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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送報吿書之函件

絲約 

聯合國 

大會主廣

M rs . V i ja y a  L ak sh m i P a n d it  閣下二

敬啓者：在奉上聯合國南非聯邦種族情勢間題委員會依照大會爲設置該委 

員會而通過的決識案六一六 A ( 七 ) 之規定所擬具之報告書，敬肅靡察。

( 簽名〉I f .  S a n t a  C r u z  

Dantès B e l l e g a r d e  

Henri L a u g ie e

—九五三年十月三日於日內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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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經濟® 社會理事會生鹿 (一九五0 年及一九五一年）；

人權委賛會委員（自一•九四七年至一九五三年）；

現任防止歧視® 保護少« 民族分鼓委員會委算，

委 m

Mr. Dantès Bellegarde 
，任海地教育部長；

海地駐國際聯合會代表；

海地駐法公使；

海地,《養大使；

海地駐聯合國常任代表；

Mr. Henri Laugier
會任聯合國主管社會事務部助理雜書長（自一九四六年至一汽五一年）； 

現任巴黎大學文理學院教授；

圃際人權同盟(餅約〉名春生席；

聯合廣教育科舉文化輯織執行委員會委員，



本報告g 是本委員會遵照其所奉大會訓令 

擬撰，其目的是在研究南非聯邦的種族情勢。，本報 

告書所封論的是一個最重襄的政治和人頻的間題， 

因篇這個間題籠置着這個年青有爲，而又是聯合國 

網始會貴國之一的《家的全部政治、經濟和社會生 

活，並且也是該画衆多人民所厳重関切的間題。這 

個題的反黎已經遍及南弗聯邦疆界以外的遼遠地 

帯，甚至超越了盤個非洲大陸。因此之故，擁有人 

口數萬萬之衆，佔據着地面廣大鎭士的十三個會員 

画特促ü 大會誅法解決這個間題。

二，本委員會委員三人係由大會依據他們個人 

的資格指派。大會所以指派這些不受本國政府政治 

立場束縛的人士擔任委員，其目的無疑是要保龍委 

貝會能一本客觀公正的精神進行工作，並保證类員 

會各委員不致遭受他們本國政府政治利盛或各該國 

政府以前對於這個問題所採取的立場的影響。

本委員會各委員從未忘卻大會這些考慮:他們 

也從未忘卻這個世界最高政治權力機關濃選他們去 

m 明履行其主要任務之一 , 這是賜予他們以無J 的 

光榮，同、時也使他們擔負了一種重大的責任

三 . 他們裏聲明，在他們完成任務時所憑藉的 

精神方面的啓示，不外乎他們的任務規定，聯合國 

憲章的文字與精神，以及他們衷心擁譲的憲章的宗 

旨與原則。他們認爲惟有尊重這些原則，幾是各國 

和平灰好關係、人類ffdr會的觸》與進步以及人類人 

格和諧發腰的最堅描的保證。

四，但是本委員會各委員認爲這本報吿書的內 

容並未能如各委員先前所希冀以及大會應當可以期 

望的那摩詳，完美。他們紙有五個月的時間去完成 

他們的工作；事實上裏徹底研究這棟複雜間題的各 

方面，五個月的時間確是大短了。但本姜員會認爲 

依照大會的請求將報吿書與結論揖交大會第八屆會 

是它的職責所在a 大會可以掛酌情形決定去彌補其 

中的缺陷，並覚取更篇充分的文件資料。

五 . 如果本報告書內容有欠完備，其理由之一 

便是南非聯邦政府不與本委員會合作。大會與本委 

員會會先後分別面請南非聯邦政府惠予合作，但聯 

邦政府都不接受，這是委員會深感遺械的事。委員 

會尤感遺械的是它不能親往审非聯邦就地研究該處

的特殊情況。假定本委賛會能栽柱南弗聯邦作责地 

的研究，那未本委員會所表的意見比較單憑班究文 

件、書籍、見證人陳述等當更加具有權威—— 银管 

這些文件、書籍以及見證人的陳述與事货完全相符。 

此事尤贵乎南非聯邦政府能同意陳述它的意見，特 

別是能餘明其政策所根據的特殊情況。委員會爲期 

保持客觀態度起見，紙能參照南弗聯邦政府奥反對 

黨兩方面人員的^ 明與重要演講詞，對南非聯邦種 

族隔離政策所根據的理論試行重加整定。

六.是以本報吿書以南非聯邦现行立法與行政 

規定的分析、書籍、文件、見證人陳述的研究，以及 

某些會鼻國所供檢的資料傅其主要根據。現行立法 

與慣例的分析，以及此等文件與聯合國憲章規定和 

人權宣言的比較研究構成了本報告書的骨幹；但本 

委員會認爲本報吿書對於南非聯邦的歴史、地理及 

人口情况，亦有扼要敍明的必襄。

七 . 依照任務規定本委員會應當"參照憲章之 

宗旨與原則，醉量憲章第二條第七項、第一條第二 

與第三項、第十三條第一項 ( 丑）、第五Th五條 ( 寅） 

及第五十六條，與夫聯合國關於種族追害與歧視之 

決譲案" 去進行的研究3 委員會對於這一部汾任務 

規定的解释是：大#裏委員會審譲上開各條在何種 

限度內可能決定、範圍或服制聯合國權限。委員會 

曾極度審愼研究這個間題。它對於這徊間題的結論 

是十分確定的。

八》本委員會奉命研究"南非聯邦種族問題的 

情勢 " 。照委員會的見解，這一用語包括適Æ 於南非 

聯邦各種族人民並對他們實施差別待遇的一切法 

律、條例、習慣與辦法在內。第二，這一用語並包括 

各該種族人民彼此閩及其對矜.政府當局的態度與行 

爲。最後，卞亦包括政，當局對於各該種族人民的 

態度與行爲。委員會進行研究時，赏然也沒有寂、卻 

十三個會員國向大會第七屆會揚出這個間題的由 

来。

九 . 本委員會在本報告書中用"種族 "二字，其 

所以用此兩字者，一則因爲這是大會在翁有委員會 

任務規定的決議案內所用的名詞；真則因篇這個名 

詞的用法a 爲督慣所確定，雜然如聯合國文教組織

出版物"種 族 的 概 念 Race Com：吵《〉所說明，科



學上的評能對種族觀念的本身表示嚴重的懷疑，而 

妻員會大體上也同意這種科舉上的意見。

- 0 . 大會決譲案裏求本委員會報告它所得的 

結論2 委員會認爲它« 此 項 裏求可以自由作廣義 

的解舞3 因此它決定除了t 認爲由研究而得的關於 

事實方面的結論外，並就將来可能採取的行微，提 

出若干項建

- 一. 卞委賛會對於供給資料的各會員國政 

府，以及親臨委員會會議作誰或提出書面陳速的非 

政 府 組 織 代 表 與 激 統 此 誌 謝 。

- 二.本委員會激於維書長遵照大會的請求供 

應便利並協助工作，同此申謝。委員會對於主任秘

書 Mr. Jean A. Romanos、委員會编書、委員會所調 

用的他處職員、以及協助委員會技術工作的聯合画 

各部門人員，允爲感激。委員會並向雜詢人員道謝。 

總之，委員會各委員對所有，i 述人員俱深銘感。

— 三.本委員會所提出的結論與建譲以及本報 

告書全文都反映委員會各委員全體一致的意見，並 

無任何委員提出任何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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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委員會成：* 經過及其：!：作程序

資.委員會的成立的輕過

( a ) 委員會的成立與組織

- 四 .聯合國甫非聯邦種族情勢問題委員會是 

根據大會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五日所涯^^的決譲案六 
— 六 A (七 )的 規 定 置 的 1。

— 五 . 該決譲案規定誅立- * 個委員會，置委員 

三人去研究南非聯邦種族間題的情勢。它並旦規定 

委員會進行研究此項問題時，應以聯合國憲章的宗 

誇與廣則爲依據，並對該決議案所特別指明的憲章 

中若干條的填定以及聯合國閩於種族迫害與歧視的 

各項決譲案安篇顧及。該決譲案後規定委員會應將 

其所得結論報吿大會第八屆會。

— 六.但大會並未立卽着手任命本委員會的三 

名委員。直到一九五三年三月三十日,大會始根據

大會主席的提f義，任 命 Mr. Dantès Bellegarde、Mr. 
Henri Laugier 和 Mr. Hernân Santa Cmz 爲本委員會 

委員

一七.聯合國雜書長經指派Mr. Jean A. Romanos 

擔任委員會主任秘書。

(b) 委員會的由來

(!)十三國請求將此項問題列入大會議程

- 八.本委員會奉命研究的問題是十三國在一 

九S 二年九月向大會所提出。但在大會柱次眉會審 

Ü 南非聯邦境內印裔人民的待遇間題時，卽B 有人 

提及南非聯邦政府政策所引起的困難。大會早在其 

— 九五0 年十二月二日決譲案三九五( 五)以及一九 

五 年 月 十 二 日 決 譲 案 五 ( 六)斯宣示的許多

» 參閱附件一。
2 大會曾•於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二H 日會議竿命

Mr. Ralph Bunche, Mr. Jaime Torres Bodet 以及 

Mr. Hernân Santa Cruz 爲本委員會委真，in前 

二人未能接受任命。

事項中宣稱 "種族隔離 "(Apartheid) 政策必然以種族 

歧視的理論爲根據8。

— 九.本委員會的任務規定係導源於一九五二 

年; ?L月十二日阿富汗、麵甸、埃及、印度、印度尼西 

亜、伊餅、伊拉克、黎巴嫩、巴茶斯组、菲律賓、蘇地亞 

拉伯、叙利亜和葉門十三國常任代表致縛書長的面 

件4。在該面中，十三國代表請求在大會臨時譲程內 

列入"南非聯邦政府之’種族隔離'政策所造成之南 

非種族銜突間題 "一項目。

該面並附有譲:明原委的備忘錄一件，據稱南非 

政府 "種族隔難"政策所引起的南非聯邦境內的種族 

銜突正在日雄造成一種危險的情勢，這種情勢不但

3 大 會 在 九 五 0 年十二月二日所通過的決譲案 
三九五 ( 五）中，曾提及其一九四六年十~月十 

九日關於反對種族歧視與迫害之決譲案一0 三 

(―)及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日關於世界人權宣 

言之決議案二" - 七 （三）。大 會 認 爲 種 族 隔  

離，之政策必然以種族歧視之理論爲根據\該 

決譲案並促請關係各國政府"避免採取妨礙商 

談成功之è 何步驟，在完成此項商敦工作前,尤 

應避免實施或執行"種族分區法 ’ 之規定"。

大會在一九五二年一月十二日所涯過關於 

南非聯邦印裔人民待遇閩題的決譲案五—
( 六 )，除追述以前所通過關於此項間題的各項 

決議案外，並作下列規定：
" 察悉南非聯邦根據種族分廣法於一九五 

一年三月三十日公怖五項實施該?i l 之命令， 

政直接違反決議案三九五（五）第三段之，規 

定》

念及其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九日鬪於反

對種族妓視與迫害之決譲案一0 三 (~)及一 
九® 八年十二月十日關於1H:界人權宣言之決 

議案二七一 ( 三），

" 認爲 ’種族隔離'之政策必然以種族妓視 
之與論爲根據，

’，四.請南井聯邦政府在談制完成前暫緩 
實施或施行種族分區法之規定"。

4 輕轉栽於附件.二。



威脅國魔和平，而且公然違反聯合國憲章所奉爲神 

普的人權與某本自由的原則。

(Ü) 南非聯邦政府在討論期問的態度

二0 . 在大會剛纖開始討論此項間題時，南非 

聯邦代表卽以南弗政府的名義提出抗議，斷言大會 

並無處理此項問題的權限：以後每逢大會討論此項 

問題，他都堅持此種立場a 下章將詳細論列這一 

點5。在這襄紙須指出當此項問題列入大會譲程時， 

南非聯邦代衷便立卽在總務委員會會議鹿J:與全體 

會譲席上一併提出抗譲。他提出- 個動議，卽靡於 

憲章第二條第七項的規定，大會應自行宣吿無權審 

譲此項問題。但大會卻以四H 票對十票，秦權者 

八，決定在此項簡服尙未列入大會議程以前不能接 

受南非聯邦的動譲％並以四十五票對六票，秦權者 

八，決定將此項間題列入大會議程7,接着並將其發 

交專說政治委賛會審議。

* 參閱第二章第一二七段。

« 表決結果如下：
贊成者：南非聯邦、大不列顏及北愛爾蘭聯 

合王國、美利堅合衆國、澳大利亞、比利時、加拿 
大、法蘭西、盧森堡、荷蘭、絲西蘭。
反對者：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鳥拉 

圭、葉門、南斯拉夫、阿富汗、阿根廷、玻利維亜、 
稀甸、白俄羅斯蘇維埃f± 會生義共和國、智利、 
中國、哥命比亞、哥斯大黎加、捷克斯洛伐克.、丹 
麥、厄瓜多、埃及、薩爾冗多、阿比西尼亞、瓜地 
馬拉、海地、洪都拉斯、印度、印度尼西亞、伊朗、 
伊拉克、黎巴嫩、利比里亜、墨西哥、那威、巴基 
斯坦、a 拿馬、巴拉圭、秘魯、菲律賓、波蘭、蘇地 
亜拉伯、瑞典、叙利亞、泰國、烏克蘭蘇維埃社會 
主義共和國。

棄權者：巴面、古巴、多明尼加共和國、希 
騰、冰島、以色列、尼加拉瓜、土耳其。

7 此次表決結果如下:
贊成者：伊拉克、以色列、黎& 嫩、利比里亞、 

星西哥、那威、巴基斯组、巴拿馬、巴拉圭、秘魯、 
菲律賓、波蘭、蘇 地 拉 伯 、瑞典、敍利亞、泰國、 
鳥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蘇維埃社會主 
義共和國聯盟、美利堅合衆國、烏拉圭、葉門、南 
斯拉夫、阿富汗、玻利維亜、巴西、麵甸、白俄羅 
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智利、中國、哥斯大 
黎加、古巴、捷克斯洛伐克、丹麥、厄瓜多、埃及、 
薩爾冗多、阿比西尼亞、希騰、瓜地馬拉、海地、 
洪都拉斯、冰鳥、印度、印度尼西亞、伊朗。
反對者：細西蘭、南非聯邦、大不列顔及北赞 

爾蘭聯合王國、澳大利亞、哥命比亞、法蘭西。
棄權者：盧森堡、荷蘭、尼加拉瓜、土耳其、阿 

根廷、比利時、加拿大、多明尼加共和國。

二一 . 在專誌政治委R 會中，南非聯邦代表再 

度提出大會無權審議這個項目的動譲。此項動譲當 

經該委員會以四十五票對六票否決，棄權者八委 

員會於財論此項間題後接着便進行表決所提出的決 

議草案及其修正案。

二二.當專魏政治委員會報吿書提交大會的時 

候，南非聯邦政府代表提出一項載議，卽塵於憲章 

第二條第七項的規定，大會應制明不能採用該報告 

書內所栽列的提識。此項動譲經委賛會以四十三票 

動六票否決，棄權者九

二三 . 最後，在全體會議籍論結束並通過決講 

案後，南非聯邦代表提出下列聲明：

" 余奉命聲明：本國政麻將纖績裏求憲章 

第二條第七項所明白規定的保讓，本國政府因 

此必缴認爲因討論或審譲本議程項目而逢生的 

圧何決譲案係屬逾越權限，因而並無任何效 

力。"

此次表决結果如下：
贊成者：南非聯邦、大不列顏及北愛爾蘭聯 

合王國、澳大利亞、比利時、法蘭西、盧森堡。
反» 者：尼加拉瓜、那威、巴基斯坦、巴拿馬、 

&拉圭、菲律賓、波蘭、蘇地亞拉伯、瑞典、敍利 
亞、泰國、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蘇維 
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美利堅合弗國、烏拉 
圭、南斯拉夫、何富汗、坡利維亜、巴西、麵甸、白 
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加拿大、智利、 
中 哥 命 比 亞 、哥斯大黎如、古已、揖克斯洛伐 
克、丹麥、IE ；î i多、埃发、薩爾冗多、网比西尼亞、 
瓜地馬拉、海ük、洪都拉斯、冰島、印廣、印廣尼 
西亞、伊朗、伊拉克、以色列、黎巴嫩、利比里亜、 
墨西哥

棄權i : 荷蘭、紐西蘭、線魯、土耳其、委內瑞 
拉、阿根廷、多明尼加共和國、希騰。

龙宠饭枯思如下 .
贊成者：法蘭西、盧森堡、南非聯邦、大不列 

顏及北爱爾蘭聯合王國、澳大利亜、比刹時。
反對者：中國、哥命比亜、哥斯大黎加、古巴、 

捷克斯洛伐克、丹麥、厄瓜多、埃及、薩爾冗多V 
何比西尼亞、海地、洪都拉斯、冰島、印度、印度 

尼西亞、伊朗、伊拉克、以色列、黎巴嫩、利比里 

亞、墨西哥、尼加拉瓜、那威、巴基斯坦、巴拿馬、 

巴拉圭、菲律賓、波蘭、蘇地亞拉伯、瑞典、殺利 

亜、泰國、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蘇維 
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美刹堅合衆國、烏拉 

圭、南斯拉夫、阿富汗、坡利維亞、巴西、麵甸、白 
俄羅無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智利。

棄權者：多明尼加共和國、希騰、荷蘭、絲西 
蘭、秘魯、土耳其、委內瑞拉、阿根廷、加拿大。



( i n ) 專說政治委R 會內的財論

二四 . 在這;裹允宜蔣專設政治委員會在適過其 

提交大會的決譲，案前的討論經過扼襄加以追述。 

但該委員會討論的主裏特點便是審譲大會是否有權 

處理此項事件1。。 '

二五 .印度代表 Mrs. P a n d it對此項事件的本 

廣作一 .主襄說明，她提及代表約六萬萬人民的十三 

個國家會同裏求將這一項目列入大會譲程。她認爲 

南非政府是有許劃地企園以種族隔離政策去建立種 

族妓視制度，其意義是要使白種居民較之佔全部人 

口百分之八十的非白種人永久處於優越地位，此種 

政策已在南非造成一種危臉的聚張情勢，對於國際 

睦撞與世界和平都發生了嚴重的後果。Mrs. Pandit 
以及會同簽署九月十三日画件的各國代表都認爲南 

非政策的目的是粟利用種族歧視與隔離的政策雄迫 

非歐洲居民在經濟及S t會力面永陷於奴役K 境地， 

而费各國連南非聯邦在内都會誓志遵守的甚本人權 

爽基本自由以及憲章的原則都置之不顧。隨後她檢 

討南弗政府爲货施種族隔離政策而道攝的各項主要 

法律，並提及非白種居民所發動的全國消極抵抗蓮 

動。

二六.十一月十三日提出這個問題的十三國代 

表會同玻利維亞、瓜地馬拉、海地、洪都拉斯、利比里 

æ 的代表向專誅政治委員會提出一項決議草案，此 

卽大會最後所涯過的決議案案文的基礎。

二七.此項寧養在它的前文中棵及聯合國的宗 

旨與大會決譲紫一0 三 （一）、三九五 ( 五）、五-<一

( 六 ) S 並决定設置一個委員會去研究並探討南非 

聯邦種族間題情勢的國際意義與國際關侈；同時並 

促請南非聯邦政府與委員會充分合作。

二八，在專m 政治委員會对論期間各代表會對 

此草案提出各種修正案。

其 中 之 丹 麥 、冰島、那威、瑞典四國代表所 

提出，其處理此項問題的方法較十八國決譲草案爲 

籠统。該草案於提及植出此項問題的十三國代表的 

振有裏求後，建譲大會應宣告，凡多數種族雜居之 

社會，其立法與慣例如趨向於確保法律之」人人平 

等, 則種族關係之和諧與人權自由之尊重最有保霞； 

並應申言凡會員國政府之政策不以此爲鶴的而意

画水久維持或增益歧視者，均與會尊國在憲章第五 

十六條內所作之保證® 觸。

此項修正案後經原提案人撤囘，改作獨立決譲 

草案提出。此項草案當經大會在文字J：略加修正後 

於~ 九五二年十二月五日會譲中通過，並編列择決 

譲案六一六B (七）12。

二九.在專說政治委員會巧所提出的其他最童 

裏修正案中，下列四項應予注意：

(a) B 西代表所提修正案：他認爲應當明白指 

出，委員會在研究南非聯邦種族問題情勢時應對憲 

章第二條第七項的規定安爲顧及。

( & )厄瓜多代表所提修JE案：他提儀決議草案 

正文應删去"並探辅南非聯邦種族問題情勢的國際 

意義與國際關係 "字種。

( C ) 墨西哥代表所提修正案：他認爲決議草案 

不但應當提及憲章第二條第七項1% 而且應當提及憲 

章第一•條第三項、第十三條第一項 ( Æ )款、第五十 

五條 ( 寅 )款以及第五十六條。

(d) 最後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所 

提修正案：他提譲委員會進行研究時所應許及的憲 

章各條中應一併包括第一條第二項在內。

這些修正案均經通過，並列入專敦政治委員會 

向大會建譲的決譲草案案文內。

三0 . 大會旋於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五日以三十 

五票對一票，棄權者二十三，通過該決譲草案，並 

鼓置南非聯邦種:族情勢問題委眞會"。

' 關於這個問題的表決結果a 詳 附 註 6、7、8。 
參閱上列附註 3。

I2 參閱附件一。

參閱上文( a )。
此次對該決識案全部舉行表決結系如下： 

贊成者：薩爾冗多、阿比西尼亞、瓜地馬拉、 

海地、洪都拉斯、印度、印度尼西亞、伊翦、伊拉 
克、以色列、黎巴嫩、利比里亞、墓西哥、巴基斯 

组、巴拿馬、菲津賓、波蘭、蘇地亜拉伯、截利S 、 

泰® 、鳥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蘇維埃社 
會主義共和國聯盟、鳥拉圭、東斯拉夫、阿富汗、 

玻利維亜、巴西、麵甸、白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 
義共和國、智利、哥斯大黎加、古巴、掉克斯洛伐 

克、屑瓜多、埃及。

反對者：南非聯邦。

棄權者 Î 法蘭西、希騰、冰島、盧森堡、荷蘭、 

絲西蘭、尼加拉瓜、那威、巴拉圭、驗魯、瑞典、土 
耳其、大不'列颠及北毅爾蘭聯合王國、美利壁合 

衆國、委內瑞拉、阿根廷、 大利亞、比利時、那 
拿大、中國、哥命比亞、丹麥、多明尼加共和 

國。



戴 .委員會的工作程序

( 0 委員會集會情形

三一 .本委員會委員三人係於一九五三年三月 

三十日派定，但因其中一部汾委員於奉大會委源後， 

不克早日應命赴職，委員會延至五月十三B 始笨行 

其第一次會譲3 各委員係遵照大會遇選委員時的指 

示在日內冗萬國宫集會。

三二 . 在第一次會譲中，他們選出Mr. Hemân 
Santa Cruz 爲委員會主席象報吿員。

委員會係於一九五三年十月三日在日内冗舉行 

未次會譲。

三三 . 在近五個月的工作期閩，委員會共舉行 

正式會譲四十三次。

三四，委員會各委員嘗不斷念及聯合國各機關 

所適用的一般原則，卽所有會譲應盡量公開舉行。但 

委員會襄於本會的工作性質，認德若干次會議以終 

密舉行爲得策。委員會曾舉行多次公開會議，聽取 

請求向委員會供給資料的見證人的陳述。但一部分 

昆證人則係在秘密會譲中傅訊。

三五 . 除了這些口頭陳述外，委員會遺牧到許 

多會員國政麻的來函，以及請求對委員會所研究的 

間題供給資料的非政府維織代表與私人的書面陳 

述。

三六 . 委員會並悉菲津賓政，派該國駐經濟蟹 

社會理事會代表Mr. Jo«é Inglés爲駐本委員會觀察 

員。

(Ü.)委員會職權範圍是否包括 

西,非洲領土間題

三七 . 本委員會研究大會決譲案六一六 A (七 〉 

IE文第一段所規定的本會職權範圓，開始進行工作 

時1® , 曾一併審議委員會是否有權將西南非洲領土 

的種族間題列入其研究範圍一點。

當經委員會制定本會無權砰究西南井溯的種族 

問題，此項決定所根據的理由細下：第一點，大會 

業經於決譲案四旧九A ( 五）中接受國際法院關於西 

南非洲問題的雜詢意見，該項意見表明根據南菲聯 

邦在一九二0 年十二月十七日所承擴的國際委任统 

治責任，西南非洲觸土具有特殊的性廣。第二點，決 

講案五七0 ( 六 ) 業B 授權西南非洲問題專設委員會 

泰量依照已往委任统治制皮的程序去審査管理西南 

莽洲領土的報告書及蕭頼書》以及可能向書長提

參閱第二章。

出的關於該領± 的任何其他間題。而直，大會決議 

案六五一 (七 )a 箫西南非溯間題專誅委員會繼績工 

作，並向大會第八眉會提具報吿。

(ÜÎ) 與南非聯邦政府的合作

三八 . 大會決譲案六一六A ( 七）第二項曾《促 

請南非聯邦政府與該委鼻會充分合作"。因此，委員 

會的第一件事便是覓取t e 非政府的合作，這不《是 

篇了遵循大會的指示，而旦是因爲委員會認爲此項 

合作县篇求履行其任務更錄安善完滿所必裏。

三九 . 委員會力圖以種種力法獲致此項合作， 

第在與南非聯邦政府正式接洽以前，委員會首 

先試行井正式詢間南非駐聯合國常任代表，它是否 

可能取得南非政府的合作3 委員會將關於合作力式 

的建譲送達南非代表時，曾告以委員會決本絶對公 

正與客觀的態度從事t 的工作，委員會的首裏考慮 

是在覓取各種可以令人接受的適當方案，使聯合國 

可能協助一個會員國解決它所面臨的一個厳重間 

題。同時委員會極其小心謹慎，務使大會求取南非 

聯邦政府合作的願望不致成爲泡影。在此期間，委 

員會全未採取任何步驟向任何一國政府或# 政府組 

織或私人索s i任何資料或陳述，亦末採取任何足以 

減少合作可能的行載。但此等措施並未進生任何效 

果。委員會經由它所借重的非正式途徑所後得的答 

覆 , 與南择政麻在大會討能期閩的態度並無二致,卽 

南弗政麻根本不承認委員會的存在，理由是委員會 

的載，是違反憲章的。

四0 . 在此等措施宣告失敗後，委貫會乃決定 

與南非聯邦政作初次正式接洽，但未提及將来可 

能前往該画訪間的間题。

四一 .麥員會主鹿於五月二十八日致菌南非聯 

邦外交部長，其文如下：

« 敬啓者：

- 聯合國南非聯邦種族情勢問題委員會業 '  
已於•一九五三五月十三日起在日內冗萬國宫 

舉行會譲0

" 姿肩會備悉大會決譲案六一六A (七)所 

付託本會之任務。委員會自覺貴任蒸重，職責 

所在，當一本絶對公正之精神執行其任務。

" 委員會尤悉大會曾請南非聯邦政麻與委 

員會充分合作。闕於此種合作應採取何種方式 

間題，委鼻會•自當適時與南非聯邦政麻腾商。"

四二，六月十九日主凍復以委員會名義敎《南 

非聯邦政府，內稱：



" 聯合國南非聯邦種族情勢問題委R 會現 

正在日內冗集會，本人芬奉委員會之命將下列 

各點奉告貴國政府：

« ( ― ) 本人a 在一九五三年五月二十八日 

面 中 說 明 ，委員會衷誠希望委員會於執行工 

作時，能如大會决議案六一六A (七)所懇切襄 

求，取得南非聯邦政府之充分合作。在將該南 

原文一併抄奉。

’，( 二）委員會認爲此項合作可以出諸種種 

力式3 委R 會極盼能親往南非聯邦一行；此或 

爲對貴國人種問題獲致客觀了解之最有效方 

法，如贵國政府或擬提出書面意見以及冗長之 

備忘錄，並向委員會遞送各種文件，貴國政府 

或有意委派代表一人來會陳述意見e

" ( 三）凡此種種合作方式皆爲委員會所接 

受及歡迪。委員會準備贊同貴國政府所擬建議 

之任何其他方法，並 認 切 方 法 可 以 同 時 並  

進 3 委農會襄求將貴國政麻在此方面之意見見 

吿，並準備考慮贵國政府所擬提出之侍何提議 

及意見。

" ( 四）委真會深切認識其責任所在，亟願 

一本知識上的忠誠與絕對大公無愁之精神以肩 

荷此項責任，是以堅決舗請贵國政府惠予合作。 

委員會確信貴國政府定必願予合作，俾業a 激 

動世界與論之種種問題克依照聯合國之原則迎 

刃而解。 "

四三 . 委員會旋於六月二十六日，亦卽在不多 

幾天以後接獲南非政府覆W 如下：

" 貴會六月十九日致外交都長電敬悉，査 

南非聯邦政府對於依照大會決譲案六一六 (七 〉 

所設委員會之態度，業經南非駐聯合國常任代 

表通知聯合國秘書長。南非政府曾於其致秘書 

長®中揚出南非聯邦政府始終認爲南非種族政 

策間題爲內政事項；故認爲決譲案六一六 (七 ） 

係屬達反憲章，因此亦不能承認根據該決譲案 

而設置之委員會。秘書長度必將南非常任代奉 

敦彼函件抄送貴會。

南非聯邦政府外交部長"

四四 . 秘書長旋於七月九日將其所接南非聯邦 

政府駐聯合國代理代表節略一件遞送委員會，其措 

辭與致委員會的電文極相類似。

四五.委員會爲覓取南非聯邦政府的合作再度 

作了一次嘗試。本會主鹿在第一屆會結束後曾乘前

往桑撮jffi哥之便栽赴南非聯郝駐智禾&公使館以私人 

資格請求給予簽證。他說明他想前往南非聯部進行 

« 地考察，但他並無傳人凯問或舉行正式或公開調 

査的意向。一九五三年七月十日南非駐藥提亞哥代 

辦致函本，主席稱：南非政府拒絶檢予所請求的簽 

廣。爲辯明此次粗係具有正當理由起見，来菌稚 

出南非聯邦政府離爲，依事理而論，"他的É 證申請 

當然不能與他所擔任的委員會委員載務分離，而該 

委員會的任務規定，則明明設有調査專思南非聯邦 

內政事項的想定"。来面又稱：南非聯邦政府認爲如 

果准如所請，將不靑是無形中廣It憲章第二條第七 

項的規定。

( i v ) 委員會的工作方法

四六.委員會旣然不能獲得南井聯邦政府的合 

作，便不得不廣訂其他工作方法，俾能研究大會所 

交付的間題。

四七.委員會決定它鼓然不得不在此種環境之 

下工作，勢惟有檢討南非政治懷袖的宣示1% 撤廣 

研究南非力面有關個人與團體的生活的主裏立法案 

文最後並研究它所接獲的任何備忘錄，或聽取 

能夠對委員會所研究的間題供給資料的證人陳述意 

見1»,藉以設法彌補不能就地直接調査南非現實情況 

的缺陷。

四八.妻員會因此決定聽取非政府組織代表與 

私人的陳述並審査他們可能提出的書面意見。委員 

會在處理此等證人所供給的資料時，充分感到它有 

保持嚴肅的科學批評精神的必要，因爲此筆誰人可 

能爲情緒所激動而致断陳述的事實標有他們所力圖 

提出的個別見解的色彩。

ra九.委員會並認爲聽取會員國政府代表的陳 

雄，並接受各該國政府所或願提送的備忘録對其：)： 

作係屬有利，因此決定照辦。

( V ) 與各會員國公文往， . g 書面與口頭陳述

五0 . 七月三日代理主席政函各會員國外交 

部長徵詢各該國政麻願否提出口頭或書面資料。

五一.並無任何政麻派遺代表向委員會陳述意

見。

參閱前一Pit

n 參閱第五章。 

參閱第六章。 

參閱第七章。
20 A /A C .70/R .5。



五二 . 南非聯郝政府覆文（A /A C 7 0 /R .1 6 )稱， 

它的立場依然如六月二十六日致委員會主鹿電"中 

所述，並無變更。

五三.其他各國政府也同様表示它們無意以書 

面向委員會提送資料或派遺代表来會陳述意見。作 

此種表示之政府有荷蘭（A /A C .70/R .8)、洪都拉斯 

(A /A C .70/R . 11 )、盧森堡( A /A C .70 /R .21 )海地、( A /  
A C .70 /R .22)、細 西 蘭 （A ,/AC.70/R .23)、尼加拉瓜 

(A /A C 70/R .J29 )、伊拉克（A ,/AC.70/R .31)、多明尼 

加共和國（A /A C .70 /R .32)、加拿大（A /A C  70/R.33) 
及埃及(A /A C .7 0 /R .34)。

五四.若干國政府除覆菌表示願向委員會陳述 

意見外，並說明其理由。

五玉，美國政府在它的複文(A /A C .70 /R .13)中 

稱：南非種族情勢的奥相以及南非聯邦的有關立法 

早 a 爲世人所共知

五 比利時與澳★ 利兩國政府的覆文 (A /
AC.70/R 1 4 與 A /A C .70 /R .19)提請委員會注意兩画 

代表在大會第七届會討論此項問題期閩所採取的原 

則上的立場，當時他們曾援引憲章第二條第七項的 

規定。

五七 . 英聯王國政府覆文 (A /A C .70 /R .15) 提 

及英聯王國代表在載明英聯王國對決譲案六一六A
( 七）的投票理由時，業 a 表明該決譲案第一段"顯 

屬干渉一個會員國的內政事項；亦卽彰明違反了憲 

章第二條第七項的想定"，所以英聯王國非投票反對 

不可 > 英聯王國政府覆文續稱英聯主國政府必鎭預 

先聲明，它不承認委員會所採取的任何行動以及委 

員會中所進行的任何事項的法律效力。它了解委員 

會預定將接納非政府艇織代表與私人的陳述，聲明 

委員會自認爲有權就爵於一個會員國内政事項的問 

題，凄受各方人士的陳述，此種行動與憲章第二條第 

七項的規定相抵觸。英聯王國政府認爲此種程序係 

* 非法並與聯合國會員國在草擬第二條第七項並蔣 

它訂入憲章時的普遍了解相銜突。實際』除託管領 

土居民外，憲章或由憲章所逢生的任何公約或議事 

規則絕未晃予任何私人以来聯合國陳訴的權利英 

聯王國政，擬蕭將下列保留正式载入紀錄卽如在

21參閱第四十三段。

22委員會認爲聽取i t 種陳述爲履行大會所指定的 

任務所必不可少，解釋上自亦屬於該項任務規 
定的範圍，經 a 在第七十六段內親:明委員會何 

以不能贊同英聯王國政府對於此項間題的意 

見。

將来任何時期有人援引委員會的行動作篇某種画際 

法原則存在的佐證，面據以堅持裏求，想爲聯合画 

有權千涉徊別會員画對內政策所引起的任何事項 

時，英聯王國政麻槪行保留其立場。

五八 . 捷克斯洛伐克政麻覆文 (A /A C .70/R .24) 
稱捷克政麻擬在大會第八眉會样細就明它在第七 

思會表承過的態度，因游《5項閩題W將引入大會第

八雇會議程。

五九 . 智利政府在它的« 文 (A /A C .7 0 /R .25)中 

重申它蔣繼績尊重人權的崇高原則，並表示希望凡 

因任何理由以致種族或宗教迫害依然根深蒂同的画 

家，能竭其力之所及，蓮用务種力法去廣Jk此種惡 

習，傳克實現人頻閩的相互了解與界和平。

六0 . 海地政府在第二次来菌（A /A C .70 /R .28) 
中稍出，它對於南非的現行種族情勢向卸翁由派駐 

聯合國的代表提出抗譲。力希望委員會能斷然確認， 

凡因任何國家內部發生遂反個人的某本權利情事而 

致和平與正義遭受威脅時，不分種族、膚色或宗教， 

聯合國有出而千涉的權利 )
六一 .此外並有若干國政府向委員會提送備忘 

錄，能明各該國對於南非種族情勢的意見，厚意可

感。這便是指截利亜( A/AC. 7 0/R . 18 )、印度( A /A C  70/ 
R .20)以及巴某斯坦 (A /C .7 0 /R .3 0 )三國政:府。

這些國家所提的備忘錄拘經栽列附件23。

六二.又非政府粗織及私人或有能對委員會所 

須研究的南非種族情勢供給資料者，委員會爲通告 

遇知起見，經於六月二十九日發表 ‘一新聞稿，宣债 

它決定收受書面陳述，截至八月一日爲lh2S 並宣俯 

自八月一日起至八月十五日lb聽取口頭陳述。

六三 . 委員會會聽取六名證人的陳述，其中三 

人係代表非政府組織，其餘三人則係以私人資格出 

席陳述。

前三人係 Mr. H. S. L. Polak ,代，倫软神智事

會 (Theosophical Society of London ) ; Reverend Michael 
S c o t t ,代寒細約國際人權同盟（International League 
for the Rights of Ma î, of New York);以及 Mrs. M. 
Crosfield, 代表偷教基督教行斷會( Christian Action of 
London)。

三位以私人資格漆述意見的證人便是Mr.E.S.
Sachü，Mr. J. Hatch 以及 Mr. T. Wardle。

23參閱附件三。

受書面陳i 的截 lit期後来延長到八月十五 

曰。



委員會經於八月三日至八日舉行公開會譲，聽 

取證人的陳述。委員會並經法:定將這些陳述作成簡 

要紀錄以單行文件發表25。

六四. 除聽取口頭陳述外，委員會並收到下列 

各團體與私人的書面陳述：
橘河自由省"(OrangeFree State)河邊農場（River- 

side Farm)Patrick Duncan;
非溯問題研:究會（Council on African Af

fairs ) ;
德班非洲人福昔堂（African Gospel Church) 堂 

長；

H. S. Coaker, Talloires, Hte. Savoie；
偷敦反帝人民協會（Congress of Peoples Against 

Imperialism);
偷敦廢 ik奴制協會(Anti-Slavery Society )；
德班南非印度人組織（South African Indian Or

ganization );
勝銅豈G 某斯坦囘教徒國際問題委員會 (Pakis-  

tan Islamic Council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 )；
的翰尼斯堡非洲人全民公會及南非印度人公 

會；

約翰尼斯僅民生人士協會及南非男女退伍軍人 

會；

W. V. d. Vaart, Pietersburg；
國際婦女和平自由聯盟（Women’s International 

League for Peace and Freedom)。

六五.在距大會第八盾會開會前不久的九月十 

四日委員會主席致電 26大會主鹿，說明因時間短 

促以不能在屆會開會前提具報吿爲械。生鹿並稱委 

員會希望報告書不久可以完成屆時當儘速提交不

誤。

鱼.委員會工作的結束

六六.委員會旋於一九玉三年十月三日結束工 

作。委員會在最後一次會蕭中一致通過本報吿書全 

文 , 並依照設置委員會的決譲案六一六A (七）的規 

定將它提交大會第八屆會。

六七 . 在通過本報吿書時，Mn Dantes Belle- 
garde 一方面着重指出他無條件地支待報告書，但同 

時宣讀一項聲明，委員會經決定將他的聲明全文裁 

入結束會議的紀錄

第二章

本委員會依據憲章規定及聯合國各機關以前 

之決議案所有的任務規定

RU M

六八 . 本委員會係依據大會決議案六 一 六 A

(七 )而設立，負責參照憲章之宗旨與原則，酌量 

憲章第二條第七項、第一條第二與第S 項、第十三 

條第一項、第五十五條( 寅）及第五十六條，奥夫聯 

合國關於種族追害與妓視之決譲案，研究南非聯邦 

種族問題之情勢"。

本委員會爲確定任務規定的範圍與意義起見， 

購爲應該首先確定大會决譲案的範闇與本意，該決 

議案會經引證憲章的若干條款和聯合國的決譲。本 

章的目的就甚據此而解釋任務規定。

六九.本委爵會認爲首先應該囘颜交付它研究 

的問題是在那種情之下提出來的，又曾經引起攝

那些辯論，因爲非研究這些来龍去脈無法對委員會 

任務規定的本意與範圍作適當評價。

七0 . 聯合國十三個會員國裏求把"南非聯邦 

政，之 ’種族隔離'政策在南非所造成之種族衝突問 

題 "這一項目列入大會譲舞，並請會"對此揮題迅 

加審譲 , 以防 i h - 種 a * 危 險 之 情 趨 惡 化 ，而使 

間題能依據聯合國憲章之宗旨與原則獲致解決"這 

十三國爲了支持這個襄求，進而指出南非聯邦政府 

的這種政策旨在"確立並旦永遠維持各種力式的緯 

族歧視… … ’種族隔離，‘•••，，具有白種人永居辟白 

人之上的念意"。 "這種政策是向聯合國所生張",諸 

如憲章第一條第三項、第五十五條 (寅）和第五十六 

條所載的"一切原则桃戰"。提出這一要求的各代表 

圓並指稱這種措施與大會決議案一0 三 (一 ) 、二-  
七（三）、三九五（五）和五— (六 )趙都f é 觸。

26 A /A C -70/R .35。
27 A /AC.70/SR.43,



七一 . 本報告書上文B 經 請 過 南 非 聯 邦 政 府  

方面卻否認大會有權處理此事，而且引據憲章第二 

條第七項，認爲此事在本質上屬於該國國內管轄範

圍。

七二.大會的這一決譲案自然地提到了一力面 

爲向大會提出這一簡題的十三個會員國所引證，而 

另一力面又爲南非聯邦政府所引證以支持其所謂^  
會無權處理此事之說2 9的憲章諸條款和以前的若干 

決議案 3 由此可見，大會的本意是說本委員會的研 

究與結論應該把道些憲章條款和大會在以前決譲案 

襄所支持的意見作爲圭桌。

七三.該決譲案所舉的憲章條款就是具體規定 

而且訂明聯合國與‘聯合國各機關對這類問題所具有 

權限的條款。聯合國是否有權審譲研究有關一 t e 某 

本人權的間題，特別是種族妓視問題，以及是否有 

權對這些間題提出建譲，就看對這些條款的內容與 

範圍如何解群。其中若干條款是聯合國採取行動的 

法律根據，而其他條款卻在限制這種行動。

七四 . 大會要本委員會注意憲章:裏規定其本身 

對人權問題所具有權限的條飮一舉很難解释爲在本 

委員會履行大會所指定的職務時竟遺要考慮到自身 

的權限間題。無論如何,憲章第二十二條曾授權大會 

設立其認爲爲行使職務所必要的輔助機關。况且在 

本委員會未成立前任務規定尙未起草之時，南非聯 

邦卽曾動議大會應自行宣佈無權通過生張設置本委 

員會的提養，經過辯論許久之後，這一動議終被大 

會以四十五票對六票否決 , 秦權者八。

七五 . 大會雖 a 確認它自身有權設立本委員 

會，授以研究南非聯邦種族問題情勢的任務，可是 

某些國家，尤其是該關係國與英聯王國意然以公®  
通知本委員會說它們♦承認本委員會的權限而旦指 

爲與憲章不合。英聯王國政府以憲章第二條第七項 

的規定爲立論的根據，甚至不承認本委員會有聽取 

非政府組織和私人陳述的權力。正如J :文 a 經講過， 

雖然有人反對，本委員會仍热聽取了認爲爲它JE當 

執行職務所必要的陳述。本委員會認爲絕不應懷 

疑自身的權限，因爲它的權限已經大會本身明白確 

藏 0。 ■

參閱第二  0 段以下諸段。
第一條第二項不Æ 此例。断以引及這一條款,是 

因爲蘇聯提出一個修正案經由該決譲草案提案 

國接受的結果（參閱第二十九段）。

參閱第五十七段。

七六.英聯王國政府反對本委買會聽取各方陳 

述的理由如下：

事實上除託管領土以外，無論憲章，或

任何公約或依據憲章而訂的譲事孩則都沒有給

與私人以申訴的權利。"

關於道點本委員會要指出絕對沒有受理私人 

請願的意思，更談不上聽取報人的控斬，不過傳m  
證人以便取得有關南非聯邦情勢的報道罷了。巧旦 

聯合國機關傅訊證人舉早有先例，並無新奇之處。 

本委員會裏特別指出依據經濟暨社會理事會決譲案 

三五o ( 七）所設強迫勞工問題專設委員會所創立的 

先例。

七七 . 這一點，似乎無想與加申論。照本章所擬 

定的大綱来研究確定聯合國和聯合國機關處理侵害 

基本人權事件，尤其是種族歧視事件之權的大會決 

議案的一切條款必然直接間接談到聯合國所可能採 

取的行動的先後階段，從初步審譲起Ê 到最後提出 

— 般性或比較具體的建蕭爲I t, 其間並須經過研究 

與調査事實的階段。

戴.憲章與人權 

( i ) 憲章全文與，種族妓視及基本人權的關係

七八.憲章的許多條款不能孤立起来斷章取 

義。憲章是建築在和平安全及實現和平與安全的主 

要條件不可分割一原則J 的國際約章。其宗旨不在 

規定所抱目標在性質與精神丄各不相同的若干機關 

的成立與活動，而完全是在追求一個最高目標，就 

是世界所有人民的和平、安全與協調。

七九 . 可見無論在事實J i或邏輯丄我們都不能 

認爲憲章襄的許多條款各有其維對偵値可以離開盤 

個文件而對它們作斷章収義的解释。解释憲章必須 

顧到全文和整個文件的精神。解料時非找出各郁汾 

的連帶關係，並使彼此協調不可。卽如第十三條第 

一項、第五十五條和第五十六條的規定，儘管定得 

如何淸楚，要不與其他條款，尤其是憲章弁言，第 

一 章 第 條 （其中訂明聯合國的宗旨）以及規定聯 

合國行動所受主裏限制的第二條第七項一起閱讓的 

話，其全部價値就無從衡量。未一條款如果脫離其 

上文規定的文字與精神而來加以解释，也怕恰是同 

様不合理的。 '

( i i) 憲章的精神

八0 . 本委員會對於憲章全文和其中某幾項條 

款的分析，如果不參照金山會議憲章制訂人的本意，



制定憲章當時的氣氛和啓示憲章起草的那些曆史事 

實 , 那就不切實際。

八一.憲章中堅決強調某本人權和本組織所負 

保障這些權利的任務，其餘紙有在講到面臨侵略而 

採取集體行動時可以比擬，此點旣非偶然，也不僅 

是抱有信念與 '決心的某些代表團的努力所使然。在 

弁言裹，在列舉宗旨的第一章第一條襄以及第十三、 

第五十五、第六十二、第六十八、第七十六各條都曾 

提到這些權利。 自從第二次大戰爆發直到憲章在金 

山公怖；每當緊婆關頭所發表的宣言，次次都說必 

填以集體措施来確保對於人類尊嚴與基本自由的尊 

重，這當然也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此項聲明，一 

見之於一九四一年八月十四日的大面洋憲章，次見 

之於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一日的德黑蘭宣言，其中美 

國、英聯王國和蘇維埃社會生義共和國聯盟宣怖它 

們將力农各國人民通力合作来 ’資]除暴政、奴役、壓 

迫和互相徘裤",再見之於作爲金山會諫討論根據的 

部巴頓橡園方案。這實在是因爲天下人民都抱着一 

種深切的信念，認爲無論設計什麼機構来保證集體 

安全或國際合作，它如果眞要維持和平，有效執行 

職務和實現人顏的願望，就必須'以維護人類的尊嚴 

爲其終極基本目標。提倡和劍.立聯合國的偉大的政 

治家就是這信念的忠實信徙。

八二  1 在金山會時議自由人民力幾經歷一場慘 

劇，在這場慘劇中，人類尊嚴與自由備受一時之成 

功史無前例的強大俊略力量的危害，爲制定"根本  

大計",訂明人民對和平的願望而齊集一堂的各國政 

府，深受到許多非政府組織的豪俠的理想生義者的 

壓力；它們也像其人民一様，痛定思痛，依然記得 

納粹主義初期的種種徵象，記得侵害最基本最神聖 

的人權，如結社與言論自由，並記得開戰時虐黯集 

中營囚徒先聲的種族迫害運動。所以它們此次受託 

爲世界人民制訂憲章，制訂這個壽劃新世界組織的 

文獻，就把保證切實尊重全體人類的尊嚴，不分男 

女、種族、膚色、宗教思想或信仰一點定爲中心自的。 

它們所謂要以國際集體行動来履行一種經常職務， 

—— 就是在世界各國提倡鼓働眞JE尊重人權，無論 

其爲附 « 國、獨立國、自治或非自治、自由或受委 

任統治一 者意卽在此。它們深信故意地、有系統 

地、繼續不斷地懷害人權不僅違反正義、威，一國國 

內和平，而且遲早定會危及國際和平。所以他們宣 

稱尊重人權乃和和平平綿造更好世界的基石， m  
把努力確保尊重這座權利一•事定爲彼關國摩的優先 

事項。

八三 . 草擬憲章所經過的冗長準備工作， 自從 

最初立意時起至制訂完成的歷史,證明出虎金山會

譲的各國人民與政府的本意是這一新組織不僅應該 

宣佈人權而且應該確使人權受到尊重與保障人人都 

能遵行不解。

無論厥後世界政治思想如何發展，各會員國的 

利害關係怎様演變 , 那些日子距今畢竟遺不很久，本 

委員會認爲憲章所载依然是世界人民的明白而熬烈 

的願望。本委員會不願也不能將憲章起，人 ô t這番 

本意廣之度外》相反的，本委員會認爲這就是它的 

任務規定的根據。

(Hi) 憲章弁言

八四，聯合國對人權應負責任這一原則在憲章 

弁言的最初幾段襄講得非常有力，在報明發言之主 

體乃 "我聯合國人民"之後，第二段就說："同在決心 

… … 重伸某本人權、人格尊嚴與價値、男★平等權 

利… … ，’

八五.這一重要條款的起草經過吿訴我們，其 

所以訂入憲章大部份應該I S 功於當時南非政府的首 

領史未資元她。金山會譲舉行辯論時，他說"本人 

建譲憲章應該開宗明義在其弁言襄宣俯人權和共同 

信念，我聯合國人民在保衞這些權利與信念的長期 

艱苦的鬪爭之中全嵩這一信念。此次戰爭……是 

種思想載爭，是互相抵觸的人生哲學與互相抵觸的 

信念的戰爭… . ，•。我們是爲正義、理性、基本自由及 

人權而戰，這些都是全人類之進化、進步與和平的 

基礎"。

這些意見當經金山會議一致贊助。其 果 就 成  

爲J 文所摘錄的弁言;裏的一段。第《委員會報告員 

且指出，與其他法律文書一様憲章的規定是不能分 

割的，所以各項條款同棟有效，同一作準……。我 

們絶無理由假定弁言在法律上的效力低於其後各 

章"。

( iv ) 憲章的宗旨與原則

八六 . 栽有稱爲"宗旨與原別"的第一章第一條 

也與弁言一様着重訂明聯合國除維持和平與安全， 

作爲協調各國行動之中心外，其另一.主裏宗旨就是 

"促成國際合作… … 且不分種族、性別、語言或宗 

教增進並激勵對於全體人類之人權及某本自由之尊 

重 "。應條所載宗旨之中，遺有發展國際閩以尊重 

人民平等權利及自決原則爲根據之友好關係",並採 

取 "其他適當辦法，以增独普遍和平"一項。

參閱聯合國國摩組織會議英文本第六卷第三八 

八育及第一卷第四二五盲。



八七.第五十五條訂明本組織對於 "國際經濟 

及社會合作 " 所抱的宗旨，" 國際經濟及社食合作 "  

就是第九章的標題，該條也裁有同様原則，其文如 

下："聯合國應促進全體人類之人權及某本自由之普 

遍尊重與遵守，不分種族、性別、語言或宗教"。

八八，最後，第七十六條宣示託管制度的生要 

宗旨，規定"按據本憲章第一條所载聯合國之宗 

旨 " , 該制度之 "某本目的應爲… … （寅）不分種族、性 

別、語言或宗教，提倡全體人類之人權及某本自由 

之尊董"。

八九.於此可見憲章一再宣怖聯合國的主要宗 

旨之一是確保入權與基本自由之普遍尊重，不分種 

族、性別、語言或宗教，其態度之堅決，此外惟有 

在確認 t 對於維持國際和平奥安全之職責時可相比 

擬、j 憲章並授予聯合國以，想進與激働全世界對人權 

之尊重的任務，速同託管領土在內。

( V ) 尊重人權乃和平的主要條件

九 0 . 憲章所以強調此點並非僅僅從人道着 

想。正如上文所說憲章的起草人深信尊重某本人權 

並使全世界'-致遵行某本人權是和平的一個必裏條 

件，甚至是一個不可或缺的條件。這一信心正式表 

现於憲章第五十五條。 照該條規定，本組織所以裏 

履行促進較高之生活程度，全民就業，全體人類之 

人權及某本自由之普遍尊重與遵守，不分種族、性 

別、語言、或宗教等載責，乃"爲造成國際間和平友 

好關係所必要之安定及福利條件"。

九一 . René Brunet教授在其所著聯合國憲章所

規定之人權之國際保障 r ’ i ®  garantie internationale des 
droits de l’homme, d'après la Charte de San-Francisco '')
- 書襄證實了這種解释，他 說 "金山會賺於一九ra 
五年六月二十六日所制定的聯合國憲章，合有一個 

中心思想，就是世界上如果有摩迫、不公平與經濟 

苦難廣泛蔓延，和平就無從擎固建立… 所有壁塵 

無論如何森嚴，都必须到除……如果人民缺乏購賈 

力.••••，如果各國政府對其管轄以內的人類可以随便 

施以暴政、暴力或迫害"82。憲章簽字國有廣於此，所 

以是後通過的案文，把 "國際和平及資全與經濟St 
會福利狀況及人類自由互相依維的原i ，r 列入國際

九二.和平與尊重基本人權兩者互相維繁之說 

律經大會數度確認。這襄要提出其中兩次來特別加 

以論列，因爲這兩次的確認是發生在本雜纖生命史

參 閱 B n m e t教授原著第三節 ,

上非常重裏的關頭就是：世界人權宣言的公怖和題 

爲 "聯合一致共策和平" 的大會決譲案三七七(五） 

之通過。 i t 界人權宣言的弁言是一致Ü 迪的，其中 

說：

，，在塵於人類一家，對於人人固有尊厳及 

其平等不移權利之承認確係世界自由正義與和 

平之基礎。"
" 聯合一政共策和平"這個決譲案趣定另貌機 

構，俾遇有威，和平或僕赂情事藥生而安全理事會 

"未能履行其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之生裏責任" 時， 

大會可以及時迅速採取行動。該決議案E替經一致 

通過，其中說：

" 大會

" 通過上述提案之時，深知持久和平不能 

僅憑採取集體安全辦法以對付國際和平之破壞 

及俊略行爲而卽吿實現，異正永久之和平尙有 

賴於遵守聯合國憲章所定之一切宗旨及原則， 

實行安全理♦ 會、大會及聯合國其他生要機關 

所爲旨在維待國際和平與安全之各決議案，尤 

有賴於尊重並遵守全體人類之人權及基本自 

由，確立並維待舉世各國之經濟社會碱利狀況；

" 特颜請會員國悉力崇尙並加強聯合行 

動。協同聯合國推廣並促進人權及基本自由之 

普遍尊重與遵守，同時加強個別及集體之努力， 

以達成經濟安定社會進步之狀况，尤當春重各 

發風落後國家及地展之發展。"

九三 . 從上列各點可以作一結論，就是憲章本 

身第五十五條的明文規定和這一整個文書的合義以 

及聯合國大會都曾承認尊重人格和尊重人的權利與 

基本自由爲各民族相互閩和平友好的一個主要條件 

道個結論使是研究本委員會任務規定的一個根本前 

提。

TE如起草規定宗旨與原則講條的委員會的報告 

書所說保衞人權與自由是本組織之所以存在的原因 

之—*0

( v i ) 憲章第五十六條襄的保證

九四 . 憲章是一個多邊條約，是各國政府自由 

同意的公約》憲章第二條承認"各國生權平等原則"， 

第一百零八條規定憲章今後所有修JE案要

” 由聯合國會員國之三分二，包括安全理 

事會全體常任理事國，各依I其憲法程序批准後" 
方繞發生效力，足見其具有契É 性填。

九五.金山憲章起章之塵史可以證實此項意見 

之不誤。第四委員會第二小組委員會報吿員的報吿



書38講到討論憲章的解释簡題時說該委鼻會(除其 

他事項外 )替作下列結fir:

" 如果兩個會員國對於憲章的確切解释意

見不一時 , 他們當然可以像其他任何條約一樣，

把此項爭端自由提交國際法院。"

該報告書在講到 "與憲章抵觸的義務"那一段 

裏，载有下列意見：

" 本委員會深知就國際法而論，通霄不能

在任何公約襄訂定拘束第三者的原則。

九六 . 憲章旣是一個契約，會員國自須實行其 

中規定，以，« 章的宗旨及原則爲其行動的軌範。憲 

章弁言栽明簽字國的共同意志，接着就聲明"用是 

發憤立志，務當同心協力，以竟厥功"這就是一個 

正式承諾。

九七 . 其次IT明本組織在經濟與社會方面的宗 

旨的憲章第五十五條並用絕對的語氣規定："聯合國 

應促進……"。

九八 . 同時關於這些宗旨—— 就是全體人類人 

權與基本自由之尊重及遵守，不分種族、性別、語言 

或宗教—— ，憲章在第五十六條嘉作有嚴正的保證、 

此項保證使會員國擔負了一種特定義務卽："各會員 

國擔允採収共同及個別行動與本組織合作，以達成 

第五十五條所栽之宗旨"。

九九.有人說這一條款並不構成一種明白的承 

諾。 H. K e lse n教授認爲這是— 種行爲的守則，一 

稿共同的目標，在法律上"沒有意義而且是多此一 

舉可是其他法學家和飽學的著述家卻所見相反。

H. U u terpach t教授身任聯合國國際法委員會委員， 

他認爲"第五十六條所表示的承諾含有明顯的法定 

義務的成份'"g®。Mr, Oscar S chach ter會經在一篇文 

章襄詳細对論這一間題37也表示同様的意見。他明白 

級 覆 Kelsen說第五十六條所载承諾之拘束力第■-可 

由其所用字眼的本身推定， "擔允"的意思就是一種

33 聯合國國際組織會譲，英文本，第十三卷第七 

0 九賈。

3 4 同上，第四委員會第七 0 八育。
3® 參 関 聯 合 國 法 of the United Nations')廣、

i 第五章第一百頁。
參閱國際法與人權 (international Law and Human 
Rights)英文本第九章，第一四八頁。 

a7 參閱— 九五• ^ 年r a 月 Vanderbilt大學法學評論 
( Vanderbilt Law 第四卷第三號"憲章與

憲法：美國法律對於人權的規定 " 一文。

承諾，也是一種義務；在法律文件中是表示具有拘 

束力的諾言；Mr. Schachter遺引證起草憲章的經過 

来證實這一看法，因爲會議紀錄反映出起享委R 會 

重視此一保證的拘束力。會議中雜然有若干代表画 

堅待認爲此項規定並非授權聯合國去千涉各國的內 

政 但 是 (Mr. Schachter說)其中並不舍有此項保證並 

無法律效力的意思國家所承擔的義務國際團體無 

從執行到底是常有之事，憲章本身就有許多條款規 

定了此類義務，例如第二、第二十® 、第二十五、第四 

十三、第四十八、第四十九、第七十三、第八十四、第 

八十八、第九十四及第一百條。 Mr. Schachter 遺說 

第五十五條 ( 寅）及第五十六條的草案是澳大利亜代 

表團金山會議所提出，該代表團提議把促進"普遍' 
尊《及遵守人權"的任務交給聯合國。（法 文 effectif 
一詞表達第五十五條 ( 寅）英文原草案中"遵守 

詞所含之意義）在討論澳大利亞的草案時,代表們一 

致 同 意 守 "合有推行這些權利的意思。例如南斯 

拉夫代表說 "尊重人權 "是ÎT下一個原則，而 "遵守 " 
一詞就構成實行這些權利的種保證。捷克代表認 

爲此詞將使簽字國負有於必要時修訂其國內法以履 

行其對第五十五條規定權利所作保證的載責。中 

國代表簡對於此詞的解释也是如此

- 00. 委員會贊同關於憲章在第五千六條內 

所作承諾的拘束力的J：述意見，依據所舉理由，它 

認爲第五十六條是對憲章簽字國具有拘束力的一種 

諾約，明白規定它們必須採取共同及個別行動與聯 

合國合作以達成若干宗旨，包括"普遍尊重及遵守 

人權與某本自由，不分種族、性別、語言或宗教"在 

內3 此項特定的保誰不過對憲章弁言和第一章關於 

宗旨與原則的聲明中所作的一般承諾加以證實和閣 

明罷了。

參.人權與基本自由的定義

( i ) 人權宣言

- 0 — . 聯合國各機蘭開始就各按其本身的範 

圍着手確切訂定憲章中有關人權與某本自由的原 

則。

第Ç 委員會第三小組委員會報吿書载有下列一 

節：第二委員會第三小M 委員會各委員一致認 
爲第九章之规定不能作爲授權聯合國干涉會員 
國內政的解释"(UNCIO, 第十卷第二七一至二 

七二頁。

89參蘭聯合國國際組織會譲第三卷第五四六育以 

後諸頁。



一 o 二 . 經濟覽 fftt會理事會依據憲章第六十八 

條所截任務規定，在一九西六年一月，行第一屆會 

時便成立一個 " 人權委員會"責成其向理事會提出有 

關 " 國際人 I t 宣言 " 的提案。艘個月後，大會毫無 

保留地核准了理事會的措施，並旦表示希望能在下 

- S 會討論國際人權宣言，案。

— 0 三 . 經過了兩年多的準備工作，大會於一 

九四八年十二月十日無異譲通過了  "世界人權宣言 "  

的全文。照其弁言中稱大會顏佈這~ 宣言作爲 "所  

有人民所有國家共同努力之標的"因爲除其他理由 

以外，" 各會員國業經誓願與聯合國同心協力，促進 

人權及基本自由之普遍尊重與遵行 " ，而且"此種權 

利自由之共同認識對於是項誓願之徹底實途至關重 

大"。

— 0 四.在起草這個宣言的冗長壽商階段中曾 

舉行過熱烈而又莊重嚴蕭的討論，這一宣言之通過 

確是一件很鄭重的事，除道義價値以外，毫無疑载 

有其法律意義。 在通過以前的最後一次討論中，法 

蘭 西 代 表 R e n é  C a s s i n 教授，說，這一宣言具有法 

律意義，因爲t 將"列入具有建議權的大會的決議案 

之內，憲章 a 把人權列入實在國際法，我們這一宣 

言紙是憲章條款的進一步發展而 a "«。這個宣言爲 

憲章所稱某本人權訂下了 一 個確切的定義。大會第 

S 委員會舉行辯論時，C a s s i n 教授說這一宣言並注 

定了裏作爲各國政府決定其政策及圃內立法時的指 

針，雖然沒有什麼法律的據制力量，可是的確具有 

實際偵値，因爲可以視爲聯合國憲章的權威解释，聯 

合國會員國立法所應遵循的共同軌範

宣言襄依據憲章特定條款所制定的最重要原則 

之一就是人類一律平等，而 禁 I t妓視正所以难調這 

— 點。宣言第一條說：" 人皆生而自由；在尊嚴及權 

利上均各平等％ 其第二條重伸並補充這一原則說 ： 

" 人人皆得享受本宣言所栽之一切權利與 

自由，不分種族、膚色、性別、語言、宗教，政見 

或他種主張、國籍或R 第、財座■、出生或他種身 

分 。 "

第七條說：

" 人人在法律上悉屬平等，且應一體享受 

法律之平等保護。人人有權享受平等保I I ,以 

防 Ik違反本宣言之任何歧視及煽動此種妓視之 

任何行爲。 "

( Ü )防 It歧視

- 0 五.大會從第一眉會起早就對一般的歧視 

問題，特別對種族歧視間题加以注意，一九四六年 

十一•月十九日通過決譲案一0 三 (一 )，文曰：

" 大會获特宣言C 爲養揚人道起見，應立 

卽終Ifc宗教上及所謂種族J :之迫害與歧視，並 

促請各國政府及負責當局恪遵聯合國憲章之文 

字與精神，且應探取最迅捷有力之步驟，以求 

該目的之實現。"

大會以後許多決議案都曾提及這個決譲案，計 

有一九Ï O 年十二月二日決議案三九五（五）、—九 

五二年一月十二日決譲案五— (六）和九五 二 年  

十二月五日決譲案六一六( A )、六一'六 ( B ) (七）。

— 0 六.經濟暨社會理事會亦復在成立之初便 

秉承憲章的精神授權人權委員會設立防 i t歧視小組 

委員，。該委員會於是在其第一屆會就成立了防 Ik 
暨保護少數民族分誅委員會，其主裏職務就是"研 

% 在防 Ik某於種族、性別、語言、或宗教的妓視 

力 面 梵 應 採 取 何 種 規 宠 ……並就此力面的迫切 

問题向委員會提出建講"。

— 0 七 . 委員會所以裏引證大會、經濟暨社會 

理事會及聯合國其他機關先後通過的.這些決譲寒， 

是因爲它們都忠實遵循通過憲章中有關基本人權和 

不得妓視的條款時所開始採取的思想路綠。由這些 

決譲案可知這一思想路線常常促使制爲一種確切的 

原則一~ ^ 人權之定義—— 而旦啓導本組織的政策。

參閱大會第三屆會第一期會議全體會譲正武紀 

錄第一八0 次會 ?義。

" 同上，第三委員會第九十二次會議。

它們也證明了通過這些決譲案大會和經濟暨 f f i會理 

事會的大多數會眞國所代表的世界大多數人民的信 

念絕不動播，而旦自從合山會議以来並未削弱。

肆.人權原則的實施

- * o 八.就聯合國主要機關實行意章中有關人 

權與不得歧視之宗旨與原則而論，憲章嘉一共有五 

個條款：第十條、第十三條、第一項 (丑 ）、第十四條、 

第六十條及第六十二條。首先三條講大會的職權。第 

六十條講大會及經濟暨社會理事會的載權^第六十 

二條講經濟暨社會理事會的職權。

- 0 九.憲章第十條列舉大會所得討論的問

第十條，.，大會得討論本憲章範圍內之任 

何問題或事項或關於本憲章所規定任何機關之 

載權；並除第千二條所規定外，得向聯合國會 

員國或安全理事會或兼向兩者提Hj對各該問題 

或事項之建議。"

題：



- — o . 仔細研究金山會譲的紀錄就會明白會 

議對於這一條款非常重視。會譲把它列於大會所有 

職掌的開頭，視之爲聯合國所負任務的出發點Good- 
r ich和 Hambro在他們所著《聯合國憲章釋義附载有

關文件" (̂ 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Commentary

and Documents) 一書襄稱大會爲表白"世界人心的 

場所"這是很切當的親:法。澳大利亞代表圓團長 Dr. 
Evatt 在會議中表示第十條的條文明白確立了 "大會 

对論憲章範園內任何間題或事項的權利"。他並進而 

申通"這個範圍膊包括憲章的各方面，憲章所栽的或 

憲章所包括一切事物。其中包括憲章的弁言，弁言 

襄所說的偉大的宗旨與原則，各機關所有一切工作， 

而且這種財論權是自由的，不受什麼拘束，討論時 

將遍及這個極廣大的範圍

—— --•,美國現任國務卿 Mr. John Foster Dulles 
在其所著"戰 爭 與 和 平 or Pmre)« — 書襄，特 

別促請大家注意金山會議討論時所了解的第十條的 

意義。他說 "我們看到在世界演進的現階段中，我們 

所能信賴的唯一力量就是道德的力量和世界舆論的 

力量。所以我們極度重視保證大會與安全理事會斜 

論自由的規定。我們要聯合國成爲參 識 眞 Van- 
denberg所講的 "世界市民會譲’。我們知道厥有這様 

$ 幾能發揮維持和平的力量。這是我們在金山會譲 

中首先尋求實現的一種希望，而且我們確是在不斷 

實現這種希望"。

— 二.在訂明本委員會任務規定的決譲案明 

白提及第十三條第一項(丑 )其中規定：

" 大會應發動研究並作成建識… … (在)以 

促進經濟、a t會、文化、教育及衞生各部pg之國 

際合作，旦不分種族、性別、語言或宗教，助成 

全體人類之人權及某本自由之實现。"

*三.憲章第十四條進一步把大會的權限擴

族，規定t 得向本組織會員國及其他生要機關提出

建譲。

"第十四條.大會對於其所認爲足以妨害 

國際間公共福利或友好関係之任何情勢，不論 

其起源如何，包括由違反本憲章所載聯合國之 

宗旨及原則而起之情勢，得建譲和平調査辦法， 

但以不違背第十二條之規定爲限。"

參閱聯合國國摩紐織會議第二委員會，第W 次

會譲。
參 閱 John Foster Dulles所著 "戰爭與和平"一書 

第三十八育。

— 四. 參照規定大會有權討論"有關維持國 

際和平與安全之任何問題"並且提出建議的第十一 

條和第十二條来研究這條文的範圍是深堪玩味 

的。有些事項 ( 不論其起源如何 ) 雖然不直接威，和 

平與安全 , 而足以引起彼此之利害銜突，妨害國際友 

好關係和"公共福利",憲章I I 列第十四條的意思，顯 

然是要對這些事項同様有所規定，其目標便是要大 

會對於這種情勢有權討論，並且提出建譲。憲章在 

這一條襄特別講到所謂情勢包括"由違反本憲章所 

载聯合國之宗旨與原別而起之情勢％

第十0 條最後部份明白承認，凡遂反憲章之宗 

旨及原則，卽達反本組織所以成立的原因之情勢，都 

有損 "公共福利 "並足以妨害"國際友好關係"。

 五 . 憲章第六十條規定"履行本章所栽本

組織職務之責任屬於大會及大會權力下之經濟暨社 

會理事會• "。這一條文栽在以"國際經濟及社會 

合作 " 爲標題的第九章，其意思就是說，大會及該 

理事會有實行第五十五條所載開於人權與某本自由 

的特定宗旨與原則，並旦代表本組織參加各國在第 

五十六條內所鄭重擔允給予的"合作 "的職責，換句 

話説，它們就是與擔允採取"共同及個別行動"以達 

成第五十五條所栽之宗旨" 的憲章簽字國‘合作的機 

蘭。

 六 . 最後，經濟暨社會理事會依據第六十

二條得：

" 作成或後動關於國際經濟社會、文化、教 

育、衞生及其他有蘭事項之研究及報告"，並得

" 爲增進全體人權及基本自由之尊重及維 

護起見，作成建議案。 "

伍.憲章第二條第七項

 b . 本委員會不想在報吿書的這一階段分

析憲章第二條第七項這一限制條款對大會及經濟暨 

社會理事會實施憲章宗旨與原則所具職權的限制力 

量，這種總的分析將在以後再做。目前委員會《想 

赂論第二條第七項来完成決識案六一六(七 )所稱憲 

章各條款的分析研究，以便利本章下一節的總的研 

究。

那一項的規定原文如次：

" 七.本憲章不得熬爲授權聯合國干涉在 

本資上屬於任何國家國內管轄之事件，旦並不 

要求會員國將該項事件依本憲章提請解決；但 

此項原則不妨礙第七章內執行辦法之適行。"



A . 鄧巴頓橡園力案襄有一個條熬與金山 

會譲所通過的案文顏有出入。該力案第八章A 節第 

七段所载明前六段關於和平解決爭端的线定"不應 

適用於在國際法上全屬關係國國內管轄之事項所造 

成之情勢或爭端"。

~ 九 . 國際聯合會盟約設有同様的條款，原 

文如次：

" 爭端當事國之~造自行聲明並經行政院 

査明其爭端出於在國際法上全屬該國國內管轄 

之事項者，行政院應卽據情報吿而不必提出解 

決該爭端之建議。"

一二0 . 金山會譲起草第二條第七項的歴史證 

明最後所通過的案文，除掉因爲澳大利亜的修正案 

在最後部汾略有變動外，全是起草部巴頓橡園力案 

的國家，就是中國、蘇聯、英聯王國和美國的共同産 

物。美國代表曾經循關係委員會之請說明所提修正 

案的範圍44。據簡要報吿書所栽Mr. D u l l e s除其他 

各節外會經說：

" ‘ ••…本組織的職權範圍現在a 經廣大， 

新增加的職權將使本組織不僅能夠處理引起戰 

爭的危機，而旦能夠觀除載爭的基本原因。本 

報織將後過經濟暨社會理事會以處理經濟及社 

會間題。本‘組織此次範圍之廣大確大進步， 

但同時也逢生了一些特殊問題。

H 例如，有人提出本組織與會 S 國的基本 

關係胳如何這一*問題：本組織究意县以會員國 

之政府爲交涉對手呢？遺县去查接過問會員國 

的內部生活和社會經濟？ Mr. D u lle s提出依照 

提案國在修正案中所訂定的原則是裏本維織以 

各國政府爲交涉對手。本組à 負有速過經濟®  
a t會理事會以提高生活程度，促進就業等等使 

命，但理事會十個理♦國中的任何一國都不能 

自行向各國政麻廣號施令。"4®
- «二一 . 在討論這一條文時，有人提出一個修 

正案《，生張關於某種情勢或爭端是否出於在國際法 

上嵐於關係國國內管轄的事項一問題，應留待國摩 

法院於經一造當事國請求時加以制定，這一點也値 

得注意。Mr. D u lles反對這個修正案 , 他指出。

" •… " 國際法經常在變更，所以不能有什 

麽定義。某一情勢是否屬於一國國內管轄無論 

如何是很難下定義的。在現時代中一國國內的

« 聯合國國際粗織會譲文件第六卷第五0 七盲e
4 5同上文件第六卷第五0 七至第五0 八育。

4 6同上文件第六卷第五0 九盲。

整個生活都受國外情況的彩參。他誌爲規定由 

國際法院来確定國內管轄的界限或者請它凝表 

諮詢意見是不切實際的，因爲有些國家恐怕不 

會接受雄制管轄條款。

" • "… m ,  i t - 原則是不斷演進的。美 

圃處理一個類似的間題具有悠久的經驗，那想 

是四十八州與聯郝政府的關係問単。y今天美國 

聯邦政麻所行使的權力是制訂憲法時所夢想不 

不到的，美國入民都感荷着憲法所具有的觀念 

幸而很簡單。所 以 Mr. Dulles同様《料到憲章 

所栽原則如果簡單而廣泛，那麼後世子孫也會 

感謝在金山會譲中起章憲章的人們的。"

— 二二，於此可見，憲章起，人明白表示了他 

們的意思是聯合國各機關應自行就每一個別案件解 

释這一條文的範圍與確定某" H t 勢是否在一國國內 

管轄範圍之內。下文就要說明，大會每遇有對其在 

該條規定下的權限有所疑問之時便行使這項權力。 

此外，大會並將生張徵求國際法院對於這種賴限問 

趣意見的提案一槪予以否決。

一二三，至於在解释該條用語如" 在本廣上"和 

«干涉 "等字眼時所齋生的#他爭點，當於本章第六 

節總的研究時再加以檢封

陸.聯合國的權藤

— 二四 . 此刻應當把憲章*的若千條款合併研 

梵，藉以制定聯合國對於因爲種族歧視而侵害基本 

人權的一個具體案件具有何種權限。

— 二五 . 關於聯合國各機圃（大會與經潜暨社 

會理事會）審査按訴任何國家不尊重人權或僕害人 

權，並進而向該國提出建議的權限，各力提出了四 

種主要理論。

這些理論可以槪括說明如次：

( « ) 第一種理論最爲狹義，認爲聯合國各機關 

在這一方面根本沒有什麼權限，所以大會不能處理 

這種控訳，它無權加以審譲，更談不丄提出建譲；

(b) 第二種理論雄然大體與第一種相同，但是 

承認閲於遂反不得歧視這一原則的按蕭，尤其是基 

於種族原因的歧視的按蔣是一個例外；它遇有這種 

情事，大會便充分有權處理；

(^)第三種理論想把審査搂餅與撮出建譲加以 

分別，允許審査而不准建譲。對於這種間題，可以 

在審査之後用向全體會員國撮出建譲的方式對原則 

作一般性的陳述；

47參閱第一二六段以下各段。



( d )第M 镇理論，於這一間窟採取最廣義的觀 

點，它承驟在原則上聯合國各機関有權處理對於一 

國所提出的控蔣，並向其直接提出建議。這一生張 

的發展也分成幾種，詳見下文。

(a ) 閩於聯合國權限的第一種理能

— 二六.本委員會能爲如欲詳細研討這些理論 

中的第一種，就是絕對無權說，勢必同時涉及第二 

及第三兩種理論。在進行此項研討工作時，本委員 

擬把南非代表Mr. Jooste在大會第八届會前論蔣提 

交本委員會的間題列入譲程時所發表的演說作爲根 

本委員會認爲南非代表所陳述的意見是完全而 

合理的。

— 二七.南非的意見認爲根據許多理由大會無 

權處理該國種族情勢問題，其中一部是根據憲章 

第二條第七項和金山會譲的有關準備工作，其餘是 

根據第五十五條及第五十六條。

一二八. 南非代表根據憲章第二條第七項的措 

詞，提出三點：

( i ) '’第二條第七項開首處的 ’本憲章不得認爲 ’ 
字様具有壓倒一切的效力，它禁化採取干涉任何國 

家內政的任何行動，而不問憲章其他任何條款如何 

規定，紙有執行辦法是例外，而大會對於執行辦法 

卻根本無權過問。

(Ü ) "我們所研討的這一段》 斤 涉 ’ 二字具有字 

典上的尋赏意義，其中包括千預在内。決不能如有 

人一再所指稱，作命令式干預解S , 因爲紙有安全 

理事會發生憲章第七章所規定的執f t 辦法問題時緯 

能實行命命式千預。大會在這方面乾然無權過間，禁 

ih千預任何國家之內政便等於禁 ih大會去做它本来 

就不能做的事情，就是禁 ih其實行命♦ 式干預。

( i i i ) " ’ 在本質上» 於任何國家國內管轄’一詞襄 

的 ’在本質上’四字是用以擴大國內管轄的範圍而 

不是把它縮小。這一點可從金山會議紀鋒看得十分 

淸楚，上一盾會中我會徵引該項紀錄以支持我的論 

據。"

一二九 . （v i) 南非代表其次講到第二條第七項 

的歷史，他針對遇有所謂人權間 '題，此段不能適用 

之說，提、出下列意見：

我紙須指出金山會譲曾對基本人權問題 

與第二條第七項的關係力n以很詳盡的討論。其 

前論的結果是先後由第二委員會及全體會議通 

過了下面的聲明：

48參閱大會第八盾會正式紀錄，全體會譲第四三

五次議。

" 第二委員會第三分粗委員會的委賛們一 

致同意第九章不得解释爲授權本組織去千涉會 

員國的內政。 "

一三0 .  Mr. J o o s t e於是請到第五十五條及第 

五十六條的措詞，並旦對這一問題提出下列兩點意 

見：

(V ) "第五十五條 ( 寅）附帶講到促進人權， 

如果以爲其中所載事項不在第二條第七項所栽 

不淮干涉的禁令範圍以內，而允許聯合國去干 

預的話，那麼大會也就同樣可以干涉第五十五 

條 (子 ) 及 (丑 )所栽事項，卽經濟及社會間題、提 

高生活程度、全民就業、衞生立法等等。我敢說 

世界上沒有一國家容忍此事。

(v O "總之，關於道一點，，我裏請各位注意， 

無論憲章或具有拘束力的任何其他國際文書， 

都沒有基本人權的定義。如果 a 有定義的話， 

就無填載立委員會来擬訂所提譲的人權盟約 

了。"

• -三一 .委員會首先裏研究根據第二條第七 

項之措詞和金山會譲的有關準備工作新提出的論 

點。

(0 "本憲章不得認爲"字様

- 三二 . 據南非代表稱，第二條第七項開頭就

用 "本憲章不得認爲"字様，其結論顯然是這一條款 

的效力貫徹到憲章辜其他一切條款。但是本委員會 

認爲其中所定禁例的範圍必須參照後面其他兩詞卽 

"干涉 "與 ”在本質上"的IE當解释辑能加以估計。所 

以此說本身並非雜對正確，除非參照其他兩詞的解 

釋來解释。

(ii) «千涉"一詞

一三三 . ”干涉"一詞的解釋當然是解释第二條 

第七項道一規定的範圓的蘭鍵之•^。照南非聯邦的 

意思，此詞在這r裏具有其在字典上的尊常意義其中 

包括干預在內。其意思無非就是"過間"。贊成聯合 

國無權過問之說的其他國家也都主張同《的解釋。

— 三四 . 大多敷會員國的觀點卻剧剛相反，他 

們認爲千涉 "一詞的意思就是"命令式千預大會 

討簿一事並擬定建譲並沒有到達命分式干預"的截 

度所以也不能構成金山會議原意所猎的"千顏"。

一三五.這塞必須指出後項解释爲兩位知名法 

學家所贊同，卽聯合國國際法委員會委員H. Lauter- 
p a c h t和人權委員會委晨René C assin教授,他們



兩位不僅是人權問題的專家商旦是解释憲章的專

家。

— 三六. Lauterpacht教授在其所著"國際法與 

人 權 Law and Human ■Rig仏 書 襄 面  

表示 "千涉完全是一個專門名詞，有明確的含義̂，是 

指命令式干預而言，是等於否認一國獨立的一種行 

動，它合有斷然襄求積極行爲或不行爲的意思一 -  
n々果不接受就裏採取雄迫手段或受到独迫宇段的威 

脅的一種襄求，雜然未必出諸實力睡迫的方式"。"裏 

正當使用千涉這一名詞必須是一個或幾個國家用 

，'命令方式：’’ Wf另國接受其意見"。這一解释對聯 
合國在人權力面採取行動的權限問題提供了一個答 

案b大會或其他任何主管機關都有權討論人權問題， 

向關係國直接提出具體的建譲，並旦着手或發動這 

一問題的研究。不過關係國在法律上並無接受這種 

建譲的義務。所以第二條第七項所禁t 的紙是對闕 

係國國內經濟社會機構或文化設施的直接干涉，它 

絶未禁Ik提.出建譲以至在該國國境以外進行調査。

基於這些理由Lauterpacht教授,斷定第二條第 

七項雜沒有禁 It研究择交聯合國的某一間題，提具 

有關報吿和作成建譲 , 因爲按照嚴格法律上的解释， 

這些行爲中的任何一種都不能構成干涉。任何解释 

如果以第二條第七項爲理由而將人權間題除出聯合 

國的行動範圍，那麼憲章襄關於人權奧某本自由的 

— 切有關條款就將成爲毫無意義。

— 三七 . Cassin 教授認爲在人權方面，第二條 

第七項僅僅禁 Ik"千涉 "，就是指法律J：所講干涉而 

言，這種行爲具有命令性質其形式必鎭以禁令或命 

令出之

— 三八 . Norman Bentwich 和 Andrew Martin 兩 

教授在他們所著 "聯合國憲章释義 " {Commmtary of 
the Charter of the United N ations)― 書裏面對■於 "千  

涉 " 一詞也作同様的解釋。他們認爲這一名詞必須 

照其嚴格法律上的意義来解释，就是"一個國家命 

♦ 式干預別轉的事情" ,所以《某~間題加以研究或 

調査，甚至提出正式建譲都不能算是"千涉"。

— 三九 . 我們B 經看到南非的辯詞全靠一種理 

由，就是大會對於任何事件旣然無權採取執行行動，

第二條第七項塞 '*干涉 "兩字如果作篇"命令式的千 

預 " 解釋，那摩其中所定禁例就大會而論便毫無意

義。

- W O . 關 於 這 點 ，本委員會要推出大會能 

非不能從事"命令式的千預"，因爲大會劉•於本質上 

不腾躲任何國家國內管轄的事項是可以用向會員國 

提出建譲的方式來採取雄制或執行辦法的，例如大 

會所通過關於聯合國會員國舆西班牙之關係問題的 

決譲案三十九 (一 )就是例證。無論如何,大會播攝 

"聯合一政共策和平"的決議案三七七(五)上列理論 

就 a 筆面確立了。

— 四一.所以第二條第七項的效力就在於精化 

聯合國"命仓式地干預 "本《上屬於任何國家國內管 

轄的事項。

( H i ) "在本質上屬於任何國家國內管轄"一語

一0 二 . 解释"在本質上思於任何國家画內管 

轄 " 一語I I 解釋 "干涉 "一詞至少同棟重裏。這是大 

會討論時爭執最激烈的一點，因爲大多數會員國所 

表示的意見又復與南非聯邦相反。

若干法學家和專家的意見也許値得一述。

~ 四三. Cassin 教授在其所著上述一書襄說， 

"在本質上"一詞不能作爲"主要的或者甚至絕大部 

後 " 解释。照他所說，憲章應解释爲a é —切人權 

與基本自由列入國摩範圍之內，紙有聯合國並不要 

求各會賛國依照憲章第五十五條及第五十六條與其 

合作的部俊繞能列爲例外而加以保留®。。該著者說此 

« 解释有金山會譲的紀錄可以證實。他認爲聯合画 

所以否决主張授權國際法院裁決某項情勢或爭端是 

否由於全屬國內管轄之事項而起的修正案，就是因 

爲聯合國認爲爭端之主题在本資上是否屬於一國廣 

內管轄，應該讓聯合國主管機關一 -適當時並由 

國際法院—— 酌量各爭謎案件的實際情形，来作决

— 四四 . C ass in教授早先任法國出席聯合國大 

會代表時，也曾支持同棟的理論。當大會第三委員 

會 （第三屆會第期會譲）討論世界人權宣言草案 

時，他會表示經簡裏紀錄栽述如下的段意見

,，他本國認爲，聯合國對於人權間題的權

限是確定無疑的，該宣言通過之後，人權問題

49參閱氏在國際法學院所講"世界人權宣言與人 
權之實施" （La Déclaration universlle et la mise 
en œuvre des droits de l'hom m e),摘自― 九五一• 
年 請 演 集 des cours 1951、, 第一及第二 

育。

同上，第十八育。 ，
« 同上，第十八及第十九育。
52參閱會正式紀錄 , 第三屆會第一期會譲，第三 

委員會第九十二次會識<»



就 ; 再崔國肉事項而是® 際事填了，任何國家

不能再援引憲章第二條第七項關於會員國國內

管轄的规定来對抗這種權限à "

— 四3É. Lauterpacht教搜在上述一書53討論"在 

本《上屬於任何國家國內管轄之事項"一語的意義 

時說這黯是一個事實間題。每個具體問題發生時* 
必填參照盤個憲章的”宗旨與原則"來加以研究。無 

論如何這種研究決不能使各國在這一文件下所擔負 

的任何法定義務趨於悄滅。

四六 . Lauterpacht教授說 "在本質上"一詞並 

無法定的或一成不變的意義。國聯盟約的類似條款 

係用 " 專門"兩字(原文"exclusively"), 憲章用字雜有 

不同，但是他認爲其中對於聯合國權限所定的限制 

並不比盟約第十五條第八項加於國際的阪制更加属 

害。相反的，廳於憲章動於這些權利的重視,他認爲 

聯合國封論通常屬於國內管轄的事項，尤其是與人 

權有關的事項，反比國聯享有更大的自由。反過来 

說，若謂 "在本質上"四字之意義是說任何事項，紙須 

在性質上主要是國內事項便屬於國家國內管轄卽使 

是國摩條約所規定的事項亦在所不問的話,那就很 

難分人信服。他認爲我們也可以同棟有理由說,紙有 

未經國際法規定或不能由國療法加以規定的事項幾 

是本廣上爵於國家國內管轄的事項。

根 據 Lauterpacht教授所說，決定每一案件是否 

適用第二條第七項之權力，原則上屬於實施憲章有 

關各章的主管機關。

— 四七 . Lauterpacht教授根據上述研究得到下 

面的結論：

(a ) "在本質上屬於國家國內管轄之事項"不包 

括按照習慣或條約可能成爲國際義務的對象的傳題 

或者因爲構成國朦和平與安全的實際或潜在威脅而 

a 成爲國際彼関事項的間題。

( & )人權a 不再是國家所保留的簡題。

四八 . R, Brunet教授所著《金山憲章所號定 

之人權的國際保障書對道點也有詳盡的研究 i» 
他的意見與上述各節相同。所以他在有一段中表示 

憲章第六十二條第二項旣然授權經濟暨社會理事會 

作成建譲案以"增進全人類之人權及暮本由由之尊 

重及維護"，除非此項規定毫無意義，杏則便必然：a  
暗指"人權及某本自由之尊重及維譲乃是一種國際 

間題，而不再是國內管轄 :t 事項 "。根 據 Brunet教 

授所說，第六十二條第二項證實了 ^>^與保障人權

★ 關之♦ 項，憲* a 經把它們國家所担留翻齒的 

範圍中提出来置於聯合國直接保證之下"。

- W 九.這種解释怎麼能與第二條第七項的規 

定相調和呢？ Brunet教授認爲制訂聯合國憲章的國 

家在其爲保障國家保留事項而築成的堡塵中，存心 

"開 個 缺 口 就 是 尊 重 人 權 一 j C 卞們厥有同意 

保障人權並旦因此而放棄部汾生權/或者不把這 

—原則訂入憲章。它們選擇了第- H i 路，因爲當時 

奥論的壓力應倒了*Ë 們的抵制之心。

—五0 .  Georges Scelle教 授 在 其 所 著 "國際公 

法一書嘉曾經約略檢前第二條第七項所引起的問 

題。他認爲憲章襄把國聯盟約第十五條第八項所用 

" 專門 " 二 字 改 爲 " 在本賓上 " 字様是倒退一步，更 

嚴 董 的 是 " 專屬管轄的概念現在 a 由一種單純的爭 

訟程序上的異譲進而成爲國際法上的一個基本原則 

了 \

- * 3 ：— . 但 "在本質上屬於國內管轄"一項理由 

紙能向處理案件的機鬪提出，該機關有铁r定此項異 

譲是否確有根據之全權，這一點可以彌補J:述的缺 

陷。所以"在本質J 屬於任何國家國內管轄之事項" 
一語的意義將逐漸由聯合國主管機關討論所確立的 

法理来決定

一五二 . 密歇根大學政治學教授Mr. Lawrence 
P reuss在一九四九年所發表的一篇文章襄研究第二 

條第七項所引起的問题他根據金山會譲的準備工 

作斷定出席會譲的各國政府確想儘量跟制本組織千 

涉各國內政的權力。可是雖有這種從嚴限制的趨向， 

本組織依然賦有酌量每一案件確定第二條第七項是 

杏適用之權3 他認爲聯合國解释這一條款時抱着下 

面的見解，就是 "干涉 "一詞是指含■有不承認《國獨 

立而是以使用強制力相威脅之意的"T種行爲而言。 

所以第二條第七項無择如何決不禁Ih，’ 討論、研究、 

調査與建議"。

一五三 . 最後他親:事實證明第二條第七項的規 

定姆於聯合國向来認爲赖聖不可侵犯的許多力面之 

廣馬活動並未發生多大胆力。他接着說制訂憲章 

的人們對國內管轄條款作別開生面的規定其原意無 

疑是想對聯合國的權力嚴加限制，但因其所用字句 

很有伸縮性，使聯合國得對内政事項行使一種爲依 

據國聯盟約第十五條第八項的規定所無法行使的干

S3 "國際法與人權"。

參閱第三節"專屬管轄之原理"。

參閱國摩法學院講演集一九四九年第一册密歇
根大4 政治學教授 Lawr印ce PreusÆ所著"憲 

第二條第七項與國内管轄事項文。



顏。聯合國政治機圃應用 '， 關國際'的理論簡直可 

以無限制行使裁量權此種理論B 把形成和平的潛在 

威脅，或者甚至形成國際友好蘇解之威，的任何情 

勢别出國內管轄的範圍"。

— 五四 . H. K elsen教授®«與 Preuss教授的意見 

幾乎完全一致。他也認爲金山會譲中立法者的本意 

— 般能來長想限制本組織的行動，第二條第七項別 

適用於第九章及第十章所規定之事項 , 這~點紙須 

研究金山會議的準備工作就可以明瞭。但是他進而 

生張，各國並非因而就不能把別國認爲屬於其國內 

管轄的事項提交聯合國的生管機関。閲 於 這 點 ， 

K elsen教授感覺到將原先盟約第十五條第八項所用 

"專网 "一詞改爲h在本質上" 字様並不是一種進步。 

他認爲沒有什麼事情在本質J：屬於國內管轄。凡未 

經國際暂慣或條約明白規定的事項就"全然"屬於國 

內管轄，但是決不是 "在本質J -."屬於國內管轄；而 

且某種事項是否在國家保留之列這一問題，紙有依 

據國際法镜能答覆。所以這一條款所用的新字句並 

不比過去更進步。第一，我們可以推想爲關係國主 

權所認爲主裏的事項就會被認爲" 在本質上"屬於國 

內管轄的事項。因此這種國家如果認爲把這種性質 

的任何事項提請國際解決與其國家主權不合，翁會 

拒絶揚出a 會員國依據憲章並無必須把屬於國內管 

轄的事項提請國際解決的義務，它們依據第三十七 

條所負的義務甚或應該用和平力法解決爭端的義務 

也都同核可以解除，S 爲按照第二條第三項，會員 

國紙缀尋求和平方法以解決國瞭爭端"，此一名詞 

似係指具有國際性廣之事填而起的爭端亦卽由於國 

內管轄事項而起之爭端除外》無論如何,第二條第七 

項之重要性大部汾襄看"究意誰有權力来斷定某種 

事項是否在本質上屬於國內管轄這一簡题的答案如 

何 "。就第二條第七項的措詞而論，也許可以辯稱關 

係國可以自由表示此項權力，但是不服該事項係屬 

於被按國家國內管轄範圍之說者紙有將此項爭编提 

交聯合國主管機關。所以某種事項是否廣於國家保 

留的範圍，最後要由該機蘭逐案決定。 K elsen教授 

在結語中認爲第二條第七項的措詞似乎B 經超過制 

訂憲章者的本意。關於會員國對其認爲由於在本資 

上歸於該國國內管轄之事項而起的爭端所負不以武 

力 相 威脅或使用武力求其解決的義務，深信憲章起 

章人並不想以第二條第七項来把它解除。

— 五五 . 哥本哈根大學教授Ross 5 7翻、爲原则 

上，•一個間題如果按其性質（在本《上）屬於一國國

內營轄，這一規定便可以適用，但是這一條文對於 

道種情勢究竟在什麼時候以及在什麼情形之下糖會 

發生全未明確規定，也就是對這個間題根本沒有答

覆。

無論如何，提交聯合國的任何問題是杏在其權 

限範圍以内必須由主管機關本身来作最後決定。 

Ro»s教授認爲這樣將日益趨向於限制保留問題的範 

圍而鼓勵聯合國日益去對通常屬於國內管轄的事項 

作更明顯的干預。

從經濟與社會的觀點看来，第二條第七項照字 

面解擇起来似乎會使本組織赚瘦，但是這決不會是 

制訂這一條文的人們的本意。所 以 R o s s教授認爲 

在這兩方面，這條紙是指對某一國家提出建譲而 

言，至於一般性的建譲則並不禁Ih。

—五六.他在結語中強調着第二條第七項之不 

夠明確3 他不能同意若千事•項在本質上屬赞國內管 

轄。這~規定的現行措詞障礙一切進步，徒然使國 

摩法永久陷於湯亂狀態罷了。以本廣作爲限制而不 

規定以國際法作爲制斷之根據易想向於把政洽性的 

制斷来替代法律的制斷。不過因爲聯合國本身有權 

決定根據國內管轄提出的抗辯是否有理，這項规定 

的實際應用範圍卻大受限制。

— 五七 . N. Bentwich和 A. Martin兩位教授在 

他們所著關於聯合國憲章的一本書襄》% 在列擧傅統 

上屬於國內管轄的事項，有如國籍、關税、移民法等 

等之後，表示卽使這些事項，也會在某種情形之下， 

帶上國際性。一國少數民族所受待遇對於別國可能 

發生重大影響；一國之移民法對於因本國資源缺乏 

而不得不鼓勵其過剩人口向國外移殖的國家可能造 

成困難間題；輸入國的海關與税率政！策對於具有大 

量输出品外銷的國家開係至大。結果 , 國內管轄與國 

際管理的界限就游移不定。憲章第二條第七項雜然 

承認其閩確有界限但是並未誅法而且也無法劃定這 

兩個部pg的範圍。著者認爲第二條第七項的現有捐 

辭已使聯合國是否應該干渉某一間題一點成爲一種 

事實間題而不是法律間题，因爲它旣全未講到國際 

法，就失去了唯一可靠的學理J :的標準。但就法律 

觀點而論，如果聯合國斷定某個間題外表看来雜屬 

內政事項而需要採取國際行動的時候，那就決不能 

讓這一條文去禁 Ih它採取行動。 .

