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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宣传战已成为国际冲突的常见形式ꎬ 在战时宣传中占据优势

的一方能影响战场信息流动ꎬ 赢取国内国际社会支持ꎬ 掌控议题话语权ꎬ 在

国际舆论中获取主导权ꎬ 进而影响地面战场局势ꎮ 长久以来ꎬ 巴以双方都意

图借助国际国内媒体渠道ꎬ 影响有关巴以问题的叙事话语走向ꎮ 面对突发的

“阿克萨洪水” 行动ꎬ 以色列通过积极设置舆论议程、 双标定制话语情感表

达、 控制战场信息流动、 善用高科技与跨国宣传网络等方式展开战时宣传ꎬ
意图撇开巴以冲突的历史渊源ꎬ 把挑起战争的责任归咎于哈马斯ꎮ 以色列战

时宣传虽在冲突初期获得一些国家的同情ꎬ 但随着时间推移逐渐失利ꎬ 并在

国际上空前孤立ꎮ 这种舆情转向的致因ꎬ 与其说在于以色列战时宣传背离战

场事实与效能下降、 哈马斯采用后发制人的政治动员与宣传、 新媒体瓦解了

以色列所构筑的信息围墙ꎬ 不如说以色列基于其秉持的绝对安全观造成巴以

安全困境长期化ꎬ 并陷入周期性爆发的态势ꎮ 此轮巴以冲突宣传引起人们的

审思: 平息巴以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落实 “两国方案”ꎬ 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

国ꎻ 各国欲寻求持久和平之道ꎬ 需摒弃对抗的、 孤立的、 绝对的旧安全观念ꎬ
构建互信、 平等、 包容、 协作的国家安全体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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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的战时宣传缘何失利: 基于 “阿克萨洪水” 行动的解释　

２０２３ 年 １０ 月 ７ 日ꎬ 哈马斯宣布对以色列展开代号为 “阿克萨洪水”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ｌ － Ａｑｓａ Ｆｌｏｏｄ) 的军事行动ꎬ 派遣武装人员从加沙地带大规模进

入以色列南部边界ꎬ 并向以色列发射超 ５ ０００ 枚火箭弹ꎬ 导致以色列 １ ２００
多人死亡ꎬ ２５１ 名以色列和其他国籍者被绑架ꎮ 该行动引发以色列强烈抗议

与反击ꎬ 并直接对加沙地带哈马斯目标发起 “铁剑” 军事行动ꎬ 新一轮巴

以冲突正式爆发ꎮ 截至 ２０２４ 年 １０ 月 ６ 日ꎬ 加沙地带已有超 ４１ ８７０ 名巴勒

斯坦人与千余名以色列平民和军人死亡①ꎬ 并外溢至伊朗、 黎巴嫩等地ꎬ 冲

突烈度高居不下ꎮ 此轮巴以冲突的爆发ꎬ 将巴以问题再度拉入国际社会视野

当中ꎮ
除了地面战场的激烈交火ꎬ 巴以双方同样在舆论战场展开激烈对抗ꎬ 意

图占据国际社会道德高位ꎬ 获取国际支持ꎮ 在 “阿克萨洪水” 行动爆发后ꎬ
以色列迅速在各大传播平台上同步传播哈马斯袭击所造成的损失ꎬ 传递哈马

斯不断枪杀以色列无辜平民的 “真实消息”②ꎻ 巴勒斯坦则对以色列轰炸无辜

平民予以 “直播”ꎮ 长期以来ꎬ 以色列一直围绕着巴以问题开展 “哈斯巴拉”
(Ｈａｓｂａｒａ) 战略ꎬ 即希伯来语中 “解释” 一词ꎬ 指以色列开展的减少外部世

界对犹太裔 “误解” 的公共外交宣传ꎮ③ 在该战略指导下ꎬ 以色列长期在国

际舆论场中ꎬ 通过搭建自上而下、 统筹协调的宣传架构、 制定针对性宣传

策略、 干涉信息网络传播等方式来改善国家形象ꎬ 营造有利的舆论环境ꎮ
然而ꎬ 在新一轮巴以冲突中ꎬ 以色列的战时宣传行动不但没有改善其国际

形象ꎬ 反而成为国际舆论转向的 “助推剂”: “阿克萨洪水” 行动爆发后ꎬ
一些国家对以色列持同情态度ꎬ 而哈马斯则遭到谴责ꎮ④ 随着时间推移ꎬ 巴

以冲突中以色列的反人道主义行为被国际社会知晓ꎬ 国际舆论风向逐步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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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ꎬ 对以色列的同情快速减少ꎬ 随之增多的则是对巴勒斯坦人民的同情与

对以色列空袭行动的强烈谴责ꎬ 以色列国家形象短时间内从 “被害者” 变

成 “加害者”ꎮ
回顾当前研究ꎬ 国内学者仅从侨务角度、 新媒体角度对以色列战时宣传

进行研究ꎮ① 国外学者则对以色列宣传战略的作用、 缘起与发展进行讨论ꎬ 如

有学者认为 “哈斯巴拉” 已然建立起系统模式ꎬ 有力地提高了以色列在国际

上的软实力与国家复原力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②ꎬ 而蕴含犹太复国主义思想

的以色列公共外交策略ꎬ 其创新是由对国家合法性的追求与强化所推动、 变

化的ꎮ③ 但内部政权的不稳定、 资源供给失衡ꎬ 加上以色列国防军填补政策实

施主体空白所带来的 “安全文化” 的主导ꎬ 使得 “哈斯巴拉” 战略作用发挥

越来越差ꎬ④ 甚至被认为是 “语无伦次的叙述者”ꎮ⑤ 总体来看ꎬ 既有文献并

未对此次以色列战时宣传中出现的舆论转向问题进行解读ꎬ 只局限于对战时

宣传本身的批评ꎬ 更未关注到新媒体与高新技术发展对以色列宣传行为的影

响ꎬ 尤其是未将此类事件所折射出的相关事件背后本质来探究ꎮ 基于此ꎬ 本

文意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ꎬ 为何在本次 “阿克萨洪水” 行动中ꎬ 国际舆论对

巴以双方的角色定位出现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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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战时宣传: 国际行为体赢得舆论战的重要路径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ꎬ 各国在联合国体系内创建国际组织、 制定逐步完善

的国际法体系ꎬ 国际秩序逐渐趋向稳定ꎬ 经济全球化下国家间相互依赖逐渐

加深ꎬ 新兴科技日新月异ꎬ 传统军事手段在维护与获取国家利益方式中的重

要性下降ꎬ 宣传战、 心理战与信息战等成为影响国家间冲突胜负的重要作战

形式ꎮ 在此背景下ꎬ 获取舆论支持对国家在冲突与博弈中取胜而言极为重要ꎮ
(一) 战时宣传: 话语输出与国际舆论影响力

战争作为国家疆域扩张与矛盾解决的重要手段ꎬ 已从早期的军队直接对

抗发展成以地面作战为主ꎬ 统合认知战、 信息战等多种作战形式为一体的

“多进程” 行动ꎮ 因而围绕战局所展开的国际舆论传播成为交战各方获得国际

社会支持的重要手段ꎮ 以重要符号为载体ꎬ 如故事、 谣言、 报道图片以及其

他传播形式ꎬ 来控制意见ꎬ① 国家通过战时宣传影响国内受众、 敌国受众、 中

立国和盟国受众ꎬ 并以说服、 劝阻或欺骗等手段将目标受众的意见、 情绪、
态度等转变为有利于自身战争行为、 合理化战争目标的国际与国内舆论ꎮ② 国

际舆论作为一种超越国家疆界ꎬ 在某些问题上使不同国家成员达成一致的公

共舆论ꎮ 每当一国政府在国际舞台上奉行某种与此类人类意见相抵触的政策

或采取这类行动时ꎬ 民众就会自发地对当事国实行抵制ꎮ③ 从历史上看ꎬ 正面

舆论不仅能帮助交战国获得国际支持ꎬ 维护自身交战行为的合法性与正当性ꎬ
而且能提高国内支持从而增加可投入战争的资源ꎻ 相反ꎬ 负面舆论会不断瓦

解交战国行为合法性并削弱国内支持ꎮ 因此ꎬ 交战国围绕战时宣传展开的舆

论战与信息战对地面战场的影响极大ꎬ 甚至有时能决定战争走向ꎮ
在对外战争或冲突中ꎬ 一国开展战时宣传、 提升国际话语权对取得比较

优势具有重要意义ꎮ 其一ꎬ 汇聚国内不同群体共识ꎬ 凝聚行动合力ꎮ 一国能

够通过战时宣传阐明战争目的ꎬ 清晰界定战争胜利条件ꎬ 控制战争相关舆论

１９

①

②
③

[美国] 哈罗德Ｄ 拉斯韦尔: «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ꎬ 张洁、 田青译ꎬ 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ꎬ ２００３ 年版ꎬ 第 ２２ 页ꎮ
同上书ꎬ 第 １６１ 页ꎮ
[美国] 汉斯摩根索: «国家间政治: 权力斗争与和平»ꎬ 许昕等译ꎬ 北京大学出版社ꎬ

２００６ 年版ꎬ 第 ３３７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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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递ꎬ 滞缓乃至阻止负面信息传播ꎬ 扩大正面报道宣传ꎬ 引导国内外观众认

知ꎬ 进而充分鼓动民众自发支持国家战争行为ꎬ 避免战争解释权落入敌国手

中ꎮ 其二ꎬ 强化己方联盟、 分裂敌对联盟ꎮ 一国通过宣传机器传播正面舆论ꎬ
帮助盟国塑造良好形象与声誉ꎬ 增强结盟行为合法性ꎬ 以强化联盟间纽带ꎻ
同时使用针对性舆论攻势瓦解敌方内部宣传堡垒ꎬ 通过夸大战争失利、 激化

