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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塔立班神學士政權大出風頭

2001 年的阿富汗（Afghan）大出風頭，成為世界新聞的焦點。先是塔立班

（Taliban 阿富汗普什圖[Pushtun]語意為「學生」，故中譯為「神學士」）政府不顧世

界各國的反對，於二月二十六日宣布要摧毀阿富汗境內所有雕像，以符合伊斯蘭

教只有一個真神，不崇拜偶像的基本教義。於是有一千五百年歷史，一尊高三十

八公尺，一尊高五十三公尺，在唐玄奘《大唐西域記》中有記載的巴米揚(Bamiyan)

大佛，從此消逝。

其後，九月十一日，在恐怖分子挾持客機作自殺式的攻擊下，象徵資本主義

的紐約世貿中心雙子星摩天大樓也遭摧毀。被認為是主謀的奧薩瑪．賓．拉登

(Osama bin Laden)就藏匿在阿富汗，於是美國出兵阿富汗，聯合反塔立班的「北方

聯盟」(Northern Alliance)推翻塔立班政府，於十二月二十二日成立阿富汗臨時政府

將國號由「阿富汗伊斯蘭大公國」(Islamic Emirate of Afghanistan)改回原來的「阿富

汗伊斯蘭國」(Islamic State of Afghanistan)。

阿富汗在近二十多年來，烽火連天、戰亂不斷。先是 1979 年，蘇聯入侵，扶植

巴布拉克．卡邁爾(Babrak Karmal)的傀儡政權，佔領阿富汗達十年之久，西方國家

資助抗蘇的伊斯蘭遊擊隊，以巴基斯坦為基地，進行反抗遊擊戰。1989 年，戈巴契

夫(Mikhail Gorbachev)宣布自阿富汗全面撤軍，各路遊擊隊割據一方，進行軍閥大

混戰。1996年 9 月，巴基斯坦與美國所支持成立於 1994年的塔立班民兵攻佔首都

喀布爾(Kabul)，掌控將近 95%的領土，成立政府。但災難並未停止，反抗塔立班的

軍隊，「北方聯盟」避走北部山區，繼續作戰。他們在美國的干預下，取得鄰近的俄

國、巴基斯坦、中亞五國、中國的合作，最終打倒了塔立班政權。

二、窮困的山國，戰略的重地

「阿富汗」是個多山多沙漠的國家，興都庫什山（Hindkush）橫亙其中，在

647,500平方公里的領土中，五分之四是海拔五千公尺以上的高原與高山; 因此，

在中亞細亞流行的國際語言波斯語中稱這塊地方為 Afghanistan 意即「山人之國」

另五分之一是平原，但平原之中又多是無水的沙漠與荒原。這樣艱困的地方，為

何這麼受人注目？為何成為列強爭奪的地方？

這是由於阿富汗特殊的地位置使然，阿富汗位於歐亞大陸的中央，東以帕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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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原與新疆接壤，北與中亞五國中的塔吉克(Tajikistan)、烏茲別克(Uzbekistan)、土

庫曼(Turkmenistan)接壤，西與伊朗為鄰，東及東南與巴基斯坦為鄰。古代它是中國

通往西方的絲路必經之地。近年來，俄國從中亞南下通印度洋的要道，也是英國

向中亞展的通道，因而成為英俄爭勝之地。蘇聯解體之後，中亞五國獨立，由於中

亞的石油與天然氣儲量極豐富，其儲藏量僅次於中東和西伯利亞，居世界第三位; 

