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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七十一次會議 

一 九 四 入 卑 三 月 十 亢 R g期A午後三時三十分在 i t o約成功湖舉 

A 席 蔣 廷 黻 先 生 ( 中 圃 ） 

* 席 者 下 列 各 國 代 表 阿 根 廷 、 比 刺 

時、加拿大、中國、哥侖比亞、法蘭西、敍利 

亞、鳥克蘭藓維埃秕會主義共和國、藓維埃 

耻會主義共和圃聯盟、英聯王圃、美利堅合衆 

國0 

铋 亊 3 径 與 第 二 七 0 次 會 議 議 < 1 相 1 5 1 

( 文 S / i g e n d a 270)^ 

二八‧繼櫝 f t論巴勒斯坩問題 

鲤 主 席 邀 鲭 , 聯 合 國 巴 勒 斯 但 間 趙 委 员 

會主席vl /r Lisicky,埃及代表Mahmoud Faw-

Zt Bey, 巴 嫩 代 表 M r Chamoun A 巴 勒 斯 

i3îgr太協會代表Mr Shertok弒安全理事會議 

席0 

主 席 今 天 早 晨 [ 第 = 七 0 次 會 , ] 安 全 

理 事 會 休 會 W 便 在 下 午 織 績 計 論 這 個 問 題 0 

我曾向安全理事會各代表報吿名單上還有幾 

位發言人0我現在卽請他們發言。 

Sir Alexander C A D O G A N ( 英 聯 王 國 ） 我 

諳求發言目的祇在對於今晨交安全理事會的 

文件說明一點0我齄爲美圃代表在今屬會議 

開始時所發表的聲明巳綞十分淸楚表明敝代 

未 經 常 參 加 ， 伹 毎 次 截 邀 請 時 , 敝 代 表 圑 卽 

參加"便向其他常任理事國提伊它們所需要 

的情報。我們盡力供拾I f報,而且這種1»報 

巳載於紀錄0 

因此，我認爲不得不提諳注意我所提到 

的 文 件 第 二 部 分 開 始 的 措 辭 , 其 中 稱 " 各 m 

任理事國 會商後，靱爲 特此具報 

並建議 "0我祇耍淸楚表明這些結論、報吿及 

建轔都是安全理事會三四個常任理事國提出 

的,而不是五常任理事國提出的。 

Mahmoud F A W Z I Bey ( 埃 及 ） 我 在 安 

全理事會W前計諭巴勒斯坦問題的一次會議 

中,曾默認敍利亞代表就亞拉伯各圃的態度 

所 發 表 的 聲 明 [ 第 二 六 七 次 會 , ] o 敛 利 亞 代 

表 又 就 這 個 問 題 重 申 他 W 前 的 鳏 明 , 願 意 

代表埃及再度表'7、贊成他所說的話。 

至 於 我 們 今 日 所 聽 到 的 其 他 聲 明 , 繭 容 

我略致數語0首先,我靱爲11該對於主席Jbl中 

圃代表團画長身分所提出的建議及接受這個 

建議的代表表示謝意 0主席提議在美國代表 

代表美圃代表團、中圃代表f f î及法圃代表團 

提 出 的 聲 明 的 前 文 中 增 列 幾 個 字 , 墦 列 的 那 

幾個字是正當地承認事實而且是公正的。伹 

猶 太 協 食 發 言 人 今 屬 所 作 的 聲 明 , 却 不 是 如 

此0 後 我 會 附 帶 談 到 镱 個 蘀 明 的 幾 點 , 尤 

此 時 我 祇 耍 說 大 胆 的 断 言 並 不 構 成 事 

實0我茧少在目前沒有特別理由抗議美圃代 

表 所 發 表 的 聲 明 , 可 是 他 沒 有 承 認 猶 太 民 族 

主 義 者 是 侵 略 者 的 事 實 , 却 不 能 不 含 我 戚 到 

失Él。 

閼於藓聯代表的聲明，我現在砥擬計諭 

兩點。首光，他發言時又好像假定安全理事會 

不 餒 過 充 分 i t 論 , 也 不 加 以 詳 細 調 査 及 審 慎 

研究,卽當進而實施大會决議案一八一(二 )o 

我 " 前 說 過 , 我 自 己 並 不 J U : â 而 a 我 也 决 不 

願意相信蘇聯代表或聯合鲺的任何友人會暗 

示或者希望安全理事會 應該成爲一個橡皮圖 

章式的工具0 

蘇聯代表曾表示他同意在美國代表代表 

三 個 常 任 理 事 圃 所 提 報 吿 前 文 內 添 加 " 餒 由 

陸路或海路"等字0他甚至於如此過分地說主 

耍 的 侵 略 者 是 亚 拉 伯 人 0 我 耍 敬 i t 地 再 說 一 

逼，大朋的斷言並不構成事實。蘇聯代表除 

了他所接受的猶太協會（雖然^協會係屬爭 

端的當事方）的話外,倘無其他從事調査與镀 

得 I t 银 的 特 殊 方 法 , 那 末 最 公 平 的 辦 法 就 是 

在 原 則 上 接 受 受 委 統 治 國 的 報 吿 0 例 如 , 我 

們應該一閱聯合圃巴勒斯坦問題委員會第一 

次 報 吿 書 [ 文 件 S / 6 6 3 ] 第 七 縝 , 其 中 引 英 聯 

王 國 代 表 的 話 如 次 " 猶太方面所謂亞拉 

伯A是攻擊者而猶太人是被攻撃者一語是不 

可靠的話0" 

