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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總統特朗普日前戲劇性地取消與阿
富汗政府及塔利班的三方和談，外界一片嘩
然。特朗普9日更聲稱與塔利班的和平談判 「
已死」，對塔利班的攻勢近期已加強，塔利

班亦喊話，要讓更多美國人賠
上性命。美國從2001年發動
阿富汗戰爭到陷入泥沼，至今
已18年，雙方能否達成和平
協議、美軍可否全身而退，成
為充滿變數的 「懸疑劇」。

資深軍事評論員

石江月

遏制蘇聯擴張 美扶植代理人
在阿富汗普什圖語中，塔利班的意思是 「

學生」 。從塔利班組織最初成立時來看，只是

伊斯蘭學生民兵組織。雖然其正式誕生是1994

年7月，當時正是阿富汗陷入全面內戰的時代，

國內有大大小小上百名軍閥，相互之間為爭地

盤衝突不斷，但是一個較為深刻的時代背景是

阿富汗人民在蘇軍撤走後，又陷入了內戰的苦

海之中。

1979年蘇軍的入侵，給阿富汗人民帶來了

深重的災難，大約100萬人死於戰火，600萬人

被迫逃離家園，淪為難民。

與此同時，為了遏制蘇聯擴張，當時美國

政府決定培植一支反蘇力量，並和同樣警惕蘇

聯、印度和伊朗的巴基斯坦一拍即合。於是由

美國出錢出技術，巴基斯坦出人力出地盤，在

巴基斯坦開辦了培訓營。早在前蘇聯入侵阿富

汗期間，那些後來加入塔利班的基層戰士、那

些年輕的阿富汗人都曾在巴基斯坦的宗教學校

裏學習。

據統計，單是用於編寫培訓教材，美國官

方就撥款5100萬美元，印製教材1300萬套。而

在1981年，美國還往巴基斯坦注入了30億美元

援助，之後幾年又提供了40億美元。美國的金

錢，把大批的阿富汗青年培訓成為游擊戰士。

他們中的許多人後來回到阿富汗，加入了各種

抵抗游擊隊。

這些可怕的青年戰士，給蘇軍帶來極大損

失。十年後，蘇軍被迫撤出阿富汗。但這些來

自阿富汗的戰士，在巴基斯坦當地已經形成了

一股勢力，並且還在擴散着他們的影響。由美

、阿聯合培養的這些青年戰士，即是 「塔利班

」 的重要來源。當然，那時候 「塔利班」 這一

組織尚未正式成立。

塔利班的運動開始於1994年9月，地點是正

深受軍閥殘害之苦的阿富汗南部的坎大哈。一

個名叫毛拉．穆罕默德．奧馬爾的穆斯林決心

終止這些令人髮指的行為，於是他發起了名為

「塔利班」 的改革運動。塔利班雖然自稱是 「

學生軍」 ，但是其中有不少是之前曾與蘇聯人

鬥爭的阿富汗武裝人員。

塔利班初創時期的高層人員，也與阿富汗

前政府官員、沙特阿拉伯以及巴基斯坦的關係

非常深。甚至，當時在塔利班內部還有巴基斯

坦人存在。而當時為塔利班軍隊提供訓練的巴

基斯坦 「邊境警察」 部隊，便是巴基斯坦內政

部下屬的一支與正規軍平行的軍事力量。

打和平旗號攻城略地 學生軍建國
在成立之初，塔利班總共只有800人，因此

許多人對其並不重視。但這支力量得到了阿富

汗平民的支持，使得塔利班的實力急劇膨脹，

發展成為一支擁有近3萬人、數百輛坦克的隊伍

。3個月內，塔利班就迅速佔領了普什圖人聚居

的南部、西南部和東南部地區，幾乎佔領了阿

富汗的半壁江山。

歷史證明阿富汗是很難被征服的。它地處

南亞、中亞和西亞的結合部，靠近中亞和裏海

油氣富集區，地緣戰略位置十分重要。英帝國

和前蘇聯可以說是20世紀兩個不同時期的超級

大國，但這兩個大國都先後在這裏嘗到了失敗

的苦果。

塔利班之所以在短時間內迅速壯大，除了

本身是主要由阿富汗主體民族普什圖族構成外

，主要是塔利班初期順應民意，提出了 「剷除

軍閥、恢復和平、重建國家」 、 「把阿富汗建

成為一個統一、民主和繁榮的伊斯蘭共和國」
等口號，這無疑使經受了20多年戰亂之苦的阿

富汗人民看到了和平的曙光。

此外，塔利班在佔領區採取的措施也得到

了人民的擁護，比如收繳民間的槍支彈藥、免

費向窮人發放糧食和食品，取消重重關卡，減

免老百姓稅額。

實際上，在2001年 「9．11」 事件發生之

前，塔利班政權一直得到美國政府的扶持。就

在 「9．11」 事件發生前夕，美國政府還給予塔

利班當權的阿富汗4300萬美元的援助。

經過充分的準備，塔一路攻城略地，勢如

破竹，兵臨喀布爾城下，順利地佔領了阿富汗

西部各省，使塔利班控制的省增加到14個。通

過長達11個月的圍困，塔利班從喀布爾市東、

南、西三個方向發動總攻。9月27日攻克該市，

成立臨時政府，接管國家政權。

到1997年10月，塔利班宣布成立 「阿富汗

伊斯蘭酋長國」 ，奧馬爾為 「埃米爾」 。1998

年8月塔利班又連克馬扎里沙里夫，月底奪得北

方重鎮內傑拉卜，控制全國90%的領土。

塔利班 「建國」 後，因為它的政權是打出

來的，又實行政教合一制度，所以全世界只有

巴基斯坦、阿聯酋和沙特三個國家承認它是合

法政府。但奧馬爾和委員會不在乎。他們一面

繼續追剿 「北方聯盟」 的殘部，一面開始治理

國家。

庇護基地組織 塔利班與美反目成仇
如果說 「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

無故的恨」 ，那麼阿富汗塔利班與美國政府的

關係，從最開始私下支持，到公開決裂乃至戰

爭爆發，最大的轉折點就是 「9．11」 事件。

