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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阿富汗妇女地位硇历史演变 

陈 静 
(西北大学 中东研究所 ，陕西 西安 710069) 

摘要 ：近期 阿富汗妇女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在许 多人眼里 ，塔利班对妇女的歧视和限制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本文论 

述 1919年阿富汗独立后妇女地位的历史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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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Mghan women become the focus in the wodd at the present．In many peoCe’S eyes，Taliban’S discrimination and limitation on 

women is in the ex~eme、This paper examines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Afgh~ women after Afghan’S indepe ndence in 1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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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妇女地位 自古 以来都低于男性 ，她们屈从于男人 

之下 ，幽禁于家室之 中。1919年阿富汗独立后 ，妇女地位经 

历了一个曲折变换的过程。归纳起来 ，阿富汗妇女地位 的演 

变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 ：塔利班统治前时期 (1919—1996)，塔 

利班统治时期 (1996—2001)，后塔 利班 时期 (2001一)。本文 

拟就各个时期阿富汗妇女地位 问题作初步论述 。 

1919年 2月，阿马努拉继 承王位后 ，阿富汗进入一个 由 

半殖民地走 向政治独立、由分裂走 向统一的新时期。为 了实 

现阿富汗的现代化 ，1928--1929年 ，阿马努拉进行 了促进阿富 

汗西方化 的改革 。在妇女问题上 ，也采取了许多新措施 。政 

府颁布了婚姻法 ，禁止买卖婚姻和多妻制 ，反对早婚制 ，保障 

妇女的婚姻 自主和平等的财产继承权。阿马努 拉提倡 女子 

教育 ，鼓励女生 出国留学。他还禁止 妇女 戴面纱 ，并赋予妇 

女选举权 。然而其改革遭到保守派 的反对 ，被迫作 出了一些 

让步，如允许早婚、禁止女子教育等。阿马努拉的改革虽然 

失败 ，但 它对 阿富 汗妇女 的觉 醒起 了推动 作用。1930年 9 

月，纳吉尔汗即位后，命令关闭女校，妇女恢复戴面纱等，阿 

富汗妇女地位一落千丈。1953年查希尔国王开始理政，并任 

命其堂兄达乌德为首相。达乌德主张解放妇女，鼓励妇女走 

出家门参加各种社会工作 。1959年 ，达乌德 开始 了倡导 “妇 

女抛弃面纱”的运动 ，并取得成功 ，完成 了20年代阿马努拉国 

王未竟的事业 。在 政府的倡 导和鼓励 下，大批妇 女成 为秘 

书 、教师、护士、记者 、打字员、助产士 、产业人员 、女播音员和 

空姐等。1957年 ，阿富汗已有 22所女子小学 。在喀 布尔大 

学 ，有 2所女子学院。u]60年代初 ，阿富汗小学女子入学率仅 

为 2％。1965年 ，阿富汗女子小学和 中学教育普及率分别为 

5％和 1％，1978年分别上升到 10％和 1．5％。政府对婚姻法 

也做出规定，要求结婚必须登记，并禁止为婴幼儿订婚。1964 

年，国王颁布的宪法第一次授予妇女以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1964年，宪法草案起草委员会中就有妇女参加。1977年，妇 

女在阿富汗最高立法机构中 占 15％ 以上，1977年 ，新宪法又 

规定实行男女平权。同年 ，大国民议会选举产生了 219名代 

表 ，其 中包括一些女代表((Times)，December 3，2001，P3)。 

1978年，塔拉基政权上 台后 ，继续进行 社会改革。其主 

要内容是 限制婚龄和财产嫁妆 ，规定婚龄的最低年龄为男 18 

岁 ，女 16岁 ，嫁妆不得超过 300阿富汗尼。1979年 苏联 的入 

侵对阿富汗虽说是一场灾难 ，但 妇女的权利却得 到了保护 ， 

其程度甚至超过了阿富汗传统社会所能承受的地步。更多 

妇女进入政府部门，掌握那些令男人无法企及 的职权。1980 

年阿富汗签署 了联合国通过 的《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 

约》。在教育方面，1980年 阿富汗女子在初等 、中等和高等教 

育阶段的入学率分别为 12％、4％和0．5％。到 1988年，分别 

上升到 17％ 、7％和 0．55％。l2 J1989年苏联撤退后 ，阿富汗国 

内混乱 ，妇女受害尤甚。暴力犯罪 一直肆虐阿 富汗，内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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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苏抵抗组织 内部 的各 个派别之 间爆发 了。1996年塔利班 

