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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名美国占领者从喀布尔机

场撤离，我们的国家获得了完全的独立

和自由。”在最后一批美国军人从喀布尔

国际机场搭乘一架美军 C-17 运输机撤

出阿富汗后，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扎比

乌拉·穆贾希德迅速在社交媒体上发文。

当地时间 8 月 30 日，美国中央司令

部司令肯尼思·麦肯齐表示，当天的撤离

既标志着美军在阿富汗人员撤离行动的

结束，也标志着持续近 20 年、美国史上

最长的一场战争画上了句号。

20 年，在历史的长河中，不过弹指

一挥间。然而，当美军结束这场打着“反

恐”旗号发动的阿富汗战争时，许多人却

将之视为“一个时代的结束”。

混乱的撤军
“喀布尔机场的绝望场面

对西方政界来说是个耻辱”

65 岁的古尔·穆罕默德在阿富汗首

都喀布尔以北 50 千米的巴格拉姆从事

废品回收生意。眼下这段时间，他忙得

实在是脚打后脑勺。在他身边，占地 77

平方千米、高峰时期曾经驻扎超过 10 万

美军以及北约士兵的巴格拉姆空军基

地，已经成为一片垃圾场般的废墟。

“他们在撤离前把无法带走、又不愿

交给阿富汗军方的武器装备拆解成了金

属碎片。”古尔·穆罕默德对前来采访的

新华社记者说。

美 国 政 府 曾 表 示 ，所 有 在 阿 富 汗

的 行 动 都 将 于 8 月 31 日 前 结 束 ，但 对

于 巴 格 拉 姆 空 军 基 地 而 言 ，这 个 时 间

被 神 不 知 鬼 不 觉 地 提 前 到 了 7 月 2

日 。 在 这 天 夜 里 ，没 有 和 阿 富 汗 安 全

部 队 打 任 何 招 呼 ，所 有 美 军 静 悄 悄 地

消失在了夜色之中。

在此之后，美在喀布尔机场的撤离

行动却显得混乱不堪。逃难的人群在跑

道上追逐飞机和攀附在飞机上的阿富汗

人坠亡的画面，更令世界震惊。德国总

统施泰因迈尔说，“喀布尔机场的绝望场

面对西方政界来说是个耻辱”，阿富汗局

势是“人间悲剧”。

超过 2400名美军在阿富汗战争中死

亡，逾 2 万名美军受伤，耗资 2 万多亿美

元。付出沉重的代价，却以“逃跑”式撤离

收尾。

“阿富汗人对美国很失望，因为他们

只留下了战争、破坏和贫困。”阿政治分

析人士穆罕默德·达内什乔的话代表了

许多阿富汗人的心声。美国在阿驻军

20 年 ，不 仅 未 能 彻 底 消 除 恐 怖 主 义 威

胁，反而使阿安全形势不断恶化。近期

喀布尔国际机场的爆炸案更表明，阿境

内依然存在严重的恐怖主义威胁。

在分析人士眼中，美国最终的撤离

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终结。英国《独立报》

记者帕特里克·科伯恩在一篇日前刊发

的专栏文章中写道，阿富汗败局“凸显西

方的严重失败”，并再次证明“美国作为

