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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全 種 事 會 

第六百五十八次會議 

— 九 i r a 年 二 月 五 9 星 期 五 午 後 三 時 在 ^ 約 舉 行 

主席：Mr L K M U N R O (紐西蘭） 

出席者：下列各阈代表：巴西、中國、哥侖比 

亜、丹麥.、法蘭西、黎巴嫩、紐西蘭、：其、蘇維埃社 

會主義共和阈聯盟、大不列颠及北愛爾1Î聯合王國、 

美利堅合衆國。 

臨時議程(S/Agenda/658) 

通過議程O 

二 . 巴 勒 斯 坦 問 題 ： 

(a) &色列控訴埃及： 

(1 )限制與以色列貿易的船隻在蘇彝 

士運河內通行； 

( u ) 干 涉 駛 往 A q a b a 灣 以 色 列 E l a t h 

港的船隻； 

(b) 埃 及 就 以 色 列 於 E l A u j a 非 武 装 地 帶 

破壊埃及與以色列全面停戰協定事控 

訴以色列 

通過議程 

議程通過。 

巴勒斯坦問題 

(a)以色列就下述事項控訴埃及：（i)埃及對 

經由藓彝士蓮河輿以色列逋商之船舶實施限 

制，（ i i)埃及千涉前往Aqaba海灣以色列 

Elath港之船舶（S/3186andAdd.l)。 

― . 主 席 ： 我 們 現 將 討 諭 項 目 （ a ) ， " 以 色 列 

葳下述事項控訴埃及：（一)埃及對經由蘇彝士運河 

與以色列通商之船舶實施限制,（二)埃及干涉前往 

A q a b a 海 潸 以 色 列 E l a t h 港 之 船 舶 " 0 

以 色 列 代 表 M r E b a n 及 埃 及 代 表 M r A b d e l -

razek 應主席請就H事會議席。 

二， M r E B A N (以色列）：現在以色列政府「É】 

茧安全理事會,期便埃及立卽停止採取敵對手段,此 

種手段違反了國際法原則,聯合阈憲章的宗旨、埃 

及與以色列全面停戰協定 1 的特审條款和安全理事 

會於一丸五一年丸月一日就此案所通過的'决定、 

三，以色列代表围從第六5七次會議紀錄中欣 

悉安全H!事食巳'决定理事食專耸處理以色列控訴 

問 題 而 舉 行 的 會 議 中 , 把 這 個 問 題 視 爲 ― 個 镯 立 周 

題加以討論。我當然耍接受Mr M a h k 的 F 述 意 見 ： 

在討論這個問題時,提及與蘇彝士運河問題無關的 

其 他 控 訴 , 不 論 是 具 實 的 、 抑 是 憑 § 想 像 的 , 都 不 

應當。 

四 ， 誠 然 , 我 們 現 f f 所 討 論 的 問 題 具 有 特 殊 

€ o 這 個 問 題 所 展 開 的 遠 景 铰 通 常 在 討 論 ^ 戟 爭 執 

中所引起的,更爲廣大 0海洋自由；信守國際公約J埃 

及與以色列全面停戰協定的法律和政治完整性；海 

商各國在各公海間和各公海上自由K易的主權；埃 

及和以色列關係的前途；安全理事會《影響國際和 

平與安全的問題方面的權威——這一切厳重問題都 

將受安全理事會就這個對中束及聯合國極端重要的 

問題所採行勋的影轡。 

五，尤其重要的是：安全理事會的權威遭受着 

—個決审性的試験。安全理事會從來未有過一個決 

定 , 旣 已 獲 得 國 際 社 會 絕 大 多 戳 的 赞 助 , 可 是 在 若 

干年後,無論在有關各方之遵守或設法執行方面毫 

無進展，竟退囘議程。 

六，因此我們現在所遭遇的情勢较一九五一年 

S 引 起 安 全 理 事 會 焦 急 關 切 的 情 勢 , 更 爲 嚴 重 。 那 

時 巳 經 存 在 了 兩 年 , 的 ― 種 違 反 停 戰 協 定 行 爲 ， 現 

在 仍 未 予 以 矯 正 ， 自 停 戰 協 * 簽 字 以 來 ， B 經 五 年 

了。安垒理事會於一A五一年所斥责的限制,不僅 

仍然維持，而且還被對方以輕蔑的態度擗大其範園o 

我國和其他方面因對方不顧正義或法律所遭受的ffi 

失IB危險,巳經發展至成了一種重大國際暴行的程 

度。現在這種反抗不僅是對於停戰協定和聯合國休 

戰督察圃參謀長，而且也是對安全理事會农身的反 

抗 0 S 爲 我 國 政 府 經 過 非 常 的 忍 耐 後 , 巳 決 定 不 再 

1 £@安全珲事會正式杞錄,第四年，待別補編第三號0 

2同上,第六年,第五五八次會議,第五段O 



默 許 其 權 利 遭 受 專 横 的 侵 害 , 我 們 顯 B 在 本 區 域 的 

安全方面達到一個轉捩點o 

七，關於蘇彝士運河自由航行問題的街突,是 

埃及̶方和人類輿論另―方之間的街突。爭執之點 

在乎究竟應向和平進展,還是准許公然行使所謂的 

戰爭權利。®此來日安全理事會中的辯論和決定必 

餘引導我們向這兩種方向之一前進。國際間贊成不 

交 戰 和 避 免 敵 對 行 爲 的 意 見 , 埃 及 願 意 接 受 嗎 ' ' 還 

是«色列和其他國家必須適應埃及關於實際戰爭狀 

態的理論。得到一阈政府因別人對它採取,爭政策 

而不得不認定的一切結論？ 

八.安全理事會現任理事中有七個曾參加一九 

五一年關於這個問題的討論。安全ïf事會其他四理 

事中的三個從其本國觀點對於維持國際航道的自由 

通 行 有 特 別 密 切 的 關 係 。 我 對 於 Mr M a h k 左 右 爲 

難 的 處 境 , 不 想 再 說 甚 麼 , 不 過 我 要 坦 白 承 認 一 棰 

好奇心,很想知道他意欲如何J5?脫這種锥局，我還 

耍追述他時常提出的一種主張,請安全理事會負有 

職責必須要求各方處處敬謹遵守停戰協定相安全理 

事會關於彊些協定的決定。 

九 ， 圜 坐 在 議 席 上 的 諸 位 , M 這 樣 豊 富 的 , 各 

種各樣的經験,而且議席上巳置有一件安全理事會 

前已通過的決議案,我似乎可以無須摘述這個問題 

的以前各個階段，或辯論安全《事會早B確切解決 

的各個論點o但我知道許多代表一一世界輿論也有 

這種獾利一一願意再聽一遍關於這個最重要的國際 

問題的經過情形。 

- O . 安 全 理 事 會 當 能 億 及 ： 當 巴 勒 期 坦 的 委 

任統治於一^ t四八年五月十四日吿終時,埃及和其 

他S拉伯政府公然對新成立的以色列阈家從事武装 

千涉。這種干涉的發動和維持,違反了安全理事會 

翮於停火的歷次'决議案；在從事干涉的遇程中,埃 

及 對 K 色 列 赏 施 全 面 封 銪 , 並 開 始 臨 檢 和 搜 索 經 過 

藓彝士運河的一切國籍的船舶，這樣便侵害了海洋 

自由,也違反了一八八八年十月二十丸日在君士但 

T堡簽署的關於蘇彝士運河自由航行的公約 3 ；依照 

8 Georg Friedrich von Martens, "Nouveau recueil 

général de traités et au autres actes relatifs aux r a p -

ports de droit international", Gottmgue, Librairie 

Dieterich, 一八九一年,第=輯,第十五卷，第五五七 

Mo脚於英文譯本，Sir Edward Herts let編， "A 

Complete Collection of the Treaties and Conventions 

Between Great Britain and Foreign Powers " 

("大不列顯與外國所訂條約與&約大全"；)，London, 

Butterworths 一八九三年，第十八卷,第三六九頁0 

此種公約，接近該運河的國家，負有義務使該運坷 

"在戦時與平時,封於所有商船或軍艏，不IT想掛何 

秭 旗 幟 , 永 遠 開放並予以航行自由"o—九四八 

年埃及所施封鑌的目的,經公然承憨爲阻止载運貨 

物前往以色列的船舶通過。 

. — 九 四 九 年 = 月 二 十 四 日 , 以 色 列 和 埃 

及所訂全面停戰協定任羅茲島簽字,在場者有聯合 

國 代 表 M r Ralph B u n c h e 和 G e n e r a l Riley。聯合 

阈參謀長於一九五一年六月十二日向安全理事會提 

出如下報吿4： 

"當初在羅茲島簽全面協定時，萬未料到在 

簽訂協定兩年多以後，稀約國之一竟耱鑌採取 

封鎗行爲o" 

這是停戰協定意義的權威解释。 

—二，雖然該項經過雙方簽字的協定第二條第 

二項明確規定禁止"任何戟爭或敵對行爲"--一我耍 

钹述一遍："任何戰爭或敵對行爲"一一埃及政府耱 

續把一長篇品目，包括船隻、重耍貨物類,特別是石 

油 , 列 爲 違 禁 品 , 如 經 査 明 係 運 往 以 色 列 , 得 予 « 

沒收。運輸或有運輸此種货物嫌疑的船舶,被扣萤 

臨 檢 , 若 干 種 類 的 物 品 被 卸 下 充 公 o 用 武 力 干 涉 的 

威脅妨礙了原要取道蘇彝士運河和以色列往來的正 

常貿易。舉例來說,每年取道藓彝士運河的數百條 

油 船 , 只 有 在 避 免 前 往 ^ 色 列 任 何 地 點 的 條 件 下 , 才 

准通行。 

— = ‧ 所 以 這 種 封 館 的 作 用 主 耍 是 鸫 由 條 例 * 

身所發生的阻礙效果而發撺出求,遇有條例的阻礙 

力量不足以防Jfc各方和以色列進行貿易的情形,若 

干船隻才遭遇實際干涉行爲,這不過是發揮封鑌作 

用的次耍手段而巳。 

— 四 . 爲 圖 辯 謹 這 種 條 例 起 見 ， 埃 及 政 府 坦 白 

承認這些是從屬於"戰爭狀態"的敵對行爲0事實上, 

這整個措施卽基於—湩假定,認爲埃及具有一種國 

際間承認的對以色列的戟爭權利，其他各國和聯合 

國必須予以尊重0 

—五，一丸四九年八月十一日[第四三七次會 

議],安全理事會鑒悉依照它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六 

日[第三八一次會議]的決議棻埃及和以色列所豨訂 

的停戰協定。—九四九年三月三日[第四一三次會 

議 ] , 埃 及 代 表 ^ 安 全 理 事 會 中 說 , 該 協 定 出 於 他 本 

國的和平会作精神和該國一一我引述埃及代表所用 

4金閱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六年,一九五一年四月 

— B 至 六 月 三 十 B 補 編 , * 件 S / 2 1 9 4 。 



的 字 一 ？ 對 : ^ 全 理 事 會 的 尊 重 及 其 對 於 理 事 會 

議 案 的 確 實 遵 守 。 " 

— 六 . 在 一 九 四 九 年 八 月 十 一 日 的 決 議 案 5 中 , 

安峑理事會決定以停戰協定替代休戰。所以安全理 

事會認爲休戰所加的限制不應再由當事的一方對另 

—方行施,也不應由聯合國對燧方行施。附帶提出 

—點：就是在安全S!事會設定的休戰期間,封鎖也 

被 親 不 合 法 , 這 一 點 從 休 戰 督 察 1 1 參 謀 長 的 決 定 

看来,是很淸楚的。可是停戰協定更明白地規定雙 

方須完全地、無條件地放棄—切戰爭或敵對行爲。 

b.因此從安全理事會的討論和決定中可以 

淸楚地看出：過去若干停戟協定固然僅被視爲敵對 

行爲的暫時中止，因此若干交戰措施可以保持,可 

是這個特殊協定是一種契約,規定兩當事國放棄重 

開戰爭的任何打算和根據這種打算所—，受的權利。 

一 八 . M r Bunche曾代表聯合國參與關於埃及 

與 f i l色列全面停戰協定的談判,因此他當然應視爲 

是解释該協定的主要聯合國權威。一九四九年七月 

= 十 六 日 他 向 安 全 S 事 會 報 吿 稱 , 埃 及 對 於 船 運 的 

限制是遠反現巳簽字、安全理事會認可的協定的。他 

說 [ 第 四 三 三 次 會 議 ] : 