打赢了内战 ，阿富汗妇女再次跌人了激进分子统治的中世纪 

似的深渊。 

1996年 ，塔利班武装 占领 了喀布尔之后 ，在阿富汗实行 

了非常严酷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统治 ，其 中对妇女的倒行逆 

施尤其令人发指 。 

首先，塔利班关闭了女子学校 ，禁止女性上学 ，并强迫妇 

女放弃工作。在塔利班统治之前的9O年代初，喀布尔大学的 

女生 占大学生总数的 50％。当时，阿富汗有大约 4万妇女在 

公共部门工作 ；女性在教师 中的 比例高达 70％，在大学 中占 

6o％；在政府公 务 员中 占 50％；在 医疗工作 人员 中占 4o％。 

(《Times55，L~embe 3，2001，P3)私人援助团体和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所雇用的阿富汗人 中也有很大一部分是女性 。(新华社 

1999年 lo月 7⋯乜)塔利班上台后 ，不允许妇女工作 ，只留用极 

少数女医生和护士来 医治 他们的妻子和女儿 。据联合 国估 

计 ，喀布尔大约 15万妇女被禁止工作 。塔利班对妇女的就业 

禁令出影响了男童 的教育 ，因为大多数 教师都是妇女。1996 

年 9月 ，塔利班关闭了喀布 尔大学和其他女校 。塔利班虽然 

关闭了女校 ，但阿富汗妇女渴求知识的信念并未泯灭 ，她们 

悄悄地办起了“地下教育”。据 国际救援 机构估计 ，在塔利班 

统治时期 ，有大约45 000名儿童就读于类似的“地下学校”，其 

中大多数是女童。塔利班禁止妇女工作 ，不仅剥夺了女生受 

教育的权利 ，而且使女病人不能得到男 医生 的治疗 ，使女子 

获得医疗卫生保健更 为困难。据世界卫生组织说 ，阿富汗妇 

女的平均寿命 为 4_4岁 ，每 1O万名 妇女 中有 1700人死 于分 

娩，这个比率在世界 上高居第二。(《新l J_J．纪》，2001年第 lO期， 

t'56) 

