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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百〇八次會議 

一 九 A 二 年 十 工 月 A 9星期一午前十時三十分在鈕巧舉行 

主席：M.H.HOPPENOT (法蘭西） 

出席者：下列各阈代表：巴西、智利、中阖、法 

蘭西、希腿、荷蘭、巴基斯坦、土耳其、蘇維埃瓧 

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大不列颠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 

美利堅合汆阖。 

臨時醉日程（S/Agenda 608) 

― . 通 通 饞 事 日 程 。 

二 . 印 度 - 巴 基 斯 坦 問 題 ： 一 九 五 二 年 九 月 十 六 日 

辯 合 國 駐 印 度 - 巴 基 斯 坦 代 表 M r . Frank P. 

Graham爲向安全理事會遞送第四次報吿害(S/ 

2783 and Corr . l )致秘寄長函。 

通 過 , 日 程 

議事B<2通遏。 

印 度 - 巴 基 斯 坦 問 題 （ 續 前 ） 

̶Àà 二年九月十六日聯合國駐印度-巴基斯坦代 

表 M r . FRANK P. G R A H A M 爲 向 安 全 理 事 會 遞 

送笛四次報#書S/2783 and C o r r . l ) 致铋寄長函 

(續前） 

經主席邀請，印度代表Mrs. Pondit A聯合闳駐 

印戾-巴墓所但代表Mr. Graham就理亊會«席。 

一. 主席：印度代表表示願意發言，本席現在 

諝锄發言。 

二. 依^向例，對於印度代表發首，祇作卽時 

傅譁。 

三 . Mrs. PANDIT (印度）：自巴基斯坦部落 

人民及國民得到巴基斯坦當局供給的武器與装備並 

受其指揮進犯査謨喀什米爾邦，印度向安全理事會 

提出這個控訴以來，已經遇了五年期間。印度政府 

曾耍求理事會促請巴基斯坦立卽停Jfc此種援助，並 

停止參加此種對印度的侵略行爲。印度政府特別要 

求理事會請巴基斯坦政府：第一，禁止巴基斯坦政 

府軍事及文職人員不得銮與或&助對査謨喀什米爾 

邦的侵略行爲；第二，促請其他巴基斯坦國民不參 

加^査謨喀什米爾邦的戰鬮；第三，不許侵略者進 

入 及 利 用 巴 基 斯 坦 頜 土 從 事 對 喀 什 米 爾 的 軍 事 行 

動，並不給予軍事及其他供應與足以延長戰爭的各 

種援助o 

四. 巴基斯坦堅決否羝從事侵略，但後來繮個 

控訴經證明確有事實根據。實際上在以後數月中所 

控行爲不撣證明屬實，且E瘦本加厲。儘管巴基斯 

坦一再否靱及表明心跡，巴基斯坦當局自身後來亦 

承憨巴基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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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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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巴基斯坦不 

