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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 鬮 文 未 在 安 全 拌 事 會 會 鶸 f c 錄 內 榑 載 全 文 者 ， 均 j y 正 式 紀 錄 補 編 

按月TII行 

聯合國文扦均W大寫字母附W數宇鳊號。凡拔> î t此種編f i t fp抬聯合a之 

竿 毪 文 扦 宫 。 



第五百四十六次會議 

一 九 五 一 年 五 月 十 六 日 â 期 三 午 三 時 在 紐 約 發 拉 星 場 舉 行 

主 席 M r Ilhan S A V U T (土耳其） 

出 席 者 下 列 各 國 代 表 巴 西 、 中 國 、 厄 瓜 多 、 

法蘭西、印度、荷蘭、土耳其、蘇維埃社會主義共 

和國聯盟、大不列顚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美利堅 

合衆國、南斯拉夫。 
、 

臨時議事日程(S/Agenda 546/Rev 1) 

一 通 過 讒 事 日 î ? 。 

二 巴 勒 斯 坦 問 題 

(a) 反全面停戰眵定（不顧敍利亞、5?拉伯 

地 主 及 聯 合 國 督 察 員 之 f 願 ， 在 非 武 装 地 

帶內許勒窪地開始並耱櫝逆行排水工程， 

因此屢次違反停戰協定之規定，蔑視聯合 

國督察員之建讒與苜見。)(S/2075, S/2078), 

(b) j y 色列軍事佔頜非武装地帶（"色列軍隊 

佔 頒 非 武 装 地 帶 ， 色 列 锼 察 巡 邏 隊 故 曹 

襲擊 1 ^ 利亞之所。 jy色列曹圖佔領Ham-

meh受創後潰退。）（S/2075，S/2078), 

(C)向敍利亞Bf所開火（JW自動武器及;â搫炮 

向敍利亞軍隊所開)^。）(S / 2 0 7 5 , S / 2 0 7 8 ) , 

(d) 亞拉伯居民之撒離（強迫非武装地帶內 

拉伯居民撤離）（S/ 2 07 5 ,S/ 2 07 8 ) 

(e) KJt j及毀壤事件（一丸五一年四月五日覊 

炸 利 亞 軍 隊 之 1 » & 所 ， 毀 壤 敍 利 5 î 颌 土 

內之亞拉伯鄉村）（S/2075，S/2078) 

(f) 控3>Ft$利5g違反jy色列與敍利亞所訂全面 

停xBft協定，；îf^̶丸五一年三月十五日及同 

年三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不麝向B a n a t 

Yakub附: l ï J^色列僦土內非武装地槨之蒈 

通工人簡火(S/2077) 

(g) 控iHf钱刺i{«違反W色列與敍利5g所HT仝面 

停魂協定， i ^ ̶ 丸五一年四 W 三日派軍隊 

j y 色 列 領 ± 內 E l H a m m a 與 K h i r b e t h 

Tewfig間武装地帶（S/2077)， 

(h) 控fi:敍利亞違反JW色列與敍利5è所訂全面 

停戰協定，其軍隊2 ^丸五一年四〗 : 1四日 

向 W 色列頒士內E l H a m m a 附 近 之 " 色 列 

眢察開鎗，&1"#斃"色列警察七人，傷三 

人（S/2077)o 

(1) y色列控訴敍刺亜於:一九五一年五月二日 

侵略W色列頜土與不斷侵襲非武装地帶案 

(S/2121)o 

通過議事日程 

議 亊 B 桎 通 遏 。 

巴勒斯坩問題(櫝前） 

經 王 席 邀 請 ， W 色 列 代 表 M r Abba S Eban及 

钕利亞代表Fans El-Khoun Bey就理亊會级席。 

― 主 席 本 人 願 請 安 全 理 事 會 各 理 事 注 盲 法 

蘭西，土耳其、英聯王國及美利堅合衆國等代表圑 

聯合提出的决議案草案。該草案巳作爲文件S/215 2/ 

Rev 1 分 發 。 本 人 現 决 議 案 草 案 的 提 案 人 向 安 

全理事會提出他們的提案。 

二 M r AUSTIN (美利堅合衆國）本人願首先 

宣 ^ 文 件 S / 2 1 5 2 / R e v 1 所 載 的 聯 合 决 案 草 案 

"安全理事會 

"阁憶其^去關 * N y 色列與其各亞拉伯鄰邦間 

停'B 8協定之一九四八年七月十五日决^案 [S/ 9 0 2 ] 

— 丸 四 九 年 八 月 七 一 日 决 議 案 [ S / ! 3 ? 6 ] , — 九 五 0 

年十一月七日决譏案 [S/1907及S/1907/Corr 1], 

及一九五一年五月八日决議案 [ S / 2 1 3 0 ] ,並憶及該 

數决議案中所定關於經由各停戰協定當事國所參加 

的停戟事宜混5"委員會維持停钺狀態與解决爭端的 

方法， 

" 鑒 悉 f i 利 亞 與 W 色 列 對 安 全 理 事 會 提 出 之 

控iïii:案，敍利亞與jy色列代表在理事會之陳述，聯 

合國巳勒斯坦休钺督察團參《3!：長與代理參ai長向聯 

合 國 祕 長 的 報 吿 ， 及 聯 合 國 巴 勒 斯 坦 休 戰 督 察 圑 

參‧ ̂ 長 向 鉀 事 會 之 陳 述 

" 知 悉 f 肖 督 察 M 參 昆 在 一 九 五 一 年 三 月 七 

日 備 t 錄 [ s / 2 o 4 9 第 四 節 第 三 段 ] 中 稱 , 婧 j y 色 列 

出席停戟事宜混合委員會之代表團保s訓令巴勒斯 

坦土地開發有限公司&經由停戟事 a 混合委員會主 

席商得協^准予耱櫝其 lH‧劃Jy8"停止其在非武装 

地帶之一切活動，敍利亞《色列停戦事宜混合委員 

會 主 席 J T 貧 數 次 此 , P 喻 求 

"&番全面停'Bk協定第五條規定由停戰事宜混 

合委員會主席攒負監督非武装地帶之完全責任 



"批准參謀長與停戟事宜混合3J員會主席闢於 

此 事 之 請 求 ， 並 促 請 J W 色 列 政 府 予 守 

"宣佈爲促成巴勒斯坦水久和牛之恢復起昆， 

JW色列與敍利亞政府iJi須S實遵守一九四九年七月 

二十日之全面停戰協定， 

"鑒於該停戰協定第七條第八項規定 I t前文與 

第一 、二兩條外,遇對於該協定之任何規定發生爭執 

時，W停戟事宜混合娄員會之解稃爲準， 

"促靖W色刘與敍利亞政府將其控(：案提交停 

戰事a泯合委員會或^委員會主席處鉀（孰應處理， 

視停戰協定之規定而定）並遵守其决議， 

"醺爲布絕出席停'珑事â泯合委員會的會議或 

拒不贫重停瑰事â混合委員會主席依協定第五條所 

定義務曲作之《• 靑求，係不符合停戟協定目標與原刖 

之舉，促-喻當事國雙方出席該委員會主席所召集之 

—切會癍，並尊重其此秭 

" 促 《 i f 當 事 國 鎗 方 實 行 休 戟 督 ^ 阁 垒 長 於 一 

九五一年四月二十五日安全理事會第五四二次會議 

時 所 節 引 的 一 九 四 九 年 七 月 三 日 敍 利 亞 色 列 停 戟 

會議簡要紀錄之言，當事國缝方曾同盲此係對於敍 

利亞 jy色列停锁協定第五條之權威意見，其言如次 

" ' 非 武 装 地 帶 各 打 莊 與 居 留 地 之 民 政 問 

題,在停戰協定草案第五條(b)款與（ f)款有所 

規定。此項民政，包括警慷事 a ，係 W 地方^ 

某 礎 ， 不 引 起 行 政 、 法 、 公 民 資 格 、 主 權 等 

類一般問題。 

" '在 W 色列牛民 r e j 至或原住之"色列村莊 

或^留地内，其民政與警備事宜由 j y 色列入主 

持。同樣，在亜拉伯牛民lÈj至或原住之亜拉伯 

村莊內，應由亞拉伯人主持行政與警備事ê。 

" '俟牛民生活逐漸恢復1 ? ,態時,應在停戦事 

宜 泯 合 委 員 會 主 席 之 普 遍 監 督 T 建 立 地 方 爲 

某礎之行政糸統。 

" ' 停 戦 事 宜 泯 合 委 員 # • 丄 席 得 商 諸 各 地 方 

社團並取得彼等之合作，採取 i t :要辦法，W恢 

^ 並 障 平 民 生 活 。 他 小 擔 負 非 武 装 地 帶 直 接 

行政的責任。' 

