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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帝国陷阱”效应析论*

杜哲元

【内容提要】通过深入分析近代以来英国、苏联和美国武力进入阿富汗的历史，

可以发现，相对于“帝国坟墓”，“帝国陷阱”这一概念能够更为准确客观

地反映阿富汗在大国政治中最突出的效应。阿富汗“帝国陷阱”效应的形

成过程往往要经过这三个阶段：“帝国”受到诱惑进入、“帝国”损失增加

与“帝国”被迫撤离。这三个阶段又有五个方面的特点。中国在推进周边

外交与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不可能不面对和应对阿富汗这样一

个特殊而重要的邻国。中国应在明确阿富汗对中国的实际价值与中国对阿

富汗的实际需求的基础上，对于阿富汗重建以外交协调为主，有限的经济

参与为辅，避免直接安全介入。

【关键词】阿富汗问题；大国政治；“帝国坟墓”；“帝国陷阱”；中国周边外交

【作者简介】杜哲元，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

一、引言

在众多观察者看来，2021年8月美军从阿富汗的仓皇撤离意味着美国二十

年阿富汗战争的失败，由此阿富汗是“帝国坟墓”的观点似乎再次得到验证。

同时，这一观点也得以进一步传播，更多的观察者将它视为阿富汗大国政治的

* 作者感谢《中国周边外交研究》集刊匿名审稿专家提出的建设性修改意见。文中疏漏之责

由作者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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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铁律和宿命。然而，阿富汗真的是“帝国坟墓”吗？“帝国坟墓”足以客

观准确地概括阿富汗在大国政治中的最突出的效应吗？一方面，作为国际政治

中一个经常出现的带有一定特殊性和规律性的问题，它有着较大的学术研究意

义；另一方面，阿富汗作为一个与中国接壤的邻国，它对中国西部周边安全局

势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加强对该问题的研究亦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有必

要对阿富汗的大国政治效应进行深入细致和认真扎实的学术剖析，而不是浮于

表象或流于成见就妄下结论。本文所要回答的主要问题是：阿富汗在大国政治

中最突出的效应是什么？它的形成过程和特点是什么？本文将主要通过历史分

析法，在分析1838—1842年第一次英阿战争、1878—1881年第二次英阿战争、

1979—1989年苏阿战争和2001—2021年美国阿富汗战争的基础上，回答本文

的主要问题。

二、“帝国坟墓”还是“帝国陷阱”？

本文认为从学术的客观性和严谨性上讲，将阿富汗视为“帝国陷阱”要比

“帝国坟墓”更为恰当。“帝国陷阱”这一概念能够更为准确客观地反映阿富汗

在大国政治中最突出的效应，而“帝国坟墓”这一带有文学夸张性的概念虽然

有着较强的话语传播力和穿透力，但并不能准确客观地反映阿富汗在大国政治

中的实际效应，甚至会对现实政治产生误导性，误导国际社会对阿富汗的理解

和认识，进而误导其他国家对阿富汗的政策，给阿富汗以及本国的利益带来不

利影响。

（一）阿富汗不是“帝国坟墓”

在“帝国坟墓”这一概念中，所谓帝国是指世界一流强国，它们不仅国力

强大，而且有着巨大的国际权势，对国际体系的权力结构有着重大影响，还奉

行扩张性对外政策，积极谋求世界霸权；而“坟墓”一词则指死亡和毁灭，“帝

国坟墓”可以理解为“帝国必死之地”。这死亡和毁灭有三层含义，通过对这

三层含义的分析，可以发现将阿富汗称为“帝国坟墓”并不客观准确。

第一层含义是指“帝国”在阿富汗遭遇了极为惨重的损失，其损失之惨重

犹如死亡和毁灭一样令“帝国”难以承受。英国、苏联和美国在武力进入阿富

汗后确实损失惨重，比如英国在第一次英阿战争中就耗费了1500万英镑，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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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了大约4万条人命（军人和非军人的总数），a 在第二次英阿战争中，英国至

少也损失数千名士兵；苏联在近十年的阿富汗战争中耗费了600亿卢布，损失

了大约1.4万名士兵；b 美国在近二十年的阿富汗战争中则耗费了2万亿美元，

损失了2400余名士兵。c 这些损失不可谓不惨重，但是它们的惨重性应该相对

来看。一方面，相对而言阿富汗的损失更为惨重。苏联入侵阿富汗导致阿富汗

约100万人伤亡，d 美国的阿富汗战争则导致阿富汗死亡人数超17.6万人，其

中平民超过4.6万。e 可见阿富汗损失之惨重远远超过了这些武力进入阿富汗

的“帝国”。从这一点来看，阿富汗被称为“阿富汗人的坟墓”或许更为客观

准确，而“帝国坟墓”这一概念则多少有站在强权政治的角度为帝国扩张哀叹

鸣屈之嫌，没有顾及阿富汗民众更为惨重的损失。另一方面，“帝国”为了保

证其安全或扩大其权势，不可避免地会参与对外战争，尤其是那些体系性大

战，在这个过程中它们同样会遭遇惨重的损失，而这些损失要远远大于它们在

阿富汗的损失。比如近代英国和俄国曾多次参与欧洲大陆的战争，从拿破仑战

争到两次世界大战，英国和俄国无论是付出的生命，还是耗费的财富，都远远

大于两次英阿战争和苏阿战争，但不曾有人将欧洲大陆称为英国和俄国的“帝

国坟墓”。再比如美国在二战期间与日本在太平洋上进行旷日持久的激战，美

国在太平洋战争中损失的士兵人数远远高于阿富汗战争，但不曾有人将太平

洋称为美国的“帝国坟墓”。因此，从这层含义来看，阿富汗还算不上“帝国

坟墓”。

就第二层含义而言，它是指“帝国”在阿富汗遭遇了完全而彻底的失败，

不仅是军事上的失败，更是指它未能在阿富汗实现其最基本的政治和战略目

标。然而，这一点与历史事实并不相符。两次英阿战争中，英国不仅快速取得

了第一阶段的军事胜利，而且在中间遭遇挫败后，又能很快地实施军事报复。

从政治和战略目标的实现情况上看，第一次英阿战争结束后，多斯特·穆罕默

a 威廉·达尔林普尔：《王的归程——阿富汗战记（1839—1842）》，何畅炜、李飚译，社会

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第529页。

b 刘纪未：《当代俄罗斯对阿富汗战争的评价浅析》，《西伯利亚研究》2016年第1期，第

70页。

c “Remarks by President Biden on the End of the War in Afghanistan,” The White House, August 
31, 2021, accessed September 13,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s=Remarks+by+President+Biden+
on+the+End+of+the+War+in+Afghanistan.

