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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八 百 三 十 三 次 會 議 

一 九 五 七 月 十 入 3 星 期 五 午 前 十 時 三 十 分 在 紅 约 舉 行 

主席：Mr. A. ARAUJOC哥侖比S) 

5if席者：下列各國代表：加拿大、中國、哥侖比 

亞、法蘭西、伊拉克、日本、巴拿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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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3) 

— * 通 過 議 程 0 

二. 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二日黎巴嫩代表爲"黎巴 

嫩爲阿拉伯聯合共和國干涉黎巴嫩內政所造成 

之情勢,如任其繼續,可能危及國際和平與安全 

之維持而提出之控訴"事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 

(S/4007)。 

三. 一九五八年七月十七日約但代表爲"約但哈希 

米德王國爲阿拉伯聯合共和國干涉約但內政而 

提出之控訴"事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S/4053)o 

通過議程 

議 M 遢 。 

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二日黎巴嫩代表 

爲"黎巴嫩爲阿拉伯聯合共和國干涉 

黎巴嫩内政所造成之情勢，如任其繼 

績，可能危及國際和平與安全之維持 

而提出之控訴"事致安全理事會主席 

函(S/4007, S/4047/Rev.l, S/4050/Rev.l, 

S/4054) 

一九五八年七月十七日約但代表爲"約 

伹哈希米德王國爲阿拉伯聯合共和 

國干涉約但內政而提出之控訴"事致 

安全理事會主席函（S/4053, S/4047/ 

Rev.l) 

