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古籍中的
南海诸岛

●陈亚洲ö 四川涪陵师专

　　南海诸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

神圣领土。在我国浩如烟海的史籍

中对此有大量的记载和描述。

在汉班固所著的《汉书·地理

志》就记载了有关南海航海的情况,

说明中国人早在汉武帝时就在南海

中航行, 并远至“己程不国”(今天的

斯里兰卡)。东汉时代的杨孚在《异

物志》一书中就提到:“涨海崎头, 水

浅而多磁石。”这里的“涨海”即今南

海, 是因为南海经常涨潮而得名。

“崎头”就是岛屿、礁石。“磁石”系指

南海诸岛中一些尚未露出水面的暗

沙、暗礁, 船只航行中极易触礁遇

难, 无法脱身, 犹如被磁石吸引住一

般。

三国时代的万震在《南州异物

志》中说:“句稚, 去典游八百里, 有

江口, 西南向, 东北行, 极大崎头, 出

涨海, 中浅而多磁石”。同时代的康

泰在《扶南土俗传》中写道:“涨海

中, 倒 (到) 珊瑚洲, 洲底有盘石, 珊

瑚生其上也。”这里的“珊瑚洲”是指

由珊瑚礁形成的岛屿, 洲底的“盘

石”指岛屿基底, 也就是礁盘, 上面

生有美丽的珊瑚。

晋代对南海诸岛有了更为具体

明确的描述。刘渊林在左思《吴都

赋》注中曾这样写道:“朱崖海中有

渚, 东西五百里, 南北千里, 无水泉,

有大木, 斩之以盆承其汁而饮之。”

“朱崖”就是今天的海南岛,“无水

泉”的小岛位于“朱崖海中”, 且“东

西五百里, 南北千里”, 范围如此之

大, 很明显, 就是现在的西沙群岛和

南沙群岛。岛上“有大木, 斩之以盆

承其汁而饮之”, 说明南海诸岛在晋

代生长着茂盛的椰树木, 岛上先民

们已有取椰汁作饮料的记载。晋代

谢承在《后汉书》中载:“汝南陈茂,

尝为交趾别驾, 旧刺史行部, 不渡涨

海。刺史周敞, 涉海遇风, 船欲覆

没”,“交趾七郡贡献, 皆从涨海出

入。”说明晋代我国人民更频繁出入

于南海海域。

公元 1178 年, 北宋周去非撰写
的《岭外代答》记载了“东大洋海有
长沙、石塘数万里”, 形容南海诸岛
分布范围之辽阔。这里的“长沙”指
西沙群岛和中沙群岛,“石塘”指南
沙群岛, 因为辽阔而号称“万里石
塘”。北宋仁宗皇帝亲作“御序”的
《武经总要》记载: 北宋朝廷“命王师
出戌, 置巡海水师营垒”于广南 (即
今广东) , ”治舟刀鱼入海战舰”,“从屯
门山用东风西南行, 七日至九乳螺
洲”“屯门山”就是今天珠江口一带,

西南行七日就到“九乳螺洲”, 显然
即是西沙群岛. 这表明北宋朝廷已
把西沙群岛置于自己的管辖范围
内, 因而派出海军“战舰”去该处巡
逻。宋代赵汝适在《诸蕃志》中记载:

“贞元五年, 以琼为督府, 今因之。
⋯⋯至吉阴, 乃海之极, 亡复陆涂。
外有洲, 曰: 乌里; 曰: 苏吉浪, 南对
占城, 西望真腊, 东则千里长沙, 万
里石床, ⋯⋯”这表明唐朝贞元五年
(公元 789 年) 设琼州府, 千里长沙
和万里石塘 (床) 在琼州府治下, 我
国已对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行使主
权。1274 年, 南宋吴自牧的《梦粱录》
称西沙群岛为“七洲洋”。

