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九六八年 *) 月十八日星期一下午三时纽约

主席：埃米略•阿雷纳莱斯先生

(危地马拉）

因主席缺席，副主席古拉先生（黎巴嫩)代行主席 

职务。

议程项目8

通过议程(续)* 

总务委员会的第四次报告 

(A /7 25 0 /A d d . 3)

1 . 主席：总务委员会建议把下列附加议题列入 

大会第二十三屆会议的议程 : “扩大会费委员会”。它并 

建议该项议题在第五委员会予以审议。哪位代表要发 

言？既然没有代表发言，大会现在将就总务委员会报 

告CA丨7250丨Add. 3 ) 的第 2 段中提出的建议作出决 

定。如果没有异议，我是否可认为大会同意总务委员 

会关于列入并安排议题“扩大会费委员会”的建议？

会议决定如上。

议程项目93

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 

合法权利 (续）

2 . 努曼先生 (南也门）：先生，首先请允许我以 

南也门代表团的名义，欢迎我们的主席阿雷纳莱斯先

*续自第一七〇九次会议。

生回到我们当中来。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他已经痊 

愈，并且已经很成功地继续担任第二十三届大会委托 

给他的崇高职务。我还要向秘书长表示感谢，他在主 

席因治疗而缺席期间，一直定期把他的健康情况告诉 

我们。

3 . 从一九四九年以来，联合国一直在讨论“恢 

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权利”问题。如果不是由于 

美利坚合众国固执坚持强硬立场的话，中华人民共和 

国早就取得了它作为联合国的一个创始会员国的地 

位，这在今天并不是一个秘密了。南也门人民共和国 

政府是坚决信奉联合国宪章的各项基本原则的。

4 . 这些原则中本来就有普遍性这个概念。我想 

在这里把南也门代表团团长奥卡巴先生所作的发言蜇 

述一遍。他在第二十三屈大会一般性辩论的发言中谈 

到普遍性这个概念时说:“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成 

员，没有它积极参与国际社会的事务，这个国际大家 

庭将是不完整的。”〔第一七〇一次会议，第 J43段。〕 

正是为了这个缘故，南也门人民共和国政府支持接纳 

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

5 . 众所周知，中国是承担一九四三年十月三十 

日莫斯科宣言义务的大国之一。这几个国家，后来加 

上法国，成为在旧金山会议后才具体化的联合国的常 

任理事国。中国当时被公认为一个大国，并非因为它 

当时的政治领导人的个人特性和品质，而是因为它在 

人力、经济和军事资源方面所具有的巨大潜力。承认 

一个国家而不是一个个人在国际联盟和联合国这样的 

国际组织中要有代表，历来是一个普遍的、没有疑义 

的准则。为蒋介石代表中国辩护是毫无根据的。主张 

那个所谓的中华民国在联合国中代表中国，同样是荒 

店可笑的。所谓中华民国只不过是中国一个名叫台湾 

的近海的岛屿省份，而且只有中国总人口的百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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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五左右。主张台湾本身代表整个中国是不合逻辑 

的。打一个比方，这就等于说库里亚穆里亚群岛代表 

南也门或曼岛代表联合王国—— 我们都知道这并不是 

那么回事。正是由于这个理由，南也门人民共和国政 

府坚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真正的，合法的代表。

6 . 在这个讲台上，各式各样的发言人曾经抱着 

不同程度的信念，而且往往非常雄辩地说过，如果中 

华人民共和国被接纳入联合国，它将不履行联合国宪 

章赋予它的职责。人们还往往扱引所 is r它的领导人尤 

其是毛泽东主席的好战言论”来支持这种说法。然而， 

这些说法没有一丝一毫的真实性。用来支持这种好战 

指责的引语是滥引的，而且 (或者) 是断章取义的。正 

如前面几位发言者更为雄辩地说过的那样，毛泽东主 

席在他的 “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中主张中国革 

命战争，不论是国内战争或民族战争，是在中国的特 

殊环境之内进行的；它不同于一般的战争和一般的革 

命战争。

7 . 作为对国际组织承担职责的表示，中华人民 

共和国于一九四九年派外交部长到联合国来以取得代 

表权，它的国家首脑打了好几个电报来也是这个意 

思。中华人民共和国也遵守联合国大多数道义的和人 

道主义的决议。中华人民共和国一贯力求以和平的方 

式解决各种争端；它严格遵守一九五四年和一九六二 

年的日内瓦协议就是这种政策的最好的例子。它也希 

望在平等和互相尊重的基础上与所有国家和平共处， 

而且一贯对为反对殖民主义而斗争的各国人民表示支 

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同葡萄牙老殖民主义者和南非种 

族主义的比勒陀利亚政权都没有任何关系。它并一直 

谴责南罗得西亚的伊恩• 史密斯种族主义集团。

8 . 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不在它的国境之外保持军 

事基地或军队，这也是大家都熟知的。荒谬的是，有 

些领头反对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 

的国家自己却不遵守联合国的决议。它们还是南非比 

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的主要贸易伙伴。尤其是，它 

们还在对越南人民进行一场野蛮的和灭绝种族的战 

争，使用了约五十万以世界上破坏力最大的武器装备 

起来的占领军。

1毛泽东选集（北京，外文出版社，一九六五年版)，第一 

卷，第 179-254页。

9 . 如果这个联合国大会的经历是毫无污点的， 

那么，不管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种种说法是真是 

假，强加的审查和鉴定还会是可以理解的。然而，我 

们都清楚地知道，并不是那么回事。如果硬说是那么 

回事或者硬说在可以预见到的将来是那么回事，则是 

虚伪的。

1 0 . 对一九六七年六月以色列侵略阿拉伯国家， 

我们记忆犹新。特拉维夫的以色列当局对联合国关于 

巴勒斯坦难民和耶路撒冷的决议以及一九六七年十一 

月二十二日关于中东的〔第 242 (2S67)号〕决议所表示 

的那种顽固和嘲弄人的态度就是由联合国自己炮制的 

一个“国家”的例子。南非不顾联合国无数决议，采取实 

行种族隔离和赖在纳米比亚的死硬立场只是另一个例 

子。这种例子很多，我用不着一一细说。应该排斥在 

联合国大会外的正是这些国家，而不是中华人民共和 

国。

11. 两个美国前任大使曾经谈到过关于中国威 

胁世界和平的故弄玄虚的说法。前大使赖肖尔说美国 

政府过高地估计了中国的力量及其对邻国和对美国利 

益的威胁。前大使鲍尔走得更远，他甚至谴责了他的 

政府。请允许我引用他的一段话。他说：

“我认为，对于在声望和责任上确实具有独 

特地位的美国说来，使用政治力量使任何国家都 

不相信的祌话永远继续下去是有失尊严的。为了 

资助国民党政权，我们曾经付出了十足的政治代 

价。我们曾经通过对外援助和比较无形的方式， 

对一些不配得到这些东西的政府作出了种种让 

步 , 仅仅是为了在大会上取得它们的票数，而且我 

们已对自己的朋友们施加了压力，所采取的那种 

方式不论对于他们或对于我们自己都是使人难堪 

的。总之，我们在这一不得人心的事业中孤家窈 

人的立场使我们的远东政策看起来有些古怪。由 

于依赖一个一度或许有过但已失去了任何浪漫气 

息的神话，我们已经……成为北京红色中国政府 

的主要敌人。，’2

1 2 . 总之，请允许我申述我政府对于有关这个 

正在讨论的问题的三个决议草案的立场。我先说意大

2乔治• 鲍尔：权力的纪律(波士顿，利特尔• 布朗公司， 

一九六八年)，第 1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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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等五国联合提出的、载于文件A /L .  5 5 0的决议草 

