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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無記名力式舉行投票。

Mn Borberg (丹麥)及 Mr. Franco Y  Franco(多明 

尼加共和國)經主席的邀請擔任檢票員。

選舉票數： 59

棄權： 0

廢襄： 0

有效票數： 59

法定多數： 30

所得票數：

美利堅合衆國 57

大不列蘭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 55

法蘭西 54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 48

中國 46

墨西哥 43

以色列 37

巴基斯坦 30

希腿 9

麵甸 2

埃及 2
泰國 2

四 . 主席: 另有若干代表圓各得一票。根據此 

項選舉的結果，前七個會員國當選爲副主席。

下列七國的代表獲得出席及表決代表的法定過 

半數票，當選爲副主席：美利皇合衆國、大不列颤 

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法蘭西、蘇維埃社會主義共 

和國聯盟、中國、霞西哥、以色列。

五.主廣 : 總務委員會現在a 經組織完成，將 
在本日下午舉行第一次會譲。本席想請依據譲事規 

則第四十三條請在譲程中列入項目並欲在總務委員 

會開會時列鹿的代表們儘速把他們的意圖通知膊書 

處，以便秘書處爲他們列席一事作適當的部署。

六.大會將在明天午前十時三十分舉行下次會 

譲，開始進行一般辯論。本席擬請有意參加一般辯 

論的代表們儘早把姓名提交秘書處。

(午後十二時零五分散會。）

第四百三十四次全體會議  A7 f V ̂ 3̂ ★
，九五三年九月十七日星期四午前十時三十分在紐約會所舉行 

主席：Mrs. Vijaya Lakshmi PANDIT ( 印庚）

A/PV.434

開 始 辯 論  

〔譲程項目九〕

M r. D u l le s(美利堅合缴國)的演說詞

— . Mr. DULLES ( 美利堅合衆國）：本人與諸 

位代表先生再度敍首一堂，深以爲榮。在金山會譲 

的睹候，管倡魏立聯合國者懷着無限希望，苦心壽 

劃，使本組織得吿成立’ 本人爲倡議者之一，亦曾 

満懷熱望，略盡棉薄。過去曆眉大會，本人大部分 

曾參加開會，在本屆大會，在座有許多經驗宏富的 

和平戰士，他們深厚友情使我益覺堅強。

二.美國抱着利用本組織所提供的機會去促進 

和平正義的新決心来參加第八屆大會。艾森豪威爾 

總统磐聯合國有堅決而恒久的信心。他常常如此表 

示，並要我再向各位轉達此意。他裏聯合國成爲一 

種日見有效的促進和平的組織。

三 . 在這:S , 美國代表團將本着鄧《精神来努 

力工作。我們將儘量明白指出對於我們在這-裏所遇 

到的間题, 公允正當的解決辨法是什麼，因爲我們

覺得關於我這個時代的各種問題，美國不應抱舍 

糊閃雜的德度。但是，我們也固執獨立宣言中所表 

明的美國的基本信念，就是我們應"適度尊重舉世 

人民的意見" 。我們願向他人學習，也知道我們的意 

見也許並不常常爲人所接受。在我們的意見不被別 

人接受的時候，我們當然引以爲憾，但決不惱怒尤

我們將以廣達的心情接受這種結果，承認並不 

厥有我們智德兼備，而且有時候紙有時問會最後證 

明誰是誰非。

四 . 我們當隨時想到憲章規定本維織"構成一 

協調各國行動之中心"。這種協調的需要從来沒有比 

今日更急迫，而不協調的後果也從来沒有比今天更 

可怕的了。可是，世局聚張的事實也不容忽視。那是 

非常危險的不現實的態度。同時，造成那種聚張局 

勢的原因必須加以研免，否則就不能找到救藥。不 

論美國在本會採取fi*麼行動，t 將誌法避免可能使 

目前的危臉情勢不必要地惡化的'言論或行動。

五.聯合國的主要宗旨在維持國際和平與安 

全。可是三年多来，朝鮮境內，鋒火遍地。越南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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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仍有戰事，而且舉世各地人心惶惶，不能安枕。因 