盟友间矛盾等方式ꎬ 打入 “舆论性” 楔子实现联盟分化ꎮ 此外ꎬ 对他国声誉

污名化与战争形势误导性披露更能实现联盟预阻、 瓦解敌国的国际支持ꎮ 其

三ꎬ 提升国际话语权、 形成话语势能ꎮ 一国通过提升战争相关舆论解释和信

息筛选能力ꎬ 能够在国际议题上形成对该议题的权威性解释ꎬ 使他国行为合

理性下降乃至成为 “政治不正确”ꎬ 最终让自身在争议性议题或战争中占领道

义高地ꎬ 实现 “不战而屈人之兵”ꎮ 其四ꎬ 推动战场局势变化ꎮ 战时宣传倘若

取得压制性效果ꎬ 处于弱势的敌国军队与民众便会在海量信息中难以正确研

判战争发展趋势ꎮ 在缺乏舆论权威澄清与验证的情况下ꎬ 大量难以辨别的负

面舆论会严重打击军队与民众面对战争的信心与士气ꎬ 战线可能一溃千里ꎮ
(二) 宣传博弈: 战时宣传主体的互动逻辑

无论是国际制度抑或国际舆论场ꎬ 国际行为体在话语权争夺中存在零和

博弈①ꎬ 在同一议题上持有不同立场的竞争方间博弈尤为激烈ꎮ 每一方都需要

争取国际国内观众的认可和赞同ꎬ 为此甚至在战争开始前便展开宣传活动ꎬ
以获得更高的国内社会支撑ꎮ② 战时宣传由国家从上至下推广至舆论场域中ꎬ
作用于主客体间互动过程ꎬ 直接表现为个体间语言交流和交战方舆论对抗ꎮ
因此战时宣传既具有权力属性也具有主体间性ꎬ 这导致同一舆论在不同受众

间出现效果差异ꎮ 正如拉斯韦尔认为ꎬ 成功的宣传依赖于有力的社会力量帮

助、 建议选择和传播工具的运用ꎬ 操作技巧与组织方法ꎮ③ 在此ꎬ 本文参照约

瑟夫奈关于将权力划分为 “权力资源” 与 “实现权力的途径” 的思考④ꎬ

２９

①

②

③
④

杨庆龙: «增强中国制度性话语权: 国际机制的路径»ꎬ 载 «学术探索» ２０１６ 年第 ８ 期ꎬ 第

３１ ~ ３５ 页ꎻ 吴佳珅、 吴飞: «动员、 博弈与说服: 俄乌冲突中的舆论战探究»ꎬ 载 «传媒观察» ２０２２
年第 ６ 期ꎻ 第 ５０ ~ ５５ 页ꎮ

Ｃｈａｄ Ｗ Ｓｅａｇｒｅｎ ａｎｄ Ｄａｖｉｄ Ｒ 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ꎬ “Ｗｈｙ Ｗｅ Ｆｉｇｈｔ: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Ｕ Ｓ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Ｗａｒ －
Ｍａｋｉｎｇ Ｐｒｏｐａｇａｎｄａ”ꎬ Ｔｈｅ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Ｒｅｖｉｅｗꎬ Ｖｏｌ ２３ꎬ Ｎｏ １ꎬ ｐｐ ７０ － ７１

[美国] 哈罗德Ｄ 拉斯韦尔: «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ꎬ 第 １５９ 页ꎮ
周鑫宇: «公共外交的 “高政治” 探讨: 权力运用与利益维护»ꎬ 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 ２０１５

年第 ２ 期ꎬ 第 ９８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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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交战方的战时宣传要素划分为 “宣传资源” 与 “宣传能力”ꎮ
从内涵来看ꎬ 宣传资源是指国家在战争议题或其他相关领域中已建构的

叙事结构、 舆论浪潮与声誉ꎮ 它代表着一国能够使用的影响力资源ꎬ 如一国

在国际社会中持有相近立场的媒体与平台资源、 已受国际社会普遍认可的信

息资源等ꎮ 这是一国在国际上表达意见、 寻求认同、 塑造声望的出发点与依

仗ꎬ 也是国家对舆论传播与控制的基础ꎬ 决定了宣传方能否将宣传信息这一

“刺激” 精准投射于受众认知层面ꎮ① 宣传能力则包括对宣传资源的运用与开

发能力、 宣传主体内部统筹协调能力、 与其他国家和社交平台的合作协调能

力等ꎬ 代表着国家开展战时宣传的方式路径与行为模式ꎮ 从国际传播格局发

展趋势来看ꎬ 新媒体与互联网的出现重构了信息传递格局与传递方向ꎬ 信息

传播去中心化与信息交互复杂多元化客观上部分消解了国家与传统媒体的信

息传播权威ꎮ 以社交媒体、 社交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技术手段的出

现让信息生成与传播更为快捷ꎬ 并导致国家宣传能力与综合国力日益分布失衡:
拥有较强传统或新兴媒体掌控力的国家能够影响信息流动ꎬ 进而实现对舆论的

传播与控制ꎬ 而缺乏媒体掌控力的国家则与之相反ꎮ 以国家在某一议题上宣传

资源与宣传能力的强弱对比ꎬ 可将行为体大致区分为四类 (见图 １)ꎮ

图 １　 战时宣传中的国家分类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ꎮ

一般而言ꎬ 国家在战时宣传领域的两种要素相互影响ꎬ 并随着国家与国

３９

① [美国] 哈罗德Ｄ 拉斯韦尔: «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ꎬ 第 １５１ ~ １５３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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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社会间互动而发展ꎮ 一方面ꎬ 宣传资源影响着国家塑造议题的方式以及话

语产出内容ꎬ 宣传能力则能够充分挖掘一国所拥有的宣传资源ꎮ 二者结合所

形成的强大传播能力能够一定程度上影响乃至主导国际话语信息的传播ꎮ 另

一方面ꎬ 战时宣传作用于主客体间互动过程ꎬ 而话语的国际传播能力决定国

际话语权①ꎬ 让话语 “讲出去” 比有内容 “可以讲” 更加重要ꎮ 同时ꎬ 交战

双方的战时宣传效果往往具有零和性ꎮ 因此ꎬ 国家通常同时采取进攻与防御

路径ꎬ 既让受众产生对本方战争行为的理解与认可ꎬ 又要拆解他国叙事框架

与行为合理性ꎬ 以达成获取公众支持、 实现对敌国舆论压制乃至实质性影响

敌国行为的效果ꎮ
在宣传资源—能力组合差异情况下ꎬ 交战方战时宣传效果天然存在强弱

对比ꎬ 据此可以将交战方划分为宣传强势方与弱势方两种类型ꎬ 不同类型国

家宣传策略天然存在差异ꎬ 随着战局演变ꎬ 一国宣传策略也会出现动态变化ꎮ
战时宣传效果与具体宣传方式紧密关联ꎬ 而后者又与宣传客体、 宣传内容以

及相对军事力量、 观众紧张程度、 人际渗透、 经济纽带等等因素息息相关ꎮ②

为适应新形势下的宣传需要ꎬ 国家会针对不同宣传场景与目标受众快速转换

宣传方式与策略ꎬ 提高战时宣传精细化程度ꎮ
在冲突早期ꎬ 国家战时宣传焦点集中在国际社会共有知识和 “真相” 的

主导权争夺上ꎮ 各国凭借其较为成熟的传播渠道与成体系的叙事结构内容ꎬ
统领国内外非国家行为体的行动ꎬ 争夺议题中的空白话语空间ꎬ 借助舆论宣

传强调自身对该议题的话语权与解读权ꎬ 攻击和解构他国话语逻辑ꎬ 通过解

读历史事实、 攻击他国话语等方式强化自身叙事的正确性并瓦解他国叙事ꎬ
促使他国话语逻辑失去国际观众信任与理解ꎬ 为随后开展现实战场行动提供

合法性支持ꎮ 在这一过程中ꎬ 拥有丰厚宣传资源的国家具备 “先天优势”ꎬ 能

够依据既有史料、 过往经验快速搭建自身话语体系与叙事框架ꎬ 在国际舆论

场中不断复述有利于自身的客观事实ꎬ 强调自身对该议题的叙事主导地位ꎬ
以呈现自身对该议题的既有议价权、 主张的合理性和正义性ꎮ 相较其他国家ꎬ
这些国家话语更具真实性与可追溯性ꎬ 可信度更强ꎬ 由此搭建系统性话语体

系的难度与成本更低ꎮ

４９

①

②

杨丽莉、 李智: «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意义、 内涵和路径»ꎬ 载 «现代传播 (中国

传媒大学学报)» ２０２４ 年第 ６ 期ꎬ 第 ４７ 页ꎮ
[美国] 哈罗德Ｄ 拉斯韦尔: «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ꎬ 第 １５８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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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根本上说ꎬ 战时宣传服务于地面战场的胜负ꎮ 在地面战斗爆发后ꎬ 强

有力的信息宣传能够为该方快速地凝结国际社会支持ꎬ 因而宣传中的比较强

势方会主动以 “围堵诋毁” 方式挑起宣传战ꎮ 在对国际社会宣传上ꎬ 强势方

一方面在内容上全面围堵与破除弱势方的叙事逻辑ꎬ 鼓吹与放大其行为的非

正义性ꎻ 另一方面ꎬ 则通过掌控舆论传播渠道封锁弱势方信息传播ꎬ 以重复

性传播淹没弱势方战时宣传ꎮ 同时ꎬ 强势方借此为自身叙事结构填充丰富的

“内容”ꎬ 如强调自身行为正当性、 回答国际社会疑问等ꎬ 凝结国际共识、 巩

固舆论基础ꎬ 为地面战场行动博取支持ꎮ 与强势方相反ꎬ 弱势方处于被动还

击状态ꎬ 只能实施 “阐释解读”ꎮ 在对国际社会宣传上ꎬ 弱势方通过不断阐述

和强调自身行为与叙事架构合理性ꎬ 尽可能地对强势方的话语攻击予以解释

和防御ꎬ 保护自身叙事逻辑的合理性ꎮ 在对盟友和国内社会宣传上ꎬ 弱势方

政府不断修补自身叙事框架ꎬ 借助有限渠道进行宣传ꎬ 甚至会通过信息封锁

断绝国内外信息传播ꎬ 维系国内支持群体基础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 弱势方传播

话语的效果与作用会被压缩ꎬ 甚至会被诋毁扭曲ꎮ 强势方则凭借宣传能力迅

速压制并构建逻辑自洽的话语体系ꎬ 甚至将替代原有事实的 “人造真相” 塑

造为国际社会的集体记忆ꎬ 进而实现战时宣传的碾压态势ꎮ
面对这一态势ꎬ 弱势方只能借助新媒体与强制手段打破舆论信息围墙ꎬ

试图在国际社会重新掀起对该议题的讨论ꎮ 但这种 “另起炉灶” 的方式往往

成本巨大ꎬ 且实施效果存在不确定性: 一方面ꎬ 这种反击行为通常不具有国

际社会中的 “正当性”ꎬ 强势方建构的既有优势舆论与声誉会让国际社会主动

质疑其 “反击” 合理性ꎬ 削弱劣势方突破舆论信息围墙的效果ꎮ 例如ꎬ 哈马

斯发起的本次突袭行动后ꎬ 其暴力行为和带来的巨大影响让其声誉跌落谷底ꎻ
另一方面ꎬ 战时宣传服务于地面战场的胜负ꎬ 宣传优劣势在地面战场几成定

局时无关痛痒ꎬ 即使获得舆论支持也不一定能扭转地面战场局势ꎮ 由于宣传

资源和能力与国家硬实力有一定关联ꎬ 具备强大战时宣传能力并已形成宣传

优势的国家往往也能在地面战场取得优势ꎬ 而弱势方只能被动等待外部势力

介入、 战场形势突变或以延长战线等方式争取扭转局势ꎬ 但这一情况存在极

大不确定性ꎬ 对于弱势方来说时间消耗与成本极为高昂ꎮ
综上所述ꎬ 由于不同战争主体存在宣传资源和能力差距ꎬ 强势方与弱势方

会在不同时期选择不同的宣传策略ꎬ 以维持与扩大自身在该议题上的话语权ꎬ
削减、 瓦解他方的宣传结构ꎬ 最终推动该议题朝着有利于自身的方向发展ꎮ

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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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阿克萨洪水” 行动中以色列的 “进攻式” 战时宣传

