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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全 種 事 會 

第 七 百 八 十 二 次 會 議 

一A五七年五月二十八日星期二午後三時在紅约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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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命 

比茧、古巴、法蘭西、克、菲律賓、瑞典、蘇維 

^a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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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2) 

― . 通 過 議 程 。 

二 . 巴 勒 m 問 題 ： 

—九五七年3：月十三日敍利茧代表爲在以色列敍 

利亜全面停戰協定所規定之非武裝地瑭內建築一 

座插樑事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S/3827)。 

通 過 議 程 

議程逸逸。 

S勒斯坦問題：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三日敛 

利亜代表爲在以色列敛利亜全面停戰 

協定所規定之非武裝地帶内建築一座 

橋樑事致安全理事會主席面（S/3827) 

( 绩 完 ） 

敍利亞代象Mr. Rafik Asha及"色列代象Mr. 

^ordacai R. Kidron應主席請,就理事會铖席。 

一.Mr. ROMULO(菲律賓）：安全理事會自從 

-九五一年£1來一 E l^"色列及敍利亜兩國政府未能 

g照一九四九年七月二十日該兩國間全面停戰協定 1  

？^定之義務，在促進恢復巴勒靳坦之永久和平方面 

If所進展，表示黼注，菲律賓代表圑對此亦有同感。 

S們深知道在達成這個正大目標以前霜要解決許多E 

1 9?&理事^Ê"式紀錄，»四年，特別補編第二88。 

大及複雜的問題。爲求達此目標，必須當事方面躬自 

努力，鎮以百折鴨的精神，始克有濟。聯合國的職 

責，乃在提供一切可能的協助，£1創造有利於磋商永 

久解決辦法的環境。至於安全理事會，則須在依照憲 

章應該行使其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的主窭責任的時 

候,始能出面干預。但實際上,安全理事會確曾干預過 

^據稱涉及破壞停戰協定的案件，其所持根據: fel l 

是，這個停戰協定乃是遵照安全理事會謀求巴勒斯坦 

和平的行動而締結的。 

二. 安全理事會一九五一年五月十八日決議案 

〔S/2I57〕宣稱："爲促進巴勒»fS永久和平之恢復起 

見，以色列及敍利茧兩國政府必須忠實遵守全面停戰 

協定‧‧‧ "。 

三. 理事會至少可 f£l在沿停戰界^~*#，及在該 

非 ^ 地 锥 內 ， 防 止 ^ 勢 轉 趨 悪 化 ， 免 # ^ 壞 停 戰 協 

定 所 建 立 的 搖 搖 欲 墜 的 均 勢 。 我 們 這 偭 停 戰 協 

定裏面自己規定着强制執行其各項條文的«構。 

四. 安全理事會在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一日決議案 

〔S/. 376〕及一九五O年十一月十七日決議案[S/1907〕 

內，指出這幾個有翻巴勒新坦的停戰協定規定着當事 

方面自己寳行監督，並責成當事方TO保其耱镊實施 

與運守。 

五. 在一九五一年五月十八日決議菜內安全理事 

會促請以色列及敍利亜兩國政府將它們的控訴或者提 

交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或者提交這委員會的主席，繭 

何者依照停戰協定負着主管責任而定，並，方遵守 

因此而產生的決議。準此而論，爲着雙方自己的利益 

起見，當事雙方務驊利用停戰協定所規定的程序，以 

期實施其中备項條文。 

六. 敍利亜代表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三日致安全理 

事會主席的函〔S/3827〕指控以色列在非武裝地帶內許 



勒湖南端MU—座橋樑事,乃是違背停戰協定之舉,因 

爲這是一項軍事活勖,它耠予以色列一種葷事利益，並 

且構成對和平的威脅。這個控訴援引全面停戰協定第 

五 條 第 五 項 ( 甲 ) 款 ， 定 設 立 一 個 " 非 武 裝 地 帶 ， 

雙方軍隊絕對不得進入，任何軍事部隊或同軍事部隊 

的活動在其中一槪禁止"。 

七. 敍利亚參謀長要求聯合國休戰督察圑代理參 

謀長對此事作一裁定，代理參謀長稱，這座橋雖可充 

軍事用途,但他親自赴現場視察,並與以色列當局進行 

談話後，認定這座橋的 itm與許勒墾殖計劃有關,旨 

在便利其完成。代理參謀長報告書繼癍說:"因此,〔代 

理參謀長〕雖認爲這座橋具有可能的軍事價値,但他不 

覺得有理由要求將它拆除。這樣一個要求必須基於一 

項假定，卽當事一方將違反全面停戰協定把這座橘充 

作軍事用途，而這個假定是代理參謀長無權加以考盧 

的"。〔S/38I5,第十三段〕。 

八. 據麟代表圑看來，理事會當前的問題是：新 

定何者構成對於全面停戰協定第五條的破壞，究竟是 

聯合國休戰督察圑參謀長以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主席 

的資格所應有的職務，抑是整個委員會的職務。諝注 

意全面停戰協定第七條第一項規定由停戰事宜混合委 

員會監督全部協定條款的執行，同條第八項且規定： 

"除序言及第一條與第二條外，倘雙方對本協定之任何 

一項規定之意義發生不同解釋時，應以委員會之解釋 

爲準"。可是，停戰協定第五條第五項(丙)款又規定停 

戰事宜混合委員會主席、及附屬於委員會之聯合國觀 

察員，負責確保第五條之充份實施。 

九. 倘使我們認、爲解決這個問題的責任屬於停戰 

事宜混合委員會主席，那末我們必須接受聯合國休戰 

督察圑代理參謀長Colonel Byron C. Leary的裁定，認 

爲這是最後決定，無爭論綠地。自另一方面言之，倘 

使我們認爲裁決這個問題的責任屬於委員會全體，則 

委員會主席必須召集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會議，m審 

議這個敍利茧控訴。這好像是合乎邏輯的程序，因爲 

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對於某項情勢是否適用協定第五 

條，一旦作出了權威解釋後，委員會主席就有權對該 

項情勢適用第五條。 

—O.但以當前案件來說,召集.停戰委員會會讒， 

似乎不過徒具形式，因爲依照全面停戰協定第七條第 

四項,"遇到不能獲得一致同意時,委員會之決議,應以 

a席及參加表決委員之過半數票爲之"。觀乎以色列 

政府採取的立場，委員會內m色列委員對於主席的裁 

定，卽這座橋樑的建築不是爲軍事用途所以不違反停 

戰協定一點，大致不é不同意。 

—―.另需注意者，聯合國休戰督察團參謀長必 

須作這樣性質的裁決，這不是第一次。一九五一年二 

月二十一日，當事雙方同意就許勒墾殖計劃會不會給 

予以色列任何軍事利益一節徵詢當時參謀長General 

William E. Riley的意見。General Riley斷定"在許勒湖 

的排7JŒ作上，m色列人不會享到任何非鈸利茧人同 

樣可享到的軍事利益"。〔S/2049,第四節，第三段。〕 

這樣，與這個計劃有醮的軍事利益問題就解決掉了。 

—二.接替General Riley爲參謀長钓Général Vagn 

Bennike,曾於一九五三年九月二十三日，就建築一條 

運河轉移約il河的水流一事是否可能給以色列以軍事 

利益一點，發表決定如下： 

"關於此問題的軍事方面，谿谷幽深的約但 

河,對於任何企圆渡河的軍隊，特別是摩托化部隊 

形成一項厳重障礙。全面停戰協定的一方，可以用 

—條蓮河控制非武裝地帶內約但河的水流，碑者 

任意改變水道,或者甚至於河水乾涸，因此可以任 

意改變非武裝地帶對於對方的價値，而非武裝地 

帶的目的則是爲了'隔開雙方的軍隊，將發生摩 

擦及事故的可能性滅至最低限度"*'"。〔 5/ 3 '22, 

附件壹，第七段(e)。：] 

'—三.General Bennike在達成以上結論時，認爲 

當事雙方間之不克就怎樣解決這個問題擬出步驟，依 

他的意見，並不解除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主席參照全 

面停戰協定之條文來考盧這様一個計劃的軍事影—饗的 

責任。一半也是因爲這個結諭，故General Bennike決 

定"自九月二日起在非武裝地帶內開始動工的以色列 

當局，'在雙方商得一項協議前着卽停止在該地帶內的 

工程'"。[S/3I22,附件叁，第九段。〕 

一 四 . 因以色列對這個決定表示不服，故錄利茧 

向安全理事會提起控訴，理事會於一九五三年十月二 

十七日認爲"在安全理事會緊急審議此問題期間,允宜 

停止自一九五三年九月二十日起在非武裝地帶內開始 

之 工 程 " 。 2 

一五. 不幸，理事會沒有能够通過一個決議草案， 

那 個 決 讒 草 案 裏 面 除 其 他 外 , 支 持 參 所 作 的 决 定 。 

2典文件S/3128相ra。 



要不是因爲安全理事會一個常任理事國投反對稟，m 

個決議草桨原是會通過的。然而，瘗投票反對那個決 

議草案的人也支持參謀長的決定，那個以色列計劃到 

今天始終沒有完成。 

一六.大家可以看見，卽使當事雙方事先並未同 

意接受參謀長對其權限範圍內的一件事情的裁決，到 

後來他的裁決仍是受遵守的。 

—七.根據以上理由，菲律賓代表圑覺得沒有理 

由可更動Colonel Leary對當Étî這件事所作的裁决。這 

不是說我們對於因建築這座橋而發生的種種情形表示 

滿意。我們現在所關切的僅是依我們的意見，對於 

CoWnel Leary ，築這座橋的軍事影響所作的估計， 

應如何處理。依我們的意見，他祇是代理參謀長一點， 

並不削弱他的權力或減輕他的責任n我們尊重他的參 

酌停戰協定來判斷此事的軍事影響的專門資格，因爲 

這協定用它自己的話說，係"純粹基於軍事的考盧，而 

不是基於政治的考盧"。 

一八. 可是，Colonel Leary的決定裏面有若千基 

本假定，關於這些假定，我認爲控方應獲得若干保證。 

Colonel Leaty指出"從技術觀點言，祇要將底板或其他 

適當支持物置於橋下一個從前建造的水壩的遺留部份 

處,可毋須增加更多的製就橋身,而將橋的安全載重量 

立卽增加到大約四十五噸"。但有人告訴他說"這個水 

壩的ît留部份將在最近的將來移去，以加速許勒湖水 

的流出，'並完成預計的排水"。〔S/3815,第十一段。〕 

一九. 倘使這個移除7K塌的承諾儘速兌現，此舉 

可幫助保證這座橋不會充侵略性的軍事用途，自不待 

^ o 

二〇.旣然建築這座橋的理由是要促成許勒墾殖 

計劃，那末一旦這個計劃完成後，這座橋営然就沒有 

存在的理由了。 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三日，以色列代 

表的演說，聲稱這座橋沒有其他用途。一九五七年五 

月十七日，以色列大使館所發的參考資料第二十七號， 

也稱這座橋爲"臨時性"。所以，一俟上面聲稱的目的 

達到後，如能立卽將這座橋拆除，此舉對於非武裝地 

帶之安謚，必可有所貢獻。 

二一. Colonel Leary還査得這座橋的西邊入口處, 

有一塊地方，標明埋有地雷字樣。這當然給予以色列 

方面一項軍事利益，對敍利亞方面不利，同時也是公 

然違反停戰協定附件貳第三項。我相信，倘使Cokmel 

Lary能够證實這些地雷確如上次會議以色列代表所 

聲明的已經移除，這不'僅可叫控方安心，也可叫理事 

會放心。不過，地雷之移除，固然可以減輕破壞停戰 

協定的原始事實的罪過，但不免除那種罪過。 

二二. 還有一鳙，菲律賓代表圑也同意代理參謀 

長的報告書的看法。由於本案上所發生的種種困難大 

大延遲了聯合國軍事觀察員赴橋樑地黯的視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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讷特別權力。Colonel Leaty請求 

