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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七十四次會議 

̶ 九 W 入 年 三 月 二 十 E » B 星 期 三 千 前 十 時 三 十 分 在 纽 約 成 功 湖 舉 F T 

主 席 蔣 廷 黻 先 生 ( 中 國 ） 

A 席 * ‧ 下 列 各 國 代 表 阿 根 廷 、 比 利 

時 、 加 拿 大 、 中 國 、 哥 侖 比 亞 、 法 蘭 西 、 钕 

利亜、鳥克蘭蘇維埃耻會主義共和圃、蘇維 

埃耻會主義共和國聯盟、英聯王圃、美利堅 

合衆圃o 

三五•臨時議事日程 

(文件S/Agenda 274) 

二 . 巴 勒 斯 坦 問 題 

(a) 聯合圃巴勒斯坦問題委員會提交安 

全 理 事 會 之 第 ̶ 次 毎 8 工 作 報 吿 書 

( 文 件 S / 6 6 3 ) o 

(b) 聯合阈巴勒斯坦問題委員會提交安 

全理事會之第一次特別報吿書，巴 

勒斯坦安全問題（文件S/676)o 

(c) 聯合阈巴勒斯坦問題委員會提交安 

全理事會之第：:：次每月工作報吿書 

I 文 件 S / 6 9 5 ) r f 

三六，通過議事日程 

三 七 • 繼 績 論 巴 勒 斯 坦 問 題 

«a主厗邀鲭, 

會 主 席 M r L"icfy、埃&代彖Mahmoud Fawzi 

、禁巴嫩代表Mr CAûmQ""iC巴勒斯但撖太 

協會代表Rabbi Abba Hillel Stiver就安全理 

亊會議席《 

M r E L - K H O U R I ( 敍 利 亞 ） 現 在 旣 無 人 

耍 求 發 言 , 我 願 意 藉 此 機 會 談 談 阿 根 廷 代 表 

昨天[第二七三次會瞵]所提到的鬮；6«^本週的 

宗 教 性 的 問 題 及 約 在 一 千 丸 百 年 W 前 巴 勒 

斯坦所發生的事件o痩於這種種事件在過去 

— 千 丸 百 年 世 界 歷 史 上 所 引 起 的 重 大 改 饞 , 

鑒於全世界基督教徒與巴勒斯坦有精神上的 

於聖地，且鑒於巴勒斯坦境内目前的情勢， 

我願意宣讀我所收到的從巴勒斯坦發來的一 

«巴勒斯坦境內目前的一般苦痛與値得 

惋惜的IT'JL促使所有基督教各宗派代表舉行 

‧ 會 饞 ， 其 目 的 在 計 H R 該 圃 所 有 的 不 正 常 

淸％«這些学派深威其各對本宗搌教徒在精 

砷上、道義上及物質上所龐負的責任6參加會 

饞 者 有 下 列 各 耻 圑 代 表 正 教 長 老 教 區 、 拉 

丁長老教區、阿米尼亜正教長老教區、聖地 

的監管者、Melkue長老教區牧師、亞拉伯繭 

昔監督教會、埃及基督教長老教區、阿米尼 

亞天t教長老教區、敍利亞正教教會大主教、 

敍利亞天主教長老教區牧師、巴勒斯坦S拉 

"他們詳盡研究巴勒斯坦境内目前的實 

際 淸 以 後 ， 決 定 向 全 世 界 字 教 及 政 治 闓 體 

發 出 此 項 宣 言 , W 表 示 他 們 對 和 平 的 搖 籃 

聖地目前所處的可悲的 It 'J2 ,深感憂戚與強 

？V的愴憮o ^ 稹 撩 ^ 完 全 是 因 爲 對 圃 所 

強行的錯魏政策的結果，這個政策的極峯就 

是分治計劃。 

"我們堅信負責决定巴勒斯坦前途的機 

構若不消除將聖地變成戦場的原因、重行建 

立公道原則並且維持聯合國竈章內所規^的 

自決椹，相平卽不會侬復,任何旨在促進*耶 

跻撒冷之和牛'的計剷也不會成功。 

" 基 督 教 協 會 願 意 毫 不 糊 地 宣 言 它 痛 

斥 分 治 計 劃 , 因 爲 它 深 信 此 項 針 劃 侵 犯 聖 地 

因 其 性 質 與 歷 史 鬮 係 而 不 可 分 割 的 砷 聖 性 , 

而且侵害該國人民亞拉伯人的天賦權利。 

"基督教協會並願宣首任何欲Jdl武力強 

行 這 種 錯 S I 政 笫 的 企 躍 都 不 免 註 定 耍 失 敗 , 

因爲"公理"的力量勝於"強權"0 

" 因 爲 我 們 與 我 們 的 瓧 阁 各 階 曆 有 切 

在原則上與行勸上與其rei教同胞完全一致， 

我們耍和他們共同抵抗對亞拉伯人權利的任 

何侵犯或對其國家的任何侵害。 