d 钱雪梅：《阿富汗的大国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第3页。

e 《“9·11”恐袭事件21年后美国更乱了》，光明网，https://m.gmw.cn/2022-09/11/content_ 
1303136426.htm，访问日期：2022年9月14日。



- 117 -

周边国情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
世界知识出版社

德统治下的阿富汗与英国建立起比较稳定的关系，阿富汗既没有加强与俄国的

战略联系，更没有在印度民族大起义爆发时对英国趁火打劫，可以说英国在这

次英阿战争中实现了其最基本的政治和战略目标。第二次英阿战争结束后，阿

卜杜·拉赫曼统治下的阿富汗不仅接受了《甘达马克条约》中的大部分条款以

及“杜兰线”，而且也没有加强与俄国的联系，没有使阿富汗成为俄国进军英

属印度的通道，可以说英国在这次战争中也实现了其最基本的政治和战略目

标。对于苏阿战争的结果，有相当多的俄罗斯人认为苏联取得了胜利，无论是

军事上，还是政治和战略目标上，尤其是后一个方面，至少纳吉布拉亲苏政权

是在苏联解体之后才垮台的。正如俄罗斯总统普京所指出的：“不是俄罗斯（即

苏联）输了阿富汗战争，俄罗斯（即苏联）总的来说很顺利地撤出了自己的部

队——很大的数量，而且在喀布尔留下了一个政府，一个亲苏的政府。”a 2009

年2月，俄罗斯国家杜马在《关于阿富汗战争老兵的报告》中也提出：“苏联出

兵阿富汗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它避免了在我们国家南部出现新的战争，打击了

这一地区猖獗的国际恐怖主义和毒品贸易。”b 对于美国的阿富汗战争而言，近

二十年的时间内，美军在阿富汗基本上没有遭遇军事上的严重失败，而2020

年2月签订的美塔和平协议也满足了美国最基本的政治和战略目标——塔利班

承诺防止任何团体或个人利用阿富汗国土危害美国及其盟国的安全，尽管这一

点还存在着不确定性，但至少在美军撤离的一年内，恐怖主义势力确实并没有

再通过阿富汗对美国发动袭击。由此来看，“帝国”并没有在阿富汗遭遇完全

而彻底的失败，它们或多或少地还是实现了自己的基本目标。从这层含义上

看，将阿富汗称为“帝国坟墓”过于夸张。

就第三层含义而言，是指“帝国”由于武力进入阿富汗而导致其国家走向

不可逆转的衰落，其世界一流强国的实力和地位因为阿富汗战争而终结。但这

一点同样与历史事实不符。英国虽然在两次阿富汗战争中损失较大，但这并未

冲击英国在国际体系权力结构中的地位，实际上从19世纪40年代直到19世纪

末，正是英国如日中天的时候，而英国真正走向衰落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后，

认为1838—1842年和1878—1881年的两次英阿战争导致了一百年后或一个甲

子之后英国的衰落和帝国的解体，这种因果逻辑联系是无法建立起来的。而且

a 《普京文集（2002—2008）》编委会：《普京文集（2002—200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2008，第470页。

b 刘纪未：《当代俄罗斯对阿富汗战争的评价浅析》，《西伯利亚研究》2016年第1期，第

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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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区权力结构上，两次英阿战争也没有导致英国在亚洲权势的衰落。第一次

英阿战争结束后不久，英国就征服了信德和旁遮普这两块富庶而重要的区域，

几乎一统印度次大陆。第二次英阿战争结束后不久，英国就发动了第三次英缅

战争，征服了缅甸全境，它在亚洲的权势可谓是臻于极盛。苏联在1989年从

阿富汗撤军，两年后苏联解体，但这并不能证明是阿富汗战争导致了苏联的衰

落和解体。苏联的衰落和解体是诸多内外因素共同作用所导致的，近十年的阿

富汗战争只是导致苏联衰落和解体诸多外因中的一个，而且也只是一个次要因

素，它在经济上对苏联解体的影响甚至不及20世纪80年代石油价格的暴跌，

它在政治上对苏联解体的影响甚至不及波罗的海三国的独立。虽然近年来“美

国衰落论”较为盛行，但这一观点在学术界还存在着较大的争论，不少学者并

不认为美国真正在走向衰落，a 而即便美国真的走向衰落，近二十年的阿富汗

战争也难言是其主要原因。这是因为，一方面，美国的衰落更多的是相对衰

落，主要表现在它的经济增速不及体系内的第二大经济体，阿富汗战争显然不

是导致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而且美国与其他大的经济体相比，它的经济状况

并不逊色。b 另一方面，美国国内政治经济政策上的问题是导致美国衰落的主

要原因，而阿富汗战争并不是美国国内政治经济政策出现问题的主要原因。因

此，将“帝国”的衰落归因于它的阿富汗战争是偏颇和片面的。世界一流强国

在扩张权势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遭遇各种各样的挫败，在阿富汗一时一地

的挫败并不足以扭转它的国运，使之由盛而衰。

综合上述分析来看，阿富汗大国政治中最突出的效应不是“帝国坟墓”，

将阿富汗称为“帝国坟墓”并不够客观准确。

（二）作为“帝国陷阱”的阿富汗

阿富汗在大国政治中更像“帝国陷阱”。这是因为，首先对于大国而言，

它具有一定的诱惑性，这主要体现在它重要的地缘战略位置上。阿富汗有“亚

洲之心”c 和“亚洲十字路口”d 之称，位于中亚、南亚、西亚和东亚的联结部

a 王缉思：《美国内政外交演变的表现与动因——王缉思教授专访》，《当代美国评论》2022
年第1期，第2—4页。

b 王缉思：《美国内政外交演变的表现与动因——王缉思教授专访》，《当代美国评论》2022
年第1期，第2—3页。

c 钱雪梅：《阿富汗的大国政治》，第3页。

d A. 利亚霍夫斯基：《阿富汗战争的悲剧》，刘宪平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第

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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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通过阿富汗既可以对这四大区域发挥影响，又可以兼收这四大区域相互联