目前的爭端實太重大而且太嚴重了，實 

在 不 能 像 一 些 人 所 建 譏 的 那 樣 不 加 " 重 視 0 

這是有關基本人權與自由W及我們的法律聯 

合 圃 憲 章 的 問 題 0 憲 章 確 認 民 族 自 衞 的 權 

利,並且確認自決的權利0憲章不容許侵略行 

爲0 



談 到 自 决 權 , 我 不 知 道 對 於 我 所 想 到 的 

— 些 不 , 問 題 宜 如 f p j 答 S o a : 擬 的 猶 太 

阈內除特拉踫夫區域外，亞拉伯人佔多數，0_ 

塊 土 地 的 所 有 f e i ^ 大 部 分 都 在 他 們 手 l i o 他 

們明白地农亍他們自己"及他們的十地都不 

mmt^m±m, 點該如何解决> 那麼猶 

太 齙 除 7 有 一 個 麵 阈 十 的 港 口 外 , 4 k 麼 ' 

^個無國士的港口能成爲一阈的本十嗎？如 

采fMP'mg爲不能，是否我們可jku?與地;ft a 

合现地ft*此^拉伯人《lEK該供拾iji耍 

耍 ^ , 甚 至 服 從 他 們 有 一 切 理 由 視 爲 外 

族的統治喁？ 

在Jdi武力強行這;^外族統治時，亞拉伯 

人 是 否 f 該 袖 手 旁 舰 ' 無 腧 ? J e 們 說 棰 武 力 

是維f，秩}f ÔJ武力或者是ft施分治計釗的武 

力 ， 會 哨 i t 麼 分 別 嗎 ' 至 ' 》 據 我 看 對 4 ^ 

些 問 題 的 答 是 十 分 淸 楚 的 0 如 i l è f i c 們 犯 

& 去 S 毀 滅 的 人 民 所 犯 的 那 棹 錯 魏 且 放 桌 

法冶，才會有不同的!^投0 

如果憲章是和平的堡璺，是一個顚撲不 

破的現貨而不衹是一禅3：1?,邯麼我弒認爲 

凡是有代表出席安全理事會的政; f f都不*不 

贊 同 嚴 近 某 人 的 一 項 ^ 明 ， 是 聯 合 國 憲 章 

的原則與宁旨仍糙耩代表我們》在國!^關係 

中最後確立法治的希望jyi及憲审是我們的阈 

家尊重阈際道德法典的某本表矛。 

亞拉伯人竭誠尊重秩序0倘若安全理事 

會 耍 求 維 抒 秩 序 一 ― 實 說 安 全 瑚 事 食 的 職 

務 就 是 在 拧 秩 序 一 一 亞 拉 伯 人 正 完 全 與 

這M希蟹一致。 

Mr AUSTIN (美利堅合衆國）安全理事 

會*«一丸四八年三月五日[第二六三次會轔] 

通 的 決 艤 案 [ 文 件 S / 6 9 ! ] 請 安 全 脚 事 會 巧 , 

任ÏIP事國"舉行食商，並向安全狎事會報吿巴 

勒斯W之厝勢 "0今晨業巳提出閫於決饞 

案這一部分的簡知银吿0 

騮於這個報化-,我願意割第四段加JWI說 

明，該段稱 

"巴勒斯m問題委員會、受委銃治國、猶 

太協會及亞拉伯最；^委K會均指明在目前情 

形 下 不 能 和 平 方 法 實 施 分 治 計 I H o " 

柄太協貧代表Rabbi Silver顯^認爲如 

果着甯之SA適當，他對於第四段卽無反對意 

見 [ 第 二 七 0 次 會 鼷 ] 0 他 着 重 " 在 E l 前 情 形 

下"幾個字0我們的^f i*_A也在此。 

J e 個 報 ^ 的 第 Ï 段 如 T 

" 受 委 統 治 阈 實 î F ' ; c 與 武 ^ 份 子 餒 由 

陸路及海路《 i t î ic潛入巴勒斯 i i l之事已 ; fe* 
起 。 " 

爲供安全理事會垒考起見,我擬宣讀受 

委統治國關於這―點的哚述。各理事面射都 

有 i W f 書 所 提 出 的 — 個 文 件 0 中所列問題 

是rpj受委統治圃提出的0 

' 問 題 一 除 受 委 統 冶 圃 a 向 巴 勒 斯 坦 

問 題 委 會 報 吿 的 I t 形 外 ， 尙 a 武 装 份 子 自 

巴 勒 斯 坦 境 外 谮 人 的 事 實 否 " 

各 理 事 可 見 此 6 ^ 所 說 的 谮 人 淸 形 指 業 

已報吿的事實以外的情形fflj言。問題—的答 

禝如下 

" 答 覆 一 除 已 提 供 的 I t 報 外 ， 現 有 下 

列 涫 & 

"(甲)約在二月二十四日，有伊拉克入、 

黎巴嫩人、钱利亜人、埃及人及外約但人共計 

3 L 百 至 一 千 人 之 譜 , 經 & 約 但 及 巴 勒 斯 坦 與 

黎巴嫩邊境進入撒Mi利a及加黎利0 

" ( 乙 ） 據 報 有 一 隊 南 斯 拉 夫 人 約 五 百 

名，„？爲波斯尼亞lêl族入,於三月第一星期内 

向 Lydda 區 移 動 。 

' ( 內 ） 三 月 五 日 及 六 日 , F a w z i Bey 

Kawukji所頒導的,j M體 進 入 巴 勒 斯 坦 ,Ka-

wukji現在何處及其目的爲何都不知道，英聯 

王圃當局也沒有收到關於他設4水久驄部的 

任何報吿0 

"(T)若干埃及人Iffl體a進入iSB薩區, 

每次約至一百人0其他較小圑體亦可能進入， 

诅末得到報吿0" 

" 問 題 二 受 委 統 治 國 是 否 巳 能 指 明 谮 

入者爲何人？ 

" 答 覆 二 巴 勒 斯 坦 當 局 所 得 鑭 於 谮 入 

者自何處而來的涫&是根據當地衆所周知的 

事實與谤報處的報吿。至ÎSd些睬伍的性質, 

t 們 是 由 非 正 規 ， ^ 組 成 , 並 非 任 何 一 國 軍 隊 

有 組 織 的 單 位 。 " 

