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命名战 ： 国际争端中的主权想象
，

甘莅豪

一

、 引言

任何人 、事物和事件都需要名称 。 名称是人类命名活动的结果 ，也是社会约

定俗成后的产物 。 可以说命名行为无处不在 ，无时不有 。 多数命名活动能够毫

无争议 、顺理成章地被人接受 ，而少数命名活动却会引发不满 ，爆发 口水仗 ，甚至

破坏国际关系 ，引发战争 。 命名战属于后者 。

所谓命名战 ，指国家 （联盟 ） 、民族 （部落 ） ，政治集团之间 、面对主权归属争

议地区 ，集体有组织有 目 的地采用己方命名 ，消除对方命名 ，从而宣示 自 己主权 ，

引发国际冲突的言语行为 。 近几年中国周边海域多次爆发命名战 。 首先 ，菲律

宾总统阿基诺 ２０ １２ 年 ９ 月 ５ 日签署第 ２９ 号总统行政令 ， 以
“

为菲律宾共和国的

西菲律宾海命名
”

为题 ，要求把菲律宾群岛西侧 ，包括吕宋海以及
“

卡拉延群岛
”

（即菲律宾所侵占的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礁 ） 、黄岩岛及其周边水域 ，把南中国海

部分海域改名为
“

西菲律宾海＇并要求菲国家测绘和资源信息局绘制和出版涵

盖
“

西菲律宾海
”

的菲律宾官方地图 ， 同时推广使用
“

西菲律宾海
”

这一新名词 。

此外 ，阿基诺还下令所有政府及机构在所有通信 、文书和公共文件中使用
“

西菲

律宾海
”
一词 ，要求教育部 、髙等教育委员会和国立高校下发通知 ，在学校教科

书 、视听演示等研究和教学材料中使用新地图 ，并指示菲外交部与菲国家测绘和

资源信息局等政府机构把新地图提交给联合国秘书长以及国际水文组织 、联合

国地名标准化会议等国际组织 。 其次 ， 日本内阁综合海洋政策本部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 日公布了３９个无人岛名称 ，其中包括中国钓鱼岛的附属岛屿 。 最后 ，
２０ １２ 年 ４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 目
“

突发事件政府应急话语技术与形象修复策略研究
”

（项 目编号 ：

１３ＣＸＷ０４０ ） 的阶段性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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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深化改革与现代国家治理

月 间 日韩为其公共海域 （ 日本称之为
“

日本海
”

，韩国人称
“

东海
”

）也爆发了命名

战 。 在韩裔美国人的不断努力下 ，短时间 内 ６０００ 多人在白宫网站上签名请愿 ，

试图希望白宫表态 ，让美国单独标记
“

日本海
”

的小学 、初中和高中社会地理教科

书 （ 占所有教科书的 ９０％
）改成共同标记的

“

东＾ 日本海
”

。 而这一次请愿实

际是两国历次命名战的延续 ， 比如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 ７ 日
， 国际海道测量组织 （

ＩＨＯ
）摩

纳哥大会上 日本 、韩国就在该会对 日韩海域标注
“

日本海
”

还是
“

东海一 日本海
”

的表决中 ，都加紧公关活动 ，为此 日本还威胁退出 ＩＨＯ 。

当然 ， 中国 自身也在加紧命名行动 ，针对 日本命名钓鱼岛的附属岛屿 ， 国家

海洋总局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４ 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 ，对我国海域海岛

进行了名称标准化处理 ，在网站上公布了龙头鱼岛 、鯧鱼岛等其他 ７０ 个钓鱼岛

附属岛屿的标准名称 、汉语拼音和位置描述 ，再一次宣示中国对钓鱼岛列岛无可

争辩的主权 。 此外 ， 中国还准备以后对全国所有无名小岛进行命名 。 然而 ，对于

中国的命名行为 ，个别外媒专家不以为然 ，指出 中国岛屿命名战
“

作用不大但能

刺激对手
”

， 只是贿
“

象征意义
”

。 试看下述评论 ：

“

美 国之音
”

引述美 国宾夕 法尼亚大学 法学教授 、 中 国 法律专家迪里斯

的话称 ，根据普遍接受 的 国 际法原 则 ，

一

国宣示对无人居住或人烟稀少 岛 屿

的领土主权的方式是实践主权 ， 即在这些 岛上居住人 口
，建立有效的政府监

管机构 ， 并修筑基础设施 。 另 外一种实践主权的方式是 ， 不定期在海礁上派

驻士兵 ，但这种方式 的效力较弱 。 迪里斯称 ， 由 于 中 国新命名 的大 多数 岛 屿

不具备居住条件 ，这些实践主权的 方式并不 可行 。

……麻省理工学 院 的 中

国 外交政策和安全问题专家弗拉维尔说 ，命名行动
“

更具象征意义
”

。
①

从这段评论 ，我们可以看出外媒专家从国际法的角度对比了实践主权的三

种方式 ： 岛上长居人口
；不定期派驻士兵 ；为海岛命名 。 专家认为 ，相对前两种 ，

命名行为作用不大 ，只有象征性意义 。 显然 ，这个评论和中 日韩等国在主权实践

过程中对命名行为越来越关注、越来越重视的事实相悖 。 那么 ，到底是政府小题

大做了呢 ，还是外媒专家对命名行为认识不足 ？ 命名仅仅是象征性 、挑衅性地宣

示 自 己主权吗 ？ 为海岛命名真的没有不定期派驻士兵重要吗 ？ 命名战在我国保

① 王晓雄 ： 《美媒评中国岛屿命名战 ：作用不大但能刺激对手》 ， 《环球时报》２０ １２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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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名战 ：屆际争端中的主权想象

持主权领土完整的通盘视野中应该处于何种地位？ 进而ｉ之 ，命名战会对国际

斗争中的主权想象造成哪些影响 ？ 采取何种措施应对周边各国长年累月频繁发

起的
“

去中国化
”

命名行为 ？ 这些问题都需要学界进行系统研究 ，为政府决策和

媒体宣传提供学理上的支持 。

二
、 表象论与建构论 ： 命名战背后的两种语言观

外媒专家的评论和各国政府行为的差异恰恰体现了学界对
“

语言
”

的两种看

法 ：

“

表象论
”

和
“

建构论＇ 在现代哲学传统中 ，大多数学者持
“

表象论＇认为语

言只是观念和事实的表象与标签 ，其中代表学者有洛克 、莱布尼茨 、康德和索绪

尔等 。 而在后现代哲学传统中 ，大多学者否定
“

表象论
”

