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国历史上的南海海域及其界限
’

(续完)

韩 振 华

( 四 )明代我国南海的海域及其界限

(1) 明代我国南海的海域是以万里石塘和万里长沙及其海面作为界 限

《郑和航海图 》有石塘
、

万州石墉屿和万里石塘¹
。

这里的石塘是指西沙群岛下陷

在水面下的暗礁
。

万州石塘屿是指西沙群 岛浮出水面的珊瑚岛屿
,

那些岛屿都属海南 岛

的万州所管辖
,

故称万州石塘屿
。

万里石糖是泛指起 自潮州海面的东沙群岛
,

历经中沙

群岛
,

止于西沙群岛
,

这 时候 已把南沙群 岛的西群及其海面
,

与其东群合 称 为 万里 长

沙
,

是东洋航道必经之处
,

故于 《郑和航海图》之中 ( 经由西洋航道 )
,

不见东洋航道

的万里长沙之名
。

明代以来
,

已把东沙
、

中沙和西沙群 岛这三个岛群
,

合 称为 万 里石

塘
。

º 值得重视的是
,

由于西沙群岛被称为万州石塘屿
,

可见其属我国万州管辖
。

明代以来
,

千里长沙与万里石塘的含义
,

有所改变
。

先讲千里长沙
。

原先的千里长

沙 ( 指南沙群岛东群 ) 扩展为万里长沙 ( 指南沙群岛
,

包括其东群西群在内 ) ;
由东洋

航道来中国者
,

首先要进入长沙海
,

或万里长沙的海面
,

才算是进入 中国之境
。

原先的

万里石塘
,

起 自潮州
,

如今起 自琉球 ( 台湾省 ) ,

中间经历东沙群岛
、

中沙群岛和西沙

,
本文第一

、

二
、

三部分
,

已在本刊198 4年第一期刊登
,

现予续完
。

¹
.

见 ( 明 ) 茅元仪 《武备志 》卷2斗O占度载
,

度五十二
,

航海
,

第11 页
。

该图 作

“万生石塘屿
” 。

《心略 》地利
,

郑和航海图作
“万主石塘屿

” 。

生
,

主均为

州字之侧转
,

故 今改 为
“万 州了f 塘屿” 。

石塘 屿之名
,

亦 见 ( 明 ) 《顺风

相送 》 ( 向达校注本 《两种海道针经 》第2夕页 ) ,

说
: “万里

.

万塘
,

内有 红

石
。

屿不高
” 。

所谓
“ 屿不高” ,

正合乎今天西沙群岛各岛
、

屿之情况
,

最高

的石岛
,

也不过高十几米
。

这里的
“
屿

” 即万里石塘之屿
。

有人认为万生石塘

屿为万星石塘屿之误
,

而万星石塘屿又为万里石塘之误
,

但是
“万主石塘屿

”

就不能说是万星石塘屿或万里石塘屿之误
,

从字形颠倒致误这个因素来看
,

还

是以
“万州石塘屿

”
为正

。

º 关于万里石塘的起
、

迄范围
,

参阅上文第3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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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岛
。

原先的万里石塘
,

止于勃 它( 北加里曼丹 ) 公
,

如今
,

汉止于西沙群岛
—

万里

石塘的龙牙山 (琅那山 )
。

所谓万里石塘的东南
,

有万里长沙»
,

就是说
,

西沙群岛

的东南
,

有南沙群岛
。

从西洋航道来讲
,

中国船只
“回唐

” ( 回航进入中国之境 ) ,

如

果
“
贪东

”
的话

,

就会遇到
“万里长沙 ( 南沙群岛 ) ,

可防
、

可防
” ¼ ,

如果 中国船只

“出唐
”
离开中国之境到外国去

, “
贪东七更

” ,
一

也会遇到危险区的万里石
.

店½
。

在这

里
,

从西洋航道来说
:
万里石塘 ( 西沙群岛 ) 和万里 长沙 ( 南沙群岛 ) ,

是
“出唐

” 、

“回唐
”
的中国之境的海界

。

明代官方修纂有关 )
‘一

东的地方志
,

自省志以至府志
、

县志
,

都说万州 ( 管 ) 有石靖

海
、

长沙海
,

并说
:
万州石塘海有万里石塘

,

万州 长沙海有千里
一

沃沙¾
,

万州 ( 管 ) 有

长沙海
,

即今南沙群岛及其海面
。

万州 ( 管 ) 有万里 百塘
,

即今东沙
、

中沙
、

西沙群岛

及其海面
。

到 了明 代中叶 ( 十六 遨纪 ) ,

把万里石塘西部所止之处
,

称为
“千里石塘

” ¿ ,

并

把这个千里石塘 ( 西沙群岛 )
,

由原先包括在万州所管辖的万里石塘之 内
,

如今改为属

于崖州所管有
,

并说
: “千里石塘在崖州海面七百里外

,

下陷八
、

九尺者也
” À 。

今天

¹

º

( 明 ) 章演 《古今图书编 》卷5 9古南海夷考略
,

逻罗国条
,

说
: “

东海中
,

有

山
,

名万里 百塘
,

起自东海琉球国
,

直 至南海龙牙山
,

潮至则没
,

潮退方现
,

飘舟至此
,

罕有存者
” 。

并 无 ( 清 ) 梁廷扮 《粤海关志 》卷21
,

贡舶 ( 一 )
,

第 6 一 7 页 ( 道光年间刊本 )
。

这里的龙牙山
,

不是新加坡 海 峡 的龙 牙 门
,

( 参阅 《元史 》卷16 2 ,

史 弼传 )
,

而是指今西沙群岛
。

正统七年 ( 14犯年 ) 正月昊惠
“
为行人

,

为舒给事中
,

使占城
,

海中遥见青山

一抹
,

时风浪大作
,

顷之
,

忽至其下
,

盖琅邢山也
,

其山棱利如剑锋
。

…… ”

( 见 ( 明 ) 慎愁赏 《海国广记 》占城国统
。

文载 《玄览堂丛书续集 》第14 册
,

不分页次 ) 。

这里所说的
,

在 占城附近的
“
琅哪山

” ,

即上 注所说的
“
龙 牙

山 ” ,

均指今天的西沙群岛
。

( 明 ) 黄衷 《海语 》卷3 ,

畏途条
。

( 明 ) 佚名
: 《两种海道针经 》顺风相送第28 页 ( ,

户华1% 2年 )
。

同上注
。

( 明 ) 王佐 《琼台外记 》说
:
万 ‘
叭}东

:
长沙

、

石塘
” ,

见 ( 道 光 ) 《万 {卜l
志 》卷3舆地略

,

气候
,

潮汐附
。

( 清 ) ( 康熙 ) 《广东通志 》卷 13
,

山 川
,

万州 “
长沙海

、

石塘海
:
俱在 ( 万州 ) 东海外洋

。

古志云 : 万州有千里长沙
、

万里石塘
。 ” ( 他如 《广东通志 》 ,

均同
,

兹不赘引 )
。

《古今 图书集成 》职

方典
,

第137斗卷
,

琼州 府部 汇考
,

凉州 府山川考
,

说
: “

长沙海在 ( 万 ) 州

东
” , “石塘海在 ( 万 ) 州东

” 。

( 明 ) 顾价 《海搓余录 》 ( 见 《记录汇编
、

入
卷 161

,

第工4页
。

景明 刊 本 )
。

同上注
。

»¼½¾

¿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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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沙群岛包括永乐群岛在内
,

距离榆林港 ( 昔属崖州 ) 大约在三百余公里
,

即七百里左

右
,

讲它在崖州海面七百里外
,

正是符合
。

可见石塘 ( 西沙群岛 ) 及其海面的石塘海
,

都是归属于海南岛的崖州
,

所以才说
“
石塘在崖州海面

” 。

除了把万里石塘西部所止之处的石垢划归崖州管有之外
,

万里 石垢其余的部分 ( 包

括西沙群岛东群的宣德群岛和中沙
、

东沙群岛 ) 仍然归属万州所管有¹
。

( 2) 明代中
、

外海界交接处的交趾洋及其相当于现代的经纬度

明代记载上
,

都有记录 由海南岛的独洲山至 占城国的尖笔罗 ( 大沽 岛 ) 的航 程 日

数
,

这段航向
,

是
;

西南/东北方向
,

共二 日 ( 二十更 ) 行
,

其中
,

一 日 ( 十更 ) 交 趾

洋
,

交趾洋是两地之间的中心点
,

由交趾洋一 日到 尖 笔 罗 或由独州 山 一 日到 交 趾

洋º
。

这些航行日数
,

是有一定的科学依据
,

决不是随意措置
,

对此
,

不能漠不关心
,

置之不理
。

如今
,

应用直角三角形的勾股定理
,

求得西南 /东北方向一 日 ( 十更
,

约500

里或2
“

) ,

等于子午线或东酉直线的距离
,

各为天文经度或纬度1
.

