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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有闢文伴未^安全理事會會邋紀錄內賴載全文者，均WIF式紀錄補龌 

按月刊行。 

聯合國文件均W大寫字fit附jyi數字編號， 

某種文件而言e 



第"H百--十一次會議 

一九五〇年十月十六日屋期一午後三時於紐約成功湖舉行 

主席 Mr Warren R AUSTIN(美利堅合弗國） 

出 席 者 下 列 各 國 代 表 中 國 、 古 巴 、 厄 瓜 多 、 

埃及、法蘭西、印度、那威蘇維埃?±會主義共和國聯 

sa.大小列顦及北愛爾蘭聯合 Ï國、美利堅合糸國、 

南斯拉夫。 

一臨時議事日程 (S /AguKla511) 

一 遇讒事日程。 

二 巴 勒 斯 坦 問 題 

(a) 巴勒斯坦籍亚拉伯人數千名遭"色列顆逐 

進入埃及領土，及以色列違反埃及與W色 

列全面停戰fôfr^é '問題(S/17 9 0)， 

(b) 埃及違反埃及與"色列全面停戰協定，實 

施與該停戰協定文- f及精祌10个栢符之封 

鎖辦法達"f t:侗月之久(Vl7 94) 

(c) 約ta違反約tB哈希米德王國與AJl色列全面 

停 戰 定 " 析 小 實 施 該 停 戰 B f r 定 第 八 條 之 

規定達 f九偭月之久 (S /1794) , 

(d) 埃及與約違反;S該圃與fcjl色列分別簽訂 

之停戰協定，正式並公然"遠反丄述各& 

定第一條第二項之侵略行動爲威脅（S/ 

1794), 

(e) 埃及與約伊小遵守其與"色列分別簽訂之 

埃及與W色列停戰ta定第卜條第七項及約 

伸與W色列停戰協定第十一條第七項所規 

定之程序，該兩項規定稱雙方如有要求或 

控《If應立卽餒由停戰泯合委W會主席提交 

該委員會處理(S/1794) 

( 0 闞 於 " 色 列 於 一 九 ï 〇 年 八 月 二 卜 八 日 肆 

行侵略及其佔頜雅穆河與約<H河合流處附 

近約倂領土之控gf(S/1824 )。 ' 

二通:《5議事R程 

主 席 關 於 通 過 安 全 理 事 會 本 日 會 議 的 臨 時 杀 

事日程，有反對的沒有？ 

4!A定全文St:閲女全理 t會止 i t紀锊J 3(四4 , '#gl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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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hmoud F A W Z I B e v ( 埃 及 ） 本 人 小 反 對 過 此 

