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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周来，全世界都在关注美军撒出阿富汗引
发的动荡局势。本文对该事件作简单概述及背景介
绍，描述各方的反应，分析其影响，并讨论相关问
题。

概述及背景
地处中南亚的阿富汗是内陆国家，北连中亚的

土库曼、乌兹别克和塔吉克，东邻中国，南和西部
分别与巴基斯坦和伊朗接壤。其人口3700万（2019
年统计数据），是多民族的国家，包括42%普什图和
27%塔吉克，哈扎拉和乌兹别克各为9%，艾马克、土
库曼和俾路支和其他少数民族各约占2～4%，99.7%
的人口信仰伊斯兰教。阿富汗是贫穷落后的国家，
也是世界上最大的鸦片和大麻生产国。人均收入530
美元，GDP为130亿美元，世界排名120位（2010年
数据）。文盲达65%以上，仅4%的妇女曾上学受过教
育。

从20世纪70年代末，阿富汗战争不断：1979-
1988年，苏联-阿富汗战争；1989-1996年，阿富汗
内战；2001-2021年，美国-阿富汗战争。2001年10
月7日，为9·11事件采取的反恐报复行动，以美国
为首的联军对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及盖达组织发动战
争。在长达20年的战争中，美国最多投兵3万，死亡
约2500名士兵，受伤2万余人，花费2万亿美元。北约
也阵亡3500名军人。美阿战争造成超过10万平民伤亡
和450万以上的难民。难民主要集中在巴基斯坦和伊
朗。

塔利班起源于1994年阿富汗普图人的伊斯兰宗
教学校。经过数年武装战斗，他们于1996年9月建立
了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塔利班执政5年中实行极端
严厉的伊斯兰教法和反现代的统治，包括禁止妇女
读书和工作，充许女性童婚；禁止电影、电视、舞
蹈和非伊斯兰的音乐，对违反宗教人实行残酷的惩
罚，如砍手、鞭挞和石刑等酷刑；不顾国际社会反
对，摧毁著名佛教艺术文物巴米扬大佛。塔利班政
权庇护9·11恐怖袭击主谋本·拉登领导的盖达组织
成为引发美阿战争的导火索。

美国总统欧巴马在2011年表示计划在阿富汗撤
军，但一直未能实施。2015年阿富汗政府和塔利班
举行首次和平谈判，美中两国派代表参加。2020年2
月，川普政府与塔利班代表签署了和平协议，定于
2021年5月实行有条件全面撤军，塔利班承诺阻止盖
达的活动。2021年4月拜登政府宣布遵守协议，将于
9月11日完成全部撤军。从8月份开始，塔利班猛烈
进攻，于8月15日占领首都喀布尔，阿富汗政府及军
队迅速土崩瓦解。8月中旬，美国再次增派3000名军
人去喀布尔机场协助撤离外交人员、美国公民和盟
友。据报道，在两周多撤离行动中，有12万多人离开
阿富汗，包括6000多名美国人，但也出现逃离平民丧
生和恐怖袭击伤亡的混乱局面。

▲ 阿富汗的普通百姓（网络图）

美国撤军阿富汗的反应及影响
对撤军的反应

根据近日皮尤中心民调显示，54%美国人认为
美国撤军是正确的。在对拜登总统处理阿富汗局势
上，有26%人认为良好、29%为还行、42%为糟糕。
另一民调显示，对美国撤军和阿富汗政府迅速崩溃
的混乱局面，52%人认为拜登应该辞职。拜登支持率
降至最低点46%。国会两党议员批评和质疑拜登政府
的撤军计划，并将对撤军问题举行听证会。拜登总
统8月31日发表讲话表示撤军行动是成功的，并不想
延长战争。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所有国家在“阿
富汗人民最黑暗时刻”帮助他们，提供人道援助。
中国表示美国撤军将使阿富汗人民迎来国家和平与
重建新起点，并指出西方国家用军事干涉他国，强
加价值观和社会制度是行不通的。俄罗斯表示北约
从阿富汗撤军后，重要的任务是保障俄国中亚盟国
的安全问题，并静观其变，不会急于承认塔利班政
权。英国表示在与“志同道合”国家达成共识前不
会承认塔利班政府。欧盟多数国家表示，塔利班应
当满足某些条件，包容性政策和尊重人权才可发展
外交关系。因为经济政治利益、与美国紧张关系和
宗教原因，巴基斯坦军情部门、伊朗和沙特被认为

