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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A 百 零 一 次 會 議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三日星期三午後三時在狃約舉行 

主席：Mr. Hashim JAWAD (伊拉克） 

*席者：下列各國代表：澳大利亜、中國、哥侖 

比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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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ev'1) 

― . 通 過 議 程 。 

二.印度巴基斯坦問題。 

通過議程 

議程逸逸。 

印度巴基斯坦問題（绩前） 

印度代象Mr. V. K. Krishna Maion及巴基斯坦代 

表Afr. Firoz Khan Woo»應主席請就理事會議席。 

一. M r . Krishna MENON(印度）：我對主席和理 

事食其他理事在上次會議時同意延會深表感謝。 

二. 我在討論尙待處理的主要事項之前，請理事 

會容我解釋一下在第八〇〇次會議中提起的一件事。 

因爲想到我代表印度政府對瑞典政疳的提案所發表的 

言論可能引起誤解，我願再加說明。沒有人說過瑞典 

代表所說的話並不代表他本國政府的意見，也沒有人 

示意過被推選出來代表安全理事會而不代表他本國的 

一位代表不能有與他本國相同或不相同的意見。我所 

要指明的是Mr* Jarring所確定的各點̶̶陷於僵局的 

是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決議案的第一部分以及這個 

程序的全部都是根據决議案而來̶̶並不與另外的那 

個意見相同，因爲相同就會牽涉到對印度聯邦的主權 

表示疑問的問題，而決議案的基礎正是印度聯邦的主 

權。 

三. 關於問題本身，印度政府從未於任何時遽卽 

拒絕含有憲章內列各種解決辦法的任何提案。後來我又 

說明所應考慮的是些什麼並且說我們如不考盧任何一 

部分就會被人認爲我們承認那部分並無考盧的價値。 

四. 我希望這種解樺可以令人酪感潇意。 

五. 安è理事會各代表以前發表的言論中還有一 

點尙需予以提及——那就是我感覺遺慽的伊拉克代表 

說了下面的話： 

"我們因此不知道印度政府對於一九四八年八 

月十三日決議案第"^分未執行問題的新立場， 

—方面是不是一種事後的想法，另一方面是不是 

要把久已解決的問題重新提出討論的一種企囫。" 

〔第七九七次會議，第六七段。〕 

六. 我們深以有人發表這種言論爲慽，因爲其中 

多少含有揣測動機之意。但是讓它去；我們並不在乎。 

不過我要說明事實是我們在此間所發表過的一切言 

論，在實體上都不是事後的想法。一個人在對一個問題 

發言時，有時措辭很得當有時措辭不得當，卻是眞的。 

但是我講伊拉克政府仔細閱讀這個問題自一九四八年 

一月一日提出理事會時起至隨便什麼時候爲Jfc^J^J 

紀錄。紀錄就會顯示每次討論這個問題時——指派委 

員會時，自委員會由巴基斯坦承認在一九四八年五月 

間侵略印度起始討論的全部期間至委員會改爲一個人 

(先是Sir Owen Dixon後來是Mr. Rank P. Graham) 

時爲止——我們一直都說印度總理給委員會的面件、和 

覆文以及在本理事會內所發表的各種言論都是有案可 

查的。這些都是在委員會本身積極耱績從事談判期間 

的事。關於這個問題我們也從重要如Sir P i " " » D i a m 

者在上次會議中發言時獲得支助,他說："增加軍力使 

撤退或減少軍隊更爲困難"。這還不够嗎？ 

七. Sit Benegal Rau在一九五〇年二月七8代表 

那時是安全理事會理事的印度發表下列言論： 



"印度憨爲巴基靳坦之建立反叛的'自由'喀什 

米爾軍隊和佔領該邦一大部分領土，與其進入喀 

什米爾，同樣是一種不正當的侵略行爲。"〔第四六 

三次會議，第五頁。〕 

我對這事不想多說，但是大家必然還記得我在以前一 

次發言中說過委員會也說明巴基靳坦利用在討論中的 

這個時期來鞏固它的地位。Sir Benegal Rau接下去說： 

"在舉行全民表决以前必須將所有這些情形糾 

正。"〔同上。〕 

由此可知我們的立場並不是事後的想法。 

八. 一九五一年三月一日Sir Benegal Rau又向安 

全理事會發表下列言論： 

"安全理事會受理喀什米爾案已經三年多了。 

因爲醸成紛爭的基本原因̶̶卽巴基靳坦非法佔 

領喀什米爾幾達一半的土地及在該邦祖織顚覆政 

府的軍隊和政權̶̶依然存在，這個問題迄今無 

法解決。〔換一句話說，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決 

議茱第一部分還未實施。〕 

"• • ‧造成紛爭的靦根一天未經剷除該問題就 

—天不能解決。"〔第五三三次會議,第一八段。〕 

九. 我 要 以 M r . Jawad爲伊拉克代表而不是安 

全理事會主席的身份問他，能否依我已向理事會提出 

和現在要向理事會提出的證據重新考盧他所說我IB的 

立場是事後的想法的話。 

一〇.後來：Mrs. Paudit在安全理事會第六O八 

次 會 議 時 3 5 是 在 指 派 M r . Graham以後一代表 

印度發表下列言論： 

"儘管巴基Sfffl̶再否認及自稱無辜，巴基斯 

坦當局本身後來亦承認巴基靳坦正規軍隊已於一 

九四八年五月八日侵犯該邦。這種對於鄰邦及會 

員國家的無端侵略與進犯，嚴重違反了聯合國憲 

章及國際©。 • ••在理事會準備"堅定與勇敢的態 

度對付這個中心問題以前，是不會找到公允與持 

久解決辦法的。 

"此項爭端當事國的相對立場與地位,甚至問 

題本身，如不根據這些基本事實來審察，便不易 

明瞭其眞相。•••"〔第六〇八次會議，第四及第五 

段。〕 

Mrs. Pandit所說的基本事實就是聯合國印度巴基新坦 

問題委員會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決議案第一部分內 

所載的各項事實〔S/M00，第七五段。〕。 

̶―.因此我認爲我不但是以事實答覆了伊拉克 

代表並且也表明伊拉克代表國言論內所影射的與本案 

實情不符。 

̶二.我現在要討論問題中的另一方面，那是理 

事會以前所舉行的許多次會議中只略提到的，但是現 

在因爲目前理事會各次會議中各理事的言論，印度境 

內的情形和Mr. Jarring報告書內隱示或明載的各項 

事實的闥係變成相當重要。我在最近幾次會議發言時 

只約略提到過問題的這一方面。我所要說的就是所謂 

的北部地區。 

- a . 安全理事會已聽到很多有關"自由"軍的言 

論；也聽取了巴基斯坦自白它侵略印度的原因。巴基 

靳坦的外交部長對理事會說過："是的,我們是進犯了 

印度,我們將軍隊開入印度。爲什麼？因爲我們要保讒 

我們自己的邊境。"換句話說，巴基靳坦爲了保護它自 

己的邊境而把軍隊開入印度領土 一部分的喀什米爾。 

伹是那項言論所指的是西喀什米爾。直到最近大家攙 

聽說有"自由"軍在所謂北部地區。 

一四.印度政府第一次提到這事是在一九四八年 

八月間。我以前已經多次說過那時印度政府所最希望 

的——所有躕係各方也都這瘿希望——是促成停火， 

並且爲了促成停火還將以後可以討論和決定的各問題 

暫時擱匱。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相一九四九年一月 

五日兩決議案中之所以有停止敵對行動之外的其他事 

項就是因爲這個理由。不過印度政府在一九四八年八 

月間特別提到北部地區。那正是決議，成之前委員 

會分別與巴基靳坦和印度兩方進行商討的時候；這個 

決議案是在八月間由印度予以接受的。印度總理在一 

九四八年八月二十日的信件中表示下列意見： 

"該地帶除經敵軍流動部隊騷擾或如Sfcardu 

等地曾經非正規部隊或巴基靳坦軍隊佔領外，就 

大體而論，詹慕喀什米爾政府對該區域之權力並 

未發生問題或動搖。⋯吾人深願在巴基靳坦軍隊 

及非正規部隊撤出該地區後撤兵，區域之管理責 

任仍由詹慕嗒什米爾邦政府負擔，但由印度軍隊 

負責防守。‧‧‧吾人必須在此地區內自行擇定地點 

派兵駐守，藉以防止‧ ‧ ‧部落居民之入侵。‧ ‧ ‧並保 



讒該邦通至中S細3&之賀易孔道。"〔S/1 loo,第八 

〇段。〕 

那就是印度政府當時所持的立場。 

一五.據委員會所稱，巴基新坦陸軍總司令曾對 

委員會說過： 

"巴基新坦所以派兵進入該邦的目的爲守衞 

Uti-Poonch-Naoshera防線。"' 

Uri-Poonch-Naoshera防線是在西喀什米爾，所謂"自 

由"喀什米爾軍現在就在那裏。這是沿着西喀什米爾 

由北至南的一條防線。由此可知在一九四八年委員會 

通過決議案時根本就沒有北部地區是在巴基靳坦軍隊 

佔領之下的一說。 

—六.邦內可能有騷動，甚至可能有叛變（如果 

有人願意稱之爲民間的不满也可以)，或者也有內部的 

騷亂，縱使是有這種情形，一個毗鄰友好的國家也不 

該以此爲由利用情勢來建立它自己的權勢。安全理事 

會當然更不能說另外一國可以這樣做。委員會對於北 

部 域後來發生的情勢之所以未特別加以注意是因爲 

北部區域被視爲全邦中的一部分。委員會主席曾答覆 

印度總理說： 

"• • •由於此地區情形特殊〔那是人口稀少的 

山岳地帶〕,〔委員會〕於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通 

過之決議案並未特別提及此問題之軍事方面。惟 

委員會認爲.• .提出之問S可^實施決議案時加 

以審議。"〔S/i 100，第八一段。〕 

所皿整個北都地區的間題，除去確m爲詹慕瞜什 

米爾邦的一•外，並無任何決定。如果它不是該邦 

的一部分，它是屬誰的一邦？ 

一七. 印度政府在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八日向委 

員會提議它應派兵駐守北部地區中的若于據點。文件 

第二五六段提到那事。委員會答覆說它"曾慎 

重考盧過印度這種以法律主張爲根據的立場。"2 

一八. 如果安全理事會和整個聯合國都可以不顧 

̶個國家合法建立的基礎，那就眞是悲慘極了。委員 

會四月十五B第一次提出的各休戰提案規定： 

1 ftè理事會正式iB錄，第四年，特別補編第七»,文件S/1430, 

第 四 段 。 

2 W上,第；iSAgo 

"在詹慕喀什米爾北部人口稀少的山地，委員 

會將派駐觀察員，〔我希望各位對於這段特別注意 

因爲我們有問題要向安全理事會提出〕• • •遇此等 

地區必需守衞時，將此種情形通知委員會。委員 

會遇此情形，或經〔不是'並經'〕印度政府請求， 

得同意由印度政府在此區若干特定地截駐軍衞 

戌 。 " 3 

̶九.印度人民與印度政府是無權追問爲什麼沒 

有派駐觀察員嗎？爲什麼在談判之後和委員會^立後 

巴基靳坦軍隊還能開入這區？挺員會說明"將派駐觀 

察員"時是有責任的。它並沒有說"或將派哗觀察員"。 

伹是區內沒有觀察員。所以決翳案所造成的結杲是在 

談判起始不久之後，允許該邦的一大部份被人佔領和 

呑併。委員會是將派駐觀察員作爲一種辦法提出， 

Lozano關於這事的面件都很淸楚。我*哥侖比55代表 

極爲尊敬,但我誕爲他在這事上負有重大責任。因爲我 

們之所以答應這些事是由於Mr. Lozano,後來的Mr. 

