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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告書 1 是安全理事會根據憲章第二十四 

條第三項及第十五條第一項向大會提出的。

本報吿書實質上是一個提要，以示理事會辯 

論的梗槪，取便精考，並非用以代轉唯一正式詳 

盡記裁討論情形的理事會紀錄。

關於此期間內理事會的理事問題，大會一九 

五四年十月六日第四九二次全體會議已選出比利

1 這是安全理事會提交大會的第十次常年報吿  

* , 以前所提各報吿書的編號是 A/93, A/366, 
A/620, A/945, A/1361, A/1873, A/2167, A/ 
2 4 3 7 ,及 A/2712。

時、伊斯和秘得爲理事會弗常任斑事國，接替節 

任的哥命比亞，丹麥和黎巴嫩，任期二年，從一九 

五五年一月一日開始。這些新選出的安全理事會 

理事國同時也接替裁軍委員會的卸任委員國。裁 

軍委員會是按照大會一九五二年一月十一日決譲  

案五 0 二（六 )在安全理事會下設立的機構，其任 

務在繼績原有原子能委員會及货规軍備委員會所 

擔任的工作。

本報吿書的起訖日期爲一九五四年七月十六 

日至一九五五年七月十五日。理事會在此期間共 

舉行會議二十二次。



第

安全理事會依據其維持國摩和平與安全的職權所審議的問題

第 章  

巴勒斯祖間题

A. 以色列對埃及制限與以色列通商船 

隻通過聽截士運河之控新

(一）項目列入議程

一 . 以色列代表於一九五四年九月二十八日 

政面（S/3296)理事會主席，聲稱懸掛以色列旗的 

五百觸商船加利姆編螺號由馬沙Æ (Massawa)前 

往以色列的海法 (Haifa) ,於該日到達蘇霖士蓮河 

的南端入口處。該船是由以色列船員十人駕敎， 

載有肉類，夾木和生皮等貨物；除去船長的手搶 

以外，船上並無任何火器。該船於上午五時三十 

分到蘇翁士蓮河，並無意外，當時卽向當局報吿。 

幾小時之後，埃及巡邏艇一艘接近該船，而迄至 

該時尙與該公司海法辨事處保持聯絡之電飢卽告 

中 Jh。加利姆編螺號之扣押不過是埃及政府蔑視 

安全理事會及其決議案，尤其是一九五一年九月 

一日決議案的最近表現。埃及非法干涉來往以色 

列的商運未遭精业，已達六年以上。以色列政府 

耍對這種高愿的侵暴行爲表示最堅決的抗譲，並 

且要求立卽釋放該船及其船員與貨物，俾能不再 

遇延前往海法。

二 .埃及駐聯合國常任代表於一九五四年九 

月 二 十 九 日 致 面 （S/3297 and C orr.l) 理事會主 

廣 ，內稱加利姆編娼號於一九五四年九月二十八 

日上午六時（格林維治糖準時間）驗進蘇舞士港。 

該船未經挑覺卽使用輕武器向埃及領水以內的唉 

及漁船開火。當 局 業 已 核 取 彻 步 措 ;逮 捕 該 船  

船員，並下令立卽調査，以便決定此事件之責任。

三 .一九五四年十月四日以色列常任代表另 

画（S/3300)主席請其早日召開理事會會幾，以便 

進一步考盧該政府上次對挨及所提的控訴，此項

控訳載於其一月二十八 0 來面（S/3168),名曰‘‘以 

色列纖埃及，（a )限制與以色列通商船隻通過蘇 

翁士蓮河之控訳。"
四，埃及常任代表於一九五四年十月七 S 再 

画 （S/ 3332)主 席 ，謂出席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 

(MAC) 的埃及代表團已於十月六日爲了加利姆 

編娼號船員對埃及領水以內兩漁船所採的行動對 

以色列提出控斬。

五 . 理事會第六八二次會議（一九五四年十 

月十H 日）邀猜以色列和埃及代表參與討論。理 

事會於兩方提出陳述之後，經已西代表建譲，同 

意在接獲埃、以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的報告書以 

前 ，暫緩審議此問題。

六 . 主席在第六八三次會譲（十一月三 0 )報 

吿秘書長已於十月二十五日接獲休戰督察團參謀 

長關於加利姆編幅魏事件的來電 (S / 3 3 0 9 ) ,其中 

表斤埃及代表團的決定認爲十月二十一日停戰事 

宜混合委員會所召集的聚急會議係屬非法，已經 

阻礙該委員會執行任務，因此引起主席認爲不得 

不向理事會報吿的情勢。電文收到後，復由於當 

時所引起的情勢，以色列代表就請求（S/3310)召 

開理事會會議。因此，會議的目的》據他看來，並 

不在審議問題的實體，而在檢討所産生的情勢。

七 .埃 及 代 表 重 申 十 月 二 十 九 日 致 主 席 函  

(S/3311)所作的建議，卽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應 

於必要時每日開會，俾就其所受理的重要問題，包 

括加利姆編幅號問題作成裁定。

八 ，第六八四次（十一月三日）和第六八五次 

(十一月千一日）的會議都繼續辯論。主席於第六 

八五次會議終了時，總結多數代表所表示的觀點， 

然後撮述當時的情形如下。理事會認爲停戰事宜



混合委員會主席應該決定該委員會所受理問題的 

重要程度，從而決定其啊序。理事會相信該主席 

作此決定時應注意理事會業已受理加利》編幅號 

事件，並已於十月十四日會議決定在收到停戰事 

宜混合委員會報吿書以前緩議此事。因此理事會 

希望該主席應將此事件徘在最先審議，a 要性較 

少的事件則放在後面，而且該委員會應當審愼考 

盧此事，儘量不作不必要的遲延，最好在月底以 

前將報吿書送交理事會。理事會顧請雙方協助停 

戰事宜混合委員會主席，依照他所作的決定，俾 

使該委員會便於審議其爭端。安全理事會主席答 

應將以上精形通知休戰督察團參謀長並將上次會 

議紀錄送達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主席，使他知道 

理事會各理事國的意見。

(二）參謀長報吿書

九 .參謀長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報吿  

書 （S/3323) 聲稱埃及代表向埃以停戰事宜混合 

委員會訴稱，以色列武裝船隻加利姆編娼號於一 

九五四年九月二十七 0 經由埃及廣水進入蘇舞士 

» , 並循該灣向蘇舞士前進。根據該船的航海記 

事簿，該船是在—九五四年九月一•十八日淸晨一 ' 
時 （當地時間）到達距新港燈塔六哩的地點。該船 

當時不向北行驗，却折旧，於晨五時四十五分在 

蘇舞士港區域綠島附近硫泊。篇證明上午一時和 

五時四十五分之間加利姆編娼號確有武裝，他餘 

該腊船員曾於新港燈搭以南十五哩之處用輕自動 

武器攻《兩艘漁船。漁民兩人因此失離。

一  0 . 以色列代表答稱，埃及的控訴到十月六 

日才提出，而且沒有請求召集停戰事宜混合委員 

會聚急會議。而且在十月二十一日和二十三日該 

委員會開會的時候，埃及代表討論程序問題，到了 

十月三十日，他致函主鹿，餘切望儘早討 lÊr埃及的 

控斬。然而準備先討論埃及控新的並不是埃及，而 

是以色列。以色列代表於檢討此事的詳情之後，斷 

定所說的事件從未發生，並謂卽使此種事件會經 

發生，也度有證據來證明與加利姆幅幅號有關。 

埃及代表宣稱依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三日埃及和 

以色列所訂的航運協定，雜約一方的任何船隻，除 

了在不可抗力的情形下，不得進入他方的領水。以 

色列代表辯稱，該協定並未规定一方的船隻不應 

進入他方的領水。後來埃及代表遂向停戰事宜混 

合委員會提出決議草案一件，其 中 0 ) 認篇以色 

列船養加利姆編娼號曾於一九五四年九月二十七

F3至二十八日這段時間的夜裹進入埃及領水；(b) 
決定此種行動違反全面停戰協定第二條第二項； 

( C ) 並斷定此榻行動違反雙方所簽，並經停戰事 

宜混合委員會主席作證，認係輔助停戰協定之航 

蓮協定；並（d )請以色列當局以後防止此稿行動。

一一 . 以色列代表表示唉及決議草案並未提 

到控訴裏面所說的事情，所說的都是一般問題，奥 

這種控訳的審議並無關係。他說加利姆編臨號當 

時驗輕國際航路。僅僅這事實卽可確定加利姆编 

娼號進入蘇舞士灣是合法的，停戰事宜混合委員 

會顯然不是處理此事的機關。一九五一年九月一 

日的安全理事會決譲案就表明加利姆編娼號之通 

行根據全面停戰協定是合法的。

一二 .挨及決議草案在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 

提付表決時並未通過；以色列代表投萬反動，主席 

則放棄投票。以色列代表隨後提出決議草案一件， 

其中是說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認爲埃及關於加利 

姆編娼號的控訴毫無根據，而且以色列並未違反 

停戰協定的條钦。以色列決議草案業經通過，以 

色列代表和主席都投票贊成。停戰事宜混合委員 

會審議此事完畢後，埃及代表向特別委員會申斬 

反對委員會的決議。.特別委員會討論後，仍然維 

持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的決譲，只在措詞方面稍 

加修改。

一三 .以色列代表一九五四月十一月三十一 

0 来面（S/3325)認爲旣已收到裁有明確結論的參 

謀長報告書，爱請主席早日召開理事會會議。

一四 . 埃及代表於十二月四日政函主席 (S/ 
3326),據稱由於證據不足，挨及司法當局業已撤 

截對加利姆編娼號船員的謀殺、謀殺未遂、和非法 

携帶武器的指控。該函遺說，一俟必要的手績辦 

妥，那些船員就可釋鼓，而且埃及政府準備立卽 

發遺所押收的商貨。

(三）當事國及理事會各理事的意見

一五 . 以色列代表於第六八六次會議（十二 

月七日）按辑向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所餘的情形， 

檢討他本國政府的申斬。他說從參謀長報吿書就 

可看出，對加利姆編娼號及其船員所作的指控毫 

無根據，沒有一個法庭會審理這案，連勒步的考慮 

也不會進行的。他深信理事會明瞭他本國政府何 

以不能接收挨及代表十二月四日函中（S/3326)所 

表示的解決辦法。他本國政府斷於聽任加利姆編 

娼號由馬沙冗至海法的航糖遭受實際胆镜的解決 

辦法決不能合作。最後他舉出在他認篇加利姆編



娼號絕對有權向北航行的種稀事赏；PU事會斤於 

一 九五一年九月：（a) 促請埃及撤銷對國際商船 

奥货物通過蘇舞士運河所加的限制，無論其目的 

地爲何；（b )請求埃及對運作.以色列之貨物通過 

該運河時停 Jfc干擾；（C) 斷定唉及並無理由以正 

式交戰國自居，或爲自衞之合法目的，行使登船 

搜査及扣押之權利；及 （d)斷定對經由運河前往 

以色列之航運實行干擾實與停戰協定的目標相背 

馳 ，係濫用登船搜査及扣押的權利，並不能以自衞 

的必耍爲藉口，而旦是對各國航海與自由資易的 

無理干預。他說，此外從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的 

決定看來，就是不嫌以色列船隻進入埃及領水是 

杏破壞停戰問題，以色列船隻験近或進入蘇舞士 

蓮河總不算破壞停戰。而且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 

業已斷定，並經特別委員會證實，加利姆編螺號 

並未在九月二十八H破壞停戰協定。，後現任該 

區聯合國代表的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主席已經耍 

求釋政加利姆編娼號及其船員。末了，他重複申 

述他本國政府篤望理事會維持停戰事宜混合委員 

會的決定，贊助其主席的請求，重申當事國負有 

遵守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和理事會裁決的義務， 

請埃及釋政加利姆編臨號，及其船員與商貨，俾 

能完成由蘇舞士運河至海法之航程，再庚聲明理 

事會願見一九五一年決織案付諸實施，並用更堅 

決之語氣，再庚要求埃及對經由運河之國際商運 

停 JL一切干擾，無論其目的地爲何。

一六 .埃及代表也在同次會議檢討他本國政 

府在停戰事宜混合養員會裏陳述的情形。他向理 

事會重複申述，他本國政府打算照十二月四曰他 

的來函所說釋放加利姆編娼號及其船員。他杏認 

以色列代表所說他本國政府出席停戰事宜混合委 

員會的代表阻镜過該委員會的工作。他追述埃及 

維 隻 Samir號於一九五三年被以色列當局藉口該 

維進入以色列倾水，而加以扣押的案件，其船員 

經以色列法庭判定三個月徒刑，拘禁期滿之後才 

被釋放。在這稿情形之下，他不能瞭解埃及在本 

國領水扣押以色列船隻時以色列代表所表示的憤 

怒，因爲蘇舞士和賽德港仍然是埃及的海港。就以 

色列與埃及的關係而言，他重新申述他本國政府 

認篇埃及和以色列仍在交戰狀態中。停戰協定並 

未終 Jh衝突，亦未裁有關於登船檢査權利的規定， 

所以並不能阻止埃及行使這種權利。而且這種權 

利之行使並不是不合一八八八年君士坦丁堡公約 

的规定。理事會一九五一年九月的決議案是指與

以色列通商的中立同商船航縛® 河，而未論及以 

色列船隻之通過。而且該政府不能讓以色列船隻 

通過蓮河，因爲埃及並不能保證這糖船 « 不 會企 

圖自行愿沉，因此長時間欄阻運河，使一般濱海國 

家的利餘遭受重大損失；或在驶抵蓮河以前，於運 

河之中，在埃及領水怖雷；也不能保證這稿船隻 

上的以色列國民不會企圖在埃及赛陸，去破壞蓮 

河，或在埃及値土內進行破壞行爲。從亞枚伯、以 

色列之間的關係看來，這些恐懼都有根據。老實 

m , 以色列在簽訂停戰協定以後對亞拉伯國家的 

行爲造成了一稿惡劣的空氣，因此埃及爲了自衞 

並保障亞拉伯敏家 1 埃及以及蘇舞士運河的安全， 

就不得不採取這稿態虔。末了，他說以色列妄稱 

埃及並未實行一九五一年九月一日的決議案，但 

是本身却一再破壞聯合國就巴勒斯坦問題所通過 

的許多決議案。

—■h. 以色列常任代表在十二月二十日来画 

(S/3333)中指出，加利姆編螺號及其船員與貨物 

仍遭块及非法扣押，並未釋放，再請主席召開會 

議，以便進一步審譲此事。

一八 . 埃及代表於第六八七次會議（一九五 

五年一月 r a 日），通知理事會，加利姆編娼號船員 

已於一九五五年一月一日釋放。他 ® 複申述他本 

國政府有意釋放該船及其貨物，並認爲所载貨物 

可以由前往海法的中立國船隻裁運，並應由停戰 

事宜混合委員會的小組委員會討論鼓遺該船的辦 

法。

一九 .大不列顏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代表說 

該政府非常重視君士坦丁堡公約所規定的蘇舞士 

運河航行自由的原則。他說埃及政府一再宣他願 

意嚴格遵守該公約，並認爲該國對於與以色列往 

来的商運通過運河所加的限制並不與該公約的規 

定抵觸。然而該政府不幸認爲不能接受埃及在此 

方面斷該公約有■ 各節所作之解釋。再者，埃及 

代表雖然最近曾就運河通航的限制提出可喜射保 

證 ，但是埃及尙未能充分執行理事會一九五一年 

的決議案。這種事實不但可城，甚至極爲危臉，因 

爲目前過渡關係的結構係以停戰協定爲根據，而 

欲維持此項結構，則必須獲得當事國與理事會的 

合作，縦使理事會就某點問題作成決定不受當事 

國一方或他方的歡迎，這種合作，仍屬必要。

二 0 . 就加利姆編娼號事件而言，該船之 Ë& 
紅海遺往運河，懸掛以色列旗織並向以色列航行， 

或係有意的試揉。此項試探是杏得策，應由以色



列自行決定。理事會只是關切事伸的結果，該代 

表團則認爲結果誠屬不索。現狀中唯一令人安獄 

之處是對船員的極嚴重指控不能瞪赞時卽予坦率 

撤囘。此稿行動表現埃及司法方而的公平，與唉 

及政府的誠意。他原望境及隨後就可以准許該船 

在適合當時情形的安全限制之下繼續通過該蓮 

河。這樣所有原則問題當然仍未解決，但是至少 

維算用相當滿意的方式，解決了該船的冒臉航行。 

道種辦法並未採用，該代表團認爲是極大的遺城。 

挨及代表會説該政府並不反對設文停戰事宜混合 

養員會小組委員會，来審議該船的問題。該代表 

並不明瞭此稿建議的範圍，但是至少使人感覺典 

趣，而且該代表 * 希望能够善加利用。

二一 . 法國代表說，加利姆編娼號的船員已 

經釋效，唉及政府也答應把貨物或該船交遺以色 

列所同意的委託人，但交遺似乎是以該船不通過 

該蓮河爲條件。由是可見埃及政倚仍認爲它有權 

禁 Jfc懸掛以色列旗織，载有以色列船員的船舶通 

過蘇舞士運河。

二二 .埃及代表是以君士坦丁堡公約第十條 

梦該政府立填的根據。法國代表團認爲用該公約 

的第十一條來解決此問題，所得結論似與埃及的 

載法相反，因爲該條規定，在第九條和第十條所 

規定情形下所能採取的措施應不妨礙該運河之É 
由使用。由此看來，就可以斷定，甚至埃及敵國 

的軍艦也不應加以阻镜；因此開宗明義，就不能 

禁Jfc加利姆幅臨號這厳一艘普通商船使用該蓮 

河。理事會無權强制執行君士坦丁堡公約。然而理 

事會却絕對有粮監督實施以色列及其亞拉伯鄰國 

在理事會主持之下所商 IX的停戰協定。該代表圍 

認篇當事一方在公海上對他方的船舶行使登船、 

搜査和扣押的權利就構成厳重破壞停戰協定的行 

爲。事實上，交戰國才有這種權利，當事方面已 

經簽署停戰協定，所以沒有這種權利。有人當然 

會就，蘇舞士運河不能視爲公海；但是此運河具 

有公海的一個特點，就 是 大 家 以 自 由 使 用 。這 

種特點乃是埃及自動簽訂的國際條約所產生的結 

系。由是他們又囘到一八八八年的公約。因此法 

蘭西代表認爲就此事而論，由於停戰協定所引起 

的埃，以特，殊情勢，理事會有權監督該約的實施。

二三，理事會一九五一年九月一0 決議案曾 

裏求挨及取錯對國際商用船舶通過蓮河所加的限 

制。該代表團希望請求埃及遵守這個決議案。一 

九五一年以來，舞於經由蓮河的商蓮限制業已她

轉，情形大有進展。而且從唉 S 代表的陳述看来， 

運往以色列的商貸只要不是載银遂精品，而且是 

由中立船隻載述-,埃及就不打算禁止這些商貨通 

