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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以色列女兵在歷次戰爭中扮演的角色 

以色列女性參與軍隊組織始於 1904至 1949年間，即以色列未

建國前之階段，直至 1949年 9月 8日以色列依據兵役法（The 

Defense Service Law）正式成立「婦女（軍）團」。以色列女兵

在歷次戰爭中，無論於戰鬥任務與醫護後勤支援上，均扮演重要角

色，奠定女兵之歷史地位，實為世界女兵歷史之典範。 

以色列國防部女性戰士的戰鬥任務演進可區分為三階段： 

一、1948年獨立戰爭以前女性擔負全功能戰鬥任務。 

二、1948年後期至 1990年間女性不得擔負戰鬥任務。  

三、1990年後期至今女性逐漸擔負更多的戰鬥任務。
1 

同時以色列女性在國防部"醫療（護）團" (Medical Corps)中之

表現與貢獻亦不容忽視；按以色列建國前之哈加納（Haganah）游

擊隊組織（建國前之猶太秘密地下組織），即基於平民醫療架構已

建立之基礎，同時維持"醫療服務"的設施及概念下，於 1948年 4

月 22日依據"醫療服務章程"建立了獨立的軍事醫療服務單位，亦

即醫護軍團逐漸的正式形成，所以自 1947年以來平民醫療服務已

與軍事醫療服務逐漸獨立且各自發展建置，"醫療（護）團"之任務

如下： 

• 提供戰時最佳的醫療看護及熟練且安全的作業。 

• 平時負責維護以色列的軍醫院，戰時則負責建立前線醫療指

揮醫院及野戰醫院。 

• 負責以色列軍隊的健康維護、醫療及改善等服務。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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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45年以來，以阿之間發生無數次衝突，其中較為世人注

意者為以下五次，因此本章將針對下列五次戰役，就以色列女兵在

戰鬥任務及醫護後勤支援上，闡述並驗證以色列女兵之歷史定位與

貢獻： 

  一、1948年第一次以阿戰爭，亦稱巴勒斯坦戰爭或獨立戰爭。 

  二、1956年第二次以阿戰爭，亦稱運河之役或百時戰役。 

  三、1967年第三次以阿戰爭，亦稱六日戰爭。 

  四、1973年第四次以阿戰爭，亦稱贖罪日戰爭或十月戰爭。 

五、1982年六月以色列入侵黎巴嫩，亦稱黎南戰爭。
3 

 

第一節 1948年獨立戰爭與 1956年運河之役 

一、第一次以阿戰爭（1948年） 

 所羅門王死後，猶太王國分裂成南部的猶太和北部的以色

列，至公元前 722年，以色列為亞述人所滅，公元前 586年猶太為

巴比倫所滅，於是猶太人亡國開始流浪世界各地。從公元前 722

年至公元 1948年，巴勒斯坦曾受多國佔領，流浪世界各地的猶太

人受盡各種迫害，在強烈建國意願下，於 1897年成立世界猶太民

族主義組織積極從事建國行動。
4 

                                                                                                                                 
2 以色列醫療（軍）團簡介

http://www.jewishvirtuallibrary.org/jsource/Society_&_Culture/medical.html  

3 http://www.ltivs.ilc.edu.tw/library/resource/tech/war/files/ia.htm 

4 同前註。 

 56

http://www.jewishvirtuallibrary.org/jsource/Society_&_Culture/medical.html


第四章以色列女兵在歷次戰爭中扮演的角色 

  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土耳其人佔領巴勒斯坦地區，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由於土耳其和德國聯盟，英國便唆使阿拉

