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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百四十六次會議 

—九五三年十二月十一日星期五午後三時在絲約舉行 

±m: M r . A . K Y R O U (希臘） 

出席者：下列各國代表：智利、中國、哥侖比 

亜、丹麥、法蘭西、希臘、黎&嫩、巴基斯坦、藓維埃社 

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大不列顦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 

美利É合衆國。 

臨時議事H程（S/Agenda/646) 

― . 通 過 議 事 日 程 。 

二 . 巴 勒 斯 坦 問 題 

敍利亜爲以色列在非武装地帶內約但河西 

岸建築工程事所提之控訴。 

通過議事日程 

讖事曰程通過。 

巴勒斯坦問題 

敍利亞爲以色列在非武装地帶內約但河西岸 

建築工程事所提之控訴（S/3108/Rev.l, 

S/3122)(續前） 

以 色 列 代 表 M r E b a n , 敍 利 亚 代 表 M r Zei-

n e d d m e , 聯 合 國 停 戰 膂 察 圃 參 謀 長 陸 軍 少 將 B e n -

nike 應主席請就理事會議席。 

一 . M r . Charles M A L I K (黎巴嫩）：前天艾森豪 

威爾總統在大會內將我們抬畢到高山的頂巅，現在 

我們又回到巴勒斯坦間題這個荒«的平原上，表面 

上看來，這是一種極不偸快的經厣。戰爭、和平、歴 

*這些最高的問題巳經有聲有色地提出來了，我們 

知道大家勢須花费許多星期甚至許多月的時間去討 

論這些問題，而正在這個時候，我又要在安全理事 

會討論這倔巴勒斯坦問題，因此我從來沒有威覺到 

像現在這樣的內渐過。雖然我們在近東的問題比較 

起來是微小不足道，但是它們卻依然是極厲實的問 

題。和平的廟堂是建築在汆多的獨立的石塊上的； 

若非每一石塊都很堅固，誰能保證整個的大度能屹 

立不墜？可惜，我們在近東的這塊小石達不能在整 

個建築中佔據它的地位，它仍然需要和平建築師加 

以長久的精巧的磨琢。 

二. 我將努力以公允、真實、善葸的精砷作爲我 

說話的方針，如果我說的話有不確實之處，甚至有 

極微細的不確實之處，我要在事先道歉並將它取涫。 

如果我的態度有欠公允之處，我將深感內疚。我希 

望我所要講的每一句話都從善:É的基礎上出發。所 

以我的態度並非如十字軍作戰，或衞護一個主義， 

或推進一種運動的態度。我確信我的態度是覓取事 

實與相的態度，不論事實具相是如何醚惡可怕，但 

我的態度總是公允的，總是建立在絕對善意的基礎 

上。因爲我相信祇有奧實、公允與善意——而並非政 

治與外交一纔能在近東造成具實的久遠的和平o 

三. 在理事會第六三九次會議席上我作過一聲 

明，當時我恭謹地表示以色列與敍利亜之間非武装 

地帶內所舉辦的運河工程是不應赏舉辦的，現在如 

果沒有以色列敍利亜全 is停戰協定的雙方赏事國的 

彼此同意，此種工程是不應當重行開始的。自力三 

九次會議迄今向理事會提出的詳細報篛與譲論都證 

實我國代表圑的信仰，就是我們的主張是有理由的。 

我們用心諦聽向理,會所提出的關於地理、歷史、地 

形方面的研究。但是我們仍然相信下列各點是客觀 

上可以證實的眞相： 

第一，如果沒有以色列與敍利亜雙方協議 

而聽任非武装地帶內運河工事重行開始，那末 

不啻在事實上承認停戰協*之一方吞倂非武装 

地帶； 

第二，此項工程之重行開始必以以色列與 

敍利ffi事前猹致協議爲條件，這並非不尊重理 

事會遇去對於許勒案的管轄權〔第五四七次會 

議〕，反而與此種管轄權正相符合，亦與在目前 

案件中可以適用的停戰協定的規定正相符合， 

我們行將證明這一點； 

第三'，如果沒有雙方同意而聽任此項工程 

重行開始，不啻是推進或至少容許以色列在該 

區水利方面的擴張野心，而因此根本毀壊地方 

合作開發此種水利之任何可能； 

第四，如果聽任犟方面重行開始運河工程 

便有利於主張不惜任何代價但求進歩的人們， 

他們爲證一明自身的行動合理起見提倡此種危險 



學說，甚至不惜犧牲人權、國際秩序、與砷^的 

的圃際協定。 

四.爲依此陳述起見，我現在要對於上述四個 

結論先後加以申論與證朋。在陳述完畢時我也要提 

出一個我所相當重視的一般結論。 

五-旣然我們現在是在審議一個有關以色列敍 

利亞停戰協定所建立的非武装地帶的集件，我希望 

我無須再行提出非武装地帶主權的問題。因爲所有 

， 停 戰 锒 定 各 項 規 定 的 權 威 解 释 ， 尤 其 是 第 

五條的解釋，都a明白說明非武装地帶主權的間題 

須待最後的解決。錐然如此，佴似乎停戰協â的一 

方不要等待最後的解決而要自行行使非武装地帶的 

主權。事實上，它早巳達反它對停戰協定的赘言而 

在行使非武装地帶的主權了。聯合國停戰 f t察圑參 

謀長在他向理事會所提關於Qibya案件的報吿書中 

〔第六三〇次與第六三五次會議〕已列舉許多單方面 

的不合法的行使主權的事例。他在簡短審議'以色列 

•Iffi全面停戰協定履行問題〔第六三〇次會譏，第 

五十七段氣t第五十八段〕時說： 

w 現在所發生的困難問題是關於非武装地 

帶的規定的實施問題……其他困難問題就是 

General Riley在過去二年中所報吿過的問題，就 

是：非武装地帶ffi拉伯人的經濟情况，對亞拉 

伯人土地的侵佔，以色列警察對大都伢非武装 

地帶之控制，以色列反對聯合國觀瘵員主席執 

行其保證履行全面停戰協定第五條的責任。" 

六 . General Bennike在他的第二次報吿書中再 

行敍述以色列行使主權的詳情；他說以色列不顥聯 

合國官員的杭議，多年來卽在停戰協定所建立的一 

切非武装地蒂内行使主權。他特別指出〔第六三五 

次會饑，附件，第五項，問題二〕： 

"聯合圃軍事觀察員執行職務是在以色列 

與埃及以及以色列與敍利亜的停戰協定所建立 

的兩個非武装地帶內以及Mount Scopus非武装 

地帶內巳經遭遇到以色列平民方面以及過伢熟 

心的以色列官員方面的相當阻難。" 

七 . General Bennike提及以色列經常在以色列 

停戰協定所建立的非武装地帶內行使主權， 

同!^ 引述General Rilev —九五一年十一月六日向 

安全理事會所提的報吿睿（其中General R i ! e 3 提 及 

他已經從以色列方面猹得停止行使此項主權的保 

證）說〔第六三五次會讓，附件，第五項，問題十 

四〕： 

"對前任參謀長所作的此項保證並未時時 

充分履行o ― 年 以 後 》 Lieutenant General Rile\ 

在一九五二年十月三十H向理事會所提的報吿 

寄中敍述赏時非武装地箝內的佾^ 。舉例言之， 

他在報吿書第五十八段中說： 

"'‧‧‧‧‧‧以色列警察根據非武装地帶外警察 

總部的命令實際上已控制整個非武装地瑭。主 

席堅稱全面停戰锒定第五條的規定以及—九五 

—年五月十八日安全理事會決議案所引述的 

Dr Bunche的注釋都主張在非武装地帶內只應 

有 地 方 性 的 赘 察 。 0 1 以 色 列 尙 未 同 意 ‧ 們 的 

非地方性赘瘵撒離非武装地帶，迄今尙未商得 

妥善辦法⋯一' 
"前任參謀長所敍述的佾况尙未有任何變 

動 。 " 

八. General B e n m k e 皿 這 一 切 非 法 的 辦 法 作 

了一個解释。他說〔第六三五次會讖，附件，第五 

項，問題十六〕： 

tt以色列官員與公民譌爲這個展域隸躕於 

以色列主權，因而對於他們在這個展域內的活 

動所受到的限制，屢次表示不能忍耐。" 

