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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际法与南海诸岛主权的历史演变
!

韩永利
!

谭卫元

摘
!

要)依据时际法规则&需要从客观事实的角度出发&针对不同历史时期运用符合时代

要求的判断标准考察南海诸岛在中国历史上的演变'中国人最早发现南海诸岛&按照传

统天下观&其已成为中国疆域的一部分'随着历史发展&中国与南海诸岛的关系逐渐紧

密&并通过设治管理而纳入中国版图'在近代&随着西方领土主权思想的传入&中国政府

顺应历史潮流采用符合近代国际法的治理方式&南海诸岛最终完成了从传统意义的疆域+

版图向近代主权意义的领土转变'

关键词)时际法/南海诸岛/主权/领土

南海诸岛属于中国&已为古今中外大量史料+文件+地图和考古文物等所证明'但是&

中国何时形成或确立对南海诸岛主权的这一问题&学界尚未存有共识&不同的学者有不同

的观点!

'大多数学者在论述这一问题时&多运用国际法的!发现"或!先占"理论'而我

们必须明确的是&国际法理论传入中国只是近代的事情&而南海诸岛之于中国的历史却始

于古代'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尽管有学者也运用了时际法理论&但其确立的判断标准仍是

西方国际法'同时&领土主权是一个近代的概念&把其强加于前近代的世界&以此来考察

中国古代历史现象&必然会产生错位感'这一研究的范式容易使人误以为中国对南海诸

岛的主权确立于近代"

&也不能够解释中国与南海诸岛的关系在历史长河中是如何形成

与发展的这一重大问题'针对以上问题&本文拟用时际法理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运用符

合当时时代的标准&考察中国对南海诸岛的关系演变问题'

一+南海诸岛主权归属的时际法规则

在国际法上&所谓时际法是指对争议事项适用何时的法律&也就是说某一事实的法律

意义应当根据该事实发生时有效的法律来决定'在讨论时际法时不能回避帕尔马斯岛

案&该案仲裁法官胡伯揭示了时际法规则的两个构成要素)第一&一项法律事实必须根据

与其同时的法律&而不是根据有关该事实的争端发生或解决时的有效法律予以判断/第

!

"

对于我国对南海诸岛主权&学界有四种不同的观点)一是认为自秦汉时代即为我国发现并据有/二是认为宋代

已把南沙群岛列入我国的疆域或海域之内/三是明代郑和七次下西洋&绘有航海地图&把南中国海所有岛屿&一

齐收入版图/四是清代南沙群岛及其有关海域的昆仑洋已被清朝纳入海军巡逻的管辖范围'$详见)林荣贵+李

国强)(南沙群岛史地问题的综合研究*&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

年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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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这种差异的存在&说明学界关于我国对南海诸岛主权的认识缺乏准确+统一性&也说明对相

关历史现象缺乏深入的探讨&造成史学界与法学界研究的分离&自然也为相关研究带来诸多疑问'而这一问题又

有必须厘清的必要&因为这不仅涉及到历史认识问题&也涉及到我国现在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权利的主张'

不少材料表明&西方学者即是这种观点&认为中国对于南海诸岛的主权确立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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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永利 等)时际法与南海诸岛主权的历史演变

二&就在连续时期内所实行的不同法律制度要在一具体案件中适用的问题而言&必须区别权利的创造和

权利的存在&创造权利的行为应适用该权利产生时有效的法律/该原则亦适用于此项权利的存续/换言

之&它的连续存在和发展也必须与法律的演进所要求的情况相一致!

