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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全 種 事 會 

第 A 百 零 六 次 會 議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星期五午後三時在紐约舉行 

主席：Mr. Hashim JAWADf滩克） 

A席者：下列各國代表：澳大利茧、中國、哥舍 

比茧，古巴、法蘭西、,克、菲律賓、瑞典、蘇維 

埃f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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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6) 

通過議程。 

二.巴勒斯坦問題： 

(a) —九五七年九月四日約但代表致安全理事會 

主席面； 

(b) 一九五七年九月五日K色列代表致安全理事 

會主席面。 

"SI程逸遍。 

巴 勒 斯 坦 問 題 

(a) —九五七年九月四日約但代表致安 

全理事會主席面(S/3878); 

(b) —九五七年九月五日以色列代表致 

安全理事會主席面(S/3883)(缋前） 

約但代表Mr. Yusuf Haikal及以色列代表Mr. 

Mordecai R. K»Vro»應主席請，就理事會識席。 

一. 主席：在尙未請報名發言的人陳述以前，我 

願指出各位發言人最好僅就議程項目二的(a)項發言。 

二. Mr. KIDRON(以色列）：主席先生，本人能 

有機會就理事會議席，深爲感謝。我願就您所提出的 

程序，略作一言。 

三. 本次會議的臨時議事日程項目二爲"巴勒靳 

坦問題"。這是一個項目，分爲及(b)兩部分。我記 

得在九月六日，理事會決定在尙未聽取當事雙方的陳 

述以前，暫不決定討論兩分項的先後次序問題〔第七八 

七次會議,第三十九段〕。當時所通過的程序如此。後 

來當事雙方固已提出它們的陳述，但是我認爲目前的 

情形和那個時候毫無區别，當事雙方尙未陳述完畢。我 

本人仍願同時兼論這兩個分項。 

四. 我認爲應該指出這是理事會過去的慣例。巴 

勒斯坦問題的各分項總是一併討論的。就我國代表團 

而言，我仍主張遵循理事會過去的舊例，將兩分項一 

併討論。 

五. 主席：理事會已經聽到以色列代表關於審議 

本項目的建議。他主張同時討論(a)分項及0)分項。我 

的慮提議是諝發言人最好先就(《0分項發言。這個問題 

當然應由理事會決定。我請各位發表意見。 

六. 理事會各位理事旣然不願就這一點發言，我 

認爲理事會贊'同主席的提議，卽所有各位發言人應僅 

就今日議程上項目二的(a)分項發言。 

決定如锇。 

七. Mr. HAKAL(約但）：自九月六日會議以後， 

以色列當局竟不顧美國代表所表示的願望,殊堪遺慽。 

美國代表希望〔第七八八次會議，第一二九段〕以每 

能够遵從理事會的意具。理事會認爲以色列在翥卡比 

爾山（Jebel El Mukabbir)無人地帶內繼鎮其活動，殊 

爲不智，並提出警告，謂耱鎮此項活動顯非所宜。 

八. 以色列不遵從此項勸告，在慕卡比爾山區繼 

績工作。桂收到我國政府的電報，謂以色列工人仍在 

該區進行其非法活動。該區內每日約有五十名工人在 

以色列武裝力量保護之下，以拖拉機及鏟土機從事工 

作。在我於十一月八日及十一月十八日致秘書長面 

〔S/3907及S/39I4〕中，我引述了我國政府的電報，詳 



述自理事會收到代理參謀長B. V. Le«y上校的報告書 

後&色列在慕卡比爾山的遂日活動情形。 

九.以色列的這種惮然反抗的態度再度蹬明了以 

色列從來沒有因尊重聯合國的願望及建議或世界輿論 

而停止其侵略或違反全面停戰協定1的行爲。日益明顯 

地，除非聯合國發出朋確直接的命令，並佐以如杲以 

色列拒不遵從卽將加以制裁的威脅，以色列是不會停 

止悸略或違反全面停戰協定的。事實上，如慕卡比爾 

山現有事態所示，以色列之耱鎮其非法行爲得到了間 

接鼓勵，因爲他們能-够自其不當活動獲得具膛利益，而 

無遭受制裁之虞。 

一〇.我的發言將分爲兩部分。我首先將討論以 

色列代表所提出的若干點〔第七八八次會議〕，及休戰 

督察團參謀長翮於慕卡比爾山事件的報告誊〔S/3892〕 

所述的若干點。其次我將論到代理參謀長的提議。在 

我的結論中，我將提出我國政府的要求。 

一一.我的發言的第一部分論到以色列代表的陳 

述及代理參謀長關於慕卡比爾山事件的報告書。爲求 

明瞭起見，我將我就以色列代表及代理參謀長報告書 

所提出的各點的發言，分爲下開諸項：（一)將此事提出 

安全理事會的理由及此事的重要性，（二)該地區的地 

位；（三)所謂該地區的割分，所謂"平民"線及事實線； 

(四)聯合國休戰督察圑對該地區的管制及監督；〈五） 

該地區內的所有權；（六)該地區內的違反協定情事。 

—二.我現在論到將此事提出安全理事會的理由 

及此事的重要性。以色列代表於九月六日〔第七八八次 

會議〕指稱約但政府在尙未利用當地聯合國所屬機關 

的通常途徑之前,卽將此事提出安全理事會是不對的。 

我在那一天當指出約但前已要求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 

畢 行 會 讒 。 該 委 員 會 有 權 首 先 處 理 違 反 全 面 停 戰 

協定的事件。 

一三.代理參謀長在他的報告書第八段中稱以色 

列萆不出席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的緊急會議。以色列 

知道會議的結杲必然#停止其在慕卡比爾山的活動， 

因爲不僅是約但要求停止以色列在慕卡比爾山區的工 

作，代理參謀長及其代表也曾於七月二十一日及八月 

二日、十二日及二十五日屢次促請以色列停止工作,以 

求保持該地區的安寧[S/3892,第八段〕。這就是說如 

»行會議，主席將與約但代表圑共同支持一個命令 

以色列停止活動的決議案。爲求避免此項決議，以色 

1 事式紀錄，第四年，特33!I«S第一»。 

列拒絕參加會議，而提議將這個問題自停戰事宜混合 

委員會移交對這種案件無權過問的一個特別委員會處 

理。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是在當地唯一有權®理這個 

問題的委員會。此項管轄權是無可否餛的，我無需以 

法律條文或法律舉來支持此說。 

—四.我只擬引述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一九五三 

年主席De Ridder將軍的言論。他在一九五三年七月 

十九日就慕卡比爾山另一事件致約但代表圑面的第十 

三段中說，如杲約但憨爲有違反全面停戰協定情事， 

"應向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提出此項違反協定情事的 

控訴"。 

一五. 以色列拒不出席，急會，一事，經休戰督 

察圑代理參謀長正式轉知我國外交è長。 

一六. 在這種情況下，約但政庥向代理參謀長提 

出呼籲，請他依據他的職權，命令以色列停止其在慕 

卡比-爾山區的活動。代理參謀長向以色列方面提出此 

意，伹是他f3仍然拒不停止其在該區內的工作。約但 

用盡了這些在當地陳述我方控訴的辦法，當然有權將 

此案提出安全理事會。但是約但仍然等待並希望聯合 

國秘書處能够使以色列不爲已甚。然而不管聯合國的 

—切努力，以色列仍然無可理喩，拒不停止其在慕卡 

比爾山的活動。雖然如此，約但仍未立刻要求向安全 

理事會提出陳述。我方圃以友好國家的斡旋努力，勸 

使以色列停止其在該區的不當活動。等到這一切努力 

均告失敗之後，我方攙將此案提到對這個問題有最高 

管轄權的當局卽安全理事會。事實上，我方別無其他 

途徑。如我所述，以色列不顧理事會所表示的願望，卽 

停止活動，以待對此桊作最後決定，刻仍在該區內進 

行其活動。 

一 七 . 我們追述這些發展，因爲它們證明了以色 

列的控訴照例是毫無根據的。我方憨爲以色列不願將 

此柬提請安全理亊會IÊ理。以色列顯然要在無人地帶 

內完成其工作並佔據阿拉伯人的財查，然後以旣成事 

實放在我們的面前。這種情勢是約但所不能接受的。 

一八. 以色列代表在他的陳述中竭力減輕此案的 

重要性，說以色列對於種樹，極感與趣，他們只是在 

該地種樹而已；又說"〔以色列代表圑〕聽到約但要求停 

止在舊官邸區種樹，大感驚異，實所不解。"〔第七八八 

次會議，第三十段。〕 

他又說"討論這種問題的適當處所似爲糧食農業組織， 

而 非 安 全 理 事 會 〔 同 上 ， 第 二 十 九 段 。 〕 



一九.以色列代表似乎不是在對理事會發言，而 

觀衆假裝淸白。無論如何，他的論點反映了 

他藐視其聽衆的智慧。我們對植樹都有典趣,不像以色 

列代表那樣地自以爲只有以色列深知植樹的利益。在 

自己的地上種樹，沒有人提出反對。但是不管對植樹 

有多大興趣，不能以此爲理S,强力奪取他人土地以 

供植樹。以色列代表以榷樹的理由，爲以色列之非法 

越界及以色列之强佔並使用不属以色列管轄、亦非以 

色列人財齑的土地辯護，他的邏輯及他對國際關係的 

觀念，均非我們所能了解。 

二〇.如果要在慕卡比爾山的無人地帶植樹，應 

由土地的合法主人卽約但的阿拉伯人去種，不能由以 

色列政府種。我們也看到以色列對植樹徂有興趣，不 

I惜在別人的土地上種樹，伹不幸這種興趣並未能P且止 

!他們砍伐別人土地上的樹木。 

： 二一.代理參謀長在他的報告書第一頁中提到以 

i色列砍伐樹木。他說以色列人在慕卡比爾山區砍伐橄 

！欖樹約六十株[S /3892,第二段〕。這些^t^，以及 

'：其生長所在的土地，屬於約但境內的阿拉伯私人。橄 

欖樹對阿*!：伯人是値錢的樹，因爲這些被É^的樹所產 

橄欖的收入，可以養活許多家。 

二二.以色列在慕卡比爾山違反全面停戰協定的 

事件不是如以色列代表所要我們相信的簡單事件，也 

不是如他所說的小事。稱此事爲樹的問題或植樹的問 

題至少也可以說是一個虚僞不實的陳述。事實上，此 

事是一個繊重的違反全面停戰協定的事件，這就是 

,方强越分界線及强力侵入無人地帶。在慕卡比爾 

山 ， 以 色 列 工 人 攜 帶 拖 非 法 越 遒 分 界 線 ， 在 搌 

有自動武器及曰炮的以色列武裝力量保護之下，在無 

人地帶開始建築公路及陣地。這是我在上次陳述中已 

經說過的。這種情勢是不能容忍的，極有害於該地區 

的 穩 定 及 安 全 。 . 

