阿拉伯民族的民族利益。 不错，专为巴勒斯坦人的身分，独树一帜无非是

为了战术上的需要. 建立一个巴勒斯坦人的国家是在继续对抗犹太复国主义，

及巩固阿拉伯人团结的一时之计。"

(詹姆斯·多尔西，引丰且海伊尔·穆赫辛对《忠诚报》的谈话，一九七七年二

月三十一日)

最近于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七日，亚西尔·阿拉法特在黎巴嫩复兴党在贝鲁特

举行的集会上也说:"阿萨德说，巴勒斯坦是叙利亚的南部。 我告诉他说，巴勒

斯坦是叙利亚南部，而叙利亚是巴勒斯坦北部" ( <<巴勒斯坦之音)> ，一九七八年

十一月十八日) 0 

(b) 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之所以要这样说法，是因为从也不曾有过一个称为巴

勒斯坦的政治实体。 长久以来，"巴勒斯坦" (阿拉伯语读作法拉斯廷)只不过

是一个并无明确界限的地理区域，而不是一块"有一定范国的领土'\ 在奥托曼

时代，这个地区在行政上一再经过了几次的重新划分，而且大多数时间是由大马士

革直接管辖的.

(c) 同时，说一九一七年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是"多世纪以来"在该国土"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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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板的民族".也是毫无根据的. 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口大部分是来自约旦河以

东的、最近定居下来的贝督因人。 十九世纪继易卡拉欣·帕沙之后来到巴勒斯坦

的埃及人也是一个可观的成分。 有的是不久以前从摩洛哥移来的，有的则是最近

自巴尔干半岛和豪兰区，或甚至是十九世纪下半期从沙皇俄国移来的(瑟卡申人) 0 

值得注意的是，以色列北部的一些"阿拉伯"乡村仍然在说瑟卡申语。

而且，阿拉伯人之在巴勒斯坦绝对没有"生了根"到了十九世纪末，有相当数

目的阿拉伯人同该区的其他的人一起，陆续离开了巴勒斯坦. 一九一三年在巴黎

举行的"第一次阿拉伯大会"，就曾经讨论过这个向外移居的问题。

D. 语义上的手法和高度歪曲的术语

1 .在全篇研究报告中都用了这种手法和术语，以引导读者作出他们所想要的

结论.

2. 例如，整篇报告在提到巴勒斯坦人的时候，总是用"反抗"、"反叛"和

"起义"等字眼。但在谈到犹大人的时候便用"暴乱"和"恐怖主义"等这些字眼。

第一编的导言(第 1 页)已经将研究报告的调子定下来:

"结呆是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对委任统治国的统治日益进行反抗;到了第

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犹太人也为了实现他们的目的而诉诸暴力。"

因此，当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于一九四七年拒绝同联合国巴勒斯坦特别委员会

(巴勒斯坦特委会)合作，而犹太人则愿意同该委员会合作时，该研究却说，"犹

太复国主义恐怖主义集团"保证了巴勒斯坦特委会的安全(第二编，第 1 0 页)普!

3. 提到犹太人的资料都是经过精心剪裁的. 这只要看第一篇导言里的语气

好了(第 1 页) ，它在提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时说:

"以有‘历史渊况， (原文如此〕为理由，坚持这一民族家园的建立"，

"因为在两千年前，当犹大人的祖先在还未‘散居在外， (原文如此〕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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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在巴勒斯坦住过"。

4 .相反的，在作出象"巴勒斯坦人. . .对外国殖民统治的反抗"这种引人

同情的提法时，却从来没有加上过引号。

5 .这份研究报告还怀着唔然若揭的目的，采取一贯欺诈的手法，试图将阿拉

伯人同犹大人之间的纠纷，描述为"当地的"巴勒斯坦人同一种名叫犹太复国主义

的外来势力之间的冲突. 也只要看第一篇的导言(第 1 页)中的语气好了。

6. 该"研究报告"中，一个比较怪的提法是在第二篇的第 5 4 页棒. 里面

提到一九六七年住在"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的统计数字(其准确性是有问题的) 0 

里面说，这个"巴勒斯坦"包括"以色列控制的地区@" 在这个地方，这句话除

了指从一九四八年以来在以色列国主权范围内的领土之外，是不能再有其他别的解

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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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该"研究报告"的第一编讨论英国委任统治时期。 文中附有四张地图@

