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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在七十年代初期的保釣運動，距今已有七年多了。雖然如此，但

其影響之深遠，斷非歲月所能隱化。在海外，這是各地華人（尤其是美

國）的空前大團結；在香港，這開展着認識國家等運動的先河。但是整

個的運動究竟是發生在怎麼樣的一個背景呢？

整個運動的背景當然就是釣魚台及其引發的一連串的問題（註一），

但似乎釣魚台問題只不過是運動的導火線之一。在導火線的背後還有着

更深更遠的因素。這大約可以分為國際形勢及知識分子的心理及意識形

態兩方面。在國際形勢方面，中國已一反自建國以來的沉寂，逐漸在經

濟及科技上發展起來，在國際間擠得一個地位；台灣及台獨的問題；日

本發展之迅速，已經暗暗在國人心中構成一個恐懼。在海外知識分子心

中，美國（或其他）已經再不是他們的天堂，加之美國當時經濟之不

景，及受着美國青年反戰思想之影響，使一些海外華人不禁要問自己：

是否要滿足於「失根的一代」這名詞，是否要滿足於不理政治，不理民

族，不理國家的生活；他們把中國的人民，自己，父母或先輩們在苦難

中國中所受的凌辱、苦楚全忘記了嗎？在知識分子的身體內，就已經蘊

藏着一份熱熾的，就要爆發的感情。在釣魚台事件未發生之前，就在外

國地方，如紐約的華埠，就已經有如「義和團」這一類組織的出現，提

出社會改革，社會服務等口號，放映一些中國的電影等。釣魚台的事件

給予這份感情一個發洩及發展的機會。

整個的運動都是自發性的。遠在七○年的秋季，這個運動就在普大

（Princeton）及威斯康辛大學醞釀起來，而迅速蔓延到全美各大學，香

港及其他各地。由最初的講座論壇，發展至設在普大的「釣魚台聯絡中

心」，亦只不過是很短的光景。運動的初期所提的目的亦不外是「為個

人爭人格，為國民爭權益，為民族爭尊嚴，堅決的團結起來，不容美國

慷他人之慨，私相授受，不容日本巧取豪奪，重提五四宣言……」與及

其它如「鼓勵美國輿論，爭取美國人民支持，打擊日本野心分子，號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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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同胞團結一致，策勵當事政府，堅定立場，確保領土完整」等等。