" 因 此 , 我 們 籲 所 有 執 政 赏 局 遨 其 最 

大努力"求恢復聖地和平及安寧，取涫分冶 

針割、確保巴勒期坦的銃一並促進其全體人 

民的顧利及繁榮"0 

這是巴勒斯坦所有各舭團及機關所發表 

的宣言,代表世界基督教人民的意見。這些 

代 表 根 據 經 驗 明 瞭 巴 勒 斯 坦 的 撩 勢 , 他 們 的 

判斷當比外界人士懷有特殊原則及錯魏與不 

合遣理的特殊期望而到巴勒斯坦者所下的判 

斷更爲正確,更有價fÊo 



General M C N A U O H T O N ( 加 拿 大 ） 我 認 

形c 

經大會於一丸四七年十一月::：十丸日决議案 

—八一(二)通遇的經释合一分治針劃是根據 

許多重耍的假定條件,這一點il^須牢記勿S^。 

自那一5Ubl後事態的演變,尤其是安全 

理事會上S期所收到的關於各常任理事會商 

[ 第 = 七 O 次 會 饑 ] 的 情 報 ， 都 表 明 去 年 十 一 

月 的 期 望 尙 未 實 現 o 第 一 , 原 來 假 定 巴 勒 斯 

坦境內的兩個耻區可JU互相合作"實行大會 

對於巴勒斯坦閬題所建議的ji?决辦法。其中 

所建議的兩個耻區領土的分法原是根據一種 

期望，那弒是預期甓方會採行共同經濟政策 

及 共 同 财 政 辦 法 , 同 時 猶 太 國 與 亞 拉 伯 圃 可 

有 高 度 的 結 合 , 因 爲 若 無 這 種 結 合 與 經 濟 合 

― , 兩 圃 都 甚 至 於 不 能 圓 満 辦 理 基 本 事 務 如 

道路及鐵路交通、電話及鼋報、W及電力與 

水的供遒等。綞濟合一分治針剷之能否實現 

主耍須視巴勒斯坦人民自已如何和他們是否 

願意共同工作,尤其在餒済方面合作。 

但現EL顳見分治計劃中所假定的猶太人 

與S拉伯人的合作程度在現時實際情形下不 

能實現o 

第 二 , 大 會 第 二 届 

期閟假&受委統治圃可能協助實行大會的建 

議o聯合國巴勒斯坦特剁調査HQ最初擬具分 

治計劃時,曾規定受委統治國應於約兩年期 

間監督爲實現計劃所必需的A渡辦法o可是, 

在 大 會 開 會 " 後 , 受 委 統 治 國 表 示 它 不 願 意 

担 任 主 耍 任 務 實 施 一 個 違 反 巴 勒 斯 坦 亜 拉 

伯人或猶太人意願的計劃0大會閉會JW後，受 

委統治國證實了它在 /J組委員會計論期間所 

作的表示，那弑是說在委任銃治終止Jt^前它 

不能准許勘定境界及招募赏地民阁，因爲如 

此卽將增加維持治安的困難o爲了同樣理由, 

員 會 於 一 九 四 八 年 五 月 一 日 " 前 赴 巴 勒 斯 

坦 o 因 此 , 實 現 分 治 計 劃 的 主 耍 籙 備 工 作 卽 

不能進行，而且現巳顯見英聯王國對於實施 

大 會 分 治 針 割 的 合 作 祇 不 過 是 接 受 關 於 柬 

人員到耶路撒冷進行箨備工作而巳0 

分治計劃通過時所作的第三個假定是 

大 會 對 於 這 個 問 題 的 决 議 案 ， 甚 至 在 全 體 

受 o 因 此 , 雖 有 I S 拉 伯 各 國 反 對 , 大 會 仍 認 

g三分之 

二所贊成的建議，幾乎弒等於法律，當不會 

爲任何會員國所反對o 

頗 形 活 動 的 少 數 會 員 圃 , 包 括 各 個 吡 鄰 

巴勒斯坦的圃家在内，業巳拒絕接受大會的建 

mo現在據閡這些圃家正在協助組槭正規軍 

隊 反 抗 分 治 計 割 ， 且 表 示 若 有 外 界 軍 隊 援 

助猶太人,它們就耍用它們本画的軍隊對抗o 

大會通&分治計割時並假定受委銃治國 

可能將巴勒斯坦之政權迅速而迗渐移安新立 

兩圃之臨時政務會接管，因此預籽巴勒斯坦 

問題委員會所須辦理事項紙不過鳖督嗨時政 

務會接收受委任統治國所移交的行政及保謹 

責任而巳o 

事實上原料聯合國的任務祇不過協助受 

委統治阈將權力移交與獨立的亞拉伯國及猶 

太阈而已0但賁際上似不能實行這稻辦法。權 

力 逐 漸 移 交 與 臨 時 政 務 會 之 所 " 不 能 實 行 , 

是因爲受委統治圃認爲鑒於巴勒斯坦的目飾 

情勢巴勒斯坦問題委員會在委任統治終止曰 

兩星期JklW不能進入巴勒斯坦，且其本身不 

願 探 取 辦 法 便 成 立 地 方 當 局 來 接 受 其 行 政 

