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战略家喜用对比，一个常用的比较对

象就是越南战争。专家学者、政策

制定者、记者、历史学家等，在评说自从西

贡陷落以来美军所卷入的每一场冲突时，几

乎无一不想起越战的幽灵，提及越战的泥沼。

当前的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也不例外。

随着美国越来越深地卷入伊拉克战事，美国

《国家杂志》2003 年 11 月 22 日的封面标题

是：“伊拉克犹如越南”。一年以后，美国《新

闻周刊》的封面标题是 ：“伊拉克危机 ：越战

因素”。再一年，美国《外交事务》的封面赫

然列出前国防部长梅尔文·莱尔德（Melvin 

Laird）撰写的该期重要文章 ：“伊拉克 ：汲

取越战教训”1 继续往下，《新闻周刊》2009 

年 2 月 9 日的封面标题是 ：“奥巴马的越南 ：

怎样拯救阿富汗”。2 鲍勃·伍德沃德（Bob 

Woodward）的新著《奥巴马的战争》（Obama's 

Wars）进一步揭示越战“鬼魂”如何影响了

奥巴马总统向阿富汗增兵的决定，书中并引

用了拜登副总统在 2009 年 11 月向总统提出

的警告，要求总统在阿富汗战争问题上给出

明确的方向 ；拜登坚持说 ：若无坚定的指引，

“我们会陷入另一场越战”。3

诸如此类的宣示也许耸人听闻，但越战

和当前的冲突之间确有可比之处。要说越战

为当前的军事行动树立了精确的评价标杆难

免言过其实，毕竟每一场战争都有其特征，

杂陈的变量混合为每一场战争编织出独特的

背景，一场战争的制胜策略对另一场战争而

言可能是全军覆没的药方。在许多方面，越

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或阿富汗战争相比，异

远大于同。但对战略家而言，在评估伊阿战

场上的美军行动时，如果对越战教训视而不

见，则铸成错误。不错，美军在越南面对的

敌人从许多方面来看不同于在伊拉克和阿富

汗的敌人，但是眼前的对手所发动的攻击映

照出越共部队和其北越支持者的零散游击战

法，这种游击战在约翰逊总统执政的大部分

时间一再发生。一如现任总统奥巴马在伊拉

克和阿富汗追求的政治目标，当时的约翰逊

总统也是意图建立一个稳定的、独立的、非

共产主义的南越政权，但是要把这个目标转

化为可行的军事目标，则证明极端困难。并且，

奥巴马总统和约翰逊总统的处境很像，在选

择适当的军事力量工具实现其政治目标时，

必须考虑其行动对全球的影响。

约翰逊总统认定，空中力量是一项关键

的军事工具，能够抑制敌军的能力和意志，

使其无力推翻美国扶植的西贡南越政权。奥

巴马总统也诉诸空中力量来扶持巴格达和喀

布尔新生不久的政府。就美国的政治目标和

敌人的作战方式而言，越战和伊阿战争之间

有许多相似性，越战的示例为当前的空中力

量运用提供了一个耐人寻味的对照。概言之，

这一幕幕事件说明，面对那些擅长躲避常规

作战并博取世界公众舆论有力支持的顽强敌

人，要想借助炸弹来达成广泛的政治目标注

定会遭遇困难。尽管越战的经验不可能为伊

拉克或阿富汗战争面临的问题带来准确的答

案，但是恰如利德尔·哈特（B. H. Lidd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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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t）在谈及历史的价值时所说，它确实提