過蓮河。法國代表W對這項恢復該處正常狀態的 

重要步驟，頗爲欣獄。然而埃及政府在這方面的 

行動如果半途而廢，就不能完全受人讚揚。該代 

表團並不相信挨及只對以色列船隻採取這種態 

度 ，就會得到安全。埃及代表， 向理事會保證埃及 

司法的公平，當埃及司法當局因爲缺乏證據而決 

定釋放被拘船員時，這項保證幸獲證實，法W代表 

團也和黎巴嫩代表的意見一樣，認爲該司法當局 

誠堪嘉尙。理事會絕對希望埃及在國際方面也遵 

守法津奥公平的同樣原則，並且同樣公平地執行 

它所簽署的公約，以及聯合國所有會員國都應當 

遵守的安全理事會的決議。事態的好轉使法國代 

表團不得不聲明它對埃及領袖的才識頗予信任。

二四 . 美利堅合衆國代表說，大家有權希望， 

埃及和以色列政府簽署停載協定時所擁護的一般 

和平之建立在過去七年內會表現較大的進展。但 

是在新敵對行動的危機之下，理事會又通過一  

連系的決議案，補充了聯 合 國 對 巴 勒 斯 坦 問 題  

的法令。每 一 個 決 議 案 連 同 停 戰 協 定 ，已成爲  

建立近東國家和平關係那種徐緩過稚中的重要  

連 鎭 ，所以如漠觸其中任何一個，便會危及其 

他 決 議 案 么 效 力 與 實 施 。該代表團認篇，埃及 

對通過運河船隻所加的限制，不論這些船隻是開 

往以色列，遺是由以色列來，是懸掛以色列旗犧 

遺是其他旗織，都是不合埃、以停戰協定的精神 

與宗旨，違反理事會一九五一年九月一日的決譲  

案 ，並且離棄雙方簽署停戰協定時所擁護的目標。 

因此該代表團不能不読，希望埃及實行這些決議 

與協定。近月来埃及根據理事會各代表的意見， 

在若干重要方面都有積極而有建設性的行動，這 

一點也應該加以考盧。埃及代表曾於一九五四年 

十月聲明，自從該年三月起，埃及就未干預载蓮 

貨物前往以色列或由以色列港口驗經運河的維 

隻 。這 樣挨及就表現了妥協的精神，應當受到 

讚揚與鼓勵。如果採取進一步行動，充分實施一 

九五一年九月一日的決議，准許加利姆編螺號前 

往以色列，停止干擾以色列的航蓮，以及載蓮黄 

物來往以色列的中立航運，就可以使人確實尊重 

埃及爲蘇舞士運河的合法監護人，最近块及奥英 

聯王國所訂的歴史性協定已經重新表明了挨及的 

這種地位。如果做不到這一點，就不符一九五一年



決議案的精神 Ip宗晋。因此該代表圓希望，埃及 

和以色列都會採取進一步的步驟，以緩和緊張局 

勢 ，並依照聯合國的決議和宗菅解決它們的爭議， 

藉此確立惠及雙方的和平條件。

二五.巴西代表就該代表團歡迎釋鼓加利姆  

編娼懷船員，但是埃及政府並未淮許該船截運船  

員與貨物經由蓮河前往目的地，殊屬遺懷。一連 

串的事件使停戰協定之執行更加困難，而埃及政 

府在這些風波之中作下一件大可質難的事，這是 

無可否認的，而且該政府也很大方地公開承認。埃 

及政府雖然決定撤銷動加利姆編臨號船員所作的  

指 但 是 並 不 能 完 全 捕 慣 所 犯 的 錯 誤 或 補 償 船  

員所喪失的自由；也不能捕償船隻與貨物遭受扣  

押所引起的物質損失。耍實現停戰協定歸約國之 

間的持久和平，所須經過的道路本已坎河不平， 

而這個事件又增加了一重障礙。不 但 如 此 停 戰 ， 

協定之破壞，所採態庚之違反理事會一九五一年  

九月一日決議案，以及君士组丁堡公約規定之破  

壞，都再度表現情勢之嚴重。他囘億理事會一九 

五一年決議案曾禁止雙方以交戰國自居，據巴西 

代表圃的意見，交戰狀態或許是有理由行使登腊  

搜査和扣押權利的唯一條仲。該代表圓不能默認 

破壞君士坦丁堡公約的行爲，這與該代表團不能 

坐視安全理事會決議案被人蔑視，正復相同。最近 

埃及政府表現了緩和與妥協的精神。這種態庚更 

使人希望埃及會徹底考盧採取一種遠大措施舞世  

界自由國家货重要性，這不但可以補充業已採取  

的步驟，而且也符合蘇舞士蓮河自由航行的原則。

二六 . 第六八八次會議時（一月十三日），比 

利時代表說蘇舞士蓮河乃是埃及的構成部分。該 

蓮河係一條人造的水道，因此各方面都不受有關 

天然海峡的通常國際法原則的限制。它的地位已 

由君士坦丁堡公約確定。他囘億國際法院所作的 

判決，內稱依照該公約的制度，交戰中的軍艦和 

载蓮遂禁品的船隻都許可自由通過該蓮河。不過 

法院又就 , 濱河國家保有相當程庚的自衞權，但未 

§1伸這句誌的意義。該公約的第九條和第十條辨 

定挨及有爲自衞和維持公共秩序採取必要措施k 
若于權利。然補第十一條却明白規定，這些措施 

都不應于搂該蓮河之自由使用。

二七 . 盡於這些明文規定，比利時代表團認 

«君士坦丁堡公約的宗旨是耍保證任何國家的軍  

艦或商船，無論在戰爭與和的任何情形之下都  

能自由通過該蓮河。有人已經指出來，理事會顯

然無權强制各同遵守一八八八年公約。但是它或 

可經由憲章採取這稿行動，只要問題牽涉到憲章 

的適用和國際和平與安全維持。一九五一年決議 

案就是合法使用理事會權力的結果，並不是越權 

行事。不但如此，縱使該決議案本身沒有拘束力， 

其內容仍有拘束性，因爲該案是複述一八八八年 

以來就有拘束力的各種規定。埃及政府因爲铁乏 

證據而決定釋放加利姆編娼號船員是一個値得注  

目的姿態，表現着誠意，和避免武斷行動而位法 

行事的願望。而旦埃及已經正式宣怖，願意釋政 

所载貨物與該船，建議設立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  

小組委員會 , 來處理此事。該代表團不能不認爲， 

這種建議的提出意在促成與一八八八年公約相符  

的解。

二八，秘魯代表就君士坦丁堡公約的原則已  

經成爲規定該運河自由地位而且暗示其中立性的  

眞正國際規約。聯合國憲章之實行已經確立一種 

普遍的法律情勢，撰寨了交戰狀態的奮觀念。只要 

聯合國的機關繼續活動，其法律組織就睹示交戰 

地位和中立地位已被癖寨，因此各國或各國的集 

圓也不許使用武力，除非是依照憲章第五十一條 

規定實行自衞，才是例外。當聯合國充分活動時， 

交戰觀念，和使用武力以至單獨或集體防衞固已  

不能普遍適用，而在雙方衝突引起聯合國干預、而 

且敵歸行動是在聯合國主持下達成全面停戰而吿 

終止時，以上各點就更不適用，除非是臨時的例 

外情形。若干法學家筒然認爲，部分的甚至全面 

的停戰與登船搜査權利之行使並不歡觸，浦且這 

樣行使權利也不是戰爭行爲；但是其他法學家則 

採完全相反的意見，據就實現停戰就表示有意雄  

和，並且是實現和平的必要步驟。無論如何，由 

聯合國主持達成的停戰已經構成一種法律情勢， 

足可適用憲章的條欧。交戰的觀念顯然不適用於 

這種停戰，而且安基理事會一九五一年決議案也  

顯然株用這種觀點，對於該案的實體和後果，秘 

得代表團都已接受。由於以上所述，該代表團相 

信在停戰的一般情形之下，並遵循一九五一年的 

決譲案，埃及應採取若于步驟，依照該公約的第 

十條和憲章第五十一條去保護運河的安全。在一 

九五四年開羅協定內，埃及政府已經承諾保證蓮 

河之自由使用，該代表圃願意表示滿意。埃及政 

府決定釋放加利姆編娼號船員，並將該船所栽貨 

物交遺原主，從而減輕目前的緊張局勢，它也感 

« 高與。該代表團深信，這兩個國家都會避免可



能妨礙中東恢復公平持久的任何事件或行動，對 

於旨在恢復正常情勢的任何措施，也都會合作。最 

後該代表團建議參謀長爲當事國服務，去安排貨 

物移交，船隻釋放，以及當事國所同意的任何其 

他措施。

二九 .伊朗代表說他願對此事的結果表示滿 

意。理事會業已獲悉加利姆編螺號船員已獲釋鼓， 

並已囘到以色列的家鄉。至於該船本身，該代表 

圓了解埃及政府準傭與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小紐 

委員會討論釋放該船及所截貨物的手續。該代表 

團相信該委員會乃是最適於解決此事的機關，因 

爲它可以代表理事會而且當事國都有代表出席。 

爲了這種理由，他認爲秘魯的建議妥當而合乎實 

療 ，所以願意加以贊助。

三 0 , 主席以紐西蘭代表資格發言，說該代 

表圓塵悉加利姆糖娼號船員已於一九五五年一月 

一曰釋放，而且埃及政府準備釋政該船及其所载  

貸物。該代表團認爲，該船應儘早放遺並應不事 

遲延，譲定放遺的方式，以便此事可以吿一段落。 

他希望雙方都以互相妥協的精神來解決這個間 

題。■ 於這些控訴所涉原則問題，他說該政府極 

其重視在公 '認的國際水道自由航行之維持，尤以 

蘇舞士蓮河爲然。該代表團和其他代表圈一樣，認 

篇理事會一九五一年九月決議案充分有效。在這 

方商，他囘億挨及代表，於一九五四年十月十四 

日宣轉，該政府並不干涉載蓮貨物前往以色列或 

自以色列港口開出通過蓮河的船隻。埃及代表遺 

在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七日申述，該政府實際上從 

未企圖禁 Jfc船隻通過蓮河。紐西蘭代表圍本願把 

這些陳述看作是反映埃及無條件遵行理事會一九 

五一年九月決議案的政策，然而唉及代表於十二 

月七日聲稱埃及並不認爲一九五一年決議案適用 

於通過運河的以色列船隻，紐西蘭代表團對這種 

明白的涵義，實不能忽視。在該代表團看來，埃 

及代表所說爲防衞運河而不准以色列船隻通過這 

理由適足以削蘇挨及的論據，因爲如果以色列故 

意去破壞蓮河，那很顯然的損害它本身的利益， 

所以這種行動的可能性不必加以認眞考盧。挨及 

不許以色列船隻通過蓮河的政策實無理由之可 

言，這種政策完全不合一九五一年決議案的宗旨。 

該代表圓深信，將来所有貨物和所有船隻，不論 

國籍與目的地爲何，都許可通過運河，不加胆繞。 

它並且相信，當事國會達成加利姆編娼號事件的 

解決辦法，不致遲延。雙方都有避免激烈或挑策

行爲的同樣責任。紙有經常履行這種責任，促進 

巴勒斯坦持久和不之恢復的停戰協定目標才能更 

快的實現。

三一 . 他以主席資格發言，説關於此項目的 

辯論似已完畢，而理事會案前也沒有决議草案，他 

不妨將辯論的情形作個糖結。顯然的，大多數代 

表都認爲一九五一年的決議案仍有效力，他們根 

擔這點和一八八八年公約來審議加利姆編娼號 

案，。大家對埃及前此爲謀解決而採的步驟 ,表示欣 

慰。大家都希望雙方如繼續抱和衷共濟的態度則 

對輸船貨物如何放遺的辦法，自易達成協譲。秘 

魯代表會經建議，如果當事國願意，參謀長或願 

骑旋，以便從速譲定放遺該船及其船員的辦法。主 

席認爲雙方如果請求，參謀長定會答應。在這種 

期望的情緒下，他建議延會。

三二 . 以後理事會就沒有再開會討 ü r這問

題。

B. 埃及與以色列雙方關於伽薩地

區事件的控新(S/3367及S/3368)

(一）項目列入議糖

三三 .埃及常任代表於一九五五年三月一日 

函 （S/3365) 中通知理事會主席謂以色列軍隊於 

二月二十八日越過抛薩以東的分界線攻聲埃及軍 

營。由於此項攻盤及以伏兵沮擊埃及堆援部朦的 

結条，埃及軍人三十七名及平民二名死亡，有軍 

人三十名及平民二名負傷。唉及代表謂其本國政 

府對這個顯係預謀的武裝攻《深爲關切，他稱之 

爲殘酷的侵襄行爲，傳然違反停戰協定，遠超過以 

色列自簽訂停戰協定以来的所有各次侵霉行爲。 

它嚴重地威脅該地區的和平及安全。

三四 . 埃 及 常 任 代 表 又 於 三 月 二 日 函 （S/ 
3 3 6 7 )請主席召開安全理事會會議，風爲迫切事 

項 ，審議下開控訴：‘‘以色列軍隊達反埃及以色 

列全面停戰協定第一條第二項及第二條第二項等 

規定，於一九五五年二月二十八日在淑薩附近埃 

及管轄領土境內對埃及軍隊肆行狂暴及預謀之浸 

§ 行爲，造成多數傷亡，包括死亡者三十九人，負 

傷者三十二人，及破壞若干軍事設傭。"

三五，以色列常任代表於一九五五年三月三 

日函（S/3368)請主席於理事會議程中列入以色列 

政府的控訴。它控訴埃及連.棟違反停載協定及安 

全理事會決議案，危害國際和平及安全，其方式



爲 ：（a )埃巧正規及非正规軍隊攻默以色列軍隊； 

( b )自埃及管轄下領土出動的襲，陳損害以色列 

境內的生命及財產；（C)埃及政府不採取執行有效 

措施以取綠此類暴力行爲；（d)埃及自謂有戰伊狀 

態存在，並對以色列作積極敵對行爲，尤其是採 

取並執行封鎖措施；（e) 作好戰宣傳並威脅以色 

列的領土完盤及政治獨立；（f) 埃及拒絕以談判 

求得協譲，以便有效地自現有的停戰狀態進而逢 

到和平。

三六 . 安全理事會於其第六九二次會議（一 

九五五年三月四日）中將這兩個項目列入議程，並 

決定首先審議埃及提出的項目。它邀請埃及與以 

色列代表參加討論。

三七 . 據彻步報吿稱，事件係以色列軍厥在 

埃及管轄的領土內攻《挨及軍隙。美國，法國、英 

聯 王 國 朗 、比利時、紐西蘭、巴西，秘得、及中國 

的代表，以及主席以土耳其代表的資格，均對此 

次嚴重事件表示惋惜。該地區過去比較平穩，所 

以此次事件尤堪遺城。他們讚許埃及政府的持重 

自抑，對埃及人民及政府所受的損失深致同情， 

並向雙方呼翻請勿採用武力或報復行爲。他們也 

贊成理事會在尙未收到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的報 

吿以前，應暫緩討論這個問題。主席代表理事會 

請秘書長通知參謀長謂如果他的職務容許他在這 

個聚張時期離開該地區，希望他能够就這個問題 

観自提出口頭報告。

三八 . 在 第 六 九 三 次 會 議 （三月十七日）之 

始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提出赚述， 

他對這次在抛薩地區的事件和傷亡，願向埃及政 

府和人民，致同情之意。他說题薩事件的情形證 

明以色列應負其咎。以色列這種行動嚴重破壞憲 

章，使該地嚴局勢益形緊張。同時他又說這些事 

實表現了該地展的聚張局勢，是由於若于國家在 

近東及中東所採行的政策，這種政策不在擎固和 

平及促進該地區各國間友好關係，而謀婦結軍事 

集圍，以致必然地造成對該地區各國的國家獨立 

及安全的威脅。

三九 . 在同次會議中，參謀長對理事會提出 

他的報吿書 (S/3373) , 謂挨及以色列停戰事宜混 

合委員會於一九五五年三月六日裁定以色列應負 

攻黎题菌的實任，並判定該項攻黎係達反停戰協 

定第一條第二項及第三項，第二條第二項、及第 

五條第三項的規定。參謀長於檢討沿分界線的一 

般情势時稱，题薩事件發生以前的傷亡人數反映

了自一九 3Ï叫年十一月至一九五五年二月的大部 

分時期，沿線比較平靜。他認爲自埃及管轄下領 

士出發的，入行爲雖然不是現有緊張局勢的唯一 

原因，但沒有疑問地是其主耍原因之一。他指出 

在前此致理事會的報吿書 (S/3319)中，會建議雙 

方應在非正式的會議中考盧能杏同意若干措施， 

以求減輕沿分界線的聚張情勢。這 些 措 施 是 ： 

(a)在分界線易生事件的部分實行聯合巡査；（b) 
商訂一個地方指揮官的協定；（C) 沿分界線的若 

干部分張設有刺鐵絲網；（d) 所有哨所及邀査厥 

人員均由唉及與以色列正规軍贼人員擔任。參謀 

長在結論中說他仍然認爲如果能够成立這種協 

議，如果雙方均能切實執行，漆入行爲就會減少到 

成爲偶發的小小滋擾，如偷竊行爲，只要以色列 

邊境外有大批窮苦難民，包括 a 薩區的二十多萬 

難民在內，它就認爲這種偷竊行爲是不可避免  

的。最後，如果報導機關能够按事件本身的重度 

恰如其分報導，則耍求採取報復行動的風氣或可 

稍殺。

(二） 當事國及理事會各理事的意見

四 0 . 在第六九三次會議（三月十七日）中， 

埃及代 ‘表說明埃及政府的案情，强調题薩攻》事 

件應由以色列軍败負全部責任。他末了說鑑於以 

色列侵雾所造成的情勢極爲厳重，埃及代表團希 

望理事會能够適用憲章第七章。理事會應該要求 

處罰該項行爲的負責人，以色列所造成的生命及 

物質損失應由以色列負責。埃及政府保留關於賠 

償問題的一切權利。雖在以色列浸署之下，唉及 

領袖們仍然冷靜自持。但是不能忘記冷靜自持是 

有 g 制的。

'四一 . 在 第 六 九 四 次 會 議 （三 月 二 十 三 曰 ） 

中，參謀長對當事雙方及紐西蘭與法蘭西代表就 

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採取各項決議及其活動方法 

所提出的問題，提出答覆。尤其是法國代表，他 

問如將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的各項決議宣怖出來 

並將這些決議通知理事會各理事國，會不會有人 

提出異議？理事會雖然負有重責，但是在事件發 

生之後當事國將問題提交理事會處理之時，理事 

會才知道所採取的行動和所作成的決議。秘書長 

的 答 覆 是 ：他覺得沒有理由反對這些消息的傳  

達，他將與參謀長研究傳達的方法。

四二 .在同次會議中，以色列代表於詳述埃 

及方面沿分界線渗入及攻擊情形後，謂题蔭事件



係現有聚張局勢的結果而弗其主要原因。他指出 

參謀長於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十六日及一九五五年  

三 月 十 七 日 提 出 的 報 吿 書 （S/3319及 S/3373) 
中载有停戰事宜混合養員會謎責埃及的決譲十四  

件，爲該兩報吿書所述同期內指責以色列的決議  

的兩倍。此點的本身已足重觸:尤足重親者是所指 

的鼓次以色列違反協定行爲多半係因埃及開输而  

立卽引起的。在這稿情現下，以色列不能想像理事 

會能够不對咖薩境內所組織以以色列爲斜象的敵  

對行爲蓮動，加以謎責。這種情事與淑薩事件間 

的關係完全是直接因果的關係。他最後説理事會 

如果僅就 a 薩事件一事加以刹斷或批評未免有失 

公允。毫無疑問的，這樣的判斷歲批評無異是對 

官方報吿作不當的評議，因爲根據官方報告，埃 

及達反協定事件遠較繼之而起的以色列報復行爲  

爲多而且普遍。因此以色列代表團認爲它有理由 

耍求理事會髓責埃及方面的侵入、屠殺、爆毁、及 

破壞活動，據參謀長報告書中所述，這些活動是 

現有聚張局勢的主耍原因。

四三 . 安全理事會於第六九五次會譲（三月 

二十九日）牧到法國>英聯王國，及美利堅合染國 

聯合提出的下開決譲草案（S/3378):

