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菲律宾向中国南沙群
岛仁爱礁非法运送建筑物资，中
国海警船依法予以拦阻，并采取
了警示性执法措施。仁爱礁海
上事态的起因在于菲律宾企图
对其“坐滩”24年的军舰进行大规
模维修加固以实现对仁爱礁的永
久占领。此举侵犯中国对南沙群
岛的领土主权，违背菲律宾曾经作
出的承诺，违反国际法和《南海各
方行为宣言》（下称《宣言》）。

仁爱礁海上事态发生后，外
界对于其会否影响南海整体局
势较为关注。南海问题的本质
是有关当事国间的领土主权和
海洋划界争议，但近年来随着地
区和国际形势变化，这一问题呈
现出越来越多的地缘竞争、大国
博弈和地区安全色彩。作为地
区和平的维护者和海洋合作的
倡导者，中国近年来在南海的控

局能力稳步提升，地区国家对于
南海和平稳定这一共同利益也
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仁爱礁
海上事态可以说是一起孤立的
海上摩擦，是中菲南海有关领土
主权争议问题的具体表现，虽引
发些许波澜，但不会颠覆南海的
总体稳定。当然，不排除菲律宾
下一步在海上、外交、舆论等方面
采取一些举措来给自己做“心理
补偿”，而对于固守冷战思维、一
门心思挑起大国竞争和集团对
抗的美国来说，其依然会利用有
关争议和海上事态大做文章，挑
拨中菲关系、强化美菲同盟，为自
身地缘政治目的而鼓动、唆使菲
律宾为其火中取栗。但无论如
何，此次事件足以使有关国家对
于中国在南海维护自身领土主
权和海洋权利的决心和意志、红
线和底线有了更加清楚和深刻
的认识。

至于当前颇受关注的“南海
行为准则”（下称“准则”）谈判，中
国与东盟国家目前已经成功完
成“准则”案文二读，正加快推动

“准则”成为行之有效、富有实质
意义、符合国际法的地区规则。
在这样的背景下，菲律宾却一再
采取单方面行动索权固权，企图
对“坐滩”军舰进行大规模维修加
固，进而引发海上事态。很难说

此次事件不会对“准则”磋商带来
任何负面影响，菲律宾可能会在
磋商中提出更多要求，更高要价，
态度可能更强硬。但同时也要
看到，“准则”磋商从来不是菲律
宾与中国两家之间的事情，而是
中国与所有东盟国家共同为之
努力的地区多边进程。从这个
意义来说，此次事件倒是真实地
凸显出中国与东盟国家通过“准
则”管控海上冲突、避免危机升级
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也用
事实证明，在“准则”磋商完成前，
有关争端当事国依然需要与中
国相向而行、共同努力，全面、有
效、完整、忠实地落实《宣言》。

外界有一些观点认为中国
在处置此次海上事态上“表现强
硬”、“反应过激”，在笔者看来恰
恰相反。中国表现得既专业又
克制。中国从人道主义和中菲
友好大局出发，对菲律宾向“坐
滩”军舰运送食品等必要生活物
资作出了临时性的特殊安排，同
时又对菲律宾破坏默契、投机谋
利的侵权行为予以足够震慑。
中国所采取的措施既有效维护
了自身对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
沙群岛的领土主权，也将海上事
态发生后摩擦冲突升级的风险
降到了最低。此次事件发生后，
中国在较短时间内以极具透明

度的方式向外界介绍海上情况、
事件经过和仁爱礁问题的历史
经纬，并且主动发布现场视频录
像。这种做法可能令一些长期
戴着“有色眼镜”审视中国的国家
和媒体感到失望，因为他们失去
了一个恶意炒作、恣意歪曲来污
蔑抹黑中国的机会。

曾经有句“戏言”，大意是说
世界上哪里有美国哪里就乱套。
放在南海，“戏言”就是“警句”。
美国天天盼着南海局势升温，而
美菲同盟就是搅动南海局势升
温的催化剂。今年上半年以来，
美菲同盟关系“肉眼可见”地得到
巩固和强化。美国言必称“履行

《美菲共同防御条约》”，进一步刺
激了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的投
机心态和侥幸心理。美菲强化
同盟关系、提升战略协同度，确实
对南海局势和中国的安全利益
带来消极影响，也给中菲两国把
握双边关系正确走向、妥善处理
南海问题、共同维护地区稳定带
来了不小的挑战。但是，把此次
中国对仁爱礁海上事态的处置
视为对美菲同盟的反制可能是
有失偏颇的，中国所采取的举措本
质上还是基于维护自身在南海的
领土主权和海洋权利的需要。

