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王联: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邮编: 100871)

** 本课题得到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资助,特此致谢。

论巴基斯坦部落地区的塔利班化

王  联

内容提要  由于持久的经济恶化与社会动荡、腐败的政府政治架构、

在反恐议题上同西方进一步结盟与合作等原因, 巴基斯坦的部落地区不

断塔利班化,主要表现为极端主义、武装暴力和群众参与。其主要后果是

严重影响到巴基斯坦国内政局的稳定。西方军事力量将可能长期驻扎在

阿富汗,而中巴两国 /全天候0的关系也将面临激进宗教势力和分离主义

势力的挑战。

关键词  地区与国别政治 巴基斯坦 宗教极端主义 塔利班化

马德拉萨

巴基斯坦是个重要的国家,不仅与中国地理相邻、关系密切,而且也是美国、阿

富汗、塔利班分子、激进宗教团体所竞相争夺和拉拢的国家,此外还是印度一以贯

之的竞争对手和潜在之敌,同时又是拥有核武器的穆斯林国家。自从 1947年次大

陆实现印巴分治以来,巴基斯坦混乱的国内政局、与邻国阿富汗、伊朗和印度关系

的持续紧张就成了历届巴基斯坦政府挥之不去的梦魇。作为中国的邻国、南亚和

伊斯兰世界的大国及美国反恐战争的前线国家, 巴基斯坦都有许多值得关注和研

究的地方。

19世纪末英帝国主义留下的杜兰线,使普什图人被划分到两个不同的国家,

从而形成后来阿富汗 ) 巴基斯坦边界地区普什图族跨界而居的分布格局。这一状

况使得巴基斯坦注定成为深受塔利班影响最直接的国家, 也是塔利班化最为普遍

的国家。如果任由时光倒流 15年, 还会发现,靠 800名宗教学生起家的塔利班最

初之所以能够强力卷入阿富汗内战并为国际舆论所关注, 就是由于得到了巴基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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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军方、政府及宗教团体的鼎力支持。¹ 无疑, 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是当前反恐战争

中最具战略影响的两个国家。塔利班化这个概念,不仅在现实政治中将两国紧密

地连接在一起,在理论研究方面也有助于辨清巴基斯坦西北边境地区政治和社会

局势的发展。巴阿边界巴基斯坦一侧的部落地带,特别是普什图人聚居的联邦管

辖部落地区,是塔利班分子的天然家园。进,可以抢夺阿富汗国内政权,扩大声势

和影响;退, 可以坐拥大批虔诚而激进的宗教学生的支持, 并得到部落长老和清真

寺的庇护,美国、巴基斯坦及阿富汗政府徒唤奈何。

因此,选择巴基斯坦部落地区的塔利班化作为主要研究对象, 一方面可以深入

了解巴国内盘根错节的民族和宗教矛盾、异常复杂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另一方面

也有助于理解美国和北约在阿富汗境内展开的反恐战争, 为何收效不大的内在原

因。同时,研究巴国部落地区的塔利班化, 也有助于观察巴基斯坦政局的发展, 特

别是激进的宗教势力与巴国政府之间的对立态势,对观察中国与巴基斯坦的关系

亦有参考和借鉴意义。

基地组织、塔利班主体、亲塔利班的宗教激进团体等, 在巴基斯坦部落地区有

着深厚的社会组织和群众基础;清真寺及其附属的宗教学校马德拉萨, 在推广教义

和组织宣传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加之部落地区事实上的独立地位,也使得巴

基斯坦中央政府和军队无法渗透到该地区的内部, 这也助长了塔利班化的发展

势头。

巴基斯坦部落地区的塔利班化, 一方面恶化了美国和北约在阿富汗的反恐态

势,使反塔利班的努力频遭失败; 另一方面也助长了巴基斯坦国内的激进宗教势

力,使地区形势日趋复杂。其主要后果是: (一 ) 严重影响到巴基斯坦国内政局的

稳定, 塔利班化渐成事实, 巴尔干化或许也为期不远; (二 ) 严重影响美国和北约在

阿富汗境内的军事和政治存在,西方军事力量将长期驻扎在阿富汗; (三 ) 严重影

响到中国与巴基斯坦的关系发展,以往 /全天候 0的两国关系将遭遇激进宗教势力
和分离主义势力的挑战。

一、塔利班化:概念与研究

/塔利班化 ( Taliban ization) 0, 在中文语境中是个新词,通常用来指称那些在阿

富汗境外,实行着与塔利班当权时期类似的政治制度、宗教法律和生活方式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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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 Am in Tarz,i K imberly M cC loud, / Tal iban, 0 in R ichard C. M artin ed. , E ncycloped ia of Islam and the

Mu sl im W orld, M acm illan Reference USA, 2004, p. 676.



与社会进程;在国际媒体中, 它更多被用来讨论与阿富汗相邻的巴基斯坦¹、特别

是其境内西北部落地区的政治、社会现实的发展。在它变得流行之前, 曾有人称上

述发展进程为 /塔利班综合征0。º 除巴基斯坦外,也有国际评论将 /塔利班化 0一

词运用到卡拉奇»、拉合尔¼、孟加拉国 ½ ,甚至伊拉克¾、马来西亚¿、索马里À等地

所发生的政治和宗教事务上,以便说明当地正出现塔利班在阿富汗执政期间的那

种政治和社会发展进程。 1999年 11月 6日,美国5波士顿环球报6发表题为 5塔利

班化的威胁 6的社论, 警告势力日益强大的塔利班政权所带来的威胁, Á这恐怕是

塔利班化一词进入西方主流媒体的最早记载。该社论明确指出, /今日巴基斯坦

注定将塔利班化, ,,而宗教极端主义的威胁正从车臣到新疆、从克什米尔到乌兹

别克斯坦蔓延。因此,塔利班的外国追随者将遍布于塔利班对手的国内, 包括伊

朗、美国、中国、印度和俄罗斯。0�lu在 9# 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之前近两年, 5波士

顿环球报6的这篇社论的确反映了西方媒体敏锐的政治神经, 同时也昭示塔利班

势力的急剧扩张, 特别是巴基斯坦部落地区的塔利班化所带来的深远而广泛的

影响。

巴国部落地区的塔利班化问题, 在中国学界尚属一个比较新的研究领域。根

据笔者在中国期刊网上的检索,以塔利班化为 /主题0、/篇名 0或 /关键词 0进行搜

索, 2003年以来没有一篇此类文献, 而以 /全文 0来检索, 显示有 38篇, 但其中绝大

多数都是在讨论巴基斯坦政局发展或美国在阿富汗的反恐局势时提及,没有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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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k istanpsT aliban izat ion, 0 N ew York Tim es, http: / /www. nytim es. com /slideshow /2008 /01 /26 /w orld /

20080127SHERPAO_ index. htm ;l Ow ais Toh id, / Tal iban ization Fears in Pak istan, 0 The Christian S cien ceM oni tor,

Ap ril13, 2005, h ttp: / /www. csm on itor. com /2005 /0413 /p06 s01-w osc. htm ;l A rnaud de B orchgrave, / Taliban iza-

tion of Pak istan, 0 TheWa shing ton T im es, April 6, 2007.

美国陆军参谋学院国家安全与战略教授伊赫桑# 阿拉里 (M. E hsan Ahrari)认为, 所谓塔利班综合

征,就是在阿富汗建立伊斯兰秩序的运动,它是源自沙特阿拉伯的瓦哈比教义与阿富汗部落和次大陆中下阶

层传统结合在一起的产物。C .f M. Ehsan Ahrar,i / Ch in a, Pak is tan, and the -Talib an Synd rom e. , 0 Asian S ur-

v ey, Vo.l 40, No. 4, Ju.l -Aug. , 2000, p. 658.

R ich ard E nge,l / Th e -T aliban izat ion. of Pak istanps B iggest C ity, 0 NBC World B log, ht tp: / /w orldb log.

m snb c. m sn. com /arch ive/2008 /09 /30 /1469342. aspx.

Ahm ad Rafay A lam, / Th e Beginn ing of the Talib an ization of Lahore, 0 Sou th Asia C itizen W eb, http: / /

www. sacw. net /art icle177. htm .l

Ru th B aldw in, / Th e - Talibanization. of Bang lad esh, 0 Th eN a tion, M ay 18, 2002, h ttp: / /www. th e-

nation. com /doc/20020527 /baldw in20020517.

Bay Fang, / The T aliban izat ion of Iraq, 0 M s. M agazine, h ttp: / /www. m smagazin e. com /spring2007 / tal-i

ban. asp.

Jud ith ApterK l inghoffer, / T aliban izat ion ofM alays ia: It Destroys 100Y ear O ld H indu T emp le, 0 H istory

New sN etw ork, h ttp: / /hnn. us /b logs /en tries /24242. htm ,l Ap ril 16, 2006.