约 { ^ 表 M r . A Ghdeb Toukan,黎巴嫩代 

表AfK Karim Azkoul,阿4i伯聯合共和國代表 

Mr. Omar Loutfi應主席謗,就理事會議席。 

一. Mr. AZKOUL(黎巴嫩）：在作我請求發言 

時心上所想作的聲明之前，我先要簡單的吿訴讅位 

理事，我剛從敝國政府接到的關於理事會面前這個 

聯合國駐黎巴嫩観察圑第二次臨時報吿書〔3/4052〕 

的初步意見。 

二. 第一：此報吿書未講明已否在邊境設置了 

永久性觀察哨。第二：觀察員能够抵達邊境一事並 

非就是說観察工作已眞正生效。第三：此刻観察員 

所能執行的有限度觀察乃是如過去一樣,限在白天； 

但所有我們的官方情報僉證明大規模的武装人員的 

渗透和武器的接濟是在晚間進行的。第四'：在多數 

情形下,觀察員進入叛區是跟隨叛徒前往的,且是在 

一定的時候，那時叛徒沒有需要向観察員掩蔵的事 

情。第五：我們最近還接到極可靠的情報謂観察員 

曾在Baalbek區被擋駑折返,有時且曾遭射擊,藉 

示恫嚇；観察員鑒於可能遭受之危險,故避免在晚間 

執行観察,祗在日間從事偵査,因爲在曰間観察員知 

道可保無虞。第六：黎巴嫩政府今天早晨公佈了一 

重要公報，舉出向黎巴嫩滲透和接濟武器的最新實 

例。 

三 . 上面這番話,其用意不在指摘該観察圃。歃 

國政府始終欲與観察圑充分合作，並欲供一切必 

要的協助，俾該圑能够順利執行職務。這番話的用 

意乃在作爲一番說明，以補充觀察團昨天提交理事 

會的這個第二次臨時報吿書。 

四. 現在我講到今天上午我要向理事會諸位理 

事作的實體聲明。 

五. 過去兩天裏，蘇聯代表曾就此刻在黎巴嫩 

進行着的演變，和其可能起的國際影響，說了許多 

話。我覺得我ff5務須對於阿拉伯聯合共和國干涉黎 

巴嫩內政而造成的實際情勢，作一認眞和客觀的審 

議,才能窺其全豹。 



六. 就我所能瞭解的,蘇聯代表圑所提論辯,可 

綜述如下:因黎巴嫩內並無外力干涉,因黎巴嫩危機 

純是內部性質，故美國派遣軍隊前往黎巴嫩是不正 

當的,構成非法干涉,祗是爲了達到美國的帚國主義 

目的。 

七 . 我無意抨述此論點裏面闢於美國的鄯分。 

如美國代表願意,他可加以評述；事實上他已經評述 

過了，且很成功。但因這整個蘇聯論點是建築在否 

認黎巴嫩所提謂過去和現在阿拉伯聯合共和國都在 

大規模干涉黎巴嫩內政的控訴上，故敝國代表團務 

須來論述一下蘇聯論點裏的這個基本鄧分。 

八 . 爲正確判斷這個論旨的價値和有效性起 

見,我們必須對下列四個基本問題,尋一答案： 

(一） 當今黎巴嫩政府是否是該國的合法政 

府,獨自正式負着保障黎巴嫩獨立,免受任何外力干 

涉的責任？ 

(二） 徜這種干涉果眞發生了，此合法政府是 

否有權求援聯合國，以消泯這個危害黎巴嫩獨立的 

危險？ 

(三） 徜黎巴嫩獨立所受的威脅變成迫急了， 

徜不能等待聯合國達成决議並募與組織所請求的 

援助時，此合法政府是否有權依照聯合國憲章向友 

好國家求援？ 

(四） 最後，阿拉伯聯合共和國究竟有沒有干 

涉黎巴嫩內政？ 

九. 我相信此處或他處任何人，對於頭兩個問 

題，都會亳不猶豫的作首肯的答覆；黎巴嫩政府是黎 

巴嫩的合法政府一連反對這政府的叛黨亦從不否 

認這一點一此政府有權乃至於有責任求援於聯合 

國,徜使黎巴嫩獨立確實遭受外力干涉的威脅的話0 

—〇.闢於第三項問邇，卽呼籮友好國家的權 

利，此處有若干人好像不承認此權利，其理由是說， 

只有在遭到直接武力攻擊時才可依聯合國憲章第五 

十一條援引此權利。爲答覆此說,我要請他們注意， 

憲章第五十一條未講直接武力攻擊，只乾脆講武力 