'

从胡伯在帕尔马斯岛案的仲裁裁决可以看出&围绕某一法律事实可能存在三个不同时期的法律&即

一个法律事实发生时适用的法律&因该事实发生争端时适用的法律以及解决该争端时适用的法律'而

胡伯认为应据以判断该事实法律效力的法律只有一个&即该事实发生时适用的法律"

'换言之&衡量该

事实的法律应当是对其具有约束力的法律#

'传统的研究范式并没有考虑时际法规则问题&如部分学

者指出在
&'+&6

世纪甚至晚到
&-

世纪&国际法都承认单纯的发现即可获得对无主地的完整权利&而我

国是最早发现南海诸岛&因此把我国在南海的历史性活动+历史性证据和近现代国际法相结合&据此得

出结论&我国根据国际法已取得对南海诸岛的主权%

'然而&从国际法的角度考虑&

&6

世纪前的世界远

未一体化&在不同的地区有着不同的地区间国际秩序与法律&对应着不同的!国际规则"'由此产生一个

疑问&用西方国际法为准判断中国古代对南海诸岛的各种行为能否足以说明问题,

因此&正确理解和适用时际法&对于研究中国与南海诸岛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不能简单地运用发

现占有即取得领土主权的国际法规则&而应结合中国历史发展运用符合时代要求的标准来考察'

二+我国传统疆域或版图观念下的南海诸岛

土地是一切政治主体存在所共有的要素之一&但由于文化的差异&各民族对于土地内涵的理解却存

在着差异'中国古代常用的!疆域"+!版图"或!版籍"概念&有其特定的文化含义&不同于西方以主权为

中心的!领土"概念'因此&从历史延续性原则来论证南海诸岛的历史归属&应以近代和前近代来分别讨

论'对前近代时期&应当依据中国古代疆域观&而不是近代国家领土主权观念&才能正确认识南海诸岛

在中国古代的历史演变&

'

中国古代疆域观以!天下"为核心所构建&是以中国为中心来理解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体现了古

代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秩序观'在!天下观"之下&天子享有天下&天朝疆域无边可言'

'而中国历代中

央王朝的统治是通过版籍来实现的&即运用户籍制度&将臣民固定于不同的区域&并通过相应的政治机

构予以统治&版图便是限定于郡县制所及的有限范围之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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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原则实际包含着!法不溯及既往"的意思&正因为如此&有国际法学者认为时际法是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则的同义语&国际法如

国内法一样&需要在变革与安全之间寻求平衡'具体应用至南海诸岛中的理解就是尽管近代以来&中国接受了国际法&但不意味

着近代国际法在传入中国前对中国具有约束力'

这种研究思路本身是一个比较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晚清及民国学者对于中国与南海诸岛的关系&选择以近代国际法!先占"作

为诠释的出发点&把适于当时的而不是适于历史语境的分析范畴&置于中国历史的情景中'这实际反映了中国传统观念在面对

近代化过程中话语权的丧失&在困难环境中的一种矛盾反应与无奈选择'当时面对外国侵略者对南海诸岛的主权主张&中国学

者充分利用了国际法进行了驳斥&在当时情境下这种运用是非常成功的)即从是否无主地+有无国家占领意识等角度充分论证了

其不合法性'但在驳斥的同时&运用时下的国际法去论述历史上中国与南海诸岛关系的立论显然属于法律适用错误&尽管出发

点是善意'这种思路一直沿用至今&对此&将另撰文阐述'

时际法概念与理论的分析有助于探讨实际的包含时际法的问题&如南海诸岛问题应当适用的法律依据'本文提出的思路是把南

海诸岛在中国历史的演变置入宏观的!疆域###版图###领土"演变的历史进程去考察&这种思路确立了南海诸岛问题研究的起

点'本文限于篇幅及论述的问题&不能详论宏观的疆域理论&而把重点放在对南海诸岛这样一个具体问题的考察之中'当然&如

果这种思路尚不具备说服力的话&也可以通过对它的批判与反思找到更好的思路&从而引导该问题展开更深入的研究'

古代中国的天下概念虽然在理论上所指的是整个世界&但由于地理知识的有限与认知的局限&因此&实际上地理上所含括的天下

并不大&并有一个随着认知而逐渐扩大的过程'!天下观"是中国历代中央集权和!大一统"理论的基础&也影响了历代王朝处理

与外部关系的准则&是构成东亚朝贡体制的观念基础&是一种完全不同于西方的方法论'于逢春先生认为古代中国的天下观具

有双重性&有帝国实际控制之版籍区域&亦有通过德来支配的夷狄$四海%区域&即现实的天下与想象的天下&其实这两者是可以

用!版图"与!疆域"来区分界定'参阅于逢春)(疆域视域中!中国"与!天下"+!中原王朝"与!中央政权"之影像*&载(云南师范大

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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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疆域"与!版图"之区分&版图是指一个王朝实际控制的人口以及这部分人居住+生产+活动的地域'这是王朝国家征赋派役的依

