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阿富汗能否在战乱中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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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美国及其盟友联手发动了阿富汗战争，并持续了 20年。 美国在战争中伤亡一万多人，消耗两万

多亿美元，在阿富汗留下了一个百孔千疮的烂摊子，最终狼狈撤军。塔利班以更强势的姿态又回到了喀布尔，

夺取了政权。塔利班接手了一个百废待兴、危机重重的阿富汗。塔利班面临太多挑战和棘手问题，诸如反恐与

禁毒、建立包容且有广泛代表性的政府、解决民生发展经济、推动民族国家构建、处理好政教关系、解决社会

发展两元化等问题。 如果上述问题能够得到妥善解决，阿富汗有可能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建设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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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系亚洲中西部的内陆山国， 属大陆

性气候，全年干燥少雨，四季分明。境内多山，著

名的兴都库什山脉自东北向西南斜倾， 多处高

山台地海拔五千多米。 高原和山地占全国面积

的五分之四，北部和西南部有平原，西南部有沙

漠，平均海拔 1884米。最高峰在瓦罕走廊北部，

最高点诺沙克（Noshak）海拔 7492米。 ①主要河

流有阿姆河（也是阿富汗最低点，海拔 258 米）、

赫尔曼德河、喀布尔河和哈里鲁德河。全国面积

652300 平方公里（比我国青海省小，比四川省

大），划分为 34 个省（虽称为省，辖区面积比我

国有些县还小）。

阿富汗北接土库曼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和

塔吉克斯坦，东和东南与巴基斯坦毗邻，西与伊

朗交界，东北突出的狭长地带与中国接壤。阿富

汗不仅是多种文明交汇和碰撞的地区， 也是大

国势力长期博弈、争夺之地。

一、美国在阿富汗留下了什么

2001 年，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 这个世界

第一军事强国与其西方盟国用了 20 年时间，耗

费了数万亿美元，死伤了一万多人，仅在阿富汗

历史上“画了个圆圈”，历史似乎又回到了原点。

2021 年 8 月 15 日， 塔利班以更强势的姿态又

回到了喀布尔。

虽然美国是根据与塔利班达成的协议实施

撤军，但撤离行动仍造成喀布尔机场极度混乱，

甚至有仓皇出走的阿富汗人从起飞的飞机上滑

落身亡，撤离过程中机场还遭到恐怖炸弹袭击，

慌乱的美军狼狈不堪。 美国媒体也称美国匆忙

从阿富汗撤离为“大溃败”。 美国在干涉其他国

家的过程中，总是始乱终弃，乱搞一通，留下一

个烂摊子，然后拍拍屁股走人，在阿富汗亦然。

那么，20年来美国在阿富汗留下了什么呢？

———战争不仅耗费了巨资， 还导致几十万

人死伤和数百万难民流落他乡。 布朗大学的战

争费用和死亡人员项目研究数据表明， 美国在

阿富汗战争中耗资高达 2.3 万亿美元 ； 截至

2021 年 4 月， 在阿富汗战争中多达 2448 名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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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军人丧生；另外有 3846 名美国雇佣兵、承包

