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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读

“这都是我们中国的”

“我曾经这样，让战友们拍一
张照片。”
青岛市信访局副局长战心喜

张开双臂，紧紧贴在仿佛挂着一张
南海地图的白墙上，“这都是我们
的，这都是我们中国的”。

在每一张中国地图上，南中
国海上的岛礁只是地图增补部
分一群密密麻麻的标注。但战心
喜能叫出每一个岛礁的名字。在
他眼中，这些岛礁被分成了几种
颜色，红色的岛礁上有椰子树、
机场、战友……其他颜色的岛礁
上却有外国军队的坦克、火炮、
掩体。
那些岛礁本该属于红色，那是

中国尚未收复的领土，57岁的战
心喜一直牢记着。
虽然青岛也有海，但战心喜的

心仍在千里之外的南海。在那里，
战友们喜欢称他老师长。

1973 年 1 月 19 日，西沙群
岛的广金岛和琛航岛附近，四条
中国小型舰艇顽强阻击来自南
越的四艘驱逐舰。在力量悬殊的
对抗中，中国军人用手榴弹和同
归于尽的决心撑到了增援。然
而，18位勇士再没有等到国土收
复消息。

西沙海战一年后，战心喜 18
岁。他穿上一身海军服，坐在大礼
堂听西沙海战英雄报告团演讲。那
是他第一次听到“海权”这个词。
战心喜说，西沙海战后，有一

些岛屿空了出来。但当时中国军事
力量还到不了那么远，后来越南逐
渐占领了这些岛礁。
“假如那时我们有一艘航空

母舰，可以派到南海各个海域，
该有多好。”
1988年，中越爆发 3·14海战，

中方全胜。那年夏天，中央军委决
定在西沙建一个机场。这个机场的
建立，向南海作战半径推进了 330
公里，使中国的航空兵可以第一时
间巡航到群岛最南端。

“我就是这个机场的头儿”，
战心喜说，守卫这艘不动“航母”
的 8 个年头，是他生命中最难忘
的经历。

这艘“航母”是三亚以南 185
海里的一座 2平方公里的小岛，名
叫永兴岛。
小岛上只有一条珊瑚礁上铺

出来的 2400米长的飞机跑道。一
旦战事来临，战机将从此加油，再
前往国土最南端。
“这个岛上的气候啊，高温、

高湿、高盐，多台风。这里的铁栏
杆，用了两年，用手一敲，就像酥
皮月饼一样，稀里哗啦地锈蚀掉
了；吉普车在别的地方用10年没
问题，但在岛上两年，底板就被
锈穿了。钢筋铁骨尚且如此，何
况人的骨头呢。”
在这个岛上，每天就是训练。

两个战士面对面，一把吉他，“你弹
了几声，累了，我再弹，就这样消磨
一天、一个月，甚至一年。”

但是，战心喜说，每个战士
都爱它，因为它是我们祖国的一
部分，每个人在这里都切身感受
得到。
“这都是我们的，这都是我

们中国的”。这句话也不是战心
喜的原创，他说，说这个话的是
杨尚昆。

一名海盗夺回的“发言权”

在永兴岛，战心喜遇见了王恒
杰，中国第一位自费赴南海考古的
独臂老人，他们成了朋友。
“战士们经常问我，西沙、南沙

群岛离我们国家这么远，怎么是我
们的国土呢？”
“我说，因为我们的祖先最先

踏上这个土地，如果我们守卫不了
它，上对不起祖先，下对不起子孙
后代。”
战心喜说，这些话是王恒杰对

着永兴岛千余名守岛官兵说的。官
兵们用高举起的拳头和嗷嗷的叫
声，响应着王教授。
1992年 5月 13日 8时， 中

央民族大学历史系从事边疆考古
研究的王恒杰搭乘渔轮，从海南省
琼海县潭门港出发，拿着全部积蓄
820元前往南沙群岛考古。

经过 7天 7夜航行，60岁的
王恒杰在南沙群岛的永登暗沙，
找 到了 一 只形 似海 龟的 动
物——— 玳瑁。“听王教授说，玳瑁
只在南沙可以看到。史书上说，
早在两千多年前，咱们的祖先就
以玳瑁作为最珍贵的礼物向朝
廷纳贡，这就证明我们的祖先最
先踏上这块土地。”
“每次去考古，王教授会来我

这里坐坐，介绍南沙、西沙、中国南
海的历史。”战心喜经常陪王教授
前往各处岛礁。在那些无人岛中，
战心喜找到最多的，就是明末清初
的文物，可见当时中国海上贸易的
繁荣。王恒杰说，中国的航海时代，
不仅有郑和七次下西洋，还有郑成
功父子开创的南海胜景。
怎样用历史的眼光看待海权？