"停戰協定不是最後的和平解決,故各協 

定中的詳確條款，其唯一解释是t們象徵巴勒 

斯坦問題在軍事方面巳吿一結束"一_我再說 

一 遍 " 巴 勒 斯 坦 問 題 在 軍 事 方 面 巳 吿 一 結 束 " 

一一"現在的目標顯然應該是儘可能锬復正常 

的和平狀態 凡由此次不宣而戟的戰事留下 

求 的 種 種 限 制 , 應 該 一 律 取 涫 合法的航運 

應准其自由行勖,戦時封錤的遺跡應—律不准 

繼績存ft ,因爲這是不合停戰協定的文字與精 

神 的 。 " 

—九，因此安全理事會於一九四A年八月十一 

曰請各豨約國政府遒守停戰協定,並促sTÈ們注意 

那些協定"均有各當事國決不再作街突行爲之堅'决 

保證o "繮是徵引一丸四丸年八月十一日安全理事會 

雌 議 案 。 

= 0 , 蘇 彝 士 運 河 的 封 ^ 措 施 之 爲 " 戰 事 行 

ft,"是埃及和以色列一直同意的事。實際上,兩當 

事阖和有關的聯 合國當局對於本案所涉及的基本事 

實和定義並無異見這一點,實爲本案罕有的一種特 

點 。 兩 當 事 國 同 意 埃 及 確 在S施 戟 爭 行 爲 , 其 所 以 

如此是因爲埃及假定有一種戟爭狀態存在0因此,所 

爭執的不是鬮於事實；爭執之處在于：埃及認爲此 

阖上,第四年,第四三五次會織o 

種瑰爭行爲是合法的，他方面以色列、所有海商^ 

家、聯合國參謀長和安全理事會都贊成一種主張,卽 

此種行爲是不合法的,'决不能以"珑爭狀態"爲理由 

視 此 镩 行 爲 爲 正 當 行 ^ 。 

二一 • 因 此 一 九 四 九 年 八 月 i 日 安 全 理 事 食 

的'决定淸楚地指出,安全理事會並沒有預枓到此楝 

敵對行爲會趱镄下去，也沒有預枓到在此等協定簽 

訂後若干年,一豨約國竟在實傑上要求承認交戟地 

位,這個歸約國在發動和保持原先的敵對行爲時也 

未敢主張這棰地位。安全理事會一九ra九年八月十 

―日'决議案的提案人認爲這個'决議案表示從交戰狀 

態這個槪念而起的一切限制悉已锆束。因此, 

軍火的限制和船舶自由往來的限制都該取消 0 M r 

Austin曾代美國釋明安全理事會的意思,他說[第四 

三 四 次 會 議 ] : 

"本人確信這些互不侵犯的保證的確是維持巴 

勒斯坦永久和平眞賓可靠的根據 

"這些 限制"一一封鎖和軍火運楡之限制 

一一"目前巳不合時宜,亦無必要,因爲我們已 f t各 

項停戰協定内狻得各當事國關於不採取任何敵對行 

爲並於遇有爭議時用IB平方式解'决的確切承諾了 o " 

二二•一丸四；^年八月,埃及代表在安全 f f l事 

會中曾熱烈贊成把這種協定解釋爲或爭的永久和最 

後終結,因此也就是任何珑爭狀態的撒涫；我現存 

重提埃及代表的這種態度,不免有啼笑皆非之感o其 

時埃及政府急欲恢復其楡入軍火和瀵爭材枓的自由 

一一這種自由因休^而暫時停止。因此埃及^有迫 

切的利害關係和關切的事便是主張全面停戟協定已 

明白規完結束休,逸,及其一切軍事便利的考慮。現 

任 埃 及 外 交 部 長 M r Mahmoup Fawzx曾徵引[第四 

三 三 次 會 議 ] M r Bimche和其也几士的陳述並深表 

赞 成 , 謂 由 戟 爭 状 態 而 起 的 限 制 必 須 終 止 , 國 傺 砒 

會不應該再把埃及和該區域其他國家視爲仍須受闪 

由其交戟地位而發生的特殊限制。埃及代表甚茧很 

贊成我自己的陳述,卽在羅茲島所簽訂的協定,鹰視 

爲一種臨時的和平解決辦法，只能以最後和平解決 

辦 法 予 以 補 充 , 此 種 定 並 無 時 限 , 因 或 爭 狀 而 

起的限制現應一律放棄o 

二三，就是沒有這些有益的記錄,安全理事會 

關於恢復本區域各國胄H軍^的自由的决定顯然也 

萬萬不能和戟爭状態繼續存在的主張彼此相容o 

二 但 儘 管 安 全 理 事 會 及 其 代 表 明 白 表 示 贊 

成放棄一切敵對行爲、尤其是封鎖這種特定行爲,埃 

及的辦法仍充分實施o —九四九年八月二十；^日埃 

及 色 剁 停 戰 事 宜 诓 合 委 員 會 有 如 下 决 定 ： 

3 



"停?^事宜混合委員會認爲有權耍求埃及 

政 府 不 干 ^ 運 往 以 色 列 的 t t 物 通 過 蘇 ^ 士運 

河o ' 

二 五 . 垵 及 仍 拒 絕 照 辦 , 並 向 専 爲 受 不 服 停 

^ 事 宜 混 合 委 s 汍 定 和 管 m 的 案 件 而 設 的 特 別 

委 賨 f r 提 出 中 ^ ; 逞 稗 巾 訴 本 來 是 埃 及 的 É 利 。 該 

委旨會由兩稀約阈代表及充任i "議主席的聯合阈休 

'r戈督察^參謀長科i成。 " 

二 六 . 中;^是提出來了,雖然海商各阈曾提許 

多 w 別 抗 ^ , 但 過 了 十 四 個 月 封 ^ 仍 ^ 放 枭 。 因 此 

我 阈 政 府 f i i f f — 九 五 o 年 十 月 三 十 日 [ 第 五 一 七 次 

fr;^ ! f£ ;？安全f1卩事會注;&逞個問題。經過一番簡 

知 f t 《 U論栘,安全 i ' i 1 率^將此案交闳特別委員食,作 

爲Û: f# -rm m範図内解決此实的一稗s後企圆；在 

討 論 過 程 中 , 若 干 代 " 以 激 烈 言 詞 抨 擊 埃 及 所 採 

行爲的辦法。安全ï〖卩事會^於仍ff停钺事宜混合委 

w f f Ê i i 特 刿 委 k f r 返 中 的 問 題 本 身 , 一 向 拒 加 討 

n - i r 0 我 深 信 安 全 i 1 卩 卒 f r 將 i i l â 採 取 稗 政 策 。 埃 及 

主 張 ^ Jîgfr戟協定规定各稀約國可以^爭爲ff l由， 

Sifê施行若干棰政^;安全?」!事會^於這種主張,絕 

未 表 示 認 可 , 相 反 地 ， 它 在 一 丸 五 O 年 十 一 月 十 七 

日 的 决 铋 粱 1 中 , : 新 起 以 色 列 柙 亞 拉 伯 國 家 閬 所 

訂 停 戰 協 定 均 有 " 各 當 事 國 決 ^ 再 作 銜 突 行 爲 之 堅 

決保證o" 

二 七 ， 一 九 五 一 年 一 月 , 後 來 又 在 同 年 六 月 , 

以色列與垵及特別委員會,#舉行會議,由，General 

Riles ^ 任 主 席 , ^ ， 埃 及 政 府 對 停 戰 事 宜 混 合 委 員 

會一九四 ; ^年八月二十丸日的决k所捉出的申訴。 

二 八 . 參 I K 長 在 一 丸 五 一 年 六 月 十 二 H 致 安 全 

埤 事 會 的 函 件 （ V 2 ! 9 4 )中，曾就該委員會的工作提 

出正式報吿。他代表特別'委員食所提出的:t見,述 

及 兩 點 。 第 一 ^ 是 管 ^ 栊 或 枇 限 問 題 。 停 戦 事 宜 混 

合 委 員 會 巳 有 了 足 夠 廣 泛 的 任 務 規 定 來 處 埃 及 封 

敛 ' 個 啄 大 的 國 ^ 問 題 麼 ？ 其 次 , 參 謀 長 處 理 了 一 

個實體ISi題：依照淳戟協定,埃及是否有權維持這 

些 辦 法 。 ^ 於 管 ^ 栊 一 點 , 特 別 委 員 會 和 埃 及 主 張 

相 同 ： 停 3 车 宜 浞 合 委 Mfr 由 於 限 制 性 和 特 定 的 任 

務規定無fô:fe?〗!ii 一 事 件 。 但 作 這 種 裁 定 的 由 , 並 

非因爲封t、是符合停戰協定的规定的,而是因爲封 

鈕 是 性 ^ 是 非 常 厳 重 , 範 圍 非 f , 廣 泛 的 違 反 行 爲 , 所 

£1必須由一個較高殺的機構作最後決定。我徵引參 

6同前，第五年,一九五〇年九月份至十二月份補編,文 
件 S / 1 9 0 7 O 

謀長在代表特刿委員會提出的報吿*[S/2194]中所 

說的諾： 

"我認爲埃及當局阻撐運往以色列的物赘 

取 道 ^ ^ 士 運 河 一 遨 必 須 視 爲 是 — 種 侵 略 疔 爲 

所以我也必須認耸阻徺 物資取道--叫 

爲敵對行;S 

他說,"我認爲埃及阻撐貨物蓮行是鹫略與 

敵對行爲 " 

他又說： 

" 我必須聲明我認爲埃及當局這次的 

行爲與全面停翊協定的精祌完全不符,而且實 

際上危及停戰協定的有效實施。當初在罹茲島 

簽5T全面協定時萬末钭到在簽訂協定兩年多以 

後 ， 締 約 國 S — 免 採 取 封 銥 行 爲 , 或 至 少 具 有 

封 l i t t ? 義 , 也 有 封 的 局 部 作 用 之 行 爲 < / 

二 九 . 參 謀 長 躅 於 特 刿 委 員 會 的 工 ^ 報 吿 接 着 

指出一點：此事應提遗安全现事^核議。'他說: _ 

" 但是至少我認爲問題顕然不能就繮 

樣 了 事 。 要 不 是 埃 及 政 府 â ! ^ 全 面 停 ^ ^ 定 的 

桡神,准許運往以色列的物資取遨藓彝士運坷, 

我 們 便 必 須 將 這 個 問 題 提 交 高 級 主 管 當 局 . . . 

歸結全面淳瑰協定的3的^非—埯飾任何—方從 

事敵意行爲或赏際敵對行爲。" 

三 O . 這 便 是 聯 合 國 參 諾 長 的 結 論 , 他 接 着 向 

埃及提出所謂"強硬婧求"一一希望埃及代表圑轉講 

埃及政府"勿再對取道碌彝士運河運往以色列的物 

資加以阻撐,因爲這種行爲祇能解釋爲與全面停戰 

協定的锖祌不符。"這便結束了停镄協定機構中鼸於 

這個問題的討論。 

H — . 依 照 叁 謀 長 的 意 見 , 卽 這 個 問 題 " 必 須 提 

交高鈸主管當局",以色列政府遵於一A五一羊七月 

十 一 日 向 安 全 ^ 事 锌 提 出 了 控 訴 [ S / 2 2 4 1 ] 。 

三二，安全理事會花了七個星期的時間，逨M 

而認與地討腧這個問題,然後通過了一丸五—年; 

