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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槪述

—*•大會一九五三年-f̂ ―*月二+ 八日決譲案七 

四九甲（八)決定"在聯合國與南非聯邦獲政協議以 

前" 設一西南非問題委員會，並請該委員會：

"(a) 就國際聯合會常設委任綺治委員會 

一九二六年所通過問題單之範圍，審査所有關 

於酉南非洲領士之情報及文件；

" ( b )儘量依照前委任統治制度之程序， 

審査可能向委員會或秘書長提出之報吿書及請 

願書；

" (c) 儘量參照國際聯合會常設委任統治 

養員會報告書之範圍，向大會提出關於該領土 

情況之報告書；

" ( d )擬訂審査報告書及請願書之程序， 

以備大會審議；所擬程序應儘可能遵循國際聯 

合會之大會、行政院及常設委任統治委員會在 

此方面所採用之程序。"

此外，決譲案授權養員會繼績與南非聯邦進行 

談刹，以期撤底實施國際法院一九五0 年七月十一 

日關於西南非問題的諮詢意見，àfe請委員會就其工 

作情形向大會各屈常會提出報吿。

二 . 委員會自成立以來，每年舉行眉會, 本報 

告書長關於第四眉年會的報告。1

三. 委員會原來設立時，係由七委員國組成。一 

九五七年二月二+ 六日，大會通過決議案一0 六一 

( +—），認爲聯合國與南非聯邦旣然遺沒有達成協 

議，委員會仍須根據決議案七四九甲（八)所訂宗旨 

繼續設立;同時並決定將委員會委員國增爲九國，由 

大會根據第四委員會的建議指派之，委員國的三分 

之一每年應根據同樣程序更換。一九五七年二月二 

十六日，大會根據第四委員會的建議加服阿比西利 

亜和芬蘭雨國爲西南非問題委員會委員國。

四 . 因此委員會舉行第四屈年會時，組成如下： 

巴西、阿比® 利亜、芬蘭、墨西奇、巴基斯坦、叙 

利亜、泰國、美利堅合衆國、烏拉圭。會議期間出 

席代表如下：

巴西：Mr. Donatello Grieco;

阿比西利亞：Mr. Haddis Alemayehou, Mr. 
Tesfaye Gebre-Egzy 及 Mr. L. Y. W. 
Mangasha；

芬蘭：Mr. G. A. Gripenberg；

墨西哥：Mr. Luciano Joublanc Rivas 及 

Mr. Eduardo Espinosa y Prieto;

巴基斯坦：Mr. R. S. Chhatari 及 Mr. S. A 
Karim;

叙利亞：Mr. Najmuddine Rifai;

泰国 二 Mr. Thanat Khoman;

美利堅合東国：Mr. Benjamin Gerig, Mr. T. 
A. Todman, Mrs. Marcia M. Fleming X  
Mr. William M. Johnson;

爲拉圭：Mr. Enrique Rodriguez Fabregat, 
Mr. Mateo Margues Seré.

五 . 一九五七年三月五日委員會舉行第七+ 三 

次會議，卽第ra眉年會首次會議； Mr. Thanat 
K hom an當選連任委員會主席。副主席兼報告員 

Mr. Luciano Joublanc R iv as通知委員會不能速 

任，委員會選舉 Mr. Enrique Rodriguez Fabre- 
g at爲副主席，Mr. Donatello Grieco爲報吿員o

六.一九五七年三月五日至八月二日委員會舉 

行會議十五次。委員會於八月二日第八+ 七次會譲 

通過備向大會提出的本報吿書。

戴.與南非聯邦談判事宣

七.委員會以前提出的報吿書業已敍述委員會 

設法在大會所按權力範圍內與南菲聯邦進行談制，

1 關於委f t會第一@ 、第二屆及第三屆年會的工作報吿書, 請 
參閱大會正式æ錄, 第九屆會, 補編第十四號（A/2666 and Add.l 
and C orr.l); 第十屆會，補f i第千二號(A/2913 and Adds. 1 -2 ) ;
-第千一屆會，補編第十二號（A/3151)。

藉以徹底實施國際法院諮詢意見所作種種努力的結 

果。委員會造述這些努力都沒有得到南非聯邦政府 

的良好反應，聯邦政府並且拒絕以任何方式在委員 

會履行職務時與委員會合作。



八 . 一九五七年三月五日, 第七+ 三次委員會 

會議塵於大會並未就此事向委員會提出要求，又塵 

於大會已以決譲案- * o 五九 ( + - ) 請秘書長探求 

西南非問題的圓满解決途徑'爱決定暫不根據本身

可以從事談刹的權力向南非聯邦政府作進一步的接 

觸0
九 . 一九五七年七月十八日，委員會第七+ 四 

次會議, 塵於情勢仍無改變,故決定把這情形向大 

會具報。

卷,就西南非領土採取法律行動問題之研究

一0 . 大會九五七年二月二+ 六日決譲案一 

0 六0  (十一）請委員會就各機關、聯合國會員國、 

或前國際聯合會會員國爲確保南非赚邦履行委任統 

治義務所能個別或聯合探収的法律行動間題，進行

研究並提出特別報告。

一一* . 委員會已就此事通過特別報吿書一件》 

男向大會提出。2

肆.西南非領土在萬國郵政聯盟所用名稱問題

一二. 養員會向大會第+ 屈會提出的報吿書， 

促請法意萬國郵政聯盟所列西南非領士的正式名稱 

業經南菲聯邦通知由"委任統治地" 改爲 "聯邦政 

府管理之領土"。8 第四委員會於一九五五年十一月 

+ 七日決定將萬國郵政聯盟國際局局長一九五五年

月八日爲改變領土所用名稱一事來面一件發交 

西南非問題委員會研究。‘委員會m此決定於一九五 

六年二月+ 六日、一九五七年七月+ 八日及二+ 二 

日以及八月二日舉行的第五+ 九次、第七十四次、第 

七+ 五次及第八+ 七次會譲，討論這問題P

一三.委員會有秘書處狗委員會請求就這問題 

法律方面所擬具的傭忘錄，及萬國郵政聯盟國際局 

局長另於一九五六年四月+ 日來面。*國際局局長一 

九五五年+ —月八日面稱, 根據萬國郵政聯盟的規 

則，會員國及其所屬領士在國際局印行的各項文件 

上的名稱統由各會員國本身自行決定，赋要所選名 

稱不與萬國郵政聯盟大會所作決定相胜觸。國際局 

局長此面及一九五六年四月+ 日來面都說,在他 

看來，西南非領士的名稱列爲"南非聯邦管理之領

土" 一點, 對於管理領士所根據的法律甚礎，裏無 

影響。

一四.委員會塵於萬國郵政大會定於一九五七 

年八月在奥塔冗召開係在聯合國舉行第+ 二眉大會 

以前，故於第七+ 五次及第八+ 七次會議決定請秘 

書長，提請郵政大會注意關於該領土地位的下列事 

實：

( a ) 西南非係南菲聯邦於一九二Q年+ 二月+  
七日承諾管理的國際委任统治地0 這地位業經國際 

法院全體法官一九五0 年七月4^一日發表的諮詢意 

見一政認定，並經聯合國大♦ 一再重申；

( b )根據法院法官一致表示並經大會贊同的意 

見，南非聯邦無權片面更改領士國際地位0 此種行 

動唯有南非聯邦取得聯合國同意之後始可採収；

( C ) 西南菲的地位仍爲南非聯邦於一九二0 年 

+ 二月+ 七日承諾管理的國際委任統治地的地位； 

因此南非聯邦無種採用一種足以使西南非領土實療 

地位發生誤解的名稱。

伍.西南非有關情報及文件之審查

一五.委員會靈於南非聯邦政府仍未就領士管 

理情況提出常年報告書，因此根據議事規則第二+  
二條的規定，於一九五七年三月五日第七+ 三次會

2 參閱大會正式æ錢，第十二屆會,插編第千二號A (A/3625)。 
=> A/2913,附件武，第八段。

^ 大會正式æ錄，第十@會，附件，議程項目三千，英文本第 
八貢。

B A/AC.73A.9o

議，決定請秘書長向委員會提出最近所有關於西南 

非的一切情報。委員會現有秘書長根據委員會就報 

吿♦ 問題所採變通程序決定而擬就的一個文件。道 

個文件僅將一九五六年一年之內西南非的情況儘量 

列入，同時並將以前文件於一九五四年、一九五五 

年及一九五六年發表後所獲關於以往各年度I t況的 

其他資料, 也一併列入。委員會於九五七年七月



二+ 三日至八月二+ 日之間舉行第七+ 六次會譲

至第八+ 七次會議，檢討現有資料與文件，其目的 

爲按照大會決議案七四九甲（八）第+ 二段（甲）、 

( 丙)雨分段及決譲案九r a - < + )的规定, 並參酌決

譲案-*。冗六(十-* )就領土情況擬具報告書-*伸以 

便向大會提出。一•九五七年八月二日，委員會第八+  
七次會譲通過西南非情況報告書（見下文附件查）。

陸.西南非有關請願書及來文

一六.委員會塵於南非聯邦政府對於它將領士 

所收請願書轉遞聯合國一事的態度並未改變，爱繼 

續採用譲事規則的變通程序, 檢討有關領土的請願 

書。

七 . 委員會於一*九五六年+ 月 三 日 舉 行  

第七+ 二次會譲，並於一九五七年七月十八日、二+  
二日、二+ 五曰、二+ 六日、八月二日舉行第七+  
三次、第七+ 四次、第七+ 五次、第七+ 八次、第 

七+ 九次及第八+ 七次會譲，審譲委員會及秘書長 

所收有關領土的来文和請願書。

■*八.委員會對這些來文與請願書所採的行動

如下0

A. 關於請願權問題

九 . 位委員會議事規則變通程序第二+ 六條

(a )的規定，如領士以內請願人未將請願書提請聯邦 

政府轉聽,必須通知該請願人再將請願書提請聯邦 

政府轉遞；兩個月以後縱然請願書未由聯邦政府轉 

送聯合國，委員會得服此類請願書業已正式收到。若 

干請願人已遵此通知向委員會報告說他們業將請願 

書副本遞送西南非行政長官以聯邦政府駐領士代理 

人的資格收受以便轉送聯合國。

二Q . 委員會願提請大會注意西南非萊荷博特 

(Rehoboth) 社直一請願人 Mr. Jacobus Beukes 
訴稱有人威脅他說，他如再向行政長官行文，就要 

受制栽。Mr. Beukes售•數次致面社區首領（卽行 

政長官所任命的萊荷博特區理民官）和民選豁譲會 

請轉遞行政長官，並作爲請願書轉送聯合國。此外 

他遺曾以同様方式發面》專請轉遞行政長官。據 Mr. 
B eukes本人聲稱，他於一*九五六年九月三日以此 

方式就社區若干事件提出控訳，請轉行政長官以後， 

他接到萊荷博特露理民官面，內稱諮譲會決定傳他 

前往審飘, 並稱，如果他再面行政長官，-便要罰款。

Mr. Beukes將該理民官署名以理民官辦事處正式 

公文紙發出的面一*件遞送聯合國。*=

二一 . 一九五七年七月十八日，委員會第七+  
0 次會議決定對Mr. Jacobus Beukes的請願書暫 

停使用議事規則變通程序第二+ 六條（a ) 的規定。

二二.旣然諮譲會的職務紙是以顯問機關的資 

格在理民官行使他關於萊荷博特社區的權力及職移 

時提供意見而已，旣然理民官也赋是行政長官在該 

區的代理人,委員會認爲理民官致Mr. Beukes面， 

對請願權實有嚴重影響。據國際法院的意見,請願權 

是憲章第八+ 條第一項所規定的。

二三. 委員會第八+ 七次會議就此問題通過下 

列建議：

委貫會建議南非聯邦政府调査策待博特區理民 

f 所援行動,並探取一切必要步骤在领土全境维實 

维援请願權, 同時根據国際法院一九五0 年七月十 

- 日所提並經大會接受的结夠意見,注意以受类絶 

治国资格將领土以内各方所遞猜願書轉遞聯合國的 

義務0

B . 關於聽取請願人陳述問題

二四.委員會以前的報吿書管請大會注意若干 

來文已由委貢會決定暫緩探収行動以待大會審議國 

際法院關於准許聽収口頭陳述問題的諮詢意見。7

二五. 盡於一九五七年月二+ 三日通過決譲 

案一O H七( +—），接受認可一九五六年六月一曰 

法院就西南非問題委員會可否聽取陳述一事所發表 

的諮詢意見，並授權委員會淮許請願人口頭陳述， 

又藍於大會第^一■眉會已允聽収Mr. Mburumba 
Kerina Getzen 及  Reverend Michael Scott 口 
頭陳述, 故委員會於一九五七年三月五日第七十三 

次會譲決定委員會並無對上稱來文採取其他行動的 

必要,因此將大會關於各該來文所作的決定通知具 

文人0
« 見附件榮。 A/3151第十四段及第十五段。



二六. 養員會向大會第+ —眉會提出報告書後 

又接到領士以內所發關於聽収口頭陳述問題的來文 

兩件。

二七.第一*件是Mr. Wilhelm Heyn 和 Dr. 
Joachim Seegert 一九五七年一月^ 日來面，®內稱

他們願意"在西南非本地或在紐約向聯合國調査委 

員會或向大會會譲"重述和證實他們政斥Reverend 
Michael Scott 和 Mr. Getzen 在第+ —眉會第四 

委員會所作陳述而提出的聲明和結論。

二八.第二件是 Chief Hosça Kutako 一九五

七年二月五日來面, g促請注â 聯邦政府直至該日始 

終拒絕將護照發給西齒非人民代表, 致使他們不能 

前來紐約聯合國; 現在聽取口頭陳述問題旣經大會 

解決，聯合國應該研討採取何種辦法使西南非請願 

人得以從速前來紐約。

二九. 九五七年八月二日，委員會第八+ 七 

次會譲通過下列建譲：

委員會精大會注意西南非若千地画土著居民代 

表不》Î表示意欲前来聯合国適當機闕降述又有歐裔 

社區二A•■公開表示願於，义，要時前来味述。査大會一 

九五七年一月二千三日決議索•一 0 四七(十一）接受 

並想可一九五六年六月一日国際法院闕於西南兆問 

題委員會准許口頭味述問題之链钩意見,並據以授 

權该矣員會准許请願A•口域味述，委貫會银為受委 

能治国如對猜願人前来口頑昧述之旅行便利加以拒 

绝 , 均屬不顧请願人權利及違反大會意脅之行 

為'0

委員會?è願力言，受委紘冶国對於提出常年報 

告書等事统不合作，西南兆请願權之充分行使元属 

重要。委貫會爱建議大會促请受委统治国於猜願人 

經聯合国適當機關准許前來口頑降述時,發給旅行 

文件以便該请願人得以前來味述並於事後司返原居 

留地。

C . 其他請願書及來文

( a ) —九五七年二月五日Chief Hosea Kutako来 

文（附件iO ; —九五六年七月千三曰Captain 
H. S. Witbooi来文（附件；É*〉；及一九五七年

8 見附件拾豪（a)。 
» 見財件威。

四月十入曰Chief 為0 来文(附件

肆）

三0 . 上開來文所提出的問題已由委員會於審 

査領土情況（參閱附件S ) 時計及。

(b ) 一九五六年千一月二H 曰 Mr. W. Kaukuetu 
來文(附许伍）

三一. 委員會決定將上開來文轉送大會，因爲 

所提出的問題不在委員會職權範圍之內。

(c )  -•九五六年七月十六日及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 

三曰 Mr. Jacobus Beukes来文（附件陵及附 

件染）

三二*委員會決定將各上開來文作爲請願書處 

理。一*九五六年七月+ 六日'來文, 旣經送請西南非 

洲行政長官轉遞》又經直接遞送職合國，委員會遂依 

議事規則變通程序第二+ 六條規定,作爲正式收到 

的請願書, 予以接受。一九五七年一月二+ 三曰來 

文則照上文〔B )節所稱辦法處理。

三三. 一九五七年八月二日，委責會第八+ 七 

次會議核定附件棚所载的決譲草案，並建譲大會通 

過0

(d) 一九五六年十月十日Hoachcmas 土著保留地 

Mr. Johanes Dausab 等A~來文（附许政）；一 

九五六年，十月三十日Chief Hosea Kutako 
来文（附件拾（<0); —九五七年一月三日 

Wilhelm Heyn 及 Dr. Joachim Seegert '來 
文 （附件拾臺（《)) ;及一九五七年三月二千七 

日 Mr. Jacobus Beukes 来文（附件拾

三H . 委員♦決定將各上開來文作爲請願書處 

理。各請願人, 除 Mr. Beukes 一人外, 均請依委 

員會議事規則變通程序结二+ 六條 ( a )的規定，將 

所提請顏書副本重行送請聯邦政府轉送聯合國。

三五. 關於上開各請願書, 以及有關的一*九五 

七年五月二+八日及六月二 + 六 日 Chief Hosea 
Kutako來文（見附件拾（b)及 （C), 九五七年三 

月十六日 Mr. Wilhelm Heyn 及 Dr. Joachim 
Seegert來 文 C見附件拾查（b)),委員會已於一九 

五七年八月二日第八+ 七次會譲核定附件挪所載的 

決議草案, 並建議大會通過<»



