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遞文面

B 內冗

—九五五年八月二十六 0

聯合國南非聯邦糧族情勢問題委員會前奉大會囑向第十眉會具報。査委 

員會報吿書業遵大會決議案八二 0 ( 九）之规定擬就，並經全體一致無保留通 

過。諶 遵 大 會 前 囑 將 該報吿書 遞送閣下。

此致

紐約

聯合國大會 (第十屆會)主席閣下

(簽名） Hernân Santa Cruz 

Dantès Bellegarde  

Henri Lauoier



導 言

一 . 養員會認爲第三次報吿書開宗明義應卽 

表示所抱深切堅定之信念。大會以如此多的票數 

通 過 1 委員會主張提請南非聯郝考盧之主要建議 

使人括然引爲滿意之餘，不無兼有欣幸乏感。養 

員會擬具建譲草案， 自信均與大多數會員國之意 

見及聯合國憲章與世界人權宣言皇皇昭示之公意 

根本一鼓。大會毅然核准，足証委員會所見幷無 

認誤。委員會衷心感慰，深知此項任務困難多端， 

艱臉萬狀，但意義重大，是以常自發奮努力以赴。

二 . 養員會在向大會提具第三次報吿書， 目 

的並不過奢，僅在將短短一年期內之發展情形作 

一公平之記述而已。第一次報吿書（A/2505 and 
A d d .l)2彷佛臨床診斷，第二次報吿書 (A/2719)3 
乃治療處方，本報吿書則爲進展圆表。

此次工作似乎雖較直截，範圍亦較有限，但 

是否比較已往兩次容易，則亦可疑。吾人深知相 

距遙遠進行此項錯綜複雜研究之困難。吾人必須

1 參閱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十四日大會決譲案八 

二 o ( 九）。

* 大會正式紀錄，第八屆會，捕縮第十六號。

3 同上，第九眉會，捕編第十六雜。

根據文件聲明會議轉論與圓桌座談討論。此種會 

議與座談時常並無正式紀錄，麥員會祖能自節錄 

與新聞摘要獲具消息。此糧情報雖謝委員會頗有 

價値，但其中往往含有主觀成份 , 不易揚棄，無 

論在選擇資料時或在批評語氣上都有這稿主觀的 

跡象。

三 . 委員會未獲南非聯邦政府合作，雖經再 

虔要求，仍被再庚拒絕，殊屬抱爐逾假。婆員會力 

求態度客觀，期與聯邦政府合作，業已一蔣表示， 

辭正義明， 已爲各方公認，無須今 B界加强調。

四.委員會覺得此则應該提睛各方注意大會 

上屆會議所作的下述決定：修改一九五二年及一 

九五三年所採程序（'當時大會僅僅搂權秘書長從 

工作週轉基金撥钦）所需輕費須先輕行政 e 預算 

問題諮詢委員會同意。此項決定使委員會發生厳 

重困難。

五 . 委員會深咸秘書處指派職員協助。各該 

同仁專心致意大公無私，勝任愉快；尤以主任秘 

書  Mr. Jean A. Romanos 及諮纖  Frank L. Schocll 
敎授，對委員會工作貢獻頗多，特此誌謝。



Blank page 

Page blanche 



鎭■^觸 

大會第九屆會討論本間題之情形蒸本» 員會之n ;作

m . 大 會 第 九 扁 會 所 作 射 翰

A. 審査 本 委 員 會 第 報 吿 ， (A/27l9)

卞 ,甫非聯邦政府構躁觸離辟簿存南菲所填 

满老轉族街突問題，族烤議案韦二一 [ A i正客第 

六段列入矣會第：/̂ 屑^ 摩時購释。

-h , ■^丸基同年九月3：十國日，大會全體會 

讓舉行唱牽表热，以安中票對六 票 一 一麥權者 ra 
- •一構味填瑪舞參委員會；̂建簿，將該間輯列八 

讓群；一九五网年九月二千五日；灰會謙決將黯 

間題發襄專設®:清委員會寶査具報。

A , 專殺嚷清養員會於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三 

目闕始# 緯課間顯時，有二化五四年八月二十六 

0 聯合 H 南非職邦種族情勢間題委員會向大會主 

廣择與老第二爽報吿書 (A / r? i9)。

閱始辯論時，事設政洽委員會主席猜本委員 

會车庸，報吿 1 列廣。

車菲聯郁作素尊稱, 聯合國華員會派有代表 

列席真跌政療季員會雜输時, 南菲代表圈雖然到 

填，偶不得輯爲典 IP表示南，铁府有承敏課爭員 

會者意，南非跨 i f 依然購爲該委員會違素。

本秀員會主廣，報告員孩同次會Ü 提出委員 

會報，書 。

丸 . 一九耳四年十二月六日，印度代表以阿 

霄汗、狹利維照、麵甸、智利）哥斯本黎如，填择、 

賊律两尼® 、海塊、l̂ p廣，印库 E 西照，伊闕、伊 

揉秀，， 0 嫩，輯 拷 瑞 辩 坦 ，菲律賓， m 
鳥地网掠伯  > 觀利亞、葉門、南斯拉末華二卡國代 

泰》的名義撮闻诛議草織一件。

該爽藥草暴由專設躁治委M會作轉时输么辨 

療，經下遮务場修正後藥週。

露诛簿草案載有下列务節 :

(a) 前客第五段

" 後蒸蔬委鳥會灌信轉族隔離撑策保斷

世界各 l i 族間和平關係之重大威脅，"及

( b ) 正 文 第 段 :
"請南非聯邦政府顧及聯合國憲章條欺 , 

龙其弁言第二段换第 0 段；第一條第二項第 

三項& 第四項；第 I；條第二項；第十三條第 

一項；第五十耳條 (寅 )歡 ；第耳千六條，第 

六十二條第二項，幷計& 該# 員會，吿書第 

七章所述其他多構族蹄會者可貴舞騎 , 1 #  
聯合H 憲韋所瑪奪 :^義務。"

一九五 ra年十二月看 P 阿攝廷、 巴酉> 及古 

巴代素# 同提 ® 修正寨；主 購 ：

(一）删去前文第五 '段；

(二）删去正文第四段列舉憲章有闕條文部 

份，改爲"全體會員國承諾動各稱人權與基本自由 

不分稿族一體尊重之誓約"等總括之詞。

第 修 m案待表爽，以二十A 票對^十一票 

斉後 , 寒權者八；所以原文依奮保存。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八曰，印庚代表以全體择 

案國的名義提出共同決議草案的訂正草案，已將 

写國所提第二修正案吸收在內。

—0 .  一九菲四年千二月十四日，失會第 

百十一赛桑體會講，舉行 P員名表決i 以pg十票辦 

十 事 通 藥 條 購 草 寨 杀 究 ；寧禪者十 e4

4 贊成者：阿比西尼亞、希職1瓜地馬拉，海地， 
洪都拉斯、冰島，印庚、印度尼西亞、# 朗、伊拉 
克，以色列、黎已嫩、賴比瑞亞、墨西哥、尼如技 
▲，》蔵，巴基斯坦、EÜ拿 巴 拉 圭 、菲律賓、 
波蘭、》]?烏i l 阿拉伯，輪典、叙利亞、泰國、鳥克 
蘭族維à 社會主義* 和國、蘇維唉社會主義共和 
國聯#ïï、烏拉圭、葉旧> 南斯拉夫，阿富汗、玻利 
維亞、摘甸、白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智 
利，哥É 大黎加、捷克斯洛夫、厄 瓜 埃 及 、薩 
爾褒 '.多 。

反對者；法蘭两、盧森堡、荷蘭3紐西蘭、南 
菲聯#15、 不到1 提推愛f i 聯合車國、-大利 

比利時加拿'3^、i f 命
寨權者：秘錢、土耳其、藥利摩合衆國？藥內 

瑞拉，'网辕廷、Ëi西、中國、古已、并麥、♦ 明M 
加共和國。



決議案八二  o ( 九）如 次 ：

大會，

業已審議聯合國南非聯邦糖族情勢問題 

養員會之第二次報告書，

孩按大會決譲案一 0 三 (一 )，內稱爲錄 

揚人道起見，應終 i t 種族上之担害與】寧服，以 

及決議案三九五（五）及五—— （六），’
復査該委 f t會第一次報吿書結稱南非聯 

邦鼓府之稿族政策違反聯合國憲章及世界人 

權宣言，

蹇悉該聯邦政府所通過之新法令、條例 

亦輕該委員會認爲與該聯邦依據憲章所負義 

務不合 .，至咸憂懼，

復悉該委真會深信種族隔離政策係對世 

界各糖族間和平關係之重大威脅，

一 ， 斷聯合國南弗聯邦種族精勢問題委 

員會之建設性工作，表示嘉許；

二 . 盡於南非聯邦政府W度柜絕與該委 

員會合作，深爲惋惜；

三.閱悉該委員會報吿書三六八至三八 

四段所載便利和不解決本問題之建議；

四，請南非聯邦政府參照聯合國憲章之 

崇高原則，念及全體會員國承諾對各棟人權 

II基本自由，不分種族 ，一 體尊重之誓約，並 

許及該委 f t會報吿書筑七章所述其他多種族 

社會之可貴經驗，重新考慮其立場；

五.請南非聯邦政府考盧該委員會主張 

和平解決稿族問題之建灌，此等建議詳截委 

員會報吿書览三七 0 至三八三段；

六.請該委員會繼績儉討南非聯邦稿族 

衝突問題；

七 . 睛該委員會向大會第十屆會 -貝.報 ；

八 .決 議 如 該 委 員 會 季 員 不 克 繼 績 任  

職 ，而大會正在休會期間時，應由大會現任 

主鹿與秘書長商派人選代替。

B .討論時南非聯邦政府之態度

一一 ，南非聯邦代表W在大會討論該問題時 

仍持以前歴屈會譲所抱之態度。

維務委員會討論屆會臨時議程時，南非聯邦 

代表 JE式聲明該鬪政府抗後將此項目列入議程。 

彼稱，此項間題純 .厲南非聯邦政府管轄，確在憲

章第二條第七項範園以內。依該項規定聯合國不 

得過間此稿性質之問題。*

全體會議通過糖務委員會建議以前，南非聯 

邦代表復請大會注意彼在以前雨屆會議所提出之 

理由，反對將該項目列入議程。《

專設政洽委員會舉行辯論時，南非聯邦代表 

重新申述該國代表團之意見，認爲將該項目列入 

大會議糖，實係違反憲章第二條第七項之規定。彼 

又對委M會第二次報告書捷出幾點意見。批評報 

吿書所據之情報，大都均係採自反對政府政策之 

人士所供給之報紙新聞與聲明。彼又坪《委員會 

廣泛採用南非印度會議及南非民族會譲所提節 

專，稱此二團體全由共產黨操縱。彼且批評委員 

會對於南非最近所制法令之解釋， 允其是土著信 

托與土地修正法，土著安置法及班圖敎育法。最 

後，彼稱，委員會所提解決該問題之辦法，所憲 

情報並不可靠，對於眞實情勢認識Ü 淺 。7

委員會主席兼報吿員答復南非聯邦代表，質 

問他對婆員會工作方法及所得情報之可靠性所加 

的種種批評究覚是否正確。他抗譲所謂委員會偏 

袖不公的一糖暗諷 , 幷舉例證明委員會態度客觀。 

他詳細說明委員會所採用的方法。因爲南非聯邦 

不合作的態度，這是委員會所能採用的唯一方法。 

他又爲委員會情報來源的可 |̂-性辯譲 。8

式，本委員會第五及第六屑會

一 二 .委 員 會 履 行 大 會 所 交 下 來 的 任 務 规  

定，在一九五五年擧行雨屆會議。

委員會第五届會係於一九五五年二月 0 日至 

十四日在紐約聯合國會所舉行。這屆會譲委員會 

舉行會議五次。Mr. Hernân Santa C ru z經連選充 

任主席並經議決兼任報吿員。委員會考盧它的任 

務規定。依決譲案八二 0 ( 九）正文第六段及第七 

段之规定委員會必須‘‘繼續檢討南非聯邦種族衝 

突問題"并"向大會第十眉會具報 ’‘。這屆會議，委 

員會簿劃工作幷就它謎爲應該搜集的情報作了若 

干決定 fa

6 參閱大會正式磁錄第九屆會，總務委員會， 

第九十二次會讓。

6 同上，全體會幾，第四七六次會譲。

7 同上，專設政治委嵐會，第W十二次會議。

« HO上，筑 M十三次會議。



尤其塵於南非聯邦代表在大會事行辯論時所 

提出的意見，委員會特別加倍努力搜集資料，並 

且擴大情報的來源。因此，委員會決定第一步先 

與足以反映各種政洽閨體意見的大批報章及期列 

進行諮商。委員會關於一年来種族情勢發展所獲 

資料就是以這樣搜集来的情報及南非政府其他 fU 
物所栽的國會辯論紀錄以及如南非種族事務處奥 

種族■ 係學會這些團體的出版物爲根據的。

一三 . 委員會雖然知 道 大 會 決 議 案 八 二 0  
(九）幷未规定請南非聯邦政府合作，可是自認責 

任所在必須通知南非政府，委員會歡迎幷當悉心 

研究南非政府願意提出的任何情報或意見。

一九五五年二月十日，主席画南非聯邦政府 

外交部長，备 文 如 下 ：

" 聯合國南非聯邦種族情勢間題委員會 

業已繼續工作，執行聯合國大會所交之另一 

年度任務。

" 委員會深知南非聯邦政府之態度。此 

種態虔對於委員會搜集客觀公平詳盡情報之 

計割，頗有妨礙，委員會深威遺 '戚。

" 然而委員會決心掃除所有攻《委員會 

所得文件資料不够完備或偏祁一面等睡之一 

切根 '據或類似根據。是以委員會委員一政同 

意由本席通知貴方，如有貴方認爲宜子送下 

之任何情報或文件資料，委員會無不歡迎，並 

當在委員會討論時鄭重細加研究。

• ' 因此，本席函請貴方接受委員會之一 

致意見，敢望貴方認爲僅送文件，實與聯邦 

政府採取之堅定立場賞際幷無不合。"
一九五五年.西月十一日南非聯邦駐聯合國常 

任副代表答復該函如次：

" 關於一九五五年二月十 B致南非聯邦 

外交部長面，盗特奉命奉吿閣下，聯邦政府 

一貫認爲聯合國討論南非聯邦種族政策實乃 

越出聯合國職權範圍，又認爲大會關於該問 

題之決議案實思達憲，聯邦政府對此由越出 

憲章範圍行動而産生之委員會，依然不改態 

度 。

" 是以聯邦政府對於該委員會之工作礙 

難參加。"

一四 . 一九五五年七月七日，委員會依據所 

作決議，在日內Æ萬國宮舉行第六屆會議。是屆 

會議舉行會議共十三次。

一五.委員會收到印度政府一九五五年七月 

二十七日來文，咐送傭忘錄一件"叙述南非聯邦 

政府在已往十二個月內爲實行糧族隔離政策所採 

取之立法及行政措施。"印度政府又遞送非洲民族 

會議及南非印度會譲就南非聯邦境內非白人所處 

地位問題所擬具之備忘錄一汾，及非洲民族會議 

向一九五四年德爾班（Durban) 第四十二屆年會 

所發表之報告書一说。

委員會感激印庚政府熱心遞送文件，联擬正 

式申謝。委員會決定將印度政府備忘錄複製，作 

爲正式文件（A/AC.70/5)。

一六 . 委員會第H 雇及第六屆會議所舉行之 

會議均不公開。

委員會工作已於一九五五年八月二十六曰結 

束。委員會最後一次會纖一致無保留地通過本報 

告書全文，获特遵照決議案八二 0 ( 九）提交大會 

第十屆會。



情勢發S
(一九五四年八月至一九五五年七月）

一七 . 大會決議案八二o ( 九），囑養員會"繼  差別待遏之新法令以及委員會調査所得影響種族

續檢討南非聯邦種族衝突間題。" 情勢最重要之發展。

委員會在本報吿書本編内專述规定各糧族間

第一章 

新近立法：分析與檢討

登.想定各種族間差別待遇或直接與種 

族痛離政策有關之主要立法

一八 . 在本報吿書起訖期內，规定各稿族間 

差別待遇或與政府構族隔離政策直接有 1 1之若干 

法案業已通過。這些新法律大都修正或補充委員 

會前雨次報吿書中所分析之原有立法。此 I«法律 

計有下列幾種：

( a ) 班園敎育修正法，一九五四年第W十四號法 

律 ；

( b ) 種族分區修正法，一九五五年第六號法律； 

( C ) 財政及審許修正法，一九五五年第七號法律； 

(à) 土著管理修正法 , 一九五五年筑十三號法律；

(e) 土著（市區）修正法，一九五五年第十六號法

律 ；

( . f ) 動力交通修正法，一 九 五 年 第 四 十 四 號 法  

律 ；

(g) 土著勞工（解決糾紛）修正法，一九五五年第 

五十九號法律；

( h ) 糧族分愿（再修正）法，一九五五年第六十八 

號法律；

( i ) 種族分展發展法，一九五五年i 第六十九號法 

律 。

m 將上列法律依其制定之次第討論之。

( a ) 班圖敎育修正法，一 ；̂五四年第四十 ra髓法

律

一九 . 委員會上次報吿書（A/2719) 第一六 

四段，述及南非聯邦政府已提出法案修正該報吿  

書第五十五段所分折之班圖敎育法。該法案業於 

一九五四年制訂，稱爲班圖敎育修正法，一九 5 ： 

四年第四十W雖法律。該法詳訂新章，規定班圖 

國立與公立學梭的辦法以及負責輕營學校之梭務 

委員會之人選。此種新章適用於公立與私立學校 

( 包括不願受政府律貼之敎會學梭在的 ) 之新规 

章

( b ) 糖族分區修正法，一九五五年第六魏法律

二 0 . 養員會第一次報吿書載有一九五 0 年 

第四十一號法律之詳細分析。1̂ >毫無問題此項法律 

乃依據種族隔離政策制定之最重要之猎施。

依一九五 0 年第四十一號法律之規定，凡部 

長有權採取之各種措施，俱須先由地權諮詢局提 

具報告書；諮詢局在提具報吿書前，應負責聽取

關於輕由一九五四年法律修正之一九五三年 

第四十七號班圆敎育法之施行情形請參閱下文第 
二章第六節 A 。

10參 閱 A/2505 and Add.1 ,第五五五段及以下 

各段。



所有與調査糖序有利害關係的人的意見。‘‘利害關 

係人" 一名詞之解釋於是發生困難，在股蘭斯 S  
爾 (Transvaal.)省最高法院分院某一判決中，法官 

de W e t氏認爲種族分區法之效力旣屬社會性質， 

亦屬經濟性質；如果將調査中 ‘‘利害關係人"之利 

害僅以輕濟爲限，殊屬錯誤。

二一 . 內政部長提出修正法案時，會説明目 

的 如 次 ：

" ……目的確有兩種。第一，墓想防止 

現行法所规定的公開陳述意見的程序有濫用 

的情事。尤其根據過去幾月的輕驗，公開陳述 

意見的程序一一這原非該法的必耍規定一一 

確有濫用情事，而且是採用拖延政策，幾使 

諮詢局的工作無從順利進行。

'‘ 此稿拖延政策大都出諾印度會議-。他 

們在法律範圍內利用一切方在，企圖拖延依 

據該法採取任何行動。尤其是在所討論的問 

題大抵是該法究應適用於何區以及究應適用 

至何糖庚時，他們就提起影響該法原則的問 

題，藉以拖延。該局諷爲它能够把出席胰述 

意見的人加以限制一一按照該法规定，凡認 

爲有事須向該局書面陳述的人們一律邀請前 

來陳述……該局覺得儘可把親自出席陳述的 

人們以與案件眞有利害關係者爲限，但是法 

院最近的判決，認爲利害關係一詞應作比較 

廣泛的解釋，在該局公開聽取陳述時，應該以 

地位給予任何一造。不幸法院所建議的意思 

過於廣泛，使人可以利用宣傳鼓動来反對該 

法的原則，不僅依該法明白規定的目的，就

案件的是非曲直作口頭與書面的陳述  .
這原是擬訂該法時的眞正 ’ 目的， 可是由於前 

往該局陳述的人 ffl採取了那種態庚，就毫無 

用處了。

‘‘...…現在衆議院的提案以及第一欧的 

貝的是耍讓該局對敢，經提出意見的人誰能 

出席陳述有酌量決定之權。任何人有意見仍 

可自由提出。法院裁定凡曾提出意見的人都 

有親自出席陳述之權。我 fra說，究宽誰有權 

親自出席陳述，該局必須有權得酌決定 …" 
部長舉出會經拖延來頓堡（Lydenburg)該局 

工作的事件之後繼稱：

" 第一钦第二目规定該法要追溯旣往， 

自一九五四年三月二十九日（卽所引事件齋 

生之日）起生效 。11

於是部長繼績討論該法案的第二個目的，就 

条把該法賦予該局的權力也授與該局局長所設置 

的小組委員會。

二二 . Mr. Bloomberg (聯 .合黨）批評部長的 

意見譲: •

**……部長想要給地權諮詢局的專擅裕 

動之權 , 是我們立法方面聞所未聞的，是我 

們法院裏從未聽到過的。他想把這類的酌奪 

之權交給這個偉據國會法律所成立的諮詢局 

讓它決定誰該出席陳述，讓它決定書面意見 

以外的口頭陳述應該講些什寒，讓它決定究 

竟淮許提出那種口頭陳述……貴部長這件法 

案簡直想向衆:譲院提出一稿把自然正義的基 

本權利一起徹底否定的辦法。"

Mr. Bloomberg提醒棄議院注意該局之職權， 

並强調其重耍性，然 後 引 述 de W e t法官■於脱  

蘭斯冗爾省印度會議對地權諮詢局一案所發表的 

言論来支持他自己的意見：

'■法院在決定究竟何者是該局的職務與 

貴任時* 必須注意自然正義的一般原則。

" 如將這句話適用於本案，我覺得現在 

這個法律訂明應該舉行充汾調査，凡受該局 

報吿書影響的人，都有權陳述意見。

" 因此，據我看来 i 倫若說該局對於誰 

諫陳述以及誰不該F成述的問題，有絕對決定 

之權，.這是根本缺不到的。我認爲除非另有 

充分理由#凡調査影響所及和法律上有利害 

■ 係者，都該聽取。該局因有酌奪之權，但 

是我認爲行使此項權利必須遵照這個法律的 

範圍，不，得武斷從事，不得毫無理由。

" 倫'若此案因爲以前所發生的事情，而 

拒絕申請人陳逃意見，據我看來，這並非正 

當行使此項酌奪之權。照此似乎可以說，因 

爲以前一兩次有辯護人在，法院陳述無聊或者 

無關的理由，法官便有權Æ 絕聽取辯護人陳 

述意見了。該局有權控制程序進行，如果有 

人似乎越出範圍，或者浪費時間，儘可相機 

應付。所以我認爲該局拒絕申請人陳述意見 

並非正當行使其酌奪之權，也非依據本法所 

定職掌行事。"

n 衆議院辯論錄 (H ansard),第二號，一九五五 

年一月三十一日至二月四日，三八三至三八七欄。



Mr. Bloombefg 繼 續 就 ：

• •我敢親：，部長提出這種法案是十分錯 

誤的。這法案不僅以武斷之權給與諮詢局，而 

且如果使用不當，對於我們的一大部汾人民 

也报不公  ’’

關於該法規定給與該局的擴大權力竟然追湖 

旣往自一九五四年三月起生效一節，Mr. Bloom
berg 說 ：

**倘若現在國會追溯旣往剝奪這些人民 

在提起斬熱時依法所有的權利，我想這是十 

分錯誤的。根據本國司法的基本原則，我説 

他 ira有權出席該局陳述意見，國會不應該制 

定這種额及旣往的法律來阻 jfc他們。

Mr. Lovell(工賞)説 :

' • 原法案後出辯論時我們就加以批評。 

當時我們向部長說，’簡下所握大權實嫌過於 

廣泛 V 他說 ‘各位不耍如此挑副。除非業經該 

局妥予調査我決不行動。這對我行使職權的 

武斷之處便有所墙正所以他設立這個地權  

諮詢局，作爲諮詢機關，向他提供意見，以免 

他在遇到種族分區問題影響他人命運時必須 

個人獨斷獨行。當時我就懷疑，這稿聽取陳 

述意見的辨法，就印庚入混色人與非默洲人 

而論，可能完全是開玩笑。不過就歐洲人而 

論，就鼓動申請糖族分區的市區而論，這種 

辦法就不會是開玩笑了。這就是成立種族分 

區的工具。可是部長吿訳我們說諮詢局是一 

種調節的力量，他是指有■ 非歐洲人而言的， 

是指財産權與占有權受彰響的有限的一部汾 

歐洲人而言的。現在第一钦裏所拋開的就是 

這權利。因爲聽取關係人陳述意見的並非部 

長，而是他的工具諮詢局。如果任何種德因 

爲依據種族分區法所定的方案而有什喪宽屈 

要申訳 '，部長只有通過諮詢局續能聽到。""
Mr. M itd id l(聯合黨）提醒衆議院注意部長 

在提出原法案時所講的話。當 時 他 説 ：

" 這事（卽利書關係人問題）已由第二十 

七欺規定，原係仿照一九四六年第二十八號 

法律關於管制許可證的规定。發交諮詢局具 

報，諮詢局呈報部長，部長採納或者裁斥該

報告書。事實上，諮詢局依照同樣規定，允 

許當事人前来陳述、辯論，並且由辯譲士代 

表。這並無意改變與該法有關的糖序。"

Mr. M itchell補充說,"可是今天所要做

的正就是道稿改變。

二三.一九五五年第六號法律的結果是諮詢 

局舉行任何調査時紙須聽取它所顏意聽取的人， 

但是代表國家出席的人或者與調査案件有關的 

入，不在此限。

該法第二項規定授與諮詢局以更大的權力， 

追溯旣往， 自一九五四年三月起生效；第三項規 

定授權諮詢局把它的權力交與局長所設置的小姐 

養員會。

( C ) 財政及審計修 JE法，一九五五年第七號法律

二四.該法乃有關班圖族敎育經費的一九五 

三年第四十七號法律一一班圖敎育法 1®的當然結 

果。

按照班圖族敎育法，土著參議會、部落或社 

廣所設立之學校，在若干情形下， 由政府予以津 

貼。原由各省設立之班圖學校，亦由政府維持，若 

干敎會所辨之學校 , 亦得由政府予以經濟協助。但 

該法對於政府爲斑圖敎育所得支出之經費總數並 

未規定任何限制，對於此項經費自何來源劃撥亦 

未訂明。

二五，土著事務部長在提出財政及審計修正 

法案時，說明其主要特點如下：

" 莎擬立一敎育經費賤戶，主要來自下 

述兩個來源 。 一 是國家補助，該法依據財政部 

長去年關於預算的演說定爲六百五十萬镑， 

第二種是現在用於班圖發展事業的一般土著 

税收中所撥出的經費。現在提議將所餘的五 

分之四明白指定撥充班圖族敎育經费之用， 

因爲這正是班圖族所最重視的一種發展工  

作，他很願意此項钦項撥充此項用度。該法 

案其餘部份只有一項重要規定，就是撥入敎  

育經費帳戶内的欺項，卽使未在本年度內用 

完，仍應隨時可以支用；換句話說，如果一 

般土著税收中所撥來的五分之四，加上六百 

五十萬镑超過任何年庚的支出，仍然不能將

同上，第三八八至三九五欄。 

同上，第四 0 二至四 0 七欄 C 五段《

同上，第四一四欄。

A / 2 7 1 9 ,第五五段至第六三段，又第一六



五分之四的一部汾成者國家捕助金的一部汾 

從敎育經養中撥出，這些钦項仍應作爲準備 

金，以備以後各年度如有需耍時亦可動用…" 

‘‘ 這法案只有一個主要原則，第一就是 

要班圓族對於自己子弟的敎育經教共同負起 

責任，當然也就對這一問題有共同的發言權， 

其餘就是國家準備撥出一擎爲數頗大的钦  

項，合土人自己所出經费的三倍，專充土人 

的敎育經養。

二六 . 該法案在衆譲院遭遇反對。在該案通 

過以前的辯論中，許多譲員發言。鼓將反對該案 

的主耍理由撮述如次。

Dr. D. L. S m itO i合黨）辯 稱 ：

一 ， 該案要在統一歲入會計科目以外， 

由國會法律規定另立科目；

二 . 該案意.圖限制國會將來決定班圖敎 

育經費的權利，不得超過若干一定的數額， 

此擧旣屬違憲，且與財政慣例不合；

三 . 規定任何 I t會事業經费總數的這稿 

原則也不健全。

他反對這法案的主要理由在該案規定爲班，圖 

缴育每年 t o 出一定數額的經費。他强調指出班圖 

敎育所雷經费若干，應由國會每年決定，不能由 

受一九五四年政府施政方斜 •宣言的拘束。

他 更 餘 ：

‘‘ ‘，'…現在你們是在南非的土著及其他 

箱族的敎育經费方面實行一稿基於稿族的歧 

視。我要十分明白地說，我想土人爲他們自 

己的敎育出些經教， 固然是健全的政策；不 

過我想把這政策推廣.到其他種族而不單單適 

用於土人，不僅讓土人納税而讓歐洲人混色 

人和印度人受免费敎育，這綠是健全的政策。 

否則很不公平。部長提及土人向財政部納税  

所出的一部分钦項。我說土人所緣間接稷:的 

數額是無法估計的。不過我說，我們的整個 

工業,以及金礦業的一大部说都是由我們土 

人肩負的。由於這個原因我認爲倫若說我們 

每年爲斑圖敎育所核定的經费，完全是由歐 

洲納税人解囊，這話是不公平的。

1®衆議院辯論錄（Hansard)第二號，一九五 

五年一月三十一日至二月四日，第二三九至二四 

六欄。

n 同上，第二四六至二四九欄

Mrs. Ballinger( 自由黨，土著代表)指出該案 

的耍點，就在把發展土人敎育事業的最後經濟責 

任放在土著居民身上。她根本反對此案。她認爲該 

案所含的原則與良好政治所有的一切規範俱不相 

符。她說非洲居民爲了發展他們的敎育事業，在經 

濟上已作重大犧牲。他們對於南非的共同生活，在 

賦税方面的貢獻，不僅盡了他們的能力而且遺趙 

出了他們的能力。她 提 及 Mr. Van E ck委員會的 

結論，說 ，向非洲居民所科征的賦親:非特超過了他 

們的能力，而且是在實行一稿基於種族的政視，如 

果以緣税能力爲根據，他們所徽納的實較社區裏 

其他任何部汾居民爲重。土著的收入達到應徽所 

得税的程度時，他便緣納所得税。可是所得稷:列 

爲普通歲入，不算七著所納的税。他們遺織納其 

他許多賦税，有直接親 :也有間接税，其中有幾種 

從未灘到其他糧族頭上。

Mrs. B a llin g er講了若干歷史演變之後，表 

示她不接受專爲某稿用途指定若干歲入作爲劃撥 

輕裁最後基碰的這個原則。爲了支持她的意見，她 

追 述 E iselen委員會的少數報吿書，其中說，要 

班圖負責自己的敎育經费的這項攻策，會引起差 

別征税的危臉原則，又說，就班圖族而論，任何 

差別方式都不正當，都不公允，因 爲 ：

(a) 班圖族是產生全國所得總和的驢個體系 

裏的構成部汾；

( b ) 班圖族，作爲一個民族而論，遺未直接 

掌握生產的生利工具，所得悉綴工資，如果實行 

差別征税：，就等於階級立法；

(c) 聯邦所得的增加維對不在班圖族的所得 

或財富上反映出来。

Mrs. B a llin g er的結論說，土人的整個敎育 

制度頗有改進的餘地，不過提交國會的這種立法 

案，却會破壞白人文化在非洲的整個基礎。

Mr. Lovell (工黨）也反對這個法案。他引證 

南非種族事務處的小冊，傅稱十個土人中有六入 

從未入學。入學士著兒童在低級班者估百分之五 

十，能够達到升入大學的階段者僅佔百分之 0 . 0
0

他認爲國會當前的這件法案是階級 * 法。足 

以擾害七人的敎育；而且阻礎非洲的進步。

*8 同上，第二五一至二五九欄。 

同上，第二六四至二七一欄。



Dr. Jonker (保守黨）表示不贊成該案以六百 

五十萬镑爲財政部撥供土著敎育經数限庚的规  

定。

‘‘ 此項规定固然下年度就可以修改， 可 

是我們不能年年另行提出一個新法案 。"

他指出這稿呆板的公式可能引起國外誤解。 

然後他提議一個修正案.，主張除非政府答應自應 

收科目項下撥欧以供班圖敎育經数，該法案暫緩 

進行。幼

聯合黨提出另一修正案，主張將該案延期六 

個月後再議。因爲該案已照政府所提出的原案通 

過，所以修正案撤銷。

(d) 土著管理修正法，一九五五年第十三號法律

二七 . 此法修 IE— 九二七年第三十八號法律 

土著管理法的若干條欽。一九二七年法規定土著 

有携带通行證之義務的條钦， 已由本婆員會第一 

次 報 吿 書 討 論 （A/2505and A dd .l, 第四九六至 

四九八段）。

一九五五年第十三號法律授權七著事務部長 

准許倉長或頭目審判並處罰土人之某稿犯罪。該 

法廣充了已往在這方面給與他們的權力，並且使 

他們在必要時能施以體刑。

二八 . 土著事務部長提出該法案時說：

" 這件法案主張用一節新規定来替代一 

九二七年土著管理法的第二十節。許多年來， 

土著食長都會要求较大的權力。他們 JL-其訴 

苦說，他們只能判緣微額罰金，就是爲數大 

約五鏡上下的罰金，而他們傳統通行的罰缴 

姓畜的勞慣却已取消。在這個法案裏，我們 

想儘量遂他們的意願，我們主張採用讓他們 

罰織牲畜的這個原則。我們覺得罰緣牲畜比 

判織罰金的懲戎力量，更加見效……

" 各位講員也許記得，土著會長劍綴罰 

金却無權判處徒刑，所以耍追綴罰金只有從 

民訳着手。此點已經一九五二年第五十 0 號 

法律修正，現在只要會長證明不能追纖所制 

定的罰金，而且査明所判罰金確屬合法，土著 

專員就得按照伸縮推算表折合改科徒刑。土 

著專員固然能够如此辦理，但是權力依然有

限。此項程序货際施行益不圓滿。土著會長 

所眞正耍求的當然遺是劍處徒刑的權力…...

*■直到現在爲 Jfc, 遇有請求改正會長錯 

誤的上訴時，土著專員並無充汾權力……

‘‘還有一種困難就是現行法第二十一節 

( a )规定土著倉長只能審判部長所指明的罪 

行。土著法律與習慣方面所犯罪行的初審刑 

事管轄權，並無規定。這就是說，土著會長 

所能審制的罪行，無論是遂反習慣法的罪行， 

或者是違反土著法律或替慣的雜行，或者是 

違反國會所訂法律的罪行，都得先經部長列 

出。往往因爲某種罪行未經部長列出，便根據 

這點而提起上訳

" 所以這項修正法案至少是設法糾正道 

些困難，而把整個問題納於常軌……

" 我們不能採取這稍態度，以爲土人在 

領土內所有的權力必須經常增長—— 卽如在 

政洽方面—— 而在司法方面却不能讓他恢復 

傳統的舊有權力。所以顯然我們應該接受這 

項固定的目的 •，-…

‘‘因爲我們現在是在講求民族隔離的積 

極辦法。土人在社區生活中必須合作，必須 

按照精勢的變遷，驚助發展，我們現在是在 

放任若干事物在土著社區中生長。土人 f t 區 

的情形旣在演變，他們的當局旣然也在獲得 

較多的經驗，我們就必須制定法律，來適應 

這稿生長中的制庚，來配合他們增加中的經 

驗 ……22

二九 . Dr. D. L. Smit(聯合黨）說 ：

‘‘ 聯合黨不反對該案二讀。我們輯爲其 

中確有若干很好的原則，不過在大家對本寒 

的最後案文予以同意以前，我想請棄議院注 

意其中若干要點……

■■該法案有一重要的成份，是先前立法 

所從來未有的，値得加以批評。我是說會長 

或頭目一一據我從條文所獲的了解一一現在 

耍照土著法律習慣而有的科罰 '體 刑 的 權 力 ， 

可能有從未發生過的嚴重傷害，沒有本國普 

通法院科處和執行這種刑罰時所適用的任何

同上，第二七九至二八二欄。 

同上，第三一四至三一六欄。

22衆譲院辯論錄（Hansard)第三號 ， 一 九五五 

年二月七日至十一日，第九三 0 , 九五一及九五

四欄C



挺障。我們覺得倉長法庭科處體刑的權力，失 

之過猛，應該僅以處罰男性少年爲限。23"
Mrs. Ballinger( 自由黨，土著代表 )說 ：

‘‘我們對於這類辦法之中有规定食長與 

頭目有權科處體刑作爲犯罪的盧罰一點，深 

懷反感；認爲此項權力必須小心加以限制，然 

後我們才能同意……

" 我誰了以上的話以後，遺得進一步說， 

我們課爲不能像部長所希望的那樣，不能像 

[Mr. D. L. Sm it]及其同僚所看的那樣容易 

接受這件法案的原則……"

Mrs. B allinger請到該法的某幾節以後，引 

證 下 開 但 書 ：

" 但如任何此種罪行，係由兩人或不 i t  
兩人所犯，而其中任何一人並非土著時，或 

係由一人所犯，而此人並非土著時，或係對 

財產所犯，而此財產屬於非土著之任何人而 

非屬於信託或代土著部落、社區或集團或某 

一土著人信託保管之動產或不動産時，則此 

項罪行不得由會長或頭目審理。"
她 繼 續 說 ：

‘‘ 在我看來，這一條钦的重耍因素，在 

规定部長可能將所有對習慣法或國會所制法 

律所犯罪行的管轄權，授予會長或頭目，而且 

部長在這方面能够授予食長的權力，除的確 

有關部落財產或者有關部落當局所管理之財 

産外，不准會長或頭目對於任何非土著的人 

有享管轄權的可能……

‘‘我想向衆議院提出的這一點的耍義如 

下 ：無論一九五二年法律的本意如何，這稿 

辦法明明是想使會長及頭目，對於尋常不在 

土人的法律習慣管轄範圍以內的罪行，就是 

說 ，實際上屬於西方社會的而不屬於原始非 

洲社會的罪行，所涉關係與義務的糖個根據 

與宗旨莫不出於西方生活條件的罪行，有管 

轄權。在這一點，我耍有兩項反對的理由提 

出 ：第一'，本人不知道像本衆議院一樣的國 

會如何會同意讓部長或任何人根據這些關係 

可由土著法律與動慣去管理這棟假定而就把 

這一方面的管轄權交給別人 . . . 但是第二，我 

想我們的立法者其次耍沿淸的一點，就是幾

百年来我們所建立的程序是想保障人民的自 

由，設法爲個人奠定正義的擎固基礎，這種 

程序，根據我們的法律 , 祖由那些受過訓練， 

懂得如何實行那些原財的人們来執行，而我 

却從這個法律裏找不到什喪規定耍會長與頭 

目切實受此稿訓練。

Dr. D. L. Smit (聯合黨）動議若干修正，其目 

的 是 ：

• • 第一，限制會長，或頭自，或副會長 

只能對二十五歲以下的土著靑年男子科以體 

刑 ；第二使任何會長或頭目遇懷疑時，能够 

像國內普通法院一樣，根據形貌或所有其他 

情報來估計犯人的年齡；第三，授權部長就 

科刑的方法，所用刑具，次數及其認爲對於防 

Jh嚴酷殘暴相宜的其他間題訂定妥善條例； 

最梭，規定凡濫用所授職權的任何食長一律 

撤銷其刑事管轄權。

土著事務部長答覆時，柜絕接受這些修正案， 

他 說 ：

" 貴譲員所提出的第一項修正案是■於 

體刑問題的。土著法律與督慣關於體刑的规 

定很爲嚴格，科以體刑的人一律以未婚的輕 

年男子爲限。對婦女科以體刑的事，在會長 

法庭裏簡直從来沒有聽到過。我不想用不必 

要的法律去限制食長。我想我們應該讓他 ff5 
有相當的伸縮餘地。若干會長已經行使此項 

權力，我早已講過，從來未有任何申訴。事 

實上， 不僅培楚阿那蘭（Bechuanaland) 如 

此，甚至在本聯邦內也有若干會長行使此項 

權力，在這裏並不合 .法 ；縱然如此我們從未 

看到有人控訳。這一節在班圖族自己的法律 

與督慣範畴以內，當然將使體刑成爲合法。 

講到授與會長的權力，Col. 0 .  L. Shearer(聯 

合黨）表示意見說：

■'把這賴管轄權交給土著會長是有若干 

危險的，因爲這件法案並未规定任何保障。這 

件法案固然明白规定實施體刑必須不使身體 

遭受嚴重傷害，但是旣無適當保障，尤其是

同上，第九三一至九三H欄

2 4同上，第九三四至九三九欄。

衆議院辯瑜錄（Hansard)第四號，一九五 

五年二月十四日至十八日，第一 0 ‘三 0 至一 0 三 

三欄 0

同上，第一 0 三五至一 0 三六欄。



說

在這些舍長手裏，身體一定會受嚴重傷害,悔 

之莫及，定可想見……我用保障一詞，當然也 

幾、用以保障部長和土著事務部…而且遺有一 

種 '潜伏的危臉。我 們 大 家 業 已 承 認 個 原 則 ， 

就是在我們的法院裏，如果有人耍受體刑，此 

入必須先經體格檢査。如果我們在西方文明 

世界裏對付歐洲人時尙且承認這個原則，我 

們把體刑的管轄權交給這些會長，其中許多 

人的服光遺是非常原始，我們要把這稿原則 

訂入法律，豈不是更加重要？

土著事務部長答覆 Col. Shearef所作的建議

‘‘ 本人的答復有南點。第一，土著習慣 

本來已有充分的預防。他們有許多預防的辦 

法，超過我們的想像。卽使一個土著會長，並 

無其他同時行使的權力單獨實施這稿刑霸， 

我們應該記，牢，他並非站在一個冷酷無私的 

法官地位，他眞是部落的家長。他是否被人繼 

續擁戴爲部落會長，就看他是否維持嚴明的 

紀律 ……第二，我們決不允許任何會長一一 

無論他有無經驗一一来實施體刑。我們一定 

很愼重的決定誰能實施體刑。特別是此項刑 

事管轄，包括體刑在內，一定給與有班圖權 

力機■ 的會長。換句話說，執法之人定以兼 

任參議會職務之會長及頭目爲主。班圖的權 

力機關確能提供一定程庚的保障，正如在歐 

渊人的法院裏面以陪審制度來節制司法一  

截……
" 遺有一點我決不能讓步一一我想這就 

是貴議員所提起的一,點一一就是判處體刑定 

要有醫師在填，或者要把土人移送土著專員 

公 署 。我不能承認這兩種建譲，因爲這足以破 

壞所以要把這種權力給會長及頭目的自的。 

如果我們定下這個條件，就不會實施體刑。實 

際上這種刑罰就會絕跡；要班圖族人在其人 

民中間行使職權的這項原則也就推翻。這就 

等於事實上把這糧權力交給白人。最後，又 

要由白人負責，儘管專員會轉令醫生監督。這 

樣就足以破壊這件法案所有的原則，卽把權 

力及地位賦予班圖族會長。

(c) 土著（市區）修正法， 

律

‘九五五年第十六雜法

2 7康議院辯論錄（Hansard)第五號，一九五

五年二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五日，第一六九 0 至一 

六九一欄。

货 同上，第一六九四至一六九五欄。

H O .這件法辜的目的爲在若干方面，修正 

適用於市區土人的原有法律，尤其是土著（市展） 

統一法卽一九四五年第二十五號法律。29實際上， 

政府顯然是耍這件法案適用於白人所傷用的住在 

大城市裏—— 尤其是在約翰尼斯堡裏~-一往宅區 

屋頂上的家庭僕役，所以這件法案有時稱爲與"高 

空土著居住地點"有關的法律。這項法案把從前地 

方當局所保留的權力授諸政府。

三一.土著事務部長提出這個法案時説明其 

中條钦如下：

‘‘ 根據我們的經驗，一九四五年的市區 

法有許多地方顯然必須修正^庶幾更加切合 

實際。不過現在我只想向棄譲院解釋其中幾 

項修正案 …
"第一欧裏截有市區法那一節裏 ‘容納'一 

詞的新定義。本部與整個南非所遭遇的最大 

問題，就是在城市內工作而在城市外定居的 

大批瞪居者，而且遺有极多人同居一起，甚 

至在市參議會所管轄的土著住宅直內，而且 

在白人住宅區的後院也竟有大幫非法住戶。 

地方當局必須負責供給容納這批人的處所。 

雖然事實上他們有此責任，而且依市區法第 

三節儘可强迫他們供應， 可是他們從未這喪 

做過 ……爲了協助市參議會起見，我們提出 

雨種辦法，一種已經衆院通過，就是專爲此事 

壽撥的钦，遺有更進一步的辦法我想政府幫 

助.採行，就是壽措的欺以備購置必要的土地 

……這一欺裏用 ‘容 納 ’一詞專與該法這一節 

有關'，使地方當局能够遂漸在地點與服務計 

劃上加以改良，爲他們供應較好的住宅。這 

樣可以使地方.當局易於遵守該法之中自從一 

九四五年以來就已存在的必要條件。

‘‘第二欧講到許多法金的規定其原意雖 

然並非要土著居住地點遵守，可是竟不適用 

於土著市鎭而適用於土著居任 :地點 ……
於是遺有第三钦講到土著居住地點的 

遷'移、減縮或取銷，雖然往往有人說 iâ是一• 
個重大原則，是一個專制的原則，實行起來， 

對於鎭委員會《T能有失公允，我却要各位議 

員相信，事實幷非如此。這不過是建立這喪

29 A/2505 and A d d .l ,第五O 二至五O 六段。



一個機構使土著事務部長確能依據地★當局 

或者鄰展當局的建講，把土著居住地點，土 

著市鎭或土著宿舍遷移、減縮或者取消。偷 

若相宜，我便會同意。否則由於衞生，安全， 

或者因爲區域或市鎭設計有所需耍，也會如 

此辦理…纖

" 第 五 钦 規 定 前 往 市 區 的 許 可 證 我  

們想假手于勞工局，讓不願當充僕役的人們 

有機會前往那些仍然有他們所願担任的別種 

工作的其他市區。但是他如果要前往某一城 

市，就只能限定担任那個城市尙有餘額的工 

作。這是合理的规定，定有極大稗益。地方 

當局以爲我們可能嚴格限定人所能做某項 

工作，這一點確屬過盧。我們決不會规定他 

只能做某種工作，只能在礦填，工廠等處工 
作 。，,30

三二 . 工 黨 議 員 Mr. H cpple表示反對說：

" . 許多市廣土著威覺嚴重房荒，尤 

其在約翰尼斯堡區，政府非特不爲設法供應 

土人所需的住宅，現在却開始根本驅遂 sa們
 可是這糧高容的土著居往地點更有一層

理由。一九四九年房租法提出修正案時工黨 

就管警吿政府說，主要市展情勢發展將極嚴 

重。自從政府動房祖法提出修正案以來，約翰 

尼斯堡市內所謂的華貴公寓大樓，屋頂一層 

大多數有土人的住所。他們鼓勵投機家建造 

華貴公寓，幷未禁 Jfc在屋頂建築土人住所。其 

中多數都是政府現在設法對付的新建築。我 

們反對政府的地方，在政府處理此事倒施逆 

行。政府不先爲無家的人設法供給家宅，然 

後解決實行種族隔離政策的問題，覚把現在 

有屋可住的人們先行輯走，這種做法就使這 

個問題益發嚴重。

‘‘ 不過我要囘来討論這件法案的本身。 

新添的又第三钦規定地主不得允許土人五人 

以上在其地産上居住，但經部長或在部長權 

力之下辦事的官員許可，得決定准許爲數較 

多的土人居住。換句話說，我們原來以爲規 

定了一種黑色斑點，祖可容納土著六人，但 

是部長加上一條但書，說，部長可以免予追

究，准許更多土著在默洲人房壶內居住人數

由部長決定，‘，於是這項规定便取清了 ;>我們 

愈多看這個法案，愈研究其中究免的辦法，就 

愈體驗到卽使部長本人也知道這件事情是辦 

不通的。新添的又第三欺（丁)項又规定另一 

免究精形，訂明部長着令這些地廣的現有土 

人遷離時，得准許地主在一年期間，或在部 

長決定之較長期間，免予査究。

Dr. D. L. Sm k(聯合黨）批評這件法案的一 

切條钦，尤其是其中第六钦。他 説 ：

‘‘首先我要請衆議院注意第六欧的规定 

和部長所稱他現在不過是使保護地的土人與 

聯邦内特留區的土人一致等語的這稿不同凡 

響的言論。當然，他決非如此辦理。他所作 

的，多少是想请惑棄議院和公康的視聽，我 

想部長幷不像各位議員應該有權希望於他的 

那樣直爽。照這一欺的規定，聯邦特留區土 

人與保護地土人所受的待遇大不相同。在委 

員會研究的階段中我把這一钦與所修正的本 

法的規定互相比較，設法說明其中的差別。但 

是聽了部長的言論，知道大家心目中的请亂 

依然存在。這稿主要的區別十分簡單，評有 

兩點。第一，聯邦特留區的土人可以前往任 

何市區，只要就地領到當地官廳的許可證就 

能够就雇，而保護地的土人却與其他外籍土 

人一樣，必須領到土著事務部長的許、可證，而 

此項許町體必須取得當地機關的同意始可發 

給 … …

‘‘ 我們所反對的其他若干條钦，就是第 

一第三及第四欧。按照這些條飲 , 我們覺得 

部長奪取了地方當局的若于最 ® 要的 職 權 。 

這樣他就使地方自治發展受一重大打盤。而 

地方自 ,治却是我們民主政治的精髓所在。這 

些條敦 , 款款含有侵犯地方自治的規定。這就 

是我們反對這件法案的主要理由之一。站在 

人道立填上，我們也反對這件法案，因爲這些 

條款想耍抜起幾千幾萬都市化土人的根抵， 

足以使那些已經雇主予以合理住處的土人 

遭過不必要的麻煩。譲我來貴總陳述這些條 

款的規定以及其實際意義究竟何在。原法第 

九條規定地方當局得规定任何土入必須居住

30衆議院辯論錄（H aim rd )第二號，一九五 

五年一月三十一日至二月四日，第五一八至五二 

0 欄 。
" 衆議院辯論錄（Hansard)筋三號，一九五 

五年二月七日至十一日第六五三至六五七欄。



•業一士著住 •电區，土著村莊或土著宿舍,但 

必須給卞合理的住屋或宿處等合宜的其他處 

所。這裹幷未提到部長。這全是市政當局憑 

自己的责任來安徘的事。依這件法案第一款， 

也許要遷移至部長核准的地段或計劃地點， 

在那裏可能#未篇待墓的土人供給房屋與宿 

處。我們說這對遷居的土人可能發生嚴重影 

赛，尤其是對於單身的土人和無力自行建築 

房屋的土人……

‘‘ 3 1且這一條款如果切货施行， 《了使萬 

千土人感覺不快，並使我們早已達到如此可 

驚的糖度的房荒與交通問題更加惡化。我們 

敢就，第一第三及第四款所定的武斷權力幷  

非必要，如遇地方當局玩忽職掌的情事，依 

原法第四十一節的規定，部長已有充分權力 

出而干涉，向地方當局追償 :損失，無需部長 

另有其他法律作爲武器。我們認爲關切的最 

後一點，就是第五敦列有下逮一項原則：發 

證的官員得在土人工作許可諧內註明條件訂 

明該土人所得受雇的工作辅類。無論何人無 

分種族或膚色都有權選擇他最適於担任之工 

作稿類，在所能獲得而最有利的市填出賣勞 

力，然而此種權利覚遭嚴重侵害。這樣，非 

特干涉土人選擇最好工作之自由，而且侵犯 

雇主的選擇權。這筒直又是干渉南非各方面 

生活的一個例證。""

這第五 款 也 受 Mr. Lcc-Wardcn (土著譲員） 

的 批 評 ：

" 我想就第五款暴進數言。這一敦規定 

非洲人離開市展未滿一年者，得仍囘市區，但 

須罔至原來的雇主做同一植類的工作。在我 

看來，這又是要使非籍工人受其歐洲雇主束 

縛的另一桂推。今天非洲人選擇職業的自由 

簡直業經削奪。這一款甚且變本加厲，不讓 

非洲工人選擇他們的雇主……我想卽使在一 

百年前，任何文明國裏也決不會准許這種情 

勢存在•，，此敦规定不僅違反了人權的基本原 

則，而且正是再度向非洲人表示，倘若他們 

自以爲是南非公民，應與其他公民享受同樣

權利，政府決心耍將這棟思想趁尙在萌并時

卽予勸除。""

三三 . 這件法律的主要規定就是：：要修正一 

九四五年法第一敦"容納"（"供絵 fl-:宅或宿處")一 

詞的定義把"備有輕部長核准之給水衛生及其他 

設備之任何土地或房邀供應居用"這層意思也包 

括在內。該法第三條授權部長根據特定理由，例 

如都市地方當局耍求將其市外的土人居住地點遷 

移 ，或者部長認爲土人居件 :地點有碍衛生，或者 

認爲遷移實爲市鎭設計或區域設計所必雷，或爲 

促進任何法律目標所必需，得强迫都市地方當局 

把土人居化地點遷移 '  縮小或者取消。

該法第四條想定市區房屋非經部長核准，所 

住非洲人不准超過五人。其中更规定現有房屋的 

主人在該法施行後，得允許同數的非洲入繼續居 

住一年，成者其他由部長決定的較長期限。這一 

條有一個有趣的特點，就是如有土人"無論何時， 

無論在何情形之下，發現在任何建築物內，而行 

跡可疑 f：l乎居 fi-:於該建築物內"者，提出反證明並 

無此事的責任，却須由被吿担負。除非被吿證明 

所控不確，他就要驅作確犯此項罪行。

這一條更規定非洲人在十二個月內同至原雇 

主處者得領入城許可證，並須担任同一種類的工 

作。地方當局有權限制工作申請人從事某種工作。

依第五條之規定，在巴蘇托蘭、培楚阿那蘭 

保護地及斯Æ西蘭出生的非洲人，都 受 ‘‘外籍土 

人"的待遇。他fra非輕土著事務部長書面許可，一 

律不准進入市區。

該法又規定十五歲以上十九歲以下的非洲  

人，如經妥爲調査，確，係 ‘‘遊手好閒"或者不是善 

類，縣長或土著事務專員得令送入依法設立的處 

所。原法截有 '‘遊手好聞"者的定義，就是"習常無 

業且無充分正當生計者"。

( 0 動力交通修正法，一九五五年第四十四號法

津

三四.委員會以前雨次報吿書會經講到國會 

制定了若干法律，以便在公用事業方面—— 特別 

在交通方面—— 勵行種族隔離政策。— 九五五年 

的第四十四號法律就是其中之一。

® 衆譲院辯論錄（Hansard)第六號，一九五 

五年二月二十八日至三月四日，第二 0 0 五至二 

0 0 八棵。

全上，第二 0 0 九至二 0 — 0 欄 。

" 參 閱 A/2505 and A dd .l, 第六二一段等等 

及 A / 2 7 19 ,第六九至七二段。



該法以一九四五年指定調査動力交通事業的 

Page委員會的建議爲其根據。其中若干條款與榻 

族問題有關。

三五.交通部長提出這件法案時扼要餘明関 

於種族陽離的主要條款；其 詞 如 下 ：

‘ ‘ 該委員會，卽全國交通委員會，和各 

地地方委員會的權力在若干方面已經擴展， 

以便增進效率。爲求明白起見，已經制定許 

多新條款，而且有大批已經成爲必不可少的 

修正案 …

" 公共汽単乘客按照膚色分座，業已制 

定條敦。爲了一貫货施這項原則起見必須使 

該法關於分座的規定適用於電堪及無軌電 

車 。這稿辦法只能在與地方當局諮商之後才 

能制定。委員會和各地委員會的指示並非先 

發制人者。我耍請各位譲員注意第十一敦，該 

款是修正原法的第十三條的。在頒發許可證 

所要 é 盧的各《 因素之中，大衆對於某一地 

區成有關錢路的交通需要，就是公共利益，現 

在提在 0Ü面了 ..........

一九五二年七著公用事業征賴:法業已 

規定每星期向一個基金織付欽項，不趙過六 

便士，專供爲土人興辦交通事業所收交通费  

率，以對土人合理者爲度。現在规定了基金 

的監督與管理—— 基金現在業已改爲一個跟 

户—— 把這些責任與工作交由全國運檢委員 

會負担。現在必須讓該委員會有若干權力使 

它能在這一方面有效行使職權。 ■是該委員 

會行使職權，仍須經部長核准。這裏我耍强 

調指出，關於某一市'區地方當局所收的欺項 

不能用於另一市區地方當屈所轄境內交通路 

錢的業務，除非此項路錢與業務也爲前一市 

區地方當局所轄的地區服務。如果又第十七 

節所截任何事項不需欽項，就可織還有關市 

區地方當局。販目的稽査由主計長負貴。

‘ ‘ 我剛才所講的修正案规定創立士•著交 

通事業賊戶，也須修正一九五二年土著公用 

事業征税法，這項修正見第二十敦。

三六 . 一般而論 , 聯合黨幷未反對這件法案。

Mr. H. E. Martins (國民賞）更説明這件法案 

的條款及其當然結果：

" ……這件法案规定全國交通委員會及 

公路交通婆員會與地方當局及市政當局合作 

首先就能看到稿族隔離政策付諸施行，爲了 

適應公衆利益，公典汽車一律分座或者分車。 

鍵由地方當局友好通力合作，種族隔離政策 

就能以最便宜的方式見諸實行。不過我要趕 

緊提出另一重要問題。過去我們看到出租汽 

車往往載有不同稿族的乘客，我們要請部長 

認眞定下政策，當交通委員會頒發出祖汽車 

執照時，領照人必須切實決定究竟想截歐洲 

乘客，遺是截非默洲乘客，不應該讓他們載 

送兩種的乘客。

" ，….，現在這伸法案使我們有機會能將 

出租汽車執照發絵歐洲入專截歐洲乘客，發 

給非歐洲人專截非歐洲乘客，如果這糧辦法 

合於公衆利益……我們要向部長提出這一嚴 

正要求。我們相信，這嚴做得到的，而且我們 

爲謀公衆利 3^確有理由，也 訂 定 辦 法 ，在開 

普敦的公共汽琪和電享一併實行種族隔離， 

公共汽車货行分跟辦法。如果經濟負担過重， 

人民不能承當， 可以採取分座辦法。我 ffg向 

這些人呼颤，■ 於出租汽車，參議會現在應 

該作一最後決定，不能讓乘客混雜。旣有實 

行的機構我相信一定能够做到

Mrs. B a llin g er(S由黨，土著讓員）請大家注 

意 ‘‘等級"一詞的新定義及其一切者涉，她幷批評 

這件法案的若干條款：

‘‘ ……我感覺與趣的，主要在 ‘‘等級"一 

詞的新定義，現在這名詞已經推廣到包括種 

族在內。根據這個新定義，在這個比較短的 

辦法裹，就有許多條欽成爲膚色的條欧。我 

勢必集中注意這些條欧，我遺想對這些條飲 

多多知道一些。

" 我所關切的主耍條铁就是第七欽。該 

欧授交通委員會一一等一會我要詢問這委員 

會的情形—— 或者授權地方養員會规定葱動 

力交通工具執照所載乘客和貨物的等級與分 

類，而且該修正案能使委員會有權，规定細 

節。該欽更授權委員會管制車輔所截的種類
35 ‘衆議院辯論錄 '■ (Hansard)第六號 , 

五年二月二十八日至三月四日，第二一三 

一四 0 欄 。

一九五

九至二 同上，第八號，一九五五年三月十四日至十 
八日第二九四六至二九四八欄。



並且在一輔車上劃出若干部份分別專供各稿 

乘客之用。不錯，他們固然只能在與地方當 

局諮商以後才能這麥做，担是所謂諮商未必 

就是獲取地方當局同意。該钦進而规定養員 

會或地方番員會有權接受或者訂定各種乘客 

的各稿車费表。這也是我們法律的一項新规 

定 ......
‘‘ 第十一数裏也含有膚色的特點在內。 

這一钦规定交通委員會將来發給執照時，有 

權考盧具領執照的交通事業所擬服務的人 

中，究覚大多數是那糖入。

‘‘ 最後，第十四钦，依那些授權交通委 

員會把可供各種族乘坐的公共汽車分座的以 

前幾钦又授權管理車上乘客的行動。該钦規 

定凡顯然無權進入汽車中某部份座位的乘客 

如果要求進入那一部说，售票員就有柜絕的 

自由。第十六钦规定交通事業眼戶適用於依 

土著公用事業法所定的土著公用事業捐的分 

配 。

'‘ 我所要提出的一點如下：依兩年前我 

們所通過的社交隔離法37,像在開普敦輕營交 

通的任何私營企業，如果願意，儘町備有此 

種隔離設傭。但是依道件法案的規定，交通 

委員會却能强制開普敦電車公司實行那稿辦 

法 。所以我要知道這是不是在這件法案內列 

有這一钦的目的，部長是否願意譲交通委員 

會有强迫開普敦電車公司實行政府此項政策 

的權力。

交通部長說：

" 這是十分顯然的，杏則我就不會把它 

列入這件法案 。"

Mr. R. B. Durrant (聯合黨）就這件法案的若 

于條欲提出下列各點意見：

* *…… 目前交通委員會不過把執照發給 

往來於甲、乙南地之間的公共交通工具。現在 

所提的這件修正案却规定交通委員會得審査  

任何公共交通工具所走的路錢，並规定此事 

應與地方當局商權辦理。我想這是一件得計 

的修正案。就我本人的經驗說，我們覺得本 

國都市中心發展，現有路錢搭載各級乘客，使

37參 閱 A/2719 ,第六九至七二段。

3 8衆議院辯論錄（Hansard)第九號，一九五 
五年三月二十一日至：!1十五日，第二九六六至二 

九六九棵。

當地居民惶惶不安；我說這話，乃是根據個 

人對於此事的經驗。

'‘目前就有一件關於我本人選區的事件C 
原來有一條土著公共汽車路錢，經過本區約 

達二十年之久。現在因爲地方發達，本區選 

民 頗 有 人 主 張 這 條 交 通 錢 應 該 改 道 …於 

是遺有一個新原則，就是現在儘可把公共車 

輔劃爲若干部份分別專供某一等級或某數等 

級乘客之用。第七钦就含有這項新原則。 目 

前的情形是各地交通委員會在有人請領營業 

執照時，可以规定公用車輔所載乘客的等級。 

依這法案，各地交通委員會核發乘客不业一 

等的交通工具的營業執照時，有權規定將車 

輔的某一部份割開專供某等乘客之用，並旦 

定各部份的車雙表，而且此事要與地方當局 

商植辦斑。我 想這也是這件法案的一項 進  
步

(g) 土著勞工（解決糾紛）修正法，一九五五年第 

五十九號法律

三七 . 這件法案的目的，是要新訂一條來替 

代本委員會第二次報吿書內所討論過的（A/2719, 
第六四至六八段）土著 勞 工 （解決糾紛）法卽一九 

五三年第四十八號法律第十八條。

三八 . 勞工部長提出土著勞工（解決糾紛）修 

正法案時，說明，這件法案的理由如次：

‘‘ ……該法（原法）第十八條有规定禁 Jt  
罷工與鎭厥的條钦。‘罷工 ’與 ‘截廠 '等詞，與工 

業和解法裏所稱罷工與傲廠有同樣的意義。 

該法的缺陷在 ‘罷工 '與 ‘鎖廠'雨詞的意思與現 

在該法第一條所稱的 '，資糾紛’的定義發生 

關係。換句話說,紙有因爲第一條所稱勞資糾 

紛而發生罷工—— 祖有在發生勞資糾紛時， 

方縫違犯第十八條。請讓我向各位譲員宣讀 

第十八條第五項所下的 ‘罷工 '定義。爲使這一 

點更加淸楚起見，我省寡若干字樣：

■*稱 ‘罷工 ’者，謂雇工拒絕或並未繼續工 

作……在勞資糾紛發生之後而有拒絕或並不 

克繼續工作之情事者。

‘‘ 我想請各位議員注意 ‘勞資糾紛 '一詞。 

照‘勞資糾紛 '一詞的定義，在某稿工資調整辨 

法有效期內，就不能有勞資糾紛存在。其目

3 9同上，第二九七五至二九八 0 欄 。



的是耍在法令或工資契約的有效期內確保勞 

資相安Éè事。但是這也有其他影響，一稿出乎 

意料的影響，就:l à 因爲 '罷工 '與 ‘勞資糾紛’的 

定義發生關係，於是拒絕工作或並未工作就 

不能視爲罷工。換句話說，在一項法令或其 

他工資調盤辦法有效期內罷工，幷不爲該法 

現在的规定所禁止，所以土人在這種期間儘 

可罷工。最近 ……依 利 沙 伯 港 （Port Eliza
beth) 的華银麥 (Walmef) 市有三十三名土著 

工人從午前七時起至午後一時罷工。罷工的 

原因是有一個土著工人對衞生檢査員態度傲 

慢而不服從遂被開除。依該法現在的規定，此 

事旣然涉及原則問題，本人身爲勞工部長，原 

不得不着令因罷工對他起蕭。現在斷第十八 

條所作的修正，用意就在使此事可以辦到。各 

位議員定然會體會到我 ffl處於如何難堪的地 

位 。幸而那些土人在午後一時復工，因爲我 

們尙能運用我們所有的其他機構……
*•倘若與工業和，解法中的 ‘罷工 '與 ‘鎭廠 ’ 

的定義比較起來，在這件法案業已就雇主改 

變雇傭條件或者任何人的受雇或停雇等事  

項，將這些定義增加了幾段。關於這些事填 

的罷工，過去認爲都在工業如解法的定義範 

圉之內，而且在新定義中提及該法也是耍消 

除道一方面的一切疑義。我應該捕充說一句， 

這些定義與工業和解法案的定義相符，那件 

法案現在正由特選委員會審議中，.....
■■如果雇傭條件规定耍加工若干時間而 

雇工拒絕履行時，他就應該按照該法所定的 

糖序辦理，而不應該採取拒絕工作的方法… 
'‘…雇工已往認爲雇主如果改變雇傭條 

件，他們就有機會罷工而不遂犯該法。原法 

的本意是想不用罷工的方法而用其他方法以 

求圓滿解決。所以這就留下一個漏洞。我們 

所揚議的修正案也適用於雇主。一旦雇傭條 

件有所改變，只要在這稿雇傭條件中所擬作 

的改變仍須由該法案設立的其他機構來劍定 

此項改變是否公平允當，雇主也就不能 '鎖廠 ’ 
解散雇 Ï ……

" …雇工之受雇解雇或暫停雇用都必須 

依該法的條钦解決，而不以罷工的方法來求 

解決。"4。

三九 . Mrs. Ballinger( 自由黨，土著議員）表 

示她反對所提譲的這件法律：

"… …任何機構,如果剝奪普通工業法令 

所规定的非洲工人與其雇主厳制的方法，我 

們一律反對。我要再度提醒部長，工業和解 

法规定在某些情形下一一就是說在主要的工 

業一一歐洲工人罷工長非法的一一但是却遺 

有機構使工人能與其雇主談判他們自己的雇 

傭條件。但是現任交通部長在一九五三年所 

择出的土著勞工（解決糾紛)法案却完全缺少 

這糧機構。部長講過，他反對工會機構，而 

如果有可能他想要把工會置於死地。他所定 

的機構乃是替土著談判雇傭條件實在是通過 

勞工委員會，溶有脆弱關係由歐洲人主持的 

一稿機構。當時我們反斷此種辦法，現在仍 

無改變主張的理由。'’

她指出土著勞工（解決糾紛)法幷未達到其目 

的，幷引證數字證明非歐工人比較歐洲工人罷工 

次數頻繁。

‘‘ 我敢説（我所引證的數字）反映出來的 

罷工情形可以看出適用 i f 歐洲人的機構， 比 

較應用於非歐洲人的機 â 遠爲有效 。"