爲這些事情，有些人就說聯合國a 告失敗。

六.我們必須承認聯合國並未使對它所懷的希 

望全部實现，那大部汾是因爲那些希望中有很多不 

切實摩的，而旦是低估建立國際和平及正義途中的 

重重困難的後果。聯合國★部汾是建築在爲膝利而 

共同合作的偉大同盟的領軸們將繼續自願爲和平而 

共同努力的期望上面的。可是，事實a 經證明那個 

斯望是毫無根據的。因法西斯侵赂而結成的同盟a  
縱跡杳然，當那個懷略被擊清的時候，在盟國閩，.新 

的分裂與憂懼已代替了舊日的團結統一。在朝鲜侵 

略發生的時候，這些分穀與憂懼到達了最高峯。

七 . 在那徊時候，職合國並未袖手旁觀，這是 

聯合國永久的光榮。當時，安全理事會曾迅卽颜請 

各會員國幫助侵略的受害者，而且幾乎每一個自由 

國家都先後響應。十六個會員國曾派遺軍嫁赴朝鮮 

作戰以抗拒侵略。現在停戰實现’ 侵略與殺戮都a  
結束，這是非常的結果。

八 . 朝鮮是有史以来人類首次利用國際組織在 

實際上抵抗武装侵略的地力。那個事實也許會有深 

遠的後果，開鬪趨向和平的新途極。我們必須如此 

希望，並誅法使其成爲事實。當務之急，莫過於 

此。

九 . 物理學家现a 發現紙要再加改進便可使全 

世界生命絕跡的方法。我說的這些話是千眞离確， 

不折不扣的。這眞是物質固有的一種毁減力，必須 

以人類的理想與智慧去加以管制，紙有這様鎮可使 

我們的世界不成爲沒有生命的屋球。世界上有許多 

間題，' 其中有很多都是互相關連的，可是沒有一個 

間題可與揉救人類免於减絕的這個中心普遍間題相 

比。

一0 . 世界各國正在搜索可使人類支ffi物質的 

那種精神與制度。可是，很不幸的，直到今日，人 

類遺無法使舉世人民都有這種精神或制度。因此，有 

些國家a 發展旧們自己的共同辦法来遏Ik侵略並保 

護它們所珍視的道德觀念。根據這些對策，大家同 

意分享各種便利，而且有時候一國得在他國駐軍。

一一 . 癖聯的領袖們曾對這些辦法提出怨就_> 
但是，他們應該，也許根本就知道共同辦法是最不 

會弓!起懷略的。一國的軍事力量可因一■個政府，有 

時可因一人的決定用来進犯他國。分散於若干國家 

的軍事力量，非經全體關係國家同意是不能用以進) 
犯他國的。除爲應付明顯的侵略的威脅以外，極 

獲得這種同意。

一二 . 聯防制度有兩大優點。它使顔小國家可 

以獲得眞正的安全，又能確保卽使是雄國大國在實 

際上也不能妄用這種制度，從事僕略。那是開明的 

力法，我們可以誰也不必憂懼的力法去促進聯合國

憲章所揭葉的目標。

一三 . 也許有人裏問：我們爲什麼惶惶然不可 

終日？我很可滔滔不雜地談論此事，但爲了避免說 

可能激怒別人的話起見’紙想叙述一個槪括一切的 

事實：自一九三九年以来，B 有十五國的六萬萬人 

民被迫加入蘇聯的獨裁陣營，其中沒有一國‘的人民 

是自願加入的《藤史上駭人聽聞的紀栽，莫過於 

此，

一四 . 蘇聯新總理在本年八月八日的演說詞中 

會兩度提到共産與非共産制度可和平共存。這種表 

示是很可歡迎的。可是，在本人所提到的那種背景 

之下，要立卽使我們完全安心，不能徒托空言。我 

們以前已經聽過這種話，而且我們知道蘇聯共逢主 

義规定可用道種話来欺愿世人。如果蘇聯的領補們 

是誠實君子的話，他們必須承認若裏創誅新的世界 

環境的話，他們必規較已往作更大的貢獻。

一五.美國很願意探封如何結束目前這種緊張 

局勢的種種方法。艾森豪威爾總;統a 把這一點說得 

很淸楚。我希望我們在追求和平的時候永遠不會厭 

倦沮喪。但是除非他方有相等的反應，單憑美國的 

行爲，是不能達到所期的目標的。

一六 . 目前情勢迫切，蘇聯镇軸們可以而且事 

實上必須更正確地顯示他們當前的意向。朝鮮的停 

載引起各方衷心的歡迎。美國能有所貢獻，引以爲 

m > 但是停戰一•事本身要是當作衡量共産黨和平意 

志的測驗，是浮泛而不充分的，因爲在停戰的時候， 
僕略在軍事上B 受到有效的遏止。朝鮮政治會譲， 

要是共產黨人願意參加，的話，將是一個較好的測

驟。

一七.朝鮮有若千年代始終是強國政治的犧牲 

者。俄國、日本和中國會接二速三地想利用朝鲜来 

促進它們的侵赂目的。朝鮮人已久井自己命運的翼 

正主人翁。現在，我們要找這徊機會来確定是否遺 

有那個大國想再爲自身的利益而利用朝鲜，我們大 

家是否都願棄絕這種野心，使自由的朝鮮人終於能 

有一個統一•的朝鮮。

一八 . 美國本身並不想提出任何藉口，以便利 

用朝鮮這個地力來在亜洲大塵建立軍事據點。我 

急欲把軍朦調回。大韓民國也沒有起铁朝鮮範圍以 

外的野Ç、。日本& 一秉忠誠，誓不使用武力或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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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武力之威脅以侵害任何其他國家的懷土完整及 

