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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 百七十次會議 

一九五二年一月十七B星期四午前十時三十分存巴黎直幽宫舉行 

主 席 M r J CHAUVEL(法蘭两） 

出席者下列各國代表巴两、智利、中國、法 

蘭西、希脲、印度、巴墓斯坦、土耳其、蘇維埃肚會 

主義共和國聯盟、大不列顚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 

美利堅合衆阈。 

嗨 時 , 日 程 ( S / A g e n d a 570) 

― 通 過 議 事 B 程 。 

二 印 度 - 巴 基 斯 坦 問 題 

(a)聯合國駐印度及巴墓哳坦代表Mr Frank 

P Gm&w爲向安全理事會提交第二次報 

吿 書 事 於 一 九 五 一 年 十 二 月 十 八 B 致 秘 

書長函(S/2448) 

-主席及安全理事會 

新任理事國代表致詞 

― 主 席 在 沒 有 提 出 臨 時 葳 事 B 程 以 前 ， 

我 想 對 剛 剛 離 任 的 各 位 代 表 ， 表 矛 敬 意 , 並 對 今 

B卽將參加我們工作W代表們，表示歡迎。 

二 首 先 , 我 耍 向 離 任 的 厄 瓜 多 代 表 致 敬 ， 

我相信大家都和我一樣，還節得他十二月份主持 

安*理事會會議時，如何老成持重，處事有方，見 

解獨到。Sir Bencgal N Rau典我捫分手，就任 

國際司法界中一個顯耍職位，他在本會常常表現 

的一莨善意和機敏，我敢斷定對於他在海牙國際 

法 院 的 工 作 ， 一 定 食 有 很 大 W 貢 獻 。 至 於 M r 

Bcblcr ,我相信他一定會將他那堅定卓越的判哳 

能力和處事坦白的能度，帶到他將來的任何職位 

上去，他那榑能力和嗨度遒去常蓆使本食时論解 

股困雜富有生氣。 

三 新 來 的 三 位 代 表 都 ： & 我 們 久 仰 的 人 物 。 

一 位 是 M r Santa Cnw，曾任經濟暨肚會翊事食 

主席，對於本組織特別有重大的貢獻。Mr Kyrou 

和 M r Bokhan是希臘和巴基斯坦兩國分別派 

駐聯合阈的常任代表，並代表各該阈代表圑出席 

大食屈會，二位，才能和人格素爲我捫讚佩和景 

仰 ， 我 捫 向 他 m a 示 歡 迎 。 

Mr SANTA CRUZ ( 智 利 ） 本 人 此 次 代 表 

智利出任安全理事食的理事,承主席向敝阈及本 

人致詞躭迎，我應該首先威謝他。 

五智利當選安全珅事會Ï5»事國，差不多爲 

大會所一致同意，這種殊榮和重任，是智利所深 

爲欣咸的。 

六 敝 國 在 這 聯 合 國 W f i 耍 機 構 裏 接 替 厄 瓜 

多，尤其感到光榮。該國痏年來在安全理事會裏， 

代表拉丁 ^洲，卓具成就,本代表國顔追隨大會主 

席之後，向厄瓜多聲名籍fS的代表Mr Quevedo, 

表亍敬佩之意。 

七 智 利 代 表 圑 將 一 本 過 去 參 加 大 會 和 經 濟 

暨社會 ï f l事會的精神，以杀力從事安杀事會的 

工作，因爲智利以和平爲職芒，深信和平應藉聯 

合國來實現，而尤其重耍的ê藉聯合國憲章所有 

字 旨 和 原 則 的 充 分 A 施 來 實 現 ， 這 些 旨 和 原 則 

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 

八 本 代 表 阒 在 經 濟 曁 社 會 理 事 會 裏 六 年 工 

作的經驗，加强了我們封於和平耍件-一集體安 

^、鋰濟及秕會進展、和墓本人權W尊重-一認爲 

不能分割的信念。那個鋰驗也加强了我們認爲這 

許多耍件互相依存的信念。 

九 本 代 表 圑 深 信 在 經 ^ 及 社 會 方 面 的 落 後 

和貧窮，耱&形成衝突和侵畧的遠因，有時甚至 

是近因。聯合國改善這榑情31的工作是爭取和平 

最重耍《—項任務。 

— 〇 智 利 現 耸 安 ^ 事會的理事國決不會 

忘IE這些事淸和現實，並希望理事會也能以這種 

情形爲念。 

一一智利相信所有糾紛和問羁，都囉和平 

解 決 。 現 割 分 世 界 W 集 圑 ， 使 人 類 深 S 新 戰 爭 

W—切恐怖威脅，智利相信聯合國，尤其是安夺 

理事會應隨時把担機會，促成集M間的^解。在 

這榑認識下，本代表圑參加安全理事會工作，愧 

於责重任繁，自當鴆誠以赴。 

— 二 Mr KYROU ( 希 臘 ） 承 主 席 懇 切 歡 

迎，本人不勝成謝。主席適巧HL法國入而又在這曾 

經 孕 育 過 好 多 崇 高 理 想 W 「光明都市」致詞，實使 

這佃簡單的儀式具有我特別咸覺到的重大,蕤。 

— 三 希 臘 蒙 各 阈 不 棄 ， 被 選 爲 安 杀 ï f 事 會 

理事，殊以;S榮，储茲就任之際，本人謹代表希 

膽政府向譫君致謝。希臘政府深知扭任安杀理事 

會珅事，責任重大，自赏竭力從公，以副各會員 

國之雅望。 



一 四 爲 協 助 安 全 理 事 會 執 行 其 維 « 阈 ^ 和 

平奥安杀之首耍任務計，本人赏一本誠 f，純以 

客觀奥公平立塲爲依歸，以求對此重大責任，能 

稍有貢戯。 

一 五 希 腿 對 於 聯 合 阈 W î ? 旨 原 則 ， 曾 一 再 

表 明 丼 堅 定 不 移 的 信 念 。 爲 了 這 些 , 旨 和 原 則 ， 

它甚且獻出了它最珍惜W國民生命。希臘政府深 

信當聯合國主耍原則存亡絕鎮W關頭，什癍犠牲 

都是値得的。 

一 六 本 人 當 本 此 精 神 執 行 職 務 。 

一七 Sir Mohammed ZAFRULLA KHAN 

(巴基斯坦）承主席寵錫嘉詞，歡迎巴基斯坦出 

任安^理事會珅事國，本人謹代表本國政府，假 

如 可 以 WpS 也 代 表 通 常 出 席 本 會 的 Bokhan 大 

使，向主席致謝。選舉巴基斯坦爲安^珅事會理 

事阈，加諸本國的光榮，和寄奥的信託，深爲吾 

人所感受。巴墓斯坦代表圑赏努力不懈以不負此 

» # a É , 並 將 一 本 憲 章 原 i W 和 ^ 旨 ， 執 行 丼 重 大 

W責任。 

通過議事日程 

議事日程通過。 

印 度 一 巴 基 斯 坦 問 題 

餒主席邀請，印度代表Sardar H S Malik 

和聯合國駐印度及巴墓哳坦代表Mr Graham列 

席安全理事會會議。 

一 八 M r GRAHAM ( 聯 合 國 駐 印 度 及 巴 

基 斯 坦 代 表 ） 本 人 以 聯 合 國 駐 印 度 及 巴 基 斯 坦 

代表身伢，謹向安全理事會各HP事正式提出報吿 

書，文件S/2448。 

一 九 安 全 珅 事 會 對 於 印 度 和 巴 塞 斯 坦 間 關 

於査讒喀什米爾邦的糾紛詳淸一定是很熟悉的一 

一這個問題自一九M八年一月以來卽曾斷賴的爲 

理事會討論。因此本人覺得這個問題W歷史和從 

那時起演變的各個階段，似乎沒有重行敍述的玄 

耍。安全理事會W理事封於那些事赏都是知道的 

二 〇 一 九 五 一 年 十 月 十 五 B 本 人 向 安 杀 理 

事 會 提 出 第 一 次 報 ^ 書 1 ， 說 明 本 人 怎 様 執 行 安 

杀理事會一九五一年三月三f日决議案[S/2017/ 

1見安全理事會正式自，第六年特刖捕黼第二 18 

CS/x37S>» 

