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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 合 國 

安 全 種 事 會 

正 式 紀 

第二年 第三十三號 

第一百二 

一九四七年四月七日星期-

主席：郭泰祺先生（中國）。 

出 席 者 ： 下 列 各 國 代 表 ： 澳 大 利 亞 . 比 

利 時 . 巴 西 . 中 國 . 哥 侖 比 亞 . 法 蘭 西 . 波 蘭 . 

敍 利 亞 . 蘇 維 埃 瓧 會 主 義 共 和 國 聯 邦 . 英 聯 

王國.美利堅合衆國。 

一 百 二 十 . Ë 

通過議事日程 

希臘問題 

I時議事日程 

(文件S/319) 

一百二十一.通過議事日程 

(議事日程通過） 

一百二十二.繼續討論希臘問題 

主席：在吾人進行討論希臘問題之前， 

有一項程序問題，本席願知理事會之意見如 

何，卽：應否邀請阿爾巴尼亞.希臘.南斯拉 

夫.保加利亞代表列席會讒。上次會議屮偶 

因錯誤，未邀彼等列席。如無反對意見，本 

席擬請彼等就本理事會議席。 

( 保 加 利 亞 . 希 臘 . 南 斯 拉 夫 代 表 就 理 事 

會議席） 

主席:據息阿爾巴尼亜代表仍在途中，尙 

未到達。 

茲請蘇聯代表發言。 

Mr. GROMYKO(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 

邦）：美國代表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八日在安 

十六次會議 

午後三時在紐約成功湖舉行 

全 理 事 會 所 作 之 聲 明 ' 關 係 一 項 重 耍 問 題 。 

美國對希臘及土耳其所採之行動自然極 i£聯 

合國注意。綜觀美國代表之聲明，美國政府 

不但解釋其已行決定執行之對希對土政策， 

且欲證明其爲正當。美國政府欲令吾人相信 

其 行 動 可 增 強 聯 合 國 之 力 量 ， 且 與 聯 合 國 

之 原 則 . 宗 旨 悉 皆 符 合 。 

此湩論說實難务人同意。鑒於美國政府 

逕自行動，置聯合國於不顧，忽視本組織之 

權威，試問吾人如何能同意此種論說，謂美 

國對希.土之行動可增強聯合國之力量？美國 

政府並未與聯合國磋商援助希臘及土耳其之 

問題，而寧躐越本組織自採行動，僅於事後 

始將其擬採之步驟通知聯合國。 

美國此種行動非但不能增強聯合國之力 

量 ， 反 削 弱 本 組 織 並 ^ 损 其 權 威 。 此 種 行 動 

非但不能增進國際間之互信，且令人對其眞 

正目的何在，不免滋生疑惑，國際間友好關 

係之發展亦因之而受阻礙。揆諸上述理由， 

此種行動首郎與本組織一切活動所根據之原 

則牴牾。 

聯合國之宗旨及原則要求各國不論大小 

通力合作以解決國際問題，對於有關維持國 

際和平及安全之問題，尤應如是。惟有本組糨 

全體會員國間之此種合作乃能保證聯合國成 

功，庶可便本粗織成爲爭取和平及安全之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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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惟有此種合作乃能促進國際間之和睦邦 