" 安全理事會

‘‘ 億及其一九四八年七月十五日，一九四九  

年八月十一日，一九五 0 年十一月十七日，一九 

五一年五月十八日,及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二十五  

B諸決譲案：

" 跨悉休載督察 « 參 謀 長之報吿及埃及與以 

色列代表之陳述；

'‘傭悉埃及以色列停載事宜混合委員會於一  

九五五年三月六日判定 ‘以色列正規軍陳'‘奉以色 

列當局之命令事先安徘計割'，於一九五五年二月 

二十八日在题菌地霜 ‘出《埃及正規軍簾'；

" 認篇此項攻 «遂反安全理事會一九四八年  

七月十五日決議案之停火規定，且奥當事雙方位 

埃及與以色列間全面停載協定及依憲章所負之義  

務不相符，特予雄責；

" 再請以色列採取一切必要措施，防Jfc此類 

行動；

" 深信全面停戰協定當事國一方如有任何蓄  

意遂反協定情事，卽可威脅該協定之存在，並深 

信當事雙方如不嚴格遵守其依全面停戰協定及理  

事會一九四八年七月十五日、決議案之停火規定所

負之義務，恢復巴勒斯垣，永久和平事卽不能獲得 

進展 。"

四四 .英聯王國代表於説明聯合草案時謂以 

色列埃及停戰事宜棍合婆員會已輕很淸楚地確定 

這次事件是事先計割 .妥當的軍事行動；英國對這 

事件深爲關切。依據安全理事會決議案及憲章，當 

事雙方均同意不以武力解決其爭議。但是在题薩 

境內，以色列政府以其陸軍部隙對埃及政府的軍 

隙作軍事行動。此項武裝攻盤竟致引起题薩地區 

難民羣情的激昂，固域遣城 , 但是也在精理之中。 

埃及政府在可能發展成爲驚人情勢的狀下克抑 

自持，極堪讚許。他一心以爲可以聽到以色列代表 

斷於题薩攻》事件表示遣懷，但是他所聽到的却 

是叙述沿分界線的情 3 Ï, 謂题薩的行動爲不可避 

免的，殆思自然的事件。英國政府全然不能接受這 

種觀點，它也不相信理事會能够接受這種觀點。 

理事會以前處理奈比亞事件時，已輕不承認報復 

行動爲正當。這次固然沒有像善比亞事件那種最 

駭入聽聞的情形—— 不分良白亂殺鄉村平民，但 

對理事會以前在事比亞事件發生後着以色列採取 

步驟防 J t將來所有報復行動的耍求，却無可杏越 

的置若罔聞。如果理事會那時謎責這種行動是正 

確的，它當然就應該明白表示它現在的態度，希 

望採取報復政策的負責人能够遵從它的意見。英 

國政府與其他各國政府都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從現 

有的停戰狀態進而達到永久和平。它也全然不能 

接受埃及政府所持在停戰協定簽訂後這些年內仍 

然有權行使其交戰國權利的主張。输口上豈能求 

得和平。相反地使用暴力不但危害停戰現狀，而且 

妨礙情勢的好轉，因此道是更堪惋惜的。

四五 .法國代表説理事會當前的兩個決議草 

案應予分別審議。關 於 第 一 個 項 目 他 同 意 以 色  

列正規部隙在抛薩所採的行動達反了理事會的決 

譲及停載協定的條钦，同時也違反了國際法及道 

德的原則及義務。此事對於所有同情以色列人民 

及其新奥民主國家的人，所有讚美池們英勇努力 

爭取其在自由國家中應有地位的入，尤覺可惜。以 

色列代表企圃爲這個攻《辯護，認爲源 Ê 該地的 

情勢，這個攻《是他所謂埃及多方挑策的合法報 

復行爲。卽令有他所餘的那種情勢，也不能用爲 

藉口，更不能用以辯誰以色列當局有罪的行食。不 

管從法律或事實方面説，個人零星越過停載綠從 

事搶掠盜竊或武装攻盤的行爲，卽令受有埃及下 

級官吏的默許，也不能與由高後決定，發號施令，



由裝備齊全的正规軍隊執行的集體報復行動，相 

提並論；而且從一九五W年十一月到一九五五年 

二月間因邊境事件而死亡的以色列人四名，不能 

與以色列攻數题薩而死亡的埃及人三十八名這數 

目相對比。以色列對埃及的種種不滿卽令有合法 

理由，理事會也不能容許它以報復，復仇政策求解 

決。如果淑薩事件繼查比亞事件之後仍是出於報 

復政策，以色列就必須單獨接受謎責該項政策的 

效果。最後，他說以色列代表管重申以色列政府 

的和平意向及其圖與鄰邦建立關係的願望，而以 

互相尊重所有當事國的主權及領土完整爲基礎， 

法國代表圓膀聽之餘，並非無動於衷。它也同意 

以色列代表的意見，認爲停戰協定及憲章均未授 

權簽約國在鍵上及海上對以色列維持積極交戰地 

位的權利。

H六 .美國代表說美國政府在聯合國內外均 

一貧致力按照杜勒斯先生於一九五三年自中東歸 

來後所規定的目標做去，已獲得重大進展，尤以 

對難良問題及約但河流域灌親工作爲然。現有很 

好的理由相信在這種進展下，時斷時續的戰爭不 

久就可以成爲過去的事睛。在這鍾比較有希望的 

情 勢 中 ，並 如 General B u rn s所 報 告 的 ，在沿 

分界線比較平靜的時期，却發生了题蔬的不幸事 

件。以色列因在週薩地愿的行動所損失的以色列 

人數，倍於其過去四個月中邊境事件所損失的人 

數 。在 i a 菌事件之後又有可堪遺爐的新事件發生， 

死亡由是益增，允 以 在 P a t is h 的事件爲然。他 

贊 同 General B u rn s的建議，認爲當事雙方應該 

就聯合邊境控制事宜達致協議，因爲它可以將慘 

入事件減少到成爲偶發的小小骚擾。他說漆入者 

的目的有時顯然只是到邊界的另一邊去割草，別 

無犯罪之意。但是對這種人竟以極厳厲的手段  

擊退，可見行事毫無節制，自應力謀捕救。關於 

這一點，美 國 代 表 團 贊 同 General B u rn s的結 

論 ，認爲對於這種事件，如能按其本身的重耍程 

庚恰如其分向人民報導，就可以抑制耍求採取  

報復行動的不幸趙勢。美國代表團深知以色列認 

爲這個攻》有它的原因，但是它對這種事件不但 

深感遺做，而且深信所有負責當局均應防 i t 這稿 

事件。它相信不管對方如何挑覺，以色列在週菌 

的軍事行動是毫無理由的。美國代表團自參謀長 

報吿書及當事雙方的陳述所得的結論是：像該事 

件這樣計劃指揮的武裝攻盤，並不能解決以色列 

人民理應關懷焦盧的問題。增加國際聚張局勢，使

該地廣有陷入戰禍的危機，打，並破壞建立積極 

和平的誠懇努力，絕對不能有助於他們的利益。

四七 . 比利時代表謂參謀長在 ffi的報吿書中 

論到伽薩事件的起因，其目的是避免將來再發生 

事件，而不是確定當事雙方的責任。參謀長所提 

制 J t 漆入事件的措施頗合赏際，或可有效；這些 

措施並不預斷這個問題的實體。

四八 .他指出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業已認定 

题薩附近的攻驚事件係由以色列事先安徘許割 

的，他將贊同嚴正謎責以色列此項行動的聯合決 

議草案（S/3378)。
四九 . 伊朗代表謂該地區的局勢緊張，不容 

否認，因 此 時 常 引 起 攻 難 於 防 Jfc, 但是決木 

能以此作爲正規軍隊從事預謀及有組織的攻《的 

理由。伊朗代表團對於聯合決議草案（S/3378)並 

不認爲滿意。伊朗代表團嘉許三提案國的努力，但 

是它希望理事會能够較該草案所提譲的辦法更進 

一步，建議有效措施，徽罰侵襄者，並防 J t此後 

再有此類事件發生。但是他知道理事會所遭遇的 

困難，以及它最多所能作到的範圍，所以他將贊 

同現有的提案。

五 0 . 絲西蘭代表指出以色列代表對於停戰 

事宜混合委員會的裁定，並未提出異議，他僅指 

控挨及從事敵親運動，並謂 i a 薩事件係該項蓮動 

的直接結果。在檢討這個論據時，應該考盧參謀 

長的陳述，他說從题薩事件尙未發生以前的傷亡 

人數來看，足瞪沿停戰線一帶相當平靜。要說淑 

薩的攻 ®事件是埃及方面挑置的必然結果就是無 

視該事件是一個軍事行動的事實，惟有以色列控 

制有關軍事部朦的當局策割決定後，方能發生這 

糧事件。以色列代表並未吿訴理事會說該項行動 

是未奉命令或違反命令的行動，甚且也度有說是 

判斷錯誤。軍事報復行爲顯然被認爲合理的政策。 

理事會絕對不能接受這種立填。報復行爲如果不 

加制止，就會引起再報復因而引起日見擴大的敵 

對行爲。不錯，從攻® a 薩這種事件，足見切實 

努力以求轉向和平實屬必耍；但是不幸這種事件 

也造成了最不利於考盧這種步驟的情 9£。

五一，巴西代表堅決認爲以色列旣然從事事 

先安徘及有計劃的攻》 ,理事會就必須謎責此項 

行動 。 General B urns稱之爲簽訂停戰協定以来  

該地愿最嚴董的衝突。理事會必須考盧到參謀長 

所述情勢的較爲廣泛方面，尤其是伽薩TS內現有 

大批難民的問題。較漆入及掠鍵更壞者是分界線



兩側的當局都沒有決心努力合作，以求改善這個 

情勢。理事會旣然不能有效地令以色列及埃及相 

互合作，就只好再向雨國政府呼翻，請它們協助 

General B urns執行他的任務。巴西希望以色列 

及埃及能够決計求取和平，並力求避免再發生其 

他事件；這種事件並不是如許多人所以爲無可避 

免的。

五 二 . 秘魯代表說秘得代表團在三月四日的 

會議中曾附和衆議，謎責以色列正規軍隊攻《题 

薩的事件。其後並無任何情事可以改變該事件的 

嚴重性或責任，因此他將投票贊成聯合決議草案 

(S/3378)。參謀長所提議的措施與停戰協定所授 

予他的權力相符，所以秘抖代表團同意第二個聯 

合決譲草案％並且同意理事會向當事雙方提出的 

呼颜，請它 fpg合作實施所述的措施。耍想保證此 

項措施的實際及法律效力,這種合作是必要的，因 

爲此項措施源自在聯合國參加及監督下的國際協 

定所授予的權力。此項措施完全依據停戰協定的 

性質及宗旨，因此當爲雙方所能接受。此 外 ，所 

擬措施並無修改停戰協定之意。如該協定第十二 

條所 指 者 。因此秘後代表團將投票贊成此項措 

施。

五三 .中國代表說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所査  

明的二月二十八日攻擊的事實旣然未經以色列代 

表否認，埃及控訳的所有具體各點均輕確立，這 

種情勢確定了聯合決議草案（S/3378)的詞句，理 

事會必須予以通過。中國代表團深知安全理事會 

謎責一個主權國家是一件厳重事項，但是除採用 

聯合決議草案的詞句外，別無其他辦法。中國代 

表團斷於以色列所謂亞拉伯各國拒絕求取和平解 

決的控訳，深具同精，但是像在题薩發生的那種 

攻盤事件絕對不會促成接受以色列爲近東社會之 

—•員 0
五四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謂參 

謀長的報告書完全證實了理事會過去所得的情 

報 ，就是說二月二十八日以色列軍隊在a 薩地區 

故意攻《埃及軍隙，因之違反停戰協定。以色列 

代表的陳述謂該項攻鶴應視爲對唉及的報復行動 

之說，顯然不能令人同意。這種行爲嚴重地違反 

憲章，並且增加該地區的緊張局勢。理事會負有 

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的主要貴任，顯然不能漠視 

這種嚴重違反憲章及埃及以色列停戰協定的行

S / 3 3 7 9 ,展本報吿書第五十七段。

爲 C 理事會必須謎责以色列的這種行爲，並應採 

取適當猎施，防止再有此類事件發生。蘇聯代表重 

申前說，謂中東及近東現有的聚張局勢，是若干 

國家的政策的結果。這些國家的政策不求加强該 

地區各國政府間的和平及友好關係而圖建立軍事 

集團。這必然造成一糧謝民族獨立和該區各國安 

全的威脅。干涉近東各國的內政，以圖强迫它們參 

加其所設的軍事集團，影響所及，加重了國際緊 

張局勢，篮且造成了對該區許多國家的民族獨立 

的嚴重威脅。這種政策與蒙固和平及促進該地展 

各國間的善鄰關係的願望是全然背道而馳的。

五五 . 主席以土耳其代表的資格發言，謂從 

參謀長的報吿書及當事雙方的陳述，顯然可見必 

須協調理事會及休戰督察團的一切努力，俾得促 

請有關當事方面嚴格遵守停戰協定的规定，並且 

遵守理事會的決議及憲章所截的原則，以便達致 

穩定及安全，謀所有關係方面的利益。理事會在 

關懷全面改善該地® 情勢的方法時，不能忽視题 

薩事件的嚴重性，也不能不對違反停戰協定使用 

武力的行動加以指貴。聯合決議草案（S/3378)很 

適當地反映了理事會各位理事所表示的一般關 

切 ，以及他們對當事雙方此後應採的途徑的意見。 

不管就邊境地處的一般情勢提出何種論據，對於 

像那種性質的攻驚，必須依據聯合決議草案中所 

述的理由，加以謎責。至於蘇聯代表所述關於中 

東安全的意見，土耳其代表團相信不但是中東，而 

且是全世界現有聚張局勢的唯一原因，就是蘇聯 

爲求達到其稱霸目的所建立的廣大集團。攻 ®所  

謂軍事集團的宣傳攻勢，其目的端在破壞自由國 

家爲防止侵雾，自求生存，及， 固和平與安全而建 

立的共同安全陣線。

五六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奸對 

士耳其代表所述發言，他說蘇聯外交政策的愛好 

和平爲世所局知，無庸再加解釋。蘇聯旣未參加 

亦未成立侵雾集團。

理事會於一九五五年三月二十九B第六九五 

次會議一致同意通過聯合決譲草案 (S/3378)。
五七 . 理事會於第六九六次會譲（三月三十 

曰）事討論法國、英聯王國，及美利堅合来國提出 

的下開聯合決譲草案（S/3379):

‘‘安全理事會

'■査悉休戰督察團參謀長報吿書中論及

埃及與以色列間分界線上一般情 3 Ï以及現有

聚張局勢起因之各節；



*• ® 望採取一切可能步驟，俾於埃及以 

色列全面停戰協定之範圍內保持該地 ®之安 

全 ；

‘‘ 請參謀長繊續與埃及、以色列兩政府 

德商，俾得擬定實際措施，以求達到此項目 

的，備悉參謀長業已就此提出具体提譲；

" 請埃及與以色列政府就參謀長所提辦 

法 ，與參謀長合作，並計及其意見，卽當事 

雙方如能就其所提譲之途徑達成協譲，則渗 

入行動自可減少成爲偶發之微擾；

請參謀長將討論進虔情形隨時報吿理 

事會 。"