責任o因此，巴勒斯坦問題委員會將來若履 

行 職 務 , 它 在 委 任 統 治 終 止 W 後 所 遯 負 的 行 

政 責 任 耍 比 大 會 原 定 # 得 多 。 

最 後 , 十 一 月 内 曾 假 定 委 任 統 治 移 交 W 

後過渡期間若發生困難，安全理事會當能採 

取辦法W維持巴勒斯坦的治安。至少有些國 

家認爲巴勒斯坦境內可能發生變亂，但當時 

假定安全理事會對；8^在這種情形下應該探驭 

的必耍辦法可W達成協議。 

然而，我們最近所收到的有關安全理事 

會常任理事圃I t腧I t形的報吿書極淸楚表明 

在現定的辦法下不能協議採取有效軍事行動 

J k l 維 持 巴 勒 斯 坦 的 治 安 o 那 麼 , 我 們 怎 麼 辦 

呢 ？ 顯 明 的 , 如 果 阈 際 組 槭 或 直 接 有 闕 各 國 

不採取任何行勸，巴勒斯坦就會發生暴亂與 

無秩序狀態，而且這種狀態會日甚一日。猶 

太 人 和 亜 拉 伯 人 都 準 備 諸 戦 爭 W 求 管 制 該 

地 , 將 來 英 聯 王 國 移 交 委 任 統 治 時 若 無 另 一 

當 局 承 扭 該 地 行 政 責 任 , 該 地 似 可 能 螢 生 劇 

如 此 則 不 僅 巴 勒 斯 坦 的 和 平 , 而 且 盤 個 

中束的和平，都會受到威脅，聯合圃全體會 

員國的利益，尤其是這個區域内居民的利益, 

也 會 因 這 種 難 而 受 到 重 大 危 險 《 

關;6^實施分治訐劃B經做了短時而極努 

力的工作o 



我覺得巴勒斯坦問題委員會的綞験EL綞 

證 明 聯 合 國 的 有 重 大 責 任 的 主 耍 任 務 ， ± 

其是在大圃若不一致認爲蝤眩履行這種任珐 

時,不遯交給完全由小國組成的委R會辦理。 

因此，將4：若再擬定鬮:巴勒斯坦的新計劃 

時, 

直接担負責任o 

無 疑 的 , 美 f 

時 託 管 辦 法 的 提 鵰 [ 第 二 七 一 次 會 , ] 有 一 些 

ik :須克服的困難o雖然暫時託管辦法决不會 

影齄到最後解决辦法，佴兩部分人民可能都 

會反抗這個提議。兩個耻區都未準備在委任 

統治終止以後,又有某種外力來管理行政o兩 

個耻臛也不會歡迎一種表示現在還不能給其 

人民Jbl獨立地位或表示他們必須再忍受一個 

託管時期的决定。 

l a 在 另 一 方 面 , 暫 時 託 管 辦 法 所 提 伊 的 

那 個 " 冷 却 " 時 期 有 一 很 大 好 處 , 那 就 是 使 温 

湘的蝤太頜釉與亜拉伯領釉在比較有利的環 

境下並在聯合圃憲章範圔內對其共同問題璣 

定解决辦法。如果兩方頒袖對於ji^直接鈸判 

j ! i决其自身問題具有毅力與深切的貴任戚， 

這倜時期可能不會長久o 

其他計剷也遯該考慮，但是加拿大代表 

圑鼸3這裏有一種顯明的危脍，那鱿是聯合 

國 ， 尤 其 是 安 全 理 事 會 , 若 從 一 種 行 動 途 徑 

就 會 又 遇 到 實 施 方 面 的 重 大 困 難 o 因 此 ， 在 

這種It形下，加拿大代表龃目前不擬宣布贊 

直接有闌圃家 

時再說o 

M r P A R O D I ( 法 蘭 西 ） 我 原 來 無 意 在 今 

天 上 午 發 言 ， 我 耍 表 明 我 沒 有 充 分 隼 備 o 我 

現在決定提出我耍表示的意見，是因爲現;É 

沒有人表示願意發言,我們 I的時間極其有限 

而且我深戚我們所負的責任極爲重大。如果 

說M的話,卽蹐主席與各位代表原ITo 

法蘭西封於當前這倜極困難的問題所持 

的—般立場县大家淸楚知道的o法國外交部 

長本人在大會第二屆會開始時巳綞講述1 S 

這 種 立 場 , 箇 言 之 , 就 县 這 樣 一 句 話 我 們 

m 
法o 

對 於 " H 

件 ， , 解 似 乎 是 騸 人 6 ^ 話 o 有 人 也 許 會 指 

並說我們表示 

實際上等於 

完全沒有表示o可是，這是不正確的，因爲 

從常理上看,從這個問題的性質上看，Jl^及 

形 上 看 , 

钹甓方協議不可。我們不能想像兩族人民如 

此雜居泯合，彼此餒常柱來如此密切，而且 

在 生 活 上 如 此 顯 明 地 彼 此 依 賴 , 可 " 沒 有 協 

饑,而能共同生活o 