J 二三.關於該地區的地位，我們現在要討論它的 

I法律方面，因爲過去還沒有人認異討論到本案的這一 

I方面。決定該地區的地位是我們討論的根本所在。不 

，定該地區的地位，只能得到武断的解決辦法；武断 

Î的解決辦法只能引起更大的怨恨,不能有永久的效杲。 

二四.以色列代表在m_h次陳述中隱蔵事實，說 

翥卡比爾山區未見於全面停戰協定〔第七八八次會議， 

瞜三十四段〕,我們並不以此爲奇。以色列代表此說當 

然是想避免被指責違反全面停戰協定的規定。我方對 

代理參謀長固極欽仰，但是他在報告書中對該地區的 

地位的根本問題，不僅輕輕帶過，未加詳述，而且還 

自相矛盾。 

二五. 報告誊第三段說： 

"這個中立地帶（慕卡比爾山區）經略加變更 

後,併入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三十日簽訂的停火線。 

一九四九年四月三日的以色列約但全面停戰協定 

對此地帶未加變更（全面停戰協定第五條第一項 

(b)款規定在耶路撒冷區，停戰界線應依照一九 

四八年十一月三十日停火協定所劃定之線)。"〔S/ 

3892,第三段。〕 

這就是說照代理參謀長自己所稱，位於兩個分界線之 

間的慕卡比爾山爲無人地帶的一部分，受耶路撒冷區 

全面停戰協定第四條管轄。但後來報告書又有一個不 

同 的 , ： 

"鑑於全面停戰協定對該地帶並無任何規定， 

又無任何任務規定，休戰督察圑對於現有爭端的 

當事雙方提出的論點，不能表示任何權威意見。" 

〔同上，第七段。〕 

二六. 此項結論與報告書第二段中的陳述自相矛 

盾。並與全面停戰協定的案文及地画，以及前任參謀 

長的決定相矛盾。‧關於這一點，我方要指出在一九四 

九年，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的以色列代表Dayaa上校 

請當時的參謀長^. E. Riley將軍闞明該地區的地位及 

官邸區內聯合國人員的地位時，Rikjr將軍於一九四九 

年六月十二日面中答稱； 

'"停戰協定第五條第一項(b)款規定在耶路撒 

冷區內，停戰界皿依照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三十 

日耶路撒冷區停火協定所規定之線。因此這個中 

立地區及非武裝地帶的地位與一九四八年十一月 

三十日停火協定時相同。 

"依照停戰協定第四條第三項的規定,當事雙 

方武裝部隊禁止平民穿越戰線或進入戰線間區域 

的規則與條例,在本協定签字後仍然有效,適用於 

第五條及第六條所劃定的停戰界線‧ ‧ -在签訂停 

戰協？時，並沒有任何規則與條例禁止聯合國人 

員進入戰線間的官邸地區,我不能同意此段中"平 

民"二字適用於聯合國‧..及其職員。"〔S/3909，附 

件B,第二段及第三段。〕 

二七. 參謀長的這一封信確定慕卡比爾山區保持 

其在簽訂停火協定時的地位；這就是說它在签訂全面 



停戰協定之後仍然是無人地：帶。此外，除聯合國人員 

外，在簽訂全面停戰協定後，禁止平民穿越戰線或停 

線，或進入戰線間區域的規則及條例，仍然有效。 

二八. 慕卡比爾山的無人地帶地位，與耶路撒冷 

庳停戰界線間所有其他地區的無人地帶地位相同，都 

是癍可否認的。在毫無法律根據的情況下圆謀改變該 

地區的地位，頗堪驚異。我方認爲改變該地區的地位 

的努力，只有一個目的，這就是掩飾以色列在該地區 

違反協定的行爲。 

二九. .關於該地區的地位，報告書中還有一點須 

加討論。我所指的是這一段： 

應該指出：當事雙方關於平民活動所達 

致的唯一已知協議(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二日）爲稱 

該地帶爲"戰線間區域"，使全面停戰協定第四條 

第三項不適用於該地帶。"[：S/3892,第七段0)。〕 

三O.代理參謀長在此地說到當事雙方間的一個 

所謂協議，他說這個協議使第四條第？項不適用於慕 

卡比爾山簋。這實在是一個令人驚異的言論。那個協 

議在什麼地方？爲什麼這個爭端中的這樣一個基本文 

件不在報告書中列爲附件？我們曾詳細研讀所有的文 

件，以及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歷次討論的紀錄，我們 

可以向理事會保證並沒有這樣一個協議，該地區也沒 

有得到"戰線間區域"這樣一個新M。 

三一. 在撿討有鬮各種文件之後，就可以知iï那 

種說法是不對的。事實上，巴勒斯坦所有的無人地帶 

都是"戰緣間區域"。當事雙方於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 

上討論慕卡比爾山區時，它們當然稱之爲戰線間區域， 

這種稱呼不^r能改變該地區的地位。全面停戰協定本 

身就有軒次稱無人地帶爲"戰線間區域"。此耳，全 

面停戰協定第四條第三項特別適用於這種區域，其文 

如下："雙方武裝部隊禁止平民穿越戰線或進入戰線 

間區域之規則與條例，於本協定簽字後仍然有效 

我方深信全面停戰協定本身旣稱無人地帶爲"戰線間 

區域"，就沒有必要由當事雙方達致特sij^議，對慕卡 

比爾山區採用這種稱呼。 

三二. 代理參謀長謂當事雙方間稱慕卡比爾山區 

爲"戰緣間區域"的這個所謂協議，成立於一九四九年 

六月十二日，暗示無人地帶的地位因此而有變更。但 

是細讃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該日雙方討論的紀錄，可 

以完全證實我方的觀點，並完全否定代理參謀長的陳 

述及以色列代表鬮於該地區地位的陳述。 

三三. 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二日停戰事宜混合委員 

會會議紀錄摘錄如下： 

"Dayan上校"（當時的以色列代表）"仍然希 

望對該地區在協定下的現有地位，能够闡明。"(停 

戰事宜混合委員會有權決定對全面停戰協定的解 

釋。）"他的主要問題是該地區（慕卡比爾山）是否 

可認爲協定所述的'戰線間區域'。如果認爲是的， 

他認爲第四條的規定應在該地適用，不然的話當 

事雙方就必須同意修改協定中關於該地區(慕卡 

比爾山）之處，因爲協定中沒有關於聯合國人員及 

平 民 的 特 , 定 

"Hamad Bey c l Farban"(當時的約但代表） 

"同意這個地區是全面停戰協定第四條中所述的 

戰線間區域。 

"因此雙方同意位於停戰界線間的官邸地區 

是全面停戰協定第四條中所述的'戰線間區域'。 

"Dayan上校說現在法律情勢已經闡明，他 

認爲羅治島協定的規定應予遵守b"〔S/3909，附 

看了這樣明確的引述後我們不知道代理參謀長及以色 

列代表如何能够對現在討論的慕卡比爾山區地位的問 

題 ， 達 致 ^ 相 反 的 結 論 。 

三四. .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二 

曰的會議紀錄證實第四條適用於慕卡比爾山區。我所 

引述的休戰督察圑第一任參謀長RiW將軍於一九四九 

年六月十二日致Dayan上校函答覆以色列方面關於聯 

合國人員駐在該區問題的詢問時也支持這種觀點。 

三五. 在代理參謀長的報告書中，對紀錄作了錯 

誤解釋，謂在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一九È九年六月十 

二日的會議上，當事雙方同意將該地區的é人地帶地 

位改爲"戰線間區域"的地位，這種錯^?釋就是許多 

錯誤結論的基礎。 

三六. 上文引述的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一九四九 

年六月十二日會議紀錄摘錄，與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二 

日Riley將軍函的全文，均涉及慕卡比爾山區的地位問, 

題，爲我於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一日致秘«函〔 s / 

3909〕的附件A及附件B，業已分發理事會备位理事。 

三七. 關於休戰督察圑在該地區工作時該地的狀 

態，.代理參謀長在他的報告書中說:"關於約但控稱已 

遺破壞的旣成狀態，有一偭困難。" 



