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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全 種 事 會 

正 式 紀 錄 

第三年 第一一七號 

第三百六十六次會議 

一九四八年十月十五a星期五午後三時在巴^夏幽宮舉行 

席 Mr Juan Atilio BRAMGULIA (阿根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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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鳥克鼴蘇維埃fftf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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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臨時議事日程 
(S/Agenda 366) 

二 法 闞 西 共 和 國 、 美 利 堅 合 衆 國 及 英 聯 王 

國各政府—九四八年九月二十九曰致秘 

書長之同文眧會（S/1020及S/1020/ 

Add 1)0 

二 通過議事日程 

議事a<E通遏 

三 繼 績 討 論 法 蘭 西 共 和 國 、 美 利 堅 

合衆國及英聯王國各政府一九四 

八年九月二十九日致祕書長之同 

文照會(S/1020及S/1020 Add 1) 

主 席 茲 耱 耱 計 論 美 利 堅 合 衆 國 、 英 聯 

王國及法蘭西各政府所提出之問題 

余 於 請 諸 同 人 螢 s 之 前 願 就 本 問 題 略 

抒鄙見。 

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此次會議面嗨現代史 

上 最 重 要 事 件 之 一 余 宣 佈 開 會 之 際 理 合 

有簡箪之陳辭。因各代表對本問題尙須覓致 

補 充 情 報 故 本 B 會 議 將 甚 短 促 。 

全 世 界 人 民 淅 願 和 睦 相 處 共 享 昇 平 對 

本 理 事 會 之 ^ 諭 正 在 泫 切 注 親 中 。 

是 j y 本 理 事 會 之 會 議 有 重 大 之 政 治 , 

義 及 無 遠 弗 屆 之 影 簪 此 種 窜 要 性 在 吾 

人 所 計 論 之 問 題 中 卽 可 見 之 今 日 世 局 維 

艱 全 人 類 均 渴 望 和 平 願 爲 水 久 《 1 平 之 新 

m念而努力此卽本問題之所重耍也 

諸理事皆知本^題之性質。此實一根深 

蒂固之問題。其内外各方面皆甚厳重而艱巨。 

本 問 題 係 一 國 際 問 題 雖 非 初 次 發 生 但 方 

非 經 見 4 鮮 者 其 產 生 也 ， 自 有 許 多 事 件 爲 

其 因 而 所 謂 " 柏 林 問 題 " 者 蓋 方 由 無 數 之 

重大事件積翠而成。 

此等事件性質各異。有因人之不智而產 

生 者 J W 人 各 堅 持 其 哲 學 信 仰 類 多 矯 揉 造 

作 全 然 失 異 遂 不 免 斤 斤 於 形 式 f f i i 忽 略 内 

容 ： ] r 有 因 眞 正 之 銜 突 因 素 而 產 生 者 然 此 

種 衝 突 因 , 若 依 確 切 之 法 律 標 準 不 論 個 

人生活方式爲何槪JW人類共同生存爲切要 

：r非不可調墼者 

由 是 此 所 卩 § 柏 林 間 題 者 乃 提 出 於 聯 