Rev 1]所給與的任務。十月十八日本人復向安杀 

珅事會提出陳述，補充^報吿害，陳述內容在力 

求說明喀什米爾問題的癥祜[第五六四次會議]。 

二 一 安 杀 翊 事 會 當 â l E 得 一 九 五 一 年 卜 一 

月 十 日 [ 第 五 六 六 次 會 議 ] ， 曾 肴 本 人 耱 續 努 力 ， 

以獲取當事雙方對於査m嗨什米爾邦解除軍備計 

割的同實，並向安^理亊會報吿本人受命致力各 

項問題[S/2392]的經過和意見。在安全理事會限 

定的六個屋期以内，本人提出現在W報吿書 [S / 

2448]0 

二 二 印 度 和 巴 基 斯 坦 政 府 關 於 解 险 軍 備 原 

則的立鴣載聯合國代表第一次報吿書第三十七段 

至 第 四 十 四 段 ， ^ 數 段 内 容 與 同 報 吿 書 第 三 十 五 

段發生連帶關係。 

二 三 聯 合 國 代 表 奉 行 使 命 W 最 初 階 段 和 這 

第二次調處期間，發現雙力不僅對於解除軍備所 

需 的 階 段 眘 見 不 同 ， 而 且 有 一 禅 ^ 懼 和 緊 張Wit 

緒存在着，這穉恐懼和緊張淸緒至一九五一年夏 

季時愈趨顯著，協議的進行，因此大受ia搔。 

二 四 他 們 意 見 不 同 的 地 方 和 發 生 恐 懼 的 原 

因，就當事一方或雙方的意見言，不外下列各端 

戰爭狂，停火線上觸犯協定的行爲,軍隊的移動， 

査謨喀什米爾邦行將召開的制憲大會問題，解除 

軍備方案的赏施步驟，執行解除軍備計劃所需的 

時間，自由喀什米爾部隊解除武裝奥解散W時期 

和人數，及其典印度和邦轄軍隊撤退和裁狨的關 

係，解阶軍備期限終了時雙方沿停火界線留駐軍 

隊W人數，關於任何時間任何淸3 i下保持全邦安 

^ 的 ^ 點 ， 及 杀 民 表 決 事 宜 耱 監 視 事 W B 期 。 

二 五 爲 了 克 服 這 些 困 餽 ， 涫 除 猜 疑 和 恐 懼 

。f?，縮小意見不同的範圍並協助雙方獲致協議 

起見，聯合國代表擬訂十二項提議，於--九五一 

年九月七日致送兩國政府，請其考盧，以爲解除 

軍備計割協議的基礎[S/2375,附件二]。 

二 六 對 於 第 一 、 二 、三、四各項提議的同意 

本人於第一次報吿書內曾說明各該提案W範園和 

雙方政府對於協議草案頭P3項提議的同意[S/23 

75第四十九段至第五十八段]。 

二七對於第八、九、十一、十二各項提議W 

同意在我現在正式提交安全理事會的報吿書襄， 

我曾指出（S/2448,第二十七段）兩國政府又同 

意四項提謠一一八、九、十一、十二惟對第十二 

項 提 議 有 若 干 保 留 ， 該 項 保 留 見 同 報 吿 書 [ 第 二 

十八段]。對；6SI些問題的詳淸，我想不^—一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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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八關於第五、六、七、十各項提蕺未镀同 

