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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加纳农民反抗斗争与民族主义的关联

李　安　山

1948 年 1 月, 阿克拉酋长尼伊·克瓦贝纳·波尼三世领导了一场抵制进口货的运动。经

过谈判, 抵制运动确定于 2 月 28 日结束。当天, 一群退伍士兵举行和平示威游行, 要求改善生

活待遇。游行队伍在向总督府行进时, 与武装军警发生冲突。2 名示威者被打死, 4～ 5 人受伤。

民众被殖民政府的暴行所激怒, 开始捣毁欧洲人和叙利亚人的商店, 政府也采取镇压措施。结

果 29 人死亡, 237 人受伤。这就是有名的“阿克拉事件”①。事后, 英国政府委派沃森委员会到

黄金海岸调查事件原由。委员会的报告提出 17 个因素 (政治、经济和社会)与此事件有关。报

告指出, 一个根本的原因是政府砍掉可可肿芽病病树的措施以及实施这一政策时的不适当方

法。②本文将讨论殖民政府对肿芽病的防治措施, 探讨为什么这一有效控制肿芽病的办法会引

起如此强烈的反抗, 并将进一步分析农民反抗斗争与现代民族主义之间的联系。

一

1936 年, 黄金海岸的可可出口量达到高峰。同年, 东部省的科福里杜亚发现了可可肿芽病

(Sw o llen shoo t)。这种病称为“肿芽病”, 是因为可可树芽肿大是唯一的症状, 几年后病树即逐

渐死去。肿芽病开始仅局限在一小块地带, 但很快传播到其他可可生产区, 如阿基姆2阿布阿夸

地区和曼尼亚2克罗波地区。③然后, 肿芽病又向西部和西北部蔓延。1941 年殖民政府试图在夸

胡地区与阿散蒂之间设立一条防护带, 以防止肿芽病的传播。④到 1943 年, 肿芽病首次在阿散

蒂发现。同时, 肿芽病也出现在中部省和西部省。二战以后, 肿芽病很快传播到几乎所有的可

可生产区, 危害日益严重。在 1939 年以前, 每年因肿芽病死亡的可可树约 100 万棵; 从 1939 年

到 1945 年, 则猛增达 500 万棵。1936～ 1937 年, 可可的产量为 30 万吨, 到 1946～ 1947 年, 只

有19. 2万吨。按当时的价格计算, 仅这一年就损失了 648 万英镑。⑤所有这些数字显示, 肿芽病

是“可可业的头号敌人”⑥。

早在 1936 年, 殖民政府即提议砍掉病树及周围健康的可可树, 以免感染。这一政策虽然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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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遇到公开的反抗, 但明显地不受欢迎。殖民总督认识到, 这种不欢迎态度将成为不满的根

源。①1941 年 2 月, 政府关于在夸胡和阿散蒂之间建一条防护地带以防止肿芽病蔓延的决定引

起了强烈反响。此后, 很多地区都有反对政府的报告。1942 年, 殖民总督仍在抱怨, 对肿芽病的

控制不能得到可可农的支持与合作。②从 1945 年 8 月起, 政府专门雇佣劳工来砍病树, 但需经

可可农的同意。1946 年底, 殖民政府通过了《可可肿芽病法令》(148 号)。规定每一个可可农场

的所有者或占有者必须将其农场里受感染的可可树砍除。1947 年, 农业部开始采取更直接更

有效的行动: 由政府雇佣的劳工强行砍掉病树。③

1948 年“阿克拉事件”发生后, 政府停止了强行砍树措施。在沃森委员会的建议下, 联合国

派出了三位专家到黄金海岸研究肿芽病及其控制措施。经过六个星期的调查, 他们提出了自己

的看法: 肿芽病由一种非常危险、传染性极高的病毒引起, 它直接危害黄金海岸可可业的存在;

