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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着急撤军，当心阿富汗“伊拉克化”

10月7日，阿富汗战争爆发
19周年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通
过社交媒体“推特”宣布，驻阿富
汗美军应该在今年圣诞节前撤
离。这样一来，美国大兵有望告
别战场、回家过节。

只是，特朗普的说法与自己
的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奥布
莱恩的说法有所出入。就在特朗
普上述表态前几小时，奥布莱恩
在一场会议上表示，现阶段驻阿
美军规模不到5000人，明年初之
前将缩减至2500人。

2001年“9·11”事件后，美国
发动阿富汗战争，推翻包庇“基
地”组织头目本·拉登的阿富汗
塔利班政权。尽管本·拉登已在
2011年5月被击毙，但阿富汗战
争却没有完结。

19年来，已有约2400名驻阿
美军阵亡，数以千计的美军人员
受伤。与此同时，塔利班并未被打
散消灭，反倒在近些年来不断壮
大，与孱弱的阿富汗政府分庭抗
礼，控制着该国半壁江山，成为阿
富汗问题绕不开的政治力量。

特朗普就任总统时，驻阿美
军规模超过1万人，从海外撤军
一直挂在他的嘴边。为此，自
2018年10月起，美国政府开始与
阿富汗塔利班在卡塔尔首都多
哈举行谈判。至2019年9月，双方
进行了9轮谈判，并接近达成和
平协议草案。

当时，特朗普还计划在美国
总统度假地戴维营秘密会晤阿
富汗总统和塔利班领导人，但以
塔利班发动袭击造成1名美军士
兵死亡为由取消了会晤，并叫停
了美国与塔利班的和谈。

不过，那只是一个借口。时
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博尔顿、时任美军参联会主席邓
福德以及国会议员等美国内部
对协议草案存在反对声音，认为

美国急于撤军，而塔利班不可
信，能否履行承诺存疑。

去年12月，美国政府与塔利
班重启谈判，今年2月底，双方在
多哈正式签署和平协议。今年3
月起，美军开始撤军，到6月驻阿
美军人数已降至约8600人，剩余
美军和北约联军士兵将在2021
年5月前撤离；塔利班承诺不允
许其成员以及“基地”等其他组
织成员利用阿富汗领土威胁美
国及其盟友的安全。

特朗普关于圣诞节前撤军的
说法，将原定时间表大大提前。但
阿富汗政府与塔利班的和谈上个
月才刚刚启动，而且一开始便陷
入僵局。当初美国政府与塔利班
和谈时，阿富汗政府就被排除在
外，在塔利班看来，阿富汗政府是
美国扶植的“傀儡政权”，双方敌
意短时间内难以消除。

阿富汗政府内部的权力争夺
近年来也日益加剧。去年9月阿富
汗举行大选，今年2月公布最终结
果，现任总统加尼连任，政府首席
执行官阿卜杜拉败选，但后者拒

绝承认这一结果，导致3月9日两
人分别举行“就职典礼”，一时间
阿富汗出现“平行政府”，美国不
得不再度斡旋平息危机。

去年9月，美国9名前大使或
前高官就曾警告，如果美国在阿
富汗政府与塔利班达成全面和
平协议前大规模撤军，阿富汗可
能陷入全面内战。这一警告不无
道理，也不乏前车之鉴。

2010年8月，美军最后一批战
斗部队撤离伊拉克，提前完成时
任美国总统奥巴马给出的从伊拉
克撤军时间表，结束了长达7年多
的伊拉克作战任务。但美军撤离
后，伊拉克国内安全形势持续恶
化，一方面伊拉克政府掌控局势
的能力欠缺，另一方面伊拉克宗
教派系冲突因权力争夺、周边国
家影响力介入而进一步加剧。
2014年至2015年，极端组织“伊斯
兰国”便借机在伊拉克做大，占领
该国西部和北部大片土地，曾一
度危及巴格达的安全。

伊拉克当年的遭遇，迫使奥
巴马政府不得不让美军作战部

队重返伊拉克反恐。时至今日，
尽管“伊斯兰国”已被特朗普宣
布消灭，但伊拉克按照宗教派系
进行分权的政治运行仍时常陷
入停摆。

阿富汗面临的政治和安全
形势同样很棘手，阿富汗政府无
法对全境实施有效管理和控制，
爆炸袭击事件时有发生，在阿富
汗政府与塔利班没有实现和解
的情况下，很难保证美军匆忙撤
走后阿富汗不会陷入类似伊拉
克那样的乱局。

9月12日，阿富汗政府与塔利
班的和谈启动时，美国国务卿蓬
佩奥到场见证。双方谈判陷入停
滞后，曾与塔利班谈判达成和平
协议的美国政府阿富汗和解事务
特别代表哈利勒扎德又在本月初
赶赴多哈，试图打破僵局。

