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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全 種 事 會 

第 七 百 八 十 七 次 會 議 

一 AJ t七年九月六日星期JL午前十一時在^約舉行 

主席：Mr. Emilio NUSEZ PORTUONDO 

(古巴） 

席者：下列各國代表：澳大利亜、中國、哥 

侖比亜、古巴、法蘭西、做克、菲律賓、瑞典、 

蘇 , 社 會 主 義 共 和 國 聯 邦 、 大 ^ 顦 S 北 愛 爾 蘭 

I I 合 王 國 、 美 利 堅 國 。 

臨時議程（S/Agenda/787/Rev.l) 

̶•逋!&饑程o 

二 . 巴 « « m 問 超 ： 

(a) ̶九五七年九月四日約但代表致安全理事 

會主席函； 

(b) '̶九 i七年九月五日以色列代表致安M 

事 # i 席 函 。 

通過議程 

一 .主庳：如果&有異議，我躭誔爲齄程E旌 

通過o 

Mr. JAWAD (滩克）：我有一黏要荦 

解 释 , 。 雜 項 目 二 (a)和（b)的排列次序是不i 

表示我ff!首先處理(a)項所列的問題,卽一九五七年 

九月四曰約但代表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S/3878〕， 

然後再及於第二個項目〔3/3883：]呢Î 

三. 主庳：這一點當然要由理事會決定，不 

通本席靱爲逭兩個問題關係如此密切，不妨同時一 

fef+Ho按照這項程序，我相信理事會審讒及解决 

整偭問題便要容易得多了。這是本席的意見，但是 

我sagfê理事會的決定。 

四. Mr. SOBOLEV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聯邦）：主席，我們在昨天審査了酶時議程所列的 

