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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全 種 事 會 

正 式 紀 錄 

第三年 第七十五號 

第三百零六次會讜 

—九 jg八年五月二十七日午後二時s个分在紐約成功湖舉行 

主 席 M r A PARODI (法蘭西） 

出 席 者 W I ^ 各 國 代 表 阿 根 廷 比 利 

時 加 拿 人 中 國 哥 侖 比 亞 法 蘭 西 敍 利 亞 

^ 克 蘭 蘇 維 埃 社 會 主 義 共 和 國 蘇 維 埃 社 會 

± 共 和 圃 聯 邦 英 聯 王 國 美 利 堅 合 衆 國 。 

八 十 六 臨 時 議 事 日 程 

(文件S/Agenda 306) 

八 十 七 通 過 議 事 曰 程 

八 十 八 巴 勒 斯 坦 問 題 之 繼 續 討 論 

(經主席之邀P>t,埃及代表Mahmoud Bey 

Fawzi ,伊拉克代表Mr Al -As i l黎巴嫩代表 

Mr Malik亞拉伯最高委員會代表Jamal Bey 

Hussemi巴勒斯坊植太建國協會代表Mr 

Eban就理事會譏脔） 

主 席 本 席 今 日 下 午 僅 有 文 件 一 項 向 諸 

君提出，卽搏太建國協會代表致安全理事會 

主席函^函稱 

"准五月二十二日<W貴主席名義發來之 

電 锒 ， 内 稱 安 全 理 事 會 靖 我 方 各 當 局 ' 予 停 

戰委員會之工作M其迄未獲得之協助"，±應 

派 聯 絡 員 伊 委 員 會 遣 調 ， 便 轉 送 涫 & 等 

語。 

本人當郎將原電妥轉W列色嗨時政府外 

炎 部 長 M r Shertok,頃巳接其覆矛，顯矛" 

前或曾發生某種誤會，幸而吾人尙能加W消 

釋。僅將 M r Shertok覆電擇錄如次 

猶太建國協會一向與委員會方面保持 

最密切之聯繋，不問個人方面 ; ? 8 冒何種危 

險。例如猶太聯絡員Vman Herzog少校奉 

停戰委員會之命分，if^五月十五日在委員會 

總辦事處所在地之法國頜事館等候亞拉伯聯 

絡 員 前 來 商 ; 耶 路 撒 冷 停 戰 事 竞 ^ 二十四/J 

時之久。亜拉伯方面代表終未1^11來。當時頜館 

爲亞拉伯方面猛^森撃，Herzog 校之隨從 

3人包括其汽車司機在内因而受傷。Herzog 

少校於等候無結*後，莧^ u n w 前往安全地 

點。在此種 I t形之下，本人不得不識敬指明 

闢方A此事吾人不應受任何責倜。 

"Herzog ^校現因軍事緊急耍公: g 有任 

務 , 但 D r Leo Kohn及Mr Walter Eytan刻 

在與停戰委員會維持聯絡。 I t 耶路撒冷於五 

月十五日起已不復爲本國首都，且已因被亞 

拉 伯 方 面 泡 火 四 面 森 擊 而 陷 孤 立 。 特 拉 維 

夫于耶路撒冷之公路在吾人军事控制之下， 

但 因 4 斷 受 亞 拉 伯 方 面 之 ^ 擊 ， 故 僅 有 卓 事 

人 員 爲 作 戰 目 的 加 使 用 。 

W色列臨時政府現在特拉維夫，^處各 

Î樂於與停戰委員會或聯合國任何其他 

">义上各點希，轉呷安全理事會爲r丫。 

W色列臨時政府代理代表 

(簽署）Aubrey S Eban 



再者，據駐耶路撒冷法國頜事短^稱亞 

拉伯方面仍在泡羼新城並繼镄攻擊舊城之搏 

太區。耶路撒冷其他？1 5份雙方陣地似變 

動。 

昨夕^人已聞悉伊拉克代表對安全理事 

會 决 遴 案 [ 文 件 S / 7 2 3 ] 之 書 面 《 欞 [ 文 件 S / 

7 9 2 ] 。 本 人 以 爲 亞 拉 伯 國 代 ; 尤 j l 伊 泣 克 

代表倘能解釋此項答a之確切盲義，當可有 

助 。 如 彼 等 巳 有 , l i 人甚欲5gJt此刻卽 

加解釋。 

Mr AL-ASIL ( 伊 拉 克 ） 愚 見 本 人 所 

提 出 之 ' 梦 明 甚 爲 淸 楚 ， ^ 非 後 一 段 或 , 乂 « 

赂加解釋之處。如壤主席允許，本人當卽宣 

讚 ^ 段 

"最後本人奉命代表全體亞拉伯國家聲 

明 各 壩 海 望 成 复 L L 勒 斯 W 之 和 + 並 極 願 與 

安 全 理 事 會 合 作 成 此 目 的 ， 1 2 爲 ï ' M i 會 

四月十七H之决P義案應予遵守，俾停戟4致 

僅!?片刻之^靜，反爲更慘；？之戰《製造機 

會。目鉗之停戰並未對7卜巴勒斯ffl之亞拉伯 

人或四鄰之亜拉伯各國所尋求之安全有若何 

保 證 。 但 / 於 ^ 成 安 仝 现 事 會 努 力 之 目 檸 

卽镀得公下及拧久之和1^起見，本人窣命報 

《誇貴i m亜拉伯聯盟政冶委員會願於四十 

八4時之期限內考盧安全瑚事會本解决巴勒 

斯m間"tfl方針而作之任何提義。[5f?S:〇五 

次會 

據本人S、j该之瞭解，亞拉伯•《«盟政治 

委員會 / l i常係由各亞拉伯國外長所組成，而 

所 n ， 四 十 八 / j 時 之 期 限 者 ， 諒 係 各 外 昆 

將 i s 績 A 阿 門 開 等 攸 ^ 全 理 ！ 1 * 之建 

本人Pî^聲明5";^此項解释已可灰明W人 

對此Pfl題之立場外不能另有補充。 

Mr EL-KHOURI ( 敍 利 亞 ） 本 人 極 顿 膺 

卞席之讅，對昨H用各亞拉伯阈家名義提出 

之 獰 明 ， 加 明 。 但 f f ^ S W W w , 本 人 擬 

先宣讀咋日自埃及外長Nokrashy Pasha接獲 

之 U 

猶太民族 I義辈員兩名於Gaza埃及共 

螢附玻捕。彼等經審飘後 l i t 稱泰 D o r o t i t 

太人任區£官1^08(；116命&將爽及痢&病m 

投放於:ê及! f l^之飮水屮。彼窄响*S{Jtîff〗 

承；2此4^， 菌投放i?^ Gaza 北之水 

井 。 ^ 人 自 其 中 一 人 身 丄 搜 獲 爲 此 所 用 之 水 

m,另一人則承^將病菌一穆瓶投；*»^水屮。' 

