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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塔：打击“伊斯兰国”，我们自己来
阿富汗临时政府与美国在多哈举行谈判

    新华社今晨电 阿富汗塔利班 9日排除

与美国合作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IS）的
可能性。

塔利班发言人苏海勒 ·沙欣告诉美联社，

“我们有能力独自对付‘伊斯兰国’”，不会与
美国合作。

由塔利班组建的阿富汗临时政府与美国

政府代表 9日开始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会谈，

为期 2天。这是美军 8月底撤出阿富汗以来

双方首次面对面会谈，议题包括外国公民和

部分阿富汗人撤离阿富汗和打击极端组织。
美联社报道，塔利班在与美方开启会谈

前就打击“伊斯兰国”这一关键问题表明“不
可妥协的”立场。

塔利班 8 月接管阿富汗以来，“伊斯兰
国”分支“伊斯兰国呼罗珊”组织在阿富汗发

动多起袭击。这一极端组织 10月 8日在阿富
汗北部昆都士省一座什叶派清真寺发动自杀

式炸弹袭击，导致至少 46人死亡，另有 143

人受伤。
一名美国国务院官员在会谈前披露，美

方将向塔利班施压，要求后者确保恐怖分子
不会利用阿富汗领土威胁美国安全，以及组

建包容性政府、尊重女性权利、允许人道主义
组织自由进出有需求的地区。塔利班方面则

要求美方解冻阿富汗中央银行资产、尊重阿

领土完整、不干涉阿内政。

9日会谈中，塔利班警告美方不要破坏塔

利班政权。

阿富汗临时政府代理外交部长阿米尔 ·

汗 ·穆塔基当天会谈结束后告诉阿富汗巴赫

塔通讯社：“我们清楚地告诉他们，破坏阿富
汗（塔利班）政府的稳定对谁都没好处……与

阿富汗保持良好关系对各方有益。”
另外，穆塔基说，塔利班还将与欧洲联盟

代表会谈。他没有提及会谈具体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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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记者 齐旭）因

为美国窃听德国政要、反对
“北溪 2号”、从阿富汗仓促

撤军等行为，美德一度闹得
不是太愉快。如今，令美国

人心烦的所谓“哈瓦那综合
征”又出现在德国，两国间

的嫌隙再度加深。

自从 2016年美国驻古
巴外交官被认定为首个“哈

瓦那综合征”患者后，这些

年来“哈瓦那综合征”已经
出现在美国驻全球多个国

家的外交官身上，包括俄罗
斯、哥伦比亚、乌兹别克斯

坦甚至是美国本土。美方将
病因归咎于俄罗斯方面的
微波辐射等射频能量攻击。

而今年，这个所谓“哈瓦
那综合征”出现在美国的盟

友德国。据美国媒体报道，截
至 8月，至少有两名驻德国

的美国政府官员出现头晕、
恶心和严重头痛的症状。这

些都是所谓“哈瓦那综合征”
的症状。《华尔街日报》援引
一些美国外交官及熟悉“哈瓦那综合征”调查

的人的话报道称，患上“哈瓦那综合征”的美方
官员大多是从事天然气出口、网络安全等与俄

罗斯相关问题的情报官员或外交官。
然而日前，当媒体就在德国发生的所谓

“哈瓦那综合征”的调查情况询问美德双方
时，两国对此均讳莫如深。德国柏林警方在回

应《明镜》周刊的提问时称，他们自从 8月以

来就一直在调查“据称对美国大使馆员工进
行的声波武器袭击”，但拒绝提供进一步的信

息。而美国驻柏林大使馆发言人也拒绝就此
发表评论，只是表示美国正在对全球范围内

的“哈瓦那综合征”案例展开调查。
美国犯起“心病”来，连亲近的盟友德国

也一道不被信任。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当所
谓“哈瓦那综合征”案例第一次出现在德国