案。这个决议草案重申联合国的普遍性原则。然而， 

除此之外，它缺乏任何实质性的建议。它要求成立一 

个由几个会员国组成的特别委员会，以进一步研究中 

国代表权问题。这本身并不是什么新的东西，因为这么 

一个委员会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早先阶段，即在一九 

五〇年就设立了〔第 490 (TO号决议〕。然而，它是短命 

的，而且没有产生任何结果。现在，在讨论这个问题 

的后阶段，这么一个委员会只能导致进一步蓄意延迟 

解决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问题。 

在我们看来，中国代表权的问题是清清楚楚的，业巳被 

广泛地讨论过，不需要再作调查。由于这些理由，南 

也门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反对这项提案并将投票反对 

它。

13. 现在我来谈谈美国等十四国提出的决议草 

案 A /L .  5 4 8和 Add. 1 。这个决议草案最近七年来实 

际上一成未变。它用陈旧不堪的程序诡辩和摸棱两可 

的语言，在中国代表权问题上贴上了一个“重要问题” 

的标签，因而大会关于这件事的决定需要三分之二的 

多数才能通过。宪章第十八条巳被该决议草案的联合 

提案国恣意歪曲，以迎合它们自己的目的，而过去， 

这样一种决议，根据所援引的程序规则，总是根据过 

半数的规则通过的。南也门代表团断然反对玩弄程序 

花招；我们只能遵守联合国宪章和大会的各项议事规 

则，它们认为这个问题可由简单多数予以决定。因 

此，我们将投票反对这个建议，因为它是不符合宪章 

的，其企图是建立一种歧视性的程序。

1 4 . 最后，我来谈谈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 

柬埔寨、刚果 (布拉柴维尔) 、古巴、几内亚、马里、 

毛里塔尼亚、巴基斯坦、罗马尼亚、南也门、苏丹、 

叙利亚、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也门和赞比亚等国提 

出的决议草案〔4 / 厶 5必 和 J〕。这个决议草案提 

出了唯一公正、平等和合理的解决方法。它要求恢复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合法权利。这就是我代表团所 

以参加联合提出这项决议草案的原因。我们促请每一 

个代表团，不管它的政治信仰和信念如何，投票赞成 

它。本届大会再一次向联合国会员国提供一个机会， 

使自己摆脱任何外国的压力，依照他们自己的自由意 

志投票。如果他们做到了这一点，人们才能真正相信

这个讲台上经常重复的那句话，即：联合国是其会员 

国意志的反映。

1 5 . 奥斯特伦先生 (瑞典)：瑞典代表团对于中 

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采取的立场如下：在一九 

五〇年初，瑞典政府就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 

中国的合法政府，并建立了外交关系。我们当时就确立 

了的这一态度意味着，我们认为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 

政府才有资格行使联合国会员国的职权。每当联合国 

大会提出中国代表权问题时，我们一贯根据这一态度 

来投票。在本屆大会上，我们将投票赞成决议草案 

A /L .  549和 Add. 1 , 并投票反对另外两项决议草案。

1 6 . 我们相信，如果联合国最终要能够有效地、 

普遍地作为推进国际和平与安全事业的主要工具的 

话，那么，先决条件之一就是让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主 

权乎等以及承认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共同权利和义务 

的基础上参加进来。特别是，在裁军这一迫切问题上 

我们相信是如此，而且考虑到越南战争结束后联合国 

对东南亚局势的稳定—— 我们希望—— 能起的作用也 

同样是如此。

1 7 . 刘锴先生（中国) ：这次辩论行将结束。我 

认为在现阶段有必要作第二次发言，以澄清某些基本 

问题，并对辩论过程中的一些发言作出答复，同时也 

申述我们对各决议草案的看法。

1 8 . 多年来，中共在联合国的主要.发言人是阿 

尔巴尼亚，柬埔寨以及其他几个国家。众所周知，阿 

尔巴尼亚在共产党世界是受鄙视的；它是北平的传声 

筒。它所要讲的无非是其主子言语的回声而巳。这就 

无怪乎阿尔巴尼亚代表的发言与其说是据理力争北平 

的席位，还不如说是对其所谓“美国帝国主义” 和 “苏 

联修正主义”的感情冲动的起诉书。

1 9 . 柬埔寨在北乎和河内的控制下勉强生存。其 

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并非从来没有觉察到中共对他 

的国家的威胁。他曾说过：“我对在共产党人手中等 

待着我的、以及为我的政府安排的命运从未存丝毫幻 

想。”这就是亲王在清醒时刻的真实想法。仅在几天以 

前，他还对报界反复强调，即使越南战争结束以后他 

也希望美国人继续留在东南亚，以保持这一地区势力 

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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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再引述一下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十七日星期 

日纽约时报报道的亲王原话：“如果美国撤出这个地 

区，中国的分量将会大得使东南亚小国无法承受。它们 

都将被毛化。由我去抵御毛(毛泽东) 是徒劳的… … 。” 

**我们全都会白白地被杀害。”亲王还说：“他们要我们 

拒绝美援，我们就拒绝了。” 很显然，当柬埔寨代表 

声称柬埔寨从未受到北平“任何军事的或其他的压力” 

