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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有 豳 文 件 未 在 安 ^ 9 $ 會 會 議 紀 錄 內 , 全 文 者 ， 均 以 : 紀 錄 補 編 每 

三個月艽行一次。 

聯 合 國 文 件 均 字 母 及 數 字 編 餽 。 凡 提 及 此 種 編 號 ， 卽 指 聯 合 國 之 某 

種文件而言。 



安 全 種 事 

七 百 六 十 二 次 

一九JL七年一月二十三3星期三午前十時三十分在3k約舉行 

主 席 ： M r . GbcIob P . R O M U L O (菲律賓） 

Jfe席者：，各89條：SMC利亜、中國、哥命 

比 茧 、 古 巴 、 法 蘭 西 、 克 、 菲 律 賓 、 瑞 典 、 蘇 維 

埃瓧#^11共#H9»弗、大不列顚及北爱爾蘭聯合王 

國、美利堅合衆國。 

臨 時 議 程 ( S / A g e n d a / 7 6 2 ) 

― ' . m m 議 程 。 

二.印度巴基am問題：一九五七年一月二日巴基靳 

過 通 議 程 

截《L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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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 （ S / 3 7 6 7 ) ( 绩 前 ） 

經 主 席 邀 猗 ， 印 度 代 象 胁 . V . K . Krishna Mam 

及巴基斯坦代象Mr. Firoz Khan Wocw就安全理事會 

* 席 。 

一. M r . Krishna M E N O N (印度）：印度政府已 

艇 ^ 了 一 月 十 六 日 巴 基 « m 外 交 , 在 安 M 事 會 

〔第次會識〕所作的陳述。那篇Kàl來自一個我 

們希望與之建立並保持&親密的翮係的鄰國，而發表 

那簏陳述的又是一個曾在印度服務公職三十年以上, 

今日在其本國政府身居耍職的人。 

二. 在申饞我們現時這個問題以前，我想說幾句 

題前的話。昨天印度和巴基斯坦在印度簽訂了一項貿 

易協定。假如道只是H與國問爲了交換商品而簽訂的 

普通的貿易協定，那就沒有甚麼重耍意義可說。然而 

這個協定,如同我們兩國間締結的許多其他協定一様， 

是耍進一步以公正的精神努力解决不時發生的種種困 

難，,雙方人民的威情者甚深，其對兩國人民的生 

活水準的影«尙属其次。由於此項背景，我將竭力避 

免使用翦毒言詞，或提出任何與我們所討論的問題不 

相干的事情，以免有悖於我們兩國間此種彼此合作友 

好的圃係。 

H . 此 次 討 論 這 個 問 題 起 P 九 五 七 年 一 月 二 日 

巴基斯坦外交部長致安全理事會主席的一封公函（s/ 

3767) e此項情節我覺得有特別指出的必耍，因爲在 

我锢述印度政府立場的時候，安全理事會自會明白耍 

處理這個問題非對於前後各項發展，各個階段，各個 

事件都有一個先後、輕重、適如其分的正確看法不可。 

一偭問題，尤其是一個複雜的，曾經兩個國家，乃至 

其他當事者，包括安全理事會在內，多年注意——^m 

一點我稍後卽將論及一的問題，若非使其全貌豁然 

呈現眼前，切實體會一應文件、協議及宣言的意義，是 

無法瞭解的， 

四. 一月十六日巴基斯代表在本理事會所作的 

陳述固然開首曾經約略論及印度分治的經過。伹它隨 

卽»稱印度接受了喀什米爾邦的"歸屬的僞要求",似 

乎意在表明我們此地所討論的乃是"個關於領土的爭 

五. 主席先生，我相信除一M事之外，閣下及 

安全理事會其他理事還是初次處理這個問題。固然出 

席理事會的不是個人，而是國家的代表。然而卽就國 

家而言，除了安全理事會五常任理事國而外，其他理 

事國縱不全是初次遇到這個問題，伹多半都是初次討 

饞這偭問題。爲了克盡對於安全理事會及對我國政府 

的職資,以及爲了國睽和平及安全的緣故,我都不得不 



詳細闡明這個問題，以便大家明瞭事g的眞相。雖明 

知如此作法有引起理事會厭煩之虞，但亦在所不計了。 

六. 記得安全理事會最後一次討論這偭問題是在 

—九五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到現在已經四年多了； 

這不是一個沒有意義的事實，因爲巴基斯坦代表在其 

講詞的後半部便曾企阖使理事會威覺這個問題已經演 

成了一個危機。這一點稍後我as鑰到。 

七. 首先向理事會申訴的是印度玫府。印度政府 

來此申訴的日子是一九四八年一月一日。一個政府縱 

然只有平庸的才能與智慧像我國政府一樣，如果犯了 

過 悪 ， 通 常 是 不 會 來 到 理 事 會 請 會 注 意 它 所 犯 的 

過惡的。就本案而言,我國政府並沒有犯甚麼過悪,而 

且這也是事實俱在，十分明顯的。 

八. 因此我現在耍敬請各位注意一下文#s/i 100 

附件甙拾捌，載於安全理事會正式紀!^九四八年十 

一月補編，第六十三頁。原件是英文，日期爲一九四 

八年一月一日。希望秘書長原諒，我們在引徵這些文 

件的時候非註明詳細出處不可，因爲安全理事會文件 

的編製與大會的慣例不同，耍找到其中某一點常常需 

耍長時間的査尋。關於這個問題沒有—本決議案彙編， 

讀者非把這些決議案一査出合在一起不可。這辦法 

也許不壊，因爲一個人由此或者可以多有所得。現在 

我準備把這個文件的開端與結尾念一念： 

"依聯合國憲章第三十五條之規定"——我們 

援51憲章第三十五條就表明我們無意耍求理事會 

採取我們本來有權耍求它採取的激烈行勖—— 

"任何會員國得將其艇績存在卽足以危及國睽和 

平與安全之維持之任何情勢"-一這裏我耍强調 

文中所用"情勢"字樣，因爲我們所提出的不是 

一個爭端，而是一種情勢——"提請安全理事會 

注意。現印度與巴基靳坦之間卽已發生此種情 

勢 C S / M 0 0 , 附 件 貳 拾 捌 ， 第 一 段 。 〕 

九. 印度的前任代表當時已向理事會指出，我們 

認爲這不是一個領土爭端。如杲曷，個領土爭端，我 

敢 說 安 全 理 事 會 便 沒 有 權 自 了 ， 因 爲 那 便 ; 偭 政 

治或法律問題，而依照憲章第六或解七章，安M事 

會是只能處理國睽和平與安全問題的。故我們提到理 

事 會 的 p 種 情 勢 ， 不 p 個 爭 端 。 

一〇，然而這還不是來函最重要的部分。我們隨 

後說道： 

"印度政府請求安全理事會轉豳巴基斯坦立卽 

停 J h 此 種 援 助 " , ~ ^ 們 請 求 立 卽 停 止 此 種 援 助 

的 日 子 P 九 四 八 年 一 月 ― 日 ， 到 現 在 已 經 九 年 

多了——"因此舉爲揆略印度之行爲"。〔同J0。 

一一. 爲克盡身爲印度代表的責任起見我將耍在 

我 的 陳 述 中 一 再 引 徵 這 句 話 ： 此 皋 爲 侵 略 印 度 之 

行爲"。這便是問題的核心。我們審議的不只是若干 

決議案或用甚麼方法可以解決一個問題。我耍指出我 

們所審議的正是這個ft酪問題，因爲聯合國整個組織 

便建立在國際法與國睽行爲的基本原則上。這些原則 

的基礎是公平，誰要求公平鹰理，誰就得行爲端正。 

一二. 我們的出發點因此是我們到理事會汆提出 

—項控訴，耍求制止侵略。,假如巴基靳坦不提這個出 

發點，那麼我們便不得不^明我們爲甚麼特別以這種 

情勢爲盧。兩國之間發生困難畢竟是時常有的。就是 

在今天，彼此也還有邊境侵擾的事件。然則爲甚麼我 

們那時候要求安全理事會處理這個問題呢？假如巴基 

靳坦不停止侵赂，印度爲自衞計——讓我挿一句話， 

自衞不只是聯合國會員國的一種權利，也是會員國依 

照憲章應盡的一種義務，因爲會員國都有維持其本國 

主權的義務——^ 度政府爲自衞計可能被迫進入巴基 

®m領土以便對g略者採取軍事行動，然而我們並沒 

有這樣作。因此這是一個極其緊急的情勢，需耍安全 

理事會立卽採取行動以免國際和平遭受破壞。 

一三. 等到全部經過說完以後，大家自會明白，印 

度及安全理事會的努力，乃至調解人對巴基靳坦的琉 

通，最初都是ÊI如何停止,行爲爲主。 

一四. 故我國那時的處境是：它的領土的一部受 

了悸略，此種悸略必須予以抵抗，必須把它打退回去。 

通常作戰的方法自是以攻爲守，截擊侵略者。然而這 

是在一九四七年，事實上就我方來說我們今天一樣承 

認這個事實，這些人十年前還和我們都是二國之人。 

再者，自一九四七年一月我們到理事會申訴""的時侯起 

到那年十月這些事情開始的時候止,、我們兩國經過了 

一個兄弟自相殘殺的階段，也就是印度人殺巴基新坦 

人、巴基靳坦人殺印度人的階段。我們目睹這種慘局， 

故我國政府決意耍避免任何足以重燃這種在當時尙未 

焴滅的火焰的行動。 

一五. 這就是事情的起源，我將耍不斷地回到這 

一Si來。我們提交理亭會的是一椿悸略案件。那項侵 

略還沒有終止，情勢仍舊沒有改變。只耍他國軍隊駐 



紮在它無權駐紮的地方，我認爲不論我方權利如何, 

安全理事會都應當遵照憲章的規定採取行動。 

一六. 後來這個問題枝節横生，以致誰也看不出 

它的整個面貌,本人的目的便是耍盡力把它和盤托出。 

我們準備幫助理事會來鼷識問題的具相。我在上面說 

過，我們最後—次討論這個問題距今巳有五年，五年 

之中是會發生許多铤化的，不耍說九年了。無論那個 

國家對於因時間關係而發生的牽涉一個問題的根本的 

變化，都不能不注意。 

一七. 上面交代了以後，現在我準備效法巴基斯 

坦外交部長之所爲,從印度分治時期起撿討這偭問題。 

一八. 印 度 ; ^ 九 四 七 年 八 月 十 五 日 成 爲 獨 立 

國。我們在此所耍注意的不是政治方面的問題，而是 

憲法上及其他方面與本問題有關的問題。印度獨立之 

達成是由於聯合王國議會通過的一個法案，卽一九四 

七年印度獨立法案，稍後我們卽將婧大家注意其中與 

本 案 有 圃 的 ‧ 。 一 九 四 七 ^ 月 十 八 B 聯 合 王 國 饞 

會通通了印度獨立法案，根據這個法桊印度成了一個 

自治領，成爲英屬印度的81承者。通常我們說英國議 

會把英®印度分而爲二；從憲法上說,這是不正確的。 

̶ 九 . 實 際 佾 形 是 英 屬 印 度 猩 得 了 獨 立 。 統 

治之下的印度獲得了獨立，而在此過程中議會將若干 

領 土 建 爲 : 8 ̶ 個 自 治 領 。 關 於 這 們 事 前 在 政 治 

方面已表示同意。故躭我國而言，我們便不必重新加 

ASfr合國。我們是以曾經签訂國聯盟約、凡W赛和約 

及 曾 參 與 金 山 會 議 幫 同 t e 本 組 織 （ 現 任 巴 基 • 外 

長那時卽代表之一）的那個印度的承騸者資格參加聯 

合國的。故根據這個一九四七年法案印度成爲承艇國。 

̶九三五年法案，換句話說，一九三五年英國議會通 

過 並 於 七 年 左 右 生 效 的 印 度 政 府 法 案 後 來 成 了 

憲法法案。這偭法案曾經我們修正，改正了諸如稱總 

瞀 爲 代 表 等 畸 形 規 定 。 這 些 修 正 案 是 在 那 個 時 期 

通過的。這就是憲法法案。憲法法案就是印度聯邦的 

憲法法案，這是務須牢記的。 

二〇.英國對印度的宗主權卽英國對現在被人叫 

傲印度"次大隆"那個難聽的名稱，換句話說，印度 

半島的控制權。那片領土分爲兩偭政治集圑，一卽經 

由英國國務大臣直接爲英國控制的各省，一卽各印度 

藩邦.據我記憶所及，在我們瑭得獨立時，那裹共有五 

百六十二個藩邦。於是便發生了如何瘅置這些藩.邦的 

問題，因爲它們不是直接受制而是間接受制於英'國。 

二一.英圃政府£1人們常常不肯承©但它確實具 

