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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六十二次會議 

— 九 W 八 年 三 月 A Q g期五午前十時三十分在4fl的成功湖舉ft 

主 席 蔣 廷 黻 先 生 ( 中 國 ） 

A 席 者 下 列 各 阈 代 表 阿 根 廷 、 比 利 

時、加拿大、中國、哥侖比亞、法蘭西、利亞、 

烏克蘭蘇維埃 i t會主義共和國、蘇維埃)^會 

生義共和國聯盟、英聯王圃、美利堅合衆阈。 

五•臨時議事日程 

(文件S/Agenda 262) 

- . 通 過 議 事 曰 程 

二，巴勒斯坦問題 

(a) 聯合國巴勒斯Jfl問題委&會提交安 

全理事會之第一次每月工作進度報 

吿書(文件S/663)o 

(b) 聯合圃巴勒斯 tf問題委眞會提交安 

全 理 事 會 之 第 一 特 別 報 吿 書 巴 勒 

斯±0境內安全問題（文件S/6 7 6)o 

六；《fi過議事卩程 

議事日程通過。 

七 ， 繼 續 討 論 巴 勒 斯 坦 問 題 

*S主席邀請,聯合阖巴勒斯但間題妥员 

會 主 席 M r Lisicky埃il代表Mahmoud ¥awz\ 

Bey i l 巴 勒 斯 i s ï & 太 協 會 代 表 K a b h i ihba 

HiUel Stiver铳安全理亊會議席。 

力此時起捽用卸時阵，制。 

BabbiSiLVER(巴勒斯坦猶太協會）攒太 

協會對於安全理事會現在所Ri"論的問題有苒 

表示意見的機會,殊覺成激0我們願意對於安 

全理事會當繭關:6^聯合圃巴勒斯坦問題委員 

會 報 吿 書 [ 文 件 S / 6 6 3 及 S / 6 7 6 ] 的 决 議 草 

案 [ 文 件 S / 6 8 5 及 S / 6 8 8 ] 表 示 意 見 , 並 對 ^ 

渝期間所發表的聲明有所^論。 

首先,我們願意一瞼埃及代表的聲明[第 

二 玉 五 次 會 議 ] , 他 說 " 我們應骸承認至 

今聯合圃除對分治辦法以外,簡直沒有研究 

其他解決辦法。大會幾乎未曾一瞥任何這類 

解决辦法 大會在委員會中或在全體會議 

中 都 未 曾 相 當 時 間 5 t 淪 分 治 計 割 W 外 的 任 

何計劃"0 

個 是 多 數 提 出 的 , — 個 是 少 數 提 出 的 l o 少 數 

提出的解决辦法未镀赞同。亞拉伯各國自行 

提出提案。爲求審議所有各提案起見,巴勒^ 

W 問 題 專 設 委 a 會 曾 指 派 兩 個 組 委 R 會 , 

— 個 審 議 多 數 建 ^ 分 治 的 報 吿 書 , 另 一 個 審 

議 f f i拉伯各國的提案0這兩個小組委,會工 

作幾星期之久,各向専設委員會提出锒吿書, 

幾個亞拉伯國家的代表已儘量利用充分的機 

會來提倡他們所贊成的提案。各瑚事當記得 

這種討論消耗了許多天的時間。最後表決時, 

少數報吿書爲多數所否决0 

因 此 , 我 們 確 認 所 " 大 會 在 委 員 會 中 

或在全體會議中都未#W相當時閟Stiir分治 

計 剷 W 外 的 任 何 計 剷 " 這 種 說 法 是 完 全 不 正 

確的。 

巴勒斯坦問題專設委員會又^立了第三 

個小組委員會，卽調解 / i組委員會0此W組 

委 員 會 委 員 三 人 , 由 專 委 員 會 主 席 及 

其银吿員冰島代表與副主席泰國代表三人担 

任。這個W組委員會賦有在遒太與亞拉伯兩 

方間調解的全權，而且確貧力求在多數建<^ 

及'》數建議外,得到雙方都可接受的辦法0據 

W 組 委 員 會 主 席 M r E v a t t 說 , 所 有 一 切 可 

能 辦 法 都 a 研 究 & ， " 我 們 所 得 到 的 結 論 是 

到 此 時 爲 止 , 實 a 無 能 爲 力 " 0 這 個 委 員 會 的 

委 員 冰 島 代 表 M r Thor T h o r s 曾 J M ^ — 月 

二 十 九 日 最 後 表 决 以 * î 向 大 會 银 吿 說 

"，解W扭委員會密切注意第一/J扭委 

員會及第二W組委員會内會商的淸形。不幸 

雙方IK)的I^SiW太大，實在無法，解。亞拉伯 

方面似不願讓潜太A大批入境,且不容 i î l^® 

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榴太國。猶太方面如不 

得 到 可 以 相 當 自 由 的 移 民 人 境 可 自 建 镯 立 

國，也不願罷体。聯合國âi"谕這問題時實?》 

在這兩個對立的立場間找出3^解辦法。 

" 聯 合 國 巴 勒 斯 坦 特 別 査 數 次 與 

亞 拉 伯 最 卨 委 員 會 接 洽 , I t 其 協 助 > ! 査 W 工 

作,伹都被拒絕 

"現在到了卽將表决的最後一W B ¥ , 尙 

有 入 批 調 解 / 1 龃 委 員 會 的 工 作 並 且 談 蠲 

1金閎大會第二届會正式杞錄,補編，十―猇0 

2 g 閱 大 會 第 二 届 會 正 式 杞 全 體 會 議 , î è ̶ 

八 次 會 議 , 英 文 本 第 一 r a 貢 0 



廨 的 可 能 o 實 際 上 , 調 解 小 組 委 員 會 a 竭 盡 

全 力 , 但 毫 無 所 成 0 而 且 直 到 最 後 幾 分 鐘 l ' J 

仍然無人提出具醴或確定的調解或妥協的辦 

法 。 " 

类 國 代 表 M r Herschel Johnson在同次 

會議中》也有同樣的表示,他說 

&去S十年內全世界一直在注意巴勒 

斯坦問題0對此問題巳有無數次的調査並組 

織 過 許 多 委 員 會 , 而 且 ~ 切 可 能 想 到 的 辦 法 

"大家都知道一九三七年庇爾調査》(建 

瞵巴勒斯坦分治0但因隨後情勢變遷，當時 

未採確定行勸0第二次世界大戦結束後又重 

新開始 :1求巴勒斯坦問題的解決辦法。 

"—九四六年英美調査委員會工作完竣 

後 , 曾 有 數 次 倫 欽 會 議 的 舉 行 , 因 此 乃 產 生 

所 謂 G r a d y - M o m s o n 計 劃 。 去 年 冬 又 幾 次 

"最後一丸四七年五月間曾由聯合國主 

持一次調査0在所有這種種研究和調査中,對 

於 巴 勒 斯 坦 問 題 的 種 種 i î ? 决 辦 法 都 已 邋 考 

虜過。我從聯合國巴勒渐坦特別調査细報吿 

書中得知該調査K曾竭盡全力W求将到一個 

爲猶太及亞拉伯兩方都可接受的解決辦法0" 

