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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式 紀 錄 

第三年 第七十號 

第 二 九 十 七 次 會 議 

一九四八年五月二十日星期卞fl i j十時三十分在紐約成功湖舉行< 

1̂ 席 Mr A PARODI (法蘭西）。 

出 « 者 f 列 各 敏 代 表 阿 根 廷 比 利 

時 加 拿 大 中 國 哥 侖 比 亞 法 蘭 西 利 亞 

烏 克 蘭 蘇 維 埃 社 會 主 義 共 和 a 蘇 維 埃 社 會 

主 義 共 和 國 聯 邦 英 聯 王 國 美 利 堅 合 衆 國 。 

六 十 臨 時 議 事 日 程 

(文件S/Agerç la 297) 

二 巴 勒 斯 坦 問 題 0 

六 十 一 ^ 過 議 事 日 程 

六 十 二 繼 續 f t 論 巴 勒 斯 坦 問 題 

(經主席之邀婧，埃及代表Mahmoud Bey 

F a w z i , 黎 巴 嫩 代 表 M r M a l i k , 亞 拉 伯 最 

委員會代表 Jamal Bey Husseim與巴勒斯坦 

猶太建國協會代表M r Eban jgt安全理爭會 

逮席。） 

主 席 頃 接 巴 黎 轉 來 安 全 理 事 會 巴 勒 斯 

坦停戰委員會主席來m兩件。茲因無充分時 

閱將來電作爲文件分發各理事，本席t《爲應 

向諸君宣讃來電内容。 

來電之一[文件S/ 7 58]稱 

安全理事會停戰委員會丄，着余傅遞 

下電 

屋 期 一 晨 遵 * « 訓 1 ̂ 往阿門謁見King 

A b d u l l a h , 同 行 有 M r Azcârate。余向King 

Abdullah力-，,渠軍隊開赴巴勒斯坦一事如 

何 快 安 全 理 爭 會 急 不 安 。 柒 W 嚴 N 攻 擊 槽 

大人作爲答複，而不擔保停止卓事活動。就 

^個巴勒斯坦而3，吾人;？爲阻止亞拉伯各 

S佔領全部亞拉伯1E—事勢不可能。阻止或 

限,M對榴太區之攻龌之唯一可行辦法不外jy 

強大之外交或軍爭膨力加於亞拉伯各國。關 

於耶路撒冷，King Abdullah稱如槽太人停止 

截亞拉伯人攻搫，渠,擬不再從中干渉。余 

認爲非理爭會依BP余十"4?日電所建議施行 

強大之外交壓力或採取軍爭行動，否則亞拉 

伯 軍 圑 ^ 與 耶 路 撒 冷 之 役 一 事 ， 勢 所 難 免 。 

吾人由阿門返此後，卽往舊城與亞拉伯軍事 

與政冶傾袖取得接觸，是夜宿舊城，千晚始 

返抵此間。晳城內之猶太人被困於大廟。星 

期 日 夜 至 星 期 一 晨 各 宗 教 耍 員 發 動 投 降 談 

m,結果一無所成。余進入舊城後卽出面斡 

旋，願與猶太建國協會接洽，俾可探明其對 

*^被囚於廟中之猶太人之投降有何計劃。余 

與 當 地 亞 拉 伯 軍 単 與 政 冶 領 袖 成 立 全 部 協 

nS ，然猶太建國協會則與Jy否定之答覆，正 

拒絕亞拉伯人所提之條件。tt阿門途中JWÂ 

進人食城之後均有人吿吾人稱猶太人僅能對 

亞拉伯軍ai投降，以爲正規 j t隊，町望尊重 

日內;s:俘虜公ÎT]之規定。此言或爲昨日下午 

亞 拉 伯 所 鼓 勵 軍 圑 開 進 侮 城 之 藉 辭 。 余 於 

離«城^¦1曾間摺太建國協會此^£傅》&是否可 

信，所ft仍爲否定之答覆，猶太建國協會稱 

猶 太 卓 爭 I t 形 在 過 去 數 時 內 已 大 見 改 善 。 



舊城屮此刻戟爭正爲酷^，亞拉伯人仍糙耱 

攻 s 避 ^ 11內之慂太人，而槪及全部在播太 

人 管 制 下 之 新 城 則 增 援 f 救 被 圍 者 。 風 

聞 困 : s 中 者 計 有 交 戰 人 員 三 百 人 ， 非 交 戰 

人 員 二 百 人 。 城 中 其 他 各 3 播 太 人 旣 乏 水 

電，艾無糧食，其處境非常困難危險。吾人 

與King A b d u l l a h 晤談時暫代市政專員 M r 

Azcârate提出飮水間題，佴被唆拒，按舊城之 

水係取自城外相當距離亞拉伯方面所控制之 

水源。耶路撒令軍爭撩形變化無定，甚難預 

斷。關於巴勒斯坦其他地方之軍事情形，吾 

人 所 知 有 限 ， 耶 路 撒 冷 甚 少 關 此 方 面 之 消 

§‧來源。兹簡述此間 I S 形如下停止流血之 

惟―辦法厥爲向有關各方施行锥大壓力。 

安全理事會巴勒斯坦停戰 
委員會主席NffiUWENHUYS 

耶路撒冷法領綰 N E U V I L L E " 

第二電[文件S/759]稱 

"安全理事會停戰委員會主席囑余轉遞 

下 列 涫 補 充 前 電 。 

'猶太軍隊夜間攻入舊城，巳與其困守 

廟 中 之 袍 澤 連 成 一 氣 , 槨 來 食 糧 軍 械 軍 火 

成立通新城之交A路線。猶太建國協會今晨 

建譏休戰。卽立卽W建議轉致亞拉伯當局, 

後苒jyufê果相吿。 ， 

安全理事會巴勒期坦停戰委 
負會主席NœUWENHUVS' 

耶路撒冷法領館NEUVILLE" 

鬮此二電，本席欲提兩事。第一,來電 

之̶述及五月十七日之電報，就余所知，吾 

人並未接到該電。 

第二，兩電均係昨夜十時左右自巴黎發 

出 ， 然 關 究 係 何 時 由 耶 路 撒 冷 發 出 ， 則 亳 

未 提 及 。 二 電 頗 可 能 係 : 日 拍 發 。 

爲便情報完備起見，本席將依照已往慣 

例，宣讀巴黎轉來耶路撒冷法頜館另二電報， 

其 — 係 昨 夜 轉 達 此 間 ， 另 ― 係 於 今 晨 轉 到 。 

昨 夜 二 十 三 時 S 十 分 播 太 人 再 度 加 倍 

猛攻舊城，：&^今晨S時許攻破ZionGate,重 

與亜拉伯軍圑圍困之通太區取得連絡。亞拉 

伯軍圑前已遺派若干人員進入舊城，兹並自 

外約伹開來新機械化部隊，往Mount Scopus 

— 帶 進 發 , 今 晨 五 時 許 顳 擊 適 太 。 亞 拉 伯 

礅隊刻巳锰森新通太城^四十五分鐘之久。 

耶路撒冷法領綰NEUVILLE" 

