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 ２０２１年４月２２日 星期四责任编辑/吕德胜 许怡真 E-mail:jfjbtxjs@163.com 天下军事

拜登在讲话中表示，对阿富汗“在
外交和人道主义方面的工作”仍会继
续。但在受访专家看来，这种话对阿
政府只能起到心理安慰的作用。事实
上，驻阿美军的行动曾造成严重的人
道主义灾难；美军撤离之后，在阿富汗
留下的也是一个很难收拾的“烂摊
子”。这些都是美国“甩不掉的黑锅”，
将留下一个永久的历史污点。

有资料显示，自美军2001年 10月 7
日进入阿富汗以来，当地已有 3万多名
平民被美军打死、炸死或因美军带来的
战乱死亡，受伤人数超过 6万，约 1100
万人沦为难民。许多乡镇都发生过美
军轰炸导致的悲剧。根据喀布尔大学
学者的评估，阿富汗战争平均每天造成
约 6000 万美元经济损失、约 250 人伤
亡。驻阿美军还在阿富汗使用了被称
为“炸弹之母”的GBU-43大型空爆炸

弹。这种炸弹重约 9.5吨，是美军在所
有战事中使用过的最大的非核炸弹。

在朱永彪看来，未来阿富汗局势
走向取决于3个方面。

其一，塔利班与阿富汗政府之间
如何互动。阿政府与塔利班代表团
从去年 9 月起在多哈举行谈判，由于
阿政府坚持举行大选是阿富汗权力
过渡的唯一方式，塔利班则坚持重新
建立“伊斯兰酋长国”，谈判始终没有
取得重大突破，双方冲突也没有停
止。从目前来看，双方作出让步的意
愿都不高，通过和平方式组成过渡政
府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在美军“加

持”下的阿富汗政府军，只是勉强维
持半壁江山，塔利班自然想在外国军
队撤离之后一鼓作气，重新在全国执
政。因此，许多人都担心，美国撤军
后，阿富汗未来安全形势可能会进一
步恶化，甚至发生种族清洗事件，形
成国家分裂局面。

其二，塔利班内部派别之间是否
会产生内讧。美塔举行谈判之前，塔
利班内部派别分化趋势就比较明显。
虽然美塔协议成为塔利班的胜利果
实，但在如何分配问题上，各个派别免
不了一番明争暗斗。外部压力减小之
后，内部的矛盾就会暴露和放大出

来。此外，相关派别在如何对待阿富
汗政府的态度上，也存在较大分歧。

其三，恐怖组织是否会卷土重
来。塔利班在多哈和平协议承诺不再
让阿富汗成为恐怖分子的庇护所。但
美军撤离后，即使“基地”组织向阿富
汗回流、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向阿富
汗加速渗透，美国也将鞭长莫及。而
且，驻阿美军的撤离，肯定会被塔利班
作为自己的胜利来大肆宣扬，这也会
向“基地”组织和极端组织“伊斯兰国”
传递一种信号——只要坚持得够久，
美国是可以被打跑的。阿富汗舆论普
遍认为，美军撤离后，这些恐怖组织在
阿富汗的活动将更加猖獗，对阿富汗
以及周边地区安全造成更大威胁。随
着恐怖分子活跃程度的增加，美国在
海外的目标遭到恐怖袭击的可能性也
会提高。

留下历史污点

为了证明美军是“体面”地从阿富

汗撤走，美国总统拜登在关于撤军的

相关声明中指出，美国“带着明确的目

标参战而且实现了这些目标”。

然而，回顾历史不难看出，美国所

设立的阿富汗战略目标，一直在随着

局势的变化不断“缩水”。“9·11”事件

之后，美国迅速发动阿富汗战争，其宏

大战略目标既包括推翻“庇护”“基地”

