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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利班宣稱已控制阿富汗
八成半土地

• 一面宣稱會跟政府和談，同時攻城掠地

• 塔利班於七月八日攻佔阿富汗西部一個接

壤伊朗的邊境地區，這是塔利班在一周內，

繼奪取接壤塔吉克和烏茲別克的口岸後，

佔領的第三個邊境重鎮。

• 據報有阿富汗政府軍士兵和海關人員進入

伊朗避難。



神學士教義

• 塔利班於 1996 年掌權。塔利班

關閉了女子大學， 婦女被迫辭

去教師、醫生、護士和文職人

員的工作，只能在非常有限的

情況下工作。

• 執行了嚴格的著裝規範，並限

制了女性在城市中的行動能力。

• 音樂在全國范圍內被取締。



塔利班不容其它宗教

• 巴米揚雕刻大佛是

兩尊在阿富汗中部

巴米揚山谷懸崖邊

的 6 世紀佛像。

• 這些雕像於 2001 

年 3 月被塔利班炸

毀，因為塔利班稱

它們是偶像。









拜登總統撤軍決心堅定

• 拜登：「我們將結束美國史上最長的
戰爭。美國經不起再被為因應20年前
世局所制定的政策束縛。」

• 不會有「完成任務」的時刻，美軍已
實現了反恐目標，不再犧牲更多美國
人生命。

• 「不會再派遣另一代美國人去阿富汗
參戰，因為沒有合理的預期，會取得
不同的結果」。



第二個越南?

• 拜登總統表示 ，曾經為美國駐軍擔任翻譯、司機或其他工作

的阿富汗民眾，美國將協助安排離境，申請赴美手續，以確

保人身安全。

• 1975 年 4 月 29 日至 30 日，在越南戰爭的最後幾天，七千多

人由直升機從西貢各地疏散。



第二個越南?



《明報》王亭之「因話提話」

• 越南、柬埔寨相繼失陷，美國政府

發表聲明，繼續堅定地支持盟友。

• 一些國家堅決拒絕

• 因為美國幫邊個，死邊個。



邁克爾朔伊爾（MICHAEL SCHEUER）

• 前中央情報局官員，本拉丹專案小組的主任和顧問，這小組的使命

是要追踪恐怖大亨本拉丹。

• 離開中央情報局之後，他寫了一本書，題目為【邁向地獄：美國和

伊斯蘭 在伊拉克戰爭之後的關係】（MARCHING TOWARD HELL: 

