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新闻10
本版编辑 /齐 旭 视觉设计 /窦云阳2021 年 8月 16日 /星期一 新民网：www.xinmin.cn 24小时读者热线：962555 编辑邮箱：xmhwb@xmwb.com.cn 读者来信：dzlx@xmwb.com.cn

    经过 10天离奇的“闪击”，长年偏居山

乡的阿富汗塔利班控制了全国 80%的土地
和人口。昨天，穿着拖鞋、扛着火箭筒的阿富

汗塔利班成员涌入首都喀布尔。而失去实力
后盾的总统加尼，据媒体报道，已抵达乌兹

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

加尼放弃权力 却没说给谁
塔利班代表于 15日上午进入喀布尔总

统府。他们的部队陈兵城西和西北部主干

道，原来的政府军检查站挂起了塔利班旗
帜，首都的大门已然敞开。

实际上，当天总统府内讨论的唯一问题
是权力如何交接。阿富汗民族和解高级委员

会主席阿卜杜拉 ·阿卜杜拉称，加尼及其核

心团队只是礼节性地与塔利班方面交谈，强
调愿意交出权力，以避免“上一次流血与混

乱”（指 1996年 9月塔利班首次攻入喀布尔
时对前政权人员的“清洗”，包括处决前总统

纳吉布拉）。只是加尼方面直到启程前往邻
国，都绝口不提将权力移交给谁。

但这已不重要。塔利班发言人沙欣表示

会很快迎接阿富汗政府“无条件投降”，并由

塔利班牵头组建临时过渡政府。俄罗斯《观

点报》分析称，塔利班政治办公室主任兼对

美谈判代表阿卜杜勒-加尼 ·巴拉达尔将成
为新政府的领导人，原加尼政府部分官员会

被留用，但前提是接受塔利班的领导。

与此同时，美国人在喀布尔的动向也受
外界关注。位于喀布尔“绿区”的美国大使馆

同郊区哈米德 ·卡尔扎伊机场的往来，已基本
由美军第 160特种航空团的直升机包揽。使

馆内升起浓烟，那是外交人员在“紧急销毁敏
感文件”。喀布尔机场的一块区域被美军控

制，方便美国及少部分欧洲盟国人员撤离。

有消息称，美军正急切等待土耳其军队
接管机场安保，后者与塔利班保持着友好关

系，被华盛顿视为相对理想的“接盘侠”。

利用社交媒体 阿塔“闪击”

究竟是什么让人数仅为政府军五分之
一、武器简陋的塔利班夺取全国政权？

实际上，他们从 8月 6日发起的总攻

击，几乎没遇到像样的抵抗。前美国国防部

顾问马尔卡西安认为，由于美军不顾一切地
要在 9月 11日前全部撤离，阿富汗军警士

气跌落到低谷，无心抵抗。连加尼最依赖的
精锐特种部队也拒绝出击。

与此同时，塔利班领导层更擅长政策攻
心。8月初，塔利班军事负责人雅各布就发布

录音，要求武装人员规范言行，不要闯入已

投诚的原政府人员住所，并邀请逃离的官员
返回岗位。他还强调塔利班会保护私人财产

的安全。最高舒拉也成立专门机构，处理武

装人员与新占领区平民间的矛盾。
专家指出，推特、脸谱等社交媒体对塔

利班进城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们娴熟
地推销自己的故事，塔利班发言人扎比乌

拉 ·穆贾希德用普什图语、达里语和英语发
帖。”以加兹尼争夺战为例，400个与塔利班

有关的推特与脸谱账号密集发布阿军被围、

缴械投降的画面，辅以过去阿军追随美军袭

击平民和对女性搜身的照片。喀布尔国家公

共研究中心学者努鲁拉 ·纳瓦伊说：“塔利班
最高舒拉（权力机构）每逢省城攻克就会发

表胜利声明，并公开宣布下一个打击对象，
这对别的城市构成‘寒蝉效应’。”