据&也就是行政的范围'疆域在包括版图部分的同时&还根据王权泛化理念&将附属王朝的部族+与王朝有羁縻联系或朝贡往来

的外国一并包括&更具含混性'参阅毕奥南)(历史语境中的王朝中国疆域概念辨析###以天下+四海+中国+疆域+版图为例*&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
&6

卷第
$

期$

$%%6

年
6

月%'简言之&笔者认为在中国古代语境下&!疆域"乃指天下观下的中国自然地

理范围&是文化延伸的结果/而!版图"则是一个国家的行政地理区域&体现的是政治权力的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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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现南海诸岛的国家&有文字可考的可追溯至汉代!

'东汉杨孚(异物志*云)

!涨海崎头&水浅而多磁石&缴外大舟&锢以铁叶&值之多拔"'!涨海"是当时人民对南海的称呼&!崎头"

则是当时对南海诸岛的岛+礁+沙+滩的称呼'三国时吴中郎康泰在(扶南传*中记载)!涨海中倒$到%珊

瑚洲&洲底有磐石&珊瑚生其在也"&此处!珊瑚洲"泛指南海诸岛'上述文献表明中国古人已在南海航行

中发现南海之中诸岛屿&并对南海的航线及航程+南海诸岛形态及成因有了初步认识&且在实践中意识

到南海中一些礁+滩对航行的威胁'随着中国人民在南海活动的增加&此后关于南海海域和相关岛屿的

记载广泛见于历朝历代史书典籍之中&而且相关史料的记载也逐渐翔实'在天下观下&人们所发现和认

识的岛屿自然成为疆域的一部分&但限于南海诸岛所处的自然环境以及当时的科技水平和认识能力&中

央政权主观上没有必要&客观上也还不能够将海岛或海洋本身纳入国家的版图之中&只视其为陆地安全

的屏障'这种状况到唐宋时发生了重大改变'据史载&唐代时&中国确定了南海诸岛的行政区域&使之

置于唐代政府的行政管辖之下&标志着南海诸岛正式被收进中国版图'南宋赵汝适(诸蕃志*载)!$唐%

贞元五年&以琼为府&今因之66至吉阳&乃海之极&亡复陆涂'外有州&曰乌里&曰苏吉浪&南对占城&西

望真腊&东则千里长沙+万里石塘&渺茫无际&天水一色"'与此相适应的活动表现有两方面)一是唐宋年

间社会经济繁荣&随着中国航海事业的发达和对外海上贸易的发展&中国古代人民对南海诸岛地形和地

理结构的认识进一步加深&通过详细的考察&各群岛名称有了明确指向&如!九乳螺洲"+!石塘"+!长沙"+

!千里石塘"+!千里长沙"+!万里石塘"+!万里长沙"等/二是派遣水师对南海水域巡视&以保境安民'宋

太祖在开宝四年$公元
)*&

年%平定南汉刘伥后&建立巡海水师&巡察范围包括西沙海域'自此&南海成

为中国水师缉捕+捉拿海盗的防区&同时保护着海上航线的安全"

&!虽然还很难说南中国海已成为中国

的专有海区&但它却成了真正的中国湖"

#

'

从疆域到版图&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体现了中国对南海诸岛控制程度逐渐加强'将其

纳入版图以治之&是展现国家功能和行使治权的表现'这种纳入版图&不同于近现代的主权形态'尽管

两者都体现着某种共性如寻找生存资源+拓展生存空间&但前者是王土观念的延伸&后者是近代主权意

识的表现&这种区别在海洋管辖问题上比较明显'按近代国际法规定&超出领海宽度的海域国家并不能

行使主权'但在王土观念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皇权力量的自然延伸&是以实力对该地域进行控制'