她更申述白種工人在這方面比較政府前進， 

他們鼓勵非洲工人自動組織起来，設立淡判的機 

構。鼓可以銅礦爲例。最近幾個月来，歐洲人非特 

鼓勵非洲人組織起来，而且遺正視着下述事實： 

非洲人的組織應該推廣業務應該讓工入本身有更 

高的技能和知識。這糧措施當然是本踏一般工業 

計劃的一部檢。據這計 t r , 非洲工人與歐洲工人 

要設法分開，並設法保證確能控制工業界以謀白 

種工人的利益。町是白種工人遂漸覺悟，認爲這 

不自然的人爲保障，對於他們毫無用處，他們遂 

漸益發不願接受這稿地位。《

Mr. Hepple(工黨）强調指出這一法案對於參 

加罷工、進行罷工、煽動罷工或者鼓勵別人罷工 

的人所訂的嚴刑峻法。對於鎖廠解散雇工的雇主 

固然也定有同樣的懲罰，但是五百錄罰金對於一 

個土著工人和他的雇主，顯然是不會有同樣意義 

的。他 説 ：

衆議院辯論錄（Hansard)第十七號，一九 

五五年五月三十 0 至六月三日，第六七二六至六 

七三一欄。

« 同上，第六七三二至六七三五欄。



" 這件修正法案是想實現政府耍把土著 

工人罷工弄得在任何情形下都絕對不可能的

用意。

" 該法案對於工人遺有一種極不公平的 

地方，就是第三條，這種规定是適用於雇工 

的，要被告負責證明他沒有犯該欺所稱的罪 

行 ……這是很不公允的。把這責任推給工人， 

這是不公平的，這是不道德的……

" 現在提出棄議院的這件法案，把罷工 

的懲罰定得如此嚴酷，徒然會使種族關係益 

趨悪化，徒然會使南非的土著工人益感忿

恨。，，势

( h ) 種族分區（再修正）法， 

號法律

，九五五年第六十八

0 O . 本養員會在本節前頭談及稿族分區  

(修正）法，卽一九五五年第六十八號法律。一九 

五五年第六十八號法律是在國會屆會將閉幕時通 

過的，對於一九五 0 年第四十一號法律作進一步 

的修正。43

四一 . 地政部長向國會提出這件新法案時， 

代表內政部長發言，他 說 ：

**這項措施的主耍目的，翁一在修正稿 

族分區法，以1 ë改善實施情形，幷捕救實施 

時所看出的若干缺點。其次在使種族分區法 

不受黄金法的若干條文的牽制，最後在使若 

干法律作廢，因爲這件法律當初立法的用意 

原與種族分區法的目標相同， 可是如果繼續 

存在就會把法律弄得無謂複雜，而且足以妨 

礙種族分區法之實施。

‘‘這些規定中的第一項截於法案的第三 

钦 。該钦規定設立緩衝地帶。現在已經日益 

明顯，該法如果要順利實施，紙鄰的不同種 

族區域之間必須設立緩衝地帶。這種緩衝地 

帶可與稿族愿域同樣宣怖……在緩衝地帶 

內，只有公共機關或經部長核淮的人，廣能 

持有土地或房産，而且除部長所规定的用途 

外，無論何人一律不得占用這稿土地或房產

« 同上，第六七三七至六七四四欄。

43參 閱 a/2505 and A d d .l ,览五五五段等。

" 我所想說明的第二項修正就是第五钦  

裏所裁的一項。照第九條現在的规定，某一 

公司，如果成爲另一種族的公司，如果因爲 

有人取得控制股權，而他屬於幷未取得控制 

股權的稿族，這公司就不准繼績持有不動産。 

但某一公司如因有控制股權的人鼓棄此項權 

利，而改變其種族者，不在此限。又第九條 

规定無論男女如因與另一種族的人結婚或同 

居而改變其糖族者都不准繼續持有不動産。 

依此項规定實際發生的情形如下：例如有一 

印度稿人給錢與混血女人購買産業，在她購 

安此項査業以後他就與她結婚。這個女人因 

爲結婚而成爲印度種人，於是再把產業過戶 

•她的丈夫名下，不必請發許可證，因爲這 

是同一種族的人的交易。不動産這樣具手，是 

應該加以管制的。現在所提議的修正正可補 

救此種困難……

‘‘第十六條规定有無記名股的公司取得 

不動査的條件，想定任何公司發行無記名股 

票達資本股額三分之一以上者非經核發許可 

證不得置産。這種規定實屬必要， 因爲公司 

的種族究竟何屬，多少得爲其無記名股所掩 

蓋。鼓已發現有若干公司，幾乎全是亞洲種 

人所控制的公司，有無記名股，而非法持有 

不動産，因爲公司的身份爲若千無記名股票 

所隱蔽，很難取得其合法所有權的瞪明。所 

以第十二欧提議凡有無記名股的公司都有同 

樣義務，必須請領許可瞪然後方可取得或者 

保有不動産……

" 第十三钦應付該法第二十條所經歷的 

困難。凡依種族分區法或依稿族分區法以前 

的法律確係非法持有的不動産，部長得着令 

按縣持有人所同意的條件出售，如果不能成 

交，就公開拍賣。實際上每次出售，非法持有 

人只要使用'其對於出售條件的否決權就能受 

到阻镜。卽使擧行公開柏賣，也只有最高的標 

偵方能接受，而最高標债往往是由非法持有 

人同稿族的人所出的或者是由他所指定的人 

所出的。H此這種標價不能接受。現在第十 

三钦所提議的修正案就是要取銷非法持有人 

對於出售條件的否決權。按照修正案，部長就 

能決定條件，所有人不得加以否決，但是部 

長在決定條件以前必須先與所有人商權…•，-，



" 第十九缺所载修正案， 用意在使該法 

所要做的工作加速進行。我們所經歷的困難 

么一就是外界常常催促委員會與部長宣怖有 

関設立種族分區制度的政策，毫無問題這種 

耍求是有道理的，因爲若干區域的最後命運 

如何，終須決定，但是這却也有一稿危臉，就 

是單單宣佈稿族分區，而不經過國家法律规 

定，任何這糧政策的聲明，便會影響對這些 

區域所作的公允調査，並危及所作決定的公 

平程庚。問題就是要尋求解決此項困難的辦 

法 。我們越爲第十九钦所載的修正案便是正 

確的解決辦法。這項修正案规定徵求市鎮內 

種族分區的方案，並規定把應徵方案先加研 

究，然後再公吿把方案內所涉及的區域詳加 

調査。如 H爲方案荒唐，或僅胆礙進行與該 

法精神不合，而委員會決定不將所提的區域 

予以公吿時，委員會的此稿決定得由部長審 

核，如果部長贊同委員會的決定，此項方案 

就不採納。這樣便能以淘汰愿域的方法將政 

策從速決定，又會以宣布稿族分區的方法作 

爲決定政策的捷徑。

" 法案的第二個目的，在使稿族分區法 

不受黄金法若干條欧的牽制。各位議員都知 

道，黄金法有關於在適用該法各區域內取得 

及占有不動産的若干條钦。事實上這些條钦  

乃是達到與種族分區法相同自標的法律。第 

二十三钦至第二十六钦內所載修正案的目的 

就是要廢除那些現在已無理由繼續存在的法 

律 ，並使種族分區法的賞施更能不受牽制。

‘‘以前爲求達到同樣目的也有其他若干 

法律，現在有了種族分區法，這些目的就更 

能直接有效達到，這件法案的第三個自的，也 

就是最後一項目的，是耍廢除這些法律。

H二 . Mr. A. Bloomberg(聯合黨）批評政府

在原法通過時沒有注意反對派的意見。

"當一九五 0 年種族分鼠法原始提出時， 

政府並未注意反對黨的建譲，誠爲一大不幸。 

當時我已指出，現在我又指出，該法货有最 

嚴重的铁點，該法沒有受到這植重要法律所 

應加以的愼重考盧，該法要想照原有的规定 

付諸實施，乃是不切合货際的……
" 該法的一般原則就是本國種族混雜的 

居民應該淸淸楚楚地分開。到不同的化宅展

^ 議 院 辨 論 錄 （H an sard ) ,第十九號，一 
九五五年六月十三日至二十三日，第七七三八至 
七七四二欄。

去 …大家一定顯然知道，這些人民最後分 

開到不同的住宅展去畢竟就要非洲人遷居， 

因爲受累的也是以他們爲主。問題便立劉發 

生了 ：他們究竟能够遷居何處。雖然該法施 

行已達五年， 町是這一問題迄無答案……政 

府究竟如何把這批不幸的人民遷移到他區與 

他們的 in作相當接近的合宜任 :宅，使旭們有 

一個合宜的環境，這稿基本而實際的問題，我 

們沒有得到任何消息。究竟準備如何將政府 

這稿鳥托邦的理想付諸赞施而不要我們人民 

整批受累，我們完全在五里霧中。

■*那些緩銜地帶究將採取那種花樣這一 

钦並無詳細的规定；這是深堪注意的。有人 

說，關於所謂緩衝地帶，內政部長大約要採 

取土著事務部長的花樣，這一點，頗使本國 

公民感覺非常惶恐。筒言之，土著事務部關 

於這種緩衝地帶所定的基本辦法，就嚴凡土 

人住宅區與其他稿族所佔的區域之間以'五百 

碼爲緩衝地帶，土人住宅區與其他一切對外 

界錢之間，一律爲二，碼 ；惟此項界錢如爲  

國道則其緩衝地應爲五百碼。如爲省道，則 

爲三百碼；如爲其他一切道路則爲二百碼。

**據說緩衝地帶的目的是要把各種族隔 

開， 可是問題立刻發生了  ：這些緩衝地精能 

否作別的用途。最近幾星期來，關於它們的 

用途，謠言甚缴，本國人民頗感驚惶。有人 

說凡在緩衝地帶上或其 i t 鄰居住的人民一律 

不准在這些地帶種植。有人說這區域所有的 

一切障礙物均須一律淸除，包括豊作物奥樹 

木在內。更有人說這些地帶行將築爲機關槍 

陣地以備不時之需。

■■這件法案第三飲對於凡其土地行將割 

爲宣俺爲緩衝地帶的區域的人定有種種限 

制。部長大權獨擅，他能以公吿把任何種族 

區域周圍的任何遥域的全部或一部定爲緩衝 

地帶。一旦如此公吿以後，無論何人，倘若 

未領許 ft了證一律也無權把棱衝地帶內的任何 

土地或房產出售或作任何處置給任何人，而 

只能售予或交給國家，及代表政府行事的省 

政府或大都市當局；除非 É 3委員會領有特許 

證，不准在緩衝地帶內 i S 有任何土地或房産 

亦不准使用任何此植土地或房產；無論何人， 

一律不准把土地 f t 行分劃，或以任何方式使 

用土地之權授予任何他人。



‘‘由此可見部長在這土地掌撞着極大的 

控制權，這一钦的规定也有莫大的影響。

" 我希望政府念及第三钦的重要规定實 

施起來，大批奉公守法的無辜良民，就耍因 

爲他的財產要按照這件法案的規定處理而 

大受其累。

Mr. R. B. Durrant (聯合黨）指出稿族分區法 

的兩個基本原則幷說明這些原則行將如何受現在 

討論中這一法律條钦的影響：

'‘ 當彻原來同意的雨個基本原則如下： 

第一，我們現在混雜居化的居民必須分開，而 

且在各種族人民今後的發展和有計割的安頓 

方面，本國的發展必須能够實行居住及社交 

隔離的這個根深莱固的傳統原則。果眞^如此 

就分開現有混合區域的工作而言，大家業已 

同意，而且全體明白，一定耍在該法規定付 

諸實施時，保護所有受彰響的人民的旣有權 

利。

‘‘ 我要說明，這件法案的確企圖取銷目 

前脫蘭斯Æ 爾一部儉居民依黄金法所享有的 

旣得權利。黄金法不是現在想耍廢 Jfc的。

‘‘ 大家也都同意，稿族分區施行起來，凡 

受該法规定影 « 的人不能遭經濟損失，有權 

在他們許多年來所發展的家裏居住，而不應 

該遭過份的困難。

‘‘ 就表面論，我國非歐洲人民所受影響 

一定比歐洲人民較大。歐洲人民也受影響，不 

過較輕。同時在不定的情勢繼續存在時，本 

國許多産業交易，業有經濟損失，業有困難， 

業有禱躇不定的情形。如果第二項（a) 目嚴格 

忖諸實施私人和地方當局就會有千千萬萬錄 

的損失。政府能用這種權力强迫把實施這件 

法案所希望取得的市區財產的便値壓低。

‘‘ 我獲悉這一法案，照提出衆議院的情 

形看來，正在設法挽救現有的精況並不再歸 

通常屬於歐洲糖族各區域裏的非混血種族擴 

大授予占有之權。我對這一點幷無異議。町 

是這件法案的规定殊有過於此者，它竟愕然 

剝奪現有地主旣得的士地所有權，而且我開 

頭就已講過，适幷不是該法通過時的本意。內 

政部部長曾經一再申明，這些權利一定予以

保護而且原来這個法律幷不想消減現有的權 

利 。"
Mr. Lovell(工黨）說 ：

" 我想稿族分區法是業已趨於瘦狂的種 

族主義。各位讀到這件法案裏像劃分種族區 

域這一類的字句時，所得的結論就是我們也 

許業已喪失理智，說一個人不是與他在成爲  

另一稿族之一说子以前時原来爲其一说子的 

種族相同的稿族之一汾子，這眞是煞费心機 

的言論。這簡直是完全荒唐。

" ……這法律而且確立我可以稱爲人類 

變色晰暢的制度。依這件法案，一個印度人 

與混血稿男子結婚，就變了膚色而成爲混血  

稿入。依這件法案，一個混血稿人與土人結 

婚，就成爲黑入。我所謂人類變色晰螺，我 

想這話不無道理。我們如果想按照條頓方式 

採取隔離居住這稿原則而要合理施行時所必 

須歸付的奇暴行政抬施便毫無 Jfc境了。<7

四三 . 該法的主要條钦之一就是第三條。這 

一條授權總督以公吿劃定與一九五 0 年種族分區 

法所稱任何稿族區域全部或一部紙鄰的任何地 

區 ，並宣吿此種地 ®爲緩衝地帶或者宣吿此種地 

區行將定爲該法所稱之緩衝地帶。一個地區一經 

宣告爲緩衝地帶後，除經部長核發許可證者外，無 

論何人一律不准把緩衝地帶內所有的土地或建築 

物出售或作其他處分，但出售或處分給政府者不 

在此限。•再者，地主不得佔據成者譲任何人佔據 

凝衝地帶內的任何土地或建築物，並不得使用緩 

銜地帶以供未經領取許證而獲核准之用途。

這法律把以前法律的許多地方加以修正或捕 

充 ，目的在資理若干特殊情事，例如不動產的女 

性所有人因結婚而改，身檢，公司控制股權的所 

有權變更，或者因爲不動産出售而發生的變更。

最後，這法律載有對貴金屬及普通金屬法  

—— 卽通常所稱黄金法—— 的若干修正案。黄金 

法亦有若干條取不准混血 f  f 人在該法所稱的區域 

內取得土地權或占有土地。依這件法案所截的修 

正案關於種族隔離的條欧則黄金法裏删去，所 

以種族分區法現在成爲適用於任何地區的唯一法 

律 。

4 5同上，第七七四四至七七四九欄。
« 同上，第七七五三至七七六 0 欄。 

4 7同上，第七七七六至七七七七欄。



( i ) 稿族分展發展法， 

律

‘九五3 ：年 îiî六十九號法

四四 . 上屈國會，除上文已加分析的一九五 

0 年第四十一號種族分展法的雨個修正法并 , 還 

制訂了一九五五年筋六十九號棟族分區發展法。 

這是政府 ÏÏ行把居民中各種族隔 î i 的政策所採取 

的若干措施之— 。

四五，內政部長說明這法律的目的如下：

" 第一，該法能《族展域 可以積極發展， 

在另一方面其目的在儘量免除由於設置種族 

區域而可能發生的地偵投機。種族展域之積 

fe發展，業已成爲必要之舉，因爲有若干因 

素業已發生。第一，大衆不僅堅決主張趕快 

設置種族區域，而且耍求稿族區城一經宣怖 

以後儘速淸除由無權留居的人佔用的情事。 

另一方面，在已輕宣布的糖族區域內無 « 留  

居的人民也同樣渴望遷居到他自己的區域 

裏去。所以遷移一事確有從速加緊辦理之必 

要 ，以 便 此 事 •能以正常的速度進行。

‘‘發展種族區域的第二個原因就是原由 

遷出的種族估用的房屋，不一定盡皆適於留 

居或遷入的棟族居化，因此，便不會立卽由 

留居成遷入的棟族所購買。在另一方面，遷 

出的種族要把投於那些產業的資金收囘以便 

在別的地方另購地產房屋，也有困難。留居 

或遷入的種族，在另一方面會購置空出而適 

於他們使用的房屋。因此大家覺得必須有一 

種方法能使遷出構族的資金得以活動，以便 

另購新產又設法使空出的房屋適於遷入稿 

族使用。大家定能體會，在這糖情形之下，就 

恨有對地產價格投機取巧的機會；我們不能 

政任縱容這糖投機取巧而不加管制。所以必 

須及時採取必要# 驟 ，以免地產投機弄得不 

堪收拾。此外又須保證那些行將劃爲非白種 

人區域的土地不要過份跟慣，庶幾不敎剝制 

這些人民一一這些人民無論如何是力不能勝 

的。這件法案設法達成這兩個目的，所用方 

法 ，是在览二欧裏规定設立一個委員會，叫 

做種族分展發展養員會。第十二钦规定賦予 

該委員會以透成上述目的所需的權力。我 

以槪括地說，就 該 會 的 權 力 及 職 掌 而 論 ， 

現在的確遵循其他黎已設立的頼似委M會的 

先例。該養以，只能在 Li經宣怖適用辅族分

賊發展法的辅族愿域內履行職掌。換句話說， 

這 法 律 不 是 當 然 以 適 用 的 ，必須先由部長 

# 核糖族分區委員會的報吿書以後癒能明白 

规定適用。剛總最後所講的那個委員會，卽 

種族分區委員會負有就榻族區域設置事宜提 

出意見以備部長諮詢之任務，必須也就擬卽 

规定適用《族分區發展法的區域，提出建議。

'‘一旦種族分區發展法適用於某一區域， 

發展委員會就有權處理因實行種族分區法而 

受影響的財產，按 卽第一 钦所稱‘受影響財 

m \ 該委員會對於此項財産有先買先得之權 

(筑十六欺）。該委員會在這種區城裏的第一 

項任務就是要把影響所及的財產列一淸單 

(第十五欧）。在此項淸單列出以後，這些財 

產的基價就要肅可能從速決定（第十九钦）。 

財產的基偵，按照第一飲的定義，就是土地 

的市價，加估偵時所有房屋的建築成本’，减 

去折舊（第一数）。依第三十二欧之想定，土 

地的市價之決定並不計及土地所在區域已經 

指定爲種族區域的這項事實。基償並非由委 

員會自行決定，而是由有關省區行政專員所 

派的佑慣賛決定的。"48 
四六，M r. A . Bloomberg (聯合黨）指出這法 

律所含的一個新原則：

"這件法案是最重要的一件立法事項，其 

中含有一個恨重要的原則，是本國的一個新 

原則—— 簡直等於由政府管制南非的地m 市

填 .

‘‘反對派對於原有種族分區法的主要異 

議之一就是該法沒有對本國財產所有人因該 

法之施行而須他遷者予以辅償的规定。我們 

坐在譲院這一邊的議員詳細指出我們當時稱 

爲未經充份考慮的一件立法案的厳重缺點。 

……當時卽五年以前，我就講過，此項法律 

就是本國政府管制地產市填的第一步。我們 

的態庚業已是完全證明是有理由的……

••我對於此項措施的筑一植批評就是政 

府主張將絕大的權力交給一個大約係由公務 

人員組成的委員會。每《權力，如菜:不妥爲

" 衆議院辯論錄（Hansard)第十九號，一九 

五五年六月十三日至二十三日，第八二 0 二至八 

二 0 九欄。



掛醉，絕對秉公地行使，便會使本國許多公 

民受不可賠償的傷害，或者幾乎完全服產。

當該法案舉行三讀時，Mr. Bloomberg撮述 

他反對這件法案的理由如次：

‘‘我依然覺得政府在本屆會議行將結束 

的最後一则向國會提出這樣一個複雜的法 

案 ，是不對的。這件法案最爲錯綜複雜。其 

中載着部長耍各族各自有其住宅區的提案， 

又訂明凡因原來的種族分愿法之實施而被迫 

他遷的業主如何由政府捕償的辦法。我要老 

實聲明，我不中意這件法案所載的方案。我 

依然認爲由關係各方組成的特選委員會可能 

提出一糧措施對於影響所及的人民應得的補 

償會制定較妥的規定。……我們只能希望這 

件法案現在由內政部及部長妥予裕酌絕對秉 

公實施。我們希望部長竭力履行他所常常提 

供的保證，不僅是他在該法通過時，而且也 

是他在處理與種族分區法有關的法案時時常 

提供的保瞪，就是他決心實行該法的精神，不 

徒任何人無端受累。"
內政部長答稱：

‘‘ 我要聲明，就平常而論，耍不是本年 

三月間與地方及各省當局舉行會議 Ï 這事原 

是要提交特選妻員會的。不過我的確覺得在 

這件事情上我們負有一個重大的公共責任， 

所以我認爲不必把這仲法案送交特選委員 

會 。C astle區 譲 員 （Mr. Bloomberg)對於這 

件法案仍未滿意，本入深引爲爐。我原來以 

爲他對這件法案蕭識較深以後，就會改變意 

思的；不過我相信他定會像我一樣明白這件 

法案乃是想漸重耍的事。"®

四七 . 這法律的用意，是在解決稿族區域裏 

不屬於指定種族的人所有不動産所有人應得的補 

償問題，旣耍避免因爲該區公布爲種族區域而受 

損失的危臉，又要避免單因此事而發生的財産漲 

便 。

有一個特別機構,名爲種族分區發展婆員會 

依這法律成立，委員係由政府指定。該委員會斜 

•於 "受影響財産" 有關的問題有管轄權。依該法 

之规定，受影響的財產，係指依一九玉 0 年稿族

同上，第八二 0 九欄。

™ 同•上 ，第A 三五 0 至八三五二欄。

分區法宣吿篇種族區域的地廣以內不屬於公告指 

定糖族的人們所有的任何不動査而言。

委員會有權購買及出售不動産，建立 "市鎭"， 

放钦並且建築房屋。委員會又可經地方當局同意， 

將其權力交託該地方當局。

或，參照憲章關於人權之規定及世界人 

權宣言檢封定有差別待遇之法律

A . 所檢討的法規與南非聯邦依憲章中與人權有 

關各規定所負義務之比較

四八.本章第一節所分析的立法措施乃南非 

聯邦政府稿族隔離政策的一部汾。其中若干措施， 

無疑會使以前原有的歧視情事變本加厲，尤其是 

一九五五年第七號財政與審許修正法，一九五五 

年第十三號土著管理修正法，一九五五年第十六 

號土人（市區）修正法，一 九 五 年 第 四 十 四 號 動  

力交通修正法及一九五五年第 3Î十九號土著勞工 

(解決糾紛）修正法。

是年制定的其他法津，例如一九五五年第六 

號種族分區修正法，一九五五年第六十八雖種族 

分®  (再修正）法及一九五五年第六十九號種族分 

區發展法，嚴格講起來，並未加增原有的歧視程 

度，目的紙在捕充或者修正早先立法中的规定，或 

者蘭明其中若干不淸楚的地方。但是本委員會以 

前的報吿書分析早先的立法時，已經指明那些立 

法與憲章關於人權的條钦，毫無問題，是相矛盾 

的。

若干法规，例如一九五四年第四十四號班圖 

敎育修正法；甚至多少改善了土人、的生活情況，但 

是都是以稿族陽離爲原貝I)。

四九 . 在這稿情形之下，本委員會只能把第 

一次報吿書（A/2505 and Add. 1)第六八九段和第 

二次報吿書（A /2719)第一 0 二段助話重說一遍。 

南非聯邦政府實行稿族隔離政策，尤其是採取使 

非白稿族地位更趨惡化的有關措施，未能履行它 

依憲章第五十六條所負的義務。结些措施亦與憲 

章第一條第三項所载的宗旨背馳。

B . 所檢討的法规與世界人權宣言條欧之比較

( 一 ）所檢討的规定與該宣言中關於一定權利之 

條欧的比較

( a ) 糧族分區修正法，一九五五年第六號法律



五 o . 這法律修正一九五 o 年第四十一號稿 

族分區法的若于地方。依這新法律，地權諮詢局 

有權判定要想在該局所舉行的調査作口頭陳述的 

人究竟對於各該案是否眞有利害關係，這種掛酌 

決定之權而且追溯旣往，自一九五四年三月二十 

九曰生效。一九五五年的法律又對該局所遵循的 

程序提出其他若干修正。

五一 . 本委員會査悉這些修正，無論對於願 

向地權諮詢局所有陳述的人如何厳重，但是對於 

聯邦居民一體適用，那就沒有對各糧族予以差別 

待遇的含意，所以本婆員會無須對這些修正表示 

意見。

( b ) 財政及審計修正法，一九五五年第七號許律

五二.這法律乃是一九五三年第四十七號法 

律 ，班圖敎育法的當然結論。本委員會第二次報 

吿書（A / 2 7 19 ,第五十五段及第一百 0 —段）對於 

那個法律加以分析與批評。這種新法律（一九五 

五 年 ）規定了一九五三年法律所沒有處理的一個 

基本問題，就是班圖族兒童另建敎育制度的經費 

壽指問題。依 （一九五五年 )新法律，此項輕費有 

兩 個 来 源 ：自國家總預算撥出固定經費，每年六 

百五十萬镑；自班圖族所徽直接稷:中撥出某一百 

分數，數額不定。

五三.這件新法律卽使就一九五三年第四十 

七號法律所定的比較有隅的特別任務規定而输， 

大約也會使班圖兒童敎育發展遲®  , 實與世界人 

權宣言第二十六條第一項所載的若干原則歡觸。 

該 項原文說：

"第二十六條

"(一） 人人皆有受敎育之權。敎育應屬

免 費 ，至少初級及基本敎育應然。相級敎育

應屬强組性質。技術與職業敎育應廣爲設立。

高等敎育應予人人平等機會，以成績爲準。"

五四 . 一九五五年第七號法律又.引起了另一 

問題。這就是爲某一種族另外發展敎育遺得看這 

種族的人所織直接稷 :的數額。的確，人權宣言並 

未明白表示賦親 :應該却何分配及徵收，亦未明白 

表示這種賦税所得的經費，應該如何使用於各棟 

公共事業。本委員會覺得必須說，若干預算原則， 

例如納税責任應與納税人的能力相稱，以及國家 

財源的使用，應爲求恶及全體公民不得有所軒鞋， 

凡此糧糧似乎都已成爲文明人民一律公感的原

則。再 者 ，國家財源的使用應求惠及全體公庚不 

得有所軒鞋，據本委員會的意見，這項原則乃是 

在用公钦辦理公共敎育的國家裏人人都有受敎育 

的平等權利的這項原則的無可避免的結論。

( C )  土著營理修正法，一九五五年第十三號法律

五五 . 按照這一法律，部長有權將管轄權授 

予任何會長或頭目，以便審說並處罰所有在其管 

轄區內犯了習慣法或土著法律習慣上的任何罪行 

的土人或者犯了該法附表所列諸如叛逆、殺人等 

重大罪行以外其他國會法律上的罪行的土人。會 

長行使此項管轄權時對於年齡顯然在三十歲以下 

的未婚労子有權科以體刑。這一法律定有 13金的 

最高限額，並且禁止因爲科刑而有死亡、幾廢、身 

體受嚴重傷害或下獄情事。犯罪之人，如非土著， 

會長無權審判。無論何人，如經會長判處罰金而 

不遵織，食長有權逮捕押送土著專員發落。土著 

專員査明所處罰金確屬有當而仍不遵命纖納罰金 

時 ，得判處三個月以下之徒刑並得酌定科以苦  

役或否。土著專員通常爲會長判罪案件的上訴機 

關 ，有權維持原判、更改原判或徹銷原判。該法 

授權土著事務部長訂定條例，規定授予會長及土 

著專員的職權應該如何行使。

五六、專爲居民中某一種族另立刑訳糖序的 

制度與刑罰，這種辦法是否高明姑勿置論，委員 

會注意到一九五五年第十三，號法律把第一級及第 

二級審凯及懲罰的權力授諸土著或歐洲行政當 

局。而且該法並未廢止體刑不過禁 .止若干方式。在 

這糧情形之下，f 員會相信一九五五年第十三號 

法律的规定與世人權宣言第五條第十條及第十 

三條第一項實相歡觸。査這些條钦原文如次：

"第五條

" 任何人不容加以酷刑，或施以殘忍不 

人道或侮慢之待遇或處罰。"

"第十條

" 人人於其權利與義務受判定時及被刑 

事控吿時，有權享受獨立無私法庭之絕對平 

等不偏且公開之聽審。"

‘‘第十一條

"(一） 凡受刑事控吿者，在未輕依法公 

開審判證實有罪前，應親爲無罪，審判時並 

須予以答辯上所需之一切保證。"



(d) 土人（市區）修正法，一九五五年第十六號法 

律

五七.這件法案係修正本委員會第一次報吿  

書 （A/2505 and A d d . l ,第五O 二至五O 六段）討 

論過一九四五年第二十五號法律，土人（市展）合 

訂法。

新 法 (一九五五年法律）却遺進一步限制土人 

在市區居留的權利和選揮職業的自由。這一法律 

並且把本委員會第一次報吿書（A/2505 and Add. 
1 ,第五三二段，第 八 七 五 段 及 八 八 一 段 ）所檢討 

過的一九五二年第五十四號法律的條欽適用於十 

五歲以上十九歲以下的靑年人，因此任何土人只 

要被人疑爲"游手好間或表不良份子"就能押送農 

業營或工作營或其他類似機關去從事該法或依據 

該法所訂條例规定的勞動。

五八.本委員會認爲一九五五年法律的這些 

條钦都與人權宣言第十三條第一項及第二十三條 

第一項的规定不合。這些條文如次：

"第十三條

"(一） 人人在一國境内有自由遷徙及揮 

居之權。"

"第二十三條

"(一） 人人有權工作，自由選揮職業，享 

受公平k 裕之工作條件及失業之保障。"

( C ) 動力交通修正法，一九五五年第四十四號法 

律

五九.這件法案把公用交通事業的稿族隔離 

原 則 推 廣 到 已 往 從 未 强 行 這 政 策 的 電 車 、無 

軌電車及公共汽車業。該法而且爲土人的交通事 

業設立特別某金，自土人應織的特稿賦税所得的 

收入，撥出一個百分數作爲基金。

六 0 . 世界人權宣言雖然沒有專爲公用事業 

平等利用明確有所规定，但是本委M會認爲該法 

的條钦違反宣言第一條、第二條及第七條所載一 

律平等不得有所歧視的原則。

(f)  土著勞工（爭議之解決）修正法，一九五五年 

第五十九號法律

六一.這件法案的目的是想董訂早先法律的

業已推及任何聚衆停工的情事。這裏値得注意的 

是 "勞資糾紛"一詞從前對士著或非土著工人一津 

適用，現在就土著工人而言，這個名詞却耍另下 

一個新定義，這個新定義，在許多地方顯然與適 

用於聯邦其他工人的定義不同。最後，土著工人 

如果違犯罷工禁例，現在耍受重罰。雇主如果"封 

廠" 而解雇土著工入，表面上固然能科以同樣重 

罰，但是工人與雇主在鍵濟上地位懸殊，使這種法 

律上的平等成爲空談。

六二，本委員會認爲一九五五年第五十九髓 

法律的规定比早先的法律益發俊害世界人權宣言 

第二十三條第四項所宣布的工會權利。該項原文 

如 次 ：

"第二十三條 

四） 人人爲維護其權益有組織及參加 

工會之權。"

( g ) 稿族分區（再修正）法 ，一九五五年第六十八 

號法律

六 三 .第 六 十八號法律所規定的緩衝地帶並 

未改變一九五 0 年第四十號法律的一般原則。除 

此以外，新法律僅僅修正早先所有法律的若干細 

節而沒有改變早先所有法律的一般性格。

所以本 .委 員 會 只 請 參 閱 第 一 次 報 吿 書 （A/ 
2505a n d A d d . l ,第八七 K 及第八七八段）對一九 

五 0 年法律所作的批評。

( h ) 稿族分® 發展法，一九五五年第六十九號法 

律

六四 . 該法目的在控制一九五 0 年法律所稱 

稿族區域或其他區域內不動產的處置及取得，並 

在專爲此事設立的委員會的監督之下發展此種區 

域 。

六 五 .該 法 的 规 定 旣 然 適 用 於 所 有 種 族 區  

域 ，不論其爲何種何族，該法本身並無差別待瑪 

之含意，所以本委員會並無發表意見之責任。

(二）所檢討的法规，就其整個而論，究竟符合世 

界人權宣言訂定一般原則的若干條至何糖 

度 ？

六六 . 本委員會惑爲上文所檢討的新措施， 

悉與早先爲推行稿族隔離政策 ---------種以人類種

第十八條，而且特別耍重行替"罷工"一詞下一定  族不平等的觀念爲根據的政策—— 所制定的法律

義。新定義遠較奮定義含義廣泛。依卑先的法律， 

土著工人在若干情形下禁止罷工，現在這一禁例

相同，實與世界人權宣言第一條m 二條及第七條 

的規定相反。這些條文如次 ：-



"第一條

‘‘ 人皆生而自由；在尊嚴及權利上均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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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之一切權利 

與自由，不分種族、旧色、性別，語言，宗 

敎、政見或他種主張，國籍或門第、財產、出 

生或他稿身分。

"且不得因一人所録國家或地路之政洽、 

行政或國際地位之不同而有所區別，無論該 

地區係獨立、託管、非自治或受有其他主權 

上之限制。"

"第七條

■■人人在法律上悉凰平等，且應一體享 

受法律之平等保護。入人有權?K受平等保護， 

以防止違反本宣言之任何歧親及煽動此種歧 

視之任何行爲。"

本養員會認爲一般情勢因最近所採措施而益 

嚴重，實不容人權宣言筑二十九條第二項所宣布 

之原則充分付諸货行。該項原文如下：

"第二十九條

‘‘（二）人人於行使其權利及自由時僅應 

受法律所定之限制，且此種限制之唯一目的 

應在確認及尊S 他人之« 利與自由並謀符合 

民主社會中道德、公共秩序及一般福利所需 

之公允條件。"

第 章

有關種族情勢的重要發展5

六七 .本章所載爲委畏會上次報吿書完成後  

所發生的經委員會認爲對袖族問題有 l l ï接間係的 

主 要 事 件 。爲 求 明 晰 起 見 ，本章分節叔述。 筋一 

節論到一九五四年十二月的政府 eL報事件，放討 

論新政府 ■ 於 辅族間題的各項宣言，與在野黨和 

各報對這些宣言的觀威。第二節列被綺一黨於一 

九五四年十一^月 在 花 嚴 城 （Bloemfontein) 舉行全 

代表大會時通過的統一黨士著政策的耍點。 ÎTï三 

節論到議會一九五五年屆會通過與混血稀人選舉 

權有關的雨個法案，一個是改革聯邦最高法院法， 

另一個是修正參議院組織法。第 M 節報吿股蘭斯 

開領土總議會（邦加）的 決議，該決議原則上接受 

一九五一年班圆族當局法。第五節說明過去所制 

訂的若干有 ■ -造 別 待 遇 的 立 法 條 文 的 際 影 響 。 

第六節檢討班圓族敎育間題。第七節討論與聯邦 

經濟和社會發展有 l i 的若干事件。第八節論到研 

究種族問題的科學機關的工作。 ttî九節列述南非

本章所根據的材料主要地是議會辯論紀鋒， 

其他南非官方出版物，南非聯邦阿非利加文及英 

文日報和週列的紀政與若干其他出版物，其中値 
得指出的是南非軸族事務 ;》i 和南非稍族關係研究 

所的出版物。委員會也採用了若干W際新聞機關 

的新聞報導。

各 敎 會 對 於 若 r-廣 ÏZ f.'ii題的態度 0 節恶述非

洲人全民公食的活⑩，包 括 人 大 f r 的會講情形。 

馆十一節報沿秘族 Ü11题 在 M際 //而 引 起 的 反 響 ， 

允其是在聯邦 Jïi外 l i 行 的 若 千 次 會 的 表 示 。

登,政府改組;政府關於種族問題的一般 

宣言與議會對此問題的一般辯論

六八 . 委 M會筋二次報告書提出後一年內的 

主要政洽事件是聯邦總理 ,1!̂ 蘭博士（ Dr. Malan ) 
辭職（一九五M年十月十二  H宣怖辭職，十一月三 

十曰正式去職），由前土地及灌微部長 Mr. Strij- 
dom 繼任（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三十日）。Mr. Strij- 
dom於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二日組成的新政府在人 

選方而興馬蘭博士的政府差不多完全相同。Sena- 
tor Verwoerd仍任土人事務郁長。但其他部長職位 

也有換人的，例如 Mr. Louw繼 Mr. Havenga任 

財政郁長。本節專論此事對政府 t f 族政策的影響。

本節分爲雨個分節。第一分節載有各報所截 

政份人員在議會外的言論。有的言論是在新政府 

成立以前發表的，有的是在成立以後發表的。第二 

分節 -战有邊會三次一般辯論中所作關於 I. 族問題 

的言論。



A . 政府的宣言 

(一）馬蘭政府官員的言論

六九 . 從 一 九 五 四 年 八 月 到 Mr. Strijdom 
的政府就職時的時期是一個選舉前和選舉後的時 

期，因爲在一九五四年八月中舉行了各省的選擧， 

結果國民黨在好望角省，橘河自由番和股蘭斯％ 

爾都獲得强大多數。因此當時所作關於政府種族 

政策的公開言論，頗値重視。兹將當時各報所截 

土 人 事 務 部 長 Dr. V crw oerd的若千言論暮述如 

下 ，並註明其出處。

Dr. Verwoerd在一九五四年八月說班圖族食 

長對國民黨政府的政策信賴日深。他又說在那個 

時候沒有人能够說何時可以達致全面種族隔離。 

他在答覆一個問題時說國防部長正在採取積極步 

驟，組織國防部，俾得應付非白人民"暴動"的危 

機。"突隱隊"制度爲國防政策的一部分；如有毛 

毛 （Mau M au)運動一類的事件發生，卽可彈壓。52

Dr. Vcrwoerd指出實行稀族併合的結果將爲 

士著人民居優勢的局勢，而#^ l̂i族平等。事實上 

可供選擇者•只有兩條路，一條是隔離，這樣可以 

保證秩序，對白人和非Û 人民均有利益；另一條 

就是白種入被一個混血人種所吞滅。58

在選舉之後，原 ,!!5蘭 政 府 的 土 地 部 長 Mr. 
Strijdom 發表若干言論，益將其最 *要者雾述如 

下。

國民黨會議在一九五 ra年九月十四日於比勒 

陀利亞（Pretoria)開會時，Mr. S trijdom 說該黨 

第三個目的（繼共和國和議會主權之後）就是植族 

隔離。他承認全面種族隨離的理想一時仰不能達 

到 ，但是他指出到當時爲 Jfc, 植族隔離所逵到的 

程 度 已 較 General Hertzog提倡的種族分離制度 

所達到者爲高。M

"是報"在 Mr. Strijdom發表此項言論之次日 

發表一篇社論，其中有一段如下：

".有一點，Mr. S trijd o m 認爲在現

有情现下和 ^̂ 頻見的將来，全面種族隔離是

62

報 。

報 。

53

，九五四年八月十六日 "Die Transvaler" 

"九五pg年 八 月 十 七 日 "Die Transvaler" 

-九五RLj年九月十 五 日 "Die Transvaler"

不能實現的。更重耍的是他深信任何政黨如 

以全面種族隔離的政綱從事競選，將永遠不 

能獲得政權。

‘‘可見最少已經開始有一點理想的冷 

風，吹入包圓在種族隔離問題四周的政治濃 

霧 。"55

(二）新政府成立後的政府言論 

七 0 . 內閣總理於十二月^0在 Nylstroom的 

愤 說 中 說 ：

" ……鑑於改變後的情现，並因雷要， 

將來成須加速並擴大種族隔離政策的實施， 

以求有助於歐洲人與非歐洲人間的友好關 

係。"5®
其後數日，Mr. Strijdom在花泉城說非白人 

在南非獲得政權之時，就是白人的末日，因此吾 

人必須作殊死戰。他又說國民黨相信白人必須在 

他們的範圍內維持他們的權力，但是也相信動非 

白人公正和平等的原則。非白人應能在他們自己 

的範圍內照他們自己的方式和能力，並藉白人所 

能給予他們的協助，自行發展。57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 Strijdom總理政班圖 

族的聖誕節文告

七一 . 內閣總现 Mr. Strijdom於聖誕節對班 

■ 族發表文吿，向他們保證政府的支持，並且読 

政府願鼓勵並領導他們趨向獨立。他列擧爲求達 

成此項目的所待努力的事項，其 中 說 到 ：

" ……你們尙須學督發展並開綴你們自 

己的地區，使你們的家鄉得趨繁祭。你們必 

須學習在你們的地區內自治。你們必須學習 

作你們自己的商人，建築工人，木工，醫生， 

福利工作人員，及其他。這是另一個發展工 

作，必須以你們自己的生活方式爲基礎。你 

們必須學努使你們自己的社區能在各方面自 

絵自足 .......
‘‘  一個人爲什喪耍追求一個町以使

其民族減亡的不可能實現的理想，而不以依 

據這些途徑保全其原有的傳統並圖發展爲目 

標 呢 ？

55 —九五四年九月十五曰"星報"。

56 —九五四年十二月十八日"南非報"。

57 —九五四年十二月十三日 ‘‘ Die Trans-
v a le r"報 。



" 你們所必須採取的途徑是困難的，但

也是正大的，這就是保持你們的種族特徵，並

自行發展。在達到最後目的時，其代價是有

價値的。

總理對4 :人自治的可能性的意見

七二 . 內閣總理 Mr. Strijdom於一九五五年 

二月二十四日接見紐約時報通凯記者時說在目前 

正積極推行的隔離政策之下，士人不能有希望在 

中央政府中獲得直接代表權。他認爲將来土人在 

他們自己的地菌內有自治的可能，但謂 "這不是  

今日現實政治家的問題。如果你一 f 土人的落後 

情祝，就知道這個問題在若干代之後都不會.發 

生。我們現在所處理的是合日所有的實際問題。他 

們必須繼續由白人託管。白人是最有力量的糧族。 

我不是在空淡一百年以後所要發生的事。 Mr. 
Strijdom在同次談話中又表示在南非的三百萬白 

人中，至少有百分之九十贊成政府的隔離政策，他 

又餘"土人大體均表贊同。"

土人事務部長對於種族隔離政策的言論

七三 . 據 “Die Burger"報的新聞報導稱，Dr. 
H. F. V crw oerd論種族隔離說："我 所 採 取 的  

途徑頗爲艱難；它必須導致隔離，但在我們有生 

之年，全面種族隔離的目的是無從，現的。"該報 

謂他說有若干徵兆表示土人願與政府合作。他又 

說他們已經開始了解與風作浪的人在欺觸他們， 

只有非洲人才是誠懇的。自一九四八年以来，政 

府就力圖在各方面實現種族隔離，連在白人居住 

地區內所有的土人也包括在內。如果准許土人在 

這種地區內定居，到了二 0 0 0 年 ，在白入所居 

的村莊和城市附近將有一千二百萬土人。從農業 

方面言，各保留地只能容納三百萬土人，各農懇 

居留地約能容納四百萬人。因此，現在的行動必 

須取決於國家前途的利益。最理想的解決辦法是 

使一千二百萬土人全往在保習地内

內政部長關於政府政策的言論

七四 . 據一九五五年四月十八日"Die Trans- 
valer"報截，內政部長 Dr. T. E. Donges在摩赛灣 

( Mossel B ay) 對國民黨會議宣稱政府政策將仍

以其於一九五三年廣 i l 勝利時所揭耀的政網爲基

礎 。

Dr. Donges所述的芦標包括一貫地而且有許

割地實施糧族隔離政策。該部長謂政府將力求公 

允 ，但決堅求達成 •這種目標，篮將遵循前內閣雜 

理所明確规定的途徑。

B. 譲會中的辯論

(一）一九五五年一月議會開幕與女皇敕論

七五 . 南非總督 M r.Jansw i於其一九五五年 

一月二十一日女皇敕翁61中述及當時情勢，並列舉 

其後數月內的政府方案。下開數段專門論到種族 

問 題 ：

‘‘ 政府將績求通過勞資協調法。該法案 

於譲會上届會中.經棄議院二讀後交由審査委 

員會處理。

‘‘業會召集特別會議與班圖族各舍長進 

行德商。各會長均由各土人地區與城市地區 

參議員伴同前來。此項辦法得有土人擁護，將 

繼續推行。政府備悉班圖族^^分別發展的政 

策日見擁護，深货滿意。

" 依照班圖族敎育法，現已着手安徘，改 

組七人敎育，將它置於一種社團服務體系之 

內。爲求鼓勵土人對此事的眞正舆趣計，此 

後直接士人枕的全部收入將專供土人服務之 

用。此項收入的五分之一原 a 撥存土人信託 

基金會，現將提出法案，將所餘的五分之四 

撥供班圖族敎育之用。

■■在土人（城市地區）法的规定下，顯然 

不能防止多數土人過分集中在劃定爲公寓區 

的地區內，因此該法必須加以訂正，俾得有 

效處理此項不良現象。

" 土人信託與土地法將加訂E , 俾能依 

照分別發展的政策，僅准班圆黑人及代表班 

圖黑人的南非土著信託局在土人地區內取得 

自由保有不動産的權利……
■*在適當時期，將請議會審議選民分別 

代表法  ’

敕翁中所宣條的其他立法指施包括一九五 0  
年第四十一腿植族分愿法的修正法。敕逾的其綠

‘九五五年一月一日 ’'南非報"
—九五五年二月二十五日"紐約時報", 
一九五五年三月五日"Die Burger"報 (

M 衆議院辯論錄（H an sard ) ,第一‘號 ，一九

五五年一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八日，第三欄。

62該方案於該屆會中未獲通過。



部分論到國家的一般繁榮情形，特別論到工業方 

面的發展和國際收支情形的改善等等。

(二）不信任案的辯論63

七 六 .統 一 黨 領 袖 Mr. S tra u ss於一九五

2 年̂一月二十五日在衆議院中提出了不信任政府

案。該案於一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 0 中辯論，結

果未獲通過但委員會認爲倘於此槪述其關於種

族問題的辯論，當有稗益。
»

七七 . Mr. Strauss(統一黨）在提出不信任案 

時観:敕諭中所提出的政府立法計割，含有若干有 

害南非和平發展之處。其中比較嚴重的是主張續 

求通過旨在限制有效傷用土著工人的勞資協調 

法 ，'土人事務部長所提反 I f並破壞基督敎會工作 

的班圖族敎育法，將使南非各城市喪失大批家庭 

傭工的土人（城市地區）法修正法，和內政部長所 

提限制人民出國案。最嚴重的是宣稱將於適當時 

期,，請譲會審議選民分別代表法。

論到混血《人的選舉權問題，和土人在衆議 

院中的代表權問題，他說他所代表的黨整持在一 

九三六年的立法下所達成的解決辦法。

他進而指出土人事務部長贊同好望角的混血  

種人已經成爲歐裔西好望角省的組成部分的說  

法 ；這就是承認統一黨對於經濟併合的看法是正 

確的。南非種族事務局的局長在最近一次會議中 

也間接表示贊同統一黨的態度。

關於土人事務，經濟併合的趨勢較前更見加 

速進行，而且不僅限於量的方面，質的方面亦然。 

南非的土人担任半熟練工作者日見增多。政府毫 

未表現它在從事南非種族事務局所要求它作的 

事，這就是切實而坦白地正視"劃分領土  "的問題。 

政府並沒有作它自稱要作的事，這就是停止或避 

免經濟併合。一方面它雖自稱要避免此項趨勢，但 

事實上併合的趨勢較前進行更速；政厥沒有作統 

一黨過去所作和將来再虔執政時仍將繼續作的工 

作，這就是管制並調盤此項經濟併合，使能爲南 

非所有各種人士謀最大的利養。

衆議院辯論錄（Hansard), 第一號，一九 

五五年一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八日，第二十四，七十 

K ,  一二 2 及一八四欄。

統一黨提出的不信任案以七十四票對五十 

三票否決。

政府度有土著政策，統一黨却有一個土著政 

策。這個政策以费乾（Fagan)委員會報吿書爲根 

據 ，這是傳統的分離政策。®5

莊將在野黨於辯論中提出的主要論點雾述如 

下 ，並指出其所涉及的各項問題。

(a) 一般種族政策

七八 . Mr. Friedman(統一黨）認爲控制政策 

洒下了黑種人叛變的種子，，因而危害該國的白種 

文化。

Mr. Lee-Warden (土人代表）說他衷心信賴聯

合國憲章和人權。他不願違背良心，因此也只好 

承受將來的後果。他知道抱有這 II主張的人在衆 

議院中是很少有朋友的。

他要 i *先批評的是非洲人民在譲會中的間接 

代表權。他說現在有一稿趨勢，就是離開像非洲 

人全民公會那種組織而趨向一種敵意更濃的反白 

人集團。非洲人知道種族隔離不復僅爲空誤，而 

已成爲世界空前未有的試驗，以旭們爲試驗品。但 

是願爲非洲人申訴疾苦的人却很少。

他接着說政府的目的是勒令千千萬萬的人民 

遷出其家園。他甚至可以說這種行爲超越了政府 

所應有的權力。當土人事務部長宣怖其勒令非洲 

人遷出西開普省的政策時，全國各地人民均感忿 

慨。人民都在問勞工和家庭傭工將如何。Mr. Lee- 
Warden 認爲不反對勒令遷移的原則，而只反對其 

後果，實在未見高明。沒有人問過非洲人將如何或 

爲他們擬定了什喪辦法。政治觀察家當然地會認 

爲現在遷移非洲人的趨勢與過去的若干土人政策 

正好相反。事實上，過去的舊議會把非洲人從鄉 

間趕到城裏來。因爲迫切需要勞工，所以造成了 

今曰的情5 1。要知道南非的繁榮，全是非洲工人 

的犧牲和血汗造成的，這是不能忘懷的。

三十年前，初出茅盧的政客設法爭取非洲選 

民 ，各方都認爲是正當的。那時非洲人也名列共 

同選冊，. 他們有政治地位，也有政治價値。今曰 

他們一無所有。他們差不多沒有發言權，沒有選 

舉 權 ，政府在疲任地努力造成一個種族隔離的國 

家，沒有人能够阻 Jfc它。它像雕風一樣地打擊各

6 5同上，第二十四至四十一欄。

同上，第六十九至七十欄。

67見下文第二章，第七節，B 分節。



家，留下來的是一連串的痛苦。他認爲警察總監 

最近所提到的平靜是不祥之兆。表面也許似覺平 

靜 ，但是地下却有鳴聲，ÎË如 火 Ml卽將爆發一 

樣。肪

(b) 保留地

七九，Mr. Stanford (脫蘭斯開土人代表）認 

爲種族政策應該是一個全面的政策，而且是-一個 

經濟上可行的政策；但是政府的政策雨者都不是。 

一九三六年法律所规定的土地，現已購買者僅超 

過半數。在九百萬土人中，有三百萬人仍然任:在 

保留地區內，無法謀生。Kdskam ashoek最近的 

研究反映/了令 '人悲觀的生產減退現象。保留地區 

工業化的/工作極爲困難，尤其因爲它們在全國經 

濟進展中成了孤立的靜止地區。在另一方面，非 

洲人在全國輕濟發展中有過重大貢獻，不能把他 

們送囘保留地；他們已經都市化了，部落制庚本 

身也漸成過去。國家所商臨的眞正問題是一個新 

典 )肚會的問題。

Ce) 土著勞工與工會

八 0 .  Mr. Hepple(工黨）說政府未能實現土 

人事務部長所鼓吹的政策。各城市的土著人口，包 

括産業工人及其家屬，現共二百萬人；土人事務 

部長自稱到了二 0 0 0 年 ，此數將增至一千二百 

萬或一千三百萬人。問題是這一千二百萬土人有 

什麼權利。

全面稿族隔離，卽將南非分爲兩區，一區專 

嵐白人，一區專屬非歐洲人，這並非過去的發展 

型態。南非的發M 勢是造成一個多種族的社會。 

非歐洲人的數量日增，他們要求知道他們本身及 

其子孫在這個多種族的社會中有什喪前途。

迄今爲止，政府所專力從事者只是對土著勞 

工的限制措施。它儘量利用一切機會，限制土著 

工人的結社自由。它通過了法津，使士著工會無 

法取得承認 。™

(d) 西省的土人

八一 . 若干在野黨人士也攻《政府預定遂漸

將土人撤出西各的政策，並特別强調勞工問題。本

報告書對這個問題另有詳細論述。

八二.在尙未提出政府人員和其他國民黨代 

表於答覆在野黨的批評時所提出的主要論點之 

前 ，應該暴述保守黨各代表的態庚。他們對統一 

黨領袖的提案提出了一個修正案。

Mr. P. B. Bekker(保守黨）對統一黨提案提

出了一個修正案，主張衆鎭院不對政府表示不信 

任 ，但表示其對於若于憲法間題和獨於種族問題 

的意見。

該修正案规定除其他事項外：

(a) 混血種選民分別代表權間題應照特殊條 

跋所規定的方式，並在上次屆會中所提妥協辦法 

的基礎上解決；……

( C ) 應該重申傳統的非歐洲人隔離和分別發 

展的政策，以別於多糧族併合的方式。

Mr. Bekker說在隔離制度下，其理想與實際 

步驟是求爲班圖黑人另立家圓 ;在併合制度下，è  
將獲有受到管制的自由保有土地的權利；他的家 

園故里膊在約翰尼斯堡，德班，花嚴城和開普敦 

的工業區附近。他膊不眷顧其固有的精神與政治 

家園，而將追求白人的工藥。併合政策的結果只 

是在歐洲人的南非中完全平等，或是感制一個正 

在發展中的社會。72

Mr. B. Coetzee (保守黨）說在國內工作的土 

人，和過去一樣是在契約下工作。如果他們工作， 

他們就有住宅，並領取合理工資。但是他們只能 

有極少的經濟權利。他們絕對不能營轄歐洲人。如 

果他們資歷成熟，並願調換位置，取得充分政治 

和經濟權利 , 他們不能求之於歐洲入所居的地方， 

而必須求之於保留地區和保譲地。政府町資批評 

之處只是它未能迅速推行爲土人建立家園的工 

作；但是追詢此項工作何日可以完成是無猛的，因 

爲這稿政策的實施雷要很多年。世界上所有重大 

稀族問題都是如此解決的。世界上所有重大稿族 

問題都是以所謂分治的方式解決的。73

衆譲院辯論錄（H a n sa rd ) ,第一號，一九 

五五年一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八日，第一六二至一 

六四欄。

同上，第五十四至五十八欄。

70 同上，第九十三至九十六欄。

見下文第二章，第七節，B 分節。
72衆議院辯論錄（Hansard)第一號，一九五 

五年一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八日，第一三三至一三 

五欄。
7 3同上，第二二一至二二四欄。



國民黨的意見

八三.國民黨的大多數發言人在答覆對政府 

政策的批評時攻鶴了統一黨在花廣城大會中所揭 

藥的 I •族政策。74
Dr. J. H. O. du Plcssis (國民黨）読 明這個 

問 題 如 下 ：

問題的焦點是必須在一個多難的時期，在世 

界情況和今日非洲大陸的動亂情勢下處理並解決 

這個問題。

他指出南非的二，七五 0 ,  0 0 0 白人今曰正 

遭受由分別擁有六億和四億人口的中國和印度兩 

大亞洲國家領導的外來攻盤，它們在鼓勵非洲二 

億土人的所謂翻身。此外遺須顧及國際自由主義 

和佔世界六分之一的社會主義者頼導下的國際共 

產主義，菲洲各地土人在煽動份子所主持的各地 

國民大會的倾導下紛紛覺醒，以及過去一百年中 

非洲人口的增長。他說所有這些國家只肴一個目 

的，這就是白人終久必須像他們放棄《{g洲一樣地 

離開非洲。到二十世紀結束時，南非將有三千萬 

人口，其中只有五百萬是歐洲人。在這稿動亂之 

中，在這種多難的時期，統一黨提出了輕濟併合的 

政策，同時並對非白>\作政治讓梦。Dr. du Plessis 
就如果接受了經游併合，則其必然的.結条政洽併 

合和紙會併合，也必 .須接受。如此，南；;就有了 

平等。那時，非的白人就將爲他人所吞減。這就 

是統一黨所接受的"積極輕濟"併合政策的必然結 

果。在南非實施併合的必然結果是完全小等，其 

意義就是白人在他們的家鄉內減亡。在野黨說併 

合是無可避免的 S 因爲輕濟勢力造成這種必然的 

結果；但是國民黨和政府主張一《政策，使後世 

人 民 够 抵 抗 這 《力量。它們主張種族隔離，主 

張各民族在其自有的範圍內發展，主張分離的政 

策。國民黨有一個遂步推進的政策，這個政策顧 

到國內的輕濟力量，浑步實現隔離，使後世人民 

在時機成熟時，能够在南非實施倾土隔離，這就 

是白人的唯一希望。75

土人事務部長也在辯論中發 .言。他說明政府 

對於西省土人的政策並辯論保留地的問題。

保留地

八四，土人事務部長指出曾輕說到需要再加 

發展，並謂現已寞定此項基礎,並能將別處所不 

.再需要的土人，遣囘保留地區。囘去的土人不但 

可以在保留地區內的鎭市定居，而且 HT以找到较 

好的職業，在他們自已的地區內，於班圖族統治下 

生活，亭受他們自己的便利。在土人地區內設立 

歐洲人所有，歐洲人控制和管理的工業的政策將 

造成完全併合，終將因土人多而受其控制。這種 

政策並且會引起同管理土人保留地的要求（種 

族隔離政策准許土人行使其全部權利）；贊成這種 

政策的人也願准許土入參加管理白人的地區。

依照政府的政策，政府遂漱將土人地區中的 

白人遷出，並實施一稿制庚，使土人在其自己地 

區內於所有各方面均居最高的地位。"

(三）關於擴大土人代表權的提議的辯論"
八五 . Mr. Hepfde(工黨)在譲會中提出了一 

個提案，主張所有土人，包括好望角省以外的土 

人，均應有權選舉代表 i 出席衆議院。跟着這個 

提案議會中遂發生了  土人政治權利的問題。

工黨的提案

八六 . Mr. Hepple於一九五五年二月八日在

衆議院中發言，指出自一九三六年以来，國家經 

濟工作吸牧了大量土人。他們脫離了部落生活，實 

行定居，從游動和不熟練的工人變成固定的熟練 

或半熟辣工人。現在有二百萬土入化在城市地區； 

在一九三六年這稿人却不到此數的旧分之一。經 

濟發展與政治進展是不可分的。

工黨提謎除去好望角省的三位土人代表外， 

股蘭斯Æ爾應有土人代表三人，納塔耳（N atd)應 

有代表二人， 由借應有代表二人。士人行使選 

擧權的條件應該通過一個識字的考驗，並以社辟 

選舉名冊爲根據。關於參議院，參議員四名應予 

取消，代表土人的八位參議員均應由人民選舉。士 

人應有權選舉其本族的人出席 i義會。

7 4見下文第二章第二節。

75衆，議院辯論錄（Hansard), 第一號，一九 

五五年一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八日，第一三六至一 

三八欄。

76見下文第二章，第七節，B分節的 Dr.Eise-
Icn的陳述和土著事務部長的演說。

7 7衆識院辯論 '錄 （Hansard)第一'號 , —'九五 

五年一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八日，第一九七至二 0  
七欄。

7 8同上，第三號，一九五五年二月七 g 至十 

一日，第七二 0 欄 ；第五號，一九五五年二月二 
十一日至二十五日，第一五二二欄；第八號，一 

五五年三月十W 日至十八日，第二六九六欄。

7 9全上，第三號，第七二 0 至七二六欄。



統一黨的方案

八七 . Mr. Strauss指出統一黨土人政策的原 

則是在經濟事務方面實現併合，在政治事務方面 

予以指示領導，在社會和居任 :事務方面分離，在 

一切事項方面公正處理。他暴述統一黨動土人代 

表權問題的宗旨如下。8»

一九三六年法中所规定的參譲員人數應自四 

人增至六人。

受過敎育的土人在選舉他^出席參議院的代 

表方面應有較大的發言權，並應有比較直接和個 

人性質的投襄權。

該薫又建議各地點委員會，部落委員會和土 

人保留地委員會的權力均應擴大。

自由黨的意見

八八 . Mrs. B allin ger對該提案提出了修正 

案 ，主張好望角省現有專爲非洲人而設的單行名 

冊應予取消，名冊上登記的非洲人應該轉移到共 

同名冊上去；所有年滿二十一歲，而且敎育程度 

與歐洲人敎育程庚相等的非洲人, 都應列入共同 

名冊；並應採行推廣非洲人敎育的政策。

保守黨的意見

八九，Mr. B- C oetzee靓;明保守黨的政策,， 

謂該黨主張在歐洲人必須 .爲土人建立的家圃中 * 
應予土人以全部政治權利。83

國民黨的方案

九 0 . 據內閣總理在該項辨論中稱，國民黨 

的政策是反對以任何方式擴大譲會中的土人代表 

權。該黨的政策不是簿大選舉權，不是擴大代表 

權 ，而是予土人以公正待遇，使他們能在其自己 

的地區內作經濟與政洽發展，學翌着行使他 ffg的 

政治權利。種族隔離與分隔必須遂步赏施，使非 

歐洲人發展到能够建立其自有的政治機構和地方 

政府。M

參閱下文第二章，第二節。

衆議膝辯論錄（H an sard ) ,第三號，第七 

四七至七六 0 欄 。

8 2全上，第五號，一九五五年二月二十一日 

至二十五日，第一五三 0 至一五三九欄。

**全上，第一五四 0 至一五四八欄。

8 4全上，第三號，一九五五年二月七 0 至十

— 0 , 第七六五至七七五欄。

在同一辯論中，Mr. J. H. O. du P lcssis指出 

土人事務部長與土人的會譲獲得了很大的成功； 

守法的土人日見信從政府的主張。

九一 . 最後，Mr. Lee-Warden(土人代表）提 

出了一個修正案，主張應在平等的基礎上，不分 

稿族與膚色，立卽予全體南非人以全部政治權利。 

他認爲政府在種族隔離的名稱下推行的方案是一 

個神秘含糊的政策，使人民有莫明其妙之感。他 

提到聯合國南非種族情勢問題委員會報吿書（A/ 
2505 and A dd.l) 第二編中的若干結論，和 Rev. 
W. A. Landman所表示的意見。 他也引述了此 

項意見。87
Mr. Lee-Warden的修正案無人咐譲，所以未

付表決。

( r a ) 參議院對政府種族隔離政策的辯論(一九五 

五年三月四日至十八日）88

Senator Ballinger 的提案

九二 . Senator Ballinger (土人代表）於一九 

五五年三月四日提出了一個關於種族隔離政策的 

提案，引起了下文所述的辯論。提案中所提出的 

三項要點爲：

( a ) 種族隔離政策證明不能實現，僅係對土 

人合法願望的障碍；

(b) 政府實施該項政策的努力繼續加深聚張 

烏勢；

( C ) 該項政策與絕大多數人民的意旨不符； 

因此在計劃國家前途時，必須以聯合國爲求落後 

國家發展所通過的"四大自由"爲基礎。

據 Senator Ballinger的意見，使南非繼績爲 

白人的世界的問題，必須根據民主主義重加闇釋。 

動人民中的非洲人和非歐洲人嚴格實施種族隔離 

是不可能的；實施隔離將阻潘國家經濟的發展，該

8 5全上，第七七六至七七七欄。

« °參閱下文第二章，第九節，C 分節。

87棄議院辯 論 錄 （H an sard ) ,第三號，一九 

五五年二月七日至十一日，第二七 0 二至二七 0  
七欄。

參議院辯論錄（公報），第二號，一九五五 
年三月二日至四 0 , 第—— 三欄；第三號，一九 

五五年三月七日至十一日，第二五0 欄 ，第四八 

二欄；第四號，一九五五年三月十四日至十八日， 
第六一二欄，第八二八欄。



項政策且能增加各種族間的聚張局勢。他反黯國 

民黨所謂他們負有必須實施種族陽離的使命之 

說 。不1?是歐洲人民或非白人，都沒有給他們以

這 f l i é 命。

他指出若干事例，如遷移好望角省士著工人 

案等。8®

贊成稿族隔離的人也承認不能立卽實行隔 

離 ，必須輕過許多年方能辦到。

Senator Ballinger接着提到兩位著名輕濟學

者的結論。他們强調實處種族隔離的第一個問題 

是找到必要的土地；第二個問題是水；第三個間題 

是勞工；最大的問題却是錢。據他們估計，到了 

二 0 O O 年 ，被安置在保留地區內的四百萬人每 

人需五 0 0 鏡供工業和商業發展之用。這就需要 

二十億镑。此外，# 一個産業工人又需要五 0 0  
镑 ，這就是誰又要二十億镑供發展工業之用。赏 

施種族隔離與建立保留地區工業就需耍這喪多經 

養。

最後 ， Senator Ballinger請參議院考盧南非 

在實施 "HI大自由"方面有什喪表現。南非顯然未 

能實趣 ‘‘四大自由"。他認爲南非已經到了必須先 

商諸非洲人然後通過冗法的地步。™

九三 . 在辯論中 ，- Senator C am p b ell贊同 

Senator B allin ger的提案，並謂在南非的腾史中， 

確知非洲人民的思想與言論，當以今日爲最主耍。 

但是，土人參議會已吿解散，迄今尙沒有代替它 

的組織。他認爲永遠蒙蔽土人的企圖，其結果只 

I■造成流血的情勢。如欲南非充分享受其許多天 

fe 利益，唯一合理可行的辦法就是予土人以尊嚴 

的地位，並給他們以參加國家經濟的機會。

九四， Senator Steenkam p說明統一黨的政 

策 ，並 對 Senator B allinger的提案提出修正案， 

其中說明種族隔離政策不能實行，它在人民中造 

成了不安的情 3 E ,並且阻礙國家經濟的發展，應 

該以另一稿政策代替它，其 中 包 括 ：

(a) f t 會和居任 :分隔；

( b ) 承認有適當管制的經濟併合；

" 關於這個問題，參閱下文第二章第七節，B 
分節。

W 參議院辯論錄（公報），第二號，一九五五 
年三月二日至四日，第—— 三至一四六欄。

" 全上，第一四六至一五八欄。

( C ) 着重下述二點的政洽發展：

( i ) 擴大土人機關在歐洲人民指蕩下於土人 

地區內活動的制度：

( i i ) 維持一九三六年妥協辦法，此項辦法交 

由代表谷方意見的專門委員會妥愼檢討並作具 

體修正，但須得有歐洲人社團所有各部汾間的高 

度協譲，並須於諮詢負費士入倾袖之後方得實施；

( d ) 照顧並增加南非的歐洲人。

關於第一點，他說紙會和居任:隔離是衆議院 

所有各方面的政策。歐洲人民將繼績爲白，人，這 

不是由於立法的力量，而是由於他們的傳統，他 

們的宗敎，和他們作篇白人的自尊心。關於第二 

點 ，輕濟併合是南非相傳已久的政策，它有三百 

年的歷史，且將繼績下去。統一黨承認大多數住 

在保留地區以外的土入已經成爲其居住地的永久 

居民；他們已輕脫離了部落生活；他們已經成爲 

鬪家經濟發展的必要因素。經濟併合的意義不是 

平等。它的意義不是消除膚色界限。它表示組合 

遇種生産因素的輕濟過雅，這四個因素就是土地、 

資本、管理和勞工；在生査任何產品時，各因素 

就在輕濟上併合起来。統一黨接受並擬保持國內 

相沿已久的工黑方面的膚色界限。他們與國民黨 

一樣不顯孜寨南非白入的地位和領導權。經濟併 

合應有管制、領導和調雙。

今日國內的土人多於過去任何時期。他們往 

在城市中和從事工業的人數較前增加，担任更多 

的熟練工作。土人有百分之六十以上担任半熟練 

工作。他們當然會有所要求。問題是如何應付這 

些要求。對這些要求可以置之不理,但這會引起 

黑種人的革命。也可以接受這些耍求，這就是自 

由黨和聯邦黨的政策，但不是統一黨的政策，因 

爲統一黨已經宣稱它將予土人以在其自 a 的區域 

內，於白稿人督導之下，在政洽方面發展的機會。 

在白人領導之下，在白人城市附近的土人鎭區之 

內，他們可有政洽發展的機會；在保留地區內，他 

們可在白入的領導下發展他們自己的地方委員會 

或參議會。關於中夹政府，統一黨主張維持一九 

三六年妥協辦法。衆議院中有三位歐洲入議員代 

表土人，參譲院中有六位。統一黨承認這種代議 

制度有缺點，因此主張應由一個公正的委員會研 

究這個問題。該委員會的提譲必須在與有關入民 

及班圍族各領袖疆商後，方能提出。統一黨反對



成立班圖國，這稿辦法與南非的傳統不符。應該 

敎土人使他們覺得身爲南非居民而自豪。

最 後 他 說 ：爲求保存白人的生活方式，爲求 

確保白人的領德權，必須開鼓門戶，准許特選的 

移民入境 。m
九五 . Senator R u b in把種族隔離制度比作

Proteus,可以隨時在毫無警告的情 ea下改Ü 形相。 

種族陽離制度已鍵採取了三稿不同的方式。第一 

稿方式是白人和非白人各成一國。第二稿方式是 

白人和非白人在同一國內分別發展。第三糧方式 

是於現在和沒有確定的將來實現日漸增加的經濟 

併 合 ，最後於同一國的分別發展。他詳論將土人 

遷出好望角西省的問題》S 並述及這個計劃在混瓶 

種入間和工業界方面所將引起的反對。94

九六 . Senator Conradie論到統一黨提出的

修正案，說沒有人能驢杏謎國內確有不安情勢。政 

府的言論助長了這種不安。他又指出將土人移出 

約翰尼斯堡西部地區一事，政府爲此集中了携有 

手提機翁的軍嫩二  r O O O 人。這稿行動當然會造 

成不安。同儀地，幾天以前內政部長說農民必須 

遂漸準傭不使用土著勞工，結果使農民不安。士 

人事務部長不准在 ,W itwatersrand建立任何工業 

的宣言也造成了不 ’安。

論到整個種族隔離問題，Senator Conradie詢 

問政府的政策是杏圖使土入孤立，直到一天他們 

說不再需要白人。那時南非將會有什喪結果.？在 

聯邦境內將産生一個班圖國。那時白人的地位將 

如 何 ？如果政府的目的是另行成立一個班圖國， 

它應該與各黨共同商討。也許各黨》了以互相了解， 

接受這種主張。

九七 . Senator P . W. le R. Van Niekerk解釋 

國民黨的政策，並 於 答 覆 Mr. B allinger的提案 

所涉及的各項問題時說種族隔離的政策不但不是 

不能實行的，其中若干政策已吿實施，例如妨害 

風化治罪法，分別生活行動法等，均能平穩推行，

9 2全上，第三號，一九五五年三月七日至十 

一 日 ，第二六 0 至二七四欄。

M 關於這個問題，參閱下文第二章，第七節， 
B 分節。

®4 參議院辯論錄（公報）第三號，一九五五年 

三月七 0 至十一日，第五二二至五三六欄。

95全上，馆四號, 一九五五年三月十四日至

十八日，第六二四至六四三欄。

歐洲人和土人均表滿意。國內仍有相當糖度的野 

蠻現象存在，土人受歐洲人的保譲，他能爲他們 

沒有合法的權利要求與白人平等。歐洲人絵他們 

土地，但是他們在白稿人的地愿中只是暫住的客 

人。

提案的第二點論到容氣日見聚張。 Senator 
Van N iekerk認爲歐洲人與非歐洲人間的關係，較 

前更見融洽。國家正處在和平寧靜的時期中。

提案的第三點是辅族隔離的政策與大多數人 

民的願望不符。他不同意此說，並感爲聰明的土 

人只有一個目的，這就是在其保留地區內和平生 

活。他發現土人間有一稿廣泛的趨勢，就是不贊 

成他們的代表的政策；他們投到政府這方面來，因 

爲他們深知國民黨是關懷照料他 fra的。

關於 '‘四大自由"，他說自由言論，自由信仰， 

得免貧乏等三項原則，在南非均經接受。第四項 

原則是戰爭與和平的間題，與《族隔離無關。因 

此他提出了一個修正案，用以代替 Mr. Ballinger 
的動譲，其 內容如下：（a)認爲稿族隔離政策乃唯 

一切合實際的政策，足使所有各種族在各種族自 

行發展的基礎上，均有充分機會，完全滿意；（b) 
現有緊張局勢漸見和緩的現象係實施此項政策的 

結果；（C)此項政策獲得全體歐洲人的贊同，並 

得班圖黑人的擁護。來自非洲以外的不明眞象的 

干涉有害於國內和國外的友好關係。

九八 . 土人事務部長作了一個簡短發言，批 

評土人代表的態度。最後他說今日須在雨個途徑 

間有所選擇 。一 個是使土人成爲整個南非的主人， 

這就是統一黨的政策的結果；另一個是使歐洲入 

控制歐洲人地匿，並使土人於歐洲人的倾導下在 

其自己的區域內日見進步，並取得其管理權。97

九九 .其後若干參讚員 發 言 力 稱 Senator 
Ballinger的動議和土人代表的一般態度促成人民

傅聚張精勢，跋在國外造成不良印象。

9 6全上，第二號，一九五五年三月二日至四 

曰，第一五九至一七一欄。

9 7全上，第三號，一九五五年三月七日至十 

一日，第二八八至三 0 八欄。

Mr. du P less is ,全上，第四八四至四九三 

欄 。Mr. van R ensburg ,全上，第五O 二至五二 

二欄。Mr. Schoem an ,全上，第四號，一九五五 

年三月十四日至十八日，第六一四至六二五欄。 
Mr. Le R o u x ,全上，第八三七至八五二欄。Mr. 
S w a r t ,全上，第八五二至八六 0 欄。



Senator de W e t説他宴證明國家在種族隔離 

政策下所獲得的進步 …… 爲了班圖黑人的進展， 

通過了四件特別法律，這就是一九二七年第八十 

三號土人管理法；一九三六年第十八號土人土地 

及信託法 ;一九五一年第六十八號班圖當局法；和 

一九五三年第四十七號班圖敎育法。他特別論到 

摘河自由省土著保留地內的情勢，尤其是住有四 

0 » 0 0 0 土人的 Thaba 'Nchu保留地的情勢。* 
一 0 0 . 勞工部長發言杏越在野黨各趟員所 

述各節。

他繼而說到棟族隔離動議中所提到的勞工問 

)H 'o他指出在所有 a 速發展的國家內，均有缺乏 

勞工的現象 < 南非特別缺乏技術人M和工匠。許 

多白人學童在尙未畢業以前就離開學校，未能受 

得應有的敎育, 擴大了丰熟練工人和不熟練工人 

的行列。這是最大的問題，因爲白人必須有職業能 

力 ^ 方能保持其主人的地位。現在有許多半熟練 

和不熟辣的歐裔工人，同時也有許多作同樣工作 

的土著工人。這就是最大危機之所在， 能發生 

衝突或糖族糾紛。1°®
一 0 — .馬蘭參譲員在他的發言中强調統一 

重政策與國民黨政策間的差異。國民黨認爲到國 

內來的土人是客人。統一黨要土人永久定居下来； 

它以與歐洲人相等的輕濟權力給予土人； ’Ë II在 

若干條件下予土人以在歐洲人地區內保有土地的 

權利；它要使土人有較大的管理國事的權力；它 

要使受有相當敎育的土人有個人選舉權；但是它 

要P :洲人保持其倾導權。如果土人取得這些權利， 

他們就會要求更多的權利。馬蘭參議員相信統一 

« 所走的路，對南非極爲危臉。1。》

戴. 統黨在花泉城大會（一九五四年 
十一月)上所通過的政綱要霉

一 0 二 . 委員會在第二次、報吿書中曾指出綺 

一 黨 領 袖 Mr. S trau ss於一九五四年二月中宣佈 

該黨將舉行代表大會，依據在聯邦四個省中所設 

立的該黨委員會的報吿書，決 定 黨 的 政 策 （A/ 
2 7 1 9 ,第二八一段）。

全上，第六四三至六四九欄。

全上，第六五三至六六七欄。

101全上，第六六七至六九二欄。

1°*委員會於其過去各報吿書中論到國民黨 

以外各黨派對種族問題的態度，並署述其政策 
(A / 2 5 0 5 ,第四二四段及其後各段，A/2719,第二

代表大會於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十六日、十七 

日及十八日在花泉城舉行，通過了統一黨的土人 

政策，並以小冊印行。

一 0 三 . 該 黨 倾 袖 Mr. Strauss於小冊的序 

文中說明此項政策根據後，指 出 ："fe據我們的傳 

統政策，我列入了新情況所要求的必要前進步驟

一 0 四 . 這個政策宣言的開端一節爲 "一般 

原則"，其 文 如 下 ：

" 南非梳一黨深戚其對南非和全體南非 

公民的責任，特將其對士人問題的態度 ft)根 

本考盧，樓 述 如 次 ：

" 第一，本黨對於聚居國內的所有各民 

族和稼族的命運，均聽從上蒼的意旨。

" 第二，本黨承認南非的西方文明主耍 

以基督敎思想爲基礎。種族關保中的優良並 

具有持久性者，多半源於基督敎人生觀並爲 

此種人生觀的結果。現在和將來糧族關係的 

解決辦法，必須於根本符合並反映這種宗敎 

信仰的原則的型態中求之。

‘‘ 第三，西方文明和主耍傳播這種文明 

的白人的領導權，若求持久，不能以自私的 

恐懼心理和獨佔爲基礎，而須以誠信爲本，卽 

誠心願與有能力爲國家未來福利共同負責的 

一切非白人，實際同享西方文明。

" 第四，本黨深信土人不能永久懸在思 

想眞空的境界中。他們已經脫離了部落制度， 

必須在西方文明或共産主義之間有所選擇。 

爲了西方文明和白人的利益，應遂漸使土人 

在我們西方生活方式的體系內，獲得更確定 

更安全的地位。任何政策如不使土人獲得此 

項地位，將道雄他們在怨情的情緒下，背棄 

西方文明，且圖與西方文明爲敵，並摧毁之。

五五段及其後各段）。本報吿書特翻一節專論統一 

黨的土人政策，因爲該黨於本報吿書所述的時翦 

內在花嚴城舉行的代表大會重新規定此項政策。 

就委員會所知，其他各黨的種族政策在這一年內 

並無改變；此外，這些黨派各代表的言論散見本 

報吿書各節中。

統一黨士人政策，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十六 
日、十七日及十八日在花泉•城擧行的統一黨全國 