第二，塔利班推行一套严厉 的服装 规范，要求妇女戴上 

一 种叫“布尔卡”(Burqa)的长面纱。沉重的“布尔卡”披在肩 

上让人胸闷气短 ，长期穿它会导致头疼和幽闭恐惧 症。塔利 

班禁止妇女外出活动 ，除非有男性亲属陪同。塔利班禁止妇 

女大声说笑，陌生人听不到妇女 的声音。在塔利班严苛法令 

的统治下，阿富汗成为妇女的人间地狱，其命运十分悲惨。 

据联合 国统计 ，1999年 阿富 汗难 民 的 85％是 妇女 和儿童 。 

1997年 1月 ，全国有 5O万寡妇 ，每位寡妇平均有 7-9个孩子。 

(《Tirues)，Dec。mbe 3，2001，p3)由于无法工作和接受教育，加之 

战争对阿富汗妇女儿童带来的伤 害特别严重 ，因而妇女难 以 

维持生计 ，有 的只好乞讨 为生 ，有 的则沦为暗娼。一些 曾受 

过教育的妇女 ，由于长期在家 ，整 日郁郁 寡欢 ，患上抑郁 症。 

据一份 国际人权组织的医生提供的 1998年报告统计，97％的 

阿富汗妇女精 神极度压 抑，而有 的妇女 则无法 忍受这种 限 

制 ，而选择 了自杀的道路。 

第三 ，塔利班还对妇女施行 了骇人听闻的暴力 ，包括强 

奸 、绑架 、拐卖妇女儿 童和强迫结婚。令人恐惧的宗教警察 

囚禁并折磨那些“犯罪”的妇女 ，因为她们违反了塔利班 的规 

定。“阿富汗革命妇女协会”组织 的代表说 ，塔利班的司令们 

在巴基斯坦的市场上贩卖少女 、寡妇和儿童。塔利班领导人 

已经卷入了在巴基斯坦第三大市场拉合尔市场贩卖少女、寡 

妇和儿童的活动。塔利班还强迫寡 妇必须同原 配丈夫 的兄 

弟或家里 的其他人结婚，许多寡妇由于拒绝这种婚姻而被处 

死。在未满 18岁的女孩 中有 54％已结婚 ，女孩 和年轻妇女 

的亲属被迫把她们嫁给塔利班成员 ，否则就要 向他们交纳一 

大笔钱。被绑架的年轻女孩和妇女也很多，但没有确切的数 

字 ，因为受害人家属不愿主动报告 被绑架事件 ，担心遭 到报 

复 ，同时也因为社会上把女儿或姊妹被人绑架或贩卖而受到 

性侵犯视为一种耻辱。(秘书长关于“阿富汗境内对妇女和女童的 

歧视”的报告 ，2001年 l2月 4日至 5日，布鲁塞尔)。 

虽然塔利班对妇女施行严酷统治，但阿富汗妇女从未放 

弃过反抗塔利班的斗争。1997年 ，“阿富汗妇女解放联盟”成 

立。4年来 ，该联盟成员冒着生命危险 ，秘密地为阿富汗妇女 

提供教育 、医疗 ，为儿童提供食物 。该联盟还建 立了 自己的 

网站 ，通过因特网 ，她们 向世界揭露阿富汗妇女所遭受 的压 

迫，呼吁 国际社会对阿富汗妇女的关注。类似这种组织还很 

多，如“阿富汗革命 妇女组织 ”、“妇女 自助协会”等。为躲避 

塔利班的严格检查 ，她们更多地将地下组织建在远离喀布尔 

的地区。为争取 自身的解放和 自由，一些阿富汗妇女甚至在 

巴基斯坦边境城市 白沙瓦创立了秘密的训练基地 ，她们建立 

了 自己的医院、学校 和社会福利机构 ，还招募 勇敢的妇女组 

织了一支“女子游击队”，在传授文化知识的同时，还 向她们 

教授各种作战技能 ，她们希望有一天能打回喀布尔 ，推 翻塔 

利班政权 。 

随着塔利班政权 的崩溃 ，阿富汗妇女地位正逐步得到恢 

复和提高 ，主要表现在 以下几方面。 

第一 ，在教育方面 ，2001年 I1月 20日，喀布尔大学重新 

向女生开放。这是 自 1996年塔利班掌权以来 ，该校首次招收 

女生。所有被迫辍学 的女生可从 12月 1日开始注册 ，新学期 

课程于 2(X)2年 1月开始 ，其他学校也 将 向女生 开放，“半边 

天”又回到了教室。到 2(K12年 3月阿富汗 已有3 000所学校对 

将近 200万女孩和男孩开放。阿富汗红十字会也为妇女开设 

了医疗保健课，许多妇女参加 了培训。 

第二 ，在就业方面。2001年 I1月 20 El，女播音员们在塔 

利班政权撤出喀布尔后进行了第一次游行 ，要求重新回到工 

作岗位。为了获得妇女 的支 持，北 方联盟发表声 明，在不 违 

背阿传统的情况下 ，取消塔利班禁止妇女工作 的规定。喀布 

尔的电台 和电视广播 又再 次聘 用妇女评 论员 和女播 音员。 

12月 8 El，阿富汗妇女蜂拥至喀布尔的高等 院校 ，登记争 当 

下一个学年的教师 。登记的第一天，700名教师在 17家高等 

院校登记注册。(《羊城晚报》，2001年 12月 10日)阿临时政府成 

立后 ，卡尔扎伊称 过渡政府 要提高妇女 的权 利 ，政府首次对 

妇女工作者进行了大规模的培训。2(X)2年 1月 9 El，来 自喀 

布尔全市近百家幼儿园女教师参加 了培训。阿富汗“阿里亚 

娜”航空公司也决心重新招 收空姐 ，已将空姐员 工数量 提高 

到塔利班统治前 的水平。坎 大哈街 头出现了许 多过去 难得 

一 见的妇女身影 ，一些化妆品小商店也如雨后春 笋般纷纷开 

张 ，并慢慢融人人们的生活。还有一些妇女又开始 回到她们 

以前担任的医生 、护士和公务员的岗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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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在参政方面，波恩会议标志着妇女长期受压迫的 

