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代中国政府和人民维护

南海诸岛主权概论

吕一燃

　　南海诸岛指的是我国的东沙群岛、西沙群岛、南沙群岛和中沙

群岛。南沙群岛岛礁最多,分布海域也最广,西沙群岛次之,东沙群

岛又次之,中沙群岛实际上是未露出水面的暗礁。这些群岛是中国

的固有领土, 千百年来,中国人民世世代代在这里从事和平的生产

劳动, 从未受到外来的侵扰。但从 20世纪初年起,情况发生了变

化,这里丰富的资源,及其地处欧亚交通要冲和在军事上的重要价

值,曾使一些贪婪的外国商人和外国政府为之垂涎。他们或者侵入

中国这些群岛掠夺资源,或者企图把它据为己有,利用各种借口挑

起领土争端。在这种形势下,中国政府和人民曾同入侵者进行了针

锋相对的斗争, 并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来加强南海诸岛的政治、军

事、经济建设,为维护国家的领土主权,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兹

分述如下。

一、反对日本侵占东沙群岛的斗争

　　东沙群岛,是南海四组群岛中最靠近大陆的一组岛礁。东沙群

岛的主岛东沙岛面积约 1. 8平方公里, 与西沙群岛中的永兴岛面

积相仿,是南海诸岛中最大的岛屿之一。东沙群岛北距广东汕头约

168海里, 西北距香港约 169 海里, 东北距台湾约 240海里,东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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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菲律宾马尼拉约 430海里。

　　东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资源丰富,有鸟粪层(也称磷酸矿)、各

种鱼类、玳瑁、海人草和胶菜等。早在晋代就有中国渔民在此捕鱼

和捞取珊瑚。¹到了 20世纪初年,中国沿海渔民“来往广东惠州属

岛之东沙地方,捕鱼为业,已阅数百年”º。东沙群岛成为中国南海

渔业要区, “沿海渔船及闽粤渔户到此捕鱼, 每年匀计, 不下数百

艘”»。为了晒胶菜和海产的需要, 1899年广安祥渔船股东在这里

建起一个长 28丈,阔 4. 8丈的木棚, 造价白银 4000多元。中国渔

民在开发经营东沙岛的过程中, 曾付出巨大的代价, 有不少渔民死

在岛上,并安葬于此。仅同安祥号和广安祥号渔船渔民,“自同治十

二年 [ 1873年]起, 至光绪三十三年[ 1907年]七月止, 共死各伴

132人,均在岛上安葬,其死者之姓名年月用簿注明”¼。岛上还有

祀奉死者的“兄弟所”, 即“祠堂”。为了祈求平安,渔民们还在岛上

建有祀奉海神的天后庙,也称大王庙, 因该庙祀奉天后和大王神。

1898年渔民曾捐款重修此庙。中国渔民世世代代开发经营的东沙

岛,清代属广东惠州管辖。

　　20世纪初, 东沙群岛的丰富资源, 勾起了一个富有冒险精神

和殖民野心的日本商人的贪婪。此人名叫西泽吉次。1901年西泽

从一位航海者口中偶然获悉该岛盛产含有磷质的矿沙, 便千方百

计想把它占为己有。如果说,西泽知道此岛是出于偶然,那么, 他企

图占有此岛则是与当时日本向外侵略扩张的历史背景相联系的。

19世纪末 20世纪初, 日本为了扩张领土和开拓殖民地,曾发动两

次战争, 即1894年的中日战争和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通过

这两次战争, 日本夺取了中国的台湾, 迫使俄国割让库页岛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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¼ 《西沙岛东沙岛成案汇编·东沙岛成案汇编》,第 66页。

《大东沙岛》,《地学杂志》宣统二年( 1910年)第 3号。

陈天锡:《西沙岛东沙岛成案汇编·东沙岛成案汇编》, 商务印书馆 1928年版,第

22页。

(晋)裴渊:《广州记》,见《太平寰宇记》卷一五六,清嘉庆年间刻本。



并把朝鲜变为它的殖民地。这样的历史背景,培育了西泽吉次向外

扩张掠夺的野心。他经过几年准备之后,便于 1907年带领 200多

人入侵东沙岛,动用刀枪,驱逐在这里捕鱼的中国渔船, 拆毁岛上

的天后庙,将岛上中国“坟 百余座用铁器掘开,取出各骸骨”,“进

行焚化,推入水中”。¹ 日本人强占东沙岛后,在岛上建筑码头和小

铁路, 肆意掠夺该岛资源,用轮船装载磷质矿沙和海产, 源源运回

日本。西泽吉次还在东沙岛上悬挂日本旗,并把东沙岛改名为“西

泽岛”, 把东沙礁改名为“西泽礁”,企图把它据为己有。

　　西泽吉次对东沙群岛的侵占和对该岛资源的掠夺, 揭开了外

国染指中国南海诸岛的序幕。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南海海岛维

护国家领土主权的斗争,也就从此开始。

　　当时,全国报刊纷纷发表日人侵占东沙的消息和评论,一致谴

责西泽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迫害中国渔民的行为。中国渔民为维

护国家领土主权和合法的劳动生产权利, 也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

不屈的斗争。例如中国新泗和号渔船,船伙23人,该船原有渔扒多

只,皆被日人占去, 但他们不畏强暴,任凭日人如何“斥逐该船离

岛”,从船主到渔民,都不为所动。新泗和渔船东家梁应元在向政府

控诉日人侵占东沙岛迫害中国渔民的禀文中说:“商等因念此岛向

隶我国版图, 渔民等均历代在此捕鱼为业, 安常习故,数百余年。今

日反客为主, 商等骤失常业,血本无归, 故难隐忍, 而海权失落,国

体攸关,以故未肯轻易离去”。º 渔商和渔民们维护国家领土主权

的爱国行动, 得到了来这里调查日人侵占东沙岛情形的广东官员

们的赞扬和支持。官员们给渔民一面中国旗帜, 并嘱咐他们坚持在

这里捕鱼,不要理睬日人的无理要求。渔民们深受鼓舞, 立即将旗

帜悬挂在船上,决心与入侵者斗争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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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清政府的封疆大吏中,第一个起来反对日本人侵占东沙群

