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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9月6日，美国国务卿布林
肯和国防部长奥斯汀一起到访卡塔尔，
阿富汗问题成为双方讨论的首要议题。
美方表示，此行意在向卡塔尔作为中转
站协助美国从阿富汗撤人表示感谢。但
实际上，与地区盟友协调如何与阿富汗
塔利班打交道，才是真实目的。

值得注意的是，卡塔尔是布林肯和奥
斯汀此行唯一一个一起到访的国家，随后
布林肯将访问德国，并召开一个阿富汗问
题多国部长会议；奥斯汀则继续中东之
行，访问巴林、科威特和沙特等国。

在美国之前，德国、荷兰、英国等国
外长已在近日先后到访卡塔尔，甚至将
驻阿富汗外交机构迁至卡塔尔运转。美
方这次访问安排再次凸显卡塔尔在阿
富汗问题上的关键中间人角色。有评论
称，卡塔尔正在成为“中东的日内瓦”。

其实，除了聚光灯下的卡塔尔，还
有一些周边国家对阿富汗局势拥有影
响力或者属于利益攸关方。

与阿富汗拥有漫长边境线的巴基
斯坦首当其冲。据报道，应阿富汗塔利
班邀请，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局长哈米

德率团于9月4日到访喀布尔。巴基斯坦
《黎明报》称，哈米德是塔利班重新掌控
阿富汗以来到访的最高级别外国官员。

此前，曾有媒体爆料称，美国中央情
报局局长伯恩斯秘密访问喀布尔，并与塔
利班政治委员会负责人巴拉达尔会面。但
这一消息并未得到美国和塔利班证实。

巴基斯坦是涉阿富汗问题的重要
参与方，国际社会关于阿富汗问题的多
边磋商，一般都少不了巴基斯坦。而塔
利班发迹的“大本营”、阿富汗第二大城
市坎大哈，就处于与巴基斯坦接壤的阿
富汗南部地区。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交接
地带属于部落地区，2001年塔利班政权
被推翻后，这里成为除卡塔尔之外，塔
利班高层人士的隐匿地点。

从此次巴方情报高官受邀访问喀
布尔不难看出，巴方与阿富汗塔利班之
间此前保持着长期联系，这意味着巴基
斯坦既是阿富汗局势的利益攸关方之
一，同时也对其拥有特殊的影响力。

巴基斯坦媒体报道称，哈米德访问阿
富汗，安全问题和经贸关系是双方讨论的
主要议题。这正好切中双方各自的关注
点。塔利班能否顺利组建阿富汗新政府、
稳定政局，以及能否兑现其不与恐怖组织

为伍、反对恐怖组织借阿富汗威胁他国安
全的诺言，事关巴基斯坦的安全利益。

巴基斯坦境内也有一个塔利班组
织，即“巴塔”。与阿富汗塔利班作为一
个政治军事组织不同，巴塔是巴基斯坦
政府和国际社会普遍认定的恐怖组织，
其承认参与制造了包括奎达酒店爆炸
在内的多起恐怖袭击。

除了与阿富汗塔利班进行反恐合作，
巴基斯坦也担心塔利班在阿富汗重新掌
权会产生“示范效应”，刺激巴塔等恐怖组
织，威胁巴基斯坦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对阿富汗塔利班而言，巴基斯坦是
其掌权后发展经济的重要伙伴。阿富汗
塔利班发言人穆贾希德9月3日以视频
方式出席巴基斯坦-阿富汗青年论坛一
场题为“共同重建阿富汗”的会议时表
示，延伸中巴经济走廊，使之与阿富汗
联系起来非常重要。他保证，巴基斯坦
不会受到来自阿富汗的任何威胁。

在阿富汗的其他邻国中，乌兹别克斯
坦和塔吉克斯坦对阿富汗北部地区拥有
一定影响力。8月15日塔利班进入喀布尔
时，时任阿富汗总统加尼曾一度被爆出走
这两个中亚邻国；9月6日塔利班攻下最后
一个省份潘杰希尔省时，阿富汗前副总统

萨利赫据信前往塔吉克斯坦，以此寻求继
续与塔利班谈判周旋。

伊朗则对阿富汗西部地区拥有一
定影响，但对伊朗来说，其更担心的是
塔利班掌权的阿富汗会走向伊朗的对
立面。此前，伊朗与阿富汗加尼政府关
系密切，8月上旬加尼还曾访问德黑兰
出席伊朗新总统莱希的就职典礼。

而且，伊朗是什叶派大国，而塔利
班则属于逊尼派，这与沙特等海湾阿拉
伯国家具有天然联系。如果沙特与塔利
班政权走到一起，将对伊朗形成南、东
两个方向的压力。因而，在塔利班控制
阿富汗政局之后，伊朗表现得相对谨
慎，以观察塔利班政权的动向。

此外，土耳其也是不容忽视的一
方。早在美军撤离阿富汗之前，土耳其
就曾宣称土军将继续留在阿富汗。在留
下无望后，土耳其又准备与塔利班合
作。比如，塔利班接管喀布尔国际机场
后，在机场运营和维护方面向土耳其和
卡塔尔方面寻求帮助。