交，乃能增強今日聯合國工作中及國際關係 

上所缺乏之國際互信。 

美 國 代 表 欲 便 吾 人 相 信 所 謂 美 國 援 叻 

希 . 土 方 案 可 助 成 該 區 域 之 和 平 及 安 全 。 同 

時 ， 彼 指 出 希 臘 境 内 局 勢 緊 . 張 ， 尤 北 境 爲 

甚；彼並謂此種局勢與所謂外國對希威脅有 

連帯關係。 

倘有此種情形，則唯一合理且與憲章文 

字精祌完全符合之辦法似爲將此案提由聯合 

國主管機關採取必耍辦法，以求涫W所稱之 

威脅。 

但若如此辦理，美國政府卽須向聯合國 

主管機關——此處爲安全理事會——提具實 

據以證明美國政府所云該兩國所受之威脅， 

確屬存在。必須證實此種威脅確然存在，然 

後安全理事會乃能爲維持和平計，採用憲章 

中規定之辦法。 

然而，美國政府顯然不欲向安全理事會 

提具實據，以證明希土兩國所受之威脅確屬 

存在，故寧取一種遠較簡易之辦法，單獨行 

動。對如此重耍之問題，美圃何以忽置聯合 

國於不顧，毫未計及其行動將使本組織威權 

遭受重大打撃，吾人惟有據上述理由索解而 

已。 

美國政府顯然於就援叻希土方案發表聲 

明後，始發覺其行動與聯合國憲章原则大相 

舛悖。惟有由此種情形乃能解釋何以美國代 

表 除 於 事 後 始 將 上 述 行 動 通 知 安 全 理 事 會 

外 ， 並 將 所 謂 援 叻 希 . 土 方 案 與 安 全 理 事 會 

調査希臘北境事件之調査圑工作混爲一談。 

美國代表圖將兩項不同問題如調査圑工 

作 及 美 國 援 助 希 . 士 方 案 者 泯 作 一 談 ， 其 牽 

強附會，荒誕無稽之處寧非極爲顯然？實則， 

安全理事會旣正在處理希臘事件，且理事會 

指 派 之 特 別 調 查 圑 現 正 在 希 臘 進 行 實 地 調 

査 ， 故 安 全 理 事 會 第 一 應 待 該 調 ^ 圑 完 成 其 

工作，第二應根據該調査圑之結論加以判斷， 

然 後 乃 能 採 取 必 耍 辦 法 。 

然美國政府非但認爲毋須等待安全理事 

會所指派而美國已積極參加之調査圑完成其 

工作，及等待安全理事會作適當之決議，且 

復單獨採取辦法，完全忽視該調査圑之工作 

與其將作之結論，以及安全理事會將來對此 

項問題之決議。似此行動與爲維持和平起見 

應採之國際合作辦法大相逕庭，而合作辦法 

固 爲 緣 籍 聯 合 國 之 各 會 員 國 所 應 遵 行 不 悖 

者，其身爲發起钡建本組織之國家者尤應如 

是。倘此等國家不予本組織以一切必要之支 

持，划卽發生如下問題：本組織究應首先期 

望何人予以支持， i 組織究應首先依賴何人 

予以支持？ 

美 國 援 助 希 . 土 方 案 中 尙 有 其 他 重 耍 各 

點不能不予指出。卽就美國欲予希.土之"援 

助"本身而言，其性質卽不得謂爲符合聯合 

國之宗旨與原則。吾人僅一觀美國政府所聲 

明之對希土政策不伹包括經濟援助，且及軍 

事曁他種"援助"在內，此點卽至顯然。再者， 

根據美國政府代表在國會中之陳述，援希款 

項之大部旣非用於復典該國經濟，亦非充予 

該國人民之物資援助，而係以應付其軍事上 

之需要。此卽謂所稱給與"援助"也者，旣不 

能使希臘經濟復興，亦不能改進希臘人民之 

生活情52。 

至於土耳其，則根據上述美國代表在國 

會中之陳述，可知計劃中之對土援款，實際 

上全部擬充軍用。 

本 人 提 請 安 全 理 事 會 對 某 種 特 殊 " 援 

助"加以注意：卽遣派美國政治與軍事訓練 

人員赴希土二國是也。無人能否認遣派政治 

尤其軍事訓練人員至此國或彼國而不問派往 

國家意向如何一舉，其本身卽構成對該國內 

政之干涉，且使該國之眞正獨立遭受重大打 

* 。 

希臘人民與民主國家並肩作戰，共抗德 

國法西斯侵異者，貢獻巳不可謂不大。希臘 

人民在法西斯侵略者暴佔希臘，荼毒地方之 

數年中，曾英勇奮鬭，功績良多。希臘人民 

實應得之尊敬遠過於其得自美國之待遇。無 

論如何，希臘人民應有機會自行決定其內政， 

並應有解決其内政之自由。吾人聽取希臘民 

主 發 , 人 之 陳 謌 。 彼 等 抗 議 外 國 繼 績 干 涉 希 

臘內政，聲稱此種干涉苟不停止，僅使該國 

內戰益形激烈，希臘人民日增痛苦，終便希 

臘喪失獨立，慘歷其一切後果而已，其言確 

有理由。 

美國代表在其聲明中指出：希臘在敵人 

佔領期中，經歷甚慘，其經濟a破壊無遺，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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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過去嘗需外國援助，現時亦然。該聲明中 

