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千多口南海钻井，中国没有一口
20世纪60年代在南海盆地发现大量石油、天然气资源，南海成为“第

二个波斯湾”，石油地质储量在230亿至300亿吨之间。据不完全统计，越
南、菲律宾等已在南海有钻井1000多口，每年掠夺数千万吨油气，而中国
在南沙海域还没有一口油井。 科考人员还发现了石油、天然气的最佳替
代能源“可燃冰”，预测储量约为194亿立方米，此外堆积如山的鸟粪也是
十分宝贵的肥料。仅太平岛一处就蕴藏着10万吨以上的鸟粪、磷矿。

距今2000多年、最早标绘南海的地图在长沙

1973年12月出土于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的古地图， 成图时间约
在2100年之前，是现存最早标绘南海的地图。目前，一些错绘国界线，漏
绘钓鱼岛、赤尾屿等重要岛屿的问题版图仍然存在，从今年开始， 外
交及测绘地信部门将视情开展钓鱼岛、赤尾屿等重要区域地图地名有
关工作。

接受媒体采访时， 他不认为自己属于鸽
派。如果有派别的话，他觉得自己是维护中国
利益一派。作为毛泽东、周恩来当年的法语翻
译，中国第一批联合国工作人员，他担任过外
交部发言人，驻外大使，他有他自己的外交理
念与风格。对于南海问题，他一直主张克制，
冷静，不要轻言动武。这样的表态，被一些人
视为当下中国难得的冷静理性， 也被另一些
人视为软弱，甚至被骂为“汉奸”。

南海争端，中国克制是种自信

被戴旭不点名批评的那位说“克制就是
自信”的外交官，就是被视为温和鸽派的代表
人物吴建民，虽然他并不认为自己属于鸽派。

2010年7月26日，针对南海问题，希拉里
发难，中国外长杨洁篪强烈回击。有人认为，
希拉里挑起南海争端， 或许将迫使中国提前
“亮剑”。吴建民在接受《齐鲁晚报》采访时表
示，动不动就亮剑是简单想法，中国“韬光养
晦还需100年”， 不赞成南海亮剑。

2011年6月22日，吴建民在《环球时报》
国际论坛版发表文章《南海争端，中国克制是
种自信》，再度提出，南海问题是历史遗留下
来的问题，轻易言战是不可取的。他提出，随
着中国的崛起， 我们面临的各种问题和挑战
会多起来。 这是必然的， 也是预料之中的事
情。面临这些挑战我们一定要冷静观察，通盘
考虑。切忌意气用事，切忌用战争与革命时代
的旧思想来处理今天的问题， 那样会犯时代
错误。

此文在网上引起强烈反弹。 不少网友对
他的这种说法表示了种种嘲笑，称“文中充满
救世主般悲天悯人的味道， 却唯独没把中国
人民的主权利益当回事”，是“彻头彻尾的胡
说八道。”随后，《环球时报》也刊载了戴旭针
锋相对的反驳文章， 认为克制与自信是完全
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概念， 指出关于南海问
题是打是和，国家自会依据最高利益定夺，不
能一概地说打不好和就好， 或者打就好和就
不好。该克制就克制，该出手就出手，这与自
信不自信没有关系，而与有没有必要、有没有
把握有关系。

极端的民族主义要不得

但吴建民对这些争议甚至谩骂并不在
意。2012年3月24日，《南方日报》刊发了记者
对吴建民的采访。他再次强调，南海问题不能
靠武力；打不能解决问题，很多人以为打仗打
赢了就好，其实不然，反而会让中国的周边局
势陷入混乱。 他也提到自己受到指责谩骂的

文章，称小不忍则乱大谋。爱祖国，也要爱人
类，才能站得住脚。在全球化、信息化也已构筑
了各国利益如此紧密的智慧地球时代，我们已
经不能关起门来只讲狭隘的爱国主义了。他还
希望今天的青年人要有广阔的视野， 要胸怀
天下。民粹主义、极端的民族主义和狭隘的爱
国主义要不得。一个自私自利的国家会失去朋
友，会被孤立，在今天，孤立就是一场灾难。