合國安全理事會（其設置也爲輦固和~p及避 

免戰爭）。提出者爲本龃織向受尊雷之四會員 

國 彼 等 尊 重 憲 章 且 同 爲 理 事 會 之 常 任 

理 事 國 因 利 害 上 有 所 銜 突 遂 控 ; Ç 於 本 

自此問題Asl完全符合國際間友好關係之 

方 式 提 出 後 磋 商 之 事 已 數 度 進 行 歷 經 艱 

辛 期 镀 致 完 全 解 决 辦 法 而 锥 抒 和 * 之 

主 耍 因 ; ^ 無 稍 造 漏 

公道與正義爲理事會巳往及今後工作之 

墓 礎 蓋 苟 獰 此 二 者 則 相 平 云 云 僅 是 备 談 。 

吾人深信能在關於和平之純理論之界說外 



锼得異實 f lF有效之方法《實現全世界渴望 

巳久之*1平。 

是吾颦人人可JW發抒其和平思想。吾 

人中有不願和平者乎？吾人中有未爲和平致 

力 或 4 願 爲 世 界 和 平 致 力 者 乎 ' 吾 人 屮 有 能 

不發抒其愛好和平之情緒者乎？ 

吾 人 之 含 念 吾 人 之 一 舉 一 動 殆 

4 8 不 表 現 求 解 求 協 調 求 和 平 之 熱 切 。 

此 非 吾 等 個 人 之 情 緒 面 實 爲 普 逼 大 衆 

x l L 願 吾 等 之 有 此 厝 緒 蓋 受 人 民 之 啓 發 

與 要 ; i < 彼 等 已 非 ! ^ 徵 Z 和 + 所 能 満 足 其 所 

欲者彼等所望者乃切實有效之和平 

吾入已準偷爲柏林問題党致協議。吾人 

有 充 分 2 1 8 ^ 間 有 誠 懇 之 t : 願 時 間 充 分 則 

可 8 ^ 験 各 種 有 惯 値 之 方 法 而 吾 人 之 Î 願 則 

"相機適應（此爲政冶上成熟Z現象）爲 

且 事 事 W 容 及 解 爲 依 歸 蓋 此 二 者 爲 

小容混淆曲解之_^德也。 

吾人皆知吾等可; m 平相處吾人尤知吾 

等願和平相處 

舉 凡 招 致 和 牛 者 吾 人 當 無 條 件 予 " 維 

m但吾人所求者爲稹極之和平而非涫極 

Z和平。吾人小信輕忽散漫可W招致和平旣 

事 事 皆 須 愼 維 護 則 和 平 何 莫 不 然 。 j y — 

國情形s卽悝須戰J iP旣發《後 i i :可見其曾 

否深!&遠盧也。 

本世紀乃一痛苦之世紀。其特徵似爲車 

命、戰爭與歿2 現 距 世 紀 之 終 尙 有 五 十 

年 Z 久 本 世 紀 之 正 値 極 端 個 入 王 義 步 

入 困 難 之 然 則 何 " 不 於 未 來 五 十 年 中 盡 

最大之努力乎？吾人何3W各國旗幟爲號召 

圑 結 笈 好 和 平 之 人 民 共 同 奮 鬭 j y 祛 除 眛 、 

分 裂 、 • ̂ 和 之 惡 果 乎 ？ 吾 人 須 努 力 J W * 全 

人 類 之 和 平 相 處 蓋 此 爲 全 人 類 之 t 顔 也 

是 " 安 全 理 事 會 s " 理 事 全 世 界 萬 目 睽 

睽 下 將 從 事 : ! Î 和 平 之 使 命 計 論 柏 林 問 題 之 

根 源 與 枝 節 求 解 决 。 

上所:云爲本問題重付計論前之引言。 

余向諸理事者所陳述者自信所關甚雷。 

令 自 非 欲 " 吾 人 職 責 之 所 在 向 諸 君 表 示 提 

撕 替 惕 之 盲 因 吾 人 街 此 點 知 之 已 余 之 所 

" 不 能 已 於 ： 者 蓋 y 此 種 職 責 理 事 會 亟 

宜親切體會予W履行也 

全世界A民所屬壤者卽安全理事會諸理 

事之公正誶判也 

i玄婧加拿人代表發言。 

Mr JESSUP ( 美 利 堅 合 衆 國 ） 主 席 茲 有 

— 程 序 問 題 讅 問 可 否 採 用 連 模 傳 譯 制 ' 