因 此 所 謂 " 茧 今 聯 合 國 除 分 治 辦 法 " 外 , 

簡 直 沒 有 研 究 其 他 解 決 辦 法 " 之 說 , 實 與 事 

實不符0 

三十年W來一直在求對於這個問題得到 

叫@可^^共同接受的解决辦法,但迄無所成， 

» t 去 事 實 旣 表 現 得 如 此 淸 楚 , 同 時 猶 太 協 會 

發首人前；5^第二玉八屆會中所引英美兩圃代 

表 的 話 中 旣 又 如 此 表 i ^ , 那 麼 我 們 就 很 懷 疑 

美國决議草案[文件S / 6 8 5]中諳安全理事會 

指派一委員會"就大會一丸四七年十一月二 

員會、受委統治國及巴勒斯坦各主耍耻區代 

表治商"的一部分究寬有何裨益 0 

此項提議的動機自無疑地値得稱讚，但 

我們恐怕它反而可Jtdl遷延時日,坐令It勢惡 

化，破壊聯合國委員會的工作0英聯王國代 

表在第：:六0次會饑中正確地指明"巴勒斯 

坦問題委員會所面臨的種種困難問題，因一 

再拖延,立刻弒會演變到無法解決的地步,而 

求賅委員會可有充分力量來担任所負繁重責 

任的希望也日益衰微"0美國提議重新會商， 

又 加 上 ― 個 新 的 不 定 因 素 , 這 一 定 很 難 產 生 

决定的行勸0 

r，強求接受通去 

業餒聯合國担絕的解决辦法，或從前屢次未 

綞接受的解决辦法，或者，如不能達到這種 

種目的, 

國 際 問 題 。 巴 勒 斯 坦 情 勢 之 所 以 日 锭 厳 重 

"茧最後受委統治國不得不請聯合國來解決 

者，就是因爲受委統治國的撙疑不定與缺乏 

勇 往 直 前 的 精 祌 , 或 用 B u r k e 的 一 句 話 , " 進 

^無主，不知適從"0聯合圃承担了此項祌聖 

責 任 , 誠 懇 而 深 盧 地 重 新 研 究 這 個 問 題 , 攻 

究其歷史及其目前的各方面情形。聯合國揩 

派一調査圈，其K員之選定都力求其公正與 

中立,囑其加Jkl研究並提具建議。聯合國餒長 

期而愼重考廑該讕査圑建議後,Jlsl絕大多數 

—八一(二），其中規定巴勒斯坦 

»同前,英文本第̶W̶六fto 

太 國 及 一 個 亞 拉 伯 國 , 並 將 耶 路 撒 冷 定 爲 國 

際區。投隳贊成這倜計劃的國家完全睐解它 

們的》S次行動不臧是贊成一項抽象的觀念或 

作一項建讒，隨卽置諸腦後。它們是在決定 

一 ;^行動和一種政策，且隨卽指派一聯合國 

委 員 會 ， 授 依 照 一 種 妥 愼 釐 定 的 行 励 計 

剁實行此項决5^之權,並繪安全理事食採取 

必耍措施以助骸委員畲完成此項實施任務0 

聯合國巴勒斯坦問題委員會在實施此項 

計 劃 上 綞 做 了 很 多 有 效 的 工 作 。 所 有 一 切 

籙 備 工 作 可 算 業 a 辦 妥 0 轉 瞬 卽 到 五 月 十 五 

曰委任統治終ih日期，該委員會郎將在巴勒 

斯坦負起責任。英聯王國殖民部大臣在本理 

事會第二五三次會璣中聲稱巴勒斯坦管理當 

局 正 在 採 行 一 切 耍 步 驟 j k i 便 於 五 月 十 五 日 

終jfc其管理之責，又稱英聯王鼸軍踩及器材 

亦正在撒退中。他又在第二六Q次會讖中宣 

稱"敝國責任終止的日期是决不改變的"0 

m了現在又談重新由亞拉伯及猶太兩方 

面談剩與商識巴勒斯坦將來政府的性質,這 

件事在我們看來，可W危害聯合國去年十— 

月間决定耍達成的目的。朝這個方向走眛無 

希望，又無前途0這條路是走向擠疑不定和 

一 無 行 勸 的 難 境 , 現 在 所 餘 時 間 不 多 , 轉 瞬 

卽會進入泯亂與無政府狀態。 

埃及代表曾在理事會中又提到去年十一 

月 的 決 議 " 就 是 對 埃 及 政 府 的 一 項 建 饑 而 

巳"，我們也願對此點表示一點意見。 

大會採取此項行動，係腿受委統治國之 

膾，受委統治國是受國際嘱託管治巴勒斯坦 

的唯一聯合國會員圃。所請事項是請求解決 



Ê勒斯坦的未來政府問超o大會在作任何行 

勸 前 B 知 受 委 統 治 阈 業 B 1 [布該國擬在一丸 

四/1^年八月一 B完全撒離巴勒斯坦。 

大 會 的 行 動 , 就 县 通 過 決 譏 案 一 八 一 

(：:：),其中對於巴勒斯坦的未求政;問題,建 

分治針割。 

英聯王圃雖曾表示不te負担實施此項針 

劃 的 特 別 資 任 , 但 亦 未 " 受 委 銃 治 阖 的 身 分 

表示不接受此項針割。反之，英聯王國曾正 

式聲明接受大會的決饑，並宣布擬;5«^五月十 

五日終止其委任統治，而且後求又說*È願意 

並準備依J¥所建識的針割將管理巴勒斯坦之 

貴交給聯合圃委員會0因此，這個建瞜的針 

劃6«不復是一項建幾而巳。受委航治國正在 

結束其委任統治。駭圃之接受聯会國對巴勒 

斯坦的針割，就正如對義和JSO各簽訂圃接受 

聯合圃對特里亜斯特自由區的針劃一樣0到 

了五月十五日，巴勒斯坦境内唯一有國睽地 

位的管理機構就是聯合圃巴勒斯坦問題委員 

會0如果這個委員會不能在該地執行戰務,巴 

勒斯坦就成爲無法律的國家，而且全境卽會 

秩序大亂0 

卽安全理 

事 會 接 ^ 會 決 議 案 一 八 一 ( 二 ) 之 請 求 ， " 

免分人持有一種不鹰有的看法，蹈«到了五 

月十五日W後郎無可W維持巴勒斯坦境内法 

律和秩序的法律根據。 

提明任何會員國如使用武力或武力的威脅， 

大會所建識並經委任統治國锬受的 辦法,卽 

成 的 決 定 若 無 會 員 國 盡 力 予 " 道 義 上 的 支 

持， 

平和搔救人類的有效機構,抑或僅係一個場 

面偉大的舞台而讓一批戲子和寵套來大演冗 

在我看來 

鷂上的強制力量者 

瞜的敏人， 

的敏人。 

在這3g我們擬一 

合 圃 決 饑 的 鬭 係 0 美 

何決饑案,祇有在對於和平的威脅、和平的fiT 

壊、或危及國和平的侵略行動確資存在時， 

才 能 使 用 武 力 , 從 法 律 上 看 來 這 種 說 法 是 對 

的。這可能是一個重荽的法理和法規上的區 

剁 , 我 們 相 信 作 ; 8 個 區 剁 的 目 的 是 求 安 全 理 

事 會 的 行 勸 可 符 合 竈 聿 的 i i S o 

可&，我們不鹰因這種法理上的麗別而 

£ (致 

脅的局面， 

不 得 不 蹐 安 全 理 事 會 " 助 其 履 行 對 大 會 的 職 

責 。 " 银 吿 窨 [ 文 件 S / 6 7 6 ] 稱 " 巴 勒 斯 坦 境 

內外有势力的S拉伯人士現正違抗大會决議 

案 , 蓄 意 J k l 武 力 改 變 其 中 所 龙 的 解 決 辫 法 " 

委 員 會 並 表 示 " 這 是 一 個 有 鬮 阖 際 秩 序 的 墓 

本 問 題 。 如 果 使 用 武 力 或 使 用 武 力 爲 威 脅 

就能有效地阻撐聯合圃的意旨，這將會造成 

—個危險而不幸的先例"0委員會所耍求者不 

是 餹 用 軍 隊 來 強 行 分 治 ， 而 S 請 派 一 適 當 的 

非 巴 勒 斯 坦 人 的 部 隊 , 在 委 員 會 的 全 面 指 示 

下協助亞拉伯及敏太酞區守法人士維持巴勒 

斯坦境內的治安，W便委員會實行大會的建 

m ' 0 我 靱 爲 這 是 對 問 題 的 公 平 與 切 實 的 看 

法,而且符合情勢的法律霜耍0 

i —九四七年 

力合作《 

勒 斯 坦 境 内 和 平 H i 被 破 壊 , 現 巳 發 生 侵 略 行 

爲 。 亞 拉 伯 的 侵 略 是 公 開 的 , 而 且 業 已 自 3 

承認。安全理事會如能緊急處理暹個間題並 

立 卽 探 取 有 效 措 施 , 恢 復 巴 勒 斯 坦 的 和 平 , y 

的職資， 

其決饑案C 

對於聯合國在其他問題方面的行動效果W及 

對 於 維 護 這 個 大 世 界 龃 織 的 權 威 ， 都 有 遠 

大影籌。 

不 採 取 

如遇有企圖 J k t武力改變決璣案中所定決辦 

法時不斷定那 â 對於和平的威脅，那麼在我 

們 看 來 , 其 影 馨 之 厳 重 並 不 祇 限 於 對 巴 勒 斯 

坦問題而巳。這是關乎聯合國內部各機閼的行 

動協調與收效的問題。聯合圃内設立大會及 

就 



相協助 o 這 4 

股節現象,$^於聯会圃將又是一個打擊。我 

簡鼴委員會所提餹求時,我們欣闢娄員會同 

軍負責於五月十五日JU後維持通太國治安， 

但這倜義勇軍尙未龃成，委任统治圃政府在 

Ë<勒斯坦朗題委J 

勇軍組槭的籌備工作，但亦末褥!同意0 

聯合國巴勒斯坦間題委員會於其報吿書 

【文件S/676]中曾請安全理事會注意"委任 

统 治 國 在 委 任 統 治 結 束 " 前 不 准 龃 槭 該 義 勇 

軍 郎會I t延大會計剷的翥施，而且一到 

統治終止時，會使猶太圃治安問題變得更爲 

困難0" 