/ Islam ists S lap Sharia Law on S om alia T ow n, 0 M ogad ishu ( AFP), October 3, 2008.

/ The Th reat ofTal iban ization, 0 B oston G lobe, November 6, 1999, h ttp: / /www. ind ianem bassy. org/pol-i

cy /Terrorism /new s_u s / taliban izat ion _nov_06_99. htm.

Ib id.



专门研究塔利班化的问题。改以 /巴基斯坦部落 (或部族 )地区0为 /篇名 0重新检

索,发现有 2篇文章,显见中文环境下对巴基斯坦部落地区塔利班化的研究有待拓

展和深入。¹

在国外,除去大量对世界各地 (主要是巴基斯坦 )塔利班化的新闻报道外, 不

少研究机构都展开了对这一政治地理现象的观察和研究。如总部设在布鲁塞尔的

国际危机组织就曾发表过多篇研究报告, º 美国的对外关系委员会 »、卡内基国际

和平基金会¼等研究机构也分别出版了研究报告, 重点讨论 9# 11以来的阿富汗

形势, 以及塔利班的执政和倒台对巴基斯坦、尤其是对巴国部落地区的影响等,

5经济学家6½、5恐怖主义监视 6¾等杂志也多次发表专题文章, 持续关注塔利班及

其意识形态在巴国内部的发展和演变。

顾名思义, /塔利班化 0就是像塔利班政权于 1990年代中期在阿富汗政坛崛

起时那样,在一国内部实行原教旨主义式的宗教和政治统治,借助武装割据和极端

宗教势力的国际合作,一味地复古、排外和反西方、反现代, 获得不少人的同情、支

持、甚至积极参与。众所周知, 塔利班的极端主义思想常常被形容为一种 /结合了

普什图族的部落法则的沙里亚法的创新形式 0, 它禁止女性就业和上学,不允许有

电影、电视、音乐、舞蹈等活动, 以激进的迪奥班德学派观点来诠释伊斯兰教。而

/塔利班化 0一词也正是拜塔利班各项政策所赐, 意指这一崭新的激进伊斯兰

形式。¿

2007年 8月 12日, 巴基斯坦总统穆沙拉夫在首届巴基斯坦阿富汗两国联合

部落大会闭幕式上承认,频繁在阿富汗境内制造暴力事件的一些武装组织确实在

巴基斯坦境内活动,并得到巴基斯坦一些部落的支持。这是巴国领导人首次公开

正式承认在其境内存在塔利班分子、塔利班的同情者、以及巴国人士参与的塔利班

组织和活动,显示部落地区的塔利班化已是不争的事实。穆沙拉夫表示, /与阿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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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2006; / Pak istan: Karach ipsM ad rasas and V iolent Extrem ism, 0 A sia R eport, No. 130, M arch 29, 2007; / T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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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 ielM arkey, / Securing Pak istanps Trib alB elt, 0 CSR No. 36, Augu st 2008.

Fr�d�ric G rare, / Pak istan-Afghan istan Relat ion s in the Post-9 /11 E ra, 0 C arneg ie Papers, N o. 72, Oc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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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le Out of S choo,l Pak istanps TribalA reas, 0 TheE conom ist, Vo.l 381, Iss. 8502, Novem ber 4, 2006;

/ Dangerous Deals, Pak istanps TribalAreas, 0 Th eE conom ist, Vo.l 387, Iss. 8578, M ay 3, 2008; / A W ild F ron-

tier, Pakistanps TribalA reas, 0 The E conom ist, Vo.l 388, Iss. 8598, Sep tember 20, 2008.

Tarique N iaz,i / A fghan istan and Pak istan Face Threat ofTal iban ization, 0 Terrorism M on itor, V o.l IV, Is-

sue 10, M ay 18, 2006; H aasan Abbas, / Increas ing Taliban ization in Pak istanps S even T ribalAgencies, 0 Terrorism

M oni tor, V o.l V, Issu e 18, Sep tem ber 27, 2007.

Am in Tarz,i K imberly M cC loud, / Tal iban, 0 in R ichard C. M artin ed. , E ncycloped ia of Islam and the

Mu sl im W orld, M acm illan Reference USA, 2004, p. 677.



汗相似,巴基斯坦也正面临同样的状况, 即反社会的武装行动和暴力事件不断增

加。0他指出,巴基斯坦正面临三方面问题。第一,也是核心问题, 是武装组织不断

制造 /暴力活动和冲突 0;第二,一些武装组织在意识形态上出现 /塔利班化和其他

极端主义倾向0; 第三, /一些人同情塔利班并接受了极端主义思想 0。¹

穆沙拉夫总统的这段讲话点出了巴国部落地区塔利班化的主要内容和特征,

即极端主义、武装暴力和群众参与,这也是本文观察和研究这一政治社会现象的基

础与出发点。

二、联邦管辖部落地区的政治与社会发展

1947年巴基斯坦立国以来, 全国共设四个省,即旁遮普省、信德省、俾路支斯

坦省和西北边境省 (N orth-W est Frontier Prov ince,缩写为 NWFP)。在这四省之外,

巴国领土还包括三个特殊地区,即属于克什米尔的北部地区和自由克什米尔,这两

地是印巴分治后巴基斯坦实际控制的克什米尔领土,再就是地理上处于西北边境

省,但行政上却直属中央政府的联邦管辖部落地区 ( Federally Adm in istered Triba l

A reas,缩写为 FATA )。如此繁琐的行政区划, 反映了巴基斯坦错综复杂的民族结

构和政治发展史。

就民族关系而言,旁遮普省、信德省和俾路支斯坦省都是分别以本省人数占优

的旁遮普人、信德人和俾路支人的族称来命名的,唯独普什图人占多数的西北边境

省却没被命名为普什图省。这种区划安排清楚地显示了自 19世纪末以来,动荡不

定的部落地区形势,至今都未能使巴国官方自信到可以坦然面对该地区跨国而居

的普什图人问题。

就政治发展史来说,争议中的克什米尔领土的归属,一直是阻碍印巴两国关系

正常发展的主要症结,而部落地区的政治和社会发展同样也反映出巴基斯坦与阿

富汗之间长久存在的边界划分上的争议。历届阿富汗政府都不承认 1893年英印

殖民当局所划出的杜兰线,而巴基斯坦政府则坚称这是公认的国际边界线。如今,

这一争议所引发的部落及地区局势的复杂化, 不仅是历史问题的延续, 也成为当前

国际反恐斗争的焦点之一。

(一 ) 历史上的部落地区

巴基斯坦西部和西北部地区是历史上部落集中的地区, 政治、经济、社会发展

相对滞后。 18世纪中期, 随着英国在印度与俄国在中亚殖民统治的稳定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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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成为两大帝国交锋的主战场。英国担心分布在英属印度西北边境的普什图

部落地区的动荡局势会成为沙俄南下的借口, 因此,英印当局决定将该部落地区一

分为二,从而使阿富汗成为英俄之间的缓冲地带。 1893年, 英印外交大臣亨利 #
杜兰沿着部落地区的崇山峻岭人为地将普什图部落地区劈开,从而形成 1200英里

长的国际边界线,以及普什图人跨界而居的政治结构。¹

横跨杜兰线两侧的普什图部落地区, 历史上一直是阿富汗所声称的领土范围,

它包括如今属于巴基斯坦的西北边境省,联邦管辖部落地区, 省属部落地区 ( P ro-

vincially Adm in istered T ribal Areas, 缩写为 PATA ), 以及俾路支斯坦省的普什图地

区。1901年,原由英属旁遮普专员管辖、后改由德里直接统治的西北边境省的定

居地区以及非定居的部落地区, 成为西北边境省与阿富汗之间的缓冲地带。º 当

年生效的5边境犯罪法则6 ( F ron tier C rimes Regulat ions)一直沿用至今,它使得部落

地区事实上成为宪政独立、由英属印度总督直接治理和政治代理人及部落长老

(通称 /马利克0 )的统治相结合的地区。

1947年巴基斯坦独立后, 当地部落纷纷宣誓效忠新国家。在上述部落地区,

巴基斯坦政府实施治理的主要统治形式有四种:一是联邦管辖部落地区,作为联邦

直接管辖的地区,名义上由总统亲自管理, 但实际上保持几乎完全的独立; 二是省

属部落地区,包括西北边境省的 24个地区中的 7个, 以及俾路支斯坦省的 5个地

区。另外两种形式则是直接划入俾路支斯坦省和旁遮普省的统治范畴。»

