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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问题中的美西方话语

构序过程分析及解构

沈  榕  王建廷

摘要：冷战结束后，美西方国家一度浸淫在自己所预设的“历史终结”的

神话叙事中。在这种被锁死的“封闭式”历史预设下，美西方企图用话语霸

权将包括中国南海在内的全球海洋秩序重构为一种均质化的想象空间，以维

系美西方霸权国家主导的世界旧秩序，其手段主要表现为通过绝对静态共时

性表达策略来实现全球海洋空间秩序的均质化，其话语构序主要包括六个环

节：预设前提、纯化概念、嵌入价值、肢解对象、镜像论证和构造差异。通

过这一话语构序过程，美西方建构起自身的话语霸权，人为构造出中国南海

断续线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两种海权界线之间的假性差异，并在“以规

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这一绝对静态共时性话语霸权下将这种假性差异解释

为所谓的“冲突”或“争端”，进而炮制出所谓的“中国威胁论”。随着中

国融入世界的主体性不断增强，中国不可能继续被美西方主导的霸权规则所

束缚。以南海问题为视角，分析并解构美西方附着于上的绝对静态共时性话

语霸权，终结其全球海洋均质化空间秩序，有助于构建中国自身的全球海洋

空间秩序话语体系，实现尊重差异、开放包容、动态发展的全球“海洋命运

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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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问题中的美西方话语构序过程分析及解构

随 着 近 年 来 美 国 的 持 续 介 入 以 及 菲 律 宾 频 繁 的 挑 衅 滋 事， 南 海 紧

张 局 势 再 度 升 级。 话 语 霸 权 是 美 西 方 介 入 南 海 问 题 的 一 个 切 面， 一 方

面 对 中 国 南 海 断 续 线 的 主 权 意 志 及 线 内 岛 礁 的 法 理 性 进 行“ 肢 解” 性

解 释； 另 一 方 面 对《 联 合 国 海 洋 法 公 约》（ 以 下 简 称《 公 约》） 中 的

部 分 条 款 也 同 样 进 行“ 肢 解” 性 解 读， 使 南 海 断 续 线 与《 公 约》 两 种

海 权 划 界 模 式 之 间 客 观 存 在 的 差 异 被 构 造 为 所 谓 的“ 冲 突”， 从 而 妄

图颠覆二战后确立起来的南海空间秩序。美西方基于自身的“地方性”

历 史 路 径 和 认 知， 通 过 形 式 逻 辑 演 绎 将 中 国 作 为《 公 约》 缔 约 国 的 主

体性身份“格式化”为被言说的对象性客体，构造出“中国威胁论”，

使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话语力量受到一定程度的压抑。

一、美西方在南海问题中的话语构序策略

美 西 方 之 所 以 能 够 长 期 在 国 际 秩 序 规 则 中 占 据 话 语 制 高 点， 其 中

一 个 不 容 忽 视 的 原 因 便 是 他 们 的 学 者 或 智 库 致 力 于 建 构 所 谓 的“ 普 世

性” 价 值 和 理 论。 美 西 方 的 学 者 倾 力 于 在 抽 象 价 值 与 概 念 的 建 构 上 下

功 夫， 形 成 一 套 逻 辑 自 洽 的（ 实 则 是 静 态 封 闭 的） 论 证 表 达 规 则 和 知

识 体 系， 从 而 掌 握“ 定 义 权 ”。a 掌 握“ 定 义 权 ” 的 美 西 方 在 与 多 国

博 弈 的 过 程 中， 将“ 海 洋 自 由”“ 航 行 自 由” 等 学 术 话 语“ 内 嵌” 于

国 际 海 洋 法 规 则 中， 这 些 概 念 便 可 由 此 获 得 法 理 层 面 的 表 达， 并 实 现

“普世性”价值。

虽 然《 公 约》 中 这 些 进 入 国 际 海 洋 法 话 语 体 系 的 概 念 和 价 值 与 西

方 世 界 早 期 构 造 的 意 义 有 所 差 异， 但 毕 竟 是 西 方 传 统 海 洋 强 国 霸 权 更

替 过 程 中 形 成 的 历 史 符 号， 所 以《 公 约》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内 嵌” 着 以

美 西 方 为 中 心 的 法 律 原 则， 借 助《 公 约》 文 本 便 可“ 顺 理 成 章” 地 对

中 国 南 海 进 行 歪 曲 性 解 释。 鉴 于 此， 中 国 要 在 话 语 权 问 题 上 破 局， 分

析 美 西 方 在 南 海 问 题 上 的 话 语 构 序 过 程 和 表 达 策 略 是 必 要 的。 运 用 瑞

士 语 言 哲 学 家 索 绪 尔（Saussure） 的“ 共 时 — 历 时 ” 理 论， 有 助 于 理

解美西方在南海问题中的话语构序过程及其特点。

（一）索绪尔的“共时—历时”理论视角

瑞 士 语 言 学 家 索 绪 尔 在 他 的《 普 通 语 言 学 教 程 》 中 将“ 共 时 ”

a　徐勇：《学术创新的基点：概念的解构与建构》，《如何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笔

谈之一）》，《文史哲》，2019 年第 1 期，第 1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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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nchrony） 与“ 历 时 ”（Diachrony） 这 一 对 概 念 引 入 到 语 言 符 号

系 统 的 研 究 中， 并 将 其 作 为 一 种 语 言 学 研 究 的 观 察 视 角 和 方 法。 索 绪

尔 认 为：“ 有 关 语 言 学 静 态 方 面 的 一 切 都 是 共 时 的， 有 关 演 化 的 一 切

都 是 历 时 的。 同 样， 共 时 态 与 历 时 态 分 别 指 语 言 的 状 态 和 演 化 的 阶

段。”a“ 共 时 ” 主 要 描 述 在 特 定 时 空 横 截 面 中 不 同 要 素 共 同 构 成 一

种 静 态 的 相 对 稳 定 的 秩 序 系 统， 主 要 关 注 在 既 定 秩 序 中 各 要 素 之 间 在

相 互 依 存 中 每 个 符 号 所 产 生 的 价 值 与 意 义。 对 此， 索 绪 尔 曾 用 国 际 象

棋做比喻：“棋子的各自价值是由它们在棋盘上的位置决定的，同样，

在语言里，每项要素都由于它同其他各项要素对立才能有它的价值。”b

特 定 时 空 的 横 断 面 形 成 的 语 言 符 号 系 统 就 好 比 某 一 盘 棋 局， 每 个 语 言

符 号 就 好 比 一 枚 棋 子， 遵 循 一 定 的 下 棋 规 则 或 秩 序， 每 一 枚 棋 子 的 价

值 和 意 义 由 它 自 身 所 在 的 位 置 和 棋 局 中 其 他 棋 子 所 在 的 位 置 共 同 决

定。 索 绪 尔 还 通 过 树 干 的 横 断 面 来 形 象 说 明 这 种“ 共 时” 面：“（ 从

横 断 面 上） 可 以 使 人 看 到 各 纤 维 间 某 些 从 纵 的 平 面 上 永 远 不 能 理 解 的

关 系 ”，c 透 过 树 干 的 横 切 面， 其 中 错 综 复 杂 的 纤 维 组 织 结 构 在 特 定

平 面 上 的 集 结 清 晰 可 见， 同 一 时 期 各 纤 维 组 织 之 间 的 复 杂 关 系 也 得 以

呈 现。 在 语 言 系 统 中， 语 言 符 号 在 某 一 时 空 横 断 面 中 遵 循 一 定 的 规 则

或 秩 序， 每 一 个 语 言 符 号 价 值 和 意 义 是 在 与 同 系 统 中 其 他 语 言 符 号 的

相 互 关 系 中 被 建 构 出 来 的， 在 既 定 的 符 号 规 则 或 秩 序 中， 每 个 符 号 的

价 值 和 意 义 是 被 规 定 了 的。 这 种 观 察 视 角 和 方 法 要 求 暂 时 不 考 虑 时 间

层 面 历 时 性 动 态 演 进 过 程 对 语 言 符 号 系 统 的 影 响， 以 便 在 某 一 特 定 时

空 切 面 或 者 在“ 同 时 代 的 价 值 体 系 ”d 中 对 语 言（ 秩 序 ） 系 统 作 静 态

观察和研究。

为 了 更 好 地 对“ 共 时” 进 行 说 明， 这 里 有 必 要 介 绍 索 绪 尔 提 出 的

另 一 种 研 究 问 题 的 观 察 视 角， 即“ 历 时”。“ 历 时” 主 要 从 纵 向 轴 线

关 注 各 个 要 素 及 秩 序 状 态 在 时 间 中 根 据 具 体 的 历 史 语 境 而 动 态 演 化 变

迁 的 过 程， 即 语 言 的 动 态 发 展 过 程。 某 时 期 一 定 的 语 言 符 号 系 统 状 态

（即共时态）始终是内部各符号（要素）历时性发展演化而来的产物。

这 就 好 比 树 干 的 纵 剖 面， 其 内 部 各 种 纤 维 组 织 在 时 间 线 上 呈 现 出 发 展

的 状 态， 也 就 是 说 语 言 符 号 也 具 有 历 时 性 的 演 化 过 程， 由 于 符 号 或 要

素 有 这 样 的 纵 向 的 历 时 性 动 态 演 化 过 程， 因 此 当 人 们 任 意 选 取 某 一 横

a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著，高名凯译：《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 1980 年版，第 124 页。

b　同上，第 133 页。

c　同上。

d　同上，第 12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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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 面（“ 共 时” 切 面） 时， 就 能 观 察 到“ 共 时” 切 面 中 各 个 符 号 或 要

素 因 自 身 历 时 性 发 展 的 节 奏 不 同 而 呈 现 出 来 的 差 异 化 表 现， 这 种 差 异

化 的 客 观 存 在 共 同 构 造 了 某 一 时 空 切 面 语 言 符 号 秩 序。 所 以， 各 语 言

符 号 的 历 时 性 演 化 与 自 身 的 历 史 节 奏、 文 化 信 仰、 价 值 认 知 等 因 素 密

切 相 关， 在 某 一 特 定 时 空 背 景 的“ 共 时” 切 面 中 它 们 之 间 所 呈 现 的 差

异 化 是 历 史 发 展 的 客 观 结 果。 虽 然 索 绪 尔 在 语 言 学 研 究 中 更 强 调 共 时

性 语 言 系 统 的 优 越 性， 认 为“ 语 言 是 一 个 纯 粹 的 价 值 系 统， 除 了 它 的

各 项 要 素 的 暂 时 状 态 以 外 并 不 取 决 于 任 何 其 他 东 西 ”a， 但 他 并 没 有

彻 底 否 定 语 言 符 号 的 历 时 性 演 化 特 征。 事 实 上， 系 统 内 部 各 符 号 一 直

处 于 历 时 性 动 态 演 进 的 过 程 中， 并 在 共 时 切 面 上 表 现 出 差 异 性。 真 正

的 共 时 性 符 号 系 统 并 非 是 绝 对 静 止（ 静 态） 的、 封 闭 的 共 时 系 统， 而

是 承 认 系 统 中 各 符 号 的 历 时 性 演 化 过 程， 在 某 一 特 定 时 空 切 面 中 维 持

相 对 静 态 的 共 时 系 统（ 秩 序）， 这 种 相 对 静 态 共 时 性 语 言 符 号 秩 序 是

一 种 始 终 兼 容 差 异 化 存 在、 动 态 开 放 的 秩 序 状 态。 因 此， 只 有 通 过 动

态 开 放 的 相 对 共 时 性 话 语（ 说 理 活 动）， 对 符 号 价 值 和 意 义 的 言 说 才

是有效的、合理的。

在 南 海 问 题 上，《 公 约》 作 为 解 释 当 代 国 际 海 洋 秩 序 这 一 特 定 时

空 切 面 的 共 时 性 符 号 系 统， 一 方 面 系 统（ 秩 序） 内 各 符 号（ 要 素） 被

赋 予 特 定 的 价 值 和 意 义（ 例 如《 公 约》 中 的“ 航 行 自 由” 不 同 于 西 方

传 统 海 洋 强 国 早 期 强 调 强 权 争 霸、 殖 民 掠 夺 意 义 的“ 航 行 自 由”）；

另 一 方 面 这 种 系 统（ 秩 序） 也 兼 容 因 历 时 性 动 态 演 化 而 产 生 的 各 要 素

差 异 化 存 在 状 态， 因 此 它 在 南 海 断 续 线 等 各 种 差 异 化 符 号 之 间 维 持 着

一 种 相 对 稳 定 的 共 时 系 统（ 秩 序）， 也 会 因 符 号（ 要 素） 的 历 时 性 演

化 而 使 现 有 的 秩 序 状 态 过 渡 到 另 一 种 秩 序 状 态。 可 以 说， 这 种 系 统 只

是 处 在 短 暂 的 静 止 状 态， 而 非 绝 对 静 止 凝 固 不 变。 从 长 期 演 化 结 果 来

看， 它 是 一 种 动 态 开 放 的、 具 有 内 在 张 力 的 符 号 系 统。 对 于 这 种 动 态

开 放 性 和 内 在 张 力，《 公 约》 文 本 中 已 经 有 所 体 现， 例 如《 公 约》 的

开 篇 所 述：“ 本 公 约 未 予 规 定 的 事 项， 应 继 续 以 一 般 国 际 法 的 规 则 和

原 则 为 准 据。”b 也 就 是 说，《 公 约 》 是 兼 容 如 南 海 断 续 线 在 内 的 各

种 差 异 化 符 号 的 相 对 稳 定 的 秩 序 系 统， 同 时 在 不 违 背 或 为 了 更 好 地 实

现《 公 约》 宗 旨 和 原 则 的 前 提 下， 可 以 根 据 一 般 国 际 法 规 则 和 原 则 对

以《 公 约》 为 核 心 的 当 代 国 际 海 洋 秩 序 内 各 符 号（ 要 素） 进 行 演 进 性

a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著，高名凯译：《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 1980 年版，第 123 页。

b　《 联 合 国 海 洋 法 公 约》，“ 序 言”， 联 合 国 网 站，https://www.un.org/zh/documents/treaty/
UNCLOS-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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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综 合 性 解 释， 进 而 使《 公 约》 中 的 符 号 系 统 秩 序 从 一 个 状 态 过 渡 到

