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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四十四次全體會議 

一九四八年九月二十七 0 星期一千前十時三十分在巴黎夏幽宮舉伃

主席：Mr. H. V. Evatt ( 澳大利亞）

二十三. 繼續一般討論

Mr. T horn  (紐西蘭）謂本大會得在巴 

黎皋行，深感歡欣，並對法國人民所予之隆 

重招待敬致謝忱。該國代表團之唯一目的厥 

爲協助聯合國達成其所訂之宗旨，卽維持國 

際和平與安全，發展國際間之友好關係，促 

成國際合作以解決經濟、社會及人類福利性 

質之間題，並構成一協調各國努力之中心，以 

達成此等共同目的。

指謫國際組織乃是天下最容易之舉，亦 

爲最無盎之舉。吾人必須體認：無論其缺點 

如何，聯合國仍爲一不可或缺之組織，其一 

舉一動對世界各地俱生影響。就此而言，祕 

書長之常年報吿書1給予紐西蘭代表圑以深刻 

之印象。

吾人不能以聯合國一日之工作或一屆會 

議之工作而衡量之。聯合國對於緊張局勢之 

緩和，尊重人權之增進，以及各國行動之協 

調是否有所貢獻，必須以遠大之目光予以論 

斷0
雖然，就希臘等地區而言，聯合國之努 

力已使國際之緊張局勢緩和不少。在印度尼 

西亞及喀什米爾等地，聯合國於關係各方合 

作之下，在促進和平之任務上亦已獲有相當 

成功。

紐西蘭代表圑對於Count Bernadotte g  

聯合國若干人員之慘死，備感哀痛，此種悲 

劇足證擾亂國際關係之暴行氣焰。聯合國乃 

爲克服此種暴行而成立者，每一暴行之事例 

I f 各會員國俱是一種挑賢，適足以激勵彼等 

依照憲章一一尤其是憲章序言 - 一-中所訂之 

大政方針，繼續努力。

國際組織之任務不在爲任 '一國家、任一 

圑集、任一方面或任一主意謀取利益，而在確 

立能使人類社會圑結一致之國際行爲原則。 

今日之世界已有深刻之裂痕，但憲章原則有 

俾世界離而揎合之可能。憲章各規定雖或有 

缺點一-" 特別是第二十七條之否決規定，爲 

實現聯合國宗旨之障礙一一吾人仍應以一切 

不違反憲章原則之方法維護並加強此憲章。 

故紐西蘭代表完全贊同祕書長之言：

聯合國刻已成爲抗拒一切足以瓦解世界之相 

反緊張與壓力，以保存世界完盤之主力”。

1 參閱大會第三届會JE式紀錄補編第一號。

所有參加本大會之各國均應設法加強及 

維議聯合國。各國俱應了解並堅信：彼等如 

有意願，則有志竟成，必能將該組織變成一 

個建立國際協調及造福人類之眞正有效工  

具。

憲章之基本原則爲：在國際關係方面，各 

會員國不得於與聯合國宗旨不符之任何情形 

下使用威脅或武力。就此點而論，目前之情 

勢殊難認其爲滿意。過去一年內曾有不少此 

種威脅之事例，其性質極爲積極與緊急，國 

際關係及談判均蒙其害。再者，憲章規定： 

各會員國對於聯合國依憲章規定而採取之任 

何行動，應儘力予以協助。凡對大會所任派 

謀求和平調整足以危及一般福利及國際友好 

關係之組織不予合作之國家，可以謂其爲業 

已履行其義務乎？

雖然，令人憂慮之處固有之，但過去之 

—切並非爲完全之失敗。事實上聯合國已有 

極多重大成就。所+ 幸者，報章所力事宣傳 

者旣非忍勞任怨之建設工作，亦非萬難中所 

博得之成就。報章標題往往顚倒眞象，任由 

譏刺者舞文弄墨，使人民對聯合國是否眞能 

有效解決問題及誘導各國友善合作一點發生 

懷疑。雖然，聯合國確已獲有許多進步，尤 

以在無數人民獲得物質上之惠益方面爲然。

經濟曁社會理事會所獲之極多成就足以 

抵銪其他方面所遭遇之失望。該理事會在許 

多方面從事於指導及協調工作。該理事會接 

受並處理專門機關之報吿，因而完成不少工 

作，以下所言僅其數例而已。

糧食農業組織業已證明：不僅國際團體 

能互相合作，且各會員國間之合作亦有進展。 

糧農組織現與世界衞生組織密切合作，硏究 

繼續不斷之糧食危機，並爲解救此危機起見， 

與各區域經濟委W會、經濟曁社會理事會及 

各有關政府合作。該組織就農業方法、糧食 

分配、及促進增加世界糧食供應之活動供給 

技術諮詢。糧農齟織現在進行之工作爲益極 

宏，同時並證明國際行動已成事實。

其他在聯合國產生以前卽已存在之國際 

紐織，諸如國際勞工組織，萬國郵政聯盟及 

國際電訊同盟等，俱各在其業務範疇內推行 

數十年前所認爲不可能之國際行動。

早已證明其本身價値之國際勞工組織現 

正積極設法增進工人之生活水準，並對世界 

各國政府作合乎人道及閧明之領導。例如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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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勞工組織最近在金山舉行之會議中，協議 