附件査

西甫非問题委員會關於西甫非領土情況之報告及意見

西南非問題委員會已奉訓令, 須依大會決 

譲案七四九甲(八)所载的任務規定，在一九二六年 

國際聯合會常設委任统治委員會通過的問想單範圓 

內，随時檢討有關西南非領士的現有情報與文件，並 

儘量計及常設委任統治委員會報吿書範圍，向大會 

提具關於領士情況的報告書。因此，委員會在一九 

五七年七月二+ 三日至八月二日舉行第七+ 六次至 

第八+ 七次會議，審査秘書長根據委員、會議事規則 

第二+ 二條擬具的文件，題爲"關於西南非領土的 

情報和文件資料委員會促請大會注意這文件。這 

文件载有秘書長在可能範圍內所能叙述的領土一九 

五六年度情況0

二 . 情報和過去一様，主要是棵自南非聯邦政 

府所發表的官方文件以及西南非領土在聯邦政府權 

力下所發表的官方文件。經委員會請求，所有資料係 

按問題的性質徘列，而不依常設委任統治委員會問 

題單的標題編徘，以便對領士情況作一簡明易讀的 

叙述。所獲資料，和往年一樣，自不免有掛漏之處。領 

土貿易統計，和一九五五年度一樣，不再分開發表， 

仍叙一•併载於聯邦統計之內。在另一方面，因爲自 

一九五五年四月一日起"士著" 事務移交聯邦政府 

直接菅理，預料可以就領士 "士著"行政情況獲得 

比較完備的情報。關於 "士著"行政情況的報告過 

去係由廣理民官及各"土著" 事務官員定期向西南 

非行政當局提出，不過這些報告都是政府各部分之 

間未發表的報告，聯合國秘書處旣未取得，因此委 

員會也無法獲得。男一方面，現在負責西南非"士 

著"事務的南非聯邦土著事務部的常年報告書却是 

公開的文件。這種常年報吿書顔然有不能如期發表 

的現象，不過委員會盼望在聯祁土著事務部一九五 

五年至一九五六年的報吿書取得以後，能就領士管 

理情況獲得比較詳細的資料。

三.委員會業已根據秘書處供給的官方情報和 

文件以及領土內居民來文和新聞界所發報導等其他 

有關情報擬具目前這件報告書。遇本年領士情況沒 

有改變時，爲避免叙述過於重複起見，委員會報告 

書關於若干問題的說明比較過去簡短,應該和養

員會以前關於領士情況提出的三件報吿書一*#考

盧

K . 另一方面"士著"行政移交聯邦政府直接 

管理以後的新發展，則在本報吿書內詳細加以敍述。 

據委員會就這個問題可能獲得的情報，一九五六年 

士著" 事務行政的顯著特點就是"土著"士地的轉 

譲和種族隔離政策的嚴厲施行。

五.本報吿書裁有養員會關於領士內這些演變 

和最近的其他演變的建議。同時委員會並願重申前 

此報吿書根據大會決議案九四一 ( + )就領土情況各 

方面所提的建議，指出委員會認爲南非聯邦政府爲 

確保履行委任統洽書所定責任、義務所應採取的特 

別行動。

六.委員會並願聲明它不贊同聯邦政府對於領 

土及西南非行政當局的法律和其他文件內用"歐 

裔" 、"非歐裔" 、"有色" 、"士著"等名詞來區別居 

民各份子的辦法。委員會本身所提的報告書不得不 

棵用道種名詞，赋是因爲在許多場合，這些名詞代 

表居民在法律、雜濟和社會地位的某種處別。養員 

會願再度聲明這種區別代表一種政視政策，與委任 

統治的精神及世界人權宣言的原則都不符合。

査.槪述

A . 領土在國際法上之地位

七 . 西南菲是南非聯邦一九二0 年+ 二月+ 七 

日擔任的國條委任統治地。這地位業由大會接受國 

際法院一九五0 年七月+ —日的f咨詢意見》而經聯 

合國予以確認。聯邦政府有遵守委任統治的規定將 

該領士作爲南非聯邦構成部分施政和立法的全權， 

並負有盡力促進領士居民物質與精福利及社會進 

展的義務。

八.委員會以前的報告書會請大會留意若干與 

西南非併入聯邦問題有關的官方聲明。同時委員會 

相信大會一定願鄭重注意那些聲明所含的意義，就 

是領土與聯邦合併一舉很可能會超過委任統治書所 

規定的限度—— 雖然有人代表聯邦政麻提出保證說 

領土並未併入聯邦。一九K九年修正西南非事務法,

10 A/AC.73/L.10o A/3151,附件戴; A/2913,附件ÿ： ; A/2666,附件伍。



也把領士憲法內提及类任統治的地方完全删去。養 

員會對於這件法案使西南萍也有代表出席聯邦國會 

一事所含的意義，特別關心。

九 . 委員會現在促請大會注意一九五六年關於 

政策所作的其他重要言論。這些言論是在一九五五 

年+ —月領士立法會議譲員普選之後發表的。那次 

選舉只有歐裔人參加而且以前報導過，競選的主要 

問題就是領士地位以及與聯邦政府的關係問題。這 

襄應該提到，從選舉結果可以看出歐裔選民團意見 

的劃分情形如下：國民黨侯選人聲稱委任統治書已 

經失效，主張與聯邦立卽合併，在所投的有效票總 

數二六，八六九票中, 得一五，五三四票；反對黨候 

選人, 承認委任綺治地位, 得一一，三三五票。

；- o . 委員會促請注意的言論，第一是就領土 

與聯邦關係所作的說明,業經國，務總理認可。這言論 

係由聯邦衆議院西南非譲員Mr. Jacob Daniel du 
Plessis Basson於一*九五六年K月二+ 三日在聯邦 

衆議院發表, 其文如下：

，'五個月以前就是去年+ —月，我們舉行 

次重要普選，選舉西南非立法會議議員。根 

據該地兩黨所達成的協議，法定就西南非和聯 

邦的政治關係問題進行競選。因此，本人願趁 

這機會把現在必須灘爲西南非群衆對於那次選 

舉主要問題的最後態度和願望，向委員會I2和 

國務總理提出簡短的報告。在我沒有作這報吿 

以前，我願意說明，討論西南非地位，不得不 

處理爾個應該分開處理的單獨問題。一是國際 

間題，就是西南非在世界上的法律地位；另一 

問題長領土間的關係問題,也就是西南非與聯 

邦間的實際關係問題。討'論西南菲問題應該把 

國際地位和領士聞關係兩者分辨淸楚。養任統 

治書是否仍然存在；西南非的主權何屬；前國 

際聯合會關於委任綺治地的權力是否自動移交 

新蜜生的聯合國組織等問題，本人認爲是屬於 

國際方面的問題。外^黯於這些問題的意見大 

有出入，卽使國條法法官的意見,也大不相 

同；我覺得在本衆譲院裏成在本衆議院以外擬 

定政黨政綱時, 對於這種學理問題從事長期辯 

論，不會有什麼好處，也不會使我ira有進一步的 

結果。對於我們遠較重要的，却是實際的關係問 

題，就是西南非與聯邦兩領土間的關係問題。從

來沒有人懷疑，今天也沒有人懷廣—— 卽使國 

際法院也不懷疑—— 聯邦向來有權將西南非當 

作聯邦構成部分管理。西南非一向也要如此。去 
年+ 一月要西南非選民決定的，就是實際實施 

間題,也就是怎様把領士當作棒成部分來管理。 

我沒有時間多談這事的背景，不過我要說：本 

委員會委員當能記得西南非兩政黨在一九H八 

年達成一項協議。那項協議原係根據兩黨正式 

同意的立場，卽無論西南非在國際法上的地位 

如何，西南非大衆對它都承認就他們本身言，西 

南菲領士在內政及外交方面的'絕對主權’屬於 

聯邦’ 而不屬於其他任何方面。這是兩黨fô譲 

的第一點;也就是那協議最重要的基確。在兩黨 

達成這協議後，又由兩黨與當時的國務總理成 

立協議，這®議後來裁於國會所批准的一九四 

九年法案。 我現在沒有時間詳述細節，不過我 

願意把一九四八年至一九四九年發生的一切事 

件撮要叙述。實際的情形如下:在領土之間——
不是在國際方面，而只是在領士之間---------方
面 ,聯邦不再把西南非當作脚屬的委任統治地； 

另一方面，西南非期望把它當作和其他四省處 

於同等地位的領土看待。我不得不說，在大多數 

方面，西南非的期望都沒有落空。'養任統治地’ 
的名詞業已從我們所有的法律條文中絕跡。我 

們今天的法律條文已經不再提到'西南非委任 

洽地’，只說西南非領士。西南非在全南非政府 

的國'會享有代表權，和其他省一樣，因而獲得 

共同'統治地位，結果，這個國會已經不再是在 

西南非以上的國會，而成爲屬於西南菲的國會。 

因此，我們可以毫無隱譚地說，根據"合併"一 

詞奮式意義，合併問題已經失掉一切實際意義。 

在聯邦一向對西南菲所掌有的權力範圍之內， 

西南非事實上， 實際上"，已經成爲和四省的 

夥伴，已經成爲南非這個廣大體系巧的第五個 

單位，而且是以最適合領土的政治、經濟和地 

理環境爲基礎。這就是我們希望聯邦政府和群 

衆處理這個問題的方式。

"現在有許多人認爲因爲我們立法會議 

權力與省譲會的權力不同—— 因爲我們的立法 

會議有管制本地賦税的權力，所以西南非不能 

蕭爲其他四省的夥伴。我要說，這觀念完全出

行委員會會議。 九四九年修正酉甫非事務法（一九0 九年第二十三號法)0



於誤解。徵积:權力劃分辦法的擬訂, 乃是爲求 

雙方便利，不但嚴求西南非便利，也是求聯邦 

便利。我甚至可以說，就是把西南菲根據舊時 

意義合併，西南非的地方政府形式和*供本地 

事務所需資金的方式也遺是和其他各省所適用 

的基碰有所不同；理由簡單，因爲西南非有許 

多因素是不能適用於其他任何一省。史末資元 

飾(General Smuts)和馬蘭博士（Dr. Malan) 
都知道這一載。有人在本衆譲院說過，西南菲 

有許多情形使人實際無法根據適用於各省的同 

樣財政辦法治理西南非。事實上我想財政部長 

就會首先承-認現在聯邦各省所用的經費»措辦 

法最不能令中央當局满意；如果西南非也在採 

取同樣經費* 措辦法之列，只會使中夹政府發 

生更多的糾葛。因此，我們認爲最好由中夹政府 

對我們西南非的鐵路和海港建設及其他若干事 

務津貼經費，至於其翰一切地方事務經費，則由 

西南非自行壽抬，而不是由中央府庫支付。我並 

不否認這辦法對西南非和聯邦都有若千缺點， 

都有若干實際困難；也許有一天—— 誰也不會 

知道一一西南非本身也許贊成並且要求改變。 

我現在想說明的一點是，道辦法並不是西南非 

單方執行的，這是自由達成的德議；這個國會 

把這辦法當作會時對西南非和職邦最適宜而最 

方便的辦法予以接受。因此，我們離爲西南菲 

和其他各省所有的這種差別，不應該減少我們 

合夥地位性質。雖有分別，却不應該把道一點 

作爲對西南非不利的因素0 人們不應該因爲我 

們壽措地方事務經聚的辦法與各省所操取的辦 

法不同，就認爲我fff不能算是駭伴。事管 k,就 

是各省之間，情形也不完全一政。

" ……我只提出這兩件事，藉以說明卽使 

各省之間情形也不一致。因此，我們請政府不 

要因爲我們與中央當局的關係在技術上和四省 

與中央當局的關係有所不同，而認爲這是我們 

的缺點。我們認爲這種不同並不减少我們合夥 

的性質和我們與聯邦在本質上的統一。我們提 

出友好的請求，不要把我們當作異邦，當作在聯 

邦以外而希望將來有一天與聯邦合併的土地， 

而根據一九四九年法抱我們當作其他四省的+  
足夥伴0"1 ‘

見 :
一一聯邦國務總理曾就上述言論發表下列意

"納密伯（Namib)'區議員閣下（Mr. Bas- 
son)關於西南非地位所說的話，+ 分正確。我 

可以這樣說，西南行政當局極力盼望在立法及 

其他事項方面加强® 調，已經向聯邦政府提出 

這個意見；所有對聯邦和西南非共同有關的法 

律 , 也應該同樣適用於西南菲。我只想强調西 

南非已經不再是委任統洽地, 而是當作聯邦的 

一部分來管理的。

一二. 其後，一九五六年五月二^一日，南非 

聯邦一位參議員在參議院詢問是不是可以進行合併 

這領土，"因而使這間題得一最後結束及解決

國務總理答覆說：

本人可以向他說,我政府及前政府 

—— 史末資政府'~ • 的態度如下：由於前國際 

聯合會已不存在，結果，史末資政府和現政府 

都操収下述態度：就西南非說，除南非聯邦政 

府本身外，沒有其他任何機關有權過間，1 7 因 

此，將西南非併入聯邦的事，正好在我們的權 

力範圍以內而且完全在我們的搏力範圍以內。 

直到現在，我們已向全世界宣稀，無論在法律 

方面，或在其他方面，上面所說的就是我們的 

立場；同時雖然我們一點也不承認聯合國組織 

的權利，可是我們却準備本着以前委任絲治的 

糖神來管理西南非，卽使有一天我把西南非 

合併，我們準備仍然如此。以後我們是杏要把 

我們視爲權利並且無人可以過問的事項付諸實 

施，那就要看將來'[青況怎様演變而定。"1®

一三. 領土與聯邦業已結合至何程度，從 九 

五六年六月五日國務總理在衆譲院所發表的言論也 

可看出。池說，領土的默裔居民可以表示意見來決 

定聯邦長杏應成爲共和國。國務總理答覆關於此事 

的一項問題，說："是的；那就是說，由領士的選民 

和聯邦的歐裔選民一同決定，因爲我們把西南非當 

作聯邦的一部分看待

南非聯邦譲會議事錄, 一九五六年, 第千三號, 第四一0 七 
至四一 ~ -0擺0

1 5 間上, 第四一二八欄。

1 0南非聯邦, 參議院» 論紀錄, - 九五六年, 第十五號，第兰 

六二八簡。
1*^此時有人挿嘴叫好。

1 »南非聯邦, 參議特辯論組錄, 九五六年, 第t 五號，第兰 
六三至第兰六三二欄。

1 »南非聯邦議^ 事錄， 九五六年》第千九號，第六八H八 
至第三九欄。



一四. 養員會願强調說,就上文所稱表示或反 

映 "民意" 的言論来說，事實上完全以"歐裔"的意 

見爲根據。領土和南非聯邦的立法機關所有的代表 

都是 "歐裔"。由道類言論以及委員會以前報告的其 

他言論來推論，並不是"非歐裔" 意見與此相同，或 

者已被推翻, 而是 "非歐裔"意見根本不在寿盧之 

列0

一五. 一九五五年, 國務總理說,倘若承認聯 

合國對西南非行政有監督之權，此舉實爲"自尋死 

路"，因爲聯合國組織"不♦把該地少數歐裔人當作 

將來決定領土前途命運" 的人。2» —九五六年，據普 

利托里亜國家新聞處九另+ 四，日報吿,國務總理會 

在西南非首府温德黑克(Windhoek)發表下洲言論， 

重申聯邦政府在這方面的態度：

"若干負責任的人甚至暗示西南非應該置 

於聯合國組織監督之下 , 通過這途徑，最後 

該領土當可獨立。

"這些人豈不知道，西南非一*旦歸聯合國 

組織監督，於是從這機構獲得獨立,控制和權 

力便不會交給白種人，而會交給Midmd Scott 
的人一 握梵博人（Ovambos), » 勒羅人 

(Hereros)，達•馬拉人(Damaras)>荷頓托特人 

(Hottentots)和布希門人（Bushmen)?

"不行,—— 西南非安全和自救的唯一之道 

就是政府所採収的與聯邦聯合的政策。本政府 

認爲前國際聯合會已不存在，並無繼承人, 聯 

合國組織對西南非完全無權過問。"22

一六. 上面所引的言論，若與委員會以前報吿 

的言論一併看来，再參照管理該領士所採用的政策， 

聯邦國會的領士代表人選以及領土與聯邦結合的程 

度，可以霞實委員會對聯邦政府就該領土所宣布的 

施政方針及將來意向深威憂懼，不是沒有根據的。

一七 . 委員會認爲受委統治國負實發言人——  
包括聯邦國務總理在內—— 在過去兩年所發表或認 

可的聲明，甚至違反過去聯邦政府向聯合國聲稱有 

意 "本着委任統治的精神" 來管理領士的保證。從 

上文所？ 1的以受委統治國名義發表的許多言論以及 

受委統治國管理領士的政策和方法來看委任統治書 

顯然线乎已經聯邦政府置諸不顯。受委統治國的觀

2 »參閱A/3151,附件威，第九段。

原文爲UNO,指聯合國。

甫務摘要雙週刊 , 一九五六年九月十四0 。

課?也許可以從歐裔" 選民約一五，五三四人在上文 

所稱選舉中動它表示同情而得到若干支持。可是那 

些選民的總數遺不及領士 "歐裔" 人的三分之一，而 

在全體居民中,此數只估百分之五。同次選舉中，另 

有 "歐裔" 一一,三三五人似乎贊成維持委任統治地 

位，到聯合國承認領土自治獨立因而同意結束委任 

統治之時爲止。2̂

一八. 絕大多數的居民無法以"歐裔"所享有 

的同等便利發表意見。但是委員會根據自領士 "土 

著" 居民方面所收到的來文》靓、爲可以合理地斷言； 

絕大多與：人希望在聯合國保護下維持懷士的國摩地 

位，完全反對把領士，照已經用過的名詞來說，當 

作南非聯邦的"第五省" 管理。. 把這些人的意見和 

投票贊成委任統治地位的"歐裔"的意見加在一起 

來算, 養員會認爲可以斷言，接受養任統治已不存 

在之說的人不及總人口百分之五。

一九. 委員會不得不下結論說'受委綺治國達 

反聯合國憲章第八+ 條、大會決譲案、和國摩法院 

一九五0 年七月+ —日的諮詢意見，過去一直未能 

充分尊重領土的國際地位，現在仍然如此。再者受 

養統治國朱得聯合國同意，未根據與聯合國協譲的 

條件向全體居民姿予豁商，乃是片面進行將領土併 

入南非聯邦。

二0 . 因此, 養員會提出下列結論與建譲：

委員會然為大會虽規探取一切可能措施以確保 

南非聯邦遵行'S*根據西南委任统治書所承擔的義 

務,.以便保资居民有權在未將西南兆置於国際託管 

制度下以前享受符合委任统冶制度的管理；此事貴 

屬當務之急。委員會建議大會在考慮其他可能措族 

時，計及委X會依大會決議案一0 六o ( 十一)就聯 

合国各横關、聯合國各會員国或前國際聯会會會員 

國可能採取之法律行動所提出之特别報告書0 2 ‘

B . 西南非 A ■口

二一■. —■九五五年六月領土人口估B"!*爲四五• 

七，七0 0 人，其中，，非歐裔" r a o  二，五0 0 名，"歐 

裔"五五，二0 0 名。根據在一九五一年所舉行的最 

後一次普査，領土居民共四一八, - * o 七人，依普査 

的分類，其中三'六八, 四九二人列爲"有色" 及"土 

著" ，四九，六一二人列爲"歐裔" 及三人爲"亜洲

38 參閱 A/AC.73/L.8,問 題 第 七 段 , 及 A/AC.73/L.8/ 
A d d .l,問題八, 第六段。

2^大會正式紀錄，第十二屆會，補編第千二號A (A/3625)o,



人" , 25自上次於一九ra六年舉行普査以後, " 有色" 
及 "士奢" 人口每年平均增加百分之二, " 歐裔"人 

口平均每年增加百分之五•八, 亜洲人" 則無變動。 

te據這些數字，在一九五一年至一九五五年之間''歐 

裔" 人口約增加百分之+。但據一九五七年四月的 

新聞報導,2®根據出生與移民統計估計"歐裔"人口 

在六二, 0 0 0 人至六五, 0 0 0 人之間, 此數實較 

一九五一年總數增加百分之二+ 至百分之三+。

二二.人口分配情形可以表示管理該領士的方 

法。這種分配主要也是由這種方法決定的。西南非 

係由一稱爲# 管區的行政地界分爲兩大區域。在警 

管區以南的區域是"歐裔" 居留的厲域,當地把這 

廣域本身也叫做警管So

二三.領士全部居民的絕大部分住在警管露以 

外領士北部逢界的士著保留地。他們在少數"歐裔" 
官員管制及一般監督之下由"土著"會長和頭人會 

譲管理。其中大多數是婦女；這區域視爲領土勞工 

供應的大本營, 有人從這裏招募少壯男子充任契約 

勞工，前往警管属"歐裔人" 定居地工作，在那裏 

他們只可以在勞工契約有效期間停留。

二r a .，，歐裔"居民住在:農場和列爲"歐裔直域" 
的市属內一 - 權管事實上在這些區域內"非歐裔"顯 

佔多數0 " 非歐裔"居民約有三分之一住在警管露 

內，大抵充當"歐裔" 農場的普通勞工,另外遺有 

許多住在 "士著" 保留地和所謂"歐裔"市區內的 

"土人" 地點。誓管區管理他們的方法, 主要îiT歐 

裔" 居民需要勞工的情形而定。在該廣管理他們的 

主要法律一 ■修正一*九二二年土奢行政法令—— 官 

方稱爲主要通行法。在 "土著" 保留地、土著地撒、 

和萊荷博特社廣，對 "土著" 而言，居民列爲"歐 

裔" 一類, 在那些地區有民選的U非歐裔"諮譲會 

和委員會，所有這些諮議會和委員會只在當地擔負 

純粹的豁詢任務。

政治狀況

A . 立法及行政權

二五.領士全部以及所有與聯邦結合的行政部 

門或領士部分的權力分配的複雜情形,大體仍和委 

員會以前報告書所說的情形相同。"

2 5關於所用名詞的定義，請參閱委負會向大會第十屆會就領土 
情況所提報告書與意見第及第ra段 （A/2913,附件《)。

2® 九五七年四月十八日温德黑克報(Windhoek Advertiser) 
" 參閱A/3151,附件威; A/2913,附件威。

二六. 懷士的立法權，屬於聯邦國會一 •代表 

領士 "歐裔" 選民團；又屬於領士立法會議—— 由 

"歐裔"選民選舉譲員十八人組成;又屬於聯祁總督； 

叉屬於領士行政長官；就西卡普里維地帶(Western 
Caprivi Zipfel)可能劃出的"士著" 保留地而言, 
則屬於聯邦士著事務部長0 行政權屬於立法會議所 

選舉並由行政長官任主席的執行委員會，又屬於總 

督、聯邦士著事務部部長、行政長官及聯邦政府其他 

人員。依據法律，"非歐裔"不得充任中央行政機構 

的成員，亦不得選舉中央行政鐵構的選任代表。

B . "土著"事務行政移交南非聯邦

二七. 委員會以前提出的報告書,2®敍 述 九  

五五年四月一日起將領士 "土著" 事務併入聯è 系 

統的情形，相當詳細。以前行政長官關於"土著"行 

政所有的職權，自那日起移交聯邦總督及聯邦士奢 

事務部長；所有領土 s’士著"保留地均雜改雜南萍 

士著信託局。

二八. 根據領士現行法律及"士著"事務經費 

開支情形，領士 "士著" 行政管轄事項如下: "土著" 
行政官員任免與職務，部落的成立或解散，倉長和 

頭人的任免與職務，"士著"捐税的徵收，''土奢"參 

譲會或諮議會的設置，士著住宅區的統制、管理和 

若千與建方面的工作, 此類地區以外土奢以及可能 

"土著"勞工行動的管制。"有色"人及其他"非歐裔" 
人，包括屬於萊荷博特社厲（卽 Gebiet) 的人不適 

用關於士著的法律和行政規定，不過他們如果居住 

於土著匿域, 則爲行政便利起見，也親爲 "土著"0 
敎育、衞生、農業、工業、貿易、礦業等並不視爲

土著" 事務成 "對士著有特別影響的事務"，此類 

事務仍由領士立法會議對"土著"以及居民其他集 

團掌有立法和財政權力。完全由 "歐裔"組成的立 

法會議旣將"土著"區域在上述各方面的行政責任 

交綺士人事務部長, 實係在 "土著"行政管制的移 

交工作方面充分合作。因此, 在所有爲 "土奢"劃 

出的區域內如欲使用或估用士地來建立敎堂、學校 

成傳教或從事探勘、探礦、賀易及其他職業，必須 

雜土著事務部長准許。

二九. 在移交以前，不僅業已識詢立法會議，而 

且也管諮詢領土執行委員會和聯邦議會的西南非代 

表。儘 管 "土著" 是最有直接關係的方面，而且估

a/3151,附件ÿ：。



人口的大多數却度有諮詢他們。聯邦士著事務部 

長於一九五K年在聯邦參譲院表示態度如下：

"如果我在行政的每一方面都須諮詢土人 

的意見'，工作就絕對無法進行。再者，就這特 

定事件來說究竟應該由國務總理抑或由土著 

事務部長«負這個聯邦政府責無旁貸的行政責 

任，我們要在領士諮詢誰人？這與諮詢士著有 

什» 關係？他們對•聯邦政府那一位人員必須代 

表政府負責的問題有什麼可說？如果那樣，的 

確是把諮詢觀念行得大過分？我簡單明瞭答覆 

說,如果任何人期望本人負責的一部或政府其 

他任何一部就行政的每一方面都諮詢有關人 

民，那就是提出一個完全不能辦到的要求。

這個態度的結果是：與 "歐裔"居民代表進行詳細 

諮商以後，於一九五五年ra月一日依法由聯邦總督 

代替行政長官充任領土全體"土奢"的最高首長

三0 . 委員會前次向大會提出報告書時，對於 

進行移交以謀佔人口大多數的"土著"居民福利一舉 

所含的一切意義，尙不完全淸楚。但是現在委員會 

覺得責任所在，必須報告說:根懷一九五六年所報告 

的種種演變，可以看出"士著"行政的翅勢是在領土 

加聚實行種族隔離政策比較已有情況更爲嚴格。8 1

三 一 九 五 六 年 ，士著事務部長在聯邦參譲 

院表示說，現在西南非土著事務，實際完全與南非 

聯 邦 "士著" 事務屬於同一管轄，使雨區域的情形 

更加一政。部長向國會報吿該部一年政策時，據委 

員會所知’唯一具體提及他在委任統治地大多數居 

民事宜方面所新獲得的權力的地方，乃是關於一九 

五六年五月完成的都市區域重新計劃。部長說，"位 

置適當" 和面積充足的士著地點" 已經選定，而 

對位置不當的"士著地載" 重新設計和遷徒的工作， 

也已規定。部長把已輕規定而且必須遵行的條件說 

明如下：

，'其中最重要的數項如下：第一，在土著 

住宅區及其他任何種族住宅區之間，必須有一 

隔離地賺，至少寬五百碼0 隔離地帶內不准從 

事任何賊發工作。第二，必須有一腹地，旣不

與其他種族地廣計劃發生衝突，而且在擴充時 

又能够供絵所需隔離地帶，以便將來擴充時能 

够擴充。此外, ’土著地點’也須儘可能在一種與 

歐籍市鎭斜對的方向發展。劃定土著住宅廣， 

除其他事項外，遺應計及下列各因素—— 此處， 

只提及那些與促進種族隔離政策有關的因素： 

第一*,該區的位置必須使土著能够到達城市的 

工業與商業直的傭雇之處而不通過歐裔或其他 

種族的住宅直；第二，該區必須能爐擴充以適 

合將來的需要’而不使都市區域其錄部份的擴 

充與發展遭受妨碍或發生困難；第三，如果可 

能，這種區域的'土著地點’攝量促其在供應兩 

個成兩個以上的都市區域的需要，這樣便可以 

使歐裔區域內分開設立的士著住宅廣數目保持 

最低限度；第四，如屬可能，設法將此種住宅 

區設於靠近班圖區域的地方，使這種地方的城 

市所在的地點適宜，以便將來可能和現有的班 

圖g 域連接起來。" "

三二. 部長在同次發言時明白表示，地方當局

參閱A/C.73/L.7,問観二, 第三十七段。

修正後么一九二八年士著行政法令。

關於土地方面的發展情形, 請參閱第â 節 "經濟狀況"第六 
十四段至第A十八段0

—— 就西南非而言，包括由"歐裔"選舉的市參譲 

會和由行政長官任命的鄉村管理委員會和區理民官 

—— 倘若實行地産絵照制度有弊，士著事務部可以 

加以千預，不准達反政策讓"土著" 在 "歐裔"住 

宅® 居住。

三三. 實施這種政策，必須强迫 "土著"居民 

從那些已經完全隔離的所謂"歐裔" 市區內遷移。一 

九五六年和-*九五七年，這種辦法並已推行於萊荷 

博特社區，道區域過去曾允許"歐裔" 從 "有色"地 

主租用士地，'y；著" 也在那裏生活，並爲 "歐裔"成 

萊荷博特社區的人工作，情形與和所謂"歐裔"區 

域的情形類似。一九五六年一月+ 六日，萊荷博特 

社廣 Mr. Jacobus Beukes來 面 提 出 控 訳說， 

有權居住於萊荷博特站內社區土地的"土著"正在 

移出，除其他事項以外，他遺提到這些人在社區內 

"充任僕役，享受家長父毋性質的保護以及子女一般 

的待遇撫養" 的歷史權利。後来經執行委員會行政 

長官決定，所有"歐籍" 人也從萊荷博特社區遷出， 

其中.大多數人在一九五九年底以前遷出，因爲認爲 

他們繼績居留旣不合"歐裔"居民的利猿而且也小 

合 "有色" 居民的利益。一九五七年五月十六日，這

8 2南非聯邦，參議œ 論紀錄, 一九五六年, 第十五卷，第S  
八八四至八五爛。

參閱附件榮。



個決定雜立法會議核推認爲棵取這決定乃是 '，爲實 

行國民黨糧族隔離政策, 而且符合一九五六¥ 西南 

非聯合國民黨大會討論和決議案的精神。" "

三r a .委員會以前提出的報吿書，骨經叙述西 

南非依據若干委員會認爲屬於壓迫和歧視性質的法 

律而造成的種種情況。委員會的這種印象已由一九 

五六年，西南非參譲員ür. Hermann Heinrich 
V ed d er的陳述予以證實。他是總督根據法律規定 

主要因爲他激底明險領土 "有色"種族合理要求與 

願望而派的代表。這參譲員住在領士已五+ 年，他 

向聯邦參議院說，"西南非是五+ 年來世界上唯一實 

行種族隔離日猿加深的國家。"他叙述領士的情況 

如下：

"在西南非，我們有許多士著部落, 語言、 

督慣、風尙和宗教意識各不相同。著名的部落 

如赫勒羅（H ereros);納馬(Namas) , 卽荷頓 

托 特 （Hottentots)，柏格達馬（Bergdama), 
濕梵博 (Ovambos)；津 巴 （Tjimba);布希門 

(Bushmen)。這些部落在生活狀況、彼此交往 

和社區生活方面，都2 相實行種族隔離。在萊 

荷博特的廣大廣域有一個e 斯特爾 (Basters) 
部落，於一八七0 年，由他們的牧師領導，渡 

過橘河定居於從納馬人購買的肥沃士地。巴斯 

特爾^ 成立種共和國，有自己選出來的議員 

和自己制訂的法律，理民官是他們與温德黑克 

行政當局間的正式連繁，但是他們從來不選歐 

裔人。他f !願意要他們所居區域的自己人。已 

斯特爾人是有色人，除在他們本地和在他們自 

已人當中以外》他們沒有其他任何選舉權。他 

們動於這種情況+ 分满意，並不希望其他任何 

辦法。至於就Tomlinson報告書主張爲各 

部落分別劃定居住區域的建譲而言，這是我們 

在西南非由於設立保留地業已有的辦法0 而且 

聯邦政府業已繼續照此方針進行。這是德國政 

府開始實行的。保留地經過勘測，歐裔人等如 

無准許置一槪不得進入。歐裔和土著對這一點 

都很满意。# 勒羅人佔有面積很大的保留地阿 

密細斯 (Aminuis), 埃普基羅(Epukiro) , 冗 

特堡 (Waterberg)就是西南弗東部一*個王國。 

他ff!在那裏只要守秩序便可以照他們自己的願

西南非立法大會衷決與會議ffi錄，第二屆會第七次大會, 
-九五七年第; 貢及第五十八頁。

«« « 政府關於甫非聯邦的一個調査画的報告go

望生活。納馬人的保留地在南方；柏格達馬人 

住在涯孔巴»  (Okombahe)保留地。涯梵博人 

分七個部落,住在北部的握梵博蘭。整個涯梵博 

蘭是一個面積很大的保留地，.士地不得賣給歐 

洲人；只有居民和少數官員以及一個歐籍商店 

主人住在那裏。西北的高科維德（Kaokove]d) 
是津E 人的保留地。布希門爲數共約七千人，只 

有他們沒有公認的保留地。我希望他們也能得 

一保留地，因爲行政當局把他們當作住在保留 

地的人民看待。保留地是例如湿梵博人一類的 

人在歐籍定居地內赚錢的根據地,他們進入鎭、 

市工作，雨年以後，囘到他們的保留地0 那糧 

情況沒有人不满，因爲歐洲人沒有士著就不能 

工作, 而士著沒有歐洲人就不能生活。歐洲人 

和非歐洲人混合, 從一九0 八年以來，就遵法 

律禁止。歐洲人和非歐洲人歡喜那些種族隔離 

的法律。歐洲人住在市鎭內，土著住在他們的 

居住地區，彼此分開。但是士著自己也不都住 

在一起。每一 士著地酣內，有一部份是f t勒羅人 

居住的;一部份是涯梵博人居住的；同時也有納 

馬人和柏格達馬人居住的部分。種族隔離辦法 

也在各士著地點實行每一部落各自選舉頭人， 

但是並不考盧參加歐裔人的選舉0 敎會會衆， 

卽使屬於同一教會，卽使屬於同一宗派，通常 

也是分開舉行宗教儀式<̂ '沒有人希望改變道糧 

辦法。顯然在工作的日子，歐洲人和土奢必須 

在一起工作，不過到九點鐘宵禁開始以後，所 

有士著都必須同到他們的地點；除非領有准許 

證，不得在道個時間以後逗留市區。歐洲人沒 

有准許誰也不得進入士著地點的區域。"3®

三五. 據這參譲員說，糧族隔離辦法在領士內 

使各方满意—— "凡是通達事理的人，不論歐籍或土 

著，都不想打破這種藩擁，都不想推翻這種基確"。 

可是委員會不得不指出，根據 "非歐裔"人所遞的 

每件請願書和來文，都可以看出事實恰好相反。具 

文人都說從聯邦政府直接管制U土著" 行政以來VI靑 
況不但根本沒有改進，而且愈趨悪劣。"