代表大會通過。統一黨新聞處出版，紀翰尼斯堡。



'‘ 第五，本黨承認土人數目遠超過歐洲

人，並承認土人吸收西方文明，雖有不購進 

步 ，但是其絕大多數人民仍處於發展的原始 

階段中。但楚，土人的部落組織已在迅速崩 

清 ‘中；近年來因爲迅速工業化的結果，土人 

在工業中估有重要地位，因此整個白人與黑 

人的■ 係問題，也有了籍化。這稿工業化的 

過程造成了一個廣大而且永久股離部落制度 

的土著都市人口，形成南非經濟的一個組成 

部汾。自今以後必然會遂 i f 産生各稿新的情 

勢 ，因此應該設法使國家社會、經濟和政治 

生活中的歐洲人和土人的利益，能有更好的 

協調。"

政策的性質如下：

‘‘ 依據上述各項根本考盧，本黨政策的 

性 質 如 下 ：

‘‘ 第一，本黨承認土人政策欲求成功， 

必須獲得廣大歐洲人及土人群衆的贊助和了 

解。

‘‘ 第二，南非政治家爲求歐洲人和非歐 

洲人的利益計，應以維持南非的歐洲人倾導 

權爲目的。並應與其他非洲南部領土合作，擬 

定可以接受的土人政策，在體個非洲南部建 

立歐洲人頓導權。

‘‘ 第三，此項政策必須予土人以明確眞 

實的希望，通過他們本身的誠懇努力，並且 

證明他們如能負起日見梢加的責任，他們就 

有權在下述政策的範圍內取得相當的進展。

" 第四，本黨深信任何土人及歐洲人均 

有生活及人身安全的權利。其意義爲在法律 

之前，人人有被認爲人，及同受法律保護的 

權利。

" 第五，此項政策應求促進白人與非白 

人間的相互尊重，並增進其對南非的忠貝，以 

求保障西方生活方式，抵抗共產主義及其他 

認誤思想的威脅。

'‘ 第六，本霞主張採取積極態度，擎固 

歐洲人的地位。限制性的法律絕對不是最後 

解決辦法。擎固定居國內的歐洲人地位的辦 

法應於兒童津貼，生産補助金，提高所得我 : 
的兒童免税額，及改善敎育便利等積極措施 

中求之。

**同時應該勇敢積極地推行有計割的移 

民政策，增進歐洲人人口。

" 第七，歐洲人的文明生活標举應加保 

護，同時鼓勵全國經濟的不斷發展，增加所 

有各稿族的收入，藉以更提高歐洲人的生活 

標準。

" 第八 ,本黨承認土人政策過於嚴格，易

生危機，因此宣言其關於管理土人事務的立 

法將求廣泛，而具伸縮性，使有試驗推行及 

發展新方法的餘地，並使能於其範圍內顧及 

土人發展階段之各有不同，並颜及其情況亦 

因地點與時間而有差別。"

一 0 五 . 在論述經濟政策的一節中，該黨經 

濟政策所根德的一般原則中包括下開原則：" 本 

黨接受經濟併合，不僅因它已爲事實，而且視爲 

此後將繼績存在的必要有力過程……南非經濟併 

合土著勞工的意義只是說土著勞工爲南非經濟所 

必雷……本黨確認無管制的併合是危臉的……它 

必須有調節，有瓶導，有管制。"

關於城市地區土人的管理，該黨 "接受土人 

城市地展法中所规定的城市管理和入境管理的基 

本原則，認爲這些原則對歐洲人和土人均有利 

益。"該黨也接受通行證法的原則，但 主 張 ‘'通行 

證法律應予簡化，執行時應更求公平。"

該黨贊同"勞工介紹所對求職業的土人予以 

指導和諮詢意見的制度，" 但 謂 ‘‘這稿介紹所不能 

成爲强迪土著勞工走向指定途徑的工具。"

關於"膚色界限"的問題，該 黨 宣 稱 ：

‘‘ 本黨雖然接受實行已久，適合國家經 

濟需耍的工業界的層色界限，但認爲如能繼 

續受 ‘依照能力任職 ’的原則，歐洲工人和非歐 

洲工人的利益就能有最有力的保障。"

它又說 ‘‘嚴格的膚色界眼立法必須避免C"

該黨認爲 "根本不能强迫沒有訓練的土人接 

受高深複雜的歐洲制度，" 因此它不主張"以法律 

强令承認現有的工會"。但是它對於"在現行法律 

下工人委員會的成功，將予以同情的注視，希望 

能在嚴格保障下，由此産生一種土著工人的組  

織 0"

該 黨 承 認 在 現 有 的 情 下 ，«用相當數量的 

流動工人是不可避免的，但它主張穩定工業勞工。



它也表示各村的七人商爱活動應加鼓勵，並謂該 

黨的政策 .是"聯邦的農田應有充分而且感覺滿足 

的勞動力"。

在論社會政策的一節中，該黨贊成社會與居 

住隔離，大力反對 ‘‘任何方式的縛族混请 "。因此 

它贊同異族通婚法和妨害風化治罪法。它也贊同 

種族分區法，但認爲該法須作重大修正。

該黨主張採取有效措施，爲城市中心的土人 

供給充分任:宅。該黨接受公共交通及其他方面設 

備分別使用的原則，但宣稱 ‘‘分別使用的設備，應 

達到適合其指定集阐的人數和文明程度的標準"。

在 論 到 參 政 權 的 一 節 中 ，它 說 ：

" 隨着輕濟力量的梢長，也産生了擴大 

參政權的要求，這是歷史上必然的現象。因 

此本黨將採取若干莎 •驟 ，承認此項事實，同 

時並指出認爲參政權只有賴於選舉權的看法 

是錯課的 。"

因此該黨主張在最近的將來使士人在他們自 

己 的 地 區 內 担 任 更 大 的 任 ，使 他 取 得 民 主 政  

府和貴任的必要經驗。

在全國的水平上，該黨主張代表土人的參議 

員應該從四名增加到六名。該黨也主張照史末資 

將軍於一九叫七年所提出的途徑，重新設立土人 

代表會。

在地方的水平上，該黨主張擴大各土著保留 

地區內地點委員會，營理委員會，部落委員會，地 

方參議會，廣參厳會，士人保留她養員會和總參 

議會的權力。

該黨也规定了許多原則，準備適用於土人衞 

生和社會福利，土人敎育，法律，罪犯和司法等 

方面。

在論土人保留地一節中，該黨宣稱保留地區 

爲 ‘‘聯邦經濟的一部汾它主張採取積極措施，求 

保留地區的農業和工業發展。

最後，該黨的土人政策總括如下：

■■在經濟事務方面，求具有妥善管制的 

併合；在政治關係方面，加以指導；在社會 

和居任:政策方面， 行隔離；在一切事務方 

面 ，予以公平處理。"

卷 * 混血種人選舉權問題

一 0 六.规定將好望角省混血稿選名的姓名 

自共同選冊上撒銷，另行立冊登記的法案不能實 

施 ，因爲南非最尚法院對一■九 0 九年南非法的保 

留條欽作了解釋，同時亦因爲不能獲得議會泰衆 

雨院聯席會議的三分之二多數。南非政府爲求避 

免這些憲法上的困難，決定改革最高法院和聯邦 

參議院。1»®

在這一年中，議會通過了兩個重耍法案，一 

個规定改革最高法院 le®,—個改革參議院 I»7。這兩 

項法律使政府擁有它認爲爲保證實施選舉隔離提 

案所必雷法律工具。混血種入選舉權問題可能因 

此進入一個新的階段，照政府所希望的方式解決。

最高法院和參議院的這種重要改革，其起因 

當然是由於政府在執行種族政策時遭遏到困難， 

而且決心耍克服這種困難。但是因爲政府遺沒有 

使用這個可以肆立差別選舉制度的新工具，又因 

爲最高法院和參譲院的改革對南非聯邦的生活所 

產生的影響遠趙過種族問題的範圍V 委員會雖然 

承認這兩項改革的基本上的重耍性，但尙未從事 

詳細的批評分析。

肆. 脱蘭斯開領土總議會(邦加)的決議

一 0 七 . 委員會於過去的報吿書中，會述及 

脫蘭斯開倾土總譲會（土名邦加（Bunga) ) 的組織 

及 其 若 干 活 動 一 九 五 五 ：̂|^四月舉行的邦加屆 

會發生了一連串的事件，政府對之，相當重視。在 

屆會開幕時，土人事務委員會委員 Mr . M. D.  C. 
de Wet N e l 宣稱一九五一年的班圆當局法和許 

多有關問題構成了總議會各議員提出的十六件提 

案的主耍題目。

一 0 八.總譲會於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曰一 

致同意通過一件提案，接受該法的原則，並令主

104 參閱上文第一節，B分節，第（三）項 ,

參 閱 a/2505 and Add. 1 ,第四七八至四八 

二段；及 A / 2 7 1 9 ,筑—— 九至一三 0 段。

上訴級法院法定人數法，第二十七號，一 

九五五年。

I»7 參議院法，第五十三號， 九五五■年。

108 A/2505 and Add. 1 ,第三O 八段；A /2719 , 
第一八三段。

I®9 班圖，一九五五年六月份，第九真。



席指派一個委員會，研究以何稿辦法，最妥善地併 

合議會制度與班圖當局法所规定的一般安徘》»。

土人事務部長於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日在衆 

議院中稱邦加的決議爲 "稿族隔離政策最大勝利 

之一"111。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三日的 Die Trans
valer 報稱之爲"歷史性的事件"，並指出班圖黑人 

自行要求要有一個根據其本身部落團體和努慣的 

贼織。

一 0 九.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三日的好望角 

時報對此項決議評論如下：

‘‘就其意義爲在有關地區內接受班圓當 

局法而言，這 是 Dr. V erw oerd的勝利。它

與較廣泛的種族隔離間題無關。要實施邦加 

的決議，有待努力的工作仍然很多。就理論 

言，以班圖當局法下的一個倾士當局代替股 

蘭斯開聯合糖議會是一個退步。邦加雖有稿 

稿缺點，••，" 但是它是南非土人最接近民主自 

治制度的機構，因爲官方干涉議員選舉的現 

象已經漸吿消除，且自一九三二年設立執行 

委員曾以來，邦加已向內閣制度的路上發展。 

在班圖當局法下，各部落M S域和領土當局的 

會長、頭人和議員的任命均將受厳格控制；他 

們 雖 然 有 許 多 地 方 以 自 行 處 理 ，但是他們 

的活動將同樣地受嚴格控制… …新的領土當 

局 在 中 夹 部 監 督 之 下 ，將負責學梭，土壞 

保護，獸 疫 治 ，造林，醫院，公路 ，及總 

督所決定的其他事項。因此它》T作的工作很 

多。這糧制度能杏成功，一部份有賴於該法 

所主張的班圖鄉神政權的能力，一部分有賴 

於人民對這種政權遂S 和服從的程度，一部 

分也有組於中央部門的督尊有方。但是其依 

賴最深者却是在發展和保譲脫蘭斯開天然資 

源這項艇大工作上努力的糖度。不 管 Tom- 
lin so n委員會的實際具體提議是什 * , 它對 

於新當局制度的前途，將較任何其他因素具 

有更大決定性的作用。在天然資源日漸贫乏 

的情況下，任何制度都不能繼續生效。"

-0 . Burger報於其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 

二日的社論中評論此項新聞如下：

脫蘭斯開的邦加一政同意決議解散都 

加，代之以班圆當局法所规定的組織，這是 

稿族陽離政策的勝利，也是土人事務部長Dr. 
H. F. Vcrwoerd個人的勝利。他在一九五一 

年提出該項法案時，於其中列入了撤消土入 

代表譲會的规定，因爲議會是附着在班圖傳 

統 政 組 織 上 的 西 方 機 構 ，事實上不能發生 

作用。他對於股蘭斯開的邦加雖然認爲不滿 

意 ，但.未採取行動，因爲它有五十年的歴史 

根德。但是他在法案中列入一項規定，准許 

邦加自行接受這個新制庚。他希望邦加在é  
到班圖當局法實施的 '成續後，能够採取新的 

制度。雖然在野黨全體（包括衆議院的土人 

代表），非洲人全民公會，和其他自稱代表土 

人意見的組織猛烈反對該法之下，他仍然堅 

持此項希望。

"在這稿情现下，邦加一致同意的決議就 

是對國民黨政府土人政策的明確信任襄。同 

時對絕對不肯聽取任何贊成稿族隔離的論點 

的人，也是一個有力的答覆。'’

一■~ '一■ . 有些人像B u r g e r報 社 作 者 一■樣深 

信班圖當局法的政策已在脫蘭斯開獲得 " 勝利"， 

另外有些人像好望角時報社論作者一樣懷疑邦加 

所決定的，或者更正確地說，" 所接受"的措施的 

' ‘前進 " 性。養 H 會距南非極遠，所以對這雨派人 

的看法，不作任何判斷。

但長，它 不 知 道 "接受"這種將脫蘭斯開併 

入班圖當局法所建立或恢復的部落制庚之內的原 

則，是否完全出於自由選擇。委員會雖然不願意說 

政府直接使用了應力 II2, 却也不能忽視下開數點。

第一，邦加的主席是脫蘭斯開行政長官，其 

所屬二十六個縣的縣長（歐洲人）在決議時的發言 

很有勢力，有時且有決定的力量。

其 次 ，股蘭斯開的各部落食長多少都仰賴着 

政府，他們知道如果不遵守政府希望他們和其部 

落人民採取的路線，就會有什喪利害。

11。好望角時報，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一  0 。 

i n 衆議院辯論鋒 (Hansard) , 四月十八曰至 

二十二日，第十一'號 , 第四二六一■欄。

II2 在野黨若于幾員於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  

曰的衆議院辯論中提到這種壓力。參閱衆議院辯 
論錄 ，（H an sard ) ,第 十 一 號 ，一九五五年四月 

十八日至二十二日，第四二五九及其後諸欄。

l i s 關於這一點，參閱委員會於其第一次報吿 
書中所述的意見（A/2505 and A dd.l第三 0 九段）。



委員會認爲某報對於邦加最後•一次會議的報 

導 , 也値得推敲，該段報導應予引述如下：

‘‘ … …然後發生了一件出人意外的事。

‘‘ 邦加的元老，三十年前在衆議院中反 

歸將土著選民姓名自公共選冊中删除的，白 

髮 蒼 蒼 的 Idutyw a議 員 C. K. Sakwe起立發

言。

" 他提議譲會雖然接受班圖當局法的原 

則 ，應請政府在休會期間召開嚴員特別會譲 , 
審議如何將邦加併入該法，因 爲 此 事 能 引  

起各稿問題。

" 邦加中的領袖人物，B u tte fw o rth議 

員 C. W. M onakai起立附議。他指出了該法 

兩個開倒車的特徵，一個是强調部落單位（可 

能使脫蘭斯開分裂），另一個是議員不由民 

選。

*■最後的修正案是請一個很P 大的委員 

會 （估邦加全體議員的四分之一；包括縣長 

六名），在這一年休會期間審議如何將邦加併 

入該法所规定的制度內。

"這一年的考慮時期受到各議員的歡迎， 

各議員因此寬下心來。脫蘭斯開的統一和邦 

加的完整最少暫時可以無恙。II4

伍.實施早先若干法律所發生的影响

一 一 二 . 在本節裏面，委員會專講早先報告 

書裏所論各項法律之實施對於各種族 I?發生的影 

響。這些法律就是一九五四年第十九號土人重行 

安置法，II5 —九五 0 年第四十一號稿族分區法 11® 
及一九五四年第十九號土人信託基金及土地法修 

正法。II7在本報告書 eè起訖期內，一九五三年第四 

十七號班圖族敎育法 11®所發生的影響最爲重大， 

所以另闘專節加以討論。

A. 一九五四年第十九號士人重行安置法之實施

1 " 屋報，一九五五年六月九曰。

116參 閱 A / 2 7 1 9 ,第八二段至九 0 段 ，第一 
四七至一五三段。

11®參 閱 A/2505 and Add. 1 , 第五五五至五 

九0段 ，第八七四至八七九段；A/2719, 第一五 
六至一五七段。

117參 閱 A / 2 7 1 9 ,第七三至八一段，第一五 

五段。

l i s 參 閱 A / 2 7 1 9 ,第五五至六三段，第一六 

一*至—六五段。

11»參閱第二章第六節A 。

-三.本法案是依據早先稿族分區法的精 

神而制訂的，首次遵照本法案遷移土人是一九五 

五年二月九日把第一批住戶從約翰尼斯僵的近郊 

Sophiatown 遷往十一哩外的  Meadowlands。該 

處距離約翰尼斯堡的市中心比原處更遠六哩。

(一）首批任:戶遷移前的情现

一一 p g .政府當局現正將Meadowknds建爲 

一個土人城市，用 以 代 替 Sophktown , Martin- 
dale, N ewclare和 Page V iew。後者都是貧民區， 

其中房屋尙未失修仍堪居仔 :者僅佔百分二十五， 

政府此一措施計有兩個目的，委員會在第二次報 

吿書裏記述國會裏在該法案提出之後擧行辯論的 

情 形 時 會 輕 提 及 （A / 2 7 1 9 ,第八 0 段及第八五 

段）。目的之一當然是想把有關的近郊區域大多數 

件: 戶的貧民窟的景象吿一結束（這是官方聲明中 

所强調指出的），另一目的就是決心厲行在指定爲 

歐洲人區域的地方絕斷禁 Jfc 土人執有土地這一原 

則，在指定爲土人區域的地方，封於歐洲人也有 

同樣的禁例。（這是在野黨所强調指出的）。

—— 五 . 在四百四十英軟的土地上，五萬八 

千土人共有一千八百八十五所宅地。這些人在以 

後幾年內都要遷出。估許起來眞正土人的財產不 

過三百五十至六 a•所宅地。其验的全是歐洲人與 

印度人所有。

根據官方在一九五一年所擧行的調査，這個 

貧民區域的居民百分之八十二是房客，百分之十 

六是二房客。居民自己擁有住宅者紙佔百之二。

房客們常被房東剝削。他們爲了要租一席之地往 

往要送些禮敬，爲數大約從南非錢十錄至十五鏡 

不等，有時滿六個月就得疆送一次。房客幾乎月 

月要看房東的顏色。我們遺得捕充一句，在比較 

像樣的宅舍中，許多是土人自己出資所置的，他 

們也引以自豪。Sophiatown—地與其他土人區不 

同，確是一個眞正的社區》有它自己的學枝、敎 

堂、電影院、商店等等。

一一六 . 政 府 對 於 在 Sophiatow n自有房產 

的土人所提出的條件如何昵？它答應他們在Mea- 
dow lands有三十年的租賃權。此外遺答應他們按

1=*°根據一九五五年二月二十一日，Die Trans- 
v a l c r 報所載在一七，六九八戶內僅三五二戶有 

其 自 己 的 宅 。



照原慣加年息六厘，或者按照市當局估慣加兩成 

牧買他們在 Sophiatow n所有的産業。在一九五 

四年底重行安置事務局已輕按照這些條件賈進產 

業一百四十七起。這個菌域以後旣無黑人居住，自 

有默洲人願意遷入，宅地與房屋的原主人也可以 

把他們的走業直接賣給他們。

—— 七 .土 人 事 務 部 的 高 級 職 員 Mr. van 
R o o y en引證許多買賣的例子， 講起下列幾起交 

易，其中業主却欣然接受的售價雖不及重行安置 

事務局所願出的债錢，但相差不多。

在 Sophiatown,筑一六一六魏宅地的業主討 

便一千五百镑。市當局的估债是一千二百五十五 

镑。一千五百镑成交。第一六四號宅地的土人討 

價三千膀 , 雖然市當局的估價紙値九百五十镑，他 

得售便一千五百線。1"
八，可是-在這種交易中最吃 IB的顯然就

是賣主；除掉耍他把化宅割愛以外，他們所得的 

售慣往往在任何地方不足購進同樣的産業。但是 

估着有關區域居民之極大多數的房客們離開So- 
phiatown遷入Meadowknds居fl‘:却顯然很佔便 

宜。因爲仔:家離開工作地點更遠一些，固然要多 

化幾便士的車錢，但是他們的家屬遷居正式的碑 

Æ房屋，而且房祖有時比原来的破茅舍遺便宜。如 

果他們的收入每月不足十五錄，他們就紙村起碼 

祖金兩錄,無論如何決不會超過兩錄十五先令。如 
果他們的工資每月在十五镑以上，那*每趙過十 
先令就多付三先令，以四镑五先令爲最高額。

(二）第一批遷移

 九. 一九五五年二月初，土人事務部正

式公怖第一批四百五十戶分三組遷出約翰尼斯堡 

的"黑區"，每屋期一組，每組一百五十戶。第一 
組二月十二日遷移，第二組二月十九日，第三組 
二月二十六曰。

一二0 . 幾個星期以前，Sophiatown的房客 

收到了下列遷移通知：
■*爲通吿事君及君之家屬所住之房屋須 

遵照土人重行安置法容出，請將全家大'i、及 
所有財產什物悉數搬出。

益按照土人重行安置法指定約翰尼斯 
堡的Meadowlands某街第X號房舍供君及君 

之家屬居住。

*■倘 君 願 建 件 :宅 ，則有權用地潤四十 

択長七十 ly?—段 ，在指穴約翰尼斯堡的Die- 
p k lo o f第X 號土地 X X—段以供君建築住宅 

之用一一謹此祝福。"

此項通吿载明重行安置事務局定於某月某日 

代爲免毅搬家，居民若不利用此項運輸便利則將 

自费辦理。

在遷移通吿上附致居民之雇主一信，要求在 

居民之遷居日遏有必要時准其睛假。

該 信 並 稱 ：" 新屋租金全視貴雇主所雇工人 

之收入而定。彼之工資幾何希卽遵吿。"1"

二一.警察當局妻於恐嚇被指定遷居之班 

圆黑人運動頗爲激烈，至少在一九五五年二月切 

恐嚇言論甚 * 塵上，而且拒遷運動之傾袖已宣佑 

罷工一天以資抗譲，並佈置開會，可能有破壞秩 

序之處，所以採取三項預防猎施：

第一，副 警 務 處 長 G ro b le r上 梭 及 Witwa-
tersrami分區的指揮官向班圓黑人提出充分保證，

識從西區運往Meadowlands，雖然有人竭力威嚇，

意圆生事，阻镜遷移，但當局定然派警予以充分 

保護 。124
一二二 • 第二，二 月 八 日 比 勒 托 利 發 表 官  

方聲明謂根據下列理由，在二十天內，十二人以 

上之公衆集會，非經主管當局核准，一律禁 Jfc :

‘‘深恐從二月八日起的二十天內如在約 

翰 尼 斯 堡 及 Roodepoort兩縣境内任何公共 

場所或公開填所舉行公衆集會，勢將在歐洲 

居民與本聯邦其他各部汾居民間製造惡感…

這是一個極嚴厲的措施，甚至適用到宗敎性 

的集會，所以成爲許多歐洲人團體强碳抗議的主 

題 。

土人事務部所主持的肯先兩次遷後並未發生 

什喪事端，二 月 卞 五日司法部長 Mr. S w a r t在 

議會宣佈那雨縣境內不准集會的禁例將於是曰開 

放。不過他又補充聲明如果必須再度禁止的話，他 

決不猶豫。

一二三 . 作爲避免滋擾的第三項措施，政府 

出乎意外地突然將原定二月十二日基期六第一批

屋報，一九五五年二月一日。
I22南非報，一九五五年二月十九日

123 Indian Opinion,—九五五年一月十四日。
星報，一九五五年二月七日。

125 Die Transvaler報，一 九五五年二月九日。



遷移的日期提早三天辦理。126 此舉目的是要預防 

有組織的反對，和"拓 鬧 的 人 "蜂擁而來的危險。

此項目的算是達到了，因爲除掠若干靑年因 

用鐵尺敲撃鐵電择警吿反對城倾軸而被逮捕者 

外 ，並無與警察發生衝突情事。1"

所有重要地點和搬 ;1 韦取所經路線，都派有 

大批警察。出動的全部武裝警察 jfe --千八百人，歐 

籍警察持有來福搶和手提機■ 檢，土著警察持有 

標槍與棍捧。這種耀武揚威的目的顯然是想避免 

動武。

一二四 . 二月十九日上午六時，七人重行安 

置事務局開始搬移第一批班圆黑人一百五十 r i ,  

用三P®載重軍用卡軍將他們從 Sophiatown的緩 

衝地帶搬至政府在 Mdadowlands爲他們建造的 

新居。當時並未發生任何暴亂或反抗情事。惟當 

晚却有幾戶反對遷居的人家，離開他們的茅舍把 

所有依具雜物搬找聖錫靈敎會學堂，把像具木器 

堆在走廊裏。

若干反對者當晚搬走時聲稱他們想寄居西岡 

其他地方的朋友家裏。

G ro b le r上校明白地說：

■■我們定耍維持秩序，凡自願搬移者，我

們將予以保護。

■■不想 遷 移 的 人 們 ，決不强迫他們搬

走 o"l28

(三）以後幾次遷移

一二五》從此以後就按期遷移，並未發生什 

癖事故，新聞紙上，連反對派的報紙在內，甚至 

連極簡短的報導也不載了。

極大多數的遷移的人們似乎塞無間題都很高 

舆政棄原來化的貧民窟而遷入 M 間 堅 的 碼 冗  

M 。12 9 南非荷蘭文報甚至報稱西區有許多單 4̂ 漢 

不惜趕緊結婚以便有資格在 M eadow lan ds配給 

到住宅。

進行此項計劃雷時甚久，耍幾年後才能完成。 

現狂土著建築工人在班圆族的新城市內所造成的

不過似乎在幾星期前早已走漏風聲。參閱 
第一三三段。

I27屋報，一九五五年二月十二日C 
I2 8星報，■~•九五五每二月九曰。

I2® 同上，一九五五年二月九日。

房屋還不過兩千幢，希望新的建築工人訓練出來

以 後 建 築 工 程 進 行 的 速 度 能 够 增 高 。

一二六 . 此 次 移 民 Meadowknds係按照部 

落與語言使土著居民任 : 戶分別居仔:，此項試驗結 

果如何，現在表示意見還嫌過早。這種安徘顯然 

能使學校的工作簡單不少，將来敎貫們在 Sesuto 
部路就能敎Basutos語文，在 Zulu部落就用 Zulu 
語文，在 Ihosa就 用 Xhosas語文 ，使得他們的 

學生都能聽懂。 可是在班圖族兒宜所進的小學裏 

兒童講各種不同的土話，情形就往往不是如此了。

這 種 所 謂 " 按 照 人 稿 而 分 區 的 辦 法 却 受 到  

受 過 敎 育 的 非 洲 人 的 激 烈 反 對 。 他 們 認 爲 這 糧 分  

離 辨 法 是 隔 離 政 策 中 的 新 的 隔 離 辦 法 ，是 白入在  

各 族 ± 人 中 挑 撥 離 間 甚 至 1 造 衝 突 的 新 手 法 ，是 

一 種 更 巧 妙 的 新 的 壓 迪 方 法 ，總 之 這 是 一 種新的 

分 而 治 之 的 方 法 。

( 四） 南 非 舆 論 界 的 反 應

一二七 . 上文所講的居民的遷移顯然激動了 

陶論界，因爲這是南非歷史上七著居民 SÎ—次最 

大規模的邀移。此項措施受到各界尖鋭的批評，不 

僅英文報、班 H 文報、 印庚文報、新世紀周刊和 

T ra n s v a a l反抗隔離政策委貝會所出版的小册•子 

批評它，而且各次羣衆大會也批評它。特別是非 

洲人全K 公會前主 席 和 S o p h k to w n反對徵收聯 

盟主席Dr. A. B. Xuma主持了各次會議，他本人 

也有一所房子就在要搬出的那個區域裏。

一 二 八 . 反 對 遷 移 的 那 些 理 由 一 般 都 與 在 野  

黨 在 國 會 一 九 五 四 年 屆 會 中 辯 論 該 法 案 時 所 提 出  

者 相 同 ，這 些 理 由 已 經 養 14會 扼 要 列 入 先 前 的 報  

告 書 裏 （A / 2719 , 筑 八 十 五 段 及 第 八 十 六 段 ）。 南 

非 荷 蘭 文 報 ，土 人 事 務 部 的 發 言 人 ，尤 其 是 該 部  

的新聞處長  M r. C. W. Prinsloo 和  M r. T . S. van 

R o o y e n 在 答 覆 這 些 反 對 理 由 並 維 護 所 提 措 施 時  

發 揮 了 土 人 事 務 部 長 所 說 的 稀 種 理 由 ，去年 委 員  

會 曾 將 這 些 理 由 加 以 研 究 並 且 在 前 次 報 吿 書 第 八  

十 七 段 及 第 八 十 八 段 裹 摘 要 陳 述 。

關 於 南 非 荷 蘭 語 與 英 語 報 紙 在 第 一 批 遷 移 擧  

行 先 後 報 Ü 的 爭 辯 與 愤 慨 ，益 擬 在 下 文 儘 量 擧 出  

一 個 確 切 的 例 子 。

一 二 九 . 直 接 受 影 響 旣 是 土 人 ， 他 們 的 意 見  

就 特 別 重 要 。

本問題請參閱第二章，第柴節，D項 （三）。



非洲人全民公會的反動很激烈。下文摘錄一 

九五五年一月十三日新世紀周刊筋一真所截的一 

篇文章，連其大小標題在內。

" 民族主義造成了一觸卽發的情勢"
非洲人全民公會稱：" 拒絕在二月十二 

日遷移並非犯罪"

■■西區的事態已輕形成一個重要危機，因 

爲第一次遷移通吿已輕發出，規定以二月十 

二日爲遷移 R期 ，凡在緩衝地帶，內的化戶都 

須如期遷出C

■■非洲人全民公會錢出警吿，謂隣民黨 

人如果定要推行遷移許割，就會産生一觸卽 

發極度危險的 ;sy勢。全民公會 S 度閣明反對 

遷移，絕無妥協。

" 土人事務部鍵由新聞處長M r. C. W . 
P rinsloo發勘宜傳，威舒西诚化戶，謂如果 

柜絕搬移，就暴犯罪， ■處前金五十跨或徒 

刑六個月。

" 不過這種赛迫人民搬家的運動，却是 

蔑視重行安置法筑二十六條，按該條規定居 

民原有得向縣長申訴的一定 « 利。

■■全民公會發言人， 向新世紀周刊强調 

指出，在通吿所定 I日期柜不遷移並非犯罪。筑 

二十六條裹规定，房客如果不遷，該 13須向 

縣長提具書狀，房客有申訴理由的權利。除 

非縣長簽發命令，不得强迫房客出屋。

‘‘ 土人事務部說已鍵發出的遷移通吿共 

四百五 .十汾。遷移日期定爲二月十二日，十 

都在虽期六，通吿中通九日或二十六日 

知房客在趨移日午後一時前出屋 •
*■但是非洲人全民公會說它已輕決定動 

員全國人民不斷堅決鬥爭，K 對這個處毒計 

割 ，成敗利鲍在所不計。找們希望抱着剪紋 

與決心来應付這植 苦 難 的 努 女 ，將大有人 

在 。，’

一三 0 . 以下是一九五五年一月二十二H ap 
實行遷移計劃前數星期 The Bantu W o r ld 所叔 

一文之主要部份。其中 £ 確R 映出約纷 fil斯偶 ~h 
人方面所呈現的極度沮亂情形。

‘‘ 大舉遷移的 11期 iûi近 ，約翰 /il斯偶 in 
區有重大的政治活 I k

"政洽團體連夜開會討論西廣遷移計劃。

'■幾次會議通宵達且。

'‘ 怎變辦呢？這正是不斷討論的問題。

" 不過這稿活動都是秘密的。全民公會 

和其他 11體的計劃都秘而不宣。

**全民公會的人吿訴我們說，‘我們的計 

割將於二月十二日宜他 '。 我們的記者指出， 

屆時第一批六十家化戶就會搬走了。他們說

‘等着瞧罷'。

'■ i l 期日上午，反徵收與正當Æ處問題 

委 員 會 在 Sophiatow n的 Mathabe靡開會。 

這 是 Dr. A. B. X u m a所倾導的屋主團體。該 

次 會 續 以 Mr. Ben M abuza爲主席。與會者 

紛紛請他宣佈委員會的計割。他們說，‘請您 

吿訪我們應該怎 » 辦 ？ ’但是 Mr. Mazuba却 

很神耗。他說，‘我們已有我們的計劃。但是 

現有記者及密探在場，所以我不能宣怖。

‘‘在 ‘1^由方揚’上有一大批人在舉行一個 

遷移問題祈禱會。Mr. P. Q. V u n d la在會墙 

上暗示抵抗 SE動將採取合法方式。他 說 ：

" '按照重行安置法的规定，拒遷的人們 

都要被傳去見縣長。全民公會將睛法律代表 

爲他們辯譲。’

■■ Mr. V u n d la遺提出保證說：‘此事已 

爲全民公會極高級人士所注意。’

■' Rev. Mr. Ngcepu 倾翦 i •次禱吿。‘現 

在襄找們爲找們的入們而禱吿，大家正遭遇 

着極大的困雜。找們好比空中的飛鳥，地上 

的走獸，沒有容身之所。’

Rev. Ngcepu建着黑色道袍，邊上鎭着 

全民公會的會旗。在他的胸前有一幅金色的 

的非洲地 II 0他是班圆族美以美會的牧師。

" 其他敎會的牧師也都倾導做禱 .吿。遺 

有若干全民公會倾雄人物參加。歐洲人暗採 

雜在人羣之中。

'‘ 在擧行 t t 告時，人們大家脫帽，卽使 

過路的人們也都停化股帽。

• • 散會時羣衆高叫 ‘找們決計不搬’。

" 據 The Bantu World 的消息，Mr. P. 
Q. Vundla 與 Orlando 市長 Mr. Xorile 卽將 

秘密會面，其目的何在並未宣佈。



'‘ 同時二房客方面都很贊成搬遷。什麼 

道 理 呢 ？因爲他們認爲這是一個免於擁拼而 

自己取得房屋的機會。他們蜂擁前往 Sophia- 
t o w n 的重行安置事務局的辦事處請求指撥 

房屋。

" 其他城市的居民也有前往該處者，不 

過都被遣散了。現在該局 fS管 Sophiatown— 
地 。"

一三一 . 下文是一九五五年二月十二日The 
Bantu W orld所載非洲人全民公會所發起的非暴 

力抵抗運動的倾軸Mf. Robert Resha的 意 見 ：

"讓我開頭先来分析政府的雜言蜜語。他 

們說西 fe是白人區域裏的黑點。其實酉區原 

来是專門劃給非洲人的，不過後來四週都建 

起了歐洲人的住 :宅。因爲默洲人遂漸靠近非 

洲人，所以非洲人就定耍搬走。政府說這次 

搬移是一個肅淸貧民窟的計割。但趙Moroka 
聚急救濟營和 Orlando避難所才是主耍的貧 

民窟。爲什喪它們不搬呢 ？……

" 土人事務部新開處長Mr. Prinsloo的 

花言巧語，土人事務部長 Dr. Verwoerd的威 

脅和南非警務處長 Rademeyer隊長的 '保護 ’ 
都掩飾不了一件事實，就是約翰尼斯堡西區 

人民的迫遷就是無耻侵奪非洲人購置房地産  

的天賦權利。

" 這就：& 要把非洲人在自己出生的士地 

上弄得無家可歸。

" 這就是耍破拔非洲人的家庭生活，把 

他們趕入廉價勞動營，有 如 Meadowlands這 

種地方，如此政府就能隨便把非洲勞工分配 

到像 Bet.hal與 Rustenburg那糖下賤地方去， 

並且送入礦填，譲他們永遠成爲生手工人或 

者流動勞工。

‘‘在國內外各界正義人士一致謎責的這 

種不道德的萬恶的遷移計劃之下，士人事務 

部及該部部長竟然要西展的非洲人在食不果 

腹的情形下緣納經濟租金

委員會並未抹殺而且本報告書的讀糸也定 

f 注意到南非聯邦非歐洲人新聞界所有極大的 
言論自由。

其意思是要爲建築房屋所投K的資金生出 

正常的利息。

'‘ 在 Meadowlands, 政府要我們接納按 

族分居的辦法，其唯目 的 就 是 要 把 非 洲 人  

民分成部落>4他們同室操戈 .......

‘‘ 這就是由民主勢力與法西斯蕃壓迫 . 
勢力鬥爭的開端。

所以用非洲人全民公會總主席Albert 
J. L u th u li食長的話來講，西區的搬移，不 

'是 Dr. V crw oerd失敗，就是自由運動失敗。’’

一三二 . 下 文 是 The Bantu W o rld同期刊載 

非洲人全民公會西展分會主席 Mr. P. Q. Vundla
所發表的誤話：

"非洲人堅持着土地所有權這一原則。他 

們應該亨受人權—— 在任何地方隨意建屋安 

居。要他們搬家就是剝奪非洲人民的這些權 

利。政府要他們搬遷，想 在 Meadowlands叫" 
他們按族分居。我們知道這是要使政府能够 

長期膨迫他們。?Sophiatown的居民一定遺要 

遭遇到別的困難，就是運輸問題，目前政府 

並未作何安徘。

*•從 Sophiatow n搬出的人民所犧牲的 

家，不會得到正當補償，因爲價格是由政府 

當局按照他們ES爲適當的價格而規定的。土 

地的安全保有是一糧權利，這稿權利將永遠 

被剝奪了。政府曾公開如此講過。"

一三三. 反對搬遷的歐洲人中最爲活躍的毫 

無疑義就是神父 Trevor Huddleston。下面是一  ̂
九五五年一月二十七日新世紀周刊所報導的他的 

一 篇 談 話 ：

"報界雖已發表西 1®第一批遷侈的日期， 

而且政府已向商區人民發出搬家通知， 日斯 

定爲二月十二日，十九日或二十六日，但.政 

府似乎不想讓外界知道確切日期。

■■同時倾導該城選民反對遷麥計劃的西 

區抗議委員會主鹿 Rev. Trevor Huddleston 
向‘新世界 ’發表淡話，他說該區域內如果發生 

任何事端其貪任全在政府身上。

‘‘ H uddleston神 父 說 ：定期已經迫切， 

人民對於商區發生事端的可能性益增隱憂。

* '本人以西區抗議養M會主席的身汾斷 

然聲明，如果發生什频事端，唯政府是問，他 

ff 3教行此項遷移計劃從未與受影響的人們諮 

商 ，一意孤行，從未問 [ill別人。



" Huddleston # 父能實行搬家的時候， 

歐洲人在場者愈多愈好。他說，有他們在填， 

就足以避免動武。"

一三四 . 總之，重耍的英文報紙採取南非稿 

族關係協進社的穩重態度，該協進紙除掉在原則 

上反對剝奪若干非歐洲人的所有權的措施外，紙 

發表了以下的批評：

" 非洲人離開  Sophiatowm 與 !Lady Sd-
b o rn c這種城市遷居指定的填所，除掉財產 

權的損失以外，遺有別的吃躯地方。目前他們 

只要遵守同樣適用於歐洲人的市政規章，他 

們的朋友可以從別的城市自由前來訪問，不 

必先經許可。房客欠祖只受民事處分。但是在 

所公怖的地區裏，屋 主 （其房屋係建在租賞 

的宅地上）非經官方許可，不得出賣或抵押其 

產業，一旦沒有留居市區的資格或者違犯了 

該地區的规章，就會被趕走。房客也會因爲 

同樣的理由而被趕走，甚至拖欠了一個月祖 

金也耍坐牢或者被趕走。外填來客須得區監 

督的許可。

一三五. 南非荷蘭文報紙當然贊成此次措  

施 ，而且把建築完善合乎衞生的新复與住 J3欣然 

鼓寨的窮巷陋室作一對比。

一三六. 土人事務部長於二月十五日在激議 

院發表類似的談話。他說多承有關方面大家合作， 

重行安置許劃已經很快地順利地實行了。一切平 

安 ，被遷的人們精神也很好。土人一般都很高興， 
許多人還耍求把他們的謝意代達國會 c/M

一三七 . 最後引證下列兩節，都不必加以評 

註。第 一 節 出 於 The Banm W orld, 第二節出於

星報，該報通常與國民黨報紙斜鋒相對。

" ……自從上屡期遷移以來，許多人去 

Meadowlands 親自看過。 Sophiatown 的住 

戶一家携在一間屋裏，航賺不堪，用水與其 

他設備遺得與人家拼凑合用，見了有水喉、水 

厕、空氣新鮮的房屋當然拼命想搬去。

‘‘ 一般觀感的改學出乎全民公會和業主 

的意料之外。全民公會對於這稿新的情勢並

沒有什廣新的主張。業主對報界也無話可講。 

但是他們對於事物的看法大呆板。他們主張 

自由保有地產的鬥爭仍爲大衆所贊助。大多 

數人的主張就 è  '自由保有的地蜜依然自由 

保有 ’ ……

■■ Meadowlands新辦的學校已於本星期 

開課。校長就是從前 Krugersdorp美以美會 

學 校 的 校 長 M r.N tom bdk。他不願接見記 

者 ，不過他同意該校的設備頗稱完善。"I®5

"今天上午五時，卽第五批土人開始從西 

區搬走前一小時，已有許多人家把依具什物 

搬 在 門 外 人 行 道 上 等 待 搬 往 Meadowlands

I®3 鬼 ‘‘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四年南非 I f族關 
係一•醫 ，第六十八頁。

I34棄譲院辯論錄（Hansard)第四號，一九五 

五年二月十四日至十八日，第—— 五九欄。

" 一批軍用书車開來將他們的東西搬柱 

新居的時候，他ffg—面幫助裝運，一面淡笑 

高歌，興督異常……

B. 一九五 0 年第四十一號法律種族分區法的實 

施

一三八 . 政府當局在這一年裏繼續採取實施 

種族分區法的步驟。所採措施分爲立法的與行政 

的雨類。第一類有三個法案，由政府提出，並經 

國會通過，成爲一九五五年第六號法律，一九五 

五 年 第 十 八 號 法 律 ，及一九五五年第六十九號 

法律，種族分區發展法。前兩者均係一九五 0 年 

第四十一號法律修正法。這三個法案在本報告書 

第一章裏已經加以分祈。

第二類是爲了公佈糧联區域而採取的幾項行 

政措施。在本節裏面，紙討論這些行政措施。

該法本身和實施該法的行政措施，都成爲批 

評的主題。

一三九 .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九日星報先說到 

該法已經 ‘‘觸淺"，暗斤政府要提譲修正，然後記 

載法律家的意見如次：

‘‘ 參加調査 (土地權諮詢局）案件的律師 

們說，該法有些部汾非再加闇明簡直不能解 

釋。例如現在遺不知道種族區域之公布是否 

以地區爲基礎，或各城市是否俱將有其不同 

的種族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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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ccupation’一飼的意義也很■；̂̂ 糊，在 

沒有公怖稿族愿域時，不知道business occu
pation 與 residential occupation 之間是杏 

有其區別。

‘‘有一派認爲目前公開傳就這轉程序不 

易蓮用，而且有關 1«族一律予以出庭陳述之 

權 ，根本不必要。

‘‘ 在舉行過調査的城市裏稿族關係，顯 

然益發聚張， Je其是 Ü 人與印度商人之間的 

關係。許多向來 -'r•靖的社展就此起了風波。"

這 篇 文章遺講到 "這一法律日益成爲阔民黨 

人自己所批評的目標了。"

一四 0 . 例如，一九五四年九月十七 0 Die 
Transvaler報蕩說，出席在比勒能利舉行的國  

民黨代表大會的代农們會問及植族分區法適用於 

印庚人的情形。有入會抱怨此事沒有進步幷舉出 

數字，瞪 明 T ransvaal印度人口激增。這一問題 

如染要各市政當局 â 已去解決，它們決無法處理。 

Witwatersrand整個地 j i 應該 ÎT一  域性的計劃。

該報導稱，部 長 Donges答復說批評《族分 

區法是容易的，但是我們應該體會到施行該法所 

渉 及 的 問 題 。播詢委M會工作成績喪然，不 

過要有成果，必須假以時曰。

一四一 .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十日 DieTrans- 
valcr報的社論建議在 Witwatersrand區域內各地 

方政府間應該互相協調，Æ其在指定白人與非白 

人區域力-面如此。棟族分區法的施行情形顯出各 

市譲會相互間如何缺少合作。該社論建議研究外 

國的區域設計制度。 Wùvmersmnd —展將來人 

口定然增加，此區在地勢上 fJ然構成一個單位，設 

計時如不着眼在盤個腐域，就會增加困難。該社 

論幷非主張剝奪市議會的職權，現在所需要的只 

是市議會間相旦好好合作，在一定問題上確立一 

個大家同意的政策。

一四二 . 下面是前地權諮詢Æ3委 MMn E. A. 
W ollaston所發表的淡話：

"種族分區法雖已生效差不多四律之久， 

但是迄今沒有公布過一個稍族展域。

‘‘ 本聯邦植族結構前途不定，對於不動 

產的出售有很壊的影響，因爲各神族旧體無 

從知道究竟那裏的不動產能够購置。

■ '諮詢局的工作艱經，按該 ;目前的組  

織 ，货施該法的规定颇不 *̂ 1能 。

‘‘各養員會擧行調査所要遵循的糖序繁

政不媒，無法行通。

" 本聯邦由許多糧族構成，最適宜的辨 

法就嚴在社交與化宅方面應該賞行隔離，但 

是如欲在工商紫方面實行隔離政策，卽就行 

不通了。"137

一 ra三，以上所引證的資料主要是溯於實施 

植族分區法時所遭遇的一般困難。這些法令對個 

人及有關稀族所發Æ 的影響， 用下列幾項節暴 

來證明。但在引證這些 * 字之前卷員會想先說明 

政府爲加紧货施該法而採取的的新措施。

一四 K .  一九五五年二月汾，內政部長宣怖 

召開有關種族分愿法 l ÿ 施問題的會議，所有各大 

城市的市議會一律被邀派遗代哀出席。正如一九 

五五年二月二十二日巢報所敕，政府施行該法& 
輕到了一個新階段，行將爲各種族宣佈種族區域。

此項會議於三月底在開普敦舉行，一九五五

年三月二十四 H Die T ransvaler報■於此次

會議截有下列報導。

■■內 政 部 長 Dr. T .E .D on g es在致開會 

辭時說，政 ?îï實施稿族分區法已輕到了行將 

宣怖第一批種族區域的階段。在以後十二個 

声I 內就要陸續分批宣佈。除掉少數例外以外， 

全聯邦各地地//當局都歡迎這個法律幷且協 

力赞施。已往三年來的經驗吿訴找們確還需 

要若干修正（例如需要設置緩衝地帶）。雖然 

因爲有总工，若干缺點和開頭的困難而不得 

不里有遲慢，可是事1Ï 上確有圓滿的進展。他 

强調此項工作的重耍性，它與全W 都有切， 

的關係。這也是一件極困難的工作，小小的 

差池就會造成比原想解決的困難更麻煩的問 

題 。"

一四五. 下面的若干摘錄證明赞施方面的種 

禅困難以及使個人與團體所遭遇的麻煩。

在這一年庚内地權請詢局的特別委員會在各 

舉行調査 ;從八月至十一月在約翰尼斯堡，Ncl- 
spruit, ÉJ河 … 等地調査，三月至六月又在約翰 

尼斯堡調査；叫月至五月在開普敦地區， Mait
land, Bell ville , Kniles River, Goodwood 等地 

以 &其本國其他部份調査。調査的經過如何呢？



一兀五K年八月九日展報報翦約翰尼斯係養 

員會的工作情形如下：

‘‘當地權諮詢局的一個委員會今天開始 

在城內就本城糖族區域方案調査各方意見 

時 ,約翰足斯堡的全體律邮和 S id e的半數律 

師似乎都在填。

‘‘‘代表提案人與反對者出席的律師計雄 

七十五人。

‘‘該局收到反對原提案的意見書共計三 

千六百件，包括在原則上根本反對設置賴族 

區域的印度人的意見書三千件在內。

‘‘ 在該委員會所收到的提案之中，有人 

主張建立一個混血種人區域，包 括 W it w a -  

t e r s r a n d 大學的数驗 區 F r a n k e n w a ld 和若干 

印度人區域，其中包括 V re d e d o rp , P a g e v ie w , 

B u rg h e rsd o rp  及 N e w to w n  等區。

‘‘遺有人提議把 M a rsh a lls  T o w n 的一 fW 

愿域，約翰尼斯堡與比勒託利亞之間 W a te r -  

v a l 第三十四號農填的幾部份和 L a n g la a g te  

農壊的一部份也作爲 印度人的域。

‘‘有人提議七人讽域包括城西南七人目 

前所居住的展域在內。

‘‘ 一 般人提講把東西向的鐵路以北的糖 

個城區和鐵路以南的現有歐洲人展域定爲 I' 1 
人區域。"

一四六 . 以下是南非辅族關係協進社主席在 

一九五五年七月份出版的 ‘‘稀族關係新聞"裏就約 

翰尼斯堡地權諮m Æi的工作所發表的批評的摘 

要 ：

‘‘ 上一月份，我，經參加地 «諮詢委 

會的調査會。該委£4會從五月九日起至六月 

十七日业在約翰尼斯僕舉行調査。六個星期 

以來人們在提出提案和反提案，在對提案提 

出反對意見，律師在發言，證人在供證在被 

盤問。六個星期以来人們在晝地圆，«了 又  

晝，幷在地圆上 « 錢條，和用顯明的顏色翰 

出小小的區域。人們把這些地 ■ 看得出 神 ， 

對於這些錢條的重耍意義的認、識却遂漸模糊 

了。
«i •參《 * » »
‘‘ 甚至在調査仰未結束以前，新聞界就 

作了一個淸楚的估計幷且宣稱在桃族展域的

調査中所得證言凡百萬除字。在這些冗長的 

調査會中，庭上總是 S 滿着辟息靜聽呆若木 

鶴的印度人。地圖上的每一條線對於印度人 

都是一個活生生的現赞，影 Ifii着他們的生活。 

它影 iilïi,他們的權利，他們能否繼續安居或者 

勢必他遷，所有產業能杏繼續保有或者勢必 

出售，能否照常營生或者勢必另謀生活，都 

要跋線條而定。

‘‘ 我特別强調印度人，因爲在約翰尼斯 

僅施行稀族分區法之主要問題就是爲印虔人 

找尋安居樂業的地方。約翰尼斯堡的面積爲 

八十方哩。全體居民九十萬人，其中印虔人， 

連郊展在內至多二萬五千人，該委員會爲了 

僅佔該城居民總數三十六分之一卽百分之 

二點八的印度人尋求居處，覚然费了大部份 

時間 。"

M rs . H e l l m a n n 在扼要列出市議會的提案以 

後繼 績 說 ：

‘ ‘ 印 度 人 然 不 會 中 意 這 些 提 案 。他們 

的代表指出按照這棟 ‘立體發展 ' 的理論，印庚 

人區域就將偏促不媒。建築這一公腐大樓區 

估計费用達三千寓鎮，此跋究竟出 ® 那 裏 ？ 

此項公腐的未來房客如何能付出二十二錄至 

二十五镑的租金？據 市 議 會 己 表 示 ，印度 

居民中付得起經濟租金者僅佔百分之四十。 

Î 3 裹幷着重指出了許可證制度的使人惶惶不 

安，而且歐洲人與印度居民受迫遷的威脅者， 

其比例數也大相懸殊，歐洲人僅六九五人而 

印度居民却有一萬五千之多。

‘‘礦塌也在反對。他們反對 M o o ifo n te in ,  

因 爲 K im b e r le y  R e e f 廣貫其間，他們經營 

礦填正需耍這個地區。最近有新菜的暨坑正 

在所提議的印度腐域的中央T。他們幷不反對 

D ie p k lo o f。

‘‘ 市議會也不贊成D iepkloof,他們想把

該處作爲設立各機關的腐域。

‘‘ 爭論就這樣繼續着，地圆掛起来各方 

辯論着各個方案。市議會說，只 有 Mooifon- 
tein , Diepkloof不成，而礦方却說  Mooifon- 
t e i n 不行，只 有 D iepkloof才成。最大的危 

臉就是剩給印度社廣的只有坐落十九哩以外 

的 Lenasia■—地了 ， 那邊的宅地偵最低是三百 

五十鏡C



‘‘人們聽了那些問話，霖發心灰意懒，你 

會覺得奇怪喪？

‘‘ 當 我 應 邀 出 席 比 勒 託 利 的 Lady Sel- 
borne的會議，我也提不起我的精神。地權請 

詢委員會就將在比勒託利亞擧行調査，非洲 

籍的屋主深恐人家利用這個稿族分腐法來奪 

取自從一九 0 五年以來就確立爲非洲人 ®由 

保 有 的 城 市 Lady S e lb o rn e ,而且剝奪他 ffg 
所享有的 1̂ ?由保有權。他們帶我去看該市的 

界錢 , 指出歐洲人的市闕如何遂漸道近Lady 
Selborne。他們領我去參觀他們的家圓，視察 

他們的學校。這稿合理的住宅正是欣欣向榮 

的徵兆給我的印象很深。他們煞愛他們的家 

圓，我不禁爲之感動。

‘‘ 後來我在廳上聽到他們二三百人，大 

都是房屋的男主人，都在訳說他們如何渴望 

能安居樂業，Æ在他們自己手創的城市裏。擺 

在我面前的就是稿族分區法，其中规定諮詢 

局必須向土人事務部長提具關於非洲人的種 

族區域的建議。他們像我一樣明明知道，該 

部部長不贊成非洲人在城市裏有自由保有產 

業的權利。

*■當我在黑夜襄開車囘家的途中，‘這是 

什麼 緣 故 ？’這一間題， 一再油然跳上心頭， 

好像夢魔一樣。爲什喪我們一定要干摄老百 

姓 昵 ？.爲什喪定要造這 f f 擊 呢 ？這個法案， 

原說爲了給人民以安全，使其各得其所，可 

是這一法律與其他若干法律竟然構成一種威  

脅 ，要奪去人民的家業，連他們原有的一點 

可憐的安全之感，也被破壞無餘了。這的確 

是罪惡 。"

—'四七 . Mr. C. W. M. G e l l在一■九五五年 

二月四日給地權諮詢局秘書一信 ,儉討Rustenburg
問題，其中說起印度社區問題 ----------九五五年二

月十一 0 印度舆論報登載此信全文，在社論裏也 

曾躺應其說。

Mr. G e l l研究南# 印度人問題的歷史背景之 

後 ，特別檢討在 Rustenburg的種種問題，他的結 

論說唯一做得建議的方案就赴把現狀專加 .調 盤 ， 

務必求其安定。

Mr. G e l l在他信裏提出下列幾點：

‘‘ 在我沒有講到我們自己■於印度展域 

的方案前，我必須先說明我們所以反對市議

會方案的幾項琐由，因爲這些方案必須觸爲 

本市歐洲公民縛由其大多數民選代表所表示 

的正式意見。我們所以反對的瑰由分爲兩大 

類—— 就是市纖會的計劃旣不公平而且不切 

货際。

'‘ 不公平之說，就本市印度人的歷史而 

論是顯然《I 見的。這一族人民在本市合法居 

留業有年所，已 經 置 產 業 ，建造學校和囘敎  

寺院，所營商業，對於各種族人民都有好處， 

尤其對於歐洲人有好處，（據其顧客来看）他 

們已輕在此安居樂業。現在竟然提議要他們 

全體離開本市鐵路錢，搬到距市中心一二哩 

外的東郊新地區去—— 這不是因爲他們願意 

遷居，甚至不是因爲他們曾在這裏惹起麻煩， 

而是完全因爲歐洲人想把糧族隔離辨得更加 

徹底，而見可能想像得到這是因爲歐洲人想 

損害商業上的勁敵，货 行 調 虎 離 卽 使 答  

應給付充说賠償一一該法幷未規定賠償責任 

—— 這遺是一稿不公平的措施。

‘‘ 不過無意充汾賠償，似乎十分明白。所 

謂充汾賠償就是一個公正無私的法院，爲了 

人民被迪遷離其自己的住家和固定的營業處 

所 ，爲了在規定期限內，被迫出售自己的査 

業而受的損失，爲了喪失自己的學校與寺院， 

尤其是因爲遷往一個比較不利的商業區域而 

在營業上蒙受的損失所判給的賠償金。此項 

法律不讓法院作爲耍求賠償案件的上訴機 

關。此事閣下知道，無須我講。我不明白我們 

怎喪能够合理保瞪依據該法而遷移的人們， 

其所得到的像入們所說西區徵收計劃執行當 

局所提出的 ‘適當賠償’能與向公正法院訳追 

的 ‘充汾賠償 '約塞■相等呢 "？

Mr. Gell 追述  Mr. Hiemstra 在 Nyistroom 講 

過 ‘將來一定有損失，一定有大量損失，這是誰也 

不能杏認的。可是這就是這個法律的結果，而且 

我們必須承認它 ’，他繼續說：

‘‘一個種族因爲別族的願望而被担遷移， 

所有主要損失遺要由被担遷移的種族負担就 

是否定西方的文明與正義的理想，而這種理 

想正是任何文明的主要成汾其是基督敎文 

明的主要成份。"

他認爲不須多加思索就能明白，印度人被绝 

定斯出賣其財 充 ，一齋子內未必能够 *新獲得其



眞正的價値。他們要在幾手一片荒地上重新建造 

他們的往宅和店鋪，其造價桓過其現有房産之原 

價很多。當然遺有新地展的歐洲主人也耍給以賠 

償。這一計劃如果要給付充分公平的賠慣金，市 

議會耽得化上一二十萬鋳能钦。諮詢局所考盧的 

任何計割如果採用，市議會都得惯付三稿賠慣。 

在市議會的計劃之下，印度人都要受到損失，第 

一因爲店鋪遷移雷時，載在這個時期無法營業， 

他們所損失的利潤或被欄淺的資金都得要求賠 

償。據他估計六個月過渡時期或者利潤的損失共 

因萬五千錄左右。第二，印度人因爲遷入一個不  ̂
在中心地點顧客出入便利的新地區，每年營業上 

將受損失。不錯，他們的營業是能够慢慢恢復的。 

所以他估計在最初三年內，損失估計不下百分五 

十 ，以後每年損失 6 ■分之三三又三 ;分之一，這就 

是說首先三年裏，每年損失四萬五千錄，以後每 

年三萬镑。第三，遺有一個問題，就是現在印度 

人從歐洲人手裏租賃的財廣計値十萬九千館 ， ÏÏD 
印度入祖給歐洲人的共計値八千镑；財產總 fÊ計 

達十萬镑。這些租賃權益的損失又將如何精赚賠 

償 ，他不願講了。

一四八 . Mr. G e ll在講過上文說過的一九五 

五年三月二十三日內政部長所召開的會續以後， 

圓 頭 又講到他在 F o ru m 報所發表的一系列义章 

裏 斷 於 政 府 的 攻 其 中 說 到 部 長 自 己 承 認 :i 於 

設立種族區域一事所採鼓際措施爲數不多。他幷 

且引證下列例案：

‘‘在德班非國民黨市議會提譲以三千歐 

洲人 I38與八萬非洲人，六萬三千印度人和八 

千混血稿人對調—— 這就是說以該 dï白人的 

五十分之一與非白人的半數對調。要被徵收 

的印度財產谓値九ÈT萬镑，而歐洲人的財產 

所値不足九十萬鋳。這個種族分區法和造成 

這個法案的心理旣然向来以印度人社區爲目 

標 ，而且歐洲人的選區（無論國民黨的也罷， 

非國民黨的也罷）向來是疲任似的反對印度 

人的，所以我們已不因爲這些數字而駭異了， 

可是外界斷此却會大吃一驚。外界也定然會 

看到絵與印度人的往往是最不方便的最荒僻 

的地區，住在這裏，少數民族印度商人的買賣 

顯然會跨台的。當這些事實和那些花言巧語

以及那些爲這些事赏辯護的表面 ï t 由，•一起 

發表出來以後，我們在國外已經受人指摘的 

威信，不雷要誰誇就會每巧愈下。況且發表 

這些事赏眞的就是 ‘'詠誇"癖 ? ……
'‘[我的第二個例案 ] 出子Hustenburg市， 

該市的方案在 T ransvaal的城鎭中幷不是最

壞的一個也不是最片面的一個。該市譲會提 

議將住在人烟獨密的中展高貴房屋裏的整個 

印度人社厘（一百二十 P 共七百人）全部遷往 

城東。價値二十七萬镑的產業將與慣値三萬 

膀的新® 域 對 換 （新區域包括歐洲人的小屋 

三十幢其餘都是一些劃有定界的宅地和荒 

野。）市幾會從未有所說明，爲什 JI?提出這個 

方案，（如果有意賠慣的話。）究竟如何賠償， 

也沒有說明整個印庚社區所觸以謀生的五十 

家 店 舗 （目前營業每年所獲毛利平均在九萬 

碟左右）遷到很不相宜的新® 域以後將如何 

維持營業。

Mr. G e ll在這一系列文章的最後一篇裏檢討 

士人事務部新聞處長Mr. Prinsloo就朕蘭斯開的 

"白人地"問題發表談話後所引起的情勢：

" 脫蘭斯開的一萬八千白人所享受固然 

不利，可是他們獲有保證，決無徵收或勒遷 

情事。當局不鼓勵他們擴張其營業，其實就 

是任其 ‘‘自然淘汰"，可是當局決不把他們趕 

走 。而聯邦各地的非白人目前的遭遇却是財 

產將被沒牧，房屋將被奪去。如果是非洲人 

的話，自由保有査業的權利無捕償喪失，永 

遠任:在土人區內、襄填上>或者保留地內。如 

果是印度人的話，華筒差不多也是如此，就 

嚴勒令遷往距離其許多人賴以謀生的商業廣 

很遠的小鎭市。而且不論是非洲人也罷，印 

度人也罷，混血種人也罷，幾乎全要從往了 

很久的繁榮愿遷往倚未開發的區域^發展事 

務局雖然有開發這些廣域之權，但無一定義 

務 。新聞界和國會爲了這一萬八千白入的前 

途命運，居然如此啦哮，而許多非白人在稿 

族分區法之下要遭遇更直接而悲慘的損害， 

白人却很少說話，如果非白人和他們的友好 

認爲這糧現象殊非正常難道有什喪奇怪嗎？

I**8原定一萬五千人因爲選民大謙所以改爲此 
數 (Mr. G e l l自己的註解）。

I®9 錄自一九五五年五月汾的Formn( 
參閱下文第二章筑七節C 。



印庚入和非洲人會輕問我說，股蘭斯開的商 

人 當 日 如 果 挺 身 而 出 皮 對 爲 Sophiatown, 
Cato Manor, Maitland, South End 所安排 

的命運，他們現在豈非更理直氣壯嗎？這些 

問題只能有一稿答復。"

他遺引證 Haai*leni小村一事"這件事情很平 

凡，但是却最能發人深思"：

" 種族分區局派員視察坐落在好望角省 

東部稿植類果的 L ongkloof山谷裏的Haar- 
1cm/h村。他們對村人說，Haarlem旣不能按 

照種族而劃分開來，就必須劃爲歐洲人區與 

混血種人區。究竟將來要向那個種族"開刀 

â 決定尙未公布，而任:在一千混血稿人中間 

的一百歐洲人却已經作好他 ffg自己的結論 

To

" 這個鄉村所値也許只有五萬餘，但却 

是一個和睦的社區，我們的稿族隔離主義的 

理論家現在竟會來打撞它，這似乎有點怪，但 

事實上確是怪誕。不過歐洲人的一般感覺認 

爲只耍他們的財產獲得合理的市慣，他們却 

不很介意。有些人接見記者時說他們不知道 

要搬到那裏去，有些人想搬到開普敦親戚家 

裏去或者別的地方去。

" 這一段故事與脫蘭斯開事件說明卽使 

同樣遭跌，白人比非白人還是很佔便宜。當 

危臉的信號開始傳到脫蘭斯開的時候，舆論 

:k 緯 , 這雖然禾必能够達成其主要目的，至 

少足以保證進行搬家與賠償程序定能力求公 

允。全國像 Haarlem這種鄉村裏的白稿居民 

自然會有同樣的待遇。但是如果非白人耍求 

享 受 Dr. Donges所答應過的公允待遇，當局 

能否加以同樣的考盧那就靠不住了。"1

C. 一九五四年第十八號法律，士人信能基金與 

土地法修正法的實施情形

一五 0 .  —九五四年第十八號法律土人信能 

基金與士地法修正法的內容在委員會第二次報告 

書中已有分析（A/2719, 第七十三段至第八十一 

段)。

在這年內政府當局曾經採取各項歩驟實施 

該法。

一五一 . 一九五四年九月十六日南非報舍書 

稱土人事務部行將採取步驟肅淸鄉區土著游民， 

幷調節農村勞力的分配。關於市區的游民，已經 

採取種種措施加以管制，頗著成效。爲了在鄉廣 

達成同樣的效果起見，擬在各農填各縣次第進行 

調査，査明現在各農墙所有士人的數目和他們對 

于農填主人所負的義務。

一五二 . 十一月汾，土人事務部通令所有士 

著專員和縣長舉辦境内農填士著工人人口登記， 

把他們分爲地主憑契約傷用幷給付工資的土著僕 

役 ，兼爲地主服役而租用地主土地的個工和寄居 

者 ，卽旣非僕役也非個工，僅付租金而在農場居 

件:的土人。

農壊工人登記一事，將由農民合作辦理，農 

民應將農填上所傷工人詳細列表登記。

登記名冊將於二月中旬提出，幷將由個工委 

員會予以審査。個工委員會由土著專員與農民代 

表組成。委員會在第二次報吿書內（A/2719,第七 

十三段至第八十段）已經指出，土人事務部計劃 

把個工和寄居者的人數儘量限制一一各農填除經 

個工委員會另有核准者外僅准容納個工五戶，至 

于寄居戶戶數則採取遂漸提高農家登記寄居戶之 

費用辦法，寓禁于徵，加以限制。其目的在于力 

求非洲人受雇爲農壊雜役，亦卽該部所主張之勞 

工方式。該部在這一點上恰巧完全迎合世界現代 

的嘲流，就是要縫除封建農填制度的遺跡，而採 

取歐洲以自由契約爲原則的農村勞工制度。

六.教育問題

一五三 . 委員會在本節內討論這一年期間所 

發生的非歐洲人敎育方面的若干發展情形。

本節大部分論述一九五三年第四十七號法律 

班M人敎育法的彻步實施。此項法律初步實施時 

遇到了各種的困難。

在本章的其餘部分内，婆員會討論一九五五 

年五月裏在非歐洲人的福特就爾大學（好望角省） 

發生的事件。此外並討論聯邦政府最近委派的三 

人委員會的報吿書，這個委員會的任務是研究在 

南非各大學內加强棟族隔離一事是否實際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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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有關班圖人敎育的立法之實施

一五四. 委員會於其筑二次報吿書內分析了 

一九五三年第[巧十七號法律班岡人敎育法的规定 

(A/2719 , 第五五段至第六八段）。此項分析內載 

有國會辯論此項法案的詳細紀要（第五七段及第 

五 八 段 ）及政府黨廣廣與在野黨議員所作的主要 

陳述。委員會摘要叙述了此項法案的主要规定；並 

於第一一 0 段至第一一三段內，參照南非聯邦依 

據憲章內有關人權之规定及世界人權宣言规定所 

負之義務，檢討此項法令的规定。養員會關於此 

點的結論是明 â 的 ：那就是此項法令不符合聯合 

國憲章的若干® 則，亦不符合世界人權宣言中若 

干條的规定。最後，委員會在第一六一段至第一 

六九段內討論了各方在此項法案施行以前動法案 

的反響，並摘錄了委員會感爲重要的若于意見。

委 f t會於以下各段內將討論各方在此項法令 

施行之後對法令的反響及對一九五四年第四十四 

號法律班岡人敎育法修正法與一九五五年第七號 

法律財政及審計法修正法的反響。後兩項修正法 

令對於班圆人敎育法的规定均有所捕充。

一五五 . 在本報吿書所述斯間內，此項立法 

的實施引起了南非所有各地與論的强烈反感。此 

項法令在國民黨政府現正努力建立的稀族隔離制 

庚的藥個機構之中亦佔有一  f  i 很重要的地位。.再 

者 ，去年大會所屬麻設政治委賛會進行辯論的時 

候，南非聯邦代表，責備本養 II會 ，謂本委賛會 

討論此項法令時言論膚淺，並且U 徵引不利的意 

見。I4® 養 Ê4會認爲不得不特別注意這個問題。養 

員會因此將首先論及此項法令公他以前的若干發 

展。然後諶愼樓述政府所提出的應該改良班圆人 

敎育的各種现由，與番嵐會所知道的各方人士的 

意見一一擁護此項法令老與攻》此項法令者兩方 

面的意見。最後，委 M會將檢討此項法令實施烤 

的效果。

(一）一九五三年以前的情形

一五六 . 南非洲在十九世紀裏，牧師或傳敎 

士與敎師是常常旧一個人。學 校都是 敎 會 學 梭 ， 

信敎的七人兒奄如旧歐洲人兒童一樣地學努讀寫 

算。

一五七 . 一九一 0 年兩個過去的波爾共和國 

與兩個過去的英國殖民地聯合成爲聯邦，各自成 

爲這個新聯邦的翁份，自彼以後，各省當局漸漸 

在班圖人敎育方面負起日慈重要的貴任。此種過 

程與英國及美國已輕發生過的情形一樣，那裏的 

敎育遂漸由敎會手裏轉到國家手裹（就白人敎育 

而言，在南非洲也是如此）。比利時剛果現正在一 

稀類似的過程之中。

各省當局所干預的，主耍是行政事項。敎育 

輕费原來完全由各敎會負担並由歐洲與北美各敎 

會暮欧支助，後来大部分由各省担負起來了。1"

同時，W省行政當局更充分營制班圖人敎  

育 ：定出所應遵守的綱領，支付捕助费，而且甚 

宰租用敎會所有的學校建築物。

一五八 . 同時，學{^兒童的數目在迅速增加 

中， ■用的公典铁額愈來愈感不足。一九四五年 

士人敎育輕费法完全改訂了土人敎育經我的 »指 

辦法。在將来，七人敎育輕雙的壽猎應當是聯邦 

政府的責任。依照聯邦常年預算，撥歸各省行政 

當局支配的欽項是直接從統一歲入基金項下支付 

的。

一五九 . 凡嚴熟悉此《情形的抱着各種不同 

政治EË'張的南弗人士均一致認爲七人敎育制度已 

屬陳舊不域，而應加改良。所以，一九四九年馬 

蘭博士所主持的政府委派一個土人敎育委員會的 

時候，赏際無人反對。這個委貫會的委員都是按 

照個人的 « 門學識避選的著名公民和敎育家。該 

香 M會 以 Dr. W. W. M. E iselen爲主席，舉行會 

講，並k 一九五一年四月十八日提出了報吿書(聯 

邦政府文件編，號 53/1951)。

一九五三年法令大體上是根據該委員會的報 

吿書 C 起草此項法令的人顧及了報告書第七五二 

段與筑七五三段的意見。聯合國委員會認爲應當 

徵引這兩段，其 文 如 下 ：

■■七五二 . 本委員會認爲對現行制虔的

W稿最重要的批評是：

■■ (a) 班鬪人敎育不是一榻社會經濟發

展計劃中的一個構成部份；

參閱大會正式紀錄第九厢會，:#設政洽委 

員會，第四十二次會議。

1" 據 LeoM arquard稱 ，在一九五 0 年爲百 

分之八十八。參閱"南非洲之人民與政策"，一九 

五二年，第一八六貞'。



" (b) 班圖人敎育本身沒有統一的組  

織 ；它分裂成爲無數的不同的機關，沒有計 

割；

‘‘ ( c ) 班圖人敎育的辦理未經班圖人在 

地方或全國某礎上以一個民族的資格積極參 

加；

‘‘ (d) 班圖人敎育照現有經毅壽招辦  

法 ，對於班園人社廣只有一稀最低限度的敎 

育效果，而且货際上不可能有計劃。

‘‘ 七五三 . 此外遺有下列各項重要批評 

之 點 ：

( a ) 目前的視察及監督制虔的不適

當；

*• ( b ) 職業敎育奥經濟發展未能配合；

‘‘ ( C ) 防业中途退學辦法的不適當；

" (d) 敎員在班圆人發展計割中未充分 

盡職。

一六 0 . 在這裏應當提及一點，那就是反對 

此項法令的若干著名人士，敎會人士和其他，都 

堅決認爲此項法令的主要目的是耍阻碍班圆人的 

敎育並且是要經由偏頗的新敎學法，給與土人一 

種與其指定地位相符的敎育，藉以激底 I t現"稀族 

隔離"政策的目的。

(二）新的立法

一六一 . 從純粹的行政觀點看來，班圆入敎 

育法與捕充班闘人敎育法的兩種法令所提出的改 

良辦法货質上共有五《某本的改變：

( a ) 依照新的立法，各地 f a ® 人學校的營理 

權將由敎會交出，給與送子女進學校的班圖人社 

處 。如遇社展.發展尙未成熟，不足以接掌此種管 

理« 的時候，則學校將成爲W立學枝，並且設置 

家長敎師養M會 ，使班 l ia人能('$親 直 接 預 聞 校  

事。

( b ) 班圆人敎育的中央:行政管理權 4̂ W省行 

政當局改織聯邦政府。

( C) 班圆人敎育的指事宜由土人事務部新 

設的班圆人敎育司掌管。因爲士人事務部現在已 

經在營理® 際上各稀其他 方 面 的 班 圆 人 社 IAS事 

務 ，故認爲班人敎育也應當成爲一辅進步的班 

H 人社會全面發嫉計割的一部说C 將來還要依據 

上述原則起草一辅改訂的合於自前應用的學校章 

程綱要。

( d ) 如遇敎會顏意保留其所辦學校之行政管 

理權時，則國家補助费數額將遂漸減少。

( e ) 班圖人敎育將以總預算所撥欧項六，五 

0 0 ,  0 0 0 南非鏡及班圖人所付特別稷:之一部 

份充作辦理經费。

一六二. 此糧行政改良無疑地滿足了一種久 

已威到的需要的一部分。舉例而言，將敎會所辦 

的不協調的敎育改爲一槽國家管理的制度，無疑 

是一稿進步。

不過，委員會因爲見到此種法令的精神與因 

這稿改組而同時開始進行的完全不同性質的各種 

‘‘改良"而感覺乾異。

在這裏，委員會對於此項法令的實施，只能 

够複述它去年在第一次研究此項法令的報吿中所 

說過的話 (A / 2 7 19 ,第一一 0 段），那就是，"本法 

的眞正目的無疑是要替班圓人民建立一種與其他 

各部份人民不同的敎育制度，並且‘依照他們的生 

活機會和他 IF3的生活環境 '来施行敎育。

(三） 10步實施辦法

一六三 . 由於所決定的改組範圍廣大，經過 

一年餘後，新的學校當局才能够货行移交資任與 

實施修正後的班H 人敎育法的機構，而極少摩擦。

一六四. 一九五四年八月二日土人事務部長 

將公怖實施此項法令的初步辦法的通知 I4®送 與

(a )所有受國家簿貼之班圖人學校的受讓與人 ,校 

長 ，或管理人；（b)所有受國家津貼之土人師範學 

校的受讓與人，枝長，或管理人。

現在只是 )It最重要的各段徵引如下。

通 知 第 一 號 ：

■■ 二.管制權從敎會移交與班圆人社區

是一稀厳大的社會發展許劃的一部汾，這是

應當强調的；此 f«社會發展計劃的目的是耍

協助：h著人段前進成爲在各方面 ® 足而負責

的社席。所以目的不是要去掉班 I I人的生活

中的宗敎影晰)—— 本部深知此種影 I#)在過去

I45從 ' ‘稀族隔離 "的觀點卷來，此稀行政辦法 

m 於班腳人地位的影 « , 在本節內各處均有所指 
明 , 並且（就班 101入敎育經钱的 *措而言）在上文 
第一章第一節（C)段內亦有所指明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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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班圖人的發展有極有價値的供獻，將來 

亦將繼續如此—— 而是在策動班H 人的力量 

去發展他們自己的一稿健全的社會與經濟生 

活。

" 三.於必要時本部願向交出學梭建築 

物的敎會或傳敎團體付合理的賠償截…

" 四.所有受國家津貼的學校之受讓與 

人，梭長或管理人須於與各該校之敎會當局 

商議後，儘 可能從速（但無論如何不得遲至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後）通知比勒 

託利亞‘.，土人事務部部長關於他們管现之下 

的各個受國家律貼的學校…是杏他們願意：

( a ) 保留對於現有受國家津貼的學梭及 

寄宿舍的管理權，將此種學梭及寄宿舍作爲 

私立的未受雄貼的機關，或者作爲受簿貼的 

機關但敎員薪，捕助数定爲經本部批准適用 

於所聘各敎員的薪額及生活津貼費二者的百 

分之七十五，••或

( b ) 將此稿學校及寄宿舍之管制權讓與 

班圖人社區紐織…

" 六 . 如果於一九五五年0 月一日以後 

本部決定應依敎會或傳敎團體的請求或本部 

的請求將仍由該團體管理的學校的管制權移 

交班圖社區組織，則本部至少於雨個學期以 

前將此種意向通知校方，以便各敎師可知悉 

此事同時敎職員方面町有所準備而不至對於 

學校及其敎員有所損害 ...