間題三典這一點無蹦係,我擬略而不提0 

" R g 題 四 現 時 是 否 有 武 器 自 外 界 連 送 

巴勒斯坦境內未綞受委統治國核淮可Jt^持有 

武器的個人或圑體？ 

" 答 覆 四 巴 勒 斯 坦 境 内 亞 拉 伯 人 及 猶 

太 人 現 時 都 收 到 自 境 外 各 方 違 法 運 到 的 武 

器0巴勒期坦政府雖不確知任一方所有武器 

的數量與頰型，但認爲潜太人的軍備比亞拉 

伯人的好些0在這方面可一提美颼當局最近 

曾在美阈境內捕继大批原擬A交巴勒斯坦境 

內猶太組槭的炸藥。 

至;6^有人說可能由飛機逮法載運武器 

至?》漠上降落一點,巴勒斯《1政府認爲似不 

可能。可是，：3種A中铋楡人,猶太人 f t ; 

比亞拉伯人铰易辦到,因爲《I太人所有的麵 



好些o ' 

'問題五，受委統治國現時採行<^種軍 

事與民事方面的措施jyi阻止敵對份子自境外 

進入巴勒斯坦？ 

' 答 稷 五 現 時 陸 路 各 主 耍 進 境 處 都 有 

軍隊或警察守衞,但因邊界甚長及地形1»^嵋, 

邊境管制不能完全有效0至：&^沿海一帶情形, 

受 委 統 治 國 防 猶 太 移 民 違 法 入 境 的 辦 法 是 

大家淸楚知道的0" 

我今晨提出的報吿第二部分前文稱 

由陸路及海路樾績潛人巴勒斯坦W遂其參加 

暴 亂 的 目 的 ， ^ 地 情 勢 將 更 形 嚴 重 , 特 此 

具银0" 

這 一 段 的 措 辭 在 求 不 包 括 , 而 且 我 們 認 

爲 實 永 û : 括 , 那 些 求 到 聖 地 來 安 身 且 據 云 B 

在塞普拉斯島上的不幸人民。除此之外或者 

還有其他八民0 段也不指依法入境的移 

民 。 其 實 義 巳 淸 楚 説 明 " 結隊或單獨 

" 遂 其 參 加 暴 亂 的 目 的 0 " 