此后&历代王朝皆实行着与之相适应的管理&使之与中国的联系日益密切&并不断拓展'如南宋(琼

管志*+元末明初(琼海方舆志*+明代(琼台志*+清代(广东通志*和(琼州府志*等典籍中均载明!千里长

沙"+!万里石塘"属琼州府管辖/诸多地图也将南海诸岛绘入中国版图&如
&*$,

年的(清直省分图*之(天

下总舆图*'在中国对南海诸岛纳入实际管领&由疆域转为版图时&周边相关国家或不具备成熟的国家

形态或为中国的藩属&自然没有对之反对或提出要求'

三+近代疆域+版图的趋同并向领土主权观念的转变

始于
&'

世纪末期的地理大发现使得人类文明史开始从区域历史走向世界历史'也是在这一时期&

人类的活动突破海洋的隔绝&新的海洋航线将世界连成一个整体&开始具有了世界的规模%

'与此同

时&随着欧洲在经济+政治+军事及科学上的发展&近代国际法也在实践中不断丰富与完善&并伴随着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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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历史发展而论&中国在南海经历了探索+开发+命名+经营并实际管辖区域内诸岛的过程'对此我国一些学者作了详实的考证

与研究&本文只作简略引用&以便展开论述'具体见)王斤役)(南沙群岛史*&载(史学月刊*

&)'-

年第
&

期/韩振华)(南海诸岛史

地考证论集*&中华书局
&)-&

年/(南海诸岛史地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6

年/陈史坚+钟晋睴)(南海诸岛志略*&海南人民

出版社
&)-)

年/李金明)(中国南海疆域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
&)))

年/吴士存)(南沙争端的由来与历史*&海洋出版社
&)))

年/

李国强)(南中国海研究)历史与现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

年'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性质的海域是非排他性的&随着晚清国际法传入&对主权观念的认识&逐渐接受排他性的理念&对他国在南海

的一些非法行为进行抗议'如
&--(

年德国在我国南海水域进行测量调查&清政府向德国提出了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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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理大发现以前&人类社会存在着东亚+西欧+地中海等地区性的国际社会&彼此间相互隔绝&交流甚少&即使曾经发生过一些

交往与冲突&但从不曾把各地的整个生活纳入一个共同的运动之中&尚不足以构成全球性的国际社会'新航路的开辟和地理大

发现逐渐打破了各地区间的孤立&从而将世界连接成为一个整体&人类的历史才真正具有了世界性的意义'



韩永利 等)时际法与南海诸岛主权的历史演变

殖民扩张&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所确立的国际关系原则和规范逐步应用于其他国家和地区&这种局部区域

的国家关系准则逐渐演变成国际性的原则与规范'

随着西方列强东来&清朝周边藩属相继沦为列强殖民地'在这一过程中&南海诸岛对于中国在国

防+交通+经济上都具有相当大价值&但也引起了列强觊觎'!尽管清代中期中国对南中国海的经营重新

有了浓厚的兴趣&但由于当时南洋诸国已多处于欧洲殖民主义势力控制之下&而中国在鸦片战争后也逐

步沦为半殖民地66曾一度成为4中国湖5的南中国海在欧人东渐后逐步就成了一个4开放之海5&即成

了欧洲列强借以控制近代中国沿海地带的一个海上
6

廊'一些国家还对南海诸岛主权开展争夺活动&

近现代史上所谓4南海诸岛主权争端问题5之争便由此而始了'"

!殖民者的入侵一方面导致中国为核心

的传统东亚国际体系逐渐破裂&使得中国自古以来以!天下观"来认识和思考疆域与版图的模式遭到近

代西方民族国家体系的冲击&藩属的逐渐失去也使得疆域的范围逐渐趋同于版图'另一方面&中国不得

不彻底放弃传统的中国中心的天下观&而接受主权国家这个西方观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开始从

传统国家向近代民族国家转变&并逐步跨进国际社会"

'

主权意识是与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相伴而生的'民族国家要求明确划定的边界&以对领土范围内