" 提 醒 敍 利 亞 與 " 色 刈 政 府 î * , 二省依聯合國 

憲聿第二條第四項所負的義務，及其在停 ig^fô定中 

所湾承的不itii:之武力的義務，1認爲 

" ( a ) "色列政府 î ^ ̶九五一年四/〗五日出動空 

軍的行勋,與 

"(b)經休'战督察M參《ac長對；來提交理事會 

的 報 吿 與 控 3 f 案 邋 一 步 調 査 後 明 任 一 當 事 國 在 非 

武装地帶或其附近所作的任何侵略性軍事行勋， 

"均屬破壊安全理事會一九四八年七月十五日 

决譏案所作的停火規定，並與停戰協定條款及憲章 

所規定的義个相符合， 

"鑒於有關將亞拉伯居民撤出非武装地帶的控 

ilH:案 
" ( a ) 决 議 經 y 色 列 政 府 撒 出 非 武 装 地 帶 之 亞 

拉伯平民，應准其立時返里，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 

應盥督其:>§里及善後事宜，善後的方式由該委員會 

决定之， 

" ( b ) 齄爲事前不得停戟事宜混合委員會主席 

之决定，不得移送人口越過國界與停戰界線，或在 

非武装地帶內移勐人口， 

' " 蓥 於 觀 ^ 員 及 休 戰 督 察 團 官 員 屢 次 遭 受 担 

m.不得進入爲控^對象的區域，Ai執行其合法任 

務,特對此表示鬮切，認爲當事國甓方遇此等人員 

求進入某區域時，無論何時俱應'隹其邋入，俾冰《6 

督瘵圑能完成其任務，遇停戟事宜混合委員會主席 

爲此目的而£求給予便利時,亦應給予一切便利， 

"提醒當事國雙方决耆其在聯合國宭章規定下 

所負W相平方法J5?决國際爭端俾不致危及國際和平 

與 安 全 之 義 務 ， 並 對 色 列 與 敛 利 亞 政 府 末 能 依 

其在停戰協定所負義務 J W 促成巴勒斯坦水久和牛 

之恢復，表示闢切 

" 賓 成 休 ' 餽 督 察 團 參 長 採 取 耍 步 驟 ， t t 行 

本 决 > « & 案 ， 到 恢 廑 相 平 之 目 的 ， 授 權 ; ^ 

旨察圑參; i ï"長採取足 jy恢復該區相平之措施，1向 

j y 色 刈 與 敍 利 亞 政 府 提 出 其 認 爲 缉 提 出 的 曹 見 ， 

"促 < s t 休戟督察 M 參長就各方對本决^案遵 

奇赌形向安全琊事會提出報吿， 

"休f lS督察M在實行本决議案及琊事會一九五 

—年£月八日與一九五〇年十一月十七日决 5 &時， 

如 耍 求 額 外 人 員 與 協 助 , 身 長 f j t 拾 之 。 " 