三六. 在一個領士之內，所有政治權利、就業 

與工資、居住與行動自由、教育、以及幾乎其他一 

切生活都依續族來決定和管制，在此情況下，再推

南非聯邦, 參議œ 論組錄，一九五六年，第千六號，第S  
九五一*至五E3爛。

參閱附伴« 至榮、ÏX、拾、拾威。



行一種政策, 必廣將士著居民强迫遷出,以符合聯

邦士人事務部長所特定的要求，據委員會的意見當 

然不免使領士各種各族之間的關係,更趣聚購,使他 

們彼此之間的分裂程度更加嚴重。領士行政根據種 

族隨離方案，現在比以前任何時期更加顯明。這種 

方案與聯邦政府鄭重承諾盡力促進託管領士居民物 

資、精脾福利與社進展的義務,甫者實在不能並 

行不懷0

三七 . 因此，委員會提出下列建譲：

委員會就爲政治、經濟、社會和教育權利统受 

« 族隔難辦法支配的西南行政情况,使害當地居 

民利益，尤其使害"土著"多數份子利益, 與委任跋 

洽制度、聯合國蒸章及世界人權宣言的精神和宗盲 

實相低觸。委員會重申以前所作之建議，想為受委 

统;'é国應振取歩骤, 以保障领土特殊地位及所有一 

切居民之真正利益,將领土行政貴任迷漸移交適合 

领土情况之充分代表機關；為實现此項目的起见，首 

先將代表權普及於领土全體居民,將领土立法機構 

改為適當之代議機闕。委員會建議，受委統治国立 

刻作為緊急事項，振取步骤，廢★领土內一切種族 

破祝之法律與習慣, 並振取緊急措於修改現軒，，土 

著" 行政政策兴辦法，精{切實履行委任统治書所 

規定之義務與職貴0

巻.經濟狀況

A. 概述

三八 . 因爲近年來西南非輕'濟和財政狀況發生 

重大改變,倘若儘量利用現有資料將領士目前經濟 

一《 '廣況, 扼要轉達大會，委員會認爲不無轉益。

三九.綜覽全盤情形，暫不考盧領士各部分居 

民所擔在的部分，領士經濟頗呈繁榮而遂漸擴充之 

象。若與葬洲其他大多數附屬領士比較, 可銷售物 

品生産慣値對人口之比很高，而且遺在不斷地增加； 

資易差額處於+ 分有利的地位；現有向南非聯邦所 

借的公à ，條件優厚，遺本村•息 *毫無困難，在P 有租 

税制度之下, 納税人負擔很輕，然而公家收入仍有 

增無已0

四0 . 鎭蜜、農畜産品及魚類和魚蜜品是貨鞍 

經濟的主幹。鎭業近年來大有進展，本身所獲利潤 

及向公家資金所作的貢獻都超過其他各業。領士也 

是南菲聯邦肉顏供應的主要來源之一；領土生逢大 

量奶油及其他乳酪産品供本地消費並輸往聯邦，而

且很有希望將這種乳酸蜜品中的一大部分移用於更 

安全而且也許更加有利的乾酪素生査。領士畜羊農 

戶以供應非常有利的初親産品市湯—— 歐美高尙時 

装市場一 •'爲主，他們將黑紫盖皮（karakul pelts) 
售給這糧市場，以便加工製成"波斯" 盖皮成"俄 

國" 盖皮；大西洋濱的漁業，在幾年之內也已後展 

成主要的出口業。

四一. 反映:可銷蜜大宗的領士出口資易近年 

來每年都在三千萬鎭以上0 -*九五四年乃是有統計 

資料可査的最後一年，出口貿易總額爲三千六百八 

+ 萬鎭。最重要的單純産品爲纖石(一千二百萬鎭）， 

鈴鎭（六百七+ 萬鎭），魚査（二百七+ 五萬鎭），黑 

紫盖皮（三百九+ 萬鏡)。就製造業而論，領土仍處 

於à 後展的狀態，因此，對加工製造的食品與衣着、 

汽車、機器和其他製造品方面的需求,大部分仰賴 

輸入0

四二. 出口貿易慎値，在 九 ra六年尙不及一* 
千萬鏡, 戰後各年則增加四倍。一九四九年（一千 

四百九+ 萬鎭)和 一 九 年 （三千零七+ 萬錢）«■ 
易額大爲提高，主要原因爲鐵石、給精和黑紫盖皮 

出口數量和慣値增加。入口總額同樣也有增加，一 

九四六年爲七百萬鎭，一九五四年增至將逝二千三 

百萬鎭。在這期間，差不多每年出口總値都比入口 

總値超出很多。

四三. 九五M年年底以後，就無法知道領土 

貿易進一步發展的詳細情形，因爲自一九五五年一 

月一日起，官方以前爲領士分開發表的貿易維計， 

業已列入南非聯邦统計,而不加以區別0 不過從以 

後各年某種出口産品慣格的零碎資料中可以看出， 

資易擴充趨勢仍繼績保持，尤其從織産、黑紫恙皮和 

魚産的繼續增加可以看出這種趨勢。聯合國將來務 

須能够査明領土對外貿易的發展情形這一*點，+ 分 

重要，因爲領士內部的實際凝展和可能發展殊有賴 

於此0 委員會在這方面只有重申上次報告書對鉄乏 

賀易紘計資料因而工作後生困難所表示的關切。

mm.就生査慎値而論, 主要工業爲鎭業。自 

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鎭業的重要和發展都 

有驚人增加。鎭産銷售, 於一九四六年爲一百五+  
萬鏡’ 到一九五五年增加至二千二百九+ 萬鏡。領 

土的賤金屬蕴藏豊富, 發展前途似乎可能超過纖石 

和寶石的發展。目前每年鎭蜜約値二千八百萬鏡， 

其中寶石與工業鎭石約一千五百萬鎮，錯織與銅鎭



一千二百萬鏡, 其他纖逢一百萬鎭，從數字上來說, 
大多數鎭爲小企業,但是四大鎭的生査却佔產量的 

絕大部分。根據報紙所登的官方報吿，"一九五五 

年至一九五六年鎭業傷用"歐裔" 一?八八二人，"土 

著" ~ ，六一七人；鎭業忖出工資二百四十萬鎭； 

支出當地購買費、交通費、關税、其他費用H百九 

+ 萬鎭。" 同年領土歲入，約有二百五+ 萬鎮係擴業 

出口税：、利得积：、他種积:額和執照費的收入，換言 

之，領土全部歲入約有三分之一出自鎭業。 最大 

的鎭石公司，於一九五五年呈報利潤計一千三百七 

+ 萬鎭，而一九五四年則爲一千零八+ 萬鎭，一九 

五兰年則爲九百七十萬鏡。" 有^ 極大的新貴重鎮， 

幾乎包括橘河以北的整個冗姆巴德Warmbad)属， 

據報最近業已將開採權授予由加拿大若千金融家支 

持的南非投資公司。42

四五. 在同期間,大西洋沿岸魚査工業的發展 

也很驚人：龍暇尾、沙T 魚、魚餅、魚油及其他産 

品的價値現在估計每年約六百萬錢。這工業所投的 

資本超過五百萬镑, 傷用 "歐裔" 二百錄人，"非歐 

裔" 三千五百餘人。

四六. 向外銷售的比較重要的農牧産品則出自 

領土南方和中部各® 以及涯梵博蘭（Ovamboland) 
以南的化部地區。南方、中部各區和西北的農民飼 

養小羣家畜0 中部和西北各區從事混合農作；中區 

的東部和東北則可以單獨從事畜牧。最重要的廣品 

就是黑紫盖皮’不過飼養黑紫盖羊的農民也飼養供 

屠宰的牲畜,一九五六年內輸往南非聯邦以供屠宰 

的小牲畜在二+ 萬頭以上。毛皮生産每年約三百萬， 

價値約爲六百萬鏡。將出口的小牲畜與羊毛和黑紫 

恙羊毛生産價値加起來，畜羊業出口總慣値估計約 

爲七百五+ 萬鏡。一九五六年由中部和北方牧場輸 

出的屠宰牲畜約有二+ 萬頭，大部分輸往南非聯邦, 
另外有九百萬镑奶油也是同樣輸出的。若將供本地 

消費的小麥、玉蜀泰、蔬菜、肉類和奶油計算在內， 

農、牧生蜜總値估計每年約爲一千三白禹鏡。

四七.這便是所謂經濟處於與旺和擴展狀態 

—— 至少在大體上如此—— 的主要特徵。若與非洲

一九五六年五月十八日温德黑克報。.
關於 "士著" 在鎮業和一般經濟上听佔地位的資料，請參閱 

下文第四十A I?至第六十二段；關於工資及3：作條件, 請參閱第肆 
節"社會狀況

«  —九五五年至一九五六年西南非決算報告，第十四貢。
«  - 九五六年五月十七日約翰尼斯堡星報。

" - •九五六年十- 月六日温德黑克報。

其他附屬地直比較，領士似乎處於優越地位。領士 

經濟有一重要特點就是目前向多方發展二尤其是織 

業和漁業的發展似乎已達一種程度, 足使從前倚賴 

農業的情形大爲减少。由於雨量和士壤肥沃程度的 

關係, 農業並不是天然特別適宜的，事實上因時常 

發生旱災而受嚴重的損喜。農業雖然是領士内人數 

最多的生蹇團體所從事的生産工作，可是比較其他 

任何工作更需要公家資金和公用事業偉助。

四八.不過西南非經濟另外遺有一個基本特 

黏，從委任絲治制度所規定的特殊責任來看，委員 

會認爲這個特點有特別重要的意義。這就是促成領 

士目前相當繁榮情況的工業, 主要都是"歐裔"所 

有和經營的企業，"土著"的地位大體不出充當粗工 

的範圍。鎮業和漁業的情形尤其如此。甚至走上出 

口資易途徑的農、牧生査也是這樣，雖然那糧出口 

品內有一部分是警管區內保留地的査物。事實上領 

士內大多數"歐裔" 都是農人；銷售的«廣 品絕大 

部分出自他們的農場。

四九. 另一*方面，領士 "土著"居民的較大部 

分多居住於警管區以外的北方，因此，距離近代經 

濟發展的主要地處很遠。他們大抵依照他們自己的 

習俗和傳統生活，並在普遍困難的情況下，以自，給 

農業和蒙養牲畜諶生。他們接近貸恪經濟的主要途 

挺，就是以他ira的勞力供絵領士其他部分的鎮業和 

歐裔" 農場的需要。

五0 . 住在警管直內的其餘"土著"居民則分 

散在下列各地：保留地一一據行政當局說，這是爲 

那些有能力而又願意自耕自食的人所鬪的；"歐裔" 
農場—— 在那裏他們的工作主要是農場勞工和家庭 

僕役, 在若千情況下並准許他們牧養一定數目的牲 

畜；市鎭一 也是在商業、工業及歐籍家庭充當勞 

工及小傷員，以及在市處"土著"地段內這一類的 

地方充當小販和手藝工人。

五一. 行政當局說過，在警管厲P3的保留地使 

"土著" 有機會,以遠較他們在保留地以外購賈和租 

用士地有利的條件，使用士地。行政當局鼓勵他們 

增加生蛮和改善他們本身的生活狀況,不過他們所 

得到的協助遠不_& "歐裔" 農人所得到的® 助。在 

蓄牧露域，有分離提収-器供絵 "土奢"家庭或若干 

家庭，並由行政當局的福利工作人員監督，保持淸 

潔和衞生，另外遺壽供交通工具，將乳酪蓮到最冗 

的乳酪廠。據行政當局說，由於推行這種計劃,以



及牛羊及皮革銷售—— 也是由行政當局主辦的——  
所得的收入,，一九五五年度保留地內的生產者大約 

有0 + 萬鎭的收入。"土著"所付的年捐及其他税捐 

以及因他們所養牲畜而需織納的放費牧都存入信託 

基金，這基金加上領士每年補充的資金五萬鎭，都 

用來從事保留地的經濟發展。在北方部落匿域也設 

有同樣的信託基金。塾井和水孔以供絵水源fâ乎是 

行政當局在"土著" 廣域所辦的主要經濟事務。此 

外 , 行政當局並且遺有農業專員四人向"土著農 

民指導草原管理和牲畜品種改善的最好辦法。在北 

部各區他們並就改善食用農產物生産方法及操用新 

作物間題，提供意見。

五二.委員會設法評定行政當局這些工作一般 

情形的償値時，覺得過去很難衡量肤種對"士著"農 

業所予盤助的確切範圍，同時，也很難衡量這種德 

助在提高生產率和改善生活程度方面的效果。在"士 

著"行政於一九五五年四月一日移交聯邦政府以前， 

委員會遺可以辨別直接對"土著"農民有利的措施 

的特定開支項目，例如小型灌衝工程、示範土地和稻 

米試驗這些項目的開支—— 以及性質不同的項目, 
例如將土著遷出若千地區和鼓勵"土著"勞工招募 

工作的開支項目一 -但是委員會現在遺無法得到資 

料藉以刹斷這些工作在新制度之下的詳細趨勢。不 

過根據現有知識，委員會不敢相信已有任何新的積 

極步驟或預傭採収任何步驟來促進"土著"生産能 

力。

五三.受委統治國描寫它改善領士 "士著"多 

數份子經濟命蓮所作努力的最涯陳述和出版物 

一律都把乳酪廠、牛羊銷售和水源供應三個題目，加 

以顯著的叙述。過去這三項工作—— 除招募粗工外

■— 是培養 "士著" 參與貨敷經濟的主要途徑，目 

前顯然遺是這樣。這一點業經一件請願書" 證實。 

領士內"歐裔" 兩人想級斥各方對行政當局的批評， 

遞送這請願書，根據直接得來的資料，向委員會說 

明在 "士著" 保留地內的發展情形。他們特別提到 

水井和抽水機的設置V水塌、水塘的建造和養譲，育 

種公牛的供給和獸醫的服務，牛奶和乳酪的銷售及 

牛羊的柏賣。

« 委員會最近獲得的這種陳述爲西甫非行gc當局官員所撰述 
的文字多篇以及爲"法蘭西許論"•-九五六年千二月號所撰述的其 
他文字; 另外還有一九五七年普利托里亜國新聞處所發表的記實文 
件第二十六號。

" 參閱附件拾登。

五四. 現在可以得到若千統計資料, 至少可以

使人大體上明瞭行政當局在土著"保留地和部落 

區域從事經濟發展工作的程度，若與歐裔"區域  

所得的協助比較, 尤其可以明瞭。例如'領土建設及 

举傭基金，是發展方案資金的主要來源，一九五五 

年至一九五六年，基金支出總數爲三百九+ 萬錢，其 

中幾乎有一半（一百六+ 萬錢）是向地方當局所放 

出的建設貸款。地方當局中最重要的當然是都市地 

方當局。次大的一項開支就是政府建築費（八+ 七 

萬三千鎭)。在領土目前發展階段，主要對 "歐裔" 
有利的築路和電飘工作，分別佔七+ 三萬六千鎭和 

三+ 五萬九千鎮。促 進 "歐裔"土地懇殖和發展的 

工作，共費二+ 四萬一千鎭，包括可以收囘的塾款、 

開塾費和測量費在內。但是在 "士著區域"這一項 

目下所支的款項只有五萬八千鏡—— 舉例來說，這 

數目遺不及行政當局爲勾銷"歐裔"移殖農場塾弁 

失敗所耗費用而承擔的腐損淨額七萬九千鏡。4»

五五.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五六年向南非聯邦政 

府織納作爲領土在"土著"行政費用中所擔部分的 

總數一四五，八0 —鏡，也許其中有一部分包括”土 

著" 區域經濟發展的開支項目在內。但是卽使把這 

總數與領士建設及準備甚金項下所支出的數目加起 

來 士 著 " 發展工作方面的鬪支遺是很低。爲了比 

較起見這項開支總數不僅必須參照新闘的"歐裔"農

場懇殖和發展費用，而且遺須參照農利基金--------
九五六年爲一, o  二七，二七九錢一一及土地農業銀 

行這一類行政當局所主辦的各項財政溶助總値。

五六. 據委員會所知，行政當局對"土著"生 

産活動所能報告的最好成就，就是一九五五年警管 

處 "士著" 保留地內 "士奢" 生産者銷售乳酪、牛 

羊皮革總共得到收入約萬鋳。這數字事實上是 

委員會對警管區內這一部分旣不出外傭工又不以小 

買賣、蓮輸或手藝謀生的"土著"居民的現金收入 

所有的唯一根據。至於在北部落區域，則毫無數 

字可査。整個警管露絕對是領土內最重要的切紋商 

品生產處域，佔每年農牧生產估計總額一千三百萬 

鎭的一大部分。由此觀之，"士著"在生産和財富中 

所估的成分，顯屬次要。

五七. 養員會過去提到某些情報，表示警管處 

若 干 "士著" 可以從事各種與勞工及農業無關的工 

作。也經上文所稱兩''歐裔" 請願人的陳述置實。這

«S 九S S 年至九五六年西制F決算報告。



兩請願人說有若干普通資â 執照發給"土著"居民， 

"其條件與白人所適用的完全相同"。又說，有些土 

人爲自己工作, 例如, 充當漆E 、泥水匠、鞋匠、搬 

蓮失、圍牆修築匠、羊毛收剪嫁員等工作。兩請願 

人週送赫、勒羅族婦女駕贼自傭卡車的照片一張作爲 

土著"也有進展機會的實例。不過這個例子使人覺 

得那只是一*種例外情形, 而不是一糧普遍狀況0

五八. 委員會過去四年來所獲得的一切證據使 

人很容易下一結論如下：領士 "士奢"居民的主要 

作用, 經行政政策和方法決定, 乃是供給勞工, 如 

果沒有這種勞工, 在本質上屬於"歐裔" 的經濟，就 

根本不能存在。而且這種勞工是在某種成本及管理 

的情況下供給的；如果沒有這種情況，這種經濟也 

不能像現在這樣有利可圖。"士著"其他各種輕濟活 

動一 -特別是在一個以農業和畜牧爲本的國家似乎 

是"士著"襄牧生産自然發展的活動■— 所受到的栽 

培顯然只想做到使那些不能或不願出外傭工的人得 

以糊口的最低程度而已。這個結論不僅從"土著"雜 

濟發展所能獲得的協助相當貧乏的現象可以看出， 

而且從農業與畜牧土地處分配置似乎不顧"土著'， 

利整的情況也可以看出。關於後面一點委員會以前 

已經提請注意，下文遺要提到。

五九. 再 者 士 著 " 可以擔任的勞工種類，並 

不足以促進他們繼績發展。大多數 "土箸"充當農 

業及家務勞工，這種工作的性質不會使他們有機會 

發展技術,也不會使他們積蓄資本到可以發生作用 

的數額。在礦業方面,技術的發展通常是可以做到 

的，可是法律却限制"士著"工人的升遷不得超過 

略高於不熟練工人的等紋。

六0 . 委員會認爲另外有許多事,可以而且應 

該在受委綺洽國的權力之下辦理，藉以促進"士著" 
生逢者的地位' 幫助他們，使他們有機會獲得資本 

和技術, 並在領土擴展的輕濟中發揮日漸重要的作 

用。

六一.委員會發表這意見並根據這意見提出建 

譲，深知—— 而且也深切關懷—— 這種發展，與故 

意 使 "士著" 在經濟方面處於低劣地位的政策,不 

免適相® 觸。不過委員會深信現行政策不能永遠存 

在，因爲 "土著"人民改善生活和提高尊嚴的願望 

與日俱增, 不可遏Jfc。士著人民唯有憑他們自己的能 

力，在領土經濟中取傳較重要的地位,才能達到道 

個目的。現有其他非洲領士尙未自治，但非洲人在

那些領士獲有相當訓練、指導和協助,開始從事於 

他們在西南非所不能參加的其他經濟工作，+分成 

功。

六二. 養員會本身並不認爲"士著"經濟地位 

能在一朝一夕之間就有重大改變：不過若動他們的 

潛在能力改變態度，可以開闘一種遂徑，迷漸改變 

他們生活方式和公民效能。一個有計劃而積極的"土 

著" 經濟發展方案—— 事實上也就是使他們與領士 

現代經濟打成一片的方案—— 需要大量財力和人 

力 , 由於人數的理由,這種需要或許比較領士 

洲" 農人定居的費用遺大。不過爲增加領土將來的 

生產力和繁榮, 這却是不可少的投資，爲領士將來 

政治的穩定, 無疑地這也是不可少的投資。據委員 

會的意見，領土財政能力可以擔負這樣一項投資： 

儘管积:率降低, 可是公家收入遺是增却:一九五六年 

三月三+ —日，領士發展及準傭基金尙有未動用款 

項八百六+ 萬鏡。從政治觀廝上來說,委員會認爲 

這種投資是爲將來前途着想所不可缺少的。

六三. 因此，委員會提出下列建譲：

委員會建議受委统治國進行有計劃之經濟發展 

方，，主要目的在協助"土著" 居&並使他們取得必 

要條件在领土經濟上發揮敕廣泛而充分之作用。委 

員會促请受委能冶国考處在此種方案下振取措施以 

擴充目前 "土著’’ 礼品及牛羊之生產及销售；開發 

適宜土地, 後從事此種生處及他翔裏畜生處,包括 

畜養.《紫黑羊之 "土著" 裏民得以定居；並供结■充 

分便利與協助為上述各項目的舉行剑轉、教译'、示 

絶並使 "土著" 得以參與其化生直、货易、商業企 

業及热練職業, 尤其是殺業和漁業。

B. 土地處置

六四. 西南非主要是畜牧國家；襄作只能以較 

小的規模從事，而且赋能在有限的若干區域。氣侯、 

7X量、士壤和植物等天然條件最好也只是勉强可以 

從♦ 生査，在領士大部分地區內連勉强從事生産的 

條 件 都 不 具 傭 因 此 ，飼養牲畜必須有廣大的土 

地才合輕濟原則。

六五. 個別 "農場" 面積 , ÜS地露而不同，自約 

H千或五千公頃起至兩萬或兩萬公頃以上止。一九 

五二年, 所有 "農場" 平均面積爲七千五百公頃7

« 長期農業政策委員會報告書（西南非) ，一九四八年。 
" 參閱A/AC.73/L.7, S 章，第一一七段。



此處應該說明，委員.會以前報告書業已指出，"農場" 
或 "農人" 兩名詞，依西南非的督慣，係指"歐裔" 
農場及農人。因此，官方出版物說到任何特定地處 

認爲農場所需要的士地面積’ 係 指 "歐裔"農場而 

言。在領士現行土地分配和行政制度之下，"歐裔" 
農場應有足够供養"歐裔" 農戶一家的面積，這種 

家庭可能傷有士奢" 勞工協助工作，所養的牛和 

小牲畜的數量不受法律限制。在專門劃給"土著"使 

用和居住的"土著" 保留地，並不適用同樣的標準。 

事實上許多"士著" 農民所分的土地而積，比較"歐 

裔" 小得很多，而所養的牛或小牲畜的數目和種類 

却受法律限制。

六六. 委員會以前向大會提出的報吿書，骤於 

劃給 "非歐裔" 土地比較劃給"歐裔"的士地面積爲 

小一點，表示關心。一九五二年底, " 歐裔"數不及人 

口總數百分之+ 二，但却分到領土全部土地面積的 

百分之四+ 五左右0 那時"歐裔" 梟場數目爲五, 0  
四一, 估地三七,五七八，八六五公頃，卽一四五, o  
五五平方哩。自那時起，一磨;都是根據承租人有購 

