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百二十四次會議 

一:^四九年五月十a 5>期二午後五時在紐約成功/^舉行 

： Mr. J. C H A U V E L ( mm ) 

― 出 席 者 ： 下 列 各 圃 代 表 ： 阿 极 廷 、 加 拿 

大、屮圃、古巴、埃及、法閬西、那威、烏克 

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蘇雜埃It會主謠共 

和阖聯盟、英聯王國、美利堅合衆國。 

一* 、臨時議亊日程（S/Agenda 424) 

二、委派特里亜斯特自由區行政長官。 

二 、阿根廷、加拿大兩國代表及 

主席發言 

m：阿根廷代表要求在審餱臨時議程前 

W o 

Mr. A n c E (阿根廷）：安全理事會木口 

會璣係宜吿四强同.苜解除柏林封it後的It次會 

講,在討論,秤所載項口以前，我願向理?! i會 

指出：此事懕歸功於理g搶非? 1*,任理211國在巴 

黎 的 辛 勒 典 走 和 西 方 S 强 與 蘇 聯 們 合 作 ， 

H爲â個關係，差不多已經獾得了一種解决辦 

法。本人常時並未參Bdv事,現在談談，自無 

標榜居功之嫌。 

理苹會#常任理亊國的居間斡旋和我在丄 

面拢到的各大國的合作誠然還未能JfiÊ的解决問 

趙,伹^世界輿情fi視此種道36 i:的力量则是 

無 可 否 ^ 的 。 我 本 人 認 ; 此 種 道 力 景 ? f 是 促 

成,侮聯與常時被稱作西方三强的美國、英聯王 

D≪及法國宜佈柏林問題卽將解决，不久並將由 

W阖外iiitt接談判的偸快涫,&的主要因素。 

我常B.Ï批評35全siîn會軟弱無力，伹對此 

次ar'ii會六個j¦:常任國於常任理?n圃協助 

• 1、'所i«解决這ni]題的措施卻必;/Î强調其在道3ë 

上的jfOg性0 

： 對 細 事 « 任 一 « Mr.Bramug-

Ha調解此?努力 , i Jk相 f3各?！审常賊與我 

Ml玫敬,(So由於Mr. Bramuglia的努力與ïl 

y《食'Î?,任及:rsï任理事的協助，打開了後來1Ï 

的商談之門，使得我們今天;^了此？解决'力-

Sf*而成到典舍。 

General McNaughton (力n拿大）：加 

垒大JE:剛才到的;仝理?H會《^1：常任理事國之 

― ,所以我 f t 十所説的 r nÇâSè示 l i S謝，•此 

機食說：？f人能在阿根51代-发Mr. Bramuglia 

的卓,《ri4之下協同調解J不tit是--種特栊:》 

也;^極成偸决的事。 

三、通過議事日程 

饑事曰稃通遇。 

四、委派特里亞斯特自由區行îTJÇ 

長官（績前） 

m：理事會,稈所載第二個項目是蘇維 

埃1 " 會 主 共 ? B 國 聯 盟 代 - 舞 列 人 的 ， 我 5 ^ 

在猜蘇聯代表發言。 

Mr, M A L I K ( 藓 維 埃 社 * 主 共 和 阖 聯 

盟 ) ： 安 全 理 事 會 上 次 會 距 今 巳 《 f ― m多 

n ，蘇聯代表 îg î :^停會期 l in未免過久是反 

憲窣的。特別是違反安仝理?It會應樾«不斷行 

使職務的那條tli定；而El也與安仝理:,會的^ 

WM+Btfo隳於委派特ifiiffi斯特Û由區行j«: 

長官問題極關'1要，而lur阖際政冶的saë亦 

非f?，深遠，所以蘇聯代表園認爲應;;喻安全瑰îji 

會主席[S/1251]召集會議，W便審講 iS問 

題 0 

安 全 理 食 第 四 一 ̶ 次 及 第 四 一 二 次 會 , 

討論此問題的槠形已可顚出美國、英聯王國和 

钛 國 三 國 j « : 府 决 , 然 逾 反 對 3 ^ 和 約 ， 企 阖 

修改該和約並欲破壊和約规定，將特甩亞斯特 

歸倂於3fefijo逮三國出席;3?仝理?H會的代表 

正在用邋心訐,阻止:^全SI事會對委特》ft']P 

斯特行政畏官問題通過一致决譏。逭H個属来 

一 心 一 意 地 破 壊 對 3 & 和 約 與 外 長 會 , f } 特 • ! 