另一位与吴建民一起被网友们骂为“汉
奸”的叫平可夫。据百度介绍，他自称是云南
人，曾自费到日本留学，后加入加拿大国籍，
因崇拜苏军将领朱可夫，遂起名安德烈·平可
夫。 虽然中国专业的军事人物认为他只是一
个哗众取宠的业余爱好者，但他以《汉和防务
评论》总编辑的身份，频频通过各种渠道就南
海问题发表观点。在凤凰卫视的节目中，他总
是扮演那个冷静者的角色， 认为中国临海发
生一些问题，很正常，不要夸大，不要书生气，
要冷静地分析、具体分析等等。

中国南海正在成为一个大漩涡。东盟峰会上菲律宾发难，近日又派军舰非法堵
在黄岩岛泻湖内，与中国海监船对峙；金砖之国宾主脸上的笑意还未消失，印度就
妄言南海是全世界的财产。这样的危险语言和动作，似乎是故意找准时机彻底搅浑
这一片不平静的蓝色之海，挑战中国的战略心理底线。

近年来，南海周边小国群狼争啸，有恃无恐，在中国南海主权问题上步步紧逼，
中国政府抱定和平发展战略， 其克制的态度令外媒也惊呼中国有罕见的耐性， 以
至不少国内民众质疑中国海洋政策的“软弱”，主“战”、喊“打”、 要求强硬回击之声
日渐高亢。针对南海争端，中国各方人士通过媒体、网络等引发了一场“软”与“硬”
的频频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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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南海争端
中国如何“亮剑”

他出身革命之家，父亲是长期战斗在中共
秘密战线上、深受周恩来器重的重要人物罗青
长。他参加过抗美援越作战，曾在中国一流的
军事学院深造，并做过美国访问学者，还能写
一首好诗词，可谓文武全才。他一直强调现代
海洋事关民族安全和发展，南海、东海问题形
势严峻，全民关注，背后的顶层设计非常必要。
他最引人关注的观点，是以“六个存在” 凸显
“主权归我”。

你们日本有海上保安厅，我们为什么不能有海
岸警卫队？

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军事科学学
会副秘书长罗援，被海外媒体视为军中强硬派
的代表之一。

今年的“两会”上，罗援再度提出关于南海
的“六个存在”提案。“六个存在”被普遍认为有
理有据，中肯到位，是关于南海争端的顶层设
计思路。《京华时报》、《广州日报》、《南方都市
报》等媒体纷纷报道此提案，网络的转载率、点
击率也非常高，不少网民甚至能背出“六个存
在”的内容。罗援接受《南方都市报》采访时，针
对会后有日本人问他为什么提出设立海岸警
卫队时， 他的强硬答复也让人们津津乐道：你
们日本有海上保安厅，韩国有海警署，美国有
海岸警卫队，俄罗斯有海上边防警卫队，我们
为什么不能有海岸警卫队！

链接：“六个存在”内容

行政存在：要在南海地区设立特别行政区，
同时在东沙、西沙、南沙设县，任命行政官员，
而全国人大代表或者全国政协委员要到南海

巡视，体现我们的行政管辖权。
法律存在：南海九条断续线，要尽快确立

其法律地位。
军事存在：中国要在能够驻军的地方驻军，

不能驻军的地方要设立我们的主权标志，比如立
权碑、国旗等，同时要让我们的军舰对这些地方
进行巡逻，因为这是中国的边疆领土，应该有国
防存在。

执法存在：要成立国家海岸警卫队，改变
九龙治海的局面。

经济存在：鼓励中国渔民到南海去渔业作
业，居民要去南海生活生产，中海油和中石油
在南海开展勘探平台。罗援说，现在的主权概
念也要拓展，除了领土领海岛礁外，还要有海
上的浮动国土，勘探平台就是浮动的国土。

舆论存在：一个岛屿的归属，国际法上明
确具备四大要素，谁最先发现，谁最先命名，谁
最先管辖，国际上是否予以承认。中国有历史
记载，最早在中国的汉朝志上就有“千里长沙”
的字句。 中国在1932年、1935年， 就对南海的
132个岛礁给予了命名。中国抗战结束以后，根
据《开罗宣言》等，当时有高级官员去南海巡
视，这个人就是林则徐的后代。从统计来看，国
际社会有200多个权威百科全书和地图， 都把
南海南沙划入中国的疆土之内。