Korbcl和委員會其他各任主席向我們提出過種種保證 

所致。這些保證都不是私人而是以本組織的名義提出 

的。還有，委員會也公開的宣佈所有各項保證都是公 

開的，雙方中沒有一方是受隱瞞不知委員會對另一方 

所說的是什麼。 

二〇.所以正像我剛纔所說的我們所知道的是區 

內會有觀察員駐留，同時印度也不必一力堅持它的合 

法主張，因爲必要時，委員會是會讓我們到那裏去的。 

辦法就是如此,雖然不是解決辦法但是委員會認爲"係 

雙方政庥所持意見的公允折衷"辦法，"此項辦法旣減 

少重起戰爭的可能，同時亦顧及〔這些是委員會所用的 

字句〕印度方面對該邦防衞賫任的主張"4。這是我們素 

來未放棄過的主張，也是與印度聯邦國家主權和領土 

完整不可分離的主張。 

二一. 委員會在第三次臨時報告書中稱： 

"印度政府於答覆四月十五日提案時重新要 

求准其派兵駐紮各軍事據點,並認爲〔又是爲了妥 

協〕該區行政問題可另行討論。"5 

二二. 委員會告訴過我們就主權問題來說並無疑 

問發生。委員會說： 

'阏上，文#S/1430/add.l, m « r + ± , , 。 
4 H上，文件S/1430,第二六̶©0 

5 同上，第二六四段 o 

3 



"委員會旣未忽繭印度所主瞜的保障該邦安 

全的權利，亦未對詹慕w"米爾政府是否合法一 

點提出疑問。 

二三. 我蹐問理事會备理事是否能在委員會紀錄 

中,過去的史莨和政府惯例與國嚓法上找出在沒有公 

開的決定之下詹墓喀什米爾就鏺成兩邦，它們是什麼 

時候成立的？明天詹，什米爾有一個不同的政府是 

可以思瞜的事；主權也可能易手。世界各地的主權時 

常有換手的情形，不通在審讒這個問題時，那就是在 

問趣提交我們審識的時候只有一個麿慕喀什米爾邦。 

二四. 委貞會在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八日的休戰 

條件中作有鬭這個問題的規定，其文字如下： 

"觀察員臈以詹慕瞎什米爾邦北部人口稀少 

的山地SS情形報告委員會及(或）全民表決線 

監。在不紡礙委員會一九四九年一月五日決議案 

的第八段饿定錄限,委員會及(或)全民表決總監 

根據親察員〔他們並未駐留該地〕表示的意見,或 

根據印度政疳的報吿，誔爲JiâlIS域霤要防衞時， 

委員會及(或)全民表決總監得請求印度政府在若 

干特定地黠駐軍。"， 

我請閬安全理事會：代表本理事會的委員會是否會婧 

一偭外國政府在該®駐軍橱戌？ 

二五. 委員會也說： 

"—九四九年五月十八日印度政府對休戦條 

款的答覆再次表示堆許印度軍I»駐紮重要軍事摟 

點的原則應予接受。印度政府搔議駐軍地點由印 

度與委員會商討抉定'並再次挹議該廐的行政問 

題 暫 麵 論 。 " 8 

二六. 印度政府對於這個問題一直未堅持本身合 

法主張到合珐的限度,就是現在還是如此。我們知道有 

紛爭存在；我們前來此間是要提出和辦法。過去有 

通趣亂。我們顦意在我們的主權與合法主張不受疑問 

爲琅之卞，設法遒免使情勢更趨搌化。請問理事會,上 

述理問題的態度黼道不體要理事會積極有所反應， 

猓取較其在前此各項决定相決饞桀中所持更爲有力的 

態度來支持印度聯邦主權與镇土完整的要求嗎？ 

二七，委員會所要求於我們的只是謀求實際解決 

相切ft的辦法。那時我們的軍事顢問就已進一步的表 

，9s&mntJE<amm, # 四 年 ， » m ¥ i m » - t » , 文 件 s / i 4 3 o , 
解:=^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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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印度至少應該駐守十五個軍事據點饞能保譴商務 

孔道。 

二八. 我們爲了妥協起見在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七 

日通知委員會我們預粋巴基《m是會撤退一切正規與 

非正規軍啄，所以我們顕意只駐守七個摅點。伹是那 

些軍隊還在那裏。 

"巴基斯坦軍隊如不撤退，〔委員會在它的報 

告書中這麼說〕或該邦的安全及邦內秩序的維持 

如從任何其他方面g到威脅，則印度政府得自由 

派兵駐紮於以前提出的十玉虜據點。印度方面並 

說明其所以不得不提出上項條件的s由,爲印度 

憨爲巴基斯坦所採取的若干措施一如建築公路 

及運轍軍火 i fêf l至Skardu等地之類一祇足以證 

明巴基斯坦不願退出該區，或希望留在該區的人 

於e基斯坦退出後滋生事端。 

這些都不是事後的想法；這是印度巴基斯坦問題委員 

會第三次酶時報告書中載列的事實。 

二九. 最後就發生了下面的問題：在通過安全理 

事會與當事雙方都受其拘束的各決議案的時候，這些 

地區的地位如何Î它們是處於那種地位？我敢說凡對 

這個問題所持態芪或瞭解其中各項事實與我們大不相 

同的任何方面^任何會員國都會承認安全理事會是已 

規 定 一 這 應 該 是 國 際 慣 例 中 的 一 旨 一 諛 判 時 期 

不應利用來繼績實施侵赂和鞏固势力之用。這是與在 

理事會内發表的一些言讒有翻的一難。所以就巴基斯 

坦目前所持的立場來說，討論一九四八年時這塊土地 

的實際情形是有用的。委員會說北部地區"在一九四 

八年秋間"不在"巴基靳坦軍事営局有效控制之"r 。據 

娄具會說,在通過八月十三日決讖案時，這些地is,"從 

委員對'有效控制'一詞的了解來看"並不在巴基靳坦軍 

事當局的有效控制之下。報告書又說:"巴基靳坦政府 

聲明，在一九四八年五月至十二月間，巴基«m正規 

軍從未在任何陏段參加軍事行動"。 w 

三〇.我要蹐理事會注意這些日期。讓我們依照 

這個聲明的現有內容來討論。假使在一九四八年五月 

至十二月間該地並無軍,留,那癍它Sfe不是一個被 

佔領的地區，旣不是佔領區當然也不能成爲退出區。 

它在法律和事實上仍舊是印度聯邦的一部分。而且委 

9 两 上 , 第 二 六 八 段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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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會也說這區因此就不得視爲一個退出地區。委員會 

說： 

"• ••正因爲委員會認爲'退出地區'係指巴基 

®m正規軍協助'自由'喀什米爾軍隊從事軍事活 

動的喀什米爾西部地區〔那就是在Uri-Poonch地 

區內〕而言，故委員會於八月間向印度總理聲明八 

月十三日的決議案並未處理該邦北部地區的軍事 

問 題 。 " " 

那就是說,根據各決議案構成聯邦一部分的領土，如杲 

在軍事情形上有某種變化，是否就另屬他人？ 

三一. 上面引的一段又說： 

委員會據告，巴基靳坦正規軍之進入詹 

慕喀什米爾邦，是爲了保衞西部地區。" 

換句話說，只從巴基靳坦的觀點而不從法律的観點來 

說，巴基斯坦進軍如果有任何理由，那就是爲了喀什 

米爾的西區。巴基斯坦在那時根本沒有到北部地區。 

三二. 委員會接着說： 

"委員會在草擬八月十三日的決議案時,並未 

j 對北部地區與喀什米爾西部作同樣看法…"。 1 2 

換句話說，關於北部地區只有印度聯邦主權的問題，而 

沒有地方當局、'自由'軍隊或其他任何問題。就算是蘧 

內有變亂，就算我們是有內部的糾紛，就算地方上有 

抵抗這都是每偭國家不免會有的情形，巴基靳坦更非 

例外。不過這不能成爲剝奪自治領在這區的主權的理 

由。因此我們認爲巴基靳坦政府非常明瞭這事。 

H=.我請理事會注意下面一段；這段，說老實 

話，我也是最近饞看到的。看了這段就無法能有疑問 

了。委員會主席捷克斯拉夫代表Mr. K o A e l ^ : 覆 巴 

外交部長一九四八年八月間的信件相備忘錄， 

在一九四八年八月二十七日的備忘錄中說： 

"對於詹慕喀什米爾邦境内現由巴基靳坦軍 

隊及受其節制之軍隊所佔領地點以外之區域，決 

議案並無加以監督之規定。"〔這只適用於目前被 

誤稱爲自由喀什米爾的地區。〕"此項區域〔巴基 

斯坦所佔領地點以外的地E〕仍由邦政府耱績管 

理。"〔5/|，00,附件二十七，附錄，第八段。〕 

所以,如杲這是事實,而一九四八年八月二十七日的這 

個備忘錄也可以算是安全理事會正式發出的文件，那 

" ~ " 上。 

1 2 ra上，第二七四段。 

麼嗣後如採取任何其他立場，不只是侵犯主權並且也 

違反決議案。 

三 四 . 但在事實上這種情形很快地就都變了。巴 

基靳坦政府說自一九四八年五月至十二月間這個地區 

中沒有正规箪。情形到一九四九年一月時是怎樣？委 

員會說： 

"但以軍事方面而論,及至一九四九年一月巴 

基靳坦無可否認地控制了北部地區；該區已不受 

詹慕喀什米爾政府管理，而由巴基靳坦軍官協助 

地方當局加以管理。"'， 

三五. 根據巴基靳坦的聲明，由一九四八年五月 

至十二月間該區內沒有軍隊，那麼談判和通過決議案 

的時期以及緊接設法劃定停火線期閬的那個時期都被 

利用來鞏固實力，我請問理事會各位理事，特別是聯 

合王國代表，他之爲這種情形申辯和他所發表的意見 

以及à有些人對這件事一直發表的那種意見，依圃睽 

法和主持公正來說，有任何理由嗎？ 

三六•委員會說： 

以軍事方面而論，及至一九四九年一月 

巴基靳坦無可否認地控制了北部地區；該區已不 

受詹慕喀什米爾政府管理，而由巴基斯坦軍官協 

助地方當局加以管理。" 

如果只是地方當局問題，還可以令人了解，因爲內戰 

是他人無法可想的。但是一國侵入另一個主權國家，問 

題就大不相同了。那就是實睽發生的情形，後來還經 

S«r Owen Diwm湾樣一位重要人物予以證實。 

三七. 委員會在一九四九年四月十五日向我們重 

申其保證說： 

"在詹慕喀什米爾北部人口稀少的山地，委員 

會將派駐觀察員，遇此等地區必需守衞時，將此種 

通知委員會。委員會遇此情形，或經印度政 

疳請求，得同意由印度政府在此區若干特定地點 

駐 軍 衞 戌 " 。 " 

