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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全 狸 事 會 

第 七 百 八 十 一 次 會 議 

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八日星期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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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亜、中國、哥侖 

比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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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臨時議程（S/Agenda/781) 

一. JS IT®覼程o 

二. 巴勒斯坦問題： 

一九五七年五月+三日叙利亜代表爲在以色列 

解利亜全面停戰協定所規定之非武裝地帶內建 

築一座橘樑事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S/3827〕。 

通 過 議 程 

纸&通遏。 

巴勒斯坦問題：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三 

日叙利亞代表爲在以色列叙利亚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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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S/3827)(绩前） 

叙利亞代表Mr. Rafik Asha及"色列代表 

Mr. Motdecai R. Kidton應主席請,就理事會舐 

席C 

― . M r . AL-SHABANDAR (伊拉克）：安全 

理事會當前這件事引起兩個主要問題：第一，在非 

武 裝地帶內建築一座具有可能軍事價値的橋樑是否 

符合以色列叙利亜間的全面停戰協定1 ；第二,以色 

列有沒有理由可對巴勒斯坦聯合國休戰督察睜維持 

其不合f^l度。我請先論橋樑問題。 

1 ffi^S事tîE^S^,第四年，特別二號。 

二. 聯合國休戰督察圑代理參謀長的報吿書 

CS/38153,以及叙利35和以色列代表的演說〔第七 

八〇次會議〕向理事會提供關於本案的重要事實及 

意見。研究一下當前的文件可明睐兩項事實。這兩 

填事實是：一座可充軍事用途的橋樑建築在非武^ 

地帶的中段內；非武裝地帶內發現有以色列正規锥 

察之出現。 

三. 現在理事會需要剁断這些活動是否符合全 

面停戰協定。要作這個剁斷，須簡單的重叙一下簽 

訂這個協定的環境並重申其基本目標及宗旨。這個 

基本目標是,第一,確認安全理事會一九四八年五月 

及七月命令實施的停火，第二,創立可消滅再發生戰 

事之可能性的條件。爲此目的，及爲隔離雙方的軍 

隊起見，乃在一個區域內設立一個非聘装地帶,這個 

區域,在停戰的當時,其大部M在叙利亜軍隊估領 

之下。全面停戰協定更規定，爲使發生摩擦及事故 

的可能性减至最低起見，雙方的軍隊完全不許進入 

此非武裝地帶,任何軍事部隊或同軍事部隊的活動, 

在其內一槪禁止。全面停戰fô定並確認任何一方不 

得獲取軍事或政治利益之原則。 

四. 這 些 稞 定 經 代 理 調 解 專 員 M r . Ralph 

Bmvche及當時的參謀長General William E. Riley 

提出的解釋，獲得進一步的閩明。這些解释後來镀 

得理事會的批准，它們弒助澄淸了全面停戰fô定的 

下列兩點,第一,非武裝地帶的主權問題在最後解決 

未達成以前暫時擱置不論，第二，引Mr. Bunche 

的話,"任#一方都不該聲^fc非武裝地帶內對民事 

活動有自由行事權，至於軍事活動則在一槪禁止之 

列。"〔第五四二次會議,第九十七段。〕 

五. 現在，讓我們參照這個停戰協定及其解釋 

來審議本案的事實。 

六. 第一個問題̶̶卽以色列是否有權在非武 

裝地帶內建築一座具有軍事價値的橱樑——赋能得 