55斯特自由區所作^同.S的種種决定。 

雏 都 知 道 ， f } 淡 和 約 使 安 仝 理 事 會 r 

若千國際3&搽,同時也賦予了理事 f ï若千職 

權。道些3ii務和職使简述如下： 

―、委派特里ÊS斯特自由區行政良官； 

二、確保自由K的完整與獨立，W及遒守 

對-苍和約二十一悃豨約圃在巴黎和會;i過的自 

由區約章Î 

保護基本人權並維特甩亞斯特自由 

區的公共秩序與安全。 

這些郴是安全理寧會存對3fe和約規定下所 

應ft的m:»-哀。我們知邀18於特里亞斯特自 

由區的上述三項規定是依照一九四六年十二月 

十二日在約舉行的外長會鶄的决議截人對an 

和約的0該項决議全文如下： 

"—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二 B藓維埃社會主 

共和國聯盟、良:利堅合衆國、英聯王國及法 

國四國代表於鈕約舉行外長會講，議定各該阈 

玖府爲依照永久約窣草案之規定儘早娄派特甩 



亞斯特由區行政長官起見應探取一切必要措 

施 ， 俾 安 仝 理 m 會 可 於 和 約 生 效 1 3 问 時 委 

派 行 政 長 官 " 。 

桉 照 對 義 和 約 規 定 與 外 會 譏 决 璣 ， 安 ^ 

理m會必对负起41派特Jt亞斯特行耽S官與保 

證在该自由ISi建立民主玖權的職it，這S毫無 

疑問的。 

任何人都知遨,對義和約是一種多邊國際 

協定，它使安全理3^會ft有確定的義務。可 

是，美、英、法三國卻在打贯修改和約屮關於 

特里亞斯特自由IS的各項規定。道三個國家要 

想把二十一個國来簽訂的那些规定由^、四阖 

玖府来隨#、修改。它們所提的要求顯然是毫無 

理由，不値詳加辯駁，何ejj前幾次安垒理事會 

會鳞中已經有人把這三國攻府拒絕履行其在對 

義相約下所Ô義務的陰謀揭露無遺了 0 

對 莪 和 約 仍 在 有 M l ë l , 任 何 稀 約 國 都 無 

wskmnmmMu和約所載各項條款^有 
效,覼於特里35期特自由區和委派該自由區行 

«：長官的規定當然不是例外。 

政策並組賴黷武與浸略集圃，此時正在殫精竭 

腻儘量吸引其他阖家參加這個侵略集圃0美英 

兩國爲了要勾引義大利入夥,所以在一九四八' 

年四月義大利舉行大選之前夕向蘇聯政府提, 

召開會SI :»修改對義和約«特_里亞斯特送給 

義大利以资籠絡。這兩個國家竭力阻止安垒 

理事會依照對義和約規定與外長食譏决譏来委 

駐特甩亞斯特行耽長官也≫|5是要將義大利拉 

獒英兩國鎏於義大利軟弱可欺,藉口將特 

里ffi斯特正式交還耠*s大利，計劃利用該地作 

爲美英箪隊在巴爾幹區的永久某地。美、英、 

法三國對於前義騸潲民地的如何處置正在商 

諛不可吿人的交換辦法，因此假意要將特里亞 

斯特交還義大利作爲掩飾。它們霱要造成一種 

燠 幕 來 遒 蓋 ^ 們 對 義 : 殖 民 地 所 抱 的 寊 婪 野 

心。有了此種所謂將特sf f i斯特交鋤義大利 

的姿飽，英聯王國典法圃就易於势前義厲非洲 

殖民地的大部份實行擢取,而美阖之反對國際 

託管這些殖民地也就是在陰謀耱展它自已的勢 

力，利用臭聲四播的馬歇爾針劃來赏現其獨 

霸 細 前 義 鹰 殖 民 地 的 野 心 ， 美 國 代 表 M r . 