三 本 八 於 上 星 J « 參 與 提 出 這 個 决 議 案 草 案 耍 

木先行停火W待解决W色歹«與t4利亞簡的此次不幸 

爭 執 # 極 力 主 張 理 事 會 迅 速 審 議 過 去 數 星 1 « 已 

列 入 M ' 事 會 蕺 事 日 f r 巴 勒 斯 坦 間 題 一 項 下 的 各 ; 捽 

i ? " 幸 而 ， 在 事 會 l i " ^ t " 蕺 [ 第 五 四 五 次 ] 與 本 次 

會pâ相!#的數日中，非武装地帶及其附 :5的瑰事巳 

有遵令停止的可^徵象。所JW，本人深信我們今日 

當能在更明白事實眞相與更了解安全理事會 i i i項迅 

速 採 取 行 勐 的 I t 形 之 I S 冷 靜 的 審 議 這 些 控 ; ï f n 本 

人 認 爲 ^ 事 會 各 事 小 m 明 白 理 事 會 須 p f i 速 採 取 

行勋，因爲理事會如遜邋不决，勢將阻礙巴勒斯坦 

和平的實現。 



四 而 且 ， 休 戰 督 麥 圑 參 謀 昆 G e n e r a l Riley雖 

然應有更長的休養^間，但他巳重返巴勒斯坦視事。 

我們應使General Riley和當事雙方獲得確實證據， 

^ 道 我 們 確 有 : a 速 解 决 本 次 爭 執 與 範 末 來 爭 執 的 

决'£10 

五各方在理事會所發表的！:見，恐不免在若 

干理事的《目中造成了全面停戰協定 1 所規定的談 

判機構無法解决本次爭執的印象。事實顯然並非如 

此。本人深信我們定可信賴General RUey在四月二 

十五日的安全HI事會會議[第五四二次]所提A的保 

證。General Riley镖時說他深信停If lg協定是能施 

行的，在巳往將及兩年的期間內，停戰協定施行經 

過良好，而且當事各方應該設法予 j y施行，因爲這 

對它們顯然是有利的。 

六 美 國 完 全 贊 同 G e n e r a l Riley的瞀見。鑒於 

巴勒斯坦現勢危急，本國政府認爲理事會&宜愼重 

審^各方提出的控3>f, j y 决定如何加強現有的^判 

機構。美國贊同General Riley的,見，Eg爲我們當 

前的控差不多全部可JW而且應該由停ifefe事宜混合 

委員會處p f l，故主張 j y —部分控發:S停1 6事宜泯 

合委員會迅加决定at實行其所採决定。 

七據本國政府的盲見，》事會將各方的 f è i i l f 

發 ^ 停 戰 事 宜 混 合 委 員 會 f r h 减 應 避 免 就 ^ 蚤 員 會 

能予處理者作任何判躕。否則，M'事會的行動4伊可 

能影響;^委員會的决定，或彼此重钹,抑且足W鼓勵 

踅 事 各 方 不 先 遨 力 採 用 其 業 巳 同 , 的 各 种 ^ 决 途 

徑，卽逕向H'事會提出控3"离一兩個機BI!的决定 

且相1»突，那也許會引起新問題。 

八 特 別 是 在 談 判 ^ 徑 業 巳 存 在 的 谤 形 之 I S 

本人認爲常事鹪方M:有决定性的談+iJ，顯然it較不 

願 談 判 的 饍 事 國 要 求 安 全 事 會 作 成 的 决 定 ， 史 易 

促 成 巴 勒 斯 坦 的 永 久 相 平 。 美 國 認 爲 停 事 J i 混 合 

委員會;§就發交它審••awj^rji:作成决定。本國政iff 

at isni ' j»事會如能說明它認 j §解决此次爭執所 i t m 

據 的 一 般 原 則 J $ 何 ， 則 對 於 當 事 雙 方 與 S f e 判 皆 

有裨助。Ï*P事會HI準備對其認爲在停4娄具會主管 

範園W外的問題加W判斷。 

il促請當事雙方籍停戟委員會之助决爭 

執，W及玫慮如何便利Sfe判41行似乎是不可或缺的 

步驟。瑚事會當3 l i有敍利亞及"色列政府所提出的 

若干控iî/Fc 14色列及敍利3&的聲朋明白表示出這雨 

個國家仍持有極端分歧的‧ ̂ 見，這從缝方代表^"1:14| 

事會所作的陳述，JW及聯合國休aap察M«i報本卵 

' 事 會 : A 式 紀 錄 ， 第 四 年 ， 別 補 編 第 二 號 。 

事 會 的 I I 方 政 府 的 耍 求 和 反 耍 求 * 都 可 j y 看 到 ， s 

在是很可慽埼的，此外，我們尙有休'餽督寧M的盲 

見相M a j o r General William E Riley的陳ai及他對 

各 》 事 所 提 問 題 的 ^ 覆 。 

— 〇 W色列與黎巴嫩、教利亞、約但、埃及 

等國簽訂各停戰協定時，同意由聯合國協助監督當 

事各方實行與遏守這些協定。休戰督麥團對於停戰 

協定的實行貢獻頗多。美國認爲H'事會應特別重視 

這個聯合國機構所提出的關於最近 f t勢的報吿，因 

爲這個圑體是由比利時、法蘭西及美國軍隊中選出 

的公正無私的觀察員組成的。 

一一美國認爲造成非武装地帶內目前 I t 勢的 

某本理由是雙方對;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主席在非 

武装地帶內的椹利肩】責任拧有互不相容的f見。所 

W我們耍明白這些责任爲何，必須査閱停戰Wfj甓 

方 談 的 紀 錄 W 及 協 定 本 身 。 

—二 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四日巴勒斯坦問題 

代主9^調解専員Mr Ralph Bunche就非武装地帶致 

函 利 亞 及 " 色 列 兩 國 政 府 ， 內 稱 

"鑒 * N 5 f 有情形，雙方所能期望停戰協 

定者充其極應JW關於非武装地帶的規定爲合鉀 

限度。永久疆界、颌土主權、關稅、商務關係 

等問題在最後>FU平解决時始行處理，而3應 

在停戗協定内有所决定。 

" 本 人 願 再 度 指 出 y Su在聯合國主持下所 

訂的關於非武装地帶的辦法，如施行於El A n -

ja、政府大廈、Monnt Scopus者，結果皆極圓 

満 ， 確 能 在 達 成 最 後 解 决 保 護 當 事 雙 方 的 全 

部利益與耍求。正在談判中的協定所W劃設立 

的解除軍備簋有IPI樣功效。事關聯合國信譽與 

效能，聯合國定將保證其如此。 

" 本 人 向 當 事 雙 方 t i ^ S 聯 合 國 定 將 藉 計 

劃 的 W 钱 停 戰 事 宜 混 合 委 員 會 的 主 席 的 協 

助，確保非武装地槨不致淪爲眞5地帶或荒地， 

並 確 保 羸 居 民 可 在 正 常 地 方 民 政 當 局 與 警 察 

度，正常生活。 

"關 Î S I 方面，本人願指出關係地區面積 

旣然AïH ,區內居民或村落爲數亦不多，管H » 

及維持治安絕不是嚴重或極度钹雜的問題，而 

" 本 人 並 願 指 出 鹪 方 在 計 劃 置 的 停 戰 事 

宜混合姿員會內將有機會，就有闊停iBft協定此一 

方面或任何其他方面詳細規定進行51"論，1^遒協 

P & 。 聯 合 國 對 ; 6 ^ 雙 方 a 後 根 據 譏 商 定 的 任 何 

辦 法 直 & 完 全 滿 , 。 聯 合 國 的 唯 一 任 務 爲 協 助 



赏事雙方達成彼此满酋的協定，並袷予雙方共 

同 請 求 的 協 助 ， " 促 成 並 監 督 協 定 的 笪 行 。 " 

一三 i U *事會審譏此次爭執時，嗯該特別 

— 九 四 九 年 七 月 三 日 " 色 列 钱 利 亞 停 ^ 會 謠 紀 錄 所 

載的肯定意見。缝方均巳同意上述曹見;?停硪協產 

第五條的正式說明。？lc們認爲此秤首昆巳肯定說朋 

了 停 戰 事 a 混 合 ^ 員 會 主 席 在 非 武 装 地 帶 内 的 權 

力。四月二十五日General Riley在ÏIP事會陳述時 

貧 引 S 上 述 曹 見 。 

— 四 關 於 非 武 装 地 帶 的 赏 際 監 督 問 題 ， 本 人 

願引用 W 敍全面停戰協定內規定,立非武装地帶的 

第五條作證。停16協定所附地圆巳剷定^匾界線, 

分爲南、北、中三部。停'islg協定第五條第二項原文如 

次 

"依!安全W I事會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六 

H决畿案之盲旨，劃定停's6界線與非武装地帶、 

其宗旨在隔離當事甓方之軍1^^5^ y 減 ' 生 衝 

突及意外事件之可能，同 I f ï在小妨礙最後解决 

賭形之下，逐漸侬 î l t非武装地帶一帶人民之正 

常 生 活 。 " 

̶ £ ^ 條 第 五 項 ( C ) , T Ï > J Ç 

"本協定第七條規& 置之!^ffgg事a浪合 

委員會之主席及隸屬^委員會之聯合國觀窣員 

應負責確保切實施行本條规定。" 

— 六 第 五 項 ( e ) 款 稱 

" 停 a 事 混 合 委 員 會 主 席 有 椹 m 許 平 民 

lÊJj^非武装地帶內各才i落，Jk有,核,佳在該地 

帶內攉用少數在地招1：之民瞀、W維抒内部 

治安。在此方面，停戟委員會主席JiW本條（d) 
款所訂撤軍期間表爲根據。" 

— 七 從 J " 述 條 款 ， 顒 然 可 見 停 戰 協 定 規 定 在 

不妨礙最後解决 f t形之 I S逐漸侬< J l ^地帶A民的 

正常生活。停％1協定;it規定負食確保切實施行第五 

條規定者爲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4席，卽聯合國休 

戰督察阁參$長，或由其指派的人員。停战委員會 i 

席且有權核准平民 fel返非武装地帶內各村^，並有 

權核准懾用^數在當地招荩的民警， W 雜冶安。 

̶八本國政府？^爲停戰協定第/£條TE式規定 

負責全面監督非武装地帶的行政者爲停餽事ê混合 

委員會主席，而不是以色刈或ft利亞。這秤權力茉經 

當事雙方默認。我們認爲在W色刘與敍利亞永xi成 

協議另作規定或停BE協定水經修改W前，_k述赌形 

仍然適用。非武装地帶內各>1=；1落的地方行政«a應山 

當地的亞拉伯或W色歹《官員負責，伹在他們直接昝 

轄 範 圃 W 外 ， 停 ' 協 定 规 定 他 們 得 在 非 武 装 地 

帶內從事有:â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主席的耍求或建 

譏的工作。 

— il就此次爭執而論，赏事國之一自稱*Ë於 

决定何《；@非武装地帶入民的正常生活時，巳對停戰 

協定第五條加JW正確解释。本人願請H«事會注f停 

戰協定訂有解释第五條的正當方法。關於 i S —點,本 

人P噙各a事注首第七條第八項的規定 

r "除序言與第一條、第二條外，本協定任 

何 一 項 規 定 之 , 義 加 解 稃 i i A s l 委 員 會 之 

解釋;PS準 " 

