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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全 锂 事 會 

第七百六十一次會議 

-九五七年一月十六日星期三午前十時三十分在约舉行 

主席：Mr. Carlos P. ROMULO (菲律賓） 

者：下列各國代表：澳大利亚、中國、哥 

侖比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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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不列顚及北愛爾蘭 

聯合王國、美利堅合衆國。 

臨時議程（S/Agenda/761) 

通過議程o 

二.印度巴基斯坦問題：一九五七年一月二曰 

巴基斯坦外交部長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 

歡迎法蘭西新任代表 

一. 主,：本席看見Ambassador Georges-

Picot 初次代表法蘭西就理事會議席,願以理事會 

名義向他表示歡迎之意。以我和他多次在大會届會 

共事的經驗，深知他對於本理事會的工作必爲一大 

繫助o歡迎，歡迎，Ambassador Georges-Picot0 

二. Mr. GEORGES-PICOT (法蘭西）：主席， 

多謝你的盛意。我很高興今天能以法蘭西常任代表 

的地位和聯合國恢復我的很榮幸的聯繋及我在三年 

半期中以聯合國主管經濟及社會事務部助理秘書長 

資格所袷予的合作。 

三. Sir Pierson DIXON(聯合王國）：我願追 

隨主席之後向法蘭西新任代表表示歡迎之意。他把 

他對於聯合國的淵博知識帶到我們理事會來，深信 

對本組織必將有巨大的貢獻。 

四. Mr. LODGE (美利堅合衆國）：我願代表 

美國向法蘭西代表表示熱烈歡迎。我們很高興他來 

參;ta我們的會議並預期和他維持密切的合作關係。 

通 過 議 程 

議程通遏。 

印度巴基斯坦問題：一九五七年一月 

二日巴基斯坦外交部長致安全理事 

會主席函（S/3767) 

印度代表Mr. V. K. Krishna Menon及巴 

基斯坦代表M". Firoz Khan Noon應主席請,就 

安全理事會議序。 

五. Mr. NOON (巴基斯坦）：本人以職責所 

在不得不向安全理事會報吿，巴基斯坦和印度兩國 

政府自一九五三年起應聯合國派駐印度及巴甚斯坦 

代表Mr. Frank P Graham的建議,爲解決^慕 

喀什米爾邦全民表決事宜國際協定K施上的僵局而 

舉行的直接談剁，未能逹到目的。 

六. 直接諛剁之所以失敗完全是由於印度政府 

m度倔强及不願信守一九四八年末該政府自動承擔 

的國際義務所致。 

七. 印度政府，不顧安全理事會的明令及其自 

動接受的阈際義務，卽詹慕喀什米爾邦歸逼印度或 

巴基斯坦的問題應以在聯合國主持下舉行自由公正 

的全民表決的民主方法來解決，刻正採取步驟，據 

報擬於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六日將詹慕喀什米爾邦 

併入印度聯邦。 

八. 安全理事會赏還記得，我所說的國際協定 

载於聯合國印度巴基斯坦問題委S會於一九四八年 

八月+三日及一九四九年一日五日通過的兩件決議 

案中〔S/1100,第七+五段及S/1196,第十五段〕。 

這兩個決議案曾經印度及巴基斯坦兩國政府接受， 

並經安全理事會饜次表示同意。依照此項國際協定， 

瑢什米爾邦歸屬印度或巴甚斯坦的問題須以在 

聯合國監督及控制下舉行自由公正的全民表決的民 

主方法來解決。 



九.我不準備再向安全理事會叙述這個爭端的 

歷史經過。這是大家都知it的而且在安全理事會速 

記紀錄裏已有詳細的記載。理在我只準備提一提爲 

睐解本案不可不知的一些要點。 

一〇.一九四七年八月以前，印度包括英屬印 

度及若干藩邦。英屬印度歸英國直接管轄。 

一一.各藩邦有程度不一的內部自治權，一以 

英國和它們締結的條約和協定爲定。但它們沒有國 

際地位,因爲它們的外交、國防及交通無不由宗主 

國聯合王國負責。英屬印度的總督大臣(Governor-

General) 在其與各藩邦的關係上代表英皇以總詧 

(Viceroy)地位行使職權 0各藩邦沒有宣戰媾和之 

權，也沒有與任何外國交涉談剁之權。甚至它們的 

內部主權也爲英皇代表的干涉權所限制，例如爲了 

國家行政的利益、邦君或印度全體人民的福利及爲 

了實施國際義務，英皇代表昝有權千涉它們的內政 

事務。簡犟地說，各藩邦，包括詹慕和喀什米爾在 

內，多多少少都是英皇的保護國。 

—二.讓我們現在囘想一下印巴半島上的英國 

統治吿終時那些藩邦的地位所螢生的變化。 

一三. 當議定把印巴半島分爲印度和巴基斯坦 

兩個主權國家的時候，聯合王國政府宣佈一旦那個 

半島獨立,英皇對於各藩邦的宗主權卽同時失效，各 

藩邦屆時卽可自由决定歸屬印度或巴甚斯坦。但代 

表宗主權所有者，換句話說代表聯合王國國王兼印 

度皇帝的總督兼總#^臣Lord Mountbatten於一 

九四七年七月二+五日勸吿印度各藩邦的邦君說， 

在決定歸依問題時，他們必須充分注意各該邦的居 

民成分、人民的願望及其地理位置。他警吿他們說： 

"你們不能擺脫鄰近你們的自治領政府，正如同你 

們不能擺脫由你們負責爲之謀幸福的臣民一樣"。 

一四. 英屬印度帝國分治所依據的原則，據當 

時聯合王國首相於一九四七年六月三日發表的聲 

明，是印度半島西北部及東北部囘教徒估多數的毗 

連區域構成巴甚靳坦，而非囘教徒估多救的毗連區 

域則構成印度。 

— 五 . 故 當 時 無 不 以 爲 遵 照 分 治 計 劃 所 依 

據的原則，人口中囘教徒估多數而毗連巴基斯坦的 

藩邦槪將歸依巴基斯坦。 

—六.故詹慕和喀什米爾的情勢+分顯明。詹 

慕和喀什米爾的邦君雖是一印度教徒，但人民百分 

之七十七皆信奉囘教。它的領土和巴甚斯坦接壊。 

政治、經濟、戰略、文化、地理，以及其他理由都 

使歸依巴基斯坦成自然的道路。 

一七. 印度政府及印度國民大會黨都同意Lord 

Mountbatten關於歸依問題袷予印度各邦君的忠 

吿。假如印度â從了此項根據分治的基本原則的忠 

吿，假如印度在歸依問題上的行爲前後一致，那末 

關於詹慕喀什米爾、朱拿加、海^拉巴三藩邦的爭 

端便不會發生了。 

一八. 朱拿加的邦君是個囘教徒，他决定歸依 

巴甚斯坦，雖然該邦人民多數是印度教徒。印度政 

府於是提出嚴重抗議。它的理由是英國的宗主權一 

旦失效，藩邦的主權卽囘到該邦人民手中。囘教徒 

邦君不能代表其非囘教徒人民講話。印度政府在一 

九四七年九月二+二日通電中認爲巴甚斯坦接受朱 

拿加的歸依侵犯了印度的主權和領土。印度政府聲 

稱這是"顯欲擴張巴基斯坦自治領的勢力及疆界以 

破壞印度的完整，完全違反議定及實現分治計劃所 

依據的原則"o後來印度軍隊侵人朱拿加,以武力估 

領該邦。 ' 

