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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 年台湾留美学生“保沙运动”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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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1974 年，为抗议菲律宾、越南西贡政权侵占中国南沙群岛和西沙群岛，台湾留美学生

发起了声势浩大的“保沙运动”。“保沙运动”期间，留学生创办杂志刊物、举办座谈会、宣传西沙和

南沙的地理和历史、成立保沙组织、发动游行示威，维护了中国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保沙运动”
和保钓运动一样，都是海外留学生自发的爱国运动，都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都为中国统一运动作

出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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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越南、菲律宾等国宣称对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拥有主权，并派船只登陆，侵占中国领土。

对此，中国外交部多次发表声明，强烈抗议其非法行径，民间声讨之声也日益高涨。其实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越南、菲律宾等就曾侵占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1974 年，海外的中国留学生，主要是台湾留

学生在北美掀起了保卫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的运动( 简称“保沙运动”［1］) 。但学界对于“保沙运动”

研究较少，相关资料也散落在北京清华大学图书馆、台湾新竹清华大学图书馆以及台湾“中研院”近代

史研究所等。本文利用上述机构档案资料，回顾这段历史，并与保钓运动比较，希望以史为鉴，能对今

天保卫南海诸岛有所裨益。

一、20 世纪 70 年代的南海冲突

西沙群岛位于中国南海的西北部，是中国南海四大群岛之一，由永乐群岛和宣德群岛组成，共有

22 个岛屿，7 个沙洲，另有 10 多个暗礁暗滩。南沙群岛位于中国南疆的最南端，是南海诸岛中岛礁最

多、散布范围最广的群岛，主要岛屿有太平岛、中业岛、南威岛、弹丸礁、郑和群礁、万安滩等，曾母暗沙

是中国领土最南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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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分全国为 42 郡，其中南海郡管辖包括西沙群岛在内的整个南海诸岛。

唐朝，西沙、南沙、中沙群岛归海南岛的振州管辖。北宋，水师出巡至“九乳螺州”( 即今西沙群岛) 。

元世祖忽必烈还亲派著名天文学家郭守敬到西沙群岛进行天文测量。明清时期，中国许多图、籍、方

志对南海诸岛的记载已经不胜枚举。清政府在全国地图测量的基础上，编绘了多种地图。1716 年的

《大清中外天下全图》、1724 年的《清直省分图》、1767 年的《大清万年一统天下全图》、1800 年的《清绘

府州县厅总图》和 1818 年的《大清一统天下全图》等官方舆图中，都在海南岛的东南方绘有南海诸岛，

并列入中国疆域版图。1932 年和 1935 年，中国参谋本部、内政部、外交部、海军部、教育部和蒙藏委员

会共同组成“水陆地图审查委员会”，专门审定了中国南海各岛屿名称共 132 个，分属西沙、中沙、东沙

和南沙群岛管辖。1939 年，日本侵占了南海诸岛。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根据《开罗宣言》和《波茨

坦公告》的精神，1946 年 12 月，中国军舰前往西沙群岛、南沙群岛，先后收复永兴岛和太平岛，分别竖

立起“海军收复西沙群岛纪念碑”和“南沙群岛太平岛”碑石。1947 年，中国内政部重新命名包括南沙

群岛在内的南海诸岛 159 个岛礁和沙滩名称，并公布“11 段海洋断续国界线”。大量翔实的史实证

明，南海诸岛是中国人民最早发现和开发经营的，中国政府早已对其行使管辖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南海四大群岛先后被划归广东省和海南省管辖。1952 年，中国海军成立

南海舰队，负责中国南海防务。1959 年，海军正式进驻西沙永兴岛，成立“广东省海南行政区西沙、南

沙、中沙群岛办事处”，直接对西、南、中沙群岛及其海域进行管理。但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菲律宾、