时，他大概不会是严肃认真的。

2 1 . 阿尔巴尼亚、束埔寨和其他一些亲北平国 

家的代表们对中华民国政府一再进行诽谤性的攻击。 

我不打算对他们自认为恰当而炮制的种种谬论、歪曲 

以及颠倒黑白的言论作详细的分析。然而，我必须断 

然拒绝那种恶意诬告，说台湾是在美国的占领之下。 

中华民国政府在行使其主权时，具有与其所选择的任 

何国家结盟的自由。我们无须向任何人辩白。

22. 作为一个建立在中国土地上的合法组成的 

中国政府，它得到大陆上和其他地方一切中国人的忠 

顺。唯有这个政府能表达出中国人民的真实愿望和抱 

负，能以他们的名义、为他们的利益说话，并且能使 

他们热爱和平的传统作为一个重要的力量影响国际会 

议。

2 3 . 中华民国在联合国中巳取得的地位，不是 

作为一个军事强国，而是在于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 

间对自由民主事业的贡献。在抗击侵略势力的十四年 

战争中，它在既无盟军而且外援也很少的情况下孤军 

作战达十年之久。当这场在中国爆发的战争发展为全 

球大战的时候，中华民国政府也就成了签署联合国宣 

言的主要盟国之一。正是由于我们人民的意志坚定， 

由于我们领导的远见，百折不挠和与盟军的密切合作， 

才使亚洲的战事终于获胜。

2 4 . 我们中华民国看到胜利后的前景。我们憧 

憬着有朝一日人们能在世界法律约束之下和平生活。 

我们积极参与了使联合国得以成立的敦巴顿橡树园会 

议和旧金山会议。

2 5 . 中国大陆多年来是在共产党的占领之下，这 

当然是事实。但这并不赋予共产党在国际场合代表中 

国人民的任何权利。这只意味着中国的内战尚未结束。 

共产党政权—— 在其文化特征、社会结构以及政治目

标和策略等方面—— 与参与创建联合国的那个中国是 

如此截然不同，以致它决不能被看作是伟大的中华民 

族的代表。

2 6 . 另一方面，曾参加旧金山会议的中华民国 

政府，正是我今天代表其发言的这个中华民国政府。 

其领导、制度和政策都未间断过。其合法地位亦未改 

变。共产党叛乱分子占领大陆的事实并不能影响这一 

合法地位。在所有中国人—— 包括那些在中国大陆上 

的人—— 的心目中，本政府仍然是合法组成的中国政 

府。它代表了中华民族的精祌。它是广大中国人民为 

重新夺回自由而战斗的积聚力量的中心。它在联合国 

中的合法地位是无可非议的。

27. 中华民国外交部长在一般性辩论〔第一七〇 

三次会议〕的发言中，以及在就此议题〔第一七一一次 

会议〕的发言中，都曾列举事实和资料，不容置疑地 

表明共产党政权正趋瓦解，并已失去对中国大陆的有 

效控制。他进而论证了，共产党政权是对联合国宪章 

的一切原则和宗旨的否定。许多国家的代表，包括那 

些曾经一度同北平有过外交关系的非洲和亚洲国家的 

代表们，都巳证实了我外交部长的论点，即中共政权 

是叛乱活动和社会动乱的煽动者，并且对那些尽量要 

与其为友的国家继续保持敌对和侵略的态度。

2 8 . 因此，某些代表一方面承认北平的侵略罪 

证，另一方面却年复一年地用普遍性这个陈词滥调来 

为他们支持接纳北平作辩解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我立 

即可以说，我们中国代表团对普遍性这一原则毫无异 

议，如果它被解释得正确的话。其实，按照儒家的政 

治思想，人类进步的最终目标就是建立一个万国社会， 

或曰：“大同”，在这个社会内一切民族推诚相处，和 

睦相待。但是，不管普遍性是如何令人向往，我们并 

不相信它本身就是目的；而且，在宪章中它也未作为 

联合国的一项基本目标而明确规定。我们也不相信普 

遍性原则可以被机械地用来作为进入联合国的阶梯。 

如果联合国各创始国的原意是机械地应用普遍性的 

话，那么宪章中就不会载入第四、第五和第六条来规 

定接纳会员、停止权利和驱逐出联合国的条件了。

2 9 . 我们认为，普遍性原则不应如此解释，以 

符合那些无视宪章的基本原则而公然诉诸武力者的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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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事实上，正是为了抵御和遏止诸如中共一类的黑 

暗侵略势力这个目的，才组织了联合国这一集体安全 

的工具。

3 0 . 看来也许奇怪，普遍性也被苏联代表援引 

了。关于这一点，不妨回顾一下三十多年前，在国际 

联盟的一次会议上，那时的苏联代表马克西姆•李维 

诺夫以一篇演说震动了全世界，他在演说中强调指出， 

所谓普遍性原则与抗击侵略的集体安全是不相容的。 

当时被称为阿比西尼亚的埃塞俄比亚刚被墨索里尼侵 

占，而国联却屈从于绥靖政策。李维诺夫先生于一九 

三六年七月一日愤起发言。由于李维诺夫先生的慷慨 

陈辞与本届大会已经进行了一周以上的这次辩论有异 

乎寻常的关联，我不揣冒昧地详细加以摘引。

3 1 . 李维诺夫先生义正辞严地开始演说道：

“我们在此聚会以完成国际联盟历史上的一 

页篇章，完成国际生活史上的一页篇章。当我们 

读到这一篇章时不可能没有痛心之感。”

他接着又讲了下述令人难忘的话：

“我认为我们不需要一个虽具有其普遍性却 

使侵略者太平无事的国联，因为这样一个国联一 

定会从一个和平的工具转向它的反面。

“不是我们不得不使盟约降格，而是我们必 

须教育人民并把人民引向崇高的思想境界。我们 

必须为国联的普遍性而奋斗，但不能为了这个普 

遍性而使侵略者太平无事。恰恰相反，每一个新 

会员国，以及每一个愿意蜇新加入的老会员国， 

必须在入口处读一读，‘入此门者，须绝侵略无罪 

之念 ’ 。”3

32. 国联的会员国未能注意李维诺夫先生的警 

告，不久之后国联就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箱。如果我 

们今天，在普遍性的祭坛上牺牲了宪章的原则和宗旨， 

那么，联合国就注定会重蹈国际联盟的覆辙。

3 3 . 在我代表团看来，印度，印度尼西亚以及

3国际联盟：正式日志，特别增编笫J 5 2号 （一九三六年），

第二十次全会，第 3 5 和 3 7 页。

其他亚洲国家所表现出来的善良意愿和宽宏大度，并 

不能抵御毛泽东及其一伙的狂热和好战。这种绥靖政 

策并不会给东南亚带来“互助合作” 及 “和平安全”;却 

只会刺激侵略者的胃口。我以至诚之心奉告出席这次 

大会的亚洲代表们，中华民国的命运与亚洲各国休戚 

相关，我们是同舟共济，为共同的事业奋斗。这对亚 

洲说来是合乎事实的和重要的，对非洲以及其他易受 

中共颠菹和渗透的地区也同样如此。所以让我们鼓起 

勇气，禁止中共政权参加联合国。

34. 现在请允许我就提交大会的各项决议草案 

简短地谈一谈。由澳大利亚和其他十三个国家提交的 

决议草案 A /L .5 4 8 和 A d d .l，重申了以前的大会决 

议，根据宪章第十八条，任何关于改变中国代表权的 

建议都是重要问题，需要三分之二多数通过。这本身 

就是如此清楚以致再对该决议草案提案国已经讲得如 

此清晰和雄辩的话作任何补充就是多余的了。因此， 

我促请大会无条件地赞同这项决议草案。

3 5 . 由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柬埔寨和其 

他一些国家提交的决议草案A /L .  5 4 9和 Add. 1，厚 

颜无耻地要求驱逐本政府代表，而代之以中共。我的 

代表团已清楚表明，支持这项决议草案就等于否定联 

合国所体现的一切原则和宗旨。显然，它应该象在前 

几屆大会上一样被起决定作用的多数所否决。

3 6 . 在整个关于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上， 

存在着一个基本的错误概念。甚至某些一贯维护本政 

府在联合国合法地位的代表团也持有这种错误概念。 

这是一种信念，或者不如说是一种错误的信念，即认 

为大会各会员国有义务对所谓的中国代表权问题寻求 

某种折衷的解决办法。这导致比利时、智利、冰岛、 

意大利和卢森堡—— 这些国家我们都与之保持着最友 

好的关系—— 等国代表团第三次提出一项决议草案 

tA /L .  550：, 主张设立一个特设委员会以研究和探讨 

这一形势。

3 7 . 就我们来说，进行研究和探讨这一意见本 

身就是令人厌恶的。在我们看来，涉及所谓中国代考 

权的这些问题都已十分清楚。它在历屈会议上巳由大 

会广泛而又深入地全盘讨论过。对此问题的认识，无 

须再作什么研究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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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8 . 意大利代表在提出决议草案A/L . 550时说， 

他的建议是以普遍性原则为依据的。我认为，我这位 

尊贵的朋友芬奇大使，以及其他一些倾向于被他说服 

的人，应当深思一下大约三十二年前李维诺夫先生的 

名言，如果我在这个问题上的评论是没有用处的话。 

坦白地说，建议设立一个研究委员会实在达不到任何 

目的，应视其为另一无益之举而搁置一边。

39. 大会议程上没有任何问题象所谓中国代表 

权问题那样，对于中国人民、对于国际和平与安全、 

对于联合国本身的前途，如此预示着生死攸关的后 

果。我深信大会将再一次明智地拒绝中共在联合国中 

占有席位的一切企图。

4 0 . 翁加古先生 (刚果 (布拉柴维尔)）：一年一度 

由大会审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 

问题这已是第十九次了。

41. 假定有一个婴儿在这个议题第一次被列入 

联合国的议程上时正好诞生，他也已经历了好几个阶 

段的变化，使他能达到理智健全的年龄，而且也能(为 

什么不能呢?) 参加我们这个有关中国问题的辩论了。

4 2 . 在同样这段时间内，由于某些会员国政治 

上的愚昧，我们的大会没有同时有所长进，而是发觉 

自己处于永久的停滞之中。

4 3 . 我这样说是为了要表明：如果不要使联合 

国达到不能自拔的地步，那就越来越迫切爾要对恢复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权利的问题找出一个解决办法。