，持
“

建构论
”

，认为语言

建构１Ｌ念和事实 ，其中代表学者有福柯、后期的维特根斯坦 、萨丕尔和塞尔等 。

首先 ，我们来看看
“

表象论
”

的主要观点 ：

１ ． 二元论 。 受笛卡尔二元论影响 ，现代普通语言学者认为 ：首先 ， 自然和概

念是二分的 ， 自然是物质存在 ，而概念是心理对物质的印象投射 ；其次 ，概念和语

言形式也是二分的 ，正如索绪尔 （
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ｄｅＳａｍｓｕｒｅ

）所发现的 ，语言符号是由

能指 （
ｓｉ
ｇ
ｎｉｆｅｒ

）和所指 （
ｓｉｇｎ

ｉｆｉｅｄ
）共同构成 。 能指是语言的音响形式 ；所指是符号

概念层面。 两者是
“

一个心理实体的两面＇①

２ ． 语言形式和概念内容的关系是任意的 。 索绪尔认为能指和所指是任意连

接在一起的 ， 比如针对
“

中国
”

这个所指概念 ，汉语和英语的能指形式完全不同 ，

前者叫
“

中国
”

，后者叫
“

Ｃｈｉｎａ
”

。

３ ． 语言是人类社会交际行为的工具 。 在法国早期意识哲学家中 ，洛克 、莱布

尼茨等人认为世界能够被人直接认识 ，并利用语言这种工具对人类的认识进行

表述 、交际和接受 。 在此过程中语言是透明的 ，只是被看做
“

思想的单纯工具 ，其

没有获得 自 己独立的存在维度 ，它实现的只是充分的表象功能 ， 即表象思想的功

能
”

②
。 如果没有要表达的思想观念 ，语言就没有任何作用 ， 即

“

语言是一种被播

① 索绪尔 ： 《普通语言学教程》 ，高名凯译 ，商务印书馆 ２００２ 年版 ，第 １０ １ 页 。

② 杨大春 ： 《语言 、身体 、他者——当代法国哲学的三大主题》 ，生活 ？ 读书 ？ 新知三联书店

２００７ 年版 ，第 ４３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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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深化改革与现代国家治理

送的信息 ，但没有实际的沟通力量。 不存在词语 自身的力量
”

。
①

４ ． 语言和社会制度关系不紧密 。 结构主义语言学者认为虽然语言制度和社

会制度有一定联系 ，但是两者只是在某些特殊词语和语法格式的界面上浅层的

相交而已 。 而美国著名语言学者乔姆斯基转换生成语言观 ，进一步认为所有语

言的深层机制是一样的 ，遵循一定抽象原则 ， 即可转换成不同的语言 。 虽然语言

本身是一套科学的体系 ，但是这套科学体系 自成系统 ，和社会制度无关 。

５ ． 语言无法改变现实事物 。 由于语言符号和现实事物之间的关系是任意

的 、表象的 ，所以语言符号只是现实事物的标签 ，只要获得群体共识 ，语言符号随

时可能更换 ，而且语言符号的更换 ，并不能改变现实 。

显然 ，对于命名战 ，表象论者 自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 ：争端领土的名称只是

给该领域贴了个标签而已 ，名称和领土的关系是任意的 、随意的 。 命名行为也许

能象征性地宣示主权 ，但不能对国际格局产生实质影响 ， 也并不能改变社会

现实 。

其次 ，我们来看看
“

建构论
”

的主要观点 ：

１ ．
一元论。

一元论认为语言和概念的关系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种彼此分

离的关系 ，而是语言反映并且创造了人类的概念 ，正如萨丕尔
一沃尔夫假说所认

为的 ：人们的语言体系往往影响人们对世界的看法 ， 即事物本身是连续而混沌

的 ，只有对事件进行命名 ，人们才能认识世界 ，形成事物的秩序 ， 比如
“

中国
”

这个

概念 ，在世界上本来没有 ， 由于人类的命名才得以实现 。

２ ？ 语言形式和概念内容的关系是历史和因果的 。 虽然语言符号最初的语言

形式和概念内容关系是任意的 ，但一旦该符号进入社会 ，
经过传承 ，历史和因果

关系就融人语言符号之中 。 克里普客提出
“

历史一因果
”

理论时 ，就指出名称和

对象的关系是由命名仪式确定的 ， 比如人们最初把教室中用来书写的黑色木板

命名为
“

黑板
”

，后来大部分教室中的
“

黑色木板
”

变成了
“

深绿色的塑料板
”

，可

是人们依然称呼其为
“

黑板＇ 虽然现在孩子一直看的是
“

绿板＇但是依然能够

从名字中看出
“

黑板
”

在历史上曾经是
“

黑色
”

的 。

①Ｍｅｒｌｅａｕ－Ｐｏｎｔｙ ，Ｐｓ
ｙｃｈｉｌｏｇｉｅｅｔＰｅｄａｇｏｇｉｃｄｅＵＥｎｆａｎｔ ：ＣｏｒｎｓｄｅＳｏｒｂｏｎｒｔｅ１９４９

—

１９５２
，Ｖｅｒｄｉｅｒ

，

２００ １
， ｐｐ ．９

—

１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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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名战 ：国际争端中的主权想象

３ ． 语言就是行为 。 语言不仅是交际工具 ，而是人类交际行为之一 。 奥斯汀

（
Ａｕｓｔｉｎ

）提出言语行为理论 ，认为人们使用语言并非总表达一个真或假的命题 ，

而是很多行为本身就是靠言语来实现的 。 比如命名行为 、洗礼行为和宣告行为

等 。 在宣告行为中 ，毛泽东宣布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

，新中国才在现实中得

以出现 。

４ ． 语言就是社会制度本身 。 作为一种社会行为 ，言语行为必须和社会制度

保持高度联动 。 后期维特根斯坦 （
Ｗｉｔｔｇｅｍｔｅｉｎ

）提出语言游戏说 ，认为语言的意

义在 日常使用规则之中 ，而美国哲学家塞尔 （ Ｓｅａｒｌｅ ）更进一步指出 ：

“

语言是根本

的人类制度 ，这是就以下意义所言 ：其他制度 ，诸如货币 、政府 、私有财产 、婚姻 、

游戏等都需要语言 ，或者至少需要类似语言的符号系统的形式 ，而在某种程度上

语言的存在并不需要其他的制度 。

”

①

５ ？ 语言就是现实事物本身 。 由于语言就是社会制度 ，语言的任何变迁都会

影响人们的观念体系 ，进而影响人类行为 ，改变社会现实制度 。

显然 ，在
“

建构论
”