各方無條件承認主席及軍事觀察員有行勖自由及自由 

出入非武裝地帶所有各部份的權利時，他其實舐是在 

重申他們根據停戰協定第五條第5；項（丙)款及第七條 

第十項所應有的權利。 

二三. 此問題之提出，這不是第一次。一九五一年 

五月十八日的安全理事會決議案〔S/2I57〕，曾表示査 

悉觀察員及休戰督察圑官具屢次遭入阻止不淮進入爲 

控訴對象的地點與區域以執行其合法職務，特對此表 

示鬮切，爱認爲當事雙方遇休戰督察圑人員請求進入 

某地時，應隨時准許他們進入，俾彼等能履行其職務； 

此外，遇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主席爲此目的提出請求 

時，應予以一切便利。安全理事會的這個訓令現在依 

舊有效,應艇镄爲當事各方嚴格遵守，不論停戰事宜 

混合委員會所調査的控訴是何方提出的。 

二四，敍利亜代表在五月二十三日〔第七八〇次 

會議〕的演說詞中,提請注意代理參謀長報告書內的一 

部份，其中敍述安全理事會一九五一年五月十八日決 

議案內促請遣返被政府移出非武裝地帶的阿拉伯平民 

一項規定尙未充份實埯，並謂在一九五六年五月,參 

謀長又報稱非武裝地帶內阿拉伯人所居村落的正常平 

民生活之#1復尙未寳現。此外，敍利亚代表又稱，在 

一 九 五 六 年 十 月 所 有 居 住 在 非 武 裝 地 帶 中 段 村 

莊內的阿拉伯居民第二次遭受色列當局的驅逐。 

二五. 這是一項嚴重的控告，如杲屬實，此舉違 

反全面停戰協定及理事會一九2—年五月十八日决議 

案。依菲律賓代^圑的意見，根據停戰協定第七條第 

七項及參照第五條第五項(戊)款及第六條第五項，這 

件事情屬於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的主管範圍。 

二六. 敍利亚代表在五月二十三日所作的指控， 

卽以色列國家警察違反委員會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十二 

日的決議而駐在非武裝地帶內，及以色列在建築這座 

橋的同時還違反停戰協定第五條第五項（甲)款在非武 

裝地帶內有軍事活動等等，也應提交停戰事宜混合委 



員會處理。我要請大家注意停戰協定第五條第3：項 

(乙)款所付與停戰委員會主席及聯合國軍事觀察員的 

特別責任，該款規定任何一方之軍隊，不論軍事部》 

或同軍事部隊，如進入非武裝地帶之任何部份,"一餒 

聯合國代表證實",應構成公然違反此協定之行爲。 

二七. 在這期間，倘使理事會再能接到聯合國休 

戰督察圑參謀長的一些報告書，以便明瞭非武裝地帶 

內最新的一般情形，這對理事會一定是有幫助的。 

二八. 菲律賓代表圑欲重申理事會一九五一年五 

月十八日決議案〔S/2I57〕內顯然適用於當前這些問 

題的下列規定： 

"安全理事會， 

" ⋯ 

"促請以色列及敍利茧兩國玫府將其控訴提 

交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或其主席處葶，視根據停 

戰協定何者負主管責任而定，並遵守因此產生之 

決議； 

"憨爲拒絕參加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之會議， 

及拒絕尊重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主席依第五條所 

負義務而作之請求，係不符停戰協定之目標與意 

旨，特請當事雙方務必出席該委員會主席所召集 

之一切會議，並尊重此種請求。" 

二九. Mr. CARBONNIER (瑭典）：安全理事會 

現正在審議敍利亜政府提出的一項控訴，謂以色列當 

局在以色列敍利55全面停戰協定所規定之非武裝地番 

內，許勒湖南端處，建築一座橘探的行動是違反該停 

戰協定，並謂這個舉動構成一項對和平的威脅。 

三O.此事經在一九五七年三月底,提請聯合國 

休戰督察圑注意，該圑代理參謀長並曾調査此事。理 

事會已接到代理參謀長提出的一偭報告書，內稱，雖 

然此橋可充軍事用途，但他憨定這座横的建築是與許 

勒懇殖計割有闢，旨在促成該計劃。這座橘雖具有可 

能的軍事價値，伹代理參謀長覺得，他沒有理由依照 

敍利蓝政府的請求，要求將它拆除。 

三一.瑞典政府注意到停戰協定第五條第五項 

(丙)款授予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主席以全面監督非武 

裝地帶的特別責任。代理參謀長,以停戰事宜混合委 

員會主席的資格，已調査這項控訴，並達成結論，認 

爲根據種種情形，似無理由要求拆除這座橘樑。瑞典 

政 府 充 ^ 任 代 理 參 ^ ； 覺 得 應 持 他 的 決 定 。 

代理參謀長的道偭報告書的提出日期是— 

九五七年四月二十曰，其中對若千有翻此菡域内的活 

動的事情，未作結論。我們鑒於參謀長所負的特別責 

任，覺得安全理事會如能接到一件關於此區域內最近 

情形的補充報告書，這對理事會將有幫助《» 

三三. 說到這裏，我還要聲明，瑞典政府獾悉代 

理參謀長及聯合國軍事観察員在執行職務時又遭到困 

難，使敝國政府深爲豳切。è我們的意見，此點不僅 

違反停戰協定，並且違反安全理事會一九五一年五月 

十八日決議案〔S/2I57〕。聯合國休戰督察圑官艮及觀 

察員,爲執行他們的職務mm,必^Ë自由m入他們鱼 

着特別監督責任或作爲控訴對象地點的IS域。爲此目 

的，當事雙方務須皿一切便利。 

三四. 蔣先生（中國）：過去幾年中，安全理事 

會曾須審讖許多夹發生在非武裝地帶內，或沿所謂巴 

勒靳坦停戰界線一帶的爭端。我記得理事會就全體來 

說沒有一次不接受休戰督察圑向我們報告的事實，或 

推翻參謀長的決定。本代表圑不用說是一向支持休戰 

眢察國及參諜長的權力。河拉伯國家的代表或許已注 

意到，有數次當我在支持休戰督察圑的權力時，我曾 

須在本理事會內發言與投菓反對以色列。 

三五. 此番辯論內敍利茧控訴的主題是許勒湖上 

的一座橋。黼於這一點代理參謀長的報告書陳說得極 

淸楚，中國代表圑找不到充份的理由以推翻或修正這 

個至少就暫時來說不欲拆除這座橘樑的決定。以色列 

建築這座橋樑的目的淸楚得不用爭議。我現在要引代 

理參諜長報告書第十段： 

"具體的說,這座横的目的是運送挖土機械至 

許勒湖東岸。此種棰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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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便利這些棰械的養護工作。"〔S/3815。〕 

三六. 這座橋的目的旣是如此，自然就發生一個 

問題：一且這個目的達到了後，這橘將作何處置？這 

橘屆時可不可移除？我詆爲理事會及休戰督察圑應當 

考盧此橋的將來處置問題。同時，在這期間，旣然我 

們已作了這個辯論，並且敍利亚又是如此翮切，我倒 

要歡迎並且敦促參謀長，在他認爲適當的時候，向我 

們再提出幾個報告書，這可袷他一個槻會來答覆此夹 

辯論內有人提起的若千點，並可使我們得到更多的資 

料。 



H-fc.我對報告書第十四段也有極深刻的印象。 

最使我痛心的，是以色列爲這座橋探的事竟在休戰督 

察圑調查及視察這座橋樑工作上横加阻撓。 

三八. 參謀長建議要在將來採取若干步驟。中圃 

代表圑完全贊同第十四段內所載的意見。因爲敍利亞 

很翮切，我還要補充一句話。我覺得休戰督察圑在今 

後幾個月內應當格外注意這個橋樑IS域。 

三九. Mr. GEORGES-PICOT (法繭西)：法蘭西 

代表國聚精會神聽了以色列代表和敍利亜代表在理事 

會五月二十三日會議〔第七八Ô夹會議〕內發表的演 

說。今天早晨〔第七八一次會議〕我們又聽到了聯合王 

國代表及繼他之後發言的五位代表就以色列、敍利亜 

間非武裝地帶內建築一座橋樑事提W的論點及結論。 

法國代表圑覺得它沒有需要再補充的。敝代表圑根據 

各方已說過所以毋須再重複的理由,.同意一九五七年 

四月二十日聯合國巴勒斯坦休戰督察圑代理參謀長向 

秘書長提出的這個報告書〔S/38I5〕。 

四 〇 . M r . SOBOLBV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聯邦）：安全理事會徇敍利亜政府的請求，現又在討論 

£1色列違反一九四九年七月二十日以色列與敍利S兩 

國間所訂的停戰協定,問題。 

四一. 敍利亜代表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三日的信 

〔S/3827〕，及他向理事會五月二十三日會議發表的演 

說，列舉許多事實證明以色列、敍利亜停戰界線上非 

武裝地帶內釣不正常情勢。安全理事會諸位理事也已 

聽到以色列代表在五月二十三日陳述以色列政疳的觀 

點的演說。本理事會赏前還有聯合國休戰督察圑代理 

參^四月二十日提出的報告書，報告以色列敍利S 

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審議敍利亜控訴的結果。 

四二. 大家都知道，停戰協定規定設立一些非武 

裝待區，在這些特區內，所有軍事部隊及同軍事部隊 

槪須撤離，所有軍事性質的建築物槪須拆毁。這協定 

並禁止在區內埋設地雷。凡此種種有關非武裝地帶的 

規定，其所以訂在停戰協定內，不僅是想隔開雙方的 

軍隊,並且想防止這兩個比鄰國家間將來發生摩擦或 

邊境事件的可能性。 

四三. 詎枓以色列當局不顧這個協定內的明確規 

定，在非武裝地帶內採取種種方式的片面行動，特別 

是在許勒湖南端建築一座橋樑，這橋樑在本質上具戰 

赂性，並給以色列一項軍事利益。甚至聯合國休戰督 

察圑代理參謀長的報告書也承認，這座橋的軍事意 

義，其中說這座様樑可充軍事用途。再者，以色列當 

局尙在採取其他措施，大大改變這個非武裝地帶的性 

質，將它從非武裝區變成軍事區。敍利55代表已在他 

的信和演說內指出，代理參謀長的報告書也證實，以 

色列當局將這座橋棵的西端入口處埋了地雷。連以色 

列代表也不否憨那地區曾埋地雷，因爲在上次會議裏 

他說這些地雷現在已經移去。 

四四. 要了解全面情形，務須注意以色列政府對 

於停戰協定內有幾點或多或少，在某些時候，不爲以 

色列所惬意的規定採取的態度。爲說明此點起見我們 

請看一看Colonel Leary的報告書，他說： 

"主席乃接觸以色列代表團欲進行調査。 

色列髙級代表，遵循其政府一貫對敍利S的有關 

非武裝地憨的控訴採取的態度，拒絕考盧此項鈸 

利55控訴。他又說，聯合國軍事觀察員不得從钹 

利亜領土進入非武裝地帶，亦不許從以色列一邊 

進去調査。"〔S/38I5,第三段。〕 

請問以色列當局的這個態度有幾分符合停戰協定在這 

事上的規定？以色列的這個態度顯然違背停戰協定。 

倘使以色列當局沒有須向聯合國観察員隱瞞的事情， 

爲什麼不許他們立刻去實地調査情形？以色列當局雖 

然事後不得已允許聯合國觀察員進入橋樑典工地點， 

但這不能改變以色列妨礙聯合國休戰督察團執行停戰 

協定所規定的職務的事實n 

四五. 聯 合 國 觀 察 員 實 地 調 查 査 到 了 什 遨 ？ 

Colonel Leary在報告書第十一段及第十二段〔S/3315〕 

內講到這一點。在第十一段內他說： 

"據代理參謀長於四月七日目睹，這座橋的式 

樣是貝萊標準式，長一百呎，濶十二呎半，安荃 

載重量八至十噸。在橋樑附近地點見到二十個橋 

段。這些橋段後來被用來加强及延長這橋摞。當 

聯合國軍事観察員於四月二十日視察橘樑地酤 

時，橋長已增至一二〇呎，其辦法是移動東邊的 

底扳,橋的安全載重量亦已增强至十二至十四噸。 

從技術的觀黯注意到，祇要將底扳或其他適當 

支持物匱於橘下從前修築的一個水壩的遗留部份 

處，可毋須增加更多的製就橋段，而將橋的安全 

載重量立卽增加到大約四十五噸。但據悉這7lC壩 

的逭留部份將在最近的將來移去，以加速許勒湖 

水的流出，並完成預計的排水工作。" 



報告書第十二段稱："當視察橘樑座落地點時,*^到 

全面停戰協定附件贰第三段所禁止之工事種類。" 

這很好，但代理參謀長接着說:"橋樑西端入口處有一 

個地區標着埋有地雷字樣。" 

