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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百三十九次會議 

一九五一:^三月三十日星期:E午前 "h時三分於紐約成功t '舉行 

主席 Mr D VON BALLUSECK (荷蘭） 

出席者 F列各國代表巴西、中國、厄瓜多、法 

鑭西、印度、荷蘭、土耳其、蘇維埃祉會主褰共和國聯 

sa、；^不列顚及|匕愛爾蘭聯合王國、利堅合弗國、 

, 拉 夫 。 

臨時議事日程(s /Agenda 539) 

一 通 過 議 事 日 程 

二 印 度 - 巴 某 斯 J f l 問 題 

(a) 聯合國派駐印度巴某斯:ta代表一九S〇 :^ 

九月十"E日爲賫送報吿畨致安全瑰事會主 

席函（S/1791及S/1791/Add 1)， 

(b) 巴某斯iB外交及邦協，務部長一九ZL〇年 

十二月十四日爲印度巴某斯iB間題致安全 

理事會主席函（S/1942)。 

通 過 議 事 日 程 

議,日程aJÊjÔo \ 

印 度 - 巴 某 斯 坦 問 題 ( 續 前 ） 

巴^^斯iB代表Sir Mohammad Zajndla Khan經 

主席邀請列席安全理事會。 

一 主 席 名 單 上 有 四 位 發 言 人 。 如 脏 其 他 代 

表要發言，我擬等到四位發言入發言完畢後就把當 

se的决譏案^象〔S/ 2 017/Rev 1〕交付表决。 

二 Mr QUEVEDO (厄瓜多）現階段的印度與 

巴 某 斯 坦 間 題 k l 及 修 正 後 的 聯 合 决 案 象 應 在 此 

時根據各搏因素，尤其是下列因素，加W考慮。 

三 第 一 是 安 全 理 事 會 對 這 問 題 的 職 貴 和 《 

場 。 理 事 * 的 主 要 職 貴 是 在 求 爭 端 的 和 平 解 決 和 

求 當 事 各 國 達 成 協 , 我 《 沒 ^ 人 能 否 認 我 們 一 直 

2耐地在求，而且至今仍在求，當事各阈自勖逮成 

我"爲我們應從這觀點來研究現所討論的决 

瀵案草 lfe。如果我們像現在這樣進行就是盡我們的 

責任。 

四 如 果 對 / f e ^ l k ^ 窠 , 所 批 評 ， 我 認 爲 正 文 

部分爲求不背離當事國間巳達铋譏的部分"便其易 

於實施，對於在現時情勢下爲舉行與正自由與公正 

正 和 耍 的 條 件 說 得 不 夠 明 顦 。 

玉；a瓜多代表圑認爲安全理,會對於聯合國 

兩個傑出的會員國因爲這妆雑問題暫生分歧所採的 

行勐可謂不能再正直、再,毅力和再周到了。 這決 

兔^案又證明提案者是大公魁私地求奠定<&正和 

平解决的某礎。如果這讒 l i?一解;â過後在實施J又 

有新的困難發生，那就非因理事會的行動(ft然，Itff 

m.史明白地表現解决的障礙究在何處。 

六 我 要 提 到 的 第 二 s j î a ̶ 再 有 人 着 a 過 ， 就 

是 印 度 與 巴 某 斯 t t 旣 巳 同 意 査 謨 及 嚓 什 米 爾 的 最 

後地位應由一自由公正的全民表决决定，我們就應 

該w此爲出發點，理事會的行動在法律與政治上都 

應 此 爲 根 據 。 我 們 認 爲 l e w 此 爲 根 據 就 祇 能 作 如 

下的推論（一)在現時情《下，査謨&咪什米爾的 

國民議會不能癎爲全體人民的代表或人民意*的自 

由表現，所W這種譏會的决讒旣不能改變也不能取 

消 印 度 與 巴 某 斯 對 全 民 表 决 所 簽 訂 的 約 ， （ 二 ） 

自由公正的全民表决的先决條件是在籌備與舉行全 

民表决期間境內選民應不受地方當局、軍隊、或警察 

(無論其名稱爲何)仔何形式的;P»â 、威脅、恐嚇或強 

制，所W我們認爲聯合國&赏,各國應該對舉行全 

民表IfcK内地方営局及兵力的艉制及钳織、軍隊的 

活動及防地加"规定，使真正與自由的全民表决, 

論J:德上、政治上、或法掙上均不致因爲這些箄隊 

的行動，或因爲他們《"在境內而受到影響，（三)依 

據憲章第三十三條及第三卜六條而且倘當事各國未 

達撝二蟲時，攀象AJAf殳內關於公斷辦法的建讒是適 

切與妥當的，第：EBi的规定並且a將公斷限於因對 

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及-九四; /1年一月s日兩決 

