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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一•五五次會議

一九六二年十月十八日1 期四午後三時紐约

主席：Mr. Muhammad ZAFRULLA 

KHAN ( 巴蓝斯坦）

議程項目克 

一般辯論（績完

一 . Mr. NOGUEIRA(葡萄牙）：主席閣下，本

人得隨其他代表祝賀閣下當選爲大會主席，深感愉快。 

閣下此次當選，足見閣下人品崇高及對這個最高國際 

組織的卓越貢獻狸得應有的公認。這也是尊重貴國極 

恰當的表示。我樂於指出貴國和本國之間存着極和睦 

的友善關係。

二.我們當前有代理秘書長就過去一年工作提出 

的報告書〔A/5201〕，這是一項重要的文件。我認爲我 

們應該多謝秘書長擬具了如此明確完備的摘要說明， 

使我們對本組織的工作有生動的印象。秘書長在報告 

書的弁言〔A/5201/Add.l〕促請我們注意不能和不應 

忽視的若干重要之點。我要提到其中幾點。

三 . 秘書長指出裁軍問題方面缺少進展。現在，正 

如赫魯曉夫總理在這個會議廳說過—— 就這一次講對 

了一 - 裁軍是問題中的問題，而我們必須承認聯合國 

對於這一個和人類前途攸關的問題未能促其解決。我 

們還要進一步說聯合國完全沒有能力應付裁軍問題。

四 . 秘書長又指出聯合國雖費了不少力，可是又 

未能依憲章的規定，促成大自由中之社會進步及較善 

之民生。實際上，秘書長說發展的速度很明顯地趕不 

上人民的需求，並且相差很遠。

五.報告書又提及在促進各國政府更密切的接觸 

及幫助個別會員國擬訂政策的方向應能發揮作用，但 

秘書長强調這個宗旨在一般辯論的時候往往被毁壞 

了。因此秘書長說聯合國發生“信任的危機”原是不足 

爲奇的。本代表團認爲目前確有極其嚴重的危機，且 

危機逐日在加劇，如任這種趨勢長久繼續發展，就難 

預料如何能將其克服。

* 紐第一一五三次會議。

六.然而世上尙有威脅我們全體和平及安全的其 

他極嚴重的問題，而聯合國似乎漠不關心。關於這些 

問題本毋庸贅述，但我要指出破壞國際協定和責任對 

西柏林自由的現存威脅。因此秘書長無疑很有理由提 

及“信任的危機”。他固然相信可以克服這個危機。關於 

這一點，本代表團亦願發表意見，但讓我以後再說。

七 . 關於這一層，還有一點我要指出。報告書弁 

言認爲大會事實上應爲人類的世界議會。若這個思想 

成爲人民心目中的另一口號，那就是極端危險。國家 

的議會和大會沒有亦不能有任何相類之處或關係。在 

未用這個口號之前，似宜知道大會是否像國家議會一 

樣代表統一的主權；出席大會的代表是否像國家議會 

議負一樣，按期出來競選；大會代表是否會因工作的 

表現及選民的意願不再當選連任而被他人替代，而聯 

合國並沒有這種情形。這寥寥幾個問題就表示大會本 

身是沒有主權的，並且指出以毫無意義的幾個口號爲 

行爲遵循之準據，聽任其影響我們的思想和決定是如 

何不現實，甚至可能危險。

八 . 本人曾把秘書長報告書讀過一遍。本代表團 

要提起該文件討論過的若干問題。第一就是“哥阿問 

題”。我之所以提起這個問題不只是因爲這是我們所關 

心的而且是因爲它涉及具有一般性的要點。如果我們 

不要走上讓聯合國毁滅之路，我相信大會應加意考慮 

這些要點。

九 . 自印度於一九四七年獨立以來，印度政府卽 

要求收復哥阿，其理由爲哥阿在地理上與印度領土毗 

鄰。印度政府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十三日致安全理事會 

的照會1 一再聲明印度旣已獨立，“ 自然”盼望在印度次 

大陸的其他外國領土移交印度。眞的是“ 自然”！我們 

不知道印度聯邦脫離聯合王國實現獨立就同時取得了 

自然與固有的權利，把當時或在任何時期不屬於英國 

主權的其他領土併入印度的版圖。假如是的話，脫離 

聯合王國實現獨立的所有國家就都有權呑併鄰近領土 

或鄰國，卽使這些地方從未隸屬英國。進一步說，如 

印度聯邦確具有“ 自然”及固有的權利，當然亦可要求

1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十六年，一九六一年十月、H 
月及十二月份補編，文件S /5 0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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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哲屬英國的鄰國並且較合併從未受英國管治的國 

家更有理由了。在另一方面，我們並不知道印度這種 

天賦的權利會只是對葡萄矛領土適用，除非這樣適用 

只是印度聯邦用同一的權利去呑併印度次大陸其他獨 

立國家的初步。

一〇 . 印度政府接着正式聲明，因爲贊成民族獨 

立，願意與葡萄牙開始談判，將權力從葡萄牙移交印 

度。從此項聲明可以得到的結論就是一個領土如果由 

印度呑併，就取得獨立地位，倘由另一主權國統合成爲 

一個整體，便是“殖民地”；其次，印度的主權要較其 

他主權爲優越；最後，印度所企求的談判不是按大會 

決議案一方爲領土人民，他方爲負責國家的談判，而是 

印度與負責國家的談判，而且談判目的只是將該領土 

移交印度。關於最後一點，應該注意當印度政府要呑 

併一個所謂殖民地領土，它要求談判只是爲了將該地 

的主權移交給印度聯邦。愚見認爲印度的主權旣不優 

於或劣於葡萄牙主權，我們難於了解葡屬印度放楽了 

葡萄牙主權而改隸印度主權何以就會更有獨立地位。

一一 . 印度政府因見這些論點站不住，就借用其 

他種類的行動。十四、五年來印度政府不斷對哥阿人民 

實行恐怖政策。所有用得着的手段，諸如經濟封鎖、越 

界施行恫嚇、毁謗宣傳都用盡了。印度政府自稱爲思想 

自由的政府，竟於孟買封閉葡萄牙的會社，歷迫葡萄牙 

報紙，開除並迫害那些身在印度領土而不願抛莱葡萄 

牙國籍的千千萬萬哥阿人，印度政府同時借用種種政 

治理由，主要一點就是哥阿威脅印度的安全。試問七 

十萬人何以會威脅一個有四億五百萬人的國家。雖有 

上述種種，哥阿人仍不爲所動—— 哥阿的情形仍然和 

平正常，繁榮日增並永遠表示願屬於葡萄牙。

一二 . 請問何以如此？請問印度侵略以前哥阿的 

情形如何？哥阿有公務人員四，五〇〇人，除十名技術 

人員以外，全部從最高級至最低級都是哥阿人。笤察 

也都是哥阿人。市政府及立法機構完全由哥阿人組成 

並且是用直接、普及選舉權制度及無記名投票法選舉 

的；自從一八二二年以來，哥阿人民於國民大會有其 

民選議員爲代表。哥阿的財富1留存在哥阿境內，而生 

活水平無論在那一方面都比印度聯邦高四、五倍。哥 

阿有宗敎自由，無種族隔離，亦無族級階級制度。哥 

阿的確可以說是眞正自治和自管，其全體居民站在機 

會絕對均等的地位行使充分的政治權與公民權，讓我 

們在極短時間假設哥阿的情形不是如此。讓我們假設 

該地情形令人不滿，又不符聯合國憲章，候如是這樣，

我們就要負起若干責任：但這並不給予印度聯邦任何 

權利，除非印度政府自以爲負有監督國際社會的特別 

責任，可以獨自僭取管理其他國家的特權。然而無可 

否認的事實是哥阿人絲ig無意捨棄葡萄牙，印度政府 

湣見哥阿人絲毫無意和這個跟他們不一樣的國家——  

印度—— 合併，就認爲不能忍受。

一三 . 全體哥阿人民，不論是在哥阿境內或境外 

都敵視印度，而國際法院於一九六〇年四月十二日2又 

宣佈明確的決定，承認葡萄牙的主權爲合法，印度政 

府面對這些事實，遂動用武力，進行野■與酷殘的侵 

略。

一四 . 本人不必詳述盡人皆知的亊實，但本代表 

團認爲有某幾點値得强調。自印度總理說過“卽使哥阿 

人要葡萄牙人留在哥阿，印度亦不能容許”以後，印度 

政府決定憑武力來解決之心就越來越明顯了。此後爲 

了製造磨擦及激昂的氣氛，不惜用種種荒謬的藉口，遂 

成了司空見慣。當印度指哥阿威脅它的安全時，我們 

就建議談判商訂一項確保哥阿中立化的國際保證。印 

度政府拒絕了。當印度控稱發生邊界事件，我們就建 

議談判商訂一項嚴格管制邊界的辦法。印度政府拒絕 

了。當印度表示想在哥阿有一些鐡路或海港設備，我 

們就建議談判，予以此項便利。印度政府又拒絕了，由 

此可見我方每次建議談判均迺拒絕。印度總理雖自稱 

尊重民意，甚至聲明不接受全民投票—— 這大槪是因 

爲印度政府知道結果一定會有絕大多數反對印度，又 

因爲印度不願在該次大陸其他地點舉辦全民表決。最 

後，印度總理說他已經忍無可忍，唯有用武力兼併哥 

阿，此外別無其他解決方法。

一五 . 這就是總理的偉大論據:他的忍耐罄盡了。 

我們不懂這個論據何以是確實正當。可是這不過是殘 

酷侵略的前奏而已，印度方面首先採取的一步就是指 

控葡萄牙不僅破壞而且蓄意征服印度。我們蓄意征服 

印度嗎？我不能相信憑空臆造事實可以較此爲甚。

一六.其後我們提議立卽指派一個國際觀察團去 

調査關於所謂葡萄牙侵犯印度邊界的事件。印度政府 

回復說，因爲沒有邊界，故不能接受提議。因此，印 

度漠視國際法院的決定，不顧聯合國秘書長最後一分 

鐘的呼顢，不顧安全理事會過半數的決議，於一九六 

一年十二月十八日派印度軍隊攻擊並佔領哥阿。這些

2 印度領土通行權案（案怙曲I I )，一九六〇年四月十二日 

判決ffi: —九六〇年國際法院報告書，第六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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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隊中有印度陸軍五〇，〇〇〇人，許多印度戰鬬機隊 

及印度海軍。印度政府稱這些軍隊爲“ 自衞軍”，其目 

的是爲了“解放”哥阿，保護該地並防止少數葡萄牙軍 

隊被哥阿人“屠殺”。

一七 . 侵略終是侵略，但加上顚倒是非和故意扯 

謊，更令人僧惡。印度詩人Don M orais表達這種觀 

感最好不過了。他在倫敦標準晚報一九六一年十二月 

二十一日版曾這麼說：“我是印度人，今天只资得慚 

愧”。結果他放棄了印度國籍。

一八. 請問哥阿在“解放” 以後，今天的情形如 

何 ？逃出哥阿的某一位外國敎士在蒙母巴沙日報一九 

六二年四月二十八日撰文說“印度統治不是解放而是 

奴役”。他又說“哥阿人民甚至不能隨便在街上行走或 

進敎堂，因爲怕印度人搶劫或製擊”。

一九.印度快報一九六二年三月十六日的社論 

說，在哥阿謀殺、强姦、騷掇及搶劫等行爲不能宥恕， 

又說：

“當地居民妄自想像我們的解放軍不是來維

持治安而是亂的象徵。這是令人深感不安甚至危

險的事實。”

我可以作更多的引證，但這些已足令人淸楚地認識哥 

阿在印度統治之下是什麼情形了。

二〇 . 我還要補充若干點細節，供大會參考。哥 

阿的失業情況越來越嚴重。人民的財產和物品被侵略 

者剝奪。質易陷於停頓狀態：從一九六二年六月二十 

九曰的印度質易部期刊可以看見有一四六種貨物被禁 

止進口。宗敎迫害開始實行，社會及種族的隔離越來 

越普遍。該地行政悉由印度人接管，警察全是印度人， 

哥阿人都受排擠。薪資降低了四倍至五倍，這樣纔符 

合印度的標準，因此哥阿的生活水平也降低了四倍至 

五倍。勞工發生了不安的情緖，礦工則要求恢復葡萄 

牙的法規。一向爲哥阿人所有的礦產財富現在歸印度 

所有，鐵礦則用來支援印度的工業。

二一 . 哥阿刻在軍事化中。値得注意的是哥阿論 

壇報一九六二年四月二十九日有下列一段消息：“據悉 

印度海軍正在建議在哥阿設飛機場。照此項計劃，達 

波林母飛機場將由印度海軍管理。”

二二.凡願保留葡萄牙國籍的人都受迫害和逮 

捕，當地人民受要挟被迫接受印度國籍。印度曾以書 

面保證不採取這種行動，因此在這一方面，印度聯邦 

一再破壞一切書面的承諾。所以哥阿人民爲了逃脫苦

難紛紛離鄕別井，就不足爲奇了。自去年十二月以來， 

有三千多名哥阿人逃至里斯本，尙有三千多人逃往世 

界其他各地。鑒於上述種種，似應提及印度總理於一 

九五四年八月二十六日在印度國會所說如下的話：

“印度憲法所保證的自由與權利，特別是對良 

心、信仰與奉行宗敎自由的一切涵義將充分推及 

各該地區（哥阿) 。文化、社會及語文關係等特殊 

情況乃至地方團體的意識將f 以尊重。”