4 4 . 要使中国与我们同在联合国内的理由很多， 

中国的出席在解决属于我们这个集体组织权限之内的 

那些问题时对于造成均势有利。

4 5 . 我们的宪章是十分淸楚的，而且规定所有 

会员国不论大小贫富都一律平等这一条基本的、不可 

逆转的原则。换句话说，没有一个会员国有权自立为 

领袖，并且照自己的意志以任何借口漠视另一个联合 

国会员国。

4 6 . 我们都知道，中国出席了旧金山会议，对 

于这个组织的创建曾作出了相当大的贡献。她既是联 

合国的创始会员国，又是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

4 7 . 然而我们讲的是哪个中国呢？是 否 还 必

要在这里再重复一遍：只有一个、唯一的中国：即由 

七亿五千万中国人民组成的中国？

4 8 . 确实，追求肮脏簕权的帝国主义宣扬了种 

种拙劣、人为的借口，有人以此为根据，无耻地、荒 

唐地努力企图优先给自封的国民党中国以各种权利， 

而它是由最腐朽卑鄙的反民主的信徒所领导的。我所 

指的就是那个台湾的难民蒋介石。

49. 造成我们这个行星上分裂的罪魁祸首美帝 

国主义，是盘踞在台湾岛上的蒋介石及其集团这一被 

唾弃的政权的顽固支持者，而台湾岛是中国不可分割 

的一部分。我们知道，这个“大吸血鬼”出于不可克制 

的、要在全世界获取更大的簕权和统治的强烈欲；i ， 

在台湾建立了军事荘地。美帝国主义者及其仆从们企 

图通过一些大家都不肩一听的语无伦次的谰言，以我 

们听厌了的种种自相矛盾的理论来为自己辩解。

5 0 . 我们面对着一个极靖严肃的问题:我们是 

要承认那些由主观感情而结合在一起的个人呢，还是 

准备承认一个屡次使我们有机会看到他们在建设自己 

国家中所取得的成就的政府和人民呢？

5 1 . 蒋介石及其集团在联合国非法占据着席位。 

窃据这样一个席位的后果十分严重。事实上，我们是 

在继续支持着一个虚构事物一一而且是一个由美利坚 

合众国所支持的虚构事物，目的在于有计划地把世界 

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排除在国际舞台之外。一个在我们 

眼里是某大国的殖民地和保护地的省份，能指望有什 

么权威、有什么分量、能赢得什么尊敬呢？台湾的发 

言人依据的是什么准则，使它有权占据着按照规定应 

属于那个符合我们宪章对大国要求的国家的席位呢？

5 2 . 我们怎样重复也不能箅次数过多的是：世 

界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两个中国。一个个政府上台又下 

台了，国家依旧存在。每一个独立国家都有自由采用 

最适宜于它自己的发展及其人民愿望的政治制度。这 

就是中国所发生的事。中国渴望在世界人民的心目中 

恢复它的人格并且重新肯定它的尊严。因而它摈弃了 

蒋介石及其仆从的政权，而这帮人的理想是有利于外 

国对它的统治的。

53. 有多少国家曾经在它们自己的领土上目击 

过同样的政治变革啊！联合国却从来没有申称它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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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认一个被它们的人民民主地摈弃的政权。这是合乎 

逻辑的历史潮流，没有一个国家或一群国家有权漠 

视。

5 4 . 我国要更为自豪地在这个讲台上这么说，因 

为我们与中国政府和人民保持着极为亲切友好的关 

系。对于那些指责中华人民共和国输出颠菹活动的诽 

谤者们，我们愿怠毫不含糊地强调，我们两国之间的 

合作是融洽无间的。而且，这种合作可以追溯到一九 

六三年八月十三日、十四日和十五日我国革命的历史 

性的日子，它使我们认识到这个伟大的国家对第三世 

界新兴国家所能慷慨给予的那种有质S 的、无私的援 

助。

5 5 . 中国，我们这个星球上的巨人，不久前已 

向全世界显示了一个伟大的、有纪律的、 自觉的人民 

能够取得何种成就。它在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里无 

庸置疑的稳定，证明了它所取得的巨大的进步。一个 

核大国由于它的不断稳步前进，已经解除了有色人种 

对于白人的病态心理，而白人惯于自称为唯一具有优 

越性的人，是思想、文明和创造力的唯一摇篮。

5 6 . 任凭那最疯狂的诬蔑和讹诈，中国由于其 

领导和人民坚定不移的决心，目前正在经历一场由一 

种创新的概念、由革命的民族主义所激发出来的更进 

一步的变革：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在这严峻的大风大 

?良面前，中国的各种敌人正在捏造各式各样的谣言， 

企图使全世界相信中国的一切正处于混乱之中。

V 5 7 . 我国象其他许多热爱和平、热爱正义的国 

家一样是决议草案A /L .  5 49和 Add. 1 的提案国之一。 

我代表团认为，这一草案—— 如果它被通过的话——  

是唯t 可能把我们从我们发现自己已经走进去的死胡 

同里领出来的一项草案。它将有利于使联合国可能再 

疼有效地解决当前的许多微妙问题。不言而喻，这一 

草案的通过就要求立即把蒋介石的代表从他们在联合 

国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非法占据的席位上驱逐出去。

5 8 . 我国采取这一立场，既不是为任何宽容所 

动，也不是出于任何种类的压力。它仅仅是希望能忠 

实于我们宪章最基本的原则以及国际法的规定而巳。 

最近，我国一位著名政治家曾说：

“我们的敌人，那些永远落后于事物发展的

帝国主义者和反动派，在我们这里找岔子，这一 

事实对我们说来窀不奇怪。我们不惮重复地今天 

再说一遍，刚果 (布拉柴维尔)不受任何集团的约 

束，如果在它的反帝斗争中可以依靠全世界其他 

进步力量的话，我国仍拟保持自主；它致力于按 

照自己的思维方法和在它可以利用的现仍不太富 

裕的资源范围内，建设一个更加公正、更加自由 

和更加热爱和平的社会。”

59. 至于那个在美利坚合众国高贵的赞助下提 

交的决议草案A /L .5 4 8和 A d d .l，我代表团认为是违 

反常规的，它没有意义而且是歧视性的，特别是在恢 

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的问题上所要求的票数方面 

更是如此。决议草案中提出说要三分之二的多数。这 

样的程序违反我们宪章的规定，这是美帝国主义者及 

其仆从使用拖延手法这一不法行为的罪恶昭彰的证 

明。中国既是联合国的会员国，又是安全理事会的常 

任理事国。现在的问题是恢复那个国家的合法权利， 

而不是接纳一个新的国家进入联合国。因而，要求三 

分之二的多数是无效的；应该实行简单多数通过，因 

为这个问题实质上纯粹是确定全权证书的事项。因 

此，我代表团坚决反对决议草案A /L . 5 4 8和 Add. 1。

6 0 . . 另一项决议草案〔A /L .  550〕是由意大利等 

五国提交的。对于这项决议草案，我们的立场实质上 

没有改变，该草案的唯一作用是把恢复中华人民共和 

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权利这一简单而迫切的问题无 

限地拖延下去。我代表团对这样一项草案中所反映的 

无济于事的议事程序深为惋惜，并且为自已必须极力 

反对这一草案表示遗憾。

6 1 . 今年和往年一样，出席大会的大多数代表 

团都已着重强调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的和不可剥 

夺的权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以便中国能再在联合国 

大会和安全理事会中就座。

62. 蒋介石的支持者们要在他们自己的领土上 

找出一块土地给他，那是他们的自由。然而，台湾岛 

是中国这个伟大的、有才能的民族不可分割的一部 

分，这是毛泽东及其七亿五千万人口的中国，是联合 

国为了能在和平宁静的世界范围内妥善解决各种问题 

而极其需要的真正的、唯一的、髙尚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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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3 . 最后，我们要庄重地声明，恢复中国在联 