項議事日程,但願在理事會通過臨時鎩事日程之前， 

就譲程的形式，略作數言。 

當本間題於前任主席任期中首次提出理事會， 

列入第五〇三次會讖臨時譲程時，對於埃及控訴及 

來文所载較詳伊赏時各位理事都鼷爲應將標題及 

該項目的若干部13"略加更動，使之讀如現在臨時畿 

榀中的這樣措辭因此，臨時讒程中所載的埃及控 

iPf極昆簡紐今日臨時讒稃之末列有約t曰所提的控 

f f 這 二 者 之 閱 則 爲 臨 時 程 的 其 餘 部 价 ， 载 有 y > 

色 列 政 府 ' n j 理 事 會 提 出 的 控 。 

本 入 之 所 " 提 出 這 一 點 只 是 要 說 明 臨 時 畿 程 

的形式小能被認爲其中所列的問題內容的任何表 

現 除 此 以 外 ， 本 人 對 於 臨 時 議 程 ， I f e 無 反 對 

之處。 

主 席 臨 時 讖 程 中 所 刿 任 何 項 R 的 形 式 灼 無 闢 

重要本主席願指出識稃中所列各項目小應A^l可容 

異 譏 的 方 式 出 之 項 目 只 要 能 說 明 所 論 何 事 就 夠 

了。 

(議事日稃逷。） 

二巴勒坦問勉 

( 應 主 席 之 請 , W 色 列 代 表 M r E b a n 及 柳 哈 

ifr米德王國代表Mr Haikal各就理事會議席。） 

主席約伊哈希米德王國代表依8^憲章第三十 

二及第？ "h玉條第二項的規定，提出適赏文件，聲 

明該國願接受憲章所規定的和平解決義務。 

現在講開始ft論瀵稃第二項目的(a)分ti^。 

Mahmoud F A W Z I Bey(埃及）理事會當記得我們 

現下計論的問題是四個多星期前提出的本人曾力 

請迅速審譏伊是因爲有許多其他鬮於理事會工作 

或大會本次屆會工作的緊要两題,所以未能實現。現 

在我們旣然開始審議這侗閬題，本A希望我們能鏖 

於本問題之厳重與極饑A切而儘量聚精會祌，迅予 

處理。 



敝 國 政 府 將 本 題 提 出 安 全 理 事 會 的 主 耍 目 的 

是求維持中束和平，並請理事會贊助這種目的，因 

爲巴勒斯坦各停戦铋定都是在理事會主持之下簽訂 

的。 

赏我們在此地研訂辯鑰時，巴勒斯坦有千人 

士遭受最不人道的待#，，被逐出家圃，小得不在厳 

冬苫寒卽將到臨的 I t况下，求庇他所。 

一;LÏO年九月九日，埃及代理外交郯長致聯 

合國；I*書長公函一件(S/1789),文饋An下 

本入菡奉敝國政府;?11令，將下開各節,正式奉 

達閣下。所述各事項關係之嚴重，盡人皆知。聯 

合國赏局及其各機關自亦不能例外。 

以色列當局早於八月二十日卽"軍隊、自勖武 

器、及装甲車輛,從事大規模軍事行動，圖將居仵於 

巴勒斯坦ElAiua區域解险軍慷地區內及其附近之 

亞 拉 伯 遊 牧 人 民 驅 逐 出 境 該 遊 牧 人 經 W 色 列 軍 

隊於W色列偵寧機指撣下逐至埃及邊界後，被5>â於 

九月二日在Ain el Qideirat附近地點越過埃及與巴 

勒斯iSlffl邊界，避難於埃及之西乃（Sinai)I^,他們 

現 聚 居 於 E l Qusaima,Sabba,Dahra及Ain Qadeis等 

地。 

聯合國駐巴勒斯坦觀察員於瑭悉此項暴行後， 

郎赴赏地斓窣，發現护此次慘無人道之害中，犧 

牲於猶太恐怖主義之下,當場死亡者最少有十三人， 

包括婦女二名及 a竜二名其中數人之屍體竟遭慘 

無 人 道 之 追 擊 者 " 装 ^ 車 輛 飇 碎 。 

猶 太 入 尙 小 " 此 稗 集 體 顆 逐 及 執 行 驅 逐 時 所 

採用之殘酷方式爲滿足，復鼋^懐讎念而將被害人 

所有帳幕、農作物、及私人財產，付之一炬。 

迄九月三日Ik,如此被顆逐之;a牧人民爲數達 

四千零七十一人此輩力經査MJ1確係與正巴勒斯坦 

人，其中大多數人护英圃委任統治時期均曾居住於 

Beershebal^域赏猶太人佔領該重耍區域時，若輩 

首灾被猶太人逐出家園，遷往後解解除軍備之F1 

Auja展,居住兩年有餘,又發生此次新不幸事件。 

自聯合國觀察員報吿書中，允其是自負責監W 

實施埃及與W色列停戰铋定混合委員*代理主席報 

吿誊中，顯見此輩遊牧人民所要求者僅爲在聯合國 

負 貴 保 ^ 之 保 證 下 重 E l Au】a,卽令不能獲得此項 

保 障 ， 若 輩 亦 決 , £ ； " 武 力 收 復 該 地 如 此 致 引 起 

紛搔，tB此全係猶太人之過失，因此種淸勢係猶太 

人所造成者也 

埃及當局除暫時收容此萤新被害人外,別無他 

%,否則此輩卽有被屠殺、拘留、及虐待之危險。 

"色列軍隊將大批亞拉伯人軀出乃告布展時， 

^ 侵 犯 埃 及 國 界 與 FI A"】a解除軍備展域之地位，肆 

無Si憚3 El Auja 事 實 上 爲 停 戰 浪 合 委 g 會 會 所 所 

在地，而"色列軍隊竟於八月底及九月五日數度出 

入該展域。 

査自簽g]現仍有效之停戰協定W來，雖經聯合 

國各主管機關作稗稗努力，鬮保證居住於巴勒斯 

坦 境 內 色 列 所 管 各 區 域 中 之 亜 拉 伯 人 得 , 公 正 、 

和平及合乎人道之待遇，化此項努力小幸均完全虛 

擲，色列當局將大批亜拉伯人js;出巴勒»f坦îr小 

