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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全 種 事 會 

第 七 百 八 十 次 會 議 

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三日，星期四，午前十時三十分在紐約舉行 

主席：Mr H. C. LODGE (美利堅合衆國） 

*席者：下列各國代表：澳大利亞、中國、哥侖 

比亞、古巴、法蘭西、伊拉克、菲律賓、瑞典、蘇維埃社 

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大不列顚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 

美利堅合衆國o 

臨時議程（S/Agenda/780) 

̶«逋過議程o 

二 . 巴 勒 斯 坦 題 ： 

̶九五七年五月+三日叙利亞代表爲在以色列 

叙利亞全面停戰協定所規定之非武装地帶內建 

築一座橋樑事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S/3827)。 

通過議程 

議程通遏。 

巴勒斯坦問題：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三日 

叙利亜代表爲在以色列叙利亞全面 

停戰協定所規定之非武裝地帶內建 

築一座橋樑事致安全理事會主席面 

(S/3827) 

叙 利 亞 代 表 M r . Rafik Asha及以色列代表 

Mt. Mordecai R. Kidton座主席請就理事會議 

席c 

一. 主席：理事會當前據有一九五七年五月 

三+—日叙利亜代表給安全理事會主席的一封信 

(S/3827)。另外理事會諸位理事還記得,聯合國駐巴 

勒斯坦f水戰督察囤代理參謀長曾於一九五七年四月 

二十曰就同一事情提出過一個報吿書(S/3815)0 

二. 本席覺得在理事會理事發表意見之前，允 

宜先聽當事方面之陳述。如果沒有人反對，本席准 

許叙利亜代表發言。 

三. Mr. ASHA (叙利茧）：首先，本X要感謝 

主席及安全理事會諸位理事袷我們這個機會，允許 

敝代表圑就以色列公然破壞一九四九年七月二+日 

以色列叙利亚間所訂之全面停戰協定，1在非武装地 

帶內許勒湖南端非法建築一座橋樑事，提出我們的 

控訴。 

四. 首先我有幾句話要說，我要在討論理事會 

今天會議的主題之前,先請大家注意下面一件事情。 

以色列駐華盛頓的大使館於一九五七年五月+七日 

公佈資料文件第二十七號,標題叫做"許勒窪地排水 

計劃——叙利^又企圖阻止以色列的開發工程"。這 

個文件昨天在會所分發，獲得我們的注意。在這個 

文件內以色列代表國一如平時一樣，载入若干失ft 

的報導，並曲解某些人士在安全理事會審議叙利茧 

提出的關於許勒排水計劃及約但河改道等事的控訴 

期間發表的演說。 

五. 第一項失賁報導見於那個文件的第一段 

內，該段說叙利̶Ê在反對以色列在許勒湖區域內以 

色列領土上fi施的工程。這句話是不正確的。叙利亜 

âè*對以色列在其自己領土上贲施的工程置一詞。 

叙利亜的控訴完全是關於以色列在非武装地帶內， 

換句話說，在明明白白不是以色列領土的地區內责 

施中的工程o 

六. 第二項失f iOT亦見於第一段內,該段說 

這座橋樑係屬暫時性質。但是代理參謀長的報吿書 

並未說到所謂這座橋樑的暫時性質。提出這個新的 

不相干因素是欲混淆問題的眞象。可是它不改變叙 

利ffi控訴的本體。 

七 . 在非武裝地帶內建築這座橋樑，不論永久 

性或暫時性的，仍屬公然破壞全面停戰協定。這個 

協定並未辨別暫時性和永久性的破壞，亦来曾說暫 

時性的破壞應該是可以允許和容忍的。 

1 事眘正錄,第四年，特別補編第二號。 



八. 閽於歪曲某些人士過去向本理事會所作的 

演說，我要促請注意下面這一點。以色列的文件第 

二頁載有聯合國駐巴勒斯坦休戰督察圑前參謀長 

Lieutenant-General William E. Riley的發言如 

下： 

"如以色列人欲進行許勒湖及窪地的排水 

工程，並在進行此項X萆時能够不破壞停戰協 

定及干涉該地帶內卒民生活常態之恢復，那末 

我認爲這不是一件叙利亜所可教以色列聽命的 

事 。 " 

九. 其 那 段 話 是 這 樣 說 的 ： 

"問題的關鍵是叙利亞可不可以指揮以色 

列人在以色列的領土上做什麼事...如果它們 

〔窪地及許勒湖〕的水排除了，屆時仍舊有限制 

可在該區域內駐紮的防禦軍隊的數量的問題， 

因爲我們在該區域內有一個防禦地帶,包括自 

,分界線起約五六公里的區域0故如以色列人欲 

進行許勒湖及窪地的排水工程,並在進行此工 

程時能够不破壞停戰協定及干涉該15域內生活 

常態之恢復,那末我認爲這不是一件叙利35所 

可教以色列聽命的事。"〔第五四四次會議,第一 

九〇段。〕 

—O.因此，Riley將軍的發言,一旦放囘其原 

來的文意內，淸楚指出他所講的是以色列控制下的 

領土而不是非武装地帶，後者:？是叙利亚控訴的寳 

際皿。當講到非武装地帶時，Riley將軍相反的， 

是這樣說的： 

"在叙利茧、以色列政,府就此刻正在非武 

裝地帶內進行中的關於許勒湖沼澤的排水工程 

達成協議之前,巴é斯坦土地發展公司,或其任 

何繼承者，依本參謀長之意見,不應繼績進行此 

種工程。 

"本參謀長認爲，在叙利鄉以色列尙未 

經主^的斡旋就繼續進行此一工程互相達成協 

議之前，應立卽訓令巴勒斯坦土地發展有限公 

司停止其在非武裝地帶內之活動。"〔第五 

四一次會議,第二四段o〕 

—一.還有，以色列文件第三頁载有現任本理 

事會主席美國代表的發言說： 

"據我們的意見，無論何國政府均不應對 

非武装地帶內的合法工程行使否決權, 

其寳,這第二段話是這樣說的： 

"任何片面行動,不論來自何方,徜牴觸參 

謀長之權力，勢必威裔停戰協定之有效實施和 

執行。同樣的據我們的意見，無論何國政府均 

不應對非武裝地帶內之合法工程行使否決權。" 

