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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全 锂 事 會 

第七百零三次會議 

一九五i年十二月十三日星期二午前十時三十^在紐約舉行 

主席：Sir Leslie MUNRO (紐西闊） 

*席者：下列各國代表：比利時、巴西、中國、 

法蘭西、伊朗、紐西蘭、秘魯、土耳其、蘇維埃社會 

主義共和國聯邦、大不列顚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美 

利堅合衆國。 

臨時議程（S/Agenda/703) 

― . 通 過 議 程 o 

二.申請國入會問題： 

(a) —九五四年十一月二+九日秘書長爲遞送一 

九五四年十一月二+三日大會關於申請國入 

會問題之決議棻八一七(九)案文事致安全理 

事會主席函； 

(b) —九五五年十二月八日秘耆長爲遞送一九五 

五年+二月八日大會第五五二次全體會議所 

通過之決議案案文事致安全理事會主席面J 

CO 一九五五年九月二十三日西班牙外交部長爲 

西班牙ft請加入聯合國爲會員國事致秘書長 

面。 

通過議程 

議«逑遏。 

申請國入會問題： 

(a) ̶九五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秘 

書長爲遞送一九五四年十一月 

二十三日大會關於申請國入會 

問題之決議案八一七（九）案 

文事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S/ 

3324)； 

(b) ̶九五五年十二月八日秘書長 

爲遞送」九五五年十二月八日 

大會第五五二次全體會議所通 

過之決議案案文事致安全理事 

會主席函（A/3467)； 

(c) 一九五五年九月二十三日西班 

牙外交部長爲西班牙申請加人 

聯合國爲會員國事致秘書長面 

(S/3441/Rev. 1)； 

一，Mr. SOBOLEV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 

邦）：安全理事會第七〇一次會議時，蘇聯代表隅曾提 

出一項提案〔S/3483〕，主張理事會應决定其審議一九 

五五年十二月八日大會決議案〔A/RES/357〕 1所稱十 

八國由請加入聯合國一率的明確程序。我們的提案规 

定安全理事會和大會應對每個國家的由請棻分别加以 

審議，在大會未對第一個由請案審議完畢以前，安全 

理事會不應審議第二個由請案。 

二.蘇聯代表圑認爲這是一種正常的程序，-並且 

完全符合議事規則以及過去慣例。我們始終主張這是 

—種正當的程序，我們認爲應當採取這種程序。 

三，然而安全理事會內已有人提出了另外一種程 

序，那便是巴西和紐西蘭決議草案〔S/3502〕內所提 

議的程序，蘇聯代表圑也不能不顧到這一事實。蘇聯 

代表,注意到這項程序已'經獲得了安全理事會內很多 

理事國的赞助，我們充分尊重安全理事會內這些理事 

國的這項意見。 

四，巴西和紐西蘭的决議草案規定安全理事會就 

+八國由請入會問題只向大會提出一偭建議。蘇聯代 

表團了解這個決議草棻構成一個犟獨的個體，單獨的 

建議，大會應該本着此義來加以審議。我們對於這個 

î utmmwmimmm (s/3467)送^a事會；此凝文 
並經載入大會正式旨，第十届眘，«第十九號，作爲»ss?g九一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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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草案的了解是：假如大會對於這項建議有所修改, 