項文件,卽九月四日約但代表來菡,àÉLS^IÊ 

加以論断。現在以色列代表也致函安全理事會，請 

求審,色列對約但的控訴索，可 f ta們直到今天 

來這裏開會時氇看到這項函件，所以蘇聯代表圑在 

理事會本次會議之前還沒有機會加以研讀。因此, 

我覺#1 ̂ 有時間研究這件事之前，賁在難以對這 

項函件表示意見。 

五. 假使這項函件是對約但的答覆，或是聲明 

以色列對約但所提起問題的立場，那變[f形也許不 

同，然而以色列代表在函中請求安全理事會審議者 

並非約但所提起的問題，而根本是另^i一件事。因 

爲這個緣故，蘇琳代表圑覺得在此刻難以同意在今 

5çg事會會議中審査這件事。 

六. Mr. LODGE (美利墜合衆國）：美國代表 

圑認爲對於同時審議這兩個問題的程序不必有所親 

忌。我們照此方式議事不乏先例，而且任何代表如 

杲不擬討論逭兩個問題之一，他也並不因爲照此方 

^ 搴 號 非 加 以 ， 不 可 。 理 事 會 儘 管 可 以 採 用 同 

時 織 的 鰣 ， 而 任 何 代 表 依 然 可 以 隨 他 的 氲 ! ; 以 

時 間 來 項 目 （ a ) 0 因 此 ， 我 們 鄹 爲 主 席 的 

意見是建設性的合理建議,照此辦理可使全擘满意。 

但 是 我 捫 並 有 駢 上 的 麟 ， 免 得 我 們 眼 前 搴 

項的‧稽延時曰，椟生枝節，所以這兩個問題不 

論 是 同 時 遼 是 逮 縝 美 國 代 袠 團 都 顔 韋 照 辦 o 

七. Mr. JAWAD (^^克）：旣然^6#^r 

理事對於究竟我們應當同時還是連賴33Sftife這兩件 

事的問題,都不想發表意見，我要說幾句話o 

八. 我憨爲,正如蘇聯代表所說,擺在我們眼 

前的是我ff!還沒有時間來考盧的一個問題。我同意 

主席的看法，也！&爲在某種程度上，這幾件事是連 

难有關的。可是還有許多旁的事也連帶有關，就是 

K與巴勒斯坦簡題速镄有關。無論如何，約但代表 

團向理事會提出有一個很明確的問題；祗要以約但 

政府來菡所述各節爲根據，對這個問題單獨加以討 

論，就可以究明具相，便於理事會作決定。在另一 



方面,我們今天上午收到的函件〔5/3883〕向我們 

提出了一整批的問題，都與約但政府提出的問題並 

無直接關係。這一批問題也不能使理事會便於作决 

定 , 尤 其 如 果 理 事 會 存 , 從 速 對 這 件 事 作 决 定 的 

話，更沒有幫助。因此，我要請求將這些問題先後 

遂一審議，這樣旣可便於討Ér,又可幫助我們對約 

但政府所提起的事項作+分顯豁的决定。 

九.Sir Pierson DIXON (聯合王國）：我要 

發表兩點簡短的意見o 

- O . 第 一 ， 理 事 會 通 過 了 議 S * 必 就 是 在 現 

階段預先断定它對議程上的項目意欲如何處理。可 

是，理事會在未逋過議程之前，不能做任何事或處 

理任何項目，因爲理事會的第一個項目總是脫不了 

通過議程的。因此理営逋過議程,以便着手處理議 

程上的事項。 

一 一 . 第 二 , 我 要 向 各 位 理 事 提 起 從 前 在 討 論 

巴勒斯坦問題時曾經有過這轵情事，就是在一造提 

a—個項目之後，他造相樾提出另一項目的情事。 

在一九五四年五月四日就曾發生同樣的情事，我要 

加以引證。在第六七〇次會議時，理事會經過很久 

的 程 序 上 » 之 後 一 我 希 望 這 次 會 議 能 避 免 這 種 

m ̃ ̃ 所 作 的 决 定 如 下 ： 

" 一 . 逋 過 臨 時 議 程 。 

" 二 . 舉 行 " H î ^ t ^ r , 並 准 許 鏑 議 程 上 

任何一項或^w項目。 

" 三 . 安 全 理 事 會 對 於 禱 來 之 决 議 索 係 

屬個別決定性質抑係共同決定性質一節在現階 

段中毋庸作任何承允。"〔第六七〇次*議，第 

二段。〕 

我餿、爲此次似可沿用同樣的程序，不無裨益。 

—二.主席：我在請蘇聯代表發言之前，先要 

K明：聯合王國代表可以K晕向主席提出了程序問 

題，所以我認爲我們應當先通過議程，然後再艇耩 

ftlfe如何處理這些事項。議程如不成立，我們就不 

能討論如何處理這些事項。如果理事會同意的話,我 

躯爲我們應當首先表決議程，然後決定議程上的項 

B如1^rt^f論。 

一 三 . M r . SOBOLEV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 

國聯邦）：我並沒有意思要躭誤安全理事會通過翳 

程,但是我要提請注意下述一事。在九月四日，有關 

方面向蘇聯代表圑探詢宜否皋行安全理事會會議, 

以文件S/Agenda/787自項目爲臨時議程。這項 

議程開列項目如卞： 

' ， 一 ‧通過議程o 

" 二 . E勒斯坦問題：一九五七年九月四 

日約但代表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S/3878〕"0 

這是向蘇聯代表圑徴詢意見的事孔而且安全理事 

會特別會議也是爲了審議這個項目而召開的。我們 

同意舉行會議；據我們看來，問題迫切待決，開會 

是有正當理由的。 

一四. 我們今天到安全理事會開會時，看到桌 

子上有文件S/Agenda/787/Rev.l繊的另外"^ 

議程o這份議程開列兩個項目，一項是約但代表來 

函提出的，另外一項是以色列代表來函提出的o這樣 

我們目前就有了兩個項目，而原來的臨時議程祗有 

單獨一個項目。 

一五. 蘇聯代表圑對於約但代表提出的問題和 

以色列代表提出的問題都準備加以審議。各造有權 

向安全理事會提出其認爲必須提出的任何問題。目 

前的困難無非在於蘇聯代表圑雖對一個問題已有初 

步的論斷，可是還不能審査另一個問題，因爲它未 

能及時接猙以色列代表的函件。 

一六. 因爲這個綠故，我覺得最妥當的程序是 

由我們在通過議程時決定將議程mm的項目按照排 

列次序先後速親審査。 

—七.主庳：請問蘇聯代表是否芷式勳議由 

我們通過議程而不要第二項的子目（b)呢？ 

一八. Mr. SOBOLEV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 

國聯邦）：不，主席，這並非我的提議。我提議通 

過文件S/Agenda/787/Rev.l所载的議程，包括 

子目（a)和（b)在內，但以我們按照排列次序先後 

速賴審査爲條件。 

一九. 主席：本席認爲理事會未始不可照蘇 

聯代表的提議辦理，不過我要指出慣例並不是如此 

的。惯例是先通過議程，使臨時議程成苠確定，然 

後再决定各個項目如,論，究竟同時還是遂一討 

論，應否延會等等。 

二〇.然而，如果理事會顏意依照蘇聯代表所 

述的條件，卽首先討論子目（a)、其次及於子目（b), 

逋過議程，它當然可以這樣傲的。 



二一. Mr SOBOLEV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 

國聯邦）：我要闡明一點細節。我在陳述時也許無意 

中用了"條件"字眼，但是我並未限定任何條件。我 

赋是表示蘇聯代表圑要安全理事會採用這項程序的 

意願。 

二二. 蘇聯代表H認爲在許多情形下，將同一 

議程項目下的各個子目同時一起審査是有正當理由 

的。就目前情形而言，困難在於我們雖對議程中的 

1份已有論斷，却難以在今天會議時就對其中另 

—部份採取立場。我的論點止此而已。我因而要請 

理事會了解蘇聯代表圑並非限定任何條件，而®是 

表示一項意願。 

二三. 主 席 ： 西 班 牙 文 傳 譯 用 到 " 條 件 " 字 

眼。據我看來，現在情形是這樣的•蘇聯代表提議 

通過臨時議程，但所具的了解是將子目（a)和（b) 