组织的塔利班政权、铲除“基地”组织，

也包括向阿富汗输出西方式的民主制

度，扶植起亲美的阿富汗政府。

然而，近20年过去了，美国总体

来说并未达到预期的战略目标。“基

地”组织仍未被彻底清除，塔利班有愈

战愈勇之势，在阿富汗移植的西式民

主水土不服，通过美国协调来达成阿

富汗国内和解基本宣告失败。这种情

况下，拜登政府的决定，显示其已经不

再将撤军与阿富汗和平进程挂钩。

当初，美军凭借强大的军事实

力，仅用了两个多月时间就推翻了塔

利班政权，而且在后续的“治安战”

中，装备和战术上也都处于明显的优

势。然而，美国尽管可以“赢得”一场

场战斗，最后却不得不在没有达到预

期目标的情况下甩手走人。这再次

说明，战术上的成功弥补不了战略上

的失误，战场上的优势并不必然带来

战争的胜利。

一方面，美国过于迷信武力。“9·

11”事件后，新保守主义势力把持下的

美国政府，过于自信地以为凭借世界

唯一超级大国的军事实力，可以迅速

占领阿富汗并维持其战后稳定。事实

证明，美国可以凭借军事优势迅速将

塔利班赶下权力舞台，但无法将其彻

底消灭。驻阿美军为了确保自身安

全，经常暴力摧毁驻地周边相当范围

内的房屋等建筑。美国滥用包括无人

机在内的高科技武器，造成大量无辜

平民伤亡，更激起了阿富汗民众的强

烈不满，这也为塔利班重新崛起和“基

地”组织死灰复燃培育了土壤。

另一方面，美国缺乏对阿富汗社

会的深刻了解。虽然美国在阿富汗

进行了很多文化传播行动，包括利用

非政府组织等进行西方意识形态渗

透。但是，这样的意识形态渗透和简

单的民主移植，还是受到了阿富汗传

统部落社会结构的排斥。相关政治

人物围绕大选结果展开的权力争夺，

更凸显了对西式民主的水土不服。

要将塔利班整合进现有政治架构，通

过政治和解来实现阿富汗的长期和

平稳定，目前看几乎是“不可能完成

的任务”。

一定程度上说，美国现在已经无

法解决阿富汗难题，与其继续毫无意

义地消耗国力，还不如一走了之。一

场旷日持久的战争证明，这个超级大

国终究还是没能逃掉保罗·肯尼迪所

说的“帝国的过度扩张”的逻辑悖论。

美军在阿富汗的结局再一次表

明，即使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

如果不能放弃过时的冷战思维，一味

诉诸武力，也终究难逃“好战必亡”的

结局。如果美国不能认真汲取阿富汗

战争的教训，继续穷兵黩武、到处称

霸，只会使“后人复哀后人”。

（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

问题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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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9·11”事件后北约第一时间启

动“集体防卫”核心条款表达对美国的

支持，到如今同步作出撤军决定，美欧

虽然在长达近20年的阿富汗战争中维

持了表面上的“行动一致”，但很多时

候也是各怀心思，矛盾并不少见。

鉴于欧洲盟友在科索沃战争中表

现欠佳、配合不力，美国在2001年 10

月7日发动阿富汗战争时，只是拉着英

国对塔利班政权大举开打，并未“有劳”

北约集体动武。直到塔利班政权在两

个多月后倒台，一度被美国“边缘化”的

北约才派上用场：根据联合国安理会

2001年12月通过的第1386号决议，组

建了在阿国际安全援助部队，兵员主要

由北约各国派遣。2003年8月，北约正

式接过该部队的指挥权，阿富汗战争也

随之升格为北约首次“走出欧洲防区”

的大规模海外军事干预行动。

美国的如意算盘打得很响：将阿

富汗作为美国推动北约“全球化”战略

转型的最大试验场，通过巩固阿富汗

战场战果来巩固美国在北约的领导地

位，并借机遏制欧洲盟国对美“闹独

立”的势头。有欧洲评论人士形象地

比喻美国对北约的分工构想：“美国人

制作晚餐，欧洲人清洗盘子。”