歸結一項關於結社自由之公約，該公約業經 

出席會議之各工會一致接受，希望各會W國 

加以批准。

世界衞生組織最近在日內瓦舉行首屆大 

會 ，誠爲國際合作史上重要之一頁。該組織 

從事訓練公共衞生行政人員，及防止瘧疾、花 

柳及癆病。該組織力求改進婦孺福利，分配 

衞生設備，衞生方面之設施。是項工作値得 

吾人之注意及尊重。

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對於國際方面 

之工作亦有積極之n 獻。該組織在戰炎各國 

派給書籍及其他教育器材，並設法解決與受 

戰爭影響兒童有關之問題，以協助此等國家 

之復興工作。文教組織雖屬一成立未久之組 

織，但已證明國際行動在若干教育範圍內足 

能獲致成果。

Mr. T h o r n並遒及一技術性之組織，卽 

國際民用航空組織。聯合國各會員國倘知民 

用航空方面國際合作之長足進展，必將得深 

刻之印象。民航組織之成就極多，今日利用 

空中交通之許多人士所獲之安全與便利，俱 

係該組織之賜也。

紐西蘭忝爲會員國之國際難民組織，雖 

未獲有其應得之充分支助，仍能履行其任務。 

失所人民業經予以救濟，並正設法遣送彼等 

返國，或往他國定居。此豈非各國合作以謀 

解決世界嚴重問題之另一例乎？

Mr. T horn繼又言及聯合國所設置並爲 

紐西蘭全力赞助之國際兒童緊急救濟基金。 

該基金包括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之剎餘資  

產，各國政府之捐助以及經聯合國籲請而募 

集之私A 捐輸。幸有是項基金，十餘個國家 

內營養不足之兒童遂得救濟。故在人類患難 

相助之精神方面確已獲有巨大之進步。此檻 

國際行動更値得吾人加以楡揚，因該基金會 

正與世界衞生組織合作，協助撲滅戰炎區域 

中之癆病。

除寧經濟曁社會理事會有聯繫之諸專門 

機關外，聯合國尙有各種委员會在若干特殊 

範圍內潛心工作。例如耻會委员會正以國際 

規模，從事於刑法改革及居住與社會福利等 

問題，尤其是關於婦孺者。該委员會設置硏 

究員獎學金並開設硏究班，藉以傅播愔報並 

提高社會福利及社會保障方面之行政水準。

紐西蘭代表對麻醉品委M會之工作亦表 

示讚佩。該委员會早於國聯時代卽已成立，故 

其努力情形久爲世人所熟知。但毒品販賣問 

題始終存在，現時且因人造毒品之製造而使 

管制問題更趨繁雜。麻醉品委員會所負之任

務雖屬困難，但其工作頗獲成效，其工作方 

法足爲國際合作之模範也。

人權問題亦係當今重要間題之一。人權 

委員會已着手擬具公約及起草人權法案S 其 

所以完成之工作已於全世界庫生效果。

關於聯合國工作之已著成效者，尙有極 

多具體實例可舉。例如歐洲經濟委貢會。該委 

員會係由東歐及西歐若干國家之代表組成， 

共同從事於歐洲之經濟復興工作。該委員會 

之工作應可獲致工業及農業生產之增加，物 

資與人力之更良利用，以及歐洲各國間及歐 

洲與其他國家間適度國際質易之擴展。該委 

員會之工作區域內充滿各種困難，但其所爲 

仍不失爲國際合作成功之另一實例。亞洲遠 

東經濟委員會猶在工作伊始之時，但已集中 

注意於其所管區域中之重大問題。拉丁美洲 

經濟委員會之情形亦復如此，該委員會最近 

在智利首都召開首屆會議，並已對該洲之問 

題加以釐定，足爲將來良好政策之南針。

紐西蘭代表希望渠所舉國際合作積極努 

力之寥寥數例，對於寄託其期望於聯合國之 

人士當爲一種鼓勵。各方面之進步固非盡爲 

炫目動人者；若干方面之進步，一時或尙未 

镲顯明，然仍不失其爲眞實之進步，因世界 

人民已得其實惠也。此種進步當可使聯合國 

在世界人士心目中增高其威望，因而博得爲 

建立舉世企盼之善良世界所必要之擁護。

Mr. Bevin (英聯王國）謂：渠能獲此機 

會向聯合國第三屆大會發言，中心極感愉快。 

本屆大會得在巴黎舉行，各會員國得爲法國 

政府與巴黎市以及法國全國人民之上賓，尤 

令渠感覺欣快。

法蘭西之悠久歷史，其所經之歷次奮鬭 

與危機及興替，以及其所獲之勝利，自某方 

面觀之，誠足爲我聯合國努力之象徵。世界 

今日及將來之重大問題，端顆聯合國之努力 

以求解決焉。

Mr. B ev in擬就聯合國0：作及努力之若 

干方面有所論列，惟渠首欲一談巴勒斯坦問 

題 。巴勒斯坦問題乃一討論已久之問題，今 

又爲我大會議題之一。英聯王國政府認爲該 

問題務須從速解決之。

Mr. B e v in促請大會注意 • •英國政府受 

國聯委任而統治巴勒斯坦者達二十五年，是 

項委任統治之條件造成一不可解決之難題。 

委任統治之目標係在巴勒斯坦漸次建立自 

治，俾亞拉伯人及猶太人得和睦共處，英聯

1參閱經濟暨社會理事會第七届會議正式紀錄辅編 

第二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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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國曾本此嗫則而一再努力，謀求該問題之 