这看来 ：争端领土名称的争议 ，不仅仅是命名者任意地给

个名字标签 ，而是命名者有 目 的 、有谋划的言语行为 。 同时命名行为不仅仅是象

征性地主权宣示 ，而是要深人社会制度本身 、改变公众认知 、影响国际舆论 ，甚至

引发军事冲突 ，改变国际格局的战略行为 。

然而分析 目前国内外媒体评论 ，如果说国外所谓专家试图用
“

表象论
”

对国

人进行误导之外 ， 国内大多数媒体对命名战的理解也仅仅停留在挑衅性地、非理

性地和短期地宣示主权的认识之上 ，而忽视了命名行为对公众认知 、社会制度和

主权想象的冲击 ， 以及其可能会对以后我国在国际社会中主权争议设置点 、主权

申诉辨析依据、军事行为合法性和公众历史想象等事宜带来长远而深厚的影响 。

三
、

＂

去中国化
＂

： 命名建构下的主权想象

１９ 世纪以来 ， 中国国力式微 ，其主导的
“

天下观
”

国际文化秩序被西方主导

的殖民扩张主义和民族主义冲击 。 中国周边国家对 自 己在国际社会中的身份认

① 塞尔 ： 《心理 、语言和社会》 ，李步楼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２００１ 年版 ，第 １４７ 页 。

５０５



全面深化改革与现代国家治理

同和对中国的身份认同都产生过疑惧和否定 。 而在疑惧过程中 ，这些国家纷纷

采取了
“

去中国化
”

的策略 ，有意抹去中国文化对 自身的影响 ，从而重申 自 己的国

Ｐ示地位 ，其中韩国 、越南为了改变 自 己的藩属身份 ，甚至将 自 己的文字从汉字改

成拼音文字 。 而除了改变文字 ，重新命名也往往成了周边国家
“

去中国化
”

最常

使用的语言策略之一 。 直到今 日 ，在领土争议之处的命名问题都是造成中国边

界冲突频繁的最主要原因之
一

。 在此背景下 ，我们以 中 日在琉球群岛的命名战

为案例 ，展现命名战中 ，两国在名称问题上如何交锋 ， 以及交锋之后的现状 ，从而

考察命名战的影响 ，
Ｂ卩命名战如何改变国民和国际社会的主权想象 ，如何转换双

方的主权争议点 ，如何进一步激发新的命名战 。

公元 ６３６
—

６５６ 年间中国编的《隋书》就从地理形态上把琉球群岛命名为
“

流

求国
”

①
，意思是琉球群岛蜿蜒如一条虬龙 ，流现于万涛之中 ，故又称为

“

流虬
”

。

１４ 世纪后 ，
日本加人明朝的册封体制后 ，开始按照中 国对琉球群岛的称谓 ，确定

琉球群岛的称谓为琉球 （
Ｒ
ｙｕ

ｋ
ｙｕ ） 。 １８７２ 年 日本强行把琉球王国设置为

“

琉球

藩
”

时 ，依然沿用
“

琉球
”

这一中国称谓 。
１ ８７９ 年 ， 日本开始有意识废除

“

琉球
”

这

一称谓 ，其首先将
“

琉球藩
”

中的奄美群岛及以北的岛屿全部划由鹿儿岛县管辖 ，

同时将奄美群岛以南至台湾以北诸岛划为第 ４７ 个县 ，并用
“

冲绳县 （
Ｏｋｉｎａｗａ

）

”

取代
“

琉球藩＇ 但是由于改名只是 日本单方所为 ，并没有获得国际认同 ，特别是

中国并不认同 ，
１８７９ 年 日本人成斋重野安绎特地在上海《 申报》上发表《録冲绳

志后序》 ，做
“

冲绳
”

和
“

琉球
”

命名之辩 ，企图合理化 日本占领琉球的行为 。

冲绳志 。 何 以作志琉球也 ？ 何不 曰 琉球 ， 而 曰 冲 绳 ？ 从土人所称也 。

土人何称冲绳？ 冲绳 ， 邦语也 ， 本土之名 也 。 琉球汉 字 也 ，
汉人之所名 也 。

冲绳 自 通汉土 ， 受其封爵 ，服其衣冠 ， 髻簪髭须尽拟汉装 ， 而独其称 国名 用 邦

语
，
何也 ？ 语言文字 同我 邦俗 ， 故土之名 称 ，举 皆邦语也 。 观 乎 国土名 称之

用 邦语 ， 而其为我种 类 ， 我版 图也 。
……乃至土人则其惑亦甚矣 ， 自 以 天孙

序世系 ， 而不 问其种族 同异 ； 自 以 冲绳 冒 国名 ， 而不察其语言所 由 ，反欲与 殊

方异族之汉人呢 ？

该段文字传达出以下几点信息 ： （
１
） 日本人做《冲绳志》的时候 ，大多数中国

① 魏徵等 ： 《隋书卷八十
一

列传第四十六》 ， 中华书局 １町３ 年版 ，第 ４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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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头脑中根本没有
“

冲绳县
”

这个词 ， 只有
“

琉球国
”

的概念 ，所以一开始准备做

“

冲绳志
”

的时候 ，
日本人不得不首先说

“

何以作志琉球也
”

，用以告诉中国人 ，我

臓的冲绳 ，就是你们所认为的琉球 。 （
２

） 日本人之所以用本邦语
“

冲绳
”

，是希

望借用
“

本土化
”

、

“

琉球化
”

来对抗
“

中国化＇（
３

） 由于中国在
“

天下观
”

国际秩

序视野下 ，承认琉球作为藩属国的独立地位 ，而 日本则希望吞并琉球国 ，取消琉

球国的独立地位 ，因此琉球人虽然方言称呼是
“

冲绳＇但是作为国名 ，琉球人更

认同
“

琉球
”

作为 自 己国名 ，而不是 日本人提议的
“

冲绳
”

， 即琉球人试图用
“

中国

化
”

来对抗 日本的
“

去中国化
”

。

虽然 日本人的改名行动争议颇多 ，在代表清政府的李鸿章看来只是
“

中 国受

琉球朝贡 ，本无大利……若再以威力相角 ，争小国区区之贡 ，务虚名而勤远略 ，非

惟不暇 ，亦且无谓
”

①
，从而坐视

“

琉球国
”

失去主权 。 不过 ，此时大部分中国人还

依然把
“

琉球
”

想象成独立的国家 。 当时虽然少部分报纸文章为 日人授意或受其

影响称呼为
“

冲绳
”

