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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議程(S/Agenda/8I9) ' 

1 ^ 退 任 ± 雜 謝 I 

通 過 難 I 

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九日突尼西亜代表爲"突尼西亜對駐在其國境及阿爾及利亜之法蘭西軍 

事部隊自一九五八年五月十九日起對突尼西S武裝侵略行爲之控訴"事致安全理事會主席 

面 I 

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九日法蘭西代表爲下開二事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 

(a)"法蘭西於一九五八年二月十四日對突尼西S之控訴(S /3954)"(S /40I5)； 

0)"突尼西亜破壤一九五八年二月以來爲法國部隊駐屯突尼西亜境內若干地點事而成立 

之酶時協定所造成之情勢"(S /40I5)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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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全 狸 事 會 

第 A 百 十 九 次 會 議 

一 五八年六月二 ET星期一午前十一時在紐约舉行 

主席：#廷黻先生（中國） 

者：下列各國代表：加拿大、中國、哥侖比 

茧、法蘭西、伊拉克、日本、巴拿馬、瑞典、蘇維埃 

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大不列顕及北爱爾蘭聯合王國、 

美利堅合衆國。 

臨咖程（S/Agenda/819) 

一 . 通過議程。 

二. 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九日突尼西亜代表爲"突尼 

西35對駐在其國境及阿爾及利亜之法蘭西軍事部 

隊自一九五八年五月十九日起封突尼西S武,侵 

酪行爲之控訴"事致安全理事會主席阁(S/M， 3)。 

三. 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九日法蘭西代表爲下開二事 

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 

(a)"法蘭西於一九五八年二月十四日對突尼西亜 

之控訴 ( S / 3954 ) " ( S / 40 I5 ) , 

0>)"突尼西亜破壞一九五八年二月£1來爲法國部 

隊駐屯突尼西55境內若干地點事而成立之酶時 

協定所造成之情勢"(3 /«)15)。 

向退任主席致謝 

― .主席：五月間理事會的主席是加拿大大使 

M r . Rilcbie,本人要履行一個偸快的任務，代表安全 

理事會向他致謝。如杲我的記憶正確'的話，他之充任 

理事會主席這還是第一次。但是他之主持會議旣幹楝， 

又精明，雖熟諳理事會事務者，也不能過之。我們要 

對加拿大的這位卓越同事，表示我們的感謝。 

二. M r . RITCHIE(加拿大)：承主席過獎，愧不 

敢當，謹代表我國向主席致謝。 

通過議程 

議 程 逸 ; 4 。 

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九日突尼西亚代表 

爲"突尼西亜對駐在其國境及阿爾及利 

亜之法'蘭西軍事部隊自一丸五八年五 

月十九日起對突尼西亜武裝侵略行爲 

之控訴"事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S / 

4013) 

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九日法蘭西代表爲 

下開二事致安全理事會主席面： 

(a) "法蘭西於一丸五八年二月十四日 

對突尼西亞之控訴(S/39 5 4 )"(S/ 

4015); 

(b) "突尼西亜破壊一九五八年二月以 

來爲法國部隊駐屯突尼西亜境內 

若干地點事而成立之臨時協定所 

造成之情勢"(S/4015) 