那»理事會的建議便須同樣加以修改，因爲經大會修 

正後它便失去了一個整體和一個m獨建議的意義，因 

此必須送囘理事會重加審議。 

五. 這是我們對於巴西和紐西蘭的决議草案的解 

Wo 

六. 鑒於以上種種理由，蘇聯代表隅將不堅持儘 

先討論它所提議的程序。 

七，Sir Pierson DIXON (聯^王國）：此刻請容 

孜說明本國代表圃對於我ff3面前的每一申請國钓意 

見。關^加入聯合國爲嗇員國所應當具備的資格標準， 

孜在十二月十日理事會第七‧一次會議中發言時已經 

論列過了 ,我無須再度加以叙述。在發表今天我要表示 

的倉見之前，我首先記起了必須S從憲章的规定以及 

國際法院對於申請國加入聯合國問題的諮詢意見 2。 

八,我們對於+八個由請國中的若干國家的資 

格，不免要有所保留。但是誠如我在十二月十日所說 

的，不論我們自身的意見如何，我們認爲每個國家在 

決定其態度時理應顧及其他國家的意見，尤其是整個 

聯合國的意見。我們並不隱瞞，我們的態S曾爲主張 

打開僵局的强有力的輿論所影響。我們朌望打開^局 

的急切，正如任何人一樣。我們在評剁十八個申請國 

中若千國家的資格時，準備以最大限度的容恕精神出 

之，相信在座的其他代表圑以及出席大會的其他代表 

圑，一定也會如此。 

九，我們面前的由請國中，有+二國好久以來卽 

爲聯合—乇國陛下政府所支持，毫無疑義,它們充分具 

有會員國的資格。其中六國是在亜洲，不消說得，其 

中有一個是我們所信賴的朋友並且和我們同是不列顚 

國協一fô^F的錫蘭o我們認爲這些亜洲國家，尤其是 

錫蘭如能加入聯合國，將是一大好事。在已往，亞洲 

國家並未能充分參加聯合國。我們深切希望這項缺陷 

此後能獲補救。 

一〇，申請國中有七個是歐洲國家一一其中六個 

是老由請國，一個是新申請國。我們支持所有這些候 

選會員國，我們相信聯合國將因爲它們參加我們的工 

作而深受其â。 

一一.現在我要論到蘇聯所提出的五焖候選會員 

國,這些國家，在過去是聯合王國代表圑所認爲不能 

2關於准許申請國加入聯合國間題（憲章第四條)之諮詢意見，mm 

法院觉報，一九四八年，第五十七頁。 

投贊成惠的。本國政府便是要對這些國家提出若干保 

留意見，尤其是對於其中的兩個囪家。 

—二，我要交代淸楚，我們現在雖然準備投禀黉 

成這五個候選國家，但是這並不表示我們同意它們過 

去的行動和態度。我們準備投菓贊成它們,可說是一 

種信任行爲，相信它們在加人聯合國爲會員國後，它 

們願意在將來遵守它們根據憲章所承擔的義铬o 

—三*我們要對之提出特別保留的兩個國家便是 

外蒙古和阿爾巴尼亜。 

我們對於外蒙古的保留，主要是由於我ff5 

難以確信外蒙古是我們所了解的享有主權的獨立國 

家。我們對於蘇聯就這一點所提出的保證,從來就覺 

得不能毫無疑議的接受。可是外蒙古是夾在蘇聯和中 

國中間的一個+分遼遠的國家。假如說我們沒有確定 

的證據可以證明它是一個獨立的國家，我們同樣也沒 

有證據可以證明它不是一個獨立的國家。關於這一點， 

我們又必須顧及其他國家的意見。印度是一個承認外 

蒙古而和它建立了外交關係的國家，它的政洽剁斷是 

我們所+分尊重的。這一點使我們比較可以不堅持我 

們的保留到棄權的程度，並且使我們可以認爲有投禀 

贊成該國加入的理由。 

—五，最後我要說到阿爾巴尼亜。我們對於阿爾 

巴尼亜所以要提出特別保留，並不是由於我們懷疑它 

的獨立，而是因爲根據它過去的行動來剁斷，我們懷 

疑它是否愛好和平。我並不想申論一九四六年所發生 

的駭人聽聞事件的史實，由於那次事件的結果皇家海 

軍官兵的死傷幾達一百人，其中死者計五十一人，受 

傷者計四+五人。我必須指出那次事件雖經國際法院 

剁決給付僙'金 3 ，但阿爾巴尼MS政府却至今始終拒挹 

對這次暴行袷予任何賠償。 

一六，在這種情形下，要孜們把阿爾巴尼S當作 

一個愛好和平的國家，或是投菓赞成它加入聯合國， 

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過那次事件，至今已經過了 

九年,英國人民是生性容忍和寧恕的，我們確是感到 

可以爲了共同的利益而克制我們自身，雖然我們對於 

這次暴行，極爲憤慨，雖然它的情形，確是+分嚴重。 

所以我們將投萬贊成阿爾巴尼亜加入。我們這種做法, 

乃是一種信賴阿爾巴尼亜政府將來的善良行爲的表 

示。 

3科府海喊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五日之判詞,國際法院荧翱，-

九四九年，第二四四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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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 以 上 是 我 所 以 ^ 菓 赞 成 巴 西 和 紐 西 蘭 決 