岛、捍卫国家领土主权的是两江总督端方,他致电清政府外务部,

说西泽占领我国南海海岛,“该岛为我属地”¹,希望外务部迅速查

办此事。随后他又从图籍中查明,此岛是广东第十三澳。因此他在

给两广总督张人骏的电文中强调指出:此岛“确是中国之地,不可

置之不问”º。张人骏一面派人搜集有关东沙岛的文字资料,一面

请海军派遣军舰前往东沙岛调查日人侵占的确实情形, 然后同日

本进行交涉。

　　1909 年 3月 17日, 张人骏照会日本驻广州领事赖川浅之进

说,东沙岛“系属广东之地, 近有贵国商人,在该处雇工采磷,擅自

经营,系属不合,应请贵领事馆谕令该商即行撤退,查明办理, 以纫

睦谊”»。3月 21日, 日本领事答复说,该岛原不属日, 日本政府亦

无占领之意,但日本认为该岛是“无主荒岛”,“倘中国认该岛为辖

境,须有地方志书及该岛归何官何营管辖确据”¼。张人骏驳斥说:

“东沙系粤辖境,闽粤渔船前往捕鱼停泊,历有年所, 岛上建有海神

庙一座,为渔民屯粮聚集之处,西泽到后将庙拆毁,基石虽被挪移,

而挪去石块及庙宇原地尚可指出, 该岛为粤辖,此为最确证据,岂

能谓为无主荒境”½。但日方坚持说: “倘清国有该岛实属清国之确

证,则日本政府必当承认其领土权”¾。也就是说,日本政府认为中

国渔民经营东沙群岛的事实是不屑一顾的。对此,张人骏气愤地

说:“夫日商西泽, 不过以个人营业,其情只等于我粤渔民前往建庙

屯粮之举。岂有该岛先已发见于我华人者不足据,数百十年后一日

本商人以无理侵夺,驱华民而据之,彼政府未前知,彼领事未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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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可认为发现该岛之哥伦布, 欲取我国归辖之境,列为无属荒区

乎”¹。

　　为了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张人骏等清朝官员努力搜求有关东

沙群岛属于中国的历史文献记载和地图,发现王之春的《国朝柔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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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记载此岛属广东省管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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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º。并绘有

“广东杂澳十三:蒲拉他士岛”图。» 中国领土不能任人侵占,张人

骏明确指出, 西泽擅自到东沙经营,拆毁中国庙宇,驱逐中国渔船,

纯粹是侵夺行为。因此他电请外务部令驻日公使向日本外务省交

涉,要求饬令西泽撤出东沙岛, 并赔偿拆毁中国庙宇、驱逐中国渔

船和私运磷质矿沙出境给中国带来的各项损失。

　　1909年 3月 29日,张人骏在和日本领事谈判时,把记载东沙

岛属于中国的图籍展现在日本领事面前。直到这时, 日本领事才透

露其政府有意承认东沙群岛属于中国。经过多次谈判,双方拟定了

一个关于东沙岛归还中国的条款,其主要内容是:西泽撤出东沙

岛;中国以 16万元收买西泽在东沙岛上的一切设施;西泽向中国

交回 3万元, 作为纳税和赔偿毁庙和驱逐渔民所造成的损失。10

月 11日, 两广总督袁树勋和日本驻广州领事在条款上签字盖印。

11月 19日, 清方代表补用知府蔡康在东沙岛举行接收典礼,由广

海兵舰鸣炮 21响,以申庆贺。日本政府派驻广州副领事掘义贵参

加接收典礼。中日关于日商侵占中国东沙群岛的交涉,至此便告结

束。

　　中日关于东沙群岛的交涉,是衰弱的清国与强横的日本国之

间的交涉。国力是外交的后盾,国力的差距决定了清政府在交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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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利地位。在这种形势下,两广总督张人骏等,为捍卫国家领土

主权, 不畏强暴, 理直气壮地与日本政府进行了艰苦的斗争,终于

使日本政府不得不承认东沙群岛属于中国的事实。这是他们对祖

国和民族的贡献。

二、设立筹办西沙岛事务处,

派遣官兵巡视西沙,重申主权

　　日人侵占东沙群岛事件,无疑给清政府官员敲了警钟,使他们

认识到,如果再不重视海中属岛,就难保不启外人觊觎之心,东沙

之事, 可能重演。为此, 1909年 4月,两广总督张人骏在向日本交

涉归还东沙岛的同时, 便派遣副将吴敬荣等人前往西沙勘查。关于

吴敬荣勘查西沙群岛的情形,在现存的历史档案中, 已经找不到详

细的记录。但从两广总督张人骏的奏折中, 还可以看出这次勘查的

结果及其所起的积极作用。张人骏写道:“副将吴敬荣等, 勘得该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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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¹。就在这“重领