這是分別送寄給我們和巴基斯坦政府喀什米爾事務部 

If&ê的一封信。巴基新坦政府在那時就接到通知印度 

軍隊在必要時卽將進駐該地。 

三八. 委員會的美籍副主席在一九四九年四月十 

六日寫信給所謂巴基斯坦喀什米爾事務部說： 

"同上，文件S/1430/Add.l ,附件+附錄。 



"本人所了解委員會的意思是，要是委員會參 

酌一切情況，認爲防衞該地區雷要印度駐軍，得 

同意由印度在若干特定地點駐軍"。 1 5 

三九.這是我們所看到的北部地區的情形。北部 

地區在英治時代雖然時常有不同的管理當局，但是從 

來沒有過獨立的主權。在英國由印度撤退時，在宗主 

權喪失時，在英國撤回它的權力時，英國並沒有在法 

律上將任何統治權遺留在北部各區。不論這些區是稱 

爲特區、轄區或受管理區，它們一直是在詹慕喀什米 

爾大君的宗主權之下。所以在北部只有詹慕瑢什米爾 

邦而沒有其他的領土。因此我認爲巴基斯坦之佔領北 

部各區是呑併行爲中的一部分，所以也是違反一九四 

八年八月十三日决議案第一部分的行爲，這種行爲使 

得任何其他進展成爲不可能的事。 

四〇.還有：最爲友好的聯合王國旣然是私下與 

公開的發出呼籲，我願意知道，在每一次談判旣然都 

已由確定的事實而不是我們的懷疑，證實確被利用來 

奪取我們镇土的時候，聯合王國如何還能向我們提出 

呼籲，希望在他們所說的休戰談判上謀求進展？問題 

並不是我們生性多疑不知如何去相信他們，我請各位 

參閱事實。第一，在安全理事會內有隱瞞情勢的事。然 

後就有這種揑造出來說理事會因爲委員會還未成立所 

以未接獲有侵略事件發生的情報的論調，但是事實正 

與此相反。卽使委員會尙未成立，理事會也可以得到 

情報。事實是委員會已經成立了。此外，那整個時期 

‧利用在北部和西部進一步鞏固實力上。還有，巴 

基斯坦也自認不諱是侵略了一個毗鄰的兄弟之邦，侵 

略的原因不是因爲對方有侵襄的行動而是它探取了一 

種保護的行動；從歷史觀點來說，這個鄰國對巴基斯 

坦之成爲一個國家，有莫大的貢獻。情形就是如此。 

四一.巴基斯坦對北部的Gilgrt區如有理由採取 

它那種態度,它向委員會主席Mr. Loamo所陳述的各 

種理由倒不是沒有意義的。我希望聯合王國代表査看 

一下事實，他是有可供參考的各種精確的專門情報的。 

一九四八年七月十八日Sir Mohammed Zafrullah Khan 

對 M r . Lozano說： 

"digi t區的代表曾於一九四七年十月要求歸 

屬巴基斯坦，但巴基斯坦政府那時未作任何決 

定。"〔S/llOO，附件八。〕 

"̃ " 1 5 安仝理事會正式 I f â錄,第四年，特别補編第七8 6 ，文件S/W30/ 

Add. l附件十九。 

四二. 如杲確係如此，那是一種正當的立場。他 

們如何能採取任何决定？ Glgit區之不能歸附，正與印 

度境內的一個分區或其他地方之不能歸附一樣。伹是 

他接下去說： 

"Gilgit區後來又多次提出此種要求，並明白 

表示倘巴基斯坦不置可否，它就要設法歸併於蘇 

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同上。〕 

關於這事我們未接獲&lg i t區人民一縱使他們是有 

權採取這種行動一的通知，也未收到蘇維埃社會主 

義共和國聯邦的通知。就算是他們願意歸附任何人,我 

也看不出歸附與這個問題有任何關係。因此，各位可 

以看出這些人如杲不把Gilgit區拿過來就會發生什» 

後杲的話無非是說來給委員會主席Mr* Loamo聽的。 

四三.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六日喀什米爾事務部 

長和那時是巴基斯坦政府人員的Mr. G u r m a n i ̶ 我 

相信他現在已去職了̶̶在給委員會主席的一封信中 

說這些地蓖完全在"自由"當局的有力控制之下。怎麼 

會有這種情形？巴基靳坦告訴過我們在一九四八年五 

月至十二月間北部不但沒有軍隊，也沒有任何外人並 

且也與巴基»fm全無關係。在四個月後一九四九年的 

時候，政府中這位政府重要人員通知委員會說這些地 

區全在"自由"當局的有力控制之下。如杲"自由"當局 

是指屬西嗒什米爾政府的一個當局而言，就是在現在 

來說也不對。因爲不論怎樣在那裏不能有任何其他的 

管理當局，除非是因地方上的變亂、或我們自願不管、 

或因委員會呼籲不再引起衝突而發生的一種情勢。 

四四. 我前已指明據他們說，行使控制的"自由" 

當局是指在巴基靳坦政府指揮之下的地方當局而言。 

巴基靳坦政府喀什米爾事務部長Mr. Gurmani在他們 

自己說明北部地區無人之後的四個月後又爲委員會 

釋疑，他在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六日致委員會的一信 

中說明下列各節： 

"Gilgit (BunJO-Skardu路線，現亦設法使能 

在短期內通吉普車。〔這是據說我們絕對沒有管轄 

權的領土。〕‧‧‧飛行場有下列幾個：Gilgi，有一個 

晴雨適用的輕型機場；Skatdu有一個晴雨適用的 

輕型機場；Chiks有一個輕型機場。'"《 

如杲幾個月後這事再提出我們會聽到有關Chilas的更 

多 論 。 

1 6 同上，文件S / 1 4 3 0 ,附件二十四，附錄，第四及第五節, 



四五. 從我下面說的話可以明顯看出這些機場是 

在巴基斯坦佔領之下建築的：區內除有日常生活所需， 

如一切消耗品之外，還有這些機場和公路的建築。我 

們並不反對進步，可是問題是誰有權力來建築這些地 

方？難道可以說當地寥寥無幾的居民就有力量來建築 

這些機場和公路等等嗎？就是有人想這麼說，巴基斯 

坦的部長也要親自否認，因爲他說過是他們造的。不 

但如此，各位也可以在巴基斯坦預算中找到有關這種 

建築的經費。一九五七年 九五八年度巴基斯坦 

預算中第三十項下規定支出在Gilgtt建築民航跑道和 

終點站的費用。 

四六. 需要考盧的還有兩、三件事。第一,經費是 

由巴基靳坦預算中撥出的。我還未仔細研究第三十項 

是什糜，究竟列在那類經費項下，不過我們就假定它 

是民用項下好了。巴基靳坦有什麼權利在別人領土中 

建築這些跑道和房屋？第二，根據停火協定的規定，就 

算這是退出的領土，他們也不能作這些事。再談到有 

關這事的憲法問題，關於這事我與我的同事巴基新坦 

外交部長那天所說起源於巴基斯坦憲法的法律問題有 

不同的意見。一/L五五年西巴基斯坦成立法案中將北 

部某些地區包括在它的領土內。合併其他地蘧的事就 

载在巴基斯坦憲法第一節第二款分款W內，該分款 

提到未包括在任何省份內而是在邦聯管理下的領土， 

換句話說，巴基靳坦政府隨意將任何領土置於它的管 

理之下，使本來不是它本國省份之一的領土也變成巴 

基靳坦的一部分。那就是吞併領土。 

四七. 我國政府所要盡力向安全理事會說明的 

是：各位已經得到巴基靳坦侵略印度聯邦一部分領土 

的證據，巴基斯坦在這個問題中除去是被告之外沒有 

別的地位，而我們過去與巴基靳坦所商得的辦法都是 

爲了停止戰爭、撤退侵佔的領土等等。我本來是可以 

由現任外交部長的言論中找出更多的證據來表明管理 

這些領土的真相，但是我想那是無必要的了。 

四八. 最後，我對這個問題還要說明我已指出巴 

基靳坦自己所說過的他們爲什麼要進入這些地區的理 

由。我也說明了他們說過他們在一九四八年五月至十 

二月間沒有在北部地區，但是到了一九四九年一月巴 

»坦在軍事上就控制了這些地區。所以巴基靳坦很 

顯然的隱瞞了它的軍隊已在這區內，我想這不是一種 

苛刻或悪意的推斷而是依據實際情勢所下的一個切實 

的結論，因爲它的行爲一直是如此̶̶巴基靳坦如杲 

不是依照首次進兵和加强"自由"喀什米爾軍隊的辦 

法，隱瞞了它在這區的軍隊，就是在一九四九年一月一 

日停火之後進軍佔領了這區。縱使它是在一九四八年 

五月至十二月這個它說沒有進軍的期間內，進駐這區， 

它還是有隱瞞的行爲，結杲就是將事實隱匿不報告安 

全理事會。委員會多次間接和明白指出一九四八年八 

月十三日及一九四九年一月五日兩決議案是在不知道 

這些事實之下通過的，此外，情勢也有過多次的重大變 

化。委員會如杲知道那件事，決議案內就會有所規定， 

它就會有其他的行動了。因此巴基靳坦如果不^把事 

實隱瞞了，就是在停火以後進駐軍隊管理這區，在後 

種情勢中就是違反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決議案的第 

一部分，就是更進一步的違反了第一部分。面積佔幾 

萬方哩的一塊土地就這樣的被吞併、佔領和置於軍事 

管制之下了。這種行爲嚴重的違反決議案的第一部分 

並且更有力的證實了Mr. Jarring在報告書中所陳述的 

情形。 

四九.此外，我所宣讀的各節是委員會所用確立 

印度對它的領土主權，得享安全和派兵衞戌的權利的 

文字，也是對從這地方的地理、國際情勢和中亜細35 

貿易孔道的觀點來說，派兵衞戍是如何重要的解釋，同 

時又說明印度政府怎樣爲了中止敵對行爲而一直抑制 

了自己的要求。印度只要求維持和行使保讒自己領土 

所需最低限度的權利。北部的情形就是如此。封於此 

事可能還有需予答覆的意見提出，在那種情形中，印 

度政府要保留立場。 

五〇.現在我要提到的是先由美國和聯合王國代 

表但後來別人也跟着發表的意見，他們都說:"如果人 

人同意,我們也不反對"。我想這是Sir. Pietson Duam最 

先 稱 之 爲 " 解 除 軍 備 " 的 問 題 。 我 個 他 的 使 用 " 解 

除軍備"一名詞無法挑剔；就是我可以，我也不想去挑 

剔。但是大家要了解，關於詹慕喀什米爾的"解除軍備" 

只是決議案中見到的名詞，它的意義是以協議方法來 

減少軍隊的數目與配備的鞞額，而不是將一個領土中 

立化或者任何類似辦g的解除軍備。在談判期閬我們 

自己偶爾也用過這個名詞但並不含有放棄任何部分主 

權之意。我不想提到在理事會內所發表有關解除軍備 

、的各種言論，但是可以討論一下問題的本身。解除軍備 

究竟作何解釋？如果解除軍備是指巴基斯坦撤退軍 

隊、配備、解散它所主持的祖織和撤退它根據一九四八 

年八月十三日決議案第一部分規定本來無權在該地保 



留的一切，那麼我們就贊成解除軍備，因爲它是實施 

—部分的一個進展並且繼之如果能有赓績遵守E節的 

一個時期而且不威脅印度聯邦的安全，我們就可說是 

有一種新情勢出現了。因此，解除軍備絕對不能是對 

印度聯邦而說的。 

五一. 主席先生，閣下旣是來自一個新典主權國 

家，我能否以極恭敬的態度來說幾句話。縱使是撇開 

目前的問題不談,安全理事會,甚至是聯合國的任何機 

關，在憲章之下和截至目前爲止聯合國所有的決議案 

之下，都無權無故要求一個國家解除本身的軍隊。我 

們大家都希望全世界的國家都解除軍備，所以我是多 

»希望在此地所發表的某些言論，例如我的同事澳大 

利亜代表M r . Walker的言論不是在此而是在其他地 

方發表的，Mr. Walkw告訴我們： 

"• - ‧印度及巴基斯坦的經猙發展都亟需集中 

全力迅速推動，在這種情形下爲了喀什米爾情勢 

而維持現時的大批軍隊便成了一項日益重大的負 

锴。再者據聯合國內頗爲流行的意見，均衡裁減 

軍隊對於增加彼此疑忌的國家的相互信心，可能 

--比任何其他辦法都更有效。"〔第七九八次會議第 

—二段。：] 

五二. 我們都很願意知道明天Mr. Walker怎樣 

投票，不過使我們不能了解的是裁軍這個問題爲什麼 

只對我們適用。對於一個主權國家，沒有人可g要求 

它解除軍備。我們有權維持我們所能維持的軍隊。如 

果我們的軍隊違犯國際法，我們就要承受其後果，但 

4無人能對任何國家提出片面命令式的呼籲叫它解除 

軍備。如果我能老實說，我對Dr. Grtham帶到印度的 

—些決議案中的文字很感詫異，根據案內的文字，安 

全理事會請D r . Graham在印度實現解除軍備。我不 

知 道 D r . Graham怎能實現解除軍傭。他可以向我們 

建議解除軍備但是不能實現解除軍備。那是不可能的 

事。所以我認爲在沒有其他條件來拘束它的時候，請 

求任何主權國家解除軍備都是不符合目前世界情勢、 

不符合聯合國憲章規定和任何决議案的要求，不過一 

國如對本國軍隊締結任何特別協定，情勢就不同了 。假 

使我們以我們願意視爲國際條約的一種文件來作一種 

宣言——臂如說像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四日爲蘇伊士 

蓮河問題而有的那個埃及宣言〔S/3818〕一我們就在 

國際上負有一種義務需要履行其中的一切。 

五三. 所以所謂解除軍備，一那就是任何影響 

軍事力量的問題，不論是涉及數量、效能、價値、增加 

或其他問題——犟就我們來說，要嚴格的受我們所提 

出的承諾的拘束。那就是我們已經討論了很久的事。 

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和一九四九年一月五日時有些 

什麼承諾，那些承諾使我們處於何種情形？假使Mr. 