商和非军事人员死亡（这些所谓的“承包商”并

非通常经济活动的承包商， 除了负责基地或重

要目标的安保工作外，还完成见不得光的“湿活

或脏活” 等特殊任务等， 但很少被美国政府提

及）； 北约盟军有 1344人丧生， 救援人员死亡

444人，79名记者遇难；共有 8161人死亡。

在 20 年战争中死于战乱的阿富汗无辜平

民达 47245人，死亡者中除了有成年男子，还有

妇女和儿童；阿富汗军队和警察死亡 66000 人；

而塔利班和其他反对派武装的死亡人数为

51191 人；共有 164436 名阿富汗人在这场本可

避免的战争中丧生。 ②伤残人员则是死亡人数

的数倍（最保守的估算也是 5~6 倍），他们的余

生将在痛苦中度过。

20年战争摧毁了无数民众的家园， 使 590

万阿富汗人流离失所，很多人被沦为难民。 ③这

些人生无所依、无处为家，有很大一部分逃离阿

富汗而流落海外。

———扶持了四届傀儡政府， 培养了一批所

谓的“城市精英”。 美国为了扶持傀儡政府以及

组建阿富汗军队和安全部队， 共耗费了 830 亿

美元。 2001 年美国占领阿富汗之后，很快建立

了“傀儡政权”，先是推出卡尔扎伊任总统，之后

由加尼执政。媒体通常称其为“喀布尔政权”，这

倒是“名副其实”，因为包括塔利班在内的各种

反政府势力从未停止过斗争， 傀儡政府的管辖

能力也仅限于喀布尔和周边地区。 傀儡政府从

成立之日起就无法逃脱必然垮台的宿命。 因为

一个靠外国军队支持和保护的政权绝不可能长

久， 垮台只是迟早的事。 塔利班刚刚抵近喀布

尔，还未进城，包括总统加尼在内的许多高官就

纷纷卷款潜逃，加尼出逃的时候卷走了 1.69 亿

美金。 ④塔利班在副总统阿姆鲁拉·萨利赫的别

墅里发现了六百五十多万美元现金和许多金

砖。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也怒斥阿

前总统加尼是“骗子”。 ⑤

这些所谓的社会精英， 很多都持有双重国

籍。 前总统加尼早就是美国公民，只是在 2009
年为了竞选总统才放弃了美国国籍。 前信息通

信部长萨伊德为英国国籍， 因为不愿与这些腐

败分子同流合污，于 2020 年辞职弃官，到德国

去打工送外卖。

虽然阿富汗军队和安全部队拥有先进的美

式装备，但塔利班攻城掠地，甚至没有遇到什么

抵抗就进入了喀布尔， 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是政府贪腐、将军吃饷。许多将军看到政府高官

贪腐，也“不甘落后”，造了一些假名字掺混在军

队编制名册中充数，从中捞钱牟利，致使阿富汗

军队大量缺员。

实际上，2020 年 2 月美国与塔利班达成撤

军协议时， 就已经事实上抛弃了阿富汗傀儡政

府。 所以，加尼政府很快瓦解、军队不堪一击也

就不足为奇了。

———美国以反恐之名发动阿富汗战争，但

20 年过去了，结果是越反越恐。 美国和盟友在

阿富汗驻有大规模军队， 在峰值期美军驻阿富

汗达十多万人，⑥直到 2020 年初，美国在阿富

汗的驻军仍有 1.4万人。 ⑦阿富汗前政府军和安

全部队也是全套美式精良装备， 达 30.7 万之

众。 ⑧美国应该有能力打击恐怖组织，遏制其在

阿富汗发展，但实际效果截然相反。 与 20 年前

相比， 在阿富汗活动的恐怖组织从几个增长到

二十多个，其中最主要的有：

基地组织网络（Al Qaeda Core - AQ）和印

度次大陆基地组织 （Al Qaeda in the Indian

Subcontinent - AQIS），⑨这两个都是基地组织，

活动相对低调，前者为基地核心机构，后者是其

在南亚设置的相对独立的分支机构， 同样在阿

富 汗 活 动 ； 伊 斯 兰 国 呼 罗 珊 省 （Islamic

State-Khorasan Province–ISKP），虽然该组织经

常与塔利班发生冲突并遭到美军的打击， 但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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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调行事， 美军撤离过程中在喀布尔机场遭到

的炸弹袭击就是该组织所为； 巴基斯坦塔利班

运动（Tehrik-e-Taliban Pakistan–TTP），为典型

的跨境恐怖组织，总部在巴基斯坦，但经常在阿

富汗从事恐怖活动；东突厥伊斯兰运动（Eastern

Turkistan Islamic Movement–ETIM），该组织不

仅在阿富汗进行恐怖活动， 还与 “伊斯兰国

（IS）”有密切联系，在其意识形态影响下还派恐

怖分子参加在叙利亚等地的活动； 乌兹别克斯

坦伊斯兰运动（IslamicMovement of Uzbekistan -

IMU） 以及圣战者联合理事会 （Mujahidin United

Council-MUC, Shura-i-Etehad Mujahidin） ⑩等。

“恐怖组织把阿富汗作为他们的基地 、招募中

心 ，支持和组织武装分子实施恐怖活动 。 ”輥輯訛

阿富汗也因此成为受恐怖主义影响最严重的

国家。

———阿富汗变成了全世界最重要的鸦片生

产和输出地。 美国在阿富汗进行的另一场 “战

争”即反毒和缉毒同样收效甚微。 20 年来由于

动荡和战乱，以及政府治理不力，阿富汗成为世

界最大的罂粟种植区和鸦片生产地， 鸦片产量

更是增长了四十多倍， 輥輰訛目前全球 90%的海洛

因都来自阿富汗。 2017年阿富汗鸦片生产量达

到 9900 吨，价值 14 亿美元，约占阿当年 GDP
的 7%。 輥輱訛美国及其盟国发动冠名为“持久自由”