，大部分报纸依然称呼为
“

琉球
”

。 而且直到二战过后 ， 日本

战败 ，各大报纸依然以
“

琉球
”

为名讨论琉球的战后归属问题 ， 比如天津 《益世

报》在 １９４６ 年 、
１９４７ 年和 １９４８ 年连续发表多篇文章《如何处置琉球群岛》

②
、 《琉

球应归还中国》
③

、 《琉球应归我版图——旅台琉球革命同志会长喜友名重 申愿

望吁请国人重视》 。
？

《人 民 日 报》 在 １９４６ 年到 １９５６ 年亦称呼琉球群 岛 为

“

琉球＇

（
１
） 京沪方面 中 共发言人 ， 顷就美 国 以 剩余战 争物资让给蒋介石政府

一事发表谈话称 ：美方彼特森将军来华实 与美 国政府 以 物资支持蒋介石 内

战 与 南京政府准备 出 卖领空 ， 有 密切关 系 。 查美军在琉球琉璜 岛及 日 本等

地有剩余军械 、弹 药 、卡车 、吉普及交通通讯器材甚 多 ，其实 际价值远超 出报

纸所传三亿五千万美元或五万万美元 以上 。 （
１９４６ 年 ９ 月 ４ 曰

）
⑤

（
２

） 因 而美国政府便企 图长久 占领 日 本 ， 并把 日 本重新装备成一个侵

① 李鸿谷 ： 《 由琉球而冲绳》 ， 《三联生活周刊 》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〇 日 。

② 《如何处置琉球群岛 》 ， 《益世报》 １９４６ 年 ５ 月 １９ 日 。

③ 《如何处置琉球群岛》 ， 《益世报》 １９４７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

④ 《琉球应归我版图》 ， 《益世报》 １９４８ 年 ９ 月 １０ 日 。

⑤ 《京沪方面中共发言人 呼吁爱国同胞 反对卖国谈判》 ， 《人民 日报》 １９４６年 ９ 月 ４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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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远东和全世界的军事基地 。 麦克阿瑟在本年三 月 一 日 对美 国每 日 邮报 的

记者 ， 竟 明 目 张胆地这祥说 ：

“

太平洋 目 前 已 变成萨克逊湖 ， 菲律宾 、琉球、 曰

主 已成为美 国 的前卫线 ，
日 本 已 成 为美英所应有 的权益据点 。 在 日 本募集

与 吾人合作的军队至为容易 。

”

（
１９４９ 年 ７ 月 ６ 日

）
？

可见 ，虽然琉球还在美国托管之中 ，没有独立 ，但在此时的《人民 日报》看来 ，

“

琉球
”

和
“

日本
”

两个名字并列 ，应该分属不同的国家 。

１９５ １ 年冷战开始不久 ， 中国为了对抗美国 ，分化美 日关系 ， 同时担心琉球从

分离 日本后 ，会再次激发 日本军国主义 ，开始承认琉球归属于 日本 ，但是依然使

用中国名称
“

琉球群岛
”

，而不是 日本名称
“

冲绳县
”

。
？

草案一方面保证美 国政府除保有对于前 由 国 际联盟委任 日 本统治 的太

平洋 岛 屿 的托管权 力 外 ，并获得对于琉球群 岛 、小笠原群 岛 、琉璜列 岛 、西之

岛 、冲之鸟 岛及南鸟 岛 等 的托管权力 ，实际上就是保持继续 占领这些 岛 屿 的

权力 ， 而这些 岛 屿在过去任何 国 际协定 中均未 曾被规定脱离 日 本的 。
？

直到 １９５ １ 年到 １９５６ 年 ，虽然中国政府已经认同
“

琉球
”

主权归于 日本 ，可现

实语境依然使用
“

琉球
”

名称 ，而
“

冲绳县
”

通常都在历史语境中作为历史名词

使用 。

琉球从十 四世纪 以 后 （ 明 洪 武 以 后 ） ，

一直 为 中 国 属 邦 ，

一八七 二年起

曰 本即逐步并吞 ． 至一八七 九年 （ 光绪五年 ） 实行改琉球为 冲绳县 ，清政府对

此本不积极 ，说是不要
“

务虚名 而勤远略
”

，琉球国王几次派人秘密到 中 国 求

救 ， 情词异常凄惨迫切 ， 清政府才认为 性质严重 ， 不得不争 。
④

从该例可知 ， 《人民 日报》 只有在 回顾 日 本改名 的历史事件中才使用
“

冲

绳县＇

然而 ，
１９５６ 年后 ， 《人民 日报》突然开始大量使用

“

冲绳县
”

，此时
“

琉球
”

亦在

现实语境中出现 ，但往往和美国置于一起 ，突出美国的侵略野心 。

① 《郭沫若先生播讲实现 日本的民主化》 ， 《人民 日报》 １９４９ 年 ７ 月 ６ 日 。

② 注意
“

冲绳岛
”

和
“

冲绳县
”

的区别 ，通常认为是
“

冲绳县
”

取代了
“

琉球群岛
”

之名 ，而冲绳岛

只是琉球群岛中的一部分 ，现有美军驻扎基地 。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部长周恩来关于美英对 日 和约草案及旧金山会议的

声明 》 ， 《人民 日报＞ １９５ １ 年 ８ 月 Ｉ６ 日 。

④ 刘大年 ： 《美国侵华史》 ， 《人民 日报》 １９４９年 ８ 月 》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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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 在请愿书上签名 的有争取冲绳 岛 重新 归并 日 本协会和前冲绳县首

里市市长 中 吉长纪等十余人 。
①

（
２

） 新华社 ２１ 日 讯 华盛顿消息 ：据
“

纽约 邮报
”

专栏作者艾伦透露 ，

美 国 总统艾森豪威尔 已经在 ６ 月 ５ 日
“

悄 悄地
”

签署 了
一项命令 ， 重 申 美 国

要继续统治包括冲绳 岛在 内 的琉球群 岛 。
？

显然 ，在上面的例子中 ， 《人民 日报》使用
“

冲绳县
”

，是为了配合政府的外交

国策 ，想在冷战中 ，通过命名
“

日本化
”

来分化 日美 ，对抗美国 。 而美国使用
“

琉

球
”

的用法 ，似乎又是想用命名
“

琉球化＇促使 自 己合法化 。

１９７０ 年 日美组建军事同盟 ，通过《冲绳返还协定》 ，美国同意把琉球连同钓

鱼岛划给 日本 。 此举造成中国外交被动 ：

一方面中国没能借琉球问题 ，成功分化

日美 ，而为了保持外交政策的连贯性 ，之前的琉球问题也无法再成为中 日 主权的

争议点 ；另
一方面 ， 中 日开始陷人

“

钓鱼岛
”