系而产生的利益。同时，它还位于亚洲腹地和印度洋的结合部上，近代以来，

陆权强国可以以它为跳板进入“世界海权的中心”印度洋，a 海权强国则可以

通过它迫近亚欧大陆的心脏腹地。阿富汗的地缘枢纽地位对于那些意欲问鼎世

界霸权的“帝国”而言，既有可能是其安全形势中最薄弱的环节，也有可能是

其权势的倍增器。无论是为了进一步巩固自身的安全，还是为了进一步扩大自

己的权势，阿富汗往往会令那些“帝国”垂涎欲滴，夜不能寐，从而谋求控制

阿富汗，使其服务于自己的安全和战略利益。然而，阿富汗的这种地缘枢纽性

更多的只是理论和地图上的，若要将其变为现实则困难重重。

其次，“陷阱”一词在一定程度上能体现出“帝国”在阿富汗问题上的战

略决策失误。“陷阱”是客观存在的，但“陷阱”是否会损害“帝国”的利

益，则取决于“帝国”的战略决策。这些“帝国”未能辨识出阿富汗作为“陷

阱”的特性和效应，对于武力进入阿富汗的潜在成本和风险缺乏全面而深入的

认识，所以它们才会主观上选择进入阿富汗“陷阱”之中。英国发动两次英

阿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对阿富汗的两位君主（多斯特·穆罕默德和谢

尔·阿里）以及阿富汗的内部政治形势和传统缺乏了解，轻易地认为他们真的

要“背英联俄”。苏联发动侵阿战争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它对阿富汗领导人哈菲

佐拉·阿明的猜疑加剧导致的，但这种猜疑缺乏充分的事实依据。美国坚持发

动阿富汗战争，推翻塔利班政权，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它对普什图人“庇护

客人”b 的文化传统缺乏了解和尊重，并以“绝对安全”的迷思去看待和应对

恐怖主义问题。“帝国”之所以在阿富汗问题上频频出现战略决策失误，其一，

是因为它们在阿富汗问题上情报和知识相对匮乏；其二，是因为帝国的傲慢自

负；其三，是因为它们夸大和误判了潜在威胁的严重性。在错误的战略认知和

判断的误导下，“帝国”选择了进入阿富汗“陷阱”。

再次，对于武力进入阿富汗的“帝国”而言，它总会遭受到各种形式和程

度不一的损失。一方面，不同于“坟墓”所意指的那种致命性的损失，“陷阱”

中损失的严重性相对较小，这种损失既不足以严重削弱“帝国”的国力，又

不足以动摇它们在全球和地区权力结构中的地位。另一方面，尽管损失相对较

小，但这种损失仍是超出了“帝国”的心理预期，使其认为在阿富汗的军事行

a 张文木：《印度与印度洋——基于中国地缘政治视角》，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第

217页。

b 钱雪梅：《普什图社会的政治生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第99—1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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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损失大于收益，从而不愿意继续承受这种损失。

最后，“帝国”并不能很轻易地就从阿富汗“陷阱”中跳出来，在时间上

往往拖延较久。在近代以来的四次“帝国”武力进入阿富汗的历史中，第二次

英阿战争的时间持续最短，从1878年11月持续到1881年4月，近两年半的时

间。而与同时期的英国发动的其他对外战争相比，比如祖鲁战争持续了不到半

年时间，第一次布尔战争则持续了不到三个月，第二次英阿战争的持续时间

则长得多。第一次英阿战争从1838年10月持续到1842年10月，更长达四年

之久。苏阿战争从1979年12月持续到了1989年2月，近十年之久，其时间远

超1956年和1968年苏联对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军事行动。美国的阿富汗

战争在这四者中持续时间最长，从2001年10月持续到2021年8月，近二十年

之久，可谓是美国历史上最漫长的对外战争。a 而更能说明这种拖延性的在于，

这些“帝国”从准备撤出阿富汗，到它们真正撤离阿富汗也耗时较长。第一次

英阿战争中，反对此次战争的保守党于1841年9月上台，英国即决意从阿富汗

撤军，但直到一年后，英国才真正实现从阿富汗撤军；第二次英阿战争中，反

对此次战争的自由党于1880年4月上台，英国即决意从阿富汗撤军，但直到

一年后，英国才真正实现从阿富汗撤军；在苏阿战争中，1985年10月，苏共

中央政治局就决定尽快从阿富汗撤军，b 但直到三年多后，苏联才真正实现从

阿富汗撤军，有学者将这个过程称之为“漫长的告别”c；在美国的阿富汗战争

中，奥巴马总统于2011年6月正式提出从阿富汗撤军的时间表，但直到十年多

之后，美国才真正得以从阿富汗撤军。由此可见，虽然不像“坟墓”那样走不

出来，但是“帝国”几乎不可能从阿富汗“陷阱”中轻松顺利地一跃而出，这

个出来的过程耗费了“帝国”大量的时间与资源。

从这四点分析来看，本文认为将近代以来阿富汗在大国政治中最突出的效

应概括为“帝国陷阱”更为客观准确。

a “Remarks by President Biden on the End of the War in Afghanistan,” The White House, August 
31, 2021, accessed September 13,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s=Remarks+by+President+Biden+
on+the+End+of+the+War+in+Afghanistan.

b A.利亚霍夫斯基：《阿富汗战争的悲剧》，第274—275页。

c Artemy M. Kalinovsky, A Long Goodbye: The Soviet Withdrawal from Afghanistan (Cambridge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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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阿富汗“帝国陷阱”的形成与特点

（一）阿富汗“帝国陷阱”效应形成的三个阶段

阿富汗“帝国陷阱”效应的形成过程往往要经过这三个阶段：（1）“帝国”

受到诱惑进入。阿富汗重要而特殊的安全价值使“帝国”试图加大对它的影响

和控制，这为“帝国”武力进入阿富汗“陷阱”提供了基础。阿富汗内政中的

某些方面外溢到它的外交方面，而它的对外战略决策出现重大失误，将使它对

于“帝国”的安全价值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大幅提升，同时，也使它对于“帝国”

的威望价值大幅提升，这将直接导致“帝国”决定武力进入阿富汗“陷阱”。

（2）“帝国”损失增加。“帝国”武力进入阿富汗“陷阱”后，将出现阿富汗对

于“帝国”经济价值与安全价值的严重失衡的现象，“帝国”在阿富汗经济耗

费巨大，经济上得不偿失。随着“帝国”在阿富汗军事行动的长期化，阿富汗

对于“帝国”的安全价值、威望价值与经济价值均会急剧下降。“帝国”不仅

在经济上损失严重，在安全和威望上也损失严重，由此“帝国”开始准备离开

阿富汗“陷阱”。（3）“帝国”被迫撤离。“帝国”通过政治方式与阿富汗某个

强大的政治人物或组织达成协议，在满足部分或基本的安全和威望诉求后，真

正撤离阿富汗“陷阱”。

（二）阿富汗“帝国陷阱”效应的五个特点

这三个阶段又有五个特点。

第一，“帝国”被诱惑进入和陷入阿富汗“陷阱”的因素主要在安全和威

望这两个方面，“帝国”基本上都是为了维护和巩固自身安全与国际威望而选

择武力进入阿富汗。但它们对自身安全和国际威望都存在着一定的迷思，即过

度夸大因阿富汗而产生的威胁的严重性，并过度夸大国际威望受损而产生的多

米诺骨牌效应。

英国发动两次英阿战争的直接原因是阿富汗国王接待了俄国使者，1838

年多斯特·穆罕默德在喀布尔接待了俄国使者维特克维奇上尉，1878年谢

尔·阿里又在喀布尔接待了斯托列托夫少将率领的俄国使团，并与之签订了同

盟条约。阿富汗这两次外交行动刺激了英国在帝国安全上最敏感的神经。英国

认为，英属印度的安全决定了英帝国的安全和繁荣，英属印度的陆上安全则取

决于它西北边境的安全，而阿富汗对于英属印度西北边境的安全至关重要。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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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仑战争结束后，英国与俄国开始相互视彼此为最大的威胁，英国时刻都担心