該報告書同段中稱這個困難是"該地帶發生種種不同 

的變化‧‧‧以色列逐步攒大其墾殖工作（見附件B)"。 

[S/3892,第七段(a)。〕 

我方不能承認以色列赓鎮違R全面停戰協定可以使一 

九四九年簽訂全面停戰協定時所規定的尊重無人地帶 

地位的正式義務，喪失à力。 

三八. 報告書提到每一次以色列在慕卡比爾山違 

反全面停戰協定的規定時,約但卽迅速提出抗議。〔同 

上，附件一，英文本第二頁，註一。〕我方不能接受一種 

如杲«^下去卽可使以色列在該地區違反協定的行爲 

成爲合法的論點。它不但會建立危險的先例，而且是 

公開鼓勵其他違反協定的行爲。它獎勵侵略，並將破 

壤全面停戰協定。這個協定是維持該地區穩定與安全 

的唯一工具。 

三九. 我現在論到所謂該地區的瓜分問題，所謂 

旣成事實的平民線。要說慕卡比爾山的無人地瑭曾由 

約但及以色列瓜分，這是與一切證據及已知事實不符 

的。如我在九月六日〔第七八七次會議〕所,，雙方 

在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上曾有賧判。不但沒有達致具 

體協議，而且在約但政府得悉這種由以色列方面提出 

的談判之後，就命令約但代表退出討論，因爲約但在 

當時與今日同樣地不能接受瓜分這個差不多完全是阿 

拉伯的土地而且在戰略上具有極大的軍事重要性的地 

區。瓜分這個地區對以色列大有利益，所以以色列堅 

持要求瓜分。伹是這個地區從來沒有正式協議瓜分或 

實際瓜分。 

四o.闥於平民在該地區的活動問題，當事雙方 

安排只有在簽訂全面停戰協定時原住該地的人，可以 

«Î®居留該地區。這就是說以色列方面有猶太舉梭的 

學生及敎師,約但方面有住在他們自己家中的農民。約 

但嚴格暹守此項安排，這是雙方對該地區的無人地帶 

地位所接受的唯一通融辦法，約伹稱之爲該地區的旣 

成狀態。報告窨第七段(b)中謂調査結果，"未見有任 

何協議規定在簽訂停戰協定時住在該地帶以外的平民 

不 得 進 入 飄 " 。 

四一.此說與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二日的停戰事 

宜混合委員會第十次會議紀錄不符，在該次會議上,以 

色列與約但代表達致了協議，以保蹬平民不得自由進 

入該區。此說也與全面停戰協定第四條第三項的規定 

不符；該項規定禁止平民穿越戰線及進入無人地櫻。因 

此，要保證在簽訂停戰協定時住在該地區以外的平民 

無權進入該區，雙方無需達致特別協議。 

四二. 鬮於在慕卡比爾山區有一條平民線，分隔 

當事雙方的平民活動之說，要知道有這樣一條緣的觀 

念爲該地區的地位所不能容許者。在慕卡比爾山有一 

條平民線，就必須先行假定有瓜分該地區的協議。碍 

必須在此地充分强調從來沒有這種協議。因此並無 

線。只有在意圃吞併該地區一半土地者的想像中有之。 

四三. De Riddw將軍於其一九五三年七月十七 

曰函中論到瓜分慕卡比爾山區暫行協定的問題說:"約 

但當局並未簽署該協定及地H。" 

四四. 有人爲使這個筌想的線蓖顯得似有其事起 

見,說該區內阿拉伯人耕種的田地不越過某一條線。凡 

知道慕卡ifc爾情勢的人，都知萆留在該區東北部的少 

數幾家阿拉伯人所耕種者是他們自己的土地，在若干 

點湊巧伸到這個空想的緣上。約k政府因爲尊重全面 

停戰協定，不進住在約但境內的阿拉伯土地所有人耕 

種他們在該區內所有的土地。 

四五. 報告書第二段中提到以色列所謂的"旣成 

事實線"。我們是第一夾聽到這個名詞。我們必須問這 

個旣成事實線從何而來。報告書附件B所載的地圃指 

出這個所謂旣成事實線劃在前於一九四九年曾向停戰 

事宜混合委員會的會議提出並經該委員會討論過的雙 

方平民線之間。道個所謂旣成事實線實際表示以色列 

在該區內非法活動所達之線。 

四六. 以色列方面不斷違反協定，且不顧約但的 

屢次抗議，將他們耕種及控制阿拉伯人所有的土地推 

及某一條線，稱之爲旣成事實線。但此項事實並非所 

謂强權卽公理，或雙^同意有此線存在。此點可由報 

告書第三段末句及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八日報告書補遺 

中的下開一句證實："⋯在該區內官邸附近達致一條 

分界線的努力未能成功。"〔S/3892/Add. I ，第四段。〕 

四七. 關於該地區內的平民活動，報告書謂 

在初期紀錄中未見達致協議• • •限制以色列平民不得 

超越農業學校校址。"〔S/3892，第七段(c)。〕 

四八. 該地區其他土地多半爲阿拉伯人所有，我 

方願意知道初期紀錄中是否載稱已經達致協議，准許 

以色列人自由處理該地區的阿拉伯土地。常識及私有 

財產權均足證明獲准留居該區的平民，其活動當然以 

其自有土地爲限，侵犯他人土地卽係非法，與其他各 



地相同。因此，無需特別協議禁止以色列在該地區內 

的阿 拉伯土地上活動。 

四九.爲避免使討論陷於冗畏起見，我不擬引选 

休戰督察團的若干面件及以色列代表圑的若干陳述。 

伹我可向理事會保證兩國政府從來沒有達致並簽訂瓜 

分該地區的協定。 

五〇.我現在論到聯合國休戰督察國對慕卡比爾 

山區的管制及監督問題。 

五一.以色列代表在九月六日說〔第七八八次會 

議，第三十六及三十七段〕休戰督察圑對該地區平民活 

動的管制，於全面停戰協定签字後卽行撤銷。代理參 

謀長於其報告書第六段中提到Riky將軍於一九四九 

年六月十二日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第九次會議上的陳 

述。同時，代理參謀長又說:"關於這一點，必須指出 

約但代表曾於同年建議將該區置於聯合國管制之下。" 

CS/3892,第六段。〕 

事實上，於Rikjr將軍提出其,述時，約但 

政府向參謀長强調如杲聯合國撤銷其對慕卡比爾山區 

的管制，聯合國人員就必須撤出該地區，獲准留居該地 

的少數平民亦須撤出。約但政府的態度是聯合國如杲 

不能對平民加以管制，就不能繼續留在該區；如杲聯 

合國撤銪其管制，平民就不能留居該區。事實上，聯 

合國人員留居該地；實際上也繼鎮行使監督及管制。 

爲了證明此點，可以畢出休戰督察圑干預該地區平民 

活動的許多事例。在這些干預宁，有一些成功地制止 

了以色列不断違反全面停戰協^條款的行爲，有一些 

都失敗了。我願略述休戰督察圑成功地執行管制工作 

的若干事例。 

五三. 首 先 ， 至 今 爲 止 ， 聯 合 國 旗 仍 , 揚 於 該 

地區各主要建築物如官邸、阿拉伯學院及猶太農業舉 

梭 等 之 上 ， 雖 然 若 干 掛 聯 合 國 旗 的 建 築 物 並 合 國 

人員或聯合國機關在內。 

五四. 第二，有一次以色列方面在該地豊業學校 

眢圃用以色列國旗代替聯合圃旗。休戰督察圑立卽干 

涉，使以色列方面卸下&色列國旗，重懸聯合國旗。 

五五. 第三，如我在上次陳述中所說的一九五三 

年，，以色列平民画佔阿拉伯學院的校舍，約但向 

休'戰督察圑提出了抗議。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主席 

E.H. Hutchison中校親自視察此項情勢後勒令這些以 

色列平民及其警衞人員退出無人地帶。 

五六. 第四，一九六年六月二十七日，以色列 

在毗鄰達必奧特(Talp^yot)殖民區東部的無人地帶內， 

以鐡絲網圍住一角，圆將該地併入殖民區之內。約但 

向參謀長提出了抗議。參謀長立卽出面干涉，使以色 

列方面拆除鐵絲網。 

五七. 如杲休戰督察圑撤銷了管制，它如何能够 

採取這些行動，阻止無人地蒈內的這些以色列平民活 

動。休戰督察圑也千渉了該地區內許多其他以色列活 

動，但不很成功而已。如杲沒有休戰督察圑的監督和 

管制,該地區防止擅入的任務就要由當事雙方任之，與 

巴勒靳坦其他無人地帶相同，就是以對擅入者開鎗射 

擊的辦法阻止擅入。約但在慕卡比爾山不行使這種權 

利，因爲該地羁懸掛聯合國旗，約但認爲它在休戰督 

察,監瞀管制之下，而在其他各無人地帶，它們不受 

休戰督察圑監督管制，不懸聯合國旗。 

五八. 第五，關於該地區的所有權問題，絕大多 

數的私有財產爲阿拉伯人所有，此點經代理參謀長報 

告書證實。報告書稱： 

"自聯合國巴勒斯坦調解委員會現有的文件 

觀之，該地區的土地•••大部分似爲阿拉伯人所 

有。"[S/3892,第七段(d)。〕 

五九. &色列方面在該地區從事的工作實際上是 

在阿拉伯人的土地上進行，違反了全面停戰協定的規 

定。關於這一點，報告誊指出這些土地不在任何國家 

主權之下："⋯以色列及約但對該地帶的任何部分均 

無主權(該地帶在雙方停戰線之外)。"〔同上。〕 

六O.在這種情说下，我們不了解以色列有什ffi 

辯利在慕卡比爾山穿越停戰線，遣派以色列工人及武 

^部隊進入該區，佔據阿拉伯人的土地並改à土地的 

形態，而這些土地的te伯合法原主雖然迫切霱要他' 

們的土地，郤不得入內。在聯合國旗飛揚於無人地帶' 

