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認識認識認識認識 阿富汗阿富汗阿富汗阿富汗 

阿富汗伊斯蘭共和國 (مي افغانس�������������تان د  (افغانس�������������تان اس����می دول���ت)  (دول���ت اس����

(摘自維基百科全書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98%BF%E5%AF%8C%E6%B1%97&variant=zh-

tw) 

 

阿富汗伊斯蘭共和國（簡稱阿富汗；普什圖語/波斯語：Afğānistān， افغانس�������������تان）是一個

位於亞洲西南部的內陸國家，坐落在亞洲的心臟地區。她的位置有著不同的定義，有時候會

被認為處在中亞或者南亞，甚至被歸類于中東地區（西亞）。 

她與大部分比鄰的國家有著宗教上、語言上、地理上相當程度的關聯。阿富汗的北部和土庫

曼、烏茲別克以及塔吉克接壤，東部與中國以及部分巴基斯坦控制的查謨-克什米爾地區（有

爭議）接壤，南部與巴基斯坦接壤，西部與伊朗接壤。其中領土的五分之三交通不便。農業

是主要的經濟支柱，但可耕地還不足農用地的三分之二。 

人口 2,900萬，是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之一。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歷史上的阿富汗統治者屬於阿富汗人中的阿卜達里（Abdali）部落。在艾哈邁德·沙阿·杜蘭尼

的統治下，他們的部落名稱改為杜蘭尼（Durrani，波斯語：珍珠中的珍珠），他們屬於波帕爾

札（Popalzay）氏族的薩德豆札（Saddozay）段或阿富汗種族的巴拉克札（Barakzay）氏族的

穆罕馬德札（Mohammadzay）段。穆罕馬德札（Mohammadzay）頻繁地裝備了薩德都札

（Saddozay）國王與高級顧問， 偶爾地擔當董事，並且以口號辨認穆罕馬德札

（Mohammadzay）。 

阿富汗是擁有各樣文化的國家，因地理上位於東方與西方的交界點，在古時候，這裏曾是很

重要的貿易點和游牧民族的遷居點。其擁有重要的地緣戰略位置，連接著南亞、中亞以及西

亞。 

在漫長歷史裡，大地上，只見各種各樣的侵略者和征服者；另一方面，地方上的族群入侵周

圍浩大的地區，從建立帝國到回復自己。 

艾哈邁德·沙阿·杜蘭尼在 18世紀中葉，開創了一個首都位於坎大哈的巨大帝國。隨後，帝國

大部分的領土被割讓給以前的鄰國們。 

在 19世紀，阿富汗變成了英國和俄羅斯帝國大博弈遊戲中的緩衝區。 

1919年 8月 19日，隨著第三次英阿戰爭的結束 ，阿富汗從英國手中奪回完全的獨立地位，

並且排除外來的干涉勢力。 

從 1970年代晚期開始，阿富汗歷經連續且暴虐的內戰，期間包含許多國際勢力在各種形式上

的調停、干涉，蘇聯 1979年阿富汗戰爭以及 2001年與美國的衝突（阿富汗戰爭 (2001年)），

最終致使支配這個國家的塔利班政府垮台。 

2001年 12月在「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授權認可下，成立了國際安全部隊（ISAF）。這支由北

大西洋公約組織的兵力所組成的部隊，已經介入援助哈米德·卡爾扎伊總統政府在阿富汗國內

成立政權。 

2005年，美國與阿富汗兩國簽署一份戰略夥伴協議，以使雙方維持長期的夥伴關係。在這期

間，國際社會也提供了大約三百億美金來重建這個國家。 



 

阿富汗歷史阿富汗歷史阿富汗歷史阿富汗歷史 

古代古代古代古代 

阿富汗通常被稱為中亞的十字路口，它的歷史充滿戰爭和社會動蕩。歷史上，這個如今稱為

阿富汗的地區處在各個時期許多主要帝國的邊緣，主要有波斯帝國、孔雀王朝、貴霜王朝、

大唐帝國、大清帝國、大英帝國和蘇聯，其他還有包括成吉思汗和亞歷山大大帝所建立的大

帝國。 

 