第二電稱 

" 自 昨 夜 十 七 時 二 十 分 起 吾 人 與 新 城 同 

遭重礮隊锰擊。 

耶路撒冷法領綰NEUVILLE 

諸 君 如 不 擬 就 此 二 來 毫 發 f , 本 席 擬 請 

昨 夜 發 3 人 名 , 上 第 一 位 ! ！ 克 閻 代 表 發 表 會 

見。 

Mr TARASENKO ( %克蘭蘇維埃社會土義 

共 和 國 ） 本 人 於 表 明 f 見 J i l l î l , 擬 請 諸 君 注 

意 英 聯 王 國 代 表 : 昨 日 安 仝 理 事 會 第 二 九 六 

次 會 謠 中 所 發 表 奮 見 之 一 點 。 I t 其 他 各 節 

外，粱《•胃渠一̶或英聯王國政府一懷疑由 

法律立場上觀之，國際和平之威脅是否存在， 

國 ^ 和 + 是 ？ ; ^ 彼 破 壊 。 由 法 棒 立 場 上 觀 

之，英聯:E國代表或町瞎疑巴勒斯坦之和平 

是否受有威脅，是否已tlfc破壞。渠或能引锥 

繭i?^國際法掉著作。本人不悉是否有此種論 

據可證明巴勒斯坦此刻平靜無事。 

伹倘吾人之實見不根據含糊可疑之法律 

前提，而根據菩人之常識，《WÂ巴勒斯S之 

實際情形，則吾人果能得到英聯王國代表昨 

於安全理事會會rife屮所得之結論乎？本人實 

深懷疑。 

巴勒斯坦之 I t形不容菩人據爲理由獲得 

英聯王國代表昨日所作之結論。無論如何， 

吾 人 决 無 理 由 锔 巴 勒 斯 圯 I t 形 十 分 嚴 重 危 

險，有所fi疑。IS]不論吾人如何欲覓得此種 

理由也。 

吾人所關瞜者，爲若干巴勒斯坦鄰國巳 

派送軍隊人侵巴勒斯 if l之顚明事赏。吾人之 

知悉此事實，並非根據;^俾或報載，而係根 

擄各國政府簽署之文件，各該政府通知安全 

理事會謂其軍隊已經開人巴勒斯坦。本人所 

指者： t爲埃及政府簽發之公文[文件S/743] 