根据巴基斯坦宪法第 246条 B款所列,省属部落地区主要包括西北边境省的

奇特拉尔地区、迪尔地区、斯瓦特地区 (含卡拉姆 )、科西斯坦地区、马拉康德保护

区、曼色赫拉地区和前阿姆国;以及俾路支斯坦省的兹霍布地区、罗拉赖依地区

(不包括杜基 #特赫西尔 )、查盖依地区的达尔班丁 #特赫西尔,锡比地区的马里

部落地和巴格提部落地。这些地区基本上已成为所在省份的一部分, 而定居在当

地的部落民,则受到来自两省首席部长的直接统治,因此自治程度远不如联邦管辖

部落地区的部落民,他们自 20世纪初以来就一直保持相对独立的自治地位。由于

后者不施行巴基斯坦的法律,部落事务均由族人按照传统习惯和方式自己决定, 自

主权非常大。而且各部落还拥有自己的武装, 负责维持各自部落地区内的治安, 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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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一个个独立王国。¹ 因此,通常所说的巴基斯坦部落地区, 主要指的就是以联邦

管辖部落地区为主的部落地区。

(二 ) 联邦管辖部落地区在巴基斯坦政治体系中的角色

随着巴基斯坦国内宪政体制的发展和变革, 到 1970年 7月 1日, 原属部落地

区的迪尔、斯瓦特、奇特拉尔、马拉康德保护地和哈扎拉地被划归西北边境省; 同

时,俾路支斯坦的部落地区,即兹霍布、锡比、罗拉赖依和查盖依则成为俾路支斯坦

省的一部分;剩下的部落地区, 即被称为部落代理处 ( T r iba l Agency)的莫赫曼德

(M ohmand)、库拉姆、开伯尔、巴贾乌尔 ( Ba jaur)、奥拉克扎伊 ( Orakza i)、北瓦济里

斯坦和南瓦济里斯坦等 7地, 以及邻近的、被称为 /边境地区 ( F rontier R eg ion,

FR s) 0的白沙瓦、科哈特、坦克 ( FR Tank)、班努、拉基 ( FR Lakki)和德拉伊斯迈尔

汗等 6地,被宣布为联邦管辖部落地区。上述代理处和边境地区总计占地 27220

平方公里, 1998年时人口统计为 310万, 2004年非官方的估计约有 700万。º 除奥

拉克扎伊外,其余 6个部落代理处与阿富汗接壤,形成约 600公里长的边界线, 占

据整个巴阿边界线的中段,战略位置至为重要。

根据巴基斯坦宪法,联邦管辖部落地区属于巴基斯坦的领土 (第 1条 ) , 它在

国民议会 ( 12席 )和参议院 ( 8席 )都有代表, 但又处在总统的直接行政管辖之下

(第 51、59和 247条 )。除非总统颁布法令, 否则国民议会通过的法律不适用于联

邦管辖部落地区。西北边境省总督则代表总统在联邦管辖部落地区行使职权。但

实际上,无论是当年德里的英属印度政府,还是今天伊斯兰堡的巴基斯坦中央政

权,都从未在联邦管辖部落地区实现真正的政治统治和军事存在。有评论甚至尖

刻地认为,所谓 /联邦管辖 0根本就是用词不当。本质上, 伊斯兰堡对联邦管辖部

落地区的法律管辖从未超出部落地区少数几条铺设道路的左右各 100米的

范围。»

1973年巴基斯坦宪法赋予总统在联邦管辖部落地区的行政大权, 但他并未在

伊斯兰堡通过联邦管辖部落地区派驻国民议会和参议院的代表来行使这一权力,

而是通过位于白沙瓦的西北边境省总督作为他的代理人来行使, 且不受任何立法

机构的监督。西北边境省省政府为整个联邦管辖部落地区提供医疗、教育服务, 支

持部落地区的农业和通讯发展,但联邦管辖部落地区却在西北边境省省议会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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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代表,显示两者之间没有任何政治上的隶属关系。

联邦管辖部落地区不同于巴基斯坦的其他地区,这里没有政党,没有全国通行

的法律,也没有行政司法机构。真正行使部落代理处权力的是政治代理人 ( Polit-i

ca lAgen,t缩写为 PA ), 他集立法、执行和经济管理等功能于一身。除了是当地最

高级的公务员外,政治代理人还是法官、陪审员、警察局长、典狱官、地方行政官员

和检察官。他毫无节制地征收和使用税收, 他还监督所有发展计划和公共服务部

门的运作。政治代理人依据 1901年颁布的 5边境犯罪法则 6实施政治和社会管
制,他可以任意处罚任何敌对或不友好的部落, 还可以借助所谓集体责任实行连

坐,某个部落的个体犯罪或者某个罪行发生在这个部落境内,都可能导致整个部落

共同受到惩罚。¹

尽管政治代理人理论上的权力很大, 但具体到各个部落内部的事务,还需要仰

仗部落长老的支持和配合。联邦管辖部落地区有很多部落、部落分支及氏族和家

族,部落的长老称为 /马利克0,以往为世袭制,现在则需要政府的任命。后者通过

给予部落地区的 /马利克0大量的津贴和其他经济上的鼓励,以换取这些部落长老

对政府的忠诚,同时也通过利用这些部落长老来影响地方政治。由于部落民众对

这种长期以来形成的部落传统比较认同, 因此马利克在部落地区的威望很高,不仅

在本部落区内有很大的权力,而且还成为政府与部落民众之间的沟通渠道, 在矛盾

产生时还成为两者的调解人、甚至仲裁者,从而反过来也对政府及司法机构产生影

响。有报道指, /由于部落地区没有行政、司法机构, 部落区内部事务主要有部落

长老协商解决。如果部落内部或各部落之间出现了矛盾和冲突, 由部落长老组成

的长老会议根据传统习俗作出评判。, ,一旦长老会议做出决定, 当事人就必须

执行。因此,巴政府对部落长老也会礼让三分,遇有一些无法解决的事情都请部落

长老帮忙。0º

联邦管辖部落地区就是这种结合了历史与现在、宗教与世俗、习俗与法律、马

利克与政治代理人的 /利维坦式 0的政治怪兽。立国 60多年来,巴基斯坦中央政

府与联邦管辖部落地区之间基本上相安无事, 甚至还相互利用。在苏军入侵阿富

汗期间,这里成为美国大规模援助阿富汗圣战者的主要管道,但也成为边界两侧的

普什图民族主义力量和激进宗教势力不断发展壮大的可靠基地。由于地处偏僻,

交通不便,外界对它的认识非常有限。随着塔利班在阿富汗政坛的迅速崛起,以及

2001年以来反恐战争的深入, 联邦管辖部落地区开始受到外界越来越多的关注。

正如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政策研究所所长佩尔瓦伊兹 #伊克巴尔 #齐玛 ( Perva i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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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qbal Cheema)所言, /随着举世震惊的 9# 11事件的爆发, 巴基斯坦的联邦管辖部

落地区一下子成为全球关注的对象。0¹而如何对待和处理部落地区的巴国激进势
力及藏匿在联邦管辖部落地区的阿富汗塔利班分子和基地成员, 自然也就成为巴

基斯坦政府的烫手山芋。严厉打击会遭致塔利班和基地的报复及部落民众的不

满,放任自流又会使部落地区进一步与巴国中央政权离心离德,同时也会引来美国

及西方世界的强大压力。有评论指出,在早年的帝国主义时代,英国就曾努力控制

位于今天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边界两侧的部落地区, 但没能成功。当苏军于 1970年

代末期入侵阿富汗后,他们也未能驱逐部落地区的抵抗占领的运动。今天, 在反恐

战争的前线,美国及其盟友巴基斯坦正面临与同样的敌人作战。风险是,强力军事

打击可能使该地区落入极端分子之手。º 巴基斯坦著名记者、5塔利班6一书的作

者阿赫迈得 #拉希德也曾说过, 部落地区的地位已成为巴基斯坦面临的巨大问

题。» 由于联邦管辖部落地区政治地位形同独立, 巴国中央和地方政权对部落地

区事务都不能有效掌控,这使联邦管辖部落地区塔利班化具备了基本的政治基础。

(三 ) 联邦管辖部落地区的难民及经济状况

如前所述,由于杜兰线的划分,普什图人被分割到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两个国

家,因此,联邦管辖部落地区的主体居民主要是普什图人。这个骁勇好战的民族,

历史上就很少为别的民族所征服。相反, 倒是经常控制着周围的邻族。 1809年,

英国官员芒斯图尔特 #埃尔芬斯通 (M ountstuart E lph instone)访问阿富汗时, 一位

部落地区的老人曾对他这样说, /我们习惯于混乱嘈杂,习惯于警报四起, 习惯于

流血作战, , ,我们从来不习惯有主人。0¼属于联邦管辖部落地区的瓦济里人就

很自豪,他们从未向任何当权者纳过税, 也从未使他们的领土被征服。½ 这一民族

特性借助高山峡谷、交通不便等自然地理特征,以及政局混乱、帝国对峙等政治现

实而一路延续下来。无论是亚历山大大帝, 还是后来的英国殖民当局都未能使普

什图人臣服。

自从 1970年代末期苏联入侵阿富汗以来, 由于巴基斯坦是反抗苏军入侵的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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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国家,以联邦管辖部落地区为主体的巴国普什图部落地区再度成为抗击苏联入