俄国会通过阿富汗威胁和破坏英属印度的安全。为了使阿富汗能够远离俄国而

服从于英国的安全和战略利益，以防止俄国通过阿富汗威胁和破坏英属印度的

安全，英国两次决意出兵阿富汗。但事实上，俄国在这两个时期根本无力通

过阿富汗威胁和破坏英属印度的安全。1838年俄国不仅尚未平定哈萨克草原，

而且与阿富汗之间还远隔着河中三汗国。1878年俄国的属地虽然开始与阿富

汗接壤，但它刚刚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结束鏖战，惨胜使它师老财竭，不可能

再分兵与另一个世界一流强国作战。俄国对阿富汗的外交行动更多的是一种战

略佯动，以牵制和分散英国的精力与资源。但英国却在阿富汗问题上明显夸大

了俄国威胁的严重性，而这种严重性只是英国主观臆想出来的。

此外，在这个过程中，维护所谓英国的国际威望也成为刺激英国决定动武

的一项重要因素。多斯特·穆罕默德盛情接待了维特克维奇而驱逐了英国使

者亚历山大·伯恩斯，这被英国视为奇耻大辱。谢尔·阿里以盛大的仪式迎接

俄国使团而拒绝英国派遣使团进入阿富汗，这也被英国视为是奇耻大辱。1878

年英印总督李顿就认为俄国使团被阿富汗接受，英国使团也必须要被接受，否

则将会使英国的荣誉受损，并传达出英国软弱的信号。a 而且英国还过分夸大

了在阿富汗威望受损所产生的连锁反应，认为英国在印度次大陆和亚洲的权势

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它的威望之上。如果英国在阿富汗的威望不能重新树立起

来，那么它在亚洲的威望和权势将趋于崩塌。这一点显然与事实不符，历史

事实表明，一国的威望不是由该国在某个特定时刻采取的特定行动的成败来

决定的。相反，它是一个国家的品质和行动、功业和败绩、历史记忆和意愿的

综合反映。一些国家由于拥有巨大的权力，且它的权力地位得到了其他强国的

承认，那么它们即使遭受了失败或放弃了显赫的地位，也不会蒙受威望上的损

失。一国在特定条件下的威望变化，就像该威望所反映出的权力一样，必须在

一国总体权力和威望的大背景中才能看得清楚。b

1979年苏联决定出兵阿富汗主要也是因为安全方面的因素，即担心阿富

汗会倒向美国，从而便于美国威胁苏联南部边疆的安全。比如克格勃主席安德

罗波夫和国防部长乌斯基诺夫就认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建立包括苏联南部加

a Alexander Morrison, “Beyond the ‘Great Game’: The Russian Origins of the Second Anglo-
Afghan War,” Modern Asian Studies 51, no.3 (2017): 713.

b Hans J.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Sixth edition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85), p.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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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共和国在内的“新奥斯曼大帝国”方面又加大了力度，如果苏联失去南部地

区的可靠防空体系，一旦美国在阿富汗部署导弹，受到威胁的将是苏联的一些

极其重要的目标。a 但后来事实证明，苏联关于阿明有意倒向美国的判断是错

误的，苏联误判阿富汗的形势，而夸大了美国利用阿富汗威胁苏联安全的严重

性和紧迫性。另外，苏联决定出兵阿富汗与苏联决策层认为它在阿富汗的威望

受损有较大的关系。阿富汗人民民主党“人民派”总书记塔拉基较为亲苏，在

被阿明刺杀前，他曾到访苏联，与勃列日涅夫等苏联主要领导人会谈，在会谈

中，勃列日涅夫不仅许诺给予塔拉基支持和援助，b 而且保证在塔拉基回国之

时，阿明将不复存在。c 在塔拉基返回阿富汗后，勃列日涅夫还亲自来函试图

调解二人的矛盾。但随后不久，阿明就刺杀了塔拉基，成为阿富汗的最高领导

人。阿明的行为使苏联决策层倍感愤怒和羞辱，他们认为阿明的行为严重损害

了苏联的威望，以至于勃列日涅夫提出：阿明是个什么样的渣滓啊！用枕头闷

死了和自己一道参加革命的同志！是谁领导了阿富汗革命？别的国家会怎么说

呢？难道还能相信勃列日涅夫的话吗？如果他许诺的支持和保护只停留在口头

上……d 勃列日涅夫的这一表态促使苏联最终决定出兵阿富汗。很显然，勃列

日涅夫出现了误判，苏联出兵阿富汗不但没能维护苏联在阿富汗的威望，反而

在全球范围内严重损害了苏联的威望。

2001年美国决定出兵阿富汗，同样也主要是因为安全方面的因素。美国

认为以阿富汗为大本营的“基地”组织严重破坏和威胁了美国的安全，美国

必须出兵阿富汗以对其犁庭扫穴。“9·11”事件爆发后，美国拒绝塔利班的建

议，选择推翻塔利班，则在一定程度上是威望因素所导致的。“基地”组织的

恐怖袭击使美国威望严重受损，为了维护其威望，美国不仅不接受塔利班有条

件地交出本·拉登的提议，而且对与“基地”组织有密切关系的塔利班提出其

难以实现的要求，e 而这又引发了塔利班与美国的全面对立。但事实上美国过

分夸大了国际恐怖主义的威胁，它把国家安全战略重心放在反恐方面，正如傅

立民所言，所谓的全球反恐战争是一个错误的命题。恐怖主义是一种战争的工

具，并不是你可以反对的东西，它不是一种意识形态，不是一个国家，它是一

a A.利亚霍夫斯基：《阿富汗战争的悲剧》，第104页。

b A.利亚霍夫斯基：《阿富汗战争的悲剧》，第111页。

c A.利亚霍夫斯基：《阿富汗战争的悲剧》，第82页。

d A.利亚霍夫斯基：《阿富汗战争的悲剧》，第111页。

e 钱雪梅：《美国与阿富汗塔利班的关系》，《中国国际战略评论2020（上）》，第1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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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手段，一种暴力的手段，你确实无法有效地反对一种手段。a 而随着塔利班