突 尼 西 亞 代 表 A ^ r . Mongi 應 主 席 之 請 ， 就 

理 事 會 識 席 。 

三. M r . GEORGES-PICOT(法蘭西）：在投惠贊 

成通過議程時，我並不是表示贊同內有侵略行爲字樣 

的突尼西亞控訴措詞。依我們看來，，當依照聯合國憲 

章第三十三條舉行談判並耱績談判時，那就談不到侵 

略行爲。再者，突尼西亞代表所提的事件並不構成法 

蘭西的侵略行爲，這是我要在我的陳述中說明的。 

四. 主席：理事會現在要進行討論議程上的項 

目。發言人名單上的第一個名字是突尼西亜代表。 



五. M r . SLIM(突尼西5g):我先要威謝理事會， 

因爲它准許突尼西亜代表圑再度參加有關突尼西亜獨 

立及存亡問題的討論。 

六. 安全理事會應突尼西亜之請求，要在今天對 

於有關一九五八年五月十九日以來一系列武裝侵略突 

尼西亜行爲之控訴表示意見，並決定應採取何種措施 

m恢復國際和平與安全，特別是我要在討論中正式請 

求理事會採取的措施。 

七. 三個月以前，正確的說就是一九五八年二月 

十八日',理事會應突尼西亞之請而開會(第八一一次會 

議），審議一項控訴，其標題爲"突尼西亞對於法蘭西 

於一九五八年二月八日在Sakfet-Sidi-Yousscf對突尼 

西亜所從事之侵略行爲之控訴" (S /3952 )。那次控訴 

附有備忘[件，其末段卽刻——在二月十八日會議 

Sm——又以另一個說帖補充說明(s/3957)，以期避 

免對於問題癥結所在有所誤解，問題之迪切性已經由 

侵略行爲證明。因此，我國政府已正式要求理事會處 

理此等問題。 

八. 我不想再詳細敍述一九五八年二月十三日所 

提控IS的原因。我只想提到一些事實，這些事實顯示 

侵略意圆之持續以及所用方法之類似。 

九. 一九五八年二月八日淸晨，突尼西亜一個寧 

靜的村莊，Sakiet-Sidi-Y<W，正在舉行一星期一次的 

7^，被從阿爾及利亜飛來的二十五架B" 2 6槻集中森 

炸並以槻醐鎗掃射，歷時一個多小時。結杲是全村四 

分之三遭毁壊或損害。國際紅十字會卡車炸成一堆廢 

鎭,車內爲阿爾及利亜難民所載的糧食完全毁掉了。傷 

亡人數計：炸死者七+—人，內有婦女十一人，兒童 

二十人，炸傷者有一百三十人，其中一百人需要住院 

醫治；所有受害者都是突尼西亚平民。兒童中有八個 

是小學生，他們正從被炸的學校逃出時遭棰鬮鎗掃射。 

這是一九五八年二月八日所發生的事。 

一 〇 . 第 二 天 ， 一 九 五 八 年 二 月 九 日 ， 突 尼 西 亜 

駐聯合國常任代表通知秘書長，稱：突尼西55共和國 

政府行使其自衞權及主權國的權利，曾通知法蘭西政 

府禁止駐在突尼西亞境內的法蘭西部隊離開他們的兵 

營。 

一 一 . 突 尼 西 亞 政 府 於 一 九 五 八 年 二 月 十 三 日 致 

函(S/395I)安全理事會主席，解樺稱上述措施之採取 

係根據憲章第五十一條行使自衞權。此等措施內最重 

要的是：禁止法蘭西部隊在突尼西亜境內之調勖，禁 

止法蘭西軍艦之靠近突厄西亜海港，禁止援軍之登陸 

或降落傘降落以及法酈西軍用飛機之飛入突尼西亜 

領土。 

一二. 二月十五日，經聯合國秘書長請求，突厄西 

亜政府准許當地向不准離管的法蘭西部隊供應tÈ;、要的 

糧食，惟事先得到保證，卽此種便利不得濫用，其唯 

一目的爲:'轍送爲軍隊生存所必雷之糧食及供應品"。 

我要在一開頭就說明這幾點，因爲以後我可能還要談 

到。 

̶三.一九五八年二月十八日，安全理事會於 î t 

過議程後卽宣布延會，因爲它獲知聯合王國與美利堅 

合衆國提議出面斡旋，以期解決兩國間懸而未決並成 

爲理事會上的控訴案對象的幾個問題。我想提一提的 

是：就突尼酉茧言，它'向理事會提出的要求，見文件 

S/3952及S/3957，係以下的兩點：第一，法蘭西部隊 

應自突尼西亜撤退，因爲這些部隊之駐屯突尼西亜違 

反突尼西亜的意願，構成對它的安全的威脅；第二，尋 

求方法，早日結束阿爾及利亜戰爭，這個戰爭常常侵 

入突尼西亜國境，戰爭之持耩成爲在世界這個地區內 

對國際和平與安全之威脅。 

— 四 . 安 全 理 事 會 延 會 後 由 M r . Robert Murphy 

及 M r . Harold Beeley組成的斡旋圑立刻在法蘭西與 

突尼西S之間從事斡旋。經過在兩國首都間的多次往 

返並和兩國政府多次接洽後，斡旋圑於三月十五日向 

突尼西亜政府提出一個規定法蘭西部隊自突尼西亜撤 

退程序的折衷協定草案。 

一五. 依照這個協定草案，在第一個階段中，所 

有在Bixette四周以外的法蘭西軍事人員應該儘早自突 

尼西亜撤退。法蘭西部隊總司令應擬訂軍隊輜重移動 

的時程表，此時間表應由突尼西亜及法蘭西當局協議 

核准。突尼西亜當局應採取必要步驟，保障法蘭西部隊 

自突尼西亜作莊嚴而從容的撤退。在撤退開始的那一 

天，突尼西亜政府應撤消二月八日所採取的酶於限制 

Bizctte四周外法蘭西部隊行動的措施。在第二個階段 

中，聯合王國與美國政府的斡旋團仍然爲突尼西亜和 

法蘭西工作，法蘭西與突尼西亜政府要對Bizette基地 

決定一個臨時體制。這個折衷協定由突尼西亜政府於 

一九五八年三月十五日接受，應由Gaillard綞理的政府 

於一九五八年四月十四日核准。 

一六. 我要請諸位注意的是：根據三月十五日的 

協定，只有在Bàette四周外的一切部隊撤退完畢後才 



能考盧到法蘭西駐Bizcrte部隊之行勖自由問題。只有 

到了那個時候，駐B à e r t e部隊才能獲得這種自由，一 

方面等待關於這個基地舉行談判的結杲。爲了避免以 

後討論時對這一點發生任何誤會起見，我還要强調指 

出，這個協定規定一些軍用飛機場,特別是EI-Aouina， 

Sfax, Gabes, Gafsa和Remada (我要重複說一遍：Gaba. 

和Remada)的飛機場，要還給突尼西亚，此項規定表 

示將來要探取措施以便美國和聯合王國的大使確知這 

些飛機場只充和平的用途。協定內甚至還規定: 

爲便利觀察員的任務起見，Remada和Gafsa的飛機場 

應暫不使用"。後來的事故顯示這兩個飛機場中至少有 

—個被用來對付突尼西亜的老百姓。 

一七.這便是兩個友邦政庥於一九五八年二月十 

八日通知安全理事會願作調入後向突尼西亜及法蘭西 

所提協定的主要規定。這個協定經Mr. Gaillard的政 

府於一九五八年四月十四日正式接受。不幸，接受後 

幾小時，法國內閣發生變故，延後了協定之實施。同 

時，也爲了這個原因，聯合王國和美國的榦旋暫時告 

一 段 落 。 

—八.我要對美國和聯合王國代表之不辭勞瘁， 

竭誠調停,表示衷心的感謝。他們以無比的毅力和公正 

的精神，奔走於突尼靳和巴黎之間，mmmm,以期 

覓得一個部分的折衷辦法，爲將來圣部解決糾紛鋪平 

道路。突尼西亜共和國政府準備接受折衷辦法m解决 

糾紛,在臨時協定中它同意不堅持它的完全符合正義， 

完全符合聯合圃憲章原則的正當要求，我國政府的這 

種態度，自然會有人去加以評論。何者應褒，何者應 

眨，自有後代靑史在。 

一九.都時，我國政府等待法蘭西政府之祖成，以 

便情勢可以恢復正常。據當時的了解，在這個等待期 

間，所有在一九五八年二月八日轟炸後突尼西亜政府 

所採取的安全措施仍然有效。雖然由於法國駐阿爾及 

利亜部隊侵入突尼西亚國境以及侵犯突尼西茧領筌而 

造成了一些邊境事件，但是我國政府只向法蘭西大使 

館就此種違約事件提出抗議，不願意將它們提請安全 

理事會注意。關於法蘭西駐突厄西亜部隊之糧食供應 

問題，我國政府採取了一個非常寬大的態度，它只是 

在兵營的四周監視，£1 免有軍隊出營情事。 

二〇.一九五八年五月十三日阿爾及利亜成立所 

謂公安委員會，爾後，情勢便變得非常緊張。理事會 

諸位理事赏然會了解爲什麼根據聯合國憲章第二條第 

七項的正確而適當的解樺，我不願意對這偭公安委員 

會的性質有所評論。事實是：這個事變——我幾¥可 

以說這個"降生"一對於北非各國可以正確地說是一 

種威脅相危槻。組成這個委員會的一些人物已往對突 

尼西亜所採取的立場一點也不會消除這些國家應有的 

二一. 可是，雖然已經發生厳重的事故，突尼西 

亞共和國總統，Mr. Habib Bourguiba,在一九五八年 

五月二十二日向突尼西亜人民的演說中，郤仍然說： 

"鑒於阿爾及利亜的事變以及法蘭西內閣風 

潮之持績，這些都透露法國政策趨向之某種改變， 

我們認爲最好是保持警覺，一方面坐待情勢之變 

化。像這樣，我們希望一方面可m便利政府之執 

行任務，使它得以克服困難，另一方面避免授人 

以 柄 。 " 