解決。吾人力作各種建議，但俱未爲關係方 

面所接受。然英聯王國政府在過去二十五年 

中對巴勒斯坦之發展及當地人民福利所作之 

貢獻，深覺足以自翊。無論將來之演變如何， 

聯合國之決定如何，巴勒斯垣未來統治者當 

可善用英行政人員所已建立之基礎。

巴勒斯坦問題因希特勒迫害猶太人民而 

轉劇。其所造成之猶人移民之增加，使亞猶 

人民間之銜突更趟尖銳。最後該問題乃被認 

爲無法解決，遂將委任統治權交還聯合國，並 

請其作決定。過去一年中在巴勒斯坦問題上 

所耗費之時間可云不少。惟所不幸者，英國 

統治一經終止，戰爭立卽爆發。

休戰協定之成立應大部歸功於 Count 
B ernadotte之熱心與勇氣，其慘死對於本屆 

大會行將就巴勒斯坦問題所作之決定當有重 

大之影響。關於如何解決始可使巴勒斯坦建 

立穩定及和平局面一點，無 人 能 較 Count 
Bernadotte 知之更 I f也。

所幸渠在其逝世以前已完成其致祕書長 

之報吿書，其中所作之結論乃爲其經驗之結 

晶 。調解專員報吿書第一編中所載之計劃實 

爲一能由雙方同意接受而無損於其重大利益 

之計劃，且該二民族間之嫌隙頗有因該計劃 

而消弭之希望，因此英聯王國政府乃決定支 

持Count Bernadotte之全部計劃，並促請儘 

速處理之。

英聯王國政府對於聯合國經濟曁社會理 

事會之工作，始終認其爲極端重要。該國政 

府堅信：倘適當糧食之缺乏與分配，以及社 

會憂廉及不滿等問題能獲解決，倘農業生產 

及迎合平民其他基本需求之方法均能獲得最 

大之鼓勵，同時在人權與情報自由及結社自 

由等方面均能達成協議，則對於世界和平之 

堅強組織當有偉大之貢獻。

現今出席大會之各國代表，以及各國議 

會及世界各界之其他代表，應就此方面已有 

之具體進步加以硏究。已有之進步自不若吾 

人所期望之E 大。與其他工作同，此方面之 

進展亦因政治之紛承而受阻，並受今日使世 

界分裂及有損經濟與赴會合作之重大政治問 

題之影響。然仍不失爲偉大之進步。

所有备專門機關之工作範圍均極廣泛。 

Mr. B e v in歡迎國際難民組織之成立。'難民 

之痛苦情形實爲令人悲痛之戰爭後果。國際 
難民組織之工作極有裨益。Mr. B e v in懇請聯 

合國各會員國對此現已全部成立之組織加以 

支持及協助。大會及各會員國在明年一年中 

如能眞正堅毅努力，當可將難民問題作一根

本解決，將上次戰爭所遺留之禍難一掃無餘。 

但如言而不行，則絕無可恕。吾人應抱助成 

根本解決之意志以謀該問題之解決。

Mr. B e v in 自國際勞工局於一九一九年 

成立以來卽與之具有連繫。該組織對其社會 

工作亦同樣致力不懈。渠促請各國政府對該 

齟織所擬訂關於結社自由及工會權利之重要 

公約加以批准，並儘量廣予適用。

國際勞工局另一値得注意之工作爲特別 

職業委員會之龃織，使從事於各種工業之人 

士能作國際性之合作，以謀相互間之利益與 

進步。吾人從經驗中得知：當人相聚而談論 

其本行時一 一 鑛工興鑛工、紡織工人與紡織 

工人、運輸工人與運輸工人、等等—— 友誼 

及團結之情油然而生，其情形與談論偏狹之 

國家利益時迴然不同。渠信任聯合國當能獎 

掖此種友誼之滋長。

關於人權及情報自由等問題，；吾人曾盼 

望在本屆大會中世界各國當能參加簽定人權 

公約。但就目前看來，是否有此可能，頗可 

令人懷疑，惟英政府決不懈怠，定將繼續努力 

以爭取此項公約之締結。吾人盼望大會當能 

—致批准現已提交大會之人權宣言草案，並 

望大會能議妥情報自由及結社自由之公約。 

庇等宣言與公約乃具有偉大義意之文件。倘 

各會員國能議定何種人權應由何項文件爲保 

障 ，並規定聯合國各會員國間均有傅遞情報 

及個人移動之S 由，則各國間之緊張關係當 

可立見鬆弛，而彼此間之誤解最後亦能消於 

無形。

然聯合國之社會工作唯有在健全之經濟 

基礎上始能發榮滋長。聯合國憲章所想像之 

世界，從經濟上言，爲一健全之世界，不幸 

目前之情況並非如此。但現仍有使世界經濟 

逐漸恢復健全之可能。馬歇爾計劃卽爲此方 

面之一種貢獻。英聯王國切望歐洲之迅速復 

興。大不列顚雖爲大英邦協之中心，但仍爲 

歐洲國家之一，其人民之福利深繫於歐洲之 

安全與繁榮。英國雖在上次戰爭中蒙受重大 

損失，但自戰爭結束以來，始終願竭其所能， 

協助歐洲之復興。

大不列顚所蒙受之損失常被世人遺忘， 

因大不列顚乃一蕞爾小島，故其損失常被世 

人假想不若其他國家之甚。因此渠特列舉若 

干驚人之數字：四百萬棟房屋一一佔全國房

屋三分之---------- 全部或局部被毁。工廠及設

備所遭受之破壤計値達十五億英鎊以上。船 

隻損失共達九百萬噸，英國海外投資之大部 

悉邀重大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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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因經濟上遭受重大損失，故欲圖恢 

