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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1月，以色列举行自2019年4月

以来的第五次议会选举。随后，内塔尼亚胡
凭借极右翼政党的支持，得以在2022年12
月重新上台执政，这届政府也因此被称为
以色列自1948年建国以来“最右”的政府。

2019年4月和9月，以色列举行了两次
议会选举，但均未能成功组阁，2020年3月
的议会选举后，利库德集团和当时甘茨领
导的蓝白党组成联合政府，但仅维持了半
年就分道扬镳。2021年3月的议会选举中，
多达38个政党和党派联盟参选，最终13个
政党获得议席。以色列政坛本就中小党派
林立，自1948年建国以来从未出现过单一

政党组阁的情况，如今政治碎片化局面更
是前所未有的。

2021年3月大选后，内塔尼亚胡组阁失
败，由当时议会第二大党、中左翼“拥有未
来”党领导人拉皮德成功组建8个政党参与
的联合政府。利库德集团凭借30个议席仍
是议会第一大党，而“拥有未来”党仅有17
个议席。而且，成就那次组阁的并非拉皮
德，而是“造王者”统一右翼联盟领导人贝
内特。

8党执政联盟横跨以色列政坛整个政
治光谱，包括统一右翼联盟、以色列家园党
和新希望党三个右翼政党，工党和活力党
两个左翼政党，以及“拥有未来”党和蓝白

党两个中间派政党，以及一个阿拉伯政党
联合阿拉伯党。由于政治主张差别很大，促
使他们结盟的唯一目的，就是扳倒已连续
执政12年的内塔尼亚胡。

这也导致这个执政联盟必然很脆弱，
不仅各党派主张各异，8个政党加起来仅在
议会占据61席，刚过半数，以利库德集团为
首的反对党阵营对其形成强大阻力。由于2
名议员退出，执政联盟失去多数席位，2022
年6月底以色列解散议会，并于同年11月再
次举行大选，内塔尼亚胡得以重新掌权。

在那次大选之前，新希望党与蓝白党
合并，成立以色列国家团结党，仍由甘茨担
任领导人。他曾任以军总参谋长、议会议长

和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等职，2020年3月大选
后，他与内塔尼亚胡组建联合政府，曾约定
轮流担任总理执政，但双方合作仅维持了
半年，甘茨也没有机会出任总理。

当初，内塔尼亚胡组建战时内阁时，甘
茨受邀后并未第一时间决定加入。如今，如
果他退出战时内阁，失去中间派制衡的内
塔尼亚胡政府或将进一步右倾。耶路撒冷
希伯来大学国际关系专家约纳坦·弗里曼
认为，甘茨公开反对内塔尼亚胡可能是着
眼新一轮大选，他意图通过提出鲜明政治
主张获取选民支持。最新民调显示，如果现
在举行大选，甘茨的支持率为35%，内塔尼
亚胡为32%。

以色列政府执意推进加沙地带
南部城市拉法的军事行动之际，南
非政府5月16日向联合国国际法院
指控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种族灭
绝”行为“达到令人发指的新阶段”，
敦促国际法院紧急发布新的“临时
措施”，立即制止以色列军事行动。

本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南非
政府一直冲在“反以斗争一线”，与
以色列政府针锋相对，多次发表针
对以方的强硬表态，更于去年底以
军事行动构成“种族灭绝”为由将以
色列政府告至国际法院。

南非曾在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
列提起诉讼，但因后者已经退出《国
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才转向国际
法院提起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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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控“种族灭绝”

去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
爆发后，南非政府多次强烈谴责以
色列大举进攻加沙地带造成平民伤
亡。7个多月来，南非政府高调反对
以色列，声援巴勒斯坦。在南非多
地，民间团体大规模反以游行示威
持续不断，数十万人参与相关活动。

去年11月6日，南非政府召回所
有驻以色列的外交人员。同月21日，
南非议会通过暂停与以色列外交关
系并关闭以色列驻南非大使馆的提
案。虽然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尚未正
式下令同以色列断交，但两国外交
关系已然“实质性降级”。

南非政府还诉诸法律武器向以
色列方面施压，先是在去年11月向
国际刑事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调查
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战争罪行。由
于以色列已经退出《国际刑事法院
罗马规约》，南非转而于去年底向国
际法院提起诉讼，指控以色列违反
联合国《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
约》，对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民实
施“种族灭绝”。

国际法院已就相关诉讼举行听
证，并于今年1月和3月相继发布“临时
措施”，要求以色列采取一切必要措
施，防止在加沙地带发生针对巴勒斯
坦人的“种族灭绝”行为，确保人道主
义援助能畅通无阻地进入加沙地带。