報告書指出，根據全面停戰協定附件貳第三段，非武 

裝地帶內禁止地雷區及地雷。報告書說:"代理參謀長 

正在採取步驟着將現有之一切地雷從此地區內移去" 0 

四六，如果我們能從代理參謀長接到一個報告 

書，報告這些地雷已從這個地區內移去，這當然很有 

用。不幸我們迄未從他那裏接到這樣一個報告書。 

四七，這報告書供給的消息,允許我們卞一結論》 

第一，所建築中的這座橋，在性質上毫疑問可充軍事 

用途，第二，這橋的入口處埋了地雷。任何人自可責 

問：如杲這座橋像以色列代表在這裏所聲稱的鹂有一 

橱和平目的，爲什麼要在入口處埋地雷？ 

四八. 關於這一點，我們不能同意瑾事會若干理 

事表示的意見，卽本案上的决定性因素是以色列當局 

舐預備爲和平目的使用這座橋的意向一我重複這"意 

向"二個字。照我們看,關键不是意向問題,而是非武裝 

地帶內這個或那個建築是否有軍事價値，及從軍事價 

値的観點看,是否違反停戰協定。"當前這案子來說， 

不容任何人懷疑，這橋確可充軍事用途，此點M聯 

合國休戰督察團代理參謀長予以證實。同時，理事會 

內的討論還指出，另外還有一些問題，需要以色列赏 

局及代理參謀長予以闡明。 

四九. 伊拉克代表在他的發言〔第七八一次會議〕 

內建議安全理事會邀請Colonel Leary到理事會來，以 

便理事會理事請他就他的報告書的若千點提出解樺。 

據我們看，伊拉克代表的這個提案値得注意，蘇聯代 

表圑予£1贊助。 

五〇.有人曾經提出另一項意思，這就是，請 

Colonel Leary就此刻一一我們收到他上一個報告書的 

大約一個月後̶̶非武裝地帶内此部份的情形，再提 

出一個書面報告。這個意思據我看也値得安全理事會 

注意，它可供給更多的資料，幫助我們對非武裝地帶 

情形的演變作一判斷。 

五一.以色列當局在非武裝地帶內的片面行動確 

是嚴重â反停戰協定，就實際功效來說，是對其鄰國 

敍利亞的一項軍事威脅；所以，這是此區域內驚恐和 

擾琅的一個新起因。以色列的這種行動,據我們看,必 

然導è以敍兩國間蘭係的惠化。另一偭使以截停戰界 

線區域情勢陷於悪化的原因，是以色列政府對於那個 

確保各方遵守停戰協定所定條件的制度所持的一舷態 

度。各位都知道以色列代表拒絕參加以敍停戰事宜混 

合委員會之工作，而該委員會特別負着聽詢當事各方 

的控訴和要求的責任。 

五二》在這種種之上,倘使我們再加一個事實,便 

是以色列當局常常不准聯合國觀察員去進行實地調 

査，我們就不得不問下面這個問題：所有這些事實加 

起來難道不是說明以色列統治集圑意在阻止任何人調 

査以色列遵守停戰協定的情形嗎？ 

五三 4以色列政府這種政策，自然在和它接鄰的 

阿拉伯國家間引起焦急，它們當然合理地認爲這個政 

策是對其安全的一項威脅。敍利3S尤其有種種理由要 

對以色列此項最新違反停戰協定條文的行勖表示驚 

恐,因爲它在過去曾經不止一次爲以色列侵略行動的 

搽牲者。 

五四，安全理事會過去曾經不止一次審讒以色列 

違反停戰協定的情事，包括對其中鬮於非武裝地帶的 

規定的破壞。祇舉一個例就够了。安全理事會曾在一 

九五六年一月警告以色列政府務須嚴格遵守依停戰協 

定及聯合國憲章擔負的義務；否則理事會要被迫考盧 

依照憲章須採取何種進一步措施，以維持或恢復和平。 

五五. 以色列,於遵守停戰協定的政策在安全理 

事會作這個決定之後是否有所改變呢Î過去幾個月的 

情形，尤其是無論對埃及的浸略，均證明以色列的領 

袖們爲了執行其以阿拉伯鄰國爲直接對象的極端計 

割，願意蠻幹到底。 

五六. 以色列當局在非武裝地帶內破壞停戰協定 

的片面行動，業已在以敍停戰界線一帶_造成緊遏情勢， 

這種情形需要安全理事會予以密切注意。依我們的意 

見，理事會對於以色列此種想破壞當前停戰，並挑動 

與鄰國的新衝突及新摩擦的企圖，必須加以制止。 

五 七 . 敍利亚代表向安全理事會指稱钹利S政府 

要求理亊會採取步驟，確保各方嚴格遵守現仍有效的 

停戰協定。此舉完全符合聯合國憲章的精神和字義。依 

蘇聯代表圑的意見，我們對於敍利亞代表呼籲理事會 

譴責以色列此項違反停戰協定及安全理事會決議案的 

規定一事，決不可能不予支持。 



五八. 敍利茧政府還請求確憨停戰事宜混合委員 

會主席的權力。任何人都淸楚知道這個請求是很芷當 

的。聯合國軍事觀察員應可自由進入非武裝地帶及其 

任何一部份。這些請求都是完全符合停戰協定條文的。 

五九. 蘇聯代表圑鑒於以色列違反停戰協定內關 

於非武裝地桀的規定，所以也支持敍利亞的請求，認 

爲安全理事會允宜在一個決議內，確認停戰協定內規 

定非武裝地帶之地位的條文,並着以色列無條件遵守 

這些條件。 

六〇.爲此目的，以色列當局務須停止其在非武 

裝地帶內採取的一切片面行動，立卽拆除這座橋樑,撤 

返其警察部隊，並採取步驟確保被從此區域移出的阿 

拉伯人民得m回返他們的土地和住宅。敍利亚政府要 

求理事會採取措施以恢復非武裝地帶內的正常情形， 

這個正義和合理的請求，蘇聯代表圑深信一定會得到 

安全理事會理事的支持，誠如是這就是對於恢復此區 

域內的和平與安全採取了一個重要的步驟。 

六一. 秘書長：蘇聯代表曾講到地雷區事情， 

問關於移除地雷的事是否已經證實。關於這一點，本 

人要向理事會報告，代理參謀長業已證實以色列代表 

所作關於這一點的聲明。 

六二. Mr. MORALES (哥侖比亜），依我們的意 

見，休戰督察圑代理參謀長是有資格判斷非武裝地帶 

內所建築的任何工程的性質的人。代理參諜長在他給 

我們的報告書〔S/38I5〕內說，他覺得沒有理由要求將 

這座橋移去。他同時還告訴我們，一般來說以色列當 

局並未提供必需的合作，以便利聯合國的調査。 

六三. 哥侖比茧代表圑歡迎休戰督察圑的報告 

書，並認爲(一)旣然休戰督察圑代理參謀長的意見如 

此，就無理由命令移除或拆毁這座橋樑；（二)迫切需 

要確認和重申參謀長及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主席的權 

力；（三)關係备方應對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之工作予 

以所有必雷的合作，尤應供給一切爲進入非武裝地帶 

所必需的工具，俾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得在該地帶內 

有充分的行動自由。 

六四. 還有一點，正如某幾位代表提議的，若能 

請參謀長再提出」個補充報告書，報告目前此地帶内 

的情形，聯合國機關入員的進入自由，以及一般來說， 

參謀長覺得應促請安全理事會注意的任何事項，此舉 

當甚有用。 

六五. 我們希望關係各方對這裹表示的各種意見 

予以適當的注意。 

六六. 主席：理事會各位理事除主席外,都已發 

言。現在，我欲以美國代表的資格，說幾句話。 

六七. 美國已經仔細硏究了敍利55政府的控訴， 

卽最近K色列在以敍非武裝地帶中段内建築一座橋樑 

的行動是一種軍事活動，違反停戰協定第五條第五項 

(甲）款，並構成對和平的一種威脅。 

六八. 聯合國巴勒靳坦休戰督察圑代理參謀長已 

應敍利亜政府的請求視察了這座橋樑。敍利亜政府還 

要求代理參謀長制止此項建築，稱之爲非法。代理參 

謀長在他於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日提出的報告書Ê s/ 

sa 15〕內說，雖然這座橋可充軍事用途，但他於親自實 

地調査之後，認定這座橋的建築是與許勒塾殖計劃有 

關。所以他覺得沒有理由要求拆除這座橋。他指出這 

樣一個請求將需基於一種假定，卽以色列將違反全面 

停戰協定把這座橋充作軍事用途，而這一假定，他覺 

得他是無權可作的。代理參謀長還報告說這座橋不影 

響非武裝地帶內任何阿拉伯平民的利益。 

六九. 根據停戰協定第:S條，參謀長£1停戰事宜 

混合委員會的主席資格，須負責確保停戰協定內鬮於 

非武裝地帶的條文充分得到實施。此項權力經安全理 

事會於一九五一年五月十八日決議案〔S/2I57〕內予以 

確認。如果當事方面中任何一方覺得參謀長在任何事 

項上處置失當，該方可將此事提出停戰事宜混合委員 

會,根據停戰協定第七條，該委員會奉有裁决關於協 

定實施事宜的爭執及解櫸協定的權力。 

七〇.我們充份知道，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自一 

九五一年來沒有開過會。但這一事實並不解除任何 

一方應當在訴諸安全理事會之前先盡力設法利用停戰 

事宜混合委員,的機構的責任。我們艇績主張停戰事 

宜混合委員會應當執行職務，但如不根據第七條之規 

定利用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這一機搆，那麼參謀長的 

裁決必須有效。 

七一. 美國對本案上所有事實詳加考慮之後，認 

爲代琿參謀長的這個報告書已充份答復了敍利亜的要 

求。 

七二. 以色列代表說〔第七八〇次會議〕，由於休 

戰制度已爲停戰協定替代，故任何一方在非武裝地帶 

內,不得饺用純屬軍事性質的考盧。以色列代表說，非 



武裝地帶祇是不許軍隊進入的區域一並無其他意義。 

美國不能贊同這個意見。我已在上面說過，停戰協定 

第五條責成參謀長充份實施協定內有關非武裝地帶的 

條文。第五條第二項說非武裝地帶之劃定，"目的在隔 

離雙方軍隊，滅少發生衝突及事故之可能性，同時在 

不影響最後解決的範圍內，使非武裝地帶內之平民生 

活能逐漸恢復正常"。 

七三. 參謀長曾在一九五三年要求停止在非武裝 

地帶內進行的一項工程，依照他的意見，該項工程影 

響到此地帶內,正常平民生活的保護，並影響到此地帶 

的軍事價値。由此可見，參謀長顯然聲稱軍事考墩是 

他依照停戰協定需要負責的事項之一。在這一點上,美 

國擁護參謀長的立場，如安全理事會多數理事一樣。美 

國對於參謀長在非武裝地帶內的權力一事所持態度， 

在當時也經詳細說明如下： 

"第一，嚴格遵守以色列、敍利亚間簽訂的停 

戰協定,對於此地帶的和平,極關重要——這問題 

對本案有極密切的關係。第二，安全理事會一九 

四九年八月十一日的决議案旣然批准了那個停戰 

協定，以之替代休戰制度並藉以.幫助轉入7卞久和 

平，那麼理事會在這事上的首要責任自然是支持 

該停戰協定。爲達此目的安全理事會的代表就是 

聯合國休戰督察圑的參謀長。第三，建設工程符 

合當事方面依停戰協定所擔負的義務，可促進一 

般利益，而不妨礙旣有權利及義務者，應受鼓勵。 

"• • •參謀長，以全面監督非武裝地帶的負責 

人的資格，是決定這個計割是否符合上述條件的 

適営主管當局。任何片面行動，不論是何方採取 

的，與參謀長的權限發生衝突者，勢必威脅停戰 

協定之有效運用與執行。同樣的，據我們的意見， 

任何政府都不得對非武裝地帶內的合法計劃行使 

否決權。"〔第六四八次會議，第三及第四段。〕 

以上是在一九五三年聲明的美國對於參^長的權限的 

態度。 

七四. 代理參謀長關於本案的報告書雖然答覆了 

敍利亞政府就這座橋提起的問題，但他同時也引起了 

其他許多對安全理事會有關係，而報告書未予答覆的 

問題。例如，這報告書指出，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的 

主席及聯合國觀察員起初曾受到以色列政疳的阻撓。 

代理參謀長鑒於這個經驗，故建議允宜重申停戰亊宜 

混合委員會主席及聯合國軍事觀察員在非武装地帶內 

的權力。 

七五. 從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日的這個i報告書， 

可明見代理參謀長的權力未受充分尊重，因此他沒有 

能够充分執行他在非武裝地帶內的職責。這使我要說 

下面這句話：凡是任何一方欲限制停戰事宜混合委員 

會主席及聯合國軍事觀察具在非武裝地帶任何部分的 

行動及出入自由，都是美國所深感閽切的，同時也應 

當是安全理事會全體理事及全面停戰協定各當事國所 

嚴重注意的。 

七六. 代理參謀長所提應當à申他的權力一點顯 

然是應該作到的。他的權力必須爲當事各方所尊重，當 