越南等国趁海峡两岸内战之机，开始采取种种方式，窥视中国的南沙群岛，甚至提出无理的主权要求。

70 年代后，南越西贡当局，趁北越与美国交火、大陆进行“文革”之机，加紧侵占中国南沙、西沙群岛附

属岛屿。1973 年 8 月，南越当局非法侵占了中国南沙、西沙群岛中的 6 个岛屿，并叫嚣对这些岛屿享

有主权。9 月，西贡当局悍然将中国南沙群岛中的南威、太平等十多个岛屿划入版图。11 月，南越军

队在西沙海域撞毁中国渔船，并非法扣押中国渔民。

针对南越政权的侵略行径，1974 年 1 月 1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表声明，“南沙群岛、西沙

群岛、中沙群岛和东沙群岛，都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这些岛屿具有无可争辩的主

权。这些岛屿附近海域的资源也属于中国所有。西贡当局把南沙群岛中的南威、太平等岛屿划入南

越的决定是非法的、无效的。中国政府决不容许西贡当局对中国领土主权的任何侵犯”。［2］15 － 18

日，南越西贡当局入侵中国西沙群岛中的甘泉岛、金银岛，冲撞并骚扰中国渔轮。中央军委命令南海

舰队开赴西沙，在永乐群岛海域执行巡逻任务; 同时，海南军区派出民兵，随南海舰队舰艇进驻永乐群

岛的晋卿、琛航、广金三岛。19 日上午，西贡军队派遣军舰和飞机向琛航岛发动武装进攻，打死打伤中

国渔民、民兵多人。中国舰艇奋起自卫还击，重创南越军舰。与此同时，中国军队和民兵向珊瑚、甘

泉、金银三岛发起登陆作战，次日顺利收复三岛。西沙自卫反击战胜利结束，西沙群岛全部回到中国

的怀抱。20 日，中国外交部再次发表声明，“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从来不去侵占别人的领

土，也决不容许别人侵占我国的领土。为了维护我国的领土完整和主权，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有权采

取一切必要的自卫行动”，并警告西贡当局“必须立即停止对我国的一切军事挑衅，停止对我国领土的

非法侵占活动，否则它必须承担由此引起的全部后果”。［3］

但 1974 年 2 月 1 日，南越西贡当局再次出动军舰，侵占南沙群岛所属南子等岛屿，在岛上建立防

御工事。4 日，中国外交部再次发表声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决不容许西贡当局以任何借口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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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领土主权。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是坚定不移的。”［4］3 月 30 日，在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

会第三十届会议上，会议文件将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列为南越西贡当局的近海岛屿区，中国代表季云

龙重申中国对西沙群岛南沙群岛拥有主权，并要求“秘书处采取措施，纠正错误”。［5］4 月 2 日，中国代

表黄明达再次发言重申，“中国沿海海域及中国所属岛屿附近海域的海底资源所有权完全属于中

国”。［6］由上可见，中国对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的立场是非常坚定的，态度也是非常明确的。

针对南越西贡政权的武装侵占，台湾方面也坚决维护中国领土主权，台湾“外交部”多次发表书面

及口头抗议。中国大陆进行西沙自卫反击战时，台湾“外交部”于 1974 年 1 月 18 日再次发表声明:

“中华民国”是南沙、西沙等群岛的唯一享有合法主权的“国家”，其主权不容置疑。［7］随后，台湾《中央

日报》连续报道了“中共与越军西沙群岛发生海陆战斗”的战况。2 月 1 日，西贡当局派遣军队占领南

沙群岛的 5 个岛屿，扯下岛屿上的两面“中华民国国旗”，当时台湾当局 2 艘驱逐舰在数百码外观望，

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台湾当局一个星期后才发表声明，重提南沙的主权。［8］可见，台湾当局虽然也

主张对南海诸岛拥有主权，但相对中国大陆而言，则表现软弱。

二、1974 年海外留学生“保沙运动”

越南、菲律宾侵占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的消息传到北美，引起海外留学生的关注。在海外保钓运