然而，以法德为首的“老欧洲”国家，

一直反对北约扮演“世界警察”无限扩大

其军事行动范围，并不愿意在“非欧洲利

益攸关区”为美国“作嫁衣裳”，以免引火

烧身。因此，法德等国在阿富汗战场上

经常是“出工不出力”——驻防区域只限

于形势较为稳定的阿西部和北部地区，

并且禁止本国部队执行自卫之外的危险

任务，德军更是只在白天乘装甲车巡逻，

晚上从不离开营地。事实上，除了英国

和加拿大这两个“铁杆”外，法德等国派

出的军队哪怕接到友军求援时，前线指

挥官也往往以“要先请示政府”“不敢擅

自决定”为由拒绝出兵。

更有甚者，法国还趁北约陷入阿富

汗战争泥潭之机，呼吁“让北约和欧盟

分工更明确”，由北约完成“重大而长期

的行动”，欧洲及周边地区的军事干预

则交欧盟“包办”。2012年5月北约芝

加哥峰会刚敲定向阿移交防务路线图，

驻阿法军就于7月率先打道回府、公开

“拆台”，意大利、西班牙等也起而仿效。

与“老欧洲”阳奉阴违磨洋工相比，

曾积极追随北约踏足阿富汗的中东欧

“新欧洲”国家，则随着形势变化出尔反

尔，强烈要求北约从阿富汗撤军。俄罗

斯在俄格战争中展示的“霹雳手段”，令

这些国家的“恐俄症”愈发明显。中东

欧国家生怕再度成为大国交易的牺牲

品，一再呼吁北约“更多关注欧洲本土

安全问题，不要过多走出防区”。乌克

兰危机发生后，其又推动北约在2014

年9月的伦敦峰会上作出决定，回归“集

体防卫”这一“本职工作”。

“口虽一辞，心各有谋。”在阿富汗

问题上，欧洲盟国虽表面尊奉美国“领

导”，却都在根据本国利益自行其是。

而在多边合作等问题上，欧洲国家更

是直言不讳发出不同于美国的声音。

这也表明，建立在不平等基础上的美

欧关系早已不是铁板一块，它们之间

的裂痕恐怕只会越来越大。

“老欧洲”阳奉阴违出工不出力，“新欧洲”出尔反尔集体拉后腿——

阿富汗战争中的美欧博弈
■倪海宁

军眼观察

深陷泥潭的战争 难以收拾的乱局
——美国宣布从阿富汗撤军的背后

■本报记者 吕德胜

“是时候结束这场美国最长的战争，是时候让美军回家了。”美国总统拜登 4月 14日在白宫发表讲话宣布，
将于9月 11日前撤出驻阿富汗美军。
“9·11”事件后，美国于当年 10月 7日发动阿富汗战争，迅速推翻塔利班政权。然而，历时近 20年的阿富汗

战争令美国及其盟友深陷“帝国的坟墓”，同时也给阿富汗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直至今日，阿富汗的政治和安全
问题仍未得到真正解决。相关专家指出，美军可以一走了之，但留给阿富汗的将是一个难以收拾的乱局。

在军事科学院战争研究院美军研
究室主任林治远看来，拜登这一决策其
实是一个“迟到的决定”。他分析说，阿
富汗战争最初在美国拥有较高的支持
度。虽然在小布什政府之后的奥巴马
政府和特朗普政府，都曾想“体面地离
开”“负责任地离开”，并出台过不同的
撤军方案，但都未能实现。原本企望短
时间达成目标的“持久自由”行动，生生
拖成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