法 , 那 就 县 大 屠 殺 o 這 當 然 是 完 全 不 能 容 許 

的,可是我覺得如果除了現時巳餒如此悲慘 

的鬭爭"外，還有普逼的屠殺，链方最後仍 

因此，我們當前的任務S尋求一個最能 

爲 犍 方 所 同 意 的 解 决 辦 法 。 本 此 精 神 , 我 在 

大 會 第 ， 屆 會 結 東 , 一 天 2 鑒 於 有 些 s 拉 

伯 阈 家 發 表 較 有 和 廨 悃 向 的 聲 明 , 曾 起 而 耍 

求 大 會 暫 餒 作 一 決 定 待 當 時 已 綞 提 出 的 各 

提 案 能 夠 弄 得 更 淸 楚 些 o 當 時 我 並 且 指 明 

——我現在仍持相同見解一委員會未在妥 

赏的 i t形下研究分治計割o我現在不願重述 

我在邻時封於這一點所說的話,可是我仍然 

費得上屆大會中研究各種提案時所完成的工 

作並未給予我們必耍的保證o 

我 知 甚 我 在 十 ― 月 = 十 八 日 提 出 的 提 案 

實 在 太 ^ 了 0 這 是 大 會 的 意 見 。 其 所 J a 未 皁 

B提出者是因爲It势所4，因爲它所根據的 

是最後片刻所發表的比较和餒的首論，而且 

我應賅說，因箕在tt鹼的最後片刻一一例如 

現 在 的 計 输 一 ： r 會 有 協 議 的 可 能 o 到 了 耍 

作決定的時候而且剛在探取決定"前，當事 

ffi方都覺得這種决定可能對其本身不利的時 

候，這就是協璣的可能性最大的時候。我在 

當時巳經看出而且希望抓住的這個機會未得 

利 用 ， * < ^ 是 十 一 月 二 十 九 日 大 會 卽 分 之 

1 $閱大會第：::届會正式紀錄，全體會議,第八 

十七次會議o 

2 $脚大會第：會正式ifô錄,全髗會議,锒— 

二 次 會 議 o 



二多黻菓贊成分治計割,我們現正計腧其赏 

施辦法》 

我們的立場一如遇去,並未改瘦，如果 

我們看出有協饞的可能,戮們郎朝着這個方 

向 努 力o這 是 我 們 的 一 般 立 場o現 在 我 們 所 

處的情^如何呢？ 

我們現有美画*«^第二七一次會議中所提 

出的一個新的提案，大大地改變了我們在過 

去幾星期内工作的根據。法圃代表aa所贊成 

這個提案的一點就是*È指出了可JW獲致我 

劂才所提到的協議的可能，並爲此事規定出 

時藺0乍看起來，我們看到該案有這個好處 

就 是 * Ë 力 求 在 委 任 統 治 終 止 " 前 我 們 可 " 利 

用的極短時間內在巴勒斯坦成立一個政權, 

̶個權力機構o 

̶方面我雖 iJ*承憨這種好處,但在另一 

方面我覺得美圃提案含有許多困難，安全理 

事會在探取這個途徑Jbl前必須考盧與權衡這 

種困難o 

所提饑的酶時託管辦法顳然會引起很多 

問題o如果交由一圃託管，現在是否有一個 

圃家願意接受此項資任？我們現有的時間太 

短,如果我們不知道那一國願意接受這個託 

管資任,卽不能空談託管辦法o 

如果這是一個阈際託管問題——唯一的 

其他解決辦法——那麼我們就是耍走上一個 

尙 未 開 闢 出 來 的 ^ 徑 o 聯 合 國 尙 無 國 際 託 管 

的經驗o這是一個很難建立起來的機構而且 

含有很多祓雜問題。 

無 腧 是 那 一 種 託 管 辦 法 , 我 們 知 道 這 個 

辦法會引起重耍的法律與政治問題o祇舉一 

例而首，讓我提醒各位理事依據憲章規定， 

託管協定是直接關係各國所訂公約或協定o 

但 我 們 難 說 那 些 鼸 家 是 " 直 接 關 係 阈 家 " o 如 

果 我 的 記 億 不 鍺 ， 我 們 在 — 年 前 計 输 過 這 

一 點 但 沒 有 達 到 一 致 意 見 , 對 : 大 家 a 餒 接 

受的條文也未找到任何解释。另一方面,我 

家 視 爲 " 直 接 關 係 " 國 家 , 而 這 又 引 起 一 個 問 

題。 

的目的地何在，躭不能跋着美國代表團走e 

如 果 我 說 通 去 幾 s 期 內 的 f t 腧 並 未 增 高 

聯合國的聲望，這不會是一項極革命的意見。 

所有聯合圃各機關中現在祇有一個機鬮還保 

持其全部聲望，那就是大會o大會因其組成 

且 因 其 對 ; 許 多 問 題 均 能 探 取 决 定 , 故 至 今 

尙能保待其聲望o現在如召集大會屆會而對 