一九. 印度政府對於海達拉巴邦的行動所依據 

的也是這種理由。該邦面積略如法國，人口共一千 

五百萬，其中多數是印度教徒而邦君却是一個囘教 

徒。那位囘教徒邦君旣不願歸依印度，也不願歸依 

巴基斯坦。他想和印度締結專約以保該邦有相當程 

度的獨立,並願舉行全民表決來決定此事。一個印 

度教徒估多數的藩邦的囘教徒邦君雖然拒絕歸依印 

度，但却願意讓他的人民以全民表決來決定這個問 

題,可是這在印度政府看來仍是不能容忍的。一九 

四八年九月間印度軍隊侵入海達拉巴，於戰敗邦君 

的軍隊後，遂將該邦佔領並將它置於軍事統制之 

To 

二〇.故印度的立場是印度教徒估多數的藩 

邦,縱其邦君不願,也非歸依印度不可。在這種情形 

下 ， 印 度 政 府 連 全 決 辦 法 也 不 願 考 盧 。 t m m 

印度的主張，則人民多數是囘教徒的藩邦便非歸依 

巴基斯坦不可，而且也必須視爲已經歸依了巴基斯 

坦，縱使該邦的印度教徒邦君另有決定也是一樣。 

二 一 . 可 是 輸 到 喀 什 米 爾 ， 印 度 ^ 棄 了 這 種 

主張。喀什米爾的邦君是一個印度教徒，雖然該邦 

人口百分之七十七是囘教徒,他却要求歸依印度。 



一俟機會來到的時候，印度政府便違反該邦人民的 

明顯意志，接受了邦君提出的歸依的鸺要求，而此 

時那個邦君已爲他的人民遂出了政府所在地而且已 

經喪失了他對於臣民的權力。印度軍隊由签蓮運到 

喀什米爾去制服囘教徒人民。自彼以後，印度便强 

行佔領了唼什米爾邦人口最多的一帶地方。 

二二. 這便是爭端發生的淵源。假如印度尊重 

了藩邦歸依巴基斯坦或印度所應依據的原則，假如 

印度對喀什米爾的行爲與它自己對朱拿加和海達拉 

巴的行爲相一致，爭端便不會發生了。 

二三. 就在印度政府接受喀什米爾邦君歸依之 

依的時候，它還鄭重地保證此項歸依是有條件的歸 

印度政府在一九四七年+月二+七日致喀什米 

爾邦君覆文中肯定地說道： 

"本政府認爲遇對一邦之歸依問題發生爭 

執時,歸依問題應依該邦人民之願望决定之，依 

照此項政策，本政府欲於喀什米爾法律秩序恢 

復、境內侵略者肅淸後以諮詢民意辦法決定該 

邦之歸依問題"。 

二四. 四日以後，卽一九四七年十月三+—曰， 

印度總理致電巴基斯坦總理稱： 

"我們——指印度——應喀什米爾邦君政 

府及這個多數苠囘民之邦的最足以代表大多數 

居民的民衆鉬_1钹的請求，接受了喀什米爾對印 

度的歸依。雖然如此，我們接受的條件是一俟 

侵赂者被遂出喀什米爾境、法律秩序恢復後,卽 

由喀什米爾人民決定歸依問題。届時該邦人民 

可自由決定歸依任一自治領。我們保證一俟和 

平及秩序恢復後，我們便把我國軍隊撤出喀什 

米爾，聽憑該邦人民決定該邦的前途，這不《 

是對貴國政府的保證，也是對喀什米爾人民及 

« 人 的 保 證 。 " 

這便是印度總理Mr. Nehru的諾言。 

二五. 印度總理Mr. Nehru復於一九四七年 

+̶月八日致電巴甚斯坦總理，宣稱： 

"由此可見我們已經屢次申明的提案是： 

(1)巴甚斯坦政府應當公開承允盡力迫令入 

寇者退出喀什米爾；(2)印度政府應當再度宣 

言，一俟人寇者退出、法律秩序恢復後印度政 

府卽將印度軍隊撖出嗜什米爾；（3)印度及巴 

基斯坦兩國政府應當聯名要求聯合國儘早在喀 

什米爾舉行全民表决。 

"上述結論僅涉及喀什米爾，但^恢復二 

自治領閭的友好關係計，彼此務須接受下述原 

則，卽一邦邦君與該邦多數居民不屬同族而該 

邦尙未歸依與該邦多數居民同屬一族之自治領 

時，其是否業已確然決定歸依某一自治領之問 

題應以諮詢民意辦法決定之。" 

這也是印度緦理Mr. Nehru所說的話。 

二六. 自那時起八年以來，所謂"諮詢民意"仍 

然只是一句空話。數年以前該邦已經建立了法律秩 

序。而印度所作的在聯合國主持下舉行自由公正的 

全民表决，讓喀扦米爾人民決定歸依問題的約言，後 

來復經國際協定核准者，至今仍未實踐。 

二七. 一九四七年+—月一曰巴甚斯坦總督 

Quaid-i-Azam Jinnah建議印度軍隊和部落人員 

應當立卽撤出喀什米爾，然後巴基斯坦總督及印度 

總督應當籌備舉行全民表決，由二者共同監督。此 

項提案未蒙印度接受。這是一九四七年+—月第一 

次設法循直接談剁途徑來解決這個爭端。 

二八. 一九四八年一月一日印度政府終於把這 

個爭端提交聯合國。一月+六日，巴基斯坦也在安 

全理事會提出一件控訴。安全理事會現仍據有這兩 

件控訴。 

二九. 一九四八年四月閬正當理事會力謀解決 

的時候，印度政府不顧它袷予理事會的不使'It勢惡 

化的諾言，竟在喀什米爾發動一次大規模攻勢。印 

度的用意顯然是要粉碎該邦境內的解放和抗敵軍， 

以武力佔領該邦，以便把一樁"旣成事實"擺在世 

人面前，一如其以前在朱拿加及海達拉巴所爲者。 

三〇.印度攻勢展開後，五十萬以上的囘教徒 

被趕出詹慕和喀什米爾，來到巴基斯坦境內避難。前 

進的印度軍隊旣嚴重地威脅了巴墓斯坦的安全，巴 

基Sffi政府乃被迫於一九四八年五月調遣少數軍隊 

進入喀什米爾，以便據守若干防禦陣地阻擋前進中 

的印度軍隊o 

三一.安全理事會聽取了印度及巴基斯坦雙方 

代表的陳述後,於一九四八年四月得到結論，謂唯 

有依照喀什米爾人民自由表達的意志來決定該邦的 

歸依問題才是這個爭端的公正、和平、民主的解沬 



辦法。理事會設置了一個委員會，該委員會終於使 

巴基斯坦及印度二國就麖慕和喀什米爾邦的歸依問 

題達成了一個協議。這個國際協議载在該委員會一 

九四八年八月+三日及一九四九年一月五日兩個決 

議案中。 

三二. 這個關於全民表决的國際協議的主要規 

定是： 

(1) 停火及停火緣的劃定； 

(2) 休戰協定，其中之規定包括：（a)爲柢抗 

印度軍隊之前進而進人喀什米爾邦的部落人員與巴 

甚斯坦國民的撤退事宜；（b)巴甚斯坦軍隊及印度 

軍隊主力自^慕和喀什米爾"同時"撤退事宜；因 

^印度製造的困難，此項解除武装辦法迄未BE現， 

休戰協定亦未簽字；（c)在全民表決事宜鸫監監督 

與管制下舉行全民表決，該全民表決事宜總監有決 

定喀什米爾邦境內剩餘軍隊的最後處置之權並應具 

有其認爲爲確保全民表決的自由公正所應有的一切 

權力。 

三三. 由此可見依照一九四八年八月及一九四 

九年一月的決議案，解除軍備辦法的贲施應分爲兩 

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卽休戰階段，巴甚斯坦軍隊及 

印度軍隊主力在此階段內應同時自該邦撤退。撤退 

之後瑢什米爾境內剩餘的軍隊卽少數印度軍隊和喀 

什米爾的邦軍——其中一方面爲該邦的陸軍及民 

兵，另一方面爲自由喀什米爾軍隊，亦卽尙未爲印 

度估領的自由喀什米爾的軍隊。至於此項餘下軍隊 

的最後處置則由全民表決事宜總監斟酌該邦的安全 

及自由的全民表決的需要予&決定。"最後處置"一 

語曾經該委員會予以正確解釋，卽軍隊的調動、解 

散與駐紮地點。 

三四. 這個國際協定的整個目的是造成,,_fn 

喀什米爾人民得以自由決定該邦歸依印度或巴甚斯 

坦的環境。 

三五. 安全理事會一向承認假如當事雙方有軍 

隊駐在該邦境內，便不可能舉行自由的全民表決。 

同樣地，負責維持全民表決的自由公正性質的全民 

表決事宜總監必須有充分的權力，使地方當局不致 

於脅迫或影饗人民，於表決中偏袒此方或彼方。這 

些甚本原則都已列在那個國際協定裏面。 

三六. 論到協定的實施，關於停火及劃定停火 

綠的規定e經實行了。雖然關於部落人員及巴基斯 

坦志願兵徹退事宜的規定本來是要在休戰協定签字 

後才s施的，可是巴基斯坦政府已經設法使部落人 

員和巴甚斯坦國民退出了喀什米爾。 

三七. 但因印度政府拒絕依照它自己前已接受 

的條件締結休戰協定，結果造成了一個僵局，至今 

未能打破。 

三八. 因^這是安全理事會現所面臨的中心問 

題，故不得不詳加說明。印度的手段是嘴說承認它 

的義務，但却拒絕ft行，或者堅持新的條件，提出 

不相千的問題，或者對協定的文字作不可能的解釋。 

現在只舉一個例子就可以證明這種手段。前面說過， 

自由喀什米爾軍隊，連同餘下的印度軍隊與喀什米 

爾邦軍及民兵的處置是全民表決事宜總監的責任。 

在休戰階段，自由喀什米爾軍隊應保留不動。印度 

政府充分知道這一點。 

三九. 一九四八年八月閬聯合國印度巴基斯坦 

問題委員會與印度政府會談時，卽曾指出根據該委 

員會的決議案的規定： 

" . . .印度政府可僅留少數軍隊駐在該邦 

境內，另一方面祗有自由喀什米爾部隊可以留 

守現有陣地。"CS/1100,附件拾甙英文本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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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〇.該委員會與巴基斯坦政府會談時亦持同 