4
。 。

已知大沾岛在北

纬巧
.

9 。 、

东经108
。

,
“ ,

则其东北至交趾洋一 日 ( 十更 ) 的位置
,

应在北纬17
。

3
“ 、

东经

切9
.

9
“。

反之
,

如以独洲山为计算起点
,

它在北纬18
.

7
“ 、

东经110
。

5
“ ,

求得西南 行一

日 ( 十更 ) 至交趾洋
,

应在北纬片
.

3
。 、

东经10 9
.

1
“ 。

计算结果
,

二者所求得 的纬度相

同
,

纬度却相差0
。

8
“ ,

取其平均数
,

应在东经 109
.

4
“ 。

因此
,

交趾洋的经纬度
,

是似匕

纬 17
.

3
“

东经 109
.

任
。。

在东经 10 9
,

斗
“

以东
,

为中国之境的海洋
,

在东经109
.

4
“

以西和北

纬 1夕
.

3
“

以南
,

为交趾洋
。

在东经 109
.

4 。

以东以及在北纬片
.

3
“

以北
,

为 中国的琼州

洋或琼洋的东部
。

在东经 10 9
.

4 。

以西至北部湾内的某儿处 ( 参阅下页 ) 以 东
,

是琼洋

的西部
。

在北纬 片
.

3
“

以南至 场
“

和东经10 9 .4
。

以西
,

是交趾洋
。

在交趾洋以南或北纬

16
“

以南
,

是占城洋
。

在北纬巧
。

左右以北和东经工09
.

4“

以东
,

是中国南海西 部 最南 之

处
,

大约距离外罗山 ( 北纬巧
.

4
。 、

东经 109
.

1
。 ) 正东七更

,

七更350 里
, ( 子午线或经

度
,

均为1
.

斗
“

) ,

约在今北纬巧
.

4
“ 、

东经110
.

5
“ ,

这就是万里石垢»
。

石塘即今海南岛

渔民 《水路簿 》里面对永乐群岛的称呼
,

它 的正确 经度
,

是
:

西起 111
.

2 “ ,

与 上 述

¹ ( 明 ) 王佐 《琼台外纪 》说
: “

万州东有长沙
、

石塘
” ( 引自《万州志 》卷 3

舆地略
,

气候
、

潮汐附 )
。

这是说
,

万州之东
,

管有长沙
、

石塘
。

º 关于明代记载上
,

有关独洲山至占笔罗或外罗山的航程日数
,

首先
,

见于 《郑

和航海图 》
,

作二十一更
;
张燮 《东西洋考 》卷九西洋针路考

,

独洲山至交趾

洋
,

行十更
,
交趾洋至尖笔罗为十更

,

至外罗山为十一更
。

其他
,

如
:

( 明 )

慎惫赏《海国广记 》 、

向达校注 《两种海道针经 》
,

一

所载都一样
。

» 《两种海道针经 》第108 页
,

说
: “

外罗对开
,

东七更
,

便是万里石塘
” 。



11 0
.

5
” 。

相差0
.

夕
。 ,

误差不算太大
。

由此可见
,

西沙群岛最西面的方位
,

在北纬巧
“

余东

经 11 1
.

2
。 ,

它与交趾洋这个海界 ( 在北纬16
“

至片
“ 、

东经 10 9
.

4
“

以西 )
,

相差还有将近

经度2
。

的距离
,

它与交趾洋无关涉
,

而是属于崖州南面七百里或崖州海岸南面六 百里的

琼州府海境界限之 内 ( 参下文第 ( 3 ) 项 )
。

既知交趾洋是在北纬片
.

3
“

以南和东经 10 9
.

4
“

以西
,

那么
,

位置于上述这个经度 以

东的西沙群岛 ( 东经 111
.

2
。

至112
.

9
。

)
,

显然是在交趾洋以东的中国之境的海面
。

《元

史 》史弼传所载
,

经七州洋万里石塘
,

才过交趾
、

占城的海界¹
,

亦即经过七洲洋洋面的

万里石塘 ( 这里是指万里石塘的永乐群岛
,

俗名石塘
。

在东经11 1
.

2 “

至 11 2
.

1
“

) ,

才抵

达中
、

外海界交界处的交趾洋 (在今东经109
.

4
“

)
。

比元代更早一些时间的上引的 ( 宋 )

《诸蕃图 》和 《岭外代答 》 ,

所说的中
、

外海界的交趾洋界限
,

亦应求之于东经10 9
.

4
“

以东
,

所谓过 了交趾洋乃至中国之境
,

是指
:

过了北纬片
.

3
。

和东经10 9
.

4
“

以东
,

便 是

中国之境的海面
,

包括西沙群岛在内的七洲洋万里石塘
,

显然属于中国海面
,

这是谁也

否认不了的铁一般的事实
。

(3 ) 明代琼州府海境
,

东南直抵西沙群岛

明代黄佐 《广东通志 》曾载入<琼州舆地图 )一幅
,

图的外壳
,

各书写琼州府的四至

八到
,

由北而东
,

反时钟方向
,

是
:

北至海面 百二十里直抵徐闻县界

东北到清斓一百五十里外连大海诸番

东至海岸四
一

百五十里外连大海到诸番

东南到南 山五百 里外连大海到诸番

南至海岸六百里外连大海抵诸番

西南到海外四百八十里外连大海诸番

西 至海岸四 百五十里外连大海诸番

西北到檐州一百九十里外连大海诸番º ( 以下接 <附表 >明代琼州府 四至八到的海境

界限
,

见下页 )

从上表所载
,

可以看到琼州府 ( 海南岛 ) 东南端 ( 陵水南山 ) 海岸外朽O里
,

约 在

今北纬17
.

1
“ 、

东经111
.

5
“ ,

正是指西沙群岛最北面的北礁(北纬17
.

1
“ 、

东经111
.

5
。

) ;

东部所至海外450 里
,

约在今北纬18
.

8
“

东经11 2 “ ,

这是指中沙群岛最 北 部的 神狐暗沙

¹ 《元史 》卷16 2史弼传 ( 开明版第6 50 8页 )
。

º ( 明 ) 黄佐 《广东通志 》卷二图经下第20 页下至第21 页上 ( 琼州府舆地图 )
。

嘉靖37年 ( 155 8年 ) 刻本
。



( 北纬19
.

乡
“ 、

东经 113
。

) ; 南面海 岸所至 60 0 里外 的 海 面
,

约 在北 纬 巧
.

2
。 、

东经

1 08
。

9
” ,

这是指外罗 山 ( 北纬巧
.

4
“ 、

东经 10 9
.

1
“

) 附近的海面 , 西南至海岸外4 80里的

海面
,

约在北纬1夕
.

3
“ 、

东经 106
.

4
。 。

这是指昏果岛 ( 北纬17
.

2
“ 、

东经 107
.

3
“

) 附近的

海而
; 西面至海岸外芍O里的海面

,

这是指谓岛 ( 北纬19
.

5
。 、

东经10 6
。

) 附近的海面
;

西北至2 90 里外的海面
,

约在今北纬20
.

2
“ ,

东经 107
。

夕
“ ,

现在的 自龙尾岛
,

正是在北纬

2〕
.

2
“ 、

东经功7
.

7
“ 。

以上就是在琼州府 (海南 岛 ) 的
“

四至八到
”
当中

,

属 于琼 州府

的海跪
,

其南
、

西南与西
、

西北等几个方位的海咙
,

都是与越南交界于海中
。

其南面海

境以东
,

和东南画海境 川 及东面海境
,

是直抵西沙群岛和中沙群岛北部
。

可见
,

西沙

群岛和中沙群岛北部
,

在明代早己列入我国琼州府的舆图里面
,

并作为冻州府的 海境界

跟
。

上述舆图见于黄佐 《广东通志 》 ,

它刊行于十六 世纪
,

所以至迟在十六世纪西沙群

岛和中沙群岛的北部已列入我国琼州府的版图了
。

又
,

《琼州府志 》说
,

澹州营所管巡海的海面
,

南北5 00 ( 余 ) 里
, “西接 廉 州洋

界
。

外通越南夷洋
,

顺风三 日
” 可到 公 。

顺风三 日程
,

每日 ( 1
。

) 等于三日程
。

檐州营

巡海
,

南而由昌化开始
,

昌化在东经107
。

夕
。 、

北纬 19
.

2
。 ,

自此 往西 三 日程
,

所至之

处
,

是在东经 106
。

夕
。 、

北纬19
.

2
“ ,

约在泪岛东面的海境
,

距离泥岛尚有0
.