另一个状态，如此也能实现对《公约》文本和规则的完善。

可 见， 以《 公 约》 为 核 心 的 当 代 国 际 海 洋 符 号 秩 序， 实 质 上 是 一

种 相 对 共 时 性 符 号 秩 序， 以 该 符 号 秩 序 来 解 释 中 国 南 海 断 续 线 这 种 不

同于《公约》规定的海权界线符号时，这种说理论证活动具有兼容差异、

动 态 开 放 的 话 语 表 达 特 征。 然 而， 美 西 方 在 南 海 问 题 上 的 说 理 活 动，

采 取 的 却 是 绝 对 静 态 共 时 性 表 达 策 略。 这 种 表 达 策 略 无 视 中 国 南 海 断

续 线 因 历 史 纵 深 表 现 出 来 的 差 异 化， 也 将《 公 约》 这 种 动 态 开 放 的 相

对共时性符号秩序系统构造为绝对静态的共时性符号系统，使《公约》

沦 为 为 美 西 方 利 益 服 务 的 僵 死 的 符 号 工 具， 并 为 他 们 的“ 以 规 则 为 基

础 的 国 际 秩 序” 这 一 伪 命 题 背 书。 基 于 这 样 的 话 语 表 达 策 略， 美 西 方

对 自 身 的 话 语 进 行 着 某 种 逻 辑 构 序， 进 而 得 出 一 系 列 违 背 历 史 事 实 和

一 般 国 际 法 原 则 的 结 论： 一 是“ 南 海 断 续 线 不 符 合《 公 约》 规 定 的 海

权划界模式”，如 BBC 记者兼亚洲问题观察家比尔·海顿认为，中国

在南海基于历史权利对南海断续线内大片海域的声索，不符合《公约》

的规定；a  二 是“南海断续线内海洋地质体不符合《公约》关于‘岛屿’

的 定 义 ”， 如 2016 年 临 时 仲 裁 庭 裁 定 中 国 实 际 占 领 的 所 有 南 海 岛 礁

均 为“ 岩 礁” 甚 至“ 低 潮 高 地”， 不 能 被 定 义 为“ 岛 屿”， 也 不 能 产

生  200  海里专属经济区或大陆架；b  三 是“断续线内相关海域应当作

为公海”，如美国白宫前新闻发言人肖恩·斯派塞曾表示，如果（南海）

那 些 岛 屿 位 于 公 海， 而 不 是 中 国 的 一 部 分， 我 们 将 确 保 国 际 海 域 不 被

某 国 占 据。c 对 此， 我 们 有 必 要 对 美 西 方 这 种 基 于 绝 对 静 态 共 时 性 表

达策略的话语构序过程作分析。

（二）美西方绝对静态共时性话语表达策略

上 述 分 析 可 知， 共 时 性 语 言 符 号 系 统 是 承 认 历 时 性 演 化， 并 兼 容

差 异 化 存 在 的 动 态 开 放 系 统， 因 而 是 相 对 静 态 的 共 时 性 系 统。 如 果 只

强 调 共 时 性 而 彻 底 刨 去 符 合 客 观 存 在 的 历 时 性 演 化 过 程， 那 么， 针 对

某一问题的说理论证活动就会走向绝对静态的共时性话语表达。

从 理 论 上 来 说， 绝 对 静 态 共 时 性 话 语 表 达 具 有 封 闭 性、 肢 解 性、

a　Richard Javad Heydarian, Asia’s New Battlefield: The USA, China and the Struggle for the Western 
Pacific, London and New York: Zed Books, 2015, p. 132. 
b　The South China Sea Arbitration, 2016, PCA Case No. 2013-19，pp. 259-260, https://pcacases.

com/web/sendAttach/2086, Award of July 12, 2016.
c　纪明葵：《警惕菲律宾国内亲美势力给南海添麻烦》，环球网，2017 年 2 月 4 日，https://

opinion.huanqiu.com/article/9CaKrnK0cw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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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 对 静 态 性、 抽 象 性、 无 差 异 性（ 均 质 化） 等 特 征。 在 实 际 操 作 中，

占 据 话 语 霸 权 的 说 理 者 将 自 身“ 地 方 性” 的 历 史 认 知 和 文 化 价 值， 预

设 为 一 种 放 之 四 海 而 皆 准 的、 不 证 自 明 的 大 前 提， 以 这 样 的 大 前 提 作

为 自 身 话 语 构 序 或 说 理 活 动 的 逻 辑 演 绎 开 端。 如 此， 系 统 中 各 个 符 号

的 历 时 性 动 态 演 化 就 被“ 锁 死”， 形 成 一 种“ 封 闭 式” 的 历 史 路 径，

而 具 有 鲜 活 历 史 现 实 性 的 符 号 被 固 化 成 一 种 无 时 态 的、 均 质 化 的“ 话

语 真 空 场”。 这 种 大 前 提 的 基 本 特 征 是 概 念 的 高 度 抽 象 化， 并 作 为 价

值 层 面 的“ 理 性 审 判 官” 来 对 他 者 文 化 群 体 差 异 化 的 说 理 活 动 进 行 评

判 和 裁 决。 话 语 霸 权 说 理 者 企 图 以 这 种 绝 对 静 态 共 时 性 话 语 表 达 策 略

对 话 语 进 行 构 序， 进 而 构 造 一 个 均 质 化 的 话 语 空 间 秩 序， 以“ 遮 蔽”

他 文 化 群 体 差 异 化 的 说 理 表 达 方 式 和 符 号 系 统。 这 样， 掌 握 了 话 语 霸

权 的 说 理 者 基 于 预 设 好 的 前 提， 只 需 要 按 照 形 式 逻 辑 进 行 演 绎， 对 被

言 说 符 号 或 对 象 的 价 值 和 意 义 进 行 暴 力“ 肢 解” 和“ 重 构”， 强 行 为

它 们 进 行 价 值 和 意 义 的 重 新 赋 值， 便 可 构 造 出 符 合 他 们 利 益 诉 求 的

结论。

美 西 方 作 为 二 战 后 话 语 力 量 的 霸 权 者， 在 全 球 海 洋 空 间 秩 序 中 任

意 构 造 话 语 逻 辑 开 端， 从 而 掌 握 议 题 设 置 和 规 则 制 定 的 主 导 地 位。 在

南 海 问 题 上， 他 们 通 过 绝 对 静 态 共 时 性 话 语 表 达 策 略 来 对 特 定 话 语 进

行 构 序， 企 图 压 抑 和 弱 化 南 海 空 间 秩 序 的 历 史 事 实 和 现 实 基 础， 使 之

被 均 质 化 为“ 以 规 则 为 基 础 的 国 际 秩 序” 的 一 部 分。 美 西 方 将 南 海 断

续 线 这 一 历 史 性 符 号 强 行 拽 入 其 所 构 造 的 均 质 化 符 号 空 间 秩 序（ 比 如

美 西 方“ 以 规 则 为 基 础 的 国 际 秩 序”）， 这 种 均 质 化 符 号 空 间 秩 序 无

视南海断续线历时性的发生过程，压抑南海断续线因自身的历史节奏、

文 化 路 径、 价 值 信 仰、 社 会 经 济、 地 理 状 况 等 因 素 所 导 致 的 差 异 化 客

观 事 实， 使 之 成 为“ 无 历 史 之 物”。 美 西 方 认 为 他 们 所 构 造 的 均 质 化

符 号 空 间 秩 序（“ 以 规 则 为 基 础 的 国 际 秩 序”） 与 中 国 南 海 断 续 线 所

构 造 的 差 异 化 的 符 号 空 间 秩 序（ 中 国 南 海 空 间 秩 序） 是 非 此 即 彼 的 两

个 世 界 图 景， 而 中 国 南 海 断 续 线 这 一 符 号 所 表 现 出 来 的“ 差 异” 也 被

美 西 方 的 绝 对 静 态 共 时 性 话 语 表 达 成“ 冲 突”， 并 强 调 他 们 所 构 造 的

符 号 空 间 秩 序 是 唯 一 正 确 有 效 的。 绝 对 静 态 共 时 性 话 语 表 达 策 略 以 当

下 话 语 力 量 较 强 的 文 化 价 值 作 为 放 之 四 海 皆 准 的“ 神 性 话 语”， 并 企

图 将 其 永 恒 化， 从 而 通 过“ 话 语 真 空 场” 来 压 抑 他 文 化 群 体 的 话 语，

这 样 就 形 成 了 非 此 即 彼 的 两 种 相 互 割 裂 而 无 法 对 话 沟 通 的 世 界 秩 序 图

景。美西方说理者预设一系列抽象概念（如“自由”“国强必霸”等）

作 为 逻 辑 演 绎 的 前 提， 并 基 于 自 身“ 地 方 性” 的 知 识 和 价 值 对 这 些 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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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 概 念 的 价 值 和 意 义 进 行 单 向 度 的 赋 值， 由 此 构 造 出 一 个 为 自 身 利 益

服 务 的 均 质 化 符 号 空 间 秩 序， 然 后 继 续 通 过 绝 对 静 态 共 时 性 话 语 将 被

言说对象或符号从历史现实中“肢解”出来，并将肢解之后的零碎的“符

号 之 尸” 重 构 为 符 合 美 西 方 主 流 文 化 价 值 和 意 义 的 他 者 形 象， 从 而 压

抑他者文化群体的说理论证活动，抹平多元世界实践图景。就此来说，

美 西 方 采 取 这 种 绝 对 静 态 共 时 性 话 语 表 达 策 略 对 他 者 文 化 群 体 符 号 空

间 秩 序 进 行“ 肢 解” 和“ 重 构”， 无 视 符 号 自 身 历 时 性 演 化 所 表 现 出

的差异化存在，就是对话语（符号）实施的暴行。

相 较 于 兼 容 差 异 化 存 在、 历 时 性 动 态 开 放 的 相 对 静 态 共 时 性 话 语

表达，美西方这种绝对静态共时性话语表达只强调符号系统的共时性，

彻 底 刨 去 符 号 或 要 素 的 动 态 历 时 性 及 因 这 种 动 态 历 时 性 而 形 成 的 客 观

差异，具有极强的目的性和危害性。

（三）美西方绝对静态共时性话语中的隐性话语构序特点

美西方绝对静态共时性霸权话语表现出来的绝对静态性、封闭性、

肢 解 性、 抽 象 性、 无 差 异 性（ 均 质 化） 等 言 说（ 或 符 号） 状 态， 并 非

是 一 种 无 序 的 离 散、 断 裂 状 态， 而 是 按 某 种 运 行 规 律 进 行 着 的 话 语 构

序。 美 西 方 通 过 这 种 隐 性 的 话 语 构 序 来 占 据 话 语 制 高 点 从 而 压 抑 他 者

文化群体话语，以实现自身的权力欲望。正如法国哲学家福柯（Michel 
Foucault） 在 1970 年 一 次 题 为“ 话 语 的 构 序 ”（L’ordre du discours）

的 演 讲 中 提 到，“ 话 语 的 生 产 是 同 时 受 一 定 程 序 的 控 制、 选 择、 组 织

和 重 新 分 配 的 ”a， 西 方 社 会 这 种 内 含 着 权 力 欲 望 的 话 语“ 往 往 会 向

其 他 话 语 施 加 某 种 压 力 和 某 种 制 约 性 的 力 量 ”b， 并 以“ 一 种 温 和 却

隐性的狡诈的普遍力量”（ force douce et insidieusement universelle）c

形 成 具 有 庞 大 排 斥 机 制 和 隐 性 暴 力 的 话 语， 人 们 对 此 却 毫 无 意 识。 张

一 兵 教 授 认 为 福 柯“ 第 一 次 明 确 指 认 了 构 序（ordre） 是 一 个 象 征 着 暴

力 和 强 制 性 结 构 等 级 的 概 念， 它 向 我 们 呈 现 了 通 常 人 们 每 时 每 刻 在 不

经 意 使 用 的 言 说、 写 作 和 思 考 的 话 语 中， 实 际 上 存 在 着 一 种 抑 制 和 排

斥 性 的 压 迫， 这 是 一 种 被 建 构 出 来 的 看 不 见 的 话 语 发 生、 运 行 的 法 则

和有序性”。d 在这种话语构序中，话语本身是符号的一种并不出场的、

a　Michel Foucault，L’ordre du discours，Paris: Gallimard, 1971, pp. 10-11.
b　Ibid., p. 20.
c　Ibid., p. 22.
d　张一兵：《从构序到祛序：话语中暴力结构的解构——福柯<话语的秩序>解读》，《江海学刊》，

2015 年第 4 期，第 5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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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 性 的 功 能 性 存 在， 用 以 支 援 呈 现 出 来 的 观 点 或 结 论。 美 西 方 的 话 语