買權的辦法，將農場分配給"歐裔"。遇必要時，並 

將警管區界限向北推廣，開闕新區，以供 "歐裔"定 

居。這種情形, 在一九五三年、一九五四年及一九 

五六年都會發生。在許多地區，現在 "歐裔"農場 

土地都和北方"土著" 保留地接壤。

六七. 據一九五七年三月二+ 八日行政長官在 

立法會譲所作的陳述， —九五七年初期在警管區 

內與阿密紐斯CAminuis) "士奢"保留地連接的地 

方，另外遺有一百豊場可以分配給"歐裔" Â o 行 

政長官答復間題時又說’他不能絕對擔保對那些 

迫遷離萊荷博特社區（Rehoboth Gebiet)的 "歐裔，' 
承租人予以優惠待遇，不過領土土地局已經獲悉行 

政當局的願望，應該爲那些離開那社區沒有士地的 

眞正農民設法。這項發展對萊荷博特社區份子的意 

義，另於下文內加以叙述。

六八. 領士土地分配方面，與其他各方面一樣， 

都是把"歐裔"居民的利益視爲至上。根據領士實行 

的士地分配方法，"非歐裔" 不僅不能獲得土地，而 

且他當中許多人因爲所謂 "歐裔"地運推廣而到 

處移動。這種辦法，縱然不說由於其他理由乃是可

以反對的，却也顯然妨碍設法改善"非歐裔"生逢 

活動和生活程度的一切真正努力。

六九. 根據領土法律，那些住在劃歸"歐裔"定 

居土地上的非歐裔" 人，不是被迫替"歐裔"農 

人工作，就是被迫運移。 "歐裔" 人的士地需要， 

超過領士內未經分配的政府土地的供應。委員會曾 

一再對 "歐裔" 人不斷需要額外士地，可能引起甚 

至將特別劃給"土人" 作爲 "士著"保留地的士地 

轉讓出去的情勢一節，表示關心。委員會的恐懼目 

前正在成爲事實。

七0 . 自從聯邦政府於二九五五年四月一曰直 

接擔任 "士著" 行政管理工作以來，根據可以獲得 

的官方資料，得知現正研究取消領士內較小''土著 

保留地的問題雖然這事多少與種族隔離辦法的 

社會問題有關，不過主要原因遺在"歐裔"農業社 

區想奪取"土著"居民手中較好土地所加的輕濟壓 

力。

七一. 警管區内奥開加斯（Aukeigas) 和啥康 

納斯（Hoachanas)兩 "土著" 保留地，是"歐裔"
農場圍繞的雨個較小的保留地，因此認爲是"白色 

區域" 中的兩個"黑色斑點"，業輕定期撒銷。委員 

會認、爲應該保護這糧保留地內的人民使他們不致被 

迫遷離。

七Z；. - 九五六年七月+ 七日温德黑克報登载 

一項報導, 說奥開加斯土著保留地內"菲歐裔"居 

民M百零一人已經遷到阻奥開加斯約二百五+ 哩鄰 

接握佐荷隆哥（Otjohorongo) 土著保留地的Sorris 
Sorris.襄場。據以後的新聞報導，面積一三，八三 

七頃的奥開加斯區，業經分成兩個長場，各H ，九 

五0 公頃，分別以每公頃四鎭五先令和五鎭一先令 

六便士的懷格拍實絵"歐裔" 兩人，另外兩千公頃 

則給一所"歐裔" 農場學校以資擴充，其餘的土地 

則成了留供遊獵的地區0^1根據當地標準，奥開加斯 

適在很好的農作地區之內。尤其重要的，此處有豊 

富的水源供應，這主要是以前"土著" 居民，主要 

是達馬拉人(Damaras) , 築塌藝井努力的結果 

他們對奥開加斯所作的這些和其他改進工作，都甚

" 西甫非立法會議表決與會議æ錄, 第二屆會, 第七次大會， 
- 九五七年,第二 0 貢。

« 參閱A/AC.73/L.7, S章, 第一五六段至第一五七段。

=0 —九五五年至九五六年西南非決算報告第二十四貢。
B1 九五六年九月二十六曰、十月六日及十一月九日西南非報 

Die Suidwes-Afrikanero
B2南非聯邦西甫非施政報告, 一九S 二年，第四一六段；- 九 

三八年, 第S 四0 段 ；—九2 九年，第九四S 段至第一九四七段。



由行政當局官員監督, 不給報酬進行的。因爲聯邦 

政府一九三二年向國際聯合會報吿過，他們知道，，這 

種改進工作是謀他們自己的利盡。，，5»根據上述温德 

黑克報的報導，那K百零-*人現在遷居的士地面積 

較 小 （一二，八六0 公頃)。從官方資料可以知道那 

塊土地的品質遺不及原有土地一半優良。根據領士 

調査委員會的意見，在 Sorris S o rris地方至少要 

有一萬公頃的士地才能使農戶家獲得適當的生活 

程度上文已經說明，這費戶一家是指''歐裔"農 

戶而言。

七三. 一九四五年，聯邦國會核定將奥開加斯 

土著保留地廢除，但須將握孔巴赫士奢保留地增加 

六0 , 0 0 0 公頃。奥開加斯人民同意収消他們的保 

留地。一九四七年V握孔巴鋪士地所增的面績不是六 

0 , 0 0 0 公頃，而是一一六, 0 0 0 公頃，但是由 

於那士地的性質;只能容納奥開加斯居民二百人，其 

餘的人則准留於奥開加斯區到一九五六年爲止。

七另外有些士人住在政府士地上已有多 

年，但因郵些士地在一九五0 年被 ''歐裔"費人用 

作牲畜放牧之地，因而這ë  士人被逐出政府士地。一 

九五0 年，人民的福利會被用作不利於這些被迷"土 

.著" 的談刹條件。行政長官原來想把這些"士著"定 

居於糧孔巴餘土著 " 保留地的一部分士地_ t，但 

發現那一塊士地無法得到水源供應。因此，他提議 

另外一個保留地弗朗士豊坦(Franzfontein) 增加 

土地來容納他們。行政長官向立法會議說明，那塊 

士地，當時只供歐裔" 數人用作牲畜放牧之地，而 

這些人對那塊土地所作的任何改善都將領到捕償。 

可是立法會議却規定無論在什應*1# 況之下都不得將 

那塊土地加給弗朗士豊坦保留地以資擴充，因此那 

保留地就沒有擴充。根據調査委員會的建譲，行政 

長官採取另外種辦法就是再度將濕孔巴®r  土著" 
保留地擴充，使它增加一擁雜土著事務專員報稱可 

能不適於養牛之用的士地。行政長官如此辦理，附 

有下述了解：在奥開加斯"土著"保留地其錄居民 

尙未找到適當的土地以前，該保留地暫不關陋。

七五. 雖然如此，上文已經說過,一*九五六年, 
奥開加斯居民H百零一人遺是遷移到一塊根據"歐

同上， 九S 二年, 第0 —六段0
棄場面糖最限度間题委員會報吿書(西南非)，—九四六年

‘月C
關於本段與下段攝述的官方資料，詳見A/AC.73/L.3,間遍 

十三, 第十六段至第二十二ISlo

裔" 標 準 適 於 -*家多人生活的土地（參閱第六+
五段及第七+ 二段)。

七六 . 委員會以前所提的一件報告書》g曾將哈 

康納斯 "士著" 保留地內的人民就要遷移，以便將 

啥康納斯供給"歐裔" 人定居這件事通知大會。委員 

會後來接到保留地Mr. Johanes Dausab及其他居 

民於一九五六年+ 月十日提出請顏書57 -•件,據稱 

當局正在採取措施迫使他們遷往柏西巴(Berseba) 
和来斯（Tses) "土奢" 保留地紙鄰農場伊察韋西 

斯(Itsawisis)地方。其後在一t l五七年，牧到阿密 

翻 斯 "士著" 保留地會長Hosea Kutako及萊荷博 

特社區Jacobus Beukes的請願書，也提到啥康納 

斯居民遷移的事不過委員會無法根據這些請願 

書斷定這些居民是杏已經遷移。

七七 . 哈康納斯與奥開加斯不同, 從來沒有割 

爲"永久" 土著保留地。因此，根據領土適用的法律, 
這士，地可以不經國會核准而轉譲。這塊土地是魯以 

納西納馬（Rooinasie Nama)人民- 向居留之地。 

聯邦政府接受委任綺治時推許這些人在沒有爲他們 

找到其他土地以前，暫行繼績留於咱•康納斯。M啥康 

納斯面積一 H ’二五三公頃，在領士內最適於農作的 

地處內。該地四, 0 0 0 公頃是認爲農戶一家維持 

適當生活程度所需土地最低限度的面積o®**依 U歐 

裔"標準，哈康納斯只能供養三，五六家，因此絕對 

不够供養九五二年底所估計的居民納馬人四百二 

+ —名。可是據說將他們運往的新地點，依同樣標 

準,却只能供養二，八家。

七八，領土內其他 " 土著" 保留地的轉讓》須 

經聯邦國會核准，根據一九五五年四月一日生效的 

一九五四年法案第五+ 六號的规定，同時並須專爲 

" 土著" 另關農牧償値完全相等的土地才行。選擇土 

地以資替代的控制權以及選擇其他土地增加於"士 

著 " 保留地的控制權都屬於立法會議。法律並未想 

定須就 " 士著"保留地是杏適宜問題或就此種土地 

轉譲或保留問題，取得直接有關 " 士著" 的同意，甚 

或諮詢他f f f意見0 若與所謂 " 歐裔" 農場地廣三七》

« « 參閱A/3151,附件ÿ：, 第一0 九段。

參閱附件ÏX。
« 參閱附件肆及拾ÿ :。
M Dr. H. Vedder著 ：西甫非士著部落, - 九二八年,第一‘  

七買至第一二 0 買 "納馬入" : 並請參閱南非聯邦西甫非施政報吿, 
—九二三年Ï 第千三■寅至第千四貢。

場面積度間題委負會報吿書（西南非）-九四六年



五七八，八六31公廣比較，明令公布劃作"土箸"保 

留地的面積只有二 0 , 四二四，四八九公頃，卽七八， 

八四一平方哩。一九五四年第五+ 六號法令關於轉 

譲這些 "士著" 保留地任何部分所訂的條件，經聯 

邦士著事務部長於一九五四年在聯邦參譲院説成一 

種 "非常簡單的程序" ，只要有"同等慎値的土地以 

資抵償，'土著，士地就可以成爲'歐 裔 地匿，V I

七九. 這 種 "簡單程序"在一九五六年首次採 

用，於一九五七年一月一日生效。這項交換是把以 

前屬於政府的土地劃歸#勸羅人及達馬拉人居住的 

東冗特堡"士著" 保留地，同時把據官方報導在一九 

五二年無人居住的東部"土著"保留地割去一塊面積 

相同的土地。

八0 . 據一九五六年+ 月三+ 日Hosea Kuta
ko 象 S 提出的請 顏 書 稱 ， 另外遺提議類似的交 

換，就是以河密統斯土著"保留地內的土地和介 

於這保留地與貝楚阿納蘭〔Bechuanaland) 之間狹 

長地帶內一塊叫做庫禾ij多拉（Kuridora) 的土地交 

換。據這請願♦和以後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八曰及 

六月二+ 六日來面，64這問題遺沒有作一最後決定， 

K utako舍長把他本人和其他人所提出的異譲，向 

土著事務專員、聯邦士著事務部長及領土行政長官

 陳述。領士行政長官根據Kutako舍長的請求，

於一九五七年四月五日召開會議，聽収他們拒絕由 

阿密紐斯土地上遷移的理由。直到一九五七年六月 

二+ 六日，他們遺在等待士著事務部長對他們所提 

異議的答覆0 據 Kutako會長表示，所提異譲之一， 

是阿密紐斯中預傭給歐裔農民的那一部份是該保留 

地中最好的放牧域，那裏差不多完全沒有水的問 

題，而庫利多拉却有水的問題，不適於於牧。阿密 

紐斯人民一度管請政府把庫利多拉劃歸他們的保留 

地，因爲他們認爲阿密紐斯保留地面積大小，不過 

這請求已遭政斥；據說是因爲將来要把庫利多拉給 

，’歐裔"農人。

八一. 就阿密紐斯"士著"保留地這個特定事 

件來說，該地面積職應擴大，而不可有其他變動，委 

員會得悉現竟預傭採収其他處置，深感餘異。有一 

件事似乎是目前政府、K utako舍長和阿密紐斯人 

民沒有注意到的，那就是在一九三三年行政長官曾

« 1南非聯邦參議院辯論紀錄, 一九五四年, 第二九八五欄。
« 2西南非公報第二。五 一 •及B 。

« « 參閱附件拾（a)。
參閱附件拾(b)及(c)。

向該保留地Kutako會長及其他人士宣稱，將来要 

把保留地至貝楚阿納蘭的狹長地帶總共一六三, 0  
0 0 公頃的土地完全劃歸阿密紐斯保留地阿密紐 

斯本身面積卽有五四三,000公頃，約等於五+ 到 

六+ 個普通農場。行政長官當時所作的陳述載於一 

九三三年度聯邦政府致國際聯合會的報吿書, 政 

府頂傭將一六三，四0 0 公頃土地劃入保留地內的 

意思，又經聯邦政府以後向國際聯合會提出的報告 

書予以證實。根據已有資料’養員會無法斷定這 

一塊約等於領士這區域+ 六個農場的土地是杏有任 

何部分列於一九五七年初在紙鄰阿密細斯地區分®  
於 "歐裔" 人民的一百個農場之內。

八二. 除了很少的幾個例外情形；整個領士赋 

有萊荷博特社廣這區域有"非歐裔"所有的± 地0 這 

社區因一九二三年聯邦政麻與該社廣首領及選出的 

人民議會 (R a a d )所歸結的協定而處於特殊地位， 

這協定承認萊荷博特社處爲一個自主的社露，有權 

自行制訂法律; 所有適用於西南非其餘各地的法律 

如欲推行於該處’ 必須事先與人民議會豁商。—九 

二四年該區首領及人民譲會的權力輕移交萊荷博特 

區理民官，到現在爲止一直由他管理該直。後來並 

設置了一個由該E 選舉的f咨詢委員會向區理民官提 

供意見。

八三.萊荷博特人民過去雖然有士地不得轉譲 

的保障，不過一九五六年國會立法規定聯邦破產法 

亦適用於萊荷博特社属，那種情形可能發生改變。 

破産法以前只適用於社廣內的歐裔居民，西南非高 

等法院於一九四九年栽定該法並不適用於區民 

(Burghers)卽社區6 的 "有色" 公民。經此次裁定 

以後，這個問題又發交領土調查養員會研究，據委 

員會報稱，所有作誰的人，無論甚 "歐裔"或是區 

民 , 只有一人主張該法適用於區民，就是這人也認 

爲該法應加修訂才能適用於區民。反對該法適用於 

區民的理由，是該法過於複雜，不易爲區民了解，該 

法也與1S民的生活方式不合，而且可能使他們失掉 

士地，同時，該法也無必要。調查委員會本身同意 

這些意見。

6 5南非聯邦西南非施政報吿九三三年度，第一A六段。
同上,一*九三七年，第二九四段；—九 年 ，第三三五段。

67 —九四九年六月三日Universal Distributors (Pty.)有限 

公司對Dickson的案件：南非法律報吿，一九四九年，第三三一貢

至第三三九買。
6 8雜荷博特委員會報告書(西南非) ， 九五- 年，第A千七段 

至第八十八段。



八四. 因此，委員會對聯邦國會以一九五六年 

第五+ 號法規定聯邦破産法適用於整個社區包括處 

民在內，而未將該法本身加以特殊修正，表示非常 

關切。

八五. 道法律可能發生的影響可從另外兩♦看 

出。在這社直，因爲實施種族照離政策，"歐裔"承 

租人不得不離開萊蔣博特地主所有的農場，這樣便 

使萊荷博特地主自然失掉一項主要收入來源，而且 

往往是他們唯一的收入來源。同時’ 一九五六年行 

政長官以一九五六年第三+ 五號公布令宣布先後修 

正的一九二八年市鎭法也適用於這社區，使地主因 

爲纖納額外积:款和費用而加重經濟負擔。那些在規 

定時聞內不能調整收入損失而同時費用增加的人很 

可能因爲聯邦破産法實施而失掉他們的財産。一九 

五七年三月六日，Mr. Beukes代表萊荷博特婦女 

來面，提及這個市鎭法，說："我們的情形使我們不 

能在道法律所規定的短期間遵照這法律辦理"。他請 

求寬延限期並對這法律並未規定社属寡婦可以視作 

例外一黯表示不满0» g

八六.萊荷博特社匿在領士最適於農業的地露 

巧，多年來 "歐裔"農作居民的若干份子一直就在 

要求立法准許"歐裔" 取得這社處内的土地。領土 

調查委員會報告書所稱推廣破産法，可能使這社匿 

的區民失掉士地的意見，若與上文所叙述的其他種 

種發展一併來看，使委員會得到下述結論：現已佈 

置途徑，要假借法律的名義奪取這社區的士地，委 

員會認爲這種法律實在大有懷疑錄地。

八七. 委員會以前的報吿♦ 業已重申意見：行 

政當局所ST的士地政策幾乎完全爲課"歐裔"的利 

益，對 "非歐裔" 居民目前和將來利â 都沒有充分 

保障。因此，委員會建譲聯邦政府本委任統洽書的 

精緋，依委任統治書的條文檢討並修正其土地移殖 

政策。爲 "非歐裔" 居民所劃的士地面積I T 歐裔"少 

數人民可用的士地兩者不成比例的，[靑形不斷增加; 
現在除了這種情形以外同時奪取從前供絵"非歐裔" 
使用屬於南非士奢信託局的土地；凡此種種，都是 

委員會認爲愈値得嚴重注意的問題。委員會認爲將 

"士著" 部落士地轉讓予"歐裔" 的辦法，尤其是在 

轉譲時不得"非歐裔"完全同意和載解政使他們受 

到重大損失的辦法，實在大可非譲。

八八. 因此，養員會提出下列建議：

委灵會認爲受委 .统治国侵害领土居民" 非欽裔"  
大多数份予之利益，游面猜逐漸增加之領土土地分 

配給少数居民，此《辦法，殊属不當。委員會促請： 

凡 欧 裔 " 廣住之土地，秦論業經劃作 " 土人"保 

留地與否 , 均不得僅爲 " 欧裔"堡殖社區之利益而 

轉暴，並立刻着手採取 .步骤，以领土居民自然發展 

情 况 及 " 补歐翁 " 居民充分參與领土.經濟發展之原 

則為基磁，確保领土  欧裔"多數份子目前及將

来生活所需之土地，不遺别牵0.

C . 財政

八九. " 歐裔"懇殖人民及公司在貨幣經濟方面 

佔主要地位，結果，領士歲入的大部也係由他們織 

納。最大的歲入來源爲所得积:，不過據稱积:率較大 

多數國家爲低。 事實上，在本報告書檢討期聞税額 

已經减低，因爲附加税:及子女核减額業已再度寬减， 

使預算收入减少約一七五，0 0 0 鎭。71

九0 . 領土政府財政收入在戰後期間大爲擴 

充，由此可見，經濟情況普遍良好0 九四六年至 

一九四七年，政府歲入僅二百九+ 萬鎭，一九五五年 

至一九五六年時却增加到一千二百萬镑，其中單就 

個人與公司所得税〔達五百二+ 萬錢以上）而論，幾 

爲+ 年以前所有各項歲入總額的兩倍。由於擴充的 

結果，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五六年行政當局才能預算 

約一千零五+ 萬鎭的歲出總額；一九四六至一九四 

七年度歲出總額只有二百八+ 萬鏡。

九一. 公家開支大部分用於主要對"歐裔"社 

區有利一 - 至少在目前階段如此一 -的事業與建設 

工作上。至於爲估人口大多數的"士著"所支出的 

數額則難確定，因爲這項開支並未在領土預算內分 

列，但有一點深可注意，士著地區張項下過去五年 

用來從事 "士著" 地直發展工作的開支每年平均不 

足五萬鎭，而在那以前的五年期聞全部總共遺不到 

五萬鎮。根據一九五K年西南非士著事務行政法案 

第六款內所栽的協定，今後+ 年委任統治領士每年 

向聯邦政府纖納的"士奢" 地處發展工作敦項，業 

經訂爲五萬鏡。再者，領土所織的"士著"行政費 

■— 大部分用作招寡勞工所需的費用—— 只估每年 

領土通常預算開支的四+ 分之一。

參閱附件拾《 c

TO南非聯邦二紀實文件第二十六號, 國家資料處，普利托里 

-九五六年五月十八曰温德黑克報。



九 二 .委 R■會霞、爲這些事實是對於一部分居民 

與另一部分居民在利盡與瘾利方面待遇不平的顯明 

表示。這種I t形必須視爲種族隔離辦法的自然結果》 

因爲隔離和不平等待遇以及在領士經濟和社會結構 

中 由 "歐裔" 少數份子使"土著"多數份子處於落 

後和附屬地位的現象，就是這辦法的基礎。政府對 

" 白種" 人民福利的關懷，對 "有色" 人民缺乏關懷》 

兩種態度懸殊是不能用這南種人發展階段的自然差 

異作爲解釋或藉口的。同時，這種懸殊也是不能用 

"歐裔" 對公家收入貢獻最大因而應由"歐裔"獲享 

這種收入的大部分利益這理由作爲藉口的。這種說 

法忽觸受委統治國對於領土居民尤其是對於士著居 

民所承擔的責任。這種說法遺忽視"土著"人民負 

擔間接税;和供應廉慣勞工對"歐裔人"經濟已作而 

且遺在繼績作的貢獻。同時這種說法也沒有計及"歐 

裔" 在佔有和使用土地—— 包括委員會上文所說實 

際上係 "士人" 佔用的若干土地—— 方面因享有特 

權便利和協助而獲得的利益。

九三 . 據委員會的意見，以前論及 "土著"經 

濟後展事宜建議積極方案時說過，除非受委統'冶國 

對於領士的基本政策改變’無論作何切實努力來墙 

正公家資金分SB失平的現象，都是沒有用的。委員 

會深信，如欲履行委任統治的義務，那種基本政策， 

必須改變。委員會竭誠希望受委統治國操収主動使 

那種改盡實現。

肆.社會狀況 

A. 概迷

九整個西南非居民的社會情況無法作一槪 

述，因爲正如政治和鍵濟方面一樣，領士各種人民 

在按種族劃分的人爲界限之P3生活。"歐裔"少數份 

子和 "士著" 多數份子之間最普通的關係，稱爲"主 

僕"關係 0 勞工的主要法律，也就是規定這種關係 

的主要法律，,實際就是用這名詞。

九五. " 歐裔" 社1E生活所探取的標準，以及所 

享受的服黎都是仿效原籍國，且與原籍國情況不 

相上下。維持這種標準，一方面是靠社區本身的力 

量，一方面是靠廉慣勞工的供應。"歐裔" 農業、礦 

業、都市事業、商業和家務所需的粗工都靠"土著" 
社處供絵。這是兩大種族團體之間唯一的廣泛接觸。 

就 "士著" 而論，這種關係是在他們行動、住所和傷 

傭條件加以詳細規定和嚴密管制的條件下存在的。

凡是沒有在這糧情況下爲"歐裔" 社S 工作的 " Î  
著" ，大都過着部落狀態的生活。

九六. 委員會報告書以下各節，儘量根據所有 

的資料，叙述當地居民、社會狀況的若干方面。叙述 

領土一般特點以及領士政治、經>濟和教育情況的各 

章也有和居民生活方式與程度有關的資料。

B . 勞Æ

九七. 本報吿書上文提到委R會有這樣一個印 

象：士著居民的主要作用經行政當局所採収的方法 

和政策決定，就是供應"歐裔" 長作、採礦及其他企 

業所需的勞工，警管厲內大多數成年"土著"男子 

就是充當這種勞工。根據可以獲得的資料，由領土 

北端所謂部落地區內續招勞工的工作仍在大規模繼 

績進行。

九八.據報栽温德黑克土著事務部發表的陳 

述，72在一九五五年一月一日至一九五五年+  二月 

三+ —曰期間，由涯梵博蘭（Ovamboland)、安哥 

拉 （Angola) 以合同傷來在警管區內工作的握梵博 

人（Ovambos)共計二二，七五二名。在這總數中據 

稱一三，四五0 人來自握梵博蘭，九，三0 二人來自 

安哥拉。年底在格魯特豊坦（Grootfontein) 另外遺 

有握梵博人ra百七+ 七名等待受 »。

九九. 據報•一九五五年內礦業所傷的職工計有 

"歐裔" 一，八八二人和"士著" 一 - , 六一七人,73 
祖美伯礦（Tsumeb Mine)據說傷有 "歐裔"七三 

0 人 和 "士著" 三，一0 0 人,主要爲握梵博人 

受傷於漁業的人據報有"歐裔" 二百人和 "非歐裔" 
三千五百人。75關於農業和家務所« 傭的人數，則沒 

有資料可考。

一0 0 . 領士巧勞工缺乏，過去幾年卽已顯然。 

據一九五七年的新聞報導勞工缺乏的現象，仍然 

+ 分嚴重。因有這種現象，工資似乎略有增加。據 

委員會上次向大會提出的報吿書77稱，一九五五年 

由南非聯邦招暮勞工前往西南非"歐裔"農場工作 

的計劃，擬卽立剑付諸實施，作爲聚急抬施，藉以 

幫助减輕襄場勞工缺乏的嚴重現象。關於這事，西

■̂2 —九五六年一月三十一日温德黑克報。

-*九五六年五月十八日温德黑克報。
" 一九五六年四月十七日組約時報。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法蘭西許諭。
—九五七年五肝七曰温德黑克報。