有的智慧，早就料到印度勢將獨立。故早在本世紀的 

三十年代，它們便設法用一種宗主權說來確定英皇與 

這些藩邦的關係。在這裏爲了紀錄而且爲了將來可能 

發生的糾紛的緣故，雖然與本案無關，我們必須聲明 

對於宗主權說我們並不一定一槪接受。這種舉說在國 

際法上別的地方我們便找不到。 

― . 粗 略 地 說 ， è 主 權 說 的 大 意 是 ： 當 我 們 諛 

到印度藩弗間的翻係時~ IE這裏鼸我再度强調，無 

論英國人說印度藩邦間的鬮係也好，我們說憲政法規 

也好一其所說的翮係都是英皇與邦君的翻係，因爲 

所有的條約都是英皇與各弗邦君之閬的條約。這些條 

約從沒有經通議會或立法槻翮批准。因此它們說這種 

關係是條約建立起來的關係，這些條約實卽英皇與各 

邦邦君之間的一種約章。當日的英國政府、當日的總 

督於是說它們之間有一種契約關係，並於一九二六年 

首次提出這種宗主權說。 

二三. 根據此一舉說，英國政府提議英皇於印度 

取得獨立時退出印度半島。英皇耍讓出英屑印度的有 

效控制權。這是我尤其希望聯会王國代表特別注意的 

一點。 

二 四 . 爲 甚 楚 必 須 改 變 藩 邦 邦 君 與 之 間 的 翮 

係呢？因爲根據這種法律學說，英皇宗主權的行使一 

方面是甄過總督大臣,另一方面是通過餽督。他之所 

&能够確定它和藩邦的關係是因爲印度軍隊、印度國 

庫收支、印度替察以及印度的關稞潘,在他的掌握 

之中。 

US.在坐各代表中自必有人了解憲法上有地位 

與職權之分。故在職權上，維持這些關係的是英風印 

度的英國政疳。這顯然是一個憲法問題。故我們耍在 

紀錄中載明，英國政府行使的職權都交予了承糧它的 

印度政府。這便是宗主權說的意義。 

二六.爲對我的說法提供進一歩的佐證起見，我 

想 its事會，尤其是聯合王國代表注意下—事實，卽 

在一九二六年人們初次夢想到這些改變的時候，任印 

度總督的一個傑出的法律皐家便，藩邦邦君說，它 

們沒有主權，從來沒有獨立權。有一句名言說："政府 

具有某些權力，駕乎一切條約義務之上"。故人們常 

說，我們自己也常常說過，印度藩邦的獨立從來都不 

是那種可以使它們成爲聯合國會員國的主轤獨立。固 

然英閣訪問國備忘錄中說過，它們於歸屬之外還可以 



政治M係；這是可以的。但是它們不是獨立 

國，不像哥侖比亜、古巴、法蘭西或理事會上任何一 

國一樣，因爲它們沒有國際地位。無論英國政府，或 

世界上任何一國政府都不能隨意建立一個國家。獨立 

有賴於職權、領土、與行使主權的能力，更有賴於世 

界各國的承靱。故我們談到三種解決途徑時，便不能 

不 這 ~ o 

二 七 . 我國政府念及這種問題所起的糾紛，深朌 

把這一點列入紀錄，雖然它和理事會所耍審議的也許 

沒有直接關係。英閣訪問圑訪問印度是在一九四六 

年，該圃;九四六年五月十二日以備忘錄的方式發 

表了一項聲明。這篇備忘錄現經列入我們的附件四， 

爲第一號文件。我國代表圑彙編這些文件的目的是爲 

了便於理事會的參考。稍後我準備耍求把這些文件作 

爲聯合國文件分發。我相信我們有權作此請求。但是 

主席手下已有一份，此外我們並已分送其他务理事若 

干 份 ， 歸 參 考 。 

二八. 主席：購印度代表容我說一句話。他耍想 

列入他現時所作的講詞的那些文件篇幅很大，簡直等 

： 書 ⋯ 

rjL. M r . Krishna. M E N O N (印度）：幾部書。 

三 〇 . 主 席 ： ' " 雖 說 我 們 曾 讓 巴 基 靳 坦 代 表 把 

幾頁文件列入他的講詞，我具的需耍蹐敎理事會是否 

我們應當准許這些文件列入印度代表的陳述。 

此事本席全憑理事會決定，請問有無異 

三二. Sic Pieraon D K O N (聯合王國）：據我的 

了解，印度代表的要求是把這些文件作爲聯合國文件 

分發。我以爲這;^個正當的要求。 

三三. 主席：我以爲印度代表耍把它們作爲他的 

, 的 , 分 。 

三四. M r . Krishna M E N O N (印度）：主席先生， 

我並不希望把它們列入我的陳述，因爲如果那樣，我 

的瞜 jy^»法饋了。我耍求的是把它們列入聯合國紀 

錄，因爲說來奇怪，關於這個問題資科雖然很多，但 

附»有瞄的文件卻不多；別的不說，單把它們放進聯 

合國檑案便很有用。 

M r - L O D G E (美利堅合衆國）：本人參加 

理 事 會 工 作 四 只 看 見 過 一 夹 把 發 言 者 未 曾 

饞 的 話 列 入 他 的 , 。 那 便 & J i â 期 巴 基 斯 m 代 表 發 

言時的事愔，偷如印度代表今天耍求享有同樣的特權， 

我自然顔意表示同意。 

三六. 不 過 我 s 爲 以 後 我 們 不 可 再 這 , 。 我 覺 

得把一個代表未曾講過的話列入紀錄，不^僳好辦 

法。因此我希望將來我們對於此事特別愼重才是，因 

爲這偭辦法如果演成習慎是會發生巨大流弊，牽涉E 

大開支的。 

三七. M r . N U R E Z P O R T U O N D O (古巴）：據 

古巴代表国的了解，印度代表並沒有要求把這些文件 

列入他的陳述。他耍求的是把它們作爲聯合國文件發 

給各理事。我諶爲這是一個合理的耍求，並不成爲問 

題。 

三八. 主席：倘如無人反對把這些文件列爲陳述 

的條件，而不作爲陳述的一部分，本席卽如是決定 1。 

決定如議。 

三九. M r . Krishna M E N O N (印度）：可否S^î 

說明我對此事的態度？如杲把這些文件列入我的陳 

述，那就耍使我覺得很難堪，因爲我已經說過,那樣一 

來這篇啄述便無法謖了。我們以爲——雖然我們這種 

想法容或有誤一這些文件可以幫助理事會了解我現 

在用我這種漫無條理的方法所鈸論的事慷。這些文件 

很難找到——其中有的甚至聯合國画誊铕都沒有一 

但是這些文件的措辭都是有十分確切的意義的。我甚 

至沒有耍求把它們作爲我的陳述的附件。如杲我a代 

表國自己來分發這些文件，它們的價値就和剪報差不 

多了。我只希望把它們提高一銥，成爲聯合國的ï^C 

文件。我所耍求的不過如是而已。 

四〇.主席：請印度代表騸續發雷。 

四 一 . M r . Kris ima M E N O N (印度）：在我們的 

附件四，第"^&文件的末尾——爲便於參考起見，我 

們已將這些文件分送主席及各位理事~^於黉時情 

形,有簡酪說明。我不顕花費理事會的時間來宣蘐這 

個文件的全文，不過其中說道： 

"這就是說藩邦由於它們和链的繭係而有的 

權利"一這裏重耍的字樣是"權利"一卽不復 

存在，而各邦讓予宗主國的權利也將歸還各邦"。 

CS /PV.762/Add.l ,附件四，第一號文件。〕 

1印度一代&面^的文件已印發爲文件S/PV.7S2/Add.l ^ & 

Sf*理事會正*6錄，»十^， 一七年̶月»、 二 份 
{»權編»ft» 



這是一項聲明，其中所說的是權利，沒有說到其他繭 

係，稍後便可看出英國首相在下院發表的聲明還說到 

他種翮係，因爲權利之外，還有職務關係。文件的第 

五SHE鎮說道： 

"藩邦方面與M及英属印度方面所締結的政 

治協議於是卽行吿終。各藩邦須與英屬印度的趣 

承政府建立聯邦關係以,此項筌虛，否則卽須 

與之建立特殊的政治鬮係"。〔同上〕 

.四二.這就是我的同事所說的藩邦與印度未來闘 

係的基礎。故在英方返出印度之後，我們常聽人說的 

" 大 英 铳 治 " B r i t a i m i c a ) 就 受 了 此 項 事 實 的 限 制 。 

這偭新建的國家後來必須締造一個統一局面。多數藩 

邦在地理上及其他方面都緊接印度,故在英國下院,在 

邦君聯合會（Cbamb« of Princes)̶̶後者是當時和英 

閣訪問國協商的一個組截，坐在我後面的我的這位同 

事卽當時該會的誊記長——55*代表，印度總督卽曾 

說明此項情勢的意義。 

四三. M r . N o o n 的 陳 述 裏 有 一 段 提 到 L o r d 

Mountbatten的聲明。它說： 

"但代表宗，所有者，換句話說，代表聯合 

王 S 國 王 兼 印 度 皇 帝 的 總 督 兼 鵜 督 大 臣 L « d 

Mountbattei ; ;^九四七年七月二十五日勸吿印度 

各藩邦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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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六一次會議，第十三段。〕 

四四. 對於這樣一篇經過深思熟盧的文件我是不 

願專邇我的記憶的。我們曾經盡力渣對；這是我們熟 

習的」個問題。從來便沒有這樣的聲明。而且聲明中 

也沒有提到居民成分。聲明的大意是： 

"諸位現在可以任意參加這個或那個自治領， 

甚或在某種意義上說，獨立都可以；但是諸位自 

然無法逃避地理，也不能完全不顧過去的歷史。 

故諸位必須作一决定。" 

四五. 下 面 才 P 九 四 七 年 七 月 二 十 五 日 L o " 

M o u n t b a t t e n 在 邦 君 聯 合 會 所 作 的 聲 明 [ S / P V . 7 6 2 / 

Add.1,附件四，第二號文件〕： 

"所以必須設立兩個藩邦事務部• • •可是雖然 

我說它們可以隨意和兩個自治領中無論那一個聯 

合，我卻耍指出有些地理因É是不能不顧及的。 

藩邦總數不下五百六十五個，其中極大多數在地 

理上都是和印度自治領接壤。故這佃問齄對印度 

自治領，比對巴基斯坦大得多。就巴基靳坦而 

言，藩邦雖然重耍，數目郤沒有那樣多，並且巴 

基斯坦的未來緦督Mr. Jinnah準備與各藩邦分別 

進行諛判。" 

聲 明 的 其 他 部 分 涉 及 我 們 的 內 部 措 施 。 總 督 L o r p 

Mountbatten說爲了確保過渡期間秩序井然起見，他正 

在設法在獨立法案內增加一項關於內部措施的條款。 

四六. 後來這個文件內說道： 

"現在讓我們談一談一九四六年五月十六日英 

閣訪問圑計割。這個計割提議的辦法是各藩邦應 

將國防、外交及交通三方面的權力交袷中央政府。 

據我所知，沒有一個邦君，沒有一個藩邦不詆爲 

這是一個合理、公平的計劃。" 

但下面才是總督聲明中主耍的句子： 

"你們不能擺脫爲你們鄰居的自治領政府，正 

如你們不能攝脫那些幸靦由你們負責的臣民一 

樣。不管你們作怎樣的決定，我希望你們承認我 

至少已經盡了我對於各邦的職責。" 

四七. 我在這篇聲明上用了不少時間，因爲這裏 

牽涉到聯合王國一個名人，M我們兩國,對國協都有 

很大的貢獻,當時我們稱他是英皇駐印度的代表,故對 

於此事是不容有誤的。Lord Mountbatten當時沒有使 

用居民成分字樣，英,議會也從來沒有對印度藩邦使 

用這種字樣。居民成分在印度指的是印度敎徒與回敎 

敎徒的區劃分佈。在這些文件中從沒有這樣談論那些 

藩邦的地方。 

四八. 巴基靳坦代表依據的另一文件，卽一九四 

七年六月三日當時英國首相Mr. Attlee在議會關於權 

力移交問題發表的一篇聲明。我不準備宣讀這個文件 

以免理事會感覺厭煩，但是文件中明明說此事只牽涉 

英屬印度。然而巴基斯坦外交部長卻說： 

"英屬印度帝國"——倘若是指英屬印度和各 

藩邦的話 分治所依據的原則,據當時聯合王 

阖首相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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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敎徒佔多數的毗連區域 

