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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中国成立以前， 侵犯中国南

海诸岛主权的，基本都来自西方列强；
而在上世纪 50 年代后，与中国在南海

诸岛问题上发生主权纠纷的， 都是来

自南海周边国家。
打开中国地图， 我们会看到在呈

公鸡形状的中国领土版图下面， 划出

一个“U”字型的以九段虚线连成的海

疆国界线。这条线，通常也被人们称为

“九段线”。 它是对中国南海疆界的标

绘。

70 年前，这条海疆国界线在中国

地图上正式标出。此前，虽然中国历代

从宋朝起就已经将南海诸岛纳入了行

政管辖的范围内， 但一直没有对南海

疆 界 有 统 一 的 标 示 界 线 ， 直 到 1933
年， 法国人侵占了南沙群岛的 “九小

岛”， 当时的民国政府深感事态严重，
出版中国南海疆域的确切地图已经迫

在眉睫。
“九段线”：外国侵占逼出的主权意识

中国最早开始对南海诸岛进行行

政管理的记载，可追溯到唐代，到宋代

时，对南海诸岛的行政划分已经明确。
此后的明、清，南海不但被列入中国版

图， 而且进一步确认它属于琼州府的

管辖范围。 进入 20 世纪，中国人民的

民族意识日益高涨，1909 年， 由广东

水师提督李准率领的一支清朝舰队赴

西沙进行了一次高调巡查，宣示主权。
这次出海西沙， 是清朝海军在甲

午海战中败给了日本人后， 针对远洋

海域的第一次主动出击。 而在这次出

征的背后， 是日本人对中国东沙群岛

已达数年的非法侵占。

1907 年， 日本商人西泽带领 120
名工人及各种器具材料登上了东沙岛

(东沙群岛主岛)。 他们驱赶岛上的中国

居民，拆毁中国寺庙，甚至将岛上百余

座中国人的坟墓捣毁， 将全岛占领，易

名为“西泽岛”。 此后，西泽开始将岛上

的磷质鸟粪等资源源源不断运回日本。
事件报到朝廷，1909 年， 中国政

府派两广总督张人骏照会日本驻广州

领事赖川浅之进，交涉此事。日方的回

应是，他们认为这是一个无主荒岛。在

中国政府拿出一系列包括中国、 英国

出版的图志等证明东沙岛一直是中国

领土以后，日本方面又说，西泽如果要

撤出东沙，必多损失，中国方面应该予

以赔偿。
此后中日双方反复谈判， 到了八

月才达成一致： 中国收买西泽在东沙

岛上的物业， 定为付广东 银 毫 16 万

元；西泽缴纳赔偿款和税款 3 万元。也

就是说， 这场纠纷最终以中国方面付

款 13 万元宣告收回主权。
东沙岛的接收仪式，是在 1909 年

的 11 月 19 日进行的。 而李准率领海

军的西沙巡视之行， 则是在当年的 5

月 29 日出发。当时的中国人已经感觉

到， 受到侵略威胁的， 不仅仅是东沙

岛， 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都已经出现

危机的苗头。
一方面，日本人虽一时退出东沙，

却又侵入到了西沙和南沙， 他们探测

调查，开采磷矿，直 到 1929 年 受 经 济

危机的影响方才暂停，而另一方面，当

时的越南的宗主国法国， 已经觊觎西

沙和南沙良久。

1920 年， 法国就开始了对西沙群

岛的测绘。1930 年，法国的“麦里休士”
号炮舰强行占领南沙的南威岛。 1933
年 4 月， 法国又派两艘战舰和一艘调

查船开赴南沙，先后占领了太平岛、安

波沙洲等岛屿， 连同先前所占的南威

岛，即所谓“九小岛”，他们还对这九小

岛重新定名，划到越南巴地省管辖。
当时的中国政府， 正处在内外交

困之中。 一方面，日本军队自 1931 年

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东三省后，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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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步步进逼， 另一