並.引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援希數字，力言繼 

續援助希臘之必要，俾該國不致破產，其情 

勢不致悪化，其經濟困難亦不致日形嚴重。所 

稱希臘經濟情形嚴重一節確係事實。希臘因 

戰爭及敵人估領之結果，誡受重大損壤；故 

希臘以及所有因法西斯國家佔領而蒙受損害 

之聯盟國，應有權接受外界之援助。 

對希臘之援助應爲希臘人民造福，殆無 

疑義。此種援助無論如何不應成爲在希外國 

勢力之工具。苟無利用此種援助作爲外國對 

希臘內政施加遯力及干涉工具之趨勢，則此 

舉 將 與 憲 章 精 祌 及 聯 國 宗 旨 符 合 。 此 種 援 

助 可 由 安 全 理 事 會 之 特 別 委 員 會 參 加 執 行 

之，由該委員會監督執行此種援助，俾用於 

正當之途，爲希臘人民謀福利。 

本人頃已指出希臘爲聯盟國中因戰爭及 

敵人佔領結果，蒙受重大損害之國家，應有 

權接受外界援助。但吾人可謂土耳其亦屬同 

樣情形乎？苟吾人眞正客觀態度處事，苟吾 

人能秉公一評表明土耳其立場之事實，其在 

此次大戰中之M獻，以及其他與本問題有關 

之各方面情形，則就土耳其而言，吾人決不 

能謂其情形相同。 

苟從客觀正義觀點出發，吾人必須承認 

土耳其非一戰爭糜爛國家，無接受外界援助 

之權利。士耳其領土未遭侵佔。土耳其未協助 

聯盟國與希特勒德國作戰，且竟將軍略上之 

原料供給德國，供其戰時需要；此次大戰中， 

土耳其以援助德國關係大收漁利。吾人悉知 

聯盟國曾促請土耳其參加聯合國共同奮鬭以 

抗法西斯侵略者，並未得積極結果。土耳其 

遲至德國戰事無可挽罔，完全投降之前夕始 

正式對德宣戰，故此舉在實質上僅爲一種姿 

態而已，旣於聯合國無補，且對制敵奏凱無 

所助力。在民主國家對強暴敵人——德國法 

西斯暴徒——之搏鬭中，土耳其並不在民主 

國家同一唓營中。際此安全理事會討論美國 

對土行動之時，吾人其能忽略此種事實乎？吾 

人苟欲以正確客觀態度評美國之行動，卽決 

不能忽略此點。因此，無人有充分理由證明 

土耳其應獲援助。 

Mr. Austin曾評論調査希臘邊境事件之 

安全理事會調査圑之工作。彼建議在安全理 

事會依據調査圑報吿採取適當決議前，允宜 

令該調査圑代表留駐希臘北境。鑒於該調査 

圑留駐希臘問題爲一範圍狹小之單獨問題， 

茲擬於另一聲明內表示本人對該項建議之態 

度。 

本 人 所 陳 上 列 各 種 事 實 本 人 不 得 不 結 

論如下： 

美 國 政 府 援 助 希 . 土 方 案 使 聯 合 國 權 威 

遭受嚴重破壤，且使聯合國會員國間必然產 

生猜疑心理。 

美 國 政 府 事 後 , 將 其 衡 上 述 國 家 之 行 動 

與安全理事會希臘調査》之工作混爲一談， 

毫無理由可言，且益足以見美國單獨行動打 

擊聯合國権威之烈。 

希臘人民所需要之實際物資援助理可且 

必須爲眞正之援助，並不應作爲煙幕以掩钸 

與援助毫不相干之目的。援助必須經由聯合 

國爲之，如此辦理可排除外國勢力侵入希臘 

之可能。 、 

Sir Alexander CADOGAN (英聯王國)：根據 

研究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結束後救濟需耍之 

特別技術委員會硏究之結果，本國政府認爲 

希臘之亟待救濟爲一無可否認之事實，且聯 

合國現時無力給與必需之經濟援助，亦至爲 

明顯。去年大會對此點有深切認識，故其一 

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一日通過之決議案 1 中卽 

請聯合國各會員國協助隨時隨地捐輸救濟， 

並請在適當情形下予需耍國家以特別貸款之 

方便。 

鑒於上述情形，英聯王國政府認爲美國 

政府之行動與聯合國宗旨原則完全脗合。 

美國代表在安全理事會第一百二十三次 

會議中除就援助希.土間題作一般陳述外,並 

提出若干有闢調査圑 2 之具體建議。美國代 

表曾對根據安全理事會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 

九日決議案3遣赴巴爾幹半島之該調査M將 

來工作，提出若干建議。 

美國代表認爲：第一，該調査圑擬製報 

吿之時，應有一小組委員會留駐希臘邊境以 

1參閲大會第一屆會第二期會議通過之' 决議 

案（文件A/6 4/Add.l,第七〇頁）。 

2 參 閱 安 全 理 事 會 正 式 紀 錄 第 二 年 第 三 十 

號 

' l à i , 第 一 年 第 二 輯 第 二 十 八 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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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局勢：第二，在該調査圑提出報吿書以 

