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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最后的天空之后》的笔记-第194页

        
美国与以色列国家谈笑风生间，占据，剥夺了大片土地，显然，土地上原本居住的巴勒斯坦人被他们
刻意忽略了。此后，美国更从政治上抹杀巴勒斯坦的声音，真真好手段！

2、《最后的天空之后》的笔记-第42页

        相对于想要别国归还属于自己的事物，更多巴勒斯坦人更渴望“恢复自我”！恢复记忆中那些真
实的存在！

3、《最后的天空之后》的笔记-第196页

        
巴勒斯坦的语言文字在被美国翻译过程中，刻意扭曲，改变，变得更加迎合以色列的语法特点，殊不
知这样的读音在巴勒斯坦语言中有更大的歧义。那些无足轻重的恶意，造成影响的无比深刻！

4、《最后的天空之后》的笔记-第202页

        
巴勒斯坦人无法为自己做的“集体描述”，却由敌对者完成并用来打击巴勒斯坦人。真心讽刺！

5、《最后的天空之后》的笔记-第138页

        
在以色列统治下的巴勒斯坦工人只能从事“第二等的”工作，“第一等的”劳动力市场只对犹太工人
开放。这简直是赤裸裸的剥削⋯⋯
巴勒斯坦工人本身沦为“商品”，由于禁止在以色列区域住宿，每天早上被雇主挑选，带到这个国家
任意地方进行工作。毫无自由可言！
143，
一排排犹太人有条不紊的从事着自己的事，巴勒斯坦人却依然过着紧急，凌乱，漫无目的的生活，对
了，还极其廉价！

6、《最后的天空之后》的笔记-第76页

        住在以色列境内的“来自内部”的巴勒斯坦人与阿拉伯世界的巴勒斯坦人。因为放弃了不同的自
由，获得了别样的权力，孰是孰非？

7、《最后的天空之后》的笔记-第232页

        面对被不断推迟的未来，只能忧桑接受，但本书一定会起到一定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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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最后的天空之后》的笔记-第115页

        
身为巴勒斯坦人的女性，果然可悲：政治上由于民族压迫被剥削，性别上又被“阿拉伯女性”的身份
困扰！但却无法摆脱这身份，这处境！

9、《最后的天空之后》的笔记-第77页

        两个在异域碰到的巴勒斯坦人，只需交谈一两分钟，就能判断出对方来自哪里。这，只有巴勒斯
坦人知道！并且，由于特定的不自由的生活，同一个词汇的解读也变得更加扑簌迷离。

10、《最后的天空之后》的笔记-第84页

        麻木的坚决，已经深入骨髓，同化为自身。可悲的圈内人。

11、《最后的天空之后》的笔记-第56页

        显然，犹太人中也有部分左翼分子积极维护巴勒斯坦人的权力，并给予帮助。可见，希望仍在，
且13年大选，中左翼占了上风，历史终究会带来公正。

12、《最后的天空之后》的笔记-第224页

        巴以冲突最弱小的一方，却被安排饰演最大的恶棍。看不懂的何止作者？

13、《最后的天空之后》的笔记-第190页

        历史上的巴勒斯坦人，并不是一个凝聚一体的民族团体，而是不断被支配，被流放，被剥夺。

14、《最后的天空之后》的笔记-第41页

        面对被闷亡在油罐车的偷渡者，我们真的该谴责应付卫兵的司机的粗心么？不！该指责的是偷渡
者的沉默！

15、《最后的天空之后》的笔记-第1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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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段时间，姓名的复兴，流行。并不是对过去的回归，而是对自己民族存在的搜寻。想到了建国
初期的祖国⋯⋯

16、《最后的天空之后》的笔记-第106页

        致命一击！

17、《最后的天空之后》的笔记-第29页

        巴勒斯坦的母亲又应当如何像她的孩子证实自己关于巴勒斯坦的童年的亲密回忆曾经真的发生过
？
确实，对于孩子来说，倾听父母儿时的记忆是莫大享受，可惜故事虽在，里面描述的地点确可能终生
无法见到。