2012年南海很可能出事？

罗援率直、敢说，曾就南海问题多次接受媒
体采访。2012年3月，在接受《广州日报》采访
时，他大胆宣称，“南海能维持和平的现状，主要
是中国采取克制和忍让政策的结果”。 并强调
“如果中国的善意被某些国家误解，误认为我们
是拿岛屿换和平，从而得寸进尺，很可能引发一
些突发事件。” 由此， 不少网站转载时使用了
“2012年南海很可能出事” 这样引人注目的大
标题。

罗援还通过媒体批评某些影视剧追求庸
俗，娱乐大众，阴柔气和脂粉气太重，会腐蚀民
族精神和奋斗意志， 并多次到校园进行讲座，
呼吁中国青少年要有尚兵习武的精神，要有阳
刚之气。据说他的演讲结束之后，不少学生当
即找他要求当兵参军。他甚至也会出现在湖南
卫视《天天向上》这样的节目中和汪涵开策，目
的是讲解中国解放军的光荣战史，传播他的尚
武理念。

他的新浪博客上有一行醒目的大字：仗
剑直言，血溅文章，为国请命，甘为鹰犬。对于
南海争端，这位空军上校、国防大学教授的观
点更加大胆、犀利、尖锐、激进，被海外媒体称
为“中国第一鹰派”。他的“第一警告，第二驱
逐，第三歼灭。”三部曲论着实威猛。对于当下
的种种时弊，他的抨击更为猛烈、尖锐。

假如说小偷到你们家偷东西了，你怎么办？

2010年， 戴旭因为一段网上视频一炮而
红。这段视频分析美国帝国战略与中国危机，
提出美国意欲2030年肢解中国， 这个看上去
耸人听闻的观点吸引了大批网友。 2010年12
月，戴旭被网民公推为与郎咸平、于建嵘、郭
一平、张宏良等人并列的“中国互联网九大风
云人物”之一。

针对南海问题， 戴旭比罗援更大胆、激
进。 当一个大国军舰和中国渔船发生争端的
时候，一家媒体采访他怎么处理， 他的回答很
干脆：“第一警告，第二驱逐，第三歼灭。”2011
年9月27日，他在《环球时报》发表《当前是在
南海动武的良机》文章，更提出在南海动武的
具体路径：“应缩小打击面， 可锁定当前闹得
最凶的菲律宾和越南，杀鸡儆猴。战争规模，
以达到惩戒目的为准， 而不必效法美国在伊
拉克和阿富汗、利比亚的模式。这是一场必胜
的战争，打得艺术一点，很有可能成为一场七

擒孟获式的道德教化行动。”
2011年12月中旬，《环球时报》 召开年会

“2012：世界变局·中国战略”，在“军事风险，
管理潜在冲突”的讨论会上，针对余波未平的
南海争端，他不改本色，观点很鲜明：“我们在
南海展示的力度不够， 我们在这个地方只是
做做样子。假如说你们有强盗、小偷到你们家
偷东西了，你怎么办？拿枪出来就展示自信了
吗？我们要把他抓起来了这才是自信。”他甚
至直接批评有些外交官说我们克制就是自信
这样的话很“混账”，认为“我们自信是要理直
气壮维护我们的利益， 维护利益本身就包含
了惩罚。”

“狼是打走的，不是劝走的。”

引人注目的， 还有戴旭在各种公开场合
表达的愤青式情绪。

他批评当下的中国，软乎乎的幸福主义、
懒洋洋的乐观主义正在弥漫，“胖乎乎的国

民”被小财富腐蚀了灵魂，变得贪图享受，意
志萎靡，懦弱不堪，到处灯红酒绿，纸醉金迷；

他批评精英阶层厌战、怯战情绪浓烈，很
多学者和官员，只看到鲜花美酒、GDP，眼睛
盯着权位和女人，像一只短视的食草动物；一
些没有军事知识和战略智慧的学者、 外交官
员作茧自缚， 不敢对国外的挑衅进行基本的
反击和自我武装；

他大声疾呼：“狼是打走的，不是劝走的。”
中国需要战略家，更需要坚定、勇敢和充满忧
患意识的人民， 中国最大的危险是看不到危
险。他呼吁中国应该敲响备战的警钟，要敢于
迎接合理合法的战争，改善安全态势，振奋国
民精神。

戴旭的盛世危言、铁血情怀，为他赢得了
不少的喝彩，也引起不少人心理不适。网上对
他和罗援这样直抒胸怀的强硬派的批评声也
不绝于耳。有人称罗援不懂国际海洋公约，常
犯常识性错误，有人则骂戴旭哗众取宠、夸大
其辞、危言惑众。