迄安全理事會採取最後行動期簡，該小組委 

員會應繼續留駐當地。 

本人願代表英聯王國政府聲明贊同美國 

代表所提出之意見。吾人認爲當該調査圑在 

日內芄作報吿書時留駐希臘北境之小組委員 

會可爲該調査圑之輔屬機關，其性質與該調 

査 圑 進 行 工 作 時 派 遣 至 希 臘 各 地 之 各 小 組 

同。 

小組委員會之任務規定宜爲，例如，報 

吿邊'境侵擾及糾紛事件，以及執行調査圑所 

指示之其他任務。小組委員會可對闕係國政 

府具有與調査圑同等之權力；其工作進行可 

以 調 査 圑 之 先 例 . 慣 例 爲 依 準 。 

敝國政府贊成此锺辦沬，蓋認爲該調査 

圑向安全理事會提交之報吿書，倘不包括提 

交前全部期間之情形，殊不合理也。 

在未來數週中，或可能發生牽連外國干 

涉之重大事件，或使報吿書之旨意全盤改變， 

此種可能性時時存在。該調査圑苟僅以當時 

未有代表在場，故報吿中遂街此種事件略不 

置論，豈不荒謬。爲求調査圑之報吿書賅備 

起見，惟一辦法卽爲如美國代表所提議者，由 

該調《圑指派一小組委員會留駐觀察。 

關於建議該小組委員會在調査圑提出報 

吿書至安全理事會採取最後行動期間，應留 

駐希臘邊境一節，敝圃政府認爲宜由安全理 

事會指分該調査圑遵照辦理。 

此項建議及上述前一建議均與安全理事 

會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九日所通過'决議案之 

精神完全符合，以其爲避兔該區復起邊境侵 

擾及糾紛之辦法也。本人認爲此腫辦法顯具 

實際功效，凡衷誠盼望該紛擾區域恢復其正 

常寧靖環境者，想不致反凿之。 

主席：請問英聯王國代表曾否以書面寫 

成建議。據本席所知，美國代表之原建議爲 

其演辭之一部份，並未有決議案提出也。 

Sir Alexander CADOGAN (英聯王國)：本 

人並未製成任何決議案或提案，僅就美國代 

表 在 專 議 此 題 之 上 屆 會 議 中 所 提 之 若 干 建 , 

申述贊同之意而巳。 

主席：關於Mr. Gromyko之聲明，或英 

聯 王 國 代 表 適 才 所 論 之 問 題 ， 有 欲 發 言 者 

否Î 

Mr. EL-KHOURI (敍利亞)：前脍Mr. Au-

stin 之陳述時，覺其無意提出任何特種建譲， 

亦無意提請安全理事會對其陳述之問題採取 

任何'决議，僅係洪吾人垒效之一湩情報而已。 

Mr. Austin之陳述中有一點或須加以討 

論或製成決議桊；卽：關於延長調査圑留希 

時間至該圑提出報吿書及安全理事會採取決 

議案或決定時爲止是也。 

關於此點，本人認爲現在不必通過任何 

決議案。在吾人接镀調査圑任何報吿以前，此 

舉似嫌過早。吾人允宜暫擱此事，待該調査 

團提出關於希臘情形及其建議之文件或報吿 

書後乃可璣得適當而符合實際情92之見解或 

發表任何聲明。 

本人以爲於現在進行討論或通過任何'决 

議案悉有過早之嫌，最好暫時擱置此事，待 

該調査圑提呈報吿書後再議。 

Colonel HODGSON (澳大利亞)：澳大利亞 

代表圑對美國援希方案表示欣慰。吾人認爲 

此锺援叻與聯合國宗旨與原划完全符合。 

自經濟觀點言之，美國人民之傳統人道 

精神前旣一見於其對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之 

之巨額捐輸，今更因此锺義舉而翁彰。 

自政治觀點言之，此種行動係表明對下 

列一基本事實之認識：凡一國政府困於紛爭 

之 中 ， 無 法 用 其 權 力 者 ， 該 國 必 無 穩 定 政 

治與眞正獨立可言。 

吾人殊難了解凡眞爲希臘人民利益着想 

者如何能對此锺恢復希臘政治經濟， iT其重 

獲穩定之舉，有所責難，甚或加以批評。凡 

欣得與希臘;1 专士並肩作戰共對法西斯及納粹 

侵略者作空前鬭爭之國家如澳大利亜者，均 

深头n希臘犧牲之慘重以及希臘對聯合國在東 

戰 場 及 地 中 海 戰 區 勝 利 之 , 獻 。 蘇 聯 代 表 今 

日下午對此曾參加贊揚，吾人傾盼之餘，自 

極愉快。 

然希臘之憂患苦難並未隨吾人公敵之軍 

事失敗而吿終止。爲禍不減於戰爭之經濟及 

政治困難擠有待於克服。希臘人民對此復表 