九. 閼於這個以色列完全不顧它在停戰協定下 

的鶉務的整個問題，我要請安全理事會特別锌意我 

的命題六:"以色列並不尊重它根據全面停戰協定， 

‧ 以 色 列 敍 利 亞 閬 ， 以 色 列 埃 及 間 以 及 M o u n t 

Scopu,非武装地帶所負的義務";並請注意我的命題 

七："似乎祇有以色列阻礙聯合國停戰骨察圑的工 

作"。這些命題都载在我對理事會第六四三次會議所 

作 的 g 明 中 提 及 的 論 文 " Q ' b y a 制 度 " 之 中 0 

—〇.以色列代表不但沒有會同他的政府考慮 

如何終止此種不能忍耐的心理，反而盡其最大力量 

去爲它辯讓，證明它是合理。他在绡安垒理事會所作 

的關於許勒案件舆運河工程案件的巷明中說了許多 

話去證明以色列對於非武装地铕確有實在的主權。 

舉例言之，在第五四二次、第五四七次、第六三九次 

#^速記紀錄中可以引述許多這樣的話。以色列的 

實際行爲及以色列代表的猓明都完全不顧一伴睜史 

的事實，卽直至一兀四八年五月十五日爲止非武装 

地帶是巴勒斯坦的領土，自彼以後它在敍利亜控制 

下之時間遠較在以色列控制下之時間爲長。在這些 

行爲與聲明中還有一種明顯的傾向，,就是把以色剁 

與巴勒斯坦視同一體，而B認爲以色列的疆界或者 

是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關於巴勒斯坦分治的 

大會決議窠一八一(二)所規定的疆界，或者是以武 

力所決定的疆界，親兩者中何者擴張得最遠而定。 

闕於這一點，以色列代表對於敍利ffi在停戰協定前 

佔領非武装地帯一事所說的話是值得注意的。、 



—―.以色列代表說〔第五四二次會譲，第四 

十三段〕："一⋯單單軍事佔領不锥產生合法的主 

權"。但是不論有些人如何願望以色列便是巴勒斯 

坦，或努力設法造成此種事實，以色列顯然不是巴 

勒斯坦。以色列也顯然是一個沒有確定疆界的國家; 

祇要它的鄰邦始終不承鼸,它的疆界，以色列的版圖 

便繼績是不確定狀態，因爲疆界的定義是鄰國之間 

彼此汆認的確定界餞。所以耍將非武à地镌"以色 

列化"的任何企圖只是要將全部巴勒斯坦逐步"以 

色列化"的一偭步驟而巳。因爲這樣一種訐割顯然 

意圖侵略，所以安全理事會定將ffl it它的執行。 

一 二 . 改 變 非 武 装 地 帶 水 道 , 一 事 又 是 整 個 的 

"以色列化"非武装地帶計劃下的一項措施，因爲這 

個河流旣非以色列的河流，亦非敍利亞的河流c如 

General Bennike在他的報吿書中所|ft，改鏺永道的 

工齒是以色列政府所主持的。以色列代表所聲言， 

改變水道工程之實施並非爲了非武装地帶人民的幸 

癱,而是爲了以色刻圃家的利益，以色列固然曾在 

非武装地帶發動許多其他的改革，但沒有一件像目 

前的工程這樣的重要或具有像它這樣遠大的影響。 

如果聯合國停戰腎察圑參謀長或安全理事會過去曾 

授權實行此種改革，這是因爲 t們堅信這些改箪旣 

不致於癯更非武装地帶的地位，也不致於妨害它的 

前途。有闢主權問題的許多保留條件足以證明這一 

點。 

—三.此種正式保留條件似乎巳不足、以保持非 

武装地帶的法律地位，因爲停戰铋定的一方事實上 

a在非武装地帶造成了一種達反這些保晳條件的情 

勢。窜最後解决的時閫到來時，有關雙方就會發現 

它們面前有一件旣成事實。造成這樣的旣成事實是 

逯反停戰協定第五條。因此這一次我們希望理事會 

對於非武装地帶的主權問題不耍僅以提出正式保證 

爲限，因爲我們看到這些保證從來不爲以色列所尊 

重；伹是我們鼷爲我們有各種權利去期望理事會這 

一次務必^法不耍在非武装地帶舉辦足以妨害最後 

解 决 的 工 事 ， r n ^ p 纖 取 切 實 措 施 俾 在 沒 有 獲 得 

停戰a定的"方的諒解以前不得改璲非武装地帶的 

地位以期有利於停戰锒定的地方。我特地用"諒解" 

兩字，因爲有人巳經說過一方急切要發展非武装地 

帶而實際上是整個展域的經濟生活，而另一方不求 

進展，'只想要反對此種發展。這是誤謬的假定，或 

者根本上是從惡意'出發。此種假定竟然由向來高唱 

直接談判的一方所提出是令人驚奇的。指出此種假 

定的人竟然完全不顧兩方過去可以在停戰事宜混合 

委員會內成立m議的許多先例，這也令人驚奇的。 

General B e n n i k e 在 他 對 理 事 會 的 報 吿 書 中 說 〔 S / 

3122,附件叁，第八段〕： 

" " 九 五 二 年 一 月 二 十 二 日 主 席 與 兩 方 達 

成議，可使用水閛三星期以便對Benêt Ya'qub 

橋 作 緊 急 修 理 。 " 

並非在此被控作梗的一方阻撓了對於這件事情的最 

後協議。因爲Genera ! B e n n i k e 在 同 一 報 吿 書 中 申 

' "Beteiha裊場業主奴得敍利亜高級代表同 

意後特准許有限度地使用水閛，惟以色列須迅 

速賠僂因使用而造成的損害。但此項建議巳被 

拒 絕 。 " 

一 四 . 這就是一方阻礙a定之嫌結而又指控他 

方作梗的許多事例之一;在指控的時候，甚至並不作 

任何商談的嘗轼以便獲致協議。如果認爲在停戰委 

員會的機構範園內直接商談沒有用虜，那末關於其 

他任何問題的其他任何«：接談钊也不會更有效果。 

在我們這方面講，正常的唯一合理的途徑便是經由 

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的機構覓取對方的了解，因爲 

這是現有的可以產生積杨效果的唯一機構。 

一五. 如果我們特別重斶這個主權問題，這是 

因爲巴勒斯坦現代史巳經吿知我們，在聖地從事開 

發工作與殖民工作往往决非爲了通常的目的，而恆 

有^藏的不可吿人的動機，這些一切所謂積極的建 

設的行動，其背後的動機往往在於擴張颌土與剝奪 

他人的正當權利。一切事情都證明一種可能——我 

也不必說其他的話——以色列現在認爲犧牲$拉伯 

人而重新汹湧前進的時機EL至，因此事實上理事會 

當前須要決定的或者是對此種意向攆之不顧，：或者 

是努力阻止此種意向。我現在引述英國作家George 

K i r k 在 他 的 由 牛 津 大 學 出 版 社 ( O x f o r d University 

Press , )出版的"戰時的中束" (The Mtdd'e East in the 

War)第一版中於某種利用綞濟螢展以期擴張領土的 

事例（像這樣的事例有千種之多，我都可以充分ft 

明）所講的話。Mr. K i r k 說 ： 

"—九三七年皇家調査圑關於巴勒斯坦分 

治的建議使猶太民族基金會在它的購g土地方 

案中較巳往更爲注意政治的因素：'他們要優先 

購置的展域就是將來在審議劃定疆界或其他類 

似事項時可能具有決定重要性的地域。舉例言 

之,當建議巴勒斯坦分治的時候，墓金會加速購 

置北部的土地，⋯⋯特別是在加黎利(GaWee)的 

上郯，在邊境展域購置較多的土地，在該國的其 

他 部 » 也 購 S 許 多 土 地 以 便 … … 擴 張 疆 界 , 例 

如伸展到庇爾（Peel)調査圑所訐擬的疆界'。" 

4&所51^21書笫二三三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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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以色列在非武装地帯所狻動的達反停戰 

