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世纪 7 0 年代台湾留美学生的保钓运动

口 刘玉山

北京和新竹的清华大学图书馆分别设有专天翁海鸟羽毛 ， 向 日 本政府 申 请开发该群岛 ，

门的特藏室 ， 珍藏 了上世纪 7 0 年代 台湾 留美这是 日本人发现钓鱼岛的最早记录 。
1 8 9 5 年 1

学生为主体的保钓运动的资料 ， 北京清华大学月 ， 日本趁 甲 午战 争清政府败局 已 定 ， 通过

图书馆还成立 了
“

保钓资料 收藏研究 中心
”

。
“

内阁决议
”

将钓鱼岛编人其版图 ， 并秘密在

目前学界对于上世纪 7 0 年代台 湾留美学生保岛上建立桩标 。 同年 4 月 ， 日 本强迫清政府签

钓运动的学术论文有三篇 都从各个方面对订 《马关条约 》 ， 攫取 了台 湾及钓鱼岛等附属

这
一运动进行 了论述 ，

但囿 于原始 资料的 缺岛屿 。
1 9 4 5 年 日 本战 败投降后 ，

根据先前的

乏
， 从历史学角 度上来看 ， 基本的历史史实还《开罗宣言》 、 《 波茨坦公告 》 的规定 ， 钓鱼岛

有待做进
一步的厘清 ， 笔者就利用查阅到 的这本应作为台湾 的附属岛 屿归还给中 国 。 但是 ，

部分原始资料 ， 对保钓运动的整个过程展开论二战后美国托管 冲绳 ， 并根据 1 9 5 1 年所谓 的

述 。《 旧金 山 对 日 和 约》 把钓 鱼岛划人 冲绳 。 对

一

、 保钓运动发生的原 因此 ， 中 国政府当时发表声明 ： 《 旧金 山对 日 和

（

一

） 保钓运动发生的直接原 因约 》 没有中 华人 民共和 国参加 ，
因而是非 法

钓鱼 岛 群 岛 （ 台 湾称钓 鱼 台 ） ， 由 钓鱼的 、 无效的 。 到 了 1 9 6 9 年联合 国远东经济委

岛 、 黄尾屿 、 赤尾屿 、 南小岛 、 北小岛 和 3 块员会发表 《埃默里报告 》 ， 指出钓鱼台 岛群岛

小岛礁 ， 即大北小岛 、 大南小岛 、 飞濑岛等 8周边可能是世界上石油储藏量最丰富的地区之

个无人岛 礁组成 ，
其中最大 的钓 鱼岛 面积约

一

。 这份报告引 起了 日 本对钓鱼 岛群 岛 的野

4
．

3 平方公里 ， 总面积约 6 ． 3 4 4 平方公里 ， 隶心 ， 于是意图与美 国私相授受 。 争议出现后 ，

属于中 国台湾省宜兰县头城镇大溪里管辖 ， 向 1 9 7 0 年 9 月 台北 《 中 国时报 》 的记者登上钓

来是闽 台渔民作业的场所 。 最早有关钓鱼岛的鱼岛群岛中最大的钓鱼岛 ， 随后 日 本迅速派人

中方文献记载是 目前珍藏于牛津大学波德林图销毁台湾渔民在钓鱼岛上避风的
一

切设施 ， 这

书馆约成书于明永乐元年 （ 公元 1 4 0 3 年 ） 的激起了全美华人的强烈愤慨 ， 台湾大学哲学所

《顺风相送》
，
至 于 中 国使者使琉球 的记载 中硕士生王 晓波 和政 治 所硕 士生 王 顺 的文章

有关钓鱼岛的文字更是不绝于书 钓鱼岛 自《保卫钓鱼台 ！ 》 发表在 《 中华杂志 》 1 9 7 0 年

古属于中 国实为铁证 。 实际上
，
明 治维新前 ，
第 1 1 月号 ， 而 《中 华杂志 》 的主编胡秋原将

日本找不到独立言及钓鱼岛的文献 ，
日本人对这期刊物寄给在美国留学的儿子胡 卜凯 ， 胡 卜

钓鱼岛 的真正发现是在 1 8 7 9 年吞并琉球 ， 并凯觉得留学生必须要为保卫钓鱼岛群岛做些事

将琉球国 改为
“

冲绳县
”