5 ® " 聯 合 國 法 ' ’。

5 7 參 閱 " 聯 合 國 憲 章 '^ ^

Norman Bentwich 與 Andrea Martin 合著"聯合

國 憲 章 释 義 " 。



- * 五八.大家在上文中可以看到法學家衡於 

"在本廣上屬於一國國內管轄之事項"一詞的解释並 

不完全一致。對於聯合國具有41絕研究與經驗的權 

威學者有如Cassin和Lauterpacht教授斷然主張由於 

憲章的簽訂，基本人權已經成爲國摩法的一部汾而 

不再是本質上屬於國內管轄的事項。其餘如 Kelsen 
教授卻認爲憲章的規定不足以衡定梵意什麼事項屬 

於國內管轄，什麼事項不在國内管轄之內，因爲憲 

章並未明白規定到底應該適用什麼確切的標準。不 

過要緊而値得注意的點是贊成後一說的人們卻同 

時贊同另一派的下列意見，卽認爲憲章在文字或精 

游J：都曾授權聯合國的生要機閩在其管轄範圍之 

內，就其受理的每一案件来決定其是否屬於國內管 

轄。所以權威學者對於這一點的意見並無出入，簡 

而言之，所有法學家都一致同意就憲章第二條第七 

項而言，此種機關是決定其本身權限的唯一裁制 

人。

— 五九 . 如果以'爲有開機關可以採用一些武斷 

的標準来濫用這種裁量權，那就顯然是錯誤了。它 

們對於每一案件都要權衡問題所具有的國際關係是 

否充设存在，十足重要必須加以審譲。大會和經濟 

fifftt會理事會自然會明白體察憲章所授予的責任， 

小心行動。所以舉例来說，假如一個國家偶爾發生一 

項侵害基本人權事件，而其人民享有循司法途徑以 

尋求並獲致救助的便利時決無理由使其成爲國際問 

題。如果聯合國機關去干預某種國內情勢雖然與憲 

章的原則不合，而是由於若干明確的歷史原因或環 

境所造成非一朝一夕所能改變，但關係國確在努力 

逐漸消除，那麼它們就是沒有本謹慎資責的態度履 

行其憲章下的責任a 反之'就另一極端情形而論，如 

果一個國家有系統地蓮反憲章中有關人權的原則， 

特別是不得歧視一原別舉其尤裏者別此類行動影響 

數百萬人之飯，引起國際嚴重焦慮，而旦闕係國顯 

然遺在想變本加属，那麼聯合國定此種事件在本賓 

上不屬於其國內管轄就無疑是天公地道的了。

— 六0 . 若干國家它們所謂顯然妨害它們的主 

權而過(3•擔憂，本委員會認爲這是沒有理由的，因 

爲大家都承認大會貴於某一國家有關人權的任何事 

項是否有權專以討論調査並幣量情形向闕係國提出 

建譲爲目的而加以處理，大會有權自行決定。大家 

要注意一點，遇有有關人權的爭議簡題,向來都由 

出席及參加表决的大多數代表採用三分之二多數表 

決的规則。凡深怕其認爲屬於國內管轄之事項受人 

過汾干預的國家，有這一規則就足以保障。大家記 

得大會第一盾會討論 "南非聯邦印裔人民所受待遇"

間題時》»,會經決定大會是否有權處理一問題應以三 

分之二大多數蔑決定之。若說會賛國之三分二都不 

能適度表現其責任感 , 或者舉 Ik較率,或者全憑其動 

另一會員國之偏見行事，這簡直是不可能想像的。

憲章的規定和大會自身所通過的決議案，都很 

得體地要該機關在決定有關會員國的問題時特別愼 

重將事我們紙須記牢這一點就可以了。

六一，譬如，憲章第十一條第二項授權大會：

" 討•論聯合國任何會員國或安全理事會或 

非聯合國會員國依第三十S 條第二項之规定向 

大會所提闇於維持國際和平及安全之任何間 

題，除第十二條所規定外,並得向會員國或草全 

理事會或兼向兩者提出對於該項間題之建é 。"

— 九五0 年大會根據這一條文通過了決議案三 

七七（五）"聯合致共策和平 "，規定大會於

" 安全理事會遇似有威，和平、破壞和平 

或懷略行爲，如因常任理事國未能一政同意而 

不能行使其維持國際和平及安全之主要責任 

時"，

得向會員國建譲採取藥套集體辦法。

照該決譲案的规定，這些集體辦法得包括：

" 偷係破壞和平或侵赂行爲……，必要時 

使用武力，以維持或恢復國摩和平與安全i  "

六二 . 不過憲章並未訂定 "威脅和平 '  "破 

壞和平 "或 "侵略行货 " 的解釋。這種情勢究竟有否 

發生裏由大會去制定。大會有一個和平觀察委員會 

負責協助辦理此事。但是大會縱然未據該委員會提 

供意見，也可宣怖 "威脅和平 "、 "破壞和平 "或"侵 

略行爲 " a 霞存在，因而向會員國建議採取寒章所規 

定及決譲案三七七（五）詳加整訂的任何集體辦法， 

包括經濟制裁及使用武力在內。所以我們可以憑驗 

理来推定某國侵害某本人權事之是否在本《J：屬於 

該國國內管轄，得由大會同樣以三分之二的大多數 

来加以制斷，是® 不待言的了，因爲這裏間題的焦 

點紙在給大會以機會去制•論、調査、提出報吿並在必 

襄時向會員國提出建譲請它悄除這種情勢面B 。

(iv) 憲章第二條第七項擬訂經過

— 六三 . 南非聯邦，並曾援引根據第二條第七 

項起草經過的一項理由，特別是上文所摘錄的金山

參閱大會正式紀錄，第一届會第二期會議, 第 

五十二次全體會譲。



會翁第二委員會第三分組委廣會報告員報吿書的那 

- 段®° , 来支待它的論據。本委員會認爲那一層理由 

對於根據該項中有 " 干涉"一詞而提出的理由並無增 

益， 因爲該報吿書也反覆述及同一名詞，所以-*切 

都看對此名詞作何解释。本委員會在本文件前面&  

說明過它本身對於這一點的意見®1。

( v ) 憲章章第五十五條 ( 子 ) 與• ( a ) ® 2

— 六四 . 至於該聯邦就本紙織 " 干涉"第五十五 

條 ( 子 ) 與 ( 丑 ）m 所舉間題的權力所提出的論點；本 

委員會參照其對 " 干 涉 詞 的 解 释 ,並根據早先所 

講的種種理由，認爲聯合國行使這些條款中所规定 

的權限決不能構成 " 干涉"。

六五 . 況且第玉十五條 ( 丑）規定本組織應促 

m  " 國際閩經濟、社會、衞生及有關間題之解決，國 

隨間文化及教育合作"。可見從該聯邦的辯詞所達成 

的結論，與其所想證明之點恰正相反，因爲憲章本 

身承認若干經濟及社會問題具有國際性 , 應當用"國 

際合作 " 的方式来解決。

一六六 . 有人以爲聯合國依據第玉十五條（子 ） 

旣然負 有 促 進 " 較高之生活程度、全民就業及經濟 

與社會進展 " 之責任，其主裏主管機關就有權討論 

各會員國或非會員國的現有情勢，並向這些國家焦 

體或分別提出建譲。

一六七. 事實上大會和經濟暨紙會理事會自從 

創立以来就經常照此辦理。本組織一直就不斷地在 

研究各會員國的經濟情勢、糧食情况、就業、社會及 

衞生狀 =51等等。本組織對於這許多情况都會加以允 

長鎭密的討論，並且作成建譲，這些建議也許不是專 

門送給某個國家而是送交本組織比較少數的一羣會 

員國，可是就本文所作研究而論，卻是事同一律。

( v i ) 人權的定義

— 六八.因爲無論憲章或其他任何具有拘束力 

的國家文書都沒有訂定 " 基本人權 "一詞的定義，所 

以南非聯邦就力稱第五十六條並未使各國擔負一種 

法律J . 的義務 U 本委員會第一裏指出憲章也並沒有 

爲使會員國方面當然擔負法律義務的其他許多詞語 

下定義，例如丄文所講 " 國際和平與安全""和平之威 

脅 " " 和平之破壞 " 和 " 侵略行爲 " 等詞語就是如此。

一六九，第二，"人權與某本自由"之槪念並奔 

筆端於憲章，它至少宴追溯到一七八九年的公民人 

權宣言和美國的獨立宣言。從此以後差不多兩百年 

来，此種槪念已經成爲歐美及其他各地文明國家公 

法的構成部分。證明憲章制訂人雄是指這久E 奉爲 

神聖之槪念而言的莫過於憲章弁言中的這一段：《我 

聯合國人良同在決心… …重伸茶本人權"。

所以一九四玉年時大家a 經充分熟識這個槪 

念，可以將其定爲一種明確法律義務的標的。訂入憲 

章的結果是在國瞭關係J：採用了國內法的原則。道 

一原則後来復經大會於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日所雄

過的世界人權宣言重予確認，詳加驚訂。

關於道一點，特別是關於以世界人權宣言作爲 

解-釋憲章所载人權之文書的價値一點，本委員會請 

參閱本章第二及第三兩節所列的意見，特別是其中 

所引譜的權咸意見

• -七0 . 本委員會遺裏引證該宣言起草人之一 

並且兼任《這個宣言草案作最後討論的大會第三委 

員會主席Mr. Malik(黎巴嫩）的言論

最 後 Mr. M a lik覺得世界人權宣言在本

質上與大會所潘過的其他任何決議案都不相

同《其他決譲案紙在形式觀點上與憲章一貫,而

人權宣言的實體卻經截諸憲章，受有具體規定

的拘束。這個宣言是憲章的延續，也是一種補

充，所以不能僅作決譲案看待。"

一七一 . ％且就種族歧視間題而論，我們無擴 

從憲章以外的文書裏面去尋求定義或法律條款就可 

以證明一種具有拘束力的誓約的存在。

我們前面a 經講過，不得竣視這個原則是憲章 

本身所制定，憲章在其弁言、宗旨與原則、第十三 

條及第五十五條裏面，無論在明文或舍義之中，都 

對 "展分種族、性別、語言或宗教加以髓責"。不得 

妓視是憲章的一個某本原則，這一原則是爲反對本 

報吿書其他部分所指出的那些荒譲的種族理論而提 

出的《̂。

(b ) 關於聯合國權限的第二和第三種理論

— 七二 . 第二種理論與第一種理論相彷彿，但 

承認大會無權說在所控事項涉及憲章第一條第二項

« ° 參閱第一二九段C 
61參閱第一•四 段 。 

62參閱第一三0 段 
參閱第一ra— 段。

參閱第一0 — 段至第一0 四段及第一四四段。 
參閱大會Æ 式紀錄，第三眉會第二期會譲，總 
務委員會第五十九次會譲。

參閱第八十一及第八十二段C



戾第三項所定宗旨，尤其在涉及不得竣視這一庫則 

時則爲例外，本委員會認爲大會付託它研究的情勢 

恰正涉及這一原則，所以卽使依照贊成這種理論的 

人們，聯合國仍有權過間此事。

一七三 * 第三镇理論承認大會有權討論有開某 

— 國家懷害人權的案件，但是不承認大會有權向道 

個國家提出什麼建譲 0

實摩上爲了證明大會有權處理而引释的寒章條 

文 (第+ 條及第十三條 )是同時講到有權討論（發勤 

研究）及提出建議的。紙提起兩者之一的唯一條文 

(第十四條）沒有講到討論之權而卻講孰建譲之權。 

所以上列一說究竞有何根據很難明白，除非是依據 

由第二條第七項而得的推論，但這一黯卻是本委員 

會所B 經加以推翻的。

( c ) 關於聯合國權限的第四種理論

七四 . 這三種理論妹經— 推翻，所得結論 

當然是以第四種理論67爲JE確 3 可是這絕非否定早 

先所作的論斷，卽聯合國各機閩對於所受理的問題 

就政治觀點而論是否屬於國內管轄，其嚴重程度是 

否引起國際關注而應加以討論、調査以至由有關機 

關摄出建譲，它們自身有權作最後決定。

南非聯邦的種族情勢顯然县大會所要討論的間 

題。上文a 經請過，大會會以大多數將先後提交專 

設政治委員會及大會全體會譲的一個主張無權處理 

的爵譲否决。而且大會在成立了本委員會時，並， 

同時通過决譲案六一六 B(七），其中藥明：

" 凡多數種族雜居之社會其立法與慣例， 

如趨向於不分種族、信仰或膚色確保法律之上 

人人平等，旦各種族均以平等地位參與經濟、社 

會、文化及政洽方面之活動，則種族關係之和 

諧、人權自由之尊重與圓結一*政之社會之和平 

發展最有保證，。"
而且認定：

" 會員國政府之政策若不以此爲目的而欲 

永遠保持或增加族視者，均與會員國依據憲章 

第五十六條所作之保證相抵觸。"
毫無疑義，大會在這個決譲案襄再度確認了它 

的權限。

本報吿書下一節尊講聯合國因審譲與本委員會 

所研究的間題t e類似的間題制立的成案法以證明這 

是聯合國的一貫慣例。

染 .關於聯合國權限問題的先例

— 七五 . 本章前面有一節®®講到金山會譲箭於 

依據第二條第七項有權制定應具有或不具何種情形 

力可准許或不准聯合國機關討論某項間題事的機 

關所採取的觀點。其中曾能 , 金山會譲B 在否決主 

張此事應由國際法院裁定的希騰修ÏÉ案以後認定各 

生裏機關絕對有權自行決定此事。金山會議此項決 

定正與解释憲章全部條文所遵循的原則相符合。

- 七六 . 遺有，聯合國各機關對於它們是杏有 

權處理經關係國以第二條第七項爲藉口，指稱聯合 

國無權過間的若干侵害人權的案件一事也不願請求 

國際法院行使任意管轄，而旦担雜徵詢國際法院的 

諮詢意見，這是深堪玩味的。遇有此種情形，大會 

每次都將主張向國際法院徵詢意見的撮案否決，而 

認定它有決定權限間題的最高權力。它這種舉動有 

時用財論問題之實體或提出建譲的暗示方式出之， 

有時則用杏決無權管轄之载的明示方式出之。

七七 . 大會每次都斷然聲明t 有權處理各該 

PpI題這一點的確値得令人注意。經濟暨f i 會理事會 

所採取的方針。也恰JE— 標。此種作風之一貫與夫 

態度之堅决系斷。給予吾人以最烫刻的印象，因爲 

所討論的各項問題牽涉到在地理J :與政治Jb大不相 

同的國家。道一點是頂頂重裏的。當金山會譲封論 

第二條第七項時，有人說這條款應該具有充分彈 

性俾其解释可以隨着人類思想和國家生權說之演進 

而演進3 吾人因此而得到一種必然的結論，卽由於 

這種演進的結果，從前所認爲全屬內政，的間題現在 

卻要當做國際問題了0

七八.鬪於聯合國機蘭有權財論各國侵害某 

本人權案件並旦提出建譲的論據遺有一•件事實是値 

得注意的。卽除南非聯邦一國之沐，此項論據至少 

曾- * 度輕聯合國所有會員國接受。當然有些國家會 

對其中若千案件採取反對態度；但於此亦可見各方 

對於權限問題所採取的理論立場往往是由各個案件 

的政治環境来决定的》

— 七九 .本委員會覺得應聯合國關於權限  

問題所有的先例作一檢討。它蟹T於各個案件將從權 

限問題的觀點来討論所通過的決譲案；指出財論的 

要點，並從速記紀錄或簡要紀錄中引證代表們所陳 

特別値得注意的意見，或者取其對於他們的理論有 

獨到的見解或者取其能反映某一國家對本委員會所 

研究的間題的態度。

67 參閱第一二五段 參簡第一 七段及以下各段C



■ -八o . 莊將擬加論列的間題開列於下：

0 ) 大會6®:
( i ) 南非聯邦印裔人民待遇問題；

( i i)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侵害基本人權 

蓮反外交傳統慣例及憲章其他原則間題；

( i iO 保加利《S 、甸牙利及羅馬尼亞對人權及基 

本自由之遵守問題。

( b ) 經濟暨社會理事會：

( i v )適追勞工之調査；

( v ) 侵害工會權利間題。

(a) 大會

( i ) 翁非聯邦印裔人民待遇問題

— 八 一 .這一間題在大會第一雇會第二期會 

譲、第二履會、第三眉會第二期會譲、第五届會、第六 

屆 i •及第七扁，都曾加以審譲。在這幾雇屆會之中， 

每次都討論到大會處理這一問題的權限問題《

八二.印度代表團在大會第一眉會第二斯會 

譲中，提譲把 " 印度人在南非聯邦所受待遇"這個項 

目列入大會臨時譲事日程。大會無權討論這一項目 

之説營在全體會譲中經過辯論。若干代表團提議這 

—案件是否屬於南非聯邦國內管轄應請國條法院制 

新。但他們的提案並未獲得通過，而旦雜然有人提 

出好幾個動議主張權限問題應由大會投票解決，大 

會對於那些提譲並未採取行動。大會在那一眉會通 

過了決譲案四四( ~ ) , 其中紙說因爲這種 "待遇"， 

"該兩會員國間之友好關係受有損害,而旦今後勢將 

藥趨惡化……",所以請兩國政府將其爲處理這種情 

勢所採取的辦法向大會第二届會提出報吿。

- 八三.大會第二届會中會再度討論這一問 

題，但因第一•委員會所通過的有關決譲草案（A7PV. 
120)沒有得到必裏的三分之二多數的同意，大會遂 

未能有所决定。

一八四 . 在第三屆會第二期會譲中，南非聯邦 

代表向第一委員會提出一個決- 享案，主張大會應 

決議這一間題在本質J 屬於該聯邦國內管轄而不在

"聯合國會員國與西班牙之關係"問題沒有列入 

問题一覽以內，因爲贊成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 

二日决譲案三九 (一)者所提供的譜據雖然明白 
指出了侵略基本人權的顯著事實但這一問題卻 

敢非作爲涉及這種權利的問題提出。當時也沒 
有引證憲章襄有關人權的條文，因爲這一•項目 

完全是作爲政治間題提出的。

大會職權範圍以內7<>。該決識章案當遭第一委真會杏 

決。大會在該届會中通過了決譲案二六S  (三)。

該決議案 "請印度、巴基斯粗、南非聯郝三國政 

府舉行圓桌會譲，參動聯合國憲章之宗旨及原則與 

人權宣言下進行討論

— 八五.大會在第五屆會中腊續審査這一間 

題，其權限問題又引起了爭執。在專載政治委眞會 
辯論時，其爭點是在於該委真會是杏有討論這一問 

題 的 般 權 限 ，以及它是否有權通過其當前的具體 

提紫。該委員會決譲有權審譲並且表決所提提案71。 
該委員會建譲由大會採取其提案，這些提案就成爲 

大會決譲案三九五 (五）的內容。

- 八六 . 在第六屑會中，大會就同一間題通猶

了决譲案五一~ ( 六)。

— 八七，大會在第七盾會同様通過了決譲案六

— 五 (七）。

- 八八 . 決譲案三九五（五 )先缴引反»種族追 

害與歧視的決譲案一0 三(-*),並述及世界人權宣 

言，然後進而指出"種族癌離政策勢必以種族歧視 

之理論爲根據";該決譲案再度建議照決譲案二六五 

(三 )所規定之方式舉行圓桌會譲，並規定倘使関係 

國政府不能在相當期閩內舉行圓桌會譲則應設立一 

個三人委員會予當事各方以協助。最後該决議案促 

請關係各國政府避免採取妨礙商談成功之任何步 

驟，在完成此項商談工作前尤應避免實施或執行"種 

族分展法"之規定。

上述決譲案經以四十七票對票 j i y a , 棄權者

十。

- 八九 . 大家應該注意 "印裔人民所受待遇"間 

題不僅涉及侵害人權簡题，而且事關蓮反印度與南 

非聯邦兩國之閩的條約。，例如在舉行討論時法國代 

表團說因爲印度甫非聯邦所簽訂的條約是國際性的 

條約，南非聯邦負有條約義務,所以該代表團承認聯 

合國有權處理。總之，大多數代表團都同意根據大 

會所有斜論有関人權事項及提出建譲之權的廣義解 

釋，大會有權處理。

- * 九0 . 決 議 案 五 (六)所載建譲與決議案 

三 九 五 （五）的建譲相同,其前文除其他各節外曾 

說：

參閱大會正式紀錄，第三眉會第二期會譲，第 

一委員會第二六八次會譲。

同上，第五届會，專誌政治委員會第十五次 

會議。



**察悉一九五一年三月三十日公他五項資 

施種族分廣法之命致直接違反決議案三九 

五 (五 )第三段之規定；

" 念及其~-九四六年十月十九日關於反 

剑'種族迫害與歧親之决議案- * o 三 (一 ) 及~  % 
IS八年十二月十日関於世界人權宣言之決議案 

二一七 (三 ) 。"

最後，大會在該決議案正文第四段裏再度箫南 

非聯邦政府暫緩货施種族分區法。

—•九五二年決譲案六一'五 (七）睡調同 

棟的考慮ü 建譲，並且設立了一個幹旋委員會藉以 

便利関係國政府之談制a

衬論時各國所發表的意見

— 九二 . 澳大利亜：澳大利亞不同意大會有權 

處理此案，它辯稱第二條第七項之規定以及金山會 

譲的起草經過a 把這一點閣明得十分淸楚，審譲的 

間題縱使有蘭國際卻是內政事項，引證若干憲章條 

文不足以證明其審譲此項間題係屬有理。澳大利亜 

代表圃認货第二條七項因爲其在憲章塞所處的地位 

就能管到憲章其他一切條文之適用

- «九三 . 法蘭西："從法律觀點而論，如果嚴格 

遵守憲章第二條 , 就很難爲千涉作辯護。國家的主權 

乃憲章的基本規定。一九二七年的開普敦協定合有 

依照協定方式而處理間題的保證，所以是種國跨  

法律行爲。依據憲章，印度有理由提出這一間題

(M r. C a rrea u )" … …請起當印度這項控訴在一* 
~ 九四六年初次向大會提出的時候，他的代表團對 

於大會處置此案的權限間題深感疑慮。不過因爲這 

- 間題具有兩方面的開係，所以疑慮也就冰释了。一 

方面是南非不同種族閩的闕係間題，宅顯然思於該 

聯邦國內管轄的範圍；但在另一方面遺有一個南非 

依據其與印度之間的現行協定所應負的義務間題， 

這f 具有國際性質。

" 基於這許多理由，所以法國和墨西哥代表®  
在一九四六年聯合提出了一個以促進爭譲當事國以

同上，第四二次會識，第三十七至第五十二段 
(Mr. M ood ie的發言) ，和同上，第七雇會，專説 

政治委員會第十次會譲，第十五段至第二十段 
(Mr. Casey 的發言)。

同上, 第一屆會第二斯會譲,第一及第六委員會 
聯合委員會第六次會議，第十六盲 (M . Dejean 
的發言

宜精協議方式求其解決爲目的的決議草案，該草案 

旋經大會通過。此案復經一九四七年第二常會提出 

前論，但因大會未能得到必要的多數以採取進一步 

的行動，一九® 六年的決譲案遂仍繼續有效。法國 

代表團現在的立場是大會如果要對這一案件採取任 

何進一步的行動，就必然違反憲章第二條第七項， 

"干涉 "兩字的意義實在就是 ’處理 ’ 的意思。W

一九四. 英聯王國：英聯王國代表團把第二條 

第七項簡直就作爲聯合國不'得千預純屬內政性質的 

事項解釋。該代表團辯稱主要的法律問題就是一個 

國家梵竞應該賦予其人民那些權利，這種間題無疑 

全屬關係國國内管轄的範圍7®。

— 九五 . 南非聯邦：這襄無須把南非聯邦所陳 

通的立場列入，總之，該聯邦代表團看來，基於上 

文第一二六段及以下諸段所詳論的理由，大會無瑜 

如何無此權限3

—九六 . 比利時：比利時代表團認爲國家以權 

利賦予國民，在本質上是國內管轄以內的間題，大 

會向某一國家提出建議就構成第二條第七項所說的 

千涉。該代會團読它這種解釋與大多數憲章制訂人 

的本意相符，不過它承認大會有權討論此案，因爲 

依照議事規則第一百十條，權限問題應該在實體問 

題表决之先付表決

— 九七 . 美利堅合，國：（Mr. A u stin ) 宣

稱提交大會的間題是杏屬於國家國內管 '轄，大會是 

決定這間題的唯一主管機關。

74同上，第三屆會第二斯會議。第一委員會第二 
六六次會譲，第二九0 育 至 第 二 九 一 盲 (Mr.
Carreau的疆言）。

75同上，第一届會第二期會譲，第一及第六委員 

會聯合委員會第六次會譲，第十四頁至第十主 
頁 （Sir Hartley Shawcross 的發言) ；同上，第二 

屆會，第 一 委 員 會 第 0 次會議，第四五四 
育（Mr. M cN eil的齋言）；和同上，第七屆會，專 

設政治委員會第十一次會譲，第十九至第二十 
—育（Lord Llewellin 的發言）。

76同上，第三盾會第二期會譲，第一委員會第二 

六六次會議， 第二八七至第二八九育 (Mr. 
Rycknians的發言），和同J ：, 第七雇會，專設政 

治委員會第十一次會議，第五段至第七段及第 
九段 (Count d'Aspremont Lynden 的發言〉；並參

閱同上，第三眉會第二期會譲，第一委員會第 
二六八次會譲，第三二0 育 (Mr. Ryckm ans的 

發言），和同上，第五眉會，惠設政治委員會 
第四十三次會譲，第玉段（Mr. N iso t的發言）。



" 所以美利堅合衆國代表團主張項目三^應 

當留在譲事日程上面，其理由有二：第一是襄於各 

國對於少數民族問題之關注；第二是廳於南非聯邦 

代表 * 所提出的法律問題的重裏。77

" 主裏問題是大會的權限間題。憲章襄面好多 

次請到遵守人權與基本É 由，似乎已把霉一問題完 

全列在大會權限之內。第二條第七項固热规定聯合 

國不得于涉在本質上* 於任何國家國內管轄的事  

項，但是該項的本意是否在於禁 Ih大會審議這些事 

項，並以建譲方式表示意見藉以幫助當事國健致解 

決，不無疑問。事實該項規定之法律解释至今尙  

未確定。究竟那種人權方能成爲國際問題，殊難斷 

言。裏在那些有闕國隙的問題和那些 ’ 在本 «上屬 

於國內管轄'的間題之間劃一條明確的界錄是極度 

困難的。"7®

- 九八 . 巴拿馬："聯合國憲章有七處承認並宣 

佈人權，規定聯合園各機關要促進對於人權與自由 

之尊重與涯守，而旦迭次有人引f t 論述。

" 按照這些規定，大會顯然賦有權限去提出建 

議，要求對於若干基本人權，例如平等權，卽不因 

性別、種族、語言或宗教而受妓視之權妥爲尊重，並 

予保障。79

，’ 我敢說金山憲章a 把人權從國內管轄的範圍 

之中劃出来列入國療法的《域以內了。我敢說聯合 

國a 經集體承諾宣佈，促進並保障人權，國際社會 

的會員國已因在藤史上最偉大的公約金山憲章內作 

此種承請而塵生了一種新的國際法原則，這個原則 

就是個人與國家同様都受國際法的支配。

’，這一原則已經不再是法學家、作家或學院研 

究機關襄純粹理論家單純的懸想。 這個原則現在a  
經是憲法、條約法、實在法、成文法、人類的最高無上 

的法津。人權與自由當然必觸保障，而侵害人權與 

自由的行爲則紙能發生在本國國境以內。如果一個 

國家越出國境而到別國境內去侵害人權，那就是戰

" 同上，第一届會第二期會譲，總務委員會，第 
十九次會譲，第七十一頁及第七十二蔑 (Mr. Au
stin 的發言）。

7S間上，第三雇會第二期會議，第一委員會第二 
六六次會譲，第二九四至第二九五盲（Mr. Cohen 
的發言)。

79同上，第一盾會第二期會譲，第五十一次全體 
會譲，第一0 二六至第一0 二 七 貫 (Mr. Alfaro 
的發言）。

爭行爲，就是« 赂，而成爲憲章其他條款範圍以內 

的事項了。

"所以我們切不可把國內行爲與國内管轄浪爲 

— 談，面旦我們必須作這様個結論，就是雜然人 

權必須在一國國境以內行使，而且侵害人權行爲紙 

能齋生在本國國境以內，但是人權與自由之促進與 

保障卻是本《上屬於國際法管轄的事項，是本 «上 

是在聯合》行動範圍以內的事項。"«°

一九九 . 菲律賓：菲律賓在討論此案的各階段 

中，向來斬叙截鐵地生張大會有權管轄。特別是在 

決譲案三九九 (五）的起草階段中菲律賓代表團會傲 

底研究權限間題的各方面，詳細分析憲章第二條第 

七項的涵義。該代表團的辯辭，本文並未轉錄，因 

爲所估篇幅頗多，而旦與本章所载本委鼻會自身的 

論旨完全相同。

二0 0 .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蘇聯代 

表團持論不承認聯合國有過間某些國家侵害人權間 

題的權限a 非一次。不過該代表團»於南非聯郝印 

裔人民所受待遇一案卻堅決生膨敏合國有權過間 

該代表團會經發表過此種態度所根據的見解。在大 

會第三眉會第二期會譲第一委貫會討論決議案三九 

五 (五 )時，蘇聯代表所提出的陳述頗爲中肯（條自 

簡要紀錄原文)：

、'，在聽了南非聯邦代表所作認爲此事不在大會 

權限之內的冗長陳述之後，很多代表團連蘇聯代表 

團在內依然認爲委員會赏前這個間題a 成爲國際間 

題。根據大會在雨次屆會中審議這一間題而現在又 

在加以審譲的事實就顯然可以看出這一點。祝且南 

非聯邦a 因簽字於憲章而承擔了遵照憲章第五十玉 

條尊重並旦遵守人權與基本自由的義務。最後，南 

非聯邦政府在其與■印度政府所簽訂的坪普敦協声之 

中亦曾擔允不再實施這種歧風。

二0 * - . 從上列對於有關南非聯郝卸裔A 民所 

受待遇間題的一*邀串決譲集以及有關斜論的分析所 

得結論，可以綜述如次：

( 甲.)大會無權處f 之說業經大會一貫殿斥； 

( 乙)大多數會員國繼績認爲凡涉及違反憲章之 

宗旨及原則的案件，紙要未經第二條第七項規定除 

外，大會都有權處理；

( 丙 )大會主張雜對有權裁定其本身的權限；

同上，第五屆會專誌政治委員會第四十三次會

譲a
同1 , 第三屆會，第二期會譲，第一委員會第 
二六五次會議 (Mr. Panyushkin的栽言 ) „



( 卞 ) 大會非榜提出一般性的建議，耐旦先後三 

★ 認爲有權向南非聯邦政府提出特別建譲，請其中 

Ifc• -項國內法（卽種族分展法) 的施行。

(戊 )所有決講案都曾引證世界人權宣言，這就 

是承認該宣言爲解釋憲章所稱基本人權的文書。

(H) 蘇維埃社會生義共和國聯盟侵害墓本人權違反

外交傳统慣例及憲章其他原則間题

二0 二.這個項目是依據智利政府的提議而列 

入大會第三屆會的臨時譲程的。智利斬稱蘇聯政府 

會經胆 Ik許多與■件倚結婚的蘇聯綠女随其丈夫出 

國；前智利t t 莫斯科大使的媳婦就是其中之一。智 

利餅稱這些行爲構成俊害基本人權而旦違反憲章原 

湖及外交傅统慣例。

二0 三.蘇聯代表團開頭就根據憲章第二條第 

七項辯稱大會無權過間。它說這一問題在本質上屬 

於蘇聯國内管轄，這一世界組織討論這種問題便是 

嚴重蓮反了憲章》»大會總務委員會不蔵道些異謙,以 

八襄對二票，棄權者四，建譲將這項目列入譲程 

這一•唐譲當經由大會以三+ 票對七票通過，棄權者 

十七。

二0 四，在第六委員會襄籍論許久之後，大會 

通過了決譲案二八五（三)。在將該決譲案中與大會 

權限間題奪關諸段摘錄如次：

〔大會〕

" 憲於在聯合國憲章弁言中所有簽字國曾 

決 心 t重伸基本人權、人格尊嚴與慣値、以及 

男女平等權利之信念……'，

" « 於憲章第一條 ( 三 )責成各會員國’不 

分種族、性別、譜言或宗教增進並激勵對於全體 

人類之人權及墓本自由之尊重'且各會資國在 

憲章第五十五條 ( 寅) 款中，擔 允 促 進 ’全體人 

類之人權及基本自由之普遍尊重與遵守，不分 

種族、性別、語言或宗教’，

” 最後又襄於經濟暨 ffà會理事會曾遵照憲 

章第六十二條 (二 )所授權限， 一 九四八年八月 

二十三日通週決織案一五四(七）D , 對 於 ’一 

切拒絕婦女有離開其本國隨夫在任何其他國家 

居住之權之法律或行政規定 ’ ，表示遺械，旦聯 

合國大會所作世界人權宣言第十三條及第十六 

條又規定：人人有權離去任何國家速其本國在 

內，同時成年男女不受種族國籍或宗教之任何 

限制有權婚嫁，

" 益特聲明Î 凡阻 ih或插使他廣國良之婦 

隨夫離去本國或赴國外從夫之舉措，均與憲章 

不合，此項措施如關於他國外交使圓人員之婦 

或各該人員家腾或隨員之婦時，則更與慮貌、外 

交慣例及互惠原則相違背，足以危及各國閩之 

友好關係；

" 爱建譲蘇維埃fA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政礙 

撤翰其所採取此種性質之措施。"

這一決譲案係經三十九票，六票攝過，棄權者 

十一"。

二0 五 . 計論時，澳大利亞代表圓提出了一個 

提案，主張請國際法院對★會處理此案的權限問題 

發表諮詢意見S3。該提案經第六委鼻會以十三票對九 

票否決，寨權者十二。此項表決是在生要決議案通 

過以後舉行的。

財論時所發表的若干意見

二0 六 . 波蘭："波蘭代表請到這一間題的法律 

方面，他說侵犯權利先須有權利存在。可是智利代 

表團郡沒有證明梟外國人結婚的蘇聯婦女具有隨其 

丈夫離開蘇聯或出國從夫的權利。

國籍之決定問題 B 被公認爲全屬各國國內 

管轄的範圍 ; 這一點並曾纏得常設國際法院的確認b 
祝旦國際法規定一國公民離棄本國向外移殖的權利 

給與不給全在各該國家。移民出境間題紙有在例外 

情形下繞可由國摩读定加以規定，如國與國之間約 

定集體遷移人口，便是一例。這些原則旣然無可置 

辯，蘇聯對其國民所採取的措施自然專屬該國國內

8 2表 決 結 果 如 次 ：

贊成者：瑞 泰 國 、英聯王國、美利堅合， 

國、烏拉圭、委內瑞拉、阿根廷、澳大利亜、比利 
時、玻利維亞、巴西、加拿大、智利、舟命比亞、舟 

斯大黎加、古巴、丹麥、多明尼加共和國、厄瓜 

多、埃及、薩 爾 多 、法蘭西、希騰、瓜地馬拉、海 
地、洪都拉P 、冰島、黎巴嫩、利比里亜、盧森堡、 

墨西哥、荷蘭、紐西蘭、尼加拉瓜、那威、巴拿馬、 

巴拉圭、秘魯、菲律賓3 •
反對者：烏克蘭蘇維埃社會生義共和國、蘇 

維壤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南斯拉夫、白俄羅斯 

蘇維埃社會生義共和國、捷克斯洛伐克、波蘭。

棄權者：蘇地亞拉伯、叙利亞、南非聯邦、葉 

門、阿富汗、麵旬、中國、印度、伊朗、伊拉克、巴 
某斯坦。

*3 A /C .6/S R .316.,



管轄，抚不適用國際法之規定，也非聯合國這種組 

織所能加以管制。

二0 七 . 捷克斯洛伐克：(Mr. Augenthaler)" ........
覺得智利的決譲草案與憲章第二條第七項背認，因 

爲依照該項規定，聯合國不得千涉在本廣上思於任 

何圃家國內管轄的事項。

" 在起草憲章的時候，大家一致決定了在第一 

章內清訂國內管轄這一例外。該章栽列本組織所必 

須遵守的原則，確立了聯合國行載範圍的界限。

" 聯合國不得于涉各國内政這一規定的意思， 

就是読聯合國在這•一方面不得有所決譲或提出任何 

建譲，也就是說不得對現在第六委員會審譲中的這 

種間題提議什麼解決辦法。

" 眷利决譲革案講到憲章第五十五條和第六+  
二條。閩於這一點捷克代表請大家注意一九四六年 

至九四七年的聯合國年鑑第二十八盲的~ 段，其 

中栽有一項解釋，卽第五十Ï 條不得認爲授權聯合 

國于涉會員國的內政。

二0 八 . 蘇雄埃® 會生義共和國聯盟："……蘇 

聯會經通過法律禁 Ik公民與外人結婚以免蘇聯婦女 

隨其外籍丈夫到外國後不幸受人敵視。蘇聯的國內 

法與聯合國無關。智利提案顧然違反憲章第二條第 

七項 "《0。

二0 九. 智利："正如憲章第一條所載，聯合國 

的宗旨的一郁(9•是在促成國際合作，以解決國摩問 

題，增進並鼓勵骤於全體人類之人權及基本自由之 

算重。聯合國會員國在第五十Ï 條 （寅）款襄擔允 

促 進 ’全è 人頻之人權及某本自由之普揮尊重與遵 

守 ' i。所以凡與人權有關的任何事情在法律上都不能 

視爲全嵐憲章簽字國國內管轄的事項。憲章並訂明 

可以就這些事項提出建譲，可見是可以加以審譲和 

討 的 a
" 第六十二條読縛濟賛S t會理事會爲增進全體 

人頻之人權及基本自由之尊重及維護起見得作成建 

譲案3 假使認爲有關這些權利與自由的事項在本填 

上嵐於各國國內管轄，該條就不會特誅此項規定

參閱大會正式紀鋒，第三眉會第二期會譲，第 
六委員會第一三七次會譲，第七五四頁至第七 
五五盲（Mr. Katz-Suchy的發言）。

同上，第六委員會第一三七次會議，第七四八
育（Mn Augenthaler 的發言）。

同上，徹務委員會第四十三次會譲，第十一寅 
(Mr. Vyshinsky 的發言)<>

Mr. Cruz Ocampo並且總括起来説：

« 第一 , 智刹因爲蘇聯政府 ffilh與外》人結婚 

的蘇聯婦女出國與夫同居應次侵害某本人權與自由 

而提、出的按蔣確腾人權範菌以内的間題；

« 第二，人權間题並非完全保留在S 內管轄以 

內的事項。據他所引證的憲章條款，照憲章的原則 

在這種情况之下的實際適用情形两論，可見t 顯然 

思於國際管轄；

" 第由於訂立國摩公約條定的結果，各》 

« 於人權間題已無絕翻S 轄之權。所以黎利提案之 

潘過絕不像蘇聯代表圃所說達反憲章第二條第七 

項；

" 研梵憲章裏關於大會喊權的條款就足以誰*  
智利代褒的結論。

二一0 . 英聯王國：英聯王國代表在全體會儀

發言贊助後來所通過的决譲案

在 第 六 （法律）委員會襄 «—間題會經鲜細財 

論，英聯王國代表說，"他不想論列蘇聯政府所採措 

施在法律上的是非曲f i 。蘇聯政府一定會援引憲章 

第二條第七項而謎這種棺施全屬國g 管轄。英聯王 

國代表目前紙想指出這些措施與承認人顏離開其本 

國以及與外國人結婚之自由的人權宣言不相符合。 

蘇聯代表圃旣曾在第三委員會投票贊成這兩種自 

由，蘇聯政麻以後就很難主張這些間邀純粹是內政 

間題而別國無權癒間。蘇聯政府當然有權證明它在 

法津上沒有准許其呼民出國之ü 務，而且可以制定 

法律来加以阻止。é 重裏的一點卻是在確定此項播 

利的限度、和此項權利應依何種方式行使。

二一 - . 英聯王國代麦此項意見特到値得注 

意，因爲他毫不模棱地K 這些受人反奥的措摊與 

界人權宣言所栽權刺背道而馳，就不僅與採取此種 , 
措施的國家有関。其中遺有一旬深堪ïiE味的糖》就 

是"重裏的一點卻是在確定此項權利之限度和此項 

權利應依何種力式行使"。

二一二，美利堅合衆画：" 美國代表画也覺得*  

章第二條第七項的規定不足以阻止本委員會審譲禁

87同上，第六委員會第一三ra次會譲，第七二3 
盲至第七二五貢（Mr.Craz Ocampo的發言)。

明同上，第三眉會第二期會譲, 全體會譲第一二 
三次會譲 (Mr. M cN eil的後言)。

同上，第三眉會第一期會譲 , 第六姿員會第-  
三五次★ 儀(Mr. Fitzmaurice的费言)<»



Ik蘇聯籍妻子出國一案。此案事關侵害人權，依據 

憲章第十條的規定，大會有權前論。"《0

二一三 . 研究這一問題之後可知：

( 甲）大會真度否決了請國際法院就大會處理此 

案的權限間題發表意見的生張；

( 乙)大會驳斥了認爲這一間題在本質上屬於國 

家主權範圍的異譲，而對這商題加以討論，宣吿一• 
個會員國所採若干國內措施與憲章不合，並旦建譲 

該國將其所採措施具報；

(巧 )澳大利亞、比利時、法蘭西和英聯王國等國 

雖然在南非聯邦種族情勢一案中對大會的權限問題 

有所異譲，但是對於顯然含•有承認大會有權審譲事 

關侵害人權的某一案件並向某一國家提出確切建譲 

之意的一個決譲案卻加以贊助；

(丁)該決譲案引證世界人權宣言第十三條及第 

十六條，也就是规定認爲被侵犯的兩種權利的兩條， 

該決譲案這様就是再度確認這~ 宣言的法律力量。

( i i i )保加利亜、甸牙利及羅馬尼亜對人權及某本自

由之遵守間題

二一四 . 在大會第三肩會第二斯會譲中，坡利 

維S&與澳大利亞會分別提譲把下列項目列入譲事譲 

程：

" 依據憲章第一條第三項及第五十五條 ( 寅)研 

究對甸牙利紅衣主教Miiidszenty的擦訴案。"
" 就最近教會領袖受審案觀察保加利亞及甸牙 

利對於基本自由J I人權之尊重與宗教及政治自由間 

題

二一五. 這些代表團聲稱他們認爲大會應該攝 

間甸牙利紅衣主教Monsigiior M indszenty在懷害某 

本人權的情况下受審案。

二一六. 美國代表團要求廣充這一譲程項目的 

範圍，使其一包括違反與保甸兩國所簽訂的和約 

間題，因爲各該國沒有遵行其中規定尊重人權的條 

款。

二一七 . 蘇聯代表團在波蘭代表團的贊助下， 

渴力反對把這一項目列入譲程，其理由是這一間題 

思於各國國內管轄，大會討論此案就是遂反憲章第 

二條第七項的規定。

二一八. 大會根據總務委員會的建譲把這兩個 

間題併爲一個項目，文曰：

" 參照憲章及和平條約乏規定，特別參照最近 

教會領袖之受審案觀察保加利亜及匈牙利國內遵守

同上》第七三八頁(Mr. G ross的發言)<

人權及基本自由問題，包括宗教及政治自由問題在 

內。"

二一九 . 在政治委員會襄經過許久辯論，其間 

又討論到了權限時題，大會依據該委員會的建議通 

過了決譲案二七二（三 ) 標題是"保加利亞及甸牙利 

國內遵守人權及基本自由間題 " 。該決議案"對此項 

闕於保加利亞及甸牙利兩國政府抑制人權及基本自 

由之嚴重控新深感關切；促請保加利亜及甸牙利兩 

國政府注意其依照和平條約所負之義務,包括合作 

解決所有各該項問題之義務在內 " 6 該決譲案遺根據 

下列理由：

" 襄於聯合國宗旨之一爲促成國際合作， 

不分種族、性別、語言或宗教，增進並激勵對於 

全體人頻之人權及基本自由之尊重，

" 復襄於在本大會中，保加利及匈牙禾>)兩 

國政府被人控訴達反聯合國宗旨，且達反該兩 

國政府依和平條約所負確保其各該管轄镇土內 

所有人民享受人權及基本自由之義務。"

二二0 . 澳大利代表團在大會第四眉會提識 

在譲薛上真塘加一個項目，標題是"羅馬尼亞國內 

遵守基本自由及人權問題，包括宗教及政治自由問 

题在內"。這 項 目 經 在 "保加利亞、甸牙利及羅馬 

尼亞國內對人權及基本自由之遵守間題 (A/BUR.65 
及 A /P V .224 )— 標題下列入譲截；大會對這一岡題 

通過了決議案二九四（四）。

二二一 .該決議案在前文襄促請注意依據憲章 

第五十五條所負促進基本人權的義務。不過其中JE 
文對本文所作分析無關重裏，因爲t 是裏求國際法 

院就和平條約》若干條款的範圍後表諮詢意見。

二二二. 這個項目列入了大會第五雇會的譲事 

日程。大會通過了決譲案三八玉（五），其JE文專講 

違反和約間題，其前文第一段别度申述"聯合國 

宗旨之一爲不分種族、性別、語言或宗教，增進並激 

勵對於全體人類之人權及基本自由之翁重以促成國 

際合作" ‘

封論時所提出的各種意見

二二三 . 雖然剛鎭a 經說明，這一•題的最後 

決譲案僅僅講到和平條約而不是以遂反憲章所定義 

務爲根據 ( 關係各國，非聯合國會員國），可是射論 

時所發表的意見卻與本委員會現在所分析的問題有 

關。在下列所錄意見之中，本委員會要特別促請大 

家注意大會主席Mr. E v a tt的意見。他覺得義不容 

辭，裏在衬論憲章第二條第七項的释義時插言。大



會當猜億及他會參加金山會譲關於這一條款的討 

論

二二四 . 阿根廷：（Mr. M u n oz)"雄調對於大會 

權限卸Ü 的一種看法。他認爲這是一個錯綜複雜的 

間题，不應該受政治因素的彰雄。聯合國憲章第二 

條第六、七甫項是其生襄條款之一*。第七項是一種 

鄭重的保誰。而旦這是各國麥加這個構成聯合國憲 

章的多邊條約所弗有不可的條件。大家當然可以希 

望國家管轄的範圍逐漸减小，但是這種希望決不能 

影赛各國憲法傅统所支持的像第二條第七項這種法 

律條款的解释。m 如果裏廢除生權熟必鎭同時訂 

立整批的國療協定，而這種協定卻至今遺沒有訂立。 

至於非會員國，則從憲章第二條第六項襄可知'’除 

在雄持國際和平及安全之必裏範圍"內之終 , 憲章 

不能拘束第三者，這無異是確立了一種正當防衞的 

權利。阿根廷代表團在此番討論過程中始終不改變 

它對於這一間題的立場。

二二五 . 法蘭西："……任何地方發生達反這種 

重大原則的愤大會都有權表示闕心。Mr. Ordon- 
neau不想再討論憲章第五十五條或弁言的原文，它 

認爲屯們至少授權大會表示關注。

，講到這一間題的法律力面，Mr. Ordonneau指出 

間題是在聯合國能否真進-• 步。如果專以憲章的條 

文爲根據，這種可能性起碼可以說是有間題的。各 

圃的國內管轄都應予以尊重，這一*原則適用於聯合 

國會員國，而對於非會員國則甚或尤爲適用。聯合 

國的權限受到憲拿的限制固然合人遺械> 是如嚴

導引本報織遂越憲章規定而授以本来#它所有的權 

利，那就命人遺城更深了。我們不能用武斷巧行動 

来對付達反正義的事情。 Mr. Ordonneau 對 • 國 的  

組織法中漏列這一點表示遺城。人權應由國際来加 

以保證，世界人權宣言應由國摩公約来養其全功，並 

應另驟管轄機関以監督此項公約的實施。法蘭西代 

表画希望此事實現，而旦願意鎭^ 促成》關於這一 

黏 Mr. Ordonneau提起欧洲會譲最近在Strasbourg爲 

原則上成立一個西歐人權法院而採取的步驟。

«1參閱第一二 0 段及第二七七段。
參閱大會正式紀錄，第三凰會第二期會譲，專 
誰政治委員會第四十一次會譲(Mr. Muftoz的發 

言) ；並參閱同上，第四眉會，專設政抬委員會 
第十四次會譲，第二十" - 段0 
同上，第+ 二段至第十四段及第十六段 (Mr. 
Ordonneau的發言）；並參閱第五眉會， 專誌政 

治姜員會第六次會議，第十三段。

二二六 . 蘇聯憲章第二條第七項明確規定聯 

合國無權干涉各國內政，它與第五十五條並無不符 

之處。相反的，這兩條條文完全是相輔而行的。關 

於第五十五條， Mn Vyshinsky引證金山會譲第二委 

員會第三分組委員會的紀錄，內稱該分紐委員會譲 

定憲章第九章所有規定不得解释爲授權本組織千涉 

會員國內政。該分組委員會據澳大利亜代表團的提 

譲，一致決譲把美國所擬並經澳大利亜、法國及英 

聯王國贊助的原案文列入'報吿書內。從第二委員會 

第三分組委員會的紀錄並可知委S 會全體曾購斥若 

千委鼻以爲第五+五條的規定可以解釋爲授權干涉 

各國內政之說的認誤。

，’ 這些誠然是聯合國早年所獲得的結論。也許 

有人會親:現在的情形a 經大不相同了。的確情形已 

經變更，現在所追求的目的果B 與本組織成立之初 

所追求的目的不同。但是事實終歸是事實，這一問 

題的法律性質並未改變。美國、奥大利亜、英聯王國 

及其他代表團提議千涉保加利亜、甸牙利及羅馬尼 

55三國的內政就是違反了憲章。蘇聯代表團決不能 

接受這種情勢，因爲達反憲章中個於不得干涉任何 

國家內政之規定的情事條款顯a 發生。

二二七 . 澳大利亜：大會生席 Mr. Evntt 說秘二

" 如果聯合國的載責是如第五十5E條所規定， 

那未大會就完全有權依據第十條審譲在某項案件中 

某一會員國或菲會員國是否尊重或遵守人權，因爲 

第十條的範圍在本質上是具有世界性的。

" … 憲章第十條所規定的討論權是憲章最重 

要條款之一。凡在憲章範圍以巧 ,旦與憲章宗旨、原 

則或其任何條款有關的間題，大會沒有不能加以封 

論的。凡憲章條文所能管得到的任何間題，就不能 

再認爲是本質上屬於一國國內管轄的事項。發Æ f t  
害人權事件的國家是否是聯合國會員國是完全不相 

干的。"

生廉遺補充読 : "如果聯合國的管轄EJ輕確立， 

各國相互閩條約的规定並不能對它有何惠響。引誰 

條約固然重要，但是國家決不能以彼此所訂的協定 

来徘斥聯合國的管轄。這就是憲章中最重要的條文 

第一百零三條的意義所在。例如，如果十個國家在 

-個條約裏宣告聯合國對於該條約所裁有關人權购

94同上第四眉會專誅政治委員會第十二次會議， 
第十九至第二十段(Ml*. Vyshinsky的發言）。 

同上，第三眉會第二期會議, 總務委員會第S  
十八次會鶴。



條款無權管轄，這些條款就與憲章抵觸，應以憲章 

爲準。所以澳大利蓝與玻利維亞之沒有 3 E式裏求適 

用對匈和約所竣定的程序與聯合國是否有權管轉的 

法律問題是不相關的。 "

二二八 . 當專誅政治委員會舉行辯論時，澳大 

利亞代表指出"憲章第五十五條的規定並非專對聯 

合國會員國而言 , 所以决不能髓因爲保加利亞、甸牙 

利和》馬尼 i â 不是會員國，大會就無權過問此案。所 

謂所提出的間題因在本賀上屬於關係國國內管轄， 

所以不在大會權限以內之說，也 a 在第三届會裏同 

樣被人《倒 ，巧且保加利亞、甸牙利和羅馬尼亞三 

國所顯 a 發生的侵害人權事件之在憲章第玉十玉條 

的範圍之內是無可譚言的。因此澳大利亞代表團認 

爲大會旣然遇到了一件顯著的侵害人權案件便須由 

其自身的機關去進行調査以確定案情。

二二九 . 比利時："事實是憲章第二條第七項定 

下了一個原則，除第七章所規定的強制辦法外，憲 

章其他條款一律受其拘束，所以有關人權的條款也 

在其内。這一項絶對禁止聯合國千涉在本質 J ：屬於 

任何國家國内管轄的事項，無論其爲聯合國會員國 

與否。所以此項接例也適用於大會，大會的權限決 

不能大過聯合國本身。

" 事情在本質上屬於國家國內管轄，其意義並 

不是說大會就一定無權過間，不過其所採措施切不 

可達到干涉的程度，這是憲章所数.Ik的。

二三0 . 美國憲章第五十五條及第五十六條 

a 經把人權事項明白劃入憲章範圍之內，大會根據 

第十條及第十四條可以在這一方面行使載權，憲章 

第二條第七項關於不干涉國內管轄事項的規定，並 

無胆.化大會在適當情形下討論促進人權及基本自由 

之意，也不禁化大會遇有某一國家-*味法煞人權時 

在適當情形之下表示意見或者對其提出建議。※旦 

在確定第二條第七項之能否適用時，必須考慮到一 

個重要事實，就是新現在所討論的這一案件而簿,保 

加利亞與甸牙利兩國已經在和約'襄面擔當了依據國 

際法保障其管轄以内一切人等的人權與基本自由的 

特殊義務。

同上，第四® 會，專敦政治委員會第七次會議 
(Mr. Makin 的發言）。

97同上，第三屆會第二期會議，專説政治委員會 

第三十五次會講，第九十六育及第九十七育 
(Mr. Nisot 的發言）。

" 不過就一般而論，如果這種事件沒有破壞和 

平或威脅國際和平，加果條約 » 並無規定，都麼聯 

合國任何機關就不能強行採取糾正措施。

二三一. 秘魯："金山會譲企圖把國內管轄的 

地位提高至全然禁化大會或藥個聯合國組m 處理人 

權間題的程庚之說是不械寶的。當然這是不可能 

的。

" 第一，國內管轄間題主要發生在爭端之和平 

解決一場合。把這一條款訂在第二條襄，這就是説 

訂在憲章開頭最基本的部汾，是表示對它特別重視。 

不過國內管轄這一原別之訂在前面並未變更其某本 

性質 • • • ...國內管轄乃國際法賦予各國的管轄。所以 

大多數代表團的觀念，，•，‘•是特別要使這種向来深受 

尊重並與國家主權密切闕聯的國內管轄原則， 同須 

與在國際生活中發揮效用的另一*原則就是保障人權 

原則互相調和。

" 正如許多代表園已經在這襄講過，人權之保 

護與保障不特見於憲章的條文之中，而見於憲章 

的弁言，它a 成爲代表我們的國條組織之某本特廣 

之一。所以我們指斥所謂開始就會企圖在國際管轄 

與國內管轄加以割分之說。我對於國內管轄權利的 

尊重決不後人。但我認爲國內管轄到底必受保障 

人權的限制，因爲否則……憲章何以要先後八次講 

到人權，那簡直是不可想像的事。％旦各國遺曾在 

巴黎播過有關人權的宣言。

二三二. 我們在研究各國對於"保加利亞、甸牙 

利及羅馬尼亞三國衡於人權與暮本自由之遵守問 

題 " 這- * 項自的法律見解後，可以說，大會大多數 

代表a 輕再度證實了他們對於憲章第二條第七項想 

定是從廣義解釋。難然大會並沒有在促請尊重與同 

盟各國所訂和約的决譲案中照白訂定這種解释，但 

是在大多數代表的發言之中卻顧然有此合意。他們 

決定從侵害人權這個角度来討論這一間題，也就有 

這種含意。徽諸大會第三眉會第二期會譲爲這一譲 

程項目所定的標題以及選擇這一標題時所舉行的封 

論，可以了然無疑。

化經濟覽社會理事會

(iv) 插追勞工之調査

二三三. 經濟暨社會理事會會經依據美國勞工 

聯合會一九四七年 i ^一月二十四日公南的要求，把

同上，第三十五次會識（Mr. C ohen的發言)_。

99同上，全體會譲第一九四次會識 (M n Belaûnde
的 錢 言 、



检迫勞工之調査及其取鋪辦法列入第六眉會的議 

程。美國勞工聯合會提議該理事會應請國際勞工級 

織對聯合國各會員國實施強迫勞役的程度詳加調 

査，並擬具積極辦法，以期達到廢除雄追勞役的目 

樓。

二三四. 難然道一項目的提出並沒有特別指明 

什麽國家，但是在理事會第八届會討論道項目時 

上述弗政麻維織的代表和英美兩國的代表都生張各 

力所稱蘇聯捷克及其他東歐國家所發生的情形對睡 

追勞工加以調査。這雨國代表圃對於它們所稱這些 

画家所發生的事態曾經提岀究長詳細的陳述0 «蘇  

聯與波蘭代表團的答辯卻否認其事，並旦反而指按 

美國及其他西方國家繼績採用種種等於难迫勞役的 

辦法

二三五. 這一題題復經理事會第九及第十甫眉 

會加以討論這兩屆會譲再度對若千國家的勞工 

狀况詳加研究。英聯王國代表團特別向理事會提出 

了一個很詳細的蘇聯勞工情祝的分析，其中並對蘇 

聯勞工立法作詳細的檢餅

二三六，經濟寶社會理事會在第十二届會中收 

到了緣書長關於各國政廣對於協助舉行公平調査問 

題—— 這是依據理事會的建議而發出的間題—— 和 

各該國強迫勞役之有無及其範圍間題所得復文的報 

吿書I»3。理事會在一九五~年三月十九日通週了決 

譲案三五o ( 十二 ) ，該決議案說，理事會，

" 襄於國際勞工公約第二十九號1«所定規

則及原則，

" 億及憲章關於尊重人權基本自由之原則

及世界人權宣言之原則，

« « 參蘭經濟變班會理事會正式紀鋒 , 第八屆會，第 

二三六次、第二三七次、第二三八次、第二四三 

次、第二五四次、第二六二次及第二六三次會譲 
(Mrs. Sender, Mr. Thorp,Mr. Mayhew, Mr. Tsa- 
rapkin 及 Mn Katz 的發言 

1。1同上，第九履會第三一九次、第三二O 次、第三 
二一次，第三二二次及第三二四次會譲；同上， 

第十屆會第三六五次及第三六六次會譲；及同 

上第十一腐會第四一三次及第四一六次會譲。 
同上，第九雇會，第三一九會議  (Mr. Corley 
Sm ith的資言。其中說"辯論的目的在於探明所 

謂蘇聯現有雄迫勞役的按訴，其異實程戾究 
竟如何")。
參閱經濟贊ft會理事會ÎE式紀錄，第八眉會,决 
議案一■九五（八)。
這襄應該指出蘇聯及東歐各國除保加利亜一國 

外，都沒有參加這一公約。

" 自其所接獲之文件與證據中得悉在事實 

上及法律. K 全世界確有雄绝勞工制度存在若 

千國家之一★ 部份人民必須服強迫勞役以«前 

想，理事會深爲霞驚，"
與國際勞工維織合作，設置了一個绩迫勞工問題專 

載委員會，'，參照上述原則審査各國法規及其適用愤 

形，如委員禽認爲適宜時，並參廣其他證據，研究 

全世界因有维迫或 ‘教化'勞役制度存在而引起之間 

題之性質與範圍，蓋此項制度業a 用爲脅迫或德罰 

持有或發表政治意見者之一種政治辦法，其規模之 

大，且 a 成爲特定國家經濟制度中之重裏因素"。 

該決議案係以十五票對三票道過。

前論中所發表的若千意見

二三七. 理事會的權限問題僅於討論中偶然談 

及而並未正式提出，也沒有作何決譲。可是開於這 

一問題硫曾發表若干意見，在此加以覆述不爲無 

翁：

二三八 . 比利時：" …如果提蕭誅霞的委員會 

無權舉行實地調査，那未最好不必設置。……他深 

信這種調査迎合多數進步人士的思想，其迎合勞動 

階級的思想更無疑義。在過去三十年中， 切進步 

都是在含■有毒素的國家主權説之下完成的。現在又 

有人想利用國家主權作爲照離國摩級織與會員國的 

壁曼，贊同實地調査將是# 於進步人士的一種鼓働

二三九 . 英聯王國英聯王國政府膨爲廣 Ik雄 

迫勞工間題完全在聯合國的職權範圓之內……英聯 

王國代表覺得自由世界對於這種貝盤滋長的罪惡決 

不能再输手旁觀。共逢黨难追勞動營，共廣黨的規 

银，共産黨所定的工資率威脅着非共逢世界中工人 

的權利和生活程度。英聯王國代表團認爲這一*問題 

値得充分注意。" 1 0 ®

調査雄追勞工報告書

二0 O . 依據經濟賛會理事會決議素三S O  
(十二 )所毁立的委員會媒過兩年的：! : 作，在一九五 

三年六月提出了該类員會的報告書，其中說明該委 

員會相繼研究了所提出的控訴和所送到的有關各國 

文件，研究了有關各國的法幾與惯例，向有闕各國 

分送間題單，徵求並且收到银取府組織和私人所提

1。®參閱經濟費社會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九眉會， 
第三二一次會譲 (Mr. Dehousse的發言)。

同上，第八屑會，第二三八次會議 (Mr. Mayhew 
的後言)c



供的證據，最後分別就各關係國強迫勞工之有無作 

成肯定或否定的結能，並且擬定若干意見，認爲這 

種慣例確與憲章的原則及規定及世界人權宣言俱不

相符。

二 r a - . 經濟養 ff±會理事會第十六眉會對該報 

告書未加財論，但這一項目經狗美國裏求到入了大 

會第八眉會的譲程I»7。

二四二 . 從上文對於這一問題的分析，我們可 

以推論出下列幾點：

( 甲）經濟 f i 社會理事會經B 同意審譲美國勞工 

聯合會開於調査全世界強绝勞工的裏求，對若干國 

家足以認爲是侵害基本人權的法律和事實所提控餅 

加以討論，無論這些國家是否是聯合國會員國，並 

包括並未參加國際勞工公約第二十九號的若千國家 

在內；

( 乙 )理事會曾經下令調査描追勞工實摩情形， 

道種調査雖然具有普遍性，卻規定須對被控各國分 

別詳加調查；

(丙〉理事會所交下的任務規定，包括參照憲章 

中關於人權及基本自由之原別和世界人權宣言的原 

則，砰究法規及其適用情形；該項任務規定並且授 

權該委員會參幽砰究其他證據；

( 丁)該委員會遵照理事會的指示按照國別完成 

了這件調査，並且對各個國家都分別作有結論；

(戊 )大會覺得該委員會所'作調査具有充分價 

値，應由大會加以審藥。

( V ) ，害工會權利問題

二四三 . 經濟暨i t 會理事會在第八屆會審議其 

譲事日程題日"侵害工會權利問題"的一個項目，這 

是依據具有甲種諮商地位的非政府組織世界工會聯 

合會的裏求而列入譲程的，’該聯合會訴稱在若干國 

家襄面工會權利遭受侵害，提譲理事會應作成建議， 

促請各國政府對於；C會權利的公認原別，作有效的 

保證。

二0 因.該理事會會經聽取對道些國家所提 

出的詳細控蔣，在討論時，這些國家之中有好幾國 

根據憲章第二條第八項對理事會的權限提出抗辯。 

但是蘇聯代表團卻提出個決譲草案請理事會宣 

怖被按各圃所採立法及行政措施"違反聯合國憲章"

並且建譲 "那些國家儘速採取有效辦法實施……聯 

合國所宣怖的鬪於工會權利的原則％

二因五. 理事會以十三票對三票寨權者二否決 

這一決譲草案，而通過了决譲案一九四（八)，其中 

促請全體會賛國注意在各該國領土內保證充分行使 

工會權利的重要。

二四六 . 理事會曾■在以後數眉屆會尤其县第十 

二雇會討論繼續提出的控訴。理事會非特詳細討論 

了其中若干控餅，而旦在決議案二七七 (十)中訂定 

了一種審議侠害工會權利的按斬的特別制庚，就是 

凡涉及國魔勞工組織的會貴國時，槪肅國際勞工組 

籍r 代表聯合國"處理，若被控斬國家不是國際勞工 

報織會員國 ‘，則此項控訴仍由理事會審譲。

各國政府在討論中對於權限問题所採取的立場

二四七 . 阿根廷：阿根廷代表"提醒理事會說 

依據憲章第二條第七項聯合國無權干涉在本賓上 

應於任何國家國內管轄0^事項。聯合國都沒有這種 

權利，非政府維織無論其在與經濟督社會理事會的 

關係J：所處地位如何，自更無享有這種權利的理由。 

況且在經濟和社會力面，素章不攝授權關係機開卽 

大會與經濟 ®社會理事會建譲會員國採取若干措 

施。這種建譲並非命令性填面該理事會也不起越 

其指寒的任務。

" 他雜然認爲I t 界工聯會所陳事實不在聯合國 

管轄範圍之內，但是他承認》會員國立法所作抽象 

的批評有時應當由理事會或大會提出建識。遇到這 

種情形，關係國政府i f 於以改善各該國國巧立法爲 

目的的任何建譲顯然會翁予極愼重的考虛。所以 

两根廷代舉團看到這侧闕題列入理事會譲程感到欣 

慰。，"0«
二四八，埃及 : 埃及"不同意任何組織有權干涉 

其內政3 東章第二條第七項明白規定聯合國無權作 

此種干涉；m 授權經濟暨ffifc會 理 事 會 *作成或發 

動研究……’的第六十二條，並沒有把舉行調査之 

權交給這一機關。

二四九 . 美利塑合衆國："如果絡濟贊ff±會理事 

會決定受理必然是專對某些國家而提出的^^訴， M  
加以審制的話，它將創下一種危險的先例《

參閱大會正式紀錄，第八眉會，總務委員會第 

八十七次會譲0 
10* E /478。

I。̂參閱經濟® 社貪理事會正式紀錄，第八眉會， 
第二六四次會譲，第四七一及第ra七二育（Mr. 
A r c e的發言)。

II。同上，第二五六次會譲，第三七五寅 (Mahmoud 
Fawzi Bey 的發言

同丄，第七M 會，，第 七 七 次 會 譲 ，第二五盲 
(Mr. Thorp 的资言)。



- S O . 印虎："世界工聯會所f e 出的所謂决義 

第素請理事會制定 ’若千國家的現行立法、行政及其 

措施違反聯合國憲章 ’ 。理事會並不是法庭，它不 

能作此制定。

" 磁♦ 會不是審訊控訴和宣示制決的法庭。理 

事會對於這種問題的載責是遵照憲章的宴求，使政 

策與行動彼此協調S 今後如某發生侵害任何公約所 

保證的權刺的任何問題，其生管機開將是現在討論 

中的特種國際機構。這一機構自然裏受一個最高原 

M 的拘束，就是理事會或聯合國任何機開不得調査 

或廣詢會員國爲維持其境內之法律與联序所採取的 

措施。"U2
二五一 . 英聯王國："……理事會無權裁制向它 

所揖出的此項搂制。"la
二五二. 波蘭："Mr. K atz-S u ch y向那些聲稱理 

事會因無執行其決譲的權力，所以關於這一項目的 

— 切討論全無用處的代表指出，使大家注意遂反 

這些决譲的情事也極有價値，此舉至少足以表明理 

，會對於侵害工會權利事並未忽視，儘管理事會 

紙有建譲之權而無實行制裁之權。

侵害工會權利間題B 經數度列入經濟《社會 

理事會的議程。理事會及聯合國大會都數度確認勞 

工自由結社的權利。保證行使組織工會這一不可剝 

奪的權利的辦法a 經在推動。

" 比利時代表說理事會無權處理此案。他等了 

這麼久之後方繞提出這一點Mr. Kate-Suchy深爲驚 

異" 在計論強迫勞工問題時，他並未提出無權處理 

的辯辭，而選擇其認爲最合式的時機力緩提出。理 

事會處理有關某些國家的特殊案件，例如多瑞柯的 

交通閩題、南斯拉夫的黄金間題和建譲男女同工同 

酬間题。"II4

II2 同上，第八届會第二五六次會議，第三六四育 

( 劉先â 的發言）及同J : ,  '第二五六次會講，第 

二>、五
同上，第二六六次會譲，第P9九九盲 (Mr. M ay- 
h e w 的▲言)。

II4 同上，第七届會，第一一七次會譲，第二四賈 
(Mr. K atz-Suchy的發言）；同上，第八盾會，第 

二六五次會譲第四八六育，第四六六次會議，第 

五0  —•貢。

二五三 . 本委員會覺得經濟t e社會理事會在道 

— 案件中再度感定—— 至少在字嘉行間一 有權審 

譲侵害基本人權的具體案件。前論控斬和調査所按 

事項是否成立無非是根據憲章第一條、第十三條、第 

五十五條、第五十六條及第六十：；條所規定的權 

力。

挪.依據憲薛規定及大會決議案對本委員會 

任務規定問腐所得結諭

二玉0 . 本委員會對於大會所交付的任務幾定 

獲得下列結論。

( - )大會成立本委員會並規定其任務便是街其 

本身審議 "南弗政;府之種族隔離政策在南非所造成 

之種族銜突間題"之權的原則和本委員會"研究南非 

聯邦種族情勢"並向大會 "陳報其結論"的權限作了肯 

定決定。

(二 )對有關憲章宗旨與.原則的條款和聯合國生 

裏機關實行這些宗旨與原則的權力與限制作全面班 

究之後，使吾人在依據憲章，大會有權就憲章宗旨 

與:原則之適用與實施舉行調査，並向會員國提出其 

認爲適宜之建議，而尊重人權及基本自由則尤爲憲 

章之宗旨與原则中之彰明較著者。大會行使其對於 

這些間題所具有的職權決不構成憲章第二條第七項 

所稱之干涉。本養員會旣然是大會之輔助機闕，可 

見其承大會之囑付進行研究，能把所得粒論陳報大 

會等活動也不受那些條款的限制0

(三）在大會及其委員會的工作係關涉達反憲章 

襄數處明文規定的不得歧視原則時，尤其在這種族 

視是有系统實施而且，以種族不平等的理論爲根據 

時，這一結論尤爲重裏。憲章制訂人所以把不得實 

施種:族歧視一原則列入憲章，以表白人頻最深切的 

企望，正就是爲了要取綺這種情勢。

(四〉聯合國生裏機關在有關僕害人權及基本自 

由的案件中所確定的法理可以充分 證 明 述結論之 

不狭Ç



第二編

A .南非聯邦概;K
第三章 

地理槪况和曆史簡述

豈.地理擲况

( 0 總説，

二五五 . 南非聯邦的面積許爲一，二二二，二 

五平力公里，兩倍於法國，三倍於加利福尼亞州，

五倍於大不列顏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_^但是，此一 

較小的面積似乎予人以錯誤的印象，因爲紙鄰的四 

個倾土，卽西南非（八三五，0 0 0 平方公里)及请 

楚阿那蘭 (Bechuanaland七0 0 ,  0 0 0 平方公里）， 

巴蘇托蘭 (Basutoland ,三0 ，0 0 0 平方公里）和 

斯冗西蘭 (Swaziland, —七，0 0 0 平力公里.)等三個 

英國保譲地在經濟和其他力面與商非聯邦有特別密 

切的關係。_因此，必然受到聯邦本土種族問題影審 

的各地面積合計約達二，八0 0 , 0 0 0 平方公里， 

顯較聯邦面積裏大兩倍以J :。

二五六.聯邦最北部，卽北脫蘭斯冗爾 (Northern 
Transvaal )伸達商囘歸線，而其商部海岸與赤道极距 

之遠，則相當於非删匕端的丹吉爾（Tangier) , 因此 

充分具有地中海氣候的特徵。

該國以平均海拔之高爲其主裏特徵。此一特歡 

有調節氣候之功效，卽對於鄰近熱帶的地展亦然， 

因此使該國特別適宜於歐洲移民。聯邦地勢大部在 

海拔一千公尺以.僅地圖通常着以綠色的濱海地 

帶和沐坡坡河流域（Limpopo V a lle y )海拔少於五百 

☆ 尺，該河中游構成聯邦和南羅請西亞 ( Southern 
Rhodesia)的諷界。

二$ 七 . 聯邦大部汾土地，卽好望角省整個中 

部和北部，橘河自由省以及脫蘭斯冗甫的大部儉構

成一大高原（the high veldt hoogevdd) , 該高原在

藍4#金 山 滿 Rand)海拔一千 八 百 公 尺 以 盤  

北則是叢林地帶 ( bush veldt一—bosvdd)。西商部地勢 

漸低，轉成多石的High Karroo或 Upper K a rro o ,其 

平均高度爲一千三百公尺。自該廣到海洋地勢下降 

爲大小不等的三大層，由高而低，可分爲下列三區：

Great Karroo 或 Central Karroo ( Groot Karoo ) 長 

約四百公里，寬約一•百二十公里，平均高度爲七百 

五十公尺，是出産螺角羊（Merino sh e e p )的主要廣 

域，其商業中心是格拉夫賴納特（Graaf Reinet)；

Little Karroo 或 South Karroo 亦適宣於畜養螺 

角羊；以及

濱海地展，其寬度自五公里至五十公里不等。

此等土地大抵膊於極古的地質系统，舍有不良 

的石灰質，因此沃土極少。但是，礦物資源 ( 金、軸、 

鎭石、煤 、鐵 、銅、石棉等）卻甚豊富。

全部台地展域的邊緣，有二千公里隔不等之距 

離，與印度洋相接 , 爲峻崎之山壁或摧疊之山系，其 

主要山脈龍山山脈（D ra k en sb erg  R e e k s) 的高峯都超 

過三千公尺，其中若干 （C a th k in  P e a k) 幾達四千公 

尺，這個山系有一部份與被包圍在南非領土內的B  

蘇托蘭相合爲一 , 爲好望角省北郁，整個橘河自由 

奢以及脱蘭斯冗爾若干地展水的供應来源，因爲橘 

河 和 冗 爾 河 （th e  V a a l ) 各支流都發源於那個展域， 

而藍特金山展工業和經濟之所以異常發達者，便是 

得力於橘河和冗爾河各支流的水利。

( Ü ) 雨量

二五八 . 丄述山系撞住從印度洋吹来的雨雲。 

因此，就大體面論》納塔爾 ( N a t a l)沿海地展雨量充 

足好望角省東南部沿海一得雨量亦足，但雨期比 

較本定，開普敦週圍各地雨量豊富，離該城約六十 

公 里 的 P a a r l展，雨量最豊，年達四公尺，就聯邦 

而言，這是極大的數量。

好望角省—小部儉地展雖然終年有少量之雨降 

落，但是聯邦其他部汾别全靠雨季。藍特金山區在 

夏季有狂風暴雨，但 是 th e  B o l a n d 或好望角省西部 

則在冬季下雨。在大體J  , 自東岸至內陸以至大西 

洋海岸的乾燥沙漠地複，雨量漸漸減少。

二五九 . 南非的一個特徵是使土地夷爲膊石灰 

沙的旱荒可在敷小時甚或數分鐘內變爲水炎，有時 

在一小時內降雨達十公分，致使災區百物蕩然，破 

壞無遺，雨期和雨量的不定，尤其是該地的特徵。此 

種情况對農業和飼養牲畜所發生的彰響 , 不難想見。 

正當盤批牛羊因主人無法獲得必要的水和飼料或將 

其遷至炎情較不嚴重的展域而死於繊渴的時候，往 

往暴雨驟至，將遍地的牛羊屍體冲走淹沒。每逢凶 

年，因纖渴而死或被屠宰的牛羊，輒達數十萬 3貞。 

自本世紀初葉以来，都市人口所以如彼激樹者，並



雜純粹由於城幾的吸引力，而實因家産蕩然的莊主 

和他們所« 用的工人迫於生計，不得不離鄉背井，前
法慶伯利（K im berley)或約翰尼斯堡 ( Johannesburg)、 
依利薩伯港 （Port E lizab eth )或開普教等地諶生所 

致。

二六0 . 南非聯邦的一•★：!：作是在甫季條量蓄 

水，以使在無雨季節供灌觀和人畜悄費之用。.另一 

重要工作县利用现代保棒土壤的力法来减少頻仍相 

閩的水炎和旱荒所造成的損害。這種損害可分爲下 

述各種：造成極深的水成各 (<3yngas) , 大片土地的 

傍靓，以及人工湖或善水池的迅速愤寒。人工湖或 

善水池爲數仍少，而且因蒸齋率高失去大量存水。

( iii) 生存問題

二六一 .研究南非日後經濟齋展條件的專家們 

認爲幾乎在盤個脱蘭斯冗爾和橘河自由者，包 

括因一九四六年發現含■金量很高的金礦及其副，品 

细而使工業大瘦繁榮的& 由省西郁在內，水的供應 

來源不久卽將棒到極限。

二六二 . 根據道些專家的意見，聯邦工業今後 

的發腰將在脱蘭斯冗爾的東南力，卸納堪爾，和好 

望角省東郁沿海域；大體上也就是將近三百萬班 

圃黑人(B a n tu s)聚居的展域。他們所以聚居在該展 

域便是因爲那嘉擁有唯一有希望的百大水源，而此 

項水源則正是工業和農業所大量需裏。該展雖無重 

要河流，但如査閱放大的地圃，則可建無數溪流自 

四週的高山综综下流。這些河流最初取  Palmiet, 
Sundays, Great F is h専歐溯名字，其後在班園黑人甚 

爲獨密之展择名爲ümzimvubu, Umzimkulu, Tugda, 
U m golo^等0築堤和建造菩水池的希望並不很大，因 

爲山峡陳峻，河峡極多，不具找到適於建築人工湖 

池的盆地11̂ * 但是，現政府希望能以現代的按術去 

克服這種障礙。讓下文可知該政府長期計割的襄點 

是在土著保留地或其缓境劍敦悄，品工業，其目的 

在條量使最大數量的士著人民定居在保留地（該地 

鳥業生逢在現時以及將来恐將始終不足) 内。

二六三，展望前途，障礙董重。建立工摩和爲 

班圓黑人在城市中建築住所的經費，肯填舞措。

是，載計者認爲別Ü 他途可循，因如上文所逃，南

1« 特別注意南弗天然資源委員會的報告書。

見一九四九年在開普敦出版的土人事務委員會 
報 告 書 （一九四六年四月一日至一九四九年十二月 
S i 日）第十五至第十六盲：（Transkei在灌觀及 

工業上之前途J

非絲邦的土地★ 抵貧療，使被侵飯土地復原的工作 

方繞開始，而且聯邦必鎭仰賴它的礦藏和加工舆製 

造工業来獲得必要的資財，以便向外國購賈不巧或 

缺的穀顏及其他糧食，以铺不足。

戚.歷史筒速

( ! ) 荷蘭時斯（一六五二年至一七九五年）

二六四. 南非聯邦的發祥地是臺山灣和臺山閩 

的一狹條士地，亦 酣 Kaapstad或開普敦的所在地。 

一六五二年四月六日，荷蘭東印度公司載員 Jan 
van R iebeeck在該地登陸，奉命開誅一供應站，以 

使該公司船隻能獲得鮮葉、榮蔬與肉類，以充船員 

受壞血病的毒害。

Van R iebeeck及其惠員不久便與以遊牧爲生 

的#常原始的小部落  Bushmen 和飼養牲畜的Hot- 
ten tots 费生接觸。雙力對牧地和牲畜失竊問題随卽 

後生爭執，以致使用武力，甚至引起兩次小規模 

戰爭。載爭結束， Hottentot® 承謎荷蘭在事實上估 

银該地。嗣後，該公司職工紛紛離職，在城郊從事 

耕種， van Rieheeck又呼翻荷蘭新教徒多多移入新 

地，因此白人人口觀見填加，荷蘭人遂有:向內地擴 

度的瘦势。

二六五 . 同時， Hottentots 爲荷蘭殖民地者耕 

B 打雜，漸成暂慣，f f l因人口頗少，未能使殖民地 

者大感满意。東印度公司遂敦法自井洲東岸(Mozam- 
bique, Zanzibar 等地）及 Madagascar 蓮入奴 .錄。因 

爲荷蘭婦女爲數極少，所以這三種種族汾子（節白 

人、H ottentots和非洲奴錄或以前的奴錄） 雜居相 

處 , 更見自由_。緒果便遺成了被稱爲" 開普欲浪血種"  
(Cape Coloureds)的人口，現在這種人口S 遂百离9

« 荷蘭拓翁]S 非的树期， 發生兩件大事。

二六六 . 第，•，在 六 八 五 ,年南特動令 (Edict 
of N an tes)撤消後的教年内，愿先逃往蒋蘭而經荷 

蘭政府許其前往南弗避難，並授以土地的法國新教 

雄約二百人，大部份在被稱爲Fransch Hoek (法画 

展）的肥沃地展安觸下来，該展至今倚有一個法摩 

新教律村0 這批法画新教德是目前在南許糖處可遇 

到•的無數姓 Malherbes, de Villiers, Jouberts, Leroux
者的祖先，他們大都受過教育，因此從頭就有缠大的 

勢力，以致荷蘭當局顏感不安，而有瘦採行有力的 

同化辦法。一七0 九年，街蘭當局甚至想定一切公 

文不得使用法文。在以後二三代中，這些法國新教徒 

以及若干德画新教徒小画體與荷蘭居民完全同化，



但是他們使摩a 虔誠的荷蘭新教徒對於普經，最意 

揮的黎爾文教以及一種簡化的天命論，信仰盤堅。

二六七 . 另一件大事是十七世紀末，若千馬来 

亞同教徒自爪唾到達好望角（the Cape)。其中若千 

是因爲反抗荷蘭當局而截放遂至南非的馬来亜舍 

長。現在好望角的馬来5S社廣約有六萬餘人，就是 

上述那批馬来亞同教徒的後裔。他們至今遺戴士耳 

其帽，而且有其獨特的生活方式，藏然在統計上他 

f f!通常都被列爲"Coloureds"(混血人）。

二六八 . 十八世紀是南非居民爲取牧地而向開 

普教面北、北部，尤其東部拓殖的時代。帶着牲畜 

越 過 Hottentots-Holland山展的牧農日多一日。這些 

牲畜簡，可說是在從未使用過的原始牧地上生長繁 

殖 3 荷蘭束印度公司並不將其所有的土地出售，而 

僅將它們出租 ; 在一片牧地的牧草被牲畜食盡時，這 

些被稱爲，’irekboer"(移徙或拓荒難民)的襄民便得着 

牲畜繼續前進。

這些拓荒農民最初厥遇到少數非常原始的Bush- 
men。他們維然深長 Bushmen 的毒箭，但相當迅速 

地就將這些原始部落消減了a 未被悄減者向西北逃 

至勝拉哈利沙漠（Kalahari D e s e r t ) ,在該沙漠地廣， 

現在仍可發現Bushmen的後裔。

二六九 . 十八世紀中葉甫過，沿着海岸而東進 

展最遠卽到達大魚河CGrootvis River) 的殖民者與雄 

蔽進取而人數衆多的非洲Ngunis部落發生接觸。這 

個部落在政治和社會力面都異常團結一致。他們從 

極北部南下 , 不知不覺a 與白人正面相逢。該部落 

大 部 位 是 X h o sa s人，但是波爾人（Boers) 不加區 

别，借用亞拉伯人用以侮蔑X h osu s人的名字，統 

稱他們篇Kaffirs (Kaffers)人，因爲亜拉伯字Kafir 
的意思是惡棍和不信宗教者。這些部落也以畜牧爲 

生 此 後 ，白人與黑人之閩騎徵生的盜竊牲畜、衡 

突和報復性的事件，不可勝數。當 Xhosas- 大規模 

進攻â 人時，此種衝突稱爲K affir戰爭。在一七七 

九年至一八七七年之閩，填種戰爭共有九次。部使 

交戰雙方能多少達成協譲，劃定某項疆界，這種疆 

界也不久âp被 / i i之 , 波蘭人必須永遠戒備。他 

們必須完全依靠自已，因爲好望角當局鞭長莫及,無 

能爲力。在他們的心目之中，黑人就是敵人。這種 

情形f t 於這批有須不斷警戒的粗魯農民以後的行篇 

態度，當然發生影響。

(U) 與英國人初度接觸

二七0 . 同時，這個荷蘭社展受到另一種威脅。 

這些荷蘭人雖然自顔散居各地，恒是深知必要時團

結一致之刹，因此表演出一種弗常堅编的民族力皆， 

復因一<切端賴自助，所以依戀傳统之心，至爲雄

烈。

一七九五年，法國革命軍估領荷蘭。英國政府 

深恐法國艦隊估領好望角的荷蘭殖.民 地 （該地是英 

印航線上的裏地 ) ，與逃亡英國的 Prince of Orange 
獲得填譲後，決定先發制人，估懷好建角。但至英 

法簽訂— 八0 二年的亜眠條約(Treaty of Amiens)停 

Ih敏對行爲後，英軍便撤離該地，結束此第一次估 

領。但不久以後，英法之問載爭又起。荷蘭旣爲法 

國思國，英國政府謀深慮遠，決定再度佔領這個英 

印航線上的重要停泊地。第二次估領(一八0 六年） 

直至一八一五年力吿結束。但是英國a 認淸這個殖 

民地的重裏地位，所以在滑•鐵慮•(Waterloo) 大載吿 

捷後，卽根據維也納條約(Treaty of Vienna) , 較易 

取得那個殖民地。當然此舉事先並未徵詢好望角或 

Stellenbosch的 "市民 "(burghers )或草原的”移徙農民 " 
( 當時有二萬六千人)的意見。這是他們所永遠引爲 

不满的第一件事情力

二 七 當 初 荷 蘭 當 局 格 於 情 勢 ，統治該地， 

並不遇事奇求，執法如山。在鄉调（P W «(m d)或草 

原，中 央 : 當 局 的 唯 一 代 表 是 地 方 長 官 他  

的住所（drosty ) 和衙門往柱合而爲— ，是 架 牛 車 ， 

個蓬帳，或- 閩茅舍。他旣是行政長官》又是法 

官，來自偷敦的英國當局並未改變這種辦法，而旦 

這個辦法的裏點留傳迄今。可是，英國當局在實施 

其認爲必镇« 施的推施時，從賊就表現出比較商刻 

厳属、甚至專横的態度。若干措施，尤其廣響到歐 

洲人與其土著鄰居或僕人之關係的措施，深爲人所 

不满。

二七二 . 此外，英國當局處理這些行政工作的 

精胖也完全不同。他俩本着與那些農民的拓蕭精踌 

(trekgees) 恰正相反的精神来處理其所承擔的艱官工 

作，原来後者鎭日常應付現資生活上的困難，時時 

與野蠻部落歸爭，英國當肩則暂於伏案工作，相信 

稷殖民者觸爲離奇的自由及人道生義，甚旦對慈悲 

爲懷、生張一舉普遍廣 Ik奴錄制度的蓮動，表示同 

情，復受来自倫敦的大批傳教士的影審。此 «傳教 

士極顏自行負起決定南非土人政策的責任。

二七三 . 不僅如此，自一八二0 年以来，漠國 

膚民者藉政府的幫助，開始抵達開普敦，其前往殖再 

地的東部者爲數更多。他們當然被視爲懷入者。波 

爾 人 深 愛 他 們 的 土 語 種 受 環 境 影 響 而 漸 漸  

改變的荷蘭箫),當英國赏局在一八二八年宣佑以英



文爲該殖民地的正式語文時，波请人的心情，可以 

想見。

總之 , 外画行政長官事其臣民立卽參生銜突。雙 

方在性情上顯然不能相容（使雙力不能互核了解的 

語言上的障礙，姑置勿論 )，因此反威日漆;波蘭人 

對偷敦及自該地越海而来的各種新思想 , 懷疑B 深， 

因爲這種思想與他們的思想和利翁完全相反。這種 

懷疑迄今遺未消滋。

(iü ) 拓荒者

二七四 . 不列顔人和波爾人第一次試圃共處， 

便不佳妙，二十年後，荷裔鄉民中最勇敢頑固和最 

好冒險的份子決心集團徙往北部蠻荒之展，以斯免 

受英國當局的按制以及Groot V is和 K e i河彼岸好 

戰 的 X h o s a部落的董大厭追。因此，一八三六年， 

在 A，W. J. Pretorius 和 A. H. Potgieter 等百折不

棱之士的領導下，象徵着自由獨立精钟的數千牛車  ̂
(ossewaens)開始遠征。

二七五《這襄無暇叙述這些拓荒者的英勇事 

踏，但這種事踏卽至今日猶使南非荷蘭種人（Afrika- 
n e r s ,波爾人後裔今稱 ) ，不分老幼，爲之威動不S 。 

有應在此說明者，卽這些拓荒者從事拓荒的偉業，遭 

遇無常，因此不得不借重經驗以解決間題，積久遂 

形成一種民族特性，今 B 國嚴黨的政策實應從這種 

民族特性和經驗主義中去尋其根源。波爾人旣須逃 

避英國當局的按制，又須努力逃避黑人部落更番的 

劫奪和襲擊，他的唯一憑藉厥是他的鎭和信仰而已。 

他帶着S 册荷蘭I I 經，以便從中尋覓上帝意志的跡 

象，這是他唯一的書籍，也是他與西歐文化的唯一 

聯繁。

二七六 . 雜然在今H , 南井聯邦的負責懷軸或 

荷蘭維新教會（Dutch Reformed Church)的鎭軸並不 

嚴格解释進經的教條117, 據以決定他們對種族問凰 

的態度，但是大家似乎都同意在上一個世紀，波爾 

人的思想都是以這些狹義的教條爲根據的。

二七七，在他們反覆誦讀和時加推厳的各段

中，我們首先應當提到創世紀第九章，其中栽有諾 

亜 ( Noah)對题南 (Canaan)及相信爲其後裔的所有非 

洲黑種人所作的5S祖，伽南甚W(Shem)的見子, 而 

旧是諸亞三子之一，[fii且對於諾亞!很不尊敬。該章第 

二十五至第二十七旬如下："就謎週南當受冗誰，必

給他弟兄作奴僕的奴緣。文說耶和華W 的辟是應會 

稱頸的，頼缠南作W 的奴僕，顏钟使雜得擴眼，衡

他住在閃的帳棚襄，又颜题南做他的奴僕"。

在 f t 有須播出者，卽當時荷蘭進經把英文本中

的 r ŝervant servants"( 奴僕的奴僕），法文本中的 

'"dernier des esclaves" (最下級的奴僕)字様譯爲

knechtm", 意爲最，賤的農場或家庭奴僕。道 

個異點，顏蘭重要，因爲在一八三四年英國當局正 

式廣除南井境內的奴錄制度以後，英國傳教士在振 

控波爾人實行奴雜制度時營提荷蘭達經中上述詞 

旬。

我們也應當提到劍世紀第十章，其中列舉諾亜 

三個兒 子̂的宗族後德結說：

" 這些人的後裔將各國的地士、海鳥，分開居住，

各隨各的方言宗族立國。"

裏了解南非聯邦今日所信奉的理論以及民族企 

望，必須知道上述各段經文，因爲這種理論和民族 

企望都是純粹的波爾傅统的産物。從這種傳統中孕 

育出下面各種思想 : J：帝注定世界各種族絶不平塞； 

上天注定黑種人應受 f t種人的支配；民族各不相同， 

應自求發揚光大；酷愛民族獨立、民族語言及文化 

以及使一民族與衆不同的— 切文物。

二七八 . 可是有一點宜加補充，波爾人忠於®  
經的族長傳綺，對於糾正諾亞所作咒祖中野蠻殘酷 

的部份一^ 極爲珍視。他們是生人 (Mas、, 黑人是 

他們的奴懷，這是不容置辯的當然之事；可是他們 

具有極雄的正義威，因此ES爲统然享有生人的特權， 

就同時有以正義待其奴僕、的翁務。從父道敦糖的觀 

念到能管觀念，尤其是本着 "某督精 f T 的託管觀 

念，紙是一步之隔11®。從下文中可知這種觀念對南 

非聯弗的败治至今猎有非常重要助影春q

二七九 .

( v i) 大遷徙的後巢 

C遷徙是對英菌政廣的~ 個反抗，大

家都知道此事在塵史上的後因此我們紙須將其 

華攀大端重新提出。約在九世紀中葉，波策人憑 

其堅思不拔的決心，逮能克服一切障礙，建力;起甫 

個獨立井和國，並各霖有國民譲會 (_Valksjnad)。其

見 Dr. W. A. Visser 所著"南非教會訪問錄 "
( Visit to the South African Churches'), T. Hooft, —九 

五:二年。

118 此項關於南非聯邦土人政策部分由来的略述
是以若干史料爲根據，其中有 J. A. I. Agar-Hamilton 
( 比勒託利亜脱蘭斯冗爾學院高級講師)所著拓荒者 
的土人政策 ( The Naim Policy of the 開



一 爲 脱 蘭 斯 冗 爾 共 和 國 或 南 非 共 和 國 （一 八 五 二 年  

成 立 ）， 另 一 爲 橘 河 自 由 邦 八 五 四 年 成 立 ）。 但  

是 ， 大 不 列 颠 的 膨 張 力 和 該 國 所 代 表 的 資 本 生 義 制  

度 不 久 就 追 縱 而 至 ， 將 前 屬 該 國 的 顽 同 臣 民 包 圍 起  

来 。 早 在 一 八 四 三 年 ， 納 塔 爾 ( N a t a l )  a 是 英 國 的  

殖 良 地 。 波 爾 人 隨 地 都 面 臨 以 前 的 敵 人 。 巴 蘇 托 蘭  

( B a s u t o l a n d ) 、 培 楚 阿 那 蘭 （B e c h u a n a l a n d ) 和 斯 冗 西  

蘭 （S w a z i l a n d  ) 所 以 繼 續 成 爲 被 圍 在 南 非 領 土 內 的 土  

地 ， 而 且 至 今 仍 爲 英 國 的 保 護 地 者 ， 其 故 在 此 。

二八 0 .  — 八七0 年慶伯利（Kimberley)發現鎭 

石，一八八六年蜜特金山展發現金礦，因此英力建 

設鐵路，開發南非，此事使波爾人S 覺受到包圍。繼 

— 八八0 至一八八一年的第一次波爾戰爭以後，一 

八九九至一九0 二年間又發生第二次波爾戰爭。第 

二次戰爭歷時更久，戰況更烈，結果使兩共和國慘 

失獨立地位，而過去的仇恨，亦因此更形深刻。此 

次戦爭所造成的其他不幸後果之一，是使白人，不 

論其爲荷爾人或英人的後裔與班圖黑人的關係贤題

----------------個非常重要的間題一一欄置多年，不克解

決 。

( V ) 班 圖 黑 人

二 八 一 . 上 文 所 述 在 十 八 世 紀 未 與 波 爾 人 發 生  

衝 突 的 N g u n i s 人 是 一 大 羣 非 洲 土 人 部 落 之 一 ， 各  

部 落 土 人 身 體 」 的 特 徵 大 不 相 同 ， 漸 漸 統 稱 爲 班 圖  

黑 人 。

這 個 名 詞 的 原 意 與 語 言 學 的 關 係 較 與 人 種 學 的  

關 係 爲 大 。 ( M u ~ n t u  字 的 多 數 ） 一 字 是

中 非 及 南 非 語 文 中 指 " 人 " 或 " 人 民 " 的 最 普 通 的 古  

字 。

這 許 多 部 落 不 但 在 語 言 丄 有 關 ， 而 且 在 地 理 上  

亦 復 淵 源 相 同 。 他 們 的 一 切 神 話 傳 統 無 不 提 到 北 方  

的 " 榮 祥 地 " 以 及 當 初 他 們 佔 據 着 後 日 成 爲 他 們 所 有  

的 土 地 而 仍 有 作 客 他 鄉 之 感 的 時 期 ， 這 些 都 落 至 今  

遺 有 這 種 岡 億 。

二 八 二 . 人 種 誌 學 者 B 斷 定 在 過 去 若 干 世 紀  

內 ， 班 圖 黑 人 曾 四 度 自 北 部 向 南 移 民 ， 最 後 一 次 的  

移 民 是 組 魯 人 （Z u l u s ) 。 在 十 八 世 紀 及 十 九 世 紀 初 ， 

組 魯 人 曾 前 進 到 東 南 非 亜 熱 帶 森 林 的 邊 緣 ， 卽 納 塔  

爾 境 內 後 日 被 稱 爲  Z u l u l a n d  的 地

二 八 三 . 不 識 這 些 混 亂 而 死 傷 奇 董 的 戰 爭 的 歴  

史 含 有 多 少 教 訓 —— 在 大 遷 徙 前 夕 ， 這 些 戰 爭 有 時  

荡 至 成 爲 征 服 與 被 征 服 部 银 的 纖 減 戰 爭 —— 此 地 無  

暇 加 以 殺 述 。 但 是 ，在 另 一 戰 線 發 生 的 劇 戰 ，卽 拓 荒  

者 與 粗 鲁 人 的 戰 爭 中 ，至 少 有 一 件 事 必 須 加 以 追 述 ，

因爲此事在大家的記億之中，至今猶然歴歷在目， 

榻概如生。一八三八年六月六日，波爾 領 袖 Pïeter 
Retief 及同伴六十餘人中伏就擒，被 戮 於 Z u lu 會 

長 D ingaan所居的村落中。但是荷蘭拓荒者立卽 

復仇，於同年年底以前(一八三八年十二月十六日） 

在領铺 Andries Pretoriiis 植揮下，在 Umslatos 河 

附 近 與 Zulu 兵圃）作載，殺 Z u lu戰士三千

人，並旦•粉碎D ingaan的權力，自此以後 Umslatos 
河就被稱爲血河（Blood River)。兩年後，Dingaan 
被遂出納堪爾，並爲敵對部落所殺。

自此兩波爾共和國，以及以後的南非聯邦便定 

該日爲休假日，實行大赦，以資慶祝，稱 爲 D in g a a n  

日」直至最近，爲免滋生不難意會的誤解起見，政麻 

決定保留這個休假日而將其易名爲較少刺激性的誓 

約 日 （D a y  o f  the  C o v e n a n t ) , 南非荷蘭語中稱之爲 

Gdoftedag。
二八四 . 自英軍在一八七九年一戰摧毀組魯王 

Cetewayo的反抗力量以後，除一八八八及一九0 六 

年兩次小叛亂以外，白人與班圖黑人之間不復有敵 

對行爲。來福鐘終於制勝了弓箭和長矛。經 百 磁 年  

的流血願爭以後，来自南部海洋的歐洲征服者B 經 

克眼自北部南下的其他黑色征服者。自此以後，白 

人遂不斷作較有系统的努力，與殘剩土地內仍受部 

落翁■長管轄的班圖牧人和農民達成一♦種永久性的相 

處辦法，而同時他們在耕植、採礦、工辱及城市家庭 

方面所需要的非人的努力，則仍可照常利用。

( v i ) 印度人

二八五 . 自一八六0 年以来，一個外来的人種

使审非的種族情勢，更形複雜。一八六 0 年十一•月 

十六日，納塔爾英國種植甘藤者所傷第一批印度契 

料工人抵達納塔爾港 （P ort  N a t a l)。因爲組魯男子 

以作戰爲主要任務，輕視耕植，一向將農務委交婦 

女，所以傷用組魯勞工，不甚適宜。

甘簾園主費數年之力，始勸動納塔爾政府相信 

允宜在亜洲徵募勞工，而旦此事納搭爾政府必須獲 

得倫敦政麻和印度英國管理當局的同意《

在印度賤民中找尋志願勞工，並不困難。這些 

人簽約工 f i s若干年，期 满 可要 求 續 約 或 在 南 #自  

由居留，或免費遺送囘籍。絕大多數印度勞工在契 

約满期後寧願留在南非，其中有很多人在其所能祖 

得或購置的小塊土地從事園藝，以供市場之需。

二八六 . 同時，少數較有資本和教育程度較高 

的印度囘教徒開始在南非經營商業，而且不久就頗 

爲發達 , 一八六九年，納搭爾總計有印度人五千人。



二八七. 直至一九一~ '年，南非政♦始因印虔 

政府之請，禁 Ifc印度契約工人自由入境。兩年後，卽 

- 九一三年，所有印度移民入境均在禁Ik之列，因 

爲在是年所施行的移民管理法授權禁Ih所有被視爲 

不良僚子的人移入國境。

二八八 . 但是，印度人的生殖率極高，因此難 

然死亡率不抵, 人口仍不斷播加，現在B 達三十六 

离五千人0<納塔请面印度人之多適與白種人相専  

(兩種族人口各逾二十五萬人），在脫蘭斯无爾和好 

望角者力面，印度人亦逾六萬之數。

二八九. 同時，歐洲人因號爭日烈，懦憶不安， 

因此對脱蘭斯冗爾及納塔W 政府大施壓力，該兩政 

府在此種應力之下，遂到印度人在行使政治權利，或 

購置財逢，甚或在自一省移往他省方面課以種種限 

制。因此，印度人乃從事消極抵抗，於一九0 六年 

發動第一次有組織的反抗蓮動。主持這一運動者部 

是甘地 （Mahatma GandhO他當時正住在南非。他便 

是這様以其獨特的人格,橫立了一個反抗任何妓視 

政策的印度人傅統11«。他並有功於加描南非境內印 

庚同胞的社會意識和爲其本種族効力的精神。

塞 .議 會 及 行 政 制 度  

( 0  - 九0 九 南 井 法

二九0 . —九一0 年 五 月 日 ，由前橘河 

和脫蘭斯冗爾兩共和國及前好望角和納塔爾^英屬 

雕民地合併而成的南非聯邦宣告成立。但是，南非 

聯邦的成立紙是隱匿而並未解決雙方對立和仇視的 

情形。雙方的傳統和傾向顯然很不相同，尤其是在 

目前好望角殖民地與以前兩個獨立共和國之閩。

在好望角，當局至少在理論J：內心不願承認廣 

色和種族可以決定任何公民有無資格行使政治權 

利。凡具備若干條件的男子都享有選舉權,而旦在理 

論上任何選民都能擔任公職。但在股蘭斯冗爾及橘 

河自由邦則法律明定井歐洲人不得享有選舉權，或 

擴任公載3 納搭爾在法律規定與政治措施及趨勢方 

面有做傲上通兩共和國的傾向，但同時熱誠捷戴英

見南非印度人公會生鹿一九五二年二月二十 

日致南非聯邦IS理 ®,內稱南非印度人在精祥上  

能堅信甘地的廣言，並且以甘地爲槽式，引以自豪， 

甘地的廣言爲致力於正^ 與眞理，並以大無畏的精 

神與堅忍不拔的決心爲抗有違正義的舉動和壓迫 

和平參É 。" 見附件陸。

雜然這些差別以及其他許多不词之點使缺一 

業旣難且慢，但是一個全然可以生存的新画家終於 

出现了，不過在這個國家中，佔人口多數的荷蘭種 

人民對社會及其他問題的態度漸佔優勢也是自然的 

趨勢。

( H )中夹政，

二九一 . 南非聯邦與大不列顏國協中加拿大及 

澳大利亞諸國不同，是一個中央集權的國家，其所 

轄 ra« 的省會譲 (C o u n c il ) ,—— 與譲會制度下的議 

會不同一 並̂不享有主權。總督代表英皇，是聯邦 

與不列顏國協間的主要聯系，原爲英國高級官員， 

但今後則將由聲望卓著的南非公民充任。南非聯邦 

的眞正；4̂ 權由議會行使，議會由衆譲院及參譲院鲍 

成，衆譲院一百五十九人，參譲院四十A 人，均必 

須爲歐洲人。雖然非歐洲人估全部人 口 ®分之三以 

上，但是荷蘭及英國殖民者的後裔協譲不予非歐洲 

人 (南非荷蘭語稱非歐洲人篇 Nie Blankes 卽"非白 

人 "之意，更見確當。）以選舉其本種族人爲其代表 

的權利。

二九二，衆譲院譲員一百五十九名中，一百五 

十名由四者選民選舉之（自一九三0 年起"歐洲種 "  
條女亦享有選舉權）；六名自一九四九年起由西南非 

倾土的 "欧洲 "選民選舉之;其餘三名由好鎮角非 

洲 "選民選舉之。

二九三 . 纖民敦格，各省略異：（1) 在所有四 

省 , 凡 "歐洲 "公民，年在二十一歲以J 者，均享有 

選舉權；( 2 )在好望角者及納塔爾，凡識字的浪血種 

男子，每年收入在五十非镑以J:或有價値在七十五 

非镑以J :之財逢者，亦有選舉權；（3 )在好望角省， 

凡能讀能寫的"非洲"男子，每年牧入在五十非錄以 

上或有價値在七十五非镑以之財座者，亦有選舉 

權 3 但是他的姓名係戴列另一選舉人名册。

二九四 . 參議員四十八人中，三十二名(每省 

八名）由譲會議員及省參譲會譲員會同選舉之；二 

名由譲會譲員及西南非立法大會代表會同選舉之； 

十名由政府推舉；其餘四名划由聯邦境內" 势洲人 "  
依相當繁複的閩接投襄制選舉之，任斯五年。

二九玉 . 另有一點應予法意，卽根據南非法的 

規定，由政府推舉的四個參譲員的委派，必須以其 

是否由於從政或其他經驗而深切了解南非有色種族 

的需求與合理願望篇根據。

二九六 . 參譲院譲員任期 " h年，但衆議院譲晨 

則五年選舉一次。



二九七 . 南非聯邦的正式語文原爲荷蘭文及英 

文 雨 種 （一九0 九年南非法第百三十七箭幾定）。 

但是，南非政府不久發現純粹的荷蘭語與南非人實 

際上所說的荷蘭話，差別 a 顯得大大。事實上，南 

非荷蘭語文（A f r i k a a n s )必須福爲另一種語文，因此 

一九二五年所頒第八號法律规定一九0 九年南非法 

第一百三十七節內"荷蘭文 "一詞，不論其在該法全 

文中何處出現，應一律視爲包括南非所通用的荷蘭 

語文在內C 事實上，與其說是 "包括"，毋寧說是替 

代，因爲南非所用的荷蘭語文是那様獨立而有力，它 

a 取純粹荷蘭語丈的地位而代之

二九八.南非議會的工作情形使人聯想到英國 

的譲會。在行政力面，南非與英國亦復相似，其唯 

~ 例外自然是：在南非，土人事務部若非最重要的 

— 部，亦爲最重要諸部之一。大家務必記住南非聯 

邦與一個殖民國家，極相類似，但其殖民地—— 稱 

保護地或者更好—— 散佈於母國本身的領土內。這 

種幾乎是分解不淸的錯綜關係造成了一種獨一•無二 

的情勢。

(H Î )籍’政府

二九九 . 南非聯邦四省，各置省長一人以治理 

之，並佐以行政委員會及省譲會，行政委員會設委 

員四人，向以省長爲席。省長由南非政府委，派之。 

因然一切權力都集中在比勒託利亞（P r e to ü a) (在國 

會開會期間則集中於開普敦，因依法律規定國會必 

须在開普敦舉行眉會），所以各省'識會所顯法令僅 

懂限於初等及中等教育（事實上這是他們的主要任 

務 ) 、醫院、省第公路等事項。省譲會徵税派捐的權 

利受中爽欧府的厳格限制，中夹政府頗瘾向於嚴密 

控制省財政，確立了依其自身對各省需襄的制斷將 

國會所通過輕費的一部设分配各省的慣例。

( i v ) 地力當局

三0 0 . 地力政府的粗織，富於柔性，各省不 

同，甚至在各省之內，各地亦復相異。因此,在好望角 

省，若千地方行政機關可同時構成一個較高級的立 

法機關，稱爲展議會（D iv isio n al C o u n c i l) , 這個立法 

法機關甚至有課徵小税的權利。但是，在省級以;P ,  
最重要的行政單位則爲释或審制展 (m ag is te ria l d is
t r ic t )  , 這是在縣長或制事 ( m a g i s t r a te )管轄下的一個 

展域。在大城市中，市譲會掌理一般行政事務，制 

事的職務限於司法。但是，縣長通常所履行的則是 

很多種行政方面的職務。在鄉展，縣長雖是一個法 

官，《更是- 個行政官。這種一人兼理行欧與，司法

的辦法，顯然是適時的奮制，但是鎮爲經濟，而à  
在實際上似乎成效良佳。

三0 — . 所有城市，不論大小都有一個民選的 

市譲會。在橘河自由者及脱蘭斯冗爾， " 非歐洲人 "  

不得參加選舉；在納塔爾，除歐 i {人外，僅浪 jfiL肆 

人有選舉權；在好望角省，理論 i 所有市民,不分  

種族，均得參加市議會議員的競選。所以，在開普 

教及伊利莎白港，若干濕血種人曾當選爲市譲會識 

員 例 如 ，現時開普敦市譲會譲員 M rs . Z .  G o o l卽 

爲一混血種女子， 自一九四九年以遺，她並擔任市 

譲會公共衞生及居住問題委員會的主席。

三0 二 . 在聯邦任何城市、鄉村或農莊，都可 

發現大批班圖黑人、印度人或浪血種人。在農莊，非 

洲人或浪血種人都在離開生人住宅頗遠的圃地內居 

住。在城市中，除住在主人所備下房中的傭僕外，"非

洲人 " 通常都被追住在 "居留展 " " lo c a t io n s "  ( lo k a s ie )  

内，受另一誉理機關的管治。

三0 三.這個複雜的制度有悠久的傳統爲其根 

據，我們在此無法詳加論M 。但是我們至少必須提 

及下列各點。凡屬非洲人"居留區"均由各市土人事 

務委員會管理。這個委員會執行職務時輒徵詢土人 

|̂ 詢̂會的意見，土人I t詢會通常由六個"非洲人"組 

成之，其中三人由"居留區" 内非洲居民選出，其他 

三人則由該S 詞會議長歐裔管理員委派。諮駒會的 

意見或被接受，或被忽視 , 但是市譲會所提涉及"居 

留展"的任何提案必須經畫長或土人事務部長核淮， 

方能成爲市碩法命。

(v ) 土人保留地

三O 0 . 南非班圖黑人，約有三分之一* , 計S 百 

禹人，集居於保留地中。很多保留地是小塊被包圍 

地，但其他保留地，尤其在好望角省東部 Rivej- 
K e i彼岸領土卽 T m isk e i及 Zululand (納塔南)，脫 

蘭斯冗爾北部的保留地，則範圍頗大。但是，目前 

土人保留地的面積僅估聯邦領土百分之九點七。如 

政庶繼績購置土地，使保留地面積達到法律所規定 

的五萬八千平力哩，則其比例將佔總面積百分十 

三《

_三0 五.管理機關根據各保留地的大小範圍， 

各部落制度的力a , 以及在某種程度內根據各洛的 

傅統，以不同方法從事管理。但是，所有保留地都 

霞接受土人事務部的管轄。該部有將一切事項集中 

處理的齒勢，最近所通過旨在達成統一管理的法律 

(，*九五一年班圖族赏局法）卽係該部一•手促成。



職務日清的土人♦務部負有維待土人領士內治 

安舆司法的責任。此外，該郁的另一重要載務是購 
賈並開發屬於南非士人信託基金會（South African 
Native T r u s t ) 的土地。該基金會是根據一九三六 

年土人信託基金及土地法（Native Trust and Land 
Act, 1936 )而當立的。

三O 六 . 爲便於管理土人起見，全國經割分爲 

六展，各設士人事務首席專員一人以管理之。土人 

事務部長旁受土人事務委員會的協助與m 詢，該委 

算會置委員三人至五人，任期五年，由政府指派之。

三0 七 . 土人事務部長以具有總督簽署的"公 

告 " 宣俺他的決定。換言之，該部長誠然受國會的 

指示和監督，但是卻可說兼負立法和行政雙重責任。 

土人事務部長M. J Jansen在就任總督新載前替於 

— 九五0 年0 月二十日在衆譲院中正確地說：土人 

事務部在事實上就是一個政府，下設各處，分別處 

埋土人事務的某一力面。

( v i ) 脫蘭斯開（TRANSKEI)

三0 八.好望角省東部的脱蘭斯開是全由班圓 

黑人居住的最★ 的一片土地, 我們很可以該地爲例， 

敦明管理的方法。

那片領土受分負聯邦全境責任的六個土人事務 

總專員之一的直接管轄。自一八九四年以来，脱蘭

斯開就創立了一種土人代，制度。該地設有許多地 

方及縣譲會，後者共有二十六個，各由代表六人組 

成，其中四人由土人選舉，其餘二人則由"歐洲"赏 

廣推派《縣譲會由縣長 "生持之，縣長爲歐洲人。 

各縣譲會派非洲代表三人（其中一人由縣譲會指派， 

其餘二人由土人選舉）出席在 Umtata 開會的股蘭 

斯開領土總議會（土 名 B u n g a ) ,該領土總譲會由脱 

蘭斯開行政長官擔任主席，二十六縣縣長爲當然代 

表。

三 0 九 . 又根據一條出人意料之外的規定，
Western Pondoîand, Eastern Pondoland 以及 Tembuland

的土人，長也都是當然代表。這種反常的規定表示 

過去中夹政府對於兩種可行而相反的政策之游移不 

定：那便是摧毀部落食長的專制權力，而建立以"民 

主 " 選舉爲基礎的地方政府，抑或在各食長願欣然 

接受土人事務部長指示的簾解下，保持甚至加雄各 

會長的權力。

第一種政策是與好望角省的民主傳統相吻合 

的。第二種政策與民族主義的槪念比較接近，一九 

五一年的班閩族當局法便是這種政策的表現。

第四牽 

各種族人口情況

三一 0 , 南邦聯邦因人種間題複雜,統計材料 

不全 , 而且絶少有人對該間題作遇密的研究，所以 

檢封南非聯邦的人口情形，頗感棘手，因此之故，本 

章僅對南非聯邦四大種族中各種族的人口情況和趨 

勢作一簡赂敍述 121。

三  . 爲便於叙述起見，本章分爲五節：

資 . 引 言

武 . 各 種 族 的 特 徵 及 其 組 成

1̂ ° 本 委 員 會 於 擬 具 本 章 時 曾 參 酌 巴 黎 全 國 人 口  

研 究 院 院 長  M r. Alfred Sauvy 及  M r Frédéric Tab ah 
應 本 委 員 會 之 請 所 提 出 的 報 吿 書 。

1^1本 章 所 載 資 料 係 根 據 南 非 聯 邦 政 府 官 方 文 件  

( 人 口 統 許 及 報 吿 等 ) 以 及 其 他 統 計 材 料 。 本 委 員 會  

並 曾 參 閱 下 列 各 書 ：

( 1 )  Lord H a i le y 所 著 非 洲 通 賣 ：非 洲 薩 哈 拉 以  

南所■發生間題之研究African Survey. A Study of 
Problems arising in Africa South of the Sahara ) y 非 洲  

調査研究委員會（Committee of the African Research 
Survey)在英國國除問題皇家研究院（Royal Institute 
of laternational A ffa ir s )贊 助 下 所 刊 行 ， 一•九四五年 

牛 津 大 學 出 版 社 出 版 。

春.人口的結構

肆 . 人口動態

伍 . 下一代情形;i :預侧

置,引言

3 - ^ 二 . 菩人對現有資料稍加觸覽，可知南弗 

聯邦境內現有人口一二，六四六，0 0 O 人，並截 

自，•九0 四年以來其人口增加情形如下：

( 2 )  C. W . de K ie w ie t所著 " 南 非 社 會 經濟史 " M  
History of South Africa y Social and Economic), 一•九

四六 年 牛 津 大 學 出 版 社 出 版 。

( 3 )  L. T . Bddenhoi-st所著 "南 非 人 口 日 後 的增加 
及 其可能的年齢分怖 " （The Future Growth of the 
Population o f South Africa and its Probable Age Distribu- 
t b n ) , " 人 口 問 題 研究， 第四 卷 第  

— 號，第三 至 四 十六頁，一九 五 O 年六月劍橋大 舉 出  

版 社 出 版 ，及 ，’一 九 — 年 至 一 九 三 六 年 南 非 聯 邦 各  

地 生 殖 率 之 差 別 " （Territorial Differentials in Fertility 
in the Union o f South Africa , 1 9 1 1 - 1 9 3 6 ) ,"人  口問 

題 研究 " 第><卷第二號，第 一三五至一六二盲， 
九 五 二年十一月劍橋 大 學 出 版 社 出 版 。



曰期 人口

—九 0  因年 ...............................................  —  5 ,1 7 5 ,0 0 0

— A - — ^ ...................................................................... 5 , 9 7 3 ,0 0 0

—九二一年 .......................................................... 6 ,9 2 9 ,0 0 0

—九三六年 ...................................   9 ,5 8 9 ,0 0 0

一九  r a  六年  .............................- .................  1 1 ,4 1 « ,0 0 0

一九五一年…， .........................     1 2 ,6 4 6 ,0 0 0

三一*三 . 但县，如想說明這些數字的意義，並 

且確定何種情況嚳響人口的增加，便會遇到一種重 

大困難：人口中僅一小部汾有可靠統計資料可資依 

據。關於其餘人口的資料往往殘缺不全而又不可 

靠，以致速若干種族人口衝態的方面都始終無法確 

定。 «

威 * 各種族的特徵及其組成

三一四，南非聯邦的人口經聯邦當局正式割分 

爲四個種族：

( 1 ) 歐洲人（Europeans)
(2 )  士人（Natives)
( 3 ) 亞洲人（Asiatics)
( 4 ) 浪血種人（Coloured)

這些名詞的定義如下：

( 1 ) " 歐 洲 人 " 一詞係指"純粹歐洲人的後

裔"。

( 2 )  " 土人 "一詞指"血統上純粹屬於班圖種 

族的人 " 。此種人有時被稱爲 " 非洲 A  "  (A fr i c a n s)或 

**班圖黑人 " （B a n t u s ) ,此二名詞意義相同。

( 3 )  " Î S 洲人 "一詞係指"土生 æ 洲人及其後 

裔，主裏部汾爲印度人"。

( 4 ) 湯血種人及其他有色人生體包括開普混 

血種人，但也包括開普馬来人，B u sh m e n ,  H o tte n to ts  

及所有混血種人"。

後面三個種族的人有時統稱 " 非歐洲人 " （N o n -Eîurqpeans)i22。
三一玉. 本委員會雜充分了解這種分頻的缺點 

及其弓的種種困難 , 但不得不加以採用。凡是"白 

人 ’'(W hites), 不論來自何洲 , 都被視爲"歐洲人"，這 

是任何人都能注意到的事。關於此點，南非荷蘭語 

中所用 Blankes ( 白人）及 ( 非白人）二 

詞是很肴意義的。在南非聯郭"混血種人"(Coloureds) 

- 詞的意義遠較此詞在盘格魯薩克遞國家中所合的 

的意義爲狹1 K ,而旦在實瞭上通常是指混J l種人，

而並不包括黑人及亞洲人在內。本委員會在本報申 

書內，尤其在第六章（該章分析南非》各種族 

差別待遇的法律）所述树步意見中會獎次舉例貌明 

因定義有欠精確所引起的種種困難

三一六•本節業a 凿各種族略加說明，下文將 

依各種族人數的多寡一而不依上述官力所定次序 

—— 對各該種族加以捧討。容後當再提出更样盡的 

資料。

( i )  土人（卽班圖黑人(Bantu& ))

三一七. 班圖黑人是南非最重裏的種族。根據 

— 九四六年的人口調查，班圖黑人估計共有七，八 

三一，0 0 0 人，但是他們並不是一個統一的種

族。

三一八. 就語言而論，班圖黑人百分之三十髓 

X h o sa語，百分之二十六說 Z u lu語,百分之i 點―  
說 Suuth-Sotho語，百分之九點八說Sepedi語,百分之 

七點風就Sechuana語■ ,百分之四點七說Shangaan語，

各族在地域上的分佈情形如下：

好望角省:百分之八十五的班圖黑人爲Xhosas; 

納塔爾:百分之九十三的班圖黑人爲Zulus , 

橘河自由奢:百分之六十四的班圖黑人爲South-
Sothos^

根據九四六年的人口調査，脫蘭斯冗爾奢 

計有班圆黑人三，一二二，0 0 0 人，其中各族娥 

乎應有盡有3 但是下列各族則太郁{分集居在脱蘭斯 

X 爾省，其人口比例如下：

族名 百分比

Sepedi  .............................................................  99

Venda *..............................................................99

Ndebele .................................................................  98

Shangaan ............................................................. 97

S w a z i ...................................................... .....  95

Sechuana  ......................     63^^^

三一九 . 了解英語及南非荷蘭語^ 甫種JE式語 

文者 , 男子似較女子爲多。在這全部班圖黑人中，百 

分之七謎英語，百分之十三說南非荷蘭語,百分之 

六兼操上述兩種語言,百分之七十四旣不說英請,亦 

不操南非荷蘭語。

I2 2南并聯郝官方年鑑，一九四九年® ，第一0 九 

五真g

I2 3見第四四五段以下各段。

I2 4南非聯邦一九四六年人口調査。特別報吿書第 

- 八九號。 "土人之正式及家庭語言與識字能力 "
(Official and Home Languages and Lit^acy of Natives) 
第 xiii n ,  一九五~ 年七月出版。



三二o , 就宗教而言，根據一九三六年的人口 

調査，班圓黑人所信奉的各種宗教如下：

百分比

異教 .............................................................................  50.4
土人獨☆ 教會 （Native Separatist*^®)  * 16.5
美以美教派 (Methodist)............................    12.1
英國國教（Anglican) ..................................    6-2
信義會派 (Lutheran) .........................................  4.7
羅馬公教（Roman Catholic) ........    3.5
荷蘭維新教會 (Dutch Reformed) .................  2,3
其他教派 .....................................................................  4.3

好望角、納堪窗和脫蘭斯冗爾三省的班園黑人， 

有一半以上列爲異教徒 , 但甚在橘河自由省 , 則其教 

列爲異教徒者紙有困分之一。 各某督教會中，士 

人獨立教會在好望角省以外各奢中，信徒最衆。在 

好望角者則以美以美會派教友最多。信奉囘教的土 

人僅一千四百四十人。

三二一 . 就識字能力来說，十歲以上的班圓黑 

人能寫讀其自身語文者的百分比如下：能寫能讀者 

估百分之二十七;能讀不能寫者估百分之一點九 , 文 

营佔百分之六十九，未報有無寫譲能力者估百分之 

二點一G

男子具有寫讀能力者的百分比（百分之二+七 

點八）較女子 (百分之二十六點一) 赂高。城市中能 

寫能讀者的百分比(百分之四十三點八)較鄉村中的 

百分比 (百分之二H 點四）高出兩倍以上。雜然在 

鄉間，能寫能萧的男子 (佔百分之二十一點六)較女 

子 (估百分之二i 點- * ) 赂多，但县在诚市中能窝 

能讀的女子 (百分之五十點九 )則遠較男子（百分之 

四十點五）爲多。此乃因蘭特金山厲的男子，尤其 

士人礦工，沒有寫讀能力者比例甚高所敎《

三二二. 在十歲以上的班園黑人之中，百分之 

十點五能寫讀英文i 百分之四點六能寫讀审非荷蘭 

文。在城展，能篇讀英文及南非荷蘭文者è 鄉调鸦 

多；叉同在城廣中，具有此種能力的女子較男子多

約兩倍 I2®。

三二三 . 根據一九® 六年的统許，班國黑人中 

百分之九十三點二生於南非聯邦，百分之六點玉生 

於聯邦以外各地，百分之，點三的出生地不明《非 

在聯邦出生的班園黑人之中，一九九，三二七人生

於巴蘇托蘭（Basutoland) ; — 0 — ,  ®  — - t 人生於雄 

思東非（Portuguese East Africa); 六一，O O O 人生 

於 Nyasaland;四五，五四九人生於Southern Rhodesia 
及 Northern Rhodesia；三八，五五九人生於培楚阿 

那蘭 (Bechuanaland);三三，七三八人生於斯威西蘭 

(Swozüand)；六 ) 六 人 生 於 A ngola;四，九九0 人 

生於西南非；二 , 九三七人生於JB干伊味（Tangany^ 
ika)。根據~九三六年所有較詳資料，可知在非在 

聯邦出生的班圓黑人之中 , 成年男子篇數最衆，不 

過在橘河自由省內，則可醫現很多生於巴蘇托蘭的 

女子，非在聯邦出生的班園黑人大都在股蘭斯X W
其中大部汾受« 爲礦工。

三二四 . 根據班圓黑人男女的數目（脫蘭斯X  
W 省所吸牧的移徙勞工爲數最多)，可以部汾窺見由 

於上述情形而造成的男女人口比率不平灼的現象》 

男子對女子每一百人所佔比例如下：

- 九三六年各者土人(班画黑人)男女分配表

省名 男子 女子 女子每—
人數 人數 人之相

男子人

好 望 角 （脫蘭

斯開領土除
夕 ) •參••••••• 429,447 462,148 93

(脫蘭斯開領

土）............ 488,898 665,077 74
納 塔 爾 （組魯

蘭除外） … 584,473 616.719 95
(組魯蘭 ) … … 158,127 194,310 81
脫蘭斯冗爾… 1,381,014 1,063,366 130
橘河自由省 270,692 282,418 96

總計 3,312,651 3,284,038 101

脫蘭斯開領土和報魯蘭兩地男子的比例較低， 

而脫蘭斯冗爾翁男子比率頗高，由此可見成年男女 

因勞工移徙而分開的程度。根據好望角和納塔爾兩 

者其他部汾以及橘河自由省的男女比率，大象無法 

知道各該省內各特定廣域閩在男女比率上的羞異情 

形。大家並應記得男女人數包括相當數目的兒董在 

內，因此成年男女分配不均的情形，更見顯著。其 

他詳情當在本章第三節中加以敍述。

1" 由班圖黑人基督教徒所建立不受歐洲人影審 

或楼制的料八百個教，組織而成。

見特別報吿昏第T -八九號，第 XÜi至第 XÎV育。

(Ü) 歐洲人

三二五. 南非的歐洲人口有甫個不同的来源:



(® )操南非荷蘭語者是早期荷蘭殖民者的後裔， 

荷蘭殖民者在南非聯邦已有三百餘年的藤史。雖然 

到達南非的荷蘭殖民者人數素弗« I大，但是他們因 

爲生殖率高，所以人口激增，以致不得不逐漸擴充 

其所佔領的愿域。荷裔南非人大部汾爲鄉村和農業 

人口，但是，近幾年来，由於工業昌盛，這種情形 

& 發生變化。

(^0操英語者抵達南非較晚。甚多說英語的移民 

直至上一世紀繞開始来到南非，當時英國已經高度 

都市化，因 此 這 部 & 人口的文化背景與J 逃人口 

不同。在上一世紀內，操英語的居民大都集中在好 

望角和納塔爾省的城市中。最近，因爲礦業和工業 

發展的結果，操英語者大批移入脱蘭斯冗爾的城市 

厲域。在本世紀内，進入南非聯邦的移民大都爲操 

英語者，但是荷蘭南非人的生殖率卻遠較前者爲 

高 127。
三二〉!一 九 二 五 年 至 一九三九年間，移入民 

僅較移出民多四萬四千人3 — 九四0 年以後，移出 

民反較移入民爲多。在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四九年這 

三年內，移入民又較移出民多五离五千人。在一九 

五0 年及一九五一年内，移出民人數較移入民人數 

爲多。移入民大都来自英聯王國，移出民則大部汾 

移往 Southern Rhodesia。 —九四七年至一九四九年 

期內的移民情形可說是相當例外，在最近的將來， 

大批歐洲人移入或移出南非聯邦的事情也許不會發 

生。

三二七 . 因爲移入民日見减少，所以今日南非 

的"歐洲 "居民乃是一種"歐裔 "人民。

在一九四六年，南非歐洲人中有百分之八十九 

點四係南非聯邦出生，百分之五點六係英聯王國及 

愛爾蘭出生，其餘則係其他國家出生。

三二八 . 語言是廣別這雨種人民的生要標準。

試仍以一九四六年的A 口調査爲根據，歐裔人

民可依其所用語言分列如下：

家庭語言 全人口 城展 鄉廣

操南非.荷蘭語者.................. 57.3 47.8 82.4
操英語者  39.4 48.5 15.3

並操上述兩種語言者… …  1.3! 3 7 2 3
不能說上述兩種語言者 2.0i ■ ■

100.0 100.0 100.0

I2 7 如欲了解歐洲移入民的全郁情形，應該記得若 
干法國 H u guenot及德國 H anoverian移民業已與荷 

蘭南非人合成一體3 二十世紀初，若干猶大人自中 

歐及東歐移入南非一事》亦應加以注意。

三二九，在下列三省中，大多數歐洲人操南非 

荷蘭語：卽在橘河自由展百分之八十六點七；在好 

望角省佔百分之五十八點七；在脫蘭斯冗爾省佔百 

分之五十八點四。在納塔爾省英語爲主要語言，操 

英語的歐洲人估百分之七十四點一。

三三0 . 城市人口中操英語者與操南非荷蘭語 

者人數大致相等，這是最近的現象。近在一九三六 

年，城展歐洲人口中操英語者糖佔百分之五十二點 

六而操南非荷蘭語者則僅有百分之四十一。反之，同 

年鄉展人口中操南弗荷蘭語者則達百分之八十四， 

自後此項百分比業已降低3 城廣荷蘭南非人的增加 

和鄉區荷裔南非人的相對减少，實因荷蘭南非人由 

鄉廣移入城展的速率遠較操英語者爲高所致0 襄於 

都市的繼續發風，荷蘭南非人很可能在城市人口中 

漸估優勢。但就大都市言，則英語顯然仍是主栗語 

言。是以九四六年時歐洲人中操英語者與操南非 

荷蘭語者的比例，在開普软爲一百比四十；在德班爲 

— 百比十六，但是，在比勒託利亞 ( 南非聯邦首都） 

及花泉城（B loem fontein ,橘河自由省省會）則操南非 

荷蘭語的歐洲人遠較操英語者爲多。

三三一 . { 屯兼操英語及南非荷蘭語的人，日見 

增多。一九四六年，全部歐裔人中，百分之六十九 

能說 . i 述兩糧語言，另有百分之十七紙能說英語，百 

分之十三點八僅能說南非荷蘭語。比較年青的居民 

幾乎全都兼通這雨種語文。

三三二 . 語言以次，宗教是展別這雨種歐裔人 

民的重要特徵。根據一九三六年的人口調査，歐裔 

人民中一半以上信奉荷蘭維新教會。歐裔人民可依 

其所屬教會分列如下：

百分比

荷蘭維新教會（Dutch Reformed C hurch)  S 43
英國國教 （Anglican Church) .............   17.2
美以美教派 (M ethodists)..........................................  7.1
羅馬公教（Roman Catholic Church ) ...........................  4.6
猶大教（H ebrews ) ............................................................. 4 5

其餘歐裔人民大部保分屬某督新教其他各宗

派。

三三三. 從這兩大支歐裔人民的職業分配中可 

看到他們文化背景的不同之處。這種差別可能隨城 

市中操南非荷蘭語者百分比的增加而漸漸减少。根 

據一九三六年的人口調査，當時從事農林業及漁業 

的歐裔人民中，操英語者僅佔百分之十一點三,操南 

非荷蘭語者則估百分之八十六點四。在公共行政及



運輸業務力面，荷裔南非人亦赂估優勢。但是在所 

有其他經濟部門，則說英語的歐洲人較操南非荷蘭 

語者爲衆多。

操英語者在各職業團體中所估比例如下：

百分比

採礦業 .............................................................................. 59.5
工程及冶金業 ................................................................ 65.9
商業及金融業 ................................................................ 69.1
各種專業 .........................................................................69.2
連動及《樂業................    80.4

( i i i ) 泥 血 種 人 （Coloured)

三三四. 這一部汾人民絕大多數是在好望角 

省。 我們必須把他們與"土人"卽班圖黑人和亞洲人 

區別淸楚，主裏原因是他們的發展過程不同，所享 

有的法律和社會地位也不同。

"這羣人民是好望角殖民地初期的浪血奴 

録的後裔與 H o t t e n t o t人的遺民，並加入若千 

歐洲人與 B u sh m a n的血液而成。… 一九三六 

年時，被稱爲"開普混血種人 " （Cape Coloured) 

的這羣人民估全部混血種人四分之三，此外， 

紙有三個其他種族各佔百分之一以上，卽 H o t- 
tentot (百分之十一點二五），開普馬来人（Cape 

M a la y ) (百分之四點四三），以 及 Griqua (百分 

之四點一*一' ) 。但是，退必須視爲非常槪略的分 

類，因爲混血種人的血统是非常混雜的，舉例 

来說，在 H ottentots, B u s h m e n ,和 Griquas 中， 

便絶少血統純粹的汾子。人數最衆的開普浪 

血種人 " 雖然大部儉是屬赞馬来人和H ottentot 

人血统而雜有歐洲人的血液，但是晚近他#!又 

a 揚入了班圓黑人和其他種族的血液。

三三五 . 根據下列數字， 可見浪血種人 a 大部 

汾受歐洲文化的同化。一九四六年，混血種人有百分 

之八十九點一以南非荷蘭語作爲他 f f ! 的家庭語言， 

其餘别大多數操英語。在城展的浪血種人中， 英語 

略佔優勢，但是鄉展的浪血種人則大多數操南非荷 

蘭語。混血種人操 H o t t e n t o t或 B u s h m a n 語者僅佔 

百分之零點五。

三三六 . 同樣的，混血種人往往信奉一種歐洲 

的宗教。根據一九三六年的人口調査，混血種人百

分之九十二點一都是某督教徒，百分之四點六爲 

教徒百分之二點三爲異教徒。但是，浪血種人 

加入各基督教會的百分比與歐洲人不同，有下列數 

字可資說明：

百分比

荷蘭維新教會 ..................................    29-2
英國國教 ............. * .......    21.2

公理會派   ........................................................  11.3
美以美派   ........................ 10.6
信義會派 ..........................................................................7.7
羅馬公教 .......................................................................... 4.7
基督教其他宗派 .............................................................7.4

三三七，浪血種人的男女比率，在鄉调及城廣 

中☆ 穩定不變，與班圖黑人大相逕庭，與亜洲人亦 

略呈# 1照，與歐洲人則頗相類似，卽使在紙有數 

混血種人的納塔爾及橘河自由省等地廣，男女的比 

率亦去"正常 "的比率甚微。

(iv) 亞洲人

三三八 . 亞洲人由来較晚，他們均输入南非作 

爲勞工。亞洲人中計有印度人三十六萬五千人，中 

國人四千人。

三三九，十九世紀未葉，南非輸入大批印度人 

爲契約勞工 1®。。他們因有建立文化獨立而具有高度 

組織的穩定社會的能力，所以奥土人不同，因爲後 

者的都落社會制度&與歐洲的货幣經濟發生接觸而 

受 到 "侵靓 "。 "英國和荷蘭殖民者在不得不面對困 

難的土人問題之餘 , 認爲印度移民使問題更爲複雜。 

印度人有其獨特而富有活動的文化，象徵着亞洲人 

有源源流入的危險。" … … 除契約勞工移入終，當 

時 遺 有 許 多 印 度人不斷自動移入南非•九一- *  
年，印度契約勞工停 l b移入南非。一九一三年移民 

法禁 ih大批印度人進入南非。

三四0 .  — 九0 四至一九0 六年間，脱蘭斯冗 

爾各礦礦工奇缺，因此並有運入中國勞工之舉。

九0 七年時，中國勞工數達五萬ra千人1"。當時南

1 2 »見前引 L. T . B a d en h orst所著"南非人口日後 

的增加及其可能的年》分佈 " 第七至第八頁。

I2® 囘教徒中最重裏的一羣是開普馬来人（Cape
Malays)。

13。見第三章第二八五段以下各段。
1 " 前 引 Lord H ailey所著非洲通覽第三一九至三 

二 0 育。
1 " 前 引 C. W. de Kiewiet所著 "南非社會輕濟史" 

第一'六五育。



非深恐因又一種族的出現而引起嚴重問題，至一九 

- o 年卽將大多數中國人遣送囘籍。據一九四六年 

調査操華語者僅有三千九百八十六人，大多數在脫 

蘭斯冗爾。

就目前的情勢而言，亜洲人移入南非在實際上 

B 不可能。

三四一，南非聯邦境內的亞洲人民雖在比例上 

人數不多，但是增加極速。他們在文化上有相當的 

抗拒力量，而同時又具有非常雄大的適應能力。換 

言之，他們的” 定居"雜屬成功，但卻不見其與另 

羣人民 " 同化"。這種勞工移入已漸漸成爲人口的移 

殖。在原先的移民之中，年靑的成年男子佔大多數。 

但是，因爲繁殖的結展，這募亞洲人的組成情形已 

發生劇變。男子對女子每一百人比率的變動如下：一 

九0 四年爲—* o 七人；~ '九二六年爲一一九人; 九 

四六年爲一0 九人。

三四二 . 一九三六年時，猶可發現四十五歲以 

上的亞洲人男女比率失常的現象，這些人是早期移 

民的殘存者。目前，這些人至少已有六十歲；反之， 

在六十歲以下的亞洲人則幾乎全是在聯邦境内出 

生。根據一九四六年的人口調査，全部亞洲人中僅 

百分之十一點三非在聯邦境內出生，其中有百分之 

九點七係生於印度。這部{^在外國出生的亞洲居民 

正日見减4 、。

一九四六年所統計的亞洲人，大多數均在納港 

爾省內，該地S i洲人的男女比率爲一 0 六點四比一 

0  0  (城展中的比率爲一 0 七點六比一 0 0  ;鄉展中 

的比率爲一0 四點三比 - < 3 0 ),男女的比率幾已雜 

於 "正常 " 的程度。但是，有些亞洲人社展直到最近 

線達到這種達度，甚或迄今倚未達到這種程度。一 

九四六年,股蘭斯冗爾省男女的比率是一二一點七 

比一0 0 , 好望角省爲一二九點三比一0 0 。在橘 

河自由省，亜洲人共計有十一名。在一九三六年的 

人口調査中，脱蘭斯冗爾及好望角雨省亞洲人中男 

子的比率更要高出很多；在脫蘭斯冗爾爲一五二比 

一0 0 ; 在好望角爲一七四比一 0 0 。

三四三 . 根據一九四六年的人口調査，亞洲人 

家襄語言的百分比如下：

百分比

Tamil  ..............        33.3
Hindi*.  .................................    23.9
Gujarati- ................ ........................................... 10.3
Telegu  .....................................    8.5

百分比

Urdu  .....................     5.5

其他印度語 ............................................................. _ _ ^

總計 91-0

中國語   ......................     1-4»
 ..............     4>0

其他語言    ...........   4-6

雜然自一九 三 年 以 後 ，移民入境業經禁 îb,但
是印度語言繼續通行^ 此事證明亜洲人羣在文化上 

的抗祖力量。同時這羣人民對正式語文普遍了解(百 

分之四十一通曉英語；百分之九點八通曉英語及南 

非荷蘭語），可見他們顏有適應環境的能力。在股蘭 

斯冗爾的亞洲人通用 G ujarati語，但好望角傷的亞 

洲人則大多以英語或南非荷蘭語爲家庭語言。

三四四 . 由一九三六年的人口調査可知這羣亜 

洲人在宗教丄百分之七十二點七信奉印度教，百分 

之十九點四爲問教徒，百分之四點九爲基督教徒。

塞 .人 口 結 構

三四五，最近一次人口調査係在一九五一年， 

唯目前僅一'九三六年及一*九四六年兩次調査有詳細 

結 果 可 資 引 用 九 0 四、 九一*一'及一•九二一'各 

年亦均曾舉辦過人口調査。此外並曾在一九一八、一 

九二六、一九三一及一九四一各年單獨舉行歐籍居 

民人口調査。

( 0 分類標準

三四六，-*九五一年人口調査關於居民種族分 

頻的準則，係將看」去顯爲白種人或大家都認•爲是 

白種人者爲白種人。確定一人種族分類之最大考慮， 

是他的面貌和交往的人而不是他的世系，這是與過 

去不同之點 I33。土人、亞洲人以至開普馬来人 (一*九 

五一年人口調査會予分列）之決定，亦適用同■-準 

則。凡不屬於丄述各類者，均列爲 "有色人"。

( i i ) 各種族人口之增長

三四七 . 各種種族人口敷目俱增加甚速，唯其 

在總數中所估比例，在最近半世紀中，似無若何顯 

著之變化。此點可由下表見之：

南非聯邦人口調査，一 九 五 年（初步報告）， 
第 x i x 盲。



年汾 人口數 百分比

(單位千） æ 圖 人 歐 洲 人 有 色 人 亜 洲 人 總 計

1904........ 5,176 67.4 21.6 8.6 2.4 100

1911........ 5,973 67.3 21.4 8.8 2.5 100

1921........ 6,929 68.0 21.9 7.9 2.2 100
1936........ 9,590 68.8 20.9 8.0 2.3 100
1946.••••、' 11,418 68.6 20.8 8.1 2.5 100

1951a ••• 12,648 67.5 20.9 8.7 2.9 100

I初查結某

三四八 . 在對此項數字有所評論以前，必須請 

大家注意於接受此項數字時應該十分謹愼。其中僅 

最近者較可徵信。一九四六年及一九五年兩次調  

査之絕對敷字( 單位千) 如下：

總計

11,418
12,646

-年汾 班圖人 嗽 洲 人 有色人 亜洲人

1946.-*. . . 7,831 2,373 929 285
1951.••• 8,535 2,643 1,102 365

其所以應該謹慎之主裏理由約有下列各端：紀 

錄之是杏精確隨種族而異3 歐洲種族之紀錄堪稱精 

確；其他種族則均有缺陷。在不久以前，各省所用 

之登記辦法亦都不同。最近幾年之人口調査工作則 

頗多改進。故欲以一九四六年及一九五一年之人口 

調査結果，與前此各年之調査結果互作比較，不無 

困難。

三四九 . 在此將近五十年閩人口之急劇增加， 

幾乎全由於自然增殖。本世紀来歐洲人移入者較少。 

亞洲人之移入事實丄 a 於一九一三年起停頓，厥後 . 
且略有移出者。所有混血種人口，都係南非土生。 

紙鄰地帯班圖族人之移居南非者尙可辨別，但亦不 

多。

三玉0 . 由上表中可以看出，亞洲人之人口墙 

加最爲迅速。.歐洲人之潘加大致較其餘各種人口来 

得遲緩，唯一九二一年以前之一時期則爲例外，此 

— 時期由於一九一八年流行性感冒之蔓延，亞洲人 

及浪血種人人口之i f 殖大爲阻滞，而歐洲人所受之 

影響則較微。又由於人口調査技術大有進步，可知 

土人人口之增加或不無估計過高之處。

( i i i ) 地域分怖

三五一 . 兹以千爲單位將各«人口之種族組成 

列表於後(一九四六年）：

省 份  班 圖 人 歐 洲 人 有 色 人 亜 洲 人  總計

好望角者… 2,338 871 830 15 4,054

(特蘭斯

開地调） ( 1,251) ( 17) (12 ) (0 )  (1,280)
納塔爾者… U 0 8  237 25 232 2,202

(維魯蘭） （387) (7 )  ( 1) (3 )  (398 )

脱蘭斯冗爾

省   3,122 1,603 60 38 4.283
橘河自由省 663 202 14 0 879

總計 7,»32 2,373 928 285 11,418

歐洲人在各省總人口中所估之比例大致相同 

( 約在百分之二十二至百分之二十玉之閩），唯納塔 

爾省則爲例外，因該潜乃大多數亞洲人集中之地( #  
全部亜洲人百分之八十一)。然亞洲人亦僅估該省人 

口之百分之一0 點五，亦卽較歐洲人略少（百分之 

— 0 點七）0涯血種人大部汾均集中於好望角省西南 

部。納塔耳省以外之亞洲人及好望角省以外之涯血 

種人均爲最並移居之結条3 好望角省之特蘭斯開地 

展及納塔耳省之組魯蘭之居民，雜大多數爲班圖族， 

惟除此以外，南非聯邦中班圖族之不與其他人種，尤 

其是歐洲人紙鄰相處之地展絕少。

三五二 . 如依各縣I84歐洲人所估百分比而作一 ’ 
統計，最能說明此種歐洲人與土人耻鄰相處之幾爲 

南非全境之普遍現象。觀乎各縣平均人口較少（一 

九四六年約爲四五，0 0 0 人）及歐洲人約'估南非 

全部人口五分之一兩點，一九四六年之調査，竟發 

現歐洲人估多數之縣份絕無僅有，而同時歐洲人少 

至不及總人口百分之十之縣汾亦參參無幾，旦大都 

限於特殊地馬，頗足♦人諸異

省 份  一九四六年各縣歐洲人所 f e 百分比

5 0 % 以 _h 10-50%  k % 以 下 總 計

好望角省  3 97 32 132'
(特蘭斯開地K ) … （0) ( 1) ( 26) ( 27)

納塔耳    0 8 37 45
(組魯蘭 )  （0) (0 )  (11 ) (11 )

脱蘭斯冗M   0 37 8 45
橘河自由蜜    34 1 35

總計 3 176 78 257
除去納塔耳與特蘭

斯開地展總計… 3 176 15 185

I3 4縣 （magisterial d istrict)爲省以下之行政單位。

參閱第三章第三0 0 段。



三五三 . 此四省中，種族分佈之情形随時代而 

赂有變遷。脫蘭斯冗爾之人口增加最爲迅速，計一* 
九0 四年爲百三十萬人，至一九五一年則已增至 

四百八十萬人，唯歐洲人與非洲人之比率則幾屬同 

定不變 （一九0 四年與一九五一年均約爲三個多非 

歐洲人凿一個歐洲人）。一九0 四年至一九五一年間 

其他各省人口亦都墙加一倍以上。好望角省非歐洲 

人與歐洲人之比率漸見壇高，一九0 四年略多於三， 

— 九五一年已近於ra。納塔耳之此種比率則在不斷 

减少中；一九0 四年爲一0 . 五，一九五一年則a  
降至八以下，此點大約以班圖族人死亡率特高爲其 

主裏原因1=*®。橘河自由省比率之改變最爲顯著，一 

九0 四年爲每一 . 七個非歐洲人對一個歐洲人，至 

— 九五一年則激墙至三 . 五人，此乃因歐洲人增加 

甚緩，而班圖人墙加甚速，鄉近之a 蘇托蘭旦有大 

批移入者之故。

(iv) 密度

三五四.一 九四六年調査數字中所列全境平均 

密度爲每方公里九. 四人，但此一點並無任何意義。 

第一，南非聯邦因氣候狀况關係有廣大地區不適於 

人口之密集居住，而若干雨量較足之展域卻能容納 

遠較現時人口密度爲★ 之人口。此又於一九三六年 

調査中所列南非各主要氣候展域人口分佈情形見 

之。西南及東南沿海地區雨f t較足，全國卽有百分之 

三十一之人口居住於此僅估百分之十之土地之J .。 
High Veld, Cape Thorn veld, 及 Transvaal Bush veld

地帶雨量中庸，則有百分之六十三之人口居於百分 

之四十九之土地之上；卡魯與好望角省中部及西北 

部氣候乾燥，則百分之四十一之士地之X ,僅居住 

全國人口百分之六。.

三五五 . 此外尙有其他原因不能以人口密度来 

充分測量土地資源貪擔人口之能力。由於土地分配 

之崎形现象，卽若干土地爲土人保留展，而若干土 

地則爲歐洲人所有，敦使氣候相同之展域人口密度 

甚爲懸殊。

最後，因農業技術之高下（此點容後再論)所生 

之影響亦堪注意。

( V ) 年嫩分航

三玉六 . 將一九三六年調査中年齡分組情形 

略不於後：

13S 參閱前引 L. T. Badenhorst 
殖率之差別" , 第一五一頁。

'南非聯邦各地生

年齡分組  班 圖 人 歐 洲 人 混 血 種 人 亜 洲 人

十五歲以下  40.5 31.2 42.2 45.4
十 五 歲 至 六 十 四 歲 56.0 63.8 54.1 52.5
六十五歲以上  3 5 5.0 3.7 _ 2A

總計 100.0 100.0 100.0 100.0

竜齢人口之比例以在亞洲人中爲最大，浪血種 

人次之，班圖人再次之。歐洲人中童雕人口所估比 

例遠較其他各種族爲小（難已遠較其他多數國家歐 

洲人中量» 人口比例爲大）。工作年齡人口 (十五歲 

至六十四歲）之比例則在歐洲人中較在其他各種族 

人中爲高。

此項觀察並不足以估計眞JE從事工作之人口， 

因歐洲人開始參加雜濟活動之年齢( 卽離校年齢)較

高。

三五七 . 歐洲人之平均年»似較其他各國歐洲 -, 
人之平均年齢爲少壯，唯最近亦有老邁之跡象。事 

實上一九二一年及一九四六年歐洲種人之年齢可粗 

略分組如下：

百分比 

—'九二一• 一•九四六

十五歲以下........................................ 37 30.5
十五歲至六十四歲...........................59.8 63.3
六十玉歲以上 ...................................... 3.2 6.2

其老年人所佔比例約與歐洲南部各國不相上

下。

此種年齢親成情形頗佳，因總人口中大部汾係 

在十玉歲至六十四歲之閩，亦卽一般認爲生逢力最 

大之年徽。六十五歲以丄者之百分比雜a 在增高之 

中，但此種人口趨於老邁之情形尙未充分發展。按六 

十五歲以J:之人所估百分比一九五一年在英吉利及 

威爾斯爲一0 . 八。一九五0 年在法國爲一一 . 六， 

在美國爲八 . 二，在荷蘭爲七. 八，由此可得一化 

較槪念。

(v i) 都市及鄉村人口

三五八 . 人口向都市集中在南非尙屬一種晚近 

的現象，惟近年来則進展甚速。在慶伯利鎭礦 ( -  

八七 0 年代）及藍特金礦 ( 一八八 0 年代）舆起以前 ,  
南非內地幾無一大小像様之城市。一八六五年， —  

千人以上之城鎭尙不及二十個。降至上世紀未葉，礦 

業發展，城鎭亦隨之勃舆。最近三十年来， 都市人 

口增加極爲迅速 I3®。

I3® 關於防 Ik土人集中都市展域之措施，可參閱第 
六章第三箭第W 八四等段。



三五九，一般情形：一九四六年人口分怖情形 

大致如下（單位千）：

人口 班 圖 人 歐 洲 人 混 血 種 人 亜 洲 人  總.計

都 市  1,685 1,730 535 200 4,150
鄉村  6,145 645 395 85 7,270

總計 7,830 2,375 930 285 11,420

由此可見居住鄉村之班圖人估人口之大部汾 

(六，一四五，O 0 O 人)。其次，則爲人數較第一 

種相差甚遠而彼此大致相等之兩種人口，卽居住都 

市之班圖人與居住都市之歐溯人。

三六0 .  — 九0 四年以後人口增加之精形如

下：

年份  人口 (包括各種族在內） 都市人口在雜人

(單位千） 口中所 t e 之百分

都市— ~ 一 »  比

1904......... 1,200 3,976 5,176 23.4
1911........... '• 1,478 4,496 5,973 24.8
1921............. 1,736 5,193 6,929 25.0
1936............. 3,010 6,580 9,590 31.5
1946............. 4,149 7,270 11,418 .36.4
1951............  5,360 7,287 12,646 42.4

至於各種族人口集中都市之程度，亦卽各種族 

每一百人中居住都市者之人數，則如下表：

年份  班 圖 人 歐 洲 人 浪 血 種 人 亜 洲 人

1921  12 56 46 31
1936..........................  17 65 54 66
1946..........................  22 73 58 70
1951....................  78

其中仍以歐洲人集中都市之程度爲最高，但®  
洲人亦幾與之相培，其次涯血種人亦有漸趨接近之

勢。

由於上述各種趨勢，故都市人口之人種組成亦 

發生變動，此可於下表見之：

年汾  班 圖 人 歐 洲 人 混 血 種 人 亜 洲 人 總 計

1921  36 49 12 3 100
1936  38 43 14 5 100
1946  41 41 13 5 100

因此歐洲人向都市集中之程度雖甚高，但已因 

其他各種族同時集中都市而被壓倒。本世紀初，歐 

洲人本估都市人口之半，至一九五一年則a 降至僅 

及百分之三十九矣。

前文業a 述及，向来居住於鄉村之荷種南非人 

近年来後生高速度向都市集中之現象。居住鄉村之

歐洲人妹在复减之中（一九三一年爲七0 八， 0 0  
0 人，一九五一年减至五七一，0 0 0 人），將来都 

市歐洲人口之增加，亦必因幾須完全依賴其本身之 

自然增殖而轉趨遲緩。

三六一 .鄉村人口種族組成之變遷甚至尤爲顯

著G

年份 班圖人歐洲人混血種人亜洲人總計

1921............  80 13 5 2 100
1936............  83 11 5 1 100
1946............  85 9 5 1 100

— 九五一年及一九二一年以前，俱無詳細之種 

族分組可資査考。就現有之數字而論則可知鄉村人

口之比例在一*九-------年本爲每一個歐洲人對六，三

個非歐洲人；至一九五一年則a i t 至每一個歐洲人 

對 一 . 八個非歐洲人之多，後者大部汾爲班圖族 

人。這種鄉村中歐洲人逐漸悄失之現象，勢必遺要 

繼續下去。

三六二，總括言之，自本世紀初以来南非人tx 
大量向都市集中之現象，a 使各種族無不受其影響， 

惟有程度之分而a 。

特別堪資注意者卽都市區域種族艇成變遷之結 

果，a 使班圖人與歐洲人之人數趨於相等。另一力 

面則因人民向城市移居而轉使班圖人在鄉閩形成極 

大多數，相當於全部鄉村人口之百分之八十五。

( v i i )性別分組

三六三 . 由兩性之比例上看，可知並非所有的

都市人口都是同様的穩定。

就班圖人與S 洲人而論，每一百名女子對男子 

人數比例如下：

班圖人亜洲人

— 九二—   299 181
九二六  220 121

—九四六  186 111

三六四 . 二者男女比例懸殊之性質各異，在亞 

洲人力面爲暫時性之現象，旦因出生與死亡率之自 

然更迭，現已漸趨和緩。班圖人力面之不穩定情形 

别是一種長期現象，此乃因一•種永久性的勞工移動 

所造成，此點容當於以後論列勞工問題時再行封

0

三六五. 都市軟洲人口在上世紀来始有急劇之 

填加。一九0 四年時男女之比例尙爲每一百名女子



對一百四十® 名男子。但不久卽告穩定：至一九一 

八年都市女性卽a 較男性略多，此種情况至今未

變。

三六六，居住都市之涯血種人早在一九二一年 

卽已女性較男性爲多—— 事實上可能很久卽a 如此。 

惟其居住鄉村者則男性向較女性爲多，與班圖人之 

情形，恰巧相反。

( v ü i )勞動力之組成

三六七.據一九四六年人口調査之初步資料I87, 
勞動力之組成大致爲：

班圃人  .........       3,844,000
歐洲人… •… ' … ‘ ...........    888,000
混血種人 .............      349,000
亞洲人… … … .........  79,000

總計 5,160,000

唯其中關於班圖人之數字，不能與其他各種族 

之數字比較，因班圖人的一雜係包括所有十歲以上 

參加經濟活動的人數在内，其他各種族則係專按十 

五歲以丄者計算。

三六八，更有意味者爲各種族勞動力在各業之 

分怖情形，以及各業工人中之種族分條情形。

各種族勞動力在各業所佔之百分比IS®

班 圖 人 球 洲 人 ，混血種人亜洲人

農林漁業，.................... 58.0 19.8 32.0 20-4
礦 業 及 採 石 業 12.0 6.3 0.9 0.9
製 業  ........ 4’ 4 15.0 16.0 24-7
營 造 業 ’ 2.1 5* 9 8> 1 2’ 5
電、水及媒氣業… 0.2 0.6 0.3 0.1
商業… ............... .1.9 16.5 6.1 28.5
運輸及交通業，•，… -1.9 14.5 4.5 3.2
傭工 .......  16.5 3.4 25.3 12.4
其他服務   3.0 17.5 6.8 一 _^3

總計 100.0 100.0 100.0 100.0

由上表中可以看出下列各項主要事實：

有百分之六十之班圖人從事農業，此外則有 

大部é 從事於私人服務（育分之十六 . 五）及礦業

(百分之十二)。此等職業在社會意義上都屬，’初敍 "
職業。大部據班圍人都遺不曾眞正的構成經濟生活 

的一部，他們始終遺比較接近自然而遠離人類。

反之，歐洲人則有W 分之三從事於第二級或第 

三級工作，明白言之，亦卽是從事於農礦業以外的 

工作。同時也不可忘卻他們在職業中所估的地位（如 

事業領袖，及行政人員等）。

混A 種人口則有四分之~ 從事款人服務，三分

之一從事農業。

洲人以商業爲生裏活》範圍，其次爲製造業、 

傭工及農業。

三六九，下表說明一九四六年各業勞動力之種 

族纽成情形：（横讀）

班圖人歇洲人 混血種人 亜洲人 總計

農林漁業… … … 87.6 7.8 4.0 0.6 100.0
礦業及採石業… 88^7 10.7 0.5 0.1 100.0
製造幾 .................. 45.4 36.5 13.5 4.6 100.0

50.0 32.8 16.1 1-1 100.0
電、水及媒氣業 51.3 42.2 6.1 0.4 100.0

28.8 56.1 7.4 7,7 100.0

運輸及交通業… 24*6 67.6 6.7 1.1 100.0
服務… ••… … 59.7 17.6 9.7 13-0 100,0

總計 74,5 17.2 6.8 1.5 100 ,0

I3 7 南 非 聯 邦 參 加 經 濟 活 動 人 口 之 職 業 分 類 ( 一 九  

四 六 年 人 口 調 査 之 初 步 摘 要 ）。

關 於 禁 I k 土 人 從 事 若 干 種 行 業 及 職 業 之 措 施  

及 習 例 ， 參 閱 第 六 章 第 五 節 第 五 一 九 以 下 各 段 , 及  

第 七 章 第 四 節 第 七 七 五 及 第 七 七 六 段 。

上述數字雖屬筒略而富有啓迪作用，足以進一 

步證明班圖勞工之重裏，蓋班圖勞工估南非全部勞 

動力之四分之三也。

卽在製造業、營造業及都市供應事務等力面，其 

勞動力亦有一半取給於班圖人。 .

歐洲人之活動獨在運输及商業力面佔優勢，其 

從事公用事業、製造及營造業者亦復不少。

涙J l 種人在營造、製造及傭工方面買獻頓多。

亞洲人因爲數較少，故僅對商業及傭工方面的 

勞動力有較大之貢獻，又其在製造業方面之貢默亦 

尙有可觀。

三七0 . 我們可注意到一九三六年至一九四六 

年間歐洲、亞洲和混血種勞工棄農就工者頗多。此 

種轉變以亜洲人爲最顯著，有色人最爲輕徵。至於 

班圖人别目前向無資料可資比較，唯都市班圖人之 

增加卽足以表明在工業，尤其是礦業力面班圖勞工 

之增加。



三七最後尙應注意從聯邦外招慕班園勞工 

— 事。一九三六年土人礦工中包括1®®:在聯邦出生 

者一八三，八 五 人 ，来自巴蘇托蘭者四九，玉八 

二人，來自培楚阿那蘭者七，Ï 二一人，来自斯威 

西蘭者七，三一六人，来自葡膚領土者八九， — 0  
四人，来自其他各地者三，八三三人。

此輩非在聯邦出生之勞工大部汾都爲成年男

子。

( Î X )班圖人之住處分怖

三七二.一 九三六年人口調報結果會發表班圖 

人年飾及出生地點之統計。此項統計雜已略嫌陳 

但因其可以表示勞工遷徙對於雨性比例穩定程度之 

影響，故仍具有重大之意義。在將成年班圖人(二十 

象以上者 )之省際分怖情形列表於下（單位千）:

省f分 出生人數 現有人數 增诚人數

^  *  ~f} *
好望角省  566 598 377 568 — 189 — 30
納港爾者  357 412 333 400 —  24 — 12
脱蘭斯冗爾省 369 435 803 521 + 4 3 4  +  86
橘河自由省 ‘ " 109 120 120 135 +  11 +  15
聯邦外  233 59 -  -  -  -

總計 1,634 1,624 1,633 1,624 +  232 +  59

其中以好望角省减少最多，脫蘭斯冗爾省增加 

最多。女子之遷徙者遠不及男子爲多。橘河自由省 

居有若干巴蘇托蘭之永久移民，情形較爲特殊。

納塔爾省之班圖人雜有遷徙，而大都限於省內， 

故在上表中影響不顯。

三七三 . 鬪於成年班圖男子（二i 歲以上）居 

住城市及鄉村之人數則有較爲正確之材料，获爲列 

表於後：（單位千)：

省份 ® 住域直之 居住鄉商之
成年人數量 成年人數量

男 女 男 女

好望角省 ....................................60 59 298 463
納塔爾省 ....................................61 20 254 356
股蘭斯冗爾省 .........................422 83 439 405
橘河自由雇’ .......................... _ ^ 8

總計 566 191 984 1,333

三七四 . 就整個聯邦言，居件市展之成年男子 

較居住市偶之成年女子多出三倍；反'之在鄉則每 

—百名女子中所有男子尙不及七十玉人。由於並非 

所有的勞工移動均是自鄉至城，班■人之在鄉閩继 

得工作者亦正大有人在，J:列數字猎不足以充分表 

示成年男子因勞工移動而與成年女子分離之程度。 

且此項數字尙係根據一九三六年之調査，厥後市廣 

班圖人口約已增加一倍。

此種男女方面之部汾分離常常卽爲夫婦間之暫 

時分離。故在一'九三六年聯邦各都市已婚的班圖男 

子爲三五二， 0 0 0 人，但已婚的班圖女子則僅一 

二玉， 0 0 0 人。卽以董特金礦展一地而言， S 婚 

男子爲二三六， 0 0 0 人，而 a 婚女子僅四六， 0  

0 0 人，尙不及前者玉分之一。

一'九三六年及一'九四六年兩次人口調査，均曾 

按居住地頻別作有詳細的統計，但對於此類人口之 

年撒及是杏結婚等項，則未加說明。

班圖人在一九三六年及一九ra六年按性別、居 

住展域類別的分怖情形，栽列附錄

肆.人口動態

三七S . 在討論此問題之前，所應聲明者卽居 

住市展各種族之出生及死亡登記係在一九二三年後 

始行強迫推行，至鄉區之非歐洲人則至今仍聽自便。 

唯卽就城市而言，非歐洲人之衞生統計因臨時居民 

比例之高及某一部份人口中男子大估優勢之故，亦 

仍不可靠，旦亦頗難加以解釋。故都市中之出生人 

數對整個人口之閩係甚小，其嬰就死亡率及一般死 

亡率亦同受影響1«。

(Î) 繁殖率

三七六 . 班圖人，因無可靠之生命統計，故此 

處紙能用 Badenhorst氏之估許爲其唯一根據。

— 九^ 六年之"有效繁殖率"（卽五歲以下之幼 

董數對每一千名十四歲至四十四歲之女子之比率）

爲鄉厲六九七人，城调四0 四人。（一*九------- 年則各

爲六八八人及四五五人）。

此種减退與世界其他各地調査所得情形之結果 

大政相符。但仍有須作更徹底之研究。

139 Lord H a ile y ,同書，第七0 O 盲。目前此項人 

口可能B 經大爲增加，因一九四六年非土生土人卽 

較一九三六年堵加一倍。

參閱附件肆。

1^1南非官方年鑑，一*九三四年- 
第九五七育。

«九三五年 ,



Badenhorst氏估許班圖人之出生率約在千分之 

三八至四二之間此項敷字顯然甚高，且高於甚多 

其他地方之黑人。.但此項數字可能應予扣减，一則 

由於都市環境之影響不可忽視，二則由於男子勞工 

之 移 動 （造成結婚率之降低，又因夫歸分居，出生 

率亦復降抵 ) 0因此吾人極難預測班圖人將来之繁殖 

率。此點要須視班圓人口穩定及其適應都市生活之 

程度而定。

三七七 . 歐洲人. 南非軟洲人之出生率向較世 

界其他各地之歐溯人爲高，至今未變。一九一0 年 

南非歐洲人之出生率尙爲千分之三二. 五。一九三 

四年猪減至二三. 三。至一九四七年增爲二七. 七， 

但至一九五二年又减至二五. 九。

南非出生率之滅低亦與其他各國一樣係與各種 

進化現象相頸聯，其最重要者厥爲人口之向都市集 

中、就學及16 5E死亡率之减低等等。

南非之出生率自一*九三四年恢復以来，雜經一 

九 IS七年之减低，仍高出其戰前之水準。此種現象 

在合於馬爾薩斯理論之其他歐洲人口中亦有之。但 

南非與不列顏國協其他汾子及美國一様並未與歐洲 

人口走同一途徑，此種分離倾向一部汾可由地理關 

係來說明。

歐洲國家近年来出生率之高如南非歐洲者僅 

有希騰(一九四九年爲二六. 一 )、冰島國（一九五一 

年爲二七. 五）、荷蘭(一九五一年爲二二. 三）、波 

蘭 (一九五0 年爲三0 . 五〉、菊萄牙(一九五年爲 

二圓，二)及南斯拉夫( ~ 九五0 年爲二七. 0 )。南 

弗之出生率與九五•-年加拿大（二七. 二)、美國 

(二四. 五 )、澳★ 利亞（二二. 九）及紐西蘭(二四. 
0 ) 之出生率亦屬相近。唯預料將来所有各該國家 

之出生率顯將减低。

在歐洲人中間，我們看到了荷糧人與英種人之 

出生率亦頗懸殊雖然無法作精確之估計。荷種 

人出生率所以較大之原因一部汾可歸之於歐洲力面 

奥此相當之雨種人口（英國及荷蘭)之反映，另一郁 

份可藤么於荷種人乂比較多Â9鄉村與農業人口。

尙有一點應加注意者，卽結婚率從一九四六年 

之一一. 九降爲一九五一年之一0 .  二；但此種現

象不應解释爲表示~ 種趨勢。

三七八. îilfiL種人.浪血種人口直至近年始有 

正確之生命统計。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五0 年間之出 

生率常徘徊於千分之四十二至® 十七之間。一九五

0 年之出生率爲四六. 九。Badenhorst氏之研梵證 

明混血種人之繁殖率在鄉間雖與亜溯人等高，但其 

受都市環境之影響則較亞洲人爲大。

九三六年時混血種人之有效繁殖率在鄉區爲 

九二五，在市展爲六二三。觀於此一種族日益向都 

，集中之情形，可見不久將来，其出生率將有下降 

之趨勢。

三七九 . 亞洲人，亞洲人 .之出生率至最近始有 

JE確之紀錄。其繁殖率甚高。 九三七年以来，出 

生率迄在千分之四十左右；一*九五0 年之出生率爲 

三八.一。其在鄉村與郁市之閩似鮮展別。據 Baden- 
h o r s t氏研究，亜洲人之有效繁殖率（卽五歲以下之 

幼童敷對每一千名十五歲至四十四歲女子之比率） 

在一九三六年爲鄉村九三二，都市八四二（一九二 

—年則各爲九0 七及八二六）1« 。反觀九三六年  

欧洲人之有效出生率則爲鄉村六一二，都市三七0  
( 一九— 年時各爲七八七及五四四，以後下降至 

此）1« 。都市環境顯然並未影響亞洲人甚高之繁殖 

率，故亞洲人雜高皮向都市集中，預料在長時期內 

仍將繼績保持其高度之出生率。

三八0 . 故就整個而言，歐洲人與其他各種族 

間顯然有相當独恐之分別—— 觀於其他各國之现象， 

此種分別亦殊正常。吾人不能遠憑此項重大距離以 

估計各種人口之生存力，因尙有死亡率之影響一點 

有待研究也。

( i i ) 死亡率

三八一 . 班圖人，目前尙無表明班圖人死亡率 

之紀錄I45。Badenhorst氏曾作過若干推算，謝定班圖 

人^^死亡率及壽命大致上必與有色人極相頻似1 « , 
後者另詳下文。班圖人似未受- - 九—八年盛行之涨 

行性感冒極重大之打擊。因班圖人大都居於鄉間，環 

境較合衞生，故能避免若干傅染病之影響。但另一 

方面若干保留展域之人口廣集現象及若千工作愿域 

不安定情形則又爲促成高度死亡率之因素。此種情 

形在若干方面 , 尤其在礦場力面，B 有進步，別係 

受各種防臉及保健措施;t 賜。

143 前 引 L  T. Badenhorst同書 , 第一三九育。

同上，第一五七育。
同上，第一旧一盲。

搬 據南非全國輕濟委員會一九三二年報吿書估 
許，土人之嬰兒J E亡率自千分之二三七至千分之五 

0 0 不等。
見前引 B adentost著"南非人口之未来發虽及 

其可能年雕分怖"第十三頁及第十六育。



三八二. 磷 工 在 受傷前均須經過體格檢査，俾  

碱保厳格之體格標準。此後每六個月檢査一次，如 

發 現 有 病 （如患砂石未沉積症者）卽不准其再下地工 

作。非洲工人在傷傭契約期滿時亦須受此種檢査。 

此 種 工 作 相 當 重大，例如在一九三四年至~九三玉 

年 間 共 « 用非洲工人二五五，八一*六名，其中有 

九八，一九三名下地工作，毎年並約須更換百分之 

九十。同期南非土著勞工中患單純砂石未沉積症者 

估千分之一 . 二二；患肺結核連帶砂石未沉積症者 

者估千分之0 . 七五，單純之肺結核病者佔千分之

二 . 0 八。此項數字較諸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六年 

間 之各爲一一 '三Î 二，四五及三，一'六者El大爲 

改善。又因此種非洲礦工中有很多均来自他處，一* 
俟« 傭契約期满卽行過返原籍，故亦極有將結核病 

傳播其本鄉之危險I47。
三八三. 歐洲人. 歐洲人之死亡率在本世紀中 

― 向很低。一̂■九二0 年代常在千分之十左右。一九 

四七年及一九五二年降至千分之八，六之最小數目。 

由於歐洲人口之日就老邁，粗赂之死亡率並不足以 

充分表示一般死亡趨勢。一般死亡率難或尙有繼續 

改善之可能，但亦不見得再能降低，事實上，將来 

更‘多人步入退齢，此項數字甚至遺會增加。測算默 

洲人死亡率之更好指標爲其壽命。根據現有之生命 

表，在一九二0 年至九二二年間男子壽命爲五十 

六歲，女子壽命爲五十九歲，至一九四五年至一九 

四七年間則提'高男子六十四歲，女子六十八歲。此 

與歐洲死亡率較低之國家，如斯干的那維亞半島各 

國、荷蘭、澳大利亞、雜西蘭等國人口之W 命大致相 

當而略過之。嬰兒死亡率亦低，一九五一年一千名 

出生嬰祐中在出生後一年中死亡者爲三三 . 五。此 

種冗亡率可能繼續减少，但在目前醫學發展程度之 

下，不可能奪皇急降之勢，因其現在B 爲死亡率最 

低各國中之一國。

三八四. 混血種人.浪血種人之死亡率一九三 

五年至一九三九年爲二三. 四。一九四0 年至一九 

四因年爲二三. 九。一九四五年至一九ra九年爲二 

一 三 。一'九五0 年爲二0 ，三。

三八五 . 嬰兒死亡率之降低頗爲顯著，計一九 

三五年爲千分之一七八 . 八，一九五0 年别降至一 

三四 . 三。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七年浪血種人生命 

表所示之壽命爲男子四十二歲女子四十四露（較一 

九三五年至一九三七年之男女各爲四十歲及四i  
歲者略見增高）。混血種人之死亡率似-乎是在降低，

雜其進度不甚迅速。浪血種人死於一九一八年流行 

性感冒者定必甚衆，但此後卽未再有此類病災，一 

部设或係因對浪血種人保健工作改進之敌。

三八六，但無論翻何，每千人二十左右之死亡 

率並不算過高，而且尙可能相當迅速的液低。第一 

次世界大戦以前，歐洲國家死亡率越過千分之二十 

者仍甚普通 ; 像匈牙利、義大利、葡萄牙、西班牙等便 

是如此。近年来此種程度的死亡率，在世界各地都 

a 大減。下列各國死亡率下降之迅速，尤爲顧著。（括 

弧中爲一九四0 年及一九五0 年死亡率之比較）：毛 

里 西 亞 （二pq—— 十四）；哥斯大黎加（十八—— h  

二）；墨西哥（二三 

0 ) ; 智利（二二-  

五）；臺灣（二十■

新加坡(二

一 " h六 ) ；柏托里科 (十八-  

十六）；英屬圭亞那（十九-

h 二 ) ；馬来亞 ( 二0 -  

-十二）；锡蘭（二   K

前 引 Lord H a i l e y所著非洲通覽，第一一四九 

至第一一五0 育；又同書第六七二至第六七四育。

六)；

:)。觀於

近代人類對於公共衞生問題所取的態度，預料不久 

將來，南非浪血種人的死亡率亦將大爲降低。

三八七 . 亞洲人 . 根據生命統計，亞洲人死亡 

率在過去十五年中顯逾降落：其一九S 五年至一九 

三九年的平均數爲十四，八；一九四0 年 至 九 四  

四年的平均數爲十五 . 五；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九 

年的平均數爲一二 . 九 ; — 九五0 年的平均數爲一

’ • BÊ Q
根據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七年之亞洲人生命 

表，男子壽命爲五十•一歲，女子的壽命爲五十歲，此 

與許多默洲國家及四十年前之美國都不相上下。不 

過此項數字似嫌過於樂觀，旦顯然未將全部嬰兒死 

亡率計算在內。據估計，一九五0 年之嬰兒》死亡率 

爲千分之六八 . 五，似亦較實際情形爲低。

( i i i) 移民

三八八 . 前文B 經指出，國際移民對此四種種 

族之人口變動，影響甚微。

三八九 . 南非聯邦有若干班圖人從境外移入， 

唯大部檢都係契約勞工， 俟工作契約期満卽囘原 

地。

此外則似有相當數目之班圖人—— 男的女的都 

有—— 自人口過多之巴蘇托蘭遷柱橘河自由省，唯 

以全部班圖人人口數字之魔大，相形之下永久性移 

民所生之影響殊爲微小。

三九0 . 本世紀中歐洲人移入南非者無足重 

視，雖在一九0 七年至一九四九年頃，移入人數較 

衆，但在最近將來似不致起何重大作用。亞洲人之 

移入，在一九一三年卽吿停頓。一九二七年至一九 

三五年間，會有一萬五千名印度人被遺囘國,自此



以後卽無重大移斷。至於混 jfil種人則全無移民之可 

言，因所有 ?昆血種人幾乎全是聯邦土生。

伍 . T 一代情形之預測

( 0 推測根據

三九一S 如無重大移民出入，各種族人口將来 

之情形，生裏須推測其未来出生及死亡的人敷。 

B a d e n h o r s t氏對於今後出生及死亡率的變動作有似 

® 可靠之假定，並據此假定對各種族至一九八 0 年 

爲止之人口狀況，按年齢、性別，作有推算 14̂ >渠 作  

此項工作係在一九五~ 年人口調査之前。至調査結 

果公怖之後，其所作結論亦僅須有細微之改動，故 

我 們 可 以 認 爲 B a d e n h o r e t氏之推算已是最正確之 

推算。

( i i ) 總結果

三九二，下 表 爲 B a n d e n h o r s t氏與於一 九五

。年及一

千)。

，九八0 年時各種族人口數目之推測（單位

年份 班圖人 歐洲人 混血種人 亜洲人 總計

1950,，•… 8,304 2,546 1,014 320 12,184
1980........ 14,552 3,777 2,006 820 21,155

故在三十年或一代多以後，人口總數約將增加 

百分之七十五。

(iii) 各種族人口增加率之不等

三九三 . 我們可以看出，各種族人口增加的百 

分比各不相等。班圖人爲七十五 ; 歐洲人爲五0 ;浪 

血種人爲一0 0  ; 亜 洲 人 爲 五 0 。

三九四 . 結果，人口的種族組成亦將因之而大 

有變動，各人種所估百分比如下：

年份 班圖人 歐洲人 混血種人 亜洲人 總計

1950…，，， 68.2 20.9 8.3 2.6 100,0
1980— 17.9 9.5 3.9 100.0

歐洲人口雖有相當迅速之增加，其所估比例則 

將大爲减低，而他方面因其他兩較小種族，卽促血 

種人及亞洲人增加更爲迅速，將取其所减少之百分 

比而代之。是以一九玉0 年爲三. 四非歐洲人對一

個歐洲人，至一九八0 年將增至K . 六個非歐洲人 

對一個歐洲人。

同樣，一九五0 年爲每八 . 0 個歐洲人對每一 

個亞洲人， 九八0 年將減爲每四，六個歐洲人對 

— 個亜洲人。

( v i ) 對於預測之批評

三九玉 . 盤個而論，此種增加似屬可能；如遇 

情形良好，旦可超出此敷。

唯歐洲人入口之增加率尙可能因爲一般壽命之 

顯趨延長 (死亡率减低而非出生率增加)及發展情形 

之不同，而有減低之可能。

歐洲人之出生率因受發辰情形及向都市集中之 

影響，可能遺要减抵；其他較爲落後之種族則大致 

將保持不變。在另一方面，歐洲人之死亡率似乎不 

致有所變動；其他種族之死亡率則因其中頗多係社 

會原因所造成，尙可能大大减低。

故此項推測之一般方向可謂明確，唯其所舉實 

際數字則不無令人發生疑義之處。

( v ) 都市及鄉村人口

三九六 . 人口增加 ,」涂各種族間有所不同外，尙 

有地展上之不同。

如歐洲人向都市集中之趨勢繼續不已，則其在 

鄉村中所佔少數地位勢將更趨悪化；旦卽其在都市 

中之人口比例亦未必卽因此而能維持。

今後人口集中都市之趨勢梵將如何，似難預 

測唯吾人至少可誰法對將来都市及鄉村人口種 

族組成的可能狀％獲致大略槪念。 假定一九八 

0 年時各種族都市人口之百分比均將較一九三六年 

至一九四六年間之增加率增加一倍則其所得結果如 

下：

各種族每一百名男子中居住都市人數

年份 班圆人 歐洲人 混血種人 亜洲入

1936. ....................  17 65 54 66
1946- .............................  2 2 73 58 70
1980* 89 66 78

149 上文(第三四玉段）說過，本章中所用統計數

I4®見前引  L. T. Badenhorst: 
族及其可能年齡分佈"。

'南非人口之未来發

字 , 均採自一九三六年及一九四六年之人口調査。故 

各該預測並未計及一九五0 年之種族分展法（參閱 
第五五五段）《



據 上 項 顧 * 武 斷 之 假 定 ， 一 九 八 0 年 之 人 口 分  

怖 情 形 將 如 下 表 ：

 都市 鄉村

一九m 六一九八0  —九四六一丸八0

班 圖 人 … ， 41 .0 48,0 85 ,0 87.7

歐 洲 人   41 .0  33 .0 9 0 4.6

混 血 種 人  13 .0 13 .0 5.0 6.1

亟 洲 人  5.0 6 .0  1.0 1.6

總 計  100.0 100.0 100.0 100.0

' 百 萬 數  4.1 9 .9  7 .3  11.3

故 卽 使 在 都 市 ， 歐 洲 人 所 佔 之 百 分 比 亦 可 能 遺  

裏 降 抵 ， 而 班 圖 人 則 續 增 不 a , 除 非 採 用 強 有 力 的  

捕 施 制 业 他 們 移 居 城 市 。

其 他 各 種 族 人 n 之 年 嫩 亦 有 同 様 趨 勢 ， 但 不 如  

上 述 之 顯 著 。 惟 因 繁 殖 率 與 冗 亡 率 並 不 可 靠 ， 故 對  

於 此 種 百 分 比 例 不 能 過 於 重 視 。

(VÜ) 學齢人口

三 九 八 ， 然 B a d e n h o rst氏 估 計 中 所 述 關 於  

因 學 齡 人 口 （五 歲 至 十 玉 歲 ) 增 加 而 生 之 影 響 ， 則 殊  

堪 重 視 。

據 其 推 測 ， 情 形 如 下 （單 位 千 ）：

年份 a t圖 人 歐 洲 人 棍 .É.種人亜洲人總計

19 5 0 ------ 1,960 495 260 91 2 ,806

1980  3,332 670 485 217 4 ,704

(v i) 年激分糾

三九七 . 除歐洲人外，將来人口在年齢結構上 

之變動，不如其將来在人數i l 變動之董要。Ba'den- 
h o r s t氏之推算在此方面頗有若干甚有意味之數字：

由上述假定而生之變動如下：

班圖人 歐洲人 湿血種人 亜洲人

十五歲以 

下

十ÏÏ.歳至 

六十Ï L
歲.......

六+五歳 

以 Jh.’ .

1950 1980 19S0 1980 1950 1980 1150 1980

38.1 36.4 31.5 27.4 42.1 37.9 45.3 43.0

58,5 59.0 62.1 64.0 54,3 58,4 52,2 54.0

3.4 4.6 6.4 8.6 3.6 3.7 2,5 3.0

100.0 100.0 JOO.O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其中以歐洲人之變動爲最大，其平均年齢在續 

趨老遂之中。唯從T 作年齡人口之略有增加一點上 

可以再度看出其平均年齡 .呈動憲不定之勢。

但自二十歲至三十九歲之人（工作年齢人口之 

年齢較輕者）由七七二，0 0 0 人增爲一 , o 七六， 

0 O O 人，計增加百分之三十九，而自四十歲至六 

十四歲者則由五八九，0 0 0 人增至九二一 , 0 0  
0 人，許增加百分之玉十四，可見其工作年齡人口 

之平均年離亦有境高之趨勢。

由 此 可 見 ， 浪 血 種 人 維 是 絕 對 少 數 ， 俾 其 學 »  

絶 童 之 增 加 ， 則 較 歐 洲 人 迅 速 多 多 。 æ 洲 人 爲 數 雜  

甚 少 ， 但 其 此 方 面 之 情 形 則 亦 與 ® 血 種 人 甚 相 彷  

佛 。

故 爲 確 使 各 種 族 均 得 享 受 教 育 上 之 平 導 起 見 ， 

預 計 學 校 數 量 必 須 大 爲 增 加 I5»。

班 圖 就 貴 並 不 受 输 迫 教 育 ， 但 在 過 去 五 十 年 中  

入 學 人 數 增 加 亦 殊 迅 速 。 一 九 0 玉 年 班 圖 兒 置 之 入  

學 人 數 爲 七 三 ， 八 一 五 人 ， 至 一 九 三 九 年 a 增 至 四  

玉三 , 六 四 八 人 ， 亦 卽 在 一 世 代 中 ，增 加 達 六 倍 以  

上 之 多 。 在 一 九 O S 年 至 一 九 三 九 年 間 ， 用 於 班 圖  

人 教 育 之 經 養 總 數 計 已 举 加 十 八 倍 ， ~ 九 三 九 年 以  

後 仍 在 迅 速 增 加 卞 。

根據吾人對班圓人所假定之繁殖及死亡率, 巧 

推算得學離兄童 (玉歲至十四歲）人霉如下：一九玉 

0 年爲一，九五九，五O 0 人；一九六玉年爲二，五 

六七人，一0 0 人；一九八0 年爲三, 三三二, 四 

0 0 人0

見前引 Badenhorst所著 "南非人口之未來，展 

及其可能年齡分怖"。

關於此點，請參閱本報吿第七章第六九三段

等。



8. 南非聯邦之種族情勢

第五章

"種 族 痛 離 " ( a p a r t h e i d )

豈 . " 種族隔離"之定義

三九九 . "種族隔離"係南非荷蘭語中最近劍造 

的- H i 名詞，其意義是 " (種族 ) 隔離 , 分別發展"。此 

— 名詞卽在應用頗廣的Bcsman,與 , v.d. Mer w e兩人 

合編的南非荷蘭文英文辭典 I»2—九四六年版本內亦 

未發現。

自從史未資元帥在一九四四年初…篇有名的演 

辭中措出隔離政策完全失敗後，國民黨故意創造這 

個名詞来代替前時通用的 "Segregation" (SegKgasie)。 

此舉目的是在避免誤 .解，並利用新名詞， rfd曾經政 

敵指爲陳腐的老觀念灌輸新生命

這個新名詞流行迅速，竟已成爲一種標記、 …* 
種理論，以至全盤計劃。而且此種理論與實施計割 

彼此密切連結，不易分開論列。

四0 0 . 先從 "種族隔離 " 之定義說起；根據若 

干著名語言學家在官方主持下編訂的南非荷蘭語大 

辭 典 第 一 册 這 名 詞 的 意 義 如 下 。

"種族隔離"：

— . 分離或隔離的狀態：例如，兩座房屋彼此 

隔離。

二 . 與衆不同的情形：例如，巴蘇托蘭的手工 

作品在美術展覽會中很引人注意，因其與衆不同。

三 . 自成一個單位的事物：例如，歷史家認爲 

國家是各自分開的個體。

四，南非的一種政治趨勢，係以下列一般原別 

爲根據：（0 隨糧族、膚色及文化水準之不同而爲"展 

別 " ；與 " 同化 "相反；（/>)永久保持組成全部人口之各 

膚色集團之特性（本性），並使各該集團按照其天性、 

傳統與能力，分別發展；與 "併 合 相 反 。在實際執 

行此種政策時，必須訂定種種辦法並作種種努力，其 

中包括推行某種純粹是地廣或場所隔離之措施，例

dcrde^

，月玉

152 Tweetalige Woordeboek》 Afrikaans- Engels， 
verbeterde U itg a u 'e ,開普敦，一九四六年出版。

關赞此點，參閱馬蘭博士於一九五三年：
日 在 Stellenbosch發表的演說 ; 附件伍（四

164 Woordeboek van die Afrikaans Taal、 Redaksie P ie -  
ter Cornelis Schoonees ( e . a . )  勒託利亞 , 一*九五O  
年出版。 —

如，關於住宅廣域、公用事業、交通與娘樂場所等之 

隔離；政治權利方面之措施，例如，選舉人名單分 

開，各自彈舉國會■與â '譲會譲貴；以及士地方面之 

隔離措施，例如專爲某種族人口劃定相當廣大之土 

地，所謂士人席域卽是… 例。局部 "植族隅離"：卽 

限於某方面之 "種族隔離 " 例如：政治、社會及宗教 

力面之隔離；全部 "種族隔離"：例如班圖各族黑入 

在各方面全然單獨發展。政府現對白種入、開普濕 

血種.人、亞洲人及士人俱在採行 "種族隔離"政策 6白 

種人絕大多數願意種族隔離 " （Eiselen)。 種族隔 

離"的意思無非是各人應各得其所而已 (H - F. V er- 
woerd)^

戴 . " I i 族隔離"之理諭及計劃

四0 — . 委員會將在以下數育中，專就選定足 

以代表國民黨政府觀念與計劃之官力陳述，按照合 

理次序，儘量忠實摘鋒其要點。在將引用之陳述開 

列如下：

( i ) 國民黨15« 於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九日——  
卽在五月二十六日國會選舉前二月—— 刊行之小 

册，題名："國民黨對有色人種之政策"。

(Ü) - * 九五 0 年四月十二日總理馬蘭博士在國 

會衆譲院發表之演辭。

( i i i ) 九五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德理馬蘭博士 

向全國人民廣播演辭

( iv )  一九五三年三月五日總理馬蘭博士在Stel- 

le n b o sch發表之演辭。

( v ) 一九五三年四月十五日國會選舉前夕總理 

M 蘭博士發表之演辭。

(v i) 一九四九年一月三十一日土地暨灌廣事務 

部 長 Mr. S try d om 向國會衆譲院發表之演辭。

( vii) —九五0 年 月 十 八 日 土 人 事 務 部 長 Dr.
E. G. J e n s e n 在 （開 普 教 ）南非種族關係協進社 

( South African Institute of Race R e la t io n s )年會發表 

之演辭。

國 民 黨 （National P arty )有 時 亦 稱 "Nationalist 
Party"。



(viii) — 九五O 年四月二十曰土人事務部長Dr.
E. G. Jensen向國會衆譲院後表之演辭。

(ix ) 土人事務部長Dr. H. F. Verwoerd在土人 

代表會（Native Representative Council)第二屆會議開 

幕時發表之演辭 (比勒託利亞 , 一九玉O 年+ 二月五 

曰

0 ) — 九五一年五月一•日土人事務部長Dr. H.
F. Verwoerd向國會參譲院發表之演辭

四0 二 . 除開宗教上之根據I®7 外，"種族隔離" 
之理論與許割可按上述各項聲明歸納如下：

我們生存的世界中有極顯著的現象，卽人種 

的廉雜不一。各種族生来就是彼此分開的。卽使基 

於經濟理由或其他原因，不同種族會發生某種涯合 

情形，彼此仍須保持這種分離狀態。爲了達到此項 

目的，，® 培Î I並發展白人的慮色觀念，以保持血统 

之純正。

r a o 三.南非的白種人係西力基督教文化的繼 

承人，負有下面兩種使命：一是對於同屬西力基督 

教文化的國際社會的其他國家所食之使命，一是對 

於因偶然機會而接觸到文化程度異常落後的有色人 

種所負的使命。

對'於前者，南非的白種人必須充分並永久保持 

其 "西方基督教文化集團一員的特性"。生存南非的 

白種人負有保譲此種文化，防 止 "外來攻擊與部 

破壞 " 的使命a 換言之，白種人儘管在數量工不如 

人，必須不惜任何代價，保持其統治有色人種之地 

位 3 因此自然就漠視任何公民平等的理論。其不准 

土人、開普混血種人或印度人享有與白種人同等政 

治權判的原因卽在於此。偷如好望角省情形，准許 

他們享有選舉權，則選舉人名單必須分開，而代表 

他們的國會譲員或省譲會譲員也必須繼續由歐洲人 

充任。

白種人旣居於此種統治地位，對於非白種人就 

必填切實負起主持公道與基督教的"監譲，'責任。此 

種監護關係必須繼績下去，塞至非白種人到達成熟 

與能負責任的階段，有理由准其最後解放時爲止。

四0 四 . 由於文化水準之不同，白種人與非白 

藥人間有一道旣深且閩的鴻溝，在此鴻溝之兩岸，每 

- « 族各有其永久的與遺傳的特性，展別顯然。一 

個種族唯有對其內在的法律始終信守不翁，而後方 

能 "自我發展"。以言班圖黑人，尤爲確當，他們自有

以上各項演辭見附件伍。

此點 a 在叙述歷史槪要的第三章第二七六段 

以下雜段約赂論及。

其種種語文，不同暂俗、慮式以及制度。维使他們 

與歐洲人的後裔混合一起 , 結果徒然是非驢非馬，一 

無是處。他們喪失了本種族面有的氣養，而同持對 

優秀種族的長處則並不能學到。

是以，白種人向非白種人效勞的最好辨法是使 

他們與白種人分開，將他們當作不同的社會與經濟 

集團並儘量使他們住在指定的地方、偶域或"居留地 

段 " 內。這就可俾他們在其本社展内享有一切公民權 

利，因爲公民權利中最主襄者便是使社展內每一,個 

人都有充分發展其才能的機會。

四0 五 . " 種族隔離"的主裏目的雜是保障白種 

人的血統純正與監護非白種人的使命，但決非白種 

人壓迫或剝削非白種人的消極政策。相反的，"種族 

隔離" 是一種建誌性的政策，一種仁愛、保護與合 

作的政策。事實 i , 依照此種政策，"歐洲人在其本 

身範圍內居至高無土的地位（̂>«»如：?>)"，班圖黑人、 

開普浪血種人或印度人在其所屬範圍巧也同様高於 

一'切a -

四0 六 . 實施"種族隔離"政策的理想環境顯然 

應該是 "藤史的過程不同於今日，' 卽"在南非同時建 

立一個專爲班圖黑人生存工作之所的國家，和一個 

專爲歐洲入生存工作之所的國家。但今日的環境並 

非如此"。前政府出於疏忽或是故意採取放任政策 

竟然容許全國發生種族î i 雜情形，各種族錯綜交接 

的方面與範圍較前大增。此種接觸的力面愈多，範 

圍愈廣，則發生事故、銜突與暴動的機會亦愈多。倘 

不採取有力的與一致的步驟，改變現有各大城鎭種 

族浪合發展的趨勢，則我們可以預料各種族人民閩 

將發生可怖的利益銜突，遭受重大的苦難甚至酸成 

流血的慘劇。

爲避免此種禍患起見，必須參酌目前的實際情 

況與應變之需以及日後相當可能發生的情形，採取 

下列措施：

在土人保留地方面

0 O 七."班圖黑人居住或仍與土人保留地 

serves ) 保持關係者佔纏數三分之一*有奇"。現時此種 

展域無力供應居民生存與發晨之需，更不消說供應 

他們的後裔 3 由於採用原始的耕種方法，不請歐洲 

人的作物輪種法，又不懂開塵與士壤保存，加J ：人 

口過多，放牧無度，許多土人被逼至他處課生，在 

歐洲人經營的工廠或擴山工作，受歐洲人的保譲。

四0 八 . 此種廣域如欲達到某種繁榮程度，使 

班圖晨民、農業指導人員、學校教員、牧師、工匠、一



切受懦人員、小本商人以及公務員等有正常前途，則 

必須採取三種行動。

r a o 九 . 第一，趕快採取步驟，恢復士地生摩 

力、大量播加農作物的逢量；簡言之，"有計劃地建 

重起班圃襄業的健全經濟基礎"。

ra— 0 . 第 二 ,一九三六年闇始賞施的由南非 

士人信託基金會(South African Native T rust)出面購 

地的許割必須在可能範圍內儘量繼績進行。

四一一 . 最後，以上兩個辦法卽使全部實行， 

"仍無法保證土人保留地全部班圓黑人均能獲得充 

分糧食 "。除發里農業;H»,並須創辦若干種特定工業， 

促成某種淫度的都市化0 關於此點，歐溯人必須儘 

量貢獻其技術經驗並給予經濟協助。此事肩須白種 

人作重大犧牲，但他們必須準備作此種犧牲。

四一二 . 不過，"由於歐洲人遲至今日籍着手應 

付未来危險，此種促使土人保留地工業化的合理計 

割恐遺不能使得目前急欲霖生的人都能就業"。是 

以政府尙須鼓腐1歐籍實業家在歐洲人展域內添殷工 

廠，•推地點應接近班圖黑人聚居之處。這樣，土著 

工人可於早晨乘公共車輔到厳作工 , 傍晚原車同家， 

此種情形正如成千比利時工人住在比國境內而每天 

過境至鄰近法國祐織廠工作一様。此種班圖工人"可 

住原來展域巧，兒女可在本地學校讀書並自行處理 

其事務"。

四一三. 土人保留地中雨量充足,巧能成爲肥 

沃田地的地展，如能實行上述辦法，則享有満意的 

生活情況的人數定較現時爲多。

在鄉村IS域力面

四一四 . "班圖黑人居住歐洲人鄉村區域或爲 

歐洲人耕種田地的估總數三分一有奇。在鄉村區域 

內白人與班圃黑人間的關係間題不像城鎭展域那樣 

厳重。事實上，農場內不發生平等間題。傅統的主 

僕關係至今仍然保持，至少在最a 將來倚不必擔心 

此種生活狀況會引起现時城鎭中那種種族平等的危 

臉"。歐洲人必須傷用的土人將繼續攝眷住在農場近 

處的土人村落 (kraals')或圍地內。遇到例加收種或 

摘巢的季節需要增添工人時，有±人保留地可以供 

應必要的額外工人。現時辦法是等到傷用合約满期， 

此糧工人囘至原来的部落。

在诚鎭方面

四一五 . 在城鎭中，種族浪雜問題比較嚴重得 

多。班圖黑人幾乎有三分之一因受工業1®®較高工資

的吸引，都集居城鎭，因此，城鎭中各種族人動力 

面之不平均情形愈覓顯著，而危臉性也就愈大。由 

於土人無限制地紛紛遷居城鎭，房屋供不應求，維 

經竭力誅法，貧民窟與破陋房舍 (如》 仍是增 

加不a , 結果肺瘦娼臓，ü 孩死亡率高漲，而傷風 

败俗之事與各種犯罪行爲也就隨之而来。

四一六，爲防止現有危臉情勢愈趨惡劣起見， 

"種族隔離"政策計劃採取下列四種措施：

四一七 . （0 對於"可能徒然成爲社會寄生蟲的 

新来土人 " 必須嚴格管制，限定其移居城鎭的人數 

至最低限度。約翰尼斯堡現有相當歐化的班圖少年

約二萬人他們沒有正當方法維持生活，可稱 

會上的害蟲，對於這種人尤有緊急處置的必要。處 

置辨法就是特別制定法律，准許他們到土人保留地 

的鄉村學校中補受教育。

四一八 . （i O 近年来在城鎭近郊任意開辦工業 

的情形必須制止。對於此種工業特別可以課税辦法 

来實行制止，紙有確是組織妥善，經濟J:能生存並 

經證明碱能參加國際競爭而查無癒色的工業力准在 

税率上受到保譲 i»這就可以减少堵添新工人的需要， 

而且工廠廠主將来在法律上負有分擔工人宿舍大部 

分經費的責任，因此翁發不能多添新工人

四一九 . （ü i )城鎭k 郊的工業展，以至若千城 

鎭中心地帶之雖以歐洲人住宅展爲主體而雜有若干 

"黑色斑點"者，應作更合理之劃分。反之，在班圖 

黑人廣內的許多" 白色斑點" ，亦必須加以到除Trans- 
kei 的 Umtata — 地 , 便是最顯著的例子。

此種割界與遷移計劃恐須實施多年方能完成， 

南非現時在土人保留地以外的土人總數幾有六百 

离，而歐洲人僅有二百六十离，實施此項計劃後卽 

可逐漸糾正這種數目輝殊令人不安的事態。

四二0 .  ( iv ) "種族隔離 " 政策必須在社會、經 

濟及工業關係上嚴格實施，舉凡普通學校、大學、鐵 

路、公園、工廠、娱樂場所及運動會等均爲實施此種 

政策之對象，以免各種族閩發生直接衝突，摩成緊 

張盾面以及各種族血統混清的危臉。

四二一 . 對於定居南非的其他非歐洲種族，包 

括混血種人（一百萬）及印度人（三十萬以上）在內， 

必須考盧規定大致相同的暫行辦法；印度人與浪血 

種人的優養汾子應儘可能各爲本族服務，不必勉強 

併合爲一個浪雜的社會。

® 二 二 . 但就印度人而論，立法機關必須認淸 

他們都是比較晚近入境的移民或爲移民的後裔，保

此一名詞係別於農礦業而言。工業傷用的五十 

萬弗歐洲人所獲工資激與百五十萬礦工與農工所 

得的相等。
此點會經现任經濟事務部長Mr. Eric Louw. 

再後表聲明 , 特別措明。



有許多移民特性，因與出生地國—— 印度或巴基斯 

坦—— 保持聯繁，特別難於同化；但是，他們在經 

濟合一方面卻比較其他非白種人爲進步。換言之，以 

前給予償金鼓勵其自動" 遺返"出生地國的辦法或媒 

撒辦實施《 ,
四二三 . 此項計割幾定嚴格 , 富有條理，而在 

理論上也始終貫徹，道是顯而易見的。惟在實拖時卻 

不妨伸縮綠地，遂步推行。解释 "種族帰離"政策或 

在國會内爲此種政策辯護的部長們幾乎異口同聲，

致適調現有實際情況必須顧及，政策必求切實可 

行，並須逐步審愼推進，目前決不應妄想達到地域 

上完全隔離的目標，或是要求白種人或非白種人俱 

無法辦到的事情。

鸯 . " 種族隔離"所生之反響

四二四 . 最近舉行聯邦第 i ^一 曆 國 會 選 舉 (一 

九五三年四月十五日）的結果，國民黨繼續執政，而 

其在衆譲院所佔的多數黨席次比較屆選舉時 （~  
九四八年五月二十六日）更多

四二五. 但是，由於各選舉展組成情形不同 

—— 人數較少的鄉村選出的譲員在比例J:反較人數 

建較衆多的城鎭選舉人所選出的爲多'~一國民黨僅 

以三0 ,  0 0 0 票（約佔選民總數百分之四十五)便 

輕取上述的多數譲鹿，反之，反對黨方面所得票數 

卻在七六0 ,  0 0 0 票左右，幾達選民總數百分之 
五十玉。

四二六 . 闕於此事，必須首先說明一點0 南非 

選民中雜有過半數居於反對者地位，但是他們所反 

街者似乎大多是實施"種族隔離"政策的手段而並非 

此種政策的原則。這從國會在開普敦討能的情形與 

聯合黨最有力黨員的演辭中可以明白看出，他們通 

過的或是暗中擁譲的原則紙是在程度上與上述國民 

黨政策略有不同，甚至可說是僅在實施力法J 微有 

出入两a 。聯合黨多數黨員都是政客，他們與有色 

人種的傳统態度似與會中國民黨籍譲算的態度並無 

二致。最近由歐洲人日盤憂盧卽在城鎭中亦可能 

爲非白種人淘汰，此種傅統態度愈建难固。是故，聯 

合黨領袖 Mr. J. G. N. Strauss在最近読選時暗示 

同意例如種族分展法及禁Ih雜婚法等最新立法所根

據的觀念。他僅表示，聯合黨如獲勝利，將修ÏE此 

等法律中某某數處規定i®i。

ra二七，國民黨與聯合黨態度的主要廣別也許 

是在聯合黨黨員認定南非由於近年来班圖黑人的遷 

徙而造成的關於人口分佈的旣成事實是不能改變也 

是無法避免的。換言之，他們認爲S 經遷入城鎭的 

班圖黑人應是永久性的居民，必填許其攝眷在城鎭 

中經常居住，而不使成爲徒與其在原屬郁落土人村 

莊中的家屬保持某種虛俱聯繁的臨時工人。

四二八 . 聯合黨黨員中有部分是實業家，相 

當有勢力，他們深感雷属實施種族隔離 " 政策後， 

國家經濟前途减有危險，實施此種政策的生要影響 

是减低一千萬男女的購買力量與消費程度；如果工 

廠裏備有兩種等級的飮食部、診療所及衞生設備等， 

如果最合格的工人因格於膚色限制而無法擔任最適 

當的工作，又或此種非白種工人因無加薪希望而對 

工作减少興趣，敷衍了事，則工廠的效率顯然也大 

受影響，甚至它能否繼績獲利亦成問題。

四二九* 工黨库對工廠內實施"膚色限制"也是 

以頗相類似的經濟理由爲根據，，這一*點値得♦人注 

意。工黨認爲此種膚色限制根本J :紙是一種"工資 

限制"，目的在使近視的歐籍廠主得以剝削工資低廉 

的工人I®2, 而結果則胎害到腾個國家的前途。

四三0 , 至欲適當綜述各業工會對"種族隔離" 
政策所採取的態度，那就比綜述工黨的態度裏困難 

得多，雜然並非絕不可能。

四三一. 第一，各業工會各自爲政，迄未結成 

• -個組織嚴密並有其獨立政策的全國總工會。中央

機構南非職工會 （South African Trades and Labour 
Council)大致和歐洲大陸式的 "勞工總同盟"相彷；載

國民黨在衆譲院所估席次. 1 的多數a 自十三 
鹿增至三十鹿。衆議院各黨席次分配如下：國民黨 
九十四席;聯合黨五十七席; 勞工黨五席；土人代表 
三鹿。

—九五二年九月九日Mr. Strauss 在 Queens- 
t o w n發表演說，就聯合黨對非白種人所採之政策， 
說明下列四項基本要點：

( - ) 社會方面之隔離，各種族所用種種f t 備完 
全斤開。

(二 )各種族血統不得傻请。
(三）住宅區域分開。
( 四）利用非歐洲人的勞力，"在我們的農場、廣 

房、工廠及礦場內工作"，使整個南非社會共受其 
益。

° 由此可見，這項針割與國民黨的政策實相差有 
限。

這是•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南非工黨所發表的對 
非欧籍勞工的政策聲明中的第三點。



；£ 會及其所腾多數工會不參加南非工黨，t 至今 

仍紙是一個協調各業工會的W體。至多紙能說職工 

會組織法並無膚色限制的規定，凡是按照公認原則 

級織的工會俱可加入該職工會而a 。

四三二 . 各工會對 "種族隔離"所採取的態度 

( 各工會的見解參差極甚)，生裏視其来藤及某一工 

業内，甚至該工業少敷工廠內多數白種入工會會員 

之種族情感面定。

服使工會會員多敷是鄉村出身，最近繞移居城 

，的荷菌南非人一脱蘭斯冗爾許多工業的工會就 

思 於 這 他 們 大 槪 是 贊 成 在 : r 業與社會方面 

厳格實行"種族隔離" 的。極有勢力的南非火車司機 

及生火工人聯合會（South African Engine-Drivers^ and 
Firemen's Association)便是一•個例子。可是亦有顯著 

的例外，例如脫蘭斯X 爾成衣業工會  (Transvaal 
Garment Workers’ Union)就在種族關聯上採取很容忍 

的態度，維然該工會多數會員是操南非荷蘭語的婦 

女。

如果工會多數會員是英裔南非人，或是受到英 

画職工思合主義影響的南弗人—— 好望角省就很多 

此種情形—— 則其態度與工黨的理％較爲接近，反 

對 "種族隔離 " 的情緒有時頗爲強烈。紘織工業與化 

學工業中就有少數工會採取此種態度，好望角嫌頭 

食品工人工會的態度亦然相同，任何種族的工人都 

可加入這些工會I®3。

四三三 . 工會说子的態度極是複雜，常不- «敦， 

決定此揮態度的或尙有另一*極重要的因素，這使是 

保譲本地工會的利盡。遇到歐籍工人與同業非歐籍 

工人之閩發生號爭危臉時，游有實施或加雄實施膚 

色限制的趙势e
總之，載業工會反對"種族隔離"的程度很是有 

限。卽使確實反對"種族隔離"的工會領袖看到工會 

中大多數會員抱有根深蒂固的種族成見，爲了免得 

失掉他們的擁戴起見 , 也不得不有所顧慮。因此，反 

S T 種族隔離 " 的糖度也就盤發不足道了。

四三四. 在一九五三年四月十五日舉行大選 

後，立卽另外産生了兩個反對黨。

- H 固是與納塔爾省有密切關係的南非聯邦黨 

(Union Federal P a r t y ) ,該黨成立之初會發表政策聲 

照，其襄點與波爾人的傳統土人政策，判热不同，就

中 截 明 下 列 點 ："在南非出生之非歐洲人應按其文 

化程度，准予享有在政府機關中發言之權"。該黨在 

召開全國代表大會以前先由四省分別舉行各省代表 

大會，第一次—— - 納塔爾全省代表大會—— E *於一 

九五三年八月二十二日在德班舉行當時，明白申言 

以促成授予具有滴當資格之非歐洲人以充分選舉權 

爲其最後目標164。

另一個是在同時組織的自由黨（ Liberal Party), 

係由若干知識界中人組成，包 括 Mrs. Margaret Bal
linger 及 M，r. Alan Pat o n 等人在內。這一批人完全 

擺脱一切種族成見，明白贊同最近國療間對於種族 

關係問題的趨勢所根據的理想，這點可自該霖政策 

聲明中第四點看出："任何人不得徒因種族、膚色或 

信仰關係而不許參加該國政府與其他民 .主程序；凡 

是有適當資格的人均應編列普通選舉人名册，一體 

享有麥政權"。

此兩政黨對政治問題的影響至今仍很有限。南 

非聯邦黨現有參識員兩名， 自由黨則有退出聯合黨 

的衆譲員及參譲員各一人爲其代表。

四三五 . "種族隔離"除了在政治力面遭受押擊 

外，並受劣數某督教會的反對，其中以英國國教與 

羅馬天主教會反對最烈，僅荷蘭維新教會的三個宗 

派爲例外。

四三六• 此外，南非共産黨》雜經於實施取歸 

共產主義法以前解散，但先前黨員中至今不忘共産 

信念的恐爲數甚多，而旦年輕人中不乏同抱此種信 

念者。信念之一就是媒狂地反對一切種族妓視。

四三七 . 最後，上文對國會內外各圃體在政治 

上或理論上反對加雄實施 "種族隔離"所作簡單敍 

述，尙 須 補 充 下 列 點 ，方無遺漏，卽幾乎所有受 

過教育的北歐洲人，不論是個人或是他們組成的圃 

體，都t i 任何力式的種族歧視一律睡烈反對，初非 

"種族隔離 "政策一端而 a , 至於此種歧觸力式係霉 

源於國民黨、聯合黨、白人工會、荷蘭種或英國種的 

白人，則在所不問。非歐洲人最近積極發動一種"抵 

抗 不 公 平 法 律 運 動 ，以示反對，這種運動便是 

在 慶 祝 Jan van R iebeeck臺山灣（Table Bay)登陸三

此等工業與成衣業工業一様，« 用許多女工。 

士人女工與土人男工不同，她們加入工會的權利未 

遣剝奪。參閱本報吿書第六章，第六0 - 段。

1 « 倫教泰晤士報，一九五三年八月二十四日。 
南非共産黨曾以英文  Xhosa, Zulu, Tswana 

及 S oth o等 語 文 發 行 " 自 由 報 雙 月 刊 一 

種。
二參閱本報吿書第七章，第 八 三 段 以 下 若 于  

段。



百 i i 年 紀 念 日 （一 九 五 二 年 四 月 六 日 ）正 式 發 起 。 事  

實 上 此 種 裏 求 權 利 完 全 平 等 的 願 望 早 在 國 民 黨 當 政  

以 前 卽 B 存 在 。 舉 例 言 之 ， 一 九 四 七 年 非 洲 人 全 民

公 會 總 主 廣 ( President General of 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 Dr. X u m a 向 當 日 總 理 史 来 資 元 帥 提 出 的  

务 項 襄 求 I®7中 卽 包 括 這 種 願 望 。

四 三 八 . 上 面 曾 稱 " 所 有 受 過 教 育 的 歐 洲 人 " 幾  

乎 全 部 反 對 " 種 族 隔 離 " 。 但 有 一 點 尙 未 說 明 而 必 須  

補 充 加 以 說 明 ， 卽 他 們 此 種 反 對 情 緒 甚 是 維 烈 。 他  

們 會 於 一 九 五 二 年 發 起 " 抵 抗 不 公 平 法 律 " 運 動 ， 本

參 閱 南 非種族閩係手册 第 五 一 六 育 ：

( 0 取消南非政治丄的膚色限制，非 洲 人 Ê 接  

選 舉 代 表 參 加 一 切立法機構—— 國 會 、 省 譲 會 及 市  

譲 會 ；

( i i )廢 除 各 種 通 行 證 法 ；

( iii.)収悄關於非洲人在城 鎭 及 鄉 村 展 域 取 得 、保  

有 及 佔 用 土 地 之 限制；
( i v ) 承 認 按 照 勞 資 協 調 法 （Industrial Conciliation

A c t )所 組 織 之 非 溯 人 工 會 ， 所 有 非 洲 工 人 包 括 礦 工  

在 內 應 一 律 享 有 適 當 工 資 ；

( v ) 非 洲 人 應 有 適 當 住 屋 及 大 批 訓 練 造 屋 與 其  

他 技 藝 之 充 分 誌 購，俾學成後可受傷爲技工；

( v i ) 擴 大 免 費 德 迫 教 育 制 度 ， 使 合 於 學 齢 之 非  
洲 絶 童 皆 可 入 學 ；

( v i i )重 行 確 i 非 洲 食 長 參 預 非 洲 國 事 之 地 位 。

委賛會以後將對這事另加論列。確定舆情向背原非 

易事，惟下面少數媒種受過教育的非歐洲人接受或 

多少公開贊同現有的"種族隔離"政策，可算例外情 

形：

首先是受到國民黨政府最近措施好處至今尙居 

絕少數的汾子，這類措施例如在居民全部是非歐洲 

人的地廣逐漸增派非歐洲人爲郵政局長，及若千公 

務機關增« 混血種人等等。

此外，尙有許多所謂"分離派 " 教 堂 （卽牧師與 

聽衆都是班圖黑人，且係行政獨立的基督教堂）也 

贊成 "種族隔離"。例如十一所土人教堂於一九五一 

八月在東倫敦舉行的會譲，便全力擁«政府在種族 

分展法內明白規定的政策。

最後遺有許多土人會長與其左右策士  (Indums) 
似亦贊成 " 種族隔離"《南非國民黨政府自成立以来 

卽在有計劃地努力恢復土人會長的權力，因此，他 

們這種態度究竟受到政府多少彰響甚難斷言。納塔 

爾 省 U m k om aa s地方維魯 (Z u lu)族 V um andabas部落 

翁長 j Charles H le iig w a就是此種士人會長之一 ，這位 

翁長會於一九五二年七月在土人區域社會經濟發揉 

委員會內發表意見說，他預料到日後可能在政府政 

策範禱內成立一個 f t 魯國，包 括 X hosa、 P o n d o s及 

S w a z i各部落在內，並 稱 ："我們願意保持種族的純 

正，因爲我們之爲組魯人是 J 帝所造成。河流的自 

然流向是無法改變的"。

第 六 章

規定各種族差别待遇之主要法令

四 三 九 . 

作 - 分 析 。

( 0 總 說

本 章 擬 對 南 非 聯 邦 的 若 干 法 律 及 命 ♦

四 四 Q . 委 員 f r 深 知 要 窺 揉 南 非 聯 邦 種 族 情 勢  

的 全 豹 ，勢 須 檢 討 所 •有 聯 邦 、 洛'1 *« 或 地 方 各 階 層 所  

適 用 數 量 較 工 雄 者 魔 大 得 多 的 法 律 和 命 命 。 誠 如 上  

文 所 謎 ， " 種 族 隔 離 " 政 策 是 一 種 很 悠 久 的 情 勢 的 新

大 家 應 當 注 意 ， 在 一 九 0 九 年 聯 邦 憲 法 公 佈 以  

前 ， 好 望 角 及 納 塔 爾 兩 殖 民 地 、 南 非 共 和 國 （股 蘭  

斯 冗 爾 ）及 橘 河 自 由 邦 已 經 制 定 了 很 多 法 律 ， 規 定  

依 照 一 九 0 九 年 南 非 法 專 屬 聯 邦 管 轄 的 事 ■項 ， 這 些  

法 津 現 在 仍 然 有 效 ， 其 中 若 干 經 聯 邦 立 法 機 關 予 以  

修 正 。

近發展。委員會草擬本報吿書時，會經研討很多的 

法律及命令，其名稱载列在本報告書的附件

四r a - r. 但委員會所注意的是限於最重裏的法 

律 3 本章所分析的妝且限於明白述及南非聯人民 

中由於他們的種族或膚色而受到差別待遇者的法 

津，或善是在法律本文中述及,或者是在依照該項法 

津所頒怖的條例中述及，或者出諸轉述载有此類規 

定的其他法律的方式 j 至屬於一般性質而在適用上 

特別、有時並純係、影響一部或全部非歐洲人的法律 

的分析，請見本報吿書中論列非歐洲人生活情況的 

下一章。

®見 附 件 築 。



因0 二. 就本章所分析的若干特別重裏的最新 

法津而論，維者並會提及各該法律制定以前的準備 

工 作 préparatoires)及其他原委和南非法院解 

释各該項法律的制決。此類法律對於它所適用的個 

人和圃體的實際影響經扼要載列於下一•章。

四旧三. 本章首先對構成南非聯邦人口的各種 

族的定義以及決定個人係屬於某種族的方法的雙重 

問題，作若干初步說明。列入此項說明的理由有 

三：第一 ,上通雙重間題事實上對於所有規定差別 

待遇的法律的執行至關聚要；第二 t 此項說明足以 

表示規定差別待遇的法津對於個人的生活和行政方 

面 所 引 起 實 ，祭困難，至於各該項辦法的本身且勿 

置論；第三，對整個間題一次討論完畢之後，等到 

分析每一法律時便無須囘戚来對它再加論列； n々果 

不然，則本章勢必過分多栽雖屬重要但和各該項法 

律 â?實體規定相比較别僅具有次要關係的事項

四四四. 本章接着便分爲若干節，各該節在若 

干場合並分爲若干分節3 委員，深知它所採取的分 

類方法谨具有相對價値，因爲同一個法津可能會講 

到一種以上的事項3 但它認爲'此種分類可以對一種 

極度複雜的情勢加以植當的聞3月3 爲了便利本報吿 

書最後兩章所作的比較和結論起見，委員會並在可 

能範圍內力圖依照世界人權宣言中所列舉的各項權 

利割分事項的類別，並在每節或每段中表明何種法 

令係在聯合國憲章簽訂以前卽a 存在，何種法令係 

在憲章簽訂以後制定。

(Ü ) 劉货各種瘦之定義及割定個人所屬種族間題之

初步說明

四四五. 南非聯邦的人口在習慣上分爲 0 部 

分：卽土人、歐洲人、浪血種人及亞洲人。這些名詞 

解釋上的困難a 在第四章中詳加叙述。

四四六 . 我們如果研梵 " 種族 " 和 " 膚色"的法律 

上的定義,別可見其情形甚至更爲複雜a在這方面， 

亦復保待着四種基本的類別：卽土人、歐洲人、混血 

種人 ( 或通常所謂有色人）及亞洲人。但有~點必須 

指出，卽 :，有 色人 "一名鋪有時適用於泥 JÔL«人 及 亜  

洲人，有時則用以稱呼所有非歐洲人。

1巧四七.這種稱呼各種族所用名詞有欠準確的 

情事在兩個波爾共和國一 一 南非共和國（股蘭斯冗 

爾）及橘河自由邦一 一 的立法中尤爲層見不鮮，在 

好望角及納塔爾兩英屬殖民地的立法中也不乏其 

例，雖然爲數較少。此項說明並非 ,1紙具有藤史和 

囘億的慣値，因爲很多在一九0 九年南非聯邦憲法 

公佈以前的時期內所制訂的法律至今仍屬有效。

r a 四八，聯邦成立树期所制訂的法律，其所用 

名詞也往往有欠準確。遺有，由法律授權負責制訂 

條例的當局在條例中列入各種族的定義，或者將該 

項法律中所 a 言的很籠統的定義重行詳確訂定，也 

是常有的事。

種 族 分 展 法 （- * 九五 0 年第四十一號法律）便： 

是採用後一種方法的固好例子。該法訂下了三個 

種族的定義：卽白人、土人及混血種人。但總督有 

權以公吿規定任何人種、語言、文化或其他集團"爲 

屬於後述兩種族中之任何種並"宣怖經如此規定 

之集團爲本法所稱之種族 " （第二節)。下文所研討 

的人口登記法 ( 一九五 0 年第三十號法令)也曾採用 

同様的方法

九.事寶上這種適用名詞有欠準確的情事 

义在確立各種族定義 " - 題之上造成了第二個間題， 

那便是個人應割入何種族的問題。發生這個間題 

的主要是"界限不明者 " ，那便是說，那些特徵不夠 

明顯，以致難货把他們割入某類的人，然而 "界限  

不明者 " 的數目卻可能很大 3 所以對於各該個人和 

當局，有時並對可能和那■地位可疑的人發生關係 

的其他個人，都發生了~ - 個很實條的問題，値得我 

們加以研究。

四五0 . 南非政府直至最近的人口登記法，卽 

一九五 0 年第三十號法律，方镜力圖解決各種族的 

定義以及個人應如何劃入各該種族的雙重問題，該 

項法律的內容將在本說明的未尾加以分析。但該項 

法津尙填相當時間力能見諸實施。而且因爲人口登 

記法的規定並不能過盤適用於其他法律，所以問題 

並沒有全部解決。

四五爲解決個人應割入何一種族的實際問  

题而採用的制度，按照法律中，於各種族定義的規 

定，似可分爲四種：

( a ) 法律可以根據世系、聲名及交遊各項坦素 

的邀體，訂定一個很詳細的定義 1^1。

( & ) 法律可以指明以 "世系 " 爲主裏標準，遇有 

此種情形，外貌及生活習慣等因素僅用来作爲世系 

的證明 I72。

I7。見第四五六段以下若于段。

1̂ 1例如土人代表法 ( 一九三六年第十二號法律)第 

- 節，及土人信託基金會及土地法（一九三六年第 

十八號法津）第四十九節。
訴庭法官  Schreiner 對 Rex v. Radebe 一案之 

制決，一九四五年最高法院J：訳庭制決書覺報第五 

九0 育起，見第六0 九育；又J 餅 庭 法 官 Centlivres 
對 Rex V. Abel —案之制決，一九因八年，南非法 

院制決書營银第一卷第六玉四育一一世#之誰明



(c) 法律可姨定此類事件完全聽任法院去決 

索。遇有此種情形，"應… … 適用通常之標準，卽開 

係人之形貌、出身、生活方式及交遊，而以外貌爲生 
« 因素173。

( d )將第三種力法加以改進,卽聽任法院去決 
定，但同時辅以法律力面的推定。例如禁 Ik異族邀 

婚法 (一九® 九年第五十五號法律)便規定除經提 

出反證外，任何人之外貌一望耐知爲歐洲人或非欧 

溯人者，就本法律之適用言，應視爲歐洲人或非歐 

洲人"。

經一九玉0 年第二十一號法律修的妨害風化 

洽 罪 法 （一九二七年第五號?^津）也敦有類似的定

四五二 . 實施禁 Ik異族通婚法及修正妨害風化 

治罪法的結果已輕産生了很多制决。法院認定一個 

人可以以其明顯的外貌或普遍的承認及聲名爲擦 

準，而將其列入歐洲或非歐洲種族刑事法院對於 

上通兩項法律中的定義攝常均作有利於被吿的解 

释，認定證明被吿爲歐洲人或非歐洲人之責，全在 

君主他力面有須適用禁止異族通婚法的民事法

17®法官 van den Heever 對 parte X  —*案之熟 

決，一•九四O 年，最高法院橘河自由奢分院制決書 
戴報第一五六頁起，見第一五九育。

1."第七節."本法中
" ( 0 稱 ’.歐洲人 ’ 者，謂其外貌一望而知爲歐洲 

人，或根據普遍承認及聲名爲歐洲人之人；

« ( i i i )稱 ’ 非歐洲人 ’ 者，謂其外貌一望而知爲菲 

厥洲人，或根據普遍承誕及養名爲非歐洲人之 

人"。
^ 七節附款規定："除經提出反證外，任何人之 

外貌似望而知爲歐洲人或非歐洲人者，就本法律 

之適用言，應視爲欧洲人或非歐洲人"。
參 閱 例 如 V .  Ormonde i  — 九玉二年，南非 

绣院制决書Æ 報，第二七二頁 (上就庭)，見第二七 
七育。又 參 閱 G . , — 九四九年，南弗法院制 

決書* 報，第四卷，第四三七育（最高法院角省分 
院)；及 Rex V .  F . , — 九五一年，南非法院制決書處 

報，第二卷第一育（最高法院晩蘭斯冗爾洛’ 分院）； 
另請參閱 R e o c  V .  B ‘ ,  九五一年，南非法院制決書

囊報，第二卷，第一二四盲（最高法院納塔爾#分 
院 ) ，以資比較。此四項制決均涉及妨害風化治罪 

法。角省分院制決與該法所規定之三種假定符合 
時，任何反證—— 就本案言爲出生證—— 槪所勿 
許。參 閱 Rex V .  B. and M . ,— 九五三年，南非'法院 

剑決書覚報第二卷，第二四四盲（最高法院角省分 

院）a

院别似認定關係當事人可以任意根據他所選揮的標 

準> 證明其園於甲種族或乙種族

旧五三 . 上文a 經餘過，人口登記法（一九五 

0 年第三十號法律）會企圃爲確立各種族定義及個 

人應列入何一種族的雙重間題尋求一普遍解決辦 

法0 内政部長（Mr. F. E. Dônges) 向國會提出後来 

成爲人口登記法的法案時所作的陳述，可以扼裏說 

明如下：決定個人所園種族一間題，從各種觀點来 

謎都有必裏0 當一個人承受土地的移轉時, 必須制 

定他確非屬於某一種族。關於在若干展域內取得土 

地，也發生同樣的問題。這力面所遭遇的困難對有 

调選舉及婚姻法的事件構成了一個最嚴重的問題， 

等到妨害風化治罪法修正法案通過後，亦將發生同 

様的情勢。又關係人種族的制定對於實施任何現行 

或將來有關居住分展的法律也具有絶大關係I77。

四五四. 在南非聯邦國會辯論本法案期閩，反 

衡黨領袖史未資元帥會說本法案顯然是以實施m  
族隔雕"政策、属行種族登記，準備劉除選舉人名册 

中之混血種人爲目標。其第五條規定如下：

" 調査局長應將每一列名於人口登記薄之 

人分別編列爲白人、混血種人或土人，調査局長 

並應將列名於人口登記薄之一混血種人及每一 

土人依照其所屬人種或其他集團加以分鎮。’’17g

圓五五. 憲於人口登記法至關緊要， 特別參 

醉與研討中間題的關係將其最重裏規定析她如下。

四五六. 本法規定調査局長應根據依照一九一 

0 年調査法I7®調査所得結果，於可能範圍內儘速線 

具南非聯邦人口登記簿。人口塞記簿應分爲三郁 

分，分別登錄南非公民、准予永久居留之外國人及 

准予臨時居留之外國人

第五節裁列關於個人分類的规定，其文如下：

« 調査局長應將每一列名於人口登記

簿之人分別編列爲白人、混血種人或土人，調 

査局長並應將列名於人口登記簿之每一海血種 

人及每一土人依照其所腾人種或其他集團加以 

分類。

i76pedro ",JTandey, 'N. 0 . 第一五一盲，南非法院 

制決書駕報，第四卷，第一八二育（最高法院角者 
分院 )及同斯覺報中法官de V illers之剑決書，第一 

八七頁。

I77不列類國读國會公報，第三三九盲，一九S O  
年。

I78同上，第三三九育。
I7»第二及第兰兩節。

第四節C



" 二 . 德督得於政府公報中發表公吿，規 

定及訂明依照第一分節之規定浪血緯人及土人 

應列入何-<人糧或其他集闇，並得以同樣力式 

修正或撤囘此項<&告。

" 三 . 如調査局長認爲依照第分節之規 

定對某人所爲之分類有錯誤時，以不達反第十 

— 節第七分節之規定爲限，得於通知其本人， 
如其本人爲未成年人時並通知其監譲人，詳確 

說明在何一力面分類具有錯課，並予其本人及 

監議人（如有監護人時 )以陳滩意見之機會後， 

隨時更改登記簿中該個人之類屬。

四五七，依照第一節所載列的定義：

8 ( iü )稱’混血種人"者，謂旣非白人亦非土 

人之人；

" ( X )稱 ’ 土人 ’ 者，謂事實上爲或公認爲屬 

於非洲任何土著種族或部落之人；

" ( X V )稱 ’ ' 白人 ' 者，謂其外貌一望而知爲或

通常認爲白人之人，但外貌雜"一望而知爲白人

而通常則公認爲浪血種人之人，不在其列。 "

第十九節第一分節誅有推定辦法如下：

" 就本法之避用言，外貌一望而知爲白人

之人在未經提出反諫以前應視爲白人。 "

四五八. 任何人不服調査局長對其所爲之分類 

時，得就其被列入某類一，事隨時向該局長以書面提 

_出異譲，該法中訂有上訴桓序, 此種事件最後可上 

就至南非最高法院 1®»。

® 五九 . 每人均有一線定之登記字號 I®2。人口 

登記簿中所載列的事項 f *  土人及其他種族之人稍有 

不同。有一點應加注意，卽土人僅填記栽其居住展 

域，其他種人則必須記栽其通常住所。此外土人方 

面傘須登記其所 屬 人 種 或 其 他 集 團 及 部 落 各 縣  

殺長或審制展判事公署亦應分別保存人口登記簿印 

本各一汾，各該官署並應另行編製一項名册，以備 

任人査閱，該項名册應包括下列各事項，但不得列 

入任何某 lüi專•項 :

( ^ ) 姓名、性別及通當住所，如係土人，則其 

慣常居住之嚴域；

1隋 十 一 節 。
182第六節。

關於"有̂色人 "應否登記"其所屬人種或其他集 
画" 一點，請將本法第五節第《分節與第七節第一 
分節所詳確規定之關於所有"土人"以外之人所應列 

入之事項但不得列入任何其他事項) 加以比較。

( & )依照第玉節之規定所應列入之人種類別；

( c ) 是否公民或國民；

( d )如係登記選舉人，其依照一九四六年統一 

選 舉 法 （一九四六年第四十六號法律）登記爲選舉 

人之選舉厲及投票展；
( « ) 登記字號》«4。

四六0 , 第十節規定關係人住址變更時，必須 

通知調査局長。查非土人的道知期限爲十四日，但 

對於土人則第十節第二分節設有如下的規定：

"土人因自一嚴域遷至另一展域而對其通

常住所發生永久性之變更時，應由其本人按照

規定方式通知調査局長。 "

r a 六一* . 他方面第十四節關於經當局裏求時應 

缴驗身 {3^證的規定，則不分持有人所屬種族類別， 

— 體適用。

同様，第千八節所規定對於違反該法第十節及 

第十四節規定的罰則也對所有各種人一體適用。

m 六二.關於所有及待有不動產的若干最新法 

津 （特 別 是 種 族 分 展 法 九 五 0 年第四十一號法 

津）)引起了一個特殊問題那使是如何將法人和 

自然人同棟地列入法律所訂明的各種族間題。依照 

— 九五0 年第四十一號法律第一節（v iiî)的規定，法 

人以其組成儉子之過半數所屬之種族視爲其所屬之 

種族，就好望角省之市政府言，則以市譲會過半數 

議員所屬之種族視爲其所膊之種族；公司以具有或 

間接具有支配利盛之人所爵之種族，視爲其所屬之 

種族。

查.關於國籍之權利

四六三. 從個人享有或行使若干權利的觀點來 

就，個人的國民地位具有重大的關係，委員會有襄 

於此，特對有非聯邦關於國籍的立法加以研究。

聯合國憲章簽訂以前之情勢

四六四. 在一九二六年南非聯邦人民之英國國 

籍及外國人之地位法制定以前，南非聯邦並未自行 

訂定關於此項問题的法律，一切完全適用英國法 

津。次年有一九二七年南非聯邦國籍及國旗法之制 

定，晃予出生於南井聯邦境外而出生時其父爲南非 

聯邦國民的若干人以一種新的身分，卽南非聯邦國 

民的身分。這雨項法律未誅有基於種族或膚色的展 

別。

第八節第二分節。
洲人士地權及印度人代表法（一九四六年第

二十八號法律）也引起了類似的問題。



聯合國憲章簽訂以後所採取之措施

南非公民法 (一九四九年第四十W 號法律）

四六五 . 自從聯合國憲章施行後，南非政府制 

定了一項新法律，稱爲南非公民法（一九四九年第 

ra十四號法津)，其中栽有取得及喪失南非國籍的原 

則。自研对南非種族間題之情勢的觀點言，新法律 

中有兩項規定堪資注意。第一 ,第三節規定該法施 

行後出生於南非聯邦之人，如其父係在禁止移入者 

( 見下文第三節第玉三六段 )之列者，不寻予南井國 

籍。第二，依照一九二七年法律之規定，不列顏國 

協臣民在南非聯邦居住满二年者，當然成爲南非公 

民，《依照一九四九年法律之規定，别主管部長對 

於是否准其成爲南非公民有絕對之裁量權。且申請 

人必須符合較先前法律所規定者爲嚴格之居住條 

件。

式 . 參 政 權 ( 選舉權、被選舉權 

及及其他參預政治之權利）

聯合國憲章簽訂以前之情勢

四六六 . 在南非聯邦成立以前，聯合構成聯邦 

之四領土單位各自有其選舉制度。在脫蘭斯冗爾力 

面，法津中明文規定非白人不得享有選舉權18% 享 

有選舉權者限於白人同様在橘河自由邦方面， 

也谨市民得享有選舉權，而得爲市民者則限於白 

人1®®。在納塔爾方面，非白人具備必裏資格者得列 

入選舉人名單。但一八八三年的法津規定，屬於經 

特種立法規定受特種法院f 轄，或應受特種法律及 

法庭資轄的種族類別之人，—— 卽未經豁免適用關於 

土人之法律的土人一不得列入選舉人名單。同様 

地，一*八力i六年的修正選舉權法在事實上剝奪了亞 

洲人的選舉權 , 難然該法中並未具評提及洲人。僅 

好望角殖民地方面所訂定的選舉人資格不分人種一

Ï«&本節專論有關選舉權、被選，及其他參預政治- 
之灌3 關於公共自由、如言論及發表自由與集會及 
fe lfc之灌利，曾公佈了許多法規和命特別是在 
最近幾年来3 雜然從禅族問題之情勢的觀點來謎此 

類法律亦屬重襄，本章中卻並未加以分析，因爲它 

們本身並未基於種族或膚色而對人口中各種族規定 

差別待遇，但可在第七章中見到就若干此頻法律所 

作的分析。
脫蘭斯％爾憲法 (一八九六年第二號法律)及一

八七六年第一號法津，同第三十五節。
1 8 8同憲法第四十三節。

經 '轉 栽 ^橘 河 自 由 八 九 二 年 法 典 的 橘 河 自  

由邦一八五四年憲法傻 ;E 文。

體適用，但其所定財產條件允其是教育條件之高， 

使非歐洲人絶難登記爲選舉人1®。。

四六七. 英聯王國國會在通過一九0 九年南非 

法的辯論中財論最久的問題之一便是界予非歐洲人 

以選舉權一間題股蘭斯冗爾及橘河自由邦代表堅 

決反衡這一點，而主張將道兩前共和國的現行制度 

推廣至聯邦全境3 他方面好望角代表則力主將該殖 

民地較爲開明的制度普遍推行於全國j 最後所採取 

的解決辦法是一個折衷辨法，英聯王國國會中對它 

表示真譲的不乏其人根據此項辦法，南非聯邦 

國會®得了以法律規定衆議院譲員選舉人所必須具 

備的資格的權利，但附有下列但書

，’......好望角省之任何人經依照聯邦成立

時好望角殖民地之現行法律登記爲選舉人或將 

來有資格登記爲選舉人者，此種法律非經國會 

兩院聯席，譲通過，並經兩院譲員總數三分之 

二以上三讀通過，不得僅因其種族或膚色而剝 

奪其在好望角奢登記爲選舉人之資格3 經此種 

聯席 f 譲通過之? ^ 視爲國會兩院正武通過。"