安全理事會所通過的决餱案對*N常任理 

事圃所規定的第二項任務是*^會商"後向安 

全理事會建饞應如此指示與訓令巴勒斯坦問 

題 委 會 J b l 期 賁 施 大 會 决 議 案 一 八 一 ( 二 )o 

爲顧及今晨的鮪短報吿內所提到的安全 

理事會若干常任理事圃所持態度起見，我也 

許應該弒我們的瞭解求簡單說明目，'i巴勒斯 

坦問題委員會、受任統治國、巴勒斯坦境内猶 

太人及亞拉伯人對於實施大會所建畿的分治 

計劃所拧的立場。 

過去兩星期會商期間曾詢問巴勒斯坦問 

題委員會它是否認爲猶太人、亞拉伯A及受 

委統治國方面都相當同意分治計剷因而這個 

計 劃 可 有 和 平 * 施 之 望 。 巴 勒 斯 坦 問 題 委 R 

會 的 答 覆 是 " 不 是 的 " 0 關 i s a — 點 , ^ 委 腐 

會表示巴勒斯坊的猶太人大體上接受這個計 

劃，巴勒斯坦的亞拉伯人大體上反*f這個計 

劃，而受委統治國划担絕採取任何可以*人 

認 爲 會 在 實 施 ^ 計 劃 的 行 動 0 

巴勒渐坦問題委員會一再表亍到了委治 

«Mfc時若無一適當的非巴勒斯坦人的軍隊協 

助維持法猙與秩序，它就無法履行職責0巴勒 

斯坦問題委員會認爲目前亞拉伯方面竭力反 

對分治的It形一日存在，卽一日不能"和平 

方法實施分治計剷，無腧是全部威大部分計 

劃0 

的 計 劃 加 修 改 就 可 W 使 巴 勒 斯 坦 人 民 ― 致 

接受。 

關於一九四八年四月一日成立猶太國與 

亞拉伯阈臨時政務會一點，巴勒斯坦問題委 

員會a得到下列桔输 

(甲)亞拉伯最高委員會的態度及巴勒斯 

坦境内亜拉伯人的反抗决不容許擬設的亜拉 

伯國在四月一日選出臨時政務會， 

( 乙 ) 巴 勒 斯 坦 問 題 委 R 會 雖 可 採 取 而 且 

事賁上業巳採取初步辦法以求搏太國可選出 

嗨 時 政 務 會 ， 徂 在 委 任 統 治 終 止 " 前 臨 時 政 

務會將不能照分治計劃行使其職責， 

(內）照受委統治國的態度方不能望到四 

月一日全部實施骸針劃中關於亞拉伯國或猶 

太國臨時政務會的規定0 

關 耶 路 撒 冷 市 ， 巴 勒 斯 坦 問 題 委 員 會 

認爲倘綞濟合一的分冶計劃大體上爲巴勒斯 

坦境内亞拉伯人典猶太人兩方面所接受而能 

統治圃代表計諭兩次0—次專諭安全問題,另 

—A專諭分治計剷的實施。 

受委統治國政府所伊給的淸報表朋巳有 

幾千亞拉伯人锆成人戳多寡不同的隊伍進入 

巴勒斯坊而且滲入巴勒斯坦入民中0這些亞 

拉 伯 人 是 些 甚 麼 人 還 沒 有 確 切 査 明 , 伹 在 巴 

勒斯坦境內似乎大家都知道共中有大部分鄰 

近亞拉伯各國的國民,而且他們是從黎巴嫩、 

IS利亞、外ilO但和埃及等國來的。英聯王國報 

稱 這 些 隊 伍 是 非 正 規 組 械 , 不 是 任 何 一 阖 軍 

隊的有組槭的部隊0 

%們問過受委統治阈代表是否他的政府 

認爲巴勒斯 ioa受到武力威脅而現在成爲對 

阈 和 平 的 威 脅 , 目 前 巴 勒 斯 坦 境 內 的 情 勢 

是否構成對和平的威脅0英聯王國代表答覆 

說他的政府將提供一切巳知的事實，但是否 

成爲對和平的威脅的問題鹰由安全理事會决 

兔。 

受 委 統 治 國 於 答 稷 鬮 實 施 大 會 决 議 案 

一八一(二)的問題||%，聲Pfl卞巳"接受"大會 

所建議的經濟合一的分治計劃，伹礙難共負 

執行之责0 ^ 國 雖 力 * 避 免 任 何 可 J k l 視 爲 阻 

徺的行動，但共本身却不能協助執行一個未 

綞巴勒斯坦亞拉伯人與猶太入甓方都接受的 

計割o 



受委統治阈代表向常任理事國表示他的 

政府靱爲假如沒有武力爲後盾就很難執行這 

個計割，縱令獮太民軍的配備足Jkl確保猶太 

阖之組成典保衞，這種辦法並不等;6^~«]5？ 

决辦法，英聯王國不相信任何細節的修改會 

使巴勒斯坦猶太人與亞拉伯人甓方都可W接 

英 溫 = 對 = : = ^ 1 ， 2 【 : : 2 
亞拉伯人直接談判的方法無任何建饞提出， 

但 當 顔 見 i t方 面 的 努 力 成 功0 

受委銃治國政府代表並指明英聯王國軍 

隊 撤 ^ 後 ， 巴 勒 斯 坦 的 預 算 會 有 極 大 的 戯 

空 ， 巴 勒 斯 坦 政 府 在 财 政 上 雖 可 自 足 , 伹 維 

勒 斯 坦 常 年 預 算 總 額 丸 千 六 百 离 美 元 大 得 

多0 

猶太協會代表蘀明巴勒斯坦猶太人接受 

分治計劃0可是,該協食驊稱這個針劃是巴勒 

斯坦猶太人可 JW接受的最低限度的條件， S 

爲它巳經將他們所認爲合法的耍求减去了不 

少0該協會並說雖然沒有十全十美的或者容 

易 的 獬 决 辦 法 , 可 是 在 許 多 其 他 計 劃 未 能 得 

到 接 受 H 後 , 現 時 的 ^ 個 計 剷 是 唯 一 切 合 實 

際 的 解 決 辦 法 0 該 協 會 代 表 聲 言 無 & 何 項 計 

劃都％耍強制執行,這應該是一項&本mj'Jo 

猶 太 人 不 能 接 受 對 於 這 個 計 劃 的 任 何 修 改 , 

猶太協會還鼸爲任何修改都不能使亞拉伯人 

接受這個計劃0 

猶太協會蘀言巴勒斯坦的猶太人準備在 

擬設的猶太國内負起行政與維持法律及治安 

的賓任0他們自信他們能維譴猶太國的權力 

並且維持主耍的公共事務。但事先必須成立 

計劃中所規定的武装呙厲,耠Jkl配備,並且取 

涫對於输入武器的限制。他們鼸:@須有圃睽 

部睬,否朋 , f f i拉伯人與猶太人甓方都會有更 

嚴重的損失0 

脚 ; 和 平 方 法 實 施 這 個 計 剷 的 問 題 ， 

猶太協會表示它不相信在實施計剷Jtdl前能典 

a 勒 斯 坦 亞 拉 伯 人 商 得 正 式 公 開 的 協 議 0 可 

是，他們認:s大部分巴勒斯坦亞拉伯人如果 

任其自主行勸都會願意合作或者默從，然而 

鄰國的武装千涉就完全改變這種It形。 

至於餒濟合一,猶太協會表示*È雖然沒 

有耍求經濟合一，但承認這個觀念是計劃的 