政洽獨立。

一九.如果蘇聯和共產中國願意放棄捧制北朝 

鮮的野心，那末朝鲜自可綺一，而朝鮮當能自由處 

理他們自已的事務。

二0 .  i t 到今日，共方似在實行拖延政策。美 

國遵照一九五三年八月二十八日大會决譲案〔七一 

一 (七）〕的规定，經與奉派代成聯合國力面的十七 

國菌商以後提出了舉行政治會譲的時闇與地點。中 

國共産黨人於九月五日接獲這個提譲，並於九月十 

玉日提出答覆，可是這個答覆紙提及他們以前向本 

大會各位代表提出的一個提譲，卽大會重新討論以 

前就政洽會譲成員間題所作的決定，並繼續上月就 

此間題所進行的長達十日的'辯能>^同時，十月二十 

八日這個日子，卽停戰協定建譲召開政治會譲的最 

後一日， 轉瞬卽眉，而要作的勢必耗費時日的各種 

部署a 不可能。誰也不得不懷疑共力是否奥心想遵 

從停戰協定的規定，並解決將其軍隊撤離朝鮮及建 

立一個統一獨立的朝鮮的間題。

二一 . 讓我來談一識越南問題。在那襄，戰鬪 

遺在繼續進行。共産黨部朦正誅法以武力樓取政權。 

他們自共廣中國、蘇聯、以及蘇聯控制的 Skoda 軍 

火廠不斷獲得軍用品，這是他們的軍事力量的来源。 

直到現在，他們的藉口是越南協商國就是殖民地，而 

這個共塵戰爭的目的是在促進" 獨立"，而非以暴力 

擴充蘇聯障營。

二二 . 這種藉口現在a 不復能纏得贊助。法蘭 

西政府B 於一九玉三年七月三日ÎE式宣怖願將三協 

商國爲獲得其認爲满意的完全獨立所必需的全部其 

他權力移轉上述三國政液，越南境內受共產黨支配 

的部嫁决不能以獨立運動的衞護者自居。要是越南 

境外蘇維埃集團國家堅決支持越南的戰爭，那未t o  

果大家把它們的行爲視爲謀以暴力擴張統治的明 

證，它們不必驚話。

二三. 束南亞給蘇聯領軸們以一•個以行動來證 

實其和平言辭的機會。我們急切地等候着他們的決 

定。

二四.德國是目前各大國面臨一個不可逃避的 

考驗的另一地方。

二玉 . 當德國在八年多以前投降的時候，盟國 

曾在該國成立四個估領展，分由英聯王國、法蘭西、 

美國及蘇聯佔領治理。★家認爲這是盟國在初期執 

行投降條件的一種方使辦法。各國從未認爲德國應 

永久分裂。四年錄前，英聯王國、法蘭西及美國把

它們的估镇廣合併起來，使那些區域的德國人能舉 

行自由選舉，建立他們自己的政洽社會。但是蘇聯 

估領區巧的德國人民卻沒有那種统一和機會。德國 

這種分裂情形襄是廣續下去，定必引起嚴重的危險 

因爲沒有一個庫大的民族能受人支解而安之若素 

的。

二六 . 自一九四七年在莫»^!^舉行外長會譲以 