TT A/3151,附件ÿ：, 第一S 二 至 四 段 。



南非農業工會建譲由農戶每月# 給聯邦 "士著"七 

+ 先令。78這工資比較涯梵博人所得的工資爲高》所 

以西南菲農業工會預備討論農場握梵博人工資增加 

的計劃。

- 0 —. 根據新聞報導,7*•—九五六年,西南非 

費業工會，西南非領士以外或北部士著契約勞工農 

業傷主協會和招寡機關新西南非士著勞工聯合會就 

領士內 "歐裔" 農場所« 招領士以外及北部土著" 
應得的工資新率，顯然已獲協議。這種工資率據說 

較西南非費業工會原來提議的工資率略低，因爲農 

業傷主協會認爲西南非農業工會所提議的工資率大 

高，提出異議。士人事務部代表據說管經出席討論 

應付工資率的會議。

一0 二 . 議定的工資率標準，據報在合同開始 

頭+ 二個月，每月二+ 先令至六+ 五先令，臓勞工 

等級而異，以後六個月各級一律增加每月五先令，以 

後尙可延長兩次,每次六個月。領取最低工資率〔二 

+ 先令）的勞工爲"沒有經驗的靑年"，在農人傷用 

一定要保證對他I門施以"符合年齡及卷力發 

展情況" 的待遇，而且傷主一定要承諾不根據主僕 

關係公布令（關於農業工人的主要法律）,對他們採 

取行動。其他各種勞工開始的工資率，蔵體格等級 

而異，丙等勞工（只適於擔任輕鬆的農場工作）：自 

無經驗的成人每月三+ 五先令起至牧羊人每月五+  
先令止；乙等勞工（適於擔任繁重的農場工作）：自 

每月H + 先令起至六十先令止；甲等勞工（適於擔 

任任何工作）：自每月五+ 先令起至六+ 五先令止。 

另據新聞報導棵用新工資率以後願意前來受傷的 

握梵博人比從前增加很多。

一。三.其他報吿曾經說到一九五六年巧在祖 

美伯礦和温德黑克的一般工資率情形。據說"士著" 
工人在祖美伯礦一天八小時工作所得的工資，等於 

美金二角五分至一元五角吗分，而該處一級"歐裔" 
技工每天基本工資爲美金六元，每月並加給生活費 

七+ 五元。據 稱 "士著"勞工可以得到良好食物而 

且免費享受醫藥療護，他們寄宿於一定的範圍內，每 

+ 二人合住一間寢室，床舗是混凝士製成，上有半寸 

厚的毛塾。"歐裔"技工却可以每月六元的租金向公

司租到一所五間房的住屋在温德黑克，據報"土 

著" 勞工每星期平均工資約等於美金七元。82

一o r a . 關於雇用條件，兩 "歐裔"請願人 

說’ 工資按照工作能力而定；熟練 "黑人"箱工，例 

如司機、工匠和其他許多熟練工人，每月所得工資 

不僅使他們可以過圓满而健康的生活而遼可以使 

他們有能力購買各種物品。雨請願人又說，土著農 

業工人每星期可以領取糧食實物報酬，每月可以領 

取現金報酬，而且差不多都可以畜養[21+頭山羊。住 

處和燃料也是免費供絵。兩請願人說，費業工人患 

病，得受醫藥治療，如果病情嚴重，便送到最近的 

醫院就醫，由農戶出錢。

- * o 五 . " 土著"«員參與工會雖然沒有明文禁 

止，可是一九3 ： 二年工資及工業和解法規却不淮"士 

著" 工詹■註冊，"土著"也不得參加該法規所規定的 

解決爭端的和解與仲栽程序。"土著"工人儘管有這 

許多法律限制，儘管缺乏工會組織,可是在過去幾年 

內遺是實行罷工許多次。至少在委員會以前報吿的 

次罷工" （一九五ra年在祖美伯礦)，''士著"罷工 

傷員人數頗多, 計有二千人。根據新聞報導,一九五 

六年度內在納密伯沙漠(Namib Desert) 的伯朗德 

堡 （Brandburg)礦又曾發生一次罷工。據說這次 

有非洲人ra百五+ 名是在 "'士著"礦工一名除名以 

後實行罷工。罷工者會投石抛擲礦場助理監督人的 

住處，其後並把石向"歐裔" 住處抛擲。結果，"歐 

裔"婦女和兒童遷至五哩以外的飛機場這次罷 

工和一九五四年的情形一樣，曾由警察前來鎭® ，警 

察也骨使用火器；據 說 "士著" ，兩名受傷。

一0 六.委員會以前向大會提出的報吿書稱 

據報西南非礦工工會秘書聲稱，"士著" 侵入 "歐裔'， 

就業範園頗達相當程度，並稱據報土著事務專員奉 

士著事務部部長指示發表聲明謂今後不准使" ±  
著" 在西南非擔任各種注重品質的工作。一九五六 

年頒布新礦業條例" ，除其他規定外,事實上並且不 

准 "士著" 或 "有色" 工人在工作等級上進升太高。 

這個條例規定如果礦廠的所有人是"歐裔"，經理

78 - 先令= 美金角四分 (約數) 。 .
九五六年十月二十六日西南非報(Die Suidwes-Afri

kaner)。
九五七年三月日温德黑克報。

81 九五六年四月十七日紐約時報。
82 •-九五六年四月十A 日紐約時報。

« «參閱附件拾査。
A/2913,附件ÿ：, 第七三段。

85 - 九五六年A 月十二日紐約時報；- 九五六年A 月十四日 

約翰;g斯堡星報。
«« A/3151,附件第一三八及一三九段。

九五六年政府公吿第三十三號。



就須由 "厥裔’’ 充任；如果經理是"歐裔" , 協理、

段長或礦坑經理也必須都是，歐裔" ;礦場監督、班 

長、工頭、主管工程師、銅爐、引擎及其他機-器的 

負責人成測量員必須都是歐裔。在政府主要技術部 

門—— 鐵路港務管理局的傷用條件上也可以看出爵 

待 "土著" 和 "有色" 勞工的類似態度。在那機構， 

所有列級的職位通常只有"歐裔" 可以充任。聯邦 

交通部長曾經說過，根據政策，"卽使在士著列車"也 

不傷用 "土奢" 充 當 "司爐、管理員或警衞。…®

- 0 七 . 在檢討期間，一九K -*年的南非聯邦 

勞工賠償法（一九四一年第三+ 號法）及其各項修 

正，於九五六年九月一日起開始在西南非生效； 

現行西南非關於這問題的法律則予作廢。家庭僕役 

和農業所雇的人雖估這領士勞工的一大部分, 却不 

在這法律保障範圍以內。南非聯邦關於"管制"礦89 
所« 礦工感染某種疾病賠償的法律，也經併入一九 

五六年的肺葉硬化症法（一九五六年第五+ 七號 

法），自一九五六年八月一日起，適用於西南非。

- O A . 誓管區內所傷的"士著" 勞工，繼績 

在檢討年度內受嚴格管制。養員會已在以前各屈會 

議促請注意這種管制。依一九二0 年主僕關係令， 

如爲礦場和工廠，則依一九一七年礦區土著管制及 

待遇令，，’土著" 得員如犯法律所规定的某種罪行， 

便要受刑事處罰；^糧法律都把棄職定爲較嚴重的 

罪行之一。凡經刹定有罪並遵監禁併僕役，根據主 

僕關係法令，除 經 "主人"請求由法院撤銷合同義 

務者外，於服刑期满後，須繼續爲"主人" 服役;僕 

人服務期間須照非法離職或監禁期閩延長捕足。

一0 九.依九三五年領士以外及北部土奢管 

制令，領土以外及北部"士人"(自領士北部警管霞 

以外依合同傷用的勞工，無論爲領士 "士人" 或安 

哥如無主管官員所後的身份證,旣不得進入警 

管區，亦不得尋覓職業。所有這種 "土著"都記入總 

登t3冊，合同满期，都必須同到他們原來居住的地 

方。一九五五年規定合同最長的期限（未婚 "士奢"） 

爲兩年半;通常則爲兩年。招募的《士著"必須各自 

随時携滞本人身分證，如遇警察或其他任何主管官 

員及傷他爲，'僕役" 的人査閱，應卽呈驗。

~ 0 . 在領士的大部分市P 以內，所有"士 

著" 男子，除經豁免成遊歷者外,依一九五一年(市 

區)士著令必須携賺：（a )收據一紙，證明確有替傷 

主服務的合同；成(b )入境時獲得的求業准許誰，該 

證有效期間，除特別註明較長者外，通常均爲七天， 

或 ( c ) 准許充當散工或單獨承擅人的工作執照，領 

照人必須織納執照費，必須配滞規定的記章，並須 

按照規定的條件擔任按日計算的工作。收據、准許 

證成執照必須於主管官員查閱時呈驗。"土著"如果 

失業，必須向指定的官員報告，並在沒有找到職業 

以前，在該官員所指定的地方居住0 如果他在+ 四 

曰限期以內遺沒有找到工作，除菲他是本地出生，或 

係永久居民，通常必厲於规定期間離境。此類地厲 

的一切« 主必須將"土著"男子所签訂的服務合同 

登記，織忖登記費,並將一切解職或棄職1#事具報。 

登記員如果確知合同不合，可以拒絕登記。再者，如 

據合同數目統計得知處內可傷"土著" 勞工過剩，則 

可拒絕 "土著" 入境。

 . 在這種區域，任何，'歐裔’’ 警察》成

被派管理並檢査"士奢" 事務的官員，如有理由相 

信某一，，士著" 慣常失業或無充分正當生計，亦可 

將他滞往法官或士奢專員之前。土奢如經判定有罪， 

則可憑所發票狀將他遞解出境，送同原籍或送往土 

著專員或法官指定的地點，而在遞解前暫行拘留； 

或則命令他就業。

二.依一九二0 年取綠游民令，初次達反 

禁令而被判罪者，不受該令所規定之懲罰，而須受 

雇於公共工程或受雇於私人企業，替指定的人工作。 

再者，自一九五二年以来，依警管直內除柏西S  
(Berseba)和‘邦德爾（Bondels)兩保留地外其他 

切"士著" 保留地適用的條例，任何保留地總管，若 

査明某保留地之男性居民並無經常充分之合法生計 

成係遊手好聞，得令此種人爲保留地內成保留地以 

外之必要公共工程成事務工作，支収總管決定之充 

分工資。

一一*三 . 在警管區 "歐裔" 鄉區f î居住於（屬

南非聯邦議院議事錄第七卷，第 二 五 至 二 六 欄 及 第  
三 ■二彌0

8 »某廣工作，若係在灰塵^ 中進行，業已或可能引起硬 

化症，則由《業部長宣布管制。

於 "歐裔" 成萊荷博特社區而非"土 著 者 ）農場 

的所有男性"士奢" 居民，依一*九二二年士奢行政 

令，必須受« 於這農戶。農戶如未經地方官准許， 

不得在本人所居住之農場雇用滿+ 八歲以上的"土 

著"男子+ 名以上，亦不得在其他任何農場«用五名 

以上。依-*九二七年土地移殖法令接受土地的農戶



可以要求凡居住於士地上的任何"士著" 成全體"士 

著" 爲他工作，否則離開士地。

一一四. 關於上述一點，過去管正式宣布士

著" 准予自行選擇"主人並管發出嚴格命令，不 

得强迫 "士著" 違反本人願望爲特定"主人" 工作。 

"士著" 尋找工作拖延遲緩者，得指定傷主；如"土 

著" 拒絕擔任工作，可依取織游民公布令懲辦。依 

取線游民公布令將"士著" 判決以前，理民官必須 

使違法者有選擇就業以代監禁之機會0 顯有謀生能 

力之，’土著" 得發給免任勞動證書;由於年老或疾病 

不適於勞動之人亦因本身情況而爲免任勞工之人。

一一五. 兩 "歐裔" 請願人》1叙 述 "土著"勞 

工限制情形如下:凡不願在保留地居住的"土著"完 

全有在領土任何處所尋找工作的自由, 不過他們必 

須向警察局報吿住址的變動，完全與 "白種"居民 

一樣。雨請願人說，在農場或城市工作的土著，如 

果希望改變他工作處所，只要向廣主申請，傷主便 

必須給他通行證，栽明業已解傷，准他離開。但委 

員會所能搜集的事實却和這種一般叙述不符。

一一六. 委員會S 於上述各節，並根據以前關 

於西南非勞工情況的知識’提出下列建譲二

委責會再次促'清注意 " 土著" 替•所受的嚴格 

辱工管'制揭施，並重申前議應力使领土人士深知务 

工並非商品之基本原則。委員會仍建議領土务工法 

應符合国際务Æ 組.織為母國领土所核定之標準， 

並符合委任统治制度之原則；並特别建議不能晨行 

务動赛約之刑事處分應予廢瑜。委 S 會復建議"土 

著" 工人應與领土其他工A •同樣享.有組設及參與和 

解與仲裁获序之法律權利。委員會認爲领土主要务 

工法將在主與工A •稱 為 " 主" " 懷" ，珠暴不幸，银爲 

此频名稱足以妨害工A •之尊嚴，並令應予麽除之種 

族故祝制度表期存在。

委員會並認爲一九五六年繼續獨布技視法得：， 

使受傳於竣區内之土著" 及 "有色"工入無由升 

遠，深可檢惜，並認為絶以種族盖具爲根據而制灯 

之此種法律完全違反委化统治書之文字與精神。

委員會重t 意見，想為改善"土著"發工之處 

境，包括增加工資及改良居位典•；?■作環境，可以城 

除务工短缺之现象，较目前务嚴格管制政策 ;C為 

有效。

C . 行動自由

一一七. 委員會在過去各屈會議曾促請注意 

領士 "非歐裔" 尤其是 "土著"居民行動自由所受 

的嚴格限制—— 舉例來說，甚至他們若非地露居民， 

就速進入同族人民居住的地1S也加以管制；又如總 

督認爲市區?3 "士著" 總人數趙過勞工需要，可能 

强迫他們遷出。這些限制辦法仍繼續有效。 Hosea 
Kutako舍長提出請願書說，聯邦土著事務部長接管 

非洲事務以後，非洲人的行動"充满" 限制。03 ''歐 
籍" 人等則與此不同，進 入 "土著"地處雖然需要 

値収許可證，可是却可以在地商以內自由旅行，又 

可離開領土，並隨意前往或定居於任何"歐裔"地 

區。

*八. 一九二二年士著行政令，官方稱爲管 

理領土內"士著" 及有意離開或進入領土之"士著" 
行動的主要"通行" 法。 依這令的規定，除"歐裔" 
外，無論何人，如無士著事務部長或其授權官員所 

發之准許® ，均不得進入警管1E,95任何僵主亦不得 

携 帶 "土著" 進入警管廣爲傷員。實際上，通常只 

m  "士著" 男子，前往警管區，其中大多數是招募 

的勞工。根據條例，濕梵博蘭及握卡梵哥的"士著’， 

婦女，如無主管士著事務專員或其正式授權之代理 

人書面准許，均不得離開這兩地廣。所招士奢"男 

子在警菅露內期間，依一九三五年領士以外及北部 

士人管制令的規定，必須随身携帶身份證，必須在 

合同期满時囘他i門的家鄉。（參閱第---------段)。

一一九. 根據一九二二年令，無論應募而來或 

當地的"土著"g»如無主管人員發給的通行證，除豁 

免者外均不得越過他們居住成受傷的"地點"，保留 

地、農場或所在地的範園，如無通行誰，旣不得在 

警管區內旅行，也不得離開警管區，而且也不能購 

買火車真。雖然"士奢" 只要有旅行准許誰便可以 

進入警管區內的任何"土著" 保留地，不過他若不 

是永久居民，而欲留於該保留地，必須在入境後四 

+ 八小時巧，取得准許。

« 0南非聯邦官方年鑑, 九五二至一九五三年，第一- 七S 貢。 

參閱附件拾査。

92 A/2666,附件伍，第一。一至第一。八段；A/2913,附件 
第一四S 至第一五二段; A/3151, «件或 ，第一■五至第一二 

0 段0
參閱附件

9^南非聯邦官方年鑑, 一九五四至一九S 五年，第七四0 頁。 

®S令中稱爲"領土"，不過听說的限制並不適用於潜梵博蘭及 
握卡梵哥。

居住族U 著" 區揉的"有色" 入作 "土箸" 看待。



- n o . 在領土的都市處域以內，由於實行據 

~•九五-*年 （市處）士著令所訂的條例士著"須 

受若干影響他們行動及進入成居於都市地區域的自 

由的其他規定的限制。在道糧處域"士著" 男子，除 

經豁免者外, 都必須有契約收據紙，渡明他業已 

受雇，他如系是由廣域以外來的"土著'％便要有尋 

業許可證，或遊客准許譜，領體必須繊費；或者他 

有擔任散工成單獨承撞工作的執照。從處外來的領 

有尋業許可誰的"士著如果不能在一定期間找 

到職業，通常必須離境。"士著"婦女除永久居民外， 

如果沒有都市地方當局指定官員所發的准許譜和原 

居地處理民官成土著專員所襄的准許置，不得進入 

都市處域。此種處域內的"土著" 婦女，如經主管 

官員査詢,必須拿出准許證呈驗0

一二一 . 在都市處域以內 , 可以在" 土著地點"， 

" 土著" 村落或 " 士著 " 宿舍以外居住的士人，赋有 

下列各類二確實擔任家摩僕役工作的人，遇此情形 ’  

" 土著" 須有® 主出具證明；住在土著事務部長指定 

成核准並由當地都市當局同意的處域內的 " 土著"； 

地方當局准許豁免的士著"，此種豁免可以収銷0  

在都市界外五英里以內的 " 歐裔"士地所有人或估 

有人可以不准 " 土著"在他們的土地居住成聚集0

一二二，總督如果認、爲都市區域內的" 土著"人 

數的確超過該廣"合理的勞工需要可以決定某些 

" 土著" 必須離境，縦然是永久居民, 亦不得例外。 

就是在都市属域豹有士地的"土著"也可以因這理 

由遷出》他所有的土地可趣他本人請求由都市地方 

當局購賈。

- 二三 . 士著事務郁把都市處域重行劃分，在 

' ，士著"住宅區與其他任何種族圓體住宅處之間留出 

- 個五百碼隔離地段的政策,已在本報吿書上文內 

提及0 —九五六年實摩施行這政策的例子則在叙述 

住宅的一*節內舉出。

- 二ra . 宵禁條例也依據法令在領士許多都市 

n m — «É然不是在- * 切都市區域一一實行。大體 

上說，這些條例規定任何" 土著"，如果沒有傷主或 

其他主管人員答發的書面准許證，不得在午後九時 

以後至午前四時以前在市區P3任何公共場所逗留。

二五，取綠游民的法律雖然不分糧族，可是 

對行動ê 由加以管制，用以作爲叫"延不工作的土 

著"從事工作的工具( 參閱第一一四及第一-^ 六段)o

九二。年取綠游民令動游民的定義是"游手好鬧 

顯然並無合法生計或無充份合法生計者"。依這法令 

游蕩仍然是一種刑事罪，可處以+ 二個月以下的徒 

刑，並且遺可加科苦役、减食及禁閉、或在一部份徒 

刑期間科以上述各項中的任何一項處罰。在農場上 

聞窗，或在任何建築物或農場圍地附近逗留，或侵 

入建築物或農場圍地者均可科以極董的罰金C可達 

一百鎭)。依該令的規定，理民官、警察、或犯人發 

現處的財産所有人或估有人、或奉上述人員命令的 

人 , 無論有無拘襄，都可以逮捕人。農場所有人無 

須拘票卽可搜査f t場上的任何建築物。

一二六. 無權而擅自居住在公家士地、敎會團 

體所估有土地成劃爲"土著"地段的土地上的膊居 

人，如不能提出充分理由，得强迫立剑遷離。如果 

他們不遵令遷移,便可依取綺游民的罰則予以懲處。

—二七. 自一九五一年至一九五五年，領士決 

算報吿都列有遷移"土著"離開都市和鄉村的開支 

■— 顯然都是遷移那些非法或沒有通行證而留於道 

些區域的人。最高全額 ( - 一五八鎭）是在一九五 

三年至一九五H年度支出的0 該年決算報吿附註內 

說，"兩臨時都市區域管制人員獲有超出意料的成 

就"。因爲責任業已移交南非聯邦政府，現尙不能斷 

定其後是杏另有爲這目的支出的經費。

- 二八. 委員會，深知這些事項，和其他事情一 

樣，西南萍 "土著"居民生活所受的菅制是受委統 

治國管理領士全部政策的必然部分。受委統治國的 

基本政策一曰不變，無論向受委綺治國提出任何建 

譲主張廢除—— 甚或减輕—— 這類壓迫和岐視的統 

治，大槪都是不會聽取的。雖然如此,委員會仍然 

覺得必須提出下列意見》並請大會從這意見裏得出 

—*切必要的結論：

委貢會再度重申以前所發表的意見：领土現行 

限制行動自由之規定實為公然不顧委任统治約章及 

世界八權宣言原則與宗盲之行為。

D .公共衛生

-*二九. 在檢討年度巧，醫務開支又有增加，醫 

務項帳下共計支出二四二，五四七餘,以前兩年則支 

出二二一 ,六六二鎭和二0 0 , 九五二鏡。此外？ -  
九五3 ：年至一九五六年由建築經費項下爲戈巴必斯 

CGobabis) "土著" 醫 院 （二，二八三鎭>  飢曼秀 

普(Keetmanshoop)"歐 裔 及 "土著" 醫院（分別



爲一，一八K餘與一八，八六二销）, 及嫁灣CWalvis 
Bay) "士著" 醫院（0 , 二一八鏡）共計支出二六， 

五0 七鋪。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五六年主要聞支項目 

爲 "薪水、工資和津貼〔四九，一九五錢）,藥品、設 

備、血酸和疫苗（ra七，二七九鎭)，國家捕助醫院 

津貼（四四，五六Q鏡）和士著醫院維持費（三六,  

K七二鎭) 0 此外；並補助握卡梵哥（Okavango)及 

握梵博蘭 (Ovamboland) 兩廣內的教會醫院支出 

九，六三八鎭。

一三0 . 根據新聞報導，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五 

六年，開設兩所新"土著"醫院，一在戈巴必斯，一 

在飢曼秀普0 "因此，警管區內國立"士著"醫院共 

有八所0 建築戈巴必斯醫院總共支出四二，二五二 

鎭，建築II曼秀普醫院—— 據稱該院有病床六+ 張 

— 總共支出H五,0 0 0 鎭。此外,據稱温德黑克 

"土著" 醫院業已新闘手術室，並新置手術檢。該醫 

院可以收容病人二三五名，不過每天病人數目統計 

平均爲二八一人。

*三一. 據委員會上次向大會提出的報告書98 
報稱，一九五五年在温德黑克選定一所新，，非歐裔" 
醫院的地址。不過另據一九五六年的新聞報尊g»選 

定的地址適與劃歸南非鐵路建造住宅的士地爲鄰， 

因此，温德黑克市議會決定另覓地址。衞生專員並 

且指出原有的地址大小。擬議的新址陌離"歐裔"醫 

院頗Æo

—三二.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五六年在警管區內 

有國家捕助的醫院+ 二所，由市區醫院委員會辦理， 

由行政當局津貼，供 給 "歐裔" 居民的需要；其中 

兩所於一九五K年至一九五五年遺收容"土著"。道 

些醫院中有兩所，是一九四九年以後建造的，.第三 

所基一九五K年與一九五六年間建造的。

一三三. 一九五六年，據新聞報導广》 座新 

"歐裔" 醫院擬在温德黑克建造，並於該年度內興 

工。此外，業已招標在格鲁特豊坦（Grootfontein) 
建造一所有三+ 張病床的 "歐裔" 醫院，並在戈巴 

必斯CGobabis)與建完成-*所 歐裔" 醫院。

一三四. 在檢討年度內，教會醫院繼績供應"歐 

裔" 和 "士著" 的住院需要，各採礦公司並且遺設 

有醫院，治療所傷的"欺裔" 和 "士著" 人員。

—九五六年五月二千五日與一九五六年八月二十八日温德
黑克報。

»» A/3151,附件戴，第一二

一九五六年三月二日温德黑克報。
100 九E 六年七月二十日温德黑克報。

一三五. 委員會以前提出的報告♦業已促請注 

意領士內 "非歐裔"居民患肺瘦者人數很多的現 

象並得悉行政理事會將來計劃之一就是在温德 

黑克爲 "非歐裔人" 建造一所肺瘦療養院。在檢时 

期間內,雖然爲防止肺瘦蓮動核撥輕費二五,000 
鏡，可是這筆經費並未使用。 九五五年至一*九五 

六年決算報告稱,這是因爲肺病醫院建造延遲所致。 

根據新聞報導領士  t'*非歐裔"居民中患肺瘦者顯 

然仍多。據稱在温德黑克並未採収辦法防止道種疾 

病。關於爲肺瘦病人建造一所療養院一事，據說南 

非全國肺瘦協會温德黑克分會要從西南非行政當局 

得到一筆津貼來建造一所"簡撲" 的肺瘦醫院。一 

九五六年+ 月, 據報南非全國肺瘦協會卽擬举備建 

造醫院，這所醫院將有病床一百張，僅待地點劃定， 

卽可與工。

一三六. 醫藥費用全部開支情形，仍與以往各 

年一様，只有很少一部分用於警菅區以外大多數"士 

著" 居民居住的® 域 ’ 醫院設備，遺是靠敎會供給， 

並沒有任何改善現象0 過去各年,管輕在概算中列 

有經費爲涯卡梵哥的隆士（Runtu) 地方建造一所 

政府醫院，但是到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五六年會計年 

度爲止却沒有支出任何經費。就醫藥方面而言，這 

處域繼績受行政當局的醫官三人管制，醫官一人駐 

於糧卡梵哥內的隆土，兩人駐於涯卡梵哥的翁當瓜 

(Ondangua) ,這兩人中有一人同時兼顏高科維德 

(Kaokoveld)地方的需要。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五六 

年會計年度專爲該直所支出的經費，與從前一樣， 

包括捕助教會維持醫院，照料肺瘦病人以及供給義 

務 營 的 經 費 。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五六年捕助教 

會的款項計九，六三八鎭，其中肺瘦病人開支爲一， 

七0 七餘；而一九五M年至一*九五五年捕助教會的 

敦項則爲六，笠三0 鎭，其中充肺瘦病人的開支爲 

三七六鏡0 —九五五年至一九五六年維持和設立»  
嵐營所開支的款項爲二，七六0 鋳，一九五四年至 

一九五五年度則爲一，三五三鎭, 據決算報吿稱，這 

項增加是因爲麻窥病人較預料的人數爲多所致。照 

上面所舉的數字，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五六年醫藥事 

務全部聞支爲二四二，0 三五鎭，而一九五H年至一 

九五五年則爲二二一, 0 六二鏡0

報<

101 A/3151,附件ÿ：, 第- 二t m
102 - 九五六年七月十三日及一九五六年千月九日 '温德黑g



一三七. 在檢討年虔內，據新聞報導白喉流 

行病發生，主要在濕梵博蘭境內。至一九五六年七 

月爲止，據報握梵博蘭患白喉病的總數爲三0六起， 

其中三+ 人冗亡，高科維德發生兩起；涯卡梵哥發 

生一起。衞生部在濕梵博蘭及握卡梵哥舉行大規模 

防疫注射。此外，握卡梵哥廣內本年天花流行，這 

一點已在領士決算書內提及。據新聞報導，到一九 

五六年一*月ra日爲止，已輕確定的天花，共有六起， 

尙待確定的有三起。該區業已舉行大規模種撞。1。-

一三八. 委員會提出下列建譲：

委員會得悉，管區内醫善經賢開支和醫染便 

利，又有增加, 惟仍認為撥供"祁歐翁"社區禽要 

之經實，與本報告書上文所述之"非飲裔八"入口 

及领土資☆ 均不成比例。委员會對统計實游块乏以 

终不能雄切估定當地居民街生問題，深或不安。關 

於此點，委員會倩悉 "非欧裔"居民患睡身者據報 

仍為嚴重問題，而行政當局並未進行建造脾我療■養 

?完計劃，對此引為逾威。委員會認為统有此種情勢， 

自頻進行防止此種疾病之全兩逮動。

委貢會再度就爲不得不促請法意營管画以内醫 

染tsi備•及經資開支與大多數土著"居民居位之營 

管區外之此翔設備闕支大相愿殊, 根據可後資料, 
遇去各年行政當局本身徐■建義麻疯營並於遇有流行 

病如一九五六年時進行注射及種座運動外，幾未作 

任何努力, 庶使试區搜得最位Æ 度之醫染故情0 该 

區繼檢由教會供應醫藥需要，教會通常所领之津貼 

懂估全部公共醫蔡經資之一小部分。委員會重申前 

識，認為應立刻注意，使该區居民呈少渡得與，管 

區以内相近之醫蕃服務。

E . 都市區域"土著"位完問題

一三九. 委員會曾向過去各眉會議特別提到都 

市 "地點" （location)內 "士著" 住宅改進計劃。1»5 
委員會上次報吿書業已促請注意：據新聞報導，"土 

著" 行政權力移交以後，各都市均獲通知，關於今 

後一*切 "地點"的安徘設計都必須遵守聯邦糧族隔 

離法律，在 "雜歐裔，’ 住宅建造區與"歐裔"住宅 

建造區之間，必須留出五百碼的隔離地帶。委員會

-108 ■-九五六年0 月十七日約翰用斯堡星報;■ -*九五六年四月 

千七日, 一九五六年五月十五日, —九五六年六月十五日，—九五 

.六年七月三日温德黑克報; •-九五六年七月二千五日好望角時報。 
10* -*九五六年月六曰温德黑克報。
105 A/2666,附件伍第九十六段；A/2913,附件威, 第 

S 九段；A/3151,附件1K,.第一O A I?至第— 二段。

在這一方面會經提到，據說Usakos "土著" " 地點"
因爲組離"歐裔" 住宅地區大經決定必須遷移。 

另外據報，因爲隔離地帶寬度方面的困難，在温德 

黑克建立新"地點" 的計劃，於是有所枕欄。在温 

德黑克建立新 ''地點" 的經費，已於一九五四年核 

准撥給市當局。

- H O .  一九五六年四月，據報紙報導’温德 

黑克新闕"士 著 "地點"的建築工作將於下半年內 

開工。温德黑克的一個地區原來只預備供三千人居 

住，據報現在却有赫動羅部落的"土著"一萬人左 

右在那裏居住。 此外報上遺說，… 已有貸款-*萬 

錄借給飢曼秀普（Keetmanshoop) 市建一主要的 

"士著" 住宅區。有三間房的住宅四+ 八座業經建築 

完成。這些房屋能够以四+ 年爲期依租買辦法購入, 
租金等於居住房屋的家庭每月平均收入的二+ 分之 

- 0 另外遺要建築房屋五+ 座，和那些已建成的房 

屋相似。據說這地段與最近的"歐裔"住宅之間要 

保持五百公尺（原文如此）的隔離地譜，同時在"有 

色" 與 "士著" 兩住宅厲之間也有這樣的E 離。種 

族集團之聞，將嚴格劃分，彼此聞的往來也將加以 

嚴格管制。

四據另外一項新聞報導广8温德黑克市 

議會，根據土著事務部副部長的意見，決定將新設 

士奢"通行證辦事處建築於由北到温德黑克的南條 

幹路的交父點。市長提出異譲說，這地點阻市很遠， 

，’土著"勞工每月前往該處領収通行證，要浪費許多 

時間。對這'異議的答覆如下，市譲會不得不將這辦事 

處設於市外，因爲這是土著事務部政策中所規定的。

四二. 養員會提出下列意見：

委員會极爲都卞地區内"土著" 位定早應改善， 

後悉新建藥業已着手進行，亦或狀慰，然此《位完 

方案之推行嚴卞受委統治国所訂種族隔難政策，颇 

以為慮；此種政策完全逮反委任统治書之條款及聯 

合国息章與世界八權宣言之規定, 委員會不得不表

伍.敎育狀況

A. 概迷

一四三. 西南非兒童教育,和領土生活的其他 

各方面一樣，也是依種族和膚色分開辦理，"歐裔"
106 -九五六年四月千七日紐約時報。
107 —九五六年六月二十六曰温德黑克報。

108 •-九五六年H 月二日温德黑克報。



男女兒童和那些稱爲"有色" 兒童完全分開，而這 

兩種兒童又和"土著" 兒童完全分開。據最近官方 

臀明，1°®這種隔離的目的，表面上是在按這:三社厲 

的背景、發展階段和個別需要，服務這三社區。

一四四. 再者，這種教育隔離辦法，完全符合 

行政當局的一般政策。這種政策有意保持居民中各 

種族集團在"昔景" 和 "發展階段" 上的差異，並 

確保這三社厲的"個別需要"不由它們各別自行決 

定，也不採取•較好的方式由它們三方協同採収行動 

決定，而是完全由"歐裔" 少數份子決定。

一四五. 從學校數目、教員人數和素質、中等 

技術和高等敎育的機會、和每年公家經費支出情形 

來衡量，在教育事項方面優待"歐裔" 社區的程度， 

實屬過份；領士經委任統洽三+ 七年，縱然兒童在 

社會和文化方面，通常可能仍有差異，却遠非這種 

待遇不平程度之所能及。再者，在世界其他發生種 

族混合問題的地方而言，各方公認真正妨碍單一教 

育制度的問題，只是兒童語言的差異；就是這種障 

碍在入學的最初效年》也可以克服。以 "背景""發 

展階段" 和 "家庭環境"等其他標準作爲待遇不同 

的理由，也同樣經各方否認。聯合國本身各機關在 

其管轄範園內處理非自治領土及託管領土內的情況 

時 ,11»除語言差異以外，括絕接受其他任何因素作 

爲教育設施完全分開的藉口。

一四六. 就西南非而論，旣沒有接受教育機會 

均等原則爲後展教育制度的基礎，又沒有任何認真 

設法消除現有不平等現象的跡象。目前這種4靑勢可 

以從下述情形表現出來。領土教育諮詢委員會的紙 

成如下：委員六人代表"歐裔" 居民中操南非荷語、 

英語和德語的各部分，第七委員也是"歐裔",他是 

照法律111的原文，因爲"熟悉非歐裔"居民"合理需 

要與願望" 而當選的。

七 . 自稱熟悉領土情況的"歐裔"居民兩 

人提出請顏書，II2維護現行政策，叙述爲"士著"所 

供給的教育便利。他們說，在温德黑克地方"土著居 

民的學校與私立中學僅隔一條街" ；又說"所有各種 

土著居民都可以免費參觀温德黑克的，領土博物院，

108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法蘭西許論。
11 »例如參閱大會正式組錄，第十一屆會，補編第十五號（A/ 

3 1 2 7 ) ,非自治領土情報審査委員會報吿書, 第二編, 第千二節； 
及同上, 補編第0 號 （A/3170),託管理事會報吿書,英文本第六千 

一貢。
111 一九二六年第十六號令。

參閱附件拾査。

像白糧居民一樣。這些士著居民都很願意利用這種 

機會，以便了解現在已經一部分消滅的奮時習俗等 

事" 0 此外，他們並未使委員會獲悉其他情事。

B . 設備、學生A:數及經資開支

一K八 . 至一九五六年爲止，"歐裔"兒童由七 

歲到+ 五歲的教育，就是到六年級修業期满，也就 

是第八學年完畢，都是强迫性質。一九五六年，教 

育的最低限度要求提高到八年級，强迫入學的年齡 

延長到+ 六歲。"歐裔"學校課程與美國及歐洲各國 

的科目相同，钮括幼兒學校、小學、中學程度的課 

程(預傭班兩年, 正式班+ 年, 計+ 二年)。據估計,歐 

裔居民人口約五萬五千二百，學齡兒童據稱一二, 0  
0 0 名。其中半數寄宿於那些與鄉村學校同時建築 

的宿舍。因此，儘管領士人口稀落，仍能强迫^生 

到校上課。上學不需織納學費。此外行政當局âi淮 

許私立學梭設置，並且齋給津貼（一九S 五年至一 

九五六年計一五，九六五鎭) o 根據已經知道的最後 

一次計數〔一九五三年）,政府所立學校共五^ 一̂所， 

私立學校共+ 五所。

一四九. "土著" 兒童和 "有色" 兒童的教育, 
並非强迫性質。據行政當局稱，"士著" 和 "有色" 
居民有若干部分要求實施强迫教育，不過行政當局 

認爲就大多數的情形而論，他們遺沒有達到需要操 

取這種步驟的階段。關於此點，西南非秘書說，有 

些地區的居民，比較整個領士其他部分進步，因而 

易於接受强迫教育，以後也許可以選定這些區域， 

實行强迫教育。

一五0 . "非歐裔"學校由教會和政府兩方辦 

理。行政當局的政策是一方面協助、和鼓勵教會的 

工作，並津貼教會所辦學校的經費，另一方面則在 

沒有教會學校可以满足需要的地方設立政府學梭。 

大多數教會學梭都沒有獲得承認’通常所開的課程 

最高約等於三年級的程度。警管露以外部落地區內 

的教會學梭多數屬這一類，不過這些學校裏的學生 

在將某一學校課ë 讀满以後可以轉入另一學校繼績 

深造，已》承認的教會學枚，以及政府所立的學校通 

常所授的課箱可以一直到六年厳（外加年紋以前 

的預傭班兩年。就高年級而言，.如果學生人數已足， 

亦可增加班次及教員。領土內爲"弗歐裔"所設的中 

學，只有兩所：一所在奥格斯廷嫩(Augustineum)是 

爲 "土著" 設立的，一所在菜荷博特 (Rehoboth) 
是爲 "有色" 學生設立的。一九五六年，"非歐裔"