14定的變更實際上與上面引述的話所透露的政策是 

—致的。以色列外交部長於一九五三年九月二十四 

日致General Benmke函〔S/3122,附件贰〕中爲辯護 

非武装地蒂內的變更而說的話與丄面引自猶太民族 

基金會報吿書中的話非常相像，這是一個頗饒興味 

之點。如果我們對於這些現象加以鐫靜的铯對客觀 

的沉思，那末我們便知道我們在此遭遇一種富於動 

力的擴張運動，它本身並無自制的原則，但求後展、 

進攻、侵犯並吞噬它四週的土地，不知止境，直到 

遭受堵截時爲止。因此，現在的問題是：何地，何 

時，如何，由何人或以何種方法去堵截它？我們可 

以公允斷言，如果准許運河工程行將造成的根本變 

更卽無異再度許可這個不知lh境的侵犯政策，同時 

也等於默許停戰協定的一方倂吞非武装地帶。我堅 

信理事會旣然確是旨在和平與安全，決不會這樣傲 

的o 

— 七 . 我 現 在 要 講 到 我 的 四 個 論 題 中 的 第 二 

锢，就是理事會對許勒案件的管轄權與我們目前的 

辯論的關係的問題。關於這個問題現在有兩倔說法： 

—個是以色列代表的說法，他要把運河工程案件和 

許勒案件混爲一談；另一個便是停戦督瘵圑參謀長 

與敍利3S代表的說法，他們認爲兩案根本上彼此不 

同。主張第一種說法的人們說爲求政策前後一貫起 

見，遽事會便應當採取類似過去所採取的'决定。但 

亜代表與參謀長已詳細說明兩案的差異。現在 

至少重述參謀長本人所指出的若千點差異是不無裨 

益的。在他看來，兩種工程的墓本差異是——我現 

在引述General Bennike自己的話〔S/3122，附件叁， 

第七段，（0〕： 

"許勒湖與'許勒滗地都在非武装地#以外， 

而許勒湖與提庇利亞海間的約但河是在非武装 

地帶以內奔淹。我身爲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主 

席負有全面停戰協定第五條第五項（c)所規定 

的在非武装地帶內的特別責任，業巳參照第五 

條的規定考慮到將大量水流引出目前的河床這 

件事情的軍事意義。" 

這樣大膽無恥的否認這些墓本區別使得以色列代表 

認 爲 要 求 理 事 會 對 於 運 河 工 ^ 取 類 似 對 許 勒 工 程 

所採取的決定便是執行一貫政策。但是承認這些展 

別的人認爲要執行一貫的政策必須對於不同的案件 

規定不同的條件。再說一貫政策是一種精砷與原則 

而並非機械式地在應用上講求劃一。舆實的一貫原 

則是要以忠實態度認淸各個獨立案件本身具體的自 

然的要求，當然對於根本上不同的案件不能勉強規 

定 同 樣 的 抽 象 的 機 構 。 這 確 是 L o c k e , B e r k e l y , 與 

Will iam J a m e s 教 訓 世 界 的 合 理 的 資 驗 方 法 。 我 画 

代表團支持第二種說法，但同時對於許勒先例並不 

感到任何困惑，也不必請求理事會去蔑視它自3的 

决定。我國代表圃的見解是，如果有關許勒案件的 

決議案〔S/21S7〕所證實的或規定的原則得到透澈的 

了解，與實的解释，沒有誤解，並且猹得充分的尊 

重，那末運河工程便不應當那樣開飴，在沒有得到 

兩方同意以前便不能復工。旣然現在要求一貫的原 

則，所以歸納有閟許勒案件的決讖集中的基本原則 

是特別重要的。因此，現在對於此項決定以及投菓 

贊成的各位代表的意見與結論加以簡括的分析是必 

要的。 

—八.此項决定包括四倔原則，我想加以概述。 

一扎.第一個原則就是要側重停戰定的重要 

並力求其實施這一個原則在對於停戰協定的制度 

表示非常不满而且要竭力去破壊它的人們看來是要 

或到困惑的。理事會在該決議案中〔S/2157〕宜稱： 

"⋯⋯爲促進巴勒斯坦永久和平之恢復訐，以色列 

與敍利ffi政府務須忠實履行一九四九年七月二十日 

全面停戰協定之規定"。忠實履行此項協定而不是違 

反此項協定是鼸爲锬復我們大家所夢想的具實的積 

極的和平的必要條件。參謀長與許多代表都特別側 

重這一點。他說〔第五四二次會讒，第一〇四段〕： 

" 我 確 信 我 們 能 使 停 戰 協 定 發 生 ^ 用 。 協 

定順利施行的確幾乎B有兩年之久，爲當事國 

雙 方 利 益 着 想 ， ^ 們 應 該 使 這 定 生 效 。 " 

二〇.美利堅合汆國代表在其關於許勒案件的 

聲明的起首與末尾都表示贊同參謀長的意見。他說 

〔第五四六次會議，第五段〕："我確信我們定可信賴 

General R i ley所提具的保證⋯⋯他說他確信停戰協 

定是能發生作用的⋯⋯。" 

二 一 . 我 們 大 家 Î Û # , 最 近 美 國 代 表 就 Q i b > a 

事件申言〔第六四〇次會籤，第七段〕："固然犟是忠 

實履行停戰協定並不能實現和平，但如果不忠實履 

行停戰協定，和平是不可能的"。 

二 二 . General R i l ey在一九五"^年所說的這些 

話，當時與最近都爲美利堅合汆國代表所贊同，而 

且 G e n e r a l Bennike亦曾在理事會加以確認。General 

Benmke在他對理事會的報吿書中講到以色列對停 

戰協定的批評時說〔第六三〇次會議，第六十七 

段〕： 

''在我看來，這些反對的批評並不能使我們 

斷言，在尙未獲致和平解决辦法以前便可放棄 

全面停戰協定 U 停戰協定實施已久，所以已經 



失 去 * e 們 的 " 的 資 效 。 但 是 t 們 仍 然 是 保 

讒中束和平不受破壊的屛障。" 

二 三 . 爲了和平並且爲了最後和平解決計，務 

須保持停戦a定之不可侵犯性，此種立場最近&由 

理事會在闕於Qibya的决譏案〔S/3139/Rev2〕中加 

以冀申。因此爲理事會所支持的參謀長的關於傳戰 

協定的價値的哳言，經過相當時間後顯然益見其重 

S&>根據這些断言，我們可以得到一種具有斷然命 

令的結論：如果以色剁不誠意使*Ë與拉伯画家所 

耩桔的铋定發生極好的作用，那末其他可能的協定 

旣不能艚結也不能螢生作用。 

二 四 . 有鬮許勒案件的決定的第二個基本原則 

是：赞助參諜長的閼於停lh排水工作的諳求不啻確 

認一項原則：卽狻展工程的重要不及停戰協定各項 

规定之履行。不論經濟發展有何利益，這些規定應 

佔優先。許多代表在他們街於此項决定的評述中堅 

决 維 護 此 項 狐 

二 五 . 英聯王國代表稱〔第五四六次會畿，第三 

十段〕： 

' '本國政府雖澈底明瞭許勒湖排水計割的 

完成對於各方面均有好虡，但仍堅決認爲此項 

工作不應在違反全面停戦m定條款的情形下去 

進 行 。 " 

二 六 . 法圃代表在同一會譏對於原則問題提出 

蘀明時也表示同樣的意見，我在對理事會就此項問 

題發表钓第一部»演講詞中巳引述過他的意見。似 

乎只有以色列代表聽到證實此項原則時以及聽到各 

國代表對於此項原則發表結譫時不但或到困惑而且 

事實上戚到困難。他詆〔第五四七次會讖，第六十 

六段與第六十七段〕： 

"……本代表圃覺得困惑不解的是：有些 

國家的代表宣稱他們對許勒工程極感典趣，而 

同時又不覺得决讖草案本文有什麽不對的說法 

⋯⋯不管他的用意多好，凡是支持這個案文的 

人，實際上是在反對此項,工程。" 

二 七 . 理事會理事中有十人投票赞成這個决譏 

案〔第五四七次會譏〕o根據以色列代表的理諭，這 

十位理事都是反對許勒工程的。事實是他們反對達 

反停戰镥定去&復此種工程，因爲他們堅決認定必 

須铯，重停戰協定，其他都在其次。現在以色列 

代表吿訴我們一切事愤——停載協定、和平、安全理 

事會、聯合画、亜拉伯人一一事資上都附»在以色列 

的"積極的"餒濟螢展訐割之下。在我們這方面講， 

我們锒有不同的意見。我們現在要請理事會 

事 搬 運 河 工 難 取 與 理 事 會 對 許 勒 集 件 赚 取 的 

類似的原朋上的態度：就是和平、停戦、以及尊重一 

國的画際義務這些都是首要的事情，其他事情包括 

以色列以及它的具實的或想像的利益都在其次。 

二八. 從許勒案件中可以得到的第三*原則， 

就是譴責非武装地帶的片面行動。旣然這些行動大 

多數都是一方所抹取的；因此，該方就幾乎受到全 

部的譴貴。 

二九. 我現在不要重述決籙案闢於這一點的各 

個部咿，我只要說決譏案所譴責的是以色列拒綞停 

止工程，不出席停戦委員會會讖，在非武装地帶運 

用它的轡察隊，對敍利亜領土採取g中行勖，把 f f i 

拉伯居民驅逐於非武装地帶之外。 

三 o . 大 多 數 代 表 堅 決 譴 責 一 切 的 片 面 行 動 。 

荷蘭代表稱(第五四七夾會議，第二十八段〕："‧‧⋯-

絕對不能採取軍方面的行動，而必須取得他方同意 

之後饞可以採取行勖"。他又說〔第三十一段〕:"當事 

圃任何一方铯對不能單方決定條文的涵義究竟是什 

麽，更不能以侵略行励強迫對方接受它對條文解释 

的實際涵義。" 