復舊觀實爲一艱巨之工作。英國自始至終參 

加兩次世界大戰之結果，國家贫窮，復興工作 

因此益形困難。故酋先爲求繼鑛單獨作戰起 

見，其後又爲聯合盟國爭取勝利起見，英國 

曾將價値十益英鎊之國外投資及黄金與:笼金 

售去，而所舉之債爲數更多。

. 因此，大不列領對於笼國之慷慨行爲表 

示歡迎，而未如若干其他國家之時時對其攻 

黎。戰爭期間，类國建立租借制度，同盟各 

國俱受利惠。迨戰爭結束，聯合國善後救濟 

總署應時成立，援助备國毫無歧視。英聯王 

國亦曾本其國家收入對聯總作有重大捐輸， 

出席大會之國家中受其惠者爲數匪少。大不 

列顚並不希望受惠國家表示感激，但彼等禮 

當記取勿忘。

隨 後 Mr. M arshall曾宣稱:倘歐洲能實 

行内助，則美國不分軒輊協助全歐。大不列 

顚對於馬歇爾之言表示歡迎，並曾力圖使之 

成爲可以實行之計劃，且信對其所爲無須加 

以 說 。渠確信許多現在佯以未曾加入歐洲 

復興計劃爲幸之國家，內心定感悔恨不置。波 

蘭代表圑首席代表Mr_ M odzelewski謂：該 

國因拒絕加入馬歇爾計劃，故能建立及實行 

其自己之復興計劃。此言殊難令人置信。雖 

然在若干方面有謂馬歇爾計劃之侵害國家主 

權者，但歐洲所有國家，或幾乎所有國家，俱 

亟欲參加該計劃。吾人均知東歐諸國被廣參 

加，此乃此等國家所以不在該訐劃內之唯一 

原因也。所有眞正能彳由參加之國家，業已 

—— 參加，是項事實頗値得吾人注意。

夫歐洲復興計劃者，並非爲一慈善工作。 

該計劃之目的爲協助歐洲之4 助，俾可 3 謀 

生產，重建其工業。該計劃並無剝奪歐洲國 

家獨立之意 ;淇目的端在協助比等渡過難關， 

協助其重建。

Mr. B ev in繼而論及託管理事會，渠認 

爲託管理事會未能執行聯合國憲章所賦予之 

職責。吾人當能憶及，憲章第十二章係由英 

聯王國及澳大利亞政府首次起草者。該章擬 

訂時係以英國歷屆政府對各領土所採取之公 

認及一貫之政策爲藍本。英澳政府經與其他 

與英聯王國對殖民地問題具有同樣豐富經驗 

之國家在金山集議之結果，乃擬定草案，最 

後並經聯合國全體予以採納。

依照該章之規定，英聯王國及其他受委 

管理殖民領土之國家成同意將有關領土置於 

聯合國託管制度之下一一渠重復著重託管一 

語。託管協定業經聯合國锋准。惟此等協定 

之目的在使聯合國對關係領土之行政事宜居

於一般監督之地位一~^各協定本身卽曾如此 

規定一一而行政事宜則應由管理當局單獨負 

責。惟今日託管H!事會中似有一種逾越此一 

般監督權及憲章與協定中之規定之趨勢，而 

欲進而替代管理當烏，執行其職責。

英聯王國以管理當局之地位，亟欲與該 

理事會合作，並歡迎备方作積極之批評。英 

聯王國受委託管領土之周圍並無鐵幕籠罩； 

凡由英聯王國負責管理之任何非自治領土之 

周圍均無此種鐵幕。惟大不列通對於此等託 

管領土之行政，將貫徹其所認爲正當合理之 

政策；凡毫無根摅或存有偏見之理想家所作 

之批評，或無需公佈其本國領土之眞實情況 

之人士所作之宣傳，均不能發生任何賢響。

關於上述之批評，吾人可舉二事爲例。 

關於保持坦干伊嘴 (Tanganyika)之部落制度 

—事，英聯王國備受各方嚴厲之譴責。但事 

實上，鄕村區域大多數人民之團結，以及任 

何社會行動之舉辦，均唯宗族及部落制度是 

賴。至於教導人民，及強迫人民負擔社會責 

任，並使個人之生活益臻豐富者，亦唯宗族及 

部落制度。吾人倘循建議，假進步之名而消 

滅是項制度，則無異破壤西方社會中之家庭 

單位也。管理當局所採行之政策乃一更爲積 

極及更切現實之政策。其目的乃求將現有之 . 
傅統部落組織逐漸發展爲一更較自由之形 

式，最後形成間接選舉代表制，使地方代表會 

議與中央立法會議相銜接。

第二事例爲落花生計劃。蘇聯代表認爲 

該計劃足以破壊當地之經濟，並足使數瓦萬 

英献之土禅集中於非土著之人民手中。惟事 

實上，吾人現正從事開聖數百萬英畝荆棘叢 

生之荒野；吾人正進行消滅毒蠅；吾人正設 

法撲滅使許多非洲人民生活“孤獨、貧窮、汚 

穢、野蠻及短促”之疾病。落花生計劃並非爲 

一殘忍之實驗。吾人所侵黎者並非爲非洲人 

民；吾人所侵擊者乃是荆棘，乃是毒蠅，人類 

之仇敵，人民健康之寃家。且英聯王國已明 

白聲明，其用意在使土地豐沃宜居，並於相 

當時期 f勺將開楽良好及出產豐饒之土地交還 

當地人民，且教以大規模農業及合作耕種之 

方法以保持之。用於該計劃之巨款，其中一 

大部份係用於設置訓鍊非洲技術人員荩工匠 

之學校與訓練所，以及醫院與其他爲當地八 

民謀福利之社會設施。倘在此批評英國之國 

家能實行英國之所爲，則此等國家對其行動 

與進行之工作以及其計劃，定將大事吹噓。 

但正因係大不列顚所爲，故其努力竟成爲譴 

責之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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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爲非洲人民及由其負責管理之其他非 

獨立人民之利益計，英國將繼續推行其政策。

有人認爲殖民地之估有，其本身卽係一 

不良行爲，且亦不能信託殖民國家領導落後 

民族，此種觀念極爲謬誤。此種觀念足使託管 

理事會淪爲政治宣傳之舞臺，匪但不能爲託 

管領土之居民謀取利益，且除自毁託管制度 

而外，不能有其他作爲也。凡思想純眞之人 

決不願見此種情形之發生，但吾人倘容此等 

誤解繼續存在，則定將妨阻聯合國履行其託 

管理事會協助管理當局使託管領土人民達到 

自治階段之偉大任務。

Mr. B e v in論及聯合國工作之政治方面 

時，宣稱此乃一幅昏暗而令人沮喪之圖畫。英 

聯王國在金山會議中接受憲章規定，並決定 

以憲章爲該國政策之基礎。該國對此政策始 

終奉行未渝。

諸位當能憶及 :首屆大會在倫敦舉行時， 

英聯王國曾請求立卽設置軍事參謀圑，以求 

迅速樹立集體安全，俾各國可以安居樂業，從 

事於和平工作，因知政治問題可以妥協之精 

神謀取解決，且卽或有侵略或爭端發生，最 

後有一集體武力可資應用也。

英聯王國政府與其他許多政府相同，不 

僅對原子彈問題曾加硏究，且對原子能問題 

亦曾予以檢討。該國政府深知原子彈旣爲一 

驚人之重要武器；倘人類希望獲得與其重要 

相等而能供和平用途之原子能之利益，則必 

須將原子彈加以管制。因此，英聯王國首相 

Mr. A ttle e特於一九四五年前往美國與Mr. 
Truman 及 Mr. Mackenzie King 商討該問題。

自彼時起，其後所擬就之管制及用原  

子能之合理計劃，應完全歸功於美國。美國 

與英國咸知：倘不採取步驟以管制及防止原 

子能充供祕密及有害之使用，則吾人當無使 

此偉大無匹之原子力量作爲和平用途之可  

能。

由安全理事會全體理事國政府，包栝蘇 

聯政府在內，所派代表組成之專家委員會在 

原子能委員會之第一報吿書中稱：

“關於第二委員會所提7京子能之有效管 

制是否可能’一問題，吾人就現有科學事實 

中，尙不能尋出任何根據足以推想有效之管 

制在技術上爲一不能實行之事。

在日後之討論中，該項結論乃閭發爲一 

詳盡之計劃。英聯王國曁多數國家咸認爲： 

倘行將設置之國際管制機關賦有國際所有

1 參閱原子能委員會正式紀錄，致安全理事會之第 

—報告書。

權、管理及檢査等權力，則原子能之有效管 

制當能付諸實行。惟數月之後，原子能委員 

會宣稱：該委員會不復能有益繼續進行其工 

作，故實際上，其工作現在必須暫停2。惟事 

實上，安全理事會後曾向大會提具一決議案 

( A / 5 7 9 ) ,請，求大會再度審議該問題。其理 

由極爲簡單：少數國家雖常提出爲吾人所不 

能忽視而應加以理智之商討之意見，但少數 

國家在此等事項上，對於多數國家之願望，堅 

決拒作絲毫之遷就。

此種情勢不僅存在於原子能問題方面， 

聯合國之各種政治工作幾乎均有此種困難。 

例如裁軍問題，雖已獲有若干進展，但其工 

作目前似已達到不能再有進展之地步。又如 

' 軍事參謀團，各方對於一般原則及其他事項 

上意見之相左， IF 5 殊無及早獲得協議之希 

望。

Mr. B e v in願作最鄭簞聲明：世界莴一 

遭受原子戰爭之不可估計之禍害，則拒絕爲 

人類幸福而共同管制及發展此偉大新力量之 

唯一國家應負人類蒙受禍難之責任。

此祝合作精神之缺乏在Mr. B evin所提 

及之諸重大問題中表現分明，而在任何階層 

之國際政治活動中亦均存在。

在該方面，吾人對於否決權之使用已作 

有許多討論。英聯王國政府始終認爲當各國 

之重大利益發生問題時，否決權之使用，本 

身並非不善。惟困難之所由生，乃在於否決 

權之濫用。易言之，否決權之濫用乃爲下列 

事實之最顯著之例證: 各個國家如不眞誠努 

力，關於無關生死之問題，或不致於使一方 

處於顯然困難之地位之問題，對多數國家之 

意見如不作一般性之服從，則任何進展均非 

可能。故在若干情形之下，吾人應承認否決 

權之使用乃屬必需而且有益之舉。當一九四 

六年底，大會在紐約舉行第一屆會第二期會 

議時，英聯王國認爲企圖修改憲章以限制或 

消餘否決權之使用，乃屬不智之舉；不如擬 

訂一種行爲典則，作爲萬不得已而使用否決 

權時之準繩3 o聯合國組織現在仍可循此途徑 

前進，根據先例逐漸製訂判例法體系，以釐 

定適當使用否決權之條件。

准許新會員國加入聯合國之問題乃爲一 

例。倘謂安全理事會各常任理事國如共同同 

意，對理事會法定多數理事國所認爲合格入 

會之任何國家，不使用其特享之否決權以妨

2 參閱原子能委員會正式紀錄，致安全理事會之第 
三;報告害:。

3參閱大會第一居會第二期會議正式紀錄：第一委 

f i會第三十三次會議及附件七（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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礙其入會，卽將影響任一大國之重大利益，此 