事各方應與他充分合作，在他爲行使權力所認爲必須 

的任何實際佈置上，予以幫助。 

七七. 報告書還指出代理參謀長査得這座橋的西 

端入口處有一個地方埋着地雷，違背停戰協定。代理 

參謀長報告說，他當時正在採取步驟以移去這些地雷； 

以色列代表曾經告訴理事會說，這些地雷已經移去。 

七八. 舉第三個例，這報告書還指出代理參謀長 

祇視察了非武裝地帶的若干部份。究竟這是他自己的 

選擇還是因爲有人不許他視察其他部份，報告書內並 

未表明。 

七九. 由於這些疑國尙未解决，故美國詆爲倘代 

理參謀長能就整個非武裝地帶內的目前情形，包括這 

地帶內的巡査問題，代理參謀長,的出入自由問題，以 

及他認爲執行職務所必須的任何實際辦法等等，向理 

事會提出一個最新報告書，這對於理事會將拫有價値。 

我們認爲他應當作這樣一個詳細的調査，俾可叫我們 

放心這地帶內的情形確是停戰協定所希望的情形。我 

們希望停戰協定當事雙方充分和他合作。 

八〇.安全理事會之目標,必須是確保和平局面。 

停戰協定及此地帶內的聯合國人員是達到這個目標最 

要緊的因素，實際上是不可或缺的因素。所有當事方 

面應充分合作使聯合國代表能完成他們的任務。這是 

爲建立對以色列及以色列的鄰國十分重要的和平與秩 

序所不可缺少的一件事。 

八一.現在我回到主席地位上發言。敍利亞代 

表剛才通知贫，希望?隹他在今天作另一次發言；以色 

列代表亦已表示，希望再要發言。如理*會各位理事 

不反對，主席對於安全理事會所審議問題的當事國的 



潁望，向來總是答應的；徜使一造或兩造希望在某一 

天發言。主席總是設法使他們能够發言。所以，主席 

預備准許敍利亜代表發言；等他發言完畢後，預備萑 

許以色列代表發言。 

八二. Mr. ASHA(敍利亜）：我要威謝主席給我 

再作一次發言的機會。 

八三. 一九五七年七月二十三日，我在向安全理 

事會〔第七八〇次會議〕所作的演說內,用充分的證據, 

詳細正確的資料，不歪曲的引文，及最新的例證,淸 

楚指明了以色列當局怎樣在非武裝地帶中段建築一座 

具有軍事價値的橋樑，拒絕研究敍利亞所提有關這座 

橋的控訴，拒絕出席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的會議，在 

非武裝地帶內駐紮正規警察部隊，將阿拉伯平民驅出 

這個地帶內，在這座橋的兩端入口處埋設地雷，及在 

非武裝地帶內作軍事活動等等，違反全面停戰協定特 

別是這協定的第五條之規定，以及安全理事會一九五 

—年五月十八日決議案〔S/2157〕。 

八四. 我並確繫地證明了'，以色列當局不先履行理 

事會一九五一年五月十八日決議案所要求的條件，而 

耱É在非武裝地帶中段進行排水工作，是在違反那個 

決議案。 

八五. 我聲明敍利55政府可以接受代理參謀長的 

大部分陳述，特別是其中關於以色列、敍利亜停戰事 

：É混合委員會的權限，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主席的職 

權，及聯合國觀察員的行動自由等點。 

八六. 可是我們也指出，並且fil理由證明了代理 

參謀長在其報告書內所作的結論不完全符合事實，那 

些結讒也不算是嚴格實施以色列、敍利亜閬全面停戰 

協定的條文。 

八七. 在我上夹發言的結尾，我向理事會提出一 

頃行動計劃，其中包括九條合法、合理、極有根據的 

要求，供理事會考盧。 

八八. 另一方面，我遠曾在開首及結尾促請安全 

8事會各位逢事注意，以色列大使舘所公佈的一個背 

景資料文件內有種種失實及歪曲之處，旨在誤引視聽， 

混淆理事會當前問題的癥結。 

八九. 我們今天不想重複上次發言內已陳述過的 

豳點。我們此次發富預備只硏究以色列代表一九五七 

年五月二十三日向理事會〔第七八〇次會議〕所作的發 

g，及今天下午若千代表發表的演說。 

九o.首先我們注意到，a色列代表溷雖竭盡能 

事想搪塞他們的發言內一切可能的漏洞，但那篇發言 

仍像一個有許多極大的漏洞的篩子。駁斥其中所包含 

的各項脆弱的論點，在我們正易如反掌。不過，我們 

不預備採用以色列代表團的辦法，因爲我們頓到安全 

理事會的威信，要維持這個辯論的尊嚴及莊重。 

九一. 以色列代表在他發言的開頭說，這個敍利 

亜控訴根本不是一個對以色列的控訴，而在大體上是 

與非武裝地帶內聯合國主管入卽休戰督察攔參謀長的 

—項爭執。一個曾經不准參謀長視察橋樑地點逾兩星 

期之久的當局，其代表現在竟公開維護參諜長的權限， 

實在使我們威覺訖異。我們要指出，這個敍利亞控訴 

一半就是起因於以色列當局迄今爲止不尊重參謀長的 

權限。其次，這個敍利亜控訴是起因於以色列違反全 

面停戰協定，故這個控訴是對以色列而發。所以這個 

控訴不得解釋爲敍利亜與參謀長間的一項爭執，後者 

根本不是全面停戰協定的當事方面。當然，在估計若干 

事實及確立若干結論上，我們可能與參謀長抱不同的 

見解。可是在申述這些不同見解時，我們並未採用如 

歪曲、胡說及曲解等等悪意和欺騙的方法。 

九二. 以色列代表繼績說，這個敍利35控訴裏面 

沒有新穎之處。這話一半是正確的，因爲這次敍利S 

控訴一半是涉及與過去所發生的一樣的那種以色列的 

違約行爲。但這句話不是完全正確的，因爲今番敍利 

55控訴全部涉及非武裝地帶及以色列封理事會一九五 

—年五月十八日決議案的違反，而這個決議案，在钹 

利亜第一次提出有關許勒湖徘水工程的控訴時，尙未 

存在。 

九三. 至於我們在上次發言內提出的論點，我們 

也知道其中有若干點已經是在六年中作第三次重複 

了。我們關於控訴所已說過的話，在提出論點時還可 

以重說。我們確曾重複這些論點。讓它們再來轟擊一 

次以色列代表的耳鼓吧，希望有一天，這些論點會受 

他們的承認。於此，我要引最近一張美國的報紙的話： 

"一位住在以色列的外交家說，以色列國內有兩種觀 

點，一種是以色列觀點，呙一種是錯誤觀點。"當以色 

列人大多抱這種想法時，我們自然必須把論點拿來一 

次一次重複說，希望有一天，這些論辯能折服現在這 

一些祇知道"以色列觀點"的人。 

九四. 我們還必須在答覆以色列所稱理事會此刻 

是在第三次處理钹利茧干涉非武裝地帶問題的說法時 



着重指出，理事會一向所處理的和現在所處理的這個 

問題，實際上是以色列在非武裝地帶內作片面和不法 

的干涉行動的問題。要是以色列當局嚴格尊重這個非 

武裝地帶的地位，那就不需要我們屢次提出控訴來麻 

煩理事會了。 

九五. 以色列發言接下去說"敍利亞這種阻撓主 

義最新一次的嘗試，其特色乃是它構成在安全理事會 

歷史上一件相當陳舊的了結官司的一部分，這官司在 

六年前已審結，敍利亞屬於敗訴。"〔第七八〇夹會議， 

第一一©段。〕此事上的確有一個了結官司，但這個判 

決絕對是對以色列不利的。 

九六. 倘使任何人認爲安全理事會一九五一年五 

月十八日決^案並未明文禁止在非武裝地帶之外進行 

排7KT程，這入或許會認爲敍利亚是屬於敗訴。但是 

已往敍利亞所提關於許勒沼澤排水工程的控訴，一半 

涉及在非武裝地帶內進行的工程，在這一點上，安全理 
事會曾要求以色列停止在非武裝地帶内進行的工程， 

並規定以色列必須/i足各項條件以符合停戰協定，始 

得繼鑌進行。假如了解這一點就不能說敍利亞敗訴了。 

九七. 這些事實可見於一九五一年五月十八日以 

色列代表Mr. Eban在安全理事會第五四七次會議內 

發表的牢騷。理事會那次會議所通過的決議案內載有 

下列數段： 

"査悉休De督察團參謀長曾在一九3：—年三 

月七日備忘錄〔S/2049，第四節，第三段〕內要求， 

及敍利亞、以色列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主席亦曾 

數度要求以色列出席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之代表 

圑保證，着令巴勒斯坦土地開發有限公司停止其 

在非武裝地帶內進行之一切工程，至經由停戰事 

宜混合委員會主席之斡旋，就繼敏進行此種工程 

事宜，商得一項協議爲止。 

"核准參謀長及停戰事宜混合委A會主席關 

於此事之要求，並促請以色列政府予以遵行"。 

〔S/2I57〕。 

九八. Mr. Eban評述這個決議案說："•••今晨阿 

拉伯同盟各國對這個決議草案表示'完全滿,IT 。他們認 

爲ÎS個草案毫無批判地全部接受了敍利亞的觀點，s 

種估價是大槪正確的。"〔第五四七次會議，第四十九 

段。〕 

九九. 這不祇是敍利亚的觀點而已。：S是從，Ë案 

子上的證據可引申出的唯一結論。E b a n繼截說： 

"但要點當然是叫以色列政府停止進行自一九五〇年 

十月起一直在非武裝地帶內進行的排水工程的建議。" 

〔同上，第五十一段。〕 

一〇〇.他接着說̶̶這裏我們見到對這個决議 

案的一項有趣的分析： 

"但我們當前這個案文卻淸淸楚楚起相反的 

作用。它對這項工程採取一種完全否定的態度。它 

不許這個工程在任何地方及在任何時候進行。從 

時間上來說，它使之無限期停頓，甚至或許使之 

永遠停頓。從空間來說，它甚至不將它的否定條 

款局限於唯一對聯合國有關係的七英畝土地。它 

想在現在及將來制止在河的東西兩岸進行工程， 

完所弓I起的阻礙將影饗一個面積遠較七英畝土地 

爲廣的地區。卽使以這七英畝土地來說，凡是開 

明而具威信的政府，也一定不會着令停止工程，而 

一定會爲着公共福利，在尊重契約及尊重合法取 

得的私人權益的基礎上，採取一種賠償或交換的 

强制程序。"〔同J；，第六十八段。〕 

一〇一.由此可明見，今番這個敍利亚案子，就 

其中關於一座橋，這座橋形成在非武裝地帶內非法 

進行的一項排水工程之一部分——的部分來說，決不 

能輕易指爲已打輸了的官司而予以駁回。 

一〇二.五月二十三日以色列£勺發言繼績下去 

說:"它們"一卽非武裝地帶一"的起源是一九四八 

年敍利亞對以色列的浸略"〔第七八〇次會譎，第一一 

五段〕。 

一〇三.我們不欲在這個時候從新翻，開巴勒斯坦 

問題的檔案。現在不是從新翻開檔案的適當時候。可 

是，我們要這様說：任何時候，如把這些檔案翻開，其 

中所載事實一定不會替以色列說話的。至於要證明最 

近以色列的種種違約行爲,那根本不用追溯得那麼遠。 

要連到《個目的，全面停戰協定及安全理事會一九五 

一年五月十八日決議案已是充足的根據和出發點。 

一〇四.可是，我們不得不要再說一次，è面停 

戰協定並未曾把這個非武裝地帶分爲北區、中央區及 

南區；這個非武装地帶是一個獨特和^一'的:S土，爲 

全面停戰協定所設立，並受具管制，全面停戰協定的 

條文對於協定雙方的拘束力是同等的。 

一O五.讅到敍利亞從這塊經全面停戰協定割爲 

非武裝地帶的锒土撒退一事，以色列的發言說這種撤 



退是"無條件的"。任何人如果想到全面停戰協定的第 

五條以及其他條文正巧就是雙方當時協議的條件，那 

末以色列這番話馬上變成一種片面無根據的解釋。 

一o六.我們明瞭以色列當局對於當時將這個非 

武裝地帶置於這種條件之下，現在覺得後悔。我們明 

瞭第五條的規定對於以色列的日益膨脹的野心太不舒 

服了，約束太甚了。但是我們認爲像這種反應不是任 

何關於全面停戰協定的正當和合法的解釋所應當計及 

的。 

—〇七.以色列代表繼績對全面停戰協定第五條 

作他令人詫異和極不準確的解釋，他說，這非武裝地 

帶只是"不准軍隊進入的地區，除此外，別無其他意 

義"。我們同意不准軍隊進入非武裝地帶是這個地帶所 

應遵守的條文之一。我們不能接受一種言外之意說,全 

面停戰協定第五條除此外對於這個地帶沒有作別妫規 

定。我們要提醒一下以色列代表的記憶，遇到涉及這 

個非武裝地帶時，他總是顯出一種極可奇怪的健忘趨 

勢來。我要引停戰協定第五條下列有關各段： 

"一.茲着重聲明下列關於以色列與敍利ffi 

軍隊間之停戰界線及關於非武裝地帶之辦法，決 

不得解釋爲與本協定當事雙方將來之最後領土解 

決辦法有任何關係。 

"二.停戰界線及非武裝地帶係遵照安全理 

事會一九四八年"1^一月十六日決議案之精神劃 

定，其目的在隔離雙方之軍隊，俾減少發生摩擦 

及事故之可能性，同時使非武裝地帶內正常的平 

民生活得以逐漸恢復，惟凡此種種均不影響最後 

解決辦法。 

«... 