意 聯 合 國 代 表 很 抱 歉 ， 不 得 不 向 安 全 》 事 會 報 

吿，兩國政府對於協議草案第五、六、七、十各項 

提議商取同意一事，未獲切賁進展[S/2448第二 

十 九 段 ] 。 、 

二 九 第 J £ 項 提 議 按 諸 ^ 五 項 提 ^ ， 聯 合 

國印度巴基斯坦問題委員會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 

B載有休戰協定原則的決^案第二部分及一九四 

九年一月五日決讖案分段四（a)、P3(b)2內所計劃 

的解除軍備應統鏵陸績赏施。該項提^目的在求 

解決自由喀什米爾部隊分期遣散和解除武裝及每 

期 逍 散 和 解 ^ 武 裝 的 人 數 " 及 印 度 及 邦 轄 軍 隊 的 

撤退及裁減各項問題。 

三 〇 安 全 理 事 會 各 位 事 ， 如 果 還 記 得 聯 合 

國 印 度 巴 基 斯 坦 問 題 委 員 會 第 三 次 K 時 報 吿 書 3 

裏所說的，當能了解本代表何以不再對這個問題 

加以詳細的銥述。 

三 一 第 六 項 建 4 1 爲 涫 除 雙 方 因 未 議 定 解 

除軍備所需確切昨日而發生的不定狀態，和此稀 

狀嗨所產生的恐懼和不安起見，始有第六項建議 

向 雙 方 提 出 。 此 項 建 ^ 内 規 定 ^ 第 九 項 建 ^ 所 稱 

兩國政府代表另有決定外，雙方應於杀部協定簽 

字後九十日内完成解除軍備W手績。 

三 二 印 度 政 府 覺 得 它 有 防 止 敏 入 侵 畧 戈 大 

規 模 谮 入 ^ 邦 ， 以 維 護 該 邦 安 ^ 的 贲 任 ， 鑒 於 最 

近停火界線他方躍躍欲戰的淸緒，認爲於九十B 

或其他任何類此的特定期間內，殊不可能有把握 

將全民表決階段以前的一切^要手績完成 ！ 

三 三 依 軍 事 專 家 們 的 者 見 ， 因 爲 季 節 、 冰 

雪、山地、邊遠和交通困難穉稀關係，撤返工作在 

在冬季及初春幾不可能進行，爲了顧及此項事赏 

同時爲使專家們認爲解^軍備協定成立後所走生 

的和平窣氣能有充分時間發揚滋長起見，聯合國 

代表認爲解^軍備階段至遲應於一九五二年七月 

十五日以前結束，除非印度巴墓^坦兩國政府代 

表依照第九項建議另定日期。 

三 四 第 七 項 及 第 十 項 建 議 第 七 項 建 議 規 

定解除軍備實行之粘果，應使雙方於上稱階段終 

了 時 之 情 如 下 

(a)停火界線巴莶斯坦方面 

Çi)凡通常不居於邦境內而爲戰爭目 

2 見 鏠 理 事 會 正 龅 錄 , 第 三 年 ， 一 九 四 ; ^ 年 十 一 H 份 

捕g|(S/iioo)，英]fc*第三+二茛第四年，一九四九年 

―n amm^ / i "6)英文本第二十三茛0 

3見安全理事會正式杞錄第W年持刖袖編第七眯CS/143° 
Rev 。第一七七至第二七段。 

W進入^邦之部落人民及巴基斯坦 

國民應已徹退 

(il)巴某斯坦軍隊應已徹離^邦， 

(1 " )自由喀什米爾部隊之大規模遣散 

及解险武裝，應已實行。 

(b)停火界線印度方面 

(1)在^邦境內之大部分印度軍隊，應 

已徹離 

(il)於上述分段(b) (1)所指之行動完成 

後，留擊該邦境內之印度及邦轄軍 

隊，無é丼尙須撤退或裁滅，應已 

照規定實行 

俾 於 上 開 第 六 段 所 期 間 終 了 時 ， 在 

現在停火界線之巴基斯坦方面留駐保安部隊 

人，在停火界線之印度方面留駐 隊 

人 。 

三 五 大 家 赏 Ï E 得 聯 合 國 代 表 在 這 項 建 議 裏 

對於解除軍備期間終了時，停火界線兩方留駐軍 

隊的人數沒有註明，W便兩國政府嗣後墟入。 

三 六 巴 基 斯 坦 建 議 在 停 火 界 線 兩 邊 ， 包 括 

邦屬民軍，每方似宜留駐四千人左右的軍隊。 

三 七 印 度 建 議 的 辦 法 則 規 定 （ 1 ) 自 由 喀 

什 米 爾 部 隊 應 杀 邦 解 除 武 裝 遣 散 （ 2 ) 童 組 保 安 

部隊，人數四千，其中一半武裝，一半非武裝 

(3 ) — 半 爲 自 由 喀 什 米 爾 的 徒 栾 ， - 半 非 爲 自 由 

喀 什 米 爾 的 徒 衆 （ 4 ) 此 項 部 隊 應 由 聯 合 國 軍 官 

或 本 地 人 指 揮 ， 不 得 由 巴 某 哳 坦 軍 官 統 率 。 

三 八 印 度 建 叆 在 停 火 界 線 印 度 方 面 ， 應 留 

駐步兵一師及配合該師之特棟兵隊，經計算爲耱 

數 二 八 ， O O O 人 。 此 項 耱 數 不 包 括 邦 » 民 軍 約 

六千入，印度認爲此種民軍爲邦？3瞀察人員，不 

應計算在內。 

三 九 在 巴 ^ 開 始 會 商 W 時 候 ， 聯 合 國 代 表 

請 雙 方 集 中 注 意 力 於 兩 個 基 本 的 問 題 （ 1 ) 解 除 

軍備期間終了時，停火界線兩方留駐軍隊的最少 

人數（2)確定印度政府何時可使全民表決事宜耱 

監到職視事。 

mo印度代表表示印度有維持該邦治安的 

责任，關於留駐軍隊的入數和有關w軍事問題，事 

關 ^ 邦 安 ^ , 他 需 耍 徵 詢 軍 事 專 家 w 意 見 。 

四 一 爲 此 ， 聯 合 國 代 表 的 軍 事 顧 問 曾 分 別 

與 印 度 代 表 的 軍 事 覷 和 巴 * 浙 坦 代 表 ， 就 有 關 

的軍事問題，作純粹探"性質的w論，此存本人 

現所提W報 ft書內業已述及 [S/2448,第十二段 

及第二十一段]。雖然第九項建議規定由印度、巴 



基斯坦二國政府代表陈同各該國軍事顧問存聯合 

國主持下，按協ni l草案規定，開會商擬解^軍備 

方案，可&在上述W論期間封於軍隊分期撤退問 

題，也會加以W論，不過W不妨礙協議草案第九 

項建^的規定爲限。從适些W論的內容來看，雖 

然對於若干軍隊的分期撤退問題，可能業已獲致 

協議，但是妨礙協議成立的墓本問題，大致還是 

和從前一樣，對於解除軍備期間終了時留駐軍隊 

的數量，雙方耆見，仍不一致。此外，因爲計劃 

統簿陸績進行解^軍備，且一九四九年一月五B 

決遴案分段四，（a)及（b)曾授權^民表決事宜耱 

監與聯合國代表及各有關當局會商軍隊最後處置 

辦法，解^軍備期間定期委派令民表決事宜總監， 

îr爲^需。關於這個基本間題，雙方也未能有一 