土”、“保海权”的爱国思想指导下,张人骏下令设立了筹办西沙岛

事务处,委派广东咨议局筹办处总办直隶热河道王秉恩、广东补用

道李哲浚,共同筹办西沙事宜。其后被委派同王、李共同办理西沙

岛事务的还有广东布政使胡湘林、沈增植和盐运使丁乃扬。张人骏

委派省里这些高官办理西沙事务, 反映出他对西沙群岛的高度重

视,和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决心。

　　筹办西沙岛事务处成立之后, 即积极筹备西沙群岛应行办理

的事宜,拟定了《复勘西沙岛入手办法大纲》,呈请两广总督张人骏

裁夺。该大纲主要内容是: 一、测绘各岛。对西沙群岛各岛的经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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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地势、广袤、面积、内外沙线、水泥深浅、明暗礁石、潮水涨落,以

及四季风候、各岛出入所经航路、各岛之间距离, 逐一详细履勘实

测,并绘制地图。二、勘定各岛, 择其相宜, 修造厂屋,并筑马路、安

活铁轨,以资利运。三、勘察磷质矿藏,采取各岛鸟粪矿沙,分别化

验,以定优劣,为开采作准备。四、勘察海底资源,采取海底珊瑚和

各种海石。五、勘察海产资源, 采取玳瑁、龟、蚌及各种鱼类。六、察

验土性,以备种植。¹

　　张人骏采纳了筹办西沙岛事务处的建议,派水师提督李准、广

东补用道李哲浚、署赤溪协副将吴敬荣等巡视西沙群岛, 并对该群

岛进行深入的考察。1909年 5月 19日,李准、李哲浚等率领官兵

和测绘员、化验师、无线电工程师、军医、摄影人员、木工、泥水工等

共 170余人,分乘伏波、琛航、广金三艘兵舰,从广州出发, 6 月 5

日抵达西沙, 在考察了罗拔岛(甘泉岛)等大小岛屿 15处之后,于

6月 8日返回广州。

　　李准、李哲浚等巡视和考察西沙,主要做了以下几件事。(一)

巡视各岛,对其地理形势、物产资源、有无泉水等逐一考察,并提出

开发西沙群岛的建议。(二)在主岛上,举行隆重仪式,悬挂清国国

旗,鸣炮 21响, 重申领土主权。(三)测绘委员和海军测绘学堂学生

按照原订计划,绘制了西沙群岛总图和西沙各岛分图。

　　李准、李哲浚等除了完成上述各项任务外, 还为西沙东七岛和

西八岛重新命名。关于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各岛的名称,明、清以

来海南岛渔民世代相传航行南中国海的《更路簿》已有详细的记

载,但作为官方的正式命名,这还是第一次。这次命名的主要特点

之一是去掉西方殖民者强加给西沙群岛一些岛屿的名称。例如我

国渔民所称的猫兴岛(吧兴岛) ,西人把它叫做林康岛( L incoln Is-

land) ,因林康是西人姓名,所以这次把它改为“东岛”,以此岛在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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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之东也。¹这次给各岛所取的新名,都有一定的含义,如珊瑚岛、

金银岛,以其出产而名之;甘泉岛, 以该岛有泉水; 天文岛, 以此次

在西沙进行天文测量; 琛航岛、广金岛、伏波岛, 则取名于此次前往

西沙之军舰琛航号、广金号、伏波号, 是带有纪念意义的。º给西沙

群岛各岛所取的这些名称, 大多一直沿用至今, 没有改变。

　　清政府派水师提督李准等官兵巡视西沙群岛,重申主权, 在国

际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其中最重要之点是国际上承认中国在

西沙群岛的领土主权。“其后航海各书,称其地为中国领土”»。日

人高桥春吉等在《帕拉塞尔群岛磷矿调查报告》中说:“帕拉塞尔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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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¼。日本下中弥三郎编《大百科事

典》也写道: “清末,为了防止这些岛屿被外国夺走,广东政府曾派

员对该岛进行经营和调查”½。1921年,法国印度支那总督府政务

和土著局的公函中也说:

　　1907年, 日本人对东沙表示绝望之后, 广东总督就

对这个天国的沿海岛屿重申拥有权, 其中包括帕拉塞尔

群岛[西沙群岛]。1909年 4月,中国派了官员到那里进

行勘探, 结果自吹发现了丰富的磷矿, 并认为有开采的可

能性。1909年 6月, 派第二批官方人员到岛上。他们在其

中两个主岛上隆重地升起中国旗,并鸣炮21响。这样,他

们就代表了自己的政府确立了对整个帕拉塞尔的占

领。¾

法国人在这里用“占领”二字是极不确切的, 因为西沙群岛本来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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¾ 《我国南海诸岛史料汇编》,第 538页。

《我国南海诸岛史料汇编》,第 572页。

韩振华主编:《我国南海诸岛史料汇编》,东方出版社 1988年版,第 571页。

《行政院长谭延 呈国民政府主席蒋文》( 1930年 7月 10日) ,未刊原件,广州中山

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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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国的领土, 李准等清朝官兵的巡视, 不是“占领”,而是重申固

有的领土主权。

　　清政府派李准等官兵巡视西沙群岛、重申领土主权的另一个

影响是:外国商人此后不能再无所顾忌地侵入这些岛屿及其海域

掠夺海产资源及磷质矿沙。例如日本商人对西沙群岛丰富的磷质

资源早已垂涎欲滴,但由于他们已明了西沙群岛是中国领土, 所以

他们除了偷采而外,只能采取与中国商人相勾结的办法, 由中国商

人出面向中国政府申请开采权,而后他们则暗中与中国商人缔结

合作开采的契约。如日本平田末治等人的南兴公司与广东商人何

瑞年等人的广东琼崖西沙群岛实业无限公司的关系就是这样。平

田末治原先是请住在香港的广东香山县商人梁国之出面向广东省

政府申请西沙群岛磷质矿和渔业的开采权。梁国之在向省政府申

请时说自筹资本 30万元,请政府发给开采怕卤斯里群岛磷矿和渔

业的执照。省府有意批准梁国之的申请,嗣经查明, 怕卤斯里群岛

就是西沙群岛,已经由军政府内务部咨陈政务会议决议由香山县

商人何瑞年前往查勘筹办, 并已由广东省政府发了执照。所以,梁

国之的申请没有成功。其后经过日本驻广东总领事的牵线,平田末

治勾结上何瑞年, 与何签订合作开采西沙群岛磷矿的合同。关于此

事,日本小火田政一记载说:

　　平田氏于大正十一年, 曾由梁国之转向广东政府请

求,想欲取得各该岛的采矿权,虽极努力,终于不成。嗣后

有何瑞年氏与邦人涩谷刚氏意气投合,乃由广东总领事

藤田荣助氏及何氏顾问杉山常高氏斡旋,使何氏与平田

氏成立共同采矿契约。见证人为藤田总领事。由是经过

二年间继续采掘, 对于业务终遭失败, 复以何氏不能照缴

税款, [台湾总督府专卖局局长]池田氏又推荐枥木县议

员齐藤藤四郎为继续者,至大正十三年三月平田氏引退,

同时以齐藤氏代之,乃着手采矿。十四年五月何氏与齐藤

氏之间成立采矿契约,见证人为广东总领事馆清水副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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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昭和三年一月, 何瑞年氏对齐藤氏宣言, 根据

该契约第五条、第十条, 所订约应予取消,并以电报及挂

号函通知藤田氏, 说明契约业已解除。¹

　　上述事例说明, 李准巡视西沙群岛,重申领土主权, 这对于世

界各国更进一步明了该群岛之主权属于中国,是起了不可忽视的

作用的。张人骏、李准等维护国家领土主权之功是永不可没的。

三、巩固东沙、西沙群岛主权的措施

　　从清朝末年起,到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占领南海诸岛止,在

这 30年中,清政府和民国政府曾采取不少措施,来巩固东沙、西沙

群岛的主权, 以杜外人的觊觎。其中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加强东沙、西沙群岛的政治军事管理

　　清政府收回东沙群岛后,如何加强对该群岛的管理?这是广东

省官员早就考虑到的问题。在委派候补知府蔡康前往接收东沙群

岛时, 清政府广东当局就已经决定:“派委营弁,酌带勇丁, 随同蔡

守前往东沙岛,以资驻守”º。蔡康接收东沙岛后,便遴派带往之司

事 2人,护勇4人驻守该岛。并向两广总督袁树勋上了一个经营东

沙群岛的条陈,建议“每月派拨兵轮巡视一次,以备不虞”»。在其

所拟的招商承办开采东沙岛资源的说贴中, 更进一步提出:“由粤

派勇一旗,常驻该岛,并随时派拨兵轮前往巡视以示保护”¼。1910

年 7月, 清政府为了加强东沙岛的管理, 在行政建制上设立了“管

理东沙岛委员”,负责管理东沙岛事务,任命蔡康为委员, 并刊发关

防一颗,文曰:“办理东沙岛委员之关防”。同时增加了驻守东沙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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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员。蔡康去任后,洪念宗继任管理东沙岛委员之职。1911年洪

念宗报告该岛的管理情况时写道:“广东东沙岛原系为广东劝业衙

门主司所管, 向派委员一名,管理该岛事务。又管工一名, 勇目一

名,医生一名,护勇十三名, 看守东沙岛上物业。每月由该管理东沙

岛委员禀知劝业道,行文知会水师军门李[广东水师提督李准] ,饬

派广海兵船前往载运粮食赴岛, 以应驻岛人员之需用”¹。其实,由

水师提督派军舰到东沙岛, 除了运载粮食以应岛上人员之所需外,

还有另一层重要用意, 即“巡视东沙一带洋面, 为保护领土起

见”º。清政府采取以上这些措施,从而结束了以往东沙群岛没有

官兵驻守的局面。

　　中华民国成立后, 广东省政府依然重视东沙群岛的管理。1913

年,广东实业司司长关景 以东沙岛开办实业, 要求警察厅派警察

到岛,以资防卫。警察厅当即选派警长1名,警察 10名,伙夫 2名,

进驻该岛,开创了我国警察驻守该岛的先河。当时这里卫生条件极

差,生活环境恶劣,染病死亡之事常有发生,这些警察不畏艰险,坚

守在祖国的海岛上, 并且“异常称职”», 有的还献出了自己的生

命。

　　1935年春,广东省建设厅农林局提出加强东沙群岛管理, “以

辟富源而维国土”的建议,经省政府批准,设立了“东沙岛海产管理

处”,任命梁权为管理处主任¼。同年 3月, 梁权和第一集团军总司

令部参谋林冠英、海军司令部参谋胡应球等率领员工前往东沙群

岛巡视,回来后建议按照当时国际惯例把东沙群岛领海权定为 12

海里。同时将“东沙岛海产管理处”改名为“东沙群岛管理处”,“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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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行政上之设置, 以杜外人借口”¹。经广东省建设厅呈请广东省

