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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与塔利班政权的兴衰
邓小川

摘 要 塔利班政权于 1 9 9 6 年在阿富汗旋风般掘起
,

又于 2 0 01 年 12 月 日在国内外强大势力的共同打

击下迅速崩溃
,

美国在其中始终扮演着重要角色
。

为了中亚的战略利益
,

美国
“

创建 了塔利班运动
” ;
当美国认

为塔利班政权成为国际恐怖主义的最大庇护者时
,

它便组织了国际反恐怖主义统一战线
,

将塔利班一举毁灭
。

塔利班这个曾经被美国中央情报局一手培植起来的政权
,

最终还是毁在了美国的手里
。

关键词 阿富汗 塔利班 美国 石油资源

塔利班于 20 01 年 12 月初交出南方重镇坎大哈和

查布尔省的控制权
,

与此同时
,

阿富汗四方代表在联合

国主持下
,

于 12 月 5 日签署了成立阿临时政府的波恩

协议
,

国际社会普遍认为
,

这标志着塔利班政权对阿富

汗的统治彻底结束
。

塔利班这个曾经被美国中央情报

局 一手培植起来的政权
,

最终还是毁在了美国的手里
。

塔利班的神秘崛起

在外界看来
,

塔利班的出现和崛起极为神秘
。

1 9 9 4

年阿富汗内战正陷入长期胶着状态
,

8 月间
,

在巴基斯

坦边境城市查曼成立 了一支叫伊斯兰学生民兵组织的

武装力量
,

这就是后来让世界为之震惊的
、

成为
“

21 世

纪第一场战争
”

靶子的塔利班
。

“

塔利班
”

在阿富汗普什图族语中是
“

学生
”

的意

思
,

最初是一支由神学院学生组成的武装力量
,

它的最

高领导人穆罕默德
·

奥马尔是一个流亡到巴基斯坦的

普通阿旬
。

由于不满阿富汗南部坎大哈地方势力骚扰

当地百姓
,

他组织 了一批学生(主要是刚从巴基斯坦宗

教学校毕业的阿富汗难民学生)
,

消灭了坎大哈地方势

力并控制了坎大哈省., 又 以此为根据地建立 了一个行

政管理部门齐全的自治区
,

形成了独 占一方的军事组

织
。

组建初期的塔利班因势单力薄
,

又兵少将寡
,

最初

只有 80 0 多人
,

武器装备亦不精 良
,

加上多是刚出校门

的学生
,

因此当时被各方势力视为成不 了大气候的
“

地

方新势力
” ,

一直未引起阿富汗国内各派及国际社会的

关注
。

但在此后短短数月里
,

塔利班迅速发展到了近 3

万人
,

并拥有坦克 20 。余辆
,

喷气式战斗机 10 余架以

及其他的先进武器装备
。

学生军以荡平各派
、

拯救国

家
、

统一阿富汗为己任
,

纪律严明
,

作战英勇
,

很得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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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拥戴
。

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
,

一路势如破竹
,

剪灭

群雄
,

迅速控制了阿富汗 40 % 的地区
,

成为阿富汗 内

战中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
,

令人刮目相看
。

到 1 9 9 6 年

9 月
,

塔利班横扫大半个阿富汗
,

占领 了全国 70 % 以上

的领土
。

9 月 27 日
,

塔利班终于攻下期盼已久的
、

也是

阿富汗政权象征的首都喀布尔
。

塔利班入主喀布尔
,

建

立 了塔利班政权
,

使阿富汗内战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
。

由于塔利班一开始就宣布不加入和不依附任何派别
,

在政权内采取的是排斤他人的激进政策
,

使原来内战

中死对头的两股势力
:

拉巴尼
、

马苏德领导的政府军和

杜斯塔姆率领的乌兹别克民兵结成 了反塔联盟
,

随着

塔利班控制区的不断扩大
,

阿富汗各派军阀都集合到

了反塔联盟的旗帜下
。

反塔联盟在 1 9 9 8 年 8 月最后一

座大城市—北方重镇马扎里沙里夫失守后
,

与塔利

班力量对比严重失衡
,

不得不龟缩到北部边境地区
,

与

控制着首都喀布尔及 90 %领土的塔利班政权形成南

北对峙
,

国际社会称之为
“

北方联盟
” 。

此时
,

对塔利班来说
,

离结束阿富汗长期分裂割

据
,

完成国家统一大业只有一步之遥
。

得民心者得天下
,

失民心者失天下

塔利班能在短短的两年时间里旋风式地崛起
,

绝

非偶然
。

客观地说
,

当初塔利班在阿富汗的崛起是有一定

的群众基础的
。

首先
,

它顺应了阿富汗人 民普遍厌战
,

渴望和平统一的民意
。

自从 1 9 9 2 年前苏联扶植的纳吉

布拉政权垮台后
,

阿国内各派为了争权夺利
,

相互残

杀
,

内战爆发且绵延不休
,

人 民饱受离乱之苦
。

塔利班

一 成立
,

便打出了
“

铲除军阀
、

恢复和平
、

重建国家
”

