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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一輪巴以衝突開始前，整個加沙地區約有240萬人口，當中只有
約3萬人屬於哈馬斯的武裝分子，其餘則大多是婦孺。在以色列持

續3個多月的狂轟濫炸後（美國情報機關估計以軍投擲的近3萬枚炸彈
中，約45%都屬於容易傷及無辜的非導引炸彈），多達190萬巴勒斯坦
人被迫流離失所，他們現在大多躋身於人口稠密的加沙南部城市拉法，
但這不代表該處就是安全。過去一個月，以軍已經對拉法進行多次無差
別轟炸，大量聽從以色列「指示」在這個「安全地點」避難的巴人因而
遇難。

隨地瞓街 「3個月感覺像過了100年」
身處拉法的薩達特說：「（過去3個月）感覺就像過了100年一樣。」
他說，逃難至此的巴人「有些住在學校，有些住在街上、地板上，有些
人睡在長椅上」，隨着冬季來臨，很多家庭現在都在臨時帳篷裏避寒。
雖然以色列聲稱在加沙的軍事行動是要報復哈馬斯10月7日發動的襲
擊，但從傷亡數字來看，以軍行動的血腥程度明顯是不合比例。據以色
列官方公布，10月7日的襲擊導致以色列約1,140人死亡、約250名人質
被擄回加沙，另有約186名以軍在加沙的行動中死亡；相比之下，根據
哈馬斯衞生部數據，至今已有至少2.37萬人在加沙喪生，其中大多數是
婦孺（包括約1萬名兒童），另有超過6萬人受傷，數以萬計的人失蹤或
相信已經遇害。

至少79記者被殺 醫院學校教堂變炮灰
值得一提的是，在加沙的死者中，至少有79名是記者，包括72名巴勒
斯坦記者、4名以色列和3名黎巴嫩記者，當中部分相信更是被以軍蓄意
殺害，包括於上周日在拉法被殺的兩名半島電視台記者。
以色列的軍事行動使得加沙地帶受到大範圍破壞，數以千計的轟炸在
城市地區留下一個個的彈坑，多層住宅被炸成瓦礫，加沙北部大部分地
區更已化成焦土，無法再住人。由於以軍聲稱哈馬斯武裝分子匿藏平民
之中以及民用設施下面的所謂「地下隧道」，因此加沙的醫院、學校、
大學和宗教場所都無一不曾受到攻擊，甚至連天主教堂也不放過。
對於很多被圍困的巴勒斯坦人而言，當前他們唯一的「戰鬥」不是與
以軍打個你死我活，而是單單在窄縫裏求存。

到處亂葬崗 多人截肢饑荒疫症傳播
由於死者太多，活着的巴勒斯坦人只能草草地在果園、醫院空地甚至足

球場上挖出亂葬崗，從倒塌建築物中撈出的屍體只能由推土機集體送到醫
院停屍間堆放。很多巴人表示，由於擔心被殺，都不敢從街上回收已經腐
爛的屍體。
世界衞生組織駐巴勒斯坦代表皮佩爾科恩表示，加沙的醫院「地板上血

跡斑斑、混亂不堪」，很多醫生只能在沒有麻醉的情況下，依靠智能手機
的燈光進行手術。聯合國最新數據顯示，加沙36家醫院中，只有15
家仍在有限度運作。皮佩爾科恩說：「我一生中從未見過如此多
的成人和兒童需要截肢。」
目前拉法及周邊地區的衞生條件日益惡化，其中一名逃

難巴人易卜拉辛說：「我們一個月只能洗澡一次……疫
症已經開始傳播。」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稱，單是去年
12月首個星期，加沙就錄得7.1萬宗腹瀉病例。
目前加沙大多數農業和漁業活動已經停止，麵
包店燃料耗盡，商店貨架空空如也，難民只能爭
奪偶爾從埃及關口運過來的援助物資。世界糧
食計劃署區域主任弗萊舍爾表示：「我從未見
過如此嚴重的糧食不足，很多人已經陷於饑
荒。」