我 繪 安 全 理 事 會 注 意 委 員 會 的 這 段 報 

吿,意在把它作爲對英聯王國代表在第：::：六 

0次會讖中所發表的蘀明的a?註，他在那次 

些 指 責 都 沒 有 根 據 0 不 幸 , 委 任 統 治 阖 政 府 

不 僅 對 於 這 锢 至 關 重 耍 的 義 勇 軍 問 題 , 而 且 

在其他可有助於巴勒斯坦境內新政府成立的 

主jë事項方面，旣不合作，而且反加阻撵0鉞 

然 , 賅 國 政 府 曾 提 供 相 當 淸 银 ， 並 與 聯 合 國 

巴 勒 期 坦 問 題 委 員 會 諭 種 種 問 題 。 但 鉞 意 

的 表 現 不 在 願 意 r r i r , 而 是 在 願 意 照 辦 委 員 

八一(二）中所作的蹐求,不允於二月一日開 

放一港埠容猶太移民入境，它不讓聯合國巴 

勒斯坦問題委員會早日進駐巴勒斯坦俾有充 

足時闐準備履行其繁重蛾責，它並且拒絕逐 

漸 將 各 區 移 交 委 員 會 管 理 的 計 劃 。 英 聯 王 

國代表所說，凡此種種都是由於"亞拉伯入 

的 明 確 威 脅 " 所 致 。 這 似 乎 表 $ 委 任 統 治 國 

政 府 無 充 分 軍 睬 來 對 付 這 種 威 脅 0 可 是 , 一 

且有人建饑用巴勒斯坦本地現有的其他軍隊 

求 補 充 委 任 統 治 國 政 府 保 安 隊 的 力 量 , 該 政 

府躭說境內治安是由它負責,自不能容許發 

生?資任分割的危險"0 

英聯王國代表在第二六0次會璣屮fsft 

"我ffl竭鉞希望安全理事食現在能找出一個 

方法W確保聯合圃F委任統治結束時能在巴 

勒斯坦境內行使權力"0但我們非常抱歉地說 

, 可 算 全 

部都因委任統治的阻撓而未得資行0 

英聯王圃代表在第二六0次會璣中又說 

英 國 政 府 " 對 須 耍 厘 制 某 一 S t 團 的 辦 法 , 决 

不能參與其實行"0我們實不能不管到許多年 

來英聯王國在巴勒斯坦所實行的辦'法,原是 

它自己所定的,國際聯合會不贊成這個辦法， 

英國國內的著名政治家,包括英國殖民地大 

臣本人在內,都讁責這個辦法，而這個辦法 

確實耍壓制巴勒斯坦境內的某一JatMo壓制 

在什麼時候才不叫遯制？在什麼淸^下須11 

良' t來贊成或反對一種政治政策' 

配,俾可保譴新猶太圃居民的生命，現在a 

勒斯坦境內外有人已公開宣布决食w暴力來 

推翻聯合國决璣並阻jfc決璣所規定新播太阖 

的 成 立 , 正 " 武 力 求 威 脅 © 太 人 民 。 我 們 認 

« 聯 合 國 現 巳 有 所 决 定 , 就 負 有 這 種 基 本 的 

道 義 責 任 0 同 樣 的 , 凡 曾 贊 成 分 治 計 割 的 國 

家 負 有 ̶ 種 基 本 的 羞 義 責 任 ， 那 就 是 它 們 

鹰取涫一切對$誠接受聯合國决s i的巴勒斯 

坦猶太人民禁運軍}«CW命令,同時對於以暴 

力反抗聯合國決璣者不耍伊給軍火0這當然 

不是不合理的耍求。猶太義勇軍的組織、承 

鹅 、 與 装 配 ， 對 於 我 們 說 , 比 安 全 理 事 會 派 

調非巴勒斯坦的軍隊去，還耍緊t：。巴勒斯 

坦 的 掼 太 人 所 最 希 望 的 弒 是 自 衞 , 但 不 應 把 

他 的 手 束 ( 起 來 。 准 許 棰 太 義 奥 軍 的 钮 械 

愈 早 , 其 力 a 愈 強 , 委 員 會 所 ^ 耍 的 國 際 軍 

我們仍希望巴勒斯坦境內不致於發生長 

希望和平與合作0在兩個獨立國經濟聯合W 

計 割 下 , 這 種 和 平 與 合 作 一 定 是 可 能 的 0 毎 

— 民 族 的 國 家 地 位 與 镯 立 都 有 保 障 , 而 且 一 

定會有對雙方都有利的餒濟合作。 

分治並非猶太人所主張的辦法。這個辦 

法距離猶太人民的正當權利與期望很遠，而 

且無撩地删削了他們的權利。然而，我們雄 

不願意伹仍忠鉞接受聯合國所認爲公平而合 

理 的 決 定 0 我 們 仍 望 巴 勒 斯 坦 境 内 的 亞 拉 

伯人也同樣接受,並藉以終止這種對兩方人 

民祇有無窮禍害的闞爭和流血0 



可是巴勒斯坦境内猶太人民服看威脅日 

增以及境外武装部隊侵；^, =>â不得巳而須作 

—切自衞的必荽準備，我們懇請聯合國不耍 

對我們作任何阻礙0我們是在實現聯合國的 

目的，我們不應因此而受懋iUo 

我們覺得現在瓛該淸淸楚楚地表明我們 

的:*場 0 猶*人民業 B 接受聯合圃的决定 0 我 

們 靱 爲 K 該 奉 行 這 項 決 定 , 且 决 , e i K 照 其 精 

砷 進 行 0 根 據 這 個 計 割 , 應 辦 的 工 作 均 有 限 

期0我們必須認;8—切均應如期完成。我們 

行 其 本 身 的 決 定 而 且 巴 勒 斯 坦 境 内 太 人 民 

因此而有滅d:之處時,那末姑且不耍說維護 

權 利 ， 蛾 是 爲 了 耍 保 全 生 命 , 他 們 就 , 被 迫 

而採取爲對付It勢所必需的行動。 

最後,我們頋就英聯王阈代表在第二六 

嚴 重 責 難 表 示 意 見 , 他 指 責 拇 太 協 會 " 不 顧 

J :義而祇園政治方便"，又責它"政治墩昧及 

德 欠 佳 。 " 