〔第六四八次會議,第四段。〕 

一二. 由此可明見美國代表當時不僅反對全面 

停戰協定之一方對非武装地帶內之合法工程行使否 

決權，虹也餒正地反對全面停戰協定之一方違抗 

參謀長之權力而採取的片面行動。所以我們認爲,徜 

如上面已向理事會指出的，以色列的片面行動是— 

個弊病的話，叙利亜的否決權是矯正這個弊病的良 

衆。 

一 三 . 叙利亞代、表囤認爲這些失e報導及歪 

曲，旨在淆亂人的聽閡。它們教我們在今後研究以 

色列負責官員發表的言論時非更加謹慎小心不可。 

一 四 . 我現在要開始提陳叙利s的控_訴。我們 

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三日的信〔S/3827〕曾促請安全 

理事會注意此項控訴的性質並請求理事會加以硏 

究。現在我要撮述聯合國駐巴勒斯坦休戰詧察圑代 

理參謀長報吿書CS/3815D已確立的有關本案的事 

態演變,並作一些簡短的評論。 

一五. 在一九五七年三月二十六日致叙利ffi£JL 

色列停戰事宜合委員會主席的第215/DS號控訴 

內,叙利亜高級代表通知主席，自一九五七年三月+ 

九日以來察見在非武装地帶中段古萊農場內，'有以 

色列軍事人員在築造工事，看模樣似乎以色列人正 

在許勒湖出口處（MR 209150"271750)建築一座橋 

棵0叙利茧高級代表要求主席下令立卽赴現場調査， 

對以色列當局採取必要行動迅卽制止此種不法工 

程,將其交涉結果隨^I知叙利ffi代表，並將此項叙 

利亜控訴载入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下次正式會議的 

議程。 

一六. 一九五七年三月二+七日晨,聯合國軍 

事觀察員從約但河東岸瞭望許勒湖出口處，瞧見若 

干鋼餓器,在西岸古萊農場附近處。他們還看到 

該同一區域內在夷平土地。 

一 七 . 主席乃接觸以色列代表圑欲進行調査。 

以色列高釵代表遵循其政府一貫對叙利35提出的有 

關非武装地帶的控訴採取的態度，拒铯考盧此項叙 



利s的控訴。他又說聯合國軍事観察員不應從叙利 

35領土進入非武裝地帶，亦不許從以色列方面進去 

調查。 

—八.關於這個叙利亚控訴問題主席裁定：以 

色列不得拒絕考盧，並引他在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二日會議結束時所說的話。下 

面就是他的發言： 

"本人投票贊成叙利亞的决議草案，其原 

因是：除非當事雙方都出席的一次特別會議對 

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之職權另作不同的解釋， 

否則我認爲叙利亞控訴內論述的事件隸屬本委 

員會的職掌，並且我認爲調査的結果以及此次 

»證明我所投的菓是合理的。委員會和主席 

閬確有分掌職權的事實，此種職權之劃分爲安 

全理事會一九五一年五月+八曰之決議案所確 

fSo委員會從未採取過一次立場,因之,主席從 

未接到過任何指示。在目前，主席職責所在須 

對植限的分配作一决定，但當然適用剛才在發 

言開始時表示的一般性的保留。"[S/3815,第 

四段。〕 

—九.主席這段話內所稱的事件於一九五四年 

+二月五日發生在非武裝地帶的南段。關於以色列 

不准在非武裝地帶內進行調査一節,主席指稱,據他 

所知,當事一方不准聯合國在非武装地帶內或在全 

面停戰協定權限所及的任何其他區域內進行調査， 

以此次爲第一次。 

二〇.必須指出的是,事 ft上,這不是以色列當 

局第一次阻撓聯合國觀察員執行其合法職權。安全 

理事會一九五一年五月+八日決議案〔S/2157〕的 

第十八段,曾對以色列拒絕准許觀察員及休戰督察 

圑的官員進入控訴對象的地區以執行其合法職務表 

不闕注。 

二一.我還要請各位注意聯合國休戰督察圑前 

參謀長General Vagn Benmke在其致安全理事會 

的第二次報吿誊內，就非武裝地帶內約但河西岸的 

工程所說的下面的話‧ 

"聯合國軍事觀察員在執行職務期間，曾 

在以色列埃及及以色列叙利亚停戰協定所建立 

的兩個非武装地帶內,及在Mount Scopus非 

武装地帶內，遇到以色列平民及若干熱狂過度 

的以色列官員的若干阻撓。"〔第六三五次會議， 

附件,第二段。〕 

二二. 一九五七年三月二+九日，聯合國軍事 

觀察員從約但河東岸望見西岸上有一好像鋼質橋架 

的東西。他們在距離東岸約一百二十公尺處,換句 

話說,在非武裝地帶的中央地段內,遭到以色列昝察 

的阻止而折返叙利亜。 

二三. 在一九五七年三月三十日致以色列叙利 

亜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主席的第二次控訴（第266/ 

DS號）內，叙利亞高級代表通知主席說，在三月三 

十日上午七時五十五分,叙利S時間,曾瞧見以色列 

兵士在非武裝地帶中段,近MR 208600-271900及 

MR 208600-271875兩處地點,挖掘供八H"―龌迫 

擊砲及重機槍用的軍事壕溝；同曰，正午十二時,叙 

利ffi時間，以色列兵士在上述兩點安置兩尊八+— 

糠迫擊砲，另外在約但河東岸安放兩挺重機槍以保 

讒其活動。 

二四. 叙利高极代表要求主席儘速制止第一 

次叙利S控訴所稱的不法工程,下令赴現場調査,確 

保一切軍事份子撤出非武裝地帶，將主席交涉結果 

隨時通知他，並將此項叙利亜控訴载入停戰事宜混 

合委員會下次正式會議的議程。 

二五. 叙利亜的第二次控訴所關涉的是同一地 

區及以色列在非武裝地帶中段內所作的同一不法行 

動,並且證實了第一次控訴。但是聯合國休戰督察 

圑代理參謀長的報吿書沒有提及此事。此中原因我 

們不能斷定。 

二六. 一九五七年三月三+—日,叙利亞參謀 

長逋知主席這座橋樑業已築成。叙利亞參謀長在四 

月三日於達馬士革舉行的一次會議內，吿訴代理參 

謀長，他急欲迅速知道代理參謀長對這座橋樑的裁 

決。他說這座橋樑對以色列人具有軍事價値，故不 

得許其存在於非武装地帶內。 

二七. 一九五七年四月七日一叙利亚提出第 

一次控訴十一天後,提出第二次控訴一星期後,開始 

建築這座棰樑第+八天後，這個非法工程完竣第七 

天後一一代理參謀長最後獲准去視察這座橋樑的座 

落地點。據代理參謀長於四月七日目睹，這座橋樑 

係屬貝萊標準式,長一百呎濶+二呎半,安全载重量 

八至+噸。棰樑附近地點見到二+個橋段。這些橋 

段就是後來用以加强及延長這座橋樑的。 



二八. 四月二+日，聯合國軍事顴察員赴棰樑 

地點視察。橋長已在此期間增至一二〇昧一在十 

三天或不到十三天內增長了二+呎——其辦法係移 

動東邊的底板。橋的安全载重量亦已增强至十二至 

+ 四 噸 。 

二九. 據代理參謀長在耶路撒冷遇見的以色列 

當局,其中包括以色列政府官員，及負責許勒墾殖計 

劃的猶太全國甚金會總工程師，他們說這座橋樑的 

建築是一九五〇年+月開始的許勒墾殖計劃的一部 

份。更具體的說，這座橋的目的是蓮送挖土機器至 

許勒湖東岸。此種機器將用來挖深許勒湖南端附近 

幾個運河主流及支流的南部部份。這座橋還可便利 

這些機器的養If工作。許勒湖現有堤道對於此一工 

作來說不如這座橋有用。 

三〇.當經指出,從技術觀點言,IS要將底板或 

其他適當支持物置於橋下從前的堤上，可毋須增加 

更多的製就橋段，而將橋的安全载重量立卽增加到 

大約四十五噸。關於此點,以色列當局辯稱,從前剩 

下的堤將在最近將來移去，以加速從許勒湖流出的 

水流,並完成預計的疏滹工作。 

三一.現在要開始討論代理參謀長的報吿書 

〔S/3815〕及其下列結論： 

(一） 全面停戰協定在第五條第五項規定："停 

戰事宜混合委員會主席...及附屬於委員會的聯合 

國觀察員應負責保證本條之充分實施",此第五條所 

規定的是非武装地帶。安全理事會在其一九五一年 

五月十八日決議案〔S/2157〕前文第四段內稱査悉 

第五條"賦予主席以全面監督非武装地帶之責任"。 

以色列之拒絕考慮叙利亚的控訴|fe不影響本主席所 

負調査此事的責任。 

(二） 鑒於本案曾發生若干困難，並鑒於此等 

困難大大延遲了聯合國軍事觀察員赴現場視察及此 

報吿書之提出，故代理參謀長建議允宜重申停戰事 

宜混合委員會及聯合國軍事觀察員在非武裝地帶內 

之特別權力。他說,各方應無保留確認，他們依照全 

面停戰協定享有行動自由及出入非武装地帶所有各 

段的自由，包括裏面建有這座橋棟的中段在內。 

(三） 営視察橋樑座落地點時，未見有全面停 

戰協定附件≪第三段所禁止之種類之工事。 

(四） 橋樑西邊入口處有一個地區標明埋有地 

雷。非武装地帶內設地雷區及敷地雷爲全面停戰協 

定附件貳第三項所禁Jt。代理參謀長正在採取步驟 

要求移除此地區內已有之地雷，但室今窵止尙未見 

有已經採取任何行動的校樣。我們假定這些地雷仍 

在那裏。 

(五） 這座橋樑非建築在阿拉伯人所有之土地 

上 0 

(六） 此橋之建築並不妨礙非武裝地帶內任何 

阿拉伯平民的利益。 

(七） 此橋可充軍事用途âÈJL有潜在的軍事慎 

値。 

(八） 代理參謀長經過親自赴現場調査一換 

句話說，在叙利3£提出第二次控訴及這摩橋樑建築 

完竣之一星期後——並經過就此事所作的談話，卽 

與以色列當局舉行的談話後，確認此棰之建築是與 

許勒墾殖計劃有關，旨在便利此項計劃之完成。因 

此，代理參謀長覺得他無理由要求拆除這座橋樑。 

他說此種要求必須設想當事一方將把此橋充軍事用 

途,因而破壞全面停戰協定之規定——此一假定,代 

理參謀長無權予以考盧。 

三二. 以上就是與理事會當前本案有關之演變 

及事實，連同以色列當局對這些事實所作的解釋和 

代理參謀長的結論。 

三 三 . 在一九五七年五月+三日致安全理事會 

主席的信〔S/3827〕內，我們說叙利亚政府願意接受 

代理參謀長的大部份陳述,尤其是關於以色列叙利 

S停戰亊宜混合委員會之管轄權以及關於聯合國觀 

察員之職權及行動自由的陳述。我們還指出，代理參 

謀長在他報吿書內作出的結論並不完全符合事度， 

也不能算嚴格實施叙利亜以色列間全面停戰@定之 

各項規定。 

三 四 . 如蒙主席准許，我現在要來發揮我們那 

封信內所說的話。第一,我們同意代理參謀長的結 

論，卽叙利亞的控訴屬於叙利ffi以色列停戰事宜混 

合委員會的權限，以色列無權拒絕停戰事Î:混合委 

員會審議此項控訴。我們認爲這個結論是有理的,並 

要表示下列意見。 

三五. 以色列出席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的代表 

圃，遇到委員會被請審議有關非武装地帶之事件及 

控訴時,仍舊拒不出席會議,其藉口是說停戰事宜混 

合委員會無權審議此種事件及控訴，如果審議乃屬 



越權。只舉一例，以色列代表阒未出席停戰事宜混 

合委員會在一九五四年+二月十二日舉行的會議。 

三六. 以色列代表圑的此種不合作態度嚴重違 

反安全理事會一九五一年五月十八日的決議案，其 

中除其他事項外規定. 