主 席 可 。 

General MclSUuGHTON (力U拿大）余願乘 

此 機 會 向 安 全 理 事 會 主 席 表 懇 切 之 謝 實 。 

貴 主 席 接 理 事 會 主 席 之 職 W 計 論 今 日 之 厳 

重問題，其克盡厥職之處實令吾人感3»不 

止。 

余 知 余 作 此 言 不 僅 爲 余 個 人 且 亦 可 

代 表 曾 陪 同 主 席 參 加 商 談 之 其 他 理 事 蓋 吾 

人J i fSt席之才智及發起商談之舉均具有信 

ÙO余相信吾人舉行計論畤主席定能向理 

事會報吿商談之經過。 

自上次安全理事會St論柏林問題後[第 

三六四次會議]阿根廷、比利時、加拿大、中 

國、哥侖比亞及敍利亞各國代表卽曾舉行非 

正 式 之 會 談 蒐 集 各 方 對 ^ 問 題 之 觀 點 

並將各項有關間題條分縷析"明其端倪。 

由 於 此 等 間 題 之 重 耍 及 繁 雜 吾 人 認 爲 

吾等之職責;tr就種種方面加W硏計並蒐集一 

切可得之情報。 

吾 人 爲 聯 合 國 會 員 國 今 且 出 席 安 全 理 

事 會 爲 理 事 國 吾 等 每 人 之 責 任 爲 尋 求 最 適 

當之方法JW達成維持世界和平與安全之職 

爲 避 免 3 1 會 起 見 余 願 聲 明 吾 人 並 不 

擬提出調停亦小擬起草任何决議案 jy伊安全 

理事會之審議。吾人迄今之工作純限於本間 

題之;63步調査因菩等深知採取决議乃安全 

理事會之工作。 

余 願 再 度 聲 明 余 爲 理 事 會 之 責 任 ， 

在 迅 速 镀 致 結 論 ： m 採 取 適 當 之 决 議 蓋 暴 

力之暗影正籠罩吾人之rit論也。 

閡 主 席 商 談 後 向 法 蘭 西 、 蘇 維 埃 社 

會主義共和國聯邦、英聯王國及美利堅合衆 

國 各 代 表 所 提 出 之 確 切 問 題 均 與 吾 人 需 要 

補充倩報之各點有關本席希望各有閼圃家 

乘此機會JW此種 f t報伊給安全理事會俾吾 

人之工作得Aîl迅速進行。 

Mr URDANETA-ARBELXEZ (哥侖比亞）本 

席 代 表 哥 侖 比 亞 代 表 圑 完 全 同 盲 加 拿 大 代 

表之聲ai 。 

現 & 安 全 理 事 會 所 審 議 之 問 題 實 屢 嚴 

重 而 全 世 界 各 國 人 民 對 此 方 厨 隹 廬 理 事 

會屮與^問題無直接繭係之六理事國，爲履 

行其職賫曾竭力JW毪種方法、合作W求各 

大 強 國 間 糾 紛 之 和 平 解 决 藉 副 全 世 界 人 民 

之厚望。 

爲 此 吾 人 i ^ f e 關 切 者 爲 獲 得 ^ 問 題 

各 方 面 之 詳 細 情 報 j y 明 悉 雙 方 之 立 場 並 分 

析 所 j y 醸 成 此 ; ^ 安 局 面 之 各 種 因 素 俾 菩 人 

得 " 考 廬 可 能 之 解 决 辦 法 使 安 全 理 事 會 有 

W 仰 副 世 人 之 倚 ^ , 1同時克盡竈章所規定 



維護國際*1平與安全之基本職狢。 

阿 根 廷 外 交 部 長 出 任 本 理 事 會 主 席 吾 

人實深慶幸 席 大 才 â l 槃 誠 摯 懇 切 尸 3 

任 艱 E 4遺餘力此間各理事 ;1力合作JW 

求解决此問題之m C l 已 由 渠 忠 實 表 達 余 

僅 " 個 人 及 敝 代 衷 圑 之 名 è 向 M r Bramugha 

表示a謝及信任之笞 

余願f%=便一述者卽負責管理柏林之四 

強 同 時 : r 肩 ？ Ï 維 拧 和 平 之 g 任 余 深 信 彼 

等 定 能 開 减 合 作 W 求 安 全 理 事 會 其 他 六 理 

事圃苦 i l斡旋之成功。 

我 六 理 事 , 之 f 願 無 他 l i & W 最 大 之 

公 允 絕 對 之 獨 立 澈 底 之 正 義 求 各 項 問 題 

之解决使全世界愛好相+之人民扱 f f导安居 

樂業耳。 

Mr EL-KHOURI(^利亞）八日來余曾參 

與 安 全 理 事 會 五 非 " ^ 任 埋 事 國 及 屮 國 關 理 