逐一分別討論。 

二四. 我就將臨時議程付表決，同時顧到蘇聯 

代表所作的解釋；對於這點解釋，似乎並無異議。 

二 五 . 蔣廷黻先生（中國）：我覺得我們先 

逋過現有的議程而不妨礙討論的次序，等到議程通 

過以後再來處理討論的次序問題，這樣似乎要方便 

得多。問題祇是通過議程而已。主席已經向我們說 

明他對討論的次序並無成見。那個問題在我們投粟 

通過議程之後就會由理事會處理的。我不希望通過 

議程問題附有這一點或那一點的了解。如果有任何 

了解的話，那應當是討論的次序有待以後商議。 

二六. Mr. WALKER (澳大利亚）：如果通 

過議程問題付諸表決，澳大利亞代表國要趁此機會 

藉投累來表示它對通過議程問題的意見，而且犟以 

那個問題苠限。如果嗣後要我們對於蘇聯代表或任 

何 其他代表就這些事項討論次序所作的建議採取立 

場，我們朌望在那時有對這件事發表意見的機會。 

二七. 主席：據&看來，程序上的情況+分 

淸楚。可是，由於竭力要想迎合代表們的意思，這 

件事變得有些褀雜。我的看法是，第一步應當決定 

酶時議程通過與否。一旦通過，理事會便可審議究 

竟將項目（a)和（b)分別討論，還是同時討論。旣 

然中國和澳大利亞代表要求主席對這件事適用議事 

規則，我就跟將文件S/Agenda/787/Revl所载 

的臨時議程提付表汰。 

舉手表去。 

赞成者'澳大利亜、中國、哥佘比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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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不列顕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美利 

堅合衆國。 

議程經一玟同意il過。 

巴 勒 斯 坦 問 題 ： 

(a) 一九五七年九月四日約但代表致 

安全理事會主席函（S/3878)； 

(b) —九五七年九月五日以色列代表 

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S/3883) 

約但代表Mt. Yusuf Hatkal和"色列代表 

Mr Motdecai R. Kidron經主坏邈請，列席理事 

會會議。 

二八. 主席：理事會現在審査議程的第二部 

份，卽巴勒斯坦問題：（a)—九五七年九月四曰約 

但代表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S/3878〕，及(b)—九 

五七年九月五日以色列代表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 

〔S/3883〕。 

二九. 蘇聯和伊拉克代表提議理事會將子目 

(a)和（b)逐一分別討論。這件事要由理事會决定0 

三〇 .蔣廷黻先生（中國）：我此刻IS談關 

於討論次序的簡箪程序問題。究竟那二種討論次序 

最爲適宜，我覺得左右兩難，不能決定。我讀了這 

兩項函件之後所得的印象是：約但和以色列雙方分 

別提出的各點似乎是某些複雜問題的不同方面。這 

幾方面速帶有,的程度如何，我此刻還不敢說定 

我覺得我們現在開始先由直接有關的兩造提出初步 

陳述，俟後決定討論的次序,似不失爲明智之計,我 

們在聽取這些陳述之後，就知道這兩方面速帶有闢 

的程度如何，並且可以參酌問題的實體，視辯論的 

方便，知道究竟需要分別或同時審議。倘若我們决 

定分別審議，那麼約但的函件無疑占優先地位。 

三一. 我的簡單建議是我們應當進而聽取兩造 

的初歩陳述，俟後再行決定討論的次序。 

三二. Mr. WALKER (澳大利15 ) : 我 祗 想 

表示我認爲理事會照中國代表的建議辦理是明智之 

計。爲判斷問題的實體及彼此連帶有關的程度起見， 



聽取兩造的陳述是對我們有益的，而且我們在以後 

的議事程序中不論是要將^è分爲兩部份，或是要 

分別作決議，都不受妨礙。因此，我,助道項建 

議,就是說我們現在進而聽取兩造爲表明子目（a) 