罗援：
“两会”南海强硬提案引人注目，“六个存在”凸显“主权归我”

戴旭：
锁定当前闹得最凶的菲律宾和越南，杀鸡儆猴。

吴建民：
轻易言战不可取，切忌意气用事

在这场关于南海问题的中国民间大争议中，《环球时报》这份由人民日
报社主办、带有强烈官方色彩的报纸的态度，一直耐人寻味。它既发表强硬
派的文章，也让温和派说话，有点开放平台、百家争鸣的意思。这家时报关
于南海问题的社论，也往往被视为带有正式官方色彩的表态，受到各方
的关注，成为南海争议中十分醒目的开放式舆论平台。

中国不能只会谈判，必要时应当“杀一儆百”

2011年10月25日，《环球时报》针对南海问题，发表了措辞强硬的
社论，称东亚离海上冲突越走越近了，中国不能只会谈判，必要时应
当“杀一儆百”。“如果海上争端国不愿改变目前的对华行为方式，那
么它们就应对东亚的海面上响起一些炮声有思想准备。”这篇社论立
刻引起了外国媒体的关注。10月25日下午，在中国外交部举行的例行
记者会上，有一位外国记者就此社论提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姜瑜表
示，媒体有编辑、评论权利，相信它们会本着真实、客观、负责任的态
度进行报道；并称，中国奉行和平发展战略，积极践行互信、互利、平等、
协作的新安全观和睦邻友好的周边地区合作观。 此举被视作官方为这
篇强硬社评引发的各界猜测所做的急救扑火之举。

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不是不报，时机未到

2012年4月6日，针对菲律宾、印度的系列危险动作，《环球时报》发
表社论：咋咋呼呼的“围攻”奈何不了中国。文章首先指出，中国现在第
一要对自己更有信心，不能害怕崛起。第二要沉得住气，把突如其来的
各种骚扰看透， 清楚那不过是外界焦躁的表现， 然后不慌不忙地应对
之。社论称中国不能面对每一个挑衅时都像被戳了心窝，很动感情。我
们得清楚面对各种挑衅就是崛起中国的命。

但文章接下来也明确表示：对于菲律宾这样带头骚扰中国的国家，
中国也要下得去手，给其以教训。中国应胡萝卜与大棒一起用，切莫让
外界误读中国，仿佛我们要搞一次“突围”或者“决战”。完全没这个必
要。 这是一篇软硬兼施的评论，强硬与温和同在。

三天后，也就是4月9日，《环球时报》发表罗援少将的文章《菲律宾，
请别过分》，强硬发声：“菲律宾打错了算盘。”“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
和主张是一贯的、明确的，我们是在以最大的耐心和诚意给和平以最后
的机会，但菲律宾不要欺人太甚，不要把我们的善意误判为软弱可欺，把
我们的克制忍耐误解为‘以领土换和平’，把我们的‘和平崛起’误读为
‘挂免战牌’。”“中国军人外交家陈毅元帅曾有一句名言，‘恶有恶报，善
有善报，不是不报，时机未到。’菲律宾需善待之，甘当出头鸟，是要付出
代价的。”

2012年4月12日，《京华时报》报道了4月10日中国外交部边海司司
长邓中华做客人民网强国论坛的新闻。文章说，邓中华在与网友在线交
流南海争端时，表示坚持谈判解决问题不是放弃立场，更不是示弱，中国
不会放弃自己的哪怕是一寸的土地。中国提出南海共同开发是过渡性务
实安排，其基本前提是不影响各方在主权和权益问题上的立场。

中国到底将用怎样的智慧来解决南海争端？会不会在南海“亮剑”？
且让时间来回答吧。

（据《环球时报》、《京华时报》、《南方都市报》、《中国青年报》等）

《环球时报》：
咋咋呼呼的“围攻”奈何不了中国
面对各种挑衅就是崛起中国的命

3月下旬， 海军南海舰队某驱逐舰支队组
织舰艇奔赴外海执行“任务”。

3月下旬， 海军南海舰队某驱逐舰支队组
织舰艇奔赴外海，练对空对海实弹攻击。

▲

菲律宾在宣称拥有主权的中业岛上建空
军基地。【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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