致的意見。 

四 二 仴 是 ， 我 耍 提 一 提 ， 因 爲 此 項 軍 事 上 

^ 正 式 探 討 的 ， 結 果 印 度 已 同 意 增 撤 軍 隊 七 千 。 

如此，印度及邦轄軍隊的耱數便减IF二一， 0 0 

〇人（邦屬民眾六，〇o〇人不在內）加上丼他已 

經赏施的裁滅，一九四九年一月一日停火時該邦 

境內之印度軍隊和邦軍人數耱計似將狨少百分之 

七十五W上。 

四 三 巴 墓 斯 坦 代 表 表 示 任 何 比 例 的 裁 狨 , 

不論裁滅入數如何衆多，P基哳坦一自由喀什米 

爾 方 面 乂 將 作 相 埒 的 钹 減 ， " 推 行 所 擬 解 ^ 軍 備 

方案中彼此遂歩互滅的程序。 

W 四 印 度 及 巴 基 哳 坦 兩 圃 政 府 對 於 聯 合 國 

代农所提基本問題W正式答覆，證赏兩國政府對 

於 最 基 本 問 題 的 , 見 , 適 然 不 同 。 

四 五 印 度 同 啻 增 撤 軍 隊 七 , 〇 〇 〇 人 以 後 ， 

認 爲 解 ^ 軍 l i期 間 終 了 時 ， 停 火 線 印 方 ， 险 邦 屬 

民軍六，〇oo人外，應留駐印度軍及邦軍耱數二 

一，〇〇〇入，他方則應留駐武裝保安隊二 ,o〇 

〇人，非武裝隊二，〇〇〇人，所有留駐人數中， 

前已言及一半I自由喀什米爾部隊的徒衆，一半 

不是自由喀什米爾部隊的徒衆。 

四 六 巴 墓 斯 坦 認 爲 解 阶 革 備 期 間 終 了 時 停 

火界線的兩方，嗯各留駐軍隊杓四千人，佴&爲 

了逹成協遴起見,願讓印度方面留駐的人數稍多。 

四 七 兩 國 政 府 認 爲 解 除 軍 備 期 間 終 了 時 停 

火界線兩方留駐軍隊W人數,差別如此之大，此刻 

顯 然 封 於 第 七 項 建 ^ , * 法 獲 得 雙 方 的 同 意 。 

四 八 關 於 雙 方 究 應 留 駐 軍 隊 人 數 多 少 ， 聯 

合 阈 代 表 因 爲 缺 乏 一 方 面 的 審 門 智 識 ， 無 法 提 

出具體建議，但是他願意提出幾項原則，作爲處 

» 這 個 問 題 W 根 據 。 他 建 議 0 ) 解 除 軍 備 期 間 

終了時，停火界線兩方留駐軍隊人數應儘量滅少 

(b )留 駐 人 數 /1典 一 九 四 九 年 一 月 一 日 ^ 停 火 界 

線兩方所有軍隊入數成比例。 

四 九 黼 於 第 一 點 ， 理 由 很 明 顦 印 、 巴 兩 

方都同意解^査謨嗨什米爾邦的箪備，且安全理 

事 會 已 建 ^ 解 除 軍 備 的 赏 施 。 

五 〇 關 於 第 二 點 ， 聯 合 圃 代 表 靱 爲 解 除 軍 

備的方法，就;g:軍隊的撤退、裁滅、解除武裝和 

逍 散 最 簡 * 明 瞭 而 又 極 可 行 的 原 則 ， 便 是 協 調 

逑步解除箪備的過程，以便於解除軍備期間終了 

時 ， 照 - 九 四 九 年 一 月 一 B最初停火時钹方所有 

入 數 的 比 例 , 保 留 爲 數 極 少W軍 隊 。 

五 一 關 於 杀 民 表 決 事 宜 總 監 就 職 W 間 題 , 

聯合國代表於第十項建镞中主張印度政府應使全 

民表決事宜總監，至遲於協定簽字B起，預定之 

九十日解除軍備期間最後一 B前就職。 

五 二 巴 基 斯 政 府 認 爲 ^ 民 代 表 决 事 宜 耱 監 

在聯合國印度巴基斯坦問題委員會一月五日決議 

案分段四（a)及（b)規定下W職赍，對於陸親進行 

的整個程序有相輔相成W作用，因此該總監應於 

此項程序的最初階段就職。 

五 三 印 度 政 府 認 爲 杀 民 表 決 事 宜 總 監 , 臃 

於該邦境內停火線兩方情31容許着手進行杀民表 

決事宜時任命之存此以前任命，爲時均屬過早。 

五 四 聯 合 阈 代 表 的 意 見 認 爲 對 於 杀 民 表 决 

事宜耱監就職的日期，如雙方能有具體的同意，^ 

能 更 j i 一 步 培 養 友 睦 的 窣 氣 。 明 訂 ^ 民 表 决 事 宜 

總監就職的確期，赏爲軍備解除時各項複雜問題 

迎》而解的主耍關鍵之一，確期一定，十二點方 

案可能因此而綜合赏施，確期一定就可很淸楚的 

表 / 亍 解 险 軍 備 非 僅 ^ 耍 ， 且 在 ^ 行 ， 而 * 民 表 

決 的 ^ 言 ， 不 久 亦 可 赏 現 。 

五 五 聯 合 國 代 表 認 爲 杀 民 表 決 事 宜 耱 監 躭 

職的最妥日期並不在預定解除軍備期間的開始， 

也不在這個期間的中間，而在這個期間的最末一 

天，也就是不會遲^—九五二年七月十五曰。 

五 六 由 於 以 上 所 述 ， 聯 合 國 代 表 認 爲 根 據 

一九五一年九年七日提交印度及巴基斯坦政府W 

協議草案一一該草案载聯合國代表^—次報吿害 

第六十段[S/2375] —一解除査謨喀什米爾邦軍 

備問題，吶國政府封於脊見主耍分歧之點，所持 

立塲，並無重大改變。聯合阈代衮越爲阑阈政府 

， 於 — 九 五 一 年 九 月 七 日 建 議 耍 點 , 竞 見 癍 然 不 

同的原因，是由於他IW對於各該阈在査謨瞜什米 



爾 邦 境 内 所 地 位 ， 觀 念 不 同 所 致 ， 此 點 已 於 第 

一次報隹書第三十五段內述及。假如我ira還HE得 

印度巴墓斯坦兩阈政府於接受聯合國印度巴基斯 

坦問題委員會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B決議案時所 

採的不同態度，我捫對於這個問題，一定可w看 

得更淸楚一點。 

五 七 印 度 政 府 在 該 國 耱 理 一 九 四 八 年 八 月 

二 十 日 來 函 [ s / i i o o 第 七 十 八 段 ] 所 稱 的 了 解 

下，接受聯合圃印度巴基斯坦問題委s會一九四 

八年八月十三日決蕺案所提建議，實際上等於說 

接受停火辦法，而巴基斯坦政府直至一九四八年 

十 二 月 [ S A 1 9 6 , 附 件 五 ] 狻 悉 聯 合 國 印 度 巴 基 

斯 坦 問 題 委 員 會 爲 引 申 - 九 四 八 年 八 月 十 三 B 決 

議 案 第 二 部 分 篛 ， 向 雙 方 提 出 嗣 後 爲 一 九 四 

九年一月五日決議案確定的査^喀什米爾邦境內 

全 民 表 決 厣 ^ 和 程 序 的 建 ^ [S/1196,附件三] 