一切還要從基地組織與阿富汗塔利班，這

二者之間存在密切的聯繫說起。除了在形式上

，兩個組織之間建立了比較鬆散的聯盟外，兩

個組織人員之間存在的歷史與血脈的關係，基

本上是難以斬斷的。

「基地」 組織實際上也是伴隨阿富汗抗擊

蘇聯戰爭時期而逐漸形成和發展的。當時，大

批阿拉伯人為幫助阿富汗人抵抗蘇聯入侵，在

美國的暗中資助和支持下赴阿參戰，逐漸滋生

出在阿富汗活躍的阿拉伯游擊隊武裝這個特殊

群體，而這正是 「基地」 組織建立的人員基礎。

1988年，隨着阿富汗戰爭接近尾聲， 「基
地」 組織在阿富汗發生角色和定位轉變。其宗

旨由 「為阿富汗戰爭提供後勤支持」 ，變成如

何為阿富汗阿拉伯人尋找生路，他們很多人在

阿富汗娶妻生子，逐漸與當地部族融為一體，

以普什圖為主體的塔利班與 「基地」 組織在人

員上就形成了這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關

係。

更主要的原因是，阿富汗塔利班頭目奧馬

爾與「基地」組織頭目本．拉登的關係密切──本

．拉登原是奧馬爾反抗前蘇軍的親密戰友。據

說，塔利班在2001年不顧全球反對，以 「消滅

偶像」 的宗教口號，炸毀了阿富汗的瑰寶──

巴米揚大佛，就是受到了本．拉登的影響。

塔利班當權之後，本．拉登常駐阿富汗，

基地組織日益壯大，對美國在中東阿拉伯地區

的活動也形成阻力和反抗力量，並最終成為全

球反美的極端組織。而塔利班實際上成了 「基
地」 組織保護者。

而美國與 「基地」 組織和阿富汗塔利班走

向對抗，是2001年本．拉登策劃了震驚世界的

「9．11」 事件。這是自二戰之後，美國本土遭

受的最大一次災難性人員傷亡，近3000美國人

喪生讓小布什政府有了充分的理由，向塔利班

要求交出拉登。在遭到拒絕後，10月，美國、

英國、德國等北約國家組成的數萬軍隊，開始

向阿富汗進軍。塔利班也擺出一副迎戰的架勢

。本．拉登號召全球的伊斯蘭極端分子，源源

不斷進入阿富汗，並肩抵抗美軍，光是從巴基

斯坦湧入阿富汗的據稱就有幾萬人。

當時美軍採用了正確的戰術，一方面用轟

炸機和遠程精確制導導彈打擊塔利班重兵集團

，另一方面更多依靠 「北方聯盟」 的隊伍向塔

利班反攻。2001年11月中旬，美軍和北方聯軍

佔領了喀布爾。12月，阿富汗臨時政府成立。

儘管塔利班政權垮台，但他們並未放棄抵

抗。一些殘餘轉入山區，此後其長期隱藏於山

區中，十餘年間他們繼續以游擊戰、偷襲戰乃

至恐怖襲擊手段向北約軍隊和阿富汗現政府報

復。儘管北約不斷增兵達10多萬，又在2011年

先後擊斃本．拉登和奧馬爾，卻始終不能讓阿

富汗消停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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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7日自曝，取消原定8日於戴維營與塔利班

領袖和阿富汗總統的會面，原因在於塔利班5日在喀

布爾發動汽車爆炸襲擊，造成1名美軍罹難。但外界

紛紛認為該理由站不住腳。

《紐約時報》披露，會談破局恐因特朗普希望由

自己促成協議達成，與塔利班先達成協議的要求相悖

，加上未能協調內部各方分歧，因此倉促取消。

據報道，特朗普8月30日在白宮召見顧問，討論

與塔利班達成和平協議一事。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和國

家安全事務助理博爾頓再現分歧，博爾頓反對特朗普

用與「手染美國人鮮血的殺手」合作的方式撤軍。

特朗普當時並未做出決定，但他升起在華府敲定

協議的念頭，更希望邀請未參與談判的阿富汗總統加

尼前來會商。之後他又有更驚人構想，想把接見塔利

班領導人的地點從華府改到美國總統度假地的戴維營

，時間則定在 「9．11」 事件18周年的3天前。

接下來幾天，各方為了實現計劃展開拉鋸戰。在

美方說服下，加尼決定冒險答應會面，以保證大選與

和談前景，避免背上和平破壞者的污名。

塔利班原本已同意前往戴維營，但條件是必須先

宣布達成協議，而特朗普拒絕接受。報道指，特朗普

不願將戴維營的會面變成達成協議的慶祝會，而希望

扮演談判者的角色，搶下促使協議完成的功勞。正因

為雙方存在這個根本歧見，最後導致談判破裂。

回顧過去的18年時間，美國在阿富汗前後投入了

約7000億美元的巨額軍費，而且還有數千名美軍在阿

富汗的反恐戰爭中喪命，只換來扶植的喀布爾政府控

制區減少，以及阿富汗民眾的反感。

但是，美國想從阿富汗脫身也陷入了尷尬。美軍

撤出後，他們扶植的喀布爾政府會否被塔利班所取代

，令多年成果毀於一旦？美國其實心裏很沒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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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宇視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