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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强对南海疆域的侵略与晚清政府的海权维护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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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清朝末年 ,东西方列强频频非法勘测中国南海诸岛 ,侵扰中国海疆国土。在维护海权的斗争中 ,晚清政府

多次进行主权宣示 ,收回东沙岛主权 ,并提出“水界 ”区、海洋渔业区等观念 ,为维护海洋国土主权做出一定程度的

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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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朝末年 ,东西方列强频频非法勘测中国南海

诸岛 ,侵扰中国海疆国土。近些年来 ,学者们对此问

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史实资料的整理和挖掘上 ,

而从国际法角度研究该问题的力度则明显不够。①

这就不可能深入地研究晚清时期的南海问题。实际

上 ,在维护海疆权益斗争中 ,晚清政府多次进行主权

宣示 ,收回东沙岛主权 ,并提出“水界 ”区、海洋渔业

区等概念 ,为维护海洋国土主权做出了一定程度的

贡献。

一、晚清政府运用国际法维护海权之举

西方列强的舰船来到中国沿海口岸之后 ,清朝

朝野始感觉到来自海上的外国军舰势力之可怕 ,乃

有运用国际公法保护本国海疆之意。如同治朝 ,恭

亲王在奏折中称为各国遵守的《万国公法 》,“凡属

有约之国 ,皆宜于目 ,遇有事件一课参酌援引 ”,“臣

等查外国律例一书 (万国公法 ) ,衡以中国制度 ,原

不尽合 ,但其中间亦有可操之处 ”。②“外国持论 ,往

往以海洋距岸十数里外 ,凡系枪炮所不及 ,即为各国

公共之地 ,其开往占住 ,即可听各国自便。”③因此他

建议 :“呈送三百部 (万国公法 )到臣衙门 ,将来通商

口岸 ,各给一部 ,其中颇有制伏领事官之法 ,未始不

无裨益。”④晚清兵部尚书兼总理衙门大臣董恂在为

刊刻的《万国公法 》作序时说 :“今九州外之国林立

矣 ,不有法以维之 ,其何以国。”“大约俱论会盟战法

诸事 ,其于启衅之间 ,彼此控制箍束 ,尤各有法。”⑤

国际法使各国交往有规可循。由于处于弱国地位 ,

晚清政府有识之士认为更有必要运用国际法以捍卫

海洋权益。

鸦片战争之后 ,西方列强不时非法勘测清朝海

疆国土及其藩属之国。晚清政府自觉运用国际法维

护本国海洋权益 ,亦收到一定效果。1875年 ,日本

兵船到清朝藩属朝鲜沿海水域非法测量 ,遭守军炮

击 ,日驻北京公使森有礼向清廷提出抗议 ,李鸿章回

复说 :“你兵固是去高丽海水。查万国公海近岸十

里之地 ,即属本国境地。日本既未与通商 ,本不应前

往测量。高丽开炮有因。”⑥日本公使坚持认为 ,日

本舰船有权到朝鲜沿岸测量海礁 ,李鸿章以《万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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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法 》中的领海规定为法律依据 ,予以断然拒绝。