伯人反抗土耳其，並承諾於戰後建立一個包括巴勒斯坦在內的阿拉

伯立王國，此時，猶太人建國行動得到英國的支持，英國外相於

1917年 11月發表一篇巴福爾宣言：英國政府贊成猶太人至巴勒斯

坦建立一個民族之家，並努力促成此一目標之達成。
5遂使猶太人

紛紛返回巴勒斯坦購買土地，準備長期定居。1860年代此區猶太

人僅 12000人，到 1922年己激增至 84000人且大量購置土地，以

阿衝突與對立因而日漸增高，遂使英國政府兩面不討好（英國政府

於 1920年 4月 25日接受國聯委治此地區），英政府便於 1946年

七月提出一項分治計畫，但遭雙方反對，聯大於次年 11月又通過

另一個阿、猶分治計畫，猶太人勉為同意，但阿拉伯人則因居住區

域及宗教世仇因素堅決反對。英國先前曾聲明若阿、猶雙方不能接

受聯大的計畫，英國將於 1948年 5月 15日撤軍並交出委任權。阿

盟於 1947年 9月 19日在黎巴嫩集會，決議聯大若通過此分治計

畫，便秘密派兵進入巴勒斯坦，1947年 11月 29日，聯合國通過將

巴勒斯坦劃分成阿拉伯和猶太國家的分治決議，
6引起阿拉伯世界

人民的極度不滿。 

尤其聯合國的分治決議，在有關土地面積的劃分方面，與當時

阿、猶雙方的人口不成比例，
7遂引發起第一次以阿戰爭。8  

                                                 
5 英國爲得到美國的更多支援於1917年發表了支援猶太復國主義的《巴福爾宣言》，聲稱

支援猶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一個猶太人自治國家。美國有幾百萬猶太人，是猶太人勢

力最大的國家。美國從一開始就強力支援猶太復國運動。英國發表《巴福爾宣言》後，

美國總統威爾遜立即向英國政府表示支援《巴福爾宣言》，1922年美國國會正式通過一

項支援《巴福爾宣言》的決議，支援猶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猶太國。 

6 Encyclopedia American US，1989，Indian-Jeffers，P.350。 

7 猶太人當時人口接近巴勒斯坦總人口的三分之一，實際佔有的土地只佔巴勒斯坦土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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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二次以阿戰爭（1956年） 

第一次以、阿戰爭結束後，不但未給交戰雙方帶來真正和平，

反而關係每況愈下，雙方因滲透、襲擊與反襲擊，衝突時有發生，

邊境的緊張情勢持續升高；復以自 1952年起，埃及總統納瑟即為

下一次的以、阿之戰升溫；
91955年 9月埃及宣稱，已經與以色列

進入「戰爭狀態」。
10 

第一次以阿戰爭結束後，造成了大量巴勒斯坦難民，激化阿拉

伯人與猶太人的仇恨，同時埃及在加薩建立突擊基地，使巴游經常

越界侵擾以色列，1955年 2月，以色列對加薩作了一次報復性攻

擊，阿拉伯人死傷 70多人，使埃及總統納瑟覺悟到國防建設重於

經濟發展，而於 8月和捷克達成一筆 3億多美元的軍火交易，納瑟

漸漸成為阿拉伯世界反以色列及反英的象徵，1956年 7月納瑟在

慶祝埃及革命成功演說中，突然宣佈將蘇伊士運河收歸國有，並同

意給予有關國家補償，同時保證從前使用運河的國家仍可使用運

河，但英法以安全因素　經濟因素及面子問題，即著手以軍事手段

奪回運河，在反埃及的共同目標下，以、英、法在一連串的祕密會

議後，決定聯手對埃及採取軍事行動；以色列之所以參戰，是想解

除納瑟上台後所帶來的安全顧慮，同時可以打通運河與阿卡巴灣並

可佔領若干土地作為以後談判的本錢；三國協議後，由以色列先行

                                                                                                                                 
百分之六，卻分得百分之56.47的面積；其中包括經濟發達的沿海地帶。佔人口三分之

二的阿拉伯人只分到百分之43.53的面積，而且大多數是貧瘠地帶。 

8 http://www.ltivs.ilc.edu.tw/library/resource/tech/war/files/ia.htm 

9 周代熾，《漫天烽火話中東》(台北：輝煌有限公司，1981年9月)，頁87。 

10 魯瓦克（Edward Luttwak）、赫羅維茨（Dan Horowitz）《以色列國防軍》，龐祖堪譯（台

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82年2月），頁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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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動攻擊，英法在次日呼籲雙方在 12小時內停火，以色列立即佯

裝接受但不必履行，直到進兵至運河以東十哩為止，估計埃及一定

會拒絕，此時即開戰後 36小時之後，英法再出動轟炸機以摧毀埃

及空軍，並奪取水域。
11 

 