和



理 论 探 讨 邓小川 美国与塔利班政权的兴衰

“

建立真正的伊斯兰政府
”两大旗帜

,

并声明不依附任

何党派
。

这在一定程度上引起饱经战乱
、

渴望和平的阿

富汗人民的共鸣和支持
。

其次
,

塔利班成员属于占阿人

口 多数的普什图族
,

拉巴尼则属于人 口 占少数的塔吉

克族
,

在阿全国人 口 中
,

前者占 60 %
,

后才占 30 %
。

自

1 7 4 7 年阿富汗王国至今的 20 。多年中
,

阿虽民族矛盾

不断
,

但普什图族始终处于统治地位
。

因此
,

塔利班政

权在国内有较雄厚的群众基础
。

但塔利班入主喀布尔后
,

建立起政教合一的所谓
“

真正的伊斯兰政府
” ,

推行的是极端宗教主义政策
,

使

塔利班控制地 区的阿人 民越来越感到不满
。

如对女性

采取 了极端歧视 的性别隔离政策
,

禁止妇女外出工作

和女孩上学
,

妇女必须着传统服装
,

从头到脚必须包得

密不透风
,

塔利班 的极端法规
,

不但把妇女禁锢在家

中
,

还要求她们把所有的窗户都刷上油漆
,

以防别人看

到她们
。

一个国际人权组织对塔利班控制区内的妇女

进行的调查表明
,

有 95 写的被调查者认为
,

在塔利班

的统治下她们的生活 已变得
“

更加糟糕
” 。

塔利班夺取

政权之前
,

暴力犯罪一直肆虐阿富汉
,

但许多妇女表

示
,

塔利班制定的法律和命令比暴力犯罪或任何肆虐

还要坏
。

一位以前曾做过教师的妇女说
: “

塔利班是野

蛮的和精神失常的
,

即使在火箭和炮弹像雨点一样乱

飞的那些 日子我的心情也比现在好
。 ”

塔利班还规定
,

男人必须留胡子
,

关闭所有的影剧院和电视台
,

禁止民

众收看 电视和收听收音机
,

以及一切体育运动
。

对偷窃

者断肢
,

对酿酒
、

违规者施行鞭答
。

由于占全国教师总

数的三分之二的妇女教师被迫离职
,

阿富汗的公共教

育系统陷于瘫痪
。

据最新一项调查表明
,

阿富汗的文盲

率高达 95 %
。

但宗教人士和塔利班成员们却可以享用

电视
,

他们中许多人将 自己的子女送到巴基斯坦上大

学
。

塔利班还不顾国际社会的劝阻
,

对其控制区的非伊

斯兰文化进行大肆扫荡
,

炸毁 了巴米扬省 内的两座有

1 5 0 0 年历史的大佛像
,

全 国各地的 6 0 0 0 余座其他佛

像也遭毁灭
,

各博物馆中的非伊斯兰文物也荡然无存
。

塔利班的这些极端的偏极政策和浓厚的原教旨主义宗

教色彩使它的统治越来越不得人 心
,

也越来越多地受

到国际社会的遣责
。

有一只外国的手在操纵

然而仅有群众基础
,

没有外部势力的支持
,

在那样

群堆割据
、

纷乱的战局中
,

仅靠一批学生在如此短的时

间里就 能夺取政权
,

是很难想象的
。

其实
,

在阿富汗 20

多年的战争中
,

无论是在抵抗苏联的
“

自由圣战
”

(1 9 7 9

一 1 9 9 2 )
,

还是 1 9 9 2 年至今的
“

统一圣战
”

中
,

阿富汗所

有军政集团无 一不靠特定的
“

国际援助
”