1864年春 ,普鲁士公使乘坐一艘军舰来到中国 ,在

天津大沽口海面遇到三艘丹麦商船 ,予以拿捕作为

捕获品。总理衙门提出抗议 ,主要根据是 ,进行拿捕

的水域是中国“内洋 ”,即指内水 ,应属中国管辖。

总理衙门大臣在致普鲁士公使的照会中声称 ,任何

外国在中国内洋扣留其他国家的船舶是明显对中国

权利的侵犯。同时普鲁士公使的做法 ,也违背了其

签订的国家间的和约。在以国际法原则为依据和清

廷将不接待普鲁士公使的威胁下 ,普鲁士释放了丹

麦商船 ,并赔偿了 1500元。事件得到和平解决。⑦

伴随着东西方列强对我国步步进逼的侵略 ,南

海诸岛的形势顿时紧张起来 ,晚清政府捍卫南海诸

岛主权的斗争从此拉开了帷幕。1902年日本侵占

我东沙群岛东沙岛 ,掠夺那里的磷矿资源。晚清政

府责成广东当局与日本交涉 ,负责收回东沙岛主权。

但是日本驻广东领事百般抵赖 ,不愿将东沙岛交还

中国。为了证明东沙岛属于我国 ,清朝两广总督张

人骏搜集到许多有关东沙群岛属于中国的历史文献

和图籍 ,如王之春的《国图柔远记 》、陈寿彭译的《中

国江海险要图志 》,以及中国和英国出版的一些地

图。⑧其中《中国江海险要图志 》还明确记载 ,蒲拉

他士岛 (即东沙岛 ) ,“中国至此围渔 ,已有年所 ”⑨ ,

并绘有“广东杂澳十三 :蒲拉他士岛 ”⑩图。在与日

本领事交涉时 ,张人骏将历史文献和图籍拿出来 ,日

本领事见状才哑口无言 ,只好承认东沙岛为中国固

有领土 ,将东沙岛归还中国。

在与日本交涉东沙岛之时 ,西沙群岛的主权捍

卫问题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上来。1902年晚清政府

在西沙岛树碑 ,宣示主权。�lv 1909年 4月两广总督

张人骏“特派副将吴敬荣前往勘查 ”�lw 。这次勘查 ,

大致明晰了西沙群岛的主要构成和地理位置的重要

性 ,“该岛共有 15处 ,内分西 (东 )七岛、东 (西 )八

岛 ,其地居琼崖东南 ,适当欧洲来华之要冲。为南洋

第一重门户 ,若任其荒而不治 ,非惟地利之弃 ,甚为

可惜 ,亦非所以重领土而保海权 ”�lx 。同年 5月 ,张

人骏派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广东补用道李哲浚、署赤

溪副将吴敬荣等再次巡视西沙群岛 ,对群岛进行深

入调查。�ly 军舰每到一处皆勒石命名 ,鸣炮升旗 ,重

申中国主权。在这次巡视中 ,随船的测绘委员和海

军测绘学堂学生绘制了西沙群岛总图和西沙各岛的

分图。�lz 清政府在一个月之内 ,两次派水师巡视西沙

群岛 ,宣示主权 ,此举在国际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

响 ,国际社会普遍承认西沙群岛为中国海洋国土 ,各

国航海之书 ,都称其为中国海洋国土 ,普遍认为“帕

拉赛尔群岛 (西沙群岛 )是分散在海南岛南部中国

海上的群岛。”“1909年中国政府把该群岛归于中国

所有 ”。�l{ 中国此举符合当时国际法的有关条款。

《万国公法 》规定 :“自护之权为大。诸国自有之原

权 ,莫要于自护。此为基而其余诸权皆建于其

上。”�l| “自护 ”之权当然就包括运用各种正当手段

捍卫国家主权 ,并为各国所尊重。各国捍卫领土主

权可以包括多种方式 ,其中就有军事巡视。“此权

包含多般。盖凡有所不得已而用以自护者 ,皆属权

之可为也。使其抵敌以自护可为 ,则招军实 ,养水

师 ,筑炮台 ,令庶民皆当兵 ,征赋税以资兵费 ,亦属可

行。故此等自有之权 ,被无他限。”�l} 日法等国对中

国捍卫西沙群岛主权之举给予了承认。日本人下中

弥三郎编《大百科事典 》写道 :“清典 ,为防止这些岛

屿被外国人夺走 ,广东政府曾派员对该岛进行经营

和调查。”�l~ 法国殖民者亦承认 , 1909年 4月 ,中国

派官员到西沙群岛勘探 ,结果发现了丰富的磷矿。

1909年 6月 ,中国又派第二批官员到西沙群岛 ,宣

示主权。�mu

晚清之际 ,国运颓败 ,决定了清政府在维护海疆

主权斗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在这种形势下 ,清朝官

员运用当时的国际法 ,并通过艰苦的实地勘查和多

次走访 ,获得大量史实证据 ,为了捍卫民族利益 ,不

畏强暴 ,理直气壮地与列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

并取得一定成效。这个功绩是不能抹杀的。但是也

应该认识到 ,近代国际法在晚清政府的对外交涉中

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 ,列强只是在考虑到不损害他

们根本利益的情况下才会做出让步 ,因此我们应该

充分地考虑到近代国际法在晚清政府对外交涉过程

中的作用。晚清政府对外关系所适用的规则主要是

不平等条约。�mv

二、晚清政府对国际法的运用

晚清政府运用国际法维护海洋权益虽有成效 ,

但是中国处于强邻四迫之境 ,“虽然公法一书久共

遵守 ,乃仍有不可尽守者。盖国之强弱相等 ,则籍公

法相维持 ,若太强太弱 ,公法未必能行也 ”,“公法仍

凭虚礼 ,强者可执其法以绳人 ,弱国必不免隐忍受屈

也。是固有国者 ,惟有发愤自强 ,方可得公法之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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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积弱不振 ,虽有公法何补哉 ?”�mw因此 ,软弱的晚清