时，美国大使馆也并没有知会德国政府。知情
者称，反倒是一家奥地利的反情报机构首先

接手调查，然后转交给当地调查机构。
盟友间嫌隙如此，也与今年以来的种种

风波不无关系。

6月，媒体曝光称美国国家安全局利用丹
麦的海底互联网电缆获取数据，监听欧洲诸

国。德国总理默克尔更是被窃听多年，此外还
有德国官员使用的 125个电话号码也长期受

到监听。另外，尽管美德于 7月就“北溪 2号”
天然气管道项目达成协议，但双方在这个俄

罗斯因素存在的项目上的分歧并未完全消

除。而从阿富汗撤军到美英澳建立三边安保

联盟，更让德国见识了美国不顾盟友的自私

自利。9月，德国外长马斯表示，美国应当首先
与盟友磋商，而不是制造更多的“既成事实”。
离任前为了“北溪 2号”赴美访问的默克

尔即将卸任，德国也将迎来新的当家人。尽管
无论是谁当家，都不会再如默克尔一般同俄

罗斯渊源深厚，但这也并不意味着美德之间
的裂痕将会消除。
因为，美国对德国的信任早已不如以往，

而德国人没有等到，也不可能再等到“回来
了”的美国。

■ 1999 年，时任巴基斯坦总统的穆罕默德·拉菲克·塔拉尔为卡迪尔-汗佩戴巴基斯坦最高公
民奖章 图 IC

他领导制造了巴基斯
坦第一件核武器，却因被控
走私核技术遭 5年软禁，这
就是巴基斯坦“原子弹之
父”阿卜杜勒 ·卡迪尔 -汗。
2021 年 10 月 10 日，他因
新冠病毒感染引发的并发
症病逝。对于这个毁誉参半
的人物，巴基斯坦媒体这样
写道：“谢谢你，巴基斯坦的
救星。”

被西方贴上“核走私商”标签 巴基斯坦民众对他心存感激

巴“原子弹之父”卡迪尔-汗病逝

英雄还是“走私商”？

时年 85岁的卡迪尔-汗一直居住在伊
斯兰堡北部的政府公寓里。8月 26日，他因

疑似感染新冠病毒被送进当地的卡迪尔-汗
博士实验室医院。10月 9日，因肺部感染加

重，卡迪尔-汗陷入昏迷状态，经全力抢救无
效，于 10日上午去世。当天下午，巴基斯坦

就为其举行盛大的国葬。在伊斯兰堡宏伟的

费萨尔清真寺，包括巴陆军参谋长巴杰瓦在
内的数千人冒着大雨参加葬礼。这本身就意

味着西方长期贴在卡迪尔-汗身上的“核走
私商”标签不再被接受，巴基斯坦人重新将

这位科学家定义为民族英雄。
同是科学家出身的巴总统阿里夫 ·阿尔

维在推特上写道：“我从 1982年就认识他。
他一直为挽救国家而奔忙，一个心存感激的

国家不会忘记忠诚的儿子。”巴总理伊姆兰-

汗称卡迪尔-汗是国家偶像。前巴基斯坦驻

印度高级专员阿卜杜勒 ·巴希特说得更直
白，他表示自己任巴外交部裁军司司长时，

“（印度）并不在乎我的愤怒，却从不敢冒犯
卡迪尔-汗，因为他具有回击侵略的力量”。

然而，西方以及印度一边倒地批判卡迪
尔-汗的“核劣迹”，即便他本人曾全盘否定

了这些指控。美国《洛杉矶时报》记者凯西 ·

甘农援引国务院的说法称，上世纪 90年代，

卡迪尔-汗为致力核武装的国家提供“一站
式购物服务”。印度《印刷报》更是幸灾乐祸

地称，卡迪尔-汗只能在天堂聆听自己同胞
的赞美之声，“而在其最后岁月里，要么被自

己的国家圈禁在屋子里，要么被刻意隔绝于
社会之外，就好像人间消失一样”。

“扔掉枪，生活更沉重”