在24年前军舰“坐滩”中国
南沙群岛仁爱礁之后，菲律宾曾

经多次明确承诺将其拖走。多
年来，中国在处理有关争议问题
上保持着极大的克制和耐心，在
管控海上分歧、预防意外事件上
展现了极大的善意和诚意。如
今仁爱礁海上事态暂告一段落，
菲律宾应当从这件事中得到以
下几点启示：

一是要正确看待中菲南海
有关争议。今年年初，中菲两国
领导人达成共识，南海争议不是
中菲关系的全部，双方要妥善管
控分歧。菲律宾需要把这一共
识落到实处，切实发挥已经设立
的双边海上机制作用，把维护海
上局势稳定、妥善处理争议问题
纳入该机制予以处理。试图通
过强化同盟关系、引入域外力量
则只会起到反作用。

二是不要对中国吞下非法
“裁决”的苦果抱有任何幻想。“仲
裁裁决”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
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在法律解释
和适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等方
面的谬误不一而足，遑论真正解
决有关争端。一场政治操弄下
的一张废纸，无论怎么炒作、援
引、“纪念”，都不可能成为适用于
南海的国际法，更不可能成为推
动国际海洋法发展演进的“金科
玉律”。

三是以更严肃、更务实、更

具建设性的态度对待“准则”磋
商。“准则”磋商不是哪一个国家
可以用来谋求地缘政治优势的
平台，“准则”也不是有关当事国
可以用来固化自身在南海的非
法所得的工具。“准则”建立在当
事国搁置争议、中国与东盟国家
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这一共
识之上，如果在磋商中总是“夹带
私货”，把“准则”视为“限制中国
行为”甚至逼迫中国放弃自身主
张的文件，这样只会迟滞磋商进
程，距离地区国家的期待也会越
来越远。

四是与中国相向而行深化
海上合作。南海是中国与周边
国家的共同家园，南海的和平稳
定归根结底要靠沿岸国来共同
维护，南海的海洋治理需要沿岸
国共同合作。在任何一片争议
海域实现海上合作都绝非易事。
今年以来，中国陆续向菲律宾提
出了包括管控仁爱礁局势、海上
联合巡航在内的多项涉海倡议，
只要双方本着真诚意愿，排除外
部干扰，弘扬宝贵经验，借鉴有益
实践，就完全有可能推动海上合
作取得实质性突破，并产生更大
的示范和带动效应。

（本文作者：丁铎，中国南海
研究院海洋法律与政策研究所
副所长、副研究员。）

■ 张如谊

水波澜者源必远 树扶疏者根必深

1952 年的王耀南先生

1964 年耀南叔全家福，两位坐着的是他
的岳父岳母。

2014年6月2日端午节，作者一家到广
州和耀南叔过节。当年11月5日耀南叔因
病逝世。这是他生前留下的最后一张留影。

一张长二米多镶在铁与
玻璃镜框内的相片,相名也逾
近50字。“毛泽东主席、朱德
副主席及周恩来总理与华侨
回国观光团港澳各界同胞观
光团合影1956年10月4日于
北京中南海”。此相珍贵之处
不仅在于相片的历史,更在于
该相片主人的爱国情怀,以及
这张相片随着它的主人游走

奔波的历程。
相片的主人是印尼棉兰

华 侨 王 耀 南 先 生 ( 1925—
2014)。相中左边坐者左起第
19人便是王耀南先生,当年他
年仅31岁。同一批印尼华侨
观光团团员中还有陈灼瑞先
生(陈进强先生的父亲)、黄赛
凤女士(陈黎明先生的母亲)、
梁夙初先生、陈于胜先生、郑
曼如先生、黎瑞格先生等等多
人。王耀南先生在他们当中
算是年轻的一位了。

王耀南先生出生于广东
汕头, 10岁时由亲人带他来到
印尼和父亲团聚。当时他年
纪尚小就开始工作挣钱。

其收入除了资助乡间还
自付学费念书。中学曾就读
于印尼棉兰棉华中学,是该校
的第一组(届)学生。为了自学
电工要看懂英文名词,他还间
中上夜校学习英文。刻苦耐
劳的他从年青时代起就投入
了社会工作,并积极参与当地
的华侨教育和福利事业。棉
华中学在后来的筹建新校舍