"五(甲）倘停戰界線與敍利亜及巴勒斯坦間 

之國際界線不相符合時，則介於停戰界線及此邊 

界線中間之地區，在雙方閬之最後領土解决未達 

成前，應作爲一項非武裝地帶，雙方軍隊絕對不 

准進入該地帶，亦不准任何軍隊在該地帶內作任 

何活動。本規定適用於Bin Gev及Darda»兩區, 

該兩區構成非武裝地帶之一部分。 

" . . . 

"(戊）停戰事茸混合委員會主席應有權准許 

平民返回非武裝地帶內之村莊及居住區，及在非 

武裝地帶內就地雇用少數平民警察維持內部治 

安，該主席在執行此項任務時應參酌本條(丁)款 

所稱之撤退時間表。" 

一〇八.我還要從安全理事會第五四二次會議的 

會議紀錄內所載Mr. Bunche的發言，引下面的話： 

"而且大家承認非武裝地帶內正常平民生活 

之逐漸恢復，旣不能聽其自然，亦不聽任衝突雙 

方擅作主張••• 

"所以，因本案的性質，根據停戰協定條文， 

任何一方不得合法聲稱在非武裝地帶內對平民活 

動有自由處置權，至於軍事活動，則一槪在禁止 

之列(第五條，第五項（甲）及（乙)款)。 

"在所有關於這個協定的討論及談判內,在所 

有有關這個協定的往來公文裏，其中包括本人於 

五月二十四日以代理調解專員致以色列及敍利亜 

外長的函件，以及六月二十六日用本人名義爲答 

覆六月二十一日提出的問題致兩國政府的節略和 

面件，我始終在心頭牢記、在磋商中的是一個 

停戰協定，而不是一個和約或其他終局解決。所 

以，對領土主權問題始終謹慎予以避免。 

"在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五日我從紐約拍給 

達馬士革的Mr. Vigier,由他在六月二十六日轉 

交達馬士革及特拉維夫的外交部的一封電報的第 

^^段裏,我說： 

"鑒於一切情形，這非武裝地帶的規定是當事 

雙方充其量所能合理希望訂入一個停戰協定內的 

規定了。其他如永久疆界、領土主權、關稅、貿 

易關係等等問題，必須留給最後和平解決辦法處 

理，而不能一我重複說不能̶̶在這個停戰協 

定內處理。 

"這個停戰協定的條文,及我致兩國政府有關 

這個協定的公文，並未建立、確定、承認或否認任 

何一方關於非武裝地帶或其他地方的領土主權問 

題的權利、主張或立場。這個停戰協定之締結並不 

妨礙在終局解决辦法內的任何及所有這種權利、 

主張或立場(第二條，第二項；第五條第一項)。" 

〔第五四二次會議，第九十七段。〕 

̶o九.還須指出，全面停戰協定的其他條文，特 

別是載着基本原則的條文,亦適用於非武裝地帶。倘使 

以色列代表經入提醒這另外許多條文之後，仍繼續說， 

關於這個非武裝地帶並無其他規定，那麼我們就一定 



要認爲他不幸已無可救藥，而放棄再作說BR他的努力 

了。 

一一〇.以色列代衾又說，"以色列之答應非武裝 

並不授與敍利亜m任何權利•••"〔第七八O次會議，第 

一一七段〕。這話也便於倒過來說。我們可說:"敍利亜 

之答應非武裝並不授與以色列以任何權利。" 

.以色列代表的發言接下去說:"無論設立 

非武裝的理由是什麼，這個停戰協定及安全理事會的 

法律，都在各方面支持以色列的態度"〔同上〕。我們不 

希望聽到這種含糊籠統的陳述，我們希望以色列拿出 

詳盡有根據的證據，來支持他這種81於非武裝地帶的 

態度的說法。倘使我們所根據的是全面停戰協定及安 

全理事會的法律，無論怎樣我們不免認爲像這樣一種 

陳述，充其量祇是一種非非想，完全是根據以色列的 

法理。 

一一二. 以色列代表繼績說："一九五一年，安全 

理事會內敍利亞代表竟敢宣稱敍利亜政府的目的是併 

吞這三塊以色列土地"〔同上，第一一八段〕。我們注意 

到在一九五一年五月八日理事會第五四五次會議內當 

時的敍利亞代表Mr.FatisEl-Khouri曾宣布："在當前 

情形之下，我鄭重聲明，敝國政府毫無欲佔領這個非 

武裝地帶之全部或一部的意向。"〔第五四五次會議， 

第八十三段。〕 

一一三. 以色列代表在講到三塊以色列土地時對 

於非武裝地帶性質的解釋，再證之以往年及近年來的 

事迹，淸淸楚楚說明了全面停戰協定兩造之中那一造 

懷着這種併呑的意圖。 

一一四. 以色列代表把他這個荒謬的說法和發生 

於一九五一年五月二日及三日的Tel El M u t i l l a 事 ^ 

在一起。這個事件，祇要一査一九2；—年五月八日安 

全理事會第五四五次會議的紀錄〔第八十七段〕以及聯 

合國觀察員的報告書就可明見，是因爲一個以色列軍 

隊巡邏兵於五月二日早晨六時三十分沒收了屬於非武 

裝地帶內阿拉伯平民的大批牛、羊及山羊而挑起的。以 

色列在安全理事會前幾次會議內講到的這個事件與所 

加諸於敍利亞的意向毫無關係。 

一"：五.以色列代表接着說： 

"倘使停戰協定在任何方面禁止非武裝地帶 

內合法的民事活動，或曾授予敍利亚一點點干涉 

此種活動的權力的話，以色列決不會在它上面簽 

字的。"〔第七八•次會議，第一一九段。〕 

̶―六.必須聲明敍利3S從未聲稱停戰協定禁止 

非武裝地帶内合法的民事活動。可是我們堅決認爲 

恢復非武裝地帶內的民事活勖，須守全面停戰協定及 

Me. Bunche對第五條的權威評論內提出的條件，也就 

是我們在上次發言內特別指出的那些條件。 

—一七.我們認爲敍利亜旣然是全面停戰協定韵 

一方，及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的一個委員，自有權封 

全面停戰協定所規定的一切事項發表意見，因爲這些 

規定的實施受直接當事雙方卽敍利亚及以色列的監督 

和控制。 

—一八.我們必須補充一句，我們譌爲以色列所 

稱倘是加上某些條件，以色列决不會在全面停戰協定 

上簽字這一說法，不是對目前辯論的一項有建設性的 

貢獻，因爲就事論事，我們審議中的這個文件曾經當 

事雙方在上面正式签字，其中規定對所有签字國有同 

等的拘束力。 

—―九.以色列發言接着說： 

"敍利亞政府的政策在兩週前還經其外交部 

發言人淸楚聲明：'敍利亜不允許目前的局勢有任 

何變更，致使以色列在非武裝地帶內獲得任何 

顳利。'"〔同上,第一二〇段。〕 

一二O.我們必須請理事會注意，敍刑亜外交部 

發言人的這個聲明，以阿拉伯語作出，係被故意誤譯， 

其原因很明顯。敍利亞這個聲明並未用"II利"兩字，而 

是用"利益"兩字，所以它符合全面停戰協定第二條第 

一項所規定的原則，該第二條第一項規定："茲承認在 

安全理事會所命令之休戰卞雙方不得镀佔軍事或政治 

利益之原則。" 

一二一.以色列還說"至於敍利亜人民亦可從這 

些計割獲得益處一點顯然不是該國政府所關心的"〔同 

上〕，關於這一點我們祇須聲明，敍利亞入民決不會從 

這些經涛計劃得益，因爲這些計劃的代價就是將他們 

置於以色列的統治和控制之下。我們在這裏指出，以 

色列當局對敍利亞入民的福利所表示的這種眷念是極 

有 題 和 極 可 奇 怪 的 。 

—二二.以色列發言接下老說敍利亞論點都曾爲 

參謀長及安全理事會所一一駁斥，接着就引過去理事 

會上的若干陳述，作爲其說法的證據。可是，這些斷 

章取義的引述，一點都未證明敍利亞的論點受到駁斥。 



一二三.所謂GenealLcary及安全理事會"直率駁 

斥所謂非武裝地帶內的開發工程在任何方面繋於敍利 

亜的同意這個論點"一點〔第七八〇次會議，第一二六 

段。〕與事實完全不符，這可從安全理事會第五四一次 

會議紀錄所載General Leary發言的下列引文得到證明: 

"此刻在非武裝地帶內進行的有關許勒湖窪 

地排水的工程，在敍利亜及以色列兩國政府間互 

相商得協議之前，本參謀長認爲巴勒斯坦土地開 

發公司或其任何繼承者，不該繼績進行此種工 

程。"〔第五四一次會議，第二十四段。〕 

General Leary說到敍利亚和以色列兩國間的協議；很 

淸楚的，這樣一個協議不徵得敍利亞^同意不可能達 

到。 

—二四.以色列指控我們失實、虛構、価略及曲 

解。我們也同JI指控以色列。然而我們的發言及解釋 

所稂據的是同一些文件。因此，一定可有方法來判断 

所有言論及解釋中何者是正確的,何者是不正確的。我 

們懇切希望安全理事會理事認爲應該考盧這件事情， 

分析所有有關文件，澄淸1 所爭的各項原則。 

一二五. 對我們來說,全面停戰協定的文句，Mr. 

