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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也许只有真正出过海的人，才能领悟什么叫同舟共济。
    我与思雄相识于海上。
2010年4月，我们共赴祖国的南沙。
    出远海对我来说不是第一次。
2006年8月参加中美首次联合军事演习，已经有过乘军舰横跨太平洋的经历。
这次到南沙，最初以为不过是小菜一碟，未料想出港不久就遇上浪涌，舰身左右、横侧、俯仰来回大
幅度摇晃。
这是南海给我们的下马威和当头棒喝。
来势之迅猛，让我这个曾经横跨太平洋的人也领教到南海的厉害。
    那天从中午到下午，我一直躺在床上昏睡。
晚餐到了，也未能完全缓过来，只盛了一碗西红柿鸡蛋汤，其他食物看一眼就够够的了。
    突然发现餐桌旁有一人身着便衣，身材不高，戴银镜，身材瘦削，在军人的世界里十分显眼。
比着装和身材更显眼的是：他竟然端着盛得满满的一盘食物！
在大风浪中航行过的人都知道，这时候最牛的不是你的军衔，也不是你的身材，而是当大家都愁眉苦
脸面对食物、每人都只能象征性地吃上一点点的时候，你还能够在那里大模大样地狼吞虎咽。
    能吃下饭，对在浪涌中航行的官兵来说，可是大本事呀！
    有人小声告诉我：这位就是人民日报社的朱思雄。
    共同出海的战友中，他成为引起我注意的第一人。
    实事求是地说，思雄当时并没有狼吞虎咽。
他后来回忆说当时也不太舒服，但“还能够吃得下”。
这句话已经相当牛了。
这就是他给我的第一印象。
虽然没有当过兵，没有出过远海，但似乎天生不晕船，天生是干海军、出远海的材料。
    我们就是这样在南海的浪涌中相识，然后被南沙的美丽、被守礁官兵的艰辛震撼。
    在永暑礁，大家惊叹蓝天碧海。
在华阳礁，因为小艇搁浅，跳入海中推艇，与清澈透明的海水有了说不出亲切的肌肤接触，仿佛落入
一个珊瑚礁组成的水晶宫般的世界。
在赤瓜礁，碧水白沙之中什么羊脂玉，什么宝石蓝，什么祖母绿，都无法形容出礁盘与海水变幻出的
让人瞠目结舌的色彩。
不是身临其境，你永远想象不出大海在南沙珊瑚礁上将色彩演绎得如此丰富和夸张、给人的视觉冲击
如此强烈和深刻。
    与南沙美景搭配的，是古铜色的守礁官兵。
在骄阳似火的南沙与官兵相见，一张张黑红的面庞无不汗水淋漓，一双双有力的大手无不热汗津津。
与变幻莫测的风光相对映的，是伙食永远单调，时光永远单调；淡水永远珍贵，蔬菜永远珍贵。
守卫这片美丽的国土，他们不知淌掉多少汗水、熬过多少寂寞时光、战胜过多少内陆难以想象的困难
。
当台风裹着暴雨黑云铺天盖地而来时，所有美景瞬间都会一扫而光，小小礁堡孤立无援得就像被整个
世界抛弃。
守卫这片遥远的国土，不知需要多么坚强的心理素质。
    就是在美丽与艰苦并存、寂寞与责任交织之中，我们开始认识南沙和南沙人。
    与其他人手里拿着相机、走到哪里照到哪里不同，思雄手里总有一个本子，走到哪里问到哪里，走
到哪里写到哪里。
从守礁士兵到运输舰的水兵，从编队各级领导和各“礁长”指导员，包括海军机关和总部参加远航的
人员，他几乎一个不漏。
思雄对我说：金教授，我先采访别人，你做好准备，最后采访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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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思雄，我们平时交流那么多，不用专门采访了吧？
他说不行，谈天是谈天，采访是采访。
后来他真的来了，室内就我们两人，他摊开采访本，按照上面已经列好的一个个问题，我们两人一问
一答，谈了很长时间。
    思雄就是这样一个认真、执著的人，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上岛礁采访，当时他的采访是那样投入，
以至忘记了集中返回的时间。
登舰的小艇已经驶离礁盘很远了，大家才发现思雄没有上来。
我们能看见远远的礁盘上有一个白点，那就是思雄，当天只有他穿了一件白色上衣。
重新返回把他接上来后，我问他：你看见小艇走了，为什么就站在那里不向我们招手呼喊呢？
他微微笑一下，想了想，又笑了一下，最终什么也没有说。
    礁盘上那个白色的小点已经成为一幅图像，至今仍深深留在我的脑海中。
    现在，思雄的采访成果已经成书。
    我相信呈现在大家面前的，不仅是一篇篇作者书写的文字，更是一篇篇作者以自己精神认识理解的
南沙精神。
    一位守礁的军官将传统歌曲《十送红军》改编成《十送南沙》，大家在礁盘上一起哼唱过，就以它
作为本篇结尾：    ⋯⋯七送(里格)南沙，(介支个)浪之巅，踏浪(里格)披波，(介支个)神气闲，沧海横
流，(介支个)是本色，咸雨腥风，皆靠边。
今朝立业千秋功，亲人啊！
虎踞南疆， (介支个)当家园。
”    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教授、少将金一南    2011年1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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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将关注的目光投向我国广阔的海洋国土，系统而全面地展现了南沙群岛的历史和现实。