及外約伹政府簽發之公文[文件S / 7 4 8 ]。 

關於此等审隊開進巴勒斯坦之目的何在 

吾人方無懐疑餘地。吾人可確言渠等决非因 

爲 夏 分 贅 或 操 練 而 去 巴 勒 斯 圮 。 等 自 有 其 

明白之軍事與政冶目稃。 

在 另 一 方 面 ， 則 色 列 國 。 此 色 列 

國 之 存 在 今 已 成 爲 事 實 ， 而 此 項 事 M 已 由 

今 日 報 載 已 有 八 國 政 業 已 加 " 承 t i — 事 所 

證實。此新國家有其自巳之軍隊，决定防衞 



其 國 t " 。 由 種 種 事 實 觀 之 ， 人 寧 能 ^ 疑 

巴 勒 斯 坦 有 相 + 之 威 脅 々 在 ， 或 不 信 地 有 

破tfç國?？和11之It事下。 

在 此 種 l i f 形 之 I S 吾 人 殊 難 否 認 菩 人 今 

曰面臨̶種涉及和¦1破壊之腌勢 種危 

脅廣大之中朿與近柬地1^之相^^與安全之¦# 

勢。 

本 人 擬 順 便 陳 此 派 > s 卓 隊 進 人 巴 勒 

斯坦之國家，無一能藉口謂巴勒斯坦爲其領 

士之一，分。巴勒斯in完全爲另一領士，與派 

送軍隊>i人巴勒斯：《1之國家並無任何關連。 

凡 此 種 種 事 實 使 吾 人 深 具 理 由 不 同 , 英 聯 王 

國代*所稱安全理事會大可懷疑巴勒斯坦是 

否果有和平之威脅與和牛之破壊存在一節。 

事實正與此相反。 

茲 請 安 全 理 事 會 內 各 代 表 注 f 某 一 細 

節，或不如謂注 f 此際所 5 t 論間題之某一方 

面。吾人its有一自外約但王所收到之文件[文 

件S/ 7 48]，稱亞拉伯軍圑部隊已奉渠命 

入滔太國領士。吾人可，"|^明>^軍1^現正對 

W 色 列 國 ^ 隊 梂 取 軍 事 行 動 。 菩 人 有 外 約 但 

王 之 明 ， 或 不 如 P ^ B I ê 擬 說 明 j t 行 動 性 質 之 

企 圖 。 然 而 吾 人 不 妨 指 明 外 約 佴 王 此 種 顯 

然不合法，目的明明在破壊巴勒斯坦之和平 

之行勋，鹰由英聯王H政府負責，蓋^政府實 

上fei動此種审事行勖，事實上應負外約伹 

軍隊活動之责任也。 

有人企圖àS明英聯王國與此事無闞，外 

約但之行動係该S所自行發動，不能由英國 

負責。然而事實不然。無論在法«上或事實 

上，英聯王國政府鹰爲外*0但軍隊在W色列 

國之行動負完全責任。英聯王國負有是項責 

任，因英國煽起外約但軍隊之行動。此等4£ 

踩事實上爲英聯王國之軍隊。此等軍隊僅在 

名義上爲外約伹軍，實則爲英軍，由英圃軍官 

率 f i n , 英 國 出 錢 維 拧 ， 與 英 國 關 係 ^ 切 ， 且 

依 現 存 î $ " 種 正 式 條 i n 與 公 文 聽 從 英 圃 高 級 

司 ^ 支 配 。 

在此種It形之下，英聯王國政府如何能 

對此事立於大公無私之裁判人或觀察員之地 

位？英國自然不能如此。無論在道義方面<w 

及法律方面，英聯王國政；ffii項衝^外約伹 

軍隊之行勋，對於巴勒斯坦截事之迄未停止， 

巴勒斯坦之仍漫無秩冷（而若干鄰國則謂渠 

等 M 恢 復 巴 勒 ^ w 之 秩 疗 ） 等 等 负 全 ， 贲 

任。 