猶太協會未曾有&統治世界上一大帝國 

的經驗,那麼它之沒有英聯王國目前的政治 

邇 釉 所 具 的 政 治 手 腕 , 或 者 可 得 原 不 過 

現在傅說世界各地JW及英國本部各島上有不 

少頑固的左羞凡士在懷疑英國人是否總是無 

課的。可是,英聯王圃顳賁的發言人當然比 

大 多 數 人 士 更 淸 楚 地 知 他 的 政 府 及 政 黨 封 

於猶太民族主義及巴勒斯坦的政策的全部事 

實，所W他最沒有資格指責猶太協會採取模 

稜而怯懦的政策Jtdl及"不顧道義而就阖政治 

方便"0 

英聯王國殖民部大臣是否巳經g記英圃 

工 黨 對 巴 勒 斯 坦 的 諾 言 及 該 黨 因 英 聯 王 國 

政府未履行其在巴勒斯坦的義務而責之爲羞 

德堕落？諳容我向他一提工黨自執政以來在 

巴勒斯坦所執行的政策就是該黨一丸三丸年 

在南港大會通過的決議案中所腧白皮書中的 

政 策 。 ^ 决 議 案 稱 

"本大會贊成議會中工黨反對政府關於 

巴勒斯坦的政策蘀明所持的立場，並蘀明白 

皮 睿 之 強 迫 猶 太 A 處 J ^ i H S 民 族 地 位 , 違 

背 依 照 經 濟 吸 收 能 力 容 許 猶 太 移 民 入 境 原 

朋,規定猶太人入境須得亞拉伯方面的同意， 

限制猶太人對土地的佔有,就是違犯巴繭爾 

宣言及委任銃治書中的神聖諾言0白皮書政 

策代表對侵略勢力進一歩的投降,獎勵暴力 

典恐怖,而且是對亞拉伯及猶太人民中進步 

份子的打搫 0 本大會篤請政府取涫白皮 

這是一九三九年的事 0 後來英國工黨又 

重申"將巴勒斯坦建箕拇太民族家鄉"的國蹐 

政策。這是—九四三年的事0 —丸四四年十 

：::月， 

府之前夕宣布 " 3 

食 移 入 a 勒 斯 坦 道 塊 小 地 方 而 變 成 多 數 民 

m、建立獮太民族家鄉一事就毫無希望,而 

且 也 無 意 義 0 戦 前 郎 醮 如 此 , 現 在 經 過 德 圃 

不堪言的暴行後,尤應如此辦理0 

工 黨 的 這 個 决 議 案 尙 不 止 於 此 , 它 甚 茧 

超過猶太民族運動的訐割。其中又說 

"從人蘆立場言，也應在巴勒斯坦對於 

入民的移徙問題求得穩定解决 0 在拇太人移 

入時鼓勵亞拉伯人移出。封於他們的七地給 

予優惠的報酬，對於他們之移殖他地加W精 

組 織 ， 並 予 " 慷 慨 資 助 。 亞 拉 伯 人 的 敏 七 

很 多 ， 巴 勒 斯 坦 的 面 積 比 威 爾 斯 還 小 , S E 拉 

伯人不應不容猶太人移入這塊小地方。實在 

說，我們鹰該再考慮可否徵得埃及、铵利亞及 

當扨鄭重而公開作這種宣首者卽今日英 

聯王國的執政者。伹他們自從當政以來，不 

肯 實 踐 一 個 諾 霄 0 凡 , 聽 遏 英 聯 王 國 代 表 M r 

Arthur Grech J o n e s三年前在本市(^所錄表的 

言 諭 的 人 士 , 聽 到 他 日 前 的 講 讅 , 自 覺 難 於 入 

耳 ， 他 在 三 年 前 贫 宣 稱 " 他 們 之 建 立 他 們 的 

民 族 家 鄉 , 對於巴勒期坦居民並無損害0 

自人類有史W來，從無一個殖民計劃像猶太 

人的計割那樣精廑周到、公平及顧到當地人 

民"0這種種的成精當然是在今日被指責爲不 

顧邀義而祇園政治方便的那個猶太協會的指 

導和控制下達到的0 

Mr Creech J o n e s接着又說？在我們看 

來，白皮書政策顯然必須廢棄，最近幾年來 

對於建立民族家鄉所加的锺種限制顯然必須 

取消，同時巴勒期坦的門戶應予開放"0英聯 

王國％1民部無It地強行政策就是白皮窨中的 

限制辩法,試問其言其行如何能相符 7 

Mr Creech Jones又說 （ ( 美國與論對於巴 

勒 斯 坦 問 題 巳 有 所 表 示 , 這 是 對 於 我 們 的 鼓 

雕。我們在衆議K中更可堅守我們的立場"。但 

在衆議院中工黨發言人却把美國對於巴勒斯 

坦 問 題 的 輿 論 譏 爲 自 紐 約 市 的 政 治 厘 力 0 

Mr Creech Jones 

"我們倫欽方面的人士應在饑會中及其 



他地方進行我們的工作,《求無齄課行勸，並 的蘀明中根2|â沒有̶個宇表"^英圃政府的政 

的 民 族 家 郷 最 後 終 得 建 立 , 堅 穩 不 傾 , 而 且 

能自己成立一共和圃,列爲自由圃家之̶,對 

全人類生活作充分而自由的買欺0" 