(各級年齡）的人口總數在四+ 萬以上；其中入學的 

"非歐裔"兒童人數爲二八，六四八名。一九五五年 

«有色" 學校三十三所，學生二千八百五+ 三人；警 

管區內 "士著" 學校二+ 二所，學生七千零八+ 四 

人 ；在北部大多數學校僅具維形而已，濕梵博蘭有 

學梭一百零四所，握卡梵哥（Okavango)有學校三 

十八所，學生共計一八，七八八人。

—五一. 至於教育經費一九五三年至-*九五四 

年會計年度爲八九六，九七二鎭; -*九五K年至一九 

五五年會計年度爲九七一，六六一錢;一九五五年至 

—*九五六年會計年度爲一> 0四三，一九0 鎭。一九 

五三年至一*九五四年及-*九五四年至一•九五五年兩 

年 度 "歐裔" 教育經費對"非歐裔"教育經費的比 

例大體上比較沒有變動。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2Ï年， 

除薪絵工資和津貼II3等開支外，專爲 "歐裔"教育 

支出的經費，爲三一五，五三八鎭（百分之三五點 

二)事 爲 "非默裔" 教育支出的經費爲一五九，八六 

二鎭（百分之一七點一）C'士著" 教育經費一0 0 ,  
五七八鎭，"有色" 教育經費五九，二八三鎭)。一九 

五旧年至一九五五年內，專 爲 "歐裔"教育支出的 

經費爲三二七，二六四鎭(百分之三+ 三點七) 爲"非 

歐裔" 教育支出的經費爲一七九，三五三鋳(百分之 

+ 八勵四）（其中一0 八 ,三九二鏡用於"土著" 教 

育，六九，九六一鎭用於"有色" 教育)。一九五五 

年至一九五六年全部開支一四三，一九。鎭中’ 
三五0,0七一鏡（百分之三+ 三點五）係暮爲"歐 

裔" 教育所用的雜費，一九0 , 八一•六鏡（百分之一 

八點三）爲專爲"非歐裔" 教盲所用的經費（"士著"' 
教育一一九，二五0 錢，"有色" 教育估七一,五六五 

鎭) 0 此外，爲 "歐裔" f t會事務支出的經費爲二， 

八二ra鏡—— 其中包括供瞎計劃尤其是營養不良的 

走讀學生供瞎計劃費用一一而 爲 "非歐裔"學生所 

支出的費用，赋有二八八鎭。

- 五二. 領士內的教師大抵可分"歐裔" 及'骄 

默裔" 兩類，後者包括’'士著" 及 "有色" 教師。行 

政當局所聘的"歐裔" 教師，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五 

六年，爲H百六+ 九人，而一九五四年至一九五五 

年則爲四百五+ 七人，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四年則 

爲四百零七人。"歐裔"敎師由所有各種各族的學梭 

聘用。不過多» :由 "歐裔" 學梭聘用。行政當局所 

聘 的 "非联裔" 教員，一九五五至年一九五六年共

ra七三人（其中-^ o八人爲非專任教員），而一九五

四年至一九五五年則爲四六九人（其中一0 八人爲 

非專任教員）,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四年則爲三九四 

人(其中非專任教員爲八+ 三人)。1 " " 歐裔" 及"非 

歐裔"教師棒薪工資全部開支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 

M年爲H四九，一 0  二鎭一，九五ra至一九五五年爲 

四五一，0 六九鎭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五六年爲六二 

六，一三四鎭。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五六年數額大增， 

也許足以反映領土兩年來對教學人員關係最大的改 

變，這就是委員會上次報告書11^業已叙述過的，領 

士內幾乎所有各類教員的薪水都已增加。

一'五三. 一■九五六年，領土的第一■所技術學校， 

Neudam農學踪舆立這學院似乎赋是爲農業人口中 

的少數份子設立的，因爲這學院兩年的專科赋收"歐 

裔" 學生。領土內現在遺沒有高等教育的設備。行 

政當局仍然採収一種政策，以獎學金及貸金的方式， 

動於在南非聯邦內深造的淸寒優秀學生予以資助。 

—九五三至一九五四年度和一九五四至一九五五年 

度都有三+ 六名文理科學生得到資助〔每年一，二0  
七鏡)其中有無"非歐裔" 人領取■一點未輕說明。大 

多數獎學金都是訓棘教員、農業家、地質學家和土 

木工程師。

C. 结論及建議

- 五四.領士教育狀況大體和委員會過去所叙 

述的情形相同。委員會fig能造述和重申以往的建譲： 

受委統治國應採取一切必要步驟，消除目前教育制 

度的種族歧満,建立一個迷漸劃一教育制度的方案， 

以便使所有兒童得有按成績享受一切教育便利的均 

等機會；必須決心特別爲"士著" 兒童改善並擴充 

教育設備，作爲實現這目標的迫切先決條件；道種 

教育便利應使所有各族人民均能享受，不像新辦的 

ë 學院ffi有 "歐裔" 才能享受；以便訓練適合領;h 
經濟發展需要的職業、技術和專業人員。

一五五. 所有這些建譲仍然全部適用。到現在 

爲止，受委統治國成領土行政當局都沒有照這方針 

採取或預傭操取任何行動的表示。在這種情形之下， 

委員會通過下列結論：

委员會猜大會Æ意受委统治国及其代表在西南 

补领土内维持三種不同的不平等的而有雅族硬祝的

1 1 8已往各年度也可斷定這項目的大部分是爲"欧裔"敎育支 

出的（參閱A/2666,附件伍, 第一五0 段)。

一九五五年至^ 九五六年西南非決算報告。警管區以外的 
敎員一九五0 年四二二入, 一九五= 年H八九入。以後各年則無資 

料BJ考。
115 a/3151,附件威。



教育系统，並法意受委统治国對委員會及大會以前 

在此方雨的结論與建議完全置之不理。

隆.結論

一五六. 由於聯邦政府繼續探取不合作態度， 

並且不向聯合國提出常年報告書，又不把領土居民 

的請願書轉遞聯合國，結果養員會遭遇種種困難。 

雖然如此，委員會却仍勉力從事，現又第四次把委 

任統治領士內的情況在可能範圍內向大會攝量作一 

完備而客觀的叙述。

一五七. 委員會以前的報吿書業已向大會說， 

委員會不得不作下述結論:在委任綺治制度之下管 

理將近四+ 年之後，領土•情況，按合理的尺度，仍然 

毫未符合委任統治制度宗旨所應有的努力和成就。

- 五八.領士行政當局强迫徵取領士絕大多數 

居民一向估有的士地，並不予以適當捕償，霸道管 

制他們的居住及行動、他俩的就業和牲畜所有權,同 

時剝奪他I門經濟進展及教育的機會以及最低限度的 

政治權利，使他們無從參與領士政府各部門的工作, 
藉道一類辦法’蓄意使領士的這些大多數居民退於 

附屬而落後的地位；這種趨勢遺在不斷發展，委員 

會深感痛惜。

一五九. 領士絕大多數居民所有各色人#所受 

的政治、社會和經濟應力與限制不但繼績不斷，而 

且日漸增加。據委員會的意見，這便暴露一種政策,

其目的在把歐裔人民的利® 福爲至上，在維持並加 

强這些少數人民聚聚把持的政府控制權，以便達到 

固最後目的，就是蓮反有關國際協定，違反國際 

法院一九五0 年七月"H —日的諮詢意見，懷書領士 

絕大多數居民的利益，在修改領土的國際地位，以 

此方式，把這領士併入南非聯邦。

- 六0 . 根據國際聯合會盟約第二+ 二條，西 

南非居民的福利和發展，是世界文明的神IE信託, 
而且規定履行這個信託的保読，這些居民的訓導責 

任 ,業經交由南菲聯邦以先進國家的資格鄭重接受。 

南非聯邦, 由於資源、經驗和地理位置，最適於代 

表國際聯合會負起這項責任。

六委員會認爲領土的現有情況和行政趨 

向所代表的一種1 靑勢，違反委任統治制度、聯合國 

憲章、世界人權宣言、國際法院諮詢意見和大會決 

議案。

一 六 二 . 委員會業已檢討領士情況接連H年， 

又已將聯邦政府國務總理及其他高f t人員所發表的 

政策陳述加以研究；.獲悉受委統治國毫無改變領士 

行政方針使其符合委任統治制度的意思。因此，委 

員會認爲大會應權衡目前情勢之厳重，考盧此事有 

立卽操収行動之必要。當務之急厥爲採収可能而適 

宜之措施，以確保西南非居民福利和發展有所保障， 

並使該領士在尙未置於國際託管制度下以前，仍保 

存其國際地位。

附件«

Hosea K u ta k o曾長一九五七年二月五日自温德黑克致秘書長文

本人樂於向閣下表示本人感激聯合國設法爲我 

本人和我人民所作的一切。

西南非問題的情形如下：

南非聯邦政府，親視聯合國及國療法院，杏認 

聯合國對西南非有監督權，仍然不肯改變態度。這 

一點，從南非聯邦政府各部長愿次所發的言論、他 

們斜聯合國西南非問題委員會所抱的態度、以及西 

南菲政府官員在我們年會中所抱的態度，可以看出。 

據我們的意見’ 要想南非聯邦政府改變態度，毫無 

希望。不但如此,南非政府遺在儘量竭力輩固他們 

控制與壓迫西南非的地位。這一種態度的具體實例 

如下：

去年,南非聯邦總理在温德黑克對國民黨大會 

發言, 聲明南非政府對於西南非的態度。據一九五 

六年+ 月六日海角明鑑報（The Cape Argus)载， 

Mr. Strydom 說，：

"這些人(就是那些要把西南菲置於聯合國 

監督之下的人）豈不知道，西南非一旦歸聯合 

國監督於是從這機構獲得獨立，控制及權力就 

不會交給歐洲人, 而要交給Michael Scott的 

人—— 還梵博人、* 動羅人、達馬拉人、荷頓 

托特人及布希門人? (括弧內的字基我加的註 

解。）"



非洲人民行動所受的限制，ê 從南非士著事務 

部長根療西南非行政修正法（一九五四年第五+ 六 

號法）接管西南非境內非洲事務以後越來越多。

我們向政府所提出的申新與請顏，大多數都被 

指爲煽動與不合理，而不受理0

本届南非國會開會時在朝在野兩黨領袖都已發 

言表示，無論在何情形之下，他們都不預備讓非歐 

洲人獲有平等種利。

似此情形，在南菲政府之下，我們沒有希望與 

歐洲人平等參與治理我們國家的事務；而平等參與 

國事，又是我們能够獨立的唯途徑0

直到現在，南非政府一直不肯發絵護照讓我們 

到聯合國組織來。現在，聽取•口頭陳述的問題旣雜 

議會核淮聽取請願人口頭陳述而告解決，我們希望 

商南非人民在旅行方面具有國際地位的問題能獲特 

別加以注意。關於這一點，我想提及一九五五年+  
一月+ 五日第四委員會第五一0 次會譲所通過的決 

議案，要求秘書長研究是否可能採収何種措施使請 

願人能到委員會來。我知道這件決譲案是爲略麥龍 

通過的，可是因爲聯合國第回委員會在一九五0 年 

也管輕通過一件決'譲表示願意聽収西南非請願人陳 

述，我希望秘書長考盧南非政府不肯發給護照的間 

題。

我看到秘書長關於請願人旅行文件的備忘錄 

說，雖然似乎並沒有一般措施足以切實解決第四委 

員會決議案所提出的間題，却建譲最好遺是對每 

件事分別處理。由於秘書長的這種意見，我認爲西 

南非請願人旅行文件問題非常聚悬；又認爲南非政 

府公然否-認聯合國對西南非的權力，實須對這問題 

迅速加以審譲。據我的意見，在現在的情形之下，來 

再把這問題向南非政府提出，是沒有用的。因此, 
我請聯合國設法使我們可以儘速到細約來。

我覺得我們身爲聯合國的合法受保護人，不應 

該譲我們聽遲不負責任的受託者来擺怖。

最後，我要重申前說，確定聯合國監督權的唯 

一辦法，就整由國際法院强制载刹。倘若一日遺譲 

南非政府繼續安然掌握西南非，仍在西南非操有無 

限制的決策之權，維然勸導南非政府，過去業已失 

敗 ,將來終究遺是失敗。因此我請聯合國特別注意, 
南非聯邦繼績逢抗聯合國組織決譲案，它在西南非 

的地位天輩固一天，非歐洲人的地位在各方面都 

越見沒落。報酬遞減律是一條自然律，人類的耐心 

及脾氣’ 也會遵守這條定律。換句話說，在這種壓 

迫手段之下, 不能期望人類的耐心絕無止境。

我懷着信念，仰望聯合國，不勝迫切之至。

(簽名）Hosea K utako

附件參

Captain H. S. Witbooi 一九五六年七月十三日自吉比恩致

聯合國主席文

聚 急 請 求

我們西南非（非歐洲）居民敬向閣下表示我們的希望如下：

(a) 我們懇切要求把整個西南非置於聯合國組織國際託管制度直接控制之 

下。這願望已由我們故Captain D. Witbooi表示，現在再由我們表示，庶幾 

我們的人民也能享受自由。

( b )整個西南非立刻置於聯合國組織之下，不稍遲延，不照所建譲的劃分， 

因爲我們現在受更重的壓迫。

例如：

歧満的通行證法。

二 . 我們未獲事先通知，未得任何賠償，就要遷出保留地。

三 . 這些保留地將由歐籍豊民瓜分？等等。



C e )我們要求聯合國組織解放我們脱離奴役地位。

( d ) 我們的人民不願意處在南菲政府及其監督之下，我們要求早日置於聯 

合國組織之下。

爲西南非的非欺籍居民請命 

( 茶名）Capt. H. S. WiTBOOi

附件肆

Hosea K u ta k o曾長九五七年四月十八日自溫德黑克致

西甫非專設委員會主席文

我現在奉告閣下，一*九五七年四月九日温德黑克報（Windhoek Advertis
er) 所載 "士著稱碩Mr. John Neser德政" 一文所稱各節均非事實。

我們並沒有遣派代表或頭人參加這次所謂的歡送會。說我們遣派代表歌頌 

我們的壓迫者之一，這是不可想像的。温德黑克報基歐籍報紙，專爲白人社處 

及西南非洲行政公署的利發言，對於黑人社區、對於非歐洲人毫不關懷0 因 

此，就此地歐籍與非歐籍之間關係有關的事項而言，聯合國不能相信這報。

士著居民日常所受的許多痛苦，例如醫院醫生娘乏以政冗亡率高，通行證 

法律、種族歧視、把納馬（N am a)人民運出啥康納斯（Hoachanas)保留地而 

把地區絵歐籍人以及把餘勒雜人(Hereros)遷出阿密紐斯(Aminuis)保留地以 

便歐籍殖民，凡此種糧，這報都故意不登。

(茶名）Hosea K utako

附件伍

Mr. W. Kaukuetu 九五六年十月二 i 日自戈巴必斯(Gobabis)

致秘書長文

塵於聯合國已在朝鮮採取斷然步驟，最近又在 

埃及並對匈牙利事件採取斷然步驟，我以西南非領 

士士著人民一份子的地位，在向閣下指出，以厳肅 

的目光觀察西南菲士著人民的處境。我們旣爲委任 

統治地的人民，就有權利受聯合國保譲，對#一個 

以違反當時把這領士交給南非聯邦所根據的規定以 

及國際人權守則而使我們永遠處於奴役境地爲其目 

的與政策的政府。

我們的請求是要聯合國立卽探取積極斷然的步 

驟，永遠結束南非對我們西南非的委任統洽權，把 

道値士置於國際託管制度的直接控制之下。m m  
於西南非，除了所侵估的權利以外，並無法律或道 

義權利，我們認爲旣然如此，南非若以侵佔者的地 

位反對上述的請求，這種反對都應視爲毫無償値。

你們想與南非簌刹藉以使它答應把這懷士交遺 

聯合國組織。這種努力的確毫無結果。我們完全明 

白南非在道事上欺驅聯合國，拒絕與聯合國合作，不 

肯承認聯合國，南菲絕對不會有什喪損失；而我們 

業已損失由聯合國接管領士以後所可能得到的公民 

資格的尊嚴。這領士旣然屬於我們，聯合國對西南 

非問題的態度以及南非職邦根據西南非事務修正法 

(一九四九年)創奪土人權利成者合併西南菲洲，便 

沒有多少理由，甚至可以說毫無理由。我們舉爲西 

南非事務修正法是政治侵略性質的。因爲旣未經聯 

合國同意，又未獲養任綺治地當地人民同意，沒有 

一*個國家有權併吞委任綺治地。

希望你們探取積極行動，在一九五七年改變西 

南非的地位，置於聯合國之下。

(茶名）W- Kaukuetu



附件陸
116

萊荷博特社區Mr. Jacobus Beukes 一九五六年七月十六日致萊荷博特社區直 

長及諮議會之請願書及九五六年七月十三日致西南非問題委員會秘書與請願 

書有關之文件

一 九五六年七月+三曰致西南非問題委員會 

秘書文

兹以請願書副本一份續煩閣下。這件請願書已 

依規章送請面南非行政長官轉Ü O 兹將副本直接寄 

給閣下。請囘示吿知我的請願書究竟已否安全到達n 
你從請願書可以看出我們所受管理的情形。我們知 

道南非政府並沒有向聯合國報告的義務。因此，這 

請願書雖然正送由行政長官轉遞，由於南非政府的 

態度我必須再照送由行政長官轉遞的請M書另送一 

份絵你0

一九五五年+ 二月二+ 日 TR1. 1 3 2 /1 /0 4號 

面II7 業已遺失，不過我收到副本一份。竊望藉此面 

確悉尊處現擬爲我採何行動，以便我們可以獲有 

若干權力。我們急切請求，此次使我們脱離紛亂與 

不積定的情況；並且根據赚合國憲章，保置我們今 

後存在，直到我們fe立國家，卽如請願書陳述的情 

形。最後，我請你示知，我這件面是否安全到達。

( 簽名）J .  B e u k e s

上®附件：

一九五六年七月千六日致區表及链詩議會之猜願，

获送上請願書一份，敬請轉送温德黑克西南非 

行政長官閣下及紐約西南非問題委員會，秘書 Mr. 
H. A. Wieschhoffo

我以一個爲我們國家人民堅苦«鬪到底的老前 

驅的資格瘦煩閣下。有一件事關係莱荷博特，我不 

能保守靜默。我覺得必須表示意見如下:

通過諮議會治瑪萊荷博特社直的法律制度，可 

能影響我們今後的生存，同時又不合我們的族長法 

與基本原則。我們的祖先根據神聖、正當的權利， 

遗過來因傳教會(Rhenish Mission)以基督精神建 

立這社區。最初這是一個獨立社E ü 由住在西南的 

地主+ 六人組成，又經一*八八五年的條約在法律上

予以承認。後來我們就操取這種體制。南非政府承認 

我們的地位以及我們的處長，人民會議(Volksraad) 

來’因傳教會，一八七0 年、一八七二年及八七 ra 
年的憲法。

我們被追參加世界大戰，我們不得不保衞自己 

— 這是南非政府所深知的。我們與南非軍隊總司

110原件; 非荷文。

1 1 7將一九五五年十二月= 日大會關於萊荷博特社區請願書和 

來件的法議案九2 五(十)抄送Mr. Beukes面 。

令，General Louis Botha有所接洽，詳見附件所

敍述的情形。

General Louis B otha手指點着憲法說"你們

至少應該繼績保持憲章賦予你們的一*切卽獨立 )。 

當時我們並無援助，而須抵抗大軍進攻。戰爭的結 

果，死傷破壞甚躯。我們站在聯軍一方》維持我們 

的權刮與財蜜；（堅決）相信我I門一定能够因爲和約 

規定適用於這個站在職軍一方的小社廣而獲得好 

處。現在我們却須遵守由受委統治國制訂的法律， 

要我們放棄我們艱苦爭取而得的權利’的確深感遺 

憾。依照這個制度，我們必須要把我們的自決權交 

絵豁譲會。採取豁譲會的辦法，等於我們的遺産完 

全被人奪取，我們的基本原則也不得不放棄。我們旣 

不再享受自決權, 如何能够建國？在這情況之下，旣 

然我們不能在這個有二+ 世紀發展爲肯景的現代世 

界中與人競爭，我們如何能驢保證我們將來生存Î 
就是以現代的教育方法，我們在最初的階段也必須 

迷步前進。我們首先取得經驗時必須獲有我們的正 

當權利與生存不會受到侵犯的保誰。

西南非的受委綺治國深知和約的想定，知道萊 

荷博特應該如何管理0.和約明白規定萊荷博特社區 

應該享受何種旣得權利，以便逐漸自治。因此，我 

們仰望聯合國有一解決辦法。我們的請願書是輕過 

相當考盧之後提出的。希望聯合國大會於接受一九 

五0 年的豁詢意見之後知道我們的立場。

最後，我就上次選舉豁譲會以及我當時看到的 

I t形提出控訳。這些選舉混亂不堪。我必、須指出, 
根據族長法，選舉是與嚴密調査相輔而行的。爲什 

麼 ？



這是因爲豁譲會乃長人良的代表，也須輕過嚴 

密調查以後，提出一些毫無牽涉的人爲侯選人。根 

據族長法，本人就是各â 選舉調査侯選人資格的審 

査人之一。諮議會根據族長法提出侯選人。侯選人 

提出以後再舉行秘密會議決定這些侯選人是否並無 

牽涉。侯選人如獲通過' 就宣佈合格。這種辦法旣 

合基督教義的合作精神,又合我們的甚本原則。由於 

現在豁議會選舉的方式，我對於識議院一點信心都 

沒有。竊盼規定現在選出的I咨譲會暫行試署三年, 
每年都可改選0 因爲這次選舉的方式並不合法。道 

是我的講求。

處民秘書 

( 茶名）J. Beukes

附丹A

—九一五年四月二千八日南非軍暖總司令General 
Louis Botha 自利特致 Mr. Cornelius van 
W yk函抄太

我收到四月二+ 二曰經參譲員Dirk van Wyk 
及理民官Beukes聯署的來面。你想必很明白，來 

面的內容使我驚異'失望，因爲當我與你談話時，我 

就說得非常明白,有色人與我們對德人的戰爭毫無 

關係，我希望有色人不♦ 牽涉進去。我知道你也有

你的藉口，因爲照你所說的，你同家鄉時》德人與 

你們人民已經發生戰事。我現在要慎重吿斬你’你 

必須停止戰爭，撤退你的性畜和人民。如果你照辦， 

你可以放心我一保譲你們。現在我的軍隊在柏西 

巴正向舌比恩前進。你應該立卽與他們接洽以便得 

到保護，並且把你的人民、家屬、柱畜撒退到我方 

陣綠以後，那邊絕對安全。請你盡力設法預防並制 

止你的人民與德人再發生衝突。相信你會照我所請 

的辦理。

附丹5

一九一五年五月十五曰Cornelius van Wyk, Dick 
van W yk及 S. Beukes自必斯致南>#軍指 

揮官西抄本

我現在附上總司令General Botha來面。這是

同答我們說明我ff!對總司令所處地位的覆面。你可 

以看到總司令來面非常愼重地說我們必須不再參與 

戰爭，必須撒退我們的牲畜和家屬人等。我們業已 

照辦，可是德人造縱而至，八日和我們酣鬪，向我 

們射擊。我們使用大砲兩尊、機關槍三挺，擊退敵 

人，雙方死傷均重。我們遵照總司令的命令，沒有 

追逐敵人。因此,我要求你依照總司令的指示儘 

速前來援助，保護我們，因爲德人倘若再度進攻，我 

們便無軍火抵抗。

附件柴118

萊荷博特社區Mr. Jacobus Beukes -*九五七年一月二

十三日致西南非問题委員會秘書之請願書及一九 

五七年四月六日致聯合國秘書長之有■文件

一九五七年四月六日政聯合國秘書長文

今日卽一九五七年四月四日，從郵局收到來面， 

特此道謝。關於一九五七年一月二+三曰面我得到 

通知如下："地址欠詳, 退同原處。紐約郵總。"

這事敬乞原誠0 同時本人另將地址重寫如上 

遺有一事請教，另外遺有致Mr. Robin T. Miller 
面 件 ，地址是否也要重寫如上。後一文件的曰期 

是九五七年三月二+ 七日。11 »

這兩面目的相同。我業已答覆我收到的前面。爲 

這緣故》我墓請你原載。

l i s 原件.駒 非 荷文。 

11®見附件拾威。

我相信諸位大政治家一定會對我們的迫切的需 

要操取有利的行動。

區民秘書 

(茶名）Jacobus Beukes

前S 附件：

一九iû七年一月二十三日致西南非問題委員會秘書 

请願書

我現在敬鶴聽送附面兩件，從這兩面可以看到 

我們萊荷博特的人民如何在本國受輕視與不人道的 

待遇。雖然我在馬匹驅走以前告長官，雖然他表 

示立卽就要調査此事, 可是他並沒有採取任何行 

動。諮議會本身知道.這件事'淸業已在光天化日之下



發生o 幾天以後我遞送一面，理民官5 我，問我有 

沒有證據0 我囘答說："馬已牽走，我如何遺能提出 

證據 ? 同一馬欄有十二匹馬失縱, SË找到三匹囘來， 

牛也嚴如此。"理民官就說，他要請豁議會採取步驟 

黯付我。鼓將諮譲會的覆面附上。豁議會並不派員 

調査，反而毫無理由地餘我這樣一個答覆。雖然諮 

議會各豁譲員都知道這幾年來公開存在的情形，竟 

受理民官的影響，並不調查這事。這就可以確切證 

明我如何遭受欺侮，以及諮譲會—— 不過是一個 

諮詢機關—— 如何照顧我們人民的利益。我們受壓 

迫，其藉口乃是我們沒有援助可得’聯合國又無權 

過問。這是在我們人民之間流行的一種宣傳。關於 

這一點我要提一九五六年+ 二月二~ 1 日西南非報 

(Die Suidwe-Afrikaner ) —*文，裏面提到巴甚斯 

坦代表Mr. K. S. Hassan和烏拉圭代表發表言論。 

這些言論都是千真萬確的。我們萊荷博特人民確嚴 

如此受統治的0 我們受這種待遇，在灰心失望之下 

生活。唯有聯合國方能解救我們，這就唯有一個能 

够調査這件事情聽収睡人並找出事實證據的聯合國 

養員會方能解救我們。你從這面就會想像出情形如 

此。麗於這種情形我不得不直接面達閣下。如蒙賜 

覆成在温德黑克報上給我一個通知, 則不勝感激。

茶名）Jacobus Beukes

附件A

一九五七年一月四日策持博特社區理民宜政Mr. 
Jacobus Beukes 函

事由：政行政長官面

關於你爲萊荷博特所生事件致行政長官閣下一 

函’ 获經諮議會最後決定，你若再面瘦行政長官，就 

要傳來諮譲會審問並科以罰金。

萊荷博特理民官 

(茶名）字跡不淸

附件S
—九五六年九月三日Mr. Jacobus Beukes致莱持 

博特社區庭表及培讓會®

關於某項事件之控歸

敬請把這事轉達温截黑克的西南菲行政長官閣

T o
請允許我敬謹表示下述意見0
塵於現在發生的事情，我覺得不得不發表這些 

觀感。

自從這社廣成立以來，我ira萊荷博特人民》都是 

奉公守法的0 現在社處公有財Æ中的馬西並沒有得 

到S長與豁議會許可，竞然售出牽走，實在令人驚 

異。這些馬匹並不屬於馬主。不但如此，有些並未 

格印的牲畜竞然送絵別人，被非物主加以赂印。我 

必須提請閣下注意，馬匹對萊荷博特人民是一種有 

慣値的牲畜。萊荷博特是以馬匹賈來的，田地反前 

免費奉送。

大家深知，旧地所以免費奉送的原因，是要使 

所有的牲畜獲有保障。遇聚急時，例如戰爭發生時， 

馬西對萊荷博特人民有很大的便利。獵禽獵獸'並 

不屬於任何人，尙且也受保護；何況馬西在人類最 

有用的動物之列，豈不更應該加以保嘆。馬匹存在 

足以謀人類的藤利，供人類的使用，乂他縱然損失 

殆盡，馬匹却仍不缺可少。將來可能還有一天要再 

使用馬西。人類開始使用的東西總不能廢除。我必 

須提醒諮譲會各諮議員》他們白享權利，胥賴區民 

和馬匹。同時我遺要提醒他們，諮譲會如此不顧人 

民的利使人驚奇。親在果然有看守人員經邏，不 

過我必須說，在我看來這些人毫無作用。我敬請諮 

議會從事調査, 這些公有馬匹怎就這操拿走的0 
我認爲這是我們社廣權利所受的嚴重侵害。我相信 

區長和諮譲會對這事要採取■步驟，藉以恢復秩序0

( 茶名）J. Beukes

附件挪

西南非問題委員會就萊荷博特社區Mr. Jacobus Beukes 
所遞請願書及有關來文提請大會通過之決議草案

大會，

業已接受國際法院一九五0 年七月+ - 日關於 

西南非問題之讓詢意見，

U 0 秘書處註: Mr. Beukes所送附件乃是件使用理民官辦 

事處公文用紙並經簽名的原函。

業以一九五三年+ —月二+ 八日決譲案七四九 

甲（八)授權西南非問題委員會依國際聯合會委任統 

治程序審査請顏書，

業已收到西南非問題委員會關於西南非萊荷博 

特 社 區 Mr. Jacobus Beukes —*九五六年七月+



六曰請願書及一九五七年一月二+ 三日請願書速同 

有關來文之報吿書，

獲悉請願人一九五六年七月+ 六日請願書稱一 

九五六年萊荷博特社區諮議會選舉混亂不堪，且未 

依照該tfc區族長法舉行，

獲悉請願人二九五七年一月二+ 三日請願書提 

出社属財査處理問題，並述及萊荷博特處理民官及 

豁譲會執行職務之情事,

一.請受委統治國南非聯邦注意請願人發表之

意見與陳述之情事,並請調査請願人所提出之事項；

二 , 又請受委統治國注意一九五五年+ 二月三 

日大會決譲案九三五(十)關於萊荷博特社處由一九 

二三年八月+ 七日南非政府與萊荷博特社g 所訂並 

經一九二三年第二+ 八號命令批准確認之協定所獲 

權利之部分。

附件欢

'九五六年十月十日哈康納斯（Hoachanas) 土著保留地 

Mr. Johanes D au sab等致秘書長請願書

首先我們懇切要求各位不要把這件請願書當作 

大遲來處理或看待。

請願人鶴代表所有沉默無言的紅民族後裔以及 

其他經我們先祖准許無限制地居於哈康納斯，認爲 

與那些於一九五二年爲西南非行政當局以狡滑欺驅 

手段剝奪言論、選擇、遷移、信仰自由的人同一祖 

先的其他人等，謹以至誠提出請願。務斬聯合國組 

織貴代表諸公專心注意。

我們現在沒有翁長，我們知道這請願書會使我 

們受更尖刻嚴厲的迫喜。甚至這請願書會使我們遭 

警察暗栽。

這請願書所述各節實爲哈康納斯我們的這個歴 

史遺產過去與目前的實在，[青形。

第一，险康納斯自古至今都是紅民族的大本營， 

過去從來沒有被別人佔據過。紅民族的子孫遭受嚴 

重的威脅，他們遺是住在這裏，乃是獨一無二首先 

居住於哈康納斯的人。紅民族世世代代居於此地，. 
乃是西南非最老的納馬部落（nama-tribe)。坟園 

墓地、以及其他不動産，人民自己的新奮手廣都是 

充分的證據。

第二，在哈康納斯已經德國統治當局宣佈爲保 

留地,是紅民族的不能改變而且不能奪収的財產。這 

聲明從來未經德國當局改變或撒錯。

南非聯邦政府，自從統治西南非以來，純粹由 

於心懷族嫉，繼續不斷設法驅逐我們，設法取消成 

規避上述根本法，以便把啥康納斯從原有主人手裏 

奪過來交給白人，就是唯一有資格享受西南非能替 

人類直生的安樂括靜生活的人。聯邦政府想出種種

辦法尋找適宜的文書，可以廢除上述的根本法，藉 

以達到他I門要把我們趕出險康納斯好譲白人移居的 

目的。因此，在一九五二年以前就想出丁一種最树 

殘可怕的陰臉秘密的悪毒辦法，從一九五二年起開 

始實行。在一九五一年以前，部落頭人會譲，雖然 

程度有限，總算遺有對當地事務及哈康納斯有關事 

務發言的權利。所有成年，不論年齡，不分男女，都 

有權決定是否要離開啥康納斯。就這個是否離境的 

問題而言，旣不論年齡、也不分性別。

例如一個在白人農場工作的人，或者從其他區 

域來的人，要帶他的生畜通過這保留地, 以前必須 

先得我們批准，然後進入特留直。如果他向地方長 

官或福利官申請入境，他的申請或他本人以前通常 

都是轉請我們決定准與不准。

我們深感沉痛，現在不得不聲明，我們在è 己 

的國家現在已經成爲無權發言的客人。我ffg的原籍 

已經不在我們父毋的國家和處所。我們的國家已經 

屬於外人與來客，他們反而成爲這地方的承繼人和 

原主。

一九五二年的法令把我們所有的少許權利都奪 

去給附àE的白種農人。其中最主要的是Mr. 
Badenhorst, P/B. Wolfputz P.O. Mariental; Mr 
W. Kriegel, P/B. Highland P.O. Mariental; Mr
C. Benson, P/B. Victory, P.O. Mariental; Mr 
W. J. Lategan (立法會議議員），P/B. Patington, 
P.O. Mariental; Mr. Kuhn Koetzee, P/B. Keib, 
P.O. Mariental; Mr. Jan v.d. Westhuizen Berda, 
P.O. Uhlenhorst via Rehoboth; Mr. C. Oberho- 
Itzer, Eden. P. O. Kalkrand; Mr. William Heunes,