政府审核,“俯准照办”º。

　　至于西沙群岛,它原属海南岛万州(今万宁县)管辖, 1909年,

两广总督张人骏接受日人入侵东沙群岛的教训, 为维护国家领土

主权, 锐意经营西沙,设立了“筹办西沙岛事务处”,统理筹划经营

西沙一切事务。该处考虑到:“西沙各岛孤悬海外,既无淡水, 又无

粮食, 轮船并无避风之所, 必择一妥近之地,借资接应”»。经过一

番调查研究之后,广东官员选择了海南岛南端崖州所属榆林港和

三亚港为经营西沙群岛的根据地。因为榆林港和三亚港距西沙较

近,“相距仅 150多海里,旦暮可达”,而且此二港“山水环抱,形势

天然,地土亦颇饶沃,实擅琼崖之胜”。所以决定以此两港为经营西

沙群岛的根据地。¼此后,经营西沙群岛的重心便从万州转移到了

崖州。1921年 3月,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华民国军政府正式决定将

西沙群岛划归广东省崖县(即崖州)管辖,并由内政部咨行广东省

政府遵照执行。½ 3月 30日,广东省政府以指令的形式,公布了这

一决定。

　　中国政府加强管理东沙、西沙群岛的另一措施是宣布东沙群

岛和西沙群岛为海军军事区域, 归海军全国海岸巡防处管理。

　　1925 年, 海军部为了加强对东沙岛的管理, 提出了把东沙岛

划作海军军事区域, 归海军管辖的建议,呈请北洋政府审批,经国

务会议议决照办。北洋政府为此发布通告, 宣示中外,并规定“沿岛

堤岸外以三海里为领海防线, 界内无论何国船只,不得停留或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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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权:《东沙群岛开发计划书》( 1935年 5月) ,未刊原件,广州中山图书馆。



泊”¹。1926年 2月,全国海岸巡防处接到了海军部的指令后, 也在

报上刊登通告说:“照得海军为南洋航海公安,在东沙岛设有海军

观象台、海军无线电台、求向器和灯塔,乃海军军事区域, 所有岛中

一切行政权限,应由本处遵令办理”º。

　　1926 年 4月,海军部以西沙群岛与东沙群岛同为海南要区,

应援案将西沙群岛定为海军军事区域,经提呈北洋政府备案, 并由

北洋政府通告中外知悉。»

　　由于西沙群岛、东沙群岛为广东属境, 行政上是广东省管辖区

域,所以在其定为海军军事区域之后,关于该群岛的开发和招商经

营等事,仍归广东省政府管理。

　　(二)加强东沙、西沙群岛的经济开发

　　从古代很早时起,我国渔民就以自己的辛勤劳动开发了南海

诸岛。他们在这里建造房屋、庙宇,开凿水井,种植椰树和其他农作

物,并以此为依托,进行广泛的渔业生产劳动,把南海诸岛建成为

我国闽粤渔民的渔业生产基地。其荜路蓝缕之功是永垂青史的。到

了 20世纪初,中国人民对南海诸岛的开发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

段。其特点是:在保留传统的民间渔业生产的基础上,由官方控制

对其磷质矿和其他水产资源进行有计划的开发, 这种开发不仅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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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一点, 1909年筹办西沙岛事务处官员在给两广总督

张人骏的禀报中就已经说得很明白, 他们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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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¼。因此必须及时开采西沙岛磷质矿沙,讲畜牧, 兴树艺,“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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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远之谋”¹,明确地把开发西沙群岛和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紧密地

联系起来。两广总督张人骏采纳了筹办处的建议,他在筹办东、西

沙各岛事宜的奏折中也说:“臣惟西[沙]岛之开办, 既以杜外患而

固吾圉,亦以裕国用而厚民生。今已一再勘明,自应及时区画”。

“俟东沙收回后,亦即一并筹办”º。不久,张人骏卸去两广总督之

职,开发东沙、西沙群岛的计划, 也就只能由他人去实现了。兹分述

如次。

　　1、加强东沙群岛的经济开发

　　1909年 11月,清政府收回东沙群岛后,广东官员对开发东沙

群岛资源表现出极大的积极性,候补知府蔡康在其接收东沙群岛

的禀报中,就提出一个开发东沙群岛的计划,其中包括招工开采磷

质矿,采取玳瑁、螺壳,以及招商承办渔业等。1910年 7月,两广总

督袁树勋任命蔡康为管理东沙岛委员。7月 29日蔡康率领司事、

总技司、工匠等共 62人,乘广海号兵舰取道香港,于 8月 2日抵达

东沙岛。蔡康“随偕技师遍阅岛中磷质,逐一化验,指定界址, 督工

采挖”»。并在香港康乐道设立“东沙岛磷质及土产销售处”,以为

办理销售及转运之所。后因矿沙销售困难,只开采了 3个月, 就宣

布停工。1911年 3月和 7月, 经过日本驻广州总领事濑川浅之进

的介绍,广东劝业道陈望曾和管理东沙岛委员洪念宗等同日本大

泽商会总理森田金藏等先后签定了《代雇工采取东沙岛螺壳及承

售办法合同》和《代售东沙岛水产物办法条款》, 由大泽商会代雇琉

球潜水员至东沙岛附近捞取螺壳和其他水产。每百斤螺壳,日本大

泽商会付给中国官方 10元港币,其他水产品出售,中方得售出金

额之六成,日方得四成。到了同年8月,中日双方都觉得无利可图,

自愿停办。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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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民国成立后,广东军政府实业司为维护东沙岛主权, 于

1912年 2月即发出通告, 招商经营东沙渔业,兼任守岛之责,政府

分文不取。香山县叶养珍、杨志业等立即响应,认为“保守海权政

策,实无过于斯”。他们不仅要经营渔业, 而且要“将该岛渔业、盐

业、磷矿及岛中所有利权,一律承办”¹。广东省实业司基本同意他

们的申请,只因食盐乃国家专利商品,不准运出岛外销售,以此,叶

养珍试办东沙岛渔业、盐业、磷质矿的计划未能成为事实。

　　1912年 12月,南洋华侨商人陈武烈申请开采东沙岛磷质矿,

拟集股 300万元至 500万元,创立有限公司,并愿每年向政府缴纳

税款。实业司照准立案, 广东都督胡汉民指令嘉勉。陈武烈经营东

沙岛磷矿时, 广东省政府警察厅曾派警察驻岛保卫。º

　　1918年, 商人刘兆铭筹集资本 10万元,申请开采东沙岛磷酸

矿,并缴保证金 2万元,经广东省财政厅批准,发给开采执照。»