因此印度總理早於一九五四年就承認哥阿的特殊身份 

與獨特地位，而這是和印度無關的。我們現在看見這些 

諾言如何履行。哥阿人民的驚慌K 盪日漸加深。代表 

哥阿千萬人民同時可以確信不受葡萄牙影響的奈羅比 

哥阿協會於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六日致函印度總理， 

要求撤退印度佔領軍及印度行政當局又要求准許哥阿 

自決。這種舉動不能使我們感覺驚奇。印度駐奈羅比 

專員公署於一九六二年三月二十日代表印度政府答復 

該函。現在從印度覆文中引證下列一段：

“印度政府不了解何以在自決意義之下提及 

全民投票之事。民主並未含有聽任一個完整國家 

之任何部分實行自決之意。哥阿、達曼及廸衣烏雖 

曾受外國統治但並非殊異不同之國家。”

二三.大會由此可見在一九五四年印度已認哥阿 

爲歷史造成的特別領土之一，至一九六二年，哥阿與 

印度的其餘部分已無區別。這就是哥阿人民的厄運。我 

要請大會判斷哥阿是否業經“解放”或者在目前受外國 

軍隊統治之下是否獲得“解放”。

二四.但秘書長報告書所提及的哥阿問題有更深 

的一般意義。我無意使大會各位聽得厭煩，因此只限 

於提出兩項意見。

副主席Mr_ D iallo  Te//!’（幾内亞），代行主席職務。

二五 . 印度代表於一九六一年十二月3在安全理 

事會聲明“不管有無憲章，有無理事會”，有無法律，印 

度政府決意實行軍事入侵，因爲“殖民地主義”是永久 

的侵略，對方有權還擊。印度政府對其代表採取這種 

態度從未加以否認或糾正。這就引起有重大影響的問 

題了。依印度本身投票贊成的聯合國決議案，哥阿是 

非自治領土。爲使這一類領土實現自治或獨立，憲章 

及大會各項決議案規定若干應行遵守的原則。但印度 

聯邦憑暴力呑併，絕不是其中原則之一。印度聯邦旣 

憑暴力呑併，我們懷疑印度聯邦是否不僅要呑併與其

3 安企理事會正式紀錄，笫十六年，第九八七次舍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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毗鄰的非自治領土，甚至要呑併那些地理上和它分離 

的其他領土。這似乎是一個有關的問題，因爲印度聯 

邦沒有理由對任何非自治領土不用同樣的原則，卽憑 

暴力呑併，作爲准許某一領土獨立的手段，而這是印 

度認爲對葡萄牙領土適用的合法手段。但印度代表在 

安全理事會所說“殖民主義”是永久的侵略卻遠較嚴 

重。這個新理論所指的侵略者是負责管理稱爲非自治 

領土的國家。但誰是侵略的被害者則未見指出。關於 

誰是佞略的被害者旣然目前沒有客觀的法律原則可以 

明定其義，那末唯一的結論就是誰自稱受!2 略的國家 

就是侵略的被害者了。但爲T 抵抗佞略須有適當的方 

法，這就是說必須有力量。因此，“殖民主義侵略”的 

被害者便是自稱爲有被害資格而又有足够軍事力量抵 

抗侵略的國家。換句話說，有能力對弱國作戰的便是 

被害者，又因爲它旣然自稱面臨侵略的危機，這種戰 

爭便成了正義的戰爭，而發動戰爭的國家就是採取自 

衞行動。殖民地主義問題，乃至把它消滅的手段就變 

成把屬於弱國主權的領土轉移給强國主權的問題了。 

這便是印度聯邦主張的新理論引導我們走的方向。

二六.但印度憑暴力呑併哥阿的事實尙有値得注 

意的另一點。這就是印度政府摺取哥阿是謀印度次大 

陸政治統一的第一步。以往曾有其他行動：一九四七 

年久納格被握取，一九四八年繼之以海達拉巴。然後 

我們一定要提到印度政府對要求自決的Naga人民施 

用的滅絕政策。我們也知道秘書長常年報告書列在“印 

巴問題”項下的喀什米爾問題。印度對合法屬於巴基斯 

坦的喀什米爾的侵略正是我所說的推進行動的另一 

步。這應該可以給印度次大陸所有弱小國家一種15吿。 

下次就要輪到它們，逃不掉的。這不是我個人的看法 

或感覺。現在我引證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十九日錫蘭每 

日新聞如下一段：“所有像我們的國家，這個廣大印度 

次大陸的鄰國都不免感覺惶恐，因爲這個强大與迅速 

發展的鄰國探用武力來結束爭辯”。另一錫蘭報紙，錫 

蘭觀察報於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十八日說：

“印度訴諸武力使我們這些較小的鄰國特別 

感覺不安。這使遠較印度弱小的鄰國恐懼印度的 

領袖們因爲影響印度少數民族的問題未能解決， 

一旦忍耐罄盡，就會對他們採取相同的軍事行 

動。”

然而印度的幻想並不限於印度次大陸。多年前，印度 

總理曾作如下的，在我看來是有關而値得提起的聲明： 

“我們取得主權後，我們有意使東非洲成爲印度帝國的

一部分”。我們還必須說，印度政府實施兼併東非入印 

度帝國版圖之意向，行動迅速，一點不慢。

二七 . 於此，似應提出下列幾個問題。請問印度 

政府何故如此急於供給最大的一支軍隊參加在非洲執 

行任務的聯合國軍？請問印度的官兵何故於駐紮地區 

購買農田、種植場及其他地產？請問業已復員的印度 

官兵何故不回印度？我們不要忘記在東非洲及非洲其 

他地點已有近百萬的印度人。我要請非洲國家及人民 

注意這些現象，並有所曾惕，因爲這只是印度在非洲 

實行殖民主義及剝削非洲人民的先聲。這些事實必須 

參照印度對非洲的友誼及對非洲問題過分關切的現象 

予以正確的估評，又可以使我們更了解印度何故在本 

組織及在其他地方以亞非集團的領袖自居。

二八.我敢說印度代表團一定否認所有這些事實 

並將在這個講臺上再耍那一套舊把戯—— 站在上帝和 

我們這些可憐的凡人之間作調停人，又對他國的問題 

向我們提出一些漂亮和無私的忠告。

二九 . 現在讓我說說秘書長報告書其他各章。我 

要提及該報告書所謂“安哥拉的情勢”及關於葡萄牙海 

外領土的“問題”。這些問題，像其他問題一樣，等將 

來有適當時機自然會在其他場合講到。但在這次一般 

辯論時曾有某些代表團提到這些問題，因此本代表團 

似乎也應該提到。

三〇 .我們全都知道我所指的問題曾經分發給三 

個不同的委員會。關於大會設置這些委員會及其非法 

地位兩問題，本代表團業已發表意見並提出堅決的保 

留，因此本人現在不擬重提一遍。但這些委員會在過 

去一年十分活動，因此似宜简略檢討一下它們的工作。 

再者，將來等到整個問題在適當委員會提出辯論時，本 

代表團當然還有話要說。在現階段，本人只想提出一 

兩點意見。

三一 . 大會也許還記得，當初有五人小組委員 

會。4 該委員會尙未提出報告書，因此我們不知它的結 

論是什麼。但我們如果從它以前的報告書〔A /4978  and 

Conr.2〕，得到任何結論，我們無疑會看得出這個委員 

會缺乏客觀態度，立場偏袒，其目的只在討好大多數， 

而不是指出事實的眞相與現實情況。本國政府曾與該 

委員會通力合作，並在任何方面盡量供給充分情報。 

這是以事實爲根據與官方的情報，憑此葡萄牙政府採 

取行政和政策上的決定。但小組委員會忽視並抛棄所

4安哥拉情勢問題小組委員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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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這些資料和情報，專靠道聽途說、來歷不明的情報。 

這是任何負責任的政府所不能接受的。

三二. 然後我們有十七國5特設委員會。它剛剛提 

出完全的報吿書〔A /5 2 3 8〕。本代表画尙未加以硏究， 

但我們曾不斷注意其謎事經過情形，知逭它已經通過 

的各項建議。在特設委員會裏所說的一切及其通過的 

各項決議草案在我們芻來，與K 際情況沒有絲窀關係， 

我們只提關於莫桑比克的決議草案便足爲例。該地平 

靜無事，情況正常，任何方面經常有進展而該決讅草 

案竟仍提到武力歷迫及威脅國際和平與安全。這是十 

分令人氣憤和反脾宵的。對聯合國本身也是一種侮辱。

三三 . 我要順帶提出一點意見。印度代表圈曾投 

票赞成該決讅草案，因此同意所謂在莫桑比克有腿迫 

情事、種族隔離及其他種種。但當葡萄牙政府決定在 

莫桑比克居住的千千萬萬印度人必須離開該省前往印 

度或其他地方，印度政府仍盡力反對。難道印度政府 

願意千千萬萬的印度國民受迫害和種族隔離之苦嗎？ 

若果不願，印度政府自當樂於同意讓他們離境。這就 

說明印度政府要它的國民留在莫桑比克和非洲的其他 

地方，利用他們作第五縱隊來遂行印度把東非和非洲 

其他部分變成印度帝國構成部分的意圖。這又不是我 

個人的幻想；印度報界曾說如果莫桑比克的印度人必 

須離開該省，印度政府當設法讓他們在印度住在一起 

成爲單一的集_ ，將來好有一天回到莫桑比克，在該領 

土住下來實行殖民主義並從窜剝削。例如“印度時報” 

的社論就是這樣說的。由是可見印度在十七國特設委 

員會投票贊成該決議草案，其立場如何可疑，如何虛 

僞。

三四 . 此後我們有所謂七國特設委員會。6 特設 

委員會業已提出其報告書〔A /5 16 0〕，等將來有機會再 

詳細討論。現在我只欲請大會注意該委員會的方法和 

程序及其多數代表的想法和意向。特設委員會違反憲 

章，違反議事規則，違反大會的習惯，竟決定聽取葡 

萄牙海外殖民地“請願人”的意見。請問這是什麼一回 

事 ？關於這一點，我可以提出而且以後一定提出充分 

的證據，現在只想向大會宣讁達里薩蘭出版的“星期日 

新聞”一九六二年五月六日所載新聞一段，文曰：

“委員會（七國）計_留在達里薩蘭至五月二

十日，凡願向其提出書面戬明或口頭證據者應與

5准許殖民地國家及民族獨立S B ' H 施怙形特設委只合o
6葡管領土恃設委僉。

總理辦公廳（外交與國防）M r. G. M. Rutaban- 

zibwa 接洽”。

三五. 任何人都可以前來提出戬明，不管是誰或 

是那一國人。整件事，整套把啟是由一個外國政府最 

高當局的辦公廳組織、編排、指導的。憲章授權大會聽 

取請求陳述意見的請願人，而且只是限於與託管領土 

有關的事，但現在我們竟有被邀請的請願人，被煽動 

的請願人，登報徵求的請願人。這就造成有遠大影響 

和極値得令人注意的先例，此後可以利用來對付有千 

千萬萬流亡海外的許多大大小小的國家了。事H•上，我 

確信這些所謂“請願人”供給了不少特設委員會認爲是 

客觀的和可靠的資料。

三六.現在我要說到特設委員會所用方法的另一 

例。委員會的報吿書有如下一段：

“委員會硏究葡管領土的勞工惜況時，心目中 

一向有國勞組織指派袞贲從詳硏究安哥拉、莫桑 

比克及葡屬幾內亞勞工情況的委員會所提出的報 

告書。”〔A / 5 1 6 0 ,第三四七段。〕

特設委員會報告書又說：

“請願人所供給的情報進一步證赏國勞組織 

所派委員會調查的結果，卽各該領土確有强迫勞 

工情事• 〔同上，第三六七段。〕

三七 . 我們已知道什麼人都可以爲請願人，但上 

靣引證的一段頗有不同的含義，其影響尤爲嚴重。七 

國特設委員會說國勞組織所派的委員會業已詳細硏究 

安哥拉、莫桑比克及葡屬幾內亞勞工情況的一切法律。 

但特設委員會並未說該委員會除硏究法律而外，曾至 

安哥拉及莫桑比克就地詳細調査各該領土的一切勞工 

及社會情況;而且由瑞士、塞內加爾及烏拉圭各派代表 

組成的國勞所派委員會業已擬具一個很長的報告書; 7 

國勞委員會的報告書不僅完全宣告葡萄牙未曾有任何 

强迫勞工的惯例，而且說在兩領土發現非洲最進步的 

若干社會、勞工現象。

三八. 雖有上述種種，特設委員會竟敢在其報告 

書中〔A /5 1 6 0〕一反國勞組織所設委員會的結論，.硬說 

據國勞委員會調查結果，認爲確有强迫勞工情窜。五 

國小組委員會漠視並歪曲本國政府所供給的一切官方

7國際勞工組織，依國際勞工組織組織法笫二十六條爲研 

究迦納政府抗議葡萄牙政府不遂行一九五七年廢止强迪勞工 

公約而設S 的委《舍所撰报佐® ( 第一〇五號），日內瓦，一九 

六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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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事實資料。現在七國委員會歪曲並否認像國勞組織 

