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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佩雷斯促成以巴和約簽署，後排左起
為拉賓、克林頓及阿拉法特。 法新社

■1994年（左起）阿拉法特、佩雷斯及拉賓共同獲頒諾貝
爾和平獎。 路透社

佩雷斯兩周前不適，入住特拉維夫附近一間醫
院，其後確診中風，腦部大量出血，一直依

靠呼吸機維生。佩雷斯的情況上周日有好轉跡
象，醫生更計劃逐步減輕鎮靜劑分量及減少呼吸
機幫助，以觀察其反應。不過，佩雷斯病情前日
急轉直下，院方通知他的家人到醫院，見他「最
後一面」。佩雷斯的女婿表示，昨日凌晨約3
時，佩雷斯於家人陪伴下離世。

阿巴斯讚勇敢 美加政要赴喪禮
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昨發表聲明悼念佩雷

斯，讚揚他高瞻遠矚，為捍衛以色列及令以國
人民重生而奉獻自己，並稱會在昨日的內閣特
別會議上為他舉行悼念儀式。以色列外交部
稱，全球多國領袖預計會出席佩雷斯的葬禮，
包括美國總統奧巴馬、美國前總統克林頓及夫
人希拉里、教宗方濟各、英國王儲查爾斯及加
拿大總理杜魯多等。正在烏克蘭訪問的以色列
總統里夫林將縮短行程回國，出席葬禮。但以
國外交部發言人其後稱，未確定奧巴馬和希拉
里會否出席。
各國領袖及政要紛紛對佩雷斯離世致哀，奧巴

馬形容佩雷斯為「以色列的精髓，從未放棄追求

和平」，「自約翰．肯尼迪開始，佩雷斯便與每
位美國總統合作，構建以色列與美國之間的同盟
關係，這關係時至今日仍牢不可破，甚至比以前
更緊密及強大。正因如此，作為美國人，我們都
虧欠了他」。克林頓夫婦則指，他們痛失一位真
正並值得珍視的好友，而以色列則失去一位在出
生後便致力捍衛該國安全及繁榮的領袖。巴勒斯
坦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讚揚佩雷斯為推動和平的
「勇敢夥伴」，並向他的家屬致哀。
佩雷斯晚年健康轉差，今年初因心臟問題兩度

入院，其中第一次院方證實他出現輕微心血管問
題，須接受俗稱「通波仔」的導管插入手術擴闊
血管。數日後，佩雷斯再因胸口疼痛及心律不整
而須再次入院，但他出院後仍不忘工作，先後與
超模納奧美金寶及美國副總統拜登會面，商討女
性待遇等議題。

堅信「兩國方案」解死結
以巴衝突至今未止，佩雷斯今年較早時接受

《時代》周刊訪問，表示對於用「兩國方案」解
決以巴衝突未有失去信心，「要終結恐怖主義、
暴力和仇恨，我想這是唯一的可能。」

■法新社/美聯社/《衛報》

2007年 當選總統

2010年 與內塔尼亞胡

各國致哀
中國
外交部發言人耿爽：「中方表示深切
哀悼，向以色列政府和人民以及佩雷
斯家屬表示誠摯慰問。佩雷斯是中東
和平進程的創始者和積極推動者，為
中以關係發展作出積極貢獻。他的逝
世是中東和平的損失，也是中以關係
的損失。」

美國
總統奧巴馬：「燈熄滅了，但佩雷斯
帶給我們的希望會永遠燃點。」

英國
前首相及前中東問題特使貝理雅：
「他在任何時候都是首屈一指的政治
領袖。」

俄羅斯
總統普京：「我有幸多次與這位傑出
人物談話，我欣賞他的勇氣、愛國情
懷、智慧和視野。」

以色列
前總理巴拉克：「我們失去了一位巨
人、一位偉大的領袖，佩雷斯生前為
以色列的安全作出不可估量的貢獻，
這將永載以色列史冊。」

美聯社/法新社/中新社

在1993年，時任以色列總理拉賓、外長佩雷

斯及巴勒斯坦領袖阿拉法特共同促成《奧斯陸

協議》，成為以色列與巴勒斯坦領導層簽訂的

首項和約。然而，不少以色列人對和約抱懷疑

態度，在拉賓兩年後被暗殺、鷹派的內塔尼亞

胡當選總理後，以巴和解無望，令協議在23年後依然未能落

實。

在佩雷斯斡旋下，以巴雙方當年在挪威首都奧斯陸進行為期

8個月的秘密談判，和約因而命名為《奧斯陸協議》。協議促

成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在1996年成立，並同意讓巴人政府在加沙

及西岸城鎮杰里科享有有限度自治，預期以軍陸續從西岸撤

出，最終讓巴勒斯坦得以立國。至於耶路撒冷地位、以色列在

西岸的殖民區，以及巴勒斯坦難民返回原居地後的權利，在談

判中未達共識，容後再談。

為確認該協議，美國時任總統克林頓與拉賓、阿拉法特及佩

雷斯1993年在白宮會面，

簽署協議後，阿拉法特微

笑着向拉賓伸出友誼之

手，拉賓稍猶疑後與對方

握手，成就以巴和談重要

一刻。

但拉賓與阿拉法特先後

於1995年及2004年離世

後，以色列持續在西岸擴

建殖民區、巴人頻向以色

列施襲，均令《奧斯陸協

議》淪為空談。

■法新社

佩雷斯縱橫政壇逾70年，先後擔任防長、
外長，並兩度出任總理，2007年起擔任總
統，被譽為以國政壇「長青樹」。佩雷斯畢
生致力推動以巴及中東和平，1993年任外長
期間促成以巴和談及簽訂《奧斯陸協議》，
翌年與以色列總理拉賓及巴勒斯坦領袖阿拉
法特共同獲頒諾貝爾和平獎，成為佩雷斯政
治生涯最大成就。