战心喜说，王教授谈到的内容里让
他印象最深刻的一个词———“祖
先”。他认为，为国家海权而出力的
有普通人，也有帝王将相，“只是因
为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是一名海
盗，我们才很少提到他。”
在近期发表的一篇名叫《海权

的绝响》的文章中，也提到了郑芝
龙。“这是中华民族海权史上空前
绝后的一页。在国家公权力的支持
下，‘海盗’郑芝龙终于成为中华帝
国伸向海洋的矫健臂膀，200年来，
中国人第一次重新夺回了海洋的
发言权。”
从小投奔大海商兼大海盗李

旦的郑芝龙亦商亦盗。在明朝对荷
兰打响的收复澎湖保卫战中，郑芝
龙成为军事和外交冲突中的翻译
官。李旦去世后，郑芝龙接替了他
的地位。郑芝龙在与明朝官军作战
中不断得胜，并夺取厦门作为陆上
基地，奠定了其海洋霸主地位。在
他受招安之前，他已壮大到拥有
400艘船和六七万之众的规模。
但荷兰殖民者并未收手，一支

庞大的远洋舰队再次开赴金门。在
这个历史节点上，郑芝龙不再选择
做海盗，而是接受崇祯皇帝招安，
抗击外敌。

东西方第一次大规模海战
爆发。60艘荷兰大型军舰和近
200艘小船，将金门附近海域变
成一片火海。
以郑芝龙的海盗家底形成的

大明帝国海军，架着从英吉利进口
的大炮向荷兰海军猛轰。这次史称
“金门料罗湾海战”，让荷兰人“不
敢窥内地者数年”。中国前往马尼
拉的贸易航线至此开通。随后，
郑芝龙彻底扫清了东西两洋的
航道，通商范围遍及东南亚。“各
国皆飞黄(郑芝龙)旗号，沧海大
洋如内地矣”。
崇祯皇帝获得了一个安宁、富

庶的东南海疆，中国官方第一次通
过郑芝龙对大洋深处实施了有效
管理。

开发南海，科学问

题，还是外交问题？

等待，还是等待。
中科院院士、中科院海洋研究

所前所长秦蕴珊已经78岁了，他还
等着有朝一日再赴东海、南海，为
祖国探明一座海上“大庆”。

22 日，在秦院士桌子上，一
张《参考消息》上醒目地写着越
南对南中国海问题的最新说辞。
“我希望你们报纸好好报道一

下什么是海权，告诉读者，有多少
本来是我们中国的岛屿，现在被这
几个国家占据了，每年掠夺中国
5000万吨的油气资源。”

秦院士说，上个世纪八九十
年代，他们经常前往钓鱼岛附近
进行油气勘测；90 年代中期，再
去东海一些争议海域时，就遇到
了日本船只和飞机阻止。
“他们骚扰你，不让你正常地

完成科学研究，上面有飞机看着

你，下面有船来撞你。”
为了避免国际争端，2000年

以后十几年时间，全国几乎所有的
科研机构申请去考察，都很难获
批。
在秦院士看来，简单的科学问

题，现在越来越复杂。
“比如说大陆架的划分，有科

学上的划分，也有海洋法公约的划
分”，秦院士说，科学的划分，从陆
地向海洋自然延伸到大陆斜坡的
部分就是大陆架，但是海洋法公约
还要将斜坡部分本身以及大陆隆
算入大陆架。
“在地图上一画，感觉大陆

斜坡和大陆隆并没有多大。但在
地球上，这就可能意味着几万甚
至十几万平方公里的海域。而这
片海域是否存在油气田就不好
说了。而从海面上讲，往往这几
万平方公里的海域在南中国海
就是一条重要的航线。”
上个世纪 70年代，为了团结

第三世界国家，中国在《联合国海
洋法公约》上签字，然而这项公约
在南海大陆架划分方面对中国并
不利。美国出于同样考虑，当时选
择拒绝签字。
“很多人埋怨政府，对中国不

利怎么还签字呢，但这是有历史条
件的，况且签字的外交人员也不会
想到一个大陆架在今天惹出这么
多麻烦。”秦院士说。
中国关于大陆架的麻烦有多

少？
秦院士拿出一张地图，从黄

海、东海到南海，中国与周边大
陆架的争议几乎遍布地图。“你
看，文莱、马来西亚、越南、菲律
宾、印尼这些国家主张的疆界，
都把南海大部分囊括进去了，越
南几乎还把海南岛包围起来，原
因就是他们占据着本该属于我
们的岛屿，并以此主张他们 200
海里专属经济区的疆界。中国控
制的岛屿很少，南沙只有 7个。”
秦院士介绍，南海还有丰富的