攻攀。因此,第五十一條的意思總括所有各種攻擊， 

直接的或間接的,只要它是武力攻擊。總之,從所起 

作用着眼,如直接攻擊和間接攻攀都是武装的,都是 

旨在摧毁一國家的獨立，且事實上確可威脅此獨立 

的話，請問兩者有什麽區別？請問一隊武装兵士穿 

着制服V在某IT某地作正面攻擊，和同一批兵士,携 

武器而不穿制服，潛行滲透進這地區內，重新編隊 

後，從事如穿着制服的兵士所從事的同樣性質的武 

力攻擊,這兩者有何實際區別？很明顯的,此直接攻 

擊和間接攻搫的區別,在本案上,純是放在口頭上講 

講的,完全是虚構的。 

一一. 現在我要來考慮第四項問邇，這問題最 

緊要:究竟黎巴嫩內有沒有外力干涉,包括武装人員 

的滲透和武器及配備的接濟？對這個問題蘇聯代表 

的答覆是否定的；他堅稱我們所講的干涉沒有那囘 

事。這否認只有兩個道理可解釋。第一是蘇聯代表 

明知這干涉是在進行着,但希望它繼續,並欲防止供 

袷任何協助以結束這干涉。要是原因如此，我深信 

理事會其餘理事是不會跟着他走的。但尙有另一可 

能。這就是蘇聯代表憑藉某種特殊的，可能是魔術 

性的手段,知道我們所講給理事會聽的一切事實,我 

們嗣後又發現的一切事實，以及其他國家獨立搜集 

的和世界報刊報導的一切事實，證明此干涉之存在 

者,都完全是假的，沒有根據的。徜若是如此，我們 

深望蘇聯代表與我們分享他這個無所不知的本領， 

俾我們可接受他的論點。 

一 二 . 在斷定以上兩個假設何者正確之前，我 

必須以片刻工夫俾指出一點，卽黎巴嫩代表團向理 

事會提出控訴之時〔第八二三次會議〕曾舉出許多事 

實,那些事實連同其他事實,使得黎巴嫩當局確信有 

大規模干涉黎巴嫩內政行爲之存在。這些並非我們 

所知道的事實的全鄧，而祗是這個大規模干涉採取 

的各種方式的例證而已。可是，這些事實提交理事 

會之後,加上若千政府直接知道的事實,使得理事會 

認識到黎巴嫩情勢的嚴重性，並促使理事會於一九 

五八年六月十一日派遣一観察團，其任務是防止人 

員、軍火或其他物資的接濟非法滲透過黎巴嫩邊界0 

一 三 . 自該日以後,滲透和外來千涉的證據,大 

大增加了。黎巴嫩代表圑至今尙無機會將這些進一 

步事實的例子提交理事會，但黎巴嫩政府已將許多 

例證提交聯合國驻黎巴嫩観察圑。至此有人可能質 

問——很有理由的質問——徜使観察團知道了這些 

事實,徜使它們是確整事實的話,何以観察團沒有在 

致理事會的第一次報吿書裏面，把它們舉爲渗透的 

證據。 

一 四 . 爲充分答覆此問題,我們首須指出,這個 

観察圑第一次報吿書〔S/4040 and Adil〕祗包括 



約十天時間,在此期內觀察團仍在設立過程中,尙不 

克深入叛徒控制區及接近滲透發生地點的黎巴嫩叙 

利亞邊界。但是另外還應注意下列三項考盧： 

C - ) 觀 察 團 自 己 所 瞭 解 的 該 團 職 務 的 性 質 , 

這就是，該團胝能向理事會報吿它自己實地目睹到 

的滲透事例。 

(二） 黎巴嫩政府遞铪觀察画的報吿的性質 

—換言之，就多數言這些報吿是講到黎巴嫩當局 

所轄人員目擊的事件,等它們到達観祭團手中時,那 

些事件已發生過了，不能再由観察員親自目擊了。 

舉一個例，黎巴嫩軍隊或情報機構一人員遞給貝魯 

特的高級當局一個報吿，謂有一騾除馱着武器和軍 

需品在某時某地越過黎巴锹â境。當這個在黎巴嫩 

當局認爲確鑿證明滲透和渗透之繼糟的報吿到達観 

察員手中時,它已變成毫無價値了,因爲觀察員自己 

已無法直接目撃所報導的這些事實了。所以，観察 

員不能予以計及。 

(三） 安全理事會通過今年六月十一日決議案 

時所瞭解的觀察画職務的性質,這就是說,理事會所 

