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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问题研究·

从古地图看黄岩岛的归属
———对菲律宾 ２０１４ 年地图展的反驳

李孝聪
（南京大学 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 南京 ２１００９３；

北京大学 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北京 １００８７１）

　 　 摘　 要：２０１４ 年菲律宾政府举办地图展览，围绕黄岩岛的命名与归属，妄图对中国在南海诸岛的

主权提出声索。 菲方误认为 １７３４ 年西班牙编制的《菲律宾群岛水道与地理图》上出现的“Ｐａｎａｃｏｔ”

浅滩是黄岩岛，其实欧洲人对黄岩岛最初的认知与命名“Ｓｃａｒｂｏｒｏｕｇｈ”（斯卡巴洛礁）与“Ｐａｎａｃｏｔ”浅

滩毫无关系。 １８ 世纪末，西班牙人在测量菲律宾以西海域时，由于没有发现吕宋岛近海的“Ｐａｎａｃｏｔ”

浅滩，因而将吕宋岛西岸港口 Ｍａｓｉｎｇｌｏｃ 的名字移植到斯卡巴洛礁，导致黄岩岛曾经一度被改称

“Ｍａｓｉｎｇｌｏｃ”。 １８９８ 年美国、西班牙签订《巴黎条约》，其条款规定了西班牙割让给美国的菲律宾群岛

的具体范围，即菲律宾的国界线。 ２０ 世纪以来的地图和文件充分证明黄岩岛从来就不在菲律宾的国

界线之内，不是菲律宾的领土，菲律宾不享有主权和管辖权。

关键词：黄岩岛； 菲律宾地图展； １７３４ 年西班牙地图； 斯卡巴洛礁； 美西《巴黎条约》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菲律宾政府举办一个地图展览，利用 ５９ 种地图的判读，在其网站上就“海南岛是

中国最南端的领土”、“Ｐａｎａｃｏｔ”浅滩问题、Ｍａｓｉｎｇｌｏｃ 问题等几个问题，对黄岩岛的命名与归属进

行非难，进而向我国在南海诸岛的主权提出声索。 本文将根据其网站（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ｍｏａ．ｐｈ ／
ｉｍｏａｗｅｂｅｘｈｉｂｉｔ ／ ）上提供的地图照片，对下述问题进行阐述：（１）最早出现“Ｐａｎａｃｏｔ”浅滩的地图；
（２）欧洲人对黄岩岛最初的认知与命名和“Ｐａｎａｃｏｔ”浅滩无关；（３）黄岩岛如何被改名为“Ｍａｓｉｎ⁃
ｇｌｏｃ”（马辛洛克）；（４）黄岩岛从来不在菲律宾国界内。 我们认为，菲律宾对不同历史时期绘制的

地图具有明显的误判，我们将针对其观点，逐一给予驳正。

一、最早出现“Ｐａｎａｃｏｔ”浅滩的地图

“Ｐａｎａｃｏｔ”浅滩最早见于 １７３４ 年西班牙人编制的菲律宾地图《菲律宾群岛水道与地理图》
（ Ｃａｒｔａ Ｈｙｄｒ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 Ｙ Ｃｈｏｒ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 ｄｅ ｌａｓ Ｙｓｌａｓ Ｆｉｌｉｐｉｎａｓ，见下页图 １）①。 此图 １７３４ 年在马

尼拉出版，作者是西班牙耶稣会士佩德罗·穆里略·维拉德（Ｐｅｄｒｏ Ｍｕｒｉｌｌｏ Ｖｅｌａｒｄｅ）。 在这幅地

图中提到两位西班牙人，一位是绘图者弗朗西斯科·苏亚雷斯（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 Ｓｕａｒｅｚ），一位是地图镌

刻者尼古拉斯·克鲁斯（Ｎｉｃｏｌａｓ ｄｅｌａ Ｃｒｕｚ Ｂａｇａｙ）。 这幅地图被认为是所有菲律宾地图的母本。

１

① 参见菲律宾网站提供的展览照片图 １、图 ２９ 和图 ５９，此三幅地图相同，均系西班牙人绘制的《菲律宾群岛水道与地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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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网站认为这是一张最早出现“Ｐａｎａｃｏｔ”浅滩的地图，在菲律宾语中“Ｐａｎａｃｏｔ”一词是威胁或

危险的意思，并将“Ｐａｎａｃｏｔ”浅滩误认为中国的黄岩岛。
在某互联网上，黎蜗藤《黄岩岛历史略谈（２）》一文提到过此种说法，他列举若干西班牙地

图，认为 １７３４ 年西班牙人绘制的《菲律宾群岛水道与地理图》上第一次出现黄岩岛，标记为“Ｐａｎ⁃
ａｃｏｔ”，并说这个名称来自菲律宾本土语言他加禄语（Ｔａｇａｌｏｇ）的音译。 原文如下：

在地图上，我们可以看到吕宋岛西岸外侧有三个礁石标志的区域，从上到下分别

为：Ｇａｌｉｔ、Ｐａｎａｃｏｔ 和 Ｌｕｍｂａｙ。 这里的 Ｐａｎａｃｏｔ 就是黄岩岛（下面说明为什么）。 这三个

名字都是菲律宾本土语言他加禄语（Ｔａｇａｌｏｇ）的音译，分别是痛苦（ ｓｏｒｒｏｗ）、威胁

（ｔｈｒｅａｔ）和愤怒（ａｎｇｅｒ）的意思。 很明显，这些名字都是把这些区域视为畏途的船员所

起的。 而且，如果当地的原住民不知道这些岛礁的话，那么西班牙人不太可能用他加禄

语的音译来命名这些岛礁。 因此，菲律宾的原住民是最可能最早发现黄岩岛的人。①

如果仔细审阅，就会发现其内容和式样与另一幅 １７４４ 年版西班牙编制刻印的《菲律宾群岛地图》
（ Ｍａｐａ ｄｅ ｌａｓ Ｙｓｌａｓ Ｐｈｉｌｉｐｉｎａｓ， 见图 ２）很接近，作者也是耶稣会士佩德罗·穆里略·维拉德，
１７４４ 年在马尼拉出版。 １７３４ 年那幅地图是西班牙人绘制的航海地图，画有去美洲墨西哥的新测

定航路，还有其他海上测量方位时的定位坐标。 １７４４ 年版穆里略·维拉德《菲律宾群岛地图》是
１７３４ 年穆里略·维拉德《菲律宾群岛水道与地理图》的第四版，只是没有 １７３４ 年地图中出现的

航路和定位点，左下方的图记换成地图的雕刻者尼古拉斯·克鲁斯·巴盖伊（Ｎｉｃｈｏｌａｓ ｄｅｌａ Ｃｒｕｚ
Ｂａｇａｙ）的签名，西班牙人绘制地图的主要目的是为显示菲律宾群岛的山川、沿海港口和近海沙