議草案內所列擧的十八個候選會員國的理由。 

一八，蔣先生（中國）：此刻討論的中心是巴西和 

紐西蘭兩國代表圑所提出的決議草案，其中牽涉到兩 

個問題：第一個是處理的先後次序問題；第二個是這 

個決議草案本身的是非曲直問題。從技術方面來說， 

我們是可以把這兩方面分開的。從邏輯方面來說，我 

們可以先討論處理的先後嘅序問題，然後再進而討論 

這個草案的是非曲直問題。雖然從邏輯方面和技術方 

面來說，我們可以把這個問題的兩方面分開處理，但 

是我認爲它們究是互相依賴的，那些贊成這個決議草 

案的人，當然就願意袷予它優先權；那些不贊成這個 

決議草案的人當然就不願意耠予它優先權。 

一九.爲了節省理事會的時間起見，我將在一次 

發言中論列這個問題的兩方面，那就是先後順序問題 

和是非曲直問題。首先我要把我對於這個決議草案案 

文的評慎吿訴理事會。 

二〇‧這個決議草案的第一段是察悉一九五五年 

+二月八曰大會所通過的決議案。我確信這一段對大 

會決議案旣非表示贊同，亦非表示不贊同；它僅僅是 

^"種事實，這是安全理事會或是聯合國其他機構 

所常用的一種方式。這一段無關緊要，我雖然不能赞 

助，可是我也並不提出反對。 

二一，現在我要論到第二段。根據提案國的解釋， 

我了解箄一段是規定對十八個申請國中的每個國家分 

別擧行表決。這一點在審議這個問題的歷史上是一種 

顯著的進步。照這樣解釋，這個決議草案的這一部分 

總算是符合了法律的明文——也就是說憲章的明文。 

決議草棻的提案國能够這般運就聯合國憲章，我要向 

它 們 表 示 贿 。 

二二，第二段列擧了+八個S請國。首先我注意 

到這個名單並沒有把韓國和越南列入。我曾提出一連 

串的決議草案CS/3468至S/3480〕，把韓國和越南包 

括在內；決議草案S/3471是關於韓國的，S/3472 

是關於越南的。這一段的意思，是不是說我的關於韓 

國和越南的決議草案將不予審議及表决？還是說假如 

目前理事會優先處à聯合決議草案的話，一定要在表 

決其中所列+八個申請國以後，才可以表決我的決議 

草案呢？ 

二三，假如這一段的意思是說我的關於韓國及越 

甫的兩個決讒草案將全然不予表決，那亵，根據這種 

觀點，我便不能支持這一段。我要說明白,我堅持要 

求理事會審議韓國和越南的由請案，並表決那兩個決 

議草案。 

二四•其次，這個名軍是依照申請的先後排定。 

這是蘇聯代表向來所主張的次序。這個名單的開頭 

是阿爾巴尼亜和那個所謂外蒙古人民共和國者,結尾 

是西班牙。就這個名單所排定的次序而論，我深信將 

來我們對每一個申請國分別表決時，一定也將依照這 

個次序進行表決。 

二五•在這方面，這個决議草案，又是全然曲意 

順從蘇聯的主張，它並不是一種妥協，它並沒有^盧 

到其他方面的意見。蘇聯吿訴我們，妆們必須依照這 

個次序表决這些由請國，這個决議草案便說：我們就 

照着這個次序來表决由請國吧！當然這個名單是+八 

國的名單，蘇聯的立場是：要麼准許十八個申請國入 

會，要麼一個也不准許。根據十二月十日理事會〔第七 

〇一次及第b〇二次會議〕中的發言，我了解這個决 

議草案的提案人及贊助人的答復是准許所有十八個申 

請國入會。所以在這個問題的實體方面，各提案人及 

贊助人又是全然曲意顺從蘇聯的意旨。這並不是一種 

魏,它全未考盧到其他代表阀的意見s這就是這一 

段的本質。這一段在程序和寊體方面都把聯合國鏺成 

了蘇聯的一個橡皮戳子。 