Dulles最近就曾在大會政治委員會内說遇這種 

話 1 0 

凡是芷ifi:^識的人看到大會內討諭前3§屬飱尺 

地問題的情形a就可完仝明瞭美圃、英聯王國 

與法國的確訂有處置前義颶殖民地的密約。大 

家知道英美宜傅家常時歪曲事實與相把所有過 

失都推在?聯身上，他們堅稱：一切都是蘇聯 

在作祟，以致許多問題郴無法狻得一致决躏， 

前^屬殖K地問題也是3Ç中之一。 

此種效法德國哥培爾（Goebbels ) 的 宜 傅 

家經過大會對前義臈,K地問題的審饑，不得 

不7<?、形,露了，其中多數宜傳家的本意滅是要 

把菲過從菲犯移到*ff辜身上。大會討論道個問 

題後已使全世界都歉底明â許多戰後問題的無 

法獲致一致决讖——前義屬飱民地問題包括在 

n——全是受阻於美、英、法三阈的固執立 

場,這種立場旣不是尊重和約規定,xmm 

合國的利益。 

因此'每一個態度客觀與思想純正的人都 

可以看出前義屬沲民地問題如果至今猶未解 

决,决不是藓聯的遇失，而是美國、英 f -T阈 

典 法 阖 所 應 負 責 的 , 因 爲 蘇 聯 一 向 主 張 且 也 

耱續主張凡是和約典阈際協定的國際義務，大 

家必然要厳格地毫不通融地一致遒守0 

戰後問題的所無法獲得一致决躏並非由 

於蘇聯的態度而是美、英、法三國違，Ï和約, 

破壞在德黑蘭、雅爾他與波^坦三地所訂的國 

際協定以及這三阈铳治階層稱霸全球的侵略野 

心有以致之，這點是任何人都明白無疑的。 

際的情形就是如此。英美宜傳家爲了掩 

飾美圃與英聯王阈政策的具面目少不得口 m 

黄，顚倒是非,他們所說的話赏然不會符合贲 

際情形，因爲這兩個國家存心破壊和約中關於 

義大利飱民地問題與特里亞斯特自由區的各項 

規定。 

美英兩阈阻止理事會對委派特里亜斯特 

自由M行政長官問題作成一致决議還有別的用 

意，那就是不讓自由區tie立民主《:府機構和民 

主政權，而逮些都是對義和約規定荽^的。這 

兩個國家並在設法延宕，使英美'电隊無限期地 

佔餌該自由區0 

基於遣些原因,美阈與英阈的弒治階 

了 鲰 它 們 侵 略 政 策 J 遂 不 惜 一 再 地 么 ^ 違 反 

它們在對義和約下所負的義務。 

伹 在 另 一 方 面 , 對 人 K 共 和 國 的 和 約 們 

不僅要求嚴格遵守,並钸詞取巧要想利用和約 

规定來實行千涉這些國家的内政。'Ë們拊資這 

些圃家違反和約規定具是極盡侮辱與^的能 

事 。 

Ô 閱 大 會 第 三 屆 會 î E S ^ 第 二 期 # i i »第一委員會»第 

：Z四八夹會議ffi錄。 

a g閱同一文件第二三八茧二五七次及第二六a次會議《a 

錄 。 



类 英 兩 阈 代 : ? 大 仵 第 弁 第 二 期 ^ ^ 

中a I^B讒保加利亞與句牙利的政治犯而毀 

逭 兩 國 破 壞 和 約 就 是 毪 明 顯 的 例 子 0 關 於 ; a 

iftiiît-要提到美、英兩國代:^在大會第三W 

食 屮 論 保 加 利 亞 與 匈 牙 利 兩 國 犯 與 叛 逆 

j n w 所 • 的 談 話 就 可 說 明 m r n m m 

ïïBâ贼是經由保加利亞與匈牙利的人民院卞I】 

决的，而美英兩國政府卻爲他們辯護。美«代 

m Mr. Cohen赏時曾說美國5:，U約絲約國 

之一'»此它對於保加利亞與匈牙利兩國 f t有 