之后 。
1 8 8 4 年 ， 日情 ， 于是胡找到 了为创办 《科学月 刊 》 而在

本福冈县人古贺辰 四郎为了 获取钓鱼岛上的信美高校建立 了广泛联络网的林孝信 ， 于是轰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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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1 2年 3ＭＩ 戔 棰 籀 議

烈烈的保钓运动在美国就展开了 。日 本领事馆抗议书 ， 抗议书痛斥 日 本军国主义

二 、 保钓运动的经过二战期间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恶 ， 正告 日

保钓运动最先在普林斯顿和威斯康星大学本政府妥善处理釣鱼岛 问题 ，

“

音调高亢 ， 情

展开认真的讨论 ， 其他地区的大学紧接 着响绪激动 ， 街上行人为之动 容
”

、 最后 日 领事

应 。 纽约成立
“

保卫钓鱼 台行动委员会
”

， 各馆同意在馆 内设桌台 ， 接受中 国同学代表递交

地也纷纷成立了分会。 同学们就钓鱼岛群岛的的抗议书 。

地理 、 历史及法律等问题编辑成 《钓鱼 台须当天参加示威大会和游行的 主要是金山湾

知》 小册子 ， 在各校 间流传 。 威斯康星大学区的中国 留学生 ，
还有华埠的爱国侨胞及美籍

的同学们还集体创作了 至今仍然传唱 的 《钓人士 。 洛杉矶地区 2 0 0 多名 中 国 留学生也于当

鱼台战歌 》 ，
旋律激越振奋 ，

“

只要有保钓的天前往 日 本领事馆与美 国联邦政府大楼进行了

活动 ， 它的上空就回 荡着雄壮的保钓歌声 。

”③
抗议 。

自 1 9 7 0 年年底开始 ， 以 台湾 留美学生为主体 2
、

“
一？ 三〇

”

全美各地举行的 游行

的保钓群体开始筹划地区性的示威游行 ， 集继北加州地区 1 月 2 9 日 的示威游行之后 ，

会 ， 公听会 ， 散发传单 ， 开办讨论会 、 野营 1 月 3 0 日 ， 纽约 、 华盛顿 、 芝加哥 、
西雅图 、

会 ， 编印钓运 刊物等 。

“

中华儿女 正 义的呼檀香山等地的 中 国留学生也同时举行示威游行

声
，
响遍了世界的每

一个角落 。

” ④
下面兹将保活动 。 当天规模最大的是纽约的游行 ，

有来 自

钓期间 的主睪活动简述如下 ： 3 0 个不同院校 ，
1 7 个地区超过 1 5 0 0 名 中 国留

（

一

） 举行集会与 示威游行学生参加 。

1 、 北加州地区
“
一． 二九

＂

示威 大会与综观
“
一

． 三〇
”

全美各地游行 ， 用一

游行位示威亲历者的话说
“

近百年来 ， 中国 饱受

从 1 9 7 1 年 1 月 2 9 日 上午十二点开始 ， 陆外强凌辱 ， 究其原因 ， 擢发难数 ， 有血性的中

陆续续就有很多中国 留学生及 同胞向示威大会华儿女 ， 每近代史无有不伤心暗泣 。 我们这群

的地点旧金山华埠圣玛丽广场聚集 ，
示威大会异域游魂 ， 在概叹效国无力之余 ， 唯有发起这

在十二点四十分正式开始 ， 大会由北加州保卫次示威游行 ， 以实际行动来表示我们一点点爱

钓鱼岛联盟
？
发言人 、 加州柏克莱大学政治学国的心意 。 我们的行动当然不是到此为 止 ， 但

博士生刘大任宣布了北加州联盟的立场 ， 郑重有一 口气在 ， 我们还要继续奋斗下去
” ⑧

呼吁全体留学生、 同胞团结
一

致为保卫神圣领 3 、 保钓运 动 的 高 潮
——北 美

“

四 ？ 一

土钓鱼岛 群岛 而奋斗 。 随后
一

行 5 0 0 余人进入〇
”