L L 勒 斯 ： m 秩 序 之 条 亂 ， 非 由 尻 住 常 

地 之 猶 太 > \ 或 亞 拉 伯 人 ， 最 大 原 因 不 外 一 

一《ft外約但而q——附屬英聯王國政府並由 

英國5Î!事當局指揮之軍隊所致。吾人昨曰尙 

接電報[文件S/754]謂運輸艦多艘載有亞拉 

伯 軍 m 之 帀 械 與 伊 應 品 由 蘇 # 士駛往Aqaba。 

此等運楡艦係英國當局所装備，由英當局所 

資助a此事正發生於巴勒斯坦有武装衝突進 

行之時。 

此爲英圃軍隊及大英帝國當局直接出而 

干 涉 利 交 戦 一 方 之 舉 。 此 種 行 動 朋 然 證 明 

英聯王國政;ff責任所在，JÈàg明其與巴勒斯 

坦 条 不 安 之 f t 勢 , 關 。 

目 前 形 非 常 有 趣 。 英 聯 王 國 出 席 安 全 

理事會代表非，，莊嚴鎭靜之能度St論美國 

之决^案草I5t，目的在;^得一種辦法，至少 

在 X 種 限 度 之 內 可 補 救 巴 勒 斯 坊 之 危 急 淸 

勢。！&提出若干修正案，3Ë就是項决議案提 

出 若 千 補 充 建 譏 ， W 造 成 ̶ 種 印 象 ， 英 聯 

王國政府抨由其出席安全理事會之代表正竭 

力 於 i â 早 可 能 期 間 停 止 巴 勒 斯 圮 之 嚴 重 局 

勢，造成此種局勢之原因，吾人知之甚悉。 

然 而 在 另 一 方 面 英 聯 王 H 政 府 又 盡 力 阻 橈 

不11巴勒斯f f之夯亂I t形早B結束，莧使戰 

^ 無 法 停 止 ， 盡 力 延 長 戰 時 間 ， 增 加 破 壤 

成 分 ， 及 巴 勒 斯 W 亞 拉 伯 居 民 與 猶 太 居 民 

之死傷人數。本人?/^爲此種情形頗爲奇怪。 

隳於亞拉伯軍M名義上雖由外約伹王統率， 

事實上實;英軍之一部份，鑒於亞拉伯軍圑 

此！!^所得之大規模軍事協助，又鑒於英聯王 

國與外約但所歸結之各種條約與同82協定， 

吾人實有充分理由結論謂英聯王國在法律上 

或 事 實 上 已 與 色 列 H 處 於 戰 T 狀 態 ， 而 爲 

參與武装銜突之一方。本人iS爲此種不正常 

之It勢應予制止。 

本 人 前 曾 再 三 表 f 良 克 蘭 代 表 M 深 懼 英 

聯王S政；n無奮允許巴勒斯坦之人民一m 

太人或亞拉伯人——於委任統治制終止之後 

自 由 决 定 將 來 之 命 ^ ， 且 深 恐 英 聯 王 國 政 

府不過改變f^El其在巴勒斯坦勢力之方法而 

已 。 對 ; 此 種 i t I S 無 論 吾 人 美 其 名 爲 委 任 

統冶制或4**他名稱,事實上並不關重要。最要 



緊之一點,爲英聯王國政府堅不允巴勒斯坦 

之人民自由决定其民族或嚙家之將來，且英 

聯王國欲使用^種方法保持其在巴勒斯坦之 

勢力與權力，包括運用軍隊或實施豳濟制裁 

或外交壓力在内。 

倘英聯王國政府未出而阻止，划巴勒斯 

程内撒涫。和平與治安:T i *早已建立紫固， 

亞拉伯與播太居民今日當已和睦共處，相安 

無事。 

^就英聯王國代表之陳述略作評述。渠 

無意中就聯合國憲章第三十九條表矛下一意 

見，本人聞之甚爲驚異。茲引證英聯王國代 

表[第二九六次會饑]所稱如下 

憲 章 铕 三 十 九 條 固 規 定 稱 安 全 理 事 