的阿富汗战争后，大量毒品扩散到世界各地，导

致约 100万人死亡。 輥輲訛

根据美国国会阿富汗重建特别监察组

（SIGAR）的报告 ，为了控制阿富汗的罂粟种

植和毒品交易，2002 年至 2017 年美国共投入

了 86 亿美元进行缉毒 ，包括施行封锁 、销毁

罂粟种植及鼓励种植其他农作物等， 但是收

效甚微。 美国在阿富汗不仅反恐失败，缉毒也

不成功。 輥輳訛

———遗留了大批武器弹药和装备。据报道，

美军从阿富汗撤离时遗留了大批武器装备，价

值约数亿美元，輥輴訛其中包括数以万计的汽车、许

多架飞机， 以及数十万件小型武器和轻武器及

其他装备。当然，一些比较尖端的武器装备被破

坏了（包括拆走了核心部件和芯片或使用“热爆

炸弹”进行破坏），已无使用价值。但是大量武器

弹药留在阿富汗， 特别是其中一部分枪支流入

到民间或被恐怖组织获取， 又可能引发更多的

暴力恶性事件，直接威胁着阿富汗的社会稳定。

其实许多年前， 美军和阿军中就有官兵为了牟

利，将武器装备倒卖到黑市上，有些武器装备还

流入到周边国家。 这根本就不是什么秘密。

美国撤军阿富汗可谓“颜面尽失”，其失败

的阿富汗政策受到国内外的广泛批评。 美国国

会阿富汗重建特别检查组（SIGAR）发布了长达

140 页的《阿富汗重建 20 年的教训》报告，反思

20年得失。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

利在总结阿富汗乱局时指出，“这不仅是一次军

事溃败，也是西方价值观的溃败”，而“民主是不

能输出的”。 輥輵訛教皇方济各也谴责美国在阿富汗

20 年的战争，无视当地人民的文化传统，将民

主强加给阿富汗。 輥輶訛

早在 2009 年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联大演讲

时就说过，“外部（力量）不可能将民主强加给任

何国家。 每个国家都将谋求一条基于自身民族

文化和历史传统的发展道路”輥輷訛。 前不久，拜登

总统在谈到从阿富汗撤军决定时也强调， 这个

决定不仅仅是关于阿富汗，而且“它终结了采取

大规模军事行动改造其他国家的时代”。 輦輮訛

表面上，美国总统好像都“很明事理”。 那

么，美国政府会认真反思吗？ 毫无疑问，美国高

层不会认真反思，也不会停止对外干涉，美国的

历史几乎就是一部战争史。 美国可能在战争中

失去很多（财力、物力、人员等），但仍在打仗、发

动战争。 因为美国政府就是美国军火工业大财

阀掌控的国家机器， 军火大亨们总是能从贩卖

军火和战争中获取最大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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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在阿富汗留下了一个百孔千疮的烂摊

子，而阿富汗人民则留了几十年的血和泪，抚平

这些创伤需要更长的时间。

二、塔利班的前世今生

塔利班（Taliban）为普什图语“学生”一词的

音译，輦輯訛即宗教学校的学生，现指阿富汗以民族

主义为基础、 以伊斯兰复兴主义为意识形态的

政治军事力量。塔利班 1994年兴起于阿富汗南

部与巴基斯坦交界地区，宗旨是铲除军阀、恢复

社会秩序、打击腐败、重建国家，因此得到诸多

部族势力的支持。 塔利班遵奉的伊斯兰复兴主

义与德欧班迪教派有很深的渊源。 德欧班迪教

派 （Deobandi） 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的一

种，最初起源于印度小镇德欧班（Deoband）穆

斯林社团的宗教学校，19 世纪 60 年代为抵抗

英国殖民统治得到进一步发展， 后流行于印度

北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等地，主要通过宗教学

校传播其教派思想和理念，有很大影响力。 輦輰訛

德欧班迪教派的思想主张是， 反对当时伊

斯兰社会出现的腐败和不纯洁现象， 要求通过

传统的伊斯兰教育和严格实施 “沙里阿 ”輦輱訛

（Shari’a伊斯兰教法） 推进社会变革。 塔利班

的领导层中很多人曾在德欧班迪教派的宗教

学校学习过。宗教学校在这些地区有很深的根

基，得到许多部族的支持，同时也不断向塔利

班输送人员。早期巴基斯坦（主要是“边境警察”