的 上 筌 ， 聯 会 國 正 式 確 認 該 地 區 任 分 均 不 在 以 色 

列主權之下時，竟准以色列在該地帶內侵犯，擅入並 

沒收阿拉伯人的土地。難道聯合國要坐視阿拉伯人眼 

睜睜地看着來自外國各地的以色列人民，强佔這些難 

民歷代相傳下來的土地嗎？又何況由於這些土地的位 

置所在，阿拉伯人有權期待聯合國保障他們在全面停 

戰協定下的權益呢？這些人不知道在任何其他情況下 

還能有更劣於此的境遇。 

六 一 . 我 們 近 來 時 常 聽 到 中 東 方 面 的 怨 恨 與 不 

滿。單皿這些情況表示遺慽是不够的，我們的共同 



責任是探詢該地區現有的不安情況的原因。我們也有 

責任不讓同樣的錯誤重演。我方可以向理事會保蹬以 

色列以侵略或其他方式侵佔阿拉伯土地的政策，深深 

地影饗了約但境內的阿拉伯人的情緖。約但境內住有 

身受以色列在巴勒靳坦侵略之害的難民六〇〇，〇〇 

〇入。以色列此次在慕卡比爾山區的非法活動，因此引 

起了超越平常想像的反響。如果這些違反協定的行爲 

不立卽停止,如杲不尊重阿拉伯人的土地所有權，則此 

項情勢的惡劣影響將極有害於該地區的安全及寧靜。 

六二. 第六，關於該地區內違反協定的情形，代理 

參謀長報告書及其所附地画明白表示以色列意圖吞併 

無人地帶的一半以上。以色列方面圆以協定的方式取 

得該地區的一半。但是在約但拒絕考盧瓜分該地匾之 

後，以色列就一步一步、一年一年地侵入。以色列每 

—次有違反協定事件，約但就提出抗議。報告害第七 

段(a)及報告書附件一的註中均提及此點。註曰："至 

九月十日爲止，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共收到約但方面 

類似的控訴二十二件，另就同一問題致代理參謀長面 

四十七件。"所謂"同一問題"，就是以色列在慕卡比爾 

山無人地II內違反全面停戰協定的問題。 

六 三 . &色列在該地區—違反協定的行爲分成兩 

類：軍事性質的與平民性質的違反協定行爲。報告書 

附件E及G列有下開以色列軍事性質的違反協定行爲： 

(一） 以色列方面最近，我强調"最近"二字，在一 

個水塔周圍建造了三個'堡璺； 

(二） 一所破舊的房子改建成堡壟，四周都有炮 

位； 

(三） 長達二百公尺的軍事性質蛾絲網， 

(四） 該地區的另一所房屋被以色列方面改建爲 

堡璺，駐有以色列邊境警察；但據一九五六年十月十 

二日參謀長致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以色列代表面〔附 

件B〕稱："這個房屋必須詆爲是軍事前啃站，而非普 

通民事警察所。"這個軍事前哨站威脅耶路撒冷的阿拉 

伯部分的安全； 

(五） 一九四九年建造的兩層樓高的三合土堡蠱， 

經以色列方面僞裝，可供步鎗或輕機關鎗使用，其樓 

下娜經參謀長憨爲'«合中型機關鎗之用"， 

(六） 該地區石屋一所s 7JC泥堡壘一所、三合土堡 

蠱一所，經£1色列方面僞裝，供同樣目的之用， 

(七） 參謀長在附件G中報告有三處挖掘工作，並 

表示均係"新挖"； 

(八）此外亦述及其他以色列軍事工事。 

參謀長於上述面中請以色列方面折除一切軍事陣地， 

但以色列拒絕考盧此項要求，其違反全面停戰協定的 

行爲仍在艇績進行中。 

六四. 關於該地區內以色列平民違反協定的行 

爲，報告誊附件B及附件C的地画表示以色列在該地區 

內造了若干房屋及道路。它們也表示以色列方面逐步 

攞大耕種無人地帶內的阿拉伯土地，違反全面停戰協 

定及一九四九年的旣成狀態。附件C表示以色列現佔 

有慕卡比爾山區的一半以上，雖然該地區是無人地帶， 

以色列人所耕種的土地都是阿拉伯人的財產。 

六 五 . 代理參謀長報告書提到若干所謂約但在該 

地區內違反全面停戰協定的行爲。但是必須知道在這 

些所謂侵入行動中，有許多發生在一九四九年以前。換 

言之，它們發生於簽訂全面停戰協定以前，此點經報 

告書附件G證明。事實上，附件B及附件C的地圃較報 

告書正文更能反映以色列及約但分別在該地區內違反 

協定的程度。地圆表示阿拉伯人並未侵入該區，鄰近 

約但的一邊是空白的，鄰近以色列的一邊卻因以色列 

違反全面停戰協定，^断侵入而全塗成黑色。 

六 六 . 當然，地囫上也表現耶路撒冷至伯利恆公 

路之侵入該地區。但是我方要强調這一條路的建築,並 

非違反全面停戰協定，而是應聯合國休戰督察圑的要 

求，並經它核准的。 

六 七 . 我要說明建築此路的特殊It況。在以色列 

於一九四八年侵酪耶路撒冷的阿拉伯區以前，舊城有 

—條公路通往伯利恆，自北向南通過該狨的這一部分。 

但是阿拉伯人與伯利恆的交通因以色列佔據耶路撒冷 

南部阿拉伯區而告中斷。敎徒和罈客們必須經通以色 

列佔領的地區，方能前往伯利恆及希伯倫區。此外,休 

戰督è圑圑址所在的官邸與巴勒靳坦其餘阿拉伯地區 

之間，除經過以色列外，不再有直接通路。 

六 八 . 在巴勒靳坦的敏對行動尙未結束之前，在 

巴勒靳坦的約但軍事當局造了一條軍用公路，啣接耶 

路撖冷與伯利恆。但是這一條新路旣長且險。從前乘 

汽車前往伯利恆只需十分鐘，走這一條新軍用公路卻 

需時二小時。耶路撒冷的領事圑及各宗敎當局要求約 

但政府開闢一條較短而且比較安全的通往伯利恆的公 

路。所就造了現有的這一條路。 

六 九 . 由於地形條件的理由，要造最短的公路必 

須略爲進入慕卡比爾山區的東部。休戰督察圑核准了 



此項計劃,並請約但當局在慕卡比爾山邊造一條支路， 

啣接官邸，以便聯合國人員不必經過以色列卽可到達 

約但。因此，約伹在該地區內進行的工作，其目的並 

非改變該區土地的形態，而是便利敎徒、遊客:^聯合 

國人員的交通。此外，有一點極爲重要，約但造這一 

條路完全用阿拉伯的土地，而非以色列的土地。 

七〇.新公路經過慕卡比爾山區東部的事實，並 

非謂約但自認在該區'的這一邊可以自由行動。約但從 

來無意在問題尙未切實解決»前，於慕卡比爾山區的 

任何部分進行工作。耶路撒冷至伯利恆的公路因地形 

的關係不得不略有侵入，這與以色列方面在以色列武 

裝部隊保護之下,在該地區內進行獨立的工程方案，包 

括建築軍事陣地，以及以開路、造屋、植林等方式改 

變該地阿拉伯人的土地的面貌，是不能相提並論的。 

七一. 以色列代表於九月六日指稱〔第七八八次 

會議，第四十段及第四十八段〕約但在該區內造了一個 

蓍察所及一個學校。這兩所建築物並不是簽訂全面停 

戰協定之後造的。它們是一九四九年就有的舊房子，代 

理參謀長報告書附件B地画上的註一及註二對此S有 

說明。此外，當B*V* Leary上校對約但政府述及以色 

列此項反控時，我國外交部長答稱約但願意更改新公 

路的路線，寧願使公路較長，可以不侵入慕卡比爾山 

區，但以色列亦須停止在該螆區內的一切不當活動,並 

合作恢復一九四九年的情況，這就是說，恢復簽訂全 

面停戰協定時的旣有狀態。 

七二. 我現在願對代理參謀長解決慕卡比爾山困 

難的提議〔S/3892，第九段。〕，加以評論。 

七三. 我先論(c)分段中所載的提議。這個提議謀 

"達致一項安排，最少在某種程度內計及一九四九年以 

來所發生的改變"。代理參謀長似乎認爲這個提議提供 

解決這個問題的合理基礎。我方所要作的事似爲承認 

旣成事實。此項解決辦法若經接受，就是在法律上承 

認ÊL色列在該區內違反協定的行爲。 

七四. （c)分段所載的提議假定"平民活動將仍繼 

績"，代理參謀長表示關於此點，應尊重下開原則：詳 

査土地權登記冊，以確定土地所有權，以期"除有協議 

者外，以色列平民不得使用阿拉伯人所有的土地，反 

之亦然。"其中"除有協議者外"一語，卽謂經由協定， 

以色列人得使用該區內阿拉伯人所有的土地。我方認 

爲在探求解決的可能時，應對何者可行何者不可行的 

問題，採取實際的看法。闢於(0分段所載提議中假定 

的那種協議，我可以向理事會保證，約但沒有人可以 

讓以色列人取得阿拉伯人所有的土地。 

七 五 . 關於阿拉伯土地所有人行使其所有權的問 

題，（c)分段所載的提議提出兩項规定，這兩個規定若 

經接受，將大大限制這種權利。其規定如下:"平民活 

動將仍耱績。但此項活動應加限制，以免造成引起事 

件及緊張局勢的新因素。因此，雙方的平民活動應予 

隔離。"〔S/3892，第十一段。〕 

七 六 . 第一項規定很危險，因有猶太農業學校存 

在，以色列方面可能以那個學校爲藉口，引起事件及 

緊張局勢，阻止阿拉伯土地所有人使用其在該地區西 

部的土地。 

七 七 . 第二項規定的目的爲隔離雙方的活動，其 

結杲將因該地區中部有一個小小的猶太農業學校，使 

阿拉伯土地所有人不可能耕種其大部分土地。 

七八. 由於這些理由，我國政府不能同意考盧現 

有(0分段中所載的提議。爲求公平實際，這個提議應 

該讀如下文： 

"該區內雙方的平民活動,應在停戰事宜混合 

委員會詳細調查土地權登記冊以確定所有權的基 

礎上,繼績進行，以便以色列人不使用阿拉伯人所 

有的土地，阿拉伯人也不使用以色列人的土地。" 

七九. 我方誕爲在實際上，如杲對該區能有適當 

督察，准許阿拉伯土地所有人進入該區，耕種他fî的 

土地，不致引起事件及緊張局勢。該地區情勢當不如 

沿停戰線那樣緊張，因爲該地區是在聯合國休戰督察 

圑的監督管制之下。 

八〇.解決辦法(b)是"恢復一九四九年四月三日 

的情況"，代理參謀長認爲這個辦法不妥，他說這個辦 

法對約但並非有利。他說這個辦法須要封閉自耶路撒 

冷經伯利'IS至希伯倫的公路。代理參謀長的好意我們 

很感謝。但是我方雖將因封閉該路而受影饗，我方願 

意有這種不方便，&求保障全面停戰協定及該區內阿 

拉伯人的土地所有權。我方不願接受以色列在該區內 

違反協定行爲之合法化，坐視他們佔領並使角阿拉伯 

人所有的土地。我方也不能承認以色列在該地區內以 

違反全面停戰協定及其他手段取得的政埼及軍事成 

果。因此，雖然有所說的不方便，我方仍願考盧以(b) 