數 曰 " 前 本 人 接 獲 一 函 ， 當 時 因 覺 其 無 

稽，故末加注會。I t因 i i^函與此電7#£連帶 

關係，故現擬擇凟其屮數節。該函簽名者係 

—猶太人名Frank I Hogan。 Mr Hogan來函 

r i ! ^ 經 内 之 預 言 證 實 ^ 之 言 論 。 渠 稱 

此 書 （ 聖 經 ） 預 言 埃 及 人 將 來 死 於 瘇 

疫。何 4 使用近代微菌戰爭，自飛機播散病 

菌於埃及與其四鄰各亞拉伯國家，使其措手 

及，同歸*^彘乎？ 

Mr Hogan ]jp̂ 55—段稱 

" 聖 抨 又 摘 言 異 國 人 之 邪 敎 君 主 將 來 

遭殺齊。此人；#1"係Abdullah Ben—Hashmonea, 

暴君Herod之^人，Judas Maccabeas 一家之 

殺 ^ 者 。 

此語並7眞確，蓋!^經龙未作此預言&。 

該函又有如下一段 

邪敎者，意卽指今日之亞拉伯人（基督 

敎徒或囘敎徒或兩者俱在内）#j來4^爲W色 

列擻太之右手所涫滅，後者乃 I s a a c哲嗣， 

Jacob之英名也 。 

摘 3 又 稱 敍 利 亞 人 及 埃 及 人 將 來 被 

俘 爲 囚 犯 或 奴 铼 n ^mxm ；巴勒斯坦將 

來 自 G a z a 及 J e n c h o 方 面 被 g 入 。 

本 人 " 安 全 理 4 會 宜 注 會 上 ; â 關 於 微 

菡 戰 爭 之 ^ 文 ： i k 鱿 此 雉 搜 集 若 干 f t 報 。 

本人現擬!M_伊拉til代表昨H所提之磬明 

略 加 解 釋 。 安 全 理 * 會 君 如 能 知 其 屮 若 干 

節 之 用 货 ， 常 可 , 用 。 

绾一站，自^聲明颧之，亞拉伯方面顯^ 

未拒絕巴勒斯m停戰命仵。反之，彼等表矛 

1 隹 l i 嗨 時 就 此 問 题 之 公 解 决 方 法 舉 行 談 

I I。如" i i î拉伯國家一再截W願按安全理事 

會 一 九 四 八 年 四 月 十 七 日 决 案 [ 文 件 S / 

723]停止!^火。彼等願[^安全理事會所定條件 

接受沐戰。各亞拉伯國家及亞拉伯最高委員 

會 之 函 ^ 係 由 英 國 榷 督 轉 交 安 全 理 事 會 。 本 

人 自 接 镀 本 國 政 府 及 # 他 亞 拉 伯 國 家 來 電 

後，曾於安全理事會某次會nfe中表明各亞拉 

伯 國 家 已 願 接 " ？ 停 i g ? [ 第 二 八 二 次 會 遘 ] 。 

本人曾於大會第二次特別屆會第一委員會及 

人會某次全體會港屮 iS:明此。 

安全理率會於J1 " 决 案 屮 含 亞 拉 伯 及 猶 



太雙方遵守若干停戰條件。亞拉伯方面接受 

所 有 條 件 。 其 4 最 雷 耍 者 之 一 爲 雙 方 鹰 停 止 

所有政治活動。誠如亞拉伯各國昨13提送之 

獰明所云，此卽爲亞拉伯方而於娄任統治終 

止後不立卽宣佈於巴勒斯坦成立一亞拉伯獨 

立國之;^因。亞拉伯方面因遵守安全现事會 

所採之停戰决Slê案，故避免梂取此一行動， 

但 猶 太 委 任 終 止 統 治 一 分 歸 後 立 卽 採 此 

行動宣佈其國家成立。誠如伊拉克代表昨曰 

爲 全 體 亞 拉 伯 國 所 聲 明 亞 拉 伯 人 尊 重 安 + 

理事會所通A規定小膺作任何政治活動之决 

遴案。 

安全理事會决pis案屮此項規定曾錚大會 

一九四八年五月十四日决ni案予W承9忍1 。該 

决;^案第一部稱 

' 大 會 堅決支持安全瑰事會爲巴 

勒斯W休戰問題所作之力，:îk籲《sf各政府 

各 圑 體 及 各 個 人 相 1 1 合 作 ， 休 戰 之 實 

是爲安全理事會所提議之休戰，其中規 

定:？准從事任何政治活動。此外尙有一協定， 

美國代表團並曾擬具âk提出若千條款，規定 

不 得 在 巴 勒 斯 坊 之 全 部 或 一 部 宣 佈 成 立 國 

家，且不得接受承rv?此種國家之:1&木或請木。 

此項規定向亜拉伯方面提出後，亞拉伯方面 

卸加接受，並避免採取任何相K之行動。猶 

太人何不採同樣行動？此爲肩《Jf安全理事 

會注意之點，亞拉伯國昨曰提出之答瑰屮曾 

予提及。 

本 人 擬 請 注 盲 之 铕 三 點 爲 巴 勒 斯 境 內 

各聖蹟©均未被危及。巴勒斯 iB之聖蹟，'亞 

拉 伯 人 播 太 人 囘 敎 及 某 督 敎 徒 均 屬 同 一 神 

聖。彼等對鎏蹟之愛讅遠較世界其他人士爲 

甚。如今H有任何攻撃情事，搏太人卽假此 

類 聖 蹟 爲 其 M , _ i業巳在其中若干地點集 

合 。 

本人擬提請注意另一點，郎亞拉伯 8 "國 

鼸爲安全理事會可*^最近之鸺來爲解决巴勒 

斯坦問題作若干規定。此小僅爲停戰間超而 

巳 吾 人 厲 W 究 有 永 久 性 之 解 决 方 法 。 停 

戰 在 此 刻 對 亞 拉 伯 方 面 奄 無 , 義 ， 但 對 猶 太 

1見大會第二次特別屆會正式紀錄補辗第二 

睐決 j i i案铕一八六號(特二)。 

人 則 闕 係 重 大 ， 蓋 彼 等 可 藉 此 機 會 鞏 地 

位並充實彼輩Î农去年十一月大會建譏2而宣 

佈成立之國家，而此項建義亞拉伯人始終未 

加接受，本人前巳有所聲明矣。 

大會闢;6f^停戰命令之新决議案如係指無 

條件停戰而旨，則亜拉伯方面哳个能接受， 

但嫂等願接受安全理事會四月十七日所通逷 

之有條件停戰，直至今日仍堅持其立場。彼 

等》 靑求安全理事會依有條件停戰之方向採取 

行勤，據亞拉伯8 "國之聲明，彼等準懾接受 

有條件停戰。 

Mr EBAN (巴勒斯坦糟太建國協會）本 

人A不得已對敍利亞代表所謂投毒：&^井駭人 

齄聞之宣言提出答覆。埃及政疳及敍利亞政 

ffl^現已甘於採取與中古時代最卑劣之反猶傅 

統相一致之能度矣。 

吾 人 堅 信 安 全 理 事 會 小 欲 爲 一 齄 人 自 

哥培爾博士口屮摘讀播太長者宣言錄'之機 

關。吾人希望安全理事會不注 f此種可鄙之 

挑撥，而V*意此刻正有人在耶路撒冷及特拉 

維 夫 上 ^ 投 擲 炸 殫 之 事 實 。 

敍利亞代表發a後一段提及安全理事會 

四月十七日所通》â之停戰决1*案。敍利亞代 

表故盲誤援該決》ft案，將其最主要而積極之 

條款^去，蓋安全理事會從未TlLâ任何决讒 

棻規定;«停止政治活動也。安全理事會固曾 

通 & ― 决 案 ， 規 定 小 得 從 事 政 治 活 動 直 至 

大 會 停 止 論 巴 勒 斯 W 未 來 政 间 題 時 爲 

- I t ,且方僅辛此時爲止。 

安 垒 理 事 會 又 曾 用 某 種 明 白 之 時 閱 條 

件 ， 確 切 醑 矛 該 後 卽 小 考 盧 停 止 活 動 

—事。換^之，巴勒斯》猶太人民*^五月十 

五日宣佈成立國家一事铯未違背安全理事會 

所通過之任何决ni案也。 

敍利亜代表最後竟謂各處擊蹟在猛??抱 

火及炸彈森撃之下毫未被危及，此種結論可 

；3與言論之奇特相稱。 

故吾人頃所聞者，首爲反猶之毀謗，其 

次則爲安全理事會決議案之諛引，最後則爲 

聖蹟未被危及之聲明，而此點之虛偽就吾人 

所獲涫息觀之，殆方不辯自明矣。 

2見大會第二屆會正式紀錄决議案第一八一 

號(二 )。 



Mr TARASENKO 克閬蘇維埃; 1i上會1̂ 義 

共和國）現已發法一相當奇特之It勢。美國 

代表於五月十七日提出决》浚案一項[文件S/ 

749],該案除其他規定外，並建^；&^三十六 

A時内停止軍事行動。^案經修正後[文件 

S/773]直辛五月二十二日[第SO 二 次 會 ] 