作为人民日报高级编辑，作者以资深记者专业的新闻视角系统地梳理《人民日报》自创刊以来关于南
沙群岛的报道资料，用客观真实的新闻史料，权威清晰呈现南沙问题的历史由来和与周边国家历史纷
争的来龙去脉，反映我为保卫南沙做出的不懈努力和坚定斗争。
更为难得的是，作者以亲临南沙的宝贵采访经历，深入报道驻守南沙官兵的真实生活，探索官兵的心
路情感，描绘出一幅生动又真实、立体而感人至深的南沙卫士群像。

　　本书既有对南沙争端历史的“百科全书”式的系统展现，又有对南沙群岛驻守官兵的近距离描绘
，引导读者关注南沙、走近南沙，是唤起读者国防意识特别是海洋国土观念的厚重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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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斯雄，本名朱思雄，湖北洪湖人，人民日报高级编辑。
1988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
以编报纸、办杂志为主业，业余写作散文随笔，兼及时评。
曾被人民网评为“最受网友关注的十大网评人”。
著有《游方记》、《盛开的紫荆花——一个内地记者眼中的香港》、《香港回归十年志（2003卷）》
、《平等的目光》等，中央电视台《亲历?见证》栏目为其拍有纪录片《双城故事：爱在他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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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洋气象观测站和岛礁现状
《人民日报》上的南沙群岛
第一阶段(1946一1959年)——声明
 旧金山会议及对日和约
 “克洛马事件”
 南越昊庭艳集团的“主张”
第二阶段(1960—1979年)——论战
 收复西沙
 越南侵占我南沙岛屿
第三阶段(1980—1989年)——进驻
 批驳越南的两个白皮书
 胡耀邦视察西沙
 建立南沙海洋观测站
第四阶段(1990—1999年)——搁置
 南沙综合考察考古成果丰硕
 搁置争议、共同开发
 “5?13”事件
第五阶段(2000一2010年)——开发
 民事化进程
 菲律宾国会通过领海基线法案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宣布美国将涉足南海争端
巡礁日记
 守备部队守南沙
 “战友再见、亲人再见”
 准备上礁
 到南沙是缘分
 踏上永暑礁
 最南端的哨卡一华阳礁
 “欢迎来××旅游”
 “南海第一哨”——东门礁
 五彩缤纷赤瓜礁
 南薰礁旁有沙洲
 “蓝色生命线”
 抓紧建设南沙
 胜利返航
采访实录
 南沙的“礁长”们
 永暑礁“礁长”——刘堂：关注南沙，关注南海
 华阳礁“礁长”——张卫：青菜少，辣椒补16l
 渚碧礁“礁长”——甘文斌：航渡也是很大的任务
 东门礁“礁长”——陈福文：做自己的心理医师
 赤瓜礁“礁长”——陈如意：没有女朋友的“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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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薰礁“礁长”——文先波：守礁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天涯守礁人
 气象观测兵——李文波：驻防南沙，我已经习惯了
 翻译兵——李明：争当无名英雄
 军医官——曾华：礁上是“万精油”
 炊事班长——王飞：调剂好伙食
 油机班长——陈春雷：守卫好南大门，就是胜利
 雷达兵——蔡攀：珍惜在南沙当兵的机会
 邮政局“局长”——汪洋饶：以“祖国最南端”为骄傲
 报务班长——黄河：为祖国站好岗
 机电兵——唐伟平：上礁感觉跟回家似的
 带兵的人
 南沙守备部队政委——卢永华：与时俱进弘扬“南沙精神”
 南沙守备部队副部队长——王明辉：抓好政治守礁
 南沙守备部队参谋长——杨德生：南沙守礁，不是在那苦熬
 南沙守备部队政治处主任——雷莲弟：南沙官兵都很坚强
守礁日记摘抄
 海上换乘
 永暑礁上过党日
 紧急演练
 南沙淡水天上来
 南沙“救护神”
 思念家但不贪恋家
礁歌选
 《南沙卫士之歌》
 《天涯男儿》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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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946年5月5日，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机关报《人民日报》创刊。
1948年6)1 15日与中共晋察冀中央局机关报《晋察冀日报》合并为中共华北中央局机关报《人民El报》
，代中共中央机关报。
1949年8月1日转为中共中央机关报，出版至今。
    《人民日报》作为党中央机关报，其报道的权威性，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也无论在国际还是国内