构 序 压 抑 历 史 的 真 实 逻 辑， 脱 离 实 践， 实 质 是 一 种 暴 力 构 序， 是 一 种

逻 辑 假 象。 只 有 拨 开 离 散、 断 裂 的 符 号 迷 雾， 透 视 美 西 方 借 助 绝 对 静

态 共 时 性 话 语 表 达 策 略 建 构 话 语 霸 权 的 全 过 程， 才 能 揭 示 美 西 方 说 理

者 话 语 构 序 的 逻 辑 假 象 和 非 法 性， 进 而 解 构 美 西 方 的 话 语 构 序， 实 现

对美西方话语霸权的彻底颠覆。

二、美西方绝对静态共时性表达特征的话语构序过程

朱 云 汉 教 授 认 为， 西 方 学 者 对 他 们 自 身 历 史 的 诠 释 是 选 择 性 的，

甚 至 是 有 意 漂 白。a 美 西 方 的 说 理 者 们 不 仅 对 自 身 的 历 史 如 此， 对 中

国 南 海 的 历 史 也 是 如 此。 他 们 违 背 客 观 历 史 逻 辑， 强 行 使 中 国 南 海 的

历 史 逻 辑 迎 合 以 美 西 方 价 值 认 知 为 前 提 预 设 的 形 式 逻 辑， 他 们 对 中 国

南 海 的 说 理 活 动 是 有 明 显 选 择 性 的。 这 种 说 理 活 动 主 要 由 关 键 的 六 个

环 节 构 成， 即 预 设 前 提 — 纯 化 概 念 — 嵌 入 价 值 — 肢 解 对 象 — 镜 像 论

证 — 构 造 差 异。 需 要 说 明 的 是， 这 六 个 环 节 的 排 列 顺 序 并 非“ 时 间 在

先”， 而 是 为 了 凸 显 美 西 方 拒 斥 现 实 经 验 和 历 史 具 体 的“ 逻 辑 在 先”

思 维 范 式。 美 西 方 借 助 绝 对 静 态 共 时 性 表 达 策 略， 最 终 得 到 一 个 符 合

自 身 利 益 诉 求， 非 历 史、 非 现 实 的 中 国 南 海 断 续 线 之 重 构 物， 并 将 此

重构物与《公约》划界规则进行对比，人为构造所谓的“冲突”。

（一）预设前提

前提预设也就是语用预设，吉翁（Talmy Givón）认为语用预设是

说话者对于听话者毫无疑问接受某些内容而作出的假设。b 也就是说，

前 提 预 设 所 涉 及 的 概 念 和 价 值 是 说 话 者 本 人 设 想 或 相 信 这 种 预 设 是 同

样 被 说 话 对 象 所 接 受 的 或 已 知 的“ 共 识”。 事 实 上， 前 提 预 设 是 说 话

者 依 赖 于 自 身 语 境、 价 值 和 意 图 所 做 出 的 主 观 假 设， 如 果 被 说 话 对 象

不假思索地便接受了这种前提预设，便会陷入对方话语的“陷阱”中。

美 西 方 对 中 国 南 海 进 行 话 语 构 序 的 第 一 步 便 是“ 预 设 前 提”。 美 西 方

说 理 者 将 基 于 自 身“ 地 方 性” 历 史 路 径（ 西 方 霸 权 更 替 史） 的 认 知 和

价 值 构 造 为 具 有“ 普 世 性” 意 义 的 逻 辑 起 点， 在 此 基 础 上 开 启 对 中 国

a　朱云汉：《西方令人失望，但中国精英的“附庸”惯性更堪忧》，观察者网，2021 年 5 月 8 日，

https://user.guancha.cn/main/content?id=509253&s=fwzwyzzwzbt。
b　Talmy Givón, On Understanding Grammar,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9, p.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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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海 空 间 秩 序 的 论 证 说 理 活 动， 通 过 形 式 逻 辑 一 番 演 绎， 炮 制 出“ 中

国威胁论”。

1. 预设前提一：美西方说理者的认知和价值就是唯一标准

二 战 后， 由 美 西 方 主 导 的 全 球 秩 序 不 只 是 全 球 经 济 秩 序， 还 有 他

们 建 构 起 来 的 概 念 和 价 值 体 系。 美 西 方 借 助 经 济 全 球 化 这 一 力 量 对 世

界 秩 序 进 行 塑 形， 同 时 也 向 世 界 生 产 一 套 观 念 性 公 共 产 品， 比 如 西 方

式 的“ 自 由”“ 民 主”“ 人 权” 等 抽 象 概 念 和 价 值。 然 而， 这 些 观 念

性 公 共 产 品 并 不 是 要 让 人 们 更 好 地 去 理 解 并 继 续 改 造 这 个 世 界， 而 是

使 人 们 更“ 理 所 应 当” 地 接 受 现 有 的 世 界 秩 序， 进 而 使 二 战 后 由 美 西

方所主导的世界秩序成为一种“世界标准”，以至于当人们讨论“秩序”

时就直接将其认知为美西方所构造并维护的那种世界秩序。为“加固”

通 过 强 权 所 建 立 起 来 的 物 质 世 界 力 量， 美 西 方 于 是 致 力 于 在 其 表 面 覆

盖 上 一 层“ 摩 耶 之 幕 ”a ――观 念 性 公 共 产 品， 并 致 力 于 将 这 种 观 念

性 产 品 合 理 化 为 唯 一 的 标 准 样 式。 这 就 使 美 西 方 自 身 的“ 地 方 性” 知

识和价值获得“普世性”意义，“西方文明优越论”便逐渐深入人心，

以 至 于 不 符 合 他 们 观 念 标 准 样 式 的 行 为 和 规 则 都 被 判 定 为 是 对 国 际 秩

序 的 扰 乱 和 背 离， 例 如 中 国 南 海 海 域 这 种 不 符 合 美 西 方“ 标 准 模 式”

的 特 殊 空 间 秩 序 便 被 判 定 为 是 对 国 际 秩 序 的 背 离。 另 外， 美 西 方 的 观

念 性 产 品 之 所 以 能 成 为 唯 一 标 准， 还 与 形 成 于 20 世 纪 90 年 代 的“ 历

史 终 结 论” 脱 不 了 干 系。 这 一 观 点 的 提 出 者 美 国 学 者 弗 朗 西 斯· 福 山

认为，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冷战结束，意味着人类社会历史已终结，

人类社会发展史就是一部“以自由民主制度为方向的人类普遍史”，b

人 类 社 会 只 有 西 方 自 由 民 主 这 一 条 路， 没 有 其 他 更 好 的 选 择。 这 实 质

上 是 披 上 黑 格 尔 唯 心 主 义 历 史 观 这 件“ 华 丽 外 衣”， 为 自 身 的“ 血 与

火 的 编 年 史” 做 辩 护， 在 封 闭 式 的 历 史 幻 象 中 否 认 文 明 多 样 性、 差 异

化发展的谬论。

2. 预设前提二：“国强必霸”是普世性的历史路径

“ 国 强 必 霸” 这 一 前 提 预 设 实 际 上 源 自 16 世 纪 到 20 世 纪 西 方 国

家 霸 权 更 替 的 历 史 经 验。 西 方 国 家 在 现 代 化 和 全 球 化 的 历 史 路 径 上 遵

循 的 是 强 权 争 霸 与 殖 民 掠 夺 的 丛 林 法 则 逻 辑。 强 权 政 治、 殖 民 掠 夺、

军 事 侵 略 这 些 历 史 主 题 在 西 方 世 界 霸 权 更 替 的 道 路 上 总 是 如 影 随 形，

a　“摩耶”一词源于印度吠檀多哲学，意为现实生命的虚幻性，亦有虚假、欺骗之意。“摩耶

之幕”即真实世界的帷幕。

b　弗朗西斯·福山著，黄胜强、许铭原译：《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5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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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们 认 为 零 和 博 弈 的 冲 突 战 争 是 解 决 问 题 的 终 极 方 式 而 没 有 其 他 选

择。 可 以 说， 整 个 世 界 近 代 史 就 是 一 部 西 方 国 家 强 权 争 霸 的 历 史， 美

西 方 囿 于 这 种“ 修 昔 底 德 陷 阱” 的 历 史 逻 辑， 失 去 了 对 一 种“ 后 霸 权

世界秩序”（post-hegemonic world order）的想象，因而认为“国强必霸”

是 普 世 性 的 历 史 路 径， 导 致 对 当 今 世 界 和 中 国 做 出 了 种 种 误 判。 时 至

如 今， 霸 权 主 义 并 未 得 到 彻 底 清 算， 美 西 方 仍 旧 在 用 霸 权 主 义 的 零 和

博 弈 思 维 来 思 考 和 解 决 问 题。 面 对 中 国 的 和 平 崛 起， 美 西 方 仍 依 赖 于

自 身 的 历 史 路 径， 将“ 国 强 必 霸” 的 历 史 剧 本 强 行 套 用 在 与 他 们 的 历

史 路 径、 理 论 逻 辑、 文 化 逻 辑 以 及 现 实 逻 辑 不 同 的 中 国 身 上， 认 为 崛

起的中国陷入“修昔底德陷阱”进而走向霸权也是一种历史必然。比如，

美国政治学家米尔斯海默认为，“中国惊人的经济增长再持续几十年，

就 大 概 要 按 进 攻 性 现 实 主 义 逻 辑 行 事， 也 就 是 说 要 试 图 模 仿 美 国 了。

说详细些，中国会尝试按美国称霸西半球的办法称霸亚洲。”a 然而，

“ 国 强 必 霸” 逻 辑 本 质 上 源 于 西 方 资 本 主 义 国 家 资 本 运 动 的 无 休 止 增

值、 扩 张 的 霸 权 历 史 路 径， 这 种 逻 辑 具 有 西 方 资 本 主 义 国 家 的“ 地 方

性”特点，而不具有“普世性”。所以美西方所构造的“中国威胁论”

以 及 附 着 其 上 的 关 于 中 国 的 他 者 形 象， 完 全 是 美 西 方 在 其 五 百 年 来 的

霸 权 更 替 历 史 逻 辑 上 自 我 投 射 和 自 我 演 绎 的 结 果。 中 国 实 力 的 崛 起 是

一 个 必 然 的 过 程， 但 并 不 是 所 谓 的“ 中 国 统 治 世 界”， 而 是 一 个 从 对

抗 霸 权 走 向 终 结 霸 权 的“ 扬 弃” 过 程， 最 终 将 促 使 世 界 秩 序 进 入 对 话

与共建取向的后霸权秩序。b

美 西 方 通 过 基 于 自 身“ 地 方 性” 的 历 史 认 知 和 经 验 所 形 成 的 思 维

定 式， 在“ 预 设 前 提 一” 中 设 置“ 唯 一 标 准” 的 普 世 性 和 优 越 性， 以

及 在“ 预 设 前 提 二” 中 将 中 国 预 设 为“ 国 强 必 霸” 的 他 者 形 象。 这 就

为 后 续 的 话 语 构 序 过 程 奠 基 了 可 以 进 行 形 式 逻 辑 演 绎 的 起 点。 这 种 逻

辑 起 点 实 质 上 是 一 种“ 非 历 史 化” 的 自 我 断 言， 是 一 种“ 封 闭 式” 的

历 史 预 设。 这 种 历 史 预 设 将 有 自 己 特 定 历 史 节 奏 和 社 会 文 化 属 性 的 中

国 南 海 特 殊 空 间 秩 序 强 行 拽 入 美 西 方 的“ 普 世 性” 认 知 和 价 值 中 进 行

解释，因而具有绝对静态共时性表达特征。

（二）纯化概念

纯 化 概 念， 即 对 事 物 或 历 史 事 实 进 行 概 括、 抽 象 和 提 纯， 这 一

a　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W. W. Norton, 2001, p. 415.
b　刘擎：《重建全球想象：从“天下”理想走向新世界主义》，《学术月刊》，2015 年 8 期，

第 14 页。



·95·

南亚东南亚研究  2024 年第 5 期

过 程 暂 时 舍 弃 了 事 物 其 他 方 面 的 特 征 或 属 性， 将 其“ 蒸 馏” 为 越 来 越

“ 稀 薄” 的 抽 象 概 念。 虽 然 思 维 抽 象 过 程 有 助 于 人 们 认 识 事 物 的 本 质

性 特 征 或 属 性， 但 由 于 这 种 抽 象 过 程 暂 时 舍 弃 了 其 他 特 征 或 属 性， 只

是 把 握 住 了 事 物 或 问 题 的 某 个 单 一 属 性、 单 一 联 系， 没 有 在 各 种 多 样

性 的 规 定 和 关 系 的 统 一 中 上 升 为 反 映 现 实 的 理 性 具 体 的 认 识， 因 而 具

有 认 识 上 的 片 面 性。 若 将 这 种 抽 象 概 念 作 为 对 事 物 或 问 题 认 识 的 终 点

而止步不前，并将这种排除了具体多样性和历史具体的“非历史之物”

即 抽 象 概 念， 人 为 构 造 成“ 放 之 四 海 皆 准” 的 普 世 性 认 知 和 价 值， 那

么 必 然 会 形 成 思 维 和 现 实 之 间 的 颠 倒， 造 成 思 维 上 的 混 乱 和 现 实 中 的

冲突。

在 美 西 方 众 多 抽 象 的“ 非 历 史 之 物” 中，“ 自 由” 是 美 西 方 意 识

形 态 中 最 为 核 心 的 绝 对 静 态 共 时 性 语 言 符 号， 也 是 美 西 方 创 制 其 他 概

念 和 价 值 的 逻 辑 演 绎 基 点。 在 这 种“ 自 由” 的“ 神 性 话 语” 之 下， 合

理 的 限 制 都 成 了 一 种 亵 渎， 南 海 断 续 线 也 就 不 能 幸 免。 越 是 抽 象 的 概

念越是容易被强权为维护自身霸权地位而进行任意解释。由于“自由”

被“ 纯 化” 为 无 可 批 判 的“ 神 性 话 语”， 其 衍 生 概 念 如“ 航 行 自 由”

便也脱离了历史的限制性条件，美西方便借着这种抽象的“航行自由”

之名行“横行自由”之实，军舰频繁进入南海岛礁附近海域。这种“航

行自由”构造于纯粹意识中，与现实中具体的“自由”无关，更与《公

约》 中 的“ 航 行 自 由” 有 实 质 上 的 区 别。 正 如 黑 格 尔 所 说：“ 单 纯 思

想 中 的 自 由 只 以 纯 粹 思 想 为 它 的 真 理， 而 纯 粹 思 想 是 没 有 生 活 的 充 实

内容的，因而也只是自由的概念，并不是活生生的自由本身。”a“限制”