Croxley, P.O. Kalkrand; 土奢事務局長 Mr. Allen,
以及土奢事務部分的屬員。他們經執行委員會寡員 

授權，並由聯邦士著事務部長核淮，從事不人道的、 

不民主的行爲。現在赋有他們能够決定哈康納斯的 

事務，唯有他們才能够在哈■康納斯會議發言。他ffg 
已經反客爲主。

現有充分證據，使人相信啥康納斯附近的上述 

這批白種農民（百萬富翁）早在九五二年以前， 

貌與行政當局官員纏致協譲，目的在秘密協商，找 

出一*植法律使他們有權力破壞大多數紅民族後裔的 

權利。

• - 九笠二年一*月 , 經行政當局建譲，我們年代 

久遠的居民姓名由當局的官員記載下來。他們說記 

截的目的是行政當局要知道德人時代的人現在究竞 

有多少活着。後來他們却又告訴我們說赋有姓名業 

經記载的，方才是當時從德國當局承受啥康納斯的 

人 , （這是如何荒唐、狡滑、與存心欺驅? )其他人 

等就是遇必要時，保衞國家的人，多年在哈康納斯 

納积:的人，紅民族後裔居民，竟有人吿訴他們說，他 

們不是啥康納斯的原有居民，一旦所謂德人准許居 

留的人死亡以後，就應該搬走（行政當局發表的這 

項聲明，據 Mr. A llen說，定於一九五六年+ — 
月一日正式公布)。一九五二年所謂德人准許居留的 

人計三+ 七人，現在赋二+ 七人。所謂德人准許居 

留的人大部分都是衰老不堪》精力耗盡，不能決定 

由哈康納斯遷移這糖重要的問題。行政當局又吿 

我們說，富局預備動我們及所謂德人准許居留的人 

榮給一種臨時居留許可腊。正是在此處向所謂德人 

准許居留人徵税:，就下着了破壞哈康納斯和紅民族 

饼伏筆。" 臨時" 字樣 , 自從此次徵税以後開始使用， 

âè適用於洽康納斯。德國當居並沒有把哈康納斯交 

給個人，而且哈康納斯與紅民族也並不是從那時才 

有。第一次許可證於一九五二年七月三+ - * 曰發給 

( 請相信我們的話，根本無所謂德人准許居留的人這 

y 囘事)。這許可證事實上就是我們的喪鐘。

當然，南非政府永遠不會停止擾亂與干涉我們 

部落的事務和地方。我們要知道究竟行政當局是從 

那裏得的說法，說我們多數不是哈康納斯原來的居 

民。黑色斑雕"是附近白種農民給哈康納斯的另一 

縛號，意思是說，哈康納斯的位置所在，就如白色 

物件 （白人區域）上的黑色斑點。據土著事務局長 

Mr. Allen告If我們說'道就是一定要我們搬走的 

基本原因。

各位代表， 個人如何可以從南非聯邦、芙國 

或其他地方來，支配原來在那地方的人，住在他的周 

圍，利用他廉慣的手工，變成百萬富，又在他的 

周圓蕃殖起來，奪取他的土地，不給他敦育的權利, 
使他永遠無知，倫於奴錄地位，楓奪他所有的權利， 

使他成爲一個又瞎又雙又哩的不會說話的東西，然 

後對他說你並非原来出於此處又說，你是一*個 

，，黑色斑點" ?

我們請問，誰是哈康納斯的原來居民?我 原  

來是從那裏來的？這些白人爲什麼要來住在哈康納 

斯周圍？他們最初看見哈康納斯時,這地方是什度 

樣子 ? 我們現在來敍述這種不可容忍的情形，因爲 

有這種危臉情形，我們才提出這請願書。以下是— 
種新的現在遺繼績存在的情形0

從一九五六年二月一日起’ Mr. Kriegel, Mr. 
Badenhorst, Mr. Benson, Mr. Lategan 等的僕役 

被人誕告偷竊主人的黑紫盖皮賣給啥康納斯居民， 

而被拘捕。他們被斯坦普里^  (Stampriet) 警察 

Mr. McDonald厳加拷打，’ 供認他們偷竊盖皮， 

賣給啥康納斯居民不緯，遺要他們招出哈康納斯人 

的姓名。他們不能忍受這種嚴重痛苦，就随便招出 

幾人的姓名。二月三日，就有啥康納斯人五名被捕0 
這五人中有本請願書的兩簽署人Simon Jansen 
Samuel Howeseb, Joseph Swartbooi (Snr.)及其子 

Joseph Swartbooi (Jnr.)和 Jan Garobeb。 Joseph 
Swartbooi ( J n r .)當天就被釋放o 這些僕役和這些 