滩、岛礁，而不是航路。 在 １７４４ 年版《菲律宾群岛地图》中也画出 １７３４ 年《菲律宾群岛水道与地

理图》上靠近吕宋岛海岸的三个礁滩，北边为 Ｇａｌｉｔ，中间的一个标志为 Ｐａｎａｃｏｔ，南边是 Ｌｕｍｂａｙ。

　 图 １　 《菲律宾群岛水道与地理图》（１７３４ 年，左为局部放大图） 　 　 　 图 ２　 《菲律宾群岛地图》（１７４４ 年）

当 １７３４ 至 １７４４ 年西班牙人绘制这两幅菲律宾地图时，英国的商船斯卡伯勒号

（Ｓｃａｒｂｏｒｏｕｇｈ）尚未在黄岩岛出事，菲律宾人和西班牙人还不清楚黄岩岛的存在和位置，否则英国

商船不会因偏离航路而触礁。 １７３４ 年《菲律宾群岛水道与地理图》、１７４４ 年《菲律宾群岛地图》显

２

① 黎蜗藤：《溯本求源———菲律宾和西班牙最早发现和管治黄岩岛》，《黄岩岛历史略谈（２）》，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９ 日发布在

ｈｔｔｐ： ／ ／ ｃｌｕｂ．ｋｄｎｅｔ ／ ｄｉｓｐｂｂｓ．ａｓｐ？ ｂｏａｒｄｉｄ＝ １＆ｉｄ＝８９３０６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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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的 Ｐａｎａｃｏｔ 岛礁，不仅形象与黄岩岛的形状不一致，而且位置也不一样。 所以，仅凭 １７３４ 年这

幅地图来说明黄岩岛属于菲律宾是不足为据的，其观点并不能成立。

二、欧洲对黄岩岛最初的认知与命名和 Ｐａｎａｃｏｔ 浅滩无关

黄岩岛被正确地画在欧洲人绘制的地图上，是基于 １７４８ 年一艘属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商船

斯卡伯勒号在黄岩岛触礁沉没，为了纪念此次事故，黄岩岛被英国人命名为“Ｓｃａｒｂｏｒｏｕｇｈ Ｓｈｏａｌ”
或“Ｓｃａｒｂｏｒｏ”，即水位下落时可见的沙洲或浅滩。 英国编制的第六版《“亚洲集成之亚洲地理”的
印度名录与往来东印度、中国、澳大利亚和非洲、南美洲中部的航海指南》（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ａ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ｙ，
ｏｒ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ｒ ｓａｉｌｉｎｇ ｔｏ ａｎ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Ｅａｓｔ Ｉｎｄｉｅｓ， Ｃｈｉｎａ，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ｊａｃｅｎｔ ｐｏｒｔｓ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 ），是这样描述斯卡伯勒暗礁的：

斯卡伯勒暗礁或称玛茹娜，是从麦克尔斯菲尔德沙洲（即中沙群岛）去吕宋或吕宋

岛海岸中途略多一点的一处危险的礁石。 从北端到暗礁中部的东西范围大约宽 １１ 英

里，至南端收缩一点；周边都沉浸在（水里），没有靠近岩礁探测水深，那些岩礁在水面

上只能看见很少一点，而且散落在暗礁的不同部位。 一艘快帆舰船，由西班牙海军舰队

司令从马尼拉派遣到这里进行调查，发现了这个暗礁南北长 ９ 英里，或从北纬 １５ 度 ４
分至 １５ 度 １３ 又 １ ／ ２ 分；从马尼拉（计算），东部地区是在西经 ３ 度 ６ 又 ３ ／ ４ 分，西部位

于 ３ 度 １６ 又 １ ／ ４ 分，距离（菲律宾）卡彭尼斯点最近的部分 １２５ 海里。 这样测得斯卡伯

勒暗礁的中心位于东经 １１７ 度 ４８ 又 １ ／ ２ 分；而卡彭尼斯点是在东经 １２０ 度 ３ 分。

关于西班牙舰队勘测斯卡伯勒礁的情况，指的是 １７９２ 年 ５ 月 ４ 日，西班牙舰长亚历山大·马拉

斯皮纳（Ａ． Ｍａｌａｓｐｉｎａ）驾驶圣卢西亚（Ｓｔ． Ｌｕｃｉａ）号舰船，奉西班牙驻亚洲军队总指挥官堂·伊格

图 ３　 《中国海海图》（１７６６ 年）

纳西奥将军之命测量 Ｓｃａｒｂｏｒｏｕｇｈ Ｓｈｏａｌ 礁（即
黄岩岛）一事，在下文还会详细叙述。

英国人的船在黄岩岛出事以后，欧洲人为

避免重蹈覆辙，在新编制的航海地图上专门画

出航线和出事地点，注明沉船发生的时间。
例证 １：根据 １７４４－１７６５ 年间在中国南海航

行的船只所提供的海洋资讯，法国编制了《中国

海海图》（Ｃｈ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 见图 ３）。 在

这幅海图上画了很多航路，用点和十字符号画

出一块沙洲，标志“Ｓｃａｒｂｏｒｏ”，即黄岩岛。 在菲

律宾吕宋岛西侧沿海画了三块浅滩，未标名称，
显然与“Ｓｃａｒｂｏｒｏ”没有关系，而且隔着较远的一

段距离。
例证 ２：１７７８ 年，伦敦出版《中国海、菲律宾

群岛以及菲丽齐亚和苏禄列岛的海图》 （ Ａ
Ｃｈ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
Ｉｓｌａｎｄ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Ａｒｃｈｉｐｅｌａｇｏｓ ｏｆ Ｆｅｌｉｃｉａ ａｎｄ
Ｓｏｌｏｏ， 见下页图 ４），作者是罗伯特·塞耶和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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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班尼特。这幅海图是在耶稣会士佩德罗·穆里略·维拉德 １７３４ 年编制的地图基础上，结合英