和“自由”是相互依存的矛盾范畴，若直接用“纯化”后的抽象“自由”

去 规 定 现 实 中 复 杂 多 样 的 海 洋 空 间 秩 序， 就 会 导 致 混 乱 失 序 的 状 态。

事实上，即便是荷兰法学家格劳秀斯（Grotius）主张的“海洋自由论”，

也并未完全弃绝“限制”对于真正现实“自由”的意义，他指出：“海

洋 无 论 如 何 是 不 能 成 为 任 何 人 的 私 有 财 产 …… 如 果 有 人 占 有 了 它， 仅

仅只要他的这种占有不影响共同使用的话，它就可以成为该人的财产。

这种限制应理所当然地得到承认。”b

美 西 方 话 语 构 序 中 的 纯 化 概 念 环 节 还 表 现 在 他 们 所 宣 扬 的“ 以 规

则 为 基 础 的 国 际 秩 序” 这 一 命 题 上。 针 对 南 海 海 域 空 间， 美 西 方 企 图

利 用《 公 约》 文 本 背 书， 通 过“ 以 规 则 为 基 础 的 国 际 秩 序” 这 一 伪 命

a　黑格尔著，贺麟、王玖兴译：《精神现象学》（上卷），商务印书馆 1962 年版，第 152 页。

b　雨果·格劳秀斯著，马忠法译：《论海洋自由或荷兰参与东印度贸易的权利》，上海人民出

版社 2013 年版，第 3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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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来 对 中 国 南 海 进 行 言 说， 这 实 质 上 是 美 西 方 企 图 借 此 伪 命 题 建 立 一

种均质化的全球海洋空间秩序，用以压抑中国南海空间秩序的差异性。

“ 以 规 则 为 基 础 的 国 际 秩 序” 是 美 西 方 基 于 现 实 主 义 政 治 权 力 竞 争 的

国 际 旧 秩 序 而 炮 制 出 的 话 语， 所 谓 的 南 海“ 冲 突” 是 其 话 语 霸 权 中 的

一 个 切 面。 在 当 前 全 球 海 洋 治 理 体 系 面 临 各 种 挑 战 的 局 面 下， 美 西 方

国 家 已 然 无 法 继 续 以“ 供 应 者” 身 份 提 供 有 效 的 全 球 公 共 产 品。 但 囿

于传统路径依赖的惯性，他们企图维持旧的世界秩序，为此炮制出“以

规 则 为 基 础 的 国 际 秩 序”。 这 一 命 题 中 创 造 秩 序 和 规 则 的 主 体 并 不 在

场，那么，究竟是以“谁”创制的规则为基础？又应当以何种“方式”

创 制 何 种 规 则？ 对 此， 该 命 题 语 焉 不 详。 所 以，“ 以 规 则 为 基 础 的 国

际秩序”完全是一种被抽象或“纯化”后的“罗生门术语”（Rashomon 
Term）， 它 作 为 外 交 工 具 的 价 值 在 于 模 糊 性， 具 体 含 义 取 决 于 使 用 者

的 观 点，a 美 西 方 可 以 对“ 规 则 ” 进 行 任 意 解 释。 该 命 题 规 则 创 造 者

的 不 在 场， 仿 佛“ 以 规 则 为 基 础” 中 的“ 规 则” 是“ 应 有 之 义”“ 自

然之法”“上帝之名”。这种“规则”在所谓的“应有”“自然”“上帝”

那 里 获 得 先 验 性 从 而 成 为 脱 离 历 史 具 体、 无 从 批 判 的 神 性， 因 而 具 有

绝 对 静 态 共 时 性 话 语 表 达 特 征， 其 合 理 性 与 合 法 性 都 让 人 质 疑。 这 种

被“纯化”后而构造出来的“规则”对人类社会秩序来说毫无现实意义，

因 为 只 有 人 自 身 作 为 各 方 博 弈 者、 创 制 者 的 主 体 身 份 在 场， 在 现 实 的

历史具体中去建构规则，秩序才具有价值和意义。

然而，这一命题真的没有创制者吗？在实践中，被抽象或“纯化”

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可以任由该命题的提出者（即美西方）

进 行 解 释， 即 美 西 方 国 家 可 以 通 过 话 语 霸 权 填 充 各 种 不 同 的 解 释， 赋

予 其 不 同 的 意 义 和 价 值。 所 以，“ 以 规 则 为 基 础 的 国 际 秩 序” 这 一 命

题 中 虽 然 未 出 现 创 制 规 则 的 主 体， 但 构 造 这 一 命 题 的 主 体 实 际 上 并 没

有缺失。美西方通过对“航行自由”“规则”“秩序”等概念“纯化”

或“ 崇 高 化”， 使 自 身“ 地 方 性” 的 意 识 形 态 上 升 为“ 普 世 性”， 为

自 身 的 话 语 构 序 罗 织 出 一 种 均 质 化（ 普 世 性） 的“ 真 空 地 带”， 亦 即

绝 对 静 态 的 共 时 性 话 语（ 符 号） 空 间， 从 而 在 包 括 中 国 南 海 在 内 的 全

球 海 域 中 实 现 一 种 符 合 美 西 方 利 益 的 均 质 化 的 空 间 秩 序， 也 为 之 后 将

自 身 的 霸 权 意 图“ 嵌 入” 到 法 理 层 面 做 前 期 准 备 工 作。 可 见， 在 这 一

话语构序环节中美西方也表现出了绝对静态共时性表达特征。

a　Bilahari Kausikan, “What (and Whose) Rules Based Order (RBO)?”, Asialink, February 1, 2021, 
https://asialink.unimelb.edu.au/insights/what-and-whose-rules-based-order-r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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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嵌入价值

如 前 文 所 述， 美 西 方 脱 离 一 定 历 史 阶 段 的 具 体 现 实， 无 视 符 号 的

意 义 和 价 值 在 历 时 性 过 程 中 的 演 化 事 实， 将《 公 约》 中 通 过 各 方 说 理

主 体（ 部 分 发 展 中 国 家 和 发 达 国 家） 博 弈 而 形 成 的 具 有 新 的 历 史 性 含

义、符合全人类利益的“海洋自由”“航行自由”“规则”等概念“纯化”

抽 象 为 一 种“ 神 性 话 语”， 即 绝 对 静 态 共 时 性 话 语。 这 种 话 语 所 构 建

的 是 一 种 压 抑 差 异 性 存 在 的 均 质 化 空 间 秩 序， 即 构 造 出 先 验 存 在 的、

因 而 无 可 批 判 的“ 人 间 秩 序”。 被“ 纯 化” 后 的 概 念 或 价 值 成 为 无 历

史 内 容 的“ 符 号 之 尸”， 这 就 便 于 美 西 方 在 这 种 被“ 纯 化” 后 的 真 空

话语场域中“嵌入”自身“地方性”的认知和价值，使自身“地方性”

的认知和价值借由抽象的符号形式来实现自身的“普世性”。

以“航行自由”这一符号为例，美西方频繁以抽象或“纯化”后的“航

行 自 由” 之 名 来 言 说 中 国 在 南 海 的 主 权 意 志， 指 责 中 国 南 海 断 续 线 是

“ 过 度 的 海 洋 权 利 主 张”。 实 际 上，《 公 约》 中“ 航 行 自 由” 的 意 义

在 各 方 说 理 主 体 通 过 长 期 谈 判、 利 益 妥 协 的 背 景 下 被 重 新 赋 值。 美 西

方 在 针 对 中 国 南 海 的 话 语 构 序 中 却 罔 顾 这 一 事 实， 正 如 荷 兰 国 际 法 学

者 伯 纳 德· 勒 林 所 言， 国 际 法 中 隐 藏 着 权 力 和 利 益 的 因 素， 法 律 倾 向

于 为 西 方 强 国 的 利 益 服 务。a 也 就 是 说， 海 洋 法 作 为 国 际 法 最 古 老 的

分 支， 其 传 统 规 则 和 原 则 是 由 强 大 且 技 术 先 进 的 西 方 海 洋 国 家 以 促 进

其国家利益为目的而构想和设计的。b 可见，《公约》文本实际上被“嵌

入” 了 美 西 方“ 地 方 性” 的 价 值 和 认 知， 他 们 对 中 国 南 海 的 话 语 构 序

便显得“顺理成章”。

具 体 来 说，《 公 约》 中“ 航 行 自 由”“ 公 海 自 由” 原 则 最 早“ 塑

形” 于 西 方 传 统 海 洋 强 国 的 海 洋 实 践 中， 植 根 于 西 方 殖 民 主 义 的 历 史

背 景。 正 是 在 他 们“ 靠 炮 舰 掠 夺 资 源 和 开 辟 市 场， 占 领 殖 民 地 后， 开

始 编 造 自 由 贸 易、 航 行 自 由 和 国 际 法 的 神 话 ”。c 具 体 来 说， 这 些 概

念 可 追 溯 至 格 劳 秀 斯 提 出 的“ 海 洋 自 由 论” 主 张。 格 劳 秀 斯 从 自 然 法

的 角 度 得 出 结 论， 海 洋 应 当 是 公 开 的、 自 由 的， 海 洋 不 应 被 任 何 国 家

和 民 族 所 占 有， 所 有 人 依 国 际 法 均 可 自 由 航 行。 然 而 这 一 主 张 有 其 特

定 的 历 史 语 境： 在 公 元 17 世 纪， 荷 兰 的 海 洋 贸 易 利 益 严 重 受 阻， 海

a　B. V. A. Röling, International Law in an Expanded World, Amsterdam: Djambatan N. V., 1960,          
p. 15.
b　黄瑶、徐琬晴：《全球海洋法治视角下“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落实》，《太平洋学报》，

2023 年第 10 期，第 87 页。

c　范勇鹏：《建设中国话语首当颠覆西方概念体系》，《东方学刊》，2022 年第 4 期，第 6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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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航 线 被 西 班 牙、 葡 萄 牙 垄 断。 为 了 加 速 对 外 扩 张， 荷 兰 需 要 更 多 的

航 行 自 由 来 实 现 自 身 的 利 益， 于 是 格 劳 秀 斯 就 荷 兰 对“ 航 行 自 由” 的

诉 求 进 行 了 法 理 上 的 辩 护。 此 后， 基 于“ 公 海 自 由” 价 值 认 知 的“ 航

行 自 由” 原 则 便 成 为 服 务 于 西 方 海 洋 霸 主 进 行 海 权 扩 张 和 海 外 殖 民 的

政治工具。这一原则成为“普世价值”后，又“嵌入”到 1958 年《日

内 瓦 公 海 公 约 》 和 1982 年《 联 合 国 海 洋 法 公 约 》 中。 这 一 原 则 看 上

去 是 站 在 道 德 和 实 践 制 高 点 的 抽 象 概 念 和 价 值， 实 则 在 原 初 意 义 上 就

传 续 着 西 方 海 上 争 霸 历 史 和 殖 民 主 义 意 识 形 态 的 基 因。 尽 管《 联 合 国

海 洋 法 公 约》 中 的“ 航 行 自 由” 原 则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顾 及 到 了 第 三 世 界

国 家 的 利 益， 并 呈 现 出 不 同 于 往 昔 带 有 海 洋 霸 权 色 彩 的 一 面， 但 由 于

《 公 约》 文 本 中 为 西 方 传 统 海 洋 强 国 利 益 服 务 的 国 际 海 洋 法 原 则 依 旧

存在，美西方将自身霸权话语“嵌入”其中从而获得法理性，便显得“顺

理成章”。

同样，这种“价值嵌入”还表现在前述被美西方概念“纯化”后的“以

规 则 为 基 础 的 国 际 秩 序” 这 一 伪 命 题 上。 该 命 题 也 借 助“ 自 由” 这 一

抽 象 符 号 所 赋 予 的“ 神 性 话 语” 力 量 来 压 抑 中 国 在 南 海 海 域 的 说 理 活

动。“ 以 规 则 为 基 础 的 国 际 秩 序” 这 一 命 题 的 实 质 是 美 西 方 企 图 维 系

自身对全球“自由主义”的领导地位，限制中国和平崛起的战略转向，

并 按 美 西 方 的 逻 辑 构 造 全 球 治 理 体 系。 所 以， 这 一 命 题 实 质 上 是 美 西

方 在 全 球 构 造“ 自 由 主 义 秩 序” 的 一 个“ 分 身”。 该 命 题 首 先 将 国 际

秩 序 假 想 为 没 有 差 异 性 存 在 的 均 质 的“ 真 空 地 带”， 而 美 西 方 有“ 责

任”填补这种“真空”。2016 年希拉里在一次演讲中就表达过这种逻

辑： 如 果 美 国 不 领 导， 国 际 秩 序 就 会 留 下“ 真 空”， 这 会 造 成 混 乱，

或 其 他 国 家 会 冲 进 去 填 补 这 个“ 真 空”。 可 见， 该 抽 象 命 题 实 质 上 是

美西方在国际海洋法规则中“嵌入”其“自由主义秩序”的一个措辞。

该命题之所以语焉不详、模糊不清，其目的就在于将美西方“地方性”

的知识和价值“嵌入”到诸如《公约》等国际法话语体系中，企图“遮蔽”

南 海 空 间 秩 序 的 差 异 化 或 多 样 性 的 合 理 存 在， 使 全 球 海 洋 秩 序 全“ 坍

缩” 到 美 西 方 所 构 造 的 均 质 化 空 间 秩 序 中， 从 而 压 抑 能 为 当 前 全 球 海

洋 治 理 体 系 提 供 各 种 新 智 慧 和 新 方 案 的 可 能 性。 美 西 方 将 自 身 基 于 霸

权更替历史逻辑的地方性认知和价值强行“嵌入”到《公约》文本中，

这 种“ 嵌 入” 动 作 看 上 去 悄 无 声 息， 却 是 一 种 对《 公 约》 文 本 或 符 号

实 施 的 暴 行， 这 种 暴 行 无 视 各 种 符 号 在《 公 约》 语 言 符 号 系 统 中 被 赋

予的特定意义和价值，因而隐含着绝对静态共时性表达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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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肢解对象