我蹐問英聯王圃代表團翳言人在安全理 

事食第=六0次會璣聲明中JU及英圃政府最 

近任何聲明中有那一句話的意思是像上面所 

引；!I的話？到底是誰鹰眩稱爲"Ji德欠佳"和 

"不顧道義而祇圆政治方便"？ 

猶 太 協 會 從 不 港 恕 恐 怖 主 義 , 而 且 曹 綞 

屢次予JW力駁與讁責0它曾積極教育巳勒斯 

坦境內猶太A民切勿採恐怖行動，並且甚茧 

不 惜 镄 牲 生 命 採 取 實 睽 辦 法 求 抗 制 這 種 行 

勖,這是巴勒期坦政府所承靱的事實。大家遯 

眩 知 道 猶 太 協 會 無 政 府 或 餐 察 權 力 , 因 而 無 

力 管 到 巴 勒 斯 坦 境 内 恐 怖 主 義 的 根 這 個 

根源就是白皮書中的不《ii德和邪惡的政策， 

也就是英聯王國所定的頑強而非法的政策0 

英 國 著 名 的 政 治 家 都 譴 責 這 個 政 策 0 Mr 

C h u r c h i l l 稱 之 爲 " 顯 然 違 反 砷 遍 的 義 務 " 0 

Mr Leopold A m e r y 說 它 " 違 背 對 猶 太 人 所 

作的—切信誓和諾言 " 0 他又問"我的這位賁 

友 是 否 相 信 這 些 凡 民 " 一 — 猶 太 人 一 " 就 

廿 £ 接 受 法 定 少 數 民 族 的 地 位 , 且 斷 絕 對 於 

在他圃受苦的同胞予jyi庇蔭和救濟的一切希 

望 ， 而 且 他 們 就 會 靜 坐 不 勸 , 等 待 把 他 們 自 

已和他們所貍螢的土地交給lèl族大法官"？現 

任 樞 密 f ê 首 席 大 臣 及 衆 饑 I S 鵰 長 M r Her-

bert M o r r i s o n , 那 時 贫 憤 怒 地 說 " 我 不 能 

承 齙 陛 下 的 政 府 現 時 的 作 爲 不 是 在 造 成 混 

亂，或者不是在全體文明國家汆目暌視之下 

硖壊諾首和從事卑鄙的行爲"0 

這 個 非 法 政 策 強 ^ 施 行 於 巴 勒 斯 坦 猶 太 

人 民 之 時 , 適 雔 他 們 的 同 族 兄 弟 姊 妹 在 歐 洲 

遭 難 ， 在 受 滅 的 威 脅 , 正 求 逃 出 歐 洲 地 獄 ， 

而且有六百萬同胞業已死亡。巴勒斯坦全體 

人 民 對 於 這 種 政 策 自 然 感 到 極 孀 焴 镞 , 因 而 

他們仇親這種壓迫的政府。因此才發生反抗。 

a 勒 斯 坦 人 民 , 尤 其 是 靑 年 , 眼 看 他 們 的 不 幸 

的猶太同胞不得在巴勒斯坦璺岸而被送囘集 

中蹵去再過班望而無家可歸的生活，這種大 

違正義的舉勸敏起了他們的怒0那麼，他們 

之中最不能忍耐的入士，如偶爾有過分行動, 

難道那是使得大驚小怪的事嗎？這種行勒固 

然 無 凡 可 恕 , 我 們 的 運 動 負 貴 組 耩 

鼸 賁 《 有 害 猶 太 人 民 的 行 勒 , 但 萬 正 公 平 地 

鞣 , 人 A 都 鹰 赏 了 解 其 原 因 。 英 聯 王 圃 代 表 

這 實 在 ‧ 凡 驚 

愕0 

同時,這個聲明中沒有一字譴責55拉伯 

入所犯的暴行,這實在亦足令凡、驚愕，這些 

55拉伯人沒有受白皮窨的壓制，沒有遭遇逃 

難和無家可歸的悲慘問題，可是他們現在却 

" " 求 推 

聯王國發言人爭辩。我們與英圃人民並無所 

爭0我們贫希望英聯王國受委任統治巴勒斯 

坦一事會,一個比較快樂的锆局。現在實I t 

並不如此,我們感到遺铖。我們並非不威謝 

英國的廣大民衆及其著名領釉們割於我們的 

El的所表示的同 I t的瞭解0如果我們之間因 

最 的 黑 暗 與 幾 年 中 勸 亂 的 不 幸 事 件 而 發 生 

爭镚相糾紛，我們希望這祇是暫時現象0我 

們並不願忘記許多年來彼此之脚的優渥的友 

I t典互相尊敬0我們現在所批評的是一個政 

府 和 一 倔 政 策 , 而 不 是 一 個 民 族 0 政 府 滅 

策是可W改變的，可是民族閱精砷和心露上 

的聯繋是永遠不饞的0 

聯 合 國 當 前 的 巴 勒 斯 坦 閬 題 , 乃 是 一 個 

轼験案件,全世界都極閼心地注意這個閬題, 

因其最後結果實有重大影響。將來是否爲一 

個受盡難苦的民族主持正義（這個民族在精 

神方面的像大成就巳使巴勒斯坦那塊小地方 

予W實s, 及在前一個相平組槭因各大國 

未能維讁其權力而无解後成立的這個國睽組 

截,今後是否也會遭同樣的命運，或者這個 

組織是否具能豳成一*!||開花锆果的樹而分各 

國 都 享 其 果 實 之 惠 一 K 照 鄙 人 的 判 斷 , 籩 

些 都 是 安 全 理 事 會 當 前 案 件 中 所 涉 及 的 間 

題，凡能從單獨事件表面之下看出歷史洪流 

的演進逷程者都能知道其藺的闢係0 

我們對於安全理事會的行勘具有信，&0 

( Ô 此 時 起 恢 復 連 續 择 制 ) o 

M r PARODI ( 法 蘭 西 ） 我 們 在 安 全 理 

事會計論巴勒斯坦問題期間,曾聽到有入提 

出一般問題"及常常或至少有時提出法律問 

題，3 

委員會的設立情形 Jkl及鼸而辯駁大會建鵰 

對 於 會 員 國 的 拘 束 力 時 [ 第 = 六 0 次 會 議 1 ， 



特 別 出 這 種 問 題 。 另 一 個 法 律 問 題 是 安 全 

ÏJP事會實施大會建譏的權力的問題0這個問 

題 生 是 因 爲 M r Austin在第二六〇次 

會^中 i î?释他所認爲的與正情形而起的。 

在 我 S 來 , £ 種 種 問 題 都 應 詳 加 考 慮 , 我 

保留 f f i利在將來的會議中於要時再表矛意 

見。？k經相當考廑後，IS爲在目前這個階段 

最 不 耍 苒 皋 行 一 次 一 般 討 逾 而 展 延 對 於 當 

甜美國决譏草案[文件S/685]和比利時修正 

案[文件S/688]這兩個提案的計論0 

英 聯 王 國 代 表 幾 天 " 前 [ 第 二 六 0 次 會 

m]發言ffv，曾警吿我們說巴勒斯坦境內情 

勢嚴m,再^幾星期就有成爲慘劇的危險offi 

白 地 我 , 安 全 理 事 會 全 體 理 事 都 知 道 這 

種撩勢0我們知; t英聯王國政府一年前請我 

們處理巴勒斯坦問題時，拾了我們一個很重 

的責任0我們很知道現在毎天在流血，而且 

將 來 會 有 更 多 的 流 血 。 我 們 知 道 種 危 險 I t 

勢 須 立 卽 予 解 决 。 同 時 我 們 也 不 應 & 記 

聯 合 國 巳 自 稱 耍 ^ 理 d 個 問 題 ， 現 在 s 個 問 

題關係;?5聯â"國的氇個威信0所"在我看來， 

t, S i f 最 耍 緊 的 考 盧 是 貌 立 卽 對 ; 題 加 " 

切合實,的研究，我在此時不願提出任何足 

"引起一般Weir的意見，"免遷延我們對於 

"& BÎf切合:ttP^的设案的審,,。 

這些提案的目的第一在於組械安全理事 

會的工作並定立其工作程序。所提璣的解决 

辦法是由理事會幾位理事組械一委員會—— 

*國提案建謙由五"^任理事組槭之——求研 

究 可 w i g 到 的 實 ^ 辦 法 。 

美圃决譏草案與比利時修正案對於這個 

委員會的組絨並無不同之處，其lia唯一不同 

之處是安全理事會是否須先正式接受大會、决 

？ 案 一 八 一 ( 二 ) 的 建 讒 。 « f c ^ a - ï f i s f , 我 

得當前兩案的不同之處經美國代表【第二六 

0 次 會 識 ] 及 比 利 時 代 表 [ 第 二 五 八 次 會 娥 〗 

分 別 解 稃 以 後 , a 經 减 4 很 多 0 比 利 時 代 表 說 

»!並非建「41安全理事É"不接受大會的建镞 

的他修正案的唯一效力是在/i組委員會所皐 

行 的 會 商 結 束 " 前 , 對 於 這 問 題 的 實 體 暫 時 

不作决定。比利時代表發言時對於這一點的 

解 释 , 在 我 ; s 來 , 極 爲 明 確 。 美 國 代 表 對 ; 

