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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中领土争端的起源》

内容概要

不仅在领土问题上，而且在历史认识上，当我们寻求共识时，当务之急不是找到共识，而是实现事实
的共有化。认识以事实为依据，如果对于历史事实莫衷一是，也就不存在共同的基础，不可能达到一
致的认识。然而，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是，自己国家的人认为理所当然的事实，对于对方国家的人来
说，竟然一无所知。但是，事实毕竟是现实存在的，认定事实并非那么难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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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村田忠禧，日本横滨国立大学名誉教授、神奈川县日中友好协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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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日本学者一贯的细密扎实。从学理来讲，钓鱼岛属于中国我认为不存在任何问题。当然另一方面
，从萨摩到明治政府，为了控制琉球一域所付出的种种辛苦经营，和清政府的随意懈怠简直形成了鲜
明的对比。
2、出版仅三个月就出了译本，中方也迫不及待用此书声援吧。钓岛争端之前就是日本吞并琉球导致
的问题，这方面作者很多引用了西里喜行的著作。
3、要是有关于国际法关于领土主权的定义就更好了。作者意在陈述，而非评价和表达。
4、强占固然不对，但是国力式微被人窃取，我们难道不也应该反思自己的问题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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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日中领土争端的起源》的笔记-第7页

              作者逐条检证了日本政府关于钓鱼岛的见解。
      针对上述日本政府的见解，作者指出：
      第一，所谓“南西诸岛”的概念并非历史上一贯使用的概念，使用“南西诸岛”而不使用“琉球国
”“冲绳县”，本身就说明了概念上的矛盾。其实，从历史上看，所谓的“尖阁列岛”不属于琉球，
甲午战争前也不属于冲绳县。
      第二，“自一八八五年以来，日本政府通过冲绳县政府等途径多次多尖阁诸岛进行实地调查，慎重
确认尖阁诸岛不仅为无人岛，而且也没有受到清朝统治的痕迹”的表述不是事实。事实是西村舍三已
经指出不能像对大东岛那样进行勘察及设置国标，况且所谓调查并非“再三”。事实是当时认为与清
国有关系，必须慎重对待，做出了“暂缓进行”的决定。
      第三，“以正式编入我国领土之内”的叙述不准确。如果真的是“正式领有”，本应有一系列措施
。但是，1894年12月27日向阁议提出后，并未采取措施。调查还是1885年进行的，但当时调查的结果
是考虑到与清朝的关系而没有设置国标。P7
      《三国通览图说》中，日本为绿色，小笠原岛为浅红色，琉球为黄色，中国为桃色等，使用了不同
颜色来区分。还附有《琉球三省及三十六岛图》，也采用不同颜色加以区分。也许《佩里远征记》中
的《大琉球岛及周边群岛海图》中省略了钓鱼屿等的描述，是由于他看到了《三国通览图说》中的附
图。
      如果提出《三国通览图说》作为证明小笠原群岛是日本领土的根据，同样，也应该尊重钓鱼台、黄
尾山、赤尾山从颜色区分上属于中国领土这一事实。
       是否办理了正式的归属手续 P221
       这里需要探讨的问题是是，内阁审议后批准冲绳政府在该地设置标志、并正式将其纳入领土范围
，冲绳县政府是否执行了呢？
       在日本这样的岛国，有大量无人岛存在。有人在那些岛上从事某些活动，并无不可思议之处。但
是，无人并非等于无主，因此寻找无人岛所有者的环节不能省略。然而，1885年日本对这些无人岛展
开调查并计划设置国家标志，之所以最后放弃设置标识，其原因在于日本政府知道，该岛与清国无关
。如果当时日本就这些无人岛的归属权没有向清国发出照会，并且收到其中不包含清国领土的回复，
那么便不能占有这些无人岛。P222
      明治政府实际上明知钓鱼岛等无人岛屿与清国有关，因此，就其归属问题自然应该首先向清国发出
照会。但是，之所以在此环节上有所懈怠，原因在于日本政府知道，一旦发出，清国必然会做出这些
岛屿是中国领土的回复。
       同意冲绳县在该岛设置标识只是日本内阁做出的决议，并不能说是已经完成了领有该区域的正当
手续。冲绳县虽然接受了内阁决议，但实际上并没有设置标识。另外，一个国家在获取新的领土时，
有义务对内、对外进行相关公示。但是，无论我们如何查阅当时的《官报》，都未能发现与该事件有
关的公示文字。看来，日本政府不仅对清国采取了秘而不宣的手法，对本国民众也没有进行明确说明
。明治政府在与清国的战争获胜后，便开始集中精力确保“战果”——获取台湾，与此相比，如何处
理那些小小的无人岛便显得不足轻重了。P227

Page 7



《日中领土争端的起源》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