"認爲拒絕出席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之會 

議，及拒不尊重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主席依照 

協定第五條所負義務提出之請求，係不符合停 

戰協定之目標與意旨；特促請當事各方出席 

該委員會主席所召開之一切會議並尊重此種請 

求。"〔S/2157〕 

三 七 . 以色列的態度係根據對全面停戰協定第 

五條及對該協定內關於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主席及 

該委員會本身之職權之規定所作的一種錯誤和片面 

的解釋。 

三八. 此一態度旨在癱瘓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 

的工作,使以色列當局可在非武装地帶內放手行事， 

並在其中行使絕對主權。而這是全面停戰協定及载 

在安全理事會一九五一年五月+八日決議案第十段 

內 的 M r . Ralph Bunche的權威意見所禁It的。 

三九. 叙利亞對於此一問題的態度在外交部與 

休戰督察圃前參謀長General Bennike間的換文 

CS/3212, S/3218, S/3225, S/3230及S/3231〕內 

說得很明白。叙利亞堅守此種態度，因爲它是根據 

對 全面停戰協定內關於停戰委員會及主席之權力之 

條文的一種正確解釋。 

四〇.全面停戰協定第五條第五項(丙)款規定 

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主席及聯合國觀察員應負責確 

保第五條之充分寳施，此第五條是關於非武装地帶 

的。 

四一. 全面停戰協定第七條第一項規定-本協 

定條款之執行，包括第五條之規定應由一停戰事宜 

混合委員會監督之。 

四二. 另外,第七條第七項規定,任何一方所提 

有關停戰協定實施事宜之要求或控訴——不限對那 

—條一應經由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主席立卽提交 

委員會；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應對此種要求或控訴 

——無有例外——採取其所認爲適當之行動。 

四三. 從我以上所引條夂可合理的得到下列結 

論：第一，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主席負責保證第五 

條之充分寳施，第二，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負責監 

督此種贲施；最後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有權接受並 

審議一切有關全面停戰協定之控訴及要求 切 

有關第五條及非武裝地帶，以及一切有關全面停戰 

協定其他條文之控訴及要求。委員會還有權採取一 

切適當行當來解決此種控訴及要求。 

四四. 這些結論爲安全理事會一九五一年五月 

十八日決議案所確認,其中一項規定如下： 

"(a)決議被以色列政府移出非武装地帶 

之阿拉伯平民應准其立卽返里，停戰事宜混合 

委員會應監督其囘返及善後，其方式由該委員 

會決定之。"〔S/2157。〕 

四五. 此一規定，照着全面停戰協定第五條第 

五項（戊）款來研究——,規定"停戰事宜混合委 

員會主席應有權准許平民返囘非武裝地帶內之村莊 

及居住區"——證實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主席負有 

執行職務，委員會本身負有監督職務。還有安全理 

事會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一日決議案第四段亦證明此 

點,我引下列案文： 

"重申在最後和平解决未達成前，各關係 

政府及當局應遵守一九四八年七月+五日決議 

案內之命令,依照聯合國憲章第四+條,遵守無 

條件停火；理事會並鑒於數個停戰協定均載有 

當事各方間不再互採敵對行動之堅決矢言，及 

規定當事各方應自己互相監督，爱責成當事各 

方保證繼續資施及遵守此等協定o"2 

四六. 還有一項證明見於安全理事會一九五〇 

年 + — 月 十 七 日 決 議 案 的 第 一 段 , 我 引 的 案 文 ： 

"覆按理事會曾在一九四九年八月+—曰 

決議案內，欣悉巴勒斯坦衝突各方已經由談判 

方式訂成數個停戰協定；希望所有關係政府及 

當局早日就彼等間一切未決問題之最後解決達 

成協議；査悉各個停戰協定均規定協定之執行 

受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之監督，各個停戰事宜 

混合委員會之主席應苠聯合國休戰督察圑之參 

謀長或其指派之代表，因鑒於數個停戰協定均 

载有當事各方間不再互採敵對行動之堅決矢 

言,及規定當事各方應自互相監督,爱責成當事 

各方保證繼鎮實施及遵守此等©定。"〔S/1907〕 

a文同S/1367, k ^ Œ S S ^ 五 屆 會 , 二 號 ， 第 十 七 

頁。 



四七. 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好像日益認識到這 

些規定。它一九五四年+二月+二日就非武装地帶 

，一個事件通過的決議案——該事件與該非武裝 

地帶之關係饒有典趣一充分證明這一點。 

四八. 我們同意代理參謀長的結論，卽以色列 

之拒挹考盧叙利亜的控訴並不影轡主席所負調査此 

事的責任。 

四九. 我們也同意他所强調的在本案上曾發生 

的困難，那些困難大大延遲了聯合國軍事觀察員赴 

現場視察,及他的報吿害的提出。他建議允宜重申停 

戰事宜混合委員會主席及聯合國軍事觀察員在非武 

裝地帶內的特別權力。我們完全同意他所說各方應 

當無保留確認聯合國軍事觀察員依照全面停戰協定 

享有行動自由及出入非武装地，所有各段的自由， 

包括裏面建築有這座橋樑的中à在內。全面停戰協 

定第七條第十項的有關規定如下： 

"委員會之委員及其觀察員得於委員會認 

爲必要時,在本協定所適用區域內自由行動及 

出入;但當委員會以過半數菓通過此種決議時， 

應IS用聯合國観察員。" 

關於這一點，安全理事會一九五〇年五月十八日決 

議案內有下列規定： 

"査得觀察員及休戰督察豳官員有、數次遭 

拒絕不得進入爲控訴對象之地區以執行其合法 

職權,特對此表示闢切;認爲當事各方應於無論 

何時准許所需要之進入，俾休戰督察ffl得執行 

其任務；並應供給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主席爲 

此目的而請求之一切便利。"〔S/2157。〕 

五〇.代理參謀長在他的報吿害〔S/3815〕內 

指出，一九五七年三月二十九日聯合國軍事觀察員 

於距東岸大約一百二+公尺處,'卽在非武装地帶中 

段內遭到以色列S察的阻止而折返叙利亞。說到此 

處我們可促請安全理事會再一次注意非武装地帶內 

有以色列正規赘察之非法存在。 

五一.以色列當局聲言以色列正規^察在非武 

裝地帶內之存在及活動係符合全面停戰協定之規 

定。他們此一主張係根據安全理事會一九艽一年五 

月+八日決議案所载Mr. Bunche的權威意見的下 

列一段： 

"遇以色列平民囘返或機賴留在—個以色 

列人之村莊或居住區時，此村莊及居住區之民 

政及筏備由以色列人擔任。同樣的，遇阿拉伯 

平民囘返或繼續留在一個阿拉伯人之村莊時， 

可設一地方性之阿拉伯行政及昝察單位。"〔s/ 

2157。〕 

五二. 初看之下,此段第1份內缺少一' '地方 

性"形容詞一點,似乎可允許作此種主張。但我們如 

將"此種村莊或居住區之民政及啓備由以色列人镥 

任"數字拿來與另一句平行的文字卽"可設一地方性 

之阿拉伯行政及辔察犟位"同看,立可見出此種主張 

係根據一種任性的解釋。還有一暦，這個一九五一 

年五月十八日決議案內，在以色列當局所引這一段 

的前面一段,淸楚規定："此種民政,包括^備,將屬 

地方性質,不引起行政、管轄、公民資格及主權等全 

面性問題。" 

五三. 全面停戰協定第五條第五項(戊)款也明 

白規定，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主席有權准許在非武 

装地帶內雇用少數平民充任地方筏察以維持內部治 

安,換言之,維持非武装地帶的治安。以色列正規铮 

察是一種國家武力,其铮員穿着正式制服,負責確保 

以色列的治安。 

五 四 . 以色列對此等有關地方民赘條文之曲解 

遭到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一九五四年+二月十二日 

決議案之駁斥；該決議案認爲以色列正規筏察之出 

現於非武裝地帶南段乃屬公然違反全面停戰協定第 

五條之規定，並要求此種部隊確實撤退。 

五五. 我ff5不反駁所謂當視察橋樑座落地點時 

未，到爲全面停戰協定附件貳第三項所禁止之工事 

之"。可是，必須注意,附件贰第三項內所稱工事係 

指永久性工事,而第二次叙利亞控訴內所稱之軍事 

工事係指壕溝。事fi非常明顯,第二次叙利亜控訴和 

代理參謀長赴現場視察相陌一星期之久，在這一星 

期內，一整支軍隊可撤離此非武裝地帶內寛不满三 

公里的中段。我們的論點是：在此區域內建築這座 

檑樑之同時還有以色列的箪事活動。如果以色列當 

局立卽准許調査橋樑所在地,這種活動將難隱蒇。 

五六. 可是我們還必須補充一句，停戰事宜混 

合委員會主席於參謀長訪問後之二天獲准視察橋樑 

所在地結果，向叙利35當局證實確有此種壕溝之存 

在,但未提到看見迫擊砲及機關槍,因爲它們可容易 

的在極短時期內移去。 



£七.我們要請各位注意全面停戰協定第五條 

第五項(甲）及（乙)二款,這二款規定得很淸楚。我 

引其款文： 

"遇停戰界線不符叙利亞及巴勒斯坦間之 

國際界線時,停戰界線與國際邊界中間之地PS, 

在當事雙方間之最後領土解決未達成前，應設 

爲非武装地帶；當事雙方之軍隊應完全不准進 

入，軍事及同軍事部隊之活動一槪禁止。本款 

適用於Ein Gev及Dardara兩區,該兩區應 

作爲非武装地帶之一部份。 

"如雙方中任何一方之軍隊，無論軍事或 

同軍事部隊,進入此非武装地帶之任何部份,一 

經下款所稱之聯合國代表證實，卽係公然破壞 

本協定。" 

五八. 由此可斷言，非武裝地帶內之以色列軍 

事活動，縱使尙未到建築永久性工事之地步,乃係違 

背我以上所引的第五條，要是當時曾准許聯合國代 

表執行其職務的話,將被認爲是公然破壤停戰協定。 

五九. 我們還注意到以色列當局在非武裝地帶 

內這座榼樑的西邊入口處埋設地雷,乃是公然達反 

全面停戰協定附件貳第三項之規定。該第三項規定： 

"非武装地帶各段內之地雷陣地及地雷以 

及一切永久防鹅工事,應自本協定簽盯之日起， 

分別於三、六及+二個星期之內移除及銷毁。" 