分段所載提議爲可能解決辦法。 



八一. 解決辦法(a)爲"將戰線間地區改爲無人地 

帶，適用全面停戰協定第四條第三項，任何人均不得 

穿越戰線，進入該區，但聯合國人員除外，他們可以 

進入官邸區及阿拉伯學院。"〔S/3 8 9 2 ，第九段。〕此句應 

加"及猶太農業學校"，該校亦在該區之內。 

八二. 在尙未表示我方對這個辦法的意見以前， 

我要指出實施解決辦法(a)，無須"改"該區的地位。它 

的法律地位是無可爭辯的。它是全面停戰協定所規定 

的無人地禪，此種地位從來沒有改變過。第四條第三 

項應對該地區適用，該地區內的一切活動都是違R該 

條規定的行爲。 

八三•代理參謀長似乎認爲提議W亦有未妥。他 

的意見以關切阿短伯人的利益爲根據。他說:"解決辦 

法0)須撤退一個整個阿拉伯村，及封閉自耶路撒冷籙 

伯利恆至希伯倫的出路及猶太農業學校。"〔S/3 8 9 2 ，第 

十段。〕 

八四. 就該地E實睽情勢而對此說詳加撿討，就 

可以知道所述整個阿拉伯村"並不存在。該區的阿 

拉伯土地屬於區外兩個阿拉伯村的居民及現居約但境 

內的若千阿拉伯土地所有人。這兩個村有一個在該區 

以 北 ， 叫 M 兒 旺 ( S i l w M i ) , 另 一 個 在 該 區 以 南 ， 叫 

作 蘇 巴 希 爾 B a h i r ) 0 只 有 很 少 數 的 阿 拉 伯 居 民 住 

在官邸&北。實施無人地帶的地位不會影響到該地區 

許多阿拉伯居民，因爲自一九四九年以來，約但一貫 

視該區爲無人地帶，並因第四條的規定，約但禁止居 

住該區以外的土地所有，種他們在^'區內的土地。 

八五. 關於自耶路撒冷經伯利恆至希伯倫的公 

铬，我國政府很願意改變該路現有的路線，雖然如我 

所說的，此舉將使該路的里程較長。 

八六. 代理參謀長沒有提到解決辦法(a)亦須停 

止以色列在該區內的活動，並應尊重阿拉伯土地所有 

人的權利。他們的土地現被以色列方面違反M停戰 

協定的規定而强行佔據。提議(a)若能充分實施，我方 

亦可接受，以代眷提議0)。 

八七. 在結論中，我將首先論到報告書所提出的 

若 干 點 ， 其 後 我 將 簡 述 的 結 論 。 

八八. 代理參謀長報告書所根據的主要各點，並 

無法律或事實根據。 

(一）報告書第七段提到全面停戰協定對該地區 

的地位並無規定。全面停戰協定無須特別提到耶路撒 

冷區無入地帶各部分的地名。全面停戰協定稱雙方戰 

線間的整個地區，包括慕卡比爾山在內，爲無人地帶。 

全面停戰協定所附的'耶路撒冷區地圖明示慕卡比爾 

山，以及其他地區，位於戰線之間，全面停戰協定很 

明白地指耶路撒冷區的那一片地帶爲無人地帶。一看 

停戰地圆及細讀協定條文，對此卽毫無疑義。 

(二） 報告書在第七段(b)項中稱:"當事雙方對平 

民活動問題所達成的唯一已知協議(一九四九年六月 

十二日）爲稱該區爲'戰線閬區域'，因此使全面停戰協 

定第四條第三項不適用於該區"。參謀長在報告書第七 

段第一句中旣稱全面停戰協定對該區的地位，全無任 

何規定，他如何能在同段中又說雙方已達成所謂特別 

協議，使第四條不適用於該區，這一點實在費解。參 

謀長自己就暗示承認在成立所謂協議之前，全面停戰 

協定第四條確封該區適用。凡熟悉這個問題，看過全 

面停戰«定條文及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二日停戰事宜混 

合委員會會議紀錄者，均將達致相反的結論。休戰督 

察國參謀長R«kjr將軍曾於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二日致面 

"一上校，確定慕卡比爾山區爲無人地帶，受全面停 

戰協定第四條管轄，除聯合國人員外，軍民人員均不 

得進入該區，與不得進入所有其他無人地帶相同。我 

們也可以問代理參謀長爲什麼在報告書中沒有提到 

將 軍 的 函 件 。 這 種 對 會 讒 紀 錄 的 錯 及 不 研 

究Riky將軍關於該地區地位問題的函件，就蘇吿書 

中一系列錯誤結論的根源。 

(三） 代理參謀長在報吿書第七段 (b )項中稱他 

"未見有任桐協定,規定在簽訂全面停戰協定時居住該 

區以外的平民不得進入該區•.."，但是全面停戰協定第 

四條已經規定禁止平民穿越戰線或進入戰線間區域， 

因此無須由雙方諛判特別協定，以求達致此項結杲。 

(四） 在同段中，代理參謀長稱他未見有任何協 

定，规定"居住該區內平民的活動，應限於其自有的土 

地。"但是對於習慣法已有的限制，還須另有協定嗎？ 

例如我認爲我們任何人均無須與鄰人締結特別協定， 

規定不得佔取他方所有的物品，卽使沒有此項協定亦 

不能自由或有權竊取鄰人的東西。 

八九.討論所得的結論可略述如下： 

(― )全面停戰協定仍爲確定慕卡比爾山區地位 

的唯一法律協定。該地區位於停戰界線之間，依照停 

戰協定的規定，是無人地瑭。此項地位於一九四九年 

，屢經侵犯的事實並不能改變該地區的法律地位。 



(二） 兩國政府從來沒有簽訂關於瓜分該區的協 

定。因此，在任何時期就這個問題所作的無結杲的討 

論，均不能改變此項事實。 

(三） 該地區始終在聯合國休戰詧察團監督管制 

之下。該圑曾多次進行干涉，以阻止該區內違反全面 

停戰協定的行爲，有時且獲得成功。 

(四） 依照習慣法及全面停戰協定的明文，當事雙 

方均無使用或佔有對方財產的任何權利。無論如何都 

不能容忍或許可千涉慕卡爾山區私人所有權的權益。 

(五） 以色列在該區內的侵入及活動是悍然違反 

全面停戰協定及旣成狀態。意圆掩飾&色列在慕卡比 

爾山區的活動的一切論據，均不能改變這些活動係違 

反全面停戰協定的事實。 

九o.鑑於以色列在慕卡比爾山違反全面停戰協 

定行爲之嚴重性，鑑於協定中闥於雙方均不得取得 

軍事、政治、及經濟利益之規定,並鑑於以色列侵犯該 

地區所引起的政治反響，我方特提出下開各項要求： 

(一） 應譴責以色列在慕卡比爾山區違反全面停 

戰協定第三條第二項、第二條第一項及第二項、及第 

四條第三項。 

(二） 以色列在墓卡比爾山區的活動應卽停止,所 

有以色列軍事設備應卽拆毁，該地區的情勢應恢復一 

九四九年四月三日的狀態。 

(三） 命令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査明該地區內的 

財產所有權，並保證尊重此項權利，卽在任何情況卞， 

一方不得使用另一方的財產。 

(四） 因休戰督察圑團部設於該地區之內的原因， 

應確定休戰督察圑對慕卡比爾山無人地帶的監督與管 

制。 

(五） 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爲處理違反全面停戰 

協定事件的主管槻關，應諝以色列與停戰事宜混合委 

員會合作。 

九一. 我方深信依照這些途徑的決議可以防止情 

勢悪化，遏止新的違反協定事件之發生，並大大增進 

聯合國當局在該地區內應該得到的尊重。 

九二. 如杲以色列堅持其在慕卡比爾山區的活 

動，我國政府別無他法，只有採取必要步驟及措施，以 

求保證尊重該地區的無人地帶地位，並保讒約但人民 

在該區內的財產權利，與耶路撒冷阿拉伯部分的安全。 

九三. 我保留我代表國於必要時就這個問題再行 

發言的權利。 

九四. M r . KIDRON(以色列）：主席先生，依照 

您的裁定，今日午後我將單論議程項目二中的（a)分 

項，希望我國代表國能有機會在理事會討論這個議程 

的下次會議上得盡其所言。這兩個分項今日未能照理 

事,的慣例一併討論，我很感遗慽。優先討論0)分項 

完è是因爲時間的關係,那只是二十四小時的差別，而 

非題題的重要性，因爲一方的控訴是關於種樹小事,:g 

—方的控訴是闢於不斷違反全面停戰協定三項基本規 

定的嚴重問題，二者顯然是不能互相比較的。 

九五. 安全理事會當然還記得九月六日會議時所 

造成的燃眉之急的氣氛。約但代表在'九月四日要求舉 

行緊急會議，討論他所稱爲"嚴重的情勢"〔S/3878〕。 

在第七八八夹會議上，理事會中有兩位代表認爲在平 

民線的以色列這一邊前官邸區所發生的耕地、移石及 

其他農業改良工作，伏有危機，須由理事會立卽加以 

注意，因此請聯合國休戰督察團代理參謀長擬製報告 

書，於兩星期內提出。代理參謀長於限期內提出了報 

告書，在一九五七年九月二十四日公佈。其後，此事 

突然又不迫切了。九月過去了，十月也過去了；直到 

十一月五日，約但代表方又活動起來，再度要求安全 

理事會召開聚急會議，討論他的控訴〔S/39CW〕。這是 

在理事會討論這個問題的會議後兩個月，在發表報告 

書之後六個星期。 

九六. 我認爲整倔聯合國，尤其是安全理事會,對 

於約但政府的這種奇特態度，應該要求解櫸。必須答 

覆的問題是：第一，爲什麼這樣微不足道的問題，所 

涉地區面積不到紐約中央公園四分之三的問題，要提 

請安全理事會注意？第二，如杲這個問題像約但政府 