　　1926年, 福建闽南造林公司总理周骏烈鉴于日本人每年前来

东沙岛偷采一种名为海人草的药用植物,有损主权, 因而向广东省

实业厅申请经营东沙岛海人草, “以辟利源,而保主权”。经厅长李

禄核明批准,发给开采执照。海人草, 又名鹧古鸟菜,为松节藻科植

物,生长于东沙岛海域 2—7米深处的珊瑚碎块上,是一种药用藻

类,含有驱蛔虫的有效成份,在香港、日本和德国都非常畅销。

　　1926年 11月,广东志昌行以缴费 6万元, 向海军部全国海岸

巡防处申请承办东沙岛海人草,期限 5年。由巡防处处长许继祥呈

请海军部立案。1927年 1月,由东沙岛管理员许庆文发给执照,并

先收费 3. 5万元。志昌行拿到执照后,即勾结日本商人松下嘉一郎

经营海人草及其他海产。广东省政府得知此事后,即咨行海军部令

海岸巡防处撤销志昌行执照,命日人撤离东沙岛,以维护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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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7年, 广东省实业厅批准中山县商人陈荷朝开采东沙岛云

母壳等水产和海人草, 期限 10年。陈荷朝所办公司名为东沙岛海

产有限公司, 公司代理人为冯德安。陈荷朝采取东沙岛云母壳等水

产的主要目的之一,也是为了维护国家权益,他在给实业厅呈文中

说:“窃商现查东沙岛海内, 出产云母壳等水产极多, 向被日本盗

采,至利权外溢, 诚属痛心”。“今商拟谋发展国权实业, 挽回权利

计,现由商自备资本二万元,置用大电船四只,前赴东沙岛采取云

母壳等水产,以振兴我省实业, 而免国权丧失,利权外溢”¹。该公

司开采权曾一度被广东省政府撤销, 但不久又批准由冯德安承办。

冯德安经营东沙岛海产,一直到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占东沙岛时

才被迫停止。

　　东沙群岛的开发并非一帆风顺,其困难主要是来自日本人历

年对该处海产的盗采。为了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产资源不被掠

夺,中国政府和开发东沙群岛的商人曾同日本盗采者进行了一系

列的斗争。

　　1924 年, 海军部全国海岸巡防处官兵巡视海疆时,在东沙岛

发现有日本渔船 1只,日人石丸庄助等 30多人, 在该处捕鱼和晒

制螺肉、石花,有的正在捆装待运。海军部即咨请外交部对日进行

严重交涉,“以杜侵越, 而保主权”º。10月 13日, 外交部照会日本

驻华公使,声明东沙岛“为中国领土, 即与内地一律, 不能任外国人

民前往从事渔业”,希望日本政府“转令该日本渔人速即退出该岛,

嗣后严禁沿海渔民勿得再行越界捕鱼,以免发生纠葛”»。1925年

6月和 9月, 日本驻华公使先后照会中国外交部, 说日本官厅“业

经饬知该营业者, 禁止在该处捕鱼”¼。“对于石丸庄助等, 已查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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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部照会, 令饬其从今以后勿得再到东沙岛,此后更严加取缔”¹。

这是民国期间中国政府关于日人盗取东沙岛海产而向日本政府进

行的首次交涉。此时日本政府似尚不愿为此事影响中日邦交, 所以

交涉进行比较顺利,结果也比较令人满意。

　　1930 年 4月 29日, 东沙岛监察员张杰山和东沙岛海产公司

代理人冯德安抵达东沙岛, 发现有 4艘日船在该处盗取海产, 其中

两般一见张杰山船到,即满载海产逃遁,张杰山向前追截, 急遽间

船驶过度,搁浅损伤,致未能将该日船截获。其留岛两艘日船, 一名

日成丸,一名宝丸,共有日人百余人。张杰山等据理与之交涉, 并将

日人盗取海产情况电告广东省建设厅厅长邓彦华。邓彦华即要求

日本驻广州总领事撤回日本渔船。几经交涉,岛上日人同意停工离

岛,并签具结一纸为据。º当时, 《民国日报》、《市政时报》和广州其

他各报也纷纷登载揭露日人盗采东沙岛海产的报道,捍卫自己的

国家主权。日本驻广州总领事须磨弥吉被迫致函广东建设厅厅长

邓彦华说:“关于此事, 迭准贵厅来函,请求设法着令该渔夫等离岛

在案。本总领事亦经向有关系各方面交涉, 结果已令该渔夫等离岛

回国”。但同时他要求“此后对于此项新闻,禁止登载于报端, 以重

睦谊”»。把中国人民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正义行为,视为不重“睦

谊”的表现,真是岂有此理!