樣立場，它於其一九四八年九月+九日致巴基斯坦 

外交部長面內說得很明白："决議案無意使自由喀 

什 米 爾 軍 隊 « 或 解 散 C S / 1 1 0 0 , 第 一 o 八 段 ， 分 

段二 (c)〕。 

四一. 另一方面，印度總理在接受一九四九年 

̶月決議案以前於一九四八年+二月與該委s會會 

談時曾經言及自由喀什米爾軍隊"數以萬計"〔s/ 

1196,附件肆英文本第三+八頁〕。故印度政府在接 

受國際協定前不是不知遨那裏有這麼一大批自由喀 

什米爾軍隊。 

四二. 印度政府在一九四九年二月十八日印度 

外交部秘書長Sir Girja Shankar Bajpai致聯合 

國印度巴基斯坦問題委員會函中明白地承認在休戰 

階段印度軍隊主力應予撤退而自由喀什米爾軍隊不 

應解散。現在我從該函引徵一段如下： 

"自由喀什米爾軍隊之解除武裝實際上是 

̶個時間次序問題。第一，必須停火,停火之 



後，休戰；這是委員會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曰 

決議案第一部分及第二部分所規定的。休戰之 

後,在霉備舉行全民表決前必須建立一個環境, 

使喀什米爾邦民得:以囘返現在在自由喀什米爾 

軍隊估惯下的地區。就非囘教徒而言，如不大 

規模解除自由喀什米爾軍1家的武裝，這種歸鄉 

蓮動是不會實現的。這一點，我們在去年十二 

月的討論中竭力欲經由Mr. Lozano使貴委員 

會明睐，本人在我們最近幾次會議中復曾加以 

强調。 

四三. 這一點在一九四九年三月+四日委員會 

致印度政府函中亦有明白的解釋，現在由該函引徵 

一段如下： 

"在去年八月的談話中間，本荽員會會向 

巴基斯坦政府解釋說，照本委員會的意見，詹 

慕喀什米爾邦在休戰期間將能維持一種'軍事 

平衡局面'因爲〔一九四八年〕八月+三日決議 

案並未規定須要自由喀什米爾軍隊解散或解除 

武裝，據委員會的了解，此項軍隊爲數約在三 

、+五營之譜。" 2 

四四. 可是印度政府不顧此項淸楚明白的諒 

解，竟不守它自己的諾言，違反印度接受的一九四 

八年八月及一九四九年一月決議案，堅持自由喀什 

米爾軍啄的解散與繳械爲撤退印度軍隊"主力"的 

條件。委員會於一再努力之後得到下列結論： 

"印度方面在巴甚斯坦未對自由軍隊的大 

規 模 遣 散 及 解 ^ 裝 表 示 同 m ^ 前 ， 不 顕 • 

在喀什米爾境內的軍隊"主力"̶̶以數量言 

或 以 質 量 言 ̃ ̃ M o " 8 

四五. 由於印度政府這種反覆無常，將國際協 

定擅作於己有利而與委員會自己認爲當事國所已同 

意者相反的解釋的策略，委員會終於被迫建議由 

Admiral Nimitz公斷此項爭執,後者當時已經印度 

和巴基斯坦雙方接受爲全民表決事宜總監。Presid-

ent Truman 和 Mr. Attlee贊成此議。巴基斯坦 

接受這個辦法；印度却拒絕接受。 

四六. 爲满足印度這種不合理的要求起見,首 

先是General McNaughton提議把解除軍備的兩 

1 參 閱 事 會 正 錄 , 第 四 年 , 特 別 鶴 ^ 號 ， 文 件 S / 

1 4 3 0 / A d d . l , 附 f r f c ; 第 ， 。 
a同上，附件十二'第二S。 
8 同 上 ， 文 件 S / 1 4 3 0 , 第 二 四 球 。 

階段合併爲一,後來Sir Owen Dixon受Mr. Gra-

ham 也附和此議，這個提案雖與國際協定的明白規 

定相反，但巴甚斯坦政府因急於獲得進展，仍是接 

受了。自彼以後,爲解除詹慕喀什米爾邦軍備起見， 

各方提出了許多提案。所有那些提案全被巴基斯坦 

政府接受，另一方面印度政府却將它們一槪拒絕。 

全民表决所以不能舉行的原因是印度政府拒絕依國 

際協定的規定解除詹慕喀什米爾邦的軍備。對於以 

往事實稍一撿討便知其過在誰。 

四七. 後來爲解決爭執起見，一共提出了+— 

個提案，每次都是巴甚斯坦接受,而每次都是印度 

反對。我現在準備把這些提案約略埤說一說。 

四八. （一)一九四九年三月,聯合國委員會召 

集了印度及巴基斯S雙方代表的聯席會議，會上約 

定印度及巴甚斯坦各向聯席會議提具撤兵計劃。巴 

甚斯坦提出了撤兵計劃；印度初則要求從緩，繊則 

拒絕遵守約言。 

四九. （二)聯合國委員會經數月努力之後認定 

印度不願將印軍主力撤出喀什米爾，僅以曲解委員 

會關於此事的決議案爲拒絕撤兵的掩飾。委員會因 

提議這兩個决議案——這兩個決議案就Jllfi於喀什 

米爾的國際協定一一在解釋上所發生的爭執應:當交 

由全民表決事宜總監Admiral Nimitz公靳。美國 

MB Truman及當時聯合王國首相Mr. Attlee於 

一九四九年八月的個人呼癱中贊成了這個辦法。巴 

基斯坦接受這個提議，印度則拒絕接受。 

五〇.（三)一九四九年+二月，安全理事會主 

席General McNaughton以本案的理事會調解員 

地位,擬具了解除詹慕喀什米爾邦軍備的若干提議。 

巴基斯坦接受了這些提議，印度却拒絕接受。 

五一. （四）安全理事會後來任命Sir Owen 

Dixon並於一九五〇年三月責成他於五個月之內設 

法促成喀什米爾邦的解除軍備。一九五〇年七月他 

擬具了他的解除軍備辦法並與印度及巴基斯坦總理 

進行討論。巴基斯S接受了他的提議，但印度术肯 

接受。 

五二. （五)一九五一年一月國協各國總理出而 

斡旋，欲就軍隊的撤退或解散達成協議，以便造成 

舉行自由公正的全民表決的必要條件。他們首先提 

議以紐西蘭和澳大利亜的軍隊代眷當事國雙方的軍 

隊。巴基斯坦接受此議,但印度不肯接受 9 



五3. (六)國協各國總理提出的另一個解決辧 

法是用印巴兩國軍隊組織的一支聯合軍隊代替現有 

雙方軍隊。巴基斯坦接受這個辦法，但印度不肯接 

受。 

五四. （七）國協各國總理另外還有一個辦法， 

卽由全民表決事宜總監就地招寡軍隊以代替現有雙 

方軍隊。巴基斯坦接受這個辦法,但印度又予拒絕。 

五五. （八）一九五一年三月，巴西大使Mr. 