現 其 百 折 不 橈 之 精 祌 以 抗 此 險 象 環 生 之 局 

面。希臘人民現陷於窮境，故灝請其盟國給 

與 援 助 。 希 臘 係 惟 一 可 立 卽 加 援 助 之 盟 國 

卽 美 利 堅 合 衆 國 呼 灝 。 此 呼 籲 決 不 能 加 以 

拒絕。 



捨此以外，希臘人民有無其他辦法？其 

將铢待聯合國擬就聯合救濟辦法乎？此舉結 

果可能爲希臘人民在經濟壓迫下趨於崩潰， 

蓋其所受經濟打擊之嚴重，卽資源遠較希臘 

爲富，而因戰爭佔領之影響經濟脫節不若希 

臘之甚之國家，恐亦無法支持也。 

本國政府認爲美國擬採之行動不但在原 

則上正確無誤，且應受聯合國所有會員國之 

竭誠威佩。美國代表亦曾指出：現行之臨時 

救急31 "劃不致與聯合國復與希臘之長期責任 

相街突。 

美國又爲聯合國前途計，採取兩項意義 

深長之措置。美圃行動絕未忽視或躐越聯合 

國，其所爲者恰恰相反。第一，美國已向吾 

人保證其與希臘爲執行本方案所訂任何協定 

將立卽送变祕書長登記公怖。第二點，吾人 

已見美國將其方案曁其採取此種行動之理由 

陳 明 本 理 事 會 ， 加 解 釋 。 澳 大 利 亞 代 表 圑 

認爲此二種行動表示美國深切了解聯合國之 

職務，顯然無意損傷聯合國之力量及威望。吾 

人並知有一項將交國會審査之援助法案修正 

案一則，大旨謂安全理事會或大會得以決議 

宣稱美國對希援助a無需要或已不適宜，美 

國 知 有 此 種 決 譏 粜 後 ， 當 立 卽 採 取 適 當 行 

動。 

茲論希臘問題之另一方面：卽美國代表 

曾就調査圑工作問題提出若干具體建議。調 

査圑於其大部人員離去巴爾幹半島開始擬製 

報吿時，應以一部人員留駐於希臘境內之建 

議，澳大利亞代表圑願表贊成。此種小組有 

穩定邊界局勢之作用，且可向調査圑提出可 

得之新證據，俾其報吿書中可將向安全理事 

會提交前之局勢發展周舉無遺；故萬不可撒 

囘該調査圑之全體人員，俾免報吿書尙未提 

呈，已成陳蹟，不盡符合實情。 

澳大利亞代表圑認爲：調査圑爲逮上述 

目的起見，有派其一部人員暫時留駐巴爾幹 

半島之完全權力。安全理事會前於制定調査 

圑任務規定時，曾予以廣泛權力，故此事不須 

理事會正式決議。倘理事會諸君認爲應就此 

事對該圑擬頒訓示，本代表圑亦極贊成。 

主席：祕書處頃通知本席謂希臘邊境事 

件調査圑之大部人員巳抵日內瓦，擬在該地 

製成報吿，其餘人員亦在赴日內芄途中。 

苟本理事會認爲該圑應指派一小耝委員 

會就地監視局勢，竊恐不發訓令，該圑未必 

自動指派之，因祕書處吿知本席謂該調査圑 

曾對希臘境內旅館供應缺乏表示不満，卽在 

目下對日內芄旅綰亦表不満也。本席願改正 

所言，敬乞原諒：祕書處吿云該調査圑未對 

希臘之旅館供應表示不満。然本席頗鉀其竟 

對日內芄旅館供應有所苦也。 

本理事會是否願調査圑指派一小組委員 

會就地監視局勢問題，仍請繼續發表意見。 

Mr. AUSTIN (美利堅合衆國）：美國原來所 

採之立場，迄今始終未變，茲引本人陳述中 

之原文如下："美國之瞭解，成立調査圑之決 

議案予該M以於巳後數週內以代表留驻希臘 

之 全 權 。 該 項 ' 决 議 隱 此 意 ： 在 安 全 理 事 會 

解決希臘問題以前，調査圑得繼續存在。"1 

本人並曾於發言時請本理事會注意美國 

希望各代表對美國立場發表意見，俾知吾人 

f i該項決議案之解釋是否相同。本人未聞對 

此種解釋有任何反對意見，故該決議案絲毫 

未變其擬成及通過時之原意；又根據決議案 

之规定，該調査圑繼續存在一節，似無疑義。 

至於調査圑將栺派小組委員會留駐希臘一點 

是否亦可由此推論而得，未敢謂其必然；爲 

求該問題澈底解決起見，本人擬提出一項簡 

短 之 決 議 將 本 理 事 會 對 此 問 題 之 意 見 吿 

知調査圑，並予以訓示。倘蒙主席准許，擬 

卽提陳之。 

主 席 ： 在 目 前 情 形 下 此 種 訓 令 殊 屬 必 

要。 

Mr. AUSTIN (美利堅合衆國）：主席之裁 

定甚是，茲提出決議案如下： 

"決議：在調査圑離開調査區域期間，該 

圑應指派一輔助圑留駐關係地裨，由該調査 

圑圑員各派代表一人組成之。" 