月一日的决議案。這個決遴案是安全理事會現在所 

據以考慮的基本文件。一九五一年討論中所討論，及 

而解決的問題在今天是非常重要的,'因爲自從彼時 

以 來 , 並 未 發 牛 任 何 事 # 使 其 中 基 本 法 律 原 朋 有 所 

改變。 

三三•在安全理事會大多數理事的支持下，&L 

色列曾表示反對封鈕限制,其論據如下：這種規定 

的 適 用 , 是 一 種 " 敵 對 行 爲 " , 這 一 點 實 ^ 已 爲 埃 & 

所承認；旣然如此，它就不符合兩當事國自願%訂的 

停41協定的規定；各方應支持Mr. Bunche和General 

R i l e y 的 主 張 , 卽 ^ T 都 不 得 保 持 ^ i l f c 實 施 封 妓 ̶ 類 



的，爭行爲的權利一一耍是其中任何一方確曾有過 

這 榨 權 利 ； 埃 及 遠 反 安 全 事 食 禁 令 , 於 一 九 四 八 

年侵赂以色列國這一事實,並不賦予埃及以安全理 

事,現在應予以承認的戟爭特權和權利。埃及不能 

援用憲章第五十一條规定以"自衞"或"自保"權利爲 

现 由 , 辯 謹 這 種 行 動 , 因 爲 埃 及 並 沒 有 遭 受 武 力 改 

m,安全》事食也並非沒有處^此項情勢；倘若干 

自主圃要和以色列通商,其他自主阈以船隻供此用 

途，刖埃及無樅強迫他國接受其意志,也無權利用其 

r近蘇龜士運河的地位,阻礙這棰台法的商業；以色 

列和其他國家的經濟因此等限制而遭受的重大損失 

實爲一會歐國對他會員國所加的殘酷担害；聯&國 

所有會員國旣巳永久放棄以武力爲實施國家政策的 

手段,便沒有一個國家可以耍求他國尊宽交钺權利, 

s 爲 交 ^ 國 地 位 只 是 一 種 政 治 或 法 律 方 式 ， ^ 以 節 

制威脅或武力之運用；因此在憲章範園内並無合法 

的個別交戰國地位這種典型槪念存在的餘地,尤其 

是未經聯合國認可、甚至遠反其明白意志而進行的 

! 戰 ^ ; 不 管 現 在 或 過 去 歷 史 中 有 何 種 停 戟 協 宇 曾 允 

許 或 ^ 止 某 些 行 爲 , 一 九 四 九 年 二 月 二 十 四 日 埃 及 

和以色列在羅茲島所簽訂的協定,完全禁止根據戟 

爭權利或可以重新開戰的假定而探取的任何行動； 

安全^事會在其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一日和一丸五o 

年十一月十七日的決蕺案中曾IE確地指出停戟協定 

是放棄一切敵對行爲的永久誓言；倘埃及可任意按 

照其本身的選擇對以色列作敵對行爲,則以色列亦 

可任意按照其本身的選擇對埃及作敵 f l行爲,並援 

用" ' '珑^狀態"爲這些行動的法律根據；因此,對於 

埃及的措施或主張、或其所根據的理由如予以默許, 

結果必然引致中東和平與安全的崩潰；埃及的措施 

除了違反停戰協定的特殊規定和安全现事會的決議 

棄 外 , 還 遠 反 國 際 法 的 通 刖 , 這 種 通 則 保 謠 所 有 國 

家在公海上或各公海間自由航行的權利；反對埃及 

封敛的瑭由固^主要地、直接地是根據停戟協荬、安 

全理事會決議案和聯合國憲章,然依據許多代表魁 

的意見,逞種措施和一八八八年君士坦丁堡公約也 

不相符合；根據上述一切理由而總括言之,安全理 

事會旣有權利、也有義務要求埃及不得妨礙以色列 

和其他國家的資易,小得妨害海商各國的權利；安 

M 事 會 應 該 發 佈 一 種 裁 斷 ， 指 出 它 不 僅 反 對 埃 及 

的 這 些 封 鉱 限 制 , 還 反 對 交 戰 狀 態 個 槪 念 , 而 埃 及 

的措施便是以這個槪念爲唯一辯解理由的。這便是 

邯時用以反對埃及限制的論據的摘耍。 

三 四 . 安 全 理 事 會 Sî 事 曾 以 不 同 的 着 重 程 度 , 

力言锊成這些输旨中的每一個。在理事會以外,幾 

乎所有海商阈家都镄有適當機會表示它們很關心無 

條件航海自由fli立卽全部取涫這些非法的埃及限制 

辦法。因耸埃及企阖在武力制裁的威脅下,不僅對 

其公民及颌七、且對於其他自主國的船舶、航海權和 

商業政策,適用其立法權力。 

三 五 . 這 些 便 是 反 對 限 制 的 主 要 論 據 。 一 九 i 

̶年A月一日Ï1事會所通過的'决議桊如加以研究, 

便知安全理事會鎗如何充分地、廣泛地以其彔高權 

威支持完全終止此等措施的主張。—九五―年九月 

一日安全ïy>事會的'决璣案現在案前,可供參閱,該 

決遴案鸫附載於此等意見之新瑚稿中,作;s—種附 

錄。 ' 

