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九四七年八月二十六日萆期 

主席：Mr. F. EL-KHOURI (叙利亞） 

出席者：下列各國代表 <：澳大利亞、比利 

時、巴西、中阈、哥侖比亞、法蘭丙、波蘭、 

叙利亞、蘇維挨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英聯王 

國、美利堅合衆國。 

三四〇.臨時議程(文件S/523) 

一. 通過議程。 

二。 埃及問題： 

(a) —九四七年七启八日^及首相兼 

外相致秘書長函（文件5/410)。 1 

三四一.通過議程 

議程通過。 

三四二繼續對論埃及問題 

埃及首相兼外相Mahmoud Fahmy Nokrashy 

Pasha應主席請，就理事會議席。 

Mr. MuNiz(巴西）：爲便利Ï5I事會工作起 

見，本人現在願意說，我很高興接受4»國代表 

圑所提,的修正案，1並願將該修正案納入我們 

的決議草案。 2這樣的一個修正案乃是雙方都能 

立卽接受的，其中强調指出當事雙方願意 i l成 

協議，因此使我們的提案翁臻完善。我ff3的目 

的祗在使當事雙方會聚一堂，並吿訴他們說我 

們相信他們能够以他們自己所選擇的方法來解 

決他們之間的爭執；我們骶對這個問題保持一 

種注視的態度而已。本人更要指出，據我們看 

來這K在是解決這個問題的最好辦法，這種辦 

法不但完全符合憲章的意義，而且也是最能獲 

致正面結果的辦法。 

比利時代表正式提議把Sir Alexander Ca-

dogan的提案作爲一個修正案。 2對於這個修正 

案本人並不耍堅決反對，不反對的原因很明顚， 

因爲我的決謎案並未說不得採取這個修正案所 

特別規定的辦法。 

不過本人願意向理事會指出，尤其耍向比 

利時及英聯王國兩代表指出，如在一個措辭籠 

統而範圍廣泛的決議案中提到應付此問題某一 

方面的特別辦法，那便—能發生若干不利情形。 

1 參 閲 安 全 理 事 會 正 式 紀 錄 ， 第 二 年 ， 第 

五十九號。 

2 同 上 ， 第 八 十 號 。 

午後三時在紐約成功湖舉行 

英聯王阈代表在第一百九十三次會議中吿 

訴我們說 3 埃&首相旣然否認一九三六年條約4 

的效力，理事會又不曾對此問題作一剁斷，所 

以他認爲這個決議案中必須包括這個修正案。 

可是據我看來，理事會對於該條約之有效與否 

未作表示，這似乎是很自然的，因爲理事會實 

在不是發表此種意見的適當機1。在另一方面， 

這個決議案中如果特別規定國際法院應當作成 

此種判斷，那使可能使人得到一種印象，就是 

我們這個理事會也認爲這個條約的效力是我們 

應當審議的唯一問題。我不說比利時代表所草 

擬的修正案一定會有這種影響；我祗說該修正 

案可能使人得到這種印象，'尤其是如果我們單 

挑出這個問題的此一方面而忽視其他各方面， 

那便更可能使人得到這種印象。 

本人充分瞭解英聯王國代表對於這個問題 

的立塲，而且也十分曉得該代表爲甚麼要堅持 

這一點。不過事 Î Î是埃及首相曾經提出其他各 

項耍求和其他問題，我們還未對這些耍求與 i î9 

題作一判斷，Sir Alexander Cadogan便認爲這 

些都是不相干的事，應該置之不理。再者，我 

們絕對不敢說法院封於條約的效力所作的決定 

能够解決這個問題。假如町以這樣說，那祗須 

提議把本案送交法院處理便够了。 

關於這個問題的複雜性，英聯王國和埃及 

代表較此間任何人都知道得更淸楚。這兩個國 

家都有其所以採取目前立塲的理由，祗是它們 

的立塲互不相同罷了。我ff3所希望於它ira的是 

請它們看一看這個問題各個方面。我們深信在 

本階段中英聯王國和埃及赏最有.資格以他們自 

己所選定的方法來解決他們之間的爭端；如果 

我們耍請他們這樣地作，那亵我們最好避免以 

任何方式預先斷定這個問題的結果。本人希望 

Sir Alexander Cadogan能了解我們的意見，因 

爲我們的意見旣不是英聯王國的意見，也不:à 

埃及的意見，我們祗想盡我們的力量;^增進這 

兩個國家的利益。 

簡單的說，這也就是我們在這個修正案中 

所看到的一個劣點一一單獨佻出這倾問題的法 

律方面。我再說一遍，我們並不堅決K對這個 

3 同 上 ， 第 八 十 二 號 。 

4參閲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六日大不列顚 

及北愛爾蘭'聯â v ï國與埃&在倫钦稀訂的同盟 

條約。國際聯合會條約彙編第一七三卷，第四 

〇三一號，英文本第四〇一頁至第四二四頁。 



修正案；事赏上我們的草案中也暗指當事雙方 

可以採取此稀辦法。無論如何，比利時的修正 

案的應否通過，應由理事會的多數予以決定。 

如果這個修正案付表決，那麼我們便耍棄權。 

至於澳大利亞代表圑所提出的修正案，1本 

人準備接受其中的第一個修正案，把"隳悉"二 

字改爲"計及"二字。該修正案提議把第三段中 

的"建議"改爲''邀請"。這個修改，據本人看來 

似乎是不需耍的。這兩個字眼的意思幾乎是相 

同的，而且他們的力量也是相等的，不過''建議" 

