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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的这个夏天，也门局势再次
走到“十字路口”——以沙特为首的多国
联军和也门政府军对红海重要港口荷台
达发动攻击，企图“锁死”胡塞武装进而
逼其就范。持续数年的也门内战走向何
方，荷台达之战至关重要。

战况进展—

“黄金军事行动”引燃

“荷台达争夺战”

荷台达濒临红海，是也门北部第一
大港口。胡塞武装2014年占据荷台达，
夺取首都萨那，并乘势占领也门北部和
南部的大片领土。2016年，多国联军从
南向北把战线推进至萨那－荷台达一
线，此后双方形成对峙局面。

今年 6 月 13 日，在多国联军支持
下，也门政府军发起“黄金军事行动”，
兵锋直指荷台达——胡塞武装外援补
给之“命脉”。也门政府军 19日宣布占
领荷台达国际机场，开始向市区推进。
战事过程中，多国联军不仅派战机对胡
塞武装进行空中打击，还出动军舰为地
面战场提供火力支援。

荷台达是胡塞武装与外界联系的重
要通道。尽管联军2015年起就对也门进
行海陆空封锁，但荷台达等港口一直掌
握在胡塞武装手中，成为其运输军火等
物资补给的“命脉”。像AT-14“短号”反
坦克导弹、AT-13“萨克斯”轻型反坦克
导弹和RPG-29火箭筒等，都在也门内
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黄金军事行
动”第一阶段行动中，也门政府军还在多
国联军火力掩护下控制了荷台达通向萨
那的“16公里线”公路，切断了胡塞武装
从首都萨那到荷台达的重要补给通道。

面对多国联军和也门政府军的攻
势，胡塞武装摆出一副誓与阵地共存亡
的架势，其最高首领阿卜杜勒·马利克·
胡塞表示，“即使多国联军重新控制整
个也门，胡塞武装的战斗也不会停
止”。胡塞武装在荷台达的主要街道上
都放置了扩音装置，滚动播放阿卜杜勒

的讲话片段和战争歌曲，俨然把街道变
成了鼓舞士气的舞台。

战场态势—

“关键之役”引发“殊死

争夺”

虽然荷台达之战中，也门政府军冲
锋在前，但明眼人都知道，沙特才是背
后的真正“主角”。

据沙特媒体报道，在也门战局中，
沙特出动 100 架战机和 1.5 万名士兵，
是各参战国中投入战机和兵力最多的
国家。自 2015年沙特领导多国联军发
起代号为“果断风暴”的军事行动以来，
也门之战已成为沙特建国以来规模最
大、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对外用兵，其
成败将直接关乎沙特的战略布局。

在沙特看来，也门战场的意义已经
超越也门和阿拉伯半岛，成为沙特与伊
朗、逊尼派与什叶派对抗的前沿战场。
也门与沙特有长约 1800公里的陆地边
界，沙特担心伊朗通过对同属什叶派的
胡塞武装的支持，强化其在也门的影响
力，对沙特南部边境地区发动消耗战。
更令沙特担忧的是，伊朗利用对叙利亚
政府军的支持不断加强在叙军事存在，
并在卡塔尔断交危机后加强了同卡塔尔
的联系，加上也门方向的战事，沙特似乎
正逐步陷入亲伊朗势力的夹击之中。

具体到荷台达的战事，一旦多国联
军和也门政府军占领荷台达，将占据极
大主动权：继续北上可断绝胡塞武装的
补给，将其彻底围困在内陆；向西挺进
可与萨那以东的政府军对萨那形成夹
击之势。此外，其还可以通过荷台达港
为也门政府军提供更好的后勤支援。

对胡塞武装而言，荷台达之战则是一
场“生死之战”。去年12月，胡塞武装与也
门前总统萨利赫关系破裂。虽然胡塞武
装在激战中打死了萨利赫，但由于紧急抽
调部队增援萨那，加之萨利赫的部队投靠
政府军，其在西南部地区遭到溃败。由于
从荷台达港进口的物资辐射了胡塞武装

控制下的大部分地区，失去荷台达港也就
意味着其补给链的断裂。果真如此，胡塞
武装将面临被围困在内陆地区的窘境，能
否保住萨那，都是未定之数。

战事走向—

“巷战”恐将造成“惨胜”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近来多国联军
和也门政府军捷报频传，地面战事不断
推进，但荷台达之战很难在短期内结束。