Jatring的立場可以說是他已確定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 

日决議案第一部分的實施已陷於僵局，那麼解除軍備 

的問題只適用於我們的友邦巴基靳坦。那是只能針對,. 

一個地方而不能對别處提出的問題。 

五四. 一個主權國家，不論如何弱小、如何不足 

輕重、如何貧困、或如何落後，向它提出解除軍備的 

要求是隨便在什遨地方都找不到根據的。我們大家仍 

然都是聯合國會員國。反過來，一個國家不論如何强 

大，如杲提出承諾就要履行，在目前的問題中承諾一 

如有任何所謂承諾——只能根據決議案而產生。所以 

我們又要提到各次決議案，但是在閱讀決議案時我們 

應當從頭起始，順序的讀下去。由於對決議案的某種 

解釋就有若干事件發生，然後一種新情勢就因之而出' 

現。新情勢出現時就需要另一種行動。然後其他的一 

種事就發生。印度方面已經履行了若干承諳。 

五五. 所以目前這個所謂的解除軍備問題（车任 

何地方減少軍力之意）只能適用於有軍隊在我們境內 

的近鄰友邦。這種呼籲不能向我們提出。另一方面,如 

杲首由聯合王國代表後由美國和澳大利5S代表相耱採 

取的立場是對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決議案第二都分 

的立場~II使決議案第二部分的後半部是該在前半 

部和第一部分之前實施——我想我們是已從詳答覆他 

們了。 

五六. 我們不只是詳細的提出答覆，以我們是一 

個國家、是一個民族來說，不論我們的國際地位如何， 

保持我們自己的獨立與領土完整的意願和義務都是一 

個國家應有的，所以別人不能向我們呼籲，要我們允 

許自己領土的完整遭受侵犯。我一直都說，現在也要 

不怕重複的再說，對方爲了要鞏固軍事地位，而利用 

每一次談判和一切決定派人提出某種要求的行勖。因 

此就有要我們解除軍備之說，目前我國政府對這種提 

議除去表示必要的意見之外不想多說，一方面是爲了 

尊重安全理事會，另一方面也是要使理,會熟悉情勢 

中的各項事實，因爲目前我們還沒有這種待議的提 



案。等到有這種提議提出時我國政府就會依我今天所 

晚的來考]8提案。 

五七. 解除軍備究竟怎麼講，什麼時候可以實現？ 

百分之百的解除軍備都在印度的領土內。不論是在停 

火親的那一方面，解除軍備耱在印度境內，從事軍備 

則在巴基斯坦境內。靖大家不要忽略，就連一個中立 

的觀察者Mr. Jarring也不得不向理事會指明——我現 

在不記得他所用的字句了一霜要顧及世界上情勢的 

改變和東南茧各種政治同盟和鑭係以及其他等事。 

五八. 我雖然無意重複已說過的一切一這是爲 

了不再涉及有關巴基靳坦軍事力量增加一事中其他國 

家甚爲敏戚的任何因素一但是如果要求一偭國家撤 

除國防，那癍安全理事會就是負起一種極爲嚴重的責 

任了。我也要說明這種要求是毫無根據的。一九四八 

年八月十三日和一九四九年一月五日決議案中尙待我 

們實施的只是，第一，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決讖案 

第一部分的B節，然後B節一因爲我們深知我們的 

友邦所以至少願意在槍炮撤除之前，先看到友邦在言 

論和從事心理戰事上有些不同的作風。 

五九. 我們引以爲慽的是除去一、兩位一主要 

的是Sit Pietson Dixon——之外，安全理事會各理事 

在公開發表言論時很少提到一種新侵赂S經開始了的 

這件事，躭是在停火線內的領土中情形也是如此。我 

們是否要處於一種境地而要向本國人民說安全理事會 

的討論又被用爲破壞我們領土完整和造成國內混亂紛 

搔情形的掩謹和機會。難道像聯合王國這樣的一個國 

家竟然會相信奉印度政府命令發言的一個正式代表， 

會將這種並非屬實的事件，向理事會——理事會深悉 

我們的政府，理事會的理事也確知事態的奥相一提 

出來嗎？ 

六O.我們難道會前來此間指出這個戰爭的一個 

新時期已餒開始了嗎？我們難道不能一‧低的限 

度來說一有合理的懐疑嗎？又何況根據以往的事實 

來說，這種懷疑不只是單純的慷疑。所以在皲到解除 

軍備時，我國政府先要說明不論解除軍備是一個特别 

或重新提出的提議,它是不能只向一偭國家提出的。在 

喀什米爾的情勢中，假使是爲了國際和平與安全以及 

國際善鄰行爲而要向住何方面提出這個提議，那糜就 

該向我們的鄰國提ffi,蹐它把戰爭的配備由它鄰國的 

領土中撤退饞是。 

六一. 如杲這個提識是要依照决讖案的規定提 

出 ， 那 麽 我 們 就 要 採 取 J « « î a g 所 採 取 的 立 場 ， 就 

各位來說，各位也只能嚴格依那個立場來看陷於僵局 

的情形一報告書是有利於我們的一個報吿書一僵 

局是指實施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決議案笫一部分的 

情形。巴基斯坦承睇在和賧和委員會成立後約一年的 

一個時期都被用來侵略我國一侵略的目的甚莩不是 

爲了保護他們視爲倌奉同一宗敎的人而是要保護他們 

自己的邊疆一換句話說，只爲了所謂保護他們自3 

的镇土而侵酪我們的領土，我們如何能放棄我國的圃 

防？那是屬過去E久的一個世紀中的情形。安垒理事 

會如杲贊同那種情形世界上就沒有一個圃家是安全的 

了 e 

六二. 因此我們請求安全理事會顧及本身所作決 

定在政治、精神和心理上所能引起的後果。就事實而 

言,雙方對同一個決躏案如果不能均表同意，那個決議 

案顯然就只是一紙具文而已。過去許多決饞案都是如 

此。但是整個問題不止於此。使世界上許多人民， 

例如我圃人民一相信不論以往行爲如何，我們是應 

該依照請求放棄祖國的防衞，奐他人打開侵我們之 

門，聽令我邊疆人民受人掠奪是對的嗎？就以往的鹰 

史來說那種要求,不論用意如何良善都是無理由的。繮 

個問題無疑地還會出現一我奉命只在有確實的提案 

時攙討論這事一但是爲了尊重安全理事會和我個人 

並無隱瞞的意願，我們已將我們的態度向各位說明。 

六三. 有人提到Mr. Graham'。我們知道過去各種 

名義不同由Sur Owen Di««時起的委員會都曾研究過 

解除軍備的問題一那就是說設法使雙方弒低軍事力 

量以M行全民表决。我如說錯我願糾正自己的錯驟。 

我也不願以這項言饞箨根據作爲將來可能採用的任何 

程序中的一部分。如果各位閱饋Sir Owen D i « « 的 報 

告誊〔S/l 〕各位所得的主要印象就會是他並非以決 

議案本身之實施爲目的；他是依照他自3的見解,看看 

能否求得和解辦法來解決這件事。S« Owea Dùcoa之 

所以說有違反國際法的行爲躭昜爲了這個原因。 

六四. 印度政府的確曾在不妨礙其他任何立場之 

下同意過採討實施一九四八年八月十3日決,案第：： 

部分有無可能。印度是同意了研討可能性。這是錯了 

嗎？一個政府雖然憨爲它的權利早餒確立並且可由各 

位現有的文件予以證明，但仍願便利和解的進行，它應 

否就因持有此種镀度而受懲莉?理事會不能镞罰我們, 



因爲我們在這事上沒有在任何時侯放棄過任何權利。 

此外,就所有各種情況和作政治时論之有必要來說，我 

們說明我們自己的立場也是一種慎重小心的行爲。 

六五. 當 M r . Graham首次到印度來時，我們參 

加了一些討論，同時我們的總理也曾致函Mf- Graham 

——我們對他謙恭有禮以及對各有關方面的友好親切 

態度是樂於稱道的——總理在一九五一年九月十一日 

信內說： 

"我們都高典見到閣下和閣下的同僚,因爲我 

們急於要爲唼什米爾問題找到一個和平的解決辦 

法。我們在上一次非正式會談之初，就告訴過閣 

下，由於敝國駐安全理事會常任代表Sir Bencg^l 

N . Rau所解釋過的理由,我們覺得不能够接受理 

事會一九五一年三月三十日的決議案，同時也並 

不會因爲我們之舉行討論而變更印度政府這一種 

立場。現在敝國政府就閣下建議提出意見，同樣 

的也並不因此而影饗這種立場。"〔S/2375，附件 

二， 第―段eO 

換句話說我們在任何時對Mr* Graham所發表的言論， 

我們在任何時候與人交換的備忘錄和我們對任何問題 

的考盧都純粹是探討性質。 

六六. 此外,不論是在國內法或圃際法上——在 

國際法上也許不是那糜嚴格，因它不及國內法那麼正 

式——協議是指意見相同而言。不但對問題的枝節並 

且也要對問題的核心都同意攙行。這雖是未以法律術 

語寫出的，可是確是Wt. Graham的報告書所說的。對 

於提,議的要點如杲沒有必要的協議，根本就無協定可 

言。我們很敬重的Mr. Moch一我甚感抱歉別人與 

他不能時常表同意一在一九五七年十月二十二日大 

會第一委員會討論裁軍問題時說："在建築一座橘樑 

時，如果全部的工程沒有完成,,就是沒有這座槺。" 

如果有人詆爲在談判時對其中任何一部分說"好，這是 

可以的"就可以算是一種有拘束性的契約，那麼就不 

可能有國睽談判——私下的談判也不可能了。 M r . 

Graham在他的五次報告書中所報告的情形都是如此。 

我認爲各位不能就把各提案分列爲十二點然後加以判 

新並且還說各項事實互不相干，完全平等。對於十一 

點半完全同意，但是對於最後半點不能同意也是不行 

的，因爲重要的就在於這半黠。情形就是如此。 

六七. 不過問題不止於此。在我們引證法律權威 

時，安全理事會似乎不大能接受我們的引證，我想這 

對我們是不利的。但是理事會怎糜能够忽視國際法院 

對這些事的結論。有案可査的幾十件案件，其中的多 

數——或者說頗有幾件~~iP是牽涉到聯合王國或美 

國的。它們是因爲適用個別案情法而在建立國睽法原 

則上有很大的貢献。我們一直都避免引用這些案件而 

想另找出一個至少是不牽涉這兩國的案件來作例子。 

國睽法院在對Choaow工厳——德意志對波蘭提起的 

訴^~~案件的判决書中說： 

"在陳述其所根據的理由而必須駁回波蘭反 

對法院受理向其提出的意見的初歩異議之前，法 

院要說明爲了陳述理由和將來依案情判決起見， 

法院不能計及雙方在舉行直接談判期間可能作的 

聲明，認可事項和提案，又何«這些都是在不妨 

礙討論中的各點成爲法律訴訟之下提出來的。因 

爲依照雙方代表在法院的言論，上述的諛判並未 

使雙方獲得協議。" 1 7 

六八. 假 使 M r . G « W 的 各 提 案 完 全 由 雙 方 表 

示同意然後任何一方表示反梅，那緣是破壤協議。但 

是這件事的情形是這樣。有人惫圃設法一跳就跳到一 

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決議案的第三部分上去。因此第 

二 部 分 » 樺 爲 一 爲 了 探 討 的 關 係 我 們 並 未 反 ^ ̃ 

也違反了委員會調査的結果。委員會很肯定的規定旣 

不能有同時也不能有配合的行動。決議案明確地規定 

雙方都負有不增加軍力以及其他等事的責任一現在 

這只是對方的責任了一並且巴基斯坦需要在印度撤 

返一兵一卒之前,分兩期徹退它的軍隊。案內並無任何 

文字要求我們词意在任何方面武裝所謂"自由"軍隊。 

巴基魄政府拒絕承認"自由"政府；我不知巴基9fS 

現在是否承IS那個政府。安全理事會素來是未承餛過 

它的。 

六九. 以上所說的都是我們爲了探討而作的事， 

不過對各重要問題有過任何協定，是五衣報告書中所 

找不到的。其實Dr. Graham以正直態度並且煞費苦 

心的把雙方的觀點都加以陳述——我所關切的就是我 

國政府的觀點一兩種觀點相去太遠實在無法調和。事 

實上，Mr. Graham在第五次報告書中所說明的就是無 

法能推進到實施第二部分的階段。如我抱着敬意想要 

說明假使不因爲Dr. Graham個人满腔熱情欲以和解爲 

解決辦法，依他各次報告書所能^合理結論就是如 

不解決第一部分實施上的障礙就不能實施第二部分。 

̃» »SnU4m, 第 九 睐 ， 常 & 國 B E 法 g f f l K 物 ， A . W. 
Sijthoff HJf f i公司,Lejàem,—九二七年，第十九頁。 