动时期创办的《钓鱼台快讯》又一次走在时代的前列，1974 年 2 月 1 日出版的《钓鱼台快讯》，刊登了

《南海诸岛的历史回顾》和《中国南海诸岛文物》，回顾南海诸岛属于中国的历史与证明。［9］随后，在美

国各地区的社团组织也纷纷在各自的刊物中，刊登或转载南海诸岛的历史，证明南海诸岛为中国的固

有领土。康奈尔大学中国同学会主编了《南海诸岛问题特刊》，刊载了西沙、南沙事件的经过、地理及

人文资料、历史证据、外人侵略南海诸岛史实、世界舆论等。［10］斯坦福大学的留学生编印了《西南沙事

件特刊》，介绍了西沙、南沙群岛的地理概况和历史背景、事件经过、各界评论、留学生的行动与呼吁

等。［11］洛杉矶的《南海冲突专辑》，介绍了历史证据、冲突经过、最近新闻、条约声明、台湾非官方言论、

外电报道等，并附有南海地图。［12］奥克兰大学中国问题研究会编《南海诸岛事件剪辑》，刊载了西沙南

沙群岛风云记、最近新闻、官方言论等。［13］

《钓鱼台快讯》在整理南沙西沙地理和历史的同时，还及时报道最新动态，发表对南海诸岛的看

法。从 1974 年 2 月 1 日到 3 月 8 日，连续三期的《钓鱼台快讯》，先后报道《西沙事件》［14］、《西沙挑衅

未遂，又谋南沙》［15］、《南沙西沙事件新闻报导》［16］、《台湾、南越政府对西沙南沙之声明》［17］等，让海

外留学生及时了解南海诸岛的最新进展。在《钓鱼台快讯》等刊物上，留学生纷纷撰文发表看法，《我

们不能再沉默了!》［18］、《台北当局何以这样软弱》［19］、《看南中国海岛屿争夺战》［20］、《台湾同乡与大

陆台胞会谈记》［21］、《斥西贡政权的所谓“Fact Sheet”》［22］，声讨菲律宾和越南西贡政权，呼吁华人捍卫

南海诸岛主权与领土完整。1974 年 2 月，纽约保卫钓鱼台行动委员会发表声明: 保卫钓鱼台，保卫南

海诸岛是每一个中国人的神圣责任。……保卫钓鱼台，保卫南沙群岛和国家的统一是分不开的。［23］

海外留学生在刊物上介绍南海诸岛的地理、历史、最新动态，并发表政论，号召华人保卫南海诸岛，让

更多的华人了解南海诸岛的历史与现状。

1974 年 3 月 2 日下午，芝加哥大学中国同学会在纽约华埠“拉特杰斯社区中心”举行“南海诸岛

主权问题报告会”。唐德刚教授、伍承祖教授和程陶教授分别以“从历史观点谈南海诸岛的主权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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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南海诸岛的地理条件”和“在领土获取法中的主权归属问题”为题发表演讲，各自从不同的角度

说明了南海诸岛为中国的神圣领土。［24］约 250 人参加了此次报告会，整个报告会持续近 4 小时。演讲

结束后，与会听众进行了自由讨论。最后曹耀琛教授总结，呼吁大家团结起来，争取权益，与祖国人民

声息相通。［25］会议一再强调三种基本精神: 共同对外、民族情感、教育华侨。会议虽然是左、中、右三

派都参与，但以左、中人士推动，右派仅以个人名义参加。与会听众，仍以留学生为主，华侨屈指可数，

不超过 20 位。留学生中，大半以上又都是保钓急先锋，好多都是当年的风云人物。［26］台湾驻美官员梅

可望、沈剑虹向台湾“外交部”报告，称此次会议“80%以上为原保钓会左派分子”。［27］台湾驻芝加哥“总

领事馆”更认为，此次行动“意在掀起第二个钓鱼台运动”。［28］显然，台湾当局也非常关注学生活动。

1974 年 3 月 16 日，芝加哥大学中国同学会举行大会，有 70 多人参加，当场选举 10 人委员会，负

责下列事项: ( 1) 向有关政府或官员发出公开信; ( 2) 向海内外中英文报刊及中国同学会发出呼吁，要

求一致行动; ( 3) 密切注意南沙局势发展，并追踪各项信件的回音反应，随时向同学报告。［29］会后，芝

加哥大学中国同学会向世界各地的学生团体、政府机构及刊物出版社寄出数百份“西、南沙事件”的资

料。美国及香港的许多杂志很快将公开信刊登出来，各地学生组织来信表示支持，美洲各地的中国留

学生还举行座谈会、印发相关杂志。1974 年 3 月 16 日，密歇根州立大学“国事简讯社”针对西贡及马

尼拉当局对中国南沙、西沙群岛的侵略行为主办了讨论会，60 余人与会，3 位同学在大会上分析报告

了西、南沙的历史、地理及最近发生的事件，被侵略的经过及可能的动机，以及超级大国可能在幕后操

纵的程度。［30］此外，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中国同学会、堪萨斯大学中国同学会、麦迪臣的威斯康辛大