譏âs〔《V7Wtf, s"196、的解释與實施而的意見之 

不同。厄瓜多代表圊不瞭解這樣的-搏公斷如何會 

對任一赏事國不利。 

七 我 要 提 的 最 後 一 點 是 我 們 考 慮 爭 端 不 I f 是 

我們的職賫——依??聯合國谨阜求解決問題的方法 

~"且應深表關切，切領爭端一旦解决，有種種理 

由慨得我們敬佩的印度及巴某斯坦兩大阈，郎可走 

上友好與日益合作之道，這樣，將來就不僅^利於 

其本國人民，並且會因國際互賴之日增而造繭人雩 

T o 

八 聯 合 國 的 特 色 之 一 是 因 爲 它 的 組 繪 關 係 ， 

不論一國離爭煸螢生的地點是多麼遠，或對這爭端 

是多麼 f t i關^,而且卽令這國家對這實際問題 i »m 

接關係(敝國對當前問題就是這情形)，這一國的代 

表仍要考慮這問題，加W研究，共求依據聯合國的 

JÊ木原M來找一解决辦法。 



九"本lis爲例，敝國和敝代表圑所威闕切者 

饨因對印度與巴基斯坦懐有同等的誠挚友誼。我們 

敬仰這兩國的古文化和它們建*和增高文化的創造 

力。所Jdl我們紙有虔!&希望印度與巴基斯威於求 

阈際和平的具正意旨，會鹰地贊助安全理事會的 

工 作 而 且 相 互 党 驭 和 平 解 的 途 徑 。 

一〇我們如此希望，祇管到印度與巴基斯Jfl 

同處-洲之内，從地理上、錚濟丄fcl及印度牛島在世 

界』的地位看，就可,明這兩國的友誼合作比之雙 

方爲恢復和睦關係所顔作的犧牲得失相權，不赞天 

壤，並且暹撺和睦闢係對世界和平的維讒是會發4= 

决定性的影瓣。 

一一W此敝代表圑擬投禀贊成修正後的聯合 

一二 Mr L A C O S T E ( 法 蘭 西 ） 蘭 西 代 农 圑 

極爲注意地脍趨理箏會又一次再對咪什米爾齄所 

作 的 W 输 。 這 問 題 列 於 理 事 會 譏 程 巳 達 三 : 理 事 

會對情勢的基本事實是太明瞭了，法國代^圑不覺 

得還有甚麽耍知道的。可是，對於這樣W—個嚴《 

ra題，雖@多次努力求其解决仍令人擔憂而威覺非 

敢危險，我們就不可懷有過分的信,t ，紙要當V國 

認爲對爭論間題有新見解可提出時，我們就應小懈 

地 聽 収 其 意 見 ， " 細 加 W 研 究 。 m 就 â 方 面 言 我 

們對爭端兩方的二位雄辯的發言人可說是巳餒仁至 

義盡，他們兩位a有充分機會闡明他們的立場和答 

辯 - 切 。 

一 三 敝 代 表 m 迄 在 求 從 兩 當 事 國 所 引 述 的 , 

實中或從他們《钕申述的理論中，找出一些可使我 

們 相 信 耍 《 行 考 慮 我 們 巳 株 玄 場 的 新 的 因 素 ， M 

找不出一件來。 

一四印度與巴基斯坦兩國代表的雄辯和才幹 

年年都似對這問題提出-些新的觀點來。》 ï是對於 

他們的演說¦n毎年這》言諭所得的實際結果冷靜地 

力 I I " 研 我 們 就 得 下 列 的 雙 î 6 結 論 在 理 論 丄 J 理 

事會自通過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和一九四九年一 

月 五 日 兩 决 譏 來 , 至 今 並 未 覺 得 耍 改 變 其 立 場 ， 

再就,實而言，很小幸地至今沒有真正進展可《1爭 

端镀得解決。 

一五我剛纔提到的巳得當事雙方贊成的决議 

實 係 本 案 最 , 要 的 發 ® , 根 據 這 兩 決 讖 芽 揮 , 會 

a官佈喀什米爾究應屬於印度帝國兩繼承國中那一 

圃，缀以公正4«偏的全a表決來解tfe"。 

一六這間題是對世界上一袭要展域內和平的 

厳茧威脅，/C家對上述原則旣得一致同意，躭應能 

和諧rtffjfi速地達到解决。可是至今未採這樣的行動。 

這不是理事會之過，也非聯合國代表之遇，甚至可 

^ 非 當 事 雙 方 那 一 方 之 逷 。 其 因 是 由 於 許 多 我 

們都a見慣了的事撩的合倂，就是一個原則粹一致 

接 受 i f i 官 布 " 後 到 效 贲 施 於 現 實 世 界 中 ， 在 g 

閱與時間上都要有很長的距離。 

一 七 理 事 會 中 A 人 都 明 瞭 S i r Owen Dixon所 

遭遇的棰禅困難，我們對他盡了如此大力Ifl l最後竟 

一娜所成，祇有爲之惋惜。犟行一具正公卒，偏的 

全民表决，當,雙方都明白表示要如此辦理而且業 