针对阿富汗变局，中俄两大国泰然处
之，美英法德等西方国家则措手不及，域
内具有特殊影响力的国家则各显神通，以
期未来在阿富汗事务中占有一席之地。

除了卡塔尔，这些国家对阿富汗挺上心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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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3日上午，日本首相菅义伟在自
民党临时会议上突然宣布不参加9月底
党总裁选举，放弃寻求连任首相，此举
让外界颇感意外。其实，仔细“回放”一
下菅义伟上台一年来的作为，尤其是弃
选前一段时间的表现就会发现，菅义伟
这么做早有“伏笔”，是由其优柔寡断的
性格和错误连连的决断所致。

菅义伟近期精神状态不佳，在重要
场合频现失误。一些内阁大臣担心他身
体状况“太过疲惫”，“眼神变得没有活
力”。前几天就选举日程接受媒体采访
时，菅义伟神情恍惚，居然反问记者“众
议员届满日期是哪天”。

8月上旬，菅义伟在核爆纪念日仪式
上接连出错。8月6日在广岛，致辞时漏掉

“实现无核武的世界”相关内容。随后，菅
义伟在记者会上致歉。8月9日在长崎，菅
义伟出席和平纪念仪式迟到1分钟。首相
官邸人士称“都是我们的失误”，但核爆受
害者纷纷质疑菅义伟的态度。

8月17日，菅义伟在延长紧急事态
宣言并扩大适用范围的记者会上，回答
记者问题时多次口误：先是说出“塔利
班的首都喀布尔”，接着又说“把疫情扩
大放在首位”，引发民众不满。

菅义伟在国会答辩等多个场合，经常
出现“答非所问”的情况，重复使用同一语
句回答不同的问题，被讽像“坏掉的录音
机”。日本《周刊现代》援引多名首相官邸
工作人员的话爆料，菅义伟“不仅‘读不明
白’字，还‘没有能力听取’别人的话”，让
整个首相团队“心灰意冷”。

8月25日，在将8个道县追加为紧急事
态地区的记者会上，菅义伟称防疫“已经
明显开始看到曙光”。对此，自民党干部指
出：“阴沉着脸说疫情‘已经明显看到曙
光’，也不会传达到国民当中。”

在7月初七国集团峰会上，日本民众
就对菅义伟的表现感到无语，嘲笑其是

“国际孤儿”：多国领导人交谈甚欢时，菅
义伟在一旁张望，甚至还不如作为嘉宾参
会的韩国总统文在寅有存在感。菅义伟解
释说，我不擅长与人亲近，这是我第一次

参加此类峰会，我受到了欢迎。
优柔寡断是菅义伟的性格缺陷，也

是他执政“败走麦城”的肇因。
首先，在抗击疫情上反反复复、错

失良机。去年9月上台后，菅义伟把恢复
经济放在首位，这并没有错，但却轻视
了疫情，对冬季疫情反弹准备不足。当
去年11月第三波疫情发生时，又心存侥
幸，采取措施不及时、不彻底，拖到去年
12月中旬，才在专家一再催促下匆忙宣
布暂停旅游推广活动“Go To Travel”。

在宣布紧急事态宣言上也如出一辙。
每次都是在都府县知事的强烈要求甚至

“逼迫”下才同意实施。实施后又留下许多
“口子”，比如大型活动仍然可以举办，只
是限制一下人数；餐馆也可以照常开，鼓
励晚上8点打烊，政府给予补贴；甚至日本
政府官员不断被爆违反聚集令、禁酒令，
深夜聚会……疫苗接种更是慢了不止一
两拍。在英美德等国已在考虑打不打第三
针时，日本的疫苗接种率还只能争取9月
底达到六成，在发达国家中几乎垫底。

其次，在国会众议院解散时间上举

棋不定，以致回旋余地越来越小。
一直到去年11月第三波疫情暴发

前，菅义伟内阁的支持率还在60%左右。
如果当时果断解散众议院、提前举行大
选，自民党执政联盟赢得过半议席应当
是比较有把握的，这样就可以为自民党
再赢得四年执政时间，更不至于出现目
前党内议员担忧选举失利而“失业”，从
而要求更换党首的局面。

过去一段时间以来，解散众议院的
话题被多次提及，菅义伟却一直以“优
先考虑抗疫”为由不断推迟。延宕至今，
菅义伟内阁的民调已经跌破30%，陷入

“危险水域”。此时，解散众议院的良机
已失，他只能考虑不行使解散权，先举
行党总裁选举，将自己逼入绝境。

一直宣扬“抗疫优先”的菅义伟，最终
输在了抗疫上，就连最后弃选党首的借口
也是“为了集中精力抗疫”。菅义伟宣布不
参选自民党总裁当天，日经指数大涨584
点，涨至两个多月来的新高。由此可见投
资者对菅义伟政府已失去信心，而对下届
政府的经济刺激措施寄予厚望。

菅义伟黯然落幕早有“伏笔”？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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