派往黎巴嫩的,不是一個調査画,一個調査围的主要 

或甚至唯一任務是就調査結果向理事會報吿，而是 

—個觀察國，其使命是保證不發生向黎巴嫩的渗透 

或武器接濟。這是說這観察圃的貴任不是吿訴理事 

會對黎巴嫩的渗透是在發生或不在發生，而是制止 

這種渗透,並就其行動的結果具報。換言之,我們所 

應期望於覼察團的，不是要它報吿港透有沒有發生 

或列舉渗透的事例，而是要它報吿該画能不能够執 

行其所負的觀察任務,及因其活動的桔果,渗透是否 

已停止,抑仍在進行一因爲,至少根據對這個理事 

會的决議案的解释，我們期望僅憑觀祭工作就使観 

祭團能够制止對黎巴嫩的武裝人員的渗透和武器的 

接濟。可是，觀察國在其第一次報吿害內聲稱它至 

今尙未能够執行其観祭職務,因此,尙未能够判断它 

能不能制止渗透。 

一五.観察國報吿害內該喚起我們注意和引起 

我們興趣者,乃是這一桔論,而不是観察画對於有沒 

有渗透在進行尙未達成明白結論一點。 

—六.我所欲引申的是：観察員第一次報吿香 

內的初歩結論並不證實蘇聯代表所稱》黎巴嫩的武 

装人員的渗透或武器的接濟並無那罔亊一說。蘇職 

代表不得聲稱他所說的對黎巴嫩的港透並無那囘事 

—點是根據於観察團的報吿書。然則他此說的根據 

是什麽？。 

一 七 . 假使蘇聯代表不顧我們能够舉出的許許 

多多有力事實，證明確有大規模千涉我們內政的情 

事,而仍然聲言他知道並無這種干涉,那麽此點的唯 

一解釋是他擁有某種特殊的,異常的,無所不知的本 

領。徜使這樣,他應當能够答s下列若干問題,這些 

問邇,像我這樣並非無所不知的人是不能答覆的。我 

現在要向蘇聯代表提出的問題,跟我們所舉的,我們 

所知道的，和徜有必要我們隨時可提交理事會的事 

實,無甚關係0 

一八. 主要的說，這些都是聯合國駐黎巴嫩観 

察團發表的報吿和公報引起的問邇；Mr. Sobolev 

曾根據這些報吿和公報而得出結論，謂黎巴嫩事情 

是純粹內部性質。我希望蘇聯代表能答S這些問題； 

徜他能够答覆,我將極感激他。 

一九. 第一,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五日，一連穿 

制服的叙利亞兵士在一條自Deir el Aacheyer— 

叛 徒 領 袖 之 一 的 總 â 5 ̶ 通 入 叙 利 亞 的 公 路 兩 旁 

所幹何事？這是観察團目攀的並在第一次報吿書 

CS/4040 and Add.1附件B〕內提到的一項事實。 

二〇.第二，觀察員注意到有相當猛烈的臼砲 

火來自Halta附近,該地位在黎巴嫩領土內，距叙 

利亞邊境二•四公里〔S/4040 and A d d l ,第二十 

二段〕,這砲火該由誰負責？ 

二一，第三，卽使承認報吿書內所稱観察員目 

睹的武装人員絕大多數無疑是黎巴嫩人〔同上,第二 

十一段〕,請問其餘少數是何國人？ 

二二. 第四,徜不是因爲與叙利亞接近,叛徒容 

易接到必需的援助，否則怎樣解釋一項搔可說明一 

切的事實,卽除若千不重要的例外情形外,叛徒現下 

祗佔據黎巴嫩的邊境區域，黎巴嫩與叙利亞間的邊 

境區域,而未佔領敝國其他地區？ 

二三. 第五，叛徒何以阻止観祭員深入其控制 

區,何以破壊通往其控制區的棰樑，在公路上埋雷， 

何以在観察員接近的時候開槍，要是他們對観祭員 

無所隱蔵的話？ 

二 四 . 我的第六個，也是此種性質的最後一偭 

問題,係取自観察圃昨天提交理事會的最新一次的 

臨時報吿害〔3/4052〕。觀察團叙述其在人員、配備、 



飛機和直升機等方面的需要，俾使其能執行理事會 

交予的任務。這就引起如下問題:徜使觀察團確信， 