和
“

尖阁列岛
”

主权命名战中 ，而 日本

军国主义往往借
“

钓鱼岛问题
”

又有复兴之势 。

然而 ，
也许为了和国家外交口径保持一致以及思维惯性影响 ，

１９７０ 年以后的

《人民 日报》在现实语境中依然沿用 日方
“

冲绳县
”

的用法 ，而由于美国已经决定

返还琉球 ，也不再追求
“

琉球化
”

， 因此
“

琉球
”

反而成为纯粹在历史语境中出现

的历史名称 。

（
１
） 本报北京 ８ 月 １６ 日 电 外交部发言人秦 刚 １６ 日 说 ， 中 国驻 曰 使

领馆工作组 当天探望 了被 日 方 非法抓扣 的 １４ 名 中 国公 民 中 先期抵达冲绳

差那霸 的 ５ 人 ，
已 确认他们 目 前健康状况 良好 。 工作组正争取尽快探望其

余 ９ 名 中 国公 民 ，并敦促 日 方立即放人放船 。
③

（
２

） 曰 本吞并琉球后 ，便开始密谋侵 占 中 国 台 湾 的 附属 岛 屿钓鱼 岛 。
？

而考察国内出版的世界地图和中国地图命名 ，其表现和《人民 日报》不同 ， 比

如中国地图出版社 １９８９ 年出版的 １：４００ 万《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形图》 、近几年

① 《冲绳和小笠原居民致函索波列夫要求苏联促使安理会讨论两岛归并 日本》 ， 《人民 日 报》

１９５６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 。

② 新华社 ： 《要求归还冲绳岛和交出杀人犯东京大学生举行反美示威艾森豪威尔重 申要继续霸

占琉雜岛 》 ， 《人民 日报》 １９５７ 年 ６ 月 ２２ 日 。

③ 刘军国 ： 《外交部再次敦促 日方立即放人放船》 ， 《人民 日报》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７ 日 。

④ 汤重南 ： 《从国际条约视角论钓鱼岛主权归属 中国》 ， 《人民 日报》２０ １ ３ 年 ８ 月 １５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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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图集① ，
以及中小学地理教科书中使用的地图？ ， 皆没有出现

“

冲绳县
”

这个

名词 ，而是标注为
“

琉球群岛
”

。 倒是 目前使用较为频繁的 ＧＯＯＧＬＥ 中文版电子

地图 ，使用了 日本
“

冲绳县
”

命名 ，而没使用
“

琉球群岛
”

名称 。

此外 ，在中 日
“

琉球
”

命名战中 ，美国对
“

琉球群岛
”

名称的使用也发生了转

变 。 最早的时候 ，美国使用中国的命名 ，称琉球为 Ｌｉｕｃｈｉｕ
，然而

“

１９４５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美国国务院经过讨论后 ，与会者就报告中琉球的使用名称达成一致 ：废除以

前文件中中文发音的
‘

Ｌｉｕｃｈｉｕ
，

或发音相近的
‘

Ｌｕｃｈｕ
，‘

ＬｏｏＣｈｏｏ

’

的称呼 ，而决

定从此改为以
‘

Ｒｙｕｋｙｕ
’

来称 。

……然而 ，琉球名称的变化并不仅仅是一个发音

的问题 ，很明显 ， 国务院已经克服了早期琉球名称的不连贯性 ，认为该群岛不是

中国的
一部分 ，而是 日本的一部分

”

？
，

“

二战结束后 ，琉球群岛被美军占领 。 直

到 ２０世纪 ６０ 年代后期 ，美国在各种官方文件中对琉球群岛的称谓主要使用 日

语琉球音译的
‘

Ｒ
ｙｕｋｙｕ

’

，但避免使用
‘

冲绳 （
Ｏｋｉｎａｗａ

）

’

这一 日本称谓 。
１９７２ 年

５ 月 １５ 日 ，美国将琉球群岛
‘

归还
’

给 日本后 ，

‘

Ｏｋｉｎａｗａ

’

这一 日本称谓越来越多

地出现在媒体上和官方文件中 。

”

④

不难看出 ，在琉球命名战中 ， 中美 日在名称的使用上都经历了从
“

琉球
”

到

“

冲绳
”

的
“

去中国化
”

过程 。 而在这个过程中 ，显然 日本是最大的贏家 ，美国在

冲绳驻军 ，亦实现了其战略部署 。 两国
“

在琉球问题上是在有计划地 、有步骤地

‘

去中国化
’

，企图使
‘

琉球
’

这一中国称谓成为历史名词 ，
彻底消除其政治属性 ，

将涉及琉球、中国 、 日本和美国多边关系的
‘

琉球问题
’

改变为美 日双边关系 中的

‘

冲绳问题
’”⑤

。 只有中国对
“

琉球
”

命名 的
“

去中 国化
”

，不仅没有得到任何益

处 ，而且直接导致三个严重后果 ： （
１
）大部分国人只知冲绳 ，不知

“

琉球
”

，失去了

关于
“

琉球国
”

的主权想象 ，促使 日本占领琉球合法化 ，减少了 中 国影响琉球 ，建

立保护东海的天然军事屏障 ，突破太平洋岛链的可能性 。 ⑵ 中国失去了利用和

① 《实用中国地图集》 ， 中国地图出版社 ２００８ 年版 ；
王静爱 、左伟 ： 《 中国地理图集》 ， 中国地图出

版社 ２０１０ 年版 。

② 《地理 （七年级第一学期 ） 》 ，上海教育出版社 ２０ １３ 年版 ； 《地理图册 （七年级第一学期 ） 》 ， 中

国地图出版杜 ２０１３年版 。

③ 王海滨 ： 《琉球名称的演变与冲绳问题的产生》 ， 《 日本学刊》２００６ 年第 ２ 期 。

④⑤ 刘绍峰 、袁家冬 ： 《琉球群岛相关称谓的地理意义与政治属性 》 ， 《地理科学 》 ２０ １２ 年第

４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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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密切相关的
“

琉球
”

名称 ，与一直延续至今的
“

琉球群岛复国运动
”

①配合 ，开

创在中 日美之间外交榦旋的更大空间的可能 。 （
３

）促使以前毫不起眼的钓鱼岛

命名问题走上前台 ，依然制造中 日 冲突 ，依然留给美国影响东亚 ，纵横捭阖的

空间 。

从上我们可以看出在短短几十年 ， 日本成功地让流行上千年的
“

琉球
”