6«承諾在他們權力所能及的範圃內》其如此實現， 

那麽要舉行這樣的表就有一條件要先能實現。這 

就是境内居民10應表决的領土内應小受仔何不正當 

的干涉，兩赏*國任一圃自境外派駐佔領I？在境難 

免#發生這禅千涉。所以在舉行全民表决W前，査 

謨及啄什米爾應劃爲非軍,豚。依归當事國業巳接 

受的各項原則，擬具一公平的劃定非軍事K計割實 

在不是一件不可能的,，r tS且甚至可謂不是一件極 

難的事。雙方旣具酞意——在這方面我們不恼疑雙 

方的敏意——就應能共同讒出這樣的一個劃定非軍 

事 區 的 計 劃 * 。 

一 八 S i r Owen Dixon的仟務巳吿失敗，r fB且 

所有求印度與巴基斯《直接商3fe之圆都未收效，時 

裨 兩 年 ， 安 全 理 爭 會 又 不 得 不 對 於 一 偭 在 它 爲 a 

盡了最後食任的問題，負起鷉《之貴，《5且令ÏS事 

會又回復到-九四九年一月五日的情景。 

一 九 英 聯 王 國 和 美 國 兩 國 代 表 在 過 去 幾 虽 期 

内辛苦地求绸和各稗觏點，並求擬出一個大家可接 

受的解决辦法，我們應當表示威謝。他們所提出修 

正 後 的 聯 合 决 讖 象 ^ * 本 身 簡 明 暸 。 這 草 ^ " 一 

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及一九四九年一月£日兩决蘸 

*——我們應時時追溯這兩决瀵衆，因印度與巴慕 

斯坦都巳明白表示同盲接受——爲出發點，隶申全 

民表决的需要，求先解决割定非审,區間題而後方 

能煨行全民表决，並且規定爲達此目的應由一聯合 

國代表與當事雙方會商梭 i fe行辦理非軍事區之劃 

定。案中爲防赏,，方: f t於所提計劃不能達成協 

> 1 Ê 規 交 付 公 斷 ， 而 且 爲 求 « 甫 保 計 ， 負 公 斷 貴 

任的公斷員ID體不由政治機闢而由國際法院院長指 

派之。 

二 〇 這 是 决 瀵 ^ 草 I k 的 耍 領 。 好 久 " 來 ， 一 

切都無間題，唯一待辦之事躭圩把大家業巳接受的 

决:^案見餚實施。聯合國任何會«國自知其所負義 

務且誠《求盡其義務者都小應*f這決 f義案^案爲這 

g的所提出的"解*辦法有所反對。Sir Gladwyn Jebb 

在最近一次會内〔第五三七次會,lfe〕曾提到當初簽 

訂余山奄章時,我們全體都接受了幾項基本原則,其 

中最要的原則，今日世界上對國際社會和對毎一 



會 員 國 最 * 要 的 則 ， 就 是 我 們 對 於 一 切 爭 镳 , * 

和平解决的義務。這裏砥浪一提憲章第三十三條第 

—項 

仟何爭端之當,阈，於爭端之繼續々在足 

危及國,和平與安全之锥持時，應儘先W錢 

t«J 、綢査、調停，和解、公斷、3法解决、厫域機關 

或 t n » 域 辦 法 之 利 用 或 各 該 國 自 行 擇 之 其 仙 

和平方法，求得解决。 

二 一 這 項 條 文 無 疑 地 是 適 用 於 我 們 的 工 " 

的。理事會中W入可懷疑兩當事國完全明瞭它們對 

聯 國 的 夤 任 。 兩 方 J ^ J , g ^ 明 表 卡 Ë 們 顔 盡 * 任 。 

^們巳接受珲*會規定在瞜什米爾停火的命令，並 

" 接 受 W 自 由 公 正 的 全 芪 表 决 來 求 爭 端 的 最 後 摒 

决。 

二 二 這 是 問 題 的 中 , t , Ift且我們應說，其他 

都是附,間題。如果毎一當事國都斤斤於實施的細 

節，理智就會被威情和國家面子掩蓋了， jM且因爲 

爭待太久，彼此多壻曹氣,雙方就會W爲、乃至自信 

J Ê S ^ 明 f » ̶ 細 節 都 對 主 要 則 有 損 。 這 樣 的 論 可 

説 永 無 巳 時 。 這 正 是 爭 端 雙 方 拖 延 至 今 的 情 形 ， 

Sir Gladwyn Jebb說得正 f t ,這撺情形不是可>^時M 

來涫除或減?5«的，乂須雙方表示國際精紳，眼光 

大深®周慮纔行。 

二 三 像 印 度 和 巴 某 斯 坦 這 镩 國 ^ 的 政 府 應 赴 

此時機對國際社會和S們自己表現t們>ff砍治上的 

理 1 4 o 英 聯 王 國 和 美 國 所 提 出 的 决 議 草 案 未 耍 水 

當事國犧牲原則、理《 、或甚至利益。這草Ik祇不過 

請這兩阈" ir i]例通用的方法逐步（兩國都已承a? 