五八，英聯王國代表談到決譲草案時說，埃 

及和以色列兩政府義應採取有效步驟以防 Jfc沿分 

界線的暴力行爲，卽使是不負責任的人之所爲， 

亦應加以防止。這是草案的目的。他不同意以色 

列代表所述的沿分界線的情g j , 尤其因爲參謀:長 

已經說明在题薩事件發生以前的情勢比較平靜。 

但 是 從 最 近 在 P a t is h 發生的慘案，足證沿 sa薩 

一帶的情形的確令人藍盧，且渗入事件常隨之以 

暴力行爲，以政該處安全，在在媒虞。理事會耍 

想達成它的目的，不能只靠隨貴並禁 Jh報復；它必 

須設法消除造成聚張局勢的原因。英國政府已經 

明白表承它期望有一天能够在以色列及其鄰邦之 

間建立和平。在這一天尙未到達以前，理事會所 

不斷關懷的是保證厳格遵守停戰辦法，並且從這 

個辨法中求取最大可能的利益。理事會有權期待 

情況可以遂步改善。英聯王國得悉參謀長向兩國 

政府提出的提議，尤感典趣。如果有許多地方的 

分界線只是一道攀溝，雙方當局毫無接觸，則大 

可訂立切合實際的辦法以改善這種情形。因此英 

國政府希望雙方都不拒絕 General B urns所提供 

的協助，也不拒絕與他竭力合作以便改善停戰制 

庚的施行。一個可能討論的問題是停戰事宜海合 

委員會表決程序的後果問題。正 如 General Bums 
所指出的，那個程序可能誇張所發生的事件，因 

而使緊張局勢惡化。

五九 .法國代表說自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一日 

以訖一九五五年 r ：月二十四日期間，挨及向停戰 

事宜混合委員會控訴以色列的案件凡三十五宗， 

其中有四宗刹決是謎貴以色列的。在同一期閩以 

色列向該委員會撮出控訴凡九十九次，結果有七 

次謎貴唉及。所以，就這些事件的次數而言，埃 

及應負主要貴任，至就情節厳重的事件而言，則

責任較輕，但仍鞍以色列所負者爲重。此外，自 

二月二十八 S 以來，又收到漆入行動報吿十三次。 

除了那幾次髓責而外，遺 有 三 月 二 十 四 日 在 Pa- 
t i s h 發生的事件。該事件頗爲厳重，所以引起了 

以色列境內所表現的情緒，也引起了所有善意人 

士的謎責。法國代.表團雖然並非不知道题薩區內 

聚集二十萬難民一事造成了埃及當局的許多問 

題 ，但是理事會不能忽視所有住在分界線附近的 

人因爲時有漆入行動發生而有不安全及焦盧的威 

覺。但是引起一連串事件的個人報復行動不能奥 

题薩事件那種有粗織的集體報復行爲相提並論。 

這些事件所造成的聚張局面仍是理事會所嚴重關 

切的間題，設法使局面平復是理事會的權責。法國 

代表團認爲參謀長的提議，以及其對停戰事宜混 

合委員會的決議與埃及政府爲防 Jfc並懲罰非法出 

入分界錢而採取的涉驟所科的刑罰應廣爲宣傳的 

主張，極爲合理，且具有建設性質。他也贊成修改 

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的程序的建議，使該类員會 

主席能够在草擬決議方面負有較大任務，並且希 

望當事雙方能够遵照參謀長或其同僚就這一點所 

提出的任何建譲。理事會耍取縮所有違反停戰協 

定規定的渗入行爲，至少要減少這些行爲的次數 

和厳重性，使它們不政成爲雨民族間聚張的因素。

六 0 . 美國代表說明聯合決議草案（S/3379) 
的目的是儘可能鼓勵並協助有關各方，防止再有 

像那種震驚理事會的不幸情事發生。他說美國代 

表團相信如果負最後貴任的當事雙方能够積極努 

力充分利用休戰督察團的機構，則該機構在理事 

會的權力之下，足可以使邊境事仲減少至最低數 

目。在最近幾次事件之後，任何一方如果仍然不 

願予休戰督察團以確實機會，防Jfc再有事變發生， 

就是不可想像的，並且可以使人懷疑其對邊境安 

全問題的整個態度；這種不願意的態度將不利於 

當事 « 方，也不利於理事會所應負責的和平及安 

全 。美國代表團認爲休載督察團並沒有得到一個 

公平的機會證明過去所有的種種困難是可以避免 

的，因爲當事雙方前此不願採取一切必耍措施， 

不願與參謀長及軍事視察員充分合作。現在正是 

它們必須作更大努力的時候。參謀長的提議中似 

乎含有這樣的機會 ; 理事會辯論完結後，頭一件事 

耍做的就是在那地區利用這機會。所提的決譲草 

案旨在以全力贊助General Burns的建議。照他所 

提議的途徑獲得協議就可以産生有步驟、有紀律 

的合作，防止再有其他事件發生，並可促進雙方



的安全威，使渗入的問題能得正確的認識。任何 

一方均不應有任何遲疑，應與參謀長協力求取這 

種結果。

六一 .絲西蘭代表說理事會謎責二月二十八 

日的以色列攻霞事件，其意義旌非謂题薩地區的 

緊張局勢應完全由以色列負責。參謀長的報吿書 

說明了题薩地帶有若干特殊問題，因爲其現有人 

口有一大部分並非永久居民，而是從現由以色列 

估領的領土逃來的難民。此事當與多半是自题薩 

地帶渗入以色列的一速串事件有關。所難以令人 

了解，同時也極爲嚴重者是這種越境行爲所表現 

的狂暴行動，P atish屠殺事件就是最近的一個慘 

例。在許多越境渗入事件中，責任誰屬，很難決定。 

放開法律責任問題不談，從實際觀點看來，防Jt  
雄入的主要責任，尤其是防 Jfc暴力行爲的主要責 

任 ，似乎應由渗入者活動所在領土的當事國負之， 

尤其是在這種渗入活動遺包括破壞及殺戮的行爲  

時爲然。紐西蘭代表團贊同 General B u rn s的意 

見，認爲防 JI:渗入的有效措施必須有當事雙方的 

合作，並且贊同埃及應嚴格執行其取歸渗入事件 

的法律的建議。埃及代表在這方面有所保證，他 

頗感欣慰。雙方軍隊聯合舉辦廣泛巡查工作的辦 

法 ，是防 Jfc漆入的最有效辦法。但是現在所最需 

要的顯然遺是雙方眞正努力合作。紐西蘭代表團 

深知所提議的措施只能部分地解決以色列及其鄰 

邦間的許多問題。要求永久解決這些問題，必須 

改正雙方的根本態度；這就是說，一方面政棄理 

事會所一致同意謎責的報復政策，另一方面放棄 

以理事會在一九五一年中宣吿雙方均無理由援用 

的積極交戰權利爲根據的政策。

六二 .主席以土耳其代表的資格宣稱依據土 

耳其代表團過去所採取的立填，他將投票贊成聯 

合決議草案（S/3379)。
六三 .中國代表說在尙未閱讀參謀長報吿書 

以前，他的印象是挨及與以色列間的事件是涉及 

兩國東隊的嚴重事件；但是該報吿書指明了大多 

數事件是個人行動的結果，並無政治或軍事意義， 

並不會有任何國家目的在內。如果兩國政府不再 

譜大這種事件，就可以減輕聚張局勢。中國代表 

贊同聯合決議草案，因爲它並不謎責任何一方， 

而採取積極的態度，號召挨及與以色列政府與參 

謀長合作。

六四 .以色列代表檢討以色列政府控訳埃及 

的理由，力陳分界線地區的聚張局勢應由埃及負

責。聯合決譲草案所論者旣然是减輕聚張局勢的 

措施，以色列政府可以與參謀長合作，努力以謀 

改善。但是據以色列看來 ,最重要的問題遺是設 

法獲得埃及的合作，防止渗入活動，這種活動據 

參謀長報吿書說完全是從埃及管轄下的領土進入 

以色列領土。聯合決議草案應該進一步閩明並批 

評這種渗入行動，尤其是在它們經停戰事宜混合 

委員會謎責之後，並應规定對埃及與以色列間的 

關係應完全適用憲章。他指出理事會各理事業已 

認定唉及政府應該負責消除該地區的聚張的局 

勢 。以色列代表團所希望者只是這種勸吿及參謀 

長報吿書中的結論能够發生效力，情勢頗爲嚴重， 

因爲所侵入的次數日多，以色列傷亡的人數也見 

增加。以色列代表團不擬堅據它對聯合決義草案 

提 出 的 各 項 修 正 （S/3381, S/3382及 S/3383)。 
但是，如果改善情勢的希望不能成爲事實，尤其 

是如果現有的加聚攻鬆、埋置地雷、破壞及侵入以 

色列廣土的行爲繼É 不已，以色列代表團必須保 

留權利，向理事會提出適當項目，耍求謎責這種 

侵入行動。

六五 .埃及代表說出席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 

的埃及代表團對於可能保持該地區安全的任何提 

議，在過去及將來均予以有利的考盧。他指出旱於 

一九五二年五月十二日，出席該委員會的埃及代 

表就提譲應該沿分界線設立聯合巡査隊；他也要 

求聯合國親察員應該在 H間於埃及這一邊巡査分 

界線，俾得確知互相開火射《的責任應由何方擔 

負，及何方首先開火。他再度宣稱埃及當局加聚 

巡査分界線，以圖防止越境修入事件，並已頒怖 

嚴厲的法律，對越境參入人犯處以五年監禁的®  
刑。埃及政府願竭力與 General B u rn s合作，俾 

得如他所說的使渗入行爲減少到爲偶發的微擾。 

埃 及 代 表 團 對 於 P a tish村的事件頗感遺城。 但 

是犯該項罪行的兩個持有武器的人並未經證明確 

係来自 a 薩地區。埃及已經向特別委員會申訳停 

戰混合委員會的決定。最後，他力陳埃及決將繼 

績遵守它與以色列間的停戰協定。

六六 .蘇維挨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說從 

該地廣的一般情祝看來， General B u rn s及理事 

會 各 理 事 所 表 的 關 切 是 有 理 由 的 。理事會應該 

以客觀及公正的態度檢討這種聚張局勢的一切原 

因。在檢討時，它不應該忽視蘇聯代表團向理事 

會提出的陳述，就是這種緊張局勢的主耍原因之 

一是若于國家在近東所推行的建立軍事集團政



策。這稿政策引起了厳重的後果，例如對該地區 

不願參加侵累軍事集團的若干國家所使用的壓力 

極爲强大，或會造成對和平的直接威脅。最近因 

爲土耳其企圖強迫叙利亞參加土耳其伊拉克條約 

而在土耳其叙利亞邊境集結軍隊就是一個實例 C 
減輕近東聚張局勢的主要條件是放寨建立軍事集 

團及挑撥離間該區國家的政策。

六七 .蘇聯代表團贊成參謀長應繼續與有關 

國家政府德商，俾得採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持分 

界線地區安全的提養。蘇聯代表團的了解是這種 

還商會許及他適緣所提出的重要考盧。文 仲 S/ 
3379中所截的決議草案在基本上可由直接有關的 

當事方面埃及與以色列所接受 ,所以他將贊同該 

決議草案。

六八 . 主席以土耳其代表的資格發言，答稱 

蘇聯代表關於所謂土耳其對叙利亞施用壓力之 

譲：，完全是歪曲事實。保衞中東的辦法，正如北 

大西洋公約組織一樣，是有助於和平的。

理事會於一九五五年三月三十日第六九六次 

會議一致同意通過文件 S/ 3379中所截的聯合決 

議草案。

C. 以色列再提控就

(一）項目列入議程

六九，以色列代表於一九五五年 0 月四曰致 

主席函（S/3385)中要求理事會急切審議它黯埃及 

的控訳，謂埃及正規及非正規軍隊，以及挨及管 

轄領土內的武裝盜匪，對以色列軍隊及以色列境 

內平民的生命及財産，一再攻《 , 特 別 提 到 （a) 
〜九五五年三月二十四日在 P a t is h 的武装攻 »  
(S/3376) ; (b)於一九五五年三月二十六日至四月 