夕
“ ,

亦即中

i国海境所止之处
,

与越南泥岛尚距离0
.

夕
。

经度
。

如果把上述这个数字
,

一

与上述 《琼州官

舆地图 》所载惊州西北面海岸 ( 昌化 ) 向西北行2 90里 ( 约一 日半
,

每日 1
“

二百里 )
,

所到之处
,

也是在越南泥岛以东海面
,

距离捐岛尚有0
.

1
“ ,

把二者对比之 后
,

取 其 中

数
,

约 距昏呆岛以东海面0
.

4
“

经度
,

就是凉州府西北海岸的海境所止之处
,

同时也是澹

州 营水师出海巡洋西行三 日程 ( 1
“

) 到达 “越南夷洋
” 所止之处

。

总之
,

从明代 以来
,

我 国与越南在北部湾的海界
,

早已详细划定
,

并列入我国琼州府
“四至八到

”
的海境之

中
,

不但北部湾内是这样
,

就是北部湾 口的交趾洋
,

也是早有划清界线
。

(勺 明代后期我国南海西部的海域及其界限

明代后期 (十六世纪以来 )
,

西洋人东来
,

多从西洋航道出入
,

当他们
“出唐

”
离

开中国之境的海域之前
,

是在七洲洋万里石塘的石塘海 ( 西沙群岛及其海面 )离开的
,

过此
,

便是外国
。

亦即中
:

外
、

华
·

夷之界限
,

在外罗山附近的分水洋º
。

因此
,

便认

为中国之悦的海域
,

南止今天北纬巧
“ 、

东经109
“

左右的外罗山 ( 广 东 群岛 ) 附近 海

面
。

其实
,

这汉仅是我国南海西部的海域界限—外罗山的分水洋或石塘海西部所止之

处
。

至于我国南海南部海域界 限
,

那是以万里长沙和长沙海
,

即今南沙辞岛及其海面作

¹ 《琼州府志 》卷 18 上
,

海黎志一
,

海防
,

第 7 页上
。

º 关于分中外华夷之界的分水洋
,

可参阅 ( 明 ) 黄衷 《海语 》卷3分水条
。

·

夕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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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界限
:

从东洋航道来中国者
,

看到长沙海或沙漠洋
,

便是
“乃 至 中国 之境

” ¹
。

由

于东
、

西洋两条航道不同
,

给人留下这么一个 印象
,

即;
从西洋航道来说

,

中国之境的

海域
,

南面是从北纬15
“

以北算起
,

但从东洋航道来说
,

南面却是要从 长 沙海南部的南

沙群岛的南部 ( 北纬4o 左右 ) 以北算起
。

以西洋航道为立论基础
,

把中国之悦的这个海
—

南海
,

由外罗山附近算起
,

亦即

由北纬巧
“ 、

东经109
“

的外罗山算起
,

在上述这个界限点的东 经 10 9
“

以东
,

为 中国之

境 º ,

或在北纬巧
“

以北
,

为中国之境
。

于是
,

十六世纪后期的一些中
、

外地图
,

曾经

把上述这种概念
,

反映在当时所绘的地图上
。

十六世纪末
,

利玛窦 《坤舆万国全图 》 ,

就在上述的这个海面上
,

标注
“
大明声名文物之盛

,

自十五度至四十二度皆是
” » ,

其

他的早期外国出版的世界地图
,

也有把北纬十五度以上和东经一零九度 以东的海面
,

作

为中国的界限
,

如
:

约在1585 年麦加托 ( C
.

M erc a to r ) 的世界地图¼ 其中的中国地图一

幅
,

就是从北纬十五度 以北
、

东经10 9 。

以东
,

作为中国南海海域西部界限而开始的
,

包

括与占毕罗 ( Po lo 5 Po lo , i
.

e
.

Pu lo C ha m p e llo
在北纬15

“

55‘
、

东经 10 8
“

30
‘ ) 相对的石

塘 ( Pr ac el ) 在内
,

都列入中国地图之内
。

( 5 ) 明代后期大明海的南而海域及其界限

明 代后期
,

西洋人东来后
,

称 中国为
“
大明国

” ,

称中国之境的海域为
“
大明海 ,’o

明代
“大明海” 的范围

,

东沙面至朝鲜琉球群岛和 日本之间的海面
,
东面

,

至吕宋 ( 菲律

宾 ) 东化的海面½ 南而
,

亦即至今加里曼丹岛的北面和菲律宾的西面的海面 亏 。

到了清

参阅上文第2节
。

参阅下文第5 节第1项
。

( 1602年 ) 利玛窦 《坤舆万国全图 》第15 一16 幅
,

大明国
。

( 影 印本
, 1936

年 )
。

这幅地图
,

有翁印本
,

转载于 I
·

a l-r y St e l-n : re in : I n th e H a 力d Of Jo v e 一文
。

〔( 见H E M I SPH E R E , A n A o ia n 一、
气u s tr a lja n M叻 th ly , V o l

.

20 , n o .

2 ( F e b
.

19夕6 ) p
.

39
.

) 」

( 明 ) 艾儒略 ( 职方外纪 ) 万 国图
。

16 23年阳玛诺 ( E m m a n u e l D ia z ) 和龙华民 (N ich o la s l
“

o n g o ba
记i ) 合制地球

仪
,

其中国部分有
“
大明海

” ,

见李约瑟 《中国科学技术史 》第四卷第三部分

图片第C D X V ll号 ( 剑桥19 71年 )
。

¹º»¼

½¾



代
,

有些地图把大明海改为大清海¹
,

有些地图却仍保存
“
大明海

”

这 个名 称不 变
.

尤其是
, “

广东南至海
” 这个海

—
南海º ( 相当于今天我国南海 )

,

仍 然称 为大明

海母
,

至于当时大明海的南限
,

仍旧以今北加里曼丹的海面
,

作为界限
。

据 《海外番夷

录 》这部丛书所刻印的<东半球 >园图¼ ,

在今菲律宾西南面和南面 与今北加里曼丹之间

的海面
,

有
“
大明海

”三个字
,

表示大明海的南面海域至此为止
。

在大明海的海域之 中
,

东有
“
落滋

” ,

即今东沙群岛及其海面
; 次东有

“
东沙

” ,

即今中沙群岛及其海面
;
南

有
“石塘

” ,

即今南沙群岛及其海面
,

隔海而与北加里曼丹相对
; 西有

“长沙
” ,

即今

西沙群岛及其海面
,

隔海而与中南半岛越南东岸相对½
。

该 图大部分沿袭明末西洋教士

的洋图 孙 ,

虽刊印于清代
,

但仍未改大明海为大清海
,

以其枪促抄袭
,

未逞更正
,

却也

由此保留了大明海的南至和东南至的海域界限
。

( 五 ) 清代我国南海的海域及其界限

( 1 ) 清代我国南海的西部海域及其界限

¹ M a p o f th e W o rld 访 Ja p如
e : e ,

b y E d Sch 力 e ll,

(Y o k o ha m a , Feb
一

186 2) 即

《新刊舆地全图》
。

图中
,

广东省南至海的这个海—
“
大清海

” ,

是 :
南至北婆

罗洲
,

东至菲律宾
,

西至今天中南半岛
,

包括西沙
、

中沙
、

东沙群岛和南沙群

岛在内
,

都属大清海的海域范围之内
。

º ( 明 ) 陈祖授 《皇明职方地图》卷上
,

总图
,

在爪哇岛与广东南至海之间的这

个海
,

作 “
南海

” 。

» ( 日本 ) 《唐土名胜图会 》载有 (唐土皇舆全图》
,

文化三年 ( 180 6年 ) 木版朱

墨印刷
,

其中
,

在广东省南至海面
,

有
“
大明海

” 三个字
,

由于图幅限制
,

不

能表明这里的大明海
,

其南究竟至于何处
。

¼ 《海外番夷录 》刻本的谢清高 《海录 》卷首所附地图
—

东半球圆图
。

½ 关于落潦
、

东沙
、

西沙和石塘等名称
,

并见 ( 清 ) 郑光祖 《醒世一斑录 》卷 1

第, 一6页 (中国外夷总图>。 [ 道光二十三年 ( 1846 年 ) 刊本
。

J

¾
.