似較常用於像我們所提出的那種決議案中。 

對第三分段:(a)所提出的修正案，如稍經 

修改則可予接受；我們主張該分段中祗提到蘇 

丹的行政而不提到"蘇丹的前途"，因爲依據憲 

章所規定的自決原則，該國的前途應操於其入 

民手中，因此我們不能把它當作國際淡判的交 

換條件。 

埃及首相在答復，本人爲巴西代表圑提出 

有關埃及問題的決議草案而說的話時，宣稱： 

這個決議案目的在使安全理事會規避其主耍責 

任。 

本人鑒於該;國的政洽情形和輿論的表現， 

深能了解埃及首相的立塲。不過本人並沒有看 

錯了這位政治家的開明精祌，他現在正在很機 

巧地安排着他本國人民的命運，本人深信他絕 

對能够體會到理事會在達成一個能够完全符合 

該國政府請求的決議案時所遒到的種種困難。 

埃及已經在實現願望的路上邁進了一大段 

的路程。截至目前 Jh ,該國所獲得的進展都是 

,它與英聯王國政府屢次談判的結果，這些談判 

使英聯王國政府承認了埃及政府和人民所作耍 

求的公平合理。現在NokrashyPasha希望安全 

理事會鑒於所謂某種情形之存在，以及此種情 

形之繼績存在將能危及和平，立卽命令英聯王 

國軍隊撤出埃及頜土並宣佈撤銷英聯王國所維 

持的蘇丹政權。 

這個問題乃是一個涉及法律方面的政治問 

題，安全理事會實不能妥加研究，亦不能依埃 

及政府所提方式作一決定。如果安全理事會現 

在立卽作一決定，那麼這種決定一定是不週全 

的，是片面的，而且充滿了,錯誤的可能，因爲 

其中絕不能顧到這問題的許 é 方面。 

埃及問題，按目前情形言，似不許我們立卽 

在眞理奥錯誤之間，合法奥不合法之間作一袂 

定。這個問題顯係以一棟政治方式提出的，所以 

1 參 閱 安 全 理 事 會 正 式 紀 錄 ， 第 二 年 ， 第 

八十二號，第一九三次會議。 

2 同 上 。 

我們必須努力協調各種利益，俾使有關方面都 

覺滿意，同時並使阈際和平與安全亦因此而益 

臻^固。巴西代表圑根據上述重耍考慮，經其他 

若干代表圑之支持，已it成一個結論，認爲唯有 

以談判方式及傅統解決辦法，才能使這兩國政 

府逹成一個妥善辦法，以解決它們之間的問題。 

恕我舉出英聯王國與印度之間的關係問題 

作爲一個例證。這兩'個國家因進行談判，而獲 

致了一個妥善的解決辦法，使我們大家都威到 

無限的欣慰。 

因此，本人相信如果安全理事會核准我們 

所提出的決議案並核准各方爲使該決議案益臻 

完善而提出的各修正案，那亵我們便開闢了一 

條'途徑可以覓得一個最妥善、最廣泛而同時又 

能顧到許多方面的解決辦法。再則，這種辦法 

也是最墓本的解決辦法，M且最適宜於使這兩 

國政疳間基於若干附庸條件的關係從此一變而 

爲一種互相倚賴的關係，它還能使這兩國在一 

種自由氣氛中發展相互關係，造成這兩個民族 

之間的眞正圑結以鞏固和平與安全，所以其收 

穫尤爲重大。 

主席：理事會各理事都已就目前所討論的 

問題發表過意見了，因此本人認爲現在我可以 

代表叙利亞代表圑說幾句話。本人現在要對本 

人所認爲應當再予闡明的各點加以討論。 

我所耍說的第一點，就是英聯王國代表初 

次就此項問題發言時所提出的問題, 3 卽：安全 

理事會究否有權討論此項問題。換句話說這個 

問題就是：埃及政府請理事會注意此項問題， 

是 S 有 赏 ？ 

在答覆這個問題時，我們必須確定埃及政 

府所提出的問題是否構成'了憲章第三十三條所 

指的情勢或爭端e據本人看來這個問題確赏構 

成了此種情勢或爭端，因此我們如封唉&代表 

在向我們明白指出埃及情勢可能危及國際和平 

奥安全時所作的陳述，加以铵重考盧，那是很 

正當的。本人曉得，就這一方面來說，他的話 

確是實情。 

Sir Alexander Cadogan第一次就此問題發 

言時就否認這個事實，他說除非埃及本身威脅 

和平，那亵和平並沒有受到任何威脅。本人認 

爲赏事雙方中無論那一方，對安全理事會來說， 

都是毫無分別的，因此本人不擬作成結論，斷定 

可能威脅和平者究是原吿，抑是被吿。這都是 

沒有分別的。任何一造，無論其爲原吿抑爲被 

吿，祗耍認爲受到委曲，都可能採取自衞行動。 

3 參 閱 安 全 理 事 會 正 式 耙 錄 ， 第 二 年 ， 第 

七十號，第一七六次會議。 



當我們研究科府海峽事件時，安全理事會 

的若干理事阈稱這個問題並不構成對於和平的 

威脅。1當時本人曾經說過：2英聯王國政府雖 

認爲英阈受到攻黎，但却沒有用它自己的力量 

來索取賠慣，它祗將這個事件提出於安全理事 

會，耍求依憲章的規定取得正義的保護。它這 

榑作法是完全合理的。 

本人還可以指出該項問題與目前爭端相似 

之點。就目前問題言，埃及政府認爲因英國軍 

隊駐在埃及®土而受到了委曲，因此它認爲埃 

及應該履行憲章所規定的義務，將此項爭端提 

請安全现事會處置。埃及在這方面的行爲是完 

全合法的，安全HÎ事會之受理這個案件並企圖 

擬定和平解決辦法也是極其正當的C 

挨及政府和人民認爲挨及國內之駐有外阈 

軍隊，和英聯王阈之在蘇丹行政方面行使最高 

權力，赏使挨及的民族尊餒，國家主權，以及 

社會與經濟利益都面臨到最餒重的危險。埃及 

政 府 很 正 確 地 認 爲 埃 及 爲 聯 合 國 的 一 個 會 員 

國，在憲章保證之下S有權行使充分獨立及主 

權平等的權利，如果這稀合法權利不斷受到侵 

害，那麼勢必引起衝突一一就像過去許多次所 

表現的不幸情形一樣。這榑衝突極可能使目前 

情勢签趨齩重，危及阈際和平與安全。 

挨及政府並且很合理地認爲埃及政治權利 

奥公民權利之繼續受到侵害，赏-使該國絕對有 

權依據憲章第五十一條規定，採取自衞行動， 

因爲外國軍隊違反埃及自由意願，駐在該國颌 

土，赏構成了對於埃及的武裝襲*。挨及政府 

爲應付這些危險情形起見，特依據憲章第六章 

的建議，株取各樺步驟以求和平解決。當事雙 

方曾依據憲章第三十三條規定，在開羅與偷敦 

舉行談判數月之久，但未獲得任何具體結果。 3  

這些談判失敗後，埃及認爲不得不採取憲章第 

三十五條所规定的次一步驟，將此一問題提請 

安全理事會處置。這乃是一個正當的步驟。 

英王陛下政府聲稱，所有條約不論其:性質 

如何都應當予以尊重，它並以一九三六年條約 

I l八條和第十一條作爲辯護理由，因爲該條約 

授權英國政府駐軍蘇彝士運河地區並參與蘇丹 

的行政工作。 

不過，如果我們分析當時把這兩條規定列 

入該條約的情形，並將這兩條規定典目前憲章 

所載的槪念相對比，那»我們1£ ―町能作一公論， 

1參閱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二年，第 

十八號。 

2 同 上 ， 第 二 十 九 號 。 

3 參 閱 關 於 修 訂 一 九 三 六 年 英 埃 條 約 之 談 

剁文件，英聯王阈統帥部文件七一七九號。 

定其是非。沒有一個理智健全的人可以認爲英 

聯王阈武裝部隊屯駐埃及颃士乃是埃及所甘心 

情願的和自由同意的。任何自由阈家除非受到 

强大壓力，或處於非常情形之下，都絕對不會 

贊同這榑措施。 

聯合國餒峻譴责任何國家屯駐軍隊於其他 

會員國領土之內，而且大會一九四六年十二月 

十四日決議案， 4 更建,各會員國立卽撤退其駐 

在其他會員國領土內但未經各該會員國於符合 

憲章且不牴觸國際協定之條約或協定中自由並 

公開表示同意之軍隊。 

由此可見，外阈武裝軍隊之屯駐於其他會 

員國頗土之內，除非得到該會員國之自由同意， 

那便耍被認爲是一榷公然侵畧之行爲，因此， 

這個阈家應當立卽撤退其駐軍，勿稍遲延。這 

乃是一個業已成立的原則。所以我們現在必須 

硏究一九三六年條約第八條中所稱埃及政府同 

意一節是否屬於大會決議案意義範園之內；我 

們也必須研究一九三六年埃及政府究因何故而 

不得不接受該條約第八條所規定的這榷非常辦 

法。該條約的第八條條文如下： 

" 蘇 # 士 遝 河 雖 爲 ^ 及 的 一 個 完 整 部 

分，但亦爲世界交通孔道，且爲大英帝國 

所屬各地之間的主要交通路線。续及國王 

陛下有鑒於斯，特授權英王陛下在締約國 

雙方認爲埃及軍隊能以其本國能力確保蘇 

彝士運河航行之自由與絕封安全前，得駐 

軍 於 運 河 流 域 附 近 之 埃 及 頗 土 . . . 俾 與 

埃 及 軍 隊 通 力 合 作 ， 以 保 衞 運 河 . . . 但 

此 等 軍 隊 之 屯 駐 埃 及 國 内 . . . 絕 不 損 害 

埃及之主權。 

" 締 約 國 在 第 十 六 條 所 規 定 之 二 十 年 

期限屆滿之後，對於^及軍隊能否以本國 

能力確保運河航行之自由與絕對安全，及 

英國軍隊是否無須駐屯埃及頗土一問題， 

如未能逢成協議，則得將此一問題提送國 

際 聯 合 會 行 政 院 處 理 . . . 。 " 