六〇.我們欣悉代理參謀長正在採取步驟要求 

移除此區域內現有的地雷。可是我們必須力言從這 

惆區域內移除這些地雷並不解除以色列當局的罪 

名，以色列當局已以此項不法行動證明它們不« 

全面停戰協定之各項规定；它們並且已在非武装地 

帶內其他區域埋設地雷,將來適當時機來臨時,此點 

可容易地證明。 

六一.至於代理參謀長所稱這座橋樑非建築在 

阿拉伯人所有的土地上一點，我們赋預備接受這句 

話的表面憤値，我們不得由此推論這座橋的建築不 

妨害非武装地帶內任何阿拉伯卒民的利益。我們設 

想這座棰將受以色列正規瞀察或以色列軍隊的嚴密 

保護。我們知道代理參謀長的報吿書已證實與這座 

榇相連接的，上埋設了地雷。 

六；：.以色列螯備人員之存在，不論其身份如 

何，會不會妨害非武装地帶內阿拉伯平民的行動自 

由？過去經驗已吿訴我們，凡有以色列軍隊或昝察 

駐紮之處,阿拉伯平民將受干涉是可預言的結論。 

六三. 我現在要講到本案最重要的部份，那就 

是這座橋的軍事價値及聯合國休戰督察圑代理參謀 

長所作的結論o 

六四. 代理參謀長在致理事會報吿書第+三段 

內說,以色列在非武装地帶中段內建造的這座橋"可 

充軍事用途"。他又在同段內講到"這座橋的潜在軍 

事價値"。這幾句話,雖非强調其辭,亦證實了我們的 

結論,並大大的使我們提交理事會的控訴成爲合法c 

因爲代理參謀長以高級軍事權威的資格有權說這種 

話。 

六五. 我們的剁斷還從代理參謀長報吿書箅+ 

段內所說的話的含意得到犟« ："現有許勒湖上的堤 

道對於這件工作不如這座橋有用。"我們念及以色列 

所 說 這 座 橋 的 目 的 是 運 送 挖 土 機 械 ， 說 如 果 其 

他重型機械如坦克車及大砲等亦要運送至許勒湖東 

岸，現有堤道對於這件工作不如這座橋有用。 

六六. 我們耍指出報吿書第十一段說:"還注意 

到從技術觀點看⋯這座橋的安全载重量此刻可增 

至大約四十五噸。"我們計及現有關於重型軍事，械 

的重量的資料,可以有把握地聲明,這座橋此刻可用 

以將一支軍隊的全套器械運送至面對叙利亞領土的 

許勒湖東岸。我們還要補充一句，根據我們自己得 

到的消息及估計，這座橋的安全載重量可很容易的 

提高到六+噸。 

六 七 . 另外必須注意這座橋建築在地勢較低的 

區域,在該區,以色列的裝甲車及坦克車一且過了橋 

到達約但河及許勒湖的東岸，就可很容易的展開。 

六八. 還有一點，以色列在非武装地帶內所將 

狻得的軍事利益，並不如有人可能爲欲淆亂聽聞而 

表示的,亦可惠及叙利35。只要這座橋在以色列當局 

的控制及監督下，叙,亞就不會可能利用它。我們 

已絰知道這座橋的西端上橋的"上已敷^了地雷。 

這些地雷之圭要目的就是保護這座橋免受平民干擾 

及制止任何叙利亜軍用車輛跨過此様前進。我們必 

須指出這最後一個假定是遠離事資的，因爲至今爲 

止,從未有人査得叙利亜有過一次軍事侵赂的行爲。 

六九. 全面停戰協定第二條第一項是關於軍事 

利益論辯的根據。它的規定絲毫不容曲解:"承認在 



安全理事會所命令的休戰之下不#獲佔軍事及政治 

利益之原則"。我强調這"承認"兩個字。爲保證這個 

原則的责施,停戰協定選訂有其他條文,如第五條第 

五項（甲）(乙)(丙)三款,禁止非武装地帶內有軍隊、 

軍事及同軍事活動,地雷及地雷陣地,以及防鹅工事 

等。這種條文旨在保證任何一方不得在非武裝地帶 

內取得軍事利益。 

七〇.以色列在理事會上次會議內說這個軍事 

利益原則已不復成立，丙爲第二條關於這個原則使 

用"在休戰下"數字。這個論點的本身是不成立的， 

理由如下： 

(―)如這原則在簽訂全面停戰協定之後就失 

效,它不會載入該&定內及爲該協定所承認。 

(二） 停戰協定確已替代了休戰。安全理事會 

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一日決議案的第三段對此點聲明 

如下： 

"査得此項停戰協定係奠定巴勒靳坦永久 

和卒之一項重要步驟；並認爲此等協定替代安 

全理事會一九四八年五月二+九日及七月+五 

日決議案內所規定之休戰。"〔S/1376， IIo3s 

然而，這句話只是在停戰協定延長並加强了休戰的 

意義之下才是正確的。 

(三） 應當明見,休戰下存在的任何規定,後來 

經在停戰協定內特別聲明者,並未因此失效,而是停 

戰協定存在一天它就有效一天。 

(四） 因此，如不得獲佔箪事利益之原則須隨 

着休戰之結束而廢棄,它就不會被载入停戰協定作 

爲規定之一。 

七 一 . 全面停戰協定第一條第三項也與此有特 

別關係,該項規定："雙方應充分尊重對方有安全之 

權利及不虞對方軍隊攻擎之自由。"非武裝地帶之主 

要目的是"隔離當事雙方之軍隊，俾减少發生磨擦及 

事故之可能性"。叙利ffi有理由地認爲，在這個地帶 

內建築一座具有軍事憤値容易挑起事故及磨擦的橋 

樑，餒重地妨礙我剛才所引第一條第三項內聲明的 

原則。 

七二. 我現在要來分析代理參謀長報吿書內所 

载的下列結論： 

8文同S/1367。見大會正式紀錄，第五屆會，補編第二號第十 

七頁。 

"〔代理參謀長〕雖鑒於此橋有潜在的箪事 

價値,但不覺得有理由可要求拆除它。此種要 

求將須設想當事一方將把此橋充作軍事用途因 

而破壤全面停戰協定之規定,這一假想,代理參 

謀長無權加以考盧。"〔S/3815,第+三段。〕 

七三. 代理參謀長的這句話似乎是說以色列所 

將獲得的軍事利益是一件事，以色列當局是否企圃 

利用此種利益是另一件事，二者不能混爲一談。 

七四. 當他說這座橋可充軍事用途及有軍#價 

値時，他說得很對。但當他又說他無權設想停戰協 

定之當事一方卽以色列將把這座橋充作軍事用途因 

而破壞停戰協定之規定時,我們不妨提出下列問題： 

當參謀長载決與全面停戰協定實施事宜有關的控訴 

時,他應當看動機,還是應當看事實？我們主張在決 

定是否有破壞協定情事時不允許衡量用意。倘使在 

若千情形下這種衡量用意可允許的話，它充其量只 

是一個起沖淡作用的因素，略减結論的嚴酷程度而 

已 0 

七五. 以言叙利亞控訴，這種衡量用意似乎對 

•起着决定性的影響,幾乎唯一的影響。令我們詫 

異的是參謀長一方面承認事實一一事實對我們來說 

應當是唯一的決定因素̶̶另一方面却不肯照亊實 

來下結論，而ÎS假定這些事實的動機抵消了它的性 

質。依我們看來他的思辯的路線似乎如下：建築這 

座橋無疑的替以色列在非武裝地帶內造成一項軍事 

利益，此一發展爲停戰協定所明文禁止。可是任何 

行動一定有其目的。因以色列公開聲明的目的並非 

軍事性質，而完全是經濟性質，那«Sfcië果來說,以 

色列此項行動不會破壞停戰協定。 

七六. 這種論理方式很危險。我們不相信在座 

任何一位代表能安然接受它。 

七 七 . 當代理參謀長在報吿書第十三段內說 

"他一一在我們已提請各位注意的那種情況之下̶̶ 

經過親自調査及經過一與以色列當局̶̶就此事 

所作談話之後，確認這座橋的建築是與許勒墾殖計 

劃有關，旨在加速其完成"，他顯然是把有關以色列 

的經濟考盧置於所有其他考盧之上。 

七八. 我們或許可問一問：以軍事考盧爲準則: 

的全面停戰協定，是否允許代理參謀長置這些軍事 

考盧於不顧，而專注意於非武装地帶的經濟發展，甚 



至於明知道這種發展乃係破壞停戰協定內確立此項 

地帶之地位的規定X 

七九.所有這些問題的答案顯然是反面的，原 

因如下。如果原意視經濟考盧重於軍事考盧,那亵 

聯合國休戰督察國參謀長及停戰事宜混^委員會主 

席的人選將會從經濟專家中遴選,而不會選擇優秀 

卓越的軍事人才。 

八〇.我們不怪代理參謀長此刻因爲某種原因 

不肯對以色列將來是否會利用它所狻得的軍事利益 

表示意見。但是，爲將來全面停戰協定的實施，及爲 

非武裝地帶,如杲漠視以色列過去在這個地帶及在 

安全理事會內所作所爲的紀錄,這算不算明智,算不 

算謹愼？ 

八一. 此刻我們不擬重翻以色列的紀錄，也不 

擬重提本理事會及大會曾加以譴賫的以色列過去幾 

次的公開侵略。我們現在赋預備簡單的說幾句有節 

制的話。 

八二. 以色列過去沒有尊重全面停戰協定及 

Mr. Bunche的橄威意見所確定的非武裝地帶的地 

位。對於許多阿拉伯人正常的平民生活並未恢復,他 

們自一九五一年的事件以來一直受着非法駐在非武 

裝地帶內的以色列國家螫察的控制。以色列殖民非 

法耕種着阿拉伯人的土地。以色列政策强逼阿拉伯 

人離開此區域。 

八三. 一言以蔽之，以色列當局一貫用軍事安 

全的考盧來掩護其侵略主義者的政策，及其對非武 

裝地帶內阿拉伯人土地的侵估。 

八四. 至於安全理事會及大會曾經加以譴責的 

以色列侵略,我們不想?賣費理事會的精神,再重提那 

些有關的决議案,和囘億通過它們時候的慘痛情形。 

可是,經過所有這一番話之後,任何人能够不設想以 

色列會利用它所已片面和非法猹得的軍事利益嗎？ 

八五. 另一方面，就算經濟開發本身被認爲有 

益，但當從事這種開發工作的是全面停戰協定的當 

事一方，它可以一忽兒在操縱一把耕萆,一忽兒變成 

~操縱一架機關搶，我們實有合法的理由可來'隍疑此 

種開發。選有一層，當此種經濟發展是藉破壞全面 

停戰協定及國際承諾而進行的，那就更可疑了。 一 

旦這種發展最後被看穿乃是掩護侵略主義者的慾望 

和野心的烟冪後,它們就會爽失世界的同情。 

八六. 讓我們現在來考盧全面停戰協定內關於 

非武装地帶的第五條，看看是否可能解釋它允許在 

這地帶內進行經濟開發。我們在專心一意考盧本案 

此一點的時候,不可忽視這第五條並未明白講到非 

武裝地帶的經濟開發。全面停戰協定第五條條文內 

唯一可作如此解釋的文字是其第二項的規定： 

"遵照安全理事會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六 

日決議案之精神，此停戰界線及非武装地帶之 

劃定，目的是在隔離當事雙方之軍隊,俾减少發 

生磨擦及事故之可能性，同時在不影響最後解 

決之條件下，使非武装地帶內正常平民生活得 

以逐漸恢復。" 