和（b)範圉內的問題所要申述的意見，而不妨礙理 

筝會將來議事的@^。 

三三. Mr. ROMULO (菲律賓）：菲律賓代表 

圑憨爲我f!應當進而膀聽兩造的陳述。我們單通閱 

讀兩項函件,不能就此知道兩者之間的連帮HJ係。我 

們必須脍聽雙方的初步陳述，然後鏟能决定îtlÉ次 

序如何。不但如此,而且菲律賓代表画與蘇,表不 

同,它卽使在研讀這些函件之後,也並不就抱定主張 

到這裏來開會。事實上我們今天到這裏來是爲了聽 

取兩造的陳述,事先並未作結論及抱有定見。我捫耠 

兩造申述的機會,然後再定我們的見解,再定結論o 

三四. 因此，菲律賓代表圑靱爲我們首先應當 

聽取兩造的陳述，m後再決定怎鵷。 

三五. Mr. JAWAD (伊拉克）：剛鐮向理事 

會提出的建畿是目取約但和以色列雙方圃於兩偭 

不同問題的陳述，然後由理事會來决定究竟應當同 

,是連鑌加以硏討；這項建議,據我看來,不免使 

步驟有些混亂。 

三六. 姑且不談問題的實體，約但所提出的桊件 

事關直接違反約但與以色列停戰協定的實際行爲？ 

以色列所提出的另一案件則爲我們多年來轾辦的IS 

m ；而且從函件絲就可以看出該茱鰣的若干問 

廑 係 在 停 戰 協 定 第 八 範 圔 之 內 ， 業 經 提 交 特 

別委員會審饑。道些問題在雉年以前早就可以提蹐 

理 事 ^ 議 。 但 是 過 去 ^ 道 樣 傲 。 現 ^ 色 列 提 

出該案無非是針對約但就威«和卒的實ISHt勢所提 

控訴案之反應。可是,©要審察一下以色列菡件所 

閧列的一些問題,便顯然可見道些事項向來是有待 

决 定 的 職 。 

三七. 可itïfe們此刻還不能說定那一造未履行 

其依據停戰協定所負的義務。因此，我再說一遍， 

兩造關於不同的兩件事的陳述會使步驟混亂。據 

gÊ*來，如果我們先審議子目（a),等桔束後再進 

而®理子目（b),就要淸楚得多。在現階段照此辦 

理是方便之計。 

三八. Mr. SOBOLEV (蘇《ÊK社會主義共 

和國聯邦）：主席,蘇聯代表画已經表明了它對這僳 

1 «ûmm^iE^m,第四年，mmm-sio 

問題的立場。我因而限於表示赞助伊拉克代表的提 

議，就是說我們應當將議程項目二所列的兩個問題 

逐一分別審議。 

=jh.主席：本席驟爲中國代表的提饞，m 

澳大利翻菲律賓代表附饞後應付表決。道項提鼈 

是我們首先ss^mu以色列代表的陳述，然後決 

定^將子,目（a )和（b)分別tm,還是同時!^。 

這 似 乎 是 合 乎 , 的 , ， 因 爲 理 事 會 一 旦 通 過 道 

項提議，便無須討論滩克代表'的提槳 0 

舉手表泱。 

赞成者：澳大利5£、中國、哥侖比茧、古巴、 

法蘭西、菲律賓、瑞典、大不列麒及北愛爾蘭聯合 

王 國 、 美 利 堅 國 。 

反 對 者 ： 滩 克 o 

棄權者：蘇《mat會主義共和國聯邦。 

這项提議"九票對一票通遇,素權者—o 

四〇.M r . HAIKAL (約但）：巴勒« î f f l * * 

是象徴人類和卒及善意的地方，如今竟不断成爲H 

爭、侵略及不法行爲的湄藪，至可惋惜o這種情勢是 

以色列麟镇袖們的野心直接造成的。逭由他們所 

發表的m於以色列癀張政策的許多正式宣言可見一 

斑,而且観乎Mr. Ben Gurion在最近一次關於移 

民的聲明中慫通國厣!§±@^^鵜運動設法在今後 

幾年內使5外二百萬猶太移民能在巴勒斯坦上岸, 

也可得到§1明。 

四一. s t m ® * a R ± i i ^ 政 策 是 © ^ 對 

阿拉伯人的有,侵略的根頫，自從英画委任铳治 

時 代 以 來 一 向 如 此 。 本 理 事 會 ， ^ # 不 根 自 求 

铒 理 以 色 列 的 侵 略 f î i b , , 在 0 ^ 及 麯 阿 拉 

伯地@^ffft施的俊略fî«r。 

四二. 我說了s̶點之後,却要表明我的意思 

不在申論巴勒斯坦問題的一^面。我要IS格展於 

論述目前的案件,也«bi以色列人在Jebel El Mu-

kabbir地@達反全面停戰&定茱。 

四三. ^ 偭 地 茈 內 ， 我 們 à E S 到 & 色 列 ^ 

停 戰 & 定 的 • 行 爲 ， 其 目 檫 與 以 色 列 的 皿 俊 » 

行爲相同，卽意画進久、利用及占據私有的坷伯 

土地及產業，&冀終於M些土地及產業&收o £1 

色列人不僅企圃對休戰督察圉控制下的Jebel El 

Mukabbir無人地$內的阿拉伯私有產業,fl^Ë他 



們的進入及管制的權利，而且還竭力要想據有新的 

重要戰略陣地，使得巴勒斯坦的阿拉伯g實際上無 

法防守o 

四四. 在這次簡短的陳述中，我最先要引述約 

但與以色列政府所签訂的關於Jebel El Mukabbir 

區 地 位 的 正 式 國 際 協 定 。 我 要 說 明 該 區 的 " 現 

狀 " 是 措 什 而 言 的 。 第 三 ， 我 想 以 色 列 在 該 

區內從事遠約行爲及種種活動赚的危險及範圉。 

第四，我要申明我國政府决定向本理事钱出控訴 

的理由。 

四五. 我的第一騸涉及Hi於Jebel El Mukab-

bir 區地位的&定。爲求明睐劃IS!該IS的目的和它 

钧地位起見,我們必須囘翻它的起涵。 

四六. 在 耶 皿 ^ 內 , J e b e l El Mukabbir 

是戰略重地,面積相當廣大,占六百餘瞰 0 座落在 

當地的有從前的政府大厦，現在改充休戰督察画總 

郁之用,以及W拉伯^K和雉糠RT拉伯人私有房屋。 

當地的一 !8®5fcA所有產業是一所小規模的袅 

nmt,占地不逾十瞰。換^IS說,該E除了政府 

大 厦 和 這 個 « 模 的 瘗 之 外 , 都 是 阿 拉 伯 人 

的產業o在一九四八年阿拉伯人與3I*A作戰期間, 

&色列人因該@戰略地f££要，企圃用武力占镇未 

m,阿拉伯人的防守卒吿成功。 

四七. 就 在 那 時 前 後 , 阿 拉 伯 人 紅 十 

字會種種跳使它能在政府大厦設立會所，àÉLB. 