唯一超级大国的时代即将结束”。

“越反越恐”的背后
表面上打击“恐怖分子”，

实际上另有所图

当冷战以一种出人意料的方式突然

结束，长期处在“对抗”氛围下的美国，一

时间突然没有了前进的方向感。迈入新

世纪的美国，更充满了“拔剑四顾心茫

然”的感觉。作为仅存的“超级大国”，美

国似乎已经想不出来会有什么事情是它

做不到、完成不了的。“历史”似乎就要走

向“终结”。

然而，“9·11”事件不但震惊了世界，

也震醒了美国“绝对安全”的迷梦——自

认为人类历史上“最强大”国家的美国，居

然在自己的国土上，都保证不了其国民每

天早上醒来时能看到一个安宁的清晨。

不过，“美式反恐”从一开始就面临

着一个悖论：究竟应该以谁为“对手”？

早在美国把“9·11”事件的元凶锁定

到本·拉丹及其身后的“基地”组织时，就

有不少有识之士意识到，在全球大张旗

鼓地发动“反恐战争”，反倒是本·拉丹所

期盼的最好结果。

恐怖主义永远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

的进步力量。使用这种方式的政治势力，

在政治版图上的生存空间已经越来越小。

“9·11”事件之前的本·拉丹及“基

地”组织，就处于这种状况。在不停地策

划一次又一次恐怖袭击的同时，他们自

身也在不停地转移之中。原本是沙特公

民的本·拉丹，在 1996 年被剥夺了公民

权，之后到了非洲国家苏丹；没几年时

间，又遭驱逐，去了阿富汗。

这样的恐怖组织和恐怖分子，最担

心的不是被“征剿”，而是被无视甚至遗

忘。因为这很有可能意味着他们的“生

存空间”将被进一步压缩，能够容得下他

们继续“颠沛流离”的“穷乡僻壤”会变得

越来越少。

所以，当美国真的将其作为“反恐战

争”的核心目标后，一个意料之外、情理

之中的情况出现了。

在北非、西非、中东、外高加索，甚至

在东南亚，一个又一个“‘基地’组织分

支”开始冒头。

据说“基地”组织的核心成员也就几

百人，在默默无闻的那 10 年间，如何让

全世界知道他们的存在，对他们来说，是

一个巨大的难题。

美国人帮助他们做到了这一点。

自从全世界都知道本·拉丹这个名

字后，那些更弱小、更默默无闻的恐怖组

织，开始宣布向“基地”组织“效忠”，成为

“基地”组织的“分支”。

这种“效忠”并不像“招兵买马”，反

倒更像“加盟店”，平时各干各的，只等有

人找上门来，才自报名号，称自己是“基

地”组织的“某某分支”。

是美国人将“基地”组织广而告之。

原本不被世人熟悉的恐怖组织，在美国

强大的军事力量打击之下，一步步“成长

壮大”起来。“越反越恐”，逐渐成为这 20

年里的常态。

更为魔幻的是，原本跟美国站在同

一个反恐战壕里的“盟友”，也被美国在

“反恐”名下所采取的行为方式推得越来

越远。

2001 年 10 月 8 日，1500 余名美军士

兵、30 架战机开始进驻乌兹别克斯坦的

汉纳巴德机场。美国还在此地设立了一

个反恐指挥中心。在那个时候，国际社

会对美国都抱有一丝同情，针对“反恐”