八七. 念及上面這段引文的時侯，同時務須注 

意 Mr . Bunche的意見的要旨；該項意見载在安全 

理事會第五四二次會議的紀錄內。Mr. Bunche就 

以色列叙利ffi全面停戰協定說： 

"以色列叙利亜停戰協定內非武裝地帶之 

目的,是如該協定第五條第二項所稱,隔離及在 

停戰期閬保持隔離當事雙方的軍隊，俾儘量减 

少此等軍隊間可能發生的磨擦及糾扮。在爭端 

的最後和平解決未達成前，這地帶實質上是一 

種'緩衝區'。 

"同時還承認,應當在合理範園內,盡一切 

可盡的力量，設法避免被劃入此地帶內的平民 

的痛苦，要是這塊她方變成一個眞空區或荒地， 

他ff3將不免會有這種痛苦。故目標是恢復正常 

的平民生活,但也必須知道，由於戰事造成的緊 

張情緒，這種恢復必須是逐漸的（第五條,第二 

項)0另外還認識到，非武裝地帶內正常平民生 

活之逐漸恢復，不可能是自動的,也不可能留給 

衝突雙方作主。所以，協定內規定停戰事宜混 

合委員會主席應是輔導此項工作的負責人（第 

五條,第五項(丙）、（丁)及(戊)款)，可是協定不 

着他直接管理這塊地方，管理工作留給地方機 

構擔任。 

"因此,照理推論,依照停戰協定之规定任 

何當事一方均不得聲稱在非武裝地帶內對平民 

活動有自由行事權，至於軍事活動則完全不許 

可(第五條,第五項（甲）及(乙)款)。"〔第五吗二 

次會議,第九十七段。〕 



八八. 審視這兩個文件祗可能達到下列結論。 

(一） 在非武裝地帶內恢復正常平民生活一語 

自然意指平民生活在以色列阿拉伯戰爭期間及自一 

九四八年以後已經不正常了，所以需要恢復正常。它 

的意思是指恢復在以色列阿拉伯戰爭期間及自一九 

四八年以後中止的那些正常活動。它不是指在非武 

裝地帶內興辦大規模的新活動。 

(二） 恢復必須是逐漸的，它不能是自動的。 

(三） 依照停戰協定第五條第五項（丙）、（丁） 

及（戊）三款,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主席應是輔導此 

項恢復工作的負責人。我强調"輔籩"二字；另外我 

還强調,參照我們上面所說的話,以色列叙利亚停戰 

事宜混合委員會對主席工作的監督，構成此項恢復 

工作的一個基本要素。 

(四） 任何一方,無論叙利亞或以色列,均不得聲 

稱在非武装地帶內對卒民活動有自由行事權。這意 

思是說全面停戰協定任何一方均不得要求在非武裝 

地帶內獲得行將妨礙最終政治解決的權翁及地位， 

任何一方也不得採取片面行動以强迫另一方承認它 

可享受此種權益及地位。 

(五） 依照全面停戰協定第五條第五項（甲）及 

(乙）兩款之規定，軍事活動在非武裝地帶內完全禁 

止。 

八九. 這些必須是非武装地帶內恢復正常平民 

生活所應s守的主要原則。叙利亞不反對這種恢復 

工作,但全面停戰協定第五條條文內及Mr. Bunche 

的權威意見內所載的原則，必須信實嚴格實施。叙 

利 亜 一 定 要 反 對 ， 有 理 由 地 反 對 在 非 武 裝 地 帶 

內從事足以產生下列結果的任何經濟發展計劃： 

第一,全面停戰協定的任何一方違反第二條第 

一項,及第五條第一、二兩項之規定在非武裝地帶內 

行使主權。 

第二，全面停戰協定的任何一方違反第二條第 

一項及第五條第二項、第四項、第五項（甲）（乙）及 

(丁)三款之規定在非武裝地帶內進行軍事或同軍事 

活動,及獲估任何軍事利益。 

第三，違反第五條,第五項(丙）及（戊)兩款及 

第七條第一、四、五、六、七及+項之規定，拒不尊重 

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主席的職權,聯合國軍事觀察 

員的職權，及以色列叙利55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本 

身的職權。 

九〇.我們認爲以色列採取片面行動,不徴求 

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主席的允許及委員會本身的同 

意，在非武装地帶中段建築一座具有軍事價値的橋 

樑；不准主席及≫察員進入非武裝埤帶及橋樑所 

在地;在該區域內埋設地雷；凡此種種乃係公然碑壊 

我剛才所引的原則，以及全面停戰協定內载有這些 

原則的有關條文。 

九 一 . 卽使爲了辯'論起見暫時承認以色列所說 

這座槺的興建是許勒墾殖計劃的一部份，但暴我們 

仍不能不認爲以色列在非武装地帶內建築這座橋樑 

乃是一項非法及片面行動，因爲以色列當局沒有遵 

循安全理事會一九五一年五月十八日決議案內關於 

賁施這個計劃所定的程序。該決議案的第三段案文 

如下： 

"査悉休戰詧察圑參謀長曾1九五一年 

三月七日備忘錄CS/2049,第四節第三段〕中表 

示，同時叙利31以色列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主 

席亦曾屢次表示,要求以色列出席停戰事宜混 

合委員會之代表圑保證，着令巴勒靳坦土地開 

發有限公司停止其在非武裝地蒂內之一切活 

動，直至經由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主席就繼鎮 

此一工皿成協議時止。"〔S/21570〕 

九二. 此段說所有在非武装地帶內的活動必須 

停止，並說必須經由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主席來洽 

商協議。此段並未如有人爲了淆SL聽聞而强說的,說 

這種協議必須由主席與巴勒斯坦土地開發公司簽 

訂，或由主席與以色列當局簽訂。此種協議必須經 

由停戰事宜混合挺員會主席之斡旋，一方面由阿拉 

伯土地所有人與巴勒斯坦土地開發公司签訂,另一 

方面由全面停戰協定當事雙方签訂之。 

九三. 根據安全理事會第五四七次會議紀錄所 

載當時英法兩國代表對討論中的决議草案CS/2152/ 

Rev.2〕所表示的意見,此理事會決議案內所定的程 

序可槪述如下： 

(一） 巴勒斯坦土地開發公司在非武裝地帶內 

進行的一切工程應當停止。 

(二） 該公司與阿拉伯土地所有人應當經由混 

合停戰委員會主席洽商一個解決辦法。 



(三） 如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主席促進洽商解 

決不成，爭端當事雙方，卽叙利亞及以色列，應使用 

全面停戰協定所規定之機構以獲致解決。 

(四） 如經由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不克達成解 

決，當事雙方得視事件之演變，順乎自然之需要，援 

用全面停戰協定第八條第三項及第四項內規定之辦 

法。 

九四. 以上所述程序內的各項步驟，以色列顯 

然一項都未實行。同樣明顯的是巴勒斯坦土地開發 

公司自一九五一年以來，違反安全理事會的這個決 

議案,不顧我們的屢次抗議,一直在進行其活動。 

九五. 至此，還須促請大家注意一項不可否認 

的事實,卽安全理事會一九五一年五月十八曰決議 

案內的其他規定，也沒有一項爲以色列所贲施。我 

們業已指明，這個決議案內關於停戰事宜混合委員 

會會議之規定，關於非武裝地帶之地位的規定，關於 

非武裝地帶內當地铵察之規定，關於聯合國觀察員 

之職權的規定,以及關於訴諸軍事武力的規定,怎樣 

自一九五一年以來一直爲以色列所破壞。我們還有 

更多的事ft及無數的例子可證明我們所說的話，但 

是我們不想過份消耗理事會的時間。 

九六. 此刻我們祗預備討論被以色列破壞的一 

項規定,此事需要特別注意，因爲此一規定之破壞直 

接與生命有關，造成許多人的苦痛。這項規定是關 

於非武裝地帶內阿拉伯居民遭軀遂的事。 

九七. 理事會曾在一九五一年五月十八日決議 

案內通â下列規定： 

"査悉關於阿拉伯居民被撤出非武裝地帶 

之控訴， 

"(a)決定遭以色列政府移出非武裝地帶 

之阿拉伯平民應准其立卽返里；並决定停戰事 

宜混合委員會應監督其歸返及善後，其方式由 

該委員會決定之； 

"(b)裁決凡涉及將人口移過國際界緣及 

停戰界線之行勅，以及凡涉及在非武裝地帶內 

移動人口之行動，非事先獲得停戰事宜混合委 

員會主席之決定,不得實行。"〔S/2157。〕 

九八. 阿拉伯人遭逐出非武裝地帶之事始於一 

九五一年三月，那時以色列當局從Baqqara及 

Ghannameh兩個村莊內將阿拉伯平民六五〇人移 

往以色列區域o此事經提出安全理事會,理事會於 

一九五一年五月+八日通過一個決議案。 

九九.一九五一年六月六日參謀長報吿說"已 

與以色列政府議定辦法，由以色列叙利亞停戰事宜 

混合委員會主席査問最近遭移出非武裝地帶的阿拉 

伯人"CS/2185,第二段〕。他說以色列已同意於査問 

完畢後"凡表示願囘非武装地帶的阿拉伯人,將准其 

囘返"〔同上,第三段〕。 

一〇〇.可是,一九五一年六月二+六日，參謀 

長又在一個過渡報吿書內說，迄該日爲止，"尙未贲 

施安全理事會一九五一年五月十八日决議案〔S/ 

2157〕內着令遣返遭以色列政府軍隊於一九五一年 

三月三十日至三+—日晚間移出非武裝地帶之阿拉 

伯平民之部份"[S/2213,第十四段〕。他又說以色列 

訂立了若干條件,那些條件據他看，勢將"使此決議 

案的這一部份不能實施"。〔同上,第+六段。〕 

一•̶.̶九五一年七月八日，在另一過渡報 

吿書內，參謀長吿知理事會說,一九五一年六月三+ 

日，已與以色列訂立遣返被撤出之阿拉伯人民之辦 

法,並說： 

"已議定由主席及聯合國觀察員査問阿拉 

伯家庭之家長.. .吿訴每一家庭之家長'願囘 

返非武装地帶者，可囘返。請你們簽字的聲明 

書上面說"本人及本人之家屬(總共人數)顕(不 

願）囘返非武装地帶"。'"CS/2234,第一段。〕 

̶〇二.經過報吿書第二段內所叙述的一些程 

序方面的糾纏後，主席獲淮査問被移出七八五人中 

六三二人的代表〔第三段及第四段〕0至於未受調査 

的阿拉伯平民一五三人，主席要求准他囘到他們被 

執的村莊去，並要求他可當衆宣布"凡未曾受到調査 

的家長，可立卽前來；獰明願望"o他的要求被拒絕 

了。他另外要求准他完畢調査,不作宣吿,但也被拒 

絕了。〔第五段。〕 

—〇三.一九五一年八月十六日，參謀長報吿 

以色列當局已送囘被撤出人民中的九十五人,但未 

准許主席査問他第一次訪問未曾問及的一些阿拉伯 

人〔S/2300,第十五段〕0另有阿拉伯平民一一五人 

"在騒亂爆發時逃往叙利亞境內"，主席要求遣返這 

批人，但其中8£有十一人獲准囘去。〔同上,第二十 

―段。〕 



一〇四.一九五一年+—月六日，參謀長重申 

這些阿拉伯人的情況並無變更[S/2389,第九段〕。 

flÈS報導另一類被移Si的阿拉伯平民，那就是，"在 

非武装地帶內被從一處移至另一處"者Q他說,以色 

列拒絕把他們送囘原住地點。〔同上,第+段0〕 

—〇五，被撤出阿拉伯平民中的一小部份人的 

囘返非武装地帶,並未能結束他們的痛苦境遇。休戰 

督察,參謀長在一九五二年十月三十日提出的一篇 

詳細的報吿誊內，說及以色列阻撓救濟此等遣返者 

的情形。這些人的家已毁滅。以色列不准主席要求 

將聯合國救濟工賑處供袷的可敷一年用的糧食運入 

區內。他說："村民已通知主席，其境況漸陷入無望 

之域,正考盧離開鄕里，另覓避難處..." CS/2833, 

第五+—段。〕 

—〇六.一九五五年一月，參謀長在另一提交 

秘書長的報吿害內說： 

"現有大約三五〇阿拉伯人住在Baqqara 

村莊內，其所以能囘至該村，是安全理事會一九 

五一年五月+八日決議案之結果：..這三百五 

+名阿拉伯人是Ghanname及Baqqara 二村 

的原居民。"[S/3343,第二+六段。〕 

在這報吿窨內，參謀長叙述他們的生活情形如下： 

"這些人的生活情形極其悪劣；他們說生 

活情形與其說像人不如說像獸。他們居於帳蓬 

及劣質泥屋內，村中原有房屋已在一九五一年 

三月他們被移出時毁掉。他們沒有學校，沒有 

醫療設備；非每次從以色列笾察取得一張通行 

證,不准越出村界；亦不准越界進入叙利亞。 

"他們在耕種自己的及其他屬於阿拉伯人 

的土地,總共大約五千達納,其作物是麥、大麥、 

菸草及柑橘等水果；但他們受着以色列的經濟 

壓力，常須廉價出售其農,。在一九五四牟. 

