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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2009年圣诞节由也门基地组织训练的

尼日利亚青年爆破美国客机未遂，美

国驻也门使馆提高警戒级别，沉寂多时的

“反恐战争”说法便重新回到白宫政治术语

库中。究竟也门何时成为“基地”新基地？

美国会否有需要、有勇气开辟反恐第三战

线？这些问题除了得从也门本土与非本土

两个角度分析，也要从美国的宏观外交政

策分析，牵涉的单位除了美国和也门内部

各派系，还得包括大中东地区的主要国家，

特别是巴基斯坦和沙特阿拉伯。

也门恐怖主义的本土源头
 也门成为重大恐怖袭击策源地并非首

次，“9·11”前，其中一宗最受注目的反

美恐怖袭击就发生在也门亚丁港对出海面，

美国战舰科尔号被炸，造成 17 名美国海军

陆战队员死亡。2009 年也门国内外恐怖警

讯不断，从美国德州陆军基地遭袭到底特

律圣诞炸机惊魂，从韩国游客遇袭身亡到

红新月会工作人员被绑架，从沙特士兵遭

也门叛军杀害到索马里极端组织蠢蠢欲动

⋯⋯用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的话说，在

过去一年半到两年的时间里，也门“出现

在我们雷达屏幕上的几率一直在攀升”。

也门成为恐怖主义温床，首先源自其

脆弱的经济生产力与相对贫乏的资源，令

它与苏丹、巴基斯坦等国一样，成为阿拉

伯 - 伊斯兰世界的贫民。也门人口 2100 多

万，只比沙特少 300 万，但国土面积却只

有沙特的 1/4，可采石油将在 10 年内耗竭。

地瘠人多，再加上国内战乱不断，使得也

门成为武装分子出口大国、雇佣兵中心，

无论是阿富汗战争还是伊拉克战争，都有

也门上演新代理人战争？

美国当前的反恐主要采取守势，而不是攻势。当也门民兵和沙特恐怖分子可能结成联盟，

美国更不可能高调进入也门，因为那会更快让美国直接面对沙特问题，需要付出沙特分裂

的代价。奥巴马所能做的，除了秘密训练也门反恐部队，就是效法小布什支持埃塞俄比亚

出兵索马里打击极端教派武装的故例，鼓动沙特以国际维和部队之名在也门维持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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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萨利赫知根知底，威胁最大。也门政