始 獲 通 â 。 計 論 該 决 ^ 案 及 决 定 請 雙 方 三 

十六/!時內停止軍事行動竟費時數日之久。 

H卜六/1時終了W後，停戰仍末實行。理 

事會於是又另設時限，此次改爲四十八W時， 

但同樣形又復發生。今日爲五月二十七曰， 

- \曰光陰業巳渡 f i，而安全理事會仍面臨與 

五月十七日相同之[^勢。 

安 全 理 事 會 今 曰 能 爲 何 事 ？ 安 夺 理 事 

會 珑 能 承 五 月 十 七 日 所 承 之 掎 勢 ， 

卽巴勒斯坦境内囚若干國家自外間非法侵人 

之結果現正有武装鬭爭進行屮，而巴勒斯坦 

固 非 W 軍 ! ^ 侵 入 該 地 之 國 中 任 何 一 國 頜 土 

之一郎分。今日之情勢與五月十七日之情勢 

相同，唯一不同者在於慯亡人數及破壊程度 

較當日爲重。 

吾 人 現 面 嗨 一 極 爲 奇 特 之 撩 勢 並 非 係 

由安全理事會命分W軍隊非法入侵另一國之 

各國遵守某種行爲規則，或規定停戰時限之 

條 件 ， 而 反 係 由 侵 略 國 命 ^ 安 全 理 事 會 遵 

守某種行爲規則及條件。^該國首先要求四 

十八 /1時之時限。昨日吾人又接獲通知《求 

延長四十八 /J時。此種展期四十八 /J畤之可 

能 將 3 断 提 出 。 

此 中 顯 然 必 , 把 戲 。 此 種 有 求 鹰 之 爭 

取時限，其幕後有軍事與政治陰!)t，圖fil 

用峙間因素爲邇蘸，餿法達成某種审事及政 

治目的。而同時則亜拉伯人及撺太人仍互相 

殘殺，雙方人民之被消滅者與H俱墦。本人 

擬 指 明 此 事 顯 矛 若 干 亞 拉 伯 國 家 內 某 方 面 

所採政策之小可救藥，蓋彼輩係爲英;îf國主 

義之利益，非爲亞拉伯人民之f«益而爭。而後 

者 與 : 東 民 族 之 利 害 0 毫 小 相 關 也 。 

英 國 政 肝 宣 稱 若 聯 國 能 通 ^ ̶ 决 n i 

案 ， 則 英 國 卽 可 終 止 ' 參 與 T 事 行 勋 — — 本 

人 着 重 參 與 二 字 ， 蓋 英 國 實 P l U l 已 參 加 對 

猶太國之軍事行動——斷絕伊舱"軍隊侵略 

巴 勒 斯 坦 之 亞 拉 伯 人 " 軍 火 金 錢 及 军 官 等 

等。此想係P，徜安全理事會有一決,â案誅責 

亞 拉 伯 A 之 行 動 。 

I t英國< r t安全理事會內之行動並小涫 

極，英政肝駐安全理事會之代表亦非局外之 

觀 察 者 。 反 之 渠 ， ; 設 法 阻 止 理 事 會 通 過 此 

種决,‧s案，可pii特別出力。當該間題行將解 

决之;^，粱有充分機會阻礙决案之通過，最 

低 限 度 利 用 影 容 拖 延 時 日 ， 或 甚 至 挫 敗 此 

—問题之解决。 

英國政府所採之政策殊雒了解。在一方 

面，英國政府極力設法阻止;s過決i#案指責 

侵入巴勒斯 i f l之軍事行動，而另一方面又稱 

如 有 此 種 决 n i 案 通 â , 英 國 將 停 止 供 侵 略 者 

之軍隊W援助。此誡爲一奇特之政笫。吾人 

曾開吾人！;等候摅云IFfr英美兩國政府間 

進 行 之 關 ; ^ 巴 勒 斯 坦 間 題 之 商 談 狻 得 結 果 。 

K 談 l ' j 巳 經 若 干 時 日 ， 吾 人 無 商 談 必 有 成 

就之保flf ， ^論Jt爲何種成就。1«̶之確定 

事 實 厥 猶 太 人 及 亞 拉 伯 人 目 B i l 正 在 互 相 殘 

殺中。現或有人欲W播太人及亞拉伯人爲犧 

牲品5?訂一新協定，方爲大有可能之事。但安 

全理事會萬3能等候，安全理事會必肩採確 

切步驟制止^在巴勒斯 f f l j i l行屮之戰爭。 

此外,另有一,人作盧之事實，卽美國器 

材及其他供服品刻正由英國^轉以援助現正 

侵人巴勒斯ffl並對榴太國作戰之軍隊。本人 

茲苒聲明此係一伶人隹盧之事實，世界S"國 

新 閬 界 ， 包 括 & 國 内 ， 均 巳 此 事 。 本 

人S?爲安全理事會務應結東其對巴勒斯坦情 

z J l 所採之涫極態度。吾人須採取較有力及 

有 效 之 措 施 。 吾 人 所 通 A 規 定 於 三 十 六 / j 時 

內 — — 後 又 延 爲 四 十 八 / j 時 — — 停 戰 之 决 

- i 案 今 日 顒 ^ 並 未 生 效 。 此 項 命 , 雙 方 均 永 

接 受 。 安 全 理 * 會 此 刻 萬 不 能 避 不 採 較 一 可 

W 結 束 L L 勒 斯 W 目 H i f 嚴 重 局 面 之 有 效 新 决 

定。 

Jamal Bey HUSSEINI (亞拉伯最高委員會） 

亞 拉 伯 同 ' 之 七 國 自 十 三 個 世 紀 W 來 ， 除 有 

若 干 短 期 之 屮 斷 外 ， Ï 卜 種 族 民 族 ^ 3 習 慣 

上 均 素 與 巴 勒 斯 f f i 有 切 之 關 係 。 在 此 十 餘 

世紀屮，今日之亞拉伯S "國與巴勒斯坦處於 

邊界之內，&同一政府之下存在， 

甚至僅响一個 i t同利害。 

在此長時期屮，亞拉伯人憂樂與共，無 

匁彼此。來自埃及之旅客途經巴勒斯坦前往 



東方之伊拉!Tt,或自铍利亞經LL勒期ffiâP往 

南方之葉門者無須《海關之留難，又無護0? 

檢験處阻礙 j t通行。巴勒斯坩及亞拉伯同sa 

七國閱之聯繋誠可融合成爲一個國家一個民 

族。 

年n i l由於帝國！•義之野 i : ,完移之 

—國>1強被分劄爲若干頜十，&實際上：m無 

畛域之地榭立&種不同之峻域，使家人"3"肉 

分 離 ， 在 宗 族 社 會 及 人 文 上 彼 此 閱 並 無 ® 

分之處將一國分成若干/ j國。此種業已穏波 

若 干 次 醱 史 上 逆 流 之 國 地 理 宗 族 及 傅 統 

上之團結，决不致方了能爲一紙政冶策略之 

宣 a 或 二 s十年之5：勋潮流所能磨ïïéU 

無論邏辑與情理，或政治策略與椹術均 

不能稱一îi^利亞籍，外約但籍或葉門籍之亞 

拉伯A之】I！往今日之所巴fr斯jfl者爲無故 

閟入或侵人或侵略。凡ft巴勒斯w之伊泣克 

人 黎 巴 嫩 人 或 埃 及 人 ， 其 在 該 地 係 本 其 素 

有之權利，其取得係由於千餘年來&同一居 

地同一政府之下圑桔一致，憂樂相 iJ^i'難互 

濟， 4 問根據何種法律或道德觀含，均 7 能 

因一僅^三數十年來歷之—+張而遽予放棄。 

因此，問此種亞拉伯人之來巴晷'斯 IP係爲 

何 種 目 的 或 f t 何 種 形 之 下 ， 如 稱 之 爲 無 故 

閬 入 侵 入 或 侵 略 , 此 誠 不 免 爲 荒 誕 無 稽 。 

而如謂自世界S"地數千里外而來， 

敎 外 別 無 相 同 之 之 遒 太 人 反 有 權 利 進 人 巴 

勒 斯 t n ， 此 方 滑 稽 之 辛 。 猶 太 代 表 昨 信 卯 

猶 太 教 之 人 ， 粹 論 爲 俄 國 人 羅 尼 亞 人 

波蘭或法國人，均有權自擻千哩外之他國前 

來巴勒斯w，而數哩W外之亞拉伯人越<@有 

名無實之邊界而來者，則反爲侵人者或侵赂 

者。吾人如接受此種論斷，則不啬在此莊嚴 

隆雷如安全理*會之國際機關屮扮演滑稽劇 

矣。 

巳 往 s 年内英國W武力強巴^斯坦亞 

拉伯人接受小同國籍之掼太移民。彼等漸成 

‧ * 一 反 叛 之 少 數 民 族 圑 體 ， 結 果 遂 今 日 提 

出耍求於吾人颌士内 jy武力成立一猶太國。 

在此種淸形之下，吾人殊未見何以巴勒斯 ifl 

本地人民不論在道義上或法律上均不鹰由其 

血統上之同胞，：《：地理上之鄰國，其利益相共 

之同亡——而非由一強加於彼等之政府一 

借 用 武 力 W 制 止 此 妄 之 侵 略 。 

早&—九二一年，巴勒斯坦之少數槽太 

民 族 卽 開 始 組 織 一 祕 猶 太 軍 隊 ， 名 爲 H a -

ganah,由英國政府予jy庇護，暗中支持之。二 

十 五 年 來 當 亜 拉 伯 人 正 在 奮 鬭 脫 離 英 國 束 

縛之P ^，此軍睐在英人刺刀掩護之後培養力 

量，增加人數。其軍火庫在所有撺太人居住 

®内到處^立，而委任統治國竟颶若無睹甚 

予加JW鼓勵。是年後偁然發現有龃量武器及 

彈藥輸入供其使用者，有數次之多。猶太建 

國協會特別設法使猶太移民中大多數均爲曾 

受嚴格革事及突擊311練之靑年人隨時可參加 

H a g a n a h 祕 : 織 。 猶 太 建 國 協 會 所 操 縱 之 

巴勒斯JD敎育制度規定男女學生！&^畢業前必 

須 蹵 強 卓 * 311棟一年。歐洲及美國之猜太 

人 各 國 政 府 目 睹 之 下 ， 有 時 甚 辛 在 其 鼓 勵 

之下，311練大批猶太靑年，並募集鉅額軍火 

與款項，率備送往巴勒斯坦充實Haganah之 

力量而後者之目的固在侵赂巴勒斯坦，排擠 

士著亞拉伯居民也。 

在另一方面，受委統冶國用嚴厲手段軀 

制亞拉伯人之公啻，並阻止亞拉伯人爲自衞 

作卓備。所S胃集體負責及防止犯罪之惡毒法 

令在^^亞拉伯村落到處適用，其目的&罰亞 

拉伯人令:《：繳出兵器及彈藥。此外；ÎÈ'萬行非 

常時!《緊卷法律，jfë保有检枝甚或一顆槍撣 

之亞拉伯人處W無期徒刑或甚辛死刑。 

當大戰時，受委統治國一面;111棟適太人， 

將其全副武焚，而另一方面則於亞拉伯人之 

村)&內挨戶搜5^槍枝彈藥。 

亞拉伯人之敎育制度自始辛終卽爲受委 

統 治 國 所 掌 握 。 當 時 劐 於 民 族 , 識 Z 表 : 