應 該 採 取 的 行 動 毫 無 明 確 觀 念 , 那 就 會 

便大會處:^極困難的情《而且降低這個機櫞 

尙保持最高聲望o 

屆 會 , 大 會 怎 麼 辦 呢 厂 這 個 癍 會 卽 會 感 覺 它 

處 J ^ @ 困 難 的 R H ^ , 好 像 它 的 嗨 頭 上 有 一 把 

刀 一 樣 所 有 的 時 間 太 紐 而 不 能 探 取 决 定 o 

第一個向它提出的耍求一定是諳它改變它在 

三 個 月 W 前 採 取 的 决 定 ， 我 不 知 â 它 是 否 同 

意 8 ^ 辦 o 可 是 , 讓 我 們 假 定 * Ë 會 同 意 這 是 

— 種 否 定 的 行 勸 , 而 且 對 已 經 取 涫 的 决 定 , 

iJ^須找出替代辦法o現在所提出的託管辦法 

是否可望得到這次大會中多數贊成？我認爲 

縱令我們確實知道這個途徑會引我們走向何 

m,甚至我們知道我們不會便大會陷入僵局 

因 而 表 現 出 無 能 爲 力 的 樣 子 , 探 取 這 個 《 徑 

也 是 極 危 險 的o這 種 局 面 對 於 聯 合 阈 是 一 件 

不幸的事o 

可是》美圃提案中有幾點似乎撖得詳盡 

考虜。第一，所提議的嗨時託管協定可W把 

不安的情锗餒和下來並a容有時間求得以協 

議 爲 根 據 的 解 决 辦 法 , 我 越 爲 連 早 總 會 得 到 

這 種 辦 法 。 日 前 [ 第 二 七 ― 次 會 璣 ] 我 們 所 關 

切的—件事——我覺得這也是美圃代表ffl所 

闕切的主耍事件之 是 促 成 停 戦 , 使 I t 

緒 安 定 下 求 " 終 止 巴 勒 斯 坦 境 内 & 益 劇 烈 的 

流A情形o美國提案可Jkl促成停戰，在這一 

點上說，我們贊成該案o可是,我苒說一次， 

我們應賅詳盡考盧美圃提案，因爲其中^"有 

若干,c理上的危險，就是使赏事一方耍求更 

苛並激怒另一方的危險，因爲我們必須承認 

這樣來不特不能和餒It緒，我們反而在挑撥 

世界上這個極爲敏感的地方的情緒。 

因此，我們不僅應該考盧相決定美圃提 

案 是 否 會 遇 到 太 多 困 難 ， 而 B J I 該 考 盧 和 確 

定 它 是 否 有 助 餒 I t 緒 。 我 覺 得 我 的 意 見 

與加拿大代表以前提出的意見一致o 

我 代 表 法 圃 代 表 f f l 所 下 锆 输 是 現 在 我 

們還不能說我們贊成或反對美國提案o我巳 

指明其中我認爲可取之點£1及我覺得必須再 

加 研 究 之 處 。 除 研 究 所 提 議 的 託 管 辦 法 及 3 

集 大 會 特 別 屆 會 可 能 引 起 的 困 難 之 外 , 我 們 

應該確定美圃提案能否助成協饑,那就是說， 

像 G e n e r a l M c N a u g h t o n 正 確 表 明 的 , 當 

事键方有沒有可能睐解這個提案的目的在求 



緩和緊張局勢o如果我們能充實美阈提案的 

內容並求使黎巴嫩代表在大會中及最近在安 

全理事會中所表示的比较温和的意見更具體 

化，美圃提案確實提出了若干可能It形。 

如果我們能《出一種嗨時託管辦法讓巴 

勒斯坦各地的某種行政組織，例如槽太及亞 

拉伯區組織，各有廣大的自主權，如果我們 

能想出一種嗨時移民辦法，其規定相當平衡 

而 公 允 , 令 一 方 满 意 而 對 另 一 方 有 所 保 障 

— 我 黼 爲 這 不 是 不 可 能 的 一 - 那 麼 美 阈 提 

案或可爲11方接受。 

這種組織猶太及亞拉伯 I廑的辦法,假如 

決不妨礙最後解決辦法,是很、可能行得通的o 

法，而且甚2gî*在相當限度內還可W奠定分 

治 的 基 礎 o 顯 明 的 ， 將 來 很 容 易 就 把 " 色 列 
及亞拉伯區改爲兩個國家，如果這是最後目 

的的話o 

另 一 方 面 , 如 果 我 們 决 定 採 取 另 一 種 解 

決 辦 法 , 祇 設 立 一 國 而 封 少 數 民 族 予 w 充 分 

保障，那末我所建璣的那種組織卽可保持這 

種 楗 可 能 愤 形 o 

我 現 在 對 這 些 事 也 許 談 得 太 多 了 , 因 爲 

在我看來，這種種宜由會談來磋商，但我們 

須在一個極短的時間內求得一個廨决辦法。 

法 國 代 表 M 的 立 場 是 我 們 在 現 時 不 能 

