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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今年 10 月 7 日哈馬斯突襲以色列之後，大眾傳媒和社交媒體都發表了無數評

論，許多評論家已經詳細地敘述了以巴的恩怨情仇，這類評論幾乎接近飽和，在這篇文章

中，我嘗試從另一個角度去分析問題。其實，無論是從縱或者横角度來看（過去歷史和現

在的難民問題 ），以巴衝突所引來的注意力都是不成比例的。請讀者不要誤會，我無意淡

化巴勒斯坦人的苦難，我的要點是：這種注意力所衍生的處理問題手法，是否真的能夠對

以巴局勢提供有效的解決方案呢？ 

先從縱的角度說起，若果

居住權、建國權是基於「 世

世代代已在這兒」的說法，那

麼亞美尼亞人、居於土耳其的

「君士坦丁堡羅馬人」（Rum 

Polites，住在君士坦丁堡［現

伊斯坦堡］，說希臘語的正教

會人）是近代史上最有權提出

控訴的民族。本來信奉基督教

的亞美尼亞人在土耳其安納托

利亞（Anatolia ）東部已經聚

居了兩千年，1915 年土耳其鄂圖曼帝國施行「亞美尼亞大屠殺」，估計大概六十六萬至一

百二十萬亞美尼亞人被驅逐到沙漠而喪生，大約十萬至二十萬亞美尼亞人被迫改奉伊斯蘭

教，最後許多亞美尼亞人非自願地遷徙到美國、歐洲、高加索地區。 

1923 年希臘土耳其爆發戰爭，雙方大約有二百萬僑民互相遷離原居地，隨後土耳其大

舉排擠「君士坦丁堡羅馬人」，本來「君士坦丁堡羅馬人」在中亞已經居住了三千年，最

後大約一百六十萬「君士坦丁堡羅馬人」被驅趕，史稱為「中亞西亞大災難」，現在土耳

其只剩下二千五百「君士坦丁堡羅馬人」。  

二次大戰是近代史上最嚴重的人道災難，據估計，光是在歐洲，到二戰結束時就有超

過四千萬難民，例如在德國有一千二百萬人被迫離開家園，在波蘭和烏克蘭這數字高達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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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四百萬。現在很多人都談論 1947 年聯合國對巴勒斯坦地的決議案，和 1948 年以色列獨

立戰爭導致的巴勒斯坦難民潮，但很少人提及在同一年（1947 年）英屬印度分裂為印度

和巴基斯坦，1947 至 48 年的印巴戰爭導致超過一千四百萬人流離失所。 

1974 年塞浦路斯的希臘裔與土耳其裔族群發生衝突，土耳其軍隊介入，結果三分之一

塞浦路斯人淪為難民，許多人被迫移居到其他國家。1975 年西貢陷落，導致大概二百萬

難民投奔努海，由 1975 年至 1997 年期間，許多國家收容了大概一百六十萬越南難民。以

上只是其中一些例子，限於篇幅，我不能再羅列下去。 

現在以横的角度去審視全球每個角落的難民，根據聯合國難民署，現在全球大約有

1.084 億難民，其中 52% 源自三個國家：敘利亞、烏克蘭、 阿富汗。根據聯合國難民署和

statista.com，以難民人數來說，全世界難民問題最嚴重的國家依次為：敘利亞、烏克蘭、 

阿富汗、南蘇丹、緬甸、剛果、蘇丹、索瑪利亞、中非共和國……，若果撇開身份不明的

難民，巴勒斯坦排在榜尾。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九月，亦即是哈馬斯發動突襲之前的一個

月，阿塞拜疆違反了 2020 年的停火協議，向亞美利亞發動了大規模軍事攻擊，大約十萬

亞美尼亞人被迫離開納戈爾諾‧卡拉巴赫（Nagorno-Karabakh）。 

坊間有一個流行的論述：世界漠視巴勒斯坦人的苦難。其實，上述聯合國的難民署於

1950 年設立，一年之前，亦即是 1949 年，聯合國已經特別設立了近東巴勒斯坦難民救濟

和工程處（The United Nations Relief and Works Agency for Palestine Refugees in the Near East，

簡稱 UNRWA），顧名思義，這組織專門照顧巴勒斯坦難民。另一個流行的論述是：美國

壓迫巴勒斯坦人。事實上，很多年以來美國都是 UNRWA 最大的捐增者，2021 年美國向

UNRWA 捐款超過 3.38 億美元，2022 年捐了 3.44 億美元。美國還有另一個機構援助巴勒

斯坦，這就是美國國際發展協會，這組織不但在基礎建設上援助巴勒斯坦人，並且為他們

提供就業機會。至於卡特、老布殊、克林頓曾經為以巴和談而付出努力，就更加不在話

下。然而，為什麼直到如今，一切和平建設的努力都好像是付諸流水呢？ 

總的來說，對巴勒斯坦的國際注意力是不成比例的，當中糾纏著錯綜複雜的原因。為

什麼我們現在沒有聽聞「塞浦路斯難民問題」、「亞美尼亞難民問題」 呢？在倫敦和世界

其他地方曾否出現過十萬人上街示威，去聲援其他難民呢？ 那麼，對以巴衝突的關注是

基於人道主義，還是牽涉到地緣政治勢力、政治意識形態、宗教文化的博奕呢？我交由讀

者去判斷罷！此外，以前的巴解組織和現在的哈馬斯、真主黨都採用恐怖主義，這種訴求

方式的確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相反，願意政治協商或者彈性處理的其他受難族群，卻真

的被世界遺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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