三六‧安全理事會在其決議桊頭兩段中追述— 

九四九年八月十一日及一丸五o年十—月十七日兩 

個 以 前 的 决 遴 案 , 其 中 釋 谆 戟 協 定 包 括 " 各 當 事 

國絕不再作敵對行爲的堅定保證、我B說過,封鎗 

措施是全 i it界公認的"敵對行爲、 

三七，安全理事^ff i第三段中促蹐注意卷謀莨 

— 丸 五 一 年 六 月 十 二 日 的 報 吿 [ S / 2 1 9 4 ] ， 該 報 吿 認 

爲埃及的干涉航運危及濘饯協定之有效運用，性資 

甚 是 嚴 重 。 在 同 一 報 吿 裹 , 參 ^ 昆 曾 指 這 種 埃 及 的 

措施是"一種侵略f【l敵對行勁",也是一種各當事國 

當初在罹茲島簽訂協定時絕沒有想到會趱^下去的 

政策。 

三八.安全理事會在第四段中表示察悉參諜長 

曾 懇 ^ 埃 及 政 府 " 淳 止 其 目 前 對 通 過 蘇 彝 士 運 河 運 

往以色列之«物加以干涉之行爲"，然這種请求沒有 

被埃及政府所接納。 

三九，第五段對於蘇彝士運河上的這種措施和 

任何其他領似的措施是極端重耍的；這一段後來成 

了法盟西代表所說的安全理事會行勁的法律基礎o 

fr:這一段中安全理事會'决定"^於停戟 屬於永 

久性質,故任何一方不得自稱仍在積極交珑状饞中, 

或謂基於自衞之合法目的須行使臨撿、搜索與截留 

之權。 

四〇‧安全理事會在其'决議案第六段中斷定埃 

及 限 制 措 施 的 繼 篛 與 所 述 停 戰 協 定 的 主 耍 目 的 不 

符o 

四一.在第七段中安全理事會依據國際海上法 

' 的 一 般 理 由 , 指 斥 埃 及 的 措 施 , 認 爲 此 種 措 施 " 是 — 

種臨檢、搜索與戗留權之濫用"。 

四二，在第八段中安全理事會確切駁斥埃及所 

持埃及的措施可以"自衞"爲辯護理由的主張o 

四三./£第丸段中安全理事會譴責埃及政府企 

阖把t的立法和對以色列的敵對政策強加于其他國 



家 身 上 , 同 時 亦 提 到 這 些 限 制 " 赏 s 無 理 干 涉 一 切 

阈家一一包括亞拉伯國家及以色列在內一一之航海 

權及彼此自由fjf易之權"o 

四 四 . 最 後 , 在 第 十 段 中 安 全 理 事 會 着 埃 及 對 

於 經 過 蘇 铋 士 運 河 之 國 際 商 船 及 货 物 不 論 前 往 何 

處,撤銪其限制通行之措施；並着埃及對於此種航 

運 除 ^ 安 全 的 特 殊 考 廬 和 守 圃 際 公 約 所 必 耍 者 外 

—律停止干涉o 

四五，安全理事食可以相當自豪地注意到它的 

—丸五一年; /L月一日決遜案在政治上、法律上和遨 

義上是一個^高的文件。它愼重而淸晰地宣佈了聯 

合國對於安全鉀事會所審議的 這一案件內的每一個 

爭點的明確政策。它從一般國際法、航海惯例、聯合 

國憲章、安全S!事食的以前的決議棻和埃及以色列 

全面停戦協定的觀點分析埃及的限制措施。埃及的 

限制措施餒根據這些理由中的毎一個加以審査，判 

斷 並 認 定 無 效 o 決 議 案 的 措 辭 十 分 確 切 , 便 埃 及 只 

能有一種淸楚的選擇：或是尊重它和以色列所簽訂 

的 協 定 , 它 在 憲 章 下 的 責 任 , * È 對 於 安 全 现 事 會 的 

義務和其他國家的權利和利益；或是否認協定,蔑 

視安全理事會,達反憲章並以海盜式的措施強加於 

要在世界海道上航行並和平fif易的其他國家身上。 

四 六 . 埃及迄今拒絕採取前一種態度，而挑選 

了後一種深感遺慽；一一而因爲這許多大小國家已 

餒盡了懇切而具誠的努力,期使埃及的政策和主張 

能符合國際法和安全理事會的決定,此事使我們更 

覺可慷o 

四 七 . 現在我要詳細說明自從安全理事會在一 

九五一年丸月一日通過了那個'决議案以後所發生的 

情形。埃及的莰視態度可謂到了@點。它對於安全 

理事會的钊斷和決定絕未稍加注意。埃及完全沒有 

-注f五年來聯合國各機1#相代表耐心表示的；e見, 

也沒有注意具有自由通過各虡國傺航路特si是蘇彝 

士運河的合法權益的個別國家的意見0 

四八，第一厣，被安全现事會譴責過的那些違 

法的條例仍在充分實施。卽有修正過的地方，這種 

璲更的用怠也僅在使之更爲嚴厲。 

四 九 . 我 耍 再 度 說 明 ： 棰 封 銥 主 耍 就 ^ 有 條 

例 存 在 及 其 所 發 生 的 效 力 , 發 攉 其 作 用 ， 至 於 

實際的攻#和充公措施询&其次。海在各國因爲無 

法應付蘇錄士運河區域埃及當局的武力，故不得不 

尊 重 它 們 和 聯 合 國 完 全 反 對 的 那 些 限 制 。 們 不 得 

不 ^ 背 了 自 d 的 ; £ 志 和 利 益 , 同 意 避 免 把 若 干 種 船 

货 運 到 以 色 剁 去 , 作 爲 通 過 释 雜 士 逑 河 的 代 儇 , 然 

而它們&這一條運河裏的航連權本來應該是絕^的 

和無條件的。S耍*Ê們知道必是干涉倚事或可能有 

干涉情事，封銥的目的便町以達到了。因此就某種 

意義而言，實際的扣甯和充公的事件愈少,倚形便 

愈壊,也愈殿重地證明那些條例之存在是違法的 0 

五 o . 關 於 這 一 點 讓 我 舉 出 兩 個 例 子 來 。 

第一，每年通過蘇is士運河的幾百條油 

船中最近幾乎就?t有一條企阖把它的一部汾載貨在 

以色列的海^港出售。可是這僅僅證明這一方面的 

封If!旣澈底又谡密，也證明埃及政府強iâ其他國家 

政府對於它的个法條例不得巳而默默屈服。因爲埃 

及曾宣佈並實行下述辦法：無論何時遇有油船行使 

其向以色列港口 （一如向其他任何地中海港口）遞送 

原油的常然權利昤便予以處罰和制裁,這種處罰和 

制裁足以有效地防止該油船將來在蘇彝士運河上通 

行 。 事 實 上 , 曾 經 行 使 過 這 種 權 利 的 七 十 條 油 船 B 

經被列入埃及的"黑名覃 "o以色列巳遭受了數千萬 

美 元 的 損 失 , 其 ' 也 國 家 甚 至 遭 受 更 大 的 揖 失 , 這 是 

因爲必須從數千哩外採購油枓；如果埃及停Jh它的 

海盜行爲,這種油枓本來可以在當地採辦。這不通 

是那棟非法封鈹所造成的百大損失項下的一個項目 

而已o 

五 二 . 第二,褂有以色列國旗的船隻亦有同樣 

情形。一切國籍的船隻在鞣彝士運河裹自由航行的 

權利正正當當地也屬於以色列的船隻。雖然我們具 

有這種無可傢疑的權利，可是我們迄今避免行便這 

種權利,我們明知埃及的條例錐然被安全理事會所 

譴責,不過仍在執行，會對這些船隻實施。爲了同 

樣理由,以色列和非洲及亞洲大陸上國家從事合法 

貿 易 的 許 * 計 剷 和 希 望 亦 不 得 不 放 棄 就 是 « 了 今 天 

管理蘇彝士運河這條水路的地位者不是國際法,而 

罨受埃及違背了國際社會的意志強迫實施的非法武 

斷措施o 

五 三 . 因此所謂經過該運河前往以色列以外目 

的地的交通並沒有中斷,實凝的充公情事也比铰很 

少 , 這 槿 爲 埃 及 ^ 護 的 論 據 正 可 以 證 明 埃 及 的 違 法 

行爲確巳成功，而且性質非常厳重。這種論據就好 

比在公铬上的一個武装強盜說這些日子很少有人經 

過他那條路向他所不允許的任何方向前進,因此他 

很锥得須用到手鎗。通過運河前往以色列以外3的 

地的交通愈1：頻繁，充公的情事愈少,便愈可證明 

封鈸是澈底的,有效的。 

五 四 . 可是仍有好幾十次,埃及當局曾採取積 

極的干渉行勋；而許多主權國也很正當地拒铯受那 

些限制條例^身的威脅。埃及當局擬定了一張載有 

若干棰材枓前往以色剁的船隻的"黑名單",當暹些 



船 隻 再 度 通 過 運 河 時 , * È 們 便 受 到 處 罰 o 它 們 的 船 

員不准在埃及颌土上岸，而且一--此點尤其重耍一 

t們得不到水和隳料0至一九五〇年年中,這張"黑 

名單"上B載有八十八條船隻的名字,其中七十條是 

油船--一這祇是因爲t們犯了企閟和平經由一條國 

際水路和以色列贸易的罪。這可以充分說明何以逞 

些船隻覺得在前往以色列港口這一椿事上很镭有自 

由 的 i l 擇 。 

五 五 . 我 , 政 府 時 時 將 證 明 這 稗 封 銥 之 嚴 重 性 

的個別行獰通^安全I 1卩事會。我要詳細敍述最近發 

^ 的 若 干 事 件 。 

S 六 . 一 ; 二 年 十 月 三 十 日 , 從 馬 薩 S 經 過 

^彝士運河前往海發的一條那威籍船隻Rimfrost所 

装的一船肉品被充公了 0 

S七，一九玉三年一月二十四日,一條丹麥船 

Andreas Boye 從Llath到 蒙 巴 薩 的 途 中 被 扣 留 在 

Elath海灣。*È被一條武装的三等砲艦譴送到一個埃 

及的司今站,被扣留了二十四個鐘頭。一丸五三年 

三月十日，它從蒙巴薩「BÎ到Elath的時候',這一條 

丹 麥 船 該 海 灣 的 入 口 處 又 截 扣 留 , 被 強 制 扣 留 了 

三十三個鎵頭o 

、五八，一九五三年丸月二日,希臘船？31^011從 

海發装了建築材枓預備運往Elath ,又^了以色列製 

造的汽車預備運往蒙巴薩,這條船在航行途中被扣 

留在赛得港。這條船被埃及當局扣留了十一天，它 

的船货也被強迫扣留。 

五 九 . 一 九 五 三 年 十 一 月 四 B , 那 威 船 R i m -

frost在從Elath前往海發的途中經過該運河又被扣 

留,装在船上的運往義大利的兩條漁船亦被充公 0 

六 〇 ‧ 一 九 五 三 年 十 二 月 三 日 , 埃 及 大 砲 在 

A q a b a 海 锊 的 入 口 處 盤 了 美 國 船 A l b u m ; 該 船 從 

浚士頓^了小麥前往約但的Aqaba海港。這一船物 

資是運往約但救濟杌荒的o埃及當局說他們的所以 

採'取逞種行勐是因爲相信這^船的目的地是以色剁 

的Elath港。不過這條美國船或者任何其他船隻有 

前 往 以 色 列 的Elath或 前 往 約 但 的Aqaba的 同 樣 權 

利，在任何一種情形下埃及政府無權阻撐這種船的 

自由逋過 0 

六、—丸五三年十二月十六日，装任義大利 

船Franca Maria上的一百四十噸的闳品相二十噸的 

皮 革 在 從 馬 薩 往 海 港 的 途 中 被 充 公 了 。 

六二，一丸五三年十二月二十日,装在那威船 

Lantan 上 的 一 批 衣 服 和 自 行 車 在 從 澳 大 利 亞 墨 钳 

鉢前往熱那亞的途中被充公了,理由是該船的目的 

地是一個以色-!1的港口 o 

六 三 ， 一 九 五 ^ ^ — 月 一 日 , 義 大 利 船 M a r i a 

Antoma在從馬薩！:前往Ehth的途中被埃及砲火在 

Aqaba海灣的入口處所轟擊。該船被強力逼追囘到 

它原來的港口。 

六 四 . 其他海商國家也有闢於許多其他事件的 

情報；由於耶些船隻前往的目的地，敝國政府特別 

注意這些事件。 ' 

六 五 . 有 時 , 被 充 公 的 船 货 是 歸 還 了 , 但 那 是 

在那威、希職、義大利和阿比西尼S政府提出抗讒之 

後,或其池阈家的政府向開罹提出抗璣之後,或因爲 

埃及認爲由於防阻的效力,由於易壞貨物的損失，或 

因 由 種 種 延 擱 而 牛 的 龐 大 赛 用 , 有 闊 的 商 業S經 受 

夠了害 0 可杲這些懾若賜惠於人的行爲,是完全不相 

干的,除非我們認爲這些行爲巧是表示埃及承認其 

截 留 物 是 非 法 行 勋 , 或 是 認 爲 這 些 行 爲 可 以 證 明 

聯合阈如有與正有力的一致行勐,特別是海商國家 

所支持的行動,其結果很可能會使這些條例完全廢 

除。這一一完全廢除這些條例一一是我們的最低的 

目標。因爲我國政府對於任何個別船舶和船貨的發 

還亳不感覺到眞實典趣,這種穸還絕不構成埃及對-

於一:九五一年九月一日安全理事會決議案的遵從 0 

事實上，這種經常充公偶然發還的行勐範式毫無變 

更,這種範式 f t—;^五一年九月一日安全理事會通 

過決譏案以前和以後的期間也亳無變更o因爲這些 

個別的干涉氺遇是一種封©政策的一部伢，這種封 

銷政笫主耍卽經由非法條例的存在和全面實施而發 

撣 其 作 用 Ô 這 些 條 例 的 存 在 , B 使 耍 和 以 色 列 進 行 

贾易的大多數船舶不再1Ê用這條航錢；而剛饞所說 

的便這許多海商國家受到損害的那一類的限制相侮 

辱,不過是意阖使一種幾乎全面的封鑌'决無還漏可 

能而已。 

六六，還有若干最近的發展。埃及政府對於維 

持違反一九五一年九月一日安全理事會決議案而施 

行的限制油枓、船舶和所謂"戰時達禁品"的現行條 

例,尙未滿意,最近還在^間和形式方面推廣了這些 

限制,進一步表示蔑視理事會。安全理事會當已注意 

到 我 所 提 及 的 對 於 船 舶 的 威 脊 和 暴 力 行 ; 不 僅 庄 

蘇彝士蓮河上發牛，而且還住Elath海灣和Aqaba 

海 i f 内 發 牛 , 理 由 是 這 些 船 舶 的 目 的 地 是 以 色 列 的 

E l a t h 港 。 此 種 干 涉 是 從 以 前 無 人 居 住 的 T i r a n 和 

Sinafn"兩島上進行的；埃及軍隊&—九四九年進駐 

了這些島嶼。從這個有利的據點,埃及政府採取了 

好比在狭窄的十宇路口的公路強盜的行勤，依钹它. 

自己的意志勒分那些求往的人o對於這一種措施，正 

如對於原來在蘇銥士運河這條水路上所採取的限制 



一樣，埃及的唯一理由一一這是它坦白承認的了--

是 行 使 " 交 戟 櫂 利 " 0 蘚 離 士 運 河 方 面 的 限 制 是 藉 

埃及辟,的權威來實施的，含有這種權威I如被反抗 

便 探 取 k 力 制 裁 的 意 思 ； 可 是 在 A q a b a 海 ^ 方 面 

的限制是藉實際使用大砲和武裝的海軍部隊來實施 

的。 

六 七 . 蘇彝士運河方面的限制和Aqaba海灣方 

面的限制這兩種行爲的性晳當然沒有法律的或一般 

的差異，兩者都在安全理事會一丸五一年A月一日 

決嬢案和全面停戰協定的範圍內。耍不是埃及可以 

在海上對以色列行便作戰的權利,弒是！：'不可以行 

使 這 權 利 0 如 果 它 可 以 行 使 便 能 在 蘇 彝 士 運 河 和 

Aqaba海灣上實施*È的封銥政策,&前一種情形下， 

*È似乎準備不顧君士坦丁堡公約o可是如果松據停 

戰協定,在法律上埃及不得正當地在海上行使作戦 

的栩利，那末這種權利不論是在蘇彝士運河的赛得 

港 行 使 或 是 ^ 通 至 A q a b a 海 港 的 國 際 水 路 上 行 使 , 

都是同樣地非法的。 

六 八 . 安全理事會一丸五一年;i月一日的決m 

案阇然明確禁止對於在蘇彝士遝'河航行的船舶所加 

的 限 制 ， 因 爲 其 時 埃 及 只 ^ 那 裹 實 施 封 ^ , 可 是 同 

—決議案也摧毁了共他一切水面上類似措施的法律 

基礎。^於這一點，安全理事會一九五一年九月一 

日^決淼案的第五、六、七、八各段特別重要,該段 

構成安全S事會對於埃及的交戰權之說的總反駁, 

因此對於根據這種說法在任何地方採取錄何行勤也 

是一個反駁 0 第五段並沒有特定地提及任一水路,該 

段規定： 

" 任何一方不得自稱仍在積極交戟狀 

態中,或謂基於自衞之合法目的須行使臨撿、搜 

索與截留之權o 

以後的三段又用一般性的措辭複述了上述的同樣禁 

令。 

六 九 . e 此 , 安 全 理 事 會 對 於 交 戰 槪 念 的 反 駁 

不 限 於 公 海 i 的 任 何 特 殊 區 域 。 

七 o . 在 一 九 五 一 年 七 月 十 一 日 我 代 表 * 國 政 

府 致 送 安 全 理 事 會 的 備 忘 錄 [ S / 2 2 4 1 ] 中 , 我 曾 經 

表示一種憂催：除非能姐止蘇彝士運河方面的封鎗 

措施,"現在有一種令人不安的跡象，卽： 那種 

封鎗措施將日漸推廣到其他海面上o "不幸今鼋成爲 

事赉o我毫不垴疑：S爲安全理事會旣已抨擊原來 

的封鈹措施， t必將以更大的力量譴責其目無^紀 

的推廣d無疑地，如果主權的阿比西尼亞政府,或 

者是5?洲或非洲的任何其他政府要和主權的以色列 

政府進行貿易,不諭是餒由蘇彝士運河水路或是由 

N a b a 海 臀 , 又 如 果 县 義 大 利 或 畢 希 臘 或 是 丹 麥 的 

主權政府願以船舶供這種S易使用,那末埃及如果 

企 把 它 的 抵 制 和 封 t ! 政 策 強 令 這 些 國 家 的 政 府 接 

受,便是侵犯了所有這些國家的主權。不論其他國 

家向以色列出筲油料或粽食或衣服或任何物資，不 

論它們向以色刘偷入任何物資,這完全是一件鹰該 

由 t們自己'决定的事情,在這一件事情上埃及奄無 

權 利 ^ 背 它 們 的 意 思 , 把 它 自 己 的 意 思 強 令 它 們 接 

受 。 這 些 阈 家 並 非 埃 及 的 殖 民 地 , ^ 們 的 商 業 或 經 

濟政笫或對以色列的關係無須埃及賜予同;§ 0 

七 一 . 埃 及 主 張 在 [ l a t h 海 ^ 它 不 過 是 行 使 其 

颌 海 内 的 自 主 樅 , 這 種 输 據 當 然 4 ! 無 惯 値 , 因 爲 這 

是一種贲際上的地理事贲：，舶4ll3ft不經過四個國 

家一一埃及、以色列、約和蘇地亞拉伯一；中任何 

一 國 或 所 有 ^ 國 的 海 , 便 沒 有 法 子 甜 往 該 狭 窄 海 

灣北岸的任W地方。 

七 二 . 因此我們便得到一榑荒謬的結論：該四. 