在经过上述环节后，美西方继续采用绝对静态共时性的说理方式，

对 目 标 对 象 进 行 话 语 构 序，“ 肢 解” 被 言 说 的 对 象， 以 达 到 最 初 所 预

设 的 目 的。 在 南 海 问 题 上， 美 西 方 分 别 对 中 国 南 海 断 续 线、《 公 约》

文本、南海海域空间及自然地质体进行了“肢解”性言说。

第一重“肢解”：  从“中菲南海仲裁案”来看，在第一环节“预

设 前 提” 时， 美 西 方 将 南 海 断 续 线 这 一 历 史 符 号“ 物 化” 为 无 历 史 具

象 的“ 无 锚 之 线”， 认 为 中 菲 之 间 的 南 海 争 端 与 领 土 主 权 问 题 无 关，

而 后 将 其 强 行“ 移 植” 到《 公 约》 文 本 中 进 行 解 释。 自 此， 南 海 断 续

线 在 二 战 废 墟 之 上 建 立 起 来 的 具 有 民 族 生 存 性 意 义 的 国 家 主 权 意 志 被

人 为 消 解， 被 非 法 置 换 为《 公 约》 中 具 有 经 济 发 展 性 意 义 的 海 洋 权 益

界线。于是，美西方根据《公约》海权划界规则便得出南海断续线是“过

度的海洋权利主张”这一谬论。

第 二 重“ 肢 解”： 美 西 方 对《 公 约》 文 本 进 行“ 肢 解” 性 解 读，

使《公约》工具化，以便为其构造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背书。

他们将“公海自由”“航行自由”“岛屿”“领海”“专属经济区”“大

陆 架”“ 岩 礁” 等 概 念 及 相 关 规 则 从《 公 约》 文 本 中 单 独 抽 离 出 来 对

南海断续线进行言说，而无视这些概念及规则的解释和适用必须在《公

约》文本中的核心前件的限制下才有效的事实。这一核心前件即《公约》

的宗旨和原则，以及文本中多处提到的“为本公约的目的”（《公约》

的 目 的 是 开 篇 提 及 的 促 进 海 洋 的 和 平 用 途， 实 现 公 正 公 平 的 国 际 经 济

秩序）。

不 仅 如 此， 美 西 方 也 将《 公 约》 从 其 与“ 其 他 国 际 法 规 则” 共 同

构 成 的 规 则 系 统 中“ 肢 解” 出 来， 仅 从《 公 约》 对 中 国 南 海 断 续 线 的

法 理 性 展 开 论 证。 事 实 上，《 公 约》 作 为 规 制 海 洋 空 间 秩 序 的 国 际 条

约， 文 本 中 涉 及 的 转 致 条 款 a、 框 架 性 要 求 在《 公 约 》 和“ 其 他 国 际

法 规 则” 之 间 实 现 着 动 态 平 衡 的 纽 带 性 功 能。 所 以，《 公 约》 并 非 是

自 成 体 系 的 国 际 条 约， 而 是 通 过“ 转 致 条 款、 可 适 用 法、 目 的 解 释 和

演 进 解 释 以 及‘ 系 统 性 并 入’， 引 入‘ 其 他 国 际 法 规 则’， 推 动《 公

a　即《公约》 所未予规定的事项交由《公约》以外的其他国际法规则来规制；或者《公约》作

为框架性公约，通过此类条款转向更为具体的其他国际法规则，从而使得具体国际法规则在规制此类

海洋法事项中发挥主导作用。参见：宋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 “其他国际法规则”的引入：

基于文本和司法判例的分析》，《国际法研究》，2023 年第 2 期，第 1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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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 》 解 释 的 动 态 演 进 ”a。《 公 约 》 文 本 所 具 有 的 框 架 性、 转 致 性 以

及 宗 旨 与 目 的 性 这 些 特 征 都 说 明《 公 约》 文 本 所 构 建 的 话 语（ 符 号）

空 间 秩 序 并 非 是 压 抑 他 文 化 说 理 主 体、 封 闭 的、 均 质 化 的 绝 对 静 态 共

时 性 话 语（ 符 号） 空 间 秩 序， 而 是 通 过 文 本 中 具 有 纽 带 性 功 能 的 语 言

符 号， 在 各 种 差 异 化 的 海 洋 区 域 空 间 之 间 维 持 着 动 态 平 衡 的 相 对 静 态

共时性话语（符号）空间秩序。因此，中国南海空间秩序不能完全用《公

约》 来 言 说， 特 别 是 关 于 南 海 岛 礁 的 领 土 主 权 问 题。 美 国 学 者 杰 拉 尔

德·J·曼贡也明确指出：主权问题并不完全能够用《联合国海洋法公

约》来解决，而取决于广义的国际法。b

第三重“肢解”：用技术理性“肢解”南海海域空间及自然地质体。

遵循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而产生的“分割主义”是美西方世界对陆地、

海 洋 空 间 秩 序 的 传 统 领 域 观， 并 延 续 至 今。 以《 公 约》 为 核 心 的 国 际

海 洋 法 规 则 也 延 续 了 这 一 传 统 领 域 观。《 公 约》 明 确 将 海 洋 划 分 为 各

国 不 同 层 次 的 管 辖 区 域， 海 洋 治 理 也 相 应 采 取 分 区 域、 分 领 域 的 管 理

方 法。c《 公 约 》 中 对 海 洋 区 域 的 划 分 主 要 通 过“12 海 里 领 海”“24
海 里 毗 邻 区 ”“200 海 里 专 属 经 济 区 ” 等 数 字 符 号 来 呈 现，“ 内 嵌 ”

着 传 统 海 洋 强 国 因 海 洋 资 源 勘 探 技 术 的 发 展， 形 成 的 对 海 洋 空 间 进 行

“ 分 割” 治 理 的 技 术 理 性 话 语， 使 作 为 整 体 性、 流 动 性、 系 统 性 的 海

洋 空 间 遭 到“ 肢 解”， 这 种“ 人 为 划 定 的 管 辖 区 域 的 空 间 范 围 并 不 总

是 与 海 洋 生 态 系 统 相 对 应， 跨 界 物 种 和 高 度 洄 游 物 种 等 并 不 遵 守 这 些

人 造 的 划 界 线， 海 洋 污 染 亦 可 能 会 随 着 海 洋 的 流 动 性 扩 散 到 海 洋 边 界

之 外 ”d。 而 南 海 断 续 线 却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依 循 南 海 岛 弧、 大 陆 坡、 大

陆 架 分 布 位 置 以 及 海 洋 资 源 整 体 性 特 征 而 划 设。 另 外， 美 西 方 这 种 基

于 技 术 理 性 的“ 肢 解” 性 话 语 企 图 以 对 海 洋 空 间 进 行 分 割 或 肢 解 的 方

式， 来 达 到 对 中 国 南 海 海 洋 空 间 的 霸 权 扩 张 目 的。 例 如， 美 西 方 认 为

中 国 南 海 大 部 分 地 质 体 按 照“ 岛 屿” 的 定 义 和 法 律 规 则， 并 不 能 产 生

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权利，而宣称相关海域属于“公海”海域。显然，

这 是 企 图 将 南 海 地 质 体 从 整 体 性 的 自 然 特 征 中 抽 离 出 来 进 行“ 肢 解”

a　宋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其他国际法规则”的引入：基于文本和司法判例的分析》，

《国际法研究》，2023 年第 2 期，第 18 页。

b　孙炳辉：《从历史和法理看菲律宾提起南海争端强制仲裁的非法性与非理性》，《当代世界》，
2013 年第 8 期，第 60 页。

c　Yoshifumi Tanaka, 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the Sea, Third E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ity Press, 2019, p. 4.
d　黄瑶、徐琬晴：《全球海洋法治视角下“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落实》，《太平洋学报》，

2023 年第 10 期，第 8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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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言说，从而使中国在南海的主权和主权权利范围大大缩减。

虽 然 在 第 三 次 联 合 国 海 洋 法 会 议 的 谈 判 和 博 弈 中， 第 三 世 界 国 家

的 海 洋 权 利 因 其 广 泛 积 极 参 与 而 获 得 了 合 理 的 照 应。 但 是，《 公 约》

文 本 中 的 海 权 划 界 规 则 仍 然 延 续 着 为 少 数 西 方 海 洋 强 国 利 益 服 务 的 传

统 海 权 话 语“ 基 因”。 这 样 的“ 基 因” 之 所 以 呈 现 出“ 肢 解” 或“ 分

割” 的 特 征， 原 因 在 于 底 层 话 语 结 构 是 以“ 现 代 民 族 国 家” 为 基 点 而

展 开 的“ 主 权（ 限 制） 原 则” 和“ 自 由 原 则” 这 两 个 核 心 议 题。 西 方

世 界 所 构 造 的 海 洋 空 间 秩 序 主 要 以“ 领 海” 和“ 公 海” 分 别 映 射 上 述

两 个 核 心 议 题。 这 两 个 美 西 方 认 知 中 处 于 二 元 格 局 的 核 心 议 题 使 得 全

球海洋空间秩序在“限制”和“自由”之间处于一种紧张关系中（17—
18 世纪，西方世界以荷兰法学家格劳秀斯为代表的“海洋自由论”和

以 英 国 法 学 家 塞 尔 顿 为 代 表 的“ 海 洋 闭 锁 论” 展 开 过 论 战）。 传 统 海

洋 法 用 技 术 理 性 的 方 式 解 决 这 种 紧 张 关 系， 将 整 体 性 的 海 洋 空 间“ 肢

解” 为 领 海、 毗 邻 区、 专 属 经 济 区、 大 陆 架 和 公 海。 这 种“ 传 统 的 分

区域、分领域的海洋治理方法本质上旨在将海洋划分为若干管辖空间，

以 平 衡 主 权 原 则 和 自 由 原 则 ”a。 基 于 这 两 个 核 心 议 题 而 形 成 的 当 代

海 权 划 界 模 式， 在《 公 约》 文 本 中 隐 晦 地 投 射 出 美 西 方 话 语 霸 权 的 传

统“自画像”，即一种“肢解”的、“碎片”的权力竞争说理者形象。

基于这种隐晦的投射，美西方便可借助工具化后的《公约》这一“公器”

来 论 证 南 海 岛 礁 不 能 产 生 专 属 经 济 区 和 大 陆 架 的 权 利， 这 样 就 使 南 海

断 续 线 内、 中 国 领 海 以 外 的 相 关 海 域“ 公 域 化 ”b， 从 而 在 性 质 和 范

围上弱化南海断续线的主权及主权权利。

事 实 上， 通 过 技 术 理 性 将 海 洋 空 间 分 割 成 不 同 区 域 进 行 治 理， 仍

无法消除“主权（限制）”与“自由”之争、海洋生态安全等“焦虑”。

但“ 鉴 于 主 权 国 家 是 国 际 法 的 基 本 主 体， 这 种 关 注 国 家 管 辖 权 在 海 洋

空 间 分 配 的 海 洋 治 理 传 统 方 法 绝 不 会 失 去 其 重 要 性 ”c。 如 何 消 解 这

种 困 境？ 中 国 提 出 了“ 海 洋 命 运 共 同 体” 这 一 重 要 理 念。 要 实 现 其 价

值 目 标 就 需 要 在 尊 重 各 国 主 权 的 前 提 下， 在《 公 约》 分 区 域 海 洋 治 理

的 框 架 基 础 上， 超 越 狭 隘 保 守 的 旧 区 域 主 义 和 本 国 利 益 观， 从 对 海 洋

a　黄瑶、徐琬晴：《全球海洋法治视角下“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落实》，《太平洋学报》，
2023 年第 10 期，第 89 页。

b　“公域化”指的是主权丧失、受限，或主权权利弱化的过程，作为一个动态的概念，在陆地

和海洋争端处理上有意义。张新军：《美国的国际公域化想象和南海秩序：主权、海域、机制》，《东

方法学》，2022 年第 1 期，第 95 页。

c　黄瑶、徐琬晴：《全球海洋法治视角下“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落实》，《太平洋学报》，
2023 年第 10 期，第 8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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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 间 的“ 肢 解” 或“ 分 割” 中 走 向 区 域 合 作 和 跨 海 域 合 作， 用 系 统 性