4 斷 驅 制 ， 軍 * 訓 棟 更 無 論 矣 。 

巳 往 十 二 年 來 ， 據 猶 太 人 及 英 方 估 針 

Haganah人數已墦至七离人之衆，而亞拉伯 

頜袖幾全體被放逐，不然，則被拘禁於巴勒 

斯 坊 之 集 中 餐 或 監 獄 屮 。 亞 拉 伯 平 民 辛 是 

遂手無寸feï， %nmm,在統治國所稱爲國 

中之國，擁有Hill練良好，配備齊全之軍隊之 

猶太建國協會虎蹒耽耽之下，馴若ife羊。 

猶 太 民 族 運 動 之 首 倡 立 國 之 i « , 節 係 在 

此 種 之 下 ， 此 舉 小 久 以 前 尙 爲 猜 太 民 族 

主義頒袖所根本否2忍，謂向來並*民族主義 

派計劃之一部分者。 

巴勒斯《之猶太少擻民族旣有世界千百 



萬之播太人及強大之iîfjgg軍爲Jt後盾，欲將 

其意強加於當地 A : 多數人民。巴勒斯 J T ̶ 

百 离 士 著 亞 拉 伯 人 處 此 危 局 ， 助 於 鄰 國 

同胞外，實別無他途可循。四鄰之亞拉伯人 

休戚相關，利益與共，因感脣亡齒寒，遂汾 

起嚮應，此面爲自然之事也。 

因 聯 合 國 大 會 去 年 十 一 ; ^ 提 出 建 幾 《 

後，巴勒斯坦之局面益形惡化，因此項建讒 

除猶太民族主義者外，所有有闕方面，逨同 

安 全 理 事 會 在 f ^ ， 均 未 加 " 接 受 ， 方 3 賊 將 

自 身 牽 涉 於 内 ， 強 ; 4 f i " 項 建 之 實 行 ， 負 

責 合 法 之 鵰 力 促 成 = 1 0 建 ? 棻 之 关 國 政 

府至是遂小得小召開大會特別會>&，進一步 

硏究巴勒斯《1之未來政府問in 。 

美國代表 W 之初步舉劢爲煶在 n i " 論;^ 

間 題 之 前 ， 巴 勒 斯 先 停 戰 。 美 圃 代 表 M 

所提停戰條件於四月十七日安全理事會會 

時jua，更勋甚少。各亞拉伯國及亞拉伯最 

高 委 員 會 大 體 接 受 條 件 。 f i 通 太 建 國 協 

會 則 拒 絶 接 顧 停 戰 條 件 明 文 规 定 , 宣 

佈决1：於娄任統治結東後成立攒太國。创né 

停 戰 之 美 國 當 時 並 末 援 用 謇 , 第 S t 九 條 反 

對 鼓 勵 通 太 協 會 拒 絕 f ¥ ^ 戰 之 國 。 後 猶 太 

軍隊用殘 f f i之涫滅及屠殺方法開始膨遂 f地 

七著亞拉伯人民時，美國又>f援用憲,第六 

章或第七章制止猶太人之行 i S ,而現1 1反提 

g&對應;^地多數人民之前往涫pfMifc人3義 

事 之 亞 拉 伯 人 ， 適 用 该 聿 。 

美^政府尙未撤涫四月十七日之fW îÊ决 

i « 案 ， 卽 , 大 會 第 二 次 特 別 會 根 據 ; & 來 

條件接二迚s另提案。此頓提,，$W:îk永太 

拧檑太人：&^委任統/ft結束時立卽建立猶太國 

之决。，故均遭拒綞。正當人會卽將表决贊 

成 ; « 方 所 提 之 停 ^ 用和1 iîiiLtij方法促成永 

久解决之方集時，）^國政府忽>丄難W索解而 

懊 美 代 ^ 較 ' 也 人 无 覺 突 兀 之 ^ 度 ， 承 " 擠 太 

國 ， 將 ; & 方 所 接 之 和 年 w i M 及 案 

盡行委棄。 

於 此 竈 , 第 二 十 條 又 未 被 援 引 。 故 关 

國已一反Jt 來之政策轉欲引用啬 f最厳 l ' / î 

之 規 定 制 亜 拉 伯 人 f e 4 〗 4 爲 â â r r f i î * 所 

舉劢。^國政府雖未能徵得安全现辜會屮大 

多 數 代 求 之 贊 助 ， 仍 能 i 理 * 會 宵 佈 短 H a 內 

無 條 件 停 人 之 命 , 。 

獪 太 民 族 主 義 組 絨 旣 已 官 佈 y 巴 勒 斯 W 

成 立 國 家 i 幾 巳 佔 頜 " 所 * 木 頜 r f 之 垒 部 ， 

爲 鞏 固 旣 得 利 益 及 奠 定 , 所 立 國 家 之 某 礎 

起見，II所木者莫非卽爲此種煶案。事實上， 

彼等巧圖挾Jt所欲Jdl脫身，唯一需耍之步驟 

卽 ; 停 火 命 ^ 。 在 另 一 方 而 ， 弒 閂 首 先 承 認 

猾太國，繼而貸W鉅欤，俾可購a軍人，助 

其鞏 | f l地位Z《國政府，今日提出無條件停 

火命，，此將處亞拉伯人於何地？此舉將使 

単 備 6 «关S"地等攸機會擢取巴勒斯JB之3« 

楝 ^ 猶 太 靑 年 ， 可 以 實 現 猶 太 之 夢 

其範圍恐將 4 祇限於LL勒斯 in，且慷充於其 

邊 界 Z 外 也 。 此 舉 又 可 大 量 軍 火 輸 人 潜 太 

人 管 轄 Z ï f e 港 y 揆滅LL勒斯ifl亞拉伯人之 

用 。 此 舉 且 4 营 承 , 二 S 1 ^ 离 因 受 擠 太 恐 佈 

份子 i J j椋破&以致象室波燬之亞拉伯婦孺0 

前 所 處 Z 悽 慘 景 化 。 

此 種 雙 方 地 位 殊 f t i 任 何 亞 拉 伯 人 之 

無條件接受停人》fe爲無稽之^。此項無條件 

停火，，屮顯决有一種辛7公道之處，使其 

被提出5}論卽)爲4in正義之舉，遑論其掊 

受。亞拉伯人;T願出n r i身，故鲥 f l î予接受。 

紘,荅人Z立場係â衞而非侵略。吾 

人 爲 合 法 而 非 武 斷 。 吾 人 贊 成 民 

主，育卽取决:)^大多數。吾人决If維讅民主， 

隨 時 爲 此 ^ 牲 。 吾 人 雄 如 是 r 擊 决 ， 但 對 

在L i勒斯 t n z》^ K <族;r â 7阻止J t ¥受憲章 

规定下{友1^^+}$刖而有^充分枪利。 

±ft本;r本7剩斷St論但被在繼賴 

之lll，-w嗜?隹予再一引停戟裘員會之來電。 

r i I L t l 作 1 " ? 文 竹 S / 7 7 8 分 後 。 

停 委 員 會 來 ^ 表 矛 顦 官 考 盧 吾 \ 請 其 

逐 曰 報 3 f 之 ^ 木 。 f E 報 现 事 會 需 耍 能 

騮 S T 且 ; ！ 能 i 斷 â 4 所 揞 I t 理 之 軍 事 

扉 。 

此 輩 T ，似乂 m t〗亞拉伯社會有相當錚 

驗。口 B i J I f l T P 有 3 ? 官 3 人 巳 足 。 等 之 

官階，則,必_R有屮校一人，>校兩人。又鎏 

m<àtÈfb,似7宜派遺英鐯帀官。 

處 j 能 伊 措 T 事 人 草 g > r 待 言 ， a > 

顯 7 A 准 响 冉 S " 有 關 政 府 之 同 啻 後 ， 乃 

能遣派《官。 

卞？：钺委員會;代:吾人在當地執行工作 

之 機 | 1 ， 在 解 吾 人 可 用 J W 



^ ； & 任 務 之 I t — 機 關 。 瘳 停 戰 3 ^ , 會 與 理 

率 會 * 此 間 互 通 涫 & 之 重 耍 ， 最 簡 單 之 辦 法 

似 莫 如 i i r 亥 委 g 會 之 派 遺 所 需 之 i f 官 。 辦 

PI '此奉最 jûo»^之法 fy^p ,理事會授本席向 

停 戰 委 1 會 之 s 委 , 國 洽 商 是 否 能 S " 派 軍 官 

一 ^ 執 行 停 戰 ^ ft會所8¦劃之工作。 

本"^政府之答欞爲何，本席現在3得而 

知，故未能代作負責之獰明。本席現係W安 

全1>0事會主席之地位>^^。眩本人當力促本 

國政府接"?？此„ i。如比國代*及美國代表願 

同 樣 P = f 矛 本 國 政 府 ， 則 委 員 會 之 所 H t 能 

迅速^成。本席 (S將此問题向諸君a出，p*t 

表矛育見。 

M r AUSTIN ( 美 堅 合 衆 國 ） 美 國 今 日 

之 能 度 與 卄 七 日 出 决 , ‧ à 衆 4 * 康 [ 文 

件S/749]內載安全理事會之ife<iHir«i3巴！&斯 

W 之 I S 勢 構 成 和 1 、 之 威 脅 & 和 I 之 破 壊 f î ï , 

並無錢更。美 " l l ï l i r 接 3 , ，案之修正，卽援 

引憲章第六审之規定。^國政府之所"如此， 

係希! 1此舉可促成停戰，又0卽在；:？修正案 

内:Ta"有澈)氏解</1政冶問题之成功耍件，卽 

和1^是也。 

吾人接 5 援用憲，笫六萆之修£， 終 

歸失敗。休戰85=限已^，但戰!仍繼賴4巳。 

3 特 如 此 且 雙 方 激 戰 之 1 ; 嚮 分 人 放 東 彼 ， 

有自勋尋求和T之希望，反之 l i t吾人《3—印 

象 ， 卽 交 戰 雙 方 另 有 所 伊 貌 非 和 H i : 

也。 

關*^美國决案、^集，本人 > f 擬 f j 安全 

理事會 j l " 他代表有何批評。誰能水無錯；^? 