" 九.校務委員會

" 於紐織校務委員會時，務須至少委派 

班圖人委員一人代表敎會利篮 ...

. 宗敎敎育

" 本部管制下的一切學校，包括班圖人 

社區組織管制下的學梭在內，其課程裏應設 

宗敎功課。本部所承認之敎會得於规定時間 

內爲該敎會敎徒的子女閱設特別宗敎动課， 

但此種功課須用本地語言敎授。如敎會不行 

使此種特權，則各班敎師將敎授本部所定科 

目。本部將訓令監督人員资責使各梭認眞敎 

授宗敎功課，並使真爲此稍功課徘出的時間 

不得作爲敎授所謂政試科目之用…"

通知第二號：

‘‘ 二 . 本部的政策是：所有國立學校或

受國家渾貼之學校，其師資 |||練^¥宜應專由

本部師範學枝辦理C 
« ( •參•
" 一二.本部希望在本部各邮範學梭內 

應有顯著的基督敎影购，並請各敎會用下列 

方 法 協 助 ：

( a ) 如屬可能時，保留各寄宿舍的管

制權；

" (b) 在本部師範學校內徘定牧師的工 

作時間，使各敎會的信徒不僅在屋期日而且 

在星期內其他日子的规定時間內均》r 往聽該 

敎會牧師敎授宗敎功課。

'‘ 遺要補充一點，所有師資訓練課程內 

均應有重輕敎學及非宗派性質的宗敎儀式。"

(四）新低級小學課糖綱要

一六五. 實施班圖人敎育法的第二個重要步 

驟是一九五四十一月二十六日公怖低級土人小學 

校課程網耍草案。

士人事務部認爲這個課程綱要的公怖事屬重 

要 ，所以在比勒託利亞召集了  一個特別新聞記者 

會議。當時向新聞界發出的正式聲明全文如下 Î

‘‘ 士.人事務郁益欣然發出班圖人敎育公 

報第二號，內栽低級小學校 一 一 卽低甲級、低 

乙級、及第査級、第或級—— 課糖綱要草案。

" 土人事務部公怖此種課糖綱要時並邀 

請專業敎育人員，監督人員，一切班圖人敎 

師及其他有關各方提出意見，批評及建纖，這 

是班圖人敎育史上的創舉。

*■有一點應當提及，雖然今天才公條此 

稿課程網耍並且此稿課程綱要於一九五六年 

以前並不開始實行，但是許多位 ‘寐家'已經向 

新聞記者發表談話族公開發表聲明，責備班 

圖人敎育是 ‘低劣的 '敎育，是他們不願意與之 

發生關係的一稿 '東西'。

" 一稿比較的分祈卽將無疑證明：新課 

程綱要草案除容納四番行政機關所訂課程綱 

要裏的各種優點而外，顯著的改進是分配給 

本地語文和兩稿正式語文的敎學時間（不是



像過去一樣，徘除南非洲荷蘭語文並把它列 

爲第二種班圖語文）。

‘‘ 再者，歷史、地理及公民合併成爲‘環 

境 研 究 科 ；較之前者以得自一九五二年公 

佈的開普課殺綱要中的觀念爲某礎而編訂的 

課程綱耍，這是一稿進步。

‘‘ 有一重耍之點應當提及，卽土人事務 

部長在過去雨年間會多次徽請各大學，敎師， 

師範學院及敎邮在歐洲人學梭課程綱要内設 

置一稿類似的科目，以期歐洲人兒童於幼時 

卽熟知其環境中的班圖人。

■*脫蘭斯Æ 爾敎育廳長最近曾請比勒托 

利亞師範學院講邮研究此一科目並提出備忘 

錄。

'‘ 從改善種族關係的觀默看來，歐洲人 

學校與班圖人學校的課程綱要內不能够有比 

這更好的科目了。

‘‘這町能使兒童學習古代羅馬及希腦歷 

史，記憶拿彼命戰爭日期或講Eskimos人故 

事的時間减少了。

" 南非洲社區的所★部分都十分需要知 

道它們自己的人交環境。因此，班圖人敎育 

在這方面採取一稿前進的步驟。

‘ ‘ 自從今年年初，我們就常常聽見人說 

班圖人敎育是低劣的，是不値得敎育家與之 

發生關係的一種東西。

" 事實是怎樣呢？

'‘ 在這次的課程綱要草案裏，一屡期有 

一七 0 分鍾專用於宗敎敎學，比各律課程綱 

要內多二  0 分鐘。

" - 種極顯著的改進是分配給南非洲荷 

蘭語的敎學時間；在低級班次裏每星斯一0 
0 分鐘，在第査級和第威級裏每墓期二 0 0  
分鐘。

‘‘分配給英文的敎學時間與此完全相等。

‘‘ 從前是什麼樣的情形呢？

‘‘ 過去在好望角寄，英文敎學時間分別 

爲三 0  0 和二  0  0 分鐘，•而南非洲荷蘭語却 

沒有一分鐘。過去在股蘭斯冗爾，兩種正式 

語文的敎學時間分別爲九 0 與六五分鐘。在 

納搭爾，英文敎學時間爲二五五與三六 0 分

鐘 ，而南非洲荷蘭語却沒有一分鐘。在橘河 

自由将，兩稀正式語文的敎學時間分別爲七 

五與一六 0 分鍾。

‘‘ 分配與土語，算術，寫字，唱歌及手 

工的時間平均比各措所定的時間有時恶多， 

有時黑少，因爲在所有各搏裏均須敎授南非 

洲荷蘭語。

"土語敎學時間爲一八 0 與二一 0 分鐘， 

前者較在股蘭斯冗爾少六 0 分鐘，後者多四 

五分鐘；算術敎學時間爲一四 0 與二 0 0 分 

鍾 ，前者較在納搭爾少一 0 分鍾，後者多二 

0 分鐘。

" 手工，縫紋及圃藝得到三四 0 分鐘，這 

比在好望角搏多四 0 分鐘，比在納塔爾多三 

0 分鐘，而與橘河自由播時間相等。

"如果採用並且開始施行這種課程網要， 

那麼它在那一方面赴低劣的呢？上面已經指 

明，這種新課程綱耍是取四搏課程綱要之長， 

並且是第一次叫所有的班圖兒童與所有的班 

圖入父母注意在南非洲有雨種正式語文。

‘‘ 再者，這榻課糖綱要使受敎育比以前 

容易得多，《 因敎學的基本媒介是本地簿  

言

(五）敎師服務規則

一六六 . 一九五五年一月二十一日‘‘政府公 

報"內所公怖的有關受國家津貼的土人學校的批 

准與請領捕助金條件的條例，頗有可注意之處。除 

其他各項外，此種條例劃一土人敎邮服務的條件。 

顯著者有下列各條：

‘，…四.任何敎師之薪條及津貼方面之

補助費，其交付須遵照下列條件：
(( t參參
‘‘（四） 凡受國家簿貼之敎會學校所聘用

之敎師，，如領受任何捕助費，均應執行部長

所發關於學校時間，假期，課程 ，效試，敎

學 媒 准 許 學 生 入 學 ，及有關學校內部工

作之一切其他事項之一切訓令。
" • ••
‘‘（六） 凡受國家津貼之敎會學校均應隨 

特聽候部長所派人員視察，其管理人應遵照 

部長隨時發出之命令陳報覆命及保存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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钦

‘‘ (七）凡受國家簿貼之敎會學校所聘用

之敎師，如領受補助数，均應遵照管理人所

起草並輕部長批淮之服務條仲，其中除其他

事項外，須詳列附鋒乙所載之若干服務條件 
，（

附錄乙內，除其他事項外，裁有下列各項條

" 任何敎師——
(a) 凡於執行有權發出祭令之機關或 

個人所發有關其學校職貴之合法命令時，遂 

抗 ，玩忽，故意作弊，或在語言上，行動上 

表示抗命者；或 …
" ( C )凡於執行職務時舉動可恥，失當 

或無禮，或以粗鄙不敬態度對待外界人士或 

土人事務部官員者；…
‘‘ (e) 凡有傷書風化行爲或有過分服用 

致醉品或麻醉劑之積翌，或於學校辦公時間 

或其他當値時間過分服用致酔品或麻 151劑 «T 
能致干咎戾者 ；…

‘‘ ( g ) 凡以行動或行爲鼓勵人違抗國家 

法律者；

■* ( h ) 凡未經土人事務部長核准可被提 

名爲廣選土人諮詢委《會或其他地方機 . 1 職 

位之候選人，卽積極參預政黨或政治圍體，或 

積極參加政治活動，或提名及選舉學校董事 

會 ，或任何班圖人機關，或行政機關，或校 

務委員會，或土人地方參譲會，或諮詢會議 

之入員者 ；，，•
" (k) 凡以接見新聞記者或以任何其他 

方式向報界供給消息，或發表信件或文章批 

評其上司或土人事務部之政策者；

均犯行爲失檢罪，管理人應採取行動予 

以處分。"

此種懲治條钦載入每一土人敎師必須簽署的 

契約 , 其主要目的在求防 Jh敎師參加任何政洽活 

動 ，故頗有被遵守的機會，這不僅是因爲懲治行 

動的威脅，而且是因爲如人顔學家與若干土著勞 

工的假主所證明者，土人堅守契約所載條钦，極 

爲尊重契約義務。

(六）班圖人敎育法的货施後南非舆論的反響

一六七 . 在下文卽將鬼到，班圖人敎育法的 

實施不是一帆風順的。它成爲了報紙上激烈宣傳 

的題目，並且在國會* 和在各糖公共會議裏，成

爲了廣强攻盤的目標，此種攻驚本身引起了多數

黨代表的熱烈答辯。

但是在最近關於此項法令的詳細實施的糾紛 

中，反對與贊成此項法合者所用的现由 , 與… 九 

五三年通過法令時雙方所提出的理由大同小異， 

這原是可以預料到的。過去所提出的理由已經由 

本養員會在第二次報吿書內廣爲徵引了（A/2719, 
第一■六一■段至第一■六五段）。所以在本章內只摘要 

簡述若干典型的反喃。

一六八 . 現在首先檢討贊成此項法令的南非 

種族問題研究所 (SABRA)的意見。該研究所的意 

見是南非洲白人紙會裏的一般意見的代表，也是 

南非洲荷蘭文報紙言論的南針。

其次 ,本報吿書將討論敎堂和敎會的態度；它 

們對此項事件極爲注意，因爲它們一向負責土人 

的初等敎育，直到一九五五年四月爲止。它們在那 

時擁有聯邦裹大多數學梭的校址和建築物。它們 

對全部問題所作的分析較其他反動 .者 更 篇 透 激 ， 

它們在反對此項法令的運動中也負担了一種恨重 

要的責任。大體而言,其餘的反對褒都復述敎堂的 

論點。本委員會亦將檢討以南非種族關係協進社 

的觀默爲根據的若干詳細意見；南非種族關係協 

進社於其研究報吿及出版品中亦會嚴厲批評此項 

法令。不過該協進社的批評與敎堂的批評,著重之 

點暮有不同。委員會然後將暴爲叙述非歐洲人社 

會中（混JÛL種人，印度人及班圖人）對於實施此項 

立 法 的 反 。

( a ) 南非洲白人社會中的反响: 南非種族問題研

究所（SABRA)所發行的小册

一六九. 政府的對於土人敎育的觀點在土人 

事務部長於一九五四六月七日在上議院內所發表 

的演說裏與在一九五五年初南非種族問題研究所 

(SABRA)出版的"斑圖人敎育—— 壓 制 献 ？機會 

m  ? "一小冊內陳述得很明白，允以後者陳述得更 

充分而有系統。就本委員會所能够確定者而言，國 

民黨的非洲白人發言人，"DieTransvaler"的領袖 

作家與政函 ‘‘Die Burger"編韓的執筆者所用的各 

種論點都战入了這本五十賈的小册■子。

此小冊的重要是由於著作人的權威和地 
位 ：Mr. G. H. F ra n z ,班圆人敎育區主任（脫蘭 

斯冗爾），班圖人生活、掌故及督俗問題之著名權 
威與盖作家；Dr. T. S. van R o o y e n ,班H人行Éc 
管理問É 權威；Dr. E. F. P o tg ie te r ,南非大學社 
# 人類學桌主任；Mr. B. S. van A s , 南非大學士 
人行政管理系主任；及 Mr. W. E. B arker ,南非種 

族問題研究所執行委賛會養員。



現在從這本小冊的最後幾賈裹詳細摘鋒若干 

段在這裏，因爲這幾貫提要叙述各項論點以答覆 

反舞此項法令者的意見：

‘‘…對班圖人敎育法提出的主要批評似 

有下列各項：

'‘ (a) 由脚家管制班阔人敎育在原則上 

是錯課的，全部管制權應當由敎堂行使。

'‘ ( b ) 在新的敎育制度中，對於宗敎(基 

督敎）方面較不重視。

‘‘ （C ) 如此的班圖人敎育是低劣的。

‘‘ ( d ) 政府的目的，爲了配合它的分別 

發展的政策起見，是在用此 f f 低劣敎育作工 

具 ，指定南非洲的班圓人在國家襄居於一縛 

永遠低劣的地位；因此它達反眞正敎育的原 

則 ，因爲它要訓練出一稿身份。

‘‘ 班圖入敎育的國家管制：
<•

" 早在一九二四年十月，非洲人全民公 

會 ，一個在當時反對此種新政策最熟烈的班 

圓人政治團體，已經向土人事務部長猜願說： 

‘依本公會的愚見，時至今日，班圖人敎育應 

當置於聯邦（政 府 直 接 管 制 之 下 ；現在亦 

應有一糖更適合於班圓人特殊需耍和實際需 

要的班圖人敎育制庚…
4«

• •參

‘‘自一九二四年非洲人全民公會提出請 

願至三十年後班圖入敎育計割最後完成之 

0 , 對於此事會作各種正式的研究。此種研 

究得到了像已故的Gçneral Smuts與聲名顯 

赫的敎育學家，著名的自由思想者，前任統 

一黨內閣中的敎育部長已故 J. H. Hofmeyr 
一類人的贊助。

4«

" 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一年土人敎育委 

員會於審譲贊成和反對繼續由各省管制班圖 

人敎育的論點後，得到結論說，‘在各省政府 

現行分別管制制庚之下，其任務方面的重大 

缺點有下列各端 :

• " ( a ) 學校與:國家所設並在中央政府管 

制之下用以發展班圓人經濟及社會生活的其 

他機關的不相速屬，這種現象是有害的，是 

妨碍進步的。

••■ (b )各會政府因無立法權力，不能將

敎育作爲所以得到班圖民族積極參加的制虔 

下的一切社會服務的一個構成部分，而加以 

管制，並爲之壽措經費。

" ' ( c ) 各省政府因無立法權力，不能擬 

定與執行班圆人一般發展計割而將敎育計割 

併於此一般發展計劃之中 '。"

小冊子於徵引本婆員會在上文提起的Eiselen 
委員會報吿書中的數段文字之後，I49結 論 說 ：

" 所以，顯然目前的反動呼聲不能够主 

要是反對學校管制權的轉移。敎堂與敎會組 

織過去在班圆人敎育的許多方面的良好的工 

作雖然値得嘉許，但是時至今日，它們應當 

解除這稀贵任了；對於此種原則是不能够認 

眞反對的。此稀敎會組織除羅馬天主敎堂外， 

很少會贊成一糧旨在將歐洲人敎育退轉到敎 

會管制的舊制庚下的政策，這是衆所周知的 

事。

" 班圖入敎育的 ‘遺裕 ’
" …町是，一般人都承認：縱使在普通 

學校課程中基督敎敎義的敎授未能令敎會完 

全滿意，但是這種學校能够而且必須在學校 

晏完成 …
現有的敎會學校裏只有少數兒童是某 

一敎堂或傳敎機關的信徒的子女，多數兒童 

及其父母甚或並非某一敎堂的信徒，且甚或 

激烈反對該敎堂的敎條。塵於這種情形，如 

果强迫多數兒童受某一敎堂的敎訓，那就顯 

然對於此輩兒童及其父母都是不公平的。

‘‘ 所以，如果在實施班圖人敎育法的時 

候，在課程裏提供充分的宗敎敎學（如在白 

人兒童的課程中一樣），如果敎堂孰於其信徒 

的子女，有參加宗敎敎學的機會，那末就可 

以合乎公平的原則。否則，如果一個敎堂認爲 

此稿制度所提供的基督敎或敎義訓練不够， 

該敎堂應當準備（羅馬天主敎堂就顯然如此） 

供給它自己所辨的敎育機關的經費的全部或 

一部分。

" 班圓人敎育是低劣的嗎？

•*在一個聰明的觀察者看來，很難看 'U 
有什廣理由責備班圖人敎育法爲班圖兒童計

參閱上文第一五九段。



割一糖低劣的敎育…這稿責備的措詞及其幾 

乎完全缺乏動機，令人難以發現這稿批評的 

理由，因此也很難予以答辯。

‘‘如果班圖入敎育的哲學根據逢反了一 

般所承認的敎育哲學；如果學梭課糖中的科 

目或科目的內容顯然是低劣的；如果只規定 

有受某一種程度或年級的敎育的機會，換言 

之 ，如果不給學生以受中等及高等敎育的機 

會 ，那宋此 I f批評就會是合理的。

" 關於第一點，卽班圖人敎育法所根據 

的敎育哲學，我們最好是徵引一九四九年至

一九五一年七人敎育委員會的報吿書…
" • • •

七 六 所 以 顯 然 班 圆 人 發 展 與 班 11 
人敎育大體上必須是同義的名詞。敎育不僅 

是敎學而已；赏在說，要敎育一個社會在*  
化方面向前邁一大步，像南非洲班圖人所須 

邁的一步-一樣，兒童的敎學雖然極端重耍，却 

必須 M視爲一種更大程序的一個部分。學校 

敎育，如果要奥社會發展協調及調和，就必 

須視爲使班圆人逵到更良好和更豊富的生活 

的許多敎育機關及程序之一。
4<

‘ ‘ 七六六 ， …
‘‘ ( g ) 學校必須儘《r 能 與 現 有 班 人 社  

會機■ 密切聯繁，並且學校與此辅機關之間 

必須保持一棟友好的但是不必是缺乏批評的 

態度；

" (h) 本地語言至少在彻級學校期間應 

當用作敎學的媒介。由於班H 入語文的文學 

寶蔵已有相當發展及其作爲农违工具的重要 

性已有所增加，旧此就慈錢應當承認它爲敎 

學的媒

•• ( i ) 應當儘量多任用班圆人M , { t« j  
能使學校有班圆人的精神，问時給與他們以 

就業的機會；

•• ( j ) 班 0 人父母應當在 1 Ï際 fy行的範 

圍內儘量參加學校的管制和生活。惟有如此， 

兒童才會明瞭他們的父母與學校不在互相廣 

爭而在互相拙助。M樣地，學 校 在 若 F社會 

價値方面將絵與父母以敎育；

" ( k ) 學校應當在心烈N 道德及精神 y/ 
面儘量發展班圖人。

‘‘ 七七三. 目前普遍承認的一個原則就 

是敎育兒童使之由已知而未知，由熟習而生 

疏的向前進步，這個原則須應用於班圖兒童， 

亦却應用於任何其他社會羣體的兒童一樣。 

但是敎育的赞施必須承認所敎育者是班圖兒 

童 ，卽在班圖文化中訓練及養成的，賦有班 

圖語言的知識的，及在斑圖母親的膝上學得 

的各稿慣値觀念，典趣、和行爲方式的兒童。 

此種事货必須在很大的範園內決定此稿兒童

的早年敎育的內容和方法。I5»
<<

■ '檢討第二點，卽學校課程問題，便發 

現若干有意義之處。 從一九五三年年勒以 

来 ，說現在計劃的是一稿低劣敎育的責備的 

話日益增多了。

■' 是直到將近一九 五 ®年年底的時候

—— 差不多兩年之後—— 才草成並公怖了這 

棟所謂低劣敎育的課程綱耍；甚至在那時也 

i I是公佈了至第二級 (第四班）爲 Jh的初級課 

程 ，其餘的課程仍然在起草之中。因此大家 

能够預料到此《課程綱要公佈後會充分證明 

所計割的敎育的 "低劣"並會引起激烈的抗 

議。

■'但是有意義的赴那時差不多所有批評 

-者-都是靜默無聲；H時 ‘Cape Argus'於一九 

五四年十一月二十九的社論裏却坦白承認： 

‘此稿紙至第二級爲 i t 的課程綱耍，其中並無 

任何地方令人認爲這辅學校將爲一《低劣的 

學校 …’C

‘‘ 關於第三點， ■能減少敎育設備使 

班圆人不能充分發展的間題，我們只須指出 

一點就够了，卽在■於此項法命的货施所作 

的一切公開聲明之中已力言…將来如有需要 

卽 1Ï•行增加現有的中等及高等敎育設備。

1®» —九五五4f-七月一日土人事務部次長 Dr. 
W. W. M. Eiselen所提及的顯然是這植敎育原則； 

當時他在比勒能利說新的班圆人敎育政策的目 

的與义敎組織爲 ‘‘後展落後"國家的敎育所定的目 

的完全符合。他又說，"這些目的，在他處和在許多 
W家裹已經因文敎組織的努力而货行了，但在南 

非洲却被稱爲 ‘違反上帝的意志 ’，這是很奇怪的 " 
("Die Transvaler", 一九五五年 :七月二曰）。



‘‘ 一種預定的永久低劣的地位？

‘‘…這精批評的根據顯然是因爲政府決 

定實行分別發展 0 人與班M人社羣的政策。
« I • • •
‘‘ 一般的假定似乎是（a) 分別發展政策 

的主耍目的之一是使班圆人永居低劣的地位 

並限制班圆人的發展；（b)經由敎育卽可訓練 

班圖人，使他們安於指定絵他們的低劣地位 

並且接受對於他們的發展所加的限制而無異 

議。
« ( • • •
" 分別發展的政策實質上是耍使班圖人 

個人與班H 人社區在生活的一切方面都有充 

分而不受限制的發展；此種政策的基本假定 

(這種假定是根據實際的事實)是在一種種族 

混合的社會裏班圖人的充分發展的機會必須 

嚴受限制，因爲白種人民沒有準備放棄他們 

的政治自決權；

44

‘‘我們堅信分別發展政策成許可解除南 

非當前的嚴重的左右爲難的情形，如果我們 

以眞號的態庚去赞行此稀政策並且完全承認 

此稿政策的含義。

*■分別發展需要若干基本的條件一一擧 

例来說，我們應當使班圖人能够在他們自己 

的社會、經濟，及政治社會中日慈負担起領袖 

的責任， 他們應當能够日益負担起更多的爲 

此種充分發展的班圖人社.會所必須有的半技 

術的，技術的和專門職業的職位。再者，分別 

發展雷耍班圖人領土的漸進而加緊的經濟發 

展 ；在那裏， 多元的農工霉經濟的發展將使 

生活水準不斷提高。

<1
• ••

"第二稿假定是經由敎育的訓練卽可使 

班圖人接受一稿永遠低下而服從的地位。這

種假定並不値得嚴重 1^論 ' 第一因爲分別

發展的政策是在求達與此恰好相反的目的， 

第二因爲向來沒有證明過經由敎育町使一個 

民族自願接受一糧他們根本知道是等於完全 

杏定他們Ê 己的生存和發展的辦法。

(b) 敎會

操南非荷蘭語的維新敎會

一七 0 . 操南非荷蘭語人的敎會，如南非最 

大的敎會荷蘭維新敎會，維新敎會，及荷蘭改革 

敎會均已表示贊成班圖人敎育法，並已將各該敎 

會所屬的敎會學校交歸國有而無異議。

其他敎會

一七一 . 其他各敎會一一其大多數"歐洲人" 
信徒都是屬於操英語的人民一一總是提出嚴重的 

反對意見，但是有些敎會的立場隨敎區而異，其 

他敎會的立填在這一年的過巷中襄有改變。

下面是這些敎會或敎會團體及其一部分代表 

的態度的槪述，不過這種槪述必然是不完全的：

南非洲基督敎理事會

一七二 . 南非洲基督敎會於九月一日（在比 

勒託利亞）召開的許多敎會代表的會議極力反對 

此項法令中的若干條欽並且攻盤此種條欧實施的 

迅速。15=*

英國國敎會

一七三. 約翰尼斯堡的英國國敎敎匿會譲於 

一九五四十月二十三日通過決議案，對於班圖人 

敎育法爲土入兒童所規定的那種學校敎育深表惋 

惜。

此決譲案說，該敎區會議諷爲此項法令違反 

上帝的意志，因爲它是基於"《族隔離"，破壞了 

照上帝形像造成的人的天然權利和尊厳並且目的 

在保證一個種族能永遠統治另一種族，其方法就 

是使那個種族沒有求知識的機會。

此決議案請所有基督敎徒要求並努力撒錯班 

圖人敎育法。

在英國國敎高級敎士之中，反對此項法令最 

激烈的似乎是約翰尼斯堡的主敎Rt. Rev. R. Am
brose Reeves與開普敦的大主敎 Most Rev. G. H. 
Clayton。

前者命令南脫蘭斯冗爾境內屬於英國國敎敎  

會的所有南非敎會學校一律關閉，因爲敎會"不  

能够以任何方式參加班圖人敎育法的執行"。他 

又說，敎會不願將它的學校出賣或出祖，因爲這種

‘‘班園人敎育一一壓制献？機 會 献 ？ "Std- 
Içnbosch, 一九五五年，第三九至第四七頁。

I®2 ‘‘南非狀现 "，一九五四年十月一曰 

星報 , 一九五四年十月二十三日。



敎育制庚，其目的遂反了敎會所認爲應當是一切 

敎育的根據的原則，敎會不願與敎育制虔發生關 

保。154
Dr. C la y to n於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曰 

在開普敦敎區會議中説，敎會決不參加實行他所 

稱的 "這稿荒唐的班圖人敎育 ’'。̂ ：會如果參加，它 

就必須遵從一種它不能够贊同的課程綱耍及時間 

表。

在評論土人事務部長所說的 "士 人 敎育 "與  

"班圖人敎育"之間的 1S別的時候，他 說 ：

"‘土人敎育'亦卽任何其他人民集團應有 

的敎育，卽依照個人的真性才能發展他的人 

格 。

" ‘班圓人敎育 '的意義顯然與此不同…

" 班圖人敎育的含義是：班圖人想:一個 

集圍的成員，而這個集團只被另一集團的成 

員給與有限的機會，並且他不是被敎育成一 

個人而是被敎育成一個集團的成員。

" 無疑地實行此項法令的結果將是胆碍 

班圖人的敎育，但是我深信結果不過紙限於 

阻碍班圖人的敎育而已。我不信此項法令將 

制 JI:班圖人的敎育。此稿政策如此荒廣，必不 

能成动。但長暫時之間此種政策可能顯得是 

成功的。"I5®

這裏應當提及  Father Trevor Huddleston 有
許多次發表的直言無隱的意見。在因塾彼得敎會 

學校的關閉而於一九五四年十月十八日在約翰尼 

斯堡擧行的一個抗議會議裏，他 會經說：

"所以現在這個學校必須■ 閉。靈彼得學 

梭所主張的一種敎育理想現在必須壞了。

**我們承認學校的關閉使非洲人民受到 

的眞實的困難。但是我們深信日久之後，原 

則的維護是我們能够供獻的最偉大的服務…

"我深信 ‘稿族隔離'在觀念上和實行上都 

是一種罪惡。'È不只是一種錯誤，而是一稿 

罪悪；不只是一種政洽的口號，而是一種罪 

惠。

" 他認爲，敎育決不應當受稀族的考盧 

的 支 配 ：敎育的全部目的是使個人有機會接 

受人類的文化道產。

" 找 對 於 Dr. V crw oerd的意見沒有典

趣 ；對於歐洲人幅主的意見沒有與趣；對於 

農人或國會議員的意見也沒有典趣一一根本 

上我所關心的是非洲人種的前途。因爲這項 

法令對於他們的前途的影響是如此董大，而 

且遺禍如此之深，所以我竭盡全力加以反對。

" 垂比得學校的存在是爲了這些原則； 

本社區現在決定關閉這個學校，也爲了這些 

原則。

美以美敎會

一七四. 南非洲美以美敎會所思各學校有班 

W人學生二0 0 , 0 0 0 以上。該敎會於一九五四 

年十月二十二日在Queenstown舉行常年會議時， 

表示對於班圖人敎育法"極力反對" ：

'■事實上這稿政策的目的是預先決定使 

非洲人民在國家中處於一種下等地位，因此 

這稿政策不符合敎會所主張的基督敎的原 

則。

" 不過，爲了满足非洲人民目前的敎育

需要起見，本敎會認爲不得不將其所屬各學 

校的管制權交給國家，並於可能時繼續以基 

督敎影響敎育。

•*本敎會爲自觀起見，必須言明只在實 

驗期間同意政府的辦法。"1"

後來，在研究因此項法合的實施而造成的學 

校情形的一切方面的發展並衡量將來的前途之 

後 ，許多美以美敎會的領袖似乎改變了他們的敵 

對態庚，但是沒有改變他們斷原W問題的立填。

關於此點，本委員會認爲美以美會議的主席 

Rev. J. B. Webb於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三日當學 

校.抵制運動最盛之際所作陳述表現出了此時的態 

度的特點。此項陳述鐵星報於同日報導如下：

‘‘美以美會議的主席Rev. J. B. W ebb今 

天在這裏說要給予班圖人敎育法以公平的裁 

判。他說，就美以美敎會而言，現在發現‘我 

們最 I s所預料的若干値得恐懼的事情都沒有 

成爲事實。

•* Dr. W ebb到德班主持一個奠基典禮時 

接見記者發表談話說：‘此項法令表示政府認

I®4 南非報，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二十七 0 
星報，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I5®南非報，一九五四年十月二十三日 

I57屋報，一九五四年十月二十二日。



真想要使土入敎育辦理合理並設法改正各省 

敎育的舊制庚下所有的若干反常情形。

" ‘負責執行此項法令的人已經誠意地要 

求我們的敎會的合作。我們在可能範圍內將 

繼績合作。

" '同時，我們保留我們自己最初的信念； 

在此項法令公债的時候，我們已經向政麻明 

白表示了此糧信念。

" ‘我們深信只有一稿敎育並且深信敎育 

不能够因受敎育的人不同而掛不同的招牌。 

我們不能够接受歐洲人敎育或班圖人敎育的 

觀念。敎育只是敎育而已。

" '但是我們須看這件事是否辦得通。無 

論如何，我們不能够將我們的敎會學校裏現 

有的大約二 0 0 ,  0 0 0 個土人兒童拋出學 

校之外，或至少在目前使篇數將近五，0 0 0  
人的敎師失業。'

他在一九五五年五月十九日於偷敦擧行的美 

以美敎會牧師與俗人非公開會譲席上發言時，重 

述了這種意見：

"班圖人敎育法不完全是像人們所餘的 

那種激烈的立法。此稿法令實在是順從世界 

各國敎育政策的一般趨勢，卽日靈由國家負 

担較大的責任。雖然這就是說國家普遍接收 

敎會摩校，但政府已請敎會派代表參加學校 

的管理委員會並担任行政部門的職務，而且 

政府方面似乎實在急欲敎會接受此種邀請。

" 同樣地，國立學校裏准許敎會對其本 

宗派的兒童給與宗敎的敎學。

‘‘敎會如願意時可以保留對其所辦寄宿 

舍的營制；此種管制將協助保證繼續影響那 

些負責敎育靑年的人。

'‘有人會經說非洲兒童在十歲至十二歲 

之後，卽完全沒有受敎育的權利，這稿話是 

不對的。經政試指明可資深造的兒童將有繼 

續受敎育的機會。

'‘政試不及格的學生政府將勸他們受職 

業敎育，政府對於這稿敎育極爲重視。"1®»

長老敎會

一七五 * ‘‘ 一百餘年来在南非洲班圖人中致 

力於福昔傳道的歷次蘇格蘭長老會機關的繼承 

者 "，蘇格蘭敎會外國傳敎委員會於一九五五年一 

月四日以政南非政府公文的方式發表聲明。除其 

他各事外，此項聲明說：

*■我們承認依照文明國家的慣例，南非 

政府應當接受南非全國人民的敎育責任，所 

以我們贊同此項法令所根據的責任的原則。

" 我們也承認並且感謝近年以來國家担 

負了各敎會學校的大部分費用…

‘‘ 我 fra的敎會學校與敎育機關裏所施的 

敎育已造就了很多的男女學生：他們不只是 

能够接受敎化並且在智力方面其表現出的才 

能可與他族人民（一般而論在比較有利的經 

濟及社會環境之下）的才能媳美…

" 不過，我們感到遺城的是現有的中央 

政府，各省政府，敎會與社區之間合作的制 

度 ，其轉變未免大倉卒了…

" 不過，我們對於此項法令的主要反對 

之處是與原則問題有■ , 並且是與此項法令 

所根據的種族政策有馳。我們認爲，因爲 

帝已經使一切的民族屬於一個血統，一個人 

的慣値在上帝的服中並不因他的種族或膚色 

而異。我們認爲，因爲南非洲的經濟生活要 

靠班圖人的合作，現在 a 經不能再把他們作 

爲一個完全分開的社區看待了。我旧深信基 

督敎的敎育政策必須設法準備每個 f t 會集團 

的成員充分負担成人的責任爲國家服務。

" 所以我們不能够同意此項法令似乎根 

據的一稿主旨，卽除了保留區以外班圖人與 

他們出生的國家裏的其他地方毫無關係，並 

且對於結果使每一集團的最卑微的成員都受 

到影響的主要政策問題的決定也沒有任何發 

言權。我們也不能够贊同由此得出的敎育政 

策 ：卽祖訓練班圖人去過保留直的生活，使 

他們不能担任歐洲人社區中某種勞工等級以 

上的工作。

星報，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三日。 

I5®星報，一九五五年五月二十日。



組合敎會聯盟

一七六》南非洲組合敎會聯盟常年大會的決 

議內有下列數項：

' ‘ 一 . 敎育是全部人格的發展而決不紙 

是職業的訓辣。

'‘ 二.雖然有一個可能限制機會的不完 

美的紙會裹總有社會與輕濟的差別，但是人 

是上帝的孩子，其發展可能是沒有限制的。

" 三.因爲敎育不僅是使人在社會裏適 

合於他的現有地位的工具，而且始終赴使人 

碩悟主恩的一稿工具，基督敎會決不能够同 

意敎育的主耍目的是使人適合於社會裏一糖 

預先決定的地位。

■** m . 因爲我們深信上述稿稿符合上帝 

關於此事的意志，所以我們不能贊成政府的 

班圆人敎育法所根據的理論與目前將此項法 

令適用於非洲人的敎育，深感遺爐。

美國傳道會

一七七. 美國傳道會是在納塔耳的最老的傳 

道會，有學校一 0 九所及非洲學生二 0 ,  0 0 0  
人。它通過了下列決議案，並將此項決議案遞送 

土人事務部長：

" …土人事務部的敎育政策與我們自己 

的敎育政策不一致。

■*依土人事務部要求傳道會或者 (一)放 

棄學校的一切管制權，或 者 繼 續 辦 理 學  

校 ，惟所得捕助，大爲減少；但傳道會對於 

道兩種辦法均不能接受。

"傳道會如無適當數目的政府捕助費，就 

沒有財力繼績辨理其所辨的許多小學校。

" 不過，傳道會將不以單方面的行動阻 

碍政府。

第七日耶蘇降臨會

七 八 .第 七 日 耶 蘇 降 臨 會 決 定 不 交 出 學  

校 ，但是該會向朱要求補助费，所以不变移交條 

欲的影购

1®» "班圖人敎育一一壓制軟？機 會 献 ？ "Stel
lenbosch, 一九五五年，第三六貝■及第三七頁：。 

I®2"班圖人世界"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十三日。 

I®3屋 報 ，一九五五年四月一  0 。

羅馬天主敎會

一七九，一九五四年九月二十九日及三十B 
在比勒託利亞擧行的南非洲主敎會譲全體大會通 

過了下列決議：

" 塵於天主敎會有權據有並辦理其自己 

之學校；

**塵於此榻學梭爲敎會職司之一重耍部 

分 ，並爲其兒童之眞正而適當之敎育所不可 

缺少者；

••塵於吾人深恐任何天主敎敎育機關納 

入社區學校系統後卽不能保留其天主敎特 

性 ，亦不能提供符合天主敎原則之敎育；

" 襄於吾人職責所在必須竭盡所能努力 

爲班圖人兒童辦理天主敎學校，縱使此事需 

要我虔誠之信士，修道士，及牧師之格外犧 

牲亦在所不惜；

" 吾輩南非洲天主敎主敎會譲人士於比 

勒託利 ÏÎ&舉行特別全體大會，決議如下：

• • 第 一 ：菩人保留我天主敎學校校舍以 

傭自用；

‘‘第二  ：吾人集中力量發動一種壯烈之 

運動，以求用吾人自己之學校盡力給與吾人 

之兒童以吾人所能給與之敎育；

‘‘ 第 三 ：吾入因深信父母有權分享公共 

歲入爲其子女嫌買學校設傭及付敎師薪修之 

用，故依據一九五三年四十七號法令之第八 

節規定申請捕助費；

" 第 四 : 吾人准許天主敎敎育機關將其 

舍址供作部辦訓練學梭之用，但敎會對於學 

術部門及寄宿舍須有充分管制權力。"1̂

雨個月之後，德班的羅馬天主敎大主敎Mon- 
sign or H urley就班圖人敎育法問題發表了下列動 

人的言論：

‘‘ 我們現在被耍求離開敎育界，而正在 

這個時候政府正在用辅族隔離的利刃刻盤南 

非的未來形相；這稿辨法如像鐵鍾一樣打擊 

着黑人的靈魂和白人的良心。非洲人能够有 

耐心而高典地忍受許多苦楚，如貧窮，營養 

不良，疾病，微薄的工資，與妻子和家庭的

I®4 "班圖入敎育—— 壓制献 ? 機會献 ? "Stel
lenbosch, 一九五 i 年第三十八頁。



別離，但是有一件事他不能够永遠忍受。這 

就是他在每條有關種族隔離的法律和條例中 

所見到的侮霉。黑人柜絕承認此稿限制智於 

他是有益的，紙因他和其他每個人一樣，也 

有自由，正義，人類的尊嚴與自尊的本能。"1**®

( c ) 其他操英語之歐洲人團體 t 南非稿族關係協 

進社

一八 0 . 委員會於第二次報吿書內（A/2719. 
第一 0 三 段 ）曾徵引稿族關係協進社對班圖人敎 

育法的主要條钦之一的簡明的反對理由：

‘‘ 班圖人敎育法，將非洲土人敎育移交 

土著事務部主管，此事在原則上，旣不妥當， 

在實施上也不適宜。"

不過，因爲該社的政策是對於法律的起草盡 

可能發生最大的影響，以期引起人注意任何缺點、 

遺漏及危險之處，而不是有系統地阻碍法律的賞 

施 ，故該社對於一九五四年至一九五五年的敎育 

政策並未特別加以注意。

— . 可是 . ‘九五四年十一月號‘'種族

■ 係新聞"，内載有一篇文章題爲‘‘敎會面臨班圖 

人敎育法"。現在從這篇文章中徵引下列各段：

" 由土人事務部主管班圖人敎育之說不 

是一個新的說法。此種說法早在一九三六年 

已經討論過。不過，到了一九四九年設置南 

非洲土人敎育委員會的時候這種飘念才開始 

具有定型，一九五一年的 E isek n報告書才 

具體提出。

“ 我們必須 fÈflî此項報吿書不是意見完 

全一政的，因 爲 Prof. A. H. M urray提出了 

不同的意見。此稿意見與委員會的意見均指 

明行將面臨的一種道義上的左右爲難的情 

形。他 誰 ：‘敎育具有"社會目的"的觀念與敎 

育的功用在於保存和傳播社羣 "文 化 "的 觀  

念 ，是與基督敎的觀點衝突的；基督敎的觀 

點是人的本身就是一個目的，它的社會組織 

只是協助他得到一種更好生活的工具'。委員 

會說：‘敎育必須與一種確定而計割周密的發 

展班圆人社會的政策相配合...學校必須與現 

有的班圖人社會機關儘可能密切聯簾…學校 

應當使班圖人個人在心理上，道德上及精神

上有最高限庚的發展 '。所以，依 照 Prof.Mur- 
r a y 的意見，基督敎的觀點着重個人本身的 

慣値，而委員會着重班圖征會裏的班圖人個 

人。基督敎的行動是在個別的敎會作道德上 

的制斷之後加以執行，而委員會的意見是由 

政府去熟行，並且在班圖人敎育法中陳述出 

來 ，其中規定‘各省政府將土人敎育之行政及 

管制權移交聯邦政府，及其他與此有関事  

項，。.，

一八二 . 再者，Mrs. Ellen Hellmann 在她於

一九五五年初向稿族關係協進社理事會常年會譲 

所作的主席致詞裏，重新陳述該社對於一九五三 

年法令的立場並提及下列各點：

‘‘…土人事務部所屬班圖人敎育司接管 

土人敎育的事已經實行了。在我們的眼前，新 

的土人敎育制庚的型態正在形成中。我沒有 

時間討論土人敎育的組織和內容方面的改變 

所牽涉的各種問題，並且現在如企圆評定結 

果未免爲時過早。現有的敎育制度裏有許多 

嚴重的敏Pg, 新的統一的制度裏將有若干優 

點 ，委派主持該司的人員都是才力卓著的敎  

育家，這些都是沒有什變可疑的。但是，卽使 

此稿優點比現在可能看得出的更重要得多， 

亦不能捕慣此項法令的通過在非洲人民中所 

造成的恐懼、驚慌和猜疑。我深信目前政府 

所採取的行動之中沒有一植像班圖人敎育法 

的通過這樣厳重損害非洲人對歐洲人誠意的 

信心。 ‘敎育 '是非洲人進入有智識和技能，成 

就和力量的西方世界的大道。過去如此，現 

在依然。將他們自己的敎育與所有其他集團 

的敎育分開，只有一稿意義：他們的敎育將 

有所不同，將爲低劣的敎育，其目的就是使 

他們永遠居於目前的低等地位。

一八三. 該社亦密切注意班圖人敎育法遂步 

實施的情形。一九五五年一月 '，該 f t 發表了  Mr. 
A. W. Hoernle就此項法令的赏施情形編成的報 

吿書一件。

現在徵引關於若干細節的批評如下，作爲例

子 ：

星報，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二十日

Ellen Hellmann,‘‘稿族法與經濟及社會力

量"，第二二頁。



現在卽將委派非洲人副視察員及梭務 

委員會的私書。這就是說在各學校的敎員之 

中要裁去若干人，或許裁去若干最優秀的敎  

師 。 此外，還計割從一九五六年起，各學校將 

依據人種組織，每 一 個 學 校 ( 大 槪 是 小 學  

校 ？） 敎學時將只用各學校所用的七種非洲 

語言之一《 。所以將来便有更多的股節情形， 

尤以在較大的都市展域內爲然 , 因爲此稿區 

域內在同…學校裏用兩稿或雨植以上的非洲 

語言的班次目前並行開設 …

"關於雙班輸流上課制的報吿各有不同。 

擴 說 第 一 班 的 學 生 比 第 二  è 的 學 生 進 步 較  

快 。在第二班上課的時.候敎師因爲重複而疲 

倦 厭煩了。兒童亦疲倦了，因爲他們大多數在 

第… 班上課的時候就來 了 ，並且在學梭各處 

遊 玩 ，擾亂校內工作的人。這些幼年的兒童 

在上班之前或上班之後留在學校裹的問題是 

一個很嚴重的問題；這個間題無論如何在都 

市15域內需要密切注意 …

‘‘ 就低級小學校而論，全部的注意力極 

顯然地是放在小规模的鄉村學校上；我常常 

懷 疑 政 府 官 員 對 於 都 市 學 校 兒 童 的 特 別 環  

境 ，尤其是像金 11 f這種區域的緊張都市生活 

中的學校兒宜的特別綴境，知道了多少。"1®7

一 八 四 . 若 干 月 之 後 ，該社就新學校當局於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所公佈之班圆人低級小學校課 

程綱要草案提出意見。I®8該 社 說 ，此項課程雖然有 

許多地方你屬鼓驗性質 ,但在敎育上却是健全的。 

希 望 班 圖 人 敎 育司赞 行 此 種 課 程 綱 要 得 到 成 功 。 

不 過 ，該社提出了若干意見和建議；現在徵引幾 

個 例 子 如 下 ：

" …成功與否須視敎師所受的訓練是否 

激底及監督人 M和視察人員所給予的指翦是 

否有方。本社建議應令敎邮選努進修課程，並 

建議在此種課程圓滿完成之後卽大事檢加敎  

師 薪金 …

‘‘本社建議區域內流行最廣的正式語文 

應當在低甲級敎授，其他一挿正式語文應當

1 "  Mr. A . W. H o ern le ,"班圓人敎育法 ï i：施
情形報吿書 " 。南非捕族關係協進社出版，一九五 
五年。

在低乙級開始敎授。第三稿正式語文的敎授 

應當延遲開始，因爲同時開始敎授兩種新的 

語文可能使兒童感到混戴…

" 關於健康和衛生的時間應當更多些。

(d) 非歐洲人集團 

開普混血種人

一八五 . 開普混血糧人對於新的班圖人敎育 

法的態虔似乎是完全反對的。這 可 以 從 他 的 主  

要定期出版物 " 大陽 " 看出。

以下各段錄自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 大陽 " 的社論，這幾段表現出了這種態虔：

*'許多年以前改訂土人選舉權法規定分 

別代表的時候曾經向混血稀人民保瞪說將要 

保障他們的選舉權並且將要繼續依照歐洲人 

經濟發展的辦法發展他們的經濟。今天的情 

形是完全不同了。土人所遭遇的情形，混血種 

人民卽將遭遇到了。政府立意要將他們從公 

共選民名冊上除名…
‘ ‘ 所以如果混血 I® 人民斷於班圖人敎育 

法發生嚴重的懷疑，那是不能够怪他們的。政 

府已輕睹示，混血種人的敎育在最近的將来 

可能由中央政府接管，因爲各省當局日益感 

到難以 *撥爲混血植人敎育的圓滿實施所需 

的有撥無已的費用 ...

‘‘課程綱耍差不多一定將改變以適合

 如國民黨人士所說的 ------混血種兒童的

需要。我 會 經 聽 說 ，混血種兒童並不需要學 

術的敎育，因爲這辅敎育最後必然會使他們 

沮喪。他們必須訓練成爲適A 於他將来 BJ■以 
找得到的那辅工作的人。換句話 .說 ，他的敎 

育 應 當 儘 能 合 於 鼓 際 ，以便使他適合於他 

在南非社會裏應有的地位…  .

■■好望角省內的大多數混血辅人⑥校都 

是敎會學校；一且混血神:人敎育被中央政府 

接管了，誰能PtlJt政府使它不訂立一棟類似 

班圆人敎育法的混血辅人敎育法昵？

' ‘ 現在是提出抗議的時候了…

■*混血種人民應當使政府明瞭混血種人 

兒童的敎育必須與歐洲入兒童的敎育一致並



行。離開目前的制度便是一糖倒行逆施的步 

驟 ，並且是一稿有損於國家的全部經濟的步 

驟 。"

印裔南非洲人

一八六. 委員會的關於印度人態庚的消息的 

主耍来源是瑪哈瑪甘地所創辦的週刊‘‘印度人意 

見"1™。這糧態度是公開仇親班圖人敎育法的態 

庚 ，例如從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五日的一期內就能 

够看出。該期有一長篇文章，其作者論及土人事 

務 部 長 Dr. V erw oerd於一九五四年六月七日在 

上議院裏所作的著名的政策陳述；此項陳述後来 

重印出來，標 題 爲 ‘‘班圖人效育一一最近將來的 

政策"。

據這篇文章的作者說：

" 從此項陳述見到的一件事情是：班圖 

人敎育法的主要目的不是敎育的而是政治 

的。擧例而言，部長之所以責備目前的班圖 

人敎育制度，是因爲‘學校裏所施行的敎育與 

國家一般政策並未配合 ’。他力言學校‘不同情 

於國家的政策'，現在雷要的是一種統一的與 

國家的一般政策一致的敎育政策 '。他 又 說 ： 

‘他 （非洲人）在歐洲人社區裏只能作某種勞 

動工作，除此以外就沒有他的地位’。在此項 

陳述裏遺找得出類 .似性質的其他句子。所有 

這些話都證明政府的政策目的不是在促進班 

圖人敎育，而是要捉進 ‘《族隔離 ’。實在說， 

班圖人敎育法紙 是 一 系列旨在擎同和促進  

‘種族隔離 '主義的立法的最後一種，其他立法 

如種族分區法，異族通婚法，妨害風化治罪 

法 ，選民分別代表法等。

" …土人事務部於一九五四年八月二十 

日所發出的雨件關於 ‘敎會學校的移交…’的 

通吿都是十足侵塞行爲的例子。簡而言之，那 

雨件通吿要求敎會將他們的敎育工作移交出 

来 。敎會的師範學院必須交與政府；敎會的 

其他敎育工作必須交與班圖人敎育局…

" 遇到此種侵累行爲，敎會能够有什喪 

辦 法 呢 ？就人力而言，敎會除遵命辦理而外， 

很少有其他辦法。

" 基督敎敎育正在翁落之中。基督敎的 

國家敎育則有旭日相昇之勢。這是班圖人敎 

育法的第一項收稽。

班圖人

一八七. 委員會毫不懷疑所有受過敎育的班 

圓人都不贊成班圖人敎育法。他ff3認爲此項法令 

卽使在最近的將來比奮的制度更能滿足比較原始 

而無知的羣衆的智識需要，可是它可能延遲比較 

進步的汾子的社會進展。

關於此點，我們可以徵引南非洲班圖人長老 

會於一九五四年九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九日在King 
William's T ow n的 Zwelitsha舉行大會時所通過 

的兩項決議案。

‘‘ 一 . 大會認爲政府現已開始實行的一 

糧敎育，似乎側重準備學生在國家生活中處 

於附屬地位，而不敎以基督敎西方國家的共 

同文化，特對此正式表示惋惜。

" 二 . 大會雖然歡迎非洲人民更積'極地 

參加班圖人敎育的管制事宜，但深信此事不 

必徘除現有學梭的敎會管理卽可完成，特別 

是 因 爲 目 前 班 圖 兒 童 只 有 ^分 之 一進 入學  

校。大會認爲政府應當在政府學校與敎會學 

校的平行制度之下，集中注意給尙未入學的 

兒童以敎育…

一九 2 ：五年四月九日的"班圖人世界’’內所载 

的下列這篇重耍的專文對於此項法令的堅決反對 

者之一  Bishop Reeves所採取的態度備加讚揚：

；* 新的非洲人敎育制度規定敎會將敎會 

學校移交給土人事務部。當局方面已經決心 

如此辦理，不問有關敎會是否同意…

" 那些信奉英國國敎的父母和敎師當  

Bishop R eeves建議關閉英國國敎敎會學梭 

的時候，表示擁護他，但是當此項建議付諸 

货施的時候，他們却驚惶萬狀而忘掉了他們 

所承諾的合作g 他們應當更明白地知道部長 

的用意。

雖然將英國國敎敎會學校及其兒童與 

敎師從敎會手裏移轉到班圖人 tfc區手裏必然

170 在 Plioenix(納塔耳）印刷出版。

‘印度人意見"，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五日。 

‘班圖人敎育一一壓制献？機 會 献 ? "Stel
lenbosch, 一九五五年，第三六頁Q

172



會有許多困惱和驚惶，但 Bishop Reeves必 

將名垂靑史，成爲一個抱定主義不畏患難的 

人。

" Bishop R eeves之堅決信奉他的主義 

與不喜歡班圖人敎育法的人民所造成的一切 

騒擾，或許倚可促成一種良好的結果。

*■我們必須感謝約翰尼斯僅敎區爲非洲 

人民與非侧人敎育所作的一切工作。

上文管經提及過的 Mr. H oernle所編的報吿 

書 I73內附载的意見中有一位土著敎師Mr. W. B- 
N gyakane所提出的中肯的批評，使本委員會特 

別感動。他的批評是關於新的低級小學課程綱耍 

內所提及的英文及南非洲荷蘭語的敎學和‘‘環境 

研究"的。委員會認爲應當徵引下列各段：

'‘在這個時期開始敎英文與南非洲荷蘭 

語對於兒童是有害無筵的。這使兒童的課程 

過於 繁 重 ：此類科目應當在比較很晚的時期 

開始敎授，除非認爲在第二級裏兒童已具有 

-謀生的技能或者年齡已長足以尋找職業——  
惟如是，才可有理由相信結某將造成心理的 

混亂 …

‘‘ 這裏可以看到，非洲兒童的服光，經 

驗和知識將以其區域爲限…而白種兒童的環 

境 ，在空間上伸張到歐洲，在時間上伸張到 

漢尼拔，飢撒與塾保羅，他們學知文明是許 

多種族與入民若干世紀的發展和貢獻的聯合 

査物。白種兒童的環境是人類估據的世界，而 

非洲兒童的環境却並未超出其生長的縣 區 。 

顯然的，構成非洲兒童的環境的晰幅，雀鳥、 

與 meerkats 174並未構成白種兒童的環境的一 

部份 。"175

最後，委員會認爲如果不徵引一兩位態度最 

仇視的批評者的言論，那喪關於南非洲人對班圖 

人敎育法意見的研究便不算完全。態度最仇視的 

批評者都是非歐洲人並且大多數都是菲洲人全民 

公會的積極活動的會員。他們發表意見的主要刊 

物是一種開普敦週刊"新時代"；現在從這個刊物 

徵引兩段文章如下：

I73參閱上文第一八三段。

I74南非洲香猫。

I75 A. W. Hoernle, "班圖人敎育法實施情形 

報吿書"，W. B. N gyakane的批評意見。

■■對奴黯敎育的又一打撃

" 當 Bethlehem的非洲人父舟被請去選 

舉一個校務委員會以實施此項奴鎌敎育法的 

時候，他們得到了反對此項法令的一個大勝 

利。

" 這次會議是恨喧嚷的，後来許多父母 

離開了會廳表示抗織…

■■現 在 Verwoerd應當知道非洲人是不

耍奴载敎育的。他們要眞正的敎育。部派的 

主席人員被質間關於此項奴雜敎育法的問 

題 ，但是答覆結果不甚圓滿。

‘‘ 聽衆高呼 ‘阿非利加！'並且鼓掌 ...

‘‘ 我們不接受未輕徵 it]我們的意見卽爲 

我們辦理的任何事情。敎育是我們的權利，我 

們有受良好敎育的權利。我們不是在畏縮；我 

們對於我 ffg的這種主張是寸步不讓的。

‘‘我要奉勸那些已經提名和已經當選的 

朋友們, 他們之相信他們有權選舉他們的代 

表出席這個委員會乃是上了當。我也想提醒 

那些已經接受提名的人們，沒有所謂選擧的 

這囘事情；國民黨人只是在哄驅他們並且瞧 

願世界。

" 哄驅是國民黨人的慣技。他們企圖使 

我們非洲人相信他們（非洲 人 )是 H a m 的子 

孫並且相信按照上帝的計劃他們應當做白種 

人的奴織。

'‘他們企圖使非洲入相信他們是僮僕而 

國民黨人是主子。

Rev. E. G. M o k u e n a

A .N .C .(非洲人全民公會） 

Bethlehem, O.F.S.’’i7®

•• L a n g a奴餘敎育 ‘選擧’已遭失敗

開普敦

‘‘上星期末 Langa地方的學生家長吿訴 

土人事務部派來依照班圆人敎育法规定辦理 

梭務委員會選舉的司訪問敎師Mr. Msengana 
說 ：’我們決不選擧校務委員會以毒害我們 

的子女。’
" Mr. Msengana•在上星期六於Laaga召 

集了兩次家長會議 ---------次是爲D.R.C.學校



召集的，另一次是爲那裏的美以美敎會學校 

召集的。

" 兩次會議的結系都證明士人事務部完 

全失敗。學生家長拒絕選舉梭務委員會。在

D .R .C學梭會議席上，只有學生家長六人投 

塞贊成.選舉委員會 ,而三十九人投票反對。在 

美以美敎會學核會議席上，十九人投襄贊成， 

四十一人投襄反對…

" 先是，非洲入全民公會在這個城市裏 

曾經舉行若干次會譲，對班圖人敎育法表示 

抗譲並且散發傳單耍求人民’不 要 讓 他 自  

己成爲釘死自己的子女在十字架上的人 '•，•
" ‘ Langa的入民對於這個問題所採取的 

立填是値得稱讚的'，老練的領軸 Mr. John
son N gw evcla吿 f? '新時代 ’說。

" ‘如果所有的入民都團結起來抵制班圖 

人敎育法，我們就會成功。我們要對於每個 

人都有签的敎育*。"1"

七 ，對於經國家接收的敎會學校的抵制企圖

一八八.上文已經見到，一九五四年八月二 

H已宣佈班圖人學校的營制權將於一九五五年 0  
月一日由敎會移交新的學校當局。積極反對班圖 

人敎育法的人因此有.八個月的功夫去組織抵抗運 

動 ，如果他們決定抵抗的話。

可是到一九五四年十二月才有這方面的努 

力。非洲人全民公會於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在德班 

舉行第四十二次常年會議的時候，I78議決爲了抵 

制班圖人敎育法起見，該 會 將 "組織人民共同決 

心於一九五五年四月一日不送他們的子女入學"。

土人事務部長 Dr. H. F. Verwoerd立 Sll接受 

了這種挑戰。他於一九五五年一月初在開普敦公 

開聲明，‘‘他要警告因此項決議的結果而不送子女 

到學校的土人家長：[他們的子女]將有不能再進 

學校的危臉。他們的空額將由其他兒童捕充。政 

府不會因此稿行動而受損害。政府將嚴重注意此 

事…，V卯

一九五五年三月的後半月裏，非洲人全民公 

會執行委員會議決暫緩赏行關於非洲兒童於一九

五五年四月一 0 退出小學梭的決議案。該執行委 

員會因下列各項考盧而通過此項新決譲 :
一 . 以前所定的開始這稿蓮動的日期是在非 

洲人學校的復活節假期之中。

二.非洲人學梭的新課糖網要於一九五六年 

一月才開始施行。

三.擁護會議決議案的人士提出聚急而熟誠 

的呼葡，要求讓他們有更多的時間爲這次重大的 

蓮動作必需的準備。

四.目前在德班醫院療養的非洲人全民公會 

總主席 A .J . Luthuli會長已明白表示希望此次運 

動暫緩開始，以便可以繼續與各家長組織，各敎 

會團體及其他反對班圖人敎育法之目的和原則的 

會社商議。

執行委員會捕充就 :
‘‘非洲人全民公會反班圖人敎育法的鬥 

爭的目標仍然是非洲兒童最後退出學校及在 

此項法令的實行方面不與政府合作。執行委 

員會將根據本會所有各分會提出的關於各區 

域準備情形的報吿，決定此運動開始的新曰 

期，並由總主席宣佑之。

■*同時非洲人全民公會請非洲人民不耍 

參加土人事務部班圖人敎育司現正壽設的校 

務委員會及學校董事會的選舉，也不要担任 

此稿機關的職務。

‘‘ 再者，非洲人全民公會已經決定立卽 

設置一個全國敎育委員會，爲非洲兒童起草 

另外一種敎育及文化活動計劃，以傭非洲兒 

童實行退出學校的時候卽予施行。

一八九，上文已經說過，敎會當局決定移交 

土人事務部的學校定於一九五五年四月一日由新 

學校當局接收。在若干情形下政府並沒有如期接 

收 ，因爲有很多敎會學校的管理人，尤其是好望 

角省敎會學校的管理人，均被要求在班圖人敎育 

司能够接管學校及新的辦法能够安徘好以前繼 

續任職。

依據土人事務部所提出的數字， 受此項法 

令的影響的共有國家捕助的學校四，八二七所。

177同上。

I78關於這次會譲，參閱下文第十節。

依據官方新聞社 Sapa的消息。‘‘印度人意 

見 "一九五五年一月七日。

日,
‘‘印庚人意見"， 一九五五年五月二十五

九五 0 年181 ‘‘棄議院辯論錄" (Hansard),
二月二十三日，第一 0 0 七欄。

I82此係一九五三年的數字 。 一 九五四年與一 

九五五年的數字尙付闕如。



大體說來，因爲事前有樓密的準備工作，移 

交辦法進行頗稱順利。可是，雖然非洲人全民公 

會決議暫緩開始學校抵制運動，但是，全國各地仍 

然有若干頗爲引人注意的擾亂事件，不過受此稿 

抵制運動之影響者在總數大約九 0 0 ,  0 0 0 土 

人學校兒章•中尙不及百分之一。

擾亂的事件只限於Rand,尤其是 Rand東部。

一九 0 . 根據南非洲荷蘭文及英文報紙與土 

人週升 "班圓人世界所發表的內容大體相同的  

報導，事件發生的情形》r暮述如下。

最勒局部或全部被抵制的學校是 Alexandra 
城內的美以美敎會學校一所（該校兄童五一七人 

中有二三一人於一九五五年四月十二日上午沒有 

到校 ) 及 B enoni地區的學校十所。

依據報紙的報導，四月十三日的上午，Gor- 
miston, Brakpan 及 Natalspruit 亦受到影響。在 

若干情形下，兒童雖照骨到校，但是被成羣的男 

人或婦女强迫離開敎宰。在其他的情形下，糾察 

隙在學校門口阻止兒童進入學校。在其他的地方， 

兒童在上學梭的途中於未到達學校以前卽被糾察 

隙胆 JI:而折囘。

在此種威嚇行動之中，一部说兒董受到了粗 

暴的待遇。除此而外，擾亂的事不過是有幾處窗 

子被石頭打破而已。"去 掉 E iselen" ,或‘‘我們不 

要班圆人敎育法"一類的口號在夜間用粉華或油 

墨寫在艦上及路上。

又據報許多家長拒絕設置此項法令所规定的 

校務委《會 。有若干星期，這種運動甚至影響了 

開普敦區域。

四月十五日當局估計有學校兒童四，六七九 

人退出了受抗議運動的影響的十所Benoni學校。

一九一 . 在同一天，卽 動 開 始 三 天 後 ，土 

人事務部長 Dr. Verwoerd採取了激烈的行動。他 

向對他負責的新學校當局發出了下列訓令：

‘‘ (一 )凡兒童於四月二十五日後故意不

至其學校上課者，將來不准博進此學校或任

何其他學校。

"(二） 已經指定作爲此等處所敎育設備

之用的钦項，將撥歸其他地方，尤其是土人

區域作同一用途C 這辅莎-驟的目的在於維持

聯邦各地七人學校目前兒童到校人數的高數

額。

" (三）如學校沒有學生或註冊人數減少 

時 ，多除之敎師員額應自一九五五年四月三 

十日起經三十日前通知裁撤之。敎師凡其服 

務未被利用者，其薪捧不得由國家經费或土 

人 社 捐 欽 項 下 支 付 。

四）此糧區域內因缺乏設備至夸未能 

進入士人社區學梭之兒童，如經申請，應立 

予註冊，至最高註冊名額滿時爲

Dr. V erw o erd在就上述訓令發表意見時，捕 

充說，地方當局與所有負責的家長應當明瞭：在 

Benoni, Brakpan , Germiston 及 Alexandra 城

一區内，他們以切錢利筵關係應當使所有兒童於 

0 月二十五日以前返校。

一九五 '五年四月二十一日，基期四日，政府 

依警察，Benoni非歐洲人事務部與土人専員的聯 

合請求，發表公吿，禁止在四月二十四 0 星期日 

晚 間 以 前 於 B o io n i之各地區內舉行任何公共會 

議。此項命令是在此等地區內制 Jh抵制土人學校 

的湿科的計割之一部分。

班圖人敎育當局命令各校校長編製星期一到 

梭上課兒童的名單。當日凡未到校上課者將來不 

准與受學校敎育。

據報此項計割的一部份是令所有年滿十六歲 

之男生星期一未到學校上課者 -向勞工局登記，並 

限他們於七十二小時內登記；凡未按時登記者，得 

予逮捕，以 ‘‘遊情者 ’’論罪，送入勞動營。

一九二. 四月二十九0非洲人全民公會工作 

委員會出面干涉並發出命令號召所有學生一律退 

出 學 校 ：

‘‘ Dr. H. V erw oerd所發表的關於非洲 

兒童退出  Brakpan, Benoni, Germiston 及 

A le x a n d ra城各學校事的中明已經非洲人全 

民公會工作養M會予以審議。

‘‘雖然土人事務郁加緊宣傳勸導而且甚 

至悄嚇人民使其接受班圆人敎育，雖 然 Dr. 
V erw oerd在這方面的狂烈的個人努力，非洲 

人民却已一貫地而且有力地聲明他們反對班 

圖人敎育。



‘‘ 當Dr. Verwoerd聲稱成千的班圖入家

長 ，部落會長與其他負責任人士均已同意担 

任校務委員會與學校董事會職務的時候，他 

裝做不知道聯邦全國各地正在抵制此種董事 

會。

" Dr. Verwoerd威脅敎師的目的顯然是 

要桐嚇他們，使他們成爲班圖人敎育的積極 

的宣傳者…
‘‘非洲人全民公會工作委員會已令所屬 

的一切分會各在其區域內加聚反對班圖人敎 

育的運動，作 爲 動 Dr. V erw o erd的威脅的 

一種直接答覆。

" 工作委員會-再令各分會於四月二十五 

日墓期一日在兒童尙未退學但是已能退學的 

區域內實行使兒童退學。

‘'這種抗議是兒童永久退出學校的序幕， 

永久退出學校是非洲人全民公會的最終目 

標。

‘‘工作委員會欲對已經實行抵制的各區 

表示嘉許。它們的莊截表現是對其他各區的 

一種鼓勵。

H 月二十五日仍然有七， 0 0 0 名以上的兒 

童因糾察隙或他們的家長的胆 Jfc沒有到學校上 

課 ，不過在若干情形下，顯 著 的 是 在 Benoni,家 

長拿着木棒護送他們的子女到學校以免中途爲人 

a 礙。

一九三 . 土人事務部的訓令是嚴格執行的.： 

凡據報四月二十五曰未到校上課的兒童一律開除 

學籍，卽使於四月二十六日及以後各日自行到校 

亦屬無用；許多敎師因所敎班次無人上課（確數爲 

—— 六名）成爲了冗員均於四月底以前被徹職了， 

但均多發一個月的薪捧作爲補償。不過，他們遇有 

其他敎師缺額的時候，可以申請任用。事實上，受 

影响的— 六名敎師之中有一0 六名後來都獲得 

了其他職位。

到了五月彻就可以明顯看出抵制運動漸漸衰 

縣了。有幾個家長代表團到比勒託利亞懇求部長 

不要懲罰那些屈於脅迫的兒童。

將到月底的時候 , 情形已差不多恢復了常態。 

不過，抵制運動的領袖仍然繼續努力，尤以在Port 
Elizabeth區域內爲然。

一九四. 土人事務部長最近寬恕了那些他認 

爲不能負責的靑年抵制者（一九五五年七月十 

曰）；但是他的寬恕是有保留的，有條件的，並且 

是分批給與的。他似手恐怕如果過早勾銷此事，他 

的寬大會被解釋爲一《示縣並且會鼓勵非洲人全 

民公會的宣傳。I85

下列關於部長的陳述的報吿於一九五五年七 

月十一日载於 ‘‘Die Transvaler’’第 一 真 ：

" 土人事務部長Dr. H. F. Verwoerd於
星期五接見受抵制學校運動影響最大的白水

金山區域內 ------Brakpan, Germiston, Natal-
sp ru it及約翰尼斯堡的西部各區—— 各班圖 

人校務委員會主席及委員代表團。

"該代表團除代表各校務委員會而外，並 

代表因參加抵制運動而喪失受學校敎育權利 

的七，0 0 0 兒童的很多家長。

" 該代表團代表各家長要求寬恕他們所 

承認的錯誤的行爲，並且保瞪如果得到寬恕， 

各家長將不讓他自己再被引入歧途。代表 

團呈出大批請願書，每件請願書上都有各家 

長的簽名。各家長不但担保日後遇有煽動抵 

制的時候他的子女將不再退出學校，而且 

說他們將反對那些從事此種煽動的任何個人 

或組織，並且將揭發出來他們所知道的任何 

要破壞班圖人敎育法的秘密企圖。

‘‘ 在囘答這些請願的時候，部長指出，爲 

了防 Jfc甚至更多班圖人兒童旧入同樣的不幸 

狀现中起見，他必須發 ffl警吿並採取隨後的 

指施。他遺指出，其他區域內可准許七，0 0  
0 其他兒童進入學校以代替那些柜絕返校的 

兒童。在答覆所提再給上述七，0 0 0 兒童以 

受學校敎育的機會的請求時，他提及他在國 

會裏所作的陳述，卽只有當班圖人社區證明 

所有這些抵制運動實際均已停 Jfc並證明正常 

學校工作可以恢復的時候，他以前的決定才

I8 5同樣的，據官方新聞社Sapa的消息，土人 

事務部次長Dr. W. W. Eiselen於一九五五年七月 
一 日在V ictoria擧行的南非科學及藝術學會常年 

會議席上演說完畢後囘答問題的時候說：管經參 
加非洲人全民公會最近組'織的學校抵制運動的土 

人兒童約七，0 0 0 名不會立卽被淮許囘到學校》 

因爲這會鼓勵非洲人全民公會的陰謀。



能够取消。請願書裹所提出的保證是一稿有 

價値的瞪明，卽那些家長至少已有必需的誠 

意 …

‘‘部長已經知道煽動者在新的學期開始 

的時候將再庚企圖欺驅各家長並誘惑他們繼 

續抵制；他重述他在 Port Elizabeth所提出 

的警吿，卽任何兒童凡因參加抵制運動未到 

學校上課者，第一天卽予開除學籍。書面的 

保證遺不够。必須事實上瞪明秩序及和平已 

經恢復了一個相當長久的時期，並且證明全 

國各地抵制學校運動實際已經停止。

■*部長繼績說，靈於這個代表各正式班 

圖人校務委員會—— 此種委員會他認爲是反 

對壞牧者的好牧者一一的重耍代表團所提出 

的請願書裏面的担保和保證，他預備承諾： 

如果在本學年餘下的時期及下學年開始時沒 

有大規模抵制學校運動發生…在下一年將絵 

這七 , 0 0 0 兒童以第二次機會。

‘‘下一年年勒將設置一個班圖人校務委 

員會委員的委員會，會同土人事務部審査已 

揚出申請並承認担保的有關各家長的一切案 

件 ，並挑出其中情由屬實的案件。

‘‘ 那時將重行淮許其子女三，0 0 0 人 

進入學校。如果第一批三，0 0 0 兒童囘返學 

校未生事端並且那些學校及其他學校均保持 

良好的秩序，那来這個委員會將負責使另一 

批爲數可觀的兒童在第二學期開學時進入學 

校 ，依此類推。如此在一九五六年內，這七， 

0 0 0 兒童均可囘返學校，但須他們的家長 

表示出必須有的負貴任的精神，蓝且他們自 

己表現出遵守秩序囘返學校的願望。

" 部長然後力言班圖人社區（不僅是這 

些少數區域內的有關家長而已）必須停止阻 

碍班圖人敎育规定的順利實施，才配享受此 

種寬恕的待遇，如果煽動者及仇驅的組織再 

行得到對於大規模抵制運動的支持，那滅他 

們與支持他們的人須完全負責其後果，那就 

是說對於這七，0 0 0 名班圖兒童及對於將 

來可能參加類似抵制運動的任何其他兒童， 

均不能表示寬恕。

'*班圖人代表團是由各校務委員會的下 

列委員組成的：

‘‘西部展域—— S. M. Mamabolc (主席）， 

Reverend Letanka (副主席），Mr. A. M. 
Phehlele (委員）及 Mr. H. Nkadimeng (委
員）；Brakpan------Mr. Zulu (副主席）及 Mf.
L. J. Rabutapi (委員）；Germiston 校務委員