的需要而采取的行动，许多国家几乎是

一路绿灯。

然而这份“同情”差点儿在 4 年后换

来了一次“颜色革命”。2005 年的安集

延骚乱，美国以“人权卫士”的姿态宣称

要调查骚乱的“受害者”中究竟有没有

“无辜平民”。乌兹别克斯坦表示所谓的

“调查”轮不到外部势力插手，勒令美国

在 180 天内将全部军队撤出汉纳巴德。

虽然美军按时撤出了乌兹别克斯

坦，但美国借“民主”之名插手别国内政

的习惯却没有改变。

从相关国家的视角观察，美军的“反

恐战争”已经陷入了下一个“悖论”：美国

到底希望世界各国对其“反恐大业”采取

何种姿态？不支持“反恐”，似乎说不过

去 ；但 支 持“ 反 恐 ”，却 又 担 心“ 引 狼 入

室”——打着“反恐”旗号的美国搞起“颜

色革命”来，威胁的严重程度远大于恐怖

袭击。

撤出应该是纠错的开始
站在公道正义的立场，才

能有效应对恐怖主义这一人
类公敌

恐怖主义是全人类的公敌。每一个

人都可能是其潜在受害者。

世上没有绝对安全的世外桃源，一

国的安全不能建立在别国的动荡之上，

他国的威胁也可能成为本国的挑战。邻

居出了问题，不能光想着扎好自家篱笆，

而应该去帮一把。

所以，站在人类命运与共的角度思

考，恐怖主义威胁就不是什么“外来”威

胁，而是一个“内生”的威胁。

当本·拉丹在 2011 年 5 月 1 日被美

军“海豹突击队”击毙之后，时任美国总

统奥巴马立刻发布一条命令：全美立即

提升警戒级别，防止恐怖分子以此为由

向美国发动反扑。

然而，越来越多的恐怖袭击开始以个

体极端主义的“独狼”方式出现。恐怖组

织在互联网平台上，鼓动追随者独自或者

拼凑个小团伙发动“圣战”。这些被蛊惑

的“独狼”，往往就是“当地人”，难以分辨。

同样以人类命运与共的视角观察，

恐怖主义也不只是哪一个国家的威胁，

它威胁的是国际社会。

8 月 16 日，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

毅应约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通电话，重

点就阿富汗局势及中美关系交换了意

见。王毅强调，美上届政府宣布撤销“东

伊运”的恐怖组织定性，在反恐问题上搞

双重标准，这是危险的，也是错误的。美

方应改弦更张，为中美涉阿合作以及国

际反恐合作扫除障碍。

美国完全从自己的地缘私利出发，

将一个被列入联合国安理会 1267 委员

会制裁名单的全球公敌，当成遏制他国

的工具。

类似的“美式双标”的例子比比皆

是。库尔德人是中东几大主体民族中

唯 一 没 有 独 立 建 立 自 己 国 家 的 民 族 。

但分布在土耳其的库尔德武装被美国

认定为“恐怖分子”，在叙利亚的库尔德

武 装 却 成 为 美 国 支 持 的 对 象 ——“ 双

标”得如此直接，难道美国不担心这些

库尔德武装之间互相支援？提供给一

方 的“ 援 助 ”，第 二 天 就 出 现 在 所 谓 的

“恐怖分子”手上？

俄罗斯前国防部长谢尔盖·伊万诺

夫曾说：“如果那些用炸药袭击莫斯科公

寓房的人被看作是自由战士，而在其他

国家实施此类行动者被看作是恐怖分

子，那么，要形成一个联合的反恐怖阵线

是难以想象的。”