思维来治理海洋。实际上，《公约》文本虽然被“嵌入”了美西方的“肢

解” 性 话 语， 但 因 自 身 是 发 展 中 国 家 和 发 达 国 家 博 弈 的 产 物， 同 时 需

要 兼 顾 全 人 类 的 利 益， 所 以《 公 约》 文 本 在“ 序 言” 中 也 提 到：“ 意

识 到 各 海 洋 区 域 的 种 种 问 题 都 是 彼 此 密 切 相 关 的， 有 必 要 作 为 一 个 整

体来加以考虑。”a 可见，《公约》文本具有“主权（限制）”与“自

由” 和“ 分 割” 与“ 整 体” 之 间 相 制 衡 的 话 语 张 力。 然 而， 被 美 西 方

绝 对 静 态 共 时 性 话 语“ 肢 解” 后 的《 公 约》 文 本， 则 表 现 出 没 有 任 何

话 语 张 力、 无 历 史 内 容 的 均 质 化 说 理 空 间。 这 种 说 理 空 间 使《 公 约》

成了美西方“镜像解读”中国南海断续线的一个“光滑镜面”。

在 进 行 上 述 三 重“ 肢 解” 后， 美 西 方 又 强 行 按 自 身 霸 权 更 替 历 史

的传统“画像”对从历史具体中被“肢解”出来的中国南海空间秩序“碎

片” 进 行“ 缝 合”。 这 种 人 为 和 强 行 的“ 缝 合” 在 南 海 断 续 线 这 一 历

史 符 号 与《 公 约》 文 本 符 号 之 间 的 差 异 中 构 造 出 一 种 怪 异 的、 扭 曲 的

他者形象，即所谓的“中国威胁论”。

（五）镜像论证

由 于《 公 约》 是 在 历 时 性 发 展 中 通 过 谈 判、 博 弈 形 成 的， 有 其 自

身的历史背景，这种背景构造出《公约》文本中“主权”（限制）与“自

由”“ 肢 解” 与“ 整 体” 之 间 的 动 态 话 语 张 力 结 构， 因 而 具 有 自 身 独

特 的 历 史 情 态， 是 兼 容 各 方 说 理 主 体 差 异 性， 并 在 各 差 异 之 间 维 持 动

态 平 衡 的 相 对 静 态 共 时 性 话 语 系 统。 被 美 西 方 的 绝 对 静 态 共 时 性 话 语

工 具 化 后 的《 公 约》 文 本， 则 表 现 出 没 有 任 何 张 力 和 历 史 具 体 情 态 的

均 质 化 说 理 空 间（ 镜 面）， 即 绝 对 静 态 共 时 性 话 语 系 统。 被 工 具 化 后

的《 公 约》 成 了 美 西 方 进 行 自 我 投 射， 无 视 中 国 南 海 空 间 秩 序 差 异 性

存 在 的“ 光 滑 镜 面”， 进 而 通 过 镜 像 论 证 虚 构 出 一 个 南 海 断 续 线 和 中

国 身 份 的 他 者 形 象。 也 就 是 说， 美 西 方 说 理 者 对 南 海 断 续 线 的 说 理 论

证 活 动 只 是 一 种 基 于 自 身 传 统“ 自 画 像”（ 霸 权 形 象） 而“ 描 摹” 出

的 中 国 南 海 断 续 线 的 他 者 形 象（ 即“ 国 强 必 霸” 的 他 者 形 象）， 这 种

他 者 形 象 只 不 过 是 美 西 方 通 过 自 我 投 射 镜 像 论 证 得 出 来 的 虚 假 幻 象，

因 而 所 言 说 的 对 象 并 非 是 中 国 南 海 断 续 线 本 身， 而 是 美 西 方 用 自 身 历

史逻辑对南海断续线进行重构后的无任何历史内容的“无锚之线”。

具 体 来 说， 被 理 性 技 术“ 肢 解” 后 的《 公 约》 文 本 被 嵌 入 了 美 西

a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序言”， 联 合 国 网 站，https://www.un.org/zh/documents/treaty/
UNCLOS-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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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的 霸 权“ 自 画 像”， 南 海 断 续 线 也 被“ 肢 解” 为 无 历 史 具 象 的“ 无

锚 之 线”。 接 着 美 西 方 将 南 海 断 续 线“ 移 植” 到《 公 约》 文 本 中， 并

按美西方传统“自画像”对割去现实历史的中国南海空间秩序进行“描

摹”， 最 终“ 顺 理 成 章” 地 将 断 续 线 内 的 历 史 性 权 利 空 间“ 镜 像” 为

公 海 自 由 空 间， 进 而 将 南 海 断 续 线 对 南 海 海 域 的 主 权 及 历 史 性 权 利 主

张“ 镜 像” 为 中 国 的“ 过 度 海 洋 主 张”。 至 此， 经 过 一 番 镜 像 论 证 后

中 国 便 从《 公 约》 缔 约 国 之 一 的 主 体 性 身 份 置 换 为 被《 公 约》 言 说 的

客 体， 中 国 形 象 也 被 虚 构 为“ 国 强 必 霸” 的 他 者 形 象。 甚 至 有 学 者 将

南 海 断 续 线“ 镜 像 化” 为“ 马 其 诺 防 线”。 然 而，“ 马 其 诺 防 线 的 目

的 是 防 止 德 国 对 法 国 阿 尔 萨 斯 — 洛 林 的 入 侵， 建 在 前 纳 粹 德 国 边 境 数

公里之内。断续线并不像马其诺防线那样充满着火药味，它是和平的、

非 武 装 的， 从 来 不 影 响 外 国 船 只 在 该 海 域 航 行 或 飞 机 飞 越 该 海 域 上 空

的 自 由 和 安 全 ”a。 在 美 西 方 将 南 海 断 续 线 从 二 战 及 之 后 建 立 的 战 后

秩序背景中“肢解”出来的时候，所言说或论证的南海断续线并不在场，

因 为 美 西 方 所 论 证 的 对 象 是 基 于 自 身 历 史“ 画 像” 对 南 海 断 续 线 进 行

重构后的“无锚之线”，这种镜像论证无疑是无效的、非法的。

事 实 上， 二 战 及 之 后 形 成 的 世 界 秩 序 构 造 了 南 海 秩 序， 南 海 空 间

秩 序 是 二 战 后 整 个 世 界 秩 序 基 础 结 构 的 重 要 部 分， 是 人 类 回 溯 二 战 历

史 的 重 要 索 引 之 一。 中 国 南 海 相 关 海 域 空 间 在《 公 约》 产 生 之 前 就 并

非 是 西 方 传 统 海 洋 强 国 构 造 的“ 公 海” 话 语 规 则 下 进 行 言 说 的 海 域 空

间， 而 是 根 据 自 身 所 处 的 整 体 性 地 理 特 征、 历 史 节 奏、 社 会 文 化 图 式

等 因 素， 并 在 二 战 后 签 署 的 相 关 条 约 的 共 同 作 用 下 所 确 认 的 主 权 范 围

空 间 和 历 史 性 权 利 水 域 空 间。 因 此， 在 创 制 秩 序 的 问 题 上， 南 海 断 续

线和二战具有同构性，与《公约》的海权划界规则没有内生的同构性。

美西方借助《公约》强行将南海断续线“镜像”为一种“过度海洋主张”，

显 然 是 企 图 以《 公 约》 赋 予 的 海 洋 空 间 经 济 发 展 权 僭 越 和 颠 覆 南 海 断

续 线 的 政 治 生 存 权。 南 海 断 续 线 的 划 设 既 没 有 使 中 国 主 权 缩 小， 也 没

有 实 现 海 权 的 扩 张。 正 如 中 国 外 交 部 长 王 毅 所 说：“ 中 方 的 主 张 多 年

来一以贯之，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没有扩大，也不可能缩小。”b 
美 西 方 将 南 海 断 续 线 内 的 中 国 历 史 性 权 利 海 域“ 镜 像” 为 公 海， 是 根

据《 公 约》 中“ 不 能 维 持 人 类 居 住 或 其 本 身 的 经 济 生 活 的 岩 礁， 不 应

a　李金明：《中国南海断续线 : 产生的背景及其效用》，《东南亚研究》，2011 年第 1 期，第
45—46 页。

b　《王毅就南海问题陈述三个基本事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2020 年 9 月 9 日，https://
www.fmprc.gov.cn/wjb_673085/zzjg_673183/yzs_673193/dqzz_673197/dyfh_673241/xgxw_673247/202009/
t20200909_749245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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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专 属 经 济 区 或 大 陆 架 ”a， 来 判 定 线 内 大 部 分 海 洋 地 质 体 无 法 产 生

专 属 经 济 区 或 大 陆 架， 因 而 是 公 海 区 域。 然 而， 专 属 经 济 区 和 大 陆 架

是 在 公 海 基 础 上 产 生 的， 但 南 海 断 续 线 内 海 域 是 中 国 历 史 性 权 利 海 域

而 非 公 海 意 义 的 海 域， 因 此 用《 公 约》 第 121 条 来 镜 像 论 证 南 海 诸 岛

礁的法理性是无效的。

在 此 话 语 构 序 环 节 中， 美 西 方 将 南 海 断 续 线 代 入 到 自 身 霸 权 历 史

逻 辑 的 传 统“ 自 画 像” 中， 而 无 视 南 海 断 续 线 产 生 的 历 史 时 空 背 景。

这种镜像论证因而也具有绝对静态共时性表达特征。

（六）构造差异

通 过“ 镜 像 论 证” 话 语 构 序 将 中 国 虚 构 为 他 者 形 象 后， 南 海 断 续

线 与《 公 约》 之 间 相“ 冲 突” 的 局 面 便 出 现 了， 这 样 的“ 冲 突” 是 建

立 在 美 西 方 通 过 前 述 话 语 构 序 过 程 人 为 构 造 出 来 的 差 异 基 础 上 的。 然

而， 美 西 方 人 为 构 造 出 来 的 差 异 实 质 上 是 一 种 假 性 差 异， 即 刨 去 言 说

南海断续线和《公约》时所依赖的各自不同的历史发生和实践基础（或

刨 去 被 言 说 对 象 的 现 实 历 史 语 境）， 仅 对《 公 约》 文 本 作 绝 对 静 态、

肢 解 性 解 读， 使《 公 约》 工 具 化， 然 后 又 强 行 将 南 海 断 续 线 从 自 身 的

历 史 语 境 中 肢 解 出 来， 拽 入《 公 约》 文 本 中 仅 仅 作 形 式 上 的 对 比， 认

为 南 海 断 续 线 与《 公 约》 划 界 规 则 不 符。《 公 约》 规 定，“ 岛 屿” 以

及 能 维 持 人 类 居 住 或 其 本 身 的 经 济 生 活 的 岩 礁 才 能 划 设 专 属 经 济 区 或

大 陆 架，b 而 美 西 方 无 视 南 海 断 续 线 特 殊 的 历 史 语 境 和 主 权 性 质， 仅

从 形 式 上 将 其 与《 公 约》 划 界 规 则 做 对 比， 认 为 南 海 断 续 线 内 部 分 海

洋地质体不符合此规定，便判定南海断续线与《公约》划界规则相悖。

显然，这是在刻意强调两种海权界线在海权划界规则形式上的差异（亦

即 假 性 差 异）， 在 二 者 之 间 构 造 一 种 非 此 即 彼 的“ 冲 突” 局 面， 最 终

达 到 以《 公 约》 规 则 下 海 洋 权 益 界 线 来 消 解 南 海 断 续 线 这 一 主 权 界 线

的目的。

通 过 上 述 对 美 西 方 话 语 构 序 前 五 个 环 节 的 分 析 能 看 到， 美 西 方 并

非 是 在 拿 南 海 断 续 线 和《 公 约》 规 则 中 的 海 权 界 线 进 行 比 较， 而 是 在

拿 南 海 断 续 线 之 美 西 方 逻 辑 重 构 物 与 同 样 被“ 镜 面 化” 后 的《 公 约》

进行比较，美西方论证过程中真正的南海断续线和《公约》并不在场，

这 显 然 是“ 空 对 空” 的 无 效 论 证 活 动。 所 以， 南 海 断 续 线 划 界 模 式 与

a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 121 条，第 3 款，联合国网站，https://www.un.org/zh/documents/
treaty/UNCLOS-1982。

b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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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约》 的 海 权 划 界 模 式 之 间 表 现 出 来 的 差 异 或 冲 突， 只 是 美 西 方 人

为 构 造 出 来 的 形 式 上 的 差 异， 即 假 性 差 异。 在 这 种 说 理 活 动 中， 南 海

断 续 线 和《 公 约》 两 种 海 权 界 线 根 本 性 质 上 的 真 正 差 异 却 被 形 式 上 的

假 性 差 异 所“ 遮 蔽”。 这 种 人 为 构 造 假 性 差 异 的 话 语 构 序 环 节 因 其 刻

意“遮蔽”南海断续线和《公约》在历时动态演化中形成的真正差异，

而 具 有 绝 对 静 态 共 时 性 表 达 特 征。 南 海 断 续 线 与《 公 约》 两 种 海 权 界

线 最 初 被 划 设 为 不 同 的 逻 辑， 前 者 是 以 民 族 生 存 性 命 题 而 划 设 的 主 权

界 线， 后 者 是 以 和 平 利 用 海 洋 空 间 的 经 济 发 展 性 命 题 来 划 设 的 海 洋 权

益界线。

话 语 构 序 过 程 中 所 使 用 的 语 言 符 号 都 处 在 一 定 的 话 语（ 符 号） 系

统 或 结 构 中， 本 身 并 不 具 有 独 立 或 优 先 的 地 位， 不 能 任 意 拿 来 服 务 于

说 理 者 别 有 用 心 的 意 图。 每 一 个 符 号 的 意 义 是 由 它 与 所 在 符 号 系 统 中

的 其 他 符 号 共 同 建 构 出 来 的。 只 要 回 归 到 南 海 断 续 线 产 生 的 历 史 时 空

背 景 就 会 十 分 清 楚， 南 海 断 续 线 这 一 符 号 性 质 是 由 二 战 及 战 后 建 立 的

世界秩序、《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条约、当时的国际规则、

历史性权利承继关系、以沿革地理学和历史地理学为基础的边界画法、

南 海 的 自 然 人 文 地 理 特 征 等 众 多 符 号 在 特 定 历 史 背 景 下 共 同 建 构 出 来

的。 也 就 是 说， 南 海 断 续 线 内 部 秩 序 是 建 立 在 高 度 确 定 的 现 实 处 境 基

础上的，是在“战争与革命”这一特定时空背景下产生的。而《公约》

的 海 权 界 线 符 号 性 质 是 在 20 世 纪 中 叶， 由 美 西 方 海 洋 资 源 勘 探 技 术

的 发 展、 海 洋 治 理 划 分 责 任 归 属、 主 权 前 提 下 的 海 权 扩 展、 多 国 的 博

弈妥协、促进全人类经济发展等语境共同构建起来的。因此，一方面，

南海断续线所在的符号系统并不是均质化的“话语真空”，任意“肢解”