如蘇聯代表聲稱的,並無渗透在進行,何以它要請求 

所有這些工具,如它自己說的,俾有效地執行對黎巴 

嫩邊境的觀察？ 

二 五 . 這是第一系列的問題，全是21觀祭團報 

吿書內所載資料爲根據。 

二六. 現在我要提出三個全是根據常識而發生 

的問邇。 

二 七 . 第一,大家都知道,黎巴嫩政府最近曾被 

迫向美利堅合衆國請求獲得更多數量的武器與軍需 

品。蘇聯代表能不能吿訴我們:旣然他聲言知道對黎 

巴嫩沒有非法的武器供應，叛徒們係從何處獲得大 

批數量的武器與軍需品，使他們能够對抗黎巴嫩政 

府的正規軍達二個月之久？此問題更成爲貼切者， 

是因爲叛徒所擁武器裏面包括有重武器，此種重武 

器祗有政府才能供袷；而叛徒自己又從未聲稱係從 

黎巴嫩軍隊奪獲來者。這些重武器和輕武器係從何 

處來的？ 

二八. 第二,大家都知道,黎巴嫩政府最近曾被 

迫向美國申請財政援助，以彌補因戡亂而起的預算 

鈣絀。蘇聯代表能不能吿訴我們：叛徒係從何處得到 

大量——顯然取之不竭的一款項,進行這個已有 

二個多月的大規模叛亂，而不顯出經濟拮据現象？ 

—個掌握全國資源的政府，尙且需款驀補因叛亂而 

起的)g絀,那麽想來沒有這一預算可利用的叛徒,何 

21竟能進行叛亂一直到現在，不顯出綞濟拮据的徵 

象？ 

二九. 第三一這是我最後的問邇一徜使黎 

巴嫩危機是粹內鄯性質，我們怎樣可解釋黎巴嫩 

反 對 黨 領 袖 之 一 ， 前 f t 理 M r . H o s s e i n O u e i n i 最 

近 向 蘇 丹 A n b a A l s o u d a n 報 記 者 M o h a m m e d 

A b e l K a d e r 發 表 的 下 列 談 話 ： 

"我們不否認從阿拉伯聯合共和國獲得援 

助；經常有武器來自叙利亞。有人說有二萬五 

千多阿拉伯人參加了戰H行列。實際上，m有 

數千武装人員從叙利亞来參加我們。叙利s人 

前來援助其黎巴嫩弟兄跟暴虐者作戦，乃是意 

料中的事。"？ 

三〇.桷蘇聯代表對這些問题不能給我們可信 

服的答S,他必須跟我們一樣承認眞正的答案乃是 

黎巴嫩內確有大規模干涉情事。倘若如此,那麽毫無 

疑問的,黎巴嫩政府身爲敝國的合法政府,爲保衞自 

己抵禦對黎巴嫩內政的大規模干涉，自腾有權向聯 

合國求援以保衞其獨立,同樣的,在等待這種援助期 

間，自羼有權向友好國家申請所希望的幫助。 

三 一 . 在這種情形下,唯一不正當的事情,乃是 

有人企圆剝奪黎巴嫩固有的合法自衞權利，和*a奪 

爲保護其受威脅的獨立所必需的援助。我要在此辯 

論結束時侯,鄭重聲明,所有因這種援助後果而產生 

的歷史責任,該全歸兩種人負擔,一種是那些大規模 

干涉黎巴嫩而使這援助成爲必需的人，一種是那些 

藉阻撓方法企圖使這援助成爲不可能的人。 

三二. M r . L O U T F I (阿拉伯聯合共和國）：本 

人欲吿訴理事會我今天接自開羅的一個來信： 

"七月十八日上午一時三十分，美國駐開 

羅大使請謁見代理外交部長Mr. A l i S a b r y , 後 

者於上午三時予以接見。大使遞交一件口述書, 

內容如下： 

" '美國軍除之登陸是爲維護黎巴嫩的獨 

立,並保護美國公民。' 

"他並表達美國政府一俟情勢允許卽欲撤 

返其軍隊之意願： 

" '美國軍嫁並無歒惫。它之所以必需前 

往協助黎巴嫩是因伊拉克政府的變更之 

故。阿拉伯聯合共和國應瞭解:徜美國軍除 

遭到阿拉伯聯合共和國軍事部隊的攻撃, 

或美國所知係受阿拉伯聯合共和國控制或 

願意執行其訓令之分子的攻擎,則亊態将 

有可能擴大並趨於厳重的危除。"" 