w此次爲始。 

自 一 九 四 九 年 六 月 二 卜 六 日 至 一 九 Ï O 年 九 

月 四 H , " 住 海 法 阿 ! £ 爾 ( 八 0 " 6 ) 、 加 黎 利 、 耶 路 撒 

冷、拉姆勒、瑪^達（riMa】chl),以及其他猶太管W 

地 區 之 亞 拉 伯 男 6 : 及 被 逐 出 家 園 者 共 達 一 千 

餘八此翬小得巳而避難於巴勒斯坦卣部現由埃及 

佔領之薩及拉?力狹長地，。 

"埃及代表圑雖曾向停戰泯合委員會-再抗讖， 

而此項強行驅逐之行爲仍然日^其多，其範圍也H 

見擴大。 

自埃及政府所掩得之各項文件中,包括聯合圃 

驻巴勒»坦觀察g各報吿書在內，可證明下開各點 

此輩難民被=>â登程,移往事前旣無接洽而又非 

自願投奔之薩及拉法展，10須具結謂若輩自請離 

去 W 色 列 ， 垒 無 重 返 該 地 之 意 , i f e 自 勖 放 棄 其 在 " 

色列所有之任何財產權或其他權益， 

難民中有若干力在其被軀逐之地點擁有相當 

財產及權益（農田、房屋、橘林、及其伸），丙此其財產 

及權益亦被剝1*?， 

若輩先被逐出仵宅，由猶太家娃遷入佔仵，致 

小得小於被送往38錚及拉法埃及區之前;é布兩三 

夜。 

此次於上述情％ F 將 亞 拉 伯 人 四 千 餘 名 自 乃 

吉 布 E l Auja展軀逐出境，僅係層出不窮之同樣行 

動之績演而巳 此項h動之目的完全相同。因此 

如W大批亜拉伯人被驅出乃者布一事爲猶太人此類 

行 爲 之 尾 聲 ， 實 未 免 爲 率 之 見 。 

最近擄報於鄰近埃及佔領區及埃及政治邊界， 

"及吡鄰巴勒斯坦之其他ffi拉伯國家邊界許多地點 

所 發 生 之 驅 逐 出 境 事 件 ， 均 足 明 " 色 列 當 局 决 , C 

淸除S管轄地展中之所有亚拉伯人民，俾便"此項 

土地收容猶太移民3 W 色 列 當 局 毫 舞 ^ 憚 ， 恬 不 知 

悔使原來人數a多而情形仍屨危殆之巴勒斯坦rïsi 

拉伯難民人數，激增至極端嚴重之境。 



" 色 列 當 局 此 項 行 爲 小 特 違 背 世 界 人 權 官 言 

及現行停戰定之文字與精神（包括一九四九:*二 

月二十四日於羅德島簽訂之埃及與W色列全面停戰 

協定在內），而且亦有違一九四八年1^ 二月十一日大 

會决i^lfe—九四（三)第"h—段之規定。該f殳確認凡 

自願重返家園之難民應准予早日返籍與鄰里和睦共 

處 此 項 行 爲 也 與 " 色 列 代 表 圑 於 一 九 四 九 年 八 月 

三日於聯合國巴勒斯坦問題和解委員會中之陳述3 

完 全 不 符 該 陳 述 謂 " 色 列 政 府 願 於 若 干 條 件 下 

允淮移入Si拉伯人十^名，俾使巴勒斯坦境內現屬 

猶太管轄各地之5&拉伯人口增至二十五萬人 

伊W色列當局不特不,&法便利現由聯合國 

料之難民0&鐯，竟將迄今爲止安居华事之亜拉伯人 

數千人逐出家圜，造成新難民 

埃 及 政 府 爱 就 " 色 列 當 局 違 反 聯 合 國 决 ^ 案 

之新暴行提出嚴重抗瀵，Ife表示 

一 聯 合 國 對 於 J : 述 各 項 事 件 ^ 應 加 " 干 

涉，在時機尙未盡逝"前，制止將現下猶太人所管 

巴勒斯坦各地之殘餘5&拉伯人口驅逐出境 

二 於 J : 述 淸 狀 下 被 * 逐 出 境 之 新 難 民 , 應 由 

聯 â " 國 予 以 有 效 援 助 ， 俾 得 重 3 ^ 家 1 È 收 回 其 所 

喪失或遭破壤之財產，或収得賠償 

三 同 時 ， 大 會 决 案 三 〇 二 (四)所„£立之聯 

合國近束巴勒斯坦難民救濟工life處應立卽負貴昭料 

此項新難民 

埃及政府决將本問題提交聯^>國各主管機關， 

1 f e 令 本 人 請 閣 將 上 述 種 種 提 請 安 全 理 事 會 所 

有 M 事 國 注 意 。 

其後，埃及攻府收到聯合國観寧員轉交來函一 

件 該 函 證 實 又 有 亞 拉 伯 難 民 二 千 零 七 十 二 / 自 W 

色列管轄領土被逐出境，其被逐的淸％與其他四千 

餘名巴勒斯坦籍亞拉伯人被逐出境而被;â越過邊界 

進入埃及領土的淸％極爲相似 

九月十五日，本人致函〔S/1790〕安全理事會主 

席，請將下開項目列入理事會譏程巴勒斯坦籍亞 

拉伯人數千名遭"色列驅逐而進入埃及領土，及W 

色 列 違 反 埃 及 與 " 色 列 全 面 停 戰 協 # 問 題 。 該 項 

目現载今日議程中。 

本人將M理事會證明我們現在所遭遇的問題， 

1È小是實施埃及與fel色列全面停戦ta定時的偶爾$^ 

微錯誤，也不是無意中對若干巴勒斯坦籍5Î1拉伯人 

3 參 閱 文 件 V 1 3 6 7 第 三 , ， 十 九 

的權益有所侵犯。我們現在所遭遇的間題比這些事 

厳重得多我們現在所遭遇的問題是世界大猶太政 

治民族主義對巴勒斯坦境內奉公守法的5è拉伯人的 

權 益 對 巴 勒 斯 坦 周 圍 - - 偭 或 數 個 國 家 的 權 益 J 對 

負保衞世界和平與安全重責並主持簽訂各停戰協定 

的聯合國的權螽,不斷而且日見加強地從事預謀的、 

有計劃的、及殘暴的侵略行爲。 

這種有計割地驅逐巴勒斯坦籍Si拉伯人民及" 