後 ， 才 接 受 八 月 十 三 B 決 議 案 W 建 ^ 。 換 言 之 印 

度政府顔意接受翠純W停戰辦法，而巴墓斯坦政 

府在未镀得保證，以確保査;^喀什米爾邦內人民 

得在聯合國國際機構主持下藉^民表決方法以自 

由公正方式表矛其意*以前，則不大願者接受停 

戰辦法。 

五 八 聯 合 圃 代 表 認 爲 他 ^ 須 强 調 聲 明 ， 根 

據 他 的 餒 驗 ， 除 非 經 S 某 稗 方 式 的 建 議 , 對 於 

(1)解除軍備的確定期間（2)解除軍備的範園， 

和 解 除 軍 備 期 滿 時 留 駐 軍 隊 的 數 量 （ 3 ) 全 民 表 

決 事 宜 總 監 正 式 就 職 的 日 期 各 項 問 題 已 覓 得 解 

決，則聯合阈倘根據印度巴基哳坦問題委員會一 

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和一九四九年一月五B決議 

案依各該決議案本身規定或聯合國代表向赏事國 

所提協議計劃的程序，爲冗査謨喀什米爾邦解除 

軍 備 從 事 任 何 磋 商 ， 而 屆 時 淸 和 現 在 一 樣 ， 此 

梯磋商都將遭遇差不多不可克服的困雜。 

五 九 栴 國 政 府 協 議 解 除 軍 備 ， 對 査 謨 喀 什 

米爾W人民對印度和巴墓斯坦兩國人民都有重大 

W意義。同意第七項和第十項建議，也許可能使雙 

方對於第五、第六兩項建議中的若干點，獲得同 

意，同時可能如過去已經提到的成爲結合十二項 

建議使之成爲一有效綜合方案的樞鈕，並奠定實 

施全民表決的墓礎。 

六 〇 査 謨 喀 什 米 爾 人 民 有 資 格 運 用 自 由 、 

可靠、公正的*民表決來享受他捫民族自決的權 

利全民表決的舉行足使他們所得的諾言赏孭。査 

®嗜什爾的入民昆一個充滿史話、歌謠和故事的 

民族，提到他們，你可以瞑想那白雪積頂的畢山， 

佳木^籠的山谷和生命源泉w河流，山谷點癍存 

一脈的山色間，有如寶石，羣山圍繞那査謨喀什 

米爾邦的鄉+和人民，從那世上罕有的高峯，溯 

自不可知的往古一直在俯視他們。這些人民有的 

是囘敎徒，有的：&印度敎徒，有的是錫克入，也有 

的是基督信徒，他們在這停火線兩側的地區裏,多 

少世紀來不論是農人、工匠、藝人、開小铺子的、船 

夫、夫役或者 I他楝工作w人，—直都在遭受剁 

削和戰蹒。在聯&國的主持下，承認這些歷史悠 

久人民的權利和尊餒、安全和自決，對於世界上 

沒有獨立的人民很可能成爲一個表明民族自決所 

具前進惯値W好榜樣。査謨喀什米爾W人民藉自 

由和公正的*民表決,在這薆密重重W時代裏，定 

會爲我們帶來希望的曙光，吿訴我們世界入民決 

定他們自己的命運和自己的生活方式赏在的可靠 

辦 法 不 a © 刀 槍 而 a 用 選 舉 w ， 不 是 靠 軍 隊 w 厮 

殺而是藉所有入民的合作。 

六 一 兩 個 主 權 國 家 倘 能 同 , 査 謨 嗨 什 米 爾 

邦解除軍備計割，作爲次大陸上推行民族自決，促 

逆和下典鼓勵合作以赏現偉大人道方案的墓礎， 

很可能加强世界入民的希望一一希望各圃終能藉 

聯合國機構封於普遍裁軍達成協議奠定自由、和 

平奥合作的某礎，以赏現^世界的偉大人道方案。 

六 二 在 這 地 球 上 的 人 民 ， 擔 任 世 界 上 的 工 

作，背負3無可如何的時代的重荷，還是在那裏 

爲他們自己和他們的兒女期待好B子w來臨。自 

衞加諸他們的窮困，和每日勞苦的重負從沒有使 

他們挺縮，他們向束西世界尋找智慧和精鉀上的 

頜導，由這個颃^力量引導世界股離自我毁狨的 

境地走向上帝兒女和人類手足自我發揮其合作精 

神和創造能力的大路上去。 

六 三 今 日 在 印 度 和 巴 基 斯 坩 w 次 大 陸 上 ， 

地點、時問、機緣和領釉正好在這人類歷史偉大w 

轉變關頭遏合以決定世界入民的禍頹。 

六 四 地 點 是 世 界 上 三 個 最 大 的 國 家 和 可 能 

位居第五的大國接壤的地方。 

六 五 從 前 整 個 酐 會 w 以 平 安 無 事 慢 慢 地 利 

用幾十年戈幾世耙的時間糊裏糊塗去適應科學和 

技術^命，這W時代已鋰成爲過去。社會的励盪和 

栖而未決的糾紛，像喀什米爾這樣的問SI ,埋伏 

着很多不可測的力量，遠非昔比，可能將人類很 

快的完杀捲入杀球戰爭和用科學方法破壞文明的 

悲劇*去，有了原子炸彈W人類社會，對於它本 

身谮在的自我毁狨力量一定耍用人道和建設的精 

神來制馭，決不可一日鬆懈。 



六 六 次 大 陸 上 的 倾 袖 爲 四 萬 萬 生 靈 ^ 取 人 

類s由，歷餒覿苦，卒底於成，經過這樣磨鍊的頜 

袖此時此地正好大展雄才，"便仵這憂懼叢生，百 

孔千瘡的世界上，榭立解除軍備，民族自決，和 

哀共濟和力阖建設的好榜樣，俾免人類自由摻遭 

摧毁，世界文明自趨隕滅 

六 七 束 方 & 入 類 ^ 敎 和 精 砷 上 厚 望 寄 託 W 

地方。現代人類有了科學的一切力量，但却不能完 

杀駕馭，正在滿懐歉卑，豳望東方，因爲那裏創 

始偉大穿敎的聖哲和足《師表W使徒曾經敎人K 

現世界和平和傳佈人類的友龙。西方需耍朿方，柬 

力也需耍W方，兩者^須謀合，保存它們W精華 

並將3些精華發揚光大。 

六 八 精 砷 上 W 埤 想 加 上 科 學 的 機 械 文 明 ， 

可 以 加 速 和 t 與 友 愛 現 ： î ê 光 大 和 4 " 與 友 s 的 

意義。只有科學的機械文明而沒有糈神上的Ï，想 

便會將和平與友愛悉予毁滅。精祌上的3想和科 

舉的機械文明^須結合同時;3è進在朿方和西方建 

立更自由、更完美、和更富創造«的社會。 

六 九 現 在 世 界 上 的 工 業 社 會 機 勤 性 很 大 ， 

任何一地陷於蕭條或發生戰爭，便會牽連全球各 

地，影镌整個入類，在這樣的一傰國際機械體系下 

一定雷耍聯合國這稗政治體系，世界性的座鈸,， 

和和平的程序來贷現*球的國際管制。阈際經濟 

吡 會 和 聯 合 國 W 國 際 政 治 組 械 都 # 耍 世 界 人 民 " 