Muniz建議^打破僵局計,印度及巴基斯坦兩國應 

當同意把聯合國委員會一九四八年八月+三日及一 

九四九年一月五日那兩個規定舉行全民表決的決議 

案在解釋上所發生的一切爭執全部交什公斷。巴基 

斯坦接受這個建議，印度不肯接受。 

五六. （九)一九五一年三月安全理事會在一件 

決議案中提出一項相似的辦法。巴甚斯坦接受那件 

決議案；印度再度拒絕接受。 

五七. （一〇）後來在一九五一年三月及一九五 

二年+二月之間聯合國代表Mr. Frank P. Graham 

曾就詹慕喀什米爾邦解除軍備問題提出了若干提 

議，所有這些提議皆爲巴甚斯坦接受，但全被印度 

拒絕。 

五八. （一一)最後，安全理事會於一九五二年 

十二月二十三日第六一一次會議通過一個決議案， 

促請： 

" . . .印度及巴基斯坦政府在聯合國駐印 

度巴基斯坦代表主持之下立卽進行談剁，俾就 

解除軍備期間終了時停火線雙方所應留駐之軍 

隊之確實人數達成協議，惟此項軍隊之在停火 

線巴基斯坦一方者以三千至六千人爲限，其在 

印度一方者以一萬二千至一萬八千人苠限。" 