Frontier Constabulary） 曾为塔利班武装提供过

训练。

塔利班崛起于乱世。 1996 年 9 月，仅仅崭

露头角两年的塔利班， 一鼓作气扫平各路军阀

和多种势力，势如破竹般地攻下首都喀布尔，推

翻拉巴尼政府，夺取政权。一年后，定国名为“阿

富汗伊斯兰酋长国”。塔利班掌权后推行伊斯兰

原教旨主义，实施极为严苛的统治，歧视妇女，

抵制现代化，排斥其他文化，实行“灭佛运动”，

甚至还炸毁了著名世界文化遗产巴米扬大佛。

阿富汗还成为“基地”组织的避风港。 塔利班实

施的苛政引发人们的普遍不满， 塔利班也逐渐

失去人心，时至今日仍遭世人诟病。虽然塔利班

已经掌权， 关心阿富汗局势的人们仍然在观其

言行。

2001 年“9·11”事件发生后，美国以塔利班

政权庇护“基地”组织头目本·拉登为由，发动阿

富汗战争，推翻了塔利班政权。塔利班被赶出喀

布尔，但没有消亡，而是转入农村和边远地区，

长期与美军周旋并不断袭扰美军和傀儡政府，

使其疲惫不堪， 最终迫使政府不得不与塔利班

谈判。 目前塔利班武装超过 8.5 万人，輦輲訛装备精

良，战斗力很强。

塔利班与伊斯兰国有何不同

塔利班与伊斯兰国尽管均秉持所谓伊斯兰

复兴或原教旨主义理念、意识形态，都是“贴着

伊斯兰标签”的组织，但有着本质的不同。 两个

组织之间的敌对和冲突既有源于意识形态上的

差异和对立，也有现实中争夺资源（包括物质和

人力）过程中产生的矛盾和对抗。

塔利班的伊斯兰主义是以民族主义为基础

的，其宗旨是赶走外国占领军，在阿富汗实行伊

斯兰教法，让信众生活在和平、公正、没有贪腐、

纯净的伊斯兰社会中；它有具体目标、措施，也

曾有执政经历，是现实主义的。塔利班为了实现

其目标， 采取政治斗争和武装斗争相结合的方

式， 组织成员主要是普什图人和境内的其他部

族成员， 在其成立之初吸纳了许多抗击苏联入

侵的“穆贾希德”（抗苏圣战者）老战士。 塔利班

想要统治阿富汗，其立足点也是阿富汗。塔利班

认为伊斯兰国罔顾阿富汗人民的利益， 无益于

阿富汗国家、社会的发展。

而所谓的伊斯兰国（Islamic State，）只是自

诩、臆想的国，是极端泛伊斯兰主义的恐怖组

织， 其终极目标是在全球范围内建立哈里发

统治下的伊斯兰帝国，是一种“宗教乌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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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国呼罗珊分支”（ISIS-K，Islamic State-