第三十五節的此項但書通常稱爲 "保障條款"。 

此外爲補充該條款之不足，並 在 第 百 S 十二箭中 

堵列另一"保障條款"：該條款規定第三十五節及第 - 百玉十二節本身非輕依照各該節所規定關於通過 

純因種族或膚色而娥損經使照好鎮角法律登記爲選 

舉人者之權利的立法之特種國會程序，不得取消或 

變更 3 所以這一點具有Ü 重甚或三重保障。我們以 

後將看到等到南井画會通過選舉人分別代表法（一 

九玉年第四十六號法律〉時，便發生了這兩項規 

定的解释和涵義問題I®3。

四六八. 一九二0 年後，歐洲人閩顯然發生了 

一種將角省土人除出普通選舉人名册以外的運動， 

並且似會有人向南非國會•下院提出許多此類法案。 

但一九三0 ^ ^ 授予歐洲種婦女以選舉權的結果，合 

格選舉人的人數實際增加了一倍，因而顯然減少了 

土人選奪的相對勢力；途一九三一年無條件授予所 

有欺洲種男女以選舉權後，先人選票的相對勢力便

1*>̂ 馬̂蘭先生會說一八九二年的選舉法（一八九二 
年第九號法律）將財産條件自二十Ï 镑提高至七十 

五镑，便是爲了該項目的(對衆譲院演講詞、邦協國 
會公報，第三十卷，第一四七至第一四八育，一九 

四九年)。

九0 九年的南非法當然是英聯王國國會新通 
過的一項法律。

I®2- 九0 九年南非法第三十玉節。
I®3見下文第四七九及第四八0 段。



此項歐洲人動歐洲人選票的改變引起 

了角省浪血種人的若干焦慮，但當時的總理赫畫格 

將軍顯然向他們提出了將他們和士人料然予以割分 

的保證。一九二六年時，赫聚格將軍甚至更進一步 

揚出了一個晃予角省以外各省的浪血種人以選舉權 

的法案不幸該法案似乎並未能鍵得任何進展。

：h 人代表法 ( 一九三六年第十二號法津）

四六九 . 九三六年時，赫畫格史未資聯合政 

府通過了土人代褒法（一九三六年第十二號法律 )。 

該法一•般性規定承之一項， 便是將角奢全部士人除 

出會通選舉人名册（卽截至，一九三六年爲ih統一登 

記欺洲人、渴血種人及土人，不加區別的~般選舉 

人名册）之外，r o 另立一單獨的角省土人選舉名

四七0 . 該法昇予南非全部土人以選舉代表土 

人的參議員® 人的權利，其中一人代表  Transkeian 

領士，一人代表角者其餘地廣，-*人代表納塔爾 

者，一人兼代表脱蘭斯冗爾及橘河自由邦兩地3 代 

表 Transkei 懷土的參諷員由 Transkei領土聯合總 

譲會的土人議員所組成的選舉廣選舉之，其他三個 

代表土人的參讓員亦由分別誌立之選舉展選出，各 

該選舉展由族長、頭目、地力譲會、土人保留地管 

理委員會、土人諮詢委員會及爲代表未經任何方面 

代表的土人而專説之選舉人委員會聯合組成之。每 

- 選舉展內的投襄單位應代表居住各該展域內的土 

人納视人，每一投襄單位所投之票數應與其納税人 

之數目成比例3 該法並規定满七年後， 如瘾督確信 

土人a 進展至有理由境加其出鹿參譲院代表席次之 

階■•受時，他可以公告將選舉滿數目潘至六個， 每選 

舉展有權各自選舉參譲員一人。依照該法所選出之 

參譲員以及衆譲院譲員（見下文)之任斯爲五年， 不 

因幸衆兩院之解散而受任何影審a 參衆兩院此種譲 

員之選舉均係閩接性質，依照一九0 力^年南非法的 

規定，當邀此種參譲員者必須爲"歐裔 "國民，並具 

備一般參譲員所須具備之條件。

四七一, 此外，角者土人並有權選舉代表三人 

出 鹿 à ■下 ( 衆識淹) , 各孩代表亦均必須爲 

歐洲種人1»®。

I»4見 Hatch "南非之難局，' (一九玉二年)，第七十

真。
九三五年時 , 有土人一0 ,六二八人列名於角

省普通選舉人名册。自土人移出普通選舉人名册，

改行列入特m 之角省土人選舉人名册後，其人數於 

—九四五年時已增至二 m , o 八四人。參閱南非種族
關係丰册〈一九® 九年出阪 ) Brookes所 著 《政府與行 

政 "篇，第二十九盲。

四七二. 在納搭爾者方面，土人在理输上可取 

得直接役襄權並列入普通選舉人名册，但自僅存之 

土人選舉人於一九四六年八月亡故後，已不》有任 

何非洲人列名於普通選舉人名册

四七三. 一九三六年的土人代表法除爲上述之 

變更外，同時並規定設置•一土人代表會譲I**7。該會 

議以選任之土人代表爲其維成儉子的過半數，行使 

純屬諮詢性質之職權《8。

四七四 . 一九三六年的土人代表法，特別是其 

中関於將角奢土人除出普通選舉人名册之休的規 

定，曾經弓I起允長的辯論。一力面有人把它稱爲非 

洲撒哈拉以南地厲歷来爲准許任何非洲土人在其所 

屬國政治機構中佔一席位而作的最有思慮的嘗試。 

大家必須把它看做是解決非洲民主政治問題的開 

始，而不是終局 I9®。他方面則有人謎"該法所规定 

的 ( 土人 ) 社 1Î5選舉原則是實施隔離政策，擎固白人 

统治的又一•步驟，因此不免令人對它發生極重大的 

異譲 3 是表示非洲士人的代表無庸再同時代表歐 

洲人和非洲土人,因而有镇考慮同一選舉调内種種 

不同而旦往往衝突的利盡a他們從此可以專門代表 

某一類人 '的利盛。但同時也就指出了白人所選出的

參閩周書第二十九育。脱蘭斯冗爾或橘河自由 

省選舉人名册中向不列入土人。

1»̂ 土人代表會譲由參加代表二十二人組成之：卽 
土人事務部長一人，開會時擔任主鹿，土人事務總 

專員五人爲當然代表，另由德督指派土人代表四人， 
其餘十二人（必填爲土人）則由土人殺選，展選出 

之3 該會具有協商及路詢性質之職權：卽審譲擬議 
中有關土人之立法，並提具報告；對土人事務郁 

長交譲事項及所有特別有關土人利益之事項提出意 
見；並建議國會或«議會制訂該會所認爲爲土人之 
利翁所必襄之任何立法。任何撮出於國會之法案或 

揚出於省譲會之條例草案經土人事務èis長證明载有 
特別有關土人利盡之條款時，必須交由土人代表會 

譲審譲，並提具報吿。該會議報吿應送交國會雨院 

參考。
m — 九四六年八月，土人代表會譲因土人代表對 

其缺乏實權顯然感到不满而無期延期，以示 f t 該會 

譲所謂政府未能顧及人的迫切需裏一事提出抗  

譲。該會譲認爲當時的總理史末資將軍所提關於改 

舉的初步提譲無法接受，以後便未再集會。（參閱南 
非種族關係手册 , de V illiers所著 ” 政治 "篇，第五一三 

至第五一六頁 ) 。土人代表會譲經班圖族當局法（一 

九五一年第六十八號法津）予以裁撤，該法規定另 

說一管理土人事務的總機構（參閱一九五一年南非 

法律年鑑，第十六至第十九盲及下文第四八三段）。
i « 9 L e w i n 著聯邦內非洲人之參政權間題"，南非 

種族關係協進社出版 ( 一九四二年 ) ，第十四頁《



- 肯五十位代表顯有專 h 注意促進歐洲人的利益而 

忽視非溯人的需裏和利翁的擴勢

聯合國憲章簽訂以後所採取之措施 

统- 選舉法 (一九四六年第四十六號法津）

W七玉.本法僅是將廣先施行中的法津加以教 

m , 並無任何特殊意義。

蓝洲人土地權及印度人代表法（一九® 六年第二+
八號法律）

旧七六， 亜洲人土地權及印度人代表法（一*九

四六年第二十八號法律）所規定事項中的一項， 便 

是印度人可按社廣選舉制選舉代表出席聯邦國會。 

從此納恪爾和脫蘭斯冗爾兩省的印度人得選舉參譲 

員兩人（歐洲種人）代表其出廣參議院，衆譲員三人 

(歐洲譲 V )代表其出席衆譲院，並得選舉者譲員兩 

人（印度人)代表其出席納港爾省議會。 每一爲南非 

國民之印裔男子年在二十歲以上符合若干輕微之財 

達條件者，俱有權列入特誅之印裔選舉人名册印 

裔參譲員之— 由纏督指派,"以其因從政輕驗或其他 

關保徹底熟悉納堪爾及脫蘭斯冗爾兩省印裔人之合 

理需要及願望爲主裏考盧"，另一人則由印裔選舉人 

選出3 印箭婦女則與男子不同，不得爲選舉人， 因 

爲一九三0 年的婦女選舉權法僅適用於歐洲種人。

四七七 . 上述一九四六年法律中闕於印度人代 

表部分的規定因遭印度人社廣的抵制，從来未付諸

南非種族關係手册 , 一九四九年出版， de 
V illiers所著 "政治 "篇，第五一一育。

南非聯邦國會之通過一 九三六年土人代表法， 是 

顯然認爲它是南并法第三十五節所 IT明的那種性質 
的法律， 因爲當時的政 /T 赫聚格史未資聯合內閣 

曾遵照南非法第三十五節的字面规定，促使聯邦國 

會雨院 (參譲院及衆譲院)舉行聯席會譲通過該項法 

律 a 有人首在南非最高法院中提起訴訟不承認該法 

的效力， 其理由爲該法雖經依照南非法第三十五節 

的规定， 由聯邦國 i ■兩院聯席會譲通過， 朔並非第

五節所預期的法津。南栽最高法院丄訴庭受理 

該案時 ， 認爲這純粹是請法院證明該法是否是國會 

所 通 過 的 " 法律 " 凋題，制定法院應以正式紀錄爲 

準 , ;iff i l  外 去 追 逾 凍 委 , 法
確是國，所通過 —— 這便是適用所謂"法案以紀錄 

爲憑原則 " 。所以結果是法院，騒閲了關於該法是否違 
憲 的 擦 餅 V. Hofmeyr, N- 0-) 一 •九三七年， 

上餅庭制決書養報第二二九，。

^西南非 ,洲事項修正法（一九四九年第二rh三號 

法津）亦不妨一爲提及。該法雜然並不廣響南非聯 

邦本境的役票權，卻改變了興 i ■雨院的維成，因爲 
它在衆議院中潘加了衆譲員六人，在參議院中增加 

了參議員四人， 他們都是白種人，由西南非洲的白 

種選舉人選出。

t m ；印度人社廣對於僅界予一種基於社區選寒制 

的代表權一事表示插烈反對，反之，他們堅決裏求 

列入普通選舉人名册2»2。因此南非國會便在亜洲人 

法津修正法（一九® 八年第四十七號法律）中規定 

取悄•一九四六年法律中關於印度人代表權郁分的想 

定203

選舉人分別代表法 (一九玉一年第四十六號法津）

四七八，一九五一年時，馬蘭政府促使南非國 

會通過~«選舉人分別代表法，據該法弁言宣示，該 

法的宗旨是在"規定好望角者歐洲種人與非歐洲種 

人分別選舉代表出鹿國會及該省省譲會辦法，並爲 

此目的而修IE有關歐洲種人及非歐洲種人登記爲選 

舉人以選舉國會及該省省譲會譲員之法津但內 

政部長提出該法案的實際打算則在將混血種選舉人 

，除出角省.正常選舉人名册以外，面改行列入單獨的 

名册，並准其選出特種代表四人

參閱南非種族關係協進社第十七期年報 

( ― 九四五年至一九® 六年）；南非種族関係手册， 
Brookes所著 "政府與行政 "當，第三+ 育;南非法律 

年鑑，一九K 八年，第八頁。
誠如內政;部長Dr. the Hon. T. E. D ôn ges在向

國會揚出該法案時所承認，該法案爲政府整個"種 
族隔離"政策的一部分。南非共有土人九百萬人；浪 
血種人一百萬人；印度人三十萬人；白人約二，七玉 

0 , 0 0 0 人。該部長續稱，南非自從採行代譲政治 
以来，政治工受非歐洲種人統洽的恐怖像烏雲般籠 

置着全國。在橘河自由省和脱蘭斯冗爾力面，負責 

人士會力圖以直接方法贼低該項危機。該部長認爲 
角省浪血種人的選票向来是一種偽装和詐欺。在選 

舉時期，候選人用不正當的方式營求他們的選票，並 
對他們作種種的諾言，但等到選舉以後》卻祀諾言 

忘卻淨盡。（不列顏國協國會公報，第三十二卷，第 
六 0 —*頁' (一'九玉一■年））。

衆譲院中歐洲種人與渴血種人代表的比率至此 

乃成爲一五0 人比四人。雖然誠如反對黨衆譲員 

Mr. Davis 在衆譲院所指出，南非* - , 0 三0 , 0 0 0  
混血種人中，紙有Î 萬人有投票權，然而因爲他們集 

中在角省的闇係，混血種選舉人可以參加衆譲院譲 
員約五十五人的選晕，事實在二十五個選擧廣中， 

他們所投的票足使他們對k 最後的結果舉足重輕。 
不列靡邏遂画 i " # 報，第三十二卷第六0 七頁(一九 
五- 年 ) 。在—個雨黨對立而雙卞資力相差無多的衆 

議院中，各選舉廣僅憑微縣的多數卽可選出衆譲 

貴，大勢所她，角者的浪血種選舉人確能在國民熏 
政府和反對 (聯合 )黨之間擔負起公斷人的任疲，這 
一點是內政部長D ônges在衆譲院的辯論中所明白 

承認 (見同書，六0 二育）。事實工如嚴能將混血種 
選舉人除出正常選舉人名册之外，國民黨政府確有 

理由期望擎固其在衆譲院中的微蘇多數，因爲大家 
似乎都承認，渴血種人朋 投̂的票, 絕大多數是擁議 

反窗 (聯合 ) 黨的。



旧七九 . 一九Ï -*年的選舉人分別代表法仿照 

— 九三六年土人代表法的前例，規定誅置一混Jfil種 

人事格委賛，，以混血種人事務局局長爲主席 j 該 

委 g 會由指派分別代表納塔爾省、橘河自由省及脫 

蘭斯a 爾潜之涯ÉL種委員三人及選任之涯血種委H 
八人—— 卽由依照選舉人分別代表法爲選舉角省出 

席衆議院之涯血種議員而割定之角者四選舉區各自 

選出二人—— 維成之3 混血種人事務委員會的職權 

是梅政府的睛求，就有關全境混血種人的事項向其 

提出意見，就有關混 Ik植人的利益提出建譲，並作 

爲政庇奥泥血種人間的承轉機関。

四八0 . 因爲一九五一年選舉人分別代表法係 

南非國 t ■雨院分別以過半數票通過，隨後便有人在 

南井最高法院上訴庭提起不承認該法效力的訴訟， 

其理由爲該法雖是«於 南 非法第三十五節規定範圍 

的法律，其通過卻並沒有遵照南非法第三十玉節所 

規定的特種達序，邵便是說在南非國會兩院的聯庸 

會議中獲得三分之二多數的同意。

在 ’H a r r h 對 內 政 部 長 案 中 ，最高法院上 

訳庭制定一九五一年選舉人分別代表法無效。

四八一 . 馬蘭政府誅置一有權推翻 _1訴庭制決 

以期規避 H arris案的制决的企圖，也遭遇到了選舉 

人分別代表法的同樣的命運, 二詳庭一致制定國會 

高等法院法無效2。7。

四八二 . 是以南非政府至今尙未能將一九五一 

年選舉人分別代表法付諸實施，在一•九五三年的大 

選中，角容卞面仍係照先前的選舉人條例辦理。

班圖族當局法 (一九五一年第六十八號法律）

四八三，該法對土人事務的管理，尤其是•-九 

三六年土人代表法所sa置的特種代表制度，弓I入了

南张法院制决書覺報 (上斬庭 )第二卷，第四二 

八育（一九五二年）.
內政部長對 H a r r ü 案，南非法院制決書覺報 

(上訴庭）第四卷，第七六九育（一九五二年）。

總理（馬蘭先生）a :i i î  •-九五三年大選所産生的 

新國會提出了一項新法案，旨在修正一九0 九年的 

南非法，實施一九五一年的選，人分別代表法，並 

明白規定法院宣吿國 i ■所通過法律是否有效一事的 

權限間題 j 我們可以看到該項新法案（南非法修正 

法案）是依照南非法第三十五及第一百玉十二雨節 

的 "保障條款 "所規定的特種 ;1 序 ïf，!國會兩院聯鹿會 

議提出的。該法業於一九五三年七月十五F3舉行二 

讀，至三讀則尙未舉行。

許多重大的改變它裁撤了一九三六年法律所設 

置的土人代表會譲，授權總，督召集土人倉長會議， 

以便査明南非土著人民的意向。該法將土人區域的 

地方當局加以改維，新設下列各機構：（i) 部落議 

會（由部落會長及■其領間人員組成）—— 掌理一*般性 

的地方事務；（i O 席域譲會（由會長及其顧問人員 

所選出之代表組成 )一 一 具有路詢職權，並有權就一 

般性間題句部長提出意見，並行使若干行政權力； 

( H i )領土譲會（其譲員就每一領土中各展域譲會之 

代表中選任之 )—— 其權力與展域譲會相類似，但範 

圍梭爲廣大，該法規定部長之代表得以諮詢資格列 

席各展域及各領土譲會、。

参.遷徙與居件

四八r a . 兩波爾* 和 國 （脫蘭斯冗爾及橘河自 

由邦）及兩英屬殖民地（好望角及納堪爾）都訂有 

很多法律，限制若干人民在該領土內的遷徙自由、管 

制、甚至禁 ih他們在若干地點定居或居住，或對他 

們進入其領土施以管制、

四八五. 這些法津中有些是以般弊白種人爲

對象也有些則專適用於土人 211或 洲 人 212。有 

時法庫並不說明它是適用於某一種族之人，而事實

卻是適用213。

參閱第四七三段及上列附九八。

參閱橘河自由邦法典第一百三十三章關於禁止 

非法居住之有色人盜竊牲畜、遊蕩及廣集之法律及 
該邦一八九三年第八號法律，一八九九年第八號法 

律；南非共和國（脱蘭斯冗爾 )一八九六年八月二十 
六日國會決譲案。

1參閱好望角殖民地一八六七年第二十二號法律 

及一八九五年第三十號法律；納塔爾一八五五年第 

二號條例；南非共和國(晩蘭斯冗爾 )一八八0 年第 
六號法律，一八九一年六月十日及一八九三年九月 

六 日國# •決識案及一八九五年第二十四號法律，一 

八九八年第十五號法律，一八九九年第二十三號法 

律等 _>
見好望角殖民地九 0 ® 年第三十七號法律 

( 中國人徘斥法）；橘河自由邦法典 ( - ^ 八九二年）第 
二十三章（關於防 Ih亞洲人湧入之法律）；脫蘭斯冗 

爾國，於一*八八八年玉月九日所通過之決譲案。

3特別是若T 法律訂有移入民的教育條件。參閱 
好望角殖民地一九0 二年第四十七號法律；納搭爾 

一八九七年第一號法律(移民限制法）及納塔爾一九 

0 三年第三十號法律。又參閱晩蘭斯冗爾一八九六 

年第二十五號法律，該項法律似係適用於在脱蘭斯 

爾各礦中工作之歐洲移入民，而並不適用於非歐 

洲人。



四八六. 爲叙通使利起見，本節依照第W 八四 

段中所提及的三點分爲三分節：

( 0 在國境以內之遷徙；

( i i ) 定居及居住；

( Ü 0 進入國境。

( i ) 在國境以內之遷徙 

聯合國憲章簽m■以前之情勢

四八七. 限制土人在國境內遷徙的法律以及若 

干管制其進入國境的法律通赏都用 "通行證法，，這 

頗爲為糊 的 名 稱 來 稱 呼 關 於亞洲人特別是印度  

人進入聯邦或各省的限制，則以移民法及其施行條 

例爲根據（見本節第 (iH )分節）。

ra八八，自一九0 二年波爾戰爭終 Ik至一九C  
九年南非聯邦正式成立的過渡期間，曾有好多起調 

査委員會調査通行證法的實施情形

聯邦成立後亦曾誅置調査委員會調査此項間

題 216。

四八九. 政麻會對調査委員會所提的若干建議 

加以考盧，並實施局部的改革。但大體說來，直至 

通過 - * 九五二年土人 ( 取:t t 通行證及統一證明文件） 

法爲 l b , 該項制度始終在實施中。事實」;■卽在通過 

該項法律以後，情形也並未立卽大爲改觀，因爲它 

所訂定的制度必須經過一相當允長的時期，縫能逐 

漸確立。

四九0 ,  土人法律調査研究委員會（一九四六 

至一九四八年）在其報吿書中稱，對於所謂"通行 

證 " 很難找出一個圓满的 甚或致的定義："我們 

從所詢問的歐洲種人或土人都得不到一個圓满的定

關於全盤問题，參閱南非種族關係協進社第四 
期年報，一九三三年。又關於 K ah ii所著通行證法 

及經濟暨社É•理事會第+ 六屆會正式紀錄，辅編第 
十三號：適迫勞役問題專說委員會報吿書，文 件 E,/ 
2 4 3 1 ,第六0 0 至第六0 — 及第六0 四至第六一三 

育。

SIS如南非土人事務委員會 (一九0 三年）、納塔爾 

土人事務委資會 ( -^ 九0 六至一九0 七年）及晩蘭斯 

冗爾磷業委員會 (一九0 七至一九0 八年)所舉行的 

調査 .
九一八年礦業工人罷工後算調査土人礦工 

之訳苦而指派之專員、一九二0 年爲調査土人反對 

實施通行證法之消極抵抗運動所設各部聯合調査委 
員會、土人經濟情況調査研究委員會(一九三二年） 
及土人法律調査研究委員會（Fagan Commission) (一  

九四六至一九四八年）新舉行之調査。

義，但我們相信下面的說法是不錯的：在土人的心 

目中，任何譜明文件都是一種通行證，他們的反對 

通行證就是指下列的證明文件而言：（<ï) 該項證明 

文件非所謂各種族人民均填擴帶，僅某一種族人民 

始填播帶者；（0 該項證明文件係限制關係人行動 

自由或( 6 ) 鬪係人必須時時随身擴帶者，因爲法律 

規定經警察及若干其他官員裏求時，他使有提'出該 

項證明文件的義務，單是不能提出證明文件一舉的 

本身便構成了應受德罰的犯罪行爲217。
旧 九 依 照 上 述 三 項 標 準 ，下列各項法律所 

規定（或保持）之各種證明文件均可視爲通行諧：

(a) 土著勞工管理法 

(一九 年第十五號法律）

四九二. 該法透過許多種條例ffiî適用於若千經 

宣佈之勞工展域" s 。該法所涉及者僅爲應募待傷、受 

« 或工作於任何礦場或工廠之土人，後者係指使用 

機械之場所該法大政規定土人應持有傷傭契約 

— 式兩⑤•，該項契約在其«傭之農場或城市廣域卽 

作爲通行證3 土人如欲前往此種展域以外之地點， 

必須先行獲得經其« 主簽字之許可證。 九四Ï 年 

之土人（城市展域）法律統一法（一九四五年第二十 

玉號法律）所晃予城市當局制訂管理土著勞工條例 

的權力，較一九•-一年土著勞工管理法所规定者爲 

廣大，因此依照一九四五年法律所制ST的各種登記 

條例使遂漸替代了宣怖城市區域內爲實施一九一一 

年法津而制訂的同類條例。是以至一九四七年、 -  
九四八年左右，一九一 -年的土著勞工管理法的主 

栗適用範圍，B 僅限於金礦業力面

四九三，一九一-*年土著勞工管理法經土人法 

律修正法 (一九四九年第五十六號法津）加以修正。 

自此法律本身直接規定主管當局有襄求每一訂有服 

務契約的土入出具證明文件的權力而不復如先 

前那様慮在依據法律所制訂的施行條例中加以規 

定。

(b) 土人納税及發属法 

( ― 九二五年第四十一號法律）

四九四 . 依照該法第七節（一）的規定，任何征 

收吏、任何經征收吏書面授權之人，任何歐籍警務

一 土人法律調査委員會報告書九四六至一九 

四八年），第三十九段„
«同上，第六十九段3 

2«一九 -------年土著勞工管理法第二節。

南非種族關係手册(一九ra九），K alm所著"通 

行證法 "篇，第二八八育。

見增訂第二十三節 (一）d 附款。



人員、任何經政府委派或承認之土人，長或頭目， 

如認爲任何土人依據該法應缴納某項賦桃時，得要 

求其缴驗納税 :收據、免桃證、或延期納税 :證。

四九五. 如並無適當理由而担不缴驗此種收據 

或憑證者構成應受戀罰的犯罪行爲，處五镑以下之 

罰金，其無力完納者，易科一月以下之拘役（第十 

節 ）；此罪與欠缴賦税罪分開許算2" 。

(<0 土人營理法 

(一九二七年第三十八號法律）

四九六 . 依照該法第二十八節第一項之規定， 

總督得於政府公報中公吿，

(a ) 設置並割定土人有須擴帯通行證之通行證 

展域；

( b ) 制定管制及禁 !b土人出入此種展域或在此 

種展域內部行動之條例；

{ c ) 全郎或局部廢 Ih有關士人攝帶通行證之法

律。

四九七 . 九三四年時，總督依照本節之規定 

發表公吿 (一•九三0 年第一五0 號公吿 )，宣佑廣.止 

脱蘭斯冗爾及橘河自由邦原有之旅行邁行證法，而 

劍立一植兩省通行的制度，但各該省内經割定的土 

人阔域則不在此限。該項公告規定，除經 «定之土 

人區域外，，任何土人非待有主營官員所發給之通行 

證，不得進入或離去該兩省，或在該兩省內旅行。

土人經警察及至主管官1 要求時，必須缴驗總 

督依照一九二七年土人管理法第二十八節的規定於 

~ 九 三 四 年所發表第五 0 號公吿修正文所稱在脱 

蘭斯冗爾及橘河自由省旅行所應擴帯的通行證 223。 

依照一九五二年土人 (廣 ih通行證及统一誰明文件） 

法的規定， 自該法規定之日起，土人之此類通行證 

應卽廢 i h , 而改發一種査考證書。

四九八 . 第一五 0 號公吿規定若干類土人免予 

擴帶通行證，但彼等必須疆廣豁免證件：對於個人， 

亦得按照同様條件分別給予豁免。

此外，依照該法第二十八節的規定，總督得絵 

予任何土人以豁免書，就明除若干特定之法津外，持 

龍人免予適用此類特別有關土人之法律。又依照本 

節所制訂之條例224規定土人得免予適用該法中若千 

項有關通行證之規宠。

(d) 土人服務契約法 

(一九三二年第二十四號法律）

四九九 . 該法的目的是在防 !h«用不持有若干 

種身汾證明文件的土人。此類文件的性質經該法第 

二節第一、三雨項中加以訂明其格式亦經另行 

制訂條例加以規定。經要求時土人必須纖驗此種文 

件。如土入缴納稚項時，其納税:憑證卽作爲身汾證 

明文件。

五0 0 . 該法中關於身後證明文件部分僅適用 

於晩蘭斯冗爾及納i答爾兩者22®。

五0 — . 依照一九五二年士人（廣止通行證及 

统一證明文件 ) 法的規定，自"規定之日"起,該法所 

規定的證書將替代上逃一九三二年法律中所規定的 

身汾證明文件。

( « ) (城市展域)士人法律統一法 

( - * 九四五年第二十五號法律）

五0 二 . 該法一如其名稱所示，係在统一關於 

管理土人在诚市展域或其鄰近居住與此種展域內的 

土人事務行政、若干展域内土人服務契約的登記及 

其管制方法的改進與士人進入此種區域及在此種展 

域內居住的管理以及其他若千有關土人事項的法 

律。

五0 三，本節第（i i ) 分節227將對若干規定作較 

詳細的分析。由該分節的叙述可知在宣佈區域內土

222依照土人納税修 正 法 （一九三九第二十五號法 

律 ）之規定，關於延不付税及拒不缴驗憑證兩罪之 

訴究與懲 SÜ不得速續執行。

223土人法律調査研梵委員會報吿書，一九四六至 

— 九四八年，第六十七育。

224政府通吿，一九三六年第一二三三號。

22«該法第二節第一項規定如下："在南非有住所之 

土著男子，非經缴驗依照條例規定爲此種士人所應 
待有之身设證明文件，任何人不得« 用之，任何政 

府官員亦不得發絵此種土人以任何通行證或其他類 

似文件，使此植土人得以前往家鄉以外之任何地點； 
年織未超過或似未超週十八象之土人，如係英子， 

並非經缴驗此種土人之監護住所所在地地主（成其 
代理人）及此種監護人簽字之證明書（此項證明書 

可載列或背書於上通身明文件 )，如係女子，並 
非經缴驗經其監護人簽字之證明書，二者俱須證明 
此種土人業經其許可得在此項證書所規定之期閩訂 

立 ® 墙契約，否則任何人不得傷用之"。
第二節第三項稱:"如由土人依照第一項所缴驗 

之此種身汾證明文件發現該土人之住所係在股蘭斯 

見爾省或納堪爾省± 人居留展以外之土地時，此種 
土人非先缴驗其與該項土地地主所訂個工契約或經 
此種地主或其代理人簽字之聲明書（此項養明書得 

载列或背書於上述身證文件 ) , m n 此種土人在某 

某期問並無對其服勞務之義務，任何人不得於該項 
期間《用之"。

咖第十三節。

227見第五二四段及以下各段。



著男子經要求時，必須'缴驗其服務契約曾經登記有 

案的證據D 他並且必須擴帶一證明文件，證明他會 

經申請許可其進入宣佈區域，並有否獲准。

五o r a . (城市區域)土人法律统一法的特點之 

— 便是規定土著女子亦必須擴帶若干證明文件，依 

照前面所研財的各項法律，則通行證制度大i i 上僅 

適用於土著男子。

冗0 五.若干類土人路免適用關於通行證的规

定。

五 0 六 . 第三十一節 " 宵禁 " 亦屬重裏。依照這 

一節的规定，德督得彻任何城市地方當局或生管部 

長之請，宣怖長期 f ï 禁，卽規定土人不論男女，除 

持有經其傷主或經其傷主授權發給此種土人此項許 

可譜之人、或經城市地力當局或部長授權發給此項 

許可證之人或警察官員簽字之許可證者外， 不得於 

晚閩在該項公吿所規定的鐘點出現於該當局控制區 

域 P 3的任何公共場所。每一許可 i t 應載明發給日期 

及其適用之日期及鐘點此項規定不適用於士人區 

域村莊， 亦不適用於若干類土人

— 九M 七年時， 聯弗城市K 域有二百八十五處 

施行宵禁條例。

聯合國憲章簽訂以後所採取之措施

土人 (廢 Ik通行證及統一證明文件）法 （一九五二年 

第六十七號法律）

五0 七.土人事務部長參 譲 員 Dr. Hon. H. F. 

V e rw oerd於一九五二年五月 !'nj聯邦國會提出此項法 

案時稱：所謂通行證制度對於土人本身及歐洲種人 

俱或不便，此項法案的目的便是在簡化和改良該項 

制度。它提譲用一種身汾證書來替代土人所必須擴 

兽的多種通行誰及其他證明文件，該項身汾證書旣 

便擴帶， 又易了解，而同時主管當局也可以儘量用 

温和的方武来行使管制。此項法案如獲•通過， 則法 

典中所規定的全部舊武通行證—— 在不同情况下約 

填二十七、八種證明文件一 槪可取消。一般土人 

每年須領通行證達六種之多—— 通常爲納税憑證、 

旅行通行證、移民許可截、尋找工作許可證，及i 述 

證明文件之一的副本。改發之査考龍書將提及有須 

土人舉譜的每一事項。此項法案必須與新近通過的 

— 九玉0 年人口登記法會同審譲，依照後項法律的 

規定，所有各種族人民年在十六歲以上者必須持有 

附具照片的身證內政部現正依照該法的規定

進行欧洲種人的登記，他擬同棟進行土人登記事 

宜。此項法案將使土著男子的地位發生十分重大的 

改變，因爲自從一*八玉七年以来，這是第一次不僅 

在事實上，而且在精神上承認了土人的行動自由。 

行動自由的唯一限制便是那些襄尋找工作的人必須 

領 取 許 可 證 23»。

五0 八 . 討論時，參譲員 W. G. Ballinger (土 

人代表）說，標題中的"廢 I t "字様應予删去，改爲 

"土人 (通行證及统證明文件 )法案"，該法案如此 

稱呼力爲正確大家如果一想南非每年每十人中必 

有一人入獄若千時期—— 大多數是違反通行證法事 

件"~一便可知道該項法案的重要性3 該法案規定所 

有土人都必須蓋指印和掌印，他們將認爲這是一種 

侮辱3 這一點用來就明現時在豁免之列的士人一一 

牧師、教員等等一 ■尤爲適當，他們對於被聪而降 

至一般土人的水準，一定會特別感到憤慨2®i。

五0 九.此項法案經於二讀復發交審査委員會 

審：■義具報。審査类員會提出了若干項修正案，其中 

有一項規定凡先前（卽很據原有法律)獲准路免擴籍 

通行證的土人，槪發給與尋常身泳證書顏色不同之 

身儉證書，以示其先前享受豁免待遇

關於將此項法案適用於土著婦女間題，審査委 

員會宣稱土著婦女履行就業登記、進入城市或實施 

宵禁條例時旣須纖驗證明文件，則彼等當以擴蒂身

汾證書較爲便利。

五一0 . 在國會特設審査委員會聽取各方對於 

此項法案的意見時，種族關係研究會角省西廣委員 

會會有意見提出，堪資注意。該研究會在其向委員 

會陳逃的意見中宣示它贊成廢止若千關於旅行通行 

證的法津，並且指出非洲土人擴帶一種査考證書當 

較攝帶多植單獨證明文件爲便利但它指出因满廣 

達若于旅行通行證而獲得的若干表面的行動自由將 

僅適用於爲期不趙過四日的鄉展或诚區旅行。關於 

前往限制區域內就業的管制指施（例如購賈火車票 

許可護、爲期趙過三日的入境許可證、«傭契約及 

肖禁通行S ) 將依舊存在。

此体，種族闕係協進社並認爲此項法#將使土 

人受到若于新的限制a 南非人民認爲任何經裏求時 

必須缴的證明文件，特別是與行動有関的證明文 

件，都是一種"通行證"。該法規定査考證書一經要

此類規定之若干方面業經一九五二年土人（廢 

止通行證及統一證明文件）法加以修正。
見工文第四五九段。

不列顏國盛國i ■公報，第三十三卷，第玉四玉 
育至第五四六頁（一九玉二年）。

口 1同工，第玉四六頁至第五四七頁。
282同工，土人事務部長Mr. Verwoerd演詞，第七 

六O 頁。



求便須缴驗, 事實上便是施行一種新的通行證，該 

項通行證適用於土著婦女和成千成萬的非洲人，特 

別是角省方面的非洲人他們向来無須擴帶必須随時 

隨地缴驗的證明文件，而那種新通行證卻對他們一• 
體適用。對婦女實施卽時逮捕程序足以滋生重大流 

赞，必直非洲人堅決反對

玉一一. - 九五二年第六十七號法律的主裏规 

定爲其第二節第一項，該項規定措詞如下：

" ( - ) 生管部長得於政府公報中登載通吿， 

規定年满十六歲居住於通吿所規定之展域並屬 

於通告所指類別之每土人，必須於某一時期 

內在規定之時間及地點往見官員，俾便將依照 

部長決定之格式所制定之査考證書發給此種土 

人。"

五二.依照此項法律的規定，應成立一土人 

事務中央資料局，以便營集査考證書中所記栽的一 

切事項土人依照第二節第一項所稱通吿之規定 

往見之官員應取具土人指印，而發給以查考證書 

關於會長或頭目、教員、牧師、辯護士及若干其他經 

列舉之土人，持有依照一九三四年第一五0 號公吿 

所發給之豁免證者，無須蓋具指印，但如該土人能 

簽字時，應卽備就簽字式様，其査考證書封面之顏 

色應與後給專常土人者不同23«。依照一九五0 年 

人口登記法發給土人之身汾證，應黏附於査考證 

書"7。

五一三. 在部長所規定的日期以後的任何時 

閩，如果發現依法必須領具査考證書的任何土人未 

持有此項證書時，得將其帶往土人事務專員處，該 

專員得將其拘禁於收容所、拘留所、警察局拘留室或 

監獄中，其期限不得起過七日，但得延長之，該專 

員應在此期間舉行査詢並辦安査考綴書發給此種土 

人

五- * 四.獲准豁免適用任何法律之規定或適用 

土人法律及習慣之任何土人得講求將此項豁免的全 

部詳情記錄在査考證書中23»。

383種族關係研究，一九五一至一九五二年，第三 

十頁。
第十一節。

第三節。

第三節（玉）。
287第旧節。

^«第五節。

第七節。

五一五 . 第八節規定如卞：

" (— ) 自規定之日起，任何人：

’’ (a) 與年満十六歲而屬於依照第二節第 

-項所後通告所規定頻別之土人訂立傷傭契約 

( 須非依照一九一- - 洋土著勞工管理法(一九一 

一年第十五號法律）第二十三節所制條例應予 

登記之契約）依照ifa種契約，此項土人應受傷 

於依照城Ti?展成法第二十三節所宣佈之展域以 

外之展者;或

" ( b ) 與 a 達上述年龄，屬於上述規定頻 

別而依照城市展域法第二十三箭第二項之規定 

蕩准豁免適用該節第一項規定之土人釘立懷傭 

契約者，應於訂立此項契約後十四日內，將此 

項契約所規定之事項報吿此種土人受傷縣® 之 

土人事務專員，並記入發給此種土人之査考證 

書a
" (二 ）如此種土人擅離服務場所或此種契 

約满期時，上述之人應於擅離情事凝生或契約 

期满後十m 日內將此項满期或潛離情事通知上 

述土人事務專員，如係契約满期時，並應將满 

期日期記入此項土人之査考 f t 書。

" ( 四）每一合於法定意義之地主（須符 

九三六年土人信能某金及士地法（一九三六年 

第十三號法律））第四十九節之規定應於規定曰 

期後一個月內將在該項日期居住於該項土地之 

每一合於法定意義之個工或非法居住者之規定 

事項陳報該項土地所在縣廣之土人事務專員， 

以後並應随時將成爲或不復爲該項土地之個工 

或非法居住者之每一土人之規定事項陳報該土 

人事務專員。

” (六）年满十六歲而屬於依照第二節第一* 
項所發通吿所規定類別之每一土人，並無須依 

照第一、第二、或第四項之規定將其有關事項陳 

報土人事務專員者，應毎三月將有關其本人之 

規定事項陳報其當時居所所在縣15之土人事務 

專員，土人事務專員應按規定方式將各該事項 

記入此種土人之査考證書C "

但如與土人所訂立之任何傷傭契約爲期不满一 

個月，或 訂 約 之 土 人 係 計 日 勞 工 或 零 工 或 係  

擔任獨立包工時，則無填爲訂立或終止傷傭契約之

通知240。

24。第八節（三）。



s —六.關於經要求時應卽纖驗査考截書一 

節，第十三節規定如下：

" - H . 任何主管官算得隨時宴求年满十六 

歲而屬於依照第二節第一項想定所發通吿所规 

定類別之任何土人纖驗依照本法醫給此種土人 

之査考證書C"

玉一•七.任何土人輕主管官員之襄求不能或拒 

不纖驗査考證書者爲犯罪，經制定後處十镑以下之 

«金或一月以下之拘役土人如全然缺乏査考證 

書時，處五十镑以下之罰金或六月以下之拘役。

五一八. 原先法律中關於經襄求時應纖驗旅行 

證及證明文件的規定，在本法所稱"規定日期"將有 

多少被廣止或修正，在上文論列這力面早年立法的 

各段中業經予以說明。

(Ü) 定居及居住

聯合國憲章簽訂以前之情勢

五一九 . 上面一分節所述各項法律，大多數是 

以防 ih土人離開其定居或居件地點，或管制並限制 

其在某地廣或區域定居爲主要目的。亞洲人的定居 

及居住也受到移民法律的管制，該項法律將於本節 

第 (m )分箭中加以研討。

土著勞工管理法 (一九一一年第十五號法律）

五二0 . 上 文 &經 說 過 本 法 係 限 制 受 傷 於  

本法所適用展域之土人，非持有經其《主簽字之許 

可證不得離開鄉村或城市调域。

土人« 傭契約法 (一九三二年第二十四號法律）

五二一 .本法规定適用本法之土人非持有若干 

種身汾證明文件不得受人傷用或自由遷徙。適用本 

法之土人如係居住於晩蘭斯冗爾或納塔爾省者，必 

須缴驗其本人與地主閩所訂立之個工契約，或緩此 

種地主簽字之聲明書，聲明此種土人在該項期間並 

無择彼服務之義務

土人管理法(一九二七年第三十八號法律）

五二二. 本法係使土人留於土人保留地政策的 

- 部分。本法中關於通行證部分的規定業經文加

以分析244。

五二三. 依照一九二七年土人管理法第五節的 

規定，總督有權於其認爲公共利盡所必要時，隨時 

命令土人或土人部落自任何地點遷移至任何其他地

點。

(城市展域 ) 土人法律统一法（一九四玉年第二十五 

號法律）

五二四. 本法一如其標題所示，是將許多先前 

的法律加以统一，其主裏動機係在防ih土人大量移 

殖於城市展域或城市展域之鄰近地帶。大體親:来， 

—九因五年法律更加強了先前立法中所訂下的各項

規定。

五二五. 本法中最重要的规定載於第二十三 

節第一項。這一*節规定土著男子所訂立的每-*服務 

契約均須登記，並規定行政當局對於它所認爲非根 

據誠信相学原則之契約，有拒絕登記之權。

其次，任何土人欲進入宣怖展域者必須纏得准 

其留在宣佑區域的許可，行政當盾遇有下列情事得 

拒絕給予此種許可：

( 0 由根據第二十六節或第二十七節所製统計 

報吿可知宣傩展域內可資《用之土著勞工有過剰 

時；

( i i) 如土人不能證明曾遵照有鬪土人攝權通行 

證之法律，.如係在脫蘭斯冗爾及納搭爾甫省者又並 

無一九三二年土人權傭契約法（一九三二年第二十 

四號法律）施行條例所規定之身汾證明文件，或維 

持有此種身後證明文件，而據該項文件所栽，此種 

土人係居住於該項法律所訂明之土人居留展以外之 

土地居住，並未經解除對其居住地爲該法所訂明之 

地主服務之義務時

五二六. 第二十三節第一項  款栽有有關土 

著女子居住的[類似原則。

五二七 . 第二十三節第一項 h 款尤其有重大 

意義，該款准許行政當局：

第十五節。
2 «  g  结 -*  恐

Mg關於第二節第^ 項全文，見附註2.25。 

見第四九六段。

245自一九五二年土人（廢 .l b 通行證及統一證明文 

件）法所規定之"規定日期 "起，第二十三節第 
節 e 項（i i )措詞經改定如下：

” 如土人未持有依照一九五二年土人（廢止涯 

行證及統一證明文件）法所發査考證書，或其在 

脱蘭斯爾及納塔爾兩省者，雖持有此種證書， 
而據該項誰明書所載’此種土人係居住於一九三 

二年土人懦傭契約法所訂之居留展以外之土地居 

住，並未經解除，其居住地爲該項法律所訂明之 
地主服務之義務時"。



對於任何未訂立《傭契約之土著男羊， 

除經生管官員發給登記證，准其登記證中所栽 

明之期間留在城市展域者外，禁 Ik其逾越规定 

期閩而仍停留於該展域，此項逾越期間無論如

何不得超過十四  ............. ....未訂有懼傭契

約而依法登記之土人必須擴帶幾定之謙明文 

件，並於主管官員裏求時缴輪此項證明文件： 

但出生並永久居住於此種展域之土人應免除此 

類義務。"
五二八. 本法第二十九節准許行政當局無須拘 

票在任何城市展域或任何宣俯區域逮捕有"游情、放 

蕩或行爲不軌"嫌疑之土人。這節的規定經一九五 

二年土人法律修正法大爲擴充與加強2« 。

五二九 . 此外，本法並限土人在城市展域定居 

及居住的權利；德督得以公告禁Ih任何土人在城市 

展域内專爲土人而誅立之居留展、土人村莊、或土人 

寄宿舍■以外之地點居住(第九節 )
聯合國憲章簽訂以後所採取之措施

種族分展法(一九五0 年第四十一號)
五三0 . 種族分廣法（一九五0 年第四H 號 

法律）無疑是依照現政府"種族隔離"政策制定的最 

重襄法律，是以本委員會曾加以鎭密的研究。本法 

以及作爲其補充的種族分區法修正法（一九五二年 

第六十五號法律）不僅對定居及居住自由施以重大 

限制，而且對財逢所有權中的不嚴産所有權施以重 

大限制。本章第四節對本法所作分析便是以此種觀 

點篇基礎248。
土人法津修正法(一九五二年第五十四號法律）

5Ê三— . 本法所規定的事項中，有一項是對一 

九四五年(城市區域)土人法律統一法第十節加以修 

正 _<修正第十節案文規定，土人不得在城市區域或 

宣怖區域停留七十二小時以上，除非

"(<0該土人係出生及永久居住於此種展域

者；

"(Ô)該土人在此種嚴域爲同一傷主工作a  
满十年或合法居留於此種K 域B 滿十五年，並 

在各該期間未經確定有罪，制處拘役七日以上 

不得易科罪金，或制處拘役一月以上而得為科 

罪金者；

24®見下文第五三二段。

247關於一九四Ï 年 (1 ^市域 )土人法津统一法對 

土人在城市廣域取得不動産所施限制，見下文第四 

節第五五0 段。

*« 見第五五S 段以下若千段。

"(<0該土人係本分節(《) 或 （Ô)兩項所稱任 

何土人之妻或係該土人之未婚子女尙未至依照 

一九二五年土人納税及發展法（一九二五年第 

四^ 號）之規定應缴納统税之年齡，通常並 

係與此種土人同住者；

" 0 0 該土人業輕該城市地力當廣指定之人 

給予許可准其繼續居留者

五三二 . 本法並對(城市區域)土人法律統一法 

(一九四五年第二十五號法律)第二十九節修改闇於 

有 "游情、放蕩或行爲不就"嫌疑之土人的规定加以 

修正，修冗案文對行政當局之處理此種土人給予很 

大的權力，其措詞如下：

" ( - ) 如任何.主管官員有理由相信某城市展域 

或依照第二十三箭所宣怖之某展域內之任何土人： 

" ( « )係一游情之人，卽 

" ( 0 該土人係經常失業，並無正當而充分 

之諶生力法時；

" ( î i )該土人因其自身行爲失檢或過失（解 

释上包括以賭馬、賭博或其他力法浪費資財在 

內）致不能維持其自身生計或依法應予扶養之 

受扶養人之之生計時；

" (ü i )該土人有酣酒或服用廉醉品之瘾癖， 

致不能維持其自身生許或不能或怠於維持依法 

應由其扶養之受扶養人之生計時；

' '( i v )該土人經常乞人施捨金錢或什物或引 

誘他人爲其乞人施捨金錢或什物時；
” (6 )係一不良份子，卽 

" ( 0 該土人經制定犯有一九一七年刑事餅 

訟及證據法 (一九一七年第三十號法律 )第三 

表所列舉之罪，卽犯有達反禁止以致醉酒類供 

應土人或渴血種人之法津之菲時；

" ( Ü )該土人館售或供應土人啤酒 （kciffir 
b e e r )以外之政醉酒類，或非法據有此種酒類， 

經制定有罪，或於三年期閩餘售或供應土人啤 

酒或非法據有土人啤酒，經制定有罪而不J h -  
次時；

" ( i iO 該土人依照第二十三節第一分 節 （C) 
項規定必須離開宣佈鳳域，而並未離開，或依 

照該分節（《) 項規定必.須離開該區域而並未於 

該分節所規定之期閩離開該展域，或於該項規 

定斯閩尙未屆滿時又囘返至該展域時；

"(ÎV )爲依照第二十三節第一分節（<i)項规 

定非有該項所规Æ 之證明書不得爲該項所列舉 

之任何目的進入某展域之女子，未具備上述f t  
明書而爲此種目的進入該廣域，或進入該M 域 

後，經主管官員要求而不能纖驗上述證明書時，



" 第一分節所稱之官員得無須拘票逮捕該 

士人或設法將該土人逮捕，此時歐籍警察官員 

或依照第二十二節第•-分節所指定之官員得卽 

剑將此種土人帶往土人事移專員或縣長（審制 

官）處，後者有權裏求此種士人，其本人提出 

翔實而足以分人满意之答辯。

« (二）經要求對其本人提出翔實而足以令人滿 

意之答辯之任何土人如不能照辦時，土人事務專貴 

或査究此糧阜件之縣長 (審制官 )應斜酌情形宣吿該 

土人爲游惰之人或不良汾子C

" ( 三）土人事務專員或縣長 ( 審制官）宣告任何 

土人爲游情之人或不良汾子時，應

" ( « 0 向警察官員發出押解書，命令將此種 

土人解離城市或宣怖展域，而將其遣返原籍或 

該土人事務專員或縣長（審制官）所指明之地 

點，並命分在解送以前繼續予以看管；

" ( M 除爲第一分節 ( 6 ) 項 ( h ’  )款所指之婦女 

外，或命令將此種士人解送依照一九四九年勞 

役工場法所誅立或視爲係依照該法所誅立之勞 

役工場管束；

" ( c )如此種士人經宣吿爲游情之人時，或 

命♦將其解送依照一九一一年監獄及感化院法 

(一 九 一 年̂第十三號法律)所設立或核准之勞 

役農場、勞役工場、難民收容所、救濟或類似場 

所管束，並服該法施行細別爲其拘留人犯所規 

定之勞役，其期閩不得超過兩年；

" (< 0如此種土人同意遵照該土人事務專員 

或縣長 (審制官)所核定之期間，II經各該專員 

縣長 (審制官 )核定之傻主訂立或 a 訂立受懦契 

約時，或命♦此種土人依照該契約之規定從事 

工作，如該專員或縣長 (審制官 ) 認爲適當時，並

事工作之地點以前，繼續予以看管C

將該受扶養人連同其隨身物件送往上述土人之原緒 

或經命令遺往之地點。

" ( 五）土人事務專員或縣長 ( 審制官)除依照第 

三分節之規定頒發各項命 ♦ 外，並得命令關係土人 

以後無論何時或於命分所規定之期間，非經土人事 

務部長書面許可，不得進入任何 :城市或命♦中所指 

明之宣佈A 域，但該項展域須'非其出生或於顔發命 

令之日永久居住之廣域。

" (九）土人事務專鼻或縣長 (審判官)査詢本節 

所規定之任何事項時：

得箭令取具依照本節規定應對其，本人 

提出翔實而足以令人満意之答辯之土人之稍 

印；

"(& )得德時暫停査詢，暫停査飾時，並得 

命令將關係土人拘留於監獄、警察局拘留室、拘 

留所或該土人事務專員或縣長(審制官)認爲適 

當之其他地點，或準用初級法院延期審訊刑事 

犯辦法，交保釋放；

" ( c )應將査詢情形作成紀錄，並得任意召 

喚土人雨名出任襄審員之職，以諮詢資格予以 

協助。"

( Î H ) 進入國境 

聯合國憲章簽訂以前之情勢

五三三 . 前南非共和國 (脱蘭斯冗爾)及橘河自 

由邦雨共和國及前好望角及納堪爾兩英屬殖民地之 

法规覺編中所栽關於非歐洲人尤其是亞洲人移民入 

境之法律，爲數極能。

脫蘭斯冗爾及橘河自由邦一九0 九年以前所行 

的規定，尤爲重裏，因爲由下文可知，當南非聯邦 

制訂移民管理法（一九一三年第二十二號法律）時， 

會明白規定各該項規定繼續有效，因而不僅成爲限 

制向聯邦全境移民的根據，而且成爲限制亞洲人， 

特別是印度人在聯邦各奢間移徙的根據。

五三四. 一八九二年橘河自由邦法規囊編中有 

章名曰關於防胆亞洲人大量湧入之法律，其中有

- 項規定亞拉伯人、中國人、苦力或其他亞洲有色人 

非經該邦德统之許可不得定居於橘河自邦或在該 

邦滞留兩月以上其次並規定亞洲有色人非宣  

誓不在橘河自由邦經營商業或梟業不能猿得在該邦 

定居之許可

五三五 . 在脫蘭斯冗爾力面，國會曾考慮修正 

朕蘭期冗爾與大不列顏間所簽訂的公約，藉以禁Jt

" ( 八）經命令囘返原籍或遺送至任何地點之土 

人之受扶養人，經城市地方當局或此種土人受扶養 

人之請求，土人事務專員或縣長 ( 審判官)得以公款

2«基於正文中所险释的理由， "國境"甫字不僅是 

指兽個南非》 邦，而且用以分指聯邦的各省。所以 

本節不 :$論列侠義的移民，而且兼論非歐洲人 ;fc其 

是亞洲人的省際移徒，特別是以定居爲目的。

250第一節。

251第八節。



"苦力、中國人及其他亞洲人大量湧入但 É：至波 

爾戰爭以後，晩蘭斯冗爾的一九0 八年第三十六號 

法律緯想定一八九九年時a 在脱蘭斯冗爾居住滿三 

年，或依照波爾載爭終了時之和平條例經正式核准 

進入及居住於脱蘭斯冗爾的成年亞洲人有權領取登 

記證 ( 第三及第圓轿)。該法施行後任何成年罪洲人 

經要求時不能缴驗登記證者得無須拘票逕予逮捕， 

並得於經縣長 ( 判事）問話後逐出朕蘭斯冗爾境（第 

七節）6依照第十四節規定，，亞洲人非先出示其登記 

證不得領取營業執照。該法規定出生於該殖民地之 

未成年人應於年满十六歲時舉行登記(第五節）。該 

法第十六節核准發給亞洲人進入脫蘭斯冗爾及在該 

地居住的許可證，但都附有一定的期限。

修正移民管理法(一九一三年第二十二號法律）

五三六. 本法是管制外國人進入南非聯邦國境 

最重要的法律，雖然並非唯一的法律。按照立法者 

的原意，本法應構成一部完備的移民法典。它代替 

了構成南非聯邦的四省向所施行的很多種法律，但 

並沒有代替其全部。本法的主要規定栽列於第四節 

(該節後經一九二七年第三十七號法律及一九三一 

年第十五號法律加以修正），該節訂有就本法之適用 

言應認爲係禁止移入者之人的定義。

第四節最重要部分規定：

" 本分節任何一項所列舉之任何人進入或 

業a 進入聯邦，或雖係合法居留於一省而進入 

或業a 進入此人並無合法居留權之另一省者， 

就聯邦或該另一省言（視各別情形而定），此人 

爲一禁止移入者，此卽謂：

"(<0任何人或任何類別之人基於經濟理由 

或因生活程度或督慣爲部長認爲不合聯邦或聯 

邦某一省之襄求者；

" (b)任何人因缺乏教育不能閱讀或書寫任 

何歐洲語文爲移民官所認爲合格，或於上訴時 

爲移民後選委員會所認爲合格者；又就本項之 

適用言，猶大文視爲歐洲語文；

第五節規定：

" 下列之人或屬於下列類列之人就本法之 

適用言不作爲禁止移入者看待，卽：

"(«)本法施行前出生於併入聯邦之南弗任 

何地展之人，其父母爲當地合法居民，而其居 

留並未經當時法律課以時間或條件之限制，及 

本法施行後出生於任何地點之人出生時其父母 

係居住於併入聯邦之南非任何地區者，但如此 

種人係出生於聯邦境外時，则須於其出生後三 

年內進入或攝入非聯；

" ( f)居住於某者之任何人而並非第四節 

第一分節(《) 、( / )或( 0 各項所稱之人者；

" U )任何人經證明爲本節(/)項所豁免之任 

何人之妻或十六歲以下之子女，經移民官認爲 

滿意或於訴時經移民據選委員會認爲满意 

者，但此項妻或子女（視各別情形而定）須非上 

一節第分節 (<0、（《) 、（0 、U )或 ( / 0各項所稱 

之人; 又子女除其母原a 在聯邦居住或a 亡故， 

或經部長特准其入境者外，非經其母隨伴不得 

入境；

— 八八八年五月九日決譲案。

253該節案文其餘部汾列舉其他禁止移入之人：卽 

可能成爲公共負擔之人，認爲屬於不良居民之人， 

娼妓、經在非聯或國外制定有罪之人，患若干種疾 

病之人或殘廢之人，經非聯驅逐出境之人等等。

" 但本節之規定不得解释爲晃予適用上一 

節 第 一 分 節 （<0項規定之人以進入及居住於彼 

於一'九一'三年八月一*日以'前並無合法居留權之 

某â '之權利。"

五三七 . 依照第二十五節第一項之规定，部長 

對於任何人之進入或居住於非聯或其某省，得豁免 

其適用第四節第一分節（0 )、… 、（( ）、（rf)各項之規 

定，又於不達反第七節規定之範圍內，並得於法律 

所許可之範圍内，附以條例所規定之條件，核准發 

給 禁 ih移入者以臨時許可證，淮其進入及居住於非 

聯或其某省或某省之某地愿。

五三八 . 上文 a 經說過，脫蘭斯冗爾及橘河自 

由邦原先施行的法律曾經明文規定繼續有效。我們 

可以看到，這些法律是特別以亞洲人爲對象。一九 

- * 三年法律中有關兩節的規定如下：

" 第七節. 橘河自由邦法規蒙編第三十三 

章所稱之任何人，縱♦彼係合法居住於某省或 

會經許可進入聯邦，亦仍在各方面繼續適用上 

述第三十三章第七及第八兩節之規定，如彼達 

反各該項規定時，得依照本法之規定認爲其人 

就橘河自由邦論爲禁 ih移入者。"
” 第二十八節 . 除脫蘭斯冗爾一九 0 八年 

第三十六號法律中有相反之规定外，經豁免適 

用本法第四節第一分節(<^)、(̂ >)、（̂̂)、（<^)各項規 

定之人，或經依照本法第十五節第一分節所 

發臨時許可證許可進入或居住於聯邦任何地展 

之人，認爲無須辦理述晩蘭冗爾法律所規定 

之登部



5Ê三九，一•九一*三年八月一*f3, i]l— 九一三年 

移民管理法施行之日，内政部長史末資將軍發表了 

下列一項潘吿：

找本人依據一九一三年移民管 建 法 （一 

九三年第二十二號法律 ) 策四節第一分節（《) 
項所授予之權力。宣吿某於經濟理由關係，每 

— 洲人询不適於：

" ( - ) 非聯之需裏；

" ( 二）（< î)非此種人住所所在之« 或 (2>)依 

照各該«任何法律之想定爲此種人所無權居留 

之着之需裏。"

在下級法院作了許多互招抵觸的制决後，南菲 

聯邦最高法院在一九二三年制定部長的* 明，並未 

逾越權力範圍自從此項制決以後，一九一三年 

移民管理法第四節第一分節 a 成爲防 ih亞洲人進入 

非聯及阻 i t 其自一急’移徙至另一省定居的主裏立法 

措施。

五四0 . 最近法院不能不裁決另一問題，卽依 
照一J L 一三年法律第五節第分節（g )項的規定淮 

許洲人之妻及子女進入非聯的問題，特別是由於 

第二分節對"子女 " 及 "妻 "所 下 的 定 義 點 。

^̂ *Rex V. Padsha南弗法院制決書麓報(上訴庭)第 

二八一育 (一九二三年）。
255第—分節(g )項中：

’> ) 稱 ’ 子女 ’ 者，謂豁免人與其下列所稱之妻

或與a 亡故之女子如屬生存可認爲係其妻（如下 

列定義所稱）或其與格免人之結合依照一九一四 

年印度人救濟法第二節之規定得以婚姻關係登養£ 
者所生之後裔；

"(& )稱 ’ 妻 ’ 者，謂與該豁免人具有印度宗教教 

義承認爲婚® 關係之結合之任何女子，縱令該豁 
免人在同一時期與另•一女子之結合亦爲該宗教教

義所承認之婚姻關係，亦所不間，但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上通女子不能認爲爲該豁免人之寒 

" ( - ) 該豁免人a 與現仍生存，旦係居住或有 
權居住於某一省或經移民官承認爲 上 述 （g)項新 

稱之妻之其他女子結婚或具有上述之結合關係 

者 ,
" (二）該豁免人有與現仍生存之女子所生之後 

裔居住或有權居住於某一者者。"
參閱內政部長對Ebmhim案 （一九五0 年）南非 

法院制決書暴報第一卷第五十四育（最高法院脱蘭 
斯冗爾者分院 )。主任移民官對Bry (一九五0 年）， 

南非法院制決書f t 報，第一卷，第二0 七 育 （最高 
法院角洛’ 分院)。 Latiefa 對主任移民官案（一九五 

- 年），南非法院制決書量報，.第二卷，第五八九頁 
( 最高法院角省分院)。

外國人法(一九三七年第一號法律）

五四一 . 依照本法第因節的規定，弗根據移民 

據選委員會的建議不得發給在聯邦永久居留的許可 

f t ；該節並特別規定，如申請人"於進入聯邦後粗 

當時斯内不可能與歐溯種居民完全同化者",該委員 

會卽不得作成此種建議。

聯合國憲章簽訂以後所採取之搏施

五 l a 二 . 委員獲悉時閩許可時，內政部長 Dr. 
M. F, Verwoerd 擬 於 本 盾 國 會 中 提 出 Ih南葬印 

度人摄接其妻及子女前往非聯的法案

肆.財産權

五四三. 圃於不勤產所有權及就不動産載定其 

他權利（如租賃 )之歧視待遇，與若千有關定居及居 

住的權利具有密切厕係。這雨方面立法的目標在本 

質上是相同的：那便是使各種族彼此陽離。一九五 

0 年的種族分展法，殆爲實施"種族隔離"政策的最 

重裏的法律，它不僅同時關涉到定居及居住和不動 

産所有權，而且在某種限度內往往在同一規定中對 

這兩方面相提並論(如y  passu), 因此吾人認爲，允宜 

在本節結尾處衡本法作綜合研究。

聯合國憲簽訂以前之情勢

五四ra.逮在南非聯邦成立以前，便有很多的 

法律對井白人所有不斷產的權利施以種種的眼制， 

特別是在橘河自由邦和南非共和國(脱蘭斯冗爾）力 

面。

五四五. 在橘河自由邦方面，有色人無權以其 

自身的名義爲不動產之登記，有色人也不准經商或 

務農2®7。以後的一八九四年第十六號法津准許在橘 

河自由邦居住满五年，從事任何職業而:並不臣思 

於任何會長之有色人將其在城市中所有之土地 

及房置作爲其本身之財逢登記，傑彼等必須 

缴驗品行善良f t 明書。另一項法律，卽一*八九三年 

第八號法津則對地方市政當盾之處理城及鄉村有

•九五三年六月十三日好望角衞報CThe Cape
Argus) ̂

橘河自由邦法規覺編第二十三章。同書第三十 
四章對此等想定之適用範圍略加變遗，卽各該規’定 

對於父爲白人母爲有色人或父爲有色人毋爲白人之 

合法婿姻關係中所生之人不適用之，但以其父毋在 
橘河自由邦居住者爲限。

此處所用此項名詞係指所有非白人而言。



色人，授以甚爲廣泛的權力,其丰之便是他們有權 

割定一個或敷個居留展，規定有色人必須在該項居 

留展內居住，並制定關於此種人在該項居留展内住 

宿或居住所應遵守之條件的條例。

五 r a 六 . 南非共和國 ( 脱蘭斯冗爾 ) 對 洲 人 也 - 

採取了類似的惜摊 3 這些措施包括禁 !k 亞洲人厲不 

動產所有人，當局有權指定若干街道、展祐及地展專 

供 洲 人 居 住 ，並禁 Ih其在特定居留展以外之營業 

地 點 居 住 在 內 閩 或 有 跋 避 這 些 規 定 的 情 事 發  

生，特別是用假偕白人名義之一法，因而又通攝了 

種種以防 ih他們採行這類辦法

五四七 . 自 九 0 九年起至一九五0 年通過種 

族分展法爲 lb, 南非聯邦所採取的有關財逢權的措 

施有些是以土人爲對象，有些是以亞洲人爲對象《

(«)有關土人之措施

土人土地法( - * 九一三年第二十七號法律）

五旧八 . 本法禁 lb土人購買、祖賃或取得任何 

位於稱爲 "規定土人展域" 之若干展域以外之土地。 

任何人企■ .規避本法中若干項規定者構成刑事罪。

土人信託基金會及土地法（一九三六年第十八號法 

律）

玉四九. 本法規定成立一個稱爲南非土人信託 

基金會的機構，其任務之一 ,爲負責管理規定土人 

展域及開放展域內的土地a 該基金會經授權購買新 

土地七，二五0 , 0 0 0  morgen 以供安置土人之用。 

購買此項土地所f ff經費由聯邦政府於分五年撥劃之 

某金內開支之，此舉應作爲歐洲種人與土人間土地 

分配間題之最後解決。

至此角省土人向所享有在親定；t 人展域外購買 

土地的權利乃被剝奪。

(城市展域 )土人法律統一法（一九四五年第二十五 

號法津）

五五0 . 本法第六節禁 î t土人未經總督於徵詢 

關係地方當局意見後核准，而訂立自土人以外之任 

何人取得城市域內之任何土地或對於件種土地之 

任何權利之契約或進行此頻交易。本法對土人所有

權利不趙週百分之二十之保險公司、建築貸款會社 - 

等等m 有若千除外規定。此項禁令適用於未經總督 

明白保留爲土人村莊的所有土地

(&)有關亞洲人之捐施 

納塔爾省及德班自治市所制定之法律

五五一 . 有關印度人的最早的法律是納iP t所 

制11。聯邦政府一九二0 年所成立的蜜某委員會 
(The Lange Commission)所建議的事項中，有一項規 

定印度人所有農地的權利，應以納塔爾沿海二十哩 

至三十哩寬之地帶爲限，並應實行一種自動陽離的 

制度，依照該項制度，各市政府應割定專供印度人 

居住的廣域3 政府對於靈某委員會的建譲，並未採 

取任何行動。以後德班自治市呈奉省力制定一九二 

二年第十四號法授予該市於出售及出租土地時 

列入種族限制條款的權力。自此各市政麻授予歐洲 

種人的地産的所有權狀中便栽有徘斥亞溯人的條 

款。歐洲種人也顯然自動採取了這種辦法，因爲他 

們不願他們的房地廣將来轉爲印度人所有或估用。 

但政府在聯邦國會中所提出的兩個规定依照股蘭斯 

冗爾所行辦法對納塔爾印度人實施強制隔離的法案 

則迄未制II爲法律 263。

營業及估用土地( 晩蘭斯冗爾及納塔爾 )限制 法 （一 

九四三年第三十S 號法律）

五五二 . 直至一九四三年時，政府始獲致聯郭 

國會通過此項法律，該法規定歐洲種人與印度人彼 

此閩非經特別許可不得取得及估用德班任何土地。 

該法以三年爲期，係屬臨時性質

聯合國憲章簽訂後所採取之措施

亞洲人土地權享有印度人代表法（一九四六年第二 

十八號法律）

五五三. 本法係在訂明及確定以後印戾人得所 

有或沾用土地及其他不動產的條件。其中若干項規

八八五年第三號法律。
260— 八八八年七月五日、一八九二年八月五日及 

— 八九三年九月八日國會決識案。

正文中所述及的規定經- 九五0 年種族分區 
法明白規Æ Ü 續有效（參閱下列附驻二七二 )。

262關於一九旧五年（城市區域)土人法律統一法 

中有關土人在城市展域定居及居住權利的規定，見

" 263 à - 九二四°年的族類分展法案及一九二五年 

的展域保留、移民及登記法案。後項法案經非聯政 
府與印度政府於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間舉行會 

譲後撤囘。
南非種族關係手册(一九四九年），W eb b所編 

" 印度人土地法律"篇，第二0 六頁、第二0 七賈及 

第二一0 育。



定業經密量採A - 九五o 年植族分廣法的遂較样明 

而具有普遍性的規定中。

五五四. 依照一九四六年第二十八號法津的規 

定，納塔爾應分爲"路免"及"非豁免"兩種廣域。在 

擦免厕域內，購置及估用土地及其他不動産槪所不 

禁，印度人可自由購買、佔用此種地廣或就此種地 

産繁定抵押權，不問出賣、出祖人或抵押權人係腾 

於何種種族或膚色。在非路免展域內，亜洲人非經 

內政部長許可不得購賈或估用不動産。每一許可證 

串請書必須經土地權諮詢委員會審査，該垂員會由 

五人組成，其中二人得爲印度人。內政部長得拒絶 

給予許可證。结 Ik估用的規定對印度人專爲合法營 

業目的非爲居住而佔用房崖的情形，設有例外，但 

遇有此種情形，彼等非經內政部長特別許可，不得 

在該項房屋內居住或臥宿。本法對印度人的旣得權 

加以保護，印度人得將其在非豁免區域內所有的地 

産售予或祖予其他印度人，但非經獲得內政部長許 

可，不得售予或租予非35洲人。就股:蘭斯冗爾而言， 

本法對所有土地一層並無重大改變，但對估用土地 

辦法則頗有變更3 本法若千規定意在彌輪脫蘭斯冗 

爾法律中的若干缺陷，因爲政府認爲這些缺略有使 

亞洲人在某種情勢下并法估用土地的可能

種族分厲法 (一九五0 年第四^ 號法律）

五五五 . 在制訂糧族分调法的初期，政府襄員 

會把它稱爲他們的"種族隔離" (apartheid)政黄的某 

石。

五五六，內政部長Mr. T, E. D cnges在向衆譲 

院說明本法案一般原則後，進而詳細陳述政府迭次 

所成立的委員會就種族浪雜的危險性所搜集的證據 

及爲各種族劃定各別展域的必裏。他說自從一九0  
九年南非聯邦成立以来，有人一直希望這個間題可 

以用自動隔離的力法来解決，但由於實行此項方法 

的一再失敗，使政府斷定了t 必須尋求一個新的解 

決辦法。該部長並進而補充了下面的一番話：

" 和本種族人民聚居一處的願望並非南非

白人所獨有的願望。這是社會其他都分、其他

種族的人的共同願望。同種族的所有设子有一

種徐徐聚居在一起的自然吸力。南非人民大家

都有這種體驗。自然的同胞愤IÈ和禱族意識會

使同一種族的设子希望居住在同一展域。

五五七 . 在內政部長致鮮後所舉行的辯論中，

反對黨領軸 Hon. Mr. J. G. N. Strauss 承認反對黨 

對社會及居住隅離原則的本身絕無反對之處。關於 

此項問题的國會兩院聯合報告書會着重指出這是南 

非在道方面的傳統政策，其第三二七段會明白推出 

"兩部分白人對於æ 洲人間題意見的一敎和彼此了 

解的深切，在南非塵史上很難找出任何其他重大間 

題，冗以和它比擬"。但此番內政郁長卻向他們提出 

了項編訂棉劣並有爭論餘地笨重繁複的立法，其 

中包括三十八種繁複的條款。在故赫畫格將軍政府 

的時代，對亞洲人和土人間題所採取的方法是與此 

大不相同的。承一九0 三年起便進行的調査之後而 

在九二七年正式提出的被稱爲 "土人法案"的一連 

串法案會經聯合審査委員會砰衆九年之久，他^在  

此期閩耐心進行讚商，力圖達成一種能爲雙力所同 

意的處置。用漸進方法劃定各別種族调域後，使可 

以促使一種最足使南非房地產市場陷於晩節的不確 

定狀態瘦於確定；但本法案卻採取了彰明侵犯紘得 

權而不給補償的原則。遺有~點是他們的土地登記 

制度也被該法案謝蘇和破壞了

五五八 . Mn L. U veïl代表工黨宣稱衆譲院各 

黨学*於社會及居住隔離或分離原則並無意見不一致 

之處，但它們對如何實施該項政策一間题意見卻大 

不相同3 所有先前的法津都保持若千項原則，卞們 

企圖限制現狀的發展，對城市展域的土人懂施以輕 

微的钱制力量，責成當局養措經费，解決那些奉命 

遷入土人村莊的非歐洲人的住房間题，課以爲被迫 

遷出的任何人尋竟其他住處的法律責任，並餘予他 

們某《補償，反之，此項法案，則對於這些重大保 

障，全付闕如a 在南非向以城市力面爲最難實施癌 

離。在歐洲人和非歐洲人密集在一起的這些碼域內， 

發生了最尖線的彼此如何和睦相處的間题；由於聯 

邦成立以前各地政府制碩種族隔離法律的結嚴，城 

市展域的土人被欄入僅佔該項展域百分之二的土地 

內。在鄉村方面，土人人數約多於歐洲種人旧、玉 

倍，但分紀給他們的士地則僅估全部土地的百分之 

十三a 城市區域的土人，往往隨着城市的栽展而被 

遂出，所以輕易使謎某種族侵佔不免有失公道a 侵 

fit者不限於幾歐洲人；歐洲人Ü 井歐洲人雙力都發 

了侵佔情事

»6 5南非種族關係手册 (一九四九年），W ebb所編 

" 印度土地法律"篇，第二一0 至第二一 頁。

不列顔画協國會公報，第三H 卷，第五八六 

耳, 一九玉0 年。

367不列顏國協國會公報，第三H 卷 , 
至第五八八頁，一九五0 年。

不列廳國協國會公報，第三H 卷 , 
K »  一九五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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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玉九 . 兹將經制定爲法律後之種族分展法的 

主要規定扼要分析如下。

五六0 .  — 九五0 年第四十一號法律的目的是 

在將各種族隔離在專爲各該種族割定的展域，所以 

t 是以"種族"及"展域"雨大某本槪念爲其根擴。

玉六一. 關於各種族定義及割分個人或i t 區所 

屬種族的力法，可參閱本章開首處（見第W 四八及 

第四六二段）的初步說明。

五六二. 就展域而論, 有應首先注意者，卽本法 

的實體規定必想經總督公怖後始能在各審實施； m  
好望角、納堪爾及脱蘭斯冗爾各省而言，這些規定 

可以在各該省不同部分期付諸實施。

五六三. 卞法規定誅置若干種展域，在各該種 

展域內採用不同的制度。

五六W . - 、管制廣域。經公佈後，有關展域 

便立卽成爲"管 制 展 域 " 。以後除與該展域內不 

勤産所有人同一種族之人休，任何人弊經部長特別 

許可不得取得此種不動産。

五六五. 在管制展域內，估用不動産也受着厳 

格的限制。

五六六 . 在研計此頻限制的性質和範圈以前， 

吾人應注意本法所稱"不動産"，係包括任何不動産 

物權、經登記後卽成爲此種物權之任何權利及關於 

不動產之祖貧或轉祖在內，但 在 "特定區域"內之 

租賞或轉祖，不 在 此 限 。不動産不包括任何鎭 

業、任何鎭業權之祖賃或轉祖或抵押債權（第一節 

( x i ) ) «

五六七. 關於慈第八十一節規定任何人非 

經依照第十吗節中關規定發給許可證，不得訂 

立使任何不合格之人或公司（卽不屬於讓與人所思 

種族之人或公司）在管制展域內取得任何不動産之 

契約。

關於全盤閩題，參閱一九五0 年南非法學年 
鑑，第二十四至第二十五盲及第一0 二至第一0 九 
育；又參圓 Johnson所著實施種族分展法之第一期 

(一九五一年 )，南非法學雜誌第六十八期，第二八 
六每 ; H atch所著 "南 非 之 難 局 一 九 玉二年)，第 

五十七育以下； Sachs 所著 "南非之選揮"(一九玉二 
年 ) , 第六十七盲 ; 又參閱Hiemstra所著《種族分展法" 
( ― 九五三年）全書。

該法實施後，"管制展域 "一名詞依第一fîH iv) 
之規資適Æ 於不屬於某種族廣域或規定展域、居留 
展、土人村莊、有色人居留地、教會或第三節（三）(c) 
所稱自治區保留地以件之任何廣域。

271 參閱下文第五七一段以下各段。

五六八 . 就公司而論，本法甚至規定教制出售 

不動産辦法。本法施行之日某種族之公司在管制展 

域內持有不賺產，而以後成爲另一種族之公司者，該 

公司非經許可不得繼績持有該稱不動蜜。本法施行 

之日以後某種族之公司在管制廣域內取得不動産， 

而以後成爲另一種族之公司者，亦適用同糖規定(第 

九節）272。

五六九. 在管制展域內估用士地或房屋亦在限 

制之列。第十一條(一)規定不合格之人非經許可不 

得佔用管制展域內之任何土地或房屋，任何人亦不 

得允許不合格之人估用此種土地或房屋。第十節 

( 二 )設有若干例外，卽如依照法定權利或依照一九 

五0 年四月二十四日以前所依法訂立之契約或所爲 

遺囑處分或土地房屋合法佔用之僕股、受傷人或賓 

客之佔用，不在限制之列。第十節（四)係關於不合 

格之人可根據遺囑處分而取得估用任何土地或房屋 

之權利之規定。 .

五七0 . 總督得以公吿言怖在公告所规定之期 

限內 , 管制展域之某部汾不適用限制佔用之規定。但 

此項公吿不得解除對於在管制展域内取得及持有不 

動産之跟制。是以在經公告豁免之展域內估用雖屬 

自由，但不腾於所有人同種族之人如欲租貧或轉祖 

土地或房屋，則非先雜特許不可(第十節 (三 )）。

玉七一 . 二、特別展域 , " 特別區域"爲管制廣 

域中經鶴督以公-吿 廣 域 之 部 汾 （第十一

節）273。

五七二 . 成立特別展域一舉並不影«関於在此 

種廣域內取得及估有不勸産之規定，恒就特別展域 

言， "不動產 "一詞並不包括祖賃威顿祖在內（第一

節 ( xi ) ) o

五七三 . 他方面闕於佔用之情形，則在"特別展 

域 "與 "管制區域"甚爲相似。自公吿所規定之日起， 

凡於該項日期不思於估用人同種族之人槪不得估用 

該項不嚴産。依照第十節(二 ) （® ) ( f ) U ) ( A )及 ( i)享 

受路免之人，對於此點亦同受豁免。

五七r a . 三、各別種族展域. 該法之終極目的 

係 在 宣 佈 本 法 所 規 緯 族 區 域 々 。種

此等規定對於法律所訂明之土人在土人信能 

某金，及土地法{ -*九三六年第十八號法律) 所IT明 

之開放展域內取得不動産，或取搏適用該法或（城 
市展域 )土人法律統一法(一九四五年第二十五號法 

律）之任何不動産不適用之。關於此雨項法律，見 

文第五ra九及第五五0 段。
第十一節(三 )對德班市款有特別規定。



族展域許分三種。總督於認爲適當時得以公吿宣佑 

某展域爲 (<0供佔用之種族展域， 供所有之種族 

區域或供估用及所有之種族展域 ( 第三箭 (一）及 

(二 通 常 須 經 國 會 同 意 ，但誅有多項例外(第三 

節（三）（《 ) ) 。第三節 ( 三）（()所列舉之展域不得列入 

任一種族區域

五七五 . ( a ' ) 供某種族佔用之展域.就本法中 

有關佔用土地及房Ü 規-定1言， 估用一Î ：每一種族 

展域構成管制展域之一部汾 (第一節（V))。

不隱於經劃定爲某種族區域之種族之人，非經 

許可不得在 "供該種族估用之展域 " 內估用不動產。 

第四節 ( 二）列有若干種受豁免之人，其中包括在該 

種族展域合法佔用土地或房屋之人之夫、妻、未成年 

子女、受 « 人及 f ï 客。所有權狀中禁化或限制屬於 

經割定爲某種族M 域之種族之人估有或使用供該種 

族佔用區域內不 :勘産之規定自此失效，以後所有權 

狀中不得再行列入此種規Æ (第四節（三））。

五七六 . 供某種族所有之區域. 該法第五 

節設有限制在 "供 ^種 族  有之區域 " 內é 得及持有 

不動產之规定。

自某展域成爲某種族展域之日起，不屬於經劃 

定爲該種族展域之種族之人或此種不合格之人具有 

支配利盡之公司，非經許可不得在該展域內取得任 

何不動產，縱令爲執行該項日期以前所訂立之契約 

或所爲遺囑處分亦所不間。此項規定與以公益爲目 

的之 f f i團法人之取得不動產不適用之。

五七七，於上述日期在該種族® 城內持有不動 

產之不合格公司，於十年屆满後非經許可不准持有

該項不動產（第五節（一）（6) )  27®。

某種族展域割定之日以後成爲或同復爲不合格 

公司之公司非經許可不得持有於該項日期以後未經 

許可而在該種族K 域內取得之不動産，（第五節 (一）

(())。

五七八 . 所有權狀中禁 It或跟制屬於經劃定爲 

某種族馬域之種族之人取得不動産之規定自此失

274此等廣域大部份爲業a 依照先前法律爲土人 

或混血種人保留之域或其他領土單位。

但從事經營鎭業或於工廠、機械及建築工程法 

(一九四一年第二十二號法律)所規定之工廠內經營 

工業，其所置機械備之價値在非幣玉千镑以丄者， 

其爲經營此種業務而持有之不動産，不因此項规定 

爲非法 ( 第玉節（二））。關於制定公司所屬種族的 

方法， 見第四六二段。

效，以後該種族廣域之不動產所有權狀中不得再行

列入此種規定(第五節（一）（8)。

玉七九 . 第五節 (一 )項規定之適用，不因法律 

中任何閩於取得或所有不動產之規定而'受任何限 

制。任何人因遺囑處分或未立遺囑之繼承違反第S  
節 (一 )項之規定取得或持有任何不動產者，除受盤 

人經'正式.許可取得或持有此種不動產者外，應認爲 

爲關於此種財産賣得價金淨額之遺囑處分或繼承。

玉八0 . 供某種族佔用及所有之展城. 某 

區域經公吿宣怖爲供某種族估用及所有之展域時， 

應同時適用有關供某種族估用之廣域及供種族所有

之廣域之規定 (第三節（二））。

五 八 若 干規定共通適用於所有廣域. 本法 

中 若 干 項 規 定 依 照 本 法 得 予 指 定 之 所 有 展

域3

五八二. 防 ih規避本法之規定.第十八節宣俯 

任何文書中授權-不¥&人對移轉不動產行使壓力 

之任何條件或規定槪® 無效。但如IT立此種條件或 

規定時，闇係人或闕係公司對該項不動產並非不合 

格之人或不合格之公司者，如該人或公司對該項不 

動產不復爲不合格之人或不合格之公司時，該項條 

件或規定卽恢復其效力。

玉八三. 第十九節規定任何人所依法不能取得 

或持有之任何不動產，他人不得代其或爲其利益而

取得或持有。

玉八四. 纏督得制定條例，规定爲確保遵照本 

法之規定（第三十六節 ( 一）(d) ) 於登記不動塵時所 

應遵照之條件，主管土地所有權狀登記之官員對於 

管制展域或種族區域內不動產移轉之不遵照各該條 

件者，不得爲此種登記(第二十二節 ( ― ) ) o 以依法不 

能取得或持有不動產之人之名義所爲之不動逢之登 

記，並不卽作爲無效。（第二十二節 ( 二 )）。受讓人 

似卽成爲此種不動産之所有人，但第二十節誌有此 

種非法取得或持有之不動產應予出賣之提定（第二 

十二節 ( 二））。部長得命令將達反該法任何規定而取 

得或持有或作達反許可證中所規定之任何條件之處 

分或使用之任何不動產出售 ( 第二十節（一）(《))。

Ï 八S . 發給准予豁免適用本法若干項規定之 

許可證之 方 式 及 第十四節規定部長發給准許

( i )在运à 族展域或管制廣域取得或持有不動産;或

( i i )在某種族展域、管制调域或特定廣域估用土地或 

房屋之許可證的方式及條件。部長得依照其自身決 

定之條件任意發給許可證0 部長除認爲如担絶發給 

許可證將使關係人蒙受重大損害或如發給許可證將



對於割定爲某種族展域之種族有利外，不得發給在 

某種族展域内取得或持有不動逢或估用士地或房屋 

之許可證 ( 第十四節（二 )(®))。部長之任意權並受有 

另一種限制，卽彼不得違反所有權狀中關於屬於某 

種族或類別之人取得、持有或估用土地或房屋之限 

制條款而准許任何人取得、持有或佔用土地或房屋 

( 第十四節（二）（&))。

五八六. 准許样有不動產或佔用土地或房屋之 

許可證之發給得不規定期限或規定期限，或規定在 

未經部長任意撤囘以前 , 繼續有效 ( 第十 r a 節 （四））。 

如土地或房屋之佔有或使用違反估用土地或房屋許 

可證中所規定之任何條件時，得給予該項許可證持 

有人一個月以上之通知，撤錯該項許可證（第十四 

節 ( 一 - * )  )  276。

種族分展法修 I E 法 ( 一九五二年第六十五號法律）

五八七 . 一九五 0 年種族分展法適用後，發現 

本法的規定不無被幾避的可能，内政部長 ( M n  T . E , 

D o n g e s )複在一九五二年提出了《個旨在填補這些 

漏洞的法案。此項法案通過後便成爲種族分展法修 

正 法 •九五二年第六十五號法律），它應與一*九æ  

0 年法律會同閱讀與解释。其主要規定如下：

五八八，公吿種族展域之準備步驟.—九五二 

年修正法第四節爲種族分區法增訂了一個第三節附 

節。自此總督得以公吿規定锻擬宣佈某區域爲供該 

公吿所規定之某種族之人估用之 廣 域 （第三節附節 

(―))'。這様便是在公吿一種族廣域以前先須經過一 

新階段。經公吿規定某展域爲擬譲供某種族佔用之 

展域後，第三節附節（三）的規定便適用於位於該K  
域內的任何土地。在正式宣佈此種土地所在之區域 

爲供某種族估用之展域以前之過渡時期，此種土地 

之所有人除以公盛爲目的之社圓法人外，不得分割 

其土地或使用其土地之地面或訂立契約，意圖授予 

任何人以對該土地作公吿日期册充用途以外用途之 

權利（第三節附節三K ) ) 。有應指出者，卽此處所稱 

"土地"兩字並不包括房屋或土地上之其他建築物在 

內 （第三節附節（三 又 上 述 關 於 使 J 0 土地及 

授權他人使用土地不適用之。

五八九. 部長得爲與土地所有權狀中所载條件 

相反之措施 . ¥ 正法â Ê t f種 ; ^ 分p f 法 第 十 三 五 )

加以重大修改。依照本法奮有案文，部長不得根據 

第十三節 (三 )之規定，作任何違反建築物、士地或房 

屋所有權狀中禁 i t或限制-*種族或數種族之人估用 

之任何條件之決定。—九五二年法律第十一節經另 

訂 分 節 以 替 代 九 五 0 年法律中第十三節（五）， 

該分節規定特定廣域内建築物、士地或房屋所有權 

狀中禁 ih其爲一種族或數種族之人佔用之任何條款 

與部長根據第十三節 (三.)所爲決定之措辭抵觸時應 

卽停 ifc適用。

五九。，禁化成爲另一種族分子之人保持不動 

M .  九五二年修正法第七節規定於一九五0 年種 

族分廣法中增訂第九節附節，該附節規定在管制 

展域持有不購產之人成爲爲其劃定該展域之種族以 

外之另一種族之分子時，非經許可不得持有該項不 

動產。

伍.工作與就業

五九一 . 南非聯邦內之工作與就業問題與本章

第三及第五兩節所研討的兩個問題密切闇連。

第三節中已經說過， "通行證法"係包括土著勞 

工管理法 (一九 -^ 一年第十五號法律)及土人傭傭契 

約 法 （一九三二年第二十四號法律）在內，各該法 

律的名稱足以表示其主要目的所在。經一九五二年 

第五十四號法律修正的（城市展域）土人法律修正 

法（一九四五年第二十五號法律 )也 » 於這一類。此 

類法律中每一種都設有很多管制土人工作條件的辑 

定：卽《傭、懷傭契約格式、官廳對於契約之登記、 

官廳發給之工作許可證等等。我們可以更槪括地說 

關於管理移徒及居住的法律必然限制適用各該項法 

律的人的就業機會 277。

玉九二 . 有關不動産的法律（該項法律除所有 

權外 , 並適用於對於不動産所具有的~ 切利益,以及 

種種不同力式的佔用權）對於適用該項法律者從事 

手藝或專門職業或經營商業的條件，具有決定性的 

影響。許多這類法律，其中包括種族分區法（一九 

五 0 年第四十一號法律 ) 及種族分展法修正法(一九 

玉二年第六十玉號法律）在內，都對此等事項敦有明 

文規定。（參閱上文第四節。）

該法第十三節（玉）項的想定業經種族分展法

修正法 ( 一九玉二年第六十五號法律 ) 予以修正，該

項規定將於分析後項法律時再加檢討，（參閱下文第 

五八九段）。

2 7 7除此諸法律外，並須另加土人信託基金會及土 

地法 ( 一九三六年第十八號法律）（見第五四九段所 

述 ) ，及兩次防 i h 非法居住法(一九五一年第五十八 

號法律及•一九五二年第二十四號法律)，各該項法律 

間接影響就業機會。



五九三 . 本節將專事研討第五二四及第 Ï 二玉 

兩段所述立法中那些尙未經本報告書在任何處加以 

論列的規定。本節所研討者，將以旨在胆Ik人民中 

若千種族分子從事若干手藝或專門職業，或對絵予 

各種族分子之報酬與其他工作情況造成顯著差別的 

若干其他法令的規定爲其主襄對象。

五九 r a . 在這裏我f ! 必須指出，研討明文關涉 

各種族或膚色集團的法律和條词僅能對南非聯邦各 

部分人民在工作和就業方面的差別待遇作一種很不 

完全的寫照3 此外並須計及若干項一般性法律如工 

資法 (一九三七年第四十四號法律，經於一九四二年 

修正 ) 。工會的措施，特別是在實施 "膚色限制"方 

面，•以及所謂"文明勞工政策"的影響。此類間題將 

於第七章中另加檢討。

聯合國憲章簽訂以前之情勢

土著勞工管理法 (一九一一年第十五號法律）

五九五 . 本法業經在上文述及它是在確認 

先前《用勞工的制度。

第十四節規定土人達反其傷傭契約乏任何條款 

者，處十镑以下之霸金或兩個月以下之拘役。

鎭場及工廠法 (一九一一年第十二號法律）

五九六 . 本法係與i上述法律同一時期制訂，後 

經於一*九二六年修正 27S 它禁止傷用土人爲織場技 

術工人，開始在鎭業中實施法律上的膚色禁例2«>。一 

九一一年的鎭場及工摩法係想定鎭場、工廠及其他 

使用機械場所的工作情况及安全事宜。本法第四節 

授權總督制IT關於核養鎭業及工程業技術工人執業 

證書等事項的條例。依照各該項條例的規定，在脱 

蘭斯无爾或橘河自由邦力面不得以此類證書發給有 

色人，好望角及納塔爾方面發給有色人之此類證書 

在北部兩省無效。一九二三年時,法院宣吿此類規 

定係屬"逾越權力 " ( 《̂ «»« fires) ^

一九一 年鎭場及工廠法修正法（一九二六年第二

十六號法律）

玉九七 . 由於此項判決的結果，政府乃於一九 

二六年制定本法修正法，規定関於駕联引舉、炸鎭、

278參閱第四九二及第五二0 段。
2 7 9 參閱下一■段 .

^ 於全盤間i ,參閱 Saches所著"南非之選擇"
(― 九五二年），第一六四至第一六玉頁。又參閱南 
非種族關係手册（一九四九年），第一0 九育， van 
der H o r s t所著勞工篇，第一四六至第一四九育；及 

工業立法調査委員會報吿書, 一九五一年。

測量及其他技術職業執業證書之醫給，應以"歐洲 

人、開普混血種人及毛里西亞土人或聖赫連那人"爲

限。

勞資協調法(一九三七年第三十六號法律）

五九八 . 本法最初之案文制ÎT於一九二四年。

• -九三七年法律係在規定 "工會與«主組織之登記 

與管理、懷主與儒工間爭譲之防止與解決、以協約 

及公斷方法規定傷用條件、管制民營就業登記機關 

及其他有關事項，’。本法得適用於任何企業、工業、 

行業或載業，但農業、家庭《工、在聯邦政府及省 

機關任職以及在若干教育及慈善機関任職者不在此 

限。本法規定誌置勞資評譲會及調解委員會。並规 

定邏派調解專f t 及公斷員，以協助解決勞資爭議。 

勞資評譲會爲由傷生及登記工會代表艇成之常誅機 

關，具有訂立關於工資、工作時問及工作情況之協 

約的廣大權力。依照該法規定，勞資評譲會不得因 

« 工之種族關係而在其工資、工作情況或任何其他 

力面有所歧視。

五九九 . 但依照本法規定，任何人之傷傭契約 

係適用土著勞工管理法或若千其他有關土人的立法 

者，槪不包括在"傷工 "的定義內。

六0 0 . 勞資協約除經部長特別宣吿推廣適用 

於土人者外，對於土人槪不適用。本法未規定不包 

括在"傷工"定義內之非洲人所組成之工會之登記事 

宜。同時有人認爲經登記之工會僅得准許本法所稱 

之 "傷工 "加入爲會員 281-

是以依照一九三七年勞資協調法的規定，"傷 

工 "的定義並不包括必須擴帶通行證的土人在内（因 

爲土人並非該項定義所指的"傷工");卽不承認土人 

具有登記加入工會的資格。

同樣依據定義，工會之有非洲人爲其會員者卽 

不能認爲係本法所稱"傷工 "之工會，因此也就不得 

登記爲工會。

六0 - . 勞資協調法所産生的許多畴形現象之 

一便是因爲土著婦女通常並不擴？T ’通行證"，本法 

的除外規定對她們不能適用，所以准許她們加入的 

工會仍得依照本法繼續登記爲工會。成衣工人工會 

係以歐洲種歸女爲其主要組成分子，但今日則並有

" 1 南非種族關係手册， van der H o r s t所著勞工 

篇第一四七至第一四八育。



相當人數的土人及混血種婦女爲其會員，其所以仍 

准登記爲工會者，理由顯然在此

六0 二，土著男子旣因被除出九三七年勞資 

協譲的適用範圍而不可享受2^法所賜予的利益，他 

們除訴諸罷: r 外全無利用防止及解決勞資爭譲機構 

的機會。然而依照迭次類佑分別適用於聯邦各潜的 

包羅甚廣的生僕法或依照一九一-< 年土著勞工管理 

法的規定，一羣土著勞工的有組織的罷工，是可能 

構成刑事罪的 283。

(城市展域 )土人法律統一法（一九四五年第二十五 

號法律）

六 0 三 . 本法的規定，特別是其中的第二十三 

節第一項對於土人前往城市展域工作具有絕大影 

響，上文中業經對此頻規定加以研討

六O 0 . 又第二十三節第一項 g 款規定總督得 

規定或訓令城市地方當局規定土著男子非經法定官 

員發給具有一定期限之許可證，不得在宣债展域內 

擔任許日勞工（togO或零工或從事獨立承撞人之工 

作《

2 " 前 引 Rheinallt J o n es所著同書第四十七盲。一 

九五一年工業立法調査研究委員會報告書（第二八 

—段 )指出，由於所訂"傷工 "一詞的定義，本法的適 

用範圍徘除了絶大多數的土著勞工。該 報 告 書 （第 

- 0 七一段 )承認依照本法規定，"土人不得成爲登 

記工會的會員 "；該報吿書在第~ 五段中斷定，因 

爲 "土人的工會組織非所承認，，因此土人不能參加 

團體读約，而屬於其他種族的勞工則無論陳述他們 

的意見或是貫徹他們的要求，都具有適當的方法，所 

以就其對« 主的關係言，土著勞工係處於不利地位。 

义參閱該報吿書第一四四八至第一四五七頁。

又有足資注意者，卽一九四七年史未資政府所 
發表的 ( 土人）勞資協調法案雖明白承認所有土人工 

會及土人槪不適用一九三七年勞資協調法所誌勞資 

協調機構的規定和利龜，但同時卻許劃爲非洲土人 

單獨設立一種調解機構，是以一方面在工業立法中 

明白採用種族分離原則，而事實上則給予土人以多 

少較爲平等的便利。但時値一九四八年史未資政府 

読選失敗，該法案並未獲得國會通過,繼承史未資將 

軍的新總理馬蘭博士宣佑他無意繼續進行此項承認 

土人工會的法案，但擬另壽其他辦法（v a n  d er  H o r s t  

同書第一四八至第一 r a 九育）。關於一九五三年土人 

勞工 ( 解決爭譲 ) 法案，參閱附註二八三。

2 8 3關於全盤間題，參閱南非種族關係手册， v a n  
d er  H o rst  所著勞工篇第一四八頁;—九五一年工業 

立法調査研究委員會報吿書，第一四三八至第一四 

四七育。一九五三年時，勞工部長在衆識院提出了 

•-個有關勞資協調而專適用於土著勞工的特別法案 

( 土著勞工 ( 解決爭譲 ) 法案)。 此項法案經於一九玉 

三年七月九日舉行二讀。

2 8 4參閱第五二玉段。

聯合國憲章簽訂以後所採取之措施

登記就業法 ( 一九四五年第三十四號法律）；土人法 

律修正法 ( 一九五二年第五十四號法律）；依照 

土著勞工管理法 ( 一九一一年第十五號法律)第 

十三節 ( 《) 所制訂之條例。

六 0 五 . 登記就業法 （一九四五年第三十四號 

法律）是 種 授 與 權 力 的 法 律 ，旨在核准開於非洲 ' 

土人及其他非歐洲人以及歐洲人的公立勞工介紹所 

的設置。本法的规定並非必然適用於非洲土人，紙 

有經勞工部長與土人事務部長協商後鎭能對他們適 

用。截至一九西七年十一月爲止，本法顯然尙未適 

用於非洲土人

六 0 六 . 土人法律修正法（一九五二年第五十 

四號法律）再度許可爲非洲士人說置此種勞工介紹 

局 至 此 關 於 î t 置及管制土著勞工介紹局的條例 

也顯a 依照土著勞工管理法（一九— 年第十五號 

法律) 第二十三節 (< 0的規定頒佈施行3 每一土人事 

務專員辦公署各設區介紹局一所，但在若干規定廣 

域的地方勞工介紹局則受地方當盾的管制。依照條 

例規定，該局的宗旨係在"安置尋覓工作"之 ( 士 ) 人， 

並調節勞工之供應 ’ 使其與需要配合 *7。

土著建築工入法 ( 一九五一年第二十七號法律） 288

六 0 七 ，本法爲確立法律上的 " 膚色限制"的最 

重裏立法措施。是以本法係與鎭場及工廠法（一九 

~ ^一年第十二號法律)密切相關

2»5一>九四九年南非種族間窟手册， v a n  d er  H o rs t  

所著勞工篇，第 五 五 至 第 五 六 賈 。

" 種族關係研究九五一年至一九五二年，第 

二十九育、第三十育及第六十一頁。

2s7 南非法學年鑑， 九五二年，第二八八育。

土著建築工人法案係於一九四九年十月初次 

以草案形式發表：- ^ 九玉0 年二月提出於衆議院。但 

因忙於譲1 1 其他立法，一九五0 年國會屆會並未能 

動此項法案進行辯論。就其初次提出的案文言，它 

顯然是意圖調和歐洲種建築工人的利 â 與恐懼和非 

洲土人的需裏與企望（"種族關係研究",一九圓九至 

- 九五 0 年，第五十三至第五十五育）。

途此項法案再度提出於聯邦國會九五 0 年屆 

i ■時，其內容業經多所修改，其中最堪注意之點如 
下：（一 ) 就本法之適用言，此後土人展域包括部長認 

爲其佔用人以土人爲主體的任何廣域；（二)土人在 

其自身區域以外不得擔任之技術之工作一覽中將費 

屋一項除外；（三)原有城市展城建築工華箱對禁止 
« 用土人之規定改爲僅適用於城市廣域之部分， 
俾土人得於其自身區域外從事關於其所估用之建築 

物之工作a 但歐洲人不得與土著建築工人訂立契約 

r 南非種族關係研究"，一九五0 年至一九五一年， 
第十二育

2 8 9參閱上文第五九六段。



六 o 八 .勞 工 部 長 Hon. B. J. Schoeman在 九  

五一年二月七日向衆譲院提出此項法案時宣稱：本 

法案係對白種及傻血種勞工提供一種保護，防止其 

工資水準爲低廉土人勞工所破壞。在實施勞資協約 

之若干展域內，建築業之 « 主得任意傷用歐洲人、土 

人、混血種人或亞洲人擔任某種特定工作，但必須 

付給此種工人以協約所規定之工資。不過此種協約 

不適用於一般戶主或建築物、公寓、商鋪或工廠之所 

有人，亦不適用於市政麻，他們可以懷用任何人擔 

任建港方面的工作，椅給他們願意付給和工人願意 

接受的任何工資；市政府並豁免適用關於勞資協約 

的規定。因此建築業« 工惟有在實施此種協約的展 

域受經登記之傷主 « 用之時鐵能受到保譲；據有人 

調査 , 私營工廠所有人利用抵廉土著勞工擔任修1善、 

維持甚至建築工程的情形，相當普遍。白種工匠的 

工資水準遂因此而遭破壞C

爲 了 應 付 嚴 重 的 房 荒 ， 應 該 准 許 土 人 建 築 他 們  

自 身 的 房 屋 ， 因 爲 利 用 白 種 勞 工 建 築 房 屋 不 合 經 濟  

原 則 土 人 首 應 獲 得 充 分 良 好 的 訓 練 ; 但 受 過 此  

種 訓 練 的 土 人 自 然 並 不 能 獲 得 白 種 技 術 工 人 現 時 所  

獲 得 的 工 資 。 他 們 ，的 工 作 大 部 是 屬 於 半 技 術 性 質 。 

土 人 得 在 按 藝 訓 練 機 關 接 受 訓 練 ， 以 後 則 受 傷 於 核  

定 的 « 主 。 因 爲 這 些 工 人 所 得 工 資 低 廉 ， 與 其 所 達  

到 的 技 術 水 準 不 成 比 例 ， 允 其 因 爲 土 人 生 活 水 準 關  

係 ，所 以 他 們 建 築 房 屋 的 費 用 ，要 比 此 刻 技 術 工 人 所  

建 築 者 低 廉 得 多 。 這 樣 可 使 土 人 儘 量 獲 得 各 種 部 門  

的 工 作 的 訓 練 ， 使 他 們 可 以 在 他 們 自 身 的 展 域 內 建  

築 他 們 自 身 的 房 屋 。Æ 他 力 面 則 因 爲 本 法 案 的 規 定 ， 

建 築 業 的 ® 主 無 法 在 城 市 展 域 內 « 用 土 人 擔 任 真  

正 的 技 術 工 作 。這 一 點 雖 谨 影 譽 到 建 築 業 的 « 主 ，但  

也 可 以 影 響 全 國 所 有 城 市 廣 域 。 部 長 並 有 權 將 本 法  

案 的 規 定 推 廣 適 用 於 半 诚 市 區 域 。 部 長 如 宣 怖 將 本  

法 適 用 於 任 何 城 市 或 半 城 市 展 域 ， 那 便 是 說 任 何 人  

—— 私 人 、市 政 府 、工 厥 廠 主 等 等 —— 都 不 得 信 用 士  

人 擔 任 建 築 力 面 的 按 術 工 作 。 但 若 干 類 的 人 或 某 廣  

域 的 若 干 部 分 可 以 豁 免 適 用 此 類 禁 命

六0 九.本法業経於一九五一年十月一日施

行

2»。關於此項間題，參廣第七章,第七四0 段。

脚 不列顏國協國會公報，第三十二期，第三四八

六一0 . 本法中關於狠制建築業傷用土人擔任 

按術工作的主要规定係載列於第十四及第十五兩

節。

六一一 . 建築業傷用工人之管制：

"第 十 四 節 本 法 施 行 後 ，建築業 «主 

非經部長書面認可：
" ( 0 )不得廉用土人擔任土人廣域以外之城 

市廣域內建築業方面之技術工作；

不得在«用土人擔任建築業技術工作 

之任何土人展域«用歐洲人擔任建築工程力面 

之監工或教練以外之工作；

" ( 二）任何灌主遂反第一分節之規定者以 

犯罪論。"

六一二 . 若干區域內« 用勞工之限制 .