三日期間在题薩地帶對巡査埃及以色列邊界的以 

色列軍隊以地雷及餘炮厘次攻璧；（C) 一九五五 

年四月三日攻續以色列軍巡査隙及Nahd 0 2 村。 

該函叙述自三月二十六日以来所發生的十五次事 

件，謂以色列要求理事會設法国正埃及不斷浸雾  

所造成的不能忍受的情勢。

七 0 . 埃 及 代 表 於 四 月 五 日 敎 主 席 画 （S/ 
3386) 中殺述四月三日在埃及以色列分界線上的 

事件，並强調指出與該攻《事件有關的以色列軍 

險約八十人使用半履帶車及一二 0 輕迫泰炮，這 

是違反全面停戰協定附件三的規定的。

七一 .以色列的控訴於理事會第六九七次會 

議 （四月六日）列入議程。

七二 . 以色列代表援引憲章第三十四條，宣 

稱埃及時常攻》 , 造成了嚴重情勢，長此以往，將 

危害該地區的國際和平與安全。他殺述若干嚴重 

事件的經過，力稱從三月二十四 n 至四月三 0 的 

十天期間是停戰協定簽訂以來最極端危險的時期 

之一。以色列與埃及間聚張局勢的主要原因已經 

不是慘入行動，而是埃及軍隙的彰明暴力行爲。 

埃及軍隊現正推行一種保持這種緊張局勢並造成 

爆發的政策，這是麵可置疑的。在最近十五次事 

件中，停戰事宜混合養員會謎責埃及六次，而只 

通過一件  不利於以色列的決議案。這是一個 

相去懸殊的比例。埃及雖然力圖低估這個情勢的 

嚴重性，並在其解釋中提出許多不相干的事，但 

是這些事件沒有一個是與難民有絲毫關係的。以 

色列對這些攻《採取了答覆的行動。埃及政府對 

此事旣然不加重視，理事會就應該有明白表示，這 

點極關重耍，絕非過言。

七三 .埃及代表認爲理事會竟因以色列的堅 

決要求而召開會議，實堪驚異，因爲以色列代表 

團所要討論的問題除其中六項外，均仍列於停戰 

事宜混合委員會或特別委員會的議程。這些問題 

仍在該兩機關審議中，不應請理事會加以檢討。 

以色列想以此破壞理事會上星期對它謎責的效 

力。其實挨及也可以提出一串同樣的控訴，因爲 

有幾件所謂埃及攻《的事件正是埃及對停戰事宜 

混合委員會控訳的題目。此外，出席停戰事宜混 

合委員會的埃及代表團曾 ®次建議由聯合國視察 

員巡査分界線。埃及以色列邊界上過去一個時期 

比較平靜，現在才有這種緊張局勢，此點已由參 

謀長報吿書中指出，可見這種局勢是以色列攻擊 

题藤後的情有可愿的後果。

七四 . 英聯王國代表指出就現有證據觀之， 

雙方對於最近事件的責任問題意見完全相反。理 

事會根據他的提議，決定在尙未收到停戰事宜混 

合委員會的調査結果以前，暫緩討論這個問題。

(二）參謀長報吿書

七五 . 休戰督察團參謀長於四月十K 日就一 

九五五年二月二十八日题薩事件後所有埃及與以 

色列間的各次事件，提出報吿書 (S/3390)。他說 

使緊張局勢更加厳董的最重耍因素是在以色列軍 

用車輔所經過的途徑上埋置地雷。這種新發展很



可能是有一些人在伽蔭事件後所採取的報復行 

動。在該報吿書所檢討的十五次事件中，最嚴， 

的是四月三日的事件；雨國代表團關於這次事件 

所提出的決議案均經通過。主席曾有所保留及評 

論 ，解釋其對每一個決譲案的投票理由。參謀長 

認爲改善题藤展情勢所應採取的最迫切步驟爲設 

立聯合巡査隊。埃及在原則上願意設立這稿巡査 

陳，但是以色列的最後答覆尙未收到。雙方均願 

舉行會議歸結地方指揮官的協定，並均口頭保證 

在分界線附近只使用有紀律的正規軍隙及警察。 

以色列似乎贊成建立障礙物，防Jfcï參入行動，唉 

及當局雖然認爲這個提議有種種困難，但是也願 

意考盧實行此議的辨法。雙方均指出它們自行建 

立廣大的障礙物頗爲困難，必須有外來協助供給 

材料方可。由於唉及當局的要求，業已增派聯合 

國視察員若干名，駐在分界線的唉及方面。在尙 

未議成有效措施以前，他認爲必須令該地區的軍 

嫁指揮官負責防 J t發動任何敵對行爲。

七六 . 埃及代表於四月十八日致面（S/3393) 
理事會主席謂埃及軍事當局將於短期內在分界線 

上若干重要地區的挨及管轄廣土內建立有刺鐵絲 

網圍障。

(三）當事國及理事會各理事的意見

七七 . 在第六九八次會譲（四月十九日）中， 

挨及代表重申其意見，謂以色列意圖破壞三月二 

十九日爲题薩事件謎責它的決議案的效力。自該 

次事件後，唉及曾向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提出控 

訳案達 K 十九件之多，它指責以色列在四月三曰 

事件中使用禁用的武器及車輔。關於埋置地雷的 

問題，現在尙未能確定此事係埃及管轄下的軍歐 

或其他人員所爲。埃及在原則上接受了參謀長所 

提出的一切建議，以求減輕分界線的聚張局勢，足 

以證明其力求合作的精神。

七八 .以色列代表指出該報告書謂在以色列 

所用的路上埋置地雷是增加邊境地區緊張局勢的 

最重耍因素。在路上埋置地雷絕對不是 a 薩事件 

所造成的新發展，因爲在過去九個月中，唉及因 

爲這稿行爲而受謎責，共有二十次之多。因此理 

事會應該通過一個決議案，確實謎R 該項行爲。關 

於四月三日的事件，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認爲以 

色列僅負"技術上違反"全面停載協定的責任，事 

實上是負自衡射《的責任。

七九 .美國代表說美國政府同意報吿書的結 

論 》認爲現所檢討的事件很可能是二月二十八日

题蔬事件後羣情激昂的結果。這稀情勢表現了地 

方及政府當局督察不嚴，應予糾正。不管有什麽 

原因，軍入或平民正式或非正式在從事報復行動， 

都是沒有理由的。故如欲減輕理事會所認爲必須 

減輕的聚張局勢，當事雙方所有官員必須嚴爲戒 

備，採行預防辦法使在其管制下之人員不致破壞 

分界線。雙方政府對在當地的執行措施必須負全 

部責任，雙方政府必須明白：理事會的審議和行 

爲不足以捕救他們彼此間目前的困難，亦不能促 

成它們依停戰協定必須尋求的巴勒斯坦愿的永久 

和平。當事國一造接受了參謀長的提議，同意沿 

分界線設立聯合巡査隙，頗堪欣慰。他相信當事 

國他造不久就可以同樣表示同意。雙方必須誠懇 

地與參謀長合作，執行三月三十日的決議案。

八 0 . 法國代表說從報吿書所述的事實看  

來 ，理事會無須再採任何行動，因爲最近的決議 

案可以適用於這稿精勢。渗入及埋雷的行動都是 

應由埃及當局 '直接負責的事，尤其是因爲如果不 

是低級當局同謀，或者至少是督察不嚴，埋置地 

雷的事是辦不成的。如果埋置地雷的事遺照這樣 

繼續下去，就有考盧應該採取何種行動的必要。 

他得悉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所通過的決議案附有 

該委員會主席的評論，頗爲欣慰。他 深 信 General 
B urns能他緩聚張的局勢，他促請當事國禁誠地、 

有 效 地 襄 助 General B u m s完成理事會委託他 

辦理的和解與和平任務。

八一 . 英聯王國代表同意參謀長的意見，認 

爲沿邊界的聚張局勢增高，大半係题薩事件所引 

起的情緒造成的。四月三日事件的貴任，主要部份 

應由埃及負之。地置地雷，不管埋置者，是平民 

抑或軍事入員，是一種很具挑覺性質及兑惡的行 

動。雖然沒有證據證明唉及當局認可這種行動， 

但很明顯的它們負有制止這種行動的責任，有人 

認爲挨及所受謎責的行動或係週薩區軍事人員或 

平民所採的非官方報復舉動。但整個報復的原則 

是錯誤的，早經理事會明白地加以謎責。他歡疲 

挨及對參謀長的提購的答覆，並謂如能自以色列 

獲得同樣的答覆，當有助益。埃及當局要求在分 

界線的埃及方面增派聯合國蔵察員，亦足令人滿 

意 ，但是他指出仍須再加努力，俾得儘速實施能 

够協助維持安全的赏際措施。必須 j à 當事國雙方 

厳格遵行停戰協定並以分界線兩邊居民得獲絕對 

安全爲目標。



八二 .比利時代表在分析停戰事宜混合番員 

會的程序之後，認爲雖然不能赏常解決一個情勢， 

却可以詳加說明。只要分界線未能妥爲監守，各 

種事件就不免要繼續發生。當事雙方如果不採取 

必耍的行動，將各 f f 事項提請理事會處理是沒有 

用的。理事會所要求於當事雙方者並非任何犧牲 

或退讓，而只是最低限度的努力及合作，否則它 

就無從協助它們。

八三 . 紐西蘭代表同意參謀長的建議，認爲 

最近差不多一串連續的邊境事件多半是二月二十 

八曰攻》事件後羣情激昂的結果。這並不是說應 

由埃及負責的行動情有可原。有一些行動很難令 

人不疑爲至少是當挨及軍陳當局任事不力的結 

果。他認爲由理事會權量報吿書中所載的事件，旣 

屬無用，也不適宜，因爲理事會不是覆核停戰事 

宜混合委員會所有的決議的機關。無論如何，理 

事會的任何行動皆不能代替當事雙方與參謀長的 

積極合作。對防守及巡査分界線的措施的協議是 

迫切必耍之舉。

八四 .主席以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 

表的資格發言，謂最近在分界線附近所發生的事 

件證明了雙方均未採取必要步驟以保保證嚴格遵

守理事會的決議案。參謀表的報告明書說了情勢 

並無重大改善。同時，參謀長也說雙方均表示願意 

合作實施三月二十九日及三十日理事會決議案中 

所截的各項建議。埃 及 代 表 四 月 十 八 日 画 （S/ 
3 3 9 3 )就表現了這種飯意合作的態度。他以主席 

的資格餘大家的意見認爲理事會對現所討論的間 

題並無採取任何新行動的必要，因爲提請理事會 

注意的各種事實以及在分界線地區防 Jfc邊境事件 

的可能措施，在理事會三月汾所通過的決織案中 

均已充分論及。他代表理事會請雙方竭誠合作， 

俾得充分實施旨在避免邊境事件的三月二十九日 

及三十日決議案。

八五 . 一九五五年六月七日，安全理事會主 

席政函理事會各理事國，內稱沿题薩分界線繼績 

發生事件所造成的情勢以及參謀長執行一九五五 

年三月三十日決譲案所遭遇的困難都使他很關 

切。他希望理事會決譲能a 速執行，但如果這希 

望 成 泡 影 而 General B u m s不能得到當事國的充 

分合作，那末，或有召集理事會會譲的必耍，來審 

譲三月三十日決譲案的實施情形以及如何於必要 

時對參謀長作進一步的援助和支持。

第二章

一九五四年九月八日美利堅合衆國代表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

八六 . 一九五四年九月/\日，美利堅合衆國 

代表函（S/3287)請安全理事會主席迅卽召開理事 

會會議，討論一個美國政府認爲可能危及國隙和 

平及安全之維持的事件。函中說，九月四日美國 

海軍 P 2V飛機一架，於執行平時任務在國際公海 

上空飛行時，未經警吿，竟遭童有蘇聯標誌的米 

格 式 飛 機 二 架 襲 結 果 美 國 海 軍 飛 機 被 毁 。

八七 .這個函件當經列入安全理事會第六七 

九次會譲（九月十日）臨時議程。蘇維挨社會主義 

共和國聯盟代表反對識程列入這個問題。照他看 

來，這倘函件歪曲了事件的眞象，而所以促成這 

次事件，其用意在於挑撥。九月四日，美國飛機 

一架浸犯蘇聯邊界。蘇聯載鬥機雨架當卽飛近美 

國飛機，吿以侵越蘇聯頒土的事實，並請其立卽 

飛退，不料竟遭美國飛機開火射盤。因遇此種絕 

對沒有理由的敵對行動，蘇聯戰鬥機迫不得已乃 

開火遺擊。

八八 . 蘇聯代表續謂，美國聲稱美國飛機係 

在公海上執行样稱 ‘‘和平'’的任務時未經警吿卽遭 

襲擊，又說美國飛機從未射擊蘇聯戰鬥機。但是美 

國後來却宣佈美國飛機事實上確，開火射《蘇聯 

戰鬥機。再者，美國自己所說那三架有關飛機相 

遇的地點顯然係在蘇聯領土上空。毫無疑問，這 

次侵犯蘇聯邊界的事件和以前各次一樣，都是篇 

了執行美國軍事統帥部所指定的任務，■實構成公 

然違反國際法基本規則的行爲。安全理事會如果 

討論這樣一個毫無根據的控訴，祉會惡化遠東的 

情勢，增加國際的聚張。

議程經以十襄對一票（蘇聯 )通過。

八九，美國代表檢討九月四日事件的經過， 

說明美國飛機任務確係和平性質，《是根據一九 

五二年四月二十八日美日安全條約所進行的照例 

飛行，其目的在作氣候報吿或從事防潜水艇的觀



塞。關於遭受襲® 的地點最勒報吿錯誤，但是後 

来收到的官方消息已經證實美國飛機絕對沒有飛 

進距離西伯利亞海岸四十三哩以內的地方。再者， 

最初報吿所說美國飛機並未開火射攀蘇聯戰鬥機 

一節，也是錯誤的。不過美國飛機前後受到襲盤 

三次，而紙在第二次當中開過火。事實上，巡邏 

飛機開火射撃新式噴射戰鬥機，等於自殺；這只 

能當作一個萬不得已的最後辦法。 —

九 0 . 這次無端襲驚不是引起生命財產損失 

的第一次事件，因此其所引起的情勢格外厳重。 

蘇聯飛機曾在一九五 0 年四月五日，一九五一年 

十一•月六 0 和十九 0 ，一■九五—年十月七日，一• 
九五三年三月十五 0 和七月二十九日對於美國飛 

機橫施同樣的襲® 。近来蘇聯飛機也曾襲》瑞典、 

英國，法國和比利時的飛機。這類事件顯然違反 

蘇聯政府在聯合國憲章下所承負的義務。

九一 .美國在射付這些威脅自身安全和世界 

和平的事件時，一向忠於憲章要求各會員國設法 

和平解決爭端的原則。但蘇聯每一次都提出事仲 

經過的認誤想法，不肯合作以謀解決。

九二 .美國在提出這些飛機事件所引起的外 

交要求時，每想訳諸國際法院，認爲法院是得到 

公平解決的適當填所。如果蘇聯提出頻似要求， 

美國也願意採取同樣辦法。但前有美國飛機一架 

被迫降落匈牙利境內，當時美國想把那個事件提 

交國際法院，竟遭蘇聯政府斷然拒絕，因此，美 

國政僚紙好把這次事件提到安全理事會。美國相 

信在理事會內討論此事可以促請世界舆論集中注 

意這個問題，對於防 J t這類事件的重演可以大有 

W 助。

九三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認爲  

所有涉及美國及蘇聯飛機的事件，其有■事實都 

尙未說明，因此他詳細叙述蘇聯政府對於這些事 

件雜過情形的看法。

九四 . 美國飛機迭次侵犯了蘇聯的邊界。其 

中三次，一九五 0 年四月八日，一九五一年十一 

月六日和一九五二年十月七 0 , 進犯的美國飛機 

向起飛限令美機降落或撤退的蘇聯飛機開過火。 

一九五 0 年十月八日 .美國飛機曾輕開火掃射蘇 

聯境內的一處飛機填。

九五 . 一九五 0 年九月四日，美國戰鬥機十 

一架，無緣無故攻擊一架在距朝鮮海岸一百四十 

公里處從事敎練飛行的蘇聯軍用飛機，其結果那

架飛機及其全部人員都損失了。關 於那次事件， 

也和上述其他幾次事件一樣 ,蘇聯抗議沒有效果。

九六 .美國代表提到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十九 

曰的事件。與美國代表所說恰好相反，那次事件 

是在一九五一年十二月發生的，而且根本就沒有 

襲 ÿ 美國飛機的情事。當時美國飛機一架，侵入 

匈牙利領空在一處匈牙利飛機壊上空出現，當被 

勒令降落。從搜獲的證據看，那架飛機是被派遣 

到匈牙利從事恐佈活動和颠覆活動的犯人旣經當 

填捕獲，所以匈牙利不讓國際法院審査這個案子 

當然是很對的。

九七 . 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 0 , 美國戰鬥 

機四架越過中華人民共和國邊界，那次事仲美國 

却不管提及。這四架美國美機攻毅並且毁壞了一 

架在中國上空固定路線飛行的蘇聯 1L-12截客飛 

機 ，其地距離中朝邊界一百一十公里，機上人員 

六人與乘客十五人全部嶺命。儘管美國聲稱，當 

時正値朝鮮戰事期間，攻鬆係在朝鮮上空發生， 

但是任何理由都不能辯護這種毁壞中立國载客飛 

機的行爲。

九八 . 牽涉其他國家飛機的事件也儘可——  
列舉，不過蘇聯代表認爲不應論及這些和九月四 

曰的事件沒有關係的問題。如果其他政府有所不 

滿，它們可以致画蘇聯政府。蘇聯政府願意和他

們討論這個問題。

九九 . 據蘇聯代表的意見，所有他所引述的 

這些事件都足以證明蘇聯政府的看法，也就是，就 ， 

這些事件是從美國軍事當局和國務院所採取的政 

策造成的。那個政策和美國代表一再保證的和平 

意向毫無共同之點。再者，美國提出九月四日事 

件報吿，也表現得特別急忙和疏忽。從那個報吿 

看，許多重要事實，諸如襲《的時間和地點，美 

國飛機飛行的目的，乃至誰是進攻的飛機和誰是 

被襲《的飛機等等，都遺有問題。美國政府的藥 

明，和美國報紙的記载，彼此矛盾之處層出不擁， 

所以實在沒有理由須相信美國對於這次事件的報 

吿 ，同時美國也沒有理由向安全理事會提出這個 

問題。事實上，美國報紙自身已經說得明明白白， 

九月四日事件所牽涉的那種 ‘'巡邏飛機 "具有全套 

的電子裝備，可以偵査其他國家雷達設傭和反應 

的一切情形。由此顯見那些美國飛機不紙是，供 

觀測氣候情況的普通飛行之用的。

一 0 0 . 最後，蘇聯代表鄭重指出，從蘇聯 

政府所陳述的事實看，這次事件發生地點顯然保



在蘇聯領土上空，因此，這次事件的全部責任以 

及企圖利用這稀事仲造成阔際緊張局而的全部黃 

任，都在美國政府。

一 0 — . 理事會的第六A O 次 會 議 （九月十 

曰）臨時議程列有這個項目，由於蘇聯代表繼續 

反對，曾將其提付表決。

議程當經十票對一票（蘇聯 )通過。

一 0 二 .英聯王國代表表示英國政府對九月 

四 0 事件的深切遺城。他完全贊同美國向理事會 

撮出這個問題藉以促起世界舆論注意的行動。雖 

然關於此次事件的事實尙有爭執，他不得不聲明 

似乎已有極强有力的彻步證據，足以證明美國飛 

機係無端遭受襲解，事先並無警吿，而且事件發 

生的地點遠在蘇聯領空之外。所以這次襲驚是沒 

有理由可以辯護的。如果將來各國都接受這種辦 

法 ，於平時無緣無故而且事先不予警告，紙爲了 

飛機在別國領空附近飛行，就把它們擊落，英國 

政府認爲這未免大可嘆了。他希望理事會討論結 

果可以表現世界舆論極不贊成這稿不文明的行

而且今後各國應當依照國際良好關係所繁的 

國際行爲原則而行動。

一 0 三 .法國代表贊成美國代表主動向理事 

會提出九月四日事件的舉動，認爲這稿主動所本 

的精神與憲章精神相符。他接着對美國代表團提 

出這個案件時態度之和緩與客觀，以及提議所有 

此類事件都應當用和平商談糖序解決，不得已時 

再厨請國際法院決定，加以讚揚。

一 0 四，雖然蘇聯代表對於有關這次事件的 

官方文件和新聞報導彼此矛盾的若于地方已盡谊  

染利用之能事，但美國代表已自動承德錯誤，這 

就足以確切瞪明美國的誠信。至於巡邏飛機竟會 

開火襲《噴射戰鬥機，則實難以想像。然而，問 

題的範圉遠過於九月四日事件。

一 0 五 . 法國代表認爲理事會應該表示，由 

於氣侯和按術的困難，飛行錯誤常常可能發生，在 

這種情形之下如訳諸武力，卽使紙是爲了把越 rà 
航線的飛機驅遂出邊，也是難以容許的。依照憲 

章所規定的程序，受損害的一方應該可以得到賠 

债，同時這種程序遺可防 Jfc此類事件的重演。美 

國已經開了援引這《程序的例子，可是蘇聯代表 

的聲明裏面却沒有任何反響，货堪遺械。

一 0 六 .巴西代表深以又發生了一個威脅國 

際和平和安全的事件爲城。他提出警吿說，猜疑

和仇視的容氣斷斷不能形成東Ff兩個半球各國共 

同生存的氣氛，因此顯請各國保持愼重和鎭定的 

態度，防止這類事件的重演。

一 0 七 .中國代表認爲理事會這次辯論的結 

果大半須視討論的情緒而定。從美國聲明的温和 

態度看，從美國政府願意接受憲章所规定的任何 

和平解決方法看，他覺得如果遠東情勢發生惡化 

情事，其責當然不在美國。關於這次事件，已有 

兩個完全相反的報吿提出來。蘇聯的說法自會受 

到時間的考驗，以往其他同類的事件也是如此。 

中國代表團認爲蘇聯飛機》落美國飛機的行爲理 

應予以謎責。

一 0 八 . 土 耳 其 代 表 認 爲 嚴 重 事 件 不 斷 à  
演 ，會使現在已經聚張的局面更綴危臉地，，因 

此深表憂盧。任何決議或建議，如某可以導致和 

平解決，並且保證這類事件不致重演，土耳其代 

表團都願意贊助。

一 0 九 . 紐西蘭代表認爲，關於九月四日的 

嚴重事件，卽使並不擬採取什麥特殊行動，理事 

會也應當詳細明瞭事實，各理事會也應該有一個 

機會發表意見。他表斤如能避免所討論的這類事 

件 ，萬一發生之後，如能把爭端訳諸國際裁制， 

並且接受那個裁判，則和平共存的可能必可增强。

一一 0 . 丹麥代表希望 «方能够找到一個彼 

此滿意的解決辨法。照他看來，避免事件的政策 

大有稗益於保衞和平的努力，他並且希望今後各 

大國能設法使邊界上的軍事關係不那廣緊張。

 . 主席站在哥命比亞代表地位發言。

他說他原來主張根據憲章第三十四條的規定調査 

這個事件，作爲解決的一個辦法。如果一國政府 

接受調査，另一國政府担絕調査，那齋明明白白， 

不管後者怎樣申辯，世界舆論仍然會把它看作有 

罪的一方。另外一個方法也許是起草一種公約， 

规定若干有效信號，把某一外國飛機誤入別國領 

土上空的事實，通知那個飛機的人員，並着其降 

落或退囘。他贊同以前幾位代表的意見，認篇任 

何消彌邊界事件的行動，都可幫助維持國際和平 

和安全。如果理事會將來須重開這個辯論，謀求 

一個有效解決，那喪哥命比亞代表團將投票贊成 

任何意在赏現憲章第六章所定宗旨的決議草案。

一 一 二 .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答 

覆以上若干聲明說，他不想如同受審的被吿一樣， 

解釋或辯譲他自己的立填。■ 於九月四日事件，他 

剛緣認爲必須提出一個正確而客觀的報吿，並促



請注意美國立墙裹而若干矛盾錯誤和互不相容的 

論據。但是他斜於理事會討論這個問題的事替輕 

表示反對，儘管其他理事國不贊同蘇聯這個態度， 

他仍然反對。旣然如此，就不應當假定他會遵從 

若千理事會的願望，同意理事會應更詳細檢討這 

個問題。他不解憲章第六章尤其是第三十m條何 

以會和這個事件有什麼相干。雖然從人道和政治 

的觀點說，此次事件誠有可以遺滅之處，可是決 

不能當眞把它視爲足以産生國際糾葛，以政危及 

國際和平和安全。只有在外國領土上空繼續所謂 

巡邏活動才能威脅和平；那《行爲可以引起衝突。 

因此與現在所討論的這個案子全無關係，如有任 

何提案旨在防免將来再發生同頻事件，他都願意 

贊助。但是凡假定現在這個案子思於理事會管轄 

範圍的任何提案，他都要反對。

—— 三 . 關於九月四日事件，已有兩個說法 

提出來。就他來說，他覺得斷斷不可能相信美國 

所提出的報吿。而且，卽使美國的說法正確，也 

仍有若干由此而起的因素値得厳密檢討。舉例來 

說，據美國所承認，這個事件是在距離蘇聯邊界僅 

四十哩之處醫生的。但是美國報紙承認這糧巡邏 

活動乃是間課工作，其目的在試探敵人雷達設備 

的力量。毫無疑問，蘇聯已被跋爲是那個"敵人"。

一一m.有人辯稱美國案子具有堅强證據。 

那個說法簡直是兒戲正義。當事美國飛行人員雖 

有證言，海軍部雖有聲明，但從那個證據来看， 

到底開火的是什應人，在什喪時候，爲什變跨故， 

仍然不淸楚。關於這倘問題蘇聯所查明的事k 却 

是很明白的，因此，當然應該相信這一個沒有任 

何矛盾的報吿。再者，美國曾經採取特殊步驟， 

想耍證明這個事件係在公海上空發生。有人甚至

設法使蘇聯代表討論事件發生 i 的 地 點 這 些 伎 俩  

顯在强迫舉行討偷，討 論 之 後 接 着 《r 能指派調査  

委 員 會 ，甚或採取其他步驟。換句話說，他們想 

要對於一個理事會本來無權管轄的案件，確立其 

管 轉 權 C

一一五.剛維有幾位代表希望會找到一個能 

使雙方滿意的解決方式，並且竭盡一切能的辦 

法，確保比較正贷的邊界關係。關於這一點，他 

完全贊同0 緩和國際聚張局面的決定因素，在於 

，重國際法的原則，並停止各種傭存無限數類軍 

備並製造使用這些軍備機會的企圖。

一一六 . 美國代表說，舆論一定會認爲蘇聯 

有什喪事要隱藏，所以才反斜通過現在這個議程。 

他又申說，九月四H事件是在距離西伯利亞海岸 

四十三哩處發生的，至於美國飛機爲什喪飛到那 

些海面上去，一 點也不神秘。根據美日條約規定， 

美國有在那個區域從事正常活動的義務和權利。 

未了，他又鄭重聲明， 美國願意把現在這個案件 

以及蘇聯代表所提及的所有其他案件一併提交國 

際法院。

一一七 . 主席宣佈，名單上已輕沒有發言人， 

但如任何代表團提出請求，理事會自當重行召開 

會議。

—— 八.後來理事會收到了美國和蘇聯兩國 

政府關於理事會討論中所提到糧稿事件的外交換 

文。蘇聯代表所抄送換文有關一九五四年九月四 

日事件（S/3288) , 和一九五二年十月七日及一九 

五三年七月二十九日事件（S/3308)美國代表所抄 

送換文有11 一九五二年十月七日事件（S/3295), 

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九日事件（S/3304)和一九五 

三年三月十日事件（S/3391)。

第三章 

(a) 九五五年一月二十八日紐西蘭代表關於中國大陸沿海若干島喚區域發生 

敵對行動問题敌安全理事會主席函

(b)-^九五五年月三十日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關於美利堅合衆國 

在台灣(福摩薩)及中國其他島嗅區城對中華人民共和國之浸暑行爲問题致 

安全理事會主席函

—— 九 . 一九五五年一月二十八日，紐西蘭 干島喚區域發生武裝敵對行動的間題。從這些敵 

代表函（S/3354)請理事會主席迅卽召開會議，討 對行動顯然可見那個區域現有一糖情勢，其繼續

論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舉民國在中國大陸沿岸若 存在足以危及國摩和平和安全的維持。紐西蘭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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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一則關心維持國際和平及安全，再則對於影響 

太平洋區域的各種發展也有其向來的特殊關注， 

所以特請理事會注意這個問題。

一 二  0 . .九五五年一月三十日，蘇維埃-社

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副常任代表函（S/33 55)請理事 

會主席立卽召開會議，討論美利堅合衆國在中國 

台灣（福摩薩）及其他島喷區域侵雾中華人民共和 

國的問題。函中說，美國干涉中國內政以及美國 

最近在台灣區域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擴大侵襄行動 

的情事，增加了遠東的聚張，也加重了新戰爭的 

威脅。似此情形，理事會負有責任，理應立卽採取 

步驟，制 J t美國這種侵暴行爲及其干涉中國內政 

的行爲。他並且提出了下列決譲草案（S/3355):

■*安全理事會，

‘‘ 業已檢討美利堅合衆國在台灣島，膨 

湖羣島及其在中國沿海一帶所佔其他島喷區 

域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握行侵暴行動之問題， 

其方式爲以美國所控制之軍赎無端武裝進攻 

中國城鎭及沿海區域，將美國海軍及空軍集 

中於該區域，並由美國政府官員發表正式聲 

明，以對中華人民共和國使用武力相威脅；

‘‘塵於美國方面此種行動構成侵專中華 

人民典和國之行爲，且台灣及其他中國島喷 

原爲中國瓶土不可割殺之部分，故此種行動 

顯然違反美國在有關台灣及其他中國島喷國 

際協定下所負之義務；

" 並認爲美國軍隙在台灣及其他中國島 

喷區域此稿行動違反聯合國憲章基本原則， 

明白干涉中國內政爲遠東聚張局勢之根源， 

亦爲該區域和平及安全之威脅；

" 謎責美利堅合衆國侵雾中華人民共和 

國之此等行動；

‘‘ 建議美國政府立卽採取步驟，停 Jh上 

述侵暮行動，並停 Jfc干涉中國内政；

‘‘建議美國政府立卽徹退其在台灣島上 

及其他中國所屬領土上之一切海空陸部隊；

‘‘促請雙方均不許在台灣廣域有任何軍 

事行動，以便所有不受中華人民共和國統制 

之軍歐自該區域各島喚順利撤退。"

一二一 . 一月三十一日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 

國聯盟副常任代表致画（S/3356)主席，提出了另 

一件決議草案，其猎詞如下：

■■安全理事會，

‘‘決定邀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

府代表出席安全理事會會議，以便參加討論

‘美國在中國台灣及其他島喷區域對中華人民

共和圃之侵塞行爲 ’問題一項目。’’

一二二 . 安全理事會第六八九次及第六九 0  
次會議（一月三十一日）的討論集中於通過譲程的 

問題。當日的臨時譲程包括紐西蘭所提出的項目 

和蘇聯所提出的項目。

一二三 . 在第六八九次會議開始時，蘇維挨 

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聲明蘇聯代表M不承認 

非法估據安全理事會內中國席位的國民黨集團代 

表的全權證書，並提出正式提案，主張安全理事 

會應決定不准國民黨代表參加討論理事會議糖所 

列舉的問題。蘇聯代表力言紙有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夹人民政府有權在聯合國國際議填及其重要機 