准fl^Ê使用鄰近的TO政府大度與TO伯學院之間 

的一小段地方'；這一地段就此稱爲紅十字會© 0後 

來戰事艇親進行,該區內歒娜隊短兵相接，&致 

發 ^ 干 事 件 ， 使 紅 + 字 會 人 員 的 安 全 受 到 危 害 。 

紅 十 字 會 賤 請 中 央 休 戰 督 察 委 員 鲂 耶 雜 冷 紅 

+字會周園闢設中立@ 0該委員會主席《與兩逍代 

表 皋 行 , 0 紅 十 字 會 的 提 , 予 接 受 ， 桔 果 便 將 

Jebel El Mukabbir E宣吿爲中立厣。 

四八. 中姊戰督察委員會爲闢19!道倜中立茈 

所作的决定包含'幾項原則：(一)該@內所有軍 

事人員、設傭及裝置一*&―九四八年八月二十九 

日午夜以前徹除或銪毁；（二)由休戰督察委員會對 

該厣施行監察並負資保陣該區內個人及其產業； 

(三)^予當地中立區的地位也躭是默豚個人對其中 

土地友建築物的所有權不受»,換句話說，任何 

一造不拯以任^TS由占有或利用他造的產業。 

四九.這項&定一捱訂立，中央休戰督察委負 

會主席當卽在一九四八年九月四日就此事向安全理 

事會提送一項報吿眷，見文件S/992。 

五〇.一九四八年+̶月三十曰，兩造»盯了 

停火®定，在停火地圃上標明各造戰闘部.昧所占的 

戰線。Jebel El Mukabbir ̶地,原^!爲中立 IK, 

在停火地画上位，方戰圃郁隊的戰綠之間。gffi 

地 區 以 及 介 於 雙 方 戰 豳 m 之 間 的 所 有 ^ 

正式定名爲無人地帶。是以，早在一九四八年̶ 

月間,Jebel El Mukabbir茈的無人地箝地位便B 

由W係各方一致商定,âfeJi在最重要的正式文件中 

载明o 

五一. 一 九 四 九 年 四 月 三 日 , 兩 造 在 « î ^ K i r 

了在聯合國調解專員主持下所截妥的全面停戰 

定 。 停 火 地 醒 赚 入 該 項 協 定 , 戰 , 了 分 

在耶睁撒冷茈,介於逭些界鐮之US的地!£，包括 

Jebel El Mukabbir在内，依然保有停火¦»定所tt 

定的無人地锥性質。全面停戰&定第五條第一項 

( 乙 ) ^ ^ 如 下 ： 

" 在 耶 輙 冷 @ , 停 戰 赌 贿 一 九 13八 

年—月三十日耶職冷珲停 j f c f t » 協定所定 

五二. 在一九四九年間，停戰事宜混合委負會 

發現JeUl El Mukabbir @雖捱全面停戰協定規 

定 爲 無 人 、 地 帶 , 赏 地 仍 居 留 有 以 卒 民 , 也 

躭 是 羹 ^ « 的 一 些 a * 皋 生 , 以 及 一 些 伯 人 。 

該 委 員 會 隨 卽 „ , 俾 准 許 道 一 « f c A l t l r 限 的 

平 聰 賴 唐 留 ， m 不 許 外 問 任 何 人 進 人 W » l El 

Mukabbir @或在赏地居住爲條件。此外,â-Hifc 

人itr限的平民也Wft自己所有ft蜜業ÊJ^WÊ事 

卒民工作或活動。道一點對目前的皿極關 

M 量 强 調 不 可 。 

五三. 在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八曰停戰事宜S 

合委負會會覼時，約但代表表示正常的平民活》據 

了解可在赏地恢復進行，但是這8S限於在赏地居住 

的 平 民 的 活 勅 ， 而 並 M i i 於 冷 市 g 闥 的 活 

動。從來並無任何協議許可Jebel EI Mtikabbir 

膨 外 的 居 民 腿 分 界 棣 至 赏 地 從 事 平 民 工 作 -

五四. 在一九四九年停戰事宜混合委具食 

期間，&色h方面提瞜»分道個地IS ； II方代表画 

與主席曾爲此事交換意見。在皿期閬，有些官員 



稱Jebel El Mukabbir爲戰線之間的地區,也就 

是兩條界緣之阖的地區。又在一九四九年六月+二 

日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舉行緊急會議時，約但代表 

曾 經 卿 ： 

"因此,彼此同意位於兩條停戰協定界線之 

間的政府大厦區爲停戰協定第四條所稱的'戰 

線間區域'。" 