到否定的答案，這個全面停戰協定，基本上是一個 



爲防止雙方間發生武裝衝突而訂立的軍事協定，裏 

面明文規定禁止任何可破壞此地帶內微妙的軍事均 

勢的行動，或勢將使協定任何一方得到一種軍事利 

益的行動。這才是基本的考盧,所有其他考盧,包括 

經濟考盧，槪須從屬於此項基本考盧之下。我們面 

前的問題不是這個許勒計劃有益與否的問題。理事 

會無法詳究這個計劃的技術和經濟部份的一切複雜 

的細節。以色列總是想以經濟論點混淆這個基本上 

是一個軍事均勢的問題，在本案上這些經濟論點是 

完全無關的。 

七 . 前天,以色列代表以諷刺的口吻,說這個許 

勒計劃是一項奇跡，他們將在幾年功夫內完成大自 

然要以+萬年功夫才能完成的事業。我們知道並且 

也承認以色列的歷史充满奇跡一舊的和新的—— 

但是不幸他們未達成一項最重要的奇跡，這就是國 

家間的諒解及和平。將幾塊沙漠變成綠園可能極有 

用和有極大關係，但是更有關係的是在中東求得和 

平及安辑。實際上我們在中東所需要的不是地質 

學；我們需要心理學。 

八. 我們所該問自己的是下列這些問題：建築 

這座橋樑會不會有益於此區域內的和平及安鹰？以 

色列因建築這座橋樑而獲得的軍事利益會不會影響 

到停戰協定的基本目標,卽隔離雙方的軍隊，及如 

Mr. Bunche所說,"儘量消滅它們間的摩擦和糾 

紛"？〔第五四二次會議,第九+七段。〕 

九. 這兩個問題的答案一定是大家所明見的o 

這座橋樑將使雙方軍險間的接觸較前更易，發生摩 

擦及枓紛的可能性行將大大增加。此地帶作爲一個 

緩衝區的軍事價値行將減少，其性質行將改變,這些 

都對以色列有利。就實質上來說,此事大大修改了全 

面停戰協定的第五條，在極大限度內使那一條歸於 

無效。 

一〇.現在我要講到以色列代表關於非武装地 

帶及這座橋的軍事價値所提的幾點意見。以色列代 

表稱:"因此這個非武裝地帶祇是不許軍事部隊進入 

的區域,祗此而已並無其他"〔第七八〇次會議,第一 

一七段。〕以色列代表還暗示說，除了遣派以色列軍 

隊進入此地帶的權利外,以色列對這地帶有完全和 

無拘束的主權。這個論點不僅牴觸全面停戰協定的 

明白規定,而且違背Mr. Bunche及General Riley 

作的權威解釋。Mr. Bunche曾在這個協定的磋商 

期閬聲明： 

"...有一點要時時牢記在心：此刻所磋商 

的是一個停戰協定，而不是一個和約或其他最 

後解決辦法。所以,對領土主權問題,要愼， 

免。"〔第五四二次會議,第九+七段。〕 

Generl Riley曾在一九五一年向理事會作如下聲 

明： 

"...所須强調說明的是,這個停戰協定絕 

未處理到領土主權問題；這個問題無論一般而 

論或者專就非武裝地帶而論，必須在停戰協定 

有效期內暫時擱開,但如當事雙方"——卽叙利 

亜及以色列——"另有協議，自不在此限。"〔第 

五四二次會議,第九+六段o〕 

一一.從上面兩段引文可見，非武裝地帶不是 

如以色列代表所稱,祗是不許軍事部隊進入的區域； 

它們的意義有遠甚於此者。它們是主權擱開暫時不 

論 的 區 域 ， 任 何 一 方 在 其 內 ^ # 聲 , 民 事 活 動 有 

自由行事權。所以，當以色列代表提到叙利亜和以 

色列對非武装地帶內這個及那個地段的主權,好像 

這個主權問題已解決和處理完畢了時，他實是大錯 

而特錯。安全理事會不特沒有像以色列代表所稱在 

各方面支持以色列的態度，àLSJi直率駁斥該政府 

的這個論辯。讓我向他提醒一下過去的事實。一九 

五一年Mr. Eban說： 

" . • •所謂以色列在非武裝地帶內的法律， 

民事管轄或開發自由須暫時擱開，並得依停戰 

協定對之表示異議一說，其實是違背這個協定 

所形成的慣例，正如在協定條文內找不到根據 

一樣。"〔同上,SIS+三段。〕 

̶二.我重說一遍,這個意見被理事會一九五 

一年五月十八日決議案CS/2157D加以駁斥。這點， 

當時Mr. Eban本人也承認,雖然他的副手此刻表 

示異議。Mr. Eban曾在那個決議案被通過以， 

"以色列政府不能隱藏它對於一件事的不 

偸快',：星期三舉行的安全理事會會議〔第 

五四六次會議〕,和接着發生的種種事情,使'It 

勢轉趨悪化，妨害一種公允和平的前途；那次 

會議使協調的氣氛變爲爭執的氣氛，使公正變 

爲偏私"〔第五四七次會議，第四十八段。〕 

Mr. Eban ^5說〔第五+̶段〕："〔這個決議草 

案〕又創造了一個問題。它沒有解決問題"。他耱 



續說〔第六十七段〕："凡是支持這個案文的人,不管 

他的用意多好,乃是在有效地反對這個計劃。" 