那樣有榮® 地位及有威信的機關所得的結論。順帶應 

該一提，國際勞工組織是聯合國最重要的專門機關之

O

三九. 這些委員會的工作方法旣憑偏見、不公平、 

歪曲等態度，又設法掩飾最顯明的現實，請問一個態 

度認眞和有自尊感的政府如何能與它們合作？無論我 

們如何願意和這些委員會合作，但它們使我們無法與 

之合作。還有，如果聯合國系統內各機關開始互相否 

認，彼此矛盾，辑就不知要把我們領到那一方面，而 

世界輿論對這些機關能有什麼信任。

四〇 . 一般辯論的時候，艇次有人提到安哥拉和 

莫桑比克，並批評葡萄牙的政策。我已經硏究過在這 

裏發表的演詞，必須指出對我們的批評是毫無理由的。 

對葡萄牙的批評是爲批評而批評的；但沒有人指出或 

說明爲何這樣批評，或亦無人有意評定葡萄牙政策的 

優點及其思想基礎。因此爲了那些有誠意的人理宜擇 

要說明若干基本要點。

四一.我們堅決認爲世上沒有一個種族天生優於 

或劣於另一種族，因此我們極力反對任何種族優越地 

位或種族隔離行爲。我們堅決認爲所有種族均應共同 

在一處生活，爲全體福利共同和協合作。我們久已認 

爲所有種族、所有民族對全人類的福利均能作有用的 

貢獻，唯有集中全體的力量，纔能求得進步。因此建 

立一個吸收所有種族和民族的文化與精神價値的、團 

結的多種族式社會便是葡萄牙政策的基本特色。

四二. 當我談到一個多種族式社會，心目中並不 

是指不同的種族或人種團體彼此共處相安無事而已； 

我心目中的社會是人人皆有精誠團結之感。所有人種 

團體融會混合在一起的，我們感覺歷史的事實證實這 

種觀點的正確。由多種族形成的國家以往曾爲大國，現 

在也是如此，而那些拒絕和其他民族接觸閉關自守的 

國家就沒有進步，且成爲停滯不變的社會。葡萄牙的政 

策又有另一基本的特徵。這就是我’們確認如果人人在 

法律上平等，如果人人不分種族、膚色、宗敎或社會階 

級在各方面均有平等工作與發展機會，纔能確保人類 

社會的健全發展。這就是說人人有相同的權利和義務。 

現在我們談到葡萄牙政策最重要的一點。這就是人人 

應享有相同的政治權、相同的敎育機會、相同的經濟及 

社會機會。這是任何一個社會全部生活所觸及的所有 

方面，而社會的進步多寡，要用那個領土全體居民充 

分參加其政治敎育、經濟及社會活動的程度來衡量。

Mr. Muhammad Zafrulla ( 巴基斯坦）同任

主席。

四三. 因此，就我們而論，促進及推廣參加社會 

活動，便成爲葡萄牙對其全體海外領土政策的指導原 

則。遵循這些原則又爲這個目的並依我們維護人權不 

作歧視的古老傳統，我們在政治、經濟、敎育與行政方 

面實施了不少革新的措施，以便日後繼績邁進。關於 

這一方面，大會値得知道上星期一在里斯本召開海外 

參政會特別届會，參加者有各省選舉立法議會的全體 

代表及地方選舉的全體衆議員，而這次集會的目的是 

辯論海外組織法的修正。我們並不自稱這是盡善盡美。 

但事實是，在葡萄牙的國族以內，並依據憲章第五十 

五及五十六條，人人地位平等，享有相同的政治與公 

民權利，相同的參政權，在敎育與政治方面有相同的 

上進機會，在法律上和在實際上都是如此。我們雖不 

敢說是盡善盡美，但比起大多數批評我們的人好得多 

了。

四四. 我雖不欲使大會厭煩，但認爲必須向其提 

出若干有關的事實。有些人提到安哥拉和莫桑比克及 

其他領土，把這些地方說成好像是原始的莽叢似的，因 

此現在有把眞實的情形說明的必要。

四五.讓我們看看敎育問題。一 九六二年一月，莫 

桑比克有敎育機構八，六六四所，其中包括初等學校、 

工業、技術及訓練學校與中學。學生人數共約九四〇， 

〇〇〇人。至於安哥拉，同一日期有敎育機構一七，六 

三〇所，學生七一〇，〇〇〇人。因此只在這兩領土， 

全部學生人數就有一，六五〇，〇〇〇人。此外尙有約

三.，〇〇〇名學生在大學肄業。我們認識尙需更多的敎 

育機構，且已擬具擴增的計劃，希望不久就會實施。關 

於敎育問題，我們剛剛採取極重要的一步，這就是在 

安哥拉的首都羅安達及在莫桑比克首都羅倫梭馬幾斯 

設立大學。再說敎育，大會也許想知道下列細節：在 

安哥拉及莫桑比克，就學人數佔人口百分之十七，而 

在非洲其他部分，平均的比例只有百分之十。根據聯 

合國文敎組織的出版物，全非洲只有人口衆多的奈及 

利亞有較安哥拉與莫桑比克更多的初等學校。我在敎 

育方面提到奈及利亞，希望奈及利亞代表不要見怪。但 

所有這些敎育設備都在擴張之中：光是今年，安哥拉 

和莫桑比克合起來，就新成立了初等學校一三八所，中 

學和技術學校二十三所，又新聘敎員六〇〇名。

四六.現在讓我們再看一些關於衞生與福利事務 

方面的數字。在安哥拉與莫桑比克有五個大規模的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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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醫院，九十五個地方醫院，一百六十七個衞生事務 

所，四百二十九個衞生站，三百三十六個管理痲瘋的 

衞生站，兩百個產科醫院，又有爲了控制與治療特種 

疾病的其他機構。

四七. 而敎育、衞生及福利事務方面的擴展是與 

經濟及工業發展並駕齊驅的。供給電力水電壩的建造， 

許多新工業的成立乃至農業的發展—— 凡此種種一直 

在以極快的速度進行。在這一方面，我赀得應當指出 

在安哥拉和在莫桑比克，我們有全非洲設備最良好的 

海港；我們在這兩地有全非洲最高比例的土木建造； 

我們也發現爲每一居民電力生產的百分比比較非洲多 

數領土爲高。最後，在一九六一年內安哥拉的經濟發 

展率是全非洲最高的一個。 •-

四八. 因此非有極大歪曲事實的本領，不能提出 

那些我們在大會有時聽到的所謂事赏。實際上，安哥 

拉與莫燊比克是在非洲領土中最進步的兩個領土，無 

論在那一方面都可以與批評我們最嚴厲的人的本國領 

土比較而無愧。有些人聽這樣說法，也許以爲本代表 

團有偏見。但是我要促請大會注意所有訪問過安哥拉 

與莫桑比克的外國人所提出的證據。關於這一方面， 

大會也許有興趣知道這兩個領土歡迎任何態度公正與 

客觀的人。過去一年來總共有三百個來自全世界各地 

報館的記者前來訪問調查—— 三百個新聞記者，其中 

有些是國際新聞界最重要與最受尊重機構的代表們。 

我唯有希望大會有興趣讀他們的報告。我也希望强調 

一點事實，這就是國際勞工組織曾舉辦關於這兩個領 

土的調查，又如我所指出，世界衞生組織已經完成其 

本身的調查，且聯合國糧食農業組織不久的將來也要 

從事調查。請問任何人如何能够說這些領土不准許自 

由訪問呢？

四九. 我現在要回到發言之初提到的一點，這就 

是在聯合國發生的“信任的危機”，我們並不認爲在事 

實上這是眞正的危機。我們這樣說法是有很多理由的。 

但是在我們看來最重要的原因是不尊重與遵守憲章。 

有些人說憲章應該是活生生的一項文件，永遠要適應 

時代的變化。本代表團對這種甭法並無異議，也許現 

在需要修正憲章。如果是這種情形，那麼我們就要指 

出憲章中需要修正的條款。我們所不能同意的就是隨 

便由簡單的多數表決來修正，其結果就是我們的基本 

法律隨着某一些人的一時高興或利益逐日在改變。這 

樣並不能使憲章變成一項活生生的文件：一項法律唯

有受充分的尊重與遵守並充分發生效力，纔是一項活 

生生的法律。

五〇 . 當我們漠視法律，或者當我們用不合法的 

程序加以修正，我們事實上是在破壊法律；我恐怕這 

正是憲章目前的迺遇。當我們看見容許一些國家利用 

赤裸裸的侵略去解決爭辯，從而破壞憲章第一、第二 

及第三十三條；當國家被容許在其本國領土建立軍事 

基地以便對鄰國的邊界發動攻擊，從而漠視憲章序言 

的文字與精神；當憲章第十一章和第十二章被摒菜然 

後又被解釋成與其文字及精神毫無關係的意義；當第 

十八章完全被忘卻而憲章祇憑简單的多數表決被修 

正，那末我們事實上是在破壞我們的基本法。在這一 

方面，又想到最近採用的一些程序，我不得不說我國 

政府實不瞭解何以有一些國家對於國際法院諮詢意見 

聲明會員國應幫助維持聯合國在剛果的軍隊表示如此 

深切的關壊，而這個大會對於法院的另一項決定實施 

與否毫不關心。這不僅是一項諮詢意見，而是對哥阿 

問題所作有利於本國的一項明確判決。

五一 . 因爲上述種種理由，我們赀得亟應恢復憲 

章的直確原則與哲學。有些人說我們必須依靠世界法 

律努力建立世界和平。本代表團完全同意。但爲達成 

這個目標，我們首先要有一項大家都遵守與尊重的法 

律—— 而且我們必須不能要有雙重的標準。本代表囤 

認爲聯合國不能耽溺於“象牙塔”式的政策，憑口號來 

採取決定，因爲這樣祇能造成混亂的空氣。我們不能 

以一個混亂的世界局面來換取世界和平。這樣一項政 

策恐怕不能成功，而人類可能讓這個旨在維護世界和 

平的組織引導到世界大戰的方向。

五二 . M r. ROSSIDES  (赛普勒斯）：主席先生， 

本人以本代表團的名義，恭質閣下當選這個崇高的職 

位，並充分聯同大會各方，熱烈表示佩服閣下罕有的 

素質與成就。在閣下明智指導之下進行討論，使我們 

感覺非常愉快。

五三 . 我還要感謝上一届會主席Mr_ Mongi 

S l i m ,他的領導使我們的會議順利進行，還要感謝他 

爲了加速大會工作的進行所作種種建設性的提議。

五四.本代表團在這次辯論將不浪費時間重複以 

往多次已經表明的立場。我們的總統，馬卡里奥大主 

敎，於一九六二年六月七日在大會〔第一一〇七次會 

議〕發表辤明時，業已充分說明鸦普勒斯的態度，並重 

中不結盟的一貫與堅定的政策。因此本代表囤發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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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囤將以聯合國的本身以及與和平戰爭這個全面的問 

題有關的若干亊項爲限。

五五.檢討國際情勢一般辯論比較有用的功能是 

評定聯合國的進步與發展，估計它的成就與缺點，以 

便知道如何補救缺點，摘展成就。關於迫切需要一個 

更强大與更有效之聯合國來滿足時代的巨大要求一點 

亦獲得更高的認識，因此這一方面有特別的意義。

五六 . 本代表團認爲聯合國有極大的茁要性，因 

爲我們認爲本組織不僅是世界輿論的中心，而且是維 

護國際安全與和平的有效工具，一切IE大問題發展的 

趨向大部分要以本組織及其本身發展如何爲轉移。

五七 . 特別是在辯論這樣晚的階段，我不願意詳 

細推敲，指出以往的得失，使大會感资厭烦。但是回 

顧去年的屆會，我們發現聯合國在維持和平與提倡自 

由兩方面，以寧靜緩和的方式獲得的成就也不少，雖 

然在表面上並無® ©i烈烈的表現。聯合國本身的危機 

已經渡過了。因爲全體一致選舉宇譚爲代理秘書長， 

秘書長這個職位按照憲章規定的獨立性與國際性賴以 

保存。

五八 . 憑聯合國的努力，這個因內部鬭爭而破碎 

的虛安達現已和平獲得獨立，而布隆提也和平地成爲 

主權的國家。

五九 . 阿爾及利亞問題經雙方同意解決，結果承 

認英勇的阿爾及利亞民族自決與獨立，結束了七年流 

血戰爭。這個解決大致是以大會去年一項決議案爲根 

據。

六〇 . 剛果危機逐漸加深，除了這塊領土有被瓜 

分的危險而外，又威脅國際和平，但是因爲聯合國秸 

極採取行動，結果有效地把它安定下來。我們充分感 

謝代理秘書長在剛果所採取建設性與堅決的行動。我 

們贊成他爲了保存該領土完整所提出的調解計_並支 

持他的經濟制裁提議。

六一 . 關於西伊里安問題，因爲代理秘書長的調 

停行動，聯合國在促成荷蘭及印_尼西亞在聯合國主 

持並實際參加之下彼此同意一項& 道的解決，發揮了 

極大的效力。秘書長憑他的管轄權在聯合國行使暫時 

的行政權，這是非常有意義的。這是連立聯合國行政 

行動道要的一步。

六二.該屆會最重要的特點也許是美國與蘇聯之 

間一致決定關於探測外空的問題充沛着協議的精神。 

這兩國的協議和這個問題本身有關。在這一方面發動

了開明的合作對於造成雙方在其他IE耍問題上彼此信 

任的空氣是一大因素。

六三 . 該屆會其他建設性的成就之中，有一項成 

就也是同樣重要的。這就是發動聯合國發展十年藉以 

柒中力显，解決贫窮、疾病與文肓等問題。另一項成 

就是關於裁軍的原則乃至談判場所的協議；此外又有 

關於Bolzano問題的一致決定，促成了義大利與奧地 

利兩國爲求最後解決的友好的與樂觀的談判。除此之 

外，還有其他的成就。

六四 . 大會一個屆會有這樣的成紹，決不能說少。 

但是成紹還不止此。關於K 施廢除殖民主義宣言，設 

立了十七國特設委員會與其他專設的委員會。這些措 

施的通過是迅速廢除殖民主義秸極的與有決定性的行 

動。

六五 . 本代表團承允支持所有必要的行動，以便 

依患草規定在世界各地充分K 現自決，早日廢除殖民 

主義。

六六. 我們對所有新近獨立並在本屆會加入聯合 

國的國家致敬禮並表示熱烈歡迎。它們在此出席，對 

聯合國將來的艱巨任務一定會有極大的貢獻。這些新 

的會員國全體致力於迚立一個强大的聯合國。它們數 

目的增加一方面證明本組織工作的成紹，另一方面也 

是幫助本組織所急需的發展的一種指望。新國家實現 

獨立愈來愈多，殖民主義就迅速消滅。但新國家的出 

現造成分裂與不平衡的狀態，這對和平的進步卻是一 

種障礙。

六七 . 目前還有一些地區—— 安哥拉、莫桑比克、 

西南非和其他—— 仍哲存在典型的殖民主義，勞而無 

功地想阻止歷史的潮流。這是特別可悲、令人灰心的 

事。自由的風暴現在吹遍全非洲乃至全世界。所有民 

族不久都會在光天化日之下取得其合法地位，在一個 

平衡的國際社會爽享受充分的平等與自由。强大的國 

家及時承認當代的現贺情況與認識必須順應不可避免 

的潮流，這對其本身最有利。它們准許別人獲得自由， 

也就等於本身解脫了阻礙本身進步S 法並影響它們國 

際地位與道義力量的許多不合時宜的觀念。一且擺脫 

了殖民主義的重累，它們就會對世界進步作K 大的貢 

獻。

六八 . 在廢除殖民主義方面，聯合國過去兩年內 

努力實現其中一項目標，也有不少進步；這就是促進 

平等與普及自由。聯合國在社會與經濟進步方面也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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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有生氣地進行全面的努力。但是最要緊的問題還是 