七 〇 . D r . Graham在第五次報告書中的結論說： 

"聯合國代表經與印度及巴基斯坦雙方代表 

徹底討論此等來函並進一步商談之後，覺得在這 

個階段已無繼績會議之餘地，所以他與雙方代表 

商定結束會議。"〔S/2967,第五二段。〕 

這就是放棄會商。如杲各位願意說得好聽些，他就是 

提議無期展延會議。 

七一. 一九五七年二月十五日我奉印度政府的命 

^ 其實我不必說"奉命"因爲我只有奉命攙能發 

言，但是我這次是奉有特別訓令——發表下列言論： 

"在我論述這個問題〔那就是GtaW的各次 

商討〕的時候，我也許可以提及其他一個問題，因 

爲我國政府非常希望而且非常關心：我們發表的 

陳述，或一時沒有留意多說或未說的話以後不應 

該算成我國承諾的義務。過去我們因爲態度緩和 

而吃過虧。我們在理事會進行討論時，因爲採取 

合理態度而遭受不利。每次討論一種假定的辦法 

時，我們每次答應進行探討時，都有人,是我 

們承諾的義務。我此刻要在這裏聲明，無論以前 

賧判中關於六，000或三，〇〇〇或一二 ，o〇 

o或二一 ， o〇o等數字所作的數學計算是甚麼， 

這些計算都不發生甚麼作用，因爲未經接受的辦 

法對於雙方並無約束力量，就偭人言是如此，就國 

家言也是如此。否則我們便有許多漂浮不定的義 

務，沒有一個國家能知道它所處的地位爲何。在 

長期諛判的期間內，曾經有許多辦法提出。如杲 

秘書長一定要遵守過去六十天他所提出的許多建 

議，那麼他的處境便一定很爲難。〔那就是在中東 

問題發生的期間。〕闢於一國政府，情形也是如此。 

"因此主席先生，我現在要在這裏聲明，如杲 

閣下前往印度〔那就是討論Mr. Jarring前往的時 

候〕，或其他任何人前往印度，告訴我們我們在某 

時曾經答應這個或那個，'因此現在你們有遵行的 

義務'，那是毫無用處的。我們沒有答應任何一 

件事——我們祇是討論所有的那些提議。它們必 

須像其他任何問題一様，根據當時情況，加以考 

盧。我們祇同意我們是當事一方的事項。"〔第七 

六九次會議，第七o至七一段。〕 

七二. 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日這同一個問題又再 

提出。印度政府要將這事載入記錄，我在那時說過： 

" 更 爲 重 要 的 是 — — 我 們 要 將 這 些 载 入 紀 

錄^印度政府不再受下列各事的約束：過去間 

或舉行的各種討論，向印度提出的任何假定辦法 

和 M r . GraW在不同的時候所作的各種數學計 

算。這些都是尋求解決方法各種程序中的局部辦 

法O 

"如杲對於一事已有成議，那麼我們就會受它 

的拘束。我們已經吃虧多次（特別是我們方饞聽 

到的菲律賓代表的言論更有此感，我對他的言論 

就要加以評論）所以我們絕對不願安全理事會誤 

解我們的立場。關於解除軍備如說有些進展就是 

錯誤的言論。在解除軍備上唯一的進展——理事 

會知道進展何在是有用的——就是印度政府自停 

止敵對行動以來在毫無任何條件之下，自動的由 

喀什米爾撤退了大量的軍隊——理事會對於這事 

竟然未說一句好話。 

"關於所提到的單獨連鎮辦法，同時撤退和配 

縐法等,這些事和這些字都餒聯合國印度巴基 

斯坦問題委員會和後來的各聯合國代表予以不同 

的解樺；過去不論是在紐約、日內瓦、新德里、喀 

喇基、巴黎或任何其他地方所舉行的討論，在今 

天都只是歷史中的資料了；討論未使印度政府作 

任何承鍩，因爲沒有任何成議，所以今後請不要 

在有利於一方時就指之爲一種承諾，在無益時就 

用來對付我們。 

"因此，在顧到所有提出的一切情形之下，就 

我們能作的來說，我們可以依之從事的只限於我 

們身爲當事者的各項承諾。所以我願將這一個因 

素列入紀錄以便在這個問題再度提出〔正如它現 

在的提ffl〕，不論是閣下本人、主席先生、或其他人 

發言時，我們不致被人視爲對某些事反悔，因爲 

如不採取這種態度就無法能討論任何事項和任何 

暫時的提議或作任何探討；如將隨便想到的任何 

事說出也有危險，因爲就在那時我們就會被指爲 

受其約束了。此外，對於環繞的整個情形也必須 

顧及饞是。"〔第七七三夹會議，第六〇至六三段。〕 

七三. 那就是印度總理在一九五一年九月間先以 

口頭後來又以誊面向Dr. Graham所陳述的立場，我 

們今天的立場仍是如此。 

七四. 還有，這些報告書中都提到五年以前的情 

勢。我不願多說這個問題,因如循這些方針都還不能有 



進展，我就無雷再以更多的細節來煩搔理事會。另一 

方面，平時參與這個問題的各國如要提出提議，它們 

和我們就可以在那時再赠諭。 

七五. 我要在此時此地說明：我們在對提出本理 

事會的任何提案發表最後的立場之前，先要看到提案 

的睿面案文，先要聽取贊成和反對的意見，並且要將 

提案提送印度政府請它發表意見。我想這是極爲合理 

的立場。安全理事會受理這個問題已經十年了。對安 

全理事會來說，或許它只是許多世界問題中之一，但 

皿我們來說，它是牽涉我國人民尊嚴、信蓥和自尊 

心的一個嚴重問題。它使我們想起本國領土被人强佔 

和我們鄰國的掠奪行爲一最初不承髂但後來又承憨 

了一的一個問題。據我們所知，巴基斯坦政府的要 

員目前還在爆動我國國内起叛變。安全理事會能否因 

對我們所未作的承諾有所誤解,而告訴我們放棄自衛， 

抛棄我國人民堅苦奮鬭所得到的獨立？我相信世界各 

國是不會以這種畿論來向我們提出的。 

七六. M r . G » W 很 忠 實 的 說 明 了 印 度 政 府 的 

立場。他在第四夹報告睿中說： 

"依照憲法規定，詹慕喀什米爾全邦之防務應 

由印度政府負責，印度政府乃是惟一有權爲此目 

的在該邦保有軍隊之政府。印度政府仍趄爲惟有 

此種立場始與委員會所提供之保證£1及聯合國當 

局至今沿用之慣例相符。按聯合國當局業經承憨 

印度聯邦及詹慕喀什米爾弗之主權，此項主權源 

出於歸併文書且自該時起已經載入印度憲法中。" 

CS /2783 and Cotr. I ,第二五段。〕 

換句話說，如果有人要求我們履行任何其他相反的決 

定，我們就要把我們的憲法完全撕毁。 

七七. 我們也在Mr. G « W 的 報 告 窨 中 見 到 下 

列一節： 

"印度政府憨爲該區之行政權應依照聯合國 

印度巴基M問題委員會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 

決議案第二部分第三段之規定授予爲此目的設置 

並經承憨之地方當局；依照同一決議案之規定， 

該地方當局僅承辦地方行政事務。就事理而言， 

該當局僅能負責維持沿停火線巴基斯坦一方之治 

安。倘予該當局以與軍隊相當之武裝部隊非但與 

其地位及任務不合，而且破壞印度聯邦及詹慕喀 

什米爾邦之主權。故就事理而言，該當局僅能轄 

有武裝民圑。"CS/2783 andCorr . l ,第二二段。〕 

七八. 印度政疳在後來送交Mr. Garluun的一倜 

備忘錄中說： 

"印度政府不能同意在所謂'自由'喀什米爾區 

內保留任何軍隊。此畢不但違背聯合國印度巴基 

Sfffl問題委員會予印度之下述保證，卽八月十三 

日決議案無論在解釋上及實施上均不置疑詹慕瞜 

什米爾政府對巴基靳坦軍隊撤退區之主權，或使 

此撤退區在休戰期內得佈置任何不利於詹慕喀什 

米爾邦之鞏固行動，而且此種軍隊之存在因其與 

巴基斯坦軍隊具有連繋，乃是巴基斯坦軍隊之一 

系之故，將成爲對詹慕喀什米爾邦安全之一項威 

脅。 

"• •-印度政府靱爲地方當局一問題須參照聯 

合國印度巴基斯坦問題委員會耠予印度政府之保 

證處理。"CS/2967,附件肆，第二至第三段。〕 

我們視委員會所提的提案，保證和承齄一這些都是 

有關這個問題文件中的一部分，全無機密性質——爲 

安全理事會所提出的提案、保證IP承諾。 

七九. 我騸镇引蹬印度政府的備忘錄： 

"爲此,地方當局之齑生以及其實際執行任務 

之方式，務不可置疑詹慕^米爾政府對撤退區 

之主權，亦不得聽任撖退IS佈置任何不利於詹慕 

喀什米爾邦之鞏固行動。據印度政府意見，上述 

條件使下列各事成爲必雷：（一)所謂'自-由'喀什 

米爾政府不得聽任其艇鎮在此區域內铤由其各部 

長以集IS名義或個別行動執行職務；（二)凡巴基 

政府住命之官員，一律停止工作；（三)地方 

當局不得與巴基斯坦政府锥持任何聯繋。⋯"〔同 

上，第三段。〕 

上引各節都是這個問題貍過的一部分，我們目前的立 

場仍與其中所述的大致相同。 

八〇.自從安全理事會這次召開連串的會讃以 

來，巴基斯坦的各部部長總是發表挑st性的言諭，這 

是我們可以找到許多證據來證明的。封我們可稱幸運 

的是巴基斯坦外交部長現在紐約，所以不可能在喀喇 

基發表演說。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五日印度斯坦時報載 

有下列報導： 

" 據 稱 巴 基 斯 坦 喀 什 米 爾 事 M 長 M r . Yusuf 

Hatoon於星期六〔我想那天是十一月二號〕在一次 

公開的會議中說巴基斯坦本身'已經失去它在獨 



立時(分治時)對取得喀什米爾所抱有的那種精神 

和 熱 誠 ' 。 … 

"Mr. Hatocm〔在回敎同盟的一個地方會議 

中〕，說巴基新坦要得到喀什米爾不能借助於外 

國。只有在人民準備有所行動和犠牲之下攙能得 

到那塊領土。如果人民'決心要取得喀什米爾，他 

們就沒有不能成功的理由，因爲巴基靳坦的成立 

就是眼前的一個實例'。•••" 

八一. 同時前任巴基斯坦佔領下喀什米爾區的首 

長Satdar Abdul Qaiyum Khan在一項聲明中說過： 

"可供巴基斯坦政府擇選的途徑要不是與印 

度宣戰,就是收回它所負保持停火線和在'自由'區 

維持治安的國際義務。•••" 