色列當局!^決反對他們返回原籍的動機是不難窺見 

的 " 色 列 代 表 M r Walter Eytan對聯合國巴勒斯 

坦間題和解委員會所作的陳述最足W說明這種政策 

及 其 B 的 。 

這位"色列代表在說明該項政策時，曾表"^計 

論難民重返家園的間題未免太不現實，因爲他們的 

農場多牛巳被破壤，他們的房屋如果沒有拆毀，也 

有 g l J 人 佔 用 所 謂 別 人 當 然 是 指 " 色 列 人 屋 主 

被;>â讓出這些房屋之後，除"色列人之外，別無他 

人可能佔用 Mr E j t a n 又 說 礼 發 一 地 過 * 差 不 多 

全 是 S i 拉 伯 人 的 ， 現 在 則 面 目 全 非 他 說 該 城 有 許 

多地方^全被毀或小能居仵，：B:餘地點的居民則W 

W色列人佔絕大多數。 

這位以色列代表又說他深信任何關於遺送難民 

^ 籍 的 S i " 喻 只 是 談 ， 决 不 會 有 任 何 具 體 結 果 饞 

之，他說在另一方ÈJ,過去二十年中世界各地灼感 

因4^數民族而生的一切問題，應予剷除，因爲許多 

摻痛的經驗證明少數民族問題卽使非戰爭及內亂的 

主要;¥因，卻/Ébè其"因之一 Mr E y t a n 又 說 " 色 

列 國 所 可 能 遭 遇 的 這 種 嚴 , 少 數 民 族 問 題 袖 很 方 

便地因亞拉伯人民大批離境及戰事發生而吿解决。 

關於這一大串大猶太民族主義者侵略行爲中的 

最近事件，我們現在所審議的就是本人適纔提到的 

六 千 餘 名 亜 拉 伯 入 横 遭 I S 逐 的 問 題 在 & 去 幾 個 月 

中 ， 逐 事 件 的 發 生 更 見 ^ : 4 伊 是 W 色 列 人 卻 僞 

稱被逐者大半原厣於埃及的西巧]^。這種詭辯巳經 

讃明全屬子虛，聯合國觀察員報吿書中已經载明。 

如有要，本人可將各該報吿書抄本送交理事會秘 

書處 IS本人相信聯合國铋書處也應巳收到這搏抄 

本。 

闢於這一點，本人願請理事會意若干有關事 

實據英國委任統治時期巴勒斯坦行政當局的官方 

統計，Beersheba區一九四六年的入口約一〇四，八 

四〇人,其中亞拉伯遊牧人芪估九二 , 〇 〇 〇 人 這 

個統計數字否定了"色列赏筒所企圖造成的印象， 

說Beersheba展的人口中沒有ffi拉伯遊牧人民。 



聯合阈巴勒斯坦休戰督察圑參 ;3?長一九五〇^ 

九月十八日致铋II長翎吿書〔S/1797〕中，載有"色 

列侵略行爲的充分證明該報吿書稱被逐的巴勒斯 

坦 籍 亚 拉 伯 人 經 強 令 具 結 前 往 ^ 薩 ， 永 不 返 回 W 

色 列 ， 並 放 棄 一 切 財 產 權 。 該 報 吿 書 又 稱 又 謠 

傳瑪志達將劃爲軍事地帶，瑪^達區所有亜拉伯人 

約二千名將全數逐入28薩展。 

本人願提醒理事會各位理事，38薩厫係在埃及 

管轄之下本人也不得小指出亞拉伯人被逐出巴勒 

斯 坦 ， 並 不 限 於 逐 入 埃 及 領 土 ， 並 逐 入 巴 勒 斯 

坦周圍的其他鄰國。 

本人願於此時說明兩天"前，本人收到現在出 

席理事會的約伊哈希米德T國駐華盛頓公使來電一 

件，通知本人說有亚拉伯人二 三十七名自巴勒斯 

坦的Beersheba被逐入約tB。中束這個新圑艚—— 

"色列——在侵略方面行動之迅速，本人很難趕得 

上。今天早晨本人還收到敝國政府來W—件，電文 

下 

下 文 係 停 戰 混 合 委 員 會 觀 察 , M a j o r Lonaux 

十月十二日報吿書摘要該報吿書稱5?拉伯人一隊 

計三八十名，於十月九日越界入境，另一隊計二 

三卜二名，於本日（十月十二日）送交埃及當局 

各隊大+係婦夂、^萤、及若干年事極高之老 

人，其經過與前此各報吿寄中所述者栢似唯一可 

述之新事實係據稱頗多家長因不肯3結前往 )58薩， 

故 被 拘 禁 若 輩 一 再 被 強 令 具 結 ， 使 與 其 家 人 

分 離 栢 威 脅 其 中 多 牛 被 A 屈 服 — — 尙 有 一 部 份 人 

堅不具結——倂仍被自牢獄中直接送登汽車，押往 

3 3 薩 若 輩 泰 + 無 出 售 財 產 之 機 會 , 大 郴 身 無 分 文 。 

本人所lîfî問之難民咸稱於被A離境前兩三個星期卽 

停止伊給其口糧。 

這是從本人今晨收到敝國政府來電所載聯合 

國觀察員報吿書中所徵引的一段。 

該參 ;35長所說的及埃及與約伊政府所控訴的 

情事，仍在f斷發生中，這是所有略具良,£1及尊重 

人權者所深引爲慽的這種有計劃地驅逐 la拉伯人 

及剝奪他們最基本權利的暴行，仍在不斷發生，蘋 

橫 毒 辣 ， 較 前 毫 小 減 色 這 小 是 我 們 隨 便 亂 說 這 

是聯合國觀瘵員調査報吿所證明的事實，是日趨嚴 

重而且威脅聯合國的事實，誠屬不幸。 

的確如果我們暴暴——我們實應暴*——大 

猶太政治民族主義者這種野4:爲懷和侵略爲用的毒 

辣政策，如果我們看到——不幸我們須看到—— 

這 镩 政 策 的 殘 酷 現 實 , 我 們 就 會 得 到 然 的 結 渝 世 

界大猶太政治民族主義者仍然苦,d積慮,從事侵略， 

>ifc爲其本身窮j/a惡極的目的，破壞中束的和平與安 

全這種政策的一種表現就是横將551拉伯人逐出巴 

勒斯坦，而將他們的房屋與財產讓予由外國侵入的 

雜 色 人 等 這 就 是 M r Ddvid Ben Gurion於今年九 

月初對從美國及南非來的猶太領袖們所說的話猶 

太移民移入"色列的洪流，乂須維持，小令中斷,他 

深 願 再 收 容 六 十 猶 太 移 民 進 入 巴 勒 斯 坦 

除 去 驅 逐 巴 勒 斯 坦 籍 亞 拉 伯 人 " 便 收 容 猶 太 

移民這一件人所共見的事實外，還,一侗極見雷耍 

而 且 閼 係 , ; C 的 考 慮 關 於 這 一 點 ， 故 巴 勒 斯 坦 調 

解專員Count Folke Bem"dotte曾护一九四八年九月 

tV^日報吿書中稱移民小惟影響猶太國與猶太人 

民，且亦影響周圍之全體S拉伯A民，此則不能忽 

視 者 也 。 4 

本 入 於 向 理 事 會 提 出 以 t所 述 各 項 事 實 之 後 ， 

還耍《痛指出，這些事實雖然強横殘暴，^還不是 

Aîl色列違犯權益的渾例本人願略舉數例，說明JHJ 

點 本 人 f « 擬 說 得 太 詳 钿 ， 也 f^擬 完 全 列 舉J^色 列 

所犯的違犯權益及侵略行爲。 

埃 及 與 " 色 列 全 面 停 戰 協 ; 〔 第 五 條 〕 規 定 如 

下 

一 承 認 在 安 全 理 事 會 所 命 達 成 之 休 戰 局 m 

下雙方不得丙休戰而猹得仟何軍事或政治利益之;9 

則。 

二 1Ê承認恢復前所佔領之陣地,除本撝定特 

別規定者外，改變現所佔領之陣地，或任何方面箄 

隊推進至本停戰協定簽訂時所估領之陣地"外，yj 

有背本敏定之某本目的及精砷。 

ta是,"色列完令不顧這稗稗規定,一再違反 

定，一九四九年三月十日"色列軍隊進佔BirQattar 

就 是 一 偭 實 例 本 人 願 就 這 件 事 略 述 f t 經 過 。 