2009 年，美国奥巴马政府曾出台
打击“塔利班”和“基地”组织的“阿富
巴”战略，提出先增兵 3万，待局势稳定

后再撤军。
然而，事与愿违的是，由于美军扶植

的阿富汗政府军作战能力明显不足，阿富
汗局势始终未能稳定下来。

2014 年，奥巴马又宣布有意在北
约作战部队撤离后在阿富汗部署大约
9800 名美军。但直到奥巴马两届总统
任期结束，都没有完成撤军。

2018 年，特朗普政府出台了阿富
汗新战略，试图通过极限施压政策对
塔利班加大军事打击力度，迫使塔利
班回到与阿政府的谈判桌前，但也收
效甚微。

塔利班始终认为阿政府是“美国
的傀儡”，坚持在美国撤军之前不会与
之谈判。无奈之下，美国不得不改变

“不与恐怖分子谈判”的立场，与塔利
班坐到了谈判桌前，并于 2020年 2月在
卡塔尔首都多哈签署了美塔和平协
议。根据协议，美方承诺在 135天内把
驻阿美军从大约 1.3 万人缩减至 8600
人，剩余的美军和北约联军士兵将在
今年 5月前撤离阿富汗。有数据显示，
特朗普任期结束时，驻阿美军已经削
减到了2500人左右。

今年 3月 25日，拜登在其就任总统
后的首场记者会上表示，难以在上届
政府承诺期限内从阿富汗全部撤军。
20天后，拜登宣布新撤军时间表。

决定姗姗来迟

拜登声称，美国在阿富汗战争中
“已完成反恐目标”。然而，在兰州大学
阿富汗研究中心教授朱永彪看来，从军
事角度看，2011年美军击毙本·拉丹，这
一目标似乎就算是完成了。朱永彪说，
拜登的这一表态，其实是在给撤军寻找
一个体面的借口。此时的撤军与其讲
是“凯旋”，不如说是为了止损。

朱永彪指出，持续近 20 年的阿富
汗战争已成为美国历史上最旷日持久
的战争，有近 2500 名美军在阿富汗战
争中身亡，超过 20000名美军受伤。根
据美联社的报道，美国为此投入的直接
军费开支就近 1万亿美元。然而，时至
今日，塔利班仍控制着阿富汗约一半的

国土，并且多数阿富汗民众对于驻阿美
军并不欢迎。“美军留在阿富汗，除了继
续‘失血’，根本不可能在军事上取得更
多实质性的成果。”朱永彪说。

其实，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最初的
目标是要消灭“基地”组织，而不是塔利
班。朱永彪指出，“9·11”事件是二战后
美国本土第一次遭到袭击，被视为“第二
次珍珠港事件”，对美国人的心理造成了
极大的冲击。美国认定“基地”组织是主

谋，但塔利班出于宗教文化等方面的原
因，拒绝交出在阿富汗“做客”的“基地”
组织头目本·拉丹，这才引祸上身。

然而，塔利班政府倒台后，仍不断
与以美国为首的驻阿富汗北约联军以
及阿富汗政府军交战，显示其仍具有
较为深厚的民意基础和较为强大的战
斗力。最终，美国不得不放下身段同
塔利班坐在谈判桌前，签署和平协议，
等于自己打自己的脸。

朱永彪表示，拜登政府将美塔协
议原定的 5月 1 日完成撤军的最终日
期，延长到了 9月 11日，这更多地是出
于政治考量，既显示其对特朗普的撤
军方案并非全盘照收，也可以借机把
“胜利”收入自己囊中。反正“解释权”
在自己手中，战场的目标可以“修正”，
“胜利”的标准也可以重新定义。

林治远则认为，美方表示此次撤
军不再“基于条件”，表明其态度还是
比较坚决的。而从美国政客表态来
看，这一举动更多是为了集中精力应
对“其他非常重要的事项”“其他更危
险的威胁”，暗含针对俄罗斯和中国之
意，对其后续动作应当保持警惕。

“凯旋”实为止损

蜜美国总统拜登宣布从阿富汗撤军的决定
后，外界纷纷担心阿富汗安全局势将更加恶化。

图为4月17日，阿富汗士兵在首都喀布尔附近的

一处检查站执勤。 新华社发

蜜2017年4月13日，美国向阿富汗投放“炸
弹之母”巨型炸弹。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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