一部分0賅協會並不靱爲經濟合一原刖對 

整 個 巴 勒 斯 坦 的 綞 濟 生 活 或 者 對 太 國 的 

建 立 是 耍 的 0 該 協 會 認 爲 經 濟 合 一 不 遯 該 

成;《建立猶太國的障礙0 

理耶路撒冷如是分治計割的一部分,它就願 

意予"合作，但倘若聯合圃在分治計割之外 

管理耶路撒冷，對於這種合作就會造成嚴重 

障礙。 

猶 太 方 面 堅 持 須 有 管 制 移 民 人 境 的 權 

力,囟爲這是一個主權間題而且是螌個訐劃 

的最重耍的一個部分0他們說猶太人須自已 

掌握其開鱺圃之門的籲匙0全權專責管制移 

民入境乃是勸使猶太人接受分治計割的最有 

力的理由。他們估計移民率毎年八离人茧十 

莴人之譜——十年期間)10—百离人——須視 

猶太國境内及境外各區域改鐽的情ei2而定0 

他們指明歐洲境內已經沒有大批猶太人聚集 

之 處 , 所 謂 亞 拉 伯 人 恐 怕 巴 勒 斯 坦 猶 太 人 A 

多之說是沒有充足根據的。 

亞拉伯最高委員會的—位代表"該委員 

會 名 義 發 表 芷 式 聲 明 ^ 有 提 請 該 委 員 會 答 

覆的問題都與分治有關,伹巴勒斯坦亞拉伯 

人得亞拉伯各國明白而確切的支持，巳經斷 

然拒铯分治。這個聲明繼稱亞拉伯最高委員 

會願意重申其前言，它担絕w任何形式的分 

治 爲 根 據 的 决 辦 法 , 包 括 在 耶 路 撒 冷 市 另 

設臨時或永久管理當局的計割。 

亞拉伯最高委員會並願着重表明惟一可 

"符合聯合圃憲章理《且可保障巴勒斯坦境 

內和平及安全的解決辦法鼽是在整個巴勒斯 

坦建立一個獨立國,其組織根據民主原划,且 

對保護少數民族與聖地的安全有相當保障0 

亞拉伯最高委員會於此憨明這樣的一個國家 

卽準備負巴勒斯坦全境行政及維持法律與治 

安 的 全 部 責 任 , 並 準 備 " 適 合 眞 正 民 主 國 家 

的正義精砷，對於所有公民及居民》不分信 

仰，一律平等待遇。 

對於猶太協會、亜拉伯各國及亜拉伯最 

高 委 , 會 曾 提 出 同 一 問 題 , 卽 是 " 你 們 是 否 

願意稀結一個協定"求巴勒斯坦境内切實休 

戦 ? " 這 三 方 面 對 於 這 個 問 題 的 答 覆 槪 述 如 

T o 猶 太 協 會 " 是 的 , 如 果 是 休 戦 的 實 施 在 

大會决議案所規定的範圍内並且嚴格依照這 

個決議案所規定的時間表 "0亞拉伯各國"是 

的,如果不實行分治 "0亞拉伯最高委員會未 

答 覆 這 個 問 題 0 可 是 , 該 委 員 會 已 斷 然 拒 絕 

分治0 

我們研究過去兩星期會,結果Jldl後,同 

時應想到一丸四八年五月十五日巴勒斯坦境 

內的情勢,這是受委統治國現時計割終止委 

任统治的日子0 



英聯王圃代表於—丸四八年=月二十四 

曰[笫；r五 

時說, '"f 

於巴勒斯坦所負的責任而聽任圃際機構決定 

—九四八年三月：:：日[第;：:六Q次會 

何 種 程 序 " 求 

於 五 月 十 五 日 負 起 管 理 a 勒 斯 ffl的責任 

" 0 他 的 語 是 " 最 後 , 我 須 再 聲 明 一 

次，英聯王阖不能接受有關巴勒斯坦的任何 

新的或增加的義務0我們在過去幾年中已盡 

了 我 們 的 力 量 , 我 們 的 責 任 終 i t 的 日 子 已 經 

不 能 改 變 地 確 定 T o " 

因爲英聯王画耍終 jk委任統治，所"巴 

勒斯坦的地位是不固定的0關於巴勒斯坦的 

委 任 統 治 書 第 五 條 規 定 " 受 委 統 治 國 廳 負 

責保證巴勒斯坦頜七不得割譲、或租借與任 

何 外 國 政 府 ， 或 任 何 方 式 交 由 外 國 政 府 管 

制"。 

首先切須儘早闞明聯合阖對於巴勒斯坦 

的責任0大會及安全理事會有痰大的責任而 

且須忠守公道原刖及憲章目的W協助達成向 

其 所 提 出 的 情 勢 與 爭 端 的 和 ， 决 0 安 全 理 

事會於發現有對和^的威脅、和平的破壊及 

侵 赂 行 爲 時 , 並 有 特 定 義 務 及 權 力 0 我 前 

二 月 = 十 四 日 [ 第 = 五 三 次 會 議 ] 及 三 月 二 日 

[第二六0次會議]在安全理事會發言時都曾 

談到這種責任。 

聯合國承担行政或管理責任乃是另一個 

間題0如果聯合國求承扭一個政府的職務,那 

麼就有 f i大的行政工作。如此刖本組槭本身 

對;6^巴勒斯坦人民生活的各方面卽應直接負 

責0這是一項可驚的責任，本組槭所有五十七 

個會員阈對此卽負有重大的财政義務0 

聯合國並非當然繼承國際聯合會或受委 

統治國對於巴勒斯坦委任銃治所負的責任。 

合會的委任統治制度0 

國際聯合會大會於一丸四六年四月十八 

日最後届會中通過一决議案s其中有下列兩 

段 

"大會 

"三，確靱圃聯解散時，其對於各委任 

統 治 傾 士 的 職 務 卽 吿 終 i t , 诅 鑒 悉 聯 合 阈 憲 

章 第 十 ̶ 、 十 = 及 十 三 各 章 所 規 定 W & J « ; , 

則 與 圃 聯 盟 約 第 : : : t = 條 內 所 宣 布 的 原 則 相 

符， 

" 四 備 悉 目 前 管 理 各 委 任 統 治 領 七 的 

國聯會員國明白表示願意依照其委任統治書 

所載義務繼續管理各該領：hWgC各傰土入民 

的 繭 利 及 發 展 " — — 請 注 意 這 幾 個 宇 一 一 " 直 

到 聯 合 圃 與 各 受 委 銃 治 圃 個 商 訂 其 他 辦 法 

時爲Jho" 

聯合國大會第一屆會第一期會議時，於 

一九四六年=月十二日通過有關國際聯合會 

若干職權、工作及資產移交與聯合國之决讒 

案 二 十 四 ( 一 ) 0 其 中 未 提 及 委 任 統 治 職 權 的 

移交0該决議案中有下列一段 

"大會願於各方請汆聯合國担任M由有 

政治拴之條約、國際公約、協定或其他文件 

所授予國際聯合會之蛾務及職權時，由其自 

身 加 j y i 審 綠 或 指 令 聯 合 圃 之 適 當 機 關 審 讒 

之 。 " 