種論調吾人實不能了解。五常任理事國中已 

有四國同意在此方面放棄其否決權，但仍因 

第五常任理事國之拒絕放棄而使許多國家蒙 

其害。

錫蘭中請入會一案乃爲一最顯著之例 

證。錫蘭乃一最近達到獨立地位之國家，但 

該國仍願繼續爲歷史上自由國家偉大聯合之 

英邦協一分子。英邦協乃一若干國家之聯合， 

其組成份子均爲聯合國之創始會員國，錫蘭 

因願繼續爲英邦協之一份子而遭受懲罰，其 

故安在？對於繼續爲其他國家聯合之其他任 

何國家並未援用此項標準。然錫蘭之入會申 

請竟遭拒絕。 .
以完全不相干之理由阻止錫蘭、愛爾蘭、 

外約但及義大利等國加灭领合國之行爲已產 

生一種敏銳之失敗絕望之感。此事雖非最重 

要之問題，但 若 干 方 面 言 之 ，乃爲濫用一 

項僅應在最嚴重及非常情形下運用之權力之 

顯著實例。

塵於渠對蘇聯在安全、裁軍、原子能及否 

決權諸事項上所取態度之評論，Mr. Bevin 
詢問：吾人應以何？. 精神審査 Mr. Vyshinsky 
在其演說中所提出之最近建議。Mr. Vyshin
sky 必須原諒英聯王國之此種懷疑態度。因 

蘇聯乃一祕密國家，無人知其國內實情。但 

在英聯王國則有言論自由之報紙；世界人士 

均可 !「! 由入境。 Mr. Vyshinsky能夠並且確 

曾援引英國報章所載英國方面所發生或未發 

生之事件。Mr. Vyshinsky使英國從未聞名之 

三個英國國民高登戰爭販子之寶座。其中一 

名代表劍橋古校。該校每一學生，每一教授 

及其他每一人士俱在詫異，不知該一恐怖份 

子在被 Mr. Vyshinsjsy發現以前曾爲何事。 

但對於蘇聯內部之情事，又有何人能作報導 

乎？

聯合國各會員國現被請求將其本身之安 

全與一不願及決心不將自身行爲公諸世界之 

國家之安全打成一片。此種辦法無異建議大 

會，勸請世界其他各國盡行裁軍，而任由蘇 

聯對其本身之軍事實力及行動保持絕對秘  

密。此種情勢決不能有肋於信任或集體安全 

之促成。

以英聯王國而言，政府與人民絕4、能分 

離。英聯王國政府卽是英聯王國人民。各國 

人民芷在故意被逼遠離遙隔之際而各國政府 

竟能作更密切之圑結者，決無此理也。如各 

關係國人民之間尙無正常接觸之可能，而欲 

於各政府之間作有益之交換，卽使非不可能， 

亦屬極端困難之事。

Mr. Vyshinsky曾謂西方友好國家間之 

、聯繫乃爲攻擊蘇聯之 “冷戰” 之一部。Mr. 
B e v in認爲此言純屬荒謬。目前確有神經戰 

之存在，但並非由西方國家肇始者。神經戰 

在上次大戰甫吿結束時卽行開始。請問對於 

使土耳其長期動员不懈之神經戰應作何解 

說？請問對於合法當選之希臘政府及其飽受 

磨難之英勇人民爲何不斷施行神經戰甚且牽 

涉眞正戰举？此中理由爲世所共知：蘇聯蜘 

蛛欲將希臘置於其網中也。請問爲何對聯合 

國巴爾幹問題特別委員會施行攻擊？請問爲 

何聯合國不應監視一--卽令不能作充分之保 

議—— 希臘邊界之不被侵犯？

巴爾幹條約旣經決定，各項協定與條約 

亦經簽訂，外長會議自有權假定：希臘之邊 

界不得遭受侵犯；希臘之內政不得遭受干涉； 

該國北部各鄰邦將在任由該國自行發展；希 

臘將舉行選舉，成立議會制之政府，並發展 

其所欲之生活方式。因有某方面辱駡希臘政 

府爲“專制法西斯政府”之故，可憫之希臘人 

民自上次戰爭結束以來從未镀有一自救之機 

會；希臘在內S 外患交加之下，亦從未魔得 

片刻喘息之機會。雖然希臘曾與盟國並肩作 

戰，盡其職責，故理應得有他國之尊重，但 

今日蘇聯及希臘北部鄰邦以及其友邦，對'希 

臘之待遇宛如對敵國相同。希臘人S 現竟不 

能長夜安睡而無所懼。許多人民被逐離鄕流 

亡。難民之衆當以千計。希臘人民所以遭受 

此種禍難者，其過決不在英美兩國，因英美兩 

國祇在盡量協助希臘人民復興其生活及保衞 

其國家。人人咸知希臘北部各鄰邦企圖犧牲 

希臘以謀擴張其本身領土之野心，彼等對於 

此項野心固從未加以掩飾也。

此類事件，難期其遺忘。倘須停止“冷 

戰 ”■一~■英聯王國除句衞外，未曾參預之一~ • 
應由發動此神經戰爭者撒手不幹，令其立卽 

停止。果能如此，則是項戰爭當能停止，而 

聯合國及全世界均將深蒙其利。

世界許多區域內之民主組織今均爲共黨 

情報局或由其指揮之各地共黨份子所抨展。 

人民及個人之權利皆直接間接橫受攻訐。所 

有民主組織成被斥爲戰販及其他醜類，然凡 

遇有以言辭或行動阅報此種攻擊時，則某方 

恆以決議案提出於大會，稱此種報復爲干犯 

而要求制止之。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還， 

幾卽有“冷戰”發生，各民主國乃淪爲“冷戰” 
之犠牲品。

Mr. B e v in謂渠已列舉英聯王國戰時龐 

大損失之銃計數字，並承認其他各國，包栝蘇 

聯在內，亦曾蒙受戰眾之重大損失。惟在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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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王國方面，一九四五年當選之工黨政府已 