二六。 這個決議草案的最後一段，意義不明。在 

我着來，它似乎是正式認可"整批交易"；這種交易人 

人都認爲違反憲章和國際法院的諮詢意見。假如安全 

理事會接受方才蘇聯代表對於那一段所作的解釋的 

話，"這種情形將尤爲顯箸。依照他的意見，甚至於大 

會本身都必須接受整個包裹。大會是不准打開包裹來 

査看其中的貨色的。 

二七. 事赏上假如我們能够依照憲章和議,規則 

辦理,則最後一段，就根本沒有列人的必要。第二段 

應該變爲這個決議草案正文中的主要的一段。假如這 

個決議草案能够照這樣修改的話，那就一定好得多了。 

二八，甚於以上種種理由，本國代表圃不能赞同 

優先處理這個草案。 

二九‧現在孜要向安全理事會提出我對於我中所 

牽涉的重大問題的意見。在&們專心注意一個決議草 

案的句段時，我們往往會見樹而不昆林。我此刻要請 

理率會從遠處來觀察這個决議草案，看看它的異義所 

在。 



三〇•在第七0̶次會議時> 聯合王國代表吿訴 

^們："本國政府從未認爲聯合國是一個志同道合的 

國家的結合，如同一種同盟或P種聯合"。 

三一,本國代表陲對於這句話的反響是一部份同 

意,一雜不同意。我對於這句話的答復一面是"是"， 

一面是"否"。聯合國當然不能强制推行劃一的政治、 

社會和經濟制度。我們當然必須虚心學習，容許不同 

事物的存在一一不同的制度和不同的政策都包括在 

內。例如我將毫不勉强地承認美國始終是聯合國內一 

個良好的會員國,不論它採取一種彈性的支持農產品 

價格的政策，或是一種硬性的支持農產品價格的政 

策。我對於聯合王國也將作同樣的看法̶̶不論聯合 

王國將煤碾收歸國有，或是取消收歸國有,我對於法蘭 

S也是抱阆樣的看法一一不論下次大鏵是Mr. Faure 

得勝或是Mr. Mendès-France得勝，這是顯而易見 

的事。就這一方面來說，不僅聯合國不能强制劃一， 

卽使各倜國家在其國境內也不能强制劃一。 

三二，可是從另一種觀點來說，聯合國必須在它 

的若干根本方面，具有最低限度的共同了解。說到這 

裏，任何袓織，如果要眞正成爲一個祖織的話，它就必 

須具有最低限度的共同宗旨和目標。假如一個組織， 

在-程序或目標方面沒有一個劃一的共同標準，它勢將 

不成其爲一 ASM镞。 

三三，關於聯合國，憲章曾規定應有一種最低限 

度的共同了解。憲章要求妆們必須遵守若千種共同的 

標準和目標。這些標準和目標是什麼呢？首先是會員 

國必須荧好和平——我們應當大家都同意這一點。當 

然在解釋這種愛好和卒的共同標準時，我們必須宽大 

爲懐，或是用Sir Pierson Dixon的話來說，我們 

必須出以善意。這是顯而易見的事。然而我們却不能 

說，不管具有共同了婢與否，不管愛好和平與否，對 

於聯合國並沒有什亵區別，這是我所不能同意的一種 

意見。這是一件+分重要的事情。我們對於愛好和平 

一點確需有共同的了解。 

三四，其次，憲章规定各國享有平等的主權。這 

句話是什亵"t思呢？那就是說，切不可以有一個國家 

支配着另一個國家的現象；切不可以容許帝a主義的 

存在；所有國家不論大小都必須認爲它所享有平等的 

主櫬。這種共同了解並不像有些人所說純粹是一種幻 

想，卓赏上，在世界很多地區，各國主權平，能受 

到^K。不幸並非^rffir界都是如此。不過我們究竟已 

經在世界重要地區做到了這一點o 

三 我 們 且 擧 西 歐 爲 例 。 據 我 所 知 ， 法 蘭 西 尊 