来，我們曾再三努力俾使德國歸於統一，並經由自 

由選舉設立一個可以與它談制和約的全德政庶。{0 
事實證明這嚴一項非常艱難的工作。蘇聯人民正如 

法蘭西人民一樣並未忘記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問他

•因希特勒德意志而遭受何種痛苦。他們斯望， 

而且有理由期望獲得這種情事不會重演的保證。而 

這也正是德國人民自己的殷切願望。事實上，這也 

是歐洲聯防組織的主要目的。這個組織將使德國的 

軍事力量併入一個非懷略性的歐洲組織。參加那個 

組織的任何國家不會有充足的軍事力量去施展它一 

國的野心。如若蘇聯懷袖們眞想和平的話，那是他 

們應該表示歡迎的一種結果。因此，三個西方大國 

曾真度設法與蘇聯舉行一次會譲，以便完成統一德 

國的大業。可是，直到今日，我們遺沒有得到任何 

答覆。

二七. 奧地利間題蓬另一■考驗。一九四二年在 

莫斯科舉行外長會議時，蘇聯、英聯王國及美國政 

曾宣他它們恢復奧地利的獨立的目的。但是，這個 

宣言遺是一紙宣言，你未實現。六年半以前，對奥 

和豹實際上B經擬成，而且在今日，也並沒有重大 

的歧見】可是，蘇聯現在卻表示不贊成由外交部長 

的代表們繼績處理這件事。三個西力估領國家E*提 

譲舉行一次外長會譲，簽訂對奥和約。不過，直到 

今日’ 我們遺沒有接到任何答覆。

二八.東歐和中歐的整個情勢當然會引起極深 

的関切。那見的人民在本質上是虔誠而愛國的人民。 

他們有一種屋古不變的信仰和永遠不會被人遺忘的 

偉大傳统。這些前會一度獨立的歐洲人民竟然覺得 

他們不復能本着他們的傳統與信仰生活下去，那對 

和平與憲章所载的其他目標都是有害無利的。

二九.有人提出控餅說這些人民紙有受到外来 

的鼓動纏發生不安的情形。這種譲:法如果有意義，那 

就紙是因爲信仰是一種有傳染性的束西，甚至可以 

察過鐵幕）如其他許多人民一様美國人民始終保持 

開國元動們在獨立宣言中表明的那種信念，就是欧 

府因被治者的同意而所得JE當的權力。而ÆL我們深 

信，正如林肯所說的那個宣言不但予這個國家的 

人民以自由，而且從今以後予舉世人民以希望"。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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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定政锻應以自由同意爲某礎的槪念的和平或是 