府与胡塞分子的战争始于 2004 年，政府指

什叶派领袖胡塞在北部地区扩充势力，是

伊朗在黎巴嫩支持之真主党的也门版，胡

塞则宣扬萨利赫过度亲美和亲以色列。胡

塞 2004 年被杀，其运动却继续发展，先后

与政府军发生 5 次大规模冲突。2008 年初，

胡塞叛军曾与政府签订和解协议，但半年

后冲突再次爆发。萨利赫为镇压胡塞分子，

不惜容许代表逊尼派激进势力的基地组织

发展起来，以为臂助。即便是在底特律未

遂炸机案发生后，虽然也门

政府默许美舰向也南部基地

训练营发射多枚“战斧”巡

航导弹，炸死了 60 多人，其

后也门军警也对首都附近和

中部省份的“基地”据点发

动了一连串抓捕和空袭行动，

但萨利赫念兹在兹的还是北

部胡塞叛军，并曾试图把国

际社会对“基地”的怒火引

到胡塞分子身上去，只是没有成功。之后，

在胡塞武装请求停火的情况下，也门政府

军还是坚持进攻，丝毫没有“停止内战，

一致对付基地组织”的样子。

也门“基地”支部等同沙特“基
地”支部？

 就在也门政府无暇他顾的时候，“基

地”也门支部于 2009 年 1 月宣布加入“基

地阿拉伯半岛支部”。所谓“阿拉伯半岛支

部”，其实不过是沙特阿拉伯一些散兵游

勇，他们在 1990 年代开始策划针对西方利

益的炸弹爆炸，近年又进行了一些斩首行

为，针对沙特军警和外国守卫打“圣战”，“9

·11”后杀了约 100 人。正如扎卡维在伊

拉克的独立恐怖组织改称为“基地伊拉克

支部”，沙特游击队也改称自己为“基地阿

拉伯半岛支部”，声称要负责整个地区的恐

怖事业，连沙特邻国卡塔尔出现的炸弹袭

击，他们也会争着承担责任。该组织的高

层近年接连被杀被捕，包括 2003 年的阿尼，

2004 年的哈积、穆克林和沙克汗，2005 年

的奥菲等，媒体常误报他们为“基地高层”，

一般读者不求甚解，以为真的有“基地高

层”天天落网。其实这不过是虚张声势而

已，基本上他们完全独立运作，和基地总

部联系极有限。而且，这帮人的地域观念

十分明显，例如穆克林死后，据说根据资

历，顺序的接班人应该是摩洛哥教士穆吉

蒂而不是奥菲，但就是因为前者并非沙特

人、也不是海湾人，就失去继承资格。

这些人当中，奥菲的背景具有相当代

表性。他不但是沙特监狱的警官，曾往巴

基斯坦、波斯尼亚等地支持圣战，更是招

揽沙特警卫集体变节的关键人物。奥菲并

非 1980 年代阿富汗战

争那一代的圣战士，只

是因为行为不检，被沙

特上司解雇，遇上策划

1993 年世贸第一次袭

击的激进教士拉姆兹·

优素福，对方协助他经

营把沙特伊斯兰圣城圣

水运往巴基斯坦兜售的

“生意”，重赏之下必有

勇夫，奥菲倒向敌方，成为一代“圣水大亨”。

1996 年，奥菲到苏丹向本·拉丹朝圣，坚

定了“志向”，终至一方诸侯。

也门和沙特的官方关系并不能算和谐，

双方更爆发过边境冲突，但沙特一直基于

富国的责任援助也门这个穷兄弟，让两国

人民有不少机会接触。本·拉丹的父亲就

是来自也门的沙特新移民，也门“基地”

一些主要领袖都来自沙特，他们不少曾被

囚于关塔那摩基地，那里已成了新一代恐

怖分子的串连圣地。据说也门基地负责人

曾担任本·拉丹的私人秘书，在也门政界

也有不少朋友，因为不少也门警方和奥菲

一样，身在汉营心在曹。沙特中央政府毕

竟较强，不少沙特恐怖分子情愿到别国活

动，这固然是也门基地兴起的原因之一，

但更重要的其实是沙特恐怖分子和王室有

一些默契，沙特王室一直支持被西方视为

“基本教义派”的激进瓦哈比教士在别的地

方办学，前提是他们不要在本国搞事。“9

·11”后，美国一度把沙特列为潜在恐怖

主义出口国名单，这除了因为本·拉丹家

族在沙特发迹，更因为沙特王室和瓦哈比

教士数百年来的结盟关系 ：要是没有瓦哈

大量也门人参加。此外，也门也是阿拉伯

半岛各国外劳的主要来源地。由于也门一

度在海湾战争中支持伊拉克入侵科威特，

令那些和科威特同气连枝的富有国家遣返

也门劳工报复，这批失业人士，又有不少

走进恐怖大业。就是没有“9·11”，也门

的经济问题、人口问题，已足以带来区域

不稳定。事实上，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

就把人口结构列为伊斯兰文明扩张性的原

因之一，也门、伊拉克、约旦都是典型。

以著名恐怖分子扎卡维为例，他来自约旦

北部扎卡地区的大家庭，家族人员众多而

经济极差，作为青年的他冒险当恐怖分子，

其实部分原因也是为势所逼，这和“9·

11”劫机者的中产背景全然不同。

与此同时，也门中央政府一直积弱，

为当地变成恐怖主义温床加添了客观条件。

虽然也门历史上曾是统一国家，但自从殖

民主义入侵，就被分裂为南北两国，即“阿

拉伯也门”和“民主也门”，也称北也门、

南也门。冷战期间，南也门属于苏联阵营，

成了共产世界“赤化”阿拉伯半岛的桥头

堡，和红海对岸一度被共产党统治的埃塞

俄比亚遥相呼应 ；美国支持北也门和埃塞

宿敌索马里，以当时国际气氛也属情理之

中。冷战结束前后，南北也门不得不在

1990 年名义上再统一，不过冲突时有发生，

1994 年更由于南部不满而爆发大规模内战，

虽然最终北部战胜，但南北矛盾并未消除，

这让人想起同样南北分裂的苏丹。就是在

也门北部和南部内部，也分别存在众多部

落势力，它们之间也打过不少不为人知的

小内战，这就像巴基斯坦西北地区的部落

酋长区（FATA），根本不能由中央政府有

效管治。不但不少没落也门部落酋长同情

“基地”，就是不少也门政府官员、情报人

员也偷偷支持恐怖分子，因为他们的效忠

从来不在中央。目前南部也门的分裂势力

残余武装，就被部分学者认为是恐怖分子

的源头之一，虽然相关证据缺乏，但也反

映了当地局势之复杂，并不比派系和族群

林立的伊拉克或阿富汗逊色。

新世纪以来，最令也门政府头痛的是

源自北部萨达省的什叶派胡塞（houthi）分

子，因为他们对出身北也门、执政 32 年的

也门“基地”一

些主要领袖都来

自沙特，沙特王室一直

支持被西方视为“基本

教义派”的激进瓦哈比

教士在别的地方办学，

前提是他们不要在本国

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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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主义，沙特王室根本不可能取代阿拉伯

半岛一脉相承的圣地管理家族管治这国家，

此所以就算沙特王室极尽奢侈，国王的丧

礼也不得不用最简朴的方式进行，以免有

违瓦哈比教义。

美国不可能开拓第三战线
 所以说，要是美国在阿富汗、伊拉克

外开拓第三条反恐战线，就不是针对也门，

而是针对沙特这个传统盟友了。奥巴马目

前是不可能下这个决心的，因为美国当前

的反恐主要采取守势，而不是攻势。究竟

他为什么要增兵阿富汗？表面上，那是违

背了竞选承诺，满足了美国国内保守主义

和军方的诉求，但其真正的目的，不过是

体面撤离中东，这是笔者对一些美国军事

学者和官员做访谈时不断得到的印象。假

如奥巴马真的希望解决死灰复燃的塔利班，

最彻底的办法，其实在美国外交界谁都知

道，就是“解决”巴基斯坦：这里说的“解决”