供了“从先人的错误中汲取教训的机会”。4

文化比较

越战和当前战争的一个重大区别是，敌

人的组成状况不同。在越战中，当地交战各

方在宗教信仰和种族上差异极小，政治和意

识形态目标主宰着争夺越南南方控制权的战

争。5 南越的反叛组织，即民族解放阵线，

简称“越共”，以推翻美国扶持的西贡政府为

目标，并从其北越后台获得人力和物资支援。

胡志明把北越正规军源源不断地潜运到南越，

到 1967 年 8 月，越共部队估计总数达到 

300,000 人，其中有 45,000 名北越军人。6 

南越政府建立了一支庞大的地面部队，兵员

最终接近一百万人，其中许多人受过美式训

练。7 但是这支部队在战斗中的表现差强人

意，约翰逊总统不得不增派美军。1963 年，

美国有 16,000 名军事顾问在南越，到 1969 

年他离开白宫时，在南越的美国作战部队已

超过 500,000 人。他还从美国在亚洲的盟邦

获得了有限的援助，包括南韩派遣了 50,000 

名军人到南越。8 但是对于许多南越人——

包括许多支持西贡政权的南越人——而言，

美国人及其盟友显然“非我族类”，而是占领

军。9

越南人的种族和宗教类同性与伊拉克和

阿富汗当地交战各方的差异性形成明显的对

比。在伊拉克，什叶派和逊尼派的对立产生

了大量的宗派暴力，迟至 2010 年，双方的

战斗仍然导致每月有数百名平民死亡。10 许

多宗教领袖，例如萨德尔，组织了民兵武装，

有时和政府军对抗，有时则和敌对派别冲突。

种族差异也比比皆是。伊拉克北方库尔德族

是长期坚持独立诉求的少数民族，但是库尔

德族人——以及什叶派——在伊拉克当前安

全部队中占很大比重。截至 2010 年 9 月，

安全部队的兵员超过 660,000 人，他们尽管

受过美式强化训练，其作战能力仍难令人放

心。11 除了民兵之外，当地的犯罪分子在伊

拉克也占有一些地盘，极端组织和阿拉伯复

兴党人经常发起攻击，人肉炸弹也在继续从

叙利亚零散地潜入伊拉克。12 在技术层面，

美国已经结束其在伊拉克的作战行动，但仍

有将近 50,000 名士兵留守该国，在 2010 年

到 11 月为止，仍有 20 名美国人死于敌对火

力。13

在阿富汗，各个部落的纵横捭阖则又是

一番景象，这些部落往往相互残杀，想推动

他们形成反对塔利班和基地组织的统一战线，

谈何容易。宗派分歧也是到处可见 ：普什图

族是最大的族群，主要是逊尼派穆斯林，还

有少数什叶派，但是该族群又分为两大部落，

即吉尔查伊部落和杜兰尼部落 ；塔吉克人也

是一个大族群，里面有逊尼派和什叶派 ；法

尔西万人是什叶派 ；哈扎拉人是逊尼派和什

叶派兼而有之 ；乌兹别克人和土库曼人则是

逊尼派。14 其他还有许多部落，分别效忠错

综交织的宗派，而且许多部落的控制地域跨

越国界，延伸到巴基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

兹别克斯坦。截至 2010 年 9 月，阿富汗国

民军的兵员总数为 138,200 人，来自不同的

部落，都受过北约军事顾问的训练。15 北约

自己有一支 140,000 人的国际安全援助部队

（ISAF），目前包括将近 100,000 名美国军

人。这支部队努力扶持普什图族杜兰尼人卡

尔扎伊领导的阿富汗政府（尽管卡尔扎伊经

常指责北约和美国的行动），但外国军队在这

个国家的存在更加凸显了阿富汗错综复杂的

族群版图。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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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比较