關安全理事會內代表中國人民的利益。

一二四，中國代表吿理事會謂蘇聯代表的動 

議是蘇聯帝國主義侵暮中國之又一例證。北平的 

共産黨政權是蘇聯侵專中國的結果。共産黨政權 

在其起源、性質、與目的各方面都是非中國的。中 

國人民全體一致深惡痛絕共產黨人，否認他們可 

在任何方面代表中國人民。

---二五 . 美國代表動議，任何不淮中華民國 

政府代表出席或准許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 

府代表出席的提案，理事會應該決定不予討論。 

他並且提議，他這個動議應在蘇聯提案之前提付 

表決。

理事會以十惠對一寞 (蘇聯）決定首先表決美 

國動議。美國動議當以十裏對一裏（蘇聯）通過， 

因此，蘇聯提譲未付表決。

一二六 . 紐西蘭代表解釋紐西蘭政府所以耍 

把中國大陸沿海若干島噴區域敵對行動問題提交 

理事會的理由說明，自從一九五四年九月易來，那 

個區域的軍事活動突然激增，中國共産黨軍隊並 

且佔領了一個小島。這個戰鬥很使各方日益關切， 

紐西蘭的目的乃在終业這個戰鬥_。在現代世界裏， 

任何武裝衝突都有擴大及引起後果的可能，不可 

忽視。就現在這個情勢說，雨個政府當局牽涉在 

內，每一個當局都自稱對同一個領土擁有主權， 

而且控制那個領土的一部分，每一個當局都擁有 

强大的軍赎，而且每一個當局遺和世界上最强大



的國家之一結有同盟。因此顯然確有一個足以危 

及國際和平奥安全之維持的情勢存在，而且這稿 

情勢顯然也正是理事會所應當處理的問題。紐西 

蘭代表又說等到理事會通過議程以後，他就要請 

求理事會邀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參加 

討論，因爲理事會若要妥當討論這個問題，就需 

要有那個政府的代表在席。他將提譲請秘書長將 

此項邀請轉致中央人民政府。他希望秘書長與該 

政府外交部部長之間所建立的有養接觸，可使他 

以個人身汾促請對方接受。如果理事會採納此種 

辦法，他擬提議暫時休會，庶幾可有相當時間等 

待答復，俟接到後再開始實體討論。他促請有關 

各方在討論這個問題時，不但體會這個問題的重 

耍和迫切，而且遺當出以最大的愼重和抑制。關 

於中國尙有爭執未決的政治問題。如在辯論中提 

起不在所提項目範圍之內的問題，決不會有什廣 

用處，事實上遺會阻潜其唯一目的之達成，就是 

停 Jfc戰鬥與防止其擴大。理事會的行動如能順利 

有效，可以減輕聚張情緒，也就是增多機會，使 

該區其他問題得按憲章和平解決，無庸訳諸武力。 

反之，如大規模繼續敵對行動之威脅容其存在， 

則此種機會自將減少。紙有停 J t 戰事，上述威脅 

才能消饼。理事會的努力應集中於此目標。

一二七 .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  

說 ，因篇台灣彰湖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所屬其他沿 

海島喷區域發生了一個直接威脅國際和平而且足 

以引起新戰爭的情勢，所以蘇聯政府要他請求理 

事會討論美國在中國台灣及其他島喚區域對中華 

人民共和國進行侵暴行爲的問題。他控稱這種侵 

暮行爲所採取的方式，爲以美國控制的軍隊無端 

對中國城鎭及沿海區域施行攻》 ,將美國海空軍 

集中於那個區域裏面，並由美國政府官員發表正 

式聲明，以對中華人民共和國使用武力相威脅。 

關於此事，他促請理事會注意，美國國會曾依美 

國維統一月二十四日的請求，授權糖統 "掛酌情 

势必要，使用美國軍隊專事保全並保譲台海及彰 

湖羣島" 以及該區域內之有■ 地點及領土。蘇聯 

代表引述他所稱關於美國海空軍在中國海一帶集 

中的確切事寶。因爲國會決議案所提及的地區都 

是中國領土未可割裂的部分，所以那個決議案的 

通過，顯然在爲美國軍隊侵蓉大陸中國倾土和公 

開于涉中國内政預作準傭。凡美國干涉中國人民 

從蔣介石政權下解敕中國領土的行動，都只能親 

爲是侵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行動。然而美國軍默

經常侵犯中國的領空或領海，實摩上封截中國海 

岸，不斷從事這種違反憲章原則的干涉行爲。一 

個更進一步的侵晃行動就是最近美國和蔣介石集 

團稀訂的共同防禦條約，想把台灣和膨湖鮮島從 

中國分出來，並對那些古老的中國領土確立美國 

的控制。再者，那個條約適用的範圍遺可推及雙 

方所議定的其他領土。蘇聯決議草案建議美國立 

卽採取步驟，終 Jh侵暴行爲，理事會赏有加以聚 

急考盧的必要。他相信理事會通過這樣一個決譲  

案 ，不但可以促成停火，而且可以消彌當地國際 

聚張局面的原因。

一二八 . 他認爲紐西蘭提案避掉那個消饼遠 

東聚張原因的中心問題，想把整個問題化爲一個 

僅僅涉及少數中國沿海島喷的停火問題。紐西蘭 

提案不想重建遠東和平，却想干涉中國內政，並 

且要求中國放寨其把中國領土上美國所支持的蔣 

介石集團根本消減的主權權利。因此，他反對把 

紐西蘭提案列入議程。

一二九 . 中國代表在第六九 0 次 會 議 （一月 

三十一日）時宣稱，遠東問題性質嚴重，關係重 

大，乃是無可否認的事。紐西蘭政府和人民關切 

這個問題，也是很自然的事。但是中國政府之不 

斷努力，謀求和平，也決不下於任何其他政府。 

誰都知道最近中國沿海的衝突，係共査黨於一九 

五四年九月三日發動的本質上顯然紙是國際共産  

主義侵署中國的延績。因此，如果理事會再度討 

諭遠東和平問題，就應該努力深入這個問題的根 

源。但是紐西蘭提案紙是表面性質的，因爲那個 

提案的範圍紙以討論停止敵對行動爲限，並沒有 

爲討論蘇聯侵雾留有餘地，因此不特注定了討ÜT 
之無益，而且足以促成侵露果實之合法化，所以 

他不能贊成把這個提案列入 '理事會議程。蘇聯提 

案也不應當列入理事會譲糖。那個提案提到了美 

國的"侵暮行爲"，事實上這種浸專行爲旌不存在。 

再者，任何討論也難免徒然重複過去舉行的許多 

同樣討論，而且那個提案實際上也和大會專設政 

治委員會不久以前所討論的一個提案完全相同， 

當時蘇聯迪不得已，會將自己所提出的決譲草案 

撤罔。現在蘇聯這個提案以宣傳爲目的，値不得 

理事會討染。

一三 0 . 美國代表贊成把紐西蘭撮案列入議 

糖 ，說他也認爲中國沿海島喚地區的敵對行動已 

經産生了一個危及國際和平及安全之維持的情 

勢。那一個威脅的情勢係自一九五四年九月三日



開始的，當時中國共産黨曾向金門發射大砲很久， 

接着又對所有沿海島喷， [̂ 1大陳起至金門业，斷 

斷續續，實行陸海容攻，。最近，那個一向都在 

中華民國政府繼續控制之下的一江Ml島已被攻估。 

中華民國政府對於這些攻糖的反應只以純防守性 

的行動爲限，其目的在削萌共査黨繼續進攻的能 

力。但要清減和平的危機，只有停 Jfc敵對行動才 

行，因此，美國政府認爲請理事會處理是應有的 

舉動。所以美國政府贊同並且欽佩紐西蘭代表的 

提案。

一三一，關於蘇聯提案，美國代表甚以蘇聯 

忠吿別人不干涉別國內政爲異。他說，蘇聯向來 

盡量干涉各國的內政，，經並且遺在竭力干涉中 

國的內政，且已收到極大的效果，同時却反而控 

新美國從事干涉。實際上，美國從未干涉中國內 

政，蘇聯所提出的函件和項目乃是一個荒 ®的冷 

戰奸謀。他說，恰好與蘇聯代表所說相反，美國 

維統並未在他致國會諮文中以戰爭相威脅，因爲 

池的聲明和以後國會通過的決議案都是純防守性 

的。再者，美國和中華民國所簽訂的共同防禦條 

約也是完全防守性的，沒有任何浸署和攻《的可 

能。他說，現在世界上的眞正侵 § 者乃是共產主 

義 ，如果蘇聯不支持不控制國際共産運動，那麼 

建立和平大業的最大障礙就會隨之消失。從蘇聯 

代表的聲明看，顯然可見國際共產主義想要擢取 

台海以及任何其他可以播取到手的地方。

一三二 . 美國代表雖然認爲蘇聯提案反映標 

準的共産黨策暮，似乎只是企圖掩護不肯同意停 

Jfc敞對行動的一個煙幕，但是他說美國代表團並 

不反對把蘇聯提案列入議糖。事實上，美國代表團 

歡迎這個機會，可以藉此向世界表明美國政府的 

全部努力，都是爲了和平而蘇聯的控訴却是虛傷 

的。如果事赞上果如他們所暗示，共産黨是反對 

載爭和暴力的，那 « 他們儘可贊助停止敵對行動， 

以示誠意。

一三三 . 英聯王國代表認爲誰都一定看#出 

來，蘇聯所以在最後一分鐘提出這個控新案，敦 

在奪取紐西蘭所採取的主動地位，想從一個完全 

不同的基礎上面進行討論。但是他覺得蘇聯代表 

的發言似亦並非不明瞭當前敵對行動繼續下去所 

將引起的危機。他希望他這個印象並沒有錯：紐 

西蘭提案就是以停 Jh這個敵對行動爲目的的。政 

治家的任務原在謀取解決。不幸蘇聯代表的聲明 

和面件都和現實不符，其中再度提出了美國從事

侵思的那套老調 e 那套老調最近遺骨在上眉大會 

討論一個類似的蘇聯項目時提出。任何公正的觀 

察家都不能否認美國遠東政策目標的誠意，也不 

能懷疑那些目標具有和平的本質，旨在減少敵對 

行動擴大的危機。

一三四 . 英聯王國代表認爲理事會應把兩個 

提案一律列入議程，但他却耍提議首先討論紐西 

蘭提案。英國政府熟烈贊助叙西蘭所採取的主動， 

因爲當前敵對行動確已造成了一個可能很危險的 

情 勢 ，而且遺有繼續擴大的嚴重危機。但如能停 

jh戰事，則以和平方法而不以武力調盤內中所涉 

問題的可能就可以爲之增加。他贊同紐西蘭代表 

的意見，也覺得應當邀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 

民政府參加這個項目的討論，因爲這一個順利和 

平的解決，無疑菲賴雙方合作不可。秘書長最近 

曾和那個政府進行討論，所以由他爲理事會轉政 

邀請也是應當的。

一三五 . 巴西代表說，如果通過紐西蘭提案， 

便可立卽緩和當前的嚴重聚張局面，並可能使雙 

方得到協譲。現在蘇聯突然耍求理事會也討論一 

個蘇聯提案，其作用顯在胆擾紐西蘭提案的通過， 

因爲一個大政相同的蘇聯提案前已被大會大多數 

杏決, 認爲那個提案不合理，不一貫，所以這囘 

蘇聯的目的似乎又是純粹宣傳性質的，想在世界 

舆論之前中傷美國。但儘營如此，巴西代表團仍 

然贊成列入這個提案，但以在紐西蘭提案之梭討 

論爲條件。

一三六，比利時代表指出，理事會目前尙無 

須審議中國大腾沿海的複雜情勢問題；第一件事 

是把那個問題列入議程。構成各方關懷的中心。他 

贊成紐西蘭代表團提案內對於問題的客觀說法。 

如果依此方式把問題列入議程，理事會不致有所 

預斷。

一三七 . 然後便應該決定主席關於邀請中華 

人民共和國政府出席的提案。此項提案似頗有理 

由，他保留權利於適當時機予以贊助。

一三八 . 第二個請求列入議箱的項目是蘇聯 

提出的，其偏私的糖庚和絲西蘭提案之客觀適成 

對照。其中重述大家所素知的一個宣傳陳調，不 

管項目本身如何猎辭，將来一定會重複提到。因 

此蘇聯所提項目列入譲程與否，其 實 無 關 緊 要 。 

英國代表提譲等第一個項目檢討竣事以後才討論 

第二個項目，比利時代表願意贊成。



一三九 . 秘得、士耳其、伊朗和法蘭西代表也 

贊成在議糖上列入兩個項目，但對蘇聯項目的措 

詞，提出保留意見。

一四 0 . 英國代表提出下列動議：（a) 理事 

會首先決定是否在譲荐上列入紐西蘭項目；（b) 
理事會其次決定是否列入蘇聯項目；（C) 理事會 

然後再決定是否等紐西蘭項目討論完畢之後，才 

討論蘇聯項目。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 

促理事會注意英聯王國代表所提程序之異乎尋 

常 ，他提議理事會應決定究竟先審議那一個項目， 

接着便討論其實體，也就是說安全理事會應遵照 

其旣立的慣常糖序。英聯王國代表則立促通過他 

所提議的糖序。惟蘇聯代表對其中第三點提出修 

正 ，內請理事會決定把蘇聯項目列爲議糖第一項。

難西蘭提出的項目以九票對一票（蘇聯）決定 

列入議程，寨權者一（中國）。蘇聯提出的項目以 

十票對一票（中國）決定列入議特。首先討論蘇聯 

項目的提議以十熏對一票（蘇聯）否決。理事會以 

十 票 對 一 票 （蘇聯）決定先把紐西蘭項目討論完 

畢 ，然後討論蘇聯項目。

一四一 . 主席站在紐西蘭代表地位發言，正 

式請求理事會同意關於邀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 

人民政府代表參加紐西蘭項目之討論並請秘書長 

向該國轉達邀請的提議。

一四二 . 法蘭商代表贊成這個提議，並稱道 

絲西蘭能採取主動，促請理事會注意一個使人關 

懷的情勢，一個聯合國有貴任加以討論以期避免 

其內在危機的情勢。中國人民兩派彼此衝突已經 

二十餘年，最近台灣海峡的敵對行動乃是那個衝 

突的一個新的方面。理事會固然無權解決雙方的 

爭端，但敵對行動是在一個不可忽視的國際複雜 

精景中發生的，因爲這種戰事已危及全世界的和 

卒和安全。理事會只能謹愼將事，遂漸減少那個 

多事區域的聚張局勢，而不可採取任何出於輕率 

而必然歸於失敗的驚人行動。理事會在開始時可 

以做到的唯一目標無非是採取停火方式，設法使 

當前敵對行動暫時停 Jb。

一四三 . 此糧方式的停火不致影響雙方之中 

任何一方的權利或削 I I其任何權利耍求。 目前理 

事會無須對有關各方的立填是杏合法，有所劍斷。 

理事會的任務並不過奢；祖是要停止如果不加制 

J f c ,可能會使衝突擴大的當前敵對行動。

一四四 . 法國代表又說停火決不能片面宣吿 

或强制接受，而必須由雙方協議實現，而且須有 

監督。因此理事會不管如何討論，按理自非所有 

■ 係方面都參加不可。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之參 

加必不可少。理事會的邀請可由輕書長轉達該國 

至於執行理事會訓令之最適當方法，則應由秘書 

長自行決定。

一四五 . 中國代表反對這個邀請共査政權代 

表參加的提議，因爲那個政權曾經聯合國謎責是 

朝鮮境內的侵奪者。照他看來，邀請侵S 者參加 

理事會辯論，在道德上固然錯誤，在政治上也愚 

不可及。如果理事會把共産黨當作中國人民的代 

表 ，中國人民便會覺得受到侮辱，同時共産黨在 

中國以及整個亞洲的威信也必因爲此項邀請而提 

高。

一四六 . 美國代表說，雖然他認爲中國共産 

政權出席，對理事會終止武装衝突的努力說，是 

有盤的，但他贊成邀請一點，並不影響美國反對 

共産黨代表中國出席聯合國的立場，也並不是說 

美國已改變了不承認共査政權的態度。

理事會邀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代 

表參加討論紐西蘭項目並由秘書長向中央人民政 

府轉致邀請的提案，以九票對一票 J 中國）通過， 

寨權者一 (蘇聯）。

一四七 .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說 

明，因爲蘇聯代表團反對在議程上列入紐西蘭項 

目，所以也就不能贊成這個邀請提議。但是蘇聯 

代表團已自行提出了一個邀請參加討論蘇聯項目 

的提議。

一四八 . 秘書長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總理 

兼外交部長來往的電報（S/3358) 已於二月四日分 

發理事會各理事國。秘、書長在一月三十一日的電 

報中向中央人民政府轉達了理事會的決定。中華 

人民共和國國務線理兼外交部長在二月三日的囘  

電中說，遠東聚張局勢的根源一向都在美國侵暴 

中國領土台灣（福摩薩），最近美國增派海空部隊 

到那個區域，使侵暮更趨厳重。中華人民共和國 

完全贊同蘇聯所提制 Jfc美國侵暴行爲和緩和遠東 

聚張局面的提議。解放自己領土乃是中國人民的 

主權，純粹屬於內政範圉，若像紐西蘭所提項目 

那樣，提議由理事會討論中國沿海若干島喷區域 

內的歉對行動問題是違反憲章的。囘電中又說，



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六萬萬中國人民，現在仍然 

不能得到它在聯合國中的合法地位和權利，而那 

個代表中國的席次却由一羣早被中國人民唾寨了 

的分子繼續窃佔，這個情形尤其不可容忍。只耍 

這種不合理的情形一天存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就 

一天不能派遣代表參加紐西蘭項目的討論，所有 

理事會關於中國的決定槪當視爲無效。中華人民 

共和國祖能在討論蘇聯決議:案時參加安全理事會 

討論，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須以中國代表名 

義參加，而且必須等到那位佔領中國席次的人被 

遂以後才能參加。

一四九 . 二月十四日（第六九一次會議），理 

事會再度討論這個問題，紐西蘭、英聯王國、土耳 

其、巴西、法蘭西、和美國代表對於中央人民政府 

對理事會邀請的答復，都表示遺诚和失望。有關 

各方都曾承認國際和平和安全受到了危險，因此 

這幾國代表認爲，沿海島喷及其附近地區如能停 

Jfc敵對行動，可以減輕不少聚張情形，接受理事 

會的邀請可以加强和平解決的希望。但是這幾國 

代表認爲，在現狀之下，理事會不應立刻操切從 

事 ，而當暫緩討論紐西蘭項目所提出的問題；同 

時各理事國仍將繼續鍵商糖 f i 可以停 Jh敵對行動 

的辦法。他們相信，在未找到解決辦法以前，所 

有關切確保太平洋區域和平的各國政府會繼續積 

極努力，以期達到那個目標。理事會必須慎審將 

事，讓各國政府有適當的時間，研究協商速運用 

傳統的外交方法，一面當然仍由各理事國不斷密 

切考慮這個問題。

一五 0 . 蘇維挨 I t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覺 

得難以當眞相信安全理事會若干理事國所表示的 

遺城，因爲它們本來就斷難期望中華人民共和國 

對於那個邀請會有正面的答應。理事會決定首先 