他們直等到+二月二+三曰始猹得出售農作物 

的機會。自一九五一年以來，在此事上，任何主 

席都不能獲得以色列當局的滿意合作。"〔同上， 

第二+七及第二十八段0〕 

―。七.一九五六年五月，參謀長又報導說，非 

武装地帶內阿拉伯人居住之村莊，其正常平民生活 

之恢復,尙未開始。〔S/3596,附件七。〕 

一〇八.一九五六年+月，在三國侵略埃及期 

閬,所有居於非武裝地帶中段內Baqqara村莊內的 

阿拉伯居民第二次遭以色列當局的軀逐，並在該次 

困難中遭到重大的物質損失。 

一〇九.所以安全理事會瑰又面臨以色列以片 

面行動破壞全面停戰協定及理事會一九五一年五月 

+ 八 日 決 議 案 而 造 成 的 一 項 勢 。 

一一O.鑒於我上面提出的事實，^現奉敝國 

政府的訓令,請求安全理事會考盧採取下列行動： 

(一） 譴責以色列破壊全面停戰協定之規定， 

特別是其中關於非武裝地帶之第五條； 

(二） 譴責以色列屡次違反安全理事會一九五 

—年五月+八日的決議案； 

(三） 根據全面停戰協定之規定及Mr.Bunche 

之權威意見，重申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主席及聯合 

.國觀察員之特別權力，以及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之 

職權； 

(四） 無保留重申聯合國觀察員有在非武裝地 

帶所有各段內行動及出入之自由，包括裏面建築有 

這座橋樑的中段在內； 

(五） 確認全面停戰協定及Mr. Bunche的權 

威意見內所载關於非武裝地帶之特殊地位之規定； 

(六） 着移去地雷； 

(七） 着從非武裝地帶內撤出以色列正規锋 

(八） 重申理事會一九五一年五月十八日決議 

案內第十二段〔開頭爲"決議阿拉伯平民⋯"數字〕 

之(a)分段;难命令准許遭以色列政府逐出非武裝地 

帶之阿拉伯平民立卽返里,並着停戰事宜混合委員 

會監督其歸返及善後,其方式由該委員會決定之； 

(九） 着立卽拆除爲我方控訴的主題的這座橘 

樑。 

•關於最後一點,本人要補充一句,這座 

橋係由裝配好之橋段造成,故其拆除不是一件困難 

工作,它的建造只費大約兩星期時間。 

一一二.敝國政府認爲，爲此區域的和平及安 

辑計,及爲全面停戰協定之嚴格遵守計,安全理事會 

務須一方面重申現有機構之職權，另一方面應譴責 

以色列逢抗停戰協定條文而採取之片面行動，不要 

低頭承認像這座擅自非法建在非武装地帶內具有軍 



事憤値的橋樑的旣成事贲。我們深信安全理事會一 

定支持我們這些合法、合理的要求。 

一一三. M r . KIDRON (以色列）：本人很感 

謝能够有這個機會，來就叙利亞的控訴提出以色列 

的理由。這個控訴,不用說的,根本不是對以色列的 

控訴,而在大體上,乃是與聯合國駐巴勒斯坦休戰督 

察圑參謀長的一項爭執。休戰督察囤是該區域內的 

主管聯合國機關。本人在提出以色列方面的理由時， 

此刻不擬來駁斥我們剛才聽到的這篇演說內滲雜得 

很多的歪曲、謖論、•、遺漏、朦.測、筌論及曲解。其 

中大多數,不管怎樣,是和現在討論的問題風馬牛不 

相及的。 

一一四. 這件控訴內沒有新事寳，叙利亞政府 

用來支持這個控訴的論辯內也沒有新理由。話說囘 

來,這是安全理事會六年以來，第三次審議叙利亞干 

涉非武裝地帶的問題；過去在一九五一年及一九五 

三年,各方在理事會內說過的話,現在並沒有多少可 

以和需要補充的。不過，這個叙利ffi阻撓主義的最 

新一次的嘗試，其特色乃是它構成在安全理事會歷 

史上一件相當陳舊的已結案件的一部份，這個案件 

在六年前已審結了，叙利亞屬於敗訴。明睐了這個 

歷史，加上代理參謀長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日報吿 

睿〔S/3815〕的說明，我們現在IS能猜測是什豳動 

機，使叙利亚政府再一次要向理事會來發洩牢驟及 

不满。 

一一五. 若要正確了解這件事情，非先要知道 

這個非武裝地帶,源及性質不可。在以色列及叙 

利亚邊界上有三個區域,經指定爲非武裝埤帶,分別 

稱做非^：装地帶的北段、中段及南段。它們的起源是 

叙利亜在一九四八年對以色列的侵略。叙利35軍隊 

—度曾深入以色列領土,伹當最後休戰達成時,叙利 

茧軍隊已經在所有各區被迫退入叙利ffi,惟獨這三 

小塊地方,是在前巴勒斯坦委任統治地與叙利亞閬 

奮國際邊界的以色列一邊。叙利S軍隊不用說，無 

權留在這三小塊地方；故以色列政府在答應签訂停 

戰協定以前,堅持它們必須無條件退囘其本國。 

一六.經過很大的困難後,叙利亞政肘終於 

答應當時代理調解專員Mr Bunche所說的無條件 

撤退。爲便利此項行動起見,以色列應Mr. Bunche 

的請求,同意不教以色列軍隊開入這三個曾被叙利 

35軍隊佔領的區域內。 

—―七.所以非武装地帶祗是不許開進箪隊的 

地方，並無別的意義。以色列之答應解除武裝並未 

給叙利ffi以在該地帶內的任何權益。此點可從一件 

事實明白看出。爲了行政便利起見,非武装地帶還 

包括一些以色列領土,如Ein G e v 及 D a r d a r a , 它 

們從未在任何時侯受叙利亞的軍事估領；另外還包 

括奮國際邊界叙利35—邊的一小塊地方。以色列自 

然不欲千涉這一小塊地方內的叙利亞管轄樺，同樣 

的，也拒絕叙利亞干涉非武装地帶內位在奮邊界以 

色列一邊的那些地方的管轄權。解除武裝的原因無 

論怎麼說,全面停戰協定以及安全理事會的法理都 

在各方面支持以色列的立場。 

—―八.可是，非武装地帶的歷史就是叙利亞 

繼竊不休地企圆侵估這些地帶並阻撓其發展的歴 

史。一九五一年，安全理事會內叙利亞代表膽敢宣 

稱,叙利亞政府的目的是侵吞這三塊以色列土地。幾 

個星期後,叙利35軍事部隊越過國際邊界,企圆眞的 

實踐其威脅之言。當時叙利S在安全理事會內激烈 

地否認那次侵略。它一直等到叙利亞官方公報驕傲 

地宣布，釾叙利ffi軍隊中曾在以色列土地上參加作 

戰的大約九+個士兵頒獎授勛的時候,始突然生動 

地得到證明。 

一九.全面停戰協定明文規定要恢復非武装 

地帶內正常的平民生活。當這個協定在一九四九年 

簽盯的時侯,Mr. Bunche曾在雙方都接受的一封一 

九四九年六月二+六曰信內聲明，聯合國將保證這 

個地帶不變成具空或荒地。要是這個停戰協定在任 

何一點上禁ih非武裝地帶內的合法民事活動，或授 

予叙利亜一點干涉此種活動的權力的話，以色列永 

不會在上面簽字的。此點在當時曾表示得非常明白。 

一二〇.然而,過去六年來,叙利亞一心一意欲 

求永遠維持荒蕪及沼澤。在一九五一年叙利亞企圖 

干涉許勒沼澤的排水工程，現在討論中的這座橋就 

是其中一部份工程；在一九五三年,它想禁止一項水 

力發電工程的完成，其一部份卽將建築在非武装地 

帶內；在一九五四年及一九五五年它阻撓一項把約 

但河水分袷四個沿河國家的計劃,並且得到成功。叙 

利亞政府的政策,在兩星期前還經其外交部發言人 

淸楚聲明，他說叙利亚永不允許任何情勢之變更,以 

免使以色列在非武装地帶內得到任何益處。至於叙 

利35人民亦將因這些計劃而得到利益一點顯然不是 

該國政府所關心的。 



—二一 .由於作爲叙利控訴主題的這座橋， 

用代理參謀長的話來說"其興建係與許勒墾殖計劃 

有關，旨在便利其完成"[S/3815,第+三段〕，我要 

極簡單的說一說什麼是許勒懇殖計劃。 

一二二. 這個許勒盆地位在以色列的東北角， 

是一狹長三角形地帶，總共面積大約有四萬五千畝 

土地，在其中三條河流滙成約但河。許勒湖位在這 

個盆地的南部，其四周是一片廣大的沼澤。許勒湖 

的南尖端和沼澤的一部份位在非武裝地帶中段內。 

一二三. 一九五〇年，獲有開墾此一區域的特 

許權的巴勒斯坦土地開發公司,在許勒湖南端近約 

但河出口處開始排水工程。這個計劃旨在開墾大約 

一萬五千嗽將來可變成肥沃農田的土地；防止沼澤 

附近另外大約一萬七千》畝地每年受水災；以及替這 

整個區域掃除癍疾的禍害。所有這些顯然都是有價 

値和有签的目標，對生活在這區域內的任何人無論 

'以色列人及叙利亚人都有利，àLE後來不久就證明， 

絕不違背全面停戰協定。 

一二四. 一九五一年,叙利亞第一次企圖干涉 

這個計割。所有後來在一九五三年聽到的以及在本 

次控訴上也使用的論點,在當時都使用了。據稱,以 

色列若要在非武裝地帶內進行開發工程，事先須得 

叙利亚的同意;據稱,以色列排除了窪地的水和開墾 

了這個地區之後將得到一種對叙利亞而言的軍事利 

益,因此就是破壞停戰協定,據稱，這個工程是在阿 

拉伯人所有的土地上進行，故損害非武装地帶內的 

阿拉伯人的利盆。 

一二五. 這些論點後來逐條爲參謀長及安全理 

事會所駁斥。一九五一年五月二日,參謀長General 

William E. Riley說： 

"我覺得聯合國決不應妨礙建設工程。可 

,是我在這裏需要顧到停戰協定，在該協定內，聯 

合國負着恢復平民生活常態的責任。我從來沒 

有挑剔此項特許權，我也永不會挑剔它。不過 

我知道非疏滹和挖寬非武装地帶內的約但河， 

是項工程不能進行。我問過並且我得悉，以色列 

也曾從事調査,希望能找出別的方法,可不必進 

入非武裝地帶而進行許勒湖及其沼澤的排水工 

程。所以我對於此項工程本身並無爭論。我覺 

得這不是一件影響到叙利亞及聯合國的事情。" 