一三. 從我以上所引的話可見，Mr. Eban不 

獨沒有聲稱安全理事會支持以色列的態度，反承認 

了一項確切無疑的事實,卽理事會拒挹爲以色列的 

論辯所動，反而核准參謀長的請求，卽關於許勒計 

劃的一切工程在未經由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主席的 

斡旋達成協議以前,一槪停止。 

一 四 . 當然,我們大家都知道,以色列不顧這個 

請求，繼鎮進行其關於許勒計劃的工程。它在這樣 

做的時候,故意曲解一九五一年五月十八日決議案， 

提出一種連Mr. Eban當時絕對不敢向理事會提出 

的解釋。 

一五. 以色列代表拒絕接受軍事利益的論點, 

聲稱隨着停戰協定的簽字,"以色列和叙利35間的關 

係，已不復4浓休戰期間一樣建築在純粹軍事性的 

考盧上,所以，任何一方不得援引這種已經不*EÎÉ 

用的考盧。"〔第七八〇次會議,第一三〇段〕實質上 

這 就 是 M r . Eban在一九五一年及以色列外交部 

長 在 一 九 五 三 年 提 出 的 論 點 。 讓 我 們 仔 細 ̶ 下 

這個論點0 

一六. 這軍事利益一點,第一次援引是在一九 

五一年二月，停戰協定簽訂一年半以後，當時,當事 

雙方卽以色列與叙利亜都請求General Riley就許 

勒計劃之執行是否給予以色列一種軍事利益一點發 

表意見，這證明以色列不但沒有表示這偭軍事利益 

的論點不適用，而且在這個許勒計劃上i像叙利茧一 

樣^È表示接受âta加以援310 

一 七 . General Bennike在+月二+三日報吿 

誊內說,他負有"參照全面停戰協定各項條文來考 

盧這樣一個計劃的軍事影響的責任。"CS/3122,附 

件叁,第四段0〕如果我們接^了以色列此刻的說法 

—我還必須强調這個說法違背他們自己原來在一 

九五一年二月採取的立場——我們就是在破壊停戰 

協定。 

一八. 一九四八年的休戰爲一九四九年的全面 

停戰協定所確憨,^變成它一個不可分割的部份。 

停戰協定規定非武装地帶內任何軍事形勢的變更不 

得妨害雙方在軍事利益上的均勢。倘使我們現在准 

許以色列違反這條條文,那亵這個協定也就'蕩然無 

存了。 

—九.從General Bennike的聲明可以看出, 

援引軍事論點是完全符合停戰協定的，它是這問題 

中一項決不可忽視的部份。 

二〇.當今的代理參謀長並不否認這座橋可給 

以色列一項可能的軍事價値，但他說他沒有理由要 

求將它拆除，因爲提出這個要求就是認爲當事一方 

將違反全面停戰協定把這個計劃充作軍事用途。我 

認爲代理參謀長在作成這個決定的時候，實在超越 

了協定第五條所付託他的責任。協定第五條並未叫 

他估量協定當事雙方的意向。他的責任，據我們看 

乃是確定事實，然後考盧這些事實是否符合全面停 

戰協定的條文。他所發表的任何意見必須從屬於實 

際'»勢中的事實。 

二 一 . 當General Bennike在一九五三年裁 

決約但河的改道將改變非武裝地帶的慎値時，他並 

不食想剁斷以色列或叙利亚的意向是什麼。他並不 

曾預測將來。他作他的那個裁決時並不曾想腫、測協 

定當事雙方的意向和動機。但在本案上Colonel 

Leary擅自行使了預測將來的權利。 

二二. 卽使像以色列人所說的，這座橘在目前 

是供許翁計劃之用，代理參謀長怎能擔保它在將 

來某個時侯不會充軍事用途？偷使Colonel Leary 

覺得此刻礙難假定當事一方會破壞協定，他同*也 

一定會覺得很難假定這種可能性不會發生。所以,我 

倒要建議,請Colonel Leary到這裏來，俾理事會 

可向他發幾個問題,以澄^f勢,這對我們是非常有 

益的。如果過去是預測現在和將來的行動最適當的 

指南,那豳Colonel Leary就铯不應該忽視過去八 