我們從這一條規定町以得到一個結論，就 

是 埃 及 政 府 當 時 接 S 這 條 規 定 的 明 顯 理 由 如 

下： 

第一，運河的性質。該運河乃是國際水道， 

無論在戰時或平時所有國家都應當能在該運河 

上自由航行。這個事赏使該蓮河的保護問題成 

爲集體安全的一個因素；保證這一點的責任， 

第一應該由埃及來擔負，第二應當由安全理事 

會來擔負。英聯王國雖然在一九三六年承擔了 

4參閱大會tiS—屆會第二期會議所通過的 

決議案四十一（一），第七段。 



這種責任，可是鑒於憲章第六章，第七章及第 

一 百 零 六 條 的 規 定 ， 這 榑 獨 佔 情 形 在 不 能 在 

憲章權力之下繼績存在。自從聯合阈承擔集體 

安全的責任後，英聯王國赏已自動解除了這禾, 

義務。 

第二， 一九三六年時埃及軍隊不能單獨對 

付該蓮河所可能受到的强大侵畧力量，不過大 

家要注意埃及政府在英聯王國的長期佔領下不 

能自由組織軍隊。埃及和蘇丹的蔡個面積約爲 

三百萬平方公里，可是埃及政府在這整個區域 

內的軍隊却不能超過一二 ，〇〇〇人，而且他們 

的軍備都受到極嚴格的限制。 

在這種非常情形之下，英聯王國政府自然 

要趁此時候指出共同保衞運河之必耍。這稀情 

形尤以一九三六年爲然，因爲那時候墨索里尼 

正向阿比西圮亞發励侵畧戰爭，而且希特勒的 

類似戰爭行動也正在破壞世界和平的空氣。 

是目前情形已經變了，埃及軍隊已經十分强大， 

足能以其自身力量來對付任何情勢並保護該運 

河一一姑且不說該運河在必要時還町能得到安 

全理事會的a速軍事支援。 

依照條約本身的規定，英聯王國軍隊在峻 

及業已無需它們駐防時卽應全部撤退。現在這 

種情形在二十年期滿之前業已赏現了。苒則， 

目前該運河航行安全，並未受到任何威脅的危 

險。聯合國對於國際和-甲-已提供充分保證了。 

第三，該運河乃是大英帝國所屬各地之間 

的主要交通路線。這個事赏便是當時挨及准許 

英聯王國政府參加保衞該運河的理由。—町是目 

前許多其他阈家事赏上都—町爲了航迅目的而使 

用該運河，因此我們如果萆限英聯王國享有保 

護運河的特權，那便破壞了各關係阈家享有平 

等待遭的原則。再則，一個阈家卽使在他國所 

屬任何海峽或運河享有此種航行利益，但亦不 

得因此而遂藉口保護交通，赏行軍事佔頒該海 

峽或該運河的流域。直到目前止，蘇聯在Dar-

danelles 方面並未享有此種特權，而且任何其 

他國家也未在其他海峽或運河方面享有此稀特 

權。因此本人K在看不出爲甚麼我們應當在這 

時候准許一個國家享有此種特權。 

第四，簽訂條約之時，英聯王阈軍隊S卩已 

屯駐並自由移動於埃及及蘇丹垸內，埃及人民 

對此情形極其不滿，他們時常以叛亂行劻來表 

示抗敲。埃及政府當時在這禪情形下，1；^意在 

其國土某一區域內維持軍隊一萬人，以期進而 

擺脫其餘S Î土之軍事佔颌，S是?g不足異的。 

一 個 人 如 果 四 肢 都 S 束 縛 ， 那 便 町 能 接 受 部 

解放，因而犧牲其一手一足之自由；如果我們 

說這是心甘情願，那K在是不公->r-的。 

大會自然無意重視這稀同意。唯有一個自 

由人才能以一協定來自由公開表示同意。强迫 

的接受在憲章的新時代中是不能受到尊重的。 

現在阈際法的原則必須與聯合國的原則相符， 

因此凡破壞及妨礙主權平等與國內管轄權兩條 

件的協定，尤其其中各項規定已非必要之協定， 

都不會受到重視。 

外國軍隊駐在一個友邦領土內乃是非常情 

形下所特准的一稀非常措施，這種措施關係當 

事雙：^的相互利益。如果這些利益不存在，這 

種非常措施也應當跟着消逝，而非常情形也應 

當變成正常情形了。 

目前英聯王國駐軍挨及境內，是必耍的嗎？ 

是有用的嗎？本人耍說是不必耍的，是無用的。 

這種措施對於英聯王國確赏有害的。英聯王國 

在财政上及在友誼上所付的代價都極其重大， 

因爲英聯王國損失了一個大國的友誼，而這個 

大國又是英聯王國所耍與它鼙固友誼奥增進良 

好,係的國家。英聯王國軍隊之留駐块及國內 

對於埃及人民是有害的，因爲這種措施傷害埃 

及人民的民族自尊，侮辱他們的主權，赏在是一 

個永久的煩惱根源。這稀措施並使埃反政疳不 

得不經常懷有戒心，額外花费許多费用藉以防 

止衝突事件之發生。再則，此種措施並造成一 

稀對於和平的威脅，所以對於阈際和平也.是有 

害的。目前英聯王國兵營附近駐有埃及軍隊。 

這兩阈軍隊各懷敵對情緒，他們之間的衝突赏 

有一觸卽發之虞，這一點是任何人都能够想像 

得到的。 

如果安全现事會採取行勋以徹底涫除此禾翁 

値得惋惜的情勢，那赏是履行職H之舉。 

有人提議使當事雙方作進一歩的談判。不 

過英聯王阀在過去淡判中槳已同意倣退它的軍 

隊 。 因 此 本 人 認 爲 英 聯 王 网 或 不 必 再 經 談 判 

而[fî)意這樣的做。我相信埃及人民一定不會反 

對這秭辦法，也不會阻礙此械方法的 Î Ï行。 

有人說英聯王阈願意在撤退軍隊之前與埃 

及重行結成同盟，因此它耍以締訂新盟約爲撤 

兵的條件。不過據我的了解，埃&人民並不想 

要這稀同53。他們已在憲章這個,際條約下與 

聯合阈結成更强大、更有價値的同盟；他們已 

經心滿意足了。 

本 人 不 相 信 强 迫 結 成 的 同 盟 會 有 甚 麼 價 

値。許多依法締結的同盟甚至都經單方面的決 

定予以推翊了。近代史中!£町找出許多這種例 

證。如果英聯王阈不經過談判而.立卽徹退全 

部軍隊，那麼本人仍相信: i於其他未了問題的 

談判都町能顺利進行。 



爲緩和目前緊張情勢及開闢一條恢復信心 

的途徑起見，徹兵一舉赏爲急待採取的步驟。 

埃及及蘇丹的全體人民都一致耍求撤兵。各黨 

各派對於政治和社會問題雖可能持有不同的意 

見，可是他們對於這一點却是一致的，而且他 

們警吿我們說他ff3爲赏現此稀願望起見，準備 

冒一切的危險。 

我們沒有聽見尼羅河流域的兩千六百萬居 

民中有一個人表示贊成保留外國軍隊或繼績共 

管蘇丹。我們從各不同政黨收到了許多關於這 

件事的電報。如杲本理事會所通過的任何決議 

案中不規定英聯王國撤退軍隊，那末埃及的安 

全便可能受到嚴重的打髏。本人鑒於巴勒斯坦 

的極端危急的情形，深恐這個區域中和平的破 

壞將不僅限於埃及一國。 

近東亞拉伯人民對於猶太民族主義者爲赏 

現迷夢而加諸於他們的大逆不道的行爲，已覺 

得十分怒忿，因此他們也許不能在他們的祖國 