二〇理事會當翻有英聯王國、法蘭西、土耳其 

和美國所提出的决^案草案。本國政府認爲 ï f f i事會 

如 ; 這 個 决 議 案 草 案 ， 將 可 釋 明 與 加 強 w t ï 停 戰 

事 混 合 委 員 會 主 席 的 責 任 Î U 職 務 。 本 阖 政 府 欣 悉 

有蹒地區的'战事巳吿終止。本國政府希望W事會當 

前 决 ^ 案 草 案 的 通 過 能 a 有 助 於 維 持 該 地 區 的 相 

平。 

二 一 最 後 ， 本 人 願 再 聲 明 本 國 政 府 深 信 恢 復 

巴勒斯坦和平的責任人部分應由當事œ方屑負。"匕 

們 早 / 椎 抒 目 前 停 戰 的 方 法 ， 祇 須 一 本 至 , 成 加 W 

^用。= 1种方法就是盡力與停戰事â泯合委員會主 

席 合 作 ， 耠 予 聯 合 國 觀 察 員 W 執 行 任 務 所 的 一 

切 便 利 ， w 及 诚 守 停 戦 委 員 會 或 該 委 員 會 主 席 

在 其 主 管 範 園 内 所 作 f i ^ 决 定 。 安 全 事 會 的 職 務 仍 

舊 應 爲 、 要 時 加 強 現 有 的 停 機 構 & 所 有 其 他 

補救辦法均吿無效ffï,審蕺當事缝方所提出的控;i/f 

^^及>» ffHlÊ踰鎗方注"t自力建立水久和平爲,"^i^̶ 

切的義務。 

二二 Sir GladwynJEBB ( 英 聯 王 國 ） 五 十 

四 H 聯 合 國 新 閡 宣 佈 利 亞 與 " 色 列 政 府 巳 

締結停火協定，同時自评事會通> 5五月八日的識 

案[S/21 3 0] 來 ， 非 武 装 地 ^ 及 其 附 近 地 帶 的 戰 

事«a已完全停止。對ÎSIÎiPîiPI^形本人深信H'事會 

各 i " l ， 事 定 人 同 成 欣 ^ 。 

二 三 當 事 ' 雙 方 擇 善 而 從 ， 已 往 張 險 ; S 的 赌 

勢現正由W敍兩國政府的代表和休gfe督察圑代 

a i i i l O T 决，可欣慰。聯合國休戰督察團代 3 ? 卩 

參 及 其 他 八 員 協 助 促 成 此 柳 綏 f i l 局 勢 ， 本 人 願 

代表本@代表醎向其致,射。 

二 四 本 人 得 悉 G e n e r a l R i l e y 已 : S M i ^ f ^ B 

(五月十三日）啓秆赴近束。General Riley身體略吿 

痊可，能繼續他在近束的工作，I：！(？屬幸事。我們充 

分信賴General Riley的才能和公正態度。我們相信 

當事雙力對他的信任定能轼助他解决雙方的困锥。 

二 / £ 我 們 如 希 g General R i l e y 能 藉 ^ 判 方 式 

解 决 雙 方 ^ 持 小 决 的 各 項 問 題 ， 理 事 會 " 說 明 



它 對 若 干 重 耍 問 題 的 , 見 。 於 可 能 時 ， 理 事 會 ; i 迅 

如 此 辦 W ， 因 爲 赏 我 們 在 紐 約 審 些 問 題 的 

候，參《s:艮自纟々難使當事缝方的注會力全部集中 

地。 

二 六 因 此 ， 英 聯 王 國 政 府 希 望 班 事 會 能 通 ^ 

美國、法阈、土耳其三代表#B本人所提出的决謠案 

草案，並希望各?事就^草案各項规定進行辯論畤， 

泮 f 該 草 案 宜 早 日 提 付 衷 决 一 ， A 。本人有見及此，擬 

小再對該决讒案草案内各SA作詳盡解說。 

二 七 英 聯 王 阈 政 府 ! ^ 爲 我 們 應 ^ / 4 會 的 某 本 

f 務 ; 如 何 加 強 " 叙 停 战 事 宜 混 合 委 員 會 和 休 戰 肾 

察iffl。所jy我們認爲a>事會不鹰就雙方代表所提出 

的細節問題表示奮見，而應祇審蕺一般問題。這些細 

節 問 題 應 由 參 長 藉 仝 面 停 戰 協 定 所 規 定 的 機 構 之 

助，或藉與兩事國政府代表會商的辦法>3!：*解决。 

二八本人 1 ^ 表示贊成五月八日的停火决 j i g案 

I f M 第 五 四 五 次 會 曾 經 說 & ， 我 們 深 知 全 面 停 瑰 

協《所规;È的非武 i l地帶的管 Ï ! P制度在實行方而 

將 引 起 若 干 困 我 們 一 向 認 爲 此 管 H " 制 度 个 ^ 

完全是在兩?1;事國商妥最後解决WSIJ的權宜措施。 

我 們 一 向 肯 定 獰 明 ? l e 們 認 ; ? 色 列 與 钱 利 亞 應 繼 ^ 

就 鈒 後 的 和 平 解 决 : € 行 f i ? 判 。 事 會 當 前 的 决 案 

的,十四段再PiÇfi事雙方 / 4 盲重建巴勒斯 f f l 水久和 

牛 的 责 任 。 我 們 希 望 £ ¦ ¦ 事 , 各 W 事 ^ " 贊 助 此 項 規 

定 ， 藉 " 向 兩 當 事 国 政 ； ( Ï 表 明 聯 合 國 懇 切 望 " 色 

5 0與 i t郯亞拉伯國家 l y商訂^後相平條約的工作卽 

能有所遭展。 

二九但在敍利亞與W色列求蹄結最後; f i l平條 

約"前，英聯王國政府認爲非武装地帶的主權問題 

是十分明白的。全面停152協定的規定W及Mr Bun-

che 於一>fL四九年六月二十六日所提且經铋方政；ff 

； 式 承 E g ^ 該 協 定 的 正 / g â : 释 的 , 見 A , 紙 能 解 稃 

；??在停戟繼攒生效〗《1,« ， 链 方 政 府 皆 在 非 武 ^ 

地 帶 內 行 使 主 » 。 美 W 代 表 方 才 提 出 的 决 桌 草 案 

的 第 十 段 a S 明 理 事 會 赞 同 M r B u n c h e 的 見 蔷 所 

載 的 各 原 則 ， 促 P 喻 ? Â 事 甓 方 予 " 施 行 。 评 事 會 各 

事當可注實&本項规定不&重申該盲見身内甓方 

政 府 業 已 接 受 的 各 項 原 則 ， 伹 鑒 各 方 i S I A 辯 論 

I f l "所表的逯虜，我們認;^安全现事會 i l F 將苜見 

* 内 各 ï r s s 列 入 此 决 案 中 ， 正 式 予 j y 確 認 。 據 本 國 

政 f f f 的 見 ， 停 I 戈 協 定 规 定 j y 色 列 與 利 亞 政 府 负 

, 列 « 任 協 叻 停 g J j 事 宜 ! 昆 合 3 ^ 員 會 主 席 在 非 武 

装 地 帶 內 祁 絨 純 粹 入 地 方 性 资 的 行 政 機 怫 絕 小 

W任何方纟^例4【1；?1〗用由中央指掙的警1^或以外 

界力 i d f e乱地方6政 f l局等——在非武装地帶內行 

使 權 並 將 引 起 键 方 爭 執 W — 切 困 鞾 問 題 送 請 停 

I戈事É"«l合3J員會主席審議並决定。我們認爲當事 

健方乂, l i f e 對遵守停戟事 ' ê 混合委員會主席的决 

定，而且^月竭力協助該委員會主席履行全面停戰 

協定所規定的任務。苒者，如某一當事國政ffi^認爲 

停戰'级定的條在任何方面有不妥之處一一本入方 

才說^，我們深知停'1 ^協定所規定的管翊制度絕4 

是 C T ^ 的一我們認爲甓方有依照停戰協定第八條 

第三及第四項辦ÏJP的義務。 

三 〇 本 人 現 舉 出 具 體 事 實 求 說 明 此 點 假 如 

W色列政府認爲該協定尙有缺陷，因爲它容許Banat 

Y a k u b 附 : & 的 土 地 所 有 權 人 長 ^ 阻 礙 巴 勒 斯 坦 土 

地I眉發公司拼除許勒湖積水訐劃的進行，那麼jy色 

列政府磨採的正當:^徑爲向祕書長根據第八條規定 

所 召 閱 的 會 ? 提 出 該 協 定 的 要 修 正 ， 於 耍 時 ， 且 

得向安全 W 事會提出 t 的提案。伹如果巴勒斯坦土 

地 l î^ît公司却不這様做而繼積進行排水工作、沒收 

土地、該公司JW及控制該公司業務WJW色列當^旣 

無此ÎT'權力,則在此方面自不免有&失。所W本H政 