不可推諉的責任* 0 

英聯王阖代表也fi該國在和約規定所负的 

義務說了不少話，而且特別提出對保加利亞與 

甸牙利兩國所訂和約的第二條6來作爲英美千 

涉iSffi闺内政的藉口。 

由此可見英美兩阖對於遒守和約間題所抱 

的虚僞fil苽。它們一面要求人K共和國厳格履 

：ÎÎ和約中各項規定，而自身卻在公然違反fias 

和約的義稱。 

對於屉行和約義移的事情竞^如此武斷的 

矛盾主張，這自然無f力叫人同意。所有這些和 

約 都 在 有 ^ 間 , 任 何 輛 約 阈 都 無 權 拒 絶 履 行 

和約規定。 

蘇聯政府始終堅對義和ïTJ的全部條款必 

^ 嚴 格 地 、 不 ^ 糊 地 付 諸 K 施 ， , 於 特 里 f f i 

斯特自由區與委派自由區行政長官的規定都êî 

括在fto 

蘇聯代表种於巴1g和會屮指出特里亞斯特 

自由區不能視作殖尺地或半地尺地，也不能作 

爲任何强阈的箪m根摅地。蘇聯代表並竹强;3S1 

特—¥-亞斯特决不能成爲巴爾?!?^區駐箪的新^ 

地 ， K 爲 這 與 特 里 亞 斯 特 居 i t 的 利 及 聯 / t 國 

的利益郴不合。出席巴黎和會的蘇聯RSéRH 

âfî̶^决主張特里斯特13由區應̶其；îHhi主 

的政權，當地的政府;Hl^也必4n以Mi^Ji?,則爲 

根據0 

大汆知道義和规定：特m> î f>w特nih 

區5^埴應立一個聯/HvL中牧^# 0 ：'rnt很是m 

顯，JiCfilt施flf約屮關於特-ill«îP斯特fj山fcS的 

«规定，包括:^派&i« : J^ 'B7f内，然後才能 

在@由區仝埔&k立一hitJBt櫬,f!»i.-iÉ.]KttriA^< 

全體居hi的人IT ， W 及 特 V ' l ' P 斯 特 内 ¦ 好 

斯 t f r 大 W 英 关 兩 僩 佔 成 ; î s - -fitiri My 

'^•M̶的iCife政權的節制o 

3 »¦!11人色?《=8會?(S二期會3?正式aiiî ，全SS*2?3Ï - 八 

九、一九0 、 二 0̶至二 0 三 & 次 及 政 治 4 A& 

二:十:>H次:gi"J十一次會31 -

* i^M大三03會as二期會atE式紀u專s政治 

二.十九-文fr;s -

3 - r a i ; ^̶文件，第三十六。 

M^mmy^m ̂ nm 所說的必_^將特 

• R ' J P m K l 山 區 ^ 於 人 利 H f 1、'方能保p«<;s 

區居hi的 i>fc人^和锥特 jfi^斯特的fia k'jc 

整 的 完 仝 î f t l i ^ O 

*國、英聯子.阈ftj"Wr- .BHt^W^ m 

决定:4^iK特;ft亞斯特îrJfitJvrff問題時ifôJÏ; 

•WW國無法Wffi候補人il^iiOlo f i l 是 ' 大 

知逬蘇聯f 表圃rfr: 二 月 七 1 j 安 仝 a 會 第 

四一一次會m屮巳經表示蘇聯政府M .& '4s 

Mr. Fluckiger ；特¥J5斯特II由US打J«l: M 

官 。 M r . Fluckiger是英聯王國讼名的，《 

國fiiy;*國郴未反對,可見美、英、法三WfUi 

$ 此 已 沒 有 延 期 决 定 娄 派 特 甩 亞 斯 特 U ' I Ï 

的任何Jï由。 

佴是美、英、法;^-國代表X在安全? 