埃及與Ai色列全面停戰協定簽訂時，最7& B.r 

Q a t t a r 的 " 色 列 陣 地 距 該 地 約 二 百 公 里 B i r Qattar 

距 埃 及 界 僅 二 公 里 距 A q a b a 灣 八 公 里 JbJL色列 

軍隊侵入如此廣大的1^域，佔領距離如此遙遠的地 

點,不只是爲求得迴旋餘地，或是在測量距離時 

略 有 錯 誤 這 很 明 顯 地 是 公 然 挑 的 侵 赂 行 爲 ， 蓄 

意違反埃及與"色列全面停戰協穿的明確規定。 

本人1Ê个"提出自己對該間題的評斷爲巳足， 

而擬請理事會參閱停戰貔合委員會的决籬該决譏 

參 閲 大 會 正 式 紀 錡 ， 三 屆 會 柿 編 , 十 一 號 第 七 頁 0 
5 參閱安全理事 * iE式紀舒,第四年，特刖袖編,三號 



確 認 " 色 列 箄 隊 j S f f r — 九 四 九 年 三 月 " h 日 進 抵 

A q a b a 灣 區 及 佔 領 B i r Qattar之舉，確係違反埃及 

與 色 列 全 面 停 戰 ^ 定 第 四 條 第 一 項 及 第 二 項 。 

W色列對該决譏表卡小服,上訴於特別委員會， 

該委員會决議維持>p？讒結果如何呢？或者應該說 

, 沒 有 結 果 呢 ？ 直 至 今 日 ， " 色 列 仍 然 佔 領 B i r 

Qattar 它1Ê沒,遵押埃及與W色列停戰泯合委員 

會的決讒退出該地 S對本人適纔所說特別委員會 

駁回 id l色列丄而維持原鶄的决,,也完全小顧。本 

人願指出鬮於這一點，依Bp停戰協定〔第十條第 

四項〕，特別委員會的決議係屬定案,小得J f t (H 

是 ， 這 個 决 議 或 仟 何 他 辦 法 力 小 能 働 使W色 列 將 

其 軍 隊 撤 出 B i r Qattar。 W色列軍隊仍然W在該地， 

全副武装，引滿待發，躊躇満5fe,絲毫f>顧,沒有 

停 戰 ^ 定 ， * 沒 有 安 ^ 理 事 會 ， ^ 沒 有 停 戰 混 合 委 

員 會 及 特 別 委 員 會 的 决 蕺 如 果 這 不 是 破 壤 和 平 ， 

本人誠不知何者方爲破壤和平。 

B.r Qattar事件雖然嚴重,似乎還小夠使情勢險 

恶 危 殆 J 於 是 又 ^ 其 他 事 件 發 â = 

就在那一天，一九四九年三月十日，W色列軍 

隊違背安全理事會停止攻襲的命令，進攻16佔領 

A q a b a 灣 J _ 的 U m Rash rash 。 

本人个擬詳述或甚至列舉這種種違約背，的事 

件 ， W 免 理 事 會 厭 煩 此 等 事 件 確 屬 不 勝 枚 舉 本 

人 此 時 只 姑 僅 取 樣 略 述 曾 由 聯 合 國 觀 察 H 實 地 調 

査 ， 證 明 屬 實 ， 提 , 報 吿 在 案 的 違 約 背 信 事 件 本 

人希望铋書處能於適當時期依照憤例將必耍文件提 

交 安 全 理 事 會 否 則 本 人 願 將 各 該 文 件 提 交Si事 會 

及铋書處備用。 

一九四九年十月t:日，W色列軍隊炮撃Abasan 

es Saghir村，發射^擊炮彈約五十發 Abasan es 

Saghir爲亜拉伯人的村莊，位於停戰線y西，屬埃 

及管轄一九四九年十月十四日，W色列軍隊又炮 

撃 B e i t H a n u n 區 W色列装甲汽車三輛向亞拉伯 

人開火，據報死傷多人該装甲汽車三輛復進抵埃 

及陣地，向埃及射撃。 

一 九 五 〇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晨 色 列 軍 隊 - 隊 J 約 

六十人，越過拉法W東的停戰線及該地的埃及本部 

圃軍埃及外交部長曾就此事於一九五〇年七月二 

"h六日致函〔S/1640〕铋書長如下 

逕 啓 者 一 九 五 0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晨 ， W 色 列 

軍 一 隊 ， 約 六 十 A , 於 拉 法 W 東 越 過 停 戦 線 該 隊 

並於該地侵越埃及邊界，深入邊界W西之埃及頜土 

約 七 公 尺 ， 且 向 當 地 A 民 攻 擊 , 對 居 民 開 鎗 射 撃 J 

將 其 農 作 物 及 帳 付 之 一 炬 此 項 侵 酪 行 爲 最 少 

由W色列飛機一架W機鎗掃射掩港，其他W色列箄 

用飛機兩架則在拉法區丄S盤旋。 

Pî=財產損失外，平民被撃f者三名，負傷者 

多名。 

^地埃及軍隊司令官爲擊退對埃及領土之侵 

略計，小得小令其部隊開'X侵略者於還撃後向猶 

太民族主II者屯聖展El Dangur方面ja_feo 

凡此事件J^J照例A卽通知聯合圃觀察员其 

調査結果證實上述各事 

本人特將此種悍然違反一九五〇年二月二十 

四曰埃及與W色列在羅德島簽訂之全面停戰協定之 

暴 行 ， 奉 達 閣 下 。 

近月W來，W色列軍隊侵越停戰線及對線外 

平民肆行武装侵略之行爲，與日俱增。埃及代表圑 

最 近 向 停 戰 混 合 委 員 會 所 提 之 控 f ï , 對 此 提 * 確 

證 出 席 該 委 員 會 之W色 列 代 表 利 用 一 切 藉 口 ， 意 

阖推卸此項侵略行爲之貴仟或則曰搜索部隊於孜 

間失途，繼則謂此係W色列居民違反W色列當局旨 

意之自發行動，W色列當局16不知情 

m本函所述之一九五〇年六月三十日侵略行 

爲，絕不能W此種或任何其他方式爲之辯護 

之事，發生於光天化日之下，係Â數較多而且極易 

識別之Jdi色列軍隊所爲事件發生之地點不僅爲埃 

及 管 下 之 勒 斯 坦 領 土 ， JÊ且有的是在埃及邊界內 

而與邊界,枏當距離之埃及本土，該地3â界立^顯 

明標誌。最後,W色列軍用飛機出現參加該次行動， 

實令人小得小認之爲W色列負責赏所組織之預謀 

侵略行爲。 

此 種 違 約 背 信 之 事 件 ， 今 後 如 再 發 決 小 

能有助該地之和平，且或將引起嚴重之結果 

本>\謹代表埃及政府，敬請閬下將上述各 

節，轉達安全瑰事會各理事國，相機處理，因埃及 

與W色列全面停戰搽定由安4 "理事會主持簽訂者 

&。 

本 A 現 顔 就 文 件 S / 1 7 9 4 中 所 载 的 W 色 列 指 控 

各 點 ， 略 作 數 言 該 文 件 於 九 月 二 ^日提出理事 

會〔第五〇三次會譲〕時，木>\並不反對將其中所载 

各項目列入理事會議程{B是本入當時就說過，現 

在 & 要 指 出 這 只 是 W 色 列 所 放 的 烟 幕 ， 意 圜 掩 钸 

大猶太民族主義者若干侵略行爲及醜蓥事實，埃及 

代表團深知這些控訴均極荒誕無稽木>\16願再度 

說明我們絕對不怕徹底調査巴勒斯坦境内及其周 

, 所 發 生 的 事 霣 。 



木入在遒侗初歩陳述屮向理事會略ifeW色列侵 

略及違反停戰協定的各種行爲。這些行爲每次均曾 

經調査。它們均由聯合國各主管委員會加W調査， 

龙 錚 證 實 停 戰 混 合 委 員 會 及 , 最 後 裁 决 權 的 特 別 

委員會均曾調査並證實這®行爲J絕對不是虛控。{B 

是,寃屈未蒙平反，傷害未得賠償損失未經修復。 