侵的圣战者 (M u jahideen,音译为穆贾西丁 )的主要进攻路线。这里是穆贾西丁的

基地, 武器、补给和其他战争用品从这里被源源不断地送往阿富汗战场。相应地,

大量的阿富汗难民也不断涌入联邦管辖部落地区等地。 1981年阿富汗难民涌入

巴基斯坦达到顶峰,估计每天有 4700人跨过巴阿边界进入巴基斯坦。¹ 到 1986年

时,巴基斯坦政府在巴阿边界巴国一侧的三个省建立的难民村数目就已达到 350

个,其中西北边境省注册的难民人数约占总难民数的 72%, 俾路支斯坦省占 24% ,

旁遮普省占 4%。º

跨过边界来到巴基斯坦的阿富汗难民,大多生活在与他们同族、拥有相同文化

的普什图部落地区。战争导致的强制移民给这些难民带来的跨国文化上的冲击,

却由于他们保持着对巴基斯坦同族部落的复杂的忠诚感而有所减轻。虽然战争给

边界两侧的普什图人造成了种种部落内部的敌对状态以及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

但是由于他们拥有相同的部落传统, 他们还是保有了个人的荣誉、部落的责任和对

同族人的亲善等部落法则。不断增强的相互依赖,甚至使两国的普什图人强化了

他们追求独立的 /普什图斯坦 0的愿望。» 巴阿边界只是在地图上有所标示, 对于

部落地区的普什图民众来说,现实生活中根本就感受不到它的存在,这也是后来塔

利班分子自由自在地出入联邦管辖部落地区的民族基础。

苏联撤军后, 纳吉布拉政权又与穆贾西丁们展开了旷日持久的内战。由于

国内安全与和平得不到保证, 阿富汗难民并不愿意回国, 联邦管辖部落地区也就

继续成为数以百万计的阿富汗难民的家园。20多年来, 这些阿富汗难民一直生

活在巴基斯坦,使得两国国民之间的差异越来越少。一代阿富汗人在巴基斯坦

出生和长大, 与阿富汗相比他们更觉得巴基斯坦是自己的家。他们与巴基斯坦

家庭通婚, 许多人还拥有了巴基斯坦身份证,在 1997年的大选中成为伊斯兰圣

哲会的票仓。¼

1996年,塔利班夺得阿富汗政权, 不仅将反塔利班的北方联盟赶到阿富汗东

北部, 而且也加大了对周边国家、特别是对联邦管辖部落地区的普什图部落的影响

力,一些联邦管辖部落地区的部落民众还加入到塔利班打击北方联盟的军事行动

中。毛兰那 #萨米#哈克 (M au lana Sam-i u-lH aq)就声称, 他的大多数学生参加了

塔利班的战斗。用他的话说就是, /塔利班领导人奥马尔毛拉亲自打电话给我, 要

121

国际政治研究  2009年 第 2期

¹

º

»

¼

W illiam B. Wood, / Long T im e C om ing: The R epatriation of Afghan R efugees, 0 Annals of th eA ssociation

of Am erican G eog raph ers, Vo.l 79, No. 3, S ep. , 1989, p. 350.

Nan cy H atch Dupree, / Dem ograph ic Reporting on Afghan Refugees in Pak istan, 0 M od ern A sian S tud ies,

Vo.l 22, No. 4, 1988, p. 846.

W illiam B. Wood, / Long T im e C om ing: The R epatriation of Afghan R efugees, 0 Annals of th eA ssociation

of Am erican G eog raph ers, Vo.l 79, No. 3, S ep. , 1989, p. 350.

Babar Sh ah, / Th eM yth ofT aliban isat ion of Pak istan, 0 S tra teg ic S tud ies, V o.l 21, No. 3, Summ er 2001.



求我派遣我的学生前往阿富汗与塔利班并肩作战。0¹跨越巴阿边界的人员和物质

流动日趋频繁,许多联邦管辖部落地区旧有的文化和部落传统越来越多地受到来

自塔利班对伊斯兰的保守解释的影响。º 有的地方难民人数甚至还超过了本地人

口,给当地政府和人民带来巨大的社会和经济压力。国际红十字委员会驻巴基斯

坦代表团团长帕斯卡尔#库塔特 ( Pascal Cu ttat)就曾说过, /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

状况紧密相连。如果边界一侧的战斗持续展开, 它就会影响到边界的另一侧并导

致人道主义危机。0»

不仅如此,战争也带来了枪支泛滥和毒品走私,严重影响到经济发展和社会稳

定,经年累月的战乱使得联邦管辖部落地区凋敝的经济雪上加霜。这里没有银行

体系, 鸦片和其他违禁品的走私却是常态。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 2008年的一份研

究报告指出: /联邦管辖部落地区是巴国最穷、最不发达的地区。识字率只有 17%

(全国为 40% ),妇女识字率更只有 3% (全国为 32%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约 250

美元,为全国均值的一半,大约 66%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只有 1万工人在联

邦管辖部落地区的工业部门就业。0¼由于部落局势混乱, 外国援助也不能及时分

发到难民和本地贫困人口手中。 5纽约时报62007年 7月的一篇报道引述华盛顿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分析家克雷格 #科恩 ( Cra ig Cohen)的评论指出, 由于安全得

不到保障,当地非政府组织被要求分发外国的援助,但是这些非政府组织却不相信

军队, 军队又不相信部落首领。在联邦管辖部落地区,非政府组织经常成为伊斯兰

武装力量暴力袭击的目标。由于存在如此之多的针对外国影响的敌意, 以至于

/拯救儿童0组织的美国分支 2007年 7月在联邦管辖部落地区分发援助时不得不

采取匿名的方式。½ 这种接近无政府状态的地区局势,为塔利班分子、基地组织成

员及巴基斯坦的极端主义势力以联邦管辖部落地区为庇护所,从而为躲避美国和

北约军队 (某些时候也包括巴基斯坦军队 )的军事打击提供了便利条件, 客观上进

一步导致联邦管辖部落地区的动荡和混乱, 为塔利班式的极端主义思想和意识形

态在联邦管辖部落地区的渗透造就了社会、经济基础。

(四 ) 马德拉萨及其极端主义

真纳当年坚持以 /两个民族 0的理论来实现印巴分治并为新国家取名 /巴基斯

坦 0 (乌尔都语意为 /纯洁的国土 0 ) ,以及至今巴国全称中仍带有 /伊斯兰 0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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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伊斯兰教在巴国政治进程中所具有的重要地位和影响。

9# 11事件以来,附属于各地清真寺的马德拉萨 (M adrassa,宗教学校 )成为国

际社会反恐斗争关注的焦点。由于阿富汗塔利班主要领导人几乎都曾在巴基斯坦

部落地区的马德拉萨接受过宗教教育, 美国政府开始对整个马德拉萨体系格外挑

剔。¹ 美国政治语境也常从负面来看待马德拉萨, 往往把它界定为反美或激进的

极端主义的伊斯兰学校。不过,就其字面而言,马德拉萨只是 /学校0而已,与政治

或宗教没有任何关系。就其本身而言,马德拉萨开设各种课程,并不全都是宗教课

程。在南亚,马德拉萨也扮演一种社会文化角色,给那些在政府开设或私立的非宗

教学校的儿童提供放学后的宗教指导。º

有报道说,当一位西方刊物的记者在巴基斯坦一所马德拉萨采访中问及有关

他们与基地之间的关联时,每一个伊玛目或哈菲兹都坚定地告诉他, /没有任何联

系,如果有, 证据在哪? 0卡拉奇一所拥有 1000名学生的马德拉萨男校的老师则坚

称, /国际宣传错误地指责巴基斯坦的马德拉萨支持恐怖主义网络, 而我们则没有

任何资源来捍卫我们自己。0»

但是,在现实政治中,巴基斯坦的马德拉萨却扮演了某种政治 ) 宗教相结合

的角色,特别是 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以来更是如此。巴国马德拉萨数目的首

次激增,发生在齐亚 #哈克时代。当时的巴基斯坦政府利用马德拉萨来大规模

培训激进的宗教学生, 然后送往阿富汗战场开展抵抗苏联入侵的圣战。这些宗

教学生不仅来自巴基斯坦,也来自阿富汗、中亚国家、伊朗、印度、孟加拉国及其

他穆斯林国家。¼ 1989年苏军撤离后, 巴基斯坦抓住阿富汗出现权力真空的机

会, 试图建立激进的伊斯兰体制, 先是支持希克马蒂亚尔的伊斯兰党, 后又改而

扶植由各地马德拉萨教育和培训的宗教学生所组成的塔利班。其目的有二:一

是担心普什图民族主义会损害巴基斯坦的统一, 二是为了在与印度的冲突中赢

得 /战略纵深 0, 以及控制前往中亚的贸易线路。½ 伴随清真寺和马德拉萨的扩

展,在阿拉伯国家和巴基斯坦的财政资助下,毛拉和塔利布 ( Ta lib, 宗教学生 )在社

会中深深扎下根来。到 2001年时, 巴基斯坦的马德拉萨已由 1947年独立时的 245

所,激增到 6870所。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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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估计,巴基斯坦的马德拉萨现有注册学生 80万到 100万人,这一完全免费