复合相互依赖理论认为ꎬ 国家和国际议题间的紧密联系ꎬ 让国家或国际

行为体能够通过安全化、 政治化等手段将某些议程上升到国际社会商讨的议

程之首ꎬ 以此来实现自身利益ꎮ① 因此ꎬ 国家积极设置议程ꎬ 以此获得在某些

特定领域的优先权或更大的影响力ꎮ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ꎬ 以色列基于较巴勒斯

坦方更强的军事实力、 宣传实力ꎬ 不断联合盟友施加影响ꎬ 阻止有效解决方

案的通过ꎬ 意图将巴以问题长期排除在国际社会视野之外ꎬ 以确立以色列在

巴以问题中的话语主导权: 在加沙地带ꎬ 以色列长时间封锁信息传输渠道ꎬ
多次拒绝外界人员与巴勒斯坦内部的交流沟通ꎬ 控制内部信息流出ꎻ 在国际

社会ꎬ 以色列的公共外交活动从未停止ꎬ 借助西方媒体平台塑造国家形象ꎬ
其盟友美国多次使用否决权阻止有关巴以问题的停火决议通过ꎬ 不断调和以

色列与周边国家关系ꎬ 意图通过推动阿以关系正常化来彻底边缘化巴以问题ꎮ
面对国际社会此前出现的旨在打击以色列的 “ＢＤＳ 运动” (抵制、 撤资和制

裁)ꎬ 德国犹太人协会和亲以色列协会在德国联邦议院建立密切合作ꎬ 促使

２０１９ 年德国联邦议院通过决议ꎬ 将该行动归类为反犹太主义并禁止其融资ꎮ②

在以色列游说集团的影响下ꎬ 美国各州相继出台禁制法案ꎬ 对支持这项运动

的企业处以巨额罚款并禁止参与市场交易ꎮ③ 在层层围堵下ꎬ 巴以问题在国际

社会中的讨论热度逐渐下降ꎬ 巴勒斯坦人民的发展诉求、 领土诉求乃至生命

权逐步被边缘化、 虚无化ꎮ
但突发的 “阿克萨洪水” 行动将因近来爆发的各种事件所掩盖的、 逐渐

远离国际媒体传播焦点的巴以问题重新拉回到国际舆论的中心ꎬ 得以让以色

列在加沙地带的所作所为进入公众视野ꎬ 这也标志着基于威慑、 预警和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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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的战时宣传缘何失利: 基于 “阿克萨洪水” 行动的解释　

军事决策原则的 “以色列国家安全学说” 的垮台ꎮ① 面对袭击ꎬ 以色列快速

反应ꎬ 充分利用其与西方国家和媒体保持的友好且牢固联系和长期以来构建

的预期正面形象ꎬ 对本次 “阿克萨洪水” 行动进行议程设置ꎬ 主动通过舆情

控制等方式继续压制哈马斯ꎬ 实行进攻式的战时宣传行为ꎬ 意图借此机会将

哈马斯彻底塑造为阻碍巴以冲突解决的 “罪魁祸首”ꎬ 为以色列的反击行为博

取国际支持ꎮ
(一) 话语主导: 积极设置和引导舆论议程ꎬ 情感输出定制双方形象

早在 ２００９ 年ꎬ 以色列曾出版为以色列支持者撰写的话语脚本 «以色列 ２００９
年全球语言词典项目» (Ｔｈｅ Ｉｓｒａｅｌ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２００９ Ｇｌｏｂａｌ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ꎬ 用

以指导不同主体制定亲以色列的宣传内容与宣传策略ꎬ 帮助以色列占得舆情

上风ꎮ② 在 “阿克萨洪水” 行动爆发后ꎬ 西方媒体迅速行动ꎬ 对哈马斯展开

全方位的舆论攻势ꎬ 以在交战伊始便垄断信息源头ꎮ 以色列通过海量舆论信

息暗示或直接论述其行为的 “反人类” 特质ꎬ 或对语句和形容词进行选择性

匹配ꎬ 为哈马斯定制负面形象ꎬ 博得公众支持ꎮ
首先ꎬ 广泛传播哈马斯的突袭行为ꎬ 以削弱其声誉与诋毁其国际形象ꎮ

西方国家与以色列在国际舆论信息场域不断合作生产、 扩散哈马斯突袭行为ꎬ
意图在读者认知中扎下 “认知种子”ꎬ 通过话语重复不断巩固负面刻板印象ꎮ
在哈马斯突袭以色列后ꎬ 西方媒体广泛报道哈马斯对以色列妇女儿童开展的

暴力行动ꎬ 详细描述受害妇女群体规模与悲惨遭遇ꎬ 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讨

论ꎮ 例如ꎬ 法新社报道称ꎬ 以色列警方在冲突爆发后表示ꎬ 已经收集了 “超
过 １ ５００ 多份令人震惊和困难的证词”③ꎻ 英国 «卫报» 将拥有以色列、 德国

双重国籍的沙尼卢克 (Ｓｈａｎｉ Ｌｏｕｋ) 的死亡与哈马斯的性侵行为混合报道ꎬ
不断暗示受害者在死亡前也遭受了类似的暴力行径ꎻ④ «纽约时报» 甚至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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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言的尖叫”: 哈马斯如何在 １０ 月 ７ 日将性暴力武器化» 为题出版专栏文

章ꎬ 基于普利策奖得主杰弗里格特尔曼对受害者的采访向大众阐述了一名

以色列女子的悲惨遭遇ꎬ 引起广泛轰动ꎮ① 相较于西方媒体对以色列残酷行为

的和善用词ꎬ 如以 “操作” 等措辞来形容以色列的空袭行为ꎬ 大部分西方媒

体意图不断强化 “哈马斯” 与 “暴力” “凶残” 等词语在语义和语境上的紧

密联系ꎬ “非人化” 乃至 “异化” 巴勒斯坦人ꎬ 试图强调其与传统西方文明

之间的宽大裂隙来降低西方国家人民的同情心ꎬ 并用 “系统化” “有预谋”
等词语形容哈马斯的暴力行为ꎬ 不断渲染哈马斯的恶意ꎬ 激起国际舆论对哈

马斯的道德审判ꎮ
其次ꎬ 以色列和西方媒体在议程设置与具体传播中注重共情力ꎬ 通过

“将心比心” 等方式提高公众的代入感ꎬ 为以色列的反击行为博得支持ꎮ 以色

列及其传播伙伴极其重视对哈马斯行为事件的报道用词ꎬ 常常通过类比过往

历史、 使用特定形容词等方式进行政治隐喻ꎬ 选择性框定公众的注意力焦点ꎬ
让其针对性地获得某种心理暗示ꎬ 进而使其对目标形成定制身份认知ꎬ 最终

通过宣传产生巨大的政治传播效应ꎮ② 西方媒体对哈马斯的负面信息报道通常

极为详细且言辞激烈ꎬ 通过讲故事等方式引起观众对受害者的同情与怜悯ꎬ
如使用 “残酷” (ｂｒｕｔａｌ) 等情绪化语言形容巴勒斯坦方的行动占据总报道内

容中接近八成ꎬ 只有少数报道使用类似词语来形容以色列行为ꎮ③ 对以色列进

行的袭击行为信息传递则较为模糊ꎬ 使用较为温和的词语来叙述事实ꎬ 如将

巴勒斯坦方遭袭情况报道刻意淹没在对以色列所遭受的惨痛打击的报道当中ꎬ
来减少观众关注度ꎮ 例如ꎬ «华盛顿邮报» 在 ２０２４ 年 ６ 月用 “欢乐日” (ｒａｒｅ
ｄａｙ ｏｆ ｊｏｙ) 来形容以色列人质被成功解救这一事件ꎬ 却轻描淡写地略过本次

解救行动中造成数以百计的巴勒斯坦人伤亡事实ꎮ④ 在本次冲突有关的报道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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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的战时宣传缘何失利: 基于 “阿克萨洪水” 行动的解释　

中ꎬ 西方媒体不断将本次 “阿克萨洪水” 行动类比为以色列版的 “九一一”
恐怖袭击ꎬ 将对以色列的支持和对乌克兰的支持相联系起来ꎬ 以实现 “支持

以色列等于支持乌克兰ꎬ 也等同于认同西方价值观” 这一思维链条ꎬ 谋取更

多中立观众的支持ꎮ 为此ꎬ 以色列在社交平台上持续投放广告ꎬ 不断将哈马

斯与 “伊斯兰国” 等极端恐怖主义组织相联系ꎮ 例如ꎬ 以色列在广告视频中ꎬ
将 “伊斯兰国” 和 “哈马斯” 两个名词交替闪烁最终合二为一ꎬ 并以 “世界

打败了 ‘伊斯兰国’ꎬ 世界将打败哈马斯” 为结尾ꎬ 不断强化二者间的紧密联

系ꎬ①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更是直言哈马斯的行为比 “伊斯兰国” 的行为更

加糟糕ꎮ②

不能否认的是ꎬ 哈马斯的突袭行为对以色列造成了巨大损失ꎬ 但西方媒

体刻意忽视二者在政治诉求、 历史缘由方面的巨大差距ꎬ 意图唤醒美欧国家

遭受恐怖袭击的惨痛记忆ꎬ 以此为以色列博取更多国际同情与支持ꎮ 事实上ꎬ
由于以色列对于加沙地带信息的封锁ꎬ 西方主流媒体对巴以冲突双方的信息

获取往往具有局限性ꎬ 这就导致表达行为的 “双标” 特征成为媒体获取信息

的 “副产品”ꎮ 与直接甚至夸大哈马斯袭击行为不同的是ꎬ 西方媒体颠倒黑

白ꎬ 试图利用 “蒙太奇” 式的新闻报道手法来为以色列袭击行为进行辩护ꎮ
２０２２ 年 ８ 月ꎬ 以色列对哈马斯开展空袭行动ꎬ 巴勒斯坦方面随后进行还击ꎮ
对此ꎬ «泰晤士报» 将数月前巴以双方的冲突行动描述为以色列展开袭击的正