以援助與鼓鳓侵咚爲巳足，竟直接變成一偭侵略者。 

我們應注意巴基斯坦軍隊不顧理事會巳在處理這偭 

問題，且正從事党求和平解決辦法的事實，準犯該 

邦。巴基斯坦軍隊在今天S粗辯以武力非法佔領啄 

什米爾邦一大部»領土，因而齄耩破壊63際法。由 

於街突的根本原因——卽巴基斯坦非法佔頜奄謨喀 

什米爾邦的頜土，並在其境內製造顦覆勢力與非法 

政府——耱篛存在，至今還沒有找到澥决辦法。在 

理事會隼備以堅定與勇敢的態度對付這個中心問題 

JH前，是不會找、到公允與持久的解決辦法的。 

五. 此項爭端當事國的相對立場與地位，甚至 

問題本身，如不根據繮些基本事實來審桀，便不易 

明睞其異相。印度在査謨喀什米爾的地位，係根據該 

邦於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六日歸屬印度一事而取得 

的，這有當時的印度總督緬甸爵士蒙巴頓所接受之 

文睿爲憑。歸屬一事之有效，理事會、聯合國印度巴 

基斯坦問題委員會或經理事會設置或任命的其他任 

何機構，從來都沒有發生遇疑問，也不能發生疑問 j 

六. 但 是 巴 墓 斯 坦 在 喀 什 来 爾 的 地 位 是 怎 樣 

的？理事會必須承憨一件冷酷事實，卽巴基斯坦靠 

了侵略行爲進入該邦，而且以使用武力非法佔領瞵 

國頜土的侵略者身"，繼锾佔頒該邦領土一大部伢。 

這黾這個問題的中心要點，凡是忽略這個基本恼^ 

的提案或擬議辦法，都不是切合實際或有效的。 

七 . 聯合國印度巴基斯坦問題委員會一九四八 

年 八 月 十 三 日 及 一 九 四 九 年 一 月 五 日 的 兩 個 決 譏 

案 1，爲促進停戰協定之歸桔起見锵键方義務加以區 

1 一九raa年八月十三日委員會块饑案案文，a安全理 

事會ÎF式«錄，第三年，一九四八年十一月補»,文件S/ 

looo,第七十五段;一九四九年一月五日決騸案案文，a 

阖上«錄，第四年，一九W九年一月補編,文件S/1196, 

第十五段。 



分。前一項'决議案內稱"由於巴基斯坦軍隊進駐査 

謨喀什米爾邦頜土一事，便巴基斯坦政府前向安全 

理事會報吿之情形大爲疫更，巴基斯坦政府同意將 

其軍隊自該邦撒返"。印度政府方面，朋須按商定和 

平解决耱辦法一部分的各階段，撖退其軍隊主力。 

八. 聯合國委員會一九四八年決議案卽以確認 

巴基斯坦正規軍隊侵犯喀什米爾邦頜土後所發-牛的 

"新倚勢"爲根據。査謨喀什米爾政府對其全邦的主 

權,包括巴基斯坦軍隊侵佔之地厪在內，業經確認， 

商定步驟之第一項卽爲該邦頜土各部分内之巴基斯 

坦軍隊應全部撤退。印度政府保讒該邦不受外來侵 

略的憲法責任，亦經正式承憨。印度政府將撖退其軍 

隊的主力，但仍將經常保持足可保讒該邦的軍隊。 

九. 本人無須討諭各種讕解的努力或聯合阈代 

表 M r . Graham的早期報吿書，因爲理事會已經充 

分討論過了。可是我將耱糖申述Mr Graham若干 

提 議 中 所 暗 示 键 方 地 位 不 同 一 事 。 我 們 記 得 M r . 

Graham在一九五二年七月十六日的提議中提出繭於 

停火餞那邊應保留的軍隊限額的數宇，同時，並規 

定這些軍隊鹰晩離巴基斯坦最高指揮部的行政與軍 

事行動上的節制，且由中立或當地人員在聯合國監 

督下充任該軍官佐。但在停火錢屬於印度的這一邊， 

划爲印度軍隊。 

— 〇 . 印 度 對 該 邦 安 全 負 有 專 ; 責 ， 這 在 M r . 