冯承钧注释 《海录注 》序 ( 193 8年商务版 ) ,

第3页说
:
《海录 》 “原 书 不分

卷
,

《海外番夷录 》本独有图
,

盖杂采 《职方外纪 》
、

《海国闻见录 》及本书

诸地名绘制而成
,

不知出何人手
。 (李 )兆洛 《海国纪闻 》序有列图于首语

,

是

非同一地 图
,

未可知也
。

此图甚陋
,

直漫画耳
,

未足以资考证
” 。

冯承钧对上

述清代圆图系统的地图
,

批评它 “直为漫画耳
” ,

此语未兔太过苛刻 ; 至于该

图保存
“

大明海
”

一名
,

未改为
“
大清海

” ,

这是提供很值得重视的资料
,

足资考

证
。



七州洋这个名称
,

宋代以来已有 , 。

宋元 以来的七州洋
,

它所指者
,

有二种含义
,

一为海洋的七州洋
,

东起自广东东莞的
‘乙

广州七州洋
” º 西止于 今 天 西 沙 群 岛 的海

面¼
,

都属于七州洋的洋面范围
; 一为西沙群岛及其海面的七州洋

,

亦即相传七洲陆沉

的七洲洋¼
。

南宋末年
,

宋端宗 ( 帝是 ) 被元兵追赶
,

曾逃亡到七州洋的
‘了沙洲

” e ,

欲往占城未果
,

乃 回驻广东确洲
。

七州洋的 “沙洲
” ,

是中国领土
,

宋朝的皇帝曾驻哗

在那里
。

一直到了清朝
,

七州洋还是具有上述这二种含义
。

但是
,

指海洋的七州洋
,

它

所包活的范围
,

比宋元时代七州洋的范围
,

来得广阔一些
。

清代
一

七州洋的海域
,

东至马

尼刺 ( 今菲律宾首府 ) º ,

南至千里石塘 ( 今南沙群岛 ) , ,

西至越南东岸或东经10 9 “

以东的海面»
,

在上述这个范围内
,

都是叫做七州洋
。

至于
,

招岛屿的七州洋
,

还是仍

指今西沙群岛及其海面
。

到了王8 00年左右
,

还出现了把七州洋建置为州府 的府这一级的

七州洋府
。

据历下 ( 山东济南 )烧峰重绘《清绘府州县厅总图》
,

把七州洋作为府这一级的建

七洲洋一名
,

一

首见 ( 宋 ) 吴自牧 《梦梁录 》卷 12 江海船舰条
。

( 元 ) 苏天爵 《元文类 》卷壮平宋条
,

至元十四年 ( 1277 年 ) 十二 月二 十 三

日
。

( 《国学基本丛书 》本第55 8页 )
。

在万州东南的七州洋
,

即西沙群岛
,

参阅 ( 清 ) 陈伦炯 《海国闻见录 》卷上南

澳气条
。

( 明 ) 张燮 《东西洋考 》卷 9 西洋针路
,

所说的
“七州山” ,

为今文昌七州列

岛
, “七州洋

” 为今西沙群岛及其海面
。

该书说
:
七州洋

“
俗传古是七州

,

沉

而成海
,

舶过
,

用牲粥祭海厉
,

不则为祟
,

舟过此极危
,

稍贪 东
,

便 是万里

石塘
,

即 《琼志 》所谓万州东之石塘海也
。

舟犯石塘
,

希脱者
。

七州洋
,

打水

一百三十托
。 ”

这里所说的
,

在万里石塘之西 ( 与贪东方 向相反 ) 的七州洋
,

是指海洋的七州洋
;
陆沉的

一

七州是指西沙群岛的上 七岛 ( 宣德群岛 )
,

兼二种

含义 ( 海洋
、

海岛 ) 而有之
。

参阅拙作 《宋端宗与七州洋 》一文
。

( 清 ) 徐继舍 《流环志略 》卷 2南洋各岛
,

第 8页
,

说
“马尼刺…其地为七洲洋

之东岸
。 ”

( 清 ) 汪文泰 《红毛番英吉利考略 》 ( 清抄本 )
。

参阅下页注¼
。

又陈伦炯 《海国闻见录 》卷下 ( 圆图 ) 以及此一圆图系统的诸

图
,

都把七州洋绘在与安南相邻的海面
。

徐继舍 《癫环志略 》卷 1 ( 南洋滨海

各国图 ) 把七洲洋绘在越南广南湾 ( 今顺化港 ) 的对海上
,

更加明确绘出七洲

洋是与广南湾为界
。

¹º»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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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

和 图例的府这一级行政区相同
,

都用红色长方格
,

并把府名放在红色长方格之 内子
。

对于七州洋灼海面
,

中国水师亦经常巡视
。

十八 世记一十年代
,

吴升出任广东水师

付将
,

曾经率领水师巡海
,

包括七州洋在 内
,

都在巡视之列
。

吴升巡视海而的经过
,

是
:

“
自琼崖 (琼州 )

,

历铜鼓 (在文昌 )
,

经
一

七州洋 ( 今西沙群岛及其 海 面 )
、

四 更沙

( 在昔之 昌化 )
,

周遭三千里
,

躬 自巡视
。

一

誉 ” 亦即 自今天海 F1 市
,

历 文 昌 之 铜鼓
,

至偷林港
,

其海程为820 里
,

又 自榆林港至西沙群岛的永兴岛
,

海程为 6夕2 里
,

来 回共

1
,

3科里
,

再自榆林港至东方 ( 八所
,

昔之昌化 ) 的四更沙
,

海程为520 里
,

合计全程为

2
,

68 斗里
,

如以整数言之
,

约三千里
,

也是符合实际航程里数
。

说不定再自永兴岛巡视至永

乐群岛西南端钓中建岛
,

一

单程为 19 2 里
,

来回为38 4 里
,

那么
,

合计起来
,

共有3 06 4里
。

中国水师巡视海面包括七州洋在 内
,

周遭三千里
,

正亦符合
。

中国的清朝政府
,

不但在七州洋 ( 西沙群岛 )建置七州洋府
,

而且时常派遣水师巡

视七州洋的海面
,

行使 我国匀主权
,

执行我国在那里行使主权的海防军事活动
。

西沙群岛或七州洋归属中国
,

清朝官 方和私 人记载
,

都是 这样的
。

另据外国人的

记载
,

也是这样的
,

172 工年 (法 ) 费尔 ( N .d e Fer ) 《东印度群岛地图 》
,

图 上 用不

同的颜色
,

表示归属于不 同的国家
,

其中
,

以红色作边界
,

属越南
; 以墨绿色

,

包括中

国大陆和海岛
,

表示归属中国
。

值得注意的
,

是该图把石塘 (Pr ac el )断裂为二
,

并以

西洋航道所经过之处
,

约在北纬十五度
、

东经功9
。

作为界限
,

界限以上的石塘 (今西沙

群岛 ) 作墨绿色
,

与中国大法
、

海南岛的颜色一样
,

都是表示归属中国 沙 。

清末
,

有一张 《越南舆地图 》
,

图上文字说明说
“越南经纬

:

北极出地 自十度二十

分
,

及二十三度
。

偏东 自一 百零五度
,

及一百零九度
。

亦即 ( 以北京为准 ) 偏西 自九度

35 分
,

至十八度
。

《外 国史略 》谓北极出地
,

自八度三十分
,

及二十三度
,

盖 自海中起

算
” ¼

。

偏西度数
,

是 以北京为经度起点而各分东
、

西的偏西
,

康熙年间实测的中国地

图
,

以二百 里为经度一度
,

该图
“
每方

一

百里
”

即为圣度半度
。

把地球分为360
。 ,

经线一

( 工800年 ) 晓峰重绘黄千人 《 ( 清 ) 府州具厅总图 》
。

( 乾隆 ) 《泉州府志 》卷多6 国明武迹
,

第43一斗4页
。

走同治九年 ( 1870年 ) 重

刻花隆本 ) ] 。 并见 ( 嘉庆 ) 《同安县志 》卷28 人物录
,

武功
,

第72页
。

〔光者

十一年 ( 188多年 ) 重刻嘉庆本〕
。

该图缩印的采色本
,

见H E M IsPH E R E , A n A s ia n 一

A u s tra lia n 入I助 th ly
, V o l

.

20
, n o .

2 ( F e b
.

1976 ) P
.

39 。

《越南国舆地图 》清绘本
。

并参阅 ( 清 ) 盛庆发 《越南舆地全图 》
,

图中有画

七个岛
,

但未标出名字
,

考其位置
,

当指 ‘州洋
,

今西沙群岛
。

º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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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为250里
。

二者相差1万
。

因此
,

在北京偏西九度半
,

折合2叨里为360
“

制的 l
。 ,

应为

偏西7
.