Bunche的聲明，以及一九五一年五月十八日的決議案， 

足够淸楚。我們不解怎麼能够曲解。可是我們被人控 

告曲解。所以，我們請求一我們呼籲一一安全理事 

會採取行動,使今後毋須就這些文件的解釋再作詭辯。 

一二六. 我們已對以色列的亂引及歪曲提出許多 

證據。我們要請理事會注意以色列發言內另外幾段。 

一二七. 以色列代表首先引G«««l 在安全 

理事會第五四四次會議內所說的一段話： 

"我覺得聯合國決不應妨害建設工程。可是我 

在這裏所關涉的是責成聯合國恢復平民正常生活 

的停戰協定。我從未挑剔過此項特許權，今後我 

也決不會挑剔。可是我知道非在非武裝地帶內挖 

深及加擱約但河，此項工程無法完成。我曾問過 

並且得悉以色列也曾調査過，想找出其他不用進 

久非武裝地帶而能進行許勒湖及窪地的排水工程 

的方法。所以我和此項工程本身並無爭執。我覺 

得這件事和敍利亜及聯合國都無關係。"〔第七八 

〇次會議，第一二五段。〕 

一二八. 這段引文並未歪曲，但是値得注意的是 

此處還指出作爲這段引文出處的正式紀錄的會議次 

數、日期及段數。我們不知道以色列代表引這樣一段 

話，是杏威覺難爲情，因爲這段引文並未表明贊成在 

非武裝地帶內進行的排水工程。參謀長問以色列人說 

是否可以不進入非武裝地帶而從事此項工程，這顯然 

表示他不希望在非武裝地帶內進行此項工程。 

一二九.以色列代表所引的第二段引文，也出自 

General Leary的發言，但側去了其中一大段重要部份。 

在以色列的發言內這段話是這樣說： 

"這個問題的關键是敍利S可否指揮以色列 

人在以色列控制區內做什麼事。缉個窪地及許勒 

湖位在以色列控制區內•••故如以色列人要排除 

許勒湖及窪地的水，而在這樣做的時候能不違背 

停戰協定亦不妨礙非武裝地帶內正常生活的恢 

復，那麼，我認爲這不是敍利亜所可叫以色列聽 

命的一件事。"〔同上〕 

這段話的全文如下： 

"這個問題的關键是敍利亜可否指揮以色列 

人在以色列控制區內做什麼事。這個窪地及許勒 

湖位在以色列控制區内。如杲它們的水排除了 ，那 

末可在這個區域駐留的防禦軍隊，其數目仍須受 

限制——我强調這幾個字——因爲我們在這區域 

內有一個防禦地帶，這地帶係自停戰界線後退大 

約五六公里。""故如以色列人要排除許勒湖及窪 

地的水，而在這樣做的時候能不違背停戰協定亦 

不妨害這個地帶內正常生活的恢復，那麼我認爲 

這不是敍利亜所可叫以色列聽命的一件事"。〔第 

五四四次會議，第一九〇段。〕 

將這兩段文字比較一下就可立見，以色列代表團在它 

的引文內故意側去原發言所用的防禦地帶幾個字，使 

聽衆誤以爲以色列發言所引引文內的"地帶"兩字是指 

非武裝地帶而言，而不是指實際上G"""»! Leary所稱 

的那個防禦地帶而言。 

一三〇.以色列發言內第三段引文是荷蘭代表在 

第五四七次會議內所說"當事國任何一方實際上都沒 

有否決對方的權力"〔第七八〇次會議，第一二六段〕。 

未歪曲的全文是這樣說的： 

"本人不過是,聯合王國、法蘭西及美國三 

國代表就本人今天下午提出的問題所作的解釋， 

表示謝忱。他們證實了我的印象，卽所有獲致和 

平解決的途徑並未用盡,就這個排水問題來說,當 



事國間可藉談判來作一連串解決，最後當事國任 

何一方可將問題提出安全理事會。實際上這個意 

思就是說，當事國任何一方實際上在這方面都無 

否決對方的權力，本人相信這是一個極可滿意的 

情勢。"〔第五四七次會議，第一五二段。〕 

這番話顯然不僅僅提到敍利亞否決權；它還提到全面 

停戰協定當事國間的談判。 

一三一. 第四段引文取自Mr. Lodge在第六四八 

次 會 議 的 陳 述 ， 這 陳 述 在 以 色 列 的 發 言 內 祇 說 依 

我們的意見，任何國政府都不該對非武裝地帶內'的 

合法工程行使否決權。"〔第七八O次會議，第"1 二七 

段。〕我們已在五月二十三日的發言內指明這句話怎樣 

在以色列參考文件內被歪曲。我們看到Mr. Lodge的 

陳述第二次被人歪曲眞覺得不安及傷心。這句話據安 

全理事會的正式紀錄所載，是這樣說的:"任何片面行 

動，無論起自何方，倘牴觸參謀長‧的權力者，勢必威 

脅停戰協定之有效運用與執行。"〔第六四八次會議，第 

四段。〕主席以美國代表資格今天曾重複這一番話。以 

色列代表所引的那一句緊跟在我剛才所引的這句話之 

後。 

一三二. 我現在要論述以色列發言內所論的軍事 

利益問題。據以色列的發言說，這個軍事利益的論點 

在一九五一年及一九五三年也很快地被安全理事會駁 

斥掉。 

一三三. 就一九五一年的討論來說，以色列的意 

見是根據所引General Riley的一部分發言。第一番話 

是這樣說的： 

"關於這個軍事利益問題的正反兩方面，雖然 

我已在致停戰事宜混合ÎI員會的備忘錄內答覆當 

事國向我提出的一個具體問題時〔S/2CW?,第四 

節第三段〕加以論列，但我覺得最好還是不談無 

論敍利亞或者以色列獲得軍事利益的問題，原因 

很簡單，就是此舉違背停戰協定。我所考的是 

一項民事工程，而且祇是一項民事工程而已，施 

工地點是在以色列控制區的土地上，不是在非武 

裝地帶內的土地上。以色列對這土地及這湖進佇 

排水與否，是只有以色列可作的一項決定，毋須 

徵求敍利亚的許可。"〔第五四四次會議，第一六七 

段。〕 

第二番話是這樣說的： 

"可以說，在許勒湖沼澤的排水工程上，凡是 

當事一方所可獲得的軍事利益，將同樣爲另一方 

所享受。應當指出,沿停戰後一帶，在钹利亜巴勒 

新坦間國際界綫以東這個許勒沼澤附近的地勢， 

其本身對於軍隊的移動就是一項天然的障礙。這 

種地形及其中的極高地形成一種起控制作用的軍 

事地勢，使敍利亚人可控制現在是沼澤的這塊地 

方。敍利亞所謂在起草停戰協定時凡是沒有天然 

障礙的地方就設立一個非武裝地帶之說是不成立 

的 ⋯ 

"... 

"第五條第五項（甲)款的一部分規定是： 

"'遇停戰界錢與敍利亞及巴勒斯坦間國際邊 

界不相符合時，其介於停戰界綫及國際邊界中間 

之地區,在雙方間對領土問題未達成最後解決前， 

應設爲非武裝地帶。' 

"從這幾條條文可作出結論，就是非武裝地帶 

係設立在休戰綫與敍利亞及巴勒斯坦間國漦界綫 

不相符合之地區，而非設立在沒有天然障礙可阻 

止軍隊移動之地方。 

"(i)在許勒湖的排水工程上，以色列人不會 

享到非敍利亚人所能同等享到的任何軍事利益； 

" (» )非武裝地帶並非設立在沒有天然障礙 

可阻止軍隊移動之地區。"〔S/2049,第四節，第三 

段(a)。〕 

̶三四.從這段引文可看出，我們提出的關於非 

武裝地帶之性質的論點被裁定爲不成立。我們不能說 

參謀長的這個裁定不使我們失望，可是我們還是接受 

這個裁定，不曾在引文內漏去這種相反的裁定，假裝 

這種裁定從來沒有作出過，以求硬逼採用我們的解釋。 

一三五.可是再進一步仔細研討一下參謀長的 

這番言論使我們達到幾個重要的結論：第一，General 

Riley在他的兩番言論內所考墩的軍亊利益論點乃是從 

排除窪地之水而起的利益。至於因一座具有軍亊價値， 

控^權操在當事一方之手的一座橋樑而起的軍事利益 

並未被考盧到；第二 G^cral Rifey的結論，卽在許勒湖 

排水工程上以色列人不會享到非敍利亞人所能同等享 

到的任何軍事利益，不適用於敍利亞人不能加以使用 

的一座橋棵；第三General Rdey並未像以色列發言內 



自的断然說援引軍事利â就是違背停戰協定，所K 

是不許可的；第四，像以上引文所說，當Geaetal Riley 

說他最好不談軍事利益問題，因爲此舉違背全面停戰 

協定時，他所根據的理由，是說他是在處理一個位在 

以色列控制區內的民事工程，對那個區他沒有特別權 

力。他那時所說的是一個與當前頗爲不同的情勢。 

̶三六.所以可這樣說，當時 G « « « l Rifcy的言 

論所引爲根據的因素與我們現在審讒中的因素不同， 

現在審議中的因素是：一座建築在非武裝地帶內的橋 

樑，而對非武裝地帶，參謀長負着特別責任；一座具 

有軍事價値的橋樑，控制在全面停戰協定當事一方之 

手；一座建築在地勢較低區內的橋樑，在該區，以色 

列裝甲車及坦克車可很容易展開。所以，以色列所引 

的先例不M合於當前的案子。 

一三七. 還須請大家注意 G e ， l Rilejr所作關於 

非武裝地帶內軍事活動的言論： 

"這個非武裝地帶是對這個停戰協定達成協 

議所不可觫少的基礎。‧ ‧'任何一方如不欲餒重與 

危險地破壊這偭停戰協定就不得在這個地帶內從 

事任何軍事活動，關於這一點，過去從來不曾有 

過爭論一我相信現在也沒有爭論。"〔第五四二 

次會議，第九十四段〕。 

一三八. 如果我們想到這座具有軍事價値的撟 

樑，在其現有及將來的影響上，準可視作一項軍事活 

動，那亵我們可以說，這座橋決不可允許存在於非武 

裝地帶內，£1免破壞全面停戰協定。 

̶三九.可是，我們覺得不、需要單把軍事活動 

作爲我們論點的唯一理由。在一九五三年案件及在 

General Vagn Bemuke的言論內̶̶以色列代表團存心不 

良規避這番言論一我們可很容易的替有閽軍事利益 

的論點找到一番穩固的理由。我們認爲Gène»! Bennike 

的結論構成一項滿意的先例，可作今番辯論的南針。 

̶四〇.首先我們要指出，當敍利亞就一九五三 

年非武裝地帶內進行的工程所提控訴內提到軍事利 

益問題時，General Bennike並未躱避這個問題。General 

BcnnifcB在一九五三年十月二十三日聯合國巴勒斯坦 

休戰督察團參謀長提交秘書長供安全理事會參考的報 

告書中直接處瑝這個問題時說： 

"於考盧在非武裝地帶內爲開鑿所計劃的運 

河而從事之工程時，本人力求斷定： 

" (c)導引大量河水離開非武裝地帶內的河 

床之工程是否影響全面停戰協定第五條第二項所 

稱割設非武裝地帶之首要目的,卽隔離雙方軍隊， 

藉以滅少發生磨擦與事故之可能。"〔S/3I22，附 

件壹，第五段。〕 

一四一.經他實地調査結杲General Bennike說, 

我再引那報告書： 

"就這問題之軍事方面言，約但河河谷甚深， 

對於任何企圖渡河之軍隊均係一嚴重犀礙，對於 

裝甲部隊，障礙尤大。全面停戰協定當事一方利用 

—條運河而控制非武裝地帶內約但河之水流，隨 

意改變其流量，或甚至使其枯竭，此種情形足以 

改變'原爲隔離雙方軍隊，藉以減少發生磨擦與事 

故之可能• • •'而劃設之非武裝地帶對當事他方之 

價値•••，，〔同上，第七段(e)。〕 

̶四二.爲求淸楚了解Genial RUey所考墩之情 

勢與General Bennifce所考盧之情勢兩者間之差異起 

見，允宜注意一下General Bennike在直截了當答覆以 

色列外交部長的覆文內所說的話： 

"本人於此願追述在許勒排水計劃動工一月 

之後，卽一九五一年二月二十一日以色列敍利亜 

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之會議內，雙方同意就執行 

該計劃是否足使以色列獲得軍事利盆一點徵詢前 

任參謀長&n«al Riley之意見。Gauaal Riky於硏 

究軍事分界線沿線及敍利55以色列間國際疆界以 

東許勒沼地附近之地勢後，認爲許勒排7JC工程並 

不會使以色列人享受到爲钹利亞人所不能同樣享 

受之任何軍事利益CS/2049,第四節，第三段〕。因 

此，執行該計劃是否可能予以色列以軍事利益一 

問題，在依照雙方同意之程序（向參謀長致g請 

求)辦理後，經斷爲否定而解決。就目前之以色列 

計劃言，因此計割將使非武裝地帶內約但河之水 

流大爲改變,故本人認爲如無雙方同意之程序，卽 

不能解除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主席根據全面停戰 

協定條款考盧此計劃在軍事上所有影響之責任。" 

[S/3I22,附件叁，第四^。：] 

一四三.下面是從以上這些引文可以有把握地引 

伸出來的有關目前本案的結論。第一，在非武裝地帶內 

約但河上建築一座橋樑之軍事影響如無這座橋約但河 

對於任何軍隊係一項嚴重障礙一必須予以計及；第 



二，以色列人如爲軍事用途使用這座橘樑，可改變原 

爲"隔離雙方軍隊藉以減少發生磨擦與事故之可能"而 

割設之非武裝地帶對於當事他方卽敍利亜之價値，第 

三，參謀長及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主席對於非武裝地 

帶負有特別責任。所以他們不得不作軍事考墩。 

一四四. 以色列的發言並未想到這些結論，但說 

"敍利亜在一九五三年提出同樣論點，從安全理事會得 

到同樣反響"〔第七八〇次會議，第一三一段〕。以色列 

代表艇而把話鋒轉到法蘭西代表Mr. Hoppcturt的言論 

上去，Mr. Hc^penot說倘使一個區域的前途及經濟發 

展要爲在地圃i進行的純理論的軍事演習所決定，這 

是不公允的，違背聯合國精神的。"匚同上，第一三二 

段〕我們要聲明我們極其尊重安全理事會理事發表的 

言論。可是我們應當着重指出，Mr. Hoppenot雖然是 

安全理事會一個常任理事國的能幹代表，但他不代表 

理 事 會 內 的 多 數 。 就 事 實 言 ， B e n n i f c e 的 這 番 

結論，不但未遭反對及否決，實際上且爲理事會的多 

數所支持。 

一四五. 我們已在前次發言內駁斥了以色列代表 

所作在休戰期間有效的軍事利益原則在停戰制度下已 

不復適用一說。我們在駁斥此說時所根據的是全面停 

戰協定第二條第一項，該項規定淸楚確認軍事及政治 

利益的原則。 

一四六. 爲弄淸楚這一點我們必須再加上說，安 

全理事會一九四八年四月十七日決議案〔S/7 2 3〕3，促 

請所有當事各方遵守一些具體條件以建立巴勒靳坦的 

休戰，其中載有若干限制，例如禁止輸入及取得武器 

及戰爭物資。該決議案並確認政治利益原則。安全理 

享會一九四八年五月二十九日決議案〔S/aoi ? 還 講 到 

其他同樣性質的限制。 

一四七. 理事會一九四八年七月十五日決議案 

〔S/902〕5第九段規定如下： 

"議決在安全理事會或大會另作決議前，應依 

照本決議案及一九四八年五月二十九日決議案之 

規定，繼績維持休戰之效力，至達成巴勒斯坦將 

來局勢之和平調整爲止。" 

3安仝》事會正式紀焱，第三年，一九四八年四月份補編。 

* M上，一九四八年五月份補felo 

«同上，一九四八年七月份補編。 

一四八. 至於軍事利益原則，它第一次是在理事 

會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九日決議案〔S/983〕《末段內提到 

的："任何一方不.得藉破壞休戰而獲得軍事或政治利 

；et" 

一四九. 以色列的論點以理事會一九四九年八月 

十一日決議案〔S/l 3 76〕'之正文爲根據此正文部分除 

其他事項外規定如下： 

"認爲停戰協定係奠定巴勒靳坦永久和平之 

一項重要步驟，並認爲此等協定替代了安全理事 

會一九四八年五月二十九日及七月十五日兩個決 

議案內規定之休戰。" 