当原因ꎬ 通过 “嫁接” 的手法为以色列的袭击辩护ꎬ 甚至在缺乏照片证据情

况下标注 “巴勒斯坦火箭飞向以色列”ꎬ 借以说明以色列袭击行为的正确性与

合理性ꎮ③

此外ꎬ 以色列注重维系与美国的关系ꎬ 将 “保卫以色列” 等同于 “保卫

西方” “保卫民主”ꎬ 意图借助西方国家 “背书” 为信息的输出提供权威性与

可信度ꎮ 在冲突爆发后ꎬ 大部分国家都表达了对哈马斯突袭的谴责ꎬ 如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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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布全面禁止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ꎬ 逮捕公开宣扬 “反犹主义” 的极端

主义分子①ꎻ 俄罗斯总统普京对 “已故以色列人的家人和朋友表示诚挚的哀

悼”ꎮ② 而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则呼吁各方停止暴力冲突ꎬ 返回到政治

协商解决的和平道路上ꎮ 长期以来ꎬ 以色列都标榜自身为 “英雄民主国家”ꎬ
是中东唯一的 “民主国家”ꎬ 对维系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战略利益有重大关

切ꎮ③ 事件爆发初期ꎬ 一些西方国家领导人对本次冲突发声ꎬ 以色列围绕哈马

斯可能的暴力行为信息进行针对性宣传ꎬ 不断放大哈马斯行为的失当性ꎬ 与

西方媒体共同实施 “制造同意” 行为ꎬ 即媒体向公众提供政客和权力中心选

择的信息和事实ꎬ 然后精英们通过媒体塑造民意ꎬ 并为自身观点赋予其合法

性ꎮ④ 这些被塑造后的信息观点借助官方渠道进行再次的传播与放大ꎬ 如时任

美国总统拜登强烈斥责哈马斯的暴力行为ꎬ 认为 “世界不能只是视而不

见”⑤ꎬ 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等政界人士在联合国共同发声ꎬ 呼吁国

际社会关注哈马斯的暴力行为ꎮ⑥ 但是ꎬ 当以色列开始实施反人道主义行为

后ꎬ 美国等国家的反应则相对温和ꎬ 依然维持对以色列的支持ꎮ
(二) 信息掌控: 以色列垄断战场信息源头ꎬ 选择性干预传统媒体取向

战时宣传从本质来看是不同主体对公共舆论域中信息的选择性上传、 传

播ꎬ 因此对信息———特别是原始信息的传播与阐释能力变得极为重要ꎮ 在本

次巴以冲突中ꎬ 以色列极为注重掌控战场相关信息传播ꎬ 通过限制信息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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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的战时宣传缘何失利: 基于 “阿克萨洪水” 行动的解释　

来削弱负面舆论影响ꎬ 减少国际舆论中关于以色列的负面信息ꎮ① 为此ꎬ 以色

列从传统新闻媒体与社交媒体两方面着手ꎬ 既加大相关信息审查力度ꎬ 降低

战场信息曝光度ꎬ 也质疑对哈马斯宣传内容合规性、 真实性ꎬ 意图削弱敌方

宣传效果ꎮ
首先ꎬ 限制传统媒体信息传播ꎮ 长期以来ꎬ 以色列都极其严格地控制并审

核进出加沙地带的人员身份ꎬ 以色列甚至拒绝巴勒斯坦人权组织工作人员进入

该地区开展活动ꎬ 并有条件和选择性地允许媒体报道ꎮ 在以色列政府有权审查

新闻原始材料的前提下ꎬ 西方媒体才能获得进入巴勒斯坦地区进行媒体采访的

资格ꎬ 这导致国际社会对加沙地带的信息获取很大程度上被以色列官方立场左

右ꎮ 而以色列媒体的信息源与以色列国防军息息相关ꎬ 其立场不言而喻ꎮ
在此次行动爆发后ꎬ 以色列进一步加强传统媒体信息管制ꎮ 其一ꎬ 以色

列以安全为由对外国媒体进入加沙地带报道实施限制ꎮ 虽然以色列相关人员

偶尔会发放许可证ꎬ 但前提是有军方人员陪同且只能进入指定区域ꎬ 而得到

许可证的媒体也以西方亲以媒体为主ꎮ 这些媒体在巴以冲突新闻报道的立场

与以色列官方基本一致ꎬ 对以色列的不当行为不报道或少报道ꎬ 很少给出负

面评价ꎮ 其二ꎬ 以色列以国家安全与国家利益为由要求外国新闻媒体禁止报

道以方在加沙地带的负面新闻ꎮ 对此ꎬ 以色列政府通过颁布法律条文、 直接

对社交媒体施加压力等形式ꎬ 禁止媒体机构在未经以色列军事审查部门事先

批准的情况下ꎬ 对包括军事行动、 以色列情报、 对以色列敏感地点的火箭弹

袭击、 网络攻击ꎬ 以及高级军事官员访问战场的细节在内的八大项内容进行

报道ꎮ② 因此ꎬ 西方主流媒体的记者和编辑对于以色列破坏行为的报道的内容

和词语选择受到了极大限制ꎬ 被要求严格限制引用哈马斯和报道其他巴勒斯

坦人的观点ꎬ 甚至尽量少提巴以冲突的历史原因ꎬ 而着重对本次冲突的直接

原因进行报道ꎮ③ 其三ꎬ 限制亲巴媒体报道或直接武力驱逐记者ꎮ④ 在冲突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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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后一个月内ꎬ 以色列关闭了与黎巴嫩真主党有关的卫星频道 ( Ａｌ －
Ｍａｙａｄｅｅｎ)①ꎬ 并在 ２０２４ 年 ５ 月关闭半岛电视台在以色列的业务ꎮ② 同时ꎬ 自

冲突爆发后ꎬ 在加沙地带乃至地区外报道加沙局势的记者面临着越来越大的

危险ꎬ 多名阿拉伯媒体记者在约旦河西岸、 耶路撒冷等地被以色列警察、 军

方逮捕ꎮ 众多阿拉伯媒体新闻网站更是受到网络攻击ꎬ 并一度瘫痪ꎮ③ 其四ꎬ
选择与以色列关系紧密的非政府组织作为信息传播的主要源头ꎮ 亲以色列志

愿搜救组织 (ＺＡＫＡ) 就是本次事件中报道哈马斯施行暴力行为的以方信息主

要来源ꎮ④ 由于工作性质ꎬ 该组织能够获取第一手战场信息ꎬ 其在社交媒体上

公布的误导性信息为以色列对外宣传提供了极为重要的一手资料ꎮ 在哈马斯

“性暴力” 事件中ꎬ 该组织便成为主要信息提供者ꎬ 并通过夸大事实、 片面叙

事等方式来 “暗示” 哈马斯的恶劣行为ꎮ⑤ 对此ꎬ 内塔尼亚胡高度评价该组

织工作ꎬ 认为 “它在影响公众舆论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ꎮ⑥ 这说明立场倾向

而非信息真实性已成为以色列对外宣传的第一原则ꎮ
其次ꎬ 运用社交媒体限制信息传播ꎮ 由于社交媒体的信息来源多元ꎬ 其

具有一套平台舆论管制逻辑ꎬ 会对个人用户上传信息进行识别分类ꎬ 并删除

过于血腥、 暴力、 民族歧视类内容ꎬ 但这也成为大部分西方社交媒体删除巴

以冲突中部分 “违规” 帖子的管制借口ꎮ 事实上ꎬ 除影响西方传统媒体在新

闻报道上秉持亲以立场ꎬ 以色列政府也借助其美欧地区的强大政治力量对主

流网络社交媒体的内容审查、 账号封禁等规则施加影响ꎬ 以实现在社交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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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巴以冲突信息传播的相对优势ꎮ 一方面ꎬ 动员盟友加强对社交平台合规审

查ꎮ 比如ꎬ 欧盟委员会针对 “Ｘ 平台” 处理与哈马斯袭击有关的非法内容和

虚假信息是否遵守了 «数字服务法» (ＤＳＡ) 中的内容审核条例展开调查ꎬ①

并要求谷歌确保油管 (ＹｏｕＴｕｂｅ) 在内容审核上做好合规审查ꎮ 为此ꎬ 社交媒

体采取诸多措施屏蔽亲巴勒斯坦声音的传播ꎬ 如帖子限流等隐蔽手段ꎬ 或者直接

采取关停板块、 封禁账户等显性手段围堵巴勒斯坦方发声渠道ꎮ 比如ꎬ 脸书、 油

管和抖音国际版等主要社交媒体平台采取影子禁令 (Ｓｈａｄｏｗ Ｂａｎｎｉｎｇ) 做法ꎬ 在用

户使用某些关键字或主题标签 (如 “ＦｒｅｅＰａｌｅｓｔｉｎｅ” 或 “ＩＳｔａｎｄＷｉｔｈＰａｌｅｓｔｉｎｅ”) 时

隐藏搜索内容ꎬ 而将哈马斯类比为极端恐怖暴力组织的帖子保留与传播的时

间更长ꎮ② 美国社交网络巨头元宇宙 (Ｍｅｔａ) 更是暂停了其平台上最大的巴勒

斯坦新闻页面巴勒斯坦圣城新闻网 (ＱＮＮ) 的运营ꎬ③ 并删除与封禁了超过

千个亲巴勒斯坦帖子与账户ꎮ④ 这些都一定程度上加深了使用平台用户对巴以

问题的刻板印象ꎮ 另一方面ꎬ 强化个体认同ꎮ 相比于传统媒体政治立场、 影

响受众范围较为固定ꎬ 社交媒体具有信息投放与获取成本低、 受众范围广泛

且与传统媒体受众重叠范围小等相对优势ꎮ 因此ꎬ 以色列也积极在社交平台

上拓展舆论战场以赢得网络信息战ꎮ 在 “阿克萨洪水” 行动后短短一周内ꎬ
以色列政府已在西方主要国家开展了大规模社交媒体活动ꎬ 以争取西方广大

民众对其军事行动的支持ꎮ 比如ꎬ 以方在重要社交平台上推送数十条包含以

色列致命武装暴力的残酷和情感画面的广告ꎮ⑤

最后ꎬ 以色列不断强化内部信息管制ꎬ 增强内部政治凝聚力ꎮ 随着巴以

冲突战线逐步拉长ꎬ 战局陷入胶着态势ꎬ 以色列社会内部开始出现反对内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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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亚胡政府与反对冲突的声音ꎮ 为此ꎬ 以色列政府迅速反应ꎬ 对内实施宣传