屮想出:n ;他"è無 f t ï値的锘口來延宕斛决'特 

甩亞斯特自由區行政長宵的問題。：PiLltf安今 

理m會前幾次會鵰屮搰出這些箝口的遂M H 

物,現在毋4fl再詳細力nw®斥了。 

藓 聯 代 表 圆 前 — 再 指 奥 聯 i 

國和法國三國代表fr'安仝锂事食屮對'-éî/jî特4i 

斯特自由區行政烃官問題皿取的立場, 

s企阃不履行它們在對sëflfi^'j下所tt的jftfjf ， 

阻止仝?會爲該Q由區委J哀行政K1Pf、《S 

對 約 力 理 事 會 的 圃 際 資 任 , 设 後 , 

企 阖 使 安 全 理 事 食 違 反 : h ; 所 f t 某 務 0 

蘇聯政府不僅無?A苟同此種立iS， 堅1： 

mm> 不 通 融 池 : 施 f 和 約 的 ^ 部 w 

定 ， ^ 括 有 關 特 里 亞 斯 特 的 规 定 内 0 

3^仝理:'1〖會各代表LL7f充分時間研先二『1 

十七U關於卷iSl Mr. Fluckiger爲特'Il亞斯 

4#rj由1&行枚畏'IT的藓聯案(.S/1260), ^ 聯 

代表W相U各代表LL經考《過該案的ÏÎ體部 

份' î f t " 可 以 , } 該 ^ £ 案 發 《 - i i 兑 並 舉 行 决 。 

Mahmoud FAWZI Bey (埃及）：、職 

)N聯ft表iàffl敎rfBV所5ft?a:'|i會纟》會過久的 

話,找應ITâît明常我充常W/1份PT'll會+席期 

IHJ，我與a̶1î會各ïiyt^g常保持K觸，常 

聯ftïè和任何JIM也代农邢沒:tf^求會。 

〗'>r#B.V大汆的了 M^MM HilE會繊。 

藓 聯 f t 农 說 ; â 稀 久 不 食 的 I t f f ; 不 v T * ? 