近代近代近代近代 

今天的阿富汗是從 1746年開始在杜蘭尼王朝下建立的，但控制權卻要到 1919年阿曼努拉

（Amanullah）國王同意繼承王位後才從英國手中奪回。在英國干涉阿富汗期間，普什圖族領

地被杜蘭線分成兩個部分，結果導致了阿富汗和英屬印度以及後來的巴基斯坦之間關係緊張

的原因，被稱為普什圖尼斯坦爭端。 

(自 1900年，11位當權者因非民主事件無法完成任期：1919年(暗殺)、1929年(辭職)、1929

年(處決)、1933年(暗殺)、1973年(罷免)、1978年(處決)、1979年(處決)、1979年(處決)、1987

年(免職)、1992年(推翻)、1996年(推翻)和 2001年(推翻)。) 

阿富汗最後的穩定時期是國王穆罕默德·查希爾·沙阿所統治的 1933年至 1973年期間，但 1973

年查希爾·沙阿的同父兄弟穆罕默德·達烏德·可汗施行了一個殘酷的政變。到 1978年，共產主

義阿富汗人民民主黨（People's Democratic Party of Afghanistan）施行政變並奪取政權，達烏

德和整個家庭於該年被謀殺。 

其後的左派政府伴隨而來的是自其內部產生可觀的反對及衝突，1978年 8月美國政府運用資

金資助反政府的反抗軍，而蘇聯在 1979年 12月 24日發動侵略。面對不斷增加的國際壓力和

自美國、巴基斯坦和其他外國政府訓練的回教反抗軍戰士所造成約 15,000蘇聯士兵的傷亡之

下，蘇聯在 1989年撤退。 

詳細情節可參考:阿富汗·蘇維埃戰爭。 

 

1980-2000 

1979年蘇聯入侵，但 10年後，因為受到反共的穆斯林游擊隊的反抗而被迫撤出。1992年蘇

聯扶植的政權徹底垮台。反抗軍不同的派系間持續殺戮，造成軍閥割據，內部衝突產生各種

穆斯林游擊隊的派別。最嚴重的衝突在 1994年喀布爾發生，約一萬人在教派衝突中被殺。 

在巴基斯坦與其戰略盟友提供背後的支持下，派別之一塔利班發展具有政治與宗教武力的團

體，最終在 1996年獲得政權，得以佔領 90%的國土，而阿富汗北方聯盟主要在東北方佔有一

席之地。塔利班尋求回教哈里發律法的強烈運用，對於恐怖主義有關聯的個人與組織提供庇

護與協助，特別是烏薩瑪·本·拉登的基地組織。 

 

2000年以後年以後年以後年以後 

美國與其盟邦隨著 2001年發生的九一一襲擊事件後，採取軍事行動以支持反對塔利班的勢

力，並迫使其土崩瓦解。在 2001年末，阿富汗主要的反對勢力領袖以及流亡份子在德國波昂

集會，並同意了一項新的政府架構計劃，使得哈密德·卡爾扎伊在 2001年 12月就任臨時政府

主席，大會確定在 2004年進行政權的重建進程，確立新憲法及籌備總統選舉。在 2004年 10



月 9日，哈米德·卡爾扎伊成為了阿富汗的第一位民選總統。但實際上，阿富汗仍然處於被美

軍佔領狀態。 

2005年 3月 3日至 25日間，阿富汗連續發生多次強烈地震，因而受到重創。死亡人數超過

1800人，數以千計的房屋倒塌，受傷人數超過 4000人。薩曼甘省和巴格蘭省先後在 3月 3

日及 25日發生地震，巴格蘭省的地震破壞力較大，死亡人數佔整個地震時期的大部分，國際

社會紛紛向阿富汗政府提供協助。 

2005年底，阿富汗仍呈現極度貧窮與軍閥割據的現象，久經戰亂而破壞的基礎設施、大量地

雷與其它未爆的權威統治，加上大量非法鴉片與海洛因毒品貿易充斥中，阿富汗舉行第一次

全國性選舉，期間遭受偶發性的暴力性政治運作，以及來自部分根植於蓋達組織與塔利班餘

眾所發起，並持續進行中的軍事與暴力行動中。 

詳細情節可參考: 阿富汗歷史年表以及阿富汗侵佔史。  

 