，都是毋庸置疑的。
    这次去南沙群岛采访之前，我从互联网上搜索了有关南沙群岛的资料。
在南沙期间，听说了很多与南沙有关的情况t回来之后，又看了几本有关南沙群岛的公开出版物，自认
为对南沙的情况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
    但是，毕竟有关南沙群岛的公开资讯还是有限，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讲南沙群岛问题多少还是有些
敏感，即使我了解了很多情况，也不一定适合写出来。
    于是，我想到检索一下《人民日报》有关南沙群岛的报道，希望从中受到启发。
    检索的结果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从1946年开始，  《人民日报*对南沙群岛的报道相当全面，基本上
覆盖了所有与南沙群岛有关的重大问题。
    南沙群岛问题，涉及中国主权，中国政府和台湾当局在此问题上从一开始就是高度一致的。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尚未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之前，中国政府就始终关注南沙群岛问题，通过外交等多
种途径，就国际上与此有关动向，及时表明态度。
之后，与南沙群岛有关的军事、外交斗争，基本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出面，这些在《人民日报》上
都有充分反映。
    从《人民日报》对南沙群岛的报道来看，大致经历了这么几个重要的阶段：    第一阶段(1946--1959
：~-)——声明：主要是两件大事，--~X4日和约和旧金山会议，有关南沙群岛归属问题的表述；二
是1956年南越当局和菲律宾“狂人”对南沙群岛提出主权要求。
这期间，中国政府发表的外交声明，对南沙群岛主权问题，已经做了相当充分的阐述。
    第二阶段(1960--1979年)——论战：中国从南越政权手里收复西沙群岛，对整个南海诸岛的主权问题
都做了阐述，并与越南政府进行多次交锋和论争。
    第三阶段(1980—1989年)——进驻：一是中国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海洋委员会要求在南沙建立海洋观
测站，随后进驻南沙各礁；二是中越之间爆发“3·14海战”。
这期间，中国政府重点批驳了越南外交部有关西沙和南沙群岛主权的两个白皮书，以声明、备忘录和
学术论证的形式，发表多篇长篇文章，对此做了迄今为止最全面、最权威的论述。
此后的外交声明等内容，大都没有超出这个范围。
    第四阶段(1990一1999年)——搁置：20世纪90年代，一是中国提出“主权属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
”！
二是中国和菲律宾之间在美济礁发生“5·13”事件。
此期间，“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倡议虽然得到一定的响应，但周边各国在南沙动作始终不断。
    第五阶段(2000一2010年)——开发：所涉各方不再过多进行有关主权的外交争论，军事侵占也基本停
止，而是转入推进南沙岛礁的民事化进程。
    所有这些重大事件，《人民日报》都有涉及，并且都有充分的报道。
可以这么说，相当一段时间以来，所有涉及南沙群岛主权的论争，在这之前，都可以在《人民日报》
上找到相当全面和权威的阐述。
    为了阅读方便，我把《人民日报》这60多年有关南沙群岛的报道，按时间段分开，以大事记的形式
进行了整理，同时根据每一个时期发生的重要事件及其不同的特点，做了一点简单的分类，少数几个
地方因为事件的相关性作了个别调整，但基本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排列下来。
为了能让读者更深入地了解当时的一些情况，《人民日报》上的一些重要报道和文章，我都尽可能地
予以全文转载，在个别报道的后面，我作了一些相关资料的补充，以期读者可以更清楚了解南沙群岛
的历史和现实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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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检索《人民日报》上有关南沙群岛的报道，我们基本可以把握有关南沙群岛问题的产生、发展
走向的脉搏，从而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确定认识南沙、保卫南沙、开发南沙、建设南沙的决心和信心。
    第一阶段：声明    1946年5月，正处于解放战争期间，国共双方都忙于战事。
    1945年抗战胜利后，根据《开罗宣言》和Ⅸ波茨坦公告》，当时的国民政府在收复台湾之后，立即
组织以海军为主的力量，协助广东省政府，南下接管南海诸岛。
1946年10月，国民政府任命广东省政府顾问麦蕴瑜为接收西沙群岛、南沙群岛的专员，任命林遵为舰
艇编队总指挥，率领“永兴”号猎潜舰、“中建”号坦克登陆舰、“太平”号驱逐舰、“中业”号登