一旦进入攻城战甚至巷战阶段，如
何辨别胡塞武装人员、如何保障普通民
众安全将是其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届
时，空军和海军都将投鼠忌器，飞机和
重型武器几无用武之地，唯有依靠地面
部队。据报道，擅长游击战且熟悉地形
的胡塞武装，已经开始在荷台达市内为
即将到来的巷战进行布防等各种准备。

当然，由于双方在武器装备、兵力
数量、后勤保障等方面差距悬殊，这场
战役很可能以多国联军和也门政府军
的获胜告终。不过，由于荷台达城内数
十万民众极度缺乏基本生活物资，如果
战事久拖不决，引发人道主义危机，多
国联军和也门政府军将面临更大舆论
压力，即便获胜，其胜势也将大大缩水。

需要指出的是，赢得战争难，赢得
和平更难！也门虽身在中东，但不同于
沙特、阿联酋、科威特等“石油豪门”，其
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并不丰富，水资源更
是严重匮乏，是阿拉伯世界最贫困的国
家。联合国发布的数据显示，在 2000
多万也门人中，有近 1800 万人缺乏食
物保障，其中 840万人为极度缺乏。此
外，分裂主义、激进民主运动、部落和教
派冲突、“基地”组织、极端组织“伊斯兰
国”、外部干涉势力，几乎所有导致战乱
的因素，在也门都能找到自己的存在。

纵观也门历史，以往的屡次冲突都
是通过相关各方谈判和妥协得以平
息。也门各方和地区各国只有回到政
治对话的道路上，才能实现也门国内的
和解与稳定。

以沙特为首的多国联军和也门政府军发起对荷台达的攻击—

也门局势走到“十字路口”
■李瑞景 唐家明

在也门战场上，以沙特为首的多国

联军相较胡塞武装占据明显优势。联

军不仅在武器装备方面有代差优势，还

掌握着绝对的制空制海制电磁权。

然而，自2015年多国联军针对胡

塞武装发起代号为“果断风暴”的军事

行动以来，一晃3年已经过去，原先设

想的“速决战”最终打成了“持久战”。

个中缘由，值得深思。

从联军角度分析，无外乎以下几

方面原因。

——先进武器无法“物尽其用”。

沙特联军的许多武器都是美制、法制装

备。然而，在美军手中威风八面的

M1A2主战坦克和M2步兵战车，在沙特

联军手中却由于落单、缺少步兵保护而

多次被胡塞武装击毁，甚至还有数辆

M1A2被缴获。这些尴尬的场面被胡塞

武装拍成视频广为散布，一时间各界纷

纷对多国联军的作战能力产生质疑。

——情报支援成为大问题。沙特

联军每天出动的空袭架次并不多，不是

没有足够的战机和炸弹，只因为没有足

够的情报来指示目标。也门属于高原

多山国家，地形远较伊拉克复杂，给联

军空中侦察出了不少难题。虽然美国

应沙特请求在沙特设立了“协调计划办

公室”，但为避免过深地卷入本次战局，

美军对沙特只提供初级情报支持，并不

提供任何也门境内的详细情报。

——过多关注攻城略地，而非歼

灭有生力量。沙特联军的战术可以归

纳为“空中轰炸、地面轰走”，主要打

“驱逐战”“击溃战”，却很少打“歼灭

战”。以不久前的荷台达机场攻坚战

为例，多国联军主要依靠战机空袭据

点，迫使胡塞武装分子逃离。如此，地

亡人存，武装分子只是换个地方继续

战斗，战事难免久拖不决。

从胡塞武装的角度分析，其之所

以能够在多国联军的打击下，顽强地

生存下来甚至不断发展壮大，也有着

独特的原因。

一方面，打活“圣战牌”争取“外

援”。也门战事中，沙特亲自上阵，伊

朗则仍或明或暗支持同属什叶派的胡

塞武装。同时，旨在推动宗教复兴运

动、建立政教合一体制的胡塞武装打

出了“圣战牌”，不仅赢得了占也门境

内47%人口的什叶派民众的支持，更吸

引了不少从黎巴嫩、伊拉克等地赶来

参加“圣战”的宗教人士，形成了一条

有充足资金链保障的兵源链、作战链。

另一方面，通过“非对称性”作战

打造“亮点”。胡塞武装要想以劣战

优，更要打出自身特点。胡塞武装经

常以手头的各种火箭炮，如BM-21、

BM-27等，对沙特境内进行炮击，有

时还用战术导弹进行“游击式”袭扰。

其中，先进的“圆点”战术导弹曾命中

马里布省的联军前进基地，造成100

多名联军官兵死亡，创造了战术导弹

作战史上的最大杀伤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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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一年有余的卡塔尔断交危