AMERICA AND ISLAM AFTER IRAQ），顧名思義，朔伊爾對美國的

軍事戰略和外交政策有很多批判。

• 2010年在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演講中說： 「一九四五年之後，美

國並沒有贏過任何戰爭！」



成功例子

• 1950-53 南韓

• 1958 黎巴嫩

• 1983 格林納達

• 1989 巴拿馬

• 1915 、 1994 海地

• 1986 利比亞

• 1991 伊拉克

• 1998-1999 科索沃



不成功例子

• 1961-1973 越南

• 1982-1984 黎巴嫩

• 1992-1993 索馬里

• 2003-2017 伊拉克

• 2001-2021 阿富汗





二次大戰

• 巴頓的策略非常簡單：快速地推進

和攻擊敵人。

•基於同樣道理，布拉德利也採取一

個簡單而有效的策略：集中優勢兵

力，一次過消滅敵人。



一九六七年六日戰爭

• 這次戰爭在六月五日展開，在
六月十日便結束，在戰爭第二

天，以色列完成了決定性的空

戰，埃及的飛機仍然在地面的

時候，以軍便發動空襲，並且

摧毀了約旦空軍，迅速建立了

制空權，然後以色列在三次地

面戰役中成功克敵。



一九六七年六日戰爭

• 以色列沒有讓敵人有

機會重新集結。

• 在閃電式的戰爭結束

後，以色列控制了加

沙地帶、西奈半島、

東耶路撒冷、戈蘭高

地。



一九七三年贖罪日戰爭

• 一九七三年，埃及和敘利亞在猶太教的贖罪

日（十月六日）聯合突襲以色列，阿拉伯人

配備了蘇聯導彈，這對以色列空軍造成沉重

的打擊。

• 但在一個星期內，以色列展開了絕地大反攻，

深入敘利亞和埃及，到十月二十四日，以色

列軍隊離開敘利亞首都大馬士革僅二十五英

里遠，以色列軍隊又包圍了埃及的第三軍團，

離開埃及首都開羅只有六十三英里，整個戰

爭只持續了二十天。



速戰速決、乾淨俐落

• 以色列是一個小國，而不是一個超級大國，

以色列不能把戰爭拖太久。

• 一九四八年五個阿拉伯國家聯合進攻以色

列，誓言要將猶太人趕入海洋，後來成為

以色列總理的梅爾夫人（GOLDA MEIR）

前往美國尋求援助，她在芝加哥的演講中

說：「我們沒有其他朋友，在巴勒斯坦我

們別無選擇。」



過度選擇 OVERCHOICE

• 退此一步，即無死所。

• 背水一戰

• 沒有選擇或者很少選擇，可能是最好的選擇。

• 「過度選擇」一詞最早是由 （ALVIN TOFFLER） 

在 1970 年出版的《未來衝擊》一書中提出的。

• 斯沃斯莫爾學院心理學家巴里施瓦茨（ BARRY 

SCHWARTZ ）：《選擇的悖論：為什麼更多是更

少？》



過度選擇 OVERCHOICE

•太多資源、太多機會、太多選擇的時候

，你可能會舉棋不定、反反覆覆， 或

者不願意冒險。

• 在2000年的一項心理學實驗中，一群受

測試者有六種果醬可供選擇，另一組有

24種果醬，有更少選擇的人決定選擇買

其中一種果醬的機率，是有更多選擇的

人的十倍。



過度選擇 OVERCHOICE

• 在某個哥倫比亞大學主導的

實驗中，一群受測試者有兩

項退休金計劃可供選擇，另

一組有59個選項，結果，在

第一組75%選定了其中一個退

休金計劃，而第二組只有60%。



太多資源和機會降低効率

•很久以前，我用手動打字機打字，

通常經過兩輪修改，論文已經准備

就緒。

•今天人們可以在電腦上使用文字處

理器無休止地編輯同一個文檔，很

多時候，由於過度編輯，人們無法

準時完成任務。



偷襲安特比

• 一九七六年六月二十七日，一艘法航客機被巴勒斯坦恐怖分子

和支持者劫持，這架飛機被迫降落在烏干達首都安特比，而烏

干達則包庇這些騎劫者。

• 七月四日，以色列國防軍執行迅雷行動（OPERATION 
THUNDERBOLT），這項行動名符其實：迅雷不及掩耳，以色列運

輸機載著一百名精銳突擊隊，飛行二千五百英里到達烏干達。



偷襲安特比

•該行動歷時九十分鐘，最後一百

零三名人質獲救，以色列突擊隊

中只有五人受傷，一人死亡，傷

亡算是微乎其微。所有劫機者和

四十五名烏干達士兵被打死，為

了防止烏干達空軍追擊以色列的

運輸機，以色列特種部隊摧毀了

十一架蘇聯米格機之後才離開。



伊朗人質危機

•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四日，伊斯蘭激進分子

襲擊美國駐伊朗德黑蘭大使館，把美國人

扣為人質。

• 一九八零年四月十一日，卡特總統批准了

一項名為鷹爪行動（OPERATION EAGLE 

CLAW）的救援任務，四月二十四日，

C130運輸機和八架直升機飛往伊朗，但起

飛兩個小時後，一架直升機因機械故障而

被遺棄在伊朗沙漠，後來，另一架直升機

也因為機件問題而折返。



伊朗人質危機

• 其餘六架直升機著陸後，其中一

架直升機的液壓系統有問題，指

揮官決定中止任務。

•但在起飛時一架直升機與運輸機

相撞，在事故中八人死亡，五人

重傷，最後八具屍體留在沙漠中，

人質獲救的希望成為泡影。



最初四十八個小時

•有經驗的偵探指出，案發的最初四十八

個小時是最關鍵的時刻，在頭兩天中會

更容易找到證人，他們的回憶會更準確。

•研究顯示，百分之六十六被偵破的謀殺

案，是警方在二十四小時之內拘捕了嫌

疑犯，如果案件在四十八小時內沒有被

偵破，很有可能它永遠成為懸案。



最初四十八個小時

•同樣的打鐵趁熱原則也派上用埸。

• 在安特比人質危機中，以軍在一個星期內便採取行動，綁架者沒有

足夠時間來隱藏人質或鞏固防線。以色列是一個小國，它並沒有太

多的資源和其他選擇，因此它必須採取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動。

• 相反，在伊朗人質危機中，美軍在六個月之後才發動營救任務！美

國是一個超級大國，卡特總統認為他可以用外交壓力、經濟制裁、

凍結在美的伊朗資產，以及許多其他手段解決危機，等到審議了所

有選項之後，軍事行動的黃金機會已經丟失。



結語

• 任何事件都有多個原因，今天我只是討論其中一個。
• 美國往往無法速戰速決，令敵人有重新結集的機會。
• 美國是擁有龐大資源的超級大國，太多機會和太多選擇往往令人舉棋
不定、議而不決、決而不行、行而不當。

• 沒有選擇或者很少選擇，可能是最好的選擇。
• 心理學家施瓦茨建議：研究有限的選擇，然後選擇較好的東西，而不
是尋找完美的解決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