CS/28833 

巴基斯坦政府接受這個決議案；印度政府拒絕接受。 

五九. 然而聯合國駐印度巴基斯坦代表仍堅持 

努力，想使印度同意於一個合理的解除軍備計劃， 

以備在喀什米爾皋行全民表決。只有到了一九五三 

年二月仍未成功的時侯他才建議印巴兩國政府以直 

接談剁試圃解決爭點。 

六 〇 . 巴 基 斯 坦 政 府 本 ， 護 聯 合 國 威 望 的 一 

貫政策,接受了聯合國駐印度巴基斯坦代表的這個 

建議,於是與印度政府開始進行總理銥的直接談剁。 

六一.兩阈總理先後會議多次，進行談剁。第 

一次會議舉行於一九五三年五月,地點在偷敦；m 

二次會議舉行於一九五三年七月，地點在喀！^甚。第 

三次會議舉行於一九五三年八月+七日至二十日， 

地點在德里。 

六二，這次會議之後，兩國總理發表了一件聯 

合公報，其中對於喀什米爾爭端的解決辦法列有以 

下數點： 

(a) 兩國總理堅信這個爭端應"依照該邦—— 

齊夢喀什米爾邦——人民的願望"予以解决，"期以 

增進該邦人民的幸福並盡量避免擾亂他們的生活。 

確定人民頋望的最好方法卽舉行公正不偏的全民表 

îK o 

(b) "全民表決事宜總監至遲應於一九五四年 

四月底指派之"。 

(c) "在此以前"對於迄今阻礙全民表決事宜 

方面的進展的"先決問題卽應有所决定，並應有贲 

施決議的行勧"；苠此目的，"應設置軍事及其他專 

家委員會俾向兩國總理提供意見"o 

(d) 兩國緦理同時認爲"兩國只有在和平與合 

作的筌氣中始能循此方向進展"。因此他們"反對任 

何一國以報紙、無線電或負責官員的言論攻擊他國， 

或作不利於他國之宣傳。兩國總理+分重視這種友 

好態度並主張雙方應極力避免足以醸成兩國不和的 

言行"。 

六三. 八月二+日的聯合公報打算設置印度及 

巴基斯坦專家委員會來解決若干先決問題，其中主 

要的一個卽解除喀什米爾邦軍備問題。 

六四. 正在雙方進行談剁以謀召開專家委員會 

會議的時候，印度報紙上便開始散播關於巴基斯坦 

將與美國締結軍事條約及美國將在巴基斯坦建立基 

地 的 無 秸 謠 言 ， 印 度 總 理 以 此 項 謠 言 爲 據 ， % 

五三年+二月九日致函巴基斯坦總理，他說由亜洲 

和平的觀點看來巴基斯坦不可與美國締結這個條約 

——它甚至可能擴大戰爭的範圍——這個條約可能 

使受助國的獨立逐漸遭受限制。他獰吿巴基斯坦說， 

巴基斯坦在美國扶助下擴大其作戰能力不能不視爲 

" 對 印 度 不 友 好 的 行 動 " 。 他 â L E ^ 示 這 個 麵 勢 必 

影響喀什米爾問題，尤其是解除軍備問題。 

六五. 自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九 

日，寡家委員會終於在德里舉行會議。專家委員會 



討論了不少問題而且在主要障礙所在的解除喀什米 

爾邦箪備問題的解決上頗有進展。 

六六. 專家委員會雖然已經有了若干成就，可 

是後來卽不得再度開會了。巴基斯坦總理一再勸促 

印度總理合作，Pandit Nehru都置若罔聞。巴基斯 

坦甚至在全民表決事宜總監人選上屈頓Mr. Nehru 

的意思，作了一大讓步，希望此舉可以導致談剁的 

重開4聯合公報的實施，但是Mr. Nehru後來連 

他自己的提議也拒絕履行。巴基斯坦方面一再敦促 

Mr. Nehru,請他注意任命全民表決事宜總監的曰 

期迅將來到，應卽恢復談剁解決各項先決問題；這 

種努力皆未生效。 

六七. 印度政府提出了一個又一個的口實來爲 

它的倔强態度作辯護。一個口茛揭穿了，它便再提 

出一個。現在我只要說一說它最近提出的口實就够 

了。這個口實是巴華斯坦接受美國軍事援助一事解 

除了印度對巴基斯坦、對喀什米爾人民及對安全理 

事會承擔的義務一一卽履行約言，與巴基斯坦合作 

舉行自由公正的全民表決。印度至今尙未公開收囘 

此項論調，雖然巴基斯坦已向它一再保證,巴甚斯 

坦所得到的軍事援助完全是爲了自衞之-用。 

六八. 印度爲規避在喀什米爾舉行全民表決而 

提出的另一假論據是因爲巴甚斯坦參加了區域防禦 

協定所以全民表決不^舉行。這兩件事一一接受外 

援與參加防鑕性協定：~與關於在喀什米爾舉行全 

民表決的國際協定都是毫不相千的。 

六九. 我願在這裏聲明，假如印度具的k對這 

些條約，恐怕巴甚斯坦會攻擊印度，我們願意提議 

一且全民表決舉行，我們便和印度締結一個非戰條 

約。我並且願意更進一步。一旦Mr. Nehru答應 

尊重他^"安全理事會、袷？it人及喀什米爾人民 

的約言，舉行全民表决,我們便願意签訂一個條約， 

規定對於印度的攻擊卽等於對巴基斯坦的攻擊。除 

此之外印度還要我們怎樣保證我們的用意是友好 

的t我們要同印度人民結爲好友，而八年以來阻礙 

我們兩鹵人民友好關係的却是Mr. Nehru。 

七〇.印度和巴甚斯坦兩國國內力量的對比與 

依照原議在舉è全民表決以前解除詹慕喀什米爾邦 

軍備一問題毫不相干。印度的立場沒有正當的法律 

根據。那只是一個政治武1印度這種立場實際上 

就是說："你們如果要我們履行國際協定所定的義 

務，你們便必須遵從ft們對防澳協定的政策"。 

七一. 印度總理及其他印度發言人近來以印度 

造成的新事實爲根據又提出了一個論點。他們說依 

照印度憲法的規定，非經詹慕喀什米爾邦政府同意 

不得對該邦之處置問題採取任何決定。這個論點假 

定印度設立的那個傀儡政權便是喀什米爾的政府， 

從而認定喀什米爾已經同意歸依印度。 

七二. 這個論點所根據的無非是印度自己以片 

面行動所造成的事態發展。但這種事態發展不能改 

變一項基本事實，卽依照國際協定印度承認詹慕喀 

什米爾的歸依問題須以自由公正的全民表決決定 

之。這種事態發展也决不能剝奪喀什米爾人民的自 

決權。要知這個協定有三個當事者,卽巴基斯坦、安 

全理事會與印度。無論是印度的片面行動，或在印 

度權力下所設立的任何附屬機關，例如喀什米爾的 

這個傀儡議會的片面行動，都不能絲毫改變印度依 

喀什米爾問題國際協定自願承擔的義務。 

七三. 喀什米爾邦的傀儡制憲^議之決定歸依 

印度，是沒有任何法律效力的。 

七四. 再者,企圖不經全民表决而實現歸依,也 

達反印度對安全理事會的義務及印度向理事會提出 

的保證。召開制憲會議之議初起時，印度代表曾向 

安全理事會堅決保證，謂召開制憲會議的目的，用 

印度代表自己對安全理事會所作的諾言來說,"不是 

要妨礙"理事會的工作，"制憲會議"——卽在斯利 

拿加召集的那個會議一一"對歸依問題容或表示意 

見，但不能就這'個問題採取決議"〔第五三三次會 

七五.-一九五一年三月三+日安全理事會邁過 

了一個决議案，其中重新申明謦,喀什米爾邦之前 

途應以民主方法取決於由聯合國主持;2：自由公正的 

全民表决，同時表示認定——讓我引徵該案原文： 

" '全詹慕喀什米爾邦國民會議'大會所建 

議召開制憲大會一節及將來該大會爲決定該邦 

全境或任何一部之將來政體與從屬問題而可能 

採取之行動，均不能構成合於上述原則之該邦 

最後解決辦法。"CS/20l7/Rev.l3 

七六. 同一决議案的第八段請印度及巴基斯坦 

政府"不作有礙於公正與和平解決之任何行動"。印 

度的行爲蔑視了聯合國憲章及安全理事會。，這不't 

囘到弱肉强食的禽獸世界去Q 



七七. 縱令制憲會議的選皋是民主的，那個選 

舉亦不能代替雙方已有成議的全民表決。可是且讓 

我們考查一下那個制憲會議的性質。 

七八. 首先，它顯然不能代表詹慕喀什米爾邦 

內不在印度估領之下的那一大部分地區。但是這一 

點姑且不論。這個所謂制憲機闢的性質如何呢？它 

共有代表七十五人，代表喀什米爾印度佔領區。選 

舉的時候該邦仍在印度軍隊控制之下。在這種It形 

下，自然沒有投菓自由，事實上也沒有投菓。喀什 

米爾各階層人民無不抵制那次選舉。結果選舉並未 

舉行。所有印度提出的七+五名候選人都宣佈無人 

反對，當選了。說這樣一個制憲會議可以代表喀什 

米爾人民，簡直是把民主當作兒戲。說它可以代表 

喀什米爾人民說話，有資格決定該邦的命運，簡直 

是荒唐已極。 

七九. 然而雖然制憲會議的代表都是印度的嘍 

囉推舉的，事情的發展却沒有盡照印度的如意算盤。 

隨着印度對該邦之前途的企圖日益鮮明，該邦總理 

兼衆議院領袖Sheikh Muhammad Abdullah也 

就愈來愈覺得失望，愈不満意。 

八〇.因爲安全理事會諒將聽到關於Sheikh 

Muhammad Abdullah的許多事'清，我不妨先把此 

人的背景報吿一下。 

八一. Sheikh Muhammad Abdullah以"喀 

什米爾之獅"的稱號聞名於世，耠他這個封號的不 

是旁人，而是印度總理Mr. Nehru和他的印度國 

民大會黨。我不知逭他現在和印度總理的交'If如何， 

但他原是Pandit Jawaharlal Nehru的好友,Ma-

hatma Gandhi的忠實信徒。他一生有聲有色的事 

蹬很多，曾在詹慕喀什米爾邦領導了一個反抗該邦 

統治者的强大的自由蓮動，並曾和其他愛國志士多 

次被捕入獄。故他«地是該地人民的領袖。 

八二. 當印度半島因分治問題墜入i^E不寧的 

狀態的時候,Sheikh Muhammad Abdullah尙在 

監中。由於他的好友Pandit Nehru之請,喀什米 

爾邦君於一九四七年九月二+九日把他從監獄中釋 

放出來。 

八三. 此後不久，喀什米爾大君於一九四七年 

-卜月二十六日自詹慕致函印度總督Lord Mount-

batten, 提議將該邦歸依印度的時候，儅中便提到 

了他。印度總督在給喀什米爾邦大君的覆信內接受 

歸依的時候，說道： 

"我國政府及余本人"一所說我國政府指 

的 是 M r . N e h r u 的 政 府 一 " 欣 悉 閣 下 已 決 

定請Sheikh Abdullah組織一臨時政府與貴 

總理合作"0 

那 時 候 , M r . Nehru很器重Sheikh AbduUah0 

八四.一九四七年+—月二日印度總理在從全 

印度廣播電臺所作的一篇廣播中說道： 

"我們不祗從喀什米爾邦大君的政府而且 

從人民代表，喀什米爾偉大的領袖，國民會議 

主席Sheikh Abdullah收到了要求援助的緊 

急呼籙"。 

Pandit Nehru又說： 

"在這位偉大領袖Sheikh Muhammad 

Abdullah感召之下，喀什米爾谷的人民,無 

論是囘教徒、印度教徒或塞克教徒無不聯合一 

致保衞它們的國家，抵抗外來的侵略者。" 

八五‧ Sheikh Muhammad Abdullah是一九 

四八年一月印度第一次派到安全理事會的代表圑的 

一個正式圑員並曾發表一篇支持印度的激烈演講。 

一九四九年他又是印度代表圑的一個圑員。 

八 六 . 我 在 前 面 說 過 , S h e i k h Muhammad 

Abdullah這個爲印度國民大會黨視作寶貝的，這 

位Pandit Nehru的朋友，這位被印度領袖，尤其 

是Pandit Jawaharlal Nehru視爲喀什米爾最優 

秀、良善、誠實的人物的人，後來開始斥責把咯什米 

爾完全歸依印度的企圖。在一次公開演講4»,他說了 

些對他自己說可謂很不幸的話，他指斥印度要把印 

度憲法完全適ff l於喀什米爾的論點锊"不顧實際、 

幼稚、癲狂"的論點。那是一九五二年四月的事情。 

八七，到了一九五三年八月，他和印度對於歸 

依問題的看法相去愈遠了，所以如不限制他的自由, 

對於印度的計劃便有危險。印度報紙開始锰烈地攻 

舉Sheikh Abdullah,公開地說應該讓他休息一下。 

於是在一九五三年八月九日,這位一向被印度在世 

人面前奉爲喀什米爾人民的異正代言人的人物便被 

申斥、撤職、送入監獄了。 

八八.在印度佔領軍支持下，Bakhshi Ghulam 

Muhammad櫞他而成了鸫理。後來Bakhshi 



Ghulam Muhammad倒底資踐了他的約言。那個 

所謂制憲會議也者通過了一個贊成歸依印度的決議 

案。這便是制憲會議奉印度之命而通過的那個所謂 

歸依決議的眞相。 

八九.在我論到其他事情以前，我想提一提 

Sheikh Muhammad Abdullah的命運。他現在還 

在監獄中消磨日月，從未經過審剁。這就是Mr. 