逐渐恢复起来，美国又继续夸大塔利班的威胁，为了迫使塔利班屈服，它不仅

反复增兵阿富汗，还要在阿富汗推行“国家建设”。b 如果美国能破除自己的威

望迷思，以真诚对话的姿态对待塔利班，或许美国的阿富汗战争将会是另一种

情形。

第二，“帝国”武力进入阿富汗“陷阱”，与阿富汗自身的内外政策有较大

的关系。阿富汗内政中的某些方面外溢到了它的外交上，以及它对外战略决策

上的失误，是招致“帝国”入侵的一个重要原因。阿富汗虽然相对弱小，但它

的对外战略却不乏冒险性。

英国发动第一次英阿战争与阿富汗内部的王位之争有着密切的关系。多斯

特·穆罕默德取代了原来杜兰尼王朝的舒贾·沙阿，成为阿富汗国王，迫使后

者流亡英属印度。但后者却深得英印政府的欢心，因此英印政府对多斯特·穆

罕默德相当猜疑和排斥，准备在时机成熟的条件下帮助舒贾·沙阿复位。尽管

多斯特·穆罕默德试图争取英印政府的信任，但效果不佳。而这时俄国使者恰

好到达喀布尔，或许是为了向英国施压，或许是为了增加自己与英印政府打交

道时的分量，多斯特·穆罕默德采取了“联俄制英”的战略，结好俄国使者，

驱逐英国使者。这是阿富汗对外战略中的严重失误。英国发动第二次英阿战争

也与阿富汗的王位继承问题有着密切关系。多斯特·穆罕默德去世后，他的诸

多王子为争夺王位而进行战争，谢尔·阿里曾多次向英印政府寻求支持和援

助，英印政府并没有予以积极回应，这使得谢尔·阿里对英国大为不满。在其

王位巩固之后，他又寻求英国承认他指定的继承人的合法性，并试图使英国对

他将来能顺利继承王位做出保证。但英国拒绝了谢尔·阿里的要求，谢尔·阿

里对英国的不满进一步加深，双方的关系进一步趋于冷淡。而俄国此时又向阿

富汗派遣使团，谢尔·阿里竟同样采取“联俄制英”的战略，与俄国签订带有

军事同盟性质的条约，c 并且几乎断绝了与英国的外交往来。多斯特·穆罕默

德父子二人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两次采取了阿富汗版的“以夷制夷”战

略，但他们的这种战略明显是错误的。他们既不清楚俄国的真实意图和实力，

a 《傅立民：肇始于阿富汗战争的美国“全球反恐”，失败了》，澎湃新闻网，https://www.
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397571，访问日期：2022年9月15日。

b 赵明昊：《美国在阿富汗的“国家建设”缘何失败》，《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年第3期，

第102页。

c M. A. 捷连季耶夫：《征服中亚史》第二卷，新疆大学外语系译，商务印书馆，1983，第

535—5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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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没能正确评估阿富汗在英俄两强对外战略中的地位。阿富汗对于俄国的重

要性不仅远远低于它对于英国的重要性，而且远远低于英俄关系稳定对于俄国

的重要性，俄国为了阿富汗而愿意接受的成本和风险远远低于英国，俄国不可

能为了阿富汗而与英国兵戎相见。这两次战争爆发后，俄国都袖手旁观，充分

表明阿富汗这两次对外战略决策的失误。这两次失误激起了英国的“俄国威

胁论”，使英国开始夸大英属印度所面临的威胁的严重性，从而刺激它过度反

应，选择对阿富汗发动军事入侵。

20世纪50年代阿富汗在向苏联寻求军事援助的同时，也开始派人前往苏

联和一些东欧国家接受军事训练，到了60年代初期，数百名留学社会主义国

家、接受军事训练的留学生开始返回阿富汗。a 这些留学生同时也把马克思主

义带到了阿富汗。1965年信奉马克思主义的阿富汗人民民主党成立。这个政

党与苏联有着密切关系，也使得阿富汗的命运与苏联深度绑定在一起。经过多

次斗争，人民民主党中“人民派”的领导人阿明在1979年10月杀死该派前总

书记塔拉基，独揽大权。但塔拉基深受苏联信任，而阿明却并不被苏联所信

任，苏联不认为阿明能够平定其国内的动荡局势——1978年人民民主党上台

后，推行的激进改革政策使阿富汗国内秩序严重恶化，宗教极端主义势力不

断坐大。而且更为关键的是，苏联对阿明的对苏忠诚度备感怀疑，阿明一上

台就释放与美国接近的信号，并且与美国驻阿富汗大使阿道夫·杜布斯往来

密切。b 同时，他还试图削弱苏联对阿富汗的影响，使阿富汗像南斯拉夫和阿

尔巴尼亚那样成为强硬的社会主义国家，奉行不结盟的国策。c 在安德罗波夫、

乌斯季诺夫、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和苏共中央国际部长波诺马廖夫共同签署的绝

密文件中，苏联就认为：在同苏联的关系中，阿明的行为越来越暴露出虚伪

和两面性。阿明和他的心腹们口口声声说要在各个领域同苏联发展合作关系，

实际上他们却在怂恿有悖于这种合作的行为。d 因此，苏联格外担心阿明会加

入美国的阵营中，甚至克格勃还认为阿明有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背景。e 于是在

1979年12月，苏联决定出兵阿富汗，用亲苏的卡尔迈勒取代阿明。

塔利班错误的内外政策也是导致美国出兵的重要原因。就其国内政策而

a 塔米姆·安萨利：《无规则游戏：阿富汗屡被中断的历史》，钟鹰翔译，朱永彪审校，浙

江人民出版社，2018，第184页。

b 钱雪梅：《阿富汗的大国政治》，第24页。

c 塔米姆·安萨利：《无规则游戏：阿富汗屡被中断的历史》，第201页。

d A.利亚霍夫斯基：《阿富汗战争的悲剧》，第95页。

e A.利亚霍夫斯基：《阿富汗战争的悲剧》，第100—1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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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塔利班上台后在国内推行强硬的宗教极端政策，既使得美国国内相当一部

分政治势力对其深恶痛绝，也使美国出兵阿富汗得到了部分情感和道义上的动

力与合法性。就其对外政策而言，塔利班收容“基地”组织，并且纵容它对外

实施恐怖袭击，这显然不是现代国家正常合理的对外政策。而在基地组织发动

“9·11”恐怖袭击之后，它又囿于保护客人的普什图法则不愿直接交出祸首

本·拉登。a 由此它被美国视为支持恐怖主义的政权，从而遭到军事打击。很

显然，塔利班已经成为阿富汗的执政力量，但它并没有超越原来所在位置的视

角，仍旧从一个族群和政治组织的相对狭隘的视角，而不是从整个国家的视角

做对外战略决策。

第三，在武力进入阿富汗“陷阱”之前，“帝国”决策层内部对该“陷阱”