事 會 刻 正 t t ^ 之 問 題 （ 柏 林 糾 紛 ) 之 商 談 適 
開 加 拿 大 代 表 i i ^ A 之 名 義 竭 誠 致 謝 主 席 

Mr Bramugha余深具同感。主席主拧此類商 

談 時 力 求 各 方 4 同 之 見 解 及 立 場 中 镀 

得 妥 協 俾 《 a c 折 衷 解 决 Z 羞 ， 深 見 卓 ， g 

彌足欽佩也。 

— 如 主 席 本 會 , 開 始 時 所 云 ， 全 世 界 

期 待 安 全 理 事 會 及 聯 合 國 者 爲 確 保 和 < ^ 

不 受 威 脅 世 界 大 戰 4 再 螢 生 。 蓋 過 去 二 十 

五 年 之 中 人 類 已 歷 經 兩 次 戰 禍 ， 自 3 免 閎 

戰 © 權 也 。 則 菩 人 將 何 J W 安 天 下 人 之 謂 

和 孕 可 W 維 拧 戰 爭 危 機 並 3 存 在 乎 ？ 慷 慨 

陳 辭 也 條 陳 瞀 見 也 ； 3 1 斥 戰 爭 也 皆 不 足 

j y 致 此 。 今 者 安 全 理 事 會 任 理 事 之 三 大 強 

國 控 9 f 於 安 全 理 事 會 謂 世 界 和 平 " I 安 全 確 

已 遭 受 威 脅 ^ 言 保 證 誰 則 信 之 ？ 三 大 強 圃 

所 宣 稱 者 如 此 而 猶 謂 國 際 和 平 安 全 未 受 威 

脅 將 何 J W 取 信 世 人 乎 ？ 此 點 甚 關 重 耍 今 

有 數 強 國 昭 吿 全 世 界 曰 柏 袜 愔 勢 爲 對 和 

平之威脅。所53對和平之威番者其意義爲 

何 ？ 艾 , 義 爲 如 7 能 迅 速 锼 致 妥 協 則 戰 

爭 ^ 早 將 發 生 然 刖 & 妥 協 途 徑 又 將 若 

何JW獲致之？ 

於 八 日 來 之 非 正 式 會 談 屮 我 理 事 會 之 

六理事國曾力《au^兩個》喩點中獲得可 

接近妥協之,盧。然迄今尙未達到目的，但吾 

人並不因此而失望，余信主持會談之安全理 

事會主席，方仍望其任務之終能成功。 

幹 練 如 主 席 Z 政 冶 家 從 不 失 望 î T 絕 + 

悲 觀 而 常 存 成 功 之 信 < ^ 。 吾 人 深 望 並 深 信 

各 強 國 終 能 理 智 爲 依 歸 小 日 卽 向 安 全 理 

事 會 報 稱 吾 等 已 自 行 解 决 此 ‧ 。 吾 等 曾 並 

肩作戰。镀取勝利吾等自亦鹰獲取和平。各 

強 國 似 不 難 互 相 ^ 步 達 到 妥 協 使 今 日 世 

界 各 處 Z g i ' 愁 霧 一 掃 A i ' A 因 此 愁 霧 

節 罩 空 際 其 結 果 將 使 工 商 業 及 其 池 政 治 i t 

會各方面之活動竭镢4振也 

余 3 信 世 界 上 有 若 是 堅 強 足 j y 

攒 簋 此 重 大 之 貴 任 者 ^ 人 希 望 § ^ 強 國 終 能 

J W 理 智 爲 依 歸 A 現 實 願 互 相 讓 步 直 接 

交 涉 之 糨 神 人 及 全 世 界 之 人 民 

如 此 則 全 世 界 自 當 銘 無 巳 因 彼 等 不 持 

便世界脫離法西斯之桎梏且： r 消W現 f r z 

骚權狀態也。 

王 席 加 ^ 大 侖 比 亞 、 敍 利 亞 § « 國 & 

表 之 聲 : â 余 深 爲 a 謝 。 然 有 一 點 余 須 % 

s 蘀 明 卽 審 議 此 問 題 所 需 之 公 論 I t 及 互 

諒 榜 神 與 夫 5 t 論 之 , 彼 此 間 互 相 尊 堇 之 重 

耍，均It各理事之JÉ度是賴。 

余 之 能 " 安 全 理 事 會 王 《 資 格 * ^ 此 事 

件 中 y 公 正 z i i f e 度 ， 作 積 極 之 努 力 者 ^ 

有賴於助我研?:r調齊之理事會各{V表 

余 W 爲 如 欲 公 平 檢 t j 此 題 ， 則 上 種 

種 實 關 切 要 。 再 則 余 願 吿 知 理 争 會 者 有 

許多國代表希望對安全理条會現J^Tr研5t之 