Nehru的囘教朋友和他意見相左時所得到的下場。 

九〇.印度大言不渐,說喀什米爾的情形已經 

安定下來了，人民安於現狀，印度估領區恢復了法 

律秩序。然而事實並不如此。假如印度眞的認爲喀 

什米爾的'It形很满意，爲甚麼它不願舉行全民表決 

呢？它不願舉行全民表决,便證明它的地位不穩固， 

便證明人民今日慘遭壓迫。 

九一. 自一九五三年八月九日Sheikh M u -

hammad Abdullah被捕,Bakhshi Ghulam M u -

hammad 就職以來,喀什米爾的印度佔領區便淪入 

恐怖統治。凡是公開要求用全民表決決定歸依問題 

的便被指爲"叛國賊"而遭監禁。許多有聲望的喀什 

米爾 î i袖都因此被捕,其中包括Mirza Muham-

mad Afzal Beg, Mr. Ghulam Mohiuddin. Karra, 

Pandit Prem Nath Bazaz (一個印度教徒）,Pir 

Maqbool Shah Gilani, Mr. Ghulam Ahmad Ashai, 

Mr. Sadruddin Mujahid, Pandit Raghunath 

Vishnavi (另^^個印度教徒）,Soofi Mohammad 

Akbar, Abdul Ghani Goni及Mr. Ghulam Mo-

hammad D a r 0 這 些 人 都 是 未 經 審 纏 拘 禁 了 。 

九二. 喀什米爾印度軍隊佔領區今日簡直是一 

座兵營。那一帶駐紮了八萬二千印度軍隊。換句話 

說,在印度估領區,每三十六人便有一個印度兵。 

但是如把婦孺除外，那就每+二個成年人，+二個 

手無寸鐡、窮苦無吿、受踐踏的成年人便有一個印 

度兵。而這還沒有把該邦民兵計算在內。 

九三. 閼於此事，最好莫如讓我引钹一下一位 

信奉印度教的女士 Miss Mridula Sarabhai致印 

度議會全體議員，信件。Miss Sarabhai是印度一 

位著名的社會工4者,是已故Mahatma Gandhi 

的朋友,也是Pandit Nehru和Sheikh Muham-

mad Abdullah 二人的à人朋友。我希望安全理事 

畲把這些信件視爲已經宣讀，准予和會議紀錄一倂 

付印；但如主席要我宣讀，我自然遵命宣讀。 

九四. 主席我想爲了節省時間，各位理事諒 

不反對把這些信件作爲巴基斯坦代表講詞之一部分 

付印。 

九五. 旣 無 異 議 ， 便 這 » 了 。 

九六. Mr. NOON (巴基斯坦）：此^^有若 

干其他文件是我的講詞的附件，或許也可以同• 

理 0 這裏面有的是Sheikh Muhammad Abdullah 

的信件，有的是，文件。如蒙各位理事允許把這 

些文件視爲已經宣讀並且惠予列入紀錄，我就不必 

花費時閬在這裏宣讀了。 

九七. 主席：理事會倘無異議，各該附件卽作 

爲巴基斯坦代表講詞之一部付印。4 

九八. Mr. NOON (巴基斯坦）：公民自由雖 

然横遭摧殘，人民對於舉行自由公正的全民表決的 

要求反更堅5虽。一九五五年六月該邦ffl現了一個名 

叫全民表决陣線（Plebiscite Front)的組織。它的 

要求是應在該邦舉行自由公正的全民表决。不到一 

年，這個組織便到處得到了人民的擁護。 

九九. 喀 什 米 爾 政 議 ， 喀 什 米 爾 民 主 同 盟 

及Kisan Mazdoor會議也在爲了和全民表决陣線 

相同的目標奮鬪不懈。除了該邦境內這些組織以外， 

還有—個名叫終止嗒什米爾爭端委員會的組櫞，會 

所 設 在 德 里 ， 也 在 鷀 及 早 舉 行 全 騄 決 。 

一〇〇.Bakhshi Ghulam Muhammad聽從 

他的印度主子的命令用了欺靨、賄買及種種嚴酷手 

段來鎭壓這種反抗他的統治的運動。他從印度中央 

後備警察隊調來大批人員供•使，àLija織了一 

個 美 其 名 曰 " 和 平 縱 隊 " 而 際 只 是 一 夥 ® 佣 流 氓 

的國體。喀什米爾印度估領區的每一個村鎭城市都 

派駐了這種人。他們的工作是欺侮Mîâ那些不满意 

所謂喀什米爾已經歸依印度之說的人。他們所用的 

壓制手段是逮捕，拘禁政治工作者，甚至施以酷刑， 

禁止他們遊行或開會,逐戶搜査，使其不得在政府 

工作，或得到政府的合同，拒絕袷他們以商業上的 

便利。此外撿査郵件，禁止使用無緣電設備，對人 

民的行動加以種種限制，甚至驅逐出境也都成了司 

空見慣的事情。結果公民自由全不存在，貪污、任 

用私人之風到處流行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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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經安全理事會IE*B^，第十二年，一九五七月份、二月份及 

s月份«s轉載。 



一〇一.然而人民雖然横受壓制，爭取自由的 

願，仍是日益增長，自由的火炬也日益鮮明。從各方 

面的報萆看來，如果聯合國不把喀什米爾人民從印 

度的殖民統治之下解放出來,他們就要起而革命了。 

一〇二.由以上所說事態發展的綞過可見聯合 

國憲章第三十三條所载爭端的和平解決辦法，卽當 

事國直接交涉、調停、和解及談剁等辦法都已用盡 

了，然而仍未產生任何結果,同時印度政府仍然不 

願把爭執之點交付公斷。 

一〇三.印度的倔强態度在巴基斯坦全國的輿 

論方面，尤其在"自由"喀什米^及巴基斯坦两北 

邊 境 部 落 地 帶 的 輿 論 方 引 起 了 激 昂 的 反 響 。 巴 

基M瑤內五+萬以上的喀什米爾難民要展開一個 

蓮動，旨在衝過停火緣並在該邦境內展開羣衆運勅， 

爲喀什米爾人取得他們的自決權。部落人員急於知 

道安全理事會在他們退出該邦之前袷予他們的保證 

何以沒有實現。 

一〇四.最後，巴基斯坦本國人大由於他們和 

喀什米爾人民在宗教、血統及經濟上的關係，看到 

喀什米爾人在國內受到慘酷壓迫的情-形及逃亡在外 

者的悲慘命蓮，也不能漠不關於。巴基斯坦無意從 

事侵略；伹是印度也不應當因爲我們忍讓,居心和 

平,便欺侮我們，不斷地挑逗我們,企圖逐漸吞倂 

詹慕喀什米爾邦，不承—認它的國際義務，並且反抗 

聯合國。爲了這個緣故，爲了和平大計，爲求對所 

有爭端得到一個公正、和平、光明ÎF民、一勞永逸 

的解决，所以我們才求助於聯合國。 

一〇五.印度說旣然瞎什米爾平靜無事，爲甚 

癍要多事呢？可是我要警吿各位，這只是暴胃之 

前的平靜。那裏的局面並不太平。我們剛才還看到 

一封電報，其中說道一月十一日我國情報部長Mr. 

