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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百 八 十 三 次 會 議 

一:^四A年十二月二日呈期四千後三時在巴黎夏幽宮皋行 

主席 Mr Fernand V A N LàNGENHovE ( 比 利 

時） 

出 席 者 下 列 各 國 代 表 阿 根 廷 、 比 利 時 加 

拿大、中國、哥侖比亞、法蘭西、敍利亜、鲁克蘭 

盟、英聯王國、美利堅合衆國。 

一 . 臨 時 , 日 程 （ S / A g e n d a 383 ) 

二， 一 九 四 八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九 色 列 外 交 部 長 爲 

義 長 函 [ S / 1 0 9 3 ] 

二 . 01>1議事日程 

主 席 在 ， 事 會 决 定 議 程 ; i 前 ， 我 要 1 ： ^ 埃 

及和黎巴嫩代表圃求的南封信。第一封是一九四八 

年十二月一日埃及常驻代表爲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 

g理事會第三AH: 

席的信〔3/1095] 

"兹Idl安全理事會»明日一九四八年十二月 

二 日 舉 行 關 於 巴 勒 , 問 題 之 會 議 ， 本 人 H t l t J l ^ 

九四八年十一月四日决議案〔S/1070]之實施問題 

列人該會讒程。 

"猶太民族主義者之《M拒綞守此項决議， 

蕺重的影響到安全理事會對休戰問題决議中所揩之 

巴勒MSIt勢。猶太民族主義者並曾一再破壊休 

戰 , 嚴 重 的 妨 礙 到 巴 勒 斯 坦 問 題 和 牛 解 决 的 可 

能 。 " 

第二封是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一日黎巴嫩代表 

圑 画 長 ; ^ 九 四 八 年 十 二 月 二 日 安 垒 理 事 會 第 S 

A H 次 會 議 的 議 程 問 題 致 安 全 理 事 會 主 席 的 信 

[S/1096] 

"茲J^dl决定»明日召開安全理事會會議，本 

人 敬 請 閣 九 四 八 年 十 一 月 四 日 理 事 會 所 作 决 

" 望 閣 下 仍 如 遏 去 成 例 ： u t 黎 巴 嫩 代 ^ 與 

f t 論 。 " 

埃及代表的信已經分發铪各理事會，黎巴嫩代 

表的信已經由我宣讀。這些信件因爲收到過JÉJ所 

" 不 及 今 天 的 臨 時 議 事 a 程 0 

M r E L - K H O U B I ( # 利 亞 ） 首 先 ， 贊 

|3!^；^才#席所謅南封信裏的埃及與黎巴嫩代表的請 

求。 

此外，在璣程： 

加 " 注 耆 。 大 鄉 還 i 

把 海 達 拉 巴 問 題 列 入 T 次 會 議 的 上 面 。 â 是 與 

議事規則第+^相符的，譏事M'】的第十條說 

全理事會另有决定外,安全理事會每次 

會 譏 》 事 日 程 內 未 經 會 議 中 審 饑 完 竣 之 項 目 

膺 當 然 列 入 下 次 會 紀 議 事 日 程 。 " 

海 達 拉 巴 問 題 是 在 J : 次 譏 事 日 程 而 * S 審 

饑完竣的。而且又經决定要把道個間M入下次會 

議的,上̶̶就是今天。fimmmmmmh這 

個間Ml^當敉列入今天會譏的譏事日程。 

我要問的是爲什麽不根自事規則不根據上次 

理事會大家的决譏把海達拉巴問題列入今天的議事 

日程0 



主M 

利 亞 代 表 所 提 間 題 的 一 ^ 記 紀 錄 。 

Mr SoBOLEv ( 主 管 安 垒 理 事 會 事 飾 雌 祕 

窨長）上次會譏有關海達泣巴問題的一段 速記紀 

錄〔S/PV 382 ] 是 這 樣 的 主 席 在 l è ， 達 巴 拉 

問題的計論時說 

0 第八十七 

貞） 

# 比 亞 代 表 曾 經 在 第 八 十 一 頁 （ 英 文 本 ) 上 

說A 

" 現在已鋰?&了六點J我覺得要在這次 

會議中榇東一個新的項目的計論，實在非常困難0 

而且旣然印度代表國有適稱的代表來參加這個問 

題 的 計 論 , t e 張 把 這 個 問 題 的 計 論 ? ^ J 下 次 會 議 

再 說 。 " 

這是哥#比亞代表画的建議，經主席而得到了 

理事會的認可。現在印度仍舊沒有派適稱的代表到 

M r E L - K H O U R 【 （ 鰂 亞 ） 我 想 從 3 ^ 到 

法 文 的 傅 譁 , 欠 準 確 , 因 爲 # 席 所 讀 的 是 " 