內 再 忍 受 一 次 不 公 的 待 遇 。 本 人 提 到 這 個 可 

能的慘痛結果，目的在使安全理事會注意此項 

爭端所可能引起的重大危險，因爲這個爭端的 

切赏解決乃是安全理事會所深切關懷的事。 

各會員國都願意在其本國內自由生活，我 

們如果忽視了這榑合法願a ，那是很不智的。我 

們目前所關心的區域乃是一個具有戰畧性的 

區，其四周的億萬人民對其本國人民及其所懷 

的民族願望都寄予同愦。條約之有效與否，在 

目前和平受到威脅的情形下，在—町以說是純 

屬理論上的問題。如果一個會員國內之外國駐 

軍構成了一榷對於國際和平奥安全的威脅並破 

壞了主權-甲-等的祌聖原則，那麼我們K耍認爲 

這種行爲是違反憲章規定的。我們不能認爲這 

種爭端乃是憲章第三十六條第三項所指應由國 

際法院加以審判的法律問題。阈際法院雖然可 

以審議純犀法律方面的爭端，但却無權解決政 

治爭端。因此本人認爲比利時修正案在本案中 

赏在毫無地位。 

Colonel HoDGSon (澳大利亞）：敝阈奥埃 

及及英聯王國都有悠久的軍事關係，因此澳大 

利亞自然對於這個爭端特別關心。一八八二年， 

澳大利亞有史以來初次派逍一枝軍隊到海外與 

埃及及英國聯合作戰，以剷除蘇丹境內的暴政。 

埃及在地理上位於世界交通的要道，因此 

從軍事的觀點上言，任何世界戰爭似乎都不免 

要把挨及捲入漉渦。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情'形K 

是如此，當時澳大利亞派 i t軍隊保衞蘇舞士; 1 

河，以抵,土耳其的襲墼；同時並在Gall ipoli 

和巴勒斯坦作戰，犧牲很重大，結果推翊了近 

東一帶的土耳其宗主權，並成立了目前備受歡 

迎爲聯合國會員阈的獨立亞拉伯國家。 

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澳大利亞再度爲埃及 

的繼績獨立而奮鬥，它會同英聯王國、法國、波 

蘭及紐西蘭的軍隊在具有歷史性的El Alamein 

戰役中佔有一個重要的地位，這個戰役乃是聯 

盟國對軸心國家戰爭中的第一次偉大勝利，其 

結果使聯合阈得能成立並使埃及能像現在這樣 

依賴憲章。赏在說,如果英聯王國當時不能根據 

一九三六年條約爲大英邦協及其盟國採取各種 

措施，那麼軸心國家對於埃及的襲轚確赏根本 

不會停止。 

在目前爭端中，雙方所爭持的各點是很明 

顯的。英聯王國聲稱一九三六年條約仍屬有效， 

其 中 的 各 項 規 定 並 無 不 符 憲 章 文 宇 與 精 祌 之 

處，因此理事會應當按照這個意思作一決定。 

同 時 英 聯 王 國 代 表 並 說 英 國 政 府 願 意 談 
判 。 1 

。埃及則稱這個條約業已失其效用，其中的 

若干條欵都已不合時宜，不能再爲英埃關係的 

基礎，而且這個過時條約也不符合憲章的規定； 

因此埃及代表請本理事會命令英聯王國將軍隊 

撤出埃及頟土並終止蘇丹境內的英聯王國統治 

局面。 

在另一方面，埃及政府在一九四六年準備 

就這兩項問題進行談判一一事赏上曾請求談判 

一一我們假定埃及政府現在仍然準備談判。 

不過有一件事理事會却必須十分審愼；千 

萬不耍做出任何事來褻瀆國際義務的祌聖不可 

侵犯性。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直接原因，一方面爲德 

國故意背棄國際義務；另一方面則爲英聯王國 

與法阈對波蘭表示其對阈際義務的尊重。這楝 

義務就是：如果波蘭受到了它所必須抵抗的侵 

畧，那麼英聯王國和法阈便耍自動援助波蘭。 

在數年大戰之中各聯盟國始終都很正確地 

以維護國際義務的祌聖不可侵犯性爲其和戰墓 

本目標之一。大西洋約章和聯合.國憲章便是本 

着這一原則所含的精祌而制定的。 

所以，安全现事會如果成爲一穉工具，使 

任何國家藉此能因某條約所规定之國際蕤務艱 

IË ,而以該條約將造成一稀對於國際和平與安 

全之威脅爲口 l ï，來卸除其國際義務，那赏是 

一個錯誤。 

一九四七年,利堅合衆國奥菲律賓所締條 

約規定美阈得在菲体賓駐^陸軍及海軍，並建 

立基地；一九四五年中蘇條約准許蘇聯在南滿 

建立軍事基地並駐絷軍隊。這兩個條約和一九 

四—年英聯王,與獒利堅合衆阈所締訂的基地 

協定，都叮以說是捐棄主權，得不惯失的苛重 

難堪條約。 

1參閱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二年，第 
七十五號。 



可是，我們的問題是，這也構成向安全理 

事會提出這些案件或類似案件的理由嗎？ 

不過，敝國政府鑒於上述各項事赏奥情形， 

同時並爲維護國際義務祌聖一原則起見，認爲 

本理事會對於這個爭端所能採取的最明智的辦 

法便是：在大體上支持巴西代表圑所提出的決 

議草案。 

我 們 在 提 出 這 個 提 議 時 曾 注 意 到 一 個 事 

實，就是一九四六年談判的幾乎成功。我們看 

到,於埃及國內英國駐軍徹退問題的談判已完 

全成功。當時當事雙方業已擬好條文並表示準 

備予以簽署。它們甚至對於蘇丹問題似乎也有 

了近乎完全的諒解。據本代表圑所知，後來整 

個談判祗爲了 S iàky-Bevin識定書中關於蘇丹 

問題的一個條欵的解釋問題1而破裂了。我們 

認爲赏時談剁旣已幾將成功，目前如予繼績進 

行，必能有所收獲。 

理 事 會 可 注 意 到 本 代 表 圑 對 巴 西 決 , 案 提 

出了三個修正案。 2 第一個修正案是很淸楚的。 

巴西決議案的原案文中稱："鑒悉憲章第三十三 

條所規定之各種調整方法尙未充分利用，. 

可是我們唯有得到直接證據，並從當事雙方直 

接聽到情形確赏如此後，才可以說這樣一句話。 

目前我們並沒有這種證據，所以我們只能表示 

意 見 ； 我 們 只 應 赏 用 " 認 爲 ' ' 二 字 而 不 應 営 用 

" 鎏 悉 " 二 字 。 

在 第 二 修 正 案 中 ， 我 們 用 " 邀 請 " 而 不 用 

"建議"。一九四七年八月二十二日埃及耱顼曾 

在理事會中就理事會對於憲章第六章所規定的 

各項建議的權力問題加以說明。 2 據我們看來， 

他當時所作的解釋是完全正確的。第三十六條 

中載有理事會唯有在發現或斷定目前爭端確是 

第三十三條所指之爭端,"其繼續存在足以危及 

國際和平奥安全之維持"時，才能够提出"建議" 