名称

被
“

冲绳
”

取代 ，那么其背后的决定因素和原因机制是什么 ？

第一 ，合法的现状往往来源于非法的起点 。 很多现在看起来合法的事实 ，在

刚开始的时候往往是非常不合法的 ，而起点无论多么不合法 ，随着时间的洗涤 ，

却会被神圣化 。 正如福柯所说 ：

“

我想很多人都有类似避开开端的欲求 ，
以求从

最初即在话语的另一边 ，这样便无需从外部考虑话语的奇特 、可怖和邪恶之处 。

体制之于这一常有愿望的答复却是讽刺的 ， 因为它将开端神圣化 。

”

②命名 战也

是这样 ， 当
“

后名称
”

被提出来和
“

前名称
”

竞争的时候 ，无论
“

后名称
”

提出多

么不合理 、不合情和不合法 ， 随着时间的推移 ，在后人看来 ，这两个名字只是在

语言系统中的共时平面上竞争 。 而这个时候 ，影响谁能胜出的 ，往往不是历史

和理性 ，而是隐藏在这个名字背后的权力和实力 ，权力和实力会使不合法的名

称合法化 。

第二 ，

“

前名称
”

和
“

后名称
”

在竞争过程中 ，两者使用的话语场不同 ，费效

比也不同 。

一旦对已有名称的争议领土重新命名 ，

“

后名称
”

能直接进人 日 常

话语场 ，并让公众不假思索地接受该名称所蕴含的新的主权想象 。 而一旦
“

后

名称
”

进人 日常话语场竞争的时候 ，

“

前名称
”

往往要借助专家话语场 ，利用法

律 、历史等各种知识对领土归属 问题来解释 ，从而捍卫 自 己 的优先性和合法

性 。 显然从费效 比来看 ， 日 常语言 比专家语言更容易让公众记忆 、理解并

接受 。

第三 ，地图上使用
“

后名称
”

，能用科学取代历史 ，共时掩盖历时 。 当各国对

争议领土进行命名战的时候 ，往往会动用行政权力要求本国和他国的地图标注

① 修斌 、常飞 ： 《琉球复国运动 的历史 回顾》 ， 《 中国海洋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 ２０ １０ 年第

４ 期 。

② 福柯 ： 《话语的秩序》 ，载《语言与翻译的政治》 ， 中央编译出版社 ２００ １ 年版 ，第 ２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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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深化改革与现代国家治理

自 己的命名 ，而地图一旦采用该命名 ，往往就容易让人关注地图测绘的科学性 ，

而忽视地图背后的政治性 ，即
一幅地图的标名能够成功实现以

“

科学的严谨
”

来

取代
“

权力的运作＇用
“

共时的展现
”

掩盖
“

历时的变换＇

第四 ，他者的立场非常重要。 在命名战中 ，交战双方的命名能够生存下来 ，

往往取决于他者愿意使用哪个名称 。 正如胡范铸所说 ：

“
一个言语行为不仅仅是

‘

我说
’

，甚至也不仅仅是
‘

我说你听
’

，而是一个
‘

我
’ ‘

你
’ ‘

他
’

三方行为主体 ，

‘

叙述＇
‘

接受＇
‘

核査
’‘

驱动
’

四种话语角色互动的过程。 也就是说 ，在这里 ，

言语行为主制＾仅仅是
‘

我
’

和
‘

你
’

，还有
‘

他
’

：在通常情况下
‘

我
’

是话语的叙

述者和驱动者 ，

‘

你
’

是听话者 ，

‘

他
’

是核査者 。

”

①正是因为
“

他
”

具有核査的能

力 ，所以当中 日开展命名战的时候 ， 国际社会其他国家 ，特别是美国这种大国对

双方命名的选择Ｍ得非常重要。

四 、

＂

再中国化＇ 命名战的类型和应对策略

既然命名
“

去中国化
”

现象从 １９ 世纪开始延续至今 ，且显然对中国不利 ，那

么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策略来应对这种不利局面呢？ 首先 ，我们应该分析
“

命

名战
”

的类型 ，然后再根据类型 ，找出相应策略。 大体看来 ，我国历史上出现过的

命名战存在以下 ６ 种类型 ：

⑴ 完成型 ：该地区由中国首先命名 ，他国改名 ，试图
“

去中国化
”

， 引发冲

突 ，最终成功 。 比如麟。

（
２
） 进行型 ：该地区中国首先命名 ，他国改名 ，试图

“

去中国化
”

， 引发冲突 ，

尚未成功 ， 比如钓鱼岛／
“

尖阁列岛
”

、南中国海／西菲律宾海 。

（
３

） 忽视型 ：该地区中国当地人首先命名 ，但是这个名称却被国人忽视 ，而

一直采取他国的命名 ，造成外交上的被动 。 比如 １９０７ 年 日本侵占东沙岛 ，英国

舰此提出主权要求 。 由于不知中国渔民的土名 ，两广总督张人骏明知主权在

我 ，却不得不使用英国人命名的蒲拉他士岛进行主权申诉 ，
以致其发出感慨 ：

“

我

① 胡范铸等 ： 《

“

海量接受
”

下国家和机构形象修辞研究的方法设计＞ ， 《当代修辞学＞２０１３ 年第

４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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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舆地学详于陆而略于海 ，偏于考据方向远近 ， 向少实在测量 ，记载多涉疏漏 。

沿海岛屿 ，往往只有土名 ，而未详记图志 。 欲指天度为言 ，
旧书无考。 所恃者 ，仍

是英国海图 。

”

①

⑷ 借用型 ：该地区中国并没有命名 ，他国命名 ， 中国采用他国命名 。 借用

型又分两种类型 ：第一 ，音译 ，
比如 １９４７ 年中国政府内政部公布的 《南海诸岛新

旧名称对照表》命名的
“

隐矶滩
”

来源于英人命名
“

ＥｇｅｒｉａＢａｎｋ
”

；第二 ，意译 ， 比

如 １９４７ 年中国政府内政部公布的 《南海诸岛新旧名称对照表》命名 的
“

舰长暗

沙＇来源于英人命名的
“

ＲｏｙａｌＣａｐｔａｉｎＳｈｏａｌ

”

。

（
５
） 变形型 ： 中国当地人命名 ，被外人借用 ， 国人又根据外国人名称借回 ，

一

来二去 ，造成新的命名舶来味十足 ，丧失主权想象性 。 比如 １９３５ 年中 国政府水

陆地图审查委员会公布 《 中 国南海各岛屿华英地名对照一览表》

“

列举南沙的

‘

辛克威岛
’