所說的那樣迫切，爲什ft讓整ffi十月份虛度過去，然 

後再請召開理事會，討論在九月份第三個星期卽已發 

表的報告書？ 

九七. 這些問題的答案及玩弄這些手段的理由， 

對最膚淺的國際黼係觀察者，亦極明顯。在過去兩偭 

星期中，各報及廣播中充满了埃及與約但間互相詬罵 

的言論。雙方互相指責對方出賓阿拉伯的利益，主要 

的是對以色列讓步並與該國談判。 

九八. 前官邸區在阿拉伯文中稱爲慕卡比爾山 

區，它在埃及方面攻擊約但的言論中，佔有很重要的 



地位。例如在十一月初，開羅的阿拉伯之聲廣播電臺 

在攻黎約但國王胡笙時，卽有下開一段： 

"他(胡笙)把約但出賣給以色列。他派約但的 

情報局長、前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約但代表圑圑 

長Sadiq上校與以色列方面取得協議。他同意由以 

色列軍隊佔領慕卡^爾山區，其交換條件爲約但 

方面獲得美國軍械，另對Sadiq上校、胡笙的叔父 

Shanf an-Nassir及Samir et-Rifa'i各吁現款,以爲 

他們參與這個罪惡滔天的交易的酬勞。陰謀的這 

一部分已經實現‧‧‧ 

"在以色列軍隊佔領慕卡比爾山時，約但的阿 

拉伯人民起而反對，要求以色列軍隊撤退。約但政 

府得到命令，以各種方法拖延這種要求並欺騙約 

但人民。約但政府的拖延政策使停戰事宜混合委 

員會主席1«"7上校不得不向安全理事會建議確 

認以色列佔領慕卡比爾山。此後還有若干其他步 

驟 。 " 

九九.我無須多說，只須指出在這一次埃及方面 

的攻擊之後，約但代表立卽要求召開理事會緊急會議， 

討論他的控訴。在約但於九月四日最初提出控訴之前， 

埃及廣播也有同樣的攻擊，這當然也不是偶然的。 

̶〇〇.約但對這些攻擊的答覆，有兩種方式。 

一個方式是以較埃及攻擊約但者更不堪的事來攻擊埃 

及。另一個方式是在安全理事會中對以色列提出控訴， 

表示它忠於阿拉伯方面的利益。這原來可以採用任何 

控訴。但是埃及旣然以慕卡比爾山或前官邸區爲攻擊 

約但的口實,所以就用這個問題來對付以色列。因此， 

關於在前官邸區以色列方面種樹問題的控訴，只是這 

兩個阿拉伯國家間互相爭鬧的副產物。這是一個憑空 

箄造的問題，其目的只是用»應付約但的內外政治情 

勢。 

̶〇一.約但政府的政策顯然只是以一切所有的 

方法，加深緊張局勢。這也是約但的一種可笑辦法，用 

以證明它的倔强頑固，在所有其他阿拉伯國家之上。 

一〇二.自本星期三以來，又捏造了兩偭藉口， 

與以色列公開爭鬧。在星期三，經常供應靳科勃靳山 

(Mount Scopus)希伯來大學的車隊被約但横加阻止，並 

大肆宣傳，不管其貨單業經聯合國休戰督察圑核可的 

事實。昨天一件照例逮捕自約但私入以色列的越境者 

的事件，被大吹大擂地變成一個主要事件，並因之提出 

了威脅和最後通牒。我於今日午後得悉虏聯合國、以 

色列及約但聯合査詢所得，查明此人是一個越境的慣 

犯。他在深入以色列境後被捕，以色列巡防隊從來沒 

有越界進入約但。 

—〇三 .以色列未見有任何理由要長此無限期地 

容忍約但這種癲狂叫嚣。它絕對不因約但的忿怒威脅 

而放棄其任何合法權利。 

—〇四.但是，約但旣然要把種樹問題提出安全 

理事會,我就不得不視這個控訴爲一個眞正大問題，加 

以處理。約但控訴的實體見於約但代表於九月六日對 

理事會的陳述〔第七八七次會議〕。我現在要分圻這個 

陳述，並引證代理參謀長報告書及其他正式文件及紀 

錄，以證明其中並無値得答覆之處。 

—〇五.約但的論點可分爲三大部。 

—〇六 .第一點是聯合國休戰督察圑有權管制前 

官邸區的軍事及平民活動。 

—〇七.代理參謀長在他的報告書中說： 

"聯合國休戰督察鬮自認有權對該地帶實施 

詧察，以便維持其非武裝地位。但是休戰督察圑 

對該地區內的平民活動並未奉有任何特殊權力或 

任務規定。"〔S/3892 ，第六段。〕 

—〇八.應該指出：休戰督察團對該地帶行使軍 

事督察的權力，源於休戰協定第四條。該條規定禁止 

雙方軍隊越過停戰線。此項權力並非源於規定該地帶 

爲非武裝地帶的正式宣言，因爲從來就沒有這種宣言。 

該地區在事實上是非武裝地帶，因爲它四周都是停戰 

線，軍隊不得穿越。自一九四九年四月三日簽訂停戰 

協定以來，休戰督察圑對該區內的平民活動，並無任 

何權力，此點可由"《7上校引述的首任參謀長Riley 

將軍於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二日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第 

九次會議上的陳述證明。Riley將軍於陳述中說：-

"在最初，或休戰期間，休戰督察圑可以管制 

該區內的平民情勢。在兩國簽訂停戰協定之後，休 

戰督察圑的管制權卽告放棄。"〔同上〕 

L«"7上校又在其報告書^段中指出，在一九四九年 

中，一位約但代表曾建議將該區置於聯合國管制之下， 

但此項建議未再討論。以上是關於前官邸區的平民活 

動受聯合國管制之說。 

̶〇九.約但方面所提出的第二點是以色列方面 

的植樹工作違反全面停戰協定。 



一 一o.此 說 因 第 一 項 論 點 之 被 駁 斥 而 不 能 成 

立。因爲聯合國對該地區內的平民活動旣無管制，則 

該地區內所有的平民活動就不可能違反停戰協定。此 

外代理參謀長的話也可以駁斥此點，他在報告書第七 

段中稱全面停戰協定對該地區的地位，並無規定。 

.約但代表在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一日提 

出的文件〔S/3909〕中詳述其理由，謂停戰協定，尤其 

是協定第四條第三項，管轄該地區的平民活動，以色 

列在該區內植樹是違反該條的。約但代表稱代理參謀 

長在他的報告書第七段0)項中所稱"雙方對平民活動 

問題所達致的唯一已知協議(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二曰） 

爲稱該地镄爲'戰線閬區域'，因此使全面停戰協定第四 

條第三項不適用於該地帶"〔S/3892,第七段。〕一點，是 

錯誤的，這也是該報告書中一系列錯誤結論的根源。但 

是在約但代表函及其所附的兩個文件中，並無任何可 

以證明此說之處。附件A所說者只是這個地區卽前官 

邸區爲停戰協定第四條所指的戰線間區域。附件B所 

說者只是聯合國人員得自由進入該地區。在這兩個文 

件中均未提到禁止雙方武裝部隊進入該區的禁令也適 

用於平民。這個理由很明白。；E如Riley將軍在一九四 

九年六月十二日及十三日停戰委員會的幾次會議中所 

指出的，自停戰協定签訂以後，聯合國休戰督察圑對 

該地區的平民活動，無權管制，在該區的阿拉伯及以 

色列兩部分均有平民居住。約但代表當然不引述這一 

段，其實這也是該次會議紀錄的一部分。 

一一二. 還有一點,這也是本問題的中心，在簽訂 

停戰協定時，以色列軍隊並無規則及條例禁止平民進 

入該地區。從慕卡比爾山村在交戰期間一直有人居住 

的事實看來，約但軍隊似亦沒有這種規則或條例。由 

此可見禁止平民穿越停戰界線的HIS規定對此區顯然 

不適用，因爲雙方都沒有規則或條例禁止平民穿越停 

戰界線進入這個地II：。正如代理參謀長所說的，"雙方 

平民均曾自由進入該地區，並於該地區被稱爲戰線間 

區域後，從來沒有認進入該地區爲違反'全面停戰協定 

的行爲。"〔同上，第七段0)項。〕 

一一三. 約但代表同時稱前官邸區爲無人地帶， 

與耶路撒冷其他部分的無人地帶相同，雙方均可開火 

阻«方平民進入。代理參謀長在他的報告害中稱在 

̶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第二 

十四次會議上，雙方同意請一位聯合國軍事視察員提 

議一條劃分該區的線〔同上，第七段(d)項,註三(b)〕。 

這 M 察員 D u r r e 少校的報告書於一九四九年十一月 

二十九日提出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會議，其中載f關 

於無人地帶問題的一段如下： ' 

"依據代表以色列的Dayan上校，代表約但的 

Hamad Bey el Farhan,及主席Riley將軍在停戰事 

宜混合委員會會議上所作的決定，官邸IS經六月 

十二日的停戰事宜混合委員會會議認爲'戰線間 

區域'。伹在交戰期間、兩次休戰期間、十一月三十 

曰簽訂停火協定之後，及羅治島簽訂全面停戰協 

定之後，雙方平民均始終留在該區。現在若僅因 

該地區爲'戰線間區域'的理由，把它作爲一個完全 

的無人地帶，殊無奪義。雙方依照全面停戰協定 

第四條第三項的规定准許雙方平民留居該區。以 

色列及約但哈希米德王國兩國軍隊准許在一九四 

九年四月三日以前住在該區的平民留居該地的條 

例，仍然有效。" 