構成巴基斯坦，而非回敎徒佔多數的毗連區域則 

構成印度。故當時一般無不以爲遵琅分治計劃所 

依據的原則，人口中回敎徒佔多數而毗連巴基斯 

^的藩邦槪將歸依巴基斯坦"。〔第七六一次會 

議，第十四及十五段。〕 



四 九 . 六 月 三 B 文 件 中 沒 有 這 樣 的 話 。 不 僅 如 

此，它並且特別表明所說的話與印度藩邦無豳，只是 

指英屬印度而言。這個文件不是在對這事作細微的分 

折，因爲他的用意是耍說明領土劃分的基礤。這只是 

—mmmo M r . Aoue的聲明的第十八段說明： 

而言，至;6^九四六年五月十二日英閣訪問國備 

忘錄中所載之英國政府對印度藩邦的政策，仍未 

改饞"。〔S/PV.762/Add.，，附件八。〕 

五〇.故我S爲六月三日文件與本案無鬮，所以 

我說巴基斯目喀什米爾之耍求殊少根據。 

五一. 由此可見，正如我在上面所說的這些領土 

獨立以後，各®域之間安排了許多實K辦法。在印度 

全境，自東至西，自南至北，共有五百六十五個藩邦。 

其中有許多是孤島，有許多是爲英履印度領土所分開 

的領土。這就發生了交通問題、關稅問題、郵電及其 

他等等問題,而且還有最重耍的國防問題。我不準備 

宣讀璩督聲明中論及國防問題的那—部分，但它的大 

意是：各位弗君，你們是無法獨力維持國防的；你們 

必須參加較大的團體。這是唯一的辦法。 

五二. 後來英國首相在議會發表的聲明中曾說到 

在通渡期間應該設法使這些安,箱下去。那時候英 

國仍在統治印度，我們在法律上還沒有分治。那時綞 

咢兼璩督大臣仍是政府的首長，而且在那時侯，卽在 

分治之前，這些安排仍未間断，故営時建議印巴兩國 

應與願與它們合作的藩邦訂定維持現狀的協定。 

下面便；^九四七年印度獨立法第七條的 

規定： 

"聯合王國政府對於在是日&前屬於英屬印度 

的任何領土的政府不負資任； 

對於印度藩邦的宗^«fiâjlb失效，同時 

本法案通過之日英皇與印凌藩弗統治者間之一切 

條約與協定，是時荚皇對印度藩邦行使之一切職 

務,^â對印度藩邦或其統治者所負之一切義務, 

以及是時^A根據條約、讓予、慣例、特許或其 

他理由在印度藩邦或對印度濂邦所行使之一切權 

力與權利亦皆失效 

五 四 . 故 這 裏 有 一 偭 空 隙 ! È ^ a W i , 而 T M 便 是 

, 那 個 筌 隙 的 辦 法 ： 

" ， 有 本 條 ( b ) 款 與 ( c ) 款 之 規 定 " 一 卽 我 

剛才所念的規定̃"凡有關翮«:、運轍交逋、郵 

鼋或其他同類事務的協定的規定仍應 ‧照常執 

行，直至某TO定經赏事雙方之一方卽印度藩弗 

之統治者或部落蓖域之當局，或他一方，卽自治 

镇 、 自 治 镇 之 一 省 或 " 宣 佈 糜 除 或 由 後 來 

締結之協定代替時爲止。" 

這偭期間就是自七月十八日這個法案通通至八月 

十五日印度獨立及八月十四日巴基m獨立的那個期 

問。（我國獨立铰巴基斯坦晚了六小時。） 

五五.根據此項規定，於是有所謂維持現狀協定 

的締結。锥持現狀協定的目的是依照這種協定所說的 

辦法維持事務，就我國而言，其中包括國家安全事務 

在內，因爲我已輊說通這些藩邦散在各地與我國領土 

縱横交錯，其中有的在我們的沿海地方，在戰後那個 

時期極易遭受侵S。故在這方面誠如璩督所說，逭兩 

個自治镇各須自行締結協定。後來成箨巴基斯坦璩督 

大 臣 的 M r . TrnoBh當時準備與這些藩邦分別進行驟 

判。 

mj^.巴基難^^SirZofcuIlahKbm便曾在一 

九 四 八 年 一 月 十 六 日 安 M 事 會 會 議 上 言 及 巴 基 « f f i 

締結的這種協定並％明它們的實,意義。他說： 

"不饞他是否確有此意,當時他"一指喀什米 

爾 邦 大 君 ̶ ̶ " 與 Ë 基 M 訂 立 了 一偭锥持現狀 

的協定。此地不妨解釋，何謂維持現狀的協定。 

在一九四七年八月十五日印度^以前，印度在 

政治上原是一個單位，所以全境的國防、鎩路、 

郵政、電報、電聒、以及其他種種事務都屬於同 

一系統。八月十五日兩大自領至少在名義上分 

治，而且！^干Ak®實厣上在該日分治。假如是 

曰必須將上âl " ^事務調整躭緒，當然不可能。 

新的貨*制度不能僅通一紙公文而實行⋯"〔第 

r^A夹會鼈，第二十八及第二十九頁。〕 

Sic Za£callah Khaa隨後又說： 

" ^ 邦 按É其 環 瀵 及 需 耍 與 印 度 自 治 領 或 巴 

基斯坦自治镇訂立維持現狀的協定，其中規定上 

述 事 務 , ^ 爲 交 通 事 務 等 , 應 仍 照 g , " 。 〔 同 

上，第二十九頁。〕 

五 七 . S i r ZafeuIlaH K h a n 另 ^ 有 一 項 聲 明 。 在 

次日安趟事會會瞜上，他說： 



"我昨天曾對安全理事會解釋維持現狀協定的 

意義。翻於喀什米爾的交通、供應、郵政及電報 

的安排，喀什米爾與巴基斯坦訂有維持現狀的協 

定"。〔第二I^L次會議，第四十三頁。〕 

五八. 我耍婧安M事會注意上面這句話，卽這 

個協定涉及的是交逋、供應、郵政及電報的安排，不 

涉其他事項。Sit Zaf tu l lah Khan隨後說道："這個協 

定於八月十五B生效"。 

五九. 維持現狀協定的歷史載在唐慕喀什米爾總 

理與巴基斯坦總理彼此往還的電報中，此外在新德里 

主管部長與詹慕喀什米爾ife理之間也有同樣的電報往 

還。 

六o.由於巴基斯坦總理與詹慕喀什米爾總理往 

還s報磋商的結果，於是雙方訂立了一個維持現狀的 

協定。把協定的內容吿訴本理事會的不是他人，就是 

當時巴基斯坦的外交部長Sir Zafrul lah K h a n 0 因 爲 協 

定是雙方政府用電報磋商議定的，故上面沒有簽名，這 

是應當指出的. 

六 一 . 就印度政府而言，同日有一封同樣的電報 

送耠印度政府。麿慕喀什米m理致印度政府的那封 

軍報說： 

"劇g喀什米爾玫府願與印度聯邦就現時與英 

展印度政府訂有協定之一應事項訂定維持現狀協 

定。茲提議在議定細節及正式签定新協定前現有 

各種安排應艇績有效。" 

這裏不妨指出，"現有安排"包括藩邦發生叛亂時印 

度軍隊的使用。這種辦法行之已久，不用我來說明。 

六二. 印度政府回電謂： 

" 印 度 政 府 深 盼 閣 下 或 其 他 委 派 之 部 長 乘 

飛棰前來德里，以便磋商喀什米w政府與印度聯 

邦之維持現狀協定.爲維持現有協定及行政辦法 

計'甚盼及早採取行動。" 