油气资源，中石油在西沙油气勘探
上做了很多工作，后来，越南在这
些区域打出来了石油。现在仅南海
周边五国每年从我国掠夺走的油
气资源就达到 5000万吨，相当于
从我国搬走了一个大庆油田。
“虽然我们是科学家，但我们

时刻关注南中国海岛屿归属和边
界划分的信息。”秦院士说，一位外

交官曾对他说，你们搞好科学研究
就行了，开发南海和东海不是科学
问题，而是复杂的外交问题。
但秦院士觉得，每个人都应该

关注海权。“海权是什么？老百姓总
觉得，中国这么大，有没有那几个
岛屿无所谓。但这个海权啊，不是
占了一个岛屿那么简单。”
秦院士说，如果日本人把钓鱼

岛占领，中国的石油运输线路就可
能减少。“现在，中国进口的
70%—80%的中东石油是经过马六
甲海峡、南中国海运向国内的。为
什么我国在中亚搞了几条油气运
输管线，就是为了防止我们的海上
生命线被切断。”

你家窗户外有没有

监控探头？

海权到底是什么呢？
6月 8日，经过中国海洋大学

教授干炎平多年努力，中国海洋大
学承建的中国第一个海权教育馆
开馆了。
在海权教育馆第一馆室的门

口，一张展板上写着：依据《联合国
海洋法公约》的规定，我国拥有
300 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和其
他海洋权益，但这其中海洋邻国向
中国提出了 150万平方公里的海
洋管辖权要求。
“我们应该怎样告诉学生一个

什么样的海权？”至今，中国高校中
也没有一门专门教授海权知识的
通课。
“清朝之前，中国的航海贸易

非常发达。但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
后，不让我们的人出去的目的达到
了，但没能阻止侵略者进来。”干炎
平说，历史教训告诉我们，海权的
主动丧失，只能使陆地领土更加容
易被侵犯，唇亡齿寒。
我国已探明海洋矿产 853处，

近海石油储量 250 亿吨，天然气
14亿立方米。海洋越发重要，不少
国家也开始重视和争夺海权，干炎
平说，现在南海周边 5国对南海掠
夺和侵占就是这个原因。
“他们对以往的历史不承认，

而且还要给南中国海改名，去掉历
史的印记。”
对此，干炎平说，我们在国际

社会要讲道理，但是我们首先要懂
这个道理，学生更要明白，他们错
在什么地方。
“沿海国家管辖的港口、领海、

大陆架，这都是我们的权益。公海，
属于人类的共同财产。”干炎平说，
我们还在太平洋争取到了 7 .5万
平方公里的海洋开发权益。

对于传统的航行权，干炎平
说，“索马里海盗威胁我们的船只
安全了，我们就要去护航；越南等
5国强占我们几十座岛屿，我们有
权把它收回；美国人在我们家门口
的海域搞军事侦察，我们有权力赶
他走！”
干炎平说，美国多年都在同中

国纠缠自由航行权的问题，他们的
航母在我们的领海通过没有问题，
但是他们会停下来搜集水温、气
象、水深、海水密度等数据，甚至搜
集情报。
“如果我们的潜艇出动，水

文发生变化，这样我们一出门，
人家就知道了。”

干炎平说，海权对每个人不
再是遥远的事情，这与你家门是
不是被别人放的东西堵了，你家
窗户外有没有监控探头，你出门
上班的道路是不是要收费一样
重要，只不过，海权上升到了国
家的高度。“但至少现在，南海周
边五国与我国的领土争议，唤起
了国人对海洋权益的重视，是一
次很好的海权启蒙。”

海洋邻国向中国提出

海权要求海域位置示意图

假如那时
中国有一艘航母
—南海争端引发的海权启蒙
本报记者 张榕博

海权是什么？
6 月8 日，中国

第一个海权教育馆
在青 岛开 馆。在 中
国海 洋大 学、这 座
我国研究海洋知识
的最 高学 府，一 座
昭示中国海权的沙
盘悄然落成。

在象征300万平
方公里海洋国土的
平面上，星星点点的
海岛像铺就着几代
军人收复失地的进
路，一条条虚线寄托
着地质学家探索大
洋的理想，蜿蜒的南
海海疆描摹着一个
海盗为南海主权贡
献的宝图。而今天，
这微缩的沙盘中，包
含着每个国人不能
再忽视的权益。

在面向蔚蓝海
洋的 这个 世纪里 ，
我国仍有一半的海
洋国 土面 临争议 ，
数以亿万吨的海洋
财富受到掠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