不給也人以接受這個槪念的機會的和平，決難持久。 

我們不隱藏那種信念， 而且美國政府卽使想胆搶這 

種信念， 也決不能做到。

三0 . 但是我們這種主義並不主張對外鼓吹革 

命或鼓動他人施用暴力。讓我着重指出這一點。我們 

深信暴烈的改變通常都是以暴易暴，反而會摧毀改 

變的目標。我們把希望寄托在可能性極大的和平改 

變上面。

三一. 我們的希望是蘇聯領袖們將及時認識： 

對上帝的愛，對國家的愛以及人類應有尊嚴的威覺， 

是長存不朽的。壓制手段定必引起反感，惜恨，也 

許更壞的後果^ 那不是人爲的激動所造成的，而是 

因爲上帝把精神生命的火屋賦給了所有的人。

三二 . 我們很能了解蘇聯人民求友的願望，過 

去’美國人民曾常常以懷慨的行動表明他們與蘇聯 

人民的友情。我們也能了解蘇聯人民尤其希望能有 

和他們友善的‘近挪。我們對那糖願望是很同情的。而 

且 , 美國並不想看到蘇聯受截對人民的包圍。可是， 

我們現在B 看到除非蘇聯的政策有所改變，那種政 

策在實施的時候適足造成蘇聯力求避免的四面楚歌 

的情勢。

三三 . 可使朝鮮統一自由的政策，可使越南大 

大平平地獲得獨立的政策，將使德國統一奧地利自 

由的政策，能使蘇聯的鄰國享有國家獨立的政策， 

以及將使蘇聯共産黨不再致力於以暴力傾覆獨立政 

府的政策一-這些都是很可緩祁目前聚張局勢的政 

策。

三四 . 當然，現在還有緩祁聚張局勢的Æ 他方 

法。本人絶未提到所有的可能性^ 可是，我已談到 

造成目前這種聚張局勢的主票原因，而且我希望a  
諫明美國願意討論道一切主因。我們雖B 爽在座其 

他代表發出請柬，但直到目前遺沒有接獲答覆。

三玉 . 有些政;&在製造威力日大的大規模毀減 

性武器力面不遺綠力，不惜工本而且不容許任何延 

宏，但同時對於如何挽救這種可能使各國使用這些 

毁碱性武器的情勢則採取拖延，逃避或消極的態度, 
這種政麻在道義上是不能不受人髓責的。

三六 . 這種聚張局勢有演成E 禍女災的危險， 
在使道種局勢意她緩W 方面, 蘇聯能有非常的貢獻。 

同時，讓我們明白指出：我們知道美國和其他國家 

也該有所買獻，而且履行"Ë們的義務。就蘇聯及憲 

章所稱" 非自治領土" 二者而言，都是如此。

三七.本人現在代表美國政麻表明願意以身作 

則，表示我們懇求他人表示的那種精神。這種精神

如若是共同的話，當可使西方有希望地應付當今最 

重大的間題，就是如何控制能使我們同歸於盡的那 

種力量的問題。

三八. 四月十六日，艾森豪威爾總统曾生斬有 

力地說明現代武器對人顔的可怕威脅。他又指出美 

國願將一切經費從破壞方面移轉到建設方面，使世 

界發族落後展域特別受惠。美國總統承認在各國之 

間存有目前這種戒心的時候，極難使目前數軍備武 

的情形有顯著的改變。他要求大家採取可使緊張局 

勢營她緩和的行動，正如本人剛緩列舉的那些行動。 

他接着說"在所有這些方面所獲得的進族可擎固世 

人的信任,我們可同時着手處理第二個重大間題,卽 

如何减輕壓在舉世人民肩上的盤軍的重擔問題。本 

人要着重”同時" 這兩個字。

三九 . 聯合國若千年來直在處理軍備問題。 

我們都知道卽使在懷着善意的國家之閩，要找一個 

裁减軍備的可行的方案，也是很難的。在今日互相 

猜疑的情況之下，這項難題也許不能渡得最後的解 

決 ,可是那不是說我們應放棄或暫緩處理那項工作。 

相反的，我們深信》於限制及管制一切軍備的問題 

應奮力加以研究^ 在獲得任何最後解決以前，有無 

數技術工作必須完成，而且如若沒有那種預備工作， 

任何最後的解決辦法都會是不可實行的。

四0 . 我們深信總有一天政治顔軸們願意將限 