是 非 法 行 为； 另 一 方 面， 南 海 断 续 线 被 划 设 是 为 抵 御 外 敌、 谋 求 民 族

独 立， 其 性 质 是 主 权 界 线， 是 生 存 性 命 题， 而《 公 约》 的 海 权 界 线 的

划 设 规 则 是 基 于 人 类 海 洋 资 源 勘 探 技 术 的 发 展， 为 更 好 地 和 平 利 用 海

洋 资 源， 实 现 海 洋 经 济 空 间 的 扩 展 而 制 定 的 划 界 规 则， 其 性 质 是 海 洋

权 益 界 线， 是 发 展 性 命 题。 由 此 可 见， 二 者 之 间 的 真 正 差 异 并 非 划 界

形 式 上 的 差 异， 而 是 在 命 题 和 性 质 上 有 着 根 本 的 不 同。 对 于 南 海 断 续

线的国家主权意志，美西方不能利用《公约》对其进行消解。

由 上 述 分 析 可 知， 美 西 方 认 为 南 海 断 续 线 必 须 完 全 依 循《 公 约》

中 的 海 权 划 界 规 则 才 能 论 证 其 合 法 性， 强 行 将 具 有 民 族 生 存 性 命 题 的

南 海 断 续 线 拽 入 到 具 有 当 代 海 洋 经 济 发 展 性 命 题 的《 公 约》 文 本 中 进

行 绝 对 静 态 共 时 性 论 证， 这 显 然 是 要 人 为 构 造 出 假 性 差 异（ 即 南 海 断

续 线 与《 公 约》 之 间 划 界 规 则 形 式 上 的 差 异）， 以 掩 盖 或 取 代 二 者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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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 的 真 正 差 异（ 即 一 种 是 依 循 生 存 性 命 题 划 设 的 主 权 界 线， 一 种 是 依

循 经 济 发 展 性 命 题 划 设 的 海 权 界 线， 二 者 在 性 质 上 有 所 不 同）， 以 便

将这种形式上的假性差异刻意营造为“冲突”，进而占据话语制高点。

然 而 事 实 上， 针 对 南 海 断 续 线 与《 公 约》 规 则 下 的 海 权 界 线 之 间 的 这

种 根 本 性 质 上（ 真 正） 的 差 异，《 公 约》 给 出 了 一 种 开 放 的 对 待 和 处

理 方 式。 比 如 在 其“ 序 言” 部 分 已 经 说 明， 本《 公 约》 是 在 顾 及 所 有

国 家 主 权 的 前 提 下， 为 海 洋 建 立 一 种 法 律 秩 序， 未 予 规 定 的 事 项， 应

继 续 以 一 般 国 际 法 的 规 则 和 原 则 为 准 据。a 然 而， 美 西 方 为 了 刻 意 构

造假性差异，对南海断续线进行言说时刻意回避《公约》“序言”内容，

只强调《公约》关于 200 海里的划界规则。也就是说，根据《公约》“序

言” 部 分 的 宗 旨 和 原 则， 南 海 断 续 线 这 一 主 权 界 线 与《 公 约》 规 则 下

的 海 权 界 线 在 根 本 性 质 上 的 真 正 差 异 并 非 美 西 方 通 过 构 造 假 性 差 异 而

制 造 出 来 的“ 冲 突”， 恰 恰 相 反，《 公 约》 中 海 权 划 界 规 则 的 建 立 以

尊 重 各 国 主 权 为 前 提， 对 南 海 断 续 线 这 种 主 权 界 线 的 差 异 化 存 在 是 兼

容 的。 因 此， 只 要 承 认 二 者 之 间 存 在 上 述 根 本 性 质 上 的 差 异， 那 么 对

南海断续线合法性的言说就应诉诸《公约》中对南海断续线（主权界线）

这种差异性存在的解决办法，如“序言”部分的转致条款、可适用法、

目 的 解 释 和 演 进 解 释 等， 进 而 引 入 其 他 国 际 法 规 则 来 对 南 海 断 续 线 的

合法性进行论证 b，而不能完全按照《公约》的海权划界规则。至此，

事 实 便 很 清 楚， 南 海 断 续 线 的 划 设 不 仅 在 事 实 上 没 有 违 背《 公 约》 相

关规则，而且也没有构成美西方所谓的“冲突”，反而始终在遵循《公

约》的宗旨和原则。

三、对美西方绝对静态共时性表达策略的解构

美 西 方 在 南 海 问 题 上 借 助 绝 对 静 态 共 时 性 表 达 策 略 构 建 起 符 合 自

身 利 益 的 话 语 霸 权 逻 辑， 随 着 中 国 融 入 世 界 的 主 体 性 不 断 增 强， 中 国

不 可 能 继 续 被 美 西 方 主 导 的 话 语 规 则 所 束 缚。 要 打 破 美 西 方 的 话 语 霸

权， 就 应 当 采 取 以 系 统 性 解 读 应 对“ 肢 解” 性 解 读、 以 历 史 事 实 应 对

抽 象 符 号 的“ 普 世 性”、 以 实 践 逻 辑 应 对 形 式 逻 辑 封 闭 性 的 方 法， 构

a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序言”，联 合 国 网 站，https://www.un.org/zh/documents/treaty/
UNCLOS-1982。

b　宋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 “其他国际法规则” 的引入： 基于文本和司法判例的分析》，

《国际法研究》，2023 年第 2 期，第 2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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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一 种 承 认 历 时 性 动 态 演 进 说 理 特 征 a 的 相 对 静 态 共 时 性 说 理 方 式，

从而达到解构美西方绝对静态共时性表达特征的说理方式的目的。

（一）以系统性解读应对肢解性解读

话 语 构 序 过 程 中 所 使 用 的 语 言 符 号 都 处 在 特 定 时 空 背 景 下 的 话 语

系统中，每个符号与该系统中的其他语言符号共同形成一种张力结构。

因 此， 一 个 语 言 符 号 获 得 什 么 样 的 定 义、 价 值 和 意 义， 是 在 历 史 过 程

中 与 其 他 语 言 符 号 共 同 建 构 出 来 的。 同 样 的 语 言 符 号 在 不 同 的 语 境 或

系 统 中 的 定 义、 功 能 和 意 义 会 发 生 动 态 变 异。 正 如 希 腊 马 克 思 主 义 者

普 兰 查 斯 所 言：“ 每 个 观 念 或 概 念 只 有 在 创 立 它 的 全 部 理 论 问 题 的 范

围 内 才 有 意 义 ……”b 所 以 不 能 将 言 说 的 对 象 从 所 处 的 符 号 系 统（ 特

定语境）中“肢解”出来进行任意解释和适用。

《 公 约》 文 本 中“ 岛 屿” 这 一 符 号 的 定 义 及 其 法 律 属 性 只 有 在 涉

及《 公 约》 所 解 释 和 适 用 的 范 围 时 才 能 成 立， 且 在 不 违 背《 公 约》 目

的和宗旨时才是有效的。若争议问题超出《公约》框架解释和适用范围，

则《 公 约》 中“ 岛 屿” 这 一 符 号 的 意 义、 法 律 属 性 甚 至 定 义 也 会 因 语

境 的 不 同 而 发 生 动 态 变 异。 美 西 方 将“ 岛 屿” 这 一 符 号 从《 公 约》 符

号 系 统 中“ 肢 解” 出 来 任 意 适 用， 进 而 质 疑 中 国 在 南 海 主 权 主 张 的 法

理性。对此，就需要将美西方“肢解”出来的“岛屿”符号“降维”（“放

归”）至《公约》具体的、完整的文本结构中去言说或论证，使“岛屿”

符 号 在 与《 公 约》 中 的 其 他 语 言 符 号 共 同 生 成 的 结 构 张 力 中 得 到 合 理

适 用。 这 些 其 他 语 言 符 号 包 括 在《 公 约》 序 言、 上 下 文 和 附 件 中 出 现

的 具 有 目 的 性、 宗 旨 性、 转 致 性、 框 架 性 的 语 言 符 号， 其 主 要 功 能 是

框 定 规 则 解 释 和 适 用 范 围 以 及 引 入 其 他 国 际 法 规 则， 使《 公 约》 始 终

保 持 动 态 开 放 的 张 力 结 构。 它 们 作 为 能 使 说 理 者 合 理 解 释 和 适 用《 公

约 》 的“ 副 文 本、 链 文 本 ”c， 使《 公 约 》 文 本 内 部 形 成 一 种 海 权 扩

展力量与限制力量并存的制衡结构，且形成一种动态演进的开放系统。

然而，这些“副文本”“链文本”功能的重要性时常被忽略或刻意回避。

因 此， 有 必 要 在《 公 约》 第 121 条“ 岛 屿” 符 号 与“ 副 文 本”“ 链 文

a　本文认为历时性动态演化说理方式的研究奠基于“历史唯物主义”以及鞠实儿的“广义论

证理论”。关于“广义论证理论”可参见：鞠实儿：《广义论证的理论和方法》，《逻辑学研究》，
2020 年第 1 期，第 7—8 页。

b　Nicos Poulantzas, “The Problem of the Capitalist State”, New Left Review, 1969, No. 58, p. 70.
c　“副文本”是完全“显露”在文本表现层上的伴随因素，是文本的“框架因素”；“链文本”

是接受者解释某文本时，主动或被动地与其他文本“链接”起来一同对某文本进行解释的文本。参见：

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修订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140、14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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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形 成 的 动 态 张 力 结 构 中 去 定 位“ 岛 屿” 概 念 和 法 理 解 释 与 适 用 的

范围。正如《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 31 条“解释之通则”中所强调的：

条 约 应 依 其 用 语， 按 其 上 下 文 并 参 照 条 约 之 目 的 及 宗 旨 所 具 有 之 通 常

意义，善意解释之。a

《 公 约》 的 前 言 部 分“ 在 妥 为 顾 及 所 有 国 家 主 权 的 情 况 下， 为 海

洋 建 立 一 种 法 律 秩 序”“ 确 认 本 公 约 未 予 规 定 的 事 项， 应 继 续 以 一 般

国 际 法 的 规 则 和 原 则 为 准”、 高 频 且 分 散 出 现 在 文 本 中 的“ 为 本 公 约

的目的”等这些框架性要求；第 2 条第 3 款、第 74 条第 1 款、第 293
条第 1 款、第 297 条第 1 款、第 301 条等具有引入“其他国际法规则”

功能的转致性条款均强调条约解释功能的动态性和开放性。b《公约》

中“岛屿”这一符号就需要在自身与上述这些诸多“副文本”“链文本”

共同形成的系统中厘清自身解释和适用的边界。

（二）以历史事实应对抽象符号的“普世性”

美 西 方 形 式 逻 辑 演 绎 的 开 端 往 往 是 抽 象 符 号， 是 脱 离 了 具 体 历 史

语 境、 具 有“ 普 世 性” 价 值 的 前 提 预 设 环 节。 因 此， 这 些 作 为 逻 辑 演

绎 开 端 的 符 号 被 免 除 了 对 其 真 相 进 行 历 时 性 追 问 的 工 作。 美 西 方 在 针

对 中 国 南 海 问 题 进 行 话 语 构 序 时， 避 而 不 谈 的 就 是 其 自 身 不 堪 的 历 史

真 相。 西 方 霸 权 竞 争 的 历 史 语 境 只 是 至 今 全 人 类 历 史 语 境 之 一 偏， 具

有“地方性”，所构造的概念和价值体系也只是人类认知之一隅。然而，

“ 数 百 年 的 话 语 建 构， 也 使 普 通 人 对 这 些 概 念 产 生 了 习 惯 性 认 同， 使

人 们 看 到 这 些 概 念 时 产 生 条 件 反 射 式 的 正 面 联 想 ”c。 这 就 很 容 易 将

这些抽象符号或概念道德化为至高无上的、非历史性的普遍正义原则，

成 为 言 说 和 重 构 中 国 南 海 空 间 秩 序 的 无 可 批 判 的 前 提 预 设 或“ 神 性 话

语”， 而 掌 握 了 这 些“ 神 性 话 语” 的 美 西 方 说 理 者 则 成 了 言 说 他 者 文

化群体海洋空间秩序的“理性审判官”。于是，美西方便能“顺理成章”

地 将 基 于 自 身 资 本 逻 辑 的 霸 权 历 史 路 径 形 式 逻 辑 化， 这 种 霸 权 历 史 路

径 于 是 超 越 时 间 和 空 间 上 升 为 具 有“ 普 世 性” 的 世 界 历 史 逻 辑， 然 后

对 中 国 在 南 海 海 域 的 空 间 秩 序 进 行 剪 裁 以 迎 合 他 们 的 形 式 逻 辑， 最 后

得 出 他 们 所 预 设 的 前 提（ 即“ 国 强 必 霸”）， 人 为 构 造 出 一 种 逻 辑 和

历史的封闭结构。

a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联合国网站，https://www.un.org/zh/node/182129。

b　宋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 “其他国际法规则” 的引入：基于文本和司法判例的分析》，

《国际法研究》，2023 年第 2 期，第 20—23 页。

c　范勇鹏：《建设中国话语首当颠覆西方概念体系》，《东方学刊》，2022 年第 4 期，第 6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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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 然， 这 种 论 证 活 动 在 逻 辑 和 历 史 层 面 都 是 颠 倒 的、 非 法 的、 无