until tbe next meeting " 而 譯 的 法 文 却 爲 " a 

une prochaine seance" i , 若 說 n e x t meeting則 

而且，有人表矛這是因爲印度代表國沒有適稱 

的代表可出席:》現在這一個障礙仍舊存在0但是 

是否如此我們jfe不知道，也沒有人吿訴我們還是這 

樣。據說上次的主席說過印度代表圑沒有適稱的人 

選可J=i代表印度出席翮，達拉巴的會条，這是上 

次會讒的事it 0 現 在 , 這 就 是 下 一 次 會 議 了 這個 

項目鹰;s當然列人議程，如杲印度代表仍奮說"我 

ff!還是沒有適當的人選代农印虔"，則我f門就可對 

這個問題,考盧一下，如果印度代表不在這裏,則 

我 們 也 可 " 斷 定 前 所 推 的 理 由 還 是 存 在 。 但 是 

在*乂在這個ft斧之r，我想是不能這樣的。我i&在 

要求把海達泣巴問題，事細I j第十條列入今天的 

譏程。 

m ， & 在 S / P V 3 8 2 ±mx9m 。翻矛原文是 

para una prôxtma sesion del consejo 和 para una 

nueva sesion 譁 理 事 ^ E ^ t f f i ^ ， 归 年 第 一 = t W i 

3ÇXflO是 to a future meeting of the Conuoil 及 

until a later meeting 

一個是敍利亞代表的,是關於將海達 拉巴問題的權 

績 計 論 讒 程 的 提 案 ， 一 個 是 我 方 才 宣 識 的 黎 巴 

嫩 與 代 表 的 辦 。 

如果大家同is我們就可Jiiii一加idi考盧。 

第一我mjyi先考盧海達拉巴的問題，如果沒 

有人us言J我就把道個問JH®行表决。 

M r J E S S O T ( 美 利 堅 合 衆 國 ） 對 於 這 一 點 

我 ^ 望 得 到 一 點 ， o 據 我 的 了 解 , 助 理 『 ^ 長 

的話̶̶後來敍利亞代表曾加id評論一一是說:》現 

在印度代表画還是沒有什麽人可ii*Kt論海達拉巴 

的問題。上次會議海達拉巴問題之延遲計論，就是 

爲了遑個原因。我猜《in果不是辦事人員得到了這 

點 f t « y這個項目早就按議事點'J第十條列入我 

們 的 臨 時 鶄 事 B 程 T o 不 如 果 我 的 了 解 無 p i b 從 

助理秘誊長的報吿上看是他們得到了這點It報然後 

再把這個項目剔出議事a程的，那麽這一點似乎應 

該 先 M M 垒 理 事 會 理 事 說 明 ， 然 後 我 們 ; ^ 舉 

行表决0 

M r S o B O L E v ( # ^ 安 全 理 事 會 * W 助 理 祕 

書長）祕書處在擬定今天臨時璣事日程時係根搛 

第一，"色列JifcJff在提出&申請入會的要求時 

措辭間似說需要理事會對其申請作緊急的考盧。這 

是第一點考盧。 

第二，至於海逢拉巴問題的項目，我可吿訴 

各位，减誊處現在還沒有接到印度代表國的通知說 

他們已有適當勝任的代表參加St論這個項目。 

這是我們擬定今天臨時議事日程的兩點考盧0 

Mr J E S S X J P (美利堅合衆國） 

*£^o我覺#a事會應該對1i£書長與理事會主席爲 

我們擬定各次會議的臨時議事日程,深具信L»o我 

相信到了具備再計論海達泣巴問題之條件的時使， 

喊誊長自會依議事規則第七條，耧主席同意之後 

把 這 個 項 目 ^ 程的。我弪得今天沒承把這個項 

目列入臨If?讒事日程的理由是充£的，我很願f等 

到害長收到使他覺得可>>Ut論這II問題的tt報之 

後，再經主席同者，把此M入嗨時議事日程。 

M r E L - K H O T T E I ( 敍 利 亞 ） 我 認 爲 印 度 政 

府的這一種理由鹰該用文件方式書面吿訴各個理 

事。現在旣^沒有這樣的文件，我祇"爲是弄錯了 

才 沒 有 把 拉 巴 問 題 放 在 今 天 的 議 程 上 面 。 議 事 

細I】第十條説未經於一次會譏中審讖完竣之項H 



能辦法o英聯芏國代表H所提的决鵰草案〔S/1163] 

求停止軍事行勒。蘇聯代表園£持逭個提案,並將 

投菓赞成。至於决議^案^其餘的提議,在目前It 

统下都不切實際，而且因有大會閼於巴勒斯坦問題 

的决譏案C — 九 四 ( 3 ) ] ， 方 理 不 合 。 

我f巧都記#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四H有名的决議 

棻是怎^倉卒之間JUS的。我們都知道Sir Alex 

aiader Gadogan曾經竭力使那個决議案儘速通 

W 便 十 月 十 九 H 理 事 會 通 過 的 决 議 案 一 

我們熟知道個决議案規定雙方應直^經由代理調 

解專員從事談判H解决一切爭執問題。《^^1後的事|^ 

諝明那個十一月四日的决議案通過得過於倉卒了， 

調解專員參3t長General Rfley在安全理事會 

巴勒斯坦問題委員-會的會議裏曾提出許多詳钿情 

那時蘇聯代表圑曾經說過J»假如理事會在通過 

十一月四J3决議案的時<^已經有了那些/S息，那個 

决 譏 案 便 可 能 m * 不 會 M ， 或 者 將 它 大 加 修 改 " 