　　此后,随着日本政府先占满蒙而后占领全中国的侵华政策的

积极推行,日人盗采东沙群岛海产的活动也就日益猖獗, 而中国人

民捍卫该群岛主权的斗争也就越来越困难了。

　　1931 年 4月,日本长崎丸、日向丸、笑宝丸、松竹丸等渔船至

东沙岛盗取海人草, 东沙岛海产公司员工驾驶东美号电船前往追

捕,日船满载海人草逃去,并开枪向东美电船猛烈射击。松竹丸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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礁搁浅。东沙岛海产公司捕获了日人和田吉三郎、东滨光明等3人

并截留了一部分海人草。东沙岛海产公司将所获人赃解到广东省

建设厅。建设厅对日人进行审讯,和田吉三郎等“直认赴岛偷采海

人草不讳”¹。建设厅将这些日人及其签供和所获海人草、日本国

旗等一并交给日本驻广州总领事,请予依法办理。广州市政府也向

日本交涉,要求赔偿由于日人盗取海人草和贝壳而造成的损失,并

严禁日人再到东沙岛盗取海人草等海产。但日本政府不顾事实,进

行抵赖,诿称日人采取海人草的地点是在距东沙岛 10英里之公海

上,是正当的采取,拒绝赔偿损失。日本领事的抵赖既不符事实又

违反常识。其一,松竹丸搁浅被获地点是在距离岛上设置灯塔处约

4公里的东沙环礁上,属东沙群岛范围, 何得谓为公海。º 其二,东

沙岛环岛三面皆有坦如堤形(即东沙环礁) , 海人草即生于 2至 7

米水深之坦中,公海中水深数十米以上,绝无海人草生长。其三,日

人连同海人草被执,即为该日人偷采海人草之证据, 而且和田吉三

郎等对此也已供认不讳。日本政府的公海说是毫无道理的。广东

省政府再次指示广州市政府对日交涉,“以固国权”。但日本政府仍

然蛮不讲理, 拒不承认盗采事实。由于日本政府的袒护, 此后日人

盗采东沙海产就更肆无忌惮了。

　　1932年, 日人纠集渔船数十艘,配备枪枝弹药,恃强前来偷采

海人草,并蓄意对冯德安之东沙岛海产公司进行报复。3月 14日,

当冯德安之东美电船往岛内产海人草及贝类之处巡视时, 正在盗

采的日船十余艘, 工人数百名,即分途围击东美电船,枪弹横飞,密

如雨点。船工陈高等 5人被击毙,周初等 4人受伤。此外,日人还

拆毁东美电船机器,并夺去枪枝子弹。广州市政府向日本驻广州总

领事交涉,要求赔偿经济损失和抚恤死者家属, 日本政府却完全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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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于不顾, 蛮不讲理地答复说:“所谓敝国渔船驶往该岛(东沙

岛) ,破坏东沙岛海产公司电轮东美号及危害该电轮人员等事,并

非事实,完全虚构”¹,拒绝了广州市政府提出的一切合理要求。

　　1933年 3月间,日船数十艘, 工人数百人, 前来东沙岛强采海

人草,并将东沙岛海产公司的货仓、采草器全行霸占使用。冯德安

置性命于不顾,增加了自卫能力,冒险前往,扣留了日船十二松丸

1艘,采晒海人草工人 17名, 电请政府派军舰前来提解。随后,日

本派台湾水产试验场长与仪喜宣、高雄州地理事官家村隼人等官

员乘坐高雄丸兵舰带同日渔船 14艘到东沙岛恃强采取海人草,并

夺回被扣留的日本渔船和日本工人。同时派人监视冯德安,迫勒他

与其签订合作开采东沙群岛海产资源的合同。冯德安拒绝了日人

的要求, 脱险逃回广州。1933年 7月 5日, 冯德安在给广东省政府

主席的呈文中说:“商承办该岛海产以来, 无日不以保卫国家领土

不使日人占据为职志,故经数年来如许之艰辛,损失如许之金钱,

仍力与偷采日人奋斗, 虽经此次到岛强迫合办, 亦不能挟商签

约”º。的确,冯德安及其东沙岛海产公司为开发东沙群岛捍卫国

家领土主权是尽心尽力的。他们投进了大批人力物力,在岛上建设

写字楼、货仓和住房,并购置了轮船、舢板、采草器具和捕鱼器具等

海上生产劳动必需的设备和工具; 在抵制日人盗采海产方面态度

坚决,甚至冒着枪林弹雨与入侵者周旋于海上, 其迭抗强暴屡折不

屈的毅力,实非经营东沙岛的其他商人所能企及。

　　1935 年, 广东省东沙岛海产管理处为加强东沙岛的经营, 以

抵制外人的觊觎, 曾制定了一些开采东沙岛资源的计划。但限于当

时的财力,这些计划并没有实现。日人盗采海人草和其他水产的活

动愈演愈烈, 日本政府对此加以支持,“并派遣军舰保护盗草”。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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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者在日本政府的怂勇下, 竟然在岛上搭盖住所,颇有久踞盗采之

势。此外,日本驻广州总领事还介绍日本商人平田末治与东沙岛海

产管理处主任梁权洽谈承办东沙岛海产之事,企图使盗采活动合

法化。管理处以日本的要求与广东省政府不招外商、不引进外资的

宗旨不符,拒绝了平田末治的要求。¹

　　日人大肆入侵盗取东沙群岛海产引起了中国海军部的严重关

切, 1936年,该部致函外交部说: “该项海草系附着于东沙群岛沿

海岩石之间, 每年日人到岛没入水中,刈获而去,习以为常。且海草

以外,尚有螺、蛤各壳, 附着于岩石者,亦常被拥载而归。该岛完全

我国领土,且经定为海军军事区域,日人所采之物,显属于陆地主

权问题,不仅领海范围已也”º。冯德安在给广东省建设厅的禀文

中也说:日人“现在竟敢擅自到来搭盖棚厂,似此行为,于商公司肩

饷承办固受损失,抑亦罔顾国际公法, 亟应设法杜绝,以固主权”。

他要求第四路军总司令部, 迅赐派军舰前往,将该日本船人驱逐离

岛,拆毁棚厂,并向日领交涉,杜绝日人盗采,以睦邦交。»