聯合圃憲章規定委任統治地得由大會或 

安 全 理 事 會 與 直 铉 關 係 各 國 , 包 括 受 委 統 治 

颸在內，以託管協定方法自願置於國際託管 

制度下0依IÎ章第八十一條規定，此項協定可 

指 定 聯 合 ^ 本 身 爲 一 a t 管 領 土 的 管 理 當 局 0 

但受委統治國對*^巴勒斯坦並未提出此項提 

m,而且聯合國本身5r未採取可以產生此項 

英聯王國片面採取終止巴勒斯坦委任統 

治 的 决 定 , 並 不 能 當 然 使 聯 合 圃 負 有 管 理 ^ ^ 

地的責任0我們認爲顯明地聯合圃並不紙因 

爲 巴 勒 斯 坦 是 一 個 委 任 銃 治 地 ， 就 繼 任 ^ 地 

的行政資任0憲聿簽訂國並不因簽訂憲聿ITU 

對委任統冶地負有意外義務且於受委統治國 

决 定 放 桌 " 委 任 統 治 之 職 貴 時 卽 靡 履 行 d 種 

義務。根據常任理事圃所報吿的事實，巴勒 

斯坦是屬於聯合國憲章第十一章規定範園內 

的頒-七，卽非自治領土。 

大 會 — 九 四 七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九 日 的 建 ^ 

是否就是聯合國接受了關於巴勒斯坦的行政 

責任？讓我們來研究事實。 

— 丸 四 七 年 四 月 二 日 , 

國)^書長提出一項耍求,其中第—段稱2 

" 英 聯 王 國 陛 下 政 府 請 求 聯 合 國 ) * 書 £ 

將 巴 勒 斯 坦 問 題 列 入 大 會 下 次 常 年 屆 會 講 

程。英國政府將向大會提出报吿說明其執行 

I â閱大會第二十A及第二十一次潘會«3錄,m 

件：:十七,英文本第;:七八貝0 

2 S ,大會第̶特届會正式杞錄，第̶％ ，附 
件̶，英文本第一八三具3 



阈 際 聯 合 會 委 任 統 治 情 形 , 並 請 大 會 依 憲 章 

第十條規定提出關於巴勒斯坦未來政府的建 

幾 。 " 

因此,巴勒斯坦問題之向大會提出祇是 

—個蹐作建饑的耍求0英聯王國並未向大會 

任。 

大 會 於 一 特 剁 屆 會 中 研 究 巴 勒 斯 坦 問 

題 , 並 設 一 特 別 調 査 颶 一 

從事調査，並：5«^第=届 

後來就通過决 

饑 案 一 八 一 (二），其中稱"茲向受委銃治巴勒 

於巴勒渐坦將來政府一問題，探納並實行政 

治分立趣濟合一計割0" 

市 的 行 政 責 任 爲 所 建 饑 的 罄 個 辦 法 的 一 都 

分0再者，大會決定設一委員食辦理若干職 

務 u 期將受委銃治阖的責任移交與巴勒斯坦 

境內的m任政Iff0該計割內所定聯合圃的有 

限責任典該計割的其餘部分不可分開，而且 

須視全部針劃之能否採納典實行而定0巴勒 

斯坦問題委罠會主席於二月二十四日在安全 

理 事 會 發 言 時 [ 第 二 五 5 次 會 議 ] 貧 着 重 指 明 

大會建齄的這種童耍的不可分性。我現在引 

" 我 相 當 着 重 ' 大 會 所 擬 定 的 分 治 計 劃 ' 

幾個字，因爲我們的委員會所負的職責就是 

在於實施這個計劃0有閼各方特別着重（若 

, 注 意 的 話 ） 針 剷 中 與 其 更 特 " ' i 有 閼 係 的 

部分,乃是極自然而合法的0委員會划不然， 

它 的 職 責 , 依 照 其 任 務 規 定 ， 是 準 備 實 施 大 

會所擬定的全部針割。 

" 賅計割是一佃整體，@此其一部 

分的實現與有效施行大部分有賴;6*其他各部 

分的確定與實行</ 

大會對其關於巴勒斯坦的建驟所同意承 

的》如果不能實行該决饑案，賒大會探取其 

他辦法外，聯合圃於一丸四八年五月十五日 

對於巴勒斯;0卽無任何行政及管理責任0 

大會所提饑的計割是一個完蘧的計割， 

若非將它全部實施,卽不會成功。一般意見 

似 認 爲 這 個 計 劃 現 在 不 能 和 平 方 法 促 其 實 

施》從安全理事會中及幾位理事會談中所表 

示的意見可知安全理事會在現時情况下不準 

安全理事會現有明白證據表明巴勒斯坦 

糟太人與亜拉伯人及受委統治阈不能同意" 

和平方法實施大會的分治計割0如果受委統 

治阈英聯王画實行其所宣布的决定，於一丸 

四八年五月十五日終JI "委任銃治,根據現有 

的It報,其結果卽會是巴勒斯坦境內的诋亂、 

劇戦及生命的重大損失0聯合圃不能容許有 

這獼結果0聖地生命的喪失鹰該立予終JU國 

際和平的維持巳到危急關頭0 

美圃完全贊同四常任理事阈所得到的桔 

政府表明安全理事會决不容許巴勒斯坦情勢 

威 脅 阈 際 和 卒 , 不 特 如 此 ， 安 全 理 事 會 應 

— 切 方 法 探 取 進 一 歩 行 動 , 期 立 卽 停 J t 暴 

行並恢復巴勒斯坦境內的和平與秩序。 

" 促 成 巴 勒 斯 坦 境 內 停 戰 並 禁 止 侵 入 ^ 圃 的 

不可規避的責任與完全權力0竈章第3十九、 

四十、四十—及四十二等條所規定的權力極 

大，安全理事會應毫不躊躇地利用這些權力 

——如有促成和平的必耍時,應利用所有這 

些權力0 

此外，敝國政府認爲巴勒斯坦應由聯合 

國 託 管 理 事 會 暫 時 管 理 " 維 持 和 平 , 並 使 必 

須共同相處的巴勒斯坦猶太人與亞拉伯人再 

有 機 會 對 : 國 的 將 來 政 府 達 成 協 饑 0 這 種 

的性質，我們希望這種獬决在不久的將來卽 

可實現*依我們的見J!l? ,安全理事會鹰向大 

會並向受委統治圃建璣訂立這種託管辦法。 

這就雷耍大會:â:卽舉行特剁届會,依據憲章 

規定,安全理事會可睛求召集之0在大會召 

籽表決,祇有五蕙贊成這個辦法0 

巴勒斯坦問題委 

的工作。 

我現擬宣讀美國所提出的三項意見0我 

, 並 不 代 表 其 他 任 一 常 任 理 事 國 發 言 0 m 

國的意見係載於一文件中,其標題爲"闢於巴 

勒 期 坦 的 補 充 結 諭 及 建 璣 " , 此 文 件 業 a 分 發 

各理事,其文如下 

" - . 大 會 所 提 璣 的 計 割 是 一 個 完 齄 的 

計割，若非將*È全部實施,卽不會成功。一般 

意見似認爲這個針割現在不能W和平方法實 

施0 

我 們 認 爲 遒 該 立 卽 採 取 其 他 辦 

法，"維持和平,並便有關各方對£«^巴勒斯 

坦的將來政府再有機會達成協曦。爲達此目 



、耍求或立場,亦不妨礙最 

久的將來郎可資現》依我們的見翔,安全理 

託管辦法。 

會，依摅憲章第=十條,安全理事食鹰蹐求 

窖長召锒之0 

在 大 食 召 集 特 別 届 會 前 ， 我 們 

暫停M於資施分治針割的工作0" 