枏反地，違約背信的行爲《卩日見增加，侵略的暴行 

也 日 見 猖 獗 。 某 本 Â 權 遭 受 摧 殘 ， 平 的 A 本 條 件 

IÈ<遭蔑繭A安全理事會、聯ê "國，整偭文明世界 

都不幸而遭蔑視。事實a實裸而醜惡地暴^出來， 

聯合國各主管委員會對之也作有乂要的决讒 

現在所要知道的只是我們是否能代聯合國及文 

明界主持正義——坦白、公正、具,勇氣及遠見的 

正義 W 及我們在採取行動時是否確能? 3得而且考 

盧 到 世 界 和 平 與 安 全 之 g » 相 關 ， 休 戚 與 共 。 

Mr E B A N (W色 列 ） 我 們 適 纔 所 聽 到 的 演 說 的 

漫駡口吻與荒謬內容，對敝國政府處理其與埃及間 

關 係 的 任 何 問 題 的 態 度 ， 定 發 斗 重 大 影 響 這 一 

慮激昂演說對於和解努力，停戰制度，及近束國家 

間關係一般情^的整個影饑，此時小能卽加斷言。伊 

是,t使我們更加確信該國政府所作的任何控9f、提 

藏、或陳述,完全螢於敵視W色列的動機，我們必资 

根據這種認誡去詖法應付。 

在2l i到埃及代表所提出的問題W前，本Â願就 

程序問題提出一點意見主帝官佈我們猓下 t igSr譏 

程第二項目的 (a )分 fô。埃及代表卻完全^視這偭 

措 示 他 在 這 偭 項 目 之 " 淪 到 五 項 有 閧 停 戰 問 題 的 

其他項目，其中多半巳經解決，只有關於Bir Qattar 

的間題尙未解决，現在fc_訴中。 

我們向停戰混^委員會歷次提出控^及要求的 

經過，就是埃及軍隊違反全面停戰協定最少達四五 

十 次 的 一 個 紀 錄 固 然 其 中 , 許 多 事 件 巳 循 停 戰 玛 

序而吿解决， fB是本;^卻須贜同仁，就所有事件 

都 從 , 作 一 報 吿 我 們 的 立 場 是 如 果 停 戰 混 合 委 

員 會 耍 處 理 這 些 控 f f , 我 們 就 在 委 員 會 中 t t i ^ 如 

果安全理事會要處理它們，我們就在此地釘論 

是我們不能讓一方妄自投機取巧，而另一方則按步 

就 I f 地 提 出 控 依 法 辦 理 

埃及代表信口雌黄，不涉及整個停戰局面J而 

且牽A到本間題很大的範圍及很長的時間，包括W 

色 列 軍 隊 之 進 入 t i l a t 展 ， W 及 W 色 列 所 引 ^ 爲 》 _ 

及 極 有 成 就 的 移 民 政 策 等 在 內 i d 色 列 軍 隊 * 駐 守 

Eilat區的權利，和埃及軍隊駐守Si歷山大或美國軍 

隊駐守紐約州的權利一樣至於敝11政府的移民政 

策，埃及或其代表都管不着，本;^小願與埃及代表 

計》喻這個間題。 

在 那 一 激 昂 演 說 中 ， 埃 及 代 表 用 « 略 一 

mj竟達九次之多，而他所歪曲5^大稱爲侵略的事 

件 ， 卩 是 聯 合 國 有 關 機 關 認 爲 健 得 呈 報 安 全 理 事 

會 的 / J 事 據 我 們 看 來 ， 埃 及 代 表 並 非 侵 略 問 題 的 

權 威 在 安 全 理 事 會 M 論 侵 略 間 題 時 ， 他 或 是 像 在 

一九四八年那樣地贊同侵略，或者就像在一九五〇 

年那樣地視若無睹。 

本；^小願像他那樣地信口雌黄，而只擬在此時 

專。喻第二項目（a)分段屮所列的問題。 

這 件 事 開 始 一 九 五 〇 年 / L 月 九 日 ， 埃 及 政 府 

致函聯合圃祕書長，控稱巴勒斯Jfl籍5&拉伯人被逐 

出W色列，及所謂W色列違反埃及與 f e i色列4面停 

戰協定事件這件控 ih :是故意配合大會第五展會開 

會 之 便 ， 直 接 提 交 安 全 瑚 事 會 ， 且 巧 圔 避 免 將 它 

提交停戰混^"委H會。 

埃 及 與 W 色 列 全 面 停 戰 協 定 第 十 條 , 七 項 如 

下 

因 本 ^ 定 之 實 施 而 起 之 雙 方 要 求 或 控 ^ 應 

立 時 經 由 停 戰 浪 合 委 員 會 主 席 提 交 该 委 員 會 委 員 

會應藉其觀察及調査機構對所有此種要求或控ff採 

取適赏行勖，W覓得公平及雙方滿盲之解决辦法。 

理 事 會 當 能 鎏 悉 所 s 要 求 及 捽 灼 應 提 交 停 戰 

混合委員會，Ife應靜候該委員會採取適當行動，凡 

此 l ^J有確切明文規定因此,規避這種程序的辦法， 

不但足^令>\對控âlf本身發生懐疑，而且根本就是 

蓄意不遵守停戰a定的行爲。 

亜 拉 伯 各 國 政 府 將 這 稗 控 直 接 提 交 安 全 理 事 

會顯然想達到兩稗目的。第一，*Ë們利用安全理事 

會 所 能 引 起 W 4 方 重 視 ， 使 # 虛 僞 控 9 f 獲 得 雷 大 宫 

傳 效 果 第 二 它 們 力 求 使 這 些 控 不 受 最 能 檢 定 

其 虛 誕 不 實 的 機 關 的 考 核 或 檢 討 這 種 辦 法 可 能 妨 

礙或甚 i完全破壤停戰制度的有效行使 E 也 是 本 

人 代 表 敝 國 政 府 於 文 件 S / 1 7 9 4 第 四 段 中 向 安 全 理 

事會提出控9f的事由。 

亞拉伯各國片面違反各停戰協定的主耍程序規 

定，其目的在破壤各停戰混合委員會的權力，事實 

丄 也 造 成 這 種 結 果 而 且 這 種 將 停 戰 間 題 提 交 安 全 

理事會處理的辦法如由各方雩起效尤，安全理事會 

的桴序、責任及蛾務就將因之而完全轉變 埃及政 

府於本年/L月二十七日W前力求避免於停戰泯伶委 

,會中Sir論這個問題，可W表現它自己對於控 |>f的 

Mi^nm^mMo其後事實所示，這《懷疑極有理 



由事資丄，最近數週來亜拉伯各國向理事會提出 

ft^所,控如果能W這偭荒誕漫罵的埃及文件S/ 

1789去衡量其具僞，本A也就可W引爲满足了。 

停戰混合委員會終於一九五〇年九月二卜七日 

召開會議研計這偭埃及控訴第一部分中所提出的 

重 要 問 題 被 逐 出 W 色 列 領 土 的 若 干 亞 拉 伯 人 是 如 

埃及所謂的合法居民横遭驅逐呢？還是如W色列所 

謂的非法侵入該地的暴徒？任停戰混â "委,會主席 

的聯合國代表於其裁決中駁斥該項控訴所引爲根據 

的 兩 榑 文 件 ， 贊 同 色 列 的 主 ? S o 木 A W 後 尙 , 機 

緣徵引其裁決全文。 

該項控訴規避正赏途徑與程序，逕行提出理事 

會，雖然造成嚴重的程序錯3^, 是敝國政府仍然 

竭 减 歡 迎 這 個 機 會 對 埃 及 控 ^ 的 實 體 提 出 充 分 答 

« 控 ^ 見 於 各 , 關 文 件 ， 我 們 適 攙 所 聽 到 的 演 

說 亦 有 所 ^ , 其 中 可 W 分 爲 四 項 。 

第 一 ， S 說 i d l 色 列 違 反 停 戰 定 ， 侵 越 埃 及 與 

Jdl色列間的國界 

第 二 ， 它 說 W 色 列 軍 隊 侵 犯 El Auja解除軍慷 

地展 

第三，e說W色列違反停戰協定，強横而且非 

法 地 將 遊 牧 > \ 民 四 千 零 七 一 人 自 W 色 列 領 土 及 E l 