一一四.以上是關於約但控訴以色列在前官邱區 

進行的植樹準備工作爲違反全面停戰協定之說。但是 

這個問題還有另一個方面。代理參謀長在報告書第五 

段中確曾指出若干嚴重而廣泛違反停戰.協定的事件。 

但造成這些事件的不是以色列,而是約但。他說"‧ ‧ ' 見 

有約但軍隊在該地區內，修整戰壕及陣地。"他指出"在 

同一時期內，除兩次視察該地區的若干以色列軍官外， 

該區內未見有以色列軍事人員。"〔同上，第五段。〕鑑 

於約但武力進入這個非武裝地帶，這些軍官前往視察 

自係常理。代理參謀長又指出："約但利用於兩鹧進入 

該區的耶路撒冷經伯利恆至希伯倫公路作軍事運轍， 

不断破壞該地區的非武裝地位。"〔同上。〕 

一一五，如杲還要其他證據證明約但破壤該地區 

的非武裝性質，可於報告書附件G的附錄一第九八七 

號地圆中見之。該圆繪有該區約但部分中的廣泛戰壕 

及工事系統。 

—一六.約但提出的第三點是破壊了該地區的旣 

成狀態。對於這一點，很難答覆。因爲，在他九月六 

日那一簠很長的陳述中，約但代表並未確切說明旣成 

狀態的意義是什麼，也沒有說明他爲什»要憨爲應予 

這種含混情況以雙方正式協定的地&。如我所已經指 

出的，約但代表在某一個時候稱該地區爲無人地帮，那 

就是說禁止所有居民入內的地帶。在另一個時̶候，他 

又說一賞的了解是准許住在該區內的平民人數應有限 

制，這些有限額的平民不得在其自有土地之外從事平 



民工作。他沒有說這是誰的了解，也沒有說這種了解 

見於雙方的那一個正式協定或默憨的安排。在第三個 

時候他說從來沒有任何協定准許區外居民穿越停戰界 

線，於該區內從事平民工作。同樣地也可以說從來沒 

有任何協定不准區外居民穿越停戰界線，於該區內從 

事平民工作。事實上，如參謀長所說的，自一九四八 

年至今，區外平民均自由穿越停戰界線，各在其本區 

內工作，以平民線爲限。代理參謀長特別指出〔5/3892 ， 

第七段(a)項〕自耶路撒冷到伯利恆的公路於兩處伸入 

該區;一九五二年在平民線的約但方面建造的學校，有 

區外兒童入學；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五三年在耶路撒冷 

至伯禾公路旁所造的一家餐館普遍招待來賓，並無 

限制；在這個時期內，在平民線的約但方面也造了一 

所警察分駐所，我們可以假定其中所駐的警察並非完 

全募自惪卡比爾山村中的少數居民。 

一一七. 由此顯然可見安全理事會可能承認的唯 

一旣成狀態是計及自一九四九年四月三日簽訂停戰協 

定以來，經雙方同意在該區內所有的各種發展的狀態。 

這偭旣成狀態必須計及一條界線的存在。不管約但現 

在是否同意，這條線自一九四九年以來就有效地將該 

區分爲以色列部分及約但部分。正如參謀長所說： 

"事實上自簽訂停戰協定以來,約但及以色列 

平民均耱績住在該區，並各不相混。這在某種限 

度內可爲有某種劃分線存在之說作爲佐證。尤其 

是在較早的紀錄中，並未見有任何協議規定劃一 

緩衝地帶或限制以色列平民居於農業學校校址以 

內。此外，就我們所知，自一九四九年以來，阿 

拉伯AS就沒有在大略與所謂平民線相符的一條 

線^iM^。"〔同上，第七段(0項。〕 

一一八. 因此，該地區現有的那種旣成狀態，是 

以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三日以色列與約但代表談判割 

定的這個平民線爲基礎。其後約但拒不批准該協定，今 

日約但代表又在安全理事會上稱之爲筌想的線，对是 

這都無關重要。事實是自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三曰至 

今，以色列、約但及聯合國休戰督察圑均同樣承憨並 

尊重這一條線，視之爲有效劃分前官邸區的以色列及 

約但兩部分之線。在過去八年內，這一條線見於一切 

地画,也在一切正式紀錄中提到。 

，一九.對於旣成狀態的問題還有一點意見。安 

全理事會可以看到約但在要求恢復未經說明的旣成狀 

態之外，還同時提出威脅。我引述約但代表九月六日 

的 陳 述 。 他 說 約 但 政 府 别 無 他 法 ， 只 有 採 取 必 要 

步驟與措施,確保該地區的安全，並維護其旣成狀態。" 

〔第七八七次會議，第九十六段。〕這句話頗有弦外之 

音。我認爲安全理事會或願知道約但政府所說的是何 

種步驟及措施。 

一二〇.約但代表發言中的一點新意見是他今日 

所提出的奇特提議，主張該區以色列及約但兩部分自 

一九四九年以來所有種植或建築的東西,均應摧毁,使 

該區再成荒凉之所。如杲約但政府要摧la約但人民八 

年努力的成果，那是他們自己的事。如杲他們要對世 

人表現其思想如何狂妄，那也是他們自己的事。以色 

列不接受這倔提議。我方的理想是進步而非退步。我 

方的目的是發展及建設，不是故步自封與敗壤滅亡。 

—二一.我現在要略談代理參謀長的報告誊。我 

已經自這個報告書多所引述，以求證明約但代表九月 

六日陳述所提出的意見，沒有一個獲得代理參謀長的 

結論的支持。 

—二二.在另一方面，我在九月六日的陳述中所 

提出的每一項結論，均經代理參謀長報告書證實。我 

當時說： 

" ― . 全 面 停 戰 協 定 中 並 無 任 何 條 款 確 定 戰 

線間區域的法律地位，亦未規定當事雙方在該區 

內的權利及義務。但是禁it武裝部隊穿越停戰界 

線的禁令也必然適用於進入該區，因爲它完全在 

停戰界緣包圍之內。"〔第七八八次會議，第四十 

八段。〕 

報告誊第七段在每一點上都證明了我所說的關於該地 

區的法律地位及雙方權利與義務的話。報告書第五段 

及第六段證明了我所說的鬭於禁止武裝部隊進入該區 

的話。 

—二三.我又說： 

^ 二 . 停 戰 協 定 第 四 條 第 三 項 規 定 雙 方 武 裝 

部隊禁止平民進入戰線間區域的規則與條例仍然 

有效。當時對現所討論的地區旣未適用這種規則， 

該地區卽不受停戰協定中任何此項規定的限制。" 

〔同上。〕 

代理參謀長在報告書第七段(c)項中證明停戰協定第 

四條第三項的規定在現在及過去均未限制平民進入該 



—二四.我又說： 

"三.其後關於雙方在該區內的權利與義務 

的一切安排，均爲雙方協議的結果。這種協議有 

的是正式性質的，有的是依據默認，其有效時期 

並無限制。 

"四.雙方最重要的,安排是在八年前劃定一 

條平民線，使該區分隸à但及以色列。結杲是自 

此&後，雙方平民可以進入該區，各在其部分內 

從事平民活動，無需兩國特別協議，伹不得進入 

另一方所轄的部分。 

"五.過去曾画將此項活動列入正式協定，但 

今曰尙無這種性質的有效協定。"〔同上。〕 

代理參謀長報告誊第七段（b)項說聯合國休戰督察圑 

調查事實的結杲未見有任何協定，規定在簽訂停戰協 

定時居住該區&外的平民不得進入該區，或居住該區 

內的平民的活動應限於其自有的土地。他指出雙方所 

達致關於平民活動的唯一已知正式協定（一九四九年 

六月十二日）是稱該區爲"戰線間區域",使全面停戰協 

定第四條第三項不適用於該區。他在第七段(c)項中又 

說 約 伹 及 以 色 列 平 民 自 簽 訂 停 戰 協 定 ^ 皿 績 不 断 

地住在該區，兩不相混，這在雜程度内證實有M劃 

分線存在的觀點。代理參謀長在同段中說擄聯合國休 

戰督察團所知，自一九四九年以來,阿拉伯人卽不在某 

一 條 線 W W 作 , 該 ^ : 體 與 所 謂 平 民 線 相 符 。 這 — 條 

平民線载於第九八八號地圆，爲報告書附件H的附錄 

一。該画於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三日餒Dayan上校代 

表以色列，Ali Bey Ibn N，上尉代表約但，及D u r t c 

少校代表聯合國簽字。正如代理參謀長所指出的，画 

上所劃的線雖然未成正式協定，但在過é八年半中， 

經雙方默認爲該區的以色列轄區及約但轄區的事實分 

界線。 

—二五.我又說： 

" 六 . 因 此 雙 方 在 戰 線 間 區 域 內 其 â 己 所 轄 

部分內進行的平民性質的活動，不能認爲違反全 

面停戰協定或雙方閬任何其他有效安排。" 

我對此項結杲無須多說，因爲它完全經我所提到的代 

理參謀長報告書中所說的話證實。 

"七.這不僅是以色列方面的意見，而且也是 

約但方面的意見，因爲自劃定平民線後，約但就 

建造了自耶路撒冷至伯利恆的公路，其路線經過 

戰線間區域的約但部分，慕卡比爾山的村民也全 

部回到其在該區約但部分內的家園。" 