三一.以色列代表聽到他的國家的片面侵略行 

動受到譴責，大咸驚駭，他稱此種譴責爲〔第五四 

七次會議，第八十一段〕"一⋯一種厳厲譴責⋯⋯是 

安全理事會裁斷中無先例可據的事。" 

三二，我們聽到以色列代表在最近的案件中講 

過同樣的話"o在許勒案件中以片面行勒違反停戰協 

定的一方，在目前的案件中又以片面行動違反同一 

協定。參謀長General Benmke的報吿書〔S/3122〕對 

於此種行動巳有深刻的敍述。 

三 三 . 因此，如果理事會再度譴責一切片面行 

勐，不論是敍利亜或以色列的片面行動，這完全與 

他過去的政策是一貫的。因爲一切片面行動在某一 

意義方面講顯然是一種侵略行動；理事會赏然是反 

對侵略行動的。理事會如果採取必要措施以防止將 

來再行發生此種行勋，那末它的政策甚至具有更大 

的一貫性。爲阻止片面行勐所能株取的最切實的措 

施顯然是規定類如運河工程的事情應當镀得有閼的 

對方同意之後始可舉辦。 

三 四 . 從許勒先例之中所可镀得的第四條原則 

就 是 — 如 M r . B u n c l » e 與 參 謀 長 ^ 載 定 第 五 

條的解释，證明該條所規定的非武装地帶的法律地 

位。同時又證實非武装地瑭平民生话應有限制地侬 

復的原則》所以應有此項限制的原因是因爲承認在 

非武装地帶並無主權存在。我們重申參謀長的監督 

侬復平民生活的權力時，附有明白的條件,卽平民生 

活之恢復是以地方爲基礎,並不得妨礙最後的解決。 

決議草案許多項都側重,此種限制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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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五 . 這 是 M r . Bunche在他對停戰協定第五 

條的解释中首先提出的觀念。General R i l e y 引 述 M r 

Bunche的話如下〔第五四二次會議，第九十七段〕： 

"大家承認⋯⋯非武装地帶人民正常生话的逐漸恢 

復不能聽其自然，或由兩造赏事國自作主張⋯⋯當 

事國兩港依法都不能要求在非武装地帶內絕對不准 

有軍事活動的時候自由從事非軍事性的活動"。理事 

會在它的决議案中採取這個解释。 

三 六 . 英聯王國代表研宪停戰協定闕於非武装 

地帶的各％ 规定以及這些規定的解释之後認爲如他 

在理事會第五四六次會讒時所云〔第二十;^段〕："停 

戰锒定规定以色列與敍利亜政庥負有下列責任：協 

助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主席在非武装地帶組織鈍粹 

展於地方性質的行政機構；絕不以任何方法在非武 

装地帶內行使主權。" 

三 七 . 土 耳 其 代 表 在 理 事 會 同 一 # ^ 稱 

十九段〕："據我們對停戰锒定第五條的了解，非武 

装地帶內的人民生活也不是沒有限制的。" 

三 八 . 荷 蘭 代 表 在 支 持 他 的 同 僚 的 見 解 時 稱 

〔第五四七次會議，第二十六段〕："設立非武装地《 

的目的是要隔離兩方的武装郎隊⋯⋯同時在不妨礙 

最後解決的條件下使那個地瑭的平民生活逐漸侬復 

正常狀態。所以，本人鼹爲在停戦期間當事圃顯然 

不能在非武装地帶内行使主權，一若目前局勢巳猹 

最後解决經各該方當事國接受了似的。" 

三九. 祇有以色列代表反對這個理事會幾^"-

致表示的見解。他說〔第五四二次會議，第四十段 

與第五十三段〕： 

"成爲在非武装地©在國際法上向未認爲 

該地帶具有任何特殊或特別的地位…… 

"……以色列在非武装地帶內的法律、民 

政管轄、或開發自由巳綞中止或者可以依據停 

戰協定而提出異議之說，與該協定所成立的慣 

例 是 # 反 的 。 " 

我們所B證明的而且很容易根據停戰協定、根據停 

戰協定的權威解释、並且根據理事會的'决譏案加以 

確定的確實的其理，與以色列代表的這個無恥的要 

求是正相反的。 

四〇.我們根據這些對於主權行使的有效哏制 

並根據對於非武装地帶平芪生话之恢復的有效限 

制，要求理事會審讖甞前的案件。前在許勒集 fH" 

非法反對這些合法限制的一方現在在運河工程中事 

實上又非法違反這些限制。但是這一方的代表根據 

理事會在許勒集件中的管轄權，提出政策務須一貫 

的 要 求 • 根 據 * 謀 長 的 報 吿 睿 ， 停 敏 協 & 所 规 定 的 

或在許勒案件中爲恢復平民生话而通逸的决廉案所 

規定的一切捐則，都爲這一方面所違犯。但是我並 

不慷疑理事會將重申它的權威以及它的代理人卽參 

謀長的權威，它一定會譴貴這些違反限制的事件並 

命令此等事件不得繼續發生，非武装地帯應當恢復 

公理與法治。 

四 一 . 理事會授權參謀長去保證實施閼於許勒 

案件的决讖案。理事會之如此授權，卽表示理事會 

確譌參謀長有權監督停戰協定的履行，鲨骨非武装 

地帶平民生活之恢復，並解释他應當可以解释的停 

戰協定各項規定。參謀長已運用此種權力，自法律、 

麁業、入口、經濟以及軍事的角度明白指出許勒案件 

與運河工程案件二者閬的基本差別n如果理事會接 

受 它 自 已 的 合 法 代 表 的 結 論 根 據 此 種 銪 論 作 成 

—悃比以前的決定更進一步的新決定，那末理事會 

的政策便是前後一致的。事實丄這位合法代表的結 

論已經明白地無條件地表示可以抹取這樣的决定。 

我們對於參謀長的權力不擬加以武斷的限制，但是 

我們建饞，因爲參謀長巳經確定兩個案件的區別， 

所以應請理事會訓令他在目前的案件中務必截得兩 

方的同意後始可准許恢復運河的工程。 

四 二 . 第二件事情要討論的是該厣域的水的問 

題。我們的討論本來應赏祇以非武装地帶的水爲限, 

但是以色列代表爲泯淆是非並自辯起昆，凳認爲以 

擴大辯諭爲妥。我耍再說一遍，非武装地铕的水飭 

不是以色列的，也不是敍利S的，但現在竟然有人 

稱那是以色列的tKo以色列代表已經說到他對於髌 

個水的間題的態度。關於這個問題的歷史背景與目 

前 的 童 要 性 ， 理 事 會 所 聽 到 的 祇 是 一 部 & " ~ 祇 是 

爭《S當事國一方的片面之詞。因此，或籙爲我必須 

向理事會報導全部的腠史背景並提請理事會注意這 

些河湖對於該展域一切國家的基本重耍性，不祇是 

m 那 個 最 後 勉 強 塞 在 近 東 的 國 家 而 已 。 近 東 、 近 

束各民族與其河湖B經存在了數千年之久，這個新 

近產生的國家以厚顏無恥的手段與不可容忍的侵略 

計 謀 饞 ^ ^ 們 這 部 分 世 界 的 天 然 富 源 獲 得 了 特 殊 

權利。我確信邾分的其理，或半具半假的話，沒有 

什麽用處，或徒足引起II會而已。爲了明睐正確的 

情勢並加以公正的處理，那末我們必須知道全部的 

具理。 

四 三 . 首 先 ， 我 耍 提 到 美 國 國 務 卿 M r . Dulles 

今年六月自近束歸来後所說的一句話o他說該PS各 

地均亟霱水作灌既之用。這樣，他並沒有特剁指出 

以色列。美國國務豳訪問該展一切國家以後得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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佃正確的結論，卽不但以色列對於水有急迫的需 

要，他所訪問的一切阈家都有此種雷要。亜拉伯各 

圃對於水的需要與以色列一樣的迫切。爲了明顯的 

理由，水的問題在全部亜拉伯的腠史上對於亜拉伯 

的思想有極大的影響，因此可蘭經裏說："上帝用水 

造成一切生物"。事 f f上， f f i拉伯的存在可以描寫 

爲：由於水的恩賜，沙谟上的死物始有生命。在葉 

円、在伊拉亥、在埃及、在敍利亜、在黎巴嫩，從很早 

起便建立起了灌漑制庹，使人類文明發源地獲得爲 

人類繭利所需的水的供應。沒有一處地方像亜拉伯 

土地一樣，沙瀵是如此的強大，因而水是如此的稀 

罕與可食。這些國家中每一個画家都在從事於利用 

每一滴水的訐割以及改進人民生活水準的訐割。約 

伹、黎p嫩、敍利s對於約«河及其支流的水的需要 

遠在以色列對於這些水的需要之上。 

四 四 . 我 現 在 提 到 美 國 國 務 瑯 的 箨 明 ， M r 

D u l l e s 說 2 : 