元代初年在全国 27 个地方进
行天文测量。1279 年, 元世祖亲派
著名天文学家、同知太史院事郭守
敬到南海进行测量。据《元史》记载,

南海测点“南逾朱崖”,“测得南海北
极 出 地 一 十 五 度”。从 一 圆 周
365125 度的元制换算成现代的 360

度制, 南海这个测点“北极出地一十
五度”应为北纬 14°47′, 再加上由于
当时科学技术条件所产生的一度左
右的误差, 其位置正好在今西沙群
岛一带。又如《元史·史弼传》记载:

公元 1293 年 (元世祖至元三十年)

初, 元将史弼率领海船千艘,“发泉
州⋯⋯过七洲洋, 万里石塘, 历交
趾、占城界。”这说明早在 13 世纪
末, 我国的大型船队已经遍历南海
诸岛。

明代王佐的《琼台外纪》中说:

“石塘, 环海之地, 每遇铁飓挟潮, 漫
屋淹田, 则利害于民矣”。就是说, 每
当台风刮来的时候, 强大的海潮往
往把人家的房屋毁坏, 田地淹没。可
见有明一代, 我国海南岛渔民不仅
以南海诸岛作为从事渔业生产的基
地, 而且他们就居住在那里, 修屋造
田, 从事生产, 他们除了从事捕捞海
产外, 还积极种植果树, 开辟园地,

畜养鸡狗鸭鹅, 采掘磷矿, 辛勤劳动
开发祖国南海诸岛。明代的唐胄在
《正德琼台志》中说:“我高皇帝所谓
必加严备, 乃无警于民者也。今著为
海道篇, 使守疆所慎。⋯⋯琼之东,

则匝大海, 千里长沙、万里石塘, 是
即地所不满之处。”由此可见, 当时
把“万里石塘”等岛屿, 即今南海诸
岛列入我国海南岛海疆。

明清时代由中国官方修纂的
《万州志》记载:“万州有千里长沙、
万里石塘”。这表明西沙群岛和南沙
群岛当时属广东省琼州府万州 (今
海南岛万宁、陵水县境) 所有。清代
乾隆年间的《泉州府志》记载了清康
熙四十九年至五十一年 (1710 年—
1712 年) 间, 广东水师副将吴升曾率
领水师巡海,“自琼崖, 历铜鼓, 经七
洲洋, 四更沙, 周遭三千里, 躬身巡
视”。这里所称的七洲洋即今西沙群
岛一带海域, 当时由广东省海军负
责巡逻。1840 年 (清道光二十年) 编
纂的《琼州府志》也明确记载:“万州
有千里石塘、万里长沙, 为琼洋最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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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处。”1876 年赴任的清朝驻英国公使郭嵩焘在其所
著《使西纪程》中记载: (光绪二年十月)“二十四日午正
行八百三十一里, 在赤道北十七度三十分, 计当在琼南
二三百里, 船人名之曰齐纳细 (按即 CH INA SEA ) , 犹
言中国海也。⋯⋯左近柏拉苏岛 (按即 PA RA CEL ISL

AND S, 即西沙群岛) , 出海参, 亦产珊瑚而不甚佳, 中
国属岛也。”再次证明西沙群岛为中国属地。

西沙群岛、南沙群岛和其他南海诸岛向为中国的
领土, 这不仅见诸大量的史籍志书, 而且许多官私地图
可资估证。如《诸蕃志》的序言中就提到了一张我国最
早绘有南海诸岛的海图, 称此图绘“有所谓石床 (塘) ,

长沙之险”。明代茅元仪编纂的《武备志》中, 保存了一
张《郑和航海图》, 即关于 1430 年 (明宣德五年) 郑和最
后一次下西洋的航程与地理情况的航海图。图中明确
地标绘出南海诸岛各群岛之间的相对位置, 分别称之