华盛顿大 游行

华埠游行 ， 中途有部分青年侨胞也加入了游行
“

四 ？
一

〇
＂

华 盛顿大游行有超过 2 5 0 0

队伍 ，
最后队伍集结在 台北驻 旧金 山

“

总领人参加 。 主要是来 自北美各地高校的中 国留学

事馆
”

， 刘大任代表保钓群众 向其递交 了抗议生 ， 除了学生外 ， 还有在贝尔实验室 ，
ＩＢＭ 做

书 ， 抗议书正告钓鱼 岛事件承办人员 ， 必须对事的
“

美东专业人员协会
”

的同胞 。 下午一

全体中国人民负责 ，

“

二十一条
”

不许重演
；
点 ，

示威群众在林肯纪念堂前集合 ， 游行队伍

坚决反对 日 本军国主义侵略 ， 反对美 日勾结阴到达第
一

个 目 的地是美国 国务院 ， 由三位抗议

谋剥夺 中 国经济权益 。

？
下午游行队伍又赶到代表进入国务院递交抗议书 ， 接着 ， 游行队伍

曰本领事馆 ， 日 领事馆如 临大敌 ， 大门 紧 闭 ，前往 日 本大使馆进行抗议并递交抗议书 。

海渥州立大学刘虚心同学就在外面大声朗读致
“

四 ？ 一

〇
”

华盛顿大游行是海外中华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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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保卫钓鱼台运动规模最大 、
代表性最广 、 影的证据 。 虽然 1 1 月 1 0 日 美国 国会批准了

“

归

响力最大的
一

次示威游行 。 彰显了海外赤子保还
”

琉球条约 ， 但美方的报告指 出 ： 美 国 国

土爱国的力量和决心 ， 是 ］ 9 7 0 年代海外保钓务院的立场是有关钓鱼岛群岛美国权利的唯
一

运动高潮的标志 ， 亲身经历者永远将这次游行来源 ， 来 自 《 旧金 山对 日 合约》 ； 依据此合约

刻印在了 自 己的脑海里 ， 并影响了很多人的
一

美 国只获得行政权 ， 却没有获得主权。 因此 ，

生 。美 国转移行政权予 日 本的行动 ， 既不构成基本

（
二

） 发布致尼克松总统及 国 会议 员 公 开主权的转移 ， 也不影响任何 国家对尖阁列岛 或

信称钓鱼岛群岛的主权要求 。

” ⑩
所以美国将钓鱼

公开信的发起者是柏克莱陈省身教授 ， 由岛群岛 交给 日 本时说仅仅是将
“

行政权
”

移

洛克菲勒大学王浩教授和哥伦比亚大学李浩教交给 日本 ， 而非主权 。 至于主权的归属 争执 ，

授拟写信稿 ， 然后送给各校传 阅 ， 得到著名学由 中 丨 3 两国 自行解决 。 这是保钓运动取得的最

者杨振宁和林家翘等 的支持 。 公开信在 1 9 7 1直接成果 。

年 5 月 2 3 日 的 《纽约时报 》 整 版篇 幅登载 ，（ 四 ） 保钓运动期 间 出版的 学生刊物

据
“

致尼 克森公开信委员会
”

的统计 ， 实际李雅明认为
“

各地 所 出 的刊物 ，
不下百

上截止到 6 月 1 0 日 共计收到捐 款 1 9 0 7 6 ． 3 6种
” ？

。 龚忠武甚至认为大大小小不下三 四百

元 。 在公开信上签名的有 6 0 0 多位华裔大学教种之多 。

？
钓运期 间 出现 的这些 刊物 以左派刊

授与专业人士以及 2 0 0 0 多 中国 留学生 。物为 主 ， 也有 少 量右 派 、 中 间 派 和
“

台 独
”