歷史上主要的政權歷史上主要的政權歷史上主要的政權歷史上主要的政權 

阿富汗王國，1741年建立  

阿富汗共和國，1973年建立  

阿富汗民主共和國，1978年建立  

阿富汗共和國，1987年建立  

阿富汗伊斯蘭國，1992年建立  

阿富汗伊斯蘭酋長國，1997年建立  

阿富汗伊斯蘭共和國，2004年建立  

 

阿富汗地理阿富汗地理阿富汗地理阿富汗地理 

 阿富汗地圖 



阿富汗地形 

 

阿富汗地理位置位於中亞，北方各與土庫曼、烏茲別克、塔吉克三國交接，東方和中國接壤，

東南方與巴基斯坦交界，西方和伊朗交界。阿富汗是一個內陸國家，從東北部到西南部橫貫

的興都庫什山脈將國家分開，形成一個瓦罕走廊。 

阿富汗是中亞的一個被鎖在陸地之內和多山的國家，而平原分佈在國家的北部與西南部地

區。國境內最高點為挪沙克山，距水平面 7,485公尺（米）（24,557英尺）高。這個國家的大

部份都是乾燥的地區，乾淨的淡水供應很有限。西斯坦 巴新 內流盆地是世界最乾燥的地區

之一。為大陸性氣候，有著很熱的夏天、寒冷的冬天。此國常有小規模的地震，主要發生在

興都庫什山的東北部山脈地區。有著 647,500平方公里（249,984平方英里）大的面積，阿富

汗是世界排名第 41大的國家（排名在緬甸之後）。（相較之下，阿富汗面積略小於美國德州）。 

在阿富汗的東南方擁有金礦、銀礦、銅礦、鋅礦以及鐵礦 等的自然資源，亦擁有珍貴的寶石

礦脈，諸如東北部的青金石、祖母綠和青藍礦。在北部還可能蘊含重要的石油與天然氣。另

外也擁有煤炭、鉻鐵礦、滑石、重晶石、硫、鉛和食鹽等自然資源。 

然而，由於國家受到蘇聯入侵和隨後爆發的內戰（阿富汗市民戰爭）影響，這些重要的礦產

和能源資產多數保留原狀而未加利用。至今很多的計劃正在進行，在不久的未來，將開始去

開採這些能源與礦產。 

 

阿富汗人口阿富汗人口阿富汗人口阿富汗人口 

  



語言語言語言語言分布圖分布圖分布圖分布圖     

50% 達里波斯語(阿富汗達里方言)      

35% 普什圖語       

8% 烏茲別克語       

3% 土庫曼語       

4% 俾路支語        

2% 其他 (努里斯塔尼語, 波沙伊語, 布拉灰語, 等等....) 

  

 

民族民族民族民族分布圖分布圖分布圖分布圖      

42% 普什圖人       

27% 塔吉克人      

9% 哈扎拉人       

9% 烏茲別克人        

4% 艾馬克人       

3% 土庫曼人       

4% 俾路支人       

4% 其他 (波沙伊人, 努里斯塔尼人, 布拉灰人, 印得克庫彎斯人, 印度人, 等等....) 

 

總計總計總計總計：：：： 29,928,987 (2005年 7月)  

年齡結構： 

0-14歲：  44.7% (男性 6,842,857; 女性 6,524,485)  

15-64歲： 52.9% (男性 8,124,077; 女性 7,713,603)  

65歲以上： 2.4% (男性 353,193; 女性 370,772) (2005年)  

年齡中位數： 

共計: 17.56歲  

男性: 17.55歲  

女性: 17.57歲(2005年)  

人口增長率人口增長率人口增長率人口增長率：：：：4.77% ~ 這沒有考慮最近的戰爭和持續的衝突(2005年) 



出生率：47.02/1,000 人(2005年)  

死亡率：20.75 /1,000 人(2005年)  

淨遷移率：21.43/1,000 人(2005年)  

