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兩學者提出再討論琉球主權問題，也驚動了日本的「靠
山」—美國。美國國務院發言人9日公開表示，日本對沖繩

（琉球）擁有主權。但專家指出，美國這一表態與歷史事實矛
盾，並與當代國際法律體系矛盾。琉球是美日間的私相授受，
是美國二戰後的精心安排，是美國在第一島鏈最重要的軍事基
地和美軍控制亞太的立足點。

二戰時期，《波茨坦公告》明確提到日本的領土僅限於本
州、四國、九州、北海道四島，琉球作為被日本侵略所佔之地
不應屬於日本。資料顯示，當年蘇聯領導人斯大林曾稱琉球應
該歸還中國，美國總統羅斯福也兩度詢問蔣介石的態度。但是
蔣介石在此問題上態度曖昧，後來就由美國托管琉球，朝鮮戰
爭爆發後，美國政策大變，又將琉球私授日本，以達到繼續佔
用基地的目的。

美是釣島爭端始作俑者

依照《開羅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兩大法律文件來看，日
本對琉球的佔有權早已被剝奪。美國本應按照《聯合國憲章》
關於托管地的規定，使琉球走向自治和獨立。中國戰略文化促
進會常務副會長兼秘書長羅援指出，當年聯合國曾授權美國對
琉球群島進行托管，但並沒有授權美國把琉球群島交出去，更
沒有授權美國可以把中國的釣魚島納入琉球群島，交給日本。
他稱，美國實際上是釣魚島問題的始作俑者。

「美國說他在釣魚島主權問題上不選邊是假，偏袒日本是
真，在釣魚島問題上美國就是在拉偏架。」羅援認為，美國在
中日之間留下一個隱患，主要想達到三個目的：一是分散中國的戰
略注意力，干擾中國的和平崛起；二是要在中日之間插入一個楔
子，從中漁利；第三是為美國重返亞太尋找充分的借口。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近來美國對日本不斷否定侵略歷史的
警惕之情越來越強。對安倍政權的歷史觀持有異議的聲音正在
美國國內急劇蔓延。美國國會研究所本月1日出台的報告中
稱，安倍首相在歷史認識上的言行「破壞地區關係，並有可能
損害美國利益」。據稱，美國政府已通過非正式的外交渠道敦
促日方自制。

李 國 強 簡 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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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 中國邊疆史地學者

琉球再議 戳痛日本

南海問題專家、社科院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研究
部研究員，1963年1月出生，鄭州大學歷史系碩士。
主要科研成果及著作有《中越陸路邊界源流述略》、

《南沙群島的過去和現在》、《略論明代中越邊界》、
《民國政府與南沙群島》等。

安倍近來不斷口放狂言，部分日本媒體也不斷煽風點火、炒作中日
釣魚島爭端。中國學者預料，中日在釣魚島的對峙短期內看不到解決
的希望，並且不排除發生軍事衝突可能，而日本也不要低估和誤判中
國意志和信心。　

自從安倍上台後，不斷在釣魚島問題上示強，發表強硬言論。李國
強分析，日本其實是要利用釣魚島問題為日本政治需要服務，為其修
改和平憲法加碼。他預料，在這樣態勢下，中日會僵持下去，而要想
解決這一問題，日本必須回到正確軌道上來，日本要改正其錯誤，要
尊重歷史。「如果日本未來仍然不做出改正，中日釣魚島爭端就難有
大的突破，中日關係僵持的局面就會繼續。」

釣島回歸 華有耐心

「日本不要低估中國政府和人民在維護釣魚島主權上意志和信心。
釣魚島必須回來，對此中國要有耐心，而日本不要誤判中國的立場，
中國決不會做出退讓的。」對於中日未來會否在釣島發生衝突，李國
強表示，誰也不願意發生衝突，但任何方式的可能性都存在，建議中
日提高危機管控，尋求政治解決。