二二. 突尼西亜政府盡力避免使情勢趨於厳重。 

皋例言，二月間在Sakiet-Sidi-Youssef事件發生後由於 

藏有武器而遭逮捕的九個法國移民於五月十三日被釋 

放了。 

二三. 五月十四日早晨，法蘭西駐突尼靳代表通 

知我國政府稱Gawral GamWez統帥的駐突尼西亜法蘭 

西部隊仍然效忠巴黎政府。但是不久事實便證明這些 

部隊和阿爾及利亜的部隊採取同樣的行動，隨後並和 

那些部隊合作。五月十四日以後，突尼西亜國,成 

法國軍事部隊日常演習的場所，其勢淘洵，情況愈來 

愈厳重。 

二四. 五月十五日，法國的偵察槻和森炸機侵犯 

了突尼西亜的領筌。 

二五. 五 月 十 六 日 ， 法 蘭 西 駐 G a b « 的 坦 克 有 離 

開兵營的企画。 

二 六 . 五月十八日，三十輛裝甲車離開R«aada兵 

營，走了四十公里，向Bir A m i r 和 A i n Dekouk進發。 

法國軍隊出其不意擄獲了駐守Bir Amir崗位的六名突 

尼西亜兵士，不過隨後他們不得不將這些兵士樺放。他 

們在Bir Dekouk築起障礙物,當佔領Bir Amir的部隊 

撤退到Remada後，他們仍在Bit Etekouk維持大批的 

部隊。 

二七. 這 個 R e m a d a 事 件 _ ^ 曾 連 績 詳 細 報 告 

秘書長一漸漸變成大規模的行動，自阿爾及利亜來 

的法蘭西飛機亦予以支持。五月二十一日，從Remada來 



的另一批法蘭西部隊移動了五十公里，到了一個有突 

尼西亜軍隊駐紮的Patnassa地方，並佔領了這個地點。 

隨 後 ， 他 們 又 佔 領 了 自 R « n a d a 至 B o t d j - l e - B Î i e u f 與 

Tataouinc ̶條路線上的交叉口和高地。另有一枝軍隊 

向Oued Dekouk前進。四架法國噴氣機降落在Gafsa, 

第二天五月二十二日，這些飛機飛越這個城市，用槻 

關鎗掃射。 

二八. 在以後幾天內，自阿爾及利亜來的法國飛 

機繼耩活動。五月二十三日，突尼西亜境內許多地方， 

如Ouchtata, Gfaardimaou, Sakiet-Sidi-Youssef (又是這 

地方個），Bit Drassen, Fed} El Kahia和KaIaat-es-Senam， 

都看到自阿爾及利亜飛來的雙引擎矗炸機和偵察槻。 

這些飛機在Kalaat-es_&imj上空還扔下阿拉伯文和法 

文的傳單；這種傳單的原文，我有好幾份。 

二九. 五月二十四日星期7^晚間，法蘭西部隊自 

R « n a d a衝出，向一個障赚開火，突破這個障礙線， 

因此突尼西亜和法蘭西的軍隊就在Ain Kambout發生 

衝突。Ain Kambout位於Remada兵營南約十公里。衝 

突îfe^頗有死傷。 

三〇.五月二十五日，星期日，自阿爾及利亜飛 

來的四架B-26森；)^輸番森炸並£JLiJ關鎗掃射Remada 

和Oued Debouk區域，歷時四小時。一偭有工人施工 

的地方遭到襄擊，兩輛紅新月卡車命中，卽令徒手的 

平民也不能免。總計傷者六人，無下落者十一人。 

三 一 . 五月二十六日，法蘭西部隊在R«nada從事 

野蠻的破壞。（諸位理事，你們都明瞭我用這些字眼 

是很小心在意的。)這些部隊焚燒儲備救涛失業用的麥 

食。他們破開私人住宅和店鋪的門，大肆教掠，政府 

駐該地的國防軍辦事處也在所不免。他們搜索過路的 

人,奪取其財物。一個在外視察的敎師遭野蠻地毆打。 

Remada學校校長，他的妻子和三個兒女慘遭法蘭西軍 

隊虐待至死。同時，法國飛機繼續侵犯突尼西亜的領 

筌。 

三二. 實際上，一直到現在爲止，突尼西亜的領 

筌仍然在不断地被侵犯中。 

三 三 . 這些都是慘痛的事實。有入會說這都是突 

尼西55政府的行勖惹出來的。目前我不想對這種說法 

提出答辯，不過，我蜀保留我國代表圑以後認具答復 

的權利。當我們聽到法蘭西代表爲支持他的控訴所可 

能提出的論證後，我們是要答復的。 

三四.但是我現在要提出一些不容置辯的結論。 

三5.第一，法國駐軍絲毫沒有受突尼西35文武 

機關的騷擾。 

三六. 第二，自五月十三日以來，突厄西亜人民 

雖然起初懐抱應有的薆盧，雖然隨後一再遭受侵略,但 

是仍然保持在當時情勢下所必要的鎮定和尊厳。突尼 

西亜入民尊重並且要繼績尊重所有居留在突尼西55的 

法國人或其他外籍人士，並保證他們可在寧靜中生活 

並自由享用他們的財產。 