20 年的“美式反恐”说明，旧有的国

际治理体系与安全观念，已经无法满足

世界各国人民共同的期待。

8 月 30 日，联合国安理会就阿富汗

问题决议草案进行表决。中国常驻联

合国副代表耿爽在表决后的解释性发

言中指出，阿富汗近期乱局同外国部队

仓促无序撤出有直接关系。希望有关

国 家 能 够 认 识 到 ，撤 出 不 是 责 任 的 结

束，而是反思和纠错的开始。有关国家

应该吸取教训，切实尊重阿富汗主权、

独立和领土完整，切实尊重阿富汗人民

自主决定自身前途命运的权利，切实改

变将自身模式强加于人的错误做法，切

实改变动辄施压制裁甚至使用武力的

霸道行径。

回首最近 100 多年的历史，人类经

历了血腥的热战、冰冷的冷战，也取得了

惊人的发展、巨大的进步。今天的人类，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条件朝和平与发

展目标迈进。路走对了，就不怕遥远。

努力扩大各方共同利益汇合点，树立双

赢、多赢、共赢新理念，坚持同舟共济、权

责共担，在一代又一代人的“接力跑”中，

将开创出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

上图：近期，阿富汗乱局持续演化动

荡。图为 8 月 23 日在阿富汗潘杰希尔

省的反塔利班武装人员。 新华社发

历史长河中的历史长河中的““2020年瞬间年瞬间””
—阿富汗战争回顾与断想

■彭 况 李姝睿

在美军仓惶撤离阿富汗之际，极

端组织“伊斯兰国”8 月 26 日在阿首都

喀布尔国际机场附近制造自杀式炸弹

袭击，导致美军和阿富汗民众死伤惨

重。分析人士指出，这一事件不仅表

明恐怖主义仍是阿富汗面临的一个现

实威胁，也凸显“美式反恐”的局限。

美 国 对 阿 富 汗 发 动 的“ 反 恐 战

争”持续了近 20 年，在拜登政府的撤

军令下走向终结。然而，全球范围内

恐怖主义依然猖獗，铲除恐怖主义温

床的目标依然任重道远。总结 20 年

“美式反恐”的得失，可以给人们一些

重要启示。

反恐必须持之以恒。20 年来，国

际社会防恐反恐共识增加，合作力度

加大，不仅取得了重创“基地”组织和

“伊斯兰国”恐怖主义势力等重大战

果，还制定了《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

升级了恐怖主义数据库，反恐公约缔

约国数也稳步增加。然而，恐怖主义

势力并没有因此衰亡，近年来在一些

地区还呈回潮态势。仅 2018 至 2019

两年间，全球就发生恐袭事件 14474

起，造成 3 万余人死亡。对于恐怖主

义，各国本应坚持“零容忍”，坚持露头

就打。但美国出于一己私利，曾经“与

魔鬼做交易”，对极端组织“伊斯兰国”