Amir Azam Khan在喀喇基聲明印度方面正在我 

國邊界附近集中兵力。Mr. Nehru的口實是他恐 

怕巴基斯坦發動進攻,可是我們却沒有派一兵一卒 

到我們的邊境去。他恐怕戰爭會因喀什米爾問題爆 

發，安全理事會乃至世人由此一端便可知道那只是 

表面上的和平；倘如安全理事會關閉和卒解決之門, 

我們便戴以預言將來會有甚ft事情發生了。假如印 

度軍隊集中在那裏是因爲印度怕印度與巴基斯坦;Z 

間會發生戰爭,這就適足證明3&些說"喀什米爾、印 

度及巴甚斯坦太平無事"，安全理事會無須採取任何 

行動的話的人是不足信的0 

—〇六.諝不要因爲我們愛好和平，渴望和平 

解決便有錯誤的想法。我們朌望安全理事會使這* 

可憐的、貧苦的喀什米爾人得到公正的待遇，安全 

理事會答應了他們舉行自由公正的全民表決，可是 

過了八年還沒有舉行。 

—〇七.鑒於此項餒重局勢，巴甚斯坦政府要 

求安全理事食採取下列行動： 

一〇八.第一，請印度不要接受所謂斯利拿加 

制憲會議通過的新憲法所設想的改變。假如印度不 

頓理事會的決議，不顧它對理事會的矢言，得以任 

意從*這種改變，這個爭端的和卒解決的希望便難 

說了。各位不,讓一個阈家公然違背它袷予安全理 

事會的諾言。 

一〇九.第二，依聯合國憲章第三十七條第二 

項詳細指出依聯合國決議案中所载關於全民表決事 

阈際 m定的規定當事國應有的義務。 

一一〇.阻礙全民表決的主要問題是：（a)自 

詹慕咯什米爾邦撤兵的問題；（b)全民表決事宜總、 

監的就職視事問題。 

.安全理事會及安全理事會調解員所擬 

訂的合理的提案旣被印度政府一槪拒絕，對於解除 

軍備問題就不應當再櫞鑌邏延了。安全理事會早已 

承認在喀什米爾的目撙是在聯合國監督之下舉行自 

由公正的全民表决。而當事國及安全理事會均已同 

意解除軍備是皋行自由公正的全民表決的一項最重 

要的先決條件。 

一一二. 故安全理事會應當促請當事國把它們 

的軍隊撤出該邦，同時保證餘下的地方軍隊受安全 

理事會的代表節制，縱不完全解散，亦應酌予裁减。 

理事會應責成一枝立卽調入該區的聯合國軍來保護 

該邦，維持內部治安。所有其他軍隊，無論是印度 

軍隊、巴基斯坦軍隊或地方軍隊，槪應解散；所有 

非咯什米爾人員，連警察在內槪應退出該邦。同時 

並應確定全民表決事宜總監儘早就職視事的日期。 

現在時間雖遲，局勢猶可挽囘，佴是必須用這些方 

法才可挽囘。而最重要的是立卽採取行動，使印度 

不得肆無忌、惲，，胡作非爲，與反抗理事會。 

一一三. 理事會耐心讓我陳述意昆，本人實深 

感激。但在我結束以前，願就巴基斯坦對於此一爭 

端上的立場提出下列意見。 



一一四.巴甚斯坦堅決儐守關於全民表決的, 

際協定，並願執行依該協定巴基斯坦所負的義務。 

稱爲詹慕喀什米爾邦的那個地區的歸依問題至今尙 

未决定，我要特意强調此點，庶幾不致有人誤解。 

故在該邦境內劃一條巴甚斯坦與印度的分界線的問 

題根本不能發生。 

—一五.巴基斯坦同樣地堅決相信關於全民表 

決的國際協定是一個不可分的整體。爭端當事國沒 

有權只接受其中之一部分。倘若爭端當事國之一， 

印度企圖維持現狀，巴基斯坦便認爲那是否認這個 

國際協定，我希望安全理事會也認它已否認這個國 

際協定。我要大家明白知道，就ft慕喀什米爾邦而 

言，除了载在聯合國印度巴甚斯坦問題委員會一九 

四八年八月+三日及一九四九年一月五日決議案內 

經巴甚斯坦自動地和印度政府一同接受的國際義務 

外，巴基斯坦不承認任何其他國際義務。 

—六.喀什米爾爭端一日不由喀什米爾人民 

的自由抉擇獲得解决，印度半島便一日沒有具正的 

和平。印度强制施行的解決辦法連表面的和平也不 

會造成。那種解決辦法和聯合國及理事會諸公所要 

賁現的正義和平也大相逕底。 

—七.世人看到了過去聯合國會員國不遵奉 

大會或安全理事會的決議，因循苟且所造成的悲慘 

後果。世人也看到了一個令人振蓊的輓近事例—— 

卽會員國因爲堅持不論大國小國一律遵行聯合國的 

決議，替它們自己,也替聯合國博得了人們的 t t。 

一八.世人也看到了大國如何因爲遵從聯合 

國的決議，倍受世人欽敬的例證，我們誠懇希望印 

度作角一個文明國家,效法它們。 

一一九.在這些事例在我們記億裏猶新的時 

候，巴基斯坦希望安全理事會能以果決的態度來處 

理喀什米爾爭端1堅持理事會的決議迅卽一秉誠意 

付諸實施。巴甚斯坦並且相信爭端當事國旣知道以 

身作則的重要性，定將從理事會的决議。 

一二〇.主席：印度代表是否願意發言？ 

一二一. Mr. Krishna MENON (印度）：我 

和理事會各S事已經聽了巴甚斯坦外交部長代表巴 

甚斯坦政府所作的陳述。這篇陳述中有許多地方需 

要審査，辯正。還有許多要點爲這個問題根蒂所在 

的也被省略了。這是一篇很堂皇的文件，就我國代 

表 , 而 言 ， 可 能 « 逐 段 加 以 研 究 。 

̶二二.此外還有兩三樁情節我國代表兩也不 

能不顧及。印度政府準備說明它對於喀什米爾現時 

情況的立場。再者，巴基斯坦代表曾經提到印巴兩 

國總理的私人談話，而那些談話紀錄却不是安全理 

事會會議紀錄的一部分。巴基斯坦代表左右至少有 

̶個人曾經參與該項會議。而我若要評論此事，便 

非商請我方與會之人不可。 

一二三. 同樣地關於我國軍隊佈署所說的話， 

我也必須依照必要的國家安全條例先向我國政府請 

示然後才可評論。 

一二四. 最後，理事會務須瞭解印度對於此事 

的立場。我們所以提到這一點的目的是要大家明瞭 

我們的$場的原委。此次討論牽涉了許許多多枝節 

問題，結果誰也看不到此事的整個面貌。八年半以 

前,我們在聯合國提起我國領土橫遭侵略的控訴,我 

們要要求安全理事會依照憲章下令停止這種侵略。 

—二五.我國代表,自需若千時間以便得到必 

要的訓令並且査核對方引徵的話，其中有的涉及英 

國君主,我們理當設法核對。據我們現有文件看來， 

對方引徵各點未必正確。因此我們準備聽從尊便， 

對各該事項提出答辯，說明，補充遺漏的事項並且 

申明印度的立場，以盡我們依照憲章鋦安全理事會 

所負的義務。主席先生，無論閣下指定那一天由我 

從事答辯，只要袷我充分時間來顧及以上各點，在 

我說都是可以的。 

一二六.主席：倘如理事會於一月+八日星期 

五下午開會，印度代表是否認爲可以呢？ 

—二七. -Mr. Krishna MENON (印度）：本 

人無意妨礙會務或拖延時間，可是事赏上，尤其是 

因爲我所說的緣故，我是無法準備tE那時候開會的。 

寳在說來，非到+八日早晨我便不能和我國總理通 

報 0下次會議勢須過了週末，直到下星期中間數日 

才可以。 

—二八.主席：理事會是杏贊同在一月二+二 

日星期二下午開會？ 

— 二 九 . M r SOBOLEV (蔴維埃社會主義共 

和國聯邦）‧蘇聯代表圑勢難參加星期二安全理事 

食會議，但另外任何日f都可以。 

一 三 〇 . M r . URRUTIA (哥侖比亞）：可否提 

議在二+三日上午舉行下次會議？我想主席本人， 

說不定還有其他代表，準備於二十一日到華@頓去， 



可能不願在二+二日開會。二十三日上午或者好一 

點0 -

一三一.Mr. LODGE (美利堅合衆國）：我國 

代表圑贊成延會到二十二日或二+三日。我們願意 

給印度代表一個準備的時間。 

—三二.不過關於這一點，我們以爲理事會將 

要愼重考墩巴甚斯坦代表所說的話，卽據報於一九 

五七年一月二+六日把詹慕喀什米爾邦倂入印度聯 

邦的步驟已在醞醸之中。安全理事會顯然應當參照 

理事會W前的決議以及印度代表行將發表的意見來 

審議這個問題，並於一月二+六日之前確定理事會 

對於此事的立場。 

一 S 三 . Sir Pierson DIXON (聯合王國）• 

誠然現在還沒有到審議這個嚴重、棘手的問題的實 

體的階段，誠然與延會連帶而起的問題多少涉及賁 

fît問題，然而我以词這一點究竟是可以提出而且也 

應該提出的，因爲它關係我們將來開會的日程。 

一三四. 一九五一年三月三十日安全理事會決 

議案〔S/2017/Rev 1〕前文中提到的那個制憲大會 

所通過的憲法，似乎確有本年一月二+六日生效的 

打算；同時巴基斯坦代表則已要求及早得到該制憲 

大會的決議不得視爲該邦前途問題之最後解決的保 

證。那自然是在一九五一年已曾經安全理事會充分 

討論過的問題，並且理事會對於這個問題已經提出 

了某種明確的擔保。由此說來，我以爲由於其間牽 

涉的時間問題，理事會應當及早再度開會討論這個 

問題，同樣地，假如一月二+三日星期三上午對於 

印度代表方便的話，那便是我們應該舉行下次會議 

的最遲的日期。 

一三五. Mr WALKER (澳大fij亞）：澳大利 

亞代表圑自然隨時都準備來討論這個問題。我們明 

白印度代表願意有一點時間來準備他的答辯，同時 

有些理事因有重要約會故勢難在一月二+三日以前 

舉行下次會議。另一方面，有人已經指出安全理事 

會必與在一月二+六日以前考盧本案之若干問題， 

尤其是將喀什米爾倂入印度的行動問題，故我們對 

於下次會議的會期必須愼加考墩。 

—三六.從各方言論看來，似乎一月二+三日 

星期三上午是開下次會議最早的適當日期。但我倒 

想措出^我國，主席的國家和印度都多少不能避免 

的一個重要的時問因素：這就是說一月二+六日在 

印度比在此地開]^得早。爲了這個緣故，我想假如 

我們約定在星期三上午開會，我們便應當立卽處理 

這個問題不稍間斷，因^我相信印度政府定願早在 

一月二+六日採取行勅之前便可以知道安全理事會 

的意見。 

— 三 七 . M r . NUNEZ PORTUONDO (古巴）-

古巴代表函也赞成旣然再早了不可能便應當在一月 

二+三日上午舉行下次會議。不過對於無論甚»時 

限,例如二+六日那個時限，倒不必過盧。任何違 

反安全理事會決議案的行勅，自理事會的觀點而言， 

便沒有任何法律效力。孜自然贊成在二+三日開會； 

但是縱然到了二十六日仍然沒有決定，當事國任何 

̶造也還是無.權片面地採取違反安全理事會決議的 

行動。 

̶ 三 八 . M r . URRUTIA (哥^比亞）我要求 

發言爲的是要提出多少與古巴代表所說的相同的意 