Graham —九五二年九月四日的第七項提蕺(S/2783 

附件八）中也有同樣的親念，該項提議明白規定，在 

考慮停火狻印度方面所霱軍啄的最後數目時，對於 

該邦安全應予適當注窓。這不羝是一句空諾，而是 

確 靱 印 度 對 於 兩 度 镀 巴 基 斯 坦 侵 犯 的 這 一 邦 的 安 

全，負有加以保謹的道義與憲法上責任。這個貴任， 

印度'决心耍充分履行的。這是印度政府職責所在。 

^度政府不會放棄這種責任，也不願與他國分镥， 

尤其不會與侵略者來分撙。 

. 我 現 在 耍 討 諭 M r . Graham在日內龙與 

當事國討論後提出的第四次報吿書（S/2783)中所 

載的提饞與建議。我願在此略停一下代表本人及本 

國 政 府 對 M r Graham從事任務所表現的忍耐、才 

幹與勤勉，表示誠肇的敬意。在日內龙進行的討論 

中，若干事項上都已逹成協議，但對於某些爲解除 

軍慷問題核心的基本事項，仍沒有痠得眵譏。 

一 二 . 最 重 耍 的 未 决 事 項 ， 就 是 廨 脍 軍 備 期 間 

桔束後停火玆的缝方所應保啬軍隊的展額及性貧問 

題。印度政府充分說明對於這個問題的立場^E不止 

一次，我們在日内无對聯合阈代表提出的備忘錄 

重申我們的基本意見，該伴巳搏載爲該代表第四次 

報吿害附件五。那些JÉ見依然不變。 

̶ 三 . 印 度 政 府 一 貫 主 張 停 火 餞 雙 方 所 需 軍 

隊，鹰根據聯合阖印度巴基斯坦問題委員會一九四 

八 年 八 月 十 三 日 及 一 九 四 九 年 一 月 五 日 決 議 ^ 載 

原刖來確定。八月十三日決簾案第二部分B. 2段確 

認，印度政府負貴供給在停火凝印度這一邊的地方 

當局，卽査謨喀什米爾政府，以維持法律與秩序所 

需的軍隊。一九四九年一月五日'决議案第四段進一 

步確認，印度及該邦軍隊的讕度必須顧到該邦的安 

全。由此可知，根據上述決議案所表示的委員會意 

見，在估計停火餞印度方面所須保持的軍隊人戡時， 

必須考廬到維持該邦法律與秩序的需耍以及包括適 

當防锲在內的遒個安全上的需要。 

—四.這個見獬充分符合印度政府對於査謨喀 

什米爾邦的法律及憲法立場。鑒於上述經聯合阈委 

員會所確認的印度政府的責任以及査謨喀什米爾邦 

的完整，印度方面的軍力必須依據下述主要考廬求 

估定：第一，協助地方當局維持法律及秩序;第二， 

對付外來侵略的遒低限度防锲；第三，防止侵越或 

滲透停火錢。 

一五.我們應該注意巴基斯坦可在其國境內任 

意自由佈置它的軍隊，而其阖界有很長一段與査謨 

喀ff"米爾疆界接壊，還有更長的一段幾乎緊接着停 

火餞及査謨喀什米爾邦的重耍地區。 

—六.印度政府鑒於我所說的這些理由，並餒 

其專家縝密研究與估計後，決定要履行責任，至少 

需耍軍隊二萬八千人。但是， in自由喀什米爾軍完 

全廨散並解除武装，印度政府願意把駐軍狨少七， 

〇〇〇人，成爲二一，〇〇o人，以促成解決，但 

此爲絕對不能再减的最低戡額。我要指明這個數字 

包括該邦•«前的武装部隊在内，不及停火時印度軍 

隊的六分之一。還有一點應該指明的是此項軍隊將 

不配備輔助部隊，如装甲部隊及炮兵等。此少戡軍 

隊除擔負其他任務外，還耍負貴警衛侵略者就在那 

邊的停火餞。停火餞長數百英里，又餒通崎崛的山 

地。該軍並須警衞査謨喀什米爾邦綿延的邊界。一 

看地圖，便可知道該軍所負任務之重大。 

一 七 . 就 停 玆 的 火 那 一 邊 來 說 ， 印 度 政 府 雄 然 

在憲法上負責保衞全邦，包括所謂喀什米爾自由E 

在內，但可同意由自由區當局在該廑保持民軍。解 

除 軍 備 期 間 拮 束 前 在 停 火 狻 那 一 邊 成 立 的 行 政 當 

局，羝能是地方當局。印度政府贊同在未舉行全民 

表决前，由聯合國監督巴基斯坦軍隊撖返地堪的地 



方當局。此等地方當局在撒軍地區或停火餞都弒負 