学中国同学会、西北大学中国同学会、芝加哥的罗斯福大学中国同学会、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中国同学

会等也举行“西、南沙事件”的座谈会或讨论会，发表公开声明，抗议侵略行径。麦迪臣的威斯康辛大

学中国同学会发行了《西、南沙事件剪报》，圣路易的华盛顿大学中国同学会发行了四月份的《同学通

讯》，明尼苏达大学复印了《西南沙事件快报》，加拿大雷城莎省大学的《莽原月刊》印行了《西、南沙事

件资料选辑》，都详细介绍和评论西沙、南沙事件，中国声明及报章评论，各国的反映，并表达了维护国

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呼声。［31］

根据芝加哥大学中国同学会的精神，芝加哥大学中国同学会发表致台湾当局的公开信。4 月 5

日，内布拉斯加大学中国学生会再次向台湾当局发出公开信，但台湾当局未有任何反应，而西贡政权

又在南沙加强军事设施。5 月 3 日，芝加哥大学中国同学会召开“西南沙事件讨论会”，到会者 70 余

人，包括来自密歇根、威斯康辛各州学生 10 余人。会议通过决议: 组织保卫南沙群岛工作委员会、起

草公开信、举行游行示威，［32］最终成立美国中西部保卫南沙委员会。该委员会的发展是逐步扩大的，

从最初的 10 人工作小组，发展成 17 人联络各学校的团体，最终发展成 28 人的委员会。在该委员会成

立之前，各种保沙活动由各学校的中国同学会分头组织，而这些中国同学会在保钓运动中都积极参

与，属于爱国学生团体。中西部保卫南沙委员会成立的目的是“广泛宣传西南沙事件真相，让每一个

国胞认识到西南沙事件的严重性，及它对中国将来国势的影响”，［33］“维护八亿国人的尊严与正气”，

要求台湾当局行动起来，抵御外侮，所以“保沙会同学的目的是纯正的，行为是光明的”。［34］从目前资

料尚不能查到“保沙委员会”10 人、17 人或 28 人的名单，但从台湾驻美官员上报台湾当局的名单中可

以看到一些线索。“保沙委员会”主要者有: 杨璐明( 女，中间偏左) 、李雪馨( 女，极左) 、王安荻( 男，中

国同学会会长，中立派，言论尚中肯) 、汤建国( 男，极左) 、吴绍基( 男，极左，言论激进) 、李志达( 男，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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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 、王伯伟( 男，左派) 。［35］由上可见，台湾当局将“保沙委员会”的主要成员归为左派或中立派，这从

另一个角度也说明该委员会的主要成员并非亲国民党或台湾当局的。因此，“保沙委员会”是以维护

国家领土和主权为目的，属于爱国的学生团体。

1974 年 5 月 18 日，美国中西部保卫南沙委员会在芝加哥举行和平示威游行，其宗旨为“保卫中国

南沙群岛的领土和主权”，［36］参加示威的有留学生、教授、华侨和菲律宾及美国友好人士等 200 多

人。［37］示威前，留学生先宣读各地发来的电报，演讲西沙、南沙群岛与中国的历史渊源、能源与国际关

系，然后游行队伍前往台湾当局驻芝加哥“总领事馆”。台湾当局“总领事”欧阳璜会见中西部保卫南

沙委员会代表，针对代表的问题，欧阳璜采取回避措施，不正面回答。［38］随后，学生代表在“总领事馆”

前发表演讲，“我们海外的中国华侨和留学生，负起了伸张国际正义，保卫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任