6
。 ,

今天越南的东部海岸与岛屿也是起 自东经 10 9
。

左右
,

而北京约 在 东 经 11 6
”

半
,

其距离的经度恰恰在7
。

半
,

越南的边线
,

就是从东经 10 9
。

这里向西算起
。

该图又绘

有七州洋
,

在北京子午线偏西六度余
,

折合今天东经 n o
“

余
,

它是在越 南 国 界 ( 东 经

10 9
“

) 以东之外
。

清代遥罗国 ( 今泰国 ) 曾遣使者至中国
,

其使者的纪行诗也说
,

过 了广东群岛 (外

罗山 ) 便是中国之境¹
。

广东群岛在东经10 9
0

0夕
‘、

北纬巧
“

22‘ ,

在这里
,

也是 以 东经

加9
“

左右为界
,

过此 以东
,

便是中国之境
。

除此之外
,

在中国记载上亦曾明确指出西沙

群岛归属中国
,

据 ( 清 ) 郭高蠢 《使西纪程 》说
:

光绪二年 ( 18 兀年 ) 十月
,

自香港出

发
, “廿四日正午

,

行八百 三十一里
。

船人名之齐纳细 ( C h io a Sea ) ,

犹 言 中 国 海

也
” , “

左近柏拉苏岛 ( P1’a ce 1 ) ” “
中国属岛也

” º ,

柏拉苏岛 即七 州 洋 ( 西 沙 群

岛 ) 的外文名称
,

从上文所说
,

明确记载它是
“
中国属岛

” 。

又据 ( 清 ) 张德彝 《随使

日记 》说
:

光绪二年 ( 1876年 ) 十月 自香港出发
, “

二十四 日
,

辛亥
,

晴
,

水平风顺
。

正午
,

行八百三十一里
,

在赤道北十七度三十分
,

左近 巴拉赛 ( PI. ac el ) 小岛
,

中国 属

岛也
” »

。

外国名的巴拉赛小岛即今西沙群岛
,

它是 “
中国属岛

” 。

直至清朝末年 ( 19 09年 )
,

中国水师由李准等率领
,

前往西沙群岛及其海面
,

进行

巡视¼
,

对它行使主权
,

历来如一
,

从未间迭
。

我国南海的西部海域
,

历来就以西沙群

岛及其海面作为海域界限
,

在这个海域界限以内的西沙群岛
,

历来就是中国属岛
,

并且

还曾经建立过七州洋府于西沙群岛
。

( 2) 清代我国南海海域是以万里石塘
、

万里长沙
、

及其海面作为界限

原先在明朝时代及其以前
,

万里石塘东起 自广东潮州或琉球 ( 台湾省 )
,

西止于龙

牙( 琅邢 山 ) ½
,

今西沙群岛
,

亦即包括今天东沙
、

中沙和西沙群岛及其海面 ; 万里长沙
,

是指今天南沙群岛及其海面
。 ¾ 中国之境的南海

,

就是以长沙海为南海的南面之限
,

以

( 178 0年逞罗 ) 不雅摩诃奴婆 《广东纪行诗 》 ( 见姚稠
、

许任 《古代南海史地

丛考 》第80 一81 页
。

商务19科年 )
。

( 清 ) 郭篙熹 《使西纪程 》卷上
,

第 7 页 ( 见 《中外舆地图说集 成 》卷 120
,

或 《小方壶斋舆地丛钞 》第11 恢第14 7页
。

( 清 ) 张德彝 《随使 日记 》 ( 见 《小方壶斋舆地丛钞 》第11 峡第213 页 )
。

( 清 ) 李准 《巡海记 》 ( 见天津 《大公报 》1933年 8 月10 日 )
。

参阅本文第夕2页注¼
、

第乃页注¹
。

参阅上文第4节第2项
。

¹º¼»½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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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塘海的东
、

西两面为南海的东
、

西两面之限
。

万里石塘 ( 或石塘 )
,

即今东沙
、

中沙
、

西沙群岛及其海面
,

在清朝初期
,

是属海

南岛的万州管有¹ ,

万里长沙 ( 或长沙 ) 或长沙海
,

即今南沙群岛及其海面
,

也是属海

南岛的万州管有º
。

后来
,

万里石塘
,

在清朝晚一些的年代
,

曾建立为万里石塘府
,

见

《大清天下中华各省府州县厅地理全图 》»
。

该 图除了有万里石塘府之外
,

还有万里长

沙
,

指今南沙群岛
。

万里石塘府 ( 东沙
、

中沙和西沙群岛及其海面 ) 之出现
,

从此明确

了它是归属中国的行政管辖之下
,

亦即万里石塘府是中国行政建置的府这一级的行政单

位
。

我国南海的海域及其界限
,

也反映在清朝康熙年间的新地图之上
,

康熙胡刘中国疆

域
,

进行新法实测
,

并根据实测的数据
,

绘出中国地图
,

图上把当时 我 国 南海所 至范

圈
,

亦即我国南部海疆及其海面的界限
,

是以 “万里石塘
、

万里长沙”
及其海面

,

作为

我国南海整 个海域的界限
。

如
:

( 170 9年 ) 《大清中外天下全图 》¼ 以及 以后根据该 图

重刻的这一类的地图

—
( 1724年 ) 《清直省分图 》之中的 (天下总舆 图 ) 和 ( 1夕55年

以前 ) 《皇清各直省分图 》之中的 (天下总舆图 ) , ¾ 都是把
“万里石塘

、

万里长沙
” ,

作为
“
大清中外

” 之界限
,

亦即我国南海的东部海域
,

是以万里石塘的 东部 及 其海 面

( 今中沙
、

东沙群岛及其海面 ) 为界限
,

我国南海的南部海域
,

是以万里长沙的南部及

¹ ( 1726 年 ) 《古今图书集成 》<职方典 >第工3夕4卷琼州府部汇考
,

琼 州 府 山JI「

考
,

万州条说
: “长沙海

:

在 ( 万 ) 州东
。 《古志 》云

·

千里长沙…石塘海
:

在 ( 万 ) 州东
。

《琼管志 》云
:
万里石塘

” 。。

( 18 28 年 ) 《万州志 》卷 3 山川
‘

略
,

川
,

长沙海
、

石塘海条说
: “

长沙海
、

石塘海
,

俱在城 东 海 外洋
。

《古

志 》云
:

万州有千里长沙
、

万里石塘
” 。

( 并见 《琼州府 志 》卷4上
,

舆 地山

川
,

万州条 )
。

所谓 “万州有千里长沙
、

万里石塘
” ,

即万州管 有 长 沙
、

石

塘
。

同上注
。

( 王90 斗年 ) 吴长发重订本 《大清天下中华各省府州县厅地理 全图 》墨印本
。

该
-

图重订本所加上的地名
,

如
“
香港

”
等

,

究属为数有限
,

而且方位不正确
,

因

为重订本的该图
,

系用老式明代中国地图为底本
,

故知其渊源颇古
,

但是重订

本以前原刊本的年代则未之详
。

康熙丙 申 ( 170 9年 ) 测绘 《大清中外天下全图 》采绘本
。

雍正二年 ( 172 4年 ) 《清直省分图 》刻本
。

乾隆二十年 ( 17 , 5年 ) 以前 《皇清各直省分图 》刻本
。

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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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海面 (今南沙群岛及其海面 ) 为界限
,

我国南海的西部海域
,

是 以万里石塘的西部及

其海面 ( 今西沙群岛及其海面 )为界限
, “

大清中外
”
在南海的界限

,

就以此为界
。

乾隆时代
,

对康熙年间实测绘成的中国地图
,

作了一些补充
。

补充后的中国地图
,

“
大清万年一统天下

” 图的南海海域界限
,

仍以万里石塘
、

万里长沙为 限
,

不过把西沙

群岛及其海面
,

称为
“
洋

”
或七州洋 ( 洋面 )

,

把东沙群岛及其海面
,

称为
“

南澳气
” ,

并特别指出在上述南海这个海域之中
,

有危险区
,

即 “
楼古城

,

舟误入
,

不能出
” ,

如

( 1而 7年 ) 黄千人所绘 《大清万年一统天 F图 》以及同此 系 统 的 诸 图
,

都是这 样 画

的¹
。

值得重视 的
,

是在 翰隆朝补充实测的中国地图这一系统之中
,

有些地 图是采绘本
.