聯合國在達成憲章規定的主要目標—— 建立世界和 

平—— 究竟有多少成就。因爲聯合國的干渉，消除了 

許多國際危機並防止戰爭，這是無可否認的。這些事 

例盡人呰知。雖然用的是一時權宜之計，聯合國卻有 

效地維持了和平。如果聯合國不存在，早就發生戰爭 

與混亂的局面。

六九. 但是聯合國雖然有可觀的成就，然而在防 

止發生戰爭的危險或奠定世界和平方面並無進步。技 

術方面的進步根本改變了戰爭的觀念與國際關係，但 

聯合國未能向前邁進，以應原子時代的種種要求。

七〇 .對於這種必要的進化有不良影響的一個因 

素便是殖民主義設法抵抗自決與改變。殖民主義的影 

響現在迅速地減少。冷戰是另一項因素，而且是眞正 

的絆腳石。冷戰妨礙在聯合國內外的一切合作。

七一.爲消除冷戰不良的影響我們需要一個强大 

的聯合國；但爲了加强聯合國，我們需要消除冷戰的 

影響及其引起的不信任與猜疑。聯合國需要打破這種 

惡性循環，因爲世界的局面潛伏着不可衡量的危險。我 

們在今天不僅受戰爭的迫切威脅，更糟的是這種戰爭 

的破壞性遠較憲章起草人所能想像的爲大。這種戰爭 

的意義不僅是慘不堪言，而且可能絕滅這個星球上的 

一切生命。

七二. 爲準備作戰競相製造核武器，其規模之大 

史無前例，且不斷地在進行中。這些武器的破壞潛力 

達到驚人的程度。我們不懷疑主要核國的領袖們確有 

誠意與決心避免戰爭。但是核戰爆發的大禍，隨時可 

以因爲任何原因、爲軍備競赛無可控制的向前衝力引 

導發生。核國的領袖們雖然一般認識軍備競赛的迫切 

危險與無益，但是無法停止軍備競费。這種情形很明 

確的指出目前混亂與複雜的世界情勢使人無能爲力。

七三.設法達成裁軍協議的努力沒有很大的成功 

希望。多年來屢次長時期的談判並未得到任何結果。在 

日內瓦舉行的新談判所引起的一線希望現在又消失 

了。日內瓦會議雖然在比較有利的新環境召開並得到 

八不結盟國家的稂極參加，又有雙方同意的裁軍原則， 

但是至今仍未有進一步的發展。經過六個月的艱苦談 

判，所討論的許多問題中還沒有一項獲得協議。裁軍 

與和平是可以實現的。但是在冷戰與互相猜忌的空氣 

之下難望實現，又不能希望根據雙方勢力均衡理論的 

各種計劃而得到談判的結果，因爲在這方面雙方的態 

度基本上是不能調和的。

七四. 爲求達成裁軍的協議，首先需耍在奐定國 

際秩序與安全方面合作。在一個無政府狀態的世界，空 

談裁軍是烏托邦的理想。現在首先需要有起碼的世界 

秩序與國際安全。人類進化到了現在的地步，需要調 

整那些不合時宜的觀念，以便適應核時代的現實情 

況。

七五.憑武裝有效保護本國國土的國家安全觀念 

愈來愈不現實。因爲無法防止從地球的另一方放射的 

核導彈在幾分鐘以內毁滅這個國家的國土與其人民， 

這種觀念變成毫無意義。報復力量的制止效果祇可以 

說是臨時應變的方法，由此而生的武裝競赛一步一步 

的引到互相自殺與全體毁滅的路上。以武力爲政策工 

具的觀念已不斷喪失其意義，將來終須放楽。相等的， 

尋求切實的政策的道德考慮越來越重要。今天有效的 

國防只能從共同安全的國際合作求得。這是裁軍的主 

要先決條件。唯有在精神與物質方面加强聯合國，提 

高它的行政權力，使它能够有效地奠定有法律與秩序 

的世界，纔能求得國際安全。

七六.所有小國應該團結它們的力量與道義的影 

響，突破强國之間的信任危機並加强聯合國。我們固 

然知道要姐立一個有秩序的世界並不简眾。這是一條 

漫長與荆棘遍地的路，但唯有走這條路纔有秸極的結 

果。向消極的方向走，無異像在沙漠朝海市蜃樓去摸 

索，永遠達不到目的。聯合國的任何發展都是環境與 

所發生事件造成的，而不是計劃行動的結果。

七七.美國的裁軍計劃固然規定在第一階段最後 

的時期加强聯合國維持國際安全與和平的措施。但這 

些行動需要包括全部裁軍協議而不是先行採取的。我 

們認爲加强聯合國的措施可以單獨採取—— 這就是說 

用不着等待裁軍協議，同時可以立卽採取，以便造成 

有利於裁軍的環境。在秸極行動的領域，世界上主要 

國家的合作可以也應該產生結果。關於如何使聯合國 

强大有效的問題，不結盟國家與小國及大國在這次辯 

論發表聲明，顯示大體上大家可以有協議，這是令人 

興嵆的。

七八. 這一屆會必須是採取決定性行動的届會。 

加强法治的合作是發展聯合國成爲維持世界秩序與和 

平工具的重要方面。

七九. 聯合國的司法部門，卽國際法院的權力與 

效能也應受到考慮。遵守它的判決與裁定本來是在本 

組織以內尊重法治的問題。那些拒絕繳付分攤费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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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國也許應該從這一點看這個問題。因此它們可以 

從新檢討本身的立場，並遨照國際法院提出的諮詢意 

見負其貴任。這樣維持秩序與和平的組織的整個地位 

纔可以鞏固。國際法院法官的國際性乃至首先効忠聯 

合國的態度應該確保他們的世界精神受全球的尊重。 

關於加强法院權力的組織因素，將來可能成爲特別召 

開會議的討論對象，因爲，在全世界鼓勵並加强法治 

是有至高無上的重要性。

八〇 .須要迫切考慮的另一問題是改良聯合國的 

財政能力，使它能够負起一個發展中世界不斷增加的 

工作所引起越來越重的責任。我們認爲愛爾蘭外交部 

長在這一方面所作的提議〔第一一四二次會議〕値得愼 

重考處。

八一. 我們充滿信心地希望由於不繳付分攤費用 

所引起的許多困難將來終會克服，因爲正當聯合國在 

發展的重大關頭如果因會員國不繳付践用，使其財政 

發生危機，那就员的充滿可悲的諷刺意味了。但我們 

仍舊赀得聯合國不應完全倚賴各國政府的繳款。聯合 

國必須有它本身的資源與生存的方法。達到這個目的 

的方法不一而足，並且酋有若干挞案；有些提案主張 

全世界各地人民直接捐助聯合國。這就是憲章開宗明 

義幾句話的具體H 現。

八二.在發展聯合國行政權之意義下有這個執行 

權的問題。聯合國的力量雖然來自各國人民的効忠，但 

本身也需要取得有效支持與執行其決定的方法。由聯 

•合國徵募爲聯合國効命的聯合國和平軍，它將來是國 

際安全力量的基礎，如何建立與有系統發展這個和平 

軍，也需要採取措施。這一支聯合國軍隊首先要直接 

効忠於聯合國，這樣纔可以使這支軍隊純屬國際性，惠 

爲人類服務。

八三. 在這一方面，提到國際公務員行動方面所 

應有的効忠精神，故秘書長哈瑪紹創立國際公務員的 

理論。國際公務員雖然可以有他本身的意見或理想，但 

是憑他的人格完整可以不顧本身的意見或理想，“隨時 

準備專憑國際精神爲本組織服務”。這的確是國際公務 

員所應有甚至必須有的行爲。但我們還要進一步。我 

們资得在這個迅速進步的世界，我們之間需要建立一 

種聯合國的意識。現在應該更進一步對聯合國表示効 

忠，以爲國際公務員行動的規範。這樣就不僅在職守 

上効忠聯合國，而是對聯合國理想的信仰乃至對其宗 

旨的服磨的結果。這樣，國際文官的精神就更能充分 

有效地發揮，並在理想與責任之間得到眞正的調合，而

並不僅是理想與貴任彼此折衷妥協而已。我們相信到 

了現在，効忠全人類的廣大觀念就會成爲現實。

八四. 全世界人民在核戰毁滅威脅之下，逐漸意 

識到共同的命運，共同關心於生存的需要，由是發揚 

世界一家的精神及對聯合國的忠心。

八五.關於如何發展聯合國在本屆會需要討論的 

一個問題，是增加安全理事會及經濟暨社會理事會會 

員國數目，使聯合國會員國數目增加本身在兩理事會 

的組成方面可以顯出有更公平的地域分配。在這一方 

面需要修改憲章。我們希望安全理事會的常任理事國 

對於這個問題會有協議。

八六 . 我們全都知道爲了發展聯合國，需要修改 

憲章。但是聯合國在許多方面能够大大地演化發展並 

經由大會的行動取得增加的權力。

八七. 大會爲聯合國的最高機構，依憲章有權過 

問國際安全與和平問題。大會在以往曾行使這項權力 

並有效地應付威脅世界和平的情勢。組織並派逍聯合 

國緊急軍到發生騷亂的區域便是一例。

八八. 在憲章序言所定聯合國目標的範圍內，及 

在憲章條款所定的宗旨與原則範圍內，大會從實際的 

適用上可以增加聯合國的行政權。如此，修正憲章所 

牽涉的種種累贅的程序乃至或者不能克服的困難在若 

干情形下也許可以解決。

八九. 凱爾遜關於聯合國法律的論著，其緖言明 

顯地指出：

“ ---------個社會—— 無論是國家或國際社

會—— 的法律，特別是它的組織法或制憲條約,不 

僅可以憑法律本身爲此目的而規定的程序正式修 

正。該法也可以憑實際的適用加以變更，這種適 

用是根據與法律的明文規定大致相合的解釋，但 

與起草人可得而知的原意不相符合。如果施行修 

正程序太困難或不可能的時候，這就是變更法律 

以適應環境變遷的方法”。8

國際法院法官A lvarez於一九四七年就聯合國憲章第 

四條發表諮詢意見時也表示同樣見解。9

8 Hans  K e l s e n ,聯合國法律的S 近趨向(紐約，Freder-  
ick A. P r a e g e r出版社，一九五一年），笫九一一頁。、

9 關於准許申請國加入聯合國問題( 遨章第四條），一九四 

七年十二月十二日命令；一九四七年國際法院報吿書，笫六十 

七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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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〇 .但是聯合國的充分發展不止是決定和程序 