一五〇.可是，停戰協定是可以推測各簽字國的 

意向的唯一文件，我們已在上面說過，其中確認了政 

治及軍^利益原則。這原則後來又經理事會一九五一 

年五月八日決議案〔S/2I30〕證實，該決議案回溯當事 

各方依理事會一九四八年七月十五日決議案〔S/902〕 

所負的義務，其正文部分如下： 

"促請當事各方及該區域内之人員停止戰鬬， 

並促請當事各方注意彼等依聯合國憲章第二條第 

四項及安全理事會一九四八年七月十五日决議案 

所負之義務，以及彼等依全面停戰協定所作之承 

諾，爱請當事各方遵守此等義務及承鍩。" 

一五一. 從這許多文句可引出下列重要結論:(一） 

休戰確立了若干限制；（二)停戰協定採用了這些限制 

的一部分，忽略了其餘部分，（三)在停戰協定所保持的 

限制內，有一項便是軍事及政冶利益原則，（四）凡遇應 

當適用全面停戰協定所規定的政治限制時，及在其應 

當適用之處，必須適用政治利益原則；（五)凡遇應當適 

用全面停戰協定所規定的軍事限制時，及在其應當適 

用之處，必須適用軍,利益原則。 

一五二. 埒弄得更淸楚起見，我們還要補充說，全 

面停戰協定不能阻止以色列取得軍備及戰爭物資，祇 

要這些軍備及戰爭物資的使用方式不違背全面停戰協 

定的軍:,限制；但是依照休戰制度下確立的限制，這 

種軍備之取得是在所禁止之列。 

一五三. 倘使接受以色列的說法一卽軍事利益 

的文句在停戰制度下已無效——那麼同樣的說法亦應 

6 ras/98i,參閲大會正式fâ銥，第四屆會，補編笫二§8,中文本第 

三 十 六 茛 。 
7 ^S/1367,參閱大會正式紀錄，第會，補編第二睐，中文本 

第十七頁。 



適用於政治利益的文句，而此一適用將發生重大的後 

杲。所以，我們不相信理事會會憨異考盧此一可能性。 

—五四.以色列的發言接着說："如今六年過去 

了 ，這個許勒懇殖計劃行將完工"〔第七八〇次會議，第 

一三六段〕。這句話旨在敎理事會相信這座橋是暫時 

性質的，可是我們對這種輕率的話不能不加考盧就信 

以爲然。以色列的發言耱績說:"再隔十萬年...這重屛 

障將會消磨掉，屆時,就無庸再擔薆敍利亜對這個許勒 

墾殖計割的反對了。以色列不想等待得那麼久，故我 

們決定用機械方法來實現&然現象"〔同上〕。 

一五五.這種以色列幽默的產物可能會使若干人 

覺得有趣，事實上，前天也苹曾博得聽衆內的一些笑 

聲。但是在那些密切注意着以色列在此區域內的侵略 

及擴張計割的紀錄的人看來，這句話聽上去倒像是一 

種猙獰的警告。 

—五六.我們早已知道以色列迫不及待的要扯下 

一切物質及法律的障礙。他這句話加强了我們在這一 

點上的認識及信心。 

一五七.我們断定，當以色列代表告訴我們這座 

橋當着聯合國觀察員之面第一次使用時他所表現的快 

樂神情，遇到有人問他，在這些觀察員不在場時這座 

橋將充何種用途，-一定就會收斂起來。 

—五八.以色列代表承認這座橋具有可能的軍事 

價値，我們同意這一點，但是隔了二十行，他又說這 

座橋的民事性質是無可爭^ I，我們認爲這兩種話是 

自相矛盾。 

一五九.我們不能了解他下面的說法:"這個許勒 

,計劃在六年前獲得安全理事會的批准。過去六年 

來，這個工程的性質，未有改變。"〔同上，第七八o次 

會議，第一三九段〕r»我們找不到有一個決議案說理事 

會曾批准在非武裝地帶內進行着的排水工程。我們也 

找不到有一個決議案說理事會曾如以色列代表所說， 

在六年前批准這全部計劃的宗旨。以色列代表或許能 

够告訴敝代表團這幾個決議案的出處。 

一六〇.講到非武裝地帶內將受這個排水工程之 

影響的阿拉伯人土地，以色列代表說： 

"‧ ‧ ‧安全理事會多數理事深信——用聯合王 

國代表的話說——這個許勒懇殖計劃無疑的將促 

進此區域的普遍福利，故就憑一般性的理由，〔安 

全理事會〕希望這偭訐割從速實施,理事會甚至表 

示倘與地主的磋商失敗，它願意對以色列所提徴 

用這些土地的請求予以同情考盧。"〔同上，第一三 

四段〕。 

這是誡話，我們敢請以色列代表團向理事會詳細說明 

這番多數意見。我們已在上一次發言內促請注意遇到 

磋商失敗時應當遵循的程序。這個程序沒有說到徵用。 

其次，General Riley —九五一年四月十七日的發言裁 

定這種徵用是不許可'的： 

關於劃在非武裝地帶內的任何地區，其 

在停戰協定以前有效的一切法律、條例及法令,均 

作糜無效。因此，特許權執有者並不^*徵用土 

地及房屋，暫時佔用土地，及强迫地主接受賠償 

的權利。非武裝地帶內沒有徵用土地法律。凡對 

土地的佔用，不論久暫，其未徵得地主之完全同 

意者，乃屬妨礙非武裝地帶內正常平民生活之恢 

復，違反停戰協定第五條第二項。"〔第五四一次會 

議，第二十四段。〕 

一六一. 再者，我們本次控訴並未涉及以色列發 

言內所指的這七嚇阿拉伯人的土地。所以，不得穩約 

表示我們現在的論點主要建築在這七嘞土地上。 

一六二. 以色列代表說"當這最後一重障礙克服 

之後，參謀長就授權恢復工程，這個許勒懇殖計割乃 

以一個攸關此區域前途的一項事業所需要的大力及熱 

忱向前推進。"〔第七八〇次會議，第一三五段〕。關於這 

一點我們要作下面的評讒。這個工程確實在向前推進， 

但這推進未徵得阿拉伯地主的同意；也未經參謀長的 

授權。此點在休戰督察圑參謀長一九五一年A月十六 

曰致秘書長的信〔S/2300〕內有所闡明，在那封信內， 

參謀長聲稱，在一九五一年六月初，他曾准許在非武 

裝地帶內不發生爭執的土地上繼績施工。 

一六三. 但是後來到了一個階段，爲繼镜施工起 

見，必須慷大工程範圍，在約但河上建築一個水壩，並 

須在一個無限的期間每週P且止約但河7lt流數天,那時， 

參謀長就下一結論說： 

"巴勒靳坦土地開發'公司的繪測人員在目前 

情形下將其在非武裝地帶內的工程延展至約但河 

東岸，以及在非武裝地帶內建築水壩阻止約但河 

的水流，此舉將大大加重目前已很緊張的局勢,並 

可能在此區內及沿約但河一帶挑起新的不安。 



"因此，鑒於全面停戰協定第五條所賦與停戰 

事宜混合委員會主席之職責，並遵照安全理事會 

— 九 五 一 年 五 月 十 A 日 決 議 案 S / " 5 7 授 權 參 謀 

長'得採取其所認爲必要之措施以恢復此區內之 

和平，並得向以色列及敍利亞兩國政府提出其所 

認爲必需之意見'之指示，又鑒於對Mr. Eban—九 

五一年八月四日致本人的信內指出之各種懸案舉 

行之商討，故本人竭力籲請巴勒新坦土地開發公 

司不要遣派一個測量隊至約但河東岸，也不要在 

約但河上修築7JC壩。"〔S/2300,第七段〕。 

—六四.在安全理事會第五四四次會議内Cental 

Riley在答覆美國代表所問，巴勒斯坦土地開發公司是 

在什麼時候，什麼地點，及在什»情形下開始其在非 

武裝地帶內的工程一問題時，曾說如下的話： 

"我相信那是在一九五〇年十月或十一月初。 

以色列出席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代表團的高級代 

表曾問敍利亚高級代表可否遣派一個河流測量隊 

進入非武裝地帶內。對這問題所給予的是一個肯 

定答覆。後來，在十一月份裏，我相信他們就修 

理位在許勒湖以南的水壩。接着，在一九五一年 

二月十二日或十三日，以色列工人開始在許勒湖 

以南大約三公里處動工改直約但河的河道。"〔第 

五四四次會議，第四十九段〕。 

一六五. 美國代表當時問Gen««l R«ky:"主席封 

於這些工程是否知情？"〔同上，第五十段〕。參謀長答 

道： 

"除了以色列代表曾問可否派一個河流測量 

隊進入非武裝地®̶點以外，我不相信這些工程 

曾和主席商量。我很可斷言，一九五一年二月十 

二日或十三日動工的工程，主席並不知情，主席 

是在動工後才知道的。"〔同上，第五十一段〕。 

一六六. 對於美國代表提出的下列問題:"是否有 

任何工程是由於或經過主席批准後才進行的？"參謀 

長說:"我不知道有這種工程。"〔同上，第五十二段及五 

十三段〕。 

一六七. 片刻之後，在發問過程中厄瓜多代表說： 

"我想要知it直接受當前工程影響的地主是根本拒絕 

出售其土地呢，還是不同意於賠償金額呢。"〔同上，第 

一〇一段〕。Genial Riley回答說："我相信這七》IH立在 

許勒湖之南兩三公里沿約但河的土地是唯一受牽涉的 

土地。我相信以色列入曾向地主表示頼出任何僙格作 

爲賠慣或徵用，但任何價格都不爲阿拉伯地主所接 

受。"〔同上，第一〇二段〕。 

一六八. 這些話淸楚指出參謀長——鑒於此訐割 

的重大影響——未曾授權以色列人耱镜其在非武裝地 

帶內的排水工程。這些話還指出，以色列旣未得到阿 

拉伯地主的同意，也未和敍利亞達成任何協議。 

一六九. 我們已注意到以色列代表就聯合國軍事 

觀察員在非武裝地帶內的行動自由向理事會提供的保 

證。可是，我們認爲限制這個"自由"的種種條件違反 

全面停戰協定，把以色列在這裏提供的保證一筆勾涫 

了。 

一七‧.至於所稱敍利亞不尊重聯合國觀察員的 

行動及出入自由一點，我們願意考盧任何足"證實此 

項荒誕無稽的指控的正式報告書。 

一七一. 代理參謀長的報告書在講到以色列方面 

的拒絕時說，這是主席所知當事國拒絕聯合國在非武 

裝地帶及任何其他區域內進行調査的第一次。 

一七二. 我必須爲這篇發言的冗長而道歉。要是 

以色列的論辯裏面不是如此满含故意的錯誤，或者要 

是以色列方面存心澄淸所爭的癥結，我們的發言原是 

祇需聲明一下我們的理由就够了。然因以色列的發言 

裏面含著種種不可思議的歪曲，胡說及曲解，所以我 

們不能只聲明一下立場就算了事。 

一七三. 在結束發言以前，我們要歸納至現在爲 

止達成的三項主要結論如下： 

(一） 安全理事會一九五一年五月十八日決議案 

〔S/2I57〕停止非武裝地帶內的一切工程，以期闥係各 

方經由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主席的斡旋，達成協議。 

(二） 以色列在非武裝地帶內繼鑌進行排水工程， 

未經參^長的授權，阿拉伯地主的同意，及全面停戰 

定當事一方敍利亞的同意，此舉係違背全面停戰協 

定第五條及一九五一年五月十八日決議案。 

(三） 在非武裝地帶內原來形成一項天然障礙的 

約但河上，及在一個地勢較低以色列機械化部隊可以 

容易展開的地區內建造一座具有軍事價値的橋楔由以 

色列控制，構成一項爲以色列所獲得的軍事利益，同 

時亦構成一項達背全面停戰協定的軍事活動。 

一七四. 這幾項主要結論，加上我們上次發言及 

這次發言內指出的違約情事，若依照安全理事會在以 



往決議案裏建立的法理來看，使理事會有對我們此次 

控訴耠予同情考盧的義務。據我們看，若能請聯合國 

休戰督察團的代理參謀長前來，當可便利此種審議。此 

點業經伊拉克代表提議。因此，理事會允宜按照過去 

先例，請代理參謀長前來參加我們的討論。 

一七五.上面已說過，我們深信理事會不會有意 

無意推翻一九五一年五月十八日的判決：理事會不會 

否定公道，向旣成亊實低頭。 

—七六.現在我祇須略爲再說幾句話。今天我們 

聽到許多關於本案的有關意見。我們要對某幾篇演說 

內提出的要點極簡單的評論一下。 

一七七. 很多代表在發表意見時都假定這座橋是 

我們控訴的唯一對象。所以他們的言論只以這一點爲 

限，不去多研究敍利ffi對於非武裝地帶內建築的這座 

橋所提控訴的基本涵義。這些涵義影響着非武裝地帶 

的全部地位以及整個停戰協定。我們已頗充分的說明 

了本案所涉的各種違約情事，並聲明這種一再發生的 

違約情事迫使理事會要更密切的硏討一下所涉問題。 

一七八. 據我們看，聯合王國代表似乎誤會了我 

們的控訴。他的發言所根據的，一面是這座橋的建築， 

一面是對停戰委員會主席的權力的尊重。 