誰能永《得pf t席上所*代表之支抟？吾人之 

奮 見 可 能 有 錯 i ^ , 伹 吾 人 以 爲 並 無 錯 誤 。 吾 

> \ 之 原 , 爲 就 人 會 及 安 全 ï ? ' 事 會 爲 巴 勒 斯 

m m M H I ? 決 之 經 ' l ê 觀 之 ， ^ 人 巳 到 ^ 

̶境地，卽流血繼續不Q ，神^之處所遭受汚 

辱，而吾人之責任耍*吾人項立卽採取其他 

行 動 — — 竭 盡 聯 合 國 之 能 力 成 相 p ， 而 

同 f f ï > f妨礙键方利，耍木或立場之行勋。但 

吾 人 之 » 力 結 果 ， 雖 已 K 憲 章 第 六 阜 通 决 過 

n i l 案一項，但終末^成任何確實之結果，使 

戰 之 眞 正 原 因 及 交 戰 雙 方 之 興 正 目 的 ， 益 

爲明白而巳。本人適巳！?P月7擬批評m'事會 

所^成之决定。乂國最後巳贊成该决定，伹 

終未獲得停戰桔3?、。 

因此，美"1政府今13之立場爲吾人樂開 

理事會,他代表對於理事會處目 a l l f t 兄之下 

究/i如何對進行一節，表矛意見。吾人?忍此 

種 態 度 不 特 公 允 ， 且 或 可 較 爲 有 效 。 此 如 

由理事會其他理事國發劢，諒較由美國提出 

建 ^ 更 爲 有 效 也 。 

無 諭 如 何 ， 吾 人 之 目 標 在 和 平 。 吾 人 

之目的爲執行聯合國之任務，安全理事會之 

首 耍 任 務 。 本 人 婧 間 際 此 吾 人 J F 在 爲 ， 取 

正義而^究停戰問題之畤，談論正義有何用 

處？ flit問凡爲人藥氣氛所環橈之人，果能jy 

快無辜婦孺流血，便舉世膜拜之聖蹌受汚之 

方法執行止義乎?试問在此種環境中，果能談 

判和！^乎？此種戟It之繼績，果能如何促成和 

牛乎 7 此種將 3 ^ 判政治解决一問題穿插吾 

人工作之屮之舉勅，果有何益？ 

1 § 人 4 $ 木停戰，便理事會五常任理事 

國 依 大 會 决 n 囔 棻 所 派 之 解 專 , ， 得 在 較 適 

宜之環境下進行調解。若小首先停止殺戮，調 

解 專 , 如 何 能 執 行 其 所 奉 之 任 務 7 ? 世 上 

最悖正義之事今正在進行之中。财產破壞或 

從未有今日之重大者。吾人卽使在政治解决 

方面談 N 成功，人命)r不能挽囘。因戰事耱 

賴而生者，永遠 7 能復活。此爲人類之 # 1 

謂犧牲。吾人實無肩付此代惯。此爲一無收 

複之犧牲。 

戰事之繼績决 4 能墦進好感，而欲使一 

大 問 M l 之 F 端 兩 造 藉 調 解 専 i 及 聯 合 國 之 斡 

旋 同 奮 相 H i ? 决 之 方 法 ， 好 i d U S j i J 可 

吾 人 皆 預 知 繼 戰 i î ¥ 涫 滅 對 方 時 爲 

止，决非與正之解决方法。蓋此法有背舉世 

人士之良L及道義，故决不能持久也。巴勒 

斯ffl問题之解决决不在耶路撒冷及各聖蹟之 

破壤或此方或彼方在戰場上獲勝已&。 

n i Ç 間 * 有 人 " 爲 倘 戰 結 果 , 相 持 不 下 ， 

無一人獲勝時，雙方能有談判政治解決之 n 

I t乎？此間題可不待解答而自明。目前之要 

務 在 負 責 任 之 雙 方 務 項 聽 安 全 理 事 會 之 建 

立卽停戰。 K 有此時，在有利*^和平解决 

之^氣中，安全理事會一九四八年五月二十 

二 日 决 案 [ 文 件 S / 7 7 3 ] 之 第 二 部 份 乃 能 什 

諸實施，換a之，卽jy用和平方法磋商解决辦 

法是也。 

目前唯一耍務在停止屠殺:ÎË避免耶路撒 



冷 之 頹 宇 聖 蹟 聖 壇 等 等 遭 受 毁 壞 。 

故美國代表圑希望安全理事會其他代表 

已可提出一切合時宜之建n i。 

主 席 兹 以 暫 時 無 人 耱 績 發 言 ， 本 席 擬 

請理事會諸君决定本人數分鐘W前所提出派 

遺軍官之間題。本席提遘將此項建讒向比利 

時 法 國 及 美 圃 政 府 提 出 。 如 無 異 莨 卽 照 

此辦理。 

Mr GROMYKO ( 蘇 維 埃 社 會 主 義 共 和 國 

聯 邦 ） 席 可 否 笪 述 一 次 ？ 本 人 殊 4 甚 了 

解。 

主 席 本 席 美 代 表 發 ， 曾 謂 戰 

委 員 會 有 電 靖 求 娥 遣 軍 官 3 人 ！ 員 會 W 

便 審 査 報 吿 ， i 就 常 地 變 化 厝 ' 形 遂 日 向 

理事會報吿。本席頃謂最簡捷之方法莫如, 

傳戰委員會 S 套員國各派軍官一人紅;^委員 

會負責。此卽本人之提 

Mr GROMYKO ( 蘇 維 埃 社 會 主 義 和 國 

ê 邦 ） 蘇 聯 對 停 戰 委 員 會 之 態 度 爲 人 所 週 

知 。 吾 人 從 未 對 ^ 委 蓦 會 有 何 * 望 。 該 委 員 

會眛迄今未能梂取實際措施實行安全理事會 

屨 次 翻 婧 巴 勒 斯 坊 停 戰 之 决 案 ， 故 自 經 験 

觀 之 ， ^ 委 員 會 業 巳 失 敗 。 委 員 會 之 成 立 

旣係安垒理事會大多數之决定——委員會現 

已名存實亡一故是應分繼續存在並良理 

某 種 事 項 ， 爲 領 由 理 事 會 大 多 數 取 决 之 問 

題。 

ftt本人欲促婧安全理，會注"&須《^巴勒 

斯 坦 目 前 之 情 勢 從 採 取 à 切 之 决 定 。 倘 於 

接 镀 關 巴 勒 斯 W 情 ^ 兄 之 最 & 報 後 ， 安 全 

理事會不特3能採取决定，且小能考盧浦救 

當 地 f t 勢 之 提 ， 問誰能n g可此種 f t形乎？ 

蘇 聯 代 表 M g g 爲 外 界 人 士 對 此 種 赌 勢 

發 展 當 難 了 解 。 吾 人 , 爲 巴 勒 斯 《 之 I t 勢 務 

小可齄3^其繼績，且現已屆安全理事會採取 

確 實 步 驟 j y 制 i h 巴 勒 斯 J f l 之 行 励 並 恢 復 

和平&安全之 I ^ h 

蘇聯代表M本上述7，旨，r ;"33i|n〗安全 

理 事 會 戶 出 如 下 : : ^ Ç l 决 案 ^ i [ 文 件 S / 

19A%ev 1] 

" 鑒 於 安 全 理 事 會 五 月 二 十 二 日 關 停 

止 巴 勒 斯 坦 卓 * 行 勤 之 决 桌 案 尙 未 被 ; 行 ， 

" 鑒 巴 勒 斯 坦 之 i P * 行 動 日 益 劇 , J H 

慯 t 人 數 續 f f i 增 加 ， 

"鑒"r^因此類事件之結果，巴勒斯tn之情 

勢 構 成 聯 合 國 謇 章 第 S " h 九 條 所 指 之 ^ 平 及 

安垒之威脅。 

"安全理率會_^ 

" 令 與 巴 勒 斯 m 目 前 銜 突 有 關 之 國 政 

府於安全理事會《4過本决!‧ ̂ 案 祛 3 十 六 / j 時 

內停IP i g * 行 助 。 " 

本人擬《fS安全理事會考臛此項提‧‧èc蘇 

聯代表Bâ,?爲如此案得狼;>1遇，或可大有助 

於使巴勒斯 If l之情勢恢復正常。 

Mahmoud Bey FAWZI ( 埃 及 ） 已 往 數 / J 時 

内本人曾聞有人W種種名稱隨畜加於亞拉伯 

人。幸而並非人人如此，幸而大豸數人並未 

如 此 ， 僅 本 4 席 上 若 干 人 有 此 論 調 。 本 人 激 

於 此 種 可 稱 ^ 挑 撥 及 詈 ï « 之 旨 ; g ，實不自廣 

詳加W答覆， i f t 念時間a晚，而本人亦 

已 辛 爲 疲 憊 ， 故 爲 W 不 爲 此 種 慾 望 或 挑 釁 

所動爲宜。 

同 時 ， 雖 云 > \ 之 記 憶 不 盡 可 靠 ， 但 本 

人對於若干人莧未能記億一本人;7欲謂其 

故 f a " 記 憶 — — 吾 人 力 / 咋 今 兩 日 所 表 明 之 

若干明白獰明，仍4免深W爲異。本人不欲 

重諸君之淸齄，一：S褀述本人昨日之聲明 

[ 第 S O 五 次 會 l â ] 。 雖 ; ， 本 人 迫 小 得 巳 仍 擬 

钕述=^^明之一*R份。本人代表本國政府曾 

有如下一 t r 之聲明 

" 埃 及 政 府 樂 巳 汴 奮 安 全 理 事 會 一 九 四 

八 年 五 月 二 十 二 日 之 决 案 ， r 》 决 案 邀 請 

所有政府及當局停 i h 巴勒斯 t n 之敵對 

動 但 妨 礙 有 關 & 方 之 椿 利 要 术 及 地 立 

爲 限 。 " 

本人隨後又作如下一段補充 

" 埃 及 政 府 當 極 願 接 受 一 可 爲 巴 勒 斯 坦 

情 勢 之 公 允 解 决 闢 一 門 徑 之 戰 。 其 他 亞 拉 

伯 國 家 ^ 才 力 I 此 。 安 全 理 * 會 如 能 ^ i h ® 太 

恐 怖 份 子 將 火 運 人 巴 勒 斯 坦 ， 自 外 國 擁 進 

之增援，w及他國#槽太^怖份子之支助，埃 

及政府當樂於考盧安全理串會之停戰命分。" 