六三. 伹《什米wiftas沒有來到德里，喀什来 

爾便被侵入了。 Stfl"断喀什米爾政府準備同時與兩大 

自治镇締結維持瑰狀fô定之事的不是喀什米爾政庥的 

行動，也不是印度政府的行勖，而是我們所控訴的悸 

酪行爲。因爲這偭緣钛，原來準備締結的維持現状協 

定無法商定，隨後便發生了種種別的事情。 

, 六 四 . 此 外 只 有 一 件 事 佾 我 準 備 提 一 提 。 我 們 耍 

把印度政府與所有各藩邦訂4的維持現狀協定提交安 

全理事畲以備參考。這是一個重耍文件，因爲我們沒 

有特爲喀什米爾造出這樣一個文件。這是一侗標準文 

件，所有與我們訂有維持現状協定的五百多個藩邦都 

簽定了這樣一個文件。此外沒有别的協定，故假如喀 

什米w與我們締結一個協定，那個協定的主旨也必定 

和這偭文件所載的相同。我不打算宣讀這個文件，因 

爲那樣費時太長，不過這個文件的附錄拫重耍，這個 

標準格式與Sir Zafrul lah Khan所說的協定的內容頗 

有不同。 

六五. 我耍指出印度的維持現狀協定和巴基靳坦 

的維持現狀協定的不同之處。附錄內包括空運、武器 

與裝備、商品管制、貨幣、關稅、印度藩邦軍隊、外 

交、引渡、出入口管制、灌羝與電力、汽車、國家公 

路、鴉片、郵政及電報與電話、鐵珞、隳、中央消費 

8：、雙重所得稅之免除以及有關稅收的其他辦法等。 

所有這些事項都包括在維持現狀協定的附錄之內。故 

若不是因爲有侵略事件發生，可以断言維持現狀協定 

必已签定，而那個協定一定包括外交、邦軍的管制及 

其 國 6 ^ 權 的 r a 。 

六六. 一邦和兩個國家締結維持現狀協定，尤其 

是像喀什米爾那樣與巴基靳坦具有蛾路及郵政關係， 

並不足奇。因此Sir Zaf tu l lah K h a n 很 準 確 地 說 明 了 

巴基新坦與喀什米爾締結的協定，而這種協定是我們 

也一定會與咯什米爾締結的，因爲這是一個一致不變 

的辦法；但是正在那個時候，對喀什米爾的«略開始 

六七.現在我耍銥到第一封電報，電報的日期是 

很重耍的。我已絳鈹到喀什米爾總理關於此事送袷印 

度政府的電報。請各位代表注意這封電報的日期是一 

九四七年八月十二日。四^後卽八月十六日，巴基 

斯《政府钓電報說巴基靳坦政府接受維持現狀協定， 

伹 過 了 不 幾 天 ， 詹 慕 喀 什 米 爾 陸 軍 參 謀 長 M a j o r -

G^aeal Scott——他是一個英籍軍官 便向他的政 

府，卽喀什米爾政府——那時該政府尙未決定歸屬那 

—個自治領——提出了鬮於從巴基斯坦方面侵蕖喀什 

米爾邊镌的第一次報告。這並不是說在此以前沒有侵 

霣邊境的事情。我們大家都知道，尤其是我們已經討 

論通"聯合國軍"的問題，大家都知道調勖箪餘需耍 

相當時日。耱之，一九四七年八月三—日，詹慕喀 

什米爾陸軍參謀長向他的政府提出了黼於從巴棊斯坦 

方面侵g喀什米爾邊境的報吿。侵略已經開始了。喀 



什米爾政府官員那時候所以不能到印度來便是爲了這 

個緣故。 

六八. 九月四日喀什米爾政府根據參謀長Majoir-

G t n n a l Scott的電報報吿，致電西旁遮普政府，抗議 

武裝回敎徒從Rawalp ind i區侵入該邦。喀什米爾政 

府並向副專員提出抗議。兩天以後，這種活動更有增 

加。 

六九. 九月六日一隊巡邏隊至Bhimbar以西十二 

哩的AUbcg,此事曾經通知第七步兵師̶̶我想該師 

屬於巴基新坦 師 長 M a j o r - G e n e » ! L o v e t t 0 九 月 十 

三 日 , 巴 基 靳 坦 陸 軍 巡 邏 隊 一 隊 至A l i b e g及 B h u n b a r 

以西十四哩的Jadai。以上兩地都在喀什米爾邦境內。 

所 有 這 些 事 賁 都 載 在 S c o t t 的 日 記 裏 。 

七〇.九月十七日̶̶距獨立之日僅一個月一 

有四百J^的教掠者在Ranbi t s inghpura東南十二哩處 

趕走展於喀什米爾邦人民的牛羣。 

七一.九月十八日，巴基Sfffi當局無故違反維持 

現狀協定，停止了 Sialkot與唐慕間的鎩路交逋。故縱 

有協定，那個協定也爲九月十八日巴基斯坦政府的行 

M壊了̶̶而像這樣的行動還不止此而已。武裝暴 

徒 越 界 進 入 喀 什 米 爾 的 ( P « > n c h ) 0 到 了 九 月 

十 八 日 ， 悸 略 更 加 默 。 

-t^l .九月二十八日，持有步鎗、自動鎗及長矛 

的武裝人員數百人在Chak Harka附近攻擊喀什米爾 

的一隊巡喰。九月三十日，武裝的P"bm人數百人進 

入喀什米爾邦境內的Dhirfcot T h a n D 

七三. 十月三日，詹慕喀什米爾政府致電巴基靳 

坦，抗議來自巴基Sffi境內慕里山的數百武裝人員在 

Poonch活動，其他現在一部分已爲巴基靳坦所佔領， 

1分仍屬於喀什米爾；詹慕喀什米爾政府並且抗議 

^供應品，包括石油、米、鹽及布的禁運。這是違 

反維持現狀協定的第二次。 

七四. 十 月 四 日 ， 武 裝 人 員 復 在 C h i t a l a 區 及 

Jhelum河附近活動，悸掠者與喀什米爾邦邦軍發生衢 

突，局勢遂進入戰時狀態。 

- f c s . 十 月 十 日 ， 巴 基 « f m ^ m 兩 隊 ， 後 隨 一 羣 

武裝的教掠者，進攻詹慕的P«««村。我敢裉鄭重地 

‧現在所讀出的這一段便是審議這個整個問題赏中 

最重耍的m健之一。巴基斯坦吿訴我們此事與它們無 

涉。它們說它們正在阻止那些教掠者。安全理事會耍 

求它們不耍捲入,不耍有何行勖。可是早在十月十曰， 

早在印度軍隊派到那裏以前，巴基斯坦便椟略了喀什 

米爾邦。爲甚麼這一點十分重耍呢？因爲姑不論印度 

政府在喀什米爾有無權利，姑不論印度與喀什米爾的 

關係，巴基斯坦在那裏是絕對沒有權利的，因爲喀什 

米爾沒有加入巴基斯坦，巴基斯坦和它沒有翮係。無 

論怎樣說，喀什米TO巴基斯坦是外國土地。所以那 

是侵略行爲。 

七六. 侵略是一九四七年十月十日開始的。G»-

etal Scott的日記說那天巴基新坦陸軍兩隊，後面跟着 

一羣武裝的刼掠者進攻那個村莊。同日巴基斯坦報上 

登載這樣一段新聞： 

"西北邊疆省總理據報已宣佈將武器大量分發 

耠 " ^ 人 民 ， 以 便 除 " 巴 基 斯 坦 之 敵 人 " 外 任 何 

人 皆 可 獲 得 武 器 " 。 C S / P V . 7 6 2 / A . M . I , 附 件 , 

第十二項。〕 

這種話聽來徂熟習。 

七七. 一九四七年十月十三日一家報紙揭载下列 

^^段消息" 

" 巴 基 靳 坦 雖 與 喀 什 米 有 維 持 現 狀 協 定 , 

但已切断對於喀什米爾的汽油、糖、a及火油供 

應"。〔同上，第十三項。〕 

登載這段新聞的不是印度報紙，而是倫敦"新M紀事 

報"'駐喀什米爾通訊員Norman Clif f寄袷該報發表的 

七八. 十月十五日，喀什米爾邦大君向英國首相 

發出呼艟，這也許是由於習慣的翮係，因爲過去向來 

是如此的。喀什米爾政府致^國首相電中言及巴基斯 

坦對該邦實行經獰封鎖及從巴基靳坦開始侵入Poonch 

的情形。喀什米爾邦大君說： 

"沿邊各地人民皆已准予發耠現代武器，借口 

此乃全國統令，但在西旁遮普之內地各區似未實 

行此項政策•••爲其他事故皆得溉兵護送,獨對汽 

油及其他生活必需品之運送不肯派兵保護。屢次 

抗議僅獲從未實踐的諾言。由於巴基靳坦政府顯 

然縱容的結杲，全部邊境自Gutdasput以至Gilgit 

皆有被悸之虞，而在Poonch的侵略且已實際開始。 

亡同上，第十四項。〕 

換句話說,該邦西部邊境、西區自南部以至與新疆、蘇 

聯及其他國家接境的山區都有受到悸略的威脅。 



七九.數日之後，詹慕喀什米爾總理於十月二十 

二日致電巴基靳坦西北邊疆省緦理及西巴基斯坦Ra-

walpmdt區副專員，吿以持有現代武器的人員自西巴 

基斯坦的Hazata區及Rawalpindi區侵入喀什米爾邦， 

請其制止。侵入者艇鎮沿JWum盆地的公路向斯利 

拿加推進。〔靳利拿加是喀什米爾的夏都,約在二千三 

百年前爲大皇帝阿蘇卡所建。3在離靳利拿加五十哩 

的Uri城因守軍一百五十人在喀什米爾軍一個旅長指 

揮下破壤橋樑，奮勇抗拒，暫時停阻；該旅長在此次 

光榮戰投中殉難。侵入者嗣卽築一便橘長約一哩，據 

喀喇基"黎明"報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七日所載，係兩 

天內造成,可見需耍高度的工程技能——換句話說,這 

次悸略必有巴基靳坦工程兵圑參加。，否則他們~*定不 

能築成此橋。這件事請予注意，稍後我將再加評論。 

侵入者僅受到民兵和當地人民的抵抗。當地人民沒有 

歡迎他們,把他們営成解放者。當地人民死戰到底，抵 

抗他們。那是十月二十二日的事情。 

八〇.十月二十四日，喀什米爾邦大君——他是 

該邦的元首——耍求印度給予軍事援助。就此事而言， 

無論大君是不是一個民主領袖，無論你喜歡不喜歡他 

的爲人，無論他的家庭生活怎樣，都無關係，都與問 

題無關。這是一個國家權力學說的問題。他是該邦的 

元首，根據憲法只有他有權簽訂歸屬文書；別的沒有 

人有這項權力。 

八一.請讓我在這裏停頓一下。直到這個時候，印 

度並沒有派任何人、軍隊、或部長到喀什米爾去游說 

大君。印度沒有派過一兵一卒。我們並沒有對他施用 

任何壓力；事實上，在此之前，Lord Mountbatteii並曾 

代表印度政府向喀什米爾大君說過，"殿下如欲加入巴 

基斯坦，儘管加入，我們決不誕爲那就是不友好的行 

動"，因爲那時印度政府深恐這些邦,尤其是邊區各邦， 

變成眞空地帶，成爲禍亂的中心。倘它們循正常途徑 

加入，我們便接受了，正如我們之接受那不幸的分治 

計劃而無意將其推翻一樣。總之，這時喀什米爾大君 

向印度呼籲求助。 

An.十月二十五日，LordMountbat ten出席國際 

委員會的一次會議，會上印度總司令G"»e«l Lockhart 

讀了巴基斯坦陸軍司令部發來的一封電報̶̶這一點 

敬請澳大利35及聯合王國代表注意̶̶電報內稱部落 

人員約五千人已攻佔Mnzaf farabad及Domel ,嗣後恐 

將有大批部落人員開到。據報它們那時距新利拿加僅 

約三十五哩。那兩個英籍軍官互通情報，尤其是在那 

時候,是很平常的；巴基斯坦還沒有承諶它的侵略。那 

位睐司令及英籍軍官顯然未得與聞國家大計。 

八三. 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六日，喀什米爾大君 

蹐求保護——我準備在講到歸屬問題時再討論那封 

信——並且提議歸属印度。 

八四. 這就是到十月二十六日爲止的情形，我準 

備將來再討論關於喀什米爾及附近各邦歸屬印度的文 

件，我必須先把從此時起至停火止那個期間的經過詳 

細敍述出來。安全理事會各理事倘如一査第一號文件 

CS /PV.762/Add. I ,附件一〕，便會明白喀什米爾被 

悸的經過。第二十項說道： 

" • • •有幾個在巴基靳坦服務的髙級英籍軍官 

確曾風聞這些準備及計劃，那是一個事實，雖然 

我的意思並不是說他們曾經參與其事。 

"我們後來知道"̶̶這裏"我們"指的是印 

度政府̶̶六月三日計劃"^表，喀什米爾便成 

了某方軍界注意W%的對象。爲甚麼有人向德里 

印度測繪局索取大量的喀什米爾地画？當時有一 

個暗號是•Operatkm Gulmarg'的計割，其有翮命 

令落到了不該得到此項命令的人的手中。那個神 

秘的計劃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 

命令落到旁人手中的原因是印度政府也有一個情報機 

關。這篇文件又說： 

"‧‧‧Jumaii的私人秘書偏在那時在斯利拿加 

出現以及Jumah本人到達拉荷爾，都不能說完全 

是 出 於 偶 然 " ‧ " 

AS.—九四七年十月二十八日，一段赏時所|B 

的日記說： 

"在今天國防委員會開會當中，Auchinkck" 