图 ４　 《中国海、菲律宾群岛以及菲丽齐亚

　 和苏禄列岛的海图》（１７７８ 年）

国航海调查的新资料而绘制的。 所以，图上不

但显示了吕宋岛西岸近海的三个浅滩，还描绘

出英国商船遭遇触礁沉没的 Ｓｃａｒｂｏｒｏｕｇｈ Ｓｈｏａｌ
（即黄岩岛）。 关键的问题是图上不仅用英文注

记三个浅滩的名称，而且抄录了佩德罗·穆里

略·维拉德 １７３４ 年版菲律宾群岛水道图上使

用的名称：北边的浅滩为“Ｇａｌｉｔ”，中间浅滩为

“Ｐａｎａｃｏｔ”，南边的浅滩是“Ｌｕｍｂａｙ”。 而“Ｓｃａｒ⁃
ｂｏｒｏｕｇｈ Ｓｈｏａｌ”（斯卡伯勒浅滩，即黄岩岛），文字

注记“Ｔｈｅ Ｓｃａｒｂｏｒｏｕｇｈ Ｓｅｐｔ． １２ｔｈ １７４８”，意思是

斯卡伯勒号于 １７４８ 年 ９ 月 １２ 日（沉没），这是

英国运茶帆船撞上浅滩的日子。 在这幅海图中

同时绘出“Ｐａｎａｃｏｔ”浅滩和“Ｓｃａｒｂｏｒｏｕｇｈ Ｓｈｏａｌ”
沙洲（即黄岩岛），证明二者根本就没有关系。

例证 ３：１７９４ 年，英国刊出关于中国海的新

海图《中国海新海图及其通道》（ Ａ Ｎｅｗ Ｃｈ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 ｗｉｔｈ Ｉｔｓ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Ｅｎｔｒａｎｃｅｓ， 见

图 ５），在这幅新海图上，吕宋岛西海岸外三个环礁的西侧，画了一个呈半月状的环礁（即黄岩

岛），注名“Ｓｃａｒｂｏｒｏｕｇｈ Ｓｈｏａｌ”（斯卡伯勒浅滩）和“ｔｈｅ Ｎｅｇｒｏｅｓ Ｈｅａｄ”（黑岬）。 在浅滩的西北侧画

出斯卡伯勒号船沉没的地点，并且注记：“Ｓｃａｒｂｏｒｏｕｇｈ Ｓｅｐｔ． １２ｔｈ １７４８”（意思是：１７４８ 年 ９ 月 １２ 日

斯卡伯勒号船沉没）。 地图上用点线标志出一条从香港出发，经过“Ｓｃａｒｂｏｒｏｕｇｈ Ｓｈｏａｌ”（即黄岩

岛）去巴拉望岛的航线，注记“Ｔｒａｃｋ ｏｆ ｔｈｅ Ｒｏｙａｌ Ｃａｐｔａｉｎ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Ｂａｌａｍｂａｎｇａｎ ｉｎ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７７３”

图 ５　 《中国海新海图及其通道》（１７９４ 年，右为局部放大图）

（意思是 １７７３ 年 １２ 月皇家舰

长的航迹），后来那条船在 １２
月 １７ 日于巴拉望岛西边的舰

长礁沉没。 黄岩岛与菲律宾群

岛之间隔着三个比较大的岛礁

或浅 滩， 自 北 向 南 分 别 是：
“Ｄｏｕｂｌｅ Ｈｅａｄｅｄ Ｓｈｏａｌ ｏｒ Ｎｏｒｔｈ
Ｍａｒｏｏｎａ Ｒｏｃｋｓ ａｂｏｖｅ Ｗａｔｅｒ ”
（双头滩或北方水面上的孤

礁）、“Ｍａｒｓｉｎｇｏｌａ ｏｒ Ｓｏｕｔｈ Ｍａ⁃
ｒｏｏｎａ”（玛升禺洛浅滩或南方的

孤礁）和 Ｌａｍｂａｙ ｏｒ Ｍａｒｉｖｅｌｅｓ Ｓｈｏａｌ（菲律宾本土他加禄语 Ｌｕｍｂａｙ 转写，或玛丽弗尔浅滩）。 其中

“Ｍａｒｓｉｎｇｏｌａ ｏｒ Ｓｏｕｔｈ Ｍａｒｏｏｎａ”即前文所述之 Ｐａｎａｃｏｔ 礁，而 Ｓｃａｒｂｒｏ Ｓｈｏａｌ（即黄岩岛）与那三个近

海岛礁没有任何关系。 由此可以证明 Ｐａｎａｃｏｔ 岛根本就不是黄岩岛。 从此以后，Ｓｃａｒｂｏｒｏｕｇｈ（或
Ｓｃａｒｂｏｒｏ）才被普遍标绘在西方地图上，并显示了比较准确的位置。 在此之前，东方或西方绘制的

地图都没有明确地画出黄岩岛，何谈“黄岩岛属于菲律宾”？ 佐证如下：
佐证 １：法国皇家著名制图学家让·巴普蒂斯特·尼古拉斯·德尼·马纳维尔（Ｊｅａｎ Ｂａｐｔｉｓｔｅ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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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ｉｃｏｌａｓ Ｄｅｎｉｓ ｄ’Ａｐｒｅｓ ｄｅ Ｍａｎｎｅｖｉｌｌｅｔｔｅ，１７０７－１７８０）于 １７５３ 年再版其《东方海洋》（ Ｌｅ Ｎｅｐｔｕｎｅ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 ）一书时，根据法国皇家科学院天文观测的成果，在荷兰海图的基础上重新加以校正，补
入一幅新绘制的海图《好望角到日本之东洋大海图》（ Ｃａｒｔ Ｒéｄｕｉｔｅ ｄｅ Ｌ’Ｏｃｅａｎ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 Ｄｅｐｕｉｓ ｌｅ
Ｃａｐ ｄｅ Ｂｏｎｎｅ Ｅｓｐéｒａｎｃｅ， Ｊｕｓｑｕ’ａｕ Ｊａｐｏｎ，见图 ６）。 在这幅法文版海图上，描绘了靠近菲律宾群

岛之吕宋岛西海岸外的三个环礁状浅滩，自北而南分别命名为：Ｂ． Ｂｏｌｉｎａｏ（博林脑浅滩）、Ｂ．
Ｍａｒｓｉｎｇｏｌａ（玛升禺洛浅滩）、Ｂ． Ｍａｒｉｖｅｌｅｓ（玛丽弗尔浅滩），但是没有画出黄岩岛。 也就是说，截止

Ｓｃａｒｂｏｒｏｕｇｈ 号触礁沉没之前，菲律宾人或东来的欧洲人都还没有认识到黄岩岛的存在。 佐证 ２：
１７５５ 年，英国制图师所罗门·博尔顿（Ｓｏｌｏｍｏｎ Ｂｏｌｔｏｎ）编制的地图《亚洲第二部分：中国、印度和

鞑靼；马六甲、菲律宾和日本》（ Ｓｅｃｏｎｄ ｐａｒｔ ｏｆ Ａｓｉａ． ｂｅ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ｐａｒｔ ｏｆ Ｉｎｄｉａ ａｎｄ Ｔａｒｔａｒｙ： ｔｈｅ

图 ６　 《好望角到日本之东洋　 　 　 　 图 ７　 《亚洲第二部分：中国、
　 大海图》（局部，１７５３ 年） 　 　 　 　 印度和鞑靼……》（局部，１７５５ 年）

