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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在石垣岛北方的尖阁诸岛至19世纪，对于往来于琉球
与中国之间汪洋大海的人们来说，一直都是仰赖该岛屿作为
航标。 每当领航员等在海上往来的人们看见尖阁诸岛时，就知
道航程已完成一半，继续朝向那覇/中国的福州航行。
　　原本如果语言不同，使用不同的专有名词称呼相同的地
标 也不足为奇，因此，在中国历代王朝的明朝、清朝史书中，今
天的尖阁各岛屿被称为钓鱼屿、赤尾屿、黄尾屿（分别为鱼钓
岛、久场岛、大正岛）。 在强烈警惕倭寇的海防论、被派遣到琉
球的皇帝使节（册封使）撰写的报告中所附的地图上，确实描
绘有这些岛屿。
　　但是，这并不表示明、清就一定对尖阁等这些远离大陆的
各岛屿取得了统治的实绩。原本，就连对台湾的统治都是在较
新的时代发生的事情。 曾经被称为鸡笼屿的台湾，到相当于明
朝后期的17世纪为止，一直是现今在台湾被称为原住民的南
岛语系族群（在文化上与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相连）
生活的土地。 台湾现今占大多数的说“华语”的族群（汉人）是
从大陆渡海到台湾开始生活的，这是在距今约400年前——17
世纪前后的事情。 17世纪中叶，荷兰占领了台湾西部；17世纪
后叶的约20年间，明朝灭亡后仍誓死效忠明朝的郑成功逃往
台湾，并统治了台湾。现今的中国视为正统的王朝终于统治台
湾西部，是在清朝康熙年间，即17世纪末以后了。
　　其后，对于台湾东部中位于最北边的宜兰县，清朝的势力
终于在18世纪之后逐渐进入。 但是，对于被南北纵贯台湾的
山脉分隔出的花莲县与台东县（现称），因被汹涌的大海和险
峻的高山所隔离，清朝到19世纪后叶也未能统治。 中国的正
统王朝连台湾东部都没能进入，因此，对于位在远离台湾的海
面上、作为航标之岛的尖阁诸岛，尽管航海人知道其存在，但
实际上也没有被清朝统治。

　　在这样的背景下，在尖阁诸岛周围海域最活跃的是琉球
的船员，也就是以日本人为主的海盗集团，即倭寇。
　　如果看一下明、清是怎样对付倭寇的，再与前面所述的其
实际统治台湾的状况相结合，就能理解明、清对海域的态度。
　　例如，如果翻开《筹海图编》及《武备志》等明朝时期编撰
的兵法书，就会发现对于遭到倭寇侵袭的浙江省、福建省的官
员来说，在大陆沿岸实施海防属于常识。 特别是与倭寇的对
战，都采取将倭寇引入面朝大陆城市的港湾入口，利用设置于
陆地的要塞予以迎击的战术。相反地，派军舰出征远海取缔倭
寇的想法，因海浪汹涌、大海辽阔使得海上警备效率低，以及
在突然出现的浅滩岩礁上触礁的危险性等原因，而被排除了。 
因此，翻阅这类兵法书会发现，关于中国大陆沿岸地区，为了
迎击倭寇而记录了非常详细的地理信息，但关于远离大陆的
岛屿，却仅是列举极其模糊、笼统的位置关系而无更多描述。
　　从没想过派官兵前去管理、位于远海另一头而不确定位

置的岛屿，这就是近代以前的明、清眼中的“钓鱼屿”，即尖阁
诸岛的身姿。
　　因此，明朝虽然为了赐予（册封）国王称号，试图派遣使者
到琉球，也因不谙航海，以及福州的人们为了筹备精疲力竭而
烦扰。特别是琉球国王长寿，更迭的时间间隔长，上一次册封
使的经验未在福州得以传承，次次辛劳。 因此，册封使往返于
福州与那覇之间时，领航员（看针通事）位阶以下的主要船员
通常都找为了贸易而自由往来于尖阁海域的琉球人担任。

　　由于明、清都没有试图管理尖阁诸岛的想法，因此对于尖
阁诸岛周围的边界意识也极其模糊。在这样的背景下，围绕

“边界”的描述出现在册封使与琉球人的领航员、船员之间的
交谈中。
　　中国围绕尖阁问题于2012年9月发布“钓鱼岛白皮书”。书
中指出，根据前往那覇的册封使留下的记录，即“册封琉球使
录”中的表述，在近代以前的时代，尖阁诸岛与琉球之间有明
确的边界线。 例如，陈侃的《使琉球录》（1534年）中就有这样
的记载：当看到古米岛（久米岛）,琉球方的船员们会高兴地说

“回来了”;谢杰的《琉球录撮要补遗》（1579年）、夏子阳与王士
桢的《使琉球录》（1606年）中记载了“黑水沟”、“黑水、沧水”这
样暖寒流分界线的记载，表明在近代以前的时期就已经清楚
地认识到中国与琉球的“中外之界”。 而且，在该“白皮书”中还
指出“清楚记载着钓鱼岛、赤尾屿属于中国，久米岛属于琉球，
分界线在赤尾屿和久米岛之间的黑水沟（今冲绳海槽）”。
　　但是，应该不会有人对原本无人居住的航标之岛怀有“回
来了”的感情吧。此外，原本暖寒流分界线就会有时完全不出
现，有时会出现若干个。 在1800年前往琉球的清朝使者李鼎
元所写的《使琉球记》中，因未出现暖寒流分界线，而断言“原
本就不存在黑沟等”。 光以这样模糊的地理认识及自然现象，
无法说“国境线就在那里”，也无法将其视同海底地形冲绳海
槽看待。
　　西方在近世以后出现了有效统治土地与国民且承担其责
任的主权国家，并制定了如何约束主权国家间关系的国际法。 
而且，在19世纪中叶后，以西方为中心的现代国际关系铺天盖
地地影响了亚太地区，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与清朝也逐渐采
用国际法。对于海洋，也在国际法下认识到分为陆地周围的领
海与除此之外的公海。
　　于是，所有以往即使由谁管理模糊不清也无大碍的岛屿
究竟属于哪个国家，以海域的何处为领海，或者是否划中间线
都成为了问题。 当然，对于多个国家彼此主张“那是自己的土
地”的地方，如果其中一国单方面划出边界线，必定引发国际
争端。但是，对于长期无人管理，也无人主张主权的土地，由具
有渊源的国家在无人反对的情况下，和平地开始管理时，国际
法即承认该国对其土地与领海的支配权、即主权。 尖阁诸岛是
琉球，即冲绳县人利用其海域而具有历史渊源的土地，因此明
治政府在1895年正式将其划入日本领土。

　　从此，虽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段时期，包括尖阁诸
岛在内的冲绳县施政权归属于琉球列岛美国民政府，但冲绳
县在1972年回归日本政府统治，尖阁诸岛也一直由日本政府
管理，直至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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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端。但是，对于长期无人管理，也无人主张主权的土地，由具
有渊源的国家在无人反对的情况下，和平地开始管理时，国际
法即承认该国对其土地与领海的支配权、即主权。 尖阁诸岛是
琉球，即冲绳县人利用其海域而具有历史渊源的土地，因此明
治政府在1895年正式将其划入日本领土。
　　从此，虽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段时期，包括尖阁诸
岛在内的冲绳县施政权归属于琉球列岛美国民政府，但冲绳
县在1972年回归日本政府统治，尖阁诸岛也一直由日本政府
管理，直至今日。
　

    

专栏 http://www.cas.go.jp/cn/ryodo/kenkyu/senkaku/尖阁诸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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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明示出领域、领海、边界的近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