國政府中任何一個可以在任何時候利用其在Aqaba 

海峽的武装部隊101止船舶到^其他三個谘海國家中-

的任何一圃。這種可笑的說法會造成怎樣一種海上 

的無政府境界,不I 5 !想像。國際法和慣例對於這賴-

問題的意見是十分nt楚而明顯的o如有必耍，我還 

可以提供我國政府所握有的證明文件,證明埃及政 

府明知埤曾以窖而向另一個友邦政府稱,在Aqaba 

海 獰 干 涉 自 由 通 航 , 是 逮 反 國 際 法 的 。 無 論 如 何 ， 

Elath海面的封M'措施巳爲下述各項所瑢斥：首先是 

停戰協定第二條第二項,該項明確規定禁止任何戰 

爭或敵對行耸；共次是Mr B " .he ffl General Riley 

的 解 释 , 他 們 認 爲 停 战 協 定 禁 止 一 切 封 鎖 行 爲 , 而 

且各方羅茲島簽字的時候的了解也是如此_;第三, 

安 全 事 會 一 九 四 九 年 八 月 " f 日 和 一 A 五 O 年 十 

—月十七日的'决^案,其中禁止再有任何敵對行爲, 

不論是在蘇彝士運河或其' 也地方一一因爲安全理事 

會的這些禁令在釜間上並無限制一一；最後,安荃 

理 事 會 一 九 五 - ^ 九 月 一 日 的 决 議 案 , 內 中 第 五 段 

認爲埃及無榷以稻極交戟狀態爲理由，在任何海面 

上行使臨檢、搜索或截留的權利。 

七三，因此赉^摘述自從安全斑事會竭過了— 

九五一年九月一日决璣案以來種種沈悶的事態。原 

先被安全理事會所斥責的條例,埃及仍舊保留其全 

部效力,結果 : f t有 fô f f i作用的封鈹遂日趨緊密o許 

多 國 家 的 隻 遇 多 種 钕 極 的 干 涉 。 其 數 目 且 已 經 墦 

加 , 隨 着 發 牛 不 利 的 直 接 影 響 , 其 目 的 在 堵 塞 仍 舊 

可以進行合法航行相商業的任何餘留途徑。那些限 

制 辦 法 並 B 推 廣 到 A q a b a 海 獰 ， i l 犯 了 停 戰 協 定 和 



安全》.事會一九四九年八月+~B，一九五O年十 

—月十七日和一九五一年九月一日的決議案0在藓 

癍士運河本身,餘了那些巳經被認爲是非法的辦法 

« 外 , 莉 的 指 施 亦 被 採 用 ， 許 多 種 類 的 貨 物 遭 受 到 

瞜檢,搜索和截留的違法措施。就是不推廣施行,現 

有各類辦法之維持已鸫足夠違法了。據報對於通遇 

蘇 彝 士 運 河 前 往 [ la th 的 船 舶 , 已 餒 定 有 特 種 條 例 , 

加fil干涉o還有一件事比是否有新條例更爲重耍,就 

是 海 發 和 C l a t h 間 往 來 的 船 舶 , 不 論 是 根 據 舊 的 令 

或是一種新的命令,無一不遭受到干涉。 

七 四 . 在 這 個 時 期 尙 有 另 一 同 樣 感 重 的 發 展 , 

那是一件據埃及新閬界稱係出於埃及政府之手的備 

忘錄,內中臚陳這些新的限制措施的理由o該備忘 

錄的正文'如下： 

"反以色列抵制委員會"一一該委員會包括 

亜拉伯聯盟的所有成員——"耍求通過法律加 

緊包園以色列,其方式爲充公各種以色列的貨 

物並截留裝載貨物前往以色列或自以色列開出 

的所有船隻,一如其他一切亞拉伯國家所實施 

的辦法。亞拉伯各國政府並耍求埃及採取適當 

措施俾將經由埃及領海前往以色列的船隻所載 

的糧食充公,其方式類似伊拉克、敍利亞和約 

但政府所採取的措施。這些政府沒有對戰時違 

禁品和糧食有所區別。它們把前往或來自以色 

剁的船舶所載運的一切物資一律充公,因;S它 

們 , 這 些 物 資 是 敵 產 o 

"同樣地,海岸警察部主任提出一件備忘 

錄,指出以色列正在增加經濟活動，並且正在 

建造一個商船隊"一一這是一種多麼可怕的罪 

狀一一"來處理從南非和東非運往的一切楡入 

品 o 該 主 任 在 結 諭 中 耍 求 修 改 一 ; 五 O 年 二 月 

十日的命分,准許他把糧食和其他商品一律充 

公，他又說各部次長聯席委員會a餒表示同意 

他的意見 0 

"鑒於現代戰爭的特點是把一切經濟資源 

鵜勖員起來藉a支持戟爭的谮在能力,同時交 

戰各國的人民也g;接或間接參加戰爭，因此要 

把 戰 鬥 部 隊 和 平 民 分 開B甚 困 難 , 要 捆 耠 平 民 

或戰鬥員的供應品分開，亦甚不易。因此在圃 

嚓關係中慣常把一交戰國的全部楡入品視爲戰 

時違禁品。所&埃及必須採取更嚴厲的措施以 

達到它所希望的目的。" 

繮便是埃及報紙所載據稱出於埃及政府之手的備忘 

錄文字々 

七五.安全理事會會注意到這件備忘錄之目中 

無 人 , 可 謂 稀 見 , 因 爲 它 爲 了 辯 讒 埃 及 的 措 施 ， 引 

誇了若干論據，其中無一不是業經安全理事會一A 

五一年九月一日決議桊確切駁斥。 

七六*現在安全理事會不能不在詫異之钧反問 

自己：埃及究竟能根據何種理由求辯護這些非法的 

行爲,藉以背抗這種阈際譴責的累積力量。埃及當 

局除了用安全理事會本身在一九五一年巳經聽到通 

並巳加以駁斥的输據外,沒有一次能夠找到這種辯 

護的理由。 

七 七 . S此讓我簡單地分析一下這些 lr據究竟 

是 甚 麼o第 一 , 埃 及 辯 稱 埃 及 和 以 色 列 之 間 有 一 種 

戰爭狀態,S此埃及可以有一種對以色列作敵對行 

爲的所謂"權利 "o可是事實是：並沒有這種合法的 

"戰爭狀態"存在。埃及從未對以色列宣戰，也未要 

求國際間承認這種宣吿。關於根據憲章的規定,宣 

戰是否使一國享有交戰的權利一點，我姑且置諾不 

論。埃及代表^安全ïf事會中承認埃及對以色列的 

攻擊是埃及發動的，且未曾宣戟o其時，安全理事 

會 中 美 國 代 表 於 一 九 四 八 年 五 月 二 十 二 日 [ 第=0 

二次會璣]指出這種攻擊是一種具有國際性質的侵 

略,其他代表也贊同這種定義。足見安全理事會铯 

未承認這種襲擊,反而曾追切地耍求埃及絕不要發 

動這種遨擊,並於螢動之後儘速予以終止。 

七 八 . 現在居然有人說,因爲埃及在一九四八 

年五月違抗了安全理事會的意志和命令，街出了它 

的疆界，於是現在^對以色剁與其他國家具有一些 

特 殊 的 獾 利 和 豁 免 , 我 們 聽 到 這 種 話 , 不 免 覺 得 可 

怪o埃及還有一種更荒謬的論據：以一種未經承認 

的戰爭狀態爲根據的行爲,在戰爭終了後五年、安 

全理事會以决議案拒絕埃及的戦爭状態之說,及根 

據此說所採取的任何封鎮行爲的兩年半以後，居然 

尙可認爲正當！在一九五一年的討論中，我指出埃及 

甚至沒有很鉞懇地始終如一堅持其戰爭状態―說o 

我 們 都 知 道 , 在 一 九 四 九 年 八 月 , 埃 及 代 表 的 意 見 

正 好 相 反 , 他 認 爲 戦 爭 狀 態 旣 已 絲 毫 不 存 在 , 交 戰 

限制不應該再適用,埃及應該重新璲得楡入軍火的 

自由。 

七九，甚至在更早的時候,卽一九四九年的四 

月,據那時是在洛桑的聯合國巴勒斯坦間題和邂委 

員會的報吿： 

"亞拉伯代表曾經吿訴巴勒斯坦和獬委真 

會說,因爲和以色列從來泫有正式的戦爭狀饞, 

因此也不能和以色剁簽訂正式的和約o" 



八 o . 鬮 於 這 種 任 意 選 擇 的 戰 爭 狀 態 理 諭 , 安 

全理事會現在儘可以自己去下锆論。凡遇埃及要輸 

入箄火或者担絕簽訂和平條約的時候,它實際上主 

恃戦爭状態並不存在。等到它要竭力搜索法律根據 

以便爲封鎮辯讒的時候，一種完全的"戰爭狀態"便 

在簽訂終止停戦的協定以後很久,第一遭像神蹌— 

樣地出現了o 

八 一 . 在 國 際 歷 史 上 , 戰 爭 狀 態 ^ 戰 爭 正 式 而 

永久終止後許久才發生,這一定還是第一次。 

八 = , 最 後 , 埃 及 根 據 " 戰 爭 状 態 " 所 提 出 的 論 

摅業餒安全理事會一九五一年九月一日的決議案第 

五段加以駁斥 0 這種論據又經法國代表(第五五=次 

會議紀錄,第十九、=十及三十段）,英聯王國代表 

( 第 五 五 二 次 會 議 紀 錄 , 第 七 及 第 十 段 ） , 荷 鬮 代 表 

(第五五三次會璣紀錄,第十五段)和巴西 f t表(第五 

五二次會議紀錄,第五十四茧五十七段)在討諭中加 

駁斥。我只耍引述一段陳述，那就是巴西代表的 

陳述,他正確地指出： 

" 我必須說理事會不鹰容許任何一方 

藉以色列與一九四九年全面停戰協定其他簽字 

國之間仍在戰爭狀嗨中的理输,而採取敵對行 

爲 我們若接受埃及的翁撺,便須承認以色 

列政府所採取的任何银復措施。在以後雙方互 

相採取敵對行動時，顯然哦們決難奠定切實解 

決巴勒斯坦問題的基礎o" 

八三，埃及所引用的第=種論據是：因爲在過 

去和現在歷史中許多條約雖名爲停戰條約,可是並 

沒有使戰爭在法律上永久結束，並且和交戰國權利 

之 維 持 同 時 並 存 , 所 以 在 標 題 中 亦 有 " 停 戰 " 字 樣 的 

埃及和以色列協定一定和其他在標題中有"停戰"字 

樣的條約完全一樣,而且—定可與不斷的戰鬥行爲 

同 時 並 存 。 據 埃 及 的 假 定 , 所 有 停 戟 條 約 由 於 " 停 

戰"這一個字的魔力,就具有一種單一的屬性，單一 

的主要品質o 

八四.安全理事會在一九五一年自然毫無困難 

就把這種输據駁斥。其他停戰條約裏面載有些甚麼 

條款，沒有載甚麼條款，這是無關重耍的。世界歷 

史中任何其他停戰協定的內容對於安全理事會的決 

定完全無閼。有些停戟協定類似和平條約,其他協 

定划差不多和軍事体戰一樣,不過51鄉不相干。唯 

—的問題是根據一九四九年=月二十四H以色剁和 

埃及在羅茲島所簽的停戰協定,甚麼行動是准許的, 

甚麼行動是不准許的o這個協定铯對地明確地禁止 

任何敵對行爲的趙續和铳復 0 聯合國銮謀長在一次 

特剁委員會會譏上向埃及和以色剁的代表發言峙有 

，地指出了這一點o他提到埃及的戰爭狀態理输時 

"誠然並沒有宣戟；這是一個接受或不接 

受安全理事會一九四八年決議案的問題"—— 

要 求 停 火 一 一 " 從 其 精 祌 和 文 字 上 看 來 , 停 

戰協定當然並沒有想到戰爭之恢復 你們儘 

可引述世界上所有關於停戟協定的阈際權威, 

但如果你們奄一査自己的停戰協定"——他势 

埃及和以色剁代表說一一"你們鱿會發現它幾 

乎是歷史上獨一無二的協定。當事簪方,在這 

個停戰協定裏訂出尙未爲國際法學家著書鼢及 

的若干種原則，同時這件停戟協定絕對沒有在 

任何方面予任何一方以談論锬復戰爭的理由 

他 就 從 這 裹 得 到 反 對 交 戦 國 權 利 和 封 鈉 權 利 的 桔 

論。 

八 五 ， 我 們 知 道 , 安 全 理 事 會 在 它 一 九 四 九 年 

八 月 十 一 日 ， 一 九 五 O 年 ~ i 月 十 七 日 和 一 九 五 — 

年 九 月 一 日 的 决 議 案 中 , 也 铨 表 示 同 樣 意 見 , 說 明 

—丸四九年二月二十四日的停戰協定禁止一切敵對 

行爲o安全理事會許多理事支持這種意見,也們拒铯 

埃及的âÉ據,卽這個特殊的停戰協定允許簽宇國趙 

耩從事敵對行爲。我現在引述法阖西代表的諾,[第 

五 五 二 次 會 議 紀 錄 , 第 三 十 段 ] , 作 爲 一 個 例 子 ： 

" 埃及與以色列中間保持^戟状態幾 

巳 二 年 有 半 , 與 t 通 的 濘 戟 方 式 不 同 , 因 爲 t 

訂 明 具 有 永 久 性 質 , 所 以 不 能 重 開 襖 粱 而 予 

廢 止 ； 祇 有 證 實 了 t 所 業 已 促 成 的 和 平 , 才 能 

算 是 袪 束 。 s 爲 二 國 都 七 是 實 ^ 的 交 戟 國 , 所 

以它們都沒有理由可以行懊臨撿、搜索I»截留 

權 。 " 