以軍血洗加沙殺逾2.3萬婦孺平民 190萬人流離失所

以色列與巴勒斯坦的最新
一 輪 衝 突 已 經 持 續 了 100
日，無論從死亡人數和破壞
程度而言，這次衝突的激烈

程度都超過以色列立國以來的任何一
次。當前，儘管以色列已經縮減在加沙
地帶的軍事行動規模，但大部分加沙巴
勒斯坦人仍然陷於流離失所之中，如果
衝突看不見盡頭，190 萬巴勒斯坦人將
有可能永久地失去家園，國際社會必須
盡早出手，防止第二次「大災難」
（Nakba）發生。

所謂「大災難」，是指以色列1948年
在原巴勒斯坦土地上立國後，約70萬巴
勒斯坦人被猶太人逐出或逃離家園，相
當於當時巴勒斯坦人口約一半。這些巴
勒斯坦人當時大多流散到周邊的阿拉伯
國家，希望等到能夠回到家園的一天，
但以色列政府隨即立法阻止已離開的巴
勒斯坦人重返家園，甚至沒收他們的財
產，並於之後的幾十年間將巴人土地和
房屋分配給來自世界各地的猶太移民。
這些離散巴人和後代至今仍然以沒有國
籍的難民身份生活，這場大規模離散也
因此被稱為巴勒斯坦人的「大災難」。

這次巴以衝突到處都充滿「大災難」
的影子。以色列揮軍入侵加沙前夕，曾經「呼
籲」加沙北部的巴勒斯坦人撤往南部的「安全地
帶」，但以軍不但沒有保障南逃路線的安全，更
於之後接連侵佔加沙南部各地，以接近「趕老鼠
入籠」的方式，將過百萬巴人趕到接壤埃及的最
南部城市拉法。

以色列的司馬昭之心可謂是昭然若揭：以色列
就是想利用拉法的人口壓力和西方社會的輿論壓
力，迫使埃及開放拉法關卡，讓巴勒斯坦難民大
批進入西奈半島，然後再重施當年的故伎，立法
禁止逃往埃及的巴勒斯坦人回歸加沙並掠奪巴人
在加沙的財產，從而使得以色列可以完成在加沙
的種族清洗目標，讓猶太人繼西岸之後，「名正
言順」地進一步侵佔巴人土地。

過去100天，以色列強行驅逐巴人的行為沒有受
到任何阻撓，終於致使 190 萬巴勒斯坦人流離失
所。但今後國際社會必須採取一切措施，制止以
色列以任何方式製造第二次的「大災難」，這些
措施包括不能容許以色列在加沙地帶設置任何所
謂的「緩衝區」，加沙必須是巴人的加沙，絕不
容許以色列擁有任何控制權；阻止以色列以任何
立法方式禁止離散巴人返回加沙，以及掠奪巴人
的財產；最後是確保以色列必須帶頭協助加沙地
帶重建，確保加沙未來仍然可以是巴人居住的地
方，而不是如今的一片焦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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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特約記者 余家昌）樂施
會日前指出，在這輪巴以衝突中，以色列
軍隊平均每日殺害250名巴勒斯坦人，遠超
本世紀以來世界上任何一場重大衝突。
為了進行比較，樂施會統計了本世紀以

來其他衝突中每天的平均死亡人數，第二
多的是敘利亞內戰的96.5人，蘇丹內戰則
是51.6人，伊拉克戰爭50.8人，俄烏衝突
43.9人，阿富汗戰爭23.8人，也門內戰為
15.8人。
人權觀察組織日前亦指出，加沙平民
「在過去一年中遭到針對、襲擊、虐待和
殺害，其規模在近代巴以衝突的歷史上是
前所未有的」。人權觀察在報告指出，以
色列在加沙的戰爭包括「構成戰爭罪行的

集體懲罰行為」，例如利用飢餓作為戰爭
手段、切斷水電等基本服務，以及阻止最
重要的人道援助進入加沙。

加沙衛星圖片面目全非
繪製戰時損害地圖的專家也發現，這次
巴以衝突是近代史上最致命、最具破壞性
的戰爭之一。紐約市立大學與俄勒岡州立
大學分析衛星圖片顯示，這次衝突造成的
破壞比2012年至2016年間敘利亞阿勒頗
戰事、烏克蘭馬里烏波爾或二戰期間盟軍
轟炸德國還要嚴重。以色列的攻勢可能損
壞或摧毀了加沙北部三分之二以上的建築
物，南部地區也有四分之一的建築被毀，
當中包括數以萬計的房屋以及學校、醫