合国的合法权利成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关系重大 

的问题了。

64. 自从那场散播并继续散播苦难和荒芜的越 

南战争以来，进步国家都要求无条件停止轰炸北越。 

然而长期以来，美利坚合众国及其仆从们都把这一办 

法说成是幻想的，甚至说是乌托邦式的。可是时至今 

日，我们不得不承认进步国家所建议的解决办法是协 

调地解决纠纷这条道路上的第一步。尽管美利坚合众 

国有着庞大的军事机器，但是它日益加深地卷入战争 

中，以致使它现在被迫采取这样的行动方针了。

65. 我们非常希望在越南纷争之中开始出现的 

曙光，也能指引我们去努力使中国问题得到圆满解 

决。

6 6 . 今天也和昨天一样，还是这样一些进步国 

家—— 它们被落后于时代的倒退国家当作巫师的门 

徒—— 坚信，正象在越南问题上一样，历史的车轮正 

在滚滚向前，到了明天，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主 

席的伟大中国，将成为解决我们这个时代许多微妙问 

题所必须依靠的拱心石。

6 7 . 图尔拜 •阿亚拉先生（哥伦比亚）：目前大

会上正在讨论的问题决不能草草了事，因为它关系到 

种种越本的社会准则问题。过去十八年间，在这场无休 

止的辩论中，许多赞成和反对所谓“恢复中华人民共 

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的论据都曾被详尽地阐述 

过。

68. 尽管在历次辩论中对这个问题巳进行了冗 

长的审议，然而并没有证明能作出一项持久性的决定。 

种种企图使过激立场有所改变的尝试都徒劳无功。我 

们似乎碰到了一堵坚不可摧的墙壁。每一方都千篇一 

律地坚持它原来的论据，而目前这些决议草案与前几 

次提交的那些并无实质上的差异。

69. 在讨论这个议题时所展开的舌战中的苦恼 

和激愤，总是给我们一种使人遗憾的印象，因为我们 

担心依靠这种策略会使我们离和平这一宗旨更远，而 

和平宗旨正是这个世界组织之所以存在的理由。

70. 没有必要把这场辩论摆到是否合乎道义这

个不能接受的水准上去。有人企图把这个大会划分为 

有德行的人和有罪过的人，划分为垄断真理的人和总 

是理亏的人，这说起来至少是令人感到诧异的。

71. 我们并不否认一些国家的代表们行为的正 

确性，他们认为象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样一个有着七亿 

五千万以上的人口和具有一个核大国地位的国家，应 

当成为联合国的一部分。但是，对采取不同立场的国 

家的尊严进行非难的任何企图，我们都认为是不可接 

受的而予以拒绝。我代表团坚信，审议和评定那些提 

交给大会审议的提案可能有什么样的效果，这是可以 

允许的，但是进入各国尊严和正直这个不可侵犯的禁 

区却是不合法的。

72. 哥伦比亚代表团考虑过需要尽可能鼓励每 

一项旨在使各种传统态度解冻的倡议。我们自然知道 

这并不是总能办得到的。在这样的国际问题上，有一 

些情况性质上如此复杂，以致难于取得满意的解决办 

法。但是联合国大会不能宣称自己无力处理任何问 

题：它有责任以充沛的精力从事于寻求最能对和乎有 

利的解决办法。

7 3 . 在上述准则的范围之内，我们认为比利时、 

智利、冰岛、意大利和卢森堡等国代表团联合提出的决 

议草案C A /L .55W 确实带来了一道曙光，它使所希望 

的传统态度的解冻可能取得一些进展。这一草案之所 

以对我们有吸引力是因为它并不企图对中国在联合国 

的代表权这个问题作出判决；它仅限于建议应当设立 

一个由会员国组成的委员会，探讨和调查各方面的情 

况。在我们看来，这是一项不预先作出判断或预测任 

何意见的建议，而且它并不强迫任何国家接受该委员 

会的结论。支持这项决议草案并不需要承担任何义 

务，也不影响任何权利。

74. 没有人能够忽视这个议题的重要性或拒绝 

研究它在法律上和政治上的一切含义。而且，通过这 

个委员会就会可能得到文件资料，而这些资料对于得 

出沉着而客观的判断和使我们在能够完全了解事实的 

愔况下就问题实质进行表决来说，是十分必要的。

7 5 . 我代表团愿立刻声明，不论所提议的委员 

会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哥伦比亚将始终排斥驱逐中华 

民国的可能性，因为那个国家是联合国的一个创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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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国，并且作为一个完全忠实于联合国组织的原则和 

宗旨的会员国，它履行了它的义务。对于中华民国  

以旧金山宪章签宇国的身分有权成为本组织的~部 

分，我们没有任何怀疑。

7 6 . 因此，如果大会不拒绝对涉及到可能接纳 

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的一切方面进行研究和调 

查，这并不意味着对我们的朋友中华民国采取了任何 

反对的态度。

7 7 . 在中国问题为大会所审议的十八年期间，从 

来没有能够讲出道理来可以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可能被 

接纳为联合国会员国的这个准则得到十分清楚的确 

定。如果北京政府当局已经绝对明白地表达了他们要 

分担落在联合国组织身上的责任的愿望，那么，今天 

大会在评价那个国家的真正动机方面，当然会困难少 

些。

78. 中华人民共和国多次阐述了一种违反这个 

世界组织决定的强硬政策，而且表示了这种愿望，即 

凡它认为是卫星国的各国都应当被驱逐出联合国。在 

我们看来，北京政府反对联合国，同它间接地申请为 

会员国，是完全矛盾的。与这一态度不同的是，赞成 

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为联合国会员国的各位发言人自 

己却变成该国要求和平与协调的非正式的保证人了。

7 9 . 作为我们对彻底审查这个问题关心的证据， 

我们以为设立那个为比利时、智利、冰岛、意大利和 

卢森堡等国所提议的委员会是明智的。我们完全相信 

需要认真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联合国的真正态度。

8 0 . 在我们看来，就是否需要以一个五千万人 

口的国家为这个世界组织的一部分进行辩论，似乎多 

少有点天真。如果北京政府的代表们和我们合作，大 

家努力造成世界持久和平的气氛，那么没有人会怀疑 

在缓和一切国际紧张局势和消除一场新战争的危险方 

面它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如果能够证明中华人民共和 

国政府在国际上的行为与联合国的原则和宗旨一致， 

那么上述论据就会是真正令人信服的了。

8 1 . 仅仅人数以及掌握了原子能这个事实，当 

然不是被接纳进入联合国的充分的条件。在旧金山的 

时候，所希望的不是要建造一个基于武力的庞大可畏 

的机器 , 恰恰相反，是要创立一个以各国法律上的平等

为基础并为和平与正义的目标所鼓舞的机构。如果巳 

经设立的不是我们现在的联合国，而是一个可怕的、 

排他性的超级大国俱乐部，那么，七亿五千万居民这 

个论据以及掌握原子能这个论据当然都可以有效地被 

引用为取得那个俱乐部会籍的理由。我们不想査明中 

华人民共和国是否强大，因为我们已经知道了这一 

点。我们想要查明的是它是否有真正要求和平的愿望， 

因为这一点我们是不知道的。

82. 需要或不需要最终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为 

联合国会员国，与该国对旧金山宪章的原则和宗旨的 

态度直接有关。对于一个真心诚意想要参加“保全后 

世以免再遭战祸” 这个最崇高事业的国家，拒绝给予 

联合国会员国籍将是错误的；然而，向一个想滥用其 

会员国的地位、包括滥用否决权这个有力武器来阻挠 

一切问题的解决并使国际形势蒙上阴影的国家敞开联 

合国的大门，那将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83. 我们并不把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 