Mr. ATHANASSOV (保加利亞）：關於希臘 

與 保 加 利 亞 . 南 斯 拉 夫 . 阿 爾 巴 尼 亞 間 之 爭 

端，美國代表曾於三月二十八日2對安全理 

事會發表聲明，其大旨如下：美國政府擬對 

希臘給與物資援助以應其人民需耍，並擬供 

1 參 閱 安 全 理 事 會 正 式 紀 錄 第 二 年 第 三 十 

號。 

2同上。 



予軍事物資，遣派軍事代表圑以助希臘現政 

府對希臘游擊隊作戰。 

鑒於美國政府援救希臘受難人民，促進 

該國經濟情形之動機出諸人道觀念，保加利 

亞政府認爲援助方案之第一部分應由聯合國 

執行或歸其指導。關於擬行方案之第二部分， 

保加利亞政府亦懷有歐美各方所屢屢表示之 

戒懼心理，認爲軍事援助將使希臘政治情形 

惡化，並或可產生國際糾紛。 

保加利亞政府以爲美國如採此種行動可 

能 被 人 認 參 與 希 臘 內 戰 ， 殊 與 國 際 公 法 中 

公認之不干涉原則以及安全理事會對希臘問 

題所有'决議依據之同一原則，大相背謬。苟 

欲採取任何行動以求希臘境內恢极和平，應 

由聯合國主持之。 

Mr. KRASOVEG (南斯拉夫）：南斯拉夫人 

民獲知美國援助希.土方案之報吿及討論時， 

其戒懼心情不能自已；一則因吾人目睹聯合 

國始終未與其事，爲人所棄不顧；二則因南 

斯拉夫恭居聯合國會員國之列，不能在普遍 

裁軍聲中，歡迎某某會員國藉口受另一會員 

國威脅，而充實軍備之消息。 

本人願借此機會對希臘受南斯拉夫威脅 

之謠馎，駁斥其爲毫無根據。此種謠言意在 

掩飾希臘政府對希臘境内民主大衆及愛琴馬 

其頓區馬其顿人所施之非法恐怖政策耳。關 

於此點姑不深論，且待調査圑提陳報吿。 

至就純粹經濟援助言之，吾人認爲此應 

以合作共濟而不應以在聯合國會員國間有所 

敵意與歧視之ftl祌出之。若干會'員國已對美 

國經濟援叻希十.計劃發表多種反資意見，茲 

苒加述一點，卽在現狀下，不經聯合國過問， 

不由聯合國辦理之對希土經濟援助，其結果 

是否眞正有益，其目的是否與宣稱者相同，殊 

未可必也。 

關於此點，本人深信大有懷疑餘地。希 

臘得自聯â "國善後救濟總署之經濟援助，若 

按人口計算，實較若干解放後之糜爛國家爲 

多，卽以南斯泣夫爲例，所得亦並不如之。自 

戰事結束至今年一月止，希臘計得美國援助 

̶萬萬八千五百萬美金，英聯王國巨額貸款， 

且曾受戰爭物資管理處之資助。戰爭期間南 

斯拉夫兒童嗷嗷待哺，而希臘人民尙受外國 

銜破封鎖，予以救濟。雖其所遇如此優厚，然 

今日希臘之財政經濟狀52凝壤不可言狀。此 

種情形已有Mr. Clayton及Mr. Acheson在美 

國國會中詳予繪述，不須本人多事說明。 

二君所表示希臘國內情形之腐化不良； 

試與所有接受國外救濟較少之其他國家̶̶ 

例如，敝國.波蘭.那威.荷蘭.法國 ——相铰 

卽可證明此點。 

本人苟專就知之最11；之南斯拉夫情形而 

言，則本國在戰爭期間經歷之慘及遭受糜爛 

之甚，均甚於希臘殆無可疑。外國給與本國 

之救濟遠較希臘所得爲少，亦係事實。雖然 

情形困難萬分，雖然外國未予任何貸款，南 

斯拉夫並無通貨膨脹，又無黑市。聯â"國善 

後救濟總署之物Is並未在黑市出售，亦無任 

何怨言，謂救濟物品未得公允分配̶̶此係 

指無誠實之怨言而旨。復興事業亦復順序邁 

進。公路鐵路幾已完全重建成功。經兩載之 

和平歲月，主要鐵路綫已無交通停頓情事。 

本人認爲此種成就表示一國之成功，亦 

卽表示聯合國之成功，尤其表示聯合國善後 

救濟總署以及向救濟總署捐獻特多國家之成 

功。 

反之，本人以爲希臘之經濟慘狀應解释 

爲 聯 國 共 同 努 力 之 失 敗 ， 此 種 失 敗 乃 聯 合 

國之暗敵明讎所聞而心快者也。 

'調査圑將於其報吿書中陳述希臘情形， 

本人願待其發表，且認此爲吾人之責任。苟安 

全理事會不待其調査圑提出報吿，率爾進行 

議事，殊於其威信有損。苟報吿所述與吾人 

之印象相同，證實希臘情形確不健全，希臘 

當政者尸位無能，又不代表希臢人民，苟報 

吿中證實希臘政府違反民意，把攬政權，則 

本人將益認爲聯合國會員國不應對此種現狀 

之國家給與援助而不由聯合國加以監督。苟 

不如此，此種援助將不用於諜求該國福利之 

途，對施援國家僅爲浪費金錢而已。 

吾人雖知聯合國困難多端，缺點錯誤難 

免，然仍對之堅具信心；吾人又認爲聯^"國 

善後救濟總署結束後，硏究救濟需要問题之 

特別技術委員會於進行詳盡調査後，近已明 

白確定某某國家藤待救濟，某某國家所需較 

土耳其不與此等國家之列。該委員會置 

南斯拉夫於需耍救濟國家一類中，認爲苟欲 



使其免於饑饉及經濟崩壤，須予以與給與希 

臘者同等之救濟，然某某兩國後竟稱南斯拉 

夫爲不需救濟之國家。 

不久以前，吾人曾慶"规起義六過年紀念 

日。六年前之該日，南國人民揭竿而起，撕 

毀柏林.羅馬.東京軸心協約，推酺附約之南 

國政府及君主，使此項殘酷計劃延遲五過始 

克實現（紐倫堡之審判曾證實此點），孤軍起 

而抗德，其時除英聯王國外，皋世未有與德 

人作戰者也。 

故當南國人民聞知應予某國經濟援助之 

時，其詫異之情自勝尋常，歐陸其他經濟解 

放之民族對此想亦有同感，因該國在此次戰 

爭 中 未 遣 一 兵 一 卒 以 抗 德 國 與 法 西 斯 意 大 

利，其態度模稜顯屬可疑，其在戰爭期中究 

竟助我助敵，卽以純學者態度研究之，亦難 

斷究其方策，且此國實曾藉戰爭以利己。 

本 人 前 讀 得 美 國 國 會 某 議 員 之 評 述 一 

段，殊覺有趣，彼自謂深信土耳其之經濟狀 

9i铰美國尤佳。本人曾代表敝國政府向聯合 

國 宣 佈 ： 南 斯 拉 夫 景 ^ 雖 極 彫 敝 ， 仍 願 以 其 

貧 乏 資 源 物 產 ， 集 成 數 達 百 离 元 之 木 材 . 水 

菓.藥草，盡力捐獻以救濟其他糜爛圃家，不 

分畛域。 

丹麥曾經納粹佔領五年始吿解放，亦巳 

宣佈願向需耍國家施行救濟。法蘭西亦曾作 

同樣聲明。遭受佔領重大損害之國家如那威 

者亦宣稱該國兒量暫時不望救濟。反之，在 

戰爭期中一無貢獻，又未遭佔領，卽在戰,後 

今日又未向糜爛國家待賑兒量爲點滴捐輸之 

土耳其，竟自稱需耍救濟，攘奪糜爛待拯國 

家之權利。 

關於調査圑指派一輔屬小組留駐希臘一 

點，本人暫無意見，並聲明保留本國政府日 

後發言之權。然而本人認爲：撒退外國駐希 

軍隊便希臘人民自主乃對希臘人民之最佳政 

治.道義與經濟援助之辦法也。 

主席：美國代表提出修正之決議草案一 

項，其文如下： 

"決議：在調杏圑離開調査展域期間，該 

圑應指派一輔助圑留駐關係地帶，由該調査 

圑圑員各派代表一人組成之。" 