务。我们强烈谴责西贡政府对我国的侵略行为，我们要昭告全世界，南沙群岛是中国的。我们号召所

有的中国人，团结起来，把南越侵略者驱逐出去”，“我们的国家今天处于分裂的状态，在对内的许多政

策上，双方采取的是势不两立的态度……可是领土主权的问题，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这是一个中

国和外国之间的问题，要比内政问题复杂，长远很多……中国今天的分裂已经是很痛苦的了，我们千

万不能让外国利用我们的痛苦，抢夺我们的领土，侵占我们的主权……请求国民政府在面临外国侵略

者的野心的时候，能以保卫疆土为重，枪口对外，不要因为内争，而丧失国土”。因此，留学生代表要求

台湾当局公布事实真相，采取相应的“外交”军事行动。［39］随后，游行队伍又前往菲律宾领事馆递交抗

议书副本，并发表演讲强烈谴责菲律宾政府侵占南沙群岛。［40］

游行当天，中西部保卫南沙委员会发表了《致国民政府公开信》，主张:“1． 通牒南越及菲律宾立即

撤出南沙群岛一切侵略人员和设施，否则断绝友好关系，并采取有效军事行动，一切后果由对方负责。

2． 立即停止对南越军事、经济援助。3． 立即发出官方声明，澄清任何由中、菲、越共同享有南沙主权的

传闻。4． 要求政府澄清传闻，并对入侵我国领土南沙任何岛屿的外国势力，皆予以迎头痛击。”［41］此

外，中西部保卫南沙委员会还发表《捍卫中国南沙群岛宣言》，主张:“1． 促请国民政府驱逐所有入侵我

国疆土的外国强盗。2． 抗议西贡、菲律宾的无耻侵略和歪曲宣传。3． 明白昭告全世界人们西贡、菲律

宾侵夺南沙真相。4． 促请维护真理正义的新闻界和友邦人士共同起来制裁西贡、菲律宾的无耻侵略

行径。”［42］

此次游行示威，中西部保卫南沙委员会精心组织，制订了游行手册，包括了游行目标、游行口号及

标语、游行誓词以及宣言等内容。游行目标: 1． 抗议西贡政权; 2． 抗议菲律宾政府; 3． 力促国民政府立

即采取行动，赶走西贡和菲律宾侵略者; 4． 纠正美国新闻界对西南沙事件偏袒西贡的报道。中文口

号、标语: 1． 中国人民团结起来! 2． 保卫南沙、保卫领土! 3． 打倒西贡侵略者! 4． 打倒菲律宾侵略者!