檢討紐西蘭提案，然後檢討蘇聯提案，這就表明 

各理事國並不想討論那個區域聚張局勢的眞正原 

因。誰都知道眞正的原因在於下述事實：美國在 

蔣介石幫助之下，於幾年以前擢取台灣島、膨湖 

島、以及若千其他中國島喷，現在又想以設想週 

到的策雾，用那個地區停火的方式，企圓强迫中 

華人民共和國放寨對那些中國領土的主權，承認

美國非法佔頼那些島喷的事赏C 所以中華人民共 

和國把紐两蘭提案視爲：ê 明白干涉中國的內政， 

企圖掩譲美國侵雾中阔的行爲，並且違反憲章的 

基本原則，他覺得毫不足怪。中國人民行使自已 

的主權，解政自己的顿土，完全屬於中國國內管 

轄的事項，從未引起國際緊張局面，也不可能威 

脅國際的和平和安全。

一五一 . 蘇聯代表認爲現在侵暮中華人民共 

和國的行爲仍在繼續中，所以通過蘇聯提案，愈 

發有其必要。蘇聯提案規定雙方都應該不許採取 

軍事行動，以便那個區域各島喚上所有不由中華 

人民共和國控制的軍嫁能够順利撤退，其目的在 

達成立卽停火，同時終 Jfc美國的侵襄干涉。正因 

這個緣故，所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答覆對於蘇聯 

提案表示熱烈的擁護。蘇聯代表購理事會注意這 

一點。最近中國國民黨軍隊，在强有力的美國海 

空軍掩護之下，從大陳鳥撒退，那一個大規模的 

軍事行動，更可證明理事會現在所討論的挑戰行 

爲 。蔣介 ‘石已明白承認，重新部署的目的在準備 

進攻中國大陸。從所有這些事實看，可知理事會 

絕不應該如其他代表所提議的，艇是置之不聞不 

問。理事會如審議紐西蘭項目，決不會産生可消 

除遠東戰爭威脅的積極效果。他提議理事會，不 

妨立刻討論蘇聯提案，同時並應先把那位非法估 

據中國席位的代表斥退，然後邀請中華人民共和 

國佔據其合法席位。

一五二 . 中國代表對於理事會各理事國竟能 

以温和的措辭評論中國共産黨送來的答覆表示驚 

誇。他把這個答覆描寫爲內容粗暴，語氣野蠻，旣 

不符合中國人民的傳統，也不符合聯合國的理想。

一五三 . 美國代表認爲所有控訳美國的各點 

都是沒有棋據的，故全部加以否認，並且指出蘇 

聯代表的聲明完全忽蓉了停 Jh敵對行動一點。

一五四 . 紐西蘭、英聯王國和秘魯代表不贊 

同蘇聯代表認爲理事會已經討論 ® 西蘭項目竣事 

的看法。他們認爲這個項目仍須繼續討論。

蘇聯提睛理事會討論議程次一項目的動議以 

十票對一票（蘇聯）否決。



第二^  
理事會所射論的其他事項

第四章

選舉國際法院法官

A . 選舉法官一人以實Sir Senegal 
R a u逝世後所遣之缺

一五五 . 理事會第六七七次會譲（一九五四 

年七月二十八日）收到了秘書長的節暴一件（S/ 
3226) ,内稱國際法院副院長管於一九五三年十一 

月三十日來文，告 以 法 官 Sir Senegal Nafsing 
R a u 業已逝世。理事會靈悉此項法官出缺情事， 

當依法院規約第十四條的規定，決定請大會第九 

屆會在舉行正常選擧以前，先捕選法官一人，遞 

補 法 官 Rau.的遺缺，至其原定任期屆滿的一九六 

一年二月五日爲 Jh。

一五六 . 安全理事會第八六一次會纖（十月 

七曰）就秘書長七月二十日所分發的候選人名單 

(S/3270 Corrigendum 1 及 Addenda 1 及 2) 擧行 

無記名投襄。主席宣怖 Mr. Mohammad Zafrulla 
K h a n 得到了必耍的絕對多數票8。

B. 選舉法官五人

一五七 . 秘書長一九五四年九月二十 r a 曰節 

暮 （S/3293)說 ，國際法院法官五人任期將於一九 

五五年二月五日眉滿，因此理事會和第九眉大會 

必廣選舉法官五人，其任期爲九年，自一九五五 

年二月六日開始。

一五八 . 理事會第六八一次會議 (十月七曰） 

就秘書長所分發的侯選人名單（S/3281 and Ad
denda 1 - 4 ) 進行表決。第一次投票結果，下列 

六名侯選人得到了必耍的絕對多數票：Mr. Jules 
Basdevant (法蘭西）十票；Mr. Hers ch Lauterpacht

(英聯王國）九襄；Mr. Roberto Crfrdova(墨西哥） 

八塞；Mr. José G .Guerrero(薩爾冗多）七票；Mr. 
Lucio M. Moreno Quintaim(阿根廷）七票；Mr. 
Charles de Visscher (比利時）六票。

一五九 . 理事會接着舉行第二次投票。在未 

投票以前，主席聲明各理事仍然可以自由投五襄， 

贊成名單上的任何候選人。第二次投票結果六名 

候選人又得到了法定的多數票 : Mr. Basdevant 
十票；Mr. Cdrdova 八票；Mr. Guerrero 八票； 

Mr. Lauterpacht 八 票 ；Mr. Moreno Quintana 
七襄；Mr. de Visscher 七票。

一六 O , 理事會接着擧行第三次提票，緒果 

六名候選人又得到了法定多數襄：Mr. Basdevant 
九票；Mr. Cdrdova 八票 ; Mr. Lauterpacht 八票； 

Mr. Moreno Quintana七票；Mr. deVisscher七襄'； 

Mr. Guerrero 六票。

一六一，第四次投票以後，理事會主席宣稱 

擬將四名已經得到法定多數票的後選人名字通知 

大會主席。那 四 名 候 選 人 如 下 ：Mr. Basdevant 
九票 ; Mr.  Cdrdova 九票；Mr. Lauterpacht 八票 ; 
Mr. Moreno Qviimana八票。主席指出大會同時 

也在投票，所以他說如果那四名候選人也在大會 

« 得到法定的絕對多數襄，那應他相信大會主席 

就會宣他那四名候選人當選4。

一六二 . 哥命比亞代表對於理事會所採取的 

程序有些懷疑，因爲依據法院规約第十條的規定， 

凡在理事會和大會得到絕對多數票的候選人便被 

認爲當選。說不定當六名候選人在理事會得到法

! Mr. Zafrulla K h a n 也在大會裏得到了必 

要的多數票，故已當選爲國際法院法官。

4 Mr. Basdevant, Mr. Cordova, Mr. Lau
terpacht 和 Mr. Moreno Q uintana在大會裏也 

到得了法定多數票，故已當選爲國摩法院法官。



定多數襄時，其中五名也已在大會得到絕斷多數 

票了。又説不定那五名候選人中之一，雖於不久 

以前在理事會和大會裹得到了多數票，但在理事 

會以後一次投票時却不會得 ’到多數票。那樣一來， 

就會産生一個混亂的情勢。

一六三 . 主席說，根據規約第八條規定，大 

會和理事會各應獨立舉行選舉。旣然如此，所以 

在未得到大會主席通知以前，理事會無法知道大 

會選舉情形。他認爲理事會必須繼績投票，直至 

選出五名得到法定絕對多數票的侯選人爲 Jh。

一六 0 . 法國代表贊成主席的解釋，並就如 

果六名候選人在理事會裏得到了絕斷的多數票， 

那麥任何一名都不能當選，因爲可以當選的只有 

五名或者少於此數的侯選人。

一六五•哥命比亞代表爲了說明這個問題以 

備今後參考起見，特提出下述解釋。他認篇根據 

想則，如果六名候選人得到了多數萬，理事會似乎

就當把那個結果通知大會。但是那六名僕選人不 

能視爲已經當選。耍等到六名候選人中有五名也 

在大會裏得到多數票之後，才能算是當選。因此他 

相信將來如有六名候選人在理事會裏得到了多數 

票的同様情形發生，理事會就當根據規約第十條 

把那個結果通知大會。同時也應當考盧大會和理 

事會主席可否於每一次投嘉後交換函件的間題。

一六六 . 主席說，旣然哥命比亞代表並未堅 

持作新的決定，理事會就當繼績進行投裏。他並 

且指出理事會這個行動是和一九五一年所採的殺 

序相合的。

一六七 . 在決定所餘一名缺額的投票中，Mf. 
G uerero得到了七襄，因此主席說他將把  

Guerrero也得到了法定多數襄的情形通知大會主 

席。，

* Mr. Guerrefo在大會裏也得到了法定多數 

真 ，故 B 當選爲國摩法院法實。



第三編 

軍事參謀圓

第五章 

軍事參謀圓的:工作 

A .參謀閣工作情形

一六八 . 在本報吿書起訖期間內，軍事參謀團仍然根據議事规則草案 

繼續工作，前後共計開會二十七次，但謝實體事項並無進展。



第 咖

曾提請理事會注意但未輕射論的事項

第六章 

美洲國際組織的來文

一六九 . 一九五五年一月十日，美洲國際組 

織理事會主席根據憲章第五十四條致函（S/3344) 
秘書長，轉達美洲國際組織理事會根據哥斯大黎 

加政府請求所通過的決議案一件，以供安全理事 

會參考。哥斯大黎加政府聲稱據信哥斯大黎加和 

尼加拉瓜紙連的邊界上卽將有攻擊哥斯大黎加的 

事醫生。一月十二日，美洲國際組織理事會主席 

又轉來該會一月十一日特別會譲所通過的決議案 

一 件 （S/3343) , 內規定指派一個調査事實委員會 

就地調査有關事實。

一七 0 .  —月十三日，美洲國際組織理事會 

主席轉來理事會一月十二日通過的決譲案一件  

(S/3348), 案中耍求美洲各國政府，採取必要措 

施 ，阻 Jfc任何方面爲進攻別國政府的軍事行動利 

用本國領土，又要求能够辦到的政府調派飛機， 

供給調査事實委員會使用，以便在有關區域內從 

事和平觀察的飛行。主席函中又說，美國政府業 

已調派飛機，供給委員會使用。

一七一，一月十五日，美洲國際組織理事會 

主 席 將 調 査 事 實 委 員 會 所 送 來 的 公 文 四 件 （S/ 
3347),連同理事會一月十四日所通過的決議案一 

件 ，轉達秘書長。那件決議案謎責干涉哥斯大黎 

加內政的行爲，明白顏請所有美洲各國政府加强

其所採對付此項精勢的措施，並責成調査事實委 

員會派遣觀察人員前往該區域內所有各飛機傷以 

及任何可用以運愉軍隙或軍事物資前往哥斯大黎 

加的地方，以期確定那種軍歐和物資的来源。

一七二 . 一月十七日，美洲國摩組織理事會 

主席又轉來調査事實委員會和各會員國政府關於 

此項情勢的來文若干件（S/3349)以及理事會一月 

十六日所通過的決議案雨件。那兩件決議案促請 

各會員國迅速考盧哥斯大黎加購買飛機的要求， 

並請調查事實委員會依據哥斯大黎加和尼加拉瓜 

兩國政府的願望，立卽談判一個有效監視兩國共 

同邊界的計割，並忖諸實施。

一七三，二月十八日，美洲國際組織理事會 

主席轉來調査事實委員會關於該會工作、結論和 

建議的報告書一件 (S/3366 and A dd.l) , 以供秘 

書長和安全理事會參考。二月二十八日，他又轉 

来該組織理事會二月二十四日所通過的決議案 ra 
件 (S/3395)。那幾件決議案欣悉哥斯大黎加的領 

土完盤、主權和政治獨立，已因美洲國際組織所 

採取哥斯大黎加及尼加拉爪雨國政府所接受的措 

施 ，而告保存；建議其他種稿重建兩國政府和諧 

友好關保的措施，嘉許調査事實委員會的工作，並 

決議撤銷該委員會。

第七章 

朝鮮間题來文

一七四 . 在本報吿書訖期間內，美國代表曾於一九五五年三月七 0 節 

器中（S/3370)通知理事會，謂美國政府已任命 General Maxwell B. Taylor 
m  General John E. H u ll爲線司令，統率聯合國會員國依據安全理事會 

一九五 0 年七月七日決議案撥交美國聯合國司令部節制的軍隙。五月十三 

日，美國代表又於另一節襄中（S / 3 40 2 )通知理事會，謂美國政府已任命 

General Lyman L. Lcmnitzer 接替  General Taylor。



第八章 

特里亜斯特自由直問题來文

一七五 . 一九五五年一月二十五日，英聯王 

國和美國代表致面 (S/3353)理事會主席，檢送特 

里亞斯特自由區英美轄區一九五三年一月一日至  

十二月三十一日 Jh管理情形的報吿書一件。

一七六 . 一九五四年十月五日，義大利駐聯 

合國觀察員同英聯王國、美國和南斯拉夫代表致 

画（S/3301and Add.1 )主席，檢送四國政府代表同 

日在偷敦草簽的谅解節蓉一件，連同有關特里  

亞斯特自由區實際辦法的何件，以供理事會參考。

一七七 . 十月十二日，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  

國 聯 盟 代 表 致 函 （S/3305)主席，提及上述節雾， 

並稱特里亞斯特自由區問題協定是在義大利和南  

斯拉夫兩國庫接當事國成立餘解以後簽訂的，篇

雙方所願意接受。蹇於這種情形，又蹇於這個協 

定可以促成義大利和南斯拉夫的正常關係，幫助 

緩和歐洲那一部分的聚張局勢，所以蘇聯政府承 

認這個協定。

一七八 . 一月十七日，義大利觀察員會同英  

聯王國、美國、和南斯拉夫代表致函 (S/3351)理事 

會 ，謂已採取必要步驟，執行誠解節蓉所規定的 

辦 法 ：按照議定調整辦法辨理的步割界工作業  

已完成，美英軍政府業於十月二十六日在甲區停  

Jfc活動，新劃定區域的行政已交由義大利民政當  

局接管；同樣，南斯拉夫管理愿也已置於民政管  

理之下，不再實行軍事管理；現在兩國政府已經 

指派一個邊界委員會，從事更，確的割界工作。

第九章 

阿爾日利亜情勢問题來文

一七九 . 一九五五年一月五日，蘇地亞拉伯代表奉蘇地亞拉伯政府訓  

合致函安全理事會主鹿 (S/3341) , 內根據第三十五條第一項提請理事會注  

意阿爾日利亞的厳重情勢，謂蘇地亞拉伯政府認爲是項情勢足以危及國摩  

和平和安全的維持。他保留蘇地亞拉伯政府要求理事會開會討論這個間題  

和採取必要步驟的權利，並且隨函附送一個就明節暮，內指控法國採用軍 

事行動愿制何爾日利亞反法國確民統治和壓迫的民族起義蓮動。

第 +章  

集體辦法委員會報告書

一八 0 .  —九五四年八月二十七日，集體辦法養員會根據大會決議案  

七 0 三 (七）的規定，向秘書長提出第三次報吿書 (S/3283) , 請其轉送理事  

會備査。報吿書內除論及其他事項外，並载有關於集體安全原則的建議。



第i 章

太平洋島喚託管領土報告書

—八一. 一九五四年七月二十六日，秘書長向安全理事會送來託管理 

事會關於大平洋島喷託管領土自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二日起至一九五0 年 

七月十六日 Jfc情形的報吿書一件 (S/3272)。那個報吿♦依據憲章第八十三  

條及安全理事會一九因九年三月七日所通過和託管理事會一九四九年三月 

二十四日所通過各決議案的規定，叙述這個期間內託管理事會代表安全理  

全理事會執行聯合國關於那個託管領土一一已經割爲戰雾區一一居民、政 

洽、經濟，及肚會、敎育進展事宜方面種種職權的情形。

一八二，一九五五年五月十二 B , 秘書長向理事會各理事國送來美國  

代表關於那個能管領土自一九五三年七月一日起至一九五四年六月三十 0 
Jfc管理情形的報吿書一 .件 (S/3400)。

第十二章 

裁軍委員會報吿書

一八三 . 一九五四年七月二十九日，裁軍委員會主席致面（â/3276)秘 

書長，檢送委員會工作第四次報吿書一件，並請其依據大會決議案七一五 

’(八 )第四段及第六段的規定，將該報吿書轉送理事會。

第十三章 

蔵書長爲檢送大會若干決議案築文事致理事會主席函

一八四 . 一 九 五四年十一月八日（S/3316), 
秘書長送來大會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四日通過的決 

議案八 0 八 A , B 和 C (九）案文，其標題如下： 

"一切軍隊及一切軍備之調節、限制及均衡裁減： 

裁軍委員會報告書；歸訂關於裁減軍備及禁 i t 原 

子武器，養武器及其他大規模毁減武器事之國際 

公 約 (條約 )"。除其他事項外，大會在這幾個決譲 

案中耍求裁軍委員會一俟得到充分進展時，卽向 

理事會及大會提出報吿。

一八五 . 十一月八日，秘書長面送 (S/3317) 
決議案八 0 九（九 )案文一件，以供各理事國參考。 

那個決議案是大會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四日通過的 

其 標超如下："依據憲章宗旨原則維持並晕固國， 

際和平及安全之方法：集體辦法委員會報吿書 "。

這個決議案請集體辦法委員會掛酌情形向理事會 

及大會具報。

一八六 .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秘書 

長函送 (S/3324)大會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通過的"申請國入會問題"決議案八一七（九)案文 

一件，以備各理事國參考。大會這個決譲案決定將 

申請入會未決各案發遺理事會續加審議，並提出 

積極推薦；建議理事會考慮宜杏援引憲章第二十 

八條第二項的规定，幫助解決這個問題，並請理 

事會及幹旋委員會於可能時向第九屆大會提出報 

吿 ，至遲亦當向第十屆會具報。

一八七 . 十二月十七日（S/3334) , 秘書長送 

來大會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十一日通過的‘‘指派和 

平觀察委員會委員國" 決譲案九 0 七 （九)一件。



附 錄

奉派出席安全理事會的代表，别代表及代理代表

本報吿書起訖期間奉派出席安全理事會的代  

表 1副代表、代理代表如下：

比利時1
M . Fernand van Langenhovc 
M , Joseph Nisot

B 西

Prof. Emesto Lemc
(一九五五年一月二十八日以前）

Mr. Cyro de Freitas-Vallc
( 自一九五五年一月二十八日起）

M r. Jaym e de Barros Gomes
中國

蔣廷微博士  

徐淑希博士  

江季平先生

寄命比亞2
Dr. Francisco Urrutia 
Sr. Carlos Echeverri Cortés 
Sr. Eduardo Carrizosa

丹麥2 
Mr.
Mr.