国看作一种挑战。如果这种接纳是对和平有利的话,那 

么只有在所有国家，特别是那些在支持联合国方面具 

有最重大义务的国家，坚信北京政府的代表们来到这 

里在增强协调与正义、促进人民之间的经济和社会进 

步这一首要目的方面同我们比个高下的时候，这种接 

纳才能实现。

8 4 . 我们不应当忘记，联合国禁止一个国家对 

其他国家内政进行一切形式的干涉。因此，那些证明 

它们懂得怎样实行宽容和与它们的邻国和平共处的国 

家，将会大大改善它们的国际地位。

85. 以阿尔巴尼亚为首的各代表团提出了决议 

草案 A /L .  5 4 9和 Add. 1,它既要求恢复中华人民共和 

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又提议驱逐蒋介石总统政府 

的代表。这个草案显然归入宪章第十八条规定，这一 

条明文规定接纳新会员国和驱逐联合国任何会员国为 

重要问题。

8 6 . 关于这一点，我代表团要强调指出，这一条 

不是为了应付特殊事例而拟定的；它具有一般规则的 

性质。因此，我代表团毫不犹豫地同澳大利亚、玻利 

维亚、巴西、加蓬、意大利、 日本、马达加斯加、新 

西兰、尼加拉瓜、菲律宾，泰国、多哥和美利坚合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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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等国一起提出决议草案A /L .  5 4 8和 Add. 1，这个 

草案把所有改变中国代表权的建议规定为重要问题。

8 7 . 这里不存在把这种态度归之于对宪章条款 

作迎合自己意思的解释这个问题。任何人读了宪章第 

十八条都会立即下结论：接纳或驱逐一个国家，除了 

把这件事作为重要问题，由到会及投票的会员国中三 

分之二多数来解决以外，没有任何其他办法。这是对 

宪章的一种清楚明白的解释，其中丝毫看不出反对任 

何国家合法利益的任何阴谋诡计。

88. 建议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这个 

问题不能当作一个简单的审查代表证书的 ij?例。我们 

已经看到，这个问题涉及极为重要的政治和法律方面 

需要考虑的亊项。我们愿把我们的精力引导到审查这 

样的问题上去，而不愿参加无结果的和使人精疲力尽 

的程序之争。

8 9 . 我们不认为阿尔巴尼亚及其他十五国所提 

出的企图驱逐中华民国代表的决议草案是建设性的。 

同时提出既要驱逐一国又要接纳另一国的要求是不现 

实的，因为正是这个提案引起了许多各式各样的担忧 

和疑虑，以致不可能设想它目前及今后会导致令人满 

意的进展。我们一定要再次声明我们对中华民国政府 

的友谊、钦佩和同情，并且再次肯定我们打算以必要 

的全部信心和决心来保卫它，使它继续留在联合国。

9 0 . 总之，我想说的是，我代表团作为一个提 

案国显然将投票赞成决议草案A /L .  5 4 8和 Add. 1。

9 1 . 而且，我们将投票赞成比利时、智利、冰 

岛、意大利和卢森堡等国所提出的决议草案A /L . 550, 

因为我们认为设立一个委员会，尽可能认衷而彻底地 

研究有关讨论了多年的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的 

情况，会是非常有益的。

9 2 . 最后，我们将投票反对决议草案A /L . 549 

和 Add. 1，因为该草案显然与我们的意见和我们的信 

念背道而驰。

93. 芬奇先生 (意大利）：意大利代表团认为再 

花费大会一些时间，试图进一步澄淸我们在关于中国 

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的辩论中的立场，是适当的。我 

们今天主要的目的是就几位发言人对包括意大利在内

的五国提出的决议草案A /L . 550所说的话很简短地发 

表一下意见。

9 4 . 当然，我们全神贯注地听取了所有的发言 

和 关 于 另 外 两 项 决 议 草 案 CAIL. 5 4 8和 Add. 1 和 

A IL . 5 4 9和 Add. 2〕以及关于指导着每个国家看待这 

个问题的“哲学”所讲的话。大体上来说，我们所听到 

的辩论和发言都遵循了老的熟悉的路子，证实了几乎 

全体会员国在众所周知的立场上固定不变，因而就问 

题实质进行表决时不象会有什么重大变化。

9 5 . 顺便讲一下，我们这次预测的结果如果正 

确的话，那将证明我们在本届和前两届大会上同决议 

草案A /L .  5 5 0的其他联合提案国一起一贯采取的态度 

是正确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决心始终坚定不移， 

而我们和越来越多的代表团对于就我们面临着的问题 

寻求一项比较合理和有效的解决办法所寄予的信心也 

不断增长。

9 6 . 因此，首先对我说来，向许多位同事，表 

示比利时、智利、冰岛、卢森堡和意大利等国代表团 

的谢意，是一项愉快的责任。我们感谢这些同事的发 

言，感谢他们与联合提案国的代表们的个别交谈以及 

对于我们请求指教的答复。这些厲于各个地区集团的 

国家的代表，使我们从他们的支持或他们有关处理这 

个复杂问题的最好的方法的建议中得到教益，这些国 

家的代表有的只是要求我们澄清我们创议的目的。请 

允许我使他们确信，他们的言辞对我们是很大的安 

慰，甚至他们的怀疑和踌躇也大大地有助于我们澄清 

思想。

9 7 . 让我现在谈谈对我们的决议草案所提出的 

批评。尽管批评是多种多样的，发言反对我们提案的 

批评者可以大体分为两类。有那么一些人，他们说： 

愔况既然如此，而且联合国会员国的意见又明显地有 

分歧，没有必要试图在一个大会的委员会上使这些分 

歧重现。这项决议草案没有用处—— 他们推理说——  

所以要求投票反对它；换句话说，就是要求停滞不

刖。

9 8 . 第二类批评者肯定说，关于中国在联合国 

代表权问题的情形从各方面来说已经是清楚的了，因 

而再也没有什么要研究或探讨的了。特设委员会的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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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就会是根据这样一个假设，即还有未知的因素;因 