接受;3種建,m的意義也有所解釋，並且力言 

他 對 於 安 全 瑚 事 會 的 權 力 問 題 保 留 他 的 立 

場。 

因此我覺得綞&兩代表圃如此解釋後， 

當 钳 兩 草 案 的 區 剁 實 在 是 很 。 

我必須講我們認爲安全理事會在其工作 

初 期 , 在 尙 未 考 廑 和 平 是 否 已 受 威 脅 時 , m 

難拒絕在原刖上接受大會的建璣。現在有這 

個建璣，而且作此建耩者,茧少從組織上《3h 

是 聯 合 國 的 最 高 權 力 機 閼 , 這 項 建 鼷 對 於 各 

國 的 拘 束 力 或 有 問 題 , 但 在 我 們 看 來 , 它 對 

於聯合國所有其他各機關，包括安全理事會 

在 内 , 雖 不 是 在 法 律 上 有 拘 束 力 , 茧 在 道 

義上應有拘束力0 

可 是 , 我 們 覺 得 理 事 會 如 認 爲 而 且 决 定 

領先對這個閬題作扨步！^究,那就沒有非光 

宣布接受這個建璣不可的理由0 

在 我 看 求 , 比 利 時 代 表 的 修 正 案 所 可 能 

發 生 的 唯 一 危 險 , 就 是 外 界 會 對 這 修 正 案 發 

生n解,認爲安全理事會未接受大會的建1 ^ , 

但 比 利 時 代 表 a 充 分 明 白 表 這 不 是 他 的 修 

正案的意旨0 

加拿大代表日前〖第二六一次會瘸說比 

利 時 修 正 案 的 目 的 在 求 和 獬 一 法 國 代 表 圑 

對 ; 種 努 力 自 不 能 袖 手 旁 觀 0 我 管 無 庸 再 

提 起 當 初 在 大 會 表 决 前 夕 , 法 國 代 表 圈 曾 請 

給 亞 拉 伯 各 圃 w 相 當 時 間 , " 便 它 們 闞 明 有 

些亞拉伯代表所表的妥協之意，？Je仍覺得 

大會决定給予的時閟未得較有效地利用，：C 

實在仓人垴惜0 

所 " 我 無 須 在 此 再 提 我 們 認 爲 凡 可 造 成 

兩 方 和 解 的 機 會 , 無 論 是 多 麼 小 ， 都 不 可 放 

過。因此，如果我最後建議投瓖贊成比利時 

修正案，這並非表示我贊成該修正案的內容。 

我 覺 得 t 與 美 國 决 璣 草 案 的 法 律 内 容 並 非 相 

反 , 我 之 所 贊 成 是 根 據 加 拿 大 代 表 日 前 對 

該 案 所 作 的 和 皿 释 。 

美國決璣草案第二段請設立S^iî任理事 

國委員會 0 如果我對蘇椎埃耻會主義共和國 

聯 盟 代 表 日 前 所 說 的 話 [ 第 二 六 0 次 會 議 ] 了 

• 不 錯 , 他 也 贊 成 五 常 任 理 事 國 的 會 商 0 可 

是，他覺得不ni̶定嚴格地設立̶個委員會, 

所W在服M上他的見解與美圃代表豳的見解 

並不相反0 

我 T O 爲 我 們 須 注 意 的 是 I S 勢 的 緊 急 ， 

種 會 商 無 論 採 何 形 式 , 愈 早 開 始 愈 好 0 根 

據這種種理由,我耍投票贊成比利時修正案。 

倘 這 修 正 案 不 得 多 數 過 , 我 就 贊 成 美 圃 决 

議草案0 

最 後 , 我 願 意 表 示 一 點 一 般 意 見 。 聯 合 

圃 赏 前 待 處 理 的 問 題 , 確 實 是 它 至 今 所 須 處 

理的最困難的問題0但我們必須承餺爭端的 

各 當 事 方 並 沒 有 ^ 助 我 們 減 輕 工 作 的 困 難 ， 

而 且 在 我 看 來 , 他 們 的 行 動 都 不 合 或 憲 章 的 

精神,甚至也不符合憲章的文字0 



亞拉伯方面公開表$其反街大會建璣之 

意,甚茧不惜if諸武力0不久Jyi前我說我暫不 

W論大會建議的法律效力0可是現在我却要 

表示我們的見解，大會的建讒正因爲祇是建 

議 , 對 於 未 投 票 贊 成 的 會 員 圃 無 拘 束 力 , 就 

是說這些國家對於建議的實施可Ji^不合作， 

但任何聯合國會員圃决不遛在其領土 JW外W 

武力反對其他國家實施一項建議0 

此種態度大大超越了鉞不參加賁施大會 

的會員圃W可Jkl不參加實施大會决議案的權 

利0公開反抗大會的建議是一種非常激烈的 

行 勐 , 憲 章 中 無 一 規 定 容 許 這 種 行 動 , 而 且 

我 須 ^ 

也 可 說 同 樣 令 人 灰 我 們 每 天 都 聽 到 银 復 

戦之鈸,結果死！：：日增。巴勒斯坦猶太協會 

對於形同公然;31 [殺的行勸未盡全力加Wjâ止 

這實在令我驚嘆0我知》t我們剛聽說猶太協 

會已在向這方面努力。那麼,至今未見實效, 

也令我驚異0 

猶太人因德國所犯巨惡而摻遭大屠殺， 

舉世都予jbi無限同情0 ta這棰同 i t ' i i巳截利 

用得太多了，而且如果昨日的犧牲者現時變 

成屠夫,驮會有完全喪失世人同 I t的危fôo我 

W S 5當然是指恐怖行動而言,無論是亞拉伯 

人或猶太人的恐怖行勸都是一樣。 

一而且如果决議草 

案;é»5後這也是五m任理事國貌考盧的問題 

之̂  ^權請雙方改變其如此違背國際義 

務的態度。 

Mahmoud FAWZI Bey ( 埃 及 ） 我 願 封 

今晨我們所齄到的言腧中一部分,臨時發表 

—點簡紐意見。？io知道現在^論的事項是比 

利 時 修 正 案 [ 文 件 S / 6 8 8 ] , 因 此 我 才 擬 對 私 

幾 點 一 般 問 題 ， 簡 略 表 意 見 。 

我們今屬所聽到的言論中有兩點。一點 

是 論 及 的 努 力 的 , 一 點 是 說 大 會 的 决 議 

案 僅 屬 一 項 建 譏 而 巳 0 對 於 這 兩 點 , 我 實 在 

不 覺 得 到 此 時 止 須 對 我 已 讅 A 的 話 加 " 增 添 

或删減0诅在必耍時我也願對這兩點再進一 

步 細 論 述 0 

有人說當前問題與特里亞斯fHf的淸形相 

同，闕 iSi—點我祇願>^兩者淸形實不相同。 

特 里 亞 斯 特 是 一 個 被 征 服 的 前 屬 敵 人 的 領 

土,戦勝各國對於這個地方訂有協定,同時原 

對特里亞斯特有主權的義大利也接受此項協 

定。將來於 ik:要時,我也願意再詳論這一點。 

武 力 * 強 行 分 治 之 說 是 正 確 的 , 但 他 接 着 又 

說 / 委 f 

治,而是請派—：i 

在委員會的全面指示下協助亚拉伯及猶太fftt 

厪 守 法 人 士 維 持 巴 勒 斯 坦 境 內 的 治 安 , 便 

我們現在卽可明白瞭11?主席以中國代表 

資格在第六二一次會議中所講的一句話，就 

是 " w 武 力 執 行 分 治 計 劃 與 " 武 力 維 持 * p 平 

二者間的區剁雖在法律上正當而重耍,但我 

們覺得在目前情勢下却不切實際"0 

猶太協會發言人又說如果分治計劃不得 

實現，聯合國就會埯台0我在這裏擬舉出統 

計數字0如果我的記馇是正確的,大會所有各 

項建譏中未得實行者*V沾百分之三0如果未 

得實行的百分率自百分之三加到百分之三點 

―,那會眞有關係嗎?聯合國就會因此而埼台 

嗎'聯合國憲章的眞正意旨是認爲大會對這 

額問題的决議係屬建議而非命令或有拘束性 

的决定,我們是否宜記着憲章的此項意旨及 

其封*^和平的耍求？ 

如果有些猶太民族主義運勸領袖故意造 

成 困 錚 , w 致 難 於 達 成 《 I 平 解 决 辦 法 , 他 們 

卽須對這種瞌度的後果負責0我們决不放棄, 

也决不灰《ilo我們必須魈績依摅聯合國憲章 

堅守我們忠於和平的立場0 

M r A U S T I N (美利堅合衆國）當前撩勢 

4切而且時間紫急，安全理事會卽須立有决 

定 ， 表 决 比 利 時 修 正 案 [ 文 件 S / 6 8 8 ] 的 結 果 

不 僅 會 遷 延 分 治 計 劃 的 接 受 , 而 且 會 使 這 計 

剷永不得實施0 

美 國 堅 决 反 對 比 利 時 修 疋 案 , 因 爲 這 修 

正案實際上是提議删去美國决議案[文件 S / 

685]第一段主張接受分冶爲一jj?决辦法的规 

定0美國代表圑擬對比利時修正案放棄投票 

權,這祇是因爲美國代表圑不願引起否决權 

的問題0安全理事會 i l^須立刻對這問題探取 

行動，因爲不久就耍到委任統治宣布結束的 

日子了 0 

Mr LOPEZ ( 哥 侖 比 亞 ） 我 相 信 我 們 大 

家都同意這是一個極爲緊急的問題0局勢雖 

屬 如 此 , 但 我 們 討 論 幾 達 一 月 , 至 今 才 進 行 

表决比利時修正案，這分我們大家引Jkl爲铖， 

我 在 第 二 五 八 次 會 議 中 收 阁 哥 侖 比 亞 提 案 

[ 文 件 S / 6 8 4 ] 的 目 的 , 爲 求 安 全 理 事 會 的 工 

作能迅逨進展,而並非像有些新開記者所說 

的爲表示對各大國的抗饑0採取對大國抗議 



的飽度是無道理的o我自從收囘哥侖比亞提 

榘"後，一直在非常注意脍聽安全理事會中 

各項聲明。我願意絲毫不帶成見地說我咸到 

印 象 最 深 的 兩 件 事 之 — 是 主 ^ 在 第 二 六 一 

次 會 議 中 所 發 表 的 下 述 言 諭 " " 武 力 執 行 分 

治計割典以武力維持相平二者間的區剁雖在 

法律上正當W重耍，但我們覺得在目前情勢 

下却不切實際，因此，中圃代表圑更希望這 

個委員會無諭如何組成，在開始工作時安全 

理 事 會 不 應 給 它 規 定 特 別 義 務 或 給 任 何 指 

>|> 0 

我完全同意這個意見,而且我更進一步 

講我也同意蘇維埃妣會主義共和圃聯盟代表 

所 說 的 [ 第 二 六 0 次 會 曦 ] 無 設 立 委 員 會 i l i 耍 