的风险和危险都有一定的先见之明，但却仍然无法阻止它们决意进入，而且这

些先见之明在后来也难以改变“帝国”在阿富汗遭受严重损失的命运。

在第一次英阿战争爆发之前，虽然英国与阿富汗交往有限，对其缺乏了

解，但对于是否要远征阿富汗，英国国内决策层很多人都认为占领阿富汗不但

代价高昂，会削弱英属印度在其他方向边境的防卫，还会把波斯进一步推向俄

国。惠灵顿公爵就是反对者之一，他警告说，依靠武力获得的成功，总免不了

政治上的窘境。b 第一次英阿战争结束后，英国已经对阿富汗“帝国陷阱”的

特性和效应有了非常多的认识，甚至还形成了一个反对对阿富汗采取进攻性政

策的“精明无为”派。c 该派认为：阿富汗人民勇敢、胆大且酷爱独立，阿富

汗又非常适合游击战，如果英国因为其首领的错误而进攻阿富汗以实施惩罚，

或是为了修改英属印度的西北边界而进攻阿富汗，那么阿富汗人民肯定会拼尽

全力反抗英国；d 无论英国是以朋友还是敌人的身份来到阿富汗，其最后的结

果都是一样的，英国人出现在阿富汗只会让阿富汗人民对他们感到恐惧和憎

恶，这在宗教势力和部落首领的煽动下将进一步恶化。e 而且阿富汗的自然条

a 钱雪梅：《美国与阿富汗塔利班的关系》，第146页。

b 彼得·霍普柯克：《大博弈：英俄帝国中亚争霸战》，张望、岸青译，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5，第219页。

c Evgeny Sergeev, The Great Game 1856‑1907: Russo‑British Relations in Central and East Asia 
(Washington, DC: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2013), p.125; Peter Hopkirk, The Great Game: The 
Struggle for Empire in Central Asia (New York: Kodansha America, Inc., 1992), p.318.

d Sir Richard Temple, Lord Lawrence (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Limited, 1905), p.186.
e Gerald Morgan, Anglo‑Russian Rivalry in Central Asia:1810‑1895 (Oxon:Frank CASS, 1981), 

p.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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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恶劣，食物匮乏，它国内生产的食物尚不足以满足其民众的需要。如果再有

大批外国军队驻扎在阿富汗的话，阿富汗境内的食物需求量将急剧上升，这势

必会引起阿富汗境内食物价格的上涨，而这又将加剧阿富汗民众对外国驻军的

憎恨；a 由于阿富汗主要是山地地形，道路崎岖艰险，从遥远的阿富汗境外转

运食物成本太大，耗费甚巨，并不是一个实际可行的方案，因此即便不考虑阿

富汗的民族特性，阿富汗自身的实际条件也不适于大规模的外国军队驻扎。b

尽管该派不仅在英印政府，而且在伦敦最高决策层都有较大的影响，但他们的

观点和影响既没能阻止英国发动第二次英阿战争，也没能帮助英国避免或减轻

在阿富汗遭受的严重损失。

在苏联决策层讨论是否要出兵阿富汗时，其内部出现了诸多反对意见，安

德罗波夫指出：如果出兵，苏联这些年克服困难进行的诸如裁军等许多事情

就会半途而废，所有不结盟国家将反对苏联。苏联会赢得什么？阿富汗和它的

现政权，还有落后的经济和国际事务中微不足道的分量？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契尔年科则提出：如果我们出兵并且攻击了阿富汗人民，我们必定会被指责侵

略，那可罪责难逃。c 苏军总参谋长奥加尔科夫也曾劝告苏联决策层：对阿富

汗不要寄希望于武力手段，阿富汗人的传统是对于自己领土上的外来人从来不

予容忍，苏军可能会在阿富汗陷入军事行动而无法自拔，同时，苏联将遭到所

有东方穆斯林的反对，会在全世界一败涂地。d  此外，苏军中的一些高层将领

在讨论的最后仍在反对出兵，他们劝告苏联决策层，苏军的介入会激化作战行

动，使之扩散，使叛乱活动进一步升级，而缺乏对阿富汗传统和风俗的了解，

特别是对伊斯兰教以及民族和种族之间相互关系的无知，将会置苏联于非常艰

难的境地。e 但这些反对之声并没能阻止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苏联决策层决定

出兵，这些富有前瞻性的告诫也没能帮助苏联避免或减轻在阿富汗遭受的严重

损失。

“9·11”事件爆发后，在小布什政府决策出兵阿富汗的过程中，决策团队

中的要员基本上都对阿富汗的危险性有较多的认识和共识。甚至其中的鹰派人

物如副总统迪克·切尼和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都深知相关历史教

a Gerald Morgan, Anglo‑Russian Rivalry in Central Asia:1810‑1895, pp.226-227.
b Gerald Morgan, Anglo‑Russian Rivalry in Central Asia:1810‑1895, p.227.
c A.利亚霍夫斯基：《阿富汗战争的悲剧》，第67—68页。

d A.利亚霍夫斯基：《阿富汗战争的悲剧》，第104—105页。

e A.利亚霍夫斯基：《阿富汗战争的悲剧》，第1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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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切尼在其回忆录中写道：“当我们开始筹划在阿富汗展开军事行动时，很

多人担心我们要承担难以完成的任务。苏联的遭遇已经证明阿富汗完全是帝

国的坟墓。任何希望在此取胜的国家，都必须认真考虑阿富汗崎岖不平的险

恶地形，还必须意识到阿富汗人是世界上最顽强、最凶狠的战士。”a 拉姆斯菲

尔德则在其回忆录中直接把美国出兵阿富汗这部分的标题命名为“进入帝国坟

场”，b 他在书中写道：“2001年年底，美国打击塔利班政权及其基地组织‘客

人’的军事行动即将展开，我仔细考虑了苏联失败的教训。企图占领这个国家

的外国部队有很多，苏联红军只不过是距今最近的一支，阿富汗人强韧、好

战，加上深入内陆、多山的地形令最无畏的入侵者也不得不铩羽而归。”c 而且

时任美国中央战区司令的汤米·弗兰克上将也曾当面对小布什陈述出兵阿富汗

的风险和危险，小布什在其回忆录中写道：“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会很不容易。

这个国家的一切都充斥着麻烦：偏远、地形崎岖，又很原始。所有阿富汗人

有一个共同点，他们总会团结起来反对外国人。19世纪，他们赶走了英国人，

20世纪，他们又赶走了苏联人，即使是亚历山大大帝也不能征服阿富汗。阿

富汗因为这些历史赢得了一个不祥的绰号：帝国的坟墓。”d 然而这些建立在前

人教训基础上的先见之明，同样既没能阻止小布什政府出兵阿富汗，也没能帮

助美国避免或减轻在阿富汗遭受的严重损失。

对于“帝国”而言，它们明知阿富汗可能会产生“陷阱”的特性和效应，

但仍一批又一批地进入该“陷阱”之中，历史的教训是充分而醒目的，然而一

旦轮到本国直面该“陷阱”，这些教训似乎又变得单薄而模糊。

第四，从“帝国”与阿富汗的互动角度来看，“帝国”在阿富汗受损主要

是由阿富汗安全价值与经济价值的严重失衡导致的。对于“帝国”而言，阿富

汗巨大的安全价值吸引着它们武力进入，但阿富汗较小的经济价值使“帝国”