重盧森堡主權的平等;比利時、荷蘭和丹麥也竑不恐馏 

聯 合 王 國 和 法 蘭 西 的 侵 略 ， 這 便 是 一 個 能 够 憲 章 

這種理想的國際社會，這個國際社會可以用來作爲憲 

章的各國主權平等鹳念的模範。 

三六•我們也可以講講西半球的'If形。中美洲有 

+個共和國，它們都是面積很小人口很少的國家。它 

們 與 大 國 爲 鄰 ， 這 些 大 國 比 它 們 要 大 至 一 百 倍 ， 

但是大家都承認在西半球內所有國家也都尊重彼此的 

主權平等。有人甚至吿訴我像哥斯大黎加這#的一侗 

小國，根本就不維持軍隊，這一點證明了哥斯大黎加 

人民是何等確信尊重各國主權平等的觀念。這是一種 

事實，這是一種符合憲章規定的事實。 

三七.當憲章的起草人把這種觀念列爲我們的共 

同了解要素之一時，它們並不是夢想家或是烏托邦主 

義者。 

三八，第三，憲章訂定了另一個共同了解的要素 

̶̶那便是對於全人類人權及基本自由的遵守和尊 

重。假如理事會各理事把憲章再讀一逼的話，我深信 

他們大家將爲憲章內如此頻頻提到"全體人類人樓 

及基本自由之*重與遵守"一語而威到詫異。在全郎 

憲章內，此語重複的次數，要比任何其他字樣都來得 

多。 

三九，當然，憲章囑咐我們不要干涉各國的內政 

̶̶有人也許可以說，這個人權及自由問題乃是國內 

管轄事項。根據我們在國際關係上所獲得的廣大經驗 

來說，這個遵守和尊重人權的問題有其國內方面和國 

際方面。假如我是不銷的話，憲章起草人把這種觀念 

訂入憲章非軍是爲了"^情感方面或是人道方面的理 

由，更不是爲求詞藻美麗。我以爲把此語列人憲章是 

爲了一種非常實際的目的。 

四 〇 • 我 們 必 須 記 ^ UI會議是在上次世界大戰 

尙未結束，所有參加會議的國家仍然在第二次世界大 

戰的非常可怕的陰影下的時候擧行的。假如說有一種 

勢力控制着憲章起草人的思想的話，那便是第二次it 

界大戰的魔影。 

四一。當我們囘頭來看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侯， 

我們當然要問問它是怎樣發生的？在這個開明的二+ 

世紀，世界怎廉會遭受像這次世界大戰那樣可怕的脉 

窖 ？ 我 們 姑 且 • 一下歷史吧！歷史上有一椿M史 

實是明確不誤的：德意志的希特勒，義大利的墨索里 

尼以及日本的東條，要不是先爲各該崮人民洗腦，m 



制他們的思想，剝奪他們的這些基本人權和自由，是不 

可能驅使他們的國家和他們的人民從事戰爭的。 

四二‧這便是戰爭的原因。我相信所有各國的人 

民都是愛好和卒的。我相信假如各國人民仍然保有這 

些基本人權和自由的話，他們是可以發撣他們的意志 

的力景的。我相信在創立世界和平的條件時沒有再比 

遵守和尊重人權一事更爲重要的了。 

四三，從這種覜點來說，並在這種限度以內，聯 

合國的這項觀念乃是富有國際重要性的事項，它必須 

始終是我們共同了解的甚本要素之一。假如我們在這 

方面沒有共同了解的話，我們雖然也許可以設法暫時 

平息一次次的爭執，但我們却將不能建立了持久和平 

的必要條件。 

四四，我們雖然不求事事劃一，但我們却至少必 

須具備這三個共同了解的最低限度的要素。如果我們 

聯合國內速這些最低限度的共同了解的甚本要素都沒 

有的話，我們這個組織是會死亡的。 

四五，以上是一九四五年金山會議時的情勢；我 

們是杏已經進展到一種程度，發展到一種階段，我們可 

以無需這些共同了解的甚本要素而相處下去呢？我想 