府雄澈底明瞭許勒湖排水計劃的完成對於各方面均 

有好處，但仍堅决鼸爲此項工作不鹰在違反全面停 

戦協定條^的 f i l 形下進行。 

三 一 本 人 希 望 事 會 其 他 H I 事 同 奮 本 A 對 此 

問題60t\a， 希望各》事均能贊助本人方才提及 

的决^案草案内各項规定。本人願再簡略提及最近 

數月來+幸在非武装地帶及其附近發生的各称暴力 

行 爲 。 决 案 ? , 案 第 十 一 段 宣 吿 一 九 五 一 年 四 月 五 

日W色列軍隊的g鶬行動違反停戰協定，且 I*聯合 

國憲章所規定的會員國應有義務不符。 ï f事會曾 I I 

到關JNte停火區內其他地SJi發生的軍事侵略行勋的 

S/f控，而且有A表示ÎJSE利亞政府亦曾爲此目的;fIJ用 

它的軍 fe ï。但闉於這些問題目^ fiî無確切(f報。本 

阈代表圑認爲我們應待休^?8督察團參|3!：長提出史詳 

盡更周^的報吿，再行加W决定。决議案单案的提 

• 1人¦ g爲W '事會4 ^堅决表反對任何方式的軍事 

侵略行動，英聯王國政府願特別強調^决 p i 案草案 

內這一段的規定。 H '事會將保留應付軍事侵略行 

勋的槌利，俾General Riley日後査明任何一方面;6^ 

此次iftU爭iwiaj確有此秤行勋畤,ffl事會再f處理。；&^ 

或適a時， Ï Ï '事會自可苒就此項特殊問題通過 

决菡案。 

三 二 本 人 願 再 提 及 一 點 。 這 就 是 被 遺 送 至 非 

武 装 地 帶 " 外 的 伯 村 民 問 題 。 有 人 表 1 ^ 這 些 亞 

拉伯厄民是波A他徙的，聯合國觀察員旣無法査明 

這些人的力向，不能確K呈報休戰督寧0 ( 1參艮這 



些 人 是 否 自 願 他 徙 ， j y 及 他 們 的 是 否 在 各 方 面 

均極良好，理事會各理事定感不安。本國政府深 

jy色列政府給與General R i l e y 的 休 戰 督 察 M " — 

切 便 利 ， 俾 可 從 事 調 查 遷 離 非 武 装 地 帶 的 亞 拉 伯 

入的行蹤，並於他們願曹時遺送他們囘:《1非武装地 

三 三 本 ; ^ 現 槪 述 本 阖 政 府 的 態 度 如 下 本 國 

政 府 對 於 最 近 敍 邊 境 f i 勢 的 好 轉 深 表 欣 慰 ， 並 希 

^螌方政府的明智處理終能迅速解决引起此次戰爭 

的各項爭端。本國政府更希望全面停isS協定能早日 

改 爲 最 後 的 和 平 解 决 ， 而 事 键 方 嚴 格 守 停 

戦協定，全力支持停'118事U泯合委員會主席，JW確 

保解除軍備區内的和平與冶安。本國政府深望W色 

列與其他亞拉伯國家間的爭執，能因W钱兩國政府 

間的最後解决劢镀致類似JW决，又馊致解决W後， 

雙方在政治、經濟、軍事上的合作能&中束從向爲 

内鬨所削弱的地區一變而爲強豳穩定的地區，此釉 

希望(U非過奢。本人願敍利亞與W色刈政府能解决 

此 次 爭 執 ， 開 闢 i 向 美 满 結 果 的 徑 。 

三 四 M r L A C O S T E (法騸西）兩個多月來， 

"敍》§境若干地區又苒度發生了一>ii串苜外事fi 。 

其中有流血事件多起，检殺事件若干起，KM中且有 

實!^作戟的現象——幸而規模尙/J ，但却是無可否 

認的。這些意外事件(SU敛利亞與W色列間的若干邊 

境地帶再度遭受破壊，造成本相織兩會員國間危險 

而紫張It勢，妨礙維«F近Jk的和牛。 

三五小但由於我們對10：接受到,上:《lÊ,外事件 

影響的人民兩當事國家和W此成覺小安的各鄰國的 

深 深 關 切 ， 抑 且 由 於 我 們 負 的 輝 事 國 的 重 责 任 ， 

我 們 小 得 小 警 ^ 注 盲 目 M 自 許 勒 湖 之 南 達 ^ 湖 之 北 

這一帶地區的緊張局勢。顧名ffi義，安全H>事會的 

基本任務厥爲預防世界任何地區的和平受到威脅。 

三 六 本 人 鄹 爲 逑 一 l i t 論 所 , W 外 事 件 是 沒 有 

盲義的，而且提出其中任何一次加 W 敍; 4 , 也是沒 

有首義的。若干H"事國政府一一包栝本國政府在內 

——雖艇向當事雙方提出友善BU A 切 的 1 吿 、 瞀 見 

和建議,但這些意外桌件仍在*武装地帶餹櫝發_生， 

間中^且波及該地帶W外地琴•*。我們希望現已不再 

有 此 穉 事 件 。 根 據 日 往 經 験 ， 我 們 早 & 知 道 關 實 

際 經 過 的 詳 細 谤 形 和 對 此 的 稃 定 引 起 一 方 面 的 

異讒,成爲甓方爭辯的對象，縱&曾餒休戰督=^圑的 

觀察員加 jy判躕亦復如此。敍利亞和W色刈向现事 

會埯出的一連串^,v/f已客觀地at明 t述曹兒是確有 

根據的。 

三 七 但 是 ， 有 兩 點 基 本 事 實 是 我 們 應 該 注 意 

的 第 一 ， 巴 勒 斯 坦 束 部 邊 境 確 有 不 健 全 的 危 險 I t 

勢 第 二 ， 若 干 無 可 否 認 無 可 爭 辩 的 重 耍 事 件 確 會 

發生。其中最嚴重的就是四月五日3：襲El Hamma 

的事件。這些深可埦惜的不幸事件自然令我們感到 

極度小安。 

三八我們 i l 4 須提出而且本人醺爲自然會產生 

的 第 一 個 問 題 何 W 會 發 生 此 稠 情 勢 ？ 一 九 四 九 年 

七月二十日键方赖訂停戟協定"來，情勢巳開始好 

m,其後何致如此？ 

三 九 本 人 認 爲 對 這 個 間 題 的 答 稷 是 很 簡 單 

的。停戟就其定義而論,不過是嗨時的A渡措施。在 

停 態 度 所 造 成 一 方 面 異 常 嚴 1 8 — 方 面 又 很 不 確 定 

的環境之IS生活是 iÉi困雜的。本人認爲凡洞悉巴 

勒渐坦It >d的入絕不否驄，此filifie時措施巳實行太 

久。無疑的，《1就是一切困，的根源。眞正關I：中 

束和平的國家，不但應希望JU色々！I與其吡鄰國家間 

的閽係終能穩固，抑且應盡力促其實現。 

四 〇 但 是 ， 這 小 是 造 成 H » 事 會 本 日 所 討 論 的 

會外事件的唯一原因。在末璣致本人方才所說的最 

後解决JU前，這些國家須耱欖生存，和睦相處。一 

九四九年聯合國爲當事键方榦旋時，聯合國所îfif任 

的 工 作 原 不 祇 限 協 助 缝 方 稀 結 停 戳 協 定 。 聯 合 國 

並願本憲章的精神，協助雙方ft立與實行適當制度， 

藉W在環境許可範園内，儘量促成當事國家的相洽 

共存，並增其友善蹦係，此實爲聯合國的理想。此 

种輝^推勐聯合國的工作，並在各會員國願盲合作 

Itï加強其合作。 

四一停戰事!â泯合委員會、休 l ' J S督察圑以及 

前交钺國被邀參與的一切機構，藉聯合國所派人員 

之助，當可鑕助當事國家儘可能顺利地，最低限度JT 

和 牛 地 渡 過 這 個 過 渡 畤 期 一 我 們 希 這 個 ^ 渡 時 

« f t也就是邋時期。過了這個時期，當事國家就可 

以建立正，蹒係和平相處，小僅在法鉢上如此，在 

事K上'力復如此。 

四 二 小 幸 ， 在 & 去 兩 個 月 中 所 發 生 的 可 悲 事 

件證明出席本日會讖的被吿原吿有時忽略了它們於 

—九四 _ A 年簽訂停'協定時所承諾的義務。第一， 

——這也是最嚴重的一點——在若干情形下，镍力 

曾 l»F諸武力，企圖維它們I：目中的所pif正義。第 

二，在事實上，它們拒絕^守停戰協定內爲便利停 

戰機構執行任務而設的明確規則。 

四 三 在 這 | 5 0 情 形 之 安 全 理 事 會 的 態 度 究 

覚應該 t樣呢？ 



ram 安全ïi'事f^•i先/f促pf常事甓方停JL戰 

鬭行爲。 ÏS»事會巳做了這一點。這就&本人於五月 

八 日 代 我 國 政 府 聯 同 美 國 、 英 聯 干 國 與 土 耳 其 三 

代表提出的决p%案草案[s/Mso]的目的。；;^决 