机，不仅未有缓和迹象，相关国家

之间的斗争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

据报道，沙特政府在其与卡塔

尔之间沿边界开挖运河的计划，已

经于6月25日完成招标工作，预计

90天后公布招标结果。根据沙特政

府的规划，这条运河名为塞勒瓦运

河，其长约60公里、宽200米、深

15-20米，绝大部分航段距离沙卡

边界仅1公里。沙特还将修建游艇

码头和大型水上运动设施等，以提

升运河的旅游价值。

虽然沙特在官方规划中给出的

理由是促进自身经济发展，但在

分析人士看来，这一计划更多还

是 在 针 对 卡 塔 尔 这 个 不 听 话 的

“小弟”。

卡塔尔位于波斯湾西南部的卡

塔尔半岛上，沙特是其唯一的陆上

邻国。去年断交危机发生后，沙特

关闭了沙卡边境的口岸，并和阿联

酋、巴林、埃及等国一道，对卡塔

尔关闭领空。运河的开通将把卡塔

尔从阿拉伯半岛“切割出去”，使之

从半岛变成一座真正的海岛。让本

为便利往来的运河，起到界河的

“隔离”效果，这种思路可谓“脑洞

大开”。

沙特想通过地貌的改变和地理

的隔绝，对卡塔尔形成强大的心理

威慑，迫使卡塔尔低头妥协。

不过，这样的目的恐怕很难达

到。

卡塔尔遭受昔日“好友”沙

特、阿联酋和巴林的集体孤立，其

与伊朗之间暧昧的关系是一个重要

原因。断交事件发生后，卡塔尔很

快与伊朗全面恢复外交关系，关系

反而走得更近了。虽然沙特、阿联

酋和巴林中断了对卡塔尔的出口，

但卡塔尔通过扩大进口来源国，实

现了贸易伙伴的多元化。特别是，

其迅速获得了伊朗、土耳其等国的

支持，填补了因遭受孤立所产生的

物资缺口。

有机构估计，断交危机对卡塔

尔造成的经济损失超过 300亿美

元，但对于拥有3350亿美元主权财

富基金和436亿美元外汇储备、人

口仅300万的卡塔尔来说，这样的

损失并非难以承受。

根据沙特的计划，在塞勒瓦运

河与沙卡边境之间的狭长地带，将

择址修建军事基地和核废料填埋设

施。这也引起了外界的质疑。

一方面，卡塔尔境内有美国在

中东最大的军事基地，美国应该不

会容忍沙特在沙卡边界建立军事基

地，也不会坐视两国博弈持续升

级，使自身物资供应受到冲击；另

一方面，军事基地和核废料填埋与

旅游度假功能格格不入。因此，这

很可能只是沙特借运河开凿的契机

植入军事议题，恫吓卡塔尔以迫其

就范的招数。毕竟，以沙特为首的

多国联军针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战

事，每天支出巨额军费，多线出击

只会对其经济、军事、外交的资源

带来更大的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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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人眼中，也门是一个战乱频
发的国家——

1962年 9月，也门北部的“自由军官
组织”发动革命，建立了阿拉伯也门共和
国（简称北也门）。

随后，北也门经历了长达8年的内战。
1963年至 1967年的亚丁危机中，也

门南部人民为反抗英国殖民统治，进行
了艰苦的斗争，最终建立了也门人民民
主共和国（简称南也门）。

1986年，南也门内战爆发。
1994年，南北也门统一不到 4年后，

也门爆发第一次内战。
2014 年，第二次也门内战爆发，战

事延续至今。
面对这样的历史，人们很容易发问：

分裂，注定是也门的宿命吗？
有人曾说，也门局势就像是“麻袋里

的土豆”，国内各派势力相互独立，表面
的统一难掩其内在的分裂。而这一切，

又要从也门自身说起。
从自然地理上看，面积约55.5万平方

千米的也门并不是一个完整板块。鲁卜
哈利沙漠由也门北部伸入中部腹地，将也
门分隔为联系并不紧密的东西两部分。
除了西部沿海有面积狭小的平原地带外，
也门内陆山脉连绵，高原迭起，尤以西北
部最为显著，而东部与南部多为荒漠。破
碎的地缘板块，决定了也门国内各派别联
系较少，难以形成民族认同和对国家的归
属感。