Khorasan）是其在阿富汗的分支组织。所谓伊斯

兰国， 除了有自己独特的领导组织和宣教机构

传播极端思想及进行培训之外， 主要进行各种

方式的恐怖活动，手段极其残忍。为了扩大恐怖

影响，他们往往采取针对平民的行动（例如，前

不久在喀布尔国际机场制造的爆炸案）；其组织

成员极为复杂， 多数是在各国招募的思想偏激

的信众， 也有少数来自西方社会的皈依后的尚

武杀手。 阿富汗对于伊斯兰国来讲只是实现其

全球目标的跳板。 伊斯兰国指责塔利班从狭隘

的民族主义中获得合法性， 无视伊斯兰主义的

全球目标。

阿富汗塔利班与伊斯兰国呼罗珊分支

ISIS-K是多年的死对头。双方争夺势力范围、资

源和人力等，时常发生武装冲突。喀布尔的监狱

曾关押了数百名伊斯兰国呼罗珊分支成员，其

中包括前领导人阿布·奥马尔·霍拉萨尼等。 塔

利班占领喀布尔后，从监狱释放了数百名囚犯，

但处决了霍拉萨尼和其余8名骨干分子。 輦輳訛

接管喀布尔之后， 塔利班反复强调不允许

ISIS在阿富汗活跃起来。 塔利班承诺，“不能让

阿富汗成为恐怖分子向其他国家发动攻击的跳

板”。 輦輴訛

实际上， 所谓伊斯兰国一直是包括联合国

在内的国际社会公认的恐怖主义组织。 中东以

及伊斯兰国家不论是政府还是宗教组织和宗教

领袖均一致谴责伊斯兰国残暴的恐怖主义行

为，相关国家不断派军队进行打击、围剿。

塔利班将如何执政

2021 年 8 月 15 日， 塔利班占领喀布尔之

后，塔利班很快就宣布建立“阿富汗伊斯兰酋长

国”（Islamic Emirate of Afghanistan），这也是塔

利班 1996年夺权建国时的国名。它实际上确定

了未来阿富汗国体的性质和政体的形式———将

实施伊斯兰教法已无悬念，即教法立国并在“埃

米尔”领导下组建包容性政府。

9 月 7 日， 塔利班又宣布了临时政府的内

阁（主要成员）名单，除国家元首“埃米尔”阿洪

扎达之外，新政府 9名成员包括总理均冠以“代

理”字眼，突出了临时性和可调整性。

毫无疑问， 塔利班已经不是二十多年前的

塔利班，这点塔利班也在反复强调、宣示。 对塔

利班而言，倒退肯定是没有出路的，还将使阿富

汗重新陷入内战的深渊。

塔利班将向何处去， 将在多严苛程度上实

施伊斯兰教法， 未来新政府将在多大程度上体

现包容性和代表性尚未可知， 但这些问题毫无

疑问将决定着阿富汗的未来发展方向， 也是阿

富汗人民和国际社会的关心之处。

中东国家中实施伊斯兰教法的不在少数，

虽说都是按照同一部教法行事， 但各国在包容

度和宽容性方面不尽一致。

沙特阿拉伯王国是中东地区也是伊斯兰世

界中最保守的国家，遵奉瓦哈比派（近代阿拉伯

半岛出现的伊斯兰教复古主义派别，亦称“清教

派”）。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新一代

领导阶层治国理念的变化， 沙特阿拉伯出现了

一些值得期许的变化：虽然女性依然带着面纱，

但早在十多年前沙特阿拉伯就兴建了世界上最

豪华的女子大学， 女性可以在校接受系统的高

等教育；沙特阿拉伯已经开放了电影院，女性可

以独自驾驶汽车外出， 沙特女性就业率（2018

年）已达 23%；輦輵訛2018 年 3 月和 2019 年 12 月，

沙特先后在吉达和利雅得举办了两届国际爵士

音乐节，輦輶訛而以前爵士乐被认为是魔鬼的声音；

2021 年 8 月两名沙特女性还被任命为两圣地

清真寺总管助理的高级教职， 輦輷訛同年 9 月沙特

阿拉伯武装部队还出现了女兵。 輧輮訛这在以前都

是不敢想象的。世界在发展，古老保守的沙特阿

拉伯也在变化。 上述变化并不仅仅在于女性可

以独自驾车或在清真寺任重要教职为教民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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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更重要的是打破了束缚妇女的枷锁，体现了

尊重女性和公平正义， 为进一步解放妇女和生

产力作了铺垫，有深远的社会意义。沙特阿拉伯

王国作为伊斯兰教两大圣地的守护者在伊斯兰

世界有十分特殊的影响，因此，沙特阿拉伯的变

化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当然也给塔利班

在阿富汗施政、治国提供了可以效仿的样板。那

么塔利班还会像二十多年前那样墨守陈规、恪

守严酷的伊斯兰教法吗？

虽然阿富汗的绝大多数人都是穆斯林，伊

斯兰教有着极为广泛且根深蒂固的影响， 但阿

富汗历史上一直是世俗主义国家， 从未出现过

神权统治。 25年前塔利班夺取了政权， 曾有 5

年的执政经历，其间实施了严苛的伊斯兰教法。

2001 年被逐出喀布尔之后，塔利班的领导人也

更换了两次， 对这段执政失败的经历肯定会进

行反思。 20 年后塔利班重返喀布尔执政，从一

进城就立即宣布在阿富汗大赦， 包括前政府官

员和一些反塔利班的人，同时反复强调将组建宽

容的政府，将给阿富汗带来和平，鼓励公职人员

返岗工作，允许妇女接受教育和工作等等。 前不

久， 塔利班临时政府发言人宣称：“计划在阿富

汗举行大选， 阿富汗社会的各个阶层将广泛参

与其中。 我们正寻求让非塔利班成员、有才能的

人参与到最广泛的领域中来。 ”輧輯訛这些都说明，塔

利班已经不是二十多年前的塔利班了。 在喀布

尔， 除了伊斯兰国呼罗珊分支在机场搞的恐怖

爆炸和美军无人机的报复轰炸之外， 目前尚未

发生过大规模流血事件，社会秩序在逐步恢复，

刑事案件也减少了，确实出现了一些新变化。

与此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即便塔利

班的转变和承诺全部兑现， 也不等于就是阿富

汗社会的转变。毕竟塔利班只有不到 10万人的

“小众”， 与阿富汗传统社会的巨大体量相比不

过是“九牛一毛”。 阿富汗是非常落后且保持着

传统社会习俗的国家， 传统社会势力的惰性和

历史惯性仍有极强的影响力。

美国在撤军前曾预测阿富汗会发生内战，

估计阿富汗军队和安全部队至少能抵抗、 坚持

3个月。 塔利班也做好了殊死搏斗的心理准备。

但是，阿富汗形势发展得太快，以致塔利班还没

有充分准备就匆匆登堂执政了。 我们有理由期

许，也应该有耐心，国际社会亦然。

三、站在历史发展的十字路口

阿富汗曾饱经内忧外患，20 世纪 70 年代

以来又经历半个世纪的动荡与战乱。

1973 年至 1979 年 7 年中就发生了 4 次政

权更迭：1973 年 7 月，穆罕默德·达乌德联合一

批青年军官发动政变，推翻了查希尔王朝，建立

了阿富汗共和国；1978 年 4 月， 人民民主党总

书记塔拉基在苏联的支持下成功发动政变 ；

1979 年 9 月，因派系冲突升级、内讧不断，哈菲

祖拉·阿明在火并中胜出夺权， 而 3个月之后，

即同年 12 月，苏联支持“旗帜派”发动政变，阿

明被击毙，卡尔迈勒在苏联支持下组建新政府。

1979 年底至 1989 年是苏联军队入侵并占

领阿富汗的 10年。 苏联撤军后，阿富汗陷入各

派势力“群雄争霸”的混乱时期。

1992 年伊斯兰反政府武装发动大规模攻

势，夺取政权，建立了“阿富汗伊斯兰国”。 1996

年塔利班夺取喀布尔之后很快控制了全国，宣

布建立“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

2001 年美国及其盟友发动了阿富汗战争，

开始了对阿富汗长达 20年的军事占领。

长期动荡与战乱不仅给阿富汗造成了严重

的破坏，更是对社会发展、生态环境、社会文化

的严重摧残， 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和极为深

远的影响。 经历了长期战乱的阿富汗又一次站

在历史发展的十字路口。

美国撤军时， 阿富汗前总统等政府高官纷

纷外逃， 并卷走上亿美元和价值不菲的黄金珠

宝等。塔利班接手了一个百孔千疮、危机重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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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塔利班面临着太多的挑战和棘手问题，