在阿富汗的行动耗费巨大、得不偿失。随着这种失衡的不断加剧，阿富汗对于

“帝国”的安全价值和威望价值也都将严重下降，直到成为“帝国”的负担，

这将导致“帝国”准备撤离阿富汗。

a 迪克·切尼：《我的岁月：切尼回忆录》，任东来、胡晓进译，译林出版社，2015，第

279页。

b 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已知与未知：美前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回忆录》，魏骍译，

华文出版社，2013，第3页。

c 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已知与未知：美前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回忆录》，第264页。

d 乔治·沃克·布什：《抉择时刻：乔治·沃克·布什自传》，东西网译，中信出版社，

2011，第182—1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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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阿富汗的经济价值而言，众所周知，首先，阿富汗是个山地高原之国，

境内荒漠广布，可耕地极为稀少。其次，从真正勘探到的能源资源储量来看，

阿富汗并不具备丰富的能源资源，a 而且阿矿产资源开采和运输难度极大。最

后，阿富汗农业薄弱，也几乎没有工业基础，民众普遍较为贫困，消费能力和

市场潜力都相当有限。这些决定了阿富汗的经济价值非常小。尽管“帝国”武

力进入阿富汗并不是为了获取阿富汗的经济价值，但它进入阿富汗之后却不得

不面对这个问题，它不仅难以获得大量的财富和资源，而且难以获取必要的经

济回报，用来弥补它的开支以维持它对阿富汗的占领，甚至连驻军的食物供给

都是问题。再加上反对外来入侵者的起义此起彼伏，阿富汗社会的动荡不安，

想要在阿富汗建立起稳定的经济秩序更是难上加难。这使得“帝国”在阿富汗

的经济耗费似乎是无止境的，完全看不到有停止或获得回报的那一天。于是

“帝国”开始感到它在阿富汗遭受了损失，意识到自身进入“陷阱”之中。

“帝国”武力进入阿富汗主要是因为阿富汗的安全价值和威望价值。然而，

一方面，安全价值和威望价值并不是孤立的存在，它们与经济价值是一个相辅

相成的整体。阿富汗对于“帝国”经济价值不断地负增长，势必会使它的安全

价值和威望价值也严重下降。另一方面，“帝国”武力进入阿富汗之后，会发

现它即便占领了阿富汗，也不能实现阿富汗对它的安全价值。“帝国”在阿富

汗的安全威胁已不只是原来的那些，它的安全威胁还包括遍布全国的阿富汗起

义者和阿富汗民众，甚至阿富汗起义者已经是“帝国”在阿富汗的直接和首要

安全威胁，这样“帝国”非但无法实现阿富汗的安全价值以巩固自身的安全形

势，反而使阿富汗的安全价值急剧下降，直到成为沉重的安全负担。在威望

价值方面同样也是如此，“帝国”不但不能通过阿富汗维护和扩大本国的威望，

反而会成为国际社会嘲笑和谴责的对象，从而为“帝国”带来沉重的威望负担。

当阿富汗对于“帝国”的安全价值、威望价值和经济价值成为“帝国”的安全

负担、威望负担和经济负担，而且这些负担日趋加重时，阿富汗“帝国陷阱”

效应就开始出现，并不断放大，“帝国”将考虑和准备撤离阿富汗“陷阱”。

第五，“帝国”能否做到及时止损是其减轻阿富汗“陷阱”所带来损失的

关键，能否从阿富汗内部找到值得信任并能够控制阿富汗局势的人物或组织，

是影响“帝国”能否及时止损的一项重要原因。而能否做到这一点，除了时机

a 相关研究可参见杨恕、韩笑：《阿富汗矿产资源开发：历史、现状及前景》，《新疆师范大

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第13—21页；杨晓刚、段俊梅、李尚林等：《阿富汗

主要矿产资源及其矿业投资环境》，《世界地理研究》2014年第2期，第51—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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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运气因素，还取决于“帝国”的战略定力和战略胸怀。

从近代以来英国、苏联和美国武力进入阿富汗的历史来看，第二次英阿战

争持续的时间最短，第一次英阿战争次之，苏阿战争再次之，美国的阿富汗战

争则持续的时间最长。相对于后两者，英国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及时止损，较

早地从阿富汗撤出，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时间内实现了它在阿富汗的基本

战略诉求和目标。多斯特·穆罕默德和阿卜杜·拉赫曼这两位阿富汗国王在这

个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多斯特·穆罕默德在第一次英阿战争中被英国流放

到英属印度，1841年阿富汗反英起义爆发后，英国扶持的舒贾·沙阿在起义

中遇刺身亡，英国于是决定将多斯特·穆罕默德放回阿富汗，不干涉其统一阿

富汗的行动，甚至还为其提供一定的外部保障。而多斯特·穆罕默德则从两个

方面回报英国——不与俄国发生战略关系，不袭扰英属印度的边界。而这正是

战前英国对阿富汗的基本战略诉求和目标。1880年年初，正在阿富汗反英起

义中焦头烂额的英国，突然收到阿卜杜·拉赫曼（多斯特·穆罕默德的孙子，

谢尔·阿里的侄子）正从俄属中亚返回阿富汗的消息，经过与他的数次沟通，

英国决定支持他成为阿富汗国王，a 英国不仅放弃了以前肢解阿富汗的计划，

甚至还调遣军队协助他平定阿富汗的地方势力。而阿卜杜·拉赫曼则以接受

《甘达马克条约》中的大部分条款作为回报，而这些条款正是战前英国对阿富

汗的基本战略诉求和目标。假如英国对流放中的多斯特·穆罕默德疑心重重，

用固化的二元对立思维去看待他，想当然地认为他会对英国记仇和复仇。那么

多斯特·穆罕默德恐怕不会重掌阿富汗大权，而英国恐怕既难以在较短的时期

内从阿富汗“陷阱”中出来，也很难实现它的基本战略诉求和目标。同样，阿

卜杜·拉赫曼长期生活在俄属中亚，返回阿富汗时还身着俄式军大衣，英国如

果用固化的二元对立思维去看待他，很有可能会把他视为俄国的代理人而予以

排斥，但英国却给予他相当大的信任和支持。英国这两次武力进入阿富汗“陷

阱”基本上实现了及时止损，并且基本上实现了战前的战略诉求和目标。

与英国的例子相反，苏联和美国并未能实现及时止损。苏联固化地用对苏

态度作为其选择在阿富汗扶持对象的标准，根据这个标准，它选择了亲苏的卡

尔迈勒作为阿富汗领导人，但卡尔迈勒的治党治国能力严重不足。在他的领导

下，人民民主党缺乏真正的团结统一，党和政府部门的政治思想和组织工作软

a 珀西·塞克斯：《阿富汗史》第二卷，张家麟译，潘庆舲校，商务印书馆，1972，第898—
8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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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无力，而且阿富汗老百姓也不接受人民民主党的改革。他只能通过使用强制