用不同领色表示其归属
。

如
;
《大清一流天下全图 》 ( 又名 《皇舆全图 》 ) º

,

它是一

幅绘有清朝版图的地图
,

该 图所绘大清天下
,

南至大海的万里石塘
、

万里长沙的海面
,

并以此作为 中
、

外界限
。

该图采绘本
,

用粉红色描绘万 里石塘
、

万里长沙
,

以与外国诸

岛用淡青色描绘
,

有所区别
。

该图原为山阳阮疆邮太史 所 刊 行
,

数十年后
,

于嘉庆二

十二年 ( 1817年 ) ,

由云间陶晋重版刊行
、 ,

由于改用墨印
,

对原来 以下同颜色表示其

归属
,

就不能表现出来了
。

值得注意的
,

是该图的另一些采绘本
,

把万里石塘
、

万里长

沙
,

与崖州和一些边界上的岛屿
,

均用粉红色或浅红色描绘
,

这是以这种同样颜色来表

示
“
万里石塘

、

万里长沙” 和其他中国边界岛屿都是归属中国的
。

( 3) 《越南国舆图 》有关交趾洋
、

七洲洋等地的经纬度可以作为中
、

外海界 的 依据

《越南国舆地图 》¼ 所载有关交趾洋
、

七洲洋等地名的经纬度
,

可以作为核 汀交趾

祥
、

七洲洋交界在何处的参考资料
。

兹将该图有关越南沿岸儿个地名和交趾洋
、

七洲洋

等地在图上听绘出的经纬度
,

一一列表如下
,

( 表见下页 ) ,

应注意 的
,

是
:

该图经度

每1
。

折合东经0
.

8
“ 。

纬度是以十八世纪测绘时的小熊
a 星 ( 北极星 ) 出水高度为依据

,

应扣除当年 ( 十八世纪时 ) 的极距为2
“

主右
,

才能合乎现在的北纬的纬度
。

为了弥补东

西直线距离
,

在30
“

一49
“

与10
。

一ZJ
“

之间的差别为1
“

: 0
.

8
。 ,

于是该图在 计里 画 方这

方里
,

使用每方百里的东西距离五格为天文缠度2 “ ,

而子午线 的纬度
,

却 用四 格代 表

2
。 ,

因此
,

方格不方
,

反而成小长方形
,

其原因乃在于此
。

从下表所载
,

可以见到七洲

乾隆丁亥 ( 176 夕年 ) 黄千人绘 《大清万年一统天下图 》
,

黄氏家刻重刻本
。

《大清一统天下全图 》采绘本
。

嘉庆丁丑 ( 18户年 ) 陶晋 《大清一统天下全图 》
,

嘉庆丁丑版存姑苏宋仙洲巷

文 昌字号
,

墨印本
。

¹º»

¼ 《越南国舆地图 》绘本
,

现藏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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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的南部洋面
,

直到北纬13
“ ,

七洲洋的经度
,

是在东经 111
.

6
“

以东
,

这个经度正是 今

天西沙群岛的永乐群岛 ( 石塘 ) 最西面的经度
,

而交趾海的经度
,

是在东经 11 0
.

4
.

以

西
,

尽管这个数字与我们所换算的明代交趾洋在北纬 17
.

3
“

以南和东经10 9
.

4
。

以西
,

从

经度来讲
,

二者相差1
。 ,

就使 《越南国舆地图 》所载无误
,

它也远离今天西沙群岛将近

2
。

的经度
,

因此
,

从该 图所载七洲洋与交趾洋的经纬度
,

换算后的结果
,

证明七洲洋即

今西沙群岛
,

图上所绘
,

指西沙群岛的西部
,

它远离交趾洋的海界
,

经度将近 2
. 。

( 4 ) 清代我国南海海域是以万里长沙和千里石塘及其海面各自作为一个整 体而为

界限

十八世纪以来
,

新的东洋航线已经开辟
,

亦即采用
“
从昆仑

、

七州洋
、

东万里长沙

外
,

过沙马崎头门
,

而至闽
、

浙
、

日本
,

以取弓弦直洋
” ¹ 。

昆仑即 今 昆 仑岛 ( Puj 。

C o n d o r e ,

东经10 6
0

3多
, ,

北纬8
“

40‘ )
,

七州洋在万里石塘 ( 南沙群岛
,

东经109
0

30 ‘

一

117 写0 ‘、

北纬3协9‘一11
“

55
‘ ) 之北º ,

东万里长沙
,

即 中沙 群 岛 ( 东 经 113
0

02‘

一

117 写O‘、

北纬 1多
。

2斗
,

一19
0

35‘ )
。

这里所说的
“
东万里长沙外

” 的海面
,

指今中沙群岛

与南沙群岛之间的海面
,

约 自北纬12
“

至15
“

余的海 坷
,

以及东经约18
“

以东的海面
,

都

包括在
“
东万里长沙外

” 的海面
,

然后经过台湾省的
“
沙马崎 头门

、

而至闽
、

浙
、

日

本
” 。

这样说来
, “

东万里长沙外
”
的海面

,

是一个界限
,

所谓
“万里长沙之外

,

渺茫

无所取准
” , “

此山川地脉联续之气
,

而于汪洋之中
,

以限海国也
” À 。

或说
, “万里

长沙
” “之南为外大洋

” , “
夷船由外大洋向东

,

望见台湾山
,

转而 北
,

入 粤 洋
” ,

“
皆以此塘 ( 即俗名万里长沙 ) 分华

·

夷
、

中
·

外之界
” 。

或 说
“
其 海 南 限 万里长

沙
” ¼

。

所谓长沙 ( 万里长沙 )
,

经常是和长沙海具有同样含义½
,

很明显地
,

这是把

万里长沙 ( 今中沙群岛 ) 之南及其向东至台湾省的万里长沙外之外大洋
,

作为其海
“
南

很
” ,

作为
“
分华

·

夷
、

中
·

外之界
” , ¾ 从 这 种 新东洋航线来讲

,

确是这样
,

但有

¹ ( 清 ) 陈伦炯 《海国闻见录 》卷上南澳气条
。

º ( 清 ) 汪文泰 《英言利红毛番纪略 》 ( 清抄本 ) 。

» 同注¹
。

¼ ( 清 ) 廖廷相
、

杨士骤 《广东全省总图说 》第一册
,

不分页次
。

( 1889年南州

书楼成书
,

精钞本 )
。

½ 万里长沙与长沙海
,

其名互相通用
,

如 《古今图书集成 》职方典
,

第137 斗卷
,

琼州府部 汇考说
: “长沙海

,

在 ( 万 ) 州东《( 琼管 ) 古志》云
:
万里长沙

” 。

万里石塘 与石塘海
,

有时也是互相通用
。

见 同上
。

¾ (清 )颜斯综 《南洋氢测 》见《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再补编第10 恢
,