中國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長高洪認為，中日就釣魚島爆發大規模
武裝衝突的可能性非常低，而美國其實也非常小心的避免介入中日可
能發生的武裝衝突。釣魚島問題的最終解決還是應該靠對話、溝通、
談判。

「必須把『中國主張不當』這一日本的立
場向全世界說明。」日本首相安倍晉

三本月9日晚就《人民日報》發表的「琉球再議」
觀點做出回應。當天早些時候，日本官房長
官、海洋政策和領土擔當大臣和外務省也紛紛
表態指琉球毫無疑問是日本領土，並向中國提
出「抗議」。日本主流輿論則充斥「中國膨脹主
義讓人十分驚訝」的論調。

琉球自古不屬日本

《人民日報》8日刊登《論＜馬關條約＞與釣
魚島問題》系列文章，該文從歷史遷延的層面
剖析釣魚島主權歸屬，其中記述了日本政府當
年如何強行吞併和佔據琉球群島歷史。該文作
者之一、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
心研究員李國強向本報說，質疑琉球歸屬，旨
在駁斥日方錯誤觀點，來主張和明確中方對釣
魚島的主權。

日本宣稱所謂釣魚島主權屬於日本的依據之
一，便是釣島屬於琉球。李國強稱，要說明釣
島問題，首先就要從歷史上說清楚釣島與琉球
到底是什麼關係，要論證釣島，就繞不開琉
球，「連琉球在古代歷史上都不屬於日本，日

本又憑什麼來主張對釣魚島主權呢？」
日本官方對中國學者的觀點如此大動干戈，

有韓國媒體用「極為罕見」來形容。中國外交
部9日明確表示不接受日方所謂「抗議」，指沖
繩和琉球的歷史問題近來再度突出，背景是日
方在釣魚島問題上不斷採取挑釁行動，侵犯中
國領土主權。

武力吞併 鐵證如山

李國強稱，去年以來，日本接連在釣魚島採
取「國有化」等一系列挑釁行動，掀起中日爭
端。李國強稱，安倍要向國際說明日本什麼樣
的立場呢？如果以一個嚴肅認真的態度來看待
歷史的話，那麼琉球就是被日本以武力侵略後
所吞併的，日本對琉球的歷史都是這樣一個過
程，在此基礎上再主張釣魚島是日本的固有領
土，是根本站不住腳的。「日本的反應不足為
奇，因為『琉球再議』戳到了它的痛處。日本
當然不願別人觸及它侵略、吞併琉球的歷史，

就像它在許多問題上否認歷史一樣。」

還原真相 明確主權

「如果日本真願意與中國再議琉球的話，那
麼最終結果只能是還原歷史。」李國強指出，
琉球被日本武力吞併是130多年前的陳年舊事和
懸案，對此中方也可以不議，但不議不等於說
這段歷史不存在。「現在日本政府不但不尊重
歷史，反而在釣魚島問題上咄咄逼人，得寸進
尺，要通過所謂『國有化』竊取中國的釣魚
島，在這種情況下，中國不能不發聲。」

「琉球再議」的文章刊出後，連日來，部分
日本媒體斷章取義，煽風點火，指中國想霸佔
琉球。對此，李國強強調，文章是為了向公眾
闡述歷史，還原事實真相，出發點和歸結點都
在釣魚島，核心點並非討論琉球問題，而中國
也從未有過要收回琉球的主張，「要不議琉球
問題，日本就必須改變在釣魚島咄咄逼人姿
態。」

「琉球（沖繩）是被日本非法佔據，其地位應當再議。」兩名中國學者張海鵬、李國強5月8日在

《人民日報》發表的論點一石激起千層浪。日本朝野連續發聲，急欲否定這一說法，而沖繩當地歷

史學者就批評日本武力吞併琉球，外媒則紛紛評論指中國開始在釣魚島爭端中採取主動態勢。為進

一步廓清歷史真相，本報記者日前專訪了文章作者之一、知名邊疆史地專家李國強。他指出：連琉

球主權都存在未定論，日本又憑什麼主張對釣魚島主權！？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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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略圖謀 美日私相授受