後 才 通 3Û 。 

在十月二十九H安全理事會第三七五次會議 

中,蘇聯代表國指出理事會十月十九H通過的决議 

案已經爲雙方談判和代理調解專員的工作，訂了一 

個方案。 

蘇聯代表圑又指出通逷英聯王國代表圑新提的 

决讒，案C S/1059 J尤其是其中設立安全理事會巴 

勒 , 問 題 委 員 • « 議 J 祇 會 使 問 題 趨 於 複 雜 。 

因爲遠些考盧蘇聯代表圑沒有贊助安全理事 

會十一月四13的决譲案。事實的演變ft矛已證明這 

種竑度的正確。十一月四H的决議案是英聯王國代 

表圃勉强安全理事會通il的，而且事實上打銪了W 

前的一項决議:》它不但沒有產生赏際的效果，而且 

# & 往 錯 誤 , 這 " ^ 他 們 又 鐯 了 0 我 們 現 在 都 相 信 

道個委員會是無用的0 

因 爲 無 用 , â 偭 委 員 會 巳 無 疾 而 終 0 它 的 設 

立 ， 是 爲 了 相 ， 專 員 " t ^ , 伹 是 大 會 第 H 腐 

英聯 王國代表團請安全理事會巴勒斯坦間題委 

員會於一月六H 1^會Kt論巴勒斯坦It勢的提案[S/ 

1163〕難W接受,A理由如To 

我們大家似乎都同意這個委員會在它存在的期 

間裏對於巴勒斯坦問題的解决毫無買獻J它的工作 

實際上等於全盤失敗。道個委員會之無用和其設It 

之勉强，在設立的時候就很淸楚。現在刖更加明顯。 

我已經說過,蘇聯代表團反對它的建立，jfeai旨出 

m 
而且是i 

機 構 。 英 聯 王 國 代 表 圃 , 藉 戋 全 理 事 會 多 數 的 • 

竟不顧這些合理的考盧，而設立了這個委員會。可 

是，就整個巴勒斯坦問題而言,英美多數集画的立 

而設立的委員會當然便沒有存在的理由，因爲它已 

經 沒 有 任 何 目 的 。 所 " , 這 個 委 員 會 連 式 上 e s 

設 立 的 基 礎 , 都 不 存 在 , 更 沒 有 理 由 使 它 死 而 復 

活。 

我還要指出的,就是道個委員會完全是一個諮 

詢璣構，設立的目的是伊調解專員於爲乂要時向 

其諮商。伹是目前據我們所知，代理，專員並不 

向 B M o 委 員 會 當 然 不 能 强 A 調 解 專 員 去 M o 

在 另 一 方 面 ^ ， 委 員 是 一 個 諮 , 機 構 , 

它使沒有權力像英聯王國决癍草案所提議的8!^去 

镯立審査如南巴勒斯坦情勢這一類的問題。閼於巴 

勒斯坦南部情勢的審議，正如势巴勒斯坦整個間題 

的審譏一樣，是安全理事會镯有的職襤。因此提, 

委員會應恢復工作,HE添設委員,不僅沒有法律基 

礎:》甚至連一點實屎價値也沒有。這就是現在關於 

委員會的tt#o 

SSjîf*英聯王國决議草案內有閼和解委員會的提 

m?蘇聯代表Bas爲這個委員會旣然還沒有設立^ 

由安全理事會來談起這個委員會;》似4爲時^早0 

設立和解委員會的决議案已經有了，但是這個委員 

會還不存在。就5^手镜而論，安全理，會Ife不知 

道有這樣的一個委員會，創對3—個不存在的委員 

會說gg，至少是默早一點了。 

爲了s些原因，蘇聯代表圃將filJ^贊成决議节 

案 前 文 及 正 文 第 一 段 第 ( ― ) 分 段 , 但 不 能 贊 助 其 

餘部分。 

Mahmoud F A W Z I Bey ( ) 在我未對英 

聯王國代表圃所提决m草案C S/1163 ]作簡短?r論 

mi,請容农把,於巴勒斯坦情勢的印像力求簡明 

撮要地加^WMo 

我 想 安 全 理 車 會 裏 沒 有 理 事 或任何熟悉巴 

勒斯坦It勢的人能否^情勢的極端II重，和釜待s 

爲處理。但這還不夠。我們還應該趕决决定，趕快 

行動。 

勢的嚴重不僅關係聯合國的地位。我們都知 

道現在違抗安全理事會命令和聯合國據W成立的和 

平與秩序的整個觀念的行爲，對於聯合國本身来 

說，情節爲搔厳重。同時理事會各位理事當極易了 

解，那種情勢除影饗合法住在巴勒斯坦的全體人民 

W外,還厳重地影響到巴勒斯SJ^在的區域0 



M r J E S S O T ( H f î l 整 会 汆 國 ） 我 想 主 之 

得當而有用的 

的 一 條 删 。 

固 然 , m m m m m ^ ' m } 在 通 常 情 安 全 

理事會在一年中任何時期都可Jsl接受入會申IS* J 

動,便大會會員可Aiff開會之前，對锂事會的推 

薦 加 " 考 盧 。 

但是第六十條的末段又說 

" 在 # ^ i t 軒 , 安 全 理 事 期 限 

屆满後J仍得就請求加入聯合國之申請書向大會提 

出推荐0 " 

換 句 話 說 , 在 # ^ 情 形 下 理 事 會 可 對 一 件 請 

求 入 會 的 申 請 , 作 ^ 處理。在我看來安垒理 

事會 t fJW色列的入會申請間題中^到了一種, 

揞形，爲了這個緣故所Ai我希望>fr3l"沒有主席 

所 讓 的 第 五 十 九 條 規 定 M 常 , 把 這 個 問 題 交 到 

申 請 入 會 國 資 格M委 員 會之 前 ,就 發 表意 見 。 

大家都知道,美國對於《色列的入會申請是完 

全支持並預備投菓贊成的。我們希望安全理事會會 

在短期間內M這個申請，使Aife^J能夠得到大會 

的認可,ffi*屆大會锆束Jtsl前成爲聯合國第五十九 

個會員國。 

我們都知道在我們在這裏開安垒锂事會會議的 

mm,大會的第一委員會&在ft論巴勒斯坦的未來 

It形問題。第一委員會的計諭與我們現《Ftt論的jyi 

fe^j入會問題是有密切閽係的。美國政府完全贊成 

W 色 列 加 A S » 合 國 的 餾 度 , 不 是 一 # # 使 任 何 理 

事引爲奇的事！^。 

̶年多 A J L 前美國曾經爨於聯合國巴勒,問題 

特別委員會多數tf"«!i的jêiu加"支持。這個計劃裊 

面主張在巴勒斯坦設猶太及亞拉伯國家各一。我們 

也支拧了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的决讒案，大 

會在這個决,案裏建議了一個巴勒》 î f f i3^庥的 

計劃，其中要點之一就是在巴勒斯坦一部份領士上 

—九四八年五月十四日"色列宣佈镯立後，美 

國 ， 就 予 色 列 國 " 完 全 的 承 認 : 》 - m m i m 

嗨 時 爲 â 個 新 國 家 的 事 實 上 的 政 權 。 後 來 美 國 

的政府人員包括 總統與國務卿又骨一再聲明美圃盼 

我 在 十 一 月 = 十 8 代 表 美 國 旨 向 大 會 第 一 委 

曾 請 委 員 # S Ë 意 色 蛳 時 

當時我代表美國代 

3盼望色列國镀准加Aig»合國並盼望其 

積極參與聯合國的工作。爲此我ff3希望最;>S的將 

來 安 全 理 事 會 會 向 : ^ 推 荐 A i 色 列 國 爲 " ^ 依 法 合 

格 的 會 員 。 " 