宣布贊成或反對美國提案,在這一點上說,我 

完全同意加拿大代表的意見。這個提案確須 

再加研究與闡明，且應由我剛才所說的會談 

方式來充實*È的內容。 

我 現 在 一 談 我 的 最 後 提 議 o 我 們 所 有 的 

時間極短,我們巳遂漸陷入一種僵局狀態0目 

前最好的途徑也許是由本理事會舉行一兩次 

不公開的會議，我們可在這種會譏中請美圃 

代 表 團 說 明 其 意 見 及 其 日 前 所 述 計 劃 的 目 

的 o 我 們 可 " B t 論 這 個 計 劃 ， 那 時 我 們 就 比 

較容易決定我們能否負起在此短促時間内召 

集大會特別屆會的重大責任o 

這是我對於安全理事會此時應該採取的 

徑所願提出的建議o 

M r C H A M O U N (黎巴嫩）敝代表圃極注 

意 脍 聽 法 蘭 西 及 加 拿 大 兩 國 代 表 的 聲 明 o 我 

在 發 表 我 的 聲 明 " 前 , 祇 願 提 請 法 蘭 西 代 表 

及安全理事會注意法蘭西代表演說中所表矛 

的一鼬，那:It是他希望知道美阈計劃或建議 

的 細 節 ， J d l 便 理 事 會 充 分 明 瞭 事 實 " 作 一 

決定。就我所知，這是表矛安全理事會將聽 

取 美 國 代 表 的 詳 細 說 明 , 而 且 在 鍮 " 後 卽 

封於召集大會特剁屆會事提具建璣。我認爲 

這並未顧及大會所處的地位，因爲安全理事 

會無權命令大會通過任一解决辦法o依摅憲 

章規定,大會可自由：fi過或否决安全理事會 

的建饑,通過或否決託管辦法、翻改其關於 

分 治 的 建 議 或 維 持 原 議 o 我 覺 得 現 在 不 諦 

美圃代表提出計劃的詳锛，無输如何此時尙 

嫌 過 早 , 尤 其 因 爲 大 會 本 身 將 决 定 W 後 採 取 

的任何建議。 

我現在願意指明兩點。 

亞拉伯國家，當然包括黎巴嫩在內，都 

準慷協助維持巴勒斯坦境內的治安，而且甚 

至於願意耍求巴勒斯坦境內亞拉伯人—俟安 

全理事會提出建譏後立卽停火0但須猶太民 

能達Pi這個锆果o 

對於美國提案，黎巴嫩和所有其他亞拉 

伯 圃 家 的 立 場 仍 未 改 變 它 贊 成 使 統 一 而 民 

主的巴勒斯坦完全镯立。 

倘照II國代表的建議，召集大會特別屆 

會，只耍這些建譏不求無限期延綏或妨礙我 

們所爭求的獨立之實現，敝代表阁卽願竭誠 

參加o 

主 席 現 在 沒 有 其 他 理 事 耍 求 發 言 , 我 

建 議 我 們 於 此 時 休 會 , 到 三 月 三 十 日 星 期 二 

午後二時三十分再來開會o 

M r L O P E Z ( 哥 侖 比 亞 ） 我 不 擬 對 現 時 

所計論的 l ia題表示意見o可是我覺得這是一 

種極奇怪HT程序,那就是說我們永先請美圃 

代表儘早分發他在第二七一次會饞中宣布他 

m的建議o事實上，我覺得我們應當等待我們 

熟 知 決 議 草 案 後 再 開 始 計 鹼 其 中 的 建 讒 。 

我願意向安全理事會提出另一點意見o 

大家巳鸫把這個間題交與安全理事會常任理 

事 處 S , 現 在 應 該 讓 它 們 魈 續 處 置 。 我 們 大 

家 多 少 都 靱 爲 i l 是 他 們 的 責 任 , 有 人 建 譏 非 

^ 任 理 事 也 參 加 計 論 , 可 是 這 個 建 議 被 否 决 

了。因此，我們知遨實在瓛該聽任安全理事 

會 常 任 理 事 些 問 題 相 提 具 建 議 。 

約 在 二 十 天 " 前 [ 第 二 六 三 次 會 譏 ] 我 們 

通 過 一 個 决 議 案 請 " 理事會常任理事國 

舉行會商，並向安全理事會银吿巴勒斯坦之 

谙势、更;5^會商"後,就理事會可Wtt示典 

訓令巴勒斯坦問題委員會Jbl實施大會决議案 

之處,向理事會提具建璣" 0我不知遣是否我 



們可具正蹯爲我們巳收到這個報吿o我們所 

收到的是獒國代表團的一個備忘錄，其中表 

示一個新的概點，卽Jla託管辦法或針劃代替 

分治針劃o 

第一，我覺得也許應該餹各位常任理事 

提出其會商綸果的報吿o第二，我們知道這 

mu 

當然，我們須進行我 f f !的工作o安昼理 

事會ifc:須履行其責任——這不是輕钹的賫任 

