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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nn die Menschenliebe unser Motto sein, auf <las w1r 

stolz sind. Es braucht nicht besonders betont zu werden, 

class unsere Internationale Chirurgische Gesellschaft aus 

politischen Grunden keine Unterschiede Zwischen den 

Staaten und den V olkern wacht. Daher ist es vom Stand-

punkt der arztlichen Wissenschaft wie der lntelligenz der 

ganzen ＼＼＇ピ It sehr zu bedauern, dass Deutschland und 

()sterreich von einem Internationalen Chirurgischen Kon-

gress ausgeschloschen sein sollen, der zum Heile der 

JVTenschheit bekannte Gelehrte aus alien Teilen der Erde 

vereinigt. Das widerspricht einmal dem Begriff der 

Menschenliebe und bedeutet zum anderen eine Beschrank-

ung wissenschaftlichen Forschens. Da die Unterzeich-

heten dies nicht rnit Stillschweigen ubergehen wollen, 

schlagen sie die Zulassung Deutschlands und Osterreichs 

zu de lnternationalen Chirurgischen Gesellschaft vor. 

Die Unterzeichneten sind fast davon uberzeugt, dass alle 

Mit日liederder Internationalen Chirurgischen Gesellschaft, 

die ohne Ansehung des Staats-oder Volkerzugehorich-

keit fur das Wohl der gesamten Menschheit wirken soil, 

diesem Voschlag zustimmen werden. 

Den neuestcn Nachrichten zufolge hat der Viilker-

同11< （総領鍛 1111<) 

bund dei der Konferenz von Locarno den Beitritt Deut-

sch lands und Osterreichs zum V i.ilkerbunde genehmigt, 

woriiber vorl孟u行g ein V ertrag unterzeichnet worden sein 

soil. 

Wir geben uns der Hoffnung hin, dass die lnterna-

tionale chirirgische Gesel¥schaft den Beitritt Deutschlands 

und Osterreichs genehmigt und der Nachwelt ein Beispiel 

der Menschenliebe und 1-Iumanitat gibt. Wir zweifeln 

nicht im Geringesten daran, dass die Herren Mitglteder 

aus dem Gefiihl der Gerechtigkeit heraus unseren Vor-

schlag einstimmig annehmen werden. 

Im November 1925. 
Professor Dr. Hae hi r凸 Akaiwa,
Professor Dr. Shichirii (;otii, 

Professor Dr .. Benzii Hnta, 

Professor Dr. 1 [a yaz凸 ltii,

Professor Dr. Goro Izumi, 
Professor Dr. Ki yemon Jsol>e, 

Professor Dr. Tsugushige Kondo, 

l'rofessor llr. Kyiiichi Kawamura, 

Professor Dr. Hiroshige Shiota, 
Professor Dr. Shigeki Sekiguchi, 

Professor Ur. Shichitarii Sugimurn, 

ProfeS>or Vr. Ryiizo Torikata, 

I’rofess。rDr. Hay柑 hi;¥1iyaJ.《e,



Declaration. 

In accordance ・with ~ 6 of the Statutes of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Surgery the 

following declaration will be 

brought forward : 

On the occasion of the Seventh lnternation品lSurgical 

Cong re活 at Rome, the Japanese Delegates have the 

honor, to propose that Germany and Austria be admitted 

to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Surgery and to request 

the assent of the members. 

The terrors of the recent World VJ;:ir, unparalleled 

in history, have taught us once more the value of peace. 

For this reason the League of Nations h;is been founded, 

with the task of establishing permanent world peace. In 

order to guarantee peace among the nations and to assure 

the permanent welfare of the human race we must 

aim at the fulfilment of two duties which form the founda-

tions of peace. These are philanthropy and humanity. 

“Philanthropy”is a motto of the physician. もl¥Tithout

philanthrnpy we physicians cannot fulfil our duties. Philan-

thropy in its true sense is the higheコtth ng in the world, 

it must in no wise be made a matter of politics. Only 

in this way can philanthropy be our motto of which we 

are proud. It is needless to mention that our 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Surgery, for political reasons, makes no dis-

tinctions between states and races. It is for medical 

circles, indeed for all !ntelligent circles in the world, 

highly regrettable, that now, when the Congress, for the 

furtherance of human welfare, is assembling eminent 

physicians from all parts of the world, Germany and 

Austria have not been invited to it. It must be said, 

that this, on the one hand, is opposed to the spirit of 

philanthropy and, on the other hand, lays restrictions on 

Science. As the undersigned do not wish to pass over 

this circumstance in silence, they propose the admission 

of Germany and Austria to the Society. The under-

signed are 日rnily convinced, that all members, who, 

independently of the diversity of states and races, coopo-

rate for the well-being of humanity at large will consent. 

According to the latest intelligence, the League of 

Nations辻tthe Locarno Conference has consented to the 

admission of Germany and Austria to the League, with 

同11・ポ （撚帳番喜 ¥] ＼］長）



re~.trd to which a treaty is about to be signed. 

We  per・rnitourselves the hope, that the International 

Socict＿：.’ of Surgery, from the stλndpoint of peace, will 

at one ali con河川 to thじ admis~ion of Germany and 

Austria and give to posterity an example of philanthropy 

and humanitv. ¥¥'e have not the least doubt that the 

members frいrnthe ;;ent川淀川 ofj山 tice, will unanimously 

accept our proposal. 