"第十五節（一 ) 纏督根據部長於徵! S]諮詢 

委員會意見後提出之意見，得於政府公報發表 

公吿，规定：

" ( « ) 禁止任何人（除建築業之« 主外)、或 

屬於某特定頻別之任何人、或麗於某特定頻別 

之人以外之任何人傷用任何土人擔任有關特定 

城市展域內或此種展域某部分內房屋之建築、 

完成、翻新、修續、維持或改建之任何特定類別 

之技術工作，但其在土人展域內者不在此限； 

" (ft )禁 .lb任何土人擔任有關此種房屋之此 

舞工作之« 工或任何其他工人，此種房崖須非 

爲此種土人所有，並非爲其本人及其家腾估用 

或意圖供其本人及其家屬佔用者，

總督並得以词樣方式修正或廢ih此項公吿。

" ( 三）任何人達反依照第一分節所齋表公 

吿之任何規定者卽爲犯罪C "

六一三 .一九五一年土著建築工人法顯然對 

建箱業力面的土著勞工建立了一道重大的膚色壁 

曼2* » , 自此適用本法之房崖的建藥和維持，不得再

至第三五0 頁，一九五一年。
292 "南非種族關係研究 "， 九五0 年至一九五 

一年，第十二育。

. "本法案之目的係在訓練土著工匠在其本種族 
K 域爲其本種族人民建築房屋, 丽同時對歐洲人愿 

域之歐種工匠予以保障，使其根基不政爲新舆之 
土著勞工險所摧毀。本法案意圖制 i k 南非所® 行的 

— 種慣例，道糧慣例便是歐洲種房生利土人的閒 
暇時閩« 用他們辑任有關房屋的零星建築工作。此 

後需襄任何技術的工作都必須由歐洲種或涯血種工 

人擔任，他們的工價都比較土人爲高。政府所擬給 
予新舆土著工匠的訓練將不如給予歐洲種學徒者那 
様傲底；此種訓練單求能使土著工匠建築土人自用 

的相當簡易的住房足矣。 南非 " ，第三一八九期， 
— 九玉三年三月四日 , 第一•七二盲）。



« 用非洲土人，因而剝奪了很多非洲土人’'作散工"  

的機會2*^

陸.公共設備之使用 

聯合國憲章簽訂以前之情勢

六一*四 . 在一九0 九南非聯邦成立以前，似僅 

脫蘭斯冗爾頒有關於限制搭乘公共交通工具之重要 

立法。在國會通過一八九七年十月十四日決譲案後， 

脫蘭斯冗爾政府開始採取措施將火車頭等車厢的有 

色種旅客與歐洲種旅客隔開。

六一五 . 雖然一般說来，聯邦方面對於使月公 

共設備和出入公共場所並未制顔任何綜合性的立 

法，其待遇確是隨種族及膚色的不同而有差別。

六 六 . 就鐵道及海港管理管制及經營法（一 

九一六年第二十二號法律）所制章薛爲其根據，該 

法第四節規定：

"管理局經總督之核准，得於不違反本法規

定之範圍內, 制訂關於下列任何事項之章程，卽

關於：

" ( 六）保留車站房屋（包括腐所 ）、火車或 

其任何部1 3 » ,供男子或女子、特定種族之人、不 

同等級之人或土人專用 , 並規定此種人對於此 

種房屋、火単或任何部汾之使用，應以專爲彼 

等保留者爲限。

六一七. 其他力面之差別待遇大都係由下級立

法機關所顔行之章程而起，或卽由於單純之行政慣 

例而起，並無法規爲其根據。

六一八 . 觀察現行歧，視力式最便利之方法當爲 

檢討南非最高法院若干年來所制決之案件。

六一九，在一九—*六 年 之 G eorge對比勒託利亞 

市政府之訴訟案中 2% 最高法院脱蘭斯冗爾分院曾

Rheinallt Jones , "南非之勞資關係"，"國際問 

题 " ，第二十九期，一九五三年，第四十三盲；又參閱 

"種族關係研究 " ，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0 年，第五 

十三至第五十五貫； " 種族關係研究 " ，一九玉0 年 

至一九五一年，第十二至第十三育及第三十三至第 

三十四盲。

依照本法第三十六節規定，任何人故意進入管 

理局保留供特定種族專用之車厢、車房或其他處所， 

或任何人於進入此種保留之車厢、車房或其他處所 

後經鐵路職工促其退出而滞留不去者，皆爲犯罪。

— 九一六年，南非法院制決書* 報，第五 0 —  
育 (最高法院脫蘭斯冗爾省分院)。

維特下級法院所爲認定有色人搭乘比勒筋利亜窗供 

白人專用之電車，拒絕離去一舉—— 當時並未另備 

供土人、亜洲人或其他有色人使用之《車—— 爲有 

罪之制決。脫蘭斯冗爾省分院担絕接受市譲會制定 

章程劃分供白人及非白人使用之電車，並規定各該 

人等能使用供其本種族人專用之電車一舉爲逾越 

權利 ;é i論據；法院對於在分用之霉車尙未置備以前 

應予白人與有色人以平等待遇之理瑜亦加以殿  

斥。

六二 0 , 在一九三四年郵電部長對  R a soo l之訳 

訟案中最高法院上訳庭判決某種章程並不單因  

其在施行上展分爲白人及有色人兩種社展一事，卽 

成爲專斷無理而逾越權力範圍。本案所爭執之問題 

起於將郵盾劃分爲歐洲人及非歐洲人部分。但因郵 

局中非歐洲人部分與歐洲人部分服務之本質相等爲 

各方所公認，故惟一爭執之點爲將歐洲人與非歐洲 

人加以展別是否有理一點

事實上上訴庭多敷法官同意代理庭長  Stratford 

所爲之制決，卽認；爲出諸種族分離力式之種族歧視 

係屬正當，紙填供給各種族之便利係屬相等。但同 

意 法 官 Beyers之同意所根據之理由則顏爲廣泛，事 

實上，他根本否認另一法官  Gardiner 在其對同案所 

提出的措辭甚爲堅適的異見書中所稱法律之前人人 

平等的廣則 3 B eyers指出他認爲分離政策已深入非 

聯濱個社會生活，舉凡在醫院、墳場、公共浴室及厕 

所、運動場、電車及甚多其他方面，莫不同然。南非 

最高法院a：■訴庭在以後的 Rasool’ S 一案中，殆 a 採 

用美國憲法中分離而平等"的一項 原 则 雖 然 並  

未徵引或提及任何美國案件。

— 九三四年,南非法院制決書當報，第一六七

頁（上訴庭）。
298法院在本案中採用 Lord Russell,在著名之英國 

訳 訟 案 K n a e 對 Johnson (― *八九八年，英國皇家筒 

等法院分院制決書量報第二卷第九十一育）中所用 

之方法，訂定法院得依據下列標準，宣告某項章程 

因專斷無理而爲無效，節該項章程之實施對於各階 

級之人之適用是否編祖而有欠平等 ; 是否顯失公道； 

是否表現惡意；是否使適用該項章程之人之權利遭 

受壓制或無理妨害，爲有理智之人所認爲無可辯譲 

者。
299君 主 對 Cofdse — 案 （一九四三年，南井法院制 

決書覺報，第二四二盲 (最高法院角省分院））曾引用 
同一原則，最高法院角省分院之 D a v is法官對於海 

濱浴場之使用直接適用 l^sool’s 案之制例。渠宣 

稱 ：在南非聯邦內法院如欲以武斷無理爲理由對涉 

及歧視白人與有色人之章程出而干涉，必須證明該 

項歧視並附有不平等待遇，該項不平等待遇係在所 

有情形下均® 顯然有失公道或具有壓制性質。



聯合國憲章簽訂以後所採取之措施

鐵道及海港管理管制灰經營（修I E )法（一九四九年 

第四十九號法律）

六二一. 在—*九五0 年 的 君 主 對 « 的  

餅誰案中南非最高法院上訳庭有須裁制依照 

九一六年鐵道及海港管理、管制及經營法（參閱上文 

六一六段）第四節所頼之條例，是否越權，該項條 

例係規定保留若干車厢專供歐洲人使用，但並未规 

定此種人限用此種車痛。反之非歐洲人使用專爲歐 

洲人保留之車商者則應受徵罰。最高法院J:辦庭法 

官全體一政制定因該項章程之實施，致造成歐洲人 

與非歐洲人閩之重大不公道與不平等之待遇，該項 

章群係根據上述法律制訂，但依照該項章程而採取 

之行動則並非該項法律所許可。代表法院宣制之法 

官 Centlivres 直接援用 Lord Russell 在 Kmse 動 John—

«j"  — 案 （第一四九育）中所採用之標準：《許可歧視 

爲 事 ，但許可歧視而同時輔以不公道及不平等待 

遇，則全然爲另一'事"。集認爲不能假定立法機關於 

制顏一九" - 六年法律，授予鐵道管理局以制訂章程 

的槪括權力時，會有使社會一部分人民受較另一部 

分人民爲不公平之恃遇之意。渠又稱："國家給予其 

所有公民以鐵道交通之便利，原屬不分種族界限，若 

謂立法機關有意使使用鐵道者依其種族而受不公道 

或不平等之待遇，殊不可能。本人所得之結論爲就 

本案情形而論，管理局施行該項章程之方式有欠適 

當。因本人認爲該項章薛原可對各種族之人以公道 

及平等之方式施行，故不能謂該項條例本身係屬逾 

越準據法所授予權力之範圍。"

六二二，由於 Abdurahman- 案件對鐵道交通方 

面之隔離原則提出異譲，馬蘭政府業a 於該案待決 

期間採取步驟制訂一九四九年第四十九號法津以修 

正一九六年鐵道法，卽於該法中增測一第七節附 

節 (一 )，其文如下：

"第七節附節 (一)：管理局得於其認爲必裏 

時，依其認爲最適當之方式或方法，將此種保 

留之事實通知任何有關之人（此處係照譯原條 

文）

"(<^)保留任何車站房屋（包括厕所)或其他 

任何部分，火車或火車之任何部分，供男子或

女子，其特定種族之人，或不同等极;è 人威士 

人專用；

”(6)保留行贼某特定路綠之火車之全部或 

— 部，供某特定種族之人，或不同種類之人或 

土人專用。"

該項法津經此項修正後，管理商一併將鐵道通 

用章程加以修正，卽增列第二十條(《0 如下：

"管理局依照該法第七節附節規定保留任 

何車站房屋 (包括厕所)或其任何部分，供男子 

或女子 , 或腾於某特定種族或等級之人專用時， 

不屬於爲其利益而爲此種保留之人，不得使用 

經加此保留之房屋或任何部分。"

六二三 . 九玉三年上訴庭在君.主 對 Lusu —  
案件中 3。1,曾對修正後之上述法律及章程提出異

譲。

上f f 庭庭長 Centlivres 經以 Greenberg、Schreiner 
及  Hoexter 三法官之同意，宣稱鐵路管理局於保留 

鐵路房屋或其任何部分爲供男子或女子或特定種族 

或不同等級之人專用之候車室時如其自由裁量 

權之行使，足以對此種人、種族或階級造成重大之 

不公道及不平等待遇者，此種自由裁量權之行使,不 

得漫無限制。

上訴庭在君生對 Abdurahman —案件中會制定 

一九一六年法律（指未鎮修正者言）並不准許對各 

種族之人施以不公道及不平墓待遇，上餅庭庭長 

Centlivres «用該項制例稱一九四九年修正法所滑 

訂之第七節附節一  (《)不可能授權管理局根據不 

公道及不平等原則而對各種族及各階級以妓視待 

遇 如 其 不 然 ,則 依 照 九 四 九 年 修 正 法 所 潘 訂  

之附節，管理局勢將可以：

h保留車站房屋中之厕所專供某特定種族 

之人之用，而不爲任何其他種族之人置備腐 

所P 本人認爲此決非國會之本意所在，Æ 誠如 

Abdurnhman —• 案第一因九實所稱：'國家之興辦 

鐵道交通，原係不分種族，供應其所有公民之 

雷要，若謂立法機開有意使使用鐵道者因其種 

族而受不公道或不平之等待遇，殊不可能（第 

四八一盲

«。。一九五0 年，南非法院制決書蒙報第3 卷第一 

三六育（上訳鹿）©
— 九五三年。裔非法院制決書囊報第二卷第因 

八四盲(上蔣庭）。

咖 依照修正一九一六年法律第七節附節— 0 )  M
定

— 九0 三年南非法院制決書覺報，第二卷第®  
八四育 (上訴庭 )，第四八九賈。



反之，法 官 v a n  d e r  H e e v e r則提出甚爲堅強之 

異見書，力稱一九因九年修正法業已於~九一六年 

法律中播訂一項新規定，、授權管理局保留鐵道房屋 

( 包括厕所）供不同族類之人專用，此點卽舍有差別 

待 遇 之 意  。

六二 0 . 是以就各種族及膚色集團之人搭乘公 

共交通工具及出入公共場所而論，現時情形似爲營 

理局實施名符其實的隔離政策，但在實施隔離時必 

須供給各種族以確嵐平等之設備。至對於不問在隔 

離情形下給予各種族之實療待遇如何隔離政策本身 

是否無效一間題，則法院從未予以裁定。難然，就 

某一案件而論，所供絵之誅備是否確屬平等乃係一 

事實間題，法官對於此項間題自大有行使精密考査 

之餘地®»®。

六二五 . 他方面法院對於隔離措施所引起之訴 

訟，亦有整持要求君主嚴格履行其舉證責任之傾

向 则 。

染 . ffi會權利方面之立法

聯合國憲章簽訂以前之情勢

六二六. 在南非聯邦成立以前法律上禁止白人

與有色人雜婚者，似限於南非共和國（脱蘭斯冗爾） 

—處  307。

同上，第四九八育。
參閱如君主對 Lepik之斬載案（一九五三年）， 

南非法院制決書量報第一卷第二二五育（最高法院 

脱蘭斯冗爾省分院 ) 0股蘭斯冗爾省分院在此力面嚴 

格以事實爲制斷的標準，對於根據鐵路局供 J É非歐 

洲人之餐室或茶點室誅備次於供應歐洲人者，卽爲 

重大之不公道及不平等待遇一項理由，而動.鐵路章 

程之實施所施攻擊，加以敲斥。闕於此點，該法院 

認爲若千程度之不平等係屬無可避免，本案情形僅 

係一時之不便，不能構成重大之不平等待遇。

參閱如 â •主對Sita之訴訟案，南非法院判决 

書覺報第三卷第四六 0 育 （最高法院脫蘭斯冗爾省 
分院 )。本委員會得悉交通部長 M r. P. O . S a u e r最 

近曾承允向國會提出項法案， 使鐵路方面不顧最 

高法院最近之制決，供給各種族以單獨而並非大致 

相等之設備 ( 角 省 衞 報 «九五三年六月十三日）。

一八九七年第三號法律第十七條。本法所稱 
" 有色人 " 者，謂屬於南非任何土著種族或其祖先爲 

土著之人，或屬於亞洲任何土著種族之人，包括苦 

力、 拉伯人、馬来人或土耳帝國之囘教臣民在 

內。

法律對於白種婦女與有色種男子3。8 及有色種 

男子與白種婦女—— 縱 係 後 者 所 同 意 — 所發 

生之 " 妨害風化行爲 " 亦予德罰。

聯合國憲章簽訂以後所採取之措施 

禁止異族道婚法 ( 一九四九年第五十五號法律）

六二七 . 内 政 部 長 H o n . T . E . D ô n g e s 在提出 

本法案時說明本法案的目的是在禁 Ih歐洲人與非歐 

洲人通婚，並儘量防 I k血統涯请而促進種族之純潔。 

本法案自然僅是第一步，以後尙須繼以禁 Ih婚姻關 

係以外的血統涯清。關於這一點，司法部長業經宣 

怖渠將提出一項法案，俾便對一九二七年妨害風化 

洽罪法加以修正《1»。內政部長會提及異族通婚晴題 

委員會的建譲，該委員會於一九三九年提出報吿書 

時着重指出非聯反對雜婚的情緒甚爲堅插。而除開 

保 持 種 族 純 潔 的 願 望 —般認爲應努力消除由於 

血統混滑而引起的社會間題。反對異族通婚者不限 

於歐洲人，該委貴會報吿書提及土人對於此種通婚 

也堅決反對。混血積人也反對此稿通婚，雜然他 

們並不贊成制定法律。卽便是印度人也表示對浪合 

通婚，但他們亦復不贊成實施法律制裁。若干反對 

制定立法的理由竟是那些深覺涯合通婚;^罪惡的人 

所提出。其反對理由之便是如果制定立法，勢必 

使個人自由受到限制。該委員會則指出"每一種法 

律都牽涉到削滅個人自由，結婚這一頻行爲對社會 

具有廣泛的影響，不得視爲純粹私人和個人性賓的 

行爲"。第二種反對理由是說每年所發生的合通婚 

事件，爲數甚少。但總數確是在不斷 i f 加。間題是 

- 百年以後的情形將如何？第三種理由是加果不能 

混合通婚，S 將是取梢一種可說是補償侵害權利行 

爲的唯一方法。然此種事件原 » ，參無幾，擬譲中 

的立法如獲通過，它 f f !更將成爲經無僅有。部長接 

着講到確立歐洲人及非歐洲人定義的困難。本法案 

的用意不在提供法律上的定義，而在作爲主持婚趙 

官員的實際準則 311。

六二八 . 在非聯衆譲院以後所舉行的辯論中， 

反》黨領铺史末資元帥說，盤個南非7 1 民的態度，和 

他們的眼光及傳統無疑都反對種族混雜，但根本間

•一八八九年第十一號法律第六節。

同法第七節。

參閱下文第六三五段。 
s u 不列頸國協國會公報，第三十期，第四六七至

第四六九育，一九四九年C



磁查此種禍患能杏用立法措施和禁令來救治，而旦 

在本法中確立定義也很困難

六二九 . 聯合黨 (反對黨 )譲 員 Dr. A H. Jonker 
雜，混合通婚事件除在一九四O 年至一九四五年間 

隨歐洲人及土人人口播加丽有所墙加外，其比例a  
遂漸減少。白人人口至今依然存續無恙及血統混请 

之百分比甚小•一事，爲白人及土人在此力面具有一 

種堅雄意志之最明顯的證據。因爲具有堅难意志，故 

能於三世紀來限制此種禍患的蔓延。解決間題之道 

是在成立一種各別的住宅展域，並提高混血種人的 

經濟水準* 使他們'尤其是涯血種婦女不再切望渗入 

白人社區，以提高其社會地位

六三0 . 聯合黨 (反對黨) 譲 員 Mn A. D avis着 

重指出移民入境以保持白人種族純潔之重裏。至就 

本法中闕於確立定義的一節及以外貌爲標準而論， 

則在脫蘭斯冗爾力面有很多人面貌顏爲鐵黑，而其 

世裔、教育及出身卻俱爲歐洲人者《I4。

六三一 . 工黨譲員  Mr. T. W. B. Osborn 說在 

好望角殖民地初期會發生混合道婚情事：- A O O  
年時, 據估計混合通婚數字佔全部婚姻之百分之五， 

亦有人估計爲多達百分之十者。當時所造成之浪雜 

血统至今依然存在，此種血統永遠無法到除。歐洲 

種人口 一 特別是移殖藤史較久的望族—— 中合有 

— 小部分混血種人的血統，假定混合攝婚的原有數 

字是百分之五，那就可知所有移殖歴史較久的家族 

平均都雜有百分之五的混血種人的血统。此刻白人 

fftfc區中涯血種人比例增加的最大因素，可能就是在 

事實上爲混血種人而衷面上 ( 卽外貌力面)爲白人或 

近似白人的人紛紛渗入了白人 ‘社展。在南非生而爲 

白人是合算的。白人可以受到較好的教育，可以自由 

進城，在交通工具上愛坐甚麼地力便坐在甚麼地力， 

可以獲得較好的工作，適當的教養子女成人，享有 

投票權和決定他自身的命蓮。這種情形存在一天 , m  
血種人便一天會渗入白人社展，不管是通過甚麽法 

津 *1、

六三二• 禁 Ifc異族通婚法（一九四九年第五十 

五號法律）第一節 (一 )規定自本法施行之日起，歐 

洲人與非歐洲人間不得舉行結婚儀式，違反本節之 

規定而舉行之結婚儀式無效。但本法之實施設有下 

列一項重要例外 : 卽此種結婚（i)如係主持婚禮官員

本誠信原則證婚，關係當事人任何一力未嘗作關於 

此項結婚之I虛慎陳述，任何他人亦未嘗串同其中之 

— 方作関於此項結婚之虛偽陳述者；（Ü)如此項結婚 

之任何- •方自稱爲歐洲人或非歐洲人時，其外貌顯 

然與其所自稱者相同，或於自稱爲非歐洲人之一力 

之場合，足以證明彼係慣常以非歐洲人之身汾與非 

歐洲人交往者，視爲有欲 (第一節，一 0 0 )。

六三三. 關於各種族之定義及劃定個人所屬種 

族之方法，參閱上文第四五一段(<i)。

六三四 . 關於本法之德罰規定，參閱下文第X  
箭第六六0 段。

妨害風化治罪 ( 修正 ) 法 （一九五0 年第二十一號法 

津）

六三五 . 本 法 爲 ~ -九四九年禁 I t異族通婚 

法的邏輯結論，事實上亦卽辯論禁Ik異族通婚期閩 

馬蘭政府發言人所提及的另一立法措施。經一九五 

0 年法律修正的一九二七年妨害風化治罪法禁Ik歐 

洲人與土人間發生非法性關係。本報吿書本節中所 

以述及本法係因本法不僅適用於屬於歐洲種與非歐 

洲種之人閩偶然發生之關係，而旦適用於二者長期 

同居之情形，甚至適用於經依照一九四九年關於禁 

Ik異族i i 婚之法津撤館婚姻關係之情形

六三六 . 本法修正案文誅有下列禁Ik規定：

"第一節;任何歐洲種男子與非歐洲種女子 

發生非法性關係，及任何非歐洲植男子與歐洲 

種女子發生非法性關係 , 其情節不構成強赛、意 

圖截蟲或狠褒行爲者，•‘ …皆爲犯罪，經裁制確 

定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二節：任何非歐溯種女子允許任何歐洲 

種男子與其發生非法性關係，及任何歐洲糧女 

子允許任何非歐洲種男子與其發生非法性關係 

者，皆爲犯罪，經裁判確定者，處国年以下有 

期徒刑。

31=*同上，第四六九至第四七0 育。
31 3同上，第四七0 頁。
S14同上，第四七一頁。

» » 同上。

31 «在辯論一九五0 年妨害風化治罪法修正法期 
間，反對黨譲員辯稱雜交非立法措施所能制 ib，惟 

有藉助道德、社會及宗教方面之制裁始能予以制 ïb; 
彼等並辯稱一九二七年法傳^已引起大量之索詐事 
件，此項修正法可能將引起更多之索詐事件。（"種族 
関係研究，’ , 一九四九年至~ -九五0 年，第二十五至 
第二十六育； 南非 "，第三一九0 號 , 一九五0 年三 

月十一日，第一九三育）。
317英壬孰. Ormond之訴譲案（一九五二年），南

非法院制決書量報 , 第一卷 , 第二七二盲 (上訴庭）.



«第二節附節:第一節或第二節所稱被吿如 

爲歐洲種人時，於其實施犯罪時有適當理由相 

信共同實施犯罪人係同屬歐洲種人，被吿如爲 

非歐洲植人時，於其實施犯罪時有適當理由相 

信共同實施犯罪人係同麗非歐洲種人……經向 

法院或陪審官提供足以♦ 人满意之證據者，卽 

爲《於被按犯各該節所稱之罪之充分辯譲。"

六三七 . 一九五0 年修正法並將九二七年法 

律中關於定義的節加以改訂 SI®。

棚 .社會保險

聯合國憲章簽訂以前之情勢

工人赔償法(一九四" - 年第三十號法律），經一九四 

五年第二十七號法律及一九四九年第三十六號

法律修正。

六三八，南非聯邦自一九一四年起便有關於工 

人賠償的规定，現行法律則爲一九四一年第三十號 

法津，該法後經九四五年第二十七號法律及一九 

四九年第三十六號法律修正。修正工人賠償法是一 

部規定對於工人執行職務期間因受傷或患職業疾病 

而致殘廢，或因此種傷病而致死亡者給予賠償的總 

法典。但依照本法所得福利金之多寡随種族而有所 

不同，對於同殘廢之所給付之金額，土人往往低 

於歐洲人甚多。此次修正法律最遭各方批評之一點 

爲對於全部永久殘廢所給賠償之规定：對歐洲人給 

予年邮金，劉'土人則僅給予一次邮金。

六三九. ~九四一年之原本法律不適用於家庭 

僕役，除工作工必填使用以機械力量推動之輪車或 

機械或使用炸藥者外，亦不適用於農業或鎭業。因 

爲此類工人大部爲土人，所以很多非洲土人無權享 

受本法所規定的福利金。一九四五年的修正法業經 

將此種崎形現象加以糾I E , 依照該法規定，向不適 

用該法的家庭或其他工人得經其傷生之同意而享受 

保臉待遇

關於養邮金之各項立法

六四0 . 依據各項法律所應給付之養邮金，隨 

各人所屬镇族或膚色之不同之不同而異其金額或實 

物給付。

老年養邮金法(一九二八年第二+ 二號法律)，一九 
四® 年修正。

六四一 . 按照原有規定，僅歐洲人及混血種人 

得領取老年養邮金，自一九四四年起本法一併適月 

於土人及印度人 , 惟給付此二類受益人之金額較低。

退伍軍人養邮金法（一九四一年第四十五號法律及 

九0  二年第四十四號法律）

六四二 . 此兩項法律係以此類似原則爲根據， 

惟明白規定土人不得享受該項利養。但土人退伍軍 

人得自土人事務部所決定之金額，領取捕助金；一 

九四六年時領収此項福利金之土人約爲三千人，該 

年撥充此項用途之經費爲三萬五千 ( 非)镑

盲人法(一九三六年第i ■•一號法律) ，經一九四ra年 

第四十八號法律及一九四六年第二十四號法律 

修正。

六® 三 . 本法對於歐洲人、浪 jfiL種人、印度人及 

非洲人養邮金之發給設有歧視待遇321。

聯合國憲章簽訂以後所採取之措施

六四四.一 九四九年第三十六號法律對於一九 

四一年工人賠償法所爲修J E ,業經在上文中叙明。

失業保險法，一九四六年第五十三號法律，經一九 

四九年第四十一號法律修正。

六四五，本法經一九四九年法律 322加以修正， 

其中亦復設•有關於在給付賠償金及其他福利金力面 

隨種族而異其待遇的规定-

a i®參閱第四玉一段 (r f)及上列附註一*七四。
關於全盤間獵，參閱南非種族手册 ， van der 

H orst所著勞工篇，，第一五三至第一五四育；"種族 

關係研究 " ，一九四四年至一九四九年。

關於全盤間題，參閱南非種族關係手册，一九 
四九年；Rheinallt J o u e s所著社會福利篇，第四二四 

頁0
見 前 引 Rheinallt J o n e s所著社會福利篇，第四 

二五育；"種族關係 " ( 一九 ® 五年至一九H 六年）。义 

參閱經於九四六年修正之一九三六年殘廢補助金 

法中對於年在十六歲以 a i 因精肿或生理方面陷於永 

久殘廢狀態致不能維持自身生計之人給予養邮金之 
規定。 （見 前 引 Rheinalk J o n e s所著同篇第四十六 

頁； " 種族關係研究 " ，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六年）。

請與a 量救齋法 ( 一九三七年第三十一*號法律， 
經九四四年第二十五號法律修 I E ) 所規定關於爲 

瞻養孤兒、須撫育幼年就童之寡婦、被遺寨兒*童及家 
長不能營生之家庭所給予之補明金比較。 （Rheinaih. 
J o n e s所著同篇第四二八育）。

322參閱第六三八段，



六 K 六 . 這力面先前的立法（一九三七年失業 

编利金法，經於一九四二年修正）曾規定若干特定 

工業須敦看失業福利某金。失業工人須其所屬工業 

載有福利基金者始得領取法律所規定的福利金。但 

受翁人並不包括勞工一 卽每年所得不足七十八 

( 井 ) 镑及從事若干頻工作之人，或 «傭契約適用土 

著勞工管理法之人—— 在內。

六 0 七 . 一九四六年法律將失業保險推廣適用 

於每年所得不足七十八 ( 非 )镑及先前除外之人。但 

本法不適用於任何種族之人之受® 於家庭、農業、公 

務機關、或省政麻、或永久受« 於鐵路管理局者；此 

休，本法亦不適用於受«於供給食宿之金镇或媒鎮 

之土人，以及受 «於鄉村展域而非在工厥或工業機 

關作工之土人，

六四八，現 a 施行之修 正 法 （一九U9九年第四 

十一號法律）又囘復至一九四六年法律制訂以前之 

情勢，因該法現a 不復適用於每年收入在-<百八十 

二 ( 非 ) 镑以下之士人。旦具有特定意義之"季節工 

人 "至此 î ÿ 被除外 ; 部長並得宣俺受 «於特種業務之 

人或屬於特定類別之人不屬於本法適用之範圍323。

養邮金法津修正法 (一九五一年第四十七號法律）

六四九，本法經將上述養邮金立法中的若千規 

定加以修正 , 但 » 各種族或膚色集團之差別待遇 

則仍維持不替。

欢.敎育及公共衞生

六五 0 , 依照一九五 0 年南非法之規定，教育 

及公共衞生爲者轄事項，與聯邦政府無關；是以此 

二類事件並無聯邦立法。至此二力面由於省法令及 

行政或其他慣例所造成之現有情勢如何 , 本報吿書 

將於第七章中另加W 封 324。

南非種族關係手册，van der Horst所著之部， 

第一五四至第第一五五育；"種族關係研究",一九四 

六年至一九四七年，第十五育；南非法學年鑑，一 

九四九年，第二八五賈。
324但有須指出者，卽政府不久將向聯邦國會提出 

- 項法案，實施土人教育委員會多數委員之建譲，將 

土人教育事項自教育都移歸土人事務部管轄。此舉 

將造成土人教育與任何他種教育全然分離之現象； 
其結果將使教育與土人生活打成一片，着董教育之 

技術方面而不着重其學理方面（好望角衞報,一九五 
S 年六月十三日）。

拾 .刑法

聯合憲章簽訂以前之情勢

對於達反差別待遇法律中若干规定之德罰

六五一 . 委員會於研討規定對各種族人民實施 

差別待遇之法想及條例時，備悉達反此等立法中之 

若干規定者，構成刑事罪，須受罰金或徒刑之想處。 

大抵推有屬於某種族之人始可能犯此等罪，此點 

自然造成刑法適用上之差異。

六五二 . 本章第卷節（0 分節所述甚多關於旅行 

通行證的法津在此等立法中另成一類。在多數情形 

下，土人不僅缺少法律所規定的證明文件或經要求 

時担不徵驗該項文件爲犯罪，卽僅未随身德蒂該項 

證明文件亦然。土人事務部長 C o lo n e l R e i t z 於一九 

四二年三月間宣怖，在一九三九、一九四 0 、一九四 

- 三年間，因蓮反通行證而被逮捕之土人，僅脫蘭 

斯冗爾一省卽達二九七， 0 0 0 人，其中後經制定 

有罪者二七三，0 0 0 人。該部長宣稱："任何人決 

不能謂此種違反法律案件爲犯罪； 達反通行證法案 

件百分九十純粹出於無知。

六五三 . 土著勞工管理法（一 九 年 第 十 五  

號法律可以列入同一類。本法第十四節規定井洲土 

人達反工作契約者構成刑事罪，應處十 ( 非)镑之簡 

金或兩個月之拘役32«。

土人管理法 ( 一九二七年第二十八號法律)經一九二

九年第九號法律修正

六五四. 本法係將總督先前對於納塔爾省土人 

所具有的全部權力擴充至脫蘭斯无爾及橘河自由省 

的土人。

第九節規定總督得發表公告，授予士人事務專 

算以刑事管轄權，土人事務專員將因而同時行使刑 

事管轄權及初級法院之權力。

323 K ahn所著"通行證法"，第二八五盲；關於一 

般方面，參閱南非種族關係協進ff± , 第十五次常年 

報吿書，一九四三至一九四四年，第五育；又參閱 
參識員 W. G. Ballinger在辯論關於廢 ik土人通行證 

及统一證明文件法案時所爲陳述（參閱上文第五0  
八段）

i 於一般方面，參閱 Sachs 所著南非之選擇 " 
( ― 九玉二年），第三十九育。



(城市展域) 土人法律修正法（一九四五年第二十五

號法律）

六五五 . 本法中關於工作許可證、工作契約、士 

人旅行通行證等多項規定327附有罰金或徒刑各項 

想罰。依照先前的立法，此類措施原已在實施之中， 

■ -九0 五年法律僅將各該項立法加以編纂而已。

聯合國憲章簽訂以後所採取之措施

土人法律修正法(~ -九五二年第五十13號法律）

六五六 . 本法有須特別提出者，卽其經一九五 

二年第五十四號法律修正的第二十九節的規定，晃 

予行政官員及縣長 (判事 )以甚爲廣大的權力，以處 

置被稱爲"游情 "或 "不良"的土人

土人 (廢 11:通行證及统一證明文件）法 （一九五二年

第六十七號法律）

六五七，誠如上文所述 ( 參閱第五一— 段 )，、本 

法爲士人制定一種査考證書，意在用一種文件来替 

代過去他們所必須攝帶的各種通行證。必須擴帶査 

考證書的土人經主管官員之要求不能或拒不纖驗査 

考證書者，構成違法行爲，經制定有罪者處十( 非） 

镑以下之罰金或一個月以下之拘役其不具備査  

考證書者，處五十 ( 非)镑以下之罰金或六個月以下 

之徒刑。本法一併適用於依照先前關於土人通行讚 

之法律享受路免之若干類之人。

六五八. 若干最新法律設有衡南非聯邦各種族 

人民實施差別待遇之規定，但其所定懲Sti則不分犯 

法者所屬種族，一體適用。下列各項法律卽顯然屬 

於此一類二

禁 Ib異族通婚法九四九年第五十五號法律）

六五九.一 九四九年第五十五號法律第二及第 

® 兩節對於違反本法之若干行爲定有懲罰。

第二節規定任何主持婚禮官員明知結婚當事人 

—方爲歐洲人他力爲非歐洲人而爲其主持結婚儀式 

者，處五十五（非 )镑以下之罰金。第四節規定任何 

人爲5秀致主持婚禮官員主持結婚儀式，而對其所屬 

種族向該官員爲虛偉之陳述者，按供f i 罪處顯《

妨害風化治罪法修正法（一九五0 年第二十一號法

律）

六六0 . 本法第一及第二雨節所想定之德罰， 

業經在上文中加以研衬

人口登記法(一九五一*年第三+ 號法律）

六六一，關於本法第十八條的規定，參閱上文

第四六一段。

拾 覺 .納 貌  

聯合國憲章簽訂以前之情勢

六六二 . 在南非聯邦未成立前，構成聯邦各領 

土內的土人，原 B 必須纖納若千種特別税。

依照南非 (脫蘭斯冗爾)共和國第二十二號法律 

的規定，土人越過國界者，須纖納通過稅一先令。

同時期另一法律卽一八九五年第二 十 ®號法律 

幾定每一成年土著男子每年須纖納人頭税兩（非） 

镑，土人所住之茅舍或房屋 , 每年須納枕十先令。 -  
八九六年八月二十六日國會決譲案規定，所有在宣 

佈金鎭席域非以受«於白人之僕役身设作工之有色 

種教士，必須向土人事務監督纖費五先合，懷取有 

效期一年之臂章及身汾牌各一個，及有效期一•年之 

通行證一張。第一盾，國會一八九三年九月八日決譲 

案規定所有中國人必須攝帶貼有印花税二十五（非） 

镑，有效期僅一年之特別攝行殺。

橘河自由邦法典第七十章規定有色人受«於開 

放各鎭 (鎭坑 )者，須纖納若干種税項。任何有色人 

在開放之鐵石鎭中作工者，每月必須缴納登記費 

先令。同法典第七十一章規定任何有色人年在十六 

歲以上七十歲以下受傷於闇放之鎭石鎭者，每年須 

缴納人頭税十先令。•一八九六年通過修正案後，此 

項規定B 不如前此之奇酷。

土人納税及黎展法(一九二五年第西十一號法津)及

土人納税 ( 修正 )法 （：一九三九年第二十五號法

律）

六六三 . 依照本法規定，除經豁免者外，所有 

在非聯有住所或在納税日期眉至以前，曾在非聯連 

續住满十二個月之成年土著男子，必須缴納統税一 

( 非 )錢 此 外 ，非聯每一土人居留展內土人所占 

有之每一茅舍或房舍，並須纖納地方税十先令

參閱第五0 二段以下及第五二四段以下諸段。 
參閱第五三二段，

桃》第十五節。

參閱第六三六段。 
331 第二條(一)。
咖第二條（二）。



聯合國憲章簽 t r 以後所採取之措施

六六四 . 在聯合國憲章簽訂以後，這力面並未 

採取過任何董大措施。

拾戴.其他親定差別待遇之法律

六六五. 本委員會並注意到下列兩項立法措施 

也設有對南非聯邦各種族人民實施差別待遇的規 

定。

武器及軍火法 ( 一*九三七年第二+ 八號法律）

六六六 . 在一九0 九年聯邦成立以前，脱蘭冗 

爾及納塔爾俱有限制非軟洲人持有武器的立法。聯 

邦成立以後，經將各省的法律修正編 Î T 爲 種 法 律 ， 

這便是一九三七年武器及軍火法。依照本法規定，任

何人非有執照不得待有武器，非歐洲人非經司法都 

長特許不得發給持有武器之執照。

酒類法(一九二八年第三十號法律)，經一九五一年 

第十四號法律修正。

六六七 . 關於酒頻飮料之一九二八年法津5̂ 體 

上禁化以任何酒類飮料供給土人，依照第二十九節 

規定，土人亦無權取得或特有酒類飲料。股蘭斯冗 

爾和橘河自由邦的亜洲人和涯É_種人也受到同棟限 

制。納塔爾省准許出售酒類給亞洲人，但以若千特 

別指定的地點爲限，並限於就地飮用

3 3 3 此類禁 I h 與 限 制 不 適 用 於 稱 爲 8士人啤酒 "  
(K a f f i r  b e e r )的飮料。，又依照第九十節（二）的規定， 

好望角奢霞民得以若千分量之酵藤酒免費供給在其 

霞場上作工之任何土著或混血種許日勞工。此種制 
度稱爲 " 小飮制度 " ( T o t  s y s te m )o

第七章

非歐洲人的生活狀^«
初齿說明

六六八 . 委員會在上一•章內業經對南非聯邦規 

定或默許有立法權的少數歐洲人對其他種族人民施 

以歧視待遇之立法的內容，加以分析。

現在委員會要扼裏被述這個特殊的政治社會中 

各種族人民的生活狀巧，在這個政治社會中，從前 

的殖民者與土著人民比鄰而居，白人和非白人閩有 

悠久的傳統和多少是根據經驗所創立並加餘的嚴格 

分界線，而旦政處心積慮訂定的比從前更有系統 

的種族隔離或 " 各種族分別發凰"許割恰正進入實施 

的隋段。

六六九，委員會所擔任的任務是非常艱無的。 

引據文件力面便發生了嚴重的困難， 這一點委費會 

a 在本報吿書序言中特別提及委員會因爲無法 

栽往南非調査事實眞相 , 故不得不採取間接辦法:它 

紙能聽取證人的陳述並審慎察閱報紙的記载；它不 

得不依靠南非著作家的出版物和外國人關於南非聯 

邦的研究。但是，爲儘量減少錯誤起見， 它必須首 

先對道些出版物及研究作•一番批評，以確定其價値 

及客觀性。*6 管特別利用南非聯邦官方年鑑前面所 

裁參考書目錄中所列的書籍及文件。

I參閱序言，第五、六兩段。

南非聯邦所特有的複雜情形

六七0 , 委員會所遭遇到的其他困難是由於蒙 

受妓視的約一千萬人人口組成分子的廉雜而起。這 

■ -千萬居民中包括（a )估絶大多數的班圖族人，他 

們在該聯邦ra奢內構成魔大的人口集團；（b ) 大部 

汾集中於好望角潜西部的涯血種人；（C)印度人，其 

中百分之十係年事稍長的移民，百分之九十係移民 

的後裔，他們大部汾集中在納塔爾奢。

六七一 . 隔離政:策的性質及嚴格荐度隨各奢在 

根據一九0 九年南非法而成立聯郛以前所有的傅統 

而大異，這種傳統在目前尙未消失。因此，在好望 

角奢，至少在目前，涯血種人擁有選舉權，而那接 

在晩蘭斯冗爾的浪血種人就沒有這種選舉權，X -  
個非白種人可以和一個歐洲人同様在開普敦植物園 

的長赛上安坐，不受千涉，但他在其他着汾其他城 

市的公園內便紙能坐在明白標明供他使用的長資 

上。目前印度人在納塔爾仍保留所有財塵之權》雜 

然該項權利有撤錯的可能，但他們在橘河自由省卻 

速居留權都沒有。班圖人在日常生活的各方面所享 

受的待遇，每一個省都不相同。

六七二 . 自從一九一0 年以來，南非立法有漸 

見統一的趨勢。雖然，該項目標距實現尙遠。例如， 

脫蘭斯冗爾的法律禁 It浪血種人購買酒頻，但是在 

好望角書則不然。新聞記者關於一九四九年一月十



三、十旧南日印度人與班圖人在德班發生流血衝突 

的報告曾列舉下列各端爲"附帶原因

購買酒類

" 土人指稱他們之愛好 ‘王后涙'(指歐洲人 

飮用之酒類 )正不亜於印度種人。在不久前，印 

度人可以自由在零售酒店內購到酒類，並旦至 

今仍可在酒徘間內賈酒，但是當土人藏有酒類 

時，卻就是犯法。"

遗行證法

" 這襄所得到的印象是在德班和它的週圍 

地帶通行読法常被破壞，而絕少遵守。但是土 

人I t 恨該項法律，因爲至少在理論上他們沒有 

行爵的自由，而印度人則可在該省境內自由行 

動》"

六七三. 這裏所徵引的這些具體事件紙是任舉 

數例而a , 它們顯然證明了要確切叙述三個生栗種 

族的生活狀％是何等繁董的工作。除各種族間有差 

別於，各奢閩亦有差別，甚至於同一種族閩亦有差 

別。我們無法筆獨敍述好望角省班圖人的生活而對 

他們在（a )保留地，（b )鄉村廣域及（C)城市區域的 

生活力式、性格和所受待遇大相懸殊的情形置之不 

顯。

六七W , 因此，委員會將集中力量研究非歐洲 

人文化、政治、經濟及社會生活的若干特定力面。它 

在可能範圍內將設法在同•一標題下敍述三個主要種 

族的狀况，但這並不是到處都能實行的。

下文行將叙述的各方面的選擇，是根據它們對 

於整個ff±會和諧發展的重裏性，以及它們在提高南 

非民衆物質及知識水準的任何努力中所必然會估據 

的地位。

過去與現在

六七五 . 委員會在致力作下面的簡裏敍述時， 

念及大會決譲案會訓♦委賞會研究盤個南非聯邦的 

種族情勢。該項情勢大部设是過去所遺留下来。當 

荷蘭種人（當時稱爲波爾人）佔領南非，雄迫班圖 

人撤退到大體都是他們倚爲 "堡塵 "的山嶽區域時， 

黑人與白人閩就建立了道天然的 "植族隔離"界 

缴 , 就是這些堡曼的界限，最树這些界錄頗不確定， 

後来就固定起來了，黑人在這後日的"保留地"中仍 

繼績過着他們的部落生活。這種辦法先後經習慣和

立 法 不 斷 加 以 保 持 和 廣 充 ， 因 篇 事 實 上 白 人 農 場 所  

附 設 的 圍 地 、礦 場 附 近 的 寄 宿 舍 以 及 城 市 外 圍 的 " 居  

留 展 " , 均 係 傳 統 式 保 留 地 " 中 之 較 小 型 而 酌 加 改 變  

以 適 應 近 代 經 濟 生 活 中 新 的 情 况 者 。 南 非 總 理 曾 經  

好 多 次 說 過 ， 南 非 政 府 最 担 的 " 種 族 隔 離 " 政 策 乃 是  

- 項 « 統 的 " 政 策 。 它 的 目 的 是 在 把 塵 史 所 累 積 下  

来 的 種 族 間 的 態 度 和 行 之 B 久 的 辦 法 ， 加 以 纂 輯 和  

整 理 以 加 雄 其 力 量 , 使 其 成 爲 一 種 主 義 和 一 種 目 標 ， 

並 將 其 推 廣 適 用 於 班 圖 族 以 外 的 其 他 種 族 以 及 新 的  

部 門 ， 例 如 工 業 部 ? I

因此，這一*章將同時敍述採取最近立法措施以 

前的種族情勢和由於這番睡烈立法措施所產生的心 

理影響和開始實施開普敦譲會所通過的法律而造成 

新的情勢。

六 t 六.過去的立法與最近通過的立法間的生 

要差別就是前者係奪星的和根據經驗的。但是，卽使 

就這一點来說亦不完全正確，因爲早在一九三六年 

至- « 九三七年閩，在總理赫畫格將軍（Gen. Hertzog) 

的領導下，國會曾作過一番處心積虛的重大努力試 

圖 實 施 隔 離 辦 法 以 期 舉 永 遠 "解決"土著居民問 

題。該項努力不久就證明了旣不適當，亦無實效。目 

前的政府又囘復到該項工作，但是在這一次，它一 

方面加雄種族隔離的辦法，一方面復斷然聲明這些 

辦法將不但嘉惠於整個南非居民，並旦對於班圖族 

和擬予推廣實施的其他兩個種族卽浪血種人及印度 

人尤爲有利，他們指稱班圖族最理想的將来並不在 

乎能膚淺的同化於白種人的文化或虛慎的適應白種 

人的文化，而是在保持班圖族人重視榮譽、服從會 

長和維持家長尊嚴等良好傳統，以及發展該霉族的 

天賦才卷。他們並且力稱這種發展的第一個先決條 

件就是 "機智地和忍耐地 "實行隔離辦法，並儘量使 

其能獲各力自由接受。

最近政府硫曾加緊進行勸導工作；例如總理曾 

在一九五三年八月十四日及十五雨曰接見混血種人 

代表團K 起，向他們解釋倘若他們樂願接受政府擬 

譲中的辦法時所可望猎得的利翁

六七七. 南萍政府在三個非白人種族的面前示 

以在襄遠的將来充满着美麗的希望—— 這個將来將 

完全以使關係各種族永遠分立爲基礎—— 屯顧然不

835聯邦公報，第三十六至第四十九期，第十八盲， 

十 '— a 及十— bg

他特別指出一九五一年選民分別代表法,這項 

法津B 在第六章，第四七八段以下諸段中加以 

分析。關於這一點，講參閱一•九五三年八月十 

九日倫敦泰晤士報所載一九五三年八月十七日 

理事會主席所作陳述的撮要。



會充分顧到目前進行中並預料在今後若干年內可能

繊續不a 的經濟演變。

六七八 . 有一點是大家都同意的：不管方幾開 

始生效的那些最新立法如何規定目前非白種人的生 

活水準非常低落，他ff?的經濟後展、ff±會進步及獲 

得性質較異和收入較豊的工作的機會甚^}?,雖然到 

目前爲 l b 他們的機會尙顧較耻鄰的班圖領土爲多， 

以致這些倾土內的非洲人不斷而旦往柱私向南非移 

徒，以爭取高於各該領土很多的工資。但是南非政 

麻一方面給保留地鄉村及城市力面的班■人以那些 

遙遠良好的希望—— 這些人顯然覺得那些希望有些 

是幻想一 尊方面卻在剥奪他們在想像申的隔離界 

線，另一方面—— 就是白人的區域內—— 的爱展機 

會，這種機會也許有限，但卻是立刻可以獲得的。若 

單惑 2 圖報紙，例如約翰尼斯堡 "班圖世界"所我 

"讀者欄的言論而加以制斷，则可知許多班圖人深 

感他們今日在這個" 白人與非白人" 混合的制度中， 

至少遺確實保有一個低徵的地位，儘管有種種限制， 

他們仍享受很多利卷，他們全然不想囘到部落的生 

话。

無論如何，卽使有許多班圖族人不能瞭解開普 

敦《大 pitso"337 ( 國會)所通過辨法的意義及範圍，他 

們卻無疑有一種舍混的感覺：某種情事正在發生，他 

們的權益又將被剝奪去一些。這種個別及集體的不 

安感覺很是顯著，並且很可能會隙"種族隔離"政策 

的發展而迅速增加。

歧視措施的閩接影響

六七九. 委員會注意到可能會發生另外一種危 

機：现政府在一九四八年開始加聚推進的"種族隔 

離 " 政策旣a 使許多印度人甚至那些沒有教育的班 

園人發生恐懦，它也就可能使非白種人對於種族歧 

視毫無關係的辦法都栽生疑慮，而相信這些辦法乃 

是旨在損害他們，而不相信這些辦法實在是爲他們 

的利盡而誅。紙裏舉一個例子，卽保胥地內牲畜的 

淘汰和限制間题，便可證明這一點。

牲畜及放牧過度問題

六八0 . 放牧過度是保留地內的最嚴重簡題之 

— 唯一的補救辦法就是淘汰牲畜，去其蒸劣，俾

使牧羣減至合理數f t。但是，要這様做就會引起很 

大的反抗。在暂憤上，班圖族人重視牲畜的社會和 

象徵力面的價値，而'不重視其經濟和金錢方面的價 

値。換一句話說，土人不注重牲畜的市場價格而紙 

注重它們的數量，卽使瘦得紙有皮骨亦在所不計。一 

個裏想結婚的靑年能否覓得一個合意的妻子和她的 

社會地位的高下，須視其所能交出牲畜數量的多寡 

而定。新郎或其父交付新娘之父的這項聘金在Xhosa 
語稱爲 M)olo, 在 Sesuto語稱爲 bohali。

士人事務長爲推行"種族隔離 "政策，必須加雄 

取歸放较過度蓮動，以發展土人保留地，而使它們

能供應更多的班圖族人；這就必須限制牲畜數量，並 

勸導士人接受重量與廣量勝於數量的觀念。

該部官員正在耐心地進行該項工作。但是，雜 

然有許多班圖族部落人民似乎a 經瞭解，他們中有 

許多人卻相信—— 或受人勸說而深信—— 白種人要 

他們陷於貧窮的境界。最近在 Witeieshoek保留地 

(橘河自由省）便發生過道種情形。那襄所發生的 

- 連串具有代表性的暴動事件會栽入一•詳細報吿書 
中委員會覺得應根據這項報告書断戴 , 提出下 

列事實一述二

六八一 . Witzieshoek保留地居有兩個巴蘇託部 

落 —— 卽 Bathlokoa及 Bakoeiw。該保留地面積約 

估五0 , 0 0 0 摩 根 （m o rg e n s)8 « ,其中紙有六， Q  

0 0 至七，0 0 0 摩根是可以種植的。 Witeieshoek 
保留地經依照一九三九年 "改 良 廣 域 "公 吿 的 規  

定，於一九三九年十月十三日宣怖爲改良嚴域。土 

人所須遵守的指示經向他們解释明白，他ira並在同 

年所舉行的一次會譲中，潘過一決譲案，對該項公 

告予以接受，至少土人事務部官員相信他們曾有這 

種舉動。

第.二步是估計Witzieshoek牧地的負荷能力。他 

們注意到必須去掉近一千頭的過剩牲畜。併兩次淘 

汰牲畜數量的企園九四二年及一 *九四六年)均遣 

遇到雄烈的反衡和仇視，特別是第二次。土人所持 

理由如下："他們原先告訴我們紙去掉劣等的牲畜》 

現在淘汰牲畜卻是爲了减少其數量。這是部族方面 

受了他們的欺編。它並沒有接受任何關於牲畜數量 

的限制

咖此係 Sesuto字指"會長會議"而‘言》因此他們稱 
南非國會爲"大 pitso’’o

338係稍牧場飼養牲畜過多而産生的情形。這不但 
使牲畜營養不足，並使草不復生，地面裸露，以 
致土資因道受侵傲而恶化。

839聯邦公報第二十六期, 一九五一年。
南非摩根等於二又九分之一英献。

係指土壞遣受嚴重侵蚀的K域，該展域內農民 
承諾遵照若干旨在防止土壤摄飯及改進該廣域 
畜牧及農業資源的指示行事。



從這個時候起，反抗的力量逐漸增加。土人一 

再指出他們曾同意"改良品種"，但是並未提及"限 

制牲畜"， 這是他們決不會投票贊成的。 代表團一 

批批的派出，講願書一封封的遞送，霞張的會議開 

了 一次又一次。不久以後使發生了第一批破填事件。 

但是，一直等到一九四五年下半年，這種事件繞變 

爲眞正嚴重起来 i 三處 "種 植 場 遭 人 部 汾 焚 微 ，兩 

英里多長的鐵絲網被人拉了下来。一九五0 年七月 

及八月閩，情形更趨惡化；又有若干鐵絲網被毀，若 

干 "種植場 "被焚，更有人在草原J :大規模放火，一 

所翦毛房被毀壞，諸如此類事件不勝枚舉。

六八二 . 督所指派的調査委員會毫無疑慮地 

證明了這些地方4 的反抗暴行一部徐是由於在約翰 

尼斯堡附近工作的Witzieshoek部族人民所施外来壓 

力所促成，這些人民顯爲國民黨政府所通過的第一 

批植族隔離法律在所有城市展域引起的反感所激 

動。

六八三 . 在這様的一種政治氣圍中，愚昧的霉 

衆可能會反對非但對他們絶不妓視，而旦是旨在改 

善他們未来命運的辦法—— 說這些辦法絶不歧視是 

因爲它們所根據的原則爲白種人所接受。

對於這事的解释很簡單，卻也很不幸。實行用 

淘汰辦法限制牲畜數量的當局係白種人，這項法律 

的適用對象乃係土人, 事先且確曾徵詢他們的意見。 

這個展別就合有促成嚴重及持久的種族間聚張局勢 

的一切要素，可能使保留地內班圖族人的未来糧食 

間題無法解決。

六八四 . 此外，個人間與社會各階層閩貧富的 

不均也在種族歧視的背景下産生了一種慣激情緒， 

雜然自古以來世界各國a 多少心甘情®£地接受了這 

種事實。他認爲這種情形全然有失公平， a 至不 

能忍受，並造成極嚴重的緊張局勢的地步。在下列 

研突中可以找到好些關於這現象的事例。

各方對於歧視措施反應的不同

八3 . .各個人與團體對於妓視措施的反應因 

‘ Ë們發嚴與文化水準的不同而有重大的差別。在 

某人認爲是痛徹心坎的事也許在另一個人看來簡直 

是漠不相關。例如，在經商力面有悠久傳統的印度 

種人對於適用於商業方面的歧視措施便較班圖族人 

要敏感得多，班圖族人的生活觀點仍舊是以生存經 

濟爲基礎，儘管今天他們& 與貨幣經濟發生了關係。

一個發展過程未達邏輯階段的原始的組鲁人和一位 

在 F o rt  H a re  土人大學擔任教授者對於歧視待遇的 

反應是大不相同。

六八六 . 從這個觀點來講，三個非白人種族的 

紙會組織也許可以比作三個高度相同而某礎面積不 

等的金字塔。

奥高度相较基礎最大的金字塔顯然是代表"非 

洲人 " 社會。其次則爲代表印度人及泥血種人ffi會 

者C 組成所有三個金字塔某層的分子《：是一種原始 

人民，他們或者在保留地內過着部落生活，或者是 

白種農民所傷用的農工，或者集è 住在城市的寄宿 

舍或居留展內，在這些地方紙耽欄一個短促期閩，作 

一些暫時性的工作(例如在礦場中這些人大部汾 

都不能讀寫，或者a 把他們在初級小學所得到的一 

些知識忘光。

六八七 . 在較高而去金字塔的頂點仍有相當距 

離的地方，有一個中間階級，這個階級包括那些可 

以權宜地稱爲稍受教育的人。這些人通常都J：過幾 

年學校， 並曾與白種人發生過密切關係，也許是在 

工廠襄面，也 許 是 曾 做 過 僕 役 他 f f î a 經領悟生 

活享受程度高下的差別，學會了一些英語及南非荷 

蘭 語 （倘若他們不像多數混血種人一樣自小就説南 

非荷蘭語的話），讀到或聽到過報紙 i 所戴的新聞， 

具有求進步的願望，並旦 E l經知道了他們的權利是 

受了剝奪。

六八八 . 在金字塔的頂點是少數受過教育的 

人，他們的文化程度、生活方式、知識及其他方面 

的需裏和願望使他們與白種人的水準甚爲接近。我 

們也許可以說他們的生活方式或者是他們本身所切 

盼實现而南非的種族情勢使他們無法實現的生活方 

式幾乎a 經和西方文明同化。

混血種人及印度人中受教育者的比例顯然比班 

圖族人爲高，但是所有這些受教育的人都可以說是 

B 經達到了近代文化的較高水準》他們都住在城市， 

這並不奇怪，因爲印度人及浪血種人中受教育者比 

例所以較高，就是因爲他們大部汾是久居城市的緣 

故。

六八九. 這些受教釋的人幾乎都主張合併與同 

化 辦 法 （就是JE好與種族隔離相反的辦法）他們可 

按性格分爲兩類，第一類包括那些急不能耐、好勇

在南非天然的森林與例如森林部所説立的松樹 
及有加利樹植植場，是向來有分別的。

« « 班圖男女充當僕役者約有三五0 , 0 0 0 人。歐 

洲種人家庭所傷用的僕役及旅館職工並有許多 

印度人及渴血種人。



i l 狠和剛惶自用的人，他們準備编盡一切努力與國 

爭以求立剑達到平等的境地，第二種人是温和主襄 

者，他們的目標與計劃與前者相同，但是他們相信 

篇他們的同胞計，最好是避免使用顏覆政府手段及 

暴力行爲。

六九0 . 這兩類受教育的人除行動力式有所不 

同外，他資於影響他們、他們種族全體或藥個非 

歐洲種人的妓視措施都發生同様的反應。他們瞭解 

各該種族中堅的知識檢子所應有的責任，他們因某 

種措施而感受的痛苦一一好像是代人受過的一般 

—— 遠甚於他們未受教育或稍受教育的同胞們，因 

爲後者對於這種措施漠不關心，但他們則把它看做 

是一種"聪抑 "或 "恥專 "。事實J i非洲人全民公會及 

南非印度人大會領軸確常用這些字眼。倘若一個沒 

有受教育的土人走進一閩歐洲人所開的雜賀鋪，有 

人招呼他道："喂，勸姆，你要些什麼？"他對於這 

種 " 隨意起名" 的情事也許不一定會發生反感，因 

爲揮是主人對僕人的種親密的稱呼。但是倘若他 

是和一位受教育的非白人在起，那未後者必赞這 

種稱呼表示不满，認爲是一種侮唇而痛恨在心雜然 

這種稱呼並非對 ‘他而發。

身受歧視的受教育者因發覺他的未受教育的同 

胞對於他所受到的痛苦並無同感而擔憂：他認爲這 

種麻木不仁的態度是一種無知的表示；他要設■法加 

以糾正。他常被稱爲"煽動者％而在事實上他不過 

是一個"先知先覺者"而a 。

六九一 . 在以後的幾年內，特別是在種族隔離 

政策日翁加強的壓力下，無疑地，那些"先知先覺" 
者的人數將愈變愈多，他們催促那些在半睡眼狀態 

下的人覺醒的困難將逐漸城少。因爲大家對於改善 

生活，享受近代文明—— 雜然這些也許是不自然的 

— 以及纏致膚色界限 "那面所有機會的願望，

受了新聞流播所産生的幾乎無法抗拒的影響一定是 

繼長增高，這種新聞流播的影響a 由現代技術帶給 

― 切人類，就是住在 Drakensberg山中草屋內的士 

人亦非例

■-九五一年九月兩個應邀參加道德重藥會常年 

大會的組魯人在Cdux(瑞士）唱組魯讚美歌，Lusaka 
( 北羅蒂西亞）的"非洲之廣"報便把該項消息傳遍了 

南非，因爲約翰尼斯堡，甚至遠如南端的開普敦的 

許多非洲人是都閱讀該報的。

' 一九五三年六月八日美國最高法院制定華盛頓 

餐館應對黑人和白人一體招待的消息，六月十三日 

的"班圖世界"立刻就加以登載，使許多非洲人喜歡 

不盡。

不久以前 (一九五三年八月），聯邦報纸北羅蒂 

西亜的郵政局冗在改行新辦法，規定將来白人與土 

人均使用同一進出口及權樓，而不》劃分界限。南 

非任何受教育和不受教育的非歐洲人都會受該項悄 

息的感動，而覺得北羅蒂西亜種族afe策的趨勢非南 

非現行政策所能比擬

六九二. 以上是委員會在研究南非種族情勢時 

所注意到的幾點。获將該項情勢叙通於下。

S . 敎育機會

六九三 . 在文* 尙多的社展，如本報告書內所 

研究的三個種族的情形，教育間題對於所有各階層 

的人民都是極重裏的問題, 雖然其程度各有不同。那 

些能在很困難的環境下吸收歐洲文化某本要素的人 

幾乎全都不但政力於實踐他們所纏得的知識，並旦 

致力於扶助他們比較落後的同胞，使其能達到他們 

自身的水準。事實是這些至今人數尙少的知識汾子 

認爲他們倘若不獲大量能瞭解他俩和閱讀他們所寫 

文章的同胞的支持，就孤立而無能爲力。其次，那 

些少有知識的人，受了競爭心的驅策，並因他們凿 

於歐洲社會的觀察使他們確信不受教育無法獲得待 

遇較高的載業或使其生活有進步，都設法在改進並 

增加他們的敎育。最後則在金字塔最低- * 屠的人，亦

步一步的覺得有受教育的需裏

因爲所有印度人，所有混血種人以及所有班圖 

族人都多少具有這種願望，或者必然在不久的將来 

具有這種願望，所以最好是首先研究南非種族情勢 

的這一方面。

六九® . 南非歐洲人的教育，在過去幾乎完全 

操在傳教士的手中，他們帶来了西力文明的精钟與 

智力力面的工具，目前則迅速地股離這個藤史的 

階段。負責所有初等及中等教育的各省當局逐漸進 

而津貼這些學梭，有時甚至敦置"官立"學校来辅其 

不足。

六九五. 大家應當注意的主要事實是目前非白 

種人的初等及中等教育係在完全與歐洲兒董隔離的 

學校中進行。 ' 目前"這個字必須加重指出，因爲遲 

至一八六0 年或差不多那個時候，1好望角奢的歐溯

844自從一九西九年開始，南非聯邦所有郵局均經 

規定應有兩個循楼，一個供歐洲種人使用， -  
個供非歐洲種人使用。

3«參閱  Mrs. M. Crosfield 向委員會所作陳述（第 

十九次會譲 , 一九玉三年八月玉日一 文件A / 
AC. 70/1)。



驢及 "混血種"見童倚常時進同一學校, 並合班授課。 

但不久以後，好望角省及納堪爾有將歐洲種及"浪 

血種 " 兒量隔離的趨勢。至股蘭斯x 爾及橘河自由 

奪則自始便，白人與非白人嚴予劃分。可見北力兩 

共和國的種族態度終於蔓延到了整個的聯邦。大家 

很容易瞭解渴血種人中比較前進的人^— 這種人爲 

敷甚多—— 對於這一點是懷恨甚深的。

( i ) 初等教育

六九六 . 初等教育在白種人力面是雄趙的。在 

非白種人力面則並不插追推行是自從二十世紀 

初葉以来，發展亦殊迅速847。根據南非主管當局所 

供 的 最 新 統 許 — 九五三年脱蘭斯S：爾省的班圖 

人教育，計有教員六, 0 0 0 人 , 學校一，四四二所 

( ― 九五四年時爲一，0 — 五所 )，及學生二七五，0  
0 0 人 (•—*九四六年時爲二0 二》O O G 人)。

六九七 . 中夹政府撥發四省—— 教育行政事宜 

由各省負責—— 的班圖族教育經費總額逐年迅速堵 

加。在過去七年內， 每年較前一年經費增加的比率 

爲百分之十，目前南非聯邦所列土人教育常年預算 

a 超過八， 0 0 0 ,  G O C 錄。一九四六至一•九四 

七年度中，脫蘭斯冗爾預算中規定充土人教育的養 

用爲七三六 , o 四一镑。一九五0 至一九五一年度， 

該項數額B 增至一，五九七，七三五镑。自從國民 

黨執政以来，教育方面的進步未見鬆驰。卽使第玉 

章所敍述的"種族隔離"力案遂步付諸實施，班圖人 

的初等教，設備在今後若干年內將仍遠低於現政府 

認揉 使 ®圖人在社會中擔食極低微的任務所必需的 

教育水準。

六九八， 在 道 方 面 有値 得 注 意 就 是 每一個 

種族中入小學兒童人數與人口纏額的比率，浪血種 

人幾與歐洲種人等高（約一比五），印度種人的i t 率 

fi«較低 ( 約一比六)》而最低者則爲班圖族人（約

涯血種人的教育是最接近當局所認爲可以實施 

雄迫制的階段的。一九四五年時,好望角奢議會
曾公布一項條浏，允許具有必要U i 的教，局 

對 "浪血種 " 兒《推行雄迫制的初等教育。該省 

業B 有下列六個城市作此重要決定，規定此後 
這個種族的資童必須進初等學校求學： Simons -  
town ÿ King WiÜiam's Town, Keiskammahoek 9 
Kimberley, Cradock 和 Alice。

347參閱第四章，第三九八段。

在這方面委員會係引述脱蘭斯冗爾省長在一九

五三年八月十七日提出â '預算時所作陳述。該

項陳述的槪要栽於一九玉三年八月十八日偷软

泰晤士報。

比 十 一 ) 。 在 推 敲 這 些 數 字 的 時 候 大 家 復 記 住 ， 

在 歐 種 人 中 兒 * 所 估 人 口 比 例 遠 較 在 非 歐 洲 人 中 爲  

小，而 非 歐 洲 兒 量̂ 的 平 均 在 學 年 限 ， 亦 遠 較 歐 洲 種  

兒 置 爲 短 。 這 便 寧 於 說 在 所 舉 的 三 個 種 族 內 至 少 有  

兩 個 事 實 上 要 比 表 面 上 所 看 到 的 更 壞 得 多 。

统 計 人 員 —— 他 們 所 根 據 的 材 料 可 能 是 不 正 確  

的 , 因 爲 當 局 在 保 留 地 内 尙 未 能 难 迫 施 行 關 於 生 命  

统 許 的 登 記 —— 估 計 班 圖 族 入 學 '兒 童 約 在 九 0  0 , 
O 0 O 人 左 右 ， 此 數 尙 不 及 學 齡 兒 * 人 數 的 半 。

六 九 九 . 儘 管 各 省 當 局 鼓 勵 建 築 非 歐 洲 祐 * 學  

校 所 需 房 舍 ，這 種 房 舍 仍 感 普 遍 缺 乏 ，各 省 當 局 的 政  

策 是 對 所 有 自 行 » 集 初 步 經 赛 ， 明 白 表 示 建 校 希 望  

的 》 :K , — 津 給 予 補 助 多 數 的 學 校 房 崖 是 因 陋  

就 館 的 。 有 許 多 學 校 厥 有 一 個 教 室 ， 並 紙 有 一 個 男  

教 員 或 女 教 員 ， 因 此 不 同 年 » 及 教 育 程 度 不 等 助 絶  

量 都 必 須 合 班 授 課 ， 五 十 個 學 生 一 班 的 情 形 數 見 不  

鮮 。 教 科 書 不 敷 應 用 ， 而 所 有 的 教 科 書 也 時 常 已 經  

過 時 或 品 質 不 佳 。這 種 障 礙 重 重 、因 陋 就 館 的 教 育 所  

産 生 的 結 果 ， 復 因 有 入 學 特 權 " 兒 ; 重 實 摩 上 學 時 間  

的 短 促 而 更 ♦ 人 失 望 ： 他 們 柱 往 紙 上 學 雨 三 年 ， 而  

不 照 理 論 J ：所 規 定 上 學 八 年 。

七 0 0 . 考 試 證 明 了 土 人 學 校 的 觉 量 在 他 們 所  

得 到 的 知 識 和 智 力 發 庭 方 面 較 同 等 年 》 的 歐 洲 兒 ®  

普 至 少 裏 差 兩 年 。 大 家 如 記 住 歐 洲 就 《 不 但 讀 書 的  

環 境 要 好 得 多 ， 而 且 也 沒 有 班 圖 族 拓 董 所 必 須 克 服  

的 語 文 困 難 ， 這 就 沒 有 什 麼 耗 異 了 。

大 家 必 須 記 住 當 班 圖 族 見 量 開 始 進 小 學 時 ， 他  

們 紙 會 說 他 們 的 土 語 ， 可 能 是 X u l u 、X h o s a 、S e s i i t e 或  

某 種 其 他 語 言 。 根 據 目 前 世 界 各 國 所 通 行 的 方 法 與  

習 慣 ， 南 非 學 校 中 教 授 這 瘦 見 置 時 所 用 的 語 文 是 他  

的 土 語 。 但 是 ， 不 久 以 後 ， 他 們 就 必 須 學 奮 南 弗  

荷 蘭 語 或 英 語 ， 或 者 兩 種 語 文 都 粗 淺 地 學 一 點 。 1 口 

使 這 些 兒 董 有 學 語 文 的 天 才 —— 遂 種 天 才 是 常 有 的  

—— 他 們 記 億 和 瞭 解 道 》 語 文 也 需 養 很 大 的 力 量 ，

這是政命他們較白種學生邁色及落後的一個重大因 

素。

這種語文方面的困難對於印度拓《亦是一項很 

大的障礙，他們在入學的時候分別講許多不同的語 

言 但 是 ，涯Jk種 "學生則沒有這種困難,因爲他 

們的種族並沒有自已的語文, 涯常都講南非荷蘭語。

849據南非聯弗全國教育及社會問題研究所的計 

算。
但i , 大家必須記住非歐洲人fftt展十分廣困的 

情形。

參閱第四章，第S W 三段。



( ü ) 中等敎育

七 0 - . 非白種人在初等教育方面耗顯較歐洲 

種人處於不利的地位，他們在中等教育力面所處的 

地位則更爲悪劣 . 3 此中理由不難瞭解。那些在小學 

讀完以後有志繼績求學的兒養，他們的家庭普邀都 

非常廣因，卽使他們是件在诚市內，父毋均有工作， 

而且無須缴納學養，他們亦無力擔負兒童進中學的 

車费'— 這種學梭常常離他們的家庭甚遠—— 無力 

供給兒普住梭及購置教科書等所需費用。所以中等 

學校非歐洲種學生人數之4 ? , 乃是由於貧窮，而並 

雜由於他們缺乏求學的戀望。一九四六年時，聯邦 
全境中等學校各年級进圖學生僅有二二，0 — 五人。 

自後這個數字似已增高很多，但是t 對人口總數的 

例遺是很低。

七 0 二.弗洲就董小學的課程在理論和習慣上 

都與歐洲兒養學校的課程頗不相同，但中等學校內 

的課程與考試則對各種族學生一視同仁362 0無疑地， 

非白種人就童的家長和許白種人見童本身均希望播 

得爲歐洲種人所誅計的教育，，願袁接受與歐洲植 

人同様的考拭。

七0 三 . 在普通的情形下，持有中學畢業證書 

的靑年應當可以比那些狠於紙能從事某種工作的未 

愛教育的羣衆獲得報酬較高的職業。但是，膚色的 

界限就在這一點J :顯示出來了在許多載業方面， 

受過教育的學生的賺錢機會並不見較未受教育的班 

画族人爲佳，這兩類人甚至可能在一起擔任淸掃街 

道、船舶卸货、家庭傭役或旅館侍應等 : r 作。這種情 

形造成了失望，並使人逢生一種所找到的工作不能 

盡用其才的感覺—— 簡言之，就是起一種苦惱的遭 

挫敗的感覺，這種感覺可以迅速而容易地發生一種 

錯綜心理，最初是懷恨，以後是公然尊置，最後是 

起而反叛。

七0 因.南弗沒有訓練未来師資的專設教育機 

関。初等學校教師的培植主要便是靠中等學校；以 

敦受中等敦育的非歐洲種學生中最佳者甚至大多數 

發覺教育界乃係他們知識方面的主要以至幾乎是唯

(Hi) 大學

七0 五.南非並沒有一所大學在其校章內訂 

入法律上的"膚色界限％ 對具有適當資格有志並有

錢读造的非歐洲種靑年拒不收納。但是 , 在事實J:則 

紙有兩所爲歐洲人開設的大學收納非歐洲人並准其 

與歐洲人選讀同樣的課程及在同一教室聽講，那使 

是開普敦大學及金山大學。納塔爾大學亦收納非歐 

洲種學生，但是他們的課程雖然是與其歐溯種同學 

所有者完全相同，上課的地點或時閩卻不相同。每 

年入金山大學的非白種人學生約一百至二百人，入 

開普敦大學的人數亦差不多。有些人研究醫學一  

但是他們遭遇到的困難不勝枚舉，主裏的是由於種 

族妓視，這種情形就是在解剖，室中亦是非常盛行 
的一一有些人研究法津 , 但是大多數研究科學、文 

學、行政或教育。

七0 六 . 在好望角省的南部設有稱爲Fort Hare 
的土人大學一所，係 九 - « 六年所創辦e 該大學在 

考試力面係與R h odes大學 (爲歐洲種學生所誅)聯 

合舉辦，它在很少量經費許可的範圍内給予約三百 

名事生良好的教育。雜然學生中極大多數係土入， 

但是亦有少數混血種靑年及印度種青年《所授科目 

甚少；試驗室不是沒有便是因陋就糖，而教授的待 

遇亦甚低。因此，银管教職員德高望重，學間淵博， 

康管事生的求知懇甚高，這個大學呈现着一種停滞 

狀態855。

( i v ) 就業間題

七0 七.在类員會所研究的種族情勢的教育方 

面，道也許是最可想的一點。除教育界及宗教界以 

外，完成學業的土著知識靑年幾乎對所有的職業都 

不能間律256。土人不像印度種人，他們尙無經營商業 

的能力，因爲他們在最近以前的部族生活和幾世紀 

來S 於生存經濟的督慣使他們至今尙不克在貨粮經 

濟的制度下經營商業，結果他們幾乎全都仍奮是向 

白種人、印度人及涯血種人購賈填養用品的顧客。

( V ) 報紙

七0 八 . 不過，受教育的班圖人對於一個部門 

不無發展的希望》那就是新》事業。班圖人、印度 

人以及湿ÉL種人的報紙當然遺是很簡單。這些完全 

是遇刊，新聞報道很不完全。可是這些報抵卻有一

352以後可以看到這種情形a 經受到威脅（參閱第

七一0 段）。
853大學與初^ 及中等學梭不同，係受中夹‘政府的 

控制，中央政府直接負簿措大學經費之責。.

參閱 Mrs. M. Crosfield 向委鼻會所作陳述（一 

九五三年八月五日，第十九次會譲—— 文件A / 
A C 7 0 /1 )。又聯邦政府每年在金山大學爲住在 

聯邦內的土著青年誅有醫學獎學金玉名。
355參 閱 John H a t c h , "南非的難局" ,一九五二年， 

第一*八五育。

366例如，牙醫業便紙有欧洲青年人可以執業。



填重妻的任務夷履行一 它《並B 関始履行該項任 

務一 - 那便是作爲一種以簡單的方式来傳播經濟、 

商業、藝術及塵史知識的媒介，這種知識窗於那些 

稍受教肯能夠閱讀的人是可以很有用處的。闕於每 

- 點，沒有再比觸覽這一顏的各種報紙更♦人感悟 

的事，這頻缴維在若干方面與三十年前美國黑人爲 

供應其同種人之需裏而刊行的週刊如芝加哥保衞者 

(The Chicago。御 ；̂« 0 等頗相類似。

七0 九.這些報紙原來是由歐洲人集合歐洲人 

的資本劍辦的。例如最早的土人報抵之一便是一批 

茶3É商人所刊行，他們睹中合有一項動機，卽欲以

直接或間接方法使土人愛好飮茶。同棟地，鎭業公 

會對於一部汾用英文一部汾用Sesuto、Zulu、Xhosa和 

Chwana文刊行的一系報紙亦至今仍擁有若千股權。 

看到非歐洲種人所寫的許多文章中的獨立和批評精 

钟，是殊覺令人欣慰。

七一0 . 像最近德班的一家重裏非歐洲種人報 

紙 Uanga lase Natal御 所登載論到政麻土人教育調 

查委員會重裏報吿書的那一類文章，似乎並未受 

任何檢査。該報告書的編撰人建譲土人教育應由土 

人事務部主管。到目前爲 ih, 土人教育是由比勒託 

利亞的教育、藝術及科學部（這是兼管聯邦所有各 

種族的這類事宜的 )以及各堪共同負責的。

上述委員會的各位委員希望將土人教育與歐洲 

種人教育明白分開，，並使它少重 "學理"而多重實 

際。各土著教員聯合會竭力反對那些建議。 Ilanga
Natal所登载的那篇文章的作者亦反衡那些建 

議，因爲他怕土人事務部將根據它的理想来《統制 " 
土人教育，而使土人教育的宗旨變爲更偏狹和更"現 

實 "，致使下一代人民受到更嚴属的限制，紙能擔任 

歐洲種人所認爲大重、大苦或大失體面而待遇菲薄 

的載業。該作者建譲比這個行政方面的改革更爲切 

襄的閩題是在對那些從来沒有進過教室的數目賺大 

得驚人的土著 .兒童至少施予一些初步的教育。他接 

養提到政府每年用於教育每一•個歐洲種兒* 的費用 

爲五十镑，亜洲及混血種兒董爲十六镑，土著兒童 

爲七镑。

七— . 這些報紙的編輯人員與讀者f i 於教育 

間題舆趣甚濃 , 幾乎每一期都多少提到教育事項;它 

們有時邀請讀者前往Sophiatown某某會堂聽某某 

昔樂會，爲某一新設美以美會非溯人學校寨款，有 

時告餅譲者關於脫蘭斯冗爾非洲教員聯合會舉行年 

會等情事。

七一二. 糖言之，這些報统a 經顯出其教育方 

面的债値，而且這種價値顯然是在繼績增長。它們 

是在迅速地發展；廣告的數量日增，甚至歐洲種人 

商店所登的廣告亦在播加， 們認淸了城市內班圖 

族人的購賈力是如何在增高。對於歐洲種人的不满 

坦白加以表示，有時甚至以諷刺的口吻出之《班園 

族人所辦的報紙，印度種人所辦的報紙，與歐洲種 

人所辦的報紙制然分開，因此情殊悪劣，這也許是 

文化方面"種族隔離"政策的實施被認爲是一種自然 

的現象，至少沒有人表示反對的一個生要部門。

戴 .政治方面情形

七一三. "種族隔離’’政策中有關政治及國會的 

部汾是少數班圖族人、印度入和混血種人所最深切 

關注的，這些人所獲得的歐洲文化是他們在一個較 

高的水準上和那個文化所發生的密切和不斷的接觸 

使他們在政治力面有一種覺悟。他們看到歐洲人所 

，組織的兩大政黨一 •國民黨和聯合黨—— 在國會襄 

面的願爭，他們不但從報紙上注意這些廳爭，朦解 

這些鬪爭，他們並旦認淸自身便是白種人立法的對 

象，他們原已不大良好的情况是可能變爲每下愈祝 

的。他們深切知道在衆譲院內所進行和討输的策略 

的重裏性，倫若他們看到那些新的立法將直接威， 

他們的生要資產一 他們爭取其他非洲領土所業已 

獲得的基本權利的潜在力量，就是對於那些至今尙 

無養言能力但爲數甚多的羣衆的鎭導權一一的話， 

他們就會特別感到關注和驚植。

( i ) 最近通過的三項法律

七一四.非白種人知識汾子這種特別敏感的態 

度, 無疑使是他們—— 在聯合黨一部{S*人的支持下 

—— 揚力反對最近所通過的下列三項法律的理由：

(一 )取雜共逢主義法 (一九五0 年第四十四號，經一 

九五一年第五十號法律修正）（二 )公共安全法（一* 
九五三年第三號法津）(三）刑法修正法(~九五三年 

第八號法律)。

七一S . 第一項法律一部汾是由於發現共産， 

的各種活動而促成根據司法部長 C. R. Swart的 

說明該項法律旨在"宣怖南非共逢黨爲一個不合

九玉三年六月。
參圓 U.G. NO. 53 /1951。

咖參顔，例如 Krugersdorp, Newlards, Randfontein 
及 Newclare 骚動事件（U. G. No 47 /1950) 及 

Witzieshoek (U. G. No 26 /1951) 囑動事件調査 

委員會的報告書。
參閱邦協國會公報，一九玉0 年，第五九六育。



法的組織；趣定宣條促進共，活》的其他組維;^不 

谷法及取雜若干定期刊物及其他出版物的辦法;並 

禁 jh 若干共棄话動"。

七一六 . 該項法津有一個顯著的特缴，就是它 

給共産 .主義下了一個很廣泛的定義3 第"一節規定共 

* 主幾爲列寧和托洛默基所聞揚的馬克斯社會生義 

的主張，第三國摩及共產黨情報局的主張或其他有 

関理論，並特別適用於旨在促成下列情勢的任何主 

暖或計割：

(~ ^ )根據無塵階級專政的理論建立專制政麻， 

在這個政府下紙承認《種政治組織；

( 二 )以激起骚動或浪亂、從事不法行爲或不行 

爲，或以該項不法行爲或不行爲爲威脅等 

方法，或以包括激起騒動或混飢或從事該 

項不法行爲或不行爲或威脅的方法，来促 

成聯邦内的任何政洽、工業、i t 會或經濟改 

革；

( 三）在任何外國政府或機關的指導或合作下促 

成聯邦內的任何政治、工業、社會或經濟改 

革，這種政府或機關的目標之一係在促使 

聯邦內實斤一種與個以無摩階級專政爲 

基碰的專制政府統治下的國家所實行者頻 

似的制度；

( 四）鼓勵歐洲種人與非歐洲疆人閩的仇視態 

度，其結果可能促成以無逢陛級專政爲基 

礎的專制政府的誅立或聯邦內實現上列第 

(二 )項內所舉各種改革。

七 七 . 這項法律並沒有族視的规定。t 適用 

於白種人，亦適用於非白種人，並旦在事實上a »  
兩種人都援用過，特別是爲了對付領導工會運動的 

若干白種人。但是，它隱藏着的最鋭利的鋒刃卻似 

乎是針箭着下面兩種人：（a) 國會內擔任土人代表 

和他們十分強有力的法定保衞者的歐洲種譲員 

( W 弗歐洲種人的® 導者，他們根據第 (二)項的規 

定實B 不能》任何政府措施公開表示反對或設法勸 

誘其衆贊助他們的主灌，因爲任何懂得如何左右 

羣衆而有說服力量的演講人均可認爲是煽勤者而被 

"稱爲 "共達黨，因而被制處十年以下之有期徒刑。

七一八 . 一•九五一年修JE法的a 的是在堵寒原 

先法律中所有的漏洞。

七一九 . 關於上述其他兩法律，第一個是旨在 

"規定在緊急情况下保障公安及維待公共秩序的辦

法"，第二個是旨在資"IS種情況,下所犯舞行"加重 

刑法所規定的刑蘭。後項法律钱有甫項新規定値得 

就是它所規定的體刑得適用於婦女，和處道 

種刑寵的罪行大多是政治罪。

七二0 . 大家若對於這些法律作一研究就能壤 

得一循結論，就是親:它們的目標之一似乎是一 並 

且它們的效果一定是一一使組織非白種人以發動集 

體反坑法律蓮歸者的工作遠比以前困難，甚至使非 

歐’洲人的領袖無法對政庶所提的法案表示他們的反 

資意見或予以批評。

七二一，這些領袖中的活動子，就县那些覺 

得必須喚醒羣衆(非白種人），使其瞭解他們與享有 

特權的少數人(白種人) 相較係處於劣等地位的人， 

在這種限制下非常憤慨，並懷疑他們是杏將被遥而 

出諸秘密行動之一策，這是很可了解的事。

(ii) 選民分別代表法

七二二. 另有《項法律（事實上業輕最高法院 

的上訳法庭制決爲違憲），三年以來B 成爲政治討論 

的中心。這一項法律在各力面影響甚至激動了一切 

比較先知先覺的井歐溯人，因爲t 的目標是在——  

並且它的效果將爲一 聪低自從一八五三年以來向 

在好望角« 享有重裏選舉權利的一価種族，卽混血 
種人的地位，使其與一九三六年法律下的土人相 

類似3這一項法律(一九五一年第四+ 六號法律)B  

在下一章內加以論列，此處對它的經過情形不擬 

賞 述 雜 然 ，這一項法律有它的象徵慣値，它的 

威脅助成了目前遲疑和聚張氣氛的持績不散。

七二三. 當然這項法律刺激了混血種人政治 

覺悟份子的情感。他俩良從一八五^年以來向與白 

種人一起參加選舉，他們覺得這力面能奥歐洲種人 

— 他們本身舍有部设歐種人的血統一 處於同 

等地位是値得誇耀的事 , 雖然他® 的還舉權並不"普 

及 "，紙有四0 , 0 0 0 人養得選舉權。他們不如非 

洲人那様急進，由於雙重世系的關係，他們常時困 

惑不知所指；他們有時予人以歡治路錄播擺不定的 

印象，他們的意見確不'一致的，其中若干比較溫和 

的人幾乎是採取一鎮漠木關心的態度。

七二ra. 但是自從一•九五三年八月十四日及十 

五日混血種人的旧個代表團會見總理馬蘭博士一  

當時曾有其內閣中其他兩位閣資在座一 以後，有

例如， 位前衆議院載費 Sam Kahn, 業已因 

這項法律而被剝奪譲席。

參閱第六章，第® 六九段及以後各段。 

參閱第六章，第四七八段及以後各段a 
參閱第六章，第二0 八段。



- 樁事似B 確實無疑：那些顯然接受總理的論點365 
和勸導的三個代表團乃是代麦擁有特別刹桑的少數 

人民的。

在 .另— 方面，Mr. George G 'M n g所領導繼續在 

斷然接斥 "分別代表辦法 " 的浪血種人全K 聯合會， 

幾是一個包羅所有重裏泥血種城市居民的眞正代表 

組徽 6®。

七二五 . 非洲人對於該項法律亦復表示關注 ,
因爲他們在這個法律中看到了政府所日盛加強推行 

的施政方針的又一指示：就是不斷削減非歐洲人種 

的自由、權利及進展機會C 不但如此,有許多混血 

種人居住在爲土人保留的區域內，與土人日常共同 

生活，並因他們峻爲機敏》有時且成爲士人公認的 

領袖。

七二六 . 印度種人似乎更爲閩注，因爲在等待 

着促 jk 種人的命運也正是他們可能a 經遭遇到的命 

運，蔑是亞洲人土地權及印度種人代表法卽一九四 

六年第二十八號法律（他們諷稱該項法律爲 "猶大 

入集居 " 法）曾適用於他們的話。不過，該項法律卻 

因各方竣烈反對及抵制，而並未付諸實施 I，

七二七. 但所有這些法律灼有一項雷同的規定

有 須 附 帶 提 者 》卽~ 九 0 九年的南非法亦有

該項規定—— 引起了先知先覺汾子的普遍不滿和識 

評 3 那就是非歐洲種族在國會中應由歐洲種人来代 

表，以及自一九0 九年聯邦法通過後，想定受總督 

指派爲參譲員者所需具備資格時所慣常用的措辭 

卽："……主要應根據其因職務經驗或其他關係對南 

非混血種人的合理需 .要及願望有深切的瞭解"。

例如，一九E 六年第二十八號法律卽印度人代 

表法便套用同樣的措詞，唯一的差別紙是將納塔  

爾及脫蘭斯冗爾兩省印度人 " 字様替代"南非有色 

人種，'字様而 a 。

七二八. 不幸的是四十年前闕係人民對這種由 

歐洲種人代表有色人種利益的'辦法尙認爲可以接 

受 , 並在事實 _^予以接受，在今日S：]情形已不復完全 

相 同 那 種 受 監 護 â t未成年人的心情已經爲一種急 

求解放的或年人的心情所替代，他 EL不願再被當作

就是說分代表辦法並度有劇減權利的意思》 

而 是 指 涯 選 民 將 以 另 一 種 方 式 更 有 效 地  

行使他們的權料。參閱™ 九五三年八月十七、十 

九及二十日泰晤士報（偷敦）。

開普敦的二0 0 ,  0 0 0 涯 叙 種 （開普敦的涯 

血種人與歐洲人人數大體相等:）很自然地構成 

了他們同胞的先鋒。

一糧不負賣任的人看待了。那三個非白色人種中的 

" 明達 "汾子所要提出的問題是：他們認爲我們的"願

望 "是 "合理 "或 "不合理 " 的標準是什麼？例如工廠 

內的一個促血種助理工戚在做一個能力不如他但依 

照規定必瘦傷用的白人工頭的工作而希望獲得同様 

的工資，這是否合理呢？

Fort Hare 大學一'位土著教授 Mr. Z. K. Mathews 

對於他認爲這種堅持由白種人代表非白種人的陳舊 

的父道政洽曾以下列措辭予以謎責广非洲人不願意 

由歐洲種人來代表他們。人類藤史遺沒有產生出一 

種批人， 能夠那樣公平理解別人的利益而致可以不 

必實行自治。 非洲人將 i t 續相信他們與本國的白 

植人相遇旋， 也就是與能發生錯誤的人類相週旋-" . " ，'"67

(iii) 班圖族當局法

七二九 . 政治方面遺有一•項法律引起了班圖族 

知識儉子及在城市內的優養汾子的嚴重不滿和反 

對 我 們 是 指 æ 圖族當局法卽一九五一年第六十八

號法律， 該項法律業經在前面加以分析

該項法律的主要目標乃在擴大利用先前規定土 

人保留區內行政的制度下所利用的部族會長及其佐 

治機關部族會譲的權力；這個觀念是本世紀初 Lord 
Lugard和英國主管殖民機關所遺留下来，表面看来 

似頗公正：就是我們的制度必須建築在現有的基礎 

上面，而且原始社會中所行的部族會譲制廣實合有 

現代民主社會的萌芽 3 委貢會所知道的土著社愿最 

現代化憲法之卽聯合國爲厄立特利亞所制訂的  

憲法，一部汾便是根據這項觀念但是厄立特利  

亞不是一塊被包圍的土地，更不是深嵌在一個資本 

主義經濟高度發展的國家內的很多塊截包園土地。

在同一國家內將 '’班圖族當局 "和~種歐洲政府制廣 

並列是否可行》這尙須在曰後緩能證明。

七三 0 . 無論如何，國民黨政府業a 堅決採取

這個途徑。開 普 敦 的 一 家 日 報 市 民 報 曾  

於™九玉三年六月十八日登載從比勒託利亞發出的 

一項通凯，報告在個土人的保留地，就是在本報 

吿 書 前 面 業 提 到 過 的 Witefeshoek保留地， 開始設 

置班圖族當局的情形。

® 7Z. K. Mathews,弗洲人對於種族法律的反響，外

交雜誌 ( ⑩^化，Affairs), 一九五一年十月，第九

十七育。

368參閱第六章，第四八三段及以下各段。

參閱聯合國駐厄立特利亞專員最後報告書，絲

約，一九五二年（特別是第六七0 段）。



政翁公報37。會在先一*個月登载"班圓部族當局 

- 般條例 " , 這項條例似乎値得我們仔細研究。委員 

會擬專將這次研您中所發現的雨項事實提出一述：

(―〉南非政府所承認的會長可以認爲是任命並 

受報酬的官員：因此》在列爲公報附鋒的常年顔算 

書格式內， "支出槪算 " —— 標題下的第一項便是： 

"行政：翁長：薪捧及津貼"。

在這個新的制度下，任何會均可被廣棄，像 

Grand ville Mission保留地的前組魯會長Albert James 
Luthuli便是一個例子，他是最近因爲參加被認爲與 

他的職務抵觸的活動而被廢棄的。

(二)偷若我們審閱該項條例中關於會長指派部 

族豁議的部分，我們就會在其中特別注意到下列兩 

項規定

" 土人事務專員有權，•，，•，否決被指派爲諮 

識之任何人，而… … 此人卽不得任路譲之職 "  
—— "土人事務專員對於被否決任諮讓職者之 

任何替代人鼻之指派仍有權否決之。"

七三一 . 在閱讀這些顯示 "班圖族當局"的性 

質的條例以後，我們就覺得 Professor Mathews對於 

設置班圖族當局法律的下列意見不足爲怪了：

" 據稱這個制度乃是賜給非洲人的大憲 

章，但是在非洲人看起来，它卻是倒退了一大 

步。班圖族當局法的眞正效果將是擴大和加強 

歐洲種人的權力。班圖族將被分裂爲無數的小 

單位，每一個單位胳紙有權力的幻影而沒有權 

力的實質。它的目的是在使非洲人無期延他 

們民族團結精神的後展。政府並未徵駒過非洲 

人對於道項法律的意見；倘若徵詢週的話，他 

們的懷袖一定會加以反對，因爲非洲人所有食 

責領袖的努力都是以促使各個部族融爲一體爲 

歸趨的。"

七三二 . 我們站在公正的立場必須指出該法的 

規定顏能加雄各會長的財政權，並促使一個非洲人 

ff±區漸進而纏悉如何執行它的預算方爲得策。這種 

見習制度無疑地是很有用處的。

七三三 . 但是委員會懷疑這個制度是否能被接 

受。在城市內的新式土人領袖均~ 政反« 該項制度， 

並且他們似乎不難把他們的勁敵保留地內的奮式會 

長描寫成控制一切的少數民族卽歐洲種人的僕役和 

委派人員，使這些會長的聲譽墮落。

卷 . 財產及居住權 ;房屋 ;酒類；

與警察的關係

七三四. 初看起来，將非歐洲種人日常生活中 

的這些不同事項歸納在同一標題之下是武斷而不合 

邏輯的。但是在南非的情形則不然，以後我們就可 

以看到。這些事項構成一類間題，不能分開,而必須 

合併論列，因爲此外似乎沒有別頻閩題—— 就是在 

以後將討論到的工作、工資、糧食及交通等一類的間 

題亦包括在內—— 是促成目前這種危臉的種族間緊 

張局勢的直接原因。

( 0 財逢及居住權

七三五，我們在上一章中372業& 看到自從一九 

三六年以來，南非聯邦全境的土人便錄屬於一種很 

嚴格的制度下，不准在保留地以外購置財産，但是 

印度人則至一九ta六年爲 ih, 倚能有效抵制白種人 

應次以立法力法来限制他們購置財産權的企圃，這 

種權利是早年納塔爾承認印度移民在其勞工契約期 

满以後可以享有的。

七三六. 角者的浪血種人所享有的購置財產權 

和歐洲人完全相同。所以在封論這力面立法上的歧 

視的一章內並沒有提到他們。但是，因爲開普敦城 

日益廣風，歐洲種人遂漸移向城郊居住，那些先a  
化在城郊並擁有財產的涯血種人遂陷入難局，甚至 

遂漸地被趨走373。歐洲種人購置他« 所需要的地產， 

他們所付的代價在出賣人看来似屬j ：乘，但在實隙 

上則遠比實在的價値爲低。同時有人組織地塵聯營 

公司以極少的代慣購進了城郊展在雨季一部设遭水 

淹的大片土地，這片土地通稱爲開普低地。他們將 

這些地產以分斯牧款方法轉售給混血種人，獲利甚 

豊。有許多浪血種人的家庭就這樣逐漸被追而居住 

在南非聯邦最劣等的房屋內。

七三七. 我們& 經看到根據種族分展法卽一•九 

五0 年第四十號法律的规定®7s 嗣後這三個非白人 

種族須受同様條件的限制，有關的人們很多都憂慮 

這些條件甚至將較週去更爲奇刻。但是，這些條件 

必須等到我們a 知道的一個很複雜的巷序完成了以 

後線能實現。立法者必須設法盤翁全國種族閩的浪 

雜情/冗，尤須淸理新舆大城市如約翰尼斯堡和德班 

等處各個種族的綜錯關係，並斷然縫除歐洲種人爲

®7。 九五三年五月八日，第三十三至第五十八盲0 

政府公報，一九五三年玉月八日，第三十四育。

參閱第六章，第五四八段及以下各段。
873參 閱 John Hatch, 非的難局 " ，第二~ 育。

374參閱第六章，第五五五段及以下各段。



居民主體的展域内•一切 "黑色斑點"或其他汾子和 

班圓人、印度人或混血種人爲居民主體的展域內的 

"白色斑點該項法律的實施當熱是一項遏緩和困 

難的工作。目前到達的一個階段是周密"管制"一切 

房地產交易 (包括粗貧在內），以期制Jh不向該項法 

律所規定的目標前進的任何行勤。

七三八. 委員會將專就開普敦一地最近發生的 

幾百項事件中引述兩件，使大家對這種管制的困難 

情形得一槪念：

一 . " 土地權諮詢局的角省委員會今日開 

始在開普敦就依照種族分展法所提出的三十餘 

起申請聽取當事人陳述意見。有一印度人H. M. 

P e y w a lk e r請求允准其佔用其本人所有在酸河 

展教皇街住宅內房間及灶間各一。據稱Mr. Pey

walker 及其家屬住在該宅巧，惟曾將房間及灶 

間各一祖給混血種人居住。他此剑需要那些房 

間，但是因爲那些房間經a 祖給另外一個種族 

的人，所以裏收囘必須先得該局的許可。"
二 . " 一位馬来人 Mohamed A l i e 請求該 

局准其佔用 Paarl, Lady Grey S t r e e t的房屋 

所，該屋從前爲一歐洲種人所有。據稱該屋係 

在-^工廠的後面。附近一所洗衣房的非歐洲種 

工人出入必經該處。沒有一個歐洲種人會考慮 

住在那裏S 這個展域是一個混合的區域，同時 

住有歐洲種人、印度種人、馬来人及浪血種 

人G
" 該局這兩個案件均暫予保留未作決

"375

我們可以想像根據該法規定有須驚訂或劃分各 

個種族專屬馬域的市政當局茫然不知所措的情形。 

這個問題在約翰尼斯僅尤雞解決，因爲在那裏整條 

街的居民必須予以遷移。這種被迫遷移的憂慮——  
每一値人不論其現在的住所如何的簡陋，郡怕因更 

勸而遭受損失—— 造成了一種不安的狀態，這種狀 

態有使種族間怪久的緊張局勢盡發嚴重的趨勢。

(Ü)  M

七三九. 委員會刻有關於南非非歐洲種人房屋 

間題的許多文件、照會及彰片。熟悉約翰尼斯堡情 

形 的 M ich el Scott牧師和熟悉德班情形的M n Tom 

W a rd le因職務關係得知這些城市的貧苦社會的狀 

況，他們向委員會提出的情報，證明了委員會原a

獲得的資料確實無誤。因此，下列各項事實是不容 

爭辯的：成千累萬的非歐洲種人是在露營而不是在 

居住，他們處於男女涯雜、汚糖和貧困的最恶劣的 

環境下，受着各種罪惡和各種疾病的威，。

七四0 . 委員會致力於分析該項情形，特別是 

在約翰尼斯堡附近的精形，並將該項情形與許多國 

家诚市附近的貧民窟相比較，它注意到房屋建造事 

業所以顯然普遍不振的原因之一，是由於新建房屋 

擁遺本息之赛用高昂，與工人、勞工或小敏員扣除 

生活費用外所能合理擔負的房祖不能相稱。 .
但是該項差額在南非聯邦比在多數國家尤篇顯 

著。在最近以前，城市内供班圖人居住的房屋完全 

是白種人熟練工人所建築，他們所得的工資要比住 

那些房屋而有妻室子女的人高出三倍。因此，市政 

當局若欲爲其權利短少的人民解決居住間题，他們 

就不得不擔負那些必須建造的"不合經濟原則"的房 

屋的大部汾費用。該項負擔對於那些不願作此負擔 

的白種納税人威脅大大，因此他們認爲必須不惜任 

何代價以求打開是項僵局。一九五一年第二十七號 

法律便是由此而起，它的目的乃在使班圖人自行建 

造他們的自用房屋。該項法律亦復具有若干歧視特 

徵，上一章中已予叙述

(ÜÎ) 酒類

七四一 .這個問題在身爲囘教徒的馬来人或信 

奉囘教的印度人方面是不發生的，他們旣不飮甜酒 

也不飮燒酒。但是在湿血種人方面，這是一個急追 

的間題，因爲他們i嗜酒成癖，而藤成了盤個種族道 

德敗壞的危機

七四二，至就班圖族人而言，則我們在後面可 

以看到這個間題對其住在城市內者關係殊爲重要。

七四三. 雖然遠在一九0 九年南非法顔佈以前 

南非卽禁 Ik售酒與土人，但是該項禁令對於一種稱 

爲士人n单酒（Kaffir beer) 的特別飮料是不發生襄響 

的，這種啤酒是一種稍經發酵的飮料，其所合酒精 

的{â•量不超出百分之二，係用搞碎的玉蜀泰製成。 

當局所以必須f i 該項飮料慎重將事，除其無害健康 

一點外，確另有重大的理由，原来過去在土人心目 

中，這種啤滔是具有—— 卽在目前亦仍相當具有 ——類似璧藏供品的價想的。由下列的鉄述卽可知

其原因 :

375 Cape Argus,— 九五三年六月十二日（由法文重 

譯

參閱第六章，第六0 八段。
377參閱涯血種人事務專員報吿書，一九五一年四 

月一日起至九五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 (U. G. 
NO. 4 5 /1 9 5 2 ) ,第十八及第十九頁。



在崇拜偶像的班圖人的宗教傳統中，倘若活着 

的人對於B 故的組先靈魂不盡厥載時，那未這些靈 

魂就可能使住在茅屋內的人發生疾病，牲畜死亡，禾 

苗枯養。司祭æ 的家長必須向那些靈魂作懇求，爲 

了該項目的，他並須以肉類及n牟酒供奉他們'。這些 

供奉品必須放在 emsamu, 換一句話說就是必須放在 

草房中面，大門的牆脚下a這是一個神舉的處所。雜 

然這種禮式今日已不復普遍遵守，但是它至少絵了 

南非的班圖人一種愛好啤酒的心理（與他們的愛好 

牲畜的心理相類似 ) ，這種心理使ë 們在集團飮啤酒 

時逢生一種特別嚴肅的氣氛。

最近發表的一項很奇異的文件證實了上她一節 

確是一種傳统的制度。這便是一位生長在 W ieteit 
shoek 的 Basutoland 會長 A. S. Mopeli-Paulus 個人經 

驗的集合， 而經一位英國作家Peter L a n h a m以小 

說 體 裁 描 寫 的 稱 爲 "裹 經 少 年 的 月 亮 Boy's 
Moon^^s的— 本書。凡熟稳班圖族人思想及生活力 

武的南非人似乎都一政承認該書—— 以小說的情節 

及對白的方式—— 載有一位班圖人以班圖人的觀點 

所作的眞切的社會觀察，並承認它所劃出的土人今 

日的生活a 因處於其組先所誅想的世界與白人所創 

造的世界中間而吿解體的陰影，與實際情况正相符 

合。這本書内幾乎每一章郡提到類似聖藏的儀式，在 

這種儀式內土人啤酒佔據着主要的地位。

七四四 . 自從班圖人進入城市，帶來了他們在 

特定的場合集團飮啤酒的習慣以後，政府便施行了 

大批法律，以管制聯邦全境各城市展域土人P牟酒的 

製造、發售及消費，嗣後並輕迭次修正

七四五，目前情形可綜述如下：

土 人 酒 的 發 售 ，共有三種制度：

( a ) 由家庭方面依照規定的條件大量酸製；

( b ) 由領有執照的土人錯售；

( c ) 市政府專賣。

七0 六.在地力當盾不自行擔任發售士人啤酒 

或不規定發照館售辦法的地展，家庭讓製是合法的。 

有時亦准許家庭酸製與市政府發售及發照錯售同時 

並行。部長若認爲當地情形因土人人口流動不定，或 

因有人濫用，胎害± 人，而不應准許家庭藤製時，他 

有權禁 Ih家庭譲製。

七四七. 大城市如約翰尼斯堡及比勒託利亞係 

採取市政府專賣制度，市公營飮酒店內出售土人啤

溜。但是，在這三種制度中，市政府專賣是梢鲁奢 

所引爲最不满意的。他們極端贊成家庭藤製制度，並 

堅決主張他們應有嚷製權利。他們的主張是根據下 

列各項理由：他們認爲土人啤酒是他們的民族飮料； 

它有營養上的價値（業 a 由醫學家證明屬實)；該項 

飮料對於他們的î i 會及宗教生活閩係重裏；他們在 

市政府誅立的啤酒店內必須付過高的價格；和市政 

府從這種高價中賺取"不當的"利潤等等

七因八 . 凡明悉或會研究過美國於一九二0 年 

至一九三二年間於向全體居民推行的禁酒運動所産 

生的種種後果及事實眞相的人，就能瞭解紙適用於 

居民一部汾的禁分或妓視規定可以何等剰激受害者 

甚至使他們忿怒。委資會將專從新近頒怖的規定中 

隨意摄錄兩段，以資說明。

七四九 . 橘河自由省隨着一九H 六年的發现而 

開了若千新金鎭；其中有一個是在Odendaalsrus展域 

的 Allaiiridge地方名曰"路蘭金績有限公司" （Loraine 
Gold Mines, Limited) — 九五三年五月一*日政，公報

所載的政府通吿中，有下列的一段：
" 本南非，聯 邦 司 法 部 長 Charles Robberts

Swart获根據一九二八年第三十號法律酒類法第 

— 二 七 節 （一）之規定，特准在橘河自由者、 

Odendaalsrus展域、Arranridge地方之路蘭金鎭有 

限公司鎭場內藤製合理數量之土人啤循，由該 

公司免費供給其土著及混血種工人飮用，以每 

人每星期不超出七派因股爲度，此項啤酒之藤 

製與消費，必須於一負責男性歐洲種人之監督 

下行之。"

但是，在土人看起来，這個辦法當然因爲兩項 

原因而成爲無濟於事：第一 ,有許多人均認爲每日 

派因脱的最高量是不夠的；事實是在醋熱的鎭道內 

工作，汗流如注，呼吸塵土之餘，鎭工們確不願受 

每日一派因脱的限制。第二，那位 "食責男性"必須 

是歐洲種人，因此，又復顧出了統治者和被統抬者 

兩類人中閲的膚色界限。

七五0 . 另外一項具有同様代表性的規定載於 

修正一九五四年 (域市展域)土人法律統一法第三十 

四段，該項規定適用於E stcom t城市厲域內酸製、出 

售或供給土人啤酒場所的管理與監督事宜。

該節所規定的事項中，包括下列各項：

偷 敦 C ollin s圖書公司，一■九五三年。

87« 參閱- * 九二三年 (城市展域 )土人法, 一九二八 
年酒類法，一九三七年 (城市展域)土人修正法 
及一九四五年(城市區域）土人法律統一法。

« 二 . （一）依照第三項之規定，土人啤酒 

之出售與供應以下列時閩爲限：（a) 週日午前

但是這種利潤是必須交存土人牧入帳目項下 

的0



八時起至午後六時三十分 Ik, «誓約日 " 除外； 

( b ) 屋期日與"誓約日"午後二時起至午後六時 

止；

" ( 二 )城市地力當局得依照一九四 Ï 年 

(城市两域)土人法律統一法第三十圓箭第三分 

節的規定授權指定官員就核准之案件發給許可 

證准許出售或供給汾量不超過0 加命之土人啤 

酒之擴往第一條C 項所指之場所以外飮食。

» ........