　　但外交部与日本驻华公使的交涉和广东广西外交特派员与日

本驻广州总领事的交涉,都毫无结果,日本方面或诿称日人采取海

人草的地点“系在东沙岛附近之公海,并无盗采之事”¼;或蛮横地

说,据日本方面所得情报, “本国船只在贵国领海内并无采取海人

草并设晒草场之事实”½。不久, 日本发动全面的侵华战争,关于日

人盗采东沙岛海人草的交涉也因而陷于停顿。

·20·

¹

º

»

¼

½ 《外交部驻广东广西特派员刁作谦致广东省政府公函》( 1937年 6月 28日) ,未刊

原件,广州中山图书馆。

《外交部长张章咨广东省政府文》( 1936 年 8月 20日) , 未刊原件, 广州中山图书

馆。

《广东省建设厅厅长刘维炽呈广东省政府文》( 1937年 5月 12日) ,未刊原件,广州

中山图书馆。

《外交部长张章咨广东省政府文》( 1936年 11月 14日) ,未刊原件,广州中山图书

馆。

本段所述参见《广东省建设厅厅长何启澧呈广东省政府文》( 1935年 5月 29日) ,

未刊原件,广州中山图书馆。



　　2、加强西沙群岛的经济开发

　　加强西沙群岛开发,维护国家领土主权,这是清朝末年朝野有

识之士的共同呼声。两广总督张人骏就是当时积极主张开发西沙

群岛的关键人物。1909年在他主持下,制定了开发西沙群岛磷质

矿沙的计划。他在奏折中说:西沙群岛盛产磷质矿沙,可作肥料之

用,“拟即在岛内设厂, 先从采沙入手,派员驻于该处,经理其事,并

聘西人之精于化学者, 随时化验磷质等物”。并拟于当年 8月, 派员

前往经理。¹ 张人骏卸去两广总督之职后,其计划未能付诸实施,

但其倡导开发西沙群岛以固主权的思想,却为后人所继承,这是他

对祖国的一个重大贡献。

　　民国成立以后,数年之间, 商人相继提出开发西沙群岛的要

求,但因种种原因,未获政府批准。到了 1917年,海利公司商人何

承恩向广东省长公署申请开采西沙群岛的磷质矿和海产, 政府已

基本同意,何承恩也前往西沙群岛进行查勘,作了开办的准备。但

由于管理矿务的财务厅认为开采磷质矿应按照采矿条例规定的程

序办理,何氏不同意,以致未能成事。

　　1919年,商人邓士瀛向省署呈请承垦西沙群岛中之玲洲岛

(东岛) ,因当时军政府已决定由官方开发, 所以没有得到批准。

　　1921年, 向广东省政府申请开办西沙群岛渔业和磷质矿的有

香港商人梁国之、广东商人刘惠农和谭宏等,但因军政府内政部已

批准香山县(今中山市)商人何瑞年承办,所以梁国之等人的申请

都没有得到批准。

　　何瑞年, 广东省香山县人, 经商港澳, 他说自己申请开发西沙

群岛的动机是因为日人私往西沙盗采磷质和海产,“虑国土海权暗

遭损失”,才赴军政府内政部呈请兴办西沙各项实业,“借杜外人觊

觎”º。何瑞年是孙中山的旧友,他曾多次向孙中山面陈开发西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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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

º 《西沙岛东沙岛成案汇编·西沙岛成案汇编》,第 54页。

《西沙岛东沙岛成案汇编·西沙岛成案汇编》,第 22—23页。



群岛的计划。孙中山对何瑞年维护国土海权而兴办西沙实业的愿

望表示嘉许, 并经政务会议议决,同意何瑞年的申请,由广东省政

府发给经营执照。何瑞年组织的公司名为广东琼崖西沙群岛实业

无限公司,经营范围包括开采磷质矿,制造肥料;垦辟荒地,兴办种

植业和畜牧业;租雇渔船渔人,兴办渔业。

　　然而,何瑞年并不是一个真正的爱国商人。1922年, 日人为了

掠夺西沙磷质矿沙, 由日本驻广州总领事藤田荣助介绍平田末治

与何瑞年洽谈合作开采西沙磷质矿问题。何瑞年见利忘义,经受不

了金钱诱惑, 违背了自己经营西沙“借杜外人觊觎”的初衷,隐瞒政

府,偷偷地与平田签订了一个共同开采西沙磷质矿的合同。实际上

是把开采权转让给日本人, 自己坐享日人给他的贿金。

　　日商借何瑞年之名大肆掠夺西沙矿产资源, 并对中国渔民施

以种种暴行, “凡距群岛五六十华里以内之中国渔人,或遭日人枪

击,或被没收所获水产,种种辱待,不堪言状”¹。对此,身受其害的

海南人民无不恨之入骨。为了维护国家的领土主权和利益,中国人

民掀起了一场反对日人掠夺西沙群岛资源的斗争。

　　首先向政府揭露何瑞年与日商勾结的是崖县委员陈明华,他

在巡视西沙群岛之后给县政府的报告中指出:何瑞年之公司为日

股组织,此事三亚港全埠早已知之。“苟一旦为日本合垦, 则海权领

土尽行丧失, 盖日人野心勃勃,苟有蚕食之隙,便肆鲸吞之心, 非严

于拒绝,则西沙群岛一失,琼崖必尽入其势力范围”。他要求政府撤

销何瑞年开采西沙群岛之执照,“俾日人无从施其伎俩”。º 随后,

广东省和琼崖所属政、商、学各界各团体, 以及新加坡、泰国、越南

等海外华侨团体, 也群起反对,函电交驰,措词虽然不一, 而请求取

销何瑞年等之公司,严厉究治,则几于众口同声。省议会议员也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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º 《西沙岛东沙岛成案汇编·西沙岛成案汇编》,第 50页。

谢彬:《西沙群岛地理及交涉》,见《云南游记》,中华书局 1924年版,第 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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