的見解。我相信如欲完成安全理事會>i耍完 

成的工作，最快、最容易和最有效的辦法弑 

是安全理事會暫不表决赏前兩案，現在休會, 

到三月十一日再開會，W便安全理事會各常 

任理事協商組成這個委員會,並可有機會照 

憲章第一百零六條規定會商行動，且ÎE如主 

席所說"安全理事會不癱給* Ê規定特剁義務 

或 給 W 任 何 指 他 們 根 據 憲 章 有 完 全 自 

由在五六天後辦理比利時修正案中所建議的 

事項，卽"向安全理事會報吿巴勒斯坦之淸 

勢,隨後就理事會可以指示與訓分巴勒斯坦 

問題委員會之點，向理事會提具建璣"0依 

竃章第一百零六條，這是他們職責内應辦的 

事。我們巳在幾次會議中計論應如何辦到此 

事，各常任理事爲何應辦此事，"及他們應 

;&«^^時辦到此事，到了現在，我們對於這個 

問題實際可算有五種不同的處理辦法。 

蘇聯代表認爲無IS立委員會的必耍。我 

已 經 講 過 對 於 這 一 點 我 與 他 同 : t o 中 圃 代 

表說他贊成設立委員會而安全理事會不耍給 

它規定特圳義務或給"任何指示。我也贊成 

這個建饑0這是一個不同的辦法。英聯王國 

代表不願參加分治計劃的實行以及爲此H的 

而設的委員會的丁作。這與"上兩辦法都不 

同 0 美 颶 代 表 已 餒 說 過 , 他 願 意 先 接 受 分 治 

計割，然後再設立這委員會0法圃代表剛才 

向我們說他贊成比利時修正案，暫不談分治 

計劃的接受， 

45旣弗智皐而且糴貌欠周，因《非常任理事 

也 同 樣 代 表 本 組 織 , 而 各 大 阖 — 直 都 請 他 們 

安全理事會中五常任理事的意見不同， 

並非不常見的現象。因爲這個緣故而且爲處 

理這問題的效率針，我才提餱這個委員會應 

匕三個非常任 

I,在我看 

委員 

會 也 完 全 是 小 圃 組 成 的 》 西 此 在 我 看 求 , 指 

派小圃爲擬就委員會委員圃並請它們參與工 

作 , 乃 是 盡 淸 盡 理 的 當 然 之 舉 0 徂 我 a 說 過 ， 

目 前 的 間 題 不 在 此 , 而 在 安 全 理 事 會 似 巳 同 

意專由五常任理事阈組賴這個委員會。我認 

爲如欲達到我們的目的最容易而最快的辦法 

是 現 在 体 會 ， 同 時 大 家 有 一 個 諒 解 , 就 是 到 

了三月十—I 

同 時 ， 倘 若 亞 拉 伯 最 高 委 員 具 有 任 何 

具體或切實的新提案提睛我們考廑，卽可於 

兩個途徑中任擇其一。就是或者向安全理事 

會五常任理事圃說明其提案 1或者等到安全 

理事會 T 次會議時苒將提案提出 0 

所 以 我 根 據 w 上 簡 短 的 考 慮 " 及 上 面 所 

說的諒解,卽請主席把主張現在沐會到三月 

十一日苒開會的提議交付表决。 

主 席 哥 侖 比 亞 代 表 巳 綞 勸 議 現 在 休 會 

到 三 月 十 一 日 再 計 論 , 同 時 有 一 個 靜 解 , 就 

是五常任理事圃在休會期內對這個問題舉行 

會商。 

我願指明，凡請休會到一定日期的動饑， 

而 巳 ， 對 不 願 參 加 會 商 的 理 事 並 辆 拘 束 力 , 

因此安全理事會當前的動議祇是休會到三月 

十一日的動議0 

Mr AUSTIN ( 美 利 堅 合 衆 國 ） 假 使 我 是 

合程序的話,我願對這個動議表示一點意見。 

我鄹爲我是合程序的，因爲這種動璣並非不 

能計諭卽須付表决的動議。 

美 國 認 爲 I t 勢 緊 急 , 實 不 能 遷 延 到 三 月 

十—日，安全理事會各代表的行動不應槽疑 

不 定 , 漫 無 目 的 , 安 全 理 事 會 現 在 應 有 行 動 0 

安 全 理 事 會 業 巳 詳 盡 計 输 這 個 問 題 0 現 

巳到了應'钕表决的時候。在這時候動議休會 

W便辦理兩提案所述事直,在美國看來，這 

是 一 個 嚴 重 錯 魏 ， 其 桔 果 會 造 成 混 亂 懐 疑 

和 猶 豫 。 在 這 兩 個 關 * ^ 會 商 的 提 案 中 , M 

任何一個都沒有分別。安全理事會若對兩提 

案中任一個加W表决，至少會向前進了一，if 

而且决定了方向0我羝爲我們如延緩表决,卽 



县 一 種 厳 重 鐯 魏 o 因 此 , 美 國 將 投 禀 反 對 延 

期0 

‧ M r TARASENKO (鳥克蘭蘇維埃瓧會主 

義共和圃）我在原刖上不反對哥侖比亜代表 

所提的主張現在休會到三月十一日再開會的 

動饞,但我有一項保留,就是« B錄中應載明休 

醴皐行會商0否朋到了三月十一日再開會時 

我們會和今日一樣一無所成。如此那就只县 

延期計齄當前問題,而非求得其獬决0 

所 j a 我 重 述 一 遍 我 不 反 對 現 在 休 會 , 到 

三 月 十 一 日 再 開 會 , 但 紀 錄 中 須 正 式 載 明 已 

饋皐行會商,它們負有此項確定任務。 

M r LOPEZ ( 哥 侖 比 亞 ） 我 爲 辩 護 我 的 

提 案 再 來 發 言 , 實 非 原 意 , 覺 得 非 常 抱 歉 , 

尤 其 因 好 像 我 並 不 是 在 觏 助 工 作 的 迅 速 進 

行。在這個極:@厳重的問題上,我們毫不植 

豫 地 承 認 美 圃 和 蘇 聯 的 頜 導 地 位 , 而 且 分 治 

針 劃 之 得 通 過 , 也 無 疑 問 地 主 耍 是 這 兩 國 的 

行動、贊助、工作和聲萤的結果。現在我們爲 

了這個計劃的實施感到非常棘手 *正在找出 

實施計割的最妥辦法0 

釘 諭 這 兩 個 提 案 時 , 第 一 個 極 淸 楚 顯 見 

的 現 象 , 就 是 安 M 事 會 對 * S I 兩 個 提 案 都 

不 熱 贊 成 , 這 正 與 過 去 大 會 討 論 分 治 計 劃 

時淸形相同。當初分治針剷費盡周折才得通 

過 , 因 爲 這 個 計 劃 並 不 代 表 大 會 中 熟 盧 的 見 

解0需耍經過如此多的會議才能得—結输,其 

原因或許在此 0 我前在十一月間大會中極爲 

鄭重地提出這項意見，現在仍w同樣 'c; It提 

出。 

我們巳明見安全珥事會五常任理事對於 

他們應如何處理這個問題,尙無一致意見0如 

果 我 們 耍 诚 , ù j » 决 這 個 問 題 而 不 耍 ^ 辦 法 來 

避免它，我锶爲我們應辦事項之一躭是决定 

有無達成這種一致意見的可能0 

比利時修正案並未限定安全理事會五常 

任理事 i l於何日提具報吿，而我所提的休會 

案 却 定 有 & 期 0 我 的 提 案 中 明 白 表 示 我 們 盼 

望安全理事會五常任理事到了三月十—日有 

—報吿提出0我鸛爲無須定明任務請各常任 

理 事 會 商 者 , 其 理 由 卽 在 此 0 憲 章 第 一 百 零 

六條明白規定這是他們的職責中事0該條稱 

"在第四十三條所稱之特:8>1協定尙未生 

效,因而安全理事會認爲尙不得開始履行第 

四十二條所規定之責任前,一丸四三年十月 

三十日在莫斯科簽訂四國宣言之當事國及法 

"：&<相治商,並 

於‧kf要時，與聯合圃其他會員國洽商，"代 

表本組耩探取爲維持圃際和平及安全宇旨所 

必耍之聯合行勸0" 

這是他們的明白義務0我與主席同意,也 

認爲我們不能再進一步規定各常任理事應有 

於三月十一日W前舉行會商的義務0可是暇 

如照我的提議休會,到了三月十一日我們便 

會知道各常任理事是否願意聚會^ a&這個 

題並向安全理事會提具確定的建議0根據決 

議草案及修JE案,安全理事會願意先讓五常 

任理事擬具建議,如果到了三月十一日五"1 ; 

任理事有建讒提出時,我們就知, t 如何行動, 

我相信到那時我們的Wlir就會有極確定的進 

M o 

M r E L - K H O U R I ( 叙 利 亜 ） 我 同 意 哥 侖 

比 亜 代 表 的 意 見 ， 就 是 我 們 現 在 應 休 會 , 到 

三 月 十 一 日 再 開 會 ， 同 時 有 一 個 ^ 解 , 就 是 

W o 他們璐僅 W 安全理事會理事資格一 

是根據憲章第̶ëf零六條的規定一一彼此會 

商 , " 便 向 安 全 理 事 會 提 出 他 們 認 爲 應 採 取 

假 如 我 們 提 到 § 1 ̶ 百 零 六 條 , 我 們 發 現 

在安全理事會決定有危及國際和平及安全的 

j t 勢 存 在 , 其 他 辦 法 業 巳 梂 行 而 末 收 效 " 及 

須 f &據憲章第四十二條採取行勐時,安全 

理事會常任理事才須根據第一百零六條规定 

採取的行動總是應^的。到那時只要第四十 

三條尙未實施，五常任理事自將舉行會商 

決 定 應 該 採 取 的 行 動 。 第 一 & ^ 六 條 提 及 篛 

四十二條à第四十二條規定 

"安全理事會如認第四十一條所規定之 

辦 法 爲 不 足 或 巳 經 證 明 爲 不 足 時 , 得 採 取 

S 海 陸 軍 行 動 " 等 等 。 到 了 決 定 引 用 

這一條的時候,第一百零六條卽發生效力,那 

行勸。 

我同意哥侖比亞代表豳所提現在休會到 

三月十一日再開會的動璣,同時有一個I？解， 

就是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當集會商St建議安 

全 理 事 會 對 這 個 問 題 應 如 何 行 動 , 伹 不 適 用 

第一百零六條0 

M l GROMYKO 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聯 3 2 ) 我 鉞 願 表 i ^ A 過 M r Lopez所提議 