暗中支持塔利班组织，他们对塔利班夺取政权感到
欢欣。由于印巴关系紧张，印度一直支持喀布尔前
政府，并担心塔利班上台后支持穆斯林为主的印度
控制的克什米尔地区采取独立运动。

撤军的影响
阿富汗动荡的延续：被称为帝国角逐战场和

坟墓的阿富汗经过百余年来英国、苏联和美国的军
事干涉已是百孔千疮、民不聊生。尽管塔利班已控
制了全国大部分地区，受到俄罗斯和美国支持的北
方联盟、前政府残余力量和其他部落的反对势力依
然存在。如果塔利班政权继续实行受到多数民众反
对的极端宗教政策，或者纵容恐怖份子继续活动，
阿富汗的动荡局势将会持续更多年。中亚邻国、印
度、巴基斯坦和伊朗等国家的介入将加剧动荡。

美国信誉的影响：由于仓皇撤军使盟国和美国
民众对美国政府信心降低，欧盟计划建立快速反应
部队和美国民调结果反映了这种情况。撤军也让美
国无法摆脱其军事行动失败的形象。台湾和乌克兰
等政府对其防御力量和未来政策会做相应的调整，
尽管美国承诺继续履行其义务和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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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
9月1日我参加聊天云会的热点话题是阿富汗战

争。9月2日是我大孙女瑞永13岁生日。我希望她今后
能在一个祥瑞、和乐的大环境里成长。9月3日是抗日
战争胜利纪念日。

总统发声
8月31日下午，拜登总统在白宫发表了针对阿

富汗情况的长篇演说，说的是，他在阿富汗全面撤
兵的决定是“运用武力去重建其他国家的时代结束
了。……世界正在改变，我们要和中俄两国在多方面
展开竞争。我们面临了网络攻击及核武扩散的危机。
我们要加强美国的竞争力，去应对21世纪的诸多挑
战。……我们要改变在海外大量驻兵就会使我们更强
大和本土更有力量、更加安全的构思和设想。”

2001年9·11袭击事件发生后，美国小布什总统
认定阿富汗是暴徒培训和滋长的基地，要连根抓起，
彻底铲除。乃进军阿富汗，摧毁了塔利班初建的政
权。这便也是美国垂20年在阿富汗“永久战争”的开
始，其后耗资两万亿美金，约两千四百名战士牺牲和
两万多战士伤残……最后于8月31日从阿富汗全部撤
退，结束了这场战争。 

如今阿富汗已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要看它今
后的走向，会不会再成为“恐怖袭击”的基地，会不
会实现其口头承诺，改善体制和人权情况。它拥有的
丰富矿产将如何运用，产生什么影响。阿富汗当前已
百废待兴，百端待举，情势非常紧迫，今后没有国际
社会的外交承认，就不会有各国和国际组织经援的投
入，以化解民生经济的困局，助其渐入佳境，渡过难
关。看来，阿富汗新政权为了自生自保，会在施政方
面进行一些改善。

有一说是，美国势力从阿富汗撤出，中俄两国
乃可趁虚而入，加强和阿富汗的合作。另一看法是，
美国从阿富汗的泥坑里脱身，减少了美国的纠缠和重
担，不为中俄两国所乐见。但无论如何，美军全撤，
木已成舟，今后有关局势的发展已另辟新页，有待谱
写了。我的总评是，从阿富汗全面撤离是拜登总统做
出了十分困难而相对正确的决定。这正如拜登总统所
说：运用武力去重建其他国家的时代已一去不返了。