所以Nokrashy Pasha在拿起巴西決議案時一眼 

便看到了"建議"二字，而且他很正確地推斷我 

們一定有了這種發現或斷定。事實上我們並未 

如此。我們沒有這種的發現或斷定，而且本代表 

圑並不認爲這個爭端的繼續存在足以危及國際 

和平與安âr。所以儘管主席怎樣想法，我們都 

只有極有限的證據或根本沒有證據，來向理事 

會證實這一點。我們充分相信這兩個具有悠久 

關係的友邦和盟國不特智慧明達而且深具國際 

責任感，它們絕不會讓這個爭端演變到這種地 

1 參 閱 關 於 修 訂 一 九 三 六 年 英 块 條 約 之 談 

判之文件，英聯王國統帥部文件第七一七九號， 

第一編，附件二，蘇丹問題議定書草案。 

2參閱安全 Ï T Î事會正式紀錄，第二年，第 

八十二號，第一九三次會議。 

步。我們爲了這些理由，赏在不能確定或斷定 

這乃是一個爭端，"其櫞鑌存在可能危及阈際和 

平與安全之維持"因此我捫不能用"建議"二字。 

因 此 澳 大 利 亞 代 表 圑 提 議 以 " 邀 請 " 二 字 代 替 

"建議"二字。這個修改從量的方面說是一個很 

少的修正，但從原則的觀點上說却是一個極重 

要的修正。 

第二個修正案涉反了蘇丹問題。我們幾乎 

聽到每一個代表都說一一本人尤其想到了中國 

代表的强有力批評3—一安全现事會的決議不 

應該破壞蘇丹人民對於自治問題的自決原則。 

本人並且也注意到Sidky-Bevin議定書中也曾 

規定應與蘇丹人,民磋商以期赏現自治目標。 

可是，我們對巴西決議案加以研究後，發 

現其中並沒有提到蘇丹問題，也沒有提到任何 

可以實現蘇丹民族願望的方法，甚至任何可以 

確定蘇丹人民意見的方法。澳大利亞代表圑認 

爲它所提出的修正案校正了這個毛病。我們特 

意用'1i丹的前途"一詞，因爲以前的各次談判 

都爲了"前途"二字而破裂了。本人曉得巴西代 

表願意只用''管理"二字。如果他耍這樣的做， 

那瘿便有一種危險，就是目前他所 lé請進行的 

談判將再度失敗，因爲我已經說過從前的談判 

便是爲了這一點而破裂了。再則他如果這樣的 

作，那使忽視了本理事會每一個理事的願望， 

因爲根據他們所作的聲明，他們都希望蘇丹人 

民有權自決C 

因 此 本 人 謹 提 議 巴 西 代 表 務 使 這 個 決 議 

案，不但計及目前蘇丹人民在談判中所採取的 

立塲，而且也要顧到他們對於自治問題的未來 

立塲。爲達到這個目的起見，本人提議，兼甩 

"管理"及"前途"二詞，俾能毫無疑義的指出我 

們十分關懷並重視蘇丹人民的利猛。 

也許有人要問我怎樣赏現這個自治。本入 

認爲安全理事會祗能討論一般原則，而不能討 

論細節問題。不過就蘇丹問題而言，蘇丹中設 

有諮詢議會，省議會並有許多部落首鲼和宗敎 

領釉；如果蘇丹中有着一個能够代表各階層的 

輿論，那*我們當町從這些機關和頓釉得到這 

種輿論。 

我們相信這個修正案經過修正後，當爲理 

事會和當事雙方所接受。這個決議案，據我們 

看來，是很適當的，其中並沒有想到這些談判 

辟耍破裂，因爲該決議案並未說到雙方在談判 

失敗後應隨時將其在憲章第三十三條規定下所 

口r能"自行選擇的其他和平方法"通知理事會。 

3 同 上 ， 第 二 年 ， 第 八 十 號 。 



就個人而言，本人希望把"這些談判的進行情 

形"數字改爲"這些談钊的結果"。不過就我們 

自己而言，我們相信雙方將a速恢復談判，而 

且這些淡判必將成功。我捫並且相信這些談判 

將使這兩個國家重行建立其傳統的友善關係， 

此種關係不但有裨於和平與穩定之促進，而且 

對於一般世界安全也有重大的貢獻。 

主席封於此一案件之提迗理事會，毫不以 

爲慽，但澳大利亞代表阒則不然。不過，理事 

會旣已據有這個問題，我們便必須予以解決。 

澳大利亞代表團認爲在此種情形下目前所提議 

的辦法實是很妥善的。如杲這個決議案通過了， 

我們認爲議事日程中便應删去這個案件。如果 

任何理事或任何方面能够提出適當理由，例如 

鈸判完全破裂，'那癣我們可以再將這個問題列 

入議程。不過目前並沒有談判耍失敗的象徵，而 

且我們也沒有任何理由認爲這些談判耍失敗。 

NOKRASHY Pasha(埃及）：上星期本人在第 

—百九十三次的會睡中曾就巴西代表所提決議 

草案及比利時與中國兩代表所提修正案，向安 

全理事會提供意見。自彼以後澳大利亞代表又 

提出了一個修正案，本人現擬,該修正案作片 

刻教評。 

本人已經表示反封巴西的草案了，可是， 

澳大利亞修正案更歪曲了該草案的範圍，因爲 

該修正案中規定：如遇所恢復之直接談判涉及 

蘇丹前途問題時，則應與蘇丹人民磋商。 

本人認爲我已經向安全理事會明白指出埃 

及政府對:^這個問題的態度了。埃及政府主張 

埃及人民奥P丹人民儘量彼此磋商。八月十三 

日本人曾經說過：1 

" 我 們 認 爲 尼 羅 河 流 域 兩 部 分 居 民 間 

關係的問題乃是一個國内問題，一個內政 

問題。我們不與外人討論這個問題一一卽 

使 我 們 因 此 而 能 赏 現 我 們 的 若 干 民 族 騍 

望，我們也不這樣地做。我們絕不出賈蘇 

丹人民的前途。我們不使蘇丹人民的前途 

繼續繋於帝國主義政策的迷夢。這個問題 

將由埃及人民與蘇丹人民予以處理。蘇丹 

人民將自己發言，而不經由遠在倫敦的一 

個外國政府轉達意見。本人認爲埃及人民 

和蘇丹人民都有理由希望這個問題將獲得 

可使他們互相滿意的解決。" 