这种情况下，尽管也门大体上有统
一的语言、宗教与文化习俗，但什叶派分
支宰德派占据北方，逊尼派主要分布在
南方，双方人口数量大致相等，力量不相
上下，在一人一票的选举方式下，很难产
生令双方都满意的政府。

另一方面，也门国内部落众多，在
也门政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这些部
落犹如一个个“独立王国”，各自拥有独
立的武装力量和法律体系。这种部落
主义特性，是导致也门长年战乱的重要
因素。2011 年“阿拉伯之春”冲击到也
门时，也门主要部落首领在萨那成立了

也门部落联盟组织，支持反对总统萨利
赫统治的民众，成为也门政权易帜的重
要推手。

域外势力干预也是也门长期战乱的
“催化剂”。也门位于阿拉伯半岛最南端，
北接沙特、东邻阿曼、西扼红海南大门曼德
海峡、南抵亚丁湾，是欧亚非三大洲之间的
交通要道。绝佳的地理位置，使其为域内
外众多势力所垂涎。

历史上，这片土地，曾一次又一次
遭到战火的侵袭——先被埃塞俄比亚
入侵，后经历阿拉伯人南下，再后来奥斯
曼帝国占领北也门，英国殖民南也门。
此外，埃及与沙特借北也门内战大打代
理人战争、南也门借苏联支援推翻英国
殖民统治、伊朗借胡塞武装与沙特领导
的多国联军进行博弈，都加剧了也门社
会的分裂。

有分析认为，如果也门各股力量之
间不能清除教派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对
立，即使实现停火，恐怕也难以避免下一
次内战的爆发。

下图：在也门萨那，一名逃离荷台达

的儿童在临时安置点哭泣。新华社发

也门：坐在战争“火山口”
■张文文

胡塞武装的前身，是也门什叶派
分支宰德派的宗教复兴运动组织——
青年信仰者。该组织由宰德派宗教人
士巴达尔·丁·胡塞于 1992 年创
建，旨在复兴宰德派传统。随着青年
信仰者组织势力快速发展，巴达尔的
儿子侯赛因·胡塞于 1993 年当选也
门议会议员，该组织借机积极参与也
门政治事务。

2003 年伊拉克战争爆发后，该
组织发起大规模示威，反对萨利赫
的亲美政策，遭到镇压。2004 年，
侯赛因·胡塞被也门政府军打死。
随后，其弟弟阿卜杜勒·马利克·
胡塞继任成为组织领导人，并将青
年信仰者改名为胡塞武装，从萨达
省起兵对抗也门政府。

2011 年，萨利赫在席卷西亚北
非的“阿拉伯之春”中被迫辞职。
时任副总统哈迪于次年当选也门总
统。为争取更多自治权，胡塞武装
开始与哈迪政府对抗。自 2014 年 9
月占领首都萨那以来，胡塞武装控
制了也门北部中部大部分省份，甚
至数次上演向沙特发射导弹的“壮
举”。

那么，主要由什叶派民兵构成的
胡塞武装，其战斗力从何而来，又是
如何在以沙特为首的多国联军打击下
屹立不倒呢？

胡塞武装是一支有组织有训练
并且保持长期作战的部落武装。自
成立以来，胡塞武装历经多次作
战，在实战中得到了充分训练，作
战经验极其丰富。

而且，胡塞武装扛起“反对外
来干涉”的大旗，在战场上与沙特
领导的多国联军直接对抗，赢得不
少部落武装的支持。其还利用萨利
赫与哈迪之间的矛盾，一度同亲萨
利赫的势力结成盟友，获得了不少
较为先进的武器装备。

此外，胡塞武装还有“神秘外
援”助阵。据报道，胡塞武装得到
了同为什叶派的伊朗的重要支持，
伊朗不仅为其提供资金和武器弹药
方 面 的 援 助 ， 甚 至 派 出 军 事 顾
问，在训练和作战等方面为其提
供指导。

胡塞武装的

前 世 今 生
■张文文

兵史地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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