但最重要的是以下六个方面的问题。

———反恐与禁毒是生存的前提条件。与恐怖

主义组织切割是塔利班能否顺利执政并得到国

际社会承认的前提条件。 在反抗美国军事占领和

傀儡政府的斗争中，塔利班曾与恐怖组织有很多

交集与合作，至今阿富汗境内还有二十多个恐怖

组织在活动，其中“伊斯兰国呼罗珊分支”是目前

活动比较频繁、手段最残忍的恐怖组织。

如果塔利班不同恐怖组织切割， 仍有勾连

等行为，就没有可能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承认，

当然也就不可能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与援助。

世界主要大国和周边国家都已对塔利班提出了

比较具体的要求。 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如果

任由恐怖组织在境内活动与发展， 无疑将使整

个社会再次陷入动荡，不仅阿富汗人民不答应，

塔利班政权也将被削弱，从而不可能顺利执政。

塔利班当然不能容忍恐怖组织的挑战、 不断制

造恐怖袭击事件，近期已经开始对“伊斯兰国呼

罗珊分支”进行清剿，估计还将进一步清剿、驱

赶恐怖分子，以保持社会稳定。

与此同时， 禁毒是塔利班面临的另一个艰

巨任务。如前所述，阿富汗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

罂粟种植地和鸦片输出地， 许多农民以种植罂

粟为生。但“毒品产业”不仅毒害国民，还遗祸世

界其他国家。世界各国一贯推行禁毒、缉毒的政

策措施， 当然也不能容忍阿富汗继续成为 “毒

窝”。 塔利班已经郑重承诺：禁毒、缉毒，铲除毒

品经济。

无论是打击恐怖主义组织，还是禁毒、缉毒，

都必须有一支强有力的武装力量。 以前塔利班作

为抵抗组织，是为了生存和开展斗争以适应环境

的一种组织形式，执政之后已不适应新形势的需

要。 美国扶植建立的军队和安全部队已经解体，

阿富汗需要一支新型的国防军和安全部队，这也

是国家强力机关的一部分。 塔利班只有实现改造

和自我改造（包括对旧军队改造和自身的改造转

型），才能组建立一支新型军队。

———建立包容并有广泛代表性的政府是最

根本的问题。 这是塔利班夺权后能否顺利执政

的基础。客观形势要求塔利班必须完成转变：从

战时军事对抗组织向和平时期经济建设机构转

变；从以前的一致对外向消除内部分歧，避免矛

盾、内耗引发新的冲突和战乱的转变。

塔利班入主喀布尔夺取了政权， 并不意味

着塔利班就可以一家专权。 未来的阿富汗政府

必须具有包容性、广泛代表性，即由代表着不同

部族、阶层利益的人员组成政府。这不仅是国际

社会的期待，更是阿富汗现实政治决定的。阿富

汗有二十多个民族， 最主要的普什图族占人口

的 42%，塔吉克族占 27%，乌兹别克族占 9%，

哈扎拉族占 9%，艾马克族占 4%，土库曼族占

3%，俾路支族占 2%，其他少数民族占 4%。 輧輰訛阿

富汗是伊斯兰国家，约 99%为穆斯林，绝大多

数人属逊尼派（约 90%）并遵奉哈乃斐教法学

派（Al Hanafy-yah），仅少数人属什叶派。

可能没人怀疑塔利班武装能征善战， 但他

们未必全是经营管理各行各业的行家里手。 现

代社会各个部门的运作与管理都需要学有所长

的专业优秀人才， 新政府具有包容性才能广纳

良才。

在抵抗美国军事占领和打击傀儡政府的年

代，塔利班在其势力所及之地都建立了“影子政

府”（Shadow Government）， 不仅削弱了傀儡政

府，也为自身治国理政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2021年 9月底，临时政府代理司法部长表示，

将在阿富汗实施查希尔国王时期的宪法（1964
年），但将排除违反伊斯兰教法的部分条款。 毫

无疑问，相对宽容的政策有利于安定民心。

傀儡政府以无能、贪腐著称，塔利班主导下

的新政府能否高效、 廉洁决定着阿富汗重建和

发展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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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迫切的问题是解决民生问题、 发展