三七. Bourguiba總統在五月二十六日的演說中， 

沒有忘記對突尼西亜人民說:"要尊敬法國入和外籍人 

士；他們的安全和繭利是你們大家的責任"。總統又 

說:"他們說人民保持鎮靜，想以此向我們挑釁。但是 

這個鎮靜正是人民力量和勢力的最明顯的證據"。 

三八. 我的第三個結論是：所有在五月十四日開 

始的這一段危險時期中在突尼西亜所發生的種種攻 

搫，衝突和其他侵略行勖都是在離法國軍事設備幾十 

公里以外的地方發生的。這個事實無可否認地證明法 

蘭西駐突尼西亜部隊之侵略態度，他們受到法蘭西駐 

阿爾及利亜部隊的支持，也許是慫恿。 

三九. 說到這裏，我要提及法蘭西駐Algiers總司 

突 尼 西 亜 所 採 的 立 場 。 總 司 於 五 月 二 十 一 

日發表的一個公報，證明第十軍區 (Algie»)對於法國 

駐突尼西亜軍隊的責任，並表示其支持這些部隊的侵 

略行動的意向。 

四〇.在同一天,就是五月二十一日，駐阿爾及利 

亚 法 蘭 西 軍 隊 緦 司 令 S a l a n 的 發 言 人 ， C p l o n e l 

Laàtuoy,在一個記者招待會中將這個立場說得更爲 

明顯。有人問他閽於突尼西亜採取軍事行動的可能性， 

Colonel Lacfaetojr說：在必要時，Geoetal Salaii將"不 

請示巴黎,""無須巴黎的准許,"逕自採取行動。這種 

話明明白白地顯示突尼西亜的情勢m前是現在仍然是 

危機四伏的。 

四一. 我還要補充一點:根據一家通訊社的消息， 

在Algiers發表的一項公報報告稱公安委員會發言人 

曾經說Kl iml in總理的政;^ i l利用當前情勢，獲得對 

Algiers當局的國際制裁;該發言人又說"駐突尼西亜在 

General Gambi»指揮下的兩萬二千法國軍隊爲了軍事 

行動上的理由和我們保持很密切的聯sr。 

四二. 我向理事會說了這一段節外生枝的話，要 

向理事會抱歉，現在我要繼樓我的陳述。對於現在領 



導或以前曾領導過Algiers公安委員會的那些人在五丹 

十三日£1前所發表的各種演說，我不願意多所評論。 

四三. 曾經有過許多次，特別是在法國國會辯論 

時，人們對突尼西亜表示顯然含有敵視的意見，卽令 

沒有發表肆意攻擊的言論。一年多m來，人們針對我 

國用了許多和國際法公認原則毫不相干的理由來解櫸 

其對我國的各種侵略行動或對我國領土領空的侵犯， 

不論是在計劃中的或已經實施的。他們談到逭追逐權， 

回擊權和報復權。 

四四. 還有，一九五八年五月十三日成立的AIgi«« 

公安委員會的主腦人物也就是在一九五八年四月十六 

日推翻了 M r . F é l a Gaillard的政府的法蘭西國會辯論 

中，最激烈反對根據由於英美斡旋團的提案而獲得的 

三月十五日協定和突尼西亜妥協的那些人。舉例言， 

M r . Jacques Soustel lc要求作"有限度的行動，"Mr. 

Picttc André支持他的要求，說"我們不但必須仍舊佔 

有 飛 機 場 ， 而 必 須 繼 績 佔 據 突 尼 西 亜 南 部 , " 他 詢 

問："爲什麼政府沒有準備對突尼西亞作有限度的閃 

電攻擊。"這種十分明顯的對突尼西亞的侵略意向經 

General Salan的發言人聲明贊成，這一點上面我已經 

談到過。自一九五八年五月十四日m來，這種種聲明 

便成了行動，其結杲是我們遭受許多的死傷，嚴重的 

物質損失還不在內。 

四五. 因此，法蘭西駐突尼西亜部隊和來自阿爾 

及利亜的部隊合作，在突尼西35領土內發動了一系列 

的武裝侵略行動。再則,這些.行動是一長系列同樣行動 

的一部分，發勖這些行爲的'有的是駐紮突尼西亜以佔 

領軍自居的法國部隊，有的是來自阿爾及利亜的法國 

部隊，這些侵略行爲中暈嚴重的是二月八日的Saldet-

Sidi-Youssef事件，這也是突尼西亜第一次向安全理事 

會提出控IS的案由。 

四六-但是，自從我國獨立以後，法蘭西部隊之駐 

紮突尼西亜經常是造成不安的原因。單單在一年之內， 

自一九五六年四月至一九五七年五月，法蘭西駐突尼 

西亜軍隊曾引起近二百宗各式各樣的事件，包括搜査、 

强入民房、mm.綁架、规掠、和突尼西亜軍隊衝突、 

機關鎗掃射、砲森等等。我要提到一九五七年五月三 

十一日那一次規模相當大的衝突，在那次衝突中突尼 

西 s 外 交 部 秘 書 長 M r . KhamaisHajeri,當時正在逖視 

呵爾及利亜難民營，曾受到重傷。在一九五八年二月. 