會 鹰 斷 定 任 何 和 平 之 威 脅 和 平 之 破 壤 或 侵 

略行爲之是否存在 

本人或者有錯澳之處，然jyi爲憲章其他 

各 節 提 及 和 平 與 安 全 時 ， 常 連 用 ' 國 睽 二 字 

'二宇之實 

例如下 

"此二字見於憲聿第三十三條三十四條 

與 s 十 七 條 固 屬 無 疑 。 本 人 信 铕 三 十 九 條 第 

—部遗漏'國際二字或係由於一時疏忽。 

時疏忽，乃重新解释铕三十九條，渠根據此 

論。此種程序非常有趣。任何人欲證明其立 

場正當者，只須申明渠爲聯合國奄章某條不 

幸 有 疏 漏 之 處 ， 鹰 某 種 方 式 修 正 之 。 渠 卽 

可W此爲擄肯定謂渠之立場係根據聯会國憲 

章一jBî言鉞屬正確，所謂竈章規定者實係 

經渠修正後之規定。 

本人鄹爲此種程序頗爲奇怪。此爲本人 

首次遇見有人如此任盲申論琳合國之憲章， 

或Ai如此不經奮而武斷之方法加W解釋或運 

用。吾人自可隨意申論伹决不至謂"錚如此 

武 斷 修 改 後 之 聯 合 國 憲 章 條 款 爲 根 據 之 論 

據，尙可稱爲關係重大且能便人信服。 

是卽本人此刻S於英脚王國《美國决議 

案草案之修正案所欲發表之意見。本人保留 

於 將 來 再 發 表 f 見 之 權 。 

Mr E L - K H O U K I (敍利5g)由此種立場討 

尤 因 ^ 人 巳 於 第 二 九 七 次 會 饑 

時脍*英聯王國代表，比利時代表 jy i及中國 

代表發揮宏論，本人不擬躭3^安全理事會之 

時間，本人亦無需覆述，人M S其他代表先 

前所發表之意見。 ' 

然而兹有一點——昨日所提出而今日又 

由 島 克 蘭 代 表 提 出 卽 謇 章 第 三 十 九 條 之 解 

释，及第三十九條所稱相平之威脅與和平之 

破 壊 並 未 特 別 註 明 " 國 際 和 平 一 節 。 本 人 之 

見 解 爲 謂 任 何 相 平 之 威 脅 與 任 何 和 平 之 

破壊包括各種和平而言，不論其是否爲國際 

或其他和平一如美國代表所作之明白解釋。 

就本人《»於英語之智識而言，"任何二 

字形容威脅或破壞，而不形容和平本身。"任 

何 和 平 之 威 脅 或 任 何 和 平 之 破 壊 並 非 指 

任 何 和 平 而 言 。 相 平 之 威 脅 與 破 壊 ， 可 能 

分成許多種類，然而和平則只有̶種。所有 

國 際 公 文 與 文 件 中 所 謂 ' 和 平 均 作 國 際 和 平 

解 ， 並 非 某 特 殊 國 家 之 法 律 與 治 安 之 謂 也 。 

吾 人 倘 曰 " 樓 房 中 任 何 一 室 " ， 此 固 並 非 指 

" 任 何 樓 房 ' 而 言 。 

本 人 j y i 爲 凡 熟 諳 英 語 之 代 表 必 同 意 第 

三 十 九 條 前 半 部 雖 未 註 明 " 國 際 二 字 ， 伹 確 

蓋 第 三 十 九 條 第 二 部 稱 " 

A i維持或侬復國際和平 

及 安 全 。 倘 吾 人 省 略 關 於 侵 略 行 爲 之 部 分 

(此侵略行爲在其他各條款中意義 t同）則第 

三十九條卽讀爲 

安 全 理 事 會 應 断 定 任 何 和 平 之 威 脅 和 

平之破壊 並作成建饑 Jbl維持或恢復 

國 際 和 平 及 安 全 。 " 