現在安全理事會已經有了以色列嗨時政府婧求 

入會的申請窨。我已經說蟲就美國政庥而言是贊成 

早日核准的0 

審難一件申請袠件，需要針一月十九日爲美 

阈代表圃聲明中我所說的一》^51撿計，就是看《Idl 

色列是不是"HI依法合格的會員國家。聯合國奄章 

' 凡 繊 愛 好 和 平 之 國 家 , 接 受 本 憲 章 所 載 義 

得爲 

暹一段就是1 

件。簡括言之，這，件就是政冶犟位乂;^真是一 

憲章所載的義務,必，由聯合國認爲其確能jè願意 

履行S項義務。美國政flï認爲W色列符合憲章所定 

的這幾 項條件0 

當 我 們 分 折 憲 章 ， 條 及 其 對 色 列 人 會 問 題 

之適用時:》第一個問題就得間jyi色列是不是一個國 

家，是不是憲章第四條中所謂的一個國家。大家都 

知M於國家國際法中錐有一種傅統的定義，佴是 

這 個 名 還 是 有 各 種 各 樣 的 用 法 。 我 們 都 知 » « 1 

國際法中的傅統定義，所有的大法學家都說是有四 

個 要 素 。 第 人 民 ， 第 二 是 領 士 ， 第 三 是 政 府 J 

第四是與世界各國發生關係的能力0 

就與世 界谷國發生閼係能力來說,在卓理上J 

幾個政治犟位是3fe不對自己的國際政策有充分自* 

之權的，而從傳統上講國際政 f的自主權却是一 

個國家的特徵。可是在余山會讒時或其後聯合國向 

來就從來â有把擬定及處理本國外交的充分自由鑭 

爲是聯合國會員國的—個必備條件0 

我之所 i^t t諭到這個問題,JE不是H爲有人瞜 

疑 到 色 列 在 i t 方 面 的 自 由 自 # 0 在 這 點 上 我 相 信 

大家都同意J^fe^D在及執行外交玫策時有完全 

m±mmmM^o我之所到傳铳國家定義中 

2 第 " ^ 員 會 i O D 五 次 會 讓 0 



的這一點要素J 

國家與平常正統國際法教莉書屮所指的國家不盡 

相同。 

我fri再看國家其他正統的邋性,就螢現國家一 

定要有一個政}fi^o沒有人懷疑J=^色列確有一個政 

fffo我《全世界對,J=dl色?！I人民在困難環境之T組 

mm>及建立立法行政的健垒制度的It形,一定 

是非常騖嘆的。雖然在他們已經定期舉行的選^ 

前，他們還是謙恭得體地叫他們的政莳爲W色列臨 

mmfy但他們巳有制定法律的立法機關,他們已 

有解釋及適用法律的司法機關,還有赏行令:》 3 è 

根 M 個 ; î B ^ 的 定 義 , 國 家 3 1 ^ 要 有 人 R 和 領 

土。沒有人懷疑色列國有人民。isl色列所s的是 

— 蓽 極 镚 同 種 的 人 民 ， 1 f ， È J ^ f e ? ! ) 的 人 民 Q 

問題的踅U似乎在領土。在一般攤於這個問題 

的正統解釋屮J我們從沒有看到一涸國家的領土一 

定要有確切訂明的疆界。我們都知道,有許多國家 

在立國之初都是未定疆界的0輋例而言就像我們 

美國。美國也像JdL色列一樣，最初只有沿海一點地 

方，對Jisl西各地則有各氆未决的權利要求。但是美 

國所有的土地都是未經開發的J而且也沒有人知道 

何處是美國領士權的盡頭,何處是英法西領十權的 

起點。北方與英屬領土的確切界限則是到許多^ 

後才解决的。但是我認爲無論從腠史，從各國所採 

辦^^及其承1?美國的|^斧來看,美國之存在在其最 

後疆界確定Ai前3^未>&過問題。 

正統理論中的公式,彼此略有不同，不;5麵論 

從理解或歴史上，都表矛頜土:fi—個槪含lÈ不一定 

包 括 十 分 明 確 的 疆 界 在 內 。 理 解 上 所 具 備 颌 土 

爲一涸國家的要凝ft是因爲我們决不能要一個國 

家成爲沒有16鼓的菡魂。腠史上，這個槪t是表矛 

一定要有一部分地面供其人民居住，由其政貯行使 

職權。沒*人可W否認色列國合乎這個條件。 

同樣的，美國政)«•也認爲色3?!)是一個愛好和 

牛的國家。3â成色列國的巴勒斯坦狍太ft區在一 

年W前就表亍願#龙隨時可H接受一九四七年十一 

月二十九日大會的决承案,JÈ願童忠减合作求其tf 

現。安全理事會理事,；55；追《過^年爲維拧巴勒 

m禾B牛所作之種種努力,當；>!記得Jtfl色列臨時政 

府在實現安全理事會及調解專員建議方面出力合作 

的程度。 

例如:> 當第一次休戰期將在一九四八年七月九 

曰期滿的時候，"色列臨時政; f f 卽表 f 願畲大 J 甲 

IT有休戰條件予"展延。但當調解專員提出這個建 

譏之後，發現其 "JÊ不能爲所有的^關,或當局一 

體接受，iJl色列臨時政府卽表示願意接受調解專員 

的另一建饑ii^件停火十天。從jifcH後色列臨 

時 W 的 代 表 在 安 全 理 事 會及其他場所均曾一再表 

明願意接受聯合國調解機構的適當協助從談判途 

徑,求jyi色列與其他有闊政jff或赏局間未了問題之 

解决。 

至於憲章的第三點條件,刖U色列國在其人會 

申 中 業 已 表 示 願 意 接 受 憲 章 所 載 的 鷂 務 。 安 全 

理事會對於jyi色列接受谌草義務的鄺重保證,皮有 

理 由 ; 表 疑 。 義 務 中 有 一 項 見 於 奄 章 的 第 二 十 

五 條 依 ¥ 該 條 " 聯 合 國 會 員 國 同 意 依 窻 章 之 規 定 

接 受 : 履 行 安 全 理 事 會 之 决 議 " 0 倘 然 A i 色 列 獲 准 

加 入 聯 合 國 後J這 一 項 謇 章 義 搽 對 於 " 色 列 , 也 就 

和舆,美國和其他各國一樣，有同樣的糸3東。 

憲箄第四條同時規定一個镀准加人聯合國的國 

家,屑經本組織認爲確能; f e S S f履行憲章所載之義 

務。美國A i聯合國會員國之一的赘格J認爲A i色列 

國確能:1願意履行m章所加的義務。"色列之願會 

履 行 這 些 義 務 在 其 申 請 入 會 的 信 裏 說 得 非 I f 明 

白 0 

美國政府對於色列國履行憲章義務的能力， 

：j^mmto H色列國是一個;^作用的政冶單位J具 

有笨固的政府機構w有效處理其國家的內政外交。 

在 f t看來,無論從政冶組織和肚會組織的標準求 

看，色列國都能履行聯合圃憲章所載的義務JÊ協 

助聯合國達成憲章屮所定的崇高目的0 