年來以色列對叙利亞的政策所造成的許多事件和違 

約情形。爲謹愼起見，在像現在這種緊張空氣之下， 

參謀長尤其應赏加倍小心，以消除摩擦的可能性,或 

至少把這種可能性減至最低限度。 

二三. 建築這一座具有可能軍事價値的棰樑絕 

不會幫助將靡擦-之可能性减少至最低限度；相反的， 

它幾乎可說必將經常鼓勵以色列繼續幹其侵略及不 

法行爲。 

二 四 . 依我們看來這是理事會當前的基本癥結 

問題。建築這座槺不是一項孤立行動。它是一連串 

仔細計劃好的行動中最新的一項，這一連串行動旨 

在破壞停戰â定,進而由以色列併吞這個非武裝地 

帶。在這種意義上，這個最新事件所具的嚴重性就 



遠超出了它所牽涉的短期铢的純經濟利翁。骨子裹， 

本 案 是 一 個 考 驗 ， 可 藉 此 看 事 會 是 否 會 容 忍 以 

色列對停戰協定作任何進一步的^壞及侵犯，抑理 

事會將採取行動制止這個IN以色列進一步姑息的趨 

勢0 

二五. 我現在要討論以色列的第二項違約行 

動,這就是，非武裝地帶內有以色列國家螯察之存 

在。代理參謀長的報吿書證資了這件事,並透露聯合 

國軍事觀察員曾在距約但河東岸一二〇公尺處爲這 

種猙察所阻止。但報吿書未提到這些眷察之出現於 

這個地帶是公然違反全面停戰協定。以色列代表就 

趁勢對這個問題保持絨辦。由於叙利亞代表已對這 

問題作了詳細討論,故^人的發言將局限於其中最 

重要的幾點。 

二六. 根^:面停戰協定第五條第五項，停罈 

事宜混合委員會主席有權在非武装地帶就地雇用少 

數螯察以維持內部治安。代理調解專員Mr. Bunche 

對這條條文所作的解釋曾經當事雙方都加以接受。 

但雖有這個解釋，以色列可說一開始就立刻違反協 

定內的這一部份。以色列國家猙察在一九四九年進 

入這區域,到今天從未離開過,而參謀長也就從來沒 

有能够依着停戰協定授予他的權力，就地雇用以色 

列铮察。 

二 七 . 我現在要講到理事會當前的第二個主要 

問邇,這就是以色列當局對待聯合國休戰督察圑的 

態度。代理參謀長的報吿書〔S/3815〕供給了下列 

事實：第一，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內以色列髙級代 

表拒絕考盧這個叙利亜控訴，並聲明聯合國箪事観 

察員不得從叙利亞領土進入非武装地帶，另聲明也 

不許從以色列一邊進去調査；第二,聯合國軍事觀察 

員爲以色列螯察所阻止；第三,代理參謀長最後獲准 

去棰樑地點視察時是在四月七日——卽第一次叙利 

亜控訴提出後的第十二日，,就是這座槺建築完工 

後的整整一星期；最後,代理參謀長在他報吿書最末 

一段內，促請注意聯合國軍，觀察員在執行全面停 

戰協定所付託的職責時所遭遇的阻礙及困難。 

二八. 理事會現在必須剁断以色列政府的這種 

態度是否係違反停戰協定，倘是違反停戰協定,理事 

會應採取ft麼行動以確保這協定受尊重。 

二九. 以色列代表對此問題中這一極重要的部 

份所作的陳述令人+分不能满意,伹是茧少他也有 

所成就，便是ffi任何人原來對以色列對待聯合國休 

睡督察H的政策還剰下來的一些疑S—掃而光。以 

色列代表提出的論點不是新調。這些老調過去一再 

提出過，但被一再否決掉。我希望理事會此次採取 

同樣行動0 

H O . 叙 利 亜 代 表 對 這 問 題 已 作 極 詳 細 的 ^ 

論，故本人赋預備將其中的幾個特點，拿出來說一 

說。 

三 一 . 以色列所稱叙利亜無權向停戰事宜混合 

^員會提起控訴一說法完全違背停戰協定第七條第 

七項,該項規定，任何一方提起的控訴,應立卽交 

付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採取行動。 

三二. 進一步說，安全理事會曾在一九五一年 

五月+八日決議案內,促請以色列及叙利亜兩國政 