并见 (清 )魏沉

《海国图志》卷9东南洋
,

海岸国 ( 五 ) ,

光绪丁亥 ( 1887 年 ) 善成堂重刻本
。



其局限性
,

仅指新东洋航线的
“
外大洋

”
分华夷中外罢了

。

它与老的东洋航线 ( 即经过

北加里曼丹岛
、

巴拉望岛和南沙群岛之间的海面 ) 至长沙海或沙漠洋
, 雌乃 至 中 国 之

境
” ,

是不一样的
。

老的东洋航线
, ¹ 仍 旧是从今天的南沙群岛以南和以东的长沙海或

沙漠洋的海面作为中国之境的海域界限
,

不过名称改为千里石塘罢了
。

上面的这种说法
,

是把
“
东万里长沙外

”
的

“
外大洋

” ,

亦即万里长沙之南的外大

洋
,

单独作为
“
分华

·

夷
、

中
·

外之界
” ,

或说
“
其海南限万里长沙

” º ,

就是说
,

东

万里 长沙 ( 昔之中沙 ) 外
,

或沙之南
,

至外大洋
,

亦 即介乎今天中沙群岛与南沙群岛之

间的外大洋
,

是 中国之境这个海的南限
,

至于其东限和西限
,

仍旧不变
,

均以东万里长

沙的海面之东为东限
,

和以西沙或西面的万里长沙 的海面为西限
。

这样一来
,

把万里长

沙和千里石塘隔开
,

各自单独而为
“分华

·

夷
、

中
·

外之界
” ,

亦 即以千里石塘 ( 今南

沙群岛 ) 及其海面作为整体而为界限
,

和以万里长沙 ( 今东沙
、

中沙
、

西沙群岛 ) 及其

海面作为整体而为界限
,

这两个界限
,

同时存在于中国之境这个海的界限之内
,

只不过

中间被外大洋隔开罢了
。

从前
,

中国之境这个海
,

即今天南海
,

是包括大洋
、

外大洋在

内
,

并以千里石塘 ( 南沙群岛 ) 和万里长沙 ( 东沙
、

中沙
、

西沙群岛 ) 的海面
,

作为南

面和东
、

西两面的界限
,

如今
,

却把介乎中沙和南沙群岛之间的外大洋
,

分裂出来
,

作

为
“
分华

·

夷
、

中
·

外之界
” ,

因此
,

中国之境的这个海
,

被外大洋隔开
,

成为南
、

北

两部分
,

南面这部分
,

以千里石塘 ( 南沙群岛 ) 及其海面为一个整体
,

单独作为中国之

境这个海的中国界限
。

被外大洋所隔开 的北面那一部分
,

以今东沙
、

中沙和西沙群岛及

其海面作为一个整体
,

连接着当时粤海的内部的大洋
,

也单独作为中国之境这个海的中

国界 限
。

把千里石塘 ( 南沙群岛 )
、

万里长沙 ( 东沙
、

中沙
、

西沙群岛 ) 的海面
,

连 接 起

来
,

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国的海上界限
、

在界限内的中国之境这个海
,

相当于今天的南海

之海域和界限
,

同时也是我国南海的海上界限
,

在界限内的中国之境这个海
,

相当于今

天的南海之海域和界限
,

同时也是我 国南海的海上界限
,

这是 自宋
、

元 以来
,

以至明
、

清
,

传统说法
,

历来如是
。

这也是代表中国官方政府的看法
,

是较为普遍的看法
。

把千

里石塘 ( 南沙群岛 ) 及其海 面单独作为一部分的中国海上界限
,

又把万里长沙 ( 东沙
、

中沙
、

西沙群岛 ) 及其海面单独作为另一部分的中国海上界限
,

尤其是
,

把东万里长沙

( 今中沙群岛 ) 之南 的外大洋
,

作为
“

生此界限
” , “

以限海国
” ,

亦即以此
“分华

·

¹ 参阅上文第2节
。

º ( 清 ) 廖廷相
、

杨土嚷 《广东总图说 》第一册
,

不分页次 ( 南 州书楼
,

精钞

本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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夷
、

中
·

外之界
” ,

这是代表清朝中
、

末期的非官方的中国私人个别著作的看法
,

是不

大普遍的看法
。

(, )我国南海海域是以今天南海诸岛这四个群岛及其海面作为一个整体而为界限

清朝中叶以来
,

有些记载和地 图
,

把原先指南沙群岛的千里长沙或万里长沙
,

改称

为 “
千里石塘

” ,

把原先指东沙
、

中沙和南沙群岛的万里石塘
,

亦即起自潮州或琉球的

万里石塘
,

改称为
“万里长沙 ” ¹ 。

在不同的场合里
,

万里长沙有时候是指西部的万里

长沙
,

即今西沙群岛及其海面
,

有时候是指东部的万里长沙
,

即今东沙
、

中沙群岛及其

海面
。

在清代的地 图上
,

亦曾见到把万里长沙分为两个
,

上面或东北面那个万里长沙
,

指东沙群岛和中沙群 岛
,

下面或西南面那个万里长沙
,

指西沙群岛À
。

有时 亦 以 东 沙

( 今东沙群岛 ) » 和西沙 ( 今西沙群岛 ) 称之
。

到了十七
、

八世纪之间
,

中国出版的圆图系统的地图之中
,
已经把今天南海诸岛四

个岛群
,

完整地称为
: 七洲洋 ( 西沙群岛及其海面 )

,

石塘或千里石塘 ( 南沙群岛及其

海面 )
,

长沙或万里长沙 ( 中沙群岛及其海面 )
,

和南澳气 ( 东沙群岛及其海面 )
。

大

家所熟识的 ( 清 ) 陈伦炯 《海国闻见录 》的圆图
—

<四 海总图>¼ ,

就是这样的
。

我 国南海的海限
,

基本上
,

也是按照上述南海诸岛这四个岛群及 其 海 面
,

作为界

限
。

我 国南海的东部海域
,

是以南澳气 ( 东沙群岛及其海域 ) 和万里长沙或长沙 ( 中沙

群岛及其海面 ) 作为界限
。

我国南海的南部海域
,

是以千里石塘或石塘
,

作为界限
。

我

国南海的西部海域
,

是以七州洋 ( 西沙群岛及其海域 ) 作为界限
。

于是乎
,

相当于今天

¹ 首先把万里长沙指今东沙
、

中沙和西沙群岛以及把千里石塘指今南沙群岛
,

见

( 清 ) 陈伦炯 《海国闻见录 》南洋记条
、

南澳气条
,

和 ( 清 ) 谢清高 《海录 》

卷首圆图 ( 《海外番夷录本 》 ) 和卷中噶喇叭条
、

尖笔阑条
。

小吕宋条
。

º ( 清 ) 严如煌 《洋防辑要 》卷 1 <直省 海 洋总图 )
, ( 清 ) 俞 昌 会 《防海 辑

要 》卷首 (直省海洋总图 )均有二个长沙
,

即横的
“
万里长沙

”
与竖的

“长沙
” ,

各代表东万里长沙和西万里长沙
。

其他地 图
,

也有把长沙分为上
、

下 二 个 长

沙
,

见 ( 清 ) 李兆洛 《皇朝舆地图略 》附韵编
,

卷末 ; 六严 ( 六承如 ) 绘 《皇

朝内府舆地图沙缩摹本 》中之<环海全图 > ( 1831年辨志书塾刻本 ) 。

此外
,

陈

伦炯 《海国闻 见录 》卷上
,

把今东沙群岛称为
“
沙头

” ,

把今西沙群岛称为长

沙或万里长沙
,

并在卷下 (圆图> ,

亦作如是画法
,

自后<圆图>系统诸图
,

皆遵

此而分长沙为
“沙头 ” 和 “

长沙
” ,

这也是二个长沙的另一种画法
。

» 参阅
: ( 清 ) 谢清高 《海录 》第58页 ( 商务本 )

。

¼ ( 清 ) 陈伦炯 《海国闻见录 》卷下 <圆图 ) ( 重刻乾隆本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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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南海的整个海域
,

其东面是以长沙或万里长沙 (今中沙群岛 ) 的东面及其海面作为

界限
,

其南面是 以石塘或千里石塘 (今南沙群岛 ) 的南面及其海面作为界限
。

亨 (6 )清代我 国南海海域是属广东省境的

R 广东省南
“至大洋

” ¹ 。

这个大洋
,

亦 即海南岛以东和东南所接的大洋
,

又名大洲

f

洋º
。

由于海南岛
,

古称大洲
。

故其洋
,

名日大洲洋
。 » 海南岛为琼州府所在地

,

故其

岛名曰琼岛
,

其洋名 曰琼洋
。

在大洲洋或琼洋里面
,

有千里石塘
、

万里长沙
,

是天然险

阻之处
。 ¹ 据清代官修的地方志说

:

海南岛以东
“
大洋

,

又名大洲洋
” ,

洋中
, “

有千

里石塘
、

万里长沙
,

为琼洋最险之处
,

舟过此者
,

但望 即已沉溺
,

不可救
” 。 ½ 又说

:

大洲洋
“
有千里石塘

、

万里长沙
,

为琼洋最险之处
” ¾ ,

或说
, “
琼州七州洋有千里石

塘
、

万里长沙
” 。 ¹ 以上所云

,

都是把千里石塘
、

万里长沙
,

位于中国之境的琼洋
、

大

洲洋或琼州七州洋
,

都在中国之境的南海海域之内
,

并以它们作为天然险阻和海域界限
。

在琼洋 ( 或大洲洋 ) 或粤海之海域内面有千里石塘或万里长沙
,

这里的千里石塘
,

指今南沙群岛及其海面
,

这里的万里长沙
,

包括二个长沙
,

即东万里长沙或东沙
,

指今

中沙群岛及其海面
,

西万里长沙或西沙
,

指今西沙群岛及其海面
。

这样说来
,

东万里长

沙或东沙及其海面
,

是这个海的东面界限
,

西万里长沙或西沙及其海面
,

是这个海的西

面界限
,

千里石塘及其海面
,

是这个海的南面界限
。

所谓
“
千里石塘

、

万里长沙
” ,

为

“
粤海天堑À

,

为
“
南

、

北洋 ( 的南洋 ) 之界限
” , @ 就是这个意思

。

中国
“
南

、

北洋
”
的南洋

,

即中国之南洋
。

中国之南洋 ( 或广东省境之南洋 ) 与南

( 明 ) 黄佐 《广东通志 》卷首地图
。

( 清 ) 明谊 《琼州府志 》卷十八
,

海黎志
,

海防
,

万州海防
,

引 《水师营册 》

( 189 0年重刻本 )
。

( 清 ) 锤元棣 《崖州志 》卷十二
,

海防志一
,

海防
,

环海水道
,

第181 页 ( 190 8

年刻本 )
。

参阅
:
周文海 《感恩县志 》卷十二

,

经政
,

环海水道
,

第3页
。

明谊重修 《琼州府志 》卷十八
,

海黎志
,

海防
,

万州
,

引 《水师营册 》
。

锤元棣 《崖州志 》卷十
.