制軍備的國摩協定付諸實施，這一天也許會来得很 

快，很突然) 當那一天来臨的時候，各國應該掌握 

時機，有所作爲。我們決不可放過那個時機，因'爲 

時機也許可一而不可再，永難重得。但是，如要時 

機一到卽能利用就必須先在技術方面分析這個間 

題。

四一. 美國a 在本會提出一連串a 赢得普遍贊 

助的提案。對於這些提案，我們並不固執成見，但是 

我們堅持任何提案都必須經過一個基本的考驗•一  

就是必須规定有效的保障辦法以便確保所有國家一 

體遵行，並遇有可能發生的逃避或違約情事時提出 

適當警吿。

四二.我們不相信迄今所作的各項研究是浪费 

時間的。相反的，我們深信它們B 爲我們S 下了基 

礎，一旦時機成熟，卽可迅速採取行動。可是，道 

些研究遺須充實加雄。就美國来說，我們願再接再 

属致力於這個崇高的工作，如果蘇聯能具體表明同 

様願意以眞誠態度討5金這些事項的實體，我們深信 

這個工作一楚能有開展。

四三. 本人注意到阿根廷、埃及和荷蘭等國代 

表圓已提出闇於遵照憲章第一弃零九條修改憲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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譲 程 現 目 那 一 ■條 趣 定 大 會 於 一■ 九 五 玉 年 舉 行 第 十  
屈 ^ 時 ， 除 非 憲 章 檢 討 會 譲 a 經 先 期 舉 行 ， 應 將 召  
集 這 種 會 譲 的 間 題 列 入 譲 程 。 本 人 深 信 檢 討 會 譲 一  
定 會 舉 行 。 把 第 一 零 九 條 放 入 憲 章 是 爲 了 減 少 务  
方 在 金 山 會 譲 時 對 憲 章 許 多 规 定 深 感 不 満 的 情 緒 。

四 四 . 很 多 國 家 ， 尤 其 是 較 小 的 國 家 對 憲 章 予  
安 全 理 事 會 常 任 理 事 國 以 過 大 的 權 力 這 一 點 都 竭 力  
表 示 反 郵 > 它 們 深 恐 安 全 理 事 會 因 大 國 意 見 相 左 而  
不 能 進 行 工 作 。 很 不 幸 的 ， 這 些 憂 懼 大 部 檢 已 成 爲  
事 實 。 憲 章 內 遺 有 其 他 若 干 規 定 是 各 國 以 瘾 躇 不 安  
的 心 情 通 過 的 。 紙 有 在 憲 章 中 設 有 規 定 ， 確 保 各 國  
有 根 據 經 驗 檢 討 憲 章 的 一 個 機 會 ’ 纖 使 這 個 憲 章 在  
金 山 會 譲 時 爲 各 國 所 接 受 „我 們 應 該 抓 住 這 個 機 會 ， 
經 過 了 八 個 年 頭 以 後 ， 這 & 經 是 很 明 顯 的 事 情 了 。

四 玉 . 一 九 四 八 年 ， 美 國 參 譲 院 通 過 決 譲 案 一  
件 ’ 主 張 對 涉 及 憲 章 第 六 章 所 稱 和 平 解 決 國 際 爭 端  
一 節 以 及 中 請 國 入 會 一 事 的 所 有 間 題 不 得 使 用 否 決  
權 , 那 個 決 譲 案 又 說 如 若 聯 合 國 未 能 因 其 他 方 法 而  
見 擎 固 ， 應 遵 照 憲 章 第 一 存 零 九 條 修 改 憲 章 。今 年 ， 
美 國 參 譲 院 又 î i 過 一 個 決 議 案 ， 誌 置 一 個 特 別 委 員  
會 ， 由 Senator W iley擔 任 主 席 ， 負 責 研 究 有 關 修 改  
憲 章 的 各 項 揚 案 。 美 國 許 多 民 閩 組 織 郡 a 表 明 檢 討  
憲 章 的 願 望 ， 而 且 它 們 正 在 作 檢 討 憲 韋 的 準 備 。