经济。这是阿富汗面临的最迫切、也是长期没有

得到解决的问题。

根据联合国的统计，自 1971 年以来阿富汗

一直是世界最贫穷的国家之一， 约 54.5%的人

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阿富汗以农业为主，只有

一些简单的工业项目。 目前农业部门吸纳了

80%的劳动力，工业和服务业各占 10%，失业率

为 35%。 輧輱訛目前阿富汗还可能出现食品短缺等

人道主义危机。 今年 9月联合国发展署呼吁各

国援助阿富汗。

20 世纪 50 年代末期到 70 年代初期，阿富

汗曾先后实施过 3 个“五年计划”，虽然完成了

一些基础设施项目， 但对推动经济发展的作用

非常有限。阿富汗经济依旧十分落后，自身缺乏

“造血功能”，对外依赖严重，每年数十亿美元的

外国援助支撑着阿富汗的生存。

阿富汗经济落后的主要原因是， 在比较封

闭的自然环境下， 长期受内乱和外部入侵的困

扰和破坏， 导致生产要素短缺， 劳动生产力低

下。 具体表现在：

第一， 政府经济部门缺乏有效的经济规划

和专业管理能力。 由于没有切合实际的规划和

有效的运作和管理， 导致规划或项目设计从开

始就不尽合理，之后往往难以实现预期目标。

第二，苏联入侵和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等

先后造成难民和流离失所的民众多达一千一

百多万， 輧輲訛即人口总数 29% 的人长期流动逃

难。近几年美国利用“特殊签证项目”，先后从阿

富汗弄走了十几万对经济建设和发展有用的人

才。 目前阿富汗各个领域都缺乏可用之才。

第三， 外资援助和借贷由于附加条件的限

制等原因，也存在着项目规划不对路、资金到位

不及时等问题，导致外资利用效果不佳等问题。

第四，受多种因素影响，私人资本不活跃，

还存在有限资金外流的情况， 使国内经济发展

资金更加捉襟见肘。

也正因为如此， 尽管阿富汗拥有一些宝贵

的自然资源（例如石油、天然气、铜、金、铀、稀

土、锂、铝土矿、煤、铁矿石、铬、铅、锌、宝石天青

石矿等资源），但由于长期战乱、缺少资金与适

用人力资源， 并未能有效地开发利用， 而只能

“望矿兴叹”。

从依赖外援型的国家转变为经济独立的国

家不仅是民生问题， 也是保证国内政治稳定的

基本条件。

———民 族 国 家 构 建 （National State-

Building）是立国之本。民族国家建立后，通过政

治、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法律体系的建立，使公民

意识超越地方性、族群意识和文化的狭隘界限，

通过多种文化和社会传统的融合， 形成新的为

全体公民普遍接受的国家意识形态。同时，民族

国家认同不是单向的，而是国家与公民互动、磨

合形成的。

持久的动荡和战乱使阿富汗严重碎片化。

不同族群、 教派的武装力量控制着其势力所及

的区域，形成长期武装割据的状况。更为严重的

是， 半个世纪的动荡和战乱造成多达一千一百

多万难民和流离失所的民众， 輧輳訛有的在难民营

生活了十几年，还有的甚至就是在那里出生的。

艰难、悲惨的流浪生活，使成年人很难找到稳定

的工作，青少年根本没有可能接受系统的教育。

他们在艰难中度日， 以悲观甚至绝望的心态看

待社会， 在长期的难民营和流浪生活中形成了

独特的“难民文化”，对民族国家认同产生了重

大、深远的负面影响。

家庭是社会最小的单元。一个社会，如果多

数家庭不成家，那么民族国家构建就难以实施。

如果国家无法保护本国公民和公民基本权利，

民众对民族国家的认同也将逐步淡化， 公民对

国家的义务和责任也可能随之淡化。 半个世纪

的战乱中， 许多阿富汗人没有得到国家的保护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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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庇护，更多的是得到部落、部族社会的帮助。