Auja逐入埃及。 

第 四 ， Ë 說 在 非 法 強 令 a 拉 伯 ； ^ 一 1^餘名具結 

自願離境後，將他們自若干地展，特別是瑪志達,逐 

^mm̶̶拉法展。 

這 《 ^ 控 全 屬 子 虛 ， 荒 謬 絕 倫 ， 提 出 這 控 

根本就是國際謬舉，對安全理事會大不敬闕於埃 

及控訴中的頭二項，文件S/1 789中所载16於此閱陳 

述的W色列軍隊侵犯埃及國界及 [1 Auja解除軍備 

地展的地位之說,全然沒有根據、佐證或理由。請理 

事 會 注 意 控 i l f 國 法 證 明 這 種 控 訴 ， 而 於 提 出 

時 故 f & 糊 其 辭 J W阖阻止對該項控ff作明確調査。 

首先，埃及政府竭力避免請由停戰泯合委員會 

判 定 是 否 確 , 這 兩 件 侵 犯 埃 及 國 界 或 F I Auja 

情 事 發 生 其 次 ， 埃 及 陳 述 的 作 者 甚 且 不 知 道 色 

列軍隊侵犯埃及國界或斛除軍備地展的事件發生在 

何日、何時、何地這也个能怪他們，因爲對並未發 

生的事件，要指出時間及地點，確有困難僞稱圃 

界遭Â侵犯時常就是侵略野,t的先聲，伊在本事件 

中最好還是仁慈一點，只鼸它們爲欲蓋彌彰的官傳 

工具。 

本 A 願 堅 决 聲 明 W色列軍隊絕未侵犯埃及國 

界 或 E l Auja解除軍備地區。W之並未違反停戰 

定 。 埃 及 軍 用 車 輛 於 一 九 T O 年 九 月 五 日 侵 入 E l 

Auja區，倒具是一件違約事件 

其他兩件指稱驅逐遊牧人民及強迫亜拉伯入^ 

出瑪*達的控訴，嚴格說來,實與停戰協定無關,埃 

及陳述也沒有指出它們與該铋定某一條的關係 tH 

是讓安全理事會聽取這種虛僞控 i f所^曲的事實《 

枏 也 不 無 裨 益 。 

安全理事會應赏記得戰禍於一九四八年五月十 

四 日 延 至 & 吉 布 埃 及 軍 隊 越 出 埃 及 國 界 數 十 呷 ， 

圖 W 武 力 滅 亡 W 色 列 國 在 這 偭 殘 暴 攻 擊 及 奮 力 抵 

抗中所造成的流血及痛苦，流亡及恐怖，隨着戰事 

的演變，拖過了一九四八年，EM—九四九年二月 

簽訂埃及與W色列全面停戰ftjfr定後方吿終結。該 

定不ta規定馑方軍隊所佔領的陣地，也規定了難民 

及其他非軍事A ft穿越停%8線的移勖協定^五條 

第四項规定 

IWia域之規則與條例，於本定簽手後仍然,效,適 

用於第六 條所稱之停戰界線。 

該條的意義非常明顯平民的移動應卽依押簽 

訂 停 戰 協 定 時 的 淸 不 得 , 所 , 動 。 因 此 ， 簽 訂 

敏 定 時 留 在 埃 及 的 桀 獲 得 W 色 列 赏 局 的 許 可 

方 能 進 入W色 列 領 土 ， 反 之 亦 然 雙 方 政 府 阻 止 未 

搽核淮的>\員自停戰線的彼方滲人此方，正是完杀 

遵奉锒定第五條辦理，决非違反協定的仟何部价。 

戰事結束時，乃吉布北郯約,遊牧人民五千力， 

其 居 民 身 分 經 立 卽 完 全 確 認 此 外 ， W 色 列 政 府 又 

對簽訂停戰铋定時尙未永久定居W色列領土的其他 

^ 牧 人 民 二 千 五 名 發 給 許 可 證 ， 身 分 f f ， 及 

配 給 證 這 於 逃 到 乃 吉 布 南 部 邊 展 後 ， 隨 着 季 

節 移 居 邊 界 兩 側 ， 現 在 W 來 尊 求 保 淺 ， 及 

居 權 

依照停戰et定第五條第四項的規定，對於未能 

箝明確於一九四九年二月居住停戰線W色列一方的 

遊牧人民，以色列有决定准許或拒綞他們入境的全 

權 但 是 ， 猹 准 入 境 者 達 一 离 二 千 ï f f A , 遊 牧 人 

民 的 總 數 之 增 至 一 (《>七千五人此中5^̶批於 

̶九四八年十一月入境，第二批於一九四九年四月 

入 境 其 中 多 + 是 A b u Ghahm部落，Abu Suelik部 

落 , A b u R u q a y i q 部 Q u r e i n a 部 落 A b u Juweib部 

痹 ， 及 A z a z m e h 部 中 兩 侗 支 系 的 移 民 。 

由此可見雖然第五倏規定可W拒絶穿越停戰線 

者入境，W色列政府的一般政策卻是准許安居樂業 

W部落留居境內1B#*W色列政府對於在一九四八 



年中典w色列激戦，然後逃到埃及的西乃半島，於 

簽訂停戰欧定時仍然留居該在的Azazmeh部紫（其 

中二分部除外），仍將一貫嚴格守第五條的規定。 

W色列政府始終有全權禁Ik在簽訂停戰協定時留居 

埃及領土的不友好部«谮行人境 

埃 及 陳 述 對 於 S 部 在 簽 訂 停 戦 K f r 定 時 留 居 埃 

及 領 土 這 一 個 , 要 , 實 ， 故 意 糊 其 , ， 只 說 該 部 

落在戰事發生W前原居Beersheba。依照停戦協定的 

規定,這種說法垒不相千依照停戰a t定的规定,唯 

一"^關的闲素是一九四九年二月二 1^四H簽訂停戦 

定時該郎落留居的地點他們當時旣然留居埃及 

方面，如果未得W色列許B了，就不能越界他們沒 

有 镀 得 許 可 在 C l Auja, El H-ifir及拉法間各地兩 

次渗入 isl色列領土的企圖均被撃 jâ,埃及出席停戦 

混合委員會的代表完全知道這些事並且此後如遇 

* 此 類 圖 ， W 色 列 仍 將 o p 停 戰 協 定 笫 五 條 第 四 項 

的 規 定 加 W 阻 止 闲 爲 該 部 痹 足 A 所 到 ， 謀 殺 、 搶 

劫、狙搫、偸盗、及暴行隨之而生，使這侗緊锒 

的 停 戰 線 邊 境 內 的 猶 太 人 及 i l l 拉 人 力 不 聊 生 在 

過去六愐月中，該渗入郯落所犯的暴行計有二十一 

件 

W色列曾於八月十六 tu十 t日、十八日、二十 

八日、九月trH 、十"fi日、十六日向停戰混合委員會 

I F 式 提 出 控 並 护 九 月 十 七 H 就 三 項 愐 別 事 件 , 三 

度提出控ff 

A z a z m e h 郎 人 民 因 非 法 越 境 及 犯 有 暴 行 被 押 

送出境者約有二百家，16非如所稱的四 f人 

, 人 業 巳 指 出 這 偭 間 題 端 在 依 照 停 戰 定 的 規 

定，Azazmeh逸牧人民是否於一九四九年二月二十 

四日留在W色列方面因而算是W色列居民，或者是 

偸度越境者，根本沒有自西乃展進入W色列領土W 

權 利 這 就 是 - 丸 五 〇 年 九 月 二 " h 七 日 停 戦 合 委 

S會W合法,序從事第--次，同時也是唯一的一次， 

調 査 時 所 研 訂 的 問 題 任 停 戦 混 合 委 R 會 主 席 的 法 

這 是 埃 及 色 列 停 戰 泯 合 委 員 會 主 席 於 本 年 

九月二十七日所作的裁决此時埃及控訴巳經提出 

在戦前，這些遊牧人民大概是原居巴勒斯坦。 

在乃吉布豚——主要是Khalasa,Blr Asiw，及El Auja 

M — — 戰 爭 進 行 期 M , 他 們 逃 到 埃 及 界 內 ， 一 郯 份 

逃到ay薩後來又回到原地他們沒有W色列身 (3 " 