茲已可開始討論此項決議草案。 

Mr. GROMYKO(蘇維埃瓧會主義共和國聯 

邦）：本人擬請解釋下一問題：吾人是否卽行 

討論具體決議草案，抑尙有若干代表仍欲就 

該問題發表一般性之陳述。第一，苟吾人卽 

將討論決議草案，則本人擬對美國所提草案 

發表意見，前次業已聲明。第二，本人前於 

陳述屮，亦曾提出一項建議，卽應設立一特 

別委員會以保證外界對希援助確係爲謀希臘 

人民福利之用。苟吾人現卽將討論'决議案草 

案，本人將就此二問題發表意見。至於調査 

圑問題係一單獨問題，本人擬分別論及。敬 

請貴主席對此點加以解释。 

主席：i《答覆蘇聯代表問題：本席認爲 

因今日下午美國代表及Mr. Gromyko之陳述 

而起之一般討論絕對未吿結束。迄此刻爲止， 

本席未接其他代表擬就該問题提供一般意見 

之請求。本!^認爲此種現象極爲自然，因所 

提問題如此重耍，諸代表自願多有時間加以 

研究。卽就本席而言，亦欲對此問題發表意 

見。因此本席乃請各代表就提出之決議草案 

發言。本理事會現旣無其他問題待理，可繼 

續進行討論。 

茲請希臘代表發言。 

Mr. DENDRAMIS (希臘）：本人聲明無意與 

保加利亞及南斯拉夫代表辯論。 

本 人 亦 決 無 意 預 測 調 査 圑 報 吿 書 之 內 

容。該報吿書自―有提交之日，屆時吾人可加 

以披閲，對實際情形得一印象。 

本人亦無意對鄰國政府之當政者有所論 

斷。彼等在-其國內所爲乃彼等自身之事，但希 

臘人民決不容許他人橫以武力及強暴手段， 

強制其接受一違反其願望之政權。 

蘇聯及澳大利亞兩代表曾對希臘之戰時 

貢獻，希臘人民在佔領期中經鹰之痛苦，備 

加贊揚，深寄同情，茲謹一申摯誠謝意。本 

人並就此對美國代表數日前之演說及英聯王 

國代表今日之言論謹申感激無量之意。 

敝國政府絕對相信安全理事會所指派之 

調査圑行將提出有助於造成新環境之建議， 

俾希臘在此種新環境下可致力於復與工作而 

不受殂橈，與鄰邦和平相處J«光大其民族前 

途，——非暫時而岌芨可危之和平，而爲基 

於安謐.了解.互信之永久相平。 

希臘茲聲明預先接受適所提出之建議及 

決議案。 



Mr. PARODI (法蘭西）：本人所言僅有關 

美國代表之決議草案。吾人討論中感覺困難 

且有逸常軌之一點，卽吾人現在討論希臘情 

形，而派赴該國之調査圑固尙未提出報吿也。 

本人認爲向吾人提出之決議案係屬臨時 

性質，僅爲一種純粹保守辧法，毫不影響日 

後本理事會接獲希臘調査圑報吿書後將作之 

'决議。就本人而言，倘此每'决議案並非僅屬 

純粹保守性質，本人當無加以接受之意。但 

倘其意義誠屬如此，則本人認爲該案大有裨 

益 於 和 平 之 維 持 ， 故 完 全 贊 同 此 , 。 

如蒙諸君允許，本人並擬姆草案文字發 

表兩項意見。本人願決議案文字能更明白表 

示吾人'决定採取之辦法係屬保守臨時性質。 

該'决議案讀爲："'决議：在調査圑離開調査區 

域期間.. . .。"該句似含調査圑將囘至希臘之 

意，而事實並不然。本人並不以爲其將囘至 

該地。如有錯誤，本人自極願接受一較正確 

之解釋。 

無論如何，本人認爲苟以文字明白表示 

決議之臨時性質當屬有用，例如： 

"決議：在安全理事會另有決定前，調 

査圑應指派一輔助圑留駐關係地帶，由該調 

査圑圑員各派代表一人鈕成之"。 

在此種保留條件下，本人認爲該決議案 

極爲得體有用。 

主席：茲答覆法國代表：本席對美國決 

議草案之解釋與彼相同，亦認此種辦法係屬 

臨時性質。調査圑一旦解散時，輔助M自亦 

隨之停止工作，故以爲決籤草案中已隱含此 

種臨時性質。請間美國代表此種解释是否正 

確？ 

Mr. AUSTIN (美利堅合衆國）：主席先生， 

本人之答覆爲"然"，又本人願接受法國代表 

之建議，作爲一項修正案。擬請法國代表重 

述其修正案文。 

Mr. PARODI (法蘭西）：本人以爲決譲案 

草案文字可改擬如下： 

" '决鎩：在安全理事會另有決定前，調 

査 ff i應指派一輔助圑留駐有關地帶，由該調 

査圑圑員各派代表一人組成之"。 

鑒於決定組織輔助圑留駐當地者乃安全 

理事會而非調査圑，故本人認爲'確當之文字 

應爲："在安全理事會另有決定前 .. . . "。 

所謂另有'决定，如解作召囘輔助圑或延 

長其留駐期限均無不可也。 

Mr. AUSTIN (美利堅合衆國）：主席先生， 

本人接受此項修正案。 

主席：請問法國代表彼意是否爲删去原 

決議案之開端部份，卽"在調査圑離開調査 

區 域 期 間 . . . . " 字 樣 。 

Mr. PARODI (法蘭西）：然。本人適所宣 

讀之案文中巳無"在調査圑離開調査區域期 

間 . . ⋯ " 字 樣 。 

主席：茲請助理祕書長宣讀修正後之草 

Mr. SoBOLEv (助理祕書長）：修正後之草 

案如下： 

"'决議：在安全理事會另有決定前，調查 

圑應指派一輔助圑留駐關係地帶，由該調査 

圑圑員各派代表一人組成之。" 

Mr. GROMYKO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聯邦）：吾人巳討論'决議案文字似有過早之 