有此需耍）來解決其爭端，這些方法都得我們法律 

創制者的認可，曾經實行過，窻章也,規定，而且 

三 :^來理事會建議爲避免似乎日漸成爲一危險僵局 

的最好方y" ,且 t f雙方不能直接達成 t f tm時乃是唯 

一的方法。 

二 四 這 兩 國 在 當 今 國 際 社 會 中 因 撺 稗 理 由 

贲力和道義上都佔很ifî耍的地位，兩國政府决不會 

不 睐 解 它 們 在 現 狀 下 對 兩 國 入 民 和 國 , 會 所 負 的 

«大貴任。 

二 " f f 敝 代 表 围 贊 成 英 美 的 訂 正 决 象 ， 

轷 熟 ® W 後 ， 覺 得 這 草 未 侵 犯 仔 何 人 的 權 利 而 

且其動機是"公正爲精祌和準則的。敝代表閿郎顔 

如 此 對 這 兩 大 國 的 代 表 提 出 保 且 熱 忱 希 ^ 道 不 幸 

事件得一圓满解决後，這兩國卽可得和平而艤镄 

國內發鼷的工作。 

二六夏先4^ (中國）中國代表If f l曾注意脍聽 

印度及巴某斯兩國代表在三月一日、六日，七日及 

九日安全理,會各次會譏中〔笫玉三三次》第E三四 

次、第"f t三玉次、第^三六次會譏〕的褸明，"皮咋 

日午〔第玉三八次會議〕Sir Senegal Rau的聲明。 

Sir Benegal Ran 《Sir Mohammad Zafriilla Khan兩位 

的聲明大部分是ÉiSffr此0r的史實，尤其是—九四七 

年1-月內發生的事件。中國代表囿對這間題的歷史 

背景的任何方*都>^願加J^JL判斷。我的唯一希<^是 

兩個應該是友好鄰邦和邦交最睦的國家閬爭端 

求得和平满意的解，。 

二 七 美 聯 王 阈 和 美 國 兩 國 代 * 刚 於 三 月 二 十 

一日所提出ât rCT正聯合讖免^案，在中國代表圑 

看來，正切合安全理事會求解決這爭端的精祌餌餓 

度 。 這 < ^ 譲 5 ^ 箏 * 開 諭 當 事 雙 方 注 f 們巳接受 

聯合國印度巴l£斯坩問題委員會一九四八年八月十 

三曰及一九四九年一月•£日的兩决議as, rfô且Ë們 

g 申 其 希 ^ 査 謨 、 瞎 什 米 爾 邦 的 將 來 應 由 聯 合 國 

主拧的自由而公正的全民表决來決定。聯合國主 

持 的 自 由 而 公 正 W 全 民 表 決 是 這 决 議 f ^ ^ ^ 的 主 

要 R 標 一 切 其 他 計 劃 都 是 附 屬 的 或 輔 助 的 而 且 都 

在求實現自由而公正的全民表决。 

二 八 關 於 這 锒 個 爭 端 的 最 顯 著 , 實 是 兩 當 , 

國及安全理事會都同意自由而公正的全民表决的原 

則。,些巳發:*的分歧意見至今確使咪什米爾問題 

小能解决，W這都不是對原則的盲見 I f l l是 f t犟行s 

由 i f t公JE的全民表决的^序的盲見。 

二 九 我 再 ) 說 一 遍 ， 1 ^ 赏 事 圃 間 f 見 的 分 

歧 小 在 原 則 而 在 應 枕 的 ^ 序 。 我 個 八 的 鄙 見 爲 這 

樺 f 見 的 分 歧 若 不 能 由 直 接 è f e 判 解 决 就 應 由 ^ 三 

者解决。幸而^此,言，聯合國大多數會員國和安 

全理'袢會大多數理^國都與印度及巴某斯 i f l友好， 

且對査謨瞜什米爾邦的最後處置都年直接關係。4nf 

論這兩當事國如何反對本理事會、委員會W及最近 

我們的代表所提出的各稗建翁印度與 巴某斯W都 

未指我們偏私或不公正。,實上，我認爲理事會、 

聯合國印度巴某 iÇfS問題委員會及我們的代表都是 

極爲公正和很有耐 ' t:的。 

三 0 這 决 蠡 衆 草 步 規 定 由 國 際 法 院 院 長 與 各 

當事國商同指派一公斷A或一公斷委員會裁决一切 

*央爭點。凡遇聯合國代表與印度及巴某斯 iH代表 

彼此商瀵尙不能解决的程序上的爭點便用這個辦法 

處理。如此擬譏的公斷辦法是絕對公平與正直的。 

三 一 卩 卩 度 代 表 對 於 决 ^ , 案第六段中公斷 

辦法的規定曾提出反對〔第五三八次會Bi〕。我極爲 

尊fl^ Sir Benegal Rau和他在昨天下午所說的話，0* 