管制ꎮ 其一ꎬ 以色列剥夺民众反战示威的权力ꎬ 但支持战争或呼吁犹太人在

加沙定居的右翼示威许可却获得了政府与法院批准ꎬ 不需要许可证的小规模

示威活动则被执法机关暴力驱散ꎮ① 其二ꎬ 运用国家强制力对异议组织乃至个

人进行调查和起诉ꎮ 截至 ２０２３ 年 １１ 月底ꎬ 以色列警方以煽动恐怖主义和认

同恐怖组织的罪名进行 ２６９ 项调查ꎬ 并起诉了 ８６ 人ꎮ② 其三ꎬ 引导国内主流

新闻转向明确爱国立场ꎬ 进行选择性报道ꎬ 而边缘媒体在大环境压力下只能迎

合主流观点ꎮ 在这些举措引导下ꎬ 批评被视为失败主义、 不爱国ꎬ 甚至是叛国

行为ꎬ 在舆论方面以色列内部形成 “恐惧气氛”ꎮ 通过这些措施ꎬ 以色列试图从

根源上防止亲巴勒斯坦声音通过科普历史等方式来抵御以色列方的言论攻击ꎬ
“修复” 被以色列攻击后的叙事框架ꎬ 以此降低巴勒斯坦叙事结构影响力ꎮ

(三) 国际主体协同: 宣传网络构建与应用新兴技术

多年来ꎬ 以色列为赢得巴以问题主动权ꎬ 持续实施对外宣传ꎬ 以系统化、
长期性地输出观点和言论、 培养海外民间组织等方式构建国际舆论传播大网ꎬ
意图长久性、 根本性、 潜移默化地建立并完善以色列在国际社会中的预期正

面形象ꎬ 夯实其对巴以问题的解读权ꎮ
一方面ꎬ 以色列建立系统宣传网络ꎬ 从官方、 海外组织、 公民个体 ３ 个

维度集合力量、 增进共识并阻碍负面信息传播ꎮ 其一ꎬ 以色列建立了以总理

办公室为核心ꎬ 涵盖侨民与公共事务部、 国防军发言人、 “领土政府活动协调

处” “外交部公共外交局” 等机构ꎬ 具备协调中心、 施行主体与政策制定功能

的宣传系统ꎮ 在该系统布局下ꎬ 以色列通过定期会议论坛、 国家品牌形象与

危机管理、 组织训练国内外群体、 “定制化” 宣传等方式与国内外机构共同培

育亲以学生团体、 意见领袖与组织机构ꎬ 在各大舆论领域当中为以色列宣传

造势ꎮ 其次ꎬ 犹太财团、 以色列外交部等主体长期通过向非政府组织捐款等

方式在海外培育亲以组织ꎮ 这些组织可以监督他国政府或社会组织中的反犹

太主义思想动态ꎬ 以游说方式联合他国政治主流、 针对性攻击并拔除反犹太

复国主义势力ꎬ 从而在他国建立更有利于以色列的政策与社会舆论环境ꎬ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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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形成协同成熟的体系ꎮ① 再次ꎬ 注重以民众个体为宣传载体的宣传方式ꎮ 早

在 ２０１０ 年ꎬ 以色列就曾发起 “宣讲以色列” (Ｍａｓｂｉｒｉｍ Ｙｉｓｒａｅｌ) 行动ꎬ 通过

给以色列民众提供包括以色列神话、 历史和突出成就的文件材料ꎬ 鼓励本国

公民向他国公民进行国家文化与形象宣传ꎮ② 世界犹太学生联盟曾出台政策文

件ꎬ 系统性地指导大学生如何在学校内推广以色列形象ꎬ 强调使用 “中和负面”
与 “推广正面” 的行为路径来维护以色列的声誉ꎮ 与此配套设立的哈斯巴拉奖

学金 (Ｈａｓｂａｒａ Ｆｅｌｌｏｗｓｈｉｐｓ) 则通过教导获奖美国学生学习打击反犹太主义和反

以色列宣传的相关知识ꎬ 使其自觉成为校园内乃至地区性的亲以色列代表ꎮ③ 通

过这些方式ꎬ 以色列在西方国家校园和社区内打造了坚实的亲以民意基础ꎮ
在本次巴以冲突中ꎬ 以色列继续采用以上 ３ 个维度充分发挥自身在对他

国政治发展、 社会舆论传播方面的影响力ꎬ 打击反犹太主义势力及活动ꎬ 从

根本上阻止反以色列抗议局势的扩大ꎮ 在以色列对加沙地带开展空袭后ꎬ 美

国大学校园当中出现规模庞大的反以声音ꎬ 抗议活动此起彼伏ꎮ 为此ꎬ 以色

列外交部通过其在美国建立的非政府组织与美国工会进行联系ꎬ 讨论修订并

通过相关条例ꎬ 要求大学打击校园内反犹太主义势力ꎬ 甚至镇压、 抓捕相关

活动的主办人员ꎬ 并威胁解雇涉事教师ꎮ④ 而犹太裔名流与商人或直接动用私

人关系ꎬ 要求美国地方政府迅速镇压反以群体抗议活动ꎬ 或以断绝巨额捐款

为威胁ꎬ 要求美国大学打击并禁止学生参与反犹活动ꎬ 从根源上断绝国际社

会对哈马斯的宣传支撑ꎮ
另一方面ꎬ 以色列战时宣传行为扩展到数据信息域中ꎬ 利用数字技术引

导大众反对巴勒斯坦自决并支持以色列 “合法” 占领ꎮ⑤ 以色列通过广告投

放、 社交机器人宣传、 虚假信息传播等方式引导涉及巴以问题的信息流ꎬ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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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内容的重复性传播淹没公共信息场域ꎬ 强化以色列自身的叙事框架ꎬ 以期

占据道德高地、 赢得民众支持ꎮ 其一ꎬ 以色列通过社交媒体网络向用户 “广
撒网”ꎬ 确保各类用户都会受到影响ꎬ 进而借助算法推送相关信息流ꎬ 反复灌

输亲以观点ꎬ 逐渐搭起信息茧房ꎬ 形成对以色列的有利认知ꎮ 根据以色列官

方数据ꎬ 自 “阿克萨洪水” 行动 ６ 个月内ꎬ 以色列建立了包括英语、 俄语和

阿拉伯语等语言、 涵盖全球媒体频道的广播演播室ꎬ 接受来自不同地区和国

家的采访上千次ꎬ 并建立 “１０ 月 ７ 日哈马斯大屠杀” 网站以展示哈马斯造成

的伤害ꎮ① 根据谷歌数据ꎬ 自此次 “阿克萨洪水” 行动爆发以来ꎬ 以色列外

交部已经在包括油管在内的谷歌旗下平台投放大量广告ꎬ 内容主要展示此次

冲突中的受害者图像等ꎬ 暗示以色列对加沙地区军事行动的必要性ꎮ② 以色列

还在部分内容中重点标注与突出 “哈马斯就是 ‘伊斯兰国’” (ＨＡＭＡＳ ＩＳ
ＩＳＩＳ) 字样ꎬ 持续性强化二者关系ꎮ③ 在美国大型体育比赛中ꎬ 以色列政府广

告局积极投放覆盖影响美国的数千万人、 介绍被哈马斯扣押的 １２６ 位人质信

息的广告ꎬ 旨在构建信息茧房ꎬ 减少美国反犹太主义运动ꎮ④ 其二ꎬ 以色列在

信息传播中注重应用社交机器人、 人工智能等新技术ꎬ 从提供行为支撑与宣

传悲惨形象两方面为其行为博取支持ꎮ 例如ꎬ 以色列曾针对巴勒斯坦希法医

院 (Ａｌ － Ｓｈｉｆａ) 的用途进行虚假信息宣传ꎬ 通过发布该医院 “３Ｄ” 渲染图ꎬ
声称坐落在数个隧道汇集处的医院可被哈马斯用以作为指挥中心与扣押人质ꎮ
尽管事后调查发现该医院中并无任何军事力量入驻痕迹ꎬ 但以色列仍以此作

为轰炸该医院的缘由ꎬ⑤ 此外ꎬ 在本次冲突爆发后ꎬ 以色列推出在线平台 “真

６０１

①

②

③

④

⑤

Ｔｈｅ Ｐｒｉｍｅ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ｓ Ｏｆｆｉｃｅꎬ “Ｓｉｘ Ｍｏｎｔｈｓ ｏｆ ｔｈｅ Ｗａｒ ｏｎ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ｕｂｌｉｃ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Ｆｒｏｎｔ: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ｕｂｌｉｃ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ａｔ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ｉｔｓ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ｒｅｎａ ａｆｔｅｒ Ｓｉｘ Ｍｏｎｔｈｓ ｏｆ ｔｈｅ
Ｗａｒ”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ｉｌ / ｅｎ / ｐａｇｅｓ /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１００４２４ꎬ ２０２４ － ０４ － １０

“ Ｇｏｏｇｌｅ 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ｉｎｇ 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ｃｙ Ｃｅｎｔｅｒ ”ꎬ ｈｔｔｐｓ: / / ａｄｓ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ｃｙ ｇｏｏｇｌｅ ｃｏｍ / ? ｒｅｇｉｏｎ ＝
ａｎｙｗｈｅｒｅ＆ｓｔａｒｔ － ｄａｔｅ ＝ ２０２３ － １０ － ０７＆ｅｎｄ － ｄａｔｅ ＝ ２０２４ － ０７ － １１＆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 ＹＯＵＴＵＢＥꎬ ２０２３ － １０ － ０７