5． 粉碎国际阴谋! 6． 国民政府行动起来! 7． 请国民政府表明立场! 8． 西贡滚出去! ［43］游行誓词:“中

华民族屹立生存五千余年，在五千年中，曾经无数次面临异族的挑战与侵略。但是每当国家主权遭受

侵夺，每当国家领土遭受侵占之时，我全国上下，基于民族意识与爱国精神的发扬，无不激发热血澎

湃，慷慨激昂，一致对外的民族大义; 无不浴血奋战，有我无敌的果敢行动，痛击入侵的异族，粉碎一切

的侵略，表现出中华民族不容轻侮，至大至刚的国格。”宣言:“1． 促请国民政府驱逐所有入侵我国疆土

的外国强盗。2． 抗议西贡、菲律宾的无耻侵略和歪曲宣传。3． 明白昭告全世界人们西贡、菲律宾侵夺

南沙真相。4． 促请维护真理正义的新闻界和友邦人士共同起来制裁西贡、菲律宾的无耻侵略行

·86·



径。”［44］在游行示威前后，中西部保卫南沙委员会收洛杉矶西沙南沙委员会、纽约爱国学生和侨胞、哈

佛大学亚洲电影协会、堪萨斯大学中国留学生、华盛顿的华人的电报、电话以及来信等，他们对示威活

动给予支持及鼓励，匹茨堡的留学生还募集资金给予经济支援。［45］

游行的当天，国民党海外党部暗中指挥，让美中区“反共爱国联盟”、罗斯福大学中国同学会和留

学生评论社三个团体组织南沙座谈会，分散游行力量。三天后的《中央日报》( 海外版) 登载了座谈会

的消息，称“留美中西部爱国青年，支持政府防卫南沙”，但对同一天、同一地点举行的示威游行活动只

字未提。直到 7 月 24 日，台湾驻美国代表沈剑虹致函威斯康辛大学中国同学会，“外电所传中、菲、越

三国共享南沙主权之说，全属猜测之词，决非事实! 请各位同学放心”，［46］才对留学生的爱国行动给

予充分肯定。

通过上述内容，我们不难发现: 此次游行示威是以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为基础的自觉行动，其目的

是维护南海的领土主权; 虽然存在不同意识形态、不同政治主张的纷争，但各派力量还是团结在维护

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的旗帜下，通过不同的形式参与“保沙运动”; 在留学生的“保沙运动”推动下，迫

使台湾当局不得不发表看法，肯定学生的爱国运动。

冷战时期，美国及苏联分别代表西方及东方集团的两大势力，在东南亚部署兵力对峙。西沙、南

沙群岛主权之争在冷战后形成白热化还有一个原因，20 世纪 60 年代末期南中国海发现丰富石油矿

藏，因此成为各国争夺的目标。美军撤出南越后，美国政府对西、南沙群岛争端采取“坐山观虎斗”的

旁观政策，认为应由领土主权要求者间自行解决。“美国为了本身的利益，尽管南越是美国的盟国，美

国在西沙之战中，以及在西、南沙的争端中，美国始终扮演旁观者的角色。”［47］而台湾当局基于与南越

及菲律宾两国是“盟邦”，并且美国没有明确态度，从“识大体，顾大局”出发，除了发表原则性的声明

之外，尽量采取克制与忍让的态度，坚持中国对西、南沙群岛的主权，但尽可能避免诉诸武力，与菲、越

军对峙或冲突。［48］相反，在西南沙事件上，中国大陆在西沙赶走了南越的入侵军队，相对于台湾当局

管辖的南沙岛屿先后被南越、菲律宾占去十数个岛屿，中国大陆很自然地赢得海外中国人的一些赞

许，台湾就遭到一些指责。［49］因此，台湾当局在发表原则声明的同时，更担心中国大陆对“保沙运动”

的统战。1974 年 2 月 12 日，台湾当局驻纽约官员向台湾“外交部”的报告代表了台湾当局对“保沙运

动”的态度，即担心华侨在大陆的煽动下，“难免群情激奋，发生类似钓鱼台事件”，一旦大陆对南沙采

取军事行动，无论结果如何，都将影响海外华侨“至深至巨”。［50］2 月 22 日，沈剑虹、梅可望报告台湾

“外交部”，认为 3 月 2 日将举行保卫南海诸岛主权问题报告大会“旨在重施利用钓鱼台事件之故伎，

再度进行统战，而借南海诸岛问题困扰我政府，破坏我与菲越邦交，并转移国际人士注意大陆动乱之

焦点”。［51］可见，自从国民党迁台以来，台湾当局与中国大陆不仅在国际间竞争中国主权的代表，也积

极争取两岸及世界华人的支持与认同。

三、“保沙运动”与保钓运动相关性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伴随着世界能源危机，东亚、东南亚地区重视能源开发，因而纷纷争夺领海。

日本及东南亚国家开始抢夺本属于中国的钓鱼岛、西沙群岛、南沙群岛。面对这些侵略行径，海外留

学生先后发起轰轰烈烈的保钓运动与“保沙运动”，两者有着诸多关联。

第一，“保沙运动”与保钓运动都捍卫了国家主权、维护领土完整。保钓运动维护了中国在钓鱼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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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权，“保沙运动”维护了中国在西南沙群岛的主权。1971 年 1 月 29—30 日，中国留学生在美国举