规定。n&,我詔;g 了:的條文也不 l y K r 免 

反了; 11̂ 屮那一條的W定。：《r草 f̶lJi安个ppiî 

會應艇抬不!^行使職務，fBz足找ffl任何、也不 

食把'K M f 1我們 t t i i S i l夜不離现卞會會^'的 

u.Wo ï!l:!H會非敉召ife向不舉fr#ii/S5。 ；Hl^^ 

的理卞們並未離開職守，如"任何題 'r/rf 

論UiM ，食隨BKn了 集會。 

蘇聯代;xi&mmwc'}̂  imm 。 m 
點,我紙想âftjèl我Ŝ îMS所及,Ji仝现《Jt會Vr ^ 



兩星期以上的例子道至少是第四次了。我:3得 

理事在倫敦開會期間就骨有過此種例子。我承 

認這是在通過理事會議事规則第一條J>Jl前的 

事。理事會去年ff巴黎集會期間，那條規則己 

經 通 過 佴 此 種 情 形 至 少 仍 有 過 兩 次 0 

我可以說我們都知道巳往的例子對於我們 

的工作搔關重要。此時時間己晚，我不欲多事 

敍 ^ 花费理事會的功夫，但我們的蘇聯同事 

以前當曾幾次看到此種成例，不僅是對程序方 

面的重要問題卽使是對實體事項都可用作有力 

的與具體的根據。所以,我認爲蘇聯代表講的 

那S句話並不正確。 

主M ：我赋想說一句話。蘇聯代表提出開 

會請求後安全理事會就立卽召集會議，這原是 

十分正‧f,的事情。 

Mr. TARASBNKO (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 

義共和國）：我們又一次看到英聯王國、美國 

和法國=國政府新a地避免對委派特甩亞斯特 

自由區行玖長官的間題作成决定，致使對義和 

約中的有關條款無法實施。這三國耽府不讓它 

們的代表在戋全理事會中討諭這間題，以致理 

事會無法作成决議。 

道些國家過去曾以無法同意行耽長官的人 

選作爲延期决定委派特里亞斯特自由區行玖長 

官問題的藉口。但在蘇聯玖府同意英聯王國提 

名的人選後^說間題的癥ifë不在人選，其實美 

英兩國玖府的用心是不顚一切，拒解决特里 

亜斯特間題，也就是說它們不賊照着對義和約 

規定的途徑来解决這問題。美、英、法三國所 

採的途徑是片面破壊對義和約,由此可見已經 

簽盯的或將来簽訂的定與條約日後能否受人 

尊重不致成爲廢紙就很難說定了 0 

1«：«不尊重條約的作風將使國際關係中添 

出一種新的狀態。假使美、%、法H國政府耱 

續抱持這種見解,卽赋是有利於它們的條約, 

協 定 或 其 中 份 規 定 才 可 認 爲 ， 它 們 有 拘 束 

力0杏則就可片面遠反，那麽勢iÈJ、造成一種tel 

所有國際條約典協定均將無法保證一定受 

人尊重或可付諸實施。一且厲的有了這種風 

氣，國際閼係就食混亂不埚，後果之惡劣自不 

難想見。此種違約手段自非協助聯合國推進工 

作之道。 

因此,烏克覷代表圃堅主美、英、法 S 國 

4^圆對》m决委派特里亞斯特自由區行耽長 

官的M題應卽終止其阻搏手段,安全理事會應 

依照對義和約規定把這個鬨題作最後的解决。 

主席：還有人要求發—3嗎？旣然沒有人要 

im-%y我宜吿一般M論結束。我將蘇維 

埃 f t 會 步 義 共 和 國 聯 盟 代 表 九 四 九 年 二 月 

十七日提出的决議案草案C S/1260 )付表决。 

胡 先 生 務 部 之 助 理 M 寄 ： 

一九四九年二月十七H蘇聯代表所i£决議案 

案全 文如下： 

"安全理事食 

" ,於對義和約第二十一條規定|^立特 1 

^ 斯 特 自 由 區 ； 

"赣於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二 0 外 ; 會 議 

决定委派特里亞斯特自由區長13'； 

" 赣 於 對 義 和 麵 件 六 第 十 一 條 之 規 定 ； 

"茲議决委派Fluckiger上校;^特里亞斯 

特@由區行政長官"0 

經舉手表决in下： 

贊成者：烏克蘭藓維埃社會+.義共和國、 

蘇雜垵附會.牛義共相國聯盟。 

棄權者：阿根廷、加拿大、屮國、古巴、 

埃及、法蘭西、那威、英聯-干國、美利堅合衆 

國。 

表决結果：贊成稟二、 mm港、桊權者 

九。 

决 , 案 草 案 以 未 獲 得 七 個 理 事 會 的 可 决 

M,未通遇。 

五、主席報告 

主 席 ： 在 散 會 前 , 我 要 請 理 事 食 巴 

某斯坦外交部長就海5i拉巴（Hyderabad 、問 

超致安全理事會卞JiW的一封信[S/1317] 0 

理事會各理事有人顚意就道事敎言嗨？ 

Mahmoud FAWZI Bey ( 埃 及 ） ： 摅 我 

所知：巴某斯坦外交部長現在美阖,他想在囘 

國前到安全理事會來陳：^:^Mr海巴問題。爲 

了 審 譏 a 問 題 和 其 他 問 超 起 見 ， 會 似 可 《 

集 一 次 會 , , 倘 安 全 理 ? | i 會 同 意 ， 海 ; ^ 拉 巴 

問題應該留在理事會議！?上直至完全解决爲 

主應：對於這事有人顚意敎,嗨？ 

我想我們可以接受埃及代表的捣鼷。大會 

屈會何時铕束我們尙無法知道，最好的方2*是 

由我與理事食#^14事以及巴某斯坦外交部長 

保持聯絡，以便在大會閉會後立卽擇定一悃大 

家方便的日子召集會lllo 

午後六時五十分歉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