正如难保阿富汗不乱一样，
现在这个国家的现状，同样难保
美军有朝一日不得不重返。就算
匆匆撤军，美国依然对阿富汗政
府与塔利班的未来关系负有责
任，没法拍拍屁股走人。

诺贝尔化学奖为啥总是“不务正业”

7日，2020年诺贝尔化学奖揭
晓，法国科学家埃玛纽埃勒·沙尔
庞捷和美国科学家珍妮弗·安妮·
道德纳获得这一奖项，以表彰她
们“开发了一种基因组编辑方
法”。很多人笑称，今年的诺贝尔
化学奖又被生物学家“抢走了”。

诺贝尔化学奖素有“诺贝尔
理综奖”的外号，自设立以来，曾
多次颁发给生物、生物化学、生
物物理、物理等领域的科学家。
明明有生理学或医学奖和物理
学奖，诺贝尔化学奖为什么老是

“跨行打劫”呢？这就要说到近代
科学史上的一段趣谈了。

诺贝尔化学奖在诺贝尔诸
多奖项中原本是老大哥地位：由
于诺贝尔本人就是研究炸药而
闻名的化学家，研究者们普遍认
为化学奖和文学奖（诺贝尔同时
还是业余文学家）应当是他一开
始就考虑设立的奖项。

诺贝尔当时这样考虑也是
有其道理的。19世纪被称为“化
学的世纪”，化学学科在那一百
年里突飞猛进：

在理论化学中，人类目前已
知的100多种元素中，一半以上
是在19世纪被发现和命名的，连
元素周期表也是在这个世纪被
发现的，其他诸如阿伏伽德罗常
数、酸碱平衡、摩尔质量等今天
化学中常用的概念，也都出现在
那一百年里。在应用化学中，以
诺贝尔为代表的一众应用化学
家，将化学的触角深入军工、石
化等工业革命的各个领域。

可以这样说，在19世纪，虽然
物理学依然是“自然科学王国里
的国王”，但化学显然成了那个最
能干也最出彩的“摄政王太子”。
然而，诺贝尔化学奖的设立，刚好
站在了一个微妙的转折点上。

1901年，首个诺贝尔物理学
奖颁给了发现X射线的物理学
家伦琴，正是此人叩响了20世纪
核物理的大门，让物理学在20世
纪迎来了黄金时代。自此，硕果
累累的物理学家们开始屡屡“跨
行打劫”诺贝尔化学奖，最著名
的一次是1911年居里夫人因发
现元素钋和镭获得诺贝尔化学
奖，在那之前，居里夫妇刚和贝
克勒尔因对放射性的研究分享
了190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还有更“过分”的。比如，1908
年欧内斯特·卢瑟福因“对元素蜕
变以及放射化学的研究”获得诺
贝尔化学奖，此人是国际公认的

物理学家，而且他还瞧不起其他
学科的同事，他的一句名言是“只
有物理学是真正的科学，其他所
谓科学不过是集邮而已”。

这样一个人获得诺贝尔化
学奖，在当时的学术界里炸了
锅，很多化学家写信向诺贝尔奖
委员会抗议，称这是“对化学家
的侮辱”，而卢瑟福本人也自嘲
说，这是他“人生中绝妙的一次
玩笑”。

到了20世纪中后期，随着科
学王国中另一位“王子”生物学
成长起来，诺贝尔化学奖遇到了

“戗行”的新主力军——— 生物学
家。1946年，美国学者斯坦利、萨
姆纳和诺思罗普共同获得诺贝
尔化学奖，但这三个人都是美国
生物学会的注册会员，获奖理由

“病毒蛋白”也是正经的生物学
方向。于是，这个获奖结果又在
学术界引发轰动，化学家们再次

因为被“抢了奖”而感到悲愤。
好在后来大家都习惯了，整

个20世纪后半叶的诺贝尔化学
奖都带有强烈的物理化学、生物
化学的色彩。21世纪以来，20次
诺贝尔化学奖中有十余次的获
奖者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化学家，
除了今年的两位生物化学家，
2019年诺贝尔化学奖颁给了三
位研究锂电池的物理化学家，
2018年诺贝尔化学奖则授予三
位研究噬菌体的生物学家，2017
年三位物理学家因低温电子显
微镜而获诺贝尔化学奖……

有人说，19世纪是化学的世
纪，20世纪是物理学的世纪，21
世纪可能是生物学的世纪。在科
技越发昌明的近现代，自然科学
领域的各学科相继迎来黄金期，
这并不是某个学科发展放慢了，
而是其他学科“时来运转”，被

“跨行打劫”总是难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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