此處所謂和平顳然係指國際和平而言， 

非他種和平之謂也。 

正如菩人jyi前所稱，巴勒斯坦之國際地 

位 務 膘 加 研 究 ， 俾 町 確 定 國 際 和 平 是 否 正 

舉例而言倘有兩個w上國家爲某 

卽可謂破壊國際*w平，然 

而 巴 勒 斯 坦 之 f t 形 並 非 如 此 ， 故 第 3 十 九 條 

不適用。 

本人擬提出之另—間題爲美國决鑲案草 

案 第 三 段 有 安 全 理 事 會 " 命 令 & 政 府 典 各 

當局停止 ， 等 語 。 本 人 不 悉 命 令 二 字 

之使用是否有任何理由。第一,憲聿不用此種 

字樣。憲章悝謂安全理事會懕'作成建讖"或 

四 



UE請。起&憲章^代表fj》人曾A意到此》A 

認 爲 向 谷 國 發 施 號 令 與 國 之 上 椎 牴 觸 。 

本 人 3 知 此 處 用 命 分 二 宇 爲 一 時 疏 a 或 爲 

有 盲 之 舉 ， 然 本 人 ^ 2 : ? ? 促 請 或 建 譏 當 較 

能 符 合 憲 , 之 規 定 。 

美 國 代 表 答 埃 及 代 表 昨 日 所 提 關 * ^ 猶 

太區域字樣之蓄義時，稱檑太 I S 域係指 W 

色 列 a 宣 5 中 所 剷 定 之 區 域 而 方 卽 》 年 

十一月二十九日分治計劃所規定之區域1。據 

謂 槽 太 當 局 蹰 此 區 域 秉 有 並 行 使 實 , 權 力 。 

然而本人知JtJÈ非如此，蓋宵5"中所稱地區 

—牛以上:K非撙太人所沾有，播太人: r並4 

在 彼 行 & 任 何 行 政 视 力 。 所 謂 垴 太 人 ! ^ 官 5 

中剷定界域之事實當局一 i t完全不確。此種 

錯 3 ^ 之 產 生 ， 係 由 人 未 能 查 明 榴 太 人 是 

否在此特殊地區內打便事實上之行政椹力， 

" i S 明 遒 方 宣 是 否 正 確 。 À 至 此 刻 爲 止 ， 渠 

等所要索之地區有一大部分尙在其管轄範圍 

之外。 

本 人 獰 明 不 接 受 美 國 之 决 ^ 案 草 案 

外 ， 不 擬 , 表 其 他 首 見 。 

Jamal Bey HUSSEINI (亞拉伯最r,委員會） 

本 入 擬 此 際 陳 明 巴 勒 斯 i f l 極 大 多 數 人 民 對 

於 當 地 國 家 委 任 統 治 終 止 後 發 展 淸 形 之 意 

見。 

國 聯 合 會 s a 約 " 及 聯 合 國 瞀 章 所 維 叆 

之民族自决原則予巴勒斯坦過半數"上之亞 

拉伯人民W自然銜該地全部之主權，而不容 

置疑。 

於一九一九年時佔全部人口百分九十以 

上之巴勒斯坦亜拉伯人民表明其餚獨立自主 

之竭望，並向全民表决委員會（KmgrCrane 

委 員 會 ） — — 委 員 會 係 受 是 年 和 平 會 議 之 

委 赴 巴 勒 斯 坦 考 査 實 淸 者 一 表 亍 担 絕 猶 太 

民 族 義 。 然 而 一 九 二 二 年 時 國 際 聯 合 會 將 

巴勒斯坦置於筅聯王國委任統治之下，由英 

國依BP國際聯合會盟約第二十二條之規定管 

理其地。第二十二條第N項關：&^巴勒斯10地 

方之規定稱 

前 屬 士 耳 其 帝 國 之 數 部 屬 其 發 展 a 達 

可 暫 認 爲 獨 立 國 之 程 度 ， 睢 仍 須 由 受 託 國 

閱大會第二屆會正式紀錄，决議案一八 

— ( 二 )。 

予 W 行政之栺 4 及援助至其能自立之時;止 

0 

巴勒斯in+茗人民之自由獨立因而瘦得 

初^承；"，：HmW解/5待彼等能自立時當再II 

之實現。自此W後，彼等卽不斷泽力木其實 

現。 

—九四七年九月二十六日^聯王國代表 

圑]&^{?^^國大會第二屆會巴勒斯坦間題專設 

委 員 會 第 二 次 會 ^ 中 聲 稱 

英聯王國政府無保留贊成委任統治制 

鹰卽結束。國際聯合會原盲卽在使巴勒斯坦 

委任統治制成爲其獨立之先4。後來所演成 

之情勢顯然使委任統^制之結束成爲必要之 

事 。 敝 國 政 府 接 受 此 種 要 ， 欣 然 放 粲 加 於 

吾 人 之 责 任 使 獨 立 之 鹄 的 得 成 爲 事 實 。 " 