赞美与讥讽，已与卡迪尔-汗无关。但这

种大相径庭的评价，却是国际关系风云变幻
的真实写照。

1936年 4月 1日，卡迪尔-汗生于英属

印度博帕尔的穆斯林家庭。1947年印巴分
治时发生的宗教仇杀，让卡迪尔-汗全家目

睹了太多的血腥与暴力。当意识到继续留在
家乡已无法生存后，卡迪尔-汗一家于 1952

年移民巴基斯坦。正是那一刻，他明白一个
道理：“枪虽然沉重，但扔掉它，生活只会更

加沉重。”

上世纪 60年代，卡迪尔-汗从卡拉奇大
学毕业，后获得比利时布鲁日大学冶金工程

博士学位，进入荷兰物理动力研究实验室。
这是为欧洲铀浓缩公司服务的分包商，擅长

开发离心机转轮的关键材料。也是在那里，
他掌握了很多核材料及图纸信息，并知道该

从哪里获得核技术来源。
1971年，巴基斯坦因印度入侵而一分

为二，9万军人被俘。1974年印度又举行“和
平核爆炸”，令巴举国上下都为本国前途担

忧。此时的卡迪尔-汗向时任巴总理阿 ·里布
托表示，愿为本国核计划出力。

从那时起，巴基斯坦坚持不懈地与印度
展开核竞争。卡迪尔-汗亲手在卡胡塔建立

该国第一个核材料工厂，率先设计出原子

弹，并完成爆轰实验。在 1998年 5月印度悍
然在博克伦沙漠进行五次核试验仅两周后，

巴基斯坦在贾盖山区回敬六次核试验，宣告
自己成为世界上第七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

也是伊斯兰世界中的第一个。

核人物的“终生之问”

要强调的是，关于巴基斯坦核研究，美
国早就心知肚明，但在整个七八十年代，华

盛顿都默不作声。因为当时的美国需要巴
基斯坦牵制苏联，最典型的是美国没有干涉

卡迪尔-汗从西欧和日本获取离心机所需
的关键材料。然而当苏联 1991年解体后，美

国却把巴基斯坦一脚踢开，全力围堵和制

裁。与此同时，美国却对印度的核活动“装

聋作哑”。

2003年，美国突然向巴基斯坦发难，声
称掌握卡迪尔-汗为伊朗、利比亚及东亚国

家输出核技术的“证据”，特别是他向东亚国
家出售提炼核材料技术，换取后者提供能携

带核弹头的中程弹道导弹，从而构建对印
“有效核威慑”。继美国之后，其他西方国家

也纷纷对巴基斯坦施压，连国际原子能机构

都做出“可能存在卡迪尔-汗核走私网”的倾
向性结论。为避免国家信用遭到“灾难性损

害”，2004年初，卡迪尔-汗向全国发表公开
讲话，承认他在没有获得巴基斯坦政府同意

的情况下向多个国家泄露核技术。他获得时
任总统穆沙拉夫的赦免，不过被软禁在家

中。2009年，巴最高法院解除对他的软禁，
但其行动仍受监控。

获得有限自由的卡迪尔-汗开始为名誉
而战。他向德国《明镜》周刊抱怨，所谓“卡迪

尔-汗核走私网”全是臆造的。“国际供应商
愿向任何付得起钱的买家供货，他们不需要

我去核扩散，利比亚、伊朗所用核材料、核工
艺跟我们有根本区别，为什么总爱和我扯上

关系？”至于为什么当初在电视里承认了“核
交易”，卡迪尔-汗的回答是：“我不过是政治

的‘祭品’。”
直到今天，西方和印度仍不忘把卡迪

尔-汗定性为国际核扩散的“危险人物”，认
为当年没把他送上国际法庭是“天大的遗

憾”。可在广大巴基斯坦人眼里，卡迪尔-汗
帮助祖国抵制了邻国的战略讹诈。就像与卡

迪尔-汗共事过的巴基斯坦核科学家萨马
尔 ·穆巴拉克所言，他和他的同胞希望搞清

楚一点，“为什么西方国家被允许为了自身

安全而拥有核武器并扩散核武器（如美英向
澳大利亚转移核潜艇技术），而拒绝让遭受

切实生存威胁的国家也拥有同样的能力？”
这也是卡迪尔-汗的“终生之问”。

本报记者 吴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