三、以色列女兵在第一、二次以阿戰爭中扮演的戰鬥角色 

實際上，女性參與以色列復國行動，早在 19世紀初即已開始。

當第一支有組織的猶太護衛隊（Hasomer）在巴勒斯坦地區從事戰

鬥任務時，猶太女兵即已參加此復國組織；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由

塞拉.哈龍森（Sarah Aahronson）所領導的秘密地下情報組織，曾

協助英軍對土耳其從事地下間諜工作；1920年，由復國運動傳奇

人物約瑟夫.戴貝德 Joseph Trumpeldor所領導的部隊，於特拉海

（Tel Hai）殖民區戰鬥中，有 3名女兵捐軀戰場。在哈迦納

（Haganah，以色列獨立前的陸軍部隊）游擊隊戰鬥時期，其精銳

的帕馬克（The Palmach）突擊隊中，女兵精準的射擊技術，以及

在戰火下表現過人的勇氣，至今在巴勒斯坦地區仍傳頌著她們的威

名；至 1941年，哈迦納游擊隊中的女兵人數已超過 10000名。
12 

二次大戰期間，巴勒斯坦地區的猶太人，大力協助英軍在中東

地區對抗納粹的作戰行動，至少有 400名猶太人加入英國特戰組

織，並派赴埃及、義大利等地，協助被納粹迫害的猶太人，其中有

2位著名的女詩人哈納.森納西（Hannah Sennesh）及哈薇法.瑞克

（Havivah Reik），曾以跳傘方式滲入歐洲戰區，組織猶太游擊隊，

                                                 
11 http://www.ltivs.ilc.edu.tw/library/resource/tech/war/files/ia.htm 

12 陳克清、夏劍波、賀克宇、方逵，《世界各國女子部隊掃描》（中國濟南：黃河出版

社，2001），頁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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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門協助盟國逃脫戰俘的轉運工作，這 2名為人稱頌的女英雄，後

來不幸被納粹捕獲、折磨並處決。13 

1948年以色列爭取獨立戰爭開始，這也是猶太婦女在整個戰

線上與男子並肩作戰的首次戰爭，特拉維夫市內，女兵操作 Bren

機槍
14擊退埃及的空襲；北部戰線上，由傳奇女兵 Rachel Stahl領

導的帕馬克突擊隊，英勇的對抗黎巴嫩及敘利亞的部隊；南部沙漠

中，納吉夫（Negev）突擊隊在人數不足的狀況下，獨自力抗阿拉

伯聯軍的入侵；耶路撒冷聖城內，一支海瑞爾（Harel）突擊隊獨

自對抗阿拉伯聯軍的攻擊；至於在羽翼將成的以色列空軍中，亦有

1位女性飛官亞爾.羅姆（Yael Rom）參與實際戰鬥中，以色列國

防軍羽翼初成，而在這個戰鬥體內，女性就佔了 12000名以上，其

中數百名為爭取獨立而捐軀，而傷者更眾！
15 

以色列國防軍成軍後，在男女皆有國防義務平權主義觀念下，

女兵仍然在以色列國防戰線上的每個角落，扮演著必要的角色，如

1956年西奈戰役（Sinai Campaign），以色列空軍即有 3位女飛官

駕駛 C－47型運輸機，將第 202傘兵旅空投到米特拉通道（Mitla 

Pass）上。
16 

 

四、以色列女兵在第一、二次以阿戰爭中扮演的醫護支援角色 

在以色列獨立戰爭期間，"醫療（護）團"以過時的設備和人力

短缺情況下，對成千上萬的傷者執行醫療保健服務，獨立戰爭後，

                                                 
13 凱茲、翰翔翻譯改寫，(以色列女兵)，《尖端科技》，第153卷（1997.05），頁54-61。 

14 Bren Gun，由發展此槍的捷克地名Brno，與英國製造地名Enfield所構成的複合字。 

15 同註13。 

16 同前註。 

 60



第四章以色列女兵在歷次戰爭中扮演的角色 

"醫療（護）團"即被賦予新的使命並開始負責對服兵役者及軍隊人

員提供醫療服務管理和醫療分類衛生保健服務，其重點任務為防疫

作業。 

1950年代初期以色列因為充斥著猶太難民和移民，再加上以

色列人口的倍增，以色列"醫療（護）團"即以本身的裝備，對新到

達的移民且安置在移民營地者提供醫療服務。在 1956年西奈戰役"