闕於實行上述建議的決瞜草紫不久節擗 

分 發 , £ 1 便 腈 安 全 理 事 會 審 , 。 

Rabbt Stiver就理事會議席代眢Mr Sherlok 

巴勒》HB狳太協會代表o 

â此時起用卸時傳輝辫法0 

Rabbi S I L V E R ( 巴 勒 斯 坦 猶 太 會 ） 我 

潁 意 首 先 戚 謝 M r Austin補充說明我今屬 

所提到的"艇由陸路及)@路谮入"一晤0我願 

意指朋锥他所引述的笨委统治觑的聲明,而 

且與他的報吿第五段所說的相反，受委统治 

M r Austin所提出的聲明，仔細討掛這個萆 

明中所提出的一些法律論點，或者再釘鑰如 

何 尋 求 那 倜 毫 無 着 落 的 協 瞜 解 決 辦 法 , 美 國 

代表lil及英聯王圃政府發雷人都曾一再表明 

Austin所提出的主耍建瞵的反遒。美圃政府 

主锄下所通通的分治針割的工作,並盯立暫 

時％管巳勒斯坦的辦法，美圃態度之如此轉 

趣,資在令人詫厲。 

直 到 最 近 幾 天 , 美 阖 代 表 IS發 言 人 還 ！ ^ 

美 

15—再表示美 

國對於分治的立場仍未改趣0我們完全不能 

â泯亂，足£1擴大巴勒斯坦境內的暴行，並 

樣C 

所 謂 大 會 建 饑 的 針 割 是 一 個 完 整 的 針 

割 , 若 非 將 它 全 部 實 施 , 卽 不 會 成 功 之 鼸 , 

是 不 正 確 的 0 賅 項 針 劃 中 決 無 這 個 觐 念 。 賁 

在詆，這個觀念典美國代表在大食第二廣會 

期巧所發表的聲明枏反0 —個國家的建立並 

不 是 " 另 一 國 家 的 建 立 爲 條 件 的 0 美 圃 代 表 

M r Herschel Johnson 四七年十月二十 

八日在巴勒斯坦問題專設委A食的一個小組 

委 員 會 中 諭 綞 済 合 一 而 睐 到 這 問 題 時 說 " 相 

互 原 朋 並 不 是 必 耍 的 條 件 , 因 爲 這 倔 文 件 可 

能《t有一方簽字0" 

顳 明 的 ， 現 正 有 人 企 園 強 4 巴 勒 斯 坦 猶 

太 人 民 接 受 决 辦 法 , 滅 少 分 治 針 割 中 

所 規 定 的 主 權 、 頜 : h 及 入 境 移 民 0 否 則 , 美 

决 辦 法 0 美 國 完 全 知 道 亞 拉 伯 人 一 直 反 對 並 

且 鼸 糖 反 對 凡 承 酶 巴 勒 斯 坦 境 猶 太 人 民 合 

法 權 顺 一 切 解 決 辦 法 0 

猶太協會曾一再覺得須特別蘀明分治針 

劃代表猶太人&方面最大限度的犧牲。凡求 

再 作 银 牲 的 提 幾 郎 須 U 武 力 強 施 於 巴 勒 斯 坦 

猜 太 人 民 0 我 們 希 望 聯 合 國 不 會 故 意 抄 襲 受 

委統治國英阖的故技而求實施近幾年來英國 

管抬眩地所實行的那種限制、摧殘典歧親的 

辦法。 

我們今日邋該重述我們上星期在安全理 

事 食 [ 第 二 六 : : ： 次 會 贜 ] 中 的 聲 明 大 會 的 決 

躏對於酒太人芪仍然有效。我們巳餒接受 

而 且 願 意 遒 守 它 0 如 果 聯 合 阖 巴 勒 斯 坦 問 題 

巴勒斯 

m 在 上 虽 期 三 

齙》 

1 4 族 生 存 M 及 正 義 與 鹰 史 權 利 的 考 廑 來 飾 

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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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以深感悲痛的,t情表明世人從美國 