不是简单地更换巴基斯坦政府，换来更与

美国反恐政策配合的新领导人，这样做是

没有效果的，因为巴基斯坦中央政府从来

控制不了边境地区，而如前述，它控制不

了的西北部落酋长区，正是塔利班的大本

营。何况塔利班的崛起基本上由巴基斯坦

一手造成，双方关系千丝万缕，美国一直

对巴国反恐的决心缺乏信任，也极担心恐

怖分子得到核武的突破口会在巴基斯坦出

现。要完全改变现状，只能是肢解巴基斯坦。

事实上，巴基斯坦近年一直名列美国和平

基金会和著名外交期刊《外交事务》的“失

败国家指数”前列，也就是被当作跟苏丹、

津巴布韦、阿富汗等国家相近级别，干涉

巴基斯坦的舆论一直在酝酿。假如巴国被

肢解为数个小国，边境酋长区由美国直接

出兵，这才是大动作，但就是布什也没有

勇气作出这类决定。既然没有这样的可能

性，先增兵、争取任何具宣传价值的成效

再撤兵，就成了唯一的选择，正如研究越

战的学者会得出同一结论，就是增兵可以

是撤兵的开始。

同一道理，美国保守派也一直有提案

要肢解沙特阿拉伯，因为“基地”和沙特

的关系同样千丝万缕，正如塔利班和巴基

斯坦的关系一样。沙特从前由“汉志”和“内

志”两部分组成，内部整合并非完美，目

前一方面拥有伊斯兰教圣地，另一方面却

是恐怖主义温床 ；既是西方盟友兼重要产

油区，同时也开始出现贫富悬殊问题，不

像科威特一类石油小国只需照顾稀少的本

土人口。假如沙特分裂，石油资源由完全

可靠的亲西方政权掌握，贫苦人口被另一

政权控制，再由美国以高压方式配合反恐，

那起码可让石油和恐怖主义脱钩，而布什

时代的美国政府，也才一度把沙特列为潜

在敌人。但奥巴马同样不可能对沙特作出

大动作，因为这样的风险极大，稍一不慎，

会危及世界能源秩序，何况和谐依然是他

的表面外交策略。

既然是这样，也门反恐只可能是雷声

大、雨点小，就算真的有跨国协作，也只

会以秘密方式完成。表面上，沙特已跟美

国配合在也门反恐。例如据中国记者报道，

自 2009 年 11 月以来，沙特空军曾向也门

境内发射了 3800 枚导弹，造成当地 8900

户家庭逃离、15.7 万人流离失所，但当地

媒体不允许报道此事 ；而也门民兵已经夺

取了接近也门与沙特边境线上的可汗山军

事基地，足以威胁沙特的南部油田。但实

际上，当也门民兵和沙特恐怖分子可能结

成联盟，美国更不可能高调进入也门，因

为那会更快让美国直接面对沙特问题。奥

巴马所能做的，除了派出少量军人秘密训

练也门反恐部队，就是效法小布什支持埃

塞俄比亚出兵索马里打击极端教派武装的

故例，鼓动沙特以国际维和部队之名在也

门维持秩序。

在也门历史上，这样的代理人战争

曾经发生在代表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埃及和

统治南也门的英国殖民者身上。当时英国

方面跟代表保守势力的沙特阿拉伯和约旦

支持北也门保皇派，企图推翻军人政权复

辟，埃及则支持革命政权与保皇派爆发战

争，战事愈演愈烈，结果埃及派兵参与内

战，1960 年代的也门内战于是成为冷战时

代阿拉伯世界进步与保守势力的较量。而

今，假如也门局势失控，埃及和沙特等阿

拉伯国家组成维和部队进驻的可能性还是

存在的。 

聚焦

 2010 年 1月 27

日在伦敦召开的也

门国际会议很短促，

只是随后召开的阿

富汗问题会议的一

个陪衬。从会议成果

看，5项援助措施都是原则性宣言，其中除了 IMF帮助也门

进行改革的承诺较有意义外，值得一提的就数海湾国家合作

委员会 2月下旬将在沙特阿拉伯利雅得举行的一次也门捐助

国会议。然而，对此也不能期望过高。2006 年的伦敦捐助国

会议，也门获得捐助承诺高达 50 多亿美元，可是由于受到

也门自身能力与其招标程序透明度的限制，至今仅有 4.15 亿

美元到位。如今各捐助国最应当做的，就是在也门财政改革

的基础上，将 2006 年承诺的援助款尽快拨付到位，再减免

也门目前背负的 56 亿美元外债。而在今后 10 年，也门的基

础设施建设、脱贫与发展项目估计需要 500 亿美元，庞大的

资金缺口有待更多国家出手支援。据《也门邮报》报道，也

门政府已正式恳请中国和俄罗斯提供援助。

21 国伦敦开会论援助也门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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