——Auchinlcck是一位英國陸軍元帥,當時是負責 

割分英印軍的人員與物資的最高統帥——"從拉 

荷爾打電話給Mountbatten,說他勸Jinnah取消前 

—天晚上所下令巴基斯坦軍隊開入喀什米爾的命 

令，已獲成功。"CS /PV.762/Add.l,附件一，第 

二十一項。〕 

八六.我讀這一段的目的是耍理事會知道，早在 

—九四七年十月二十八日巴基斯坦便侵略了喀什米 

爾，進行侵略的不是非正規軍，不是一早流氓、惡棍， 

而是巴基斯坦國軍奉總督之命對喀什米爾實行侵略。 



巴 基 斯 坦 當 時 的 陸 軍 司 令 是 一 位 因 G « « « l Masservy 

不在代行睦軍總司令職務的英籍軍官，名叫Douglas 

GmcejTo時Jinnah住在西旁遮普省省長家中，省長的 

軍事秘書與General Douglas Gtaœjr通話,耍他下令 

進攻。General Douglas G t a c e y 答 稱 非 經 最 高 統 帥 核 

准，他不能下令；所以有這種情節發生的原因是在那 

個過渡時期統帥系統不明——事實上，巴基靳坦方面 

後 來 責 難 G c ^ r a l G t a œ y , 說 他 不 該 不 服 從 J i n n a h 的 

命令。General Grace ,那時直屬General A i i r h i n l e c k 0 

" 經 G r a œ y 促 諝 ， A u c h i n l e c k 今 晨 飛 抵 拉 荷 

爾 ， 向 J i n n a h 解 釋 ： E 基 斯 坦 如 杲 進 攻 喀 什 米 

爾，則在巴基斯坦新成立之陸軍中脤一務的英籍軍 

官必定立卽全體退出"。〔同上。〕 

八七. 我願申明，在我國軍隊服務的英籍軍官都 

沒有參與此事，就我們所知，在巴基斯坦軍隊服務的 

，軍官，縱然不是全體，也是大多數都沒有參加。 

八八. Mohammed A l i Jtnnah 九四七年命令 

巴基斯坦軍隊攻擊詹慕省，當時的巴基靳坦陸軍綞司 

令Geaerel Douglas Gtaœy沒有服從那件命令。這段經 

過 是 一 九 五 六 年 三 月 二 十 日 巴 基 斯 坦 前 陸 軍 少 將 

A k b a r Khan在達加舉行的喀什米爾解放會議上透露 

的。主持那個會議的是全巴基靳坦淸具國大會。這個人 

就是後來化名爲General Tariq在喀什米爾出現，後來 

又 以 叛 逆 罪 或 其 他 罪 ̃ ^ 記 不 淸 到 底 是 甚 麼 罪̶ ̶ 

爲 巴 基 斯 坦 政 疳 監 禁 起 來 的 那 個 A k b a r K h a n 0 

f f c f e 那 次 會 上 說 G e « « I G « « y 不 聽 命 令 ， 於 是 錯 過 

了那時解放喀什米爾的槺會。這是赏時巴基斯坦那個 

高級軍官的意見，卽那個英籍司令官，因爲拒絕執行 

M r . Jinnah的命令，錯過了解放喀什米爾的璣會。 

A % . M r . J i i m a h J ^ 九 四 七 年 十 月 二 十 七 日 在 

拉荷爾和巴基斯坦陸軍將領會議後發下此令。Ge««l 

G « « 7 說 發 動 進 攻 以 前 ， 他 要 商 諸 陸 軍 元 帥A u c h i n -

l e c k , 後者當時正負責監督將舊印度軍分編爲新印度 

軍及巴基斯坦軍之事。Mr. A k b a r K h a n 說 M r . Jinnah 

的命令十分合乎機宜，General G a c e y 不 應 堅 持 耍 先 

和 A u c ^ n k c k 會 商 ， 因 爲 A u c h i n l e c k 與 巴 基 斯 坦 陸 軍 

的指揮無關——這裏我們不能不說他持論不無理由。 

M r . A k b a r Khan又說巴基斯坦不應営接受聯合國的 

詹慕喀什米爾停火令,它應當在一九四八年"自由"喀 

什米爾政府控制了 I W h 區 時 接 受 聯 合 國 的 調 解 才 

是。 

九〇.這時期發生了種種教掠、搶奪的行爲，如 

杲我有時間，本可詳爲敍述。但是這種行爲的政治意 

義是甚麼？它的政治意義是假如喀什米爾和e>基斯坦 

有宗族、血統、種族或宗敎的翻係，這種越境侵略的 

行爲實是表示友誼的奇特方法,悸入者一路燒殺规掠， 

直到距斯利拿加傳有數哩的BanunuUc該城也被洗刼， 

付之一炬。有些情節詳細說來也許不免使我的陳述過 

長 ， 少 卻 不 能 不 提 一 提 。 

九一.一九四九年三月七日，巴基斯坦邊疆省耱 

理 A b d u l Q a y y i ^ i Khan向該省立法院提出預算時，建 

議發給部落人員一筆獎助金，他說理由是： 

"立法院當還記得，在我們處境最危殆的時 

候,馬蘇德人響應我們的呼籲，奮力搶救詹慕喀什 

米爾邦被壓迫的回族人。"〔同上，第二十二項。〕 

我從來沒有聽說國際法上有一條規則准許―國侵入他 

國，來保護他國的一個人，縱或那個人遭受膨迫。杲 

然那樣，便沒有一個可以不受侵略了。 

%r.. 一 九 四 七 年 十 月 三 十 一 日 印 度 致 電 巴 

基 舰 總 理 ， 他 說 ： 

" ‧ ‧ ‧自邊疆省或沿穆里公蹯而來之侵入者皆 

i s a t 巴 基 a m 領 土 ， 在 巴 基 „ 土 及 喀 什 米 â 

間之兩座橋樑處予以阻止最爲輕而易舉。" 

我們沒有炸毀那兩座橘樑,因爲那時候我們十分慎重， 

避免派人到接近巴基斯坦領土的地方。P^dit N e h r u 

在電報中又說： 

"侵入者未受阻止，其裝備、武器包括大砲及 

自勖武器,證明他們曾得協助。據可靠方面報贵， 

侵入者並有巴基斯坦陸軍正規軍官充任顧問。" 

〔同上，第二十三項。〕 

巴基斯坦另外—省，卽信德省的衞生部部長那時勸吿 

受，訓楝的退伍軍人皆以志願兵身份前往喀什米爾前 

線 0 -

九三.印度總理說侵入者無疑地皆係取道巴基斯 

坦領土而來。他說： 

"我們有權質問巴基斯坦何以這些人能够取 

道邊疆省或西旁遮普，何以他們都有精良的武 

器？這是不是違反國際法的行爲，是不是對一鄰 

邦的不友好行爲？" 

至少在這一點上，聯合國代表已經査明這是違反國際 

法的行爲。印度總理繼鎮說道： 



"這種情形只有兩種可能的解樺:不是巴基斯 

坦政府糗弱，不能阻止軍隊穿過它的領土來侵略 

另一國家，便是它願意這種事情發生。"〔同上， 

第二十四項。〕 

九四. 現在我們就耍論到巴基斯坦直接參與其事 

的最重耍證據。在這種侵搔事件發生的時候，印度政 

府仍在設法挽救，以免再發生數月以前在印度西北部 

及巴基斯坦東北部所發生的事態。巴基斯坦外交部長 

所說的那些電報卽與這種努力有關，我準備稍後再予 

靜論。 

九五. M r . Jinnah邀請印度總理到拉荷爾去，但 

因印度Hi!理有病，於是總督代其前往。結果如何呢？ 

結杲他們在那裏開會討論，有人提議雙方均應撤返軍 

隊，換句話說，印度軍隊應當撤退而當時所謂侵入者 

也應離開。可是巴基斯坦方面，以Mr. J i n n a h 爲 代 

表，一直在說："我們實在無能爲力。這些人和我們信 

奉同二宗敎。我們如何能够制止他們。"由此看來，巴 

基斯坦政府如非不能控制他們，就是在慫恿他們，耍 

不就是二者兼有。然而Mr. Jinnah卻提議雙方均應撤 

退。因此Lord Mountbatteii提出了一個合乎常理的阛 

題 ： 假 如 M r . Jinnah不能控制這些部落人員，他怎能 

負責這些人員的徹退？ M t . J « " «h的回答是："你耍 

這樣問，我就全作罷論。" 