各大城市紛紛成立保釣委員會，舉辦示威遊行，向有關當局呈遞抗議聲

明，與及開展抵制日貨等運動。不同的刊物如雨後春筍般在各所大學出

現，如Berkeley的戰報等。雖此等刊物有部份流於偏激，但亦曾對釣魚台

的整個問題：主權、歷史、政治經濟等各方面作深入之探討。從各次的

行動顯示出，保釣的行列已經壯大起來了，在最初的數個月內，更多更

多的留學生投身於保衛國家的運動。在美國，較具規模的示威遊行包括

在七一年一月廿九、三十日於全美各大城市所舉行之示威，與及同年四

月十日在美京華盛頓之大遊行。參加這幾次遊行的除了一些海外學者，

留學生之外，還有好些外國朋友，正義之士 — 包括一些日本人。整個

的運動給予國內外的華人一個鼓舞，有些人說：「當了二十多年的中國

人，為中國做事，就只有這幾小時，我們只能獻出凍僵的身體和熾烈的

心來參加這次行動……」足見一斑。

在美國所開展的保釣運動，間接地推動了各地保釣運動的發展。倫

敦、雪梨及香港等地均分別地成立了保釣委員會。香港釣運的發展尤為

激烈，而且警方的干預替整個運動蒙上血腥的氣味。香港最早的保釣團

體是「香港保衛釣魚台行動委員會」，由盤古、生活月刊、文社線、盟

刊、創建學會所組成，而成立於七一年二月。其後成立的包括有五四行

動委員會，中學生行動委員會，保釣聯合陣線等，與及其它的學生團體

如學聯等。其時較具規模的行動包括二‧一八，二‧二○，四‧一○，

四‧一七港大荷花池的示威，四‧一八論壇，五‧四抵制日貨大會，與

及其後血腥的七‧七維園示威……。雖然每次示威所起的效果不大，

而且有被人扣帽子之虞，但這起碼是對學生界，無論是大專院校或中學

生，及一些年青工人們起着一個衝擊作用，要他們認識到輿論的真面

目，香港政府的態度，與及深入地去認識國家的急切。

綜觀數個地方的保釣運動，可以發現到一些共通點。他們都是從一個

愛國家、民族的眼光出發，提出這是一個無黨無派的運動，如雪梨的保

釣會，美國初期保釣示威（四‧一○美京大示威），及香港等等。尤以

美國初期的釣運，標榜着五四精神，「中國的領土，可以征服，而不可

以斷送；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而不可以低頭……」「外抗強權，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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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國賊」等，的確能喚起很多人的關注，使他們都覺醒過來，去為國家

盡一分力量。但事情發展往往是十分微妙的。在不分黨派的原則下，黨

派的觀念卻又湧現在人們的眼前。甚麼的「共匪特務分子」等句語不停

地出現在不同的刊物當中。各份刊物已經脫離了初期的民族團結情緒，

踏入富政治意味的第二階段，把主力集中在彼此之間的漫罵，抨擊及指

責。而處身於這個階段的知識分子，亦不能滿足於單純的民族感情，他

們要向更遠大的目標去摸索，追尋，他們已經從政治冷感中覺醒過來。

他們要問：「中國為何要分裂！中國何時才能統一！何時才能回歸國

土！」在七一年九月在密西根安娜堡所舉行的「國事大會」，就是這個

從感性到理性要求的一個表現。大會的主旨是要對中國的問題，作廣泛

的意見交換。與會者有四百多人，而大會並通過對各地（美國）保釣會

具建議性的重要決議，包括：反對任何兩個中國，一中一台的陰謀；一

切的外國勢力，必須從中國領土及領海上撤出；台灣省是中國領土的一

部份，台灣問題，應由中國人民自己解決；反對出賣中國領土主權的任

何集團；及原則上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為唯一合法的代表中國人民的政

府（註二）。這一大會對以後的保釣運動實起着不少影響。

雖然在七二年美國將沖繩連釣魚台交還日本之後，保釣運動已經沉寂

下來，但這一份沉寂只說明有一些更巨大，更具影響性的運動正在醞釀

着，等候着昇華。保釣運動雖然比不上五四，但好把海外人士從「失根

的一代」的苦惱中拉了出來，逼使他們去面對現實，去面對國家，民

族。不論是海外及香港，都舉辦了不少的認識中國活動，而且在海外亦

開展了一連串的統一國家運動，去將自己的力量貢獻於國家的繁榮富強

之下。而在香港，認中關社的口號亦在七二年的大專學生界中被提了出

來，為學運打開一個新的紀元，使到學運的目標更為明確。釣運的歷史

亦會永遠留給後世人作為一個鼓舞。

最後，容我套用毛澤東的幾句說話，來結束此文：「成千成萬的革命

先烈，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們的前頭英勇地犧牲了，讓我們高舉起他

們的旗幟，踏着他們的血跡前進吧！」

註（一）：詳細的年表見七八年學苑釣魚台特刊

註（二）：中共於七二年正式加入聯合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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釣 魚 台 復 釣 魚 台

五 百 年 前 是 我 開

自 古 繪 在 海 圖 上

並 非 今 始 歎 原 來

明 朝 幾 度 巡 官 至

琉 球 一 未 留 煙 灰

羞 看 鴻 章 輸 甲 午

當 年 雨 淚 四 野 哀

列 嶼 仍 歸 臺 北 轄

豈 容 授 受 他 人 財

水 天 山 石 多 無 改

須 知 病 夫 已 脫 胎

無 珠 眼 難 分 敵 友

試 比 北 島 入 熊 顋

人 民 國 土 頓 蒙 災

從 此 倭 人 添 氣 焰

誰 願 紛 爭 延 不 盡

漢 唐 情 重 慕 蓬 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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