友愛精祌互相戚召，從事儘量以入道爲懷打倒暴 

戾、仇恨、稀族歧視、工業獨羁和帝國主義的工作。 

七 〇 次 大 睦 正 £ 及 時 建 立 解 险 軍 備 和 f t 決 

榜樣的地方。此刻正£此：r俘大民族獻身3國W 

烦釉們起來表現他們精神JrW傳铳，履行他們掌 

權的责任和顯i^ÈffS偉大精砷的時候,在這黯淡 

W 世 界 上 給 那 些 藉 聯 合 國 不 哳 追 求 人 類 精 祌 事 

業，齄往自由公平世界的人民做一個好榜樣，並 

且 給 他 們 - 稀 新 的 希 望 ， " 不 負 萬 民 禱 求 世 界 H 

由典和平的誠心。 

t — 主 席 各 位 代 表 對 於 M r Graham剛 

才向我們所作的報吿，有人願苷發言喁？ 

七二 Mr M A L I K ( 蘇 維 ^ 肚 會 主 義 # 和 國 

聯 盟 ） M r Graham的演講詞是不ê沒有法文傳 

譁 ？ 

七 三 主 席 按 照 安 ^ 珅 事 會 通 ^ 的 程 序 ， ^ 

於 M r Graham的演詞已做卽時傳錚。 

七 四 M r MALIK (蘇維埃肚會主義共和 

國 聯 盟 ） 自 從 安 杀 琊 事 會 開 始 處 珲 喀 什 米 爾 問 

題以來，已有四年多了。美國和英聯王國在這整 

個期間和現存，封於安杀 ï f事會褢a個問題的討 

論 和 對 於 所 ^ 解 決 此 項 問 題 計 劃 的 草 擬 和 » 施 ， 

杼 別 活 躍 在 這 過 程 當 中 ， 安 杀 事 會 襄 笑 阈 和 

英聯Ï國的代表曾經對於；：個問題提出好多提案 

和 決 ^ 草 案 ， 3 ê 且 得 3 4 本 會 的 通 過 解 決 喀 什 米 

爾問題的委員會因此^立，ffe委派調解人員和聯 

合國代表去解決這個問題。fB是到現在爲止對於 

喀什米爾問題的解決却毫^進展。在這許多委員 

會裏面W及用調解方法和委派聯合國代表解決這 

個問題的計割方面，一直都是由美國和英聯王國 

擔任主耍角色。 

七 五 一 九 五 〇 年 時 ， 澳 大 利 亞 的SirOwen 

Dixon是聯合國派駐喀什米爾的代表。他的使命 

失敗以後，經^美國代衷的堅持，委派了一個美 

國 人 M r Graham來接替他。可是Mr Graham 

的使命，也像他前任一樣，遭到完^相同的命運。 

喀什米爾問題還是沒有解決，印度和巴基斯坦的 

糾 紛 依 然 如 故 美 國 和 英 聯 王 國 也 還 是 和 從 前 一 

樣，左一個計劃右一個計割不斷的提出，艇績干 

預喀什米爾問題的解決。所有那些計劃，沒有一 

個成功 

七 六 喀 什 米 爾 問 題 至 今 還 沒 有 解 決 的 原 

是 甚 » ? 爲 甚 麼 美 國 和 英 聯 Ï 國 所 提 關 於 喀 什 米 

爾的計劃，從解決喀什米爾問題w觀點去看，毫 

舞 成 效 ？ 這 裹 面 的 原 因 ， — 點 也 不 難 看 出 ， 主 耍 

的 而 且 最 重 耍 M ê R 爲 那 些 , 於 喀 什 米 爾 的 計 劃 

含 有 掠 奪 和 帝 國 主 義 的 ^ 質 ， 那 些 計 劃 並 不 ^ 爲 

想眞正解決喀什米爾題問而提出的。它們追求的 

目 的 芫 ^ 不 同 ， 想 ^ 到 的 目 稃 i E 好 和 原 旨 相 反 。 

這些計劃W目M是讓笑國和英聯 I國干涉喀什米 

爾 的 内 政 ， 延 長 印 度 典 巴 某 斯 坦 間 , 於 喀 什 米 爾 

問 題 的 糾 紛 ， 在 提 供 聯 合 國 協 助 W 藉 口 下 ， 把 

喀什米爾變^美國和英聯王國的保護地。與喀什 

米 爾 有 , 的 這 些 計 劃 ， 最 後 ， 目 的 不 過 是 想 將 英 

美W軍隊開入喀什米爾境內，把喀什米爾變成英 

笑的殖民地和軍事上及戰畧上的墓地而已。 

七 七 爲 了 在 喀 汁 米 爾 Î Î 現 這 些 計 割 ， 美 國 

和英聯王國同時採取一切步驟，務使喀什米爾的 

人民，非在外力] i iâ和英美干涉下，決不可能有 

決 定 自 己 前 途 W 機 會 。 ^ 國 和 英 聯 ï 國 口 口 聲 聲 

講的"£民主，丼赏那不過是烟幕，用來遮掩他們 

的本來面目，他們從頭就想把他們吩咐的解決辦 

法，强喀什爾米人民接受，1且强 iâ他們放棄自 

由表亍意*的方式，改用关國代表假聯合國名義 

强定W辦法，解決他ff3的前途問題。 



七 八 关 國 和 英 聯 王 圃 現 正 採 取 一 切 * 驟 ， 

防止喀什米爾人民根據他捫本身自由表r和不受 

外 力 約 束 的 畲 S 去 斛 決 喀 什 米 爾 的 地 位 問 題 。 一 

九五〇年十月間，據悉査謨喀什米爾全境國民會 

議總委員會通過決議案一件，主張召開制憲大會 

W 便 決 定 査 謨 喀 什 米 爾 邦 將 來 的 政 體 和 歸 屬 問 

題 ， 美 國 和 英 聯 王 國 一 經 聞 上 就 出 面 干 涉 ， 

防止喀什米爾人民自行決定他們自己的前途和該 

國的歸屬問題，並趕快锈使安杀w事會通a—項 

決議案，在這個決議案裏面聲稱喀什米爾境内召 

開的制憲大會以及該大會爲決定喀什米爾將來政 

體和歸屬所企圆採取的任何行劻或此榑行動的任 

何一部分，均不得視爲解決喀什米爾問題的辦法 

[S/2017/Rev 1]。 

七 九 這 稀 行 爲 ， 不 是 別 的 ， 只 是 美 國 和 英 

聯王國公然干涉喀什米爾入民的内政，直接違反 

聯 合 阈 憲 章 原 則 倒 行 逆 施 的 行 爲 人 家 都 知 道 聯 

合國憲章封於各國不論大小，均認爲權利平等。 

憲章^—條，是一條最重耍的原則，裏面就有發 

展國際間以尊重人民平等權利及自決原則爲根據 

之友好關係的規定。 

八 〇 美 國 和 英 聯 王 國 提 出 的 所 謂 解 決 喀 什 

米爾問題的計割，毫無&憚的違反了聯合圃憲章 

裏的這個重耍原則。這些計割剝奪了喀什米爾人 

民的自由權利,企圖以英美主使的解決辦法，代 

替自決權利。喀什米爾人民根據自由表亍专ifW 

方式去獨立自由決定â己前途和喀什米爾將來政 

體和歸臈的機會全被剝奪。 

八 一 剝 奪 之 餘 ， 命 用 上 面 所 說 的 英 X 決 ^ 

案蒙蔽喀什米爾人民，耍他捫在聯合阈主持下舉 

行杀民表决，換言之，就&在美阈和英國代表的 

監督下舉行^民表決，不仴耍受那些代表的監督， 

而 且 還 耍 受 英 i l軍 隊w控 制 。 

八 二 大 家 都 知 道 美 國 和 英 聯 Î 國 代 表 一 九 

五一年二月二十一日向安杀輝事會提出的聯合決 

^草案[S/2017]公然以聯合國會員國軍隊玄耍時 

應派往喀什米爾担任任務爲a€，，耍求准許外國 

軍隊進駐喀什米爾境內。遣派軍隊W藉口，據說 

爲 便 利 解 除 軍 備 和 舉 行 杀 民 表 決 起 見 ^ 需 

派遗。該決璣草案在上述跎詞下並公然耍求授權 

所謂聯合國派駐印度及巴墓斯坦的代表，璲翊聯 

合 國 會 員 國 軍 隊 進 駐 喀 什 米 爾 的 問 題 。 

八 三 再 者 ， 假 如 我 們 I E 得 那 時 因 爲 美 國 政 

府的耍求才委派一個美國入充當聯合阈駐印度及 

巴基斯坦的代表，那麥准許聯合國會員國軍隊進 

駐喀什米爾提案的目的便可以完全明瞭。那佃美 

國 的 聯 合 國 代 表 帶 了 大 批 美 阈 專 家 和 顧 問 人 

員，最重耍的是軍事方面的人員，前往喀什米爾， 

乃是大家都知道的。首席軍事顧問一職由一佃美 

國W將傾扭任。 

八 四 後 來 ， 因 爲 印 度 代 表 的 反 對 [ 第 五 五 

三次會議]，准許聯合國會員國軍隊進驻喀什米爾 

W英美提遘,才從決^草案裡価去，但是那不過是 

形式上作一作樣子罷了。事貪上在聯合圃軍睐 

僞裝下將英美軍隊開人喀什米爾的訐割，不但沒 

有取涫，反而遂步赏行。這不得不歸功於所謂聯 

合國派駐印度及巴基斯坦代表Mr Graham,由 

於他存喀什米爾，1=卩度及巴墓斯坦«活動，才使 

這個觀念復活。 

八 五 這 從 他 一 九 五 一 年 十 二 月 t 八 B 向 安 

夺HP事會提出的稞吿書[S/2448]内可以很淸楚的 

看出來。向印度及巴基斯坦提出的問題單附載該 

報吿書作爲附件[S/2448,附件三]。這些問題單由 

Mr Graham分別致送印、巴兩國政府。其中均 

載有下列問題 

如聯合國典印度及巴基斯坦兩國 

政府食商後認爲爲保障査謨唂什米爾邦*境 

安 ^ 及 維 持 境 内 法 律 和 秩 序 起 見 ， ^ 雷 由 聯 

合國派遣軍隊前往該邦時，印度（巴基斯坦） 

政 府 是 否 準 備 接 受 ? 