^們還沒有達到這種階段。我相信在一九五五年我們 

.更其需要强調培養和發展這些共同了解的要素。試問 

—九四五年以後，事實的發展是怎樣呢？&相信事實 

上憲章起草人的觀念是建築在世界一家的主義上面 

的。在一九四五年時，世界一家的觀念還不完全是一 

種事實，但它究竟包括一部份事實和一部分希望在內。 

戰爭的可怕經驗，和我們並肩作戰的事實使很多人相 

信世界一家的觀念是會成長的。可是事實上，自一九 

四五年以來，世界一家的觀念却失勢了。聯合國的根 

本癥結是在：我們企圃在兩個世界的事實上建立起一 

《固世p家的袓織來。 

四六。我們且只把問題的一方面提出來加以硏 

討，看看自一九四五年以來，世界是在怎樣的演變。 

前面我已經提到了所謂共同了解的各項要素我曾具 

體的加以說明，我並曾着重的指出各國主權平等的觀 

念。自從金山會議以後，我們看到了兩種發展路線。 

一方面我們看到了新國家的誕生。今天在亞洲出現了 

獨立的菲律賓，獨立的印度，獨立的巴基斯坦，獨立 

的錫蘭，獨立的緬甸，獨立的寮國，獨立的髙棉，獨 

：^的越南。這是一種順着憲章方向的發展路線。這些 

先前的殖民地或保護地，今天都已在國際間享有主權 

平等的地位。這是一種富有希望的發展路線，這是聯 

合國和那些使它們得以獨立的會員國所可引以爲榮时 

事。他方面我們看到了世界上另一種發展路緣：我們 

看到了立陶宛、拉脫維35、愛沙尼亞、波蘭、捷克斯 

拉夫、阿爾巴尼亜、保加利亞、匈牙利、羅馬尼亜、 

蒙古喪失了它們所有的一切主權和獨立，這是一種逢 

反憲章方向的發展。 

四七.由此可見我們是面對着兩種發展路線：― 

種是順着憲章方向的發展，旨在促進各國的主權平等， 

另一種是違反憲章方向的發展，它是在消滅各國原有 

的獨立，是在建立控制各國人民的帝國。這是一種爲難 

的局面。這是今日全世界所要應付的一個中心問題。 

四八，在大會本屆會的過程中，在我們在這裡集 

會的期間，我們大家都爲關於迎菡地帶的衝突，塞昏 

拉斯的衝突和北非的衝突而操心。我們並且不得不分 

神注意西伊利安（West Irian)問®£JL及西南非洲PS 

題。所有這些問題和衝突，如果和兩種發展路線̶̶ 

那便是實現各國主權平等的憲章路線和消滅各民族自 

由獨立和建立帝國的另一種發展路線̶̶的主要衝突 

相比擬，都將變爲無足輕重。 、 

四九，所以問題便是這樣：我們是否應該維持甚 

或慷大自由的前緣，以期將來終有一日全世界確能建 

立在憲章的基礎上，每個國家都能確信其主權將受他 

國尊重？還是聽任世界此後完全陷落在餓幕的後面 

呢？這是今天擺在世界面前的中心問題。當我們面對 

着這個問題時，所有其他银點和問題都將羧爲無關緊 

要。 

五〇‧就這個當代的最大問題而論。我們大家都 

被牽涉在內——不論我們是採用什麼政治制度，也不 

論我們國家的地理位置是在什魅地方。我甚至可以進 

二步說，面對着這個最大的問題，我們大家都必廣採 

取一種立場。這個問題關係着我們大家的利益,自& 

會員國的利益和自由申請國的利益都在其內。 

五一.何以這個由請國入會問題會影響到當代的 

最大問題呢？我們聽到的口號是:"准許所有+八國一 

體加入"，或者說"要麼+八個，要麼沒一個"。然而 

這十八個國家却有五個附庸國家在內。在歐洲的四個 

附庸國家和本國相去遙遠。我承認本國政府對於這些 

國家的了解，也許沒有其他若干代表圑的了解來得充 

分。在專設政治委員會第七次會議中，我們聽到 