个体与部落、 部族的关系强于个人与国家的关

系。

最基本的国家与公民的关系是保护与忠诚

的关系。 如果一个国家根本无法保护自己的公

民，公民又如何形成对国家的忠诚？国家对颠沛

流离的难民又能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所以，阿富

汗民族国家构建首先必须解决难民问题。

———处理好政教关系是无法回避的问题。

即如何以一种与时俱进的、 发展的理念处理好

宗教与政治、宗教与世俗的关系。

目前，许多伊斯兰国家（包括比较保守的

伊朗、沙特阿拉伯等国）都将《古兰经》和“沙里

阿”輧輴訛作为国家立法的依据，视其为指导、制约

社会道德规范、国家政府行为的神圣法典。对穆

斯林而言，《古兰经》和“沙里阿”是持身律己的

行为准则，是座右铭。

现代化随着时代发展的脚步深入到社会

的每一个角落，拒绝现代化无异于“自残”“自

杀”。实际上，伊斯兰世界无论何种教派均无一

例外（尽管程度不同）地接受了现代化：从宣礼

塔的悠扬绵长的宣礼声、輧輵訛日常的电灯电话，到

满街奔跑的汽车和凌空翱翔的飞机，治病救人

的医药和器械等等，无不体现着现代化和时代

进步。尽管原教旨主义者一再重申并呼吁回到

“原始初创时期淳朴、纯真的本源”，但无论是

伊斯兰国、基地组织，还是塔利班武装，都在一

定程度上有选择地接受了现代化。他们对手中

的各种现代化武器更是爱不释手。 如果真正

“坚持本源”， 坚持使用伊教初创时期的冷兵

器，他们早就被消灭好几次了。其实，他们都是

有选择地接受了现代化， 即有明确目的性的

“为我所用”。 就此意义而言，世上并不存在真

正的“原教旨主义者”。

阿富汗人 90%以上都是穆斯林，但历史上

阿富汗一直是世俗国家， 从未建立起像伊朗这

样的神权政治国家。塔利班如果行事太过偏激，

严苛推行伊斯兰教法，恐怕难以长久，也难以得

到阿富汗人民的普遍拥护和国际社会的支持。 换

言之， 塔利班只有实行比较温和宽容的宗教政

策，与时俱进，才能使阿富汗逐步步入现代社会。

———必须解决社会发展两元化问题。阿富汗

是中东地区最早取得独立的国家（1918年），但相

对封闭的自然环境和长期动荡与战乱使得其发

展缓慢，生产力低下。 经济发展不平衡使阿富汗

出现了社会发展两元化问题，苏联入侵和美国发

动阿富汗战争进一步加剧了这种趋势。

18 世纪 60 年代以来， 世界先后经历了三

次工业革命。工业革命不仅仅是产业革命，社会

生产方式的变革和社会生产力的提高改变了社

会经济结构，还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思想观

念和价值取向， 从而使社会生活结构发生了变

化。工业革命和工业化进程是对民族性格、民族

精神的重塑， 是步入现代化不可或缺的重要路

径。当世界各国先后步入工业化进程时，阿富汗

却如一潭死水，未见波澜。

目前， 阿富汗存在极为严重的社会发展两

元化问题。 少数重要城市在外国援助资金和阿

富汗政府主导的建设中体现出某种 “阿富汗的

现代因素和繁荣”，但这只是“局部”。 从总体来

看，阿富汗还是一个前资本主义的部族社会，即

前工业化社会。 农业人口仍占 80%左右，保留

着落后农牧业社会的生产方式， 部落组织对当

地经济生产也有重大影响。 传统的部族势力在

国家政治中仍有很大的影响力。 阿富汗国内的

政治势力通常是在部族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或与

部族势力有密切联系。 这才是阿富汗更真实的

现实。也正因为如此，塔利班重新返回喀布尔之

前的 20年中，才能凭借着伊斯兰教的动员力量

和部族关系， 一直在阿富汗农村社会发挥着重

要的影响， 在广大农村地区甚至建立了与地方

政府并存的影子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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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发展二元化问题不仅拖累了社会经济

全面发展，也影响了社会稳定。 当然，化解社会

发展两元化问题将是一个比较长的历史进程。

历史从来不是孤立发展的。 上述问题都是

相互关联、相互制约的，有些又是相互交织、重

合的，对塔利班确实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对任何

一个强大、 成熟的政府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如何处理这些问题不仅关系着阿富汗的未来，

其外溢效应还将波及周边国家和地区局势。

四、结语

从发动战争对中东国家进行民主改造，到

放弃改造———结束通过大规模军事行动重塑

（Remake）其他国家的时代，美国中东政策的变

化不仅体现了不同时期美国总统在制定对外政

策时的个人政治偏好，从现实角度来看，更是表

明了美国国力的衰退。美国无力、也无法对其他

国家进行政治改造， 或在其他国家推进民主进

程（尽管它从未成功过，但制造的麻烦不少）。美

国在阿富汗的溃败已经说明美国霸权和美国国

力的衰败之势。 这是不争的事实。

二十多年前塔利班首次执政只有 5 年时

间，却劣迹斑斑，至今阿富汗人仍心有余悸。 20
年后塔利班上演“大反转”，顺利夺权也绝非偶

然，说明其仍拥有广泛的社会基础。

确实，阿富汗局势充满各种可能和变数。如

果塔利班政府能够比较好地处理上述问题，阿

富汗有可能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 建设时

期。 反之，塔利班将走上不归路，阿富汗也将重

新陷入战乱之中，人民将蒙受更大的灾难。

阿富汗是属于阿富汗人民的。 任何政党组

织包括塔利班以及各种外国势力， 仅仅是阿富

汗历史上的过客，历史会作出公正的裁判：或载

入史册，或钉上耻辱柱。阿富汗文明终将随着社

会历史的发展演进而更加灿烂。 但我们也必须

清楚的是，那将是一个非常漫长、曲折的历史发

展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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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ld Afghanistan Revive from Catastrophe of W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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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s Allies launched a war in Afghanistan that lasted 20 years. The US suffered more than 10,000

casualties in the war, spent more than $2 trillion, left a broken mess in Afghanistan, and eventually withdrew in confusion. The

Taliban returned to Kabul strongly and seized power. The Taliban inherited a broken Afghanistan with crisis. The Taliban faces

too many challenges and thorny issues, such as anti-terrorism and anti-drug, establishing inclusive and broadly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addressing people's livelihood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promoting nation-state building, handl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tate and religion, and solving the dualizing of social development. If these problems could be properly handled,

Afghanistan is likely to enter a relatively stable period of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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