會  Mr. P. .Ngeme (主席），Mr. M. K.
Matphanga (委員）；及 Natalspfu it Mr.
G. M. Tshorigweni(主席）。"

B .福特赫爾大學的停辦 

(一九五五年五月至六月）

一九五. 一九一六年創辦的福特赫爾大學  

(Alice, 好望角省 r ®是南非聯邦內專爲非歐洲人 

設立的唯一大學機關。一九五五年五月該校有學 

生三六 0 人，其中五 0 人爲女生。一部分敎職員 

是歐洲人，一部分是非歐洲人。這個大學所得到 

的捕助費最近已堆加了。這是注意高等敎育的南 

非人士所熟知的並且是差不多完全用國家經費辦 

理的一個大學。新的校舍在建築之中，並且有充 

實各學院的一部分學系及開設新科目的规模相當 

大的計劃。

所以一九五五年五月四日南非洲各晚報截出 

該大學於當日停辦並且所有的學生均被斥退及遣 

送囘家的消息時，大家不免有些驚異。

一九六 . 次日敎育藝術科學部長Mr. Viljoen 
於衆議院內作下列陳述：

‘‘議員諸公無疑已輕在報上看見福特赫 

爾土人大學當局已經停辦該大學的梢息。

‘‘ 因爲大家對這件事都很關心，我謎爲 

關於此事有向衆譲院…作一陳述的必要。

" 大學理事會一一這是一個自治的機關 

並且赋有大學的管制權一一^所屬的執行委員 

會的主席已將該執行委員會開會時所通過的 

下列決議案 I®7通 知 我 ：

I8®關於此點，參 閱 A / 2 5 0 5 a n d A d d .l,第七

0 六段。

I87決議案的第一段未經部長讀出，其内容如 

下 ：’‘本大學之組織法，依照大學組織常例，规定 
有學生與公認的當局之間傳達，意見的適當辦法， 

以傭學生個人或學生團體經由其依法選出的代表 

提出其所願提的任何意見。此《意見一向總是受 

到主管當局的切货考盧。"決議案的全文裁於一九 
五五年六月一  0 的"南非淑 3 T 。



‘‘‘現在已有明白的體據證明本大學的學 

生團體內現有一種有時稱爲預議會的秘密的 

權力當局；學生常常因爲恐懼身體的傷害及 

其他方式的威脅，於是服從這個秘密的權力 

當局的命令，而不服從本大學依法任命的當 

局的命令。結果在預議會的影響之下，學生 

立意採用例如抵制，威脅，甚至暴亂一類不合 

正规的方法以期大學當局接受他們的意見。 

這在大學裏造成了一稿妨害意見自由的情 

勢。學生團體內的行動已達到不堪忍受的地 

步。因此學生代表會認爲必須辭職。

‘‘'學生遵照一個擅自舉行的會議所發的 

命令而發動的抵制畢業紀念會的運動是這個 

預議會影響學生行動的另一例子，並且是故 

意企圖爲難大學的當局和站霉大學的名譽。 

現又發現其他瞪據證明此輩學生存心糖續其 

所稱的鬥爭。

" ‘塞於上述整個情勢並於審議大學評議 

會報吿書之後，大學理事會執行委員會一致 

決議在目前情形下無法繼續大學的工作。執 

行委員會因此決定目前暫停大學的一切活 

動 ，並決定於適當時期審議准許個別學生重 

行入校的問題。’

■■我可以向各位議員保證，在採取必需 

的步驟以恢復秩序以後，大學將儘可能早曰

恢復活動。

一九七 . 五月十二日，行政理事會於開會討 

論造成斥退學生的事件之後，發表聲明，內稱理 

事 會 決 議 ：

一 . 認可執行委員會所採取的停 It大學一切 

活動的行動。

二 . 批准向各家長發出的通知，內稱"理事會 

希望儘可能從速重行開學並認爲七月一日當有開 

學的可能。"

校方將採取一切"合理的辦法"以査明對於破 

壞及威脅的行爲負有責任的學生的姓名，並於大 

學重行開學時不准他們同校。校方令願意囘校的 

學生合作，填具表格，列出關於過去幾星期發生 

的事件的全部機密情報。

I88 "衆議院辯論錄 "（H an sard ) ,第十三號， 

一九五五年五月二日至六日，第五 0 六五至第五 

0 六六欄。

三.設置一個二人或三人委員會調査大學生 

活及工作情形，並提具改善建議。此委員會姿員 

不得爲大學或大學理事會之人員。I8»

南個月之後，大學確於七月四日重行開門收 

容斥退的學生。同時，每一個別'案件均由上述委 

員會鎭密審査，因此禍首均未得返校。

在起草本報吿書的時候，委員會尙未得知不 

准返校的學生人數。

一 九 八 據 "南非"週列的報導，此執行委員 

會採取這稿激烈而非常的步驟的理由如下：

■* 一九五 0 年九月 當 總 督 Rt. Hon. G. 
Brand van Z y l蔵察這個大學的時候，學生 

H O O 人中大約只有四分之一出席歡迎總督 

的大會。這是由於政治情緒的關係，因爲最 

近選擧出的馬蘭政府的政策正在形成之中…

" 反抗運動年 (一九五二年 )是大學裏的 

一個困難的年虔…
" 這一年裏有一次放映電影的事使危機 

爆發。那時有一位著名的旅行家放映一部著 

名的非洲好獸影片。A lice的許多公民都想要 

看這個片子，並且於得到福特 ®爾校長的同 

意之後約定是期五晚上在 A lic e專爲歐洲人 

放映。雖然如此，許多歐洲人沒有去看。是期 

六鹿上在福特赫爾的大會廳特別放映一場。 

是期五日的 ‘專爲歐洲人放映一揚’的辦法顯 

然激怒了支配學生的秘密團體，於是這個秘 

密團體下令抵制在福特S 爾放映的一傷。不 

過，這一填遺是放映出來，到壊看電影的學 

生大約有一五 0 人。當電影放映了一半的時 

候，一̂塊石頭衝彼了盧子飛了進來, 打破了 

電影放映機，並且打傷了一個女學生。受傷 

的女生只得送到醫院去救治。用種糧方法尋 

査榮禍的人，均無結果…

"第二次發生鬥爭的地點是女生寄宿舍。 

那裏往有女學生大約五十人。許久以來男學 

生已經估用了這個寄宿舍的公用室，因此，據 

一個女學生說，件:在那個宿舍的人對於她們 

自己的公用室失去了典趣。評譲會於得到大 

學理事會的同意之後，修改了條例，规定男 

生不得估用公用室，並不得上樓至女生臥室， 

但是他們可以在樓下的南間會客宰內訪問女



生個人。校長於早晨禱吿之後宣他此稍條例 

的時候，引起了猫叫的聲昔和反對的聲昔。

當局本可早就採取行動制裁學生，但 

是因爲有幾稀原因沒有採取。畢生致力於従 

進非洲進步的敎職員（其中有許多人都抱有 

進梦而開明的思想）謎爲稿族情勢日签聚張， 

因此需耍忍耐。另一困難是學生並未公開擾 

亂。學校條例的精神雖然常常被遂反，但是 

條例的文字却未被違反。不過，最後有一件 

事發生，本使他們忍無可忍了。

"常年畢業紀念會定於四月二十九曰，是 

期 五 0 舉行。紀念會將由羅在大學（福特餘 

爾是附屬於羅芬大學的）副 校 長 D r.T .A lty  
担任主席，並 請 Hon. E. H. Brookes演講。屡 

斯四日午後學生搜自舉行秘密會議並揚言抵 

制畢業典禮。結果，險畢業生而外，只有學 

生約二 0 人參加。後来據有的學生報吿，當 

他們向會廳前進，想要進去的時候，有的同 

學吿訳他們說進去會有性命及身體的危臉。

" 評議會於舉行特別會議時，ES爲不能 

够再事遷延，並決定必須採取激烈行動；出 

席會議的牌近三十人之中只有二人反對此稿 

決定。結果大學理事會的執行委員會於次日 

一致議決在現有情形下無法繼續大學的工 

作，所以決定‘目前暫停大學的一切活動盤於 

適當時期審議准許學生返校的問題 '

一九九. 福特赫爾大學的暫時停辦似乎並未 

引起非歐洲人很大的注意。養員會兹將"班圖人 

世界"中有幾處提及此事的言論轉錄如下。

五月十四日"班圖人世界"報稱非洲人全民公 

會靑年團工作委員會已發表宣言要求推許所有學 

生重行進入福特赫爾，並耍求對於此事作適當調 

査。

五月二十一日"班圆人世界"發表訪問 Oflan- 
do 商人  Mr. Paul Mosaka''的報堪；Mr. Mosaka 發 

表意見如下：

‘‘福特赫爾行政理事會不應當用這種方 

式停辦大學。理事會應當首先設法査明擾亂 

大學秩序的學生姓名。那末無辜的學生就不 

會被懲罰。家長，與學生二者都不會感受困難。

■*大學當局將本末倒置了。他們在査出

困難事件的眞實原因以前就把學校停辦了。"

最後，這個報紙於六月十一日登载大學校長 

向每一學生發出的通知書及向各生家長所發出的 

通知的耍點，促未加批評。大學校長Professor Clif
ford O. D. D ent在通知書的末尾保證說：凡是紙 

犯有服從抵制命令的過失的學生均可准予囘校。

歐洲人的報紙大部分只是報霉事實，縱有任 

何批評，論調也嚴很温和的。養員會擬僅徵引一 

九五五年五月五日是報所載關於這項頗不顯著的 

事件的一篇重要文章的結論：

" 福特就爾發生的事件對於設立完全非

歐洲人大學一事的詰H , 其鋒利是向所未有

的。在混合大學裏，通常屬於少數的非歐洲

人有機會學翌文明舉動的禮法；這稿學督與

知識和學位的獲得同樣重要。"

C. 大學非歐籍學生分別訓練設施問題調査委員

會報吿書 (一九五三至一九五四年 )191之發表

(HOLLOWAY 報吿書）

二 0 0 .  " If族隔離"《T能推廣到至今尙未有 

系統地，一致地，或充分地適用"種族隔離"的南 

非生活的各方面，卽各大學；從這種推廣的觀點 

看-來，此項報告書的發表是一件頗爲重要的事情。

委員會所以詳細地研究了此項報告書。

提出此項報吿書的南非委員會是由政府於一 

九五四年十一月十四日設置的。該委員會由下列 

諸人組 成 ：前財政部長，現任南非聯邦駐華盛頓 

大使，Dr. J. E. Holloway; 前任  Stellenbosch 大 

學 校 長 Dr. R. W. Wilcocks;及納塔爾大學校長 

Dr. E. G, Malherbe。

依據該委員會的任務规定，該委員會的設置 

是爲了  "研究大學非歐籍學生分別訓練設施辦法 

是杏實際可行及其所雷經费問題並提具報告"。

一 .目前狀況

二 0 — .這個報吿書必然地以南非各大學的 

現 爲 根 據 ，因此如果要使本委賛會的批評意見 

充分明白易解，本委員會在對於此項報吿書加以

igi ••大學非歐籍學生分別訓練設施間題調査 

委員會報吿書，一九五三至一九五四年"，政府印 

務局 ，比勒託利亞。



簡短的分析以前，必須提出若干關於目前精形的 

詳細報告。I92

南非聯邦有九個大學。

(a) Stellenbosch (好望角省）， 比勒能利亞， 

橘河自由省（花泉城）等大學及 Patchefstroom (朕 

蘭斯冗爾）基督敎高等敎育大學 （Potchefstroomse 
Universiteit vir christelike H oeronderwys)都不 

收非歐洲學生。羅获 大 學 （G rah a m sto w n ,好望 

角省)也是如此，但有若干研究院課程收非歐洲學 

生。不過，只有少數非歐洲人利用了這種敎育設 

施。

( b ) 開普敦大學與白水金 11【大 學 （約翰足斯 

堡 )兩校均收非歐洲學生；大體說來，就上課一點 

而言，不隔離的原則是適用的。

雖然這稿规則有下述的例外情形，這兩個大 

學可以nJj■做 "開放的"大學。

此 種例外是：由於各卷關於使用番立醫院的 

條例的關係，非歐洲人醫科學生的臨床訓練方面 

是遵照隔離原則的。再者，由於同樣的理由，開 

普敦大學的醫科不收班圆人學生。

白水金山大學雖然設有牙科課程，但是尙未 

收非歐洲人爲牙科學生。白水金山大學認爲至目 

前爲 J h ,中請註冊學牙醫的非歐洲學生人數尙少， 

因此尙不能另外爲他們開設牙科。

開普敦大學沒有非歐洲人的大學宿舍；白水 

金山大學有一所分開的非歐洲人宿舍。

"開放的"大學裏，體育活動方面的隔離在原 

則上是維持的。這卽使不是大學的固定政策，無 

論如何货際上也是如此的。

雨所 ‘‘開效的"大學裹，就學生的文學辯論會 

及科學辯論會的會員而言，學生是隔離的。這雨 

所"開放的"大學都是在大城市裏，其厥籍學生及 

非 歐 籍 學 多 數 都化在離阜校太遠 '的地方。學生 

能够參加此種會社的活⑩的程度 ï t 際上大受這個 

事實的限制。

白水金 III大學推許非歐籍學生在大學的大禮 

堂內參加演劇，但是只有當所有參加的人都是非 

歐洲人才行。

兩 所 "開放的"大學都准許歐籍學生和非欺 

籍學生在大學內的公共咖啡館或餐館用茶點或進 

蹇 ，但是在另一方面，非歐籍學生不許參加大學 

的跳舞會。

( C ) 德班的納搭耳大學收非歐籍學生。不過， 

.這裹也執行隔離政策；這就是說，除若干研究院 

課程而外，厥籍學生與非歐籍學生分開上課。所 

以隔離辦法之實施是一門功課分同樣的兩班，而 

兩班均由同一敎員授課。

( d ) 福特赫爾大學货際上只有非歐籍學生上 

課 ，不過也能够舉出少數的例外。

( e ) 南非大學（比勒能利亞）所開設的課程基 

本上對歐籍學生與非歐籍學生都是用函授辦法敎  

授。這種敎學方法事實上是一糧陽離的方式，因 

爲沒有學生混合上課的。

一九五四年內學校註冊的非歐籍學生人數如

下 ：

開普敦大學 ...........................  271
白水金山大學 .......................  214
納塔耳大學 ...........................  327
福特赫爾大學 .......................  370
南非大學 ................................  1 ,145

聯邦總數  2 ,327

上列前四個大學裏非歐籍學生人種分配情形 

如下。

班圖人 混 血 種 人 亞 洲 籍 人  

開普敦大學 ...... 27 163 81
金山大學   74 13 127
納塔耳大學…… 101 13 213
福特翩爾大學… 314 36 30

516 225 451

二.報告書摘要

二 0 二 . H o llo w a y委員會在简短的弁言辜 

律先論及各大事關於收學生的法定權力，並述及， 

除其他苍事外，（馆二三段）開普敦大學與白水金 

III大學依據現有的法规均無權拒收非歐籍學生。

192關於此點，參 閱 A/2505andAdd.l, 第七 

0 五段及第七 0 六段。

大學非歐籍學生分別訓練設施間題調查委 

肩會報吿書，一九五三至一九五四年，政府印務 
局 ，比勒能利>!&,第一二段與筋一三段。

同前，第一六段C



不過該类員會指出（第二四段）開普敦大學曾發表 

意見謂國家經由國會採取行動，有執行隔離法律 

的權力，但是如此而行是杏適宜却是一個完全不 

同的問题。

在 第 威 編 裏 H o llo w a y委員會論及已經提出 

或可能提出的反動學校隔離的一般性質的反對意 

見。

在第卷編裏，該委員會論及它所收到的關於 

隔離的各種建譲，及此糧建竊的货際可行性。

此種建議之中有雨糧建議HT予 提 及 ：一是另 

設兩所或兩所以上的非歐洲人大學機關；一是重 

新設置一個單一的大规模的非歐洲人大學。

可是，Holloway委員會於適當考盧之後認爲 

最宜實行的辦法是將所有非歐籍學生集中於德班 

與福特赫爾。同時，如果取消開普敦與 IÈ1水金山 

大學現有的混合訓棘辦法 , 那就會辦到完全的"種 

族隔離"。在此稀情形下，德班與福特赫爾就須收 

容各 ‘ ‘開放"大學的非歐籍學生。可是福特赫爾大 

學與納搭耳大學設在德班的非歐籍學生部目前不 

能收容各 "開放" 大學的大多數非歐籍學生，ÊP使 

將這些學生分給雨校亦不行。

在福特赫爾（第九三段）, 學生除化在大學宿 

舍裏而外，赞際沒有其他地方可任 :。在目前，宿 

舍都已經Æ滿了 , 所以福特繊爾在校外所能够-再 

行收容的學生不過數入而已。

Holloway委員會的結論是很詳細的。下列的 

摘要僅述其要點而已：

‘‘ 九五 . 本委員會認爲：如認爲就一般 

而論須當隔離並且顧及經《 上的各《 考盧， 

則下列許割是最宜實行的。此種計割亦有缺 

點 ，這是不能够杏認的。简而言之，此種計 

劃 如 下 ：

'■a. 集中非歐籍學生於德班與福特赫爾

華

"b . 在 [若于 ]情形下准許有例外情形…

"九六 . 如果非歐籍學生不得在 ‘開效的 ’ 
大學讀書而被担到德班或福特赫爾受敎育， 

那末是否應當給他們以經濟上的協助以補惯 

額外费用的問題就發生了，因爲雖然瞎宿我 

及學费都比較低，他們也許需要支付額外我 

用。本委貝食的 :S 見 赴 :靡於非險洲人的經 

濟能力顯然厳爲薄弱，若不是國家情願使自

前許多能受大學敎育的非歐籍學生在經濟方 

面無法 •再受大學敎育，那末此種輕濟協助數 

額必須充足。此種經濟協助顯然會增加隔離 

政策的数用…

‘‘ 九七.大學裏大郁分歐籍學生與非厥 

籍學生所學替的課程都在準備他們日後的謀 

生之道。本委員會的意見是：現在有理由使 

此種 f頃向在非歐’籍學生中較之在歐籍學生中 

更爲顯著，那就是說，依照生計的需要選揮 

學習的科目。非歐洲人的比較薄弱的經濟能 

力必然會造成這種倾向。

" …目前很雷要非歐籍敎師，在這方面 

合格的非歐洲人在大學或其他處所，一般而 

論 ，不難得到敎師職務而獲得一種合理的收 

入。結果在德班與福特繊爾，擧例來說，有 

大多數（百分之六十至七十）非歐籍大學生目 

前在取得敎師的資格。在開普敦，白水金山 

與納塔爾大學學醫的非歐籍學生人數亦比較 

多，似乎特別是因爲以謀生而論這種職業的 

前途是很好的。學法律與商業的非歐籍學生 

人數很有限；這種事货無疑是與有限的前途 

密切有關的，但是印度人除外（尤其是在商 

業方面）。非歐洲人在開普敦與白水金山大學 

可以學替工程，但是在這兩個大學裏只有很 

少的非歐洲人學翌這種科目。此種事實無疑 

地大半是因爲非歐洲人在這種事門職業方面 

謀生的希望是很小的…

‘‘ 一 0 三 . 上文已經提及過，有若干主 

要科目在目前只有少數非歐洲人去學督。在 

此種主要科目方面另外爲非歐洲人開班訓 

練 ，將需要大量的費用，如在工程一類的科 

目中，則需要很大量的費用…如某不欲剝奪 

非歐洲人的學督若干主耍科目的權利，那就 

必須准許他們進入那些備有必需的設備並且 

準備收容他們的大學去受這種方面的種族混  

合的訓練。

‘‘ 一 0 四.各大學的非歐籍研究生的人 

數是很少的。一九五四年開普敦，白水金山 

及納塔耳三大學，羅兹大學與福特赫爾大學 

報吿說n 有少數非厥籍學生…研督高深的研 

究院課程。雖然有研究院課程並不需要很多 

的設備雙，但是在若干特別方面爲高深的研 

究院課程及研究工作設置適當的設備，費用



照例是很高的，所以因經费的關保，在尙無 

分開的校內高深研究院訓練設備的地方創置 

此《設傭是不能够視爲可行的。…如果不欲 

剝奪非厥籍學生進研究院研究的權利…那就 

常常需要准許他們進入那些備有這方面的設 

備與適當的敎員並且举備收容他們的大學去 

受不分種族的研究院敎育。

" …本委員會認爲假如不欲使許多混血  

種人喪失其受大學敎育的機會，那就應當推 

許他 ffg如目前一樣在大學裏，特別是在預傭 

收容他們的開普敦大學裏，繼續受不分《族 

的敎育。

" …南非聯邦大學機關的主要收入是： 

(一）學生所織學费；（二）f t 會人士捐钦；（三） 

國家捕助费。非歐洲人的經濟能力平均不如 

歐洲人，所以他們在大學裏付學栽的能力亦 

不 如 他 們 如 果 顧 及 這 點 ，像納搭耳大學非 

.歐洲入部與福特棘爾一樣，將非歐洲人的學 

费減低，那末一個大學機 ' 1 因非歐洲人所付 

學費而得的總收入，如其他各事相同，卽將 

較 低 …

‘‘ 一 0 七 . 歐裔 f t 會人士至今爲 Jfc— 向 

表示出一種明白的倾向，在捐铁時指定捐給 

歐洲人的或主要是歐洲人的機關: 預料將来 

仍然如此。

"一 0 八 ，非歐裔社會人士因上述理由， 

除少數的單獨的例子而外，平均每個人不像 

歐洲人那樣有能力用捐欽的辦法對於一個大 

學 ，擧例來說，一個單爲非歐洲人而設立的 

大學的經費，有所捐助。除此而外，可以顏 

料得到，由於非歐洲人的收入平均很少，他 

們將不能用其他方法對分開設立的大學的設 

備費用作任何可觀的捐助。所以國家須給與 

非歐洲人的大學機關以更多的捕助費，實在 

說較之目前給與歐籍人的或主耍是歐籍人的 

大學遺要多得多的補助费，那就是說，如果 

此種非歐洲人的大學機關將能備有與歐洲人 

的或主要是歐洲人的大學的設備大體相等的 

敎育設備…"。

二 0 三 . 我們已經知道，H olloway委員會的

任務规定並未耍求它審譲應否開始货行一辅適用 

於全國各大學的隔離制度；但是該委M會在設法 

預料種族隔離對於絵與歐洲人與非歐洲人同等的

大學敎育便利的問題所發生之實摩影响的時侯， 

却認爲不得不審議這個問題。H ollow ay委員會雖 

然發表意見時措辭甚爲霞愼，但似乎恐怕南非現 

有的學術自由受到威脅，甚至一種强担各大學拒 

收某族學生的建議的草擬本來就具有此種威脅。

全部讀完之後，此項報告書給人的印象是： 

H o llo w a y委員會大體說來反對南非洲荷蘭人士 

方面最近一再提出的耍求，卽全國各大學應當開 

始完全"稿族隔離"。

二 0 四 .敎 育 部 長 Mr. V i l jo e n 於這個報告 

書提出後數月在參議院囘答一個有關大學分開敎 

育的問題時說：此項報告書"正在審査之中"，但 

是 "町能政府不會接受委員會的全部建議"。I9 5他 

說這話時，他當然是如此解釋報吿書的。

在參議院的同次會議裏囘答另一問題時，敎 

育部長說大學是自洽的機關，政府未管干涉這糧 

自治。不過，大家都知道政府已經宣佈的政策是 

各大學亦要賞-行 ‘‘種族隔離"。他捕 充 說 ：

‘‘ 當實行 ‘稿族隔離 '的時候，我可以向各 

位參議員保證 :在未到可能設立的學校內已 

有收容土人及混血種人學生的準備的時候， 

攻府不會實行這個政策。

第二天敎育部長在衆議院裏作類似的陳述 ; I97 
在衆議院裹各國民黨黨員反對 H o llo w a y報告書 

並表示希望政府拒絕該項報吿書。

二 0 五 . . 開普敦與白水金山兩個"開放的"大 

學的被正式承認的學生組織，南非全國學生聯合 

會 (NUSAS) , 對於這個問題採取了一種確定的立 

場，卽反對在未管實行"種族隔離’’的大學裏開始 

實行種族隔離的任何企圖。它於五月十二日發表 

宣言；益摘錄其中數段如下：

" 委員會係由南非洲的極著名的經濟學 

家一人，兩個種族隔離的大學的校長一人及 

前任校長一■人組成。

" 委員會在聽取全國最有資格的人士提 

出的證據之後，得到了一個經過愼思熟盧的

I®5 "參議院辯論錄，正 式 報 告 第 十 號 ， 
一九五五年五月九日至十三日，第二四五 0 欄 。 

I9®同上，策二四五七欄。 .
I97 ‘‘衆議院辯論錄"（Hansard),第十四號 ，一

九 五 五 年 五 九 日 至 十 」 

下各欄。

H, 第五五九三欄及以



結論，認爲大學"稿族隔離"在財政上説嚴一 

稿損害極大的計劃。

**委員會未得審譲各稿甚至更爲重要的 

因素。一糖因素是政黨斷大學內部事務的政 

洽于涉危害了大學的獨立。另一稿是白水金 

山及開普敦兩大學的健全的 I f族關係與福特 

赫爾一類種族赌離學被的精最之間的顯明的 

對比。

" 全世界各國的學術界均因政府的不尊 

董大學自由而感到震驚…

‘‘大學內不實行種族隔離辦法的高於一 

切的敎育優點是已經證明了的。除了不合國 

民黨的敎條而外，現在尙無人證明大學到底 

有什喪不是之處竟至令人認爲應當採取如此 

激烈的步驟。"I®8

D. 非歐籍學生出國留學獎事金

二 0 六 . 靑年的非歐洲人，平常必須在很年 

輕的時候就要謀生。如果他們進本國的大學讀書 

尙且困難，那末他們到外國大學讀書就更困難了。

不過北半球的國家對於南非的具有特殊才替 

的非歐籍學生偶爾絵與奨學金。

盡於南非缺乏具有適當的專門職業訓練而能 

爲社區效勞服務的合格靑年，有人可能以爲南非 

政府當急欲見到選拔出的學生利用此種機會。

可是，實際並非一定如此。委員會從報紙上 

見到有幾個南非的非歐籍靑年學生已經獲得印度 

的一個大學的獎學金，但是政府不發給他們譲照。

最近發生了一件類似的事情。委員會很拽歉， 

不得不請大會注意此事，當作一個例子。再者，一 

部分代表一定已經知道這件事情了，因爲有幾家 

英國的報紙均已報導此事。1"

這件事情就是一個十六歲的土人StephMi Ra- 
m asodi的事情。他是一個小學校長的兒子，經由 

著作家 Mr. Alan P a to n的介紹，在 美 國 的 Kent 
( Connecticut) 監督派敎會學校獲得了一汾獎學 

金。

"時代"報導此事如下（一九五五年八月一日）：

" 獲 得 Connecticut的 K ent學校獎學金 

的十六歲南非黑人 Stephen Ram asodi於等

候護照三個多月以後，獲悉他的想要離開"稿 

族隔離" 的國土的希望粉碎了。^政部長在 

一封措詞率直的電報裏向 S te p h e n的校長 

說 ：’申請譲照事获不照淮 '。據.一位政府官員 

稱，這次担發護照所根據的现由是：‘坦白地 

說 ， Stephen Ramasodi去學的是他將來囘到 

南非後永遠不能够用的東西。爲什廣我們讓 

別人引導這個孩子去希望他在南非永遠不雄 

得到的東西而使他懷喪昵？’ "

染.種族隔離政策對於聯邦經濟及社會 

生活所生之若干影响2
-,200

二 0 七 . 委員會第二次報吿書載有一章，詳 

細叙述南非聯邦自一九一 0 年至一九五四年的經 

濟發展情形（A / 2 7 1 9 ,第五章），並载有威爾斯大 

學經濟及政治系主任 Mf. Paul H. G. Guénadt 
就隔離政策對於南非聯邦經濟發展及安定的影响 

所作的調査，作爲附件（附件一）。

在本報吿書所檢討的年度內，有若干項事件， 

對於南非聯邦的輕濟奥社會生活發生反響。這一 

段討論三項事件，都是委員會認爲足以印證上次 

報告書所提意見的若干典型實例。

I®8 好望角時報，一九五五年五月十三日。

I®9其一卽一九五五年七月十六日的每 0 電訳

™委員r i•認爲允宜在此提到聯合國於一九五 
五年五月刊行的一個報吿書，標題爲一九五 0 年
至一九五四年非洲經濟活動檢討（E/2738------聯
合國出版物，出售品編號：1955.II.C.3)。一九五 

五年七月六日是報載有對此報吿書的批評如下：

"據方才在紐約出版的聯合國報吿書稱， 

在過去五年內非洲多數部份的輕濟活動均有 

增加，輸出品偵値及生產投資數値均有顯著 

進步。

*'此報吿書標題爲 ‘一九五 0 至一九五四 

年非洲輕濟活動檢討 ’，說明自從一九五 0 年 

以來，非洲農業生產數量的增加率爲百分之 

十 ★ 奇。這是與整個世界的增加率大致相同。 
但是非洲的糧食生産增加率則稍低。

'■報吿書指出農業生產的擴充與分散仍 

繼續列爲發展計劃的主要目標。糧食農業粗 

織估計一九五六年至一九五七年非洲農業生 

産總額HT能超出戰前生產百分之五十。

•*該報吿書稱非洲生產糧食以供境內消 

費 ；並生產農業品以供輸出。全世界半數以上 

的麻生產和三分之二的可可生產均在非洲。



根據隔離政策訂立的最重耍的措施乃是稀族 

分 展 法 度施種族分區法的結果，乃是該項政 

策 ，對於輕濟及社會所生反響的努外一項更爲顯 

著的實例；另於本報吿書他處討論。

A . 博克斯堡 (脱蘭斯冗爾）的工業發展

二 0 八.博克斯堡市議會提出請求以謀再度 

促進工業發展以後，士著事務部長於一九五四年

训（續前） "鎭  產

" 非洲鎭產對於世界總產量亦有相當的 

貢默一一黄金產量佔世界半數以上，金銅讚 

査量約佔百分之十九，姑產量佔五分之四及 
路、揉査量佔三分之一以上。

*■南非聯邦，西南非，比屬剛果，北羅 
賺西亞及南羅歸两亞係大量非洲鎭產的主耍 

生査區域。法屬北非及英屬西非係生産碟腔 

直石及续等一類鎭產的重耍生產者。

*■該報吿書提到燃料供應及次耍工業時 

說 ，一般說来，非洲是缺乏業已開發的動力 

資源及當地的燃料供應，特別是缺乏石油。

" 大家知道在這個洲內許多地方有豊富 

的媒礦存在，但是生產比較稀少。南非聯邦 
每年約廣二千八百萬囑，南羅歸西亞每年約 
査三百萬顿，這兩處生產佔總產量百分之九 

十以上。

•*非’洲目前生産相當數量石油的唯一領 
土就是摩洛哥，一九五三年的産量爲一二  0 ,  
0 0 0 公啦，而一九五0 年的產量則在0 O ,  
0 0 0 公順以下。

‘‘銅 鐵

"南非聯邦亦爲非洲鎭鐵的主耍生産者， 
每年，量在一百二十萬順以上，而一九五 0  
年僅產八十萬 I« 。南羅歸西亞產二萬五千嘲， 

係一較不重耍的生産者。

■■ 一九五三年由非洲輸出的銅，價値在 
一億四千三百萬餘以上；輸出棉油子慣値爲 

一億六千萬鎭；輸出咖味、可可及棉，價値 
各爲一千五百萬錄。

■*關於勞工問題，報吿書說大多數非洲 

倾土關於勞工及就業的統計如此不全，以政 
祖能從 Î3些統計獲悉最近五年就業趨勢、工 

資及生活水準的零是片 1 斯情勢而已。

" 在熱帶非洲，從事於鎭業以賺取工資 
的人數並無梢加的趨勢，但在北羅歸西亞的 
情形不旧，那裏的新鎭業頗有相當的發展。

'■在南非聯邦內赚取工資的人數繼績不 
斷增加。這辅情形大部份是由於非洲的工人 

從廣業逐漸改事其他職業，尤以改事製造業 
者爲多。"

關於道一點，請參閱上文第二章，第五節，

九 月 二 十 九 發 言 ，反對市議會的計劃；他利用 

這次機會來從比較普遍的觀點對該問題發揮意 

見。九月二十九日星報载有關於部長言論的報導 

如 下 ：

" Dr. V erw oerd說 ：博克斯堡傳來一種 

激烈言論，說 ‘博克斯堡卽將衰落'，因爲本人 

以士著事務部長的地位反對將約一千六百荷 

献的新工業區併入現有區域。事實眞相是在 

目前經核推的區域爲八百荷献，其中業已發 

展者尙不及一半。不論博克斯堡將衰落或保 

持現狀，其能的土地是仍可利用的。上述一 

半區域的發展業已爲博克斯堡造成了幾乎不 

能克制的障礙。

■■博克斯堡已輕有土著居民三三， 0 0  
0 名。唯一的土著居留地點，在斯替爾敦村 

(S tirton ville)人口過汾獨密，有建築二，五 0  
0 所房屋的班切需要，當其绘四百荷献實行 

工業發展以後，博克斯堡的土著居民就將從 

三三，0 0 0 人增至六六，0 0 0 人。換句話 

說，所謂現有土著居民住宅的嚴重問題，便將 

加倍。市議會對於該項重大責任，意猶未足… 
此刻希望再割一千六百荷軟爲工業之用。根 

據估計及經驗，每一荷献工業土地若要充份 

磁展，必須有土著男子已婚者十四人，未婚 

者六人，最多時需要已婚者二十八人，及單 

身者十二人。此外，從事工業的土著每兩人 

就會吸引一人從事商業及其他服務。禅句話 

說 ，每一荷軟工業土地可以吸引多至六十名 

的土著到附近地區去。因此，二千四百荷献 

倘若充说發展，便將吸引土著工人一四五，o  
0 0 名 ，其中約有一 0 0 , 0 0 0 名已婚，而 

其錄爲單身者。博克斯堡必須有容納這些人 

的處所。

" 於是博克斯堡土著居民將從目前的三 

萬三千人堆至二十五萬人。白種居民是杏認 

爲這割他們有利？

*■本人又必須考盧到這一點：倘若博克 

斯堡市議會議員不加思索，要 把 他 的 工 業  

區域擴充到這樣的範圍，其他的金山市鎭也 

許會作同樣要求。

■■倫若它們要求的範圍各與它們白糧居 

民的多寡成正比例，那末 ，根據博克斯堡的 

提案，我們所必須給金山的工業土地，倘若



經充汾發展，便將吸引土著居民至少在五百 

五十萬人以上。

" 這些人所需的土著居留地土地便將如 

此魔大，以致包圍整個金山。

本人柜絕負担一地錯誤發展及其一切 

危臉後果的共同責任。

■■祖有士地投機者將獲得利益。博克斯 

堡居民的利益決不會由這榻半生不熟而不切 

實際的計割所梢進。"

二 0 九.博克斯堡市議會決定遣派代表替謁 

土著事務部長。部長於是第二次發表言論，載於 

星 報 如 下 ：

‘‘ Dr. Verwoerd說 ：博克斯僵傳来一糧 

激烈言論，說 ：’博克斯堡卽將衰落’，因爲本 

人以土著事務部長的地位反對將約一千六百 

荷軟的新工業廣併入現有® 域。

■■事實眞相是在目前經核淮的區域爲八 

百荷献，其中業已發展者倚不及一半。

■■不論博克斯堡將衰落或保持現狀，其 

餘的土地是仍可利用的。

二一 0 . 部長的這項言論曾經闕會和公共與 

論批評。

在博克斯堡，大家謝爲道是-對該市及白水金 

山盤個愿域的經濟發展的一植威脅。

Mr. P. T. de V ries, 在咋晚市譲會會 

譲中說，這是博克斯堡RX能受的最大打撃。市 

議會無異遂地P1意'~■項動 I儀，就是睛土著事 

務部長接見一個代农團，討論他所主張的在 

土著化宅 fZiî嫌不敷及其他都市區域工業地®  
尙未使用以前反對在博克斯僅從事任何其他 

工業發展或任:宅發展的意見。

" Mr, P. A. V en ter說，據部長的指示， 

博克斯堡的工業及Æ宅方面的擴充不菅耍陷 

於停顿狀態。

" Mr. de V ties說倘若我們不遺軟，那

就等於敲傅克斯堡的喪鐘。

二—— . 一九五五年九月三十日展報的一篇 

社論載有下列批評：

202星報， 

星報，

-九五四年九月二十九曰 

-九五四年九月二十八日

" 俯若不能保置土著及其他雇員有相當 

的安頓之所而譲工業到處發展，這不是有利 

於公衆之舉；’ 這項意見，不論適用於傅克斯 

堡或者適用於任何其他處所，都是我們所同 

情的。但 是 Ek V erw oerd的理論，照他答 

覆博克斯堡的言論中所發揮的，較這又進了 

一層。

■■他攻《在獲個白水金 fi[偉大經濟組織 

中任何廣大工業發展的觀念，於是擴大了間 

題的範圍。

■■我們並不反對有許劃的發展以期與影 

響所及的一切人民的社會及人道雷耍並進的 

原則。但是這《合理的營制應該是根據政府 

最高 ;決策採取的一種行動，爲關係人民所赚 

解， 由國家的適當機構執行。

"這個問題不應當完全由部長隨意支配。 

他所作的遠大決定，乃是他可以隨意處置暫 

時由他控制的人事的一項偶然事賞-的副産  

品 。"

二一二 .  Die Transvaler報曾於十月一日登

載一篇重耍文章，支持土著事務部長的意見，並 

批評博克斯堡市議會“强調暫時經濟利益的服光 

短淺。"該報於一九五四年十月五日裁有下列新聞 

一 項 ：

白水金山市政府會譲於一九五四年十月 

四日在哲米斯敦（Germiston) 召開一特別緊 

急會議，討論關於設置新工業區的政府政策。 

舉行此次討論的直接原因，就是博克斯僅問 

題，關於博克斯堡暫不許設新工業展，須俟 

目前居任:於市廣內的 :h著工人有足纏的M-屋 

供應後再議。

該次會譲並未產生積極結果，但是最後 

決定派代表圃前赴脫蘭斯冗爾搏內各市市政 

府會議，由該會竊與派代表刚晉謁部長，以 

便聽取關於將 .來政策的明白撃明。這間题的 

瘾結所在，就是政府不願容許在沒有爲土著 

準備充说的任:宅設備時 , 卽行從事不切合實 

際的工業發展。

二一三，代表政府方面意見的下列言論載於 

一九五四年十月六日是報：

" 土著事務部一位職M昨 0 在比勒能利 

亞，說土著事務部長的政策是按席域來滿足 

各項工業的土著勞工需要。



" 他是評里輔（Reef)各市參議會所表示 

的恐懼。這參議會在舉行特別會議，課爲土 

著事務部長對於與行設置工業區的決定會使 

將來工業發展陷於絕填，因此表示恐懼。城 

市土著居留所的意外發展將紙能促成約翰尼 

斯堡所遭遇的一類厳 * 問題。

• ' 他强調說，郁長不過關心有秩序的工 

業發展及充设件 :宅及其他服務的供給；他又 

說，部長的目標是使工業發展，就其有關現 

有人力及士著住宅的可能而言，立於合理的 

基礎之上。

二一四 . 國會辯論"部汾撥飲法案"2。4時曾提 

到部長關於博克斯堡發展的言論所引起的事件。 

在這裏的問題在是否應該在現有的工業中心如博 

克斯堡等地，抑或在土著保留區周園鼓勵新工業 

發展。

Mr. Oppenheimer(聯合黨）發 言 説 :

國民黨對於次耍工業做了很多的事，但 

是土著事務郁長的政策却指着一個完全不同 

的方向。部長亟盼工業發展於土著保留區或 

其附近。但是在這以前他主張在都市區域發 

展工業， 由 動 的 勞 工 来 扭 任 。

財政部長採取這稿方奸，想爲鼓勵次耍 

工業乃是特別重要之舉，以便這個國家不致 

過汾依靠鎭業，鎭業是一植日見耗費的資產。 

這是一項相當正確的看法，是此剰必須考盧 

的間題。就是一個新鎭，亦不能估計有三十 

年或四十年以上的壽命。

大家深知白水金山及自由省的黃金時代 

一定將吿結束。在這裏的間題是部長是否仍 

然維持旣定政策一一鼓勵次要工業發展，替

代鎭業。

土著事務郁長是故意要使白水金山的工 

業延緩發展，最後趨於停頓。

我們必須吿訴白水金山的約一百萬人民 

及自由省的幾十萬人民，鎭業結束時，一切 

都不會發生問題，因爲土著保留區內將有許 

多次耍工業活動。

政府的政策是杏將利用鎭業繁榮的餘年 

—— 不僅在保留地並在白水金山—— 建立次 

要工業來样代鎭業？人民是否可以知道他們 

能繼續有他們所建的家宅，白水金山的經大 

工業設備仍將用以維持工業？

他們是否可以知道投資在不動産的魔大 

人民儲蓄不致爲土著事務部長的政策所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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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五 . Mr.  M. D. C. de Wet Nel (國民黨） 

覆 M r. Oppenheimer時 ，解釋國民霞關於發展 

邊界區域的政策，在這些區域，南非工業有發展 

的無限機會。雖然工業將仍在歐洲人的區域裏面， 

土著人民也要在他們的區域裏發展，到那時他們 

也會組織民族生活，有機會發揮他們自己的力量 

並向外擴充。照他的意見，大家對於土著勞工問 

輯過於重視，世界上沒有一國像南非這樣地浪费  

人力。他認爲在所有國家內，南 非 的 勞 工 最 貴 。 

W民黨採取健全的政策，願意建立工業，但是在 

同時願意製造機會以便土著創立他們自己的國

家。删

二一六 • Dr. Friednmn (聯合黨）覺得南非的 

經濟現正漸織成熟，現已愈趨分散。它最顯著的 

現象就是製造工業發展，這是由於在土著居民中 

蕴藏着大量工業財富的資源。大规模工業已使土 

著勞工與本國經濟機構更密切地打成一片。

土著工人正在遂漸多加雇用。他們的個性，對 

於現代工業的簡單和單調的重復工作非常適宜。 

士著勞工與社會經濟 .打成一片，使國民所得大量 

增加，並使一切人民—— 不論其種族與膚色——  
生活水準提高。但是發言人强調說土著事務部長 

計割破壞工業發雇，以期保證他的種族隔離政策 

成功。部長是杏眞正相信他可以在保留區邊界建 

立這樣大規模的工業，以便PlJfc土著勞工流入其 

他區域？聯邦所有各部份一一不論距保留區如何 

遙遠一一將堅決主張大規模發展資源。他們將繼 

續雷要土著勞工。土著事務部長是否敢柜絕它們 

所應得的一部汾土著勞工？這是經濟上不可能  

的，凡是在經濟上不可能的，在政治上亦是不可 

能的。

衆議院辯論錄（H ansard)第四號,一九五
五年二月十四日至十八 0 , 第--- 六一至一三四

七欄。
全上，第一一八三至一一九一欄< 

加®全上，第一二一三至一二二一欄<



Dr.Friedm an覺 得 循 這 些 途 徑 不 能 獲 得 解 決 。 

部 長 的 偉 大 計 割 是 不 能 成 功 的 。 他認爲經 濟 進步  

乃 是 維 持 白 人 文 明 的 主 耍 因 素 。紙 有 一 個 不 斷 擴  

大的 經 濟 才 能 供 給 這 些 必 需 品 ， 例 如 敎 育 ，文 化 ， 

藝 術 ，科 學 及 技 術 進 步 等 ，一 切 能 使 白 人 文 明 有  

其 傑 出 慣 値 並 使 其 有 保 存 的 必 要 的 因 素 。

二 一 七 . Mr.  S. J .  M . Stcyn (聯合黨 )說 在  

Dr. M a la n 的 執 政 時 期 ， 他 的 政 策 是 充 汾 利 用 非

歐 籍 勞 工 。趣 論 雖 是 稿 é 隔 離 而 事 實 却 是 稿 族  

合 併 。

他 ffg此 刻 讓 士 著 事 務 部 長 來 積 極 向 全 盤 補 族  

隔 離 的 方 向 推 進 ，’但 是 南 非 的 繁 榮 是 由 於 歐 洲 人  

的 企 業 ，理 想 及 工 作 與 土 著 人 民 所 供 給 的 勞 工 資  

源 配 合 造 成 的 。這 便 是 經 濟 合 併 。

經 濟 事 務 部 長 管 說 政 府 將 不 容 許 白 水 金 【【1的 

工 業 被 破 壞 ，但 是 他 如 何 能 使 這 意 見 與 準 傭 附 Jh 

土 著 勞 工 參 加 白 水 金 山 各 項 工 業 的 土 著 事 務 部 長  

的 政 策 調 和 ，？

二 一 八 . 土 著 事 務 部 長 在 答 覆 反 對 黨 對 政 府  

政 策 的 攻 《 時 說 ， 無 論 如 何 ，在 經 濟 範 圍 內 ，國 

民 黨 的 政 策 對 於 南 非 絕 對 沒 有 危 險 。 圃 民黨自從  

一 九 四 八 年 以 來 所 主 張 的 政 策 是 將 白 種 人 與 非 白  

種 人 分 開 ，卽 使 在 白 稿 人 與 非 白 稿 人 混 雜 居 住 的  

區 域 內 斯 然 ，並 同 時 發 展 保 留 地 ，以 便 爲 士 著 人  

民 設 立 一 個 政 治 家 鄉 。在 這 裏 並 沒 有 全 體 土 著 人  

民 忽 然 遷 出 歐 洲 人 區 域 的 危 險 ，致 使 輕 濟 棄 亂 。我 

們 將 尋 求 各 種 ; ^法 來 使 在 歐 洲 人 區 域 內 的 各糖 族  

分 開 而 不 致 擾 亂 經 濟 發 展 ，和 不 發 生 歐 洲 人 爲 土  

著 人 民 所 制 勝 的 危 臉 。

二 一 九 . 土 著 事 務 部 長 又 於 一 九 五 五 年 三 月  

十 二 日 發 言 ， 這 次 是 在 博 克 斯 僅 ，是 在 國 民 黨 的  

一 次 會 譲 中 。 他 的 演 說 詞 中 有 關 於 博 克 斯 堡 及 整  

個 白 水 金 山 問 題 的 一 部 份 的 一 段 報 導 ，截於三月 

十 四 日 的 Die  T ra n sv a le r報 如 下 ：

部 長 說 ，根 據 統 計 學 的 估 許 ，公 元 二 0

0 0 年 ，將 有 土 著 人 民 一 千 九 百 萬 名 ， 白種

移 民 最 高 可 能 達 五 六 百 萬 人 。 腐若城市內的

工 業 發 展 繼 績 吸 引 =h著 人 民 ，金 山 將 爲 厚 層

居 民 所 圍 繞 …部長宣稱他反對在金山再開 

發更大的工業愿，因爲我們必須顧到盤個國 

家的利益。業已"佈吿"的展域行將吸引許多 

土著人民。聯合黨骨認爲發言人想耍設立一 

個班圖國。但是，偷若我們施行聯合黨的政 

策 ，整個的國家就會變爲一個班圓國！

二二 0 .  —九五2 ：年三月十四曰 Die Burger 
報载有部長言論的一部份如下：

土著事務部長 Dr. H. F. Verwoerd在博 

克斯堡於星期六國民黨會議中說，他反對在 

白水金山 建 立 工業愿。他說，儘管地方當 

局反斷他，他仍然反對建立這種工業愿，因 

爲這是實施種族隔離政策的必要步驟。今後 

十年 , 要鼓勵土著區域邊界建立各項工業。這 

裏一定耍經過一個過渡斯間，因爲我們業已 

指定在村莊及城市內的廣大區域爲工業區， 

今後十年至十五年，行將舉辦許多新工業。吸 

引到城市去的土著行將愈多。這稿移動必須 

予以制止。

我們必須絵土著人良發展他們自à 的區 

域的機會。這個國家無力與爲保留地É1撥更 

多的土地。保留地的生蹇能力應鼓槽加，各 

項工業應在士著區诚附近舉辦 *俾使土著人 

民不進白人的愿域。

二二一 . 這個問題又在國會中提出，但是這 

次是從另外一個角度提出。在進行鐵道及港口撥 

欧法案的辯論時，M r.Pocock(聯合黨）質問運輸 

事 業 部 長 ’‘他是否顧及將工業從 ÏÎ?鎭遽往保留地 

邊界的提案。

運輸事業部長答稱尙未有任何事件發生。他

又說

■*……不僅有運輸的問題必須顧及，遺 

有水的問題，這些工業與其他工業聽爭的問 

題 ；工資及若干其他問題。爲了這事，兩年前 

設了一個委員會，由 Prof. V iljoen担任主席， 

從事研究這個問題的所有各方面。該委員會 

業已提出了一個臨時報吿，但是最後報吿尙 

未提出 。"=*̂1

207同上，第一二二一至一二二六欄。

全上，第一三0 —至一三一三欄。 

咖 全 上 , 第一三一三至一三二四欄。

⑩衆議院禱論錄 (Hansard)第八號， 

五年三月四日至十八日，第二九0 六欄。 

全上，第二九三五欄。

-九五



二二二 . 一九五五年三月十九 0 , 聯合黨徹 

袖 Mr. Strauss在伍斯特 .(Worcester)聯合黨會議 

發表演說。除其他言論外，他 遺 說 ：

" 土著事務部長 Df. V erw oerd與博克 

斯堡市關於在該市工業區中•再加一千六百荷 

献問題的暗鬪，使整個金 III重遭大规模的威 

脅。該項威脅是不僅限於金Ml, 賞延及一切 

工業廣域，無論這稿區域距土著保留區任何 

距離。聯邦內任何市鎭，凡計擬區劃工業市 

鎭者， BT能悉在部長限制之列……

'‘ 大金鎭不能永遠存在。若干最重耍的 

金鎭，十年內行將衰落不堪。

'‘ 目光遠大的鎭業組織，與其他企業合 

作，業已計劃發展它們的財產成爲工業市鎭 

使他們的工人、股東及大衆不受鎮業活

動衰落的震動 .......

*•部長說他將以十年爲期考盧修正他關 

於工業市鎭的決定。但是經濟計劃必須在若 

干年以前決定。十年內私人企業將完全不了 

解部長的用意……

"聯邦內工業的增加率爲每年六 0 0 ,因 

此，部長卽使要想限制歐洲人城市附近的土 

著人數，也必須替十年內保留地邊:界的六千 

新工業尋找動力、運輸、土地與勞工……

二二三 . 一九五五年三月二十四日至四月四 

日間在國會舉行預算辯論時，又就土著事務部長 

言論所引起的問題，另外提出一次詳細討論。

反對黨發言人之一  Mf. oppenheimer(聯合 

黨 ) 說土著事務部長在博克斯堡發言時曾證實白 

水金山不會另有其他工業市鎭，工業發展將在相 

當時間轉移到土著保留地附近。同時他說，大家 

不必有過份憂盧，因爲金山已有工業填所開放，足 

供十年以上一切可能的需要。Mr. Oppenheimer 
認爲眞實的意義是土著事務部長的政策要讓一切 

仍照 目前的情形。但是顯然這並非土著事務部長 

的眞正意義。Mr. Oppenheimer辯 稱 ，無論土著 

事務部長，或者土著事務部，絕對無權處理有關 

約翰尼斯堡附近工業發展的問題。十分顯然，土 

著事務部長政策所設想的，乃是白水金Hi立刻延 

緩實行工業化，最後並在十五年左右將該項活動

完全停頓。又很顯然，士著事務部長設想保留地 

附近的工業乃是歐洲人的工業。他曾揚到若干顯 

由歐洲人控制的工業，他認爲這 些 工 業 以 很 適  

當地放在士著保留地附近。因此，Mr.Oppenhei- 
m ct不知道如何是在使土著人民獲有比較在現有 

工業中心更大的進展機會。財政部長未提到這幾 

點中的任何一點，他引以爲诚。

二二 tnj. Mr. M kdid l (聯合黨）攻 ®政府政

策。

他説，事實上部長到衆議院說博克斯堡或金 

l!J不能再有任何發展，因爲無論如何那裏沒有爲 

土著工人建立所需仔 :宅的士地。這是不《]■能的。照 

他的意見，這是部長明白承認政府無法處理金山 

的工業發展。Mr. M itc h e ll提到工業所雷耍的， 

乃是市傷、水、原料、運檢及勞工。土著事務部 

長自行掌握決定將來工業應在何處舉辦之權，然 

而他並無干涉工業所在地點問題之權。（部長答覆 

說，供 應 工 業 市 鎭 所 需 ，乃是他的職責）。M r  
M itchell繼續說，勞工，運輸，原料，動力等並 

非屬於部長職權範園以內。他又提到勞工間題，並 

力言就長期講來，他不能想到任何事會比較繼續 

實行移動勞工制度更對南非有害。這種制度的多 

方面的嚴重害處業已在全國各處表現出來。

二二五. 國民黨的許多議員亦在此次辯論發

言。

Dr. Diedericks(國民黨）答覆  Mr. Oppenhei- 
m er的批評。

他不知道反對黨的譲員是杏特別關切他們所 

耍出售的工業土地。各鎭均在開始蓄盡，因此他 

認爲他們也許要在該區劃出大工業區。他强調反 

對黨議員閉目不顧狭小地區許多居民擁祷的嚴重 

社會牽涉。他詢問他們豈不知道政府不得不對種 

族間題採取措施。一個人口大量集中之處，四圍 

爲，黑人地帶包圍，這是很危臉的。政府慎重審議 

金 li|工業發展問題，是有稿稿理由—— 主義，財 

政 ,，經濟，戰雾及社會的理由。國民黨的政策應 

當富有彈性，俾能切合當時需要。216

衆 議 院 辯 錄 （Hansard), — 九五五年三 

月二十八日至四月五日，第三三七五至三三七七 

欄 。

全上，第三七六七至三七七五欄。

全上，第三四 0 0 至三四 0 四欄。



二二六 . Dr. H. G. Lmtig (國民黨）亦曾發 

言。他質P  Mr. Oppenhcimcr所稱士著事務部長 

提議將工 I t移至保留地等語，‘他强調這並非一項 

新政策；一九五二年五月三十日部長在參議院發 

言時曾詳加叙述。據說部長在博克斯堡的言論，是 

發表一項新政策。但是該稿政策，於一九五二年 

向參議院宣吿，並於一年前向開普敦市商會內重 

新宣吿。重要之點是土著事務部長明白說明紙有 

以合作及以 '‘吸引"的方法才能促成這稿發展，並 

未作"轉移"或遷移這些工業的建議。照他的意見， 

聯合黨是贊成使士著人民定居，並給他們土地。結 

果 ，五十年後這些城裏將有一千二百萬土著人民 

失去了部族的組織，而在白人的區域內定居。那時 

誰能反對他們享用不動産及政治權利的願望？

二二七 . Mr . J . J .  Fouché (隨民黨）在研究政 

府要在保留地邊界舉辦工業的政策，解釋說，這 

是一個使工業分散的問題，許多國家都必須如此 

辦理。若將所有的工業都集中在南非的一個區域， 

那是非常可笑的。他完全支持政府關於這一點的 

政策。217

二二八 . Mr. Memz (國民黨）認爲政府乃是 

以正義及公道爲根據採取一項正當而愼密的計割 

及管制政策。在另一方面，反對黨並無有關土著 

事宜的政策。Mr: M em z提到若于議員的陳述來 

證明這一點，然後提到政府關於白水金山的政策。 

部長說在這裏有足够以後十年至十二年內用的業 

經 '‘公吿 "的土地。他認爲各市政府應當注意政府 

不允其他工業土地購買；除非有關市政府準備保 

證所有非法居任:於區域以內的土著人民都耍首先 

定居於土著居化地點，政府不再核淮發展計割。提 

到水的問題，他提及天然資源發展委員會的報吿 

書 ；據這報吿書說，水的供給絕斜不够金山未來 

雷要。國民黨將繼績採取它所業已採取的途徑，因 

爲倫若採取聯合黨所採取的途徑，那就是白人在 

南非的末日

二二九，最後，士著事務部長本人解釋他對 

於城市鄰近工業發展的意見。

他業已幾次解釋過從白人區域內將工業"遷 

出"的意義。他從來沒有說過業已有資本投資的工

業應從目前的地區遷出。他在博克斯堡發言時用 

了幾句話來槪述他與開普敦工業聯合會執行委員 

會及約翰尼斯堡商會舉行礎商時業已詳細談及的 

問窟。

他 提 到 在 過 去 幾 次 言 論 中 所 徵 引 的 數 字 ， 

補 充 說 ：

" 在約翰尼斯堡市內有工業區二千二百 

荷獄業輕核准。其中紙有一千四百荷献在目 

前作工業之用，八百荷献仍舊容着。我們必須 

爲業已核准的二千二百荷献工業愿準傭六千 

六百荷軟的土著居件 :地點。倘若這些業經核 

淮的工業區二千二百荷献經充汾利用，必須 

颜到的土著居民將約爲一百萬人。倘若聯合 

黨允許吸引更多士著前來的政策付諸實施， 

對約翰尼斯堡及其鄰近城市有什廣好處？我 

們不能允許核准更多的土地以供工業之用， 

因爲據天然資源發展委員會的職員稱，業已 

核准的土地足供至公元二 0 0 0 年之需。他 

謎責聯合黨的一點，在該黨關於這個問題的 

政策就等於敲着白色南非的喪鐘，因爲倘若 

這個國家的中心地帶變爲士著五，二五 0 , 0  
0 0 名及其他非白稿人五 0 0 ,  0 0 0 名的 

士著居住區域而紙有白種人二三百萬名，在 

四十五年以後，在經濟、政治及社會各方面 

南非將不再爲白稿人所有

B. 西省的土著

二三 0 .  —九五五年一月，南非稿族問題研 

究所舉行年會時，222 土著事務部次長 Dr. W. W. 
M. Eiselen, 管發表言論，益撮述如下。

他說，在過去的幾十年內，土著人民侵入混 

血辅人的本土，以政混血種人的情祝已發生了一

全上，第三四三七至三K 四四欄。 

全上，第三六一四欄。

全上，第三七七六至三七八五欄。

參閱上文第二 0 七及二一八段。
衆譲院群論錄（H ansatrd),第十號，一九 

五五体三月二十八日至四月五日，第三七五八至 

三七六八欄。
Dr. E iselen在發言時解釋過， ‘‘西省"一 

詞係指摘河以南及戈登尼亞（Gofdonia) , 望城 

(Hopetown), 德 阿 爾 （De A a r) , 漢霜Éi (Han
over) , 利契蒙（Richmond), 墨雷斯堡（Murrays- 
burg), 阿柏丁 （Aberdeen), 威 洛 摩 爾 （W illow- 
more) , 猶寧係 (Uniondale)及 克 尼 納 （Knysna) 
等縣市以西之區域。

222參閱下文棚節 A 钦。



項重大的改變。他說明這些發展所引起的各項問 

題，並指明土著事務部長準備如何在種族陽離的 

範圍內根據部長的各項決定，來處理這些問題。區 

域的利益亦必須相當予以注意；地方當局的合作 

亦當設法爭取。

當然，混血種人與工人的接觸並不限於西普， 

但是在別處祖有少數混血種人渗入多數非混血稿 

居民，在西省則土人大规模侵入混血》 人。北方 

工業區的這些接觸的結果，就事件的性質而論，並 

不嚴重，可以在當地予以處理，值是在西南部汾， 

問題非常重大，必須由大衆及政府予以注意。

西省土著人數業已相當增加，一九二一年爲 

三 0 , 0 0 0 名 ，一九三六年梢至四八，C ) 0 0 名， 

此刻則爲一七八，0 0 0 名。這些土人多數爲從股 

蘭 斯 開 （Transkei)及西斯開（Ciskd)移來的移動 

勞工。

土人進入西省在經濟方面所產生的重大結果 

就是雨《 人在勞工方面的競爭。混血 I f 人看到他 

們在某種勞工方面受士人徘掛。在最勒的階段中， 

特別是纖、錢工作就這樣被土人搶去。因爲士人 

體力較混血種人爲强，一般說來，雇主在某種非 

熟練工作方面，願意雇用士人。土人較能持久，且 

其生活條件較低，遂在低級勞動工作方面不久卽 

將混血稀人徘椅出去。

許多雇主認爲土人較混血辅人爲較佳的工 

人，因爲土人通常體質較强，較不酬酒，還沒有 

學到城市壞翌氣。因此，七著人民的遷入一般說 

來，颇爲雇主歡迎、鼓勵；而 特 別 爲 •業家歡迎、 

鼓勵，因 爲 紫 家 的 生 産 ffMi工入的經常工作督 

慣 。當然，筑一土人本 4̂ 使爲旧界對非歐籍工人 

所付的較高工資所吸？I , 筋二，他們喜歡在這個 

區域內的生活，罔爲在許多方面他們與混血植人 

受到同等的待遇，並因他們與沮血辅人雜居，於 

是某種保護的管制措施便鬆她起来， 多數士人認 

爲這些措施是令人生厭的阪制。七人與況血稀人 

在經濟及社會方面合併，對沮血》 人社廣乃是一 

種嚴重的危機。

因此，凡要求增加人力的工紫發展必須嚴加 

管制，因爲西 *̂5'的土人如與梢加，必附帶引起危 

機 ，其範画較任何其他工業展域的危機更廣。爲 

了這個緣故，必須妥爲計劃，以保證 ®将的暫時 

工業繁榮不會在經濟及社會方面產生永久性質的 

較大困難C

關於士人移入西省的政策大槪如下：

( a ) 所有外來的士人均須遂漸離開西省, 這 

緯入不准留於該區；

(b) 土人的遷入應加嚴格管制；

( C ) 撃在該區內的聯邦土人應予颤別，以便 

將最近到壤的家庭遺返囘籍；

(d) 其餘依法入境者應安置於出祖於家庭或 

單身工入的良好房厚；

( e ) 絕對需襄其他出著工人時，應用移民 35 
人的方式取得，這《移民工人在西省不需要時，就 

可以很容易地遣送同家Ç

雖然土著事務部賞行該項政策， 目的在設法 

翻轉土著家庭移動的方向，不使大量土著居民與 

混血糖人社區一起摩居P 倘若增加土著人力是絕 

對必需的，就必須探取，民工人的方式，西省對 

於這種工人不給何種永遠居留之權。

政府關於西省的±著政策是在使該區土著居 

民終於絕跡。這個政策應當想漸進行，庶幾不政引 

起工業脫節的有書情形。這是一個長斯的政策，定 

有下列階段：

( a ) 將外來土人遷出，就土著家庭而論,使 

現有情现不變，並以有限制的輸入單身移動工人， 

來應付最迫切的需耍；

( b ) 將保護地土人遷出，减少土著家摩敷額， 

並遂漸以混血禪工人而不以新移入 rk人求替代退 

囘保留地的移動工人；

( C ) 觀別土著居民，將 他 分 爲 雨 類 ：

( i ) 仍爲班圖人的土著，於相當時期可以舉 

同保留地，在保留地內對放雄立一個城市經濟熊 

有重要貢獻者；

( i i ) 已與混血糖婦女發生關係的土著，除膚 

色外，其他一切均屬混血《社廣，正如土著與混 

血稿人結婚成其他結合方式所生之子女。據 Dr. 
Eiselen的意見，這一類人應該獲得混血種人社區 

公 民 的 份 ，但以構族混血到此爲 Jb者爲限。

最後，Dr. Eiselen綜合他所陳 aTit)主要各點 

如 下 ：

一 . 西霉爲混 JÔ1稀人的傳統家鄉，直至相當 

晚近時，此處的士著居民仍頗稀少；

二 ， 最近的工業發展，引起土著a速大量移 

入西省；



三 . 若干實業家認爲這稀移入是必要的，因 

爲他們指稱：

( a ) 工業的擴充是好望角半島及其附近之所 

必雷；

( b ) 許多混血 f®人不是適當的工人；

( C ) 無論如何準備尋找工作的混血賴人總嫌 

不够。

四.西省工業的存在與擴充之權是大家承認 

的，大家認爲西翁在相當期間可以由當地混血種 

居民供應其人力的需要；

五 . 倘若混血種人較工人不適於某種工作， 

這並非由於天性，而是由於社會調節不良的結果， 

這種不適情形可以用訓練的方法來糾正；

六 . 混血種人繁殖甚速，因此他們PT以應付 

目前工業以及未来擴充的需耍，特別是塵於機械 

化新式按術卽將付諸實施，尤其如此；

七 . 混血種人爲當地居民，在道義上有權利 

要求保譲他們的就業範園，庶幾不受土著人民侵 

害。西卷並非土入的天然生存空間，而係混血種 

人的天然生存空間，因此土人應遂漸有系統地撤 

退；

八.及早結束士人與混血種人雜居是可取的 

辦法，因爲雜居S 於雨種均有不良的影響；

九 . 歐洲人旣爲非歐洲人的監護者，不應該 

爲他們本身的目前利â 而在該區造成一稿土著與 

混血《人的問題；

一 0 . 政府當局反對土人移入酉省定居，這 

是正當的；照這種情形，仍然開放途徑，以便促 

成維持現狀，並分別爲海血稿人及土人劃分利益 

範圍，這也是正當的；

一'■一■ • 士人方面講，移入 ®名定居，紙有 

臨時的利益，因爲他們適應混血稀人的環境時，他 

IP3本身又爲若干仰未放縱的新到土人的替代；

一二 . 這些士人失去了部族組織，受有害的 

城市影響，嗣後又爲勞工市墙所遺棄，新到的土 

著又被吸引前来經過同樣程序；這棟程序業已對 

北方工業區產生了嚴重的後果。

因此，若在多辅雑居的西将採取同一途徑，不 

僅特別對混血辅人不利，並且對精個南非社會亦 

有持久性禍害，這乃是一秘目光近視和不負責任 

的辦法

二三一 . Dr. Eiselen的言論使好望角省工業

界發生嚴重疑盧。一九五五年一月二十日，開普 

敦工業聯合會發表了一篇批評 Dr. E iselen所述 

政策的聲明：

‘‘聯合會說它認爲倘若企圖實現要使土 

人在西好望角翁絕跡的目標，必産生嚴重的 

紛嘗L。

" 它又認爲倘若聲明有這樣的一個政策 

存在，必在該政策所擬定實施的廣大及重要 

工業及農業區産生一種有害的不穩定情况。

‘‘ 近於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好 

望角西® 市區專員會以書 ®重申下列各項保 

瞪 ：

■■ 一 . 管制土人移入的任何制庚必須保 

證在當地有合理的勞工傭備處可資利用，俾 

雇主得向該處雇用勞工；

" 二.遇有任何土人離開一個公司返同 

保留地時，如關係雇主須爲該土人獲得重新 

入境證，當 i l 困難。

‘‘ 根據土著服務損法案，西好望角省廣 

主曾爲七著居留地服務設備之雷捐助不下五 

0 0 , 0 0 0 鏡。倘若政策眞正是要在西好望 

角省取消一切雇用土人的情事，那末徵收這 

類的 IE大欲項來幫助建造土著化宅的辦法， 

依法就不能繼續進行。

" 但是，聯合會提到土著事務部長方才 

曾表示他渴望朗加、 尼安加方案熊够迅速付 

諸實施。

■*倘若說，土人的移入應該加以合理的

管制，聯合會對此從來沒有爭譲。但是如果 

耍從家庭、m m - 商業及工業方面取消所有 

受雇的土入，這種政策過於激烈，不切合實 

際 ，在設法 1Ï施時可能引起紛 1 1 ,大家如果 

瞭解該項政策的全部的牽涉就不容易予以支 

持。

■■聯合會必須對於這樣的一個自標提出 

最强硬的抗議。

223西好望角省之士人，土著事務部次長 W. 
W. M. E iselen向南非賴族間題研究所第六眉常 

年大會所宣讀之論文，一九五五年一月斯德命波 
希 (Stellenbosch)南非種族問題研究所出版。



‘‘實業家對於該項目標會發生强烈的反 

對，特別是在比開普敦及附近區域利用混血  

種勞工較少的鄉間工業中心方面尤其如此。

" 這項目標對於各稿地方工業的活動所 

依靠的晨業生産的影響亦是非常嚴重。就連 

目前，聯合會對於西好望角翁農業勞工缺乏 

的報告也是非常關注的。

‘‘ 聯合會說 Dr. Eiselen所述的政策一定 

耍失敗。最後必須有充设土著勞工留在好.望 

角，這是必須予以承認的。

二三二 . 這個問題又在國會提出。

一九五五年一月二十五日，Dr. D. L. Smit 
(聯合黨）以書面詢問政府是杏計擬最後使所有土 

人撤離西省，若然，則 0 )採取何稿步驟施行這種 

計劃；（fc)採用何種方法供給勞工以應該區：!：業及 

農業目前與未來之需；他又問關於此事曾杏與實 

業家及其他雇用勞工之人擧行健商。關於第一個 

問題，土著事務部長僅請 Dr. S m it査閱他於一 

九五四年六月二日向衆議餘所說的話 ,關於第  

二個問題請査閱他於一九五四年五月二十六日向 

開普敦工業聯合會執行委員會所說的話。226

二三三. 這個問題又在衆議院與參議院辯論 

時一再提及。

在 就 一 件 不 信 任 案 舉 行 辯 論 時 ， Sir de 
Villiers Graaff (聯合黨）說，據土著事務部長稱， 

土著在相當時期內將遂漸撤離®省 ，而在所謂的 

"Eiselen線"的一方面紙可雇用混血稿工人。該區 

共有土人一七八，0 0 0 名，其中一一 0 , 0 0 0  
名 係 工 人 （六， 0 0 0 爲政府及其他公共團體工 

作）„Sir.de Villiers Graaff不知道西省那些尋覓傭 

僕的主婦們對於這個問題覺得怎樣。實業家業已 

將他們的立填說淸楚；他們認爲該項政策的聲明

224好望角時報，一 九五五年一月二十一曰 。

土著事務部長發言時，說 ：" ……當我們 
計劃開普敦土著居仔 :間題時，我們必須顧及該項 

設施應注意混血種人的將來，據士著事務部長的 

意見，土著問題乃是過渡問題，而非長期間題；在 

西好望角省至少允宜儘量利用未婚工人。" （衆議 
院辯論鋒 (Hansaxd),第十七號，一 九五四年五月 

三十一日至六月 r a 日，自第六一三五欄起）

咖衆議院辯論錄（H an sard ) ,第一號，一九 

五五年一月二千一  B至二十八日，第二十二欄。

227參閱上文第二章第二節。

是無法實施的。刻正採取麥驟，爲土著工人供給 

任:宅 ：他不知道在將来是杏全體士著工人均將撤 

離，又不知道這對於西番的農民將發生什喪影響。 

他舉出若干他所親知的具體實例， 由這些實例可 

以證明勞工缺乏。儘管有這許多事實，土著事務部 

長管說明該部的最後政策是使土著撤離該區。

二三四 . 在同次辯論中，Maj. van der Byl
(聯合黨）說根據政府業輕宣怖的政策，士著人民 

將從該想內遂出，除白人外祖有混血種人准予留 

在該處。

他指出土著人民在當初原是由政府輸入西省 

來做苦工的，特別是在碼頭上做工的。嗣後來者 

漸衆；結果，混血稿人的地位提高—— 混血種人 

做較爲熟練的工作，出人繼續做非熟練的工作。 

政府目前的政策絕對不會使西省成爲混血稿人樂 

業之處，反使混血稿人單獨供絵非熟練工人，因 

此減低他們的地位；同時使西省的歐洲人不論在 

工業方而或鄉間受妨礙，使他們的活動減少。

他研究了過渡期間將産生的問題，特別是關 

於件:宅的問題。在一方面，部長指示地方機關爲  

士著建造房屋，而在另一方面，又決定膊他們（土 

人）遷出。發言人亦提到土著與混血種人種族清混  

的事實。據他的意見，這 I t情形乃是由於多數土 

著工人均被視爲移民勞工，不准携帶家卷。他又 

提到最近在農填內使用囚犯勞工，據他的意見，這 

te是需要土人幫Æ的證據。他提到該項決定乃是 

一糖從權的政洽策暮，目的在求混血種人的好感 

並取悅於南非稿族問題研究所。他請問土著事務 

部長爲什喪忽然這樣地關注混血種人的利餘。229

二三五 . 一九五五年一月二十八日，土著事 

務部'長向衆議院就西省士著地位發表冗長陳述。

他發表意見說，聯合黨內的維新派陳述西省 

情形，未免過甚其詞，因爲他們知道在該愿對班圖 

族人實施種族隔離政策在最初階段：a 最 容 易 的 。 

他們希望引起一項爭端，因爲某些步驟是在這裏 

可以採取的—— 並且是可以很迅速地採取的，且 

可證明政府的目標是什 *。

228衆議院辯論錄（Hansard)第一號，一九五 

五年一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八日，第—— 九至一二

229 全上，第二一二至二一五欄C



他又說聯合黨是設法就西省提出資主要的攻 

艇。它正向家庭主婦、货業家、農民及地方當局 

提出呼顏，以期引起他們恐懼、不便或損失，並 

於可能時引起他們敵視政府政策。

尙有第二項事货應該考盧：西翁亦是有被黑 

種人控制這項最大危機的展城，關於這一點聯合 

黨是願意承認的。在西翁內混血種人已經是非常 

衆多，且將續有梢加。德聯合黨的主張，新來士 

人及其家屬和業已在該處的單身士人的家屬不僅 

應該任其繼續移入，不予干涉，而且應該予以協 

助。他們用"嚴格管制"等字樣，但是他們耍求那 

些家庭移入，主張那些家庭在西省永久居留。班 

圖族人與混血種人混合應由聯合黨無可避免地負 

責。我們不應當忘記士人前來西省的理由之一就 

是他們可以與混血種人一樣，參加社會生活（例 

如使用公共交通工具）。他們獲得混血稿人的一切 

權利，並因此不久就與棍血種人混合起来。因此， 

聯合黨應負貴土著人數檢加到西好望角省的歐洲 

人將並無維持他們原有地位之望的程度。這也就 

是自由黨的目標。

他警吿好望角的白稿人一一不論農民，家庭 

主婦、實業家或普通公民—— 說， 由於所採取的 

政策，結果聯合黨正在西省爲白人文化挖掘墳墓， 

較在這個國家任何其他地點更爲迅速。

他於是解釋政府的政策。據他的意見，政府 

的長期政策必須使大家都知道，俾可作短期的決 

定。據他所採取的態度，這裹無論過去或目前均 

有土著勞工的需要，但是我們不能允許土人成爲 

西省的永久居民。他請實業家使他們的工業合理 

化，並 瞭 解 ：使用最少限度的勞工乃是對他們本 

身有利的，乃是對這個國家經濟有利的，乃是對 

I t會結構有利的。他又說，齋展新工業需要勞工 

時，將不阻止土著工人暫時移入，但是必須瞭解 

這不過是一條曲線的部汾，這條曲線雖然仍在不 

斷上升，可是在相當時期必須下降，直到最後西 

省不再有土人或不再需耍土人時爲 Jfc。他提到他 

在過去發表一項聲明時說過，在這過渡期間，仍 

需土著勞工，因此，産生了雨個問題：如何规定辦 

法，使工人不致於永遠居留該區；如何爲他們解 

決居住問題，使他們不政永遠居留該區域，換句 

話說，就是不致於發生金錢上的損失或資本上不 

必要的耗费。我們找到的解決辦法是爲居往在本 

省已久的並且是在相當時期內不能計擬遷出的那

些家庭，在尼安加那一類的隔離區內，準備住宅， 

但是與工業區隣近的朗加則作爲移民工人居住之 

所。我們應當記得移民工人並非不安定的工人。有 

許多議員混请這個問題；一個移民工人 BT能繼續 

同到他原有的職業，而一個居件:在該處的工人可 

能較不安定，因爲他會不斷接受其他職業。但是， 

那些將耍在朗加安棟的工人將住在寄宿舍裏面， 

而不在大建築物裹面。將他們安植在寄宿舍裏，有 

雨項目的。，第一 ， 在過渡時期這樣可以使班圖工 

人仔:在工業區附近。第二，這些寄宿舍的性質是 

如此的，土著人數減少時， •以用很少的費用將 

這些寄宿舍改成混血稿人家庭住宅。這樣就可以 

使某一糖工人的某一種任:宅變成爲另一種工人的 

另一種任:宅，而沒有金錢方面的損失。這便是知 

道所應採取的途徑以後爲未来計劃的一個實例。 

這稿逐漸改變的方法不僅適用於開普敦；也會適 

用於其他區域，例如斯德命波希（Stellenbosch), 
伍斯特（Worcester)及巴爾（Paad)等地。

部長又說，祖要實業家需耍土人一日，使這 

些土人有適當的化宅，乃是對於實業家有利的，因 

此，値得來緣付捐钦，除非他們能獲得不必纖付 

捐欧的其他種類的勞工。再者，一位實業家俯若 

不願意織付捐欺，便 ―可以採取其他措施，保證以 

雄行合理化的方法來裁減土人二百 1 三百或四百。 

這樣他就可以每星期少付與裁減土人數目相同數 

額的"半克朗"(half c ro w n卽雨先令半）。有些家 

庭 的 家 長 在 寄 宿 舍 ，而家屬則留在該區或囘 

保留地。這種家屬和那些不易歸入任何一類的家 

屬均應暫時集中在某種撤退營。單身班圖族人在 

最後應化在草房寄宿舍內。班圖族人之參加西省 

工業，必須予以鎮密的營制，因爲不但産生了班 

圖問題，和班圖族人居住問題，並且産生了對該

區另外一部汾居民  就是混血種人  有嚴重

後果的社會問題。班圖族人本身以及棍血種入，在 

若干方面，會從遂漸減少他們在西卷的數額並在 

同時不淮他們在那裹生根的政策而獲慈。

二三六 . 同日（一九五五年一月二十八日）J. 
L. Sadie敎授代表南非種族問題研究所執行委員 

會 對 Dr. E iselen的聲明發表意見，當日好望角 

時報將其大意撮述如下：

‘‘該項陳述提到一部份報紙及在經濟上

有關係的團體所提出的抗議，說個人及團體

上，第一九七至二 0 七欄。



批評他們認爲對於他們不利的政策，乃是自 

然的現象。但是當時我們不能希望一個國家 

的政府認爲某一特別圃體的利餘力是最重要 

的。

‘‘任何一國政府的目標逵成社會福利的 

最高水準乃是若干因素的產物，而獲得最大 

的物質利益不過是這些因素中的一項而已。

'‘ 這並不是說，我們對於物質利益的重 

要性估許得太輕。我們的意思不過是說，謀 

經濟方面的進步-必須顧及較廣泛的社會理由 

相提並論，正 如 大 家 以 想 像 的 ，在力求達 

成這些較爲廣泛的目標時，倘若經濟損失是 

不可避免的，必須使這《經濟損失盡量減至 

最小。

" Dr. Eiselen所宣吿的政策是根據上述 

廣泛的紙會理由的。我們必須承認他顯然明 

瞭該項政策的經濟牽涉，他的演說業已明白 

說過 ……

‘‘ 在一個國家的生命中，有些時候，有 

些環境，可以期望國民具有較爲遠大的目光， 

不僅顧及目前。現在我們正逢這《時候，正 

處於這 I f環境 。"

二三七，好望角時報一九五五年二月二曰 It  
論，答復南非賴族問題研究所的聲明如下：

" 南非種族問題研究所在上屡期關於  

Eiselen路線所發表的長篇聲明在事 ï f 上並沒 

有提出其他理由。計割究党成功抑或失敗，須 

觸在輕濟上是否可以® 行而定。南非賴族問 

題研究所的論據沒有一項能使我們相信西好 

望角翁有，千 土 著 勞 工 仍 照 常 進 行 的 ，姑 

不論减少土著勞工的手績，耍一年完成，抑 

或需要一代% 成。南非植族問題研究所辯稱， 

倫若在一個時期內，例如存五十年內，每年 

減少八千名，以此德率減少土著勞工,西好 

罩角省的工業就《T以加聚機械化和合理化， 

並雇用每年加入努工市揚的混A 棟勞工八千 

五百名，因而自行調整…

'‘ 此項論據简單明昧。但是它是根據一 

項假定 , 就是說西好望角省的工業、商業及 

農業固定不變。我們中間有人願意照好望角 

省的經濟固定不變，而這個网家的其他展域 

的經濟則繼績擴大？ ，.經濟廣展，不僅指

現有工廠將耍增加生產量而言，並且也指工 

厥數亦將增加而言。工廠數如莱增加，受雇 

人數也須增加 .......