府將其控訴或者提交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或者提 

交該委員會主席，視何者依照停戰協定負着主管責 

任而定。 

HH.關於軍事觀察員在停戰協定所規定區域 

內的行動及出入自由> 敝代表圑É全同意代理參謀 

長及叙利S代表所表示的意見，我們尤其要促請注 

意叙利亜代表已引過的協定第七條第十項,另外要 

促請大家注意安全理事會一九五一年$月十八日決 

議案的第+三段，理事會在該段段文內稱査悉當事 

方面拒挹准許觀察員進入某些區域內執行任務，對 

此表示關注,認爲任何時侯接到要求,應卽淮M們 

進入。還有一點，以色列拒絕參加停戰事宜混合委 
員會會議—事,也是完全不合法的,會經安全理事會 

一九五一年五月十八日決議案明文斥其爲不合法行 

動。 

三 四 . 最後—叙利亜代表還曾促請大家注意一 

些被從非武装地帶內移出的阿拉伯平民的困苦。這 

些平民是以色列代表豳寫得有聲有色，彷彿是二十 

世紀的一項奇跡的許勒計劃的直接犧牲者。正像以 

色列所做的其他事情一樣，以色列之所以能够進行 

這個許勒工程，全靠勒令這些不幸的巴勒斯坦阿拉 

伯居民,以不可言喩的痛苦,付出了可怕的代價。 

三五. 理事會曾在一九五一年議決：這些阿拉 

伯人應准許囘鄕，並着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監督其 

安頓善後事宜。從那時談到現在的這六年內,這些 

平民流亡失所,生活 ' !t形惡劣得不能再恶劣了。這 

種詳情,叙利S代表都已吿訴我們，我不想再资述， 



但我必須要說，我們儘管對這個叙利ffi控訴彼此持 

不同的意見，但對於這些被移出人民之必須遣返及 

安頓起來，大家不應當有所爭執。以色列須對這些 

平民的苦難負大部份責任,而理事會的明白義務,則 

應該是採取一切必須的措置，在聯合國的權力下設 

法將他們遣返並使其從新安頓起來。 

三六. 基於以上所陳事實,以色列顯然在下列 

諸點上違反了全面停戰協定：（一)以色列建築這座 

檑探是違反停戰協定第五條第二項，及第二條第一 

項；（二)以色列昝察駐在非武装地帶內是違反停戰 

協定第五條第五項，及當事雙方都承認是對該條的 

權威解释的Mr. Bunche 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六日 

的函；（三)以色列妨礙聯合國觀察員的工作並繼鎮 

拒絕出席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會議，是達反全面停 

戰協定第七條及安全理事會一九五一年五月+八日 

決議案；（四)以色列拒絕准許及阻撓阿拉伯被移出 

平民囘返非武裝地帶，是違反停戰協定以及理事會 

一九五一年五月十八日決議案。 

三 七 . 理事會現在遇到以色列這四項明顯的違 

約'淸事,職責所在,我們應當堅決處置這個情勢。 

三八 . Sir Pierson DIXON (聯合王國）：我已 

很關切地聽了叙利亜代表在一九五七年五月二+三 

日向本理事會提出這個控訴時所做的演說,以及以 

色列代表的答覆〔第七八〇次會議〕。我不預備詳細 

萍論他們所討論的各點，但我預備簡單地向理事會 

陳述在敝國政府看來與此事有關的幾項主要考盧。 

三九. 安全理事會這幾年來已好幾次討論了因 

以色列在以色列叙利35全面停戰協定第五條所設立 

的非武裝地帶內進行工程而造成的爭執。每次案件 

的細節都不同，兩造提出的論辯冗長而複雜。但是 

理事會對於下列一點的態度一貫很是堅決和明白： 

這就是，理事會確認聯合國休戰督察圑參謀長或其 

副理，以叙利亜以色列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主席的 