ｉｓｌａｎｄｓ ｏｆ Ｓｏｎｄａ， Ｍｏｌｕｃｋａ，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 ａｎｄ Ｊａｐａｎ， 见图 ７），
也标志出靠近吕宋岛西海岸的

三个环礁，菲律宾群岛的形象

已经趋近正确，但是依然没有

画出黄岩岛。
即便是我们中国清朝自己

编制的南洋地图，如果绘制于

１７４８ 年英国商船斯卡伯勒号

（Ｓｃａｒｂｏｒｏｕｇｈ）在黄岩岛触礁沉

没之前，也同样没有画出黄岩

岛。 例 如： 康 熙 五 十 六 年

（１７１７）春正月，令广东、福建、
沿海一带水师各营巡查南洋吕宋、噶罗吧等处入出商船，闽浙总督觉罗满保、福建水师提督施世

骠分别编制了《西南洋各番针路方向图》（见图 ８）和《东洋南洋海道图》（见图 ９），其用意是显示

由福建厦门为到发港，与南洋诸国、东洋日本相互联系的海上航路的走向，以实施监管。
这两幅地图有着相似的形式和覆盖范围，均画出了东海、南海海域的主要岛屿，其中南海西

图 ８　 觉罗满保编制　 　 　 　 　 　 　 图 ９　 施世骠编制

《西南洋各番针路方向图》（１７１７ 年） 　 　 《东洋南洋海道图》（１７１７ 年）

部海域画了一块由棕黄色长

带状密集点组成的沙滩，注记

“长沙”，这种表示法在以往的

中国古代舆图中从未出现过。
从地图样式分析，觉罗满保、
施世骠编制的两幅地图显然

参照欧洲人绘制的地图而摹

绘，吸收了 １８ 世纪以前欧洲

人绘制地图上那种用线围合

起来虚构的长带状群点沙条

表示危险区的画法。 但是，施
世骠的《东洋南洋海道图》更

侧重表现清朝管辖从福建、广东、浙江沿海通往南海周边诸国及通向日本长崎的航路。 在这两幅

地图上南海诸岛的名称使用汉字书写，有些是中国人自己的定名，也有一些岛屿的命名采用西文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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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音转写成中文的音译。
图上画出由福建厦门起航，经过“氣”（东沙群岛）与“吕宋”（菲律宾）之间海域，到达菲律宾

群岛各港口的航路。 在靠近菲律宾吕宋岛航路西侧洋面上画了两座岛屿，北边的标作“猫士知無

呢诺”，南边的标作“猫士知玛升禺洛”，与菲律宾群岛隔开。 韩振华先生研究这两个词来源于葡

萄牙文发音的转写，意指中国南海。 我们认为：这个地名音译很可能是根据西班牙人编制地图上

的岛礁名称：“Ｂａｊｏ Ｂｏｌｉｎａｏ”和“Ｂａｊｏ Ｍａｒｓｉｎｇｏｌａ”的音译。
韩振华先生曾经将其中注记“猫士知無呢诺”画成黄色沙滩环绕的岛礁指认为黄岩岛。 我

们认为他的看法是不准确的，在图上那个岛礁距菲律宾吕宋岛比较近，而且在海上航路的东侧，
从形状来看，很接近西班牙人绘制菲律宾群岛图上的三个岛礁，而与 １７４８ 年英国航船在黄岩岛

触礁沉没以后，西方海图上标明“Ｓｃａｒｂｏｒｏｕｇｈ Ｓｈｏａｌ”的位置不同。 因为康熙五十六年（１７１７）觉罗

满保、施世骠绘制那两幅地图时，英国 Ｓｃａｒｂｏｒｏｕｇｈ 号航船尚未发生海难，所以他们所参考的西方

地图不可能标志“Ｓｃａｒｂｏｒｏｕｇｈ Ｓｈｏａｌ”。
无论是蓄意还是无意将这个濒临菲律宾西海岸的岛礁当作黄岩岛，都缘于未厘清外国地图

上对南海诸岛名称的演进过程。 我们认为欧洲人对黄岩岛最初的认知，并命名为“Ｓｃａｒｂｏｒｏｕｇｈ
Ｓｈｏａｌ”，同菲律宾与其近海的 Ｐａｎａｃｏｔ 浅滩是毫无关系的。

三、黄岩岛如何被改名为“Ｍａｓｉｎｇｌｏｃ”（马辛洛克）

１９ 世纪以来，到东方来的欧洲航船已经比较清楚 Ｓｃａｒｂｏｒｏｕｇｈ Ｓｈｏａｌ（斯卡巴洛礁、黄岩岛）在
南中国海里的方位，大多数欧洲人编绘的地图皆有所表现和标志。 可是，１９ 世纪初，西班牙人在

中国海的水道调查时却改变了 Ｓｃａｒｂｏｒｏｕｇｈ Ｓｈｏａｌ 的名称，代之以菲律宾吕宋岛西海岸一个港口

的名字：“Ｂａｊｏ ｄｅ Ｍａｓｉｎｇｌｏｃ”（马辛洛克），给后世关于黄岩岛的归属造成混乱。 这是为什么呢？
１８ 世纪末，吕宋岛西部近海原来露出水面的三块浅滩：（１）北边的 Ｇａｌｉｔ 或称 Ｂ． Ｂｏｌｉｎａｏ（博

林脑浅滩）、（２）中间的 Ｐａｎａｃｏｔ 或称 Ｂ． Ｍａｒｓｉｎｇｏｌａ（玛升禺洛浅滩）、南边的 Ｌｕｍｂａｙ 或称 Ｂ．
Ｍａｒｉｖｅｌｅｓ（玛丽弗尔浅滩），一度被上涨的海水淹没而不显露，所以，１７９４ 年 ４ 月，西班牙人在吕宋

岛西岸近海测量水道时绘制的地图，没有对那三处浅滩定名（参见菲律宾展览地图第 ４７ 幅）。
１７９２ 年 ５ 月 ４ 日，西班牙人亚历山大·马拉斯皮纳驾驶对卢西亚号轮船测量了 Ｓｃａｒｂｏｒｏｕｇｈ

Ｓｈｏａｌ 礁（即黄岩岛），他在日记中写道：“（在这个浅滩上）西班牙和外国船只遇难了。”因而，１８００
年西班牙又派皇家帆船队圣卢西亚号（Ｓｔａ． Ｌｕｃｉａ）、第 ５７ 号小船队和 Ｆａｍａ 号再次进行调查测