作为联合国负责解决国家争端
的司法机关，国际法院发布的“临时

措施”具有约束力。然而，国际法院
此前针对以方的“临时措施”未对
在加沙地带实现停火提出明确要
求。南非政府主张，国际法院须因
应局势发展出台新的“临时措施”。

5月16日，国际法院应南非政府
请求举行听证会。南非驻荷兰大使
马东塞拉在听证会上说，“以色列
的‘种族灭绝’行动正在快速推进，
已经达到令人发指的新阶段”，国
际法院应下令以色列“立即、完全
且无条件从整个加沙地带撤军”。

以色列政府坚决否认“种族灭
绝”指控，称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
军事行动是“自卫行为”，任何剥夺
以色列自卫权的企图都是对以色
列的公然歧视。以方还不承认国际
法院在这一问题上具有管辖权，要
求国际法院驳回南非所提诉讼。

苦难感同身受

南非地处非洲大陆最南端，
远离中东是非之地，穆斯林在全
国人口占比不过2%。然而，这样
一个与以色列本无仇怨的国家，
却因其种族隔离斗争的切身经历
而对巴勒斯坦人民的苦难遭遇感
同身受，并一直坚定支持巴勒斯
坦民族解放事业。

以色列1948年建国时，白人
政权正在南非实施系统性种族隔
离制度。上世纪60年代，南非白人
政权开始受到国际社会孤立和制
裁，当时的以色列政府却向南非
白人政权提供镇压黑人反种族隔
离组织的武器，以及所谓“反游击
战”培训。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组
织）则积极声援南非的反种族隔
离斗争。曼德拉领导非洲人国民
大会（非国大）与南非白人政权斗
争时，与领导巴解组织主流派别
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
的阿拉法特结下了深厚友谊。

曼德拉在1990年出狱后会见的
第一批国际政要中就有阿拉法特。
他说：“只要巴勒斯坦人不自由，我
们的自由就不完整。”在南非的政
治议程中，巴勒斯坦问题已经成为
一个重要议题，白人政权结束后的
南非历届政府均致力于推动巴勒
斯坦问题得到公正解决。

南非大学政治学教授迪尔
克·科策认为，在非国大领导南非
人民开展反种族隔离的斗争中，
比起西方国家的冷漠，巴勒斯坦
坚定地与南非人民站在一起，给
予宝贵支持。可以说，南非和巴勒
斯坦因相似境遇和斗争事业惺惺
相惜、彼此支持。

国际法院今年1月对以色列
发布“临时措施”后，南非总统拉
马福萨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时说，
种族隔离历史是南非人民心中永
远的痛，“因此，我们绝不会眼睁
睁看着我们曾经遭受的罪行在其
他地方重演，绝不会袖手旁观”。

反差引人深思

分析人士指出，南非近年来
与西方国家在一系列地区和国际
事务上的分歧越发明显，西方国
家施压南非“选边站队”的霸权行
为让南非非常不满，也是南非政

府向国际法院起诉以色列实施
“种族灭绝”的背景。

舆论普遍认为，南非政府指
控以色列，是后者自1948年建国
以来首次在国际法院受到起诉，
此举具有重大政治、外交和国际
道义影响力，是南非对西方国家
的一场“重大外交胜利”。随着加
沙地带战事持续，越来越多国家
支持南非的这一举动。

南非政府为诉讼做了充分准
备，组建专业法律团队赴国际法
院参加听证，论证以色列在加沙
地带犯下“种族灭绝”罪行。虽然
此案或需经过数年审理才能做出
判决，但昔日种族主义的受害者
如今被控“种族灭绝”，这一“反
差”引人深思。

荷兰智库“跨国研究所”认
为，南非起诉以色列“种族灭绝”，
是“具象化几个世纪以来全世界
受压迫民族在欧美殖民主义和帝
国主义统治下所做斗争”。英国牛
津大学国际法专家珍尼娜·迪尔
认为，鉴于以色列的建国初衷在
一定程度上是为防止针对犹太人
的种族灭绝，那么国际法院对南
非诉以色列“种族灭绝”一案所做
裁决，也将促使人们反思巴勒斯
坦被占土地上的人道主义状况。

舆论认为，南非在国际法院
诉以色列“种族灭绝”，虽然在短
期对加沙地带实现停火止战难见
实质性效果，但随着巴以冲突延
宕、人道主义危机加剧，国际社会
反战呼声进一步高涨，南非诉以
色列的意义和影响将逐渐显现。

据新华社

1月11日，南非司法部长拉莫拉在国际法院外对媒体记

者发表讲话。 新华/路透

1月12日，在荷兰海牙，以色列代表出席国际法院听证

会。 新华/法新

11月月1122日日，，国国际际法法院院法法官官出出席席在在荷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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