但是独缺一张重要的地图。 那是一张在英国委任统治下的巴勒斯坦地图。 一九

四六年以前，英国的委任统治是一直把今天的约旦包括在内的。 拿掉这张地图的

原因是因为它可以证明一个占巴勒斯坦委任统治面积的五分之四的阿拉伯国家→→

事实上是一个巴勒斯坦人的阿拉伯国家→→已经存在了三十二年。 为了有些小小

的不便，便干脆把这张基本地图不附上去。

2. 该"研究报告"第一编的大部分内容是想证明英国政府在《鲍尔弗宣言》

中是支持"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的民族家园";但是在它发表时，英国政府

是漠视了阿拉伯人的存在，并违反了对他们的诺言，特别是亨利·麦克马洪爵士对

麦加的胡辛酋长的诺言。 尽管在这个并不能自元其说的论点上大做文章，但却把

麦克马洪亲自写的一封发表于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三日伦敦《太晤士报》上的重要

信件略而不提，因为它是绝对不利于作者的宣传目的的。

麦克马洪在该信中写道:

"在巴勒斯坦皇家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中，以及在国会上下两院最近的辩论

中有好多次提到了"麦克马洪的语言"，特别是其中有关巴勒斯坦的部分。同

时也提到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对这部分诺言的解释是各有各的说法。

"有人对我说，如再不对这个诺言说几句话也许会引起误解@

"因此我觉得我非要对这个问题说几句话不可，但是我仍想只谈与目前争

议有关的部分-一即我当时保证阿拉伯人独立的诺言内有没有把在被称为巴勒

斯坦的那部分叙利亚土地包括进去。

"我觉得我有责任表明，肯定地、清楚地表明，我当时对胡辛王作出这个

诺言时并未把巴勒斯坦算在答应给予阿拉伯人独立的地区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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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时也有十分的理由相信，胡辛王也完全了解，我的诺言没有把巴勒

斯坦算在里面@"

3.. 一气九一九年，法伊萨勒酋长代表当时阿拉伯人的民族愿望，与当时代表犹

太复国运动、后来成为以色列第一任总统的柴姆·魏茨曼博士签订了一项了解与合

作协定，在序言中，双方表示信念:

"元满完成他们民族愿望的最可靠方法发展阿拉伯国:和巴勒斯坦之间的

最紧密可能的协作@"

其第一条说:

"阿拉伯国和巴勒斯坦之间的一切关系和努力，应一秉最恳切的诚意和了

解，为此目的，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应各在对方的领土内派遣和驻扎正式的代理

人。"

换句话说，那个时期代表阿拉伯人出席凡尔赛和平会议的阿拉伯领导人，一方

面提到有一个阿拉伯国家，另一方面提到有巴勒斯坦一-也就是一个犹太国家。由

于"研究报告"的作者不喜欢这个协定的内容所以没有被提及，只是在第一部分的

后面有一个不引人注意的脚注，对协定的真实性表示了怀疑(第 97 页，脚注 7 t 

4. 在第一部分的第 51 页上，有一段文字似乎在叙述"一九二九年的反抗运

动"。 读者看到"巴勒斯坦人(原文)与犹太人之间的冲突使双方有二二0人

死亡，五二0人受伤"。 不过，文中没有提到一九二九年的最重要事件之一，这

就是阿拉伯人无缘无故地在希布伦残杀犹太人事件，在这个事件中，数十名一无反

抗能力的犹太神学院学生被杀害分尸，许多其他人则受到酷刑和毒打。

5. 在第一部分的第 57 页至第 61 页中，长篇引录了一九三七年皮尔调查团的

报告中有利于阿拉伯方面的部分。 1旦皮尔报告中有同样长的一节谈到犹太复国主

义和犹太人的权利却完全被略去了。 这一节在原文件里占了密密的三页，其中有

一段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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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犹太人虽然散居世界各处，但他们从来没有忘记巴勒斯坦白 如

果基督徒看过圣经而知道了这个国家的山川形势、地名和两千多年前发生的事

件，那么对于犹太人与巴勒斯坦及其过去历史之间的联系，就能有比较亲切的

了解。 犹太教义及其仪式是与这些古老的记忆有极长的渊沉的。 例子非常

之多，目前单举一件以见一斑。 犹太人无论在什么地方每逢巴勒斯坦缺雨的

季节便要为求雨而祈祷。 在犹太人的宗教思想中，到处都充满了对于以色列

-一艾利兹·以色列一一国土的热爱，和一种流亡天涯之感。 希伯莱文中一

些最优美的诗篇)一例如《狱中诗篇》一一便是散居在各处的犹太人渴望返回

锡安，感伤而发的。

"这种联系并不尽是精神上或思想上的. 从犹太亡国以来就一直或几乎

一直有一些犹太人住在巴勒斯坦。 在阿拉伯统治时期，每个主要的城镇都有

很多的犹太住区 "0 (<<皮尔报告》第 8 页至第 9 页)。

在该所渭的"研究报告"中，对于这些却都是只字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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