砍除病树是唯一有效的控制办法, 应该尽快恢复砍倒病树的措施, 并要加大范围。④结果, 尽管

遭到农民的强烈反抗, 强行砍树的措施于 1949 年恢复。1951 年 5 月, 在为了调查砍树的组织

和方法组成的科尔萨委员会提出报告以后, 政府再次中止了强行砍树措施。

二

控制肿芽病的措施分为三个阶段: 普查、初处理和再处理。普查是对所有地区进行调查, 并

对每一棵可可树进行检查。初处理是砍掉所有的病树。再处理是指对受感染树周围的可可树

进行检查, 并砍掉新受感染的病树。在防治肿芽病的各个阶段, 可可农都进行了反抗。概括地

说, 从 1941 年初正式恢复砍树措施以来, 爆发了四次可可农的反抗浪潮。

第一次浪潮　　1941 年 2 月, 政府决定在夸胡和阿散蒂之间建一条防护地带, 以防止肿

芽病的蔓延。防护地带的开辟需要在夸胡境内铲除大约 250 英亩的健康可可树。⑤这一决定在

夸胡地区引起了强烈反响, 因为这意味着夸胡的可可农将为阿散蒂地区的可可业作出牺牲。

奥波的农民向农业部提交了一封抗议信。尽管夸胡地区最高酋长和东部省专员对政府的

意图一再解释, 但农民们根本不相信殖民政府的计划。他们认为, 政府企图摧毁可可业, 这只能

“在防止树病的幌子下进行”。殖民政府决定给夸胡人 28 天的限期。如果他们继续抗拒政府的

命令,“政府将根据法律的权力开展工作”。最后, 东部省专员只好威胁用警察来执行砍树任务。

在其他地区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有些农民甚至担心, 在砍树的过程中, 一旦政府的农业官员

走进他们的可可农场, 他们的农场即会被政府没收。⑥

第二次浪潮　　二战刚结束, 殖民政府又发起了一场砍树运动。《沃森报告》曾指出, 从

1945 年 8 月即政府开始雇佣劳工在征得农民同意后砍病树, 到 1947 年 12 月之间, 没有发生

过“有形的反抗”⑦。事实并非如此。1945 年 10 月, 肿芽病控制运动在阿散蒂开始。到 1946 年

6 月, 共砍除 10 万棵病树。由于遇到了农民的强烈反抗, 政府不得不停止行动。后来, 在阿散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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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联议会的支持下, 砍树才得以恢复。根据农业部专门负责阿散蒂地区防治肿芽病的视察官员

西斯罗普掌握的情况,“农民仍不愿意他们的树被砍掉, 砍树进度要比期望的慢”①。在殖民政

府档案中, 还可以发现一些农民不满的例证。

在 1948 年 2～ 3 月的阿克拉事件中, 农民们十分积极地参与了反抗活动。根据丹夸的描

述, 阿基姆2阿布阿夸、阿基姆2科托库、阿夸平和夸胡的农民举行了几次会议讨论影响可可农

的一些问题, 包括肿芽病。他回忆在 2 月 26 日那天他参观了塔福的研究基地, 碰到了一些农

民。他们态度敌对, 语词强硬, 质问丹夸为什么要签字同意砍树。”②

第三次浪潮　　这次反抗浪潮始于 1949 年底, 当时殖民政府开始实施“经同意强制砍树”