'‘這裹尙有另外一個非常重要之點。部長 

業已說明，我們至少在長時期內繼續享受移 

民勞工的服務。南非稿族問題研究所一一像 

我們和自由黨一樣—— 竭誠希望土著保留展 

發展。這稿發展需要勞工，雷耍良好的勞工。 

這稿發展遺需耍金錢，很多的金錢。倘若像 

移民勞工制度所要求的， 多數身體健全及精 

神進取的土著在有爲的年齡，大部汾都不在 

保留區，保留霞勢必由婦女老弱殘廢的人來 

發展。Keislcamashoek報吿書使說有這類事 

件發生。在另一方面，倫若大規模將勞工從 

歐洲人區域移到保留匿從事發展工作，我們 

的工業將皇息致死。Mr. L o u w 要爲保留地 

的發展壽欧，必將大感窘迫。這的確是一個 

切要之點。我們若不耗費大量的金錢，便不 

能實施開懇保留地的簡單義務一一我們相信 

T om linson委貫會的報告書倘若業已公怖， 

必能證明我們的意見是對的。這些飲項膨可 

由一般納税入出錢。紙有鎭業、 工業及農業 

繼續繁榮，一般的納我:人才能納較高的税  

跋總額。他們偷若沒•有勞工，就不能繼續保 

持繁榮。這是眞正的困難。全盤種族隔離，不 

僅會産生南非糧族問題研究所所設想的雖屬 

重大，尙可忍受的犧牲。這種辦法耍産生停 

滞、鎭躇及困苦；而促成糧族合併的無可避 

免的結局，但是並非經過一種有控制的程序， 

而也許是經過若干可怕的事件。

二三八 . Sadie敎授及 O livier敎授嗣後又以 

南非稀族間題研究所執行委員會的名義答復該項 

)肚評。這答覆載於一九五五年二月十日好望角時 

報 ：

■■譲找們再度强調說，班圖族人是杏終 

應從西好望角省遷出，這問題決不能以答復 

‘這個計劃在輕濟上是否便利？’的方法來解 

決的。

牽涉的問題遠較重要。選民必須決定 

他們是杏準備獎勵由於班圆工人货行城市化 

與他們在非土著區域內居任:而人數不斷增加 

所必然引起的社會及政治方面的後果。



" 倘若池們願意接受政府權力最後終必 

操於 班 K 族人之手的這個事货—— 這賴情形 

爲經濟合併所必産生的最後結局，雖然這也 

許耍經過一個長時期 —— 那 末 ，士著政策便 

成爲一個極筒單的問題， 找們也無須討論在 

經 濟 方 面 是 杏 以 货 行 的 問 題 C 他們倘若不 

願意接受這稿結局，就必須採取各《 方法，俾 

將分別發展政策—— 或他們恥意稱呼的任何 

名稱—— 可能産生的不利經濟影響減少至最 

低限度。

■■這便是我們所要挟擇的。再說一遍，這 

個許劃的成功與失敗，並不在經液方便與否。 

顯然，計割倫若是在經濟上無法 Ï Ï行的，就 

一定耍失敗， 但是於們相信事 Ï Ï並 非 如 此 …

" 你們謝爲南非辅族間題研究所聲明中 

的理論是 ‘根據一項假定，就 是 說 ®好 望 角 省  

的工業、商業及農業將固定不變’。我們認爲  

你們的推論是錯盟的。事裳擴充，需要更多 

的勞工，這事焚沒有人淨辯。但整若說經濟發 

展必定需耍更多的班圍勞工和更多的人，那 

的確是錯盟的。 工 人 亦 以 是 - n 人成是混血  

種人 —— 這些神類的人數正在咐加—— 而且 

工人品资較佳，如果加以較 ff i的利 f f l, 就等 

於有較多的工人 .......

' ‘ 我們並不希望在两好望角将的經游 ‘ 1st 

定不變 '。我們雖然不能 InlÀÏ你們的⑩機，却 

與你們 M 樣地樂觀，相信我們卽他設法使輕 

濟圓定不變亦不能成功我們不過是主 !斜  

於促成經濟發展的許多H 素中之一項因素稍 

有節制而已。

*■這樣就産生許多其他》f 變的因素， 

以操縱，可以 1 3 更。其巾存幾項如 K : 班闕 

族人數減少後， 目前爲班岡族人所擔任的工 

作不必補足遺缺；使用勞工的合现化，而不 

爲設 K 新機器附加数用； 行機械化; 爲工 

人設 f i 較佳訓練設備；由於 I"!然驚殖的站果 

白人進入勞工市填；混血種人勞工按年 -槽加； 

班圆族人季節勞工；Ü 入移入；對商人、赞 

業家及農民就科學管理方法及較佳使用勞工 

方法賞獻意見 .......

'‘ 我們相信你們並不希誤你們的讀者把 

你們的結論認爲眞正的。你們說‘全盤稍族隔

離 ……將密生停潘、鎭霞及困苦……’。我們 

要提出，停滞、鍵懂及困苦並不會隨着經濟 

發展、投資、使用游資及較佳利用現有勞工 

等而來。我們不能瞭解，就業人數，購買力 

及練民所得增加，如何竟會妨害經濟。這種 

情形將爲野心發展七著保留地方案所廣致的 

結果。

■■我們… 向相信你們除其他各點外，是 

懷念班圆族人的利養的。在這裏你們有一個 

機會證明你們關念他們的福利，因爲土著保 

留地是班圖族人在現有狀现下有充汾發展機 

會的唯一區域，在這裹這些發屡事業的推行 

將不受制度方面的障碍以及其他種種損害。 

當然，土著保留地的發展要耗数時間與金錢。 

今日負貴我們國民所得水準的生產機構亦是 

同樣情形… …

‘‘ 最後，我們要指出，若說將土著從西 

省 ‘遷出 '，這是完全錯誤的。這個名詞賊能 

適用於那些紫已定居於西好望角雀的土著家 

屬。大多數在西好望角撑的土著努工是移民 

勞工，減少這些人數額的辦法以由現有勞 

工局及移入管制機榻來執行。"

二三九 . 其他各方的意見，都贊成士著事務 

部長所發表的政策。一九五五年二月一日，開普 

敦市講會全體一致通過 F. S m u ts敎授所提出的 

動講，稱道部 1^關於 0^3'土著 1111題的聲 1111。市議 

會又表示完全支持±著事務部計擬在這方面採取 

的步驟。

二四 0 .  —九五五年三；i 四 日，Dr. Verwoerd
[ 部 長 ] 在好望角國民黨會議中重新提到這個問 

題，發揮他以前所表恭的意Æ 。

一九五五年三 f l五 H好望角時報報導他的演 

說 如 下 ：

" 他說，在《族關係的範圍內，南非沒 

有任何地點像四省這樣危險。

‘‘倘若採取聯合黨的植族政策，西好望 

角便要首先録成黑色南非的一部汾。

• '政府關於 ®省的士著政策是爲保護西 

省，並謀班圖族人及南非的利 â 的。



"政府計擬一項合理及遂漸施行的程序。 

依這程序，在不需耍土人時，這些土人就不 

會變成一種負擔，亦不會成爲一稿危機。每 

一個人的利益均輕顧及。"

二四一根據一九五五年三月十一日約翰尼 

斯堡屋報的報導，土著事務部長面開普敦工業聯 

合會，無條件地聲明："政府無意減少西好望角省 

實際所需的人力。"

同報 ?y载工業聯合會的意見，如 下 ：

" 部長的聲明倘若與實際情形相符，[則 

工業聯合會 ]認爲滿意。

" 西好望角省所不可或缺的工、農、商 

及家庭活動，都需要土著工人。這種需要乃 

是嵐於繼續不斷的性質的。在某類職業中，顯 

然不曾有其他方式的勞工可以替代。

‘‘聯合會同意混血種人力應當完全合理 

予以利用。聯合會準備來鼓勵使用混血勞工， 

但有下述了解：使用混血勞工可以提高白糧 

勞工從事於更有生產力、更有劫用及更多報 

酬的職業。

"使用土著勞工並不替代使用混血勞工， 

而是提倡使用混血勞工。

" 聯合會同意認爲土著家屬源源移入實 

不相宜，合理的移入管制確屬必耍。某種比 

例的非移徙勞工，是解決人力雷耍所不可缺 

少的。

" ffi要能够應付雇主的勞工雷要，倘若 

不譲西省的社會經濟狀況發生大多牽涉，那 

是動於每一個人都有利的。這項目標可以達 

成，無庸不必要地限制現有及將來的工業所 

必雷的勞工。

二四二. 委員會特別願意來提到南非全國婦 

女評議會開普敦分會所提出的抗議，其中有下列 

各 段 ：

" 很少入根據道義及社會立填提出抗譲

" 我們堅決主張婦女一一爲人妻者與爲 

母者—— 也應當對這些抗議參加意見。家庭 

生活非常珍貴，對於任何國家均有極大的價 

値。

■■據我們看，這些新措施是對那些毫無 

辦法的若干家庭加以一種打》。所有非洲人 

一律從西省 ‘遷出 '，此事在道義及 i t 會方面的 

牽涉和在經濟方面的牽涉同樣地嚴重。我們 

紙要想一想這樣的政策將使非洲人本身所忍 

受的痛苦與困難的情況，除非完全沒有良心 

成對於人類慣値蔵若無観，就可以朦解所有 

南非人—— 不論屬於何種膚色或信仰—— 均 

不願意該項政策付諸實施。

" 非洲人亦是人類，並非像許多牲畜一 

樣，可以隨便在國內予以安置的。他們亦希 

望生活及工作有安全保障，因爲他們亦重視 

他們所努力建造的家庭，不論這種家庭是如 

何不足道。他們亦和任何其他人一樣，願意享 

受爲社區一设子的快感。倘若拒絕他們享受 

這些基本人權，那就是一糧强暴的措施。

二四三 . 嗣後在參議院中，B dlinger參議員

提出一項關於糧族隔離政策的動譲並研究該項政

策在經濟方面的問題時，234提到行將遷出的好望

角土著工人事件。據政府方面說，這種遷移工作

要分開在一個長時期內辦理。但是這個問題仍在

懸而不決的情況之下，因爲人人瞭解好望角省沒

有非洲勞工是不行的。政府的答復是說行將增加

移徙勞工。但是增加移徙勞工是連反一九四三年

的土著鎭工工資委員會的決定的，該委員會贊成

遂漸取消移徙勞工。再者，一九三九年，國際勞工

組織曾撰擬一取消各種形式的移徙勞工公約。大

家反對移徙勞工制度特別是因爲這糧制虔破壞家 
庭 。235

二四四 . 同一次辯論中，參 議 員 Mr. Rubin 
對西省土著問題詳加討論。他說，盤個問題乃是 

由 於 Dr. E iselen在南非種族問題研究所某次會 

離發表一項聲明而引起的。這次聲明說，西省發 

展的趨勢將開啓大批土著移入的門，這樣就將産 

生一項眞正的危機。歐洲人旣然擔任混血種人及 

土人保護人的職務，便有採取行動的義務。他 (Dr. 
E iselen)業已提出一個長期政策，以便分期付諸 

實 施 ：（一）將外來土入遷出，凍結土著家庭的現

233好望角時報，一九五五年二月十五日。

234參閱上文第二章第一節。

235參議院辯論錄，正式報吿，第三號，一九 

五五年三月二日至四日，第一二五至一二六欄。



有情巧，並有限制輸入.單身移徙土著工人以應最 

迫切之需要 ; (二）將從保護地前來的土人遷出，減 

少土著家庭數，並遂漸以混血稿工人替代移徙工 

人。. Mr. Rubin說，沒有一個非洲人前来道謝土 

著事務部良關注非洲人的福利；而混血 f f 人社展 

的反響則不但 迅 速 而且顯明。在開普敦海血糖 

人紙區的主耍發言人否認該社展雷要輕濟上的保 

護；他們强調說，所謂土人從棍血棟人口中擢取 

频包云云，這話不但錯誤，並且含有惡意。其他 

的人則稱，將非洲人像一羣牲畜一般從該區域移 

出的提案，旣不合基督敎義，又 不 合人道原則。 

Dr. Eiselen的宣吿是對好望角省工業投下一個强 

烈的炸彈，殆無疑義。工業聯合會說，最後把所 

有的土著一律從好望角遷出的政策，如土著事務 

部長所說明者，完全不合實際 , 且無法付諸實施。 

聯合會又說，這種政策將在廣泛和重要的工業及 

農業區域內產生有害的不定情況。聯合會又提到 

土著事務部長前 t •發表意見說明他亟胁朗加、 尼 

亞加許割加聚付諸货施。聯合會詢問 Dr.Eisekn 
的聲明是否與部長的政策相符。據參議員M r. Ru
bin 的意見，不知在什麼地方總是有點錯誤。他提 

到 伍 斯 特 （Worcester ) 賞業家協會管以强 ®的措 

辭提出抗講。協會支持上述工業聯合會的陳述， 

並且說伍斯特的次耍工業感覺到招聘非歐洲工人 

—— 不論其爲士著或混血棟人—— 是極端困難 

的。

自此以後，部長承認好望角工業展非洲人數 

在某一不定期間將有增加，並 說 ："政府無意減少 

西好望角省赏際所需的人力。" Mr.  R ubin於是 

提到一九五一年所報吿的工業立法調査團委員會 

的意見。據調査 É 的意見，南非工業，除非能像 

在過去一樣，雇用大量土人，便不會與海外工業 

競単而獲勝利。最後，Mr. R u b in向部長提出三 

個 問 題 ：（a ) 我們如何强迫混血種人—— 據部長 

說，這種人行將替代非洲人一…降低輕濟地位，從 

半熟練工人的地位降到非熟練工人的地位？（b) 
混血種人離開他的半熟練工作後，由 什 «人 替  

代 ？（C ) 愉若非洲人仍化在保留地，紙到城市廣 

域來滿足白種人在工業方面的需耍，什喪人將冗 

擔任發展保留地的工作？這三個問題倚未獲得答 

覆。

最後，參識員 Mr. Rubin揚到該問題的道義 

及偷理方面的情形，並在結束時說將一盤個的社

展遷出的提案在道義上是無法辯護的，並且在經

濟上是有重大損失的。

C . 股蘭斯開的"白色斑點"

二四五 .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Dr. W. W .M . 
Eiselen函翁他他（Umtata)市書記官，通知其下列 

一 點 ：

我們祖能認爲翁他 1 也是一個在土著區 

域爲土人謀利霖的臨時歐洲城市。 日後土人 

發展，此刻由歐洲人担任的工作將由土人自 

行負担。因此，土著事務部不贊成在該城市 

與擴充歐洲人的利盤。"2̂ 7

二四六 . 此面發表後，産生嚴重反響。下列 

足以代表報界意見：

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二  B , 星報登截一文，中 

有下列各段：

翁他他的三千五百歐洲人—— 聯邦最 

大土著® 域內的一個 ‘白色斑點'—— 前途殊 

屬》茫不定。這個總値爲二，二五0,000 
镑的現代化繁榮城市，業經政府宣稱爲一‘臨 

時的 ’白種人城市。

"這項決定已由土著事務部次長Dr. Eise- 
le n 向翁他他市譲會宣佈。

這項決定已使居民廣泛霞驚，並使土 

地及房屋慣値暴跌，又使計擬的四萬镑工業 

市的發展以及該市電力分佈制度二十萬鎭擴 

充計劃均受影響。"

.九五五年五月三日，好望角時報刊載下列

.文 ：

土著事務部新聞處長M r.C. W. Prins- 
l o o 昨日在此間稱， 脫蘭斯開的工業及其他 

歐洲人利^^此刻業已一律停业擴充，此後並 

無由士著事務部核准的希望。

凡居任:於所謂白色斑點內的土人，有 

時住在脫蘭斯冗爾及其他各省歐洲人愿域具

曰,第全上，一九五五年三月七日至十 - 
五二二至五三六欄。

237上列一段栽於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二日 

虽報。顯然是 H以前無人知悉此面內容。在事货 

上，同 報 一 九五五年五月六日刊截下列一項： 
著事務部新聞處長Mr. C. W. Prinsloo今曰宣 

稱，土著事務部次長 Dr. W. W. M. Eiselen致翁 

他他市書記官函係一九五四年十一月所發。"



有永佔權土地內的土人，業已遷出，或正在

遷移中，或擬於將來遷出。那未，站在公平 

的立填來看，我們爲什 *要允許土著展域擴 

張歐洲入的利签昵？

‘‘ 除翁他他外，脫蘭斯開尙有白色斑點 

二十五處，這些地方最後必將肅淸所有歐籍 

永久居民。這些較小居留地居民人數自五十 

至三四百人不等。

" 據另外一處的計算，脫蘭斯開的歐籍 

居民約爲一萬八千人。

" Mr. Prinsloo說，翁他也 ,i l其他欺洲 

人居留地應該視爲臨時的歐洲城市，將来土 

人發展進步，能够自行管孤他們自己的事務 

時，卽由土著人民接收。

" 土著事務部不贊成—— 亦不允許——  
缺洲人利â 在這些城市內再度發展。

倫若士著人民需要從歐洲人匿域中的 

黑色斑點遷出，歐洲人也必須從土人區域中 

白色斑點遷出；這是一個應該尊重的原則。

‘‘ 若于反對黨議員纖當局所採取的態度 

提出抗議。j'
二四七 ， 一 九五五年五月四日，好望角時報 

報 導 Mr. Strauss及 Mr. Hughes關於這個問題的 

言 論 ：

'‘反 對 黨 領 袖 Mr. S trauss昨日發表言 

論 說 ，土著事務部宣稱脫蘭斯開的工業及 

其他歐洲人利益此刻業已一律停 Jfc發展；土 

著 事 務 部 長 t)r. V erw oerd最近決定限制各 

.大都市區域的工業發展；這雨事同樣令人震 

驚。

" Mr, Strauss 指責  Dr. Vcrwoerd 威脅

股蘭斯開的發展。這項政策對於歐洲入，對 

於土人，均屬不刹。土著保留區乃是聯邦經 

濟的一部汾我們紙能冒着危臉 ’才能分開… 

** Mr. Strauss說，‘襄於大家渴待 Tom- 
lin so n委員會發表結論，該項結論所载在歐 

洲人領導下保留區工業發展的提案可能完全 

與此不同’，故 Mr. Prinsloo的言論失之過早。

'‘ 襄於經濟方面的實隙情況，Dr. Ver
woerd 政策必須經過幾，十年以後才能成

功。

"聯合黨股蘭斯開倾七議員Mr. T. Gray 
Hüghes接見記者靓；Mr. Prinsloo的言論使 

入惶恐之處就在足使大家不敢在脫蘭斯開投 

資 …
" Mf. Hughes說在《r 以見到的將来土人

是無法接手担任歐洲人所作的服换工作，包 

括商業活動在內。

"厥洲人知道脫蘭斯開境內士人的養要。 

在土入這方面，他們知道歐洲人除非經政府 

直接干涉驅遂，必仍留於該處，紙要政府允 

許土人留在所謂白人區域 - - 日，歐洲入也將 

仍然居留一 0 。

" 現在是在耍保留地的土人相信他們不 

乂卽可不付代债而獲得歐洲人的地位。

" 如果他們發覺這糧黃金時代仍然遂遙 

無期那就會引起强大的反對白人的感覺一  

而這種咸覺不僅限於脫蘭斯開一區而已。"

二四八. 報紙中亦有股蘭斯開境內歐洲人所 

提出的抗譲。

特別是好望角時報載有下列報導：

" 邊疆地方商會及其他公共團體及地方 

當局被邀參加五月二十一  0 在翁他他舉行的 

抗議大會，討論政府在朕蘭斯開領士所施行 

的種族隔離政策…289

" 脫蘭斯開領土的二萬歐洲人要求政府 

闇明他 (F5在該傾土内的前途。是期六此間舉 

行一次會議，決定向土著事務部長 Dr. Ver
woerd 提出一項陳述，詢問他關於這個問題 

的意見。

" 從脫蘭斯開領土及邊疆各部分前來的 

代表約一百五十入，參加該次會議，審議對 

於政府所採取將影脈最佳領土内歐洲人的政 

策，應該採取何種政策。

倫若得不到舞於該項陳述的答覆，他 

就耍派遣三人代表 ® 前往晉謁部長。

••他們就要靖部長以 ‘簡括和審愼的話’圓 

明情现。

" 他 要 部 長 提 出 保 證 ，說明他並不， 

傭採取措施更改商人及其商舗營業所根據的

立法，，
'*240

參閱上文第二章第梁節A敦。

训好望角時報，一九五五年五月四曰。 

好望角時報，一九五五年五月二十三日



脫蘭斯開領七瞬洲公民聯合會擧行年，時 ， 

亦討論政府所提出的問題。報紙關於這次會議的 

報導如 下 ：

" 東 偷 敦 的 Mr. Ivan K in g今日向翁他 

他舉行的股蘭斯開顿士歐洲公民聯合會年會 

說，賠慣脫蘭斯開歐洲人的損失所数定將不 

賛，政府倘若知道在這裏所需的錄用，就不 

會斷然取消脫蘭斯開的白色斑點了。

‘‘ Mr. K ing促請商人不要退縮，必須堅 

持他們的權利，不耍畏懼。商人必須採取某 

稿措施，使政府知道它的行動耗费 ...

"嗣後當由一個中央委員會撰擬傭忘錄， 

備载盤個股蘭斯開顿土的總慣値及土著社區 

所有服務的總數額。"Ml

二四九 • 一九五五年五月五H好望角時報曾 

將 Mr. Prinsloo言論在股蘭斯開所造成的情勢與 

Dr. Eiselen在,南非稿族問題研究所年會中就西好 

望角省所發言論所引起的情形242作一比較。

‘‘ P rinsloo路線似乎要在脫蘭斯開引起 

了與 Eiselen路線在西撑產生的同樣迷局。兩 

者遵循一個幾乎相同的途徑。每次均由土著 

事務部的一個官員發表一項聲明，在表面上 

看來，所發表的聲明似乎是宜告一項顯明的 

政策，两這糖政策的货施是絕對沒有疑問的。 

唯一的差別，就 在 E isd en路線計擬最後將 

土著從某一® 域遷出，而 Prinsloo路線則計 

擬將歐洲人遷出。每次部長並沒有明白說‘是 

或 ‘不是 '，沒有給國家一個顯明的表示，紙提 

到過去有關政策聲明，措詞含混使大家不知 

道他用意所在。甚至土著事務部的官員彼此 

似乎也對於這個問題的法定權力有些意見不 

同之處。Mr. Prinsloo說，股蘭斯開(包括翁 

他他在內）所有歐洲人居留廣，在相當時期 

內，將由土著接收；又說土著事務部‘不贊成 

亦不允許在這些城市内的歐洲人的利益再有 

任何發展’；但是同部的一位官員昨天吿訴我 

們的晚報同業說，’據實際的情形，士著事務 

部在翁他他或脱蘭斯開任何其他城市，並無 

較在開普敦更大的權力， 可以胆止歐洲人定 

居或購置產業或開設商店'。部長提到他在一

九五一年所作的藥明，那次他說，士著® 域內 

的土人發展將來會自動地造成歐洲商人絕跡 

的局面，他不擬保譲歐洲商人抵抗土人的魏 

爭。一個應當非常明白的局面，此劉弄得莫 

名其妙。正如昨日好望角時報所载 Mr. T. 
Gray Hughes接見記者時說過，這可能使股 

蘭斯開土À 懷有奢望，後來發現這些奢望不 

能實現時又大威不滿。再者，Mr. Strauss也 

說過，大家渴望的 Tomlinson委員會報吿書 

旣然耍研究土著保留地發展的整個問題，故 

Prinsloo陳述不免失之過早。Dr. Verwoerd 
的土著事務部確有製造不安及疑盧的特殊本 

領。"

D. 城市愿域內土著住宅及居住問超

二五 0 . 委員會第二次報吿書管促請大家注 

意在城市廣域內土著房屋建築方面的進步（A/ 
2 7 1 9 ,第一五八段）。儘管有這種進步，在這方面 

的情形仍舊非常嚴重。由下列報導可見一斑：

國家建築研究所所長Mr. J. E. B. Jen
nings 估計在聯邦內士人所需Æ宅單位爲一 

六七，三二八，而在以後十年內在此數額以外 

可能需耍的單位爲一八五，八一三。倘若我們 

將這個數字合併起来，那就是說，爲滿足十 

年的需耍起見，必須實行每年建造三五，0 O  
0 單位—— 卽在每一個工作日建造約一百三 

十單位一一的計劃。這似乎是一個非常困難 

的任務，也許特別在財政方面尤其如此。但 

是 Mr. Jennings相信這個計劃可以，實施 j 本 

致使國家資源的負担過重。在幾年前》這犧 

的主張必將被人識爲荒® 不經，但是今曰的 

情形不同。這種改變是由於某些地方當局履 

行他們分內任務所表現的熟枕與努力。這種 

優異成就中最可歡迎的特徵，就 是 人 曰 增  

的土著按工所作貢獻，這些按工正在學習在 

替同種人民建造房屋這項重大任務中担任主 

要工作所必雷的特別建築技能。

一 . 實施一 ;^五五年第十六號土著（城市廣域） 

修正法所引起之問題

二五一. 最近通過的一九五五年第十六號士 

著 ^城市區域）修 正 法 似 乎 很 可 能 引 起 新 間 題 ，

星報，一九五五年五月二十六日。 

參閱上文第二章梁節B敦。
243南非展望雜誌，一九五四年八月二日 

參閱第一章，第一節 e。



特別是以在約翰尼斯堡爲然。在事實上，該法通 

過數日前，報細發表報導如下：

" 約翰尼斯堡市 l i 會議員Mrs. Jean Sin- 
clair曾對這件法案提出反對意見…

"土著城市修正法案不久卽將成爲法律； 

Dr. V crw o erd的官僚帘國，ÊP將大加擴展。 

這次又像過去時常發生的情形一般，士人的 

權利受限制、遭剝制時，不但土人受害，而 

且整個社展也耍受害。

*■約翰尼斯堡無疑地乃是這些新限制措 

施所 ’注意的主耍 ‘城市展域 '0但嚴有多少約翰 

尼斯堡的市民知道這件有害的法案的詳細內 

容，知 道 它 將 如 何 彰 他 們 的 生 活 ，增加他 

們的城市的問題？

" 根據過去的城 IÎÏ展域法，市議會以地 

方當局的地位應當負 f t 供給展域內七人的居 

留區及房屋。紙有市議食不履行義務時，國 

家才有權来採取單獨行勘，而强迫市政府負 

担费用。

■■但是這件修正法案則以一項完全不同 

的股則爲根據。土著事務部長在將來Ôj"以命 

令遷移任何居留縣；並旦不管這辅遷移如何 

浪数，如何時機不宜，如何妨碍辅族關係，部 

長 仍 •以强祖市議會货施該項^；̂令和担負該 

項费用。

‘‘ 這便是 ‘容中七裁 iSiÏÏ地 點 —③所根 

據的殷則—— 到目前爲 It, a 件法案中柴經 

討論過的，紙有這一欧。但是，應該强調的 

是 這 件 法 養 賦 與 的 權 力 在 ‘空中七著居留 

地點 ’的範園之外。

■■任何土著居留地點，任何城市賊，或 

其附近市 1 Î 5 ,都在部長權力範圍之F ; 雖然 

其中有與地 1S當 0 礎商的規定，促是部長並 

非必須採取所提的意見…

" 一切權力都是爲部長所有；而困難與 

財務资m 則 由 地 方 當 (約翰尼斯SI市港會） 

和市民們扭負。

"其 中 最 拔 的 一 點 就 是 關 於 ‘ ? ?納 ’一詞的 

異 常 定 義 。根 據 這 件 法 案 的 规 定 ， F 众大规  

模 遷 移 時 ,， 不 必 供 給 臨 時 ‘件:處 ' C

‘‘ Dr. Verwoerd在約翰尼斯堡地圖上玩

他的稿族隔離遊戲時，無家可歸的人數勢將 

大量增加。

‘‘人民不得逐出家庭而不另供居住地方； 

就連這個最基本的人權亦已置讀不顧。

*• 一個備有服務的地址，無論該法案下 

何定義，總不能算是 ‘容納 '之處。促是有規萬 

人將要如此遷出，結果將使約翰尼斯堡産生 

使人不敢想像的輕濟及社會問題…

此刻在約翰尼斯堡等待容納於寄宿舍 

内的單身男性土人已達一三，四八五名。外加 

應供住所的無地容身的公寓僕役（男女兼有） 

口r 能有一八，七九三名，這個問題將加倍複

雜。

二五二，新法案成爲法律以後，土著事務部 

新 聞 處 長 Mr. C. W. Prinsloo發表聲明如下：

" 土著 (城市區域）法案所規定的肅淸‘空 

中七著居留地點’的初步工作擬立卽在主要 

城市區域實施。

" 這就是耍將此刻非法住在歐洲人住宅 

區內房間內的幾寓名土人遷出。

預計此項工作雷耍幾年才能完成。

‘‘ 此後十二個月內，公寓屋主，其他房 

主及市郊華贵展域的大住宅主人，若要有五 

名以上土著僕役化在屋內者，必須向地方當 

局申請。

在適用該法案各項規定時將掛酌情形

辦理。

" 凡合法佔用者，至少在十八個月內不

受擾亂。

" Mr. Prinsloo說 ，，凡認爲最不雷要的 

七人，不准住在該區域內，司機及淸潔夫等 

卽屬此類。

" 公寓及機關有效照管工作所必雷的七 

入，如鍋爐資理人及守夜入，不受干涉。

247
凡係 ‘絕對必要 '的人員，不必遷移。"

二.地址及工務設施計劃

二五三. 現在必須提到各地市議會由國家津 

貼協助處理城市 liâ域七著化宅危機的努力。在這

245指七著僕役容納於贼洲人公寓大原屋頂一 

層而言。

星報，一九五五浑四月三十日C
247好望角時報，一九五五体五月十七日



方面採取的措施有R見加緊採用地址及工務設施 

計割。根據這棟計割，各地市議會由國家財政協 

助供給土人一塊地（宅地），紫已建築簡軍道路，自 

來水及溝追。並已供給建築臨時棚楼的材料。士 

人以後在這個地址行建造永久房屋。

這一® 的計割業已在許多地方順利施行；例 

如去年独季棄已在平嚴 (V lakfontein屬比勒託利 

亞 ) 八千宅地雄築房屋二千所 248, 並在德維敦（Da- 
vcyton ) 屬貝諾 ;S 計劃在三千英献的廣域內建築 

可以容納八3Ï十人的城市。一九五五年三月，在 

德維敦佔 ffl房屋的土人已有二千名。所有房屋均 

由 七 著 建 築 商 雄 每 幢 房 屋 均 不 超 出 二 百 五 十  

鏡 。249
二五四 . 一九五五年一月二十二日，是報載 

有關於貝諾尼計劃進度的報翦如下：

' ‘ 在貝諾尼計劃中最大的土著仔:宅計劃 

乃是幾乎完全由班岡人自行經營的一個計

劃 。

■■這裏的工程人R 有歐洲人三名，班圓 

技工四百名，及班 ISli工人數百名。這裹的管 

理人員爲歐洲人三十名及班 I I人三百名。

" 這裏又有班 [i]衛生視察人員及警察 

由一歐洲人負資主管。並將鼓勵班圆醫

生開業。

" 該處非歐洲人事務部經理 Mr. J. G. 
M a th e w s o n說以後班圆人已受訓練能負責担 

任较高職位時 .，希望歐洲人數減爲數人。

" 計割中的艰難公共設備包括佔地三十 

六敏的遊戲塌，至少有游泳池一處，足球墙 

一處，電影院兩所，能兒所一所，老人院一 

所及大市政廳一所。

‘ ‘ fl-:宅一寓三千所行將出租，月祖爲二 

镑二先令至三錄，依其大小而定，此外並有 

簡：!^ 寄宿舍。

‘ ‘ 該市鎭距貝諾尼市中心十一英里，但 

與計割中及現有的工紫展域相近。"

二五五 . 其他城市講會亦已進行類似計劃。 

例如德班市歲會業已宣條擴大計割，一九五五至 

一九五六年度我用爲一，二二八，0 0 0 镑

248是報，一九五四年九月十一日 

249班圖雜誌，一九五五坏四月。 

屋報，一九五五年 ra月十二曰

二五六 . 約翰尼斯堡市議會雖然向來不願如 

此辦理，却終決定施行地址及工務設施計劃， 自 

下列報導可見一斑：

"在下雨星期中，最彻一批家庭將遷入本 

市實行第一個地址及工務設施計割的所在。

‘‘ 在最 ;Iz)階段中，這裏將有已有設施的 

地址一，二四三塊。與所有未來的遷居辦法一 

般，其中四分之一的家庭將從破舊城（Shan- 
ty-Town) 的貧民窟遷來，四分之一將由莫洛 

加 （Moroka)緊急收容營遷來，四分之一是列 

於市議會待遷名冊上的，又有四分之一是此 

刻非法簿居於城市近郊的家庭。

" 開始货施該項計劃的赞際日期將由下 

星期三市議會非歐洲人事務及 fl-:宅間題委員 

會會議決定。

‘‘ 在多數的情形下，這 些 最 的 遷 移 紙  

是越過一條公路。這些地址佔用現有土著居 

留地點的兩處空地，一處是在 Jabavu之西， 

另一處則爲莫洛加的北方緊鄰，H此這些人 

都未遠離他們的老家、朋友及鄰人。

那個汚檢、擁掛及不衞生的破舊城已 

經有十一年的歷史， g 約翰尼斯堡市除去這 

個汚點，市議會必感欣幸、快慰，土著人民 

亦有同感。

‘‘預計本年年終將有土人四千至六千遷 

至有設施的地址，每一塊地址各有厕所及容 

易取用的水源。此後，根據計劃每年將遷移 

一萬家 。"261

二五七 . 下列消息見班圖雜誌一九五五年七 

月 號 ：

" 班 11人最後遷入良好化宅的人數，依 

愿域而論，估計里 夫 （Reef) —六七，0 0 0  
名 ，貝諾尼（Benoni) 四0 , 0 0 0 名；斯徵林 

(Springs) 一八，0 0 0 名；布拉克潘（Brak- 
p a n )八，0 0 0 名；博克斯®  (Boksburg)— 
0 , 0 0 0 名；羅德坡（Roodepoort)四 0 , 0  
0  0  名；克 % 格 村 （Krugersdorp) — 四，0  0  
0 名，哲米斯敦 (Germiston)二 0 ,  0 0 0 名， 

伊登谷 (Edenvale)—七 ，0 0 0 名。其他在計 

割中的歐大遷居許劃爲伊利沙白港六0 ,  0



O O 名 ；德班三 0 , 0 0 0 名 ；開普敦二0 ,  
000名。

三.種族歸類政策的货施

二五八，委員會第一次報吿書指出，班 H族 

並非一個純粹的種族集闽，而是屬於若干不 1ÏÜ語 

文集阐的。其中最大的集博1講^5汝語（Xhosa) (百 

分之三十）, 紐，;，+語 （Z ulu)(百分之二十），南蘇能 

語 （so u th -so th o )(百分之十一點一）， m m m m  
(Sepedi)(百分之九點八 ) ，塞楚安納語 (Sechuana) 
(百分之七點四）及 尙 甘語 （Stungaan) (@•分之四 

點七） （A/2505 and Add. 1, 第三一七及三一八 

段)。

二五九 . 一九五四年九月二日，擔報紙公吿， 

土著事務 .部通面聯邦所有地方當简，說，政府準 

備在所有土人居化的城市展域內施行糖族歸類制 

虔 ，作爲一種普遍政策：

該函說，土著事務部業已採取賴族歸類 

制度，作爲一辅普遍政策，而在城市展的班 

圖m 居留地點應卽根據該項政策予以組織及 

許割。種族歸類制度在礦席村莊業已施行有 

年。此舉對於敎學，部族紀律及市政管理有 

很多的利â  : 以本鄉土語敎學，行將推進；社 

區的感覺行將加强 , 因 與 郁 落 當 接 觸 較 密 ， 

故部族紀律行將改善。通函建議卽在現有各 

處，每當房屋重建或件 : 戶遷出時，亦.應货行 

«族 分 類 辦 法 ，不過也許應該遂漸货行。252

二六 0 .  —九 五 年 九 月 九 日 ，土著事務部 

長發表下列聲明，解釋政府政策：

部長的聲明解釋說, 種族歸類辦法以語 

文方面的特徵爲根據，適用於非洲各英屬倾 

土。

根據經驗，種族歸類辦法，除非赞施於 

不 ft:在家庭中的未婚男子貧民窟區域，此外 

不致發生任何困難。同族人民W結，乃是天 

然的現象，許多國家及人民的麼史可資證明。

班圆人業已顯出有在各個區域內聚族而 

居的趨勢。該項原則適用於城市區域士人的 

住所，似乎是合邏輯的。班圖族代表眞正獲 

悉《族歸類的意義後，均接受此項原則；他 

們紙因獲得錯誤的消息或因希望能憾與白人

平等對班圖族本身傳統表示敵對態度時，才 

會反對。

上面業已說過，糖族歸類辦法可以根據 

語文的標準。此到業已證明，已有七種班圖 

族語文業經學校當局承認爲各種土語。倘若 

在其一區域有七稀語文，種族歸頻可以合併 

成三大類；但是，在事货上，從來不必要依 

照a 精分爲三類的辦法来設置鄰里TS的。稿 

族歸類辦法在心理及事货方面均有利S , 且 

替班圆族人保持那些我們在找們自己社廣中 

所珍視的優點：墮强的傳統，尊重自然的領  . 
袖，保持土語及互相忠實。

二六一 . 在另一方面，南非種族關係協進社 

反對根據榻族分類的原則，認爲這項原則乃是"倒 

行逆施 "：

" ‘倒行逆施，無過於此’，這是南非種族 

關係協進社對於土著事務部長使從約翰尼斯 

僅西區遷至草填地（Meadowlands) 的非洲 

人‘依稿族 '分別定居的計割所下的批評。協進 

耻 根 據 城 市 情 的 輕 m , 深信將都市非洲人 

爲居化的目標分爲種族及語文集團的任何企 

圓，不但货施終將失敗，並且與城市非洲人 

社展的顯著發展途徑發生直接衝突。自發展 

途徑沿來，部族關係已有遂漸制蘇的顯明跡 

象…

" 種族通婚事件，業已屡見不鮮，而且 

不斯梢加，這乃是部族孤立趨勢破《的許多 

證據之一。

工業化城市化的影響就是削蘇部族關 

係 ，並確立社會歸類的其他根據。一位雇主 

並不選撑一個愿掉工或包裝工因爲 f也是一位 

組，錢人（Zulu)或慈X 納人（Tswana) , 而是因 

爲這人照說是能 iilM故11摊或包裝工作的 6 這 

影响就是敎導非洲人一起工作，生活，不論部 

落究屬何族。這轉新關係是受經濟活動及等 

級階層的影響的。宗敎、職業，文化，娱樂 

及政治方面的共同利益黎已在相當範圍替 

代了部族關係，成爲友植及有組織的集合的 

甚礎。例 如 同 爲 manyano (婦女敎會團體） 

會員，或同爲足球會會M或敎師組織會員，比 

較同屬某一部落的關係更爲重要，並且突破

252 Die Transvaler,— 九五四年九月三日 253 同上，一九五四年九月九日



了同屬某一部落的關係。這是很自然的程序； 

應該歡迎，不 應 該 阻 镜 •

據協進社的意見，在城市區實施稿族 

分開辦法，會產生重大的實際行政困難，也 

許是不能克服的。在敎育方面産生部長所想 

像的利益的可能性極端微小；若勉强阻 Jfc目 
前的部族孤立趨勢的崩清，則將增加部族敵 

對與緊張局面。協進社 IS爲該項措施，像在 

過去一樣，將使人疑惑這是妨碍非洲人促進 

統一及非洲人民進步的一種離間統治的策暴 

並使政與非洲人的關係更趨惡化。

二六二. 反映某數土著集團意見的班圖世界 

(Bantu W orld)雜誌，亦表示反對該項政策：

■■種族歸類並非將非洲人分爲若干部落 

的正確名稱。

" 讓我們把這些名稱弄淸楚。科學家業 

已一致同意，公認人類同屬一類：所有人類， 

不論其爲白人，黑人，揭或黃人，不論其爲蒙 

古人，尼革羅人或高加索人，一律同屬人類…

" 他 們 看 到 所 有 非 洲 人 …屬於一個種 

族，於是決定照語文將他們分類。恩固尼人 

(N guni) ,蘇 託 人 （Sotho) 和其他部分的人 

均歸併在一起，他ffg構成草傷地（Meadow- 
lands)人民所分成的若干部分。

" 這種歸類的 ‘利益 '，不能使我們感覺… 
可以讚揚該項辦法。就我們看，我們認爲 

部落主義亦在時代錯獎主義之列，我們不願 

再見這些主義復活。

' • 依土著居留地點管理人員的觀點，這 

« 分類辦法，也許 KT以簡化敎育手續，便利 

部族紀律，培養部族感覺。但是在另一方面， 

我們認爲這是使部族主義的禍害仍然存在並 

a  Jh非洲人圍結起來成爲國家的辦法。

" 我們唯一的安獄就是非洲人均在培養 

一種思想，他們餘先想到他們是非洲人，而 

紙偶然想到他們是組魯人 （Zulu ), 尙甘人 

(Shangaan),文德人（Venda)或其他族人。他

們決不反顧。

254南非稍族關係協進社公報，RR 14 9 / 5 4 ,-  
九五四年八月五日。

255班圖世界雜誌，一九五五年一月二十九

二六三. 種族歸類政策是货先在貝諾尼附近 

的德維敦鎭推行，那裏爲構成班圖居民的三個主 

要種族—— 恩固尼（Nguni),蘇託 (Sothi),和崇加 

(Tsonga)及 文 德 （V e n d a )族—— 保留的各區域 

內，同時進行發展。2®^^;貝諾尼非歐洲人事務處長 

Mr. J. E. Mathews o n 在一九五五年三月二十 

九曰演說時〜撮述德維敦稿族歸併制虔的利猛如 

下 ：

■■ 一個人民集團最好是以該集團的一汾 

子爲其代表，因爲他可以充分瞭解他的選民 

的需要與思想趨勢，這是無庸瞪明的原理。 

雖然各班圖部落的法律與翌慣也許有類同之 

處，然而紙有屬於同一種族的人才能對於干 

犯他們的親友作絕對公平的裁決。

" 在德維敦行膊由每一個稿族區域選出 

委員會，稱爲區委員會，包括一個確定數額 

的養員，每一委員當選是代表一體幢的房子 

的。委貫的主要任務是在他們的區域內根據 

他們現有的法律與習慣解決爭端，同時他們 

把影響他們本區的任何問題通過市鎭諮詢委 

員會委員，促請市鎭委員會注意。每一個種 

族展域的若干地址所有人將推選市鎭諮詢委 

員會委員一入代表他們…

‘‘ 在敎育方面，每一個種族展域內均已 

備有充分的敎學設施。在這方面，業已爲居 

民保留充足的壊地，而土著事務部（班圖敎 

育 ）此刻正在建立規模頗大的學校五所——  
每一主要種族區域一所。 目前仍用分雨班上 

課的通行辦法，直至設傭大量擴充後再改變 

辦法，每所學校可收學童一千名以上。學校 

所在地址是如此分怖的，每一種族區域內任 

何部分的學童都容易步行到校。

■■每一學校的管理權，均操於學梭委員 

會之手，學校委員會委員爲學校地址所在的 

種族區域的居民。所有這些學校委員會均受 

學校董事會統壽支配。每一學校委員會均有 

代表參加學校董事會。

'■蕴個機構不但幫助班圖人對於他們自 

己的事務多負貴任，並且使兒童用土語受敎 

育。凡在家庭裏用組普語的兒童將以組魯 i f  
受敎育。以土語敎學的利益是顯然的。敎學



業已簡單化，結果提高水準，入學所得的利

霖亦已增加。這使敎員的任務敕爲輕易，並促 

進社區精神的發展。班圖人保持固有民族傳 

統及其一切向上强大影响，這是應該盡力鼓 

勵的。我們無法想像有任何其他方法較在學 

校內以土語敎授更能 II?助保持民族傳統。"257

二六四 . "糧族歸類"制度亦已適用於拿堪地 

( M e a d o w la n d s )且將適用於約翰足斯堡市議 

會所劃定的新土著區域。

E .體 育 魏 技 ：選擇 51動員參加與林匹克 

世界運動會的旧色限制

二六五 . 閱讀各植班圆週 報 如 Naledi Ya 
Batswana(約翰尼斯僅）及 Imwo Zabantsundu^^® 
(東偷敦）或非歐洲人的圖进月冗如 Africa (約翰 

尼斯堡），Drum(約 翰 尼 斯 ® )及 Zonk(約翰尼斯 

堡）卽可證明土人對於歐洲人的 fffl育競技，參加範 

圓之廣，成績表現之说，和所懷與趣之深。

因此，在 色 限 制 的 货 施 中 沒 ，較南非聯邦 

所施行的 "奥林匹克"述動辅族限制，更爲各城鎭 

班圖靑年傑出述勘M所深切痛恨的了。這一點可 

由一九五五年五月汾 Drum雜誌所登敕的一篇長 

文而見一斑。這篇長文中最顔著的幾段如下：

■■南非的/il色限制破拔奥林匹克運動會

規則

" [ …]下屆與林匹克世界 51勘會將於一 

九五六年在澳大利亞之墨爾鉢舉行。世界運 

動會每四年在世界各地擧行一次，各糧業錄 

蓮勘就技均有。世界各國均有權泣派選手隊 

前往參加盛會，各項競按的 f f i 勝選手，則認 

爲奪得世界錦標。

■'管理這些競赛的最高權力機關就是舆 

林匹克述動協會 s®*'。 凡參加a i⑩的每一個國 

家均有權遗派一位代表參加協會的會議。這 

些代表風推 i l 一個管理機構，隨時開會負資 

使述動會會填符合公認的標準。

" 此剥每一個國家都有各國的典林匹克 

運 動 會 協 會 有 最 後 決 定 選 擇 選 手 參 加 典

257班圆雜誌，一九五五年七月。

258參閱上文筑一二六段。

259這些雜誌一部汾用士語，一部价用英語。 

正確的名稱爲國際典林匹克委M會。 

正確的名稱爲國家* 林 ipç克委畏會。

林匹克運動會之權。這個國家機構，是由這 

個國家內參加各項 i l 動的各個運動團體所選 

出的。

■■自從近代奥林匹克運動會在一八九六 

年舉行以來，沒有一個非白稿的南非人當選 

代表南非參加任何比赛。這當然發生了這個 

個 問 題 ：這稿比赛是否真由白種人參加的？

■■這個問題的答案乃是：根據奥林匹克 

運動會规章，這些比赛絕對不因 '糧族，；8 色 

或信仰 '的關係而限制任何人參加。

■■個是，根據組織法，任何參加的申請， 

若非由參加人國家的國家奥林匹克運動會協 

會推蓝，便不能接受。換一句話說，這個國 

瞭機關不能接受單獨的申請。

‘‘ 任何人，不論膚色如何，均可參加奧 

林匹克競赛；這就是說，南非的非白稿人亦 

可參加。在事實上，這就是說，南非與林匹 

克運動會協會組織法內不應載有膚色限制的 

一條 ；倘若載有這一條，國際奧林匹克機關 

就不應當承 $g。南非也許就因此而不淮參加 

競赛。

■■爲什喪南非從来沒有選揮非白種人代 

表參加競賽？是否因爲他們成績不够當選？ 

遺是有其他的理由？

"這不可能是他們成績不够當選，因爲他 

們從來沒有獲得機會来證明他們的能力。例 

如說，南非各項湿動的非白種人的紀錄遠在 

白種人紀錄之下，這種舊論據是不能成立的， 

因爲這便是以不能比較的東西® 作比較，違 

反最簡單的統計法則的。

'‘ 白糧運動員有設備完善的運動場，有 

事門的訓練，有錢購買器具，而非白種人就 

沒有這種設備。但是非白稿運動員的紀鋒 ,倘 

若顧到這些條件，便是很好的。例 如 Didi- 
dcng M okoena的二百二十碼成績二十一點 

六秒， Arthur A u g u st的一百碼成績九點六 

秒，J ik ije le擲標給以及其他入的成績，這些 

人若有良好的條件，一定能打破他們自己的 

紀錄。

‘‘ 因此，南非奥林西克運動會協會顯然 

違反奥林匹克述動會规章，货行慮色限制，是 

不合組織法及非法的。 ‘Drum’雜誌訪問南非



典林匹克述動會協會一位重要職員，探詢聯 

邦的非白《人是否可以參加奥林ptÆ競赛。

這位職員招出，在事 ï i :上，在組織法 

上，並無任何阻 JL非 Ü辅人參加競赛之處。但 

是他承認，由 於 ‘ 這個W家的社會及政治傳 

統，在選擇運勘M參加 * 林 克 競 赛 時 並 不  

承認非白《人’。

" 他又指出，南 非 與 林 勘 會 協 會  

的高級職眞一向有一稀恐懼，就是若向國際 

會議提出南非參加是否合法問題，除非南非 

允許非白稍人參加競赛， 能禁 Æ南非參加 

運動會。

■'沒有人願意南非由於色政策而被禁  

止參加世界述励會。所有眞正的運動M所願 

意的，就是非Ü 植人亦能獲得參加競賽的機 

會 。倘若他們能有這植機會，南非就應當能够 

査生一個能使大家刮目相着的强大選手隊。

"美利堅合衆隣因有黑人參加，一向在與 

林匹克 i l 動， 中稱雄。沒有人會談到與林PÇ 
克 ; 1 動资而不提到美W 黑人的。一九三六体 

在柏林競赛時有位大的 Jesse Owens稱雄。他 

把赛 Ï包及跳遠的紀錄先後—— 打破， 凡參觀 

與林 1几:克 31⑩齊的人都不會 .忘記他。他在一 

九三五年所造成的跳遠世界紀錄二十六吸八 

又 PÎ分之一时，至 今 未 被 人 打 破 。

‘‘ 此外倚有跳欄、短 跑 健 將 Harrison 
Dillard , 跳高健將 L . Steers, 牙買加的四分之 

一英里長跑健將 Heirb McKenley■，西印度短 

跑 健 將 McDonald B a ile y及許多其他述動 

M , 他們均在M際迅動界中佔有 ®要地位 0 他 

們在其本W內間名，赴 因爲他們獲得在奥林 

pg☆ 述動f r 中競濟的機會e

■ '南非能杏仿傲美W, 使 非 稀 人 也 有  

參加競赛的機食？…

’ ’ 非 L'1棟人參加典林 1几:克 i l ⑩ f r 及W際 

競赛的問題正在醋醜中。Ü 色南非行將被担 

在比較大多數人所想像者 爲卑之時作一決 

定 C 典林 1几:克 '環必須打破。非 r.i稀人的力 ;y: 
正在推進，要求參加W際競赛，與 林 克 競  

赛及命W競赛 。"

二六六 . 養員 f r 對於反對不推非險籍述動M 
參加南非國家 * 林 PL:克養M會所桃選的一切選手

隙在奥林W克迅動，與其他國家選手隊競赛的案 

件，印象甚深。

至就構成 II林 FT克運動會組織法的八項"基 

本原則"而言，組織法擬稿人無疑將第一項基本原 

則視爲特別重耍。査第一項原則如下：

‘‘ 奥林匹克運動會每四年擧行一次，集 

合各闕業餘 i®動員，在儘可能完善的條件下， 

舉行公正及平等的競賽。

'*任何國家，任何個入，不得因其膚色、 

宗敎或政治予以歧視。"

委員會相信南非聯邦這榻歧視非歐洲人的辦 

法引起了不安及合现的抗議，特促請大會注意M 
禅種族隔離辦法，在過 :fefl你未有機會分析這梗錢Ï 
法。

挪.研究種族問题的各科學機關的工作

二六七 . 關於南非兩個科學機關，卽南非種 

族問題研究所（SABRA) 與南非種族關係協進社 

的態度的情報， BT見於本報告書與南非政府所採 

種 族 隔 雜 政 策 （aturthdd) 之各項措施與許割有 

關的各章中。委眞會於本節特別研究此二機■所 

發表的或在其主持之下由知名人士發表的若干項 

與植族隔離之一躲政策或與《族問題某 è 方面有 

■ 的聲明。

A . 南非械族問題研究所（SABRA)

二六八. 南非械族 II!]題研 究 所 （Suid-Afrika- 
anse Buro vir Rasse-aangeleenthede ) 第六屆年會 

係於一九五五 j'fi一  ; j於 Stellenbosch舉行。該研 

究所於赴偶科講货研究禅族隔離政策影響混血稿 

人與班 iiïii族人的各項

影媒混血神:人的問題

二六九 . 內 政 部 長 Dr. Donges於宣條開會 

计就促血稀人問題發表一般性的聲明：

‘ ‘內政部長說混血辅人與歐洲人爲友對 

其本身 iÆ爲有利，但他們非顧到Ü 人的情感 

與利益不

■'惟不幸 ÎK血神人中有不少極端份子受 

亮截人的堪憩，不斷破拔此稀好咸，使混 

血械人本身備受扭失。

‘‘仍佔多數的混血辅人和緩汾子自當認 

識 其 任 及 其 利 益 之 所 在 。



" 這絕不包括在南非洲提倡共同社會的 

觀念。此項觀念不爲歐洲人所接受，其結果 

唯有激動他們的反感與反對而已。

‘‘ 此項觀念在很多混血》人看來亦未見 

得安善。他們不欲爲人數較衆的土人所吞沒， 

同時與白人在 t t 會中享受♦等地位也會使他 

們感覺不安。

'■ Dr. Dënges說西好望角一帶的比梭普 

遍的混血辅人與士人的種族混靖現象不僅使 

當局爱盧，且較爲進步的混血稀人亦咸不安。

‘‘在土族男子與混血種女子之間雜婚現 

象特別普遍，這使混血種人的道德水準大爲 

降低。

‘‘種族問題的解決辦法似需以保持每一 

種族的本質爲基礎。

" 研究所的將混血賴人事務處改爲獨立 

的國務部的主張船有根據，但必須注意不能 

因此引起工作上之重覆與不必要的支出。

" 該部之未来地位須視將來環境與發展 

而定 …"262

Dr. D5nges 發言以後， Die Transvaler 於 一  

九五五年一月十四日登被悄息謂挿族研究所會議 

曾通過一項決講案，提簾內政郁混血辅人事務處 

應睡格爲部。該處有擴充之必要，將来如卽爲獨 

立一部自當設法避免工作之重複。

二七 0 . 有色人糖事務處處長Dr. I. D. du 
Plcssis描述就好望角省混血棟人的情形如下：

" 南非的多數混血辅人形成極易辨別的 

的種族 ffl體，具有亟欲成爲獨立種族團體的 

明顯表示…

"大羣土著工人—— 自一九三六年來，西 

好望角一帶土著人口梢加百分之三百—— 對 

大部份混血植人的經沸福利仍奮經常是一辅 

威脅。

" Dr. du Plessis說根據一九五一年人口 

統計，聯邦內混血辅人口總數乃一，一六六， 

—— 七人，其中有百分之九十化在好望角省。

'■仔:在白水金 III的沮血糖人有五一， 0  
0 0 人，約佔全部有色人民百分之五左右。在

好望角省西部工嫩工人中有色人種多於其他 

植族的人。

■■關於好望角省混血種人的處境，當局 

顧盧的一點是近年來有大批土人澳入好望角 

省西部…

" 使混血種人中敎育程度較高的階級獲 

得工作機會最爲重要，其就業方向之一是由 

聯邦政府與地方政府雇用。

‘‘ 若以人口多暮爲比例，在好望角省就 

學的混血稿人兒童，其百分比較歐洲兒童爲

高。

" 一九五四年，就學之歐洲兒童人敷爲 

一八三，三二六名，估人口百分之一九點六， 

而混血種人兒童則爲二一0 ,  二三0 名，佔人 

口百分之二  0 點三…

二七一 . Mr. G. B. A. Gardener 於稿族研究 

所年會中曾以主席地位就混血種人問題發表聲明 

如 下 ：

"…若遂漸堆加他們的地方行政的責任， 

他們之間自會發揮必要的領袖才幹。

" 將來混血種人如担絕再爲歐洲政客所 

舞弄，藉分別的選民名冊自行選舉各立法機 

構的代表，希望最後在某些機構內有本身的 

領袖，那就是他們成功的日子了。

" 個人方面和出席榻族研究所的一些朋 

友對此並不反對，但不是人人想法相同的，因 

此亦會有人不同意這種想法。然而先事耕転 

總是無害的。

二七二. 關於混血種人代表參加國會的問題 

亦 會 經 Mr. R. W. A. Y e ld 談 及 ：

Mr. R. W. A. Yeld說採用分別選民名

冊各混血種人選舉廣由混血稿人議員代表出 

席議會是合理和適宜的。此舉《J•以消除國外 

的批評並促進國內合作。Mr. Y d d主張先行 

提名一位著名的混血種人爲上譲員以代表混  

血稿人的利益。256

二七三. 某代表於種族研究所會議時要求發 

表關於混血植人代表出席國會問題的政策聲明，

好望角時報，一九五五年一月十三曰。

264星報，一九五五年一月十二日。

265股 蘭 斯 爾 報 ，一 九 五 五 一 月 十 四 B ,



主 席 Mr. G. B. A. G ardener答稱他不知道該機 

構應由何人訂立政策或發表政策聲明。他請副主 

席 Professor N .J .J . O livier答覆關於該機構動混 

血種人代表出席國會採何態度的問題。 Professor 
Olivier 說 ：

■■大體言之，■於此項問題的思想共有 

三 派 。

" 第一有人贊成混血稿人與白人完全 

平等，且主張混血稿人在投票與産權方面應 

享絕對相同的權利。

■■ 一般而言可說絕大多數的歐洲人，無 

論政治觀點屬何一方，對此主張不能接受，A  
有一部汾混血稿人認爲此棟發展對他們亦不 

政有利。

第二，有一部汾人（其中亦有榻族研究 

所的會員與支持者）認爲解決之途在於實行 

全面領土隔離。但一般意見謎爲由於若干原 

因此項政策目前不能赏行，原因之一爲混血 

種人與歐洲人有特殊的關係。

"第三種觀點認爲混血糖人在國家政治、 

經濟與社會生活 ’中必須處於特別的地位。這 

亦是種族研究所若干會員的觀點。

‘‘這個觀點預料在國家政治體制與國民 

生活範圍内爲了歐洲人與混血棟人的利签應 

儘量分別發展。這個觀點的含意亦謂遇有必 

要之時在政治、經 濟 與 社 會 面 ft'行種族隔 

離指施。

*■贊成這個方向的人並未認爲這是問題 

的最後解決，* 覺得在目前這是唯一明智與 

合理的途徑。

■■遵循這些原則以後可以使混血稿人在 

國內的地位繼續發展。

二七四. 其他發言人會討論混血種人社區與 

白人 tfc區間關係的一般問題。下面是報紙上摘下 

來的兩段文字， 一 爲關於 Reverend C. M. de VÜ- 
lie rs的聲明的報導，一 爲 Stellenbosch大 學 Mrs. 
Erika Theron 的一般言論：

‘‘白水金山的  Rev. C. M. de Villiers 說
如果有人主張混血種人與白人應化在同一'地 

區，那末根據無可改變的合併法則，混血稿

人與白人終久會形成一個紙會。在同一地愿 

居件:的兩個社區卽使各住一方，彼此陽離，亦 

難免互相影響發生《f 族混雜的現象。好望角 

省的混 JÔL糧人超過白人，且增加的速率較白 

人爲高；在同一區域兩社展同時發展的結果 

必然是白人爲人所吞沒。

" 從文化，語言，心理與種族生物學等觀 

點看，歐洲人與混血種人之間有密切的関係， 

故後者與土人不能相提並論。

■*本人因此感覺事實上的理由與其他理 

由，不宜將混血種人放在隔開的倾土上。

■■我們都是贊成種族隔離政策的人，因 

此這個問題便複雜了，但我們化在一個困難 

甚多的國家中 , 1 因此我們不應不看淸事實。

" 這是個入的觀點，恐亦爲稿族研究所 

多數會員的觀點。

" Dr. Theron事後吿訴本人說她的意見 

與主張榻族隔離的城市區域法令並不相左。

" 我們必須有分別的任 :宅區，但本人威 

覺我們不能依照法律所规定的對待土人的方 

法將混血種人政在另外的領土上。

二 七 五 脱 蘭 斯 Æ爾報於一月十五日報稱脫 

蘭斯S 爾的混血種人曾請種族研究所從速耍求實 

施種族分區法，俾股蘭斯冗爾的混血種人得有他 

們自己的區域。據稱他們管說：

" 唯有如此，我們當前的社會問題樓能 

解決。脱蘭斯冗爾混血稿人居化區遲遲未經 

劃定已令人無可忍耐。市參譲會與各企業之 

不斷阻燒及政府官員之毫無誠意的行動，令 

我們十分焦灼。"

二七六. 混血稀人亦要求分別的選民名冊及 

成立一混血糧人事務部。混JÔL種人雖未要求平等 

權利，但亦無土人所有的保留地，因此認爲在地 

産權方面應該享受較廣的權利。

影響班圖族的問題

南非辅族間題研究所主席Mr. G. B. A. Gar
dener 向一月間召開之年會發言時會提出關於土 

人問題的一般聲明如下：

267脫蘭斯无爾報，一九五五年一月十四日

268星報， 一 九五五年一月十六日 。



'‘在賞施默洲人與非歐洲人分別發展一 

項政策時，最重要問題之一是狂士人地以  

外使用班圖人努工的問題…

*■該間題的這一方面可謂歐洲人是否接 

受歐洲人與非歐洲人分別發展政策的後果的 

一大考驗。

" 我們堅信如一方面增加移民，另一方 

面提高勞工的生產效能，將來定能大爲減低 

斜土人勞工的要求。"

" 凡誠意贊成.分別發展政策的人都不認 

爲種族隔離政策應以各植族團體間之絕對隔 

離爲某礎。

■■分別發展並不造說凡非歐洲人地偶絕 

不許任何歐洲人插足，反之亦然。

■■原則上彼此可在對方地區作客。民權 

與義務只在其本區內存在。

*•所謂分別榮展政策結果會使歐洲人的 

經濟立卽喪失全部土人勞工一點實無根據。 

如此結果對歐洲人或班圖土人俱無好處。

" 唯迄今所犯的最大錯媒顯然是將經濟 

方面的考盧作爲處理種族間題的決定因素••，

*■ «族研究所的最後目標是造成一種環 

境使歐洲與非歐洲種族阐體彼此有自由生存 

的機會不致發生任何衝突。

二七七. 土著事務部長 Df. E iselen於稿族 

研究所同屆年會中就遂漸將士人移出好望角西部 

的問題發表一項聲明。關於此項聲明及糖族研究 

所以後發表的其他各項聲明的分析已見上文。

B. 南非種族關係協進社

二七八•美國 Grand Rapids 之 Reverend 
John A. P iersm a於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十五曰致