四 六 . 檢 討 會 譲 不 會 ， 生 奇 跡 ， 但 是 可 能 有 極  
女 的 意 義 。爲 了 獲 致 最 佳 結 果 起 見 ，全 體 會 員 國
不 紙 是 它 們 的 政 府 ，，’而 且 是 各 個 民 間 組 織 ------- ■應立
卽 全 心 全 力 注 視 這 個 工 作 。 在 一 九 四 百 年 ， 大 家 沒  
有 適 當 地 感 覺 到 民 間 圓 體 的 彰 響 力 量 ， 因 爲 在 那 個  
時 候 ， 第 二 次 U t界 大 戰 尙 未 結 束 ’ 世 界 很 多 地 方 都  
沒 有 正 常 的 通 凯 便 别 。

四 七 .我 們 對 渴 望 加 入 聯 合 國 但 因 安 全 理 事 會  
中 有 人 使 用 否 決 權 而 不 得 入 會 的 那 些 非 會 員 國 國 家  
所 提 出 的 建 譲 也 應 表 示 歡 迎 。 今 日 ， 那 些 國 家 爲 數  
極 衆 ， 而 且 有 極 大 的 影 響 力 量 ， 因 此 在 考 慮 一 個 旨

在包括所有能詢而且願意履行憲章所定義務的愛好 
和平國家的ffi織的前途時不應不霸及它們的意見。

四八.我們當然可使本組織進一步迎合舉世人 

民的要求。他們的要求是很簡單的。他們要求有根 

據良知信奉上帝的機會，他們要求有蓮用理智自由 

思想的機會。他們要求有與別人交換意見並根據使 

他們心快:誠服的道理勸導他人和受人勸導的機會。 

他們要求有毫無憂懼地在家中生活的權利。他們要 

求有享受親密的家庭和圓體生活並建立可以傳諸子 

孫的寶貴光榮傳統的機會。他們希望能在自己所選 

擇的適當載業中有所創造買獻，並能享受他們的勞 
動的果實。他們要求有te們所同意的政府。人類憑 

着天賦約智能當然能满足這些要求，並擊漠逼使人 

類紙爲生產毁城自己的武器而斷腰折背的那些強大 

的非人的力量。

四九. 因爲國際局勢聚張，人民的簡軍需求大 
部汾未獲満足。這些事情也往往不屬大會的ic接管 
轄權範圍以內。在我提到的問題中，有《間题的解 

決是i其他國際機開的主要責任。可是，那並不是說 
這些間題是不受本會各位代表的影響，正因如此，本 
人鐵在這嚴提到t 們。本會是各國藉以向世界宣怖 

態度的唯一世界論壇。沒有人能參加本會的封論而 
不感受到道義力量的激動。這是一種誰也不能鄙視 

的力量。
五0 . 今後’ 我們能夠’而且我想我們將會發 

動一切影響力量，使世界各國漸漸接近舉世人民所 
渴望的鶴的】全體會員國應全心全力致力於這個急 
務。本人要向各位代表先生提出保誰本人所代表的 

代表‘團和國家決心致力於此事。

五一. 主席：發言人名單上現在&無其他代表 
的名字。在散會以前，本席要促請有^參加一般辯 

論的代表們儘速把他們的名字列入發言人名單。

(午前十一時三十分散會。)

第四百三十五次全體會議  ^

一九五三年九月十七日屋期四午後三時在細約會所舉行 

主廣：Mrs. Vijaya Lakshmi PANDIT (印度）

秘書長依照憲章第十二條第二項規定提送之 

通 知 書 （A ,/2 4 7 2 )

〔譲程項目七〕

一 . 主庶：一九五三年九月十四日，秘書長將 
文件 A /2 4 7 2 分送各代表圓，那個文件就是秘書長 

就安全理事會正在處理中關於維持國際和平及安全 

的事件齋給大會的通知。這個通知是根據憲章第十

A/PV.435

二條第二項規定及大會譲事規則第四十九條發出 

的。現在，大會已正武接獲這個通知了。

通過議程：總務委員會報吿書 ( A /2 4 7 7 )  

〔譲程項目八〕

第一部

二. 主 廣 : 總務委員會報告書〔A /2477〕已經分 

發各代, 國了。本席提^報吿書內所載事項依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