了古巴代表對於那四個歐洲附庸國家情形的陳述。他 

把多瑙河流域的情形吿訴了我們。他爲我們描寫了奴 

隸勞役制度和宗教迫害情形。因爲我對於世界的這一 



部 ^ ! 道 得 沒 有 像 有 些 , 代 表 那 樣 淸 楚 ， 我 不 想 就 

這些事項提出我自己的主張。 

五二，但是有幾項事實是顯而易見的。這些多瑶 

河流域的附庸國家，曾因侵略希臘而遭受到聯合國的 

譴責。這一點是盡人皆知的。不管本國離開該流域是 

多豳遙遠，我們對於這項事實總是知道的。我認爲這 

項事實是聯合國所應該加以考盧的十分重要的事實。 

五三，其次，另有一項事實是我們無須對於這些 

國家有深切的認識便知道的。不論我們喜歡不喜歡那 

些國家的政治瓧會及經濟制度，我們確是知道這些制 

度乃是外來力量强迫它們接受的。我.不SÊ想像匈牙利 

人民竟會自願迫害天主教會或是對一個教會的教長處 

以死刑，試問這裡是否有那一位代表具心相信那些國 

家的現行制度不是外來力^所勉强它們接受的？試問 

有那一位代表眞的相信今天這四個歐洲附庸國家並不 

是蘇聯的殖民地̶̶蘇聯的奴隸殖民地？別的代表自 

稱他們對於這些國家比我知道得更多。我不能不在某 

種限度內嘅從他們的意見。但是我卻不能相信他們眞 

能支持那些國家加入聯合國。 

五四‧其次還有外蒙古。在專設政治委員會所擧 

行的冗長的辯論中，祗有六個代表圑對外蒙古的資格 

發言，企圖證明外蒙古具有加入聯合國爲會員國的資 

格。這六個代表W便是蘇聯、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 

共和國、白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波蘭、捷 

克斯拉失和印度。我以爲這六個代表圑對於這個問題 

的證言，偏私左袒，有欠客觀與公正。本國和外蒙古 

是近隣。我相信我就這個問題提出的意見，値得理事 

會各理事加以考盧。我不想追述歴史，不想涉及複雑 

的問題。我赋想向本理事會提出一點：試問外蒙古是 

杏愛好和平？ 

五五，一九四七年時，蒙古軍隊侵入本國深達一 

百公里，直抵稱爲北塔山（Peitashan)的地方。那次 

侵略事件發生時，我曾正式報吿本理事會。 4 

五六，我們也都知道外蒙古曾參加中共及韓共對 

抗聯合國的朝鮮戰爭。蒙古騎兵，蒙古坦克軍團及蒙 

古飛行員曾在朝鮮對聯合國作戰。今天臺獮有五千個 

先前的戰俘曾親見蒙古兵參輿戰役。他們曾親見蒙古 

兵和北韓兵及中共箪隊並肩對聯合國作戰。我歡迎安 

事會指派一個委員會前往本國詢問這五千個證 

人，要不然就請傳喚攝多的證人來到這裡，聽候各理 

4 參 閱 ^ 理 事 會 I E S ^ 錄 ， 第 二 年 ， 特 別 補 編 第 三 號 ， 附 錄 四 。 

事詢問。外蒙古曾對聯合國實施侵略，已爲無可爭辯 

的事。 

五七，聯合王國代表說，聯合王國政府對於外蒙 

古的要求，不!^疑議，可是他認爲不得不特別嘅從印 

度的意見。我相信本國政府對於外蒙古的了解要比印 

度政府稍爲髙明一些。所以雖然聯合王國代表可以輕 

易聽從印度的意見，我却難於)«從印度"意見。 

五八，最後，在安全理事會的這次辯論中.有人一 

再提醒我們說絕大多數的輿論支持這種"整批交易"， 

這一點並有五+二票贊成這項提議爲證。我很知道有 

五十二累贊成這種提議。假如人們所說的"輿論"，是 

指聯合國會所內各代表!《1的意見的話，我想他們所謂 