Ａｌ Ａｒａｂｉｙａ Ｅｎｇｌｉｓｈꎬ “Ｉｓｒａｅｌ Ｒｕｎｓ Ｏｎｌｉｎｅ Ｃａｍｐａｉｇｎ Ｔａｒｇｅｔｉｎｇ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ｓ ｗｉｔｈ Ｓｈｏｃｋｉｎｇ Ｉｍａｇｅｓ ｏｆ
Ｈａｍａｓ Ａｔｔａｃｋ”ꎬ ｈｔｔｐｓ: / /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ｌａｒａｂｉｙａ ｎｅｔ / Ｎｅｗｓ / ｍｉｄｄｌｅ － ｅａｓｔ / ２０２３ / １０ / ３１ / Ｉｓｒａｅｌ － ｒｕｎｓ － ｏｎｌｉｎｅ －
ｃａｍｐａｉｇｎ － ｔａｒｇｅｔｉｎｇ －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ｓ － ｗｉｔｈ － ｓｈｏｃｋｉｎｇ － ｉｍａｇｅｓ － ｏｆ － Ｈａｍａｓ － ａｔｔａｃｋꎬ ２０２３ － １０ － ３１

Ｓｔｕａｒｔ Ｗｉｎｅｒꎬ ＴｏＩ Ｓｔａｆｆꎬ “Ｉｓｒａｅｌ ｌａｕｎｃｈｅｓ Ｇａｚａ Ｈｏｓｔａｇｅ 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 Ｖｉｄｅｏ Ｃａｍｐａｉｇｎ ｆｏｒ Ｓｕｐｅｒ Ｂｏｗｌ
Ｗｅｅｋｅｎｄ”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ｔｉｍｅｓｏｆｉｓｒａｅｌ ｃｏｍ / ｉｓｒａｅｌ － ｌａｕｎｃｈｅｓ － ｇａｚａ － ｈｏｓｔａｇｅ － 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 － ｖｉｄｅｏ － ｃａｍｐａｉｇｎ －
ｆｏｒ － ｓｕｐｅｒ － ｂｏｗｌ － ｗｅｅｋｅｎｄꎬ ２０２４ －０２ －１１

Ｔａｒｉｑ Ｋｅｎｎｅｙ － Ｓｈａｗａꎬ “Ｉｓｒａｅｌ’ｓ Ｄｉｓ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ｐｐａｒａｔｕｓ: Ａ Ｋｅｙ Ｗｅａｐｏｎ ｉｎ Ｉｔｓ Ａｒｓｅｎａｌ ”ꎬ
ｈｔｔｐｓ: / / ａｌ － ｓｈａｂａｋａ ｏｒｇ / ｂｒｉｅｆｓ / ｉｓｒａｅｌｓ － ｄｉｓ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 ａｐｐａｒａｔｕｓ － ａ － ｋｅｙ － ｗｅａｐｏｎ － ｉｎ － ｉｔｓ － ａｒｓｅｎａｌꎬ
２０２４ － ０３ － １２



以色列的战时宣传缘何失利: 基于 “阿克萨洪水” 行动的解释　

相以色列”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Ｔｒｕｔｈ Ｉｓｒａｅｌ)ꎬ 声称其搭载的人工智能可以为用户验证有

关本次冲突信息的真实性ꎮ① 同时ꎬ 在各大社交媒体上出现了数百个对巴勒斯

坦袭击活动进行针对性宣传、 后经验证均是社交机器人的账号ꎮ 这些账号在

冲突爆发后大量转载以色列遇袭的图片与视频ꎬ 将大众关注聚焦于以色列受

袭的情境中ꎬ 并以煽动性语言激发受众对以色列同情、 对巴勒斯坦愤怒情绪ꎮ
实际上ꎬ 哈马斯并不等同于巴勒斯坦ꎬ 它只是巴勒斯坦的武装派别之一ꎬ 巴

解组织是巴勒斯坦人民唯一合法代表ꎮ 上述媒体通过偷换概念ꎬ 引导错误认

知ꎮ 不仅如此ꎬ 在西方国家内部出现断绝对以色列援助的声音时ꎬ 以色列大

规模使用虚假的社交媒体账户 “伪造民意”ꎬ 在具有立法权力的官员账号下传

播亲以言论ꎬ 劝说他们继续为以色列军队提供资金ꎮ② 这些行为都为其战时宣

传提供强有力的支撑ꎮ

三　 以色列战时宣传的 “阿喀琉斯之踵”

不可否认的是ꎬ 以色列的战时宣传行为在早期帮助以色列的反击行为博

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ꎬ 在冲突早期助推国际社会更快形成谴责哈马斯的舆

论潮ꎮ 从冲突爆发后短期舆情中ꎬ 以色列迅速围绕自身反击的正义和理性搭

建了逻辑自洽的话语信息螺旋ꎬ 对关注冲突信息的观众施加广泛影响ꎬ 进而

树立以色列的受害者形象ꎮ 但随着战局陷入胶着ꎬ 舆论风向迅速扭转ꎬ 以色

列反击行为受到国际社会中大多数国家强烈谴责ꎬ 以色列对国际社会的影响

效果逐步下降ꎬ 具体行为和宣传内容的背离让宣传内容的真实性与可信度急

剧下降ꎬ 以色列战时宣传落入低谷ꎮ
(一) 积重难返: “剑走偏锋” 的国家安全观催生安全困境

正如哈马斯发布的 «我们的叙述———阿克萨洪水行动» 一文内的阐述ꎬ
“在 ７５ 年无情的占领和苦难之后ꎬ 在所有争取解放和回归我国人民的倡议都

失败之后ꎬ 在所谓的和平进程产生灾难性后果之后ꎬ 世界期望巴勒斯坦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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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下列问题做出什么反应?” 哈马斯在此文中列举了以色列定居者入侵清真

寺、 被关押在以色列监狱的数千名巴勒斯坦人被剥夺基本权利、 加沙地带遭

受长达 １７ 年海陆空封锁等情况ꎮ① 这揭示了巴以冲突循环往复、 难以解决的

根源在于ꎬ 以色列长期将自身安全需要凌驾在巴勒斯坦人的安全需求乃至生

命需求之上ꎮ 这不仅导致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生存与发展权利难以得到保障ꎬ
更让他们的 “声音” 难以被听见ꎬ 最终巴勒斯坦一些人则诉诸非常规手段以

寻求破局ꎮ 在 １９６７ 年六五战争爆发后ꎬ 以色列占领加沙地带与约旦河西岸ꎬ
大幅压缩巴勒斯坦人民生存空间ꎻ １９９３ 年巴以双方签署的 «奥斯陆协议»ꎬ
将约旦河西岸划分为由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管控的 Ａ 区、 巴以双方共管的 Ｂ 区

与由以色列控制的 Ｃ 区ꎮ 但以色列罔顾协议内容ꎬ 多次无视监管范围进入不

同区域展开军事行动ꎬ 对巴勒斯坦人民的正常经贸发展造成极大影响ꎮ 之后ꎬ
以色列多次在各个分管区安设数以百计的犹太人定居点ꎬ 并通过建立检查站

和根深蒂固的军事存在分隔巴勒斯坦人ꎬ 以色列更是控制了农田和饮用水等

关键资源ꎮ② 与此同时ꎬ 以色列还在加沙地带设立隔离墙以限制居住在此的巴

勒斯坦人生存权和人身自由ꎮ③ 进入 ２１ 世纪ꎬ 以色列继续扩大犹太人定居点

规模ꎬ 使得巴勒斯坦实际控制的领土不断缩小并日益村落化、 碎片化和虚无

化ꎮ④ 以色列以此来不断强化对巴勒斯坦控制地区的能力发展限制乃至生存限

制ꎬ 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生活水平被控制在较为原始的状态ꎬ 许多百姓

甚至被限制使用电力等基本民生设施ꎮ
以色列长期罔顾联合国裁决与国际社会谴责ꎬ 对巴勒斯坦人民展开持

续性的压迫ꎬ 这背后的根本原因是以色列将国家安全当作政治的核心议

题⑤ꎬ 在巴以问题上秉持 “绝对安全” 价值观ꎬ 无视与国际社会所存在的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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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的战时宣传缘何失利: 基于 “阿克萨洪水” 行动的解释　

大价值观差异ꎬ 长期忽视巴勒斯坦人民的建国权、 生存权、 回归权①ꎮ 以色

列意图彻底瓦解任何可能的安全威胁ꎬ 并支持与以色列合作的有效的巴勒斯

坦政权ꎮ②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更是多次宣称ꎬ 我们 “不会在以色列对约旦

河以西所有领土的全面安全控制上妥协”ꎮ③ 这非但不能让以色列理智正视巴

以问题的本质与根源ꎬ 反而只能让以色列跌入 “自说自话” 的 “安全困境”
无法自拔ꎬ 让双方种族矛盾不断加深、 仇恨情绪不断积聚ꎬ 最终让失去生

存空间的一些绝望的巴勒斯坦人通过非和平手段发动军事袭击ꎮ 因而ꎬ 在

本次 “阿克萨洪水” 行动爆发后ꎬ 以色列朝野震惊ꎬ 一致认为应彻底铲除

哈马斯ꎬ 并直接将军事战略目的置于国际舆论和人道主义道德考量之上ꎬ
对加沙地带开展无底线的攻击ꎬ 这最终演化成为人道主义灾难ꎮ 因此ꎬ 以

色列对巴以问题偏激的安全认知是推动以色列在此轮巴以冲突中施为的根

本原因ꎮ
(二) 背道而驰: 战时宣传背离战场事实与效能下降

从客观事实上看ꎬ 以色列自身行为对国际道德与人权的践踏是导致其

陷入舆论谴责的直接原因ꎬ 并导致其耕耘已久的国际话语权与公信力逐渐

瓦解ꎮ 从实际情况来看ꎬ 哈马斯的突袭行为无助于巴以问题的解决ꎮ 但此

后以色列对加沙地带袭击医疗设施、 轰炸难民营等激烈的军事行动ꎬ 已经

超出了 “反击” 的合理范畴ꎬ 激起国际社会各方的强烈谴责ꎮ 以色列在其

宣传中一直宣称要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ꎬ 丝毫不顾及巴勒斯坦人民的发展

和生命权ꎬ 更是意图将巴以冲突难以解决的原因归咎到巴勒斯坦人身上ꎮ
以此为出发点ꎬ 以色列开展大规模、 持续性的武装攻击: 从拒绝国际人道

主义组织进入加沙地带援助无辜的巴勒斯坦人民ꎬ 到攻击巴勒斯坦平民聚

集地ꎬ 以色列基于其炮制 “巴勒斯坦人都可能是潜在武装分子” 观点所实

施的人道毁灭行动ꎬ 其打击范围逐渐扩大ꎬ 巴勒斯坦乃至周边国家的无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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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都被以色列的炮火所覆盖ꎮ 该行为不仅远远偏离过往其构建的角色设