全 面停戰協定第四條第三項規定如下： 

"雙方武裝部隊禁Jh平民穿越戰線或進入 

戰線閬區域之規則與條例，於本協定簽字後仍 

然有效⋯，'。 

五五. 約但代表團鑒於有初步的提案擬以卒民 

界緣在兩造之間劃分這個地區，曾向政府請杀。約 

但政府堅決反對分割Jebel El Mukabbir區或劃 

定所謂平民界線，àLa訓令約但代表囤拒挹任何這 

類提案。約但代表於是表明他們不受關於分割這個 

地區及在當地劃定平民界緣的提案拘束。 

五六. 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在那段期間開會的 

會議紀錄載有雙方的許多陳述，都表示關於分割這 

個地區或劃定平民界線一節，並未簽訂任何協定。 

我此刻®想舉幾個例子，但於必要時還有更多可以 

引證。 

五七. 例如在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二日停戰 

事宜混合委員會會議時，以色列代表就曾聲稱約但 

政府拒铯劃分這個地區，而且關於此事的初步提案 

始終未經接受，所以並無任何協定發生效力。 

五八. 在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八日另一次會議 

時，以色列代表聲稱，關於以平民界線在兩造之間 

劃分這個地區的初步提案雖經擬就，却未签訂任何 

協定。在同一次會議中，約伹代表也證實過去雖有 

劃分這個地區的計議，但是約但從未同意割分這個 

地區及劃定平民界線。 

五九. 一九五三年七月+七日，停戰事宜混合 

委員會主席De Ridder少將在致約但代表圑高級 

、人員函中也提到那件事實，卽約但當局從未签訂關 

於割分Jebel El Mukabbir IS的任何@定或地圃。 

六〇.不論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會議怎樣討 

論，也不論討論時的用語如何，我們決不應當忘却 

會中經常有不少非正式的談話，所以各造儘可從這 

類討論的紀錄中徴引它所挑選或是它認爲對自身最 

有利的部份。但是，具正重要的是載入法律性的窨 

面決議內的這類討論的結果。在任何國際會議中， 

各造都祗受它自願商訂及签署的香面協定的條款拘 

束。 

六一. 現在不妨問一個重要的問題：究竟兩造 

與休戰督察圑曾否签訂關於劃分Jebel El Mukab-

bir 區的正式協定呢？假使確有這類文件，MSÊ 

請拿出來瞧瞧。這樣就可以參照其中的規定來檢討 

Jebel El Mukabbir區問題。但是，倘若這類文 

件並不存在，那麼任憑怎樣«也改變不了事實， 

就是說關於這個地區地位的唯一協定是全面停戰協 

定。 

六二. 我現在要講到這個地區的地位。據我們 

看來，闡明這地區的"現狀"似乎是重要的事。先 

從"現狀"的法律方面談起。 

六三. 剛饞已經說起,在一九四八年九月四日, 

也就是在停火協定簽字之前,這個地區便經中央休 

戰督察委員會宣吿爲中立區。當停火協定生效時, 

戰線經在地圖上標明,而且Jebel El Mukabbir區, 

以及位於戰線之間的其他地區,也經宣吿爲無人地 

帶。後來全面停戰協定發生效力，其中採用了耶路 

撒冷區的停火地圖 0 戰線成了分界緣,分界線之間 

的地區仍然爲無人地帶。 

六四. 我要說明Jebel El Mukabbir區的"現 

狀"是指什亵而言的。耶路撒冷無人地帶各區在原 

則上不許住人；事實上，任何一造的人員如果踰越 

界緣或侵入這些地區，也受到對方的射擊攔阻。當 

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在全面停戰協定签字之後祖設 

時，該委員會正如我剛辗所說，發現有一些人依然 

居住於Jebel El Mukabbir區。住在當地中心區 

農科學校內的以色列籍師生在當時限於在校區 

內活動，校區四周有帶刺的鉞絲網圍繞。同樣，在 

Jebel El Mukabbir東北lgfii鎮居住的阿拉伯人家 

也限於在他們自己的房屋及地産內活動。不過，停 

戰事宜混合委員會曾一度考盧請所有這些居民撤離 

Jebel El Mukabbir,以符合當地的無人地帶地位0 

關於這個問題曾有所討論，結果在以色列主動下, 

建議准許上述少數的以色列人民和約但人，績在 

Jebel El Mukabbir區各自的地界內居留。 

六五. 可是，停戰事宜混合委負會明白表示： 

第一，這個例外IS適用於當時確在那裏居住的人, 



茧於住在営地以外者，卽使是產業所有人也不許重 

新入境；第二，居留在那裏的茛數有限的人應當限 

於在他們自己的齑業上活動。 

六六. 過去，以色列人曾迭次藉種種口實企圃 