資維持地方法律及秩序。停火協定所規定的任何資 

任都不得由地方當局镥負。這個協定是印度與巴基 

斯坦雙方政府所歸拮的，地方當局划並無阖際地位。 

譲地方當局擁有等於軍隊的武力，完全不符合其地 

位與職掌，並係破壤印度聯邦的主權及査謨喀什米 

爾邦的完整。我們鹰當注意所謂自由喀什米爾政府 

從無任何政府承憨，甚至未經巴基斯坦政府本身承 

憨。因此，就事情本質言，所謂自由喀什米爾地方 

當局至多羝能保持民軍。印度政府鑒於上述種種佾 

形，並訐及侵赂發生前警衞該區的同樣部隊的數量， 

憨篱四千民軍就很充裕了。不過該軍將由聯合國代 

表監督，如該代表越爲提議之人數不诳需用而確有 

理由時，印度政府願考廬將該軍人數略爲墦加。 

一 八 . 至於英聯王國代表所提出的論據，卽停 

火餞這邊印度駐有軍隊，而停火铵那邊祇有民軍， 

.與皋行眞正自由的全民表決佾形不合，這種說法不 

僅忽視規定駐紮此項軍隊的聯合國印度巴基斯坦問 

題委員會决議案，而且忽親局勢的實睽愔形。我們 

不 鹰 遺 忘 在 巴 基 斯 坦 境 內 距 離 該 邦 邊 界 戡 里 的 地 

方，巳有大量軍隊集中，其愔形將耱耱下去。論理， 

我們可用同樣理由求耍求巴基斯坦將在該邦邊界附 

近爲數甚多的兵螢一律撒去。 

一 九 . Dr Graham爲要解決騸於這個問題的僵 

局，提出另一偭辦法，卽由當事國間先就確定軍隊 

性質與ffi額的原則或標準，逹成協議，印度政府憨 

爲此種着手辦法用意至當，並可顧到聯合國印度巴 

基斯坦問題委員會的兩個決議案，且雜爲該項辦法 

有解決這個基本問題的可能。除非對於確定軍隊性 

質及限額的原划或標準，得到初步協議，僵局可能 

齄癀下去。顳然，這些原划或標準必須符合該委員 

會兩決讖案確憨的愔形。凡是背離那種立場，意圆 

在印度與巴基斯坦或地方當局之間確定軍隊性質及 

限額對等的辦法，都不是印度政府所能接受的。事實 

上，前面所提到的Dr. Graham的提議，就確認印度 

與其他有關各方的相對地位與貴任根本不同。 

二〇.根據上述倚形，我現在耍討論決讒草案 

[S/2839 and Corr. 1]及Sir GladwynJebb提出該草案 

時所發表的聲明[第六〇六次會議]。該'决議草案正 

文載在第七段內。該段親定促請當事國進行談钊俾 

達成有蹦軍隊人數的協議。草案沒有提到軍隊性質， 

伹我S指出這點向來都是談《中的重大問題。這項 

遺漏是値得注意的。所要商定的軍隊人數必須依據 

規定的限度。決議案規定在考廑此項人齄時應注意 

Dr. Graham—九五二年九月四日提案第七段所載原 

刖及檩隼[S/2783附伴八]。爲免得有人S爲各提案 

人的提讒是根據Dr. Graham的結論而得來的，讓 

我引述其第四報吿寄中的第三十八段[S/2 783]： 

"三八.聯合阖代表認爲耍達成翻於解脍 

軍備訐割的協議，必須 

"(a)規定在廨除軍備期間終止後停火錢 

之墼方所應保留的軍隊之性賓與戡量；或 

" ( b ) 宣 布 停 火 餞 在 廨 除 軍 備 期 間 終 

Jfc後所保留之軍隊,應依每一地厪需耍確定，因 

此應確立各項原刖或標準，俾在修正提案酶時 

條款所提饑的會饑中印度與巴基渐坦政府的民 

事及軍事代表有所遵循。" 

二一. 我們很容易看出，決議草案提案人在第 

七段中毫無理由地將聯合阖代表所擬饞本賓上各不 

相同及二者取一的辦法合倂起來，道也許是出於不 

注意之故。在該決議草案中，Dr. Graham提案要點 

的一個"或"宇，實際上被代以"及"宇，致有第七段 

所載的ifè果。據我們的意見，MM Dr. Graham的 

建蕺不符。苒者，Dr. Graham是用籠統詞句提出兩 

種辦法，細節則由當事國去磋商。決議草案把兩種 

辦法合倂起來，便其受到特定的限制，而此種限制 

並不見於Dr. Graham的桔論，且在我們看來，Dr. 