八 六 這 自 然 使 人 成 到 奇 怪 ， M r Graham 

镙甚豳理由耍向印度及巴基斯坦兩阈政府提出這 

個問題。誰m他這樣做的？ 

八 七 誰 都 知 道 一 九 五 一 年 二 月 关 國 和 英 聯 

T國代表所提請於安全》事會決叆案中授權聯合 

阏派駐印度及巴基^坦代表18理派A聯合國軍隊 

前往喀什米爾問題W決議草案，W爲當事一方的 

反對而沒有列入3事會通過的決議案裏。安全理 

事會規定聯合國派駐印度及巴基斯坦代表權限W 

決議案裏，並沒有P4他嗞^派遣外國軍隊進駐喀 

什米爾的問超。 

八 八 M r Graham旣未通知安^理事會也 

未經授權，根本沒有權利逕向印度及巴基斯坦政 

府提出這樣的問題。這裏自然會發生一佃問題是 

誰N "他這樣做的呢 ？ 安全ÏP事會沒有。那齄瓮究 

I 誰 呌 他 的 ？ 這 顯 然 有 只 一 個 答 案 Mr Gra-

ham似乎直接聽命於華链頓的國防部。因此我捫 

可 以 說 M r Graham就其身爲聯合國代表言，已 

經超越他的職權，1且尾隨英美集圑的行徑，努 

力作準備工作，以便荬阈和英聯王國W軍隊,假 

借 聯 & 國 軍 隊 W 名 義 進 駐 喀 什 米 爾 。 



八 九 所 有 這 一 切 ， 揭 穿 了 美 國 和 英 聯 T 國 

對 於 喀 什 米 爾 計 割 和 存 本 來 面 目 。 安 杀 ^ 事 

會過去四年來處SP喀什米爾問題W鋰過，完全證 

赏了那些計割的無理侵搔和帝國主義的性質。 

九 〇 美 國 和 英 聯 王 國 一 開 頭 就 採 取 干 涉 喀 

什米爾人民內政W政策。毎一個人想都能§E得一 

九四九年八月31國和英聯王國直接干涉喀什米爾 

問 超 的 事 例 杜 馋 P 3 耱 統 和 阿 特 里 ^ 相 建 璣 將 喀 

什米爾問題交由第三者公斷。赏時並向奥這個問 

超有關的國家直接施用遯力。遯力之大使印度雜 

珅不得不在某次演說中蘀稱有人正在設法對他捫 

施用遯力，特別是關於喀什米爾問題施用遯力他 

說他從來沒有看見施用WJE力有如此之大,並謂 

從這榑JE力施用的撩形來看，可以說,問題的致 

撖完全不是以是非着眼，而是以適然不同的許多 

別的考谢爲根據。 

九 一 這 一 點 就 足 以 蹬 明 类 闼 和 英 聯 王 圃 自 

始 採 取 的 政 策 ， 是 强 將 他 們 的 公 断 加 銪 什 喀 米 

爾人民身上的政策，是强將他們的提案耍喀什米 

爾入民和印度及巴基斯坦兩阈政府接受的政策。 

九 二 正 由 於 美 阈 和 英 聯 ï 國 的 這 榑 政 策 ， 

遂使喀什米爾間題不得解決，喀什米爾的人民無 

法 依 照 憲 章 揭 r 的 人 民 自 決 原 則 決 定 自 己 的 命 

運 。 美 阈 和 英 聯 王 國 在 聯 合 國 監 督 " h 强 將 他 W 

*持的公断和强行全民表決，加於喀什米爾人民。 

他W在這一方面的努力就是想把喀什米爾人民置 

於他ff3的卵81之下，强迫這些人民接受他ff3W, 

志。 

九 三 美 國 對 於 喀 什 米 爾 所 悽 的 興 正 目 的 和 

用 & , 早 已 不 成 爲 一 個 秘 密 。 世 界 報 紙 W 輿 渝 一 

再指出，美國並不希望喀什米爾問題W解決，而 

是在設法將喀什米爾置於它的控制之下。例如，巴 

某斯坦的Imroz ^曾宣稱15國計割的目W,在使 

喀什米爾直接受美國的控制，並且因爲喀什米爾 

典蘇聯接锒，這些計剷不過是想爲美國在喀什米 

爾獲得軍事墓地而已。 

九 四 一 九 五 一 年 十 一 月 該 報 並 刊 載 巴 基 斯 

坦某新聞gE者正式訪問英聯王國歸來後發表W— 

篇鈸話。鍈話内容謂英國國會議員典該詆者晤鈸 

時曾坦白表示啄什米爾不成問題W將在关圃反共 

針割中佔一地位，准許美國在喀什米爾境內建立 

軍事基地問超，事前已有決定。 

九 五 這 些 锒 吿 均 足 顢 露 美 國 和 英 聯 王 國 對 

於喀什米爾的異正用,L、，並揭穿此刻正W執,L、和 

堅持態度勉强喀什米爾人民接受W英美計割的耍 

點。31國的新聞界也一再表明荬國力圆控制喀什 

米爾和該地W人民，並將該地锼成一個美國的軍 

事墓地。例如塞督敎箴言報的報導，眢謂美國希 

望將來一且典蘇聯發生任何衝突時能在巴基斯坦 

和喀什米爾獲得一佃準備有素而特具戰畧值敏的 

盟友。 

九 六 美 阈 和 英 聯 王 豳 關 於 喀 什 米 爾 的 酐 割 

是 想 奪 取 該 地 W 控 制 權 ， 這 一 點 在 喀 什 米 爾 境 

ft,也爲一般人所透澈了解。喀什米爾制憲大會 

主席Ghulam Muhammad Sadiq 最近的一次 

演說裹稱，英美睢一W目的：g;將喀什米爾铤爲對 

抗 蘇 聯 和 新 中 國 W 軍 事 基 地 , 而 且 祇 是 爲 了 這 個 

緣故，他們才如此囀,L、W研究這個問超。 

九 七 所 有 這 些 事 實 都 在 表 明 解 決 喀 什 米 爾 

問題W主耍障礙是关國和英聯王國對於喀什米爾 

事務的干沙。所謂解決喀什米爾問題這件事又一 

次很具體的向世界說明關於一國命蓮W決定，如 

有英美铳洽階層運用他們爲達到侵畧目的而擬定 

W帝國主義掠奪計割來干涉，就決不會有成功的 

希 望 。 就 如 何 才 能 解 決 喀 什 米 爾 問 題 W 觀 點 去 

看，英美酐割之所以徒勞無功，就正因耸那些計 

割對於喀什米爾邦而言，具有掠奪奥帝阇主莠的 

性 質 ， 因 而 在 安 全 事 會 和 聯 合 國 裏 便 發 生 怎 様 

党取解決喀什米爾問題的正営途徑問題。耍想党 

得這個途徑，只有遒從聯合國憲章揭亍的人民平 

筝權利和自決原則來定解決辦法。依照這個原則 

喀什米爾人民正如其他任何人民一樣，有權決定 

他們自己的命運。喀什米爾人民，不管從那一方 

面去說，都應有權依照民主和愛好和平的辦法， 

不受外界干涉，不受外人意玄的强求，發表他們 

闞於本阈未來政體和地位的者見。美圃和英美集 

Wi:須停止干沙喀什米爾的内政。這樣解決喀什 

米爾問題的辦法，才是惟一正確W辦法。 

九 八 蘇 聯 政 府 認 爲 惟 有 給 奥 喀 什 米 爾 人 民 