竭盡其全力以完成其經濟復員。英國自動約 

束之精神，以及其對恢復工作生活所作之集 

體貢獻，卽謂其爲舉世無匹，亦不爲過。然而 

英國今已被迫而緩進其建設工作,，不得不以 

其一部份之資源移作 f丨一九四五年起卽已幾 

乎完全停止之軍火製造。此種事態旣非由於 

英國 3 身之過錯，更非出於其自願，此其可 

悲之處也。英聯王國因關切其人民之經濟及 

瓧會福利，幾已不顧本身之安全，而期望可 

由聯合國加以保障之。但在聯合國軍事參謀 

圈或原子能委員會屮，實無一事足予吾人以 

安全之感。

在共黨情報局及其同夥機關活動之下， 

祌經戰之威脅已籠罩各國。卽在巴黎，爲對 

馬歇爾計劃作客觀的討論而舉行集會時，亦 

曾遭受威嚇，謂該會如果舉行，其有關各方 

將蒙不利。凡此皆爲造成不安之因素。今如 

欲恢復信心一一信心乃屬必要之條件，一一 

需要者爲事實，而非空言。倘有事實表現， 

證明誠意，英聯王國決不後人，當願参加一 

切合理之討論，惟討論時須以妥協及了解之 

精神兼顧雙方利益爲前提。惟英聯王國決不 

受任何徒能炫人耳目之決議所欺蔽。

英國本其痛苦之經驗，堅信安全及信任 

之感乃促成裁軍之唯一因素。英國不信裁軍 

爲促成安全及信任之感之唯一條件。 Mr. 
Vyshinsky旣顳然持具相反之見解，則渠應將 

蘇聯軍隊之實况吿諸吾人。據聞目前蘇聯軍 

隊之人數約在三百萬至四百萬之間。但在上 

次戰爭以前，其數目僅達一百萬而已。反之， 

英國之軍隊數目幾已減至與戰前相等。世界 

情勢之不安，已迫使英國遏止此項縮減之進 

行。但軍備之裁減究應〗何處作起？究應以 

何爲開始之基礎？軍備裁減之基礎厥爲集體 

安全。倘安全政策能得正確建立，則軍隊數 

目問題當能自動解決，而不致有任何一國武 

備過分之慮。鑒於目前之經濟情形及人民之 

要求，繼續製造軍火及武装人民實爲過於濫 

用、浪費及遛蟲之舉。

故吾人應⑦軍事參謀圑着手，繼而討論 

原子能問題。所有武器均應予以處理。世界 

各國均應公開聽受檢査。世界各事均應光明 

正大坦白公開；倘人人咸知他人之所爲，則實 

際軍備問題當能自吿解决。裁減軍備乃以停 

止攻擊國家龃織及干涉內政爲先决條件。內 

戰不應再爲外交政策之工具。凡與聯合國有 

關之人士均應禁止暗殺及其他類似手段。所 

有一切攻擊行爲俱應停止，不得稍予姑息。否

則，將來提出之任何決議案，俱難遯得各國 

之信心。

Mr. B ev in旋卽直接對蘇聯代表圈發言， 

並鄭重聲明英國實不知其對蘇聯決議案之立 

場爲何。提出該決議案之動機爲何？是否企 

圖以一折衷辦法渡過難關，然後再重彈舊調 

乎 ？蓋 無 論 Mr. V yshinsky在講臺上所言者 

爲何，蘇聯之一舉一動，似均以馬克思與列 

寧之“不能與非共產主義國家成立最後協議” 
之觀念爲出發點。抑蘇聯政府之所爲，+論  

其在過程中所言者爲何，均爲固執其原定目 

的之一種戰略乎？英國政府有權提出是項質 

詢 ，因其正在努力爲聯合國中淸除障礙，獲 

取信心，以爲該組織一切行動之基礎。

列寧曾在其著作屮云：

“吾人不僅生存於一國之中，並且生存於 

— 個若干國家之系統之中。蘇聯與帝爾主義 

各國長久並存，乃一不可想像之事。最後必 

有一方獲致勝利。在此最後關頭來臨以前，蘇 

聯與各小资產國家間之若干可怖銜突，殆屬 

不可避免之事。故統治階級一~-卽無產階級 

—— 欲操滕算，務須在軍事組織方面亦表現 

其確有獲滕之力量。”
該段引文載見史太林元帥所著“列寧主 

義中之問題”一書。故英國對於 Mr. Vyshin
sky 所謂蘇聯政策爲擴大並增強其與其思想 

不同之國家之合作一說存有戒心，固無足怪 

也。關於此點，有人曾謂：英國與法、荷、比、盧 

諸國所訂之條約係對付蘇聯者。Mr. Bevin否 

認此說。各該有關國家始終未作此想。但渠 

可保證者，現在確已決定成立聯盟一一西方 

聯盟一一該聯盟力能J丨立，並能圑結其人民 

抵抗任何外來侵略。

Mr. Vyshinsky曾論及德意志問題。英_  

王國對此問題早欲一一現仍欲一一訂定對德 

和約，藉以建立統一之德國。倘蘇聯果懼德國 

再興侵略，則何以又反對美國Mr.Byrnes所提 

成立四強條約以約束德國四十年之建議？ 

該 建 議 曾 經 Mr. M arshall於 繼 Mr. Byrnes 

爲_ 務鄕以後，在後來之四強會議中再度提 

出。倘四十年控制德國及解餘德國武裝之條 

約業經訂立，則全歐勢將如何抱具信心，而 

歐洲各小國將如何發展進步耶！

' 但此建議竟因列寧主義之關係而被拒  

絕，蓋四強間如有此種鞏固之基礎，則騷動 

之事亦不致發生。再者，關於西方聯盟之發 

.展 , Mr，B e v in曾在莫斯科向史太林坦白聲 

明，英國亦將如史太林之與鄰國合作—— 英 

國對於此項政策無所指摘。英國與友邦合作 ; 
並不存有攻擊任何國家之意。凡曾閱讀史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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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莫不知此係陳年之舊技。凡指控他人者， 