本 人 於 昨 日 明 内 铰 ‧ 之 一 段 又 稱 

" 繼 一 九 四 八 年 五 月 十 五 日 所 謂 W 色 列 

國宣佈成立後，安垒理事會所建議之停戰方 

式將 f É 然妨*巴？^斯坦之政治完罄並危 5 亞 

拉伯人之W位 

吾>\之立場，同時 s r r 爲安全理事會之 



立場，係避兄仃何足w掼*巴勒斯m某一造 

權FUS*木之*X!;。所奇者，若干代：3!^之發 

言 似 爲 I S 形 適 得 " " 反 。 

本人現 ï F f f i閲安垂理事會一九四八年四 

月 卜 七 日 所 4 過 之 决 案 [ 文 件 S / 7 2 3 〗 ， % 

*^Jt规定之明確S若干發，人忽略此種規定 

——± 11今日一-一之方式，深異。IT决iiS 

案——本人02爲仍有效一序a第二節屮曾 

提及"停ih暴力行^ 丫上>^地樹立扣 

及安全之It形。，决ni案4僅規定停II：暴 

力 行 爲 而 巳 ， E l J " 張 在 ^ 地 榭 立 和 I " 及 安 

全 之 I t 形 。 

該决n i ^ f f — 段 稱 fr-f妨礙It權 

利，耍求或地位之流解下 作爲#3巴勒 

斯 W 永久利益之贯獻 

^人於分段一(乙）又見 

4 運 送 武 部 f 凌 或 作 戰 人 員 並 4 協 助 

或鼓勵 進入巴勒斯11 。 

分段一(内）ni? 

' 4 輸 人 或 取 得 或 協 助 或 鼓 勵 输 人 或 取 

得武器或戰TÎ物資。 

分段一(丁）,3 

在 進 一 步 審 巴 勒 斯 坦 未 來 政 府 問 題 

不爲任何 政 冶 活 動 。 本 人 ^ 重 

述 一 逼 在 進 一 步 審 巴 勒 斯 坦 未 來 政 府 問 

題"〗IJ。 

"任何一iSîJ此S2並未省去，而本人尤憶 

美 词 代 表 對 於 任 何 一 W 之 愛 好 。 本 人 對 

此二字幾TT同樣愛奵。M之，分段一(丁)結 

稱 

任 何 可 能 妨 礙 t t — 造 權 利 耍 求 

或地位之政冶活勐。 

試觀w後如何？大會禅長久之《îj"論後， 

五月七四日决;s案》之首段稱 

决 持 安 全 理 事 會 促 成 巴 勒 斯 f f l 停 

戰 之 ) J 力 

大# 1 ^该决艮染之^二段稱 

' 授 權 il任一聯合國Li勒斯ai調解 

專員由 並 執 ; 指 定 之 事 項 。 

事實上，此類連镜事件jll未中斷，_0仍糙 

續 演 進 。 昨 日 铋 書 處 本 人 S H S i 解 専 員 業 

8見大會第二次特別屆會正式紀錄補編第二 

號 ， ^ 案一八六(特二)。 

已^稃赴任，本國政府且允伊給 i i l解專員及 

其隨從"一切可能之協助，包括其旅行所用 

之飛機。 

凡此種種均表矛安全理*會四月十七曰 

之 決 案 仍 屬 有 效 。 決 案 提 及 停 i h 暴 

力 行 励 ， 在 ; ^ 地 樹 立 和 平 及 秩 序 , 不 協 助 

或鼓勵武装部隊或作戰人員進入巴勒斯坦 

——本人可重述一逼不協助或鼓勵一及 

4 任 何 可 能 妨 礙 任 一 造 權 利 求 及 地 位 

之政治活勐等吟,均係表明另一相等之重耍 

問题。 

吾人若能記憶以上§‧節——倘吾果欲記 

憶，本人W爲菩人理/#如此——吾人卽當然 

4能131硌玲及與fl:他亞拉伯國家之地位，彼 

等曾，W$人4麼妨礙任一造之權利，耍求 

或地位，1 J繼續容任武装部隊及作戰人員 

進入巴勒斯HÎ Ai協助擠太民族主義者確可妨 

礙亞拉伯人之地位及其枨利。 

此^在四月十七日及四月十七日W前固 

屬正確，時于今日，其正確:t有重大理由。此 

刻 所 楗 太 國 家 ， 或 镥 太 政 府 ， 或 W 色 列 政 

m——用何種名稱當然悉齄it便"一藉垒世 

界通太民族"義之助，既因已格外出力取得 

一種有利之地位，已用某種手段方法伸張至 

其 所 色 列 國 家 之 頜 " I 之 大 部 分 。 當 其 勢 

力伸張之際，吾人並未設法耍*其停 lh。彼 

等flif進4巳，殺^尺民，破毀家室，驅遂千离 

之無辜亞拉伯P民離鄉棄井。 

本人或許記憶响 ï ^，但當時本人並未見 

此有作有爲之安全理事會有所作爲。安全理 

* 會 將 责 任 平 均 分 攤 y 甓 方 ， 7 間 曲 直 ， 不 

間誰爲侵略者及铍侵略者，不問誰爲無故瞰 

來之外人，誰爲在;^地*數千年糜史之合法 

居民。 

本人不欲就此問题苒有所言。本人僅擬 

ffdÈ吾入之主張爲相平，過去如此,現在仍^ 

如此。本人咋日鲁言時表矛歉迎安垒理事會 

發 勛 和 n , 本 人 深 信 ： 希 望 理 事 會 欲 其 所 

發|&者爲一公允之和+，而非危害任何一方 

之和平。若理事會之行励僅爲承餿將巴勒期 

in合法人民之獨立推翻，則菩人勢雑在此坐 

視而無動於屮也。 

本 人 擬 就 另 一 點 盲 見 。 此 事 特 別 

昨今兩日曾屢铍提及。茲先请A—甚久JW前 



所發注之故事，作爲開端o昔日伊斯闞第一 

位大教主奥斯門（Osman)被^殺後，其信徒 

爲博取爭汆之同情，俾可儘量得其擁譜計， 

途將奥期P3之血衣遊行矛衆。每遇此種不合 

理 性 之 論 據 ， 人 輒 用 ' 奥 斯 門 血 衣 一 典 諷 

之 。 

今 日 有 利 用 耶 路 撒 冷 爲 奥 期 之 血 衣 " 