的措施。这一政策遭到了可可农的强烈反抗。很多农民认为, 这一措施实际上是要消灭所有的

可可树, 不管是病树还是健康树。农民们最不满的是砍掉他们挂满果实的树。1950 年 7 月的

《可可病控制月度报告》指出:“这种反抗会随着主要作物成熟而在数量上和程度上增加”。两个

月后, 报告提到, 农民们“继续反抗砍掉挂满正在成熟的果实的病树”, 并要求防治措施推迟到

所有的果实收获以后。在一些地区, 农民的反抗十分强烈, 殖民政府不得不将警察调来维持

秩序。③

第四次浪潮　　1951 年初, 政府决定任命科尔萨委员会调查肿芽病防治工作特别是强制

砍树的组织和方法。1951 年 4 月 4 日, 政府事务领导人克瓦米·恩克鲁玛宣布:“我们关心的

是砍树的方法和组织, 正是为了调查这一方法和组织问题, 政府同意暂时中止强制砍树。④然

而, 政府的政策被谣言大大地曲解了。在苏胡姆等一些地方, 可可农和砍树人员之间发生了直

接冲突。有的政府人员被农民威胁甚至遭到攻击。在一些地区, 负责肿芽病防治工作的调查人

员由于“村民们好斗的对立”而不得不撤走。很多农民都担心, 所谓的调查只是大面积摧毁可可

树的前奏曲。⑤最严重的冲突出现在广播后的数日。在东部省, 政府农业部的人员遭到“一群流

氓的骚扰和攻击, 他们声称政府已命令停止一切 (砍树)措施”。根据 1951 年 4 月的月度报告,

在很多地方发生了激烈对抗。同年 5 月 30 日, 政府决定停止强制砍树。

农民反抗的形式可谓多种多样。他们不许农业部官员进入其可可农场, 或拒绝告诉调查人

员其农场的地界。一种常见的反抗形式是拒绝为普查人员提供服务。1950 年, 政府官员在科福

里杜亚和邦苏进行肿芽病防治工作, 农民除了进行威胁之外, 还拒绝提供食宿。间接的反抗形

式还包括在政府人员工作时“尽量使他们的生活不舒服”⑥。谣言也成为反抗的一种形式。

有的反抗是以破坏活动的方式来进行的。从 1950 年底开始, 出现了一种奇特现象: 作为普

查标识的短桩和地界标志或被移走, 或被毁坏。12 月, 西部省一个地区发现了首例这种行

为。⑦随后很快扩及其他地区。1951 年 2 月, 东部省也发现了类似情况。初始, 这种有意识的破

坏行为并未引起注意, 政府方面无人认为这是“严重的反抗行为”, 而只视为“孩童般的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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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 当这一反抗形式全面铺开时, 月度报告不断出现惊呼和抱怨。在一些地区, 破坏已达到相

当的程度,“这意味着必须花费很多时间来重新补上”, 因为这些普查桩和界标对普查工作十分

重要。①

武力对抗也时有发生。早在 1950 年以前就有武装反抗发生。1950 年 10 月, 在夸胡地区发

生了冲突事件, 政府只好派警察维持秩序。同月, 英属多哥农民与政府派来砍树的劳工发生武

装冲突, 一名劳工被枪弹击中。②11 月, 在西部省的一个地区, 发生了一场严重的“骚乱”。据

称,“在所有的区均有反对派”。最后, 在警察干预下, 砍树工作才得以继续进行。12 月, 局势变

得更为严重。博姆塔帕的农民强烈反抗砍树, 警察逮捕了好几个人才使骚动平息下来。③1951

年 4 月以后, 很多政府工作人员在可可地里遭到攻击。如东部省的几名砍树者被严重打伤, 一

名劳工的手被打断, 另一名被打掉了几颗牙。④

尽管不同阶层对砍树的态度各有不同, 但由于这一措施影响面广, 因而极不得人心, 很少

有人出来公开对政府的政策表示支持。一院制议会的非官方代表 (多为非洲人)与受过教育者

深知肿芽病的危害, 但他们知道众怒难犯, 不愿与广大的可可农唱反调。1948 年的阿克拉事件

以后, 阿散蒂国王特意在广播里澄清了自己的立场:“我听到并亲眼看到了这个国家目前因砍

除病可可树而引发的骚乱。我很高兴利用这一机会阐明我的立场。正在传播的谣言说, 我和我

的酋长们在命令砍树的文件上签了字。我向你们保证: 这一流言不真实。这个国家没有人不从

可可上得利。那么怎么会说从可可上得利的人希望可可树被砍除从而毁掉整个可可业?”⑤

三

《沃森报告》认为, 反对砍树在很大程度上是受政治煽动的。⑥这一结论虽然未能反映出事

件的全貌和本质, 却间接表明了加纳农民反抗斗争与民族主义的某种联系。尽管反对砍树从根

本上说是经济上不满的表现, 但这种不满情绪却被民族主义者充分地加以调动, 并引向自治独

立运动。正如人民大会党领袖、加纳第一任总统恩克鲁玛所指出的:“必须公道地说, 在我们倡

导的自治运动中, 我们并不反对任何自发的不满情绪, 如果这样做能促进实现我们的政治目的

的话。”⑦

虽然在官方档案里难以直接找到民族主义与农民反抗斗争之间相互联系的证据, 然而, 从

殖民地报纸、殖民官员的通信以及肿芽病月度报告中, 我们可以找出这些联系的间接证据。这

些联系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 一些民族主义领袖通过新闻媒介和其他途径或为可可农的