定与声誉ꎬ 更让国际社会开始回溯与思考巴以冲突久拖未决的根本原因是

什么ꎮ 这种反思直接让国际社会态度翻转ꎬ 以色列单方面的偏激行为与巴

以冲突根源的反差让国际公众感受到了 “欺骗”ꎬ 开始质疑其行为的合理性

基础ꎬ 并逐步转化为对以色列行为的抗议和谴责ꎮ 越来越多国家开始对以

色列的所作所为展开批评ꎬ 如巴西总统卢拉公开将以色列袭击加沙地带难

民行为等同于 “希特勒当年对犹太人的屠杀”①ꎻ 联合国要求以色列开放国

际援助渠道、 停止空袭行为等ꎮ 但是这些来自国际社会的压力并未能阻止以

色列继续采取激烈的军事行动ꎬ 上述情势由此进一步恶化了国际公众对于以

色列的印象与看法ꎮ
除此之外ꎬ 以色列在战时宣传中存在宣传主体协调低效、 宣传话语脱离

受众价值观等问题ꎬ 这说明其过去坚持的全球范围的长期性、 系统性、 针对

性宣传策略已经难以为继ꎬ 其宣传效果正在逐步下降ꎮ 在绝对化、 极端化的

安全观影响下ꎬ 以色列战时宣传目的逐渐模糊甚至盲目ꎬ 忽视了受众对于以

色列后续宣传内容的理解与认可ꎮ 一方面ꎬ 以色列围绕巴以问题开展的长期

性、 常态性宣传在投入资源上消耗过大ꎮ 特别是在此次事件爆发前ꎬ 以色列

方未能预料到巴以冲突会再次以军事对抗形态爆发ꎬ 这导致其资金与技术准

备不足ꎬ 未能在激烈态势下维持或扩大自身在巴以问题上话语宣传体系ꎮ 尽

管在冲突爆发后ꎬ 以色列广泛开展宣传ꎬ 但其支撑资金迅速陷入短缺状态ꎬ
使其紧急抽调资金避免宣传活动中断ꎮ② 另一方面ꎬ 以色列战时宣传具体策略

存在宣传对象不明晰、 重点模糊等情况ꎬ 致使其观点前后矛盾ꎬ 受众难以接

受ꎮ 在宣传对象上ꎬ 以色列战时宣传主要寻求西方国家非犹太裔群体共识ꎬ
并使用西方观众更能共情的话语组织方式与价值观展开宣传ꎬ 但其忽略了两

方对待巴以问题的思维差异ꎮ 在国内宣传中ꎬ 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地区领土的

占有是天然合法的ꎬ “阿克萨洪水” 行动的爆发更加巩固了以色列对加沙地带

施加军事统治策略的合理性ꎮ 因此ꎬ 以色列坚决拒绝承认巴勒斯坦国ꎬ 更不

会对巴勒斯坦人 “手下留情”ꎮ 所以ꎬ 当国际社会开始普遍承认巴勒斯坦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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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ꎬ 以色列外交部长认为此举是 “串通煽动针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和战争罪

行”ꎮ① 但从国际观众视角看ꎬ 自 “阿克萨洪水” 爆发至今ꎬ 加沙地带在遭受

猛烈打击情况下ꎬ 哈马斯仍能克服武装劣势而发动反击ꎬ 挖掘地道反击、 平

民百姓的悲惨遭遇、 首领战死等信息强有力地冲击了国际社会乃至以色列内

部的认知ꎬ 这种图景影响了国际社会与以色列内部的民意和舆论ꎮ 随着冲突

战线的不断拉长ꎬ 以色列内部裂隙越来越大ꎬ 内塔尼亚胡的国内政治基础逐

步松动: 利库德联盟的支持率近期不断下跌ꎬ 而 ２０２４ 年 １ 月内塔尼亚胡本人

的国内支持率跌到近 １５％ ꎬ 在近期有所回升的情况下也仅有 ４３％ ꎮ② 以色列

开展袭击行为的国际正当性几近瓦解ꎮ
(三) 后发制人: 哈马斯充分的政治动员与宣传

在本次冲突中ꎬ 作为发起方的哈马斯在冲突爆发后也进行了充分的政治

动员与宣传ꎬ 意图占得宣传先机ꎮ 首先ꎬ 哈马斯注重使用不同风格的叙述方

式以博得不同受众的理解与同情ꎮ 对于具有类似宗教背景的受众ꎬ 哈马斯在

早期战时宣传上反复强调此次突袭行动的 “正义性”ꎬ 在宣战解读中不断使用

词义联想等方式ꎬ 向国际社会叙述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地区人民的长期压迫的

事实ꎬ 意图博取国际社会同情ꎮ 例如ꎬ 参与此次行动的前卡桑旅领导人穆罕

默德戴夫 (Ｍｏｈａｍｍｅｄ Ｄｅｉｆ) 在动员士兵时ꎬ 不断强调 “战斗ꎬ 天使会和你

一起战斗” “你们的抵抗运动加入巴勒斯坦人民的那一天已经到来ꎬ 这样这些

懦弱的占领者就会明白ꎬ 他们挑衅的时代已经结束” 等等ꎬ 控诉以色列对于

阿克萨清真寺的暴力行动ꎬ 以此强调自身行为的 “正当性” 与 “正义性”ꎮ③

这些做法博得了伊朗、 叙利亚等国一些民众的支持ꎮ 对于其他文化背景的公

众ꎬ 哈马斯则在宣传中强调巴勒斯坦人具有追求普适性的人权生命与行动自

由等权利ꎮ 哈马斯在冲突爆发后ꎬ 借助国际舆论聚焦的契机发布报告ꎬ 以基

于对西方国家社会群体具有特定情感影响力的叙事方式ꎬ 强调以色列对巴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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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地区的占领行为带来的人道主义灾难、 强调巴勒斯坦地区开展本次作战

行动最终的正义目的等等ꎬ 以维护民主人权的名义向公众呼吁支持ꎮ① 这些行

为都为哈马斯利己性阐释突袭意图、 普及斗争历史提供了舆论支持ꎮ
其次ꎬ 哈马斯在信息战中最大化利用有限的宣传渠道及资源ꎬ 回应以色

列方利用西方媒体及虚假消息进行的抹黑行为ꎬ 极力维持着哈马斯在巴以问

题上残存的信息与话语ꎬ 拒绝被以色列扫除出国际信息交换场域ꎮ 在本次巴

以宣传战当中ꎬ 面对来自以色列在信息宣传方面的围追堵截ꎬ 哈马斯整体处

于守势ꎬ 只能将有限资源主要集中在呈现战场真实信息、 澄清以色列抹黑等

重点领域当中ꎬ 并尝试利用虚假信息传播等方式对抗以色列的传播行为ꎬ 持

续保护其自身的叙事逻辑结构和内容ꎮ 一方面ꎬ 从宣传渠道来看ꎬ 为躲避以

色列对社交媒体的封锁ꎬ 哈马斯选择电报 ( ｔｅｌｅｇｒａｍ) 这一难以被封禁的平

台ꎬ 作为实时发布战事进展ꎬ 对以色列目标发动袭击以及劫持人质的照片、
视频等的重要渠道ꎮ 而受限于以色列对于战场信息的封锁ꎬ 公众和学者对战

事场景的好奇客观上助推哈马斯宣传范围的扩大ꎮ 有分析数据显示ꎬ 自冲突

爆发以来ꎬ 哈马斯下属武装派别卡桑旅的电报账号粉丝数大幅增长ꎮ 在冲突

爆发前一年内ꎬ 该账号粉丝数仅增长 ２ 万ꎮ 而仅在 ２０２３ 年 １０ 月 ７ 日当天就有

１３ ５ 万新增订阅用户②ꎬ 相关帖文的浏览量更是暴涨超过十倍ꎮ 而在其他社

交媒体当中ꎬ 由于平台禁止哈马斯相关账户发声ꎬ 因此哈马斯通过虚拟账户

制造虚假信息来扰乱大众所接收到的信息流ꎬ 来抵御以色列在主要平台上对

哈马斯的负面言论攻击ꎮ 有以色列社交媒体公司发现ꎬ 在冲突爆发后不久ꎬ
脸书等社交媒体上约有 ４ 万个虚假账户发表数百条支持哈马斯的内容ꎮ 这些

早已建立的账户直到冲突爆发后才被激活ꎬ 更是超过 １ / ４ 的参与巴以冲突辩

论的账户为虚假的社交机器人ꎮ③ 另一方面ꎬ 在宣传内容上ꎬ 哈马斯注重使用

第一人称摄影、 录制人质视频等方式直观呈现战场真相与态势ꎬ 着力于展示

真正情况ꎬ 用富有冲击力的镜头和内容突破以色列对于战场真实信息的单方

面表达ꎮ 在冲突爆发后ꎬ 哈马斯大量使用第一人称镜头记录其军队实施突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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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的过程ꎬ 向国际社会传递信息ꎬ 表明以色列并非不可战胜ꎬ 意图向其他