时,他积极去商界募捐并参与
工作。 1955年崇文中学筹建
时,他是校董会成员之一。当
年崇文建校的地还是他亲自
去找到,经校董会同意后,又是
他一手去办理购地和申请建
校手续的。

1956年,王耀南先生获邀
回国参加建国七周年国庆活
动。国家领导人与来京的海
外华侨及港澳同胞全体观光
团见面并留下了这珍贵的照
片。从那时候开始,这张相片
就与他如影相随。在风起云

涌的半个多
世纪中,特别
是在 1965 年
印尼发生军
事政变后,他
冒着很大的
风险藏着这
张相。后来
随着他全家
由棉兰迁居
雅加达、新加
坡。

这 张 相
片就一直跟着他移居两国三
城。他晚年时决定定居广州,
这张相才终于安全地回到了
祖国。从此,这张相片不用在
藏藏掖掖,而是可以堂而皇之
地挂在他的客厅里让客人观
看。我也是在那个时候才知
道了这张相的不寻常经历。
他的孩子们说,没听过爸爸说
这相片的故事,但知道这是爸
爸的一个珍贵宝贝,我们不敢
随意碰触,生怕弄坏了这宝
贝。

这张相得以完好无缺地

保存至今体现了王耀南先生
源远根深的爱国情愫,因此就
藉了古诗人庾信的《征调曲》
中的两句“水波澜者源必远,
树扶疏者根必深”作为文题。
也藉此文纪念我们敬爱的王
耀南先生。

2014年王耀南先生逝世
后,他的四位子女决定把这张
相赠给我这位他们的“哥
哥”。我当时接到这个珍贵遗
物的时候就开始在思索,如何
安置这个不寻
常的遗产才是
它最好的归宿?
终 于, 我 找 到
了。我决定把
它转送给陈进
强先生吧。陈
进强先生的爸
爸、叔母也都是
当年的观光团
成员。除此之
外,他承继了父
母的遗志,对祖
国对乡土的热
爱和贡献是有

目共睹的。他答应我说他一
定会非常珍重地把这张相安
放在龙岩的家乡,让这著名的
侨乡人民可以世世代代缅怀
那些爱国爱乡的华侨先辈
们。我想,如果王耀南先生泉
下有知的话，也一定会支持我
和陈进强先生的这一决定和
安排的。因为这最能体现他
的遗愿了!

藉此机会感谢王耀南先
生的子女:丽英、玉英、志雄、
莺英。还有他的大媳妇冰
莹。感谢他(她)们对我的信任
和嘱托。

写于2023年4月15日

叶永合
（Yap Yun Hap）

■ 南海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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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 年 5 月 21 日，苏哈
托总统宣布辞职，并将权
力移交给副总统哈比比，
但是，学生运动并没有就

此偃旗息鼓。他们继续行
动，拒绝承认哈比比政权，
强烈要求废除印尼武装部
队（ABRI）的双重职能，表
达了对当时正召开特别会
议的人民协商会议（MPR）
或国会（DPR）的不信任态
度。最后，形势一度失控，
导 致 史 芒 义（Semanggi）悲
剧的发生。在 1999 年 9 月
24 日 的 史 芒 义 第 二（Se-
manggi II）事 件 中 ，一 个 名
叫叶永合（Yap Yun Hap）的

印尼大学华裔学生在示威
时被枪杀。

学 生 们 占 领 了 人 协
（MPR）/国会（DPR）大楼长
达两天之久。1998 年的学
生运动持续不断地提出改
革 和 肃 贪 的 诉 求 ，直 至
1999 年的总统大选。
当代的社会活动分子们

进 入 1998 年 改 革 时
期，出现了许多华人活动
分子。他们有些人选择活
跃在华人团体里，如印尼

华 裔 总 会（Perhimpunan In-
donesia Tionghoa，简 称 IN-
TI）。 有 些 人 选 择 加 入 与
华 人 身 份 毫 无 关 联 的 组
织，如农民或工人组织、担
任专业记者或大学教师、
艺术策展人或牧师、以及
各政党负责人，有些人选
择 成 为 民 间 组 织 活 动 分
子，有些人选择进入国家
机构，通过力所能及的事
情而奋斗，还有一些人选
择担任国会议员。

他们当中有许多人身
居要职，地位显赫。有时，
他们的意见或看法会在媒
体上曝光。然而有趣的是，
如果从他们在苏哈托统治
时期所扮演的角色来看，他
们如今所发挥的作用反而
显得微不足道。这些位高
权重的活动家们往往已蜕
变成为官僚主义者，失去政
治活动家的犀利个性，而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的社
会活动家们则依旧激情不