〔第五四四次會議,第一三〇段。〕 

General Riley耱賴說： 

, "問題的關鍵是叙利S可否指撣以色列人 

在以色列控制下的領土內做什麼事。這些窪地 

和許勒湖是在以色列控制下的領土內...故以 

色列人如欲進行許勒湖及窪地的排水工程，並 

且能做這件事掊而不破壊停戰協定及妨礙非武 

裝地帶內生活常態的恢復，那麼我認爲這不是 

一件叙利亞可教以色列聽命的事。"〔第五四四 

次會議,第一九〇段。〕 

—二六.General Riley的這些觀點爲安全理 

事會理事所支持，他們明白駁斥所謂非武袭地帶内 

的開發工程在任何一點上要得到叙利亜同意的說 

法。用當時理事會內荷蘭代表所說的話,"當事雙方 

中任何一方資際上都沒有否決對方的權力..."。〔第 

五四七次會議第一五二段。J 

一二七. 當叙利35在一九五三年又自»非武 

装地帶內有否決權時，Mr. Lodge代表美國用下列 

的話確認了理事會的法理："...據我們的意見，無 

論何國政府都不得對非武裝地帶內的合法工程計劃 

行使否決權"o 〔第六四八次會議,第四段。〕 

一二八. 所謂軍事利益的論點也在一九五一年 

及一九五三年被安全理事會很快否決掉。在一九五 

̶年,各方問General Riley,許勒沼澤的排水是否 

^以色列一種軍事利益。他裁定從技術觀點看,所 

有以色列獲得,的軍事利益，沒有一項不在同時爲叙 

利亞所獲得;但同時他直率聲明,軍事利益之利用違 

背停戰協定,故爲協定所不許。General Riley作此 

聲明時係根據全面停戰協定'第二條第一項的明白 

條文;該項規定聲明："承認在安全理事會，命令之 

休戰下不得獲估軍事及政治利益之原則。"' 

一二九. 當談剁停戰協定的時候，安全理事會 

在一九四九年五月及七月命令的休戰依然有效。可 

是一旦停戰協定签了字,休戰就肖動結束,以色利和 

叙利亞就進入一種以遂漸走向和平粵基礎的新關 

係。此點爲安全理事會一九四九年八月+—日決議 

案所確認。 

一三〇.因此,很明白的以色列與叙利亜間的 

關係不是像在休戰期間那樣仍然以軍事考盧苠基 

礎；此種考盧已經不適用了，所以任何一方不得再援 

引這種考盧。故據General Riley的意見——安全 



理事會贊同此項意見——叙利亚依法不得藉口軍亊 

利益企圖干涉許勒沼澤的排水。 

一三一.叙利亞在一九五三年提出同一論點， 

安全理事會多數理事的反響還是一樣。 

—三二.當時的法蘭西代表Mr. Hoppenot認 

爲"...倘使一個區域的前途及經濟發展要爲純理論 

的在地圖上進行的軍事練習所左右,這是不公允的、 

不符合聯合國精神的"o 〔第六四八次會議，第三十 

三 段 J 

一三三. 美 國 代 表Mr. Lodge重申安全理事 

會在一九五一年對休戰採取的態度,說："...安全 

理事會在此事上的首要責任是維持停戰協定；理事 

會曾在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一日決議案內核准該協 

定,以代替休戰,及幫助進入永久和平。"〔第六四;（ 

次會議,第三段。〕 

一三四. 當所有其他論點都已用盡了之後，叙 

利3&代表專心提出一個論點，謂因墾殖工作一部份 

係進行在阿拉伯人所有的土地上，故叙利S的利益 

受到不利影響。這個阿拉伯人的土地問題具的變成 

一九五一年辯論的中心問題，安全理事會曾花極多 

的時間，想對這問題找出一個解決。所爭的是總共 

七地的面積。安全理事會多數理事，用聯合王國 

代表所說的話，深信"此項許勒湖工程無疑的將促進 

此一地區的普遍福利，因此,大體來說，他們〔安全理 

事會〕都願意...看見此項工程儘速實施"〔第五四 

七次會議,第一三八段〕,他們甚至表示,如與地主的 

交涉失敗，願意對以色列提出的徵用這塊土地的請 

求,予以同情考盧。寳際上,後來沒有發生這個必要， 

因爲最後找到一項方法,可進行此項開墾工程而不 

觸及這幾》畝地；這，W地到今天始終沒有觸動分毫。 

一三五. 這绿後一項困難克服之後，參謀長就 

准irn復工程，這個許勒墾殖計剷就以一項關乎此 

區域之前途如此重大的事業所需要的大力及熱誠， 

積極推進。 

一三六. 六年的光陰過去了，許勒懇«計劃已 

接近完工。一個發臭的沼澤已變成秀美的農田；許 

勒盆地農業每年要遭狭一次的氾濫已吿停止；瘧疾 

的禍害已經消滅。現在唯一還需要做的一件事，是 

在許勒湖南端往約但河出口處附近,挖深兩個水道。 

這件工程完成後——希望在今年夏天完成一許勒 

湖本身旨消逝。根據地質學家的研究，許勒湖及 

其四团的沼澤已存在大約二十萬年之久，其形成是 

—次火山爆發，喷出一陣玄武岩,阻住約但河。據地 

资學家說,再過十萬年，這層屛障會慢慢消滅，屆時 

就無須再擔薆叙利亞來反對許勒墾殖計劃了。可是 

以色列不想等得那亵長久，故我們決定用機械方法 

來提早自然現象。到現在爲止，疏獰工作是用水上 

挖泥船,但現在已到一個地歩，由於水道內水太淺, 

水上挖泥船不能工作了。爲了克復此項困難，才在 

許勒湖極南處建築這座檑。這橋是一個微小的工程， 

長祗一百多呎,濶十二呎半,载重量十二噸。這橋有 

̶個目的，而且®爲一個目的，就是作爲一條過道， 

蓮輸陸上挖土及疏溥機械,俾完成通約但河的水道。 

這橋沒有其他用途。本人很偸快的可向各位報吿,前 

天,當着聯合國觀察員的面下,它已第一次充作這個 

用途。 

一三七. 叙利亚政府反對這座橋，因爲它反對 

所有可使以色列在非武装地帶內及地帶外可得到禾iî 

益的活動。它挖盡心思替它的控訴找理由，結果終 

於又重彈舊調,提出曾被兩次駁斥過的軍事利益的 

論點。 

一三八. 代理參謀長Colonel Leary已去過那 

個地方，他說——以色列也不否認——這座橋有潛 

在的軍事價値。可是一把鏟、一個麵包、一雙皮靴都 

有潛在的軍事價値。另一方面,Colonel L ea r y 經 

過徹底調査之後,在他的報吿書內說，他認定"此檨 

的興建係與許勒墾殖計劃有關，旨在便利其完成。" 

〔S/3815,第十三段〕。 

一三九. 許勒墾殖計劃曾在六年前猹得安全理 

事會的批准。在過去六年中，這個計劃的性質並無 

改變。它的宗旨仍晳是•袷一塊凄凉的荒地帶來生 

命，袷一個討厭的沼澤帶來健康和進歩。旣然安全 

理事會六年前已全部批准了這些目撐，論理我們自 

然可朌望一個實現這些目標的合法手段同樣也會得 

到理事會的批？隹。參謀長也確已作出了這個結論。他 

駁斥叙利亞提出的軍事利益論辯說"設想當事一方 

將把這座橋充作軍事用途因而破壞全面停戰協定的 

規定"是"他無權加以考盧的一個假定"〔同上〕。因 

此,鑒於這座橋的性質不容諱言是民事的,雖然它像 

現代生活中幾乎每一件東西一樣，可設想充作軍事 

用途,他不覺得"他有理由要求拆除它"。這個結論完 

全符合安全理事會的法理和聯合國休戰督察圑參謀 

長已往的決定。 



—四〇.還有一層，爲了塡塞所有可能的漏洞， 

並預防叙利茧可能會說這個工程進行在阿拉伯人所 

有的土地上故損害阿拉伯人的利益起見,Colonel 

Leary在他報吿書第+三段內淸楚聲明，"這座橋非 

建築在阿拉伯人所有的土地上，它的建築不妨礙非 

武装地帶內任何阿拉伯平民的利益。" 

