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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杰希尔：讲述阿富汗“战争与和平”
文 / 本报记者 吴健 特约撰稿人 张韶华

反塔利班武装“抱团取暖”退守最后堡垒

    当国际社会开始面对阿富汗塔利班控制

全国这一事实之际，距首都喀布尔不远的潘
杰希尔山谷却响起代表“不”的枪声。塔利班

拿下喀布尔、总统加尼出走后，副总统阿姆鲁
拉 ·萨利赫表示，自己留在潘杰希尔，与当地

武装领袖艾哈迈德 ·马苏德携手抵抗塔利班。
潘杰希尔是阿富汗最早燃起战火的地

方，却要最后熄灭战火，这究竟是一种宿命，

还是一种无奈？

反塔联军坚持抵抗

双方展开持续激战
早在 8月初，眼见塔利班攻势席卷全国

各地，一些政府军和地方武装便有组织地向

潘杰希尔谷地集中，萨利赫手里约四个营的
特种部队退入潘杰希尔省的古尔巴哈镇，他

们武器精良，受到过美军“手把手”的训练，曾
在战场上打败塔利班，自然不会轻易放下武

器。而艾哈迈德一派对副总统持“谨慎欢迎”，

安排“武装流亡者”在控制区边缘留驻，但不
允许他们进入山谷的战略高地奥纳巴，双方

形成“抱团取暖”的局面。
艾哈迈德是前塔吉克族将领艾哈迈德沙

阿 ·马苏德的小儿子。艾哈迈德沙阿 ·马苏德
1975年以反对阿富汗第一任共和国总统达乌

德起家，历经反抗苏联入侵、军阀混战、对抗
塔利班等漫长烽火岁月，强时问鼎喀布尔，弱

时退守潘杰希尔，直到 2001年 9月 9日被效
忠塔利班的自杀式袭击者炸死，余部拥立年

仅 13岁的艾哈迈德为领袖，加入美国主导的
阿富汗战争，将塔利班赶进南部的深山里。如

今“城头变幻大王旗”，艾哈迈德及麾下武装
再度面临艰难时刻，保住潘杰希尔老家成为

生存底线。
从目前态势看，萨利赫-艾哈迈德联军约

有 2.6万人，8月 17日突袭夺回帕尔万省会
恰里卡尔，旋即遭到塔利班反击，双方围绕连

接喀布尔与北部最大城市马扎里沙里夫的战
略公路展开持续激战。

不过，由于塔利班具备明显优势，当前残
余政府军能指望的并非西方军援，而是尽早

到来的大雪。阿富汗北部多山，海拔较高，地
理和气候都决定了秋冬季不适宜作战。

目前，萨利赫的特种部队主要在帕尔万

省首府恰里卡尔以及喀布尔以北约 73公里
的战略重镇杰贝勒希腊季活动，希望保住自

己的“容身之处”古尔巴哈镇，而艾哈迈德的
塔吉克武装攻占塔哈尔省首府塔卢坎以西的

班吉，保持从潘杰希尔通往邻国塔吉克斯坦
的补给线。塔利班目前从喀布尔和昆都士两

个方向压向潘杰希尔，尤其是重新占领塔哈
尔省，实现对潘杰希尔的合围。

“五狮之谷”兵家必争

“传奇将领”被炸身亡
在普什图语里，“潘杰希尔”意为“五头狮

子”。世界上最大的山系之一兴都库什山由东

北向西南横贯阿富汗，而位于山南的潘杰希
尔是风景如画的谷地，它从帕尔万省北部沿

着兴都库什山脉向西南伸展，长约 100公里，
宽在 5至 10公里，由 15个小山谷组成，人口

约 10万，多为塔吉克族和乌兹别克族。相传

潘杰希尔河的源头有五座山峰，像五只雄踞
的狮子，又说河的上游有五条支流，水势汹涌

犹如五狮出山，“五狮之谷”因此得名。

潘杰希尔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整整十
年的侵阿战争中，苏联共损失 600架飞机和