的伊斯兰教育体系与不断衰败的公立教育体系形成明显的对照。巴国政府开设的

学校, 费用只占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1. 8%, 其中, 15%的学校没有合适的校舍,

52%没有围墙, 40%没有水, 71%没有电;还经常缺少教师, 许多学校实际上只存在

于纸面上。这种教育上的差距意味着巴国许多贫困家庭, 如果希望他们的子女能

有一个好的前程,除了将他们送往马德拉萨接受保守而过时的教育外别无选择, 因

为只有宗教学校是免费的。¹ 这就为马德拉萨预备了大量生源,也为极端主义思

想的传播奠定了社会大众的基础。

尽管自 2001年以来, 巴基斯坦政府已经俘虏或消灭了 600名以上的基地分

子,但西方媒体还是认为, 相当广泛的马德拉萨体系没有受到触动。 2003年 10月

时任美国国防部长的唐纳德 #拉姆斯菲尔德的问题自然还会让人记起,这就是:

/我们每天逮捕、消灭、阻止或说服恐怖分子的数量是否会比马德拉萨和激进教士
每日招募、训练和部署的要多? 0对此, 5华盛顿邮报 6明确表示, 直到巴基斯坦的马

德拉萨实施真正的改革, 这个问题的答案才能是肯定的。º 上述情形过渡到联邦

管辖部落地区就显得更加明显。根据巴国法律,所有政党、援助机构和市民团体都

被禁止在联邦管辖部落地区开展活动, 但激进的极端主义教士却可以在部落地区

布道和宣传。自从 1996年部落地区也被赋予成人选举权后,在没有政党展开竞选

的大多数选举中,这些教士们往往赢得胜利。» 其结果只有一个,即毛拉的影响力

进一步扩大,马德拉萨及其极端主义思想日渐在部落地区扩散开来,这是联邦管辖

部落地区塔利班化的宗教和意识形态基础。

三、联邦管辖部落地区的塔利班化

关注近年来巴基斯坦政局发展的研究人员及其研究报告通常都认为,自 2004

年以来,巴基斯坦开始出现所谓巴基斯坦塔利班以及基地组织的 /巴基斯坦化 0。
最初,塔利班化集中在北、南瓦济里斯坦地区, 后来扩散到联邦管辖部落地区北部

的巴贾乌尔地区。此前相对比较稳定的地区如莫赫曼德、奥拉克扎伊和库拉姆等

代理处,巴基斯坦塔利班的力量也在不断成长壮大。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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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管辖部落地区的塔利班化进程 ¹

2002年 6月 巴基斯坦军队进驻联邦管辖部落地区

2003年 12月 两起刺杀穆沙拉夫总统的图谋被认为与该地区有关

2004年 3月 战斗升级,巴基斯坦政府试图达成一项和平协议; 4月实现停火, 但 2005

年 2月还是失败

2006年 6月 停火得以实现且基本得到执行, 暴力冲突在阿富汗东南部迅速增加

2006年 9月 瓦济里斯坦协议签署

2006年 10月 巴贾乌尔协议因美国空袭一所马德拉萨而没能签署

2007年 3月 巴贾乌尔协议签署

2007年 7月 巴基斯坦政府决定大规模干预联邦管辖部落地区和西北边境省; 伊斯

兰堡发生红色清真寺事件;北部地区出现新一波暴力袭击, 包括伊斯兰

堡在内发生数起自杀式袭击

2007年 7月 15日 武装分子宣布终止瓦济里斯坦协议, 但巴国政府仍试图延续这一协议

(一 ) 塔利班式的统治

正如伊斯兰堡政策研究所所长齐玛所言: /自 2001年塔利班政权被赶下台后,

塔利班武装的残余力量便在巴基斯坦的联邦管辖部落地区找到了安全的庇护所,

他们受到来自同属普什图族的部落民的欢迎。巴基斯坦政府试图清除该地区的外

国武装分子和塔利班力量,结果却导致严重的反政府的暴力抵抗。0º虽然巴国政

府早就在多个场合表达了其对塔利班和基地分子伪装成难民进入巴基斯坦的担

忧, »但这一事实最终还是随着战争的推进而发生了。

由于前述政治、民族、社会、经济以及宗教和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存在, 翻过 /没

有边界安全,没有边界守卫,没有边界控制 0¼的杜兰线两侧的山峦,塔利班分子和

基地组织轻易就能渗透到包括联邦管辖部落地区在内的巴国部落地区。齐玛认

为,在联邦管辖部落地区活动的武装分子主要有三类: 一是基地组织成员, 他们希

望看到巴基斯坦政权变革,主要针对美国和西方世界反穆斯林的政策; 二是阿富汗

人,特别是那些同情前塔利班政权以及反对阿富汗被外国军队占领的阿富汗人; 三

是巴基斯坦人,主要是西北边境省和联邦管辖部落地区的普什图人,他们同情和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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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前两类人。¹ 同样也有报道指出, 一些北瓦济里斯坦和南瓦济里斯坦的联邦管

辖部落地区部落民在沙特阿拉伯谋生和工作, 他们与阿拉伯圣战分子结成了某种

特殊的联系 ) ) ) 这些部落民的亲属在沙特有着稳定的工作,且得到在联邦管辖部

落地区寻求庇护的阿拉伯人的亲属的关照。º

2001年以来,塔利班就瞄准了瓦济里斯坦的部落地区。据报道,联邦管辖部

落地区有超过 200名的抵制塔利班掌控地区事务的部落长老在 2005至 2006年间

被暗杀。»

2002年,利用当局正集中力量与阿富汗塔利班作战的机会,一小股巴基斯坦

部落武装人员集结起来成立以反抗联邦政府的控制。2004年, 这些团体开始与巴

国政府谈判,从而在联邦管辖部落地区充分树立了权威,他们就是后来正式成立的

巴基斯坦塔利班 ( Tehrik--iTaliban Pak istan, 缩写为 TTP)。目前, 巴基斯坦塔利班

成员包括来自联邦管辖部落地区全部 7个部落代理处及西北边境省的一些地区的

人们, 估计战斗人员在 3万到 3万 5千之间。¼

2004年 3月,巴基斯坦军队与联邦管辖部落地区的部落武装爆发全面战争,

联邦管辖部落地区的 7个代理处宣布成立普什图人自己的 /瓦济里斯坦酋长国 0,

作为梦想中的包括阿富汗全境的 /普什图斯坦 0一部分。由于当地复杂的地理环

境和部族宗教政治,巴军不但作战失利, 国内其他激进势力也越来越同情塔利班。

内忧外困下的穆沙拉夫政府选择与联邦管辖部落地区的武装分子妥协,于 2006年

9月签署 5瓦济里斯坦协定6, 具体内容没有公开, 但据悉巴国政府在承诺停止军事

行动,撤走政府军,让部落地区组成专门机构自治,还赦免一批与塔利班和基地有

联系的武装人员。作为交换条件,联邦管辖部落地区停止对巴基斯坦攻击, 承诺不

再跨境进入阿富汗袭击, 遣散境内外国 /圣战者 0。穆沙拉夫不愿承认签署了协

议,塔利班领袖奥马尔却公开对协议表示 /欢迎 0,因为得到了 /塔利班化 0的新根

据地, 对阿富汗进可攻退可守, 让美国大失面子。½

2007年 4月 5新政治家 6杂志载文指出,新一代的武装分子正在巴基斯坦崛

起,他们通常也被称为 /塔利班 0,不过却是巴基斯坦的塔利班。他们由 2001年美

国在阿富汗展开反恐战争后反对巴基斯坦政府与美国合作的巴基斯坦人组成,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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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入侵阿富汗时,由美国、沙特和巴基斯坦支持下产生的阿富汗圣战者不同。他

们由年轻的毛拉领导,这些毛拉也不同于以前的塔利班,他们有技术、懂媒体,深受

种种部落民族主义的影响,遵守部落法则。之所以被称为塔利班, 是因为他们与阿

富汗塔利班有着相同的意识形态。¹ 他们的目标不仅在于 /占领阿富汗的异教

徒 0,而且也在于统治和管理巴基斯坦的 /异教徒0, 以及维持世俗价值观念的巴基
斯坦社会。 5拉合尔邮报6执行主编拉什迪 #拉赫曼 ( R ashed Rahman)认为, /除了