H H . 此 口 述 害 的 末 尾 鄧 分 《 6 爲 嚴 重 。 它 講 到 

據所知係受我們控制或願意執行我們訓令的分子。 

我們能够了解美國政府不預備袖手坐親,任其軍隊 

遭阿拉伯聯合共和國軍昧的攻擊。重要和厳重的,是 

美國欲判斷那些分子係受我們控制或接受我們訓令 

的分子。在作這種決定時，美國將通籍其情報機08 

片面的情報。美國在决定進行干涉黎巴嫩時,亦是 

如此行事,不顧観察画的報吿害。 

三四.正如我數次向理事食解釋的，這俚照食 

使我們有幾分瞭解美鬮政府在關於其中東一ft政策 

上的眞正意園,昨天〔第八三一次會議〕我曾詳钿論 



述這個政策。美國在聯合王國支持下採取的這個態 

度充满着危險的後果。它是中東和平呈現危險的凶 

兆。 

三五. 同時,據來自巴格達的新聞報導,伊拉克 

情勢完全穩定下來了。例如，今天的紐約時報就載 

着如下標題:"伊拉克首都恢復正常。叛軍似已取得 

完全控制。銀行商舗恢復營業"。我無需引證其他了 C 

這篇報導文章裏面有充分的解釋。可是，今晨一則 

無線電廣播報導說約但王仍在講要解放伊拉克。我 

無需指出，這個態度極其危險，危害中東的和平，特 

別是因爲如我昨天說的,阿拉伯聯邦已不復存在。昨 

天我提請注意此一事實時曾講到現伊拉克政府的一 

個聲明,這個政府,誠如各位所見，已控制了伊拉克， 

且已獲得若干國家的承認。 

三六. 黎巴嫩代表今天報導的消息是我們所不 

知道的，他提出的問邇是他已答覆了的。他作的結 

論不是根據於任何可敎我們予以答覆的前提。 

三 七 . 我們是一小國,我們沒有原子彈,誰都沒 

有證明我們抱任何侵略意圖。全世界可爲我們的和 

平意向作證。我們的政策是不跟任何一方聯串，這 

政策可能不會討毎個人的歡喜，但我們將繼續執行 

此政策,與聯合國合作,並依循我們所遒守的聯合國 

憲章。我們已數次證明,我們一貫願與聯合國合作， 

來解決國際問題並維護世界和平。 

三八. Mr. LODGE (美利堅合衆國）：在理事 

會昨晚舉行的會議〔第八三二次會議〕伊拉克代表提 

起一個問題，問徜黎巴嫩政府欲美國駐黎巴嫩軍隊 

撤退，美國軍隊是否撤退一節。現在我欲答覆這個 

問邇。我們關於伊拉克代表所提這個問題的保證,俱 

見於我以前關於此點的聲明內，極爲淸楚。對Mr. 

Abbas問題的答覆是斷然肯定的。美國應黎巴嫩合 

法組成的政府所提明白請求,派駐在黎巴嫩的軍除， 

只要該國政府要求撤退,不會留在那裏。 

三九. Mr. SOBOLEV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 

國聯邦）：此刻在理事會內佔着伊拉克代表席位的 

Mr. Abbas—我應開宗明義說，他佔這個位置是 

非法的,因爲伊拉克政府已把他撤囘,派另一代表接 

任——昨天曾說： 

"蘇聯代表和阿拉伯聯合共和國代表都曾 

稱阿拉伯聯邦已不復存在〔•••〕我則說並沒 

有變更，阿拉伯聯邦作爲一憲法單位，仍舊存 

在 。 " 1 〔第八三二次會議,第二十一段。〕 

四〇.因是，Mr. Abbas自稱代表伊拉克吿 

訴我們,說並未有變更,說伊拉克約但聯合邦仍然存 

在。但眞正情形如何呢？ 

四一. 伊拉克政府已宣佈，並且全世界都知道 

這聲明,謂該國退出此聯合邦,退出阿拉伯聯邦。此 

聲明已刊佈。爲使大家不再存疑，我現在把它讀出 

來。此聲明說： 

"舊政權下的〔聯邦〕不是一旨在造福兩國 

人民的眞正的聯合邦，其宣吿乃是爲荦固一腐 

敗的帚制,並破壞阿拉伯的圑結0 

"所以,伊拉克共和國茲宣佈,立卽退出此 

聯合邦,其在聯合邦下達成的一切决定,視爲一 

槪無效。伊拉克共和國對於伊拉克因這個聯合 

邦而擔負的財政和軍事義務,不能負責。" 