的居民以及一切物行使着排他的权力&即!领土主权"

#

'晚清政府意识到传统的疆域与版图治理方式

必须予以改变&否则按近代国际法规则将可能被视为!无主地"&失去统治的合法性&丧失行使主权的依

据'正是在这种内外因素作用下&晚清政府逐步改变中国固有的天下式的疆域+版图观念&开始运用近

代国际法的理论来为自己统治进行主权意义上的阐述&并最终确立了有限空间的领土范围&从地理上清

晰界定&从而疆域与版图范围实现重合&并最终与!领土"这一概念等同%

'

四+我国近代对南海诸岛主权的确立

对领土主权的认知&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个从模糊到清晰的过程'在中国向近现代主权国家转型进

程中&随着对国际法认识的加深&对于国际法所规定的主权国家所享有的权益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进

而要求维护中国的领土主权'

&)%$

年日本人西泽吉次窃居东沙岛&声称发现!无主地"&主张先占&并在岛上建筑码头和铁路&掠

夺开发东沙岛鸟粪资源及海产'中国留学日本法政大学毕业生运用国际法理论驳斥了西泽吉次&指出

!东沙岛素为我国领土'证之陈伦炯所著(海国见闻录*66英人蒲拉打士当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即我国

同治五年&曾航海遇风避泊于此&测量深浅&西图遂以蒲拉打士之名名之&实即我国广东之大东沙岛也'

英人虽以蒲拉打士名该岛而不以蒲拉打士所发现据为己国领有者&诚以该岛为非无主土壤'"!东沙岛位

置即在碣石镇之南海中&向为碣石镇所属'"

&两广总督张人骏广泛搜罗证据&向日本驻广州总领事提出

交涉&最终收回东沙岛'到了
&)%)

年&清朝广东水师提督李准率领
&*%

余人&乘坐
(

艘军舰前往西沙群

岛巡视&每到一处即勒石命名&构建木屋&竖起桅杆&挂黄龙国旗&以示属于中国领土&并对相关岛屿进行

了考察与命名'

&)%*

年&中国利用国际法作为工具与日本进行交涉&随后对南海诸岛进行勘察'这是中国首次按

西方现代主权原则对南海诸岛主权的宣示&是国家主权在南海诸岛更确实的体现'东沙岛交涉事件&实

际上已经触及到中国传统治理方式在新的国际体系中面临的困境&意味着必须适应新的规则&即按照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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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国家形态的转变&是一个从!天下"成为!国家"的过程'在列文森看来&中国的历史被浓缩在!天下"与!国"这两个概念

的关系变化之中&在前近代化时期&中国是!天下"&而不是一个!国家"&而到了
&)

和
$%

世纪之交&通过作为!天下"的中国失败中取

得作为!国"的中国的胜利'参见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郑大华+任菁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年&第
-(

$

-)

页'

领土是一个历史概念&它是随着国家的产生和发展而逐渐形成和固定下来的'传统意义上领土是指!处于国家主权管辖下的地

球表面的特定部分&包括陆地+水域以及陆地和水域范围内的上空与地下层"&今天的!领土"概念则包含了更多的资源性内容'

应当指出的是&在这一过程中&疆域+版图范围的趋同使得这对传统的固有词汇与领土这一西方国际法语境下的词汇对等&通过

现代性话语获得新的界定与应用&并成为一种习惯性的表达'这种对等的设定是基于前述它们所具有的共性&即提供生存资源

与生存空间的意义'但正是这种对等性使我们忽视了疆域+版图与领土在本质上+内涵上的差异性'

仁和+邵义)(论日本对于大东沙岛不得主张先占之理由*&载(外交报*第
$,*

期&己酉$

&)%)

年%五月廿五日'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

第
!!