——而且闞明實際情形是非常有用的,鉞如 

定 亞 拉 伯 人 和 猶 太 人 有 沒 有 成 f ô 饑 的 可 

能。大家當得我曾提出這樣一個建議但未 

經接受,可是安全理事會隨後又决定請亞拉 

伯 最 高 委 員 食 與 巴 勒 斯 坦 猶 太 協 會 諭 能 否 

達 成 這 種 協 譏 [ 第 : 二 次 會 議 ] o 

爲什麼不龃賴會商而趁早對能否=ê成 

這 種 協 譏 得 一 報 吿 呢 ？ 約 在 二 十 天 前 當 安 

全理事會某次會m卽將結束時，我提讒我們 

休會但請各大國代表進行會商o我不願故示 

固 執 , 但 請 容 許 我 再 提 出 同 一 建 饞 我 們 現 

在体會,徂彼此睃解安全理事會烯任國代表 

將討腧這個問題並且繼續會商直茧他們可向 

安全理事會報吿時爲Jho然後我們卽可根據 

報吿進行針諭o 

主 席 安 全 理 事 會 於 一 九 四 八 年 三 月 五 

日 [ 第 二 六 三 次 會 饑 ] 所 通 過 的 决 議 請 安 ， / 

巴 勒 斯 坦 之 I t 勢 ， 其 次 , 就 理 事 會 可 " 訓 示 

巴勒斯坦f≫3題委員會之處提具建議。 

—丸四八年三月十丸日〖第二七o次會 

m]各fft任理事國就該决讒案第一部分向安 

全理事會報吿o美國代表報吿時代我美國代 

表幽Jkl及法藺西與中阃代表圑,蘇維埃瓧會 

主義共和阈聯盟代表則"他個人的名義提出 

報吿o 

同日，美國代表後來又向安全理事會提 

出若干廣泛建饑,準備將來再提出正式决議 

案 [ 第 二 七 — 次 會 饑 ]o 自 三 月 十 九 日 以 後 安 

我覺得現時再舉行這種會商不會有任何 

結果。安全理事會不如等待美阈代表圃提出 

的I详細建璣,或者其他代表圑提出的建議o 

M r LOPEZ ( 哥 侖 比 亞 ） 我 很 典 我 的 

話引出了主席剛才發表的聲明，就:a說安全 

用處o安全理事會有些代表認爲2^怕會發生 

S 種 困 難 , 實 際 上 眞 的 發 生 了 這 種 困 難 這 

個問題交給了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處理,而 

他們並未提出任何>5?决辦法。 

主席剛才所說的，我們不能羝耱假定安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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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 事 會 提 出 。 將 求 提 出 時 , 我 們 當 願 耍 求 表 

矛意見的權利o 

現在我謹向安全理事會提出巴勒斯坦猶 

太協會及巴勒斯坦猶太理事會（Vaad L e u -

mi)於一丸四八年三月；::十=日所通過的镩 

明o 

美國代表在安全理事會中對：&«^聯合國鬮於巴 

" 一 ， 巴 勒 斯 坦 潜 太 人 民 及 猶 太 S t 團 反 

對一切旨在阻止或延緩建立猶太圃的提議o 

"二，任何擬在巴勒斯坦實行託管制度 

的 針 劃 ， 縱 令 是 短 時 期 託 管 , 我 們 都 絕 對 担 

絕。託管辦法ikf然會否認猶太民族獨立的權 

利ffil且會使巴勒斯坦受—個外國軍政府的管 

制。 

聯合國巳一致拒絕保持委任統治 

政)ff，其失敗與瓦解使聯合國巴勒斯坦問題 

委員會有早至巴勒斯坦的 i l^耍o聯合國巴勒 

"四‧委任統治終止時,茧邁不過五月 

十 六 日 , 臨 時 猶 太 政 府 卽 開 始 與 當 時 駐 巴 勒 

斯 坦 的 聯 合 國 代 表 合 作 履 行 職 務 。 同 時 , 我 

們將盡力滅少現政府所造成的泯亂，並且在 

我 們 的 能 力 範 圍 内 維 特 其 所 忽 視 的 公 共 事 

務o 

" 五 猶 太 人 民 向 亞 拉 伯 人 民 伸 出 和 牛 

之手，並請猶太國的亞拉伯人民代表依法鑫 

與 其 政 府 所 有 機 關 o 猶 太 國 願 意 與 鄰 近 的 亞 

拉伯圃家合作並典*È們稀結條約,建立永久 

關 係 ， 加 強 世 界 和 平 及 促 進 近 束 所 有 國 家 

的發展。" 