命运将产生变革。在波恩会议产生的 由 3O名 阁员组成的阿 

临时行政当局 中，出现了两位女性。她们分别是临时政府副 

总理兼妇女事务部长西玛 ·萨玛尔和公共卫生部部长苏哈拉 
·希迪克。在阿富汗 ，女性担任部长有先例可寻 ，但 由女性 出 

任副总理还是第一次，萨玛尔翻开了阿妇女从政的新篇章。 

第四 ，在社会活动方面，阿富汗妇女积极创办妇女杂志。 

2001年 12月 26日，阿富汗近 1O年来 的第一本妇 女杂志问 

世。1992年 ，前苏联扶 持的阿政权倒 台后 ，随着月刊《妇女》 

杂志的停刊，阿富汗再也没有 出版过妇女杂志。(《北京晨报》， 

2OO1年12月27日)阿新 闻和文化部 为这本杂志共雇用 了 3名 

女记者，希望妇女能够重新获得 以文章或艺术的方式表现 自 

我的权利。2002年 3月 4日，阿富汗妇女在喀布 尔举行塔利 

班政权倒台后首次全 国性代表大会 ，各界妇女代表一致强调 

了妇女尽早 回归社会和发扬爱 国精神 的必要性。(日本《产经 

新闻》3月5日报道)被塔 利班取缔 的艺术家协 会也重新建立 ， 

到 目前在全国已吸引 了超过 3000名 的会员，其中包括 200多 

名女会员。(《中国文化报》，2(]02年3月22日) 