一七九. 我們一貫贊同代理參謀長的建議，卽他 

的權力與觀察員的權力應予加强。但是加强代理參謀 

長的權力和觀察員的職權，在我們看來並不是說獨有 

他們負着監督非武裝地帶的責任。假如採取這樣一個 

立場，那»停戰機構內最重要的工具，掌著監督全面 

停戰協定一切條文的實施事宜的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 

將變成毫無用處了。 

一八o.另方面，我們鑒於本案的種種牽渉，贊 

同聯合王國代表的建議，卽若請參謀長將非武裝地帶 

內的情形，擇其與停戰協定條文有關者，向理事會提 

一報告書，此舉當對理事會有弒助。菲律賓、瑞典、中 

國、蘇聯、哥侖比亞及美利堅合衆國代表也認爲這個 

建議有價値。 

一八一.關於聯合王國對安全理事會一九五一年 

五月十八日決議案所作的新解釋，我們已在上次發言 

內隱約指出，這樣一個解釋與該決議案明文規定的停 

止非武裝地帶內的一切排7JC工程，不分阿拉伯人土地 

或以色列人土地，不相調和。這個新解釋也不符合當 

時該決議案作者所提供的，。 

—八二. 一九五一年五月十八日決議案內有關控 

訴的規定曾在本次辯論中被人一再引諳。我們要指出 

停戰協定內關於控訴的規定並未區別控訴的種類。它 

並未說某些控訴須向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提出，另外 

一些控訴須向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主席提出。停戰協 

定第七條第七項規定： 

"任何當事一方就本協定之實施事宜提起之 

要求或控訴，應立卽由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主席 

提交該委員會。委員會應藉其觀察及調査機構對 

所有此種要求或控訴採取其認爲適當之行動，以 

諜公平及互相満意之解決。" 

事實上，所有控訴不論是關於非武裝地帶的，或是鼸 

於全面停戰協定其他規定的，幾乎都提交停戰事宜混 

合委員會主席了。 

一八三. 如果我們想到安全理事會決議案不能更 

改當事雙方所簽署的全面停戰協定的條文，都麼可以 

引伸出的唯一結論是，就控訴來說，這停戰協定是一 

切解釋所可根據的唯一文件。 

一八四. 我所極敬仰的，菲律賓代表在他今天下 

午的發言內說，將這敍利亜控訴提交停戰事宜混合委 

員會，不啻是一種形式而已。關於這一點我和General 

Roiiwlo所見略有不同。我可這樣說，要是曾照全面停 

戰協定的規定召集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的話，誰也不 

能肯定說這委員會會採取什麼行動。我必須補充一句， 

這個形式是全面停戰協定的一項基本規定。規避或放 

棄這個形式就是破壞全面停戰協定。 

一八五. 話說得太長，我要再向主席及安全理事 

會各位理事表示歉意。我感謝他們對我的容忍。 

一八六. Mr. KIDRON(以色列）：本人要感謝理 

事會給我再作一夾發言的機會。我當力求簡短。 

一八七. 剛才聽了敍利亜代表就我第一次發言所 

作的詳細評論，我必須這樣說，這篇發言裏面沒有一 

點是我今天所想要更改的。其次，我不預備步敍利亞 

代表的後塵，像他在上星期四一樣，想引導理事會走 

向與題旨無關的途徑。我的發言將嚴格以議程上的這 

件事爲限，這就是，敍利亞對一個以色列承包公司在 

非武裝地帶內許勒湖南端，約但河出口處建築一座橘 

樑事提起的控訴。 



一八八.代理參謀長Colonel Leary巳對這座橘親 

自作了調查，他的報告書正在安全理事會審議中〔s/ 

一八九，現在，從實質言，究竟敍利35對這座橋 

說了什麼話，究竟代理參謀長對敍利亞的說法作什麼 

批評？敍利亞說：以色列動工建築這座橘乃是從事全 

面停戰協定條文所禁止的一項活動。代理參謀長則說 

他經過親自實地調査，及就此事所作的談話後，認定 

這座橋的建築是和許勒懇殖計劃有關，旨在便利其完 

工。這個許勒懇殖計劃是六年前當時的參謀長秉承安 

全理事會的權力准許動工的一項事業。因此，這工程 

顯然不違背全面停戰協定，而作爲這工程之一部分的 

這座橋営然也不違背全面停戰協定。 

一九〇.敍利亞聲稱建築這座橋構成一項軍事活 

動。Colonel Leary則認定它是一項民事活動。 

一九一. 敍利亜聲稱建築這座橋將給予以色列一 

項軍事利益，因而違背全面停戰協定之規定。Colonel 

Lc«y則說如假定當事一方將把這座橋充作軍事用途， 

因而違反全面停戰協定之規定，這是他無權考盧的一 

項假定，換句話說，所謂軍事利益之說超出乎全面停 

戰協定範圍之外。全面停戰協定之序言敍述該協定之 

宗旨爲"使巴勒斯坦目前之休戰局面臻達菸永久之和 

平"，而其第一條禁止軍事活動，更把這一點表示得非 

常淸楚。 

一九二. 敍利亜聲稱建築這座橋勢必妨礙非武裝 

地帶內阿拉伯平民的利益。代理參謀長則說建築這座 

橋不妨礙非武裝地帶內任何阿拉伯平民的利益。 

一九三. 敍利亞根據它的主張要求拆除這座橋， 

代理參謀長則說根據他的親自調査，他不覺得他臈當 

要求拆除這座橋。 

一九四. £1色列代表圑欣慰地注意到安全理事會 

多數理事支持代理參謀長的這番結論，而不支持敍利 

亜的反對意見。他們這個態度乃是支持安全理事會過 

去六年來所抱的一種看法，卽凡是促進普遍福利的開 

發計劃一而這個許勒墾殖計劃顯然就是這樣一個計 

劃——是應加以稱許與贊助的。 

一九五. 以色列代表圑也知道理事會諸位理事一 

貫同情以色列欲使其土地恢復其舊時繁榮所作的努 

力。這種努力，理事會想必已知道，常常遭到毫不應 

有的麻煩，干搔及妨礙。有一個例證，理事會或許要 

加以注意，是昨天才發生的。有入問敍利亜«S理，倘 

使安全理事會不强迫以色列拆除這座橋敍利3S預備怎 

»辦。敍利亜總理在答覆這個問題時宣佈，敍利亜保 

留自行採取步驟迫使以色列拆除這座橋的權利。 

一九六. 以色列代表圑抱着典奮的心情，希望理 

事會不要理會這個想阻止一項建設性和有價値的事業 

的無理企圖，並希望理事會能使這項工程底於有益的 

結局。 

一九七. 主席：本人要作下列簡短的發言。 

一九八. 安全理事會已審議了敍利亜代表的來 

件，及巴勒斯坦休戰督察團代理參謀長的報告書。理 

事會已聽了敍利亞及以色列兩國代表的陳述，理事會 

所有理事都已表示了意見。 

一九九. 理事會所有理事好像都同意，休戰督察 

團代理參謀長的權力應予尊重；當事各方應與代理參 

謀長合作。理事會注意到在這個案件上，參謀長在視 

察這座橘及履行其他職務的過程中曾遇到箱延。 

二〇〇.理事會有幾位理事表明不同意代理參謀 

長所作關於m色列建築這座橋的權利的决定。可是,多 

數理事指出參謀長是保證充分實施停戰協定第五條的 

規定的主管人，故支持他的決定。他們請當事各方充 

分和代理參謀長合作，並在代理參謀長覺得爲執行其 

職務所必需的實際辦法上，予以協助。 

二o—.理事會並注意到代理參謀長報告書內閱 

於非武裝地帶內的其他問題所說的話；多數理事建議 

請代理參謀長在適赏時候，就這非武裝地帶內的情況， 

包括他出入這地帶的自由，再提出一個報告書。备方 

所作的詢問也可在這個報告書內得到答覆。就本案言， 

很明白的，改善近東的局面乃是理事會的最高目標。聯 

合國及其代表對實現這個目標可鼈績起重荽的貢獻。 

但爲能有所貢獻起見，聯合國及其代表需要當事政府 

的充份合作。 

二〇二. Mr. AL-SHABANDAR(伊拉克）：我們 

同意主席剛才的提議。我們祇想對這個行將提出的報 

告書規定一個較明確的時限。主席說:"在適當時候"。 

我想或許我們希望說一個月，三星期，或者四星期，總 

之希望有一個時限，因爲中東今天局勢非常厳重，爲 

我們大家的利益計，應當迅速有所行動。 



二〇三.主席：我覺得我無權規定時限。我的想 

法是此點應由代理參謀長斟酌情形作決定。但當然，要 

是理事會想規定一個時間，理事會儘可這樣辦。 

二 O 四 . M r . SOBOLEV(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聯弗）：本人了解主席剛才的結論，他總結安全理事會 

的審議經過，是說理事會對這個敍利亜控訴尙未討論 

完畢，必需休戰督察圑代理參謀長再提一個報告書，給 

我們更多的資料，俾繼績審議這個控訴。 

二〇五.要是這樣的話——看情形也是這樣—— 

同時因爲安全理事會多數理事都表示在討謫這個敍利 

亜政府的控訴上希望得到更多的資枓，我想我們應當 

指定一個锥出這個報告書的時間，爲此起見，像伊拉 

克代表建議的時限，乃至於任何其他時限，都要比祇 

說"在適當時候"爲好。 

二〇六.所以,我將支持對提出這個報告書規定 

一個時限的提案。 

二 〇 七 . M r . ASHA(敍利亜）：本人正要提起剛 

-才伊拉克及蘇聯代表所提的問題一這個適當時候一 

點在我看不太淸楚。 

二〇八.主席：安全理事會當前沒有關於提出一 

個報告書的提案，我不過是把辯論過程中各方表示的 

意見總結一下而已。 

二〇九.M r . AL-SHABANDAR(伊拉克）：要是 

對理事會理事及對秘書長合適的話，我可否提議對這 

報吿書定一個月的時限。 

二一O.主席：理事會各位理事已聽到伊拉克代 

表的動議0"有邾一位理事要評論這個動議？ 

二一一. Mr. WALKER(澳大利亜）：本人不是請 

求參謀長再提一個報告書的理事之一。我曾說就這座 

橋的問題而言，我覺得我們有當前這個報告書就够了， 

我覺得理事會在當前情形下毋須再採取行動。 

二一二. 澳大利亜代表團當然極樂意在任何時候 

會同理事會备位同僚，來討論參謀長可能欲就非武裝 

地帶內.的情勢提出的進一步意見。本人了解這裏有人 

提出的建議是說，理事會不妨就非武裝地帶內的一艘 

情勢，收到這樣一個報告書。我們雖然未提議要這樣 

—個報告書，但我們當然極樂意接受這樣一個報告書 

並予以審議。但是，我不預備贊成一個在指定時限編 

製這樣一個，告書,的提案。此點在我看來，是我們可 

讓參謀長斟É決定的一件事情。 

二一三. 若說敝代表圑對這座橋的問題所採取的 

立場，要看能否在一個規定時限内接到參謀長的這樣 

—個報告書而定，本人是決不承認的。 

二一四. 秘書艮：本人鑒於目前的討論情形，同 

時也因爲理事會未作任何正式決議，當然會請求參謀 

長就非武裝地帶內的情形提出一個報告書。我覺得從 

參謀長的觀點看這並不是一椿費時間的工作。所以,不 

論如何，我們可預期很快收到這個報告書。 

二一五. 倘使我告訴參謀長，最好他能在譬如說 

一個月的時間內提出這樣一偭報告書，我想理事會就 

無需作一個正式決議了。 

二一六. 主席：好像大家都贊成這個主意，如無 

反對，我們就這樣辦。 

二一七. Sir Pietson DIXON(聯合王國）：我祇是 

要把我自己關於這問題的態度表示淸楚。我歡迎請代 

理參謀長提出一個報告書，事實上，我想我是今天第 

—個提這個主意的人。依我想，如我在今天下午開始 

時說的，這個報告書將報導非武裝地帶內與停戰協定 

的條文有關的情形。 

二一八. 至於這座橘的問題，我已說明過我對於 

這個問題的態度，我不預枓我的意見會受另一個報告 

書的影響。我已解釋過依我們的意見，代理參謀長所 

作關於這座橋的決定是他的權力範圍以^的事，故應 

當予以支持。 

二一九. 主席：名犟上已沒有再要發言的人了。 

依照慣例，關於繼績討論這個問題的部署，將由安全 

理事會主席商同有關方面爲之。 

午後七時零五分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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