m因此自當認爲滲入者本人於十六偭月前到達 

此地時，自Bir Asluj # El Auja沿途末見一偭遊牧入 

民，幾偭月後，卻千成零。本人小知道他們從何 

而 來 ， 看 來 像 是 滲 入 者 在 E l Auja 

中還有幾 S 人。 

本 人 欣 顔 官 讀 該 項 裁 决 ， 載 入 紀 錄 它 明 斷 地 

解 决 了 文 件 S / 1 7 8 9 中 所 載 及 在 文 件 S / 1 7 9 7 中 提 

出的所謂違反停戰酶定橫加驅遂的控訴間題埃及 

不値得加W厳重考盧。除去空洞模糊地提到所謂並 

未出席理事會的聯合圃觀察,報吿書外，埃及代表 

並 未 能 提 出 任 何 證 據 ， ^ 明 其 所 述 各 點 這 些 仔 宽 

侵入，應予驟逐的部落人民多月來加於邊展愛好和 

平人民的^行，他們自己1fe未身受U 

關於此項控訴，本人所要說的只是W色列仍將 

一本初衷,奉行停戰故定所規定的一切義務及權利， 

包括第五條第四項所規定者在內。W色列拒絕Azaz 

meh部人民入境，非伊不是違反停戰協定，實在是 

切實奉行該條的規定，應予躐績BP辦。 

埃及控¦»f中所謂強將亞拉伯人逐出瑪吉達一 

節 ， £ 屬 莫 名 其 妙 譖 據 所 連 埃 及 赏 局 都 不 能 

看 信 其 所 控 屬 實 赏 戰 鬭 行 爲 終 Ik 之 時 ， 瑪 志 達 居 

ft大部分都是難R,亟需善後瑪方達的亞拉伯人 

中 , 許 多 人 的 家 庭 都 是 住 在 埃 及 管 轄 的 迎 薩 區 自 

六月"1四日《S九月十九日，,一千一îïaff十九名亜 

拉伯人r -1瑪達的W色列民事赏局申請准許他們偕 

同 家 覉 越 界 前 柱 迎 薩 其 申 請 的 動 機 計 有 該 地 吡 

鄰#,故須在該地實施保安條例:》居民致成不便， 

埃及重啓戰禍的經常威脊，w色列鎊與鄰近各地貨 

這種種考盧都各,其作用，此外還有阖家圑聚 

的 A I 望 這 種 願 望 也 促 使 如 此 大 批 亞 拉 伯 人 自 亜 拉 

伯領土移入W色列。申請人可W出售他們的動產,售 

款所得則換成巴勒斯坦委任轨治地貨觫，這種貨擀 

在各ffl拉伯ISS仍能JÉ用 W色列鎊的官定匯率不幸 

低於前巴勒斯坦镑。伊是對他們則特許W同價免換。 

離 境 的 亜 拉 伯 人 起 程 時 所 擴 有 的 外 匯 約 四 十 j ï i 

美兀他們起@前的簽名多牛與此項交易有關。 

W 下 所 述 就 可 表 現 埃 及 控 W 之 虛 誕 詭 I k 埃 

及與W色列停戰混合委員會曾於一九五〇年八月十 

一日第三十二次會議中弒論平民自瑪申達遷往2D薩 

一案埃及代表對這種自願移動一事，龙未提出控 

^ 。 <B是他們卻曾指責說賴先期通知埃及當局， 

方能准許道些人越過停戦線這偭理由完全根據第 

五 條 第 四 項 的 規 定 ， 當 卽 予 W 接 受 埃 及 代 表 自 請 

"依法遷移， 



須 事 先 徊 別 通 知 埃 及 啻 膪 埃 及 代 表 爲 C o l o n e l 

Mahmud Riad Mohammedj Major Salah Jauhar 及 

Lieutenant Ahmed Y a k u t 。 在 該 次 會 議 " 後 , 所 有 離 

去瑪志達前往沲薩的人，力於事先通知埃及軍事赏 

^後方能起程。埃及軍事當^對他們予W積極合作， 

^供拾載重汽車及公共^^車^備旅行之用 

九月二十六曰當安全理事會仍在考慮埃及所 

提有人自瑪志達被逐出境的控fï時,3&拉伯人"^隊J 

訐一八十名，於W色列官g、埃及官員聯合國親 

察 S 、攝影記者、及新開«&者等親酶共睹之下，在慷 

大宣傳及埃及方面充分鼓勵及合作之下，自瑪志達 

越界進入38薩在最近數星期中，平均每展期越境 

者 有 一 五 十 人 ， 每 次 事 先 通 知 埃 及 當 局 ， 由 埃 

方特備車輛運送這算是甚糜锥行驅逐呢？埃及當 

局對於這些A民投奔親屬的自由移動事先知情，臨 

事親臨參加，1Ê予協助，在造成這種運動之後，W 

提 出 強 行 驅 逐 的 控 & 這 種 莫 名 其 妙 的 辦 ï i , 難 道 

安全理事會還不見其有害理,會的尊嚴與威望嗨？ 

本人應^再指出離去瑪亡達前往28薩的人，現 

在多牛巳在該地獲得職業，埃及當局也爲他們申講 

1Ê獲得聯合國救濟費,不稍延緩試讀埃及陳述,文 

件 S / 1 7 8 9 末 第 三 段 中 就 論 到 財 政 問 題 , 頗 表 閼 切 。 

埃及當局在38薩所表現的對某地實行,事佔領而不 

負該地居民生計之責的手f殳，鉞謂嘆觀ih矣。 

埃及此項控 9?計 有四個方面虛構而無實據地 

地屎控訴W色列拒不准許不守法紀的郯蓖違反停 

戰定第五條第四項的規定進入W色列領土 W及 

莫名其妙地將埃及政府自願在各方面參加協肋平民 

自瑪達遷往28薩這種自由而經讖定的移動揑造成 

爲一種控訴關於埃及此項控訴，言盡於Jlbo 

到了今天，時逾十四個月，卻在安全理事會讒 

稃丄列入這一項目，自不免令我們想到關於停戰及 

近束和平前途瞻望的若干問題。 

安 ^ 事 會 一 九 四 九 年 八 月 十 一 日 决 讒 案 6 稱 

欣悉代理調解專員的成櫝，請各方擴大停戰談判的 

範圜，直接或經由聯合國巴勒斯坦間題和解委員會 

從事談判，覓致協議，俾得對各方間現,一切间題 

作 最 後 解 決 項 呼 籲 重 申 大 會 過 去 的 决 譏 案 〔 決 

議案一九四（三）〕，主強擴大停戰談判,對所有待决 

直 i今日，亞拉伯各國，特別是埃及，均拒不 

直接或經由和解委R會與W色列作任何接觸，俾得 

镜求最後和平解決辦法這考 

近東侬復和平。談判與接觸的本身闳然不能保箝成 

功，倂是不諛判與不接觸W絕對保證失敗 

和解委員會於一九五〇年三月二十九日慷 

錄 7 中規定雙方舉行公平談判,建立聯繋，經由泯合 

委員會解决所有問題的程序。混合委眞會由雙方參 

加,*由聯合阈任主席該備宙錄及其各部价均由 

W色列全部接受，ta經3&拉伯各國一致拒絕。ffi拉 

伯各圃的態度認爲在談判之先，就應該答應各該國 

將所擬談判的間題依15們的意思加W解決，並_@它 

們還不負責建立各會員國依據憲章所應有的和平及 

正常闕係 

亜拉伯各國旣然包藏禍,£,拒不於世界這一大 

片地展中恢復和平，W色列tl無他出，只有自行推進 

其褀雜繁多的工作 

最低限度也應該竭盡所能J 

得W維持。而亜拉伯諸國不倂拒絕走丄和平的坦途， 

卻反iM在摧毀現有停戰機構的Jfc礎 

闕於約哈希米德王國不;！守W色列與約倂停 

戰铋定第八條的問題，日後3^另有討論的機會 

過 去 十 個 月 中 ， 埃 及 實 施 封 鎖 ， f f l i k 合 商 

連 ^ 過 蘇 彝 士 運 河 , 至 今 仍 未 解 禁 , 茲 距 D r Bunche 

在本理事會中〔第四三三次會議〕官稱實施封鎖與 

停戰協定的文¥與精祌不符之日，*/r已達t四偭月。 

與此額商；！有關的許多圃家都曾向埃及政府提出抗 

m多數國際法舉家認爲封銪實際丄等护一種戰爭 

行爲我們確信這種辦法達反停戰 t&定,違反憲阜， 

違反國際钛，違反各#事公約，1Ë且違R有關蘇^ 

士連河的各專約。 

除去這些屢見不鲜，至今仍未糾正的違約背信 

事件外，現在又發生這種在程序上規避利用停戰協 

定中所規定藉W解决一切現有問題的實際機構之 

事 我 們 自 己 的 立 場 是 切 實 邁 守 每 一 個 停 戰 協 定 。 

和平的前途愈見瀞茫，就愈:嚴格^守,停戰铋定， 

而各協定所規定的程序及機構對於協定的實施，也 

極關重要，不容推諉規避。 

本>^將討論雙方其他各項控訴時再論這些原 

則。 

關於埃及代表適纔提出的各項控訴，本人代表 

W色列政府,依據適所陳述的理由，對整個控訴及其 

內容與動機，全予駁斥。木人並請揑造El Au】a及瑪 

志達事件者將^項控訴提請停戰混合委員會處理， 

着看調査所得具像如何。 

參 閲 安 全 理 事 會 i t 式 紀 錄 , 第 四 牛 , 第 三 十 七 躭 ^ 二 

H 及 第 = 十 八 猇 ， ^ 十 = Ç l o 參閱文忡A/1367,附件二< 



主 席 現 在 巳 到 了 通 常 散 會 的 時 刻 。 本 人 請 間 

各位代表下次會議W甚麼時候爲最方便。請問各位 

代表對十月二十日星期五舉n會瀵有甚麼意見？ 

Mahmoud F A W Z I Bey (埃及）在SI"論散會問題 

W前，本人請略airW色列代表適間所作陳述中的某 

過去有幾次安全理事會中發言人出語過於下 

流,想來仍感,意慽此事曾正式载入理事會紀錄但 

並未能發生效力本人記得有一次在中國代表任主 

席時,主席曾請出席安全理事會這種莊嚴讖壇的各 

位發言人在發言時保持某種水準。那是兩年前的事。 

直到現在，我們不常聽到那種卑鄙的話,堪稱幸事。 

本人雖仍能引證若干悪例J但是亵瀆安全理事會的 

尊嚴者，當W今HW色列代表對本人代表埃及政府 

所作陳述及埃及政府致安全球事會各公文所加的下 

流^誇爲最。 

主席旣然要在此時訂論散會問題，如非乂;本 

人不擬於此時對W色列代表陳述中的其他部1*提出 

答覆。 

主席旣無異議，安全理事會應卽散會，待至 

十月二日星期五午後三時再行開會。 

(午後五時四十分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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