量，并根据航行路线绘制了航海图《航海测量图》（ Ｐｌａｎｏ ｄｅ ｌａ Ｎａｖｉｇａｃｉｏｎ ），此图现保存在马德

里海军博物馆档案室（参见菲律宾展览地图第 ４４ 幅）。 图上横向文字译文：

皇家帆船队圣卢西亚号、第 ５７ 号小船队和法玛号（Ｆａｍａ）航行线路图。 １８００ 年该

船队以考察下 Ｍａｃｉｎｌｏｃ，亦即 Ｓｃａｒｂｏｒｏｕｇｈ 位置、形状和大小为目的航行，并巡查是否在

平行经纬度存在另外的岛屿。 所有行动依据教团于同年 ４ 月发出的指令，发令人为圣

Ｆｉａｇｏ 骑士团学士、皇家军队长官、亚洲总指挥官堂·伊格纳西奥先生。
该图为伊格纳西奥先生及其忠诚助手弗兰西斯科·拉盖尔梅和彭佐（Ｐｏｎｚｏ）

绘制。

图上竖向文字译文：

６

user
高亮

user
附注
改“对”为“圣”

user
高亮

user
附注
李孝聪案：此句话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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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家帆船队圣卢西亚号、第 ５７ 号小船队和 Ｆａｍａ 号航行线路图补充图

平面图概要：黑色线为圣卢西亚号船队下小艇的路线，红色为第 ５７ 号船队路线，黄
色为 Ｆａｍａ 号。 锚代表失事船只，树则是一些干枯的树干，它们似乎是由 Ａｌａｒ 带来的。

图上的文字表明 １８００ 年西班牙测量船队考察 Ｓｃａｒｂｏｒｏｕｇｈ（即黄岩岛）的目的是测量该岛礁的位

置、形状和大小，同时巡查是否在与 Ｓｃａｒｂｏｒｏｕｇｈ 平行的经纬度内存在另外的岛屿。 由于此时吕

宋岛近海浅滩已经被海水淹没，西班牙测量船队在与斯卡伯勒礁平行纬度线上没有发现任何岛

礁，与黄岩岛平行纬度的海域内只有远在其东方吕宋岛西海岸边的一个小岛（１５°３１′１６．０８＂北、
１１９°５４′５７．０１＂东）。 与小岛隔着 ０．９４ 海里宽的海峡，是吕宋岛西岸现名 Ｍａｓｉｎｇｌｏｃ 的小海港（１５°
３２′９．３０＂北、１１９°５７′１．４２＂东），那么这座近海小岛的历史名称应当就是“Ｍａｃｉｎｌｏｃ”。 为了便于认

知，西班牙人首次用“下马辛洛克”来命名位于东经 １１７ 度 ４８ 又 １ ／ ２ 分的斯卡伯勒暗礁

Ｓｃａｒｂｏｒｏｕｇｈ（黄岩岛），而与东经 １１９ 度 ５４′分 ５７．０１ 秒的马辛洛克（Ｍａｓｉｎｇｌｏｃ 或 Ｍａｃｉｎｌｏｃ）根本不

在同一位置上。
对 １９ 世纪初吕宋岛近海浅滩被海水淹没的事实还可以找出其他证据。 １８１５ 年，英国编制的

《中国海地图》（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 见图 １０）对黄岩岛使用了两个名称的注记：Ｓｃａｒｂｏｒｏｕｇｈ ｏｒ Ｍａｒｏｏｎａ
（斯卡巴洛礁或马茹娜）。 在 １８０２ 年版英国海图上，“Ｍａｒｏｏｎａ”指菲律宾吕宋岛近海的南北两块

浅滩为“Ｎｏｒｔｈ Ｍａｒｏｏｎａ”、“Ｓｏｕｔｈ Ｍａｒｏｏｎａ”，为何 １８１５ 年版将此名移到黄岩岛呢？ １８１５ 年英国海

图上有一段注记：Ｔｈｅ Ｍｉｒａｂｅｌｌａ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Ｓｈｏａｌｓ ｐｌａｃｅｄ ｉｎ ｍｏｓｔ Ｃｈａｒｔｓ ａｔ ａ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ｂｌｅ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ｏａｓｔ ｏｆ Ｌｕｃｏｎｉａ， ａｒｅ ｎｏｗ ｓｕｐｐｏｓｅｄ ｎｏｔ ｔｏ ｅｘｉｓｔ （黑色字体遵照原图），意思是：“Ｍｉｒａｂｅｌｌａ
和其他与吕宋海岸有相当距离、在大多数海图上定位的沙洲，现在推测已经不存在了”。

图 １０　 《中国海地图》（１８１５ 年，右图为注记部分）

通常在 １９ 世纪之前海图上标示的吕宋岛西边海上的三块浅滩，在这幅 １８１５ 年海图上的确

没有画出来。 也就是说，由于菲律宾近海沙洲不见踪迹，于是当时测量航道编制海图的欧洲人有

可能把菲律宾近海浅滩沙洲的名字移用到 Ｓｃａｒｂｏｒｏｕｇｈ（斯卡巴洛礁、黄岩岛）上，只是没有移植

吕宋岛陆地上的地名。 由此能够证明，西班牙人在 １８００ 年前后测量菲律宾以西海域时，也无法

确指吕宋岛沿海浅滩，于是就把菲律宾港口 Ｍａｓｉｎｇｌｏｃ 之名移植到 Ｓｃａｒｂｏｒｏｕｇｈ（斯卡巴洛礁、黄岩

岛）上。 不过，英国人用了与 Ｓｃａｒｂｏｒｏｕｇｈ（斯卡巴洛礁、黄岩岛）平行的已经消失的浅滩的名字

Ｍａｒｏｏｎａ，而西班牙人则采用与 Ｓｃａｒｂｏｒｏｕｇｈ（斯卡巴洛礁、黄岩岛）平行的吕宋岛陆地港口的名字

Ｍａｓｉｎｇｌｏｃ，二者改名的用意和影响还是有差别的。
１８０８ 年，西班牙官方水文局根据 １７９２ 年、１７９４ 年、１８００ 年海上测量船队陆续测量的成果，在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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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德里出版了《菲律宾总海图》（ Ｃａｒｔａ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ｄｅｌ Ａｒｃｈｉｐｉｅｌａｇｏ ｄｅ Ｆｉｌｉｐｉｎａｓ， 见图 １１）。 图上用