美國代表圃;g̶撿》憲章第四條所定會員條件 

及其對色列申請案是否適用後，肯定認爲•U色列 

國合;員資格，其所提申請應該得到安全理事會 

的認可0 

此外還有一點在談論與«申請入會問題時所 

引 出 的 一 個 開 題 ， 我 要 說 一 這 個 間 題 就 是 安 全 

理事會或聯合國對入會申請案所抹行動與政府或國 

問題之間的閼係。 

我們知道，聯合國中有一部分會員之間jfe沒* 

外交關係。同爲聯合國的會員龙不一定指雙方有 

外交上的關係。我《 ^人勢於承;S政Iff及准許加人 

聯合國之間的閽係有些弄不淸楚。 

同時我要請各理事注意常fe也有人提出同樣 

的問題,jfe因之而使我們辯論到若干政冶單位因Ft 

論有閼它們的事務時之列席安理會問題。閼於這 

點，我就智到了印度尼西亞問題。我們在讓"色列 



代表列席的時候，也有過與此類似的辯論。鬭於這 

點 , 我 相 安 垒 理 事 會 經 逷 m 論 辯 與 事 例 之 後 ， 

Ife]事情。 

準此J 

承 認 及 外 交 鬮 係 ， J È 不 是 爲 錢 綱 入 會 申 請 所 取 

態度之根據,一in會員國之間的相百外交閽係與其 

同 爲 本 皿 之 會 員 一 點 , 龙 無 翮 係 。 所 我 鄹 爲 安 

垒理事會在審譏竈章第四條之是否^於某一入會 

申請案時，不應該與上述問題混淆不淸。 

我 已 經 就 有 豳 本 案 的 I t 章 規 定 律 分 析 ， 來 

計論色列的入會申請。但我相信所有的安全理事 

並依B?憲章的規定，佴是問題所牽涉的却不滅是法 

律觀念與條文規定而巳。 

這個民族費盡辛苦建立起一個社區，一個政權J id 

m^mm^mm^wm,他們渴望其所辛勤建立 

的國家J成爲聯合圃的會員國。美阈對於"色列之 

is^及其政治與肚會ms»之長成,極爲同情豳1^、。 

我們lEffi盼望明牟上年年W色列國第"普選的實 

現，希望Jri色列國的政治钽i^ic治習if'】能夠完全 

«IS民主的傅統充分發展0 

美國政庥之所赞助W色列的人會申請，不但 

是因爲"色列在這方面完全合,萑章條文的規定， 

而且相信>u色列國的政府人民對於聯会國的工作 

與進步，必能有重大的買臌0 

最後； 

六十條珠段，我想再從本案的程序問題上作一繪 

束。無可讒言:》本屆:是恢要铕束—f 0 我 剛 氇 說 

遞第一委員會現在正在討論到巴勒斯坦的未求情勢 

同題。在求巴勒斯坦問題和平解决的最終辦法中, 

讓色列â加聯合國，與各國同受憲章的約東，同 

氣 憲 章 的 實 在 是 一 件 非 常 t 要 而 又 非 常 有 僙 

傲的事。所"我本人與美國政肝認爲這就是譏事規 

則 第 六 十 條 末 目 ; ^ 的 4 ^ t t , ， 理 事 會 懕 ; ^ 作 如 

此 的 决 定 。 我 希 望 理 事 會 主 於 根 據 理 事 會 , 規 

則第五十九條而把這 件事!申請人會國資格審査 

委員會時，應同時吿訴該委員會;^案事鬮！^'請 

，必]SU*二月六日T屠期一前向理事會報隹其計 

諭 铕 果 ， 俾 理 事 會 可 行 動 。 我 希 望 安 全 理 事 

食會對此wee有利的行動，使大會可Ai势於‧li色 

3aj的入會申請加w核准。 

m美阈代表表，他贊成依璣事目Mas 

十九條的正常程序，把人會申請交到J特別委員 

智去。他主張立刻散一個特冽委貴會豨t論這個 

問題。如:^全理事#îâ有別的决定，這就是通常 

的 ë 序 。 

我想我ffl庖該計論實體問題之前，躭决定這 

個程序問題。：fe:^把這件入會申請自—個特"d 

委員會去,則在理事會接到該委員會的報吿書之 

前 ， 就 計 論 醜 的 觸 ， 似 乎 不 甚 維 。 

所"我希望現在要出來發言的代表能夠把他們 

的意見集中在方才我所說的程序問題方面。 

Sir Alexandar G A D O G A N ( 英 聯 王 國 ） 主 席 , 

我 從 ± ^ 才 m 的 話 裏 了 解 理 事 會 卒 常 

例行的程序把此事提到一個特別的入 會問題委員會 

去計論，除非理事會有別的决定，划又當別饞。現 

在旣沒有別的决定，理事會似乎就要把間鼉提交申 

請入會阈資格審査委員會去計論。本求絲完全赞 

成 這 個 辦 法 的 J 但 是 現 在 ^ 贊 成 了 。 要 不 是 我 們 

方才所齄美國代表的聲明裏，已有一點在對這個間 

題 體 作 論 的 話 ， 我 是 會 於 J H Î W ® ̶ ; ^ 

立卽贊成這個程序的。 

我 們 想 ， 大 這 個 問 題 的 討 諭 範 園 ， 或 延 

長其時間,不過在計論此事程序問題之際,美國代 

表巳綞强調過這個問題的緊急性，而主席話裏也晤 

問題的這一方面。所W我在現a"這個時唉，說 

^有閽開題這一方面的話，希望主席不致憨爲我 

不 合 程 序 。 我 i n 不 : 此 刻 把 話 說 明 J 未 免 不 夠 坦 

白 在 我 國 代 表 圑 看 求 , 此 項 申 請 非 但 爲 時 通 早 , 

而 且 很 有 問 超 。 我 不 擬 將 f f c 和 我 阖 代 表 圃 所 

請，是完全錯誤的。博學的美國代表鍚憲章中闥於 

入 會 申 請 的 赚 要 Î 

件事It旣嫌通早，又不像美國所說的那樣A切起 

見,我希望略陳一二意見。 

第 , M r Jessup EMA，第一委員會現正 

在計論巴勒斯坦的前途問題。可見色列阈的最終 

命運,鹹》其最終形式,尙在；?^待决定的未知階 

段。 



w色列國要不是仍在從事戦爭，赋>也是最=^ 

曾從事於戰爭。我並不想在此時此池在â:*1B對 

" 色 贿 鄉 發 。 但 也 嚇 否 認 , 曾 螢 生 。 

智辯論戰爭起因是不是有一方或另一方先破壊 

了 巴 勒 m 所 宣 佈 的 休 戰 • ， 但 是 終 覺 得 像 i i ≪ 

的事决不能說一方面完全錯淚而一方面完全無辜0 

W色列國之是否能夠違守最近安全理事會對於休戰 

停戰的各項决遴，尙有待事實之證明0 

此外還有一兩點問題是Mr Jessup說得比較 

忽略的。他承認目前在特拉維夫的政權自d也僅稱 

爲臨時政府。他承認至今尙未舉行選皋。他承認" 