一四一. 在結束我的發言前,我想極簡單地講 

一講Colonel Leary在他報吿書內另外提出的兩 

點。第一點是關於聯合國軍事觀察員在非武装地帶 

內的出入自由問題。我要向理事會保證，以色列的 

堅定政策是決不於涉軍事觀察員在非武裝地帶內 

的行動，祗要此種行劻係執行其正式職務所必需。 

Colonel Leary在他報吿書第三、四、五及+四段內 

所提請注意的困難，其起因完全在於以色列政府的 

立場，認爲叙利亞無權干預及干涉非武装地帶的事 

'It,此種事情依照全面停戰協定第五條祗允許停戰 

**宜混合委員會主席，卽聯合國休戰督察画參謀長 

或其所指派的人處理。因此,以色列在原則上,始終 

拒絕考慮叙利亚提出的有關非武裝地帶的控訴，並 

且不答應根據叙利亞的控訴而在非武装地帶內進行 

調査。此一態度係堅決以全面停戰協定本身爲根據。 

一四二. 另一方面，遇到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 

主席或其代表，依據全面停戰協定第五條規定的職 

權，要求進行調査時，這種調査從未遇到過困難。 

Colonel Leary自己的調査已足够證明此處所爭執 

的,不是根據停戰協定而起的出入自由原則，而是以 

色列方面嚴正地、有理由地,拒絕叙利亞想在非武装 

地帶內奪取一種它毫無理由可要求的地位。 

—四三.關於這一點，還値得注意聯合國軍事 

觀察員的行動自由在邊界的叙利亞一邊並不存在。 

例如，聯合國觀察員不准進入非武裝地帶南段內的 

El Hamma區域,叙利亞已違反停戰協定實際上對 

該PS域，加以控制。軍事觀察員非經特別許可，也不 

淮超過位於邊界以東兩公里處Kuneitra的叙利亞 

軍隊崗位,再向邊界走近一步。 

—四四.我要講的第二件事是代理參謀長在報 

吿書箅+二段內討論的地雷區。本人奉命告訴安全 

理事會此區內所有地雷均已移除,Colonel Leary 

已得悉這一點o 

—四五.許勒墾殖計劃是一椿有價値的事業， 

其目的是要在一個至今爲止荒廢的地區內進行和平 

的農耕。當這件工程在六年前開始時，安全理事會 

曾讚許它。猶太古諺說,開始一件善行的人,有責任 

應當完成它。我颧請理事會來實行這句話，允許這 

件良好的工程完工,不再受阻撓。 

一四六.末了,我要保留敝代表圑遇到必要時 

再參加辯論的權利。 

—四七.主席：本人了解：理事會理事希望 

有一個機會可考盧今天早晨叙利亞及以色列代表所 

發表的演說。所以，理事會如果同意我提議我們下 

次會議定[九五七年五月二十八日星期二，午前 

+ 時 三 + 分 舉 行 。 

— 四 八 .Mr. ASHA (叙利亞）：在此關頭,我 

祗想就我們剛才所聽到的以色列代表的演說，略說 

幾句話。叙利亞代表國保留在將來會議內繼績發表 

更詳細意見的權利。 

一四九.這篇以色列演說詞分發在大家聽到叙 

利亞演說詞全文之前，可是其裹面說叙利亞的論辯 

毫無新穎之處。單是這一點就可以說明以色列代表 

圃處理這個案件所抱的是什麼客觀態度。 

一五〇.以色列演說內還說這個案件不是一件 

對以色列的控訴，而是叙利亞與代理參謀長中間的 

—項爭執。這是一句幼稚話;這句話是不對題的，不 

配在安全理事會內說。 

—五一.以色列演說詞內還說到這個非武裝地 

帶起源於叙利亞在一九四八年對以色列的侵略。本 

來用不到再重複一遍：這個非武裝地帶起源於以色 

列與叙利亞間的全面停戰協定。 

一五二.我們想先査對一下以色列演說詞內的 

引文,然後再對它們表示態度，同時我們一定會在適 

當時候論述以色列的其他論辯。此刻我IS想强調一 

句:以色列在理事會內奮調重彈,重述其以前的曲解 

和讓論。 

‧ t後十二時三十五分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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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H Smith & Son, 71-75 , b o u l m a r d 

Ado lphe>Mox, Bruxol les. 

坡利維ff. 
Ubre r fo Salecdones, Cas i l la 9 7 2 , La Paz. 

E西 
U v r a r i a A g i r , Rîo d e Jane i ro , Sâo Pav lo 

a n d B«Io Har lzon te 

高棉 
Papetar ie -L îbra i r ie Nouve l l e , A l b e r t Por-

t a i l , 14 Avenus Bout leche, Pnen^Panh. 

加拿大 
Ryer ion P r e n , 2 9 9 Queen St W « s t f 

Toronto 

P«nodloa« Inc^ 5 1 T 2 A v * P o p l n v o u , 

M o n t r e a l 

Loke House Bookshop, The Asaodot t td 

N e w s p a p e r s o f Ce j r 'on , L t d , P O Box 

2 4 4 , C o l o m b o 

智利 
U b r e r l a Iven»,. Cast l to 3 0 5 , S a n t l o g e . 

Ed i to r ia l d« l Pacff loo, A h a m a d a 5 7 / 

S a n t i a g o 

中阈 
礙(9，袅北，重虔路， 
—段九十九铖 
世界香局 

二 號 

哥侖比S 
U b r a r l o A m i r i c a , M a d ' l l l n 

U b r a r i a N a d o n a l L tda. , B a r r a n q u l l b 

U b r a r f a B«chlw(z OaUrla, Bogo ta 

哥斯大黎加 
Tr«¦Qt Hvrnranes, A p a r t a d o 1313, San 

J o i 6 . 

古巴 
La C a t o Bv l ga , O 'Rei l l y 4 5 5 , La H a b a n a . 

捷克斯洛伐克 
C t t i k o i l o v o n s k y S p l t o v a t f t t , N à r o d n l 

Tr fdo % Praha 1 

丹麥 
Einar M u n k s g a a r d , L t d , N o r r ^ g o d e 6 , 

Kobenhovn , K. 

多明尼加共和國 
U b r a r f a Domln l cano , M a r c * d u 4 9 , CIv-

d o d Tru¦Nlo 

厄瓜多 
Librer fa C f m t f f i c a , G u a y a q u i l a n d Q u i t o 

埃及 
U b r a i r i * " L o Renalsiance d ' E g y p t v , " 9 

Sh A d l y Pa iha , C a i r o . 

薩財S多 
AAonuel N a v a i y C f a w l a A v m l d a sur 

3 7 , Son Sa lvador 

芬蘭 
Aka teem lnvn K i r i a k a u p p a , 2 K n l u n k a t u , 

Hels ink i 

法 ^ 
^ t t t o n t A Pedone, 13, ru栅5oufflot f 

Porl» (V) 

德國 
E l w e r t & M e u r « r , H o u p t s t r o s s a 1 0 1 , 

Ber l in-Schoneberg 

W E Sao rbach , G e r a o f u t r a s w 25 -29 , 

Kd ln (22c) 

A l e x a n d e r H o r n , 5 p i a g a l g o « w 9, Wlas-

b o d a n . 

希脲 
Kau f fmonn Bookshop, 28 S ted ion Streat , 

Athens. 

海地 
LIb ro i r i s " A io C a r a v a U » " , Boft» p o t t a l o 

，"-B, P o i t ^ v - P r i n c a 

洪都拉斯 
Librer ia Panamenoana , T e g u d g a l p a 

香 港 
The Sw indon Book C o • 25 N a t f i a n Road , 

Kow loon 

冰島 
Eokaverz lun S ig fusar E y m i m d n e n a r H. 

F , Au ih t r s t rae t f 18 , Reyk¦av lk . 

印度 
O x f o r d Book & Sta t ionary C o , N o w 

Delh i a n d Ca lcu t ta 

P V o r a d a d i o r y & C o v M o d r m . 

印 戾 尼 西 ^ 
P«mbandunon , Ltd * G u n u n g Saha r i 8 4 , 

D f a k o r t a . 

伊朗 
Ketab-Khoneh D a n e i h , 2 9 3 S o a d l Avo-

nue , Teheran 

伊拉克 
Mackenz ie ' s B o o k i b o p , fioshdad. 

以色列 
Blumstein's Bookstoras L t d , 3 5 A l l e n b y • 

Road, Tel-Aviv 

義大利 
L ib rs r ia Comrahstonar la S a n i o n l , V i a 

G 'no C a p p o n l 26, F i renze 

H本 
M a r u z a n C o m p a n y , Ltd t 6 To i i -N Icboma, 

N ihonbcuh i , Tokyo 

黎巴嫩 
L ib ro i r i « U n i v e n a l l s , Beyrou th 

利比里ffi 
J M o m o l u K o m a r a , Mon rov to 

盧森堡 
b b r a i r i f l J Schummer, Luxambowrg. 

s西哥 
Ed i to r i a l Hermes S J L , l e n a d o M o r b c a l 

4 1 , Mex ico , D F. 

荷ffi 
N V Mar t inu» N l ¦ho f f , Langs Voo rhou t 

9 ' 't*Grav«nh。g， 

紐西蘭 
Uni ted Na t i ons Associat ion o f N « w Zoo-

l a n d , C P O 1 0 " , Wa lHng ton . 

那威 
Johan G r u n d t Tanum For lag* Kr . A u -

gu i t sg t 7 A , O i l o 

BinaSr画 

Publishers Un i ted Ltd ， Lahore 

Tha Pakistan Coope ra t i ve Book S o d o t y , 

Dacca a n d C h i t t a g o n g (East Pak.) 

巴争馬 
José AAanAndoz, P laxa d « A r a n g o , Pan-

a m a 

巴拉圭 
A g e n d a d » U b r a r t a t d e Sa l vado r N l z n b 

Ca l l e Pte Franco N o ^ 39 -43 , A s u n a 6 n . 

m% 
Librer fa I n t a r a a d o n o l de l Peru , SJ^ 

U m a a n d A r e q u i p a . 

菲律賓 
Alomar ' s Book Store , 7 4 9 Rtzal A v e n u e , 

M a n i l a . 

葡萄牙 
I n r r a r i a R o d r i g u e z 186 Rua A v r e a , l i f -

b d o 

新嘉坡 
The C i ty Book S ta r» , L t d ^ Winches te r 

House, Co l l ya r Q u a y 

西班牙 
Librer fa Bosch, 11 Ronda U n t v e r r i d o d , 

Barca lono . 

L ibrar fa M u n d t - P r v m a , l a g a s c a 3 8 , M a -

d r i d 

瑞典 
C E Frl tze's K u n g l H o v b o k h a n d e l M, 

Ffodsgotcm 2 , S tockho lm 

瑞士 
U b r o i n e Payot , S J L , L o t i i a n n , , Geneva 

H a n t Rounharcl t , K l rd igosse 17 , ZOr id i 1 . 

叙利亞 
Ubra l r t e Universel le , D a m a t . 

Pra tnuan M i t L t d , 5 5 C h a k r a w a t R o a d , 

W o t Tuk, Bangkok . 

± 5 其 
L ib ra i r i e Hachet te , 4 6 9 Is t ik la l Coddas I , 

Beyog lu , Is tanbu l 

南非聯邦 
V a n Scha ik ' t Boo lu to ro ( P t y } , U d , Box 

7 2 4 , Pre to r ia 

英阈 
H M . Sta t ionary Of f îcv , P O . Box 5 6 9 , 

London , S E. 1 (ond a t H M S O Shops) 

mm 
I n te rna t i ona l Documents Sarvîca, Co lum* 

b i a Uiuvars i ty Pros*, 2 9 6 0 B r o a d w a y , 

N e w York 2 7 ' N Y 

烏拉圭 
Represen tad6n d « EdHor la lss, Fre f . H . 

D'Elfa, A v 18 d o J u l i o 1333 , Men to * 

v ideo 

娄內瑞拉 
U b r e r l a de l Et to, A v . M i r a n d a N o 5 2 , 

Edf G a l i p à n , Caracas. 

越南 
Papeter ie -L ib ra i r ie Nouve l l e A l b e r t Por> 

t a l l Bpîte posta la 2 8 3 , Sa igon 

南斯拉夫 

Kn卩ga, Taraz l ¦« 2 7 / 1 1 , B e o g r a d . 

Conka r i eva Z o l o x b a , L jub l j ana , S loven i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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