面 當 時 南 非 總 蘭 博 士 '睛 他 就 ‘‘ 稿 族 隔 離 " 
(apartheid) 提出 -可以使 "美國人民相信" 的"坦 

白說明"。馬蘭博士於一九五四年二月十二日提出 

答復，其後南非賴族關係協進社亦復函叙述其對 

整個種族問題的意見。委員會於第二次報吿書完 

成以後始獲悉上述二画，_故未能及時將此二函列

入該次報吿書。妻於協進社此画的重要性，故本 

報告書將此面及馬蘭博士函全文截於附錄或。

二七九. 南非稿族關係協進社理事會於一九 

五五年一月十八日至二十日在開普敦舉行年會。 

Dr. D a v ie於會中發表 Hoernle紀念講詞，其中 

関於聯邦各大學者有如下一段：

‘‘ Dr. D a v ie說目前大學可分兩類，一 

類大學用一 II語文並持有某項觀點，另一頻 

數目相同的大學則用另一挿語文並懷有不同 

的理想；這兩頻大學間的鴻溝證明以往的 

Vereeniging"i理想現在紙得承認完全喪失； 

在這稿情形之下，確有理由恐懼學術自由與 

學術大同的原則已旧於危機之中。’

協 進 社 主 席 Mrs. Ellen H ellm am i檢討過去

二十五年事態的演變。這一段歷史充滿了失望與 

錯過的機會。

年會的主題是"變化中之南非經濟與社會體 

制及其對人的影響"，這個題目，經向理事會提出 

的各項報吿書詳加討論。Mr. Maurice W eb b撮 

述各項報吿書的趨向及討論內容如下：

" 關於變化中之經濟社會體制各論文的 

é 作者 • .，證明企圖以武斷與專制手段遏 J fc自 

然發展的力量是如何愚嘉與危臉。這種力量 

倘置之不顧必將吞減我們，但如善加利用，亦 

可對我們有利。他對於這些潮流與力量加以 

詳細分析。經濟的擴充已給全國人民帶來較 

高的生活水準，但在目前尙無自滿自足的理 

由，對於前途亦不宜過於樂觀。城市的與起 

對非洲人來說不菅等於保留地的沒落，在各 

城市，非洲工人格於法令條例竟喪失可在其 

工作地點居化的合法權利。又如往往發生的 

精形，他在保留地亦失去樓身之地，他就恨 

可能在其出生地成爲失所之人。他雖然往往 

不致遭此厄運，但這祖是由於行政官員的憐 

恤與良知所政而非由於可以行使的權利。

各著者提出警吿謂目前的歧視與惡習 

如整持不變，則關於未來繁榮的種種預測定 

將成爲袍影。我們斷難一面向繁榮之路邁進， 

一面退囘到部落制度。

星報，一九五五年一月十二  H 
參閱上文第二章，® 渠節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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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國與大不列顯於一九0  二年訂和約么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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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討論的焦點特別集中在保留地（佔可 

耕地三分之一）及其目前對國家糧食之貢獻， 

其正當利用與不正當利用。自Edith Jones於 

通過一九三六年土入土地法後對保留地所作 

研究以來，協進社對保留地及其在全部輕濟 

中之地位從未如此注意過。但保留地的作用 

不僅在輕濟方面。部落社會一日存在，凡屬 

於該肚會的非洲人卽有其地位與職能乃至安 

全與歸屬之感。這絕不是城市所能供給的。協 

進社理事會對於城市與鄉村間、社羣與社羣 

間之互相依存的關係恐從未有如此淸楚的認 

識。協進耻亦從未如此深刻認識進一步的經 

濟發展需要全體人民通力合作及全部人力與 

資源的齋展與利用。

"討論時常有人提及Tomlinson報吿書。 

該報吿書據悉業已完成但尙未出版。協進社 

執行委員會應促請政府立卽將該報吿書出 

版。待該報吿書到手後卽須參照此次理事會 

會議所提出的各項論文加以研究。執行委員 

會或能舉辦M於目前南非輕濟及社會體制的 

長期與綜合的研究並考盧是否《r 能獲得現有 

各機關對於發展落後區域的技術協助。

" 當我們注意到國家經濟與社會轉變對 

人的影響的時侯，我們着到大批非洲人和印 

虔人因不顧各稿困難極力適應城市生活而表 

現出的勇氣和精神上的朝力，甚爲感動。這 

種英勇的表現令人想起 Arnold Toynbee引 

用非洲人自己用的一句話"都市型的非洲人 

已到臨了 '1 來說明時代要求與反應的偉大主 

題。然雨目前國家全部人口中尙有許多人缺 

少安全的保障，沒有家園，沒有適當的敎育， 

沒有合適的職業和對於未来的希望，所以我 

們不能自覺滿足。"273

二八 0 . 南非植族關係協進社理事會於屆會 

會議結束時通過結論如下：

" 一.所有非歐洲人社羣的不安全感覺 

與南非土地與人力的全部潛力之未經充分利 

用乃是目前情勢的基本成素。

■■ 二 . 不安全感所以產生的原因， 於 

下述諸端見之：某類立法，如士人重行安置

273辅族關係新聞， 

至十六頁。

-九五五年二月，第十五

法，土人土地與信託基金法修正法，班圖族 

敎育法，及種族分區法；土著事務部長最近 

發表的關於西省非洲人問題的聲明；當局明 

白表示欲促進及擴大遷移勞工制度的意向； 

及所有非歐洲人民在各都市區之缺少地産權 

保障。

" 三.關於國家輕濟體制的論文和討論 

不僅暴露國家經濟資源因限制政策與歧親政 

策 ïïâ造成的浪雙，並指出國家經濟所有各部 

門間彼此不可分的依存關係。不同社羣間有 

效合作之增進货爲提高所有參加現代經濟活 

動者生活水準的现由。任何企圖類倒這稿發 

展程序或企圖約束進一莎-合作的指施都會阻 

镜國家的輕濟發展並對各社羣間的關係發生 

不良的影響。

■■四.從各論文和討論情形中可以明白 

看出社會、道德與經濟的朝流和立法二者的 

衝突，同時一般的意見咸認爲爲了國家的進 

步，爲了增進全體人民的幸福起見，立法措 

施必須認識國家經濟體制的基本統一，不應 

和正常經濟發展所需的合作背道而馳。

■*五 . 理事會特別認爲：

•* (a) 健全進步的經濟發展及減輕種族 

磨擦的基本條件爲保障所有種族社羣均得享 

受土地權，均可取得充分的產權，與迅速增 

加住所。（關於後一點，理事會對各市政府近 

年來的努力甚爲讚許。）理事會亦認爲必須遂 

漸取消流動勞工制度，並使人民都能定居下 

來，接受敎育。

■■ (b) 在土人保留地不宜保存像公共土 

地權的部落制度特色，這種制庚是目前進步 

的障碍。關於這一方面，理事會促請政府從 

速公佈 Tomlinson，委員會報吿書並請協進 tfc 
執行委員會採取措施激底研究該報吿書。

" (c) 各保留地工業發展的前途不僅依 

賴農業生産的大量擴增，同時須視能杏供給 

現有各工業愿所已有之先決條件如動力，運 

輸與其他方便與設傭。

'• (d) 理事會一方面讚許很多市政府及 

其官員在設法緩和法律的奇刻力量方面所盡 

的努力，但仍認爲需有進一步的積極行動以



協助非洲人及其他社羣適應複雜的城市生活 

並減少目前對他們的各糖限制。

■■ ( e ) 好望角省的混血稿人旣已同化於 

西方文化，故應准許他們充分行使公民權並 

分擔西方文明的責任。.
" ( f) -靈於士著事務部長最近的聲明所 

引起的驚惶，應請政府對两将非洲人民前途 

所訂許劃發表聲明。

" (g) 印度人民是國家經濟與社會體制 

的構成汾子，應該推許他們充分參加隅家的 

生活、發展與進步。

二八一 .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十二日，卽協進 

社理事會年會開幕前雨個月，地方政府調査婆員 

會南股蘭斯冗爾展分會在比勒託利亞舉行會議時 

曾提議採取措施使歐洲人得直接參加地方統治 

機構。該備忘鋒亦載有下列各項提議：

*■委貫會亦促請二十一歲以上的七人在 

土著市區名冊上登記並提議給以選舉資格。

‘‘ 婆 f t 會建議應將專供土人居件:之地展 

分爲若干選區，作爲使土人在地方統治機構 

有直接代表權的第一步。

" 關於選舉資格，該備；&錄 稱 ：’凡年滿 

二十一歲，，在城市區居化雨年以上，綴納 

稷:捐 , 擁有價 fÈ一百錄以上之不動廣，或能 

證 明 識 字 （有筑三級及格之證件卽認爲識字 

的證據）的非洲人，如 申 請 在 市 之 非 洲 入 選  

區登記，應推予登記。’

■■委員會促請士人以外的非歐洲人應按 

爲士人所規定的標準列入共M名冊。

委員會反對指派市長席長的提議，認 

爲 ‘完全不當 '。"275

二八二  . 本報吿書另一處 276曾就一九五五年 

第七號法令國庫與審計法修正法加以分析。依該 

法令，班圆人敎育經毅 füiia與增加士人税收有連 

帶關係。

種族關係協進社總幹事 Mr. Quintin Whyte
於二月一日接見記者時聲明 277協進社歸於七人敎

274種族關係新聞， 

頁及第十八頁。

，九五五年:二月， 十七

275虽報，一 九 五 — 月七日C
276參閱上文第一章，第 S 節 Ce
277好望角時報，一九五五年二月二日

育經费之增加須由士人自己負擔一事表示遺城。 

他繼續IS :

*■協進社雖然贊成人民自助的原則一一 

一個同時適用於歐洲人和非洲人的原則——  
但認爲與非洲敎育有關的國庫與審計修正法 

在原則上是不良的。

‘‘ 此項法令與社會進莎-的各現代國家替 

用的簿資辦法相背…

‘‘現代通行的原則是由國家對本國所有 

的兒童，不分階級與糧族，一律供給基本敎 

育，其費用槪由國家負擔。

'‘ 選擇最貧窮的一部份人民，其學齡兒 

童就學人數僅佔百分之四十，分其負責壽足 

經費以備遂漸敎育所餘百分之六十的兒童， 

實爲公共財政上一項異想天開的新原則，這 

個原則有予以識貴之必要。

‘‘ 該法令漠視一件事實，卽非洲人中須 

綴付所得税者日漸增加及非洲人民在間接税  

方面的沉重負擔。

'‘ 年來土人敎育經费的穩定增加，實爲 

南非種族情熟最令人樂觀的一商。

二八三 . 土著事務部長 Dr. V erw oerd替致 

函協進社批評"辅族獨係協進社無理干涉關於將 

土人從約翰尼斯堡西部各區移往Meadowlands— 
帶的計割"，278 Mr. Quintin W h yte答稱協進社從 

未鼓勵人們反抗法律，亦未嘗以語言或行動反抗 

移居計劃。

" ……協進社認爲關於政府對任何事項 

的決定不容再有討論的主張是不能成立的。 

這等於否認民主的觀念。

" 協進社的提議旨在防 Jh骚亂，且經重 

行安置養員會秘書欣然接受，而部長竟肆意 

指爲 '干涉'，又指協進社的工作爲蓄意挑撥仇 

恨情緒，這等於漠視協進社方面，多年來負責 

任的工作。依我們的愚見視之，此非一位國 

務部長所應爲。

‘‘ 我們了解從一個政黨的觀點看，相信 

非洲人反對移殖計劃是出於菲洲人自發的意 

向，赞不如歸咎於協進社（及他人）較爲方便C 
我們對於如此利用協進社必須表示抗議…

278參閱上文第二章，第伍節A 四。



" 在重行安置法通過一年以前骨有五十 

一個闇體擧行大會，決定向政府提出懇切呼 

颜，講以掃除貧民属奥 f i動劃展計割代替西 

部各區遷移計劃。

■■(政府方面的）答復爲以後任何請取均 

將無濟於事。協進社.深咸責任所在，並亟欲 

防 Jfc fi族關係繼續惡化，故仍站在公道立填 

不斷努力堅持掃除貧民廣計劃與保留七地自 

由保有權制度。

‘‘ 協進社之两到■於 在 Meadowlands建 

造住所一事表示歡迎，但在舉辦一個應該是 

掃除貧民區的計割時竞取消自由保有土地制 

度，定必引起反感與反對。

'‘ 我們願向閣下保證，協進社將秉承其 

創設之精神篮根據多年来所得的豊富經驗， 

繼績努力，堅信唯有如此協進社提能爲南非 

及其全體人民效力。"27»

種族關係協進社主席 Dr. Ellen Hellmann於 

非歐洲人福利會在 O rlando擧行常年大會時，就 

城市區土人的問題凝表如下的意見：

‘‘南非洲人久已不後認識城市七人的生 

活情现及城市土人的雷要了…

‘‘我們如及早認識非歐洲人是市民的一 

部份，而不僅暫時化在城裹，今日的情现定 

必較佳。卽使今日南非洲人對於七人在城市 

的化處是杏永久一點仍然懷疑…

如不嚴因爲這辅漠不關心的態度，今 

日的貧民调裏能有更多和更好的化所。

" 目前立法所根據的现論是城卞爲Ü 人 

的區域，土人不過在其中 ?p ÿ 居仆:而已。然 

而事 ï f 却與理論不符。合日男性與女性的比 

率尙不及二對一。

" 這》理論與事货的矛盾更加深非洲人 

目前的雙重過渡時期的困難。 rt-Æ, 他們須 

自鄉村移至城市，其次，他們缀放泰 f i紛 n 
足的部落制度適應西方的货幣制度C.

■■在過渡時期家厳诉散以後，七人之間 

便失去有責任的公共與論。

■■，，. .，，對於前途力兩項不M的力法。一 

方面有人認爲各SI:羣之問將愈趨隔離，另有

人認爲各稿族間將形成互相依存的關係。她

個人同意後一着法，並請土人亦作如是想。

"因爲很多負責任的土人領軸受驅禁，結

果不負責任的役子遂以領袖自居。可悲的罷

學風潮是由這些人負責的，結果遭秩的是兒

童們 …，，*

坎.各教會的態度

二八四. 委員會於第一次報吿書已將南非各 

敎會對種族隔離政策的態虔摘要提出（A/2505 
and A d d . l ,第四三五至四三八段），第二次報吿 

書對於這個題目又有所論列（A/2710, 第一三八 

至一 K 一段）。那時委眞會所特別注意的是南非 

洲英國敎會的反應 IP荷蘭維新敎的觀點，因英國 

敎會各主敎曾於一九五三年十月聯合發表一項宣 

言。荷蘭維新敎會曾於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在比勒 

能利 iïS召集會議討論 "基督‘敎原則在多《族的南 

非洲"。該會議，經此等維新敎會的白人領袖參 

加。

今年委員會爲情勢所迫，擬在報吿書中以更 

多篇幅叙述各敎會與個別敎士的反應與聲明。他 

們對種族隔離政策的態度特別在他們對於震動與 

論最甚的雨件事或接速發生的事件的反應上充分 

反映出來。第一件事爲將 Sophiat:own的土人居 

民 移 往 Meadowlands(—九五五年二月），其二爲 

班圆敎育法開始生效 (一九五五年四月一日）。這 

雨件事都涉及重大的原則，因此很多敎士認爲責 

任所在不得不闕m成董申其敎會的態度。本報吿 

書他處释節錄他們的最重要的言論。

本節擬對此項文件加以補充。

爲南菲最重耍敎 f r 之一的关以笑食，養 £4种 

以往未給以充分的篇幅，现作先援引 'i：i 的一項明 
Ü 的資言。2«2

繼之则論述在約翰尼M m. f. f)B的混合賴族大 

禽（一九五 1̂ 1 十二  )該大幹由荷蘭維新敎會召 

後，其影響之大狭至引起北半球的注意。

最後，本節將援引曾參加一九五四年八月在 

3t文斯敦（美利堅合衆國）召開的世界敎會協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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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的某一位荷蘭維新敎會牧師以思人身汾發表的

意見。283

A . 美以美會

二八五. 美以美會對稿族隔離政策的態庚業 

於一九五四年十月它在 Queenstown (東省）召開 

的混合種族會議中明白表示。該會議於結束時贫 

醫表如下一項聲明：

" 南非美以美會會議慶於去年頒佈的各 

項立法，如土人重行安置法，班圆族敎育法， 

及糧族分區法之實施在國內引起的危險的稿 

族情勢，不勝焦盧，因此重申其對聖經所載 

基督敎各項基本原則的信仰。

•*大會塵悉政府發言人厘次聲明政府對 

於保存南非洲的基督敎文化一點備極關心。 

大會依照此意，認爲政府的職責是給每一公 

民以充分利用其天賦能力的機會。

" 大會肯定認爲政府最須注意的是人與 

人之間的關係，種族間的關係是一個次耍問 

題。

• ' 種族隔離政策主要是一項《族歧視政 

策，因此與基督敎的標準不能相容。此項政 

策的適用暴露其否定與服制的性質。

‘‘將大批人民視如動產集體移出其原有 

居住地，强迫實行一種特種敎育，旨在造成 

一批適於卑下社會地位的人民，這兩項措施 

已引起嚴重反感與失望，將來極易產生分殺 

與鬥爭的結果。

" 大會相信改府如不顧基督敎原則等於 

鼓勵缺少權利的階級去接受共産主義的敎

' 條。

"土著事務部長 Dr. Verwoerd竟聲言如 

有敎會與學校對於政治問題傳播爲他所不贊 

同的意見，他就要對敎會與學校的校址施以 

行政制裁。

■■該部長寛欲藉此杜塞基督敎倾袖的自 

由發言，他竟對他自己的主張自作裁判，他竟 

指基督敎的言行旨在顔覆政府或觸犯法紀， 

這實在具有中世紀或極權國家的意味。

" 我們雖已知戒備，但絕不容我們的良 

心受任何影響或威遥。

■■大會益再向政府提出呼翻，請它承認 

並尊重全體居民的人權，特別是自由保有財 

產的取得權與主有權，資易權及循一般接受 

的原則享受敎育的權利，俾使每一稿族社羣 

有滿足其合法願望的機會。

■■大會顯睛高級行政官員在施政時情法 

兼顧，並隨時注意其目標在於促成我國多種 

人口各團體之間的和睦關係。

B . 約翰尼斯堡之各糧族大會 -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

二八六. 這個大會係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八日 

至十二日在白水金山大學大禮堂舉行，其召集人 

爲主要荷蘭維新敎會之好望角費脫蘭斯S 爾宗敎 

會議派佈道會所屬各委員會，其 荷 蘭 名 稱 爲 Ne- 
derduitse Hervormde of Gercformeerde Kerk。 大

會的討論主題是"天國在多種族的南非洲"。被邀 

派代表出席者有聯邦的敎會與怖道會二十五個以 

上，其中有不少從未參加過此類會譲者，例 如 ： 

非洲美以美雲公會 , 使徒信館佈道會，班圆族美 

以美會，班圖族長老會，皮里默斯兄弟會，基督 

信徒會。

參加之二 0 0 名代表中有四分之一代表班圖 

人或混血植人敎區。

決議

二八七，大會最後一次會議時通過下列各項

■■ 一 . 我輩身爲各派敎會的代，，受上 

帝的召喚誓以身作則服磨於世界大團結，因 

此 聲 明 ：

‘‘ 我輩承認我輩在耶》裏俱爲兄弟，並 

誓將在耶穌裏團結一致。

" 我輩因認識我輩共同的歷史及所處環 

境造成各派敎會，故個別承允以誠信的態庚 

力求推廣並效力於天國；

■■我們承允努力並利用一切機會奉上帝 

召喚遵行信徒的團契精神 •，.

" 三.大會認識班圆與混血種人社區的 

經濟與社會需要，放請政府從國家收入中每 

年額外撥發一 0 ,  0 0 0 ,  0 0 0 英餘以供南 

非這一部份人民社會、敎育、經濟與工業發 

展之需。



" 四.本大會認爲班圖敎育改由政府接 

辦後敎會卽負有集中力量於班圆靑年之宗敎 

敎育的偉大責任，因此建議加强主日學校,學 

生基督敎協會及靑年活動等工作

二八八 . 大會對土人的宗敎團體，生極良好 

的印象，尤其因爲發起人爲在原則上曾支持種族 

隔離政策的荷蘭維新敎會。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十 

八曰班圖世界所載如下一文尤富象徵意味：

"此次會議的舉行蓝成爲歷史上的一頁， 

令人感覺快慰。參加者有三十個以上的敎會 

與佈道會的代表。代表我們這個多稿族社會 

的不同稿族的牧師，共聚一堂，彼此商討在 

南非洲宣揚福昔的任務與問題。

" 關於敎會的團結應該採取的形式以及 

關於種族陽離這個缴熱的問題，各方意見都 

不一致。若干歐洲人代表主張成立一個非洲 

敎會或根非敎會。另有人認爲這種觀點與敎  

會圓結的觀念甚難調和。

■■種族隔離政策管有不少善於詞令的支 

持者。堅決反對的人亦不少。但一躲来說，精 

神尙相當好。反對者並未令人發生悪感。

" 召集大會的荷蘭維新敎會是値得慶賀 

的。荷蘭維新敎會約於十五年前與南非洲基 

督敎協會股離關係。這個敎會此次召開各種 

族敎會頼袖大會足見它並非不承認在基督舰 

體裏一政的基本需要。

" 此次大會絕不應是此類會議的最後一 

次。苟能每兩年舉行此種會議一次，則團結 

的勢力將勝過分裂的勢力。此不獨在南非敎 

會中爲然，且在南非多種族的社會中亦然。

" 意見之分歧，不是我們不應聚集一堂 

設法捐除異見的理由。反之，正是爲了這個 

原因，人們應前來共同商討。"

二八九 . 知名的南非著者 Alan P a to n會以 

觀察人身说列席大會。他 在 "論 i t " 登載的一文 

叙述大會給他的印象，其中令人注目的有如下各 

段 ：

" 大會不僅充分代表各敎派，而且代表 

各種族。非白人代表坐在白水金山大學大禮 

堂專爲他們而設的座位。若干白人代表檢雜

他們之中；此舉是杏故意，本人未會究問，但 

猜想是故意的。我們在早晨與下午均用茶和 

m m , 但在不同的房間。公開提及這種隔離 

的情形僅有雨次，一次是慣恨這稿情形的某 

非洲人代表提到的，而另一位提及此事的混 

血搏人代表則認爲此事絲毫不關重要。

■■在這種傳統替慣之後有一個最重耍的 

事實，那就是荷蘭維新敎會在宗派之爭最甚 

的時候確在爲蕭個南非設想。本人不得不於 

此指出對整個南非洲的關切與熟効主張稿族 

隔離政策，終究是相互矛盾的；本人說的不 

是理論上的矛盾，而是心理上的矛盾。

■■雖然如此，本入認爲我們必須從正面

去應付這個問題。像我這一類的白人相信南 

非社會是全民公有的，並盼望當局及時採取 

措施免致白人與白人之間的鴻溝深至無可彌 

補的程度 。 Dominée B r in k 的一類白人則認 

爲全部隔離是實現社會正義的唯一方法；他 

們亦感覺時間的重要。尙有第三類白人決心 

耍維持白人的優越地位，不顧時間的久暫。依 

我判斷，第一和第二類在南非洲的勢力雖較 

第三類爲弱，但在敎會大會中的力量則較强； 

本人亦敢說前雨類白人對■於爲非白人主持公 

道亦較第三類白人更爲關心 ...

■■這些比險是不無缺點的。大會的空氣 

絕不是冰冷的，而是温和友善的。這種空氣 

主要歸功於荷蘭維新敎會的努力。很多非白 

種 非 洲 人 （non-Afrikaners) 於散會後定必對 

荷蘭維新敎會有新的看法，並對國家的前途 

懷抱更大巧希望。

C. Reverend William A. Landman
所醫表的意見

二九O . 養員會感覺應促請注意這位南非牧 

師的聲明，其理由有二。

第一■, Reverend William A. Landman 担任

好望角省荷蘭維新敎會秘書長的重要職位。

第二，他因曾出席世界敎會協會第二次大會 

(一九五四年八月於艾文斯敦擧行），故能與世界 

許多國敎會各派意見直接接觸。因此他個人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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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的各項特殊問題的觀點，與未有機會和他洲 

敎會人士交換意見的荷蘭維新敎會其他牧邮襄有 

出入。

首先，據某南非報所截，以下是他在艾文斯 

敦發表談話的節要：

" 好望角省荷蘭維新敎會秘書長 Rev. 
William A. Landm an今日發表談話，謂南 

非的非歐洲人民必須獲得協助俾得分別發展 

自成一體。他是出席在依里讓州艾文斯敦舉 

行的世界敎會協會第二次大會的代表。

" 在答復關於南非稿族隔離政策的問題 

時，他說他的敎會由於事 1Ï-上的理由而不是 

由於墨輕上的现由支持賴族隔離政策。

" 關於此項政策的聖輕根據，荷蘭維新 

敎會以內倚無一致意見。盤 個 問 題 在 研 究  

中。卽使好望角省敎會 ‘一致反對稿族合一'， 

3Ê自覺歐洲人是非歐洲人的監護者，‘我們仍 

接受宣依福昔的後果'。

••我們必須用盡方法扶助士人取得尊嚴 

與自尊的地位。有些人輯爲南非政府目前的 

政策會引起稿族間的流血衝突，因而不勝悲 

觀，但他不作如此想。""7

以下是他於一九五五年一月在 Stellenbosch 
舉行的南非稍族 問 題 研 究 所 （SABRA) 年會所發 

表的演講撮要：

■■去年曾爲狗蘭維新敎會代表之一在秉 

國出席世界敎會大會的 Rev. W. Landman 
昨 曰 在 Stellenbosch舉行的 I I族間題研究所 

大會中發表演說，謂根據他在海外的經驗他 

知道美國人民在本能上反對稍族隔離的觀 

念 0
'*他們欲知南非要朝那一方向走和土人 

是杏有充分發展的機會。

" 關於這些問題，Dr. Landman說，’他 

們所能够得到的答覆紙是研究所的關於碩土 

隔離的理想’。

" 他說在稿族問題方面，世界潮流轉變 

之迅速，南非人士尙未有認識…

" 南非把自身事務整理妥善的時間已不 

多了。

'我們不敢再在夢想的天堂裏過活’。

'■ Dr. Landman又說南非人民必須全體 

励員以擁護倾士隔離的现想，並課識處理這 

個問題的時間已經不多了。他們不能再作一 

百年甚至五十年的打算。

最後，下面是從一九五五年三月二日是報所 

敕 Reverend William A. Landman 在 Malmes- 
buiy(東省發表的那篇引起全國入士相當注意的 

演說的結é 耍 點 ：

■'稿族隔離是不够的。我們如望解決這 

個重大的間題必須準備盡最大的犧牲。

我們必須打消''從黑人方面獲得賤價勞 

工的觀念’，準備親自從事現在派給非歐洲種 

僕人擔負的許多勞役。

我們必須記住關於這個問題的世界舆  

論是不容再予漠視的。

" 孤立主義的日子已經過去了。我們卽 

使不滿意亦不 .再能拉起牛車走開了。揚言我 

們是自家的主人，認爲他處發生的事都與我 

們毫無關係，那 實 在 是 愚 *。

"本人堅信白種人仍舊可以在南非生存， 

但是必須做自己的工作。如果南非能越如此， 

我們仍可得到世界的尊重—— 這是我們在今 

日所絕不敢忽暮的。

這是雷耍超人的犧牲的，但本人暗自 

相信這是辦得到的。沒有一國一方面奴役他 

人同時可以建設光明的前遼的。如此則報應 

的公理自然會来阻境的。"

拾 . 非洲人全民公會的工作（‘人民大 

會",一九五五年六月二十五日及二 

十六日）

二九一. 委員會於一九五四年報吿書中管提 

到非洲全民公會會同南非印度人公會，民主人士 

大同盟餐混血種人組織曾發動召開 "人民大會 ’ ’ 
(A/2719,第二  0 三段）。這個大會定於一九五五年 

六月以前開會。在南非洲歷史上，這是所有種族 

團體第一次互相合作，召集一個全國人民直接避



選的代表大會，共謀擬具一項"自由憲章"，其中 

包涵南非全體居民的要求與斬望。

二九二. 大會的壽備是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十 

六日至十九日在德班舉行，約有五百人參加的非 

洲人全民公會第四十二屈年會的主耍目標。該次 

年會所作決定中有如下一段：

" 人民大會將不僅爲另一次會譲或另一 

次大會。這個大會將爲在每一城市、村莊、 

農傷、工廠、礦場或土入村落各種族人民所 

選代表的大集會。它將是本闕歷史上人民代 

言人最大规模的大集會。參加大會的人民代 

表將捉詳審議人民送請列入自由憲章的各項 

要求，並將這些要求截入一項宣言。這個自 

由憲章將爲南非人民的人權宣言，需要每一 

個文明的南非人努力去維護並實行。

這個大會的開會日期與地點雖俱未決定，但 

年會對其組織方面則採取各項決定，例 如 ：成立 

"自由志願工作者"一敝聽由負責組織此項運勘的 

人指揮，可至任何地點執行任務；組織人民大會 

省委員會，下 設 ：城市、市郊、工廠及街坊小組 

委員會；规定選舉代表方法，年滿十八歲之成年 

人不分種族、膚色或性別各有一個投票權；壽募 

資金以供各代表旅数之用。

稱 ：

印度人意見截有 Jordan K. Ngubane—文，內

" 這個大會之另一特色爲它主要的是一 

個靑年人的會議。他們對於賞隙情形認識之 

深刻殊非頭髮灰白之輩在二十年前所能有 

的。但最令人感覺興奮的是這些靑年人在每 

一階段中無論是發表演說或採取決定，甚至 

在行爲方面都充分表明他們是在有意地創 ÎS 
他們自己所許割的一個世界。若仰說非洲 

靑年不知其責任之所在，其人眞是愚不可
及。" 2 9。

二九三 . "人民大會"於六月二十五日及二十 

六曰在離約翰尼斯堡不遠的克利相敦舉行。

會上宣讀的電文中有印度人公會主席Mr. U. 
N. D h eb ar的來電如下：

電

南非人全民公會第四十二屆年會提出的報 

吿書。見 文 件 A/AC.70/5。
印度人意見，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非洲人的觀點"。

■■我們欣悉非洲人全民公會，南非印虔 

人公會，南非民主人士大同盟及南非混血種 

入組織定於六月二十五日及二十六日召開南 

菲人民公選的代表大會，其目的在擬具一自 

由憲章。

*■受壓迫人民此次成立聯合陣錢實値得 

嘉許。我們深信此舉必使諸君爲爭取基本人 

權的和平會鬥及早獲得成动。

" 諸君當知印度人民與政府堅決反對南 

非政府所採取的歧視政策。我 ffg深信這稿情 

形在現代民主世界中斷難長久，諸君之努力 

終必成动無疑。

" 願天主賜諸君以和平奮鬥所最需要的 

毅力奥堅强的意志。

" 我們願爲諸君的精肿後盾渡親諾君全

體成功 。"

中華人民共和國總理周恩來先生曾發如下一

本人謹代表中國人民熟誠向人民大會 

致敬，並希望大會在團結南非洲不同種族與 

tfc會的全體人民皮抗稿族跋蔵及爭取自由與 

民主權利方面將獲得更大的成功。

" 亞非會議已鄭重髓斥殖民地主義和糧 

族歧視。中國人民和亞非各國其他人民乃至 

全世界人民對於南非人民所發動的正義鬥爭 

必將繼綴予以支持。

二九四. 以 下 各 段 可 說 是 M anikl Gandhi
在其所主編之報上對該大會最精鬪的描离：

■■大會的偉大成就實非任何人始料所及。 

近年南非的歷史上從未舉行過像這樣充分代 

表被壓迫人民的會議。而且此次大會是在最 

困難的環境下舉行的。試問政府方面不是已 

雜百般設法要阻境這次會議嗎？…

參加大會的代表二^八八八名来自南非 

聯邦全境。雖然倚有約二百名代表因未持有 

移民法规定的許―可證或七入通行證法规定的 

通行證，被好望角省的 Beaufort W est和脫 

蘭斯冗爾省 StatidertQn雨地當局禁 Jfc前往開 

會 ...

兩電均截於一九五五年七月八日之印度人

意見。



■■除代表而外，外界人士列席旁聽者有 

三千人以上C

" 大會自始至終有歐洲籍與非洲籍警察 

及特稀警察一隙在塌。雖然有這植桃撥性的 

表示，會衆非但絕無 ffl怒的変情，反而在會 

議進行的整個過程中充滿愉快歡欣的情緒。 

會期以內氣候亦特別宜人…

‘‘ S 勒淡工作完成以後， f i 由憲章卽逐 

段提出討論，各方相繼對之發言。

" 各方發表的演說中難免表露正當的情 

緒。這是在這個所謂民主國家中大多數人民 

在身、心和精神上受盡虑待的反抗呼聲…

'‘ 議事進行甚爲順利，至午後二時至三 

時所有代表同時間進餐。在這個時間內，有 

歌唱音樂以娱會衆。

‘‘ 但午後會議開始半小時後，卽約於下 

午三時三十分至四時之間，台上忽然宣佈武 

裝警察就耍前來講台，請在填人士保持寧靜

‘‘ 講台上各代表正由警察搜査之時， 台 

下譬察則手持輕機■ 檢隨時奉命發射。警察 

均面呈鬼狠之色。有些警察且挪抱谷代表。當 

代表們翅起姆指高呼 ‘阿非利加 '時，若干警察 

亦隨聲應之，但姆指向下…

" 事態未趨惡化，須再度歸功於各壽備 

人及與會代表。他fra不爲威武所屈，一直保 

持冷靜態虔，繼續完成所餘的會務…

‘‘ 全部自由憲章草案旋經鼓掌通過，各 

代表高唱非洲國歌 ‘Nkosi Sikelele'。當時政 

府代表均在講台上，好像是在爲此事作證似 

的。凡此種棟都是由於上帝的意志 ...

‘‘ 繼而三千多名代表開始被搜査…

" 每一代表均經搜査，其姓名地址均被 

抄錄，且與會譲議事有關的所有文件均被帯 

走。

■■此外，每一名歐洲人都被扣照。直至 

午後八時後始搜査竣事。

'‘ 自由憲章所列載的許多现想，任何人 

都不能對之提出異譲。最高的理想固然不能 

立卽® 現。但 (̂ 1以分期进現，在此期間內或 

須與講理的政府達成光榮的妥協。但如政府

全不講PI!或一味以專橫暴虑爲事，則絕無妥 

協之餘地。

二九五 . 最後，益將經 '‘人民大會"於一九五 

五年六月二十六日一致通過的"自由憲章"全文截 

鋒 如 次 ： >

■'我南非人民謹向全隣與全世界宣佈：

" 南非屬於其全體居民，不分黑白，任何 

政府若非依人民意志均不得要求統洽權；

" 我人民對於土地、 ["Î由與安居的與生 

俱來的權利已爲一個以不正義與不小等爲基 

礎的政府剝奪無遺；

'■我全體人民若弗和睦共處，視同兄弟， 

共享平等權利與 :个等機會，則永無繁榮與自 

由的可能；

" 惟有以全體人民意志爲依歸的民主國 

家，始能保證全體人民享受與生俱來的權利， 

不分膚色、稀族、性別或信仰；

■■因此，找南非人民，不分黑白—— 同 

爲 -f-等國民與兄弟一一兹一政通過此項自由 

憲章。找們矢志共同奪鬥，竭盡一切力量與 

勇氣，直至本憲章所列舉之民主改革見諸實 

現而後已。"

■■人民應統治

■■每一男子及女子應有權投票選擧所有 

立法機關的候選人或自爲候選人。

■'全體人民 .均有資格參加國家的行政。

■■人民權利應彼此平等，不分種族，膚 

色或性別。

‘‘ 所有少數人統治機關，諮詢委員會，參 

議會及當局，均應由民主自治機關代替之。

■'所有民族社羣應有平等權利

■■所有民族社羣與種族在國家機關、法 

院、及學校內均應有平等地位。

••所有人民應有使用其語言並發展其民 

衆文化與翌慣的平等權利。

■■法律應保障所有民族社羣免受對其稍 

族與民族尊厳之侮辱。



" 宣揚及實行民族、稿族，或膚色的歧 

視與鄙視，應爲可以懲罰的罪行。

"所有種族陽離的法律與行爲均應取消。

" 人民應分享國家的財富

‘‘我國的國家財富保南非全體人民所承 

繼的遺産，故應遺交人民。

地下的礦藏、銀行及態斷企業，其主 

權應移交全體人民。

"所有其他工業與贸易均應加以統制.，以 

增助人民的福利。

• •全體人民應有選擇地點從事贸易、製 

造、及撞入各業各行的平等權利。

" 耕者有其田

"以種族爲理由斷於土地主權的限制，應 

予取消，所有土地均應分給耕者，以免發生 

鎭儘與農人無旧現象。

" 國家應以農具，稿好，拖拉機及水鬧 

協助農民，以保護士 « 並奮助耕者。

■*所有在旧上耕作的人，應保證其行動 

自由。

" 所有人民均應有權選揮任何地點佔有 

土地。

" 人民的牲畜不應加以掠奪强迫勞工

及農填監獄應予取消。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

" 任何人非經公正審刹不應被監禁、放 

遂或限制。

" 任何政府官員不得以命令宣告任何人 

有罪。

■*法院應代表全體人民。

"唯有犯重大罪行者始應受監禁處分，監 

禁之目的在於感化而非報復。

警察與軍歐應淮所有人民在平等基礎 

上參加，且其任務應爲協助與保護人民。

■■所有以種族，膚色或信仰爲现由之歧 

服性法律均應取清。

■■全體人民均享受平等人權

'■法律應保證全體人民之發言 1組織、集 

會、發表、傳敎、禮萍及敎育子女的權利。

法律應保障私人任:宅免受警察突擊搜

" 人人俱得自由從鄉村至都市、從一省 

至他省、及從南非至國外旅行，不受約束。

■■通行證法，許可證及所有約束此項自 

由的其他法律，均應廢 Jfc。

" 人民應有工作與安全

■*所有工作的人俱得自由組織工會，選 

擧工會職員，並與其雇主訂立工資協定。

"國家應承認人人有工作的權利與義務， 

速有領取全部失業捕助金的權利。

" 各族男女工人，工作相同者報酬亦同。

■■每週工作時數應爲四十小時，應有全

國性最低限額工資 , 應有給薪年假及病假，所 

有工作的母親應享受全薪生育假。

" 礦工，家庭傭工，農填工人及公務員 

應與所有其他工作的人享受平等權利。

■■童工、園地勞工、小工制度及包工制庚 

均應廢 Jh。

•*智識奥文化之門應該敞開

"，政府應搜求、培植、並鼓勵本國人材以 

求提高本國文化生活。

" 應與他國自由交換書籍>思想，並與他 

國接觸，藉使人人俱有享受人類所有文化寶 

藏之機會。

敎育的宗旨在於敎育靑年愛其人民與 

文化，養成愛衆親仁的大同觀念，尊崇自由 

與和平。

" 所有兒童俱應受免费、强制、普遍與平 

等的敎育。

" 高等敎育與技術訓練應由國家根據個 

人成績給以律貼或獎學金俾人人得有機會享 

受。

••成年文寶應由國家以民衆敎育計劃掃 

除之。

" 敎員應卒有其他公民的一切權利。

" 文化生活、運 動 敎 育 方 面 的 廣 色 界  

限應予取消。

" 人民應有房屋，安全與舒適



■■全體人民俱應有擇地而居、享用適會 

房屋，並在舒適安全之環境中扶養其家庭的 

權利。

"未經使用的居化地區應交由人民使用。

房租與物價應予降低，應有充足糧食， 

不容任何人有鎭餓之虞。

■■國家應辦理預防衞生計割。國家應對 

全體人民免费供給醫藥與任 :院洽療，尤應特 

別照顧母親與幼年兒童。

■*貧民區應予掃除，並應另建新市郊廣， 

俾人入俱得利用交通工具、道路、電燈、遊 

戲填、托兒所、及社會服務中心。

‘‘ 老人，孤兒，殘廢者及病人應由國家 

照料。

" 人人應有休憩及娱樂之權利。

■*圏定範圍及隔離區均應取消；凡使家 

庭離散之法律均應廢 Jh。

■*應有和平與友愛

" 南非應爲一個完全獨立的國家，對於 

所有國家的主權一體尊重。

" 南非應努力維持世界和平，並應以譲 

判方式而非思戰爭手段解決所有國際爭端。

" 應維護我國全體人民的平等權利、平 

等機會、及平等地位，以求實現人民間的和 

平與友愛。

" 各受保護國巴索圖蘭、比古安那蘭、及 

斯冗支蘭的人民應得自行決定其本身前途。

" 應承認非洲所有各族人民獨立自治的 

權利，並應以此爲密切合作的基礎。

" 凡屬愛國愛民的人請響應我們在此所 

作的矢言：‘我們願互相携手畢生，鬥爭取這 

些自由，非達目的絕不終

拾壶.種族問題之國際反响

二九六. 委員會確信在世界發展之現階段  

中，世界舆論對於各國的國際政策，乃至歸於各

全文按印庚人意見， 

版所載。

*九五五年七月八曰

國內國政策都有相當影響。在國家階段，倘若當 

局所採決定並非根據人民的需要與願望，便難有 

永久價値或眞正效能；同樣，聯合國決議案若不 

反映國際與論並得其支持，亦成一堆廢紙。因此， 

委員會認爲報告書應載有一節使大會洞悉國際舆  

論各重要方面對於南非聯邦種族問題乃至對於大 

會在此方面所採措施之反應。

二九七. 委員會擬於本節摄述在南非聯邦以 

外地點擧行並曾討論該國種族問題某些方面之若 

干次會議之譲事情形。各該會議性質不同。在萬 

隆 （印庚尼西亞）擧行之亞非國家會議爲由二十九 

國參加之各國政府間之會譲（南非聯邦未參加）。 

一九五四年八月間在艾文斯敦（美利堅合衆 :國）召 

開之世界敎會協會大會爲改革派各敎會代表之會 

議；南非聯邦敎會代表尤多。非洲撒哈拉以南工 

業化與都市情 3E社會影響問題社會學家會議係由 

文敎組織主辦，參加者有若干國家政府代表，及 

被邀以私人資格出席之專家，其中至少有一名來 

自南非聯邦。在火奴魯魯（夏威夷)舉行之世界種 

族關係會譲係種族問題專家參加之科學會議，其 

中有代表不同觀點之專家三人来自南非。最後， 

千里達與吐巴果敎區之英國國敎會譲所通過之決 

譲案已由千里達主敎 Dougks John W ilson轉送 

委員會。

A. 一九五五年四月十八日至二十四日在萬隆 

(印庚尼西 iS )舉行之亞非國家會議

二九八. 亞非國家會議爲本年皮最重要國際 

事件之一。本年虔中此類事件似亦特多。由麵甸、 

錫蘭、印度、印度 ë 西亞及巴基斯坦發起，亞洲、 

非洲及大洋洲的二十九國，於一九五五年四月十 

八日至二十四日，在萬隆集會。除各邀肅國外， 

參加者尙有下列各國：河富汗、高棉、 中華人民 

共和國、埃及、阿比西尼亞、黄金海岸、伊拉克、 

伊朗、 日本、約但，察國、黎巴嫩，賴比瑞亞、 

利比亞、足泊爾、菲律賓、淡烏地何拉伯、蘇丹、 

叙利亞、泰國、土耳其、北越南民主共和國、越南 

國及葉門。會議譲程包括若干與參加國家有直接 

關係的間題，與其他比較屬於一般性質的間題， 

如世界和平及其先決因素等問題。

就本報吿書所注意的問題及目前所研究該問 

題之背景一一換言之，卽聯合國一一而言，最



堪注意的一點事赞爲該會議代表二十萬萬人民， 

並由並未簽署聯合國憲章亦非聯合國會員國的十 

二國正式派有代表團參加，但聯合國憲章之某本 

原則則經重申：而聯合國的工作，亦輕承允毫無 

保留地予以支持。這次會議各次決定大致可說係 

受憲章原則之称發。

這次會議通過了若干與尊重人權有關的一般 

性質的決議案；又通過了其他専與處现辅族歧視 

之措施有關的決議案。最要的一項決定，採用宣 

言方式，題爲"促進世界和平與合作"其中列舉大 

會認爲最有利於維幣與促進國際和平與安全之十 

大因素。第一項因素爲 "雄董基本人權與聯合國 

憲章之宗旨及原則"，第三項因素則爲 "承認所有 

種族之平等。"

這次會議最後公報有關於人權與民族[^?決權 

的一段如下：

" 亞非會議宣他它完全支持人權的基本 

原則並注意到作爲所有人民，所有國家努力 

實現的共同標準的世界人權宣言。"

换句話說，現在另有十二國家，對憲章所载 

已由世界人權宜言規定並經聯合國會員闕認可的 

有■ 人權各項原則表示支持。

最後公吿另外一段對稀族歧視問题作較爲詳 

細 的 處 理 :

" 亞非會議對於成爲非洲廣大展域和世 

界其他地方的政府和八的關係的基礎的稍族 

隔離和歧視的政策和货踐，威到遣诚。這賴 

行爲不僅是對人權的組暴的侵犯，而且是-對 

文明的基本價 fÉ和人類雄厳的否定。

" 會議熟烈同情和支持種族歧視的受害 

者，特別是南非揉內非洲，印度和巴基斯坦 

血統的人民所採取的 if3敢立壊，讚揚所有支 

持他們事業的人們；重申亞非各賊  1人民決心 

根除可能存在於他們本闕的種族主義的一切 

痕跡；保證運用它的全部道義影響，謹防在 

進行根除這一禍害的鬥爭時也陷入同樣禍害 

的危臉。"

倫若閱讀這些決譲案與通過以前所作討論的 

提耍，便可W 度知道沒有多少國際問題比較非白 

種人受歧視的問題，對於亞非人民，性質更重要， 

或與亞'非人民關係更深切了。這些文件證實了委

會相期報告書就南非稀族問題所發表的意見， 

卽這個問題必會引起同際反響，並會激起骚亂， 

至少是對各民族間的友善獨係確屬有害的。

B. — 九五K 年八月間於（美利堅合衆國）依里讓 

州艾文斯敦舉行之世界敎會協會第二眉大會

二九九. 一九五四年八月千五日至三十一0 
在（美利堅合衆國）依里諾州艾文斯敦西北大學召 

開之世界敎會第二屆大會，參加者有四十八國一 

六三個不同敎會協會的代表。這是近年來擧行的 

代表最廣的會厳之一。議程六大項目之一爲："種 

族W i ® 關係一一稍族 .與人稿關係緊張中之敎會"。

這個問題引起極長的辯論，從世界敎會協會 

的文件顯然可以看出。大會通過決議案四件，f 
案文截於一種列物其標題與上段之末所開題目相 

同；前一部份對種族磨擦問題加以激底分扩r, 又 

對敎會在解決問題方面所負的任務發表意見。委 

M 會認爲宜自此四決議案中，引錄其二，因爲此 

雨決議案與受憲章各原則，世界人權宣言與聯合 

國大會其他決議案啓發之基本宣言有關。

" 決議案一：世界敎會協會第二次大會 

益宣怖信念：慕於植族、廣色，或人種起源之 

任何方式之隔離，實與福昔殺觸，並與基督 

敎人之敎義及基督敎會之特質不相容。大會 

促睛凡屬會員之条體敎會棄絕所有隔離或歧 

視之一切各種形式，並各努力務求在各敎會 

本身內以及在社會內廢止此種隔離或歧視。

大會作此主張，深知在當前世界現實 

中，許多敎會，格於歷史，政治、社會及經濟 

環境，極難立卽赏現此項目標。惟在上帝之 

下，世界敎會述動之團契精神，已足對，此等 

敎會予以力量及鼓勵以協助此等敎會及其中 

個人一秉信仰所生之膽量與爲我主作證益加 

忠實之熟誠，克服此類困難。

世界敎會運動自發軌以來，由於本質 

卽矢求賞徹一辅博1契精神，絕無隔離或歧福 

之現象。世界敎會協會大會深以此爲慶重申 

此稿行館爲本協會之確定政策。"

2能紐夏泰爾（瑞士）Ddachaux et N iestle代 

表 協 會 行 。



決議案二  ：世界敎會協會大會承認Æ 
稿族或人種關係聚張之情 ?51下，而欲主持社 

會正義其重要問題之一厥爲如何使所有人均 

有機會自由行使負責之公民權利，並藉選舉 

權货行參加地方與中央政府之活動。本協會 

促請所有某督敎人士注意此事，並遵奉上帝 

昔旨採取應有之行動以求問題之解決。"

三 0 0 . 南非新聞界對該國各改革敎會參加 

艾文斯敦會議之情形及於決謎案通過前擧行辯論 

時所交換意見的報群節錄如次：

*■出席艾文斯敦，議之南非代表來 0 下 

開 敎 會 ：南非省敎會、南 非 監 會 、南非寶 

脱 蘭 爾 荷 蘭 改 革 敎 會 、南非荷蘭改苹敎 

會及角将荷蘭改革敎會。

除各該W體之代表外，南非:有顧 11!]二 
人 對 精個大會有重大之買獻：比勒能利亞 

(Pretoria) 之 Dr. Ben J. Marais 及納塔耳 

(Natal)卷安納爾利（A nerky)之A kn  Patotic 
此外仰有靑年-顧 問 若 干 名 及 來 Limpopo河 

以南之特邀列席人員若干 ’ 2 96

*■大會討論六大組中之一，事門研討‘辅 

族團體■ 係—— 辅族與人柯關係聚張中之敎 

會 '。菜請詢養Ü 食於兩矩來就此標題擬有長 

五十三域之 ‘世界敎會 2E動檢討 '。參加此養£4 
會之十九人中有德 I潮 之 Rev. Gerhard Bren- 
necke ( I t在 南 非 一 比 勒 ,IE利亞:之Dr. 
Ben J. Marais ; Alice 之 Z.K. Mathews 敎授； 

Mr. Alan P a to n ;耶，大學神學院長  Liston 
Pope (數年前亦贫訪 1!1]雨非）及雨位有名的美 

國 黑 人 ：Dr. Benjamin E. Mays 及 Dr.Chan- 
ning Tobiaso這件報告於六 /J發及，由努一 

起草委 M食以此爲根據於大 f î 前夕擬具一項 

工作文件。 Ü願出/È辅族 I别iffil■係III的各代 

表在大愈期間矜於艾义斯敦镇部商討十二小 

時之久站果擬成一項內容規乎全新的文件C,

‘‘ 該飢的討論如多値得注意。南非洲代 

☆ 幾乎全 iS 參加。此外，參加者尙有德國的 

Dr. Martin Niemodkr及蒙巴  '薩（肯亞）主敎。 

該紐報吿書样於全^ 會 |«̂ 時̂提出 ^̂!̂論 ，當約 

翰尼斯堡的 Dr, C. P. B rink代表南非各改革 

敎，上台發表聲明0.Ï , 全 iffi代 表 肅 靜 政 mo

他說，該粗報吿書，就一部分敎會而言，可 

能妨礙當前討論的問題，以致'敎會採取的有 

效行動受威脅 '。雖然如此，他說南非洲荷蘭 

改革敎會不擬提出修正，亦不擬投票反對該 

報吿書。他極有意義地補充說 i ‘在目前階段， 

我們不敢聲明耍投票反對現在向我們所提出 

的事項。我們要® 着餘地，以便將來建商。 

我們要正式聲明：我們在艾文斯敦體驗到我 

們 K 正相信乃是m n 敎善意的東两，和設法 

了解我們必須應付各辅特殊困難的證據，因 

此希望把這一點載上紀錄。爲響應起見，現 

在 我 們 承 允 親 促 請 各 敎 ，盡量從速研究該 

報吿書並將研究結論儘能於最短時間內送 

交（世界協會）中央:委員會。

脫蘭冗斯爾報報導荷蘭改革敎會出席世界協 

會代表團 ffl長 Dr.C. P. B rink的演說，謂荷蘭改 

革敎會業已認定贫行稿族混居，對於 '兩種族團體， 

並無利益。耶穌基赞的福昔倘若加以正確的解釋。 

終必使务迫切問題獲得答復。Dr. B r in k又檢討 

荷蘭改革敎會所負的重大 IÏ任 ，及土人對該敎會 

的支持。南非基督敎人±承認所有人民一律同等 

厳的原則者，日漸咐加。波爾人民一位領袖，Ja
cobs 正是-根據此項照則方才對當時英國總督 Sir 
Lowrie C o le耍 他 驅 遂 Bushm en族人因爲他們 

有掠却的恶努的這項暗〒置之不顧。發言人承惑 

確有優犯人身揉嚴的情事發生，但這決不是國家 

的政策。297

約翰尼斯堡主敎 Rt. Rev. Ambrose Reeves
旧約翰尼斯旗後對展報紀者發表談話說：

"大會通過該組決謎案，內稱 ‘某於辅族、 

J« 色或人植起源等现由之隔離, 旣與福昔相 

歡觸，且與基数敎人之敎義及基督敎會的性 

質不相容 ’。並無一人提出異議。" 299

C . 一 九 五 叫 九 /] 二十九日至十月七日在阿比 

强（A bid jan)( 象牙海岸）舉行的非洲撒哈拉 

以南工紫化及都Hi〜 If 的社會影響問题社會 

科學家大許

297印庚人 , 兄，一 九 五 四 九 月 二 十 四 日 版 。

298股歯斯冗 « 報 ，一九五四年八月二十三日

版C
299 M報 ，一 九 五 叫 九 /j 一 H

296 印度人意ü  , 一九五M件:九月二十九 H
以 K數段係文敎飢織一九五五-¥ 三月九曰 

义件UNESCO/SS/13之撮要C



三 o — . 聯A 國文敎纽織秘書長輕m 新織大 

fr î i t七屆 f r 校權，"鼓勵從國原 ®點對工業化社會 

彰響從 JÎÏ研究" （決 議 案 3 -23 )。依該決議案，社 

會 科 學 家 於 一 九 五 年 九 ;1 二十九 H至 十 七 日  

之間在阿比强（Abidjan) 舉行會講研討非洲工業 

化及都市情现對社资的影響。該资議係由法國政 

府與非洲撒m拉以南技術合作 -香-W會商植以後發 

出邀請 , 並得象牙泡岸並輕阿比强商會供絵利便。

國際非洲學院院長 Daryll F o rd e敎授（聯合 

王國 )係文敎組織顧 1151，當選爲大會主席。參加者 

布本Mî;各研究機關的社 f r 科學家及有關會R 國推 

派的行政人員與技術專家（推派行政人員及技術 

專-家的各W政 府 如 F : 比利時，法蘭西、義大利、 

西班牙、聯合王國）C

該大會採取討論會的方式由各社會科學家就 

非洲撒 lift拉以南在各稍不P1情现 ■ F货行工業化與 

城市化的主耍 llîi題與過程，將其研究所得提出工 

作文件。此外，聯 <v碑文敎紐織提出雨件處理 ra 
類問題的文件，以供討論。會講期間設有四個工 

作委《會 ， 對所有向全體會議提出的各植特 

殊問題加以較詳的研究。這些問題分配於各婆以 

會 如 下 ：

第一委員會：西方技術與價値的吸收；

第二委員會：在都市環境中，都市與農村的 

關係及西方與部落，的關係；

坑三委員會：■於研究都市非洲社會階錢組 

織之提議；

第四委員會：非洲撒哈拉以南的稀族關係。

會議檢討非洲人與歐洲人的關係時，承認在 

若干鎮土的社會制虔之下，雖然地位與權力超越 

種族的差別, 可是白種人俊越的當然定律及附屬 

此定律的定型仍在賴族間的關係上發生最大的作 

用。白辅人的永久殖民區，和歐洲人大抵僅在服 

務期間暫時居化的廣域 , 雨老之間《族界線之嚴， 

和種族關係聚張之甚，一般說來，顯然不同。

種族間的裂痕在都市ES因爲人口集中並因歐 

洲人數目衆多隨處 f，T見 ，故力•加深及敏感的趨勢。 

在各都市區，歐洲人民與非洲人民在敎汽程度與 

社會地位極爲參差不， ,故辅族歧視的各稀現象， 

發生旣最頻繁，反感亦最强烈。

都市區糖族關係，目前有迫切的需要，亟需 

就經濟活動植類之不 ( ïd ,職業流動性，白種居民

之 人 數 及 •定性，歐洲 ?慣及法律對非洲人公民 

地位的彭 f #等加以比較研究C 研究南非洲各民族 

植族關係及其共有態度所得輕驗尉於在他處擬定 

研究計劃確有 ?îî助。f i 於影響棟族關係各種法律 

研究的需耍，有人尤提請特別注意，因爲其中一 

部位法律係於，|î洲人與歐洲人社會與文化隔離更 

大的時期中制定的。如果法律不切合文化與紙食 

的 ï f 際情形，則法律方面的約束行將成爲種族仇 

恨集中之處C 關於改變中的各民族機能關係亦須 

從歷史觀點加以研究，以便提出並紀截殖民時代 

所發生的許多未經充分認識的變化。此項研究包 

括非洲環境對於歐洲移民生活方式與態度的影 

響 。

負責檢討此項討論的婆員會注意到稿族權貴 

因歐洲人 1 0期統治所引起各種變化的程虔與方 

向，隨坪期接觸，人口情5E, 官方思想及社會發 

展的程度而不同。委員會認爲關於《族間態度上 

的差別應從立法體制，行政慣例乃至習慣行爲等 

方面的廣大變化去研究。所有允許並期望各種族 

闇體3；̂有並履行的權利和義務，以及他們本身的 

態度，旣然受很多變化因素的影響，因此，想要 

對整個非洲作一可綴的槪論，乃是不可能的。關 

於不同種族闇體的生活環境，工作情祝於受統治 

的情形尙須作較多的事赞研究，以便比較。種族 

態度問題須要淮一步研究並須採用美國及南非社 

會心理學者在此方面所計擬並應用的技術, 以便 

賺定交互作用的焦點及種族團體定型的特質。種 

族態度的相互關係的程度及收入所得，敎育標準 

與都市居 ffi每間之久暫等變化因素，應作有系統 

的調查。計劃調査工作時耍依不旧稀類的情形， 

例如法律包含賴族K5別；主耍由於技能與資力不 

ra而發生機會不平等等等情形。榻族態虔的研究 

應包括全部人口中所有民族團體，並應附帶調査 

階級制度與民族關係的型式，以便斷定在何種情 

Ï5E之下種族® 結有益加翁固或被推翻之趨勢。

D . 一九五四年六月二十八日至七月二十三日在

火奴魯格（夏威夷）召開之世界展望中之植族

關係會譲。

三 0 二 . 這次會議，係由夏威夷大學壽劃， 

於一九五H年六月二十八日至七月二十三日，在 

夏威夷擧行。



會議宗旨不在爲某些地區擬訂處理稿族情勢 

的工作原則，而在使研究稿族關係問題各專家有 

交換意見的填所。若干载有研究方案及對業輕研 

究某些區域的若干彻步決定的報吿書，已由各研 

究小組向會議提出。這些報吿書均經會議通過， 

但未跋爲正式文件。

參加會議的征會科學家姓名如次：

Mr. Georges B alandicr,已^^政洽研究院敎

搜 ；

Mr, John A. Barnes, 倫敦大學經濟學院人 

孽學講師；

Mr. Ralph L. B e a ls ,加里福尼亞大學人類學 

及社會學敎授；

Mr. Herbert G. B lu m e r ,加里福尼亞大學肚 

會學敎授；

Mr. Julius Herman B o e k e ,菜敦大學東方經 

濟學系敎授；

Mr. Lloyd B ra ithw aite ,西印度大學院社會 

研究所研究員；

Mr. Leonard B ro o m ,加里福尼蓝大學社會 

學家；

Mr. William O. Brown, 波斯敦大學非洲研 

究計劃主任；

Mr. Melvin Coaant, 大平洋及亞洲問題學 

會總幹事；

Mr .[Bingham D a i ,杜克大學社會心理學家； 

Mr. Frank D. D o r e y ,開羅美國大學研究主

任；

Mr. A. P. E lk in ,雪梨大學人類學敎授；

Mr. E. Franklin F ra z ie r ,豪威爾大學 f t 會學 

敎授；

Mr. J. S. F u rn iv ill ,麵甸政府設計顧問；

Mr. Clarence E. G l i c k ,夏威夷大學社會學 

副敎授；

Mr. Bernhard L. Hormann, 夏威夷大學副 

敎授；

Mr. Albert H. H ou ran i,牛津莫德琳學院近 

東中東現代歷史講師；

Mr. Everett C. H ughes ,芝加哥大學，社會 

學敎授；

Mr. Harold R. Isaacs ,著作家，麻省理工學 

院研究專員；

Mr. Yusuf Ismail, 印度尼西亞大學，社會

學講師；

Mr. Lewis W. Jones, 農村生活協會研究主

任；

Mr. Scnteza K a ju b i ,芝加哥大學研究生； 

Mr. Walter J. Kolarz, 英國廣擴公司中央 

研究組；

Mr. Andrew W. Lind, 夏威夷大學社會學 

敎授；

Mr. Kenneth L. Little, 愛丁堡大學社會人 

類學系主任；

Mr. Joseph D. Lohman, 翁洽華盛頓大學， 

入力資源研究所顧問；

Mr. Jitsuichi Masuoka, 費斯克大學社會學 

敎授；

Mr. YuzuruOkada, 東京大學社會學及人類

學敎授；

Mr. N, J. J. O livier, 斯泰命波希大學土人

法律及行政學敎授；

Mr. Donald Pierson, 塾 佛 蘭 西 斯 科 （Sâo 
Francisco)大學肚會學及人類學敎授；

Mr. P. Kodanda R a o ,班加羅爾文化學院；

Mr. Thomas S. Simey, 利物浦大學社會學 

敎授；

Mr. Alexander S p o e h r ,火奴魯魯比舒普博

物館館長；

Mr. Edgar T. Thompson, 多咸姆杜克大學

I t 會學敎授；

Mr. Absolom V ilakazi, 哈德福 #學院非洲

文化講邮；

Mr. Quintin A. W hyte, .南非種族關係協進

社社長；

Mr. Chester L. Hunt, 菲律賓大學社會學系

代理主任。

三0 三.會譲紀錄及若干出席人擬具的論文 

業已提供委員會參考。一九五四年七月十五曰擧 

行第十四次全體會譲時，討論事項爲"南非情勢"， 

* 次會議的摘耍報吿如下：

‘‘ ‘ 南非情勢，問 題 的 討 簿 會 係 由 Mr. 
W hyte召開。他在開始時聲稱，影響南非種



族關係各項因素，比較世界人士所想像者尤 

爲流動尤爲複雜。

"所涉及的基本因素有人口與工業兩項。 

關於這方面的資料業已列表分送會譲代表。 

南非刻在渡過力量廳大、速率奇高的工業革 

命，造成一稿潜伏不少改變的局勢。

" 非洲人目前處境中若千有意義的因素 

如 下 ：非洲人已加入技術工人的行列，他們 

從農树'地展移至都市地區（組織的可能性較 

高），他們的悄费者地位愈形重要（這一點奮 

助調整白糧人對他們的態庚），他們企業家與 

印度人競爭的人數日漸增加，尤其是在納逵 

爾一帶爲然，他們受敎育的優秀階段業已盖 

生。

" 白種人佔優勢的團體的特點有操英語 

與操南非荷語兩糖人民之分。南非'荷人的歷 

史是勝利的歷史，其輕歷與思想是不可漠視 

的。甫非荷人團體有閉關自守的趨勢。操英 

箫的團體則有不同傳統，他們受了英國曆史 

文化及 ê 由主義的影響。他們對於南非荷人 

往往採取一種消極的優越態度。但兩團體對 

於種族隔離的態度相同。在宗敎立場方面則 

有不同之處。荷蘭改革敎會對全部隔離的信 

念業已影響了國民政府。但如政府並不遵循 

敎會的各項原則，則敎會亦不一定支持政府 

的全部政策。荷蘭改革敎會正在主持壽備於 

下數月內召開各稿族敎會領袖大會，討論種 

族問題；此事頗堪注意。操英語的敎會反對 

« 族隔離，然而有人指貴他們輸入擾亂份子， 

引起不安局面。就政治而論，這雨團體對於 

種族政策並非完全對立。反對國民政府的人 

有南非荷人，亦有英國人，亦有英國人擁譲 

政府。自由黨矢言支持全民選擧。又有政力 

於政治問題方面消除種族界線的新政黨刻已 

成立。

■■關於就業問題，有…項重要的事實，就 

是技術熟練的勞工必須都市化。從鄉村至都 

市的流動迄今仍以較低級的非洲人爲大宗。 

報酬低的白種工人與非洲工人，彼此競爭曰 

漸增加。强制在就業方面货行 ifi色限制的法 

令就是在這方面的。政府方面雖然極力施行 

« 族隔離，但因工業的需耍，以致愈難寶行、

工會 iT動因稀族問題意見不一於是分裂；但 

有七十二個工會混合廉收各種各族的會員。

‘‘ 南非洲的白辅人，在社交方面，除因 

特殊的目的以外，不與其他稀族往来。

" Mr. O livier預先聲明，他是以個人資

格發言，而不代表任何 [1體 。解釋某稿情形， 

不僅必須根據事實，且須根據其他種糖考盧。 

南非的情勢是歷史演變的結果，不可不知。 

欲以一句話或一項槪念來說明這禅情形，是 

不可能的。南非各項問題因素很多，不菅全 

世界問題的縮形，故 難 以 某 一 因 素（如種族 

因素）来說明；有些生動的力量在各種不同 

的方向發展，彼此之間有交互發生作用與影 

響。耍想用一定的形容詞來描寫在多方面力 

求改變的人，這是無濟於事的。在這許多力 

量之中有受敎育的非洲人之奥起，都 市 化 、 

工業化、涵化、新階層產生，經濟方面互相依 

敏的現象，經濟機會的存在，局外壓力，非 

洲人與白種人團結觀念的發展（使方對所涉 

問題認識增加，態度亦愈堅決），共同)社會觀 

念之缺少等是。

■■尋求解決方法亦有若干不同的方向： 

維持現狀（維持白稿人與非白糖人的現狀）； 

不涉及基本衝突作有限的適應；打成一片（例 

如造具統一的選民名冊）；分別發展。打成一 

片或分別發展所可能產生的結果，尙未詳細 

研究。兩種的結果均難逆料。

‘‘ 有人認爲打成一片的政策並不可行， 

紙有分★發展是唯一可能的方向，這些相信 

這是減少衝突的唯一方法。耍打成一片，必 

須假定白稿人願意讓他們固有的政治權力遂 

漸喪失。因爲白種人的情感和思想根深《 固， 

很難想像他們願放棄政權。南非的白種人雖 

不亟欲統治他人，促必反抗其他種族團體統 

治他們的任何企圆於是分別發展遂被認爲是 

目前情勢內在衝突的唯一解決辦法。白種人 

對於填內孤立的非洲人區所採的政策，勢必 

仿效英國人以往在印度或荷蘭入在印尼不得 

不採用的政策。

‘‘ 依此計割，約有百分之十五的七地爲 

非洲人保留，是否可以 l ï -施 有 不 少 問 題 。 

這些七地目前你未充分開發，將來的生産力



量如何，必須輕過相當時間才能斷定。論赞際 

而 積 ，這一部份土地較聯合王國爲大。單憑 

百分率，無從知道經濟的可能。a 些土地大 

部份在雨量最足的地帶。但如這些區域尙不 

能維持非洲居民，南非洲的白 f®人恐須•再度 

作犧牲一次。倘絮如此，那也不是坑二遭， 

因爲他們仍在依照以往所訂的計割，購買土 

地 。

關於勞工問題，據說'德定的勞工是二 

次産業（卽各稀工業）所必需的。至於居留勞 

工是杏不如移徙勞工之赏於流動性, 則至今 

未有證據。由於非洲人目前所用耕辅方法的 

原因，移動勞工辦法乃赴他們所必需的辨法。 

他們一日願保存與土地的關係，则移動勞工 

仍蕩是容易賺錢的方法。

‘‘ 目前，非洲工人中有四分之三是從聯 

邦以外来的。因爲不願 ï f 行機械化，於是勞 

工浪数照大。如果採用分別發展計割，则可 

用機械化及 â 聯邦外输入勞工等方法，來作 

必要的調盤。

" 有人就非洲人在此計劃下合作的問題 

發出其他疑問。非洲人的合作是雷耍的，也 

是要提出要求的。白賴人果有誠意则非洲人 

一定合作。

■■至於非洲人將來的政治發展，過程將 

甚長遠，但基本的觀念是由土著MS域以自治 

的機會供絵非洲人。

" Mr. V ilak az i說 ，他不能申述全體南 

非洲人民所有的立填，紙能說明他所認爲大 

家普遍支持的一》立填。這植立填便是一致 

反對種族隔離政策* 和白植人統治。非洲人 

渴望與白稿人合作，以謀共同的福利。非洲 

人並不相信辅族隔離是爲他的利益而設的。 

依 ‘‘一九五三年公共堪所法"货際施行的所謂 

"隔離而平等"的公式，非洲人業已嘗試。這 

項法令宽公然规定不平等的設備。議會通過 

的其他措施亦未足令人樂觀。

‘‘ 非洲人不應紙採消極態度，應採積極 

態度。非歐洲人說他們願意以打成一片爲原 

則。與白辅人合作，並爲此組織起來，以非 

洲國民大會爲喉舌，發表意見。固然有一較 

小 的 團 體 （班圆國民大會）接受稿族隔離政 

策 。但這個組織主耍是由與蕩制度有利害關

係的"巫藥師"之類的人組成的。此外遺有奮 

非洲會議黨（由非洲人與有色人維成）對於白 

稿人所作的一切，無不加以抵制。

" 非洲國民大會設法採取比較合理的立 

填 。靑年的非洲人，特別是靑年同盟的會員 

(律師、醫生、新聞記者、簿記員、及其他）業已 

採取某糧策奪，藉以團結非洲人，並消除種 

族界限。他們力主以英語爲該地的"通行用 

語" (lingua franca)因此懷疑 "敎育法"主張 

敎翌本土語文，目的在阻镜陳結湿動。菲洲 

大會的頼袖確能代表人民。他們之中有許多 

人以極大代愤把子女送入學校，往往因找不 

到職業而飽嘗失意滋味。

"非洲倾袖藉多半在納塔爾出版的報紙， 

以及囘至保留區的受敎育汾子，與非洲羣衆 

保持聯絡。土著居留地點普通人民的流行歌 

曲願有政治宣傳意義，流傳至各保留區，發 

生極大作用。

‘‘ 至於 3̂̂爲非洲人的處境如何，可由通

行瞪辦法來說明。依該辦法，非洲人k 從某 

一■地區移至另 '一*地廣，必須向土著事務部領 

取特別通行證，如欲購買火琪真一類的事， 

必須倾取通行證。通行證辦法是不少磨擦的 

原因，使非洲人感覺非設法對付不可。非洲 

入正在要求立卽廢 Jfc通行識法。他們不相信 

通行證是保護他們的。試問白糧人爲何不携 

帶通行譜以資保護？

" 一般討論所處理的若干項目如下：

‘‘ 一 . 都市化與工業化的社會是否可以 

赏施糧族隔離的問題；

" 二.打成一片與分別發展雨項解決方 

法的比較；

‘‘ 三.分別發展的理想與政府目前政策 

的比較；

‘‘ 四.分別發展政策獲得非洲人合作的 

可能；

" 五 . 消極抵抗運動的效果；

‘‘ 六 . 政府壓制非洲人抵抗的措施；

‘‘ 七 . 政府士著敎育政策；

‘‘ 八 . 人口因素；



別 ;

九 . 西非發展對南非的影響；

十 . 南非的印度人；

十一.種族隔離政策中西南非洲的地

十 二 . 世界舆論對南非政策的影響； 

十 三 . ‘種族隔離 ’ 與 ‘分別發展’的分

十四.南非棟族情勢與美國種族情勢 

的比較。"

三 0 四 . 有兩件報吿書贫向會議提出，作爲 

討論的根據：一爲南非種族關係協進社主任Mr. 
Quintin A. W hyte著 ‘‘南非各項政策"及哈德福神 

學 院 講 邮 Mr. Absolom V iiakazi著"南非植族關 

係之理論與货踐"。本委昆會決定將這雨件報吿書 

複翦爲一文件發表 (A/AC.70/4)。

E. —九五五年五十一日千里违吐巴果敎區英 

國敎會宗敎會議所通過之決議案

三 0 五.千里達吐巴果敎展所通過一項決議

案全文，業由千里透主敎 The Rt. Rev. Douglas 
John W ilson送违本委員會。兹將原文轉截如次：

決議案

" 西印度千里達吐巴果敎區英國敎會宗 

敎會議，於一九五五年五月十一 0 , 由主敎 

The Rt. Rev. Douglas John Wilson 主持在 

西班牙港市正式開會。

■■獲悉南非政府違背公認的基督敎義與 

原則，採取《族隔離政策，深以爲盧。

‘‘ 盡於南非英W敎會團契不借犧牲英勇 

反對此項壓迫人民的足以傷番敎會並剝奪本 

土非洲人民爲謀福利，發展與自由所必雷的 

宗敎、敎育與政洽權利的法律的歧視猪施，因 

此特致友館與支持的表示。

‘‘ 宗敎會議各代表希望並斬求這個 t r怕 

的迫害時期不久終止，使南非各社M在天下 

一家的號召下以人類幸福、和平與繁架所不 

或缺的種族調和與合作爲目標向前邁進。"