，其英文形式为 ＳｉｎＣｏｗｅＩｓｌａｎｄ
，而 ＳｉｎＣｏｗｅ 原来是记录

‘

秤钩
’

一

词的海南方音 ，再据此译成汉字 ，却成了
‘

辛克威
’

这样一个舶来味道十足的

名称，②

（
６

） 竞争型 ：还有部分地区 ，争议双方都没有命名 ，并都在加紧命名 。

根据此前分析命名战的原因机制和决定因素 ，
以及命名战类型分类 ，为了应

对主权冲突 ，增加命名战胜利的可能性 ，我们总结出以下几条策略 ：

（
１
） 命名坚持

“

中国化
”

。 由于命名影响国人的主权想象 ，所以命名一定要

消除外来影响 。 其具体应该注意三个方面 ：第一 ，对于中国当地人已有的命名 ，

采用符合中国人文化 、生活 、历史 ， 以及语言习惯的当地人命名 ，切实做到
“

名从

主人
”

， 比如 １９８３ 年中国地名委员会公布的 《我国南海诸岛部分标准地名 》就把

当地渔民的命名作为了主要参考依据 。 第二 ，对于他国命名 ，

一定要在语言形式

上
“

再中国化
”

，尽量减少音译和他国视角命名的舶来名词的使用 ， 比如 １９５２ 年

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 、出版总署为了消除印度和英国的影响 ，就采用藏人发音把

“

额菲尔士峰
”

正名为
“

珠穆朗玛峰
”

，把
“

外喜马拉雅山
”

正名为
“

冈底斯山
”

。
③

① 王彦威辑 ： 《清季外交史料》 ，清季外交史料编纂处 ，
Ｗ３ １
—

１９３４年 ，宣统元年闰二月初六 日 。

② 孙冬虎 ： 《南海诸岛外来地名的命名背景及其历史影响》 ， 《地理研究》２００６ 年第 ２ 期 。

③ 《 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 、出版总署关于
“

额菲尔士峰
”

应正名为
“

珠穆朗玛峰
” “

外喜马拉雅

山
”

应正名为
“

冈底斯山
”

的通报》 ， 《山西政报》 １９５２ 年 １ １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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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
Ｘ才于处在争议地区 ，又暂时无命名的地区 ，可以考虑使用中国历史人物 ，特

别是民族英雄的名字进行命名 ，从而一方面激发国人主权想象 ，

一方面向他国传

达中国捍卫国土的决心 ， 比如可以用抗击西方荷兰人的郑成功命名
“

郑成功岛
”

，

用抗击倭寇的戚继光命名
“

戚继光礁 （海槽 ）

”

之类 。 以色列和俄罗斯就很重视

采用以上策略 ， 以色列复国后多采用宗教历史人物 ， 以及圣经中出现的地名对争

议地进行命名 而俄罗斯更是坚定地表明了要把
“

北方四岛
”

命名为
“

普希金

岛
”

、

“

托尔斯泰岛
”

的决心 。
②

（
２

） 对于维护国家主权的军舰 、飞机 、导弹 ，或者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航天事

业中的卫星 、火箭等设备 ，甚至天文上发现的新星 、中 国组织的大型国际国内活

动采用争议岛屿的中方名进行命名 ， 比如中 国海防舰只能否考虑在
“

中 国海监

８４
”

、

“

中国渔政 ３ １０
”

之类命名的基础上再加上
“

黄岩号
”

、

“

三沙号
”

之类的命名 。

再比如由于在西方媒体上 ，

Ｔｉｂｅｔ
（西藏 ）和 Ｃｈｉｒｍ

（ 中国 ） 总是作为并列词使用 ，容

易让人产生分属两个不同国家的错觉。 我们能否利用颇具影响的航天事件 ，将

中 国航天器赋予
“

西藏一号
”

、

“

钓鱼岛号
”

之类的名称 ，促使西方媒体在报道该

航天事件的同时 ，不得不使用
“

西藏
”

或者
“

钓鱼岛
”

名称 ，从而无形中培养了 国

际上认同
“

西藏
”

、

“

钓鱼岛
”

属于
“

中国
”

的主权想象。 日本、韩国就都很善于采

用该策略 ， 比如 日本前不久就把钓鱼岛大型巡逻船
“

筑前号
”

改名为
“

冲绳号
”

？
，

而韩国的核心两栖攻击舰被命名为
“

独岛号
”

。
④

（
３

） 重视第三方对命名的选择 。 该策略包括两个方面 ：第一 ，密切重视第三

国的媒体 、教科书 、电子地图以及政府文件 、跨国企业的命名选择 ，必要时在外交

活动中对第三国命名问题提出使用我国命名的要求 ，不间断表达我国的主权诉

求 ， 同时提防第三国选择或者转变为对方的命名 。 第二 ，重视中国作为第三方核

查者的地位 ，通过处理他国之间的命名战 ，树立 自 己负责任大国形象 ，并利用核

① 王炎 ： 《命名政治——以色列地名与话语霸权》 ， 《开放时代》 ２０１ １ 年第 ２ 期 。

② 《普京提议命名 日俄争议岛购为普希金岛 》 ， 中 国新闻 网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ｂａｉｄｕ ． ｃｏｍ／ ｌｉｎｋ？
ｕｒｌ

＝

Ｘ５ｆＨ２ＳｗＹ９ｂ３ａＮａＯｖｆｒＧ５Ｈｏ６Ｎ＿
ｆ８８ＺＵＤｈ２ｈｔＲｉＥ３０ＺｕＸＶｐＧＨＭｌｔｅＣａｂＯｈｉ

－

ｂ
ｙ
Ｇｑ４ｑｘｘ８ｑｅＫ７ｋ２４ｅＸｇ＿ＣＵ

－

ＷａＺｚＦＫ３ＣＴｖｕＮＹ８ＹＳＫ
ｙ
ＮＰ

ｙ
ｘｌ３ＷＯ

，
２０１ ３

年
１０

月１日 。

③ 文玉 ： 《 日本向钓鱼岛海域增派冲绳号巡逻船应对中国 》 ， 《环球时报》２０ １３ 年 ９ 月 ２６ 日 。

④ 《韩国独 岛号两栖舰 》 ， 载 ３６０ 百科 ，

ｈｔｔｐ ：
／／ｂａｉｋｅ ． ｓｏ ． ｃｏｍ／ｄｏｃ／５６４２３９９ ． ｈｔｍｌ

，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５ 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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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地位 ，拓宽外交空间 。 比如对待 日韩
“