非法侵入道個地區，以圃取得新的利益,我等一下 

講到。但是，每次約但都向停戰事宜混合委員 

^訴，並且向休戰督察圃參謀長抗議，結果以g 

列人奉命撤離這個地區。 

六七. 我現在談到聯合國對當地的監察及管 

制。Jebel El Mukabbir區在宣吿爲中立區時,卽 

置目合圃監察及管制之下，一九四八年九月四日 

中央休戰詧察委員會主席報吿睿CS/9923曾述及這 

—點。這個地區依照停火f&定成爲無人地帶後，繊 

親受聯合國監察及管制。到今天爲止，聯合國旗幟 

—直懸掛在Jebel El Mukabbir區各大建築物上： 

政府大廈、猶太農科學校、&阿拉伯學院o 

六八. 自一九四八年九月以來，聯合國休戰督 

察画在Jebel El Mukabbir區內負有防止蹢越界 

榇及侵入該區之資。在這一方面應當附帶指出，在 

不由^合國負責監察及管制的無人地帶其他各區 

內,如有任何人企圃蹢越界線或未經特許擅自進入 

無 人 地 雙 方 卽 以 射 擊 攔 阻 , 藉 以 防 止 非 法 侵 入 。 

六九. 事資上，聯合國從一九四八年起到最近 

爲Jfc飴終能切黉行使它在Jebel El Mukabbir (g 

的監察及管制權，以防止侵入該區。舉例來說，在 

—九五三年三月間以色列人假借人道名義企圃使用 

阿拉伯學院時,就曾行使過這項權力。那一年冬季， 

以色列方面把幾個移民帶到阿拉伯學院居住。約但 

向休戰督察豳提出了杭議。當時停戰事宜混合委員 

會 主 席 E . H. Hutchison中校是有勇氣、講原則的 

人,他親自去調査這個情勢，使得聯合國的權威確 

賁 受 到 當 他 發 現 以 色 列 人 糨 在 阿 拉 伯 學 院 

內時,flfei刻請主管的以色列官員將這個地方賸空， 

並 將 那 些 移 卽 撤 出 J e b e l El Mukabbir區。 

主管的以色列人非但杭拒這個命令，反而以開鎗恫 

啭Hutchison中校逼他離開阿拉伯學院校舍。可 

是,Hutchison中校堅决不退讓，並且囘答說他寧 

可死,却不能容忍道種蔑視聯合國權力及威望的舉 

H堅持將以色列移民立卽從赏地全部徹退；到 

*後,以色列人終於雠開,Hutchison中校維持當 

耻 ' 眾 狀 " 卒 吿 成 功 。 

七〇.此後,當地的法律地位未嘗有任何改變， 

所以最近這一次以色列在Jebel El Mukabbir區 

侵入無人地帶事件不能再照過去以色列在同一地區 

內的違法'If事那樣以相同的方式處理。 

七一. 我現在談到Jebel El Mukabbir區內 

的財產權。關於"現狀",除了上述的因素外，還應 

當考盧到該地區的個人財產權。 

七二. 有一點是一向明白了解的，這^8是唯有 

准予在當地區居留的平民辗能在他們自己的產業上 

耕作,但是他們不得使用當地他人的產業。此外,誰 

都不許從外界蹢越界線至該地區使用他自己的產業 

或他人的產業。倘使任何個人或集圑踰越界線以圃 

使用他們自己的產業或他人的產業，他們不但該受 

對方反對，而且也應當爲休戰督察圑所反對，因爲 

他們觸犯了全面停戰協定的規定並且破壞了該地區 

的"現狀"。 

七三. 旣然這個地區自從闢設以來始終不断在 

聯合國的監察及誉制之下，所以業主對產業的權利 

及這些產業的"現狀"理當由休戰督察圑維讒及保 

陴。剛總已經指出，在不受聯合國監察及管制的無 

人地帶各區內，個人財產及"現狀"是靠雙方用鎗 

砲阻止任何人踰越兩條界線之一來保護的e 

七四. 我現在要說明最近一次以色列非法侵入 

Jebel El Mukabbir區事件的性質及嚴M度。 

七五. 一九五七年七月二+—曰'以色列人本 

着不惜破壞國際協定或公開實施軍事侵赂行爲以摟 

取锒土的一莨政策，决定進入無人地帶內Jebel El 

Mukabbir區。同曰,以色列勞工開始在該^內阿 

拉伯產業上掘鑿，另外有掩護的以色列保安部隊從 

事佈設二吋口徑臼砲陣地。 

七六. 這次非法侵入並未遭受負責監察及管制 

該區的人員反對，以色列人乃於七月二+二日囘到 

當地，不但人數增多，而且還把曳引機及壓路機帶 

進無人地帶該區內。他們於是就在阿拉伯田地上掘 

耕，M在阿拉伯產業上修築新的道路。從以色列 

來的勞工在以色列保安部隊掩護下將他們的工作地 

段攒張到政府大廈東北方的一處。護送勞工的以色 

列保安部隊携帶有捷克式輕機關鎗、其他自動兵器 

及二时口徑臼砲。 

七七. 七月二十三日，有六+名左右從以色列 

來 的 勞 工 進 入 該 區 。 他 們 也 由 以 色 列 保 護 ； 



掩 護 I » 鬨 始 ， 起 有 刺 餓 絲 網 ， 同 時 有 ^ & 色 列 

部睐分flj占據陣地。所看到的是在道些地點有臼砲 

及中型機nn» 