陆舰四艘舰艇负责进驻南海诸岛。
12月12日“太平”号驱逐舰抵达太平岛附近海域，经登岛侦查没有发现岛上残留日军，麦蕴瑜和林遵
等一行于当天下午登上太平岛。
与此同时，“中业”号登陆舰也派员登上中业岛。
12月14日，由麦蕴瑜专员主持，举行了接收南沙群岛的仪式，宣布太平岛、中业岛等岛屿归属中国广
东省政府管辖，在太平岛上设立南沙群岛管理处，并派兵驻守在太平岛，正式行使管辖权。
此前，当地渔民称太平岛为黄山马，称中业岛为铁峙岛，进驻后，遂以太平舰、中业舰为之命名。
    1950年6月台湾当局曾将驻守太平岛的部队撤回台湾。
    新中国成立后，南沙群岛连同西沙、东沙、中沙群岛，属广东省管辖。
例如，1950年8月3日《人民日报》第3版上的《广东省工作报告(1950年6月27日在政务院第三十八次政
务会议上的报告)》署名为“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叶剑英”，报告的第二段提到“广东全境，有大陆，
有海岛如东沙群岛区、西沙群岛区、中沙群岛区、南沙群岛、万山群岛等区”。
 P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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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有一些地方，去过一次，可能一辈子也忘不了。
    南沙，就是这样的地方。
    虽然每年三四月份是去南沙的最好季节，风平浪静，但晕船和高温、高湿、高盐的气候，还是让人
感觉很难受。
    我这次上礁，正好赶上换防，第92批下礁，第93批上礁，等于接触到两批守礁官兵。
半个月的时间，我走遍了我军驻守的所有岛礁，见证了他们的换防和补给，先后采访了27位官兵。
通过他们的眼睛，我们能看到一个真实的南沙。
    更有幸的是，一起同行的还有国防大学教授金一南少将，总参侯振山处长率领的一个调研组，还有
这次已是第6次到南沙的新华社解放军分社的资深摄影记者查春明，以及南海舰队某保障基地参谋长
周晓力、某支队副支队长汤四明等，除了对他们的专门采访，更主要的是我们天天在一起用餐、上礁
参观慰问，茶余饭后的聊天，主题基本离不开南沙，他们讲述的故事和对南沙、南海问题的见解，对
我都有很大启发。
    在南沙的日日夜夜，有激动，有激愤。
在整理这部书稿的时候，这两种情绪都始终伴随着我，甚至也成为一种动力——就像我回来后所作报
告中提到的，认识南沙、宣传南沙、保卫南沙、开发南沙、建设南沙，应该成为我们每一个国民义不
容辞的责任。
    我首先要感谢国防大学的金一南教授。
在南沙期间，金教授始终充满激情，常常妙语连珠，举座皆惊，让我们同行的人深受启发和教育，我
们也因此结下深厚友谊。
当我提出要写一本有关南沙的书，希望他能帮忙写序时，他不仅大加赞赏，并欣然命笔，予以勉励。
在发给我的短信中，他写了8个字：  “南沙海清，战友情深！
”    在南沙采访期间，南沙守备部队的新闻干事郭承清，一直负责组织联络，安排采访，帮忙拍照，
相当细致周到，当然也非常辛苦，在此一并致谢。
    书中的照片，大部分都是我在南沙采访期间随手拍摄的，权当图解说明而已。
另有一部分是南沙军史馆提供的，还有一些是查春明大校和南沙守备部队的郭承清干事拍摄的，这些
都在书中一一注明了。
他们的这些鼎立支持，一定为本书增色多多。
    书稿整理完成后，我特意请两位90后的实习生——首都师范大学的王爽和南京大学的龚雨露帮我通
读了一遍，主要是请她们用年轻人的目光冷眼审视一下书稿的内容和体例。
毕竟南沙问题，归根结底是国土观的问题，需要唤醒的是国民的海洋意识，而年轻人的觉醒，才是我
们未来的希望。
    南沙问题只是南海问题的一部分，却是最主要、最敏感的部分，在国际国内都有很高的关注度。
至少现在看来，南海问题的解决，还有很漫长的路要走，作为热点问题的热度不会降低。
从这个角度来说，让更多的人认识南沙、了解南沙，是件很有意义、也很有必要的事。
    2010年8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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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斯雄编著的《南沙探秘》全面真实的南沙资料，从外交、军事、法律的角度，深入解读南沙问题的历
史由来和与周边国家历史纷争的来龙去脉，广泛收集与南沙问题有关的国际条约、备忘录、外交声明
、白皮书等，汇成最为全面、系统、权威的南沙“百科”。
客观深入的新闻视角，作为一名资深记者，亲自登临南沙各礁采访，从新闻的视角为读者带来与南沙
最贴近、最真实、最生动的描述，展示我保卫南沙、建设南沙、开发南沙的现实状况。
难得一见的南沙主题南沙问题全球瞩目，国人广为关注，国际纷争不断。
因其敏感性，图书市场上难得一见，更突显本书的宝贵意义与价值。
权威专家的隆重推荐，《苦难辉煌》作者、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教授金一南少将撰写序言，强
力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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