七日左右，也就是在森炸Sakfct-Suh-Yous«f以前，被 

梆架的平民達一百四十一人，其中三十七名現在仍然 

不知下落。 

四七. 我要强調一點，就是這些事件中有許多是 

在法蘭西駐阿爾及利亜軍隊幫助下發生的，這些軍隊 

爲了襲擊、破壞和綁架人民而揆入突厄西亞領土。他們 

的飛機飛到突尼西亜領空,多次用機閽鎗掃射並森炸； 

最兒的一次，也是最有計劃的一次，便是Sakiet-Sidi-

Youssef 事件， 這次事件很正當地引起了全世界舆論的 

譴責。除開Saidet-Sidi-Youssef的^炸外，並有法蘭 

西駐突尼西亜軍隊和自阿爾及利亜來的法國飛機於一 

九五八年二月八日在突尼西亜從事活動，結果殺死二 

十二人，傷四十二入，有五十人不知下落。 

四八. 我國政府曾就這許多事件向法蘭西駐突尼 

西亞木使舘提出抗議。其中較é重的诊件已由突尼西 

亞駐聯合國常任代表通知秘書長，他特别聲明如杲由 

於法蘭西駐突尼西亞部隊或來自阿爾及利亞的部隊一 

再發動'的侵略行爲，形勢趨於悪劣使突尼西亞必須行 

使自衞權時，突尼西亜將依照憲章第五十一條規定行 

使此項自衞的權利。 

四九. 由此觀之，這種種行爲——其中最突出的 

是一九五八年二月八日的Sakiet-Sidi-Youssef事件一 

使我們必然會得出一個結論：就是這許多血醒的攻擎， 

也就是我們現在向理事會提出呼籲的主要原因，構成 

十足的，預謀的武裝侵略。我說的是武裝侵略，我還 

要說：老實說來，沒有法子不用這個名詞。我們所面 

臨的是一個典型的侵略事件，閽於這一點沒有可以懷 

疑的餘地。所有的條件都完備了 ：法蘭西的武裝部隊在 

一娜立自主的國家突尼西亜的領土上對突尼西亜作 

武裝攻擊。在這個事件內，種種條件都齊備了，這是 

沒有疑問的。我還要指出在這些條件中有一個不是必 

要的。就一九五Q年朝鮮遭侵略的事件言，安全理事 

會並沒有新定進攻的部隊是否在一個國家控制下的正 

規部隊。理事è那時決定確有侵略這回事，並採取各 

m 當 的 措 施 以 擊 退 侵 略 。 

五O.在此次討論中，我國代表圑盡力使發言越 

簡短越好。我現在要提到我們的結論。 

五 一 . è 以 上 所 說 的 話 ( 如 杲 以 後 的 發 言 使 我 認 

爲有必要時，我還要根據事實提出其他論點)使突尼西 

亚共和國代表圑根據聯合國憲章第三十九條，要求安 

全理事會決定我剛才所說明的浸略行爲確實存在。這 

是我的第一個要求。 



五二. 我的第二個要求是跟着第一個來的：停止 

侵略，泯除它的原因，並保護被侵略國，突尼西亜， 

使侵略不至耱鑌或重行發生。 

五三. 我所提的種種事實顯示差不多兩年以來， 

突尼西亜都遭到駐突厄西亜法國部隊或在阿爾及利亜 

作戰的法國部隊之間歌而持績的侵略，他們侵犯突尼 

西亜的領土完整或領空以便進行侵略行爲。 

五四. 因此，安全理事會必須依照憲章第三十九 

條對突尼西亜提供協助，並依憲章第四十條、第四十 

一條及其後各條規定袷突尼西55以各種消除侵略原因 

的適當方法，藉以幫助突尼西亜窜退侵略。 

五五. 從我剛才所作的敍述裏，可以看出突尼西 

亜之被侵略有兩個主要原因：第一個是法蘭西違反突 

尼西亞的意願在突尼西亜境內駐紮軍隊，第二個是阿 

爾及利亞戰爭之波及突尼西亜，這是因爲法蘭西軍隊 

對突尼西亜領土所作的許多次侵略行動所致，其中死 

傷最慘重的例證是一九五八年二月八日對Sokiet-Sidi-

Youssef的侵襲以及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三日二十四日 

及二十五日對Remada區之大森炸。 

五六. 在討論的現階段中，我只想提一提兩個原 

因中的第一個：就是法蘭西在突尼西亜的駐軍。 

五七. 一九五六年三月二十日，法蘭西和突尼西 

茧簽訂了一個議定書，承認它的獨立以及在各方面主 

權之充分行使。由於這個議定書，所有以往法蘭西和 

突尼西亜間所訂之協定，凡與突尼西亜之獨立自主國 

地位相牴觸者，一槪作廢，特別是都些以給予突尼西 

茧非完全主權地位爲目的之協定一其前文對此有明 

文規定。一九五六年三月二十日的議定書規定修改已 

往的協定，從邏輯及正義上看這都是需要的。 

五八. 自一九五六年四月以來，突尼西亜政府曾 

屢次要求法蘭西政府解決在突尼西亚駐軍的棘手問 

題。這個要求所遇到的不是託故的遁辭，便是越來越 

沒有誠意的態度。突尼西亞在獨立數月後，便很淸楚 

地告知法蘭西政府，希望法蘭西撤退駐突尼西亞的軍 

隊。 

五九. 不错，軍隊的人數曾經自一九五六年三月 

以前的四萬五千名減到目前的二萬二千名。不過，我 

們認爲人數之減少是由於阿爾及利亜戰爭的軍事需 

要，並不是眞正想從突尼西亜撤退駐軍。 

六0.最後，,在一九s八年二月八日Sakiet-Sidi-

Youssef 遭森炸 以後， 突尼西亜共和國政府要求所有法 

蘭西軍隊全部立刻自突尼西亜撤退。 

六一. 一個獨立國不容許在本國境內永遠駐紮對 

其主權及完整不甚尊重的外國軍隊，這個正當的意願 

已經正式通知安全理事會，見一九S八年二月十七日 

文件S /3957。 

六二. 突尼西亜也曾將這個意願通知英美斡旋 

團。我在此次發言的開頭就說過，斡旋圑於一九五八 

年三月十五B所達成的協定，規定在第一個階段內 

所有駐紮於Biarte四周外的法國部隊應自突尼西亜撤 

退，在第二個階段內突尼西亜和法蘭西政府應進行談 

判，擬訂關於Bizerte的暫行制度。 

六三. 因此，我們有理由可以假定法蘭西駐突尼 

西 亞 部 隊 將 繼 镜 尊 重 突 尼 西 亜 九 五 八 年 二 月 八 日 

爲他們所擬定的安全條例,相信他們不會引起事故，更 

不至於從兵營出來攻擊突尼西亚軍隊，佔領突尼西亜 

的新地區。不幸，事實並不是這樣。 

六四. 突尼西亚受到法蘭西在違反我國意願下駐 

紮我國境內的部隊所發動的武裝侵襲。在此種情況 

下，法蘭西部隊之駐屯突尼西亜顯然構成憲章第三十 

九條所稱對和平之威脅，同時也威脅突尼西S本身的 

安全。 

六 五 . 突尼西S共和國政府骨用盡各種方法，SL 

期對於解放本國領土使非法駐屯本國境內而且經常攻 

擊本國的法國部隊撤退問題獲致一個友好的協定。它 

曾 嘗 試 直 接 談 判 ， 無 秸 杲 。 它 接 受 斡 旋 ， 在 可 能 

情況下盡量表示忍耐和和解態度。現在，他沒有別的 