色列國的疆界^决定。我還可idl補充說JdL色列國 

的 疆 界 看 上 去 恐 , 相 當 時 間 都 不 會 决 定 。 m m n 

對 於 這 個 我 根 據 ^ 理 由 而 認 爲 i l * 成 熟 的 申 請 案 

件，就暹樣着急？各位當還記得,兩三年求,有許 

多 久 已 成 立 M 大 絲 認 的 贿 都 被 拒 於 本 組 織 之 

外J對；{?^這個新的政權何^^竟就；1«1的急於接納？ 

，有一天我們還是可"去躭迎它的，爲什麽就一 

如果我有一點越出了主方才爲我們所定的今 

天下午的齙範圔，就請原為。我已經說力我完全 

會。不^&,老實說J到了那個委員會之後J英國代 

Mr E L - K H O T O I (敍利亞） 

出來的時侯，^吿^我們鹰該a?議事， ' J iS :十 

九條辦理。這是一涸非常正確的意見J因爲第五十 

九條說 

"除安全理事會另有决定外，該項申If»應由 

員會 

這是通常的程序。我本來决不擬對此事有所陳 

S>因爲《1!6^議»^¦1 屮所定的程序，我們自 

了S委員會的報吿再說。實體鬨J^】邪時自 

將予射論。戶；}^4美阈代表之闞頭就作一大篇騮*^ 

實體W題的SI^J赏在合我詫異0到他螢言快完的 

時候： 

爲他要安全理事會不交任W委員會:âl^I自作决定。 

然而他又同意主席所提的意見，主锒不加討諭就把 

此 , 付 申 請 入 會 國 資 格 審 査 委 員 會 。 

如 杲 他 的 意 如 此 ， 划 又 何 我 f f W S 他 

道 一 大 篇 的 鱗 ？ 是 S 要 我 們 遒 了 可 遍 鄉 和 美 

阈 ‧ 的 政 策 。 杜 魯 門 總 M J i 其 左 右 於 其 驻 安 

全理事會及聯合國代表的政策與％度，是舉世周知 

的。美國代表的演說可能是爲了有意要遒道番話的 

人所作的宣傳，jfe不是直接向安全理事會理事而螢 

的。我也jè不怪他，這是他的事ft ， 他 儘 可 W 自 

由發言。我們旣然JÈ不想在安全理事會裏作什麽宣 

傳 , 所 就 不 想 說 什 麽 話 ， 預 備 等 我 們 收 到 了 申 

請人會國資格審査委員會的報吿書後苒說。 

理事會乡席曾經表矛這是一膶緊急問題，：îfe聲 

明 理 事 會 應 该 對 本 案 是 否 緊 急 這 個 間 題 , ^ 所 决 

定，對於這一點我覺得必^幾句話。我不明白爲 

什麽美國代表要認爲這是個緊急問題，爲什麽他要 

#席令申請人會國資格審査委員會至JÉ於星期一Ja 

前就提出報吿。這使該委員會乂;在週未開會，草 

擬報吿,舉行種種?t鑰。g"}論這個間題當然是霱 

要很長的時間，它:Ê不像美國代表所說的那樣明 

白。卽使美阈代表認爲明白,我們也不爲然。我 

們極想把這件事It看得比美國代表所說W要明白 

些。美國代表請主席令s委員會明白情势之緊急， 

敝國的代表圃却jfe不爲是一件緊m的事It,而1 

躉 得 它 毫 不 S ^ 。 我 們 認 爲 此 項 申 ， 早 ， 根 

本就不應;^在這個時侯提出來，所W應予UilKSî 

m&y等我們看了情勢的演變苒說。 

目前我們還有很多尙待繊的入會申請案件， 

而 且 都 是 細 了 很 久 的 案 件 。 現 在 計 二 個 國 家 的 

個希望颦固ïSm^j:&的帝國主義者̶手造成的所;i 

色列國來，要好得多了。這摑國家除了已靠侵略 

爭 # ̃ 點 好 處 外 ， 沒 * 別 的 基 礎 可 畫 ， m s m ' M 

際生命可言0這件申請案子等*^說任何一 1®：»壓 

麵 後 行 侵 略 的 民 族 到 安 全 理 事 會 纖 求 加 

人璐合國。他們也可Jdi說,他們的集子是緊急的。 

何 緊 急 ？ 何 美 國 代 表 說 I t 形 4 ^ ， 我 同 

意他的說法，伹是不同會特形《fc是准許人會的 

理 由 ， 相 反 的 這 個 特 ^ 形 ， 却 是 拒 裙 入 食 的 理 

由。我們沒s理由可W把這件案子作爲緊急案子。 

爲 什 ^ 是 件 案 子 ？ 是 不 是 像 美 阈 代 表 所 說 

的,這腿國家已經表矛鼷意邁守安全理事食大會的 

命令、决鶄和建譏？事實上是否如此呢？到相赏時 

機 ， 我 當 列 舉 事 例 — — ^ 件 ， j ， 證 明 ^ 然 。 

全世界到處都把美國當作是一個i#自由與正 

義 的 阖 家 ， 美 國 代 表 身 ; ^ i l ^ M l 國 家 的 代 表 ， X 



如何可在idl色列國,力這樣的舉動之後而龙我們 

；i;^铪此項申請J4〖#先而特惠的待遇？ 

我"己^#,當我fli計論保加利亞人會申請的時 

候 , 美 阈 代 表 說 保 加 利 亞 沒 有 准 許 聯 合 國 鲺 寧 , 

jâA保境，所AdL沒有資格人會。我現在答覆這話， 

可 " 說 保 加 利 亞 1 È 沒 有 殺 掉 觀 寧 員 ， ^ ^ 像 調 解 

專 員 及 麟 員 C o l o n e l S e r o t 的 , 一 樣 , 對 觀 寧 

員蓄會a害。依此而論，我具不11像這樣一個國家 

而倡言願畲:《1從安全理事會的决定，如何令人信 

納。 

美國代表爲了要證明他們之願會接受大會的要 

求和决議，曾舉其接受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曰 

大 會 對 他 們 所 作 的 决 議 爲 例 。 當 妖 , 他 們 是 接 受 

的0這等:&^一個父親指着他的壤孩子說 "fr看， 

他多順從，我叫他吃â盤杏子:》他馬上S*吃，我叫 

他 吃 糖 J 他 就 吃 糖 。 " 當 然 他 會 着 做 的 ， 他 順 從 

父親是因爲他喜歡父親給他的输杲。佴是這不足《y 

證明他眞的順從，要是父親叫他工作，叫他改邪歸 

正J他聽不聽呢？如果他不聽，那孰是毫不順從。 

猶太人之接受巴勒斯坦分冶，能不能證明其順從 

呢？不能。巴勒斯坦的分治，是一種給予:》是一份 

不求報 f貧的鱧物,他們當然是會得接受的,難道â 

也能算是頓從嗨？ 