本人認爲這段話已經明白指出我們不願奥 

英國，也不願與處於英國佔颃下行劻受到束縛 

的蘇丹人民，而願意與能够行使其自由意願的 

1—參閲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二年，第 

七十二號。 

蘇丹人民，商量解決蘇丹的前途問題。英聯王 

阈在這個問題上赏毫無地位，因此我們不奥該 

阈討論此項問題。本人深信蘇丹人民在能自由 

表示意見時，必將與埃及人民逹成一個能符憲 

章民主原則並使雙方滿意的解決辦法。 

埃及政府本希望安全理事會將詳細討論這 

個爭端的是非曲直，可是巴西決議草案的目的 

却非如此。巴西代表圑擬具其所搪出的草案時 

一一本人現在援引巴西代表所說的話 2—一"並 

未判斷這個案件的是非曲直'：。根據這穉想法， 

本人認爲澳大利亞修正案在這個決議草案中是 

毫無地位的，因爲該修正案只偶然的零碎的論 

及這個爭端的是非曲直。如果理事會徹底來研 

究此一爭端的是非曲直，那是一件事，本入實 

歡迎如此；如果安全理事會只判斷這個案件的 

一部分是非曲直，因而妨害整個案情，那另是 

一件事。所以澳大利亞修正案赏不能與巴西的 

提案合在一起。 

本人仍然反對巴西決議草案；如果將澳大 

利亞修正案倂入該草案，那麼本人更耍反對該 

草案。 

Mr. KATZ-SUCHY (波蘭）：澳大利代表今 

曰發表了一個措辭美妙的强有力的演講詞，他 

最後並請理事會從議程上删去埃及問題，因爲 

理事會旣已據有此項問題那IS必須打發掉這個 

問題。本人認爲目前安全理事會若干理事所提 

議的行動，尤其是巴西所提的決議案目的，都 

在於做到澳大利亞代表所耍求的一點，就是： 

打發掉埃及問題。 

這個行動乃是一棟企圖，其目的不在解決 

此項問題，也不在於設法使當事雙方解決此項 

問題，而只在於通過某稀決議案，其效果爲理 

事會多數理事所懷疑者，以打發掉這個一一櫸 

若干人叫做一一根本不應提出於理事會的不偸 

快案件。 

安全理事會已輕開過數次會議討論埃反PP， 

題。已經有過數人向現事會發言，內包括S i r 

Alexander Cadogan及埃及首相各對其案情所 

作的極廣泛的辯護。不過本人在過去會議中從 

不像在本次會議中一樣，聽到大家在提到巴西 

代表演講詞及其決議案時說了這許多的恭維話。 

對冷眼觀察理事會工作者及研究理事會處 

理各項問題的方法者來說，上幾次會議的經過 

情形，所討論的各項問題的歷史，以及我們討 

論這些問題的方式，無疑將使他們覺得理事會 

處置各項問題的辦法是很有意思的。我們對於 

同上，第八十號。 



若干顯然具有同樣性質的問題竟以不同的方式 

去處置，.不知道這是由於這些問題的地斑位置 

呢，還是因爲它們關係着大國的利益。 

巴西代表的聲明及其所提出的決議案中都 

沒有提出任何新的事實或理由。巴西代表所表 

示的意見，業經英聯王阈代表說過了。英聯王 

國代表初次對此一問題發表演講時便說一九三 

六年的條約仍然有效，"情形變遷條約無效"的 

原則並不適用，因此這個問題應由兩國以談判 

方式予以解決。巴西代表的聲明及其所提出的 

決議案都完全附和這一方面的意見。 

波蘭代表圑認爲巴西決議案無論從憲章規 

定上說或從英聯王國奥埃及兩代表所陳述的各 

項事實上說，都是不合理的。本人前在第一八 

二次會議就埃及問題發言時，1業已說過這個事 

項包括兩個問題：一個是撤兵問題，另一個是 

蘇丹的前途問題。 

關於英聯王國軍隊撤出埃及的問題，本人 

在該次會議時業已說過波蘭代表團贊成這些軍 

隊立卽無條件全部撤出唤及。今日我們仍然保 

持這個立塲，緞績支持這個要求。 

英聯王國軍隊撤出埃&的問題包括兩個方 

面。第一，是英聯王國與^及之間發生了一個 

爭端，而且"這個爭端的繼續存在可能危及國 

際和平與安全之維持"。憲章規定安全理事會在 

和平受到威脅時要採取行動。 

沒有人可以限定，安全理事會只有權處置 

那些對和平構成絕對威脅的問題。依據憲章的 

規定，安全理事會不可等到一個爭端業已變成 

對於和平的絕對威脅時再採取行動。本理事會 

的主耍資任是在一個爭端的初期採取行動以免 

此項爭端變成一種對和平的絕對威脅。理事會 

不能^到戰事發生或等到情形已經演變到了埃 

及和英聯王國政府所不能控制的地歩時再採取 

行動。 

不過這個問題還有一個第二方面。波蘭代 

表圑認爲英聯王國之繼績屯兵唉及是有違憲章 

規定和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四日大會第六十三 

次全體會議所一致通過的決議案的，因爲憲章 

規定所有會員國主權 ¥ -等，而該決議案則建, 

各會員國"立卽撤返其駐在其他會員國領土內， 

但未經各該會員國以符合憲章且不牴觸國É協 

定 之 條 約 或 協 定 中 自 由 並 公 開 表 示 同 意 之 軍 

隊 " 。 2 

1 參 閲 安 全 理 事 會 正 式 紀 錄 ， 第 二 年 ， 第 

七十五號。 

2 參 閱 大 會 第 一 屆 會 第 二 期 會 議 所 通 過 的 

決議案四十一(一：)，第七段。 

同時，埃及政府在憲章規定下所負的義務 

也和其在一九三六年條約規定下所負的義務相 

牴觸。依據憲章第一百零三條的規定，凡遇到 

此榑衝突時，憲章所規定的義務應居優先。埃 

及政府向安全理事會提出這個問題時曾稱這佃 

問題並不屬於國内管轄範圍之內；這乃是兩國 

之間的衝突。3所以該國政府之向本理事會提出 

請求，赏是一棟最後手段，而且這種請求是在 

談判失敗後才提出的。 

我們已經說過，我們注意到了一九四六年 