我 仍 越 爲 這 項 提 譏 ^ 現 時 情 况 下 是 ： ！ 决 譏 免 的 

主要規定。"^聯王國、美國、巴两、荷覷、厄瓜多、法 

國和其他國家的代表，都持有這稗見Mo 



三 二 中 阈 代 表 圃 贊 成 這 决 讓 象 草 l i f 的 要 點 。 

1,會接受這提粜並且 

1:什米爾邦劃爲非 

軍 * 1 § 5 。 劃 ^ 非 軍 事 區 問 題 一 j â f e 全 民 程 序 的 

財 論 甫 S i r Dixon的建〔S/1791〕與理事會及 

委員會的建讒赂有不同。Sir Senegal Rau曾费力地 

說明這兩者之不同。我承齄其閬確,不同之處。自 

由而公正的全民表决很可能不需耍把該邦全。 节劃爲 

非帀事1?̂ ， 《5且^隊W佈防如安排得當也可"對全 

民表决的結果無影響或極少影驟。根據這禅镩《由, 

中國代表閻將小堅持將該邦全nM5割爲非审亊IÎS而赞 

成美國與英聯王阈的决譏集草|fe。 

三 三 瞜 什 米 爾 間 題 有 一 新 發 ^ , 這 就 是 决 
Ife*^前文^三及笫： f i»所提到的阈民瀵會。中 

阈代表斷對於這一點極感疑慮。這樣的一個國民議 

#町能梂取一項决《^官布査謨咪什米爾邦屬印度 

或在^？：^中加上這伟一項條款。這稗行勋辫論那 

一 撺 形 式 表 卡 都 小 合 本 理 事 會 所 , É A M 决 議 和 委 

員會的各項决議，Sir Benegal Rau對這一點的聲明 

雖 躕 温 和 ， f g 可 惜 不 很 明 確 。 可 ê 我 由 他 的 聲 明 

推St沒,作這镩决議或憲法條坎的盲®,我1^>^我 

ft^推渝是對的。然而這個國民議會可能W他梯方式、 

妨害這問題的解决。第一，在全民表决前通過憲法 

就有决定踏什米爾對印度的正式確定關係《趨向， 

或至少表現有這榑趨向。第二，國民議會可能^過 

的 ^ 法 ， 也 會 將 瞜 什 米 爾 邦 W 政 治 組 蛾 規 定 得 與 

印度的政治組織恰相H*»合，因而就表明喀什米爾是 

屬於印度的。這榑可能It形會引起猜疑激勖威Itifll 

使；！問題的解决比現在更爲困難。 

三 四 這 間 題 解 決 W 前 ， 木 瑚 事 會 有 權 希 " ^ 

兩當事國勿採措施使這問題更爲複雑。訂正决 

草 確 符 合 憲 章 規 定 " 及 和 平 與 友 好 國 際 閱 係 W 

" 刖 , 我 减 度 與 巴 某 斯 坦 的 領 袖 都 能 接 " ^ 。 

這問題是如此嚴,與如此複維，致無人願作過分 

率的解Jt。反之，這間題旣極爲嚴《"又不宜作不 

乂要的延擱。這决a杀*草案所規;的主要辦法是如 

此顒明地正確，埋事會至少要龜力求其實施。 

H £ Mr BEBLER (南斯拉夫）我願就南斯拉 

夫代表圑對於英聯王國及美國代表m對瞎什米爾問 

題所提訂正决^案《？毖的一般餓度，作一簡單說明。 

三 六 這 一 爭 端 現 a 演 成 安 全 理 事 會 中 最 祓 雜 

問題之一，其實Pï^發生地3«從地fl»上講，距南斯 

拉夫實在甚Jto但我們仍一樣深切瞭解這問題如蛾 

續不得解决不傅會影響兩會員國間的關係和妨礙四 

嗨什米爾人民的搽<?i經濟與文4t發展，Ifil且會 

使世界上對和平與去全最敏成的1^域處於極危險的 

| # 《 。 理 事 會 P - — 再 表 示 ? 現 時 應 苒 有 行 動 " 求 

此問題的解决，我們也竭誠同表此榑ife«l。 

三 七 我 們 極 注 盲 脍 聽 當 事 阈 本 身 與 i l 事 會 其 

他代表的 f見。我們也曾研究此^的事實背景，尤 

其是全今爲求解rJt所作的各埤努力，因此我們得到 

了若千一般的結論。 

三 八 依 我 們 的 見 解 ， 這 問 題 有 三 個 特 點 。 S 

一是當事圔對於解决的一般原則a有Kimo第二是 

在這榑一般原則的實施上有幾點意見小同，彼此堅 

抒小T?。第三——這是《a被忽癎的一點——是事實 

明 有 若 耍 問 題 是 可 W 達 成 協 譏 的 。 例 如 I F 式 

停戰及劃定停戰界限等任何和平解决的主要先決條' 