営我們要猶太人退出他們不應該佔颌的地方y 

要他們不破壊休戰，不屯積軍火,不變更軍事和政 

治的地位，他fr"!就毫不齄從了。大家都知;i，他們 

̶鶴 f f破壤這種請求，道m^Mâ守大會或安 

全理事會的决譏呢？我眞不M美國代表怎能M他自 

己 說 出 識 話 來 ？ 

他說他們已經合,國際法中所說的一個國家的 

定義。他 s e 他們*頜士,他們的頜土却沒有疆界。 

他sS;他們有人民，他們的人民何在？他們所佔頜土 

中一年人民都已餒被;is而流落全境，食住全軒瀕 

: 1 ^ 境 。 這 是 他 們 所 佔 頜 土 中 人 民 的 I t , 美 國 代 

表是不是算在這裏代表他們的？像這樣! fcâ得M 

失散的人民:》他又怎能代表？他怎能說他的人民是 

愛好和平而合於憲章第四條的條件的？這不是合 

我們的信黌尊嚴的議事之道0他說准許Ai色列人會 

可Jti萄助於和平，他們將爲維持世界的安全和平而 

努力，佴是他自己也和其他的人一樣明明知3"所；1 

"色列國之加入聯合國是不會有助於和平而反有礙 

於和平的0 

我 們 之 求 這 裹 , 是 在 M 各 民 族 與 國 家 之 間 的 

友11，伹是這~^動是不會有助於犮誼的。七個亞 

拉伯國家和亞洲的多囘教阀家都反對這件事 l t。 

中 印 y = 英 ^ 各 國 郎 有 很 多 人 反 對 這 件 事 

i t o 在 蘇 聯 * 二千五&萬至三千萬IÊ】教tè都反it羞 

件事If而要提出抗謠。？》國在北非的璀民地和瓛地 

中^二-T五百萬囘教徒及亞拉伯人反對此事，還有 

剁 的 囘 教 不 是 亞 拉 伯 人 ， 也 是 反 對 的 。 聯 合 

國如果作這樣的决定，s法人的 f t緒都會爲之激 

動 ， 然 而 美 國 代 表 却 ; 事 f 艮 緊 â 。 旣 已 冉 到 了 

所需的選！》，而且在紐tJ,搔頓及美國其他各地已 

經得了好處，fl麽還這樣緊,？然而事實上》fc是 

爲了這種種原因而變成^問題，縱有全世界四萬 

萬 f 已 ] 教 亞 拉 伯 人 及 基 督 教 的 ? P f i 恨 不 滿 ， 方 

所不敏。 

猶太人怎樣在對#聖池的許多神聖處所呢？我 

可Ai向安全理事會列舉一長篇暴行劣跡,然而還^ 

人 U 爲 铉 助 猶 太 人 是 急 不 容 緩 而 * 益 世 界 的 。 太 

人在M:洲受到虐香，巴勒斯坦的亞拉伯人Ife^有虐 

害他們，佴是他們却在向巴勒斯坦的亞拉伯人報復 

洩f艮，而且所採手段比他們自己&東歐及德國所受 

到的還要殘酷 ia^。 

：âif道就是聯合國與安全理事會處理羞種國際 

和人道問題所鹰取之道？現JÈ不是把問題扯開去 

的時候，等將來問題再囘到理蓽會的時候:> 我們儘 

有時間詳加計論。 

M r P A K O D I ( S = 閬 西 ） 我 所 要 發 表 的 专 見 

比我們方才所&到的兩位要m短得多，我的窨見智 

不超越*席所定的範圃，而且要符合,事規則3è求 

戋全理事會工作的順利，也唯有守此範園才行。 

鬮,如何處理人會申請案件，遴事規則中訂* 

相當辦法先交一個委員會審議，然後由该委員會 

向理事會提出報吿。在委員會審鶸该項申請jfe提出 

報吿W前就fft論到問題的赏體，顯嫌羞卑。 

jy i色列嗨時代表的來信除了申請人會;a外 

還引起了另外一個問題。有人要我們引用議事規則 

第六十條末段闢於緊急事項的規定。我想美國提到 

本棻事關緊急時，jfe不是在說,事舰，J內這一條確 

切條文。我想在現在尙待申請人會阈資格審査委員 

會提出報吿之睽，計論問題的實體固然嫌早,卽对 

論 此 項 規 定 是 太 早 。 我 們 一 定 要 , 了 報 * 書 之 

後,並1«對《體問題有了专見之後，才能决定這件 

事 f t 依 讖 自 划 第 六 十 條 是 不 是 緊 急 事 項 ， 就 是 

說 ， 安 全 理 事 會 是 否 例 定 三 十 五 日 期 満 屆 滿 後 

才 就 請 求 加 入 聯 合 國 之 申 f t » 向 大 出 推 荐 0 



如 果 我 對 关 阈 代 表 的 話 了 解 末 ^ , 他 所 用 的 

" 緊 " 二字是相當狭義的。辆疑他是説申請人會 

國資格審査委員會進行工作不應^乂要的遲延。在 

原則上我同意美國代表的話。不近J我要說法國代 

表圃認爲最好還是等大會第一委員會艙束—r對巴勒 

斯坦問題的a論後，ft由我們來决定W色列臨時政 

肝所提的人會申請。 

第一委員會的工作巳到了最後階段，他們現 

îFff表决收到的各項决議。我想幾天之内，也許這 

個 星 期 內 , 就 可 W 完 了 。 f c f f « î l 2 爲我化 3 應该:^道 

了第一委&會工作的繪果，將來提到大會的决議 

案 的 大 意 ， W 及 W 色 列 臨 時 政 府 對 , 法 的 反 

應，；m夠根據全部赘料對此申請案s所决定。 

所j^i我預備把我的會昆就限於這個範圔，當然 

我還是保留等將來委員會提出報吿書後對問題實體 

後表畲昆的權利。 

M r M A L I K ( 蘇 維 埃 社 會 主 和 國 聯 盟 ） 

主席，我成到不得不略爲超越作規定的範園而提一 

提這裏已經提到過的問題,因爲把程序問題與實體 

問題完全分開是很難的。現在我預備談的是程序間 

題，同時我保留將來在乂要時對實體問題詳加計論 

的權利。但是在計論程序問題的時唉，我&要牽涉 

到一點實體問題。 

讒事ai'J第六十條第五項规定在特殊It矛I安 

全理事會於>^條所定期限屆満後,仍得就請求加入 

聯合國之申請書向大會提出推荐。所丄荧全理事會 

之 現 在 這 個 申 請 案 是 完 全 正 當 的 ， 尤 其 因 爲 安 

全理事會與聯合國之 3 論巴勒斯坦問題已經很久 

了。 

巴 勒 斯 坦 問 題 可 說 是 聯 合 國 去 至 現 在 比 較 

最注實的幾個問題之一。"色列國是根據一九四七 

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大會所；！^的决,桊而產生成立 