英國政疳參奥U1判時所懷的誠意，因此我們現 

在不願開始討論 î i l判失牧究竟是誰之過。埃及 

政 府 在 î i l 判 失 敗 後 才 援 用 憲 章 第 三 十 三 锋 規 

定，向安全理事會提出這個問題。 

波蘭代表圑認爲安全理事會如對這翻問題 

加以處理，那是完全合理的。在此項問齄的討 

論過程中，我們並沒有在任何階段裏說過，所 

有和平解決的方法都&經用盡了。我們認爲關 

於 一 九 三 六 年 條 約 若 干 問 ' 題 仍 極 町 能 獲 得 解 

決，這些問題可以並且必須由英聯王國奥埃及 

兩 國 政 府 以 直 接 判 方 式 予 以 解 決 。 

不過這裏却有一個並不需耍談剁的問題， 

因爲這個問題的解決辦法業經憲章及大會決議 

案予以規定了。這個問題便是關於撤返軍隊的 

問題。本理事會儘可通過一個決議案，命令英 

國撤返軍隊，而無須經由雙方進行談判。唯有 

櫞績駐紫軍隊的問題才能成爲埃及與英聯王國 

兩 國 政 府 間 直 接 判 的 問 艇 。 

我捫不能在這裏討論一九三六年條約之是 

否有效問題。安全a事會不能說這個條約是有 

效的，因爲這樣1£等於默認一八九九年共管協 

定 及 一 九 三 六 年 條 約 所 承 認 的 征 服 權 是 有 效 

的。這種權利乃是大西洋約章與聯合國憲章所 

否認的，而且這也就是我們認爲一九三六年英 

^條約已失其意義，毫無價値的理由之一。 

埃及政府爲修訂該條約而;開始進行談剁， 

這是十分合理的C這些淡判都以聯際聯合會盟 

約第十九條和上述英埃條約第十六條爲根據。 

國際聯合會雖已不復存在，但締約國修改條約 

的權利並不因此而喪失。 

不過我們不能單從法律的觐點上來審議這 

個問題。我們這裏所討論的問題乃是大家所公 

認爲一個國家正在爲解除其前瑭民地地位所遺 

最後枷鎖而奮鬥的問題。這個問題乃是各國， 

各前殖民地，及尙未充分獨立國家的偉大運動 

之一部分，因此本理事會的決議案絕不能阻Jfc 

這些人民的運動和他們的趨向完全獨立。 

3 參 閱 安 全 理 事 會 正 式 紀 錄 ， 第 二 年 ， 第 

七 十 號 ， 第 一 七 i 次 會 議 。 



本理事會並不爲任何解決爭端的傳铳辦法 

所束縛。它必須依據和平奥安全的利益來解決 

爭端。目前我們是在根據過去的經驗和參照這 

個時代的人民需要，來擬定我們自己的辦法。 

我 們 相 信 只 要 英 聯 王 阈 ' 軍 隊 佔 據 埃 及 一 

日 ， 本 理 事 會 便 一 日 不 能 建 議 進 行 任 何 判 。 

我們如果作此榨建議，則徒將造成一九三六年 

故事的重演而已。據埃及政府說一一而且沒有 

人曾在這裹提出充分論據來否認這個說法一一 

這個故事的赏情是：一九三六年條約係在雙方 

以不平等地位進行談判的情形下締 rr的。我們 

不能准許這棟情形的重演。 

我們必須造成各榑條件及某楝氛圉，俾使 

挨及政府覺得它在這個爭端上乃是一個享有平 

等地位的當事方面，誰也不能强迫它接受任何 

措施。我們認爲英聯王國軍隊的撤返乃是造成 

此榷氛圑的一個首要條件。不過巴西決,案中 

却沒有想到這個撤兵問題。 

本人認爲巴西決議案甚至還不如S i d k y -

Bevin議定書澈底。該議定書中至少還提議英 

聯王國軍隊應於某月某日撤退。可是；目前就 

連中國所提出的修正案也沒有以一種專門造成 

自由談判g氣的方法來解決此項問題；而中'國 

修正案却是Nokrashy Pasha在理事會中從若干 

理事國得到的許多親善表示之一。 

因此我們相信本理事會的主要責.任乃是建 

議撤除軍隊，至於有關淡判的各項問題則可俟 

至這個第一步驟業經執行後再予討論。我們認 

爲談判無疑必有結果。 

現 在 我 耍 談 到 這 個 問 題 的 第 二 點 ， 卽 蘇 

丹的前途。本人在第一百八十二次會議中發言 

時曾經說過蘇丹的問題並不只是挨及奥英聯王 

國兩國政府間的一個爭端。這個問題關係着六 

百萬的蘇丹人民。不過本人耍明白指出一點， 

就是：就撤返英聯王國軍隊一問題而言，蘇丹 

與埃及的人民並無意見不合之處。他們雖然可 

能封於將來的統治問題持有異見，但對於獨立 

蘇丹之前途問題則都認爲全視英聯王國軍隊之 

撤退與否而定。 

我們認爲蘇丹問題不能不與蘇丹人民磋商 

而逕由英聯王阈與埃及以談剁方法予以解決。 

蘇丹人民乃是這個爭端的當事一方，所以他們 

實在應當與^及及英聯王國兩國政府磋商。 

聯 合 國 有 责 任 在 蘇 丹 頓 土 內 造 成 各 稀 條 

件，以使各自由自治組織得能發展，並使蘇丹 

人民能對他們的前途問題自由發表意見。至於 

他 們 的 抉 擇 究 爲 趨 向 獨 立 抑 爲 在 埃 及 皇 下 組 

成聯邦，則有在町使 [^1治制度發展滋長的自 

由環^下才能決定。所以我們主張這個問題應 

另行討論。 

本人很抱歉的通知委員會說，波蘭代表圑 

爲了本人所說的各項理由，不能支持巴西決議 

案。 

Mr. NisoT (比利時）：比利時代表圑業已 

表示贊成經中國奥比利時兩代表圑修正後的巴 

西決議案了。這個建,絕對符合憲章第三十三 

條的規定。該條規定中並未作任何預斷。當事雙 

方儘可自由選擇和平方法來解決它們的爭端。 

在另一方面，澳大利亞代表圑所提IS於蘇 

丹問題的修正案則具有一個完全不同的性質。 

該修正案所規定的方法暗示對於爭端的赏體問 

題懷有某種立塲。可是這正是我們所願意避免 

的一點。所以，安全理事會如果通過這個修正 

案，那赏在有違憲章第三十三條所規定的制度。 

所以本代表圑深疑澳大利亞代表圑修正案對於 