案 ^ 案 已 由 H » 事 會 司 日 j y 十 菓 對 零 通 遇 [ 第 五 四 

五次會纗]。 

四五其次，》事會應 W 較上萆 J « j 所通: ô 的緊 

急决議案更爲明確更爲詳盡的决議案，促請當事镲 

方屣行全面停战協定所規定的義務與諾言。這就是 

jy上各國代表和本人代表我們的政府於本日提出的 

决逮案草案的目的。 

四六现事會目前言 1論的决讒案挲案首先提醒 

敍利亞與W色列政府，根據憲章第二條第四項的規 

定，它們已承允不使用威脅或武力。該决,案隼案 

並宣吿W色列政府;fr^四月五日遣娠軍用機淼炸非武 

装 地 帶 內 E l H a m m a村及其附近敛利亞邊境，所 

時，巳違背此項^言。該决議案草案表示對任何一 

方在非武装地帶或其 l ift近S反一九四八年七月十五 

曰 事 會 所 通 過 决 案 [ S / 9 0 2 ] 内 停 火 規 定 而 邋 行 

任何軍事侵略行動，拧R樣Jïfe度。 

四 七 該 决 ^ 案 草 案 更 决 定 被 J W 色 列 政 府 遷 離 

非 武 装 地 帶 的 亞 拉 伯 平 民 鹰 卽 予 l Ê j 籍 ， 停 戰 事 â 

混合委員會廯負责監督這些人的rej鄉與善,後事i：。 

該决菡案#案最後聲明嗣後如末先經停戰事宜馄合 

委員會主席决定，小得有任何行動，致使居民越 

國界或停《^界線，W及在非武装地常內遷移A 

四 八 本 人 認 爲 G e n e r a l Riley 五月八日[第 

五 四 五 次 會 ^ ] 對 本 人 在 前 一 次 會 議 [ 第 五 四 四 次 ] 

听提出的問題的答覆，已sîi明理事會當Su的决議案 

草 i s内應,此秤規定。本人現鞞述Genera l Riley的 

答氇。 

四九 General Riley說 

" 本 人 知 中 部 有 鄕 村 二 處 已 被 摧 毀 。 

Baqqara已被头爲平地，Ghinnama打亦已被毀。 

El Hamma, Baqqara及Khouri農村的亞拉伯 

人被送至W色列境內Acre附: i4的Sha ab。 Em 

Gev ̶地的婦女及5a竜則遷往敍利亞:â境附近 

山中。Samra居民的去向現尙無確實涫S"。 

五 〇 這 是 五 月 八 H General R i l e y 吿 ^ 我 們 

的。 

五 一 本 入 方 纔 所 提 到 的 各 項 規 定 ， 其 中 所 論 

的 都 是 業 巳 發 生 的 事 件 。 這 些 規 定 顒 亦 可 適 用 

將 來 。 本 人 信 本 人 表 希 ^ 我 們 目 前 所 ; ; t 論 的 地 

區 小 再 發 生 爭 或 驅 逐 平 民 等 暴 力 事 件 時 ， 本 人 所 

說的；正是所有代表的盲見。 

五二 爲 將 來 ^ , 現 有 兩 龃 規 定 ， j y 確 保 休 戰 

督^〖 î l f l i停瑰機構能夠儘量順利工作。其一關係巴 

勒斯坦土地開發公司在非武装地帶內巳開始了的工 

作。决議案萆案第三*四、五、各段規定此項工作須 

經停戟事宜混合委員會主席與甓方商定准予復工後 

始能繼懵進行。 

五三 W色列代表M應該明白提出這個决讒案 

草案的各國政府一尤其是我國政 ; l ï " "一絕無盲延 

運與咀 I t此項 jy改良土地爲宗旨的公共衞生工作的 

進行。此項工作必然大有助î>^該颌土、實至堪嘉許。 

我 們 鹰 鼓 鳓 與 便 利 其 早 日 完 成 。 

五四但是， G e n e r a l Riley/曾正確指出，巴勒 

斯坦土地開發公司無權在非武装地帶内沒收土地， 

該 公 司 須 先 與 土 地 所 有 權 人 商 妥 始 能 齄 續 此 項 工 

作。常有人說這不過是幾英畝地的間題。可是，這個 

問題也是一個原則問題，一個有關非武装地帶的地 

位的問題。據有這些土地的打民自然耍堅决保讒他 

們的财產，甚且不惜3|：諸武力。這個問題自然也就 

被送到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 

五 五 載 J ^ ^ 人 提 及 的 决 蕺 案 草 案 第 二 組 規 定 

爲第八、九、十相十三數段。這些規定的目的祇在於 

提 當 事 犍 方 / 4 會 屢 被 忽 略 或 破 壞 的 重 耍 規 則 。 键 

方相希望負責促使當地人民及兩個當事國和平相處 

的機構履行其任務，則應先遵守上述規則。本人認 

爲不ni苒對這些規則逐一加 jy評論。這些規則都是 

淸楚的，而且顯然是很合時的，也是必需的。 

五六法蘭西政府最64?蟄最懇切地希望這個决 

讖案草案能迅速通&。法蘭西政府並希望該决讖案 

草案縱然不能一致通^，方能像五月八日的决蕺案 

—般，爲大多數H>事國所贊助。 

五 七 法 蘭 西 政 府 與 美 國 、 英 聯 王 國 及 土 耳 其 

三國政府合作，力求立卽解决此次爭執的某礎。 

此 可 見 法 蘭 西 政 府 對 有 關 人 民 和 兩 當 事 國 的 權 益 

深表 I I切。法蘭西與兩當事國也有極密切的友好鬮 

係。 

五八最後，法蘭西政 f f f 深知其與上述國家及 

安全 ïy'事會各理事國所負的共同責任，且甘願爲和 

平而努力，故唷W事會;《 i J i這些規定。 

五 九 主 席 本 人 旣 爲 £ 1 " 事 會 目 射 審 蕺 的 决 讒 

案草案提案人之一，願JW土耳其代表的資格，發表 

隙述如r^。 

六 〇 我 們 已 經 聽 到 鱸 方 就 巴 勒 期 坦 問 題 現 勢 

的,述，也審讒了作爲安全理事會文件分發與各理 

事的犍方代表來mjw及休,逸督察圑參《3!：長和代理參 

長的報it;。承休>88督#M參<^長General Riley於 



四 月 二 十 五 日 [ 第 五 四 二 次 會 議 ] 向 翊 事 會 陳 ^ , 

見，其後復對理事會各理事所提出的問題一一置答 

[ 第 五 四 四 及 第 五 四 五 次 會 議 ] , 弑 助 說 明 當 前 的 赌 

勢,貢欺良多，本人願特別向General Riley致謝。 

六 一 正 如 本 國 代 表 圑 J W S i / 向 班 事 # 所 說 的 

[第五四五次會議]，我們餹爲最近 f r y 敍停戰區內 

的發展重新證明齄個巴勒斯坦的一般情勢仍極不穏 

定 ， 所 W 這 些 事 件 實 令 我 們 極 感 不 安 。 本 國 位 中 

東，自然懇切希望該區恢復正常狀態，It勢穩固，獲 

致永久和牛。我們深信這是能鉤而且終會實現的。土 

耳 其 一 秉 這 稗 信 過 去 兩 年 內 , 婢 任 聯 合 國 巴 勒 

斯 和 解 委 員 會 的 會 員 國 。 但 在 全 面 相 牛 重 新 建 立 

W前，巴勒斯坦總不免續有緊張的 I t勢。我們正盡 

我們的力量，聯合國也正盡 t 的力量來;S法儘量減 

輕這稗緊張情勢。我們縱然 7 能完全消 I t 這些 7 幸 

事件， i(rj^定儘量設法加W約束，使t們祇成爲地 

方 性 的 盲 外 事 件 。 這 就 是 聯 合 國 休 戰 督 相 停 铋 

事宜泯合委員會的宇旨，也^是>?11解委員#^*身的 

目標之一。 

六二 Banat Y a k u b 橘 所 發 生 的 踌 勢 f t 在 

是很嚴重的。這次事件的起因爲甓方對許勒窪地的 

排水問題盲見不一，終至開火射擊，互有傷亡。本 

人不擬詳作計論,亦不擬斷定誰是誰非。這次事件雄 

然本身是很厳重的，但却不過是在邊境發生的地方 

事件。在目前 I t勢下，此^事件自所"免。事賞上， 

W色列與敍利亞所簽訂的停戦協定巳經預料到會有 

此稱踣事。該協定第七條第七項規定如下 

"冈本協定之實施而起之齄力耍求或控 

應 立 卽 經 由 停 戰 事 a 混 合 委 員 會 主 席 提 交 

委員會。委員會靡藉其觀^及調查機構對所有 

此穉耍求或控3F採取適赏行勋，W党得公牛及 

雙方満m之解决辦法。" 