此，单单这一事实就会使问题复杂化而不是单纯 

化—— 这实实在在完全等于说那些无条件地投票赞成 

或者反对决议草案A /L .  5 4 9和 Add. 1 的人都是对 

的。

9 9 . 我原来希望没有人提出第三类的议论，这 

种议论说，决议草案A /L . 5 5 0只有拖延的目的，或 

者如一位发言人所说，“会造成进一步故意的拖延”。 

今天下午一位在我之前的发言人甚至毫不含糊地称之 

为徒劳之举。需要马上说明，这种议论仅仅是由少 

数发言人提出来的，它怀疑到了决议草案联合提案国 

的善意。我们对这些论调深为不满，因而坚决予以驳 

回—— 尤其是因为，正如我在开始发言时说过的那 

样，我们没有怀疑到其他代表团的善意，同样，我们 

也指望他们会理解我们。

1 0 0 . 对于那些认为决议草案A /L . 550有见不得 

人的目的的发言人，我只想说，如果五个联合提案国 

真是如被硬说成的那样有意要推迟中国在联合国代表 

权问题的解决，那么，他们只须静静地坐着，这样或那 

样地投票，眼看着这场辩论年复一年地在任何方面都 

实在毫无进展地进行下去就行了。我将不沉溺于这种 

降低辩论水平的争论。我宁愿就那种我们认为正当和 

有效的批评讲一些话。

1 0 1 . 正如我在前面提到过的那样，有些发言人 

指出，没有必要使普遍存在于联合国全体会员国中关 

于中国代表权问题的意见分歧在一个特设委员会上蜇 

现。

102. 我愿对我那些提出这种异议的同事们指 

出，意见分歧属于国际关系中“生活中的事实” 之列， 

因为它们反映了各种不同的长远或眼前的国家利益。 

协调会员国的行动和意见以促进和平与世界进步，如 

宪章第一条所载明的那样，正是联合国的宗旨之一。 

我们今天下午听到我们的批评者之一发表了我现在提 

到的看法。我们认为，当联合国未能通过对仅有的一 

项决议草案投“赞成”和“反对”票的方法来解决一个问

题--------^个重要问题—— 时，就该依靠另外一种方

法，一种为宪章规定的方法，一种经过多年的应用巳 

证明为正确而有成效的方法。

1 0 3 . 不言而喻，在建议设立的委员会中，有关 

这个问题的意见的各种主要倾向，都应得到陈述。然 

而，我们相信，在一个相当小的委员会中—— 假定我 

们都想要为联合国办事的话—— 耐心和容忍的美德、 

沉着的外交艺术以及决议草案中指明的广阔的行动范 

围，将可能提供一个摆脱目前偎局的方法，提供一个 

解决办法或一条通向全体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的道 

路。

1 0 4 . 有些同事们说，他们将不能支持这项决议 

草案，因为他们认为它没有用处。对于我的这些同  

亊，我要说，既然没有提出其他更好的办法，那么比 

较合乎逻辑的态度是给它一个机会来证明它是有用还 

是无用。两年前一个类似的文本被提出时，没有给它 

这个机会，这是令人遗憾的。如果给了它这种机会） 

那么我们现在就能较好地作出判断了，或者如果那个 

办法已经失败了，我们现在也就能更好地去寻找其他 

办法了。

1 0 5 . 我现在要开始谈第二类批评者，他们坚持 

认为情况是淸楚的，因而没有什么要研究或探讨的 

了。决议草案A /L . 5 5 0的联合提案国不好同意那种立 

场。分析一下对传统上由阿尔巴尼亚、柬埔寨等国提 

出的决议草案投赞成票或反对票的解释性发言，就看 

到各个国家的动机涉及如此广泛而又不同的意见范 

围，以致把这些问题澄淸一下实在是很有益的。在我 

们看来，这不仅仅是在运用理论，相反地，我们觉得 

通过对所涉及的问题作比较深入的调查，该问题可能 

趋于澄清，而且也许可能会象我们所希望的那样出现 

一个全体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对某些代表团来说， 

问题是清楚了或者似乎清楚了，这一点是不够的；同 

样多或甚至更多的另一些代表团对这个问题也同样看 

得很淸楚，然而它们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的。 

这就是使问题如此错综复杂的原因，因而，在我们看 

来，有理由指派一个特设委员会。

1 0 6 . 今天下午有人提出了反对意见，例如反对 

决议草案A /L .5 5 0，因为它不含有实质性的建议。还 

有些人则反对序言第3 段的措辞，据说这种措辞提出 

了关系到会员国籍和代表权的新因素。在这方面，首 

先请让我说明，我们的任务不楚预先提出种种解决办 

法；到时候就会提出实质性的建议，这是那个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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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任务。其次，我要再提一下我刚才说过的意思，即 

委员会的任务不应当是理论性的，而应当从各方面 , 

包括法律和政治方面来考虑情况。

1 0 7 . 有些人甚至暗示说我们企图对宪章进行一 

次修改。没有这样的事。况且，恰恰相反，联合国的 

记录甚至表明，会员国可以合而再分或者自愿地脱离 

联合国组织，而大会只是注意到它们的决定而已。但 

是，为了辩论起见，即使上述喑示是事实，那又有什 

么不对呢，不管哪个代表团又有什么可害怕的呢？事 

实上，一旦委员会由简单多数通过而成立了，当它带回 

它的各项建议时，那些建议必须得到宪章规定的三分 

之二多数的批准。所以，在我们看来，我们的决议草 

案中没有任何东西违反宪章或者侵犯宪章所规定的会 

员国的权利。

1 0 8 . 最后，不论会员国从什么角度来看我们的 

载入文件A /L .  550的建议，我们相信大家会理所当然 

地同意，它有一切可称许之处，而没有任何可被屏弃 

之处。我们希望即将来临的表决将证明我们的评价不 

是错误的。

1 0 9 . 夏希先生（巴基斯坦）：正如在以前许多屆 

大会上那样，巴基斯坦代表团又荣幸地参加了联合提 

出的一项决议草案，这一草案要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 

的合法权利并结束那种迫使联合国在其维护国际和平 

的崇高目的方面无能为力的不正常局面。文 件 A /  
L. 549和Add. 1 中所载的决议草案是由各大洲的十六 

个代表团提出来的。

1 1 0 . 在这项决议草案中的建议的整个概念，从 

它的案文看来是一目了然的。必须弄清楚的是，它既 

不含有一种恩赐，也不含有一种惩罚。这项决议草案 

并不是要设法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帮忙。它毋宁说是要 

设法保护联合国宪章本身，并且推进联合国组织欲为 

之服务的事业。它是以这样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为基 

础的，即：只有一个中国，而且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 

政府的代表能够在联合国的一切机构中、确实也在一 

切国际会议中合法地代表中国。

1 1 1 . 中国的真正代表取得席位，其结果只能是 

撤销一些人的席位，这些人所持的中国代表的全权证 

书十九年前就巳作废。因此，决 议 草 案 A /L .5 4 9 和

Add. 1 的实施段落的第二部分并不包含一种惩罚性 

的规定。驱逐那些失去代表资格的人，并不是行使赋 

予大会的惩罚的权力。这不过是不可避免地随着执行 

联合国组织的规则和它巳确立的惯例而必然发生的事 

情而已。我简直无须提到在这方面可以引用的许多先 

例了。

112. 我代表团在前几届大会期间曾经有机会向 

大会提出过我们的种种考虑，这些考虑要求立即恢复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权利并拒绝一切使问题拖延下 

去或混淆起来的提案。时间的推移更加强了这些考虑 

的正确性并增加了它们的迫切性。由于在这么多次一 

年一度的辩论之后，可以料想大会现在完全了解了这 

些考虑和为了证明它们而列举的使人不得不信服的论 

据，所以只需要把它们简要地再提一下就行了。

1 1 3 . 我们的考虑包括法律和事实两方面。有下 

列几点。第一，争论的问题既不是接纳一个国家进入 

联合国，又不是承认一个政府；它是一个现有的会员 

国的代表权问题。在一九五〇年三月九日，即十八年 

前秘书长所散发的关于联合国的代表权的法律方面问 

题的备忘录4 中已经阐明，决定性的因素应当是一个 

新政府是否在一国的领土之内有效地行使权力。既然 

无可置辩的是，在中国领土内行使这种权力、并且十 

八年来一直行使这种权力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而且只有那个政府。那么，那个政府，而且只有那个 

政府的代表团才必须被赋予在联合国中代表中国的权 

利。至于这个政府是不是为某些个别会员国所承认的 

问题与此并不相干。

1 1 4 . 第二，由于排斥中国的真正代表而强加于 

联合国的无能状态，已经使联合国组织严重地丧失了 

力量。联合国宪章是建立在安全理事会的五个常任理 

事国在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这方面的特殊责任之上 

的。那五个常任理事国是国家，不是政府或政权。可 

是十九年来台湾政权被安放在安全理事会的席位上， 

而代表七亿多中国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却被阻止 

在它的合法席位上就座。任何人能骗人地说台湾政权

4见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五年，一九五〇年一月一日 

至五月三十一日补编，文件S/1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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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象美国、苏联、联合王国或法国那样起着宪章所 