哈•康納斯人都被扣留於Mr. Badenhorst的農場。 

他們都被拘於Mr. Badenhorst的汽車閩，爲 Mr， 
Badenhorst工作, 而未得任何報酬。從二月三日 

到+ 日他們都在那邊0 戈巴必斯 (Gobabis) 偵探 

長 Mr. Rossouw被召前來幫助。這些哈康納斯人 

也被南名警察嚴重拷打要他們承認確已購買.黑紫盖 

皮轉售白人。這些人不肯說識，其中三人於二月十 

日釋放，另有Simon Jansen則被滞到斯坦普里特。 

在此以前，有 Mr. Fran k於二月七日被這兩警察 

誘驅拘去。Mr. F ra n k是里德豊坦(Lidfontein) 
的高尙農人兼百貨商人，與我們啥康納斯居民貿易 

有年>經法院審間後，Mr. Frank和 Simon Jansen 
都沒有罪o 當時懷疑我們從這些僕役購買盖皮售給 

Mr. Franko奇怪的是這些僕役的主人並未遺失盖 

皮。 Simon Jansen被戈已必斯偵探長Mr. Ros
souw 加以更嚴厲的虐待o 他手加桓椎，頭戴面具， 

被打時幾遣蜜息0 有一歐洲人說》這件竊案牽涉险



康納斯人約六七+ 名，並有婦女在內。這件竊案不

過是他以後威脅的前奏而已。，這件竊案和一九五 

六年H月+ 六日士著事務局長所開的移民會議，性 

賀和形狀如此相近，使人難以辨別道兩種威脅。一 

九五六年四月+ 六日在險康納斯舉行的會譲，紙有 

所謂德人准許居留人可以發言。這個會議的主題是 

我們必須移至飢曼秀普（Keetmanshoop)區的伊察 

韋西斯（Itsawisis)。這些老人如此受恐嚇威脅，以 

致非常懼怕。他們動這些老人說，如果他們不遷移 

至伊察韋西斯就要出售，他們就被擁濟於一個角落， 

你們的子孫在险康納斯，毫無前途，他們要像飛鳥 

流離，沒有永久的住所。他們在此並無承繼權。Mr. 
A llen向禁止居住的人說他甚兹不顏在會議中見到 

他們。所謂德人准許居留人二名中有二+ 二人 

拒絕遷移，赋有兩人接受。對於我們的控訴，士著 

事務局長說他得到執行委員會常務專員授權並經聯 

邦政府士著事務部長核准把我們逐出會議。據 Mr. 
Allen於一九五六年九月二+ 六日對我們說，從+  
一月一日起，就要把我們當作非法入侵者論，要處 

以六個月的監禁及五+ 餘以上的罰款。

我們要求聯合國這個世界偉大的組織立刻膝聯 

合國委員會於^^一月一日到這裏來調査情形。根據 

這種情形，我們希望聯合國組織代表看看我們西南 

非的非白人生活的情形。我們懇i?地要求立刻後西 

南沖脱離南非聯邦的管理,置於聯合禹的記管制度 

之下。

( 茶名） Johanes Dausab

E. A. T asab 

D. Dausab 

Timoteus Dausab 

G. PlENNAR 

J. Makom 

E. P. A frikaner

Matheus Kooper 

Samuel Howeseb 

Mcthusalach Noedeb 

Johannes K ooper 1 
Jacobus Nuganab 

Frans Gougeb 

Naels Kooper 

Johannes Howeseb 

Frans 'Nakom 

Simon Jansen

附件

捕 充 請 求  

我 l’ra納馬人(Namas)、餘勒羅人(Hereros).、萊 

荷博特人 (Rehobothians)及達馬拉人 (Damaras)
迫切希望留於我們現在的地方。

南非聯邦政府想依我們的種族把我們逼到一個 

保留地，這實在是我們傳統部落生存的政命傷0 

請設法阻止西南非行政當局繼績這種不民主的 

辦法。

我們絕對不能享受宗教自由；教會與敎會之間 

極不卒等。

我們若不事先報告白人，申請許可證或通行證， 

便不能自由到我們想到的地方去0 我們根本沒有行 

動的自由。

我們不能享受言論權和選擇權。

我不能對於我們國家政府表示任何意見。

爲了以上以及其他種種的理由，我們再度要求 

立刻把西南非置於聯合國組織的託管制度之下，早 

曰派一委員會到哈康納斯來，到整個西南菲來，調 

査西南非的非白人生活情形。

' 我們遺不諷意把父毋與子女分開，也不願意把 

子女與父毋分開。

附件拾

曾 長 Hosea Kutako 一九五六年十月三十日致西甫非問題 

專設委員會主席之請願書及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八日 

及六月二十六日致秘書長之有關文件

(a ) 一九五六年+ 月三+ 日致西南非問題專設委員 

會主席之請願書

我們對於聯合國所做的工作深表欽佩。我們業 

已讀過你{門關於西南非的報吿書，據我們所知，其 

中所載確實是西南非的真實情況。



我們遺要告各位，酉南非土著事務局長Mr. 
H. J. A llen於一九五六年九月與# 勒羅人會長及 

各頭人在阿密紐斯(Aminuis) 士著保留地舉行會 

談。這次會談時，他吿新我們要把阿密紐斯士著保留 

地的一部分士地給歐洲籍農人，另外把阿密細斯土 

著保留地東南的一小部分叫庫利多拉（Kuridora) 
的土地絵赫勒羅人交換他們預傭給歐洲人的土地。

庫利多拉在阿密紐斯土著保留地與貝楚阿納蘭 

保護地之間，並沒有人居住。

我們向Mr. Allen說，我們最制的士著保®地 

是在温德黑克附æ 的奥開加斯（Augeikas)。政府要 

把土地給歐洲人，所以把我ffg搬開。當時把涯津彭敦 

納 （Otjimbondona)絵我們，以後我們搬走譲歐籍 

農人。最後將阿密紐斯土著保留地給我們，並向我 

們保® 說，這是我們的永久家鄉。

我們遺提醒Mr. Allen說，南非土著事務部長 

Dr. H. F. Verwoerd在一九五五年八月經i l西南 

菲涯卡卡拉拉(Okakararâ) 土著保留地時，會當着 

Mr. Allen •向我們保證說，我們現在的保留地不會 

再被人奪去。

我們說，我IB反動遷移，並且遺捕充說，過去 

幾次遷移，使我們遭遏許多困難，使我們損失不少 

牲畜和其他財逢。

Mr. Allen囘答說, 他預傭寫信給Dr. V erwoerd,
隔兩星期再吿訳我們。

因爲阿密翻:斯土著保留地大小木足以應付居民 

的需要，我們管經要求政府把庫利多拉也併入阿密 

紐斯土著保留地。不過這個要求却遭政斥0 政府答 

覆說，這土地預備絵歐籍豊人。

我們與土著事務局長會談結束時，對他說政  

府應該把庫利多拉留絵歐洲農民，我們要保存我們 

的保留地，不顏交換0

南非外交部長Mr. Eric Louw預傭率領南非

派赴聯合國的代表團；於一九五六年九月到西南非 

調查這領士的情形，可是並沒有與赫勒羅人的會長 

與各頭人會晤。這就是說他到聯合'國來，並不知道 

我們的意見。

最後，我們要說，南非聯邦並沒有意思改善這 

領土中非歐籍居民的情況。因此，我們相信，這種 

不利的情形，赋要我們遺’是在這個政府之下,便永

遠不會改變0

( 茶名）Hosea K u tak ô

(b) 一九五七年五月二+ 八曰致秘書長文

我要求西南非行政長官召集一次會議譲我們表 

示所以反對遷出阿密纽斯土著保留地的理由。我主 

藤有其他高級官員出席，同時我举傭偕同其他各土 

著保留地的頭人前往0 這次會譲於一九五七;年ra月 

五日在温德黑克舉行，我們向他作如下的截述0

開始我們說，我們對發展西南非所有的貢獻並 

不比徽洲人少，奪収我們土地的行動並無理由。

我們認爲這種行動大不公允* 因爲全部土地約 

有百分之四+ 五業輕支配給歐洲人，ÏÉ歐籍人口遺 

不到百分之十二。

我們在一九一四年管經參加抵抗德人，保衞國 

家。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當時南非聯邦首相故史末 

資將軍（General Smuts) 要求西南非的菲歐籍人 

幫同保衞政府抵抗敵人，我們很快的起來響應從軍。 

西南非行政當局要我到濕梵博蘭（Ovamboland)勸 

握梵博人從軍。

行政當局所以如此，是因爲他們相信濕梵博人 

一定要由~■個黑人鼓勵才會從軍。

我首先到組美伯（Tsumeb)的軍營'然後再到 

濕梵博蘭。我的使命頗有結果V握梵博人紛紛從軍。 

我們同時遺暮捐幫助政府作戰。

政府預傭從阿密紐斯士著保留地中給白種農人 

的一部分，乃是這士著保留地中最好的放牧處域， 

有五口鎭井, 水量弗常充足，大約五百英尺到七百 

.英尺深。政府預備把庫利多拉給我們，交換我們給 

白種人的土地^庫利多拉這區域中大部分都生長一 

種草，名叫 "蘇烏草" （smirgras)。不過ÏÈ在雨季 

生長，一■直留到冬天，üÆ是從一■月到六月，而庫利 

多拉本身是在卡拉哈利沙漠中，因此雨量非常少，結 

果遂不適於放牧。

庫利多拉有纖井+ 六口，深一千二百英尺到一 

千五百英尺。我們阿密紐斯保留地的若千部分也有 

同樣的鐵弁。這些續井所用的L i s t e r引擎常常損 

壞，因此造成缺水現象。可是在準傭絵白種農民的 

我們士地幾乎沒有缺水的問題。

上述各節已經送達南非聯邦土著事務部長Dr. 
Verwoerd,我們現在正等他的答覆。

( 簽名）Hosea K u ta k o



( c )  一九五七年六月二+ 六日政秘書長文

兹擬補充九五七年五月二+ 八日面，奉告閣 

下：我們會向行政長官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

歐籍退伍軍人都由政府後給西南非的襄場，而非敲 

籍退伍軍人® 由政府發給家具。

( 茶名） Hosea K u tao k

附件拾査

温德黑克 Mr. Wilhelm Heyn 及 Dr. Joachim Seegert
一九五七年一月三日致聯合國之請願書及一九五七年 

三月十六日致西甫非間題委員會秘書之有關文件

(a ) —九五七年一月三日致聯合國之請願書121

本面的兩签署人，以私人身份，並沒有受到任 

何人指使與態惠，純爲促進人類獲悉公開而公正的 

事實真象的灌利起見，兹抗議那來自西南非並自稱 

屬於»勒羅種的學生Getzen以及公認爲Getzen的 

顧問與支持人Reverend Michael Scott雨人在上 

屆聯合國大會就西南非情形所散布的奇謠大識。

我們提出這個抗議，知道我們隨時可以提出證 

據來證明我們的反驳確屬真實。. 關於此事，我們完 

全聽遞聯合國驅使，我們準# 在西南非此間或在紐 

約向聯合國調查委員會或大會會譲重述我們所說的 

話並證明確屬真實。

首先我們要給聯合國一載關於我們自己的情 

報。這種情報，倫若需要，遺可以隨時捕充，遺可以由 

參考資料、人證物證以及文件證明。從這種情報可以 

看出我們對於西南非情形的瞭解,並不像Reverend 
Michael Scott j®是從短期遊歷或者旅行道經西南 

非得来的。我們是西南非居民，在此生活工作，一 

人已有幾+ 年，另一人也有若干年。

(a ) Wilhelm H e y n ,—八八六年+ 月十七日

生於德國，從一八九三年九月二日起居於西南非。 

一九0 六年至一九二 0 年爲農人,後任政府官員，其 

中+ 年在一保留地充任福利專員。一九K六年退休。 

在西南非已有六+ 三年之久，與西南非共同生長, 
熱悉當地情形，可以對於士著居民作一客觀刹斷。

(b) Dr. Joachim Seegert, —*九O一 年 月

六曰生於德國，從一九五一年起，以"聯邦永久居 

民" 身份居留西南非。從一九五一年到一九五H牟 

是西南非若千大農場的獨立農場經理。現在温德黑 

克工商界就業。骨經旅行各處，行踪旣廣，對整個 

西南菲情形幾乎都非常熟悉。過去有若干年爲科學

工作遍遊南美各國，可以批評外國情形。這些話都 

可以提出截據。

兩簽署人始終無條件地支持士著居民的權利, 
認爲政府與行政當局支出II敦，促進土著居民的不 

斷進步，乃是採取正當政策。

如果沒有這種繼續不斷的大量協助，不但這個 

國家仍然要停留在部落式的封建社會，而且士著居 

民的生活@ 度也與今天迴然不同，遺是要停留在原 

始階段。這可以從許多事件看出。

爲了證明當地居民以及三糧語文的報紙對於道 

次向聯合國所造謠言的反應，我們特地附送幾段報 

章煎輯。

我們信任聯合國，毫不動搖；相信這面以及其 

所附證據一定毫無阻碍，可以達到聯合國的有關機 

關，促成聯合國對於我們的話審慎加以調査。

這事有關公道正義，希望養一適當答覆…… 
( 茶名）Wilhelm Heyn  

( 茶名）Joachim Seegert

附件 4122

.較斥由Reverend Michael Scott陪同自稱爲由西 

南非的# 勒羅族學生Getzen在聯合國所說之 

識言

一.教會事務

除了白種敎士以外，基督教會的兩大派，新教 

與公教都訓練黑人教士，與協助人員到各農場主持 

宗教儀式，並從農人收受食物等等。

在許多大都市裏，土著居民有他們自己的教堂； 

建築與装修絲毫也不進於白人的教堂。在領土首與 

温德黑克士著居民的新教教堂，位於城市中心，府 

新教教，及荷蘭維新教堂赋有幾百碼的直綠組離。

原件德文。 原( I德文。



士著居民絕動可以自由去參與宗教儀式，人數 

非常衆多。他們也可以自由在敎堂結婚，把兒童送 

去受洗禮及堅信禮’ 並舉行喪禮等等。

二 . 教育

在西南非所有較大的地方和較大的保留地都有 

土著居民的學棱> 律免費，兒童學習讀書寫字以 

及其他初級課目，後來再教他們丰工技藝。教材由 

政府免費供給。例如領士首府温德黑克土奢居民的 

學校與一所私人中學僅購一*街。

西南非甚至遺有土著教師協會，設有主席等職 

員，並得行政當局相當的經濟及其他援助。

例如在糧卡漢嘉(Okahandja) 就有奥格斯廷 

學院CAugustineum)，是一所土著師資訓練學院，原 

由來因傳教會創設，後雜政府接辦。

所有種族的土奢居民都可以免費參觀温德黑克 

的領士博物院，像白種居民一糖。他們都很喜歡利 

用這種機會，以便了解現在已經有一部分不存在的 

老習慣等等。

三.街生

士人醫院的數目不斷增加，有的已經造好，有 

的正在建築0 這些醫院都甚以政府輕費維持，也就 

是以白種居民所納的税雄持。這些醫院不但傭有最 

新的手術室、愛克斯射線治療與其他的器材，而且 

聘有白種醫師，足資槽模。醫院收到所需要的一切 

治療與藥品器材，全部都由政府付款供給，士人治 

療、住院，完全免費。

受過訓練的士著譲士與助蜜士服務，完全免費。 

温播黑克有一所設備優良的逢婦院，所有服務一律 

免費。

在建設土著E 域時，下水道以及給水供應也都 

免費。

四. 务工情况與就索

各種各族的士著居民都可以分別居住在他們的 

保留地內（參閱下面第五段)。凡不願住在保留地的 

人，絕動可以自由在領土的其他地方尋找工作，不 

過當然他們也要像白種居民一樣》向警察局報告改 

變住址。另外遺特別舉辦勞工紹所，幫助士著居 

民尋找工作。一般而論，求過於供，就是位置多而 

申請人少。

-*個在豊場成者在城市工作的士奢工人，如果 

想要更換工作處所，赋要告斬雇主；雇主就必須給 

他證件，說明解雇譲他離開。雇主不得在證件上読： 

明他所以通知受雇人解雇的理由（例如偷竊)。

工資看工作情形而定。有技術的黑種工人，例 

如司機、機匠等工作可以按月支取工資，不但能够 

過一種很豊富健康的生活，而且可以購買各種東西。 

從所謂土著商店銷售貨品的數量可以看出土奢居民 

能够自行購置的東西。土著居民遺維够在城市的任 

何商店或者在領土任何地方購買東西，他們也的確 

是這樣做。

在農場工作的士著工人每星期以實物發給工 

資，並供給糧食由他們自行烹te, 每月另發現金工 

資。此外他們幾乎一律淮養山羊四+ 隻。年齡較高 

的士人，若是一家之長，而又在農場業已工作相當 

長的時間，遺准養幾匹母牛，牛奶和小牛當然也屬 

他所有。這些母牛與農場牡牛交配，並不收費，所 

以保證育種永遠優良。那些自己沒有母牛的工人， 

每天都有牛奶供給他們本人和家屬。同時遺免費供 

給宿處及燃料。農場工人遇有疾病，由雇主購賈藥 

品治療；若遏重病，則由雇主立刻送到附醫院就 

診，並由雇主負擔費用。

許多梟場農人與士著家庭過去幾代的關係都極 

良好。

± 人完全可以自由自行輕營商藥0 現在已雜有 

若干普通貿易執照發給士著居民，其條件與白種人 

所適用的完全相同。若千士人獨立自行工作。例如 

漆匠、泥水底、鞋匠、搬蓮佚、圍牆修築匠及羊毛 

收翦除員等。

到丁週末，土著局民紛紛乘坐自傭汽車遠遊。

<$■，保留地

任何士著居民都隨時可以自由進入他本人部落 

的保留地。白種人則菲遇特味情形經政府#許方准 

進入士著保留地0 這種特許很難得到0

在保留地裏，土著居民有選擇他自己生活方式 

的完全自由。政府花費Æ額金鎮装置並維持風力發 

動或柴油引擎以供汲収弁水之需。凡遇確有需要時， 

政府不斷斥資開掘新井。同時政府爲了保存土壤及 

儲養水起見遺造水鬧來保存雨水，. 藉以捕充井水0



政府不但動士著保留地供給頭等牡牛以供着 

糧，而且S 有疫病後生,隨時派獸醫官員及協助人員 

爲畜群免費注射。

土著保留地襄面的牛奶與奶油是由土著居民用 

他們自已的汽車送到最近的農場,由農場依純淨程 

度及脂肪含量付給慣格，與農場所送的牛奶與奶油 

完 全 樣 。

保留地的牛羊出賣，也和農場的牛羊一樣，先 

行登報公佈然後公開柏責。全部收入都歸土著所有 

人。關於士著居民所有待售的大量牛羊的情報, 隨 

時都可以供絵。

牛羊格印由警察或保留地負責官貫爲全體土著 

人民免費辦理0 白種人必須付款0

六.土著居民的司法地位

士著居民並不受任何特殊法律制度的管制，而 

是與白種居民同樣遵守一*糧法律與司法猎序0

例如凡年齡在二歲以下的人,如犯某種罪 

行，白人與士人一樣，可以由法庭命令鞭打。從這就 

足以看出絕對沒有任何特殊法律制度的一同事。

所有法院審問士人時， 律免費供給業已宣誓 

的傳譯員，所以被吿不會因杳語言上的困難而處於 

不利的地位。法院審問土人時和審問白人一*樣 , -  
律公開。一切判決及處分也完全一樣。

執行刹決也完全根據近代公鶴的人道原則。 m  
於士著居民，大部分的處分都是莉服勞役。犯人所 

要做的工作並不+ 分辛苦，完全適合當地氣侯。這 

是人人都可以看到的，因爲所做的工作都在露天， 

完全公開，例如修築道路、房屋地基之類0 工作隊 

由警察看守，這些警察本人就是土奢，經過相當訓 

練，才加委派，薪給與陸遷完全視各人的能力而定。

在法庭看來, 士著居民的誓詞,與白種居民一 

様有價値。由於士人證因而宣刹白人有罪的案件 

很多。

殿打士人的行爲, 乃是法律所禁止的；如經被 

陵的士人自行報吿？ 律刹處重罰。

我們這篇陳述原擬力求簡短。爲免趙出範圍起 

見》我們特別着重於敷斥JReverend Michael Scott 
及其同黨Getzen的爛言。這些情報，可以隨時加 

以調査不需事先通知。公正的聯合國代表,如欲親 

自調査, 矣署人随時願赛導成陪同前往0

我ff!用德文寫這報告，是因爲一個人卽使通曉 

數種蘇文，總以使用本國語文表達爲最淸楚。我們 

充分相信聯合國要在必要時由所雇業已宣誓播譯人 

員譯成其他語文0

一九五七年一另三日^温德黑克

( 茶名） Wilhelm Heyn  

( 茶名） Joachim Seeg ert

附件5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千入曰显德黑克報摘條

赫'勒羅族學生獲領獎學金

本報讀者問及在聯合國託管理事會就西南非情 

形作口頭陳述的® 勒羅族學生Mburumba Getzen 
的情形o

Getzen自稱爲赫勒羅人。父爲赫勒羅人，母爲 

達馬拉人；有異父同母兄弟一人，在西南非任教0

Getzen於一•九四七年離開温德黑克之聖巴拿 

E  (St. Bernabas)學校改入自由州斯多弗堡（Stof- 
b e rg )學校。

後來據稱Getzen進入赫爾堡學校(Fort Hare)。

Getzen現在美國，領獎學金求學。他以致那 

些曾在西南菲協助他的歐洲人的許多面件而知名。 

面件所表現的思想殊不足以稱道0

他也就是把西南非秘書Mr. John Neser比作’ 
族及的Nasser的人。

附件C

一九五：；*!：年十二月千巧日淫德J ：克報摘鋒

社論

我ffi相信正義

聯合國西南非問題委員會業已聽取一*些關於西 

南非的壞話。

Rev. Michael Scott的攻擊仍與尋常相同，不

但劇烈，而且令人誤會。他講到種族衝突，好像真 

有這樣一同事fâ的。他所謂的糧族衝突是指白人與 

黑人的衝突。他所講的仇恨與敵視，胞是他自己，£> 
裏所懷的。

他並沒有向委員會提到領士中有些X 土著保留 

地，白種人要領取許可證才可進入，而且道些許可



證是很少發給的o 他並沒有把土著事務方面所費的 

大量— 告訴世界。

他甚至於連我們在濕梵博蘭斥艇資從事保持水 

的計劃也都不提。

Rev. Michael Scott照例遺是談些他自己所知

不詳的事。

我們最好遺是現在泰告Mr. Scott西南非的土 

著保留地赋有歡樂，他作陳述時所植染的仇恨衝突 

並不存在。

Mr. S co tt管經到過西南非。ifiS有六七個赫、勒 

羅人可能受了他的影響，經他種過仇恨的種释，除 

此以外, 領士中沒有多少赫勒羅人認識他。

Ü 勒羅族學生Getzen在同次會議所作的陳述 

當然不會爲西南非的» 勒羅人所支持。他遺攻擊西 

南非秘書，說他像埃及的N asser ,乃是獨栽者。

這種批評，對一個花費多年光陰»措西南弗士 

著事務傭傭基金的人而發，實屬最不公平，似乎却 

得委員會接受，毫不懷疑。

西南非的人, 不論白人黑人，都课慶能够得到 

Mr. John N eser這様的人。到明年他退体時，西 

南非會永遠懷念他努力不倦所留下的功德。

聯合國如果願意聽取像Scott及 Getzen這糧 

誤入歧途的人, 儘管聽収。

我們在西南非却相信正義。

附件D
一九五六年千二月千八日温德黑克報摘鋒

社論

譲他們嚷叫

最近聯合國委員會裏有很多關於西南非的話。 

事實上世界上有很多國家急欲解決一個領士的"問 

題" ，這個領士却沒有機會說它能够自己解決自己的 

間題，說它教於目前情形非常满意。

西南非有白種黑種與有色人種的居民，現在到 

了全國非常繁榮的發展階段，社廣各色人等，除不 

願意工作的人以外》都得繁榮的好處。卽使是那些 

不顏意工作的人，也由政府照顧。

西南非這個國家，是由少數份子使多數份子可 

以過安樂生活的。多數份子所享受的安全，是由少 

數份子供給的。

Scott和 Getzen這糧人儘管在聯合國叫慧不 

已。西南非却始終自信它是世界上少數民主國家之 

一, 所有人民一律自由，人人都有安居樂業的機會0

這領土頗以它替那些享受領土疆界保護的人所 

作的一切引爲自豪。希望不會有外界的力量來于預 

先烈犧牲生命建立這個人人康樂的國家；他們的辛 

苦工作，不容外界有機會加以破壞。

附件E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十八日温德黑克報摘银

飢 曼 （Keetman) 士著鎭是西南菲的模範

飢曼秀普（Keetmanshoop)訳。温德黑克土著 

事 務 局 市 科 Mr. J. J. van der W a tt最近到飢

曼秀普來，看見今年年初士人房屋設計完成，甚爲 

驚喜。

士人及有色鎭的最後計劃正待批准。建築工作 

立刻就要開始。

在該地建造娱樂館的計晝II，也預備優先考盧。 

這娱樂館預算需費兩千錢，裏面有室內蓮動設備、 

圖書館，另外，有一•厢特廳可供舉行宗教儀式之用。

此外，遺計劃建造一種有四間房的住宅以供人 

口較多的家庭居住，計劃已輕完成。這些住宅，佔 

面積五百二+ 七方昵，有跃室三間，餐室連厨房一 

間。建築工程，預期可於一九五七年三月充份積極 

進行。

各處均擬装設街燈，目前正待样木一俟蓮到，此 

項重要工程卽可進行。

經管部門

從一*九五七年四月一日開始，士人工作合同由 

地方官接管，並擬設職業介紹處Ô

銘 謝

有色人種豁詢委員會委員四人面行政當局，對 

最近此間醫院開幕表示感謝。

Mr. F. A. Coetzee主持一切，成績要然。職

員 Mrs. Dr. J. T. N. V isser是訓練有素的護士

長，自動辦一，室,每星期三摩婦可到診室就診，並 

接受指導。同時遺動孕婦予以產前照護。有一下午 

Mrs. V isser照顾二+ 六個嬰'孩o



鎮公所助理秘書Mr. A. K ru ger最近得到充

任士著事務管理員的登記證。飢曼秀普课慶得人。 

Mr. K ru ger在這方面深威興趣。

這一部分的財政青形非常健全。這地方現在已 

經開始自給自足。把這土著鎭作爲西南非的模範， 

實在是完全有理由的。

附件F

一九五六年+  二 月 二 十 日 普 通 日 報 （All- 
gemeine Zeitung) 載一 漫 晝 1^3输 一 個 "非 歐 籍人"  

向 Reverend Michael Scott 指着fg刺 樹 (Kamel- 
dornbaum)上的大果英，並註着字說"看啊，Scott
閣下, # 勸羅人從前吊死荷順托特人，就是像這顆 

蹄刺樹上吊的果英一樣

(6 ) 五，t 年三月十六曰 Wilhelm Heyn
及 Dr. Joachim S e e g e r t政西南非委員會秘 

書文125

-三月六日來面12»收到。我們已照指示，將請願 

書親自送請西南非秘書轉遞聯邦當局。

在再附上當地報章剪韓三件以供貴委員會參

考。

( 茶名）W . Heyn 

Joachim S e e g e rt

附件A

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日普通日報QAUgemeine 
Zeitung)摘球，教蒋三非歐籍人 (^Bernhard, 
S u k a及 TheophiV)像1 2 7及下開報等：12s’

忠誠服務

下面這像是Suka進斯冗科蒙(Swakopmund) 
的 A. M aertins-Taljâard牛乳費場四十週年紀念 

所照。B ern h ard進這公司也已雜二+ 七 年 Theo- 
p h il已經二+ —年半。他們這種忠誠的服務是斯冗 

科蒙人人知道的。

S u k a是從門羅維亜 (M onrovia)來的。他到 

斯冗科蒙是來參加Wormann線的。第一次世界大

漫畫現存秘書處檔案。

® 件德文0 
12B原件德文。

秘書處註：該®通知請願人委員會於一九五七年三月五曰 
第七十S 次會議決定將請願人一九五七年一月三日來面作爲請願書 
處理，並囑將請願書送由聯邦政府轉遞聯合國。

127像存秘書處檔案。
128原件德文。

戰爆發，他在 Omaruru德國軍朦中。一*九一七年

二月，他到斯冗科蒙来在Maertins家作僕役。他 

做事和烫衣服都很好。五年以前Mrs. Maertins死 

後他就由 Mrs. Maertins 的女兒 Mrs. Taljaard
繼續雇用。在 這 年 中 ，他一天也沒有停過工作, 
爲人忠實可靠。

Bernhard也是- *個很好的可僕役 o 他和 

Theophil 一糖都是作照看乳牛的工作0斯冗科蒙的 

兒童都很喜歡他。這兩人認、識大部分的人家。在許 

多情形之下，有一種實行已久的慣例，牛乳帳單， 

月底與牛乳一起送到。第二天用戶就把錢放在信封 

裏，留在空瓶下而以便收収。下次就把收條送給用 

戶。這是過去麼年經常實行的一種辦法。實在是斯 

冗科蒙很好的特點。

一九iL七 年 三 一 日盜德黑克叔摘蘇

(一） 聯邦報告西南非土著歡迎接管

最æ被表之土著事務委員會一*九五五年一月-  
日至+ 二月三+ — 日報告書稱："西南非之班圓人 

歡迎南非聯邦政府接管行政機構，1 靑況熱烈；此行 

所接觸之千千萬萬班圖人無不紛紛自然表示衷心合 

作；凡此種種，均使委員會養一课刻印象。"

報吿書由士著事務委員會副主席Mr. M. D.
C. de W. Nel,委員 Messrs. F. E. Mentz, W. A. 
Maree 及 A  T. Spies,秘書 Mr. J. F. Barnard 
聯署。

報告書稱："由班圖人方面發斤如此深切之好 

感，表示如此濃厚之自發謝意，並不是以此次訪間 

爲联，實際不過由此可見彼等一年所懷良好情緒之 

一斑而已。"

深信

"委員會深信此糧合作精神一■不僅由於其他 

因素，而且也由於親自接觸而査生的合作精神乃是 

另一確實證據，足以證明所採政策一 -委員會遵照 

所奉指示也要負一部分厘訂責任的政策，確係良好， 

且在各方面符合班圖人的願望。

"因此，委員會樂於根據本身經驗，證實過去 

幾年在政策方面的指示足以促進班圖社區之獨自個 

別發展^ 以及歐籍人與班圖人間之友好關係。"



訪間

" 一九五五年七月, 部長、委員會副主席、西南 

非行政長官、士著事務秘♦以及高級官員訪問西南 

非土著居住的各重要地方。"

報吿♦ 造溯背景稱，西南非士著行政法，有將 

±著事務行政自領士地方政府移交土著事務部的規 

定。此項規定於一九五五年四月一日生效。

人口

九五M 年，西南非人口總數約爲四+ 七萬， 

計歐洲人五萬，非默洲人四十二萬—— 其中二+  
萬居住於握梵博蘭，二萬五千居住於涯卡梵齊 

(O k a v a n g o )領土，一*萬六千居住於卡普里維地帶 

(C a p riv i S tr ip ) , —萬居住高科維德（K aokoveld)。 

赫勒羅族人口約爲四萬五千到五萬。

"一九五五年七月二+ 五日，部長一*行人等到達 

後，曾經與温德黑克西南非執行委員會討論問題， 

並接見農業聯合會代表人等詢問勞工間題，又與西 

南非各土著事務專員及理民官討論。，’

要求

"七月二+ 六日一行人等訪問温德黑克地點 

(W indhoek Location) , 那裏的萍歐洲人向部長提 

出聚急要求，請協助他們把這搬出歐洲人的都市區 

域。

«當天下午，一行人等前往濕梵博蘭。那裏有握 

梵博男子五千人聚集於C h ie f K a m b o n d e的莊院 

( k r a a l)聽講。部長及其随行人等傭受熱烈歡迎。

，'以後幾天 ,一*行人等訪問糧梵博蘭各莊院與當 

地各食長及各頭人討論地方問題。

"七月二+ 七日，一*行人到安哥拉(A n g o la)邊 

境的涯細康加（O shikanga)。那邊有一*萬五千餘班 

圖人等侯歡迎，I t 況非常精來。這種自然的熱烈i t  

緒，非常驚人，充分證明握梵博蘭的歐洲人與班圖人 

間關係友好。在這地方，各會長及頭人也有機會與 

郁長討論他們的問題0

教青

"翌日訪問翁巴蘭士（O m balantu) , 有班圖男 

子四千五百人等侯他們到達。各會長及各頭人對於 

聯邦政府接管西南菲的土著事務，表示感激。他f f f  
除要求其他事項外，並要求部長把目前在南菲聯邦 

實行的班圖教育制度推行於西南非0

"這區域的水塌與懇築工程以及傳教工作站都 

已去視察。握南多喬庫(Onandojukue) 傳教工作 

站的芬蘭傳教工作甚爲良好，値得一提。

"嗣後就到II士 （Runtu)訪問，繼績有部落集 

會，並舉行豁商0

"訪問握梵博蘭以後，一行人等就到握卡卡拉 

拉去。 Hosea Kutako會長所屬的赫勒羅部落集合 

起來, 提出他們的問題0"

行政長官

報告書績稱一九五五年西南非行政長官Mr.
D. T. du P. Viljoen奉命擔任士著事務委員會委 

員，專門負責西南非土著事務。一九五五年四月二 

+ 二日，他參加委員會第次會議。這次會議特別 

注意西南非問題。"

(二） 温德黑克非歐洲人的公共汽車

據温德黑克市譲會於星期二午後舉行另會時所 

作之決譲，温德黑克就要有非歐洲人的公共汽車行 

敬。

據工務委員會建議，奮公共汽車二輔擬於修理 

見新以後供非歐洲人乘坐。這兩公共汽車將行驗於 

居留地點及城市之閩。

副市長Cr. Jaap Snyman向會譲解釋,本來 

預備把這南公共汽車出售，可是沒有成功。市議會 

旣然有這兩公共汽車, 就決定辦理公共汽車以供弗 

歐洲人乘坐。

■ Cr. H. M. van A s說："我希望不會發生拓

首 ,,0

附件C

淫 克 報 摘 錄 ■(日期本詳）

士著保留地舉行拍賣

奉高級福利專員及其他主管福利專員命令，兹 

代表居民將下開各項出售：

一九五七年四月'三日午前+ —時,在握卡卡拉 

拉 〔東Æ特堡 (Waterberg-East) 士著保留地，濕 

戚冗隆哥（Otjiwarongo)區〕：約有牛羊一千五百 

頭出賣；

一九五七年四月十曰午前+ —時，在阿密©斯 

(阿密綴斯士著保留地, 戈巴必斯區）：約有牛牟三 

百頭出實;.



一九五七年ra月+  — 日午前+ 時三+ 分在O n- 
dermbapa ( 阿密紐斯士著保留地；戈巴必斯區） : 

約有牛羊5 百頭出賣。

拍賣公吿: ——

一 . 條件：絕對須付現金或銀行保付支票。

二.進入保留區之許可證可向有關各區長官公 

署領収。

三 . 有乘馬之士著可雇。

四. 上開牛羊數目僅係估計。

F . C. U .有限公司

( 依一九四六年合作法登記)温德黑克郵政信箱 

七八六號，電話二六0 七；

握戚冗隆哥郵政；f言箱一二一號，電話七九；辦 

公時間以後電話一六一。

-九五七年矣月八日淫德黑克報摘綠

載有婦女一人在汽車駕IÈ輸 盤 前 的 徽 並 附  

有註解如下："這個赫勒羅族的婦女，住在温德黑克 

士著鎮，駕她自己的蓮貸汽車。她是聯合國常常 

聽到的 ’可憐的被壓迫者' 之一。她不但駕驗純熟 

而且生活優裕。"

附件拾^ 3 。

'九五七年三月二十七日萊荷博特社廣Mr. Jacobus B e u k e s向
西甫非間題委員會所遞之請願書

前於一九五七年一月二+ 三日遞上一文。 現 

在附上® 三件。各位可以從這三面看出我們自己的 

人民及土著所受的待遇如何毫無人道。聯邦政府業 

已剝奪我們的權利。聯邦政府，一個民主的政府， 

如何能譲貧苦無吿的寡婦遭受此種待遇，就速瞎服 

的人也並不另眼相待。我們認爲這是不合基督教義 

的。我依法律所規定的方式將本面寄給諸公，並不 

感覺羞恥。不過諸公業已知道，他們可能用武力動 

付我。我年老力衰。我乃是我們以前的人民會議 

( R a a d )唯一存在的一員。這對我們非常危險，因爲 

聯邦政府不再向聯合國提出報告。各位知道，我現 

在是以萊荷博特(R eh o b o th )人民的前任秘書的資 

格請求援助，使南非聯邦政府立刘停止通過諮譲會 

執行這種政策。聯邦政府利用我們自己的諮議會來 

壓迫我們人民，這是非常嚴重的。我們急切需要各 

位援助。

( 茶名）J. Beukes

附件A

一九五六年一月，十六日M r .  B e u k e s 為"坦白會事 ’’ 
致策持博特社區區長.及键讓會函副本

’’事由：领土之土著居民依一八七O '-----------八
七二年赛法為土生居民之法定權利"

像存秘書處檔案。 
1»0原件爲甫非荷文。 
181見附件架》

在Ü 向各位提出這個要求，以便轉呈温德黑克 

西南非行政長官。我請求各位允許我就提出下列 

(Gebiet) 士著聲明：

萊荷博特人民的法定權利是根據一八七0 年、 

一八七二年的憲法與首長(Kapitein) . 人民議會 

(Volksraad)及來因傳教會（Rhenish Mission) 同

時產生的。後經八八五年條約，泰荷博特人民的'法 

定權利，又憑獨上帝並依唯一法律予以確認。

( a ) 在首表及八民議會之下的法定權利

我現在特別提到士奢的確定權禾Ü。這是由首長、 

人民議會以及那些從過去直到現在一向保譲他們不 

致滴爲奴役的人們賦予士著的祖先的。這些人充任 

僕役，享受家長父毋性質的保譲；以及子女一般的 

待遇撫養。

( b )每逢萊荷博特人遭遇戰爭、飢僵或疾病的 

mm,這些人總是忠心耿耿0 例如主人因戰舉或其 

他原因離家他去，農場就由士著僕役照管，多餘搶 

隻也就交絵他使用；

( c ) 萊荷博特人應召出征時，凡不服役於任何 

主人的土著，也得應召；至於照管豊場的士奢必須 

留在後方，但是並不以此爲限；

(d) 士著僕役，夫婦旣然爲農場的守護人，一 

切聚急困難都要協同解決。例如若遇糧食缺少就得 

由他們去獵取鳥獸、尋找柴果及可食的根來充飢，



牧羊樹來製飮料。凡是萊荷博特原來公民居住的土 

地, 也就是土著有權居住的土地。這是無可爭譲的 

事實0

(e) 我們現在首先必須設法應忖最近發展所造 

成的改變。工人不但要得可以使他們生活的工資， 

而且遺要依他的選擇工作0 我們自已的子女也不再 

願意株守家鄉。因此，我們必須明瞭陳腐老套的奮 

時代已經過去。我們必須明白, 無論在法律上或在 

日常生活上，都不應該再有政關於道一點，我 

必須提及市民的情形。例如牧羊的.白種農人旣然找 

不到牧童，就必須建築圍牆以防財狼。歸結說來， 

我要提出把有權居住於萊荷博特社處土地的士著搬 

到別處的事。這是侵害我們的基本權利，違反我們 

的基本原則。我們首先必須使他們生活，使他們有 

適當的生計，然後再與他們及公民討論間題，也許 

可以得一適當的解決。不過這不是能用高壓手段辦 

到的。

區民秘書 

〔茶名）J. Beukes

附件S

—九五七年三月六日Mr. 向策狗■博特社區

首長及链議委員會所遞之請願書

關於一九五七年三月二日市政法，這法律使我 

們萊荷博特的可憐爐婦不得不陳新下情。

( a ) 首先我們懇求體念我們的情形予以救濟。 

我們的情形使我無法在這法律所規定的短期間遵 

照這法律辦理。雖然我們這樣不能遵照法律辦理， 

可是我們窃願並懇求給我們較多的時間以便遵辦。 

養員會深知我們萊荷博特爐婦困苦無告的情況。因 

此，養員會並未考盧我們的困苦無告的情況，深可 

引爲遺爐。條文中並沒有規定困苦無告的鎭婦可 

以満作例外。我們現在要聲明, 我們並不是不肯遵 

照法律辦理，賦是因爲情形困苦不得不請求在這方 

面予以寛容，免遭處《。我們困苦無告的情形是大 

家所知道的。

謹代表婦女界請願。

( 簽名）J. Beukes

附件C

—九五七年三月十三日Mr. B eukes致策待博特區 

長及链議會询問函副本

一九五七年三月二日之法律，同時適用於六村 

豁議會，是否業已生效，抑尙須由閣下以行政長官 

名義批淮？

謹此代表公民詢問，尙希惠« 爲荷。

( 答名）J. Beukes

附件J5

—九五七年三月二，十六日Mr. Beukes之隊述

" 關於策待博特入民的若干主要事實"
我现在降述主要事實。

( a ) 我由過去德國政府選爲人民會議（R aad) 

秘書。德國政府取消以後，我又當選爲直民秘書。 

我奉令擔任職務直到萊荷博特問題最後解決之時爲 

jjho 已故 C aptain C. van W yk 和 M agistra te  S. 
B eukes兩人臨死時，都囑咐我不要放棄人民，縱然 

獨力作戰，也要來維護人民的利猿。

( c ) 諮議會在壓迫之下選出。試辦一年，直到 

現在都在掌握0 豁議會業已成爲被人把持的機關， 

一切決定都在秘密中通過。這些決定歧視我們自己 

的人民，也政驅那些我已輕說過已由我們祖先賦以 

生得權的士著。導種親視法律的情形已經® 有年所， 

現在已經無可忍受。換句話說諮議會的一切決定不 

論好壞，都不能更動。

( d )若干土著獲准在萊荷博特火車站附æ 屬於 

社區的土地上建造教堂和學校0 幾年以後，諮議會 

決定要他ffg離開，對他們加施壓力。他們不但必須 

拆遷學梭,而且科以罰金。這是並未徵求人民意見IJ] 
行辦理的。在萊荷博特村壓迫此間土著的第二件事 

也已發生。他們同樣被迫住到沒有人能越謀生的山 

坡。過去人民會譲（Raad)給他們的住宅匿也被取 

消。當時我親奉命令把這士地—— Mr. Gert Wiese 
的地蜜—— 劃絵他ffg,對他們說,你們可以帶你們 

的牲畜在這襄居住，並開闘園圃"。由於一九一四年 

的戰爭，這事未能實現。這土地離萊荷博特村約一 

英里。諮譲舍遺阻Jfc他們養牲畜0

諸位 ’ 萊荷博特人民的1#形已經成爲一件複雜 

問題0 因此，必須舉行公正的調査，由目擊者作證》 

並審查書面證據。

歸結來說，萊荷博特人民不能辭退我。因爲那 

就等於放寨一切。這是不能後生的’因爲我已經一 

度爲這社® 刹處冗刑。我曾雜要求西南非行政長官



Mr. Hofmeyer提出答覆。我決不放棄我動於當地

人民的關懷，寧可屈服於行政長官强迫施行的戒嚴 

法。三+ 五年，我們人民都在動蠻不定中生活。我 

們聚急的呼靓得一解決。

處民秘 

( 茶名）Jacobus Beukes

绩 一 九 五 七 年 = 月二千六日，'，主要各點

敬請容我把有關我們國事的問題說明如下。

(o ) 一九二三年第二十八號公佈令义一九二四

年第三十一號公佈令。我已經說我們以前的首長和 

議會被迫對我們說：" 我現在給你機會，由兩個房聞

中，選擇其 個漆黑無窗、 個略有光高。如

果你們签字，我就拾你們有光的一間，如果你們不 

签字，我就給你們沒有窗的一閩；換句話說我們要 

公術這社區" （原文如此）這事是在温德黑克進行 

的。我已輕說過人民會譲是受壓迫達反自己的意思 

签字。我是人民的處民秘書，當時不在萊荷博特。 

我獲悉第二+ 八公布令的第四條時，我發現我們已 

經交給行政長官聽週他擺佛了。這乃是签字並不能 

承靓、的事，因爲整個人類都得交給上帝聽憑發落， 

不是交給人人擺佈。後來我們正式遣游代表團在開 

普敦與General Hertzog討論。這代表圃由西南非 

秘書懷導，而我就是這代表圃的後言人。我把我ffg 
人民的意見確切向General Hçrtzog陳述。我簡單 

向他說，我們是一個正在成長中的小國家，不論併 

入本幹或分支，都不希望與聯邦結合。我 要 得 到  

我們將來存在的保證。從前的國際聯合會在盟約第 

二+ 二條提到我們這條規定委任統治的條件，要把 

我們扶植成爲一個長大成熟的國家。這很明瞭、而且 

可以接受0 我們自己也知道遺沒有所需的資格及數 

量。真理是無法規避的。我們是•一個小國家，不能 

靠着根據政治考盧所訂的法律而取得今後的獨立生 

存，同時我業已說過，我們也不能參加現代世界的 

角逐。從前我們人民訂就一糧規則，家裏如有糾紛, 
不能解決，就請最ÎE 的基督教徒農戶來解決。爲此 

原因.，我們要求聯合國庇譲。我們很有理由恐怕自 

- 7 \ 六四年就已經建立的吟康納斯（納馬人）從此 

消減。我們课感不安。我們不安的纖結》在西南非

至今仍是委任統>冶地，而受委任統治國雖然接受若

千義務，但已趣不對聯合國負委任絲治的責任。

Œ) 最後容我再發一個問題

我們曾經堅決支持協約國一方。從前的國際聯 

合會盟約第二+ 二條特別提到我們的情取，這是不 

能够違反的。然而我們現在的情形如何?我們毫無 

保障, 喪失和約的利â 。¥ 我們所了解的，過去接受 

義務的受委綺治國已經沒'有向聯合國具報的義務0 

據我自己的見解'，任何fô 譲、例如一*九二三年的第二 

+ 八號公布令及一九二四年的第三+ — 號公布令， 

如果違反和約，就不能成立。

( 0 如果受委統治國所接受義務的委任統治書 

已經失效，據我所知道的，我們的學梭輕費，甚至 

於我們國家收入 ’ 就毫無把握。我們現在處於一種 

暗昧不明的1青形。旣然萊荷博特在一九一四年大à  

有過獨立的貢獻，我不明白萊荷博特居民如何會嵐 

於聯邦政府管轄。根據盟約第二+ 二條，我們一定 

受聯合國憲章的約束，這是可以了解的。我懇求以 

公正精神處理葉荷博特問題。

處民秘書 

( 茶名）Jacobus Beukes

附件£

一九五七年五月一日M r.. Jacobus Beukes 
致秘書表文

我曾於九五七年三月二+ 六曰及二+ 七日行 

文閣下。這兩文件都是在萊荷博特掛號投寄，封面 

有 R .2649字樣，巧附有其他文件。三月二+ 七日 

-*件是寄給Mr. Robin T. M iller的，而且上面 

說過是掛號投寄的。敬希加以調査。如果寄到，我 

便+ 分感幸，等候囘覆。

處民秘書 

(茶名' ) Jacobus Beukes

(面末並有手寫的字様如下）

果如上面所說， 

給聯合國秘書長。
i«i>.由 Mr. Beukes®« 書長提出, 未具曰期, 與附件荣T O  

文件同封寄到。

面件已經退同。我現在另行寄

(茶名）J. Beukes



附件拾#
西甫非問題委員會就Mr. Johanes D a u sa b等 ；曾 長 Hosea Kutako; Mr. 

Wilhelm Heyn 及 Dr. Joachim Seegert; 及 Mr. Jacobus Beukes 所遞請

願書及有關來件所擬並請大會通過之決議草案

大會，

業已捧受國際法院一九五0 年七月+ - 日關於 

西南非問題之豁詢意見，

業以一*九五三年+ —月二+ 八日決譲案七ra九 

甲（八)授權西南非問題委員會依照國際赚合會委任 

統治制度之® 序審查請願書,

業已自西南非問題委員會收到報告書件，此 

報吿書係逕行到達，未經受委綺治國盛助，其中論 

及 Mr. Johanes D ausab於一九五六年+ 月+ 日 

所週之請願書一件；Chief Hosea Kutako於一九 

五六年+ 月三+ 日所遞之請願書•-件及一九冗七年

五月二  + 八日及六月二+ 六日之有關文件；Mr. 
Wilhelm Heyn 及 Dr. Joachim Seegert 於一九

五七年一月三日所遞之請顏書一件及一九五七年三 

月+ 六日之有關文件，西南非萊荷博特社處® 民秘 

書 Mr. Jacobus Beukes於一九五七年三月二十七 

日所遞乏請願書一件，

備悉各該請願書及有關文件所提出之問題，涉 

及西南非領土管理情形及領土狀況之各方面,已由 

委員會提出報告書件，

爱決議促請請願人往意西南非問題委員會就領 

土狀況向大會第+ 二盾會所提出之報告及意見，以 

及大會對此報告書所採収之行動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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