四二. 我讀的是這聲明的俄文譯本，它是從聲 

明的英文本譯出的,這聲明全世界都知道,且刊在昨 

天的紐約時報內。 

四三. 因此，Mr. Abbas所稱阿拉伯聯邦仍然 

存在一說與事實不符。伊拉克政府已宣佈伊拉克退 

出,故此聯合邦不復存在了。 

四 四 . 何以有人認爲必須聲稱阿拉伯聯邦仍然 

存在呢？我們應略予注意這個問邇，因爲持此說者 

不只Mr. Abbas —人。他的言論,徜不是呼應其背 

後撐腰勢力所持的立場，原是無足重輕的。這些撐 

腰勢力是美國——和派遣軍隊往約但的聯合王國0 

它們亦稱這聯邦仍然存在。何以需要作此政治識言 

昵？其所以必要的原因極簡單。它們要敎新伊拉克 

聽命，要恢復七月十四日之前的情勢。爲恢復此情 

勢，當然需要有一叫得響的託詞。此託詞極簡單C照 

英國外交部和美國國務院的想法,如聯合邦存在着， 

此邦的一鄧分就得藉口內政一若可這樣說一而 

對另部分採取行動。例如，Mr. Abbas就明白說"在 

約但和伊拉克間無發生侵略問題之可言"〔第八三 

二次會議,第二十八段〕。但徜伊拉克不是此聯合邦 

的一部分,倘伊拉克和約但是兩個不同的國家,徜約 

但進攻了伊拉克，又如何能規避這個侵略因素？這 

因素存在着,不能規避。因此,需要繼續編造所謂阿 

'發言者用英文讓ffijlfcg:引文C 



拉伯聯邦仍然存在的誡言，俾替正在佈置中的對伊 

拉克的侵略辯護。安全理事會應對此點予以最愼重 

的注意。 

四五. 正在佈置此侵略一事正由電臺及報刊在 

公開宣吿中。我要請敎約但代表一則據說來自約但 

廣播電臺的消息是否可靠。此消息說： 

"耶路撒冷聽到約但電臺今日廣播稱，約 

但政府將不計代價,採取必要行動,解放伊拉 

克。電臺强調胡森國王，以約但伊拉克阿拉伯 

聯邦的代理元首資格，是唯一有權恢復伊拉克 

秩序的人0"2 

伊拉克人民從未袷胡森國王以恢復伊拉克秩序的權 

力，並且我們知道對一個剛革命過後的國家談恢復 

秩序是怎麽一囘事。此消息繼續說： 

"胡森國王可能要英國軍嫁守護約但基 

地,同時約但軍隊則去向叛軍進攻。"2 

四六. 我舉這些事實促安全理事會注意，是欲 

警吿所有關切維持和平的人：對伊拉克的侵略正在 

佈置中。徜這侵略不在佈置中,應請如此吿訴我們。 

倘這侵略不在佈置中，派遣軍隊至伊拉克邊境的舉 

動應該停止。徜這侵略不在佈置中，何以約但國內 

要有聯合王國軍隊？何以不把它們送囘其基地去？ 

四七. 蘇聯從自己的經験，自己的歴史，知道人 

們用何種託詞對他國內政進行軍事干涉，以恢復舊 

時狀態。一九一七年俄國人民革命後,一年內,約有 

一打政府紛紛在各地,包括俄國自己領土內出現，自 

稱代表俄國人民。當時，幾乎每一强國都在蘇維埃 

俄國某個角落設一爲自己所喜的政府。一個迎合聯 

合王國和美國利益的政府設在阿克安介爾，一個迎 

合美國和曰本利益的政府設在海參威；還有其他政 

府設在其他地方——不勝枚舉——它們都獲得扶助 

其設立並"恢復秩序"的國家的承認,如像現在提議 

恢復伊拉克秩序一樣。但歴史也吿訴了結局是怎樣 

的。對蘇聯的干涉,一敗塗地,不僅所有這些政府倒 

塌，並且遣往蘇聯的十四國聯軍，被蘇聯工農打i^, 

狼狽撤退。 

四八. 安全理事會不應讓歷史在東方阿拉伯國 

家重演。要是下一個輪到伊拉克，此刻正在佈置中 

的侵略,須予制止;意圖從事此侵略的,須受厳誡。 

*發言者用英文黷KM段文字。 

四 九 . M r . Loutfi刚才吿訴理事會一件新聞， 

一項極叫人震驚的事實。美國遞交阿拉伯聯合共和 

國政府的,闢於在黎巴嫩登陸軍隊的照會，應亦成爲 

予安全理事會和所有愛好和平人民的吿，因它裏 

面載着對阿拉伯聯合共和國採取行動的'直接恫嚇。 

此行動的託詞將由美國自己決定，美國會找出理由 

替此行動辯護。 

五〇.安全理事會不該漠視此項恫嚇。理事會 

的正當途徑是採取果斷步驟來消泯現存在於近東和 