法蘭西 

M.
M,
M ,

W illiam  Borbcrg 
Birger Dons Moeller

Henri Hoppcnot 
Charles Lucct 
Pierre Ordonncau 

伊助 1
M r. Nasrollah Entczam
Dr. Mohammed A li Massound-Ansari

黎巴嫩2
Dr. Charles M ali le
Mr. Edward Rizk

紐西蘭

Sir Leslie Munro
Mr. A. R. Perry

秘魯 1
Sr. Victor A. Bclaûndc
Sr. Carlos Holguîn de Lavallc

土耳其

Mr. Selim Sarper
Mr. Adil Dcfinsu

1任期自一九五五年一月一 0 起 。

»任期至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jfc<

(一九五五年二月九日以前）

Mr. Turgut Mcncmcncioglu 
(自一九五五年二月九日起）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  

Mr. Andrei Vyshinsky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以前）

Mr. Arkady A. Sobolev®
Mr. Semyon K. Tsarapkin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十六 B以前）

大不列颠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  

Sir Pierson Dixon 
Mr. P, M . Crosthwaitc

美利堅合衆國

Mr. Henry Cabot Lodge,Jr,
Mr. James J. Wadsworth 
Mr. John C. Ross

(一九五五年一月三十一日以前）

3—九五四年十一月十六B被派爲副代表，一九

五五年三月五日爲代表。



二.安全理事會主席

本報吿書起訖期間擔任安全理事會主席的代  

表 如 下 ：

巴西

Prof. Ernesto Lemc
(一九五 ra年七月十六日至三十日 )

中國

蔣廷微博士

(一九五四年八月一日至三十一日）

哥命比亞

Dr. Francisco Urrutia
(一九五四年九月一日至三十日）

丹麥

Mr. William  Borbcrg
(一九五四年十月一  B至三十一日）

法蘭西

M. Henri Hoppenot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一日至三十日）

黎巴嫩

Dr. Charles Malik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一  B 至三十一  0 )

紐西蘭

Sir Leslie Munro
(一九五五年一月一日至三十一日）

秘魯

Sr. Victor A. Belaûnde
(一九五五年二月一日至二十八日）

土耳其

Mr. Selim Safpcr
(一九五五年三月一日至三十一日）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  

Mr. Arkady A. Sobolev
(一九五五年四月一日至三十日）

大不列類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  

Sir Pierson Dixon
(一九五五年五月一日至三十一日）

美利堅合衆國

Mr. Henry Cabot Lodge, Jr.
(一九五五年六月一日至三十日）

比利時

M. Fernand van Langenhovc 
(一九五五年七月一日至十五B )

三.一九五四年七月十六B至一*九五五年七月十五日 

期間安全理事會會議

會譲

第六七七次

第六七八次 

(非公開）

議題

定期選補國摩 

法院法官遺 

缺

安全理事會提 

交大會的報 

吿書

曰期

一九五H 年七月 

二十八日

一九五四年八月 

十八日

會議

第六七九次

第六八 0 次

議題

*九五四年九 

月八日美利 

堅合衆國代 

表致安全理 

事會主席函 

' (S/3287)

-九五四年九

B期

*九五0 年九月 

十曰

十 0



會議 議題 

月八日美利 

堅合衆國代 

表致安全理 

事會主席画 

(S/3287)

曰期

一九五四年十月

第六八一■次 選舉國際法院 

法官一•人 

選舉國際法院 

法官五人

七日

第六八二次 巴勒斯坦問題 十四曰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

第六八三次 S 勒斯坦問題 三日

第六八四次 巴勒斯坦問題 三日

第六八五次 巴勒斯坦問題 十一日 

一九五旧年十二月

第六八六次 巴勒斯坦問題 七日 

—九五五年一月

第六八七次 G勒斯坦問題 四日

第六八八次 巴勒斯坦問題 十 三 B
第六八九次 通過議程 三十一日

第六九 0 次 —■. 一九五五 三十一日

年一月二十 

八日紐西蘭 

代表關於中 

國大陰沿海 

若于島喚區 

域齋生敵對 

行動間題敦 

安全理事會 

主 席 函 （S/
3354)

二 . 一九五五 

年一月三十 

日蘇維埃社 

會主義共和 

國聯盟代表 

關於美利整 

合衆國在台 

» ( 福摩菌） 

及中國其他 

島嗅區域對 

中華人民共

會議 譲題

和國之浸襄

行爲問題致

安全理事會

主 席 面 （S/ 
3355)

曰斯

第六九一次 *九五五 

年一月二十 

八日紐西蘭 

代表關於中 

國大陸沿海 

若干島嗔區 

域發生敵斷 

行動問題政 

安全理事會 

主 席 函 （S/
3354)

二 . 一九五五 

年一月三十 

日蘇維埃社 

會主義共和 

國聯盟代表 

關於美利整 

合衆國在台 

海 (福摩菌） 

及中國其他 

島嗅區域對 

中華人民共 

和國之侵 «> 
行爲間題政 

安全理事會 

主 席 南 （S/
3355)

一九五五年二月 

十 0  0

一九五五年三月

第六九二次 巴勒斯坦問題 四曰

第六九三次 巴勒斯坦問題 十七日

第六九四次 e 勒斯坦問題 二十三日

第六九五次 巴勒斯坦問題 二十九日

第六九六次 巴勒斯坦問題 三十日

第六九七次 

第六九八次

巴勒斯坦間題 

巴勒斯坦問題

一九五五年四月 

六日 

十九月



四.軍事參謀團代表、主席及主任蔵書

( 自一九五四年七月十六日至一九五五年七月十五日 )

A . 陸海空軍代表

中國代表圓 

何世禮中將，中國陸軍 

陳在和中校，中國海軍

法蘭西代表圓  

Général de Brigade M. Pénette,法國陸軍 

Capitaine de Frégate M. Sanoner,法國海軍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圍

Major-General I. M. Safaiev ,蘇聯陸軍 

Captain 2nd Grade B. F. G ladkov ,蘇聯海第

大不列類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代表圍  

Vice-Admiral C. C. Hughes-Hallett,
皇家海軍

Vice-Amiral G. B a rn a rd ,皇家空軍

Air Vice-Marshal R. L. R. Atcherly ,臺家空軍

Major-General G. E. Prior-Palmer,英國陸軍

美利堅合棄國代表團

Vice-Admiral A. D. Stiruble,美國海軍 

Lt. General L. W. Johnson ,美國空軍 

Lt. General W. A. B u rrcss ,美國陸軍

Lt. General T. W. Herrcn,美國錄軍

任職期間

É 一九五四年七月十六日至現在  

自一九五四年七月七六日至現在

自一九五旧年七月十六 0 至現在 

自一九五四年七月十六 0 至現在

自一九五四年七月十六日至現在 

自一九五四年七月十六日至現在

自一九五四年七月十六日至 

一九五四年八月十七日 

自一九五四年八月十八 0 至現在 

自一九五四年七日十六日至現在 

自一九五四年七月十六日至現在

自一九五四年七月十六日至現在 

自一九五四年七月十六日至現在 

自一九五四年七月十六日至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三十日 

自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一日至現在

B . 主席一窗表

(― 九五 0 年七月十六日至一九五五年七月十五日）

會議 曰 期 主 席 代表》

第二三八次 一九五四年七月二十二 0 Vice-Amiral A. D. StruWe,美國海軍 美利堅合康國

第二三九次 一九五 0 年八月五日 何世禮中將，中國陸軍 中國

第二四 0 次 一九五四年八月十九日 何世禮中將，中國陸軍 中國

第二  0 —次 一九五四年九月二日 Général de Brig îde M. Pénette,法國瞎軍 法蘭西

第二四二次 一九五四年九月十六曰 Capitafnc de Frégate M. Sanonei•，法國海軍 法蘭西

第二四三次 一九五四年九月三十曰 Général de Brigade M. Pénette,法國陸軍 法蘭西

第二四四次 一九五四年十月十四日 Major-General I. M. S a ra ie v ,蘇聯陸軍 蘇維唉社會主  

義共和國聯盟



會議 0 期

第二四五次 一九五四年十月二十八曰

第二四六次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十二日

第二四七次 一九 五四年一 月廿四曰

第二四八次 一九五四十二月九日

第二四九次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廿三曰

第二五 0 次 一九五五年一月六曰

第二五一•次 一九五五年一月二千日

第二五二次 一九五五年二月三日

第二五三次 一>九五五年二月十七日

第二五四次 一九五五年三月三日

第二五五次 一九五五年三月十七日

第二五六次 一九五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第二五七次 一九五五年四月十四 B
第二五八次 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八日

第二五九次 一九五五年五月十二 B
第二六 0 次 一九五五年五月二十六日

第二六一次 一九五五年六月九日

第二六二次 一九五五年六月二十三日

第二六三次 一九五五年七月七 B
第二六四次 一九五五年七月十二B

生唐

Major-General I. M. Saraiev, 蘇聯陸軍

Major-General G. E. Prior-Palmcr,
英國塵軍

Vice-Admipal G. Baraard, 皇家海軍 

Vice-Admiral A. D. Stm ble,美國海軍 

Lt. General L. W. Johnson,美國空寒 

何世禮中將，中國陸羣 

何世禮中將，中國陸軍 

Général de Brigade M. Pénctte,法國陸笨 

Capitaine de Frégate M. Sanoner,法國海軍 

Major-General I. M. Saraiev, 蘇聯睦軍

Majof-Gcneral I. M . Saraiev, 蘇聯陸軍

Major-General I. M . Saraiev, 蘇聯陸軍

Vice-Admiral G. Barnard, 皇家海軍 

Major-General G. E. Prior-Palmer,
英國陸第

Vice-Admiral A. D. Strublc, 美國海軍

Vice-Admiral A. D. Struble, 美國海軍

何世禮中將，中國陸軍

何世禮中將，中國陸軍

Capitaine de Frégate M. Sanonef, 法國海軍

Capitaine de Frégate M. Sanonef, 法國海羣

代表 »
蘇維埃社會主  

義共和國聯盟

英聯王國 

英聯王國 

美利堅合棄國 

美利堅合衆國 

中國 

中國 

法蘭西 

法蘭西

蘇維埃社會主  

義共和國聯盟 

蘇維埃社會主  

義共和國聯盟 

蘇維埃紙會主 

義共和國聯盟 

英聯王國

英聯王國

美利堅合康國

美利堅合棄画

中國

中國

法蘭西

法菌西

C .主任秘》— 覽表 

( - * 九五四年七月十六日至一九五五年七月十五曰 )

會議 日期 主任秘寄 代表侧

第二三八次 一九五四年七月二十二日 Commander P. A. L il ly , 美國海軍 美利堅合激國

第二三九次 一九五四年八月五曰 蕭鳴 * 少校 , 中國陸軍 中國

第二四 0 次 一九五四年八月十九B 蕭鳴条少校，中國障軍 中國

第二四一次 一九五四年九月二日 Chef d'Escadron G. Buchet,法國錄軍 法蘭西

第二  0  二次 一九五四年九月十六 B Chef d'Escadron G. Buchet,法國隨軍 法蘭西

第二四三次 一九五四年九月三十日 Chef d'Escadron G. Buchet,法國陸軍 法蘭西

第二四四次 一九五 pq年十月十四 B Major I. E. Prihodko,蘇聯睦寒 蘇維埃社會主  

義共和國聯盟

第二四五次 一九五四年十月二十八日 Major I. E. Prihodko,蘇聯陸軍 蘇維埃 a t會主 

義共和國聯盟



會譲  曰斯

第二西六次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十二日  

第二四七次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廿四日  

第二 0 八 次 一 九 五 四 年 十 二 月 九 0 
第二四九次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廿三日  

第 二 Ï .O 次 〜九五五年一月六日 

第二五一次一九五五年一月二十日  

第二五二次一九五五年二月三日  

第二五三次一九五五年二月十七日  

第二五四次一九五五年三月三日

主任秘★
Commander W. A. jun iper,皇家海軍 

Commander W. A. Juniper,皇家海軍 

Commander P. A. L il ly , 美國海軍 

Commander F. A. L il ly , 美國海軍 

盧鄂民中校，中國陸軍 

盧鄂民中校，中國瞎軍 

Chef d'Escadron G. Buchet,法國陸軍 

Chef d'Escadron G. Buchet,法國陸軍 

Lt. Colonel D. F. Polyakov,蘇聯陸第

第 二 五 五 次 一 九 五 0 年三月十七 0 L t. Colonel D. F. Polyakov,蘇聯陸軍

第 二 五 六 次 一 九 五 五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0 Lt. Colonel D. F. Po ly ikov, 蘇聯睡軍

第 二 五 七 次 一 九 五 五 年 四 月 十 圆 0 
第 二 五 八 次 一 九 五 五 年 四 月 二 十 八 B 
第二五九次一九五五年五月十二日  

第二六 0 次 〜九五五年五月二十六日 

第一•六一•次 ^九 五 五 年 六 月 九 日  

第二六二次一九五五年六月二十三日  

第 二 六 三 次 一 九 五 五 年 七 月 七 0 
第 二 六 四 次 一 九 五 五 年 七 月 十 二 0

Commander W. A , Juniper, 皇家海軍 

Commander W. A. Juniper, 皇家海軍 

Commander C. J . Lauff, 美國海軍 

Commander C. J . Lauff, 美國海東 

盧鄂民中校，中國陸軍 

盧鄂民中校，中國陸軍 

Chef d'Escadron G. B u c h c t ,法國陸!軍 

Chef d'Escadron G. Buchet, 法國陸軍

代表W
英聯王國 

英聯王國 

美利堅合衆國 

美利堅合棄國 

中國 

中國 

法蘭西 

法蘭西

蘇維埃社會主 

義共和國聯盟  

蘇維埃社會主  

義共和國聯盟  

蘇維挨社會主  

義共和國聯盟 

英聯王國 

英聯王國 

美利堅合棄國 

美利 è 合棄國 

中國 

中國 

法蘭西 

法蘭西



聯 合 國 出 版 物 經 售 處

阿根廷
Ed ito ria l Su d a m e rica n a  S.A., A ls in a  500, 
B ueno s Aire s.

澳大利 .35
H. A. G o d d a rd ,  2 5 5 a  G e o rg e  St., S y d n e y； 

9 0  Q ue en  St., M e lb ou rn e .

M e lb o u rn e  Unive rsity  Press, C a rlto n  N.3, 
V ictoria .

奥地利
B. W üllersto rff, M a rk u s  Sittikusstrasse  
10, Sa izb u rg .
G e ro ld  &  Co., G ra b e n  31 , W ien .

比利時
A ge n c e  et M e ssa ge r ie s  d e  la  Presse, S.A., 
14-22, rue  du  Persil, Bruxelles.

W .  H. Sm ith  &  Son , 71 -75 ,  b ou leva rd  
A d o lp h e -M o x ,  Bruxelles.

坡利維亞：
L ib rerîa  Selecciones, C a s illa  972 ,  La  Paz,

巴西
Liv ra ria  A g ir ,  Rio  de  Jane iro , S â o  Pau lo  
a n d  Beio  Horizonte.

高棉
Papete rie -L ibra ir ie  N ouve lle , A lb e rt  Por
tail, 14  A ve n u e  Boulloche , Pnom -Penh.

加拿大
Ryerson  Press, 2 9 9  Q u e e n  St. W est, 
Toronto.

Period ica , Inc., 5 1 1 2  Ave. P ap ine au ,  

M ontrea l.

錫 M
Lake  H ouse  Bookshop , The  Associated  
N e w sp a p e rs  of C ey lo n , Ltd., P. O .  Box  
244, C olom bo.

智利 .
Librerfa  Ivens, C a s illa  205 , Sa n t ia go .  
Ed ito ria l del Pactfîco, A h u m a d a  57, 

Sa n t ia go .

中國
臺》 ，臺北，重慶路，
一段九■î'九號 
世界書局
上海河南路二—— 號 
商務印書館

哥命比亞  ，
U bre rfu  Am erica ,  M ede llfn .
L ib rerîa  N a c îo n a l  Ltda., B a rran q u llla .  
LIbrerta  Buchho lz  G ale rfa ,  Bogota.

哥斯大黎加
Trejos Herm anos, A p a rh ad o  1313 , Sa n  
José.

古巴
La C a s a  B eiga,  O 'R e i lly  455 ,  La H a b an a .

捷克斯洛伐克
C e s k o s l o v e n s k y  S p is o v a t e l ,  N â r o d n î  
T rida  9, P rah a  1.

丹發
E ina r  M u n k sg a a rd ,  Ltd., N o rre g a d e  (>, 
K ob en h avn ,  K.

多明尼加共和W
L ib rerîa  D om in icana ,  M erced e s  49 , C iu 
d a d  Trujillo.

/g/-Il 多
Lib rerîa  C ientffica, G u a y a q u il  and  Q uito.

埃及
L ib ra ir ie  " L a  Rena issance  d 'E g y p t e , "  9  
Sh .  A d iy  Pasha ,  Ca iro .

薩爾无多  ,
M a n u e l  N a v a s  y  C ia., la .  A v e n id a  sur 
37 , Sa n  Sa lva d o r.

芬蘭
A ka teem inen  K irja k au p p a ,  2  Keskuskatu ,  

Helsink i.

riW
Ed itions  A.  Pedone , 13, rue  Soufflot, 

P aris  (V).

德國
E lw e r t  & M e u r e r ,  H a u p t s t r a s s e  1 0 1 ,  
B erlin -Schonebe rg ,

W .  E. Sa a rb a c h ,  G ereon stra sse  25-29 , 

Koln  (22c).

A le x a n d e r  H orn , Sp ie g e lg a sse  9, W ie s 

baden.

希腿 _
K au ffm an n  B ookshop , 28  Stad io n  Street, 

Athens.

海地
L ib ra ir ie  " A  la C a ra v e lle ",  Boîte  postale  
1 1 Î-B ,  Port-au-Prince.

洪都拉斯
L ib rerîa  P an am e rîcan a ,  Te guc ig a lpa .

香港
The  Sw in d o n  B oo k  Co., 25  N a th a n  Road , 
Kow loon.

冰島
B okave rz iun  S ig fu s a r  E ym u nd sson a r  H. 
F., Austurstraeti 18, Reykjavik.

印度
O x fo rd  B ook  & Sta t ion ery  Co., N e w  
D e lh i a n d  Calcutta.
P. V a ra d a c h a ry  &  Co., M a d ra s.

印度尼西亞
P em b a ngu n an ,  Ltd., G u n u n g  S a h a r i  84 , 
Djaka rta .

伊朗
K e tab -K h an e h  Danesh , 29 3  S a a d i  A v e 
nue, Teheran.

伊拉克
M a c k e n z ie ’s B ookshop , B agh d ad .

以色列
B lum ste in 's  Booksto re s  Ltd., 3 5  A lle n b y  

Road , Tel-Aviv.

義大利
Lib reria  C om m iss io n arla  Sanson î, V ia  

G in o  C a p p o n i  26, Firenze.

B本
M a ru ze n  C om p a n y ,  Ltd., 6  Tori-N ichom e , 
N ih o n b a sh i,  Tokyo.

黎巴嫩
L ib ra ir ie  Universelle , Beyrouth.

利比里 iiÜ
J. M o m o lu  K am a ra ,  M o n ro v ia .

盧森堡
L ib ra ir ie  J. Schum m er, Luxem bou rg.

墨 哥
Ed ito ria l Herm es S.A., Ign ac io  M ar isc a i  
41, M ex ico ,  D.F.

N .V .  M a rt in u s  Njjhoff, la n g e  V oo rh ou t  
9, 's -G rave n h a ge .

紐两蘭
United  N a t io n s  A ssoc ia t ion  o f  N e w  Z e a 
land, C.P.O.  i o n ,  W e llin g ton .

那威
Joh an  G ru n d t  Tanum  Fo rla g ,  Kr. A u -  
gustsgt. 7A ,  O slo .

巴-基斯坦
Thom as & Thom as, Karach i.
Pub lishe rs United  Ltd., Lahore.

The  Pak istan  C o o p e ra tive  Boo k  Society, 
D acca  a n d  C h iH o g o n g  (East Pak.).

巴拿馬
José  M en é nd e z , P la za  d e  A ra n g o ,  P an 
am a.

巴拉圭
A g e n d a  de  L ib re ria s  de  S a lv a d o r  N iz za ,  
C a lle  Pte. Franco  N o.  39 -43 , A suncion .

秘魯
L ib rerîa  in fe rnac iona i del Peru , S.A., 
Lima a n d  A re q u ip a .

菲律賓
A le m a r 's  B oo k  Store , 7 4 9  Riza l Avenue , 
M an ila .

葡萄牙
Livra ria  Rod rigues , 18 6  Rua  A u re a ,  Us- 
boa.

新嘉坡
The  C ity  B oo k  Store , Ltd., W incheste r  
House , C o lly e r  Q u a y .

西班牙
L Ib re n a  Bosch, 11 R o n d o  U n ive rs id a d ,  
Barcelona.

L ib rerîa  M u nd î-P ren sa ,  L aga sc a  38 , M a 
drid.

瑞典
C. E. Fritze 's K un g i.  H o vb o k h a n d e l A ，B, 
F re d sga ta n  2, Stockholm .

瑞士
L ib ra ir ie  Payot, S.A., Lausanne , G enève.  
H ans  Raunhard t, K irch ga sse  17, Zurich  1.

叙利亞
L ib ra ir ie  Universelle , Dam as.

泰國
P rom uon  M ît  Ltd., 55  C h a k ra w a t  Road ,  
W a t  Tuk, B an gko k .

土耳其
L ib ra ir ie  Hachette, 4 6 9  Ist îk la l C ad d e s i,  
B eyoglu , Istanbul.

南非聯邦
V a n  S c h a ik 's  Booksto re  (Pty.), Ltd., B ox  
724 , Pretoria.

英闘
H.M . Sta t io n e ry  Office , P. O .  B ox  569 ,  
London , S.E. 1 (an d  at  H .M .S.O .  Shops).

mm
In te rna tiona l Docum ents Service , C o lu m 
bia  Unive rsity  Press, 2 9 6 0  B ro a d w ay ,  
N e w  Yo rk  27 , N . Y.

烏拉走
Representacion  de  Edito ria les, Prof. H. 
D 'E lfa ,  Av. 18 de  Ju lio  1333 , M onte -  
video.

養內瑞拉
L ib rerîa  del Este, Av.  M ira n d a  N o .  52,  
Edf. G a lip à n ,  C ara ca s.

越南
Papete rie -L ibra ir ie  N ou ve lle  A lb e r t  Por
tail, Boîte  postale  283 ,  Sa ïg o n .

南斯拉夫
D r z a v n o  P r e d u z e c e ,  J u g o s lo v e n s k a  
Knjlga , Terazije  B eo g rad .
C an ka rje va  Z a lo zb a ,  Ljub ljana , S loven i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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