八六，除了戟爭状態和停戟協定的性質外,埃 

及的第三種諭據說，爲了"自衞"或者"自保"，這些 

限制是必耍的。 

八七，安全理事會一九五一年九月—日的'决議 

案第八段相反地决定這種封鈹措施"在現状下不能 

以自衞所必須作理由，認Ô正當o" "自衞"之說特刿 

餒過討鹼並經英聯王國(第五五o次會讒紀錄,第九 

十三至第九十四段）,巴西（第五五二次會璣紀錄，第 

五十八段），厄瓜多（第五五三次會讒紀錄，第一= 

=段），和荷翳（第五五三次會遘紀錄,第十五和第 

十八段）等國代表予以駁斥。荷蘭代表很正確地指 

出 , 只 有 在 已 經 有 人 實 施 武 装 齄 搫 的 時 候 , 才 能 行 

便憲章第五十一條所規定的自衞權利,就是到了那 

個時候也只有等到安全理事會出面干渉之後才能行 

使這種權利,可是這兩植條件沒有—梯是存《的。雖 



然如，我所說,K色夠已經被埃及所侵略》而且仍舊是 

埃及的交戰理論和措施的目標,埃及却從求沒有受 

到以色列的武装襲擊也沒有受到這種II擊的威脅。 

反之,安全理事會自從—九四八年五月以來—直在 

處理E拉伯以色列事件。 

A A . 埃 及 的 這 些 論 據 都 站 不 住 而 倒 下 來 了 ， 

但*Ê在—九五一年仍訴諸一一今情形亦同一一最 

放肄的、魯莽的策略。譬如有一次他說安全理事會 

沒有處理這個問題的職禪。鬮於這—主張，在辯输 

中很少聽到提起,我很傢疑'我們現在是不是會聽到o 

八九,安全ffl事會聽到了我現在耍說的話，也 

許覺得很難相信,可是埃及代表曾在一丸五一年說 

通[第五五三次會議紀錄，第九十八至一一O段],安 

全理事會旣有五個理事曾對埃及限制航運辦法提出 

抗 議 , 它 們 便 是 一 種 " 爭 端 " 的 當 事 國 , 因 此 不 准 它 

們在安全理事會投票。這種無意識的話浪費了理事 

會十八個點鐘的時間,這種浪费大槪轼是*Ë的唯̶ 

目的o 

AO.在剁的時候埃及還援用過也許是最不相 

干的鼢據,就是：除了蘇錄士運河問題外還有其他 

翮 於 & 色 列 和 鄰 國 ^ 係 的 問 題 , 亞 拉 伯 國 家 認 爲 有 

正當理由,表示不满。 

九一. 主席:我想於此時打斷以色列代表的話O 

他當能億及昨天我們曾討論過這種辯諭的題目。他 

也能億及：無lir如何據我的了解，我們並不是在辯 

論饑程第二項目（b)分段内的事項。當然，我不能 

假定他一定會宣讀發言稿第二十五頁全莨。我之所 

« 提 及 這 一 點 , 不 過 是 因 爲 我 耍 把 這 個 問 題 嚴 格 地 

限制在^的範園內P 

九二. M r . E B A N (以色列）：主席B預先料定 

了我的意思。我願意接受這一點：在'項目下不得 

討鼢蘇彝士逑河以外的任何事件。已分發的文件在 

未宣讀之前，而且除非已經宣讃,是沒有正式地位 

的o繮 鉞 是 爲 了 顧 全 鱧 貌 , 使 報 界 能 知 道 發 言 的 一 

個大艉而已。但在我的一本稿子上,這一頁巳經取 

涫，祇剰下唯一槪括的一點一一我認爲這是符合主 

席首諭的的一一M是：對於有蹦其他控訴的任何其 

他問題,其答案是各方都有權利也有義務採取和以 

色剁在蘇彝士蓮河一桊中同樣的行動,卽把所有控 

訴,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提出；倘若有上訴，可向 

特剁委員會提出；最後如果不能達成解決辦法，才 

向宋全理事會本身提出，在安全理事會中一切問題 

無疑均將就事繪事加以考廬一一但闕於停戰的其他 

控訴，決不能影響蘇^士運河封錤限制之合法或不 

合法。 

九 三 . 因 此 , , 雜 道 安 全 理 事 會 的 任 務 & f、"g ^ 

而迫切嗎 7 阖際原則和區域和平的每—種考盧都耍 

求安全理事會確認並加強其旣定政策。 

九 四 • 這 種 行 勤 之 所 E t 必 需 , 首 先 是 « 了 挽 救 

埃及以色剁濘戰協定,使它免於完全崩潰o因爲繮 

樣一種條約如何能在兩當事,間發生有效作用，如 

果其中一當事國認食這種條約完全停Jfc 了敵對行 

而另一當事國划把它解释s片面戦爭行爲的藉 

口 ？ 我國政府不準備同意這種曲邂，也不準備忍受 

戦爭巧爲而不作適當答復o 

九 五 ‧ 闢 於 谆 戰 的 相 互 鬮 係 問 題 , 美 阈 代 表 在 

兩年半前曾說過[第五五五次會議紀錄，第四十四 

段 ] : 

"美國堅信埃及對於à|通蘇彝士運河的船 

舶所施行的限制是與停戰協定的精祌及意向相 

反 的 這種敵對行爲锆果必然引起報復的敏 

對行動，以致危害該地區的10平及安定o" 

九 六 . 誠 然 , 如 果 在 這 個 影 響 四 件 停 戦 協 定 中 

第一件協定的廣大問題上,安全理事會的最後決定 

被輕蔑地置而不顧,則其他停戰決定、其他請求和 

裁決還有何價値可首> 如果在停戰協定下各當事國 

可自由對彼此從事敵對行爲，誰知道這種悲慘的發 

展會伊於胡底 ？ 所以安全理事會現應迅速採取有效 

行動,期挽救停戰制度之完整。 

九七，但安全理事會本身的權威也遭遇了一種 

非常的試験。在蹦於中束的任何爭端中,安全理事會 

—且就和平與安全採取了決定，從來沒有如此廣泛 

地 被 蔑 視 遇 。 事 實 上 , 直 至 最 近 ， 所 有 停 戰 委 R 會 

未邂'决的其他事件均已在安全理事會中璲得解决o 

如果安全理事會作爲停戰爭議最後公斷者的權威被 

埃及對於此項重大事件的不妥協態度所粉碎,助停 

戰制度的中流砥柱在該制度最雷要有力支持的時候 

便會崩潰。 

九八.至於說到安全理事會一九五一年九月一 

日 決 議 案 的 強 迫 性 , 我 追 述 現 任 埃 及 外 交 部 長 Mr. 

Mahmoud F a w z i 於 ― 九 四 八 年 安 全 理 事 會 辩 鼢 中 , 

躭大會決議案之可以任意接受與否發表激烈富繪o 

他說[第二五55次會議]： 

"我們不想依從大會鬮於巴勒斯坦的決璣 

案。這是我們在憲章下的特權。" 

九九•埃及對於聯合國其他機構的觀點不諭在 

法律上是否有理,事實仍奮是：由於埃及的簽宇,它 

便承認安全理事會有權監督埃及與以色^全面停戦 

協定《 



- o o . 這 種 事 實 和 我 們 的 憲 章 顚 示 , 在 戰 爭 

或敵對行爲這一類影響國際和平與安全的事件上, 

像一丸五一年九月一日安全理事會所探取的那樣決 

定,比任何其他國際機構的決議案具有更大的法律 

和 道 義 力 量 。 如 果 種 完 全 K 視 安 全 理 事 會 意 旨 的 

先例更穏阁地站住了脚,那末理事會便到了歷史一 

種嚴重關期o 

- o - . 除 停 戰 制 度 之 完 邂 和 安 全 理 事 會 的 權 

力都在非常危險的状態中外,這一事件還引起了國 

際法上關於自由航行的重大原刖問題,這種原則爲 

過去長期習愤所認可，除g犯戰爭危險外,從未被 

硖壌過o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美國聯合國同志會所 

設研究和平組織委員會曾有力地宣稱： 

"允許特殊國家利用颌土的接近——如報 

衹所載埃及正在採取的行動一一，一定會惹起 

爭論,或許會造成一種對於和平的威脅0" 

— o 二 . 如 果 個 別 國 家 得 利 用 地 理 的 幸 運 位 

置，不經國際閫的同意,對於連接公海並決定海商 

世界之統一的狭隘航路,専橫地贲施禁止和限制的 

措 施 , 因 而 造 成 一 梯 先 例 ， 那 末 , ^ 事 會 沒 有 一 個 

理 事 , 沒 有 一 個 派 有 代 表 出 席 這 次 會 議 的 政 府 , 誠 

然,世界上幾乎沒，'一個國家的重大利益會不受其 

害 0 每一個國家都腐, '該以其投^並以其行動表示它 

是否同意允許這些接近舨路的各國政府去決定宅是 

否可從事自由通商和自由航行。钛許多國家、或許 

就所有國家而言，îi是一個極易引起反應的問題,所 

以這一類的封鈸措施很少能維持很久而+造成對於 

國 際 和 平 的 威 脅 , 本 無 足 怪 。 

̶ O H . 另 一 件 事 是 近 東 的 和 平 問 題 ； 如 果 譲 

最後畢竟是以安全理事會決讒案^根據的現行停戰 

協定退化成爲一些迚耱的敵對行爲,如果以合法的 

戰爭狀態之說作爲那些協定的精神基礎，那未近東 

和平必然更爲渺茫了o 

—0四.如果各方容許這種強迫、破壊的舉動， 

逼得該區域各國不得不仰賴遙遠的市場和遙遠的物 

資 出 逢 地 , 以 致 仍 須 勉 強 依 賴 外 援 , 那 末 , 我 們 這 一 

區域的經濟繭利也會受到損害。 

— O 五 . 以 色 剁 固 然 是 這 些 非 法 政 策 的 公 開 目 

標，但^許多海商國家——有的是安理會的理事國, 

有的不是一一就這一件事向我們表示阁桔和支持， 

繮使我們頗爲感動,也使我們頗受鼓勵；這些海商 

國家在海上平平安安地航行的合法自由賁爲^們的 

繭利和安全的一個主要因素。 

—O六.安全理事會現所討Ir的問題並非埃及 

的舉動是否合法，而且也不是埃及是否終止其非法 

措施。埃及措施之非法及其停止這些措施的義務業 

已確切斷定。現在的主要任務是設法迅速實行理事 

會的'决定,期保障國際航路自由，免受以交戰狀態主 

張爲根據的干涉,使確保埃及在全面停戰協定及聯 

合國恋章下的義務受到尊重。目前情勢中最令人失 

望的特點也許是：埃及如依從一丸五一年A月一日 

安全理事會決譲案,實在不致有何困雜,對於埃及也 

不 致 有 何 危 險 0 只 須 大 筆 一 揮 , 便 可 很 快 辦 到 0 此 

舉對於埃及的經濟或安全並無損害，對於埃及的政 

治或經濟自由也並非一種負潜。在安全理事會的鹰 

史上,從來沒有比這件更容易遒從的決議案了。 

一 0 七 . ^ 且 就 在 這 個 安 全 理 事 會 中 ， 在 一 九 

四七年八月五日第一百七十五次會議上，埃及總理 

N o k r a s h y Pasha —方面很有理由地強調埃及對於其 

每 一 寸 土 地 有 絕 對 的 主 權 , 他 方 面 稱 , 蘇 彝 士 運 河 

是 " 一 條 國 傺 斡 線 , 在 平 時 和 戰 時 各 國 * 得 自 由 通 

行 。 " 

一o八，我們愈強調埃及在蘇彝士運河兩岸有 

絕對的主權，我們愈表示埃及無條件地負有一種義 

務 , 應 證 明 具 有 主 權 的 第 一 種 表 徵 , 就 是 在 這 條 舊 

世界三大陸相遇合的偉大的歷史耍遨上，忠實地維 

持國傺權利的能力。 

一o九,以色列政府領釉曾屢次聲明絕對無意 

妨礙埃及充分實現其合法的國家願望,我受權在此 

重 申 此 種 保 證 0 但 埃 及 果 能 廢 止 這 些 非 法 條 列 ,m 

明其對於國際協定之尊重,對於其也遠近國家無可 

傢疑的權利之閼切，那末,爲了其更廣大的前程,埃 

及在圣世界的截威相權力將墦高多少' 