性別比： 

出生: 1.05 男性/女性  

15歲以下: 1.05男性/女性  

15-64歲: 1.05 男性/女性  

65歲以上: 0.95 男性/女性  

總計: 1.05 男性/女性 (2005年)  

嬰兒死亡率：共計: 163.07/1,000出生嬰兒  

女性: 167.79/1,000出生嬰兒(2005年)  

男性: 158.12/1,000出生嬰兒  

平均壽命： 

總計: 42.9歲  

男性: 42.71歲  

女性: 43.1歲(2005年)  

總出生率： 6.75 嬰兒/婦女 (2005年)  

愛滋病成人流行率：0.01% (2001年)  

主要傳染病： 

危險程度：高  

食品和水傳播疾病：A型肝炎、傷寒、痢疾  

細菌疾病：全國 200米（公尺）以下高度、3月至 11月為瘧疾高發期  

動物接觸疾病：狂犬病  

 

阿富汗行政區劃阿富汗行政區劃阿富汗行政區劃阿富汗行政區劃 

 

阿富汗分為 34個省（velayat），省下設縣。首都為喀布爾 

34個省分別是： 

巴達赫尚省 

巴德吉斯省 

巴格蘭省  

赫拉特省  

朱茲詹省  

喀布爾省  

尼姆魯茲省 

努爾斯坦省 

烏魯茲甘省 



巴爾赫省  

巴米揚省  

戴孔迪省  

法拉省  

法利亞布省 

加茲尼省  

古爾省  

赫爾曼德省 

坎大哈省  

卡比薩省  

霍斯特省  

庫納爾省  

昆都士省  

拉格曼省  

洛加爾省  

楠格哈爾省 

帕克蒂亞省 

帕克蒂卡省 

潘傑希爾省 

帕爾旺省  

薩曼甘省  

薩爾普勒省 

塔哈爾省  

瓦爾達克省 

扎布爾省  

 

貿易貿易貿易貿易 

 

阿富汗 2001年出口貿易比例
 

阿富汗 2001年進口貿易比例

 

教育教育教育教育 

戰後的阿富汗人才奇缺，文盲率高達 65％，僅有 4％的婦女念過書。阿富汗新政府將教育放

在非常優先的地位，在國際社會的大力支持下，教育事業取得了顯著的進步。2002至 2004

年間，約有 420萬學齡兒童重返校園，達到了兒童入學人數的歷史最高點。女童受教育權利

得以逐步恢復。 

2003年，女童在校生比例為 30％。高等教育由十余所高等院校執行，包括喀布爾大學等 6所

綜合大學，1所農業研究院，1所工藝學院，1所國家醫學院和數所師範學院。目前在政府機

關和學校擔當要職的官員、學者，清一色為海歸派，且大多為歐美地區的海歸人士。 

 

旅遊旅遊旅遊旅遊 

飽受戰亂的阿富汗由於國內安全問題，每年光臨的外國遊客數量極少。目前大部分遊客集中

在首都喀布爾及巴米揚地區，以及阿富汗西部的赫拉特。物資的極度匱乏也造成了旅遊設施

的落後，住宿費用尤其高昂。 

 

認識塔利班認識塔利班認識塔利班認識塔利班 (摘自維基百科全書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A1%94%E5%88%A9%E7%8F%AD&variant=zh-

tw) 

 

塔利班（普什圖語和波斯語：طالب������ان ，意即「伊斯蘭教的學生」）也意譯為神學士，是發源

於阿富汗的坎大哈地區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運動組織。該組織最有影響力的領導人，包括毛

拉穆罕默德·歐瑪，都曾是鄉村裡的伊斯蘭教學者。在蘇聯對阿富汗的佔領結束後的混亂時

期，塔利班逐漸控制了阿富汗的大部分地區。 

世人對道塔利班的認識多半是因其在 1994年 11月，當時他們保護一支試圖打開巴基斯坦與



中亞貿易的車隊，而一舉成功。 

 