助以色列立國 鷹變鴿
佩雷斯1923年生於波蘭一個猶太人城鎮，
10歲時移居當時仍屬英國託管的特拉維夫，跟
隨兩年前定居當地的父親。佩雷斯在19歲時

嶄露頭角，成為猶太復國主義運動的領袖之
一，在1948年獨立戰爭中協助以色列立國，
並獲首任總理本．古里安任命為海軍部長。
1959年，佩雷斯在國會選舉勝出，並獲晉

升為副防長，首次為以色列從美國購入武器，
但他在6年後與本．古里安一同請辭，於1968
年加入工黨，其間曾擔任總理。1992年初，
拉賓取代佩雷斯成為工黨領袖，並在大選中勝
出，拉賓出任總理，佩雷斯則擔任外長。
佩雷斯曾是堅決拒絕與敵對阿拉伯國家妥

協的鷹派，但70年代後期改變立場，漸趨溫
和。雖然以色列長年與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為
敵，但佩雷斯積極游說拉賓與阿拉法特展開

和談，促成《奧斯陸協議》。

前年卸任總統
不過，以巴和談激起以色列右翼分子不

滿，拉賓更在1995年一場和平集會上被暗
殺。佩雷斯再度出任總理，但在翌年選舉中
敗給鷹派的內塔尼亞胡。2001年，工黨與利
庫德集團組成聯合政府，佩雷斯擔任總理沙
龍內閣的外長一職。5年後他離開效力近50
年的工黨，與沙龍合組前進黨。佩雷斯於
2007年起擔任總統，到前年卸任後繼續領導
「佩雷斯和平中心」，為以巴和平努力。

■《衛報》

縱橫政壇70年 曾任總統總理

佩雷斯重視以色列和中國的關係，1991
年中國代表團前往以色列，當時屬於在野
工黨的佩雷斯直言，與利庫德集團「在所
有問題上都有分歧，唯獨在與中國發展關
係上完全一致」。佩雷斯1993年以以色列
外長身份首次訪華，自此與中國結下不解
之緣，前年更開通微博賬戶，吸引逾41萬
名用戶關注。
佩雷斯23年前首次訪華，對此感到非常

激動，私下將此次中國之行視為「圓夢之
旅」。他之後在1998年、2000年及2002年
再度訪華，2008年更以以色列總統身份，
前來北京參加奧運會開幕禮及相關活動。
2014年佩雷斯再度出訪中國，亦是他卸
任總統前最後一次訪問，他在出訪前開通
微博賬戶，向中國網民問好，並在訪華期

間一直利用微博直播訪問行程，受到中國
網民歡迎，幾乎每則帖文都有數千個回應
及轉發。
即使回國後，佩雷斯仍不忘與中國網民

溝通。今年初他特意在農曆新年拍片，祝
賀猴年快樂，又讚揚中國近年急速發展。
上月10日，佩雷斯在微博上傳一張手捧生
日蛋糕的照片並寫道：「93歲，我不再是
小鮮肉了」，獲400多名中國網民祝壽。

■本報資料室/中新社/《耶路撒冷郵報》

多次訪華多次訪華 微博逾微博逾4141萬人關注萬人關注

佩雷斯致力推動以巴和平，他有份促成
的《奧斯陸協議》一度為這目標帶來曙
光。然而巴勒斯坦自殺式襲擊頻生，加上
以色列擴張殖民區之勢未見停止。佩雷斯
生前曾表示，相信在有生之年能見到以巴
和平共處的一天到來，可惜他未能見證
「和平夢」變成現實。
佩雷斯在以色列國內外評價有很大分別，

國際社會上的佩雷斯被視為樂觀、有活力及
致力追尋以巴和平的以色列領袖，相反以色
列人民認為佩雷斯只是因為臨時接任，才能
多次當上總理，每當選舉便會敗陣而回，反

映他不受民眾歡迎，及至佩雷斯晚年出任象
徵意義居多的總統，他的民望才有所提升，
但以巴關係持續惡劣，令不少以色列人拒絕
把《奧斯陸協議》視作佩雷斯的功績。美國
有線新聞網絡(CNN)評論指，佩雷斯在政壇
的前半生傾向國防事務，晚年才把重點放在
全球和平上，在國際政壇上實屬罕見。評論
又認為，無論是與巴勒斯坦、埃及還是約旦
商討和平協議，佩雷斯都是不求回報，即使
他如今撒手人寰，仍然能在以色列甚至是整
個中東地區維持影響力。 ■路透社/

《華盛頓郵報》/美國有線新聞網絡

1972年 與沙龍到加沙

因促成以色列與巴勒斯坦簽署和約，於

1994年奪得諾貝爾和平獎的以色列前總統

佩雷斯，兩周前因嚴重中風入院後，一直

與病魔搏鬥，延至昨日凌晨於睡夢中離

世，享年93歲。佩雷斯生前助手巴爾塔爾

表示，根據佩雷斯的遺願，他的遺體定於

今日移送至國會安放，供民眾瞻仰，明日

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國家公墓舉行國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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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斯陸協議》仍未落實

和平夢未圓 以國人拒認功績

佩雷斯
1923-2016

2014年 參觀故宮

1958年 國防部任職（第二排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