清洁巴基斯坦并使其成为一个纯洁的伊斯兰国家外,他们没有其他目标。0º

2007年 3月 4日, 在联邦管辖部落地区的巴贾乌尔, 两间理发店和一家音乐

商店发生爆炸。据报道,塔利班禁止在部落地区剃胡须、放音乐, 并且开始惩罚听

音乐的出租车司机。 2月 27日,班努警察局前面的一家音像商店也受到被怀疑是

塔利班分子的武装人员的袭击,他们捣毁 CD播放器以及乌尔都语、英语和印地语

的影碟,而位于南瓦济里斯坦的坦克地区则已经落入塔利班的控制之下。伊斯兰

极端主义者公开在街头活动,一方面挑战政府的权威,另一方面也鼓吹他们的思想

和意识形态。据坦克地区一位经营了 20年的音乐连锁店的老板哈姆扎汗 ( Hamza

Khan)所说, /塔利班经常造访我们的店铺并要求我们把它们关掉。一天他们发出

最后通牒:要么你自己关, 要么我们帮你关。0»

这类时事报道在联邦管辖部落地区司空见惯,无不说明巴基斯坦部落地区的

形势早已超出巴国政府的控制范围, 塔利班及基地对联邦管辖部落地区的渗透及

其塔利班化触手可及。 2008年 3月, 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迈克尔 #海登告诉记

者,如果有恐怖分子袭击美军, 那么它一定来自巴阿边境地区。¼ 一位前中央情报

局官员也估计,基地组织正在巴基斯坦训练多达 2000人的战斗人员。½

2007年 6月,巴基斯坦国家安全委员会决定采取行动以控制瓦济里斯坦地区

的塔利班化。为打击部落地区和西北边境省的武装分子, 巴国政府还决定加强法

律实施和军事行动, 针对特定的马德拉萨采取行动, 同时还捣毁非法的调频

电台。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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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联邦管辖部落地区变化的原因

说到底,塔利班式的统治之所以在联邦管辖部落地区的推进, 主要还是基于政

治权力斗争。无论是在阿富汗,还是在巴基斯坦, 也无论是阿富汗的塔利班, 还是

巴基斯坦本土的塔利班,他们所要实现的主要还是对世俗政治权力的争夺。

美国和平研究所的研究报告指出, 不少学者和记者把联邦管辖部落地区传统

权力结构的根本性变革看作是一系列地区不稳定的根源。针对联邦管辖部落地区

的许多社会政治变革,他们提出了各种解释。

第一,穆贾西丁在 1980年代、塔利班和基地战斗人员自 2001年以后来到联邦

管辖部落地区,给当地带来了政治伊斯兰、金钱和非法的经济活动, 同时支持那些

新崛起的伊斯兰领导人。

第二,部落地区传统的等级体制受到挑战,宗教领导人利用政治伊斯兰为工具

成长为新的政治主人。这些伊斯兰领导人还获得相当大的信任和可利用的资源,

他们也与巴基斯坦的主要宗教政党如伊斯兰圣哲会 ( Jam ia-t eU lama-e Islam )、阿富

汗塔利班和基地保持着密切联系。

第三,移民影响到联邦管辖部落地区的权力结构。为了摆脱部落地区的贫穷

和落后,许多部落民离开他们在巴基斯坦的定居地前往海湾产油国谋生和工作。

这些工人汇回大量外汇,同时也使得他们的家庭借助不断积累的财富寻求新的权

力和影响。移民们还关心部落地区存在的社会不公,对联邦管辖部落地区以外地

区所拥有的权利给予更多关注。

第四,毛拉权力的膨胀及政治伊斯兰进入联邦管辖部落地区及邻近地区。

1996年,巴基斯坦政府在联邦管辖部落地区实施成人选举法后,由于伊斯兰政党

控制和影响着清真寺与马德拉萨,从而在政党不允许进入联邦管辖部落地区的情

况下, 借助于平时的传经布道, 伊斯兰背景的候选人得以有机会与选民有更多接

触。结果,在 1997年的国民议会选举中, 部落居民选举毛拉代表他们进入议会。

宗教领导人的当选标志着联邦管辖部落地区进入崭新的历史阶段, 以往由马利克

选择部落代表进入议会的历史宣告结束。如今,毛拉成为权力的拥有者。

第五,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及巴基斯坦在部落地区展开的军事行动, 导致本

地区社会和权力结构的不断变化,以及深深地卷入伊斯兰主义、甚至伊斯兰武装冲

突中。巴基斯坦军队在瓦济里斯坦地区的失败及和平协议的签署,进一步强化、巩

固了毛拉、武装分子及其塔利班盟友的社会政治角色。上述军事行动, 特别是那些

被认为是过度和不分青红皂白地使用武力的军事行动, 导致部落地区的普遍不满

和某种背叛。很多部落民感到不解, 为什么当年反抗苏联入侵阿富汗的那些毛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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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武装人员可以被视为英雄和得到支持, 如今却被打上敌人的烙印。¹

基于上述因素,传统部落统治结构开始衰落,特别是部落首领马利克领导地位

的合法性受到损害,在不少地区毛拉成为部落利益的更具合法性的捍卫者。在马

利克地位下降而毛拉地位上升的同时,政治代理人的政治角色也受到持续侵蚀, 一

方面是由于政治代理人本身素质及其在文官体系中地位的下降, 另一方面则是由

于部落代理处自巴基斯坦独立以来日积月累的腐败。近年来,军队在诸如北、南瓦

济里斯坦等部落代理处不断排挤政治代理人的权威,成为新的力量中心之一。

因此,巴基斯坦部落地区的塔利班化的原因及其发展,应放在巴国整个政治发

展的历史进程中来具体对待和分析。自从苏联入侵阿富汗以来, 巴基斯坦国内就

开始出现宗教政治化的发展态势,即利用宗教来实现政治目标。穆沙拉夫当政的

时代, 塔利班化早已在巴国部落地区蔓延,但巴国政府并没有给予及时和有力的政

治及军事打击,部分原因就在于他们相互间的利用和政治算计。 /军队和毛拉传

统上一直是盟友 0,伊斯兰堡的安全分析家阿耶沙 #斯蒂卡 ( Ayesha S idd iqa)如是

说。他甚至还认为,宗教政党联盟之所以能在西北边境省执政,就是得到了穆沙拉

夫的支持。º

放眼巴基斯坦国内政治的发展, 宗教极端主义、群众运动和武装暴力这些塔利

班化的主要表现,无不凸显出教义争执背后的政治斗争,特别是权力斗争。面对巴

基斯坦与西方在反恐议题上的进一步结盟与合作,面对政府与马利克之间的分赃

政治架构,面对持久的经济恶化与社会动荡,反政府的部落政治势力利用部落代理

处的独特政治属性和其他社会经济基础, 试图与巴国中央政权分庭抗礼、甚至另立

门户也就不足为奇了。

(三 ) 塔利班化在巴基斯坦的扩散

然而,塔利班化并没有局限在联邦管辖部落地区等部落地区。 2006年以来,

塔利班化明显溢出联邦管辖部落地区, 深入巴基斯坦北部地区,而 2007年 7月发

生在伊斯兰堡的红色清真寺事件, 也进一步显示塔利班化正试图进入城市的

中心。»

2006年,一伙名为 /执行先知穆罕默德法典运动0 ( Tehreek-e-Nafaz-e-Sharia-t e-

M ohammad,i缩写为 TNSM )的武装分子利用西北边境省北部斯瓦特山谷易守难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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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利位置繁衍壮大,不断向周边地区发动自杀性袭击和渗透活动,并组建了奉行

极端主义的自治政权。斯瓦特山谷中的武装人员总数在 2000人左右。他们和塔

利班一样装束:手持自动步枪, 留着长发和大胡子, 身穿迷彩服,脚踏运动鞋。多数

情况下,武装分子只要派出几个人就能控制一个村庄。这些人将政府的支持者斩

首示众,炸毁山谷与外界连接的桥梁,并要求妇女穿上从头到脚包裹得严严实实的

/博卡服 0才能出门。虽然这些武装分子自称和基地组织或其他外国势力没关系,

但他们表示,支持推行极端主义的武装派别。

自 2007年后,巴方先后向斯瓦特地区派遣了一万多名陆军士兵和民兵, 先后

打死了 300) 400名塔利班武装成员。巴军方也有 130多人阵亡,同时给当地居民

造成了不小的损失。虽然巴方拒绝承认塔利班已建立 /国中之国 0,但承认因后勤

补给线屡遭破坏,巴军方行动严重受阻。¹

自从 2006年塔利班化扩展到西北边境省首府白沙瓦后,类似的绑架和胁迫行

动就开始出现在首都伊斯兰堡, 最为典型的就是 2007年初发生的红色清真寺 ( La l

M asjid)事件。从当年 1月开始, 红色清真寺便开始发布各种宗教命令, 设立宗教

法庭,要求政府全面实施伊斯兰法,并关闭妓院和音像店, 否则将发动自杀性炸弹

袭击。巴基斯坦安全部队自 7月 4日起包围清真寺,要求交出人质、无条件投降。

在谈判未果的情况下, 10日,巴基斯坦军队对清真寺发起进攻, 最终逮捕清真寺毛

拉阿卜杜勒 #阿齐兹,并打死二号人物毛拉阿卜杜勒 #拉希德 #加齐。红色清真

寺事件象征着自 1980年代以来, 军队与毛拉之间结盟关系的终结。自那个时代以

来,红色清真寺就在推动两项国家政策方面扮演角色,其一是组织穆贾西丁在阿富

汗抵抗苏联入侵,在克什米尔发动对印度的进攻;其二是支持沙特资助的逊尼派伊

斯兰分子从事针对伊朗支持的什叶派团体的教派冲突中。º 除非巴国政府改变对

极端主义的态度,否则,类似的矛盾和对抗短期内不会消失。

2008年,伊斯兰武装分子的影响在巴基斯坦大部分的领土上蔓延, 甚至有报

道指白沙瓦也处在被亲塔利班的武装分子攻陷的危险之中。也有评论认为, 巴基

斯坦西部领土上不断推进的塔利班化,有可能会威胁到巴基斯坦国家的领土完

整。» 无疑,塔利班化已不仅是联邦管辖部落地区特有的政治社会现象,它也是整

个巴基斯坦面临的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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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联邦管辖部落地区塔利班化的政治影响