問 題 ， 作 澈 底 之 了 解 。 是 j y , 余 ^ 知 理 事 & 

• W 理 事 會 主 席 夤 格 爲 ！ ; 翥 講 有 繭 國 家 代 

表 在 理 事 會 中 答 覆 下 列 二 問 題 。 

余 意 吾 人 如 欤 對 此 事 A 示 官 見 則 此 二 

問 題 實 耍 

第 一 吾 人 擬 請 ^ 利 堅 合 衆 國 英 聯 王 

國、法蘭西及^維埃社會王義乓和國聯邦各 

國 代 表 詳 吿 吾 人 柏 林 萆 德 西 區 及 德 西 ] ^ 與 

磾佔領區間交通、運楡、及易Z各種限制係 

在 何 種 储 形 開 始 實 行 ？ 此 種 限 制 之 執 行 情 

形如何？現狀又若何9 

是JW本間題包括三方面（一）開nèÊ行 

限制時之情形（二）詳钿執行么情形（三） 
現肽 

k二問題爲stJfe利堅合衆 i l、英聯王 

國 、 法 蘭 西 及 i 維 埃 社 會 i 義 和 國 聯 邦 各 

國代表將四強駐柏林軍事長官所^ illi令中之 

協定内容，w及此協定何jyt未能執行之原因 

詳吿吾人。 

四 強 代 表 容 有 不 能 立 & 提 供 此 種 # 钿 情 

報之困難。如然則吾人可俟下次會議再>i取 

^項情報理事會同仁想無異議。但如四強代 

表 認 爲 可 立 卽 答 覆 則 請 吿 知 " 便 薪 其 發 言 。 

請有關國家代表發言 

Mr JESSUP ( 美 利 堅 合 衆 國 ） 本 席 願 卽 

時 聲 明 ， 美 國 政 府 亟 願 應 主 席 Z 請 答 稷 其 

適 所 提 出 之 問 題 蓋 如 是 則 可 如 哥 侖 比 亞 代 

表 所 云 ^ 安 全 理 + 會 六 理 事 國 合 作 俾 使 等 



在主席颌 î r r ï5 i锐從事Z蕙集詳細倩報及明 

瞭 現 局 之 工 作 得 W 順 便 進 行 。 

十月六日[第三六三次會議]余會向安全 

理事會聲明P胃理事會如任何補充撩報，吾 

人 當 隨 時 伊 拾 。 主 席 曾 云 向 吾 等 提 出 問 題 

之 目 的 a " 锼 I f 完 備 之 情 報 。 按 I I 向 安 全 理 

桌會提出Zpt求*附件中JW及法蘭西、英聯 

王國、角利堅合衆國各政府(代表在理事會之 

口頭聲明中皆有此類愔報資料本人 W 爲欲 

立 時 作 詳 盡 之 補 充 實 非 易 易 。 

是 j y目au本人祇能就此等問題略作答 

覆。第一問題似係要未將蘇聯下令Z封銪措 

施 作 更 詳 盡 之 敍 述 此 種 指 施 實 構 成 和 平 

之威#，已於九月二十九日致安全理事會之 

。嗬求書中3及。第二問,與余十月四B [第 

三六一次會議]聲明屮之一點有閼。當時余 

曾羞及三 ib府依憲章,三十三條規定之義務 

所 採 之 ' 步 驟 。 義 務 Z 最 « 耍 者 ： 5 " 直 接 

交 涉 解 决 困 難 。 和 P 之 威 脅 自 非 因 交 涉 失 

敗 而 產 生 ， s 先 有 和 之 威 ^ , 然 後 飴 引 起 

交涉，始螢生向安全理事會提出控訴之事也。 

然主席適已表5願就有鬮各問題镀得完 

備 之 廣 報 敝 代 : 自 當 遵 命 於 理 事 會 下 次 

會îiÉ時提出。 
Sir Alexander CoDAGON ( 英 聯 王 國 ） 敝 

代 表 豳 自 喾 儘 量 一 切 f i f 報 " 答 覆 理 事 會 六 

理条國向吾入提出Z問題，俾其得W耱耱研 

Ht I g 識 ^ 問 題 Z 各 方 面 。 

余願乘便致at六位理条處理此事Z诚懇 

! 1 度 ， 尤 願 對 主 席 之 ^ 黻 深 致 成 謝 。 

王 席 適 已 褒 示 ^ 人 似 不 急 於 在 本 會 議 

屮 求 得 上 述 問 題 之 答 覆 。 余 認 爲 已 向 理 事 

會 提 出 之 文 件 各 代 表 之 陳 述 屮 已 含 有 若 干 

與谷問題有翮么材»。理条會諸君自小願菩 

人將巳說明者再行後;â。是 jy答覆此項問題 

之 任 何 ^ 明 須 悉 c 準 備 。 

敝政府》4曾公佈白皮害一冊內容賴爲完 