" 當 我 們 自 耶 路 撖 冷 軀 車 至 約 但 首 都 

A m m a n 的 時 候 ， 我 們 看 見 灌 酖 的 需 要 至 爲 顯 

荖,，公路經過死海區域，一片荒涼現象，並無 

生命，祇見幾千難民生活在焦土上面，似乎朝 

不保夕，大半仰弒聯合國的救濟。後來我們北 

飛，看到了雅木克河的水，將來也許可以把這 

捆河襄的水導入這個廣大的沙漠裏，把它的一 

部分變成肥沃的土地。" 

四五. 灌躭的霱要事實上在約佝、黎巴嫩與敍 

利5&都至爲迫切，因爲——我請求理事會各理事特 

剁注意這一點——這些圃家爲了它們的經濟發展唯 

有仰賴它們自己的天然富源。在另一方面講，自以 

色列立國以来，這個新的國家巳從圃外接獲私人財 

政協助達十萬萬美元之多；它接獲約近五十萬美元 

的官方協助，現在又從德國方面接受十萬萬美元。 

我說這句話的時候是铯對善意鈉，因爲我知道我心 

褢的威鱟如何：我並不嫉妬以色列的任何收入來源。 

我祇是要說兩件事情：第一，世界人士必須記得， 

錐然有若干圃家在理事會前作過»慷慨的承諾，併 

約但、敍利£與黎巴嫩都沒有接蓰此種意外的資金。 

第二，亜拉伯各國有權提請世界人士注意，固然世 

界人士對於以色列可以隨意慷慨捐助，但他們必須 

保護以色列不致於利用這些意外的資金去威脅、削 

弱、侵犯或攻擊ffi拉伯人民。不問這些援助的動機 

或目的如何，現在祇有一個國家得到此種援助，這 

2參閱美利整合衆國國務院公報，*二十八卷,第七二九 
號,*八三二頁。一7L£三年六月十五日。 

佃S!家能夠仰賴此種援助，而其他國家唯有仰賴它 

們自己的天然富源。事實俱在不容否認。 

四六. 這些闉家，尤其是約但，現在更加需要 

水，因爲在這些國家內有一百萬巴勒斯坦難民生活 

着，他們是約但河每一滴水的具實的合法的主人。 

我們必須吿訴這些國家——這褢所說的當然是那些 

大國——必須對它們說："旣然你們迄今爲止並未餽 

法阻止以列之驅逐巴勒斯坦的原來居民出境，那 

末現在如果要求你們至少使以色列不得剝獰他們的 

水源，à道是通»嚙？"約伹河可以說是一條國際河 

流，也可以說是一國的河流。如果把它的支流計算 

在內，它是屬於敍利亞、黎巴嫩、約佴與巴勒斯ffl的 

瞎際河淹。如果不算它的支è，它娥屬於巴勒斯坦 

與約但，而並不嵐於以色列。大部約但河是在非 

武装地帶，在由聯合國指定屬於巴勒斯坦的ffi拉伯 

人的領dt內或在約倂境內奔流，這是久餒承認的地 

理事實,其間一尺一寸我都能很容易地加以證明。所 

以，如果說這個河淹思於以色列，無異再度表示以 

色列要奪取?ilè佔有這條河的意向，因此它要泯淆視 

聽並曲解目前的問題並要造成旣成事實——此種窟 

我確信理事會必定要起來加以阻攔的,因爲理事 

會是爲了防阻侵略而存在的c此種意向和稱巴勒斯 

坦爲以色列是一致的。 

四 七 . 在亂用名鈎中暴露了自一九一七年巴爾 

願宣言以來所執行的闢於土地與河流的政策。有些 

人蓄意要將巴勒斯坦豳成"猶太人的圃家，一如英 

圃之爲英國人的圃家，法國之爲法國人的國家一 

樣"——這當然是引述以色列鎩統Mr. W e i z m a n n 在 

巴黎和會的聲明——^^們曾經螯最大的力量要盡可 

能擴展巴勒斯坦的邊界，使它包括黎巴嫩舆敍利Ô 

南郯有河淹的一切展域。有人在理事會中曾宣讀 

Lloyd George回愤錄中的話以及和會紀錄中的話， 

ffi對於猶太民族主義黧關於邊界與河流的貪续的要 

求 , 則 一 字 不 提 。 L l o y d George曾引述著名的美國 

猶太民族主義黨領袖Brandeis法官致和會的電報。 

Branded法官在電報中詆： 

''二月十六日，諳將我與美國猶太民族主義 

組緣內各同志這封電報轉交首相Lloyd G e o r g e 。 

'美國猶太民族主義組織若干同志自巴黎來《 

稱，在和會席上、在:h耳其條約中，法國堅欲 

W& Syke^Pi co t協定的規定。如法國主張獲 

勝，建立猶太風画的諾言便不能充分實現，因 

Sykes-Rcot協定完全不顧歷來邊界與實際需要 

把a勒斯坦分;s兩郯。合理的北部與束部疆界 

對於這個國家之自力更生與經濟發展均不可或 

缺 。 巴 勒 斯 北 部 必 須 包 括 L t a n i 河 及 H e r -



mon Ôfe域。東部必須包括Jualati H a u r a n 平 原 。 

如欲賁施爲法國及其他約圃與锒商圃所赞同 

的巴爾繭官言，這些疆界必須耠予巴勒斯坦。" 

上 面 所 引 電 文 見 一 九 三 八 年 在 倫 敦 出 版 的 L l o y d 

G e o r g e 所 著 " 和 平 條 約 具 相 " ( I k e Truth about Ike 

Peace Treaties)第二卷第 b九頁。 

四八. " 美 國 與 巴 勒 斯 坦 的 關 係 的 實 情 " ( " M 

Realities of American—"Palestine Relations) 一書的作者 

Frank E Manuel評述這個亀報與其他猶太民族主 

義組織的類似要求時，引述美國國務院近束司Shel-

don Whitehouse所說的話如下： 

" B r a n d e i s 法 官 所 建 議 的 邊 境 將 懊 S y k e s -

P'cot協定所同意的巴勒斯坦面積擴充一倍，而 

使它的北部邊境直達貝魯特與大馬士革。" 

根據同̃f^者： 

"威爾遜（镥統）病中接獲Brandas求函，大 

意與上電相同，但Brandeis法官在函中另添一 

段稱，如果拒铯經濟界線不啻背叛某晋教世界 

的 諾 言 。 " 3 

四九. 這些計劃之所以失敗，主要的原因是法 

國代表,在和會席上採取頑強的態度，黎巴嫩與敍 

利IS在法國委任統治時代之所以能夠抗拒猶太民族 

主義者的訐謀者，主要的是由於法國的堅決與機饗 

的態度，因爲這一點，黎巴嫩與敍利亞的人民現在 

與 ^ ^ 癱 是 對 法 國 咸 激 的 。 

五〇.以色列代表在講到約但河時力言他所說 

的"人道計劃"。過去和現在的確有遇"人道計劃"；但 

是 我 f f i ® 威 激 他 ， 們 能 稍 示 寛 恕 ， 尙 未 自 們 的 

意向是上帝的意向。 

五一.猶太民族主義黨眛不能將黎巴嫩與敍利 

亜南郁的一切河流包括在巴勒斯坦疆界以內，因此 

他們的第二步企圜便是要奪取本]a的河流。這一時 

期自英國受委統治&勒斯坦起，在此時期內猶太人 

有計割地從委任統治圃方面取 得讓與權並在約但河 

兩岸建;à殖民地以便猹得對巴勒斯坦河流的最大的 

控制權。 

玉二.過去半世紀內猶太民族主義黨最有權威 

的發言人Weizmaim總統曾指出企園控制巴勒斯坦 

河流的最後的理由。他在大不列顦猶太民族主義黨 

聯盟席上演說時稱他是反對巴勒斯坦的任何分治計 

割的，因爲如他所云： 

''巴勒斯坦農業與工業的發展都是建立在 

若干簡單的因素上面《農業的發展是建立在水 

3 "美國與e轫斯e的豳係的迓\k n ^ 二 iL六II與第二五七 
M e 

源上面。但a勒斯坦的水源是在北郎,現在仍然 

空曠而能夠加以灌 iÉ的廣大的土地是在南部。 

如果你要用約但河的水灌既乃吉布，你就不能 

將巴勒斯坦分割爲二，因爲這樣分割以後。發 

展是不可能的。" 