簡介簡介簡介簡介 

塔利班，在波斯語中是學生的意思，它的大部分成員是阿富汗難民營伊斯蘭學校的學生，故

又稱伊斯蘭學生軍。其領導人是穆爾維·奧馬爾。 

成立之初，塔利班總共只有 800人，因此許多人對其並不重視。但是這支派別高舉剷除軍閥、

重建國家的旗幟，且因為紀律嚴明而作戰勇敢，並提出反對腐敗、恢復商業的主張，因此深

得阿富汗平民的支持，使得塔利班的實力急劇膨脹，發展成為一支擁有近 3萬人、數百輛坦

克和幾十架噴氣式戰鬥機的隊伍。 

1995年 5月與 6月間，塔利班發動了代號為「進軍喀布爾」的戰役，很快的控制了阿富汗近

40％的地區。塔利班乘勝向喀布爾發起全面攻擊。同一年的 09月 26日，佔領了電台、電視

台與總統府。此時，塔利班已經全面控制了首都，之後並控制了包括首都喀布爾在內的全國

90％以上的領土，而反塔利班聯盟中唯一具有與塔利班正面對抗能力的，只剩下馬蘇德一派。 

掌權後的塔利班聲稱要建立世界上最純潔的伊斯蘭國家，但執政以來對國家重建並無明顯建

樹，主要在於經濟每況愈下，加上疾病流行，使它得到的支持度逐漸下降。 

自 1996年至 2001年，塔利班在阿富汗建立全國性政權，正式名稱為阿富汗伊斯蘭酋長國。

由於它在阿富汗實施獨裁專制和政教合一政策，因此僅被巴基斯坦、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和沙

烏地阿拉伯三個國家承認是代表阿富汗的合法政府，它曾經為奧薩瑪·賓·拉登提供庇護。 

2001年，塔利班政權不理會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及外國非政府組織的反對，頒令說巴米揚大佛

雕像是崇拜偶像的行為，以炸藥及坦克炮火摧毀這座古蹟。在破壞行動期間，塔利班的信息

部長昆德拉圖拉赫·賈馬爾（Qudratullah Jamal）嘆道：「破壞工作並非如人們所想般容易，你

不能以炮轟推倒那些佛像，因為它們是鑿入山崖內；它們牢牢地連接山嶺。」2001年 3月，

兩尊大佛在經過近一個月的猛烈炮轟下，最後被炸藥摧毀。 

 

關於九一一關於九一一關於九一一關於九一一 

九一一事件之後，由於其與拉登領導的基地組織的密切關係，及其對恐怖主義的支持。他們

被全球多數傳媒和政府公認為恐怖份子。 

該政權在美國的於九一一之後進行的軍事攻擊下垮台。然而塔利班組織沒有因此銷聲匿跡，

其成員繼續以綁架人質或發動恐怖攻擊的方式對抗阿富汗現政府、美國及支持美國的其他國

家，如 2007年塔利班挾持韓國人質事件。 

 

意識形態及其實踐意識形態及其實踐意識形態及其實踐意識形態及其實踐 

塔利班的極度嚴格和反現代的思想被形容為一個「結合普什圖部族律法的沙里亞法規創新形

式」，以激進的德奧班德學派觀點詮釋伊斯蘭教。此外，他們的思想也受到瓦哈比派的遜尼派

財政支援者及奧薩瑪·本·拉登的影響。塔利班的意識形態與被他們趕走的前反蘇游擊隊統治者

有所不同。 

塔利班禁制許多以前舊政權容許的活動，例如女性就業及上學、電影、電視、音樂、舞蹈等

活動。他們新成立的宗教警察負責執行上述的禁令，違例者可被鞭打。不過多數阿富汗人並

非普什圖族，以前一向奉行比較寬鬆的伊斯蘭教規條。雖然塔利班與瓦哈比派相似，不過兩

者也有一些分別。 



塔利班反對「部族和封建架構」，把傳統部族領袖的領導角色清除。另一方面，因為他們不願

與其他人分享權力，而且他們絕大多數是普什圖人，他們的統治意味多民族的阿富汗由普什

圖人當權，可是普什圖人只佔全國約 42%的人口。 

與瓦哈比派及德奧班德學派一樣，塔利班強烈反對什葉派，他們宣稱佔全國約 10%人口的哈

扎拉族不是穆斯林。 

塔利班不願意跟其他穆斯林辯論教義，甚至不允許穆斯林記者質問他們的法令或討論古蘭經

的詮釋。 

 