備 余 已 索 得 若 干 冊 分 送 理 事 會 g " 理 事 。 

其屮情報《«多可爲上述各問題X：答案者。 

是W余今日不擬作答但當儘早^辦。故 

吾 人 無 須 懼 此 事 件 之 延 ï 。 敝 代 表 M 當 最 

短期間奉上理条會六理事所須之補充赌報。 

Mr PARODI ( 法 蘭 西 ） 當 敝 國 政 府 會 同 

美國及英聯王國政府决定 jy本案提出安全理 

事會0 1 =吾人已深知此舉之嚴S並深知吾 

人 所 提 出 之 案 件 其 難 棘 手 爲 聯 合 國 莂 此 

所未嘗經歷者。3人深知此舉將便與本問題 

舞 直 接 關 係 之 理 ; ^ 會 六 理 事 國 《 負 重 任 彼 

等 因 無 直 接 閼 係 自 小 能 在 本 案 提 出 Z 初 

卽 ^ 示 朋 確 立 場 。 

安 全 理 事 會 各 理 事 國 ; 3 負 重 任 認 舆 從 

事 之 粽 神 本 人 深 表 成 謝 。 

當余代表敝國政府向安全理事會爲柏林 

問 題 提 出 控 ; Ç 時 [ 芽 二 六 四 次 會 議 ] 余 曾 

明所JH出此之緣由。余曾as厝勢厳重巳構 

成 和 + 之 威 脅 故 願 先 請 安 全 理 事 會 注 盲 , 並 

加處理。 

今 安 全 理 事 會 旣 將 處 理 此 案 吾 人 自 小 

勝欣m蓋此爲情勢有改善，和保障:2： 

徵象也。 

余 又 曾 A 吾 人 堅 信 直 接 談 判 雖 見 失 敗 

安全理事會之威信可JW使之成功。 

余 作 此 ： 曹 卽 吾 人 對 一 切 要 供 給 補 

充情報之》*求均願^辦。今主席旣JW二點 

^ 吾 人 詳 細 答 覆 敝 代 表 圑 自 當 j y 極 淸 晰 詳 

盡Z倩報奉吿。 

然 余 3 ^ 1 英 代 表 情 形 相 同 方 爲 此 種 

技 術 問 題 之 解 答 須 詳 盡 準 確 非 可 立 卽 提 

出 者 。 i 席 適 已 指 出 因 各 問 題 之 性 質 闢 係 

吾人顯小能立時作答。故余IT擬採収美英代 

表 Z 態 度 婧 ; ^ 下 次 會 議 中 提 出 答 « 。 

Mr VYSHINSKY (薄維埃社會主義 j t和國 

聯邦）王席提出二間題靖美、英、法、€四國 

代A答覆。據云發問之動機係欲镀取補充槠 

報 jy澈底明瞭理事會現所處理問題之性質。 

爲 答 覆 主 席 之 請 求 起 見 蘇 聯 代 表 團 必 

須钹述莓聯代表最近Ô_安全理事會所作之聲 

明1^聯代表圑認爲不能參sa理事會衡於柏 

林問題之！^寸論[笫三六一次會議]蘇聯代表 

團於三次發—5中曾詳細5ê明所採取此種决 

定 之 動 機 及 理 由 將 來 决 仍 本 此 决 定 行 動 。 

關 * ^ 安 全 理 事 會 之 封 論 柏 林 問 題 敝 代 表 所 

W探取此項决定之詳钿情形及琿由 a 曾述 

及。 

吾 等 曾 稱 所 謂 威 # 和 + " 之 全 部 問 題 ， 

純 係 泰 強 揑 造 如 英 、 、 法 三 國 政 府 未 會 背 

約 如 其 未 贫 故 首 ; ^ 反 並 破 壤 四 強 關 於 德 國 

問 題 之 協 定 則 柏 林 問 題 自 無 從 發 生 。 但 ^ 

三國政府並未邁守四強 ï f莫斯科一致通過之 

决 議 W 蘇 區 之 國 馬 克 滋 行 柏 林 : ? ？ 唯 一 

貨 幣 方 未 根 據 八 月 三 十 日 之 指 示 廢 止 各 

種限制性之措施。祇因三國政府違反頒拾柏 

林四軍事長官之指令，閼於柏林問題之目B^j 

糾紛，逐致發生。 

吾人曾^明柏林問題非安全理事會所應 

過問之事。此問題應由其他合法方法解决， 

卽利用四強特別協定所規定之機構及方法JW 

計論解决一切總稱爲"德國問題"之事項。 

在 此 倩 形 下 （ 吾 人 莂 巳 言 之 今 特 再 複 

述)吾人若果郯重考廬此案件,果有al意解决 



柏 林 問 題 I f f 無 其 他 用 奮 則 此 事 與 安 全 琿 

事會實奄無閼係 

簋 初 藓 聯 表 圑 提 遘 勿 將 柏 林 問 題 列 入 