的問題。它的發展與人類的道德演變密切有關。它的 

發展有賴於聯合國能否遵從國際道德的空前的、更高 

的標準，這些標準是目前各國與人民因爲科學進步與 

核戰毁滅威脅而要求的。人類的命運決定於是否能够 

達到這些標準。但是，世界人民愈來愈認識到需要通 

過聯合國來建立世界秩序，這是令人樂觀的現象。

九一 . 在結束發言以前，我要談到核試驗的問題。 

在大會當前所有項目中，我們在本届會必須明確處理 

的問題就是核試驗競赛的繼績進行。我們全都知道這 

是對人類生命的嚴重威脅，不僅因爲這種試驗改良和 

增加核武器的毁滅力量以便準備戰爭，並且因爲它增 

加輻射i 度，對人類的生命與健康造成不可估計的損 

害。根據專家的預測，由於已經在大氣層舉行核爆試驗 

的結果，數十萬人會因血癌乃至其他各種癌症而慘死。 

因此這些試驗一定會造成數萬的死亡，至於尙未舉行 

的試驗所引起的後果尙未計算在內。對於遗傳的傷害 

更屬惡劣，因爲它不僅影響這一代，並且影響人類今後 

的世世代代。

九二 . 這個問題深深地困擾全世界人民。因此就 

禁止試驗而舉行的長久談判一直未有結果是很可憾 

的。然而與普遍徹底裁軍的協議有所不同，關於禁止 

試驗的協議現在似乎易於達成。八個不結盟國家於一 

九六二年四月十六日向日內瓦十八國裁軍委員會提出 

一項備忘錄，其中的提案1(1很可以作爲這個協議的基 

礎—— 特別是因爲雙方的距離已經大爲縮小，他們關 

於禁止在大氣、在水中與在外空試驗的問題現已瀕協 

議，或應該迫近協議了；關於這三方面，美國與聯合 

王國已不再堅持久已成爲妨礙協議的國際檢查與管 

制。此外，蘇聯外交部長葛羅米柯先生在大會〔第一 

一二七次會議〕聲明，在締訂最後條約之前如果對停 

止地下試驗彼此同意若干條件，蘇聯亦將同意另行簽 

訂一項這樣的條約。

九三 . 儘管雙方已經如此迫近，我們這個時候看 

見核試驗競赛更加速進行。過去幾天內雙方都曾進行 

核爆試驗。試驗競赛的加速進行違反核國家所聲明應 

該禁止試驗的意向。這似乎是直接違反憑日內瓦談判 

造成協議的意思。這是使全世界人民悲觀的。看來好 

像核國家事實上還未決定放棄軍備競赛而這正是造成 

目前僵局的理由。

10裁軍委員會正式紀錄，一九六一年一月一日至一九六二 

年十二月補編，文件D C / 2 0 3 ,附件一，J 節。

九四 . 因此，像出席日內瓦會議的印度代表最近 

在第一委員會所說，這個問題現在主要是政治的問題。 

這樣一來，關於禁止核爆試驗的協議就不是日內瓦會 

議這階層所能爲力的了。爲了根本解決這個問題需要 

在核國領袖們的階府採取政治性的決定。不過如要在 

這個禁止試驗的問題上獲得協議，湣來不僅宜於而且 

必須召開特別的高峯會議去決定這個嚴重的問題，因 

爲這個問題的解決已不苒能躭擱了。據傳赫魯曉夫總 

理兩個月以後將到這裏訪問。這就是召開高峯會議的 

良好機會，在那個會議裏對禁止核試可能得到結果。在 

這一方面的成功對於造成更良好的空氣乃至促成其他 

國際問題的協議也有重大的影響。如我所說，雙方對 

於在大氣、在水中與在外空取締核試並無很大的距離。 

因此，在這三個方面應該可以取得協議並簽訂一項條 

約。

九五 . 同時，可以來個臨時辦法設立一個國際科 

學家委員會，負責用一切可能的方法查核可疑的地震 

事件，並取得發生地震的所在地當事國的合作並獲得 

其准許進行就地檢查。該委員會在工作上將有權使用 

國內辨明或偵察站並要求疑有地篇的所在地當事國合 

作。爲查核起見，當事國或須對就地檢査給予許可。此 

項許可不能無理不給予。再考，臨時辦法可以規定：如 

果由於當事國拒絕准許檢查以致有兩次或不止兩次可 

疑的地震事件無從辨明，則此項拒絕就可認爲是一項 

因素，據以證明地震事件是核爆試驗所引起的。

九六 . 遇到這種情形，其他當事國可以自由停止 

或要求檢討關於地下試驗的臨時辦法。對於這種或相 

類的辦法求得協議可能是行得通的。這不過是臨時的 

辦法。從切實運用此項辦法所得的經驗可能有助於斷 

定是否在事實上需要就地檢查以便查核地® 事件。至 

於遇到具體的情況，當事國是否可能同意准許就地檢 

查也可以由此知道，這是和事先一般同意准許在任何 

地點進行檢査有所不同。這種經驗可能有助於促成關 

於地下試驗條約的簽訂。此外，這些經驗也可能供給 

雙方一個機會證明他們具有誠意，這種誠意，在某種 

意義上，至少能够消除長久阻挽謀求裁軍協定的一切 

努力的一些過分恐懼與猜忌。

九七 . 我們很虛心的提出這些意見，希望對於促 

進禁止一切核試驗有所寫助。這個問題是全體國家與 

人民最爲關心的，我們相信核國家本身的人民也不例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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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八.本代表團懇切希望在大會本届會中核國家 

對停止所有試驗的問題狻得協議。關於這個問題應該 

及時向大會提出，以便失敗時，大會能够在本年結束 

之前審議並通過進一步的緊急措施。

九九.本屆會在核爆試驗競賽進行如火如荼的時 

候開會，面對這種危險的情勢和面對地球上生命的環 

境所受到的日益增加的威脅，職責所在，萬萬不能袖 

手旁觀。如關於禁止試驗未能達成協議，大會就有迫 

切的責任用其所有的影響力與道義力量制止核試驗之 

害繼續蔓延。

一〇〇 . 因此大會必須考慮適當的措施，包括通 

過一項決議案譴責核爆試驗爲危害人類的罪行並限期 

予以取締。

一〇一 . 核試驗使地球的環境受到放射性汚染， 

這侵害人類的基本生命權。這是對全人類的侵略。因 

爲這樣核爆試驗破壞憲章並違背國際法。這是一種新 

的與史無先例的戰爭，而這個戰爭不是核國之間的戰 

爭，而是核國同時聯合起來對人類的戰爭。人類爲保 

衞自身起見必須在聯合國內外大聲疾呼，提出抗議，充 

分表示其求生存的意志。

一〇二.在這個嚴重的關頭全世界人民以焦灼的 

心情集中注意大會的進行。人類這一代與未來世世代 

代的生存大致仰賴大會的決定與行動。

一〇三 . ±席 ：現在一般辯論發言人名單已經 

結束。但是我接到若干關於行使答辯權的請求。有些 

請求是與今天下午某一篇演講有關，也有與以往發表 

的演講有關。我覺得最好的方法莫如先請那些要求對 

今曰下午發言行使答辯權的人首先發言。如果對這個 

程序沒有異議，我就請印度代表發言。

一〇四.除關於今日下午發言有人要求行使答辯 

權而外，我還接到三項請求—— 巴基斯坦、索馬利亞與 

印度尼西亞代表團請求一 -對以往的發言行使答辯 

權。關於巴基斯坦的請求，我得到消息由於一般辯論 

的進行已到了末了階段，再加上互相答辯已費了不少 

時間，巴基斯坦代表團將不要求在這個講臺上行使答 

辯權，將以其書面的答辯分送大會各位代表。

一〇五 . 我非常急於今晚結束一般辯論，卽使稍 

微拖延一些時間亦無不可，但仍希望不要太晚。人人 

旣盡了極大的力量使會議準時開始，則在大家所接受 

的結束會議的時間以後再拖延太長總是不公平的。

一〇六 . 因爲如此，我將按剛纔說的次序請急於 

行使答辯權的代表團發言。但我提議：以後如還有請 

求行使答辯權的代表則請他們用書面聲明分發給大會 

各位代表。同時我不阻止任何堅持答辯的代表團在講 

臺上行使答辯權。

一〇七 . 現在請印度代表行使答辯權。

一〇八 . Mr.  CHAKRAVARTY  ( 印度）：我將 

力求簡略。葡萄牙代表亂憑他的想像顚倒是非，實在不 

値一答。錫蘭代表去年在安全理事會已經明朗地表示 

歡迎結束在印度某一部分領土的外國殖民統治，而葡 

萄牙外交部長竟然提到錫蘭若干報紙的記載，實在令 

人驚奇。他想中傷印度與非洲的關係的企圖是非常可 

憐的。非洲一定知道葡萄牙是什麼，用不着我來開導 

非洲人民。如果不是葡萄牙本身一貫地破壞憲章引起 

這樣悲慘的後果，葡萄牙抗議印度不尊重與不實行憲 

章，誠足令人發噱。

一〇九 . Mr.  A C H K A R (幾內亞）：葡管各領土 

問題特設委員會訪問非洲的時期本人適代理主席。本 

人以這個資格認爲義應發言。對葡萄牙外交部長今天 

下午發表的若千聲明不能不作答覆，因此我先要正式 

糾正他所說的若干點，. 等到將來那個主管委員會有機 

會再徹底硏究葡管殖民地可悲¥ 命運。

一一〇 .葡萄牙外交部長引達里薩蘭某報來證明 

他的說法，卽特設七人委員會隨便邀請任何人前來發 

表聲明〔見上文第三十四段〕。特設七人委員會的會議 

紀錄隨時可以用來反駁此說，因此用不着我來討論這 

一點。但是我要請大會注意葡萄牙外交部長的聲明： 

他說葡萄牙之不肯合作，特設委員會應尸其咎。我們 

要指出葡萄牙外交部長根本就沒有提到特設委員會的 

一切努力，特別是歷次寫給他的信，這些信從來沒有 

得到圓滿的答覆。

 . 譲我們順帶提出葡萄牙雖然說其殖民地

沒有種族隔離的現象，但是我們不得不聲明在該地的 

經濟隔離產生比任何隔離更惡劣的種族隔離。如果像 

葡萄牙外交部長所說這是他的國家對人類進步的貢 

獻，我們祇能再三指出經過了五百年後，葡萄牙的殖 

民地遠較多數非洲國家落後。

一一二.在結束發言之前我要說今天下午我們看 

到在我們看來是一件悲劇，因爲我們本來希望葡萄牙 

外交部長鑒於所有前殖民地領土特別是非洲的目前情 

況會在我們這次辯論中有一番新的見解。不幸，他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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苒一次的只爲種族同化而辯護，雖然這種同化論業經 

所有非洲人民拒絕並且在這個會議廳裏表示得最徹 

底。

一一三.我們在這衷都親眼沿見殖民國家對某一 

類國家表示的敬意，這些國家曾經有過葡萄牙今天徒 

然想强迫其殖民地接受那種過程的經驗。當然，這衷 

的衝突不是特設七人委員會與葡萄牙政府之間的衝 

突。這是葡萄牙政府和在非洲與其他地點受其歷迫人 

民之間的衝突。說得具體一點，葡萄牙外交部長實可 

不必異想天開地把特設委員會說成了這種情形。他向 

我們引證的幾段是從一份完整的報告書〔A /5 1 6 0〕斷 

章取義地抽出來的，而這一份報吿書是大會全體代表 

們可以甭得到的。

一一四 . Mrs. SU PEN I (印度尼西亞）：在這樣 

晚的時候，印度尼西亞代表囤確實無意延長一般辯論， 

因爲辯論已經佔去不少我們的有限的齊貴時間了。但 

是，某些代表囤就印度尼西亞與荷蘭關於西伊里安的 

協定所發表的聲明使我們不得不行使答辯的權利。我 

們所以等候辯論結束以便一次答覆所有這些代表團並 

因此可以盡量節省時間。

一一五. 印度尼西亞代表囤對寒內加爾、喀麥隆、 

奈及爾、馬達加斯加、中非共和國、剛果（布拉薩市）及 

上伏塔代表們所發表的聲明表示逍憾。當然，我們並 

不反對這些代表函和我們採取不同的意見，但是我們 

鄭重地認爲這七個代表團的意見反映它們對西伊里安 

問題所牽渉的眞正論點有所誤解。

一一六.印度尼西亞以往對這個問題已常爲詳細 

說明，因此我不願在此重提本案的全部事實。然而，爲 

了顧全在大會裏國際了解的精神起見，我願意在答覆 

個別代表囤時說明若干點。

一一七.現在我要提到某一些代表團的個別聲 

明。寒內加爾代表說到印度尼西亞、荷蘭的協定曾用過 

“一個國家要求另一國家的領土”等語。多數會員國聽 

到這一種意見一定是相當詫異。現在來請湛內加爾代 

表硏究印度尼西亞代表圑和其他許多代表團在以往八 

年來曾提出過的所有各點以便對西伊里安問題有明白 

的認識，未免不公平。我祇要指出寒內加爾代表Mr. 

T h ia m 在去年一般辯論時所發表的演說。M r. Thiam  

對阿爾及利亞問題說明他本國的態度時晳有如下的 

話：

“一個殖民地自獲得獨立的時候起，其行使 

新主權的區域應包括前殖民時代主權所及範圍。” 

〔第一〇一二次會議，第四十四段。〕

M r. Thiam  又說：

“ • ■•當我們談到阿爾及利亞領土完整的時 

候，這顯然是指管理當局所規定與劃分的領土範 

圍而言”〔同前〕。

單憑這些話就可以明白了解對西伊里安協定決不能以 

“一個國家要求另一國家的領土”這樣的話來解釋。

一一八. 其次，中非共和國說印度尼西亞是另一 

殖民國家。當我_ 到這些話我软說我和大會許多其他 

代表都感覺驚異。我們剛纔對塞內加爾的答覆也足以 

回答這種說法。我們已經一再根本的聲明印度尼西亞 

從來未要求過另一領土。我們這個共和國建國的歷史 

雖然很淺，但已足證明我們一向反抗任何形式的殖民 

主義與帝國主義。我們的獨立是憑尖銳的鬭爭取得的， 

因此我們對於仍舊與殖民主義鬭爭的所有國家都予以 

充分的支持。

一一九. 我們非但從未提出過任何領土的要求， 

且要根本聲明將來也絕對無意如此要求。例如我們對 

帝汶島目前在葡萄牙統治下的另一部分並未提出要 

求，雖然這個領土的人民是和我們同種的。

一二〇..一個前殖民地稱另一個前殖民地爲殖民 

國家是對全體亞非新興國家的侮辱，因爲這些國家和 

殖民主義鬭爭都有相同的基本原則與相同的歷史。

一二一. 上伏塔代表曾發言C第一一五三次會 

議〕，認爲西伊里安協定沒有效力。我祇要指出這好像 

只是他一個人的意見。但是他也說巴布亞人不是印度 

尼西亞人。關於這一點，我不得不一再說明一 -希望 

大會原諒我再三提出以往時常提出過的事實一一這就 

是：印度尼西亞共和國是擁有三千多個島嶼，全體人口 

超過九千七百萬的國家，必然地由許多不同的民族構 

成。以國家爲一個單獨的民族所組成，這定義已經無 

效，事實上久已作廢。上伏塔代表又說印度尼西亞背 

叛了萬隆宣音的原則。我不得不承認我不了解此說的 

邏輯。我懷疑上伏塔代表是否眞正了解萬隆宣言十項 

原則的眞正精神，而對此項宣言本國曾有貢獻。此外， 

他也許不知道一九五五年在萬隆舉行的亞非國家會議 

一致支持印度尼西亞對西伊里安問題的立場。所有曾 

經參加這個具有歷史性會議的國家，最近在大會投票 

重行確認它們對西伊ffi安協定的意見〔第一一二七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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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這就令人想到究竟那一國家眞在背叛萬隆宣言 

