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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釣魚台列嶼主權爭議之我見 

吳心予 

    廣闊的海洋中，一個小小的綠色島嶼靜靜浮在海上，遺

世而孤獨，安然自得。然而這樣的寧靜被人類隨手沒收，人

類大聲嚷著，它依舊是安靜的，看著，聽著。 

  最近關於釣魚台主權問題，台、「中」、日之間鬧得沸沸

揚揚。會造成這樣的局面，一部分是因為美國在歸還領土給

日本時率意獨斷。釣魚台在日文稱為「尖閣群島」，由一個

主島和七個小島組成。清朝將其視為台灣的一部分，在日據

時期轉屬琉球。釣魚台位於東海南部、台灣東北部、中國至

琉球界溝（俗稱「黑水溝」）北側、琉球沖繩諸島以西、八

重山列島以北的島群，因為領海以及發現龐大的石油、天然

氣等經濟利益引起主權爭議。 

    西元一九七一年一月二十九日，二千多位台灣及香港留

美學生在聯合國總部外面示威，高呼「保衛釣魚台」。以台

灣留學美國為主的學生，分別在華府、紐約、舊金山、西雅

圖、洛杉磯、芝加哥等地舉行第一次保釣示威，光紐約就有

近一千三百人參與示威。 

    最近中秋節的新聞裡，有一則就是頭城居民舉行保釣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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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我很欽佩他們的勇氣，對於自己應該享有的權利，極力

爭取。若我們總是默不作聲，只會眼睜睜的看著國土被別的

國家奪走。儘管台灣的國際地位不高，但是全部的人民團結

一致，世界各國就無法忽視我們的聲音。一九六○年代當世

界各國都在反越戰時，只有台灣是沉默的。當時我們有戒嚴

做為理由，但是現在的議題攸關我們的權益，我們不應該找

任何藉口保持沉默。與其在事情下定論之後抱怨，倒不如趁

現在好好努力。許多保釣人士已經為了釣魚台努力四十多

年，我們要接棒奮鬥，不要讓保釣行動原地踏步。 

  明確記載釣魚台屬於中國的《順風相送》是明朝永樂元

年(1403年)使臣往海外各國宣詔時，為勘查校正航線而作。

當時中國人已發現並命名釣魚台，並用作往琉球群島的航

標，構成國際法中原始權利。及後明嘉靖年間，倭寇猖獗，

有識之士莫不著述抗倭之道，如薛俊著《日本考略》、鄭舜

功著《日本一鑑》、鄭若曾著《鄭開陽雜著》及《籌海圖編》。

其中《鄭開陽雜著》為當時防倭的官方文獻，後更收錄在《四

庫全書》中。這些著作均將釣魚台列嶼劃入我國版圖，符合

國際法中海岸對領土管制的定義。 

  一樣東西有了主人，只要所有權沒有被公開且公平的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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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就不會變更。關於與日本競爭釣魚台主權，我們有個正義

的理由︰對於正義的解釋可以有很多種，唯一不會改變的定

義，便是去做自己心中認為對的事。不論以怎麼樣的姿態活

在這個世界上，絕對不能辜負自己心裡真正想做的事。 

   所以我認為，在爭取釣魚台主權的過程中，態度要理

性且堅定。爭取並不表示一定要惡言相向，一樣可以用善意

以柔克剛。我非常不認同中國大陸有些人為了發洩對日本人

的不滿，砸毀身邊的人擁有的日本製汽車。這樣的行為不但

不能對爭取主權有所幫助，也是不恰當的表達方式。處理任

何事情最好的做法，是溝通。面對台灣保釣運動的這些困

難，只有加強保釣運動者與台灣社會運動者的對話與相互瞭

解，才能逐步克服。 

    歷史教授薛化元曾說：「無論是政府或是人民務必要釐

清釣魚台主權歸屬的本質，否則輕率的選擇可能影響了國家

長遠的發展。」我們不能因為現在生活的安逸而忽略國家的

政治，就算不是政府官員也要對關於國家的事有所了解。否

則，政府再怎麼大力推動，得不到人民的支持也是於事無補。 

在美國的華僑，也呼籲當地華裔民意代表響應爭取釣魚

台主權。我們團結的共同信念，即使飄洋過海也不會有所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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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 

    就算我們的軍事力量與日本相比有所差距，然而「仁者

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子路回到戰亂的衛國，即使

外在現實危險和阻礙重重，內心卻是平靜的。仁者心中坦

蕩，如同台灣人民捍衛自己的國土。我們很清楚自己在做什

麼、想要的是什麼，也就敢做、敢面對。儘管台灣的國土並

不大，但是我們有廣闊的胸懷，其中更有豪情壯志。很多東

西不能以金錢衡量，像是尊嚴和主權。我們都有堅毅的心和

持之以恆的熱情，這些足以讓我們勇往直前，為護衛我們領

土的完整而奮鬥到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