九六. 此外還有不少客觀證據見於倫敦報紙，那 

時這些報紙在這個問題上決不能說是偏袒印度。倫 

敦 " 觀 察 " 報 駐 巴 基 斯 坦 記 者 M » » Moorchcad寫道： 

"巴基斯坦人將此視爲回敎的聖戰。"我特意讀出這句 

話來因爲這種情形至今仍未改變。今天下午我們討論 

到這些問題的時侯，我們就耍列舉證據，證明今曰情 

形仍然未變，換句話說，今日巴基斯坦仍在進行其仇 

恨印度的運動並準備侵略印度的領土。我們不準備放 

—槍，我們也不準備讓一兵—卒揆入鄰國邊界，可是 

我們：È和別人一樣，耍盡我們自衞的義務。觀察報記 

者寫道》"他們將此視爲回敎的聖戰。記者親見有些人 

揚言打到镲里去。"Alan Mootehead駕車到達這個蓮 

動的發源地,佩夏衞和開柏口。據他記載："到處都在 

招兵• • •不僅在部落區如此• • •在巴基斯坦境內也是如 

此"〔同上，第二十四項〕。這是一九四七年十月末和 

十一月初的事情。 

九 七 . 此外還有新聞照像的蹬據。美聯社的一個 

攝影記者̶̶這個人大槪是美國人̶̶飛越喀什米爾 

的一®地方，他說他着見在一個長十哩，寛十哩的區 

域內二十多座村莊被燒，火光熊熊，放火的顯然是^ 

教該區，正朝斯利拿加那個方向前進的回族g入者。 

九 人 . 紐 約 時 報 記 者 R o b e " T r u m b u l l ̶ 九 四 七 , 

十一月十日致該報的電報說： 

"印度Buamula十一月十日電一本^在星 

期五午夜部落人員因印度軍隊逼近，驚駭逃遁,行 

前將所有財物幼婦靱掠一空。據靱後幸存的居民 

估計,市民被殺者數達三千，中有歐洲人四人及僅 

知其名爲Colone l Dykes的一個退役英國軍官和 

那 位 軍 官 的 懷 孕 的 太 太 。 目 擊 者 月 二 十 六 日 

侵 入 者 衝 入 本 狨 時 ， 蘇 德 部 落 人 員 立 卽 攀 

越聖約瑟修道院的院瞄，攻打修道院醫院及小敎 

堂。四位修女和Colonel Dykes夫婦立遭槍殺。可 

是侵入者的貪慾較其好殺之性猶甚。'該城一位前 

任官員說：'悸入者迫令本地印度敎人民三百五十 

人進入一座房子，意欲將其燒毀。據聞另有侵入 

者—百人於城中僅可望見之一高山上靱持五人， 

作爲人質。Bwaaula經常人口爲一萬四千人，但 

今天，卽印度軍隊開到後二十四小時後，狨中僅 

剩一千人'"。〔同上，第二十六項。〕 

九九.這裏有一段關於Rrther Shanks的紀述，他 

是在那裏服務的一位基督敎傳敎士。這是一個Rithet 

Shanks不願講的故事。他在敍述修道院被褒經過時便 

沒有提他自己的名字，他說： 

"部落人民——那些兇猛的野獸一自該狨 

兩邊的山頭衝下，沿途放槍。 

"他們從四面肇越醫院的圍牆。第一批閫進一 

病房，槍攀备病人。 

"一 f eU十歳的印籍看讒，名叫Phi l omena , 

欲保護一位分娩不久的回敎婦人。這位看謹先被 

槍殺，病婦耱着被害。 

"Mother Superior A l d e t t u d c 急 進 該 病 房 , 跪 

在Phibmena身旁,亦立被殿教。Assistant Mother 

T e r e s a l i n a 見 一 暴 徒 ] ^ 向 M o t h e r A l d e t r u d c 瞄 

準，趨前以身掩護，彈中耍害而死。 

"Colonel D j r t o 前 曾 對 我 們 ^ 們 不 致 被 襄 ， 

此時聞耗急從房中奔出，沿臺地疾跑數碼，且走 

且向暴徒喊叫，企囫救女修道長出險。但女修道 



長卒中揮倒地，Colonel Dykes亦槍傷腹部，倒臥 

其旁。 

" M r s . Dykes從乃夫住所奔出救助，亦遭槍 

殺。 

"此時有一英印人，名叫Gee Botetto在花園 

中遇害。暴徒勒令園中修道士九人排隊，準備一 

,1 &殺O 

"正當暴徒舉搶瞄準時,有一曾在佩夏威修道 

院所辦學校讀書的靑年Afridi軍官趕到，喝令他 

們停止。"——至少有人的人性沒有滅絕。一"這 

位軍官聽說部下正在襲擊一座修道院，特自城中 

趕來搶救。他如杲晚到數秒鐘，我們之中恐卽沒 

有一人可以幸存。 

" M B . Dykes的屍體被暴徒投入井中，直至 

夹日始爲我們找到"。〔同上，第二十七項。〕 

-oo .我們另有一件報吿說： 

"巴基斯坦陸軍派人前來護送我們。我們離開 

Baramula後，曾在Boniyar村停下，尋找環球臛 

音傳播會的人員"。〔同上。〕 

一〇一.接着就是下面一個報吿： 

"Baramula的市民吿訴我一個回敎靑年店主 

堅信印回合作致以身殉的故事。他殉難的地點距 

一座修道院不遠，在一般信敎的喀什米爾人的心 

目中，：也很快地成爲一位聖徒。 

"據市民吿訴我的他的事跡看來,這個人—— 

他 的 名 字 是 M i r Magboo l Shctwani一定是綠林 

俠客一流的人物，他扶助農民反抗重稅，路見警 

察瞜打平民便挺身救助，並鼓舞人民R抗種種壓 

迫。 

"當部落人民g入喀什米爾，到 IB蹂職時， 

Sherwani因熟知地情便開始在敵後工作，鼓舞被 

攻各村的民氣，勸他們不論屬於印度族、塞克族、 

或回族，團結一致，捅手抵抗，並且吿訴他們說 

印度軍及民兵卽將開來救援。他三次用故意散佈 

的謠言將部落人員誘入園套，爲印度軍隊捕獲。 

但第四衣，他自己不幸落到部落人員手中。"〔同 

上。〕 

一〇二.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印度總理 

在锒里交袷巴基斯坦總理一函，耍求巴基斯坦政府勿 

使侵一略份子:0 )進入並利用巴基斯坦領土對喀什米爾 

作戰，（2)取得軍用及其«品，及（3)獲得足以延長 

目前戦事之其他一切援助。 

一〇三.我耍講求理事會注意一九四七年十二月 

二十二日那個日期。我們等了一星期然後才TO事會 

提起控訴。我們所控"的仍是我們的國家受了侵略。 

我們當時的耍求是甚麼'？這是各理事權街此事時不可 

不顧及的。我們的領土被侵，軍隊處境危殆，因爲他 

們奉令未及二十四小時便開赴喀什米爾。如有必耍我 

稍後我卽將證明印度方面事前毫無準備。我們手中現 

有當時在印度軍中服務的英籍將領，如總司令及筌軍 

上將等自動簽名的文件，證明在國防問題發生前，從 

人言及此事。 

一〇四.我現在耍簡略地說一說我恐怕以後還耍 

再說的一點。在同樣局面之下，任何其他，家，任何 

其他國家的國民̶̶我們営時的行動不足À奇的原因 

是我們兩國原是一個人民一豈不就耍向對方提出最 

後通牒並攻擎對方領土？然而我們卻不加辯敏，接受 

了對方所說這些人是现掠者的，。 

一o五.安全理事會，雖然審議此案已達九年以 

上，不可忘記歷史的事實及理事會對憲章的責任。我 

們當時對巴基斯坦的要求只是請它不耍幫助那些教掠 

者，這是一個一點也不過分的耍求。我相信在座各位 

一定承認，一國被g後依照正常慣例應有權說:"我們 

定耍報復，非怎樣怎樣決不撤返"。然而我們的耍求只 

是一個友好玫府對另一政府的耍求，證明卽在那時我 

們尙未入於戰時狀態。 

一〇六.過了八天，仍無動靜。如杲局势稍有改 

進，我們就不會到理事會控訴了。 一九四八年一月一 

日，印度依照憲章第三十五條的規定，在安全理事會 

提出控訴。卽在那時，我們訴諸理事會的目的也還不 

是耍使用國際武力來制止巴基斯坦，對它實行柽涛制 

裁，或將其開除聯合國大會或其他類似辦法。我們是 

依照憲章第三十五條的規定訴諸安全理事會的，我們 

耍求理事會轉豳巴基斯坦政府不耍使部落人員及基 

斯坦國民參加詹慕喀什米》^的戰事，不耍使悸酪份 

子進入及利用巴基斯坦領土te喀什米爾作戰，不荽使 

他們取得軍用及其他物品，不耍使他們獲得其他任何 

足以延長戰事之援助。 

一〇七.這豈是一個好戰鐮武,志切慷張領土，意 

欲效尤它的鄰國一其軍事力量，人們常說，遠較我 



國雄厚——的政府所用的言辭？那樣的政府豈肯使用 

這種言辭？ 

一〇八.我們來到這裏耍*a事會辦這幾件事， 

^是一點也不過分的。那仍是有待安全理事會裁决的 

問題。這個有待理事會裁決的問題是理事會理事除非 

準備蔑視憲章決不敢規避的。後來的事情跟這都無 

千。我甚至可以說縱然姑且假定後來我們曾有規避行 

爲，那也與此無千，因爲國際法的基礎是公道。誰到 

這裏控訴，誰就必須行爲端正，我敢說我們的行爲是 

端正的。 

—〇九.不僅如此，而且就在那時候我們也還是 

不肯使用武力。我們到理事會來控訴，只抱了一偭有 

一定限度的目檩。也許如果我們那時强硬一點而不依 

仗後來所採的程序，說不定這個問題早已解決了，同 

時也不致耠人家一個到處散佈對我們不利的無稽宣 

傳的棰會。我們也不致在在座諸公心中種下懐疑的種 

子了。 

—o.所以我現在以至於將來都耍一再重複使 

各位牢記不忘這是一個侵略問題。這是突破國界、m 

犯國土的問題。我不必證明印度對喀什米爾具有無可 

爭議的主權。我只要證明喀什米爾是我^的就够了， 

甚至說它暫時是我們的也就够了，但是我不承認它只 

是暫時屬於我們的。我耍使紀錄載明我不承詆我們只 

是暫時f占有該地，因爲我們過去屢因接受一種假定而 

受害。大家說："讓我們姑作假定。如果甲、乙、丙、 

丁發生，我們就作丁"。於是我們討論丁，人人忘了 

甲、乙、丙，結杲我們倒受了丁的約束。因此我勸理 

事會特別當心。 

- ~ 可 是 讓 我 們 姑 且 假 定 當 時 情 形 是 如 此 。 

我耍請我的南美諸友想一想他們本國所依據的學理。 

我們無論在法律上或事實上都是那片領土的主人。他 

們是悸略者，無論依據國睽法，國睽惯例或憲章他們 

都只是悸入印度領土的狂妄大膽的揆略者。 

一二.然而在我們訴諸理事會，正當此案受理 

事會審議的時候，發生了甚麼事情呢？我手旁沒有紀 

錄，但是我相信秘書處可以吿訴我們，在一月—曰 

以前巴基斯坦定已接到了通知，因爲十天爲時不能算 

短。可是一月—日，巴基斯《外交部長Sir Zafru l lah 

Khan——他是一偭傑 f f l的法學家，現任國睽法院法 

官——卻對路透社記者說巴基斯坦不能镥保巴基斯坦 

國民或經過巴基斯坦之他處人士不得到喀什米爾去 

"參加爭自由之鬭爭"。我們兩國本是一同爲獨立奮鬭， 

彼此互相諒解的姊妹國。我們同意印度分治，因爲那 

是我們耍想得到自由便必須支付的代價,同時也是爲 

了避免流血。分治之後，我們都須遵守英國議會所通 

過的那件法案。然而現在一國阈土横受蹂蹒搶捸，m 

有人稱之爲爭自由之翻爭。我要對他們以極大的敬意 

來說一同時我希望我的話不致爲人誤解——我們印 

度人對於爭自由的鬭爭的意義頗知一二。巴基斯坦的 

獨立卽那個偉大的豳爭所賜。 

— H . 現 在 讓 我 們 看 一 看 世 界 上 最 値 得 敬 重 的 

報紙，偷敦泰晤士報。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三日，換句 

話說，我們訴諸理事會後十二天，該報載稱： 

"巴基斯坦之對ft入者予以非！^：協助已厘 

確實無疑。本報記者現有直接證據,證明武器、彈 

藥及供應品皆經撥予'自由'喀什米爾軍隊使用。" 

CS/PV.762 /Add. l ,附件一，第三十一項。〕 

―">四.這裏容我揷言，我國政府雖然使用"And 

Kashmir "〔自由喀什米爾〕字樣但不承認 "Azad"的 

含 義 。 " A z a d " 的 意 義 雖 爲 " 自 由 " ， 我 們 不 承 認 ' 自 

由'喀什米爾軍隊是自由軍隊。它們實是被奴役的喀 

什米*軍隊。但我們不能不借用已有的名稱，不過大 

家應知我們不承憨它的字面解釋-

̃ " 五 . 泰 晤 士 • 稱 此 外 尙 有 若 干 巴 基 斯 坦 軍 

官指揮它們作戰，巴基斯坦政府無論怎樣誓口否譴千 

涉，它實曾提供道義及物質援助。 

一一六.在許多國家的國內法上以及在國際法， 

無論事前或事後紫助及敎睃犯罪，皆以參與犯罪行爲 

論。讓我們姑且假定巴基斯坦陸軍沒有部隊參加—— 

可,那是我們不能承認的。理由自然是我們的軍官和 

他們的軍官同過事。他們在喀什米爾碰見了。他們彼 

此可»呼名喚姓。分治之前，他們都是在一個部啄服 

務的軍官。故此事我們無須證明。但旣然有人說巴基 

Sîffl正規軍沒有參加,讓我們姑且假定他們沒有參加。 

據這位泰晤士報記者說,縱未直接參與,也有道義及物 

質援助。泰晤士報或任何其他報紙的記者這樣說，固 

然不足以據爲決定國家大計的根據，但它是一連串的 

事態發展的開端。誰也不能說這個涫息出自偏袒我們 

的一方面。 

一七.現在論到我們來到理事會控訴的那個階 

段。我們來到此，請求制止侵略。假如理事會對我們 

說我們在致理事*面內沒有耍求採取更敎烈的行動， 



沒有耍求譴責巴基斯坦，宣佈它是侵赂者，我ff!便只 

好S罪了。我們只好詆罪，因爲我們不準備，我們那 

mmMf現在^是無意使事態更加嚴重。,們所耍 

求的是定難止亂，而不是耍指責任何人。所以é我們 

致理事會面內我們力避使用耍打仗的言詞，只要求解 

,些正在搶捸屠殺的人的武器,不譲他們權鎮爲害。 

我們的g求本來不過如是而已。 

'A .故安全理事會如果現在憨爲我們當初不 

該皿寬宏大量，謙讓克己，不耍求採取極端的辦法， 

我恐怕我fî便只好憨罪了，伹是我希望聯合國永遠不 

酶 驢 種 看 法 。 

—―九.我們一月一日來此控訴。一月十五日，E 

基斯坦政府"@力否憨該政府是在協助所謂侵略者並 

且有侵略印度的行爲"。這P九四八年一月十五曰巴 

基M外交部長致聯合國秘書長函中說的話〔S/i瞧00, 

附件阁。我不知道安全理事會是否耍我宣讀此函全 

文 ， 但 是 這 是 一 說 是 向 安 全 理 事 會 據 實 陳 報 的 公 

函。而函內說了甚麼？它說： 

"巴基斯坦政府極力否認該政府是在協助所 

謂悸略者並且有悸略印度的行爲"。〔同上，文件 

壹 , 第 H S 。 〕 

一二O.這裏有三點我耍敬蹐安全理事會注意。 

一卽巴基斯坦否憨有協助悸略者情事，二卽不承認所 

謂侵略者在喀什米爾到遒踩職！^爲侵犯他國領土的 

行爲，三卽巴基斯坦政府否認揆略之罪。巴基斯坦政 

府不是否憨事實，便是否認間接協助é侵略行爲。無 

論怎樣，我說這都是嚴重違犯國睽生活準則的行爲。 

一 二 一 . 該 ® » 稱 ： 

"反之,巴基斯坦政府的目的純粹是耍維持二 

國間的友好翮係，因此它一直在設法利用一切戰 

爭以外的方法，阻止部落運動"。〔同上。〕 

- — . 這 就 是 說 它 們 不 只 誓 口 否 認 ， 而 且 還 對 

安全理事會說它們正在極力設法制止。我耍請問安全 

理—事會任何一位理事，縱然假定那些人只是搔害邊境 

的人，它們的軍隊如何能够穿過巴基斯坦的領土，它 

們如何可以得到燃料，尤其是在那個時期，它們的卡 

車及棰器來自何處，它們的軍官來自何遒，它們的武 

器來自何JS? 

—二三.假如具的巴基斯坦不能阻止侵略者穿遒 

它的領土， 一不能阻止那些姦淫擄掠無所不爲的人穿遒 

它的領土，任意取用那裏的物資，那俚會員國又有何 

權 來 到 這 裏 說 " 我 捫 耍 把 喀 米 什 爾 S 於 我 們 保 護 之 

下"？假如一個巴基苟坦政府―吿訴我們說它不镩阻止 

一支交戰軍穿過其領土，那個會員國又有何權說它能 

够保讒他人？果然那樣，它就不成其爲國家，它只是 

陷于無政府狀憨的一個領土。 

一 二 四 . 但 是 我 敢 說 實 情 並 不 如 此 。 巴 基 » 政 

府當時有一支陸軍，較之印度隆軍並無遜色。它本是 

印 度 陸 軍 的 一 部 分 。 巴 基 « f f i 依 照 英 國 政 府 及 二 

國之間的决定，按照幅員等因素，分得了它的一份軍 

隊。它有一切必雷的物資。而且那時所需耍的也不是 

軍事行勖，而是制止軍事行動。 

一 L 有 誰 能 够 對 安 全 理 事 會 a ， -m^m 

的政府不能阻止部落人員穿通巴基新坦的廣大镇土 ？ 

杲»樣,它便不會那樣莪硬，不會那樣出言不遜了。 

5̶方面，我已經證出巴基斯坦高欲官員當時發表的 

種種言論；他們勸人^s偭投兵從戎,他們稱他們爲 

英 雄 ， 他 們 說 這 是 解 放 ， 他 們 f f A f ê 響 驄 助 ， 鹏 

勸人民充赏志願兵；他們籌s^t項。旁缠普的itia後 

來因爲某些財政事項被控，他說他將此款用在喀什米 

爾事件上了。這是不乏證據的一蹐看蹬攄便在道 

裏。 

一二六•然而該面後半部卻有T®̶段〔S/i'oo, 

附件陸,,文件叁，第二十三段〕： 

" 巴 基 斯 坦 總 督 " 一 卽 首 創 巴 基 靳 坦 者 

M o h a m m a d A l i J i n a a h — — " 翻 彼 不 能 控 制 ' ê 

由'喀什米爾政府的軍隊或參戰的部落居民，‧ ‧ " 