困境鸣不平, 或为反对砍树出谋划策。这从大氛围上促进了可可农的反抗运动。1947 年 7 月 25

日, 民族主义领袖威廉·奥弗里·阿塔在《黄金海岸观察家》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我们国家的农

业》的文章。他分析了可可生产的现状和反对砍树运动的缘由, 强烈批评了政府控制肿芽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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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他将农民对砍树的抵触情绪与其生活水平联系起来。他提出赔偿金应考虑生活必需品

的涨价和农作物收购价的降低等因素。由此可见, 这位民族主义者是从可可农的角度来考虑问

题, 而殖民政府则是从纯经济作物的角度来防治肿芽病。他还将可可业与加纳的未来连在一

起。“未来怎么样? 我这里并不是仅仅关心可可树的未来, 我甚至更关心黄金海岸农业和黄金

海岸自身的未来”①。他后来当选为阿基姆2阿布阿夸农会的负责人之一。

著名的加纳民族知识分子小托马斯2哈顿·米尔斯和艾尔夫·奥坎塞等人作为律师或商

业顾问直接参与了农民运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统一大会党的创始人、民族主义领袖丹夸。在

反对砍树的运动中, 他以律师的身份为农民提供咨询意见, 出谋划策。

其次, 种种史料表明, 民族知识分子积极参与了反对砍树运动的宣传鼓动工作, 将农民经

济上的不满引向政治上的要求。1948 年 2 月 13 日,《黄金海岸观察家》同一版上出现了两篇评

论员文章。一篇题为《肿芽病的更多麻烦》, 另一篇为《黄金海岸的民族主义》。这种选题和排版

绝非偶然。它既暗示了殖民政府的无能, 也表达了人民对自由的向往。其中一篇阐述了可可农

的困境, 他们“有因为提前预支所欠的款项; 有他自己及其家人所损失的收入。更糟糕的是, 他

面临一个未知期限的破产。他埋怨政府, 他埋怨农业部官员, 他埋怨可可市场委员会⋯⋯他成

为一个不满的潜在根源”。这一“不满的潜在根源”果然在半个月后爆发了。

1949 年 6 月的控制肿芽病月度报告指出:“不幸的是, 唯一准备领导的人正是那些反对防

治的人。他们反对砍树并非出于对肿芽病的性质和传播的科学认识, 而明显是为了在每一个可

能的方面使政府难堪”②。1950 年 11 月, 政府发现一些讨论反对砍树的会议是由“具有政治头

脑的人而非真正的农民”组织召开的。殖民政府难以掩饰其担忧的心情,“很不幸, 我们得到所

有受过教育者的全力支持。一些人明显是为了政治目的, 继续散布关于控制肿芽病运动的目的

和手段的一些谣言。这些人大部分对可可种植业没有直接兴趣”③。1951 年 7 月, 殖民总督在

写给殖民大臣的信中表达了同样的担心,“自从 5 月 30 日停止强制性砍树以来, 仍然存在着普

遍的反抗情绪。这种情况在东部省尤其明显。那里发生了多起由不是农民的人组织的反抗行

动”④。为了更好地对可可农进行控制肿芽病的宣传, 政府决定在一些村子里组织这类宣传会

议。政府根本没有想到, 这些会议竟然变成了民族主义者进行宣传鼓动的极好机会。反对殖民

统治的民族主义情绪在会议上占了主要地位。一份政府年度报告披露, 这些大规模的会议用处

很小, 因为这些会议“往往吸引了一些对控制措施毫无兴趣而一味破坏政府有关政策的人”⑤。

毫无疑问, 上述政府文件中提到的“唯一准备领导的人”、“受过教育者”、“不是农民的人”

或“有政治头脑的人”指的正是二战后非常活跃的加纳民族主义知识分子。可可农积极参与了

阿克拉事件以后, 加纳的民族主义者日益认识到农民的力量, 从而加强了在他们中间的宣传组

织工作。他们力图利用各种机会宣传组织群众, 将农民经济上的不满转化为对殖民政府的怨

恨, 并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这是农村社会反抗与民族主义的第二种关联。

民族主义与反砍树运动的第三种联系反映在一些政党组织直接参与了反砍树运动。1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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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D epartm ent of A gricu ltu re,M onth ly N ew s2let ter, June 1949.