政府还无从谈起充分利用国际法 ,以捍卫本国海洋

权益。但是 ,在西方列强强迫清政府签订的一系列

不平等条约中 ,某些海域条款还是反映了清政府也

在运用国际法来保护本国的利益 ,这些海域观念的

产生有利于维护我国的海洋权益。

首先是“水界 ”区这一概念的产生。“水界 ”区

最早出现在 1899年晚清政府与墨西哥签订的友好

通商条约中。该条约第 11条规定 ,中国和墨西哥

“彼此均以海岸去地三力克 (每力克合中国 10里 )

为水界 ,以退潮为准。界内由本国将海关章程切实

施行 ,并设法巡缉以杜走私、漏税 ”�mx 。所谓“水

界 ”,英文为 " the lim it of their territorialwater"。从其

用语来看 ,水界是指一国管辖海域范围 ,既包括领海

又包括大洋中该国群岛。晚清政府对西沙岛礁、东

沙群岛东沙岛的行政管理就体现了这种思想。下一

事例也是清政府在传统水域进行有效管理的最好例

证 , 1883年荷兰船只在东沙岛搁浅 ,货物被掠 ,荷兰

驻中国大使照会清朝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称 :东沙岛

为中国广东所辖海面 ,根据中荷签订的条约 ,荷兰人

在中国者 ,地方官必加以保护 ,荷船在中国下辖洋面

被劫 ,地方官要设法缉拿 ,荷兰船只在中国搁浅或遭

风收口 ,地方官闻报即当设法照料。�my 这条史料说明

晚清政府自始至终对中国领海及大洋中群岛等历史

水域 ,进行着有效地管理。这还体现在如下几则史

料中 :一则是 1841年的《琼洲府志 》,书中载有清朝

在海南岛南部设崖洲协水师营巡海 ,其所巡洋面 ,

“东自万洲东澳港起 ,西至昌化县四更沙止 ,共巡洋

面一千里 ,南面直接暹逻、占城夷洋 ”�mz 。二则是

1908年的《崖洲志 》,载有崖洲水师巡海范围南达暹

逻 ,占城洋面 ,“崖洲协水师营分管洋面 ,东自万州

东澳港起 ,西至昌化县四更沙止 ,共巡洋面一千里。

南面直接暹逻 ,占城夷洋。西接儋州营洋面 ,东接海

口营洋面 (原注 :府志 ) ”�m{ 。三则是 1889年的《广

东舆地图说 》,载清广东水师巡至“七洲洋 ”,清水师

“每岁例有巡洋 ,东自南澳之东南南彭岛 ,而迄防城

外海之大洲、小洲、老鼠山、九头山 ⋯⋯皆粤境也。

今之海界以琼南为断 ,其外则为七洲洋 ,粤之水师自

此还矣 ”。�m| 这三则史料的记载 ,明确地指出晚清水

师营的巡洋路线大致有两条 :一条是从海南岛东部

的万洲东澳港 ,绕海岛沿海 ,到西部的昌化四更沙

止 ,历程 500公里 ;另一条是直接向南巡洋到越南中

部的占城洋面 ,也就是到达我国南海疆域的西部洋

面。�m} 这种状况反映了清政府考虑到南海诸岛的特

殊地理环境以及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南海诸岛尚未被

开发和利用的情况下 ,在海洋国土的管理上采取了

一种有别于陆疆的管理方式。这种方式符合于当时

海疆国土斗争的需要。

其次是设立渔业区的主张。清政府虽未曾设置

过专署渔区 ,但对政府管辖的渔业的范围是有所界

定的 ,其中就包括我国的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水域。

19世纪末外国渔轮不断侵入我国南海诸岛及其附

近海域从事捕鱼活动 ,直接影响和威胁我国渔民生

计。这与当时的国际法规定不符 ,“各国人民有专

权捕鱼 ,在沿海本国辖内等处 ,他国之民不与焉 ”�m~ 。

“因鉴于渔业关系国防之重要 ”�nu ,晚清有识之士 ,

强烈要求予以阻禁 ,划定渔业管辖范围 ,保护海疆主

权。1904年 3月 ,翰林院修撰张季直 (张骞 )上书清

廷商部 ,提出划定捕鱼区建议 ,并区别近海和远洋 ,

主张“以内外渔界 ,定新旧渔业行渔范围 ”,保护中

国近海“本国自主之权 ”。�nv 晚清政府采纳其主张 ,

采取一定措施制止他国在我国海疆的侵渔行为。当

时 ,清政府曾以巨款收购经常到我国沿海捕鱼的德

国渔轮 ,以制止其侵渔行为。对美国渔轮要求购买

船员食用大米一事 ,亦以离开我国南方的领海捕鱼

为条件 ,才答应限量供应。�nw为了表明中国疆域管辖

的范围 ,彰显捍卫海疆国土的立场。 1902—1903

年 ,清政府为参加当时在意大利米兰市举办的国际

渔业展览会 ,根据张骞的建议 ,指示外务部、广东水

师提督、南北洋海军统领萨镇冰 ,绘制《江海渔界全

图》,认为“非绘成全图 ,不足划清渔界 ,即不足表明

领海 ”。“南洋为重要之区 ,江海各防尤关重要 ,应

将此项图志 ,加以考核 ,准经纬线 ,着色精绘。江海

渔界全图 ,并该书内载中国渔船所到之外 ,地名及注

说明华文 ,兼译英图原下文 ,俾外人明晓 ,趁此会场 ,

得据此表明渔界 ,即可以表明领海主权。”�nx

由上述可见 ,晚清时期政府、民商各界有识之士

的海洋领土主权意识日益增强 ,已经认识到有必要

对邻水进行控制 ,以申国权。他们清醒地看到欧洲

各国 ,“不数十年由三海里渔界拓充至二千五百余

海里 ”。面对这种形势 ,晚清政府认为有必要利用

参加意大利米兰市和美国华盛顿市两次国际渔业展

览会之机 ,通过地图形式向与会各国宣示中国的传

统海域疆界 ,这是有清一代在国际场合明确宣布中

302

列强对南海疆域的侵略与晚清政府的海权维护



© 1994-201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国传统海域疆界绝无仅有的一次。有一点必须明