認識塔利班化認識塔利班化認識塔利班化認識塔利班化 (摘自維基百科全書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A1%94%E5%88%A9%E7%8F%AD%E5%8C%9

6&variant=zh-tw) 

 

塔利班化是一個在塔利班統治阿富汗後及在九一一事件前產生的新名詞，泛指宗教團體或宗

教運動模仿塔利班推行嚴厲的宗教政策。這名詞最早於 1999年 11月 6日的波士頓環球報出

現。 

 

塔利班化一般有以下特徵塔利班化一般有以下特徵塔利班化一般有以下特徵塔利班化一般有以下特徵：：：： 

1. 嚴格限制婦女活動，如禁止她們上班及上課； 

2. 禁止一般伊斯蘭教徒接受的活動，如看電影、看電視、看錄像、玩音樂、跳舞、在家懸掛

照片、在體育活動鼓掌等； 

3. 禁止其他被認為是西化，但被一般伊斯蘭教徒接受的活動； 

4. 反對什葉派，恐嚇該派信徒； 

5. 利用宗教警察執行宗教教條，而執行手段帶侵略性； 

6. 破壞非穆斯林建築，如巴米揚大佛； 

7. 庇護恐怖份子； 

8. 對非伊斯蘭教少數民族實施歧視法例，如強制他們戴黃色袖章； 

此現象存在於奈及利亞、克什米爾、馬來西亞以及巴基斯坦等局部地區。 

 

非伊斯蘭教組織塔利班化非伊斯蘭教組織塔利班化非伊斯蘭教組織塔利班化非伊斯蘭教組織塔利班化 

這個名詞有時用於以激進手段推行自己宗教教義的非伊斯蘭團體。在此時，該團體就被認為

已塔利班化。 

美國左派常用此名詞作為政治手段，攻擊美國共和黨及基督教右派，指責它們推行帶基督教

原教旨主義的政策。 

在印度，印度教民族主義有時被極左派以及激進伊斯蘭教徒分別指責為橘紅化或異教徒，而

塔利班化就是常用的字眼。 

一如所有高度政治化的名詞，此名詞常被不了解伊斯蘭世界和法律的人誤用。 

 

認識認識認識認識基地組織基地組織基地組織基地組織 (取自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9F%BA%E5%9C%B0%E7%B5%84%E7%B9%9

4&variant=zh-tw) 



 

基地組織（阿拉伯語：القاع�����دة  （「基地」之意思）；拉丁轉寫：al Qaeda、al-Qaida、al-Qa'ida；

或譯阿凱達組織、開打組織或蓋達組織）是一個極端伊斯蘭教恐怖分子軍事組織，成立於 1989

年，被指策劃了多宗主要針對美國的恐怖襲擊。 

基地組織 

Al-Qaeda 

 

基地組織的旗幟 

活躍於 1988年至今 

首領 奧薩瑪·賓·拉登 

活躍地域 全球各地 

思想 伊斯蘭教 

重大攻擊 1998年美國大使館爆炸案 

九一一事件 

馬德里三一一爆炸案 

2005年倫敦連環爆炸案 

 

歷史歷史歷史歷史 

基地組織在 1989年蘇聯攻打阿富汗後期所創立。成立初期的宗旨，乃為了訓練和抵抗入侵阿

富汗的蘇聯部隊，在蘇聯於 1991年撤出阿富汗以後，宗旨已改為消滅全世界入侵伊斯蘭世界

的西方國家，以建立一個純正的伊斯蘭國家。它尤其對中東國家以色列的批評和針對行動不

遺餘力。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已把基地組織列為世界恐怖組織之一。 

基地組織的領導人爲沙烏地阿拉伯富商賓·拉登，目前下落不明。 

 