的。所說他的頜土沒有劃定是不對的。它的領士 

已由聯合國的阖際决議，予ial規定,也就是一九四 

七牟十一月二十九H大會的决鼷案予"規定了0 

這個國家已表明其各種ft矛均合乎審章第四條 

所訂的條件。t從立國來:》就已聲明願意處身和 

平與鄰邦及世界具fi各國和平相處之曹。他們這 

種呼襯固^未能得到鄰邦及幾個距離極違的國家的 

響鹰，佴這不能怪它。 

色列在立國初期所受到的困難是人所共知 

的0它受到了外界武力的束縛,然而它還是能夠表 

現出肩負履行國際義務的活力與能力，允其是聯 

合國，特別是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所授予它的義務。 

當》全理事會及大會lit論巴勒斯坦問題之際， 

蘇聯代表il是一貫堅抒一個原則。它一向就認爲一 

九四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大會决定英國委任統冶 

結束W後，在巴勒斯坦分設猶太及?5拉伯兩個镯立 

國家，是巴勒斯坦問題堠一5^牛正確的解决辦法。 

巴勒斯坦的猶太和亞拉伯尺族都應該有自主及镯立 

建國的權利，唯有這個辦法才與他們基本的國族利 

盎符会。 

觀 , 巴 勒 的 演 變 ， M 色 列 國 的 成 立 實 

fr是一件順理成章的事tS，與一九四七牟十一月二 

十 九 曰 的 决 議 旣 一 赏 又 符 合 蘇 聯 表 國 持 此 原 則 

的立場，用不着變更，决不像有些國家放窠了這個 

^mm>想用另«法如託管或,之類去解决巴 

勒 m 間 題 , 锆 杲 還 是 要 囘 頭 贊 助 一 九 四 七 年 十 一 

月二十九曰的大會决謠案0 

蘇聯代表圃堅持原則立場，認爲解决巴勒斯坦 

^題的唯一正確辦法是食行十一月二十九日的大會 

决 議 案 。 • 這 點 ， 它 自 要 M 保 持 立 場 ， 贊 成 A i 

色列請求加人聯合國的申請。 

最 後 ， 我 《 吿 訴 钹 利 s 代 表 M r El -Khoun 

Sl"^話。他在螢言!^向理事會說及他獲有關於蘇 

聯二千五•&萬囘教£è對,巴勒斯坦間題飽度的It 

報。我瞜疑地這句話，JÈ認爲f也的說法是不正確 

的。我必;5^打破Mr E l - K h o u n 的 幻 想 , 吿 訴 他 

他所獲的It報龙不正確。 

自 蘇 聯 的 憲 法 ， 蘇 聯 & 民 族 聯 盟 中 各 自 建 

立獨立國家不是根據宗教而是根據國族利盎的。 

iism蘇聯宭法的原則，各民族都有自决及各自建國 

包括脫離聯盟的權利。蘇聯各民族解决立國問題的 

時候,不管是囘教、正宇教或天主教等等，都是堅 

守一個IT則，就是各民族都有自决及镯立建國的權 

利。關於這點，蘇聯人民的立場:》不管其信仰如何 

MM聯政)在其街內對外政策中所表現的立場， 

都是說任何一個國族團體都應该有自决的機會，甚 

至 m 括 镯 立 建 國 的 機 會 。 

所U Mr E l - K h o u n 在 籙 所 翻 於 蘇 繊 

內囘教態度的 f t報，是不正確的。 

如根據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决譏案在巴 

勒斯坦建立的亞拉伯國家向理 事會提出加入 聯合國 

的申請，蘇聯代表圑方當予W同漾的考盧。 

可惜因爲這種It形,這個國家還沒有產生。 

M r P E A E S O N ( 加 我 對 於 這 個 問 題 所 

要 螢 表 的 一 點 曹 昆 將 完 全 限 於 面 0 在 ; < ! 點 上 



3資格審 

査委員會，希望他們能夠M交付計論。 

不過像法國代表一樣，我們也認爲這個問題S 

是否緊急m&第一委員會所計論的問題不無關 

係。我們現fr逯â有知道第一委員會將遴出一些怎 

樣的决議，其内容如何，因此我們也不知道巴勒斯 

坦 的 人 民 ^ 負 起 ^ 麽 義 搽 。 

憲章第四條規定凡愛好和平，接受蛮章義務， 

且確能3è願意履行A些義務的國家均#爲聯合國會 

員國。frJ=i色列當局所提的申請案中,jlfcM條件之 

是否符合，我認爲，只有視將來大會势巴勒斯坦問 

題所Sii的决議而定。在决議鼂沒有議定W前，我 

們 鰣 知 道 究 竟 色 列 當 局 賴 餅 麽 才 簡 本 組 

織 履 行 了 它 應 盡 的 義 務 ， 當 然 也 就 , 知 道 E 是 否 

確能:É願畲屐行這一，務。 

如杲第一委員會通遏一個决譏案，對巴勒斯坦 

問題的和平解决々充分譯劃，先派一涸和解委員會 

與闞係方面商議之後，詳訂解决钿則，iu*Hfe^!l 

當 局 答 麟 , 力 求 認 决 , 各 項 规 定 之 實 現 ， 

則我們也許可對此項申請予J=sl迅连同It的考盧0 

反之,如:^一委員會的行動不能爲以色浏當局所 

接 受 ， 我 也 許 m i t 要 另 作 考 盧 0 還 有 一 點 ! 是 我 

認 爲 大 i p p i m 资 生 的 I t 形 , 但 萬 一 爲 了 某 種 原 因 

而第一委員會不能努此韩所决定，而我仍想對" 

色鋼入會申請有所處置，我認爲我們會希望m» 

這 種 舰 I t 形 而 予 A i 考 盧 。 

所Asl我一ï 

資格審査委員會，一Î 

問題的時候,應;g把這些考盧放在'L、裏，jfe把這件 

事 , 鴨 一 委 員 會 及 將 來 ： f c : & 本 身 計 諭 巴 勒 斯 

坦問題的情形̃w加W審議。 

主s還有那1要發言？ 

現 在 旣 沒 , 相 反 的 ， ， 色 列 的 入 食 申 請 庖 

卽 交 竹 申 請 入 會 國 資 格 審 査 委 員 論 。 

等 雜 員 1 

事:》加Ai撿tto 

千^工時十五分散會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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