18、《最后的天空之后》的笔记-第35页

        
拜提尔的茄子，估计跟很多人一样，家乡的菜就是更好吃！难以想象可能永远失去家乡会有多绝望。
况且，如今要种茄子，居然要跟别国书面申请！可悲的协议！
曾经为自己国家悉心培育的各色蔬菜，如今变成别国领土，用机械批量生产后运送国外，强烈的诧异
感！

19、《最后的天空之后》的笔记-第1页

        写作这本书的念头最早来自吉恩·莫尔和我的首次见面。1983年，我担任联合国巴勒斯坦问题国
际会议（ICQP）的顾问，我建议在日内瓦主要会场的入口大厅里悬挂有关巴勒斯坦人的照片。当然，
那时我已经知道并且十分仰慕莫尔为约翰·伯杰拍摄的照片，因此我推荐联合国委派他去拍摄巴勒斯
坦人生活的几个主要场所。这个提议最初得到了热情的回应，于是莫尔便在联合国的特别资助下前往
近东。他带回来的照片确实非常精彩，但是官方的反应却有些令人费解和微妙——对某些喜欢讽刺的
人来说。我们被告知可以悬挂照片，但是不能配以任何文字。既不能有文字说明，也不能有图片解释
。最后的折中办法是那些放大的图片可以附上国名和地名（约旦、叙利亚、黎巴嫩、约旦河西岸和加
沙），但除此以外禁止任何其他文字。吉恩和我就是在面临这样一个奇怪而又顽固的规则时相遇的。

       如同所有的官僚机构一样，有关禁止文字之事我们也只得到了官僚主义的解释，而我必须说我已
经完全不记得其中的任何一条。不过，我非常确切地记得反对的理由被归于“一些联合国成员国”，
这些国家在ICQP会议的准备期间，感觉任何有关巴勒斯坦人的会延续下去的文字都是令人讨厌的和在
原则上难以接受的。哎，这些成员国主要都是阿拉伯国家，他们甚至对于召开ICQP会议这样的想法都
存在各种意见，这一切都留下了令人遗憾和可耻的记录。巴勒斯坦对于他们而言只是一项用途，那就
是攻打以色列，抗击犹太复国主义、帝国主义和美国，以及用以感概被占领土地上兴建定居点和阿拉
伯土地被没收征用。除了这项用途之外，当涉及巴勒斯坦人作为一个民族的迫切需要，或者是许多巴
勒斯坦人在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所处的极其糟糕的境况，则必须划清彼此的界限。在会议开始前的一
年中，我曾受联合国大会之命委派了至少20项研究，这些研究的原意是向ICQP会议的参加者——清一
色为政府——提供关于我们民族的必要信息。但是，只有其中的三份报告幸存下来，成为会议的官方
文件。其他的则全部被删去或否决，原因是一个接一个的阿拉伯国家反对这条或那条原则，这处或那
处暗讽，这个或那个假定的对他们主权的伤害。而以色列和美国则不愿意屈尊去理会有关该会议的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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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方面。

       吉恩·莫尔和我就是在那个时候决定一起工作。我们对彼此说，让我们来使用这些照片和文字说
明，讲述巴勒斯坦人从未被人提及过的故事。然而，如何用一种新鲜的方式来描写和表现——从字面
的任何意义上来说——巴勒斯坦人，却成为一个更加棘手的问题。因为并非没有人谈论和描写过巴勒
斯坦人，困难在于所有人，包括巴勒斯坦人自己在内，都谈论过很多。大量的文学已经形成，其中大
部分是争辩、控诉和恐吓。在目前这个时刻，我们从零开始描写巴勒斯坦，事实上还没有人亲身前往
巴勒斯坦。我们过去都曾经去过那里，或者通过阅读有关巴勒斯坦的文字，体验它千年的历史和力量
，或者确实曾经在那里生活过一段时间。那是一个极度拥挤的地方，对于历史或历史解读要求它承载
的，几乎太过拥挤。