为“石星、“石塘”、“万生石塘屿”、“石星石塘”等。“万生
石塘屿”是“万里石塘”之误。根据明朝黄衷的《海语》中
记载:“万里石塘在乌潴、独潴二洋之东”, 系指今西沙
群岛, 而“万里石塘屿”则系指今南沙群岛。清代施世骠
的《东洋南洋海道图》和 1838 年 (道光十八年) 严如煜
的《洋防辑要》一书的《直省海洋总图》, 都明确地标绘
了南海诸岛的名称, 并明确地把“九乳螺洲”标绘在西
沙群岛的位置上。特别是乾隆二十年 (1755 年)绘制的
《皇清各直省分图》和嘉庆二十二年 (1817 年) 绘制的
《大清一统天下全图》等, 都绘出了南海诸岛的地理位
置和名称。

以上这些历史事实证明南海诸岛自古以来就是中
国的神圣领土, 这是有充分的历史根据的, 因而中国对
南海诸岛的主权是无可争辩的。

我国新设的直辖市——重庆市
●方隆铭ö 四川万县市第三中学

　　在刚刚闭幕的八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 代表们

以对历史负责的态度, 对设立重庆直辖市议案, 投下了

赞成票, 从此, 我们伟大祖国的版图上又诞生了一个新

的直辖市——重庆市 (简称: 渝)。

重庆市辖原四川省重庆市的 11 区 3 市 7 县; 万县

市的 3 区 8 县; 涪陵地区的 2 市 3 县; 黔江地区的 5 个

少数民族自治县。

重庆市位于四川东南部, 与陕西、湖北、湖南、贵州

和四川相邻。范围在 105°11′E～ 110°12′E; 28°10′N～

32°12′N 之间。幅员面积 82 400km 2, 是原四川省面积

的 1ö 3。人口 3000 多万, 也是原四川省人口的 1ö 4。

重庆市是西南最大的综合性工业中心, 轻重工业

都较发达。主要有冶金、煤炭、机械、电力、化工、电子仪

表、纺织、制药、制盐、食品、农产品加工等部门。

重庆市的矿产资源较丰富。主要有煤、铁、锰、钡、

汞、磷、萤石、岩盐、硫、石灰石和天然气等。

重庆市的种植业一直在农业中占首要地位, 粮食

生产占绝对优势。水稻、冬小麦、玉米和红苕是四大粮

食作物。油料作物主要有油菜, 花生和芝麻。经济林木

种类繁多。木本油料有油桐、油茶、乌桕、核桃。木本粮

食有板栗、柿。果树有柑桔、脐橙、锦橙、柚子。茶、桑、烟

叶、竹、生漆, 中药材等产量都很大。家畜饲养业和淡水

养殖业也很发达。

重庆市有四通八达的交通网。铁路有成渝、川黔、

襄渝三条线; 国内航空线向东北至西安、北京、沈阳、大

连。向东南至广州、海口。向西北至乌鲁木齐。向西南

至昆明。向东至长沙、武汉、南京、福州。向西至拉萨; 内

河航运以川江为主干, 重庆港为川江第一大港, 万县港

为川江第二大港。嘉陵江、乌江的运输也较繁忙; 公路

运输在广大农村占有重要地位, 境内有高速公路, 有国

道、省道。现已县县通公路, 基本做到县乡通公路。

重庆市拥有众多的风景名胜和文化古迹。旅游资

源相当丰富。仅川江沿岸就有三峡、巫山大宁河小三峡

和小小三峡, 还有奉节白帝城、云阳张飞庙、忠县石宝

寨、丰都鬼城、涪陵白鹤梁的石鱼题刻、南川国家重点

风景区金佛山和重庆的南北温泉、缙云山等。其他还有

万县市的天仙桥、开县仙女洞、大足石刻、合川的钓鱼

城、黔江湖口风景区、江津四百山等。革命纪念地有奉

节彭永悟墓地、万县市“九、五”惨案纪念碑、重庆的红

岩村、渣滓洞、白公馆等。

重庆市的气候属亚热带季风气候, 年降水量

1000mm～ 1200mm 伏旱、冰雹、洪水是主要的气象灾

害。

直辖市重庆市的设立, 有利于充分发挥它作为特

大中心城市的作用; 有利于举世瞩目的三峡工程的建

设和库区移民工作的统一规划。它的诞生对我国西南

地区和长江上游的经济发展和大西南的建设, 都将发

挥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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