活動分佈活動分佈活動分佈活動分佈 

基地組織在阿富汗擁有十多個基地，專門訓練成員使用武器、通訊設備和動員組織。據統計

由八十年代至今，接受過訓練的有 3萬人之多，成員則有 4000-5000人。組織各成員 會利用

傳真、行動電話、網際網路，協調其在世界各地的支持者。一般對外發放新聞訊息，也是用

網際網路或錄影片段形式公布。 

基地組織也與世界其他組織有聯繫，包括黎巴嫩南部、埃及、利比亞、葉門、敘利亞、菲律

賓、衣索比亞，爭取脫離俄羅斯的車臣共和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新疆的東突運動組織。 

 



相關事件相關事件相關事件相關事件 

基地組織由成立至今已被指策動過多宗恐怖襲擊： 

1998年美國大使館爆炸案： 

1998年中美國駐東非國家肯亞大使館遭受汽車炸彈襲擊，200多人死亡。事後美國以巡弋導

彈轟炸東非蘇丹部分被指與基地組織有關的武器庫。  

2000年葉門遇襲：2000年 10月，基地組織發動自殺式炸彈襲擊，轟炸美國駐中東的船艦，

17名美國士兵死亡。  

 

九一一恐怖襲擊事件： 

美國政府一直聲稱此事件是由基地組織策動，最初基地組織否認這一指控。但隨後的情報資

料，包括基地組織的文件、錄像帶、磁帶記錄顯示，賓·拉登參與了這一行動的策劃。  

倫敦七七爆炸案：2005年 7月 7日早上交通尖峰時間，倫敦連環發生的至少 7起爆炸案。爆

炸造成的死亡人數共 52人，傷者逾百。  

 

儘管國際上多視其為恐怖組織，然從相關文件指出： 

基地組織自認是奉阿拉之名向西歐各國宣戰的神聖組織，其戰術則為在對方領地內實施病毒

戰術（游擊戰的變化之一，二戰時波蘭游擊軍在德國即施用此戰術。其目的在干擾甚致癱瘓

敵方後線，使其無心力再戰；由於己方一如病毒般癱瘓人體內臟使做為敵方主力的雙拳無力

化，故得名）。 

 

悲憫阿富汗悲憫阿富汗悲憫阿富汗悲憫阿富汗  2001/12 

 

Abdul Kha是一位對中東情勢非常了解的基督徒，最近接受World Pulse的專訪，談到阿富汗

的近況。 

 

阿富汗的近況如何阿富汗的近況如何阿富汗的近況如何阿富汗的近況如何？？？？ 

非常黯淡。唯一的盼望是神介入提供一條出路，我認為如果有足夠的人為阿富汗向上帝求憐

憫，神一定會施行奇事，我們需要為阿富汗站在破口上，為他們守望，求神的旨意行在阿富

汗如同行在天上。 

 

我們當如何協助我們當如何協助我們當如何協助我們當如何協助？？？？ 

目前基督教界能做的就只有迫切地為受苦中的阿富汗人民禱告，送到阿富汗的人道救援都是

透過聯合國及從事救助及發展事工的非政府組織（NGOs）。我們無法直接救助。 

我想禱告是目前他們最急需的，特別是為那些在監獄裡及一般受苦的阿富汗百姓。這問題很

嚴重，有許多生命受到威脅的阿富汗人逃到巴基斯坦或伊朗，但這兩國都不歡迎他們，他們

需要逃離，卻無處可逃。 

過去 50年來，基督徒提供醫療、教育、救災及發展服務來表明對阿富汗的關懷，但目前卻無

法做到，現在是讓上帝出手在阿富汗行新事的時刻了。 

祂在以賽亞書 43：19應許：「看哪，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發現，你們豈不知道嗎。我必

在曠野開道路，在沙漠開江河。」而目前的危機可能也是讓祂行新事的時機，我們的禱告可



能正是祂所等待的。 

一些曾在阿富汗從事福音事工的基督徒，現在並不知道下一步該怎麼做？阿富汗有些人仍陷

在失去一切的創傷中。許多基督徒想知道神要在此刻對他們說些什麼？我們求神來引導並安

慰他們。 

阿富汗是被恐怖份子利用了，他們不是共犯，而是受害者！ 

 