件 ， 都 t « 達 成 而 且 這 稗 協 螽 是 由 黉 事 國 閱 直 

接諫剩加上聯合國多多少少千" t&助而達成的。 

三 九 這 禅 I * 形 就 指 明 理 事 會 求 消 除 當 事 國 現 

時的紛歧意見所應遵循的途徑。南斯拉夫代表團i«l 

爲我們應該p£法助當事圑以直接商洽及由其本身 

努力遂漸减少紛歧意昆的範圍，進而求得對»方顯 

然 都 , 好 處 的 解 決 。 這 稗 辦 法 恰 是 S i r Owen Dixon 

*盡力景從事解决時最後《株的辦法，我們W爲一 

般言之，這小俺是解决這類間題的最妥善辦法，且 

就現時淸^言，也是我們對這嚴《問題能fWKj唯一 

典正有益的貢獻。 

四 〇 當 然 還 , 另 - 稗 途 徑 ， 就 是 1 钛法替當事 

阈 提 出 解 决 辦 法 而 小 是 弑 助 它 們 自 解 央 也 就 是 

根據t:們業巳接受的原則，定寸-瀵際實施方:《!0強 

令 當 事 國 雙 方 或 一 方 予 " 實 行 。 我 " 爲 這 種 方 法 小 

傅極可能是無用的，rfB且甚*可"破墩這未决爭鱅 

尙可有的《^解機會，m且减少《5非增加全郎解的 

^ ^ 。 
m—敝代表爾曾根據這些理由仃細研究過理 

事會當前的决議 t^^* ,尤其是該as正文的後半部 

分。我們威覺遺慽的是我們小能小Jill爲這决漭 

* 是 趨 於 採 取 上 述 的 第 二 途 徑 而 未 對 , 麵 採 取 第 

一 途 涇 的 可 能 ， 加 详 盡 研 究 。 所 W 我 對 這 讒 * 小 

得小放棄投擧權。 

四二 Mr GROSS (美利堅合衆國）安全理事 

會各位代表咋H與今晨所作蘀明都很精詳。我所能 

铺充的恐怕未乂能幫助理事會對於英聯王阈和美國 

聯合所提訂正决蠭Ik草 is達成結論。但我願對Sir 

Benegal Rau咋日聲明中所提出的一點略表鄙昆。 

四 H 印 度 ' H 越 代 表 小 贊 成 决 議 I s e i k 的 正 

文，就我的瞭解，是因爲他解稃這決議卖^HE的第 

三段和第六段對巴基斯Jfl授予會商之櫂，而聯合國 

印;？巴基斯ffl間題委員會一九四八年八月決議案卻 

無 如 此 規 定 。 我 相 信 S i r Benegal Rau是說安全理 



事會赏前的决議ISs草*又把一九四八:^八月决議* 

巳解决的問題再提出計論， I fe說該讓巴：斯坦 

來千涉前ft小-t?其下涉的間題，又說該歩對於W前 

縝得印度同意的决定，現授權公斷員決定。 

W 四 我 祇 能 說 三 月 二 一日所交理事會的訂 

正 决 瀵 責 成 聯 合 國 代 表 經 與 印 度 及 巴 基 斯 i H 

兩國政府商義後，根據業經同意的聯合國兩决讒* 

來執行非軍事厫域的割定。爲達此目的，他就顯須 

與巴基斯坦政府並且還要與印度政府商譏徵求兩政 

府的意見。-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决讒案第二部前 

文內就說1 

统方政庥於接受第一部所述 i t卽停止敵 

對行動的建議時，Ê卩同時接受下列各原則作爲 

擬定休戰铋定的根據，至於此項休戰協定的細 

節，應由該兩政府代表及委員會商定之。 

聯合圃代表於擬定這些要的細節時應有自由小{g 

與巴基斯tf政府而且與印度政府會商。 

四 5 在 我 們 看 來 ， 聯 合 國 委 R 會 兩 决 識 * 祇 

定 了 一 個 綱 領 ， 所 有 細 節 尙 待 擬 定 。 這 決 譏 * 對 

於非軍事區的割定和全民表决,並未定,完慷計劃。 

兩赏事國a承諾由聯合圃來主抒一公正無偏的全民 

表決來解决隸屬印度或隸屬巴某斯ifl之爭，兩方要 

BP此辦理就^«會同聯合國代表根據這綱頜來擬定和 

研究其細節。兩赏事阈對於根據聯合國委員會兩决 

議免所定綱領而擬的細節彼此若,不同 f處，就乂 

是因爲雙方對這綱領持有不同的解释。在這榑淸形 

r ， ？R有解决辦法 > 因此我們建m採用公斷的辦法。 

M 六 我 們 爲 兩 赏 事 阈 的 承 諾 和 安 全 理 事 會 

依法應求這爭端的解决36小因這兩决i^*的通遇就 

算 完 事 U 這 小 是 問 題 的 終 結 3 印 度 和 巴 某 斯 兩 國 

政府所承諾的是W自由Ift公正的全民表决來解决這 

铼屬的問題。 

四 七 荷 蘭 代 表 M r von Balluseck昨日曾很明 

白地捎出査謨瞜什米爾邦人民的自决權一經承認後 

(這巳經兩赏事國承認），就應能*得一樺程序可使 

咪什米爾人民選擇顔躕印度或屬巴某斯tf。 a=我們 