的原則。我確信萬隆會議的參加國對於上伏塔代表對 

印度尼西亞的無稽控吿都看得很重。這種控告令我們 

感覺沉痛多於氣憤。

一二二. 印度尼西亞政府知道這些代表團之所以 

懷着疑懼是因爲有些企圖阻礙西伊里安問題和平解決 

的人竭力宣傳的結果。這些從該領土來的人被派往各 

地到處呼龥支持他們分離的主張。他們自命代表所謂 

“西伊里安人民”，而實際上他們所代表的是與西伊里 

安人民毫無關係的若干勢力。因此爲了客觀的立場，我 

以敬重的態度請這七個代表團設法看一看問題的另一 

面。關於這一方面，我要引西伊里安國民大會代表團 

的團長M r. Herman W a jo i所說的一些話，來使他們 

明瞭眞象。這個大會如M r. Herman W a jo i所指出是 

在西伊里安舉行、其目的在重新團結西伊里安的人民、 

因爲以往從來沒有過這種人民的大會。這個大會，據 

M r. W ajo i說，包括如下各派的代表：繼續親荷蘭的 

一派，親印度尼西亞的一派和走中間路線的一派。因 

此我現在向大會讀的一段係一位作爲大會主席代表各 

色各樣意見的人所說的。M r. W a jo i訪問東爪哇蘇拉 

巴雅的時候他在十月十二日舉行記者招待會時說:“現 

在沒有理由害怕我們是荷蘭的傀儡了。我們不是任何 

人的傀儡。我們是西伊里安出生的人。我們和你們是 

同屬印度尼西亞國的一份子。” M r. W a jo i的聲明可 

以作爲對這些代表團所表示疑懼的答覆。

一二三. Mr .  ISSA  (索馬利亞）：當我在上星期 

五關於衣索比亞繼績佔領索馬利領土和對索馬利共和 

國採取敵視政策發表聲明〔第一一五一次會議〕的時 

候，衣索比亞外交部長立卽表示相當激動的反應。我無 

意對衣索比亞代表所說的話詳細評論，因爲他對於我 

所說的任何一點都未能提供令人滿意的答覆。但是他 

的答覆中有若干點是不能漠視的，因爲他的用意是在 

歪曲事實並擾亂世界的視聽。衣索比亞外交部長提出 

答覆之初要我們對右列三項問題提出答案：（一)衣索 

比亞何故單單對這個年輕的索馬利共和國給予“最不 

惠國”待遇；（二)索馬利亞是否忘記衣索比亞十年多來 

不斷地替索馬利亞人民爭取加入自由與獨立國家集團 

的權利；（三)衣索比亞旣然像他所說有功於索馬利共 

和國的誕生，那末爲了什麽原故衣索比亞現在竟爲索 

馬利亞共和國掘墳墓。

一二四. 衣索比亞代表要我們答覆令我驚奇，因 

爲他所要的答覆很容易在索馬利亞政府一九四六年八

月十三日向第二次世界大戰在巴黎舉行的和會致送的 

備忘錄中求得。這個現在列入聯合國某一文件的備忘 

錄，其中有衣索比亞對索馬利蘭全部領土的荒謬要求。 

現在讓我引該備忘錄的兩段爲證。這本身已經足够答 

覆衣索比亞外交部長所提出的三點問題。第一段是這 

樣說的：

“衣索比亞目前的邊界使它完全與海洋隔絕。 

這個國家的全部出口質易，必須通過受外國管制 

的海港，然後纔能達到外面世界的市場。這種不 

公平的形勢使衣索比亞的全部進出口質易受到重 

大的懲罰，又使它的質易完全爲外國政府所左右， 

而這些政府可以令衣索比亞的贸易服從它們本國 

的利益。如果這些海港是受鄰國政府控制，其產 

品與衣索比亞的產品競爭，那末特別可能發生這 

種情形。”〔A /C .1 /W .8，11第十九頁。〕

同一衣索比亞文件也有如下的一段：

“衣索比亞不僅有資格管理厄里特利亞與索 

馬利蘭，因爲這些國家的居民和我們是屬於同一 

種族的，而且衣索比亞充分準備負起管理的所有

責任。
“

“此外，衣索比亞與厄里特利亞的經濟彼此的 

關係如此密切使得厄里特利亞的繁榮依靠衣索比 

亞的繁榮，而後者的繁榮則有賴於厄里特利亞的 

歸還，以便取得通海的便利。相同的理由也適用於 

衣索比亞與索馬利蘭之間的關係。 同前，第十四 

頁。〕

讓我再說一遍，上面這兩段是來自正式的衣索比亞備 

忘錄，我敢說其中的內容衣索比亞外交部長是不能反 

駁的。

一二五. 我要舉關於衣索比亞皇家政府對索馬利 

亞提出領土要求的另一例。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大會 

最後決定〔決議案二八九（IV)〕索馬利亞經過由聯合 

國監督的託管管理十年以後應在一九六〇年成爲一個 

獨立國。此項違反衣索比亞希望的決定立卽引起衣索 

比亞皇帝的抗議。他致電當時聯合國秘書長賴伊，重 

新提出衣索比亞對索馬利亞蜜無根據的要求。

一二六. 衣索比亞向巴黎和會提出的備忘錄與皇 

帝致聯合國秘書長的電報並不是衣索比亞決心侵略索 

馬利亞共和國領土最早的表現。遠於一九四一年，當

11大舍笫三屆會，一九四八年十月三十日油印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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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計劃回到衣索比亞的時候，他就安排由英國皇家 

空軍在厄里特利亞與索馬利蘭的上空投下傳單，其中 

對這兩國的人民聲明他要使他們回到所謂衣索比亞的 

祖國來。

一二七. 我剛纔所引的這些事實是無可駁辯的， 

也不能够支持衣索比亞常常表示的態度，卽它一向大 

力支持索馬利亞的自由與獨立。

一二八. 此外，我剛纔所說的情形毫無疑問地證 

明衣索比亞政府久已存有不僅完全控制厄里特利亞並 

且也想完全控制索馬利亞的野心。它們覬覦索馬利領 

土在最近數月來已經這樣公開與積極，現在成了本國 

的嚴重顧慮。因爲衣索比亞歸併厄里特利亞的全部已 

鼓勵它對索馬利共和國更積極地實行擴張領土的政 

策，因此這種情形更令人不安。

一二九. 現在用不着我來强調本國政府將採取一 

切必要的措施保衞其領土的完整與其人民的利益。在 

這一方面，自從這個有自尊心的厄里特利亞國不幸爲 

阿的斯阿貝巴政府所佔領成爲它的一省以後，我們將 

加强反抗衣索比亞的壓力。當然，聯合國對於這個義 

大利前非洲屬地所存在的不幸事態應在道義上和在物 

質上負責，這仍是可悲的事實。

一三〇 .除了剛纔我所說衣索比亞企圖歸併索馬 

利亞而外，衣索比亞政府對索馬利領土的統一不斷地 

發動極其兇惡的宣傳運動。我們當中有人硏究過索馬 

利、衣索比亞問題的都知道當衣索比亞政府於一九六 

〇月四月得到關於美國政府決定於一九六〇年六月准 

許索馬利蘭被保護國獨立的消息，它的報界和無線電 

廣播表示敵意。我們當中有許多人也知道英國宣佈那 

個被保護國與索馬利亞託管領土在該年七月將合併起 

來受一個單獨的索馬利政府管理，衣索比亞的宣傳更 

變本加厲。正如本人上星期五在大會發表聲明時〔第 

一一五一次會議〕指出:這種惡毒的衣索比亞宣傳不斷 

地在積極進行，到了現在達到空前的緊張程度。

一三一. 衣索比亞反對的理由是容易看得出的。 

衣索比亞很失望地知道這種聯合是爲了和平統一全體 

曾受殖民束縛的索馬利領土的重要的第一步。衣索比 

亞政府也知道手上旣然掌握這許多索馬利的領土，又 

因爲當地居民急於爭取自由並要求與索馬利共和國合 

併，因此延長其强暴統治的唯一希望就是在尙受殖民 

統治的其餘索馬利領土採取更殘酷的行政措施與禁止 

自由運動。

一三二. 這就完全說明衣索比亞何故如此積極反 

對肯尼亞北省與法屬索馬利蘭的索馬利居民要求迅速 

實現獨立並與在索馬利共和國的同胞們重新團結起 

來。這兩國的索馬利人民一且獲得解放，衣索比亞政 

府認識這個結果對於在受其統治的索馬利亞人民會發 

生巨大的影響，卽使衣索比亞以其具有新式武器乃至 

外國軍事協助與顧問的大軍也不能使這些人民繼續受 

其支配了。

一三三. 我至今所說的種種事實無助於衣索比亞 

自己所標榜的反殖民政策；這些事實對於它的汎非洲 

主義觀念也沒有好的影響。若考慮到衣索比亞對受其 

管轄的人民所加的令人難堪的條件，又考慮到它對其 

非洲鄰國所懷侵略意圖，我們認爲衣索比亞關於汎非 

洲主義與非洲團結乃至親愛精誠種種鄭重的表示不過 

是空洞的話與a 惠而已。

一三四. 我雖然不期望衣索比亞代表對本國說任 

何好話，但是他竟然如此輕蔑地談論該領土實在是不 

幸。殖民國家的慣用伎倆就是用一些像“貧瘠土壤”一 

類具有侮蔑性的名詞來說明它們所詭謀呑併的領土或 

人民，憑此來歪曲事實或者掩飾它們的活動。

一三五. 但是我很高興他促請大家注意在其南面 

的所謂貧瘠土壤，因爲正是由於其地理上的特徵，使得 

有史以來把統治的阿姆哈拉部落限於他們的山頭堡壘 

並且阻止他們侵入索馬利人聚居的低地。

一三六. 我完全同意Mr. Y ifru的說法，卽衣索比 

亞是一個豐裕與蘊藏着富源的國家。但是最不幸的是 

他的政府至今還沒有採取行動來發展與開發天然富源 

以利其本國居民。

一三七. 我必須根本否認衣索比亞外交部長所作 

的控吿，卽索馬利政府曾遣派僞裝游牧人民的全副武 

装突擊隊進入衣索比亞領土向衣索比亞邊界巡邏隊發 

動攻擊並破壞衣索比亞人民的財產。衣索比亞人捏造 

這種謠言以便洗脫他們本身對無辜索馬利人民所犯的 

暴行。關於衣索比亞如何對待索馬利游牧人民的公平 

報導可以看從前英國聯絡組織在一九五五年至一九六 

〇年期間於保留區和哈烏特執行任務時所存的紀錄。

一三八. 當時衣索比亞壓迫索馬利游牧人民的方 

式今天成了他們迫害政策的根據。全世界知道衣索比 

亞軍隊在一九六〇年八月毀滅艾西亞城及其居民的野 

蠻行爲。全世界也知道在數月之後衣索比亞人殘酷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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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劫丹諾村並且許多人都知道殺人不眨眼與醉酒的衣 