八二. 我現在是已討論了解除軍備的這個問題。 

也許有些具體提案會在這裏提出。我們在私人談話和 

非正式的會談中都聽到提起這類的提案，所以我們相 

信有些人也許就會提出這些決議草案。我們無疑的是 

會 得 到 一 些 有 關 的 實 « 料 。 

八三. 我要撮述我所已發表的意見的要點來結束 

我今天的言論。 

八四. 我先要非常一懇切的請求主席顧到我所說的 

各項事實，因爲我國人民得知有人居然代表伊拉克人 

民 指 稱 我 們 在 事 後 以 事 實 根 據 的 揑 造 論 據 向 安 全 

理事，提出而深感不快。我們要婧主席轉達伊拉克人 

民這種說法是因推究動機而來的。我們很願意尊重別 

人之願締結軍事同盟，但是我們請求他人允許我們享 

有相信其他種國際關係的自由與特權。 

八五. 我們的立場是我們只受下列各種義務的拘 

束：國際法中的一般規則；我們根據憲章維謹本國主 

權與不干涉其他人的事務和不容他人千涉我們事務的 

義務；和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七日、一九四八年八月十 

三日及一九四九年一月五日各項決議案下的義務。假 

使我們要完全合理的來嚴格討論，一九四八年八月十 

三日和一九四九年一月五日兩決議案都沒有提的必 

要。在道義上說我們如以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七曰決議 

案爲'根據是完全對的。因爲我們和巴基斯坦如杲對安 

全à事會所發不得有侵略行爲的餒格指示和强烈的呼 

籲，以及人類良知與國際法、之要求不得侵略，,都不願 

意予以實行，那麼任何其他承諾就都沒有價値了。我 

們如果眞要非常合理的斤斤計較一別人或許會用"固 

執"的字樣——我們只能以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七日的決 

議案作爲我們的根據。 

八六. 縱使不堅持那一個決議案我們也可以請求 

各位一不論各位是否連任安全理事會的理事——不 

要讓安全理事會的呼籲成爲進一歩侵略的庇護、藉口 

或工具。如果我們察看一下Mr* Jarring所持的立場，那 

就是他所考盧的是在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七日決議案和 

補充它的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和一九四九年一月五 

曰決讒案內列約言——我故意用"約言"的字樣，因爲 

承擔義務的情形只在巴基斯坦作有承諾時纔發生一一 

所引起的情勢，我們就知道最後的一個決議案除去與 

—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決議案併合起來之外，不能單 

獨存在。委員會很肯定的說過它不是一個獨立的决議 

案。根據委員會，它是附屬補充其他決議案的一案。一 

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決議案第三部份只是一紙具文， 

雖然我們這方面是曾設法使它實現。基於對方封我們 

的態度和不肯實施這些規定，我們憨爲在'三、四年後 

我們可以有所作爲時，我們不應不以我們能力所能辦 

到的經稗、&治或精神上發展的蹦利，給予嗒什米爾 

人民。因此就有自由選舉的舉行、議會的成立、辯論 

的進行、報紙的刊行、大舉的成立和經涛發展的推進 

等事的實現。在最近的假期期間有七萬人到過堪什米 

爾，其中至少有百分之十是歐洲或美國人。與文明隔 

絕的國家不會准他人前往的。我們的立場是這些都是 

必需予以考盧的決議案。 

八七. 所以我們要再陳述事實，因爲目前不只是 

要巴基斯坦撤退它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接受 

各決議案一我們早就接受了各案——後放在該地的 

—切的問題而是也不要它再有擗充增補的問題。我甚 

感 詫 異 聽 到 我 的 朋 友 P i e t s o n Dhcon說軍隊正從事 

現代化並且新的裝備也源源而來的話；在現在的情況 

中我們似乎非要接受我們與對方是同一來源的兩個國 

家的那種隱含的主張——這是許多人所不能忘記的看 

法一一但是我們與對方並不相同，我們是一個有自尊 

心的民族,遵守國際法。我們沒有侵略過任何國家，我 

們也未破壞過任何信約，我們沒有拖欠不還英國或任 

何其他圃家的債務，我們履行了每一項義務，但« 

方是一個侵犯了我們領土的國家並且竟敢在本理事會 

向大家說它是有侵略的行動，侵犯印度的領土來保護 

它自己的邊疆。 



八八. 有人要說我們是侵略者嗎？我們是遭受侵 

略的人，我們也是響應所有各次呼籲的人，我們是在 

已有的情勢中實行了民族自決原則的人，我們也是明 

知必 嶺保護我們在北部有限的貿易之下而竟致較任何 

人爲甚的聽令我們的邊疆遭受危及至極端程度的人， 

我們是侵略者嗎？有人要說一個被告者，一個從事搶 

靱掠奪而且又違犯國際法的國家，一個根據Sir Owen 

DLcon在踰越邊境時就觸犯了國際法的國家,應該處於 

與我們平等的地位嗎？其實我們不必追究到Sir Owen 

Diwm那麼早的時候；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決議案 

就已規定了詹慕喀什米爾邦的主權。 

八九. 在此地的各位都充分了解國家完整的意 

義，知道除去是由國際授權，主權是不能行使到毗鄰 

的領土上去的。在這個問題中一直就沒有兩個國家對 

同一個領土有爭端的問題。前來安全理事會的並沒有 

兩個詹慕喀什米爾政府；前來此間的是印度政府，它 

對聯邦中領土一部份的詹慕喀什米爾區遭受侵酪提出 

控訴並諝安全理事會從事斡旋以便避免流血事件並且 

以和解來謀求解決辦法。不管我們是否願意，我們還 

是同意了停火線的存在，不過委員會的報告書中說過 

許多次這條線並不是一個政治疆界——否則我們就不 

會到那裏去了 。我們提到巴基靳坦方面的喀什米爾時， 

只是爲了方便，爲了從事談判而已。事實上根本沒有巴 

基靳坦的咯什米爾；巴基斯坦的喀什米爾在II於我們 

的國睽疆界之內。雖然我想我的言論是被他人誤解,但 

像我以前說過的一樣，我們在那裏旣無軍隊又無 

任何軍事行動；我們派在區內的只是武裝眷察。經過 

了十年時好時壞的情形，爲了維讒憲章，爲了使印度 

大多數人民和世界每一個國家的多數人民相信那天艾 

森豪總統所說有關侵略的話，對印度和其他任何國家 

而言都是同樣的正確，印度政府饞前來安全理事會。 

强大的國家過去有過侵略的行爲，聯合國也很有力的 

處置了它們。現在對另外的一個國家爲什麼就要不 

同？ 

九〇.我們希望謀求和解，取得相互的諒解並在 

我們與鄰國的關係上求得一種解決——我不說解決喀 

什米爾問題因爲並沒有那個問題。我們希望在我們的 

區域中求得更高度的穩定，我們希望避免像土耳其和 

^克的大使對他們本國政庥所作陳述引起的那種誤 

解；他們的言論是我引蹬過的。達到上述各節就需要 

使喀什米爾境內的侵略撤退。要一個國家被侵略了十 

年還能保持法律會終獲勝利的信心眞是太久了。惟一 

可以毀滅法律力量的是有力量的那些人只爲了一時權 

宜而忽略法律。我深知安全理事會各位理事是不會如 

此的。 

九一. 在對各位陳述喀什米爾的情形之後，我想 

我應以本國國防部長的身份說明我在前來此地之前， 

親自到過嗒什米爾，我們所翮切的是內部的治安，我 

們所希求的是印度巴基靳坦的友好闞係與部落間的和 

諧一致，同時我們所最要避免的（說來也許令人感覺 

奇怪）是激發人民作戰的情緒，因爲我們雖有軍隊，可 

是我們不想這樣做。對於喀什米爾內的新侵略，我們 

總是盡力避免多提。我去了喀什米爾,去了侵略發生所 

在地的各區，同時我也熟知已作的各種調査,所以我請 

安全理事會對於我以一個會員國正式負責代表而說明 

的我們所持的這種極度愼重的克己態度表示信任。我 

願向安全理事會內與我們翮係密切的理事和理事會全 

體理事說明如果不計入這些侵略事件而就探取任何行 

動，那就是極度危險的事。 

九二. 恐怖行爲，煽動暴力行動，利用另一國政府 

的款和特務槻構(有些特務已被捕,這些人已由印度 

依法提起訴訟受公開的審訊；我們國內行政與司法分 

立,所以政府不能干涉審訊)來從事顚覆我國政府等事 

件都是必須顧到的。因此我懇請安全理事會不要以討 

論一年一度例行公事的那種態度來討論這個問題，因 

它不是那種問題。理事會所處理的問題牽涉到有相當 

多人口而又不願以軍備'數額或軍事論調來顯示本身力 

量的一個國家，它也不相信短期或長期的戰爭可以促 

成最後的解決辦法，因爲任何國家不論如何强大，對 

於戰爭的結果總是無法預測的。 

九三. 我們切望這些發展不致使我們與我們的近 

鄰，例如與我們只有一水相隔一幾哩水路一的澳 

大拉西亞的友邦，或在此間和其他地方的友邦關係更 

趨惡化。目前喀什米爾人民中只有一半享受政治權利， 