議 事 日 程 ， 勿 將 此 案 提 出 安 全 理 事 會 者 , ^ 

卽 此 。 藓 聯 政 府 自 始 卽 曾 建 議 其 他 解 决 辦 

法 （ 此 方 余 須 s 提 之 一 點 ） 然 理 事 會 多 數 

理事4願接受。铄聯代表閽對此問襌仍堅持 

其原來之立場實7解安全理事會 i ^ j w仍竭 

力 蒐 集 铈 充 情 報 i f 研 究 Z 因 此 絕 非 理 事 會 

2：職責也 

柏林問題之提出;!？；^安全珲桌&乃由三 

國政府發動。彼等堅卩^理事會，i"論此問題。 

彼 等 旣 堅 欲 安 全 理 事 會 : t 省 ^ 事 項 自 ^ 願 

伊給補充情報W答覆理事會主席今日提出之 

二項問題。 

王席此二間題丄提出豈非欲誘使《 

聯 代 # 幽 參 巧 柏 林 問 題 ; 2 ： 訂 論 顧 敝 代 表 

圑&安全理事會所稱决小參加之聲明乎？ 

然巳公佈於全世界之文件，爲量甚夥m 

此問題巳有充分淸晰準確之答覆。君鹰研究 

此 類 文 件 " 狻 # 結 論 如 盼 聯 代 表 圑 向 安 

全理事會致送文件或情報，則非愚卽妄，因 

‧聯代表團不能方絕3願 a " 安全理‧會參加 

柏林問題之計論也。此問題：^提出理事會 

乃蔑視現行镳定及聯合國憲章第一C t:條之 

武斷行動，决無使吾人變更立場之理由。 

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圑 

爲 並 無 向 安 全 理 事 會 提 出 任 何 文 件 之 可 

能，自亦4能致送任何補充谤報 jy答覆主席 

之問題 

Mr EL-KHOURI (钱利亞）本席細齄*^| 

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今日所作Z聲 

明，覺其與上次會議中^代表所作之聲明並 

無 若 何 不 同 之 處 。 上 次 會 礒 中 ^ 代 ^ 忍 爲 

余未^傾聽，今可證其小確矣。 

余願自法律觀點上向蘇聯代表提出一有 

關程序Z問題。本案件已列入安全理事會之 

議 事 日 程 屮 當 三 大 強 國 向 安 全 理 事 會 提 出 

有黼和安全;Z事件 f f，（头全理事會之主要 

任 務 卽 爲 ^ 論 此 類 事 件 ） ^ 事 件 如 未 經 理 事 

會 3 論 爲 無 權 過 問 時 卽 不 能 # ! 之 ; T 理 。 

Mr Vyshinsky p " i 安 全 理 拳 會 無 權 此 事 。 

然 則 依 M r Vyshinsky之高見理事會究鹰 

如何處理此事乎？ 

主席所提出之，二問題有關關係各方正 

式締結之協定。現在雁加究問者卽此項協定 

是 否 確 曾 歸 結 如 曾 豨 結 則 何 j y 未 經 屐 行 

此問題sa Mr Vyshmskv在上次及此次會^ 

中所聲述者有關。彼曾^及若干協定，依彼 

之 盲 此 等 協 定 卽 係 安 全 理 条 會 權 過 問 此 

桌之根據 

此點雁卽由理事會各理事; 1"„喩俾决定 

理 睾 會 是 否 有 權 過 問 此 桌 一 俟 此 項 定 送 

^ 理 * 會 ， 經 其 ^ 論 後 ， 人 卽 可 决 定 何 種 

糾紛可據>^項協定Z規定解决。吾人方可發 

見協定之不能屐行究鹰由何方負责。吾人 

方可根摅憲章某某條 jy*解决 

但目Bif關於理事會之是否有權過問，菩 

人 尙 未 探 取 任 何 决 ^ 此 間 並 舞 人 佈 置 陷 穽 

誘致蓐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參加寸 

flâ。余敢信安全理条會六理事之會商鈍係出 

乎眞 B 6 K 之善,。吾人之 Ï 願蓋&尋求和平解 

决 Z 方 法 俾 得 造 輻 人 羣 並 遵 循 憲 章 實 現 聯 

合 宇 旨 

瞀 章 三 十 六 條 第 二 項 云 安 全 理 * 會 

對 j ! ?^當事國爲解决^端業經探取之任何程 

序 珲 鹰 予 以 考 廬 " 