(加纳政府行政档案)ADM 1ö2ö316. Saving N o. 94. Governo r to Secretary of State. 6 Ju ly 1951; (加纳政府行政档
案)ADM 36ö1ö114. Swo llen shoo t. M onth ly P rogress Repo rt of O da D istrict, June 1951.

(加纳政府行政档案)ADM 36ö1ö114. F ile N o. 19. M onth ly Repo rt. N ovem ber 1950.

D epartm ent of A gricu ltu re,M onth ly N ew s2let ter, June 1949.

W illiam O fo ri A tta,“O ur Country’s A gricu ltu re, ”T he Go ld Coast O bserver, 25 Ju ly 1947, p.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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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8 月 4 日, 一批民族知识分子 (包括丹夸和威廉·奥弗里·阿塔) 建立了加纳的第一个政党

——黄金海岸统一大会党。他们力图在农民中间寻求支持者, 而反对砍树的农民也正需要同盟

军。1948 年初, 位于东部省的阿基姆2阿布阿夸农民协会成立, 而这一地区被新闻界称为“抵抗

砍树运动的核心”。阿基姆2阿布阿夸农会的决议指出:“目前政府在肿芽病防治运动中砍掉可

可树的政策是为了摧毁可可业, 同时使这个国家的整个经济以及农民及其家庭破产”。会议一

致决定: 第一, 阿基姆2阿布阿夸的农民反对政府的砍树措施; 第二, 为了可可业和农民的利

益, 政府派出进行初处理和再处理的砍树人员必须撤出。①其他地区农民组织也起着同样的

作用。

1948 年阿克拉事件以后, 恩克鲁玛因为主张更激烈的策略而与统一大会党发生矛盾, 并

于 1949 年 6 月成立人民大会党。人民大会党代表普通民众的利益, 明确宣布要照顾可可农的

利益, 表示要特别注意肿芽病, 并由农民控制可可工业委员会基金。对砍树措施反抗最激烈的

则是加纳农民大会。1949 年 12 月 13 日, 加纳农民大会宣告成立。农民领袖阿西·尼科伊与约

翰·阿尤毅然决定与保守的统一大会党决裂, 加入了人民大会党。这样, 农民大会成了人民大

会党的一个政治派别。1950 年 10 月, 加纳农民大会举行会议。大会向殖民秘书发出电文, 指

出: 农民已不能再在“经济奴隶制”的枷锁下生活了, 同时对可可复兴部的存在价值表示怀疑。

确实, 根据后来的科尔萨报告, 可可复兴部成立后, 住房建筑共花费 12 万英镑, 修路费达 1. 78

万英镑, 拖拉机及其他修路机械共花费 3. 4 万英镑。农民大会的电文指出:“本会议坚信, 可可

复兴部是一种浪费, 其服务丝毫不能抵偿其花费”; 电文还揭露, 由于负责官员“缺乏或很少经

过科学训练, 很多挂满果实的健康可可树被砍除”②。

1950 年 11 月, 农民大会又发给殖民秘书一份电报, 要求立即停止由未经训练的欧洲人领

导的可可复兴部派出劳工的砍树方式。除此之外, 农民大会还提出了其他更具政治性的问题,

如可可市场委员会与可可农的关系以及可可农的政治权利的问题, 他们要求政府考虑可可农

在一院制议会的代表权问题。③这种对政治权利的诉求反映了加纳农民政治觉悟的提高。两个

月以后, 加纳农民大会的 10 个支部分别给英国国务大臣去电, 对殖民地农业部动用武力砍树

的行为表示抗议, 并指出这种行为可能挑起“爱好和平的农民发动对一个托管政府没有好处的

骚乱”④。其中一个支部的电报措辞强烈:“尽管面对强烈的反抗, 摧毁可可园的行动仍在继续,

辅之以逮捕和起诉的威胁⋯⋯国家将被引入混乱和无秩序状态, 因为农民已不能忍受这种在

保持法律和秩序的幌子下进行的挑衅”⑤。不言而喻, 加纳的农民不仅积极投身于反抗活动, 而

且通过自己的组织开始争取应有的政治权利。

有些民族主义者则直接担任农民组织的领导人, 如加纳农民大会书记阿西·尼科伊即是

人民大会党东部区的主席。他的活动受到恩克鲁玛和其他民族主义领袖的支持。这种情形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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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英国殖民部档案)CO 96ö830ö31709ö1951. Cable N o. 8. 18 January 1951.