的案文，在我看來，祇會浪費時間。如果我 

此 商 個 問 題 , 

此規定。 

—决議案如 



的委員會或他們的會商o我之願意如此，並 

非根據第一百零六條0我靱爲此時進行這種 

會商或組織這個委員會與憲章铕一百零六條 

並無關係。 

到s月十一日的動贜,其目的很容易達到》而 

且用不着表決這個動贜,因爲如果兩個决璣 

郎須立刻舉行會商o我站在安全理事會主席 

的地位上，也願餹他們早日向安全理事會具 

报，我不能確定必須在三月十一日提出報吿, 

但無！&如何我當力求早日提出一個银吿。 

五 常 任 理 事 可 " 報 吿 成 功 或 失 敗 , 或 者 

部分成功或部分失敗，然後安全理事會卽可 

看見這種會商辦法有無效果o 

我建礒我們不再花費時闉來f t ir這項休 

所 提 勸 議 是 現 在 体 會 , 到 三 月 十 一 日 再 

開會> 同 時 有 一 個 諒 解 , 就 是 安 全 理 事 會 五 

}^任理事應在此時期內彼此商訂這個閬題o 

該動璣W五隳對二褢否決,棄權者四。 

主 席 我 們 現 在 耍 處 理 比 利 時 修 正 案 [ 文 

件S / 6 8 8 ] o如無人有意見發表,我郎擬將比 

利時修正案交付表决o 

M r GROMVKO (蘇維埃瓧會主義共和圃 

聯盟）我們現在是討諭比利時修;îh案和美圃 

决議草案[文件S / 6 8 8 ] o我前已說明蘇聯代 

表M對於會商的立場o 

美國代表知道英聯王國不願參加荽國所 

提譏的委員會的工作，他也知遒蕺聯代表不 

赞成設立一個委員會，蘇聯代表認爲安全理 

我 看 來 , 這 祇 是 那 些 對 自 己 的 提 案 無 充 分 信 

*i:者的政策o 

我靱爲須請理事會注意這一點，並再度 

M r E L - K H O U R I ( 敍 利 亞 ） 我 請 求 在 安 

提 付 表 浃 , 因 爲 其 中 所 包 括 事 項 不 同 , 有 些 

代 表 , 投 蕙 贊 成 一 段 而 反 對 他 段 o 

M r A U S T I N ( 美 利 堅 合 衆 國 ） 我 可 否 在 

再有裁決WStf發表一點意見？美國代表圃因 

聽到蘇聯代表的饑繪後，現在聲明對於當前 

情 势 我 們 的 行 動 茧 桀 儘 鼉 求 其 一 致 , 因 此 美 

的―段 W 符合蘇聯代表所表示的意見。這— 

段 可 修 改 如 下 o 文 件 S / 6 8 5 中 美 國 決 議 草 案 

第 二 段 可 改 爲 " Î 

滿意。 

M r GROMVKO (蘇維埃耻會主義共和圃 

聯盟）美國代表的驊明是不是表示設立委員 

會 的 提 議 業 巳 撒 敏 , 而 且 他 另 外 提 譏 各 * ^ 任 

M r AUSTIN ( 美 利 堅 合 衆 國 ） 如 果 這 可 

" 達 成 蘇 聯 相 美 國 對 此 點 的 意 見 一 致 , 我 的 

答 覆 就 是 " 是 的 " 0 假 如 對 於 這 一 點 彼 此 意 見 

不 能 調 和 , 我 就 不 願 改 變 決 議 草 案 案 文 。 但 

如果意見能得調相，那麼我一定願意照此修 

正 o 這 是 關 於 設 立 委 員 會 的 一 段 , 修 改 " 後 

郎 不 談 設 立 委 員 會 J 而 弒 請 安 全 理 事 會 五 常 

Mr GROMVKO (蘇維埃耻會主義共和颶 

mm美圃代表的說明是表示他提請^立委 

g 會的提議業已撤銪，而且美國同意安全理 

我們認爲任何一個國家都沒有理由躱在 

—個委員會中其他圃家的背後，毎一國家在 

五大國彼此直接會商時都有機會說明其對任 

何問題的立場。 

我們也知羞中國對巴勒斯坦問題的立場 

« 何 0 縱 令 中 圃 參 加 委 員 會 的 會 商 而 且 維 持 

其在理事會中所說明的立場，中國的參加也 

施o 

會商者是美 

稱 践 ̶ ； 

我 B 說 A 我 同 意 美 國 決 饑 草 案 第 一 段 。 

我 也 同 意 安 全 理 事 會 各 常 任 理 事 圃 织 舉 行 

會 商 。 我 也 不 反 對 其 他 各 段 , 在 第 二 段 各 分 

段表決時我擬不投反對禀0 

伹我認爲現在無庸指明安全理事會五常 

任理事國須與亞拉伯人、猶太入及英聯王國 

會 商 , 因 爲 巴 勒 斯 坦 問 題 委 員 會 是 爲 此 目 的 

而設立的，而且現正進行此項任務。我再說 

—次、縱令我所不贊成的這一段仍保留不變， 

如 果 其 他 理 事 膨 爲 須 如 此 規 定 時 , 我 也 不 擬 

投 反 對 票 。 在 我 看 求 , 另 外 增 設 一 個 平 行 的 



^這個問題本身的WiêTo但如果其他理事驄 

爲宜保留這一段及其他各段,我將不投惠反 

願 提 出 下 列 修 正 案 理 事 會 常 任 理 事 鹰 在 十 

日內或至多十五日內將其f*〗結果報吿理事 

會。 

M r A i m i N ( 獒 利 堅 合 衆 圃 ） 我 覺 得 安 

Ï二段的聲明 

件相同，就是我們接受第一段0我們現在求 

者的利用,這換個辦法的支柱就是第一段。第 

̶ 段 指 示 我 們 的 行 動 , 並 定 明 我 們 應 向 何 方 

向進行,而且又定立我們會談和磋商的目的， 

因 此 , 如 果 我 的 瞭 解 是 J F 確 的 話 , 我 驄 爲 我 

們對這一點完全同意。我不反對所建瞜的修 

正0 

如 得 主 席 同 意 , 我 擬 將 這 個 修 正 案 作 爲 

我 的 決 議 草 榘 的 一 部 分 。 如 此 , 安 全 理 事 會 

節 不 必 對 之 加 0 計 腧 0 我 相 信 我 有 權 接 受 這 

個 修 正 案 並 將 它 作 爲 我 的 決 瞧 草 案 的 一 部 

分，我卽如此辦理0 

主 席 我 耍 問 比 利 時 代 表 是 否 同 意 也 照 

樣 修 改 他 的 修 正 案 , 就 是 將 他 的 提 案 大 致 修 

改如下 

"(甲）於會商"後，向安全理事會報吿 

0 

分段(乙)及(丙）照舊。 

M r NisoT (比利時）我接受如此更改0 

M r LOPEZ ( 哥 侖 比 亞 ） 我 不 是 表 示 反 

對 , 而 弒 睛 求 加 W 說 明 0 蘇 聯 代 表 巳 建 議 封 

於五常任理事國向安全理事會提出的報吿應 

規定一個限期,且锬到定爲十日或十五曰，如 

果 我 的 記 憶 正 確 , 他 把 這 項 建 議 作 爲 一 項 修 

正案提出。對於各項提案有許多修正案都是 

如此提出的,我現在對於蘇聯代表所提修正 

案 耍 諳 作 一 說 明 , 第 一 , 這 個 修 正 案 是 對 ; 

美圃决饞草案的修正案呢,還是對;》Mt利時 

的修正案呢？第二,究竟限期是十日或十五 

日,因爲我們不能容其無確定日期。 

我在另一方面看到我們a接受請五常任 

理事圃會商而不設委員會的辦法,至;S欣悅, 

我們一直在求達到這 一步,現在最後如此決 

定並定一限期,我感到非常高典，所謂限期 

也就是休會的意甩0 

M r GROMVKO (蘇維埃妣會主義共和國 

聯盟）我願意發表意見0美阈代表可否同意 

我們照實!^上大家同意的一點，祇通^—個 

镅統的決覼案請安全理事會各常任理事國彼 

此會商,而删去所有（甲）（乙）（丙）三分段？ 

我們宜讓這些國家自行決定巴勒斯坦問題委 

員會報吿書的問題中那些問題須加會商而提 

出 來 « 0 我 們 是 不 是 宜 對 這 些 國 家 的 會 商 

加 以 任 何 任 務 規 定 , 而 且 不 預 先 规 定 任 何 

條件,讓 * È 們自由而儘量對這些問題交換意 

見7 

在 我 看 來 , 這 個 辦 法 比 較 不 刻 板 而 且 對 

便 , 西 爲 如 果 我 們 通 力 所 有 各 分 段 , 一 開 飴 

會 商 時 就 可 能 對 : 如 分 段 ( 丙 ） 發 生 爭 執 。 

五常任理事國對*\&否請英聯王國、猶太人 

及亜拉伯人等三方面的代表參加會商，或有 

意見不同之處0 

所W我鄹爲我們宜作一籠統的規定,卽 

題委 

這是我向美國代表提出的問題0 

主席‧安全《1 ̂ 會 現 在 休 會 到 下 午 三 時 

三 十 分 苒 開 , , W 便 蘇 聯 及 美 圃 兩 圃 代 表 在 

此時間內會商,並於可能時達成彼此同意的 

案文。 

( 午 後 一 時 W 十 欲 會 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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