辦法，只有向安全理事會呼籲，因爲這是一個負責維 

持國際和平與安全的機構。 

六 六 . 因此，突尼西亜代表團要求安全理事會依 

照憲章第三十九條規定採取第四十條、第四十一條及 

以後各條所規定的备種適當措施，協助突尼西亜使法 

蘭西違反突尼西亜意願在突尼西亜的駐軍撤退，因爲 

此項駐軍構成突尼西亚所遭受的實際侵略的基本原因 

之一。 

六 七 . 在法軍撤退m前，我國代表團要求採取暫 

行安全措施，並要求理事會依照憲章第四十條規定正 

式請法蘭西：第一，確保其在突尼西亞的駐軍遵守突 

尼西亚共和國政府於一九五八年二月八日爲他們採取 



的並於一九五八年二月十三日通知安全理事會主席的 

預防安全措施，這種措施包括禁止所有法蘭西部1^在 

突尼西亞之移動；第二，確保所有其他法國部隊苺守 

一九五八年二月八日所採取的決定，就是不准軍艦駛 

入突尼西亜海港，不准傘兵增援部隊在突尼西亜降落 

以及飛機之飛入突尼西亞領筌。閽於這一點，我還要 

說一遍：這些暫行措施曾於一九五八年二月十三日通 

知安全理事會主席〔S/ 3 9 51 〕 。 

六八. m上是我國代表圑在討論的目前階段認爲 

必須向安全理事會提出的要求。這些要求是否過分 

呢？認眞說來,我憨爲是不過分的。這個條件是很簡單 

的，非常淸楚的。聯合國的一個會員國，突尼西亜,受 

到違反其意願而駐在本國境內的法國部隊的攻擊。突 

尼西亜曾用各種辦法以求達成關於這些部隊自本國境 

內撒退的友好協定，但毫無結果,今天它要求安全理事 

會決定以何種適當措施擊退侵略並消除浸略的原因。 

六九. 突尼西亞人民深知它的安全現在在安全理 

事會的掌握中，理事會已往曾經對這類的問題採取切 

實的行動。我深信我國入民是不會失望的。 

七 。 . M r . GBORGES~PICOT(法蘭西）:突尼西亚 

代表只敍述部分的事實，因而他把SakKt Sidi-Yousscf 

事件說成是法蘭西對無辜平民的一個侵略行動。旣然 

現在又提到這個事件，我認爲我有義務塡補突尼西亜 

代表陳述中的一些漏洞，以便理事會可,局勢作客 

觀的評判，我還要糾正幾點，使理事會主席和諸位理 

事充分明瞭Sakiet-Sidi-Youssef並不是一個不設防城 

市，而是一個在突尼西亚軍隊與行政當局支持下的阿 

爾及利亞叛徒的軍事中心，從這個中心們不斷地對 

法蘭西部隊進行攻擊。 

七一.在一九五八年二月八日的事件發生以前很 

久，Sakiet-Sidi-Youssef和它的礦場已被用爲叛徒的訓 

練中心以及對阿爾及利S叛變供應軍火的轉運站。一 

個 等 於 叛 徒 駐 軍 的 軍 隊一 平 均 有 五 百 至 七 百 人— — 

經常駐紮在礦場內，他們的家眷住在村莊內。新兵小 

隊也駐紮在那裏，他們領到武器，受積極的軍事訓練六 

個星期。這種訓練包括就地技術敎育、礦場房屋以北 

山丘內的作戰演習，在東南區山丘內的打耙演習，還有 

張 着 F L N (Front de libération nationale,民族解放陣 

線)旗幟的遊行。訓铼完畢後,新兵就坐了軍隊的a輸 

車離開那個地方。突尼西亜國防軍的一排人——共三 

十人由一位中尉率領——駐紮在礦場的附近。兵營的 

糧食由卡車自Tadjcfouiae蓮來或從當地買來。我們有 

向ELN司令部供應商品的收據，上面有駐紮Sakiet-

Sidi-Youascf的隊伍的針記。這個叛徒中心不但能防鍥 

陸地上的攻擊，並且還能防禦空中的視察。在村莊的 

中心以及在公共建築的屋頂上都裝有防空的高射砲。 

國防軍，甚至突尼西亜的陸軍都協助保護叛徒，防備 

從陸地和從筌中來的攻擊。 

七二. 在平民區域的中心安置槻關鎗的軍隊，對 

這個區域的入民負有嚴重的責任。一個狨市如開砲射 

擊其他地方的部隊，就不能成爲不受矗炸的不設防城 

市。爲明瞭突尼西®對二月八日事件內所負的責任起 

見，必須牢記一月十一日的嚴重事件,在這個事件內， 

十四個法國兵喪了命，他們是在非常慘無人道的情形 

下被突尼西亞人謀害死的。我們可m向理事會提出照 

片，證明這個事實。應該記得Sakiet-Sidi-Youssef是阿 

爾及利亞叛徒所盤據的一個堡壘；在村莊的中心和在 

突尼西亞的政府建築的屋項上都裝有機關鎗，這些鎗 

不斷地射擊法蘭西的飛機。 

七三. 在結束我對這一點所要說的話之前，我要 

指出：法國總理和國民議會在知悉Sakiet-Sidi-Youssef 

事件時，都對卒民之死傷，表示惋惜。Mr. Gaillard 

還說法蘭西準備賠償損失。 

七四. 突尼西亜對民族解放陣線之支持構成侵 

略，這是毫無疑問的。我們只要提到多數亜非國象及 

有些拉丁美洲國家向聯合國提出的提案內所載翮於侵 

略的定義就够了。那個定義有下面的一段:"在國際衝 

突中，如有一國支持在其本國境內組成的侵入其他國 

家領土的武裝隊伍，或雖柽被侵國要求而拒絕在其本 

國境內採取力所能及之措施使此種隊伍不能獲得援助 

或保護，此國應稱爲侵略國"。 

七五. 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日，美洲各國第六次 

國際會議於夏1®拿通過了內爭時各國之義務及權利公 

約，其第一條稱： 

"締約國承諾在另一締約國內發生內爭時恪 

遵下列規約： 

" 一 . 以 各 種 力 所 能 及 之 辦 法 , 禁 止 其 本 國 境 

內居民，籍民或僑民參加，集合黨羽，越過邊境， 

或自其本國領土乘船出發以發勖或支持內爭。 

"二.將越入國境的反叛部隊一律解除武裝 

並予以拘禁，拘禁費用由治安可能受搔亂之國家 



負擔之。自叛徒身上搜猹之武器得予扣留，由袷 

予庇護國之政府保管之，惟於內爭結束時，應交 

還發生內爭的國家。 

"三.在叛徒之交戰地位未被承認時，禁止武 

器與輜重之交易，但如此項武器及輜重係供應政 

府者不在此例，在叛徒之交戰地位被承認時，應 

實施中立條款。 

七 六 . 再則，Bourguiba總統自己曾說過如杲支持 

叛徒，那就違反尊重另一國家主權的原則。Bourguiba 

總統於一九五七年八月十三日在Thala所發表的演說 

內說： 

"我不願意阿爾及利亜人自己給法國人一個 

把抦，我希望他們表現出明智、熟練和自制的態 

度-‧ ‧阿爾及利亞人不要給法國人一點藉口，使他 

們能够向全世界證明突尼西亜沒有能力履行其身 

爲一個獨立自主國的責任。" 