七八.：&£11後«天內，以色列權賴不断非法侵 

入Jebel El Mukabbir g â t a 在 以 色 列 軍 , 隊 

保護下從事^&活助,倕管聯合國參謀長出而千涉, 

锥管有^&的外界壓力促使以色列摒棄這種不法行 

徑,也無效果。 

七九，以6^1人»旨們在Jebel El Mukab-

bir ï£的活動無非是平民工程，而且他們是有權在 

割分Jebel El Mukabbir厣的所謂平民^^之西 

鰣 事 道 種 工 作 的 。 

AO.我ff î巳iERK兩逭«ê*»盯M，分道 

偶地@的協定,而且現在稱爲平民^I的假想線也 

鰣 不 骨 爲 約 但 所 接 受 。 

八一. 我們也曾詳細說明，外界的人侵入該區 

及在田地上耕作無不與關於該區地位的唯一ta定相 

tm,而，但政府已往素來反對道頃行爲。每逢 

當 地 發 生 道 反 停 戰 & 定 規 定 的 情 事 ， 約 但 便 向 

停戰事宜每合委員會控跅,並且向休戰督察圃提出 

w& ；結果蠊是使得以色列人無法豳賴進行非法活 

動,以色列人在一九SH^fe圃占用阿拉伯學院未 

m,便是^8。 

八二. 現在我們不得不 ra ：究竞以色列人在 

Jebel El Mukabbir g內是在It的產業上工作的？ 

他們在阿拉伯產粱上工作，而且他們的工作at®了 

道些鹰業的性S。雌地平民活動而言，試問一國 

墀那一 種權利居然可》將旣不在該國境內又不展於 

睐 國 主 權 管 糟 的 ！ 財 齑 ^ 呢 7 退 一 步 》 , 縱 使 

& 色 ^ r 人 現 在 工 作 所 在 的 齑 業 是 所 有 的 ， 那 

界綠及外界的人入，動也是違背全面停戰 

ta定的規定，而且與該is "現狀"不符的。 

八三. 一a固然可以制訂法律沒收阈民康業並 

將業主遂出，^1種法^£JL在本國主權所轄的煩域 

內頒佈施行爲限 0任何國家却無權制耵法規在其本 

八四.以色列人晚是他們有權在 Jebe l El 

Mukabbir區從事平民工作,假使這是出於誠意的 

話，那自們爲什豳在派出勞工時又派軍隊護送並 

且用自動兵恭及臼砲保護呢？ 

八五‧其食，以色列人心中明白他們是無權瞰 

越蹄到該IS工作的。他們處心積盧要占镇Jebel 

El Mukabbir區，現在肆無忌憚企画利用中束， 

來賁現他捫對那個重要地區的野心,希望這一次不 

致遒受武力反對而被迫撖離。 

八六. 在這種皿下如不設法制Jfc£JL色列方面 

的這些違約行爲,貧在是不可想像的。聯合陴對這 

一案件不輙行勦等於是不主#^道，徒然有担這 

偭 祟 高 的 國 , 饑 在 該 地 區 的 權 威 。 

八七. 以色列在Jebel El Mukabbir區的活 

動妨害私有財產原則。此外，以色列人進入、占有 

及利用^诨內產業等行爲也是確實非法侵入Jebel 

El M u l â b b i r 區 所 在 的 無 人 地 â ^ a 使 以 色 列 

在該地@獲得明顯的政治、經濟及軍事利益，而這 

種，也是全面停戰fô定所不容許的。以色列的行 

動係S5違反全面停戰協定第三條第二項、第二條第 

一及第二項、及第四條第三項的規定。 

八八. 現在我要晚明何以我國政府憨爲向安全 

理事^îiW Jebel El Mukabbir案是急不容緩的 

必要之舉。 

八九. 有如我,SI所說，以色列在當地的非法 

活助係展違反全面停戰&定，直接違抗聯合國的權 

威 。 也 是 對 耶 , 冷 區 內 阿 拉 伯 的 安 全 的 脅 。 

九 〇 • 約 但 ^ 九 五 七 年 七 月 二 + ̶ 日 發 現 以 

色列非法侵入Jebel El Mukabbir並在當地從事 

非法活動後,當卽向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提出控齚， 

請求召開緊^tm。約但也曾向聯合國休戰督察國 

參媒長提出，，諝求棵取有效措施制ih£i色列在 

Jebel El Mukabbir撣的非法活動，務使以色列人 

立卽麵道偭無人mm,並保證該區的"現狀"不 

許有任fiTBfcffio 

九一. 這 襄 我 耍 M 說 明 ， 自 從 該 區 ^ 九 四 

八年九月閏最初經宣吿爲中立區的時侯起到最近爲 

止，聯合國休戰督察圃在道一段長久期間內始終能 

颐利維持Jebel El Mukabbir茈的"現狀",但是 

最近從今年起，锥管職合國駐在該區的代表盡了一 

切力量，以色列人權賴不断非法侵入及侵犯該薜並 

在該區從事活動。 

九二. 我國政府鎏於Jebel El Mukabbir % 

侑勢联重，^由於當地職合國機關的一切可能救濟. 



手 3 ^ 已 用 耋 , 鼷 爲 必 須 將 ; ^ 提 交 安 全 理 事 會 , 

期 制 ^ 色 列 全 面 停 戰 & 定 的 行 爲 。 

九三.總之,Jebel El Mukabbir案可豫鈉如 

下： 

( ― ) J e b e l El Mukabbir區經;6^九四 

八年九月間宣吿爲中立區，àOLffi停火協定規 

定爲無人地帶；這項定後來歸併爲全 面停戰 

協定的一部份。全面停戰《依然是關於該區 

地 位 的 唯 一 定 。 ' 

(二） 該區的無人地帶性質祗有一種例 

外，適用於在停戰協定签字以前一iEg留在當 

地的少|fc&色列人和W拉伯人。除這些人之外, 

碓也無權進入該區，卽使是居住外界的產業所 

有 人 也 ^ # 進 人 

(三） 該區始M受聯合國監察及管制。 

(四） 兩 造 從 未 ^ 或 签 訂 任 何 協 定 足 資 

變更全面停戰協定,於Jebel El Mukabbir 

區的規定。 

(五） 一造無權使用他造產業，而且私人 

« ^ 所 有 權 不 J e b e l El Mukabbir區內 

觸 千 涉 。 

(六）以色列非法悸入該區及在赏地從事 

活動係屬恽然違反M停戰&定,且展破壞"現 
m i t » 
狀 。 

九 四 . 我們鎏於以色列逢反全面停戰協定之嚴 

重性質,並鑒於這些不法侵入該區行爲的政治後果， 

因 而 提 出 下 ， 求 ： 

(一） 立卽制JhÊJL色列所從事的違反全面 

停戰定活動，並將該區恢復至以色列開始非 

法侵入該區及在該區活動之前的狀態，也就是 

恢 復 及 « "現狀"。 

(二） 鼈責以色列違反全面停戰a定第三 

條第二項、第二條第一及第二項、及第四條第 

三項的規定。 

九五. 我們深信，凡是容紬à兩點的决議卽足 

以防止情勢sws,遏制新的遠反全面停戰©定行爲， 

而且大可提高聯合國在該區的威望。 

九六. 倘使以色列硬要艇耩從事上述的工作， 

也就是違反全面停戰協定的規定，從而破壊該區的 

"現狀"，那麼我國政府迫不得已，砥#«取必要的 

舉 措 以 確 ^ 區 的 安 全 ， 並 ^ : " 現 狀 ～ 

九七. 我要保留我圃代表滷於憨爲必要時再就 

這件事發言的權利。 

午掾一時散會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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