手段推行自己的治国方针，同时还极力使苏联军队去履行围剿讨伐职能，a 而

接替卡尔迈勒的纳吉布拉也难堪大任，b 由此苏联深陷阿富汗“陷阱”近十年

之久。美国则不仅以它自己设想的“自由民主”标准去选择在阿富汗的扶持对

象，又试图以这个标准去改造阿富汗国内的政治秩序和政治系统，同时，还根

据这个标准去妖魔化塔利班，长期把塔利班排除在阿富汗政治系统之外。而它

挑选出来的阿富汗领导势力不仅贪腐严重，而且执政能力软弱，无力领导阿富

汗政治经济秩序的重建。由此美国深陷阿富汗“陷阱”近二十年之久。

“帝国”能否尽快从阿富汗“陷阱”中出来，与它能否在阿富汗内部找到

一个稳健而有力的领导人或组织有较大的关系，这个人或组织不是被“帝国”

建构和扶植出来的，而是自主地产生和崛起于阿富汗原有的政治系统与政治秩

序中。他 /它与“帝国”更多的是一种合作关系，双方在有共同利益的基础上

相互协商和妥协，“帝国”要接受它既不可能好处尽占，也很难实现其全部的

战略诉求和目标的现实，而“帝国”如果没有坚定的战略定力和必要的战略胸

怀，它将很难做到这一点。

四、阿富汗的大国政治效应与中国的政策应对

中国在推进周边外交与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不可能不面对和应

对阿富汗这样一个特殊而重要的邻国。一方面，中国不应无故囿于阿富汗是

“帝国坟墓”的偏见，而对于阿富汗问题无所作为；另一方面，尽管中国不谋

求扩张和霸权，但中国在参与阿富汗重建的过程中，仍需要对阿富汗“帝国陷

阱”效应有充分的认识，在此基础上推行正确的对阿富汗政策。c

中国应明确阿富汗对中国的实际价值与中国对阿富汗的实际需求。阿富汗

a A.利亚霍夫斯基：《阿富汗战争的悲剧》，第196—201页。

b A.利亚霍夫斯基：《阿富汗战争的悲剧》，第284—285页。

c 关于国内学术界的相关研究，可参见赵华胜：《中国与阿富汗——中国的利益、立场与观

点》，《俄罗斯研究》2012年第5期，第3—19页；富育红：《对中国进一步介入阿富汗问题的思考》，

《国际关系研究》2014年第5期，第81—92页；刘中民、范鹏：《中国对阿富汗重建的外交参与》，

《亚非纵横》2015年第1期，第11—24页；朱永彪、武兵科：《美国撤军后的中国对阿富汗政策：

动因、挑战与前景》，《南亚研究》2016年第1期，第75—90页；肖河：《从“发展外交”到深度介

入：“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中国对阿富汗政策》，《南亚研究季刊》2016年第2期，第25—32页；李

青燕：《阿富汗形势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南亚研究季刊》2016年第3期，第9—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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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的价值主要在安全方面，最重要的是传统安全方面的价值，其次是

非传统安全方面的价值。阿富汗对中国的传统安全价值主要是阿富汗与巴基斯

坦的友好协调。阿富汗与巴基斯坦保持友好协调，将会大幅改善巴基斯坦的外

部安全形势，巴基斯坦外部安全形势的改善有助于改善南亚大国力量对比的失

衡，从而制约印度推行激进冒险的对华政策，减轻中国西部边疆的安全压力。

阿富汗对中国的非传统安全价值主要是阿富汗不允许“东伊运”等“东突”暴

恐分子通过阿富汗的领土危害中国新疆的安全稳定。

当前，阿富汗的重建过程仍存在着一定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甚至还

有可能影响中国的安全稳定，但阿富汗问题终究只有阿富汗人才能解决，中国

应支持阿富汗人民自主决定国家命运，对于阿富汗重建，中国应发挥建设性和

协调性作用。从阿富汗对中国的实际价值和中国对阿富汗的实际需求出发，中

国对于阿富汗重建应以外交协调为主，有限的经济参与为辅，避免直接安全介

入。就外交协调而言，一方面，中国可从双边和多边层面推进阿富汗重建的国

际协调，借助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亚信会议和阿富汗邻

国协调合作机制等形成外部共识与合力，为阿富汗重建营造有利的外部环境，

防止外部大国在阿富汗过度竞争。另一方面，中国可加强与阿富汗政府在治国

理政上的经验交流，适当地为阿富汗政府提供对外政策方面的有益建议和人才

培训，帮助阿富汗避免因对外战略决策失误而再次引发大规模动荡。就有限的

经济参与而言，目前中国对于阿富汗重建更多地应着眼于人道主义援助，多解

燃眉之急，多做雪中送炭之事，力所能及地扩大对阿富汗的市场开放，对于农

业、工业、能源和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的进一步经济合作，先做好前期的调查

研究和规划设计，再视阿富汗的政治和安全局势走向而确定是否落实。总之，

尽管阿富汗“帝国陷阱”效应不会出现在中国参与阿富汗重建的过程中，但该

效应对于任何国家的再次出现都会不利于中国的安全稳定和周边命运共同体的

构建，对此，中国应有所关注，并采取适当的政策措施预防阿富汗“帝国陷

阱”效应的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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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cept of “empire trap” can more accurately and objectively reflect the most 

prominent effect of Afghanistan in great power politics than the “empire grave”. The 

formation process of the “empire trap” effect in Afghanistan often goes through these 

three stages: attracting “empire” into, increasing “empire” loss and forcing “empire” 

evacuation. And these three stages have fiv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process of China  

advancing neighborhood diplomacy and building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in 

neighbouring regions, it is impossible for China not to face and deal with such a 

special and important neighbor as Afghanistan. On the basis of clarifying the actual 

value of Afghanistan to China and China’s actual demand for Afghanistan, China 

should mainly take diplomatic coordination in the Afghanistan issue, supplemented 

by limited economic participation, and avoid direct security intervention.

Keywords Afghanistan Issue; Politics of Great Power; “Empire Grave”; 

“Empire Trap”; Neighborhood Diplomacy of China

Author Du Zheyuan, associate professor of the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Doctor of 

Judicial Scien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