Graham有意將其留待進一步的考廬及磋商。他的第 

四次報吿睿第三十八段主張應就键方軍隊的數量與 

性質一倂達成協議；面決議草案羝提數量一事，並 

進一步規定數量所須遵守的限度。因此，該草桊把 

軍隊性質的主耍與重大考盧拋開。第三十八段又建 

識 亦 可 就 有 躕 每 方 軍 隊 數 量 與 性 資 的 原 划 達 成 脇 

議；決議草案刖要訂明這些原朋，更事先規定由原 

划引伸而得的結論。Dr. Graham所設想的是兩種二 

者擇一而有伸縮性的辦法；決議草案刖羝提出一種 

事先加以限制，秸果早有決定的辦法。 

二二. 實際上，決議草案使Dr. Graham 一九 

五 二 年 七 月 十 六 日 提 案 [ S / 2 7 8 3 附 件 三 ] 成 爲 他 一 

九五二年九月四日提案 [S/2783附件八]的拮果， 

而不是各不相同的提案。再者，七月十六日提案似 

未正確引證。該提案不僅提到規定各方軍隊限額所 

須依據的範園。提案並規定兩方軍隊迥然不同的性 

質。印度方面的軍隊仍完全由印度政府支配，但對 

方的軍隊則應脫離巴基斯坦最高司令部的行政與軍 

事行動上的控制，而由中A與當地人員充任官佐。 

軍隊黻量係依據此項性質上的差異提出一一巴基斯 

坦刖已拒綞承認此項差異。Dr. Graham的提議本是 

互相蹦聯的遛體，如顧到提議的一半，面擗其他一 

宇 忽 略 ， 這 ^ ! 割 魏 建 讒 , 且 使 其 目 的 曲 解 》 



使其不宜作爲獬'决僵局墓礎，以供考慮。在此情形 

下，決議草案便聯â"國代表的堅忍努力失其作用。 

二三. 我們因此不得不提到我們向安全理事會 

所提控訴之起因屮的根本問題，以指明當事國地位 

的主耍差異及決議草案如何完全忽視此點。 

二四. Sir Gladwyn J e b b 在 他 的 演 說 屮 [ 第 六 

〇六次會議]念念不忘地提到在該邦建立一個所謂 

"中立"的力量。爲對巴基靳坦代表表示公道起見， 

Sir Gladwyn Jebb對這個意見不能算獨出心裁，因 

爲Sir ZafruUa Khan本人早在一九四八年四月十九 

日本理事會中[第二八五次會議]，就已首先提出這 

個意見。巴基斯坦就聯^國委員會一九四八年八月 

十三日決饑案提出的備忘錄中也表示這個意。一九 

五一年二月的英美兩國'决議草案[S/ 2 01 7 ]，公開建 

議一個中立或國際力量，也是這個意見的表現。Sir 

Gladwyn Jebb應該知道我們久巳拒絕接受強使外國 

軍隊進入印度颌土的觀念，認爲此事有損獨立國家 

的尊嚴及領土完螌。令人驚異的是，外國軍隊撒退 

本是我國獨立的主要特點，而今莧有人想對我們提 

議耍我們准許外國軍隊進入我國頜土或允許他們闳 

來。用甚麼藉口或是誰想把逞種軍隊安插進來都沒 

有繭係，我們'决不容許這種愔形發生。 

二五. 我們對於Sir Gladwyn Jebb發言中所提出 

的其他一些意見，也不能輕輕放過。他說Dr Graham 

提 案 [ S / 2 7 8 3 附 件 纟 ] 第 八 段 可 作 筠 " 決 定 減 少 

停火錢雙方軍隊之階段及稃度的標準"。他接着說： 

" 我 們 認 镩 D r Graham建議確定*火錢 

雙 方 軍 隊 最 後 S 量 之 限 度 ， 卽 係 遵 照 此 項 原 

朋 。 " 