" 六.年酷顯係在十八歲以下之男性土人 

及不論任何年徽之女性土人均不得進入或出現 

於出售土人啤酒與男性土人之任何房間內，但 

第八條規則所規定之情形不在此限。

，，七 . 不論任何年»之男性土人及年齡顯 

係在二十一歲以下之女性土人均不得進入或出 

現於出售土人啤酒與女性土人之任何房閩內， 

但第八條規則所规定之情形不在此限"(一九五 

三年五月一日政府公報)。

紙要我們以土人的需裏和願望—— 不論其合理 

與否—— 爲背景而對這些極詳細的規定稍加測覽， 

就可以看到許多可能引起不滿及爭執的事項，例如 

规定啤酒店在午後六時關閉及決定青年人年齢"顯 

係 "若千歲等等。

七五一 . 除道些奇細之至的歧視規定以外，尙

栗壞得多多。

在大城市如約翰尼斯堡禁Ifc家庭嚷製土人啤酒 

的結果，似乎反而刺激非法藤製更雄烈和更有害的 

飮料，如 "skokiaan"和 ’’barberton"等，這些飮料發酵遠 

較迅速，因此不難赫密藤製。

這種情形引起了一種非法交易，這種交易時常 

與娼妓閩題有關。這《交思生要的是由班圖族婦女 

進行的，這種婦女在南非全境被稱爲"賣私酒的王

后 "(shebeen queens)^

七五二 . 土人認爲最具剰激性的因素是歐籍警 

察頻頻不分晝夜無照進入土人居留展房屋搜査匿藏 

的非法纏製的酒類:，其結果當然就發生了無數次的 

入室捕人和各種各類的事件。這些居民，特別是這 

些營業地點的女主人時常怒不可遏，以致輕易便藤 

成了嚴重的暴動事件。委員會將在許多事件中，特 

別提出一九四九年十一月i 日在約翰尼斯堡近郊 

的 Randfontehi展和一九五0 年一月二十九日在同

城近 郊 的 N ew c la r e展所發生的道一 頻典型事伴一

述彼。

七冗三. 一九四九年" 1 月十一日午後六時四 

十五分，有三位偵探人員進入Randfontein 土入居 

留廣到他們所懷疑的所住宅內去搜査是杏有燒 

酒。他們除在地板上榮現一小：IT'barberton"以外，並 

搜有找到燒酒。他們繼績進行搜査。此時卽有大批 

顯係採取敵對態度的青年及婦女聚集在被搜査的住 

宅前後巧。這些人以石塊向fe t ir宅投擲。三位偵揉 

人員在走出該宅的時候紙見大批石塊飛來，以政上 

汽車都有困難。嗣後卽有警察清援郁隊到達。此時 

土人已增至數百名。情勢漸趨聚張. 投擊石塊之舉 

愈â i s 厲，婦女並在後懲通男人毫事，此時男人a  
有五百至七百人該報告書在第 ~ 玉段 (第七育） 

內輕描淡寫地說當時有立剑被包圍的危臉，故不 

得不使用武器"。

結果土著男人死亡者三名，受傷者三名，警察 

受傷者二十四名。

次日，警察遂邏該居留展逮捕土人許- ^ o 人。 

在暴動中被殺害的土人三名於十一月十五日埋葬於 

Randfontein 土人墳場。有許多土人發表演說，警察 

未加千涉。最主要的一位演說者是Dr. A. B. Xuma, 

他在演說時聲涙俱下，情感衝動。調査委員會報吿 

書會撮要載列他的演說辭，作爲附件。其中有一警 

句說 "上帝創造我們不是專給他人廣踏的"。

七五四. 在二個半月以後，卽 九 五 0 年一月

二十九日，約翰尼斯堡Newclare展後發生類似的暴 

動事件，其起因由於警察企圖逮捕個公然在街道 

上擴帶一ra加命桶的"barberton"的 土 人 這 次 暴 動  

比較不如 RaiidfoMeiii所發生者那棟嚴重，這也許是 

因爲警察會及時使用催涙彈之故。調査委員會的結 

論，曾分別舉出下列各點：

( a ) 促成暴動的近因；

( b ) "煽動工作"，其主要因素篇"共產黨活動 " 
及"土著婦女參加的影響"；

( c ) 在背後的各項遠因。

七五五. 聯合國委員會不擬在這襄提出任何意 

見，但在觀察了在城市內土人的集體態戾以後， $  
不得不判定警察到住家搜査酒類的不斷威脅和這些 

搜査的本身對於土人感情的傷害似乎較近年来所涯 

過的實施種族隔離的"不公平法津"尤甚，因爲這些 

法律中的大多數實非土人所能險解。

參閱政府報吿書U. G. No. 47 /1950 ,



( i v ) 與警察的關係

七五六 . 南非人時常提到有關酒類及潘行證的 

法律和條例雜可以悅耳的動機来作爲辯謹，如意在 

保譲土人免受啤酒的禍害以及避免土人大量擁入城 

市，致使市政當肩無法確保他們獲得適當的住宅，有 

時甚至無法確保他們獲得工作等等，但這些法律卻 

造成了 土人因達反輕微的規則—— 他們並不覺得犯 

了什麼罪行或達犯了道德律—— 而遭大規模逮捕的 

恶果。在其他的國家内，警察押解犯人入鶴對於旁 

觀者會引起一種該犯必曾達犯道德律的觀念。但是 

在南非，則一個土人的娜鐘入獄徒然激怒他的非歐 

洲種的弟兄們一種無辜受罰的觀念而a 。因此，大 

家® 法律的信念全失&本應爲法律的維護者的警察， 

在非歐洲種人的服光中轉成了白人的"不公平"法律 

的化身。

七五七 . 警察是最被人惜恨的，因爲白種督察 

眞及進警大多數是荷蘭族人，這種人的種族成見是 

最爲深固，他們是屬於白種人中文化水準最抵的一 

個階級，也就是屬於經濟地位與非歐洲種工人最接 

近的一個階級。

這方面的情形因參加搜査土人居留展甚或執行 

搜査工作的®級警察人員很多便是土人一點而更形 

後雜。不用說這些人所處的地位是無可霞羡的，因爲 

倘若他們對於他們的有色同胞太表示同情的話，他 

們就一定被撤職，因而失去他們的生话的憑藉。

七五八 . 委員會認爲上述 Mr. J. de V. Louw 
所主持的三人調査委員會的報吿書對於現時警察與 

城市區域土人居留展居民閩的關係的敍述與分析鎮 

爲 客 觀 因 此 ，委員會認爲裏說明此種關係，再 

好莫過於從中引通下面的雨段：

" 根據土著證人的意見，促成暴動(在 

Krugersdorp地方）的一項因素是南非警察在晚 

間與淸晨搜査酒類、通行證及許可證的頻繁。一 

個個的證人指出這種事件對於住家普遍發生種 

種不使；作工的人不能安睡，家庭生活遷受擾 

亂… … 。Krugersdorp的土人無疑B 對警塞的搜 

査逢生一種深刻的反感。由於據稱這種搜査事 

件不斷發生的結果，當地人民的反感a 愈積愈 

深 3S3。
” 二.許多土人對於南非警察和市麻警察 

均普遍表示惜恨；他們所提出的理由是警察無 

理進入及搜査他們的住宅，致使他們的私生活

受到侵擾。

- 他們資於淸晨舉行的滴類及通行霞搜查 

特別惜悪，因爲警察人員時常把全家的人唤歷， 

並據稱警察在搜査廣藏的酒類時常從床上將遂 

耗拉去。

" 此 據 稱 當 逮 捕 人 犯 的 時 候 ，靑年警 

察慣常殿打犯人，並旦瘾是無理地虑待犯人。

" 他們對於南非警察中的若干青年儉子所 

指按的各點似乎不無理由。這些靑年警察人員 

似乎非常虐待人，而旦這種情形B 變成了經 

好證人證實的一種疾苦。

" 幼童們看到也們的父母被拘捕，道就引 

起了他們的憤感，這種憤被是以促使他們因惱 

的人爲對象，其結果是他們也憎恨警察。

”這® 青年人因爲m 警察懷恨在心而力圖 

復仇，結果他們一有機會就来阻It警察行使其 

職務；他們就變成干犯法律的人；凡曾犯法而 

能逃避警察掌握的乃是英雄本色。照他們看来， 

以石塊投擊警察是很正當的事—— 爲满足他 

復仇願望起見， 筒直不論做什麼事都可以……

" 此外，這種憤通的情緒因有人藏在幕後 

煽動而益見激昂。

刺激若干土人的另一事件是適用於他們 

的細别及條例的繁多。他們的理論是白種人通 

過道些法律如通行證法等乃是裏膨制士著人 

民，限制他們的自由，而警察們則照法律的字 

面執行，不免過於認眞。

" 促成普遍反對警察態度的主裏因素是他 

們執行土人所認爲具有壓迫性的法律，而某》 

警察人員的虐待土人則爲其輔助因素。反對警 

察的態度並非根據種族觀念， 因爲譽察部隊中 

的非歐洲汾子亦是同様地截憎惡的。委員會在 

檢討土人闕於這力面的意見時，它記得在所訪 

間的展域內曾有大量不法汾子表示出對於任何 

政府當局槪不尊重的態度。

七五九. 委員會覺得它對於上述意見紙須辅充 

—點，該項意見顯係根據其所詳悉的城市土人居留 

廣情形而提出。上 面 曾 提 到 "反對警察的態度並 

非根據種族觀念，因爲警察部隊中的非軟洲汾子亦 

同《受人惜惡"，此語也許有欠考慮。我ff!不妨簡他 

們，士著警察所以與歐籍警察同遣化視， 豈不是因 

爲前者徒係後者的工具而被視爲是出賣他們團體的 

人，並因此而同蒙汚名嗎？

«82 參閱 U. G. No. 47 /1950。 
參閱同上，第八十五段。

384參閱同上，第二0 九段至第二一八段。
參閱同上, 第二一八段。



肆 . 勢工 ; r e查 ;糧食;交通

( 0 通行證制度

七六0 . 妻員會在上一章中曾努力考査和分析 

關於管理班圃族人移動的各種通行證的很複雜的法 

律及命令的目的我們在下文可以看到，其中若 

千最重裏者係與就業問題有關。

七六一 . 但是 , 我們若從另外一個觀點来看，則 

所有這一類的通行證亦復屬於上節所論的居住及房 

屋問題的範圍。這些立法者的目標之一是在管制及 

限制或停止聯邦內外的土人大量移入大城市中業已 

人口過剰的土人居留愿，在過去是如此，在目前尤 

其是如此。土人不論是在何處—— 在道路上，在火 

車站內，在電車站內一 警察均可令其提出他有權 

在該地點出現的證件。可見這一類的檢査乃係抽査 

性質，它紙能促成無関緊要的個人事件。

七六二 . 不過，眞能逢生有效結果的檢査——  
在土人居留愿內的大規模檢査—— 乃是另外一囘 

事。管然這些區域窝藏着許多不正當的人、逃避法律 

的人和被緯拿的人，這些人的同種弟兄由於圓結心 

的啓發，給他們一種不可靠的庇譲。在這一類的檢 

査工作中，警察所用力法完全與他們在禁Ifc酒類飮 

料工作中所用的力法相同，並且遭遇到同棟的仇視 

態度：若干隙警察在他認爲適當的時閩—— 天亮 

以前—— 搜査土人居留區，進入住宅，因此而模亂 

家庭生活，並時常拘捕人犯。

七六三 . 在由於這®搜査行爲甚或單純由於必 

填擴帶涯行證的義務所引起的惜恨中，婦女們似乎 

日漸佔據着重要的地位，其重裏的程度至少是在隨 

着她們往在城市內人數增加的比例而增高

七六四. 凡遇牽涉到或相信曾牽涉到班圖族婦 

女的場合中，男人們便會達生一種極睡烈的反響。 

關於這一點，• -九四九年十一月一、二兩日 Krugers-  
dorp (約翰尼斯堡附近)所齋生的羅動便是一個很好 

的教訓，在此次騒動中有土人二名被殺，並有許多 

土人和警察受傷。造成該項騒動的È 接原因是士人 

事務部將服務合同的管理交.由地力當局負責，這原 

是 (城市廣域）土人法律統一法卽一九四五年第二十 

五號法律下的一種正常栽展® ^ 但 Krugersdorp 土人 

諮詢委員會於接獲依照幾定提交給它的移交提案後

參閱第六章，第四八四段及以下若干段。 
參閱第四章，第五五0 段。

388委員會注意到該項事實表示土人有時至少窗土

人事務部尙較有信心。

卻以《此後勢必致土著婦女亦須攝帶通行證"爲理由 

而予以拒絕。該項讓言頓時傅遍了盤個居留愿，影 

攀所及，至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一日晨，遂有許多藥 

勢淘淘手持木棍的土人集結成羣。他們先向警察投 

擲少數石塊，旋縱火焚燒啤酒靡—— 此頻情事在這 

種場合中是時常黎生的一 警察們注意到土人正三 

面向其包圍，似乎卽將進行襲擊。接着調査妻員會 

報吿書便輕描淡寫地說： "警察人員決定接桃受戰， 

射擊約五十發，襲擊者於是撤退

七六五. 一九五三年九月十四日在約翰尼斯堡 

附近的 Klerksdorp所發生的骚斬的主要原因，甚或 

唯一*原因，也是起於土人對於檢査通行讚的憤獲

市政府官員二人及市警察部朦土著人員六人於進入 

居留廣後卽遭土人l a 擊，他們進入居留展是要拘捕 

有非法出現該居留展嫌疑的非洲人約四十名，換一 

句話說，這垂人是沒有那種規定的證件的。

七六六. 所有這些事實明白證明了這種通行證 

對於居在城市內的瑕圓族人的生活具有重要關係， 

並因而使他們對於白種人發生惜恨一在這個場合 

中是負責執行規則的警察，他們顯然覺得這些規定 

是一種深深地傷害他們的鎮彻。當他們以爲婦女亦 

必須遵守那種可惜的必須擴帶潘行瞪的義務時， 

Klerksdorp地力的事件就爆發了。

七六七 . 大家從前一章中應a 看 到 九 五 一  

年時曾通過一項法律，規定取消過去土人所必須擴 

帶的許多種通行證及其他證件，而改發一•種單純的 

査考證，這種査考證便於攝帶，並使當局可以月最 

溫和的方法来實行管制。這樣可以使土著男人較過 

去能有較大的1^動自由，但是，在另一方面則管制 

亦將更爲有效。

該項法律似乎不容易付諸實施—— 這不是一樁 

奇怪的事。它崇涉到在任何社會環境中都會是複雜 

的工作，而在南.非的情形尤爲顯著；例如它規定凡 

向来必須攝带通行證的土人均廣加蓋指模。

七六八. 俯若我們要制斷土人對於這項刺步措 

施以及未来的措施將發生什麼反響，此時尙未免失 

之過早。但是縱然假定大多數土著男子的情況可以 

有所改進，兩種心理力面的困難卻a 可賴見—— 事 

實上並a 爲政府所預見：

( - )凡必須提出以證明持照人有權出現於街道 

或土人居留展的任何文件尉是一種涯行證；

3卯參閱U. G. No. 47/1950,第七十六段。 

參閱倫敦泰晤士報，一九五三年九月十五日。 
參閱第六章，k 五0 七段及以下各段。



( 二 )所提譲的標準化及齒單化辦法事實J:就是 

創辦一種新的涯行證，此後一併適用於婦女和先前 

享受豁免待遇的幾千非洲人，這無疑是它的一大缺 

陷。

七六九 . 前面B 經看到最重裏的一種潘行證是 

- 種證書，證明被警察詢間的土人具有一JE式受雇 

合同或一允准其在一指定展域內諶求工作的許可 

證。該項措施的目標之一是在防Ih除爲純JE移徒工 

人—— 換旬話說，暫時離.開土人保留地爲歐洲種人 

做工的人—— 的大批班圓族人外，再根加任何認爲 

多餘和不良的汾子。

(Ü) 非歐洲種工人

七七0 . 非歐洲種工人的生活狀況，在班圓族 

人、印度種人和濕血種人閩有極大的差別。印度人 

與涯血種人在體質方面較不適宜於粗重的勞動工 

作，這種工作在1H:界每一個國家內都是待遇最差 

的。

因此，3 個雜白種人種族因所擔任工作種類的 

不同而形成~ 種階級狀態。

( i i i ) 工資

七七一 .最辛苦和待遇最低的工作似乎是由鎭 

業公司向聯邦內外徵募的土人来擔任的。

我們不容易將土人的平均工資與最不幸的印度 

種工人或涯ÈL種工人的平均工資作何正確的比較， 

因爲後者普通都是自理購宿， 而班圖族工人則是由 

他們的雇主供給瞎宿的。鎭業公司供給"居住，'在有 

三四十張鋪依的寄宿舍內的班圖人的住宿和每日免 

費供給每一鎭工的口糧（內容調和，營養充足)的價 

値，不容易以先♦和辨士来精確計算， 但是根據專 

家的估計，似乎大約等於每天三先令。現金工資最 

低額亦相同，就是每班三先命，這様就等於每斑六 

先命。

但是，在關係人員過於簡單的估計中，這種實 

物津貼是當然不計在內的；他們所想到的生要是甚 

或完全是其所得工資中的現金部汾；倘若他們搏箭 

使用，這些現金工資可以夠他們在囘到保智地去的

時候購賈一兩頭牲畜， 或替他們的妻子購買一些顏 

色鮮麗的毛德及其他飾物或小装输品等。

七七二^ 但是，大家應當注意到一九五三年年 

初爲j f c , 最低基本 : n 資紙有二先合八辨士。在一九 

三九年至一九四五年載爭期閩以及此後數年內，撒 

管生活費用激增，現金工資卻幾乎是一直停留在最

被的水準上。這便是一九四六年蜜特廣各金礦後生 

罷工企圖及嚴重擾亂的原因之~。但是自從一九四 

九年九月金錄抵値之後 , 各礦業公司a 有若干改進。 

最近在~ 九五三年年初，他們激於下列兩種理由而 

提高了最征的工資水準：第一，由於蓬勃的"從愿" 
工業給予班圃族人較高的工資，並全藥現金，教傷 

礦工轉見困難；第二，這些金礦a 次第同時變成了 

鋪礦，利潤的增高可期。

每灭擦加0 便士之敷總計每月不過十先令，但 

是有幾類半按術工人則獲得較高的工資不但如  

此，务金礦公司所積極推進的機械化辦法393大槪會 

産生一種和他處相同的廣響：在礦場及工廠法卽一 

九年第十二號法津所引入的膚色界狠所允許的 

範圍内，班圖族人將有獲得並非純屬勞力性資及待 

遇較高的各類工作的機會，雜熬進度大緩，與他們 

所能满意。

( i v ) 家庭分離

七七三 . 不過，這些公司由於環境的裏求而實 

施的主要改進當然是將攝常的合同自二七0 班减至 

• -八0 班的決定，這種改進是遲至最近繞實施的，。在 

藍特金礦區內的藥個勞工組織是以家庭分離的原則 

與辦法爲基礎：男人到"金城 " 內去尋找工作，而女 

人及見》則留在保留地內看顧田地及牲畜。

這個制度的弊害B 有人充分提出，其中有一部 

振便是促成了保留地内可耕地的半荒薪狀態，並造 

成了約翰尼斯堡近郊寄宿舍內同性愛及其邪僻行爲 

嫩盛的情形。結婚夫婦的分離對於班圓族人不喜歡 

做礦工一*事究竟有多大關係，我們尙不克確切予以 

說明；但它大概是所有土著工人都願意參加屬 "  
工業的一項重要因素，這種IT業對他們大有好處，因 

爲它不但不使家庭分離，並且爲非洲婦女提供了許 

多工作 機 這 簽 婦 女 在 纺 織 厥 、耀頭工厥工作者 

現正日見举加。

七七四. 這種對於班圖族人的家庭的歧視似乎 

是在所有的辦法中最不良的，他 受 着 一種家庭分 

離制度的支配，而這種制度卻不廣響歐洲種人、印 

度種人和渴血種人。橘河自由州新開諸金礦的傷主 

們爲他們的一部设礦工安徘家庭住宅的努力將引起

392關於工資問題，參 閱 "新政治家及^ 家 " VThe 
New Statesman and Nation)  ̂ 一'九五三年八月二 

十九日，第二二八賈。

393 — 九四一年時，授 掘 千 嚼 礦 沙 需 要 礦 工  

0 六四名，今日僅需裏八九五名。



大家的注意。現 政 府 表 示 反 對 這 種 發 展 但 是 到  

目前爲止似乎遺沒有採取任何行動来予以制 .止。

( V ) 非歐洲人的職業階層

七七五，職業階層中所有礦工以.上的各種職業 

則依照環境隨意交拾非白種人種族中的任何一種人 

擔任：家庭傭役、旅館工作 (包括廣役《內）、掃除 

街道、商業場所及辦公室的淸除工作、築路、錯售報 

紙、送資、農業工作、商業性果園內採摘水葉、卡車及 

船隻運货物的装卸、不需要特別學奮或懂需要短期 

訓 的 工 廠 工 作 等 。

七七六，在最高的階層X - 這是最高點，因 

有傳統及立法方面的廣色界限，這個最高點是絕少 

會超過的—— 是待遇較高的半技術性的工作，由於 

機器逐漸侵入新的部份，應用漸廣，並可敦 是 "消 

除了工炸的類別％ 這種工作每年都在培加。是以， 

當開始有汽車及以後的若干時期 , 南非所有的汽車 

司機都是白種人，但在目前則大多數的卡車司機， 

甚至許多出粗汽車司機以及私人度用的司機已非復 

由白種人擔任。在鄉村展域，我們目前可以看到有 

浪 ifc種 人 駕 .敦重曳引機，或班圖族人在 tK派或炸 

藥廠內使用相當複雜的機器。技術性的工作逐漸變 

成了半技術性的工作。他們所能獲得的工作的頂 

點 " 漸在提高，並且是相當迅速地在提高，縱然關 

係人民遺嫌它提高得大慢；因爲雜然膚色界限消除 

了一些 , 它根本上仍奮是在那襄，種族妓藤的情緒 

蛇然未改—— 假如有所不同的話，厥是較前更爲顧 

著而 a 。

(v i) 糧食

七七七 . 就糧食來說，目前在南非和在許多其 

他的國家內一様，I I 包的 ®格乃係最重要的一個因 

素。班 B 族人慣常的糧食，就是他們雙手從自已的 

旧地襄收稽的玉蜀泰和盧粟，已經迅速地爲長方形 

的兩镑装白频包所替代了。 在城市內，這幾乎是最 

貧困階級的唯■ «的糧 食 當 財 政 部 長 Mr. Havenga 
於一九五三年五月衆譲院提出一預算草案，規定 

每 - * 瑰白 i l 包加價兩辨士的時候，所有非歐涨種人 

均同養抗譲。但是歐洲種工人階級亦同様激烈反對。

財政部長頗爲感動，卽同意將新擬增加的數額 

减去一半。因此政麻將不分種族，繼續閩接津貼所 

有《包的消費者達幾百萬镑之能。風是在此次漲價

以後，南非频包?Æ仍較世界價格低廉甚多，而其差別 

則由政府以税款彌補。因爲在税款中由一千萬非默 

洲種人所付者與歐洲種人所付者相較爲數甚徵，所 

以該項補助金的主襄受惠人是非歐洲種人。

七七八 . 在這基應當再提到政府對於鉄皮 f t 包 

或營養 « 包的消費者給予特別津貼。這雨種麵包的 

營 値 ，特別是後者的營養 f賈値，遠較白* 包爲 

高，而其镇格則反低百分之二十五。我們可以在各處 

—— 甚至在郵Ü Ü …一一找到用兩種正式語文書寫的 

請吃營養频包（E;t verr5'kte brood; Eat enriched bread) 

的警旬，但到目前爲止遺沒有發生多大的廣響， m  
然有許多非歐洲種人顯係營養的不足。

( v i i )交通

七七九. 因爲城市內的士人居留區通常與土人 

的工作地點相去甚遠，交通費用是他們預算中的 

個很重要的項目。當局最近 (一九五三年七月）宣怖 

火車票加價平均幾及百分之十 ra— 事,引起了歐洲 

種工人階級的劇烈反對。因此，該項增加對於非歐 

洲種工人的影響一定更大。

七八 0 , 但是，大家的不満情緒通常卻是由電 

車、公共汽車和無軌電車而起，這純粹是因爲這些交 

通工具蔑價的提高對於貧苦階級—— 並因此也就特 

別是對非歐洲種人一一的影響更爲嚴重的緣故0 委 

員 &會特別研究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一 日約翰尼斯堡 

Newlands展所發生的暴動事件，並認爲它足以代表 

~ 般。下面使是關於該項事件發生經過的敍述

自從一九S O 年以來，從一稱爲西區土人鎭的 

土人保留廣至約翰尼斯堡市中心約五英里的距離間 

有電車通行。其票價满成年人二辨士，見董一*辨士； 

這個票價甚廉，以致入不敷出。該項腐損係由約翰 

尼斯堡市譲會負擔，也就是由該市納税人擔負；此 

數逐年墙加，至一九四八年時a 達每年五二， 0 O  
0 镑。

早在一九四六年時，當局卽會企圖增加票價，但 

因該居留區內居民竭力反對該項提案，結果並未採 

取任何行動。最後，財務力面的考盧勝過了一切，他 

們決定將票價增至成人三徘士，觉童兩辨士，

該報吿書稱396 : "爲爭取士人的合作起見，

曾與西展土人鎭諮詢委員會舉行一次會議，向

該委員會委員解释所擬增加票價的全盤關係。

參閱 "南 非 Africa), 
十八日，第五0 六頁。

-九五二年六月 . 參閱調査委員會報告書》u ‘ G. No. 47 /1950 , 
同上 , 第十三段，



該姜眞會委員堅决反萧任何票债的增加，力稱 

士人的經濟地位使他們無法贊同任何票慣的潘 

加。他們也稱偷若電車公司車務人員能傷用非 

歐洲人的話，那就可以節者很多錢……

" 西展土人鎭居民在一九四九年八月閩曾 

舉行了一次全體大會，在這次大會中他們對於 

增加電車票價案表示堅決反對，，，‘•，。

" 〔他們 :)決定除非市議會取.消增加電車票 

倩的決定，他們就從一九四九年九月一日起抵 

制電車。"

但是，市議會堅持立場，增加票慣，卒於一九 

四九年九月一日早晨開始實施那個九月的第一天 

結果變成了一個極緊張的日子。在那一天曾發生了 

下列各項事件：土人對於不管抵制決定而乘坐電車 

的少敷汾子化厭惡聲並以暴力相加；fnl電車和!:，)那 

些企圖保譲少敷乘客的警察投擲石塊及玻璃瓶；警 

察以警棍歐擊土人；警察與暴動者互相開搶射»數 

次。

七八一 . 此次暴動死傷人數如下：警察六名被 

石塊撃中受傷；警官一名被玻璃瓶撃中頭部受重傷； 

土人.一名死亡；雙車一輔被毀；電車三輔措壞；電 

車公司職員多人受傷。

(v ü i) 服 装

七八二 . 服装對於住.在诚市內的非歐洲種人很 

是重要，甚至對於那些住在鄉下的人也日益顯出其 

重 要 性 當 然 在 週 日 ，男人均着百補的工作服装， 

或着（特別是® « 族人 )鑑樓不堪的衣服，看来有如 

破布。但是他們在星期日及例假日所着的服装——  
與得貼板的拷子、兩種顏色的鞋子、花色鮮霞的領 

帶、呢帽等—— 其質料之優美，甚至風度之高渡，頗 

足合人驚異。

在納翰尼斯堡及開普敦的小型現成衣服店的店 

東均稱慣格昂貴的拷子的顏客都是班圖族人，普通 

歐洲植人均喜歉購置價格較廉的物件。因爲班圖族

397 士人所襄求的是他《能獲得電車車掌的職務》 
這個職務(或管理員)乃係不開放給他們的各種 
職嚴之一。這是他們所不满的被廣指施的一種S 

但是偏若他們獲得勝利的話，另外一à 歧視仍 
不免繼續存在：根據傅統的法律，一•位土著電 
車車，所得工資將遠較歐洲種電車車掌爲低。 

所以在這嘉提到可以"節省很多錢"一語。
39;在保皆地内, 主要的服飾是毛楼。

人都住在房憤® 族的或不花錢灼住宅，他 顯 然 能  

夠將他們所得的牧入■— 雜 恭 爲 無 多 一 的大部 

汾用在服装上面。

在城市内的婦女們一 僕役或工厥工人—— 的 

情形亦復如此，她們卽使是在週日亦喜歡赛高跋鞋， 

卽使是在較熱的天氣亦喜歡穿精美的長德二

(ix) 姨樂

七八三. 非欧洲種人一旦將他們所有的錢均耗 

費在生活必需品上面以後，他們似乎B 沒有什麽錄 

款可供误樂之用。不過事實上他們所能看到的電廣 

絕少，而他們# f能看到的戲劇表演尤屬絶無僅有。

七八四. 三個非歐洲種族中的知識汾子因不克 

參加白種人的文化生活而覺得非常痛苦。凡遇國外 

戲班来非表演時，某些歐洲種人誅法爲非歐洲種人 
保留至少一次表演的努力時常一無成就。關於這一 

點，好望角省的情形似乎不如脫蘭斯冗爾那棟惡劣。 

例如，在開普敦的公共圖書館內並無種族的分界。同 

様的，邁常混血種人也可以進入市普樂磨。

七八五. 多數非歐洲種人均熟烈愛好歐洲種人 

所玩的各種運動，從撒憶足球》圓足球到藍球，及 

拳擊都在其巧。他們椒織了無數的俱樂部d 凡遇有 

可能的機會》他們就舉行友想奏和錦標賽。但是在 

白種人和非白種人之間在運動力面是沒有接觸的。

當然每一個種族有他們自己所喜悅的蓮動。有 

許多人始終愛好他們固有的遊戯；例如，比勒託利 

亞的进圖族人熱烈愛好Amalaita式再;角，這種遊威 

可以使他們能在閒空的下午消磨多餘的精力。但是》 

最能引起他們的興趣的也許是拳擊3 很自热地他們 

對於北半球黑人在拳擊比奏中獲得勝利的事是非常 

有與趣的。

有的時候一個南非士人也會在這種比赛中獲得 

最高榮春，最近便發生 Jaka T u l i在不列顏部協最 

輕量級拳擊比赛中奪得錦標的事件。

七八六. 但是這種勝利也時常因蒙受膚色界限 

的隐影而大煞風景。奪.得錦標者的親友本擬於一九 

五三年七月底在約翰尼斯堡市政廳舉行慶祝會；但 

是後来赛備人因爲警察說也許不容易維持秩序》遂 

不得不放秦假座市政廳的厥来計劃

'參閱倫软泰晤士報,…九五三年七月三十一日,



伍 . 社會服務；種族簡合作的殘路

( a ) 社 會 服 務

( î)I fc會福利训>

七八七，南非聯邦於一九三七年設霞紙會雜刹

部0 好像在所有的國家內一様，該郁與公共衞生部 

及勞工部密切合作。它的生要的任務是推行社會福 

利措施，對管理社會福利及重建機構的志願斜織及 

機關予以經濟協助及指導以及管制房租。

七八八 . 因爲居民中最貧乏的階層是非歐洲種 

人，故社會福刹部必須特別注意他們的情況。但是 

該部覺得欲使他們★量均霉現有社會福利誅施下的 

利猿和促使通過較有利於他們的立法是非常困難 

的。它在開始工作的時候就遭遇到一種非常浪亂的 

情況，卽某些歐洲種人雜然並不如非歐洲種人那標 

廣困，，卻是享受着特別的利益。

(Ü) 一九ta三年情形

七八九 . 總理於一九四三年一月所指派的調査 

現有社會M 務工作及社會安全辦法並提具建譲的社 

會安全委員會會指出下列事實：

" … … 在聯邦中，國營及志願辦理的t t 會 

協助及社會保臉在目前每年要耗費九，七五0  
G O O 镑。這個數額包括貧苦人的救濟金；但 

是不包括資助金和戰爭邮金。在道個每年總額 

中，歐洲種人得八，三0 0 ,  0 0 O 錄；浪血 

種人及S 洲種人得八0 0 ,  0 O O 镑。士人得 

六0 0 ,  0 O O 镑。中夹政府擔負該項费用的 

半數 , » 主擔負三分之一，受« 者八分之一。怖 

施的金錢價値比較很小。

七九0 . 該委員會又發現歐洲種人、混血種人 

和亞洲種人及土人所得福刺金的比額各不相同。因 

此，付翰富人的每年邮金如下 : 歐溯種人，三十六镑； 

渴血種人，二十四镑；亜溯人，十五镑；土人，十二

镑 。

七九一 . 雜然聯合國委員會未能獲得恰正可資 

比較的數字，藉以估計從那個時候起各個種族閩社 

會福利經費的分配有了多少進步，但是它所後得的

«像前幾章內許多處一様，委員會在這襄所缴弓I 
的主裏數字是取自最新出版的南非聯邦官方年 
鑑

咖社 i 安全委員會報告書,U. G. No. 14/1944» 
十五段a

进年来的數宇使它可以斷定爲歐洲種人所化赛的ü ： 

額和篇深血種人、亜洲種人及土人所化費的數顔間 

的差別已經縮小了不少。不過 , 在很多的情形中， 

各項規烟似仍保持歐讲1種人得三成 , î ljf i l種人兩成， 

土人得一成的比例（這並非卽激非欧洲種人最爲不 

利 ) è

七九二，委員會對於南非聯邦目前爲慣受差別 

待遇制度的三個非歐洲種族的福利而推行的社會賴 

利辦法，不能一一詳細研究，可是，它選擇了下面 

的傻項，認爲它們I足以代表一般。

(;«)老年養邮金

七九三 . 根據經一九三一年及一九三七年修正 

的老年養邮金法(一九二八年第二十二號法律)的規 

定，得受領老年養邮金者以歐洲種人和混血種人爲 

限。但至一九四® 年時，則db人及印度種人亦爲列 

於老年養邮金許劃之內。男人必須在六十五歲以上， 

女人必填在六十歲以上 . 鎭有資格領受養邮金。想 

年養邮金的最高額如下：歐洲種人 : 每年六十镑、五 

十四镑、四十八镑；泥血種人及印度種人：三十六 

镑、二十七錢、十八镑；土人：十二镑、九鋒、六錢， 

依照受領入住在大城市、小市鎭或鄉下的情形而定。 

一九四六年時，受領老年養邮金的人數爲：默洲種 

人：六四，二七九人；提血種人及印庚種人：三ra， 
八三0 人；土人：一一m , 0 0 0 人402。

( iv) 退伍軍人養邮金

七九0 . 根據退伍軍人養邮金法（一九四一年 

第四十玉號法律)及退伍軍人養邮金法修正法(一九 

四二年第四十® 號法津）的規定，凡曾任波爾戰爭 

或第一次或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服役，雜非殘廣，但 

係貧苦旦不克從其他永久性社會福利事業方面獲得 

任何資助者，得受領養邮金。養邮金申請人必須年 

满六十歲，但是該項年齡跟制可以滅低，倘若申請 

人是完全不適於任何±作的話，因爲作戰歸来的軍 

人往往就有這種情形。

七九玉 . 大家可以注意到這些養邮金法中沒有 

提到過土人。按兩次ifl：界大載中的土著退伍軍人得 

經土A專 務 部 的 推薦而雜得經濟協在一九旧六 

年八月三十一日，受領這種養邮金的土人計有三 , 0
0 0 人。

4•«道些數字是取自社會賴利郁一九四玉年（U. G. 
No. 22/1946)及—九 四 六 年 (U- G. No. 42/ 
1947〉報吿書。



( v )  t 人及目力受損者的社會福利

七九六 . 南非聯邦《目者的人數甚多，其比例 

自歐洲種人的千分之零點九起至土人的千分之二點 

七不等。

七九七 . 根據輕-*九四四年第四十八號法律修 

正的盲人法 ( 一九三六年第十一•號法律 ) 規定，各個 

種族的，人得依照老年養帅金的同一比額受镇養邮 

金管理專員所管理的養帅金。一九四六年時，共有 

歐洲種人二，三七六名，亞洲種人一六 0 名，浪血 

種人二 ,  二 0 七名及土人二八，三 0 0 名被與爲受 

領養邮金的盲人。

七九八，盲目就董依靠志願機關來教育他們， 

盲人的載業訓練及嗣後有組織的就業也是一棟，但 

是他們可以從政府力面獲得資助金。南非 I I 有兩所 

盲目兒* 的住讀學校：一所專收歐洲種見* , 另外 

- 所專收非歐洲種兒 童̂。

( v i ) 懷妊女工

七九九， 根據商店及辦公處法（一九三九年第 

四i 號法律）及工廠、機器及建築工人法(一九四 

~ 年第二十二號法律）的規定，懷妊女工於分换前四 

墓期及分晚後八屋期內不得在工廠或商店內工作，。 

在工厥內的女工 , 第一個期間可以潘加到八個.息期。 

勞工部每星期給予這些婦女以和她们的工資奪値的 

津貼6這些法律的一切規定狗適用於所有的種族。在 

九四六年三月三十一日爲止的一個年度內，政麻 

會發放孕婦津貼如下：歐洲婦女四八三名，共得七， 

二八七錢五先令三辨士；混血種婦女一，七二六名 

共得二六，。三七錄三先♦ 六辨士；亞洲雜女一。 

五名共得一，玉八三镑十五先令；及土著婦女一九 

二名共得二，九八六镑十六先令。

因爲自後各工厥所《用的土著婦女 E 有大量请 

加，最近的統計也許會顯示 J ：列闕於土著婦女的敷 

字 0 ^有大量的墙加。 

( v i i) 意外及傷殘保險

八0 0 , 根據工人賠償法（一九 ® —年第三十 

號法律）（經於一九玉四年及一九四九年修正）的規 

定，工人在受«期內因遭受意外或得載業病而致傷 

殘者得受鎮償金；若該工人因該項意外或疾病而致 

死亡者， 該項償金特付絵其受惠人。意外 «金係從  

傷主所必須捐助Ü 立之一筆意外基金中支付， 其數 

額按年決定之。

A O - . 會树家庭僕役和從事Ü 場及礦業工作 

之人原不包括在"工人 "一•名詞的狹定栽內，除非 

他們所做的工作必須使用車輔或動力機械或使用燥 

炸藥品。因此，許多土人不能獲得該項法律所規定 

的利盡。但是， 九四五年時，國會Ü 過了修正案， 

規定凡傷用前此不適用該項法，之工人的懷生可以 

自動捐勘載立該某金。有極多的傷主依照該項規定 

辦理，因而使藥批的非歐洲種工人均能享受該項利

八0 二.可見南非聯邦目前的一般趨勢是權翁 

被剝奪的非歐洲種人受到政府經濟協助者的人數迅

速增■加。

八0 三 . 雜然如此，在這裏遺有許多社會和種 

族方面的不公平現象，爲在人種力面比較純一的國 

家的國民所不易瞭解。委員會除這番研究中所業B  
引述的各項不公平事實以外，僅擬再舉一項事實 :
個因遭受意外而致完全殘廢的人通常是依照他的工 

資来許算他的養邮金的，但是一個土人卻不照這個 

辦法計算；他紙能鎭得一筆纏金額。 個完全殘廣 

的土人所懷養邮金不得超過八0 0 镑。

(v iîi)其他社會福利機關

八0 四 . 除政府外，各地方當局亦推進社會服 

務工作，其範圍有逐漸廣充的趨勢。這種協助主裏 

的有施藥所、絶董診療所等i•有許多市鎭«用歐洲種 

及非歐洲種合格譲士，並且有許多市鎭傷用在特種 

學校中受過訓練的女性社會工作人員。例如在約翰 

尼斯堡每年便有許多土著女童從Jan H. Hofmeyr社 

會福利工作訓練學校中畢業e

(ix) 志願團體

八0 五，但是，我們必須特別提到私人誅立的 

社會福利組織的敷目和活動。它們的數目則在- 千 

個以工。其中若干在過去雖熟沒有全然將非歐洲種 

人徘障在它們的工作對象以外，亦僅與他們偶予顧 

及；它們在目前則經有系统地注意到這些人民的 

竊利了。因爲這驻組織必須依靠大衆的捐款，所以 

在聯邦所有各城市中每— 個 星 期 （特別是在星期六 

早晨）都在舉行爲务種慈善事業的街頭募捐。他們 

利用各種慶典、戲劇表演、義賣及沿門募捐來使人 

一一大多數係歐種洲人—— 捐款藉以創辦一個W 哩 

學校或施食所。

大衆向例郁宽宏大量，不過它總達是不夠，可 

是這些私人的組織的努力卻另有它的重要性，郎不 

論墓得捐款多安，政府時常比照此數而擔任對等的 

金鎮。



(b) 種族簡合作的殘跡

八 0 六.在前數章內我們會不斷提到隔離、歧 

親、支配及被支配種族、歐洲種立法者和征服者和 

非歐洲種被征服者等等，以致可以得到項抽象的  

緒論，就是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閩所有唯一的關係是 

主人與僕役、假主與受 «人或壓迫者與截壓雄者閩 

的蘭係。

但是，事實上的情形並非如此。

八 0 七 ，在這襄不但那些以人與人，歐洲種人 

與非歐洲種人平等的觀念爲某礎的各種傅統與態廣 

的殘跡仍然繼續存在，特別是在好望角灌力面》而 

旦家庭與輕濟方面的日常生活需要—— 且紙舉這兩 

項—— 他他逼人，有賴全社會同心協力去解決。因 

此，儘管有各項立法，南非目前尙有廣大的領域不 

適用 " 種族隔離 " 辦法，並且就是提倡南非國家主義 

的知識檢子和理論家也顯然無意將該項辦法實施至 

那個懷域。

— 個班圍族人與一個歐洲種人一様，可以在雜 

货鋪內購買一塊频包，雜然在這襄我們不得不再度 

指出他們之間的差別待遇。生要的是在大城市中的 

那些出售廉價物品的大衆化商店，如 " 0 .  K ,  B a z a a r s "  

連環商場，歐洲種人、土人和印度種人頗有摩肩擦 

« 的機會 0 但當兩個或三個顧客在植權 J ：等待招呼 

時，幾乎總是白種人顯客首先得到招呼，卽使他到 

得最晚也無關係。

八 0 八，量年時代也許是促進廢除種族界限的 

最有力的因素，它能使成年人聯想起 B a s u to人的 - *  

甸成語："血液紙有一個顏色，而靈魂是沒有顏色 

的"。在南非幾乎沒有一對年較欧洲夫婦不將他們的 

孩子交給土著或浪血種保姆的。不但這種保姆是是 

富有毋性的僕役，並且歐洲種兒《本人時常堅持要 

與保姆的見童一 同玩耍，這種情形在鄉閩戈甚。

八 0 九 . 在成人的生活中，各個種族的人與人 

間亦有可以稱爲 " 正常 " 的接觸。

無論在那一方面，總有許多開明的歐洲種人覺 

悟到在採取直接影響非歐洲種人的行動時，他們應 

當知道這些人的意見，並旦必鎮與這些人舉行雍商 

力能一秉至公。這些歐洲種人對於阻摸各種族人民 

閩自由討論 t 們閩共同有關問題，並使歐洲種人與 

非歐洲種人—— 儘管有密切關係—— 不容易和睦相 

處的各種障礙與成見，表示惋惜。委員會兹擬將有 

關這頻種族間合作的若千情事說明於後。

( 0 聯合會講

A - 0 . 三十年来，許多南非ü i f r 中均有私人 

組織的聯合會議，企圓改進種族間的關係0 t 們在 

本質上是騎於地方检的；它的斜織視赏地居民的 

成{ T 而定，有些包括歐洲種及土著會員，或歐洲種 

及印度棟會員，或歐洲種及浪血種會員，或所有道 

些種族的會員。 t 們的活動的繁雜情形，里好與種 

族關係本身間题的繁雜情形相似0 玄們曾敦法向市 

政當局交涉，以期能對它《所獲悉的案伴作公平的 

解決，例如熟行行政辦法過於拘泥或過於嚴格  ̂ #  
歐洲種人與警察或市府官員發生糾葛，住在離工作 

地點很染的非軟洲種人的交通 I t 具不足，缺乏衞生 

設備，某一居留廣缺乏良好水源，學校建築的敗壞 

等等事件。某》•聯合會議可能擔任劍辦一所小學，另 

聯合會譲可能誅立免費初等在校班，傅使不識字 

的人有機會来學督讀寫技能。當然,各個聯合會議 

所獲得的結果鎮視各該會議領導人物的活動力與性 

格是杏堅維而定。其中有幾個，例如花泉城 (B lo e n T  
fo n te in )聯合會識所做的工作 ’ 似乎是成績極佳。

(H ) 種族關係擒進蔽

八一一*,  於改進種族關係的工作中最爲活躍 

的中央報織似乎是南非種族關係協進社，該社於一 

九二九年成立，其宗旨爲"爲促進國內各種族間的 

和q ï 、友好與切實合作而努力。它並沒有預先規定 

的"解决辦法"，亦不閣揚任何武斷的主張《它是建 

立在各種族人民可以在效忠同~國家的前提下和睦 
相處，協同工作的信心上面的" 。-es

該社的會員爲數甚衆，知識水準亦高：因此該 

社所發行的出版物及定期刊物是希望獲得公正參證 

文件的南非人所急求參考的察觀資料的源泉。該社 

的理事會由不同種族13*子浪合想成；它定期舉行會 

譲，有時是由其副主席之一，D , D . T . J a b a v u教授 

主席主持，他便是来自一個著名的土著家庭庭

( H i ) 教育界的合作

A — 種族閩合作最悠久和最堅決的方式之 

—是歐洲種與井歐湘種教員促進非歐洲種青年教育

南非種族関係研梵九五 0 ；¥ 至》- 九五一年， 

第一•育0
在這襄應當同時提到旨趣類似的其他各種 IB. 
織，如全國婦女會、刑罰改革同盟及南非種族 
間廣研究所 ( S A B R A ) ,後者係該社的競爭組織， 

數年以來與該就平行工作，但該研究所係贊同 

國民黨的觀點》



的同心读力。在教育力面，政府有取代教會的趨勢， 

同時欧洲種教員亦a 遂漸爲品質日高的非歐洲種教 

員所替代。幾乎所有的小學均a 全由非歐洲種教員 

.主持,但中等事校及職業學校則尙未達到此種地步， 

而 Fort H a r e大學则更不必談，在這些學校中，非 

歐洲種教員與其歐洲種同事是並肩工作的。

八一三. 在不久以前，好望角者的若干中等學 

梭中尙有歐洲種教員在混血種校長生持下工作的情 

事；也許目前遺有這種情形存在。但是，就整個國 

家来講，則相反的情形，就是若千非歐洲種教員在 

- 個默洲種校長主持的中等學校中工作的情形，遠 

較普遍。襄於現政府所採取的政策，以後大槪不再 

會有歐洲種教員在井歐洲人手下擔任教職。

八一四 . 在中等'教育力面，歐洲種與非歐洲種 

同事閩似乎頗有一種互相友愛與休戚相共的精神。 

t0.是，就是在這裏，若干事項亦復蒙上了慣見的陰 

影：在四者中最開明的好望角者，非歐洲種男女教 

員所得薪水，較其具有同等學摩及年資的白種同事 

襄低五分之一。

( i v ) 其他力面的合作

八一五. 各種族間現有合作的其他主裏力面， 

— 由於目前的立法以及最近的趨勢，這幾力面的 

合作似乎不免注定了衰退或縮减的命蓮—— 有第五 

章所提到的少數由各種族汾子浪合報成的工會《%  

若于社會及文化活動和諸多教堂的活動等。

睦 .各非歐洲種族閩的關係

八一六. 雖然南非的種族情勢大體上是以支配 

種族歐洲種人和三個非歐洲種族間的關係爲轉移， 

但是委員會倘若不顧到這三個非歐洲種族彼此閩的 

關係，那末它所企圖描寒的該項情勢的真相勢將有 

欠完備，甚或失之偏組。

( i ) 混血種人和土人閩的關係

八一七. 委員會深知好望角省的混血種工人對 

於土人有些仇恨心理。這是因爲在若于職業方面那 

些願意接受較低工資的土人逐漸在取涯血種人之地 

位而代之，原来這些職業在土人淚入"以前差不多 

是涯血種人所獨佔的不但如此，好望角省的若 

干工廠主人有時卽使出同棟的工資，也寧願以新到 

的土著工人来替代他們的"混血種"工人，這些土著 

工人也許在學習時較爲遲緩，但是他們比較可靠，並 

旦不大離酒。

不過，這些少數的不满和刺激性的事件似乎並 

沒有嚴重到眞ÎE引起公憤的程度。

(Ü) 混血種人和印度人問的關係

八一八 . 一般說来，這兩個種族間的闕係似乎 

是正常及和平的。何况這雨個種族的主裏中心（開 

普敦和德班 )相距遠在六百英里以上。

開普馬來人和印度種人中思於他們同宗教的 

囘教徒閩的關係似乎甚至於相當親切。

( « 0  士人與印度人閩的關係

八一九. 土人與印度人閩的關係與上述各項大 

不相同，它確是成了一個問題。

大家都知道非洲東海岸各領土都發生了這個間 

題，因爲所有這些領土在過去一百年內均曾容納大 

量印度移民，這些移民顧然不受土人環境的同化。但 

是這個間題在納塔爾省，特別是在德班，更爲嚴重 

—— 有該城在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三日及十四日兩日 

所發生的暴動爲證。促成這一次暴動的積怨甚至於 

核互仇恨之深可以用人命及財逢的損害來說明:死 

亡者一四二名（包括土人八十七名及印度種人五十 

名）；受 傷 者 八 0 七 名 （包括土人五四一名及印 

度種人五0 三名）；被毁房屋三0 六 所 （包括工廠一 

所 , 商店五十八所及住宅二四七所）；受損房屋一,九 

三 九 所 （包括工廠兩所 , 商店六五二所及住宅一》二 

八五所

(a) 九四九年一月十三及十四兩日暴動事件後生

以前所知悉的各項事實

八二0 . 第二次世界大戦肯告結束，德班市當 

局及納塔爾奢當局便深悉雜居於德班市近郊的簡陋 

房屋及茅舍的班圖族人（主裏的是組魯人）及印度 

人之閩不無仇視情緒。該市急遽工業化的結果使空 

前之多的土著工人盡擁而至。自一•九三0 年至一九 

ra六年間，土人增加了四0 , 0 0 0 名；這事在雙力 

心理方面產生了一矛盾的現象： 卜居該處兩代以上

>參閱第五章 , 第四三二段。

除其他參考資料外，可參閱 Miss Sheila Patter
son 的一本引證豊富的著作 'V «色與文化，關於 
南非聯邦社會結構內開普促血種人地位的研 
究 "，第五章 "經濟生活 "。偷 敕 Routledge and 
Kegan P a u l ,— 九五三年。

« 7這些數字和下文所舉的數字均係取自德班暴動 

事件發生後總督所派調査委員會的報告書（U， 
G. No. 3 6 /1 9 4 9 ) ,



的印度種人，其中有許多並a 擁有逢業，覺得他們 

頗 能 《安居樂業 "，儘管他們控餅歐洲入迫害他們， 

而，於這些前来與他們在某種職業方面競爭的"僕 

入者 " 不免有點嫉妬。在另一方面，厳百年来在附 

近過着部落生活的組魯人認爲他們較印度人更有權 

刹住在該處，在他的眼光中看来，印度人繞是其 

奥正的《侵入者"。

八二一 . 不但如此，不久這兩個種族便在經濟 

力面形成了兩個高低不等的階層。體力較独而殆又 

不癒於都市生活的弗洲人很自然地被贬擔任待遇菲 

薄的勞嚴工作，而印度人則在職業的階級中佔據較 

高一層。善於經營的印度人因賣給非洲人以他們所 

需裏的糧食及其他商品而獲利。簡言之，他們一體 

在歐洲種人與班圖族人之閩暗自形成了一個爲該國 

向來所沒有的社會經濟陛層。班圃族人不免因此懷 

恨，他們的推理大致如下：

" 當初印度人到這個國家來是来做工的。

現在我們卻須侍候兩個生人。我們的組先與歐

溯人作戰而不幸失败。我們接受歐洲人爲我們

的生人—— 我們不能容忍另外再来一個黑人的

主人。

(6) 暴動事件中的發現

八二二. 暴動事件發生後總督所指派的調査委 

員會的報告書的編製人隨卽指出這次暴動事件完全 

是出於歐洲人當局意料之外："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三 

日午後五時左右該項暴動事件頓然爆發，有如晴天 

靠靈……觸發該項悲慘事件的導火錄幾乎是細微得 

滑稽可笑"。

八二三 . 他們所獲得的第一項主要結論是："大 

體課:来，土人是摄赂者，他« 的襲擊越来越發猛烈。 

他們進而標明一項確定的目的；就是裏斷然將印度 

種人驅逐出境。當警察驅散士人隊伍的時候，他們 

大藥叫喊道：'我們劇爭的《象並不是你們而是印度 

種人 Ï 你們準備船隻，我們將負責使他們上船——  
兩天以內，包可使全國印度種人絶跡 !’ " 41<̂

八二四 . 調査委員會默認歐洲人當局，包括警 

察在內，、似未能對促成種族閩仇恨心理的主襄因素 

作適當的估許，但是此次暴動的激烈情形卻明白顯 

示出這些因素是什麼。該報告書編製人說明這些因 

素如下：

m 魯人的種族自尊心及好載天性的永存難改， 

他們在襲擊印度糧人所說商店時月他們傳统的軍嫁

陣形（"impis")狂作他們 '昔日交戰時的哨喊。

印度及巴基斯坦的政治解放對於南非印度人的 

態度所發生的影響，他們對於土人漸趨"傲慢"。

印度種人的蕃殖率遠較土人爲高，在他們雄大 

蕃殖力量的威脅下，士人對於自身的前途內心多少 

感到恐懼。

印度人諫赛瓶腐婦女的事件顯然層見不鮮，他 

們比一般班圓男子爲富裕《1。
土人薪誠確信—— 但顯然超過了事實—— 公共 

汽車公司的印籍老板是在剝削他們。

士人確信他們是受着許多印度商人的剝削，這 
—路也許比較有根據412。

( c ) —九四九年暴勁事件發生以後士人與印度人圃 

係的顯著發展

八二五. 自一九0 九年暴勤事件發生後，四年 

以来並無任何重裏的新因素出現，使調查委員會所 

截述的土人與印度種人間經濟與心理闕係的眞實狀 

況多所改藥。

八二六. 可是，若干奮因素卻有了一些新發鹿fa 
闕於爲各個不同種族分別劃定展域的一;^3EO年第 

西+ - 號法津，卽種族分展法所逢生的後果之一是 

在主有不動廣方面》印度人與班圖族人施以同棟的 

限制。以前土人人缴於印度人可以在德班市許多廣 

滅內購置土地及房屋而他們則完全不能在城调內購 

置不載産一事心懷不平。目前則在歐洲種人所建立 

動於所有非歐洲種人均屬不利的全盤歧視制度下， 

各萍歐洲種族彼此間在這力面E 不再有任何軒鞋。 

這一點也許滅輕了 土人與印度人閩的聚張局勢。

同上，第十三育。

« « 同上，第四育及第五育。 

同上, 第四育。

" 我們覺得是項控訴係促成反印情糖的最主要 

動機之-^。倘若能將妨礙風化治罪法的各項規 

定推廣適用於土人與印度種人發生非法性關係 

的情事，當可對此種惡行有所制止。" （同上，第 

十K 盲）é
該報告書的編製人提到（第十六育）從一九四 

六年一月一日起至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三^一日 

止兩年內因違反物價管制條例而受罰的人數如 

下：

高慣售貨者：歐洲種人六十四名、印度種人 
—六二名、土人二i ^一•名、中國人三名；

售 货 不 標 者 ：歐洲種人十名、印庚種人九 
十五名、土人六名、中國人一名。



八二七 . 此外，土人在經商方面亦不無進展。他

們中間有若干逐漸變成了商人，開始對廣大班圖 

ïU場的供應與印度人發生重大的競爭。歐洲人當局 

蓬在扶助他們這樣做去。例如，在土人的公共交通 

力面，他們對凡證明能確保乘客安全，經他們認爲 

满意的土人，鶴力多發行車執照。目前B 有若干顯 

然頻爲成功的班圖族公共汽車公司老板。

八二八. 因此，斑圖族人《於印度人所有的嫉 

忌和仇恨心理也許在近年来& 略見减少C 印度人對 

於土人也許不如以前那樣懷持輕視與侮慢"的態

兩個種族間的進步份子無疑曾利用他們所有 

的力量来緩和緊張局勢並結成"聯合陣線"，塵於"種 

族隔離" 政策的加緊實施，對於兩個種族所産生的 

共同威脅，他們覺得有結成這種陣綠的必要。

八二九. 但是最近發生的一樁事件證明了自一 

九四九年以来土著羣衆的心理並無改變。

— 九玉三年九月二十日9 —個南非土人顯係由 

於他本人的錯誤肤倒在一個印度人所有並駕驗的公 

共汽車的翰下，致死於非命，此事在德班市引起了一 

連串的羅動，爲一九四九年以来所發生的最嚴重的 

事件0 土人在德班附近的一個土人廣域Cato Manor 
放火焚爆印度商店八所，另遷損毀及搶封者至4 ?六 

所。警察向羣衆發槍射擊，土人一•人冗亡，並有多 

人因搶劲、暴動及竊盡而被捕

這事足使許多組魯人断懷抱的歐洲種人與印度 

人"兩個主人" 聯合一致来壓制他們的幼稚信心，更 

爲整定。

八三0 . 槪括地說來，土人對於印度人仍頗心 

懷不平，南非種族情勢的眞像因受到此種影響而更 

爲複雜。

染* "反抗不公平法律"蓮動 f 一九五二年）

八三一. 我們在本報吿書前面a 輕 看 到 —  
九 ta八年五月國民黨政府執政以後所S 過的一批一 

貫而繁多的新的 " i g 族隔離"法律產生了強烈的反 

響，至少是就有関三種族中比較前進和明白表示意 

見的部汾而言，偷若不是非歐洲種人民的普遍現象 

的話0這種憤怒和抗拒的反響在九五二年新發動 

的所謂"反抗不公平法律"運動中表現得最爲明顯和

直接。因爲該項蓮動的本身有持久的心理效果，所 

以t 窗於南非聯邦今日可以看到的藥個種族情勢仍 

繼續發生膨響。因此，委員會義應對該項蓮動特加 

注意。

( i) 該項運動的起源

八三二. 他們選擇一九五二年來發動道個在本 

質上屬於一種政治宣傅性《的蓮動是有特別意義 

的，因爲它的發起人有意要把該項蓮動来對抗同年 

南非白種人（特別是其中震於荷蘭種或法國新教徒 

後裔的部汾）奉政府明令舉行歐洲人移殖好望角三 

百週年紀這個三百週年紀念中的主裏節目是在 

開普敦舉辦了一個以 "我 們 建 立 了 國 家 " 爲 主  

题的盛大的大衆化展覽會0 該展覽會追念標榜並誘 

耀歐洲人佔領南非的事實，但是幾乎所有的歐洲種 

人都多少對它暗中加以抵制《0。

八三三 . 一九五一年年底時，班圖族及印度種 

人的兩個生裏組織，非洲人全民公會及南非印度人 

公會，因國會新通過一*批法律而情緒大爲激動，敦 

置了一個聯合誅計委員會以求協調各非歐洲種人組 

織獲致廢除它們所認爲具有歧視性賓的立法的各項 

努力。

八三四. 該委員會的提案經向非洲人全民公會 

於九五一年十二月十五日至十七日在花泉城舉行 

的會譲中提出，嗣後不久並向南非印度人公會於•一 

九五二年一月二十五日至二十七日在約翰尼斯堡舉 

行的會譲中提出。

(îi) 来往面件

八三S , 非洲人全民公會會講在通過採取聯合 

委員會提案的決譲以後，卽於一九五二年一月二十 

一日向總理致送一®, 該菌由該士人組織總主席 

Dr- J. S' Moroka 及膊書長  W. M. Sisulu 簽署。

簽暑人首稱該組織自-<九一二年成立以来卽從 

事以各種合於憲法的方法来使政府注意非洲人的合 

法裏求，並一再特別加重指出"他們有派代表出席國 

會、省市譲會及國家一切參議機關的天賦權利

參 閱 U. G. No. 3 6 / 1 9 4 9 ,第十三育及以下各 

育。
« 4 巴 黎 Figaro, 一九五三年九月二十二日。 

其中包括論列政治方面情形的一節, 第七一三 

段及以下各段。

該展覽會的入場券牧費甚廉，傅使最貧窮之人 

亦得參觀6關於浪血種人抵制該展覽會的事實， 
參閱浪JÔL種人事務專員一九五一年四月一日起 
至九五二年三月三十 •一日Jh年度的報吿書 
(U. G. No. 4 5 /1 9 5 2 ,第二十育, ’’Van Riebeeck 
Festival")。
開於這個問題參閱附件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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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艾說 "這種情形因近年來厢佈涯行證法、牲畜 

限制法及一九五0 年種族分席法、一九五一年班圖 

族當局法及一九五一年選民法而® 見嚴重"，這些立 

法的總作用是襄"壓制 "他們，='該會議在愼重及鎭密 

考慮了該項事件以後， 致决議請政麻在一九'五二 

年二月二十九日以前廢止上述各項法律，若不予照 

辦，則非洲人全民公會將於一九五二年四月六日 

舉行抗譲大會及示威運動，以爲實施反抗不平法律 

許割的先聲"。

八三六 . 稍後南非印度人公會亦採取平行行 

載,於九五二年月二十五日至二十七日在約翰 

尼斯堡舉行會譲，接着使在一九五二年二月二十日 

向總理政送類似而更爲詳盡的公面，該面由主鹿 

Y. Dadoo 及腐書 D. U. Misty 及 Y. A. Cachalia

疲署。

這封信的生要各段如下：

" 是項行動計劃〔旨在讓求上述六項法律 

或措施的廢除〕業經獲得南非印度人公會會譲 

之贊同..，…本人等兹遵照該項决定向蘭下譽明 

南井印度人公會完全支持非洲人全民公會向政 

麻所衝廢止上述各項法律的裏求 , 若不予照辦， 

南非印度人公會將於一*九五二年四月六日與非 

觀人全民公會聯合舉行抗議大會及示威運動， 

以爲實施反抗不公平法律許劃的先聲……。

" 我們毫不猶豫地加據指出我們的鬪爭並 

非以任何種族爲對象，我們對於任何人都不存 

懷恨或惡意，我們所反對者紙是不公平的法律 

而 a »  "

八三七 . 總 理 私 人 歸 書 M r . M . A u c a m p  於 * 

九五二年月二十九日答覆非洲人全民公會来面 à 

他認爲非洲人全民公會發言人所提出的各項理由不 

能成立，該後言人會稱這些有關法律係一種侮慢 

及恥暴 " ，他並在該面結束時說：

" 本人在此剑必須提 ‘到你們的最後獵牒。 

條營你們會說明你們的大會在決定向政府振出 

最後i i 牒時完全瞭解該項行動所勢必逢生的後 

果，總理仍希望促請你們注意，若採取你們所 

指明的步驟，必將廣生極嚴重的結果。爲顧全 

班圖族人的利益計，他請你們重新考慮你們所 

作的決定。倘若你們堅持你們所表示的原意，從 

事皮抗及不服從政麻的運動，倘若你們在實施 

該項運動時激動班圖族人進反法律及秩序，則

政府將連用一切可能方法来壓平任何暴動，並 

於事後厳撒任何唆使從事倾覆政府行動的負責 

人G

" 總理盯囑本人促請你們不要執迷不悟， 

並請你以有用的精力來協同推行爲班圖族人 

所訂的建誅性發展計割。偷能利用政府所提供 

的機會建立班圖族地方政府及行政機構，並使 

其權力伸展到班圖族人生活的各方面，則此項 

目標便可實現。"

八三八. 非洲人全民公會全國執行委員會於二 

月十日答覆總理的来面，就中說明那些稱爲 "旨 

在保護非洲人民利猛的 " 各項法律事實 i :乃在促進 

歐洲種人刺盤。該復面在結語中說：

" 關於非洲人全民公會準備齋動的集體蓮 

動，我們裏指出我們處於毫無自衞能力及無選 

舉權的人民的地位，我們 &經 探 討了其他的途 

徑，毫無成效。非洲人民除發勤上通的運動外， 

別無其他途徑可循。我們 '願意加強指出，卽我 

們準備以和平力式来發動該項運動，倘若發生 

任何騒動的話，它決非由我們所促成，恕不負

責。’

(iii) 該項運動的發展

八三九* 經如此宣告的運動不久果卽展開。他 

們設置了一個基金作經濟上的準備。一九五二年四 

月六日卽 Jan van Riebeeck登陸紀念日，聯邦的許 

多城 ÎÎÎ均舉•行反對不公平法律的抗議大會及祈禱 

" 自由"的宗教儀式 ; 但是他們完全遵守法律和秩序。 

有許多人自動參加該項運動，他們依照該項運動的 

規定，實施 "技術性 "的犯法行爲，例如遂犯通行證 

法、違犯開於使用火車站速位及待車室及佔用火車、 

公共汽車、電車座位及郭政權« 的種族隔離規定《° 
以及違犯宵禁規定等。

八四0 , 該項運動的本身於一九五二年六月二 

十六日開始。在此後三個月中約有犯法者五，O 0  
0 人被捕，多數係班圖族人，其中約有一半係在依 

利莎伯港（Port Elizabeth)和東倫敦 (East London) 被 

捕，就是說在好望角省東部班圖人最密集的地方。

八四在最初處罰較輕,視犯法情節的輕重 

而有所不同，但平均爲罰款兩镑或拘禁三十天。但

這是 Jan van Riebeeck 
念日。

-六五二年登睦的紀

這四封公南栽於附件七中。
« 0 專爲歐洲種人保留的座位、進出n 及橫樁懸有

兩種文字的吿白： SIegs vir Blankes； Europeans 
only (歐洲人專用〉。



以後则料刑塞渐加重，有許多靑年人被罰鞭键四下。 

在若干城市内，置激有人满之患，因爲幾乎所有被 

捕的犯法者在罰款或拘禁兩刑中狗選擇拘禁。

八四二. 有甫樁事件我們必須特別提到。第一 

樁事是一九五二年八月初在反抗蓮動的範圍內發生 

的：這便是二十位非歐洲種領袖或煽動汾子被捕，其 

中包括非洲人全民公會主席Dr. J. S. M oroka和南

y非印度人公會生席Dn Y M. Dadoo。

他們係截控達犯取綠共座生義法第十一條 (b ) 
的規定，就是"意圓以引起騒動及不安力法促成聯 

郝內政治、工業、S t會及經濟力面的改變"。

八四三. 嗣後，有七位歐洲種人亦參加該項反 

抗蓮動中的急進派，其中有兩位是知名的人物：卽 

前聯邦總督之子  Mr. Patrick D u n can和著名工會蓮 

動鎭軸 Miæ Bettie du Toit。他們都是因爲未暖許可 

撞入約翰尼斯堡附近Germ istoti的土人居留區並在 

該處開會而被捕。警察會同時逮捕土人十四名及印 

度種人十八名，其中包括甘地次子Manilal Gandhi在 

内。
八四四. -^九五二年璧誕節前不久，反抗不公 

平法律蓮動暫吿停頓。從一九五二年六月二十六日 

起至年底 Ik被拘禁者共計達八千零六十五人421。 —  
九五三年一月树，南非印度人公會及非洲人全民公 

會聯合行動委員會驗書Mr. Yusuf C a ch a lia宣稱土 

人事務部長及司法部長所聯合公怖的關於煽動土人 

破壞法律的新條例將對該項蓮動不無影響，但該項 

蓮勤仍將不顧該項條例撒績進行。

八四五. 大家必鎮注意到有許多非歐洲人餅織 

並沒有參加該項反抗蓮動；事實上自始卽未參加發 

起該項蓮動的混血種人完全採取越然的態度，汲血 

種人全國聯合會的一個代表圃於一九五三年八月十 

四日向總理所適備忘錄的起草人甚至鎮然促請總理 

注意"在最近發生的種族騒動中涯血種人的模範行 

動 殘 納 搭 爾 、Ladysmith地力新成立的一個維織， 

班画族全國大會及納塔爾印度人艇織亦同様全未予 

參加；組魯人最高會長亦復明白表示反對。尙有兩 

百多其他維魯會長亦表示反對該項消極抵制運動， 

他們根據的理由是印度種人"以班圖人爲政治賭 

本"议0
倘若能夠知道在這個總數中印度種人及土人各 
估若干，倒是很有用處的，但是委員會竟無法 
S 得該項數字G 

m 參閱一九五三^八月十七日偷敦泰晤士報所载 

該備忘鋒概要。
*« " 非洲世界" , 一九五三年二月。

( i v ) 政府的對付辦法

八四六. 政府隨卽在立法方面採取動付非武力 

反抗運動的辦法。我們前面業a 看到（第七一九段）， 

嗣後不久國會卽潘過一項極嚴属的公共安全法及刑 

法修正法，規定加重刑罰。至此，該項蓮動的齋起 

人乃研究因這些法律而造成的新形勢，俾使準是而 

改訂其行動計劃。

八® 七 . 因此，目前是處於一種期待或懸而未 

決的狀態，但也是處於一種緊張的狀態。無疑地我 

們不久就可以看到在政府的加強壓制下，有組織的 

抵抗是否尙能再度進行，又能進行到何種程度。

( V ) " 轉螺絲t r

八四八 . 總之，上面糖略叙述的程序，卽俗稱 

"不斷轉螺絲釘" ，的辦法，由来a 久。任何曆史學 

者似乎均不否認自從南非聯邦於一九0 九年成立以 

来 , 國會卽在不斷增加 '對於非歐洲種人的限制，這些 

限制又轉使政府當盾增加了執行和管制的責任。這 

些新的限制所旨在對付的人不是設法利用立法者的 

疏忽所造成的漏洞或矛盾以規避那些限制，便是甘 

冒違反那些限制而必然發生的危險。

此後的階段就是政府一再制定修IE法来勝補法 

律上的漏洞。這些修正法時常與過去關於同一問題 

的法律會同實施或合而爲一。儘管在理論J：是糖單 

化了，但事實上警察在執行法律力面的責任卻反見 

增加。

八四九 . 這兩種互爲因果的趨勢—— 卽一力面 

政府的管制愈来愈嚴格、奇細和使人惱怒，他力面 

則關係人良不管該項事實或者正因爲該項事實而趨 

向於設計規避或公然遂反這種管制—— 至少可以說 

是一種不健全的現象。

每次種族騒動事件發生以後政府所指派的調査 

委員會的委員們均曾促請注意這種逾勢的內在危 

機。這些報告書中以 "背後的導因"及類似爲標題 

的各章中均時常斷定某項條例的執行使人愈来愈感 

到惱怒一事促成了 "易於爆炸 " 或 "易於燃燒"的氣 

氛4M。

424參閱例如奉派調査  Krugersdorp, Newlands, 
Randfontein及各地土人所犯暴動行爲的委員 

會的報吿書，第一五六段及第一六0 段，比勒 
託利亞政府印刷所U. G. No. 47 /l9S0o



( v i ) 四項重要事货

八五O . 其次，委員會相信在最近發動的反抗 

不公平法律蓮動中，有0 項事實對於南非種族情勢 

的最近發虽有特別的重要性。

A 3 ：— , (a) 大家首先應當注意南個發動組織 

所特別提出認爲"足以使非洲人民的情形翁趨惡化" 
的法律及條例經在一九五二年一月二十一日致總理 

菌中遂一加以列舉，其次序如下：

遵行證法；

二，關於限制牲畜的規定；

三 . 一九五0 年取綿共廣主義法；

0 . — 九五0 年種族分區法；

五 . 一九五一年班園族當局法；

六 . 一九五一年選民分別代表法。

委員會覺得該項運動的發起人可說是優先列入 

舊通行證法及一九三九年牲畜棟選條例的原因，乃 

是要使該項運動熊夠獲得最大多數多少是不識字的 

土著戾印度種羣衆的支持。這些羣衆雖無疑對於上 

述一九五0 年及一九五一年的四項法律的內容不甚 

明瞭，卻沒有一個移動勞工或居留地居民可以不必 

向警察缴驗通行證或豁免證明面件（或不會爲了這 

些證件而與警察發生糾紛)，但是歐洲種人則雜對沒 

有這種義務。

八五二 . 再有上面B 輕說過《% 在緯族區域內 

的土著羣衆維經土人事務部長耐心解释，似乎遺沒 

有完全瞭解以選擇的力法来限制柱畜數量乃係補救 

放较過度的弊害的唯- * 力法。許多猜疑的土人相信 

在這一力面歐洲種人的眞JE目標乃是要他們貧窮或 

剝削他們。該項運動的發起人似乎就是憑藉了指定 

廣域內這種態度的堅持不改而法Æ那些部落中爭 

取支持者。

八五三，（b) 總理向来曾表示不願意接見這兩 

個（土人及印度種人 )組織的代表圃—— 這兩個組織 

自認爲是 "各該糧族人民的最董要、誅立最久和最

負責的紐错它們這次直接向總理提出它們的抗 

譲書或要求，顯然遺是劍舉。道些歯件雖措辭溫文 

爾雅，但是內容卻頗激烈，或者竟然可以說是有威 

脅的意味。

八五四 . （C) 印度種人與班圓族人閩的協力行 

I &似乎比以前幾次組織較爲完善，雖然被捕及被拘 

禁的急進份子大多數都是班圖族人。

八五五 . （d )據委員會査悉，這是班圖族人第一 

次採取印度人所慣用的"消極抵抗 "或 " 非武力抵抗" 
策略。

八五六，在結束這項關於"反抗不公平法律"蓮 

動的扼要叙述以前，似宜註明委員會曾設法研究這 

次運動與一九æ 二年十月十九日在依利莎伯港，十 

— 月三日在約翰尼斯堡, 十一月八日在Kimberley及 

i 月九日在東偷敦所發生的厳重種族銜突事件是 

否有任何關係。但卒因沒有獲得有關情報而不克對 

這個間題加以研討

關於這一點，委員會覺得它可以就長時期来說， 

就是除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三及十四雨日印度種人與 

非洲人 (歐洲種人不曾牽涉在內）第一次在德班發生 

激烈流血銜突以外，在一九四八至一九五三年九月 

三十日間所發生的種族銜突，似乎並不比南非不幸 

歷史中任何其他五年期閩—— 包括一九一八至一九 

二三年戰後最不安的時期在內—— 所發生的衡突更 

爲嚴重。

八五七 . 雖然目前的政府爲传護白種人的（a) 
種族完盤及 (b ) 控制地位而對於人民中三個非白色 

種族在立法方面施行更大及更有系统的應力， a 使 

人民中三個非歐洲種族中至少有兩個種族一 班圖 

族人及印度種人—— 中很多人發生难的反響，這 

確是事實。

很不幸的，這種事實似乎可能必須認爲是種族 

間將發生新的聚張局勢的一個預兆。

训參閱第六八一•段。

« 非洲人全民公會及南非印度人公會向聯合國大 

會第七屆會所提聯合備忘鋒導言中誦。

427南非政府不曾循例指派一調査委員會對這些銜 

突的起因調査具報。



第三ü

第八章

參照憲章人權規定及世界人揚宣言 

檢射南非聯邦的差別待遇措施

八五八. 根據本報告書前列兩章對有關法律所 

作的分析和對若千通行辦法所作的砰究，可知南弗 

聯邦種族問題情勢的顯著特色便是該地各種人羣因 

種族或膚色之差異在種族力面都受到差別的待遇。 

在第二章前論委員會的任務規定時委員會肯說明聯 

合國各會a 國有遵守憲章中有關人權與某本自由的 

規定的義務。本章係由委員會選出若干法♦參照這 

线義務加以比较研究。

八五九. 委員會在本報吿書另章社8 會指出世 

界人權宣言與憲章中有關人權的規定，尤其暴第五 

十六條的規定密切關聯，因此認爲並宜將所選出的 

法令案文與世界人權宣言的規定作比較研究。委員 

會此舉係以其任格規定爲指針，因爲依照任移規定， 

委算會應當參照"聯合國關於種族迫害爽妓視之各 

項決議索" 進行它的研究，而大會通過世界人權宣 

言的決議案二一七（三 )便是其中之一。但委員會認 
爲專以南非聯邦在聯合國憲章簽訂後所實施的各項 

敦定差別待.遇的辦法作爲比較研变的範圍也就足夠 

了。

八六0 . 就一力面來說，南非聯邦事實上確會 

參加擬訂並通過聯合國憲章的金山rtî會譲。 t 於一 

九四玉年i 月七日交存憲章批准書，因此成爲聯 

合國創始會賛國之

八六一 . 但就另一力面来說，則南非聯邦各種 

族人民的待遇向有差別，地位向不平等，其由来遠 

在通過聯合國憲章或九 0 九年成立聯邦以前雖 

然今日構成聯邦四省的各個地域內，差別待遇尤其 

是地位.i l的不平等或許有程度之分，但此種差別待 

遇與不平等原則的本身似乎向爲大多數歐裔人民所 

接受，而從過去到現在在南非擁有政治力量者唯歐 

裔人良而已3

八六二，聯合國其他會員國家在接受南非聯邦 

爲創始 t ■眞國之時，充分明白該國內部的一般情況。

參照第二章第一0 — 段以下各段，及第一六九 
段以下各段。

它俩便不能期望南非聯邦於朝夕之間撒底廢化由於 

法令規定或行政及民間慣例所造成的一切歧視措施 

—舉而使該國情況全然改觀。

八六三. 但是聯合國其他會員國家以及聯合國 

木身確有權期望南非聯邦如憲章第二條第二項所 

稱，一策至誠履行其依照憲章所承擔的各項義務，卽 

逐步廢 lb人權與基本自由力面一切基於種族或膚色 

等因素的歧視惜施的義務；與本維織合作以促成對 

於全體人類之人權及自由之普遍尊重與遵守的義 

移；尤其是不採取任何足以加插或滑益妓視的行動 

的義務。委真會填提及大會決議案六一六 B(七 ）的 

規定，在此決議案中，大會除宣告 " fL 多數種族雜 

居之社會，其立法與慣例如趨向於不分種族、信仰 

或膚色確保法律之上入 ;^平等，且各種族均以平等 

地位參與經濟、社會、文化及政治力而之活動，則種 

族閩係之和諧，人權自由之尊重，與團結一致之社 

會之和平發展最有保證" 外，並申言"會員國政府 

之政策若不以此爲目的而欲永久維持或增加歧視 

者，均與會鼻國依據憲章第五十六條所作之保請相 

抵觸"。

八六ra.委員會在第七章中說過，委員會未始 

不體念到若干規定差別待遇的法律事實上可能是保 

護土人或其他有關種族人民的利盡。委員會也注意 

到此類法律中有些殷有在特殊情形之下准許例外或 

某幾種人得予豁免的規定。

八六五. 委員會因不能親往考察當地的情況， 

所以不盡能斷定某幾種歧視措施是否足以保護受到 

此等措施的人。

南非聯邦政府如能對此點惠予合作，那就特別 

可貴了。

八六六. 委員會確信在聯合國憲章開始施行的 

時候，南非聯邦所通行的藥個制度，不論是關於選 

舉權與被選舉權、行動與居住權、財塵權、工作與執 

行專門職業、乘用公共交通工具、ff±會保臉、教育與 

公共衞生、刑法等各方面都普遍對人民中閩的非歐 

翁種族歧視甚烈。自憲章施行以来，南非聯邦雖根



據它所承擔的義務，必須採取各項步驟去廣Ik此種 

竣硕，它卻敢未照辦。

八六七， 更有甚者，自開始推行種族隔離政策 

以来，其結果盤發清加了許多種妓視措施，並且使 

歧視種度更見劇烈0

八六八， 委員會在本章中想專就憲章疲訂後南 

非聯邦所採取的梢施着眼，以評制聯邦的種族間題 

情勢；委員會擬一方而將此等措施與憲章中人權規 

定作比較砰梵，他力面再將它與世界人權宣言中的 

规定作比較研究。

晝.憲章条訂後南非聯邦所實施的若千法律 

及政令與根據憲章人權規定南非聯邦所 

承擔義務之比較砰究

八六九， 委員會將本報吿書第六章中所分析的 

憲章簽訂後南非聯邦所實施的法律及政令與南非聯 

邦在憲章人權規定下所的義務加以比較研究後，得 

到下列雨個結論：

( i ) 自聯合國憲章簽訂以来，南萍聯邦政麻所 

制t r 的法令， 使該國的種族歧視種頻填多， 程度加 

劇，足證該國攻府並未履行其在憲章第五十六條之 

下所承詹之義務，卽 《採取共同及個別行動與本雜 

織合作 " 以達成第五十六條( 寅 )所載之宗菅："全體 

人額之人權及某本自由之普遍尊重與遵守， 不分種 

族、性別、語言或宗教"。

( Ü ) 所有道® 法命，尤其是爲椎進"種族隔離 " 
政策所制訂的法令都違反憲章第— 條第3 項所宣告 

的宗旨， 卽："促À 國條合作 •… "且不分種族、性別、 

靜言或宗教，激勵對於全體人類之人權及基本自由 

之尊重"。其因此而造成的情勢便是憲章第十四條所 

m  "由逢反本憲章所栽聯合國之宗旨及原則而鶴之 

情勢 " 的~ 種 42»。

戴 . 憲 】̂訂後南非聯邦所實施的若干法律 

. 及政令與世界人權宜言規定之比較研究

八七0 . 委員會胳本報吿書第六章所分析的憲 

章簽訂以来南非聯邦所實施的法律及政仓與世界人 

權宣言的規定比較研究的時候， 是首先誅法斷定每 

- 法♦與世界人權宣言中有關特定權利的規定相符 

合的银度，然後再綜合估量各該項法合與人權宣言 

中裁列一般摩則的規定相符合的巷度。

( a ) 委員會酌擇若干法律舆人被宣言中有關特 

定權利的規定作比較的研究43»

政 •冶權利（投琪權、被選祭權及其他代表權）

八七關於南非聯邦现行的投票權爽被選舉 

權制度，第三章中& 作有槪括的叙述《1; 在此項制 

度之下，一切非歐裔人民都受歧視。自聯合國憲章 

施行以来此項制度並未有何重大的改變但在班 

圖族當筒法（一九五一•年第六十八號法津） 實施 

後，土人代表法（一九三六年第十二號法律)所 

推行的特種士人代表制度業a 有所變更：卽將根據 

一九三六年第十二親法律由土人以選舉方式産生的 

諮詢機關撤館，而由法定委員或由當局指派的委員 

所組成的機關取而代之。

遷徙及居住

(a ) 土人國內遷徒（廢 Ik通行I f 並統一諧明文件）法 

九五二年第六十七號法律）

八七二 . 一九五二年第六+ 七號法律咖 推行 

種 身 •證書，一切土人都必須随身J I 帶，並隨時

交出檢査，卽根據先館的法律無缀擴帶通行證或獲 

准豁免者亦無例外。

八七三 . 委員會認爲一力^玉二年第六十七號法 

律的規定與人權宣言第十三條第項的規定不符， 

該項原文如下：

" ( - ) 人人在- 國境內有自由遷徙及揮居之 

權，.，

( b ) 居伴

種族分愿法 (一九五0 年第四十一號法律）

土人法律修正法 (一九五二年第五十四號法律）

八七r a . — 九五0 年第K i 號 法 律 爲 各  

種族人民劃定分別的展域。本法並對各種族人民 ;0L 
本法所割定的两域內購置不動產與佔用土地房屋施 

以管制。因此，本法的效果是限制了定居的自由。

八七五. 一九五二年第五十四號法律更加难了 

土人在城市或宣吿展域內定居權利的限制。

憲章第十四條規定："大會對於其所認爲足以 
妨害國際間公共福利或友好關係之任何情勢，不論 
其起原如何，包括由違反本憲章所栽聯合國之宗旨 
及原則而起之情勢，得建譲和平調整辦法，但以不 
灌背第十二條之規定爲限"。

此處所前输的各個項目悉依第六章中的次序。 
參顔第二九一段。

選 民 分別代表法（一九五一年第旧十六號法 

津）並未付諧實施 ( 參閱第四八二段)。

433參閱第四八三段。

434參閱第四七三段。

參閱第五0 七以下各段。

« « 參閱第五三0 段爽第五五五及以下各段。



根據經一九五二年第五十四號法律《y 修正的 

一九四五年第二十五號法律第十箭的規定，凡不思 

於本法所規定類別的土人不得在此等展域內逗留七 
十二小時以上。

椎據經一九五二年第五十四號法津 ‘ 3 S修正的 

- 九0 五薄第二十五號法律第二十九節的規定，化 

"經料定不務正業或行爲不軌的土人"，得自城市或 

宣告風填提解出境，妝將其送住勞役工場或其他頻 

似機關管束；此外並得规定此種土人非俟其獲得特 

別許可，永遂或在特定斯閩内不准其進入任何城市 

或宣告展域。

八七六，委員會認爲一九五0 年第四+ —號法 

律與一九五二年第玉十四號法律上述各項規定灼與 

人權宣言第十三條第一項規定不柜符合；該項原文 

如下：

"人人在一國塊內有自由遷徒及擇居之 

權。"

財産權

直洲入土地灌及印度人代表法（一九四六年第二十 

八號法律）

種族分廣法(―九五0 年 第 號 法 律 ）及種族分 

展修正法(一九五二年第六十S 號法律）

八七七，一九四六年第二十八號法律對 S  

溯人在納塔爾奢購置及估用不動査的權利施以限制 

渡旦將洲人在脱蘭斯爾省持有或佔用不動產的 

法律加以修改。

八七八. 經一九五二年第六十五號法律修 

正的一九五0 年第四H 號法津爲各種族人羣割定 

各別嚴域，並對在本法劃定展域內購置不動産及估 

用土地或房屋實施一tt根據種族隔離原則的管制辦 

法
^ 八七九. 委員會認爲上通法律的規定係以某種 

人民的所屬種族，作爲其享有財產權的條件，這是 

侵獨了他們的財産權，與人權宣言第十七條的規定 

不招符合，該條原文如下：

. 人人有權單獨主有或與他人合有財

產。

"二. 任何人之財逢不容無理剝奪。" 

工作及執行專門職業

土人建築工人法(一九五一年第二十七號法律)

土人法律修正法(一九五二年第五十四號法律）

« 7 參閱第五三一段。
閱第五三二段》

參閱第Ï 五三以下各段0 
« 0 參閱第五S 五以下各段及第五八七以下各段。

八八0 .  — 九S - 年第二十七號法律44«規定 

土人建築工人的傷用與工作條件，能規定土人建築 

工人不得從事於土人厲域以外任何城市展域內之建 

築工程。

A A - .  一九五二年第五十四號法津將一九四 

五年第二十五號法津第二十九節加以修正 a 椎 

據本節修正文約規定，凡經宣告爲不務正業或行爲 

不良之土人，得送往勞役工場或勞役農場或其他頻 

似機関管束並服本法或根據本法而IT立之其他條例 

所規定之勞役。

八八二 . 委員會認爲h號一九有一；âf篇二+七 

號及一九五二年第五十四號兩項法律的規定均與人 

權宣言第二十三條第一第二雨項不相符合，兹將各 

該項原文引述於下：

人人有權工作，自由選揮職業，享受 

公平優裕之工作條件及失業之保障。

"二 . 人人不容任何厲別，有同工同酬之權

利。"

家庭權利

禁 Ik異族通婚法(一九四九年第五十五號法津）

八八三. 一九四九年第五十五號法律的目 

的是在禁 Ik歐洲人與非歐洲人通婚。

八八四. 委員會認爲一九四九年第五十五號法 

津的規定與人權宣言第十六條尤其是該條第一項的 

規定不相符合，人權宣言第十六條原文如下：

" ― . 成年男女，不受種族、國籍或宗教之 

任何限制，有權婚嫁及成立家庭。男女在婚姻 

方面，在結合期間及在解除满姻關係時，俱有 

平等權利。

'’二. 婚姻之綠訂僅能以男女雙力之自由 

完全承諾爲之。

"三 . 家庭爲社會之當然某本團體單位，並 

應受社會及國家之保護。"

社會保險

經一九四九年第四十一號法律修正的失業保臉法 

( ― 九圓六年第五十三號法律）

工人賠償法修正法 (一九四九年第三十六號法律)
八八五. 經一九四九年第四十一號法律修 

正的一九四六年第五十H 號法津規定街某種失業人

參閱第六0 七以下各段。
參関第五H 二段。
參閱第六二七及以下各段。 
參閱第六四五以下各段0



民« 檢津貼。但不同種族之失業人民所得津貼並不

核同。

八八六，一九四九年第三十六號法律將工人賠 

供 法 九 年 第 三 十 號 法 津 ) 加以修正。根 

據本法所得银取的津貼的多寡随受S 人的種族異。 

依照本法修Æ法的趣定，凡終身全部殘廢的土人得 

鎭取次簿貼 ， 但欧溯人如遇同樣俄形則可經常領 

取幾廣養却金。

八八七 . 上通法津所規定的各項權利並非在傲 

辕各》肖能享有，因爲裏推行此等權利先須完成某 

種雄濟條件。但長委員會認爲一國旣a 宣告此種權 

利的存在，使應赏遵照憲章與人權宣言所载的 

不得妓視原則體推行 a —九四六年第五十三號法 

津 及 九 H 九年策三十六號法律與此項原則不相符 

合，因此委員會露爲該甫項法津是抵觸了人權宣言 

第二十五條第一項的規定，該項原文如下：

人人有權享受其本人及其家腾康樂 

所雷之生済種度，舉凡衣、食、住、廣藥及必襄 

之赴會眼務均包括在內; 旦於失業、患病、殘 

廢、寡居、衰老或因不可抗力之事故政有他種爽 

失生活能力之情形時，有權享受保障，"

刑法

土人法津修IE法（一九五二年第五十四號法律）

八八八• • -九五二年第五十0 號法律係將（廣 

域〉土人法津維~ 法，（一•九 r a s 年第二十五號法 

律） 第二+ 九節加以修正。根據該箭修正文的規 

定 , 凡輕宣吿篇不務正業或行遂不良的土人,無須拘 

M 卽可加以逮捕 , 並將其解送土人事務專員或制事。

土人事務專員或制事， 得令土人就其身世提出 

詳盡圓满之自白3 如該土人不能提出此種自白， 士 

人事務專a 或制事得料醉情形宣吿該土人爲不務正 

業或品行不良之人。

凡經宣告爲不務正業或品行不良之土人得自其 

所在厲域提傅出境；且可胳其送往勞役工場、勞役 

襄場或類似機關服本法或根據本法而訂立的條例所 

規定的勞役。

八八九. 委員會課篇經一九五二年第五十四號 

法律修正的一九困五年第二十五號法律第二十九節 

的規定， 與人權宣言第三、第九兩條以及第十一條 

第一•項誰規定不符。各該條原文如下：

參顔第六三八段及第六四四段。
« « 參閲下文第八九0 段所轉栽之人權宣言第一、 

第二、第七各條。

參閱第五三二段及第六五六段a

第三條

"人人有權率有生命、自由與人身安全。" 

第九條

"任何人不能加以無理逮捕、拘禁或放逐。" 

第十一條

. 凡受刑事楼吿者，在未經依法公開審 

制譜實有罪前，應視爲無罪，審制時並填予以 

答辯上所需之一切保障。"

(b) 關於聯合國憲章簽訂後南非聯邦所制訂 

各項法律的一般精神與人權宣言中載列一 

般原則各條是否相符的結論

八九0 , 委員會認爲 "種族隔離"政策係以種族 

下平等的概念爲基礎，所以自聯合國憲章簽t r 以来 

南非聯邦爲推進此種政策所制訂的一切法令與世界 

A•權宣言第一、第二、第七各條規定描抵觸。各該條 

原文如下：

第T *條

"人皆生而自由，在尊嚴及權利上狗各平 

等。人各賦有理性良知，滅應和睦相處，情同 

手足

第二條

"人人皆得享受本宣言所载之一切權利與 

自由，不分種族、慮色、性別、語言、宗教、政見 

或他種主張，國 籍 或 第 、財產、出生或他種身 

汾。，，
”且不得因一人所緣國家或地廣之政治、行 

政或國際地位之不同 ffS有所區別，無論該地展 

係獨立、能管、非自治或受其他主權J 之眼制。"

第七條

r人人在法律上悉膚平等，旦應體享受法  

律之平等保讓。人人有權享受平等保護，以防 

Ik違反本宣言之任何歧視及煽載此種歧視之任 

何行爲。"

八九一 .委員會復認爲由於訂立此頻法令所造 

成的情勢，人權宣言第二十九條第二項所宣示的原 

則便不能充分實施。該項原文如下：

"二.人人於行使其權利及自由時僅應受 

法律所定之限制，旦此種限制之唯一目的應在 

確認及尊重他人之權利與自由並課符合民生社 

會中遣德、公共秩序及一般福利所需之<&允條 

件•，，



第九章

委 員 會 桔 臉 述 要

八九二 . 委員會在本報告書的本文中栽有就它 

所研究的間題的各方面所作成的許多局部的結論。 

在糖於聯合《^ 遂 反人權與寡本自由事項的播県调 

m , 南井聯郝立法對各部儉人民所廣生的影黎，以

及此等立法與聯合國憲章及冊界Æ權宣言的各項規 

定是否》合的各節中，均裁有此頻結睡。

m 賣會爲扼寒敦明É 鼻會，於藥個問題的見 

解，旅使刺大會秦園本報告書起見，特將散見本報 

後寄本文各處的結論作成本 '撮襄。

爲使陳遂此種結論時內容簡明每見，紙得將報 

參書本文中所作的一部分解释删去。所以如果要充 

分明瞭委真會見解的實質及細節，必镇時時參閱本 

箱吿書全文a
委員會的結論可以簡述如下：

(a) 委 員 會 任 務 規 定 中 有 關 若 干 憲 章 及  

大會決養廣的部分

八九襄. ( Î ) 赏大會腾鍵委員會並且訂定它的 

任務规定時，大會a 在原則上雄定t 本身有研究種 

族歧摩間題並對此項間題採収行敷的權限。但大會 

詢促請委員會於執行任務規定時須注意憲章中有開 

各嫌，包插第：：：:條第七項在內， 它自然是要委員會 

砰宠在何種银度內這些，款可能確室範圍或限制大 

會的權限。

委員會因此雜定大會a 在委員會任務想索中明 

確訓务它由砰究道個間題。委員會在報吿書第二章 

中 t ■模度審愼地砰究這個間題，並且得到一*個正式 

的緒錄a 憲章許可大會在它所載置和授權的許多委 

員會的協助之下，就各會員威家因簽暑憲章丽贊同 

的許多原則的實施與履行間題進行任何砰究，並向 

各會員國家提出它所認篇必裏的任何建議。就一般 

人權間題，尤其是就其中闕於防 !k基於種族、性別、 

諧言或宗教的妓視商廣而貢， 大會的具有普遍研究 

與達譲的權力是絶貴無可置疑的。

行使憲章所賦予大會及其輔助機關的職權並不 

構成憲章第二條第七項所禁 ih的干涉行爲《

八 四 ，（《) 委員會認爲上項解释切合法理，復 

有大會的一赏慣例足證其確«無 誤 ， 它深信此種解 

释並足以促進世界和平和資現人類的合理塞求。宅 

所進行的砰梵使t 漆知像道様一種間題， 不但嚴重 

危害有關國家的社會安定而旦厳重危害國際友植與

參閱第二章

和平。委員會因此認健大會在此種情形下執行它的 

敏權時，它不但是在行使一種權利，而旦赁摩上是 

在履行一種敏責。

( b ) 間廣的本賓

八九五 . （iü) 委員會注意到南非聯邦內因種族 

搞離政策而造成的種族間題在該國藤史上並不是一 

件新的事情，它號不县從國民黨孕育以至闇始實施 

所謂 "種族隔離"政策之日方鐵起始。自從十七世紀 

中葉歐洲人向南非殖民以来，歐洲人與非白種人民 

之閩幾乎自始便在現屬南非聯邦的領土內實施種族 

隔離制度。此種搞離制度或爲道兩種完全不同的人 

羣彼此接觸時的藤史環境所自然造成，再因那個時 

代所持有的宗教與種族偏見而益形雅固》或爲導源 

於南非聯邦藤史上殖民與半殖民時期所蟲生的政治 

與社會槪念的遺跡，而復本諸輕驗零星制定的法律 

所遺成。

八九六 . ( i v ) — 九0 八年大選後執政的國民 

黨 ，首先創立並閩揚它自稱爲"種族陽離 "的理能，這 

個經該國政府宣怖擬予徹底實施的理論，本報吿書 

第五章業& 根據該國最有權威人士的正式陳述加以 

闕明。

這種理論產生了一個原則，卽完全的絶對的種 

族隔離制度足以促進各種族人民的平行榮展，是一 

個値得道求的目標， 也是使此等種族日後獲致平 

等機會甚至可能寶環平等生活水準的最坪方法，此 

導參差不齋的狀雄雜爲揚倡這徊理論的人所認爲適 

赏，但與人道思想卻根本不能相容。這個理％的論 

據是：白種人爲西方基督教文化的繼承人，他們有 

永久維持他躬在西力某督教文化中的地位，並使其 

不受優犯的職責，白種人雖想在人數上居於少數,卻 

必須不惜任何代慣以維持其對於有色人種的主宰地 

位。這個理論否認一切公民平等的定律，因此便不能 

准許土人或班圃黑人， 或其他非白色人種如有色人 

及印度人等獲得白種人所享有並授權其管理公衆事 

務的政治權利。這個理論並且鼓働各種族人民去維 

捧並養展一種"膚色感 "以保障其種族本《的純潔。

八九七. （V ) 自國民黨執政以来，它a 有計割 

地將它的"種族隔離"理論付諸货施。爲達到此項目 

的起見，它制訂了 ~ 連串的法律條例與行政措施，以 

後並擬繼績照此辦理。本報吿書第六章a 對此種立 

法的最重要方面作一研封；第七章是意圖說明此糖 

立法對於各種族人民的彰響, 第八章是意圖將此種



立法的規定與聯合國憲章及世界人權宣言的規定作 

比較的研究。

這些立法與行政的措施妹在人種之間或特定展 

域之間實施差別時遇，使幾乎對佔全國人口百分之 

七十九的非白種人民的家庭、社 #•、政冶、經濟生活 

的每一方面都多少發生了影響。這些措施妨害這部 

儉人民的最基本的權利與自由，卽：政治權利、遷 

徙與居住的自由、財產權》工作與執行專門職業的自 

由、婚姻自由與其家庭權利。如與佔人口百分之 

二+ 的" 白種人"或 "歐洲人"或被認爲是道種人者所 

享受的權利、自由與機會兩核比較，便可見道些措 

施顯然是建立了一•種法律丄的不平等。

舉例言之，約有三百萬班圖黑人生活在土人 

" 保留地 " 中，而該項保留地卻厥佔南非聯邦全國面 

積之百分之九. 七 ；非歐洲人不得與白種人通婚； 

納塔爾的印度人非先獲得書面許可不得越過該省邊 

境 進 入 另 洛 ’ 设。班圖黑人不得購買一瓶酒；除劃 

定供非歐洲人專用的少數餐館旅舍外，非歐洲人不 

得在其他餐館進餐或在其他旅舍度夜；班圖黑人在 

施行宵禁的城展不得在夜間自由行動；居住在保留 

地的班圖黑人非先獲得書面許可不得離開該地前往 

城市尋覓工作；# 歐洲人不得入比勒託利亞大學或 

P o t c h e f s t r o o m 大學肆業；非歐洲人不得參加歐洲人 

所組織的® 撤足球緣；非歐洲人不得在藍特展金鎭 

內操縱起重機，亦不得駕驗機車；非欧洲人不得被 

選爲國，議員，他的投栗權也受限制，他行使投票 

權的條件與白種人不同3因爲受到種種限制，在城 

展工作的进圖黑人不得不居住在男子人數幾乎倍於 

女子人數的社展內；在金擴展域男女人數的比例更 

屬懸殊。

八九八. （v i) 這些事實與情況顯然構成了種族 

歧視。五分之四的人民因而被贬抑到屈辱的劣等地 

位，使他們的人格尊嚴受到損害而他們的優性也很 

難甚或不可能獲得充分發展  > 據稱此項政策的目的 

是要將白種人民所享受的同等的機會最後擴充到現 

在受到厳峻的歧視，生活程度極低，發展機會又極 

_少的人民方面去。但事實」:目前此種政策卻使此等 

人民不能享受 " 膚色界限"另一邊的人民所享受的廣 

大發展機會。

八九九. （v i i ) " 種族癌離"政策業已引起本報吿 

書第七章中所叙述的嚴重的內部銜突，並在該國造 

成了一種潜在的不斷增 f t 的緊張狀態  > 根據第四章 

中所提及的研究，非白種人增加的速率起過所謂歐 

洲人—— 其增加之速，估計在一代以後卽一九八 0  

年時歐洲人將紙te全 部 人 口 百 分 之 七 . 九 ，根據 

上述研究並可知南非聯邦旣然在迅速工業化中，爲

經濟要求所迫，將不得不違反"種族隔離"政策的宗 

旨，在工業上逐漸，加使用非歐洲人的人力。這様 

便自然發展非歐洲J ：人的知識與文化，並且使他們 

遂漸歸併在本委員會所稱爲"先進 "的人羣之中。這 

就是領導和支待反對歧視措施與慣例的抵抗蓮動的 

— 羣 3 委員會並注意到落後"的人羣對於歧視措施 

顯 a 表示接受。接受或顯然漠不關心的態度大抵由 

於愚昧無知之故 j 因爲現代技術文明逾越一切疆界， 

並逾越最堅雄的歧視壁曼，相當有力、迅速而不可 

避免地向一切人民散播進取的知識，又因爲妓視者 

與遭受歧視的人力間的接觸不斷播多，復因爲歧視 

者對於被歧視者的需要日漸墙加，所以被歧視者對 

於改進生活並享受不受歧視者所自由享受的一切機 

會的企望自然繼長墙高。

九 0 0 .  ( v i i i) 在南非聯邦遭受歧視的人民中 

有印裔人民三六五，O 0 O 人》他們或者是根據當 

時營理印度的當局與現屬商非聯邦領士的統治者所 

簽訂的條約訂立契約移居南非，或者是這些移民的 

後裔。道幾十萬人屬於最 " 先進 " 的人羣，仍與現在構 

成印度與 ' a 某斯粗的原籍國家的國民保持聯懷。這 

些國家正注視南非聯邦對這部分人民歧視政策的發 

展而日 â 擔憂；它們堅待徹請聯合國大會處理這個 

間題，並請它幫助覓取一個解決辦法，可見它們豪 

慮的深切。

委員會並且注意到非洲、中東以及所有有色人 

種具有團結精神而不甘忍受外来凌專的地展都普遍 

對此事深感驚惶 ^ 各方面的出版物、聲明與決譲案 

都可以證明此種惶恐心理的存 在 ，类算會確信此種 

政策的執行必然立卽嚴重加強非洲各地民族生義蓮 

動所喚起的反對白種人的情緒，我 f t 對此種力量決 

不可加以蔑視，世界 . i _一部分人類相信世界上一切 

民族具有共同的命運，認爲必須維持和卒，並旦企 

望經由各國通力合作的和平途徑，利用此種信心去 

實現聯合國憲章所栽的宗旨，包括’'民族自決權 

項宗旨在內，但南非聯邦所實施的 "種族隔離"政策 

卻與這部汾人類的努力背道而馳。

所以毫無疑義，南非聯邦內部的情勢最抵限.度 

可說是憲章第十四條所指的’足以妨害國際間公共 

幅利或友好關係"的情勢

九O - ^ .  ( i x ) 委員會認爲 " 種族隔離"政策所根 

據的種族差別蔣種族優越理論是不合科學的 , 而且 

世界過去二十年來的慘痛經驗證明了此種理論對於 

— 國國內和平與國際關係都極端危險，並且與"人  

格尊厳奥慣値 " 相達反。

—羣國籍混合的人類學家與遺傅學家會在聯合 

國文教維織的主待之下於~ 九五 0 年七月十八日發



表一項蘭於植族與植族差別本質的赛明。委員會同 

意他們所獲得的結論3 該項聲明指出了種族優越與 

純粹種族之存在的槪念是完全錯誤的。委員會完全 

贊同下面所摄錄的聲明中的一•番話：

«凡SSiE常的人都能夠學智如何共同生活， 

都明白放此互助互惠的性資，並尊重社會義務 

與契約。不同人種分子閩所具有的生物學上的

差別與人頌的社i •在政治報織、道德生活，以 

及社交諸間題並無聯繁。

"生物事上的研究使四海之內皆是兄弟的 

偷理學說益爲有力；因爲人生来便有合作的裏 

求；倘若此種裏求不能得到滿足，人與民族便 

都會發生病態。人生来便是社會的動物，他紙 

有與同伴彼此交互彰響, 始能鎭得充分的發展。 

在任何方面，人如果缺乏這個人與人之閩的社 

會聯繁，他便無法享有完整的生活。可見"人 

人都是他的弟兄的管家"。因爲每一個人都是大 

地的—  部汾，都是主體的一部分；每一個人都 

與全人頻有連帶関係。"
九0 二. （X)所有上文所被通的各種立法上和 

行敗上的歧視，尤其是爲推行"種族隔離"政策所訂 

立的措施，都與聯合國憲章弁言中的辟聖宣言相抵 

觸，因爲各簽暑國家會在此項弁言中藥明它們决心 

«重伸基本人權、人格尊嚴與價fÈ以及男女與大小各 

國平等權利之信念"。這》措施與憲章”促成國際合 

作……旦不分種族、性別、語言、或宗教……激勵街 

於全體人頻之人權及基本自由之尊重"的宗旨亦不 

相符。

九0 三. （x O 這些措施而旦也違反憲章第五十 

五條所規定的國摩择濟與ifc會合作的宗旨，，卽聯合 

國 "爲造成國摩間，…，•和平友好關係所必裏之安定 

及頼利條件起g / ' , 應促進"全體人類之人權及基本 

自由之普遍尊重與遵守，不分種族、性別、語言成宗 

教"。因此，南非聯邦政府爲實施"種族隔離"政策 

而採取的措施乃表示t 沒有履行它在憲章第玉十六 

條下所承擔的義務，卽"採取共同或個別行動與本 

組織合作以達成第五十玉條所栽之宗旨"。委員會明 

白看出該國政府未會履行它的義務，因爲它自簽署 

憲章後不但沒有推行種將達反憲章的歧視措施遂 

步廢Ik的政策，並且反而採取了這種足以加劇種族 

歧視情勢的新的措施。

九0 四. （xii)委員會砰究大會先前鬪於種族迫 

害與妓視的各項决議案後，並悉南非聯邦政府所執 

行的種族欧策也道反聯合國屠次堅決支持的全盤原 

則，尤其蓮反下列各項：

(a )世界人權宣言，特別是其中第-*、第二、察 

七各條。在引逃各該條原文如下：

第一條

«人皆生而自由；在尊厳及權刺上询各平 

等。人各賦有理性良知，誠應和睦相處，情同 

手足。

第二條

«人人皆得享受本宣言所栽之一切權利與 

自由，不分種族、膚色、性別、語言、宗教、政昆

à 他種主張，國籍或門第、財産、出生或他補身 

分3 旦不得因一人所綠國家或地廣之政治、行 

政或國摩地位之不同而有所展別，無論該地展 

係 獨 立 、託管、非自治或受其他主權上之限 

制。"

第七條

«人人在法律上悉腾平等，旦應一體享受法 

律之平等保譲。人人有權享受平等保譲，以防 

ih達反本宣言之任何妓視及煽動此種歧視之任 

何行爲。"
( &) —九五0 年十一月三日大會決譲案三七七

(五〉"聯合一敦共策和平"之E部分;
"大會…...
，，'…… 於通過上述提譲之時，深知持久和 

平，不能僅憑採取集體安全辦法以對付國際和 

平之破壞及侵赂行爲而卽告實現，真正永久之 

和平尙有賴於遵守聯合國憲章所定之一切宗旨 

及原則，實行安全理事會、大會及聯合國其他 

生襄機閲所爲旨在維捧國際和平與安全之各決 

譲案，尤有賴於尊重並遵守全體人頻之人權及 

基本自由，確立並維持舉1H:各画之經濟及社會 

福利狀況；

"特額肅會•員國悉力崇尙並加撞聯合行動, 
協同聯合國推廣並促進人權及某本自由之普遍 

尊重爽遵守, ，同時加睡個別及集體之努力，以 

達成經濟安定赦會進步之狀況，尤其着重各發 

風落後國家及地展之發展。"
(C) 大會迭次重逃的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九曰 

大會決譲案一0 三 (一 )，原文如下：

"大會获特宣言：爲發揚人道起見,應立卽 

終 Ik宗教上及所謂種族J：之追害與妓視，並促 

請各國政府及食責當局恪遵聯合國憲章之文字 

與精游，且應採取最迅撞有力之步驟，以求該 

目的之货現，"



(d) —•九五二年二月主日大會決議案六一六 

B (七 ），在引述其中一部分如下：

"•…" 凡多數植族雜居之社會其立法與慣 

例如趨向於不分種族、信仰、或膚色確保法津 

之上人人平等，且各種族均以平等地位參與經 

资 、社會、文化及政治方面之活動，則種族關係 

之和諧，人權自由之尊重與團結一致之 ftfc會和 

平發展最有保證； ’
"••••，，會員國政麻之政策若不以此爲目的 

而欲實行或境加歧視者，均與會員國依據憲章 

第五十六條所作之保證相抵觸。"

九0 五.委員會各委員知悉他們的任務規定並 

未要农他們作任何預測，同時他們也沒有預測的能 

力。但是他們相信他們如果是自由和富於責任感的 

人便應當將他們在長期工作期閩時時切記而且逐日 

增強的信念轉吿大會。他們希望大會能了解他們的 

憂Ü a 他們所得到的結論如下：

(« )遭受歧視的大衆十九不會甚至不可能甘願 

接受 "種族隔離 "政策；

(Ô) 不論南非聯邦政府與歐裔人民在現時或將 

來可能有多大的勸導力量，他們決不能使非歐裔人 

民確信"種族隔離"政策是根據公理和促進非歐裔人 

民物賞與精神利益的願望，而並非根據種族自大感 

與支配想；

0 0 隨着 "種族隔離"政策的發展，它所造成的 

情勢正日猿嚴重，以和解、勸導、啓發或教育的方法 

去解決的可能日少，而爆發的危險和貴於南非聯邦 

的國內和平與外關係的威脅卻愈來愈大。不久恐 

任何辦法都不能解決此種情勢，唯一解決辦法* 有 

憑藉暴力，唇時随同暴力而來的危險將不可避免， 

且亦無法估計。而且，在這様日益緊購的氣氛中，現 

政庶想以適硬立法措施防範的煽動與叛亂的力量， 

恐將獲得更易滋長蔓延的沃士；現在嚴重的危機是 

煽動與叛亂的方法恐將爲非歐裔人民所利用，劇致 

被認爲是他們求解放的有希望的力法。

九0 六.委員會各委員面臨這様嚴重而且在他 

們看来充满了董大而迫切的威脅的情勢，認爲在職 

責上應當就聚集在聯合國的各國人民代表對於一個 

國運艱危的會員國一南非聯邦"一如何去解决那 

些間题一事所誰夠因此也就應當提供的協助，將其 

所想到的.某些建譲，提請大會審議。委員會各委鼻 

深知誅置委員會的目的是爲了査詢，而非爲了韓旋； 

但委員會仍然願意提出下列各項建譲，縱使有人責 

備委員會認稼它將它的任務規定作過汾宽泛的解 

釋，亦在所不顧

九0 七 . ( 0 聯合國各主管機關，尤其甚大會， 

都是聯合國憲章原則的整譲者，在任何必裏的時 

候，它們有明白堅定確認這些原則的® 責。世界上 

各地人民，尤其是蒙受追害，蒙受不平待遇，財逢 

被剝奪和不得享受自由與人格尊嚴的幸藏的人們都 

有權希望金山市所創立揭寨對於"寡本乂權之信念"  
的本維織首先給與他們道義上的支持。難然許多人 

並不贊同，但堅定地不斷地宣揚國內和國際方面人 

頻社會和睦相處所根據的原則確有其價値。不論生 

活在有形的或無形的城堡一一随着人類的進步與文 

明，道些城堡a 日近幻減之境—— 掩譲之下的人們 

認爲聯合國是甚麼，道個包括六十個國家超過十寫 

萬人民的有維纖的國際社會的道義力量是非常g 大 

的。這個道義力量業a 發生實際廣響，此種影《並 

將不斷地播加。

九0 八. （iO但是國際合作遺有另外一種職責， 

縱使不比上述職責更爲重裏，至少也是一様重襄： 

這就是宴面® 現實，並用盡一切和平手段，決不遺 

漏任何一種，去覓取協助解決間題的方法。每一個 

國運艱危情％嚴重的會員國有獲得援助與協助的權 

利3 道種援助必填包括這四海一家的聯合國可以本 

手足之情對任何一個會員國提Jii的一切友喧上的勸 

吿在內。以南非聯邦而言便有大好機會由聯合國給 

予道義上與物質上的援助及協助，從而以事實i t 明 

國際閩的團結與合作a
聯合國旣然f i於南非聯邦種族力面的緊張情勢 

的疆腰，以及此種聚張情勢在其他國家及其民族所 

激起的情緒深感焦盧，或許可以對南非聯邦政府表 

示，希望它能夠重行審議它對各種族人民政策的構 

成因素。聯合國或許可以建譲議訂新政策的力法:舉 

例言之，可以召集聯邦內各種族代表圓桌會譲，此項 

會譲應努力從事和解，並就如何促進南非聯邦種族 

情勢和平發晨一事向政府提出建譲。聯合國也許可 

以派遣若干代表去感助這個會議的進行，務使當事 

各方都以聯合國憲章的原則作爲辯的最高準纏。

九0 九. （iii) 但是南非聯邦種族問題也並非單 

憑攻府决意改變政策便可解决。在檢前的過程中，委 

員會曾特別張出造成道個問題並經種族隔離政策加 

以組纖調藥的因素至多且繁。這些藤史的、宗教的、 

社會的、經濟的因素業a 對南非人民的生活發生重 

大的影響，今後並將繼續發生重大的影響，它們的 

影響卽使在最有利的環境之下也紙能夠逐漸使其消 

械。經濟與社會的因素顯然是尤爲重裏。

非歐裔人羣，允其是土人，佔南非聯邦無產隋級 

的.主體，他們不但受到歧視措施的痛苦，而旦也愛



到任何經潜發度傘後國家不利於無產階級的各種狀 

況的痛苦。紙有同時實現下列各點始能使此種情勢 

有相當的改進：卽一面促進全國經濟發展，切實减 

少目前社會不平等的廣大距，雜,打開個人與集體進 

展的確實機會與円路，同時政麻與歐裔人民並須用 

誠意去遂漸消滅妓視。

委賛會因此認爲聯合國促進國際合作最妥善的 

辨法使是在適當時機向南非聯邦政府表示願意將一 

個國際辦織對於t 的一個在困難中的會員國所應當 

也能夠給予的一切物資上與知識上的協助給予它。 

此種協助如經彼力提出請求並予接受，便可以採取 

許多力式:去進行：例如進行研究工作，載置和解機 

構 , 或由本組識對南非聯邦首在促進該邦各種族、教 

育、保健、居住、赛業、工業與公共工程各方面和平關 

係之雄待並遂漸促成各種族參加社會生活的政策與

計劃，提供技術、金融、經'洛以及社會各方面的協助 

予以切實的支持。

九一0 . 委員會認、爲在報吿書之未尾，應一提 

會向委員會陳述意昆的某君所講的話；在敍述何謂 

"種族歧視 "政策，並加以斥責後他指出南非方面的 

抵抗運勤是針對不公平待遇而養，但尙未後嚴到人 

與人之閩互相仇恨的地步。委員會對於他的陳述深 

表慶幸，認爲他帶來了一綠的希望，希望將來的事 

實足以證實此種樂觀的態度確是持之有故。瘾之，委 

員會確信紙襄南非聯邦政府表示願意重行檢前它的 

權族ÉT策，並願本享^^絕對4^權的獨力；鬪家的資格 

自動接受國際社會所願給予的衷誠合作去解決這個 

間題，單憑此種表示，或許就可以卽時澄淸空氣，並 

爲南非聯邦在聯合國原則之下的後辰開購一條新的 

合乎公理與和平之途徑。



附 件

CA / 2 8 0 5 / A d d .  1 ( A / 2 5 0 5 / A d d .  1 / C o r r .  1 &  2  業 經 編 入 )）

附件賣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五日大會第四0 —次全體會議迪過之

決 譲 案 六 - * 六 A  ( 七 ) 及 六 一 六 B  ( 七 ）

南非聯邦政府之 "種族痛離"政策在南非所造 

成之種族衝突問題

A

大释 ,

業 a 察悉阿富汗、《甸、埃及、印度、印度尼西 

亞、伊斯、伊拉克、黎包嫩、巴基斯坦、菲律賓、蘇地gg 
拉伯、叙利亞及葉門代表爲南非聯邦政麻之種族隔 

離政策在商非所造成之種族衝突問題於一九五二年 

九月十二日致聯合國》書長面 ( A / 2 183 ) ,

按聯合國宗旨之一爲促成國際合作，.以增進並 

激勵對於全體人類之人權及基本自由之奪重，不分 

種族、性別、語言或宗教，

覆按大會會於其一•九四六年月十九日決譲 

案- 0 三 (一)內宣稱爲發揚人道起見應終止宗教上 

及所謂種族上之迫害，並促使各國政府遵守憲章之 

文字與精神，且應採取迅捷有力之步驟，以求達此 

自的，

又按大會在一九五0 年十二月二日決譲案三九 

耳(5  )及一九五二年一月十二日决議案五一一(六） 

中認爲"種族隔離"政策, 必然以種族歧視之理論爲 

綠據，

兹特設立一委員會，置委員三人，參照憲 

章之宗旨與原則，醉量憲章第二條第七項，第一條 

第二與第三項，第十三條第一項（丑）第五十五條 

(寅）及第五十六傭，與夫聯合國關於種族迫害與歧 

視之決譲案，研究南非聯邦種族問題之情勢，並將 

其所得結論報吿大會第八眉會；

二，促請南非聯邦政府與該委員會充分合作；

三.請秘書長爲該委員會調派必裏之職員並與 

以便利；

四，決定將此項問題保留於大會第八屆會之臨 

時議事日程。

B

大會 ,

業 a 察悉阿富汗、麵甸、埃及、印度、印度尼®  
亞、伊斯、伊拉克、黎巴嫩、巴基斯组、菲律賓、蘇地亜 

拉伯、敍利亞及葉ra代表團爲南非聯邦政府之種族 

P i離政■策在南非所造成之種族銜突問題於一九五二 

年九月十二日政聯合國秘書長®  (A /2 1 8 3 ) ,

按聯合國宗旨之一爲促成國際合作，以增進並 

激勵對於全體人類之人權及某本自由之尊重，不分 

種族、性別、語言或宗教；

覆按大會會於其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九日决譲 

案一 0 三 ( ~ ) 內宣稱爲發揚人道起見應終jh 宗教上 

及所謂種族上之迫害，並促請各國政府遵守憲章之 

文字與精神，且應採取最迅捷有力之步驟，以求達 

此目的，

—, 兹特聲明凡多數植族雜居之社會其立法與 

慣例如趨向於確保法律上之一體平等，不論種族信 

仰或膚色，且各種族均以平等地位麥與經濟、社會、 

文化及政治方面之活勤，則種族關係之和諧，人權自 

由之尊重，與團結一政之社會之和平發虽最有保誰；

二.認定會員國政府之政货若不以此爲目的而 

欲實行或增加妓視者，角與會員國依據憲章第五十 

六條所作之保證相抵觸；

三，鄭重促請所有會員國，務使其政策符合憲 

章所載促進尊重人權及其基本自由之責任《



附件f i t  

九五二年九月十二日阿富汗、極甸、埃及、印度、印度尼西亜、伊期、伊拉克、黎 F5嫩、巴基斯坦、 

菲律賓、蘇 地 拉 伯 、敍利亜及葉門等十三國常任代表致秘書長函

〔文件 A / 2183〕 
— 九五二年九月十二日，組約

在奉本國政麻訓令，謹將下列項目提請列入聯 

合國大會第七屆常會議程：

"南非聯邦政府之 <種族隔離政策在南非 

所造之種族衝突間题。"