此說經報告書第七段0)項證實。該段實際上且詳細說 

明該區約但部分內的平民活動。以色列對此項活動從 

來沒有提出反對。 

"八.因此,我方認爲並無任何根據可使安全 

理事會考盧約但所提關於在戰線間區域ËT以色列 

部分內種榭問題的控訴，因爲在該地進行的這種 

純粹平民活動並未違反對雙方有拘束力的任何國 

際協定。所謂此項工作在以色列保安部隊保護下 

進行•••之說,根本不確。以色列軍事人員並未進 

入戰線間區域。"〔同上。〕 

報吿誊第七段充分支持此項主張，在該區以色列部分 

進行的像種樹這種平民活動，並不違反，方有拘束 

力的任何國際協定。第五段說明邊境警察約十五名在 

該區內保護工人。在該區兩部內派駐警察是可以允許 

的,也是必要的平民活動,而且事實上如代理參謀長在 

第七段(a)項中所指出的，約但在它所轄部分內設了一 

倔常設眷察所。報吿書第五段指出該區內未見有以色 

列軍事人員，只有兩次曾有若干以色列軍官視察該區。 

這在技術觀點上說是違反了該地帶的非武裝性質，但 

如我過去所說的,這可以認爲是最基本的預防行動,因 

爲當時約但軍隊曾進入該地帶，威脅將對以色列部分 

內的工人開火。 

—二六.我在陳述的結論中說： 

"九.違反此類協定的行爲只是約但方面的 

行爲。第一，約但在該區內建築了軍事工事，並 

在工事內多次駐有約但軍隊。第二，約但在該區 

內官邸東門附近設立啃站，由兵士一名或數名値 

崗。第三，軍事運轍繼鎮使用經過該區的公路。這 

些行爲是約但悍然違反全面停戰協定第三條第二 

段及第四條第二段的行爲。"〔同上。〕 

代理參謀長在報告書第五段中證實該匾內見有約但軍 

隊，戰壕及陣地亦經修整。這些戰壕及陣地見第九八 

七號地圆，列爲報告書附件G附錄一。他又證實約但 

在兩地進入該區的耶路撒冷經伯利恆至希伯倫公路供 

軍事運轍之用，不断破壞該地帶的非武裝地位。約但 

這種經常破壞該地帶非武裝地位的行動，至今仍在艇 

績中。有一點我顯然是錯誤了。報告書附件G第十段 

稱官邸東門外的崗亭是一個警察亭，値崗者爲簪察而 

非兵。但是也可以問爲什麼在聯合國機關的門口要設 



—個約但眷察崗事。査閱停戰協定，就可以證明代理 

參謀長所述的各種軍事活動是約但悍然違反協定第三 

條第二項及第四條第二項的行動。 

—二七.代理參謀長的報告書共分五章。頭四章 

爲第一段至第八段，描述前官邸區的實際情勢，並且 

如我所指出的，差不多在每一點上都與以色列的立場 

相符合。第五章爲第九段至第十三段，提出了代理參 

謀長本人的結論、建議及希望。其中有一些，尤其是 

第九段、第十段、第十一段及第十二段中的若干部分， 

我認爲從任何邏輯方法言，與報告書頭四章所提出的 

各種事實毫不相關，它們似乎不屬於同一個文件。 

一二八. 在第九段中，代理參謀長很有理由地拒 

絕了處理這個問題的兩個極端的辦法，這就是將該匾 

改變爲無人居住的無人地帶，及恢復一九四九年四月 

三日所有的情況，因爲這種辦法可能引起不必要的苦 

難，並使合法耕種的土地重歸荒蕪。因此他在第十一 

段中說合理的解決辦法是由當事雙方協議達成一種安 

排，其中最少在某種程度內顧及一九四九年以來的各 

種變更。以色列政府不反對舉種主張。我方一賞認爲 

—九四九年以來完全合法的發展，必須爲如杲眞正成 

爲問題的前官邸區問題的任何解決辦法的基礎。停戰 

事宜混合委員會及聯合國休戰督察圑的紀錄可以證明 

自一九四九年£1來，以色列就一貫努力圖由雙方平分 

各地區，&求涫除由所謂"戰線間區域"及"無人地帶" 

所造成的摩擦。正如代理參謀長於其報告誊註三00 

〔第七段(<3)項〕所指出的,耶路撒冷以北及以南的無人" 

地帶，多半經雙方協議取消了。因此我國代表圑同意 

代理參謀長的結論，卽"雙方的平民活動應予隔離"。 

〔S/3892,第十一段。〕這正‧是今日由事實上的平民線所 

造成的現象。 

一二九. 但是，代理參謀長在其下一句中走上了 

一個行不通的途徑。他建議除經雙方同意者外，以色 

列平民不得使用阿拉伯人的土地，阿拉伯平民也不得 

使用以色列人的土地。此^建議的政治或歷史鬮係如 

何，並未說萌，也沒有法律理由。代理參謀長在報告 

書第七段(d)項中說："督察休戰圑進行的事實調査未 

能査明在一九四九年就瓜分該區及劃分平民線問題進 

行討論及繪製埤画時曾在何種程度內考盧到該區內土 

地所有權的問題。"此項調査之所以未能査明在劃定該 

線時曾在何種程度內考盧到土地所有權問題，其原因 

很簡單：根本就沒有考盧到所有權的問題。該線的割 

定係以該區地形爲根據，以天然割分該區爲二的山脊 

。 

—三〇 .雙方之所以認爲所有權問題無關緊要， 

並不是偶然的，也不是例外的。相反地，這是一貫的 

辦法。正如代理參謀長在報告書註三！:第七段(d)項〕中 

所說的，在一九四九年瓜分耶路撒冷以南及以北的無 

人地帶時，並未以土地所有權爲準，雙方於一九四九 

年底請聯合國軍事觀察員建議劃分該區之線時，也不 

以土地所有權爲準。如果接受此項原則那末每逢在某 

一片土地上進行工作時就必須取得對方的許可，其結 

杲就會引起不斷干涉該區所分成的兩部分內的所有各 

種活動，就不可能有效地分割該地區。在本案中採用 

原所有權的標準，將有害於聯合國休戰督察圑，以色 

列，以及我們希望也是約但的共同目的,這就是以簡單 

明瞭的安排代替含混複雜，以求減少摩擦。如杲現在 

以一大堆私人要求及反要求代替現有的制度，其結杲 

將與代理參謀長所希望達成的"該地區的寧靜及安定" 

C S /3892 ，第十一段。〕正好相反。 

一三一. 此項建議除含有許多實際而且迫切的危 

機外，也毫無任何實際法律理由。在南個或兩個以上 

的主權國家，行使其主權，同意瓜分不屬於第三個國 

家，但有關兩國對其主權有所爭執的某一地區時，任 

何一方不得以此項瓜分爲對另一方作任何權利要求的 

根據，僅在分瓜時雙方特別同意者>不在此例。 

一三二. 這是與此問題有關的法律原則，代理參 

謀長所謂雙方對其所轄部分並無主權之說是否確實， 

可以不問，而且無論如何它有一個大缺點，就是與本題 

無關。不管私人對該區內土地所有權的權利如何，他 

們只能利用他們可能利用的適當地方法律機構。卽令 

證明私人財產權利成立，也不能在國際槻關中用此阻 

止一個國家在顯然承認受它誊轄的地區內繼鎮行使它 

的權利。 

一三三. 報告書第十二段列載五項建議，旨在依 

據第九段(《0項所建議的途徑，解決這個問題。 

—三四.第一項建議是雙方應集會討論該地區內 

平民活動問題。在討論本問題之初卽經明白表示，以 

色列顦隨時與約但討論這些事項 r 

—三五.第二項建議是應該經由停戰事宜混合委 

員會的機構，進行此項討論。正如代理參謀長在報告 

書第八段中所說的，近年來，小組委員會的會議通常 

是討論有關該地區平民活動的問題。以色列願與約但 



在小組委員會中討論此事，這本是通常的程序，或在 

全面停戰協定第八條所規定的特別委員會中討論此 

事，該委員會也有權討論這種事項，或在依據耶路撒 

冷區指揮官協定而安排的會議中討論此事。 

— 三 六 . 第 三 項 建 議 是 在 此 項 討 論 尙 無 結 杲 以 

前，以色列政府應停止其在該區內植樹的工作，以便 

造成有利於導致有成杲的討論的氣氛。不管有何種理 

由要求一方停止行使其合法權利，以便因其靜止不動 

而造成被另一方的敵意及挑鱟宣傳所毒害的氣氛，這 

個建議在此時已成空談。現在已經事過境遷。代理參 

謀長在其報告誊補遺二中指出："自一九五七年十一 

月八日以後，聯合國軍事觀察員未見該區內有任何此 

項工作。"〔S/3392，補遺二。〕 

— 三 七 . 約 但 代 表 在 其 最 近 致 安 全 理 事 會 來 文 

〔S/39I4〕及今日的陳述中，說在十一月八日以後，該 

區內仍有工作進行。我堅決聲明，此項指控與約但的 

其他控訴相同，完全失實。正如約但代表圃於其十一 

月八日面〔S/3807〕中提出的安全理事會九月六曰會 

議的虛偽報導一樣，這一篇神話的目的只是用以支持 

—個並不存在的事件。 

一 三 八 . 第 四 項 建 議 主 張 臛 繼 鎮 停 止 工 作 兩 個 

月，兩個月後視討論結杲如何，Sfi1決定應杏恢復工 

作，這個建議，我國政府認爲全無理由，故予以担絕 

而且如代理參謀長於其報告書中所承認的，它違反售 

方現有的權利及義務。 

—三九.現在已經確定在以色列的一方的工作^ 

全合法，約但毫無任何理由加以干涉。因此以約但同S 

爲條件(這就是"在此項討論尙無結果以前"〔S/3892 

第十二段。〕一語的含意)方能恢復工作的建議，卽係苺 

先對約但的堅不同意繳付定金。約但所有的要求已轾 

由代S參謀長報告書從前門丟出去，現在它卻從報售 

書建議的後門镩進來，以期達到它的全部目的。這售 

然是不能接受的。 

一四〇.我方當然不反對第五項建議，這就是;H 
討論結杲報告安全理事會。我方顯然也認爲代理參篛 

長 希 望 雙 方 與 聯 合 國 休 戰 督 察 圑 充 分 ^ , 以 恢 復 S 

地區的非武裝地位的要求，是理所當然。M有破壊^ 

地區非武裝地位的行爲旣然全發生在平民線的約但:* 

面，我方期望能够經由代理參謀長得悉約但當局所已 

採取的制止此項行爲的步驟。 

—四一.我在結束陳述時請理事會對約但這種^ 

戯的控訴，認爲在事實及法律兩方均無根據，再度^ 

定不受理。 

午後五時五十分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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