我們認爲Sir Gladwyn Jebb對於該段的解釋，易滋 

裟會並且有欠正確。第八段對於確定軍隊性質與數 

量之原刖，根本沒有蘭係。Dr. Graham —九五二年 

九月四日提案[S/2783附件八]第七段中载明此項 

原則或標隼。這些規定係根據聯合國印度巴基斯坦 

問題委員會兩項決議案。第八段祇說一一依據其他 

各段中所提議計劃進行的廨賒箄備工作，應不致危 

及停火協定。在談及原朗或標準時， S i r Gladwyn 

Jebb似巳還忘一九五二年九月四日提案唯一論及此 

事的第七段，而根據與這個問題毫無關係的另一段。 

二六. 我此時願一提決讒草案第七段中所述的 

軍隊數字。我已經說過，當事國觀於此項數字並未 

達成協議。但是，草案現在提出此項數字要當事國接 

受。一九五二年七月十六日提案主張印度方面之軍 

隊數字爲一二，〇〇〇至一八，〇〇〇人，完全是武 

斷的。聯â"國代表從來沒有圓満解释通如何定出這 

個敏字。此項數字全未顧及確定安全最低需耍的正 

常考糜。我們的安全需耍,已在我們附於Dr- Graham 

第 四 次 報 吿 害 [ S / 2 7 8 3 附 件 五 ] 後 的 備 忘 錄 中 

充分說明，而且我也已經提過。美利堅合衆阈代 

表 認 爲 [ 第 六 〇 七 次 會 議 ] 聯 合 國 代 表 必 係 根 據 其 

軍事顧問的意見提出這個戡字。但是大家會承認睐 

然該邦的安全是印度政府的責任，在履行那個資任 

時，印度政府必須依據 t自己軍事顧問的意見。外 

界的意見不能代替本身負責履行該邦安全與保護義 

務的人們的意見。我們記得聯â"國代表有一次主張， 

缝方所應保留軍隊的數字應與停火時各自的軍隊成 

比例。那個提議也不是根據任何原則，而是根據一 

個隨便擇定而對本案事實完全不能適用的辦法。我 

們已經說過二一，〇〇〇人的軍隊是我們的軍事顧 

問 認 爲 履 行 對 該 邦 安 全 義 務 所 必 需 的 絕 對 最 低 戡 

字。任何其他數字根據安全的實際考廬都必須有充 

分理由，絕不能祇爲了政治上討惯還價或姑息提出。 

二 七 . 美國代表曾說根據Mr Graham過去提 

議 中 所 擬 限 度 規 定 的 軍 隊 數 額 ， 是 根 據 " 他 自 S 對 

於後來提給當事國的原則或標準之硏究"的"熟糜意 

見"。我們認爲這個說法不正確，對於Mr. Graham 

本人所定的職責似亦有誤解。Mr Graham在其一 

九 五 二 年 五 月 二 十 九 日 聲 明 [ S / 2 7 8 3 附 件 一 ] 中 

M,他的立場是一個調停人，假使他所建議的辦 