有受敎育的機會，有得到生活較爲優良和工業發展的 

機會，我們切望喀什米爾這個民族的全部人民可以完 

全享受這些權利和機會。這種情形之所以不能實現是 

因它被佔領和併吞。因此問題的關鍵不只是實施了九 

四八年八月十三日決議案的第一部分，也不只是撤退 

鎗炮、撤退"自由"軍和撤退巴基斯坦的軍隊,一因爲 

巴基斯坦可以退回四十至六十哩到邊界的那一面然後 

再回來一交還吞併的領土纔可以使情勢改變。巴基 



斯坦在那種名義下，在那種權利上,依那種法律，在那 

種槪念下,可以在它以武力奪取的印度領土中，享有事 

實上或法律上的權力？如杲要維護憲章，我們對我國 

的人民可以用什麼話去交代，我們對自己怎麼交代？ 

九四. 爲了辯論起見，假定說我們是個殘暴悪劣 

的政府。我們若是如此，那»世界上就不止我們這麼 

一個悪劣的政府。爲了辯論，假定說我們是個不民主 

的政府，就說我們也是個無能的政府好了。但是決議 

案內並無任何提到主權問題的文字。最多也不過提到 

將來的主權歸誰而已。主權就是權力，沒有其他意義。 

九五. 關於喀什米爾的將來應如何解決一享，也 

許有過爭論，但是對於起源於所有權以及因所有權而 

發生掠奪的現在情勢則未有過爭論。因此，退還吞併 

的領土是必須要實現的一事。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曰 

決議案第一部分E節必須予&實施，對方也必須停止 

"聖戰"的吶喊，對方也不得再宣佈它與世界其他國家 

之所以締結軍事同盟是因爲我們或對付我們之用，此 

外，對方也不得再威脅恫嚇我們了。 

九六. 在這方面，我已經屢次提到美國給予巴基 

斯坦的軍事援助，並且不論軍援g I起什麼後果——後 

杲對我們是十分厳重的——我們願意接受美國所陳述 

的動機。我們對於它的動機並無異議。我們所接受的 

是陳述動機的言論，而不是動機是否正當的問題，但 

是事實是這些軍備的實力對於我國的發展是一種極大 

的阻力。如果我不是太魯葬無禮，我認爲它也是阻止 

巴基靳坦本身發展的一個有力因素，巴基斯坦的發展 

對於我們很有必要。它也是使許多問題無法解決的一 

種障礙，這些問題都有其內在的困難，與我們與對方 

之間可能持有的S不友善的態度無關。 

九七. 因此,在審議這個問題的下一個階段中,明 

智的安全理事會是會猓取它所要採取的步驟，但是它 

不能希望一個國家低聲下氣的前來表示願意放棄一 

切。沒有一偭印度政府可以放棄印度一部分領土的主 

樺。不論一種論調是多麼動聽，人民不能因之就走入受 

奴役的境地去，這種說法必是我的聯合王國朋友所熟 

悉的吧。我們不反對下列的任何步驟：不玷辱我們信 

譽，不破壞我們領土完整，不使我們處於與侵略者同 

等地位和不需要我們失信於印度和世界其他人民。 

九八. 我 請 大 家 — — 我 不 用 較 " 請 " 字 更 重 的 

字——請不論是否我們朋友的各位査閱一下這些由印 

度政府、"印度總理或其他人所提出的文件、聲明、保 

證和備忘錄，然後告訴我這些文件是否直到最後一日 

都表現這種情緖？各位能否就以之爲矯飾遁辭而不予 

理會？如杲是如此，請各位把這些言論與對方的行爲 

比較一下。 

九九.我們並不感覺偸快時常爲了巴基斯坦的呼 

喚要前來安全理事會。我們沒有那ft多間人和精力來 

這麼作。這樣並無助於問題的解決，反而更使問題不 

能解決。我們沒有其他問題——我是"：本至誠這麼 

說一甚至經稗發展中關係印度由南至北人民生計至 

深的那些問題都不成爲問題。我們社會的每一個階層 

都極關切這個問題，同時我是不喜歡提到宗敎的，因 

爲已經有過許多關於宗敎的話了，不過印度宗敎派系 

中對於這個問題最感不快的是印度的回敎人民，因爲 

他們都是愛國的印度國民各盡本份並且也在經涛和政 

治發展中承當了他們的負擔與責任，而且還坐過牢獄， 

又在過去受過應有盡有的折磨和苦難。回想起來英國 

政府雖然有時不免令人惽嫌，但是還不失爲一個較爲 

寬大的政府。 

一〇〇.因此目前並無其他影響我國人民更甚的 

問題。不過這不是破壞任何國際法的藉口。我們也不 

想請安全理事會這麼辦。我們只要求處理我們所提出 

的控訴，實現安全理事會所提出的承諾，處置巴基靳 

坦的侵略，因爲侵略推翻了各決議案中確立是屬我們 

的主權，實現各項保證並使我們不致逐步被逼處於要 

向侵略屈膝的境地。我懇請安全理事會不S因爲印度 

政府的一個代表才力有限未能作動聽的陳述，就脫離 

上述的途徑，其實這個問題並不需要那種有力、流暢 

和巧妙的言論來陳述。 

—〇一.如杲在陳述這些意見期間，我發表過有 

關任何國家的意見，我的意見都不是針對其國內政策、 

政府的特殊性質或某些個人而發表的。我們對應表示 

感謝的各方面都已表示過感謝了。 

一〇二.我們有時對聯合王國是有點不客氣—— 

這是我們唯一能够前進的方法——但是我們對他們無 

禮還不及他們對我們一半之甚。我們同意S" Ketson 

Di«m大部分的言論；他的大部分言論多半是因爲他 

抱有借助於一種說不出的奇躜來解決這個問題的希望 

緣發表的。但是我請他參考一下他本國的歷史與傳統 

而後吿訴我，不含正義和達反憲章的辦法能算是解决 

辦法嗎，這是我們得到Mr. Lozano, M r . Kwbel和委 

員會美籍副主席以理事會的名義給予我們各種保證的 



那個解决辦法嗎？我們並未考盧到他們的國籍；對我 

們來說，他們就是安全理事龠。他們都是有聲望的人， 

執行國睽機關所交付的職務，並且他們也未提出任何 

保留。如果有人意欲强說對於我們所說的與對巴基斯 

坦所說的不同，那麼我就要說這是可憐可笑的說法，因 

爲f實並非如此。在一件事上，那就是解散"自由"軍 

隊和解除其武装是有些矛盾的地方，但是矛盾之點很 

容易解決，因爲我們只要並且必須看看最後的各項保 

證便可了然。提出保證的都是相同的那些人，並且最 

後的各項保證是向印度政府提出的，同時也通知了巴 

基斯坦。在大多數情形中沒有得到保證的一方總是要 

求提出保證的。 

-OH.假使安全理事會眞有意，事實上它是願 

意依照自己的原則，以正義來處理這個問題，它就要仔 

仔細細的逐項研究各文件。事實與伊拉克代表所說的 

不同,我們並不要再討論已經討論完畢的問題。我不能 

不說要重翻舊案的人是要辯讒吞併他人領土之說的那 

些人,因爲主權問題已有定案。各夹議案就是根據主權 

而來的。巴基斯坦在喀什米爾沒有任何地位是定案。沒 

有兩個詹慕喀什米爾邦也是定案。我們不想翻開這些 

成案。要重翻奮案的是不知實情或所獲情報不確的那 

些人,他們要以否認已有定案的各問題來製造新問題。 

一O四.我希望別人不要只說：我們同意全民表 

決，或同意其他等等事項。同意有什麼條件？次序應 

當如何？我們現在是生活在一個時間極有重要性的一 

個世界中，同時也有人說過:如果把時間加以分析,它 

就成爲時期的一個順序。所以順序是必須顧到的：如 

果有人對某甲說假使某乙這樣作,某甲就應如此如此， 

不過是要，某甲同意的，所以在閱讀決議案時不能顒 

倒而是要)ii^的讀下去饞行。 

一。五.還有，在喀什米爾和印度的其他部分有 

過多次的水災。我們在今年年初對防洪的堤防應有多 

高作了一些估計，將它定爲若干呎。這種估計是截至 

三年前爲止，以十二年的平均數字爲根據而來的。我 

不是在講故事，這與問題有閽係。但是水災的災情很 

嚴重,所以我們又根據近年來的平均數字作新的估計。 

假使我們要防止這些水災而用將來會有的水災的水漲 

高度，作爲il在建築堤防估計的根據，豈不是很愚蠢。 

一〇六.一九四七年時巴基靳坦全靠非正規軍 

隊。現在它不靠這種軍隊了。一九四七年時巴基靳坦 

並未探取他們與我們不能在和平友好的情況中共存的 

態度。一九四七年時巴基靳坦也未連耩七年担铯與f 

度磋商締結協定不以戰爭爲解決所有問題的辦法。-

九四七年時巴基靳坦對這個問題所持的態度與現在， 

全不同。 

一〇七.我們認爲安全理事會如杲願意斡旋，屡 

意盡最大的力量——理事會願意並且一向都是如此一 

支持各項承諾，維護道義、國際法和憲章，它就會$ 

出解決的辦法來。不過凡要求一國放棄主權領土的？ 

法都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錯誤的由來完全是因爲'1 

列的想法：我們有意吞併並不屬於我們的詹慕喀什-

爾邦。如杲是因Sheikh Abdullah的蹐求，我們在沒确 

歸附之下，就到詹慕喀什米爾去，那麼依照國睽法3 

說，我們在道義、政治和法律三方面上，都是不對的, 

不過這都不是我們所討論的。喀什米爾的情形與印虔 

境內的其他五百六十個地方相同，這些地方都已併7 

另一個國家的領土，沒有獨立存在的地位。我們並^ 

想把已成定局的這種情形恢復原狀。這也許是一種暹 

失，不過是可以原諒的；但是我們是成立未久的一# 

國家，我們對這事很難制止本身在情緖上有所表示。名 

位的國家都很有可贈送他人的東西，但是我們原有K 

就不多。緦之,我在現階段中向各位作這個最後呼顢: 