資格,負責全面監督這個非武裝地帶的責任。這個 

責任當然就是停戰協定第五條付託袷他的。 

四〇.根據第五條第五項(丙)款,"停戰事宜混 

合委員會主席"——卽參謀長或其副理——"...及 

附屨於委員會之聯合國觀察員，應負責保證本條之 

充份實施。"安全理事會在一九五一年五月+八日決 

議案〔S/2157〕內對此條之解釋，認爲是授予主席 

以"全面監督此非武裝地帶之責任"。我不相信任何 

人有理由與這個解釋爭論。 

四一. 敝國政府根據這一點來審議這個叙利35 

控訴。依我所了解,這控訴是說，因爲此橋在非武 

裝地帶內可能充軍事用途，故它的建築是破壞停戰 

協定,應予拆除。 

四二. 代理參謀長在他的報吿書CS/38153內 

說他不認爲他有理由可要求將這座橋拆除0他在字 

裏行間說，他本人認定這座橋的建築並不構成一項 

對停戰協定的破壊。報吿書大略吿訴了我們他的這 

個結論是怎樣達成的。他並未說這座橋沒有可能的 

軍事憤値。事實上,差不多任何一項工程分析到底都 

含幾分潜在的軍事意義。但參謀長本人顯然已認定, 

以本案來^這座橋並無軍事目的,它的軍事意義不 

至於影響及停戰協定所規定的非武裝地帶的宗旨。 

四三. 偷使代理參謀長認爲建築這座橋確是破 

壤停戰協定，我們定然贊成將它拆除。但像現在這 

個情形，本理事會依我們的意見，鑒於停戰協定以 

及本理事會過去自己所採取的態度，應當像已往幾 

次處理有關這個非武裝地帶的問題時一樣，支持代 

理參謀長所作的決定。 

四四. 據我所了解，叙利亞代表還根據理事, 

一九五一年五'月+八日的決議案，辯稱這座橘的建 

築,事先非經由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的主席取得叙 

利35的同意不可。敝代表H不能接受對那個決議案 

的這樣一種解釋。 

四五. 該決議案裏面的有關條文所翁到的工程 

是指在阿拉伯人土地上進行的工程而言。安全理事 

會基於這個理由，故核准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主席 

所作決定，着巴勒斯坦土地開發公司在未與阿拉伯 

地主達成解決以前，應停Jh—切工程。但後來發現 

有一個辦法，可將動工地點局限，非阿拉伯人所有 

土地上,至此,停戰委員會主席乃於一九五一年六月 

+—日准許該公司得在非武裝地帶內此種土地上糠 

鎮典工。 

四六. 聯合王國關於在非武裝地帶內典建工程 

是否必須徵得叙利亞政府之同意一點所探取的態 

度,曾經Sir Gladwyn Jebb在一九五三年十二月 

+六日說明如下： 

"本人已極仔細地聽了某方所提出的證明 

此項工程非經叙利亚政府的同意不得進行的種 

種理由。但本人必須承認,本人以及本國的代 

表圑均朱爲這些理由所折服。大家都承認停戰 



協定的條款必須經签字國的同意方能修改o但 

依我們的意見，這裏的問題不是修改停戰條款 

以便充許進行某種工程，倘若如此，那當然須 

由當事國彼此協議方能修改。這裏的問題是依 

照停戰協定目前的條款，這項工程可否進行。 

依照停戰協定的規定，這個問題應由General 

Bennike"——那時侯的參謀長——"來解釋"。 

〔第六四八次會議,第十四段。〕 

四七. 在本案上，代理參謀長査得這座橋不是 

建築在阿拉伯人所有的土地上。所以據我們看，正 

如Sir Gladwyn Jebb已解釋的,依照停戰協定這 

座橋是否可建築,唯有代理參謀長一人可決定。 

四八. 現在我要講到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主席 

所負的責任——全面監督這個非武裝地帶的責任 

——的另一點,這也是有人在本案上提起^ 

四九. 代理參謀長在他的報吿書的最後一段內 