一 一 o . 因 爲 這 些 理 由 , 安 全 理 事 會 狳 了 盡 其 
全力去支持其完全取消這些限制的業B宣布的政策 

之外,實锥想像如何還能對近東的和平與全世界作 

更有意義的貢獻。很少有一種成功能對國際生活遨 

許多部門傳布如此廣泛的有利影喾。 

‧ 因 此 , 以 色 列 政 府 耍 求 安 全 理 事 會 促 

使 蘇 # 士 運 河 和 E l a t h 海 潸 方 面 的 一 切 交 戦 措 施 和 

限制完全取涫。我們促講安全理事會挽救其前經通 

過 的 决 議 案 , 使 之 免 遭 輕 蔑 , 藉 以 保 護 其 本 身 的 尊 

— ― = . 我 們 憨 爲 安 全 理 事 會 不 能 忽 略 下 述 一 

種事實而不予以最強烈的譴責：它的裁決巳被蔑親 

很久很久了。我們相信這一次安全理事會當然會有 

力地表示其願望，但實不應以此爲満足；它還應該 

設立機構、製訂辦法,以便鼈镄考奄其'决議案的進 

行狀咣並收受關於其命令酋否履行或不履行的經常 

锒 吿 。 安 全 理 事 會 早 巳 明 確 反 對 所 有 這 些 舊 有 新 



設的限制；以色列政府一方面要求完全取涫這些限 

制,他方面'决定就此案件鎞镜進行,直至終極的限 

度。 

—一=.以主張戰爭狀態;g:根據,耱辯從事敵 

對 行 尹 , 故 意 地 長 久 遠 抗 安 全 W 事 會 的 決 議 案 , 這 

種事實明明白白地造成了應該正當地適用憲章第七 

章所定執行辦法的一類％勢。以色列政府相信,除 

非安全理事會在這次辯論中镀得關於立卽取消限制 

的保證一一我們大家都希望如此一一,否刖fl?事會 

對於埃及的違反'决定ïf應探取措施。 

̶ ― 四 . 在 這 些 限 制 完 全 取 消 前 , 我 們 保 留 請 

理事會經常注意此一事件的權利。這些限制的取消 

是 一 件 十 分 重 要 的 事 , 可 便 世 界 各 國 深 烕 満 意 , 使 

埃及镀得崇高的信眷和和利益,並便中東的安全與 

繭利璲得可喜的轼助o 

五 ， M r A B D E L R A Z E K (埃及）：安全理 

事會主席和S事們邀請我參加討論昨B列入安全理 

事會議程的以色列所提控訴,茲特表示衷心的謝意。 

— ― 六 ， 我 將 避 免 答 ^ 把 我 們 稱 作 海 盗 與 強 盜 

的以色列代表對埃及所加的稀撺侮辱與誹謗。我們 

的傳統和我們對安全W事fr的極大尊敬,使我決定 

對與事會* ,0；的討論水準不合的言論,不予理會 0 

以 色 列 代 表 及 其 政 府 然 很 容 ^ 在 別 處 發 現 海 盜 , 

但 他 們 儘 可 在 埃 及 居 住 幾 年 , 不 會 遇 到 一 個 。 

b .今 天 我 只 就 以 色 列 代 表 所 提 出 的 備 忘 

錄（S/3168/Add 1)發表一些簡知的意見。 

— ― 八 * 這 件 控 訴 案 的 主 題 曾 經 安 全 理 事 會 於 

—九五一年考盧過,34時埃及代表圃曾向斑事會解 

釋埃及的合法行動的理由。對於我們的權利，刿人 

是決不能認與爭辩的；但H!事食却不得不通過一件 

飩 屬 政 治 性 的 決 讒 桊 , 其 並 未 淤 底 研 究 這 個 問 題 

的若干主要方面，特別是法律方面。印度代表於論 

及 三 國 決 議 草 案 時 稱 [ 第 五 五 三 次 會 譏 紀 錄 , 第 一 

三丸JÉ第一四O段]： 

"印度代表【€認爲安全事會並不是裁定 

此 項 钕 雜 法 問 題 的 ^ 適 當 機 構 。 我 們 目 前 的 

決議草案就儘量規避有關的法体問題。 

"印度代表ffl認爲赏事國的合法榷利問題 

一 不能視爲祇是法律上的一棰^門問題，而撇開 

不談0" 

— ― 丸 . 在 f f l 事 會 同 一 次 會 議 上 ， 中 國 代 表 曾 

說過下面一段話[第S五三次會議紀錄，第四O段J •• 

"逞個草案好像假定下述一說是正確的, 

卽埃及在蘇彝士運河所採措施是達反一般國^ 

法 , 淼 彝 士 運 河 公 約 及 停 戰 協 定 的 。 我 們 認 « 

這一點尙待證明。" 

̶=o,理事會大多截理事不顧這些嚴正的言 

論，也不顧憲章第二十七條的規定，爲了我現在不 

想 詳 細 討 输 的 》 由 , 竟 通 過 了 一 , 據 稱 爲 政 治 性 的 

決定；而我已說通，其時對我們的權利，也並不能 

提出認異的疑問0 

̶=̶•在理事會第五五；:次會議上̶̶會中 

英聯王圃代表代表三圃提出了後經理事會通過的決 

議草案一一英聯王國代表曾兩度發表如下陳述o他 

說 [ 第 五 五 = 次 會 議 紀 錄 ， 第 十 段 ] : 

"因爲我所講過的理由,這件決議草案並 

沒有說埃及在法律上能不能主張有權行使交戰 

國 權 利 。 " 

在 同 一 次 會 璣 上 7 他 又 說 [ 第 五 五 = 次 會 議 耜 

錄 , 第 五 段 ] : 

"我在八月一日已經說遇,這些法律問題 

當然是有爭論餘地的,但我仍不以爲安全理事 

會應當去研究這些問題O" 