行保钓游行示威，打出“我们抗议日本侵占钓鱼台”、“中国领土不容日本染指”等标语，［52］4 月 10 日

的游行示威中，留学生更喊出了“发扬五四爱国精神”、“七亿人民一条心”等口号。［53］威斯康辛大学留

学生还为保卫钓鱼岛创作了《钓鱼台战歌》，“中国神圣领土钓鱼台宝岛，象征着我们英勇不怕强暴

……我们寸土必争誓死抵抗，我们要藐视那东洋的海盗”，都坚定地表达留学生保卫钓鱼岛、维护中国

领土和主权的愿望。在“保沙运动”中，留学生提出“保卫南沙、保卫领土”的口号，督促台湾当局“驱

逐所有入侵我国疆土的外国强盗”。［54］不可否认，无论在保钓运动还是“保沙运动”中，留学生所提到

的“我国”或“中国”，更多是指“中华民国”政权。在保钓运动的游行示威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尚

未恢复联合国席位，“中华民国”还是国际上“合法”的代表。1971 年 10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恢复

了联合国合法席位，但这些留学生还是持台湾当局签发的证件，强调“中华民国”也是情理之中的。虽

然如此，但他们早就意识到，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只是两岸的政权之

争。海外留学生认识到，面对外来侵略，两岸要共同抵御外辱，因此在保钓运动中才会喊出“七亿人民

一条心”的口号，更在“保沙运动”中坚持“中国人民团结起来”，强调“中华民族”一致对外，“痛击入侵

的异族，粉碎一切的侵略”。［55］

第二，“保沙运动”与保钓运动都是海外留学生自发的爱国运动，都经历了前期的舆论宣传、创办

刊物、举办座谈会等，后期都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活动，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台湾当局对外政

策。1970 年，媒体披露美国准备将钓鱼岛与冲绳一并归还日本的消息，激起了海内外中国人的愤慨。

在美国的中国留美学生自发通过《科学月刊》联络，讨论钓鱼台问题。1970 年 12 月，美国普林斯顿大

学中国留学生首先成立“保卫中国领土钓鱼台行动委员会”，接着纽约、芝加哥、华盛顿、耶鲁、宾夕法

尼亚、康奈尔等美国各大学中国留学生相继成立“保卫中国领土钓鱼台行动委员会”或“保卫中国领土

钓鱼台行动委员会 × × 分会”。此后，各地“保钓( 分) 会”开始有计划地举办钓鱼岛问题座谈会，出版

“保钓”刊物，发掘史实，寻找证据，撰文驳斥美、日的侵略言行，呼吁台湾当局立刻采取行动，夺回钓鱼

岛主权。随后，中国留学生先后于 1971 年 1 月 29 － 30 日、4 月 10 日在全美举行游行示威，向台湾当

局递交公开信，向日本使馆递交抗议书，将保钓运动推向高潮。留学生的爱国行动促使台湾当局正视

钓鱼岛问题，采取行动宣示主权。“保沙运动”如前文所述，留学生自发在保钓运动创办的杂志刊物上

刊登“西南沙事件”相关报道，成立保卫南沙委员会，出版“西南沙事件”专刊，举办座谈会讨论“西南

沙事件”。1974 年 5 月 18 日，海外留学生在美举行游行示威，要求台湾当局表明立场，立即采取行动，

驱逐西贡和菲律宾侵略者，将“保沙运动”推向高潮。“保沙运动”后，台湾当局也不得不致函留学生，

表明立场，并对他们的行动给予肯定。

第三，“保沙运动”与保钓运动虽然都存在左右之争，但都坚持一个中国。无论是保钓运动，还是

“保沙运动”，受当时国际形势及两岸关系的影响，留学生有的亲大陆，有的则亲台湾，因此在运动过程

中，存在左右派别的纷争。但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是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支持“中华民

国”，都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保钓运动在 1 月 29 － 30 日游行示威中，就规定既不使用“五星红旗”，

也不使用“青天白日旗”，避免留学生内部冲突。4 月 10 日游行示威之后，留学生召开多次国是讨论，

虽然讨论中左中右三派展开激烈辩论，但最终通过的决议，“反对任何‘两个中国’及‘一中一台’的国

际阴谋”、“中国的台湾省问题是中国的内政问题，由中国人民自行解决”。［56］“保沙运动”中，5 月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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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游行的当天，右派留学生在国民党海外党部的指挥下召开座谈会。其实早在 5 月 13 日，沈剑虹就