醫療（護）團"初試啼聲且一鳴驚人"醫療（護）團"以傘兵送至戰

地，並與作戰部隊整合戰力，驗證了醫療服務與作戰部隊之密切關

連性，這場戰役得到了如何改進傷患的搬運技術，包括空中支援與

搬運技術的經驗，同時也學到了有關"醫療（護）團"的人力管理和

訓練方法。
17 

 

 

第二節 1967年六日戰爭與 1973年贖罪日戰爭 

一、第三次以阿戰爭（1967年）   

以、阿兩民族，由於宗教信仰與生活方式的不同，加上前兩次

以阿戰爭所留下的仇恨，使雙方難以法和平共存。 

1949年以色列自以敘邊境的約旦河築壩攔截取水以灌溉中南

部半沙漠地帶的農田，而使約旦境內的河旦河水更加乾涸，阿拉伯

國家曾計畫將約旦河上流二主幹改道，讓以國水壩喪失作用，但因

故未能實施，爾後雙方不但拒絕美國的調解計畫，並且各自表明堅

                                                 
17 以色列醫療（軍）團簡介

http://www.jewishvirtuallibrary.org/jsource/Society_&_Culture/medica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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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立場，宣稱如果對方片面改變河道及河水，都為一項侵略行

動，若然則必將以武裝行動來維護自己的權益。1967年的中東地

區情勢自五月中起，又再次的步上世界舞台的主要地位，5月 18

日埃及總統納瑟突然宣佈，要求聯合國維持和平部隊撤出，又自

23日起再度禁止前往以色列的船隻通過阿卡巴灣，5月 28日埃及

宣佈阿拉伯國家準備攻擊並消滅以色列。
18 

6月 1日，以色列內閣改組，西奈戰役英雄戴陽出任國防部長，

由美國返國的外長向內閣表示由美國化解危機的可能性己不存

在，以色列隨即秘密動員，6月 3日，以色列內閣決定一戰，戰爭

隨即展開。
19 

 

二、第四次以阿戰爭（1973年）  

    1973年 10月 6日為以色列「贖罪日」（Yom Kippur），以色

列全國休假，阿拉伯人趁其不備而突擊，突破以色列防線，攻入西

奈半島，戰火再次點燃，敘利亞、約旦等國先後動員，以色列奮勇

抵抗，終於獲得勝利。 

美、俄兩國透過聯合國向以、阿施加壓力，兩國被迫停止戰爭，

以色列退出西奈半島西部。
20 

戰爭初期，埃及收復運河東岸縱深十至十五公里、南北縱長一

                                                 
18 邱吉爾（Randolph S. Churchill）。《六日戰爭》（The Six Day War），郭繼章譯（台北 

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88年），頁38-55。 
19 http://www.ltivs.ilc.edu.tw/library/resource/tech/war/files/ia.htm 

20 根據聯合國安理會338號決議文（UN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338），呼籲中東地區

交戰國就地停火，並立即執行242號決議（以色列必須撤出六日戰爭中所侵佔的領土。

中東各國承認與尊重相互的主權，各國領土整合、政治獨立），並在適當的調停者主

持下，進行和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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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九十二公里、面積三千多平方公里土地，戰爭結束時，以色列新

佔領運河西岸埃及領土一千九百餘平方公里與敘利亞戈蘭高地以

東四百四十平方公里的土地，以色列是「反敗為勝」。
21 

 