November 1925. 

l'rof~s討のr ［），－・ ] laιhir日 /\k~i w:l, (・hid of thじ fi1st Sllf民icalclinic of the 

l"ni、ersilYnf Oka、ama.
l'rofcssor Dr. Shichiro《，oto,Chief .,f ti】ビ＂＂ gical cl i 1》icυfthe I mpeiial 

l "n1、er>tl、ぃfKvushu. 

I'rnfe<s川 llr. 1・enノ凸 I l:lta, Chief of the s¥lr日icalclinic οf the Imperial 

l"ni1・ersitv of the llokkaiclo. 

Profe日orI lr. lfaya16 Ito, Hon< ,raγy prnfc唱＜＞rat the l mperial l’nh·er~itア

引fK、。lo.

l'rofessりI Dr. c；川口 In11ni,Chief .,f the sur品川alclirはじ ofthe l'ni、・ersity
of Kanazawa 

I'rnre目 前 Dr.Kηemon lsobe, Chief of the 制限目立lclinic of the Impe-

nal t’n11・ersitv of i、 V<•tO,

Professor Dr.’rsngush’gc K ond <i, Chief of the sur邑icalclinic of the 

surgical clinik of the Imperial l'.ni、ersrtyof Tokiぃ．

I'rofcssor Dr. lくyoichi K awamm n, Chief of the sur.邑icalclinic of the 

l 'nぃcrsityぃf[..;yoto. 

同11¥0 （織幡宮S 11¥110) 

l'rofc均・rI》r Hirnshic_'t、Shiota，仁hicfof the smi;kal clinic .,f the 

l1nperial l'niver;ityυf To~＜ i,,, 

l’1けfessnrL>r. '1hi日ekiSek l芭uchi,Chid .,f the surgical clinic 《，fthe 

!1111》eria¥Tohoku-l'ni、eroity.
I’rofessor Dr. Shichi t九roSugimura, Chief of th~ suq.:ic九lclinic of け悶

Imperial 'l・6hn1、u.Uni 1・e-r,;it y. 
l'rofess川 I 片．lZy Eι6 1・orik:ita,Chief of the sur町日ic•tl clinic cf the hnpe-

口alUuiversity of Ky<>to. 

］》roleトS＜川 Dr.1-la)ashi Miya＼、ピ，じhiじfof the suq.~icalιl i111c of the 

lmperi"l l'n1、じ1sityo( Kyushu. 

Declaration. 

D’accord avec l’article 6 cles statuts de la Societe 

internationale de Chirurgie, nous soumettons 

la declaration suivante: 

A l’occassion du 7eme Congres International de 

Chin』rgie ;i. Rome, les pelegues japonais se font I’hon-

neur de proposer l’admission de l’Allemagne et de I' Aut-

riche a la Societ己 internationale de Chirurgie, et de 

demander aux membres d’approuver cette admission. 

La guerre passee, avec ses horreurs inouies dans 

l’histoire du monde, nous a demontre la valeur inestimable 

de la paix. Dans le but de l’amener pour toujours, la 

Ligue des Nations a ete fondee. Pour assurer a jamais 



'Paix univ己rselle et le bon.heur durable des peuples, ii 

nous faut penser a I’accomplissement de deux devoirs 

formant la base de la paix : ce sont Jes sentiments de la 

philantropie et de l’humanite. La philantropie doit guider 

1es m己decins. Sans elle nous autres medecins ne pouvons 

pas remplir nos devoirs. L’amour de l’humanite, dans le 

sens propre, est superieur・＜ttout d~ns ce monde, et ne 

doit point etre Ii己主 lapolitique. C’est alors seulement 

qu'il peut とtrenotre devise dont nous sommes fiers. II 

va sans dire que notre Societe internationale de Chirurgie 

ne fait pas de di仔erenceentre Les E’tats et !es peuples 

pour des raisons po¥itiques. Du point de vue de la 

medecine comme de l’intelligence universelle ii est beau-

<:oup a regretter que le congres actuel convoque des 

m剖ecins connus de toutes !es parties du monde pour 

l’avancement du bien universe! sans inviter l’Allernagne 

et l'Autriche. II faut le dire que c’est d’abord en con-

tradiction avec l’idee de phi！品ntropie et puis que cela 

signifie une limitation des sciences. Puisque lep soussignes 

ne dcsircnt pas passer ce fait sous silence, ils proposent 

l’admission de l'Allemagne et de l'AutricheヰlaSoc泌氏．

Ils se sentent 且ssurじ亘 de l’acclamation de tous Jes 

mernbres qui, indepcndamment de la diversite des E'tats 

et des peuples, travaillent pour le bien de l'humanite 

toute entiere. 

Selon !es dernieres nouvelles, la Ligue des Nations, 

a la Conference de Locarno, a approuve l’admission de 

L’Allemagne et de l’Autriche en signant un contract 

pre!iminaire. 

Nous esperons que le congres International de 

Chirurgie, surtout au point de vue de la paix universelle, 

approuvera l’admission de l’Allemagne et de l'Autriche 

et donnera a la posterite un exemple de philantropie et 

d’humanite. Nous n’avons pas le moindre doute, que 

Messieurs les Membres, guides par le sens de la justice, 

n’accepent立l’unani口】itenotre proposition. 

Novembre 1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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