进行资助。而在打击恐怖主义时也会

“网开一面”，遗留恐怖主义势力为自

己插手地区局势制造借口。这样三心

二意甚至别有用心的反恐，自然不可

能做到除恶务尽。

反恐必须标本兼治。恐怖主义作

为一种社会现象并不是孤立存在的。

反恐既要治标，更要治本，要从根源入

手解决问题，在铲除恐怖主义滋生的

土壤上下功夫。当今世界正面临和平

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的严峻挑

战，国家间的贫富差距加大，实质上的

不平等加剧，极端贫困、难民危机、毒

品泛滥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

这些因素相互交织，成为滋生恐怖主

义的土壤。消除贫困、化解冲突、完善

治理是根本之策。国际社会也日益认

识到单纯依靠武力来阻止恐怖主义的

蔓延远远不够，必须综合施策，通过持

久有效的国际合作、实现共同发展来

根除恐怖主义。然而，在多年的反恐

实践中，美国过于依靠和迷信武力，并

未触及当地的社会生活结构。国际社

会对阿富汗民生的援助，也因为腐败

等问题被有关利益团伙中饱私囊，并

未起到大的作用。

反恐必须反对霸权主义。霸权主

义和强权政治是恐怖主义蔓延的重要

诱因。冷战结束后，美西方试图用强

力推行其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建立以

西方为主导的国际新秩序，激化了诸

多矛盾，长期潜伏着的大量民族和宗

教矛盾凸显出来，恐怖主义思潮重新

抬头。许多有识之士认为，美国错误

的中东政策是恐怖主义沉渣泛起的重

要根源之一。“9·11”事件后，美国奉行

“武力至上”的反恐战略，对外武力干

涉从未停息，霸凌行径更令人触目惊

心。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让世人

看到，任何国家都不能在世界上我行

我素，全球反恐规则也不能由个别国

家说了算，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由各

国共同维护普遍安全，共同分享发展

成果，共同掌握世界命运。

反恐还要反对“双重标准”。长期

以来，美西方国家虽然一直高举反恐大

旗，但屡屡在反恐问题上掺入意识形态

和地缘政治考量，将反恐问题与特定国

家、民族和宗教联系起来，对某些针对

非美西方国家的恐怖组织和恐怖袭击

事件不但不予以谴责，反而颠倒黑白，

借此攻击他国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

策。更有甚者，其还把恐怖主义势力作

为推行地区强权政策和代理人战争的

工具。这种“双重标准”的做法，非但无

助于彻底消灭恐怖主义，反而为恐怖主

义提供了赖以生存的土壤。

恐怖主义是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

威胁。打击恐怖主义也必须通过国际

社会的通力合作才能取得最终的胜

利。各国应共同维护国际法和国际秩

序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充分发挥联合

国在国际反恐斗争中的主导作用，采

取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综合治理

手段，走标本兼治之路，才能取得反恐

的最终胜利。

（作者系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委

员、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特聘教授）

下图：这张 8 月 25 日的社交媒体

视频截图显示，人们在阿富汗喀布尔

机场外等待。 新华社发

迷
信
﹃
武
力
至
上
﹄
，
谋
求
一
己
私
利—

阿
富
汗
局
势
凸
显
﹃
美
式
反
恐
﹄
局
限

▉
黄
惠
康

塔利班基本控制阿富汗全境后，面

临着繁重的重建任务。但美国撤军后，

恐怕并不会对阿富汗善罢甘休。

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固然有着“反

恐”之名，但其背后却有着“一石数鸟”的

盘算：一是借道阿富汗获得中亚廉价能

源，巩固美国在全球能源市场的主导地

位，强化中东和欧洲盟友对美国的依赖；

二是坐视宗教极端势力甚至包括暴恐组

织，经由乃至盘踞阿富汗向周边各国渗

透；三是诱压中亚地区的政治“西化”和

市场开放，为美国培植“颜色革命”土壤；

四是依托在阿富汗的军事存在，牵制和

威胁阿周边国家。

战场上虽“铩羽而归”，但美国上述

战略需求并没有出现根本性改变。而

且，一个混乱、分裂、孱弱的阿富汗，显然

远比一个稳定、统一、兴盛的阿富汗，更

易于受美国摆布。

美国不仅有搞乱阿富汗的动机，更

不乏手段和工具。

军事上，既可打“代理人战争”，又

能亲自“操刀上阵”。

一方面，美国可支持残存的反塔利

班势力，继续挑动阿富汗内战。加尼政

府的副总统萨利赫，与美国渊源很深，

1999 年曾赴美接受中情局培训。他如

今仍在潘杰希尔峡谷坚持抵抗，并自封

“临时总统”。萨利赫的盟友，是在阿富

汗第二大民族塔吉克族中影响力较大

的小马苏德。一旦他们的部队表现“坚

挺”，不排除美军会为其暗地“背书”乃

至直接“站台”。另一方面，美军对阿富

汗局势仍有强大操控和威慑能力。近

日，阿富汗多个网站突然无法登录，而

它们的根服务器都在美国。另外，美正

在 积 极 游 说 一 些 中 亚 国 家 对 其 开 放

军 事 基 地 ，并 宣 称“ 不 排 除 通 过 空 袭

摧毁塔利班缴获的原政府军武器的可

能性”。

经济上，可通过打压和封锁，引发

阿富汗社会动荡。

有信息显示 ，美国正在酝酿对塔

利班实施新的经济制裁，包括冻结其

海外资产，中断对阿国际援助等，某些

西方国家也准备跟进。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原定分配给阿富汗的 4.5 亿美元

“特别提款权”也已被取消，这背后也

隐约有美国的影子。如果阿富汗经济

不能得到有效恢复，或将导致一些人

铤而走险加入极端组织，危害阿国内

治安和周边邻国安全，甚至动摇塔利

班的执政基础。

政治上 ，扶植阿富汗国内的代理

人，辅以媒体与舆论工具搞颠覆活动。

下一步，阿富汗面临组建政府等事

宜，一些敌对或投机势力或借机“浑水

摸鱼”伺机而动。美国中情局和非政府

组织，也很可能借助其在阿富汗及邻近

中亚国家的根基，发起“街头运动”甚至

“颜色革命”。

美国的软硬伎俩，正接二连三地使

出来。其将对阿富汗局势未来走向产

生何种影响，值得继续观察。

警惕美搅乱阿富汗局势的“后手棋”
■倪海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