点状线画出历次测量航行的航迹，吕宋岛近海的浅滩无法定位，也没有名称，说明时隔 ６０ 多年后

图 １１　 《菲律宾总海图》（１８０８ 年）

西班牙人已经不清楚吕宋岛西部海

域那三个浅滩如何与历史名称一一

对应。 对黄岩岛，西班牙人标注

“Ｂａｊｏ ｄｅ Ｍａｓｉｎｇｌｏｃ ó Ｓｃａｒｂｏｒｏｕｇｈ”，
即同时采用两个名称“马辛洛克”
和“斯卡伯勒”，以此为开端，西班

牙人将菲律宾吕宋岛西海岸近海小

岛和港口 Ｍａｓｉｎｇｌｏｃ 的名字移植到

Ｓｃａｒｂｏｒｏｕｇｈ（斯卡巴洛礁、黄岩岛）
上。 显然，西班牙人有意识地用西

班牙殖民地吕宋岛当地的名字

Ｍａｓｉｎｇｌｏｃ 来重新命名英国人先于

西班牙人对黄岩岛的定名，以表示西班牙人的“占领和发现”。 在此之后，西班牙人编制的菲律宾

地图干脆删除了英国人对黄岩岛的命名“Ｓｃａｒｂｏｒｏｕｇｈ”，而单独使用“Ｂａｊｏ ｄｅ Ｍａｓｉｎｇｌｏｃ”这个名

字。 如此恶搞，不仅造成南海岛礁历史命名的混乱，而且酿成后世菲律宾人以为黄岩岛最初的名

称是以当地土著的地名来命名的错误。
以这次菲律宾展览地图中编制年代从 １８５２ 年、１８６２ 年、１８６５ 年、１８６６ 年、１８６７ 年、１８７１ 年至

１８９９ 年的第 ５１ 至 ５７ 幅西班牙版地图为例，都是单独采用“Ｂａｊｏ ｄｅ Ｍａｓｉｎｇｌｏｃ”这个西班牙名称。
西班牙人不顾历史而对南海岛礁的擅自改名，给国际社会造成南海岛礁命名的混乱，也为菲律宾

独立后对黄岩岛等南海岛屿归属权添乱埋下伏笔。 这一不良后果，要等到 １９ 世纪末美国与西班

牙发生战争，西班牙战败求和，１８９８ 年在法国巴黎签订和约时才最终给予纠正。
在西班牙统治菲律宾时期，欧洲其他国家编制的亚洲地图对南中国海岛礁名称的标注，并没

有采纳西班牙人擅自改变的名字。 即使西班牙人在地图上对 Ｓｃａｒｂｏｒｏｕｇｈ Ｓｈｏａｌ（斯卡巴洛礁、黄
岩岛）的名称做了改动，但大多数欧洲人绘制的地图上仍然沿用 Ｓｃａｒｂｏｒｏｕｇｈ Ｓｈｏａｌ（斯卡巴洛礁、

图 １２　 《东印度群岛地图》（１８１４－１８３２ 年）

黄岩岛），或者将两种名字一起注

记。 举证如下： １８１４－１８３２ 年，英
国人 Ｔｈｏｍａｓ Ｋｅｌｌｙ 在伦敦刊印了

用墨卡托投影法绘制的《东印度群

岛地图》 （ Ｅａｓｔ Ｉｎｄｉａ Ｉｓｌａｎｄｓ ｏｎ
Ｍｅｒｃａｔｏｒ’ｓ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 见图 １２），
在他的地图上黄岩岛仍然采用

Ｓｃａｂｏｒｏ Ｓｈｏａｌ 的名称，而没有用西

班牙测量图的新名字。
１８３９ 年，英国人绘制了《世界

地图（亚洲部分）》 （ Ｐａｒｔ ｏｆ Ａｓｉａ，
见下页图 １３），这幅地图显示的是

英国人绘制的亚洲地图中的东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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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覆盖地区包括中国的中部和东南沿海，朝鲜、日本的南部，东南亚地区的北部。 这幅地图已

经属于用经纬网控制的实测绘制，本初子午线应当是以穿过英国伦敦格林威治天文台的经线为

零度。 陆地的山脉采用晕滃法，海岸画假等深线来表示深浅。 吕宋岛西海岸外的三处浅滩：
Ｇａｌｉｔ、Ｐａｎａｃｏｔ 和 Ｌｕｍｂａｙ 均标绘在菲律宾西海岸等深线内，位于东经 １１８°以东，分别注记为：
Ｄｏｕｂｌｅ Ｈｅａｄｅｄ Ｓｈｏａｌ ｏｒ Ｎｏｒｔｈ Ｍａｒｏｏｎａ Ｒｏｃｋｓ ａｂｏｖｅ Ｗａｔｅｒ （双头滩或北方水面上的孤礁）、
Ｍａｒｓｉｎｇｏｌａ ｏｒ Ｓ．Ｍａｒｏｏｎａ（下方的孤礁）和 Ｌａｍｂａｙ ｏｒ Ｍａｒｉｃｅｌｅｓ（Ｌｕｍｂａｙ 为菲律宾本土他加禄语）。
而 Ｓｃａｒｂｏｒｏｕｇｈ Ｓｈｏａｌ（即黄岩岛）画在菲律宾群岛等深线之外，与上面那三个岛屿没有任何关系，
而且位于东经 １１８°线以西。 由此不但可以证明 Ｐａｎａｃｏｔ 岛根本不是黄岩岛，而且同菲律宾港口

Ｍａｓｉｎｇｌｏｃ 更没有任何联系。

图 １３　 《世界地图（亚洲部分）》（１８３９ 年，右为局部放大图）

在西方绘制的地图上，Ｓｃａｒｂｏｒｏｕｇｈ 的位置与菲律宾群岛并不很近，因为黄岩岛与菲律宾群岛

之间隔着极深的马尼拉海沟，来往中国沿海与东南亚的航路一般会避让这条海沟。 在西文地图

上，斯卡伯勒礁（Ｓｃａｒｂｏｒｏｕｇｈ Ｓｈｏａｌ）从未标明归属，即使在西班牙统治菲律宾时期，曾经一度改变

黄岩岛的名称，在地图上也没有该岛礁明确归属的表示。 可是，在 １９ 世纪与 ２０ 世纪之交，事情

发生了转折。

四、黄岩岛从来不在菲律宾国界线内

１８９５ 年，美国利用古巴爆发反对西班牙殖民统治的起义，在古巴国内煽动反西班牙的情绪，
以争夺对古巴的控制权。 １８９８ 年 ２ 月 １５ 日，美国军舰“缅因”号在哈瓦那不明原因地突然被炸

沉，美国以此为借口于 ４ 月 ２５ 日对西班牙宣战。 ７ 月，西班牙战败求和，于 ８ 月 １２ 日被迫在华盛

顿同美国签订停战协定。 １８９８ 年 １０ 月 １ 日，美国、西班牙两国开始在法国巴黎举行和会，１２ 月

１０ 日，美、西两国的代表在巴黎签订《巴黎条约》（ Ｔｒｅａｔｙ ｏｆ Ｐａｒｉｓ ）。 根据条约，西班牙把原属它

的殖民地波多黎各、菲律宾和关岛割让给美国；承认古巴独立，放弃对古巴的一切主权要求和所

有权，由美国接管。 美国给西班牙 ２ ０００ 万美元作为取得菲律宾的代价，美国、西班牙签订的《巴
黎条约》规定了菲律宾群岛的边界线。

１８９８ 年美国和西班牙缔结的《巴黎条约》共 １７ 条，其第三条款规定如下：

西班牙将通称菲律宾群岛的各岛屿让与美国，这些岛屿包括在下列线之内：
一条线从西向东沿着或接近北纬 ２０°平行线，穿过巴士海峡可供航行的中部；从格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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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威治东经 １１８°到 １２７°，从那里起，沿着北纬 ４５′平行线到与东经 １１９°３５′子午线的交