生存发展
。

在

塔利班崛起时
,

北方联盟便得到了来 自俄罗斯
、

印度甚

至是伊朗和土耳其的鼎力支持
。

所以当时的国际舆论

普遍认为
,

塔利班的迅速崛起与外部势力的支持是分

不开的
, “

有一只外国的手在操纵
” 。

这只手就是巴基斯

坦和美国
。

虽然美国否认与塔利班有牵连
,

但从后来美国对

塔利班占领喀布尔后 的积极反应来看
,

舆论界的说法

并不是空穴来风
。

更有鉴于 2 0 0 1 年 n 月 13 日曾为前

苏联克格勃的现任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出访美国前夕接

受美国记者采访时说
,

是
“

美国创建 了塔利班运动
” ,

“

为的是与苏联作战
” 。

则进一步证实了美国扶植塔利

班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

在阿富汗培植一个亲美政权
,

符合美国的利益
。

苏

联解体后
,

美国的中亚战略目标有三个
: 1

、

鼓励独联体

中亚 国家摆脱俄罗斯的控制
; 2

、

扼制伊朗对中亚的渗

透
; 3

、

主宰中亚油气资源的开发利用
。

阿富汗所处的地

理位置在中亚地区有重要的地缘政治和战略价值
。

但

旷日持久的阿内战使美国对阿未来政局走向感到不

安
,

特别是世界上许多伊斯兰恐怖主义活动与阿国内

原教 旨主义有瓜葛
。

更令美国不安的是
,

伊朗正试 图不

断扩大在阿富汗的影响
。

支持塔利班打击拉巴尼政权

有利于美国在战略上封锁和孤立伊朗
。

然而在美国看来更重要的也许是经济安全
。

中亚

地区蕴藏着丰富的石油
、

天然气等能源和矿藏资源
,

仅

土库曼斯坦就拥有世界三分之一的天然气资源和 12 0

亿吨的石油储量
。

战略专家们估计
,

21 世纪中亚地区

在资源方面的重要性可能会压倒其他地区
。

但中亚地

区的几乎所有资源运输通道均得经过俄罗斯及其势力

范围
,

这样的情形
,

不仅使中亚国家主权受制于俄
,

而

且阻碍了西方国家在这个地区的利益扩展
,

包括推销

其他产品和攫取资源
。

阿富汗的重要性正在于它是开

发中亚资源的另一条主要进出路线
。

为打破俄罗斯和

伊朗对中亚国家能源出口和其他贸易的垄断局面
,

最

简单的办法就是由中亚各国经阿富汗穿过巴基斯坦抵

达阿拉伯海修一条石油
、

天然气输出管道
。

美国当时的

打算是准备用 20 亿美元修建一条从土库曼斯坦经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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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汗到巴基斯坦的输油管道
,

美巴将是这一 计划 的最

大直接受益者
。

1 9 9 7 年 12 月是旬
,

美国一家著书的石

油跨国公 司曾邀请塔利班最高委员会成员穆罕默德
·

高斯等 5 人访美
,

当时美国负责南亚事务的助理国务

卿英特福斯与塔利班一行人还举行 了会谈
,

可见美国

的上述计划在 1 9 98 年之前一直在进行之中
。

美国制造了
“

9
.

n
”

的凶手?

但塔利班掌权后
,

美国逐渐发现
,

事态的发展越来

越超 出它的预想和控制
。

首先
,

在塔利班控制治区
,

伊

斯兰原教 旨主义成了至高无上的法律
,

肆意侵犯公 民

权益的现象比比皆是
,

这使得 一惯以人权卫 士 自居 的

美国人颇为尴尬
,

因此一直没有承认这个政权
。

更令美

国光火的是
,

其死对头拉登把阿富汗 当作从事国际恐

怖主义活动的大本营
。

其实
,

拉登 曾是美国人 的
“

战

友
” 。

整个 8 0 年代
,

美国和拉登都站在一起反对苏联
,

拉登不仅在阿富汗接受了美国中央情报局所谓半隐蔽

行动领袖的训练
,

从 80 年代初到 1 9 8 6 年还得到了美

国的大量援助
,

包括专门对付直升机的
“

毒刺
”

便携式

导弹
,

据说拉登 团伙在阿富汗抵抗苏联期间获得美国

军事援助高达 2
.

5 亿美元
。

那些年间
,

每个月就有 80

人到拉登营地接受训练
,

无怪乎后来人们都说
,

拉登的

本事是从美国那学来的
。

拉登从美国的
“

战友
”

变为敌人是从海湾战争美国

及其西方盟国的士兵进入沙特阿拉伯开始
,

当时拉登

说
: “

美国异
.