二
,

海防志一
,

海防
,

环海水道
。

( 清 ) 姚文 扔《江防海防策 》 ( 文载 《小方壶斋舆地丛钞 》第九吹
,

第一册
,

第22页 ) 。

见 ( 清 ) 毛鸿宾纂修 《广东图志 》第14册
,

琼州府
,

第3页 ( 18 66 年 刻 本 ) ;

并见徐家干 《洋防说略 》卷上 (广东海道》
。

( 18 87年刻本 )
。

参阅上注¿
。

¹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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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诸国之南洋
,

二者之 间
,

是有区别的
。

不

南洋一名
,

在清代
,

它所指的范围
,

相当广大
,

既包括当时
“
中国之南洋

” ¹ ,

又

包括南洋诸国
、

南洋诸岛的南洋
。

“
中国之南洋

” ,

即今 天的南海
,

其所以使用
“
中国之南洋

” 这个 名称
,

就在于掀称

有所区别于南洋诸国
、

南洋诸岛的南洋
。

中国之南洋
,

亦即属于广东省境的海面辽阔的

南洋
,

据 ( 清 ) 《广东全省海图总说 》 “
广东全面濒

‘

海
, ,

东南值吕宋群岛 ( 今 菲律

宾 ) ,

南对婆罗大洲 ( 今加里曼丹大岛 )
,

西南际越 南 东 境
,

海面辽阔
,

总名南洋
,

属广东省
” º

。

上述属广东省境包括在总名南洋之内的这个
“
海

” ,

即另名
“
中国之南

洋
” ,

从其海面辽阔及其东南
、

正南和西南所处的方位以及在上述这三个方向而与其相
‘

对的外国诸 国
—

菲律宾在东南
,

加里曼丹大岛在南
,

越 南 东境 在西南
,

显 然 这 个

“
海

” ,

即属广东省境的南洋
,

亦即今天的南海
。

它是包括在总名南洋之内的中国之南

洋
,

属广东省境
。

属广东省境的南洋 ( 即中国之南洋 )
,

其海面既然这样辽阔
,

究竟是以何处作为界

限 ? 据 ( 清 ) 姚文栅 《江防海防策 》说
: “过琼州七州洋

,

有千里石塘
、

万里长沙
,

为

南
、

北洋界限
” 沙 。

南
、

北洋即中国之南洋和 中国之北洋的总名或合称
,

原先就是中国

海域
,

清朝设有南洋大臣
、

北洋大臣
,

司里南
、

北洋的海防事冬
,

这是众所周知的事
。

上文所说的
,

作为整个
“南

、

北 ”
洋之界限的千里石塘

、

万里长沙
,

应指总名南
、

北洋

之中的南洋
,

亦即中国之南洋
,

其南面是以千里石塘
、

万里长沙的海面为界限
。

除了这

个界限之外
,

姚文栅又说
:

南
、

北洋的北洋
, “

其间惟天堂门 ( 在 日本的天草 )
、

五 岛

门 ( 在 日本长崎港外的五岛列岛 )
,

沙马崎头门 ( 在台湾省南端 ) 三处可通出入
,

此为

第二重门户
,

关锁层垒
,

外夷拦入北洋
,

自非易易
” ¼

。

可见进入台湾省的沙马崎头门

和开出 日本五岛门和天堂门
,

就是中国南
、

北洋的北洋的门户
,

过琼州七州洋的千里石

塘
、

万里长沙
,

就是已经进入中国南
、

北洋的南洋之界限
。

这里的千里石塘
,

指南沙群

岛 及 其 以 南海面
。

这里的万里长沙
,

指中沙群岛及其以东海面和西沙群岛及其以西海

面
。

南
、

北洋的南洋
,

既以千里石塘
、

万里长沙为界限
,

那么
,

这个界 限
,

也和今天我

国南海之界限一样
,

都是把南海诸岛的西沙和中沙
、

东沙群岛 ( 万里长沙 ) 和南沙群岛

参阅同上注¿
。

参阅 ( 清 ) 徐继舍 《藏环志略 》
。

( 清 ) 廖廷相
、

杨士骥纂 《广东全省海图总说 》
,

南州书楼
,

精 钞本
,

第 一

本
。

( 18 89年 ) 。

同上注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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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里石塘 ) 这四个岛群都包括在清代南
、

北洋当中的南洋之界限内‘ 这个界限内的甫

洋
,

即当时所说的中国之南洋
,

亦即属广东省境的南洋
,

是甲国的
。

廷千界银么外
,

是

南洋诸国
、

南洋诸岛的南洋
,

是外国的
。

上述这个属广东者境的
“
中国之 南洋万 的 雍

稠
,

与 日后民国时代的我国南海的海域范围是完全一致的
。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初稿 一九七八年六月第二次稿



附录 我 国 南 海 诸 岛 古 今 地 名 演 变 表

石 堂

石 塘

石 塘 数

石

风土记 》
:

( 13多0 )

汪大渊 《岛夷志略 》

( 元末 ) 《混一图 》

( 元末 ) 蔡微 《琼海
方舆志 》

万里长堤
{
-

长 沙

…

南南 沙 群 岛岛岛 备 注注

东东群群 西群群 永乐群岛岛 宣德群岛岛岛岛

涨涨涨涨涨 海海海 ( 汉 ) 杨孚 《异物志 》》汉汉汉汉 石塘 ( 石氓
、

石堤
、

石桥 ))))) ( 北魏 ) 哪道元 ( 水经经

唐唐唐唐唐唐 注 ) 等书书

宋宋宋

……
石 堂堂堂堂 《宋会要稿》蕃夷占城条条

石石石石 塘塘塘塘 《宋史 》4 89 占城传传

长长长沙数万里里 石 塘 数 万 里里 ( 11 78 ) 周去非 《岭岭
外外外外外代答 》》

长长长 沙沙 石 床床 ( 1225 ) 赵汝适 《诸蕃蕃
志志志志志 》附录海南条条

千千千里长沙沙 万 里 石 塘塘 (宋 ) 《琼管
J

苏》》

}}}}} 七洲洋 ( 海 ))))))) (12 夕5) 吴自牧《梦粱录》》

万万万万 里 石 塘塘 ( 13 5 0 ) 汪大渊 ( 岛岛
夷夷夷夷夷夷夷夷夷夷夷夷夷夷夷夷夷夷夷夷夷夷夷夷夷夷夷范

、

略 ) 万里石塘条条

元元元 七洲洋 ( 海 )))))

111
( 1296 ) 周达观 《真腊腊

七七七洲 ( 洋 ))))))) 风土记 》
:

( 13多0 )))

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大渊 《岛夷志略 》》

长长长 沙沙 (西 )石塘 ( 东 ) 石塘塘 …( 元末 ’“混一图 ””

长长长 沙沙 万 里 石 塘塘 ( 元末 ) 蔡微 《琼海海
方方方方方舆志 》》

石石石 塘塘塘塘 ( 明 ) 《郑和航海 图 》》

万万万 州 石 塘 屿屿屿屿屿

万万万 里 石 塘塘塘

七七七洲 (洋 ) ( 海 ))) }(1书 , )费信《星搓胜览》》

七七七州洋 ( 海 ))))))) ( 153 6 ) 黄衷 (: 海语 》》

畏畏畏畏畏畏畏畏畏畏畏畏畏畏畏畏畏畏畏畏畏畏畏畏畏途条条万万 里 石 塘塘塘

iiiii(l 5 4。)顾玫《海搓余录》》

长长 沙沙 (西 ))) ( 东 ))) ( 十六世纪 中叶 ) 罗罗
石石石 塘塘 石 塘塘 洪先 《广舆图 》以及及

此此此此此一系统的图图

长长 沙 海 石塘海海 (明 ) 《广东通志》与与
《《《

’

占今图书集成 》职职
方方方典琼州府部引古志志

万万里之滩滩 千 里 之 塘塘 陷陷 谍谍 (明 ) 吴仕 训 《观海赋》》

万万里长沙 1 万 里 石 塘 }}} 《顺风相送 》



南沙群 岛 西 沙 群 岛 {
中沙群岛

{
东沙群岛

备 注

万里 长沙 万 里 石 塘

( 17世纪末 ) 《指南
正法 》 ( 190 9 ) 《大
清中外天下全图 》以

及同此一类之地图
{ 七洲洋 ( 海 ) } } }

石 塘 { !(东 )长沙} …

—
一二一卫哑暨到鱼j比一卫

.

一一 {南澳气 {
千里 石塘 { 万 里 长 沙 !沙 头 { {
千里 石塘

卜
里 长

云 卜
沙

…
一

习
石 塘

_

… 西 沙 !东 沙
{
落 际

{

( 173 0 ) 陈伦炯 《海
国闻见录 》圆图

,

南
洋记

,

南澳气条
,

以

及同此一类的圆图

l
一

一
l!一l
!

…l阁
ee

.
…一

( 注
:

上表地名
,

明清以来
,

只举一
、

二种为例
,

余不赘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