上述一段見一九四四年二月四日的"猶太民族主義 

黨 評 論 " ( ^ m " R卿)第九莨。許多訐劃包括最有 

名 的 L o w d e r n i i l k 計 割 都 是 W e i z m a n n 總 統 耸 了 實 現 

他所明白懐抱的目的而ft計的。 

五 三 . 根據上面的一切可以合理地公允地得到 

若干結論。 

五 四 . 第一個結論是猶太民族主義黨確有一個 

積極的擴張訐割，其目的在'奪取本展一切河流，包 

括黎巴嫩與敍利亜的河流在內。以色列領铀心目中 

是念念不忘這個訐割的。許多事情可以證明這一 

點。現在祇要提及以色列建議將Litani河包括在開 

發展域水利的訐割之中，卽足以說明。Litani河是 

—國的河流，河的源頭、河身、末嫱都在黎巴嫩境 

內。要將L l t am河牽涉在任何屎域計劃之內，如以 

色列代表無恥地在理事會第六三九次會譏席上所宣 

稱的，簡直就是企阖將Litam河的地位與約但河的 

地位混爲一談，並再度公開表示以色列荽估有其他 

國家河淹的根本野心。三年以來，技術人員在擬訂 

一個訐劃要爲黎巴嫩人民的蹦利充分利用黎巴嫩的 

這條河淹。我們對於我們自己的文化與社會發展頗 

覺 自 豪 ， 伹 L l t a n l 河 所 流 經 的 黎 巴 嫩 南 郃 或 許 是 我 

國最落後的郯伢。全面開發Litam盆地是該區開發 

的唯一希望，而此種開發又需要這個河流的一切水 

電或灌溉的资源。以色列要到達這個Litani河紙有 

經過軍事侵略，我相信確有若干人夢想軍事侵略 

的。 

五 五 . 第二個結謫是猶太民族主義黨有一個計 

劃，就是要由以色列獨佔約但河的水利，並將河水 

導 入 乃 吉 布 。 除 了 上 述 W w z m a r m 總 統 的 聲 明 外 ， 

許多其他的文件都表示有這樣計劃存在。美國第八 

十三届國會荥院外交事務委員會傳詢紀錄所載之専 

論，"約但河之爭讖"說，Lowdmmlk-Hays計剷發起 

人的意向是要把約但河上游的每一滴水用在流域以 

外的猶太殖民展域。 

五 六 . 同一專論引述美國猶太民族主義組絨前 

任 主 席 M r N e u m a n 在 對 J V I r H a y s 所 著 " 約 但 河 上 

的TVA'，（r^4 on the /。ntow)—書所作序言中說，在 

聯合圃主張巴勒斯坦分治的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二十 

九日決議案中，猶太國猹得了包括北都約但河上游 

的 地 域 ， 因 此 得 到 了 實 現 L o w d e r m n k - H a y s 計 割 的 

基本槪念的機會o 

8 



五 七 . 美聯社在理事會現在討論運河工程時^ 

各報館分發的一葸新簡稿中說： 

"如大地阖上所顯示的以色列的全國灌漑 

計割還是在藍圖的階段，仴籙備事宜進行得很 

快。這個訐割完成後，以色列的灌旣系統便利 

用長距離運河與水管迚接國內的河淹與湖^ ， 

以供給四百离以上的人口亦卽較現在多一倍以 

上的人口所雷荽的水。問題是要將水多而土地 

少的北剖的水灌输到荒0的絕無人煙的南部W 

乃 吉 布 。 " 

五 八 . 紐 約 報 紙 " 以 色 列 之 教 " S p e a k s ) ^ 

耶路撤冷特別訪員在該報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十三日 

版陳述以色列最後不得不担铯美國艾森«威爾總統 

特 使 M r Eric Johnston所建識的開發約但河K域計 

割時所舉理由如下： 

"如果主要計劃照現在的內容實施起来，乃 

吉布便沒有一滴水。在以色列看來，這是不可 

想像的，因爲這無異使75吉布永久荒蕪。…… 

乃吉布的土壊如果得到水能夠產生豊饒的農作 

物；如果沒有水它就要像幾百年來一樣，祇是 

一 片 沙 漠 。 " 

五九. L c n 、 d e r m , l k 教 授 本 人 於 十 一 月 十 日 對 

"以色列報" (Israel 評 論 M r Eric J o h n s t o n 的 

使命時稱，艾森朵威爾總統特使所建譏的水剩計劃 

或許可以實現，但以色列不能筝待它的實現。這是 

—九五三年十一月十日他在耶路撒冷作廣播時的聲 

明。最後，而且這是最重要的，以色列外長在今年 

十一月三十日對以色列國會稱： 

"另外一件尙在討論中的事情便是篛引約 

倂河水用以赘電的工程的將來問題，這個工程 

與將來灌跣訐割也有關係。我們在這個工程中 

a經用了極大的力量，而且繼績堅持我們要饞 

耱並完成我們業已開始的工作的權利。我們已 

暫時停止這個工程以便使安全理事會得有短時 

期在平靜的g氣中討論這件事情⋯⋯。 

"至於展域水利訐割問題，我們曾首先宣 

佈願意與有共同水利閼係的三個鄰國會商，討 

論本區水利公允分配的辦法，這三個國家就是 

約但、敍利亞、黎巴嫩。旣然這些鄰國拒絕與以 

色列會商以致不能商妥上述辦法，因此我們認 

爲可以自由利用流經我國境內的河流，把它們 

當作我們的m產。我們確信如果以色列建螯工 

程饞績進行不受障礙，這或許就是保證區域合 

作的最有效的方法。 

"我們癍意誠心誠意考査任何國際機繭所 

提出的任何區域水利計劃。我們承允以此種態 

度去研究過去以美國政府的名義所提出的計 

劃。我們研究此種計割的方法是兩槿的： 

"第一，會同我們所信任的聲譽-.荖的專 

家徹底研究這個訐割所根據的技術與科學的假 

定； 

"第二，堅持爲以色列經濟發展，甚至爲 

它的存在所必需的水利權利。向我們所提出的 

計劃在這兩方面以及在其他方面都有厳*的缺 

陷。 

"凡願煮在這方面與我們合作的人們應當 

認識本就是以色列人民生命的源泉與麵包。n 

有大規模的灌漑工程，我們不能達到高度生產 

與經濟獨立。凡是與我們談判水利問題的人都 

應當考慮到這一點。 

"這首先適用於美阈，因爲美國有力钕給 

予有價健的弒助以切實開發本展的水利資源。 

我們需要美國的^助而且很感激此種^助。桷 

同時因爲以色列不能爲搀取美國援助或其他任 

何援助而放棄它的政策自由與意見獨立，所以 

以色列不能爲當前的外圃援助所誘而放集卞的 

將來發展與統一的希望。" 

六〇.我要化一點時間，與你們共同研究以一色 

列外交部長這個極重要的罄明。我想趁便表示幾點 

極簡短的意見。第一，關於運河工程的不妥協態度 

似乎是絕對的，因爲工程的停頓祇是"暫時"的'，並 

沒有暗示以色列將遵守安全理事會的審愼決定。第 

二，運河工程不伹是水電工程，而且"與將來的灌 

既計割也有關係"。第三，旣然與近鄰各國並未商妥 

"水利公允分配"的辦法——"公允"兩字大槪是指單 

對以色列有利而言，這是不難明白的一Mr Sharett 

說："我們認爲可以自由利用流經我國境內的河流， 

把它們當作我們的財產。"換句話說，Mr Sharett似 

乎是在吿訴ÎË拉伯人："你們最好同意我們的條件， 

否則……"。而這個"否則"顯然是說："我們將任意利 

用 ̃ 切 接 觸 或 過 我 們 國 家 的 河 流 ， 縱 使 這 些 河 流 

的發源地是在你們的國家，或者祇有一短段是在我 

國境內，而大部伢卻在你們國家境內。"我認爲此種 

態度不能造成和平或了解。第四，他說"我們確信 

如果以色列建载工程鵝績進行不受障礙，這或就 

是保證區域合作的最有效的方法，"這一句意味至爲 

深長的話明白表示一一不論是否有"或許"兩字一 

以色列對於發展的槪念並不是以色列應當謙遜地配 

合在整#的展域訐劃之中，而是首先應有以色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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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雇，然後始保,證區域合作。如此刖以色列不是該 