综观阿富汗妇女地位的演变过 程，可 以看到妇女地位的 

变化是在阿富汗的现代化过程 中，与伊斯兰保守势 力和进步 

势力 的斗争紧密相联。阿 马努拉对妇女 的改革 遭到了保守 

派的反对。达乌德对妇女的改革虽然取得 一定成就，而塔利 

班原教 旨主义的上台使他的改革成果烟消云散 。实质 上，伊 

斯兰教是尊重 妇女权 利的宗教 。《古兰经》指出 ，“我绝不使 

你们 中任何一个 行善者徒劳无酬 ，无论他是男 的，还是女的 
— — 男女是相生的”。“男人有权 获得他们的利益，女人也有 

权获得她 们的利 益”。 J这些经 文都强调 了男女 是平等 的。 

而塔利班对伊斯兰教教义进行 了偏激的解释 ，并将部落法律 

和习俗一起强加于妇女，使妇女成 了阿富汗的“罪人”。塔利 

班对妇女实行控制和镇压 ，并从经济上排斥妇女。其性别隔 

离政策使妇女和儿童陷入贫困、病痛和文盲状态中——这不 

是穆斯林世界 或伊斯兰教义对待妇女 的方式。塔利班的做 

法是非伊斯兰 的和非人道 的。塔利 班的性别歧视政策也是 

对 国际人权法和标准的粗暴 侵犯 ，并遭到 国际社会 的谴 责。 

可以说 ，阿富汗妇女所遭受的苦难 ，是对所有人类尊严 、平等 

和人性的公然蔑视 。 

2001年 12月阿临时政府成立 ，2OO2年 1月，临时行政 当 

局首脑哈米德 ·卡尔扎伊为支持妇女权利，签署 了《阿富汗妇 

女基本权利宣言》，其中确认了男女两性的平等权利，恢复阿 

富汗妇女在社 会中合 法地位 的进程 已经 开始。在阿富汗经 

历多年的冲突、艰 难困苦和人权饱受践踏之后 ，妇女和女童 

重新恢复 了希望 ，再次行使其教育权 、工作权和在社会 中发 

挥积极作用的权利。虽然新政府宣布要解放妇女 ，但这将是 
一 项艰 巨的任务。要解放阿富汗妇女 ，首 先应还给她们受教 

育和工作的权利，重建阿富汗为妇女重返社会提供了前所未 

有的机遇 。在 23年 内战 中，妇女 已 占阿 富 汗成 年人 中 的 

60％，这些妇女都是重建阿富汗所需的重要人力 资源。新政 

府应充分利用这些人力 资源 ，重振 阿富汗经 济，否 则不仅 阿 

富汗社会经济得不到真正发展 ，而且还限制着下一代人力资 

源的改善。阿富汗应该有更多的学校为妇女开设 扫盲班 ，进 

行英语 、电脑 、管理以及专业技术培训。其次 ，要提高阿富汗 

妇女地位应从立 法、普法开始 ，法律应该保护妇女 的合法权 

益。妇女不应被视为男人的财产 ，而是应受到尊重 和保护的 

独立个体 。同时 ，妇女应 学 习法 律知识 ，了解 自己的权 利。 

再次 ，必须让阿富汗妇女参与 国家 内外事务 的管理，参与决 

策。塔利班对妇女的压迫使政府职能不健全 ，阿富汗新政府 

应让更 多妇女参政。新政府应是多民族 的、有代表性 的和尊 

重人权的政府。最后 ，要给 阿富汗妇女 创造一 个安全 的环 

境 ，使她们免受暴力、歧视 和虐待 。内战 和社 会的军事化滋 

长了一种对妇女和女 童实行暴力 的文化，在和平时期 ，这种 

文化很可能会继续影响她们。在 目前不稳定 的环境和犯罪 

者可以逍遥法外的气氛中，对妇女的暴力可能会增加。新政 

府需要采取特殊措施 ，避免妇女和女童遭受暴力。新政府要 

认真履行联合 国 1979年通过的《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宣 

言》、1991年通过 的《消除对妇女暴力宣 言》和 1995年第 四次 

世界妇女大会 上通过的《北京 宣言》，恢 复阿 富汗妇女 的安 

全、尊严和 自由。另外 ，联合 国应鼓励 阿富汗非政府妇女组 

织积极工作，为阿妇女提供健康、教育和其他基本需要 ，并为 

这些非政府妇女组织提供资金以支持她们的工作。但是，无 

论如何 ，阿富汗妇女的解放关健还 得靠 她们 自身 的努力 ，否 

则 ，妇女 的解放就不能取得最终成功。当然阿富汗妇 女的解 

放也面临伊斯 兰保守主义者的压力。原教 旨主义 的塔利班 

政权虽然消失了，但塔利班的倒台未能改变阿富汗承袭 已久 

的法律理念和社会风气。尽管政府允许妇女工作 ，但很多单 

位不愿为她们提供就业机会 ；尽管政府允许妇女取下 面纱 ， 

但她们的丈夫还是喜欢独 自“欣赏”她们 的面孔 ；尽管两位妇 

女进人临时政权 ，但这对妇女的权益关注还远远不 够。原教 

旨主义对 阿富汗妇女的歧视在长时间内仍将存在 ，甚至可能 

会死灰复燃。但这只是一种暂 时现象 ，阿富汗妇女解放的前 

景广阔 ，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社 会存在决定人的社会意 

识的基本原理 ，妇女 的解放作为人的解放便不是理论上的畅 

想 曲，而是人类文化历史趋势的必然 。妇女解放 的前景也不 

是一个性别统治支配另一个性别 ，而是女性与男性抛弃 自己 

的传统人格枷锁 、双向接近于新人格。现代化 是世界发展的 

潮流，这一趋势在阿富汗同样不可避免。今后阿富汗重建和 

发展的计划和方案都需要理解该国的过去及其传统和习俗， 

采取一种温和的既照顾伊斯兰传统，又要求更多自由的妇女 

解放思想。阿富汗政府应根据本 国国情 ，尽快 找到一条解决 

性别歧视的道路 ，以实现阿富汗妇女 的解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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