法爲一方或H方政府所不贊成，他認爲去找另外一 

個辦法是調停人的職责。他對於自己職資的說明已 

經當事國雙方予以贊同。我們與Mr Graham合作 

就是根據這個情形。我們也不能同意另一種說法，卽 

Mr Graham已赞同停火錢對方所保留的軍隊應是 

所謂自由喀 f t"米爾軍隊。不論Mr Graham的葸見 

如何，我們在這方面的立場巳經明白表示。這些所 

謂 自 由 軍 隊 祇 是 改 用 一 個 刿 名 的 巴 基 斯 坦 正 規 軍 

隊。我們不能同意譲所謂自由軍隊或任何其他軍事 

鵜制留在停火錢的那一逡。 

二八. 我現在耍討論軍隊的性質問題，正如理 

事會所熟知的，這是我們立場的某本要點。可是'决 

讒草案忽略了這一點，因而使這一提案與有待廨决 

的問題互不相閽。的確，Sir Gladwyn Jebb發言時， 

祇有一次而且是很間接地提到這個重要原朋。S i r 

Gladwyn Jebb就軍隊性質問題發表意見說[第六〇 

六次會議〗 

"我祇是說我們希望根據我以前珲到的原 

IIJ,卽廨除軍備在任I、時候都不得危及停火協 

定的原划，迅速達成協議。" 



他根據上述意見得到一個桔論"這就是說停火錢每 

—方的軍隊大致是性質相同的"。Sir Gladwyn Jebb 

似又忽略一九五二年九月四日提饑的第七段,而集 

中注意於與這個問題無髑的第八段。但這是廨除軍 

備問題或躕於此事的協定中的根本問題，是不容我 

們忽略或抹煞的。忽赂此事，就是規避已經議'决的 

聯合國印度巴基斯坦問題委員會決議案的規定，而 

採取不利於印度的立場。這種立場的根據是把侵赂 

者與侵略的犠牲者平等看待，這是斷然不能接受的。 

二九.在另外一處，Si r Gladwyn Jebb:—提及停 

火錢键方一一我重述"螌方"一幽一一的安全需耍。 

這句話的確實葸思很難了解。這在聯合國印度巴基 

斯坦問題委員會決議案或Dr Graham的提案+， 

都找不出它的根據。聯合國印度巴基斯坦問題委員 

會已經明白規定一個原則，且經聯合國代表加以贊 

同，就是該邦的安全是専恩印度政府的費任。任何 

修正這個基本原則的企圆，都違反進行調停所根據， 

且經當事國本身加以赞同的某本原划。 

三〇.英聯王國代表提出來說明他'决議草案的 

—般意見，與聯合國印度巴基斯坦問題委員會決議 

案所強調的原則，完全不符而且牴觸。我們任何時候 

都沒有接受這個意見，並且絕不能加以接受。接受 

這偭意見就是確認侵略者有權在我們颌土內保持軍 

隊，行便權力。 

三 一 . 我 國 政 府 不 能 接 受 [ 第 五 三 九 次 會 議 ] 