在越战期间，约翰逊总统也曾尽力扶持

羽毛未丰的当地政府。他把美国在东南亚的

战争目标定义为维持一个稳定的、安全的、

非共产主义的南越政权——一个无法具体量

化进展的目标 ；他还把越南战争视为遏制全

球共产主义侵略的广泛行动中的一个关键部

分。17 因此，他把胡志明视为苏联和中国的

走卒，在为保护非共产主义的南越政权而策

划各种行动时，总是以莫斯科或北京会如何

反应为前提。约翰逊还顾虑世界公众舆论对

美国行为的反应，担心公众会把美国视为圣

经中的巨人歌利亚，把北越视为被欺辱的大

卫，歌利亚欺凌大卫的情景不仅会削弱美国

扶持南越的努力，还会削弱为挫败共产主义

向世界其他地区扩张所需的支持。还有，约

翰逊总统试图减少美国公众对越战的注意力，

希望公众更多地关注他在美国国内推行“伟

大社会改革计划”所投入的资金，而不要注

意花在 8,000 英里以外的一场战争中的费

用。

美国在伊拉克的目标与美国当初在越南

追求并扩大的目标如出一辙。布什总统起初

是寻求一个具体的目标 ：把萨达姆·侯赛因

赶下台，防止他获得大规模杀伤武器。实现

这个具体目标之后，布什总统又扩大了目标

范围，试图在伊拉克建立民主制度和安全、

稳定的局面。18 越战期间的约翰逊总统总是

看到冷战超级大国苏联和中国浮现在幕后的

影子，布什总统也一样，决定在伊拉克采取

何种行动时，不得不考虑全球反恐战争的大

局。武力的大量使用反而促使敌人加紧招兵

买马，吸引伊拉克境外的基地分子等狂热的

原教旨主义者，或者伊拉克国内的某些派别，

这些派别认为过多的武力是直接针对其所属

的族裔或宗教群体。奥巴马总统也在继续试

图维持伊拉克的安全和稳定。19 尽管暴力水

平低于其前任所面临的状况，美国人和伊拉

克人继续死于各种暴力活动，伊拉克仍然不

安全。

在阿富汗，奥巴马总统也面临类似的挑

战。战争初期的重点在于推翻塔利班政权，

而此后，安全和稳定一直是主宰美国行动的

首要目标。但是美国总统在追求在阿富汗的

目标时，必须顾及和融合北约及多国部队的

目标，遗憾的是这些目标有时并不容易互相

融合。此外，阿富汗各部落对基地组织和塔

利班叛军的支持程度不尽相同，有些敌方成

员居住在国界另一边的巴基斯坦，巴基斯坦

作为一个拥核国家，又有自己的安全和稳定

问题，并且有时还协助阿富汗塔利班。20 在

阿富汗和伊拉克，当初引导美国行动的崇高

民主目标缓慢地演变成“调停”，但是，鉴于

这两个国家深受族群和宗派分歧之害，要想

实现调停目标也极为困难。21

奥巴马总统于 2009 年 12 月在西点军校

所做的演讲中更为具体地指出 ：美国在阿富

汗的目标是铲除基地组织的安全庇护所、逆

转塔利班的发展势头和阻止其推翻政府，并

且加强阿富汗的安全部队和政府力量，使他

们能够“为阿富汗的未来承担主导责任”。22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他授权增加部署 30,000 

名美军，并宣布美国将在 2011 年 7 月开始

从阿富汗撤军。届时，阿富汗军队将开始在

安全防卫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个做法类

似于当年的“越南化”计划，该计划是美国

在越战最后几年的战略基石。

重走老路

在阿富汗和伊拉克，不仅是伴随战争而

来的美国广泛政治目标似曾相识，冲突的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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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也和约翰逊总统任期内大部分时间里美国