六 三 â 一 條 的 第 八 項 作 如 親 定 

"除序言與第一條、第二條外，本協A任 

何一項規定之曹義需加解稃ffv， ；iw娄員會之 

解榉爲準 " 

六 四 當 事 雙 方 於 簽 訂 停 戰 協 定 時 ， 已 接 受 I ： 

>i規定。這次爭執旣^有闢非武装地帶内協定的賁 

施間題，應該處理這個問題;fil因之而起的一切事件 

WJF常與最終機構自然是停戰事a混合委員會。 

六 五 其 他 曹 外 事 件 耱 B a n a t Yakub橋事件W 

起 。 緊 張 情 勢 蔓 延 至 個 停 戰 區 ， 波 及 南 部 ， 並 引 

起 E l Harama區的f外事件。該地亦有開火踌事，且 

有 j y 色 列 瞥 # 七 人 被 撃 鷉 。 這 次 事 件 也 較 北 部 發 

生的事件更爲厳重，本人對此次事件亦不擬有所討 

論。代a»參2£長報稱，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曾設法 

調 査 事 實 經 & , 但 被 阻 J F , 故 無 法 收 集 充 分 瞪 據 斷 

定此事鹰由何方負責。若干問題雖仍牖而未決，但 

有 一 點 巳 可 明 白 看 到 這 也 是 地 方 事 件 。 

六 六 然 而 ， 我 們 對 於 齄 該 次 事 件 而 發 生 的 轟 

炸事件，便不能採取同樣態度。空锼小是地方事件， 

而 是 不 能 託 5 3 目 前 婧 勢 特 殊 j y 爲 巧 的 嚴 重 行 勋 。 

理率會絕不能放過此糠行勐而奄無表示。 

六七使我們不安的另一原因爲在 J W 敍停戟區 

、發生此秤事件的期間中，聯合國的威信和聯合國觀 

察員的命令似乎一再遭受忽視。休戰督察M代琊參 

[長Colonel De Ridder的報吿載有若干足JW證朋確 

有此種違抗態度的事實。 

六 八 自 此 j y 後 ， t 外 事 件 接 連 發 生 ， 情 勢 日 

益4?化，直至安全H'事會通過五月八日的停火决議 

案後始見好轉。關於這方面，我們注曹及自該决議 

案 後 ， 停 戰 區 巳 再 次 3 、 靜 下 來 ， 據 報 當 事 雙 方 

業巳商妥停火辦法，這是可JW使我們烕覺欣慰的。 

六 九 經 ^ 這 次 初 步 陳 述 W 後 ， 現 在 讓 我 們 來 

i i t論甓方爭持不下的各項問題。 

七 〇 第 一 個 問 題 鼽 是 異 常 複 雜 而 且 極 有 爭 論 

餘地的非武装地槨的主權問題。由三個不同地區钮 

成的非武装地帶係根據 J W 敍全面停戰協定而成立 

的。如果我們撇開各决讒案，各項建議>^關*^該地帯 

的政笫不输，單從嚴格的法律觀"《A來Ht論這個問題， 

能夠 K 助我們審議這個問題的主耍法律文件就是停 

戰協亢。該 ta定曾爲當事雙方所接受，而且曾經當 

事甓方簽署。 

七 一 如 果 我 們 耍 决 定 非 I 武 装 地 帶 的 主 栊 問 

題，停SfiKKi定對我們並沒有什麼^助。該協定内並 

沒有關於土椹問題的規定。事實上，起草該協定時， 

有 關 各 方 , 故 盲 特 別 避 免 提 及 非 武 装 地 帶 的 主 權 問 

題。 

七二該1 ^定第五條第五項（a )款明白聲明"在 

雙方最後解决領土問題W前"鹰建立非武装地槨。最 

核解决fïfl 土問題顯然卽指最後釗定疆界而言。再者， 

這 一 條 第 一 項 方 明 文 规 定 , 成 立 非 武 装 地 帶 的 辦 

法"不得解稃爲與粞約 I I 方頜土間題之最後解决有 

任何連帶蹒係。" 

七三事實上，G e n e r a l Riley於四月二十五日 

的陳述中已說明了這一Si>。當1^>他貧援引若干文件 

和往来照 t"來證明&停 ' l ift協定訂定y g'f，雙方已同 

盲 若 干 問 題 一 包 括 頜 士 主 搽 間 題 在 內 一 須 3 ^ 

最後相牛解决辦法内處H!之，停珑協定内小鹰有所 



規定。我們膨爲停戰協定內已載明此項1:見，這就 

是本人方才所援引的"在雙方最後解决領土問題 ja 

前 " 的 那 一 句 話 。 

七 四 我 們 須 再 說 明 一 點 我 們 絕 不 能 因 爲 

停戦^定內沒有關於主權的明確規定，因爲該協定 

未繪及主權問題，便靱爲某方巳承鄹了對方對非武 

装地帶的主權的主張。這一點似極明顳，無庸贅述。 

事實上，停戦協定第二條第二項巳明白規定 

"承認協定內各條款絕小影響缝方在巴勒 

斯坦問題最後和平解决時之權利、主張與地位 

事實上，在非武装地帶方面，甓方皆有所主張。 

七 五 四 月 十 七 日 敍 利 亞 代 表 W S ' 事 會 陳 述 時 

[第五四一次會 i^ ]曾說 

"我巳經說過，這個êi括非武装地帶域在内 

的锒土 k部分原由忮利亞佔頒。一俟相約簽訂， 

敍利亞自將堅持這塊顷土應feiï敍利亞管治。" 

七 六 在 另 一 方 面 ， 以 色 列 代 表 於 四 月 二 十 五 

臼迻表陳述時曾詳fier非武装地帶的主權間題，堅持 

除原屬^利亞的一小部分外，非武装地帶爲 jy色列 

小可分剖的一部分。 

七七姑小斷論甓方主張的是非曲直，在這 î f f l 

形之下，本A認爲尙無足可爲最後非武装地 l i l z t 

問題的法律根據。al個問題减應1&8?停戦協定的 

規定，留待利亞與 jy色刘最轻解决領土問題&4=再 

行處i!|l。 

t八同tfi=，我們贊同聯合國休戰》察«的瞀 

a , 認爲根據停厲協定的规定，非武裝地帶實具有 

特妹地位。General Ri ley於f也的,》 S內[第五四二 

次 會 議 ] 說 ， M r Bunche認爲非武装地帶的作用是 

造成當事键方軍隊間的"綏街地帶"，俾能儘量減14 

缝 方 軍 隊 間 的 磨 擰 和 小 幸 事 。 本 人 詆 爲 這 不 是 非 

武装地帶的唯一的全部W作用。事»上，一九四八 

年赏行停火時， j y色列巳极锒原有劃分計剷，耍求 

佔 锁 現 時 的 非 武 装 地 帶 ， 而 這 些 土 的 一 大 部 分 當 

時却爲敍利55軍隊所佔頒。所JW,這些顷土是甓方 

爭奪與耍木的對象。促便雙方同盲停戟的唯一辦法 

杲 在 不 影 響 雙 方 主 張 的 條 下 將 這 些 土 地 劃 爲 非 武 

装地帶，最後誰屬的問題留待最後相平解决時始行 

處理。顯然的，當事犍方均同意此項辦法，但,未 

放 棄 t 們 各 自 的 主 張 。 

b 九非武装地帶是在這 î ' T î f ê 形之下成立的。 

我們認爲該地帶具有特殊地位W無疑問。第̶，正如 

General Riley上星J«向理事會陳述時所說的，停戰 

協定第五條巳明白規定非武装地櫻內絕不許有任何 

軍事活動。據我們狗停戟協定第五條的了解，非武装 

地帶內的人民活勐也不是沒有限制的。第五條第二 

項鉞然有"遂漸恢復非武装地帶一槨 A 民之正常生 

活"的Àli定。但同一條的第五項(C)款明白規定" 