因此成為美國為首之西方資本國家爭奪的對象。阿富汗雖然是個貧瘠的山   

國，卻因位於中亞五國的南邊，是石油輸送管道最有利之通道。如果在此架設石

油輸送管道直達印度洋，可不必經過俄羅斯的勢力範圍，又可避開不友善的伊朗

既方便又安全。這就是為什麼美國會無視於塔立班政權及賓拉登所宣揚宗教極端

的聖戰，仍然提供拉登集團經費抗蘇，扶植塔立班民兵，發布武器禁運政策，遏止

反塔立班勢力的壯大。後來塔立班政權對內執行伊斯蘭教的基本教義，例如：不

准婦女受教育，禁止西方音樂，對外公然支持國際恐怖分子活動，大大地違背美

國當初支持塔立班政權的初衷，進而對美國的利益構成莫大的威脅，尤其 911發

動恐怖攻擊; 這才使美國斷然出兵，剷除塔立班政權。

三、文明的十字路口 – 民族遷徙與帝國征戰之地

1 、上古史 : 希臘、大月氏、貴霜、厭噠

   阿富汗的戰略地理位置之重要，並不始於近現代，自古以來，阿富汗就是文明的

十字路口，東西陸路交通的樞紐，絲路的要衝。因此，阿富汗不但是商貿文化傳播

的重地，也是民族遷徙與帝國征戰的兵家必爭之地。波斯帝國於西元前第六世紀

統治阿富汗，瑣羅亞斯德（Zoroaster）創始的祆教就在此流行一時。西元前四世紀，

亞歷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打敗波斯帝國的大流士三世（DariusⅢ），要

征服印度，便先征服阿富汗，帶來希臘化文化（Hellenism），在阿富汗境內修建三

座亞歷山大城，並迎娶住在巴克特里亞（Bactria即大夏）的波斯貴族羅克姍娜，拉

攏阿富汗的貴族，以緩和阿富汗境內民族的反對。

   亞歷山大死後，阿富汗由塞琉古王朝(Seleucid Dynasty)與印度孔雀王朝(Maurya 
Dynasty)達成協議，將阿富汗交給孔雀王朝的阿育王統治。近年來在阿富汗發現
的文物，證明阿育王(Asoka)曾在此實行有效統治，並傳播了佛教文化。約在西元
前 250 年，巴克特里亞總督狄奧多德(Diodotus)稱王，史稱「希臘巴克特里亞
(Greco-Bactrian)王國」（希臘大夏王國）。王國後來分裂，征戰不已。約在西元前
130 年左右，原住在今伊犁附近的大月氏為匈奴所敗，被迫西遷，進入阿富汗境內
的大夏地。西漢張騫出使西域，就在這個時候到達大夏，進行聯絡大月氏夾擊匈
奴的外交活動。大月氏王統治的大夏採間接控制的方式，設立五個翕侯，給予他
們自治權。其中貴霜翕侯（Wakhan）於西元一世紀中期崛起，征服其他四個翕侯，
取代大月氏，建立貴霜(Kushan)王朝。其領土從阿富汗擴及印度西北部，並北逾阿
姆河，東越蔥嶺，到達天山南路，遣使向東漢王朝進頁，要求和親，班超逮其使臣，
打敗貴霜七萬大軍。貴霜王朝最有為的君王是迦膩色伽(Kaniska)，在其統治下，
佛教大為興盛，著名的巴米揚大佛就是這個時代塑造的。玄奘在這段時間前往印
度取經時，途經阿富汗，在其《大唐西域記》中詳細記載當時阿富汗的風土與人情、
宗教與歷史。西元 227 年左右，貴霜王朝亡於安息薩珊(Persian Sasanian)帝國。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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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五世紀至十三世紀，阿富汗又被從中國西遷的厭噠人所征服。厭噠原來是臣服
於柔然的一個小部落，於五世紀征服阿富汗，成為中亞強國，控制絲路。厭噠信奉
祆教，反對佛教，佛教文化遂在阿富汗衰落。

2 、中古史 : 穆斯林王朝、蒙古帝國、帖木兒帝國

    
    西元七世紀，阿拉伯人在伊斯蘭教的旗幟下，征服西南亞、北非、西班牙，於它
世紀中期征服波斯，東進阿富汗，但遭到阿富汗人頑強的反抗，例如阿拉伯人進
攻喀布爾六次，為時半個世紀，都屢攻不下;阿富汗人之強悍可見一斑。但也由於
阿拉伯人入侵帶來伊斯蘭教，阿富汗從此成此成為信仰伊斯蘭教的地區。九世紀
以後，阿富汗雖名義上由阿拉伯阿拔斯(Abbasid)王朝統治，實際上，地方封建諸
侯割據，成立許多世襲統治的獨立王國。十三世紀初，成吉思汗鐵木真興起於蒙
古草原，1220 年占領中亞，進入阿富汗，並遷移大批蒙古人與突厥人前來定居。金
庸的小說《射雕英雄傳》主角郭靖的師父長春真人丘處機於 1220 年赴西域謁見成
吉思汗就到過阿富汗，他的弟子李志常把在阿富汗所見所聞寫入《長春真人西遊
記》中。鐵木真死後，阿富汗成為伊兒汗國的一部份。伊兒汗國衰落後，阿富汗又
被信仰伊斯蘭教的突厥領袖帖木兒（Timur,1336-1405）所征服，阿富汗的赫拉特
(Herat)成為帖木兒帝國的首都，帖木兒在東征中國的路上突然暴斃，其子沙哈魯
(Shahrukh Bahadur)繼承，致力首都赫拉特的建設，在城中興建宏偉的大清真寺、
宮殿、圖書館、花園，提倡伊斯蘭的文藝復興。在中國史書中稱之為「哈烈國」
(Herat)，與明朝的外交往來甚為密切，尤以明永樂年間為最，雙方互訪的代表團
人數多達三百至五百人。明朝的使臣陳誠寫了《西域行程記》與《西域番國志》，哈
烈的使臣哈吉蓋耶索丁(Khwaja Ghiyasu’d-Din )也著《沙哈魯遣使中國朝廷記(A 
Persian Embassy to China)》記其見聞。