建赘，允宜重申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主席及聯合國 

觀察員在非武装地帶內的特別權力,特別是,他們有 

不受限制任意出入非武裝地帶內各個部份的權利。 

我認爲這是一項明智的建議。 

五〇.上面我已引過以色列叙利ffi全面停戰協 

定的第五條第五項（丙）款,這些特別權力就是從這 

個條款得來的。 

五 一 . 安全理事會對於出入非武裝地帶問題的 

態度已有紀錄在案。一九五一年五月十八日决議案 

〔S/2157〕第+三段規定如下： 

"鑒於觀察員及休戰督察圑官員救次被拒 

絕不得進入作爲控訴對象地的地區，以執行其 

合法職務,對此表示關切,認爲當事方面在遇有 

荽求時應隨時准許此種進入，俾休戰督察豳履 

行其所負職務，並認、爲當事方面遇停戰事宜混 

合委員會主席爲此目的要求供給便利時亦應予 

以一切便利"。 

五二. 敝國政府是這個決議案的提案國之一, 

當然支持這個决議案。所以，我們聽到代理參謀長 

報吿書透露雖有上述一九五一年五月十八日決議案 

該段的規定，代理參謀長及聯合國軍事觀察員在調 

査這座橋樑過程中曾遭遇困難時對此表示獮切。本 

人要趁這個機會促請各方注意，對於非武装地帶內 

的任何事件或演變遇到參謀長剁斷結果認爲需要進 

行調査時應予以最充份的便利，此點依我們的意見 

是很重要的。 

五三. 我們還聽到非武装地帶內發現有地雷區 

及地雷,此事違反停戰協定，使我們感覺不安，不過 

我們注意到以色列代表已保證這些地霄後來É經移 

除，認爲满意。敝代表圑鑒於參謀長所負確保停戰 

協定第五條的充份莨施的責任，覺得如由他就非武 

装地帶內的情況,擇其中與停戰協定條文有關者,向 

理事會提出一個報吿書,這一定對理事會有用。 

五 四 . 總結起來,我們認爲代理參謀長所作關 

於這座橋樑的決定，是他的權力所在，所以應予支 

持;我們並認爲理事會應全力支持參謀長及聯合國 

軍事觀察員在非武裝地帶內執行職務，確,們在 

這一點上獲得一m適當的便利。 

五五. Mr. NUNEZ PORTUONDO (古巴）： 

古巴政府極其關切地硏究了叙利亜代表及以色列代 

表在安全理事會第七八。次會議內發表的演說。 

五六. 引起這個討論的主要文件是巴勒斯坦聯 

合國休戰督察圑代理參謀長Colonel Leary於一九 

五七年四月二十日签字的一本報吿書〔S/3815〕,這 

報吿書是關於叙利S政府對於在以色列叙利亞間非 

武装地帶內所建築的一座橋樑提出的控訴。 

五 七 . 這報吿書的第十三段及第十四段是構成 

意見的根據,其文如下： 

"這座棰非建築在阿拉伯人所有的土地 

上,它的建築並不妨礙非武裝地帶內任何阿拉 

伯平民的利益。這座橘雖可充軍事用途，但代 

理參謀長親自赴現場調査後,並根據關於此事 

所作的談話,認定這座橋的建築是與許勒懇殖 

計劃有關，旨在促成該計劃之實現。因此,這座 

橋雖具有可能的軍事憤値，但他不覺得他有理 

由可要求將它拆除。這樣一f固要求將須基於一 

項假定，卽當事一方將違反全面停戰協定之條 

文把這座櫥充作軍事用途，而這一假定是代理 

參謀長無'權加以考盧的。 

"鑒於本案上發生的種種困難，大大延遅 

了聯合國軍事觀察員赴現場視察,以及本報吿 

睿之提出，故代理參謀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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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裝地帶內之特別權力。各方應無保留確認,他 



們依照全面停戰協定在非武裝地帶內所有部 

份,包括裏面建築有這座橋的中段在內,享有行 

動及出入之自由。" 