者。倘諸君許可本人用此譬喩，則聖潔之地 

有如耶路撒冷者，竟被用爲>^到政治目撐之 

藉口，實爲可恥之事。甚久 W 前——辛 4 本 

人如此成覺一大會上屆會之第一委員會 

屮，亞拉伯代表屨次表矛亞拉伯人方而^巳 

接 受 耶 路 撒 冷 之 戰 。 本 人 甚 迫 + f l 巳 耍 

求 受 委 統 治 國 加 證 明 。 推 ) S 太 錄 f 人 堅 P 胃 

猶太方面對 f l i '路撒冷停戰之*毫無所知。然 

事實彰彰在目，且現已成爲藤史，不容否音？0 

耶路撒冷確曾有停戰命分，不特爲亜拉伯人 

所接受，且理論上JT爲槽太人所接受。本人 

甚 至 可 不 用 " 理 論 上 數 字 ， 本 人 可 直 ， 事 

實上彼等業巳加JW接受。試問停戰之結果爲 

何？試間誰破壊停戰？其故安在？ 

亜拉伯人與耶路撒冷8 "聖蹐吡鄰而居， 

— 向 無 ， 於 世 人 之 信 託 。 爲 避 聖 蹌 有 

絲毫搔亂或甚辛絲奄报害之可能，攸等幾已 

做到無法做到之举。此係爲菩人自身之利益 

設想。菩人或並>f極端聰明，但吾人旣居近 

各處聖婧，辛 4 有責任 C 知擾亂聖蹌之舉動 

將對吾人不利。此闳不傅由於吾人爲善良之 

人 民 而 已 — — 吾 人 或 未 如 此 善 良 ， 此 點 自 

易奄明̶̶且因吾人深知本身之利益所 ï i"及 

數f年來良好名眷之可貴。吾人之愛；^蜜蹐 

— 向 不 遗 餘 力 ， 現 在 X T 如 是 。 

但播太恐怖主義則極爲堅<^一-一本人 

可承^其如此——且極爲狂妄——myi板加 

——故小顧有聖蹐與否，彼繭^行破壊停 

戰。 

爲 避 免 専 自 一 面 捉 供 摅 起 見 ， 本 人 擬 

宣讀昨日及今日報上所敕之赘明一刖。 

據 稱 M r Bevin於英^下《^iiK曾有如F 

—段發 t。本人^先聲H力此非官方消息，如 

有小確之處，本人可隨時接受指正。Mr Be-

v m 謂 " i l " 路 馓 冷 之 停 ^ 攒 太 4 ! ^ 所 破 

壊，故有今日之戰 1 f 。昨日下院繼耱辯論 

時 ， 據 稱 M r B e v i n 又 j j l 路 i t 冷 之 困 锥 

之一爲若下擂太部隊破壊停戰。本人對此頗 

W 爲慽，本人 J a 爲若 f f l 路馓冷能避免戰 

I S 勢 或 铰 良 好 。 又 刊 戴 此 節 之 報 紙 並 謂 

Mr Bev in之發？博得下院之歡呼。此亊曾 

無一人加W反駁，本人相信安垒珲事會諸君 

：r無A能加反駁。 

本 人 因 此 希 望 所 " 自 亞 拉 伯 人 孚 中 搶 

救耶路撒冷之哼聲，可改爲正確之《îft法，卽 

"自播太民族主義者手屮，自^ Wî分子手屮搶 

救 耶 路 撒 冷 。 

事實上被毀者多爲吾>\之家室，被，者 

多爲^人之子女，被摒掠者多爲吾人之士地， 

戰 流 1 Ô I 之 結 * 貽 * 無 窮 。 吾 人 若 尙 ; Ï 欲 和 

平，鉞可謂通人矣。吾人之渴望和卞較任何 

人爲切。吾人絕無;T A和牛之理。但如吾人 

今日被;《â f ^戦，吾人自作戰，將來如有人 

>â吾人作祯，吾人：r乂作戰。吾人乃ÎE常之 

人，有IE"^之K鹰，at非反常之人或低級勛 

物 。 因 此 若 有 人 逑 吾 人 離 家 棄 井 ， 或 殺 

戳吾人之妻子兒女，講問1$窑起抗担外，吾 

人 果 有 何 途 可 循 ？ 吾 人 因 酷 愛 和 平 ， 目 與 

數1"年來均屬如此，故無數通太人——事實 

上 幾 — — 乃 能 來 巴 勒 斯 K l 與 四 鄰 亞 拉 

伯人世世泯居， t l F i l V 和}^等及自由。 

年 來 勢 : ( i 甚 I t 殊 ， 吾 人 對 亞 拉 伯 國 家 

領士内之擠太人曾無絲《搔害。很輩一直享 

有+等之待遇，與他人奄無二致。吾人對彼 

輩 嗨 極 保 障 . 愛 ; f ， 俾 可 爲 平 等 勤 勉 f i 由 之 

人。 

我 亞 拉 伯 國 嗪 代 " 來 實 爲 全 世 界 捃 太 

民族之最偉大之安居之地，我亞拉伯^"國向 

爲 撺 太 人 ^ 來 定 f e 避 難 木 助 之 慈 愛 而 懇 摯 

之汆園。 4 作巴勒斯坦播太人對於巴勒斯坦 

與 對 於 其 他 拉 伯 頜 士 同 ， 並 無 特 別 之 權 利 

而 巳 ， 所 有 亞 拉 伯 《 " 國 對 此 輩 太 人 咸 表 歡 

迎。吾人曾竭"《sfefjfV潜太人。本人雅不願於 

此傘動 i d c i t，捉及宇典上所有之 ' d ï激兩宇， 

本人 7 械; î t H i t 此 9 V i 。此非適當之時間與地 

9!A。但卽诳齒太人對亞拉伯8"圃，包括巴勒 

斯 坦 内 ， 無 》 有 任 何 跌 激 之 處 ， 妆 等 方 無 

栩 利 7 § 行 侵 略 吾 人 之 士 地 ， 吾 人 自 無 坐 親 

攸 輩 s 赂 而 3 加 抵 抗 之 責 任 。 

本 入 欲 ？ ^ 向 安 全 理 , 會 保 人 之 目 的 

mu p 。 吾 人 i t 豫 準 備 切 實 與 安 全 理 事 

—〇 



會^^作努力,建LL勒斯HI之和《、。 

安全 ï i E事會昨口曾開及伊拉克代表9»明 

各亞拉伯围外長所机fife之亞拉伯同盟政冶委 

員會願力八四十八W 內考盧恢〗'巴勒斯Jn和 

牛 之 任 何 建 I 但 妨 礙 任 何 一 方 之 f i j 益 

及 耍 限 。 此 出 於 于 誠 ¥ 信 ， 宇 今 仍 屬 

有效。 

厣 古 辛 今 亞 拉 伯 祉 會 中 習 用 之 敬 語 爲 

'願君f号和。此【S1不傅爲舌端之窣言而巳， 

而實深入吾人之c地，只，他人不搔ai吾人 

之平靜生活，吾人JT悝在日常生活中實施^ 

平。 

J " 席 名 單 b 現 尙 有 兩 人 發 言 。 本 席 擬 

先請英國代我^^言。如哥俞比亞代表同意，本 

席 擬 婧 下 次 會 p f e 開 始 畤 發 = % 

Sir Alexander CADOGAN ( 英 聯 王 國 ) 本 人 

首先擬&稷昨日會P義[第三〇五次會 , 1 1 ]行將 

終了^^Ï哥É"比亞代表所S^̶^。 JI次本人擬 

向安全理条會報吿本圃政府之若干項3 «令並 

提出本國政；ff椹授本人提出之若干建nS。時 

M已晚，本人黴在仏用 ï f f爭會之畤問，殊深 

抱歉， I t 諸君諒皆 f ï T l T ; 人所 K f F 先之問題有 

極 大 之 重 耍 性 及 A 切 性 。 

哥 ^ 比 亞 代 表 昨 日 向 本 人 出 之 問 题 有 

關 英 頃 與 坟 及 伊 拉 , 外 糸 〗 但 三 國 政 府 間 

之 條 約 關 係 。 由 此 f î i 條 約 ， 本 國 政 府 所 負 

義 務 之 一 i ^ i i J 耠 此 三 亞 拉 伯 國 家 W 軍 用 器 

材。此項義務已有良久)^史，故条*&上自三 

國獨立以來， 4 J 保安部隊均係 i l 用^式配備。 

故 英 國 之 ^ 旦 》 * 斷 ， 將 f i & ; ^ 國 之 維 拧 

治安或準備自衛有feÊ重之影響。由此可見本 

國政府椎拧物資供應之責任爲一極爲重耍之 

國!^義g^。 

本人所指條約之目的並非在任何方面限 

制我盟邦之主櫂獨立，事實上力對其獨立絲 

电 4 生影饗。就埃及與伊拉!£而，，此 

il所承i；"。 

數M r^lj安全珲事會潜閲埃及代表及本人 

之 間 有 冗 £ 之 辯 論 。 此 * 縱 3 能 證 f t 他事 

項 ， 爲 ^ 明 埃 及 ; Î k 4 â n g 爲英國之附 

庸也。 

H É此間已有人p i l̶̶卽蘇聯代表及巴勒 

斯w猶太建圃協會代表̶̶本國政府統制外 

5^〗但King Abdullah之外交政策。本人完^ 

否此種霧；^之觀含。外約但乃一主權國家， 

絕 非 如 M r Shertok代表捃太建國協會所聲 

明，m外約伊审隊之總司^係由英政府指m. 

或外約但非得英國政府之特許不得&外用兵 

等等。此種聲明垒;T確實。 

關方 八 受亞拉伯軍圑臛用之英國軍官一 

節，本人現擬略加解稃。此輩受懾者共有三 

十七人，其屮二十一人係自英軍調用。其餘 

十六人目前巳不在英軍服役，而係 j y個人資 

格受倔;^外約但政府。此"h六人中並包括知 

名畤常提及之Glubb Pasha及過去自巴勒斯 

坦英帀脫離投入外約但之軍官兩名。彼輋今 

曰 業 e 斷 與 英 國 陸 軍 之 任 何 關 係 。 

最後，容本人聲明英國軍官現並無一人 

參加巴勒斯W之戰事。 

本 人 拳 命 報 吿 安 全 1 ! 事 會 英 政 府 現 正 

法 立 卽 ^ 二 十 一 名 調 用 軍 官 4 得 在 巴 勒 斯 

坦服格亞拉伯卓團。其餘英籍軍官當然不受 

政府命令之節制。 

本 人 又 奉 命 報 吿 安 全 理 事 會 英 國 政 府 

依條約規定對外系】但政府之補助费——此間 

時聞提及——下一期應於七月十二日撥付。 

此項撥款義济將參叩聯0>國之决定在是日以 

m ，加考盧。 

關 埃 及 伊 拉 克 與 外 約 但 三 國 政 府 供 

給 4 f 火 一 事 ， 本 人 奉 命 聲 明 如 安 全 理 事 會 

決 定 採 用 一 ^ 之 令 ， 切 實 制 止 軍 火 運 送 巴 

勒渐坦之亞拉伯人及猶太人，則本國政府當 

願遵守决定，停止爲履行現行契約將軍火運 

往 伊 拉 克 埃 及 與 外 約 但 。 

受上述三種决定之限制外，本國政府 

仍鸺繼櫝履行吾人之條約義務。容本人指明 

此類條約擬訂時巳設法確保其與吾人之其他 

國際義務相符。例如，與外約但訂立之條約第 

四條有 

' 本 條 約 所 有 條 款 絕 非 , 圖 或 在 任 何 方 

面妨礙豨約國任何一造根摅聯合國憲章或任 

f p j 其 他 現 行 圃 際 定 公 約 或 條 約 所 有 或 將 

有之械利及義務。" 

與伊拉克及埃及所訂之條約係於第二次 

大戰前訂立者，故載有頰似之條約提及國睽 

聯合會盟約。故所有三條約之擬訂均符合聯 

合國憲章第一百零三條之精神。 

昨日向本人質詢之問題含盲似謂5&拉伯 



同盟政冶委員會對安全理事會五月二卜二日 

決議案[文件S/773]之答覆造成第一百零三 

條所指之銜突,換言之，卽本國爲聯合國會員 

國所負之責任及本國對三亞拉伯國家之條約 

義搽兩者間之銜突。哥俞比5&代表稱 

"換言之，本人欲知此類條約義務是否便 

英國政府 i l i須援助各亞拉伯政府，卽使8"該 

政府不遒守停戦命令。'[第三〇五次會 i«] 