索比亞部隊於一九六一年屠殺德加布爾城大批索馬利 

居民的事。

一三九. 這種種迫害的行爲幕後有一定的政策， 

這就是衣索比亞當局威逼游牧人民，企圖阻止他們進 

到牧區去。衣索比亞當局空想要索馬利人民在其殖民 

統治下生活不受吹遍全非洲的“改變之風”的影響，所 

以纔採取這些措施，但是這種風將來總有一天達到它 

們。

一四〇 .關於衣索比亞代表說到他的政府對索馬 

利共和國的政策，我發現有兩點是不可調和的。他一方 

面恐嚇居民說他們將來要吃“苦頭”，在另一方面又鄭 

重聲明索馬利亞勿須恐懼衣索比亞有任何方式的侵 

略。在過去兩年來衣索比亞當局恐嚇索馬利的游牧人 

民，說要取消他們進入哈烏特區及保留區放牧的傳統 

權利，故使他們經常於緊張的空氣中生活：這是衣索 

比亞宣傅的要點之一。我必須在此特爲聲明：衣索比 

亞當局對索馬利游牧人民按季節出入傳統的牧區如加 

以任何干涉，可能會引起最嚴重與遠大的影響。

一四一. 衣索比亞自稱支持非洲遵照民族自覺原 

則求解放，我覺得在這個階段必須說幾句話。這一項 

全世界接受的原則本來是全體非洲新獨立國家生存所 

槃的原則，現在竟被衣索比亞政府爲了本身狹隘的特 

殊利益隨意作新的解釋。Mr. Y if n i告訴我們如果適 

用此項原則實行分化現有國家不論是殖民國家或其他 

國家，則衣索比亞斷不能接受其適用。這個條件顯然 

是用來保障它本身不穏的立場。本代表團固然不反駁 

他的主張，卽在一個多種族的社會仍舊可以有多態的 

統一，但是我們認爲如果把不同的種族份子勉强牽合 

而沒有一般的同意，所謂統一的理由就沒有根據了。如 

果取不到同意，那末這種立場就與殖民主義沒有分別 

了。

一四二. 若把這論點繼續引伸，本代表團有充分 

的證據證明在受衣索比亞佔領的索馬利領土索馬利人 

民從來未曾同意受衣索比亞政權的統治。只是自從一 

九四八年下半年以後衣索比亞政府纔能够在這個區域 

行使有效的行政控制，而這是憑大批軍隊的力量纔成 

功的。這些人民萬衆一心反對受衣索比亞人的統治。

一四三. 我現在要求衣索比亞政府讓在這個爲爭 

辯對象的區域居住的索馬利人民享受決定其本身前途 

的權利。殖民地國家准許前英屬與義屬索馬利蘭的人

民享受此項權利，並且曾經向英國與法國要求准許肯 

亞北省與法屣索馬利蘭的居民享受同樣的權利。我們 

不能也不會只是因爲它是非洲國家而把衣索比亞的情 

形視爲例外。我在此附加一句：衣索比亞代表所提出 

種種微妙與不能令人信服的理由將不會絲毫改變我國 

的決心並且我國將重新努力繼績追求它合法的目標。

一四四. 衣索比亞外交部長酋說索馬利共和國堅 

持在衣索比亞統治下的索馬利領土適用民族自決原則 

會引起部落主義的復興，違反一個“民族國家”的現代 

觀念。這些話是毫無根據的而且只是爲了蒙蔽世界輿 

論認識事實的眞相而說的。索馬利人民不是一個部落 

而是六百多萬人民構成具有獨特的相同本質的一個民 

族。歐洲與衣索比亞帝國主義侵入它們的國家以前，索 

馬利人民共同在一個廣大的地區過單獨的社會團體生 

活。索馬利共和國遵從索馬利人民的希望現在不過想 

把衣索比亞所分割的重新聯合起來而已。

一四五. 衣索比亞外交部長在十月七日表發聳人 

聽聞的消息，說有千千萬萬的索馬利國民—— 我要再 

說一遍，千千萬萬的索馬利國民—— 步行進入衣索比 

亞强烈地表示和該國歸併。這個消息使我驚奇不止。 

我也注意到衣索比亞外交部長其後所作的提議，卽衣 

索比亞也許應該請求在索馬利共和國實行民族自決。 

關於要求和衣索比亞歸併這一項驚人的報導我將不加 

任何批評，但要指出衣索比亞爲了誤引世界輿論對“非 

洲之角”情況的認識，至今所作的宣傳沒有更天眞與更 

不正確的了。

一四六. 本代表團更爲注意的是衣索比亞提議應 

該在索馬利共和國內准許實行民族自決一點。現在我 

有充分的權力向衣索比亞政府提出如下提議：索馬利 

政府充分準備接受一個聯合國特派團前往索馬利共和 

國就地査明當地的人民是否願意和衣索比亞歸併。如 

果他們表決與衣索比亞歸併，本國政府將順從多數索 

馬利人民的意願。我祇要附具一項條件，這就是衣索 

比亞政府也同樣地准許這個獨立的聯合國特派團訪問 

衣索比亞管理下的所有索馬利領土並讓該委員會舉辦 

全民表決，藉以査明它們是否願意歸併於索馬利共和 

國。如果當地居民表決贊成歸併於索馬利共和國，那末 

衣索比亞也必須準備放棄這些領土讓它們回歸母國。

一四七. 我作這個提議的確是很認眞的，並且假 

定衣索比亞外交部長也一樣認眞，因爲他演說時旣曾 

提到這個問題，他顯然知道所牽渉的一切涵義。我非常 

願意聽衣索比亞政府答覆這一點。本代表團提出此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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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議只是爲了强調索馬利共和國一貫採取的立場，這 

就是要求准許受外國政府統治的索馬利人民享受自決 

的權利。

一四八. 衣索比亞代表維護其本國作爲一個非洲 

的帝國主義國家的無可支持的立場時竟然無稽地指索 

馬利亞人民渴求自由與重行結合的願望與希特勒政權 

的種族主義、擴張主義、軍國主義的政策有雷同之處。 

這些話使我感覺可笑。雖然此說不値一辯，但如果考慮 

到如下的事實很可能使旁人對這個問題有更明白的認 

識：首先，索馬利共和國與衣索比亞目前的政權不同， 

從來未懷抱，將來也不懷抱統治其他國家的野心；第 

二，我們要求立卽准許索馬利人民與其領土解除殖民 

統治的束縛絕對不能和擴張主義相提併論，而只是表 

示這個大會的會員國在一九六〇年在原則上核准的一 

種合法權利；第三，索馬利政府決心爲索馬利人民擺 

脫殖民統治的行爲從未離棄其憲法所課的義務，因爲 

憲法規定只能用和平的合法的手段實現這個目的。

一四九. 在這個時候我必須對臨時邊界的問題說 

幾句話。本組織的紀錄有充分文件證據足以支持本代 

表團所說在索馬利亞託管的十年期間衣索比亞的策略 

完全是破壞在索馬利亞實現獨立之前爲和平解決邊界 

問題所作的一切努力。

一五〇 .這個未曾解決的問題是這兩個非洲鄰國 

之間磨擦的潛在來源並且被衣索比亞用作維持全區域 

緊張情勢的一種手段。我上一次說過，在索馬利亞十 

年的託管期間這個問題每年都列在大會的議程。因爲 

這個理由，我必須重新聲明索馬利政府保留權利等待 

將來機會成熟時再在大會提出這個問題。

一五一. 關於衣索比亞外交部長所評論的並且我 

現在也願意提到的另一問題就是和索馬利駐阿的斯阿 

貝巴的外交官 M r. Abdurahman Hussein Mahmoud

有關的。我已經告訴大會，衣索比亞當局取消他的外 

交豁免權並拒絕他的家屬離開衣索比亞。這些行動直 

接違背一切公認的國際慣例。衣索比亞代表團曾告訴 

本大會這個外交官是衣索比亞的臣民並稱索馬利政府 

旣不能抗辯這個事實，這個問題就不應再行提出。

一五二. 我不了解何故衣索比亞代表不吿訴大會 

索馬利政府曾就這個問題向衣索比亞政府提出强烈抗 

議並早已發出公函抗辯衣索比亞的控吿。我要在此再 

說：M r. Abdurahman Hussein Mahmoud 是索馬利

國民。他委派爲駐在阿的斯阿貝巴的索馬利使館職員

已有一年半。他是取得衣索比亞政府完全同意進入衣 

索比亞的；他在當地以索馬利代辦的資格服務了六個 

月，並且當索馬利大使正式把他的外交人員介紹給衣 

索比亞的皇家朝廷時，曾經Haile Selassie皇帝接見 

並承認爲索馬利所委派的外交官。旣然如此，現在希 

望衣索比亞當局將重新考慮所探取的決定。

一五三. 不幸，這事件變成嚴重，因爲衣索比亞 

當局利用這事件作爲藉口進一步作其他不法行爲妨礙 

駐阿的斯阿貝巴索馬利大使館的正常活動。本國政府 

正在等待衣索比亞當局解釋何故無理逮捕並虐待大使 

館一位穿制服的職員，以手槍恐嚇來捜索大使館的車 

輛，包圍大使館的館舍以及衣索比亞警察對索馬利外 

交代表所爲侮辱行爲。

一五四. 衣索比亞在國內給人的印象與對外給人 

的印象的確是不同的，衣索比亞在國際上虛僞的高談 

友誼、善意並假意表示願與任何人合作。

一五五. 主 席 ：衣索比亞代表表示要行使答辯 

權。現在請他發言。

一五六. Mr.  G EB R E-EG Z Y  (衣索比亞）：索馬 

利共和國外交部長習慣地到這個講臺上侮辱本國人 

民，侮辱本國政府，如果讓它發展下去我恐怕沒有人 

能够逃避他的侮辱。

一五七. 衣索比亞外交部長已經詳細說過，所提 

控告是完全沒有根據的。這都是無的放矢地亂說一頓， 

因此完全是妄言。這些話完全是荒誕無稽的。本代表 

團因此絕對相信大會也會作如此觀。

一五八. 我現在只要提到他控告的少數幾點。我 

要保留權利於必要時對所有這些謊言、虛揑、妄言乃至 

所有盲目地煽動情緖而徒勞無功的言論提出答覆。我 

現在要提到若干點以便向大會證明這些話沒有絲毫的 

眞理，因此是站不住脚的。願望往往是思想的根源，假 

如是這樣的情形我們很容易可以看到結果的。

一五九. 索馬利外交部長對所用的言語提出抗 

議。他控吿本國外交部長用苛刻的言語。但讓我們記 

住誰在提到一個國家的時候用“卑鄙無恥”的形容詞。 

就此一端卽足答覆索馬利外交部長並證明不能貴備我 

們用有失體統的措辭。這種措辭實在是違逆我們的文 

化精神。

一六〇 . 他想證明的第二點—— 他這樣語無倫次 

的說話使人難以了解他的目的何在一 -無論如何他要 

證明的第二點是我們是一個擴張主義的民族。因此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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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溯至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一年來證明我們當時是 

一個殖民國家。這確是離奇了。我這位索馬利亞的好 

朋友完全忘掉三千多年來我們和索馬利亞是一家的。 

索馬利亞是衣索比亞的一部分；這點是不用質問的。 

還有，全世界知道發動攻擊我們的是本國的這一部分， 

因此到了一九四〇年代當時機成熟的時候我們說“我 

們要和你們統一”。

一六一. 請問這是侵略嗎？請問這是擴張地盤 

嗎 ？處境相同的每一個會員國都曾這樣做過。假如我 

可以這樣說，那末在今天下午就有一位代表作了明確 

的聲明支持這一點。但是當這些地方實現獨立我們就 

說“好吧”。我們的立場並無矛盾之處。希望統一不會 

叫人家責備的。

一六二. 當然，外交部長又談到厄里特利亞。我 

剛纔說過，像他們這樣講法不久之後什麼人什麼事都 

被他們罵到了。我是從厄里特利亞來的。這是我的故 

鄕。假如我不是衣索比亞人的話，那就不會有人是衣 

索比亞人了。這個答案是很簡單的：我們都是衣索比 

亞人。假如有人在心中硬要劃分，那就讓他去吧。在 

歷史上我們曾有許多次爲了我們的領土完整和我們的 

團結奪鬬使我們感覺非常光榮。

一六三. 索馬利外交部長放恣地談到內政問題。 

他談到迫害與其他種種。如果我用“以牙還牙”的方式 

用同樣措詞的話，他一定感覺非常不痛快。

一六四. 我們的人民並不願歸併於索馬利亞；想 

歸併於我們的是索馬利亞人民。我並不想幼稚到小孩 

一樣來爭吵，但只在今天早上紐約時報很淸楚地說索 

馬利亞北部的人民願意歸併於衣索比亞。彼此指摘，誰 

都得不到任何好處，但我要把報上@話準確地念給索 

馬利亞外交部長聽。下面的話是今^十月十八日登在 

紐約時報的：

“代表舊英屬索馬利蘭北部五個部落的酋長

向Haile Selassie皇帝請願,求他幫助他們從索馬

利共和國殖民統治的歷迫與侮辱解放出來。”

這不是我揑造的。這是在報上登載的。假如到處要指 

摘他人的話，最好先要知道自己的立場。

一六五. 索馬利外交部長又說到屠殺及其他種 

種。絕對沒有這樣的事。這是他自己揑造的。提到民 

族自決，他說這個原則應對衣索比亞適用。他的話實 

在令人駭異，但是我們久已實行這個原則，無意每五 

天或每個月再來一次民族自決。這是我們很久以前已

經實行了。很久以前本國人民爲保衞祖國而作戰已經 

做到，因此用不着每天向他們反覆提出這個問題。這 

樣的聲明是不會得到任何結果的。

一六六. 但是最値得注意的就是索馬利外交部長 

發言，控告本國犯侵略、屠殺與其他種種罪行，然後站 

在同一個講臺上說他要佔領我們的故鄕。請問誰在採 

取擴張地盤的政策？這種邏輯的矛盾如此顯明，用不 

着我再說了。

一六七. 他提到的另一點是使館秘書是索馬利國 

民。使館秘書不是索馬利國民。他的父母親是衣索比 

亞人，他在衣索比亞居住；他的兄弟受政府的公費在 

衣索比亞的默尼克學校念書。他並未改變國籍，也未 

通知衣索比亞政府受雇於另一國。不，他一直是衣索 

比亞國民；因此，就該受衣索比亞國籍法的支配。這 

不是模稜兩可的事:沒有一個國家會放棄他的國籍法， 

因此我們也不會放棄。

一六八. 我知道時間已晚不能逐一答覆索馬利外 

交部長所杜撰的各點。我已費去大會不少時間但不願 

費再多的時間。我不願降低自己的身分去遷就他們這 

種低的格調。我寧願用適當的措辭遵守行事的原則，因 

此只简單地說：他的話是沒有絲，毫根據的。

一六九. 我們不會放棄祖國的一寸領土。我們以 

往的歷史如是，將來亦如是。因此威脅、模稜兩可的話 

與任何矛盾都不會讓我們放棄祖國的領土的。

一七〇 . Mr.  B IN D Z I(喀麥隆）：按照喀麥隆尊 

重婦女的習慣，男人是要讓婦女發言不加反駁的。我 

本來願意服從本國的傳統不答覆印度尼西亞那位儀表 

文雅的女代表所作的解釋，只是因爲這個極其嚴重的 

問題影響到無數人的命運，而根據人種學，這些人民 

仍舊與本人的種族有關係，因此我們在歷史上負有責 

任不得不提出答覆。

一七一. 不幸這些人民今天的處境，在我們看來， 

不能充分保障他們的言論自由與民族自決的自由。

一七二. 此外，印度尼西亞代表只提到本國而沒 

有提到本國外交部長發言中的任何一點〔第一一四〇 

次會議〕。因此我不得不認爲：印度尼西亞代表團同意 

我們部長在這個講臺上所說的話，而只引以爲憾的是 

我們的意見對印尼無利。

一七三. 根據大會以往對那些取得主權的非自治 

國家所採取的決定來反駁今天下午在此提出的理由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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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是易如反掌。但我爲何要這樣做？我並沒有意思使 