在东南亚面临的战争有诡异的相似之处。发

生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冲突，都以常规战争

开始，然后快速演变为零散游击战。越南的

情况则是，当美军作战部队在 1965 年介入

时，南越形势以越共叛乱为主，这种情况一

直延续到越共于 1968 年发动春节攻势，并

从此大伤元气。但是，像约翰逊总统一样，

奥巴马总统耗费大量精力试图打败擅长游击

战术的叛乱分子 ；布什总统也是如此。另外，

布什和奥巴马也像约翰逊一样 ：依赖空中力

量——尤其是轰炸力量——作为打击叛乱敌

手的重锤。当我们把美国不断扩大的政治目

标和敌人的作战方式结合起来考虑时，我们

看到 ：空中力量很难取得积极效果。

约翰逊总统将轰炸作为抑制越共叛乱的

首选军事对策。他认为越共一旦失去北越后

盾将无法继续作战，于是千方百计地想切断

从北越进入南越的军事物资和人员供应线。

空中力量似乎非常适合这项任务，总统可以

小心地控制轰炸强度，从而避免中国人或苏

联人或世界公众的谴责，还可防止分散美国

公众对“伟大社会改革计划”的注意力。再者，

在美军伤亡方面，使用空中力量比使用地面

部队“代价低”，而且可激励西贡政府及其武

装部队的士气。最后，轰炸的逐步升级将让

胡志明意识到他的国家面临来自空中的最终

毁灭，将迫使他放弃越共叛乱，以免亡国。

这些基本假设引导约翰逊在 1965 年 3 月开

始对北越实施“滚雷”空中战役。23

不幸的是，事实证明这些假设并不正确。

越共（及其北越后盾）平均每月只作战一天，

因此每天只需要从南越境外获得三十四吨军

事物资，这点物资只需要七辆两吨半载重量

的卡车就可以运输。24 只要敌人选择这种零

散作战方式，没有任何轰炸能够阻止他们获

得所需的少量军需品。西贡政府的士气确实

受到“滚雷”的激励而上升，不过很快又回落，

而胡志明则在逐渐增加派遣到南方的北越军

人。他高兴地看出约翰逊的轰炸行动受到各

种条件的制约，他知道根本不需要害怕轰炸。

约翰逊总统后来增派美国地面部队去对抗越

共和北越军队，“滚雷”逐渐升级，又持续了

三年——此时的算盘是它会约束敌人可能在

南方发动的战役的规模。但是，1968 年春节

攻势的规模之大出人意料，砸碎了这个神话。

“滚雷”行动持续了三年半，但投掷的炸

弹比起美国在东南亚八年作战的总投弹量也

只是一小部分。美国在东南亚战事中总共投

掷了八百万吨炸弹，其中一百万吨扔到北越，

三百万吨丢到老挝和柬埔寨，其余四百万吨

炸在其盟邦南越的土地上。25 对北越的轰炸

受到高度约束，在“滚雷”行动期间估计炸

死 52,000 名平民，而相比之下，对南越目

标的攻击则约束甚松。26 比如为了加强安全

防卫，美军指挥官们建立了“自由开火区”，

即由美军或南越军队驱逐某个敌对区域的所

有居民，然后将任何贸然进入者视为敌方作

战人员。一旦有人出现在这些区域，美军往

往就会出动飞机进行攻击，但进入这些区域

者有可能是越共，也有可能只是想回老家看

一看的无辜村民。越共和北越军队充分利用

了美国人只要有飞机就用的习性。敌人爱用

的一个战术是，在一个小村子里部署一两名

狙击手，然后希望美国人来空袭，把整个村

子炸平。27 在争夺“民心”的战争中，火力

的滥伤常常让叛乱者大喜过望 ；那四百万吨

炸弹，有许多就是不分青红皂白地投掷在南

越的。

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滥伤性武器不再是

主要轰炸火力。“智能”弹药自 1972 年在北

越上空首次使用以来已有显著改进，现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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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行员，无论是在高空还是在地球另一侧的

地面控制站里，能够从很远的距离投掷炸弹

并利用卫星将炸弹导引到离目标几英尺之内

的地点，不受气候条件的影响。在 2003 年“伊

拉克自由”行动的头一个月里，美国空军向

伊拉克投掷了 18,000 枚炸弹，其中 11,000 

枚是制导弹药，而在 1991 年“沙漠风暴”

行 动 的 43 天 里， 联 军 空 中 部 队 投 掷 的 

227,000 枚炸弹和导弹中，只有 15% 是制导

弹药。28 阿富汗的情况也是如此，在 2001 

年“持久自由”行动的头五个星期里，投掷

的大约 6,000 枚炸弹和导弹中有 2,300 枚是

卫星制导的 2,000 磅联合直接攻击弹药。29

遗憾的是，尽管美军注重使用智能炸弹，

仍然无法消除平民伤亡事件。2001 年 10 月，

坎大哈附近五个村庄报告美军空袭导致总共 

100 多名平民伤亡 ；当地军队指挥官和阿富

汗官员亦证实确有此事。30 2003 年春季，在

“伊拉克自由”行动的头六个星期里，估计有 

1,500 至 2,000 名伊拉克平民死于轰炸。31 

发生这些死亡事件时，阿富汗和伊拉克正处

于常规战争时期，美军致力于实现“有限”