其目的怪爲製萆煙幕，以掩護其本身之企圖。 

此點極關重要，必須加以注意。

Mr. B evin代表英政府鄭重聲明：倘蘇聯 

政府恐懼英國在蘇聯境內從事侵略，則務請 

釋念安心。英聯王國決不任意從事此種侵  

略。但在另一方面，倘蘇聯於獲得其本國境 

內安全保障之餘，_而利用他國之領土及人 

民以備向英國進攻，則情勢自然逆I異，而迫 

使英國唯有出諸自衞一途。英聯王國政府決 

不能放棄其保障其人民安全之責任也。

英聯王國代表遂另作一項聲明，渠希望 

藉此可以消釋不少疑懼。此舉實屬必要，因 

共產主義、資本主義、fd會主義以及其他各種 

主義經各方論說紛紜，使世人迷惑而不知所 

從。渠謂蘇聯之爲共產主義國家一事，從未 

引起任何問題。此係蘇聯本國之事，荚國無 

庸過問。英®^王國亦不能反對美國之爲一資 

本主義國家。此非英國之事。但英國必須爲 

其本國人民堅持一項權利，卽根據民主傳統， 

並就其認爲必要者，循最有利於其本國人民 

幸福之途徑，發展其國家。倘世界五強均能 

了解此點並承認其合理，則多數磨擦原因均 

能消除，而東西國家亦得相安共處。

Mr. B e v in 謂渠對美國遭受攻擊一事並 

無驚異。倘蘇聯代表對於歐洲或世界之誠樸 

人民稍予顧念，倘蘇聯代表未爲其過時、落 

伍及不科學之主義所激動，則彼等對美國在 

世界復興中所作之偉大無私之貢獻，勢將举 

先頌揚。

Mr. B e v in旣非戰販又非悲觀論者。渠 

始終篤信世界之平民大衆，彼等最終決不致 

爲言論或口號所煽惑。彼等縱或一時受惑，但 

最後必將認識眞理。此或所以世界如許衆多 

之人民不能得見眞理歟。

Mr. B e v in堅決主張平民應有一切可能 

之行動自由、情報及彼此接觸之自由，俾可 

明瞭在其他國家及其本國之平民中均無所謂 

侵略者之存在。好戰者並非平民。破等不欲 

奪取他人之家園與領土，亦無統治他人之野 

心。

金山會議使吾人發生重大之希望，咸覺 

鑒於以前國際聯合會之種種錯誤，現已產生 

之新國際組織當不致再蹈覆轍。世人咸信世 

界於歷嘗慘痛經驗之後，當可促成各國政治 

家趨於合作之途。此種希望或屬過奢。但與 

其晏安於愚人之仙境，一旦事起而組織瓦解， 

反不如現在遭遇困難。吾人或尙有時間謀求 

解決此種困難之途徑。倘吾人最後認爲吾人 

預期之世界規模不克實行，則必須改以區域

單位進行之。與可能成立協議之國家必須成 

立協議；與可能共同工作之國家必須共同工 

作；與願有信託及了解之國家必須獲致信託 

及了解。倘世界政府卽或不能如願實現，但 

人類所渴望並經歷久奮鬭追求之世界政府， 

最終或可自今日各國卽可轉而從事之區域機 

構中產生。

Mr. C astro (薩爾瓦多）:對聯合國在法國 

境內所受之禮遇，謹向法國人民及政府致謝， 

並表示其本國及政府威激之，意。

渠繼對 ' Count Bernadotte備加讚揚；其 

慘死已使舉世哀傷。

大會現在舉行之;^ 屆會議殊關重要，因 

其正逢世界風雲緊急之會也。世界人民身歷 

痛苦，莫不切望大會之工作有助於國際合作 

及敦睦之重建，俾使各會員國間增加相互之 

了解，而_ 實力較強，習稱爲大國者，希望 

尤殷也。否則，大會之工作將徒增萬千人民 

之悲觀與失望而已，尤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戰 

中受難最深及戰後見其命運之改善極爲遲緩 

者爲然。

以有效之國際合作，使人類重獲已失之 

安全，以保障世界和平及幸福，似爲人力所 

不能及之目標。但各國政府如能誠意相求， 

互相了解，忠信不渝，則上述目標應可達到 

也。

今日世界上有許多地方正浪費其過刺之 

產品，而在其他地方則有人民遭受飢饉之苦。 

政府與政府間之了解實可使此類窮闲消滅。 

欲達此目的，允宜恢復基督精神及天下一家 

之精神。人類須有一眞正之精神復興，以痊 

治其創傷，及解除其痛苦。

議事日程上所載之極端複雑問題中，有 

若干問題係上次屆會所遺留者。

希臘現今之情勢已較上年爲佳，但其國 

內安全仍有賴於其鄕邦及其他國家對其主權 

之尊重。

朝鮮最近已在南部成立一國家組織。但 

聯合國對於恢復該國政治統一之努力，在其 

北部工業區內仍未奏效，而聯合國專設之臨 

時委員會亦迄未能進入該區。

巴勒斯坦仍爲一足以危及世界和平之軍 

事活動場地。安全理事會對此嚴重情勢正在 

硏究中。已有之事實顯示吾人，大會過去實 

應對該問題審愼硏討，而不求迅速或倉促之 

解決方案，致使此基督教發祥地之近東區域 

中之利益衝突益趨惡化。

薩爾芄多代表圑曾建議應用聯合國可資 

利用之一切和平解決方法，以解決該二民族 

之利害衝突，並使其和睦共處。該代表圑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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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請大會謹愼將事，絕對尊重民族自決之權。 