七 七 . 一個獨立自主的國家不應當准許一些入躱 

在它的領土內向別人攻擊，卽令這些別人是他們的仇 

敵。還有，在其他的場合，Bourguiba總統對於牽連到 

突尼西亜的時候也擁讒同一個原則。他的一個政敵 

Salahbcn Youssef投奔敍利亜，獲得庇護，Bourguiba 

總統不是就因爲這件事將駐敍利亜的大使召回了亵？ 

七八. 更近一些說，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在開羅曾 

舉行亜非人民會議，Bourguiba總統對於突尼西亚之參 

加該會議表示了以下的意見： 

"關於我們派遣一個不代表政庥的突尼西亜 

人民代表團參加亞非會議一事，我曾經說過只要 

Salah ben Youssef和Youssef Rouissi被認爲是突 

尼It亚的代表，我們決不能派遣代表圑參加。人 

們答應我不准這兩個人出席。在這個基礎上，換 

言之，就是假如尊重突尼西亜的主權，排除這種 

渾水摸魚的人，尊重外交慣例——不准有邦交的 

國家鼓勵或協助敵人的行動——我們要參加亜非 

會議。 

七九. 我認爲這個立場顯然說明由於突尼西亞支 

持阿爾及利亞叛徒所發生的情勢。Mr. Slun對我們說 

阿爾及利亜事件波及突厄西亞。事實是突尼西亜所採 

1國ffi聯合會，mn^sm,第一百三十四册，一九三二 九 三 

三，英s:*第五十一頁。 

取的立場使得突尼西亜的政策波及阿爾及利茧。因爲 

突尼西亜現在正在支持一羣阿爾及利亜叛徒。 

八〇.人們可m想像到一些不使民族解放陣線獨 

霸阿爾及利亜的解決辦法。在這種情形下，鑒於突尼 

西亜的態度，很顯然它會繼鎮支持民族解放陣線並干 

涉阿爾及利亜的內政。造成目前情勢的主要原因並不 

是阿爾及利亜事件，而是突尼西®之違反不干渉原則。 

這一點是應當牢牢記住的，因爲這是我所要提到的备 

種事件的背景。 

八一. 不過，在開始敍述以前，我要請理事會注 

意我們在昨天晚上獲知的一個消息。 

八二. 根據巴黎的消息，在五月三十一日至六月 

一日的夜間，突尼西亞軍隊在Remwla地區移動。突 

尼西S部隊向Botdj-Ie-Bœuf和Remada前進。他們的 

目標好像是一方面要在自Re«wda至Bord j - le -Bœuf和 

m Hachem的路上埋伏，另一方面要恢復五月二十四 

日晚間他們在基地和飛機場周圍所佔有的陣地。'在此 

種情形下，法蘭西駐突尼西亞軍總司令General Gam-

biez ,恐怕突尼西亜會對我們駐Remada的部隊和可 

能其他據點發動新的攻擊。 

八三. 法軍司令部曾訓令法國隊伍盡量避免任何 

接觸。但是，如果突尼靳人發動戰爭，顯然，法國部 

隊不得不用各種方法作自衞性的還擊。我們不能讓部 

隊被切断，包圍，解除武裝或消滅。諸位中懂得軍事 

的，或曾經在軍隊中服務過的，一定都知道這是軍隊 

的首要責任，一個當它被攻擊時絕不能放棄的神聖責 

任。因此，突尼西S當局應當恢復原狀，不要命令它 

的部隊向南移動。 

八四. 現在我要提到我們的控訴，同時要對突厄 

西亜代表所提的論點作初步答復。我要保留在提出此 

次陳述並硏究了突尼西亜代表的發言之後提出補充陳 

述的權利。 

'八五.我想先請理事會各位事理注意突尼西亜代 

表爲支持他的控訴所提說帖〔S/«3I3〕內的若干點。 

八 六 . M r . S l ù n先提到突尼西亜政府於一九五 

八年二月採取措施，限制法國部隊的行動並規定對這 

些部隊供應糧食的辦法。他說突尼西亜政府之採取這 

些措施，只是依照聯合國憲章第五十一條行使自衞權 

而已。 



八七. 理事會的若干理事，一定和我們一樣已經 

注意到引用憲章這一條是沒有理由的，其用意只是想 

證明那時所採取的一系列武斷决定之有理，這種決定 

之採取不但是對付駐突尼西亞的法國部隊的，而且還 

對付法蘭西的平民以及設在邊境的若干領事舘。這種 

論點實際在法律上是站不住的。只有在"聯合國任何會 

員國受武力攻擊時，在安全理事會採取必要辦法以維 

持國際和平及安全以前"，第五十一條才准許行使自衞 

權。因此，憲章條文規定一個前提，就是武力攻擊， 

當突尼西亜引用第五十一條時，並沒有發生武力攻撃 

的事，迄今爲止，這一條的解釋是非常嚴格的。還有， 

営突尼西亜採取上述措施時，它還沒有將這個問題提 

請理事會注意，這一點也是値得提出的。 

八八. 我稍後要指出南部突尼西亞的Sahara地區 

是不在這些措施的實施範圍內的。在此種情形下，我 

們可以說突尼西亞代表所控訴的那個令人惋惜的事件 

只是由於它違反有關這個地區的活勖的臨時協定而發 

生的。如果突尼西亞所提論證確乎有理的話，那麼就 

目前的事件言，應該是法國出來援引第五十一條並控 

訴武力攻擊，因爲突尼西亜當局突然和無理地違反我 

剛才提到的臨時協定。法蘭西不願意採取這種行動， 

它誕、爲這個問題只能由法蘭西和突尼西S在合作下進 

行談判才能解決。但是，我們不願意默無"^言，給人 

—個印象爲我們贊成突尼西亜代表所提的論證。 

八九. M r . Slim又說由於聯合國秘書長的要求， 

突尼西茧政府採取非常寬大的辦法，m確保對不許擅 

離兵營的部隊之糧食供應。但是，他沒有說在最近幾 

天"來，只有用空運才能向我們的部隊轍送糧食，這 

個事實曾經引起許多次事件。 

九〇.在提到法國部隊時，我認爲我應當指出：所 

有對這個情勢作公平観察的人，包括負責斡旋的人士 

在內，都對這些部隊的忍耐，紀律和自制精神表示讚 

揚，還有，在Mr. Slim所談到的折衷協定內，也承 

認不得採取不尊重這些部隊之尊厳的任何行動。 

九一. 最後，從Mr. Slim所提的說帖可以看出一 

九五八年三月十五日所訂"規定法蘭西駐突尼西亜部 