任何人良心感资不安。

一七四. 但是有一項論點在我們滑來似乎很有問 

題，這就是說非洲或亞洲國家不會對鄰國懷抱擴張的 

野心。不幸這種說法未免太樂觀了。就我們而論，我 

們雖然有非洲或亞非團結的心意，但是遇必要時爲了 

公道、正義與眞理也不惜譴貴我們的兄弟國家。

一七五. 因此我們認爲那項名啓不好的孟克協定 

等於是新幾內亞割讓給印度尼西亞的先聲。我們重申 

一點：現在所忠要的是在聯合管理的過渡時期結束時 

舉辦民族自決的複決，因爲等待印度尼西亞筚握一切 

行政權時讓它組織0 成或反對本身的扳決，無疑等於 

引誘印度尼西亞起呑併的野心。無論如何，我們應當 

現在就規定日期。因此印度尼西亞將於一九六九年舉 

辦的複決應予以詳細的分析與檢討。我們所希望的就 

是：那一天新幾內亞人民能够自由表示意願，他們的 

意願能够紀錄下來不受任何限制與歷力，這種情形我 

們在世界其他地方已經熟習了。如果他們選擇與印度 

尼西亞合併我們當然替他們高興，因爲我們對任何人 

沒有偏見，更不會對印度尼西亞有偏見。

一七六. 主 席 ：鸦普勒斯代表請求行使答辯權， 

現在請他發言。

一七七. Mr.  RO SSIDES(弈普勒斯我要代表 

葡管領土問題七人委員會答覆葡萄牙外交部長所控告 

的若干點。他對委員會提出兩點，其中一點就是在達 

里薩蘭的某一報紙說委員會將留在該地若干時候，凡 

是有人要到委員會那裏提出陳述，委員會都願意聽取 

證據。我的回答是：根據外交部長所說這是在達里薩 

蘭某一報紙的消息但與委員會無關。這段消息事實上 

不是從委員會來的，它的發表，委員會事前未有所聞， 

亦未經其授權。報上所指的是總理辦公廳。我代表委 

員會肯定的聲明所發表的消息不是來自委員會。委員 

會確曾寫信給各國政府要請各政治組織或各領土其他 

人士能够提供最近和可靠情報者以請願人的身份前來 

陳述。這是委員會所發的關於請願的正式公函的原文。 

我相信這封信就解決了第一點問題。

一七八. 另一點就是委員會不負責任發表聲明提 

到勞工組織的報告書，並說該報告書令人有這個印象， 

卽在一九六〇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葡萄牙簽訂勞工公約 

以後各領土仍舊有强迫勞工的情況。葡萄牙外交部長

說委員會報告書旣指勞工組織委員會的報告書有這樣 

的說法，它就是歪曲事實，發表不負責任的聲明。

一七九. 葡萄牙外交部長引我們報吿書〔A /5 1 6 0〕 

的那一段是第三六七段。該段提到勞工組織委員會報 

告書12的第七三八與七四一段。勞工組織報告書第七 

四一段說：

“委員會發現在安哥拉的公有鐡路與海港• • • 

於一九六〇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以後繼績由行政官 

員及酋長招募勞工，其方法不符合一九五七年取 

締强迫勞工公約的規定••，”

一八〇 . 因此，我們的委員會非常負責地引用勞 

工組織委員會報告書的這一段聲明，並且在脚註註明 

出處。從這一段顯然可見我們委員會對葡管各領土繼 

績有强迫勞工情事一點確是事3$而且是從該報告書準 

確摘錄的。

一八一. 我用不着再費時間去引第三七八段，因 

爲該殺的內容也是相同的。但是我要指出勞工組織委 

員會報告書的第七二八段說關於實施勞工法的行政機 

構-爲了取締以往强迫勞工的情況曾有改變。這經已承 

認雖然有這種機構但事實上未曾運用。該報告書的第 

七二九段說：

‘本委員會承認採取上述規定的意義在於使 

現行立法適應公約批准以後的情況。雖然如此， 

在立法方面繼績有若干偏差，如任其在目前實 

行方面反映出來”—— 這就是說如果反映這些偏 

差—— “就會違背公約的義務。”

一八二. 勞工組織委員會雖然盡力用和緩的態度 

去對待這個問題，但是它的報告書的涵義是指在葡管 

領土繼績有强迫勞工的現象，因此我們絕對有理由在 

我們的報吿書中提出這一點。我認爲這是一份負責的 

報吿書。

一八三. 作爲委員會的主席，我很高興注意葡萄 

牙外交部長表示願意遵守勞工組織公約。我希望這將 

見諸行動。

一八四. 主 席 ：坦干伊喀代表表示願意行使答 

辯權。現在請他發言。

一八五. Mr.  SW A I  ( 坦干伊喀）：多謝主席讓我 

有這個機會行使答辯權。

12參閱註腳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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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六. 葡萄牙外交部長在發言之時曾引一九六 

二年五月六日“显期日新聞”登載的一篇文章。這篇文 

章發表關於七人委員會在達里薩蘭及其工作的消息。

一八七. 委員會主席對外交部長關於七人委員會 

的工作發表的若干項聲明巳經表示意見。

一八八. 葡萄牙外交部長意欲給人家以如下的印 

象—— 我要引他所說的話： “ • ••整件事，整龚把戯是 

由一個外國政府最高當局的辦事處組織編排與指導 

的”〔上文第三十五段〕。從他的演說的文意看來這個外 

國政府顯然是指坦干伊喀政府。事贲上在報上提到的 

M r. Rutabanzibwa是我的辦公廳卽總理辦公廳的官 

員。

一八九. 葡萄牙外交部長暗指本辦公廳發表關於 

七人委員會的抵達當地與工作的消息—— 根據他本人 

演說所用的話—— “是違反憲章，違反議事規則，遠反 

大會的習愤”〔上文第三十四段〕。

一九〇 . 但窜實決非如此。論述葡萄牙政府不遨 

行聯合國憲章第十一章及大會決議案一五四二 (十五） 

的大會決議案一六九九(十六）可以證明我所說的話。 

決議案一六九九(十六)正文第七段說請各會員國盡 

力勸導，務使葡萄牙遵行其依憲章及大會有關決議案 

所負之義務”。

一九一. 如七人委員會主席爽普勒斯代表所指 

出，我們是響應委員會的請求。換句話說，我們是遵 

從大會明白表示的意向，而坦干伊喀是大會的成員。正 

文第八段把這點說得更明朗。我引述那段話：

“復請各會員國拒絕對葡萄牙給予可用於歷

制該國各非自治領土人民任何支持與協助。”

爲了遵從這一段我們最低限度要設法停止葡萄牙禁止 

其領土的居民申訴寃屈與要求權利。

一九二. 我現在不願佔去大會更多的時間，但違 

反聯合國憲章、議事規則與大會習惯的顯然不是本國 

政府。事實上人人都知道葡萄牙政府違抗大會所表達 

的全世界的良心。

一九三. 主 席 ：塞內加爾代表表示願意行使答 

辯權，我現在請他發言。

一九四. Mr.  Falilou K A N E (塞內加爾）__我很

抱歉這樣遲纔發言，但是要向閣下保證我將盡力從 

簡。

一九五. 印度尼西亞代表在一般辯論結束之時行 

使答辯權提到本國外交部長於一九六一年九月二十二 

日〔第一◦ 一二次會議〕又於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五日 

〔第一一三〇次會議〕在大會發表的兩項聲明。

一九六. 我們對阿爾及利亞問題特別是對印度尼 

西亞代表所提到的撒哈拉問題所採取的立場是以佔領 

地保有主義的原則爲根據。這是所有代表們特別是拉 

丁美洲的代表們所熟習的並知道這是美國國際法所根 

據的一項無形原則。因此我用不着加以引伸。以往關 

於茅利塔尼亞的問題和處理阿爾及利亞問題的時候， 

我們曾兩度維護這項原則。我們將永遠在這個講臺上 

繼續維護此項原則。

一九七. 但是關於西新幾內亞的問題我們提出的 

反對理由，亦卽非洲馬拉加西聯盟的所有成員國的反 

對理由—— 這就是民族自決的原則未經遨守，因爲提 

議舉辦的複決須等到一九六九年纔舉行，然而在事實 

上，該領土將於一九六三年五月移交給印度尼西亞。

一九八. 當關於批准印度尼西亞與荷蘭所訂協定 

的問題在本届會之初〔第一一二七次會議〕提出的時 

候，我們正因爲有這種顔慮纔對這個問題採取我們的 

立場並投否決票。

一九九. 但印度尼西亞代表忘記聲明塞內加爾代 

表在這個講臺上聲明他對印度尼西亞與西新幾內亞可 

能合併一點並不反對。我們祇是希望複決應在移交之 

前而不在移交之後舉辦。

二〇〇.因此諸君可見印度尼西亞代表爲陳述她 

的主張起見並未曾完全準確地反映我們外交部長的兩 

次聲明i

二〇一 . 這是本代表團在本次會議結束之前所要 

發表的意見，以便糾正紀錄，同時我要指出一般辯論 

就要結束了。

二〇二 . 主 席 ：印度尼西亞代表表示願意行使 

答辯權，現在請她發言。

二〇三. Mrs.  SU PEN I( 印度尼西亞）：喀麥隆代 

表與塞內加爾代表顯然因爲我未談到民族自決問題表 

示不滿。我是故意不提這個問題的，因爲大會知道印 

度尼西亞自始認爲西伊里安是印度尼西亞不可分的一 

部分。如果因爲談判的結果，印度尼西亞同意在原則 

上考慮民族自決的意思其目的在儘速和平解決西伊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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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的問題，這並非說這種民族自決應解釋爲與在其他 

國家所行的民族自決相同。

二〇四 . 我一開始就聲明—— 本國代表在這個機 

構一向如此聲明—— 印度尼西亞從未認爲西伊里安是 

另一國而是印度尼西亞不可分的一部分。我國政府根 

據兩個理由在原則上同意民族自決這個意見。第一，它 

願見這個問題和平解決。第二，荷蘭人旣然佔領西伊 

里安有十二年之久，當我們宣佈獨立的時候，西伊里安 

的人民許多還是兒童。他們許多恐怕從來未付聽過我 

們宜佈獨立的挛惜。他們從這個所謂母國荷蘭，學到 

另一種歷史。我們並不否認這些人民一且受過另一種 

敎育，他們也許要向全世界表示他們確贲需要的是什 

麼。本國政府雖然並不否認這一點，但是這並非說我 

們認爲西伊里安的人民不是印度尼西亞人。我們認爲 

他們是在印度尼西亞某一部分居住而長久受另外一種 

外國敎育的印度尼西亞人。我們固然把西伊里安的人 

民看作兄弟姊妹，但我們這些兒童們因不可抗力而從 

小被迫和他們的父母分離，可能永遠不知道他們是有 

父母的。在這種情形下，爲父母的人對他們的小孩也 

有同樣的愛和了解;如果小孩當初認不出誰是父母，那 

麼父母也不會因此生氣的。

二〇五 . 此所以印度尼西亞中央政府—— 我耍强 

調中央政府這個名詞—— 能够同意給予西伊里安人民 

於一九六九年自由表示選擇的程序。這個程序自然不 

能在一九六九年之前實行。假如贲行，那就遠反協定 

的基本性質。我已說過，我們簽訂協定並非說我們同意 

西伊里安不是本國一部分的說法。關於規定在五年以 

後纔能行使選擇自由—— 我不用“民族自決”一詞——  

意思就是說西伊里安爲印度尼西亞一部分的原則業經

承認。對我們來說這是主要的原則。五年以後可以货 

行一個程序以便西伊里安的人民選擇是否願意歸併於 

印度尼西亞。届時我們將不否認這個程序的結果。但 

我們確信西伊里安的人民一旦有機會認識印度尼西亞 

全國，一旦開始想起他們的父母，他們一定不會否認 

他們的父母的。

工作的安排

二〇六. 主 席 ：我要告訴大會以後幾天所計劃 

的議事次序。

二◦ 七 . 除非發生緊急的情形需要改變辦法，我 

們想在明天上午與下午並在星期一上午舉行全體會 

議。第一委員會主席急於加緊進行該委員會目前的一 

般辯論。他资得如果大會與第一委員會避免在我所提 

的時間同時開會，那末就對第一委員會的工作有利。

二〇八. 在S 期一的下午擬舉行全體會議審議題 

爲“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之合法權利”的項目 

九十二。凡願就該項目參加辯論的代表團請從速報名 

發言。我要避免經常發生的一種情形—— 這就是當對 

某一項目開始辯論時因爲沒有發言人，會議的充分時 

間不能利用，不管這是對該項目的第一次會議或者是 

以後繼績的會議。如各代表團接受我的請求那末這種 

情形大致上可以避免的。我要採取的另一項防備的方 

法是這樣：在議程上可以把比較小的項目與項目九十 

二列在一起，以後也可以與其他主要的項目列在一起。 

這樣一來，如剛纔我所說的情形發生的話，大會就能 

够進而討論次一項目。我們務使其他這些項目只是形 

式的項目或者是不需要長久時間審議的項目。

午徒六時三十五分歆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