我們大家所希望獲致的安-善解決能否有任何有 

價値的貢獻。我們爲了這個理由，所以很抱歉 

地不能贊成該修正案。 

比利時代表圑在採取這楝態度時，無意就 

應否與蘇丹人民磋商一問題表示意見。我們只 

願强調指出，我們認爲安全理事會在依據憲章 

第三十三條规定審璣此項問題之時不應對此種 

情勢的此一方面加以討論。 

Sir Alexander CADOGAN(英聯王國)：本人 

必須說，本日下午叙利亞代表向理事會發表的 

演講詞赏在使我覺得十分詫異。據我看來，他 

似只重述埃及方面的整個案情，而絲毫不曾計 

及本人的答覆。我雖然說過，我覺得詫異，但 

現在却必須供認本人在再思之後已不復覺得詫 

異了，因爲我IE得，本年三月間此項問題尙未 

在理事會中提出，而且當時大家也還不曾聽到 

任何有關此問題的情由，可是亞拉伯同盟的叙 

利亞代表却已在一個公開宣言上簽名，聲稱叙 

利亞百分之百支持埃及。本人認爲此榷程序實 

不能大大增加安全理事會的威信。 

本人願意先就比利時修正案說幾句話。我 

認爲巴西代表反對通過該修正案的理由是：該 

修正案除其他各點外並將使決議案中提到了某 

稀法律問題。不過，這一點却是整個埃及問題 

的基礎，因此本人認爲是很重耍的。 

本人不擬重述本人所已經提出的各項理由 

來說明爲甚*我願意把這個修正案納入決議案 

之中。我只願意請理事會注意一個事赏，就是： 

這個修正案唯有在所建議的談剁不成功時才變 

成有關部分或正文，因此本人自然希望這個修 

正案不會有赏際的用途。不過決議案中却曾計 

及谈判失敗的—町能。埃&曾在本理事,裏否認 

一九三六年條約有效，所以本人'iff在不能保證 

萬一淡判破裂，埃及將不再如此。 



理事會並沒有正式對埃 5此榑說法作一評 

斷，因爲據我的了解，Ï1事會雖未斷言這問題之 

是非曲直，或當事雙方在一九三六年條約下的 

各穉責任義務，但却接受了巴西代表所明白表 

示的意見，認爲目前情勢不致立卽危及阈際和 

平，所以在這稀情形下如對此一事項株取任何 

行動，那 Î Ï是不合现的；不過，理事會却認爲 

應請兩國政府恢復直接談判，俾能獲致一個能 

符國際法傳統方法的和平解決。 

本理事會如果通過了比利時修正案，那也 

就等於承認凡有關此一條約之效力的問題都是 

法律問題，因此解決此穉問題的正當方法便是 

訴諸國際法院。這個修正案顯然符合憲章本身 

的原則，因爲理事會各理事全都曉得憲章第三 

十六條第三項中載有一個一般原則，就是：''凡 

具有法律性質之爭端，在原則上，理應由赏事 

國⋯⋯提交國際法院"。 

本人根據這些理由，堅決促請本理事會接 

受比利時的修此案。 

同時，我認爲我很可以假定：理事會認爲 

大家必須承認一九三六年條約仍屬有效，因此 

除經主管機關作相反的決定外，各締約國都應 

遵守這個條約的規定。本人現在謹援引巴西代 

表所發表演講詞中的一句話，就是："安全理 

事會如果順從埃及政府之請而不顧仍屬有效的 

條約規定，那便創立了一個危險的先例，其結 

果 可 能 破 壞 國 際 肚 會 所 本 尊 重 條 約 義 務 之 原 

則 。 " 1 

本人鄹爲我們適纔所聽到的波蘭代表的聲 

明，更使我適纔所說的話顯得十分必要，因此我 

們更必須把比利時修正案納入巴西決議案中。 

我現在願意就澳大利亞代表所提各修正案 

說幾句話。我認爲那些修正案中砥有一個修正 

案要惹起爭論，因爲這個修正案中提議在（甲） 

1 參 閱 安 全 理 事 會 正 式 紀 錄 ， 第 二 年 ， 第 

八十號。 

項 建 , 內 ' ' 恢 復 直 接 談 判 " 等 字 之 後 添 加 " 如 遇 

此 穉 涉 & 蘇 丹 的 前 途 問 題 時 ， 則 應 奥 蘇 丹 

人民磋商"等字。 

據 我 看 來 這 似 乎 是 一 個 合 理 而 雷 耍 的 規 

定。與這個提案相對的提議，主張把"前途"二 

字改爲"行政"二字：不過我認爲這個封案完全 

沒有抓住要點。因爲主耍的一點是一九四六年 

談判爲了蘇丹應否自由決定其最後命運一問題 

而破裂了。埃及代表今天說，蘇丹的前途問題 

純是一個國內管轄的內政問題。如果埃及代表 

並未說，完全獨立是根本不可能的， 2那麼這句 

話也許不錯。我們認爲完全獨立並非不可能， 

而且當初的談判也就爲了這一點而破裂了。 

因此本人認爲決議案中之載有"前途"二宇 

是很重要的。本人並贊同澳大利？&代表的意見， 

認爲誰也不會反對兼用"行政"及"前途"二詞。 

本人認爲如果單用"行政"二字，那便暗指蘇丹 

人民自決其未來地位的權利在若干程度上已被 

剝奪，或至少受到限制。 

這也就是本人所耍說的關於目前的決議案 

奥修正案的話。我相信理事會將接受比利時和 

澳大利亞所提出的修正案，而且我希望安全理 

事會將通過修正後的該決議案。 

最 後 我 只 願 意 再 說 一 遍 我 所 已 經 說 過 的 

話，就是：敝國政府十分願意恢復談判，並且 

熟望談判成功。 

主席：我們似乎不能在今天晚上討論完竣， 

聽取所有代表的意見，並作一表決。理事會將 

於星期四午前十時三十分再度舉行會議討論埃 

及問題。下次會議的發言人名單上共有三位代 

表，卽：蘇維^肚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哥侖比 

亞及锋及三國的代表。 

(午後六時十分散會。） 

同上，第八十二號，第一九三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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