中东国家表明哈马斯是对抗以色列的主要力量ꎬ 鼓舞其他势力一同对抗以色

列ꎮ① 遭遇袭击威胁的巴勒斯坦人民也通过摄像头如实记录加沙地带生活的现

实状况ꎬ 以反击以色列对其单方面的叙事攻击ꎮ 例如ꎬ 巴勒斯坦裔电影制片

人比桑奥达 (Ｂｉｓａｎ Ｏｗｄａ) 化身战地记者ꎬ 把他在加沙地带的所见所闻记

录下来并上传至网络上ꎬ 展现了加沙地带人民日常的艰苦生活与躲避炮火袭

击的情况ꎬ 直接反映以色列所带来的人道主义灾难的可怕后果ꎮ 这些行为如

实记录战场真实状况ꎬ 让国际社会公众直接感受到战场态势与巴勒斯坦人民

的痛苦ꎮ
此外ꎬ 部分阿拉伯国家媒体对以色列暴力行为的揭示也起到了重要作用ꎬ

为哈马斯宣传提供解释与反击的渠道ꎮ 例如ꎬ 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长期坚持以

巴勒斯坦人民视角报道本次行动中各方的伤亡情况ꎬ 这些做法都有利于提高

哈马斯的宣传效果ꎮ
(四) 议题遮蔽失败: 新媒体助力打破以色列宣传壁垒

互联网让国际舆论传播呈现极为显著的 “去中心化” 特征ꎮ 其一ꎬ 过往

政治精英通过掌控纸质媒体的内容制作与传播印刷渠道、 把控有线电视传播

影像资料进而垄断国际与国内信息流动与传播的情况已经一去不复返ꎮ 特别

是近年来移动互联网与智能移动设备的普及度大幅提高ꎬ 公民对以抖音为代

表的短视频平台、 脸书为代表的实时信息网络与公共讨论平台的广泛使用ꎬ
使得信息流动从过往的单向流动加速甚至完全转变为多中心、 多方向流动ꎮ
这些兴起的媒介不再像传统媒体那般被美西方国家所垄断ꎬ 更已经成为大多

数民众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ꎮ 这也是为何本次 “阿克萨洪水” 行动的影响远

超此前 ２１ 世纪以来巴以冲突热度的原因ꎮ 其二ꎬ 以社交媒体平台为媒介ꎬ 信

息传播的碎片化趋势愈发严重ꎬ 国家对信息的解读权威性往往会受到其他主

体的挑战乃至解构ꎮ 在信息上传权分散到基层个体的背景下ꎬ 主体对所需信

息获取的多渠道让信息封锁难度大大上升ꎮ 多信息供给源的互联网对信息的

留存确保各主体能够通过不同信息来源对同一事实信息进行交叉验证ꎬ 进而

实现对信息的真相验证ꎮ 其三ꎬ 信息传播中的个体ꎬ 尤其是具备庞大受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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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领袖输出自身立场的信息话语的门槛极低ꎮ 这就使得国家意图通过信息

垄断制造 “人造真相” 的困难越来越大ꎮ
在此次巴以冲突中ꎬ 追求真相的群体规模及能力已经足够戳破以色列所

构筑的信息围墙ꎮ 在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民、 战地记者等通过拍摄视频、
人员采访等形式ꎬ 快速将客观事实分散式传播到各大平台当中ꎬ 分散性传播

大大超出了以色列的信息与舆论封锁能力ꎮ 这种情况让宣传弱势方巴勒斯坦

方面获得足够的突破机会窗口ꎬ 让曾长期被遮蔽的巴以议题重新进入到国际

社会的讨论当中ꎬ 并逐步通过历史回顾等方式重构自身行为的合理性逻辑ꎬ
进而赢得宣传战ꎮ 因此ꎬ 尽管西方媒体在冲突早期通过信息舆论影响和报道

哈马斯的行为ꎬ 但历经事件发酵与事实核查ꎬ 有关战场的真实信息披露越来

越多ꎬ 不仅西方媒体所作的 “伪证” 被慢慢戳破ꎬ 越来越多公众开始透过现

象看本质ꎬ 同情巴勒斯坦人民遭受的压迫ꎬ 转而对以色列进行强烈谴责与抗

议ꎮ 随着媒体对二者关系叙事探讨的深入ꎬ 巴勒斯坦人民在二战后遭受的人

权压迫与生命威胁逐渐被大众所了解ꎬ 其蕴含的 “寻求自由” “寻求独立”
信息表征极其符合西方价值观念ꎮ 这导致巴以双方的正当宣传资源质量和影

响力天平加速向巴勒斯坦方面倾斜ꎮ 例如ꎬ 一些美国国内大学的师生在面临

来自政府官员的解雇和逮捕威胁时ꎬ 仍进行抗议活动ꎮ 专注于揭露不公正信

息与腐败信息的拦截者 (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ｃｅｐｔ) 网站ꎬ 曾就 “哈马斯对以色列妇女施

加暴力行为” 这一议题展开深度调查ꎬ 发现刊登方 «纽约时报» 曾干扰文章

撰写者ꎬ 并对文章内容进行了取舍ꎬ 且消息多来源于匿名以色列官员和有亲

以背景的工作人员ꎮ 上述报道不仅缺乏可靠的第二信息来源来佐证相关信息

的真实性ꎬ 而且还误导性地断章取义死者亲属的表达内容ꎬ 不断暗示哈马斯

对他们施加不当行为ꎮ① 随着越来越多类似报道的不真实性被揭露出来ꎬ 西方

新闻媒体报道遭到越来越多受众的质疑ꎬ 国际社会更愿意关注巴勒斯坦人民

的悲惨遭遇及受难历史ꎬ 对于以色列的同情快速转变为对其暴力行为的愤怒

之情ꎮ 与此同时ꎬ 随着战场信息源越来越多元化ꎬ 社会公众逐渐对战场的真

实情况、 双方受害者信息有更加清晰地了解ꎬ 以色列所搭建的宣传话语框架

快速失去公众支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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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的战时宣传缘何失利: 基于 “阿克萨洪水” 行动的解释　

同时ꎬ 由于国际社会对以色列干预乃至控制信息舆论的行为极其不满ꎬ
以色列对西方新闻媒体的干涉效果越来越差ꎮ 包括美联社、 法新社、 «纽约时

报» 在内的西方媒体向以色列签发公开信ꎬ 要求以色列开通前往加沙地带的

新闻媒体通道ꎬ 以保证对巴以冲突新闻报道的公正性与真实性ꎮ① 随着越来越

多真相被揭开ꎬ 国际社会对巴勒斯坦的内容关注度已经高于以色列ꎬ 并且对

二者的支持也逐渐呈现两极分化ꎮ 例如ꎬ 在抖音国际版上二者内容的相关热

度相差甚远ꎬ “与巴勒斯坦站在一起” (＃ＳｔａｎｄＷｉｔｈＰａｌｅｓｔｉｎｅ) 的标签热度已经

远远超过 “与以色列站在一起” (＃ＳｔａｎｄＷｉｔｈＩｓｒａｅｌ)ꎮ 国际媒体现在正逐步聚

焦于战场态势、 以色列激烈的军事行动等更引人注目的议题ꎮ
在以上因素影响下ꎬ 国际社会对于此轮巴以冲突的认知和支持发生巨大

转变: 随着事态发酵ꎬ 以美国为代表的支持以色列行为的西方国家开始斟酌

乃至撤销对其支持ꎬ 避免损伤本国声誉ꎮ 这表明以色列的行为正越来越得到

众多国家的反对ꎬ 在舆论宣传当中走向失势ꎮ 以色列对国际法权威———国际

法庭与联合国相关提案与诉讼的蔑视ꎬ 将原本处于中立立场的国家推离ꎮ 无

视国际谴责、 对巴勒斯坦人民开展的激烈的军事行动ꎬ 更是直接解构了以色

列苦心孤诣构造出的 “受害者” 形象ꎬ 颠覆了其长期构建的以弱胜强的叙事

框架ꎮ 以色列的战时宣传非但不能赢得舆论支持ꎬ 反而被国际社会指责ꎬ 逐

渐呈现颓势ꎮ 其本质在于ꎬ 战时宣传效果欲达其 “势”ꎬ 关键在于能否得其

“道”ꎻ 需践行共同、 综合、 合作、 可持续的安全观ꎬ 而不是寻求对抗的、 孤

立的、 绝对的安全环境ꎮ

四　 结语

自巴以分治近百年来ꎬ 巴勒斯坦地区人民久久未能盼来和平ꎮ 在此期间ꎬ

巴以双方出现了众多烈度不一的各类冲突ꎮ 哈马斯发动的 “阿克萨洪水” 行

动及其事件的持续发展变化ꎬ 实际上也是新一轮巴以冲突的突出表现ꎮ 与地

面战场相对应的是ꎬ 此轮冲突早期以色列凭借其强大的宣传能力在国内外民

众认知中搭建起较为完善的话语逻辑及叙事框架ꎬ 获得舆论战、 信息战优势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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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外公众心中搭建起较为完善的话语逻辑及叙事框架ꎬ 哈马斯的突袭行

为更是让以色列获取到其所需的宣传材料ꎬ 在大范围的宣传攻势下以色列向

外界塑造了 “受害者” 形象ꎬ 一时获得一些国家的同情ꎮ 但随着双方地面战

场陷入胶着态势ꎬ 以色列战时宣传行为愈发激进ꎬ 意图将本次哈马斯的行为

“定调” 为巴以问题久未解决的原因ꎬ 将哈马斯非国家行为体与巴勒斯坦国家

混为一谈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 在新媒体技术加持下ꎬ 国际公众逐渐戳破以色列

拉起的 “舆论帷幕”ꎬ 以色列再难以阻拦网络信息的流转ꎬ 以色列战时宣传信

息和行为的可信度与国际上的同情感快速下降ꎮ 而伴随着以色列造成越来越

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ꎬ 越来越多虚假故事和信息被戳破ꎬ 以色列构筑的 “受
害者” 角色被逐步瓦解ꎮ 以色列在加沙地带实际开展的激烈的军事行动不仅

自毁叙事优势ꎬ 让已经建立的宣传资源逐渐难以为继ꎬ 更让标榜 “自由正义”
的西方媒体与政府避之不及ꎬ 以色列在国际上空前孤立ꎮ

２０２５ 年 １ 月 １５ 日ꎬ 以色列与哈马斯就加沙地带停火达成协议ꎬ 但前景仍

存在变数ꎮ 本轮巴以冲突引起人们的警醒与理性反思ꎬ 它给世界和平与发展

带来的启示是: 平息巴以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落实 “两国方案”ꎬ 建立独立的

巴勒斯坦国ꎻ 各国欲寻求持久和平之道ꎬ 需摒弃对抗的、 孤立的、 绝对的安

全旧观念ꎬ 构建互信、 平等、 包容、 协作的国家安全体系ꎮ 宣传手段作为实

现一国安全之 “战术”ꎬ 其成败的决定因素更在于国家安全战略观是否理性与

正确ꎮ

(责任编辑: 詹世明　 责任校对: 樊小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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