目标，即摧毁塔利班政权和铲除基地组织的

庇护所，以及推翻萨达姆政权并消除据信的

大规模杀伤武器威胁。这两场战争都以重拳

出击，很快实现了具体的战争目标，同时却

忽视了平民伤亡造成的影响。

敌人变换战术

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正规作战结束之后，

零散冲突始终不断，不仅凸显了平民伤亡的

后果，而且揭示了作战动机的根本变化，其

之转变与越战极为相似。越共及其北越支持

者拥有主动权，决定着作战时机和地点，以

及作战方式。1967 年和 1968 年是美军在越

南的作战活动高峰期，但是美军巡逻队遭遇

敌人的几率只有 1% ；如果加上南越军队的巡

逻次数，遭遇敌人的几率下降到 0.1%。32 然

而，1967 年和 1968 年也是美军伤亡最惨重

的 年 份， 阵 亡 人 数 分 别 为 10,000 名 和 

15,000 名，其中 23.7% 死于地雷和饵雷。33 

在正面交战之后经常出现的暂息期间，隐蔽

弹药导致的美军死亡人数可能占总数的 40% 

或以上。34 美军空中打击和炮火成了越军饵

雷炸药的稳定来源，因为 B-52 投掷的炸弹有 

5% 未爆，火炮发射的炮弹则有 2% 未爆，加

在一起等于每月送给敌人 800 多吨弹药。35

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叛乱分子也经常能

够主动选择作战规模和战术。在这两个战场，

美军死于路边炸弹的比例远远超过在越南死

于隐蔽弹药的比例。截至 2010 年 11 月 10 

日，美军在伊拉克作战阵亡 3,483 人，其中

将 近 三 分 之 二 死 于 路 边 炸 弹， 另 外 还 有 

21,583 名美军官兵被路边炸弹炸伤。36 伊拉

克叛乱分子依靠路边炸弹，避免正面交战，

尽量减少接触美军火力，其作战方式不大需

要从外部获得军需品 ；另一方面，萨达姆的

军队在 2003 年瓦解，导致各种军械散落在

伊拉克各地。这种战术在阿富汗也屡见不鲜，

塔利班和基地组织的武装分子越来越多地使

用隐蔽弹药来对付美军和北约部队。截至 

2010 年 11 月中旬，美军在阿富汗作战阵亡 

1,058 人，其中死于路边炸弹 583 人。37 从 

2009 年 10 月到 2010 年 10 月，在阿富汗发

生的有效路边炸弹攻击比例增加了 30%。38

用空中力量挫败敌人的零散作战，其效

果褒贬互见。美国于 2007 年实施“兵力骤增”

计划，增派 30,000 名军人到伊拉克，同时

加强空袭，该年的空袭次数为 2006 年的五

倍。39 空军领导人声称，通过增加兵力将叛

乱分子撵出了市区，拢到空袭较易打击的地

方，而且情报能力改善，能够更清楚地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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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场全貌。但是，自 2007 年 4 月开始轰炸，