看來，我們現在面臨的間題就在須擬出一稗稃序 

使兩黉事國能實踐這個主耍的諾言。我"前講過， 

暹就要造成一禅環境使瞜什米爾人民能小受恐嚇來 

投票决定歸屬問題。如果反對把仟何ffi礙達此結果 

的事項交付公斷，則如何能打破這危險的僵局。 

四八安全理事會中所有a發言的理事都E^w 

明這决讖^提出時所根據的精神。這禅精神是出自 

3&懇的信含，饑爲安全理事會爲助成爭端的解決i«4 

I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兮，一凡叫八,十一月 

1»英文4^第=十二 

須提出合理的辦法以jît兩赏事阈自己不能解决的爭 

*A得有一迅速而彼此可接受的解决。 

四 九 主 席 在 請 最 後 一 位 發 言 人 發 言 H i f , 我 

願 請 理 事 會 / * 意 我 打 算 一 俟 他 發 言 完 畢 後 就 把 赏 

的 訂 正 決 議 ^ 葶 * 交 竹 表 决 。 

£0 Sir Gladwyn J E B B ( 英 聯 J 國 ） 我 想 我 

也仂效美國代表很簡單地對类國和英聯王國兩代表 

閼在三月十二日提出的訂正决讒草案的計論期內 

所生的一：:問題加 "tt論。我當然希望這决讒 

卽刻交付表决。 

五一首先，我應該說這决瀵Ik草象的提象者 

是 如 何 高 與 ^ ~ 一 ^ 我 們 全 體 都 是 如 何 與 — — 看 

到安全理事會理事都公餺我們爲求解决這間題應集 

中/1意於一最雀要W)f則，就是査謨啄什米爾邦將 

来隸屬何阈磨由聯合國犟行全民表决來决定，：行 

表决的環境耍能讓境內居民小受仟何對結果有關的 

當局的小IE當的下沙，而表e其収捨。我確信Htf論 

如 何 有 - 件 事 是 令 安 全 理 事 會 各 理 事 成 到 有 望 

的就是印度和巴某斯坦兩阈政府代表巳乘申兩政 

府 願 連 守 這 則 。 

‧fi 二美國代表巳錚提過，主席本人昨日對Si 

事會的聲明中也巳經很明白地說明了這原則。我對 

他講的一話Fn象很深，各位若小反對，我願會引 

述一逼。他說〔第"ft三八次會識〕 

伊-奄謨瞜什米爾邦的人民自決權一 承 

認（&铧承認)爭端雙方一經明白承認（a桴如 

此承認)其M權違反人民願望锥加一解决辦法， 

芮rfl i承認當地八民的顦乂須审於鄰國的顔^ 

與要Jè,就應能求得一樺程序、造成一種最有利 

的環境讓人民不任何镩類的威脅與恐嚇，自 

由表示實*而决定取捨。 

主席的有力辭令表明這問題的整侗關鍵，^國 

代表和我擬具我們的提Ik時，也是W這爲根據。 

五三 Sir Benegal Rau昨日在理事會所作賴明 

中提到這提âsW兩點說，在印度政府看來，不但小 

合事實，而且不合委員會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及 

一九四九年一月玉日兩决讒*中所載協―杀a我願意 

對這兩點略加評論。 

玉四第一是闢於瞜什米爾大君對歸附所作的 

决定是否合法問題。關於此點，我要玄刻聲朋我小 

擬作一榑言語之爭，我的飽箏朋友頗具辯才，和他 

爭辯我恐怕最後是他勝利。我不想引起這場辯論。 

可 是 我 總 懷 疑 如 果 讓 理 事 會 追 究 這 原 則 到 同 盲 

"前的事而來訂論大君對歸附所作的决定是否合法 

問題可令這爭端易*^解*。理事會對於這一問題巳 

聽過雙方的論據。我管大家都看得很明顯，理事會 



若這方面作詳盡的考慮，就一定要研究大君何W 

會函印度請求歸併d到了那時，理事會如何能不研 

究f時的一切淸形，JflJ且根據這®淸形看來，那時 

歸屬間題的决定一看就覺得是"完全不同的原則爲 

根據？敝國政府自理事會開始計論這問題W來，就 

覺得我們集中注意於全民表決間題以及使這表决 

得公平舉行的方法。 

M所W,我在三月二十一日〔第:E三七次 

會薰〕對喀什米爾 A : 君對歸附間題所作定是否合 

法問題所發表的意見，我雖，收回之意，<H在我們 

看來，乃是A要MMo如果我在那次的意見中未詳 

論到雙方中任一::1^存這方面的耍求的是否合理，我 

ni向印度代表保譖這小是因爲我忽視或小mm'^ 

%M. ffi)是因爲我覺得論這《？要永的是否合繩 

不禽使瑚事會更接》4這爭端的解d^。 

• E 六 S i r Benegal R a u 咋 日 聲 明 中 對 , 我 們 的 

提*表示个贊同的第二^是關於公斷。他引述印度 

政府和娄員會往來函件AdUe表明有些問題業a視爲 

解 决 C 他 認 爲 公 斷 會 甫 新 提 出 這 些 問 題 而 印 度 小 

利，ifl]且ft**委員會業錚同意鼹爲巴A斯;W政府無 