向台湾“外交部”报告，决定“全面杯葛此次游行”。［57］示威后三天，右派刊物《留学生评论》发行《号

外》，扰乱视听，污蔑“保沙运动”受大陆控制。中西部保卫南沙委员会也发表《致留学生评论社等公

开信》，认为座谈会时间与游行示威时间冲突，“其动机令人难明”，有“杯葛”的嫌疑。［58］之后的《留学

生评论》和《钓鱼台快讯》等发表系列文章，围绕左右之争展开辩论，但在“保沙”问题上还都是立场一

致的。无论是保钓运动，还是“保沙运动”，其左右之争，背后蕴涵的是两岸政权之争。但维护国家与

民族的利益高于彼此间的政治分歧，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是这两场运动得以发生、发展并最终走向高

潮的基本动因。

第四，“保沙运动”是保钓运动的延续与发展，但在运动规模上不如保钓运动。留学生掀起保钓运

动，激发了民族热情，创办了众多刊物。当“西南沙事件”发生后，这些海外留学生首先通过保钓刊物

报道“西南沙事件”，并通过保钓刊物的网络迅速传播，在北美、欧洲、香港、台湾等地广为流传，再一次

掀起保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爱国运动。而且，许多参加“保沙运动”的留学生都是当年参加保钓

运动的健将，他们再次站在维护西南沙群岛领土和主权完整的前线。因此，“保沙运动”受到保钓运动

的深刻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是保钓运动的延续与发展。此外，保钓运动比“保沙运动”规模更加宏大，

影响更加深远。在保钓运动过程中，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就举行过多次，1971 年 1 月 29、30 日，海外

留学生在联合国总部、日本驻纽约、芝加哥、旧金山、洛杉矶、西雅图等地领事馆和日本驻华盛顿的大

使馆前举行游行示威。4 月 10 日，来自美国各地及加拿大的留学生、学人、华侨等 2 500 多人在华盛

顿举行游行示威，游行队伍从林肯纪念堂开始，先后到美国国务院、台湾当局驻“美国大使馆”、日本驻

美大使馆等地示威，沿途散发传单给美国民众，获得美国各阶层人士的理解和支持。相对而言，“保沙

运动”的游行规模及参与人数不如保钓运动，这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咎于国民党海外党部的分裂活动，

阻止了部分留学生参与游行示威活动。保钓运动后期，留学生召开数次国是讨论，研究中国问题、中

国的台湾问题，开始探讨、寻求中国的统一之路，将“爱国保土”运动发展成为“中国统一运动”。当

然，也有一部分留学生则继续支持台湾当局。从这个角度来看，保钓运动比“保沙运动”，对两岸关系

影响更加深远。

四、结 论

以台湾留美学生为主的海外留学生发起的“保沙运动”已过去了 30 多年了。作为一场运动，当年

它明确提出了自己的奋斗目标，现在我们仍然为这个目标而努力。今天，研究其发生、发展和变化，我

们深深感到:“保沙运动”和保钓运动一样，都是海外留学生自发的爱国运动，虽然存在左右之争，但都

坚持一个中国的基本原则。海外留学生的“保沙运动”和保钓运动一样，高举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

旗帜，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为中国统一运动，做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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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Movement to Protect the Spratly and the Paracel Islands
by Overseas Students of Taiwan in 1974

Wang Yuguo

Abstract: In order to protest the encroachment upon the Spratly Islands and the Paracel Islands by Philippines and Viet-
nam，the overseas students of Taiwan launched the movement to protect the Spratly Islands and the Paracel Islands in 1974． The
overseas students started the magazines，conducted symposiums and propagated the islands' geography and history． On he other
hand，they established organizations and held demonstrations to safeguard our national rights and interests． Both the movements
to protect the Spratly and the Paracel Islands and the Diaoyu islands are taken as a patriotic one whose purpose is to maintain
the one-China position and to make a contribution to the unification of China．

Key Words: overseas students of Taiwan，movement to protect the Diaoyu Islands，movement to protect the Spratly Islands
and the Paracel Isl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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