絕大多數的輿論支持"整批交易"一句話是對的。但是 

假如他們的意思是指世界各國人民輿論的話，那我就 

不相信他們的話是對的了。 

五九‧現在就要看看，全世界一般人民對於這種 

"整批交易"作何種看法了。我個人相信全世界各國 

人民都朌望聯合國能够維護它的原則。當我們犧牲我 

們的原則時，全世界各國人民將會說我們是葬送了聯 

合國——那便是說我們是在實行道德自殺。今天的安 

全埕事會已因蘇聯運用其否決權而無能爲力。我們囑 

望着大會能發揮其道德力量。當你把一種提議建立在 

—種交易——而且我要說是一種不合法的^道德的交 

易——之上時，我深恐你將毁損我們原望聯合國能用 

來增進世界所有人民幸福的大會的道義威望。 

六〇•我観請所有代表圑能和本國代表團聯合一 

致，爲保全聯合國本身的存在而作一番最後的鬪爭。 

我镟請所有代表團能够鼓起充分的勇氣來對抗蘇聯， 

並對它嚴正的說："我們將不接受你的命令"。 

六 一 . 我對巴西及紐西蘭的決譲草案〔S/3502〕 

正式提出一項修正案〔S/3506〕。我要求在該決議草案 

第二段所载列的入會申請國名單內增列韓國及越南兩 

國。 

六二. 主席：我認爲在我們表決這項修正案以 

前，&們應該表決處理的先後頓序問題，我要請理事 

會表決伊朗代表所提〔第七〇二次會議〕應首先表決巴 

西及紐西蘭决議草案的提議。 

六三. Mr. SOBOLEV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聯邦）：這項提案是否有付表決的必要？我並沒有聽到 

任何人提出異議。 

六四，主席：我了解中國代表反對優先表決該項 

"^議草案。 



六五，蔣先生(中國）：這一點全然是對的。 

六六.主席：那亵我便把伊朗代表的提案付表 

決。 

舉手表決o 

赞成者：巴西、法蘭西、伊朗、紐西蘭、秘魯、 

±«、蘇維埃 t t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大不列顚及北 

愛爾蘭聯合王國。 

反對者：中國。 

棄權者：比利時、美利堅合衆國。 

- 弑捤索"八票對一票iS遏，棄根者二。 

六七，主席：現在我們進而表决巴西及紐西蘭決 

議草案〔S/3502〕。 

六八，Mr. SARPER (土耳其）：中國代表對於這 

M決議草案提出了一項重要修:^案。我認爲此刻應該 

延畲，到今天午後再行集畲。逭樣可以使我們有時藺 

對該項修正桊加以考盧。所以我正^?議此刻我們延 

會，至本日午後三時再行集會。 

六九.主席：我想把這項動議付表決。雖然它是 

—個延會動議，主張延至一定時間再行集會，假如有 

人願意發言的話，仍然可以對該項動議加以討論。 

舉手表決。 

赞成者：比利時、中國、法蘭西、伊朗、秘魯、 

土耳其、大不列顚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美利堅合衆 

國。 

及對者：巴西、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 

棄權者：紐西蘭。 

該提案"八票對二票il遏，棄權者一。 

午後十二時三十分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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