设想的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极为重要的作用吗？

115. 巴基斯坦外长侯赛因先生于十月四日在大 

会全体会议的一般性辩论中，提到需要加强联合国的 

作用，以便使它成为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并达到裁 

军、非殖民化及经济发展等目标较为有效的工具。他 

说：

“ … …如果只有一个原因，它是鲜明而清楚 

的并在我们能力范围内是能够予以排除的，那就 

是继续否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及其他一切 

国际组织中的合法席位。不承认中国作为一个核 

武器大国的地位，任何为了无核国家的安全而防 

止核威胁的方案就不可能是完全可信赖的。没有 

中国最充分地参与联合国的旨在宣布禁止核武器 

和热核武器的审议，就不可能朝着禁止使用这种 

武器的方向迈出一步。

“如果不给中国机会作出它必不可少的贡献 

使实现普遍彻底裁军的目标更具有实际可能性， 

那么这个目标将仍然是非常遥远的。不正式承 

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一个大国的作用，亚洲 

的、而且确实也是世界的和平与安定就得不到保 

证。” 〔第一六八一次会议， 第 段 和 第 135 

段。〕

1 1 6 . 第三，在审议中国代表权问题时，任何对 

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态度或观点的质问，既是不相干 

的又是歧视性的。这是不相干的，因为联合国不是思 

想相同的国家的组织，而且不能容忍使之一律化的企 

图。这也是歧视性的，因为从来没有对任何其他会员 

国提出过这样的质问。一个国家是否爱好和平，它是 

否接受宪章中所载明的义务以及它是否能够并愿意执 

行这些义务，这些问题只有在接纳一个国家为会员国 

时而不是在涉及到巳成为会员国的国家的代表权时才 

产生。

1 1 7 . 第四，即使我们假定这些问题产生了——  

如果仅仅是为了辩论的缘故—— 要否认中华人民共和 

国同很多国家、包括它所有的陆地邻国保持着外交关 

系难道不是无稽之谈吗？难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依 

照宪章和平解决争端的原则同大多数邻国缔结边界协

定吗？难道它没有对缔结一九五四年日内瓦协议和一 

九六二年关于老挝的协议作出重大贡献吗？难道中华 

人民共和国不是历史上有名的一九五五年万隆宣言的 

主要创议国之一吗？断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对维持和 

平，反对维持国与国之间的正常关系，就是无视所有 

这些事实。

1 1 8 . 第五，大会无权讨论任何国家的社会和政 

治制度，更不用说对之作出评价了。与大会有关的不是 

中国的内政而是它的国际关系。可是中国的文化革命 

却被利用来作为继续拒绝恢复那个伟大国家在联合国 

的合法权利的理由之一。我们从自己的经验中可以完 

全有把握地肯定，中巴关系是建立在尊重国家主权与 

领土完整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之上的。

1 1 9 . 由于所有这些原因，我代表团认为，审议 

任何要拖延或有损于完全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权 

利的提案都是不适当的。

1 2 0 . 由 十 四 国 提 出 的 决 议 草 案 A /L .5 4 8 和 

Add. 1, 企图再一次使问题变成一个需要三分之二多 

数来决定的问题。正如我代表团在以前一些场合所指 

出的那样，该提案缺乏法律上的效力，因为根据第十 

八条第三项，对新会员国加入联合国之准许，会员国 

权利及特权之停止，会员国之除名，需要三分之二多 

数。但对于决定谁是一个现有会员国的合法代表，则 

并不需要三分之二多数。既然十四国决议草案无意要 

把一切会员国的代表权问题确定为另外一种事项——  

草案并不试图一般地处理当代表权问题产生时的解决 

问题的办法，而仅仅是具体地解决中国代表权问题 

—— 那么现在要提议决定这个问题需要三分之二多 

数，就与第十八条第三项的明确规定不一致了。那一 

项明确规定应以到会及投票之会员国过半数的票数决 

定之。

1 2 1 . 关于比利时、智利、冰岛、意大利和卢森 

堡所提出的决议草案A /L . 550, 我代表团要再一次 

地主张，那种认为通过指派一个委员会“授命从各方 

面来探讨和研究情况” 以使 “问题的复杂之处”有效地 

得到解决的意见，是毫无根据的。如果大会在近二十 

年来每年对这个问题所进行的周密彻底的审议都没有 

结果，那么要下结论说一个委员会的工作会指出通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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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符合于正义原则和国际法原则的解决办法的道 

路，难道是合理的吗？

122. 我们被告知说委员会将受权调查各种意 

见。请问是谁的意见呢？只有各国政府的那些意见是 

事关重要的，而这些意见在大会上巳经充分地表达 

了。我们在这里不是在处理一个技术性的复杂问题， 

对这种问题必须请教专家，搜集数据，编制参考资料 

和对照参考资料。我们是在处理一个纯粹是政治的问 

题，而解决它的办法所需要的并不是一种新的方法而 

是必要的政治意志。如果那种政治意志不能被在这里 

开会的各政府代表集体地调动起来的话，那么人们能 

指望它将通过一个委员会的工作而产生出来吗？的 

确，在二十年的辩论之后，要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 

这一想法本身就引起了某些疑虑。决议草案A /L .5 5 0  

在序言部分中提到铺平“通往适当的解决的道路，对 

该地区目前局势和政治实况加以考虑”。在决议草案 

实施部分第 1 段中，要求该委员会为“公平而实际的 

解决办法”向大会提出适当的建议。如果我们把这两 

条放在一起读的话，自然就产生了疑虑，即正在为以 

所谓两个中国的办法来解决问题而铺平道路。难道这 

不就是要我们去促进的东西吗？

123. 我们并不怀疑各提案国可尊敬的动机和意 

图，但是我们对这方面的处理方法是完全不同的。让 

我以最明确的言词代表我的政府声明：我们完全拒绝 

那种解决办法，认为它不合法、不公正、不现实而且 

危及国际和平。所以我们将投票反对五国决议草案。

1 2 4 . 大会必须回答的简单问题是：中国七亿人 

民的代表是不是应当参加我们这里的工作。由于我向 

大会简要地提出的所有这些应该考虑的事项，我代表 

团坚决主张载于文件A /L . 5 4 9和 Add. 1 的决议草案

应当以压倒多数被通过。接受了这项提案，大会就将 

坚持了联合国的世界使命，提高它的威信，挽回它的 

信誉并且结朿它目前结构中的一种不正常状态。

1 2 5 . 最后我要说明，我代表团并没有因为我们 

的提案在前几届大会期间的失败而沮丧。我们之所以 

对我们终将成功怀有信心，是因为全世界正在增长这 

种认识，即：在冷战期间建立起来的屏障不仅损害了 

和平组织，而且甚至也损害了那些主要角色本身的国 

家利益。尽管有时有挫折，尽管在解决亚洲问题的道 

路上仍存在着许多障碍，可是采取有勇气和有政治家 

风度的行动的时刻似乎已痉到来，这种行动将使隔离 

和对抗的时代变为谈判和和乎解决利害冲突的时代。 

渚大国之一的领导人所作的声明就充分表现了对于这 

一历史时机的觉察。

126. 我们确信更为谅解的潜流是早晚要升到面 

上来的。当它们升上来时，我们提案的优点就一定会 

得到承认。然而，当我们敦促在本届大会接受它的时 

候，我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拖延一项历史上不可 

避免的决议只能表示联合国组织没有独立的和及时行 

动的能力。甚至有些并不支持我们提案的人也承认， 

对中国在联合国代表权这个问题存在着一种普遍的灰 

心和不满之感。我们敦促现在就结束这种灰心的状 

况。

1 2 7 . 主席：我想提醒各代表团，经济及社会理 

事会和工业发展理事会的选举定于明天上午的全体会 

议期间举行。本主席打算在计算票数期间提请大会审 

议第二委员会的报告。这将节省代表团的时间并便利 

大会的工作。

下 午 五 时 十 分 散 会 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