如何稳定局势 路还长着呢
面对胜利，塔利班领导层似乎保持了冷

静。15日晚，潜在的过渡政府领导人巴拉达

尔发表声明，称与军事胜利相比，今后有效
治理国家、解决人民的生存问题才是真正的

考验，“路还长着呢”。巴拉达尔显然不会忘
记，2001年美国发动反恐战争时，奉行“教法

治国”的塔利班招致多数民众背弃。当年放

弃喀布尔的那个夜晚，由于谁都信不过，他
只好自己开着摩托车，把塔利班首领奥马尔

送进深山。20年的斗争，塔利班高层也亲见
正因为美国扶植的阿富汗政府治理低效、贪

污腐败、军阀割据、民生凋敝等原因，才招致
四分五裂、大厦倾覆的结局。这对“二度复

辟”的塔利班而言，的确“殷鉴不远”。
长期浸润于阿富汗部落文明研究的美

国学者马尔卡西安从阿富汗的现实中获得
灵感。“该国大小事务都始于部族，塔利班之

所以挺过美军清剿并东山再起，关键是保持
同宗教部族的亲密关系。”他强调，“凭借对

部族政治的理解和政治手腕，塔利班通过扶
持部落长老，依靠部族民兵接管地方警察

局，稳定形势，将曾激烈反塔的城镇打造成
自己的坚固堡垒。”他认为，正因为对地方势

力的严重依赖，使塔利班难以复制 1996年

首次上台时所奉行的原教旨主义路线。
在未来的日子里，阿富汗政局将备受关

注。“我们已经准备好与阿富汗各方人士进
行对话，并将保证他们得到必要的保护。”阿

富汗塔利班发言人纳伊姆称，塔利班采取的
每一步都是负责任的，并希望与所有人和平

相处。

本报记者 吴健

战败日，菅义伟内阁扎堆“拜鬼”
修订政策增加防务开支 日本未来走向值得警惕

    8月 15日，对曾受日本军国主义荼毒的中

国和朝鲜半岛来说，都是极为特殊的日子。但在
这一天，日本首相菅义伟却以“自民党总裁”的

名义向靖国神社供奉了祭祀费，文部科学相萩
生田光一、环境相小泉进次郎、世博相井上信治

等内阁 3名大臣公然参拜。
此前，防卫相岸信夫等人 13日参拜靖国神

社。前首相安倍晋三、前总务大臣高市早苗 15

日也前往参拜。
这是菅义伟内阁上任以来的第一个日本

“战败日”。在“全国战殁者追悼仪式”活动中，菅
义伟承诺称“日本不会再发动战争”，但未提及

日本对二战的责任。致辞内容大部分沿用了日
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历年的说法。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回应称，日
本一些政要在靖国神社问题上的所作所为，是

对历史正义的亵渎，也是对包括中国在内亚洲
受害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再次反映出日方

对待自身侵略历史的错误态度。韩国与朝鲜也
对日方此举表达了不满。

而据日媒报道，日本政府已决定提前修订
《中期防卫力整备计划》，增加防务开支。防卫省

还计划 16日下午在官网首次公开面向中小学
生的“第一份防卫白皮书”。在这些嚣张和冷漠

的背后，日本骨子里的固执与傲慢显露无疑。
从不断敲打韩国到涉华消极言论频出，再

从参拜靖国神社到强化军备，日本政局走向的
变化值得警惕。 本报记者 杨一帆

被掩盖和淡忘的“加害者”责任
    战败 76年后的今天，日本在纪念什么？

像往年一样，东京的日本武道馆在 8月
15日举行了“全国战殁者追悼仪式”。在这个

仪式上，最受关注的要属日本首相的致辞。
这不仅面向日本国民，更被国际社会视为某

种信号，透露着这个曾经对外发动残酷侵略
战争的国家今天是如何看待“战争与和平”。

但日本首相菅义伟的言行，招致了批

评。菅义伟在致辞中避而不谈日本对亚洲各
国实施侵略战争和殖民统治的历史事实，更

没有提到反省与道歉。至此，日本首相已连
续 9 年未在“8 · 15”致辞中提及“加害和反

省”。不仅如此，日本数名内阁成员还参拜了
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牌位的靖国神社。菅义

伟以“自民党总裁”名义送去了祭祀费，用意
不言自明。

与这一幕相伴的，是不断被重复讲述的
广岛和长崎的过去。作为原子弹爆炸地，广

岛有一块著名的纪念碑，上面有一句誓言
“请安息，不再犯错”。但这句话没有主语，更

没有说清楚这究竟是谁的错误。同样模糊的

是，今天很少有日本人去追问被投原子弹的
原因，也鲜有人在意这一历史因果链条上显

著缺失的一环。

不仅如此，对闪现在广岛和长崎上空的

那两道“无声的闪光”，日本人的历史认知却

出现了很大程度的反转。6日和 9日，广岛
和长崎分别举行了原子弹轰炸纪念仪式。德

国驻日使馆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出日本遭
到原子弹轰炸的“源头是德国和日本的民族

主义和军国主义所引发的战争”，却立刻引
起日本网民的凶猛围攻。

无论是仪式上高喊的空洞口号，还是
“原子弹爆炸悲剧”背后的暧昧讲述，都是日

本在历史认识上不断开倒车的缩影。对普通
日本人来说，日本在二战中作为对他国“战

争加害者”的形象，已经在岁月流逝里日渐
模糊。如果说，东京审判是从外部对日本的

战争责任进行追究，一些学者所倡议的日本
进行内部反省的“悔恨的共同体”，在战后几

十年来依然难觅踪影。
如今，日本总人口中约八成是战后出

生。由于历史教育的缺失，不少日本年轻人

对“过去”一无所知，一些人甚至形成了扭曲

的历史观。战后出生的日本人有责任正视历
史、吸取教训、传于后代。正如已故的日本日

中协会理事长白西绅一郎所说，“父辈传承
历史，孙辈继承历史及其带来的责任。这样

的纽带是生而为人的基本，是理所应当的
事。”东京大学教授高桥哲哉认为，战争责任

是日本人无法回避的，“为它羞愧，不要忘记

那场战争是侵略战争，要一直作为今天的课
题意识到这一点”。

而“政治如何肩负起对历史的责任”，在
一些人看来，已成为对日本的深刻追问。同

样曾是战争“加害者”，前联邦德国总理施密
特 1995年访问广岛时曾说:“不可以简单地

用一些偶然事件和行为的因果关系来解释
历史，历史包含着义务和责任。”

今天，日本究竟在纪念什么？如果只看
到落在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而看不到南京

的血泪，只停留在对“和平”的空泛理解,而
不深切反省对他国造成的苦难，一个离真实

历史越来越远的日本也将难以取信于亚洲
邻国和国际社会。

本报记者 吴宇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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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塔利班代表在总统府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