到该年年底仍有 200 多名平民被炸死。“阿

帕奇”直升机和“捕食者”无人机发起的“地

狱火”导弹攻击次数也显著增加，在 2008 

年春季的两个月期间，美军对巴格达进行了 

200 多次“地狱火”导弹攻击。40 其中许多

是针对混杂在市区的敌人，尽管为避免平民

伤亡做出了努力，但伤亡事件仍有发生。一

名航空支队指挥官申辩说 ：“这不是好莱坞，

不可能达到 110% 的完美。士兵和指挥官尽

了最大努力，做到尽量精准。但那些坏蛋不

是在开阔空间和我们对打，他们躲在居民区，

里面有平民，包括安分守己的伊拉克人。”41

在阿富汗，美国和北约飞机在 2007 年

发动了 3,572 次空袭，是 2006 年的两倍多，

更是 2005 年的 20 倍以上。这些轰炸在 

2007 年估计导致 300 名平民伤亡，是 2006 

年报告数字的三倍。42 2009 年 5 月，一架 B-1 

轰炸机在法拉省攻击叛乱分子时可能炸死了

多达 86 名平民。43 面对平民伤亡，一个月

后接任驻阿富汗美军指挥权的麦克克里斯托

将军发布命令，要求部队停止与隐藏在村民

中的叛乱分子交战。他还限制在这种情况下

使用空中力量和炮火。他在 2009 年 6 月表

示 ：“我们如果不负责任地滥用空中力量，会

种下自我毁灭的恶果，可能会打输这场战

争。”44

平民伤亡造成的后果给实现安全、稳定

和民主雏形的大目标带来严重的后果。2007 

年 10 月 12 日对巴格达附近一个叛军盘踞点

的空袭炸死了九名儿童和六名妇女，事发之

后，格里格·史密斯海军少将（Rear Adm 

Greg Smith）声称这是一个“绝对痛心的”事

件，然后他谴责叛乱分子向附近一支美军部

队射击时使用平民作为人肉盾牌 ：“我们的一

支地面作战部队遭到来自那座楼房的火力攻

击，我们不得不摧毁那座楼房。但敌人耍了

一个花招……他们混在平民中，然后向美军

开火，我们的部队别无选择，只能用相称的

火力还击。”（粗体强调系笔者后加）。45 十之

八九，敌人的“花招”奏效了，四十五年前

的越共狙击手如果知道这一招，也会毫不犹

疑地使用。那次轰炸是伊拉克战争期间到那

时为止美军单次军事行动导致平民死亡人数

最多的事件之一，媒体对该事件做了详尽报

道。

美军指挥官们试图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用

空中力量夺取主动权，但是实际上却可能削

弱当地民众对巴格达和喀布尔新政权的支

持。2008 年 1 月 10 日，两架 B-1 和四架 F-16 

在伊拉克中部对疑似武装叛乱分子的藏匿地、

弹药储藏室和防御工事进行空袭，总共投掷

了 20 吨炸弹。美国人事先警告了当地居民

离开该地区，大多数居民确实离开了，因而

那次空袭没有导致平民伤亡。46 但是，这种

建立“安全”区域的做法类似当年在越南建

立自由开火区，并非总能奏效。就在那次空

袭发生前十天，在同一地区，以基地组织成

员为目标的美军炸弹炸死了三名妇女和两名

儿童。47 为了减少附带毁伤，空军改为采用

投掷混凝土填装炸弹去引爆路边炸弹，并且

经常使用 250 磅 GBU-39“小直径炸弹”，以

便尽量减小爆炸效应。但是，关键在于确定

潜在目标附近什么时候可能会有平民，而目

前在伊拉克和阿富汗采用的越战时期“显示

武力使平民离开目标区域”的做法不能保证

一定能取得正面效果。48

2010 年 7 月，彼得雷乌斯将军接替麦

克克里斯托将军担任驻阿富汗美军指挥官，

其后不久，空袭次数显著增加。从 2009 年 

11 月到 2010 年 5 月，美国和北约飞机平均

每月实施空袭 207 次 ；从 2010 年 6 月到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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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平均每月空袭增加到 517 次。49 彼得雷