展域的一員，而是該展域的主入了。第五，他吿訴 

我們任何計割必須爲"我們所信任的s春卓著的專 

家"所認可。因此，這個槪念就是說以色列自始至 

終將握有厳格的否決權，而不是說以色列能夠謙遜 

地接受辦法、談判，與其他國家平等的地位；更不是 

說以色列根據客觀的公理接受在憨個屎域之下的從 

屬地位。第六，他吿訴我們以色列將"堅持爲以色 

列經濟發展，甚至爲它的存在所必需的水利權利"。 

旣然"經濟發展"這幾個字很容易淪爲具有黑格爾所 

指的"壤"的意義的"無限的槪念"，所以以色列的"水 

利權利"顯然是無限的。這就是我常常講起的"沒有 

邊際的野心"，在客觀上必須加以遏阻的。第七，就 

" 我 們 所 信 任 的 ， 卓 著 的 專 家 " 對 於 J o h n s o n 訐 

割 的 判 斷 而 言 並 就 保 證 以 色 列 的 水 利 權 利 而 言 ， 

J o h n s t o n 計 割 都 ^ 有 " 嚴 重 的 缺 陷 " 。 這 表 示 以 色 列 

業 巳 拒 絕 J o h n s t o n 訐 割 ， 而 且 與 M r S h a r e t t 派 駐 

理事會的代表向理事會所說的相反，運河工程與 

Johnston計割是不能融合的。 

六 一 . 以色列對於這些事項的立場，就理事會 

現在辯論的項目而言，實際就近東整個的和平前 

途與區域合作而言，它的重要性是無法形容的。 

六 二 . 這是我的第三個結論:根據這些聲明，連 

河工程是以色列爲改變約但河水道的片面訐劃中的 

一項步驟。如果鼓鳓此項訐劃卽不啻鼓脚片面開發 

約但河的原則，並根本破壤最後區域合作的可能。 

迄今單方面對理事會所作的可以將運河計劃歸倂在 

展域訐劃之內的一切諾言都不能令人信服。我們從 

M r . Sharett的^明中可以知道以色列本身也不具正 

相信這些諾言。非法改變約但河水遨並造成旣成事 

實，不但不^弒助促進區域合作，實際丄將阻止並 

根本破壌這種合作r所以我們認爲不僅是爲了忠實 

履行停戰協定，而且也爲了保持該K域共同開發約 

但河水利的可能，都必須繼績停Ik非武装地帶運河 

的工程。因此，凡具正願望將來會有具正區域合作 

共同開發約但河流域水利的公允訐劃的人，都不會 

支è這個運河工程。我們相信這種人必定全力反對 

這個運河工程。 

六 三 . 現在我要討論到我心目中很關切的事： 

這就是以色列爲實施他們的經濟計劃並爲他們的違 

反法律義務的行動辯護起見而提出的特別的進步舉 

說 。 我 已 經 從 M r E b a n 的 ^ 明 中 援 引 過 幾 句 讚 揚 

這個學說的話。巴勒斯坦原來的合法居芪巳經犧牲 

在這個具有誘惑性的虛假的學說的祭瑭上,這句話 

並非過甚其詞的。如果不使這個學說符合道德標 

準、法律規範及客觀現實，那末以後還有更多不必要 

的不公允的犧牲。在非武装地帶的案件中我們又看 

出對於這個進步學說有急切加以澈底研究的必要。 

M r Bunche說，非武装地帶不應當長此成爲荒地。 

以色列屢次過伢地利用他這句話以證明它在非武装 

地帶的每一行動都是合理的，不論此種行勖是否爲 

停戰協定所許可。祇間目的不擇手段，這句名言現 

在已經得到了過伢的無條件的解釋與應用。但Mr 

B u n c h e 的 ^ 明 中 有 閼 非 武 装 地 帶 法 律 地 位 的 一 切 

部伢都被曲解或蔑視。 

六 四 . 以色列代表又往往以同樣態度提及聯合 

國憲章中有闕經濟進歩的條款，但完全忽略憲章中 

關於和平、各民族各國家間的友好關係、以及對國際 

義務的尊重的各項原則。衡â一個行勁的價値的最 

高標準顯然是這個行動是否"進步的"，而進步的意 

義就是說它是否有助於經濟的發展，尤其是以色列 

的經濟發展。至於這個行勋可能對於A色列與它的 

近鄰世界的和平閼係，對於以色列如何和平參加這 

個世界的發展，對於近東的道德與精祌的倩調，對 

於近束傳統價值如端莊、忠誠、信任與榮譽的影響 

——這一切都被認爲幼稚而加以蔑視。至於這個行 

勋的動機與後果是否與以色列先哲的道德教訓相符 

合，也一樣不予注意——這些先哲對於我們大家與 

對於以色列一樣具有約束的力暈，但是我們想他們 

是，或應當是對於以色列特別具有杓束的力量。 

六 五 . "進步"在某種意義上確是人類努力的最 

終目的，仴是一切要看"進步"是如何推動的，而尤 

其重要的進步的目的何在。它的目的是不可容忍的 

排他主義嗎？它是過激的國家主義的要人家死，他 

纔能生活嗎？或者它是典正的，有基礎的建立在博 

愛、理智、信任與自我犧牲上面的汎人道主義呢？此 

種人遒主義因爲規定了一個具正超人的理想，使每 

—個人——猶太人與非猶太人，猶太人與亞拉伯人， 

猶太人、基督徒與回教徒一都升高到超越這個現 

世界的命運。我向上帝祈禱希望我們是錯的，但是 

這個迄今佔有以色列心靈的"進步"思想似乎並不令 

人放心。 

六 六 . 以色列的聲眷是著的領铀之一 M r Ben 

Gunon在兩個不同場合所作的兩個聲明最足以說朋 

此種"進步"思想。第一個聲明曾載在上面提到過的 

George K . rk的誊，"戰時的中束"之中。荖者說Ben 

Gunon於一九四七年七月七日向聯合國特別調査團 

重述了猶太民族主義黨的"與 f f i拉伯人互栢荸解舆 

合作的典型槪念:'我們要去找他們"'——就是說，找 

亞拉伯人——"Mr Ben Gunon說'而且吿訴他們，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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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一利於吾人之決定。可&吾人理直。吾人現願 

平心靜氣以友善態度與君等解決此問題。如君等不 

願如是，則吾人不惜訴諸武力'。" 4 

六 七 . 當理事會審議敍利亞請求停止許勒湖工 

程一案時，Mr Ben Gunon說："排水工作是要纔績 

的，戰爭與和平由敍利亜自行决定"。這個工程正和 

現在的連河工程一樣當時是假"進步"之名並認爲是 

爲了"進步"而進行的。我們現在仍然不了解"進步" 

