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段的提案人說明他贊成此項決議案，而修正案一一卽 

正文第三段——祇是注意將來。這就可見，第三段決 

無使第二段喪失意義的意.思，而且不管有無第三段， 

第二段仍是完全有效的。 

一二. 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所審議的以色列對約 

旦的控訴，卽使査明屬實，仍不能免除以色列所負遵 

照安全理事會決議案各項規定的義務。總停戰協定使 

雙方都有遵守其規定的責任。一造違反協定不能以對 

造正在計劃類似行動使可視爲正當有理，對造此種行 

動也不能藉口這是對一造行動的正當反應便可原宥。 

一三. 閲兵預定在四月二十日舉行，因此，秘書 

長此時必須報告安全理事會，以色列政府迄今尙未表 

明對於決議案正文第二段的態度。 

文 件 s 147921 Add.l 

〔原件：其文〕 

〔一九六一年四月十九日〕 

秘書長簽註——秘書長茲謹檢附一九六一年四月 

十九日聯合國休戰督察圑參謀長Carl Carlsson von 

Horn少將的報吿，作爲一九六一年四月十七日秘書長 

就一九六一年四月十一日安全理事會決議案S / 47 8 8 

實施情形所提報告的附錄，分發安全理事會各理事， 

以供參考。 

聯合國巴勒浙：a休戰督察围參钹長Car l Carlsson von 

Horn少將的報告 

一. 兹謹報吿以色列約且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開 

會審議下列控訴案的情形： 

(a) 一 九 六 一 年 四 月 十 三 日 以 色 列 口 頭 控 告 

G.I25 ; 

(b) 一九六一年四月十四日約旦口頭控告G.IMo 

( a ) 以 色 列 控 告 

二. 以色列口頭控告如下： 

"今晨——四月十三日——與昨日——四月 

十二日——察悉約旦方面將重型軍事装備運進耶 

路撒冷區域，違反總停戰協定第七條。我們請求 

立卽進行調査並召開緊急會議討論此項控告。我 

們並願討論一九六一年四月十一日安全理事會決 

議案〔S/編〕所稱的合作問題。" 