另附大會譲事規則第二十條規定之說明節略一 

件，並請察收爲荷。

( 疲名）

暫任阿富汗常任代表

Sultan A hmed

代理埃及常任代表 

Fouad E l-P h a ra o n y

印度尼西亞常任代表 

L. N,  P a la r

伊拉克常任代表 

A . K h a lid y

a 某斯坦常任代表 

Ahmed S. B okh ari

蘇地拉伯常任代表 

Asad A l-F a q ih

敍利亞常任代衷 

Farid Z ein ed d in e

雜甸駐聯合國聯絡官

Ba M aung

印度常任代表 

Rajeshwar D a y a l

伊朗常任代表

A , G. A rdalan

代理黎巴嫩常任代表 

Karim A zk o u l

菲律賓常任代表 

Carlos p. R ôm ulo

葉門常任代表 

A. AboutALEB

說明節略

南非政府之 "種族隔離"政策在南非聯邦所引 

起之種族衝突正在祖嚷一種危險而富有爆炸性的情 

勢，這種情勢不僅咸脅國際和平，並且嚴重蓮反聯 

合國憲章所認爲禅孽不可侵犯之人權與某本自由等 

重要原則。

非洲現時所處的地位雖日見重裏，但其境內仍 

有許多地實行種族歧視，濫施剝削。聯合國之建 

立及會R 國對於憲章所載義務之接受曾使此等地展 

人民爭取基本人權的努力漠得新的希望與鼓勵。但 

是，南非聯邦政府的政策卻和世界奥情的瘾向正相 

背馳，意欲確立各種種族歧視制度，並欲垂諸永久， 

結果自不免造成強烈深刻的種族銜突。 "種族隔離 "  
是南非聯邦政府公然宣倚的目標，意思就是說非白 

種人雜在職邦人口中佔絕大多數，但„白種人必瘦永 

遠居於優越地位。爲了實現"種族隔離"，現正採取 

下列措施：

( a )根據醜惡的種族分展法，非白種人被迫拋 

棄現有土地與房逢，遷至新的，常是比較低劣的保 

留展，而且一無補償，也沒有任何臨時性的替代住 

所；

( b ) 公用事業如火車、公共汽車及都局等完全 

分開；

( c ) 利用取雜共産主義法壓制民主蓮勤，特別 

是非白種人的民主蓮動，例如主張種族平等或力倡 

反對植族隔離的蓮動；

( d )非白樓人不許擔任軍嫁中載鬪任務；

( « ) 除在好望角省之非洲人與"雜色人"享有有 

限度的選舉權外，許白人種並無選舉權或任何其他 

參政權；

( 0 非洲人紙准在保留地居住，而且依照某種 

眼制性法律的規定，他們在特定時閩以後， 僅准在 

某些地属內行動，非白種人在者與寒閩的行動'亦然

受到限制；

( g ) 依照一九二六年鎭場及工廠法修 jE 的規 

定，非白種人不得擔任若干類技術工作， 此時正在 

有許割地以白種人来代替此種技工，卽使是公用事 

業中比較低級的職位也不能除外；

{h、雜白種人的教育設施與居住及生活狀银簡 

陋得可憐。非白種人在這方面所有款備比較白種人 

要低劣百倍。

以上各項措施正在造成一種社會制度，在這種 

制度下，估南非聯邦全國人口百分八十之非白種人 

將永遠處於低劣的地位。此種跃策是與聯合國所代 

表的一切原則桃戰，是顯然違反了聯合國憲章所载 

的基本目標。



憲章，言贊憲章第一條第三項及索五十五條 

( 寅 )款宣吿普遍尊重與遵守人權及基本自由，不分 

種族、性別、語言或宗教。第五十六條並規定各會員 

國擔允採取共同及個别行斷與聯合國合作，以達成 

此種宗旨。

聯合國大會曾於一九四六年一政通撮決譲案一 

0 三 (一 ) , 促請各國政府終止種族迫害與歧視。決 

譲案二一七 (三 )發表世界人權宣言，宣言第二條藥 

明人人皆得享受宣言所栽一切權利，不分種族、膚 

色或宗教。聯合國於決譲案三九五 (五）內確認"種 

族隔離"政策勢必以種族歧親之理論爲根據，因此 

要求南非政府避免實拖或執行種族分席法之規定。 

大會第六届會通過的决譲案五一一 (六 )並重#此種 

意見與建譲。

南非種族問 ' ü 決非一個種族控制另一種族所能 

解決，各種族必須在平等與自由之基礎上彼此相輔 

核助始克有濟，這點a 經各國之人; t 及南井歐洲人 

中的開明汾子一致承認。

基以，南非聯邦政海採取的—種族隔離"政策不 

僅違反聯合國的某术前提和它所一 #提出的各項具 

體建譲，而且有背舉世舆情的趨向。

南非聯邦的非白種人旣不能從憲法力面找到補 

救的方法，I t 非政府又絶不置理聯合國迭次所提避 

免實施種族妓視政策的呼额，因此他們紙得料政麻 

此種不公平、不人道的種族政策發動一種純係非暴 

力的抵抗蓮動。政府裏想馆械此種蓮動，先後B 拘 

捕了四千多人。抵抗蓮動的本身雜腾井暴力性«，但 

政麻卻以鞭键等體罰力法来壓制。南非政府以此種 

手段来對付對於項會縛 æ 世奥論及聯合國-*再厳 

重謎責的法律的和平抵抗蓮動，業 a 引起廣泛的反 

缀。我們深信，倘繼績行使此種高腰手段，勢必加 

劇盤個井洲的種族衝突，並將激起其他國家的憤慨。 

由此可見，一種新的聚張情勢正在醋酸中，其對i t  
界和平的影響正與別的情勢一樣地嚴重。

時以，大會必須火速審譲此間題，俾免EL經危 

險的情勢愈趨惡化，而使其能像碑合國憲章所载宗 

旨及原则，碟得解決。

附件倉 

各國政府敦委員會函件

(i) 戟利亞政府來文

細約

—九五三年七月二十八日

兹奉本國政麻訓分，謹隨菌檢附本國政府依大 

會決議案六— 六 A (七)規定提出之南非聯邦種族銜 

突間題意見書。敬此…>•，

叙利亜f t 聯合國代理常任代表 

( 簽名）Salah Eddine T arazi

叙利亞政府姆於南非聯邦種族銜突間題之意見

聯合國大會於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五日以決譲案 

六一六A (七 ) 決定誅立~ 委員會，置委員三人，着 

其參照憲章宗旨與原則 , 並酌量憲章第二條第七項、 

第一條第二項與第三項、第十三條第一項（丑）、第 

五十五條（寅）及第五十六條、以及聯合國關於種族 

迫害與歧視的決譲案，研究南菲聯邦種族間题的情 

勢，並將其所得結論報告大會第八屆會。

根據這項決譲案，顯然可知就立委員會之目的 

是在參照下列三項基本準則研究南非聯邦種族衝突 

問題：

定；

(•-)憲章所載闕於尊重人權與某本自由的规 

(二〉一國保留管轄權的原則（赛章第二條第七

m) ；

(三)聯合國所通遍關於種族追害與歧親的各項

决譲案。

委員會因此必缴首先考慮管轄權間題。究竟聯 

合國大會可杏研究並前論南非聯邦所推行的種族歧 

視政策昵？如街此間題作肯定的答複，委員會便必 

填進而研討批評南非聯邦政府的各項陳述是否確實 

有所根據，並斷定有關事實是杏達反憲章所栽關於 

對全體人類不分種族、性別、語言或宗教一律算重其 

人權與基本自由的規定。在這力面，委員會自須遵 

照憲章的規室以及聯合國各機關塵来所通過的決譲 

案行事。

翁利亜政府紙擬就J：述各項準則，遂 提 出 若  

千簡略的意見。這些意見不能視爲詳盡無遺，其用 

意無非在協Sir閑明若千資料而a 。爲此目的，敍利 

政府擬依次論列下開兩項間題：

(一 )大會的管轄權；

(二 ) 摩章規定的É 反。



查.★會的管轄權

聯合國大會對於南非聯邦政府所實施的種族妓 

視政策有無任何管轄權？這個筒題乃是大會決譲案 

中" 齢量憲章第二條第七項"字様的旨趣所在。該項 

規定關涉一般所謂會員國 "所保留的行動範圓"或 

"專 » 管轄權 "。憲章禁 lb干涉屬於會真國所保留的 

行動範圍內的事項。凡此事項專屬會員國國內管轄。

前在專敦政治委貴會前論過程中，南非聯邦代 

表曾依據憲章第二條第七項的規定，提出聯合國無 

權管轄的主張fc他甚至照此主張提出一項決譲草案， 

但遭委員會以極大多數暴否決。（參閱大會冗式紀 

錄，第 七 專 .没政冶委員，，第二十一次會譲， 

英文本第一二二盲）。

專誅政治委員會採取了和商非聯邦代表團的提 

議相反的立場，是否錯誤呢？不。反之，該委員會 

決定贊成對憲章規定作一種公正而妥當的解释。

依第二條第七項規定，一國內政事件如無憲章 

所規定事項或涉及他國事項無關時，聯合國各機闕 

均不得加以干涉。這項意見，爲當代國際公法理論 

家如 Mr. Scelle、Mr. Rousseau、 Mn Preuss、Mr. Rolin 
等所~ 致贊同。Mr. R olin認爲一國所保留的行動 

範圍包括：

"……屬於該國管轄之-*切事項，商此項管轄之 

行使不受任何圃魔法規則或原則拘束、且不致影響 

他國或國際fdr會之公認利益者"。(Henri Rolin； «國 

際法原理"，海牙國際法事會講演氣輯,一九五0 年， 

第二卷，第三八八盲）。

根據此項定義可得下到結論：

( - )南非聯邦所實行的種族歧視政策關涉憲章 

幾定範圍内的間廳0 準是以言，聯合國主管機關自 

不得不劉該項政策加以注意；

(二 ) 該項政策如繼續推行，其後果足以危害國 

瞭和平與安全。凡與和平與安全彼關的事項均激爲 

聯合國所闕切；

( 三)該項政策適用於南非聯邦內所有非歐裔的 

人民，其無象之一爲印裔人民。前在一九四六年， 

印度政府卽曾將其與南非聯邦政府之閩關於該國境 

內印度居民間題的爭端提交大會。每眉大會都重申 

其管轄權，並一貫確認其詞■論道個間題的權利。在 

第三屆會第二期會譲中，南非聯邦代表團提出--項 

決議草案，內援引第二條第七項爲根據主張大會無 

管轄權。第一委員會以大多數票否決了這個主張。 

(同上，第三屆會，第二期會識，第一委員會，英文 

本第三二一頁) a

印度人的待遇間題紙是種族歧廉政策的一部

對 於 這 一 部 有 上 通 的 決 定 ，則整個政策自 

亦不得不受大會審査及監察。相反的説等於是以不 

同的方式来應付局部間題與整個間題。這種態虔至 

少可以說是不合邏輯的。

武.憲章想定的進反

鼓利蓝政府是當初請求將"南萍聯邦政府之‘種 

族陽雜 ’ 政策在南非所造成之種族銜突問題"列入大 

會第七雇會譲福的政府之一。此項講求所附載明節 

略內開的種種事實與理由卽足以證明"種族隔離"政 

策違反憲章的規定，尤其是違反第五十Î 條 ( 寅)所 

載的義務。是以委員會對該項說明節略應三致意 i  
( 參閱文件 A / 2183,— 九五二年九月十五曰。）

於此似無須補充說明，南非聯邦事實上a 蔣若 

干邀反憲章所諶保障原則的措施付諸實施。

在這些措施中，可舉九四六年法律爲例，該 

法對洲人行使財產所有權誰有種種限制。

此外似亦無須諧明，此項政策係遂反大會塵来 

所通過的決譲案，特別是一九四六年、一九四九年、 

九五0 年及九五二年對印裔人民在南非聯邦所 

受待遇問題所通過的各項決譲集。

(Ü) 印度政 府 來 文

新德里，外交部 

—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

No. A I /5 3 /  531 /28

事由：南辨聯邦政府的"種族隔離"政策在南非所造 

成的種族衝突問題

印度攻庶外交部長在向聯合國所誅南非聯邦種 

族問題研究委員會致意，接准一九五三年七月四日 

關於上述事由来文(七月十五日收到），謹隨文檢送 

下及y各項文件：一

( » ) 簡述南非聯邦政府爲推行 "種族隔離"政 

策所採取;各項行政與立法措施的備忘錄一件（附件 

( 0 ) ；

( b ) 名曰 " 南非聯邦内非白人權利所受限制"的 

出版物一册( 附件（iO );

(c) 就南非聯邦政府塵次所設各委員會所提出 

的報告書作成的節赂一件（附件 ( i i i ) ) ;

( b )、( c )、( d )及 ( e )所稱各附件未予轉载。



{d) 南非種族關係研梵會等所出版的小册子敷 

册 ( 附 件 ( i v ) ) ；

( e ) 若 干 I t ；知 聯 邦 境 內 各 種 歧 視 非 歐 洲 人 慣 例  

的 著 名 作 家 所 著 的 書 籍 數 册 ( 附 件 ( V ) ) 。

印度政俯察悉南非聯邦德理最近宣佈該國政府 

不願以任何資料或靜據供給委員會，旦不准委員會 

前往該國視察，深爲遺城3 但印度政府殷切希望，縱 

使在此情形下， 聯合國委員會所作努力仍能對南非 

聯邦種族銜突間題的圓満解決，有重大的買獻。印 

度政麻並願趁此機會向委員會保證給予合作及協 

助，使委員會能順利完成聯合國所託付的任務。

外 交部長順向聯合國委員會表示最崇高的敬

備忘錄

南非聯邦内根據"種族隔離"政策所採行的立法及行 

iS醋施以及社，及其他方面的慣例

聯邦境內非白人在政治、經濟及社會權利力面， 

受到許多的限制。本世紀初葉以来，南非境內歐洲 

人以有系统的步驟企圖剝奪非白人的有限權利，其 

目的顯然是想使後者永遠處於次於歐洲人的從屬地 

位。自一九W 八年國民黨執政後，此舉更加緊進行。 

馬蘭凍士的政，毫不放餘地在建立一種以"寧族隔 

離 " 學說爲基礎的社會及政治體制。在實際上，這 

種體制的用意是襄將聯邦内佔全部人口百分之八+  
左右的非白人幅離，使他們永遠屈居次等地位。由 

於這種體制，非白人B 經喪失了土地，並旦被剝奪 

了發展機會》公民資格及其他人權。在聯邦的行政 

與立法方面已經用盡切可能辦法，以隨時對非白 

人加以新的限制、歧視、苟待及侮專。

根據國再黨領軸在九四八年及一九 3 三年選 

舉時所後表的下通各項典型的言論使可充分明悉該 

黨所採政策的與正目的所在。

現任土地部部長Mr. Strydom在他一九四八所 

發表的一篇演說中縛：

"鎭務部長(Mr. H ofm eyr)鄙棄白人統治原 

則。他蔑視‘ 優秀種族y觀念，…，，難道我們是靠 

他的愚昧的領導觀念幾统治南非的觸？不，今 

天我們统治南非是因爲立法機圃把權力交給我 

們 , 而不交給他的朋友……但是他不願用權力 

来统治國家3 我們的政策是歐洲人必觸站穩立 

湯，而旦必須保持南非‘ 主人翁，的地位。假使 

我們擦棄‘ 優秀種族’ 觀念，而接受白人不得保 

持\主人翁’ 地位的原則，假俾將選舉權推廣及

於非欧洲人 , 又假使讓#歐洲人取得代表權及

投奪權，並且讓井歐洲人與歐洲人在同一基礎 

上發展，請問依照鎭務部長的領導觀念，歐洲 

人如何遺能保持其 ‘ 生人翁 "地位？我們的意見 

是，在每一方面，歐洲人都必須保有統治國家 

的權利，而旦必須使這個國家保持爲白人的國 

家。這是我對國家的立場 —— 我f f f的立場。"  

现任總理馬蘭博士 Æ 當時宣稱：

"假使聽任非歐洲人在這幾方面估人數衆 

多的優勢 , 聽任他們在人數上比歐洲聲勢維盛， 

另外再讓他們受教育；讓他們享受與我 ff!所有 

的社會安全保障棺同的利益，讓他們享受我們 

給歐洲人的那種社會安全保障，給他們報織勞 

工的權利，就是說讓他們成立工會，使他們能 

以勞 :T 階級身儉用罷工方法多力面来貫傲他們 

的願望；文假使讓他們享受副總理以及他方許 

多譲真所說明的那種 i t 治平等地位，給他們政 

治平等地0 ：, 並且給他們武器—— 那棟將来紙 

會有一種結局，這便是非歐洲人必然統治全國， 

歐洲人紙有離開< ,印度便發生了這種情形，今 

天我們已看到是甚麼結局。"

馬蘭博士在其一•九五三年三月所發表的第一篇 

読選演餘中稱，他所屬的政黨要請選民重新授權執 

行該黨的"種族隔離 "政策。他餘南非&經到了非決 

定確切途徑不可的階段。據他說，"紙有兩個途徑可 

以選揮，而循着這兩個途徑遲早會達到雨種â '局之 

- ：植族平等或‘種族隔離在這兩者之閩不可能 

有折衷途徑。國民黨選揮了 ‘ 種族隔離，

勞工部長 Mr. Schoeman 於一九玉一年五月一日 

在參議院中譲明政，對土著及勞工的政策縛,"讓我 

們把這一點說淸楚，我並不贊成聽任±人自由從事 

技術性的行業。我不贊成讓土人在歐溯入展域內照 

學徒法的規定訂:契約成爲學徒，但等到土人展域 

內開設工廠時，土人當然應有機會在他們自己的工 

廠中成爲技術工人。我們瑰時裏招收足數的歐籍青 

年爲學徒已感困難 ; 倘若我們容許土人成爲學徒，那 

麼不出幾年，就一•定會有幾千個土人學成爲技術工 

人。我們能容許嗎?，•，… 政府政策的全部要點是，我 

們不願永遠遺成一個歐籍非按術勞工的階而聽 

任土著勞工駕乎歐洲人之上"。

智 於 勞 工 部 長 的 這 些 譲 論 ， 聯 合 黨 所 辦 一 家 主  

要 報 紙 '•星 報 " 曾 在 其 九 五 一 年 五 月 二 日 的 一 篇 ftfc 

論 中 説 將 這 個 政 策 的 掩 飾 之 詞 删 去 ，它 無 非 是  

說 ： 土 人 ， 至 少 是 居 住 在 城 市 區 域 內 的 土 人 一 他  

們 約 估 總 數 四 分 之  -----------的 地 位 ， 决 不 容 其 提 高 至



趙出某種水，外。所謂他們自己的展域云云是編不 

了人的；市商內的士人並沒有他們自己的展域。他 

們雖有若干鎭展可以居住，（M且少數小商人遺能靠 

服務當地社展而赢利，但是整個說起来，他們是歐 

洲人工商業的附庸，談不到經濟自給，不比在保留 

地內，土人遺存相當經资自給的可能。載業上的界 

限實在是使他們絕對無法進展的屛障……"。

這個政策旨在阻潜非歐洲人的進展，並且企圖 

抑制他們紙許擔任收入徵薄的非技術性載業，它使 

南非社會這一大部分人的購買力受到了限制，而旦 

勞工的效率也被不必要地抑低。

自一 ; ^ W 六年以来，南非始終蔑視聯合國大會 

每年所通過的決譲案。南非一味属行其對於非白人 

的 ' '種族隔離 " 政策，而不惜違抗聯合國憲章並博然 

妹煞人權宣言。歷來勸促南非聯邦政府變更其種族 

政策的種種努力全吿失敗 3

自一九五一年以來，非白人大起騒摄，以示反對 

南非聯邦根據 " 種族隔離 " 政策所制訂的奇剑法律。 

非洲人民以及構成非洲人口  一部汾的印度社展迫不 

得已， 庄一九五二年六月閩對政府的不公平法律發 

動了一種和平而不尙武力的反抗蓮動。參加這次蓮 

動的非歐洲人約八千人起被捕，其中有許多被科 

霸金或處徒刑。聯邦邦政府倚嫌這些刑罰不夠嚴峡， 

à » 自願參加悄極抵抗運動者施用笞刑。此外據報 

並有警察當局凌谱消極抵抗者的情事。聯邦政麻並 

旦大事利用取雜共産主義法所授予的廣泛的專斷權 

力来箱制那些旣無役票權又無自衞力的弗歐洲人的 

言論。除此以外，國民黨政府最近遺制訂了公共治 

，法及刑法修更法兩項新法律，從而取得了獨裁專 

斷的權力。聯邦內 •一家生裏報紙 " 金山廣每日郵報 "  

形容這兩項法律爲藤来提交國會的法案中最令人 

驚駭者……道些法案等於是授權獨裁以斜奪言論自 

由以及我們现在所享有的其他許多民生自由•這 

豈 I t是囘復到了專 i f 的獨裁政體，這是圓復到了野 

蠻時期的暴君政治。導種情形是任何文明國家在和 

平時代聞所未聞的 " 。i t 兩項法律乃所以供馬蘭博士 

的政麻對付非白人的和平面非暴力的悄極抵抗運動 

之用。

雜然南非境內的悄極抵抗蓮動目前在表面上暫 

吿平息，但是有-*件事卻明白無疑，這便是南非的 

井白人此後對於歧視及剝奪普通人權的行爲決不會 

再守械默,而且他們錢定會以種種力式繼績資顧，直 

至聯邦政府變更其對非白人的政策而後

南非境內的白人在人口上僅佔少數，在政治上 

卻 f占優勢；代表他的政;府所實行的各種政策造成

了植族間的聚張情勢以及白人與非白人;3；相仇恨敵 

對的情勢；這種情勢下，構成了對於和平爽種族合 

作的厳重威脅0 這糧威脅連早换及世界和平。非洲 

各種挨閩的遂和不但是該洲和平與進展的闕鍵所 

在，而且也是世界和平的基本條件，因此，印度i e  
府於審慎考慮之餘，認爲促成該項種族读和實爲當 

務之急。在非洲，政治上居於從屬地位的各種族正 

'湧現着新的願望和新的決心，裏求ftt會正義及政治 

平等；道個現象是當代的重大徵兆，如予漠視，殊 

爲危險。

論述南非聯邦各項立法及行政措施以及《t會 

及其他方面慣例如下：

(a) 立法措施

最重要的"種族隔離 "法律爲種族分展法、人口 

登記法、禁出異族通婚法、選民分別代表法、取歸共 

產主義法以及进圖族當局法。在附送各該法律以及 

根據 ”種族隔離 "政策制訂的其他法律各一汾。

■ -九0 九年南非法

本法具體載列南弗的憲法，依其規定，僅歐裔 

人民有資格充任聯邦國會譲員。本法並規定以聯邦 

成立時各殖民地所訂定的協約議員選舉人資格爲各 

省內有權選舉衆議院譲員者所必須具備的資格。

在- 九0 九年聯邦成立以前，好望角省的非洲 

人有選舉權，但在其他三省則無此權e 好望角省的 

非洲人繼續行使其選舉權，至—九三六年所通辑的 

土人代表法剝奪該省土人所享有的普通攀嚴灌面終 

止。

以亞洲人而論，在納塔爾及脫蘭斯冗爾兩省分 

別於一八九六年及一八八五年截剝奪還舉權。因此， 

當一九0 九年聯邦成立時 , 他們未能取得選舉權^居 

住在好望角奢的亜M 人則與浪取種人社展得同様行 

使若干有限的選舉權a 亜溯人除了在好望角省以外 

並無選舉市譲會譲員之權C -  九四六年亜溯人土地 

權及印度人代表法規定，納塔爾及股:蘭斯系爾兩者 

內印度人社K 單獨由三名歐洲籍衆譲院譲員及雨名 

歐洲籍參譲院議員代表。甚至這種有限的閩接代表 

制度都在九四八年遣國 R 黨政府廣止。

聯邦土地部長. Mr. Strydom在一九S O 年十二 

月八日就：

"我們告辦聯合國，我們爲了維待，非白人

的至上地位，將會鬪到流盡最後一溝血而後Ih。
爲了這個目的，我們必姨把舉權掌握在我們

手中。"



嫌揚丧工厳法(一九 年 辕 九 输 法 律  > 及一九一》-
年傳場 '巧n :厳法一九二六年條TE法：

本法禁 Ik 士人及印度人在碱場或装有機器的工 

厳內I t 住某竣境衛性或管理方面的工作。（參閱本法 

第西節）。

士著勞工管理法(一九一 年第千玉號法律)修冗至 

- 九三三年 ifc

本法規定管制勞工代表及招慕土著勞工辦法。 

依本法規定，士著勞工如撞離工作場所，或不到場 

作工，或不訂立« 傭契約，或不履行此項契約的規 

定，☆ 視爲犯刑事罪(參閱第十两節）。

依照總督在一九五二年十月三十一日政府公報 

( 見附件）內以第二四九五號通吿所厢佈關於設立及 

觸理士著缕工局的條例，非洲人自行求業W 及爲此 

目的自由灌徙的權利灼遭剝蓉。

移民管理法九一三年第二十二號法律）

依本法第四節（一 ) （a ) 規定，內政部長有權稍 

定住何一觸 &律不合聯邦或其所屬任何一供的需 

奪，並將道類人規定在禁止移入者之列。該部長根 

據此項權力a 宣吿® 洲 ;^爲 禁 移 入 者 。

★ 法 ><̂ '<̂ 制亞洲人自— 者向另一省移動。他們 

知欲自其本省前桂他禽，必須領得臨時許可證。 B  
往間有新郎的同伴從國外至聯邦或從甲省前往乙省 

不能攝翰其親友同行的情事；這些親友因當局絕拒 

發給入境許可謙，連暫時入境都不可能。

本法授權内政部長得就任何人之入境或在聯邦 

居住事宜，權宜准其不受本法各項規定拘束。該部 

長對非歐洲人如何權官行事，由下列事例可見• - 
斑。

最近有兩個美國籍的黑人 .主教—— 非洲美以美 

派聖公會傅道處第一副主席 Frederick Jordan 主教

以及田納西州 Nashville 市 Howdrd Primm 主教 -
請求發給進入聯邦的臨時許可f t 均被拒辑。這個教 

會擁有信徒十Ï 萬人，其中極大多數爲好望角省有 

色人以及南非的非洲人。自從這個教會於一八九六 

年在南非成立以来，一向的慣例是由主教翰流擔任 

W 年傳教職務。

聯邦移民當局担絕將入境許可證發給德班印度 

人主持蘭拳者邀請到南非来的幾個非洲籍顧拳者。 

內政部長Dr. D n g es在九五一年八月閩答覆國會 

譲 員 Dr. Vernon L. Shearer代表主持蘭拳者提出的 

抗議說，對於非欧籍鬪拳者，不論其是杏亞洲人， 

聯邦政廣不能發給許可證准其進入聯邦，部使他們

甚前来却非歐洲箱鬧攀者比赛，也不能准其入境。德 

該部長稱，道個政萧係一九三四年時制定，聯邦政 

f t 不Ag違释。在精反一方面，聯邦政府對於由印裔 

球 H 椒成的足緣嫁前桂印度赛摩，也担未核准。

英喷醫举紘會原定於一九玉一年七月在約翰尼 

斯堡 (Johannesburg)與南非書舉读會舉行聯鹿會識， 

後来不得不取悄道個會議，肉爲該協會係由腾於不 

同種族、膚色及信仰的會H 報成，聯邦政府ÎË未能 

提供准許他們入境的保證。

此外尙有其他擬在南非舉行的國際會謙亦因聯 

邦政昧的"種族隔離 "政策而不得不作爲罷論。一九 

五0 年時，聯邦政府對於擬參加預定在南非舉行的 

國際學生雅務社會譲的非歐籍代表按不發給入境許 

可證。一九五一年在南非榮行國際史前時代會議的 

計割，亦肉聯邦政府不准井白人代.表在該國與白人 

— 起開會而紙得放棄。因同様理由，擬在南非舉行 

國際三角測量人賛會議的計割亦紙得放棄。第四屆 

國摩非州檢行鸯會議以及三年一次的國際婦女評 

譲會會議也遭遇同様的厄蓮。據代理內政部長Mr， 
Schoeman 稱，政，不准并白人代表到南非來參加國 

際會譲的原因之一是，如准他們前来參加，則非歐 

籍代表與歐洲人社交上的接觸，勢將無法避免。

舉世聞名的印度舞蹈家Ram G op a l原定至南并 

表演，而旦他的經理人a 經替他在其他各方面安禅 

就緒，可是後来因聯邦政府拒絕發給他到南非表演 

所必需的入境許可證，他不得不打消此，,：■可見連 

文化漠樂方面都在實施"種族隔離"政策。

Fort Hare 地方非溯人大學的教授兼好望角省 

非洲人全民公會主鹿Z. K. Mathews曾■從南非前往 

美國，其所遞關於聯邦政麻對非歐洲人所採政策的 

面件且輕於上雇大會時分發；聯邦政麻竟因此而拒 

絶延長他的護照期限。當他抵達約翰尼斯堡時，受 

到嘗察的粗暴待遇，其原因有如Ca如 H m es栽稱， 

"無井是由於地不幸而爲一個反對政府甚烈的黑人 

而a "。

移民管理法規定居住在南非者的妻子及子女不 

在 "禁止移入者之列(參閱該法第五節( ~ ) ( g )段)。聯 

弗政庇現在連這項輕徵的讓步都裏撤岡。內政部長 

最近宣佈，聯邦政府决定剝奪南非印度人的妻子及 

子女進入聯邦的權利，並決定爲此目的制訂法律，而 

復使其效力追溯至宣佈此項決定之日，卽一九五S  
年二月十日。印度婦孺所享受的這項入境權利乃是 

聯邦政府在接受九一八年閩英邦協各國全體參加 

的帝國會講所通過的互惠決譲案時所正式承認的，



道項辦法後来又在一九二七年印度與南非間[ü桌會 

譲所商訂的開普软協定内重加趣定。

南非聯邦政廣的這項決定足以拆散家庭，使一 

家人痛苦備嘗，慘不港言。這項決定極盡了專斷、高 

膨及殘忍的能事。

士人土地法(一九三年第二十七號法律）

本法禁止土人在若干限制展域，部所謂"割定" 
士人展域之外購買、祖用或取得任何土地。凡違反 

此項想定卽構成刑事罪(參閱第一節及第五節）。

鐵道及海港之管理、管制及經營法（一九一六年第 

二十二號法津〉

本法授權鐵道管理局保留車站房屋（包括脚所 

在內）、任何Jjc車或車廣專供特定種族儉子之用，或 

規定得使用這些殷備者以特定種族说子爲限。此項 

規定使鐵道管理肩得以對歐洲人與非歐洲人實施差 

別 待 遇 (參閱第四節(六)）。

聯邦鐵道的若干頭等車鹿經保留專供歐洲人之 

用。一九® 九年七月間，約翰尼斯堡火車站分款歐 

籍與井i t 籍旅客入口處以實行"種族隔離"。中央入 

口處紙准歐洲人使用，非歐洲人必須繞道上車。在 

火車站內，白人與非白人有各別的候車室。非歐洲 

人候車室內的m備及使利總缺歐溯人候車室所有者 

差得很多。

竊盜牲畜治罪法(一九二三年第二十六號法律)及竊 

, 盜牲畜治罪法修îE法(一九四二年第十六號法律）

本法對竊盜牲畜罪科以厳峻的刑罰。本法規定 

"不間何人"均有非常的權力，"無雷拘票卽可將其認 

爲涉有"犯本條所稱罪行的"相當嫌疑者逮捕"。此 

項權力旨在備供歐洲人之用，而本法各項規定的對 

象则爲弗歐洲人(參閱第六、第九及第+ 節），

土人納税及栽展法 (一九二五年第四+ — 號法律)及 

其修 .E 法 (一九与一年三十七號法律）

本法規定每土人成年赛子每年填缴人頭税~  
镑及茅舍税十先令。不缴這兩種税固储構成犯罪而 

會遭受處詞，卽於移査時不交出納税收據亦同屬盤 

罪。土人另外遺得缴納部落捐賴:。道幾種税是土人 

身上奇重的急擔，他們因此不得不離開部落區域替 

白人作工，嵩低激的工資来缴納這些税敦0

(晩蘭斯Æ爾及納塔爾)主僕法修正法（一九二六年 

第二十六號法律）

南非每省各有其主僕法，但其规定則大致相同。 

歐洲種農夫向例堆許土人耕作一小塊士地以維持士

人及其一家生許，同時土人以其全家的勞力来替歐 

溯種農夫服役藉資報答。這類土人稱爲個工。依本 

法規定，這頻個工允服勞役的承諾構谈主僕間的一 

種勞務契約因此 , 如土人個工不遵守道種書面、口 

戚或默示契約的條款時，、卽構成刑事罪。工資按曰 

許算的受懷土人亦適用本法的規定，並填受刑事罪 

的德爵》

妨害風化治罪法 (一九二七年第五號法律〉

依照本法规定，歐洲人與土人的性交行爲構成 

刑事罪。

土人管理法 (一九二七年第三十八號法律）

本法筑定土人事務的"管制及管理"辨法，並授 

予行政當局以甚爲廣泛的管轄土人的權力。總督是 

所有土人的最高首長，紙須擴俯公告而無須經攝國 

會立法手續卽可制訂關於土人的法律。

根據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政府公報（見 

附件）所載聯邦政府總督的一九五二年第二七六號 

公吿以及土人事務部第二七五三號邀告，弗洲人無 

論何時不得舉行十人以上的會譲、聚會或集會。此 

項禁♦ 適用於所有各種聚會，僅少數特許者係廣例 

外，旦已成爲國巧潘常法律的一部儉。

酒類法 (一九二八年第三十號法律）

本法亦以種族歧視爲根據。以酒類供應土人係 

在禁止之列。在好望角省以外各^§,以酒類供應印 

度人亦干禁例。在脸蘭斯冗爾奢 (Transvaal)及橘河 

自由邦方面，海血種人不得享受酒類的供應。

本法禁止在家中簾造非洲人爲全民飮料的"土 

人昧酒"(Kaffir beer)。警察經常出動搜查《啤酒"，而 

旦在搜査時不論晝夜隨時進入爽洲入住所，往往挖 

掘地板找尋律酒，使得非洲人恐怖不安。

婦女選舉權法 (一九三。年第十八8ft法律）

本法蔣選舉權推廣至所有各« 榮體攝:裔成年婦 

女，但並不及於非歐裔成年婦女，卽使在好望角傷 

亦無例外，Ü 然該奢是聯邦全律內唯一准許非歐裔 

男子享受選舉權的省汾。

選擧權法修正法( 一九三一年第四十一餘法津）

本法將選舉權推廣至所有各省全體歐裔成年男 

子，但並不將同様的權刹授予非歐洲人；卽使好望 

角省內的非歐洲人亦無此權。

土人« 傭契約法 (一九三二年第二十四號法律）

本法修正脫蘭斯冗爾及納堪爾兩着的主 f 法。 

依本法規定》除非土人交出一項由他本人或監譲人



居住地地主歐洲種農民出具的文書，表明准許他訂 

立傷傭契約 , 任何人均不得懦用這個土人，任何官員 

亦不得發給他通行證或諸如此類的證件0 不遵守此 

項规定便構成刑事罪。此項規定使土著個工—— 就 

是同意以勞役換取•一塊士地的估用權者—— 以及他 

的一家义小幾乎成爲歐洲種農民的奴錄- «傭契約 

的性賞在本法第五節（二）中表现得很淸楚，其中規 

定："不論任何其他法律如何規定，凡個工契約無論 

其存續期間 n々何或在何地點訂立，均不得以此項契 

約宋按特定方武或格式訂立爲理由而視爲無效"。因 

此，白種農民的話就是法律0> 本法並規定，犯生僕 

法所稱之罪者，以鞭键處罰之。

土人代表法 (一九三六年第十二號法律）

本法剝奪好望角省* 人的普Ü 選舉權，另行規 

定他們有權選舉三名歐洲人爲衆譲院議員，兩名歐 

洲人爲該省省譲會譲員。聯邦全境土人依本法有權 

選舉四名歐洲人爲參譲院譲員。本法規定m 立土人 

代表譲會，其性質純屬備供諮詢而a 。馬蘭政府在 

— 九五一年竟將這個譲會也予以裁撤。

土人信託基金會及土地法（一九三六年第十八號法

律）

本法誅置一機關，稱南非土人信託基金會，食 

責管理經劃定及開放供士人使用的區域內的土地。 

該基金，依本法有權另外收購七百二十五萬荷敏 

(morgens)以下的土地以供土人使用。該基金會照規 

定應在五年之內以聯邦政府，所撥的基金購得這些土 

地，藉以最後解決南非歐洲人與士人土地的劃分間 

题。好望角省土人原来有權在割定土人區域以外購 

賈土地，此項權利至此a 被剝奪。墙撥土地的提!譲 

乃是依土人代表法九三六年第十二號法律 )削減  

好望角者土人選舉權的交換條件。迄今十七年後,移 

轉予土人信託基金會的土地面積倚不及當初所允諾 

者的一半。縱使本法所規定的土地全部均經移轉，土 

人所可使用的土地總面積也不過佔全境土地百分之 

十四左右，雖然以人口而論，土人約佔百分之七十， 

歐洲人則僅佔百分之二十而已。

武器及軍火法 (一九三七年第二十八號法律）

本法規定，非經司法部長許可，不得發給非歐 

洲人武器執照。該部長唯有在極少數例外情形下力 

始洽 f •許可。反之，歐洲人則可就地向縣長 (制事） 

領収饼照，而且丰續之簡便等於是一種形式。

勞資協調法（一九三七年第三十六號法律）

本法爲工人所規定的種種利猛及保障並不准土 

人享受，因本法所稱 "受傷人"的定義係將土人除

外。土人的工會旣不予註册，亦不爲政府所承體b他 

們因此不能與f s 用人談制，或利用罷工方法以健致 

提高工資及改良其他工作狀况。事實上，他們货施 

罷工係屬違法；如果他們喊工，便是犯刑事罪（參 

閱第一節

土人法律修正法 (一九三七年第四十六號法律）

請參閱關於 (城市展域)士人法律统一法卽一九 

四五年第二十五號法律的評述。本法內容包括禁止 

土人取得城市或鄉村廣內士地，以及限制土人進入 

及佔用城市展內房屋。本法並授權政庶，得將誰於 

城市展域內土人居留展、村莊或寄宿舍以外地點以 

供土人之用爲主的族樂場所、學校或會社，予以封 

閉。

土人信託基金會及土地法( 修正法）（一九三九年第 

十七號法律）

本法授權政府得宣吿任何開放供土人使用的展 

域不復爲此種展域，或徵收割定土人展域內的任何 

土地，但以土人信託某金會取得在農業或畜牧上具 

有核同價値的土地篇條件。依照這項規定，政府可 

以從土人展域內割出一部汾土地供歐洲人之用。

土人納税法（修正法）（一九三九年第二十五號法

律）

依本法規定，凡是截控交不出人頭税及茅舍税 

收據的失業土人，土人事務委員會得雄追他替任何 

« 用人服務。如果他失掉或離棄這項職業，可重新 

將他逮捕。這兩項税額可從他的工資中扣除。

土人法律修 ÎE法 (一九四四年第三十六號法律）

講參閱關於（城市展域)土人法律統一法卽一九 

四五年第二十五號法律的評述。

學徒法（一九四四年第三十七號法律）

本法雖不直接禁止招收非歐洲人爲學徒，但實 

際上一般非歐洲，特別是土人，都不准成爲事徒。這 

種情形是白人« 主、白人工會、技藝學校、以及勞工 

部長及勞工部依據本法第十六節及第二十三箭所行 

使的廣泛行政權共同促成的。依本法规定，幾乎所 

有各種技術性行業及職業都必須經過學徒陛段，這 

個條件便成了非歐洲人求業的重大障礙，使他們不 

能具備擔任各植職業及行業的資格。

(城市展域 ) 土人法律統一法（一九la五年第二十五 

號法律）

本法旨在按照白人® .主需要勞工的精形，對土 

人進入城市展域以及在此展域內逗留及居住施以管



制，而毫不額及士人自身的需要或其諶求發廣的願

本法所誰各項限制包括制定士人陽離展內居 

住、禁止購賈土地、限定土人必須纏准力可進入城 

市區域或在此展域求業或退留、限定士人必須攝帶 

播行證並須登記其懦傭契約、規定得將士人遺送出 

境等等。

殘廢濟助法 (一九四★ 年第三十六號法律）

本法规定發款濟助身體殘廢或心神喪失者；此 

項濟助金發給所有各種族的人，但對於土人，本法 

適用展域及施行日期須由土人事務長以公吿定之。 

本法所規定的濟助金數額，因種族而異，以歐洲人 

所得者爲最多。

養邮金修正法 (一九四八年第r a i 號法律）

本法修訂各項養邮金數額，但對各種族領受養 

邮金者仍有差別待遇。

失業保險法修正法 (一九四九年第四十一號法律）

—九三七年失業保險法對各種族工人並無歧 

視，但其一九四九年修正法修訂"缴納保險費人"的 

定義，將每年工資數額在百八十镑以下的土人除 

外。此項限制卻不適用於歐洲人及其他工人。由於 

此項限制，所有土人幾乎都不能享受本法所規定的 

利益，因土人中工資超攝這項數額者人數極少，（參 

閱第三節（b))。

鐵道及海港修正法 (一九旧九年第四十九號法律）

本法係將關於保留火車站房屋、火車、船填、大 

小碼戚、飛機場等的不同部儉供各別種族使用的歧 

視規定加以墙訂。

禁 ih異族潘婚法 (一*九四九年第五十五號法律〉

本法禁 Ik歐洲人與非歐洲人通婚。他們之閩所 

舉行的婚姻儀式，視爲無效。司婚官員如.主持這種 

婚姻的儀式，係屬犯罪，得科以罰金。本法係無端 

侵害個人自由。

士人法律修正法，一九四九年第五十六號法律

請參閱關於 (城市區域 )土人法律統一法卽■-九 

四五年第二十五號法律的評述。此項一九四九年法 

律規定誅置土著勞工局

妨害風化治罪法修JE法 （一九五0 年第二十一號法 

律）

本法禁 ih歐洲人與任何非歐洲人後生性關係， 

但在一九四九年禁Ik異族通婚法通過以前緒婚的夫 

妻則係例外。

人口登記法(一九五0 年第三+ 號法律）

本法規定歐洲； 洲人、土人及混 jfiL種人分別 

登記辦法C 據史宋資元帥稱，本法旨在幫助政府實 

施其 "種族隔離"政策，並規定將浪血種人"自選民 

名册中别除。依本法規定，對年邀十六索者，應各 

發給身僚證一紙，载明其本人的形貌及其所屬的種 

族3 此項身汾證必須交給奉命檢査的雙察査驗。本 

法速同禁 th異族通婚法旨在確保白色人種的所謂純 

粹

種族分展法 (一九五0 年第四十一號法律）

本法規定爲不同種族割分各別種族展域的辦 

法。某- ^ ^ 域經以公告劃定爲特定種族的展域後， 

唯有該種族的人镜能在該展域内取得或估用士地房 

屋。住在該展域內的其他種族的人必須遷離。對於 

因而無家可歸者，本法並未規定任何揚地安置或補 

償的辦法。本法創立聯邦全境各種族完全隔離的制 

度，並諶將成千成离的非白人，特別是印度人，從 

他們所定居的地區中速根到除。印度政府B 另在最 

近一次特別報吿書中促請聯合國注意南非政府蔑視 

聯合國迭次所作關於暫停施行本法的建譲而加緊在 

聯邦境內以公告割定各別種族區域的舉措。誠如該 

報吿書所稱，依照土地權間題諮詢委員會目前正在 

積極考盧的關於不同城市的各項許割，成千成萬的 

印度人多年来靠動勞與犧牲而安家立業者，大有被 

迫嘯寨其家園及事業之虞，而旦得不到任何補償， 

也別無他處可以安身。據估計，他們因此不得不拋 

棄的財逢以及所有各處文化宗教建築物鎭如囘教寺 

院、j » 殿、教堂、學校等的價值達敷百萬錢。各項 

計割中所擬分配給他們的展域無一不是離開城市甚 

遠的次等地區以及甚少或毫無諶生希望的荒僻地 

點。

在檢附小册子一本，其標題爲"南非政府依據 

— 九五0 年種族分厲法所採取的行動",請貴委員會 

參閱。

取綠共產主義法 (一九五0 年第四+ 四號法律）

本法授予聯邦政府甚爲廣泛的權力，使之能假 

借反共行動名義推行其"種族陽離"政策並抑制非歐 

洲人的民主願望。共產主義的定義包括任何主義或

理論，

( a ) 旨在以鼓動騒摄之力法或以不法行爲促成 

任何政治、工業、社會或經濟體制之變更者；及

( b ) 旨在煽動歐洲人與非歐洲人種族間之仇視 

情緒以圖促成 (a )項所稱之目標者。



此項定義箱圍如此之廣，又如此富於伸縮性，它 

甚至可適用於主張種族間宽容相處或提高工人工資 

的入，非歐洲人對本法深感恐懼，會表示难烈的反 

對》本法對非歐洲人嚴厲執行的愤形充分諧明他們 

的恐灌是確有很據的。本法授予司法部長以專斷的 

權力，得宣吿任何人或組織爲"共產黨 "黨H 或紐織， 

並對他採取任何行動，諸如約束、逮捕、禁化其擔 

任何公職、取消其國 i ■譲眞或省譲會譲員的資格;得 

對任何嫌疑汾子加以種種限制；得宣告某些甜織爲 

非法並沒收其財產；得禁 ih集會並取歸出版物及報 

紙。《司法部長的專斷决定，不得J 訴；而且本法 

規定鲍圍内的案件並不移送法院處理。

聯合黨所辦一家主要報紙 "星報 " 的編輯 Mn 
Horace Flather會撰 "新聞自由的限制" 一文，刊载 

於 Zurich地方所出版的國際報業學會月刊九五 

三年一月號內，其中稱："在南非法律下編輯報紙好 

像是蒙着服睛在地雷展中行走一様"。

司法部長濫用本法所授予權力的情形，由下 

述數例可見一•斑。代表非洲人的國會譲員Mr. 5am 
K a h n及好望角省省譲會譲員Mr. Fred Camesan均 

因不附和政府政策而被宣吿爲共產黨黨員，因而被 

収 '?肖議員資格。前任成衣工會秘書長兼民權聯盟秘 

書 Mn Emil Solomon S ach s因.爲參加成衣工會不顧 

依本法所顏禁♦ 所召集的會譲，而遭逮捕。南非印 

度入公智主席 Dr. Dadoo、脱蘭斯冗爾省印度人公 

會 秘 書 Mr. Bopapei\ 以及非洲人全民公會執行委 

眞會委員 Mr，Moses K o ta n e均因違抗關於禁 ik他 

們參加公共集會並着其辭去所任各該維織中職務的 

命令，而遭逮捕。

土著建藥工人法 ( - * 九五一年第二十七號法律）

本法禁 It傷用土人在城市展域內土人區以外地 

點的建築工與中擔任技術性工作。技術性工作的定 

義範圍甚廣，包括簡單的工作在內。本法授權勞工 

部長禁 Ik任何人傷用土人擔任技術性工作，連尊常 

修搏建築物的工作也在禁Ih之列。這些禁令都是爲 

了維譲白種勞工的利益而誌的。本法栽有局部禁 Ik 
白種勞工在土人席域內工作的規定，但挟諸實際，這 

項禁令毫無意義可言（參閱第十ra節及第十五節）。

選民分別代表法 (一九五一年第四十六號法律）

本法旨在將混血種人從他們原有的次等地位降 

低至非洲人的地位，其目標爲將好望角省的浪血種 

選民從一般名册中别除，另行編入單獨的名册。本 

法並規定這些選民在國會中由四名欧籍譲員爲其代

表，在參識院中由一*名參譲員爲其代表，該參議賢 

人選由政府根據其" 熟悉促血種人之需要與願望"的 

資格指派之 . 3 本法係在歐洲人與非歐洲人激烈反對 

之下以勉強的多數通過，而且係違反聯邦憲法，因 

依該憲法規定，凡擬削减混血種人選舉權的法案必 

須谱得兩院聯席會譲三分二多數的同意。本法因此 

經宣吿爲邀越國t ■權限，但聯邦政商絲毫不顧法理， 

霞於嗣後制訂 " 國會高等法院法"，以圖推翻最高法 

院的哉定3 此舉激起了歐洲人中操英語的一部汾人 

的維護憲法運動，甚至以納搭爾洛 .晩離聯邦相威，， 

結果使聯邦境內發生混亂、騒擾及不安的局面。甚 

至後項法律亦經最高法院好望角省分院及最高法院 

上訴庭先後宣吿無效。

班 圖 族 （B a n t u )當 局 法 （一九五一年第六十八號法 

律）

★ 法謀爲非洲入誅立徒擁虛名的部落議會；本 

法所擬导予非洲人並非充分的選舉權，而是政府控 

制下的機關，藉此在名義上給他們參政權。依本法 

親定，土人事務部長如 " 爲土人利盡着想"認爲合 

宜時，有權撤館道些機關內任何議員或委員的任命 

狀，因此會長益發成了與政府唯命是從的聊服公務 

員。本法廢 I t土人代表譲會 ( 該譲會雜屬諮詢機關， 

卻一向î f 擊政府的種族政策）。士人已表示反 »設立 

這些部落機關。

刑罰法修正法九五二年第三十三號法律）

本法限定對犯某些罪行者必須處以鞭键刑霸 , 
並規定凡經三度制定犯某些罪行之一者，應宣吿其 

爲慣常罪犯。本法係以土人爲對象，其制訂係出於 

擁護國民黨者的襄求，據他們辯稱，徒刑對士人而 

言並不痛若，因爲在監獄中，土人至少可不愁食 

宿。

國會高等法院法（一九7T 二年第三十玉號法律）

請參閱關於選民分別代表法卽一九五一*年第0  

十六號法律的評述。

土人法津修J E法( 一九五二年第五十® 號法律）

請參閱關於 (城市厲域)土人法律统一法卽一九 

四五年第二十玉號法律的評述。本修J E法規定，土 

人如忽於完成其所派定的工作，或蓮抗其傷用人或 

任何管理人的合法命或出言侮專或護罵其傷用 

人或管理人，肖構成刑事罪d 本修正法授權土著勞 

工監督行使司法職務，得以簡易程序審制犯上罪行 

的土著勞工，並得科以二镑以下霞金；此項罰金得



自工資中扣除。本修正法並授權政府得將部落全部 

或一部儉遷往他處，同時又規定較以前更嚴格的辦 

法以營制土人進入^ 市展域、在當地居留、及將其驅 

逐出境事宜。在市鎭內居留a 久的土人得因暫時失 

業而合其離開該市鎭3 政府得宣告土人爲"無業遊 

民 " , 將他送往勞役工場、勞役奠場服勞役。

土人 ( 廢 I k通行證及统一諧明文件法）法 （一九五二 

年第六+ 七號法律）

本法標题名不符實。雖然本法廢 i k 了若干已失 

實用慣値的旅行通行證，實際上卻在加強發揮整個 

通行證制度效能，從而使營理土人工作更爲切實有 

效。依本法規定 , 土入必須備帶一種 " 查考證書"，內 

载 其 身 •號碼、詳細資料、照片、納税收據、«傭 契 約  

等。土人在任何時間如遇査詢必須缴驗這種證書， 

否則便犯刑事罪。本法規定設立土人事務中来資料 

局，負 « 牧填査，捲 * 所 廣 關 於 土 的 全 部 資 料 ，並 

將土人的所有指印歸類。

公共治安法 ( 一九五三年第三號法律）

本法及九玉三年刑法修正法的用意專在壓制 

非歐洲人因反货國民黨政府的不公正法律而起的騒 

動及消極抵抗運動，並將非歐洲人所有的殘餘人權 

剝奪淨盡。

依據公共治安法，總督有權在任何時間於#認 

爲公共治安或維捧公共秩序受厳《咸脅時，宣他聯 

邦全境或其任两部處於緊急狀態緊急狀態宣怖  

後，德督得頒佈條例，其效力與法律同0 這些條例 

的內容可包括授權特定人員或機關制 ÎT規則、命命、 

細則，並辣達反任何條例者訂定罰則，處以刑罰。公 

共治安法規定，德督得對聯邦境內不同地廣或不同 

« 類的人，分別制定不同的條例。木法尙有一項非 

常條款，內说定緊急條例的效力得追溯旧日，其用 

意在使警察、軍事機關或主管人員所實施的非法行 

爲成爲合法。本法在這方面所設唯一例外規定是，凡 

於 實 施 時 法 不 受 懲前的行爲或不行爲，緊急條例 

不得將其規定在德韻之列。本法旨在對非歐洲人以 

和平而有紀律方式所實行的悄極抵抗運動，加以嚴 

厲的嫩制。其實 :國良黨政府依擔各項土人法律，諸 

如德冶聚衆暴動法及収綠共產主義法等，已經握有 

非常廣泛的權力了。

刑法修正法（ 九五三年第八號法律）

本法是國民黨政府爲對付消極抵抗者商制訂的 

第二項法律，其中規定，任何人如"因對任何法律表 

示抗譲、或因支助任何反對法律運動、或因支助任何

廢 Ik或變吏法津蓮動• "而經制定犯任何罪行者，

應受嚴厲的處罰、卽三百镑以下寵金‘、或三年以下有 

斯徒刑、或十記以下鞭键、或各刑併科。凡 "勸使、鎭 

惠、教唆、命令、協助、或誘致任何人或一•般民衆"犯 

罪以示對某項法律抗譲或支持任何蓮動者，亦得處 

以同樣的刑霸。收受金錢或其他物件以圖援助任何 

運動的行爲亦經規定爲須受厳属處罰的罪行。

本法的制訂，顯然並不作爲一槽應急棺施，而 

甚在南非法中境了-^項法律，其目的在永遠箱制非 

歐洲人反對"種族隔離" 法律的言論。以鞭键德霸政 

治犯是任何文明國家聞所未聞的。

一九五三年土著勞工(爭端調解）法案

本法案旨在不准非洲籍勞工享有組織工會的權 

利，並且不准他們享有罷工的權利；依本法案規定， 

他們罷工係® 犯罪，得科以五百镑以下罰金、或處 

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兩刑併科。

(b ) 行政上的歧視措施

( i) 公務機關

聯邦政府a 發動一項有系统的蓮動，謀以白人 

接替在政府機關服務的非白種人。迄今爲 lb, 非歐 

洲人在政府機關中僅得擔任低級的職位。現在連這 

類職位都不准他們擔任。一九四九年間，總理辦公 

靡下♦ 以歐洲人接替在公務機關任職的土人；結果 

有很多在政府各部門服務達十年至三十五年之久的 

土著淸潔工人接到解« 的通知。

九四九年九月間，政府決定此後在聯邦常備 

軍中服役的非歐洲人以非載鬪員爲限。他們紙准充 

任廣子或其他助理人員D 他們的服装與軍人制服不 

同。他們的身说裏比國防部昧中歐洲人的身汾低得 

多。他們不按軍階任命，而照載務定名，諸如雜役、 

守衞、司機等。聯邦政府且a 將南非聯邦常備重屬 

下的好望角浪血種人團瞬解散。

( i l) 營業魂照法令

依據這些法令，主管官署得在納塔爾及脱蘭斯 

冗簿兩省內，拒絶發給印度人營業執照或不准其展 

期，而不必鼓明任何理由。小販的執照往往無緣無 

故而不准其展期，卽使中箫人幾十年来始終保持淸

白的紀錄也無補於事。

( i i i ) 各種族會員i昆合纽成的文化團體

聯邦政麻於一九五一年十月間決定，凡文化團 

體其會員、聽衆或觀衆係由各種族设子混合組成者，



政府不再發給資助金。這項決定 &影 響到許多從事 

促進種族間諫解的文化 [Ü體，其中包括有靑年會、國 

際俱樂部、開普敦公民資格研究會、開 普 敦 Labia劇 

院、某督教教育協進社、以及若干辦理成人敎育的 

報織。國際現代昔樂社南非分社拒收政府所撥的二 

百五十镑津貼，因爲這項津貼係以該社不得招待各 

種族 i l 雜的聽衆爲條件。該 f t 生席表示，該社社章 

禁 11；割分膚色界限。政府撥給南非藝術協會的一千 

镑津貼也附有一個條件，卽"不准歐洲人與非歐洲 

人混雜的觀衆參力m 協會所生辦的風覽會或其他活 

動 " 。據政府的正式通知書稱，"凡向全國成人教育 

Î咨詢會領得津貼的公德組織都必須提出這項保 I T '。

最近，南非種族鬪係研究會菌請土人事務部長 

接見該協會的代表團以商討關於召開常年會議事 

宜。代表團由歐洲人數名及非洲人Prof D. D. Jawabu 

■ -名組成。該部長答夜読：，他寧願分別接見代表團 

中的歐洲人與非歐洲人。

( i v ) 鄧局

聯邦境內郵局誅有各別的入口處及植臺，分供 

歐洲人與非歐洲 \ 之用。•一九五二年閩，郵電部長宣 

俯擬採種種措施以謀在開普敦郵政總局及好望角省 

其他四十所郵局內隔離歐洲人與非歐洲人。聯邦共 

有一千二百五十所郵局，其中有八百四十七所實施 

" 種族隔離"。晩蘭斯冗爾省國民黨大會曾於九四 

九年九月通過— 項決譲案，主張在電話間內也實施 

" 種族癌離 " 。該決識案稱，"歐洲人與土人竟使用同 

— 架電話，曼不可恥 " 。此後，若干郭局內卽載有各 

別的電話間。在郵局中，歐洲人向例有優先權，並 

旦受到比非歐洲人優惠的待遇。

( v ) 交通工具

非洲人不得搭乘歐洲人的公共汽車、電車及出 

租汽車。在分誌歐洲人與非歐洲人座位的 &共汽車 

中，上好的座位都留給歐洲人，而非歐洲人紙能坐 

堅《而不舒服的座位。

據一九五0 年十二月七日從約翰尼斯堡發出的

新聞德稱，南非航空公司所懦用的空中女招待 

員接到警吿說她們沒有嚴格遵守膚色上的界限，以 

後必須這樣做。一套新頒發的指示稱，非歐洲人所 

用的頭巾用畢卽須更換，並送交 " 衞生消毒或乾洗"， 

而不像歐洲人用過的物件那様紙須經週尋常的洗職 

卽可。一俟飛機降落，非歐洲人旅客離開座位後，空 

中女招待員卽須在非歐洲人用過的一•切物件上附一* 

紅條。在靈洗室內，空中女招待員不得再放置毛巾，

而必須改用特種的紙巾因爲歐溯人與非歐溯人旅 

客有使用同一條毛巾之虞"。

(v i) 公共場所

非洲人一 所有非歐洲人莫不同然一~不 得 進  

入歐洲人的嫂樂場所。軟洲人的電影院、劇場、遊 

戲場、公共消遺場所以及公共圃書館都不准他們進 

去。

( v i i ) 電梯

在某些建築物 f t , 電梯附有 "歐洲人專用"的標 

記，非歐洲人不得乘用。一九四五年i 月歯, 約' 
翰尼斯堡市譲會碩怖一項建築章程，其中規定凡興 

建四層以上建築物的計«必須栽明有各別的電棟分 

供歐洲人與非歐洲人之用，否則卽不予核可。

(viii) 醫院

非欧洲人不能入歐洲人的醫院治病。卽使在非 

歐洲人的醫院中，非洲籍或非歐洲籍醫生也不得醫 

治其本種族的病人，以免歐洲籍譲士受其指揮A 聯 

邦政麻發檢非洲籍醫科學生的獎學金，附 有 項 特  

定條件，卽他們在行醫期閩無論如何不得醫治歐洲 

人®
聯邦® 生部最近宣他，政府機關中並無任何職 

位可供非歐洲籍醫生應徵。有三個具備醫生資格的 

印度人，因不能課得駐院實習醫生的職位（按擔任 

這個職位乃是許可註册行醫的先洪條件) , 會鶴請醫 

學磁會協助。據答覆稱，由於醫院中有白種護士， 

遂不可能派非歐洲人爲實督醫生，因爲護士都不願 

在非歐洲籍醫生手下工作。結果，具備醫生資格的 

非歐洲籍醫科學生因不能完成其實智階段而不克開 

業。

聯邦政庚擬向本屆菌會提iÜ— 項法案；規定在 

聯邦全境鐵路及郭局、市政廳、臀院、蓮動場等公共 

場所內實施"種族隔離"。

(ix) 教育及居住

非款洲人在教育及居化方面所受的種種限制及 

歧視詳見隨文附送名曰"南非聯邦內非白人權利所 

受限制" 的小册子。

( c ) 社會上的"種族隔離 "
非人待遇

非洲土人及其他非欧洲人非但不淮享有政治權 

利及經濟機會，而旦在社會上也不論個人的身掛或 

成就如何， 槪被當作劣等人看待0 非洲人待身處



事必須時時對白人表示適當的尊敬，因爲白人是屬 

於生宰種族。如果不然，他也許會卽時受到白種流 

的凌虐。有時，單是因爲非洲人衣冠楚楚，就可 

能激起白人在種族上的妒忌心理以及強暴的挑置行 

爲，也可能使這個非洲人受到誓察注意。

白種人的流頃行爲意在 "壓制士人不許抬頭"， 

並使土人永久有懷自卑感。在聯邦境內，非法殿打 

及殘酷虑待非白人的情事層出不窮，似政開普敦的 

首席制事於一九五二年七月十七日在南非警察授勤 

典續鹿上發表演說稱 , "最近有許多警察被傳到法院 

受審，道件事使得愛護警察的人感到痛心……不要 

忘記，卽使牲畜也有不受虐待的權利。納塔爾省的 

美以美派教會會議曾於一九五二年八月九日通過一 

項決譲案，要求採取有效的警戒措施，以防激吏酸 

打土著囚犯，並防警察穀打被吿土人。於此不妨就 

警察及其他政府當局對井歐洲人的待遇，舉出幾件 

典型的實例。

- 九五二年七月間，有一個三十七，的非洲人 

Mr. Griffith Zanzile 被兩個偵探殿打；他們用脚賜他 

的腹部及腰部，又用一條橡废管抽他的頭部、肩膀、 

手臂及背部。他向法院楼餅說，他數不淸挨了幾下 

打，紙知道有許多下。

另外有一個 名 叫 Johanna S kozeiia的非洲籍婦 

女 會 向 Germiston地方的制事申餅三個警察局偵探 

殿打她的情形。"我被蒂到看守所內。在那襄，Van 
der Merwe 先用一條橡皮管總着我的頸子周圍，然 

後抓住橡皮管的一端，並由另外一個«察抓住另一 

端，向着外面拉，使得我速不出氣；道樣我就晕迷 

過去。當我B 醒過来時，Van der M e rw e遺正在用 

橡皮管抽我的肩胰和身上其他部汾。Van der Merwe 
叫我趕聚祈禱，因爲這是我的未日到了"。

偷政每日快報駐約翰尼斯堡的新聞採訪員最近 

會就聯邦境內一處勞役農場的情戈，作如下的報道。 

有一個警長在視察約翰尼斯堡附近一處農場時凝現 

有一百零六個非洲躇勞工韋青粗布衣服在田中工 

作 , 其中有五十人身上及腿上傷痕疊曼。晨場上有 

間鎮閉的房間，外表上完全與驚獄無異；這個警長 

躇現襄面關着其他一》非洲人，也穿着粗布衣服，而 

旦其中三人遍體緯傷a 在劳邊- 閩房閩襄，他發現 

有許多鞭子和棍子。有一個南非農夫和他的兒子因 

街非洲籍勞：!：夜間以雄烤困縛，白天予以監視，先 

後將三個星期，而被制犯殿打該勞工之罪。他們被 

科寵金五十五镑。制事曾批評説，"你們將這個士人 

在夜間用雄拷困縛起來，白天加以監視，来防 Ih他 

逃走a 這是公然懷害人權。你們做夢都不敢如此凿 

待欧洲人的"。

- 九五三年四月 十 ®日從約翰尼斯堡發出的另 

外一篇新聞報道會述及有一位法官如何裏想査明何 

以某些白種警官未因縱容並核可在警察局內，某一• 
非洲人施用酷刑而受蔣究。法 官 Mr. S elke在 （納 

塔爾者）Pietermaritzburg地方聽說有三個非洲籍警 

察將一個非洲人趁他在搏坐之際力B上手拷，予以逮 

捕。他們在他的大腿下放一塊木頭，然後將他從地 

上抬起，繞着圈子能轉。這個非洲人在樹上吊了三 

天，吊鍵的端結在樹枝上，另一端縛在手拷上。他 

的手臂高舉在頭上 , 兩脚幾乎碰不到地。有一次，他 

接連在樹上吊了二十四小時以上。

這三個酷吏後来經刺事制罪，兩人各處徒刑三 

月，其餘一人處徒刑四月及杖刑。他們的上訴經法 

官驳囘。法官說，紙有非洲人縫受檢舉，這是不對 

的。

受審訊的消極抵抗者也同様受警察當局虐待b 
有一批志願參加消極抵抗運動的非洲人從勞役農場 

釋放出来後說 , 他們在那裏奉命做笨重的勞力工作， 

從早上七時到中午十二時並無閩歇，然後纖有三刻 

鐘沐息時間，接着一直做到將近晚上五時。據他們 

說，在這段期閩，他們不斷受看守人殿打。他們 

奉命在深至腰圍的水道中做築堤工作，而當他們在 

作工時，看守人 "把他們的頭推在水裏"。有幾個志 

願參加消極抵抗蓮動者稱，治療囚犯的醫藥敦備品 

質不良，數量稀少，甚至毫無。可靠的人士曾證明 

他們所稱各節確係事實。著名的英國教會牧師Rev' 
Trevor Huddleston 在最近一次談話中稱，"我個人彼 

相信，近来確有好幾起虐待那些因與白人反抗蓮動 

株速而下獄的消極抵抗者的情事……我會經親自和 

這些消極抵抗者會談；我不相信他們所說的事件是 

虛構的"。

警察會迭次犯因插塞其所逮捕的非白種婦女 

罪，瞬打旧犯，乃至殺人而經制定有罪。國民黨政 

府弗但不採嚴峻的措施以杜維這類暴戾的行爲，反 

而寛恕這類行爲，甚至予以鼓勵。

一九五二年七月十九日，兩個鐵路驗票員在法 

院中被按殺打George Mzikayasi, 卽用救票的翦子打 

他 的 , 用脚赐他的腿 , 並且幾次用拳頭殿擊他的 

臉部和身體。驗票員之一對 Mzikayasi說："你居然 

以白人自居，你以爲你聰明？" M zikayasi向法院申 

m m , 他因被踢而折斷了課骨。當他躺在地上填向 

靠近月臺的《欄時，他受拳打脚踢。後来有另 ;i —  
個藥制服的白人從火車後面過来，也對躺在填上的 

Mzikayasi拳打脚踢。



在南非，白種平民也常常單憑非白人"無續"及 

不知守 "本分"爲理由，而私自對非白人加以徹罰及 

段打。在幾年以前，有一個服装良好的非歐籍僕役 

在等電車時受兩個白人襲擊及殿打，以致傷重雜命。 

這雨個白人向法院申辯說，他們看到他菜良好的服 

装，允其是戴着手套，所以戚到忿怒。

Cape Times會在一九五三年三月三日出版的一 

期中刊栽一•段清A , 敍適某一歐洲人如何將瓶溶 

翔倒在一個井洲士人口中，灌入他的喉嚼，然後用 

火柴燃點，使得他着火。Rangariyayi是 Bulaway市 

立工場所傷用的技工糖手；在二月十四日那一天， 

當他正在忙於用瓶中的液洗刷曳引機時，他的同事 

Arnold Longworth 走到他的附近。 "Longworth 拿^  

瓶子，將一部分液體倒在我的嘴襄，一直灌到喉嚼 

然後燃點一根火柴，放在我的臉上。他隨卽跑走。我 

用羊毛衫擦臉，想把火撲減"。這個土人在左臉和耳 

朵上有好幾處大塊的火傷，在背部和手臂上有較輕 

微的火傷。他遺受到驚嚇。傷處危及他的生命，而 

且他臉容被毀，難免水留疲痕。

" 白人"以殿打非洲人作樂也是常有的事a 約翰 

尼，斯堡 "星報"曾在一九玉二年十月十六日社論中述 

及另外一件典型的事例。 "昨日，Springs地方法院 

宣斜三名二十歲関外的白人有罪，其罪狀爲在今年 

八月間屋斯六晚上無故殺打公路上的五個士著男子 

和一個土著婦女 :> 根據證據可知，其中五個土人赏 

時係從 Springs出發在主要公路上安穩地騎着自行 

車，途中忽受白人狙欄及段擊，以致身體負傷，自 

行車被損壞。第六個土人出而干涉，也被殿打。被 

吿說不出理由来替他們自己辯護；刺事據理宣吿他 

們的行爲 ' 完全是流坂作風 ’ " 。在此情形下，法院IR 
制處他們十五镑罰金，或三十天徒刑，可見是相當 

宽容了。

在南非，非歐洲人的生命簡直毫不値錢。約翰 

尼'斯堡至 Vereeniging的道路邊■-處農場的所有人 

Mr. C. R. Pantell，暨立— 塊吿示牌，警告土人、印 

度人和展血種人説,愉若也任夜間進入農場地廣， 

- 經 武 装 後 覺 ，便输段勿，翁，而且他們的屍 

體會給予野犬吞嘯。國會中代表土人的譲員Mn S， 
K a h n曾質詢政府是否a 注意到這塊吿示牌，是否擬 

對Ü 場所有人這種f f 諸暴力的威脅提起公餅，以及 

是否擬採適當# 驟將這塊吿示牌撤除。警察總監答 

覆 Mr. Kahn U , 這塊吿示牌並不違法。

非歐洲人不論身份如何，都不能在歐洲人的旅 

館陶住宿。歐洲人家庭並不以平等地位接待他們。非 

歐人不敢敲歐洲人房屋的前門，而必須從後Pg出入。

有些店辅甚至另說《臺，專供非歐洲人之用。在道 

些店鋪中，非歐洲人必須等到所有歐洲籍顧客照應 

完畢後，繞臨到他們。

(iii) 巴基斯坦政府來文 

U. K. 18 /5 /53

事由：南非聯邦政府的 ’'種族隔離"政策在南井所造 

成的種族衝突間題

在奉命請察閱九五三年七月二十四日本國政 

府 No. U. K. 18 /5 /53  — 0 g ,並随文檢附關於上開 

事由的備忘錄一件( 另附副本一後)。

巴基斯坦政府秘書 

( 簽名）J- A. Rahim

備 忘 錄

南非聯邦政府的"種族陽離"政策在南非聯 

邦所遺成的.種族街突間題備忘錄

第一•部分 

引 言

本備忘錄旨在以客觀態度叙述自一九0 九 

年卽南非法通過及南非聯邦成立之時起至今多年以 

来南非聯邦政府- * 賞所採的轉族歧嗣政策。已基斯 

坦政府認爲，以本備忘錄而論，可無須詳細閣述非 

白種人，特別是印度、巴基斯坂裔人（爲行文方使 

許，以下簡稱爲印庚人），塵來爲反對他們所受歧視 

待遇而奢鬧的情形。因此，本備寂，錄所側重者爲聯 

邦政府種族歧視政策所涉各項法律的涵義（本傭忘 

錄第二部分)，以及這項政策激於南非聯郝內非歐洲 

人日常生活的具體影響 (本備忘錄雷三部分)。本備 

忘錄結論部设筒述a 基斯组政府衡委員會目下所譲 

間題的意見。

第二部分

— 九五0 年至一九五三年間有關聯邦政廣 

種族歧視政策的各項法律之涵義

—九0 九年南非法。本法爲建立南非聯邦 

的法律 , 亦可視爲聯邦內種族隔離政策的濫鎭。本 

法禁 ifc非欺洲人充任參識院或衆議院的識員。在三 

者（脫蘭斯冗爾、納堪爾及橘河自由邦）內，非歐洲人 

不准行使選舉權。這三容的非歐洲人同樣地無權參 

加省議會議員的選舉，或充任省議會議員。



二 . 鎮場及工廠法 ( - 九一一年第十二號法律 ) 
及錢場及工廠修正法（一九二六年， 二十五號法 

律 ) 。 本法禁 i h i 人及印度人在擴場或使用機器的 

內擔任某技術性或管理力面的職業。

三 ‘  土著勞工管理法 （一九------- 年第十玉號法

律）修 正 ^ 三三^ 化。 本法趣定管制勞工代 

« 寡 勞 依 本 法 規 定 ，土著勞工 

如擅離工作場所、或不到場作工、或不履行其懷傭契 

約的規定，均視爲犯预事罪。

四 . 移 民 管 理 法 （一九一三年第二十三號法 

# ) ^ 本 法 授 權 部 : 一 人 根 據 其 種 族 身 分  

gil以歧視。依本法規定，凡亜洲人均屬"禁出移入

者"。

五 . 士 人 士 地 法 （一九一三年第二十七號法 

律 )。本 法 禁 止 土 人 在 若 干 定 " 土 人 展 域 的  

限制廣域以外購買、祖用或取得任何土地。違反此 

項規定構成刑事罪。

六 . 鐵道及海港之管理管制及經營法（一九

六年第二十二號法律)。 本法授權鐵道管理局得保 

留i 站房屋（包括厕所在內）、任何火車或車麻專供 

特定種族之用，或規定得使用這些説備者以特定種 

族之人爲限。此項規定使鐵道管理局得以對歐洲人 

與非歐洲人加以差別待遇。

七. (城市展域）土人（法律統- ) 法 （一九四五 

年第二十五號法律)。原有的(城市展域）法^一九 

二三年間通過，用ÎÜ替代各省關於土人進入城市廣 

域及在該展域內居住事官的法律3 —九四五年間， 

聯邦國會制定(城市展域)土人法律統一法，嗣後復' 

陸續通過各項修正法。本法及其各項修正法的目的 

是在按照白人需襄勞工的情形，規定土人進入城市 

廣域以及在此席域內逗留及居住的管制辦法,丽毫 

不顧及土人自身的雷襄或諷求發展的願望。

八. 竊盜牲畜'冶罪法（一九二三年第二十六號 

法律）及竊盜牲畜治罪法修正法（一九四二年第十 

六號法律)。本法對竊盜牲畜罪科以嚴属的刑罰。本 

法規Ü 間何人"均有非常的權力，無需拘票卽可 

將其認爲有犯本條所稱罪行的相當嫌疑者逮捕。此 

項權力旨在備供歐洲人之用，而本法各項規定主要 

保以非歐洲人爲對象。

九. 勞資協調法（一九三七年第三十六嚴法 

律)。 本法原係一九二四年間通過，旋經於一*九三 

七年間修正。本法所載的"受« 人"定義將土人除 

外；是场土人不得享受本法爲工人所規定的一切利 

盡及保障。土人的工會旣不予登記，又不予承認。他

們因而不能與« 用人談制，或從事罷工以謀革除其 

疾苦。事實上，他們從事罷工係屬達法；如果他們 

嚷工，便是犯刑事罪。

- 0 . 工資 法 （一九三七年第四十四號法律 

本法具載確^ 各 資 額 的 辦 法 ，但並不適^  
於襄業、園藝、畜牧或林業方面的工人，亦不適用於 

私家所« 用的僕役。依本法規定，一俟某項職業的 

工資額確定、最低工資率蠻訂後，懷生如給付少於 

最低率的工資，卽屬犯罪。但挨諸實摩，本法成了 

阻止非歐洲人擔任工資較高職位的有效措施，因爲 

以這類織位而論，白人傷生寧可« 用白種勞工，而 

不願« 用土著或其他非歐洲籍勞工。

一一 . 土人納税及發展法（一九二五年第四十 

— 號法律 ) 。 依本法規定，每-*土著成年男子每年 

須 缴 人 镑 及 茅 舍 税 十 先命。如果他不纖這兩 

稅，便是犯罪；不但如此，而且如果他在日夜任何 

時間遇有精査而不缴驗納税收據，亦屬犯罪3 此外， 

土人尙須'缴納部落捐税。這幾種税是土人身上奇重 

的負擔，其用意在逼使土人離関部落廣域替白人作 

工，靠抵微的工資來缴納這些税款。

一二 . (脱蘭斯冗爾及納塔爾 (主僕法修正法(一 

九 二 六 年 第 二 六 南 非 每 省 各 有 其 主 僕  

法，但其中規定大同小異。本法修正晩蘭斯冗爾及 

納塔爾兩省分別施行的主僕法。歐洲種農民向例准 

許土人耕作一小塊士地以維生許，藉以換取土人的 

勞役。這類土人稱爲個工。依本法規完，個工允服 

勞役的協譲構成主僕閩的« 傭契約。土人如不遵守 

這項書面、口頭或默認的契約，便是躯刑事罪。工 

資按日計算的受傷士人亦可同様偷罪處霸。

- 三 . 土人管理法（〜九二七年第^十八號法 

律 ) 。 本法規定土人事務的"管制及管理 "辦法，並 

將廣泛的管轄土人的權力授予行政當局。總督 

是全體土人的最高首長，紙須通怖公告而不經過 

國會立法手續卽可制訂關於土人的法律。依照最近 

所碩俺的條例，土人不准舉行會議；凡直接或間接 

唆使土人違抗任何法津者，須受厳重的處霸。

— 四 . 老年養邮金 法 （一九二八年第二十二號 

法津 )。 本 付 老 年 養 邮 金 辦 法 ，但受盤人 

以白人及混血種人爲限，土人及印度人不在其列。卽 

在白人與混血種人之閩，也遺有差別待遇，因混jk  
種人所得養邮金鎮較白人所得者爲少。

一九0 四年閩，本法所規定的各項利盡經依據 

養绅金法修正法，卽一九四四年第四十八號法律，推 

廣至印度人及土人。但是，養邮金額視種族而多寡 

不等的規定依然存在。



一五 . 酒類法（一九二八年第主十號法律)。本 

法禁 Ik以酒類供給土人。在好望角以外各者，以酒 

類供給印度人亦受禁 îh。在脱蘭斯冗爾省及橘河自 

由邦，對混血種人亦不得供給酒類。

一六 . 婦女選舉權 法 （一九三0 年第十八號法 

律K 本法將選舉權推廣及於聯邦所一有各省全體歐 

裔成年婦女。非歐洲人僅能在好望角省為'內享受 

選舉權，但非歐洲種婦女則卽在該省亦不得享受此 

權。

— t . 選舉權法修正法（一九 三 洋 第 四十一 

號法律 )。 本法將選舉權推廣： 所有各â ' i 體^  
裔成年男子 , 但並不將同樣的權利授予非歐洲人；卽 

使好望角省內的非歐洲人亦無此權。

— 八 * 土人《傭 契 約 法 （一九三二年第二十四 

號法律) 。 本 法 再 度 主 僕 法 ， ^  
本法規定，除非土人交出項由他本人或監譲人居 

住地地主歐籍農民出具的文書，表示准許他訂立傷 

傭契約，任何人均不得傷用這個士人，任何官員亦 

不得發給他通行證或諸如此類的證件。不遵守這項 

規定便是犯刑事罪。這項規定使土著個工和他的一 

家大小幾乎成爲歇洲人的奴綠。

勞務契約的性資在本法第五節(二）中表現得很 

淸楚，內規定："不論任何其他法律規定，凡個工契 

約無論其存'續期間始何或在何地點訂立，均不得以 

此項契約未按特定方式或格式歸結之理由而視爲無 

效％事實白種農民的話就是法律。本法並規定， 

犯本法所稱的若干罪行者，以鞭键處罰之。

— 九 . 盲人救濟 法 （一九三六年第十一號法 

律 )。 本法^ 定 給 人 養 邮 金 的 辦 法 ，但受益人 

& 歐洲人或混血種人爲限，士人及印度人不在其列。 

在歐洲人與浪血種人之間，亦復有差別待遇，因混 

血種人所得款額較歐洲人所得者爲少。

二。，養邮金法修正法（一九四四年第四十八 

號法津）及 養 邮 金 法 （一九四八ÿ ÿ râ十 

號 養 邮 金 法 修 正 法 ；卽一九四四年^四十 

八號法律，將養邮金的利益推廣於土人與印度人，但 

依然根據種族而規定多寡不等的養邮金額。

二一 ‘  土 人 代 表 法 （一九三六年第十二號法 

律)。 本法好望角省士人的普通選  

規定該省土人有權選舉三名歐洲人爲衆譲院識員。 

聯邦全境內土人依本法有權選舉四名歐洲人爲參譲 

院譲員。本法並規定設置土人代表諫會，其性質純 

隱備供諮詢而a 。馬蘭政府在一九五一年竟將這個 

識會也予以撤錯。

二二 . 士人信託某金會及士地法 ' 九三六年 

第十 八 號 法 本法說置機關，稱南非土人信

託^ 金會，負責管理經割定及開放供土人使用的展 

域內土地。該基金，依本法有權另行收購七百二十 

玉离荷战 (m orgens)以下的土地以供土人使用。該 

某金，照規定應在五年之內以聯邦政麻所撥的基金 

購得這些土地，藉以作爲南非歐洲人與土人間土地 

割分問題的總解決。好望角省土人原来有權購賈割 

定之土人展域以外的土地，此後a 被剝奪此權。

增撥土地的提譲乃是依土人代表法（一九三六 

年第十二號法律）削滅好望角省土人選舉權的交換 

條件。自本法通過迄今雖a 多年，移轉予土人信託 

茶金 t •的土地面積卻速當初所說允諾者的一半遺不 

到。縱使全部土地均經移轉，土人所可使用的土地 

總面積也不過估全境土地百分之十四左右，而土人 

人 P 卻佔全國總人口約百分之七十。

二三，武器及軍 火 法 （一九三七年第二十八號 

法 依 本 法 規 定 ，非經司法部長許可，不得發 

給^ 洲人武器執照。

二四 . 土人法律修正法（一九三七年第四十六

外的城市展域或鄉村K 域土地，以及限制土人進入 

及佔用城市展域內的房屋。本法並授權政府，得將 

設在城市區域內土人居留展、材莊或寄宿舍以外地 

點主要係供土人之用的娱樂場所、學梭或社會予以 

封閉。

二五 . 土人納税法（修正法 )( - 九三九年第二

士五號法律y r 本法規定，凡是被控交未出人頭^  
茅 舍 税 的失業土人，土人事務專員得適迫他 

就業，替任何《用人服務倫若他失掉或離棄這項 

職業，須受處霸。

二六 . 殘廢濟助法(一九四六年第三十六號法

律 )。 本法規é 發' i ：濟 助 身 0 
Æ項濟助金得發給歐洲人、混血種人、印度人，亦 

得發給土人；但對於土人，本法適用範圍及施行曰 

期須由土人事務部長以公吿定之。

本法所規定的濟助金數額g 隨種族之不同而多 

寡不等，以歐洲人所得者最多。

二七 . 亜洲人土地權法修正法（一九四九年第

五 十 三 號 法 律 內 容 包 蘭 斯 冗 爾 洛  

印度人及亞 i 人藉繼承非亞洲人遺産而佔用不動 

產，但經主管部長根據土地權委員會報吿而特許者， 

不在此限。該委鼻會所負職責爲就其擬在某些條件 

f 撥供亞洲人估用的廣域，提具報吿*



二八 . 養邮金法修正法（~ 九四八年第1>̂ 1̂̂ 一 

號法律 )。 本i 去修訂各項養邮金數額，但對各種族 

領受養邮金者仍有差別待遇。

二九 . 失業保險法修正法（一九四九年第四十 

- 號法律 ) 。 - 九四>乂年失業保險法對各

並無歧視V 但其一九四九年修正法修訂"纖納保險 

費人 " 的定義，將每年工資數額在一百八十镑以下 

的土人除外。此項限制卻不適用於歐洲人及其他工 

人。由於此項眼制，所有土人幾乎都不能享受本法 

所規定的利盛，因土人中工資趙週這類數額者人數 

極少。

三0 . 鐵道及海港法修正法（一九四九年第四 

十九號法律 ) 。~
種族使用不同的火車站房崖、火車、船填、大小碼頭、 

飛機場等。

三 禁止異族通婚法（一九四九年第五十五 

號法律 ) 。 本 i t歐洲人^ 非^ 洲y C ii婚。在南 

非有住所的非歐洲人與南非白人的婚姻，縱使是在 

聯邦境外舉行婚慮者，在南非亦屬無效。

三二 . 人口登記法 （一九五 0 年第三十號法 

律)。 本 法 製 南 口  i ï â S 以及 

碩發身汾證的辦法。所有的人拘按照種族分類；各 

入的身汾證上都註明所屬的種族。

三三 . 種族分展法 （一九五0 年第四十一栽法 

律 )。_ 本法^~定劃分各別種 ; 的 法 。某一廣 

域經~以公吿割定爲特定稿族的"種族展域 "後，該種 

族的人便紙能在該域內取得或佔用土地房屋供居 

住、經商或就業之用。原来住在該展域內的其他種 

族居民必須遷離。本法的用意是要將非歐洲人從市 

鎭內a 開孽的地厲以及商業中心展遷出。弗歐洲人 

所分得的调域十九是在市鎭之;本法對印度人特 

別有彰響，因爲他們不但喪失房屋及營棄場所，而 

旦他們的諶生之道亦遭剝奪。

三四 . 取維共雜主義法（一九五0 年第四十a  
號法律 ) 。 及収雜共産主義法修正法（一九玉一年 

第 五 法 律 ）。一 "作甚爲-廣義的 

解釋，並賦予政府廉大的權力，得宣告某些團體爲 

非法組織、某些人爲共產黨黨員。政廣依據本法並 

握有拘鎭、驅逐出境及壓制公民自由的廣泛權力。這 

些權力的主襄目標是在鎭壓非歐洲人的政 ’冶運動。

三五 . 土著建築工人 法 （一九五一年第二十七 

號法律 ) 。 本法禁止« 用士人在城市展域內土人l i  
以外Æ 的建築工程中擔任技術性工作。技術性工 

作的定義範蘭甚廣，包括簡單的工作在內。

本法授權勞工部矣禁止任何人傷用土人擔任技 

術性工作 , 速尋常修樓建築物的工作也在禁止之列。 

這些禁令都是爲了維譲白種勞工的利盡而設的。

三 六 .選民分別代表法九五一年第四十六 

號法律)。 本法旨在好望角省的混血種選民從一般 

選民名册中别除，藉此剝奪他們在該者各選舉展內 

參加選舉的權利。本法另行規定將他們越入單獨的 

名册，並規定他們有權選舉歐洲人四人爲衆議院譲 

員及« 譲會譲員兩人，後者得由渴A 種人充任。本 

法業輕南非最高法院上蔣庭裁定爲逾越一九0 九年 

南非法 "保障條款 "的規定範圍，從而宣告無效。但 

南非政府依然企圓胳混血搏選民從一般選民名册中 

湖除。南非政府的論據是，混血種人的教育H見普 

及，具有選民資格者愈來愈多，以政危及白人的至 

上地位。

三七 . 班圖族當局法(一九五一年第六十八號 

法律)。 本 法 撤 館 依 二 九 三 六 人 法 試 的  

土人代表譲會，另行規定設置部落、厲域及領土三 

級當局。部落譲會議員的任命方法須由總督决定。厲 

域譲會譲鼻或由選舉廣生，或自會長、頭目及郁落 

譲貪譲員中避選3 領土譲& 議員自廣域譲會譲員中 

選出。土人事務部長如認爲某一譲員廣怠職責，或 

爲土人利養着想露爲合宜時 , 有權撤館該員的任命。 

事實上，將来這學機關的譲員並不能由土人以民主 

方法選出，而直將完全受官方的操縱3

三八 . 土人法律修正法（一九五二年第五十gg 
號法律)。 本修正法规定，土人如禽於執行其所派 

安^ 工作，或因服用上遍藥物或酸酒以致不克勝任 

其工作 , 或抗拒其« 用人或任何管理人的合法命令， 

或出言侮辱或護罵其« 用人或管理人，均腾犯刑事 

罪。

本修正法授權土著勞工監督行使司法載權，得 

以簡易程序審判犯上述罪行的土著勞工，並得科以 

二镑以下詞金；此項罰金得自工資中扣除。

本修正法並授權政府得将部落舍部或一部汾每

柱他處。

本修正法又親定較往更嚴格的辦法以管制土 

人進入城市區域、在當地居窗及將其解送出境事宜。 

在市鎭內居住a 久的土人得令其遷離該市鎭。政府 

並得宣告土人爲"遊手好開者"，將他送往勞役工場 

或勞役農場服役。

三九 . 刑罰法修正法（一九五二年第三十三號 

法 律 本^正法限定對犯某些罪行者必須處以鞭 

键刑罰。



本修正法係以土人爲對象，當初所以通過係某 

於下述論據，卽徒刑對土人而言並不痛苦，因在監 

獄中，士人至少可不愁食宿。

四0 . 國會高等法院法（一九五二年第三十五 

就法律) 。 本法規定由國會—— 兩院聯席會譲二 

行使法院職務以覆核最高法院上餅庭的制決。制訂 

本法的目的專在推翻上詳庭關於宣告選民分別代表 

法爲無效的制决。

四 土 人 (廢Jh通行證及统一證明文件) 法 , 
( ― 九五二年第六十七號法律) 。 本法依規定，土人 

必須備帶一種"査考證書" ，內栽其身汾號碼、詳細資 

料、照片、納税收據、値傭契約等3 士人在任何時 

間如遇檢査必須纖驗這種證書 , 否則便犯刑事罪。本 

法並規定載置土人事務中夹資料局。

四二 . 公共治安法 (一九玉三年第三號法律)刑 

法修正法（一九五三年第號法律 )。 根 

法律，，聯 邦 政 府 握 有 ^前 的 可 用 以 箱 制 非 歐  

洲人的言論。刑法修正法規定，任何罪犯其犯罪目 

的爲對某項法律表示抗譲、或爲贊助任何反對法律 

蓮動、或爲表示贊成街某項法律之施行或執行加以 

變更或限制者 , 須受嚴属的處罰。該修正法並規定， 

凡被判會犯勸使、媒息或教唆他人參加此項運動之 

罪者、或被制曾犯供給或壽募金錢以援助此項運動 

之罪者，甚至須受更嚴属的處罰。

本法的用意是要用殘酷的手段鎭壓非歐洲人裏 

求廢除他們所受限制或爭取政洽權利的運動。

第三部分

種族歧視政策對南非聯邦內 

非歐洲人生活的影響

本部分擬將聯邦政麻種族歧視政策所發生的各 

種影響，分別歸納爲政治、經濟及社會權利的限制 

三類。這襄擬專行論述非i f：洲人個人日常生活所受 

的種種限制，故不敍及上一部分所已論列的有關法 

律。

—. 政治權力的限制

非歐洲人族不能充任聯邦衆譲院議員，也不能 

充任聯邦參議院譲員。事實上，根據明文規定，紙 

有取得聯邦國籍的歐溯人才有充任譲員的資格。非 

歐洲人因此聯邦政治事務，塞無表示意見的權利。

在聯邦四者中，僅好望角洛’一省的非歐洲人得 

享一些備受限制的選舉權。在其餘各省內，非歐洲 

人根本不能在選民名册上登站。

抵評政府所採不公平政策的É 由大受限制；實 

際上，這類批評業經宣吿爲構成刑事罪。

二.經濟權利的限制

( а ) 就業。 非歐洲人通常不准從事技術性職 

業。他們往往不能獲准加入工會、或受工會保護。非 

歐洲人由於缺少教育的機會（參閱下文教育權利的 

限制一箭 ) , 幾乎無法受到技術性職業的訓練。這一 

力面職秦因薪水較高，所以保留給歐洲人擔任。非 

歐洲人受固定的工資率拘束，因此不得不接受工資 

最低的職業。

( б) 殺 。 非歐洲人在營業及經商方面的出 

路非常有î i r 因爲核發營業執照的官員及官署依據 

該國營業執照法♦ 發給他們的執照爲數極少，核發 

營業執照完全是權宜行事 , 其結果對非歐洲人不利。 

舉例言之，非歐洲人不得領収酒徘間、酒鋪或拿火 

經售商的營業執照。

( C ) 不動產的取得及佔用。 "種族隔離"或完 

全隔離政策自制定一九五0 年種族分展法之時起開 

始實施。雜然該法在名義上據就是公平對待南非聯 

邦的三部设人口，卽白人、土人及混血種人，但其 

施行以来的實際效果是將該國人口分成三個種族集 

m , 其中每一種族各有其指定的"種族展域"。各該 

種族紙能在其指定的"種族展域 " 內估用土地房屋。 

在各種族展域 "以 f 地方，佔用權紙准與地主同一 

種族的人享有，而且所有權的移轉，除當事人雙方 

屬於同一種族者外，須經內政部長准許方可爲之。

( d ) 移民及省際遷徙。 印度、巴基斯坦裔的南 

非國民並無省際遷徙的自由，其結果顯然有礙於他 

們在社會及經濟方面的進鹿。假使他之中有人失 

業 , 那瘦縱使在另•一省☆ 內有某項職業懸缺以待,他 

也不能進入該者。歐洲人卻毫不受這種限制。

三.社會權利的限制

( a ) 教育。 歐洲學生的學挟與印度、巴某斯圾 

裔學生的學梭完全隔離。法律禁止後者進政府所i i  
的學梭:，因爲這些學校是專爲歐洲人而設。.非歐洲 

種學童所進的學校有極大多敷紙變得 "政 ;^ 補助"， 

其校舍、說備及維持費全靠私人機關供給，僅教載 

員係由政府供給。但自一九四四年起，政府 a 撥款 

資助建築費的半數；土地則仍由私人方面供給。至 

於政麻爲歐洲人所誌的學梭，則一切均由政府供給。

雖然全國各地到處有專科學校，但其中極大多 

數紙收歐洲人學生。聯邦境內多數大學都堕決粗收 

洲種學生。



( i ) 替院、火車站、圃書館、交通註備及其他社 

會載施。 這些社會載施力而的種族歧視a 成爲聯 

邦境內常見的现象。.ft會福利法令所規定的福利金 

數額視各種族而異。歐洲人所得者較印度人及混血 

種人爲多，後雨種人所得者則又轉較土人爲多。其 

他若干公共賴利載施亦受同種族歧視政策限制。

( c ) 真族通婿。 法律禁止白人與非白人通婚， 

並幾定凿主待這類婚姻儀式者的罰則。這類婚姻在 

南非聯邦內視爲無效a

第四部分 

結 論

— . 根據以上的簡裏敍通可見南非聯邦種族銜 

突筒題並非新約間題。南非聯邦政府成立以来卽一 

貢推行"種族隔離 "政策。這個政策的宗旨無非是在 

法煞非白人在聯邦人口中佔大多數的事實而剝奪他 

們的進展機會，藉以永遠保持白人對於他們的優越 

地位<3 各力面事實顯然i t 明，由於歧視非白人的法 

律繼續存在，他們照理可望達成的正常發晨a 受阻 

礙。當初移殖到後来成爲南非聯邦的土地上的歐洲 

人裏比土人或是被招寡前佳該國的印度人都較有技 

能及智識。道些種族® 合在一起後，彼此在發展程 

度上原有的距離卻始終厳格保持，甚至加深。

二，南非聯邦政麻爲辯譲其種族妓視政策起 

良, 一向表示這個問題在本質上是一個國同間題，而 

旦該政麻所採各項措施的用意是揉了促進各個不同 

種族的分別發展。南非聯邦政府並且始終認爲，印 

度人因其所謂較征約生活水準，使得歐洲人在經濟 

上廣爭方面處於因難的地位<3

三.聯邦各種族之間在生活水準上原有的懸殊 

情形® 然無可譚言，但決沒有理由来採取"種族隔 

離 " 政策以圖永遠維持這種懸殊情形。不同的種族 

未始不可能過其共同的生活，並旦合力開拓一種新 

的局面，使各種族享受均等的機會，從而可以和平

精處而無虞某一生宰種族的剝削或统治。當今世界 

不乏道種由衆多種族級成的社會的例子，在道類社 

會中，各種族根據機會均等及自由的原則建立社會 

關係而能共享其利。

四.聯邦政府卻背道而馳，一貫制定各項法律 

以圖使土人、印度浪血種居民始終處於儘可能最低 

的文化水準上。這些人民無權取得土地，被追在照 

離廣域內過日，無法賺取一定數額以上的工資，並 

且被剝奪教育權》工會權及參政權。他們的人格尊 

厳已因妓視拾施而被贬損；在這些措施之下，他們 

不但連普通的公共設施都無法間津，而旦變成了完 

全聽命於白人的附庸。

玉 . 巴某斯想政府認爲聯邦政府所推行的"種 

族隔離"政策造成了  種嚴重的情勢，這種情勢不 

但威脅世界和平，而且也是彰明達反聯合國憲章所 

昭示的關於人權及某本自由的根本原則。&某斯坂 

政府相信，解決南非種族問题之道並不在於由種 

族統治另種族，而在於由各種族在平等與自由的 

某礎上互相合作。假使南非聯邦人口中非歐洲人的 

- 郁汾繼續屈居落伍及奴役的地位，那麼該國社會、 

經濟及政治各方面的生活便不可能有融洽的齋展。 

這一大部汾人口如不克參加共同努力以謀該E 的後 

風，必然會引起不幸的後果。在道義上，非歐洲人 

道一•部汾人口之有權反抗他們所受的限制，是-無可 

杏認的。這些人民在作此奮鬪以冀從白人統治下解 

放出来並謀造成有稗於進步及繁榮的生活狀況之 

際，可能訴諸挺而走險的補救方策。

六 . 反過来說，假使某一政策的宗旨是媒在特 

殊的範圍內使不同的種族各得其所、各取斯需，那 

麽這種政策便足以促成一個進步的社會，使每一種 

族都能在其中按照各自的正當願望向前邁進。因此， 

南井聯邦政府不應該建立一種以"種族隔離"理論爲 

基確的社會、政治及經濟體制，而應該正視今日世 

界的現實，改變其政策 , 使之符合聯合國憲章原則、 

國摩奥論的趨勢以及時代的潮流。



附件肆

一九三六年及九四六年各區城土人人口之性別分佈情形 (單位千） 

廣域頻別（依照一•九旧六年定義)a

城市居留展b   .......................................................
其他都 ffî展域C ...................................................... ....

都市近郊 ....................... ................................................
鄉展市鎭 ...................................................................... .
鄉廣土人市鎭d ........................................... ..................

都市住宅廣域總許 .................................................

歐洲人所佔有之農場e .................................................
蓝洲人或泥血種人所佔有之農場 f ..........................
非爲歐溯人、亜洲人或混血種人所估有之農場g 
國營農場h ........................................................................

農湯厲域總計 ..........................................................

信託基金會所肩土地之居留廣及保留地Î  ...........
其他業經授與信能基金會之土地 i ..........................
信託基金會購置之土地 i ........... .................................
傅教處所 3 .......................................................................
部落所有之襄場 ...............................................................
土人激有之農場k ...................................................... ....
皇家土地  .........................................................

土人瑕域總計...........................................................

航 採掘場 .........................................................................
x m m ...........................................
擴場園地 ..............................................................................
工業園地 ............................... .............................................
市府所腾園地 .............................................. .... .................
其他展域 ( 包括鐵道及航業） 1 ................................

IE業及其他廣域總計 ..............................................

各廣域總計............................ ...................................

a 一九三六年之定義略有不同。一•九三六年及一 

九旧六年所框之廣域不盡相同a 下列附註就明一九 

三六年定義下之各展域，由此可知其與—九四六年 

所稱各展域不同之點所在。 

b — 九三六年稱都市居留展。

C — 九三六年稱都市(住宅展，市地 

d — 九三六年稱土人市鎭。 

e — 九三六年稱歐洲人所有或估有之費場。

~九三六年人口 九西六年人口

男 女 男 女

166 190 369 379
234 156 339 243

1 5 12 10
19 16 18 12
15 17 17 18

440 384 755 661

999 1,055 1,107 1,080
13 14 18 18
43 58 73 95

8 6 40 28

1,063 1,133 U238 1,220

1,006 1,414 1,080 1,516
— — 15 22
一 54 72
50 65 31 39
56 68 8Î 108
61 82 76 102
63 67 31 40

1,236 1,726 1,369* 1,898

15 10 8 S
41 2 42 3

371 16 417 21
103 11 106 16
34 2 39 1

9 1 23 10

573 41 633 56

3,309 3,282 3,997 3,835

f — 九三六年稱®洲人或浪血種人所有或佔有之 

鼻場。

g 九三六年稱公司所有或佔有之農場。 
h 九三六年稱政麻所有或佔有之農場<, 
i — 九三六年稱皇家保留地或居留展，僅列此一 

類，一九四六年人口調査則分列三類0 
j 九三六年稱教會保留地或傳教處所。 
k — 九三六年稱土人所有之農場。

1 - 九三六年稱其他展域。



附件伍 

第五章一"種族痛離"一所列舉之各項陳述錄要

( i ) 國民黨於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九日發表之 

小册：” 國民黨對有色人種之政策"錄要

關於對待非歐洲人之政策間題，南非社會現有 

南種不同的見解。一種是生張採取平等政策，凡是 

文明而受過教育的人，不分種族或慮色， 律在同 

—政治機構內享有同等權利，並須遂漸准許有資格 

蓮用民主權利的非歐洲人享有選舉權。

另一種是主張採取"隔離"政策，此種政策係由 

久居南非的歐洲人經驗得来，並係以基督教的正義 

與公道原則爲根據。

隔離政策之目的在於保持並保護南非歐洲人爲 

純粹的白種人，同時保持並保護土著各族的各自存 

在，使其將来可能在其本身展域內發辰成爲足以自 

立的社會，並激勵各種族的自算自重及相互奪重的 

精神。

我們紙能在道兩種見解中擇定•一種。我們如果 

不採取最後必使整個白種人陷於絕境的平等'政策， 

就必須實施"隔離"政策俾使各糧族的特性與前途俱 

獲保障，大家都有充分機會，各本自己理想，從事• 

發展與自求生存，彼此間的利益统不抵觸，也不必 

將他人的發風當作自己的損害或威脅。

因此，本黨承諾切實予白種人以妥適之保護， 

而反對可能損害或威脅白種人繼續生存的任何政策 

理論或押擊。本黨同時擦斥以歐洲人壓迫與剝削非 

歐洲人的任何政策，認爲這與我們民族生命某礎的 

基督教精蹄相ta觸，且與我們的政策亦不能相容。

本黨認爲在白種人與非白種人間確切實施"隔 

離"政策並在非白種人的各種族間推行此種政策實 

是保障各種族特性與前途的唯一基礎，有了此種基 

礎编可導引各族發展固有的特性、才能及其踌》使 

命。

絶對禁ik歐洲人與非歐洲人通婚。

非歐洲種族在其廣域可有種種發庭機會，並 

可發揚其固有制度，齋襄ffdr會服務，傳使族中進步 

汾子致力於本族的發展（《>^6«^00^̂ )。，國家政策的擬 

訂，必須以最後達成全境各族"全部隔離" 恤 hde 

apartheid)的理想篇依歸。

成立-個處理弗歐洲人事務的常就專家諮詢機

國家對青年人的教養應予嚴密監督。本黨不容 

許外界干涉南非種族間题，也不能容忍外界對此間 

題作贼壤性的宣傳。

本黨深願竭力鼓勵所有非歐洲人，以某督教作 

爲生命之寄託，並儘可能協助教會完成此項任務。 

凡是破壞"隔離"政策及宣揚不合國情的邪說的教會 

與團體應一律予以取綺0

浪血種人之地位介乎歐洲人與土人之間。歐洲 

人與混血種人閩及土人與混血種人間，不論在i t 交、 

住處、工業Ü 政治各方面均須實施"隔離 "政策。歐 

洲人不許與混血種人通婚。混血種人在其業a 奠立 

基礎的展域內應予保護，免受土人不公平的鏡爭。

涯血種人在參議院巧應有歐籍代表一人，由政 

府委派熟悉涯血•種人事務的人来擔任。

目前好望角的混血種人可與歐洲人同列在一張 

選舉人名單內，並可與歐洲人一様，選舉同一候選 

人，此種辦法殊欠安善，必須廣止；混血種人在衆 

譲院內應有三個歐籍衆譲員代表他們V。

此種代表混血種人的衆譲員由渴血種人代表會 

譲選，之。這些衆譲員對下列事項無權投票：

( - ) 對政府表示信任與否，

( 二） 宣戰，

(三） 變更非歐洲人的參政權。

政府內應誰置一混血種人事務部。

混血種人在好望角省譲會內應有歐籍譲員三人 

爲其代表，由浪血種人代表會議選舉之。

混血種人代表會譲設於好望角省，由浪血種人 

社展按照現行行使選舉資格劃分之各選舉碼選出之 

代表、混血種人事格部長及政府指派之代表組成之。 

溫血種人社廣在其本展域內自行載置譲會並自辦公 

用事業，在缺現有議會享有較大權力的譲會體制內 

由彼等自行管理0

此外並須注意利用海血種人本身的力量来辦理 

社會、替藥及賴利事業，並儀量訓練他們自行解決 

其需要。

(Ü) 一九五0 年四月十二日總理馬蘭博士在 

國會•鐵表的演辭錄要

如果有人能夠做到地域上的全部隔離，卽如果 

這是可以實行的話，那未，大家都承認這是最理想



的事情。這將造成一個理德的画家，但本黨的政策

並非如此 ..................在我f î 正式躇表的政策«明中從

未提到這點。事實適相反，前幾次有人在衆譲院中 

質間我們是杏裏想實行此種隔離，並指責我們旨在 

實行地域上全部隔離時，我曾說明在南非現有情※  
下，不能實行全部地域隔離，因爲我們整個經濟結 

構主裏是以土著勞工爲基赚，我在號選演就中也明 

白提到此點。此種地域上的隔離是辦不到的，任何 

政黨如欲冒臉進行不可能的事情 , 必然得不償失。政 

策應建築在可能成就的某石上。

我們資於此事的政策究是怎様呢？假定歐洲人 

展域巧的士人與歐洲人至少在某種程度內將撒績住 

在-<起，那未，我們梵應採取何種政策呢？

首先我們應該認眞考慮士人大批糖入歐洲人展

域的間题  我們正採取猎取施而旦業a 採取措

施，務期儘量制 .Ik此種有害的土人湧入情形，而同 

時又不妨礙歐洲人展域内勞工的供應。這就是我們 

的政策0 據我所知，按照教會全國大會 》 (Church 
Congress)的決譲来採取行動是可JgH»得進虽的。經 

過格當時日我們可朝這個力向進行，但在着手進行 

前，必須完成許多準備工作；這力面最重裏的商題 

是如何安置許多從未在保留展居住過的士人，他們 

向来住在歐洲人廣域內，如果將他f î 送囘原思郁落， 

那就裏大量擴充士人保留展，撥給他們許多土地 , 杏
则現有保留厲勢必過说擁濟  本黨從未聲明，

也從未在任河正式文件內述及我們的政策是襄全部 

隔離。

(iii) -*九五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總理馬蘭簿 

士向全國人民廣播演辭錄

現有"五個指向標指示我們如何爲我們大家與 

我們的國家求取和平與幸银"。

— . 我們生存在一個種族衆多的國家內，我們 

必須無保留地承諷彼此都有生存權利。南非是我 

共同繼承的財產，屬於我們大家。

二.我們必須創造並保持使各種族俱可安然保 

持並發展其特點的環境。南井各族居民彼此閩決用 

不着堅壁淸》 , 互防攻擊。

三 . 我們首先襄承f零大家都是南非的兒女，我 

們必填一心一意齊向南非效忠。

*參閱荷蘭維新教會全國大會（Church Congress of 
the Dutch Reformed Churches) —■九五O 年四月四日 

至六日發表的聲明。

四* 整個南非必須保持其爲西力某督教文化集 

照一員的純正性質，並以保譲此種文化，不受外界 

攻擊，不爲內部顏覆爲天職。

五. 我們除了相互闕懷，彼此協助外，遺裏現 

實地認識各種族天然的差異及文化程度的距離。任 

何人不能杏認此種展別確膊存在，而且遺裏繼績若 

千年代。跳過一個溝渠也許尙無危險。如欲眺過一 

個山谷■,那就必死無疑3 我們先裏保持並保護我 

現有的最高最好的一切，這不僅是爲了我們自身的 

利盡着想，也是全人類的幸福所策。

除了上面所說的外，解決南非種族間題端賴我 

們的手腕、決心與忍耐。南非與其他民主國家一 

樣，不同的政見總是免不了的。不同政見的本身並 

無何種害處。最後一定裏由人民自作決定。我們在 

卽將開始的這一年內又裏再作此種決定了，讓我們 

大家决心遵照一個文明的、基督教國家所應有的誠 

懇、公IE與豪狭精神，以高尙的力式來進行練選蓮
Ml.
勤。

(iv) 九五三年三月五 日 總 理馬蘭博士在

Stellenbosch 所發表的演辭錄要

 由於發生了一種新的、危險的情勢，政

府裏請選民再度授權其實施"種族隔離"政策。政府 

的去留將取決於選民的此項授權。

現時最重裏與最聚急的間題自是種族間題無 

疑。解決此問題之途徑紙有兩種— 是種族平 

等，—是實行種族陽離政策。種族隔離的觀念或其 

應用都不是南非特有的產物，更不是國民黨爲了政 

治目的而劍造出来的。盤個世界幾乎無處不在货行 

種族隔離，包括作爲西力文明搖藍的歐洲在內。

 歐洲人在南非至少應享有與非歐溯人同

等的權利。他們都是從外面移去的，時間上也不相 

上下，而歐洲人遺曾阻止土人間多少a 在進行的相 

互殘殺C

更重裏的是歐洲人自行建立了一個南非國，>他 

們 a 不再是普通移民。他們今日已經艇成了他們自 

己的國家，道個國家是他們自己的难一組画。

欺洲以至全世界都a 認爲"種族隔離"是合於人 

情的明顯的正當的辦法。何以t 在南非就必辑被認 
爲是莫大罪惡，受人艇毀呢？

每一個某督教徒誠然樂於遵奉教義，承蕭人在 

上帝面前一律平等，應該受到人的待遇，享有人&5 

權利。但是，如何能用此項教義来支持選舉權的平



等，未绝費解，而且，此事當热不能說到這塞卽算 

爲 ih。

a種族隔離 "的實施，也是根據上帝創造人頻的 

需要一 各種族，各膚色人種生来就有展別，潘常 

也就構成了國別、語文及文化力面差異。

— 般說来，不了解後一事實正與不實行前項理 

論一様，爲害孰甚。這種情形常會引起磨擦，而《種 

族隔離"則可以造成友想與合作。

此種不了解情形常時不免腰制比較落後種族所 

具自求發腰的天性及能力，結果是藉口平等，而徒 

使這種種族蒙受損害。

"種族隔離 " 不論是從原則上或歷史背景來看， 

都不是暴虐政策。

事實適相反， "種族隔離"有如隔開耻鄰田地的 

鐵絲網，它雜是將雨地分隔，但不一定徘除雙方正 

當的與宜有的接觸，而且雖使t t 方相互受到限制， 

俱同時可以有效保證彼此權利不受侵害。不僅如 

此， "種族隔離 "並爲友IÈ與冗助的最好保障。

反對黨正在竭盡力量攻擊《種族隔離"政策，藉 

使琪政府時台，但其自身衡有色種族並無任何政 

策，而且事實充分證明了反對黨不會有狗種政策。

本人充任國會譲員a 有三十0 年之久，應能明 

瞭 "種族隔離 " 一字之起源及理由。 "segregation"與 

"種族隔離 "二字在意義上原屬毫無展別。

最树大家使用"^segregation"—>字， General Hertzog 
晦力主張實行隔離。史未資將軍雖未熱烈贊助隔離 

辦法，但原来亦未表示反對。

可是，史末資將軍的態度慢慢改變，經其士人 

♦ 務部長的支持，曾發表演我，指稱隔離辦法不切 

際©

國民黨爲了避免誤會，於是覺得有另用新名詞 

的必要，"種族隔離"一字由是開始统傳，其實這字 

甚至遺â ■有平等的意思，不過是指在各自範圍內的 

平等而言。

有色人種間題實是南非所有間題中最重大與最 

厳重的■ -個3 所以，這間题在大選中理應凌駕其他 

- 切間題之上 ............
〈錄自："南非 "，第三三四三期，第六十五年，一九 

五三年三月十四日）。

(V ) —九五三年四月十五日國會選擧前夕總  

理馬蘭博士所發表之演辭錄要

馬蘭博士在呼嚴全國對種族隔離政策團結一致 

時說，選舉向来是促成全國堅強並水久團結的最有

效力法。他說種族隔離是千萬人表示的眞誠信念， 

而這些人並非國民黨黨員。它可能爲南起臺山北迄 

肯® 的所有白種人社展框出一•條所應採取的途徑。

他重提以前一再提過的話一一"種族隔離"的用 

意雜是保障白種人的種族純潔並保待白種人的領薄 

地位，但決不â ■有忽視或壓追非歐洲人的意思。他 

暗示國民黨不反衡與其他黨派合作解決有色人種間 

題，但必須以"種族隔離 "爲解决基雄，否則該黨就 

無意於此種合作。他义読國民黨決許不與"自由主 

義汾子及左派汾子" 談制或商議。

馬蘭博士繼績攻擊自由生義汾子說此時外面 

有聯合國、洪產俄國、半共産印度、英國工黨以及 

敵意報維聯合起 , 襄想难S 我們同意種族平等，此 
舉將無異使白種人的南非盤個自取滅亡。

"在南非境內，我們看到聲勢日大，目無法紀的 

自由主義者，以及大多避不出面，但腊中活動甚爲 

積極的共塵主義者竟然摩應此種•來的攻擊，’我們 

B艮見有人公然資動反抗—切歧視性法律的運動，甚 

至激由冻很久的傅统法律亦表示反抗，以致引起暴 

勤，凝Æ 野蠻行篇。

" 此外，並因最近上法院的制法 f而發生了 一種 

新情勢，卽南非聯郭以及西南非全境所有火車上及 

路局建築物內的種族隔離辦法業a 在法律上及事實 

上悉吿廢 ih-)對於此種不能容忍的情形唯有內不 

受無法妥協的赛見擎財的独有力政，方能加以糾 

正。"

(vi) 一九四九年一月三十一日 Mr. Strydom 
向國會發表之演辭錄要

南非現有二百五十禹歐洲入，而非歐洲人則幾 

近九百萬人，這間題的厳重性顯而爲見，無須加以 

申输。目前間題是我們能否保持我們的地位。我們 

坐在譲院的這一邊的敦："當然可以，就裏道照某些 

條件就是％我此時振出其中兩個條件。第一個條件 

是各種族血统決不可泥请。我們之篇政府和國家， 

必須防 Ik他國歐洲人與非歐洲人住在同~调域的那 

種涯清情形a 第二個條件是無論如何我們决不能受 

人统治3 歐洲人倘喪失膚色觀念，那就不成其爲白 

種人。南非境内，歐洲人居於少數者地位，就有保 

捧膚色觀念，然後方能繼績成爲白種人。假使•一體 

看待，在日常生活及政治力面或其他力面不實行 

K種族隔離"，居住亦不陽離，那就無法保持膚色觀 

念。在此種情形下，歐洲人雜對不能保待膚色觀 

念。坐在譲院那一•邊的其他議員主張上述見解，他



« 敦我們道個《家甚由一千二百离人民雜成的。假 

後他們認爲道就是他的画家，讓他們去這様說就 

了。不遇，我裏吿蔣各位，我們的圃家卻不是如 

« 5 »推有繼績使歐洲人保待統治民族的地位，南非 

幾可幾績成爲白種人的國家；推有我們有治理画家 

的力量，欧溯人努力保持其簾越地位，我們鎭能撒 

教使南葬成爲白種人的画家。

(vii) 一九五0 年 月 十 八 日 土 人 事 務 部 長

Dr. E. G. J a n s e n對 (開普敦)種族關係 

德進社年會發表之演辭錄要

種族開係墙進社如能不堕入公正調査南井種族 

闕係者所易墮入的許多陷桃，那未各位未始不能大 

有貢戲於慮全画各種族覓得一合理的相處之道

 槪插諧来，僅有兩種思潮値得考慮……

- « 是同化，另—種可以稱之翁分離。有人主張各 

方面的權利一律平等，包括各種族血統涯清的權利 

在內，另有人則紙希望非白種人能行概參政權。但 

是，淮許非白種人.享有平塞參政權後，如何能夠不 

敦他ffi在其他方面津平募，那就很難諧了。

赞成此種政策的常自稱篇自由主義者。他們箱 

力叫冀，特別是在國 ; 更是黎徹雲霄，因其理I t  
適與當代思潮與情況相符，由於這個原因，我們時 

常遇到對南非情形毫不熟悉的人装模作榻，搬然以 

南非間題的權威自居。此種政策在南非政界中估着 

優勢a 非一日。這種政策多半是由國外以誤傳奥不 

利情银爲根據而代定南非政策的時代承襲而来。這 

是依據當時款洲流行的平等觀念而IT定的政策，並 

未観到南非完全不同的情況3 所以，這種政策卽使 

是官方所IT定，在货際上亦仍是無法實施，

據我看来，過去所犯最大錯誤在於促使土人歐 

化，破廣其部落制度，以致他們喪失部落紀律，不 

再韋重部落暂惯與傳统。近年来大批土人移居城 

鎭，晩雜部落関保，此種情形由是忿見嚴重n 所有 

此 «情形，目前不良事態以及我剛繞提到的歐化辦 

法 , 大部塞歸咎於奮日政策，不僅如此，遺有今日 

所以有許多受高度歐化教育的土人自成一頻，他們 

统不壤歐洲人社所接受，同時义雅不願與他們本 

族人密切往來者，可能也是這種政策所造成的惡 

果。

緒系如何顯然可知，道些土人不满現狀，要求. 