教徒进入沙特是对圣教的衰读
” 。

从此在国

际上开始了针对美国的一系列恐怖袭击活动
。

美国从

1 9 9 1 年起 已经对拉登有所警惕
,

但没有足够证据证明

他有罪
,

只好逼沙特在 1 9 9 4 年取消了他的公 民权
,

又

迫使苏丹在 1 9 9 6 年把他驱逐 出境
。

拉登无路可走来到

阿富汗
,

投靠了塔利班
,

他称重回阿富汗是
“

回家
” 。

在

阿富汗
,

拉登还建立起了许许多多的训练营地
,

把训练

有素的
‘

怪战
”

战士投放到世界各地
,

让美国人在整个

90 年代都胆颤心惊
。

可塔利班的奥马尔却偏偏庇护这

个铁了心与美国作对的死敌
,

美国曾多次威胁奥马尔

交出拉登这个不断制造恐怖事件的头号嫌疑犯
,

可奥

马尔说拉登是阿富汗的
“

客人
” 。

为此
,

1 9 9 8 年在美国

驻东非使馆爆炸发生后
,

美国于 同年的 8 月 20 日对阿

富汗进行了报复性空袭
,

炸死 了 27 人
。

不过那次克林

顿不知是证据不足还是
“

心慈手软
” ,

总之对塔利班没

有赶尽杀绝
。

不曾想
,

三年后美国本土竟遭遇如此劫

难
。

据外电报道
,

即使是在布什入主 白宫后
,

为了中亚

的石油
,

布什还 曾下令恢复与塔利班的接触
。

布什对塔

利班不计前嫌之举出于两个考虑
:

第一
,

布什当选在很

大程度上是 因为得到了美国石油界的资助
,

另外
,

布什

政府中的许多官员都出身于石油业
,

对他们来说
,

确保

中亚稳定非常重要
。

因此
,

布什认为与塔利班的接触必

须尽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

第二
,

此时
,

中俄之间已达

成 了修建输油管道的协议
。

美国认为
,

这意味着中俄很

可能完全垄断中亚地 区的石油运输业
。

另外
,

俄罗斯的

一条运送里海石油的管道 已于 2 0 0 0 年夏天投入使用
,

而与其竟争的美国的一条从中亚通至土耳杰伊汉的输

油管道仍处于计划阶段
。

如果这种局面继续下去
,

美国

公 司在哈萨克斯坦
、

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生产

的石油和天然气的运输将只能连接到由中俄控制的输

油管道上
。

因此
,

阿富汗此时对美国又显得尤为重要
。

2 0 01 年 2 月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表示
,

华盛顿希望与塔

利班建立一 种持久对话关系
,

于是 一位美国人被任命

为联合国阿富汗特使
。

2 0 0 1 年 4 月至 8 月
,

这位特使

曾四次前往喀布尔和坎大哈与塔利班接触
,

在他的主

持下
,

6 + 2 集团(阿富汗周边六国加上美国和俄罗斯 )

在柏林举行过几次会谈
。

美国的意图是
,

希望塔利班与

北方联盟组成联合政府
,

结束阿内战
;
塔利班必须交出

或驱逐拉登
。

但美国与塔利班的谈判没有成功
。

有人在总结美国半个多世纪的国际恩怨后发现
,

美国总是看不准 自己的真正敌人是谁
。

二战时
,

美国一

直认定
,

它最大的敌人是德国和意大利
,

结果伤害它本

土的却是 日本人
;
冷战结束后

,

又把矛头指向俄罗斯和

中国
,

结果
“ 9

.

n 事件
”

告诉美国
,

它真正的敌人是
“

极

端恐怖网和支持者
”

(布什 2 0 0 1 年 9 月 21 日在美国的

演讲 )
,

其中最危险的敌人是它所训练和援助过的拉

登
,

庇护拉登的塔利班则又是在美国的培植下得势的
。

如果勺
.

1 1 ”

恐怖袭击真像美国认定的那样是拉登干

的
,

我们是不是可 以说
,

这场悲剧的真正 制造者是美国

自己 ! 正像普京所说
,

由于美国创建了塔利班运动
,

才
“

使美国在 9 月 11 日遭到了前所未有的袭击
” 。

而
“ 9.

11
”

竟然是美国的报警电话 !

(作者系厦 门行政学院行政管理学教研部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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