阿富汗人民的屬靈情況阿富汗人民的屬靈情況阿富汗人民的屬靈情況阿富汗人民的屬靈情況？？？？ 

我相信因迫害及乾旱而逃至巴基斯坦的阿富汗難民比以前受到更大的苦難。20年來一直有難

民逃出。難民的情況比以前更慘，所得的救助微乎其微，有些難民甚至被迫回到阿富汗，因

巴基斯坦不要他們，這造成更大的緊張。難民們完全沒有能力抗拒，他們因塔里班政府的政

策受苦。 

外觀上看來，他們全是回教徒，有些是內心很虔誠的回教徒，但大多數人都被他們所見的蒙

蔽。其中有些人曾考慮信基督。這可能是塔里班反對基督教的理由之一。 

塔里班愈強迫人民的信仰，就愈多人抗拒它，塔里班政府可能認清楚這點，因此他們禁止人

民接觸真理，禁用聖經、任何基督教文宣、錄影帶、CD、卡帶、音樂、電視及網路。現在他

們又把基督教救助人員驅逐出境。在阿富汗，人民沒有接受基督的自由，巴基斯坦也是如此，

基督徒的壓力來自社會，也來自政府。 

 

是否能對難民傳福音是否能對難民傳福音是否能對難民傳福音是否能對難民傳福音？？？？ 

目前不能公開傳福音，但基督徒可以提供食物、燃料、棉被及住處來幫助難民減輕痛苦，並

藉此彰顯上帝的愛。 

阿富汗不像伊朗，沒有本土與公開的教會。在伊朗有些人歸主，主要是因為伊朗基督徒的見

証，我認為對伊朗教會的影響是很重要的。 

 

你是否預見阿富汗的情況會每況愈下你是否預見阿富汗的情況會每況愈下你是否預見阿富汗的情況會每況愈下你是否預見阿富汗的情況會每況愈下？？？？ 

每次當不幸發生時，我們都會說事情不會更糟，而事實也常是如此，我想大部份離開的工作

人員都希望事情會好轉，這樣他們就可以回來，並繼續提供救助。阿富汗的需要是這麼大，

又這麼急迫，相信每一個愛鄰舍如同自己的人都願意伸出援手。 

 

阿富汗人十分感激阿富汗人十分感激阿富汗人十分感激阿富汗人十分感激 

阿富汗人正飽受痛苦，他們非常歡迎我們提供任何援助。他們期待那些擁有資源的人能幫助

他們。但是很不幸的，我們所能做的有限，比不上他們的需要。事實上目前我們並沒有做什

麼。或許這些難民已經失去盼望，但是當我們供應食物和其他物資時，大多數人還是非常感

激的。 

 

食物足夠嗎食物足夠嗎食物足夠嗎食物足夠嗎？？？？ 

食物足夠，特別是在主要的大城市裡，但是非常昂貴，一般百姓根本無力負擔。 

 

誰有錢誰有錢誰有錢誰有錢？？？？ 

政府有錢，一些從國外得到援助的人有錢，還有那些接管部分西方非政府組織工作的阿拉伯



團體。有些組織的負責人已離開阿富汗，他們希望本地職員能繼續經營，但有些本地職員也

遭逮捕，甚至逃往國外。 

 

回教徒怎麼幫助他們的同胞回教徒怎麼幫助他們的同胞回教徒怎麼幫助他們的同胞回教徒怎麼幫助他們的同胞？？？？ 

有些回教非政府組織設立一些和西方組織相似的計畫。但他們是否能提供足夠的援助就不得

而知了。到目前為止，我們還未見到什麼具體的成果，但他們在阿富汗的出現越來越頻繁。

與蜂擁而至的回教團體相較下，基督徒的援助相對地減少許多。 

 

你有沒有見到一些從回教中覺醒的人你有沒有見到一些從回教中覺醒的人你有沒有見到一些從回教中覺醒的人你有沒有見到一些從回教中覺醒的人？？？？ 

我認為這是相當普遍的，如果他們公開表達個人的信仰，仍然會面臨恐嚇的威脅。所以並不

太有人敢公開地向我們表達他們真實的感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