中東的新戰爭威脅。此舉唯一辦法是促使美國和聯 

合王國軍隊立卽撤出黎巴嫩和約但。安全理事會面 

前現有一個旨在達此目的的決議草案。依我的意見， 

現在時機已到,理事會應朝此方向採取行動,着美國 

和聯合王國政府立卽撤退其軍隊，是項軍隊造成對 

和平的一項嚴重威脅,不僅對近東中東的和平,且是 

對全世界的和平。 

五 一 . 現在我要就程序說幾句話。美國代表 

Mr. Lodge昨天〔第八三二次會議〕說他要替美國 

決議草案要求優先權。他未向我們說明何故要予該 

決議草案以優先權；他未提出理由。安全理事會議 

事規則第三十二條在這點上訂下明確的程序。我引 

此條的上半鄯分： 

"主要動議及決議案草案應依其提出之先 

後次序享有優先權。" 

此條沒有規定給與任何決議案以優先權。因此，予 

美國决議草案以優先權殊無理由。 

五二. 我認爲安全理事會在表決決議草案時應 

嚴格遵守理事會規定的程序，況且此一程序是全镳 

一致通過的，美國亦贊成它。所以我堅決主張這些 

決議草案應依提出安全理事會的次序付表決。要是 

如此,蘇聯決議草案應先付表決。 

五三. 主席：我名單上無再要發言的人了。依 

照議事規則，我們現在應開始表決理事會面前的決 

議草案。可是，我認爲把表決分在兩個會議舉行殊 

属不宜,所以如無異議,我預備現在停會，至下午三 

時三十分重新開會，如此我們可在一次會議把表決 

舉行竣事。 

五 四 . Mr. SOBOLEV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 

國聯邦）：我不反對您的停會提議，但我要向您提一 

問題,您或許可以答覆我。 



'五五.昨天,在散會前,我們聽到有人暗示謂可 

能有新決te草案提出。由於蘇聯代表圑毫不知情,它 

不欲自己陷於措手不及的境地。，我們不願在一個決 

議草案剛提出後馬上被迫對它表決。我要問主席是 

否知道有任何決議草案在擬製中,還是三點鐘時,我 

們面前仍祗是這三個已提出的草案。 

五六. 主席：據我所知，無新决議草案提出， 

但曰本代表吿訴我,他在擬製一個決議草案,該決議 

草案非要等表決過此刻理事會面前的三個決議草案 

後,不能提出。 

五 七 . Sir Pierson DIXON (聯合王國）：據我 

看，現在停會和此刻不進行表決是一極有道理一 

如我可這樣說"^的主意。可是,我了解此程序不阻 

止理事會理事於三時三十分重新開會後續作發言。 

我自己就可能想再說幾句話。我想這一點定蒙您的 

同意,在此了解下,我十分贊成主席剛才的建議。 

五八. 主 ,：我同意聯合王國代表的了解。 

五九. 我請美國代表發言。 

六 〇 . M r . LODGE(美利堅合衆國）：首先,允 

許我說,我同意如主席所建議,我們停會至下午三時 

三十分續開。 

六 一 . Mr. Sobolev說我替美國決議草案要求 

優先權一至少這是我從他發言的英語傳譯裏聽到 

的。此話不確。,我並未要求優先權。我提出一個優 

先表決動議,這在聯合國裏是很普通的,有安全理事 

會紀錄爲證。一理事有權提此動議；然後理事會理 

事可投票予以贊成,亦可予以反對-。 

六二. 我並未要求什麽,我只提出一個動議。我 

從未聽到任何議會的任何議事規則不許提優先表決 

的動議。我們理事會的議事規則是暫行規則。如我 

了解無誤,它們是當Mr. Sobolev擔任安全â事會 

秘書時，以此形式通過的。故我深信他了解這個事 

實。所有考慮中最重要的是安全理事會是它自己程 

序的主人。理事會可接受任何爲它所喜歡的，並把 

它置在其他的前面。這是任何議會固有的基本權利。 

午樣十二時二十五分敢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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