十六世紀初，帖木兒帝國內部叛亂四起。十六世紀末，赫拉特為伊朗薩法維

(Sufavid)王朝所占，而阿富汗東、南部則為帖木兒六世孫所據，並東擴至印度, 建

立莫臥兒帝國(Mughal Empire)。十六至十八世紀，阿富汗便在莫臥兒王朝與薩法

維王朝爭奪中渡過，征戰頻繁，社會黑暗、停滯。

三、帝國晚期史 : 阿富汗民族國家

1、杜蘭尼王朝

  十八世紀以前的阿富汗，就像前述的那樣是一部外族入侵史。作為一個民

族國家的阿富汗要到西元 1747 年才出現。先是伊朗那德沙(Nader Shah)於 1729

年征服阿富汗。1947 年那德沙被刺，其手下的阿富汗軍團司令阿赫馬德汗

(Ahmad Khan Abdali)，在坎大哈(Kandahar)舉行的部落酋長會議上被選為阿富汗

國王，致力於統一的民族國家之建立，是為杜蘭尼王朝(The Durrani Dynasty)。

阿赫馬德汗除統一阿富汗本土外，還對外擴張，向東發動對印度的戰爭，占

領莫臥兒帝國的旁遮普(Punjabi)、信德(Sindhi)、克什米爾(Kirshmir)，向北擴至阿

姆河左岸，成為僅次於奧圖曼土耳其帝國的穆斯林帝國。1800 年，國王查曼沙

(Zaman Shah)被推翻，王室內亂。1818 年，國王馬茂德(Shah Mahmud)又被推翻，

國家分裂為五個君主國，互相攻鬥。1831 年道斯特．穆罕默德(Dost Mohammad)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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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新的君主，建立巴拉克查伊(Barakzay)王朝。