故受委統治國之責任厥爲在委任統治吿 

終 履 行 其 在 委 任 統 治 制 下 之 3 要 義 務 ， 

卽]5 £立能代表巴勒斯坦公a之巴勒斯坦政 

府，於將來撤pi時將責任移交該政府。關於 

此《A ，委任統治書铕二十八條方有明文規定。i 

現在英國委任統治旣已^束，而因受委 

統 冶 國 並 未 設 立 巴 勒 斯 W 政 府 ， 故 政 府 

不存在，因而巴勒斯坦多數人民乃負有就难 

個 國 家 建 立 獨 立 政 府 造 成 其 獨 立 自 # 的 之 

責任。 

巴勒斯坦之人口現在約有一百三十五萬 

巴勒斯坦籍亞拉伯人與二十五离八千巴勒斯 

in籍猶太人，彼等均有就其將來政府問題發 

表盲見之合法權利。其鲶四十五萬國籍不同 

之外國居&: 等多信仰猶太教)在法律典羞 

德上均無椹就是項政府之钮織問題表亍任何 

f見。世界上無一人可有雙重國籍，巴勒斯 

坦或其他地方之猶太人自 t 不能成爲是一 

則之例外。亞拉伯多數人民極願W寬厚爲懐， 

從優考慮外籍居民及其需要問題。 

此外，巴勒斯坦猶太人佔全部人口六分 

之一,在法律典道德方面均無退出自成團體， 

在巴勒斯坦頜界之内獨立之理由。吾人决不 

能W此種持椹耠與任何4數民族。倘是項特 

權可Jdl藉武力取得則此例一開，勢將破壞蘑 

個世界之平衡。—九四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大會所作建譏案提譏摁太人應據有大部分巴 