三. 兩代表圑同意雙方分別調査以色列此項控 

吿。三個以色列證人聲稱在分界線約且一邊看到根據 

總停戰協定第七條耶路撒冷區所不許有的軍事裝備。 

約旦一位高級參謀否認有移動此種爲總停戰協定所禁 

止的器材的情事，他說在耶路撒冷區調動軍隊或武器 

非通知他及由他下令不可。聯合國軍事觀察員在視察 

分界線約且一邊的整個耶路撒冷區後並未發見超出總 

停戰協定所許可範圍的任何裝備。而且也沒有最近安 

置裝備的跡象。 

四. 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在接得調査報告後於一 

九六一年四月十七日上午舉行會議。此項緊急會議係 

經以色列請求並由主席同意召開，以處理所謂約且在 

耶路撒冷區違反協定第七條的行爲。但是，在以色列 

代表圑陳述情由後立卽看出該代表圑首先要從詳審議 

的是"一九六一年四月十一日安全理事會決議案所稱 

的合作問題"，這就是他們在口頭控吿中最後一句所 

說"願意討論的"。 

五. 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因以色列方面的請求， 

到四月十七日纔開會——約且曾要求提早開會——經 

過數次休會，至四月十九日上午結束。以色列報紙稱 

它是"馬拉松會議"。約且代表圑則在懷疑它是在"故 

意拖延"，該代表圑數次設法結束會議，結果只引出了 

合作問題新的方面。以色列代表團不時將其意見歸納 

起來作成提案，向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提出，要求約 

且代表圑立卽答覆，而後者殊難照辦。這些提案撮述 

以色列代表圑對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委員合作問題的 

意見，載於以下第八段。 

六. 以色列代表團在四月十七日向晚提議，由停 

戰事宜委員會決定將議程所載尙待處理的控告全部刪 

去。（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下次常會議程上積壓待理 

的控告約有三千八百件，這些控吿非經雙方同意全部 

或近乎全數刪去，不可能舉行常會。惟根據以色列約 

且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與別的委員會的經驗，刪去全 

部控吿不易辦到，因爲一方可能不願刪去某些控告。） 

對於此項出於意料的以色列提案，約旦代表團表示須 

向上峯請示，倘使卽日舉行表決，該代表圑就不得不 

投票反對。以色列代表圑則謂約且代表圑旣然談到此 

種投反對票的話，那末在會議繼續進行以前，他們須 

要與本國當局相商。約且代表圑反對延會，因爲如此 

則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就無法進行討論，以色列請求 

召開此次緊急會議所要討論的控告，卽約且在耶路撒 

冷區違反總停戰協定第七條的規定。 

七. 四月十八日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表決以色列 

所提刪去議程上尙待處理的全部控告的提案，未予通 

過。約且代表圑投反對票，主席放棄投票，因他認爲 

此種事情他不能投決定票。以色列代表圑於是提議"停 



戰事宜混合委員會決定着令小組委員會立卽開會研究 

處理議程上尙未解決的一切控吿的方法並向本會議具 

報"。 

八. 上述提案未獲通過，約旦代表團投票反對， 

主席放棄投票。以色列方面在四月十八日另外提出四 

個提案，但毎次表決都是約且代表圑投反對票，主席 

棄權。這些提案的全文如下： 

"(a)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着令小組委員會 

硏究如何用譴責以外的辦法，來處理一方對他方 

的控吿，並將硏究結果報告本會議。 

" ( b ) 停 戰 事 宜 混 合 委 員 會 着 令 小 組 委 員 會 

研究總停戰協定的條文，特別是第七條，以便使 

其符合現已改變"T的情況，並向本會議具報。 

"(c)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促請雙方立卽使 

耶路撒冷區域指揮官協定重行生效。 

"(d)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決定促請總停戰 

協定當事雙方同意開會，以使審查、修改或停止 

適用總停戰協定第一條及第三條以外的條款。" 

九. 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在舉行這些表決以後， 

於四月十八日至十九日夜間審議以色列所控告的約且 

違反總停戰協定第七條的行爲。從事調査的聯合國觀 

察員因經以色列代表圑的請求，被邀列席會議。在四 

月十九日標準時間二時四十五分結束討論時，以色列 

代表團並未就其控告提出決議草案或其他案文。該代 

表圑對合作問題提出下面一個新提案： 

"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茲決定各委員務須合 

作，以便確保全部遵照總停戰協定的各條條文， 

並促請總停戰協定當事雙方立卽開始直接談判， 

俾可訂定獲致此種結果之方法。" 

一〇.在數小時後，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於四月 

十九日晨再度開會，以色列代表團請求將上述提案分 

部表決，第一部至"• • •總停戰協定的各條條文"爲止。 

約且代表圑投票反對通過以色列提案的第一部。主席 

放棄投票，因他認爲重申關於履行國際義務的國際法 

原則不是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的事情。以色列代表團 

於是表示"在此種情形下"它認爲"不可能繼續留在此 

地"。以色列代表圑就退出會場。 

( b ) 約 旦 控 告 

一一.在四月十九日晨以色列代表圑離開會場 

後，主席通知雙方代表圑說他擬於同日下午召開停戰 

事宜混合委員會會議。會議將討論約且於一九六一年 

四'月，四日提出的口頭控吿G.128——此項控告他認 

一二. 約且口頭控告如下： 

"約且哈希米德王國於一九六一年四月十二 

日至十四日發見以色列在耶路撒冷以色列區集結 

軍隊與重武器，例如坦克車、裝甲車、大砲與軍 

隊，超過總停戰協定第七條及附件戴所許可者。 

其他詳情當於調查或會議時提出。" 

約且與以色列兩國代表圑同意在彼此境內分別調查上 

述控告各節。 

一三. 在約且區內，聯合國觀察員盤問聲稱在分 

界線以色列一邊看到重兵器由鐵路3§到耶路撒冷街道 

的證人。在以色列方面，派在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的 

低級以色列代表聲稱，調査並無必要，因爲他準備有 

所聲明。他在四月十五日曾說，對於他在一九六一年 

三月九日那次小組委員會會議中所說的，他此時無甚 

補充，他向約且保證說以色列對它並無敵意，以色列 

的目的是在保持分界線沿線的安寧。（以色列代表圑 

曾在一九六一年三月九日小組委員會會議中通知約且 

代表圑謂將於四月二十日在耶路撒冷舉行閲兵，屆時 

將有七十輛装甲車參加，包括坦克車在內以及各種大 

炮，所有武器都不裝實弾，也不攜帶彈藥；上述軍隊與 

裝備將於四月二十日前一星期在耶路撒冷集合，並於 

閲兵完畢後立卽撤走，在四月二十三日撤退完畢。） 

一四. 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於四月十九日下午審 

議約旦控吿，以色列代表圑缺席。約且代表圑提出下 

列決議案當經通過。主席投票贊成此項決議案： 

"約且哈希米德王國，以色列及停戰事宜混 

合委員會， 

"業已討論一九六一年四月十四日約且控告 

G. 128及聯合國軍事觀察員關於此項控告之調査 

報告： 

"一.重申一九六一年三月二十日.約旦以色 

列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決議案； 

"二.斷定以色列曾於一九六一年四月十二 

日至十四日前後在耶路撒冷聖城區域分界線以色 

列方面集結大量重兵器。此舉違反總停戰協定第 

七條與附件戴對武器與装備所作之規定。以色列 

方面集結之武器與裝備計有重型坦克車、重炮及 

各式裝甲車； 

"三.促請以色列當局立卽將此種重兵器與 

裝備撤出耶路撒冷市以色列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