見。 

̶三九.我們現在無意討論問題的實體，但是 

^們主張在一月二十三日星期三開會，因爲我們認 

爲我們務必在一月二+六日以前把這個問題全部都 

討論完畢。 

̶四〇.從法律的觀點而言，除非安全理事會 

另外通過一個不同的決議案，則理事會在一九五一 

年三月三十日通過的那個決議案〔S/2017/Rev 1〕 

̶̶其中規定局勢不得有所改變̶̶便仍然繼績有 

效，這是無可置疑的。我想說明一點，而這也是妆 

們必須牢記的一點，卽這不是大會，逋過了許多建 

議，有的被遵從了，有的却被後來的建議代替了。 

這裏所牽涉的却不是一個建議，而是一個不多見的 

決議，因爲安全理事會以七理亊K的可決惠包括五 

常任理事國的同意菓通過的決議案便£有拘束力的 

決議。故一九五一年三月三十日的決議案在經理事 

會改變以前，便櫞續有效，繼鑌有拘束力。 

一四一. 我完全贊同古巴代表的意見，就是我 

們最好在星期三開會,我希望我們可以在那天開會。 

但自法律的觀點來說，除非安全理事會通過一個^ 

的決議案，局勢便仍然不缵。 

一四二. 蔣先生（中國）.我們的下次會議看來 

須在二+三日上午舉行,我國代表圑贊成這個日期。 

一四三. 我^代表圑同意於剛才古巴及哥^比 

亞代表所作的法律解釋。不過我希望二十三日一, 



會我們便可以一直討論下去。我認爲那才是賢明之 

一四四.Mr. JAWAD (伊拉克）：我們雖然 

諒解印度代表所說的困難，但由於巴基•外交部 

長所說局勢嚴重的If形，我們仍然以爲務應及早聽 

取印度代表的答辯，從事討論。 

̶四五.伊拉克代表團支持哥侖比亜及古巴代 

表 的 看 法 並 且 贊 成 定 二 + 三 日 爲 聽 取 印 度 代 表 , 

的曰子。 

一四六.Mr. GEORGES-PICOT (法蘭西）： 

我們贊成理事會於一月二+三日星期三上^行下 

次會議的提議。我們相信這個日期合乎各方所說的 

要求。 

̶ 四 七 . M r JARRING (瑞典）：我只要簡短 

地聲明瑞典代表画認爲一月二+三日星期三是繼續 

辯論這個問題的最合適的日期。 

一四八.Mr. Krishna MENON (印度）：我 

已經表示了我國政府對於合理的時閬的意見。至於 

理事會應於何時召開下次會議,我却沒有提供意見。 

據我所知，我們之出席理事會會議是根據憲章第三 

+二條的規定，至於决定何時開會，那是理事會的 

事情。‧理事會決定在星期三上午開會，我國政 

府自將參加。 

—四九.我想乘此機會說一說，美國代表初次 

發言時，對於本案的是非曲直曾有多半與事資不锊 

的表示，不過他並沒有强調那一點0 

一五〇.至於聯合王國及隨後其他代表画的言 

論，其中涉及了若干理事及巴基萌坦代表認爲是實 

體性質的問題。本人無意現在便一星一點地來辯論 

這個問題。我們準備盡力把有關文件交給關係方面 

手中。主席先生，我要向閣下保證我們無意拖延理 

事會的n'作。 

一五一.至於聯合王國及其他國家代表曾經論 

及的實體問題，我們在適當時機自將予以評論。我 

們現在不打算囘答，因爲我們認爲枝枝節節的辯論 

不是好辦法。 

—五二.主席'理事會似皆同意於一月二+三 

曰星期三午前十時三+分開會。旣無異議，決定如 

午後十二時二十五分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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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is (V) 

Eiwert & Meurer , Haupts t ras te 1 0 1 , 

Berli n-Schoneberg 

W E. Saarbach« Gereontfrassa 25-29, 

Koln (22c) 

Alexander Horn, Splegelgane 9, Wies-

baden. 

希腿 
Kauffmann Bookshop, 28 Stadlon Street, 

Athens 

海地 
Ubrairie " A I。 Caravelle", Boîte postale 

111-B, Port-au-Prince 

洪都拉斯 
Librerla Pananwncana, Tegudgolpa 

香港 
The Swindon Book C o , 25 Nathan Read, 
Kewloon 

冰島 
Bokaverzlun SIgfusar E/mund»enar H. 
F , Austurstraetl 18, Reykjavik. 

印度 
Oxford Book & Stationery C o , New 
Delhi and Calcutta 
P Varadachory & C o , Madras. 

印度尼西亞 
Pembangunon, L td , Gunung Sa hart 84, 
Diokarta. 

伊朗 
Ketob-Khaneh Danesh, 293 Saadi Ave-
nutt/ Teheran. 

伊拉克 
Mackenzie'i Bookdtop, Baghdad 

以色列 
Blumstein's Bookstores L td , 35 Allenby 

Road, Tel-AvW 

SI大利 
l ibrerla Commlsklonarfo Sansoni, Via 

Gmo Capponi 26, Flrenze 

B 本 
Moruzen Company, Ltd , 6 Tori-Nlchomo# 

Nihonbashi, Tokyo 

黎巴嫩 
Librairie Universelle, Beyrouth 

利 比 里 ï â 
J Momolu Kamara, Menro^a. 

逋森堡 
Librairie J Sehummer, Luxembourg 

s 西 哥 
Editorial Hermès S A , Ignacio Marlscal 

4 1 , Méxieo, DF 

荷蘭 
N V Martinus Nt¦hoff, Lange Voorhovt 
9, 's-Gravenhage 

紐西蘭 
United Nations Auecfatton of New Zea-
land, C P O 1 0 " , Wellington 

那威 
Johan Grundt Tanum Forlag, Kr Au-
gustsgt 7A, Oslo 

巴基斯坦. 
Thomas & Thomas» KaradtU 

Pvbliiher» United Ltd , Labor* 

The Pakistan Cooperative Book Sodaty, 

Dacca and Chittogong (East Pak.) 

巴 
José Menénctez, Plaza de Arango, Pan-
ama 

巴拉圭 
Agenda de Librerfas d« Salvador N t n a , 
Calle Pte Franco No 39-43, Asund6n. 

秘魯 
Librerfa Internaaonal del P«râ, SJL, 
Lima and Arequipa. 

菲律S 
Alvmor's Book Store, 749 Rizal Avtnua, 
Manila 

葡萄牙 
Livroria Rodrigue*, 186 Rua Aurao, Lb-

bôa 

新嘉坡 
The City Book Store, Ltd., Wlncheiler 
House, Coltyer Quay 

西班牙 
Ubrerfa Bosch, 11 Rondo UntvenUad, 

Barcelona 

Ubrerfa Mundl-Prensa, Lagasco 38, Ma-

drid 

瑭典 
C E Frltzo'* Kungl. Hevbokkondel A-B# 

Fredsgaton % Stockholm 

瑭士 
Ubrairie Poyot, S K, Lausanne, Genève. 
Hans Raunhardt, Klrchgosse 17, ZOrich 1. 

叙利 f f i 
Librairie Univereelle, D a m n . 

Pramuan MH L td , 55 Chakrawot Rood, 
Wat Tuk, Bangkok. 

土耳其 
Librairie Hachefta, 449 IsHklaf C ' d d w l , 
Beyoglu, Istanbul 

南非聯邦 
Von Scholk's Bookstore (Pty ), L td , Box 
724, Pretoria 

英阈 
H M Stationery Office, P O Box 569, 
London, S E 1 (and at H M S O Shops). 

美國 
International Documents Service, Colum-
bia University Press, 2960 Broadway, 
New York 27, N Y 

烏拉圭 
Repreientoaân de Editoriales, Prof. H， 
D'E"。， Av 18 de Julio ，333, Monte-
video 

委內瑭拉 
Ubrerfa del Ecte< Av Miranda Ne. SI» 
Edf Gallpàn, Caracas. 

越南 
Papeterte-Ubralrle Nouvelle Albert Por-
t。îl. Botte postale 283, SaTgon. 

南斯拉夫 

Kn卩go, Terazlie 2 7 / 1 1 , Bmgrad. 

Cankar¦eva Zaloxbo, L¦ubl¦anâ, Slovd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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