- ̶ . 於 是 理 事 會 得 到 了 一 件 決 議 案 ， ̶ 據 說 

該案意在建立以色列和亞拉伯國家間的和平鬮屎 0 

若干代表圜相信逞樣一件決議案可能促進中束扣平 

趨勢的發展,認爲t們有義務對該案投贊成票9 

̶ = = • 理 事 會 ̶ A 五 ̶ 年 九 月 ̶ 日 決 議 案 當 

然有若干値得稱道的目的，伹^幸今日竟被£1色剁 

用作宣傅武器,藉以掩蔽其預謀的侵略行爲o 

—二四.理事會理事和世界輿論—定會谆及— 

九玉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所通過的決譏案；S事會 

在考盧了以色剁武装部隊在Qibya所犯的不人遒斤 

爲後,不得不在該決議案中表示*È認爲罈些行S違 

反了聯合國憲章的原則,後表示 

一二五.主席：此時我把耍打斷一下埃及代表 

的話。我已讀完了他發給理事會各理事的新簡稿第 

三頁。如我先前在此次辯論中所說,我當然不能假 

定他一定會把那件發言稿中所寫的都宣讀'出來，但 

Qibya —節實在和這種關於蘇彝士運河爭端的討諭 

絲毫無關。我&說過,他也許不會宣讀這一節,但在 

第三頁上直至第四頁第一段末,内中包括 "aujourd'-

hin"—字,他的確是在討論議程中（b)項。 

— r ^ C . M r . A B D E L R A Z E K (埃及）：今天我 

不想就埃及關於非武裝地帶有違反停戰協定情事的 

控訴，詳細發撣；但我認爲有權將構成埃及麵於濂 

ÎW:運河事件所持理由的若干事實,向理事會指Sîo 

我無意把兩個問題混起來,a在非武装地帶有一種 

威 脅 埃 及 安 全 的 危 險o爲 了 保 衞 其 頜 土 及 其 存 在 , 



埃及有 權而且也不得不在蘇#士運河採取若干種措 

施 。 在 我 發 言 終 了 時 , 我 將 把 鬮 於 第 = 種 控 訴 的 全 

部文件向理事食提出,藉以答覆昨天就此事件所作 

的陳述。 

—=七，據我的意見，如果我受到驵Jfc，以致 

不能舉出若干種事實來支持本代表圈的論點，那末 

我的签镩權實B受到限制0 

— L 主 席 ： 我 巳 將 新 簡 稿 的 第 = 頁 讀 完 , 

直讀革第四頁第一段末o據我對埃及代表的了解,他 

意 欲 加 & 宣 讚 。 

一 L M r A B D E L R A Z E K ( 埃 及 ） ： 我 ^ ： 

籩樣。 

—=0,主席：ftr果他要這樣做，我耍認爲他 

不合程序而禁止他發霄 0 

一三一.我請黎巴嫩代表就程序問題發言。 

—三二， M r R I Z K (黎巴嫩）：如果我正確地 

了解了埃及代表的意思，他的發首的新開稿第三頁 

所提及的Qibya — 節 . 絕 不 是 就 Q ^ b y a 事 件 重 開 長 

時間的討鼢,也不是》!開理事會當前的議題。以色 

剁代表曾以十分激烈的措詞攻搫埃及的自衞論旨。 

埃 及 爲 要 辩 謹 該 項 諭 旨 , 自 ^ 就 已 採 取 而 現 正 在 討 

諭的各項措施一一卽在蘇彝士運河及Aqaba海灣方 

面採 取 的 措 施一一加以解釋 0 這些措施可用Qibya 

事 件 及 我 們 將 有 機 會 在 本 理 事 會 提 及 的 許 多 其 他 

Q i b y a 事 件 求 解 释 o 在 埃 及 代 表 的 演 說 中 , 那 是 唯 

̶ 提 到 Q i b y a 的 地 方 , 我 認 « 這 是 一 棰 很 合 理 的 根 

據。 

- = = . 主 席 . Q i b y a 事 件 業 B 提 及 , 我 認 爲 

該事件早餒充分討諭o但據我的了解，該螢言稿第 

三 頁 的 言 詞 , 於 述 及 " Q i b y a J'aura 、 exposer"開 

飴,明明是在討諭我們議程中的（b)項。如果埃及 

代表決定績績說下去,我便耍裁決他不合程序而禁 

其發言,正如我裁決以色剁代表發言稿中他說無意 

加以宣讚的一節爲不合程序一樣。 

一 三 四 ‧ 我 ^ ! 聯 代 表 發 言 。 

一 三 S , M r V Y S H I N S K Y (藓維埃瓧會主義 

共和國聯盟）：我必須重新提起一點：昨天當會中耍 

求 主 席 提 供 保 證 作 爲 將 第 二à (b)—一埃及的控訴 

一一剁入安全理事會璣程的一種條件時,我曾指出, 

如果此兩問題一一以Ê厕衡埃及所提控訴及埃及對 

以色列所提控訴一一分開加£1考虜,刖很難就每一 

-伴控訴案討讒時可提及和小可提及的一切事件随時 

作遇於精細的、精確的區"!| 0 

一 三 六 ‧ 這 译 一 種 十 分 自 然 的 意 見 ， 特 因 

爲 根 據 安 全 理 事 會 昨 天 的 决 定 , 這 兩 件 锋 訴 ^ 同 列 

入璣程中"巴勒斯坦問題"這一個項目下。 

一三七.關於此事,赏然將有許多交X的諭钹o 

我非常了解：如果這兩個問題各以互不相關的意義 

列入議髩一一除所說過的一切外一一,那末,；8了 

有 闕 各 方 的 利 益 , 這 些 問 題 的 討 論 S 好 能 彼 此 不 相 

混淆。 

— 三 八 . 據 我 的 了 解 , 以 色 列 代 表 和 埃 及 代 表 

都同意這些問題不應浪合考盧。 

— 三 丸 . 但 這 是 不 是 說 , 卽 便 不 加 評 输 ， 或 把 

*È用作一種論據一一也許會遭遇反對，因而使安全 

理事會從事一镩完全不同的討論一一也不能提及— 

種 特 殊 事 赏 呢 ？ 據 我 看 來 ， 這 想 怕 是 一 榑 通 嚴 格 

的程序，是一種相形式槪念+相符合的形式主義o 

這是對我們的工作作一種極狭義的解釋,只食使事 

情反而璲得钹雜不堪。我們已經有了一個適當的例 

子。 

—四O,主席的意見一一他有權表示任何意見 

一一確有可反對之處。埃及代表已對這種限制提aj 

抗 璣 o 黎 巴 嫩 代 表 也 B 提 出 抗 議 。 

— 四 一 . 我 認 《 這 徒 然 躭 課 事 倩 。 如 果 g 的 在 

節省時間,該新閡稿的第三頁早就叆完了。任何人 

都 不 會 因 此 而 蒙 受 不 利 , 因 爲 如 果 宣 讀 了 , 我 們 便 

會發現第三頁只剁舉若干事實而B,甚至未加誶論， 

此外別無所有。邐暴我對於主席的簦吿冒昧地提a 

的第—點意見o 

— 四 = . 我 的 第 = 點 意 見 是 ： 我 們 甚 茧 不 知 遨 

埃及代表是否會宣敏這一頁。如果他已開雉逐句讀 

下 去 , 主 席 尙 有 相 當 埤 由 阻 止 他 。 但 主 席 à 據 他 會 

宣讃該項原文的假定，便耍JÏÏ止他。 

̶ 四 三 . 但 如 果 他 所 宣 讀 的 不 是 這 頁 的 原 文 ， 

而是̶種不同的話，或者用不同的方式表示原稿的 

意思，那又怎麼樣呢'我認爲我們決不 t|認爲我們 

能看得這樣遠，可以對就其也種種跡象看來都並無 

威脅情事的一方面可能發生的危險,提出警吿《» m 

此,就我而言，我要促講主席不要這樣毫不變通地 

強作裁定；據我的意見,這種裁定只會使這個重耍 

問題的討諭，更;S困雉O 

—四四，主席：在未婧埃及代表發雷前，我31 

表示一、兩點意見。 

二四五.事實上,我在這次討諭中某"HBI時侯 

曾 問 過 埃 及 代 表 是 否 耍 宣 他 原 文 的 第 三 頁 全 茛 ， 

他當能記得^說過他確想宣âèto我並不：£刹奪他的 

正當辩論權利一一 '决無此意o但我想埃及代表e»趣 



驄到安全理事會昨天的討論,我耍請他注意一件事 

實：我在答覆英聯王國代表的一個問題時說[第六 

五七次會議紀錄,第九十四段]: 

"倘在理事會討論項目二 （a)期問一理事 

着 手 討 論 項 目 = (b)，刖我要請他遵從规則o" 

—四六，我巳儘可能仔細地審讀過埃及代表的 

原文,我一現在的措施是假定埃及代表耍宣讃全文;事 

實上,他曾吿訴我這是他的意思。如果埃及代表只 

提 到 項 B = ( b ) , 這 還 可 容 許 了 雖 然 提 及 該 項 目 和 

討論該項目之間的區刿是很細微的。如果他宣讀第 

三頁茧 - "Zone démilitarisée d 'E l A u j a " 爲 止 , 那 末 , 

撺我看來，這不致超過昨天所同意的限度。但我的 

確截爲該頁其餘部伢一一至少自"d'après le généra' 

Bennike"等字至 "Moins grièvement blessés"等字 

載有具有討論性質的言論。 

—四七.我'請求摔及代表在這方面合作。有一 

點業餒银淸楚地表示過一—無論如何本理'事會^多 

數理事巳經表示過：項目二 （b)將單獨加以討論。 

我相信埃及代>表一定知道,那時他有充分機會申說 

他的立場。但據我看來,把關於項g二（1」）的辯論混 

入翮於項目二 （a)的辯Ir ,實違反了昨天所達成的 

諒解。 

— 四 八 . 我 請 求 埃 及 ^ : 表 對 於 討 論 此 一 事 件 

時,^照昨天至少由安全HÎ事會大多數理事所達成 

的 纏 。 ， 

̶四九,Mr A B D E L R A Z E K (埃及）：如果主 

席 巳 讚 遇 我 ^ 聲 明 的 第 三 頁 , 我 便 很 満 意 了 ； 我 願 

意满足他的願望並和理事會合作。我可否開始論述 

今日理事會上的控訴案,抑或耱績我的聲明的第四 

茛？ 

- 3 E O . 主 席 ： 我 覺 得 埃 及 代 表 宜 自 其 原 文 的 

第四頁第二段開始往下宣讀。' 

—五一，Mr A B D E L R A Z E K (埃及）：不過我 

耍向理事會提出若干種具有無可fi疑的重要性的事 

實，藉JBI顳示以色列控訴案中所稱各節的價値。 

— 五 二 . 第 一 , 以 色 剁 控 訴 埃 及 非 法 干 涉 镞 ^ 

士運河上的航運,在其致ff l事會的備忘錄[S/3161/ 

Add.l ]中稱,"通遒該運河的所有船舶均遭任意逮捕 

與 搜 索 。 " 

—玉三，關於這一點,可否准許我代表埃及政 

庥聲明如下:自安全M事會通過了一九五一年九月 

—日的決議案後,從來沒有船舶或船貨被埃及充公 

遇？ 

— 五 四 . 我 還 要 聲 明 一 點 ： 自 一 九 五 一 年 九 月 

— 日 以 來 , 在 通 過 蘇 ^ 士運河的三二 ,o四七艘船舶 

中,只有五十?5艘可疑的船舶受通撿査,亦卽總數 

的百分之零點十七o 

一 五 5 , 再 者 , 蘇 彝 士 運 河 公 司 （Compagnie 

umvsselle du canal maritime de S u e z ) 關 舶 數 目 

及公司收益的每月銃訐可用以確切駁斥以色列所提 

鬮於該運河的自由使用受有阻礙的任何控訴，因爲 

這 些 統 訐 顯 示 通 過 該 運 河 的 船 舶 數 g 不 斷 墦 加 , 該 

公司的收益也見增多o 

—五六.如果說像埃及這榑全國所得仰賴貿易 

的國家會採取妨礙世界自由通商的措施，是不合理 

的o 

一五七，其次,以色列竟牧憑糧食的墦列爲戦 

時違禁品而控訴我們有非法行爲並便以色列蒙受極 

大損害。但下述數點應加注意： 

(a) 根據我們這時代的國際法，無疑地糧食應 

視爲戰時違禁品。我可以向理事會舉出五偭、十個 

或 二 十 個 國 際 權 威 的 話 , 來 誇 明 這 一 點 。 

(b) 埃 及 政 府 在 製 訂 視 ^ 達 禁 品 的 貨 品 單 時 , 

規定截留與充公 辦法限適用於那些意在供以色列武 

装部隊用的糧食,意在供民用的划不在其内； 

(c) 此種措施的目的在確保將能加強以色列作 

戰力量的糧*和其他物資列入單內；自去年夏季開 

始以來以色列所作的侵赂行爲逼得我們非採取這種 

措施不可;在我的聲明中巳提到那些行爲的一部»o 

(d) 鑒於我國政府始終如一的温和態度，我相 

信 理 事 會 知 道 了 下 述 節 後 , 是 不 會 驚 奇 的 ： 我 國 

政府堅持其認眞的温和態度,從未對任何船隻所載 

糧食實行充公辦法o 

一 五 八 • 第 三 , 以 色 列 代 表 f f l 以 其 一 大 部 价 的 

備 忘 錄 篇 幅 控 訴 埃 及 頒 行 新 條 例 , 適 用 於 A q a b a 海 

灣 的 船 舶 。 * È 在 其 控 訴 中 甚 至 指 出 一 九 S © 年 ― 月 

二十五日爲這些所謂新條例的公布日期。 

一五九,我可以說,這些控訴是綞對無根據的o 

一六。‧我殊不願於現在着手詳論以色列控訴 

中所提出基本法律周題。不過,請准許說這樣幾句 

話：埃及的態度不能說是蔑視安全理事會的櫂威,或 

是違反了聯合國憲聿的原划及埃及與以色剁在―九 

四九年所簽的停戰協定。 

—六一 .爲了答覆這些控訴，我只須提出如下 

幾點意見： 

— 六 二 ， 雖 然 據 我 們 看 來 , 安 全 理 事 會 一 九 玉 

—年九月一日決議案所涉事項實不在理事會職權範 

圍之内；雖然理事會未認識此問題法律方面的特殊 

重耍性；雖然理事會所選擇的政治解'决辦法,據我 

們看來是不合近束政治情勢的需耍的；雖然以色剁 



拒綞依從聯合闥各機構包括安全理事會本身在内的 

決讒案一不管繮一切,埃及政府不諭何時總顯示 

其 誠 信 , 避 不 行 使 其 最 合 法 的 權 利 , 並 將 其 行 働 限 

於十分必需的自衞與自保措施。 

— 六 三 . 埃 及 從 未 對 蘇 f t 士 運 河 下 封 & 令 或 適 

用封龥'辦法。埃及的行動限於由海關職員嗨檢極少 

數可疑的商船。難道這種態度可視爲藐視安全拜.事 

會或濫用某些權利嗎？ 

— 六 四 . 至 於 說 到 全 面 停 戰 協 定 , 我 耍 請 理 事 

會注意停戰事宜混合委夤會一九五一年六月十=日 

最 後 決 定 [ S / 2 1 9 4 ] , 內 稱 委 員 會 無 權 耍 求 埃 及 政 

府避免妨礙餒由蘇彝士運河運往以色列之物資的運 

输。 

—六五.我還要請理事會注意一九四九年二月 

=十四日埃及和以色列在羅茲島所簽全面停戰協定 

第 一 條 第 三 項 的 規 定 , 內 中 承 餽 " 每 一 稀 約 國 有 保 

障其安全、免權遭受另一歸約國武装部隊襲擊之櫂 

利 。 " 

—六六.關於以色列控訴埃及違反憲章規定一 

節,我耍明白知道埃及政府的行使其無疑爲國家主 

權中所固有的權力,究竟是違反了憲章中那幾條的 

規定。 

—六七.除了提出這個問題，我現在不想作更 

多的表示,因爲我相信大量的侮辱並不能摧毁憲章 

的崇高原刖,也決不能打擊埃及的信春。 

—六八.根據前述各節，鑒於以色列控訴的性 

質和目的,及埃及依照一九四九年二月二十四日在 

羅 茲 島 所 簽 的 全 面 停 戰 協 定 , 一 八 八 八 年 十 月 二 t 

A日所簽君士但T堡條約——我諝理事會注蕙該條 

約第十條一一憲章的規定及圃際法的各項原則所行 

使 的 合 法 權 利 , 安 全 a * 會 是 不 能 接 受 以 色 剁 的 控 

訴的。 

—六九‧因此埃及政府訓令我保留立場，特剁 

是關於下列各事項： 

第一：可能限制或威脅埃及主權的任何行《o 

第二：旨在剝奪我們依據正義公平底助及聯合 

國憲章規定一一包括第=十七條在內一一所應享權 

利的任何行爲o 

— 七 o . 我 請 主 席 耠 我 機 會 , 以 便 在 « 後 舉 行 

的會譏中詳細申述埃及政府的觀點,並铪我相當時 

間，以便澈底研究以色列代表今日所提出的各項ifr 

钹。 

̶七一•安全理事會主席和各位理事允許我今 

日發言,我要再度表示衷心的成謝；理事會同意將 

埃及對以色列所提鬮於以色列在EI A u j a 非 武 裝 地 

帶違反以色列與埃及全面停戰協定的控訴(S/3172) 

列入:®事會議程中，足見理事會的態度現實而合乎 

時 代 , 茲 特 表 示 謝 意 o 

"^fc二.今天我不，想諭述此事,但在適當峙機, 

如理事會餽爲必要，我將提供可能協助理事會镀致 

公平^?決辦法的任何情報。我敬請各理事閱讚我的 

聲明的第三頁o 

—七三.主席：安全理事會現已聽通£1色剁代 

表的長篇聲明，也巳聽過埃及代表的相當長的聲明o 

這是一個重要問題；當然理事會許多理事業B明白 

此問題的大部0"細節。 

— 七 四 . 據 我 對 埃 及 代 表 的 了 解 ， 他 希 望 有 — 

個 機 會 ， 以 便 進 一 步 發 撣 他 現 在 對 於 項 目 = ( a ) 的 

答覆。 

—七五.我知道二月十五日堇期一繮—天是我 

們恢復討論的最適當日子。我確信理事會各理事都 

準 備 在 該 日 進 行 討 論 , 我 們 得 在 相 當 短 的 時 間 内 

结束關於這個問題的辯諭。 

— 七 六 ， 旣 然 無 反 對 意 見 , 理 事 會 便 定 在 = 月 

十五日屋期一下午三時開會 0 

午後五時Â寸 i分钛會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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