自行決定喀什米爾憲法地位問題而不受外界干涉 

W機會，喀什米爾問題才能瞩利W解決。這是可 

以 實 現W,只 耍 喀 什 米 爾 的 地 位 是 由 喀 什 米 爾 人 

民以民主方式選出的制憲大會決定的。喀什米爾 

問題的這樣解決，才算是符合聯合國憲章的宇旨 

和原則，尤丼是患章第一條，該條揭亍聯合國宇 

旨 之 一 在 發 展 國 際 間 以 尊 重 人 民 平 等 權 利 及 自 

決 原 則 爲 根 據 之 友 好 關 係 。 

、九九Sir Gladwyn JEBB ( 英 聯 T 國 ） 我 

只想說我們這位蘇聯友人和同事關於喀什米爾糾 

紛顦然懐有一稗鉞邇II衆不I同，妙想天開的看 



法，那搏看法在我看來正是蘇聯對於圃際問題的 

標準看法。不管我捫赏前的糾紛是什亵，^ 一件耍 

做的事似乎耱是耍找出笾個糾紛怎樣和爲什麼會 

是反蘇陰謀的一部分，這個陰a耍存爲英美統治 

階屠效力，以便在一個苦難世界上建立緊緊箝制 

的英美鏞權和獨裁。安杀理事會應用理昝原則應 

付糾紛的任何眢圃一一除非藓聯政府同意，自當 

別論一一都^須按照這一般原則去看。蘇聯政府 

躭是用這種推ï?W辦法一一假如在事赏上竟能稱 

它是推理的話一一得到結論例如喀什米爾糾紛， 

卽爲蛇蝎,l脚W英美人士無中生有揑造出來的， 

而後小I、翼翼將事嗨慷大，以便逹到將喀什米爾 

铤成英美軍昝，滿駐帝國主義W軍隊，準備最後 

進襲蘇聯的惟一目的。 

一 〇 〇 當 然 有 人 瑭 了 這 話 瓮 食 相 信 ， 正 如 

有人可以相信，比如說，聯合國派人前往南極研 

究企鹅的習惯只食&簡接對於極權主31或馬克斯 

肚 會 的 誹 耪 。 那 是 可 能 爲 人 相 信 的 我 捫 W 確 永 

遠町以找划無論甚麼都會相信的人。仴是遇到說 

我 們 的 友 人 M r GrahamI美國國防部持務的事 

佾，那遨，我想就是最天真的人，也耍正襟危坐，來 

想一想這件事體。Mr Graham是不是睃上長得 

像特務？我只能說,可惜此地沒有傅奥電影機,一 

般人對於這樣一個重耍問題，沒法得到結論。那 

也 沒 有 關 係 ， 反 正 M r Graham封於這稗事情 

是弄惯了的。理事會同仁営能SE得Mr Graham 

在印度尼西亞W時候，蘇聯老是把他叫做苹爾街 

的特務一一稍微不同。現在他是突圃圃防部的特 

務。但是這並沒有妨礙華爾伢特務W工作，Mr 

Graham終於在印度尼西亞把一個很難辦的糾紛 

解 決 掉 r , 現 # ， 我 想 就 連 蘇 聯 代 表 也 不 得 不 承 

越，那榑解决辦法旣鹰高明又符合憲章的原則。那 

躭是華爾街特務在印度尼两亞做的事。 

一 〇 一 可 是 ， 我 耍 很 鄭 說 ， 假 如 我 們 

還想有一點成躭的話，我們ft在雷耍提高我W若 

干辯論的水準，至少不耍陷在那似乎常fiT會使我 

們迷失正路的充滿猜忌的烏烟瘴氣裹。喀什爾米 

糾纷赏然是可以用相當程皮的客親去考盧W,假 

安*理事會堅定不移W培養以理智決断一切W精 

砷，那鎪理智的決斷耱有一天會使痏大當事國能 

够獲得雙方都滿意的解決辦法，而且連蘇聯現在 

S這項久懸的糾紛而夢寐不安的惴傈也將（成者 

可以)藉此糠除。 

— O 二 不 管 ^ 樣 ， 現 在 我 I R 面 前 的 具 體 問 

超 是 聯 合 國 代 表 的 報 吿 書 。 我 捫 已 綞 聽 到 M r 

Graham對於這個重耍文件的說明，我們並且也 

跶到他以励人和流利的捂句，鄭重耍求我們注意 

這個報吿睿，不成問題的這個報吿鲁是値得我m 

注 , 的 。 

- O S 我 們 似 乎 都 需 耍 較 多 的 時 間 去 考 慮 

笾個問題的各方面，因此本人鼸爲我捫現在應該 

散 會 ， 等 到 以 後 主 席 豳 爲 爲 - 般 利 益 應 召 集 我 m 

開會時，再呌我們來。 

一 〇 四 M r MALIK (蘇維挨钍食主義共 

和國聯盟）本人對於英聯王阈代表W言論，有幾 

句話耍說。他對於蘇聯代表所引瞪的事赏，—項 

都沒有駁到。Sir Gladwynjebb苦苦的想出一«K 

企鵝帝國來調弄花腔，正是無法否趄事贲的班證， 

從事赏得來的結論ê無法推倒的。 

- 〇 五 M r GROSS ( 美 利 堅 合 衆 國 ） 雖 

然有剛才蘇聯代表所說的話，我仍然覺得此刻一 

切雷耍講的話，已@爲英聯王國代表答覆蘇聯代 

表早先所作鉞屈驚人的奇論時說過了。對於Mr 

Graham的攻艇不镟得答菝，也不需耍否越。我 

國政府深望印度和巴基斯坦兩國間闢於喀什米爾 

的糾粉能按聯合阈原則和雙方已鋰達成W協蕺解 

決。我想此刻如仍艇績討論，不食有甚楚用®。安 

*理事會目前的事情，正如英聯王阈代表已經說 

過的，是耍我們非常仔細和愼重W考慮剛剛由安 

*珅韦會代表分發耠我們的锒吿省。我國政府對 

於這一個報吿書-定會铪典它應得的注意。 

一 〇 六 主 席 發 言 人 名 單 上 W 人 ， 都 已 講 

過話了。 

一 〇 七 本 席 現 在 耍 封 聯 合 國 派 驻 印 度 及 巴 

某斯坦代表在解決那個困難問題方面所作的勅苦 

不懈的努力，表S謝者，我相信這也是本食杀體 

同仁W意&。 

一 〇 八 M r G r a h a m 在 他 的 第 二 次 锒 S « 

裏就喀什米爾問躍的各方面向我們提供進一步的 

佾 報 。 他 樣 做 W 時 侯 ， 我 想 ， 絲 毫 不 帶 戚 情 用 

事的成伢，我也從未鹉到爭翊赏事國埋怨他對它 

們施用壓力或有任何超越職權的行爲。 

— 〇 九 我 相 信 理 事 會 各 理 事 一 定 顕 意 參 照 

本會派駐次人睦代表向我們所作的說明和今天各 

位發表W言論，仔細研究這個報吿畲。 

— 一 O 除 非 還 有 人 想 發 言 ， 本 席 擬 宣 佈 散 

會,俟安杀理事會各位琊事有新意見成a案提出， 

叫 本 人 召 , 食 議 時 ， 冉 耸 集 食 。 

(午後一時十五分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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