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道) 中國駐東盟
大使佟曉玲10日表示，菲律賓方面已恢復與中國駐菲
律賓大使館就黃岩島事件進行的外交對話。她認為，
這是一個最新的進展。另外，外交部新聞發言人洪磊
在10日舉行的例行發佈會上表示，菲律賓外交部恢復
了與中國駐菲使館外交接觸，中方對此表示肯定。中
方要求菲方在黃岩島問題上尊重中國的主權，不要採
取使事態擴大化、複雜化的行動。

菲外交官與中國大使會談
據菲律賓GMA新聞集團10日報道，菲律賓外長德爾

羅薩里奧9日晚間向媒體透露，菲律賓方面恢復了與
中國方面就黃岩島事件進行的外交對話。報道稱，會
談在中國駐菲律賓大使馬克卿與菲律賓外交部官員之
間展開。
佟曉玲認為，菲方恢復與中方就黃岩島事件進行外

交對話，是中方努力工作的結果。她表示，4月10日
黃岩島事件發生後，中方曾在北京和馬尼拉與菲方一
直保持外交溝通和對話。4月下旬，菲方停止了與中
國駐菲律賓大使館就黃岩島問題的外交接觸和對話。
此後，中方一直在敦促菲方繼續與中方尋求外交途徑

解決問題，對話的大門一直是敞開的。中國駐菲使館
和中國駐菲大使完全有權代表中方與菲方就黃岩島事
件進行談判、磋商和交涉。

中方促保障公民機構安全
洪磊表示，菲方在此次黃岩島事件中不斷發表措辭

強硬的言論，煽動民眾情緒，嚴重損害了中菲雙邊關
係的氣氛。菲方還鼓動國內民眾和海外僑民發起針對
中國的遊行示威。這種行為已經引發海內外中國民眾
的強烈反應和關注。希望菲方不要進一步損害兩國關
係。中方將密切關注形勢發展和菲方的實際行動。
另外，洪磊強調，中方高度關注在菲中國公民和機

構的安全，要求菲方採取有效措施，切實維護在菲中
國公民和機構的安全和合法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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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報》在昨天發佈的評論員文
章《菲律賓當有自知之明》中

稱，菲律賓對中國固有領土提出主權要
求，這本身已經是極大的無禮和粗暴的冒
犯。面對菲律賓襲擾在黃岩島海域正常作
業的中國漁船漁民、派遣各種船隻干擾中
國公務船依法執行公務之舉，中國不可能
不做出必要反應。

忍耐已至底線 斥菲勿走極端
《人民日報》在昨日的文章中也再次全

面詳實闡述，黃岩島是中國固有領土。中
國公務船將繼續對黃岩島海域保持警戒，
中國漁政船也將依照中國法律管理漁船，
提供服務，為中國漁民在自己的傳統漁場
的生產作業提供正常環境。中國對菲律賓
的要求也是明確的：撤走在黃岩島海域的
船隻，絕不能再干擾中國漁船作業，更不
得干擾中國政府公務船執行公務。
文章再次重申了中國將堅持通過外交協

商解決當前事態的立場，也做好了應對菲
律賓擴大事態的各種準備。菲律賓無力撼
動中國「睦鄰、安鄰、富鄰」的周邊外交
政策，也不可能迫使中國犧牲自己核心利
益並做出無原則的讓步。「勢不可使盡，
事不可做絕」，逆公理而行，只會走向反
面。菲律賓當有自知之明。
《人民日報（海外版）》5月8日曾在頭版

發表署名文章《面對菲律賓，我們有足夠
手段》，強調對於黃岩島爭端，「菲方不能
將中國的善意視為軟弱可欺。仁至亦有義
盡的時候，忍無可忍就無須再忍」。

克制非軟弱 莫當中國是「紙龍」
《解放軍報》則在昨天發表的《休想搶

走中國半寸領土》再一次警告菲律賓，莫
把中國的善意大度當作軟弱可欺的「紙
龍」。文章稱，菲律賓政府顯然沒有認識
到他們正在犯嚴重錯誤：變本加厲不斷擴
大事態，繼續派公務船在黃岩島瀉湖內活

動，不斷發表錯誤言論，誤導國內和國際
公眾，煽動民眾情緒，嚴重損害雙邊關係
氛圍。形勢不容樂觀。文章還回應了外交
部「做好各種準備」的明確表態，強調任
何人妄圖搶奪黃岩島主權，不僅中國政府
不答應，中國人民不答應，中國軍隊更不
會答應。文章更進一步指出，中國在黃岩
島問題上一直隱忍不發，不是軟弱，而是
克制。但如果有人錯把中國的善意大度當
作軟弱可欺，真把中國當成了某些圍觀者
嘴中挑唆的「紙龍」，那他就大錯特錯
了。
《解放軍報》在昨天的文章中說，中國

對黃岩島的主權擁有充分的歷史和法理依
據，不管菲律賓耍什麼花招，都改變不了
黃岩島屬於中國這個基本事實。文章進一
步指出，只要看看1981、1984，甚至2006
年的菲律賓官方地圖，就知道菲律賓對黃
岩島主權的惦記是多麼荒謬可笑。這些地
圖明確標明黃岩島不在菲律賓版圖之內。