照目前的发展态势,塔利班化在巴基斯坦部落地区已是不争的事实,正如巴基

斯坦白沙瓦大学法扎尔 #拉希姆 #马尔瓦特 ( Faza-l ur-Rah im M arw at)教授所说,

/没人能阻止部落地区的塔利班化。0不过, 巴基斯坦部落地区的局势发展是否也

会像马尔瓦特教授预言的那样, /由于巴阿边界两侧持续的不稳定, 塔利班将成为

南瓦济里斯坦的最终统治者0, ¹恐怕也还言之过早。但是, 就其政治影响而言却

毫无争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对巴基斯坦国内政局的影响,二是对地

区反恐形势的影响,三是对中巴关系和中国西部安全的影响。

(一 ) 对巴基斯坦国内政局的影响

一般而言,个别地区的塔利班化、甚至出现塔利班执政或是其他激进势力上

台,在巴基斯坦早已不是新闻。 1997年和 2002年保守的宗教政党实践团结联盟

在西北边境省赢得国民议会和参议院选举的胜利而上台执政就是突出的一例。º

现在还需观察的是,未来巴基斯坦局势会否在这个 /塔利班化0的过程之后真正出
现持久独立的极端主义地方政权,或是全国性的塔利班或其他极端主义势力执政

的现实。因此,伊斯兰化、巴尔干化和塔利班化将是观察巴基斯坦政治发展的三个

主要概念。

首先,伊斯兰化将加强。南亚次大陆原本就有政治宗教化和宗教政治化的传

统,自 1980年代以来,巴基斯坦、沙特、美国合作培植穆贾西丁投入抵抗苏联入侵

阿富汗的战争,政治伊斯兰力量便开始在巴基斯坦扎下根来。从齐亚#哈克的军

人政权起,巴基斯坦军方为了有效对付边境地区的复杂形势,既攻击在阿富汗的苏

军,又与克什米尔的印军作战,同时也为了与主要政党展开对国家政权的争夺, 逐

渐与毛拉和宗教狂热分子结成日趋紧密的政治同盟,从而进一步助长了伊斯兰势

力在巴国政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主导地位。穆沙拉夫当政以来延续了前军政权的

做法, 通过支持宗教政党 (如团结实践联盟、穆斯林圣哲会等 )来与贝纳齐尔 #布

托领导的人民党和谢里夫领导的穆斯林联盟相抗衡。此外,无论是军政权还是民

选政府,都无一例外地借助巴国内宗教势力在巴阿边境地区扶植代理力量, 同时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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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s, 0 San F ran cisco Ch ron icle, June 1, 2007, p. A-9.

团结实践联盟控制的西北边境省议会一度还通过 5伊斯兰责任法 6,规定今后西北边境省居民每天
必须根据伊斯兰教教义礼拜 5次,不鼓励人们进行歌舞等娱乐活动,甚至禁止没有婚姻关系的男女在街上同

行,同时要求媒体必须宣扬伊斯兰价值观。该法案的起草者指出,颁布法案的目的在于捍卫伊斯兰教的价值

观和宗教礼仪。参见陈一鸣: 5宗教法案备受争议,反恐事业面临危机,巴基斯坦严防边境省塔利班化 6, 5环
球时报 62005年 8月 3日,第 4版。



明或暗地支持阿富汗境内的特定政治宗教组织,以便谋求战略上的主动。因此, 从

塔利班化在部落地区的蔓延、马德拉萨在全国的遍地开花、宗教政党纷纷进入联邦

和各省议会甚至单独执政来看,伊斯兰化将是今后巴基斯坦政治发展的主流。它

一方面是塔利班化的社会基础, 另一方面也可以看作是塔利班化影响下的直接

后果。

其次,巴尔干化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巴基斯坦是个多民族、多教派的国家,

既有旁遮普、信德、俾路支和普什图等四个主要民族,也有哈扎拉、乌兹别克等少数

民族; 既有人数占优的逊尼派穆斯林,也有处在少数地位的什叶派穆斯林。复杂的

民族宗教结构,一直是 1947年巴基斯坦独立以来困扰其民族国家建设的主要障

碍。 /巴尔干化 0往往成为那些不看好巴基斯坦政治前途的人们经常使用的词

汇。¹ 2005年,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和中央情报局的一份报告也预测,巴基斯坦

/在十几年内将由于内战、流血和省际冲突 (如最近在俾路支斯坦所见到的情况 )

而与南斯拉夫有着同样的命运。0根据这份报告, /由于受到内战、完全的塔利班化
及争夺控制核武器的斗争的影响0,巴基斯坦到 2015年将成为一个 /失败国家 0。º

部落地区的塔利班化, 客观上造就了巴基斯坦局部地区纷纷建立起事实上

的自治政权, 从而分裂巴基斯坦。 /瓦济里斯坦酋长国 0的建立、斯瓦特山谷的
武装分子数年来与巴国军方的对峙、俾路支解放军展开的恐怖袭击以寻求独立,

以及 2007年红色清真寺在伊斯兰堡不断挑战联邦政府的权威等事例, 都说明

了这一点。同时, 属于逊尼派的塔利班势力也对巴基斯坦什叶派穆斯林及其武

装大打出手。这些都是在巴尔干地区或黎巴嫩曾经或正在上演的教派及民族冲

突的翻版。因此, 有人担心巴基斯坦也将步前南斯拉夫的后尘而最终分裂。至

少到目前为止, 这样的态势还在发展之中, 巴基斯坦的巴尔干化或许会越来

越近。

再次,全国范围内的塔利班化可能性最低。塔利班在阿富汗的执政有其特殊

原因, 除去巴基斯坦等外国支持外,还得益于国际社会的忽视和长期内战导致的严

重的社会经济发展危机。如今的巴基斯坦处在美国领导的反恐战争的最前线, 牵

一发而动全身,关乎反恐战争的成败,美国和国际社会断难容忍巴基斯坦落入塔利

班或基地的掌控之下。除去塔利班和基地残余势力的公开支持外, 没有一个国际

力量支持在巴基斯坦全境实行塔利班式的统治。尽管巴国内政局不容乐观, 但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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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得到西方支持的军方还能牢牢掌握核武器及政治发展的主流, 总体世俗化的发

展道路不容置疑。如前所述,部落地区的塔利班化还威胁到传统权力结构, 马利克

的政治特权和经济利益以及联邦上层阶级均处在危险之中。他们意识到处在塔利

班控制之下的社会激进化将终止他们的领导角色和特权。¹ 此外,伊斯兰宗教政

党的影响力多集中在部落地区或农村, 这些都降低了在全国实施激进极端主义政

策的可能性。因此,巴基斯坦的塔利班化可能性最低。

(二 ) 对地区反恐形势的影响

正如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研究报告指出的那样, /无论谁在华盛顿或

伊斯兰堡掌权,巴基斯坦都将始终占据充斥战乱的阿富汗与亚洲其余部分之间的

关键地位。0º

巴基斯坦为什么重要? 不仅因为它地理位置重要、人口上亿, 而且还因为它与

北约和美国的关系活跃,在反恐战争和中南亚地缘政治竞争中地位独特。一个拥

有核武器及远程运载技术的穆斯林大国, 国内局势长期动荡,宗教极端力量跃跃欲

试,周边国家及敌对势力又虎视眈眈,遍布海外、特别是欧美发达国家的巴裔移民

又常因暴力事件而屡见报端。这样的国家怎能说它不重要? 更何况, 多年来巴国

部落地区塔利班化的发展,显然对地区反恐形势构成重大影响。

由于有国际边界做掩护,阿富汗塔利班分子、基地成员、巴国反政府武装人员

常常出没在巴基斯坦部落地区,出则为兵、入则为民,很难根除。美军和北约部队

越境打击恐怖分子,已遭到巴政府、军方和民众的不满, 但仅仅依靠巴基斯坦政府

和军队,反恐任务又很难在近期奏效。虽然巴基斯坦目前不会落入恐怖分子之手,

但深受激进宗教势力的影响,政局混乱、社会动荡也是不争的事实。

阿富汗高级官员经常指责巴基斯坦当局放纵激进势力在其领土上招募武装分

子、建立训练营地和军火库。 2006年 2月, 卡尔扎伊总统在访问巴基斯坦时就给

穆沙拉夫总统提交了一份名单,包含塔利班主要人物的姓名、地址和电话号码, 非

常明显地暗示他们的存在及其运作得到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的知悉和认可。面对

卡尔扎伊的指责,巴基斯坦往往以外交辞令来搪塞。因而,在有关控制极端主义和

阻止恐怖分子的渗透等议题上, 巴基斯坦政府经常被描绘成不连续、不完全和不

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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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 8月,经过长期筹备的巴阿首届联合部落领导人大会在喀布尔召开。