巴勒斯坦與其他國家同，應能依聯合國憲章 

第一條第二項所訂之原則自決其命運。

薩爾瓦多代表圑曾建議大會應任派一由 

巴勒斯坦爭端當事各方之代表所紐成之和解 

委員會，負責覓取可爲雙方接受之和解方案。 

依據民族自決之原則，聯合國解決此案之方 

法有二：舉行全民表決，使其人民徇大多數 

之意志而組織其政治生活；或由聯合國大會 

以調解機構之地位加以處斷。該兩方案均未 

採用，渠恐巴勒斯坦之衝突將久持不決。目前 

之失敗實屬顯然之事實。但如吾人對於負責 

維持世界和平之聯合國仍具堅強信心，則縱 

有種種妨礙，過去所得之教訓，應能使吾人 

不致苒犯錯誤。

申請國入會問題乃爲聯合國生存所繫之 

又一首要問題。若干合於憲章第四條第一項 

規定之國家，業已提出加入聯合國之申請。 

Mr. C astro特別提及葡萄牙、愛爾蘭、外約 

但、義大利及奧地利，並指出安全理事會某一 

理事國因上述之首二國家在第二次大戰時保 

持中立而反對其加入聯合國。但吾人對於小 

國之入會申請，絕不能僅以其曾守中立而拒 

絕之。上述二國句有其維持中立之絕對權利， 

倘謂一國因曾保持中立及不欲參加戰爭而卽 

成爲和平之仇敵，寧不可笑。

聯合國如欲成爲一合法之國際社會 ------
此係全體之願望—— 則應准菊萄牙及愛爾蘭 

加入爲會員國。否則聯合國將成爲若干國家 

之同盟集團，而非爲所有國家之和平組 ,懺。此 

國際組織將因此而喪失其威望，及憲章所賦 

予之一般權力矣。

薩爾瓦多代表圑將投票贊成任何足以使 

愛好和平國家入會之措置。憲章第四條第一 

項明文規定予此等國家以入會之權。但因某 

大國使用否決權之結果，致使安全理事會不 

能對大會作准許此等國家入會之建議。憲章 

第四條第一項予本組以准許葡萄牙、外約 

但及其他上述國家入會之權。根據憲章第-卜 

八條之規定，所有核准申請國入會之權屬諸 

大會，此種權利豈能僅因安全理事會兩理事 

國投票反對，其屮僅有一國持有否決權，以致 

未能向大會作准予入會之建議，而喪失其意 

義 耶 丨 .
庇種結論似無合法之效力，倘云此種結 

論可以成立，則無異謂愛好和平之國家無權 

加入本組織爲會員國，是有違憲章第四條之 

規定也。大會當然有權判定安全理事會之行 

動是否有法律上之效力，因上述建議無異對 

申請國入會一事拒絕決定也。

如中請國確係愛好和平之國家，並符合 

憲章第四條第一項之規定，聯合國當然有權 

准許其电請，並邀請其代表前來出席大會。 

倘不如此，則聯合國之所爲無異違其建立  

世界和平紐織之宗旨。

國際法院業已對該事項發表其審愼考慮 

之意見，卽聯合國中任何會員國俱無權向安 

全理事會提出憲章第四條第一項以外之任何 

理由，以反對准許中請國之人會 (A /5 9 7)。該 

法院並表示安全理事會於討論中請國入會問 

題時，理事國無權以准許某一國之入會爲准 

許其他國家入會之條件。國際法院之以上兩 

點意見，已將在安全理事會中提出反對菊萄 

牙、愛爾蘭、外約但、義大利及觀地利入會之 

一切理論與異議駁斥無遺。此種理論與憲章 

第四條第一項之規定不符，大會僅須重申其 

權利，以准許上述备國加入本組織爲會員國。

Mr. C astro再度聲明：對於能使大會對 

申請國入會一事之最後決定權成爲實際權 

力，而不爲再流空洞權力之任何決議案荸案， 

薩爾芄多代表圑均將加以支持。

、薩爾瓦多代表團於參加大會工作之際， 

常覺聯合國並非爲一超級之國家，而僅爲一 

國際之和平紐織；除會員國在憲章中所賦予 

之權力外，別無其他權力。因此，對於不合 

憲章之決議案，反對之國家並無予以尊重之 

義務。該代表團並認爲大會+ 應干預國家之 

內政。憲章第二條第七項對此種行爲曾予剴 

切禁止。倘大會不顧規定而干預國家內政，則 

其決議卽爲違背憲章之決議，不能具有效力。 

遇有和平之威脅，和平之破壊或侵略行爲發 

生時，則第二條第七項所規定之彈壓措置，均 

不能由大會執行，而應由安全理事會照憲章 

第七章之規定採取步驟。最後論及當時尙未 

獨立之領土，如其人民已達可以獨立生活之 

階段時，聯合國應尊重憲章第一條第二項內 

民族自決權利之原則。

以上乃係薩爾瓦多代表團對此次提交本 

屆大會討論之各主要問題之一般意見。該代 

表圑重申其願與其他代表圑以了解與合作之 

精神共同工作，俾使世界各國 I〗丨定之3 標有 

達成之可能。

Mr. C o o p e r  (利比里亞）謂备國會集一 

堂，謀求抑制其脫羈之狂慾，否則世界卽將 

爲此獲狂慾所統治。人類已能任其所欲，役 

使自然力量，但對本身之統治慾望及寊埜則 

猶未能加以抑制。

全世界均深切關注聯含國中討論之情  

況，因此等討論實爲人類命運所繫。备小國 

鑒於巴勒斯坦、希臘、中國、朝鮮及印度尼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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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等國所發生之事件，不寒而慄，並不得不疑 

懼聯合國憲章之序文是否僅係空洞之具文。

因環境壓迫而接受相當西方化文與文明 

之亞洲、非洲及其他备地之人民不禁勺問： 

採取西方文明之結果是否困苦與悲慘多於幸 

福 ？其經濟與政治生活是否因與西方文化接 

觸而確有進步？將惡劣之衞生狀况，窮苦及 

部落戰爭交換西方技術，以求較佳之衞生狀 

，Jd以及新經濟思想，是否値得？西方文化永 

遠引起不勸:之鬭爭，影響萬千人民之生命，其 

所造成之破旗亦較病患與窮困之彳然力量所 

造成者爲P 。 "

西方科學家一方面則悉心硏究滅除瘤症 

及肺結核一類之病症，而另一方面則又不遺 

餘力，從事發明如原子彈及飛箭等消滅人類 

之新武器，東方人視之，不禁可笑也。

利比里亞代表相信，觀乎各大國間爲統 

制宇宙而起之政治街突，各小國均同具惶恐 

之威。彼等目睹世界分爲兩大集團，共產與 

民主各據一方，不 3 局促不安。

彼等不欲參與爲統治世界而起之可怕鬭 

爭，但地理及經濟關係使其無可抉擇。辱史 

證明：小國之中立僅能於符合其強鄰之希望 

及目的時被尊重。

政治情勢縱屬嚴重，但有時脸廳兩集圑 

之宣傳，頗足解頤。如西方世界屮被困之民 

族奮起以求政治及經濟之改善，則有關之大 

國卽諫其爲典產國家；反之，如東方世界中 

被壓迫之民族要求其自決之權利時，則有關 

之大國將指稱其爲西方帝國主義之奴役。

各大國對其曾協同起草之聯合國憲章中 

所稱一切人類，一切國家，不論大小，均有

平等權利之美辭，似已置諸腦後。

憲章中有云不分種族、性別、語言或宗 

教，增進並激働對於全體人類及基本自由之 

尊重”。各小國身爲聯旮國會員國，業已承諾 

實現各條件，並自重其諾言。但世界上若干 

地區，甚或在大會若干會員國之領土內，少 

數民族之基本權利有因種族及宗教關係而被 

拔殺者，且另有新法律付諸實施使此種壓迫 

益爲加深垂久。

吾人不得不承認聯合國對於此種問題不 

能干涉，此祇極不幸之事。此種間題主要係 

各國內政問題，未經憲章授權過問。少數民 

族實無任何期望可言也。

Mr. Cooper於承認聯合國各g .委員會所 

獲之進展後，指出本組織未能設置管制原子 

能之機構。此種失敗暴露人類不能控制其自 

手造成之可怕怪物；小國睹此，咸爲之憂。

各小國因忠誠於聯合國憲章而接受大國 

全體可決之規定，而各大國不特不以此種特 

殊權利作爲謀取人類一般利益之用，反而藉 

以爲鬭爭中之武器，此項鬭爭不僅使彼等分 

裂而已，抑且威脅整個人類也。鑒於各強國處 

理政治問題之失敗，無怪令人疑惑聯合國或 

將遭遇國際聯合會所遭遇之同一悲慘命運。

各小國縱有此等疑慮，然終望操縱人類 

命運之各大國之行動能具有智慧、理性與公 

平等性質。

最後利比里亞代表對法國政府招待之殷 

勤表示謝意。渠謂對法國及其人民之慷慨多 

禮 ，象徵其餚大之篾言“ 自由、平等、博愛”者 

將永留愉快之記憶。

午後十二時五十分敬會。

第一百四十五次全體會議 

一九四八年九月二十七9 星期一千後三時在巴黎夏幽宮舉行

主席：Mr. H. V. E vatt  (澳大利亞）

二十四. 繼續一般討論

Mr. C. M aLIk (黎巴嫩）謂聯合國大會第 

三屆會議臨時議事日程（A /5 S 5) 及補充事項 

表 (A /6 2 9 )中，共有實體事項三十八項，其中 

有二十一項半係與國際經濟、社會、衞生及相 

類問題有關，或與國際文化及教育合作有關。 

依憲章第六十條規定，在此廣泛範團內促進 

工作之責任由大會負之，並由大會授權經濟 

曁社會理事會辦理。

大會之兩主要委員會，卽負責處理經濟 

事宜之第二委員會及負責處理社會、人道及 

文化事宜之第三委員會，以及第二委員會與 

第三委員會之聯合委员會，專門負責檢討及

建議與此重要範圍內各事項有關之決定。此 

外，聯合國所負經濟及社會任務之若干方面 

亦交由大會第四、第五及第六委員會處理。故 

各問題之重要程度卽暫不置論，而議事日程 

之實體問題中有百分之五 f*七係與經濟、社 

會及文化事項有關；各主要委員會中幾乎有 

半數將從事硏究此類問題；而聯合國中最主 

要機構之一，卽經濟曁社會理事會，經年不 

息，致力於此一般範圍內之各問題。

Mr. M a lik謂渠擬就聯合國在經濟及社 

會工作方面之成就及急待處理之問題略加檢 

討。黎巴嫩代表圑對於議程上之其他重要項 

目，將來在委員會中將有發表意見之充分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