的目的何在，但此種"進步"是在武力的威脅之下加 

以促進的。這就是以色列输入中東的"進步"觀念 

m這就是扬救我們的新的天道嗎？這就是我們應 

當向他跪下的新的絕對、新的上帝嗎？但是亚伯拉 

罕、以撒、雅各的上帝呢？巴斯》葛在他生命史上最緊 

急的闢頭向他痛哭的活的上帝呢？以色列的發展a 

經超過É個丄帝嗎？ 

六 八 . 除了武力威脅外，這個新的積極的"進 

步"學說似乎還主張完全不顧個人的權利。以色列 

代表屢次吿訴我們非武装地蒂的人民不應赏阻礙以 

色列人民的全面發展。我想我並非不公允一一如果 

我是不公：^，那末我希望證明耠我看，而且我要遒 

歉，但是我希望我並非不公允—一赏我指出迄今爲 

止在以色列的理論奥實際中已有危險的極權主義的 

暗淹。以色列人比其他任何民族更要受到人類的最 

深刻的遒德的觀念的判斷——這就是以色列自己的 

道德觀念——因此，以色列不能將自己在他人方面 

所蒙受的待遇的標準施於亞拉伯人。以極權主義者 

的態度蔑視人權，這是以色列最不應做的事情。 

六 九 . 以色列在近東方面除了以利刃作爲"進 

步"的工具，除了以極權經濟主義、過激國家主義、 

熱的種族主義作爲"進步"的內容與目的外，應 

営對我們有其他的貢獻。如果以色列要以_t述各種 

觀念去爲它的行動辯護那末安全理事會除了討論非 

軍事地帶與停戰協定的問題外可以合理地吿訴以色 

列，這些觀念是不能促進任何地方的和平的，尤以 

近束爲然。以色列代表曾經對於他所謂亞拉伯人的 

"铯交主義與不交接"的政策表示不满。他必定也想 

到此種政策也許就是以色列絕對拼他主義的反應。 

此種排他主義巳使現在仍然逗晳在以色列境內的少 

數亜拉伯人淪於次等公民的地位，這正是以色列人 

通去在非猶太的國家內所蒙受的苦痛；以色列根據 

此種排他主裟復公然拒铯巴勒斯坦亜拉伯難民重行 

歸來，,所持的理由是他們可能成獰以色列政治組織 

中的第五縱隊。近束最大的慘劇就是:在目前，過激 

的、種族的國家主義正在5&拉伯人中間喚起確實相 

4本段所引紘的書第二四三頁的脚註一。 

同的反應，但是現在這個時候正是各方面高呼合理 

的世界大同主義的時候，也正是ffi拉伯人需要舉習 

如何去信任世界人民奥如何去欣然會同世界其他人 

民 共 負 艱 ^ w 睹 候 。 

七〇.許多人都說以色列是到近束方面來的民 

主與"進步"的使者。羅斯菔總統夫人在最近一書中 

就講到以色列應用它的科皐與技術以發展我們這部 

伢世界的使命。但是第一，如果近束的人民不譲以 

色列這樣做，以色列如何可以做呢？因此，政治與 

精砷的事項應當在經濟與科舉的事項之先。第二， 

如果以色列的 w進步"是它的科舉與技術，我們可以 

從科皋與技術的發源地——歐洲與美國——直接去 

學習，而且我們現在正在這樣做。自從政治爭嫱解 

决以後我們數世紀來與 歡美人民的聯繋大體丄講都 

是對我們有稗益的；我們箄可在Sorbonne,在倫教 

政治經濟科學院，在美國哈佛大學學習"進步"而不 

要在特拉維夫舉習。所以以色列的進步不能發展我 

們，因爲我們龜爲我們寧可自己發展。 

七 一 . 真正的進步是精砷的進步。這是在了解 

與智慧、在慈善、在人道、在明瞭自己能力的限度、在 

克服自己的慾望、在自制、在正確了解價值的高低、 

在愛護鄰人、在博愛、在信任並了解上帝的——各方 

面的進步。我並沒有發明這些觀念；使世界人類獲 

得這一部無價的遺產的正是歷史上猶太人全部的積 

極的意義，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耶穌基督。根據我們在 

表面上從以色列的領袖與代表的言論與態度中得到 

的，復根據我們從以色列的行動中確定得到的推論， 

我們可以斷言在今日的以色列，上面這些品德並不 

充份顯荖，而且我想這句話並非不合理，也並非不 

仁。在今日的以色列似乎特別側重政治、物質、肉 

^、種族、國家主義、排他主義、有力圑體之利用、國 

際機關之操縱、武力解決爭端等各方面。我們不難 

想 像 E z e k i e l 、 Spinoza、 Magnes > Martin Buber 更 

不用提基骨或保羅等猶太人——這班入對此種"進 

歩"作何判斷。 

七 二 . 我想我現在已經充f^切實說明我在此次 

演講開始時所提出的四個論題c請讓我再將它們重 

講一遍，因爲它們都是極端重要的。 

七 三 . 第一，如果在以色列與^ IJ亜彼此尙未 

獲致協議以前便准許恢復非武装地顇的運河工程， 

不啻是在事實上承認協定的一方吞倂非武装地帶。 

第二，在以色列與敍利亜事先獲致協讖的條件下恢 

復運河工程，並非不尊重理事會過去在許勒案件〔第 

五四七次會議〕中的管轄權，反而如我們所證明者 

這與該項管轄權以及可以適用於本案的停戰協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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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正相符合c第三，事先不得停戰協定兩方的同 

意便准許恢復運河工程無異推進或至少是姑息以色 

列對於河流地域的擴張領土的野心,並因此根本破 

壤展域合作共同開發這些河流的任何可能。第四， 

鹅任軍方重行開始運河工程便有利於主張但求進步 

不問代價的人們，他們爲證明自己合理起見，提出 

此種危險的進步學說，甚至不惜犧牲人權、國睽秩 

序及國際協定之砷聖性。我現在將要安靜地確證這 

四個論題的異實性，並以親愛之忱請任何人挺身出 

來駁斥它們U 

七 四 . 研究巴勒斯坦問題的有思想的人必定常 

常想到一個問題：以色列何以這樣膽大妄爲竟敢反 

抗並違犯正義？我現在特別想到耶路撒冷，Qibya, 

以及現在的運河工程。當三大西方國家將Qibya問 

題 提 請 安 全 理 事 會 注 意 的 時 候 ， 美 國 國 務 卿 J o h n 

Foster Dul les解释何以西方各國採取此種行動。他 

在一九五三年十月二十日對紐約先鋒論埦報所主持 

的座談會說:"我們審議過損害以色列奥其鄰邦闕係 

的厳重的暴力事件。聯合國對於以色列國家的產生 

曾發生主要的作用；我們認爲現在顯然是使人對聯 

合國所代表的人類意見予以合理尊重的時候"。我認 

爲如果對於以色列何以能夠蔑視這個"對人類意見 

的合理的尊重"，加以負責的審査，那末便可以更明 

白安全理事會現在所討論的案件的案情。 

七 五 . 伹是我們現在不要討論這件事。我現任 

祇要說這樣的審査將顯示以色列的胆大妄爲含有六 

種現象:以色列故意將和平與最後g泯爲一談；以 

色列信仰武力是促成最後解決的手段；世界各國有 

力面體的支持；以色列國家立圃的反常狀態；亜拉 

伯人自身的普遍泯亂狀態——《此種泯亂不致於持 

久；及西方國家故意決定的某種政策。 

七 六 . 我 堅 决 認 爲 凡 鼓 勵 以 色 列 大 胆 妄 耸 的 

人，不論他是如何善意，不是以色列的友人。如果 

他弑助以色列在整個局勢中估據一種謙遜的異實的 

地位，他方能促進近束的和平舆協調。ffl是如果聽 

任以色列在世界人民之前常常大胆妄^不受譴責， 

如果讓它總是仰賴巨大的勢力去左右會議的决定 

——不論是對的、錯的，公允的或不公允的一一使此 

種決定對以色列有利，那末在我看來這决不能促進 

近束的和平；譲我再添一句話，這更不能促進以色 

列本身的和平。 

七 七 . 在心境純潔的人看來，最後解決的條件 

並不過遠，是可以做到的。我現在作一最後笞轼， 

將它們說明如下： 

第一，盡量厳格遒守停戰協定； 

第二，認典決心去履行聯合画的現在仍然 

有效的關於疆界、耶路撒冷國際化及â拉伯難 

民的各項決定； 

第三，根本改變各方的態度； 

第四，停丘以色列的移民入境政策； 

第五，使以色列或任何方面不能再操縱圃 

際機閼； 

第六，西方各國忠實表示異正不偏枏的公 

允的堅定的態度； 

第七，西方各國檳棄以以色列的發展與命 

運爲中心的近東政策； 

第八，使西方各圃對近東的政策脫離有力 

圑體過度高應的影饗； 

第九，公允解決56拉伯難民問邇； 

第 十 ， 加 強 亜 拉 伯 人 的 力 量 ， 並 且 ^ 亜 

拉伯人之密切圑結不加以人爲的阻礙。 

七 八 . 這些事情沒有一件是不可能實現的；伹 

沒有一件是容易做到的；爲促請一切善意人士所渴 

望的近束方面新的輝嫿時代的到來，J:面這些事情 

都是必要的。譲我們在歴史最後計算之日說，我們 

在座各位沒有一個人沒有感覺到這個強大的要求， 

也沒有一個人不齄應它。 

七 九 . 主席：在我的名單上要發言者尙有兩人。 

但是現在爲時已晚，如果現在讓他們發言，那末主 

席贺於他們以及理事會其他理事都缺乏仁慈之情。 

在另一方面講，這是理事會專心討論這個問題的第 

七次會議，顯然我捫應當儘速達成决定。 

八〇.我想根據理事會在十一月二十三曰〔第 

六四一次會議〕所秣取的決定，我們將在下星期一， 

十二月十四日午後三時舉行討論特里亜斯特問題的 

會議。我們然後可以在星期二午後舉行討論現在的 

項目的會讖，但是我知道這樣使某幾國代表蘭威到 

相當困難，赏然我們必須迎合他們對於這件事情的 

方便。因此，我向理事會建讒，如果沒有人反對，我 

們可以在十二月十六日星期三午後三時对論現在的 

項目。我知道同時將有決議草案提出。我很想現在 

先行吿知理事會，如果可能，我的意思是要在下週 

週未以前結束這個項目，就是說先在星期三集會， 

如果必要苒在星期四星期五集會。有任何反對意見 

嚙？ 

八一.旣然沒有反對意見，理事會便在下星期 

—午後三時集會審議特里亜斯特問題，再在十二月 

十六日星期三午後三時集會審議現在的項目。 

(午後六時二十分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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