点，到北纬 ７°４０′与东经 １１６°的交点；由此，沿着东经 １１８°作为开始点。
在本条约互换批准书后 ３ 个月内美付给西班牙 ２ ０００ 万美元。

该条款界定了西班牙割让给美国的菲律宾群岛的具体范围，菲律宾群岛领土西部界线是东经 １１８
度。 而中国的黄岩岛位于东经 １１７ 度 ５０ 分左右，刚好在菲律宾国界线之外。 那么，是否有地图

为证呢？
证据一：１９０２ 年 ９ 月，美国政府出版局（Ｗａｓｈｅｎｇｔｏｎ：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Ｐｒｉｎｔｉｎｇ Ｏｆｆｉｃｅ）刊印了为美

国国防部岛屿事务局（Ｔｈｅ Ｂｕｒｅａｕ ｏｆ Ｉｎｓｕｌａｒ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Ｗａｒ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准备的《美利坚合众国菲律

宾群岛注音地名索引和地理词典附地图、海图及插图》（ Ｐｒｏｎｏｕｎｃｉｎｇ Ｇａｚｅｔｔｅｅｒ ａｎｄ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 Ｉｓｌａｎｄｓ，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ｗｉｔｈ Ｍａｐｓ， Ｃｈａｒｔｓ， ａｎｄ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ｓ，见图 １４）一书。 这部文献也是 １９０２ 年 ７ 月 １ 日由国会通过、总统批准的菲律宾群岛

国民政府的法律，所以是一部具有政府权威性的出版物，在书中最早用地图的形式表现《巴黎条

约》规定的美国从西班牙手中获取菲律宾群岛的领土范围。 图内用鲜明的黑色线条黄色宽带标

明美国与西班牙签订条约规定的菲律宾国界线，将 Ｓｃａｒｂｏｒｏｕｇｈ Ｓｈｏａｌ（斯卡伯勒礁即黄岩岛）明

图 １４　 《美利坚合众国菲律宾群岛注音地名索引和地理词典

附地图、海图及插图》（１９０２ 年，右为局部放大图）

确地隔离在线外，而且该

书的菲律宾地图和菲律

宾地名索引中，均未出现

该岛名称，可见 Ｓｃａｒｂｏｒ⁃
ｏｕｇｈ Ｓｈｏａｌ（即黄岩岛）当
时就不在菲律宾国界范

围内是非常明确的。
证据二：１９０６ 年，美

国 卡 斯 珀 · 霍 德 森

（Ｃａｓｐａｒ Ｗ． Ｈｏｄｇｓｏｎ）根

据《巴黎条约》资料编绘

了《菲律宾群岛地图》
（ Ｍａｐ ｏｆ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
Ｉｓｌａｎｄｓ， 见下页图 １５），
图上最关键的证据是在地图的左侧沿着东经 １１８°经线，在海面上画了一条由点横组成的线，注记

Ｐａｒｉｓ Ｔｒｅａｔｙ Ｌｉｎｅ，即巴黎条约线。 这也就是巴黎条约划定的菲律宾西部国界的位置，此条约线将

Ｓｃａｒｂｏｒｏｕｇｈ Ｓｈｏａｌ（斯卡伯勒礁即黄岩岛）隔在线外，意味着恢复 １８ 世纪英国人对黄岩岛的最初

命名，取消了 １９ 世纪西班牙人的命名。 从而也就证明，黄岩岛不属于菲律宾管辖的领土。
证据三：１９０８ 年，卡斯珀·霍德森根据《巴黎条约》资料，再次请 Ａ． Ｂｒｉｅｓｅｍｅｉｓｔｅｒ 绘制并镌刻

了尺寸更大的《菲律宾群岛地图》（ Ｍａｐ ｏｆ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 Ｉｓｌａｎｄｓ，见下页图 １６），由在美国纽约的

世界图书公司（Ｗｏｒｌｄ Ｂｏｏｋ Ｃｏｍｐａｎｙ）的 Ｙｏｎｇｋｅｒｓ－ｏｎ－Ｈｕｄｓｏｎ 印制出版。 该图纸本彩印，投影法

绘制，采用以英国格林威治天文台为本初子午线的经纬网（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ｅ Ｅａｓｔ ｏｆ Ｇｒｅｅｎｗｉｃｈ 标志在图

的下方 １２２°与 １２３°之间）；比例尺：１ ∶ １ １１５ ０００；覆盖范围：东经 １１７°至 １２４°，北纬 ４°５０′至 １８°
５０′。 时隔两年的这幅 １９０８ 年新版菲律宾群岛地图上，卡斯珀·霍德森在图题的下方增加了文字

说明：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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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张地图准备编制期间，因提供原始数据，特别要感谢戴维·巴洛斯博士（Ｄｒ．
Ｄａｖｉｄ Ｐ． Ｂａｒｒｏｗｓ）、萨利比博士（Ｄｒ． Ｎ． Ｍ． Ｓａｌｅｅｂｙ）、尊敬的 Ｃ·沃塞斯特荣誉院长（Ｃ．
Ｗｏｒｃｅｓｔｅｒ）和 Ｅ·Ｙ·米勒总督（Ｇｏｖｅｒｎｏｒ Ｅ． Ｙ． Ｍｉｌｌｅｒ）；向菲律宾学校监理部（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Ｓｕｐｅｒｉｎｔｅｎｄｅｎｔｓ ｏｆ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 Ｓｃｈｏｏｌｓ）、地区工程师（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ｓ），以及许多美国军

队的军官；向美国海岸和大地测量局（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Ｃｏａｓｔ ａｎｄ Ｇｅｏｄｅｔｉｃ Ｓｕｒｖｅｙ）、战争部

军事情报司（ｔｈｅ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Ｗａｒ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和海军部水道测量

办公室（ｔｈｅ Ｈｙｄｒ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ｖｙ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也向下列菲律宾政府各部门：
教育局、公共工程局、邮政局、科学局，包括民族学调查和警察局表示感谢。 为了西班牙