确 ,晚清政府虽然认为 ,“渔业遂与国家领海主权有

至密之关系 ”,但由于在当时国际范围内对领海主

权的划界、管理等法律还没有形成 ,因此我们也只能

说晚清时期的领海概念是一种正在形成中的海洋国

土主权概念 ,它的作用范围是十分有限的。

最后是“中立区 ”观念的朦胧诞生。中立区内

容 ,清政府虽未曾给以明确界说 ,但在清政府对外公

布的有关法律条文规约中是有所体现的。1904年

日俄战争时 ,清政府颁布了《局外中立条规 》,并发

布过《南洋法律官为日俄战争拟通饰南洋所属各海

关及南洋海军等管训条 》,含糊地规定了“战国不得

阻犯中国作为局外之疆界 ”,并提到“水道辖境 ”、

“辖境水面 ”, �ny 但没有说清楚和界定“水道 ”、“水

面 ”确为何指 ,范围若何 ,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 ,清

政府的管辖水域是历史传统水域 ,当然就包括西沙

群岛和南沙群岛。然而就当时的国际形势而言 ,清

政府对日俄在中国国土肆意开战、荼毒生灵的暴行

于不顾 ,反以公布所谓的“中立区 ”来掩人耳目 ,这

纯属自欺欺人之举。

三、晚清政府维护海权之举的历史思考

晚清政府在国力衰败 ,不能有效地行使国家主

权的情况下 ,通过大量的实地勘察以及合理地运用

国际法 ,在确凿证据的支持下 ,与列强进行了艰苦的

斗争 ,在维护海疆主权的行动中取得了一定意义上

的成功。它鼓舞了中国人民捍卫南海诸岛主权斗争

的信心和勇气 ,揭开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捍卫南海

诸岛主权斗争的序幕。

在对东沙、西沙群岛勘测和调查的过程中 ,晚清

政府不仅对东沙、西沙岛礁分布状况、岛礁上的情况

及附近海域资源有了大致了解 ,更为重要的是对东

沙、西沙群岛重要的地理位置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 ,

并提出了一些宝贵的海防建设思想。例如 ,两广总

督张人骏认为海南岛崖洲所属榆林港和三亚湾与西

沙群岛 ,“相距仅 150多海里 ,旦暮可达 ”,且二港

“山水环抱 ,形势天然 ,地土亦颇饶沃 ,实擅琼崖之

胜 ”,逐决定以此两港作为经营西沙群岛的根据

地。�nz 此后经营西沙群岛的重心便从万洲移到崖洲 ,

崖洲成为群岛有力的后勤和军事保障基地。晚清政

府在收回东沙岛主权、勘察西沙群岛之后 ,就采取各

种措施来加强对南海诸岛的开发和建设。这不仅仅

是为了经济目的 ,更重要的是为了防止外人觊觎和

维护国家领土主权。1909年筹办西沙岛事务处官

员在给张人骏的禀报中将此说得很明白 :西沙各岛

“居琼崖之东南 ,适当欧洲来华之要冲 ,为中国南洋

第一重门户 ,如不及时经营 ,适足启外人觊觎之心 ,

损失海权 ,酿成交涉 ,东沙之事 ,前车可鉴 ”�n{ 。

晚清时期在南海问题留下的教训 ,也是发人深

省的 ,面对当代的国际环境 ,尤其应当予以实事求是

的总结 :首先 ,受“重陆轻海 ”观念的影响 ,古籍记载

的南海诸岛 ,显得颇不具体 ,当中国主权受到侵犯

时 ,官方对南海诸岛所知甚少。在与列强交涉过程

中 ,不得不以外文图和外语译名为依据 ,局面十分被

动。张人骏深切体会到了其中的痛楚 :“中国志书 ,

只详陆地之事 ,而海中各岛 ,素多疏略 ”,“我国舆地

学详于陆而略于海 ,偏于考据方向远近 ,向少实在测

量 ,记载多涉疏漏。沿海岛屿 ,往往只有土名 ,而未

详记图志。欲指天度为言 ,旧书无考。所恃者 ,仍是

英国海图 ”�n| 。1909年李准巡视西沙群岛 ,为 15座

岛屿命名并测成海图 ,因而显得更加可贵。但这还

只是局部的测绘与命名。人们开发海洋的意识和技

术手段都很有限。其次 ,尽管在维权斗争中 ,东西方

列强对中国南海诸岛的贪欲暂时被打下去了 ,但是

由于中国海军力量薄弱 ,导致东西方列强在远东进

行殖民扩张时 ,对中国南海诸岛的重要战略地理位

置越来越看中 ,并企图居为已有。20世纪 30年代