方面， 国内的内战

正酣。 但此时的中

国， 民族意识也正

在日益觉醒， 法国

人的侵占，在上海、
南京等大城市激起

大量国人的抗议集

会、致电上书。 1933
年 7 月 26 日，国民

政府的外交部发言

人表态， 向法国提

出严重抗议。
令人感到荒谬

的是， 这个时候的

日本政府也向法国抗议。 他们以其曾

占据南沙群岛为由， 对法国人的占领

“不承认”，认为该岛“应属日本”。
法国人最终迫于各方面的压力和

抗争，放缓了态度，声称占领九小岛只

是为了安置浮标， 无意作海军根据地。
然而，中国政府限于当时的能力，除了

外交抗议，也无力采取军事措施。 法国

人虽然没有进一步扩大侵略，却也不撤

出所占岛屿———僵持的局面一直持续

到二战爆发，日本人攻占了南海诸岛。
这就是 1934 年，民国政府决定出

版中国南海疆域详细地图背后的迫切

动机。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

究中心副主任李国强告诉 《中国新闻

周刊》：“当时国民政府内政部成立了

一个水陆地图审查委员会，于 1934 年

12 月召开了第 25 次会议，专门审定中

国南海中英名的对照。1935 年 1 月，他

们将南海各岛礁的中英名对照表予以

公布。 实际上，它只是公布了名称，并

没有划线。 但我们仍然认为这是中国

政府官方第一份公开的标准命名。 它

把北纬 4 度的曾母滩作为中国的最南

端。 其实这个名称表里有很多跟现在

不一样的地方。 比如当时的 ‘南沙群

岛’实际上是现在的中沙，现在的南沙

当时叫‘团沙群岛’。 实际上，这也是今

日中国南海地图上‘九段线’的雏形。 ”

二战胜利：“断续线”正式亮相

1945 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日本作为战败国， 将它所侵占的中国

领土归还中国。这些中国领土中，就包

括南海诸岛。 二战期间， 日本人将东

沙、 西沙和南沙群岛命名为 “新南群

岛”，划归台湾的高雄市管辖，战后这

些岛屿理所应当重归祖国怀抱。
为接收这些岛屿， 国民政府特组

织了一支舰队，由海军上校林遵率领，
命名为“前进”舰队，由“太平号”、“中

业 号”、“永 兴 号”和“中 建 号 ”四 舰 组

成。其中，“太平”和“中业”赴南沙，“永

兴”和“中建”赴西沙———这也是后来

西沙的最大岛“永兴”和南沙的最大岛

“太平”的得名由来。
从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宣布投

降，到 1946 年 11 月 29 日“前进”舰队

在长江口编队出发，历时一年多，可见

为完成这次出征准备得何等艰难。 这

支舰队的旗舰“太平号”是刚刚从美国

手中得到的援助， 也是当时中国海军

中装备最先进的一艘驱逐舰。 虽说艰

难， 但中国海军终于开启了历史上空

前扬眉吐气的一次远航之旅， 向全世

界宣示了中国对于南海诸岛的主权，
他们不但在西沙和南沙群岛上进行了

考察，还竖立了主权碑，并分别在西沙

的永乐岛和南沙的太平岛留下一个独

立排驻守。

现在流传很广的一个说法， 认为

中国南海疆域的“九段线”就是林遵率

舰队接收南海诸岛时划的。 这个说法

并不准确。实际上在林遵出航之前，中

国版图上的 “九段线” 已具雏形。 在

1946 年 ， 民 国 政 府 设 立 内 政 部 方 域

司，该司在筹划收复南海诸岛时，调整

了各群岛的名称， 将原来的 “南沙群

岛”改名“中沙群岛”，而将原来的“团

沙群岛”改名为“南沙群岛”，这就与今

天的称呼一致了。 而在林遵出海回来

后，1947 年底，南海诸岛的地图审定，

1948 年的 2 月，中华民国内政部公开

发行《中华民国行政区域图》，向国际

社会正式宣布了中国政府对南海诸岛

的主权。当时的地图上，“九段线”标为

“十一段线”。
新中国成立后， 中国政府出版的

《南海诸岛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全

图》都同样标绘了这条断续的界线，只

是在 1953 年，将“十一段线”去掉北部

湾的两段，成为今天的“九段线”。
“这条线非常重要。 ” 李国强说，

“如果没有这条断续线的话，我们中国

在南海的主权管辖权是确定不了的。
我们甚至连现在为何有争议都说不清

楚。 这条线是表明中国在南海海域主

权管辖权的权属范围的一个基础。 ”
———《中国新闻周刊》

民 国 中 央 政 府 接 收 南 沙 群 岛 专 门 委 员 会 于

1946 年 10 月 23 日乘太平舰从南京出发。前

排中为南沙舰队指挥官林遵

中国地图中南海“九段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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