這 偭 M t . J i s a a h 就 是 L o r d Mountbat ten問他"閣下如 

何能够負責把這些人徹返"，他便答道，"你g樣問， 

我 就 垒 作 罷 論 " 的 那 偭 M r . J innah 0 至於說這句話時 

的情形，我準備稍後再作說明。 

一二七.聯合國印度巴基靳坦問題委員會在該委 

員會第一夹臨時報告書內說道： 

"此外尙有一個耍素，卽自由喀什米爾蓮動。 

委員會在前往印度大m,並未充分了解此種蓮 

動之重要性。—自由喀什米爾運動係一有組截之政 

-治與軍事國體，受巴基斯坦統帥部之援助，mjE 

從事sai反抗現有政府之活動。自一九四七年十 

月以來，此種運動卽與外面悸入之部落唐民及^ 

基 W 國 娜 手 合 作 " 。 C S / i i o o , 第 一 ^ 段 。 〕 



一二八. 我想如杲我別的話一句不s,單單讀出 

聯合國委員會報吿書中這一段，其中說道自由喀什米 

爾運動是一個有組截的政治與軍事團體，與外面使入 

的部落居民及巴基斯坦國民櫬手合作^受巴基斯坦統 

帥部援助，從事積極反抗現有政府的活動，自—九四 

七年十月以來（卽在我們來此控訴之前）巴基m攻 

府卽與之合作而巴基斯坦政府郤誓口否n一單單聯 

合國方面依據事實而非本諸臆測的這句話,我憨爲,便 

足&證明所控侵酪並不虚妄。 

一二九. 由於安全理事會的組成分子，我耍求各 

位 理 事 看 出 諸 美 國 方 面 的 若 干 證 據 。 

一三〇.有一個以前的美國軍人，R««lK.Haight 

Jr .曾在'自由'喀什米爾軍中服務兩個月。他在拉荷 

, 密 接 皿 約 時 報 記 者 R o b * " T r u m b u l l , 說 巴 基 斯 

坦曾供耠該軍汽油。下面便是那次談話的|2«： 

" M i r . H a i g h t 並 且 看 到 巴 基 H f f i l ^ 人 員 管 

理'自由'喀什米爾電臺，用他們巴基斯坦陸軍自 

己的收發機轉遞情報"̶̶讓我重複一遍，"用他 

們巴基@m陸軍自己的收發機轉遞情報"̶̶"主 

持，經理'自由'喀什米爾軍隊在巴基斯坦的宿營 

mm,供耠軍裝、食糧、武器及揮藥，以上物品 

據他所知皆係以運窆途中'走失'等託辭來自巴基 

g ^ g ^ J I 倉 庫 . . . M e : H a i g h t 說 以 S a n k r M o h a m -

m a d Jbtahim Khan爲首的自由喀什米爾臨時政府 

不過是'巴基斯坦的傀儡'而巳。他àta說此事牽 

連巴基斯坦政疳高級官員，西北邊疆省總理卽其 

中之―。"CS /PV-762/Add. l ,附件一，第三十三 

項。〕 

這êf f i約時報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九日所載，後經 

L o r d Bitdwood在其所著關於喀什米爾的一本書中轉 

載。那本蒈也不是對印度友好的一本書，然而這都是 

事實。 

一三一.我耍引镦的下一個權威有人也許憨爲未 

免同情印度，雖然各方著論頗多。因此我不準備宣蟹 

這篇文字。不過，澳大利55代表或願知道海洋洲方面 

對於此事的言論。我身旁沒有一篇澳大利35人所撰的 

文字，雖然我不難找到很多。但是這裏有一篇登載在 

紐西蘭工黨的週刊"標準報"的文字，題名"喀什米 

爾與聯合國"，著者署名"評論家"，後經印度報紙轉 

è。這篇文字見於"標準報"（惠豳頓）的日期是一九 

五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內稱： 

"•• •轾巴基9?a政府供^器之回族部落人 

員數千人侵入喀什米爾。這顯然是公開侵略行 

爲"。〔同上，第三十四項。〕 

一三二. 我想大家都承詆Lord B i r d w o o d 由 於 他 

曾充任陸軍元帥，熟悉印度情形的翻係，和英籍官員 

及巴^m必有不少聯繋。然而他說： 

" 在 R a w a l p i n d i 司 憾 " — — 換 句 話 說 ， 卽 在 

巴基斯坦陸軍綞司令部——"據尙肯談論此事的 

人員吿訴我說,顿軍隊到了五月間"——卽一九 

四八年五月一"才出動。但有山砲隊一啄在步兵 

掩護下曾於三月十七日參加結杲沒有成功的進攻 

Poonch之役，而印度方面General Russell則相信 

( 巴 基 M ) 正 規 軍 P 月 間 卽 已 參 戰 。 " ( G e n e r a l 

R«M11是當時在印度陸軍中服務的一個英籍軍 

官。）"他因卽要求解除他的司令官職務〔同 

上，第三十五項。〕 

我們立卽答應了 General Russel l的請求，g爲我們不 

願使英籍軍官和對方的英籍軍官作戰，也不願把聯合 

王國捲入巴基斯坦和我們之間的糾紛。G««al Russell 

雖是一個極忠實、能幹的軍官，可是一旦獲悉巴基斯 

坦陸軍參戰的滑息，便耍求辭職。印度政府如何回答 

呢？我們本來有權對這侗人說一蹐聯合王國代表不 

耍見锋："你和印度陸軍簽了合同,這只是正常的軍事 

職責。"可是我們沒有那樣辦。我們解除了他的職務， 

請Général Cariappa耱任爲總司令。而Genetal Cariappa 

在英國政府退出時只是一個准將。我們並沒有現成的 

軍官來應付當時局面。 

一三三. 據 L o r d Bitdwood說,General Cariappa也 

相信巴基靳坦此時已.使用正規軍隊。General Cariappa 

最近才退役，澳大利S代表諒必和他很熟習，因爲他 

後來曾任高級專員達二、三年之久。Lord Birdwood說 

General Cariappa的根據是俘虜中有不少是正規軍人。 

誰也不能說巴基斯坦陸軍無緣無故讓它的軍人作俘 

虜。General Cariappa於是當面向他的巴基靳坦友人提 

出指責一凡是知道GM««I Cariappa的人便會明白 

他怎樣遒理此事。Lord Birdwood耱鎮說道： 

"他之所以有這個棰會是因爲他這時恰從他 

的 老 友 M a j w - G e n o a l I ft ikar收到一個請柬，邀 

他參加在拉荷爾舉行的巴基斯坦裝甲兵圑'週'， 

Major -General I f t t ikar那時是駐拉荷爾巴基新坦 

陸軍第十師的師長。"〔同上。〕' 



這 些 軍 官 在 不 多 天 以 前 都 是 在 同 一 陸 軍 脲 務 的 同 

僚。 

—三四.這便是當時的情形。黼於侵赂一點，我 

準備說到這裏爲止，現在耍回到這個問題的政治方面 

來。一月一日我們提出了我們的g?lf。剛才我已轾向 

理事會讀了一月十一日Sir Zaf tu l lah Khan所說的話。 

我讃了從那一天到巴基斯坦提出覆面之間的種種否譌 

言詞。九年前，我們於一月一日提出此項控訴，內容 

我已轾宣讀了。 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七日理事會通過一 

件決議案。那件決議案根據了我們的來函並曾計及巴 

基斯坦的覆函。我準備於本日下午齐論這件覆函，因 

爲它霜3^?細的分析。 

— 大 體 而 言 ， 巴 基 斯 坦 的 覆 函 說 了 甚 麼 ？ 

E基斯坦否|g所控情節，否憨供給協助，否憨侵略,最 

後並就其他事項提出反訴。但是國睽法或國際慣例上 

,沒有一偭原則說如因某一情勢或問題被控，被吿 

，引對方在與此不相千的事件上的過悪爲其行爲之 

辯讒。故我不準備在此階段評論巴基斯坦所提出的不 

相干的控訴。安全理事會如果願意這樣辦，自然聽其 

自便，但就本人而言，我準備單論喀什米爾問題。單 

個問題便需耍我們許多時間。 

一三六. 故事情是我們锥出了某些控訴。我們耍 

求某些補救辦法。巴基斯坦否憨了我們所舉的事實。後 

來不只我所讀的其他方面的言論，甚至聯合國委員會 

自己，都證明巴基斯坦否憨之辭不實。然則我耍問一 

個铕單的問題,剩下的是甚麼？我們提出一項控訴。我 

們舉出若干事實；那些事實構成侵略行爲——我想安 

全理事會不會說那些事實不構成侵略行爲。假如那些 

事實構成侵略，而對方否認那些事實，後來安全理事 

會又判定對方否認之辭不正確，然則剰下的是甚麼？ 

剩下的只有侵略而已。 

一三七. 辯護之擗旣不成立，故在致安全理事會 

诼中，巴基斯坦的回答是： 

"印度政府憨爲造成這種情勢的原因'是侵入 

詹慕喀什米爾的巴基斯坦國民友毗連巴基靳坦西 

北部的部落人民镀得巴基斯坦的援助，進行反詹 

慕喀什米爾的工作;詹慕瑢什米爾業已加入印度， 

爲印度之一部分。'" 