中國學者「再議琉球」論令日本反應激烈，沖繩與日本之
間的微妙關係也是原因之一。儘管日本官方對《人民日報》
有關言論大動肝火，但沖繩當地的反應也很複雜，沖繩當地
媒體表示，日本「用武力吞併沖繩強制合併」的歷史是事
實，有當地歷史學者更直指，琉球獨立才是當地人民的希
望。

內地知名海權問題專家許森安指出，從歷史背景而言，琉
球從來都不是日本的藩屬國，更何談日本的領土。自日本明
治維新之後，國力日益強盛，開始對琉球之地虎視眈眈。從
1872年到1879年間，日本漸漸吞併琉球，使之成為日屬殖民
地，更視琉球人民為二等公民。此後還不斷向琉球人民實行
文化侵略。

《沖繩時報》10日在報道中稱，雖然日本政府向中國進行
了抗議，但是日本「用武力吞併沖繩強制合併」的歷史卻是
事實。據日方說法，琉球本地人大多持兩種觀點，其中70%
的人希望琉球獨立，另有部分人希望回歸中國，而希望回歸
中國的這部分人基本是中國的後裔。琉球民間組織對於獨立
自主的願望一直都很強烈，不過日本政府一直都在通過不斷
地鎮壓以消弭負面影響。

缺乏歸屬感 意願遭忽視

《產經新聞》報道稱，《人民日報》刊登這樣的論文可能
是意識到了沖繩出現了「琉球獨立」的主張。圍繞日美軍事

基地搬遷問題，沖
繩的部分居民中間
出現了主張沖繩獨
立的傾向。

為什麼琉球人民
對 日 本 缺 乏 歸 屬
感？許森安認為，
一是已提及的民俗
文化；二是經濟。
日本對琉球的經濟
建設、援助實質不
是惠及人民群眾，

而是建設軍事設施，比如駐紮美國軍隊的「沖繩基地」。
內地《環球時報》記者日前赴沖繩採訪期間就注意到，有

沖繩當地人將沖繩以外地區的日本人稱為「本土人」，並認
為「本土人」總是用犧牲沖繩保護自身利益，「本土的政府」
常常無視沖繩人的意願，代替沖繩人做出某種決斷。

倡導琉球獨立的早稻田大學教授稻福惠子表示，「因為島
嶼防衛造成的軍事化，琉球有被錯誤的國家戰略當成犧牲品
的危險性。要想從根本上解決基地問題，完全獨立才是最有
效的方法。」日本JCC新日本研究所副所長庚欣向媒體說，
在釣魚島成為中日焦點時，琉球可作為一張牌，這張牌『肯
定能打痛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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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關條約》簽訂，清政府沒有能力重提
琉球，台灣以及附屬諸島（包括釣魚島列
嶼）、澎湖列島、琉球就被日本奪走了。但
是，1941年中國政府對日宣戰，廢除《馬關
條約》。隨後《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
做出了戰後處置日本的規定，日本天皇接受
了這些規定。依照這些規定，不僅台灣及其
附屬諸島（包括釣魚島列嶼）、澎湖列島要
回歸中國，歷史上懸而未決的琉球問題也到
了可以再議的時候。

琉球合法主權未定
琉球群島是太平洋的一系列島嶼，位於台灣與日本之間，而釣魚

群島並不屬於琉球群島範圍之內。到目前為止，琉球群島中南部一

直處於日本托管之下，但美國1971年將沖繩移交給日本的「沖繩

移交協議」中聲明，美國移交的是治權而非主權。所以，至今日本

仍不擁有對沖繩的合法主權。琉球群島1871年以前有琉球國。當

前，世界各地均有大批人支持「琉球國復國的運動」。冷戰發生

後，美國將琉球作為對抗蘇聯的軍事基地。

話你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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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海監船抵達

釣魚島海域維權執

法。 資料圖片

■根據《重纂

福 建 通 志 》

（1871），釣魚

島屬台灣噶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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