菲恢復外交接觸 中方肯定
中方「後發制人」美軍無可能介入

就黨報、軍報昨日發文嚴辭警告菲律賓，

中國社科院海疆學者王曉鵬在接受本報記者

採訪時表示，中國不會因任何原因改變對黃

岩島主權的既有立場，解決海洋爭端中國會

堅持國際法中以陸定海的原則。他並表示在

中菲對峙中，中國將執行後發制人策略，不

會主動使事態升級擴大，而美國軍事介入黃

岩島問題的可能性為零。

黨報軍報撰文 凸顯三大信息
王曉鵬分析說，從這兩篇文章中，我們可以看出

中國在維護和諧穩定與排除外部干擾上是統一的，

中國不會因任何原因改變對黃岩島主權的既有立

場。他指出，此次中國官方媒體的表態，為中菲之

間解決海洋爭端定下調子。中國會堅持國際法中以

陸定海的原則，以南海諸島為基點，享有12海里領

海、200海里專屬經濟區以及大陸架，在此基礎

上，與菲律賓進行海域劃界。

王曉鵬注意到，《解放軍報》將在黃岩島瀉湖內

活動的船隻統稱為公務船，沒有使用其他稱呼，這

表明中方在中菲對峙中將執行後發制人策略，不會

主動使事態升級擴大。如果菲律賓肆意妄為導致事

態升級，中國可能會動用各種手段加以應對。

「第三點就是突出了海洋執法船在維護海洋領土

主權方面的作用」，王曉鵬說，《人民日報》在評

論文章中將漁政船與其他公務船分開來說，表明中

方在黃岩島海域下一步的管理中，將在繼續保障正

常漁業生產同時，更加突出海洋執法船在宣誓主

權、維護主權方面的作用，也將會有更多海洋維權

的舉措。

美菲防禦條約 不包括黃岩島
中菲黃岩島事件已持續一個月，菲律賓此前曾多

次宣稱美國將在中菲發生摩擦時對菲予以保護。王

曉鵬分析認為，菲律賓方面的這種態度，主要是基

於1951年美菲簽署的《美菲共同防禦條約》。但是

該條約有一個規定，所謂共同防禦僅限於當時菲律

賓宣稱的領土和領海，而當時菲律賓政府是認可中

國對黃岩島享有主權的，美菲所宣稱的共同防禦範

圍，自然不包括黃岩島。他判斷，美國軍事介入黃

岩島問題的可能性為零。

「但是美國也會對菲律賓提供一些幫助」，王曉

鵬說，美國一直把菲律賓看作其重返亞太的重要環

節，作為南海域外國家的美國，也一直在關注並且

不同程度介入南海爭端，一旦中菲黃岩島對峙事件

升級，美國勢必會為菲提供一定方面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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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79年對越反擊戰前夕，《人民日報》於2月
17日發表社論《是可忍，孰不可忍》（見圖），社論
發表後，越南仍一意孤行，多次挑釁，對越自衛反
擊戰隨後爆發。而於1962年9月22日，在中印自衛
反擊戰前夕，《人民日報》也曾發表了題為《是可
忍，孰不可忍》的社論。
1979年2月17日《人民日報》在社論中說，越南

侵我土地，毀我村莊，殺我軍民，破壞我國邊疆地
區的和平安定。文章指出，同越南侵略者打交道，委曲已經不能求全，忍耐已經被
當作軟弱可欺，勸告、警告一概成了耳邊風。他們欺人太甚，我們忍無可忍。文章
最後明確提出，中央經過反覆考慮，決定進行自衛反擊、保衛邊疆的戰鬥，給越南
侵略者以應得的懲罰。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琳

話你知

《人民日報》社論
對外反擊戰信號

香港文匯報訊 上
海東方衛視記者張
帆9日登上位於東
經117度45分，北緯
15度11分的黃岩島
主礁（見圖）。該主
礁露出水面1.5米，
即使漲潮也不會被
淹沒。該礁石面積

2.5平方米，表面十分鋒利，稍不注意就會
被割傷。張帆借助繩索從小艇爬上主礁。
據他觀察，主礁上明顯有被炸藥炸過的痕
跡。在曾經有過主權碑和國旗的地方，張
帆再次插上一面五星紅旗。
上世紀七十年代後期，中國曾在黃岩島海

域進行過科學考察活動，之後在此豎立主
權標誌碑與國旗。但在
1997年，菲律賓非法移除
中國主權碑和中國國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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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易）

菲律賓駐港總領事常域幹（見圖）

昨日接受本報專訪時表示，菲律
賓民眾十分關注南海局勢，儘管國內不乏反華聲
音，但兩國絕無可能發動戰爭。他透露，中菲兩國
領導人正進行外交磋商，相信很快能找到和平解決
方式。儘管現在尚無具體數據顯示菲港商貿往來是
否受影響，但不希望南海爭端影響中菲友好關係。

菲駐港總領事：
定能和平解爭端

■香港文匯報

記者張易攝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洪磊 ■中國駐菲大使馬克卿

■1980年中國在黃岩島設立南海科

考碑，但於1997年被菲律賓炸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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賓當有自知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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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10日刊

文：《休想

搶走中國半

寸領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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