乌斯将军曾在“兵力骤增”期间指挥驻伊拉

克美军，并曾命令空袭升级以配合兵力骤增；

阿富汗空袭升级与奥巴马总统在 2009 年 12 

月西点军校演讲中授权派遣的 30,000 名美

军到达阿富汗发生在同一时间。空袭增加也

导致平民伤亡增加，尽管北约声称“导致平

民伤亡事件的发生率实际上已降低”。50 联军

的空袭在 2010 年 10 月导致 49 名平民死

亡，在上一年的 10 月则是 38 名，增加了 

30%。相比之下，叛军在 2010 年 10 月杀死

或杀伤了 322 名平民，其同比增长率与联军

相似。51

尽管叛军导致的平民死亡人数亦有增加，

联军导致的平民死亡最有可能激起阿富汗民

众的激烈反应。美国国家经济研究署曾在 

2010 年 7 月调查了阿富汗和伊拉克平民伤

亡所造成的影响，研究报告认为 ：“在一个中

等大小的地区开展平叛行动如果误伤平民，

一次典型的平民误伤事件会在其后六周内促

成六件额外的 [ 反国际安全援助部队 ] 暴力

事件”。52 该项研究还指出：“有一种说法认为：

平民伤亡影响到后来的暴力行动，因为发生

平民伤亡事件之后，加入叛乱组织的人更多。

这些数据与此说法一致。”53 总之，“当国际

安全援助部队杀死平民时，愿意投身叛乱作

战者就会增加，并导致叛乱攻击增加。”54 该

项研究认为复仇是暴力反应的主要动机（但

认为在伊拉克并未发生类似的反应），并指出

国际安全援助部队导致的平民死亡比叛军导

致的平民死亡更有可能引发暴力反应。55

反阿富汗塔利班的战争也蔓延到边界另

一边的巴基斯坦，那里是塔利班的庇护所，

就像老挝和柬埔寨曾经是越共和北越军队在

东南亚的庇护所一样。但是在巴基斯坦，美

国的空袭很有节制，不可和老挝或柬埔寨相

提并论，那两个国家最终总共受到三百多万

吨美国炸弹的轰炸。美国对巴基斯坦的轰炸

是缓慢开始的，2004 年只有一次空袭，2005 

年也是一次，2006 年有三次，2007 年有五

次。在 2008 年，空袭增加到 35 次，2009 

年有 53 次，2010 年截至 11 月 19 日总共是 

101 次。56 这些空袭主要由中央情报局控制

的无人机实施，但也包括空军执行的几次空

袭和次数有限的直升机攻击。57 《长战杂志》

估计，自 2006 年以来，美国在巴基斯坦的

空袭炸死了 1,606 名塔利班和基地组织作战

人员（包括 57 名高层首脑）和 108 名平民，

其中有 662 名敌军在 2010 年丧生，而该年

的平民死亡人数只有 14 名。58 但是巴基斯

坦方面声称，从 2007 年到 2009 年，无人机

空袭只炸死 14 名恐怖分子首脑，却导致 700 

名平民死亡。这些据说的平民伤亡在巴基斯

坦人口最多的旁遮普省和信德省激起了公

愤。59

美国尽管拥有高科技武器，随着其在阿

富汗和巴基斯坦的轰炸不断升级，发生附带

损伤的几率也显著增加，而每个附带损伤事

件都使得稳定和安全前景更加渺茫。这些事

件吸引媒体的注意，并且成为敌军招募兵员

的最佳工具。归根结底，炸弹不能对意志坚

定的敌人产生显著的影响，他们执意打一场

断断续续的游击战。狡猾的叛军将依靠其非

对称战法，不仅能挫败美国的空中力量优势，

而且能将这种优势为己所用。只要美国指望

通过轰炸来达到“安全”和“稳定”等无定

形的政治目标——更遑论“民主”，叛乱分子

就有可能通过零散游击战挫败这些努力。实

际上，对阿富汗和伊拉克平民最大的威胁是

恐怖分子自杀炸弹，而轰炸对于阻止此类威

胁几乎无能为力，而且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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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中力量导致的平民死亡事件接连发生，只

会引致越来越多的自杀炸弹攻击。60

从许多方面比较，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

汗（以及巴基斯坦）的敌人其实比他们的越

共前辈的日子要好过些。美国为当前伊拉克

和阿富汗战争设定的，是难以实现的且与其

在越南战争中相似的目标 ；但美国在伊拉克

和阿富汗所面对的，是杂乱的敌对团伙而不

是过去在东南亚交手的单一敌人。敌人纷杂

凌乱，势必导致美国的战略更加复杂。再者，

约翰逊总统及其顾问们虽然也对那些向全世

界报道误炸事件的媒体影响头疼不已，但当

时的媒体报道终究有些滞后，而不像现在的 

CNN、BBC 和半岛电视台等，滚动提供连续、

实时的电视播报。这类新闻，以及半岛电视

台等媒体的片面报道，对于中东地区的公众

舆论产生巨大的影响，而该地区的人口中有 

38% 是文盲。61

结语

在所谓的争夺民心的战争中，认知的作

用大于现实——实际上，认知就是现实。计

谋多端的叛乱分子，无论是出于政治、思想、

族群或宗教目的，总是处心积虑地寻求成功

机会最大的方式发动作战。他们极力标榜自

己为正义而战，渲染对手代表邪恶。美国所

追求的政治目标原无定数，又依赖轰炸作为

实现这些目标的关键手段，于是正中叛乱组

织的下怀，有利其加强零散游击作战，而美

国空中力量对此无可奈何。

要击败此类敌人，空中力量可以发挥作

用，但轰炸不是上策。叛乱分子喜欢在民众

的“大海”中“游泳”，只有把这些敌人从人

民中孤立出来，硬杀伤力巨大的空中力量才

有用武之地。然而这些敌人精明老练，想使

鱼水分离何其困难。而空中力量的非杀伤应

用，特别是空运和侦察能力，可极大地提高

美军对反叛力量的作战能力，这已在越战中

得到反复证明。美军空军领导人—— 以及政

治领导人——的思维定势是动辄诉诸空中力

量的硬杀伤力。当叛乱分子攻击美军时或我

方情报精确锁定“高价值”目标时，我们很

难想象美军空中部队指挥官会考虑放弃轰炸

这个选项。但是这些指挥官及其政治领导人

必须全面了解轰炸的潜在后果，把想要获得

的短期收益与可能需要付出的长期代价进行

比较。在某些情况下，付出代价有其必要 ；

但在更多情况下，节制也许更为稳妥。大肆

动用空中力量的硬杀伤力，已经导致我们在

越南平叛战争中葬送了美国的广泛政治目标；

如果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再步越战后尘，

只怕难逃同样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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