(英国殖民部档案)CO 96ö830ö31709ö1951. Cable from Ghana Farm ers’ Congress. 11 January 1951. Encl. in Fenner
B rockw ay (M. P. ) to Secretary of State, 15 January 1951. Cables from Ghana Farm ers’Congress to Secretary of State, from
13 January to 30 January 1951.

(英国殖民部档案)CO 96ö830ö31709ö1950. Ghana Farm ers’ Congress, 1950. Cable to Co lonial Secretary, 28 N ovem 2
ber 1950.

(英国殖民部档案) CO 96ö830ö31709ö1950. Ghana Farm ers’ Congress to Jam es Griffith s (Co lon ial Secretary) , 27

O ctober 1950.

“Reso lu tion II. T he A kyem A buakw a Farm ers’U nion, 28 January, 1948. ”M inute of the 13th Session of the A shanti

Confederacy Council, A ppendix IV. p.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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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当然地引起了殖民官员的警惕。黄金海岸最后一任总督阿登2克拉克爵士对此表示担心:“人

民大会党将利用任何地方的不满情绪以尽力争取农村地区的拥护者。因此, 很可能一旦加纳农

民大会看上去开始具有影响力, 人民大会党将会使其成为竞选运动中有力的辅助工具。”①

殖民总督的担心变成了现实。1951 年, 当人民大会党领袖恩克鲁玛尚被关在监狱时, 他领

导的人民大会党竟然赢得了全国大选。结果, 殖民政府只好释放恩克鲁玛, 并授权他组织新政

府。恩克鲁玛的人民大会党终于领导加纳人民于 1957 年取得了独立。

3 　　　　3 　　　　3 　　　　3

一般来说, 农民的社会反抗至少须具备两个条件: 权力机构的权威产生危机与农民自身的

经济利益受到极大伤害。在殖民统治时期 (推而广之, 在任何时期) , 不管是谁, 只要他伤害了农

民的利益, 农民就要进行反抗; 尽管有时这种伤害是为了殖民地长期的经济利益。无庸讳言, 加

纳农民反对砍树的态度是不科学的。但是, 当这一反抗与民族独立运动相结合时, 它就成为反

对殖民主义的一种力量。②民族主义者也十分清楚这一点。丹夸在接受沃森委员会的调查时即

指出: 政府为铲除肿芽病而定的方案在科学上是正确的, 但在政治上是不可取的。

概言之, 农民对殖民政府的意图总是持怀疑态度, 这为殖民统治的实质所决定。这种怀疑

在其经济利益受到侵害时则变为敌对情绪, 最后演变成民众反抗。砍树持续了 15 年, 反抗也持

续了 15 年。尽管农民的利益与民族主义者的利益并非完全一致, 农民反抗的目的与民族主义

运动的目的也不尽相同, 然而, 农民的怀疑- 敌对- 反抗的行动与反对殖民统治的民族独立运

动之间却存在着一种天然联系。这种联系将前者转变为后者的有机组成部分, 将普通的非洲农

民转变为政治积极分子。这样, 农村反抗运动与民族主义等其他因素一起, 将殖民主义推到了

危机的边缘, 从而加速了民族独立运动的进程。

(本文作者李安山系北京大学亚非研究所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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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在殖民主义统治时期, 只要农民的利益遭到伤害, 农民就会奋起反抗。在南非, 农民竭尽全力反对政府为了防止牲
畜受病菌感染而强制进行的牲畜浸泡; 在马拉维, 农民坚决反对殖民政府进行的防止土地受到侵蚀的措施。这可以看作政治
反对科学的另外两个事例。参见W. Beinart & C. Bundy, H idden Struggle in Rural South A frica, pp. 1912221; C. M andala,

W o rk s and Contro l in a Peasan t Econom y: A h isto ry of the low er T ch iri V alley in M alaw i, 195921960 (W isconsin:W isconsin

U niversity P ress, 1990) , pp. 2192237.

(英国殖民部档案) CO 96ö830ö31709ö1950. N o. 989 (Confiden tial). Inw ard T elegram. Governo r to Secretary of
State, 14 N ovem ber 1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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