享有歐洲人不願他們享有的權利a 因此，其中許多 

土人就對歐洲人發生惡感。這都是他們所受的教育 

及奮日政策在作崇3 今日南非的土人中有的是文化 

水準極高並具有歐洲人其他方面的長處，有的則是 

住在衆屋內, 依储過着原始生话。我們會促成了許

多土人與他f f l本族人隔離，這些土人齋现他們雜有 

欧洲人修養，卻不獲歐洲人社區接受。我們傲了這 

些工作，卻並不去提高整個士人種族的稻度。読到 

這裏，我襄談談另一種思潮一一卽實行分離。

 在拓荒者（T〜 的 時 代 ，南非多

敷歐洲人養得他們爽撞內士人不同，他們認爲使默 

洲人與土人卒等，那是不可思譲的事。他們以家長 

態度来對待懦用的并歐洲人，傭生與受傷人閩必須 

厳格遵守主俟關係。

此種關係是主僕雙方完全明瞭的，彼 Jlfc很少親 

密到後生平等觀念與各種族血統泥请的程度。土入 

擴眷居住襄民H 地上的條件也是大家知道的。土人 

經過特許得在旧地上奥蓋房舍或茅屋供其本人及卷 

爵之需，獲得耕地與牲畜放较場所，同時必須出其 

閣家的勞力每年爲其地主服務幾個月以爲交換條 

件。這種制度多少年来進行良好，因爲這與農民及 

寄居襄民土地J:，的土人的理想完全符合。恒是,最近 

多年来此種制度已在時代環境下漸趙冗解，常時因

法院之制决而‘不能撒績保持............. 此種制度全部無

法货施的時候不久就裏到来了。關係一經改變，拓 

荒者及其後裔通常承認並遵守的土人和郁霧閩的錄 

思開係、習俗以及紀津等也就周餘她

種族隔離一一或是說歐洲人與弗歐洲人的PS離 

—— 係以早先居民的意見爲依據，他們認爲這兩種

人在本質上各不相同，如欲避免各族血統浪清，必 

須彼此隔離，分別發展。.卽使是爲歐洲人服務的非 

歐洲人，他們也必填保持種族隔離或分開發展。有 

人主張使非歐洲人享有加重負荷的選舉權，俾便保 

障歐溯人的至工地位 , 今日好望角者的混Jfii種人翁 

享有此種選舉權3 不過我敢說由於情勢變遷，所謂 

以加重負荷的選舉權来保護歐籍選民的辨法a 在迅 

速失去其效力。

此時倘能公正前論如何爲有色人本身課求真正 

福利的問題，自是有盡之舉。我注意到貴會譲程上 

栽有土人保留展情况間題。關於此種保留展之開拓 

與保捧，自應廣定長期政策。我相信各位封論此問 

題後當能提出切實建譲。

(摘自：一九五0 年一月二十六日"南非報告"）

(viii) 九五 0 年四月二 十 日 土人事務部長 

Dr. E. G. j a n s e n 向國會發表之 演 辭  

錄要

土人事務部有須虞à 八百多萬土人的事務，道 

黏尙求經大家充分了解。本 郁 實 際 上 自 成 個 政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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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部內各單位分別營理土人生活的某一;^ 面。最 

重要的單位之一就是土地司，該司主管土地之購買 

與保持。土地司下轄襄業與工程兩科。另有一市展 

司，不久卽將估據前所未有的重裏地位。

我們慢慢地就裏成立- * 個有效維織，管理土人 

各力面的生活3 此時各部長誠須在其本部生管範圍 

內各自應付土人事項，負起執行政府政策的責任， 

但整個士人間題一近年来爲數激增的土人間題 

— 的處理則歸土人事務部負責0

目前，我國土人狀巧不能令人满意，關於此種 

狀態的成因我無須逐一論列。不攝，我裏提及 4?
敷幾個因素，其中最重要的一個是過去缺乏確定的 

土人政策，另一個因素是部落紀律遭受有系統的破 

壞 a 由於工業的急劇發展, 大批土人湧入市展，而這 

些市席內又無適當房屋可供居住，這是造成現狀的 

另一個極重裏因素。就這個因素而論，我認爲我們 

如能注意保持部落關係與部落紀律，則它就不致對 

土人發生如是重大的分裂作用。

不幸的是凡與土人民族特性有關的一切都遭受 

到雍力破壤3 土人在部落意識與部落關係力面原有 

的塾定背景a 在逐漸消逝，他可諧是吊在半空，茫 

無着落；土人抱有種不安定的心情，這種心情是 

由急於襄使土人擺脫奮日牽制的人所養成，以 

便土人易於接受他們宣傅散播的毒素。信口鼓吹平 

等，宣博土人前所未聞的種種思想，而許多士人前 

在海外服兵役時也德拾到了此種思想攝帶國內，這 

些也都是造成現有狀況的因素。故總理赫叢格將軍 

(General Hertzog)向以切實訂定土人政策爲職志,經 

過多年努力，最後逢生了一九三六年的法律。不過 

該項法♦ 並未具備他日後認爲最好的內容。除了瑪 

定土人有權選派代表參加立法機構外一 此時我們

不談這點-----------九三六年法津主裏是規定土地與土

地的佔用。土人信能基金及土地法 (AWke Trust and 
Land Act)的第四章頗爲重裏,但該章僅在 Lydenbu g 
— 厲實施，後来速這一展也不實施了,因篇該章規 

定在個孤立展域內實施，顯然不會塵生預期結 

果。一九三六年市展內的士人間題遺沒有到達近年 

来這種嚴重程度。

在一九三六年制定該項法律前，我們對市展內 

的土人a 經制定若干法津，後来全部併入一九四五 

年的法律內。那時B 有•一九二七年土人管理法，後 

經一再修訂，一九二0 年土人事務法，一九■— 年 

土人勞工管理法以及有關土人利益的其他許多法 

律。爲土人制定的各種法律很應該*編爲一項總法 

律，分章處理現由务該法律規定的各種事項3 此項

養越工作錯綜後雜，非鍵相當時閩，無法成功，检 

此時a 在採取步驟，着手雜訂

過去雜有幾個委費會曾就土人事務的各方面提 

具報吿，但直至一九四八年普選前國民黨公條種族 

隔離政策時篇I k ,從無一定政策。由於問題的性質 

關係，無法激此項政策詳細解释。大家必須廣量以 

國民黨在這項公怖的政策中所説明的廣泛原則作爲 

了解我們立法原意的準則。

在一九四八年舉行選，之前不久，適{直 Fagan 
委真會報吿書發表。該報告書所載資料與建譲極有 

價値，政府將加以考慮，藉以決定未来行動的力 

針 3 F agan委員會的報吿書雖曾涉及土人問題的其 

他方面，但其對象係以市區土人爲限，我們知道該 

委員會的任務範圍是受有此項限制的。

此刻我不必提及土人參政權間题。國民黨一定 

裏厳除土人在衆譲院內的代表權。各位都知道，政 

府圃於環境，不擬在國會本眉會內進行其政策中關 

於廣除士人參政權的部汾。

未來許劃

我裏鎭可能說明未来計劃，俾便各位譲員更可 

了解我們的政策。關於此事，各方傅聞失實，我相 

信經過本人說明後，歐洲人與土人因錯誤宣傳而抱 

有的不正確見解，均可一律糾正《

各位當能記億，國民黨發表的政策宣言會推定 

大家接受歐洲人與土人在地域上實行種族隔離的原 

則。我想大家對於道點説都贊同，卽使是衆議院反 

對黨力面亦不致有所異譲3 根據此種原則，土人應 

有相當土地，我們在公布的政策內規定此種土地 

一一卽是保留展一 ■應是土人的眞正故鄉或組國， 

他們在自己的展域內可以逐漸掌握其本身的事務。

—九三六年的法律規定除原先爲保留給土人使 

用的土地外，再撥給土人田地七百二十五萬mor- 
到目前爲 i t , 此項播撥田地總面積中B 經撥 

定四百二十二萬四千五百三十三 morgen, 其分配情 

形如下：

晩蘭斯冗爾 ...................  3,392,444
好望角省 ............................................ 620,866
納塔爾 .................................................131,276
橘河自由邦 ..........................................79,947

總計 4,224,533

自一九四八年六月至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爲土人取得的田地計有三七四》—七 六 morgen,

— morgen 等於二 ,  七嗽。



此 外 另 有 — 二，四四八 m orgen正由我們洽商中。 

此數尙不包括歐洲人農場中供士人使用的田地在 

內。現由土人估用的或由土人信託某會爲土人取得 

的田地總數約許一千五百萬morgen。這些田地中有 

些位於全國最爲肥沃及雨量最充足的展域d 可措供 

土人使用的田地中因使用過度與飼畜過多而受横.的 

爲數亦不在少。各位可以看到，預算內列有開藝與 

保持土壞經费八十五萬镑。這筆經貴指定在本財政 

年度內撥用；此次撥款數目之大決非以往任何財政 

年度可比。

現有大批技術專家及其他人員在各地擔任此種 

重要工作。開塾工作正在積極進行，本人希望能適度 

增添工作人員，俾使土人事移部在這方面的成就更 

能趙過歷年紀錄。各地土人與此項工作人員極爲融 

洽。娥少多餘牲畜事則雜在必行，而進行殊爲棘 

手。最近在 Witzieshoek發生的事件至今尙未解決。

購置土地

—九三六年法律規定在橘河自由邦取得土地已 

經到達限額，但對其他三省所規定的限額卻超出了 

可以無限制取得的土地範圍。

田地繁接土人保留展的農民因困難重重，不免 

抱怨。他M 聲稱土人破壞他們的鐵絲網，不經允許 

擅自在他們的農場上放牧，偷竊牲畜日甚一日，這些 

情形實使他們有無窮煩惱。本人相信此種怨言決非 

全無根據，我們必須研究如何改善此種情形，實行 

共同負責原則也許不失爲補救辦法，地主們在此煩 

惱lit形下，莫不願意將其田地售給k 人信託某金會。 

但是，，耕種此種邊l â 旧地的新農民也無法避免這些 

麻媒。

一般農民都堅★反對在公怖愿域外再以土地供 

應土人遇到有人出售公怖席域以外的士地時，土 

人事務部在P货買此種土地前，通常先與當地農民與 

農民協會相商。

根據國民黨公佈的政策，政府此時的政策是依 

照一九三六年法律，添購土地，以供土人使用，本 

年度槪算中列有此項土地購置養三十萬镑。不過， 

躲們更須努力開塾那些a 經撥定而土質惡化的田 

地。至於我們出資購置的土地，我可斷言政府將立 

卽採収步 '骤，務使其不数發生同樣的破壞情形，並 

確實加以適當管理。

對於領収土地間題的某一方面，將來遲早必須 

嚴 ';11注意。世界沒有一個國家可使其每一人民俱 

可佔有一片土地，藉以謀生。我國的土人在這方面 

與別國人民並無二敦。大家必須記住，土人此時幾 

乎都是免費使用土地。任何國家不能按其本國人口

之增加而擴充其疆界。對士人墙撥土地的數額係一• 
九兰六年的法律所想定。該法規定的限額逐漸卽將 

屑满，但需要土地的戀望卻永無满足之一日。自一 

九三六年以来，陸續出現了其他因素。政府與其他 

棒關爲了供應土人在市1ÎS內的住處已經花I Ï 数百萬 

镑之多，而今後恐遺要撥付綴額經费爲自保留展及 

農場移居城鎭土人與建房舍之用。如果土人不斷向 

市區遷徙，那 就 要 引 起 一 個 間 題 卽 在 依 照 一 九  

三六年法律規定的限額爲土人繼續癖置土地時，應 

否顧及此種人口移動情形。此間題與糧食Æ 產問题 

不能分開。

假使土人離開保留區與農場的人數續有增加， 

拭同生產糧食的人數相對地减少，政府能夠繼續從 

歐洲人手中購置更多土地撥給生產力大抵較少的土 

人嗎？這些問题曾經很多人提出。就土人事務部来 

說，我要描調我們一定堅決要求士人估用士地務以 

確能生産獲利爲條件。此時誰也無法說定此種措施 

能否成功 3 不過此舉成敗顯然要影響到我們繼續購 

賈土地的政策，所以，我今日不欲多談此點。由於 

這方面的情形很少向外界宣怖，我此時紙要引起大 

家注意就夠了。

部 落 鲍 織 ，

政府早經宣佈卽將指派~-個專家委員會，從事 

調査並建譲如何妥爲開拓與發展土人展域，確定如 

何倚量恢復部落生活，俾使會長與整個部落政府適 

應當代需裏，由是自動恢復主要因爲程度落後而喪 

失的權力地位 > 各位都知道我國境內的士人並不®  
赞同一部落或種族，他們的語言與習俗各不相同。 

我們認爲各部落的團結必填保持，並應各本其特性 

與傳恍從事發展。因此，我們要盡力設法恢復有功 

的部落â •長的地位，並使其能保持统治各該部落汾 

子的權力。我們在這方面就襄採取適當步驟。我們 

當然也要防 !k任何部落，長濫用權力。

部落會長如果確有才幹，則可准其享有某種權 

力另 誅 議 會 佐 其 治 理 ，推譲會譲員須經核定。這 

紙是繼續實行許多方面已經實施的辦法。届時會長 

與其議，將行使很多方面和股蘭斯開（Transkei)及 

錫斯開 . (C iskei)兩地方議會相同的職權。此種議會 

如在某些展域內a 達相當數量一一各部會長可派代 

表參加此種議會一一這種區域就可成立一個總譲  

會。此種辦法的用意是凡屬土人事務總專員（Chief 
Native Commissioner ) 管轄的展域一一■藍特金山廣

(Witwatersrand) 除外 -------地方議會與德譲會的設■置

應儘可能以各部族的界限爲依據。對於脫蘭斯開與 

錫斯開兩地實行的辦法别無意加以更改。



這就是說每一個總議會代表土人的一部份，他 

們彼此之間多少有些血统關係。，目前脫蘭斯蘭及錫 

斯開兩地 iStJ情形就是如此。納塔爾將成爲靓魯人展。 

ïÉK ffi!斯冗爾省內將爲 Northern S oth o與 Tswana 
兩族土人各設一個 ® 議會。關 於 V enda與 Tsonga 
等族應否併入以上兩族問題，我今天不欲表示意 

見。

等到這些總譲會發展到適當程度，就可考慮是 

杏宜由總譲會派遺代表合組一個中央機構。地力譲 

會與德議會應該遂漸授以權力，使其將来可以儘量 

自行誉理事務，面白種人则保持代管人的地位。道 

就是政府對 :b 人廣域內所採政策的本意。土人最後 

的歸宿卽在於此，他們應在土人區域內學習自治的 

道理，並實現他的民族理想。

關於開蘭土人城市，准許個人享有財逢權及可 

否在保留地內發展工業等間题均將由我剛才提到的 

專家委員會去研究。

國民黨在其公佈的政策內考慮到土人展域的經 

濟發度間題，至於如何爲這個間題覽定建設性的政 

策多半要根據這個專家委員會的建譲来決定：不過 

我此時可先向諸位報吿，政府將積極處理此間題。 

我深知道，制 Ik土人向城市遷徙的最有效力法是使 

保留地的生活花様加多。我一定要使保留地的部 

落翁長能與住在市區內的該部'落设子保持接觸並對 

他們實施管束。我相信爲了土人本身的利盤，部落 

紀律是應該儘量保持的。

大家幾乎都承認，住在市展的土人覺得無須再 

受部客管束，而同時又無替代此種管束的辦法，因 

此他們成爲社會上的害蟲。這種土人能杏重新與一 

個逐漸進步的部落後生關係，俾使有開各方交受其 

惠，這確是値得考慮的一件事。

城市生活

今日市鼠土人的情形實是土人管理方面最爲重 

大的一個問題，對國民黨政策的誤解之一就是說我 

們意圓輕舉妄動，將市區內的土人一律趕出，送至 

保留地。國民薫在其公怖政策內說得很淸楚，所有 

市廣中與部落晩離閩係的土人人數必須確實査明， 

土人湧入市展的情形必須迅速加以管制。國民黨政 

策承認土人應能留於市展，但明白規定他們不得享 

有參政權或與歐洲人同等的社交權利或其他權利。 

他們可以住在歐洲人區域内，但不能享有此種權 

利，a不^認卞該展域內的永久居民。不過，在他 

們自身居住的展域內，政麻有意使他們逐漸獲得爲 

本廣人民服務的機會。，然一切要在適當監督下進 

行，而地方當局也仍是k於監督地位。

最後宴使每一桐土人集崖地點威村鎭成立一個 

或數徊土人參譲會,在地方當局或土人事務部指導 

下，營理本地方或本村鎭的事務。我可以預料，將 

来此種土人集居地點或村鎭的居民有許多事情將由 

土人自己来擔任。他們並須儘可能負責保持法律與 

秩序。這種擬霞的參譲會將替代現有的諮詢會譲。 

在創説與組織此種參譲會時必須儘量參照土人原有 

的制度。

我想我們在割分各土入集居地點或村鎭的居民 

時，必觸顧到各土人種族或郁落的不同。凡是同屬 

— 個種族或部落的人應儘可能居住起，以使恢极 

並保持他們的部落關係 '0 各參譲會亦須按照土人制 

度來組織。但在實行此種割分工作前，應先確定在 

各市展居住的土人是否有權在該廣域居住P 爲了便 

於確定這一點並適當管理此種市厕起見，市區土人 

應分成下面三類：

( - ) 有業有家之土人

(二） 有業無家之土人

( 三） 無業無家之土人。

對於第一類土人，逐漸給予他們若干自行管理 

其所住地厲內事務之權當無任何困難。就第二類土 

人而言，必須麓訂計劃爲他們解决房屋間題，，等到 

房崖有着，他們就可劃入第類。土人中有工作而 

無住屋的爲數甚多，欲使此等土人均有適當房屋可 

住，决非短短數年工夫所能辦到。目前他們與其他 

土人住在一起，人多屋少，擁携不堪，情形惡劣， 

自不待言。是以，我們首先裏將他們移入政府管理 

下的寄居人收容場，准許他們按照規定圖様在場內 

自唐房屋。此種寄居人收容場廣場内所'建房屋自屬 

臨時性質，一俟壽安適當房屋，全場居民卽媒遷往 

該項房崖居住。

房屋計劃

土人事務部從事調査市廣內土人房崖的式様及 , 
質料有相當時候。提送的許割亦a 有多起,我相信 

可以設計一種旣舒適文經濟的房屋。法律規定地方 

當局有供應市廣土人住屋之責，但地力當局表示爲 

土人建造住屋所受之棍失a 屆無力擔負之地步，特 

別是較大的城市更有此種情形。數年前地力當局與 

前政府約定按照一定方式由政府分靖因建造此種木 ' 
合經濟原則的住屋而遭受的損失。結果地方當局與 

政府俱蒙董大的損失。當時顯有一種趨勢，卽建造 

土人房屋的規模大面無當，而實施的各種供應計割 

也非確實必要。、此種情形多半是基於技術官員的指 

示而產生，因爲地方當局的行動係以此種官員‘的意



見食根據。另一因素是奥建這種住屋必镇借重歐籍 

技術工人。

我們必須明瞭，此項住屋問题急切而又嚴重， 

我們必須供應住屋，不必過汾颜到不同環境下應有 

的各種要求。我們第一項任務是使有權居住市展的 

土人都有一樁身之處。不是急需的誰備不妨留待將 

来再行誅法。

我認爲爲方總晩離原始生活的土人置備房屋並 

配置各種說備是一種錯誤的觀念，因爲在土人心目 

中，道種房屋華麗無異於皇宮，而土人婉不懂如何 

使用這些認備，非經多少年後也不會有此需要。我 

們的ü 先中，不少是在簡陋的茅舍或是在泥牆草頂 

與及泥地的小屋中開始其婚後生活的，他們卻很能 

過得下去 i 並不因而感到困難，我想到此種情形， 

就深信我們爲土人置備各種説備，對他們並無實 

惠，因爲他們ê ï不重視這些設備，常時甚至全不加 

以使用3 我確信爲土人蓋造住屋可以合乎輕濟原則 

而不政如過去那様蒙受重大損失„

商界及工業界不願爲其®用的土人分擔不合經 

濟條件的住屋的損失，這亦是原因之一<。他們.認爲 

建造土人听霞房崖是可以合乎經濟原則的，他們因 

對造屋計劃無發言餘地，所以担絕擔負費用此種 

態度是可以了解的，我預備在必要時設置一個土人 

房屋委員會，工商界☆ 可派代表參加。此種委員會 

的職務是在建造土人房屋的許劃方面備供諮詢。

我並旦在考慮另設一個專管市展內土人房屋的 

行政單位。爲約翰尼斯堡市展土人建造經濟房屋之 

計割a 經提出，此時正在審核中。我們'如欲補足應 

建房屋的缺額，我們如欲節者建築费用，那就應該 

根據環境需要，使土人有自行建造住崖的機會，這 

是毫無疑間的。土人自造的房崖當然需襄嚴格依照 

規定的式様，而其建造計劃也理應與地方當局商譲 

後再付實施。

涯合展域

在市愿巧與市廣周圍不乏各種族、各種膚色的 

人溫合居住的地K s 此種地廣必須加以養頓。惟依 

照法律規定實行整頓卻有許多困難在這些地廣中 

的歐洲人、土人、亞洲人及其他非歐洲人，有很多擁 

有地逢，恐紙有給價徵收法可以使他們遷走a 遺 

有如何爲房地逢被徵用的人另找房置也是問題。此 

舉所須各項必裏準備☆ 非一獄而成，這是可以想像 

特到的。內政部長卽將提出的土地權法案 、Lmd 
Tenure Bill)( ― 九五O 年種族分廣法）可能有稗於此 

事之進行。將来在市嚴内劃定土人住宅區時，應該 

法意使同- 植族或同- * 部落的土人住在一處。

M於這個房屋問題我遺襄指出一點，節《生對 

其所擴用的土人雜當然負有責任，地方當局除法津 

規定的義務外亦復要擔負一種責任。地方當局大多 

過分政力於吸引工業到自已境內。他們彼此競相招 

擅工樂，而對於必然随同他們念欲誅立在各該轄调 

內的工業俱来的士人則全不加以注意。此種地力當 

局對其境內所造成的情形多半裏自行負責，尤其是 

它們常不使用法津所賦與的權力，禁 ifc土人湧入境 

內和預防境內人口過多。所以，我們在論列傷生的 

責任間題時，不裏忽視地方當局所負的責任。

我要對大城市漫無限制的後展工業，特別是傷 

用大批土人的工業，再度提出警吿。境內士人人數 

過多，負擔à 經很重的地力當局決不應鼓働在其所 

轉属域內創辦更多工業，以政該展域內士人人口更 

見增■多。在另一方面，有意創辦新工業的人應向不 

甚發生土人房屋間題之地展發展。新工業所傷月的 

偷多數係土著工人，那就應該儘可能在土人保留地 

內或保留地緊鄰劍辦此種工業。

交通間题與房屋問題密切關聯。不論爲士人擬 

定何種造屋許劃必須同時考慮交通間題，將来提請 

核定造屋許割時本部一定對這一點加以注意。我對 

房屋間題說的各點當然是專就有權在市區居住的 

土人而言 ' j 缚也不能期望地方當局爲無權在其境內 

居住的土人^ 備房屋。我準備對 (城市调域)士人法 

提出修正，相信這種修正可以保證更有效地管束市 

愿內的土人。

来自 (英國)保護餅土的土人

關於市廣土人間題，我裏請各位議員注意另一 

力面的情形。来自（英國）保護懷土的士人並不作爲 

外國土人看待，就城市廣域法而論，他們保當作聯 

邦土人看待S 他們充分利用此種特權，甚至長留聯 

邦境內成爲永久居民—— 事 實 確已有很多人成爲 

永久居民—— 雖在理論_x他們紙是臨時居留性崔。 

他們享有與我們聯邦土人相同的權益。據估計，約 

翰尼斯僵境內需裏供應房崖的土人中很多是徒保譲 

地移来的土人，最近發生暴斷的地展內土人過多， 

其中來自保護領地者所估比例更大。我又據報，私 

賣酒類的土人婦女中，許多是巴蘇託蘭的土人。

各位當能料到，有了這些不屬本聯邦的士人逗 

留境內，情形就愈趨複雜，現正草擬辦法，俾期情 

况得以改善對於來自巴蘇託蘭及其他保護地的土 

人所以採収此種通融態度當然是爲了希望這些保譲 

地最後會併入本聯邦的緣故e 外来土人逗留境內的 

情形雜使我們的間題愈見棘手，但應否採取步驟，



着手改善卻成了一個闻題。南非聯邦常時遣人指責 

虐待土人，而海外各地更是將南非聯邦的情形形容 

得感劣不®,可是保譲地的土人移居本聯邦的卻是 

數以离許，甚至遙遠如尼亞薩蘭(NyasalancO的士人 

都願不禪离難，移来本聯弗居住，這真是一種奇特 

現象《這對於一S Ü 稱本聯邦白種人I® 追土人的糖 

可作爲有力的反證《

政府有意採取一切可能步驟，加聚並鼓勵爲在 

市展 :n 作而在市區並無住處的土人準備房置。勞工 

部長所提法案如獲通攝，可以«用土著勞工爲土人 

建遺房屋，這箭於解決土人房屋間題亦有稗助。

其次，我裏講到無業無家的土人。此種士人之 

来自廣場或保留地者可以儘量送囘原處。此時正在 

考 慮 簾 訂 許 劃 ，將無家可歸的土人越成勞藏 r 
嫁，將他們送往雷襄勞n :的地力去工作。勞工局在 

這方面極有用處3 這項計割現尙在草擬中，我相信 

我們可有辦法傷用目前在各城HJ中漂泊無業的多 

土人從事有用的工作。

勞工局的任務使是在统簿蓮用這批土著勞工。 

現正於比勒能利亞誅置德勞工局，各土人事務專員 

公署分別成立展域勞工局3 此外，如果認爲確有雷 

裏，並可在土人事務專員公暑或其他認爲最合適的 

地點，另設地方勞工局3 我們預料待至這勞工局全 

部謝始工作後，土著勞工的分配情形必可遠勝往 

時。

襄場勞工

全國各地都有人寫信向我f f 苦就襄場缺少土著 

勞工3 這間題a 經引起許多* 煩 3 據我看来，多少 

年来癒用的陳奮辦法，此時a 無法繼績適用。奮時 

辦法使是由農民與土人訂立契約，規定所有該土人 

村驻內的居民一律爲農民工作數月，農民則以供給 

土人居住，准其放牧，並劃撥一片土地交其耕種作 

爲報酬。此種工作時期自三月至六月不等。土著勞 

工常時還可懷取少數工資。

前時因土人部落與村莊的紀律尙未喪失，城市 

對土人的誇惑力也不大，所以上述辦法頗稱满意， 

農民如約獲得工人，無須顧慮：可是今日一般費民 

辦稱，年輕的土人不遵從家長的意志，也不重視所 

負的義務。他們完全擅自離開農場，農民紙得將就 

接受剰下的年老土人货他們工作，可是這些衰老的 

土人a 無做工唯力，常時反襄由農民照應他們。現 

時農民遥於環境，不得a 紙能« 用散工，假如散工 

尙能找到的話。但是襄民無力依照城市標準給付高 

昂工資。其« , 廣民給付土人的货物加上現款工

資，卽使不起過诚市工資，亦柱柱與城市工誉相 

當，但土人寧願在城市中取得現款工資，而對農場 

工作似a 不感奥趣。

城市工資统高，又富於誘惑力，因此造成全國 

各地晨場勞工供求不能核應現象，此種現象a 建嚴 

重，資於糧食生廣自不免纖績藥生彰審。

本部官員隨時與專爲此間題而成立的南弗庚會 

聯絡委員會舉行會譲。本人也會參加逼此種會議， 

深知其確有禅盡。不過迄今尙未簿得解決此問題的 

有效辦法g 設置勞工局自不無幫助，惟大家必须認 

淸，此事決不能用雄制力量。

這力面遺有一種不良現象，卽許多農民«用大 

批非法入境的外國i 人在庚場工作，脫蘭斯冗爾的 

高原一樓更多此種情形。這些土人来自羅請西亜 

(R h odesia )及尼亜薩蘭等地，目的在找工作。國境 

界錄過長，勢難全部防範，因此，無法狙 It這些人 

入境。後來規定一種辦法，凡是非法入境的移民必 

須向地點最近的土人事務專員公署領取臨時許可 

賺，淮其在聯邦境內停留六個月。非法入境移民領 

取此項許可證須缴費五先令，期满可延長。此種領 

證土人不得在市區工作，«用此種土人在城市做工 

卽是犯法行爲3 可是，維有這項禁令，在城市工作 

的異國土人爲數仍不在少。開普软也很多此種土人， 

他們大都充當家庭僕役，但在城市中«用他們作工 

卻不合法，任何人不經許可擅自«用此種土人便會 

道受 f f 究。

數年前約翰尼斯堡說置了一個待解所，所有在 

該展域捕獲的異國土人一律集中該所。等候驅逐出 

境 3 他倘願意在鄉展做工，就可免予驅逐。在數 

千土人中僅有參參數人願意下田 : r 作。其餘土人都 

送 往 Trichardt,該處亦設有待解所。他們在 

那邊又有一次自行決定去留的機會，但結果遺是一 

樣 ^>那些寧願押解出境的於是就送過邊界，可是不 

消幾天，他們恐怕仍是溜入本聯邦境界內。我們養 

了此事肯與南羅謙西亞政府書面交涉，將来可能就 

整個間題舉行會談。

我們正在考慮將一九三六年土人信託基金及士 

地法的第四章適用於聯邦全境。這就是說我們將確 

立制度，防 Ih農民«用之土人人數起過襄場工作的 

實摩需裏。不過，此事尙有某種困難，須予克服。 

實施第四章規定後，預期農場土著勞工之分配可較 

嫁安善與公允。但能杏逢生此種效果此時输難講 

定。土人於一年中漢在農場工作敷月，其餘時間就 

可在城市中做工，我認爲此種辦法是錯誤的，應該 

另外誅法使土人願意終年篇庚場工作，播得工資充



裕，而無須進城謀事。不過此事應由農民自行決 

定。本部當就力之所及給予適當協助。

"種族隔離 "

弗譲院道一邊的譲員們對"種族隔離"政策常有 

許多誤解與錯誤觀念。請恕我對此事提出幾點意 

見D 我們談到雨個種族"分別發展 "時，意思是說道 

雨個種族在發展上彼此分開。我們 f炎及歐洲人與非 

歐洲人"居住展域隔難"時，就是說這兩種人的居住 

席域彼此必須分開。

是以就歐洲人與非歐洲人来說，種族隔離的意 

意就是使這兩種人彼此隔開，不許涯合。種族隔離 
觀念早經承認，不過過去係以"料 regation"—字來表 

達。在原野劃定土人保留地，在市厲劃定土人居留 

展，都是以此種觀念爲根據3 "Segregation"—■字B 爲 

人所厭棄，因爲它多半紙是使人聯想起地域'方面的 

隔離，而不能使人注意到"種族陽離"的其他方面C

政府對此事的政策包括地域上的 "種族隔離 " 
內，但並不以此爲限。在現有情形下，我 們 面 有 土  

人保留地，同時在市展內遺有土人居留展：但除此 

以外，在某些城市與其他展域中遺有雜居情形，這 

是必須加以肅淸的3 多數大城市都有貧民展，其間 

各種族與各膚色的人i®合一起，情形悪劣可怕。政 

府決心必襄糾正此揉i f 形 3 所以，政府雖主張地域 

方面的"種族隔離"，它更希望確能一貫的有效的實 

施此項政策。

有權在市展居住的土人，除了某種例外,都應該 

住於土人居留地，對於此時與歐洲人居住同一地展 

的土人，必須採取步驟使他們遷居3 不過，我 a 說 

過，此項工作顏爲艱躯，不 i l 需要時間，遺要花費 

許多金錢3
國民黨所宣怖的政策均以確腾可行的事項爲 

限，歐洲人展域中現有土人雜居一起，而且至少在 

目前遺需裏他們留在歐洲人廣域内做工，所有道些 

事實都是國民黨政策所承認。這就是我在上面所說 

的所以要規定將市展內a 經脱離部落關係的土人人 

數加以凍結的理由；換言之，此糧脱離部落關係的 

土人家庭的數目必須確實査明，免得更多土人家庭 

脫離部落關係，而致市展內的土人家庭加多。就此 

事的道一方面而論，國民黨政策的目的是在防 ih市 

區內的土人家庭續有增■加。同時並須採取步驟，務 

禁 Ik非市廣內工作所必需的土人移入或將其遷出 

■1?區。

欲期市廣土人間题獲得健全解決，使土人與歐 

洲人都可享有安全與和平的生活，就必須採取所有 

上述步驟。

市厲內愛好和平的土人必須自行努力，實現此 

種目標，如能對土人作適當解釋，我相信我們定可 

獲得他們的合作，因爲實施此種政策亦復合於他們 

自身的利益。

我遺要依賴顧主的合作。我的印 假生們威

覺到對其所傭用的土人負有一種 責 任 我 a 經提到 

的隔離住宅展的房屋間題與這部 ;t 政府政策有密切 

關係3 待至我們實現第一個目標一卽達立健全基 

襟 —— 並能從現有混亂狀態中産生秩序，我們鐘可 

Î炎到遂漸减少市廣土人問題，而不致引起不必裏的 

脫節情形。

如果將来歐洲人不需要士人替他們做工，而對 

土人也作有其他合理的安徘，那未有些人提倡的全 

面 "種族隔離 ''也許是可以實行的政策。不過在尙未 

到達那種程度前，我們就能採取可以實行的措施。

可以實行的步驟

重建保留展，增撥土地以及適當發展保留展自 

是促進這方面任何發展工作中很重裏的因素。我 a  
說過，政府所採措施應以可實行者爲限,S 關於政府 

擬予採収的步骤，我亦S 德到，有人擔心政府將採 

取破壞國家經濟生活的措施，這種恐懼是全無根據 

的。

另外有人以爲我們的"種族隔離"政策就是要逐 

走農場上所有土人，不許土人在農場上居住或工 

作，此種恐懼心理也是不必要的3 我想聽了我在上 

面所說的一番話必能明瞭這點無論如何，農場情 

形與城市情形判然不同。Æ 農場居住或工作É 土人 

是由農揚® 用的。在農場上絶不發生平等間遇。晨 

場至今保持主僕關係。而農場情形也決無發展到與 

城市情形一樣惡劣的危險，因爲土人在城市中工作 

時與欲洲人處於平等地位，這總引起各轉令人遺懷 

的情形。

農民與在農場寄居並工作的土人閩這種闘係多 

少年来向受尊重農民與土人都很了解此種關係， 

而且接受並保持此種關係3 除了這一點外，國民黨 

宣怖的政策中並無可以解作國民黨反對土人在農場 

居住與工作之處。

我 a 經指出准許土人在農場上居住的《 日制 

度，此時a 不再能達成其原有目的。大家如仔細研 

究一下國民黨所公怖的政策，就可知道它的目的是 

在使城市方面亦能« 用土人，卽使是尙未定居與脱 

離部落關係的土人也可照様« 用；不過，-他們在受 

« 後必填定期囘家 , 以便保持部意聯繁0對於在農場 

工作的工人亦可適用同標規定。就住在農場上的土



人来IS: ,農場所有人應課法與他俩訂定比较向例更 

爲妥善的合約。

政府的 "種族隔離 "政策目的不在壓制土人》政 

府要使歐洲人與非歐洲人並肩發展，但彼此不得海 

合。在歐洲人厲域內， 切必須以歐洲人的利盛爲 

支配因素，反之，在土人展域內，則一切必填以士 

人利翁爲首要考鹿U 歐洲人倘與非歐洲人泥合一 

起，結果紙#•促成進展遲潜、磨擦、不公道以及種 

種困難現象。這兩種人分別發展則可免除這些現 

象; 而且就土人来說，他們可以儘量自求後展。此 

外，尙有點不可忘記，卽我們的政策遺裏使雜色 

人與土人分開。道對二者俱有利盡3 我剛纖提到的 

健全基礎一旦建立起來，那就更易實施我們政策中 

的這一部设。

對於土人事務，我此時當然紙能提到少數蔑 

點。我猜想各位在此次討論中遺裏提出許多其他間 

題；等到那些問題提出後，我們當再作答。但我認 

爲在開始討論前，必須先將政府對原野與城市內士 

人實際採取的政策加以蕭明，相信這會有助於各位 

對此事的前論。

(摘自："南非聯邦土人政策 ’ -南非聯邦

政府新聞處印發的小册。）

( i x )  土人事'務部長 D n  H .  F .  V e r v .  o e r d  土人代 

表會議第十一屆會開會時變表之演辭(■比 

勒託利亞 , 一九五0 年十二月五日錄要

.................本人限於演說範園，當然僅能提及種

族隔離政策的某本襄點以及爲實施此項政策而理應 

採収的主裏步驟。其他細節以及許劃中所擬採取措 

施的詳細理由及價値，今日都無法談到。不過，充 

汾了解此種政策的要點後就可明白將来應有何種捐 

施以及此種政策如何對班圖黑人及軟洲人同様有 

利。

我們可提出下列問題作爲討論的前提：班圖黑 

人與歐洲 ;^將來應該混合發展，遺是彼此應該在可 

能範圍儘量分別發展？

假使答案是 "混合發展"，那就必須了解一定會 

發生下列結果3 全國各地都不免齋生競爭與衝突。 

此時後觸缴，遺不多，磨擦和銜突的情事爲數遺不 

多，也遺不很明顯。但彼此混合淫度加深，則銜突 

也就愈形劇烈。至少在一個Æ長的時期內，歐洲人 

將在此種街突中估據優勢，班圖黑人在蘭爭的任何 

方面將均吿失敗3 這就一定要加插班圖黑人的憤恨 

與報復心理3 此種日趨緊張與廣大衝突的局勢決不

是歐洲人或是班圓黑人理想中的將来，這就可見浪 

合發展對雙力都是不刹的。

我們最好能坦白面對將来离一發鹿到這種地步 

時政治力面所必然發生的現實情勢。货行混合發展 

後，班圓黑人必然裏想在政府中分佔一康。到了核 

當時候， 士人就會不满於有限的集體參政辦法，面 

會裏求，有平等選舉權，充分參加政府。

爲求簡明起見， 我此時紙想槪略提及一點，卽 

土人提出此種襄求後， 接着就會裏求在社會經濟及 

其他生活力面享受同棟待遇， 遂漸就裏在住處勞動 

及生活各力混合起来，最後造成各種族血統浪请情 

形 雜 然 大 家 都 知 道 œ 圖黑人與歐洲人都是以血 

统魄潔自豪。可見在一個種族浪合的國家內，班圓 

黑人是當然裏以在政治上與歐洲人享有同等選舉權 

爲目標的。

歐洲人的見解

此時試以歐洲人的觀點来審査這閩襄。有 減  

歐洲人 ( 包括操南非荷蘭語與操英語的歐洲人在內） 

同樣明白表示，根據上述立場，歐洲人必須繼績统 

治南弗境內歐洲人所有的部汾。儘管有人誤傳誤 

解，這些歐洲入並不要求统治全部南非， 待至班圖 

黑人進步到相當程度， 無須歐洲人代爲管理時，卽 

不再统治土人展域，這點是應該加以注意的。但不 

能因這一派歐洲人明白表示其'立場， 而就推定另一 

派歐洲人贊同上述班圖黑人將來可能提出的襄求。

另一派歐洲 >̂  (操英語及南非荷蘭語者都有在 

内）雜有意使班圖黑人享有參政權，但不得超過嚴 

格限定的集禮參政範圍3 他們未曾想到這種辦法可 

能使非歇洲\ 因而獲得相當力量，有了此種力量， 

日後非歐洲人就可霞法取得完全與平等選舉權，列 

在同一選舉人名輩內。

道一派歐洲人等到明瞭這點或是看到非歐洲人 

有此得寸進尺的企圖時，他們爲了保待歐洲人在全 

國歐洲人展域所佔的優勢，自會站在第一派歐洲人 

道一面3 這點可從他們的提案內明白看出，因爲他 

們相信，不論憑藉固有的優勢，或是知識稻度較高， 

或是根據任何其他理由，歐洲人必須保持主人與領 

袖地位，由此可見，這一派歇洲人也是生張住宅展 

填分開以及所謂隔離措施的《

我的看法是如此：假使南非將来採取混合發展 

政策，那就必然引起想像得到的最劇烈的利益衝 

突 3 进圖黑人的努力與願望和全部歐洲人的努力與 

目標勢必互相抵騎。此種銜突無非使雙方同感不快 

與痛苦。是以，班圖黑人與歐洲人必須及時考慮如



何律其本身及後裔設法继免這種痛苦。他們務須安 

擬許割，俾使雙力俱有機會各自發展力量，實現雄 

抱，而不致互相銜突e
嘴一可能採取的辦法就县雙力各自發展，不相 

千涉。這就是種族隔離— 字的意義所在。

不論何字一經曲解，就會變成廣意。"種族隔 

離 " 一字就有此種情形。班圓黑人因受曲解影審， 

以爲 "種族隔離"就是壓迫土人的意思，甚至以#货  

行 "種族隔離"後，土人现有土地都要被摄奪。可是 

挨諸實際，則 "種族隔離"政策的用意恰正與此種解 

释核反。

政府態度

爲了免得這兩部{3*人民將來發生上述不愉快與 

危險 I t形，現政麻的態度是承認並願意讓別人完全 

享有自己所想有的一切。現政府認爲歐洲人在其本 

身 範 園 內 應 該 享 有 至 上 地 位 ,但同時相信 

班圖黑人亦應在其本身範圍內享有至上地位 (baas- 
skap) ,對於欺洲人的子女，现政府願意使他們在自 

身範圍內有充分發風、成功及爲國効勞的一切機會； 

同時對於班圖黑人，現政府亦願意創造一切機會， 

使他們可以酬償壯志並爲其本族人民服務。

這就可見現政府並未採取腰迫政策，而是要爲 

班圖黑人創造一種向所未有的環境；換言之，由於 

班圖黑人的語言、傳統、藤史及不同部霧等關係，他 

們應自有一種發展過程。一*俟班圓黑人無須仿傲歐 

洲人，也不充當歐溯人的僕 '役，彼此可以割分時， 

此種發鹿機會卽可到来。

其次的閩題是如何促成此種割分，俾使歐洲人 

與班圃黑人在本族領袖懷導下各憑自身傳統，自行 

發腰生活的各方面。

事實極是明顯，南非歷史發展的過程翼於今 

日，那就棒容易作此割分—— 可使雙力各有理想環 

境。假使南非境内分別建立了一個黑人生存與勞動 

之所的國家和■ -個專爲歐M 人生存與勞動之所的國 

家，彼此就可各本其自身的意志，決定其自身的命 

運a 可是，南非今日的情形並非如此，因此，在擬 

訂許劃時必觸額及聯邦現有的實際情況。

對於蹇史造成的事實，我們無法逃避。不過， 

此種各憑自身天賦條件，彼此分別從事和平結合、 

自治與發展的理想環境事實上可以作爲一種尺碼， 

用以測驗淸除當前秦亂與困難局面的一切計劃。將 

來自當鶴其所能，説法達成此種目標。

現有情％

班圖黑人現有三分之一居於名符其實的所謂土 

人廣域，或仍與土人區域保待關係。另有3 分一略

途居於鄉廣及歐洲人的* 場上。到下的不到三分 

之數則在城市居住做工，其中一部汾a 經脫離部落 

開係，十足都市化了。"種族隔離"政策完全顧到此 

種事货0

給 予 班 圃 黑 人 平 等 機 會 — 此事對他們自 

身與歐溯人都有好處，—— 顯然應該先從士人展域 

開始3 目前此等士人展域對其現有居民與子女尙無 

法供输他們生活上與發族方面所應有的機會，自談 

不>上供應更多居民a 由於不事保持水土，又加展内 

人口與牲畜過多，卽在現時仍有不少居民陸績被迫 

離開土人展域，在歐洲人保護下並在歐洲人創辦的 

工廠中謀生。

在此種情形下，我們自不能期望班圃黑人社展 

的供應力量及進步程度能夠提高到自願擴負經費使 

有志有爲的青年得以爲其本族人民服務的地步》但 

此種土人展域一旦繁榮起来，就需裏有教師、商人、 

辦事人員、工匠、農事專家以及地力性與一般性管理 

機構的生持人。換言之，屆時所有繁榮社展莫不雷 

襄有高級的行政人員與專業人員。

我們站在政麻的立場，首先襄奠定各社廣生車 

繁榮的基處，利用開壁與保持土壞的方法，在土人 

區域內逐漸誌法使班園裹業合於經濟原則。

但保留地土地有限，不論在目前或將来，俱無 

供應全部班圓黑人的力量一 卽使他們一律從事裹 

業—— 這情形與假使歐洲人展诚的歐洲人全部務 

庚，該展域將無力擔負所有歐洲人，或假使英國人 

- 津襄傲地主、襄民或飼養牲畜，英画將無維持全 

部英國人口的力量的情形，正是~ 様。

所以，按步建誅土人展域的目標在使該展域悉 

依所有富裕國家的前例,從事發展P 卽一面窘展農 

業，一面遺裏振興工業，發展城市。將来保留地斑 

園黑人自辦工藥後，一部设班圓城鎭就可能臆同塵 

生。歐人必須準備以金錢與技術幫助班園黑人創 

辦工業，並應覺悟務觸儘速將這種工業全郁交由班 

圓黑人自行主持。

歐洲人的磁助

由於這方面的需求過多，預料此種土人工業不 

易迅速發虽到足以充分满足班園黑人的求業需裏。 

因此，倚須鼓勵歐籍實業家在鄰近此種士人城鎭的 

歐洲人展域內與辦工業。如此則此種工業所爆用的 

班圃工人可以住在他們自身的區域內，他們在這種 

展域內有自辨的學梭，自誅的商鋪，並且遺自行管 

理一切。種族隔離政策的襄義是等到班圓黑人不再 

需襄歐洲人時，歐洲人就應該全部撤離士人展域。



揉智地的进画黑人虎須雜遂多久力能進庭到自 

足與自治地步，要視土人自辨工業情形及他們如何 

利用此次種族隔離政策所給予的自求發展與爲本族 

腹務的機會而定。

保留地經過此種參虽後，所有住於诚市或欧洲 

人所思鄉村地展的土人敢不就此都可以或都顔意旧 

到保留地去。到目前爲 Ik, 鄉廣中樹未參生瘾社會 

利養銜突的愤事。不遇，Jfc時無論如何JÉ該铁法海 

許住於城市居留展中的士人在市譲會監譲下银可能 

實行自治，並使各部落對庚場工作之土人货施有效 

管束。駕於à 者的住屋與工作環境須特別注意，務 

使在農場謀生的班園黑人亦能有富裕與愉快的生

道裏的間題倒是如何造成更好的関係，促使俯 

况愈塞穩定，並從事正確訓練，劍造優良的工作環 

境。種族隔離政策此時紙是主張將黑人遷出白人展 

域（白人亦填遷出士人展域)，除非日後由襄場改用 

機械E備，ffiî致减少非欧籍工人人數外，目前不會 

引起重大困難》

最後我襄談到"種族嘱離"政策對歐溯人城市的 

圓係。此項政策的基本襄求是大家知道的，卽不僅 

要使歐溯人與雜歐洲人分展居住，卽非默洲人中的 

不同種族，例如班画黑人、 種人及印度人等，亦 

填各自分展居住。

此時仍與保留地保样関係的很多班圃黑人將来 

可能囘到保留地去一 特別是在保留地的城鎭與工 

業發達以後，甚至很多BJK都市化的塞厕黑人因篇 

在保留地內栽殷才具的機會較多都可能會顏意前往 

傲工匠、經商、擴任辦事人員、從事專ra載業或座條 

其政治抱負—— 不過，繼績留在大诚市的仍必不在 

少數。此種情形恐蔣撒緩一究長時斯。

隔離社展

就此種班困黑人而言，種族隔離政策與隔離住 

展對他們也有重大意教。種族隔離政策的目標是使 

他們可在此種嚴域內按照建誰班國城鎭的地力當局 

所規定的限度，儘可能货行自治。到了相赏時候， 

此種班園社展的一切工作亦復可照我上面資保留地 

所說的，，由班圃黑人自行《任，赏然3 也襄廣班圃 

敝廣自身的能力而突。

所以卽就歐溯人嚴域內的斑圃社展来聽，«行  

隔離的用意'决不是爲了使利歐洲人對他货行壓追 

而是在使班圖黑人自成一個社展並在該社展內充分 

享有工作與服務機會。

明瞭這些情形後就可知道種族隔離疲策所以资 

班園黑人的教育間題表示開懷的理由。因篇事實上

桃行此《政策後，各 :T ifi都教裏有完全合格的班圃 

黑人0 唯一條件就是班園黑人學業完成後必須專爲 

本族人民服務，這點自是顯而易見的。

今日班困黑人的領袖們如能合作货旌剛才所族 

的種族隔離政策，郝就對其本族人民有奠大買戯。 

領補們此時如一意妄想，欲在混合社廣中舆默溯人 

«於平等地位，目摄统不認清，势必引起街突，倫 

能Iff事求是，領簿本族人民向和平與繁榮的大道邁 

進，烟不失爲民族偉大領袖。他們可以協粉本族子 

弟與會受教育的男女在其本身廣域獲得就業或充分 

發展抱負的機禽，倘不可能一 例如在歇溯人廣域 

內的愤形一 項應協助他們在其本族隔離廣域內就 

業或服務。

我相信每一個班園黑人都應忘記邊去的課會， 

—心向可以促使各別社展和平與快樂而不致引起銜 

突的道路前進。班圓黑人的領軸們難道想在共崔黨 

煽斷之下爭取無法取得的平等待遇嗎？如果他們果 

有此意 , 則將来不僅襄遭受整個默溯人社展的反街， 

恐本族中顏意在土人社展中* 行自治的許多族人也 

不表赞同。

我不核信道些镇》們會作如此想a 誰也不致担 

絶一種可由大家合力產生的獨立，面寧願輕舉妄 

動，走上一條不會廣取自由而抵會自雄械亡的道 

路。

( X ) 九五-*年 五 月 日 土 人 事 務 部 長 Dr.
H. F. Verwoerd 向參議院發表之演辭錄 

要

................有人我我在初次演髓時曾讚揚種族隔

離的理想，現在則&撰棄無錄* 也許我應該街此項 

異譲首加答復。我在郝次演說中就得很清楚，自後 

並會一貫主猿…，••…人生在世，如果他必鎮執行一 

種政策，並對許多力面探取行動，他一•定蕴有可資 

不斷測驗其行動的準繩。當時我食這棟貌：

" 我們目前這個士人間題很是重大。假使 

白人舆土人從未居住在同一個國家內，假使南 

非在塵史過程中發族成了  一個鲍粹白人的画  

家，而其他地點一中非或束势等地一 則純 

梓梟土人的土地，那末，我們就不會發生這個 

間題。假使事資上我們遺能有此種全部隔離 

一一因爲它的確是隔離—— 機會，遍今日所有 

間題亦將由是而失其存在。所以，我說實行陽 

離不失爲拭驗能解決道個闻題至何種地步的良 

好方法



糖族搞離的理想就县要實行全部隔離。不過， 

雖有這種理想作爲解決這間題的尺度，我們同時也 

都是講究實際的人，任何人都知道南非並沒有實施 

這種完全隔離的環境3 各位都明險開發南非的藤 

史，违誌城市與創辦工業都是以土著勞工作爲勞力 

的某處3 各位也都知道南非農業係以土人勞力爲重 

要因素，而且a 是必不可少的因素。這些都是各位 

所知道的事實。所以，翻果有人在任何時間提到或 

是相信國民黨一旦執政後，立卽或不消數年就要驅 

遂全部土人至某某地厲，使南非其他部设成爲一個 

白種人的國家，那是完全無稽的。

我 a 經不厭其煩地一再論到這一點，並引證我 

們在一九因八年及一九四九年読選時分發的小册子 

来說明種族帰離政策的眞相a 我們的理想fli我們的 

實施計割都a 在這些小册子內载明，這是任何人所 

不能否認，但聯合黨卻始終不信任我們此種說明， 

不願與我們合力解決道間綴。倘使我們之問確有意 

見不同之處—— 我們意見不同之處甚多'一 儘可光 

明正大地表示異譲。

舉例言之，大家知道我們對參政權間題意見不 

同，這是一種明顯的事實。我們不妨設法了解並承 

認彼此的觀敏，何必一再指稱我們曾在某次廣選時 

說過立卽或在最近將来就要實行全部"種族隔離"的 

話昵 ?又何以要不斷地說我們的態度a 有改變呢?我 

相信並可證明我們4 *日所採的鹿度與廣選時所表 

示的並無二致。我認爲你們此種作風是無濟於事 

的。我必須组白說明，自今以後我不願再談論此事 

了。我想談論此事徒然浪費光陰而a 。我們尙有許 

多更重裏的間題等待解決，這些間題繞是我願意與 

反對方面討論的。

我此時應再废說明，我們的目標是儘可能在地 

域力面實行種族隔雕 , 至於其他力面，由於生活上的 

需要，各種族聚居同一展域，無法分開，紙能在各 

種族的本身範園內實行局部的種族隔離。教會對此 

事的態度亦是如此，倘與南非種族事務局等機關一 

談，便可明瞭它們亦復抱有同様的態度。我贫接見 

教會領袖討論此問題。他們的態度、我們的態度以 

及與我討論過此事的南非種族事務局人員所抱的態 

度，可說完全相同。請勿對我們加以分化。這些人 

異口同截地說：請看我們國內的實際情形，城鎭內 

與城鎭附近有土人，鄉展內有土人，保留區內又有 

土人，城市內有& 人，鄉展巧有白人，而保留展內 

也有白人：當你考慮如何爲將来擬具計劃以及如何 

指示發嚴途徑時，你紙能適用a 有的此項標準，卽 

是載法陽離各族人民一隨同國家發風的每一*個階 

段儘量實行隔離。

倫欲爲新問題按求答案，或預測未来發蔑情 

形，例如發生土人展域內商人將受何種影響，如何 

處置居住土人展域中的白種人或是如何安插白人展 

域內的土人等問題時，此種標準就可有稗於問題的 

解決對於各種族人民何處得享所有權及何處不得 

享有所有權等間题，這種標準亦可幫助找到答案。 

這些都是土人事務部長必須日常處理的問題。部長 

本其所持原則，同時參酌每一情勢的實％，作成決 

定。這並不是一種武斷的態度，這並不是一種不合 

能理態度。行動必須根據理想。這就是我們所說的， 

我們的目標是爲兩部汾人民獲致和平與快樂。

隔離各族人民的措施愈是推行有效，白種人就 

更少恐懼，更願意出資改善土人的情况。舉例来 

n , 白種人如果明瞭土人求學目的不在與白種人爭 

収平等，也不與白種人混合，而是爲了對本族人民 

服務，那未，白種人就更願意使土人受教育。假使 

白種人擔心到資助士人受教育後徒使自已多一個競 

爭的人，那就不# 願意解囊相助。如果白種人知道 

資助土人受教育的結果是使八百萬土人曰後可以統 

治二百五十萬白人，、他們當然不肯出資與學。一俟 

白種人知悉此種隔措施可使:白種人文化不受威 

脅，他們就更爐慨，更願意助土人受教育。是以， 

我們此種標準，我們所抱的理想是裏達到一種不發 

生銜突的境界。我們國家現有的情形雖不是如此， 

但可以逐漸使它接近此種境界，它可以繼績發展而 

不 弓 街 突 。這就是種族隔離所裏實現的理想… …

現在我必須論列最後一點 - 
於種族隔離的政策間題。

，那就是我們對

.................我很明瞭此時土人廣域遍怖全境的事

實。我認爲如由頂層開始組織此種土人调域，實 

是愚不可及的辦法。成立土人代表會譲（N<itives’ 
Representative Council) 就犯了此種錯誤 ;3 就置  zfc；人 

代表會譲的用意是爲南非全境土人成立一個總的管 

理機構，不過這種機溝I I腾m 詢性質。我認爲此種 

辦法是不對的，發展自治應該由下至上，先從部落 

單位開始。然後就可循自然途徑發展憲政，達成目 

標。這就是我正在着手進行的工作。我首先要好好 

地蹇備地力自治，而建立部落政治制度更是當務之 

急。其他發族可待以後逐進行… … … 所以，我的 

主張是土人在各展域同疆嚴自治後，就可成爲各該

區域的主人翁  他們應能實行全部自治，獲得

日後成爲本族人民領袖的充分機會 不獨僅有

諮詢權權利 .............將来甚至不准歐洲人在內居住。



說到這裏，使有一位參譲員間起各自治调域县 

杏獨立。答案县顯而爲見的。南非全境幾乎無處沒 

有土人廣域，比德斯堡 ( Pietersburg)就•！：一例。此 

外，我們遺有組魯蘭。® 在南非各中心地廣亦有此 

種土人展域g 南非白種人自須繼續擔任土人的監護 

人 3 我們不惜花費金錢，以發虽這些土人展域。我 

們聽任土人發展。在此種情形下，如何能成爲分散 

的小國家昵？ 土人展域不論在經濟上與其他力面都 

裏依賴聯邦3 我們講起裏將 (英國)保護領士歸併南 

非，同時又主張那些地H i的土人應享自治權，我們 

決沒有自南非洲割出若干大塊土地使其成爲許多獨 

立國家的意思，這是顯而易見的事。

無偷如何，我們不能重蹈英國政府在黃金海岸 

的覆織，使訓練尙未成熟的土入過早脱離他們傳統 

的政治制度，此種錯誤是不言可知的」南非的國際 

關係應由南非的白種人来主持，也是不言自明的。 

我們從無淹飾的意思a 我不明白參識員們及聯合黨 

領 ?虫何以襄走遍全國，到處宣稱我們有意使整個國 

家分裂爲若干彼此抵觸的鄰邦，但他們紙要翻閱一 

下本國地圖就可知道他們對於土人展域實行自洽的 

解釋，是全然講不遗而且不能實行的。在自己展域 

內實行自治决不說是裏把南非分成若干國家。

現在我裏•一談最初就要提到的下面一點 > 各士 

人展域可自其原有的部落政府發腰到協調全廣的自

治政府—— 這事自襄經過多年力能實現.............資於

未來歷史我無法預斷過早。將來發生何種情形，各 

土人展域何時可以發凰到最高度的自治，我紙能留 

待屡史去決定3 不過，我感到满意的是唯有採取此 

種途徑我們纖維維持本國的和平與秩序。而且唯有 

那樣線可使土人獲得機會、希望與理想，卽使其範 

圍 !1 以本身嚴域爲限。我們這個國家紙有兩條路綠 

可以選擇。

南非決無第三條路線可以採取。讓我們先認淸 

楚事實。我 a 說過不 Ih— 次，根據各方合理的佑 

許，再過五十年後，白種人將有六百萬光景。那時 

土人人數約將墙至一千九百萬人。如果各位贊成聯 

合黨的態度，認爲南非工業應繼續照從前那様發 

盛，卽便是說大部汾工業應誅在城市附近，那卞這

些地方就一定要利用土人勞力.............如果依照聯合

黨此種許劃来發展工業，那未在一*千九百萬土人中 

除去此時住於保留地的三百萬人*以及可藉耕種在 

該展謀生的少數人，又除去住在鄉偶的三百萬人外 

( 如系這些寄居人分散各處，農業力面所需的勞工

卽多少可由這三百萬人供應，特別是在增加機械敦 

備後，需宴人數更可减少) ，其餘•一千三百萬土人就 

都裏在市廣生活。

根據過去土人的教育與發展情形以及聯合黨的 

政策一 《家應使每一個土人都有發凰與'受教育的 

機會—— 在以後五十年內，多數士人都裏成爲有教 

養的土人。依照聯合黨的政策，此種土人與印度人 

都應享有選舉權, 聯合黨主張這些士人應列入不同 

名册，適用集體代表辦法0 到那時此種印度人一~ ' 
聯合黨主張給予他們選舉權—— ，與土人—— 二者 

均係行使社展選舉權一 ~̂ 以及浪血種人—— 特別是 

照聯合黨生浪，混血種人與白種人名册不分—— 將

隨同選舉人數目之墳加，而組成有力集團，堅持要 

求選派更多代表參政3 他們先從要求依社展選舉制 

選派更多代表開始，等到勢力擴大，‘造成頭輕脚重 

的情形時，就會要求大家列入普通選舉人名册，一 

律平等。坐在那一邊的參譲員們一定和我們同棟地 

不願看到此種情形，但如實行他們的政策，那就無 

法避免這種後果。

如果工業上的種族混合現象繼績下去，將來不 

免有大批土著勞工湧入聯邦，屆時士人與◎人相較 

在人數方面將佔應倒優勢，聯邦政府恐亦須由此種 

多數者来主持。這是一條路線。聯合黨自不願意有 

此種後果，但該黨主張採取的所謂中間路線則恰正

造成道種後果 .............聯合黨與工黨的參譲員們紙欲

在工業方面實行種族併合政策，可是他們宣怖的政 

策必然引起其他後果一一i t 會與政治方面的後果。 

第三條路線是決不會有的。對於他們願意有的和不 

願意有的情形姑且不論，Ballinger政策及聯合黨政 

策 (F a gan報吿書）最後必然造成同一結局，卽人數 

佔f憂勢的土人统治南非。這不是講南.非將有一個小 

班圖國（Bantustan) , 而是整個南非聯邦都要成爲班 

圖國，此種危險性比較反，力面稱我們的政策所能 

引起的自然更大。

.................另一條路線就是- ^ 心一*意不使士人由

佔領全部南非進而统治全部南非這就是我現時努 

力的目標a 國民黨政府如若不幸失敗，聯合黨也不 

能逃避他們以巧言領導我們陷入的此種炎禍。我們 

如能成功，特別是各位參譲員如能協助我們，使我 

們維獲得我們所堅決主張的應有的合作，則我們遺 

来得及挽救南非。挽救辦法必以種族隔離爲基礎。 

假使我俩能夠使土人在保留地內—— 使他們在保留 

地居住，卽使在鄰近的白人展域內工廠做工的土人 

也仍須住在保留地—— 我們紙要能夠做到這種隔離



程度，那未，卽使此時在我們城市內居件的兩百萬 

左 右 土 續 留 不 去 ，而住於鄉展的三百萬土人也不 

遷走，白種人的南非洲還是可以保全。因爲這五百 

萬士人與未来的六百离歐洲人比率相差並不過多。 

縫使這五百萬土人意出於我的意料，數目逐漸增多， 

此種不完全的種族隔離措施所引起的危臉比較併合 

政策闻屬微不足道。

.....................卽使此種土人的數字出乎我的意料與

願望，竟然增至八百萬人，以致造成六百萬白人對 

八百萬士人的不利比率，它也遺不致嚴重到關係白 

人的存亡。此種比例較目前情形尙勝一憲，更不是 

聯合黨政策造成的後果所可比擬 ...............
但同時我們H i應在不超出全國負擔力量的限度 

1 ^ , 以移民方式墙加歐籍人民。在預許的六百萬白

人中  我們计入了必按照南非藤史上最大規模

所移入的人口。預計中的土人總數千九百萬人係 

根據文明社，的人口生殖率許算，而並非以野蠻fftfc 
會的生殖率爲準C 換言之，估計中的出生兒普數裏 

比現時低得多。

....................根據種族帰離理想，我們究應如何誅

法使士人留於保留地？我們不能使用武力阻 t 他們 

離開保留 .地。不過，動於離開保留地的人我們要在 

防 Ik他們流落到無法謀生的地方去的範圍內設法加 

以管制。我們將更致力於在土人席域及其附近創造 

環境，使他們可在土人展域安居樂業，生活有着 , 一*

切酣遠樓前時。因此，我奥鼓勵在保留地多多創辦 

各種工藥，作爲土人約財產，並願協力創辦這些 : r  

業。爲使土人及其後裔得以繼續在保留地安居下去， 

我們必須採取一切可能措施，.............

......................我約意思是如果土人與我們雜居一

起，我們随時隨地就要與土人読爭，並壞保持我們 

的優越地位，道様就不免增加銜突。反之，如果分

開則土人可在其自己的展域內發展自我  發展

他們的天性3 因此，我們主張班圖黑人不應浪在我 

們中間找尋歸宿，要求自洽，他們應在自身展域內 

求發展，我們必須儘可能使他們留在該展域。他們 

在自己的展域內可有儘量發展自治的機會，並可發 

揮他們的才能而順利實現他們的志向。如果那位參 

議員認爲卽使到了那時他們遺不會完全相安無事， 

我可囘答說：是的，屈時可能仍有麻煩，恒至少我 

們的政策可使土人獲有機，，達到他們或可满意的 

— 種境地，而坐在那邊會識席上的參譲員們所採的 

政策則必然使全國趨於毀減無疑。

....................我們在現階段中至少要照我們提譲的

那様去做，如此卽使不能保證我們永久十足安全， 

也可以使我們可在長時期內獲得高度的安全。五十 

年後南非土人將增至一千九百萬人，而白人僅有六 

百萬人，因此不論土人是在何處居住，歐洲文明的 

前途總免不了仍有危險。

附件陸

•九五二年一月二十一日至二月二十日期間非洲人全民公會(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及南 

非印度人公會 (South African Indian Congress)與南非聯邦總理來往函件 *

非洲人全民公會

約翰尼斯堡，信 箱 9 2 0 7號 

- ^ 九五二年一月二 i «日

開普敦

弗譲院

南非聯邦總理 

敬啓者：

在遵照在花泉城召開之非洲人全民公會第三十 

九屆會議所通過決譲案，謹將下列各節奉吿閣下：

非洲人全民公會係於一九一二年成立，旨在保 

譲與促進非洲人民對一切有關事項之利â , 並爲非 

洲人民爭取自由，不受任何歧視法律之拘束。爲達 

到此項目的起見，非洲人全民公會成立以来，卽依 

照合於憲法規定之一切方法促使政麻注意非洲人民 

之合法要求，並特別一再堅持裏求非洲人民應享有 

直接參加國會、省市譲會及國家一切參譲機關之天 

賦權利。

* 此 項 面 件 係 Professor Z. K . M athew s来信之附 

件，經海地代表團之請求，印作文件 A /A C .6 1 /L .1 4。



此種態度不僅表示非洲人民願意並準備與政府 

合作，並可證明非洲人民眞誠希望各種族閩俱能保 

持和平、親睦與友I I 。盡人皆知政府採取整護、隔 

離及種族隔離等藤迫政策，制頒繼續侮辱非洲人民 

並降低他們地位的法律，不准他們享有爲一切民生 

S t會所享有的基本人權，是 a 斯然拒絶了我們的合 

作提議3 由是非洲人民在社會、經濟及政治上所處 

地位遂漸低落，而種族方面的仇恨心理與緊張局面 

也日養加深。近年来因制定通行證法、牲畜限制法、 

九五0 年取歸共産生義法、一九五0 年種族分展 

法、•一九五一年班圖族當局法以及五一年選舉人法 

的結果，此種情形愈見嚴重。

此種立法之德作用是在撲械被壓迫人民的全國 

維織，破壞此種人民的經濟地位，而爲農場與金礦 

儲備抵廉的勞工；胆.Ik非洲人民画結發展，充分取 

得民族地位，並以種種方法恥專非洲人民。

事關非洲人民之存亡，身爲非洲人民全國組織 

的非洲人全民公會自不能保持緣默；全民公會偷不 

據理力爭卽是辜負人民之付託與信心。

非洲人全民公會近於•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五日 

至十七日在花泉城舉行年會，檢財政府所採全部政 

策，經於對此事作愼重鎭密之考慮後，一致決譲向 

政府要求至連於一九五二年二月二十九日前廢止上 

述各項法律，否則弗洲人全民公會膊於一•九五二年 

四月六日蘭會抗譲，從事示威蓮動，開始實施抗拒 

不公平法律之計劃，同人等兹卽係向閣下華吿此 

事。

我們並曾參照年會決譲，研究閣下於本月五曰 

在 Ohrigstad發表之聲明，當時閣下曾降翻各族人 

此不分膚色與信妳，儘量參加卽將舉行之 Jan van 
R iebeeck慶祝會。我們考慮結果，認爲非佚J：述侮 

辱非洲人民之各項法律一律别出法典，他們不能以 

任何方式參加此項慶祝會。

我們堅決相信，爲非洲人民爭取自由，終止人 

與人閩之剝削，恢復南非之民主政治、自由及和諧， 

實是最重要與最基本的幾件事，政府與民衆必須明 

瞭，我們具有充分決心，要在我們道一生促其實 

現。

我們卽將開始的奮鬪並非以任何種族或民族爲 

對象，而是在反抗使大部惊人民永遠屈居於奴錄與 

I I 困地位的不公平法律。開於此點，我們知道海內 

外所有開明與正直的人不分黑白男女，都一致全力 

支待與同情我們，並且知道目前的緊張局勢與危機 

並非非洲人領输所造成，而實在是政府咎由自収，我 

們對此感到無上的快慰。

我們奉命指出，我們作此種決定時完全明瞭它 

所必然引起之後果，我們必須银調不論某方面對此 

事發生何種反響，我們的後世必能制定我們卽將採 

取的行動不特符合全國人民的利盡，並將激勵後世 

子孫，永垂不朽。

我們必須鄭重說明，四十年来我們始終在努力 

促成眞正進步與真3E民主的環境。

( 簽名）Dr.
會長

S . M o r o k a

秘書長 

W . M .  SiSDLÜ

總 理 辦 塵

開普铁

• -九五二年—月二十九日

逕復者：

台端前致總理未註明日期之面在a 收到，本人 

奉命作答如下：

據悉台端此次來南係以非洲人全民☆ 會"近在 

花泉城舉行年會所通過之決譲案爲根據。非洲人全 

民公會通過之决譲案向例送請土人事務部長及事務 

部核辦。惟此次則並未按照向例辦理，台端直接致 

菌總理，提出哀的美敦書。此種破例舉動或與全民 

公會最近內部分裂或整肅蓮動有關，分裂或整肅以 

後，台端是否正式代表政府所知之非洲人全反公會 

- 團體發言，不無疑魔。

惟總理不欲深究此點仍願答覆台端所提各節 

及哀的美铁書，因總理認爲必須說明政府對此事之

態度。

来函明白提及之第一點爲貴會自九一  二年以 

来卽以廢除一切歧視法律爲目標雜然此點從来未 

經政府加以考慮。贵會此時廢除此種律律，並認爲 

直接參加國會、各者省市譲會以及國家一切參譲機 

闕爲一種禾賦權利。

我想台端當能了解，班圖黑人與歐洲人在許多 

方面都不相同，尤應記住此種區別是永恒不變而並 

非出於人爲，偷主張土人應視爲與歐洲人無異，應 

享天賦權利，豈非自相矛盾。台端或認爲此點無關 

宏旨，種族特性亦不足重視，但無翰如何不能否認 

歐洲人有權—— 此項權利繞確是天賦權利—— 表示 

反對意見，並採取必裏措施，以保持他們爲不同社 

展之本廣。



政麻在任何環境下決不考慮使斑圖男女或其他 

人教較少之非歐洲種族對歐洲人或在歐洲人社K 內 

行使行政或立法權力，此黯務須明白T 解。現行貴歐 

洲人與班圓黑人實施差別待遇之法律由来a 久，政 

府無意廢止。

台端裏求南非聯邦應不再是受歐湘人統治的國 

家，殊不知歐洲人醫凰本聯邦實使各族人民俱受其 

翁。台端叉要求商非聯邦應由班圖黑人、印度人及 

其他非歐洲種族會同歐洲人共同治理，不加任何调 

別對於將来可能逐漸發展爲完全混合之社區一事， 

亦 '不加任何限制。然而台端猎似乎要想造成種印 

象，卽此項襄求應視作對本國歐洲人a t廣的懷慨的 

善意的表示。但事實則顯然恰正相反。這並非果眞 

有意合作的表示，而紙是一種開始實施在相當時期 

顏覆歐洲人統治許割的嘗試。

此種力式決不能獲政種族和諧。接受此項要求 

後各族人民勢必同遭劫蓮。不特各種族之關係將因 

誤解而造成一時性的聚張局面，旦將發生更惡劣的 

後果，而首先受害旦受害最重者使是班圓黑人。舉 

例言之，班圓黑人倫無現時享有之保護，聽其處於 

無限制號爭的狀態，則彼等目前受政府保障並在境 

加中之土地恐不久卽將喪失。一般土人如果喪失了 

南弗聯邦所給予他們的許多特權一 其他國家所不 

給予的一 他們缝真是痛苦0 爲了滿Æ 不惜拋棄其 

本種族的- * 切少數人的政冶野心，他們必須支付代 

僮。承認不同種族同時存在的事實，並使每一種族 

都有機會在本族廣域內費展抱負與才能，或在本髓 

廣內循其自身力式發展，爲本族人民服務，這才是 

促成和平與友善的途徑。

來菌提出的第三點是指規定差別待遇的法律應 

追士人，使土人地位低落。這也是完全不正確的見 

解。此種法律生要是在保譲土人。卽使是班圖黑人 

認爲特別封厭的法律也不是爲了迫害他們而制定， 

其用意是在訓練他們履行凡是主張權利的人所應有 

的一切義務。台端提到項改善性的法律（限制牲 

畜法）是應迫性法律之一 ,這就顯然可見台端並不 

明瞭此種法律的功用是在保譲班園社展目前與將來 

的利翁與土地。

来画甚至紙毁班圖族當局法，殊不知該法目的 

在使班圃人民獲有機會，根據自身傳統與制度，並 

SS合現代情形，以開明方式自行管理本族♦ 務。政 

麻雖無意核許班圖黑人在歐洲人社展享有政治J：的 

平等地位，但深願鼓勵他們在其自身區域內發展創 

造力，服務本族人民與管理本族事務，並使班圖人 

得以充分栽揮他們的才能，這點是應該明險的。

我於此必須論到來信提出的哀的美敦書。台端 

雖說明全民公會在決定向政府提出此項最後要求 

時 , 會充分考慮到由是而將引起的一切後果，但總 

理仍欲忠吿，倘意採取来画所稱之行動，勢必造 

成極嚴重之事態。爲顧全班圖黑人之禾IX益起見，總 

理奉勸台端再度考慮此項決定。如堅持原譲，實行 

抗拒政府，並煽動班圖黑人破壞法律與秩序，政府 

將採取切可能方法，鎭壓任何騒動，並嚴徵唆使 

從事任何顏複政府行動之鱼責人。

總理命我促請台端審慎從事，並箫以有用精力 

協同推行政府爲班圖黑人所訂之建誰性發展許劃。 

倘能利用政府給予之機會，建立班圖地力政府及行 

政，.並使其權力伸展至班圖黑人生活的各方面，别 

此種計劃卽可吿實現。

這才可說是舆正的合作。貴會加能協助政府實 

施此項出於一番仁心的計割，那就對南非班圖黑人 

有莫大貢獻。總理相信各位一定會接受此種忠告，並 

能積極努力爲本族人民謀幸福。

總理私入秘書 

( 簽名）M . A ucamp

約翰尼斯僅 

郵政信箱九二0 七 

非洲人全民公會 

蘇書

非洲人全民公會

約翰尼斯堡 

郵政信箱 9207 
— 九五二年二月十一*日

開普敦

衆識院

南非聯邦總理 

敬啓者：

閣下九五二年一月二十九日來書敬a 誦悉。

非洲人全民公會全國執行委員會業已召開特別 

會議，審慎研究來書所稱各節，並囑將下列意見奉 

告蘭下：

來書謂非洲人全民公會一九五一年會譲通過之 

決? 義案直接向總理提出而不送請土人事務部長及該 

部核辦 , 有蓮常例。非洲人全民公會從未承認土人事 

務部爲非洲人民與政府間公文往遺之承轉機關。無 

論如何，同人等前信提出之問題涉及聯邦政府所採 

政策之基本原則及其對黑人與白人關係之影響，極



関重裏，决非一部所能處理之事項，因此本會認爲 

確應直接提請總理注意C 来書竟謂吾人此種行動或 

與 所 謂 "公會內部最近發生之分裂或整肅蓮動"有 

關，货是毫無根據，且與問題本質絶無關係。

對於吾人所提廣止規定差別待遇的法律之裏 

求，来書竟稱非洲入與歐洲人之展別係"永恒不變， 

並非出於人爲"，因此，此種法律應予保留。目前爭 

論之間題不是生物學上之區別，而是维以人爲法律 

使一部汾人民享有充分公民權，男一部分則雜動不 

許享有，其用意不在保持歐洲人爲另一社展之本® ,  

货欲永久剝削非洲人民。

就種族自尊心而論，非洲人民與任何人相較均 

無適色，正因爲此種理由，非湘人民必須在其出生 

地全力举取某本人權。

菩人閱悉政府营對吾人所提直接參加國會及國 

家其他參譲，立卽加以拒絶。此卽種族隔離政策之 

要義所生。該項政策不僅遭非洲人、印度人與混血 

種人一敦謎責，甚且亦南非許多白人所同聲押擊。今 

日南非在國際閩之地位JE因此種政策而日見低落。

来書表示政府此種政策之用意在於保謹非洲人 

民各力面之利盡，例如，士地權及非洲人民在他國 

不能享有之其他未經指明之特權。然土地保留政策 

向以保譲歐洲人的土地權爲目的，非洲人的土地權 

並不一定受到保護，而且卽使在所謂保留地內，非 

洲人亦僅能聽憑政府酌奪而享有佔用權而B 。此種 

保留地人口擁携不堪情形盡人皆知，而所謂重行安 

置計割維然一* ® 標榜用意公JE, 但實際上紙是加深 

人民之痛苦，使成千成萬人陷於貧困與無家可歸之 

境聽由土人事務專員與信託某金會下級官員任意擺 

佈。關於此點，吾人注意到卽以現在國會審譲中之 

土人法律修正法案內容之奇剑嚴峻，猶被稱作"保 

譲性 "之法律。此項法案一加前此通過的類似法律， 

用意當然是在保護與清進歐洲人之利盛，而不在嘉 

惠於非洲人0 阻止非洲人民按照其自身所認爲滿意 

之方式發® 抱負與才能者，卽是此種歧視性之法律》

就班圖族當局法而输，它顯然是吾人所反凿的 

政策的一部份，此項政策卽"政府不擬准許非洲人 

享有政治平等"，而不似来書所稱"自的在使非洲人 

有依照開糊力式管理其自身事務之機會"。班圖族當 

局法所規定的♦項雜不能替代直接參加國家參譲機 

關的權利。

關於非洲人全民公會擬予發動之羣衆蓮動，吾 

人必須指明，非洲人民旣無選舉權利，又無防衞力 

量，雖資遍試種種力法，迄未有何成效。在此種情

形下吾人除了採取上述蓮動外，寶無其他途徑可循。 

吾人願意雄調一點 , 卽此種蓮動當以和平力式進行， 

如有騒動情事決非我們所造成。

吾人在重申直接參政之襄求時必須明白表示， 

我們決心加倍努力爲井洲人民爭取全部公民權。吾 

人建議在平等基確上互相合作，實係出於至誠，總 

理養然担絕此項建譲 , 不免使人遺城,惟吾人希望爲 

顧全全體利盛起見，政府或願重行考慮其態度。

會長

( 簽名）D r. J. S. M o r o k a  

絡書長 

W. M. SisuLU

南非印度人公會

約翰尼斯堡 

郵政信箱 2948號 

—九五二年二月二十日

開普敦

衆譲院

南非聯邦總理 

敬啓者：

同人等在遵照一九五二年一月二十五日、二十 

六日及二十七日在約翰尼斯僅舉行之南非印度人公 

會第二十屆會譲所通過之決譲案，謹將下列各點奉 

達左右：

南非印度人公會係南非印人社廣之代表組織及 

發言機關，向来努力保譲印度人利盡，反抗歧視法 

律，並保證印度人資其出生地及自行選擇之國家，得 

與其他各族人民，不分膚色、光榮地和正當地共同負 

起促使榮風與進步之責任。惟本公會雜努力不解,印 

度人與其錄非歐洲人之處境因歧視法律層出不窮。 

a 眉無可忍受之程度。自一九K 六年通過亞洲人士 

地權法以来，印度人之地位危殆S 極，南非印度人 

公會不得B 從事悄極抵抗，以示抗議，一面請求印 

度政府將此項間題提請聯合國大會處理。

當一九四八年大選結束，政府更迭，閣下親織 

新政府後，此種悄極抵抗蓮動卽告停止，本大會並 

請閣下以總理地位發表新政府之政策。

閣下當能記億此項請求未蒙接受，內政部長D r. 

Dijnges並通知本公會稱政府無意准如所請，接見本 

公會代表。此種態度顧係以國民黨於競選宣言中所 

標榜之政策爲根據，該宣言強調"種族帰離"，意卽 

所有非歐洲種族應一律強行分區隔離，並特別說明：



"本黨認爲印.度人乃是不能同化之外國人。印度人決 

難成爲本岡同胞之一部汾0是以必敏視.爲移民社展， 

本黨政策之茶本宴點卽爲儘量送印度人囘國，並 

提謙姿爲研究可否與印度及其他國家合作。大规模 

實施此項政策。"

閣下稱作"種族隔離"核心之種族分腐法違反民 

4^政治與人權之一切某本原則. 實施此種法律將使 

非歐洲人全部珊開合法取得之士地並抛棄數代辛苦 

建造之房屋割定各種族之展域後，非歐洲人在生 

活各方面將無法再有任何進展，結果經液衰落，生 

活貧闲，而各種罪惡與墮落情形隨同發生。就印度 

人而言，此項法律之本意在於驅逐彼等出境（參看 

棟族分腐法所根據之各部聯合委員會報吿書）。須知 

此别倚在實施此項法律之初期，而人民利益卽已受 

到莫大损失，物質與經濟力面已無法優得進展，依 

照本法規定政府正對價fÉ數與镑之不動產典房屋進 

行沒收中。內政部長行使專橫權力，通知許多商號 

限於指定期間出售其財運，否則卽由政府強制出賣。 

不i i 私人財產受到影響- , 卽宗教與公共簡體爲諶社 

嵐福利而iS有之財逢亦接得同標通知。

班圆族當局法之目的在於剝奪非洲人民對本國 

事務之應有地位使其在政治 . h 不能發生實際作用。 

此項法律准許發長在管制範圍內行使權力，係旨在 

將非洲人民分裂爲許多部落單位，俾便政府實施有 

效嚴格之管制。

取綠共產主義法旨在剝楚南非人民之基本#  
利，不許自由結社，不許對政府政策中爲彼等所認 

爲反民主與不合理之任何部汾以書面或口頭方式提 

出批評或表示反對。司法部長前贫企圖遥使合法選 

出之國會與好望角省識會譲員各一人喪失議席，並 

悩嚇封閉衞報（n», Guardian )。這兩件事卽可作爲該 

部長行使專横權力，以破壞言論與新聞自由的明證。 

由此可見，此項法律之用意卽在摸減反與政府"稀 

族隔離"及不民主政策之一切民主組織與載工會之 

活動。

選民分別代表法亦是"種族隔離 " 措施之一，旨 

在剝奪混血種人僅有之少許選舉權與力量。

由以上對於政府載入法典之若千生要"種族隔 

離 " 措施所作簡要叙述，卽可知"種族隔離"之根本 

用意是在徹底壓制非歐洲人，俾可源源獲得低廉勞 

工的供應政府抱定此種目的，正在説法將全國人 

民描行割分爲若千分立的種族與部落。 "種族隔離 " 
政策是反民主與反動之政策，有達曆史自然發度之 

定律，唯有憑藉法西斯暴政與無限制之獨裁力能缠 

予推行。實際上，此稀政策不僅使非歐洲人慘遭犧

牲，卽歐洲人之權利與自由亦同被侵害，這可由政 

府對個人出國旅行自由、父母對子女教育行使權利 

之自由、新聞自由、以及職工會處理本身事務之自由 

處處均予干涉一點爲證。

事實證明，新政府自成立以来，力圖难制推行 

"稀族隔離"政策，惜然不顧人民反響及此舉對全國 

造成之不幸後果 .，目前種族關係之惡劣a 達有史以 

来最厳重之階段。煽動種族仇視與偏見旣是肆無忌 

惯，而宣傳中傷稀族關係更無已時。警察使用暴力 

與恣意悩嚇之情事不斷搏加，而W 族暴動之頻繁亦 

爲前所未有。准許各部長無限制行使獨斷權力已成 

不變趨勢，而依據新政府所制各項法律之想定，此 

種權力皆係用以打擊人民之權利與自由，特別是以 

非歐洲人爲打擊對象。由於生活費用激漲不a , 政 

府殘酷執行通行讚法，強行奪去非洲震民唯一財逢 

—— 牲畜—— 並提出土人法修正法案進一涉奴役城 

市中之非 '洲人民，致民生日見貧困。

非洲人民# 會目睹此糧急轉直下之惡劣局勢， 

乃於會譲中通過一項行動計割，要求廢除種族分展 

法、班圖族當局法、取綺共產主義法、選舉人分別代 

表法、通行i f 法 及 撮 選 家 畜 條 例 ，以爲减輕非歐 

洲人所受虐待，並免致國家陷於全境混亂及衝突之 

擴大不幸局面第一步措施3 此項計劃業經獲得一九 

五二年一月二十五日、二十六日及二十七日在約翰 

尼斯堡舉行之南非印度人公會會譲之贊同。吾人遵 

照會譲通過之決譲案，諶向閣下聲明,南非印度人 

公會全力支持非洲人全民公會向政府所提廢除上述 

各項法律之要求，愤此項要求不獲結果，南非印度 

人公會當於一九五二年四月六日與非洲人全民公會 

聯合関，抗議並舉行示威運動，開始實施反抗不公 

平法律之計割。

蘭下致非洲人全民公會之覆信雖意存桐嚇，但 

吾人態度沈着堅決相信吾人此種主張係代表眞理與 

公道，而民主理想與原則亦躯對不容抛棄，因此，毅 

然爲非洲人全民公會之呼翻聲援。

吾人鄭重雙明，南非邱度人係南非人之一部，南 

非印度人社展將根據不分種族、性別、膚色或信仰， 

各族人民之權利與機會一律平等之原則，共爲南非 

之進步與繁榮而生存與努力；南非印度人社區將繼 

續與非歐洲人之全民組織及一切愛好民生之歐洲人 

密切合作，爲造成自由與民生之南非而奮鬪。

吾人必須堅決強調，吾人之鬪爭並非以任何種 

族集團爲對象，吾人對任何人不懷惡意，所反對者 

紙是不公平之法律而a 。



南非印度人以恪绳甘地所垂教訓與榜様爲榮， 

— 心擁護正義與眞理，勇往堅決向不公平與J1追進 

行和平鬧爭。

弗歐洲人決不能接受"種族隔離"，自取滅亡 

— 因此舉將構成遂反人道罪。菩人之理想族甚明 

顯，責任亦經確定，吾人將和平從事，但》 "種族 

隔離" 之奇政齋鬪不屈之志決不稍移。當此各地民 

族不分大小，享有更多民主權利與獨立的歷史時代， 

菩人身居南非自亦渴望獲得自由與人民應享之民生 

權利一 唯有如此，南非聯邦方能步入正途。

爲了和平、人道以及國家與人民之未来幸福，菩 

人深盼公平正義終能得勢，而有傷人格尊嚴與妨礙 

南非進步之法律亦終能廢止。

會長
( 簽名）Y. M. Dadoo 

秘書

Y- A. Cachaua

法律

編號

附件柴 

委員會所審議的南非聯邦法律一費表 

(本表係根據印度與巴基斯坦兩國政府分別提交委員會的備忘錄編 

製並經委員會® 書處淋訂。）

生效日期、簡稱及全名 

九0 九年

   南非法

南非聯邦組織法

—'九 "*—'洋

第十 二 號 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一日。 鎭場及工廠 

法

爲统一並修正聯邦現行關於經營鎭場 

工廠、使用機器及核發技工執業證書 

之法律而制訂之法律 

第 十 五 號 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土著勞工管理 

法

11於管制土著勞工之括寡及用並規 

定在某種情况下給予土著努工以賠惯 

之法律

—九一三年

第 二 十 二 號 一九一三年八月一日。移民管理法統 

—並修正聯邦各省現行關於禁 .I t移入 

者之法律、規定誌立聯邦移民部、管理 

向聯邦或其所屬各者移民、並規定將 

不良设子驅遂出境之法津 

第二十七號一九三年六月十九日。土人土地法 

±Sr訂關於土人及其他人等在聯邦數廣 

內購賈及祖賃土地事宜之法規、並規 

定其他關涉土人及其他人等土地所有 

權及估用權事項之法律

É

-釋
髓

 

法
編 生效日期、簡稱及全名

—九一四年

第 二 十 七 號 一九一四年七月二十日。懲治聚衆暴

斷法

修正關於聚衆暴勤及其取歸辦法之法 

律、修正刑法若干部汾、規定雜誰特種 

刑事法院以審理若干種罪行、並規定 

將制定犯若千種罪行者自聯邦驅逐出 

境之法律

一九一'六年

第二十二號一九一六年八月一日。鐵道及海港之

管理、管制及經營法 

规定聯邦境內鐵道、 口岸及海港之管 

理、管制及經營辦法、公條鐵道及海港 

管理局之權力、释轄範圓、及職責、並 

规定其他有關事項之法律

— 九 二 一 • 年

第 十 八 號 一 九 二 - 年六月八日。土人預支款額

限制法

跟制土人依據傷傭契約所得預支款鎮

之法律

—九二三年

第二i 號 一九二四年一月一日。（城市區诚)土 

人法



Ii

生效日期、簡稱及全名

改良诚市展域或其附近土人居住狀巧 

及 此 域內土人事终之 f ? 恐、想定 

若干]>3；域內土人银倩契約之登^^,及加 

维營制事宜、限制土人進入及居住於 

此等展域、规定通行證法對混血稀人 

免予適用、限制並管束若干展域內土 

人持有或飮用土人啤酒（Kattir beer) 
及其他酒類、並Æ 定其他有關事項之 

法律

第 二 十 六 號 一九二四年一月一日。竊盜牲畜'冶罪 

法

爲统一並修正聯邦數省現行關於竊盗 

牲畜及農產品罪之法律而制訂之法律 

一九二四年

第 十 一 號 一 九 二 四 年 四 月 八 日 *。一九二四年

勞資協調法

關於以協調方法防止及解決傭用人與 

受« 人間之爭端、工會及私營職業介 

紹所之登記及管理辦法、以及其他有 

閩事項之法傅

—九二五年 

第 二 十 七 號 a —九二五年工資法

確定工人之工作狀況、工资及就他報 

酬、設立工資妻賛會、並規定對工資 

及工作狀巧進行調査之法你 
货四十 一 號 一九二六年一月一日。土人納称及e  

域法

统-*並修正於土人納稅事宜之法  

律、並規定增撥款項以充士人發展、教 

齊及地方故麻冗途之法律

一九二六年

第 二 十 五 號 —九一一年鎭場及工廠法一九二六年 

修JE法
修JE— 九一一年鎭場及工廠法（一九

 年馆十二號法雄）第四節之法律

第二十六號一九二六年六月一日。（脱蘭勘冗爾及 

納 爾 ) 主僕圓係法一*九二六浑修正 

法

修Æ lS K î斯冗爾及納港®  m 洛現行生 

仏；i ;之

( 參閱一九二四年四月日 ® 六十號公告。） 

a 本法生效H 期 由 在 政 府 公 報 中 以 公 吿 定

第 二 十 八 號 一九二六年一月一日。一九二五年土

人納稅及發展法一九二六年修正法 

修正一九二五年土人納税及發展法、 

並規定土人因佔用土地而應付地祖、 

規费或其他费用之收取辦法之法律

—九二七年

第五號 一九二七年九月三十日。一九二七年

妨害風化治罪法

魏止歐洲人與土人發生非法性關係或 

其他有闕行爲之法律 

第三十八號一九二七年九月一日。土人管理法

改良土人事務之管制及管《辨法之法 

律

―"九— 八年

t存二十二號一九二九年一月一日。老年養邮金法 

規定發給老年養邮金之法律 

第三十號一九二八年十月一日。酒類法

爲统一並修正關於统制酒類供應之法 

律而制訂之法律

—九二九年

第九號 一九二九年四月三日。一九二七年土

人管理法一九二九年修正法 

修正一九二七年土人管理法之法律 

- 九三0 年

îiî十八號  九三0 年玉月二十一日。婦女選舉

板法

規定婦女得登記爲選民、投票選舉衆 

議院及省譲會議員、且有資格被提名 

及當選爲參譲院、衆譲院或省譲會之 

識《以出爐各該機關並參加其表決之 

法律

ÎÏÏ十 九 號 一九三0 年五月二十一日C. 九三0  
年德治聚衆暴動( 修JE)法 

擴充懲治聚衆暴動法及刑法修JE法適 

用範圓之法律 

二 十 三 號 h — 九二五年工資法一九三0 年修正 

法

修正一九二五年工資法之法律

b 本法生效日期由總赞在政府公報中以公告定

之。

( ― 九三0 年六月十四日）參閱一九三0 年六月 
十三日第一八八一號特別公報所敕之一一六號公

吿。



法#
編號  生效日期、筒稱及全名

第 二 十 四 號 一九三0 年六月十四日C。一九三0  
年勞資協調 (修正)法

修正一九二四年勞資協調法之法律

第二十五號一九三 0 年五月三十日。一九二三年 

(城市展域 ) 士人法一九三0 年修JE法 

修正城市區域土人法之法律

—九三一年

第三十七號一九三年六月十日。一九三一年土

人納税及發展 ( 修JE)法

S 度修正一九二五年土人納税及發腰

第四十一號

法之法律

— 九三一年六月十日C 
舉權法修正法

修正選舉權法之法律

一 '九三— ' 年 選

第二千四號

第十—號

第十二號

— 九三二;^

d -九 三 二年士人傷傭契約法 

修正脱蘭斯冗爾及納搭爾兩省關於生 

僕開係之法津、擴充九一三年士人 

土地法之適用範圍、規定》若干地生 

課税、並規宠其他有關事項之法律

九三六年

e —九三六年盲人救濟法

規定給付冒人養邮金及資助金以播進 

其藏利、並規定其他有關事巧之法律

，•九三六年七月十日, 
人代表法

—九三六年土

特別規定土人遺派代表參加國會及好 

望角着省議會之辦法、爲此自的修冗 

該省现行關於土人登記爲選民以選舉 

瞎會及翁議會譲真之法律、'設立聯邦 

土人代表會議、並规定其他有關事項 

之法律

C 參閱一九三0 年六月十二曰第一八八一號特別 

公報所載之第— k 號公吿。

à 本法最初登載於九三二年五月三十日第二0  
四0 號特別公報。

e 本法最初登载於一九三六年四月七日第二三四 

四號特別公報。

第十八號一九三六年八月三十一日。一九三六 

年士人信託某金會及土地法 

載立南非土人信託某金會並明定其宗 

富、增訂關於士人及其他人等取得及 

佔用士地事宜之法規、修正一九一三 

年第二十七號法律、並規定其他有関 

事項之法律

—*九二七年

第一•號 九三七年二月一日。一九三七年外

國人法

限制並對若千外國人進入聯邦或在境 

内暫時居留施以管理及限制並管制任 

何人改姓權利之法律 

第 二 十 五 號 a —九三七年失業救濟法

規定發款救濟若千工業部Pg内具有工 

作能力且願工作而遭失業之工人、並 

規定其他有闕事項之法律 

第 二 十 八 號 - «九三七年七月一日。一九三七年武 

器及軍火法

統一並修正聯邦數省現行武器及軍火 

法之法律

第 三 十 六 號 a - 九三七年勞資協調法

關於規定工會及工業會之登記及管 

理、傭 用人與受 «人閩爭端防止及 

解決、以協譲及公斷力式董定®用條 

件、私營職業介糖所之管制、以及其他 

有關事項之法律 

第® 十 四 號 a •-九三七年工資法

設立工資委員會、規定傭用條件之確 

定辦法、並規定有關事項之法津 

第 四 十 六 號 a —九三七年土人法律修正法

修正有関城市廣域士人、管制土著勞 

工之招募及«用以及土人取得土地辦 

法之各項法律之法律 

一九三八年

第二十三號一九三八年九月三十日。一*九三八年 

土人代表 ( 修正）法 

修正一九三六年土人代，法之法律 

■-九三九年

第十七號 a -九三九年土人信託某金及土地法

修正法

修JE—九三六年土人信託某金會及土 

地法之法律



法律

維號

第二十五號

生效日期、簡稱及全名 

 九三九年土人納税( 修正）法

滅修正関於土人納稅辦法以及土人因 

估用士地而應付地租、規費或其他費 

用之收取辦法之法律而制訂之法律 

第 二 十 六 號 a —九三九年外條登記法

規定外橋之登記、管制及其他有關事 

官、並就違反若干有關外條法律之外 

億規定其德Ü 、拘禁及驅遂出境辦法 

之法律

本法適用範菌：本法及其施行條例 

對西南非委任统治地以及鲍灣(Walvis 
Bay )之港口及居留地亦適用之。

—*九！29—*年

第 二 十 二 號 a — 九四一年工廠、機器及建 ( 築）工 

程法

鬪於工廠之登記及管制、工廠內工人 

工作時閩及工作狀現之訂定、使用機 

器之監督、建 ( 築 )或搂棚工程所用工 

人遣遇炎變之預防、以及其他有關事 

項之法律

f —九四一年工人賠償法 

爲修正並统一關於對工人在受傷期間 

因遇災變或患職業病以致殘廢或死亡 

者檢予賠償之法律而制訂之法律 

 九0 — 年戰時養邮金■法

第三十镜

第四十五號

第十六號

修正九一九年載時特別養邮金法、 

— 九二0 年戰時特別養邮金修冗法及 

— 九四0 年國防特別養邮金及戰時延 

期付款法、規定對前在一八九九年至 

— 九0 二年英國與波爾人戰爭中或一 

九一四年至一九二0 年世界大戰中服 

役之若干人員給付養邮金、並規定在 

養 iqi金之外另發若干津貼之法律

—九四二年

 九四二年竊盜牲畜治罪法修冗

法

修正一九二三年竊盡牲畜治罪法之法 

律

f 本法生效日期由瘾督在政府公報中以公吿定 

之，但其中關於索償權各條款須俟依同様手續另定 

之生效日期始克生效。

法律

編號 生效日期、簡稱及全名

第十七號 -----------九四二年失業救濟法修正法

修正九三七年失業救濟法之法律

第二十二號 -----------九四二年工資法修正法

修正一九三七年 : r 資法之法律

第四十二號 -----------九四二年土人管理法修正法

修正各項土人管理法之法律

第四十四號 ――九四二年戰時養邮金法 

修正並統一戰時養邮金法之法律

第二 i 號

第三十五號

—九四三年

一九四三年土人管理法(修JE )法

第三十六號

修正九二七年土人管理法及一八八 

七年納塔爾省第ra十六號法律之法律

—— (股蘭斯冗爾及納塔爾）限制營業 

及佔用土地法

增訂關於限制亞洲人在朕蘭，斯无爾省 

營業及佔用該省土地之法規、並限制 

亞洲人在納堪爾省内取得義估用士地 

之法律

- r 九四四年

 九w r a 年土人法律修正法

修正一九二三年 (城市展域 )土人法、 

— 九二五年土人納税及發風法、一九 

二七年士人管理法、一九三二年士人 

« 傭契約法以及一九0 九年 (好望角） 

私營土人居留展法；對於以某種穀物 

售予或供應城市展域附近之土入及此 

等土人之購買、取得及捧有此種穀物 

實施管制，並規定指定某數地力政府 

機關及诚市地力當局執行一九二三年 

第二十一號法律之若干條款之法律

第三十 七 號 a —九四四年學徒法

管制若千行業訓練及《用學徒及未成 

年工人並規定其他有關事項之法律

第 四 十 八 號 g —九四四年養邮金法修正法

修正一九九年載時特別養邮金法、 

— 九二八年老年養邮金法、一九三六 

年盲人救濟法、一 九 ®—年載時養邮 

金法、及一九四二年戰時養邮金法 

法律

本法若干條款之生效日期前後不一。



I-

第二十五號

生效日期、簡稱及全名 

—九四五年

统一'法

•九四五年(城市展域)土人法律

爲统一聯邦現行關於改良城市展域或 

其附近士人居化狀况及此等區域内士 

人事務之管理、規定若千展域內士人 

傷傭契約之登記及加德管制事宜、限 

制士人進入及居住於此等展域、規定 

通行證法對浪血種人免予適 f f 、限制 

並管束若千展域內土人持有或飮用土 

人啤酒及其他酒類、並規定其他有關 

事項之法律而制訂之法律

第二十七號 

第二十九號

-九四玉年工人赔償法修正法

修3E—九四一年工人賠償法之法律

— 九r a s 年四月一日。一九四五年土 

人教育經費法

規定士人教育經費簿措辦法、誅立土 

人教育問題聯邦諮詢委員會、規定其 

他有關事項、並修正一九二五年第ra 
十— 號及第ra十六號法律以及一九三 

六年第十二號法律之法律

第 三 十 四 號 a - 九四五年就業登記法

規定失業者登記辦法、設立靑年事務 

委員會、並規定其他有關事項之法律

第四十三號

修正法

- 九四五年(城市區域)土人法律

修正一九四玉年(城市展域)土人法律 

統一法之法律

— 九ra六年

第七號 *九四六年混血種人居留地法

第二十因號

第二十八號

劃定涯血種人居留厲域、規定將此等 

展域內土地配給涯血種人之辦法、並 

規定其他有關事項之法律

a - 九四六年盲人救濟法修正法

修正一九三六年盲人救濟法及一九四 

-*年載時養邮金法之法律

 九四六年亜洲人土地權及印度

人代表法

生效日期、簡稱及全名

限制在納堪爾省內取得及佔用不動 

産、修正關於在晩蘭斯冗请省內所有 

及佔用不動産之法律、特別規定納堪 

國及脫蘭斯冗爾兩省印度人選派代表 

出席國會及納塔爾容印度人選派代表 

出席該省省議會之辦法、並規定其他 

有關事項之法律 

第 三 十 六 號 a - 九四六年殘廢濟助法

規定撥款濟助因身體殘廢或心祷喪失 

而不能自維生計者、並規定其他有開 

事項之法律

第W 十 二 號  九四六年 (城市展域)土人法律

修正法

修正一九四五年 (城市展域)土人法律 

統一法之法律 

第旧十 七 號 a —九四六年联石来沉積症防治法

修正並統一闕於鎭工所染肺病之法 

律、並擴充其適用範園之法律 

第 五 十 三 號 a - 九旧六年失業保險法

誅置失業保險某金會、规定發款救濟 

若干失業者、廢 Ik- 九三七年失業救 

濟法、規定將依該法所敦失業救濟基 

金會之載員調至聯邦政府服務、並规 

定其他有關事項之法律

第四十五號_
— 九13七年

- 九四七年土人法律修正法

第M 十一號

修正一九三六年土人代表法、一九四 

5 年(城市展域 )士人法律統一法、一 

九 f f l玉年 (：̂市愿域）土人法律修正 

法、及一九0 九年 ( 好望角）私營土人

居留展法之法律

—九四八年 

 九四八年養軸金法修正法

第四十七號

修正一九一九年載時特別養邮金法、 

一九二八年老年養軸金法、一九三六 

年《人救濟法、一九三六年公務員養 

邮金法、■ -九® — 年戰時養邮金法、一 

九四二年載時養却金法、及一九四三 

年養却金修正法、並规定堆加歐籍退 

伍軍人養钟金額之法律

 九四八年亞洲人法律修正法

修正一九四六年亜洲人土地權及印度 

人代表法之法津



生效日斯、筒稱及全名 

•-九四九年

第三十六號 

第W 十一號 

第四十W 號

a — 九四九年工人賠償法修3E法 

修正一九四一年工人賠償法之法律 

h —九四九年失業保險法修正法 

修正一九四六年失業保險法之法律 

i —九四九年南非公民掘法 

關於南非公民權及其他有關事項之法 

律

第 四 十 九 號 a -九四九年鐵道及海港法修正法

修正一九一二年鐵道海港業務法、一 

九一六年鐵道海港之管理、管制及經 

營法、一九二主年鐵道及海港業務法、 

及一九二五年鐵道及海港員工退休金 

法、授權發給若于員工永久任用狀、並 

規定其他有關事項之法律

九四九年亜洲人士地權法修正第五十三號

策五十五號

第五十六號

法

傳修正購於在股蘭斯S：爾及納恪爾兩 

奢內所有及估用不動產之法律而制訂 

之法律

- — 九四九年禁止異族递婚法 

禁 Ik歐洲人與非歐洲人通婚並規定其 

他有關事項之法律

 九四九年土人法律修正法

修正一九一*— 年土著勞工管理法、一 

九二0 年土人事務管理法、一九二五 

年土人納税及後展法、一九二七年土 

人管理法及其一九二九年修正法、及 

- 九三六年土人信託基金會及士地 

法；規定南非土人信能某金會所有之 

—部汾士地免予適用關於誅立市鎭或 

市鎭敦計法律之規定；授權特准受傷 

於鎭場或工廠之士人住所所在之士地 

免予適若千法律之规定，廢 ih- 八 

八五年率屬培楚阿那蘭(Bechuanaland) 

第二號公告及一九二四年第七號法律 

之若干條款之法律

— 九五0 年

 九s o 年運洲人土地箱法修正

法

h 生效日期參購該法第十九段。 

i 生效日期參閱該法第三十八段 ,

生效日期、簡稱及全名

爲修正關於在脱蘭斯冗爾及納搭爾兩 

者內所有及估用不動産之法律而制訂 

之法律

第二十-號 ‘ 九玉0 年妨害風化治罪法修冗

法

修正一九二七年妨害風化冶罪法以禁 

Ih歐洲人與非歐洲人"發生非法性關 

係，並規定其他有關事項之法律

第三十號 ■*九五0 年人口登記法

第四i 號

規定編製聯邦人口名册、發給名册所 

列各人身汾蕭、及其他有關事項之法 

律

j — 九五0 年種族分廣法 

劃定各別種族之展域、對取得不動產 

及估用士地房屋實施管制、並规定其 

他有關事項之法律

第四十四號 *九玉0 年取雜共產生義法

宣吿南非共產黨爲菲法組織、規定宣 

吿其他贊助共産活鎌之維織爲非法纽 

織及取歸若干定期刊物及其他出版物 

之辦法、禁 Ib若干共産活勸、並規定其 

他有關事項之法律

—九五一年

第 二 十 七 號 a —九五一年土著建築工人法

規定土著建築工人之訓線及登部、其 

就業及就業條件之限制、以及其他有 

關事項之法律

第四十六號 ，九五一年選民分別代表法

規定好望角書內歐洲人與非歐洲人分 

選代表出鹿國會及該者者譲會之辦法 

並爲此目的修正關於歐洲人與非欧洲 

人登記爲選民以選舉國會及該省者譲 

會譲鼻之法律，修正關於納堪爾奢內 

非歐洲人與土人登記爲選民以選舉國 

會及納堪爾奢奢議會議員之法律，設 

立ÎSjfe種人事務委員會，並规定其他 

有關事項之法律

* 基本法之全名經本法加以修JE, 卽 以 非 歐 洲  

人 "替代 "土人 "字標。（一九二七年第五號法律)。 

j 生效日期參閱該法第三十七段。

m



第 四 十 七 號 k —九五一年養邮金法修正法

修正一九二八年老年養邮金法、一九

三六年盲人救濟法、一九三六年公務 

賛養邮金法、一九四二年載時養邮金 

法、- 九W 六年殘廢濟助法、及一九五 

0 年財政法，規定撤館（好望角省）一 

八九五年第三十二號法津第六十三箭 

所附第二項但書對於自好望角者寡婦 

養邮某金中公務費項下撥付養邮金一 

事所敦限制，規定淸理依據（脱蘭斯 

冗爾省）•一九0 八年第十九號法律第 

四十一箭所-誅置之基金，規定對受領 

某種養邮金、資助金及津貼者發給額 

外補助金，並規定一九四二年戰時養 

邮金法各條款滴用於南非常備軍之若 

干兵員之法律

第 五 十 號 一 九 五 •一年七月十七日。取綠共進主 

義法修正法

第 五 十 二 號 1 ― 九五一年防Ik非法居住法

防 Ik並管制在公有或私有土地上非法 

居住之法律

第六十八號 *九玉一*年班圓族當局法

誌置若干班圖族當局並明定其載責、 

撤館土人代表會譲、修正一九二0 年 

土人事務管理法及一九三六年土人代 

表法、並規定其他有關事項之法律

— 九55 二年

第二十四號一九五二年防 ik非法居住法修.正法 

修正一九五一年防Ik非法居住法之法 

律

k 參閱第十五段。

1 本法施行日期參閱第十段。

第三十三號

第三十五號

第玉十ra號

第兰號

第八號

生效日期、簡稱及全名 

- 一一九百二年刑前法修正法

第六十五號 

第六十七號

修正一九一七年刑事訴訟巷序及靜據 

法以規定對若干罪行處特種刑罰之法 

律

 九五二年國會高等法院法

設立國會高等法院、確定其管轄權、並 

規定其他有關事項之法律

 九五二年土人法律修正法

修正一九~ 年土著勞工管理法、一 

九一三年土人土地法、一九二七年土 

人管理法及其一九二九年修正法、及 

一九四Ï 年（城市展域)士人法律統一 

法，並廢 Ik— 八八 Ï 年英屬培楚阿那 

蘭第二號公吿之若干條款及一九四五 

年(城市廣域)士人法律修正法之法律 

—九五二年種族分展法修正法 

修JE— 九五0 年種族分展法之法律

 丸五二年土人法（廣 Ik通行證

及统一證明文件法）

廢 ih關於土人須擴樓通行證之法律、 

規定發給士人査考静書、修正一九二 

七年土人管理法、一九三二年土人懦 

傭契約法及— 九四五年 (城市展城)土 

人法津统一法，並規定其他有關事項 

之法律

一九五三年

 九五三年公共治安法

關於緊急事變時保障公共治安及維持 

公共秩序辦法以及其他有闕事項之法 

律

 九五三年刑法修正法

規定對某種情現下所犯罪行加重其刑 

罰、禁化檢予有組織之逮抗聯邦法律 

運動以金錢或其他援助或接受此種援 

助 , 並規定其他有關事項之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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