結 論

三 0 六 . 摩於本報吿書性質特殊，委員會認 

爲提出名符其货的新結論倚非其時。

向 大 會 所 提 的 第 一 次 報 吿 書 （A/2505 and 
AdcLl)載有關於下述三點的紹論：（一）種族隔離 

政策對於聯邦各倾土內經濟及社會生活及各糧人 

民內部緊張關係的影響，（二）孤立或爭端引起聯 

邦外交關係Pfi於困離的危機，（三）種族隔離政策 

與聯合M憲章與世界人權宣言各項原則彼此間之 

矛盾。所有這些結論仍然有效。

其次，委員會 ?it二次報吿書 (A/2719)列舉用 

和平與非暴力的手段處理南非種族困難的各項一 

般與特定的提謎。委員會認爲各項提譲至今仍與 

當曰提出之時同樣有效，赏在不能說因爲時間關 

係應該有所修正。

因此，以下採用結論方式所提出的意見，其 

目的主要在供給補充資料，對委貫會認爲應由大 

會注意的若干點，增加若干細節與評譲。又因這 

些意見對上次報吿書的若于方面加以捕充，故覺 

這些意見足使任何讀者對於南非的種族情勢在這 

一年觀察以後的狀现，有一更詳盡更確切的認識。

爲求更了解這些意見起見，以下各段先把委 

員會第一，二雨次報吿書的要點貴總襄述，又把 

本報吿書的要點作一簡明叙述，以後則將本年度 

的發展加以解釋。最後則以"現在對以往提議的 

想法" 一節結束本報吿書。

一.委員會第一次及第二次報告書之要點

三 0 七 . 委員會筑一次報吿書（A/2505 and 
A n d .l) :

( a ) 將南非聯邦的地理、歷史、人口情勢、人 

種組成及政府組織向大會作一簡短叙述。委員會 

認爲這是要默這項異常複雜的種族情勢獲一正當 

認識所不可少的；

( b ) 將種族隔離的原則與計劃加以闇明；

( C ) 分祈及說明南非的稿族情勢，尤其是由 

於一個幾乎完全代表歐洲少數人民的譲會所制定 

頒行的法律所産生的情勢；

( d ) 將此項法律與憲章原則，世界人權宣言 

的條欧奥聯合國主要機構的若干董要決議案作一 

比輕，結果發現這稀法律與各項原則定全歡觸；

( e ) 爲將來提出若干彻步與試採性的建譲。

委員會筋二次報吿書 (A / 2719) :

(a) 補充上次報吿書將該國輕濟結構與發展 

加以較詳備的叙述，因爲毫無疑義，輕濟實祝是 

在某一種族情勢之中發生最直接影響的因素，也 

就是發生最充沛着個人或集 ifl情緒或憎恨，因此 

往往是最有決定性的影響的因素；

( b ) 更進一步就上述各點作一比較分析；

( c ) 叙述一年來（一九五三至五四年）南非聯 

邦實施種族隔離政策的生活情形；

( d ) 研究南# 聯邦國內各機關，各政黨或直 

接有關或特別有資格人士對種族間題所提之各稿 

解決方法；

(e) 遵照任務规定的明白請求提供經過慎重 

考盧並認爲能够"緩和情勢及促進和平解決"的建

譲。

二.這次報吿書的要點

三0 八 . 委員會這次報告書：

(a) 依以往督慣繼續分析及研究新立法與條 

例的含意；

(b) 就一九五四年八月與一九五五年七月間 

所發生的影響或反映南非洲種族情勢而有相當意 

義的事件作一有系統的叙述。

這種稿族情勢乃是三百年地方歴史傳統督慣 

與行爲，乃至在若干程度上歸咎於特殊情形（但 

永遠存在的情形）的羣衆情緒所造成的，斷難在 

十二個月內有明顯的發展；因此，委員會將報吿 

書第二編稱爲"情勢的發展"，實不無猶漆。委員 

會草擬結論的任務正是要從不可察悉或勉可察悉 

的情事中尋求若干足以預卜事態或思想新趨向的 

微蘇象徵或線索。



委員會從事工作敬謹不減，但信心已較前檢 

强。委員會以客觀的觀察者地位留駐南非聯邦， 

幾已三年之久，故能遂漸搜集範圍較廣之文件， 

採納來源不同之情報，對於南非荷裔居民一一有 

艱苦英勇史睛的前期移民及波爾人的子孫—— 所 

根據的各稀動機，有更透激的認識。

委員會擬於結論中對以上所叙述的事件與以 

後討論的其他若千事赞與不可衝量的因素加以解 

釋。雖然在起劾視之，這是令人数解的，然而委 

員會所以敢作解釋者，正因離當地相當遙遠。至 

於南非的實際情巧，複雜因素令人心驚的原始環 

境 ，以及不可預料的趙現代思想與此種種親身接 

觸 ，0 爲委員會之所願，而無此接觸實委員會之 

所惋惜。委員會自不能謂另有其他辦法可以代替 

此種接觸。但晚近發生若干危機與變遷，與南非 

多族情勢在若干方面頗有雷同之處。类員會基於 

此項認識，認爲正因從遠觀察一一在比勒能利亞 

或角省卽不能如此觀察一一反有若干優點。今曰 

世界並無嚴格屬於地方 t t 質的問題，更無純粹依 

賴地方因素的解決方法；從遠觀察，較易採取客 

觀的看法，這在情感因素發生極大作用的場所是 

往往不易辦到的。委員會相信以下各賈確已達到 

這稿客觀程度。

三.一年来事件的解釋

三 0 九 . 第一，委員會認爲自第二次報吿書 

擬成後一年來，種族隔離政策的一般方奸迄未改 

變。事實上，M r.S td jd o m 主持下的新政府， 宣 

佑充分實施種族隔離政策的意向。

第二，本報吿書第二榻第一■章說過，一年來 

制定的各項立法措施與委員會以前雨次報吿書所 

遂的各種措施相同，實與南非聯邦在憲章下所承 

允負擔的義務及世界人權宣言的若干條欽俱不相 

合 0

第三，前數年制定的若干稿歧視法律，當時 

曾經委員會加以分析，以往一年来，這些法律， 

或已發生效力，或繼績生效。委員會擬請特別注 

意本報告書所討 論 的 班 圖 人 敎 育 法 此 項 法 律 ， 

不獨含有杏定人權原則的意味—— 這一層已經養 

員會第二次報吿書論及—— 且據委員會的意見， 

其運用亦會引起其他危臉，擬請大會注意。

( a ) 敎育方面的種族隔離，可以"班圖敎育" 
一詞爲代表。這個名詞爲所有非歐洲人所厭棄， 

因爲根據他們的口號，他們所耍求的不是’‘定製 

的敎育" 而是敎育 ‘‘普及"，故 ‘‘班圆敎育"恐怕紙 

會在全體土著人民中愈養加深並傳播班圖民族主 

義及其强烈反白人的傾向。委員會相信南非國民 

政府如不惜極端推行學校隔離政策，將来恐怕會 

產生不可預料的悲慘結果，包括班圆人民反歐洲 

人的態度僵化。假如發生這稿情形，種族隔離政 

策在這一方面，同時無疑在其他方面所產生的結 

果 ，定與倡導此項政策的人所說他們希望實現的 

安定和減輕康擦等目標適得其反。3。=

( b ) 關於班圖敎育的一節業已說過，學校課 

程中，南非荷語與英文蓝列，似嫌採用過早，而 

且非常精深。 這等於要十歲下的兒童研究三種 

不同的語文（班 0 兒童都摄七種本土方言之一）， 

結果紙是使他們的頭脑和記憶負擔過重，而忽暴 

可能更有用或更有雷要的其他科目。

委員會更認爲此舉的結梁滅少英文對土人的 

影響與普遍；殊不知英文因爲普及世界，乃是極

參閱上文第二章第陸節A 。

委員會認爲班圖敎育法所計劃的敎育改 
組 ，其最後結果是切級與中級敎育的政策，並不 

依辦敎育各機■ 所編的敎程來決定，亦不由 "歐  
籍 督 學 来 決 '定，因爲他們不能時時刻到在每一 

敎室發生作用。所以此項政策是由二二 , 0 0 0 名 
敎員以敎室內的個別行動或以結社的聯合行動來 

決定的，是以，最近確定任職務員額而無疑將由優 
秀敎員中選出的班圆副督學來決定的，並由學校 
委員會書記來決定的。這些人都是受過敎育的班 
圖知識汾子，對於被征服的或逾民地化的社會與 

國家的解放方式特別敏感。

上述的民族主義正在我們前面已遂漸展開。 
我們所知的許多跡象中有一點充分指出此項現 

象。據一九五五年二月九日好望角時報的報導，巴 

蘇 托 蘭 非 洲 大 會 在 塞 魯 舉 行 全 國 大 會 （一九五 

五年一月）對於在巴蘇托戰举時被波爾自由國佔 
據的廣大地帶在蹄和以後迄未歸遺巴蘇托人一 

事 ，深以爲減，並要求歸遺。

每種情勢均各有其特徵，隨國家或時代而異； 

沒有兩種情勢相同；可是若干歷史事件記億猶新， 
不免隨時在牆海出現。例如一稿愛&33主 義 ，在本 

質上雖然不P 1 ,但在若干方面有不少相類之處， 
這種愛國主義在某一時期在沙皇統洽下波蘭敎員 

之間極其流行，尤其是因爲他們要用俄語敎學。 

這種愛國主義在哈貝斯堡皇朝統洽下捷克敎員中 

盛行，卽使他們要用德文敎學也是一樣。

參閱上文第一六五段。



其重耍的文化資産，又是加强聯繁非洲與美洲的 

鍵環；美洲在經濟與社會方面的發展原是他們所 

能美的。

第四，委員會重申以往各次報吿書的結論 

種族隔離政策的繼續施行是對南非聯邦以內民族 

生活的嚴重威脅。本報吿書所述各就會闻體對於 

所通過的法律及所施行的措施的反響紙是證货此 

項意見而已。

第五，委員會所搜集的齋料，特別是"賴族問 

題么國際反響" 一節所載的資料，又證货委員會 

的另一項意見（在另一處說明），卽種族隔離政策 

是國際關係中造成厳亂的一項嚴重因素，至少可 

說 "可能傷害一般福利與各國友善關係"的。因此 

這便成爲得依憲章第十四條由大會提出建議的一 

稿精勢。
從此項資料又可見全世界—— 尤其是有色人 

種世界一一集中注意南非洲情勢，深表不滿，甚 

至惜恨。由此往往發生偏見，甚至引起極端意見， 

最後大可成爲國際爭端的潜伏原因。

第六，雖然有第一點至第三點所說的種種， 

雖然政府負責人員屡次聲明一意維持種族隔離政 

策各項原則，並力求赞現，但種族隔離的政策，就 

可能觀察到的檢討下一年來依法實施情形而言， 

大體似仍有遂漸赏施及富於伸縮的特徵。這一點 

實亦爲委員會第一次報吿書 (a/2505 and Add.1, 
第四二三段）的觀察。事實上，逐漸赞施似乎是近 

年來的逾向。換句話說，稿族隔離計劃的赞施較 

前更爲緩慢。

一九五五年七月國會休會之時，原 IX目標幾 

與一年前同樣遙遠

參閱文件 A/2505and A d d . l ,第九O 五段 

及A / 2 7 1 9 ,第三五九段。

g»5新法律雖然繁多，但觀察者對眞正的情勢 
不應由此獲一錯誤印象。新法律 ®包括實際情形 
的極小一部分，對於全體人民的影響，非但.不完 

全 ，而且往往經過極長久的時間方才發生；m 多新 

法律在彌補以往法律的若干漏洞，或在使一部分 

因爲沒有明確的新指示來解決困難及模糊之點， 
而不能生效的法律能够適用。至於這辅困難及模 

糊之處，乃是因爲情勢複雜，非等待開始設法货 

施各項立法，立法機關無從預見的。

這種情形在基本種族分廣法，尤其顯著。設 

法廣事推行此項法令，卽使在未正式推行以前似 

不無猶豫。那使蘇菲亞敦的居民移至草填地一舉， 
自一九五五年二月九日開始已在不斷辦理之中， 

亦似乎紙是徒有表面價値的勒步試驗。如果將這 

個正在掃除中的第一個"黑色斑點"和倚待掃除或

另外尙有値得注意的一點，這便是政府顯然 

多少明白而審愼地承認說，要想頼土完全隔離， 

大抵是實際無法货現的理論目標。

委員會去年報吿書有一章的標題爲 "種族隔 

離政策下一年來的南非生活"。婆員會今日不敢 

輕易用此爲本報吿書的標題。'現在的標題應該是 

"種族隔離道上的國家一年來生活"。 是在這條 

道上前進遲緩，極端遲緩，而且諶愼和小心。依南 

非政府遂日推行較徹底的種族隔離措施的速率， 

恐怕雷要役多年然後新種族隔離政策的理論才會 

勉强接近货際情形。屆時，後起的若干世代，無 

論白種或黑稀，大抵業已改變舰流的方向了。

第七，委員會上面提到種族隔離政策頗有伸 

縮餘地一點已有充分證據。政洽® 袖聲明原則時， 

旣然如此堅定；因此，此種伸縮乃是未及預料的。 

這種情形主要在赏行傳統隔離或依法規定的歧視 

辦法時，倘若政府認爲因爲重大利益關係，應該 

例外辦理，便視作例外辦理。s**®

重新吸收的所有各種深淺不一的斑點的大小和數 

目作一比較，此項行動《I 以說是相當怯懦。

德班、開普敦兩處 1 各族混居，幾乎不可分離。 

但目前除對這雨個城市及其市郊的化宅區與工業 
區將來的人種分配計劃提出建議，對策，成互相 

衝突的初步草案而外，迄無其他發展。

至於任何多種族的大社會中，負貴機構對於 

地主、個戶，私人、家庭、工廠、作填及公司的耍求， 
異譲或特別需要，如何顧及，顧及至何程度，依 

何標準顯及，在什麼時限以內顧及；凡此種種，迄 

合尙未決定。

此外，關於應該在人口積聚金字塔的何"階 

段" 重新分配，人口團體究竟應該較大，或遇任 

何鄉村或農村有種族混居的情事, 便應該强制執 

行小规模的地方重新分配；凡此種種，仍有若干 

疑義。

爲閩明這些疑義起見內政部長 Dr. Donges 
於一九五五年三月召集負責施行該法的地方代表 

二 0 0 名 ,,舉行會議。這次會譲嚴守秘密。會譲閉 
幕以後，fAl無從知悉各種族人民邏移至種族分 IS 
應得之捕價，究竟係由國家負責抑由地方當局負 

責擔任（一九五五年三月二十六日好望角時報）。

00®—九五四年在N airob i擧行各國議員聯合 

會議以後，南非聯邦邀請不列類各自治領的若干 

議貫訪間南非聯邦。有些通常當作 ‘‘非歐洲人"看 
待的議員，忽然之間，發現聯邦各城市進髮和住 

宿的 ‘ 色‘‘服制頓然  '對他們暫時作廢。

.一九五五年一月十五日，美 國 航 容 母 艦 ‘‘中 

途號" 下檢於好望角港。全艦官佐人員三千人， 
其中有色稿人計四百名。據一九五五年一月十六



第八，委貫會又悉辅族隔離政策在饥施方面 

的猶豫，殊供注意。例如士著事務郁長雖於一九 

五五年三月二十三H聲明各主要稀族分调，卽將 

連績宣愤，但仍延不辦现 ； Holloway #員 會 就  

高等敎育執行完全的稀族隔離是否切可行一事 

所擬具的報吿書，政府遲遲不就此報吿書採取決 

定 》7; Tomlinson 會就七人保留腐社會經濟 

發展情巧幾於一年前紫已完成的且對秘族隔離政 

策十分重要的長篇報吿書，政府亦延不發表。

第九，委員會礙難不公開提出本 4̂ 不能作答 

的 間 題 ：執行的遲緩是否不過是政府方面預料國 

內或闕際發生反應於是慎重或小心從事的表示？ 

這是否在现赞上對於引◎南非國家走上目前仍蕩 

認爲可能 ï f 現的未來紐織型式所用方法發生猶懷 

的表承 ? 這是否當對於所提各項目標之合法或 

可行問題新近發起若干疑盧的表示？

上開問題，養員會均無從答覆，這 一 年 來 ， 

促進稀族隔離的行動雖未完全停頓，至少亦十分 

緩慢。養 f 4，竭誠希望這一年乃是當局改變一向 

態度，贊成聯合國所維護的各項照則的開端。

三一 0 . 但 養 認 .爲應該提及若干因素。 

據委貝會的意見，這些因 素 也 許 紫 已 影 響 似 察  

覺的嘲流，並且紫已以所述方式影響了辅族隔離 

政策 Ï1：施的速率與程度。

委昆會認爲這稀伸縮，S « 延遲，這些疑盧， 

姑且不提稀族隔離政策理論在 ï f 施方面發生所未 

可逆料的無數 ffl離，凡此種稿均可能受以下各種 

事数的影響：

•(a) 根據本報吿書正文所分析與分類的許多 

資料，委 會仍然相信，iFi如以往 ?二次報吿書

曰紐約時報稱，南 非 當 • 爲 他 們 取  

悄 不 少 ‘‘照色限制"。
一九五五年七月四日當闕防部長 Mr. F. C. 

Erasmus對新聞界發表聲明，宣佑英|潮政府與南 

非聯邦政府紫已簽訂協定，將南非倾士內英 1成1居 
留區西門斯敦 (Simonstown)的侮取基地移交南非 

政府。他當時，外之意，不菅是說商非聯邦允擔 
一些與種族隔離法律交字與意旨不相符的義務， 
乃是 f j然與正常的事。依該協定的規定，聯邦政 
府 保 證 ：

( 甲）不得限制徵暮與雇用非歐洲人；

(乙）P!等工作的酬報不得因 ;'« 色不M而有所 

差別；

(丙)非歐洲人一經徵募，其任職的保《g 應與 

歐洲人相同。

參閱上文览二章馆染節C。

(A / 2 7 1 9 ,第~̂ 七七段）業已强調說過，縱然當局 

竭力設法制Æ各紫歷用七著工人，縱然厥洲工廠 

爲样代以扑:不可缺少的班岡勞工而積極推行機械 

f t a r励，縱然對《r 在約翰尼斯優各公寓大樓的"天 

容"土著居化地點的班岡人加以理論的限制,然而 

七著工人加入 ‘‘歐洲人"工紫、商 :i 、農業及家庭服 

役的現象未見稍减。

挽句 riiya, 目前政府方面所耍求的進一步推 

行稀族隔離的趨勢，正由恰相反對的，雖然遲緩， 

但有朝性，繼 績 不 斷 而 無 挽 囘 地 向 《族合一方 

向發展的一《趨勢所抵銷。

( b ) 人力需耍梢加，# 熟谏或半熟練工人源 

源流入數目 H增的礦塔與工做3° %非歐洲人與歐 

洲人同時在都市區居住—— 凡此種植都鼓勵一糧 

打破部落制虔的趨向，與 政 方 面 對 ，固甚至欲 

於土人保留匿，寄宿舍聚居傷或農村與都市展域

— 九五四年八月四日好望角時報以下列數 

字說明種族混合的程序：

‘‘一九四七年，農请工作的歐洲人共計一四， 

四七0 名 ，土人共計七一五，0 0 0 名。一九五二 
年 ，歐洲人數減至一一，o 八八名，而土人則增至 

八 0  • 1 —■~~■名 0
‘'一九四六年，各都市區居件:的土人共許一， 

八九二，0 0 0 名，佔全部土著人口百分之二四點

一 。 一九五一年總數爲二，三二五，0 0 0 人。

'‘一九四七至四八年，聯邦製 iS 工業雇用土著 

二七九，000入。三年後， 此數滑至三六四，o 
0 0 人。

‘‘一九四八年，礦業所雇的土著礦工爲三八 

七 ，0 0 0 人，一九五三年這個總數梢至四二一， 

0 0 0 人。在同期 1^ ,礦業的歐洲勞工自一 0 , 0  
0 0 人增至六 0 , 0 0 0 人。

橘河自由州的新金鎭，處理鎮鎭的新工場， 

從聯邦豊富的煤藏製鎭石油而新設的工廠一一凡 
此種種都代表該國工業化及經濟繁榮的代價。從 

植 族 關 係 的 觀 點 來 這 個 代 慎 並 不 大 高 ，因爲過 
去一年来非歐洲人從全面繁榮獲得 I交多的S 惠； 

他們深以購買能力穩定提高爲足以自豪。

不幸，委 M會卻不能根據上述一節便斷言說， 
這種工紫繁傻，因爲逐漸提高所有各種族團體的 

生活水準，便能消除種族問題，這便是英國某觀 
察家（英國廣播公司特寫部主任MnLaurence Gil
liam) 於留南非雨個月後對記者最近發表的意見 

(一九五五年四月十五日好望角時報）。根據歷史 

經驗，狂熱情緒—— 例如爲银取獨立或平等的狂

熟  ft激動，則政治的因素往往重於經濟的
因素。



劃定的範圍内加强部落制度或重新樹立部落制度 

的努力是相反的。

( C ) 委員會在本報吿書正文中詳細研究過的 

各重要"社會"闇體的內部反應。™
這些闇體堅決反對種族隔離政策，據其有力 

的理由，此項政策與文明世界當作國內與國際行 

爲標準而接受的道義原則和人身尊嚴的尊重，互 

不相容，他們又强調此項政策货現的機會不多。

關於這一點，委員會擬提及若干譲員的聲明， 

以及敎會與若干科學機關的態度。

( d ) 國際舆論的道義力量。委員會深信聯邦 

政府對於大會每年—— 尤其是以去年一屆會更較 

以前爲最—— 以三分二以上的多數聲明此項種族 

政策違背憲章原則並建謙聯邦政府董新考盧這 

項重要的事货，勢必業已加以認眞及諶慎的考慮。

南非聯邦政府亦必認識委員會報吿書ais所述 

世界舆論董大表示的道義力量。也必認識其他委

員會尙未提及但必爲南非政府所知悉的舆論 ------
世界各大期列凡討論南非種族關係聚張情勢的對 

於種族隔離政策的判斷多數意見一政的舆論。

(e) 委員會第一次報吿書提及與上述各點有 

密切關係的另一事货是在這個交通廣而且速的時 

代 ，無法阻 i t 南非聯邦受歧視的各民族團體"沾 

染"一《思想，希望獲得更良好、更人道與更平等 

的一種生活，充分举受其他各國億寓人民所享受 

的政治、社會、經濟與文化權利。這些人民包括億 

萬的非洲裔人民，由此益可證明筋色不同決不能 

阻 ib南非的非歐洲人享受由法律或翌俗保障其他 

人民享受的權利。

認識國際生活若干基本事货的非歐洲人日漸 

增 加 ：例如他們現在知道，在五大洲中沒有另一 

國家把種族隔離作爲一稱絕對不變的永久原則或 

所謂 神 塾 權 利 的 原 則 来 行的 。世上沒有另一國 

家境內，有少數民族團 i® 如此努力設法解決他們 

自己一手造成的稿族素亂情形，以求對己有利的。

上唯有南非洲政府 0 信能够須利完成如此魔大 

的試驗，引用班圆宣敎士與新聞記者常用的比險 ,

卽是 ‘'要件禮過的蛋仍然黄白分明"。不列願國協 

集團中紙有南非不接受全民選舉的原則，甚至就 

速在遙遠的將来遂莎-求其 ÏT現亦所不願。南非是 

非洲各國中，土著人民沒有本身代表參加立法或 

諮詢機關的一國。世上唯有南非一國，由少數人 

民決心爲本身保留若干類職業之故，於是以立法 

手段竭力徘斥七人。

但是同時—— 這是在天平另一端的現象——  
所有南非人民無論是歐洲人成非歐洲入，對於林 

坡 坡 河 （Limpopo)以 北 黑 人 的 和 勝 利 與 進 步 ， 

都不勝 fg異 ，這稿進梦有人威覺遺爐，亦有人咸 

覺鼓舞，各視情形而異。

如 此 一 類 的 擇 錄 以再引許多。班圖世界 

(約翰尼斯堡版）每期都有專欄，名爲"/̂ 2尺天涯" 
事門報導此類消息。

南非聯邦的非歐洲人頗爲美洲的一般情形所 

願倒，這是値得注意的。他們對於美國最近货行 

取消辅族隔離的試驗備極往意。隨意翻閱班圆報 

章 便 證 明 這 一 點 。南#黑人對海外非裔同胞令 

人驚異的進步引爲榮幸；對於他們的經濟進步，

™ 參閱上文第二章。

011參閱上文第二章，特別是览査節 B , 第棚 

及第跃節。

312決議案八二 0 ( 九）。

參閱上文第二章第拾查節。

a"南非荷語及英語日報、班都，印度及開普市 
有色人種的週報及月刊，幾乎都載有如下短凯， 

這些消息乃是隨意擇錄的：

"一九五五年一月十五日査坦 (Chatham, 
加拿大安大里奥省）：nlî日髮館主人雨名因膚 

色拒絕招待黑人三名及加籍中國少女而各罰 

鎮十五镑。"
‘ ‘西爾堡 (Fort S ill, 美國與克拉荷思州 ) : 

美國奥克拉荷堪州Fort S i l l某一學校可能爲 

昨曰州議會通過法案以後第一所黑人與白人 
子女兼收的學校。"

‘‘ 一九五五年四月三十日利奧坡德維  
(Leopoldville, 比屬剛果）：比屬剛果土人現 

在已能在商店購買含醇的飮料，並可在歐洲 

人所開設的參宰購飮。"
" 比屬剛果總督 M. Leo P e tillon上週 

頒發命令，推予改變。以往除啤酒外，土人 

不准購買任何醇酒。"
‘‘ 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日諾丁漢（Not- 

dngham ,英國）: 代表牙買加參加諾丁澳（英 - 
m ) 皇家農業展资W際乳牛評判比養的四名 

牙買加靑年農人榮獲靑年農會年賽獎。他們 
擔 任 評 剑 的 乳 他 們 本 國 所 無 的 Ayrshires 
及 Shorthorns 種 。"

" 薩利斯伯利（Salisbury, 南羅輔西亞） 

Id : Mr. M.M. H ove已被任命爲羅歸西亞及 

尼亞:薩蘭大學董事C M r. Hove是馬搭貝勒蘭 
(Matabdeknd)聯邦議院的特選非籍譲員。"



社會方面的不斷光榮勝利和卓著的文化成就都感 

覺騎矜。他們希望和海外的同胞有更密切的聯繁， 

而英語是不可缺少的首要聯盤。

Selby Bangani Ngcobo, M. A . , B. Econ 爲 

受了有敎育的南非土人；他說，班 0 愛國志士對 

美國黑人的進步管加密切注意，認爲這是非洲種 

人民能在较短時期內達到最高程度文化的證據。 

(南 非 民 族 世 界 民 族 侧 影 "叢書，摩納哥 Rocher 
出版，第六十九真）。

按委員會的意見，這種情勢…一時代的情緒 

和世界思想的巨流透過了關閉得最嚴的邊界，同 

時南非的非歐洲人已認識在非洲其他倾土及其他 

各洲，至少在原則上允許全體人類，不分種族， 

一體享受的機會、進炎與權利，卻不容他們染指 

—— 道種情勢會在將来引起不幸的影響。這轉情 

勢的結果會激動潜伏的不安情緒，引起痛苦與煩 

惱的比較；總之，結果會梢加《族間的緊張情緒 

而已。

四.目前對於以往建議的想法

(a) 種族間的接觸及聯合國

三  . 委員會認爲少數白種人與多數班圖

人之間的關係所引起的务項問題，其解決的方向， 

必須多從種族間的接觸以及由具有誠意的Ü 植人 

與非白《 人擧行會談及圓桌會議等入手。

委員會近来日益深信這些各政府間或各種族 

圓體間的接觸，應在聯合國的適當成最高級代表 

(大會主席或副主席、安全理事會主席、經濟暨社 

會理事會主席，託管理事會主席，秘書長或上述 

高級人員的合格代表）之前擧行，以便聯合國褒 

章及世界人權宣言的原則能於討論與計割解決之 

時得以切货發揮。

聯合國今日正在運用力量 —— 有時不免困 

難 ，甚至辛苦異常，但有效力一一設法使互相衝突 

各國停 Jfc衡突，謀求調協P 希望將來有一 H將聯 

合國的這糖力量視爲促進解決 "威 f /性的稀族衝 

突或惡化的殖民爭端" 所 不 或 缺 的 力 M (A/ 
2719 ,第三五五段）。

(b) 聯合辆技術協助

三一二 . 委員會获思庚促購大食注意m 二次 

報吿書 (A/2719 ,第三八四段）的"tit三點建議 , 聯 

合國的可能協助",那聯!> 國應向南非聯邦提譲合 

作 ，供給聯合國及各:#門機關所能貢獻的智識及

物質的資源，作爲專門技術協助，藉以促進國際 

研究與接觸，而便在南非聯邦依照憲章與世界人 

權宣言的精神實行有利於解決種族關係緊張情勢 

的各項經 '濟與社會措施。

委員會上次報吿書，作此建織，相 當 明 白 ， 

但同時亦頗小心謹慎。此項建議倘能在大會提出 

討論，則殊B 可以慶幸。

委員會深知此項建議可能出人意料。經濟費 

社會理事會與大會爲技術協助所擬的條例中規定 

每一協助方案，必先由有關會員國特別申請。這 

些條例，雖然在大多數情形之下，是明智的，便 

仍然是聯合國本身所訂。因此，如果聯合國願意， 

自可斯酌情形或特殊需要加以修正或變動或准許 

例外辦理。

聯合阔遇有某一會員國陷於國內安定及與國 

外社團友善溯係均受威脅無法繼續維持的困難 

時 ，毫無理由不決定由聯合國自行準備提出協助。

南非聯邦當然絕對不能與聯合國目前解釋技 

術協助的有限意義所指的一個發展落後國家相提 

並論。南非聯邦這個國家，天然資源以及領導少 

數的企業精神，足以保證輕濟繁榮日盤增進。但 

就聯邦政府對於國家生命不可缺少及棒成社會體 

制一部份的多數士著居民的關係而言，則聯邦當 

简所遭遇的社會問題如此廳大深遠，於是國際社 

會依據各國人民訂於憲章的團結原則供絵趙然性 

賞的協助，毫無疑問，是有现由的。

委M會並非不知此類協助方案，卽使獲得各 

方 M S , 甚難望由南非聯邦政府，立卽接受。但 

此項協助，就一般方斜言，將由聯合國的暮家壽 

割；又保，泣 此 助 隨 時 以 供 給 凡 願 意 接 受 的  

任何聯邦政府 : MiiÿfT灯此協助" 繁 條 —— 凡 

此稀树，對 於 非 情 势 的 發 诚 ， (Ê【i使 

爲期共遠）影響。

由聯At调iirifi韓旋並设出 ia树 f；&助 ，顯然有 

不少優點：m — ，所有各 y/無 不 H漸 相 無論 

a 何國内 II!]題，都雖免有W除糸涉和影響。換句 

話說，任何國內問題，都與世人爲促進和平與社 

會進步-的國際機構有關係。南非問題是屬於，涉 

國際關係最顯著的一類問題；這也是各方遂漸體 

會到的。

其次，自從四國會譲以後，國際局勢和緩與 

合作的空氣業已散怖全世界，尤其目前在日內Æ



(在委員會開會的時候）特別可以咸覺到，故所有 

政府及國際機關必須竭盡所能，多用想像，以求 

所有爭端均獲解決。

據我們看，南非聯邦政府，對於全人類出於 

誠意促進憲章和世界人權宣言各原則而提出的呼 

鎌 , 以及毫無利害關係的懷慨協助，不能永遠充 

耳不聞。

S15我們認爲允宜舉出若干特殊货例，證明如 
何能够迅速供給國瞭合作，使其發揮作用。第一 

例是高等敎育及行政、法律、財政、科學、技術及其 
他方面的訓練。我們提出的這個問題;’實際超過 

南非聯邦的範圍，影響所及，達到所有各國的聯 
合國技術協助工作。

委員會眞正相信，有兩種敎育落後民衆的方 

法應該同時循平行的方奸實施以便提高生活水 
準 ：第一，民衆應該敎以讀寫，換句話說，應該 

使他們有與他人交換意見與獲取知識的工具；其 
次 ，對於凡能克服困難而達到某種敎育程度表， 
均應從速供給必需的利便，使他們能在精神、技 

術、科學、法律與政洽方面成爲其他公民的倾袖。

本報吿書有一節（第二章，第陸節，C) 簡括 

叙述南非各大學高等敎育方面的困難，以及介紹、 
限制、推廣及圓釋隔離（segregation)與種族隔離 

(a p arth e id )兩'詞所引起的許多嚴重問題， 委員 

會認爲這是需要更進一步研究的事項，又認爲聯 
合國懷慨提出的技術協助，倘獲對方本着相同的 

精神接受，可能產生極佳的結果。委員會舉這一 

掘例，乃是因爲這是具體情形，可以引起行動， 

圍雖然狹小，影響則極遠大，又因爲我們感覺 
這個問趣必然發生，而且應該連同很多國家技術 

協助的優先次序一併予以考盧。人類行爲的這些 
心理基本因素在各處日見更有決定的力量，但在 

這許多國家顯然尙未充分注意，至少倚未引起聯 
合國方面任何大规模的行動。

.南非聯邦的班M , 開普的許多有色人及印度 
人口全都願意受敎育，但 如 H olloway報吿書所 

說 ，却因經濟關係，未有充分機會進入大學或其 
他高等學府。在此情形下，南非大可利用本委員 

會心目中所計擬的一類協助。

目前技術協助，往往以小规模獎學金的辦法 
資助靑年公務員深造。此項辦法，雖然有用，但 
效率不高，結果緩慢，爲求行動有效與迅速起見， 

似須設法擬訂更爲積極的方法，例如舉辦特植國 
際班以便對預先遲選的"人才核心"，按其個別適 

應能力，施以行政、法律，科學及技術等科自的高 
級加聚訓練。 目前必須組織的，正是此棟專設的 

高雜訓練。

脫蘭斯冗爾報一九五五年七月五日社論題爲 
'‘如每日食糧一樣需要"益引錄於下。這篇社論提 
出了聯合國技術協助定能協助解決的另一間題C 
舉例來說，斯德命波希及比勒能利亞《大學，獲

(c) 技術協助及人權

三一三 . 最後，本年有一新發展，使聯合國 

有向南非聯邦供給這糧協助理由—— 假如確有 

提出理由的雷耍。聯合國的另一委員會，卽入權 

委員會 (一個政府間的組織)—— 通過一項意義重 

大的決議案，意義極有膽量，措辭同樣有力，目 

的在普遍實施聯合國技術協助的原則以求促進人 

權；本委員會獲悉之條，深感欣慰。我們去年的 

報吿書業已在任務规定範圍以內擬 SÎ相同的原 

則。人權委員會通過此項決議案，業已爲聯合國 

展開一稿提倡人權的新行動範圍。在此方面，將 

来可有無限的發展。但其效力是杏能充分發揮 ♦ 
須蔵聯合國是否願意採取實際步驟而定。

去年本委員會報告書所作的建議，與人權委 

員會的決議案如此顯然相合，使我們感覺應將經 

濟暨脑會理事會於第二十眉會所通過的該決議案 

原文（決議案五八六（二 0 ) ) 的耍點，速同上次報

有協助計劃的協助，定能設立國際關係講座，尤 
其是設立植族間關係問題講座，卽如英國情形一 

般。這篇社論如次：

‘‘ 南非荷人雷要世界人民的知識，正如 
需要每日食糧一樣迫切，不僅擔任高級及負 

責職務的南非荷人爲然。就連全體南非荷人 
也是如此。如果南非荷人社會的其他汾子並 

不知道世界其他各地發生的情形，縱然內閣 
總 理 Mr. J. G. S trijdom 時常吿訴我們說， 

現代絕無孤立的可能，也是無濟於事的C 
" 因此，國際關係的研究乃是每一個普 

通的南非荷人所迫切需耍的……
" 因此，我國各大學必須設立國際關係 

講座。海外各重要大學均設有此糧講座，但 

聯邦本身迄今幾乎侍無任何設施。學生從歷 
史課程熟習過去，固然甚佳，但學生對現時 
代文獻能够利用，亦屬同樣必要。各大學訓 

練南非荷蘭靑年投身社會的成績，値得我們 
感謝。但各大學迄無設施協助靑年人去認識 
今世政治潮流，龙令人感覺乾異，那一個南 

非大學情願先行倡導呢？"
委員會第一次報吿書促請注意各土著保留匿 

已達驚人程度的過度政牧及天然侵飯的嚴重問 
題 。不論目前植族隔離政策是否繼績赏行，抑或 
在將來遲早要產生其他趨勢，主耍的問題仍然根 
本 不 變 ：如何扮加瘦，土地的生産能力。這一部 

份土地旣然多在雨量充足的地帶，因此，祖需有 
系統地不斷施用現代方法，便能維持更多的人口。 

這便是能由聯合國與各專門機關的技術協助慧同 
解決一項與聯邦稀族問題有極密切關係的嚴重問 
題的第三個部門。



吿書截有本養員會以往提出但目前對南非聯邦倚 

可適用的各點建議的一段（A / 2 7 1 9 ,第三八四段） 

一併重錄如下：

" 人權方面之諮詢事務

經'濟養社會理事會

建譲大會通過下述決議草案 :

大會

認爲根據聯合國憲章第五十五條及第 

五十六條，聯合國會M國業已承擔促進全體 

人類之人權及基本自由之普遍尊重與遵守， 

不分種族、性別V语言或宗敎，

■■承認藉國際合作賞行國際間交換技術 

知識之技術協助，爲可能促進憲章及世界人 

權宣言辦載聯合國人權宗旨之方法之一，

" 査悉大會決譲案七三 0 ( 八），會授權 

秘書長於任何會員國請求時，提供現行技術 

協助方案範圍以外之其他服務，以協助該會 

員國政府在其境內根除歧視，或保護少數民 

族或兼謀二者賞現……

" 一 . 莊決定將大會業已核定之技術協  

助 方 案 （關於促進及保障婦女權利，根除歧 

視及保護少數民族，以及促進新聞自由各方 

面）與本決議案提議之人權方面廣泛協助方 

案合併，全 部 方案定名爲 ‘人權方面諮詢事 

務’；

" 二 . 授 權 秘 書 長 ：

" ( a ) 秉承經濟餐社會理事會之指示， 

於各國政府請求時，酌量會同專門機關在與 

各該機關現行工作不相重複之條件下，提供 

人權方面下列方式之協助：

( i ) 專家之諮詢；

(Ü )研究金及獎學金；

( iü )研究班；

" ( b ) 編製聯合國槪算時，顧及本決議 

案核定之方案。"

" 建議 III. 聯合國方面可能之協助

‘‘ 三八四. 大會如果認爲以上撮述的方 

案 ，能够全部成局部作爲與南非聯邦政府未

来合作的暫定根據，則委員會建議大會不妨

向南非聯邦政府提議由該政府邀請對於經濟 

征會發展的設計，特別是對種族混雜》會的 

這方面工作，富有經驗的技術專家成立專家 

委員會，負責擬訂聯合國及各事門機關所能 

供給的協助方式。對有許多人不免譜爲上述 

提議無疑奥國際工作通常表現的儒怯或愼重 

態度大不相符。但請注意愼重的態度雖然未 

可厚非，懦怯的態度則不足爲訓。同時不悪 

忘却聯合國前於若干國家受到國際爭端所造 

成的惡果以後，曾採取與此相類似的大规模 

善後復與的行動。然則爲防 Jfc爭端爆發而須 

採取同樣行動時何以猶摩不前？國際社會在 

南非聯邦確已面臨後一類的情勢。"

現在希望業經經濟暨就會理事會核定的人權 

委員會決議案能獲大會通過，而且不僅是一種誠 

. 的希望，不紙是用意良善—— 但毫無作用——  
的意願而已。

我們認爲此項決譲案似可適用於南非聯邦。 

因此，我們認爲責任所在，不得不再虔聲明，聯 

合國不僅能够，並且應該利用這種採取行動的機 

會 。我們所作的提議與人權養員會所通過的決議 

案 ，其間的唯一分別如下：我們建議由聯合國提 

出技術協助；該決議案則规定由有關政府申請協 

助。我們業已指出聯合國消除本組織本身糖序所 

造成的小困難的原因安在以及方法爲何。

無論如何，我們堅信,聯合國倫若採納我們 

建譲所載的原則，倘若決斷從事依照人權委員會 

及經濟暨社會理事會所建議的行動方斜，倘若服 

從理智，愼重行動，事前先作各種研究，然後決 

定辦理此種新的技術協助工作，則聯合國在它所 

負的最崇高的貴任方面展開了已往未經採試的新 

活動途徑；這項決定便是履行憲章委託聯合國的 

最神墨任務之一，卽處理種族關係緊張的問題並 

尋求與世界人權宣言保障人格尊嚴的崇高宗旨相 

符的和平解決辦法。

伍.南非聯邦及國際團結

三一四 . 我們對南非洲人的問題研究愈深， 

愈覺該國的情勢，從歷史與社會的觀點來看，是 

獨一無二的。



這稿情勢可以總括說是像沒有母國的殖民 

地 ，因此與多數有殖民地的國家的精勢不同。後 

者的少數白《人聯想到母國時，往柱自覺屬於多 

數 ，而且勢力强盛。白稿人聯想到與母國的團結 

關係卽有一《 安全感覺，使他們能應付事態的演 

變 ，不如少數人對茫茫前送懷抱莫名的恐懼。

這仍奮是南非洲在 Botha, Hertzog及 Smuts 
所領翦各任政府下的英W 及蘇格蘭人的情形，一 

九四八年國民政府振權以後仍傷如此，當然襄有 

出入。南非聯邦加入不列顕闕協使他們更有信心 

和安全感。倘若南非的Æi勢恶化至無■捕救的地 

步 ，他們威覺到•以退囘到在情威上有極强的聯 

策的視國，因而以此自 ®。

然而南非狗人不然。他們在少數白人之間乃 

是目前握權的多數；他們感，S 與遙遠的組國並無 

連繁，他們要應付人數H附的多數黑人和有色種 

人。這無疑地至少說明了南非聯邦® 袖 r»)部的若 

干反應。

委員會認爲 Î3辅 孤 立 的 狀 態 （委 K 會非但了 

解，而且知道，S 是對少數 t l 入一稀極重的壓力， 

往往使他們不腺资KT欲 採 取 大 懷 疑 的 態度 , 藉  

以逃避）现應促使商非聯邦設法带取聯合國欲於 

會貫國間造成的W結精神。這裹所指的當然不是 

糧族的圓钻，而是超乎由歷突、地现、傳統及生理 

形狀在人與人之間造成的關係的。找 ff5所指的是 

依照一般接受的股則共M努力 f f 現正義與社會進 

步的B1結。這植團結是遂日愈見親密，愈見迫切，

愈見有效。這稿闇結，南非聯邦，如果願意自可 

镜極參加，且可從此遂漸取得極大的利益。又因 

團結的赞際力量與道義權威，這基南非少數白人 

這一類的少數人民恐懼—— 不論他們的恐懼是咨 

有根據一一將來所受威脅的最大保障。

這的確是將來解決問題的根據，所謂解 決 ， 

不是•替若干受威齊的敏威民族尊嚴滿足其虛榮及 

危臉的願望，而赴我們認爲唯一能够使類如攀行 

殖民課判中的稿族爭端有和平成功希望的解決辦 

法。

因此，我們號擎希望南非聯邦重新考盧它對 

聯合闕所採取的政策，並於可能合作的範圍內， 

儘量在各方面與本組織密切、廣泛合作，尤其希 

望南非能一秉圃結的精神，接受聯合國處现聯邦 

各項問題所能提供各稿方式的協助。

股蘭冗斯爾報一向視爲南非孤立主義的堡  

靈。閱讀該報最近幾期，使我們的上述希望提高 

不少。本委員會認爲結束本報吿書最適宜的話， 

莫如該報社論所說的幾句話：

" 以往形成南非洲荷蘭社會最有力的因

素 ，將來可能是政命的因素。這因素便是孤

立主義。’，316

本委員會竭誠贊同這個意見。

316
股蘭斯无爾報，一九五五年七月五日



附 件

附件査

紀事表

一九五 ®年八月二日 ...........................  土著事務部發出關於敎會學梭移交之通知書

一九五四年九月二十九日 .. ............... 土著事務部長發表關於博克斯堡工業發展的聲明

一九五四年十月二十一日 ...................  Dr. M a la n向好望角将國民黨大會發表吿別別詞

一九五四年十月 ...................................  Tomlinson委員會調査各七人保留廣輕濟與社會發展狀31
向總督提出報吿書

一九五H年十月十六日 .......................  聯合黨大會在花银城（Bloemfontein) 開幕

—九五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  七著初級學校低級各班的新課程在比勒 IÏE利亞出版

—九五四年十二月二日  ...................... Strijdom政府成立

一九五五年… 月八日 ................... ....  Mr. Eiselen發表關於遷移西省土人政策的聲明

—•九五五年■~•月二十一 日....................  國會開幕

一九五五年一月   ............................. 南非《族問題研究所在斯德命波希召開年會

一九五五年一 ; 3 ...................................  南非辅族■係協進社在開普敦舉行年會

一九五五年二月二日 ...........................  南非聯邦各，大學對非歐洲人分別施敎 lit]題調査團向衆議院

提出報吿書

一九五五年二月九日 ...........................  第一次從蘇非亞敦市遷移至草填地

一九五五:¥^四月一日    ........ .... 國家接管班圆學校

―，九五五年四月二十一日 ...................  股 蘭 斯 開 土 衆 議 院 （Bunga) 定後受班圖政府法令的原

則

一九五五年五Æ四日 ...........................  脑爾僵 (Fort Hare)大學（七著高級敎育機關）關閉

一九五五年六 il 二十三日 ................... 譲會閉幕

—九 五 五 六 月 二 十 五 日 /二十六日… 約翰尼斯優克列普市人民大會 

九 五 五 七 日 … 赫 爾 大 學 重 開



附件式

總理Dr. D. F. M a la n致 Reverend John P ie rsm a函及南非種族關係協進社爲答覆總理

致 Reverend John P ie rsm a函事致總理函

美利堅合衆國Grand Rapids市 Rev. John H. 
Piersm a於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十五日函南非聯邦 

總理 Dr.D. F .M a la n ,要一件能够用以‘‘使美國

民 衆 相 信 的 ‘‘關於稿族隔離政策的坦白說明。" 
Dr. M alan於一九五四年二月十二日答覆，而南 

非植族關係協進社又於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一日 

答覆總理。芬將兩函附錄於後。

A . 總 理 Dr. D. F. Malan於一九五四年二月十二 

日致美國密西根州Grand Rapids市 Oakdale 
P a rk某督敎改革派敎會Rev. John H. Piers
ma 函

接十二月千五日大画，囑對辯論已久及誤解 

頗深的南非政府種族隔離政策發表聲明，誠足令 

人威營。這個世界原非盡美盡善，然而有人以爲 

有粮用盡美盡善的標準來評論他人，而對數百年 

來某些問題發生的情 ?îi事前毫無認識。在此種世 

界中芬觉有人作此請，ÏÏ屬不可多得。

首先必須認識植族隔離 1 分隔、離間成區別 

—— 無論用何名稱來指南非傳統的種族政策一一 

這原 »荷蘭人於一六五二年初次在角有殖民以來 

的南非固有傳統，且至今仍爲各大政黨的大多數 

南非白稍人所支持。

南非白植人根深抵固的膚色觀念—— 此項現 

象殊非不知內情者所能了解—— 是由黑白雨族的 

基本诞別而起。获有雨辅無可調和的生活方式， 

野蠻與文明的分別，異敎與基督敎的對立，一方 

人口衆多佔絕大優勢，而另一方則數目稀小無法 

抗衡，而膚色各異乃是這稿棟不同因素的 fi：體表 

示而已。這是自始以來的情形，現在大致仍然如 

此。種族區別今日仍與三百年前一樣顯著。非洲 

白人圓有的力求自保的意識如此之强，殊無足怪。 

許多年来，非洲白人一直保持他的特殊個性，現 

在仍然不願放棄。

歐洲殖民的人數自始便遠不及土人人數；假 

如歐洲人受不化同化的壓力，蜜無疑義，他們早 

就爲黑色異敎社會淹沒殆盡，好像全體毁減地一 

樣。爲了需耍，他們不得不武裝起來，保護本身

免受日签增加的威脅。因此，除了在本身周園加 

一重不可突破的胃平—— 稀族純潔與自保的青甲 

—— 以外試問還有較佳的方法否？

Lord B alfour在某一次重要的塌合說過："在 

南非，有一個白色的隣家已在一黑色大洲上樹立 

起來 ，在入類歷史上可謂從無前例"。他大可捕充 

說一句，南非的種族歷史上，沒有消減稿族黑白 

雜婚，黑白同化的情事，祖有宣揚與货行基督敎 

義 ，同時保持種族本位與互相尊重，這也是史無 

前例的。

這就是種族隔離的根據。但讓我指出此項信 

念 的 比 較 積 極 的 另 方 面 。

在找們開明時代所货施的稀族隔離政策，主 

要遺是一項積極和非壓迫性的政策，其出發點是 

南非荷人所謝爲的一項神聖任務與特權—— 感化 

異敎徒成爲某督敎徒，而不致犧牲民族本位。旣 

承首先以基督敎徒及敎會人士見稱，請容本人先 

將荷蘭改車敎會的觀點一一其他南非荷蘭敎會大 

致同意的觀點—— 摘要提出以供參考。

荷蘭改革敎會原爲南非最大之敎會，其敎義 

大致爲貴基督改革敎會所同意。數月前，荷蘭改 

革敎會宣敎會議召開各宗各派聯合大會，代表荷 

蘭改革敎會傾袖鄭董發表一項聲明。聲明所宣怖 

的各項原則可以相當反映南非荷蘭敎會自成立以 

来處理南非複雜的多族間題所採取的立場，本人 

擬顧到各敎會的歷史营景，把這些原則摘要列擧 

如 下 ：

一 . 傳敎工作自始卽視爲白稿殖民對異敎人 

民的基督敎義務，始終在南非進行。其後才訂有 

网家及已成的敎會所採種族政策的原則。

二 . 本敎會相信上帝本着 J» 邊智慧的意旨是 

要最先移殖於黑色非洲的白種男女乃是宗敎心最 

深的人，滿有要把福昔傳給非洲異敎民族的眞攀 

熟誠。這些南非先民燃起火炬，三世紀来傳至這 

片大陸的最遙遠的角落，至今仍然照耀赤道以南 

的大部汾非白《人。



三.本敎會旣越威化異敎爲向文明邁進的第 

一步 ，故已準傭接受且實摩業已實行使異敎徒成 

爲基督敎徒的種種必要措施。許多年來敎會不僅 

在全境各處以及疆界以外致力於設立傳敎團體， 

而且爲行將 a 速達到完全自治階段的非白稿人的 

種族分別設立敎會。

m . 初開始時，敎會用文明的利霖爲吸引異 

敎徒的工具，但在今日歐洲人監導權的傳統觀念 

業已採取全力促進並資助非白種人社會、敎育及 

經濟發展的方式。敎會一方面相信"自助者必得 

天助" 的眞理，因此鼓勵非厥洲人本身努力推進 

這種提高地位與開化社會的普遍運動，而同時一 

向主張各黑色種族有保持其民族本位的權利與義 

務 。基督敎不應剝奪非白種人的語言與文化，基 

督敎的作用在深深浸透非白稿人的民族思想，但 

同時仍鼓勵非白種人保留並改進那些與基督敎義 

不衝突的民族習慣和傳統。

五.南非荷人對白黑糧族平等的傳統恐懼是 

因反對黑白雜婚而生。南非荷人一向堅定相信， 

如欲忠於 ;"f異敎人民宣揚基督敎的首要任務，必 

須保存種族本位完盤。因此敎會完全反對黑 f t通 

婚 ,並決心抵抗凡足以利便黑白通雍的一切情事。 

同時敎會並不客惜非白糧人取得與其最高希望相 

稱的紙會地位。敎會對於不顧白人與黑人在日常 

活上的種族與膚色區別的社會平等，旣然反對， 

因欺準，備盡其所能，實行社會與文化方面的隔離 

使 南 均 受 签 惠 。

i k * 但敎會的責任亦有其限度。偷若希望敎 

會爲南非人民宣怖一項種族政策，這乃是一種錯 

誤。敎會不能訂明各種族或各種族團體之間從政 

治角度應有何種關係。敎會固然要維護眞理，保 

護被壓迫者，保持一國良心的淸白及謎斥罪惡的 

行爲，但其責任則 Jfc於此。飢撒大帝的東西，應 

該歸給飢撒大帝。

七 . 里經業經公器乃是上帝之言。荷蘭改革 

敎會承認聖經的權威，視爲人類一切政治、社會、 

文化與宗敎活動的规範。敎會承認國家是神靈的 

組織，有調節入民生活與行爲的基本權利。

從種族隔離政策在歷史與精神方面的根據淡 

到南非政府目前日常在政洽方面的應用，讓我提 

醒閣下，政府紙辦可辦的事。因此，如果不顧賞 

際情9 E ,不顧數世紀以來容許這種實際情ea發展 

的情形，還空抽象批評糖族隔離政策，這是毫無 

意義的。本人《r 以强調聲明，假如專顧黑人的權 

利 ，便與專顧白人的權利同樣地不道德。

本人必須請閣下認識南非白種人不是動機卑 

鄙沒有人性的反動者，亦非&目不知切身問題重 

耍姓的愚人。他們是<正常的人。他們的國秦頗小， 

正在應付世上最棘手的問題之一。千千萬萬的半 

野蠻黑人，正 在 仰 賴 他 倾 導 ，主持公道及指示 

基督敎的生活方式。

目前正在從事異常寵大的試驗；並不是減絕 

的流血事件充斥的試驗，亦不是爲同化所沾染的 

試驗，乃是基於合理的展別的信念而且承認基本 

人權及責任的一種試驗。然而人權與責任祖能由 

那些認識其意義的人行使。正是在這一方面，因 

爲本國政府應付你在原始狀態中的非白稿人口， 

於是目前有重大的敎育問題亟待解決。爲利便閣 

下了解我們對這個問題如何認眞注意起見，讓本 

人露述國民黨政府在五年前掌權以來的進展。

一九四七至一九 ®八年度政府對非白種人的 

敎育經費爲三，六六五，六 0 0 鏡 ，但至一九五三 

至一九五四年度，此項經雙增至八，一九 0 , 0 0  
0 鎭左右。今日班圆兒童幾有八 0 0 , 0 0 0 人 

免費就學，遺有不少入技術與工業學梭；目前在 

务大學、醫院及各訓練所引受訓練將来從業醫師、 

護士、警察、書記、指導員、工 i s與建築工人的人數 

日有增加。

每年用於敎育南非的非白種人的輕费，總共 

約達一四，0 0 0 , 0 0 0 美元，其中一大部说由 

南非白種納税人負擔。據 計 算 每 名 歐 洲 納 税 人  

"負偉" 非白稿人四名以上，以便他們能享敎育、 

醫院、居所等等主要的服務。

除敎育而外，政府方面在班圖保留區—— 在 

許多精形下，乃是這個比較貧察的國土最富庶的 

地段—— 亦主辦了不少物質建設工作。在上一會 

計年度中，政府替爲改良各保留區撥钦三，五 0  
0 , 0 0 0 鏡 。由於黑人的愚昧，土地輕年侵飯 , 
損失奇重，但迄今已有二0 0 , 0 0 0 英献的荒地 

恢復懇殖，業已造成蓄水壞一，0 0 0 個，業 B 讀 

成水孔二，0 0 0 孔，業已樹立圉棚七，七 0 0 英 

里。業已築成道路一 0 , 0 0 0 英里所有這些區 

域 ，灌鮮計劃已在宜行，當局不遺餘力敎導原始 

人民學翌基本的健全農業方法，並用摄種公牛（已 

有二，0 0 0 頭）改良畜種。

在民生方面，計割甚至更爲魔大。班圖人與 

白稿人同樣都能享受殘廢律貼與養老金。去年供 

班 H 人倾的養老金數額幾達二百萬镑，且有不少 

公共機關爲非É1植人服務代爲設法滿足他殘廢  

的需耍。



非白稿人的 ffi宅問題是本國工業發展突飛猛 

進之下須由各機關應付的最迫切及最複雜的問 

題。本國政府業已充分利用有限的資源，以便應 

付這一方面由於戰後工業生產增加四倍所造成的 

聚急狀態。自一九四五年來，撥充班圖人居所的 

貸歎共計一千八百五十萬鏡，自一九三五年來， 

爲班圖工人建造的經濟住所計四萬所。

本國的有色人民（混血種人）計一百萬以上， 

亦爲政府的重大負擔，亦爲本國大部说由白稿納 

親:人負擔的財政的淮大漏居。有色人得選擇他所 

願意的任何行業或職業。本國的有色人有充任律 

師、醫師、敎員、商人、記者和工E 的。

我國的工業法律，大多數都不以膚色爲理由 

而作任何愿分。在我們的工廠與勞工法之下，所有 

各稿各族的工人均享受同等保障。工資委員會決 

定薪資時，法律禁 Jfc不得藉種族理由而有所歧視。

此外，南非洲非白稿人得充分享受稍生服務， 

衛生服務斷改良他們的一般健康甚有貢獻。所有 

主耍市鎭，均有設備完全的診所，聘有受過適當 

訓練的護士和醫師，適應他們的需要。再者，他 

們普通均可免費住院療洽。

若謂本國的非白種人沒有政治權，這話殊屬 

不實。在城市各展由黑人任:宅區居民選舉代表所 

組織的諮詢委員會足爲他們的喉舌，而在各農村 

區域又依班圖當局組織法分別成立部落當局。班 

圓人藉此遂有機會積極參加本身事務的管理，待 

將來遂漸發展便會有更多的責任職掌與權利直至 

他們充分養達自治的殺度。

在股蘭斯開及西斯開 •，業已分別成立地方、 

區坡及總参議會。這些參賺會對各保留區的管理 

甚爲重耍，同時使班圖入再有自治、 自我表達與 

增加發展的充分機會。此乂，班圖人在議會上下 

兩院均有他們自己推選的、授以特別任務的白人 

議員，充任他們的代表。

正與海外一般人的觀念相反，白人與黑人實 

際上都是南非新近的殖民。白人是由歐洲，來，而 

黑人則是由中非種族互相殘殺的纖減戰爭逃来。

五十年前，南非原頗貧節。其後因發現豊富 

鎭産才在短短的敷十年內脫離了農牧的時代。半 

世紀的努力積極發展，使班圖人的地位大爲提高， 

遠非他們在本洲任何其他國家內可以辦得到。結 

果 ，大批黑人自本國邊界以北的地區，非法移入 

南非，使本闕的非Ü « 人問題， 0 益嚴重。

中央及地方當局雖極力提高黑入的地位，將 

來的任務仍甚艱互；此鍾情形，自無足怪。近來本 

國各都市工業空前發展，使我們的市政府負擔過 

重 ，結果產生可怕的貧民區。隨住所間題商時演 

變的，有非白稿人的敎育需要問題、南非的非白糧 

人免费受敎育人數的百分率比較非洲任何一地爲 

高 ，甚至且較多數國家—— 包括印度與巴基斯坦 

—— 爲高，這問題也成了白種納我人的眞正負擔。

無論負擔如何沉重，白種南非却仍負責施行 

班圖發展的政策，遵循稿族隔離的積極原則。猜 

容本人把這些原則摘要叙述如次：

一 . 積極發展班圖保留區的工業奥農業。在 

各保留區訓練班圖人以便日後擔任工業方面的職 

務 。 目前正由某一養員會調査促睛工業發展的各 

種方法。

二.遂漸擴張保留區以內地方當局的權力及 

職掌，在有地方參議會的地點，利用地方參譲會； 

否則將班圖傳統由會長與長老執政的制度加以調 

整或現代化。

三 .遂 漸由班圖人代替保留區內的白種官  

員，專業人員、商人等等。

理論上，稿族照離政策的目標，可以將本國分 

爲兩邦—— 白人完全在一邦，黑人在另一邦一一 - 
的方式終於實現。但 在 •以賴見的未來，這絕對 

不是實際政洽可能辦得到的。將來我們是否可以 

達到一種階段，採取聯邦制度，货行這稿分爲兩 

邦的辦法，這倚待時間證明。

無論如何，種族分別發展的政策，如欲充分 

付諸實施，恐需多年時間。閣下如果願意，可以 

說這是一項試驗，那便-可以稱爲一稿尙在最早階 

段的試驗。這個問題的很多方面仰有極不明白之 

處 。因此，欲在目前爲五十年後的情形擬草一項 

藍圖，非但不町能，縱然可能，也是不智的。就 

許多方面來說，進步都是要採取嘗試、錯誤的淡 

驟 。假如在這過程中，我們犯了錯課，我們希望 

閣下和貴國人士勿僅憑因我們所犯的偶然過失而 

批判我們的努力程度，亦勿站在如此遙遠的地方 

謎斥我們缺乏基督的精神。

B . 丄九五四年四月二十一日南非種族關係協進

社爲答覆南非總现致Rev. John A. Piersma
函事致南非總理函。

我們獲悉美國甚宗敎師因請閣下解釋目前南 

非政府所採的種族隔離政策，也和閣下一樣同感



典奢 。我們感覺閣下此次決定必將有助於閩明我 

國稿族情形的許多複雜問題，我們對閣下以南非 

總现的地位負起此項重大責任甚爲欽佩。

我 們 會 密 切 仔 細 誦 讀 骨 輕 公 怖 的 致 Rev. 
John Piersma面 ，對於其中措辭的誠 . 深表欽佩。 

但 本 會 多 年 來 致 力 於 研 究 稿 族 關 係 的 際 眞 象 ， 

故感覺不得不聲明若于不能贊同之點。

閣下開始說，黑人與白人之間，有"基本區別" 
而"慮色各異不過是兩族外表上的區分；而內在的 

不同則是雨《無可調和的生活 //式 ，野蠻與文明 

的分別，異敎與基督敎的對立’’，但閣下亦正確地 

指出南非荷人（並不僅南非荷人而已）" 執行神襄 

使命及特權一一咸化異敎徒 f孕爲基督敎徒"。我們 

必須聲明，設法威化異敎徒^傳敎師在從事這棟 

工作時，否認這些區別是"基本"及"無可調協的"， 

因爲他的行動的出發點，是在相信人往狂可以有 

基本的改變的。我們和傳敎師同樣認爲野蠻入或 

異敎徒經過感化以及藉敎育、環壞及模範的協助 

而獲的信仰，事货上《I 以成爲一個"新人"。假如 

不然，1模下所說那 "燃 起 火 炬 …傳至這片大陸 

的最遙遠的角落" 的南非先民，他們燃起火虹也 

是徒然的；因爲據閣下的意見，充分合格的非洲 

醫師在本質上仍傷是野蠻人，某督敎會‘的非洲牧 

師仍舊是異敎徒。

因此，開下開端的一段話與隅]下所說南非荷 

人在土人之間"a 揚與货行某数敎義"的歷史使命 

一點乃是互相矛盾的。閣下繼績把 "黑人 ’’與"野 

蠻"混爲一誤，網綴否韓土人有"基本"改變的■能 

性 ，甚至藉基督敎感化，亦所不能。两 社 會 的  

全部歷史原是從部落野蠻進步而雄到文明的，是 

從異敎進步而速到基督敎的；搏是反驳m 下所說 

的這句話的證據。

把旧色與慢久文化嚴別混爲一談，這是在科 

學上不能成立的。辅族與文化放不相等；而基督 

敎—— 假如不與"文化隔離"的政洽思想爲伍一一 

乃是提高各植原始文化或落後文化最有效的力量 

之一。爲了這些股因，我們不得不否認慎1下認爲 

絕對不能改變各辅族阐體間的區別的這稀見解。 

因爲這稿見解就是閣下雙明的含意。

閣下的這項某本前提，據 我 們 似 乎 是 "分  

別發展"粮個觀念及敎會因此貧有資任保全黑人 

"民族本位"使之I‘完粮"的出發點。這 f« 民族本位， 

如果能够闇明，依照閣下的现論，似乎基建築於 

部落式的—— 因此也是原始的一一某礎之上，其

社會及經濟權利永遠旧於較歐洲人爲低的階層。 

就此而言，此項理論已輕不合時代的潮流：大批 

非洲人業已永遠在城市居化，並無部落的督慣與 

觀念；我們之中全部或局部吸收西方文化者，正在 

遂漸檢加。但這些人並不想要稿族同化。他們對分 

別保存棟族單位的觀念與歐洲人一樣堅强。因此， 

倘若假定文化與輕濟的發展會産生各糧混雜及通 

婚的情形，乃是毫無理由的。我們連帶一提，閣 

下先說南非洲未嘗發生糧族混雜的情事，這話却 

被閣下其後又提到"本國有一百萬有色人（卽混血 

稍人）"的一項聲明所穀倒了。î f 族混雜的情事確 

會發生，但在本國歷史的物期卽行限制。今 H兩 

團體反對稿族互相混合的强烈舆論足爲細持種族 

純淨的保證。

閣下說植族隅離政策促進"基本人權"並 ‘‘不 

吝惜非白稿人取得與其最高希望相稱的社會地 

位。" 可是從南非目前的政治與輕濟制度看來，並 

沒有達到此棟目標的可能。我們擬舉出下列情事， 

作爲直接優害人權的货例：限制自由、移動、及 

尋求工作的權利；法定分別但不平等利便的公共 

墙所；拒絕在各都市區享受自由置產權等。須知 

此種限制是對所有土人適用的，無論他們如何發 

展也不能例外。此外貴政府所採各項政策所設的 

限制並無耍把預料在文化影響最爲迅速的區域亦 

從未預料稍事放寬 。 一 般趨勢更耍增加限制：允許 

政宽的唯一讓步在土人保留區，然而這也是極有 

限的，從閣下本人否識"於可以預見的未來"領土 

稀族隔離有赞現的可能，便可獲一證明。土著人 

民有百分之六十在保留區以外居件:，而閣下不使 

多數人民有享受基本人P 的希望。我們因此不得 

不作此結論：所謂與種族隔離政策不相違背的 

'‘基本人權"，其唯一町能解釋是黑人因爲膚色關 

係紙能享受較低的人權。

我們發現閣下分析種族隔離政策在"日常政 

治方面的應用"的話,有若干點使那些不充分認識 

南非情现的人發生厳重獎解。例如閣下說"班圖人 

在 議 會 上 下 兩 院 均 有 白 人 蕭 員 充 任 的 代 表 "。 

但閣下未說，八百五十萬人在參議院四十四名參 

譲員中僅有四名參議M爲其代表，而在衆譲院一 

五九名衆譲員中僅有三名爲其代表。這三名衆 l i  
員僅代表角搏的人民，且貴黨黨員一再威脅耍廢 

除這稀衆議員的席次。我們亦不能同意認爲當地 

的諮詢養£4會 ‘'足爲他們的喉舌"，找們亦不能同 

意認爲各保留席的七人换受" 台的充分機會。"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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閣下說，"我國的工業法律大多數都不以慮色 

的理由而作任何區分"。我們擬提到鎭傷及工作 

修正法的條钦中規定了在金織實行法定的膚色限 

制 ；工業調解法下"雇員"的定義不包括携帶通行 

證的土人；貴政府本身制定的勞工（調解糾紛）法 

規定爲土人另行設立調解機構，禁止土人雇員集 

體直接與歐洲雇員談刹，担絶正式承認土著工會 

並禁 Jfc士人罷工。

關於敎育，我們對於所有的進步及經費奥學 

生人數堆加，至表歡迎。 閣下所說的八十萬兒 

童 ，僅佔土人學齡兒童百分之四十一而已。一九 

五一年至一九五二年土人每名敎育經费僅爲七镑 

五先令八便士，而歐洲人則爲四十三餘八先令八 

便士（其後各年數字不詳）。是年歐洲人全部敎育 

經费爲二一，八五八，三一六镑。今年 ;5?撥土人敎 

育經毅八百五十萬餘中，有二 S■萬镑係直接出自 

土著税收，另有六百五十萬錄則由總歲入撥来。 

財政部長上月發表預算淡話，謂國家對土著敎育 

的財政支出限於此數，將来如有任何播加，須由 

土人本身負擔。閣下聲明，以以往發展速率的功 

自居，但欲維持此項發展速率，顯然非較非溯人 

以目前的收入所能負擔之數，超出甚多不》r 。

'但間下聲稱歐洲人全力資助’‘非白糧入的社 

會 ,敎育及經毅發展"。閣下又稱"本國每一歐洲 

納税人 ‘負擔 ’非白種入四名以上"，且除土人而外， 

尙有一百萬名有色人是 "本國國軍的淮大漏盾"， 

但是遺有另一方面。本國勞工旣有百分之八十二 

是非白種人，因此就工作而論，口r 以說每一名白 

人必須依組四名黑人。閣下忽視非白種人從間接 

與直接賦税對國庫的姐大貢獻。例如據估計土人 

中有二0 , 0 0 0 名以上徽付所得税。就非白種入 

而言 ，閣下似乎否諷一般接受的財政原則，卽社 

會中比較繁榮的部分應對公提財政作更多的貢獻 

並 ‘‘負擔"較貧的部汾。

事實上這是前任政府所採用捕助及養老金制 

庚的出發點。閣下對此項制度顯然認爲滿意，因 

爲閣下提及在民主方面，"計劃魔大"。我們却不 

得不指出，雖然"班圖人與白種人同樣都能享受 

殘廢捕助金與養老金",在數率方面却有極大的差 

別。去年所付養老金的比例如下：歐洲人九十九 

镑，有色人三十七镑，亞洲人三十六镑，非洲人 

十 錄 ：替者平均所得養邮金的比例如下：歐洲人 

一 0 0 鋳 ，非洲人十一镑；殘廢捕助金的比例如 

下 ：歐洲入八十四餘，非洲人十鋳。這祖是社會

服務方面K 大差別的若干實例。此外，貴政府廢 

止亞洲人的家庭律貼，不准每年收入在一八二镑 

以下的土人享受失業保險法的利益。一九四八年， 

前任衛生部長指派政府各部聯席委員會，調査土 

人學梭營養計割，結論認爲每年至少需要一，二 0  
0 , 0 0 0 錄，始能有效實施。貴政府並不顧及此 

種事實，II於一九五四年至一九五五年度將土人 

學校營養律贴從一九 r a A 年至一九四九年度的八 

七 0 ,  0 0 0 錄減至六二八，0 0 0 錄。

另一町以懷疑的話是"有色人得選擇他們願 

意的任何行業或職業"。我們要指出角搏的有色人 

在印刷業及在迅速發展中的工殺業方面尋覓技術 

工作，愈來愈感困難，且角省有色靑年欲於若干 

其他工業充任學徒，縱非絕不可能，也十分困難。

我們欽佩政府改良衛生工作的努力，但認爲 

若謂"南非的非白種人得完全享受衡生服務"，這 

話是令人發生 :呢會的。我們《要提請閣下注意關 

於 治 療 患 結 核 病 的 非 賴 人 七 0 ,  0 0 0 人的設 

備如何貧乏 .，結果每年死亡意達一五，0 0 0 人之 

多。各慈善團體，由政府補助，固然不避艱難盡 

力設法辦理療養所，以備收容活動性結核病人，但 

目前因無處容納，往往被迫離院囘家，傳染他人。 

非歐洲人精神不健全的兒童或織瘾病人絕無件:院 

治療的設備。我們亦須指出據估計南非全體的開 

業醫師之中，百分之五十在照顧佔全部人口百分 

之十的高等收入階級，百分之四十五在照顧佔百 

分之二十的中等收入階級，僅有百分之十在照颜 

佔百分之七十的低等收入階級，而低等牧入階級 

的人，幾乎全部是非歐洲人。

我們願向閣下保證，我們深劉了解本國所遭 

遇的許多困難。我們同意"政府紙辦可辦之事’’。 

我們並非但知要求"盡美盡善"的夢想家，一意相 

信完美的生活條件可以有求必得。相反地，我們 

一貫强調說，生産能力與生活水標雨者互有關係， 

並且厘次主張必須更有效在發展人力資源和潜在 

的按術。找們引以爲诚的，是閣下的驟明透露自 

滿的意味，所陳事實與全盤的實際情形不合。尤 

爲可城的，是閣下不使那些不任:在土人保留區的 

千百萬非白種人有懷絲毫希望的理由。閒下不承 

認非白植人中已有不少脱離野蠻與異敎，並Æ 我 

的社會中取得文明人的地位。最爲不幸的，是 

閣下的聲明，對於我們無數人民心中失望與痛恨 

的情緒，對於威脅找國和平的不斷加深的種族關 

係緊張的情熟，毫無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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