停戰事 i : 泯合委員會之主席及綠屬^委員會之聯合 

國觀察員應負責確保切筲施行本條規定。"所JW，上 

述人員應負責便;^地帶人民的生活逐漸囘復常態。 

八 〇 上 述 各 項 規 定 曾 經 當 事 镩 方 自 願 完 全 接 

受，所W對甓方皆有約束力量。顧念及這些規定，現 

在讓我們來5t論許勒窪地的排水工程間題。我們暫 

且不論這些窪地的排水工稃是否有軍事作用，同時 

假 定 這 項 工 是 民 事 性 的 工 作 。 我 們 小 得 不 承 憨 祇 

有曾經當事缝方同官授 j y監督該地槨人民生活的全 

責的停戰事 a 混合娄員會主席纔有權决定此項工稃 

是 否 符 合 戰 協 《 的 規 定 — — 尤 其 是 因 爲 此 項 工 作 

現已成爲有脇 lë方的爭執對象。 

八 一 3 幸 ， ^ 次 事 件 在 停 4 事 泯 合 委 員 會 

主 席 能 夠 問 題 表 示 意 見 j y f w , 巳 演 變 爲 此 樋 誇 

勢。雖然如此，？le們仍深信暹個問題屬在當地執行 

工作的停戰娄員會的主管範圍，安全理事會無須镄 

加干預。 

八二根據此 î'TiHÎ由相，見，我們會同法蘭西、 

英聯乇國相美國代表1 «提出*!¦ '事會當的决讖案草 

案。 f t們相信^致與該草案 t t l仿的理事會决議案大 

可 助 雙 方 就 所 有 這 些 問 題 ) 整 致 公 平 圓 满 的 解 决 ， 

而且中 i f e 的 t e l 復穩定與建立永久相平亦有所禅 

助。 

八三 Mr V O N B A L L U S E C K (荷蘭）本八願 

就一項^;T問題發言。現在時間已晚，而且本入知 

羞 有 幾 位 發 言 人 耍 表 瞀 見 。 許 多 代 表 今 日 上 1 ^ 

始收到聯合决^案草案，也許他們希望有點 f f ïM去 

加 W 研究，特別是脍聽/各原提案人本日 T 午所螢 

表的哚述，似乎更有此穉需耍。爲了這個理由，本 

人提;&延#。 

八 四 主 席 荷 蘭 代 表 提 鏞 延 會 。 各 理 事 有 無 

異>4。 

八 五 M r GROSS (美利堅合衆國）本人不是 

爲了表示反#j延會，ilf «jî發言。如萦主席允許，本 

人願向主席提出一個問題。 

八 六 本 國 代 表 幽 認 爲 本 日 審 娥 的 間 題 遍 需 迅 

速加W處 Ï V，本人相信Mr Austin相英聯王阖代表 

曾餒提出此點。更明白地來說，我們似乎應該自問 

理事會能否在本星4(1內結束計論這個决遴案草案。 

所‧《，本人願向》事會主席提出的問題是如果現 

在依 j¥方才提出的提案决定延會——本人並不反對 



此提案一一斑事會是否願在五月十八日星期五舉行 

會 ^ , a t 願 於 耍 時 ， 繼 櫝 仵 邪 天 晚 上 開 會 ， 來 結 

束 對 這 個 决 讖 案 草 案 的 審 ^ ' 

八 七 土 席 鉀 事 會 各 代 表 ^ 然 知 道 第 一 委 員 

會明日上1^舉行會i*。 iJf^處已通知本人現有入員 

及 設 備 小 能 w 【 n l 時 伊 鹰 兩 個 會 ^ , 所 W 理 事 會 小 

能 同 時 舉 行 會 ^ 。 本 人 現 建 豳 ! ^ 列 辦 法 理 事 會 1 ^ 

次會讖的日期與時間暫定爲五月十八日星期五1^後 

四 f f h如屆時第一委員會並無會蕺，理事會郎如期 

開會。各代表對此提案是否滿瞀 

八 八 S i r GladwynJEBB ( 英 聯 王 國 ） 本 入 認 

爲遇第一委員會的會間與ÏJ事會的會議1 ^ 4 =間發 

生衝突時，我們不應該鼸爲第一委員會一定有優先 

權。我們的工作有時比第一委員會的工作更爲切。 

美國代表提癍我們萆期五開會，主席則提譏在^日 

午後四時開會， i準備遇必耍時，在晚上繼續舉行， 

JW使在屋期五镀致决定。主席的原《是否如此 

八 九 夏 晉 瞵 先 生 （ 中 國 ） 我 們 都 知 ; t 這 個 問 

題 異 常 ; ^ 切 ， 而 且 我 們 須 設 法 早 日 锼 得 結 果 。 本 

A並不反*1星期五舉行會議，可是本人不明白爲什 

麼耍在午後四時開會。可惜，蔣先生相本入那天晚 

上都有約會，而我們又小願缺席一一如果辦得到的 

m,所W本人提此點。我們能否屋期五上午開 

會？這樣我們或À可JW在下午結束我們的工作。 

九 〇 主 席 本 A 提 譏 星 期 五 午 後 四 時 開 會 的 

用意，在决定一個旣便於理事會而又不致與第一委 

員會的會議發生銜突的f^i=間。第一委員會明日上午 

開會，也許會接着在下午相星期五上午騸績開會。中 

國代表覺得本人提出的時朋不便,本人殊爲抱歉。但 

理事會似乎認爲應W美國代表的提議在屋期五下午 

開會。如果這樣，本人W爲我們也應照美國代表的 

提讖，齄續在屋期五晚上開會，Jbl便結束對這個項 

目的審饞。 

九 一 M r GROSS (美利堅合衆國）本人願贊 

同中國代衷主張 ïf事會在屋期五1P後三時開會的提 

讒。 

il 二 主 席 本 八 個 人 方 面 並 不 反 對 在 * 狻 三 

时開會。 ' 

九 三 夏 晉 鳞 先 生 ( 中 國 ） 如 果 理 事 會 多 數 理 

事盲見如此，本人將不堅持。但此項决定W B I J提是 

第一委員會可在屋W五上午結束* t的工作。如果第 

̶委員會的工 f ^ ^ J t l î四下午已 î f e锆東，或星期五午 

後仍未結束，當作別論。換句話說，本人提議如第 

—委員會萆期四晚已完成它的工作，理事會可W在 

星 J «五上午開會。 

九四主席本人認爲爲了切合實際起見，在 

決定安全理事會的會璣日期時，我們暫且撇開第一 

委員會的會讒小論，因爲第一委員會也許會繼櫝工 

作到1^屋期。我們得設法找一個對安全理事會相第 

—委員會都適合的辦法。 

九 五 美 

時開會C 

九 六 S i r GladwynJEBB (英聯王國）本人認爲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問題。原划上我們决定在屋期五 

午 後 三 開 會 ， 但 离 一 第 一 委 員 會 的 丄 作 在 屋 期 四 

巳吿結A—一至4在本人看來這是沒有多少希望的 

一一我們便在屋期五牛^十時三十分開會。 

九 七 主 席 各 代 表 對 英 聯 王 國 代 表 的 提 案 有 

無異謠？旣無異讒,我們便暫定在五月十八日屋期五 

午後三時開會。但如第一委員會在屋期四晚結束工 

作，我們便在五月十八日星 4 8 五午前十三十分開 

會。 

千後六時十分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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