2、英阿戰爭

就在這個時候，英國與俄國已經展開對中亞的爭奪，阿富汗是必爭之地，英

國要阻止俄國從中亞南下，必須控制阿富汗。先是在 1809 年，英國誘使當時的阿

富汗國王舒加(Shah Shoja)締結一項禁止法國及其他歐洲人進入阿富汗的條約。

後來，舒加被推翻後，英國又把舒加迎到印度，伺機復辟。於是在 1838 年 10 月 1

日印度總督奧克蘭勳爵(Lord Auckland)發動第一次英阿戰爭，1839 年 8 月占領喀

布爾，扶持舒加傀儡政權上台。道斯特穆罕默德號召阿富汗人民全面抗英，終於

1841 年迫使英軍簽約撤軍。但英國並不死心，於 1878 年 11 月，再發動第二次英

阿戰爭，入侵阿富汗。次年五月，阿富汗戰敗，簽訂《甘達馬克條約》(Treaty of 

Gandamak)，成為英國的附庸，外交內政均受英國控制。此時阿富汗王弟阿卜杜爾

拉赫曼汗(Abdor Rahman Khan)由俄羅斯返國繼承王位，發動全國人民起義抗英，

終於 1881 年 4 月將英軍全部逐出，以喀布爾為基地統一阿富汗，終結杜蘭尼王朝

四、近代史

1、確定版圖

經過兩次英阿戰爭後，英國雖然戰敗，但殖民帝國勢力仍然強大，為防堵俄

國經由阿富汗進入南亞，便致力於阿富汗的中立，使阿富汗成為俄國與英屬印度

間的緩衝國。並與俄國達成協議標定阿富汗的國界，除於 1887 年完成俄阿邊界的

議定書，並於 1893 年劃定阿富汗與印度的邊界線，是為杜蘭界線(Durand Line), 

將阿富汗主要的民族普什圖族居住進區域一分為二，一半劃歸印度，一半劃歸阿

富汗; 近代阿富汗疆域從此界定。最近美國進軍阿富汗，巴基斯坦人民不斷發動

反美示威，鄰近阿富汗的巴基斯坦境內眾多的普什圖族人是其主要成分。1901 年

英國又迫使阿富汗簽訂一項完全控制其外交的條約。英俄為爭取戰略重地在阿富

汗的鬥爭，引起世人關注，即使正處於衰亡的滿清王朝，也對昔日為藩屬的中亞

甚為注意，光緒 33 年（1907 年）學部(有如今習的教育部)圖書局就編印了三部有

關阿富汗的書：《阿富汗土耳其斯坦志》、《阿富汗斯坦志》與《阿富汗斯坦新志》。

一次大戰後，阿富汗派代表參與巴黎和會，為爭取「絕對自由與永久獨立」而

努力，由於英國的反對，未能成功。1919 年，阿曼努拉(Amanollah)即王位，厲行改

革，對內取消封建徭役，給予人民民主權利，對外要取消英的外交控制權， 以求完

全的獨立，並尋求大革命後新成立的蘇聯政府之支持，成為世界上第一個承認蘇

聯的國家; 引起英國的不滿，於 1919 年 5 月 3 日發動第三次英阿戰爭。阿曼努拉

發起抗英「聖戰(Jihad)」，終於 1921 年 11 月 22 日迫使英國簽訂和約，承認阿富汗

主權以完全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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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改革與反改革

阿曼努拉打敗英國後，繼續推動改革政策，制定第一部君主立憲憲法，廣設

學校，實施世俗教育，讓男女生同校讀書，改革落後守舊習俗，除去婦女蒙面紗; 