安全理事會一九五一年三月三十日決議案[S/ 2017/ 

Rev- 1] ,因爲我們不贊成其中所載的任務規定，而 

且理事畲想要強使我們接受某種'决定。但由於我們 

熱望達成一個和平解決辦法，我們巳與聯â"國代表 

充分合作。我們願意明白表示，對於違反業經蹦係 

雙方同意的聯合國印度巴基斯坦問題委員會兩個決 

議案的任何決定，我們槪難接受。但是像過去一般 

我們一向願奮與人合作，設法探求，並自行探求可 

能和平廨決該問題的各種辦法，而這種辦法應不忽 

視或途反正確了解這個間題是所必需並經聯合國印 

度巴基斯坦問題委員會及II係键方所接受的各項基 

本原則。 

三二. 我認爲我應該說，在關於這個問題的一 

切冗長討論與稃序中，安全理事會沒有致力處理當 

前的中心問題，卽我們向理事會所提出關於巴基斯 

坦侵略我們領土的控訴。聯合國委員會已承認這個 

侵略的事實，雖然祇是簡短與間接地提及此事。但 

是，我們已一再促請注意，而且直到如今安全理事 

會雖然還沒有對這個中心問題宣布意見，我們爲了 

熱望和平解決，對於尋求解決這個問題的許多訐割 

與努力都予以合作。我們應記得一九四八年底根據 

我們的提議才協讒停^。我們也曾一再宣布，我們 

絕不發動軍事行動，並且耍繼橱党致和平解'决。我 

們錐已邀請巴墓斯坦宣布同樣意見，該繭却担絕作 

此表示。不獨如此，他們還在邊界那逡經常並耱凝 

地向我們發出聖戰的威脅。 

三 三 . 理 事 會 已 經 聽 到 D r Graham說，當事阖 

接受了他的第一項提議，因而巳重申他們對於喀什 

米爾問題遵守和平程序的決心。同樣地，當事國巳 

贊同其提案第二項，因而承允對這個問題不從事戰 

爭宣傳。可是僅在幾週前,當Dr Graham向安全理 

事會[第六O五次會讒]報吿當事國巳有上述同意， 

不致訴諸武力或戰爭以廨決這個問題的時候，巴基 

斯坦執政黨阆教同盟大畲在Lyallpur舉行會議，在 

巴基斯坦總理這樣重要人物主持之下，通過決議案， 

並發表聲明，以侵略及戰爭威脅我們。該黨大會在 

—項決議案中斥責聯合國方面無理遷延與蓄意不探 

行動的態度，並指未耝織"祇爲美利堅合衆國及其 

盟國之利益"而活動之後，該決讒案促請巴基斯坦 

政府"採取直接行動解放喀什米爾"。 

三四 Sir Gladwyn Jebb正確表示了我們大家 

同具的一種情緒，就是對於Dr. Graham所述及的 

那些協議，"深表満意"。我們希望對於當事國的一 

方 漠 視 與 否 認 此 項 和 平 諾 言 並 以 戰 爭 相 威 脅 的 佾 

形，他感覺失望而且會表示此種烕覺。 

三 五 我 已 經 說 過 ， 安 全 理 事 會 沒 有 致 力 處 理 

我們所受侵略的中心與基本問題。遛辭與曲廨巳經 

掩钸了這個明白而直截了當的問題，使其不镀廨決。 

我們斷不能忽視這些原則而行動或者放棄已經存在 

的協議，其中包括爭端的起因及聯合國印度巴基斯 

坦問題委員會決議案所根據的原划。我捫審議這個 

問題，必須明白確認杳謨喀什米爾政府對於該邦全 

部頜土的權限，確認因該邦歸屬印度成爲印度聯邦 

—部分頜土的事赏，並確認印度政府保讒該邦安全 

對付外來侵略的責任。這樣就必然得到一個結論，卽 

在停火錢的巴基斯坦方面，必須撒退一切軍隊，又 

巴基斯坦對於它所侵犯的地區，不應行使任何權力。 

三 六 我 們 並 不 想 重 行 審 杳 聯 合 國 印 度 巴 基 斯 

«問題委員會的決議案，或是忽視其中所载重耍原 

則。我們目前討論的決議草案却好像耍這樣做。我們 

一向遵守聯合國印度巴基斯坦問題委員會決議案， 

我們的困锥就是過去與現在有人一苒試圆規避這些 

決議案的明文與意旨。我們不能參與推翻聯合國委 

員會所作並經關係方面同意的決定。 



三 七 . 就我們目前的決議草案面首，我們決不 

陡接受其中所載的提覿。我巳經鼸通，印度政府永 

逮廐意合作，並將齄樓尋求各種可能解決這侗問題 

的 和 平 辦 法 ， 羝 ^ 些 辦 法 無 背 於 我 巳 經 談 到 的 基 

本原刖o伹我們铯不能拗棄繮些基本原朋o 

三 八 . Mr. ZAFRULLA KHAN (巴基 

«S才印度代表發表的演詆中至少有一句話我可以完 

垂表示同意。就是這樣一句："道辭與曲解已經掩飾 

了 這 個 明 白 而 直 截 了 赏 的 問 萆 ， 使 其 不 , 决 " 。 但 

是，這很耍費一點時間來對理事會獬释通辭與曲解 

是在甚麼地方。因此，我請求略有一點時間求準備， 

以便就印度代表對於巴基斯坦以及蘭於印度與a基 

斯坦甓方都巳同意而其實施是當前理事會審議的唯 

—主題與當事國雙方爭锱主題的決鑌案，所作的指 

責與批評，提出答覆。 

午前十一時三十五分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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