權過間的一 問題,反給予巴基斯ifl政府諮?^之權。 

•fi七我蛾請理事會各理爭rt意-九四八年八 

月 十 三 日 決 瀵 免 第 二 部 開 首 卽 說 雙 方 政 府 

接^下列各原則作爲擬定停戰協定的根據，至於此 

項停戰協定的細節，應由兩政府代表及娄員會商定 

之 。 

五 八 停 戰 ^ 定 旣 尙 待 擬 定 ， 我 就 認 爲 根 據 這 

决桌*絕無小能與II方洽商的道理。這一點當由公 

斷員伞定，敝國政iff不願預加判斷。巳得同f的兩 

决 瀧 ^ 中 所 論 及 的 各 問 題 究 a 如 何 决 £ " 及 巴 某 斯 

坦政府究對何事有5&商之權，在我們看來，這兩，A 

本身就明顯地宵用公斷决定。雙方對這《tfe問la旣生 

爭論，公斷實ff是唯一適當甚或可襯是唯一可能决 

定的辦法。敝國政府的用意當然不是說任何業an月 

白决定對印度政府有利的事項現在都應該 I f作决 

定 。 富 然 不 是 這 樣 的 。 公 斷 s 赏 然 耍 到 S i r 

Senegal Rau所述的往來函件，rftl且這些函件對某些 

問 題 旣 E L 作 對 印 度 , 利 的 决 ^ , 公 斷 當 然 瓛 , 確 

這些央定。 

ft九印度代表昨日鹰B月中尙有一點我《要提 

到的C他說我自相矛盾，因爲我一面籲請印度政府 

保凍擬召開W咪什米爾阈民讒會的行動絕不ft*礙理 

事會的丁作，一面又表示敝國政府認爲歸屬問題不 

能繭爲業鸫解决的問題。我實在不能認爲這兩镩見 

解有任何相容之處。這是印度和巴某斯坦的爭端。 

潁明地，如果理事會耍向當事雙方一方籲請防止瞜 

什米爾阈民蕺會採取有礙T作的行動，這個籲請自 

紙能對印度發出。雖然我不《和這樣一位法律榷威 

來爭辯，ta我相信理事食應該蛾從下述観點來看這 

問題，ié«是這兩阈政府如何能協助實施聯合國印度 

巴 斯 坦 間 題 委 員 會 兩 决 譏 * 內 所 載 t ^ i l o 

六 〇 我 們 的 提 ^ 實 在 非 f , 簡 單 。 我 們 所 要 A 

者 是 爭 櫬 雙 方 應 全 力 協 助 理 事 會 W 來 ^ 這 襄 我 引 

述聯合阈委員會一九四九年一月玉日决議象第一項 

案文2 査謨喀什米爾邦隸屬印度或巴某斯坦問題 

將經自由而公正的全民表决的民主方法而得解决。 

六一我相信41國代表和本人向理事會提出的 

修正决議^^集乃是達此目的的最好方法，因此我 

希 > ^ 理 事 會 採 納 。 

六 二 主 席 我 現 在 把 訂 正 决 譏 * 草 桊 交 付 表 

Jto各位*前文件s/201 7/Re、 1 內 載 有 該 * 全 文 。 

舉手表决如下 

贊成者巴西、屮國、;IL瓜多、法覷西、荷蘭、土 

• ̂ 其、大不列顚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41利堅合衆 

國。 

棄權者印度、蘇維埃ff±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南 

斯拉头。 

該 决 i ^ % M A 擧 過 ， 棄 權 者 三 。 

六 三 S i r Benegil N RAU (印度）我蛾願解释 

我 的 投 票 瑚 由 。 印 度 放 棄 投 權 是 根 據 嗇 章 第 二 十 

七條第三項。 

六 四 主 席 名 5 f 上 尙 有 一 位 發 言 人 。 巴 某 斯 

W 代 表 曾 請 木 於 表 决 完 畢 後 發 言 機 會 。 我 知 道 

他 的 聲 明 费 三 刻 鐘 全 一 小 時 。 現 巳 午 後 一 時 十 

分，我要請理事會决定是g願請巴某斯《代表現tf 

發言，或現tf散會rfi]讓仙在一九"fî̶年四月二日星 

期一早晨狻言。 

A - f f Sir Gladxvyn j r B B ( 英 聯 王 國 ） 我 祇 願 

說 若 對 f « 事 會 各 现 , 無 不 方 便 最 好 是 請 巴 某 斯 坦 
代表在四月二H星期一發言，Bn且其他代表要解釋 

投祟理由時，也可a*那天發言。 

六 六 主 席 無 反 赞 意 見 , 一 致 同 意 。 那 麼 , 現 

在散會,到四月二日星期一午前十時三h分再開會。 

(午後一時十分散會。） 

2 l«JHiJ>^ P-4 4广凡卩4^4 ̶Wtli^feâ，央文4M ̶ = R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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