减，砥砺前行。
（原 载《华 人 在 印 尼 民

族建设中的角色和贡献（第
三册）》。本篇完）

1965年之后的社会活动分子动态（7）
史丹利·阿迪·伯拉塞迪约（郭玉和）（Stanley Adi Prasetyo）

菲律宾需要从“仁爱礁海上事态”得到哪些启示

苏玛·米哈加
（Suma Mihardja）

鹊语遂心报好音，马蹄
得意奔新路。

8月8日，北干《硕河桥》
期刊创刊四周年，正是“88拔
拔”再发之日，在这吉祥得
意，喜奔新路的美好日子里，
迎来了双喜临门:一喜《硕河
桥》创刊四周年，二喜《硕河
桥》创办人资深顾问，作家文
苗第二本文集《冷暖人生风
雨情》出版面世。难能可贵
的是，文苗前辈慧眼识人才，
把文集序言交付給文坛后起
之秀，《硕河桥》主编李庭蓁
操刀写序，这是《硕河桥》创
刊开路四年来的莫大殊荣。

这更是文苗前辈对李庭
蓁的信任提携，是对李庭蓁

四年来主编《硕河桥》发挥才
干与担当的充分肯定。事实
证明，《硕河桥》四年来，在印
华文坛里，犹如一朵鲜艳的
奇葩，脱颖而出，成为一支备
受瞩目的文坛劲旅，在李庭
蓁与诸位编委的齐心协力编
排下，一期比一期更有新意
与看头，不但吸引了廖属文
友的积极参与投稿，也引起
了印尼各地、乃至星马文友
的青睐供稿，作品都具有一
定的水准，在印华文坛里展
露骄人风采。

尤为可贵的是，《硕河
桥》编委极为重视带动培养
三语学校师生，定期发出版
位，刊载了他们的学生习作，
这对激发文坛后起之秀，必
将发挥不可估量的积极推动
作用。

更难得的是：由《硕河桥》
发起组织的唱和诗，在唱和诗
资深顾问许箐栽医师支持指
导下，一石激起千层浪，吸引
了印尼各地文化界前辈的重
视，纷纷赋诗对仗唱和，并且
非常荣幸获得国际日报闻喜

总编看好，以及印华日报与苏
北棉兰讯报的重视，总是率先
把《硕河桥》的平仄押韵唱和
诗，在两地报上亮相见报，让
中华古文明的诗歌唱和，在印
华文坛里占有一席之地，已经
引起广大读者的普遍共鸣，姹
紫嫣红，吟诗作对醉书香，成
为印华诗坛的一一桩喜闻乐
事。

这些都是《硕河桥》四年
来所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
《硕河桥》编委功不可没。如
今文苗前辈把《冷暖人生风雨

情》文集的序言，交付李庭蓁
主编撰写，正是前辈对后起之
秀的重托与信任，更是对《硕
河桥》的莫大激励与支持。

细读李庭蓁写的序言，我
不禁眼睛一亮，李庭蓁的文笔
确有一手，她除了善写绝句与
律诗，散文也写得有声有色。
她对《冷暖人生风雨情》文集
，理解得深入浅出，把文苗学
长于情于理的文集作品，娓娓
道来，让书序之言，篇篇分析
有序到位，不失为是书写文集
序言的好手。

深信李庭蓁与诸位编委
黄美忠、陈华莉、杨慧芳、陈
慧珠，假以时日，多多专研阅
读名著佳作，多从古典文学
里吸取养分，在编辑期刊时，
细心从来搞中精选佳篇，大

胆给予必要的删改增减，则
必能在编撰文章中，深耕细
作，边编边学，努力掌握好学
写文章的真谛要义，读破万
卷诗愈美，使得自己的文学
修养，日日新，月月进，让编
辑部面貌日新月异，则必能
把《硕河桥》办得好上加好！
使得文化桥的脚步，越走越
稳健，越走越遥远，让中华传
统文化，永在千岛路上，成为
我们延续中华脉搏的跳动
……。

花木向阳春不老，骅骝开
道景无边。

是为厚望——祝愿《硕河
桥》“拔拔再发“——更上一层
楼！也为文苗学长的《冷暖人
生风雨情》文集出版，送上最
为热烈的文学敬礼与祝福！

欢呼《硕河桥》创刊四周年
■ 巴厘：意如香

点赞李庭蓁主编为文苗文集写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