剛才所發表的主張中，不會得到利益，這撺 

Ô此時起復用連績馋铎辫法。 

主 席 我 願 W 中 圃 代 表 資 格 表 明 美 國 代 

表的建饞典中國代表嵐對於巴勒斯坦問題的 

一貫立場相合0我們始終願意由亞拉伯人與 

猶太人饍方協議而對巴勒斯坦問題求得解决 

辦 法 0 任 何 他 稗 解 决 辦 法 顯 然 都 不 能 " 和 平 

方法求其實現。如果我們承認不可能達成協 

我們在會談期間曾向巴勒斯坦問題委員 

會 提 出 一 個 明 確 的 問 題 巴 勒 斯 坦 問 題 委 R 

會是否認爲可能W和平方法實施這個計劃的 

全部或大部分？我們所得的答覆也很明確倘 

若現時亞拉伯人竭力反抗分治的It形饞續不 

饞，巴勒斯坦問題委員會憨爲不可能W和平 

方法實施這個計劃的全部或大部分0 

巴勒斯坦問題委員會的答S確定了安全 

理事會計論的出發點 0 我們在一切計諭開始 

時 必 須 自 問 一 下 安 全 理 事 會 是 否 應 該 伊 給 

必 耍 的 武 力 來 克 服 " 現 時 亞 拉 伯 人 竭 力 反 抗 

分 治 的 情 形 " ？ 這 個 問 題 可 以 另 一 種 形 式 提 

出 安 全 理 事 會 是 否 應 該 齄 可 使 用 武 力 求 克 

服"現時亞拉伯人竭力te抗分冶的情形 

我深信安全理事會不應伊給這種武力， 

亦 不 應 驄 可 如 此 使 用 武 力 。 我 們 不 應 給 這 

種武力或餛可如此使用武力，而應發分在単 

事與政治兩方面停戰,以符我們維持國¦¦^»1 

平及安全的主耍責任 0 時茧今日，假如不同 

時作政治上的停戦或餒和，就不能做到軍事 

造成戦爭,這實在是不幸的。 

根據這棰種理由，敝代表阁贊成美國代 

表圑所提建饑的一般原刖。 

M r G R O M V K O (蘇維埃妣會主義共 IB國 

聯 盟 ） 我 對 於 我 在 今 屬 會 議 開 始 時 所 說 的 

話須耍補充的實在很少0我們剛才聽到的建 

理 事 阈 畲 商 開 始 時 起 美 國 所 持 嗨 度 的 然 結 

果 0 我 不 知 ^ 以 前 的 I t 形 , 可 是 這 是 美 圃 代 

表在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圃依H?安全理事會 

三 月 五 日 [ 第 二 六 三 次 會 議 ] 决 鵰 案 [ 文 件 S / 

691 ]開始會商的第一次會璣中所持立場的 

然 桔 果 。 

美圃對巴勒斯坦間題新提出的建議以確 

定的形式表明這毽立場。會商期照無正式建 

議提出0我們大家都知道，美國的立場與今 

日提請安全理事會考慮的建議，與大會或聯 

合國的决镞毫無相同之處。此時我不擬《i*論 

這些建議。美阈代表一再着重一點，卽一般 

意 見 似 認 爲 大 會 關 ; 巴 勒 斯 坦 的 决 議 不 能 以 

和平方法實施0這種聲明令人雜會，因爲事 

實 上 對 J S I — 點 並 無 共 同 意 見 0 我 知 邋 美 阖 

和 中 圃 代 表 對 這 個 問 題 的 聲 明 ， 可 是 我 並 

不知羞其他各圃代表曾發表任何聲明，正式 

表示這些國家的政府膨爲關於巴勒斯坦的决 

議不能"和平方法實施。無論如何，就蘇聯 

代 表 M 的 立 場 而 言 , 蘇 聯 不 同 意 種 觀 點 ， V 

也 不 願 説 還 有 別 人 持 這 種 觀 點 。 對 ； -

沒有共同意見，然而剛才分發的建畿中《iJi 

"—般意見似鶊爲這個針劃不能W和平方法 

促其實施"0我再說一次，這幾個字可令我們 

安 全 理 事 會 提 出 的 這 個 文 件 ， 他 提 到 個 文 

件 時 好 像 在 說 美 國 的 新 提 讒 和 這 個 文 件 一 

致0這顯然典事實不相符合。美國的建議與 

相同之處。無腧如何，美國的建議和安全理 

意所擬具的文件內各點，毫無鬮係0這些協 

議擬定的建饞，尤其第二部分(甲）(乙)兩點 

內 的 建 議 , 與 美 國 的 建 譏 確 不 相 同 o S ^ , 這 

些建饞使安全理事會可據"探取較具體的辦 

法"求實施聯合國闢於巴勒斯坦之將來的決 

讒0 

我現在祇擬作這樣簡短的說明。 

主 席 安 全 理 事 會 下 次 計 输 巴 勒 斯 坦 問 

題的會議將在一丸四八年三月二十四日星期 

三午前十時三十分皋行0 

(午後"時欲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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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an Grundt Tanum Forlag Kr Au 
gustsgf 7A Oslo 

巴基斯坦 
Thomas & Thomas Karachi 
Publishers United Ltd Lahore 
The Pakistan Cooperative Book Society 
Dacco and ChiHagong (East Pak ) 

巴 , g 
José Menéndez Plaza de Arango Pan 
omà 

巴 拉 f 
Agencta de Librerfas de Salvador NIzza 
Colle Pte Franco No 39-43 Asuncion 

秘兽 
Llbrerfa Internacional del Porû S A 
Limo and Arequipa 

菲串教 
Alemar s Book Store 749 RizaI Avenue 
Manila 

葡 ^ 牙 
Livraria Rodrlguet 186 Rua Aurea Us-
boa 

新事坡 
The City Book Store Ltd Winchester 
House Collyer Quay 

西班牙 
Libreria Bosch 11 Ronda Universidad 
Barcelona 

Librerfa MundI Prensa Lagasca 38 Ma 
drfd 

瑞典 
C E Fritze s Kungl Hovbokhandel A B 
Fredsgatan 2 Stockholm 

瑞士 
Librairie Payot SA Lausanne Genève 
Hans Raunhardt Klrchgatse 17 ZOnch 1 

叙利iî? 
Librairie Universelle Damas 

泰阈 
Pro mua n Mit l t d 55 Chokrawat Road 
Wat Tuk Bangkok 

土耳其 
Librairie Hachette 469 Istiklal Caddesl 
Beyoglu Istanbul 

南非聯邦 
Van Schaik s Bookstore (Pty ) Ltd Box 
724 Pretoria 

英阈 
H M Stationery Office P O Box ^69 
London S E 1 (and at H M S O Shops) 

关阈 
International Documents Service Colum 
bla University Press 2960 Broadway 
New York 27 N Y 

鳥 拉 * 
Representactôn de Editoriales Prof H 
D Eira Av 18 de Julio 1333 Monte-
video 

委内瑞拉 
Libreria del Este Av Miranda No 52 
Edf Galipàn Caracas 

越南 
Papeterie Librairie Nouvelle Albert Por 
tail Boîte postale 283 Saigon 

南iff拉:fe 
Drzavno Predozece Jugoslovenska 
Kniiga Terozije 27 / î 1 Beograd 
Can ko r leva Zalozba L[ubt[ana Slove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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