卷 第
"

期

代国际法主权原则及领土观念对过去按中国传统已然领有的!版图"重新界定为!领土"&这也符合国际

法中对一国捍卫领土主权要求的规定'同时&这种以领土主权为核心的民族国家的现代性追求&贯穿于

中国近代历史'由此&中国开始强调并努力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所以&在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开发+经营+管理+并纳入中国版图的过程后&经过清政府依近代国际法

法理彰显主权&南海诸岛成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按照国际法中时际法的要求&在近代国家形

态转型过程中&中国对南海诸岛的权利存续&随着国际法输入与影响而做出了卓有成效的一系列符合近

代国际法意义的主权宣示+行使和维护工作'辛亥革命及民国政权的建立将中国引入世界现代化潮流

之中&中国政府继续在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诸方面采取了种种行动和措施&行使对南海诸岛的主权&

维护了南海诸岛领土的完整'

五+结
!

语

从历史角度讨论中国对南海诸岛主权时&需要对研究方法进行再研讨'采用近代的国际法理论来

认识传统&其认知只能局限于先验且概念化&可能造成研究对象与结论脱节的状况'这一方面是因为以

欧洲的前近代国际法理论阐述!发现即占有"

!

&而没有考虑国际法对中国古代的发现行为是否有约束

力/另一方面也因为对中国前近代的实际行为不断作特殊化的解释以迎合该理论"

&结果并不能得出令

人信服的结论'因此&需要运用时际法理论&从探讨对象的历史过程本身去具体分析&从演变过程之中

形成客观认识'

近代以前西方国际法秩序原理&并非是规范东方国际秩序的法理&也就无法解释东方传统的中华世

界秩序'当近代西方世界扩张到东方&这两种不同的国际秩序原理的冲突自然无法回避'因此&按照时

际法理论&立足于不同文化背景所建立的国际秩序原理进行考察&是本文分析中国与南海诸岛关系的出

发点'

同样&南海诸岛主权纠纷的产生&亦反映了近代中国在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传统王朝的!疆域"+!版

图"概念与现代民族国家!领土"主权概念在冲突中的调适与转化'在这个过程中&存在着两个不同轨迹

的认知过程)一方面中国对于领土主权有一个逐渐清晰化的理解与界定的过程/另一方面也存在一个国

际社会对中国领土主权的认识与接受的过程'因此&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需要按近现代国际法体系重

构中国的疆域理论&它主导着中国此后的历史进程/另一方面&现实的领土认定问题凸显&其中就包括了

南海诸岛'这表现为)南海诸岛作为中国南部边疆&在传统天下观下依疆域+版图理论属于中国&自无疑

义'中国向近代民族国家转型过程中亦逐渐实施了一系列符合近代国际法意义的主权宣示+行使和维

护工作'但西方国家认为&因为中国没有主动及时采取具有近代国际法意义上的主权管辖&南海诸岛也

因此成为它们眼中所谓主权不明的岛屿&并试图实际占据从而主张!主权"'可以说&南海诸岛主权纠葛

的产生在于两个不同轨迹的认识差异'需要强调的是&对于任何问题的认识都不能违背历史事实&依据

时际法对历史关系的考察&南海诸岛属于中国毋庸置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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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论述中国对南海诸岛主权时一般表述为)南海诸岛$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中

国古代通过!发现"和!有效占有"取得了对南海诸岛的领土主权'

譬如&阐述古代中国对南海诸岛的发现取得时&对于国际法的一般观点)单纯的发现仅赋予当事国以初步的权利&作例外解释为

不适宜居住的土地&单纯的发现即可取得完整的权利'显然对这种一般理论作特殊化解释总是会削弱结论的说服力'又如论述

古代中国对南海诸岛的有效占有时&总是有意无意去忽略有效占有中的国家因素)即国家在被发现的土地上以国家的名义进行

控制&方视为对该土地的有效占有&而解释为古代国家有效占有无主地只需满足当时不太高的要求'造成此问题的根本原因就

在于东西方文明与文化价值观念有别'近代以前&西方国际法理论与以中华文化为中心的东方秩序大有差异&自然也就无法解

释东方现象'国内学者在引用西方国际法学者在论述先占取得原则时&这些学者所论述的对象或讨论的案例无一例外是西方文

化世界里的领土纠纷'所以&以近代西方国际法理论来阐释前近代中国历史事实&似缺乏足够的说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