求取這個問題的進展必須以完全撤退侵略爲基礎，m 

就是交還吞併的領土，撤退自一九四八年八月二十日 

以來蓮入喀什米爾的一切，停止敵對宣傳和一些各位 

或我所能接受這種情形會艇摄下去的保證。 

—o八.最後，還應另有一種保證，都就是我們 

與對方關係上粉爭的解决要以聯合國憲章爲基礎，同 

時安全理事會要注意它現有對巴基靳坦侵略行爲所提 

出的那偭控訴,巴基斯坦在此地完全否認有侵略行爲， 

但是事實證明了確有這種行爲。我們不要求譴責它;我 

們不要求責難它；但我們也不要求稱讚它。我們都不 

說：諝不要管，譲我們自己來決個勝負吧。 

—〇九.那天我曾經代表我國政府向s事會說明 

不論有關停火線的道義、法律、政治和各種權利如何， 

依照我國政府現在的組檨來說，我國政府和人民都不 

會受激動而採取可能引起衝突——世界任何一地的衝 

突都可能引起其他地方的衝突一的任何行動，不論 

在維護一項權利上說，這種行動是怎樣的正當。我們 

對停火線和線後我們這部分的領土， 一直都採取極爲 

忍耐的態度——我對這個問題的其餘事項沒有發表過 

言論，因爲它不是理事會待議的事，同時理事會是富有 



經驗的，我們並無在此提出此事的必要。我們不是只 

欲急急追求邏輯和法律而願锒牲和平的一個民族，同 

時我們爲這個問題向安全理事會提出的呼艟不是一種 

哀吿，也不是乞憐，也不是要求特殊待遇，或請持偏 

袒態度或類似的一種呼籲，我們所呼籲的只是單純的 

正義、履行協定和在我們那個地區維持穩定情形、和 

平與治安所必要的一切。 

一一O. Mr- JARRING (瑞典)：我在理事會第 

七九八次會議時對印度巴基斯坦問題發言時，說過瑞 

典政府認爲這個問題中的一些法律方面的問題在適當 

時‧送國睽法院請它提供諮詢意見或許是有益的。 

我也說過我國政府願意知道雙方對這個提議在原則上 

採取什@態度。印度代表在理事會第八〇〇次會議時 

要我告訴他這些法律方面的問題是什麼。 

.我國政府要想徵求國睽法院諮詢意見的 

有兩個問題。 

一一二. 第一個問題是歸附是否合法的問題，共 

分二部份： 

(一） 一九四七年詹慕喀什米爾大君所簽署的歸 

附書是否使詹慕喀什米爾邦之歸附印度在法律上發生 

效力？ 

(二） 如果歸附書不足以完全確定歸附,那豳它是 

否含有在法律上生效的一種有條件的歸附之意？ 

(三） 在後述情形中，由於印度宣佈接受歸附或其 

他原因，歸附是否須£1經全民表決確定爲條件？ 

一一三. 第二個問題是：-如果歸附須經垂民表決 

確定，那麼在如何籌備畢行全民表決和全民表決應有 

的先決條件兩事上，印度和巴基«fdfi究竟在什麼限度 

內負有確切的義務？ 

一一四. M r . N O O N ( E ^ 難 ) ： 我 很 留 心 的 聽 

取了安全理事會各理事的言論和印度國防部長的長篇 

大諭。他所說的一切都是他以前說過的話,如果有未說 

過 的 也 是 很 少 也 都 是 以 前 都 予 以 答 辯 過 的 話 。 我 

憨爲他今天下午的言論和在安全理事會以前幾次會議 

中的言論似乎都有一個重要的企圜，那就是蓄意混亂 

喀什米爾爭端中的各項問題。有待安全理事會議審的 

具正問題是解除詹慕喀什米爾邦的軍備以便依聯合國 

印度巴基靳坦問題委員會在一九四八年和一九四九年 

所通過的各決議案，在聯合國主持之下，舉行一個自 

由公正的圣民表決，這些决議案保證邦內人民有決定 

他們自己前途的民族自決權。 

一一五. 印度代表一直想在事實和法律方面淆亂 

世界的視聽。他利用爭辯與解除軍備和全民表决兩問 

題毫無關係的事項，來轉移安全理事會對中心問題的 

注意力。我在現階段中要克制自己不再捲入舌戰的漩 

渦，我對印度代表依照國際法所解釋的公断、主權、宗 

主權、歸附和耱承問題,不想再去辯駁，這些都是已爭 

辯的令人生厭並且也是以前多次予以答覆通的'問題。 

我也無意來比較巴基靳坦和印度兩國憲法的優劣和我 

們兩國對宗敎上少數人民的待遇。我不想佔用理事會 

的時間把印度代表意欲用來掩飾混亂整個問題的多種 

與事實不符的言論和解釋,在現階段中一槪加以糾正。 

我對印度代表所提出的各種爭點,答覆，但是正如 

我已說過的，我不擬在目前來答辯，因爲我願意安全 

理事會進行這個問題的審議。我保留以後在適當時機 

作答辯的權利。 

一一六. 我圃政府有權靱爲安全理事會不應允許 

在任何口實之下重新討論已終討論完畢的問題。我圃 

政府希望安全理事會能依照正義與公平的要求，請印 

度從速完全履行它在一偭國睽協定之下所負的義務並 

保證喀什米爾人民能在無所恐懼和不，自任何方面 

的其他阻搔之下，行使他們表示自由意志的那個不可 

剝奪的權利。 

一一七. M r . Krishna MENON(印度）：理事會內 

如無其他理事要發言，我願對瑭典代表的言論作簡短 

的 雜 。 

一一八. 主席：發言人名單上沒有發言人，所以 

印度代表可以立卽發言。 

一一九. M r . Krishna MENON(印度）：自我結束 

言論後，有兩項言論發表，一項是瑞典代表的言論,另 

一項是我的朋友巴基新坦代表的言論。目前不是對巴 

基斯坦代表言論作答或加以評論的時候，但是翮於有 

意淆亂視聽一節，我是不承憨的。我的言論是對安全 

理事會的理事們發表的。他們不是輕易就會受人蒙混 

的。 

—二〇.我發言的主要目的是答覆瑞典代表。正 

像我前幾天所說的，印度政府不會拒挹也不致不肯聽 

取謀求和解的意見，這個原則不因我所發表過的言論 

而受影響。我們今天聽到瑞典代表稍爲詳細的陳述了 

他的政府的意見。我將把它轉達印度政府，如果瑞典 



政府憨爲已是適當的诗機，我們就會提出答覆。我深 

知瑞典代表Mr. M i n g 必 然 不 顦 意 我 們 在 不 恰 當 的 

時候發言。因此我們願意在恰當的時槻來到時，對問 

題提出答覆。但是我要正式聲明我們並未說過不得徵 

求諮詢意見。但是徵詢意見是要有條件的，那些條件 

已由我在上次發言時說過；目前我只希望他轉達他本 

國政府，我已將他在安全理事會內陳述的細節翔實的 

轉 達 了 ； 所 典 來 說 ， 我 們 會 立 刻 、 或 在 不 久 以 

後，用外交或其他方式向它表達意見的。對安全理事 

會來說，我們也願意在適當的時候提出答覆。 

一二一.主序：我剛饞說遒我的發言人名單上 

已沒有發言人了。但是在散會前，我願說明基於方攙 

對於理事會審議這個問題所交換的意見，如果各位同 

意，我認爲我現在可以提議理事會應在星期五午後再 

召開會議。對於這個提議旣然沒有表示反對的人，安 

全理事會就在星期五午後三時召開下次會議。 

午後五時三十五分飲會 

i d 



聯 合 國 出 版 物 經 售 處 

阿根廷 
Ed i to r i a l S i i d a i m i i c a n a S J C , A h l n a 500, 

Bu«nes A i m . 

澳大利亞 
H. A . G o d d a r d / 2 5 5 a G « e r g e S t , Sydney ; 

9 0 Q u a m S t , M e l b o u r n e . 

M e l b o u r n e Univers i ty Prass, C a r h o n N>3, 

V ic to r i a 

奥地利 
B Wul ter tTor f f , M a r k u i S l t t i k u u t r a u a 

，0, S o l z b u r g 

G e r o l d & C o , G r a b a n 3 1 , W l e n 

比利時 
― o a g e r m 

14-22, ru» d u Persi l , Brax«IIa>. 

W H Smi th & Son , 71 -75 , b o u l e v a r d 

A d o I p h » M a x , Bruxel les. 

玻利維巧 
U b r a r f a Salvcctonet, Ccn i l lo 9 7 2 , La Paz. 

巴西 
U v r a r l o A g i r , Rfo d e J a n s l r o , Sâo PauJe 

a n d B«lo H o r i i o n t e 

高棉 
Popete r i v -L ib ra t r le N o w e l l o , A l b e r t Por-

t a i l , 14 Avenue BouIloche« Pnom-Penh 

加拿大 
Ryerson PrmtK 2 9 9 Q u « « n St Wes t , 

To ron to . 

Periodica,, I n c , 5 1 1 2 A w P a p l n e a u , 

M o n t r e a l 

Lake H O U M Bookshop, Th« Associated 

N « w s p a p « n o f C e y l o n , l t d , P O . Box 

2 4 4 , C o b m b o 

智利 
U b r e r f a Ivens, Cas l l l o 2 0 5 , San t i ago 

Ed i to r ia l d« l Pod f lee , A h u m g d a 5 7 , 

S a n t i a g o 

重慶路， 
—段九十九镟 
世 界 # 局 
上海坷南路二一一號 
商務印香te 

哥侖比亞 
U b r a r f a Amer i ca , M e d e l l l n 

U b r e r f a N a d o n a l L t d a , B a r r a n q u i l l a 

Ub ra r fa Buchholz G a l * r ( a , Bogota 

哥斯大黎加 
Tr»fos Hennanos , A p a r t a d o 1313 , San 

José. 

* 巳 
La Casa B« lga , O 'Re i l l y 4 5 5 , La H a b a n a . 

捷克斯洛伐克 
C e s k o t l o v e n t k y S p t s e v a t e l / N â r o d n f 

Tr fda 9 , Praho 1 

丹麥 
Einar M u n k i g a o r d , L t d , N e r r e g a d s 6 , 

Kobenhavn , K. 

多明尼加共和國 
U b r e r f a Domln l cana , Mercedes 49, C Iu-

d a d T ru ¦ l l l e 

厄瓜多 
U b r a r f a C len t f f i ca , G u a y a q u i l a n d Q u i t o . 

^ 及 
L ib ra i r ie " L o Rana lnanc» d ' E g y p t a , " 9 

Sh A d l y PasfiQ, C a i r e . 

繭 財 £ 多 
M a n u e l Navas y C f o ^ l a . A v c n l d o $ur 

3 7 , San Sa lvado r 

芬蘭 
A k a t M m m v n K l r j a k o u p p a , 2 K a t k u i k a t a , 

H e l i i n k i 

法M 
Edit ions A . Pedone, 13 , ru« Sov f f lo t , 

Paris (V) 

E l w a r t & M » u " r , H a u p t i t r a t t e 1 0 1 , 

fterlin^chonebvrg 

W E S a a r b a c h , Gereonstrassa 25 -29 , 

Koln (22c) 

A l e x a n d e r H o r n , S p i e g e l g a u e 9, W l e v 

b o d « n 

希瓛 
K a u f f m a n n Bookshop, 2 6 S tad ion Streat , 

A thens . 

海地 
L ib ra i r i e " A la C a r a v e l l e " , Bo i te posta le 

，"-B, Port-au-Prince 

洪都拉斯 
Ubre r fa Panam«r l cana , Teguc iga lpa 

香港 
A i * Sw indon Book Ce, 25 N a t h a n Rood , 

K o w l o o n . 

冰島 
Bokavsrx lun S g f u t a r E y m u n d n o n a r H . 

F , Aush i re t roe t i 18 , Reylqavlk. 

印度 
O x f o r d Book & Sta t tenery C o » N s w 

Delh i a n d Ca lcu t ta 

P V a r a d a c h a r y & Co . , M a d r a t . 

印度尼西 f t 
Pembongunan , L t d , G u n u n g Saha r l 8 4 , 

D t a k a r l a . 

伊朗 
K«tab-Khaneh Danesh, 2 9 3 S o m f i Ave-

nvm, Teheran . 

伊拉克 
Mack«nz l« 's Bookshop, B a g h d a d . 

以色列 
Blumi te ln 's Bookstores L t d , 3 5 A l l e n b y 

Road , T e M v i v 

蕤大利 
LIbrcr ta C o m m l u l o n a r l a Sonsonf« V i a 

Gtno C o p p o n l 26 , Rrenze 

B本 
M a r u z e n C o m p a n y , L td . , 6 Ter l -NIchoma, 

N lhonbosh l , Tokyo . 

黎巴嫩 
U b r a i r i o Unhron«M«, Bey rou th 

利比里ffi 
J M o m o l u K a m a r a , M o n r o v i a . 

盧森僅 
U b r a l r i a J Schummer, Luxembou rg . 

麵 哥 
E d i t o r i a l Hermes $人,Ignacio M a r b e a l 

4 1 , Mex i co , D P. 

麵 
N V Mor t i nus N l ¦ho f f , Longs V o o r h e u t 

9 , ' s -Gravenhaga. 

扭西蘭 
Uni ted No t i ons AssodoHon o f N e w Zeo-

l o n d , C P O 1 0 1 1 , W e l t l n g t o n . 

滅 
J o h a n G r u n d t Tenum F e r i o g , Kr Aw-

g v s t i g t . 7 A , O l i o . 

巴基斯坦 
Thomas & T h o m a s K o r a d i L 

P u b l b h a n Un i t ed L t d " Lahore . 

Th« P a k b t a n Ceope ra t l v v Book S e d v t y , 

D。eea a n d C h l t t a e a n g (East Pak. ) . 

E t " 馬 
José MenAndf lz , P laza d a A r a n g o , Pan* 

a m â 

巴拉圭 
A g m t a a d e U b r « r l o i d e Sa l vado r NlzzOt 

C o l l s Pte Franco N o 39 -43 , Asunc ion . 

驗 
L'br«r fo I n f a r n a d o n a l d a l Pnrd , S A « 

U m a a n d A r e q u i p a 

菲津賓 
AUmar ' f t Book Store, 749 Rizal A m r n e , 

M a n i l a . 

葡萄牙 
U v r a r i a Redrigu«t« 186 Rua A u r e a , Lb -

b ô a . 

新惠坡 
The CHy Book Stora , LfcL, W t n d w t t e r 

House, C o l t y * r Q u a y . 

西班牙 
Ubrwr la Bosch, " Rondo U n f t e n l d a d , 

Barce lona . 

Ub f t t r t o Mund i -Prensa, Loga ioa 3 8 , M a -

d r i d 

瑞典 
C E. F r i t z " Kung l H o v b o k h a n d a l A rB , 

F r a d i g a t a n 2 , StocMio lm 

瑭士 
Ubro t r î » Payot , S人,Lausonn», G«nèv« 

H a m Ravnhard t , Klrchgaue】7, ZDrleh 1 . 

叙利iffi 

L l b r a i n * UnIv«rMlle« Damas. 

mm 
P r a m v a n AMt l i d . , 5 9 C h a k r o w a t R o o d , 

W a t Tuk # Ban f i kek 

±耳其 
U b r a l r i e H « h « t t a , 4 6 9 Istllclal C a d d n l , 

B«yog lu , I f t a n b v l 

南非聯邦 
V a n Schaik 's Bookstore (Pfy.) , U d ^ Box 

7 2 4 , P re to r ia . 

英圃 
H M Sta t ionery O f f i oa , P O Box 5 4 9 , 

London , S.E 1 (and a t HM 5 O Shop*) 

mm 
I n t a r n a t l e n a l Documoi^s S « r ^ c « i C o l u m -

b i a Univers i ty Prow, 2 9 6 0 B r o a d w a y , 

N « w York 2 7 , N . Y. 

烏拉圭 
R»pr«Mntad6n d » Edi tor ia le», Prof . H . 

D'E"。， A v 18 d o J u l i o 1333 , Monto> 

v tdeo 

委內瑭拉 
U b r a r f a d « l E t ta , A v . M i r a n d a N。 52, 

Edf G a l i p â n , Caracas. 

越南 
P。p«teH«̃Ubra，r，《 Nouve l l e A l b « r t Por-

t a i l Boîte pos ta le 2 8 3 , Sa igon 

南斯拉夫 

Kn¦ ,ga , Teraz i ie 2 7 / 1 1 , B e o g r a d 

C a n k a n e v a Z a l o x b a , L ¦ub l ¦ana, S loven ia . 

凡阈內尙未設有»售處而欲函詢或定嗨者，菡奥聯^"阈出版物筘售處接A。地址如下： 

Sales a n d C i r cu la t i on Sect ion, Un i ted N a t i o n * / N e w Y o r l ^ U S.A.； o r Sales Sect ion, Un i ted Na t i ons , Palais des Na t i ons , Geneva , 

Sw i t ze r l and . 

Printed in China 

Reprinted in U.N. 

S/PV 801 

Price: S U S 0 30; 2卜stg.; Sw. fr. 1.25 

(or equivalent in other currencies) 
U.I.R.I -59-06287 

Dec 1959-1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