隊自突尼西亜撤退程序"的折衷協定由於法蘭西政府 

之沒有批准，已經成爲具文。 

九二. 我要聲明我們不能接受這個觀點，因爲它 

和斡旋的意義以及和事實都是不符合的。這個程序的 

主要目的並不是要猹得糾紛之直接解決辦法：這正是 

它和和解或仲裁不同的地方，因爲在和解或仲裁中，一 

個解決辦法或是向糾紛雙方提出，或是强迫他們接受。 

負責斡旋者的任務並非不重要，不過它的範圍是有限 

的：它要設法覓得一個協議範圍，作爲當事國間再度 

直接談判的基礎。我覺得這是美國和聯合王國一向對 

斡旋程序所作的解釋；關於這點，如果我有錯誤的話， 

我希望這兩國出席安全理事會的代表糾正我。 

九三. 就我本人言，我認爲M r . Robert Murphy 

和 M r . Harold Beeky已經勝利地完成了他們的使命， 

我很樂於藉這個機會公開聲明我國政府非常讚揚他們 

所獲得的成就。最近這幾天發生的究竟是什麼？巴黎 

和突尼靳之間卒能恢復直接談判；雖然由於突尼西亜 

當局在南部突尼西亞所採取的不當而危險的行動所引 

起的緊張情勢，談判現仍然在進行中，因此，安全理事 

會非但不必認爲談判已經失敗，它今天可以表示看到 

M r . M u r p h y 和 M r . Beefejr所負任務之圓滿結束，並 

希望當事雙方盡力避免足以再度破壊幸而業已恢復了 

的談判的任何行動。 

九四. 最近的事故不幸再度使法國人和突尼西亜 

人處於對立的地位，突尼西亞代表對於這些事故曾經 

發表了一些議論，在對這些議論加以正確分析以前， 

我認爲必須簡單地敍述目前情勢所以發生的根本原 

因。 

九五. 根據一九五五年六月三日法蘭西與突尼西 

亞在巴黎締訂的公約，法蘭西承認突尼西亜之內部自 

治，只對其國防和外交保留特權。若干有關治安的責 

任暫時也由法蘭西負擔。這個公約是自由談判、自由 

締訂的——我要强調這一點——它使法蘭西深信(至 

少它是那麽相信)它^利益不會受到從突尼西亜領土 

來的威脅；同時,這個公約也消除了突尼西亜的薆盧， 

這是從現任突尼西亜政府首長在那時所作的演說內可 

以看出的。 

九六. 一 九 五 五 年 十 月 八 日 和 十 日 ， M r . Bour-

guiba表示一九五五年六月三日的公約是一我要引他 

自己的話——"理智的勝利"，當法蘭西批准這偭公約 

時，他甚至於說:"我深信法蘭西永遠不會後悔它對突 

尼西亜人民的這樣高度的信任。 

九七. 法蘭西本着同樣的精神,再度表示誠意，允 

許突尼西S當局的新要求，於一九五六年三月二十日 

承認突尼西亜之獨立(法蘭西與突尼西亜間協定議定 

書)。對方正式承諾和法蘭西進行談判，以便締訂關於 



國防方面互相依賴的協定。這個原則上的承諾並沒有 

載入任何法律條款，那是因爲突尼西亜的部長們曾表 

示願意突尼西亞的完全主權先獲得承認。法蘭西滿足 

了他們的這個願望。 

九八. 自一九五六年六月以來，法蘭西遵照三月 

二十日的議定書，協助建立突尼西亜軍隊，供應材料 

及配備，並訓練它的軍官。 

九九. 在另一方面，突厄西亜政府卻避免討論一 

九五六年三月二十日議定書內明文規定的國防協定。 

可是雙方仍於一九五六年十月五日締訂了一個部分協 

定，根據該協定，突尼西亜領土的監視責任移交突尼 

西茧當局，但此項責任並不包括"對於沿海岸線的領海 

和領筌的管制，和對於無線電廣播站及秘密廣播的管 

制"。協定所附紀錄載明突尼西亞政府承諾"悉心研究 

法蘭西大使關於領土及邊境的監視所提出的要求，特 

別是關於法蘭西公民和軍火非法貢賣之管制所提出的 

要求"。我們知道以後此事的情形如何。 

—〇〇.突尼西亚非但沒有履行它的諾言，它並 

且還利用法蘭西供給它的武器，對法蘭西軍隊採取行 

動，保護叛徒在它領土內建立組織，並直接或用明顯 

的勾結辦法，便利軍火買賣以及武裝隊伍之越過它的 

邊界。這些事實是大家都知道的；我還可"向理事會 

諸位理事提出許多詳細的事實，但是我不願意多談此 

事，使諸位不耐煩。再則，聯合國大會第十二屆會已 

經討論過這個問題。 

一〇一.法蘭西有理由聲明：突尼西3£政府利用 

法蘭西供給它的各種便利，對於法蘭西領土內叛亂的 

支持者作公開而越來越熱烈的鼓勵，這樣，突尼西亜 

實在是背信棄義。同時，突尼西亜政府也沒有履行聯 

合國憲章的義務，憲章要求它和聯合國其他會員國以 

善鄰之道和睦相處。它的態度直接違反大會所扭決議 

的精神，大會在有關希臓情勢的決議案二八八A(四） 

中促請"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亜及其他有關各國立卽停 

止援助及支持游擊隊攻擊希臘，並不以各該豳領土供 

作準備或發動武裝行動之根據地"。我們所面臨的情勢 

不是與此完全相同麼？ ' 

一 〇 二 . 我 認 爲 我 所 提 的 這 些 初 步 意 見 對 於 â 解 

理事會今天應突/&西亞代表團之請所審,的問魈之南 

個方面是必要的：一方面有閽剩下的法蘭西駐突尼西 

亜的軍隊；另一方面有關Rcmada的亊件。 

— 〇 三 . 我 差 不 多 還 雷 要 半 個 鐘 頭 才 能 結 束 發 

言。主席，我想問你，你願意我接着說下去呢，還是 

暫 時 終 止 ， 俟 4 ^ 後 : B « 績 ？ 

一 〇 四 . 主 席 : 我 覺 得 旣 然 法 蘭 西 代 表 舉 需 要 半 

個鐘頭才能說完，同時，傳譁也需要很長的時間，我 

們不妨現在休會，午後三時再集會。如無異議，我就 

認爲理事會同意我的提議。 

決定如議。 

午後十二時五十分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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