法国欲占领西沙群岛为军事基地 ,其最有代表性的

言论是 ,“西沙群岛地位之重要 ,实无法可以否认 ,

一旦有警 ,如该地竟为他国所占 ,则对于越南之完整

与防卫 ,将有绝大之威胁。群岛之情势 ,不啻为海南

岛之延长 ,四面环海 ,不乏良港 ,敌人如在此间设立

强固之海军根据地 ,将无法可以破之 ,潜艇一队 ,留

驻于此 ,不特可以封锁越南最重要之会安海港 ,而东

京海上之交通 ,将完全为之断绝 ”�n} 。

上述历史经验教训 ,对于现代中国海疆建设具

有深刻启迪。中国海军的发展滞后和南沙海域的少

有存在 ,诱发了周边国家不断非法占据南沙岛礁。

中国海权 ,是一种隶属于中国主权的海洋权利而非

海洋权力 ,更非海上霸权。“但在当今的世界上 ,光

有法律而没有力量就得不到公正。”�n~ 要使南沙海域

属于中国的海洋权利属于中国 ,中国就必须拥有强

大的海上力量。这是中国海权实践的重要内容 ,但

这只是维护中国的主权及其相关的海洋权利 ,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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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些地区的海上利益的海上保护力量的实践 ,而

不是追求霸权意义的海洋权力的实践。无论从历史

还是从现实 ,武力所及才能确保领土安全。从这个

意义上说 ,目前的中国海权是目的和手段的统一。�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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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届国际汉字研讨会在北京举行

　　2007年 10月 30日至 31日第八届国际汉字研讨会在北京举行。来自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内地和台

湾地区的专家学者近 70人出席了会议。这次研讨会由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国家汉语国际推广

领导小组办公室主办 ,中国传媒大学承办 ,安徽大学、中国文字协会协办。教育部副部长、国家语委主任

赵沁平发表了书面讲话。赵沁平指出 ,汉字为华夏文明的传承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汉字为以汉字作

为语言载体的国家 (地区 )的文化发展与文明传承做出了积极贡献 ,也为这些国家 (地区 )之间密切的文

化交流发挥了重要作用。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内地和台湾地区的专家学者为逐步实现各国 (地区 )的汉

字统一与顺利转换 ,为在国际化背景下推进汉字的标准化做了大量积极有益的研究与探索。与会代表、

专家学者围绕对国际汉字研讨会主旨与任务的认识、各国家 (地区 )在汉字政策方面和汉字信息处理方

面的新进展、各国家 (地区 )汉字文化研究情况以及汉字的国际传播等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这次会议

进一步明确了国际汉字研讨会的主旨与任务 ,即国际汉字研讨会应成为沟通各使用汉字的国家 (地区 )

汉字应用研究的桥梁 ,为各使用汉字的国家 (地区 )提供交流和研究的平台。通过会议渠道 ,各使用汉

字的国家 (地区 )可以交流汉字在使用中遇到的问题 ,展开合作研究 ,提出解决办法 ,从而为汉字的国际

化、标准化服务。 (采 　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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