巴基斯坦的覆面引徵這句話後，耱而說道： 

"印度政府已蹐安全理事會'促蹐巴基靳m* 

卽終止此項援助，因爲此項援助爲侵略印度的行 

爲 ' 。 印 度 政 庥 威 脅 巴 基 靳 坦 ， 謂 巴 基 斯 坦 如 

不停止援助，則印度政府可能'派兵進入巴基斯坦 

境內，以便對揆酪者探取軍事行動。'"〔S/M0O, 

附件睦，文件壹，第一段。〕 

一三八. 現在我耍論上面最後一段。我已經讀了 

我方所說的話。那豈是威脅巴基靳坦的話？我們吿訴 

安全理事會的是："我們不願出於此一途徑,但è我們 

可能被迫處於別無途徑可循的境地，因爲派兵進入鄰 

境定將引起戰爭,事態定將擴大。"故我們對安全理事 

會說的並不是，"貴國如不如是如是,則我方卽將派兵 

侵入貴國領土。"那不是我方說的話。事實上，喀什米 

爾戰事自始至終，我們都是以極大的生命代價來限制 

戰事的範圉。那本身便是一椿値得稱述的故事。 

一三九. 接着便是巴基斯坦的誓口否認之辭。一 

九四八年一月十五日巴基靳坦外交部長致聯合,秘書 

長函說： 

"巴基斯坦政府極力否憨它是在協助所謂侵 

略者,並且有悸略印度的行爲。"〔同上，第三段。〕 

這是一口否認，絕不含糊。巴基斯坦政府否憨它是在 

協助所謂侵略者，並且有侵略印度的行爲。該函權謂： 

"反之，巴基斯坦政府的目的純粹是要維持二 

國間的友好關係，因此它一直在設法利用—切戰 

爭以外的方法，阻止部落運動。"〔同上。〕 

̶四〇 .這在文件«復經申論，其中第三段(五） 

譫及喀什米爾，說道： 

"印度以欺騸及强暴手段取得詹慕喀什米爾 

邦的歸併，詹慕喀什米爾大君的軍隊和印度聯邦 

的軍隊，以及大君與印度聯邦所統治的非回族人 

民耱鎮大規模殺戳劫掠詹慕喀什米爾的回族人 

民，並演出其他的暴行。"〔同上，文件贰，第三 

段。〕 

謓我們姑且假定所說情節實有其事。我決不承憨實有 

其事；事實上所說情節無一不是虛假的。但是姑且假 

定都是眞有其實，依照憲章巴基斯坦有何權利爲此懲 

罰 他 人 ？ 那 不 是 一 個 鄰 國 的 職 責 。 巴 基 侵 略 行 禽 

的藉口是首先印度以欺騸及强暴手段取得詹慕喀什米 

爾邦的歸併——這一點我們準備於本日下午再來討 

論——故巴基斯坦有、權侵入喀什米爾。換句話說，道 

便是巴基斯坦在擅自施用刑罰了。這便是戰爭。這便 

是揆略。如杲我們都採那種辦法，那便是一造自行裁 



断它自己的是非與權利了。我敢說無譫所說情節具僞, 

這種派兵悸入鄰國的行爲便構成ft略。 

"印度皇家筌軍、印度聯弗及詹慕喀什米捃弗 

的軍隊多次SI擊巴基斯坦領土。"〔同上。〕 

這一點已經當時係由英籍軍官充任的印度陸軍官員否 

認。我們事前並沒有派兵到喀什米爾去的準備；事實 

上後來我們派去的軍隊第一天便全軍覆沒了。 

—四一 .安全理事會;5^九四八年一月六日首次 

開會；我們是在一月一日提出控訴的，理事會P月 

六日開會作了若干初步工作，巴基SffiP月十五日 

提出前面我宣讀的答辯。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七日理事 

會通過下刿決議案： 

"安全理事會， 

"業已赫印度及巴基斯坦政府代表關於喀 

什米爾情势之聲明； 

" 承 讓 勢 之 緊 急 性 ， 

"並悉一月六日本理事會主席致各當事國鼋 

及谷當事國之S文內二政府均宣稱願遵守憲章之 

規定， 

"茲促諝印度政府及巴基斯坦政府立卽採取 

可以改善情勢之可能步驟（包括對雙方人民 

之公開籲請)，同時不發表任何可使情勢惡化之聲 

明或採取引起或准許任何此種行動； 

"âO?求各該政疳於安全理事會審議此事期 

中，對於已發生或任一政府憨爲卽將發生之情勢 

m±m^,立卽報吿理事會"，̶̶主席先生，我 

• 請 閣 下 注 意 此 地 所 用 " 對 於 • • ， 情 勢 重 大 變 

化，立卽報告理事會"字樣，因爲它和此後發生 

的事情有鬮一"並與安全理事會磋商'V 

一四二.我國政府誕爲自那一天起，安全理事會 

決鼈案的主旨與基本原則皆爲我國姊妹國巴基靳坦所 

違 因 爲 我 前 已 指 出 ， 巴 基 靳 坦 對 該 國 人 民 的 呼 籲 

i i"^次不是出諸與決議案相反的精神。巴基靳坦從未 

^^改善情勢。侵略者繼鎮獲得援助，而且久而久之， 

這種情勢誠如聯合國委員會所說，竟演成爲大規模的 

不宣而戰的戰爭。故如杲說巴基斯坦先有侵略行爲,隨 

後企圆曲爲辯護，可堪慨^,則當安全理事會促請當 

事國不可再採取行動後猶不悛改，更是應受責難，而 

這便是印度政府在此階段所作，的—部分，卽指出 

*大會£式K錄，届會，補編第二《,第五車丙節。 

^九年中理事會決議案的規定悉遭違背，而且那種 

行爲至今猶未停止。爲了這個緣故所以我在此次發言 

開端時便說不可隨時抓住一偭論點'便說這是，事 

實的眞相。必須知道問題的過去、,現在與將來才能够 

體'會巴基9fS外交部長的言論的具義。 

一四三.現請一論我剛才已經提蹐注意的"重大 

變化"那句話。一月二十日，亦卽三日之後，安全理 

事會進一步審議了這個問題，通過下面這個決議案： 

"安全理事會， 

"鑒於任何爭端或情势,凡其艇績存在足以危 

及國際和平與安全之維持者，本理事會得加以詷 

査；又,在印度與巴基靳坦關係之目前情ta下,是 

項調査刻不容緩， 

"爱通過下列決議： 

(我耍指出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日這個决議案是可以 

拘束安全理事會的一個决議案。它是理事會對其本身 

行止的決議。） 

"甲.茲設立一安全理事會委員會，由聯合國 

三會員國之代表組成之，其中一國由印度選定， 

一國由巴基»m選定，第三國由霪出之二國指定 

之。 

"委員會备代表均得選擇其副代表及助理人 

員。 

"乙.該委員會應儘速前往當地。於該委員會 

應于安全理事會權力之下依安全理事'會對該委員 

會所頒訓示行事。" 

這句話使我前面諛到的結論具有一切必耍的權威。委 

員會報告書不是一件非官方文件。它是委員會舉奉此 

項命令提交的。 

"該委員會應將其各項活動以及情勢之發展 

隨時通知安全理事會",一不幸這一點委員會並 

未照辦。一"並經常向安全理事會呈送報吿，交 

呈其所得結論與所作建議。 

"丙.茲授予該委員會下列雙重職權： 

"(一）依照憲章第三十四條調査事實； 

"(二）在不使安全理事會工作中断之條件 

下,運用任何可能有涫除困難作用之調停力量；執 

行安全理事會對該委員會之訓令；又安全理事會 

倘有建議與訓令時，對于其實施程度提具報吿。 



"T .該 委 員 會 應 就 下 列 各 種 情 勢 執 行 丙 段 

所述之職權： 

"(一）一九四八年一月一日印度代表致安全 

理事會主席面與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五日巴基靳坦 

外交部長致秘書長函中所述之詹慕喀什米爾邦情 

勢； 

"(二）倘經安全理事會發有命令時，一九四 

八年一月十五日巴基斯外交部長致秘書長函中 

所述之其他情勢。" 

故我以爲縱是依照這個決議案，談論其他問題也都是 

越出本案的範圍。這是當時我們雙方都接受了的規 

定。 

"戊.該委員會以過半數可決禀作成其決定。 

該委員會應自行制定其議事規則• • • 

• • » 

"庚.聯合國秘書長應供應該委員會以其所 

憨爲必需之人員與協助"。〔S/i 100，附件壹。〕 

̶四四.這兩件*議案不妨一併討論。印度政府 

接受了一月二十日那件決議案，雖然它認爲它對於喀 

什米爾的主權是無可爭議，無可改變的。它接受那個 

決議案的理由是唯恐情勢可能惡化，是因爲它對聯合 

國具有基於聯合國憲章的信念一JK?種信念當時或較 

今曰新鮮堅定。它接受那個決議案是因爲它相信不管 

時事怎樣變化無常，眞理終必勝利。負責保衞其領土 

的政疳，遇到鄰邦前來侵略自不能坐視不顧。因此 

我們接受了這兩件決議案並且贊同設置該委員會，以 

便它執行它的雙重職權。我敢說在第一項職權的行使 

上，其結杲是安全理事會有目共睹的。耍我檢視所有 

一應文件、陳述、問題犟以及種種詳細的保證固然需 

要許多時日，伹有一事實——關於此點另有佐證將於 

下面提出——究竟是無可爭辯的，卽委員會報吿書說 

侵略確實，情勢確有重大變化，而這種變化未令安全 

理事會知道。那時情勢已經起了變化，而且那些齄化 

刻正在進行中，故時至今日已無從沿循五年前所定之 

路緣來根治這個問題。 

一四五.安全理事會因爲不知當時情勢發生的變 

化，通過了一月二十日的決議案，通過之後便*研究 

別的問題了。同時安圣理事會把標題改爲"印度巴基 

斯坦問題"。我們當時曾經聲明，我們不反對改換標 

題，但是我們仍然認爲喀什米爾問題是控訴的主旨。 

一四六. 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一日安全理事會通 

過了另一決議案〔S/ 7 26〕。這個決議案與前不同，它 

舒 該 委 員 會 若 干 新 的 訓 令 ， 規 定 撒 兵 及 皋 行 全 驗 

決事宜，並將委員會委員人數增爲五人。那年五月五 

日，印度政府正式通知安全理事會，表示拒挹接受這 

個決議案的若千部分,該函現載於文件S/ 7 3 4 /Cot t . I 。 

伹印度表示願與該委員會會商。該函如下： 

"印度政府業已審愼考盧安全a * 會 就 印 度 

爲詹慕喀什米爾邦爭端控訴巴基新坦的決議案。 

印度代表圑曾明白表示其反對決議案若干部份的 

意見，印度政府與其代表團磋商後，充分贊同此 

項反對意見,因此印度政府不能實施各該部分,殊 

&爲爐。 

"如理事會仍擬派出決議案前文所稱之委員 

會，則印度政府願與該委員會會談"。CS/iioo, 

附件叁。〕 

該 函 曾 由 印 度 總 皿 外 交 部 長 M r . I^eliru簽署。 

一四七. 我方雖不贊同癍大該委員會的任務規 

定，印度政府覺得如不接見該委員會的委員則未免對 

聯合國有失恭敬。有些刻薄的人說我們的困難便是由 

此而起，但是那種態度是不對的，因爲各國如杲由於 

此種危險及顧盧拒不商談，則卽無從協助憲章的有效 

實施。可是我要極其誠懇地指出，這樣一來便不應當 

使不墨守來®文字的國家，換句話說卽願作進一步採 

討的國家反受其害。爲了這個緣故所以我們當時雖然 

拒絕接受這個决議案，仍然答應接見該委員畲。 

—四八.那時候，印度主管此事的部長Mr. G o -

palaswami Ayyangar曾存安全理事會發表演講，提出我 

方的反對理由。他的é詞甚長，我不準備宣讀全文，但 

從一九四八年一月間的初步討論看來，所論耍點顯爲 

我方所已經接受了的那些事項。我至今沒有評論這一 

點，但是倘如我評論的話，我可以說逭便是先決問 

題，這便是問題的中心。M** Càopalaswami A j r y a n g u 說 

道： 

"本人茲對現在審議中的決議案草案之數項 

詳細規定，作一簡略之檢討。但科及對方或有相 

反之說法提出，本人請先就歸屬問題略作數言.• • 

'詹慕喀什米爾邦是否歸屬於印度，抑歸屬於巴基 

W o 據 稱 此 項 歸 屬 僅 爲 暫 時 性 質 ， 僅 爲 達 到 某 

̶特定目的之辦法"一果然如此便必須廢除經 

議會通過的法案了̶̶"一旦•••此時期已過，該 



目的已達到，則歸属卽不存在"。〔第二A£次會 

議,第六頁。〕 

這是営時一種主張。Mr. G o p a k n r a m i Ayyangar耱謂： 

"就印度方面而言，吾人反對此種說法。"—— 

這是早在一九四八年所說的話，故不是事後强 

辯一。"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六日所成立之歸屬 

爲合法行爲，印度隨之卽履行它在接受歸屨時所 

承擔之一切義務。詹慕喀什米爾邦藉印度之力而 

免於分裂，雖至今日，印度仍在抵抗侵略該邦領 

土完整之悪勢力。印度保護該邦衆多人民免爲外 

界侵掠者所覬覦。 

"因此，此種歸展，不僅在今日存在，卽在戰 

爭終止，和平與秩序恢復後亦仍存在。" 

這便是自一九四八年以來我方立場的根據,從未改變。 

M r . Gopalaswami Ayyangar接着說道："直到那個時 

候，巴基新坦在詹慕喀什米爾毫無法律地位。" 

一四九.他隨後發表了下面從我方觀點而言十分 

重耍的聲明： 

"停戰以後,全邦須在一政府統治之下。本人 

所謂之全邦，係包括現仍在叛民及侵掠者手中之 

地域而言。営全邦在一行政棰構——卽詹慕喀什 

米爾邦之行政棰構——统治之下時，印度駐防軍 

須在印度邊睡，詹慕喀什米爾邦之西駐防。印度 

爲履行按照歸属文書所擔任之防衞該邦之義務起 

見，實有在該地駐軍之必耍"。〔同上，第七頁。〕 

—五〇.此項義務不只是我國憲法所定&J義務， 

也是依照聯合王國議會通過的，後爲我國憲法所本的 

法案所必須履行的義務。我國履行的這種義務同時並 

經安全理事會贊同。安全理事會對詹慕喀什米爾的主 

權£歸屬的合法性，從未表示異議，而這便是最重耍 

的一點，其他皆展其次。故赏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一 

日決議案將兩國視若控訴案的兩造時，我方卽表示反 

對那種態度，拒不接受。 

一五一.如有必耍，我本可以詳細討讒四月二十 

一曰那件決議案，但是我認爲無此必耍，因爲那件決 

議案已爲後來的決議案所代替。四月二十一日決讖案 

設置了那個委員會。我方沒有接受那個決議案，但是 

巴基靳坦如何呢？巴基斯坦表示反對，不肯接受。但 

同日它指定阿根廷爲委員會委員國之一。我方反對決 

議案之若千部分，但同意接見該委員會。巴基斯坦則 

表示抗議，聲稱巴基斯坦不接受該決議案。 

一仁.故四月二十一日決議案如有任何值値， 

其價値繋於下面這偭法律問題的答案：安全理事會依 

憲章第六章的規定，作成建議，通通一個決議案，這 

個決議案在法律上有何地位？這個決議案只有兩造都 

同意時才有作爲和解程序之一部分的價値。首先，我 

方沒有完全同意，但我方同意該案的實施。巴基斯坦 

拒絕接受。惟後來巴基斯坦在行動上接受了那個決議 

案。巴基靳坦旣在行動上接受了決議案的某些部分,故 

安全理事會卽須撿査一下它的行動，看看此項行勖究 

竟是朝甚麼方向發展的，究竟發展到甚麽地步。哥* 

比亜及古巴代表日前發言，暗示——沒有明說，只是 

暗示̶̶他們很關心於安全理事會的立場。那是®對 

的，但旣然如此就必須追根究底，看看那些我們接受 

了，那些我們沒有接受。 

一五三. 由於這個決議案的結果，雖然雙方都不 

滿意於這個決議案，委員會究竟去了而JL在印度受到 

慇勤款待。我們曾經竭力疏逋使喀什米爾接納該委員 

會，並且委員會在那裏停留頗久。 

一五四. 主席：今日下午三時耱鎮討論。 

午後一時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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