穆沙拉夫迫于美国的压力,最终出席了本次会议的闭幕式,并发表讲话首次公开承

认巴国境内的部落地区的确存在塔利班势力以及塔利班化的情形。¹ 虽然这次会

议被看作是消除巴阿之间紧张关系的积极步骤, 但由于塔利班和部落地区代表的

缺席, 这次会议的实际效果尚待观察。º

然而,令西方政界和媒体感到不安的是,不仅巴基斯坦政府在反恐议题上犹豫

不决、时有反复, 在对待其境内的武装人员和极端主义势力时也是态度暧昧、时常

迁就, »而且普通的巴基斯坦人、特别是部落民和马德拉萨的毛拉和塔利布, 也普

遍对塔利班、基地组织成员持有同情、理解、乃至支持的态度和立场,这也许是巴基

斯坦部落地区塔利班化对于西方主导的反恐战争,以及本地区形势发展的最为严

峻的挑战。有报道指,巴基斯坦全国马德拉萨协会主席就宣称, /反抗 (西方 )被称

作恐怖分子,但 (抵抗苏联入侵的 )圣战者却不是。0显见他们对西方主导的恐怖主
义定义的不认同。¼ 同样,在对待本#拉登的问题上, 一些巴基斯坦人要么把他看

作是英雄,要么也会认为, 他只是两个魔鬼中不那么坏的一个。½

因此,仅靠西方主导下的军事打击行动, 并不能根除塔利班化在巴阿边境地

区、乃至巴基斯坦全境产生的深远影响。穆沙拉夫曾经说过: /塔利班化和极端主
义代表一种思维方式,需要军事行动、政治措施和社会经济发展措施相结合的复杂

而长期的战略。0¾确保巴基斯坦维持世俗、温和与稳定的政治社会发展, 应成为国

际社会的共识。

简言之,巴国部落地区的塔利班化, 不仅使巴基斯坦国内局势进一步复杂化,

也使得地区反恐形势,特别是美国和北约部队在阿富汗展开的反恐斗争陷入胶着

状态。一方面,美国和北约部队在阿富汗战场上屡屡受挫, 另一方面, 也使得美国

在阿富汗乃至整个中亚地区的政治和军事存在有了冠冕堂皇的反恐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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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actionaries are called terrorists, but freedom f igh ters are not terrorists. 0 Farhana A l,i / In sid e Pak istan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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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魔鬼是美国,参见 Farhana A l,i / In sid e Pak istanpsM adrasas, 0 T errorism Focu s, Vo.l 3, Iss. 1,

January 9, 2006, p.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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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对中巴关系和中国西部安全的影响

人们或许记得亨利#基辛格的告诫: 在反恐议题上国际社会 /保持战略一致

势在必行。如果失败,许多国家将受影响, 而最直接可能的是,巴基斯坦的稳定将

不再仅仅被看作是对美国一国的挑战。0¹作为巴基斯坦的最大邻国, 保持巴国内

部局势的稳定与发展,不仅有利于美国在阿富汗的反恐战争,而且对中国亦有着重

大意义。

首先,由于中国与巴基斯坦一直有着良好的双边政治交往和经贸往来, 反政府

的巴国极端主义势力便也将中国及身在巴国的中国人作为他们暴力攻击的对象。

部落地区的塔利班化首先使那些在巴基斯坦工作的中国工程师、建设俾路支斯坦

省港口瓜达尔的中国工人、在伊斯兰堡从事贸易的中国商人遭到塔利班式恐怖分

子的绑架、攻击甚至杀害。 2007年 7月发生的红色清真寺事件,某种程度上将中

国政府直接卷入到巴基斯坦内部的宗教和政治势力的角力之中。据报道, 红色清

真寺的神职人员忠于巴伊图拉 #麦赫苏德 ( Ba itullahM ehsud) ,而他的兄弟则策划

了在俾路支斯坦和伊斯兰堡的数起针对中国工人的绑架和袭击事件。穆沙拉夫政

府认为红色清真寺是主谋,因此下令进攻红色清真寺,但极端主义势力则认为这是

中国施压的结果。º

其次,部落地区塔利班化使得中国西部的安全进一步受到来民族分离主义、宗

教极端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的威胁。塔利班的训练营中有来自中国新疆的受训分

子,古巴关塔那摩监狱中也有阿富汗战争中被美军俘虏的中国籍恐怖分子, 这些都

说明少数企图将新疆从中国分离出去的政治势力,正借助于激进宗教势力的支持

在境外蠢蠢欲动。有国际评论指出, 塔利班作为一种扩散力量积极地卷入到支持

中亚和新疆的伊斯兰组织的行动中。» 因此,巴基斯坦部落地区的塔利班化, 不仅

是巴国政治和社会发展的大事,也事关中巴双边关系的正常发展, 中国在巴基斯坦

的人员和财产安全,以及中国西部地区的安全和稳定。

为此,中国政府应进一步强化与巴基斯坦各界的友好合作关系,采取措施确保

中巴边境地区免于遭受极端主义组织的影响和攻击,并与国际社会一道积极致力

于阿富汗重建和巴基斯坦的经济社会发展, 从而真正有力地遏制塔利班化在巴基

斯坦的漫延,直至最终消除这一政治社会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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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conom ic crisis has signa led the decline of the U. S. as a f inanc ial

hegemony. The econom ic crisis revea ls the latest characterist ics ofmod-

ern cap italism-an uneven developmen t of financia l industry separated

from the rea l economy, and the over- financ ing of the g loba l economy.

Therefore, it has been referred to as / g lobal financia-lm arket capita-l

ism. 0 A t the mom en,t the econom ic crisis persists and w orld politics is

entering a turbulent era full of r isks.

Is Cap italism Sustainable? David Schw eickart ( 94)⋯⋯⋯⋯⋯⋯⋯⋯⋯⋯

Presently, a series of problems ex ist in the sustainability of capitalist countriesp

models of developmen.t An alternative to capitalism is needed. This alterna-

tive of / econom ic democracy0 includes three basic systems of corporate de-

mocracy, themarketization of goods and serv ices, and investment in social

managemen.t This / econom ic democracy0 is not only the democratizat ion of

the work field, but a lso the democratization of the financial sectors. Itw ill

bemore conducive to susta inable developmen,t becomemore balanced, sta-

ble and democratic than capitalism, and w ill finally surpass capitalism.

The Taliban ization of the Tribal region of

Pakistan Wang L ian ( 112)⋯⋯⋯⋯⋯⋯⋯⋯⋯⋯⋯⋯⋯⋯⋯⋯⋯⋯

As a result of persisting econom ic deterio ration and social instab ility,

corrupted po lit ical structure o f governmen,t along w ith the further align-

ment and cooperation o f theW est on ant-i terrorism, and other factors,

the tribal reg ion o f Pak istan continues to be Taliban ized. Its main conse-

quence is the serious impact on the stab ility of Pakistanps the domest ic

po lit ics. The W est may mainta in a long- term m ilitary presence in A -f

ghan istan. M eanwhile, the / A l-lw eather0 partnersh ip and relat ionsh ip

betw een Ch ina and Pak istan are fac ing cha llenges from the rad ica l re l-i

g ious forces and the separatist forces.

A Study of the A -l DawaM iss ionary

Commun ity Q ian Xuem ei ( 136)⋯⋯⋯⋯⋯⋯⋯⋯⋯⋯⋯⋯⋯⋯⋯⋯

A -l Daw a is am issionary commun ity founded byM ohammad Ilyas. In the

beg inn ing theA -lDaw a commun ity tended to stay aw ay from po litical par-

tic ipation and secular affairs. But now it has become invo lved in bo th re-

g iona l and internat iona l po litics, and is connected to rad ica l po litica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