三、以色列女兵在第三、四次以阿戰爭中扮演的戰鬥角色 

1967年以色列贏得中東戰爭的勝利，對以色列國防軍產生革

命性的影響，原本防衛以色列邊境的小型防禦武力，搖身變為地區

性的「超級武力」。由於戰勝獲得的領土增加，邊境防衛所需的人

力劇增為 4倍以上，除了男性士兵的任務負擔加重外，對女兵的支

援需求也更較以往為甚；在新建立的 Na‘ha’1戰鬥屯墾區上，女

兵也擔負警戒崗哨的任務，而常常面對著滿懷敵意的阿拉伯人丟石

頭騷擾。 

1973年的以、阿戰爭，大部分女兵都在阿拉伯聯軍攻擊前數

小時（有的甚至數分前）撤離前線崗哨，但仍有 3名女兵遭受伏擊

而喪命；2名以色列女性醫官歐斯特.查哈（Osnat Zahir）上尉及

單娜.沙達芝（Dina Zaltz）少尉，在西奈戰線上不眠不休的照顧

戰鬥初期大量湧進野戰醫療所傷兵，因而獲得參謀本部英勇勳章

（以色列國防軍第四高等勳章），也由於女兵在戰鬥中的優異表

現，女性軍士官在以色列國防軍中的地位才獲得肯定。因此，除了

一般後勤任務外，許多由女性適合擔任的專精職務，如戰車或砲兵

教官等，皆由女性擔任。
22 

                                                 
21 陳輝，《沙漠之鷹－以色列軍事力量素描》(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部，2002年1月)，

頁162。 

22 凱茲、翰翔翻譯改寫，(以色列女兵)，《尖端科技》，第153卷（1997.05），頁5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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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以色列女兵在第三、四次以阿戰爭中扮演的醫護支援角色 

"醫療（護）團"在 1967年之六日戰爭，展現出高度專業與技

術水準處理了超過 3600位傷患，六日戰爭過後以色列擴展了它的

疆界，"醫療（護）團"必須針對新的疆界條件調整並建置裝甲醫療

單位，特別供予並搶救戰場的傷患，同時在西奈半島修造了

Reffidim醫院並且建立醫療地下碉堡。 

"醫療（護）團"再度證明自己在 1973 年Yom Kippur 戰爭中，

醫護超過 3000名受傷戰士，並接受最佳的醫療保健，在 Yom Kippur 

戰爭以後，"醫療（護）團"重視 NBC (核、生物、化學製品) 醫療

保護，並配備重裝防護設備，改進醫療搶救方法，同時在各作戰部

隊配置最新的醫療防護裝備。
23 

 

 

 

 

第三節 1982年黎南戰爭迄今 

一、1982年黎南戰爭: 

戰爭的起因，仍是巴勒斯坦問題爭端的繼續，以色列入侵黎巴

嫩的主要目的是消滅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在黎巴嫩境內建立一個親

以色列政權，巴勒斯坦人為了建立一個自己的國家，於 1964年 5

                                                 
23 以色列醫療（軍）團簡介

http://www.jewishvirtuallibrary.org/jsource/Society_&_Culture/medica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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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成立了巴勒斯坦解放組織，並展開了與以色列的戰爭，巴解游擊

隊的基地主要設在敘利亞和黎巴嫩等國。 

1970年，巴解總部和所領導的游擊隊主力由約旦進駐黎巴嫩，

後來又直接介入黎巴嫩國內鬥爭，逐步控制了黎巴嫩南部和首都貝

魯特地區，構築軍事設施，不時地向以色列北部地區出擊和炮轟，

尤其是在第四次中東戰爭中，巴解游擊隊協助埃及、敘利亞部隊，

展開游擊戰，襲擊以軍基地、倉庫和雷達站等軍事設施。 

1982年 6月 6日，以色列藉口其駐英國大使被巴勒斯坦遊擊

隊刺殺，而出動陸海空軍 10萬多人，對黎巴嫩境內的巴勒斯坦解

放組織游擊隊和敘利亞駐軍發動了大規模的進攻，只用了幾天時

間，就佔領了黎巴嫩的半壁江山，  稱為“黎南戰爭”。24 

 