东海／ 日本海
”

、

“

独岛／竹岛
”

的争议 ，我

国就可以以负责任大国形象 ，兼顾钓鱼岛争议 ，处理外交关系 。

⑷ 对于周边海域的命名 ，不仅仅重视岛礁 ，还应该前瞻性地重视海底地形

命名 ，特别是对南海和东海大陆架下的特殊地形进行命名 。 随着人类科学技术

日益先进 ，地球变暖 ，南北极冰川融化 ，海平面上升 ，在不远的将来 ，人类的活动

范围非常有可能深人到海洋以下 ，到时大量海脊、海槽等地标的命名将进入公众

的 日常话语场 ，而大洋深处非公海部分的主权争斗肯定会逐渐提上议程 。 在公

海领域 ， 目前有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 （
ＩＯＣ

） 和国际水道测量组织 （
ＩＨＯ

）联合领导

下的大洋水深制图委员会 （
ＧＥＢＣＯ

）成立的国际海底地名命名分委会 （
ＳＣＵＦＮ

）

关注海底地形特征的命名 。 而在非公海部分 ，特别是东海 、南海等争议海域 ，我

国海底命名才刚刚起步 。 为了 中华民族子孙后代的福利 ，我国是否可以
一边遵

循我国的《地名管理条例》 ， 以及以著名历史人物命名的国际惯例 ，

一边用能够激

发主权想象的民族英雄的名字进行命名 ， 比如 ２０ １ １ 年 ，我国首次向 ＳＣＵＦＮ 提交

了
７ 个命名提案 ，分别选取

“

鸟巢
”

、

“

彤 弓
”

、

“

白驹
”

、

“

徐福海 山
”

、

“

方丈海

山
”

、

“

瀛洲海山
”

、

“

蓬莱海山
”

命名 ，其中
“

鸟巢
”

是根据地理实体的外表形状

得名 ，另外 ６ 个名称取 自 中国古代的文学著作和民间传说中的名词 ，那么在争

议海域的海底地形 ，我们是否可以考虑增加民族英雄或者爱国文人的名称 ， 比

如对于海山群 ，我们可否对其命名为
“

岳飞海山群
”

，而对于各个海山头 ，则用

岳飞手下桿将命名 ， 比如
“

岳云海山
”

、

“

杨再兴海山
”

等 。 这样一方面可以在

他国还没有意识的时候 ，抢得先机 ，在将来的外交争端中 占据优势 ； 另
一方面

向他国表达我们维护主权的决心 ，使其知难而退 ， 同时可以激发未来中 国公众

的主权想象 ，并为他们在主权争议问题上提供最直接的法理依据 ，从而维护国

家主权的完整 。

（
５

） 建立国家命名委员会 。 鉴于命名和主权想象 、社会制度以及国际格局

关系紧密 ，我国能否仿效以色列组建的
“

政府地名委员会＇在中央政府设立一个

“

国家命名委员会
”

，该委员会设在国务院下 ，直接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负责 。 国

务院总理担任最高负责人 。 在这一委员会中常设秘书长一职 ，统抓委员会中 的

命名管理工作 。 该委员会不应仅仅局限于 目前民政部领导下的中 国地名委员

会承担的地名普査 、地名管理、地名档案建设 、地名工具书编纂 、地名学研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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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标准化等工作 ，还应把关注范围设定为远远超越于地名的命名问题 ，做到

能够组织专家对命名战会诊 ，并有能力指导和协调外交 、军事 、宣传 、 民政和海

洋局等各部委和机构 ， 以及各地方省市机构 ，保证它们在命名战中能够相互合

作 、沟通顺畅 。 同时仿效韩国 ，鼓励社会非政府组织和志愿组织 ，任命国际名

称核查大使 ， 发挥网 民和 民 间力量 ， 鼓励网友和 民间组织对他国政府施加

压力 。

五 ． 余论

其实 ， 中国从来就没有认为命名问题无足轻重 ，孔子在《论语》就指出
“

名不

正 ，则言不顺 ；言不顺 ，则事不成
”

。 西方亦有重视命名 的传统 。 正如 《圣经》所

说 ，
上帝让亚当命名万物 ， 由此赋予人类管理万物的权力 。 和充满硝烟的军事战

争不同 ，命名战成本更小 ，持续时间更长 ，影响力亦非常深远 。 命名战可能开启

军事战争 ，也将在军事战争后延续 。 命名可以改变认知 、形成共识 、凝结人群 、

产生行动 、制造冲突 、改变现实 、强化现实 、影响未来 。 在争议地区 ， 和往岛上

不定期派遣士兵相比 ，命名更容易进入人们的 日 常交流话语场中 ，形成主权想

象 。 在和平时期 ，命名是取代武力 、维护主权最方便的手段之一 。 在未被对方

实际控制的争议地区 ，命名赋予己方实际控制合法性 。 在被对方实际控制的

争议地区 ，命名是己方能够申诉主权 ，维持公众主权想象的有效手段 。 命名战

一方面会激化双方冲突 ，甚至导致兵戎相见 ， 另
一方面却是双方防止军事冲

突 ， 同时保持主权申诉的最好方式 ， 即
“

搁置争议 ，共同开发
”

是在双方各 自通

过命名保留主权申诉的权力的现实基础上实现的共同开发 。 如果能够合理有

效地利用命名 ，不仅能够避免军事冲突 ，不动声色地实现主权 ，而且能够扩大

本国外交榦旋的空间 。 当然 ，虽然名称很重要 ， 可也很容易被轻易抹去 ，而正

是因为这种特性 ，其使
“

命名战
”

成为可能 ：

一方面
“

前名称
”

容易被
“

后名称
”

取

代 ，导致命名
“

去中国化
”

合法化 ；另
一方面 ，促使中国政府命名

“

再中国化
”

成为

可能 。

总而言之 ， 国家 、领土和主权等概念是在物质世界上构筑的观念世界 ，是语

言交织构筑的语言世界 ，我们交流 、讨论和争辩的现实世界往往就是观念世界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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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世界中的可能世界 。 正如陈嘉映所说 ：

“

我们的现实世界只是种种可能世界

中的一个 。 语言分解结合机制构筑起了
‘

逻辑空间
’

，世界在这个逻辑空间中显

现现实 ，我们人类从可能性来理解现实 。

”

①而作为言语行为之一 ，命名战正是两

个或者多个可能世界的交汇地带 。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 ）

① 陈嘉映 ： 《语言哲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細 年版 ，第 ３ １ １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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