i 席 所 提 之 第 二 問 題 卽 指 此 而 i 開八 

月三十日簋事國曾達成協議 j y 解决爭端尤 

*重撒涫限制及貨幣p。q題。吾人所廨知悉 

者 卽 何 W 此 協 定 未 曾 履 行 安 全 理 桌 會 方 應 

明 瞭 各 國 方 面 曾 採 何 種 ^ 驟 。 芍 不 將 此 

各項加JWa「i，吾人對Mr Vyshinsky所提 

之理事會職權間題卽無從决定。 

主 席 適 閡 ‧ ̂ 維埃É:會王義共和國聯邦 

代表所用辭fej, W 爲 說 明 其 立 場 之 理 由 殊 

覺驚訪而惋惜。 

率實上六理事國願镀得有關提出J!P^理 

事會一案件之情報，綞無向任何人"佈置陷 

穽 之 盲 人 ! ： 中 絕 無 此 種 用 盲 此 種 論 

m實不應安全理*會或聯合國其他機構 

屮 提 出 因 此 種 動 機 絕 7 能 存 在 於 龃 成 聯 合 

國 Z 各 國 [ 目 中 & 

吾人提出p>3題之目的係欲jy全部情報 

供給與此凑,關、絕對屮立、而亳無利害關係 

之各國（卽有利害閼係亦純由建設世界和P 

之理想fliî發）fif維埃ftt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如 

小被口頭答覆大可JW書面答覆適所提出之問 

題。如JW此種方式作答自不能視爲參加計論。 

如 此 自 無 安 全 理 事 會 規 定 標 準 不 符 之 

處 且 决 3 致 被 視 爲 稹 極 參 加 也 。 

余之所JW作此言者，因余雅不欲理事會 

之 理 事 或 注 意 吾 等 言 論 之 各 國 人 民 爲 果 

有人能故設問題JW誘人入彀者。安全理事會 

爲 聯 合 國 機 構 之 一 有 其 具 體 、 淸 晰 而 切 實 

之 目 的 ， 此 目 的 若 能 K 現 則 人 類 將 得 j y 共 

居並存安全理事會面臨此嚴重爭端，其影饗 

之 廣 盡 人 [ f i 知 又 安 能 泰 然 作 ? ？ 上 觀 靳 斷 

於法律問題及職權問題乎？吾安全理事會各 



理事豈不, i l《含念，惟求萆策羣力《建立和 

平保持和平乎？ 

此問題小可<、提余深信蘇聯代表亦 

期粱水久和牛與吾人初無二致也 

€ 維 埃 社 會 主 義 共 和 國 聯 邦 代 表 Z 小 供 

給 情 報 余 可 容 允 彼 之 堅 抒 立 場 ， 理 論 及 

作 風 j y 遵 守 其 政 府 之 令 ， 余 : r 可 容 允 。 

余所萬難容允者,乃渠對吾人態度之曲解也 

我等之所JW探取此種態度，乃受良[：之 

驅 策 。 吾 等 向 踅 事 代 表 提 出 之 問 題 亦 係 变 

良[IIW策。是Adl余堅决否認吾等之意念中有 

任何墩騙之企圆。此間實無人欲佈置陷穽W 

誘 人 入 彀 。 余 之 提 出 問 題 用 盲 至 誠 。 每 一 

個國家應探何種態度自有其標準，但如此純 

憑主觀批誶吾等g想，實極不合理之行動也。 

余 作 此 言 深 感 遺 慽 因 菩 每 人 皆 應 有 

受 他 人 尊 敬 之 權 利 而 在 安 全 理 事 會 之 討 論 

中 ; t 應 顧 及 此 點 。 苟 能 循 此 《 行 朋 菩 等 之 

互 相 尊 重 將 示 世 人 模 範 ， 且 可 證 實 聯 â " 國 

之 成 立 確 爲 安 定 人 i l 俾 全 世 界 人 民 不 論 其 

生 活 方 式 若 何 差 異 ， 均 可 此 地 球 上 共 存 

共 榮 ， 因 無 人 可 股 雜 現 實 生 活 於 高 空 之 上 

也。 

余作此言意在說明阿根廷之立場。余敢 

信與吾人共同提出間題之其他國家亦同具此 

感。Mr Vyshinskv對吾人用意之解释菩人 

並小 j y爲仵。余信此不遏M r Vyshmsky 一 

時氣憧之辭。渠定能了解余適纔陳述之觀點 

也。 

Mr VYSHINSKY (蘇維埃ftt會主義共和國 

聯邦）余Jîf^Mr Bramugha之言，僅願作一 

簡 覃 之 答 覆 余 殊 無 意 爲 余 所 言 多 所 申 辯 。 

余曾明白宣稱，向小參加計論之蘇聯代表圑 

提出問題，似有誘使參加之嫌此與吾人之態 

度不合。 

余並未對某某代表或代表圑之動機提出 

笪 問 。 余 實 不 解 M r Bramuglia提出指責之 

奮。 

主 席 鄙 意 * 人 可 於 下 星 期 三 耱 耱 計 

論。三強代表或須此三B之時間jy便蒐集 

補充情報提变安全理事會。 

(午後五時W十分散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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