嫌。本人擬對間題實質略抒意見。 

苟吾人今日進行審議決議案草案，並將 

採取決定，則本人亦欲提出一項與本人建議 

相符之決議案草案。本人在今日之聲述中提 

議安全理事會應設立一特別委員會參與援助 

希臘事宜，並以適當監督辦法，保證希臘獲 

自外國之援助，僅用於造福希臘人民。敬講 

貴主席將本人適所提出關於設立特別委員會 

一事之提議作提請安全理事會審議之正式提 

案論。 

至於美國提議安全理事會指派以調査希 

臘邊境情形之調査圑代表應留駐希北邊區一 

案，本人旣不同意，亦難贊成。本人認、爲該 

提案根本錯誤，其提出卽無理由，更無論其 

採納矣。 

眞正情形究屬如何？不久以前，安全理 

事會設立一調査圑以調査沿希臘北境一帶所 

發生之事件。該圑乃前往出事地區，進行適 

當調査，今巳蔵事。據主席言，該調査圑人 

員非已抵達日内芄，卽在途中，現正擬製報 

吿書，準慷向安全理事會提出。試間吾人在 

獲悉該調査圑之工作結果以前，如何能通過 

關係其撤留問題之'决議乎？本人認爲安全理 

事會在未知專爲硏究此問題而設之調査圑之 

意見以前，不能街此項問題有所決定。 



該調査圑雖尙未就其工作結果向吾人提 

出報吿，而美國代表已建議吾人通過一項關 

係該調査圑之决議矣。吾人前由世界各地報 

紙發表之片段消息，獲知調査圑工作情形之 

一部，然此種消息大都有關該組織及其工作 

進展情形。吾人對調査圑所得之結 i i——如 

已 得 有 任 何 結 — — 仍 無 所 知 ， 對 該 調 査 圑 

就實地調査時蒐集之材料加以審查後可得之 

結論，尤無所知。 

本人認爲美國代表提出之決議案殊爲不 

當，理由固甚簡單，因吾人現無通過此種'决 

議案之根據也。事實上，美國代表亦並未提出 

任何理由以證明何以須通過此種決議案也。 

吾人現所討論者究係何事？希臘邊境事 

件調査圑問題爲一狹小之單獨問題；美國代 

表三月二十八日 1 在安全理事會屮提出之問 

題爲另一性質不同之單獨問題，其範園較廣。 

此兩種完全不同，&不相關之問題如何能牽 

爲一談？然吾人所臨者正爲將此兩種完全不 

同 ， 各 不 相 關 之 問 題 強 牽 爲 一 談 之 企 , 。 

此 種 企 , 究 可 如 何 解 釋 之 ？ 僅 有 一 湩 解 

釋，不言自明：美國代表欲於事後將調査M 

問題與其三月二十八日陳述中提出之問題混 

爲一談；彼似欲於事後將此兩項問題連成一 

氣，其目的顯在便調査圑與美國政府決定採 

行 之 對 希 . 土 援 助 行 動 間 — — 在 此 應 爲 對 希 

援助行動 似有述帶關係。此爲美國代 

表何以決定事後將美國政府行動與調査圑倂 

作一談之惟一解釋。此外更無其他解釋。此 

爲可以解釋美國提案以及美國代表之動機之 

惟一理由。 

該決議案通過與否姑且不論，本人茲促 

請安全理事會注意下列事實：令調査圑留驻 

北希之決,義（決議案中實不必用"K員代表" 

宇樣；吾人所關心者非爲某某人或某某國家 

之代表，不論張三，李四組成該小組委 i 會 

皆與問題本質無關）可解釋爲敷設煙幕以掩 

飾美國之活動，而此f重活動構成對希臘內政 

之 干 涉 ， 故 ' 决 聯 合 國 之 盆 。 

聯繋二種不同問題，卽美國對希援助及 

調査圑二問題之決譏案，意義卽可如此解釋 

1 參 閱 安 全 理 事 會 正 式 紀 錄 第 二 年 第 三 十 

號。 

之。此種決議可視爲一種外張聯合國幌子， 

而幕後活動者非聯合國——注意：非聯合國 

——而實爲某一國家之企,。是爲此種決議 

案之惟一解釋。職此之故，本人認爲美國提 

案爲不可接受之提案，本人不能加以贊同。 

茲重述一遍：本人亦曾提出一項建議，tu 

安全理事會應組織一聯合國特別^員會以保 

證對希援助用於造iS希臘人民之途。苟菩人 

現所談者爲援助問題，且欲眞正予以援助，俾 

希臘人民得自力更生，復興其經濟，維持相 

當生活水準，則菩人決不能担絕由安全理事 

會採取適當辦法，經由爲此目的而設立之委 

員 會 以 保 證 此 種 援 助 用 於 造 福 希 臘 人 民 之 

途。 

主席：祕書長曾爲祕書處人員及經濟關 

係，請求本席不在下午六時以後繼續舉行會 

議，因逾時工作須加額外酬給。現名單上尙有 

二發言人。鑒於美國決議案係在今日下午提 

出，蘇聯代表今又謂提出另一決議案，吾人 

今日下午恐不能終結任一決議案之討論。吾 

人勢須待下次開會時中苒作一般討論。 

本席茲提議散會，至下次開會日期卽本 

星期五再議，因星期二.三.四巳排定開其他 

會議也。倘理事會同意本人建議，擬卽宣佈 

散會。 

本席巳悉希臘代表耍求發言，但必須問 

其是否爲程序問題，因本主席已提議散會也。 

Mr. DENDRAMIS (希臘）：主席先生，本人 

爲希臘正教教徒，若干其他代表亦信該教。本 

星期五爲本教復活節前之聖金曜日，故如屬 

可能，擬請另定日期舉行討論此項問題之下 

次會議。 

主 席 ： 適 已 宣 佈 明 日 . 屋 期 三 . 星 期 四 

均排定其他會議。明日爲原子能委K會會議； 

屋期三上午爲常規軍備委員會會議；星期三 

下午爲安全理事會會議,討論科府海峽事件； 

星期四又爲原子能委員會會議。故惟一可能 

時間，除本星期五上午十一時外，爲星期四 

上午或星期六；秘書長謂屋期六不便，故惟 

一可能時間爲星期四上午，星期五或下星期 

‧ ~'o 

如無異議，本席提議散會，至屋期四上 

午十時半續議。 

(午後六時五分散會） 

三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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