       然而，即使有所有这一切关于巴勒斯坦人的描写，依然无人真正了解他们。尤其是在西方，特别
是美国，与其说巴勒斯坦是个民族，还不如是号召武器的借口。我们这个民族肯定还不如同样声称拥
有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来得有名。自1948年以来，我们就一直是一个次要的存在。我们大量的经历都没
有被记录下来。我们中的很多人被杀害，很多人留下永远的伤痕，并且从此沉默，毫无踪迹。而那些
被用来表现我们的形象只是更进一步地消弱了我们的真实。对于大多数而言，巴勒斯坦人主要被看做
战士、恐怖分子和不法的贱民。如果说到“恐怖”这个词，一个头戴阿拉伯头巾和面罩、扛着卡拉斯
尼柯夫步枪的形象立即跃于眼前。有些时候，悲惨无助的难民形象也会取代这个危险的恐怖分子称为
“巴勒斯坦人”的真正图标。

       与此同时，巴勒斯坦人境遇的巨大变化继续让我们的真实状况复杂化，这种变化机会每天都会发
生。在某个季节，我们中的一些人在萨布拉—夏蒂拉难民营被以色列指使下的黎巴嫩马龙派民兵集体
屠杀（分清楚这场屠杀是由黎巴嫩马龙派还是以色列指使是很重要的，因为这样才能搞清楚谁应当为
此负责）；而在另一个季节，就在这场大屠杀成为以色列残暴行径的可怕标志后不久，什叶派阿迈勒
民兵，多半是在叙利亚的指使下，围攻了同样的萨布拉—夏蒂拉难民营，并且犯下了许多同样的暴行
。

       今天，每当巴勒斯坦人聚在一起的时候，人们总是在讨论一个越来越重要的主题：阿拉伯朋友和
以色列敌人是如何对待我们的。有的时候，很难说是谁在哪里对我们更糟糕。虽然每一个巴勒斯坦人
都清楚地知道，我们在最近30年中的遭遇是由1948年以色列破坏我们的社会直接造成的，但问题是—
—政治上的和我们认知上的——在我们1948年的灾难和今天的不幸之间，是否能够划上直接的联系。

       我不认为可以划出这样的联系，没有任何清楚和简单的叙述能够说明我们复杂的经历。即便以色
列的确在阿拉伯国家内外对我们无情地紧追不舍，自1948年以来一刻不停地打击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甚
至是巴勒斯坦这样的观念，我们在阿拉伯国家中的遭遇毕竟是阿拉伯人自己的经历，这些遭遇都是独
立的。不论我们身处何方，都无法甩开我们的过去，但是我们却创造了新的现实和关系，它们既无法
进行简单的归类也有异于我们过去所碰到的情况。

       复杂性还远不止这些。我们无人能忘记暴力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异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无论是1948
年我们遭遇的被斩尽杀绝的暴力、社会受到的摧残，或者是敌人对我们所施加的暴力，我们施加在别
人身上的暴力，还是最可怕的，我们在彼此身上所发泄的暴力——巴勒斯坦人的这些经历吸引了大量
的关注，也强化了我们作为远离其他群体的自我意识。虽然我们中很多人会立即回应说，我们所遭受
的暴力多过我们在别人身上所施加的，我们所采取的任何行动都是为了自我防卫，而且在阿拉伯、以
色列和美国政府之间更有不公开的默契要消除我们这支政治力量，我们中的很多人也会承认巴勒斯坦
人生活的动态，至少是在1967年以后，已经形成一种特殊逻辑，这种逻辑不容许有如此简单和简化的
辩解。是的，我们是受害者，我们的民族身份受到威胁，但是，不，我们也不是被动或无辜的。换句
话说，我们所激起的激情，已经证实为属于我们自己的一股相当独立的力量，否认它的存在是不诚实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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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我们不能说每一个巴勒斯坦人的感受都和大多数其他巴勒斯坦人的完全一样：我们的命运
太过多样和分散，因而无法达成这样的一致。但是毫无疑问地，事实上我们形成了一个共同体，虽然
本质上是一个建立在受苦和离散上的共同体。但是，我们又应当如何把这一切告诉别人呢？我们的流
离失所，很大一部分是无形的，完全是我们的特殊经历。我们这个共同体，形成的时间太短，经历又
太过多样，因此很难用系统的眼光来准确记录我们离散的经历，同时我们也太过健谈，并且经常制造
麻烦，无法单纯地做一大群可怜的难民，一位年长的亲戚在过去25年来一直对我说：“巴勒斯坦人是
一种疾病。”我并不同意他的观点，尽管因为我们不符合很多分类标准，这毫无疑问地为我们的朋友
、敌人，还有我们自己制造了很多困难；肯定地，它还普遍地为描写和表现巴勒斯坦人造成麻烦。