M a h m o u d F A W Z I Bey (埃及）現在時B8 

不早,我祇擬赂致戳語o 

我 不 i l ^ 提 睛 理 事 會 注 意 自 從 最 初 鍈 到 

分 治 " 來 ， 无 其 在 大 會 通 過 决 議 案 一 八 — 



( 二 ) 主 張 分 治 後 ， 我 們 看 見 巴 勒 斯 坦 境 内 

及其周園祇有爭鬬典泯亂而已。 

我也不必提醒理事會注意或詳諭亞拉伯 

人的立場。辆鹼有多少s»言竑語，亞拉伯人 

决不會接受分治。而且無論是統一管理或分 

成 南 4 區 管 理 , 均 無 區 別 o 

從第一次計論分治時起迄今羝有11亂o 

因此，唯一正常之逍是重行考廑與檢^鹆個 

間題o 

我 不 擬 此 時 評 論 美 圃 代 表 於 上 次 會 議 

中所提出的提案或建饑，伹我願意表明凡停 

止實施分治&^決定都是合乎正道的決定。我 

不願在此時評输業a向我們分螢且餒巴勒斯 

坦 猶 太 協 會 的 美 圃 發 言 人 向 我 們 宣 讀 的 宣 

曾o其中—部分涉及安全理事會本身。理事 

會當能自衞並保護其本身特權。 

關 於 糟 太 協 會 的 美 國 發 言 人 的 其 餘 意 

見，我祇願表明達到秩序的途徑指向另一個 

方 向 o 

主 虎 我 顆 意 宣 布 原 定 於 明 日 三 月 二 十 

五日下午計論印度巴基斯坦問題的會讒，現 

a 延 茧 三 月 二 十 九 日 星 期 一 下 午 o 三 月 三 十 

B星期二下午豳樓討論巴勒期坦問超o 

( 午 後 十 二 時 十 A 分 欲 會 o ) 

第二百七十五次會議 

一 九 w 八 年 三 月 三 十 a g期二午使二時三十分在 i la约成功湖舉ft 

主 席 蔣 廷 黻 先 ^ ( 中 國 ） 在第;:：七O次會議中提出的文件第二部分內 

A 席 者 下列各阈代表 阿根廷、比利 所 表 示 的 意 見 

時、加拿大、中圃、哥侖比亞、法蘭西、铵利亞、 "各常任理事圃躭巴勒斯坦之情勢會商 

鳥克蘭蘇維埃妣會主、義共和阈、蘇維埃社會後，發現如聽任若干人桔隊或單獨由陸路或 

海路齄耱谮入巴勒斯坦jyi遂其毖加鬭爭之目 

的 , 該 地 愤 勢 必 將 更 形 厳 重 , 

m 

主義共和圃聯sa 、英聯王國、美利堅合衆國o 

三八，嗨時議事日程 

(文件S/Agenda 275) 

二，巴勒斯坦問題 

(a) 聯合國巴勒斯坦問題委員會提交安 

全理事會之第一次每月工作報吿窨 

( 文 件 S / 6 6 3 ) o 

(b) 聯合阖巴勒斯tfBg題委員會提交安 

全 理 事 會 之 第 一 次 特 別 報 吿 窖 巴 

勒 斯 坦 安 全 問 題 （ 文 件 S / 6 7 6 ) 。 

(c) 聯合阈巴勒斯坦問題委員會提交安 

全理事會之第;:：次毎月工作報吿害 

( 文 件 S / 6 9 5 ) o 

三 九 a f i 過 議 事 日 程 

四 0 . 

經 主 库 遒 請 , 聯 合 國 巴 勒 所 但 間 趙 委 员 

會 主 席 M r iL"urA_y,埃iC代表Afafmoud Fawzt 

Bey A 巴 勒 所 坦 狳 太 協 會 代 ^ Rabbt Abba 

Htllel Stiver就全理事會議席。 

M r AUSTIN ( 美 利 堅 合 衆 阖 ） 現 在 似 乎 

" ( a ) 

圃政府明白表示安全理事會断不容巴勒斯坦 

有阖際和平之威脅存在， 

採 取 行 勒 立 刻 停 止 暴 亂 恢 復 巴 勒 斯 坦 ; ^ 

和平與治安"0 

美圃總統:$4^三月：::十五日發表的聲明指 

明現在極雷耍在安全理事會中盡最大努力Jtsl 

求造成巴勒斯坦挹太人與ffi拉伯人的停戦o 

第 一 , 巴 勒 斯 坦 境 內 停 止 暴 亂 與 流 血 是 

絕對必耍的，這是由*^人道上的考廑0我們 

鹰該防止混亂，這是保持圃際和平所必耍的o 

第：:：,巴勒斯坦的猶太人及ffi拉伯人都 

遛該準備接受不妨礙任何一方合法耍求的停 

戦辦法。停戦應該包括停止政治上以及軍事 

上的活锄o 

及亞拉伯最高委員會S:代:對2«>停戦3必 

耍辦法表矛意見。這些代表赏然遒該有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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