二、以色列女兵在黎南戰爭中扮演的戰鬥角色 

1982年以色列侵入南黎巴嫩的「加利利和平行動」（Operation 

Peace for Galilee）時，女兵幾乎已完全融入以色列國防軍的戰

鬥體系中，於戰線後方，女兵負責整補深入黎巴嫩作戰部隊所需的

各種通訊及後勤裝備、維修戰機、分析空中偵照照片，以及監控協

調前線作戰部隊的通訊、指揮與管制作業等。到了今日，整合的狀

況更為透澈，許多支援性部隊，甚至第二線預備戰鬥部隊的指揮人

員，也都有女性軍官擔任。
25 隨著以色列國防軍不斷成長，目前女

兵已成為以色列國防運作上不可缺少的一環。 

                                                 
24 http://student.wtuc.edu.tw/88/s8813046/new_page_5.htm 
25 凱茲、翰翔翻譯改寫，(以色列女兵)，《尖端科技》，第153卷（1997.05），頁5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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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幾年來男女兵整合問題的輿論壓力，促使了以色列女兵能參

加戰鬥前線，更使女兵軍隊地位的提升，讓女軍人以加入軍旅生涯

為榮，以哈撒娃為例，她是以色列軍隊建立 50年，史上第一位被

從連級單位升遷到營級單位的女士兵，這是猶太國家女性地位提昇

的第一個里程碑，在過去的 3年來，來自以色列的 Carcal連的女性

地面部隊就已經在約旦和埃及的沙漠邊境靜悄悄地巡邏，她受命升

格為使上第一位女連長，在危險的領域之中盡她的職責，專門負責

邊境防制毒品走私問題及巴勒斯坦恐怖份子滲透。 

Carcal連（希伯來文，原意是「野貓」的意思），男女比例是

一比二，並要求女性加入者必須延長服役年限，4個月的新兵訓練

包含了政治作戰、20英里擔架急行軍、及新兵基本訓練。Carcal

連之男女兵一起接受訓練，並在高度機動多用途輪式車輛裡一起巡

邏，不過軍隊堅持男女必須分不同寢室。在 2000年初以色列國防

部亦決定將女性戰士部署在砲兵軍團、步兵單位、裝甲師和精銳作

戰部隊，另海軍也決定將女性戰士部署在潛水修護單位，總而言

之，在 2004年初期已約有 450名女性在作戰部隊。
26 

 

 

三、以色列女兵在黎南戰爭中扮演的醫護支援角色 

在 1970年及 1980年間以色列國防部在黎巴嫩地區，將"醫療

（護）團"加入一項新任務及新挑戰，即基於人道主義照顧黎巴嫩

人民，於 1982年以、黎戰爭中，"醫療（護）團"面臨前所未見的

挑戰，執行高山地區受傷戰士的急救及醫療，並同時紓解戰士戰爭

                                                 
26 以色列政府發佈新聞稿（The Jewish Week）：2004年1月2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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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懼心理症狀，進而處理大量的受傷戰士；"醫療（護）團"除了例

行任務之外，平時執行災難的人道救援任務，下述即為"醫療（護）

團"曾經執行人道救援之任務： 

（一）1976年義大利西西里島火山爆發。 

（二）1979年柬埔寨難民潮。 

（三）1985年墨西哥大地震。 

（四）1986年非洲科麥隆火山爆發。 

（五）1988年亞美尼亞大地震。 

（六）1989年烏拉山區鐵路意外。 

（七）1994年盧安達難民潮。 

（八）1998年肯亞美國大使館恐怖炸彈攻擊。 

（九）1999年科索沃難民潮之醫療救援。 

以色列國防部在 2000年組織調整重組後，"醫療（護）團

"改編隸屬於科技整合理事會，並受國防部參謀指揮，成為戰

鬥支援單位。
27 

 

小  結 

                                                 
27 以色列醫療（軍）團簡介

http://www.jewishvirtuallibrary.org/jsource/Society_&_Culture/medica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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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觀以色列女性參與軍隊組織及角色任務之演進，可區分為三

階段，1948 年獨立戰爭以前女性擔負全功能戰鬥任務；1948 年後

期至 1990 年間女性不得擔負戰鬥任務；1990 年後期至今女性逐漸

擔負更多的戰鬥任務；由此可知，以色列女性憑藉其愛國情操及全

力貢獻，打破性別差異藩籬，共同爲保衛國家安全而奮鬥，同時在

醫護後勤支援上，亦同樣發揮重要戰力，終於成為以色列國防武力

中，不可或缺的一環，此種信念與作為，實為筆者之表率，並值得

世界各國參考仿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