2000多辆坦克和装甲车，死伤 5万余人。其中
近五分之一是消耗在潘杰希尔山谷，终究还

是奈何不了人称“潘杰希尔之狮”的马苏德。
苏军 1989年 2月撤走后，马苏德又把潘

杰希尔变成逐鹿中原的“近水楼台”。1992年

初，眼见旧政权摇摇欲坠，政府军内部三心二
意，其中尤以掌握 2万乌兹别克族官兵的杜

斯塔姆将军最为关键，马苏德获得后者的保
证，放自己的队伍进入喀布尔，把政治盟友拉

巴尼推上总统宝座，而马苏德出任国防部长。
后来，阿富汗各派发生内讧，杜斯塔姆也与马

苏德作对，1993年春，马苏德部队攻下杜斯塔
姆的老巢———喀布尔达鲁拉曼王宫。

然而，塔利班趁着军阀混战异军突起，
1996年 9月，马苏德被迫保护拉巴尼离开喀

布尔，回到潘杰希尔。之后几年，塔利班与马
苏德武装激战。塔利班只要进入谷地，就会毫

不留情地执行“焦土政策”，作为报复，马苏德
则多次命令驻喀布尔以北 30公里的前线部

队向首都发射火箭弹，让塔利班没有一刻安
宁。2000年 7月，塔利班动员 10万兵马，向仅

有 3万人的马苏德部队发起总攻。经验丰富
的马苏德采取“诱敌深入”的策略，在有限抵

抗后把主力撤入山谷腹地，塔利班害怕大雪

封山影响后勤，不计后果地往山谷里猛冲，马

苏德等他们钻进“口袋”，然后命人推下巨石，
把塔利班大批人员连同坦克都消灭了。

这次较量后，塔利班及盟友对马苏德敬
畏三分，不得不寻找别的策略。2001年 9月 9

日，两名电视台记者来到马苏德营地要求采
访，马苏德的战友达什蒂回忆：“马苏德对他

们表示欢迎，随后一人开始提问，另一个寻找

拍摄角度。问到最后一个问题时，突然一声巨
响，整个房间火光四起，我也失去了知觉。”

警卫阿利姆说：“我冲进屋里，发现那个
所谓记者的躯体只剩下两条腿，这才意识到

是自杀性爆炸事件。”马苏德躺在房间一角，
周围都是被炸飞的肢体。两天后，塔利班发动

了对马苏德武装的“最后攻势”。
一个月后，由于美国参战，马苏德武装反

败为胜打到喀布尔。马苏德之子艾哈迈德曾
迷茫地问身边这些扛枪的叔叔大爷们：“我还

能去上学吗？我喜欢读书。”20年过去了，曾想
当一名律师或外交官的艾哈迈德和父亲一

样，带着突击步枪登上潘杰希尔谷地的制高
点，眺望云雾缭绕的远方。

战火不烧活命之水
中国援助造福民众

经久不息的阿富汗战火，让潘杰希尔声

名大噪，但它不仅是战争的象征，同样也蕴含

着和平的渴望，最典型的莫过于山谷附近的
帕尔万水利灌溉工程。

潘杰希尔河发端于兴都库什山雪峰，在
喀布尔城东与喀布尔河汇合，最后注入滔滔

印度河。潘杰希尔河水清澈而甘甜，当地人自
豪地说，潘杰希尔河是阿富汗最好的水源。

20世纪 60年代至 70年代，中国在河流

上游的帕尔万盆地援建水利工程，巨坝拔地而
起，横卧在潘杰希尔山谷出口，在古老的荒漠中

生成人工湖泊，灌溉约 2.5万公顷土地，其中近
万公顷原本是只长骆驼刺的荒地，先后有上千

名中国工程技术人员在这里度过 14个春秋。
工程完工时，阿富汗内战已起，最后一批

中国工程技术人员怀着忐忑的心情离开。历
史证明，这项工程是成功的，几十万阿富汗百

姓都把水渠看作命根子，把那流淌的滚滚清
水看作活命之水。战争一开始，当地人就推举

长老同冲突各方达成协议：不管是哪派武装，
都不得破坏灌溉设施。

千万株葡萄把帕尔万盆地染得碧绿，这
里是阿富汗主要农业区。首都喀布尔在连年

战争后仍能保证有一定数量水果和蔬菜，也
是这个灌溉工程之功。正因为如此，历次阿富

汗战争，帕尔万省总是率先实现停火的地方。
水利设施需要维修保养，渠道需要清淤，

有些零部件也需要更换。1991年，联合国把该
工程列入援助计划，有的国家想要承包这个

项目，但帕尔万人只认中国。阿富汗政府和中
国使馆联系，恳切地说：“这是人民的愿望，请

中国朋友看在阿富汗人民的面上，派专家
来。”1991年 7月，中国驻阿大使馆商务处官

员乘坐装甲车来到帕尔万，省长亲自接待，当

地长老说：“终于把你们盼来了。中国人尽管
大胆来，我保证让各派签订书面协议，决不许

伤害中国人。”2001年 12月阿富汗临时政府
成立后，中国允诺提供资金援助，其中一部分

就用于修缮帕尔万水渠。
2012年，中国驻阿富汗大使徐飞洪赴帕

尔万省出席中方援建水利增项工程移交剪彩
仪式。当地民众拉着他的手说：“在帕尔万省，

有人不知道阿富汗总统是谁，但绝对没人不
知道中国。中国援建工程造福一方百姓，值得

世代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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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杰希尔山谷中的艾哈迈德

沙阿 ·马苏德画像

▲ 反塔利班武装在山谷集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