勒斯坦，成立獨立國家。是項建議巳被絕S 

多數人民無條件拒鉱，1"爲不合法，不能實 



行,且不&平。大會此饑僅係一種建饞而巳， 

：îè無法棒或拘束效力，現已成爲未被接受之 

麼案。 

伹巴勒斯坦少鎩播太移民得外國猶太人 

之幫助,在國際猶太建國協會引導之下,組成 

龙從事一不法運動,有恐怖運動予W支助，先 

反抗受委統治國，後又抵制多數居民，其目 

的在藉武力在a勒斯坦強制執行其旨意。 

巴 勒 斯 坦 典 歐 洲 其 他 國 家 及 美 洲 各 圃 

之槽太人爲準備實際佔頜巴勒斯坦，訓棟成 

萬之靑年镄太人從事蛾爭與恐怖活勖，將此 

等靑年連同大量武器與軍火送往巴勒斯坦。 

在美國與其他國家捐募大宗金錢用^^此項侵 

略目的。凡境内有此種不法行爲發生之各國 

政府B屢接闢於此種活動之通知，是項活動 

目的，顯在侵犯―愛好和平之友好民族。吾 

人均知每次抗饑均無桔果。因此，巴勒斯坦 

之少數擂太民族業已武装準備非法佔領a勒 

斯坦之亞拉伯地產。 

最近兩年jyi來，植太人侵饈亜拉伯產業 

之活動更變本加厲。猶太民族主義者甚至開 

始 佔 領 政 府 M 產 ， 可 能 時 更 到 處 樹 立 其 權 

力。卽將撤:《1之受委統治國，旣並未制止此 

種不法活動，阻止猶太'》數民族之侵犯行爲 

乃變爲多數人民本分内之责任。彼等已盡其 

所能屉行此資。 

鑒於已往六個月巴勒斯坦之形勢,I亜拉 

伯 多 數 人 民 得 下 述 桔 論 彼 等 如 欲 A i 最 / J 犧 

牲於最短期間恢復其國家之和平與穩定，卽 

04"須求援於鄰近亞拉伯大同盟之會員國，此 

等國家育同樣關注聖地之繭利。故巴勒斯坦 

之亞拉伯人爲撲《S猶太建國協會在巴勒斯坦 

所 縱 Z 火 起 見 乃 W 最 熱 切 堅 決 急 之 口 吻 

懇 請 此 等 圃 家 之 協 助 ， 彼 此 間 之 諒 解 爲 -

俟a內恢復平靜，各國赏立卽撤兵，使巴勒 

斯坦所有各宗派之人民均能藉垒民表决就其 

將來之政府自由發揮意見。 

雖jffe，亞拉伯各圃自從加入亞拉伯大同 

盟"來，抑一向艇爲巴勒斯 i H爲獨立國家， 

惟因有委任銃治制之存在，故一時未能镀得 

獨立。實際上，亜拉伯同盟已承驟巴勒斯坦 

爲同58之一員，以牛等之立場接見其代表。 

巴勒斯坦亜拉伯人民，由亜拉伯最高委員會 

爲其代表，眛爲亜拉伯同盟之一員，自可有 

權要求其他會員協助恢愎其國內之和平典秩 

序。故亞拉伯同sa各國之軍隊於委任統治制 

終 止 护 越 人 , â 界 由 鄰 近 各 國 開 進 巴 勒 斯 坦 

者 ， 實 係 出 巴 勒 斯 坦 人 民 之 請 。 彼 等 與 吾 

人 在 此 次 F 取 安 全 與 安 定 之 窑 y 中 ， 目 的 極 

爲 婕 垒 並 非 侵 略 。 吾 人 的 目 的 在 耠 與 毎 一 

個 人 每 一 耻 圑 j y i 其 鹰 享 之 合 法 椹 利 ， 爲 

千百萬朝拜各地之人重建其所渴望之安全與 

和平。 

簡 而 a 之 ， 此 卽 爲 吾 人 在 巴 勒 斯 坊 之 法 

体 地 位 。 吾 人 旣 佔 絕 《 多 數 ， 饔 巴 勒 斯 自 

然有不容置续之主搽。巴勒斯坦之猶太人爲 

少 數 民 族 ， 考 人 將 保 證 其 在 吾 人 圃 家 享 受 

充分而平等之樺利。其他各種信仰各種國籍 

之 外 國 居 民 得 享 受 其 他 民 * 國 家 內 外 籍 居 民 

所 享 之 權 利 典 特 權 。 惟 4 數 猶 太 民 族 叛 變 ， 

並宣佈其成立另～國家之意旨時，此舉卽對 

整個巴勒斯坦和平造成一危險之威脅。在此 

種情形之下，吾人乃不得不請求典吾人有種 

族方面之聯繋，且同受55拉伯同盟盟約。ÎTJ 

束之各鄰邦，協助吾人爲巴勒斯坦全體人民 

之利益而侬板和平與秩序。 

主席名單上刖無其他發言人。本席建 

藕 卽 刻 散 會 ， 今 B 午 犊 3 時 再 繼 積 開 會 。 

(午後十二時五十分散會） 

第二九八次會議 

一九四八年五月二十日屋期四 

午後三時在紐約成功湖舉行 

主席 Mr A PARODI (法蘭西） 

出 席 者 下 列 各 國 代 表 阿 根 廷 比 利 

時 加 拿 大 中 國 哥 侖 比 亞 法 蘭 西 敍 利 亞 

^ 克 蘭 蘇 維 埃 社 會 主 義 共 和 國 蘇 維 埃 社 會 

主 義 共 和 國 聯 邦 英 聯 王 國 美 利 堅 合 衆 國 。 

六 十 三 繼 績 討 論 巴 勒 斯 坦 間 題 

(經主席之邀請，埃及代表Mahmoud Bey 

Fawzi ,黎巴嫩代表Mr M a l i k , 亞 拉 伯 最 委 

員會代表Jamal Bey Husseini, J4及巴勒斯坦 

猶 太 建 國 協 會 代 表 M r E b a n 就安全理爭會 

饑席） 

General M C N A U G H T O N ( 加 拿 大 ) 安 全 

理皐會今日所計論之ffl超非常嚴重，本人之 

盲亦以爲安全理事會雁迅卽採取步駿，W應 

付此種最^重之擠勢。無論吾人採取何種步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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