因此，遭到保守的封建貴族、地主、部落酋長的反對，於 1929 年 1 月 14 日推翻阿

曼努拉。從此阿富汗進入政變頻繁的年代。 1929 年 10 月穆罕默德納德汗

(Mohammad Nader Khan)上台，取消阿曼努汗的所有改革政策。於 1931 年頒布新

憲法，規定國王擁有無限權力，將上下兩院的席位全交給貴族、地主與上屬神職

人員，政府各重要職位全由王室與上層神職人員出任。1933 年 11 月 8 日納德汗

遇刺身亡，其子 19歲的穆罕默德查希爾(Mohammad Zahir Shah)繼位，但無法掌

握實權。1953 年，國王堂弟達烏德(Daoud Khan)發動政變，出任首相，對外在竭力

維護傳統的中立的同時，致力改善對蘇關係，並尋求美國的援助; 對內則力行國

家干預的經濟政策，施行兩個五年計劃，並努力社會改革，解放婦女。但由於阿富

汗與巴斯坦的邊界糾紛，國內經濟惡化，民怨沸騰，達烏德不得不於 1963 年 3 月

去職。1964 年查希爾頒布新憲法，禁止王室人員參政。為防止達烏德東山再起，強

調三權分立，突出王權之仲裁力，給予民眾參政權，並讓婦女得到參政權。1973 年

6 月 25 日查希爾前往歐洲治病，達烏德乘機於 7 月 17 日聯合一批親蘇軍官，在

蘇聯支持下發動政變，推翻查希爾，將王室及政府高級官員逮捕處死，廢除憲法，

成立阿富汗共和國(Republic of Afghanistan)，由達烏德出任總統兼總理及國防部、

外交部長，解散議會和最高法院，成立中央委員會作為最高決策機構，自己擔任

主席，獨攬大權。他同時也對外改善與周邊國家關係，逐步擺脫蘇聯的控制，奉行

「中立不結盟政策」。

3 、蘇聯入侵

1978 年 4 月 17 日達烏德以參與政變的罪名逮捕阿富汗人民民主黨(People’s 

Democratic Party)領袖塔拉基(Nur Mohammad Taraki)與卡邁爾，並暗殺人民民主

黨領袖海巴爾，4 月 19 日人民民主黨在首都喀布爾發動大規模示威遊行。4 月 27

日由蘇聯支持的軍官發動政變，宣布成立阿富汗民主共和國(Democratic Republic 

of Afghanistan)，由人民民主黨領袖塔拉基組織新政府，對外執行不結盟的親蘇政

策，對內實行土地改革，沒收王室財產，建立工會、婦女、青年組織等改革政策。但

國內各族反對塔拉基政府，認為人民民主党就是親蘇的共產党。反對勢力得到伊

朗與巴基斯坦的大力支持，使塔拉基政府岌岌可危。這時塔拉基又與總統阿敏

(Hafizullah Amin)不和，雙方均陰謀除去對方，終於塔拉基被阿敏殺害。阿敏認為

蘇聯支持塔拉基陰謀剷除他，乃與蘇聯決裂，公開表示要改善與美國的關係。於

是 1979 年 12 月 27 日蘇共中央開會(其實在 12 月 24 日聖誕夜，蘇軍已入阿富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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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布出兵八萬入侵阿富汗，於當天夜裏攻入阿敏的新居，擊斃阿敏。蘇軍於一周

之內攻佔阿富汗各大城市，支持由卡邁爾組織的新政府。但阿富汗人民將卡邁爾

政府視為蘇聯的傀儡，並不認同，他們以各種不同方式進行反抗，或在首都示威

抗議，或在各地進行遊擊戰爭。

戰火連綿，造成大量難民，截至 1987 年逃往伊朗與巴基斯坦的難民已達六百

萬，為全國人口的三分之一。經過九年多的戰爭，為抗蘇聖戰死亡的戰士以十萬計

平民死亡超過百萬，蘇軍投入戰場達九十萬，陣亡一萬三千餘人。阿富汗已成為

蘇聯的越南。這一僵局終於在 1988 年解開，蘇共總書記戈巴契夫於 2 月 8 日宣布

撤軍，並在聯合國調解下，由巴基斯坦、喀布爾政府、蘇聯、美國四國外長在日內

瓦簽訂協議，解決阿富汗問題。這時的阿富汗政府領導人為納吉布拉(Mohammad 

Najibullah)，原來的領袖卡邁爾因為政績不佳，政府改組頻繁，甚不穩定; 於 1986

年五月遭蘇聯撤換，由國家情報局局長納布拉出任新政府領袖。但在 1991 年 12

月 25 日蘇聯解體後，納吉布失去外部的支持，於 1992 年 3 月 18 日下台。各路遊

擊隊軍乘勢奪取地盤，發生大規模武裝衝突，經過多方斡旋，終於 12 月由喀布爾

大學神學院拉巴尼教授(Professor Burhanuddin Rbbani)就任過渡總統。但由於民

族、宗教矛盾極為複雜，內戰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4 、塔立班政權的興亡

拉巴尼政府在戰爭中節節敗退，至 1995 年下半年，只控制首都喀布爾與阿富

汗東北部，占全國五分之一的土地。就在 1994 年 8 月，由歐瑪爾 (Maulvi 

Mohammed Umar)領導的伊斯蘭民兵組織塔立班，在與巴基斯坦相鄰的坎大哈

(Kandahar)成立，以一批宗教學校學生軍消滅騷擾地方的武裝力量，得到民眾的

支持;很快地由八百多人增至三萬多人，擁有百輛坦克與幾十架噴射戰鬥機。由於

塔立班提出『鏟除軍閥、恢復和平、重建國家』、『把阿富汗建成一個統一的民主和

繁榮的伊斯蘭共和國』; 受到飽受戰火摧殘的阿富汗人民支持。1995年 1 月，號召

進軍喀布爾，很快地控制約佔全國百分之四十的土地。1996 年 9 月 27 日攻入喀

布爾，成立新政府，推行伊斯蘭化運動，宣布嚴格執行伊斯蘭法規。要求人民穿戴

傳統服飾，男人留鬍鬚，婦女以厚紗蒙面，關閉女子學校，不准婦女外出工作，關

閉電影院、電視台。這就是 2001 年 12 月被推翻的塔立班政府。

五、災難何時了

如今塔立班政府雖被推翻，臨時政府已經成立。然而久經戰火蹂躪的山國，

經濟困頓，人民生活苦不堪言，正等待大家的救援。阿富汗本是個多山多沙漠的

窮困國家，自古以來即因位在文明的十字路口，身居戰略要地，成為兵家必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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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強悍著名的阿富汗人飽受外族入侵，倍受屈辱，練就了不折不撓的民族魂，但

是他們至今逃不脫戰火的摧殘。四周鄰國，虎視耽耽。國內部族分歧複雜，內戰頻

繁，民不聊生。真所謂 :「千年悲歌唱不完，山國災難何時了!」

阿富汗這個「山國」的歷史，是一部人類少見的戰火蹂躪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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