       写作这本书的全部目的就是要迎战困难，否认这种对巴勒斯坦人的习惯性的简单甚至有害的表述
，然而以更能够扑捉巴勒斯坦人复杂现实的表述来代替。它的风格和方法——相互交融的文字和照片
，混合的流派、模式和风格——既不讲述一个连贯的故事，也不构成一篇政治论文。既然我们当前生
活的主要特点是剥夺、流散，但又拥有一种与无国状态不相称的力量，我坚信应当使用本质上非传统
的、混合的和断续的形式来表现我们。于是，我故意设计了一种与在媒体、社会科学作品和流行小说
中常见模式不同的表达形式。这是对于被流散民族的巴勒斯坦人的一种个人化的表现——掩饰、遵从
、自豪、软弱、悲惨、滑稽、不屈不挠、讽刺、妄想、防备、过分自信、有魅力、引人注目。

       这不是一本“客观的”书。我们的目的是要通过巴勒斯坦人的眼睛来表现巴勒斯坦人，但同时也
不减少就连巴勒斯坦人自己也能感觉到的不同或者“他者”的程度。很多巴勒斯坦朋友看了吉恩·莫
尔的照片后，觉得他看到了别人没有看过的我们。但是我们也觉得他所看到的我们就和我们自己看到
的自己一样——在同一时刻，既在我们的世界之内又在之外。同样的双重视角渗透在我的文字中。在
我的写作过程中，我发现自己不断变换着指代巴勒斯坦人的代词，从“我们”到“你们”，再换到“
他们”。虽然这些转换很生硬，但我觉得他们再现了“我们”是如何体验自己，“你们”是如何察觉
别人正在观察你们，孤独时又是如何感觉“你们”与“他们”之间的距离。

       这种多面的视觉对于任何有关我们的描述都是必需的。失去国土，财产被剥夺，偏离中心，我们
经常无法说明自己所经历的“事实”或者让我们的陈述为人所闻。我们并不通常控制那些被用来表现
我们的形象；我们被限制在那些用来监控或阻碍我们的空间里；我们还经常被加诸身上的过多压力和
力量所扭曲。另外一个问题是我们的语言，阿拉伯语在西方不为人熟悉，它属于一个常被人误解和诽
谤的传统和文明。所以，我们对自己的所有描写都是翻译自我们的语言、经历以及自身和他人的感知
。

       然而，只是认识到这些复杂性，我们才能接近我们特性之难以足膜的本质，或者结合公众与私人
的现实，或者领会那被称作巴勒斯坦人的异常多样的个体和行为。就像吉恩·莫尔和我，一个瑞士人
和一个巴勒斯坦人在这个过程中相互合作那样，我们希望你们——巴勒斯坦人、欧洲人、美洲人、非
洲人、拉美人和亚洲人——也能同样合作。

            爱德华·W·萨义德

                 纽约，1986年

20、《最后的天空之后》的笔记-第186页

        
哈拉比由于对约旦河西岸的真实报道被解雇，他试图用破碎的评论令人心安，但种族间最基本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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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是难以隐藏且不能被隐藏的！

21、《最后的天空之后》的笔记-第150页

        
转变：不放弃的意愿转变为对枪支的盲目崇拜。

22、《最后的天空之后》的笔记-第43页

        以色列排他的民族性，或许才是矛盾的根本。

23、《最后的天空之后》的笔记-第145页

        
《不在地主财产法》让我想起了“掩耳盗铃”！简直发指！

24、《最后的天空之后》的笔记-第201页

        我们没有法官席，我们去罪犯，我们根本不是受害人。
当语言的权力都被剥夺，只能选择接受了，即使这并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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