和美国所有地图更进一步的地理信息，同时对菲律宾群岛的政府出版物，都经过了咨

询。 地名的拼写，由尊敬的塔弗拉（Ｔ． Ｈ． Ｐａｒｄｏ ｄｅ Ｔａｖｅｒａ）、Ｎ·Ｍ·萨利比博士、科南特

（Ｃ． Ｅｖｅｒｅｔｔ Ｃｏｎａｎｔ）和艾默生·Ｂ·克里斯蒂（Ｅｍｅｒｓｏｎ Ｂ． Ｃｈｒｉｓｔｉｅ）组成的一个委员会进

行了校订。

也就是说，１９０８ 年版菲律宾群岛地图是经过美国和菲律宾官方测量、校订后编绘制图，并经过严

格的审定。 这幅公开出版的地图，对地图上的菲律宾国界线是经过官方认可的，具有法理依据。
最关键的证据依然是在地图左侧沿着东经 １１８°经线的海面上画了一条由点横组成的线，注记

Ｐａｒｉｓ Ｔｒｅａｔｙ Ｌｉｎｅ（巴黎条约线），这是《巴黎条约》划定的菲律宾西部国界线，而 Ｓｃａｒｂｏｒｏｕｇｈ Ｓｈｏａｌ
（斯卡伯勒礁即黄岩岛）则在条约线以外，意味着黄岩岛不属于菲律宾的领土。

据我们初步调查，目前全世界各国有 １３ 家图书馆收藏着 １９０８ 年版《菲律宾群岛地图》。 有

幸的是，１９３５ 年 ５ 月 １４ 日武昌国立师范学校（今中国的武汉大学前身）图书馆入藏了这幅 １９０８
年版菲律宾群岛地图。 在中国能够发现这幅地图的原件，说明 １９０８ 年版《菲律宾群岛地图》的印

制和流传范围相当广泛，那么也就从一个侧面提供了黄岩岛不属于菲律宾领土的确凿证据。
在此之后，大多数西方印制的菲律宾地图都不再显示 Ｓｃａｒｂｏｒｏｕｇｈ Ｓｈｏａｌ（斯卡伯勒礁即黄岩

岛），甚至菲律宾政府于 １９６１ 年印制的《菲律宾共和国地图》（ Ｍａｐ ｏｆ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
见图 １７），也没有标志黄岩岛，从另一侧面证明黄岩岛不属于菲律宾。

　 图 １５ 　 《菲律宾群岛地图》 　 　 　 　 图 １６　 《菲律宾群岛地图》 　 　 　 　 图 １７ 《菲律宾共和国地图》
（１９０６ 年，美国国会图书馆藏） 　 　 　 （１９０８ 年，芝加哥大学图书馆藏） 　 　 　 　 　 （１９６１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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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图内的资料来自菲律宾海岸大地测量局、人口统计局、国会图书馆、选举委员会、公共事务

局、土地局、国家规划委员会、国家图书馆、保险公司、银行等，并结合私人绘制的地图、房地产经

纪人、私人档案以及目测调查，可谓信息资料丰富全面，由Ｄ． Ｄ． ＤＥ ＪＥＳＵＳ 编制，具有菲律宾官方

地图的权威性。 在这幅彩色地图上，围绕菲律宾群岛，画了一圈横段线，注记“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ｅａｔｙ
Ｌｉｍｉｔ”（国际条约界线），其含义即此线是根据国际条约确定的菲律宾国家的界线，而这条国际条

约线的西界与东经 １１８°经线重合。 在国际条约线的西界以外没有画黄岩岛，而是在相应的位置

自上而下配置了四幅小图：《菲律宾地形图》《菲律宾人口分布图》《菲律宾气候图》和《菲律宾水

利电力机泵灌溉图》。
１９７０ 年出版的《菲律宾共和国政治地图》（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Ｍａｏ， Ｂｏｏｋ

Ｈｏｕｓｅ， Ｉｎｃ． １９７０），图内用红色点线标志菲律宾的国界范围，在东经 １１８ 度，黄岩岛在这条线之

外。 这幅菲律宾官方印制的地图与 １８９８ 年美国和西班牙签署的《巴黎条约》划定的菲律宾领土

的范围线是一致的。 黄岩岛始终在这条线之外。 尽管 ２０ 世纪出版的菲律宾官方地图或西方编

制的地图，常常用各种方式把黄岩岛所在的海域用图题、文字加以遮挡或根本不表现，也难以改

变黄岩岛在东经 １１８ 度菲律宾国界线之外的事实。
１９３５ 年中国水陆地图审查委员会公布的地名称黄岩岛为“斯卡巴洛礁”（Ｓｃａｒｂｏｒｏｕｇｈ Ｒｅｅｆ），

将其纳入中国的领土范围内。
１９３８－１９４５ 年，在中国正式出版的地图上，用“南石”来命名和标志黄岩岛。 １９３８－１９３９ 年美

国为出版《中国年鉴》 （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Ｙｅａｒ Ｂｏｏｋ １９３８ － １９３９）编制新版《中国地图》 （ Ｍａｐ ｏｆ
Ｃｈｉｎａ ），在所附《南中国海图》上显示黄岩岛，标名“Ｓｏｕｔｈ Ｒｏｃｋ”，显然采用了中国名称“南石”的
汉字意译，而且用与中国大陆一致的颜色来表示。

１９４６ 年 ７ 月 １８ 日，中华民国政府成立内政部方域司，由复旦大学地理系教授傅角今担任司

长，筹备如何收复被日本占领的南海诸岛，恢复传统海疆线，重新命名南海水域的岛礁、石群及沙

滩名称，实测绘制新的南海诸岛地图的工作。 内政部方域司具体负责国界线的确定，并聘用西北

大学地理系教授郑资约为内政部专门委员。 １９４６ 年底，郑资约在随中国舰队从南沙群岛勘测完

毕返回之后，与内政部方域司地质、方域、绘图等方面的专家整理实测资料，绘制中国南海地图，
并向行政院呈请核准颁布一系列的地图，包括《南海诸岛位置图》《西沙群岛图》《中沙群岛图》
《南沙群岛图》《太平岛图》和《永兴岛图》。 在呈请的文件中，有“内政部绘制南海诸岛位置图，西
沙群岛图，中沙群岛图，南沙群岛图，太平岛图，永兴岛—石岛图及南海诸岛新旧名称对照表”，对
照表中将斯卡巴洛礁改成民主礁。

１９８３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地名委员会受权公布的《中国南海诸岛部分标准地名》将黄岩

岛定为标准名称。

总之，事实胜于雄辩，无论历史留给我们的档案，还是地图，都表明黄岩岛最初的名称不是来

自菲律宾土著的命名；黄岩岛从来就不在菲律宾的国界线之内，不是菲律宾的所属岛屿；菲律宾

对黄岩岛不享有主权和管辖权，这是有法律依据而且也被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以及菲律宾

政府自身承认的。
（责任编辑　 朱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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