公开信要求美 国承认中 国对钓鱼岛群岛 的刊物 。 可以说随着保钓运动的发展 ， 在全美中

主权 ， 谴责 日 本侵犯中国 主权 的行为 ， 呼吁尼国 留学生中出现 了各种刊物的百花齐放 ，
比较

克松总统和国会不能因 国际政治权宜之计而牺有影响的刊物有初期美西的 《 战报 》 ， 对保钓

牲 中国人民的合法权益 。运动具有指针作用的 《群报 》 以及芝加 哥的

（
三

） 成立参院说服 小组
， 迫使美 方举行《钓鱼 台快讯 》 等 。 比如 由西南地区十

一

个保

听证会钓分会组成 的 西南保钓联合会编印 的 《西南

上世纪 7 0 年代美国参 院试图通过琉球归通讯》 ， 由各成员轮流举办 ，
这些刊物多数为

还 日 本条例 ， 但必须获得参议员三分之二以上学生手抄 ，
也有少数铅 印 ， 有 的不定期发行 ，

的赞同 ，

“

若我们能说服足够的参议员 ， 使他有的为月 刊 、 双月 刊等 。 刊物的生存有用户 订

们相信我 们是对的 ， 我们可 以 把这个条约修阅 ， 更多则是捐助 ， 这些刊物有的只 出 刊两三

改
， 修改到何种程度不敢说 ， 但只要修改 了 ，期如 《战报 》 ， 有的则坚持七 、 八年如芝加哥

将来中 日 交涉这个岛屿对我们 的地位会强硬很《钓鱼台快讯 》 和 《群报 》 。 就 刊物 的内 容来

多
” ＠
参院说服小组经过数月 的努力 ， 迫使美说 ， 对于各地钓运讯息的及时报导 、 串联 ，

提

方就钓鱼岛群岛 问题于 1 9 7 1 年 1 0 月 2 7 日 举高留学生对国事的关心 ， 对台湾问题的进
一步

行为期 四天的听证会。 著名 教授杨振宁 、 吴仙认识 ， 尤其对于重新认识社会主义新中 国 ， 促

标 、 邓志雄 以及约翰芬查 （
Ｊ ｏｈ ｎＨ ｎｃｈｅ ｒ ） 等进留美学生觉醒 、

认同 、 回 归都起到重要作

在外交委员会作证 ， 为 中国辩护 ， 当天还有六用 。 以 《群报 》 为例 ， 发刊号就 以 《 向 伟大

位美籍人士作证 ， 另有盛宣怀孙女 ， 持有一份的钓运致敬 》 开章 明义 ， 指 出群众是钓运 的

慈禧太后将钓鱼岛与赤尾屿赐给盛宣怀采药之灵魂 ，
必须依靠群众 ， 发动群众 。

＠
另外

一

个

用的敕令 ， 这是钓鱼岛群岛属于中 国铁证如山在钓运期间发挥重要作用的刊物就是芝加哥大

ｍ视 代 合 濟 猫 茕



学保钓会发行的 《钓鱼台快讯 》 ，
以信息报道②参见福建师范大学钓鱼岛资料研究中心 《 中 国

为特点 ， 多为其他各地区高校所转载 。人首先发现并命名了钓鱼岛 ， 历史上钓鱼岛
一直属 于

三 、 结语中 国版图》
一文第 6 3

－

7 2 页
，
厦 门大学 台湾研究院

综观留美学生保钓运动 ， 刚开始纯为爱国
■ 年 Ｉ 2 月 9

＿

1 1 日 主办 《钓鱼 岛历史与保钓资料

保土运动 ， 細民党当局不仅在涉及领土主权
、－ｖＬＢ＾＾＾③ 《曹宏威——关于二十世纪 7 0 年代 海外保钓
‘－
＂

＊

＾运动的 口述历史 》 ， 《峥嵘岁 月 ？ 壮志細 》 ， 春雷系

列编難员 会
“

春雷系卿编
”

， 雜学术出版社 ，

行所谓
“

疏导
”

， 防止
“

中共统战
”

。 并以 留 2 0 1 0 年 ， 第 2 6 2 页 。

美学生在台湾的家人 、 亲戚甚至吊销他们的护④林国炯等 ： 《 春雷声声》 ，
人间出版社 2 0 0 1 年

照相威胁 。 国 民党 当局的言行不
一

， 让广大爱版 ， 第 1 7 1 页 。

国学生看到了多年奴化教育的本质 ， 更让他们⑤北加州保卫钓鱼台 联盟是 由 加州 柏克莱大学 、

看到 了解决钓鱼岛群岛问题寄希望于国民党当旧金山 州立大学 、 斯坦福大学 、
旧金山市立大学 、 沙

局是不行的 ，
只有两岸统

一

了才是钓鱼岛群岛加缅度州立大学 、 圣荷西州 立大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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