效 的。 事 实 上， 研 究 问 题 的 逻 辑 过 程 以 及 所 得 出 的 结 论 要 符 合 历 史 逻

辑， 而 不 是 强 行 让 其 符 合 人 的 主 观 认 知， 只 有 与 历 史 事 实 相 符 合 的 逻

辑 才 是 真 正 的 逻 辑。 因 此， 要 对 美 西 方 逻 辑 演 绎 开 端 中 那 些 被 包 装 为

“ 普 世 性” 价 值 的 抽 象 符 号 进 行“ 祛 魅”， 将 对 方 绝 对 静 态 共 时 性 表

达 特 征 的 前 提 预 设， 如 美 西 方 话 语 中 的“ 国 强 必 霸”“ 自 由”“ 公 海

自 由”“ 航 行 自 由” 等“ 坍 缩” 为 他 们“ 地 方 性” 的 局 部 历 史 事 实，

并 在 他 们 特 定 的 历 史 语 境、 历 时 性 动 态 演 进 过 程 中 来 考 察 这 些 预 设。

这样才能使《公约》中关于“自由”的衍生性概念（比如“公海自由”“航

行 自 由” 等）“ 正 本 清 源”， 重 新 获 得 非 西 方 霸 权 意 识 的 或 者 说 具 有

建设性的符号普遍意义。同样，说理者也必须先将中国南海断续线“放

归” 至 二 战 及 二 战 后 的 具 体 历 史 语 境 中， 才 能 获 得 南 海 断 续 线 这 一 历

史符号的本真身份，从而求得民族独立与生存的主权界线。这与在“和

平与发展”时代主题下为求得全球海洋空间经济发展而产生的《公约》

所 规 定 的 海 权 界 线 在 根 本 性 质 上 有 所 差 异， 仅 仅 截 取《 公 约》 文 本 中

的 相 关 概 念 和 规 则 对 南 海 断 续 线 进 行 逻 辑 演 绎 是 违 背 历 史 另 有 企 图 的

凭空捏造，是非法的。

（三）以实践逻辑应对形式逻辑封闭性

形 式 逻 辑 因 所 预 设 的 各 种 观 念 性 前 提 而 形 成 某 种 历 史 闭 环 结 构，

因 而 无 法 对 当 下 海 洋 空 间 秩 序 客 观 存 在 的 差 异 性 和 不 断 变 动 的 新 情 况

做出演进解释，如此就会丧失对外部信息的恰当反应能力，做出误判。

中国南海空间秩序样态在形式上与《公约》有所差异，若企图借助《公

约》 背 书， 通 过 封 闭 的 形 式 逻 辑 演 绎 出 一 个 可 以 终 结 一 切 差 异、 矛 盾

和 冲 突 的“ 终 极 秩 序” 或 共 同 价 值 规 范， 显 然 是 不 可 能 的。 这 是 一 种

用 强 权 将 他 文 化 群 体 多 样 性、 差 异 性 的 海 洋 实 践 均 质 化 的 暴 行， 只 会

让 秩 序 陷 入 混 乱。 若 继 续 囿 于 形 式 逻 辑 对 海 洋 空 间 秩 序 的 普 遍 性 原 则

作静态思辨，无益于矛盾和冲突的解决。“一个更好的未来世界秩序，

将是世界各个民族共同建立的，其基础性的共同价值规范不是先在的、

不 是 现 成 的， 也 不 是 由 某 个‘ 强 国’ 或 某 种‘ 优 越 文 化’ 单 独 界 定 或

强 加 的， 而 是 在 各 种 文 化 之 间 彼 此 影 响 与 学 习、 相 互 竞 争 与 对 话 的 过

程 中 共 同 创 造 并 不 断 再 造 的。”a 可 见， 基 于 先 验 的 前 提 预 设， 通 过

形式逻辑演绎的命运，最终会在现实矛盾中走向自身纯思辨的对立面，

a　刘擎：《重建全球想象：从“天下”理想走向新世界主义》，《学术月刊》，2015 年 8 期，

第 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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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 打 破 逻 辑 封 闭 性 的 实 践。 因 为 形 式 逻 辑 虽 然 是 论 证 中 必 不 可 少 的 工

具，但它终究是人类实践活动的产物。

尽 管“ 实 践” 并 不 属 于 西 方 形 式 逻 辑 的 范 畴， 但 按 照 中 国 学 者 鞠

实 儿 的 广 义 论 证 理 论 a，“ 实 践 ” 作 为 非 语 言 符 号 也 归 属 于 广 义 论 证

逻 辑 范 畴（ 西 方 形 式 逻 辑 也 属 于 广 义 逻 辑 范 畴）。 在《 维 也 纳 条 约 法

公 约》 多 种 论 证 或 解 释 规 则 中，“ 嗣 后 实 践” 也 是 评 估 论 证 主 体 是 否

正 确 适 用 条 约 和 是 否 违 背 条 约 目 的 与 宗 旨 的 可 靠 证 据。 就 本 文 所 要 做

的 工 作 来 说， 就 是 要 颠 覆 美 西 方 说 理 者 所 构 造 的 逻 辑 假 象， 让 问 题 回

归 到 真 实 的 历 史 语 境 和 实 践 中 去。 所 以“ 实 践” 这 一 要 素 也 是 说 理 者

在 进 行 条 约 解 释 时 要 考 虑 的。 作 为 非 语 言 符 号，“ 实 践” 能 打 破 美 西

方 形 式 逻 辑 的 前 提 预 设， 但 在 消 解 矛 盾 和 冲 突 时 会 陷 入 两 种 可 能： 一

是 通 过 强 力 推 行 一 种 文 化 构 想， 无 视 文 化 差 异， 达 到 冲 突 消 解； 二 是

通 过 协 商 或 交 易， 保 留 文 化 差 异， 以 共 建 达 成 共 识， 消 除 冲 突。 选 择

第 一 种 方 式 以 达 到 一 种 绝 对 静 态 的 均 质 化 世 界 秩 序 显 然 不 可 能 实 现，

因 为 多 样 性、 差 异 性 海 洋 空 间 秩 序 的 客 观 存 在 不 可 能 被 消 解， 且 差 异

性 的 存 在 并 非 就 意 味 着 冲 突。 选 择 第 二 种 方 式， 若 致 力 于 通 过 共 建 共

商 创 制 出 某 种 共 同 价 值 或 理 念， 这 种 共 同 价 值 或 理 念 能 兼 容 包 括 南 海

在内的空间秩序差异性，因为差异化存在的空间秩序并不意味着冲突，

而 是 一 种 历 时 性 动 态 演 进， 其 内 部 呈 现 出 多 元 性（ 区 域 性） 海 洋 空 间

秩 序 的 和 谐 状 态。 在 不 违 背《 公 约》 的 目 的 和 宗 旨 前 提 下， 实 践 逻 辑

可 以 创 造 出 一 种 新 的 价 值（ 符 号） 体 系， 既 能 兼 容 差 异 化 的 海 洋 空 间

秩 序， 又 能 在 动 态 开 放 中 适 应 不 断 发 展 的 海 洋 实 践，“ 对 于 无 法 形 成

共 识 的 差 异 性 保 持 开 放， 既 不 急 于 消 除 这 些 差 异， 也 不 把 这 些 差 异 看

作是永久固定的”b。可见，新的价值（符号）体系应是极具辩证特点、

动态开放的，不是“现成”的，而是在敞开状态中通过不断实践而“建

成 ” 的。c 这 种 新 的 价 值（ 符 号 ） 体 系 所 要 构 建 的 不 是 均 质 化 的 海 洋

空间秩序，而是兼容各种差异化存在的“和而不同”的秩序。

中 国 提 出 的“ 海 洋 命 运 共 同 体” 理 念 为 建 立 这 种“ 和 而 不 同” 的

a　广义论证是指在给定的社会文化情境中，隶属于一个或多个文化群体的若干主体依据 （社会）

规范或规则使用符号给出理由，促使参与主体接受或拒绝某个观点。这种借助符号进行的具有说理功

能的社会互动或博弈被称为广义论证。其中，符号包括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后者包括肢体和图像

符号等；而说理就是给出理由促使人们接受或拒绝某一观点或立场。参见：鞠实儿、何杨：《基于广

义论证的中国古代逻辑研究—以春秋赋诗论证为例》，《哲学研究》，2014 年第 6 期，第 104 页。

b　刘擎：《重建全球想象：从“天下”理想走向新世界主义》，《学术月刊》，2015 年 8 期，

第 13 页。

c　同上，第 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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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态 开 放 的 秩 序 形 态 提 供 了 一 种 超 越 西 方 传 统 海 洋 秩 序 的 想 象 和 现 实

可 能。 由 西 方 传 统 海 洋 强 国 构 造 起 来 的 海 洋 秩 序 规 则（ 比 如“ 公 海 自

由”“航行自由”等）只是实现全球海洋秩序的方案之一，并非“最终解”。

中 国 自 古 以 来 与 周 边 文 化 群 体 共 同 在 南 海 海 域 建 构 起 来 的 区 域 性 海 洋

空 间 秩 序 有 一 定 的 区 域 性 治 理 优 势， 中 国 南 海 海 域 这 种 差 异 化 的 区 域

性 海 洋 治 理 优 势 以 及 中 国 提 出 的“ 海 洋 命 运 共 同 体” 理 念 能 为 实 现 全

球 海 洋 秩 序 的 和 平 与 稳 定 提 供 更 符 合 时 代 潮 流 的 借 鉴 方 案。“ 海 洋 命

运 共 同 体 ” 既 是 理 念 亦 是 实 践。a 所 以“ 命 运 ” 表 达 的 不 是 无 内 容 的

机 械 运 动， 而 是 在 人 类 全 语 境 下 休 戚 与 共 的 实 践 活 动，“ 共 同 体” 不

是简单粗暴地在各海域空间秩序中寻找同质性部分进行机械“重叠”，

而 是 在 差 异 和 变 动 中 追 求“ 和 而 不 同”。 正 如 学 者 刘 擎 对 一 种 新 的 全

球 秩 序 的 想 象： 各 文 明 的 差 异 化 秩 序 空 间 不 仅 共 存 于 一 个 世 界， 而 且

需 要 自 觉 共 建 一 个 世 界， 只 有 在 共 建 的 实 践 中， 才 能 实 现 持 久 和 平 与

共 同 繁 荣。b 能 在“ 不 同 ” 中 致 力 于 追 求 并 达 成“ 和 ” 的 实 践， 作 为

一 种 非 语 言 符 号 却 能 验 证 说 理 主 体 并 未 违 背《 公 约》 的 目 的 和 宗 旨，

反而更好地实现了《公约》的目的和宗旨。

通 过 寻 求 与 南 海 周 边 国 家 休 戚 与 共， 在 共 建 中 创 制 出 新 的 概 念 体

系和论证规则，将使中国在全球海洋秩序的话语竞争中变被动为主动，

建 构 更 有 益 于 全 人 类 共 同 发 展 的 全 球 海 洋 话 语 体 系 和 价 值 体 系， 从 而

赢 得 在 全 球 海 洋 空 间 秩 序 中 的 话 语 权。 因 此， 中 国 要 坚 持 在 具 体 历 史

语 境 中 用“ 实 践” 这 一 非 语 言 符 号 来 获 得 能 切 中 时 弊 的 话 语 优 势， 主

动 创 制 更 多 具 有 强 大 解 释 力 和 包 容 性 的 概 念 体 系 和 论 证 规 则， 从 而 彻

底 解 构 美 西 方 绝 对 静 态 共 时 性 表 达 特 征 的“ 神 性 话 语”， 同 时 打 破 被

美西方说理者锁死的“封闭式”的历史逻辑预设。

四、结语

美 西 方 对 中 国 南 海 海 域 空 间 的 话 语 构 序 过 程 是 一 个 基 于 自 身“ 地

方性”历史路径和价值认知，将《公约》构造为自我投射的“镜面”，

进 而 对 南 海 断 续 线 进 行 重 构 的 过 程。《 公 约》 在“ 中 菲 南 海 仲 裁 案”

中 只 是 扮 演 了 美 西 方 对 中 国 南 海 进 行 绝 对 静 态 共 时 性 话 语 构 序 的 工

a　姚莹：《“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国际法意涵：理念创新与制度构建》，《当代法学》，2019
年第 5 期，第 143 页。

b　刘擎：《重建全球想象：从“天下”理想走向新世界主义》，《学术月刊》，2015 年 8 期，

第 1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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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 美 西 方 的 真 实 目 的 在 于 建 构 一 个 包 括 南 海 海 域 在 内 的 全 球 海 洋 均

质 化 的 空 间 秩 序。 绝 对 静 态 共 时 性 话 语 力 量 所 要 构 造 的 是 绝 对 均 质 化

的 空 间 秩 序， 这 是 一 种 理 想 化 且 封 闭 的 秩 序， 是 非 现 实 的。 现 实 中 不

同 海 洋 区 域 客 观 存 在 着 多 样 性 或 差 异 性 的 空 间 秩 序， 这 些 差 异 实 际 上

能 在 共 建 的 实 践 中 实 现 动 态 开 放 且 良 性 运 转 的 秩 序。 这 就 需 要 用 历 史

唯 物 主 义 和 广 义 论 证 理 论 来 建 立 一 种 能 兼 容 历 时 性 动 态 演 化 特 征 的 说

理 方 式， 即 相 对 静 态 共 时 性 话 语 表 达， 以 具 体 回 击 抽 象、 以 历 史 性 应

对 普 世 性、 以 实 践 逻 辑 破 除 形 式 逻 辑 的 自 我 封 闭， 对“ 普 世 主 义” 的

帝 国 妄 想 进 行 对 抗， 解 构 美 西 方 对 于 全 球 海 洋 空 间 秩 序 的“ 均 质 化”

想 象。 相 对 静 态 共 时 性 话 语 表 达 这 种 说 理 方 式 将 是 一 场 对 美 西 方 传 统

海 洋 话 语 体 系 进 行 的 深 刻 变 革， 也 将 重 塑 人 们 对 海 洋 的 传 统 想 象 和 实

践 伦 理， 这 不 仅 仅 是 理 论 上 的 建 构， 更 是 历 史 的 必 然 选 择： 一 种 建 立

在 文 明 多 元 性、 不 断 共 商 共 建 以 及 与 全 球 化 相 向 而 行 的 海 洋 区 域 差 异

化 治 理 基 础 上， 且 呈 现 为 动 态、 开 放、 发 展 的 全 球 海 洋 空 间 秩 序 形 态

是 未 来 可 欲 的、 可 能 的。 中 国 提 出 的“ 海 洋 命 运 共 同 体” 理 念 所 蕴 涵

的 和 而 不 同、 尊 重 差 异 和 在 实 践 中 塑 造 休 戚 与 共 的“ 共 同 体”， 以 及

在 不 断 的 实 践 探 索 中 面 向 海 洋 未 来 等 思 想 内 涵， 是 构 建 全 球 海 洋 话 语

体系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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