舆论走向
针对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国际社会的反应大体上

是赞同的，是正面的。有数十国家认可，要协助和接
受阿富汗撤出的难民。对阿富汗的重建也大多报以期
望，而不是幸灾乐祸、落井投石。9月3日华盛顿邮报
一篇评论说：我们进行研究的总结是，从阿富汗撤兵
没有中伤美国在其盟邦的声望。

美国纽约时报8月31日评论版刊出一文，标题
是“历史说明：美国的军事力量过于庞大。”作者是
美国德州大学历史教授苏瑞（Jeremi Suri）。其评论开
头便说：“在以往的历史过程里，大多数时间美国都
是持有少量维护和平的军事力量的大国。世界二战以
后这一情势永久性的改变了。美国的领袖们认为，要
担负全球任务的国家需要拥有一支非常强大的维和军
力，有了这些超强的军事力量才能避免发生另一世界

大战，并鼓励外国顺从美国的意愿。
然而这种军力独霸并没有获得预期的效果。历

经20年的经营和亿万资金的花费，美国支持的阿富汗
政府已全盘垮台，这是在一连串失败中的最新一例。

阿富汗战争不只是插手失败，更有力地说明
了，以全球军事霸权去争取美国利益，其成效是适
得其反。运用军事霸权是败多胜少，并且违背了美
国和海外的民主价值。

历史已经明示：追求更加谦逊和自控的军事和
战略目的对美国更加有益。这似乎也是美国民意的
倾向。美国需要对军事霸权的价值进行重估。 

苏瑞教授在全篇评论结尾时说：“我们对军事
力量的局限要诚实面对。我们要把资源分配到其他
组织和机构，而切实让我们的国家更有弹性和更加
繁荣、稳定。我们要回归既往，使美国成为一个拥
有少量维和武力的泱泱大国。”

我认为以上议论是一篇语重心长、切中时弊的
卓见。美国在今后处理国际事务时，要倚重外交和
政经手段，不要动用军事霸权。

回顾历史
从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到如今百多年的

历史进程来看，连绵不断的各式大小战争都给人类
社会和自然环境带来了重大的伤害而一无是处。

德国持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先后发动两次世界
大战，都是辉煌一时，失败收场。日本在二战中曾
经称霸东亚，趾高气扬，1945年9月2日无条件投降。
韩战和越战的发生对中美两国而言都是牺牲重大的
消耗战，制造敌对，两败俱伤，无一取胜。这正

是：“武力取胜不可取，欲速不达非良计。穷兵黩
武要收场，和平奋斗获赞誉。”

奋斗目标
减少军备竞争是当前世界三大军事强国——美

国、中国和俄罗斯的当务之急。不要努力发展尖端
武器，争夺太空霸权。这样也减少了“淘汰武器”
输送各国的货源和穷恶独裁者对民施暴的硬件。各
国省下的军备费用移用民生和国家建设。这诚然是
一举而数得。

联合国也要在各国的支持下真正发挥更大的全
球维和力量，在防战、止战和停战的领域里各施所
长。

制造了和平环境，全球各国要在科技创新、经
贸往还和文教交流等领域里良性竞争，互通有无，
彼此受惠。 

人类是万物之灵，要集中力量预防应对全球性
的灾难，这包括毁灭性的战争，气候变暖及环境破
坏，资源浪费和短缺，贫富悬殊和疫情扩散等。

美中两国是当前军事、经济和科技力量最强大
的国家。它们要合力对世界和平与繁荣做出贡献，
就得首先调节好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彼此要良性
竞争，增加合作，减少冲突。美国刚从阿富汗的困
境里脱身出来，盼其能改弦更张，寻找出一条与中
国善处互惠的通路。中国也要努力改善，让全球刮
目相看。

正所谓：
世界面临新挑战，同舟共济着先鞭。
放弃恶斗多携手，光明前途一线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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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15日，塔利班攻入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塔利班主要领导人Abdullah （坐者）在总统办公室大桌后（网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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