院、清真寺和商店。研究
人員直言：「在太空看到的
加沙照片，顏色和紋理都已
截然不同。」

以軍誤殺3人質
僅救出一個

自2023年10月7日哈馬斯對以色列境內發動襲擊、以及翌日

以色列對加沙地帶展開大規模軍事行動以來，這次最新一輪巴

以衝突到今天已經持續了整整100日，比以色列1948年立國以

來與巴勒斯坦人發生過的任何一場衝突的時間都要長，死亡人

數亦都要多。據統計，以軍在加沙地帶的軍事行動已造成超過

2.3萬名巴勒斯坦人死亡、190萬人流離失所。面對滿目瘡痍的

家園，以及以軍無止境的攻擊，不少被圍困的巴勒斯坦人早已

萬念俱灰。 ◆香港文匯報特約記者 余家昌

巴以衝突數字
3

110

132

23,708

60,005

1,900,000

香港文匯報特約記者余家昌

死於以軍手中的以色列人質
獲釋以色列人質（由以軍救走的只有1人）
仍然被扣人質（當中25人或已遇害）
加沙死者人數
加沙傷者人數
加沙流離失所人數

每日250人死亡 本世紀最致命衝突

◆◆很多巴人陷很多巴人陷
於饑荒於饑荒，，小孩也小孩也
要排隊等候糧食要排隊等候糧食
分發分發。。美聯社美聯社

◆加沙屍橫遍野，到處是亂葬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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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軍空襲讓一個個巴人家以軍空襲讓一個個巴人家
庭支離破碎庭支離破碎。。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190190萬巴人流離失所萬巴人流離失所，，部分部分
人選擇睡在路上人選擇睡在路上。。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加沙逾加沙逾22..33萬喪生巴人平民萬喪生巴人平民
中中，，大多數是婦孺大多數是婦孺。。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特約記者
余家昌）哈馬斯在去年10月7日
對以色列境內的襲擊過程中，擄走
了最少250名人質，以色列翌日隨即
以「解救人質」為名，對哈馬斯的根
據地加沙地帶展開大規模軍事行動。不
過百日下來，儘管以軍已經在加沙殺害
2.3萬多的巴勒斯坦人，但實際經以軍之手救出的人質，只有區區1人，更有3名千辛
萬苦自行逃走的人質，最終慘死在殺得眼紅的以軍槍下。不少人質家屬都促請以色列
政府立即停火，並應該接納哈馬斯提出的任何要求，盡快換取全部人質獲釋。
根據以色列官方統計，10月7日被擄走的大約250名人質中，105人已經在11月底
的停火期中獲釋，另有4人在此前獲釋，1人獲以軍救出。以軍亦尋回8名遇害人質的
遺體，同時在一次行動中，殺害3名原本自行逃走並正舉着白旗的人質。以色列官方
相信，目前仍有約132名人質身處加沙，他們當中最少25人已經遇害，但其餘大多
仍是下落未明。

家屬促政府停火換人質獲釋
63歲的庫尼奧兩名兒子都是人質，現在她每天只能重溫兒子出事前最後發給
她的短訊來想念他們，「我想盡快抱緊他們。」雖然已經過了100天，但庫尼
奧仍然相信兒子最終會獲釋，「我仍然充滿希望，他們會回來的。」不過庫

尼奧卻不認同以軍對加沙的軍事行動，認為應該立即停火止戰，因為戰
爭對人質安全沒有任何好處。

一批人質家屬早前在以色列舉行記者會，呼籲政府優先考慮救回
人質，並同意任何能夠釋放人質的協議。家屬之一的溫格向官
員喊話說：「我求你了。你有其他達成釋放人質的機會，但

沒有抓住。現在立即採取行動，你必須同意釋放人質
的交易，現在就把他們帶回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