如 確 有 此 種 â ^ f ， 刖 本 人 覺 不 得 不 聲 

明，W本人視之,情勢似較此爲祓雜。安全理 

事會若從事分攤巴勒斯坦目前銜突之責任， 

刖本人詆爲須於對其最後一項决議案之反應 

外,顧及其他種種因素。安全理事前曾有數項 

決 纗 案 目 的 在 ^ 政 治 W 及 萆 事 性 質 之 停 戰 。 

吾 人 如 欲 了 解 及 斷 亞 拉 伯 方 面 對 理 事 會 最 

後 一 次 純 粹 軍 事 性 停 戰 一 案 之 反 應 ， 須 考 

盧 若 干 重 要 事 實 其 中 一 主 耍 事 實 爲 j y 四 月 

十七日决璣案爲擬訂根據之停戰條款係*^委 

任統治結束之時提出討論，其次，因播太方面 

妒四月十四日宣佈成立國家，此種性質之停 

戦業巳失却其基礎。 

本國政府因爲五月十四日尙在， t論屮 

之 停 戦 條 款 甚 爲 公 允 理 ， 故 曾 力 拗 亞 拉 

伯政麻接受之。以往數日 I t勢變遷，本圃政 

府仍勸S"亞拉伯政府同 f 停戰，惟本國政庥 

對各亞拉伯政府之影響，殊不如若千其他代 

表,r想像之毫無限制。本國政府莩』安全理事 

會最後一次努力之失敗極爲失望，但锥單就 

此次結果而判哳锛勢。倘吾人欲對5&拉伯人 

目前所梂之態度作一公正之剩斷，則安全现 

爭 會 之 默 ^ 放 棄 亞 拉 伯 方 面 所 , , 2 爲 理 及 公 

允之政治條款一爭，：)r須顧及。 

吾人計^之際有謂安全理爭會現嚿集中 

注盲力於巴勒斯tp之戰 ' î^，故首先li設法 

該 地 侬 和 平 者 。 五 月 二 十 二 日 之 决 案 

[文件S/773]内有一節爲本人所提pg,卽 

雙方儘先停止巴勒斯之戰 l sS。本人囚此完 

全同曹此爲^人應首先採取之步靱之一。 

關!A此點，本人擬絡一祓述最^之事。 

英 國 總 督 委 任 統 治 終 了 之 日 離 巴 勒 斯 

曾盡力調停巴勒斯r o之戟 * 3。 ？̂曾 

向亜拉伯艮 i â太頜袖雙方提出停戦條款，此 

項 條 款 依 本 人 所 見 當 爲 一 般 人 w 認 爲 理 。 

此項停戰條款大致如下 

― 停 止 一 切 敵 對 行 爲 。 

二 禁 止 軍 械 及 軍 用 器 材 進 入 耶 路 撒 

冷。 

三 民 用 _ Ë 耍 供 應 品 運 住 該 城 時 須 受 一 

中立機閫之撿査。 

四 此 中 立 管 制 機 關 應 在 通 達 該 城 之 

主耍g路上執行職務。 

五 小 得 有 增 加 巴 勒 斯 坦 亞 拉 伯 或 通 太 

方面兵力之人口移動。 

六 槽 太 居 民 可 自 由 前 往 泣 墜 。 

七 檑 太 人 撤 離 其 所 佔 頜 之 新 城 內 亞 拉 

伯人住區。 

此 項 條 款 經 亞 拉 伯 同 方 面 接 受 ， 但 搏 

太當局並未《孭英國總督。據本人所知，彼 

等對;^ s " 項 耶 路 撒 冷 濘 戰 提 迄 今 尙 未 表 示 

其態度。 

英 方 行 調 解 外 ， 委 任 統 治 之 最 後 

數日確曾成立停戰。據吾人自國際K十宇會 

所接報吿，委任統治結束後破壊停戰之責任 

實在Stem派黨徒。此部分不服調度之潜太 

人當時顯然尙未爲播太當局所完垒控制。果 

爾，則由此可見理事&向雙方提出其所能信 

任 之 建 如 何 困 雉 。 

過: i f快耶路撒冷敵對行爲停止一事，究 

竟有何種困難，由本人頃閬W獲悉之事件而 

益 f t — 澄 明 。 本 人 據 報 M r Azcarate藉停戰 

委員會主席之協助，婧求 K i n g Abdullah同 

盲在未進攻Hadassah醫院——該地及希伯 

來大學均仍爲通太卓隊";f im——淮紅十宇 

會 設 法 撒 退 醫 療 人 員 及 留 院 病 人 二 十 七 名 。 

King A b d u l l a h 接 受 是 項 提 並 謂 如 搏 太 部 

隊 在 紅 十 字 會 監 導 下 撒 ^ , 渠 當 保 障 ^ 院 之 

建 築 物 及 其 内 部 備 。 渠 並 承 在 此 項 提 議 

被考盧之際，不攻擊醤院之屠屋。亞泣伯軍 

圑 指 揮 官 遂 * ^ 五 H 二 二日下停火令，其後 

經停戰委員會之靖木 1 i 延至五月二十三日。 

惟停戰委員會迄未接酋太當局之答覆。據本 

人之瞭解，停戰 Î 員會內 S "代表認爲此举有 

損彼等對亞泣伯伞部之信饔，並巳將此會報 

隹祕書長。 

本人W以舉此事例，非M借此祀護某一 

方面及指責另一方面。本人所欲說明者爲目 

前 之 勢 極 爲 韨 雑 ， 安 全 ， 淨 會 於 採 取 進 一 

步 行 動 處 理 此 問 题 j y 前 ， é 應 設 法 確 保 其 



獲 報 ， , 遗 漏 ， 蓋 兩 個 民 族 對 此 間 題 俱 有 

極深切之關注也。 

本人現項一論本 > 向 珲 會 發 3 内 较 爲 

A " 耍 及 較 有 建 性 — — 諸 君 想 必 同 , 一 之 

部分。 

本 人 與 安 全 理 事 會 内 A 他 代 A 對 於 亞 

拉伯^家未能接受五月二十二日之停戰決ni l 

案，同a失望。淮本人s覺其答《措辭尙爲 

緩和，馑得吾人之審愼考盧。亜拉伯方面答 

稷之最後一節請安全理爭會建pi解决爭端之 

辦 法 。 本 人 W 爲 安 全 理 事 會 小 應 谟 視 # : ^ 

*。在另一方面，理爭會在巴勒斯坦戰爭尙 

在 繼 績 進 行 之 時 而 須 二 十 四 或 四 十 八 / 1 9^ 

內 提 出 建 顯 i ? f c ) r 爲 不 可 能 之 爭 。 吾 人 當 

前 最 A 切 之 工 作 仵 * ^ 設 法 停 止 y j ， ， 並 製 造 

可W從 i#考盧解决辦法之淸 J d。 

爲上 4 目的，英國政府授命本人投出決 

案一項，旨 ï f c重新發動停戰之努力，但其 

範 圍 铰 五 月 二 十 二 日 之 决 案 爲 廣 ， 蓋 其 中 

坩設若干條件與義務，較直接方法; â 成永久 

解决之目的。 

本國政府深知蓥JA前依憲章第六章提出 

之建n為旣巳盡歸失敗，則如本人之提衆仍不 

能 镀 得 同 意 ， 勢 將 有 援 引 第 七 章 要 。 

最後，本人癍向安全理爭會宣讀本人奉 

命 提 出 之 决 1 ^ 案 初 稿 [ 文 件 S / 7 9 5 ] 。 本 人 ^ 

將該稿送交铋*處，俾可立卽分發而免延珙， 

並爲理事會諸君於下次^論此間題之會> â前 

先作參考之^。本人承，？該案係草率擬成， 

I t 希 望 其 無 論 如 何 可 交 付 計 論 ， 故 可 請 後 

苒予改善。該决 i#案稱 

"安全理拳會 

亟欲使巴勒斯坦之敵對行爲停止，但須 

不妨礙亞拉伯或撺太人之權利耍求及地位， 

"促癀雙方下令停止一切軍事行動，JW四 

星期爲限， 

促 l l f 雙 方 承 停 戰 期 内 不 输 送 作 戰 

人員及適饊男子進入巴勒斯坦， 

" 促 婧 雙 方 及 所 有 ^ 國 政 府 不 於 停 戦 期 

內將戰爭物資輸入巴勒斯坦， 

" 請 雙 方 盡 力 設 法 保 讅 聖 蹌 及 耶 路 撒 

冷诚， 

" 訓 令 聯 合 國 巴 勒 斯 坦 調 解 專 員 與 停 戰 

委員會協調一致藍督上述s"條之實施，並决 

定p ^ j y充足之軍事觀瘵貫W協助其工作， 

' 訓 令 聯 合 國 巴 勒 斯 坦 調 解 專 員 於 停 戰 

生效後立卽與雙方接洽，以使向安垒理事會 

提出有關巴勒斯w永久解决辦法之建譏， 

促請所有關係方面儘量協助聯合國調 

解專員， 

"訓令聯合國調解專員於停戰期內每週 

向安全理亊會提出報吿一次， 

"請亞拉伯同sa會員國W及巴勒斯10之 

猶太與亞拉伯當局jf^ 內（短期内）將接受 

本决議案之意知押安全理事會， 

" 决 定 如 本 决 案 爲 一 造 成 兩 造 所 拒 絕 

接受時，巴勒斯坦之目前情勢將重予考盧，俾 

可根據憲章第七章採取行勖。" 

主 席 安 全 理 事 會 似 不 能 不 明 晨 再 開 

會。因此吾人定於明晨十時三十分開會，如 

遏必耍下午或JT須開會。 

(午後六時四十分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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