五八. 古巴代表圑無理由懷疑代理參謀長之公 

正性及權限。我們IS爲可斷定他之作這個報吿書是 

在親赴爭執發生地點調査以後,所以我們找不到任 

何正當的理由可不接受他的建議。職是之故，古巴 

代表,唯有支持這報吿睿內所載的建議的全部，蓋 

這些建議無法分裂，要接受其中某些意見而拒其餘 

意見是不可能的。 

五九. 古巴政府認爲，巴勒斯坦的'淸勢除非有 

改善，否則對阿拉伯人及猶太人都無利。敝國政府 

認爲，世界輿論急切要求大家努力找尋一項公正解 

決辦法以減少世界此地區內的情勢之爆炸性。我們 

希望聯合國，尤其是其秘書長，採取一切必要的行 

動,俾達到人人都祈求的正義與實際的和平。 

六 〇 . M r . WALKER (澳大利亞）：在上次會 

議,理事會聽到了叙利亜代表及以色列代表所作關 

於叙利亜政府的控訴〔S/3827〕的演說。依照我們 

卦»況的了解，叙利亚的控訴是說，以色列當局違 

背以色列叙利亚間全面停戰協定之規定，在以色列 

叙利亞中閬的非武装地,內建築了一座橋樑,據叙 

利亞申稱,這座橋樑構成"一項軍事活動",並給予以 

色列一項"軍事利益",而陷叙利S於不利。關於這 

個控訴，我們也接到聯合國休戰督察圑代理參謀長 

的一個報吿,〔S/3815〕,這報吿書,各位同僚諒已作 

了密切研究à 

六 一 . 已往理事會曾審議過叙利亜所提關於以 

色列在非武裝地帶內從事許勒墾殖計劃的控訴。從 

表面上看，這計劃好像是有價値的，但安全理事會 

的職責不是從經濟福利的觀點來審核它。據叙利S 

代表說，這計劃使非武裝地帶內阿拉伯人遭受了許 

多困苦,這些困荅當然也不該不加注意。伹理事會 

所最感關切的，乃是以色列在非武装地帶內進行這 

個計劃的活動，是否違背停戰協定的條文,及在其他 

方面是否可能危害國際和平與安全的維持。 

六二. 我不預備温習當事雙方在一九五一年就 

彼此在停戰協定下所有的權利和責任以及就棘合國 

督察圑經由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對於非武裝地 

帶內的活勅的職權發表的長篇大論。同樣的,我也 

不覺得需要來重提非武装地帶這地區內過去發生的 

種種控訴及事件。 

六三. 安全理事會在已往總是依賴參諜長及停 

戰事宜混合委員會主席赴糾紛地點調査。本人認、爲, 

此次我們必須繼績依賴他對當地的知識、實際經驗 

及剁斷。理事會已接到代理參謀長的報吿書,其中 

叙述了叙利亞控訴的原由、代理參謀長進行的調査、 

以及他所達到的結論。 

六 四 . 關於叙利35代表向理事會提起的主要問 

題，卽許勒湖出口處建築一座橋樑事,代理參謀長 

認定這座橋雖可充軍事用途,但它的建築是爲了促 

成許勒懇殖計劃。因此代理參謀長報吿說他不覺得 

有理由可要求將它拆除。澳大利亜代表圑預備接受 

代理參謀長這烟決定，且認爲理事會應當支持他在 

這事情上的剁斷。所以我們認爲就這座橋來說,理 

事 會 在 當 前 無 庸 採 取 進 一 步 行 動 。 

六五. 同時澳大利亜代表圑對於代理參謀長報 

吿書內某一些部份感覺相當憂盧,那些部分指ffi,因 

等待以色列撖JP其對代理參!^§視察橋樑所在地的 

反對，故他的調査爲之延宕。依我們的意見，代理 

參謀長去視察這座橋樑是極其正確的行動，我們認 

爲他有百分之百的權利，事實上也是義務,可爲此目 

的進入非武裝地帶，察看其中是否有如叙利亜當局 

所說的，任何建築工事的行動。我們知道代理參謀 

長並未査得任何應在禁止之列的工事,不過他確査 

到一個地區標着敷設地雷字樣。以色列代表已通知 

理事會說這些地雷^K已經移除了。 

六六. 以色列當局竟對代理參謀長的調査加以 

阻礙,縱然是一時的阻礙,實是可遺慽的。本人毫不 

猶豫要支持代理參謀長報吿齊內結尾的一句話。我 

深信本理事會堅決認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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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各部份內享有 

行動及出入的自由。在某一時候,他們是否必須視 

察某一地點以執行其職務，乃是須由代理參謀長作 

決定而不是由停戰協定當事方面來作決定的問題。 

安全理事會必須支持代理參謀長的權力，停戰協定 

當 事 雙 方 也 必 須 ^ « 他 的 權 力 。 

午後十二時二十五分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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