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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四十八次會議 

一 A i 四 A 年 二 月 十 A t a星期工午拔二時三十分在紐約成功^舉行 

^ General M c N A U G H T O N ( 加 拿 大 ） 

出 席 者 下 列 各 阈 代 表 阿 根 廷 、 比 利 

時、加拿大、中國、哥侖比亜、法蘭西、敍利 

亜、烏克蘭蘇維埃吡會主義共和圃、蘇維埃社 

會主義共和國聯盟、英聯王國、美利堅合衆 

國。 

璣 事 日 程 與 第 二 四 七 次 會 議 （ 文 件 S/ 

Agenda 247 ) Kl o 

二一 •繼績討論印度尼西亜問題 

印 庹 尼 西 並 M 題 种 提 委 負 會 主 y? M r 

Frank P G/viAa;»及其他委îl ，印度代表 

M, P P Ptllat,荷8M戈表£ W 

van Kleffens, 3 & 律 賓 代 表 J o s e D 

Ingles , 印 度 ; L 西 亞 丼 和 囷 代 表 M r Ah 

Sastroamtdjojo,本大利iL代表Mr Wtlltam 

D Forsyth應主席請,化理事會硪席。 

Mr SASTROAMIDJOJO (印度尼西IS共 

和阈）首先本代表圑願代表印度尼西亜共和 

國政府向安全理事會表示承斡旋委員會以及 

該 委 會 書 、 職 員 、 軍 事 觀 察 員 等 竭 盡 所 能 

誠害爲荷蘭印度尼西亜問題;^求解決，本國政 

府深爲感謝。榦旋委員會業已獲致聯合阖有史 

W來的首次重耍成就，雖云印度尼西亞共和國 

對於所镀的結果並不盡覺满意。 

本代表圑亦願利用此次機會代表我阈政府 

向安全理事會致謝。安全理事會在此次爭執中 

所採取的行動對於印度尼西3?及丼人民的歷史 

確有莫大影響。 

辑旋委員會提交安全理事會的報吿誊〔文 

件3/649〕所列舉的工作秸果尙未使印度尼西 

亞共和阈盡覺滿意。本代表圑所以耍3：8調此 

%，目的在確切說明荷蘭與印度尼西亞共和阈 

外間傳說Renvi l le協定爲最終協定，丼 

實不然。業經雙方達成協者僅有應予;a速執 

行的休狨協定〔文件3/649，附錄拾壹〕。政 

冶 原 則 〔 文 件S/649附 錄 拾è及 附 錄 捌 〕 與 

休戰問題密切關連，應作爲進行政治談判的出 

發 ^ 。 

在軍事方面所獲的結果極筲重耍，且與聯 

仓阈維持世界和平的原則完全脗合。休戰實現 

之後,不但雙方閬的戰事業已吿終，人類生命 

及財產的摧殘亦已停止。 

提到這裏，本代表圑顔鄭重指出印度尼西 

亜共和阈對安全理事會及其所設的斡旋委員會 

的態度。自印度尼西亜問題首爲安全理事會受 

理以來，共和國方面曾屢次表示顔遵守理事會 

的决定。共和阈方面在Renville談判始末期簡 

所持的態度也充分表現此種連就精神。共和圃 

致力和平，傑顯謀求爭端的和平解決，故採取 

此種態度。共和國的目榑典聯合闺的目檫完全 

一致。赋耍對有關印度尼西亜問題的一切文件 

— 包 括 在 成 功 湖 及 在 R e n v i l l e , 提 出 者 在 

内——加以研究,卽可知共和阈方面對以恢復 

和平爲宗旨的各項提案無不極力贊助，且印度 

尼西亜人民如何不惜犧牲，促成休戰,並使政 

治原則有實行的可能。 

可是， 

間的爭執根本是政治性的爭執。在肯定的全面 

政治解決尙未獲致以前，任何桔果都不能令印 

度尼西亜人民完全滿意。 

本人現在顯就斡旋委員#«吿書後表幾勒 

詳盡曹見。爲使理事會確切明瞭休戰協定對印 

度尼西亜共和圃的影響起見，本人顚提睛理事 

會注會下述事實。在一九四七年七月中旬荷蘭 

典印度尼西gg共和阈發生爭執時,本國政府曾 

於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B函請荷蘭政府儘速成 

立仲裁委員會。提出此項請求W根據爲Lhig 

gadjati協定1第十七條第二欵，共目的在求 

荷印爭端的和平解決。 

印度尼西亜共和國政府深信因Linggadjat 

協定而起的一切爭執應該而且無一不可用和平 

方法謀求解決，故提出上項請求。因此，Lingi 

gadjati協定原已顧盧及可能發生的爭執,故 

對解決此種爭執的方法早已有所規定。因此， 

本國政府將一九四七年八月一日安全理事會的 

決議案〔文件S/459〕視爲聯合國維持和平 

原則所產生的當然結果。聯合阈的原則亦;5 

Linggadjatl協定第十七條第二欵的根據。 

1參Bsst钓荷蘭新閗處出版的rp度/g西lip共和國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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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提出這點聲明，,非是爲了我們的紀 

錄，可是這種事絕不應有任何模稜不明之處， 

度大有M係。不管怎樣，荷蘭政;這方面很顕 

意不究B往，與印度尼西亜共和阈各本寬大的 

精神，共同努力，£)1期建立政治進展和經涛建 

！！：所!需的和平情况。荷蘭女王陛下在二月三 

日發表廣播宣佈在一九〇一年開始採用的政策 

已 吿 完 成 及 束 的 時 候 ， 曾 說 " 戒 民 地 制 度 

已成過去。我們不顕否靱我ff3已往的行動和偉 

大 成 就 ， 但 是 一 悃 國 家 須 有 险 舊 佈 新 的 毅 

力。我們一定有道種毅力。" 

荷蘭政府希望將來有一天一個由印度尼西 

3S共和阈及所有共他印尼阈家組成的主權民主 

聯邦，能自願典荷蘭自由合，履行其因此種 

地位及當地人民之能力而理黉镥承的任務,並 

希望這一個國家終能在聯合@|中取得應有的地 

位。在另一方面，我ff!}如果不能靱識淸楚，知 

道縱然赏事雙方昝有迅速獲致解决的願望，然 

而不久卽將根據讒定的政治原則——這也得力 

於榦旋委員會的幫助一在印度尼西35開始 

進行的政治討論,仍須經過相営時間，才能完 

成，就未免有不切實8?之嫌。 

本人也許可£i提醒安全理事會各理事，美 

國最初的十三州雖有共|P】的傅铳和見解，也經 

過很久，才能擬成聯邦燎法。我們可以借鑑於 

他們的經驗，所以也許不if經過如此長久的時 

間。無論如何，我們定將盡力儘速進行工作。 

現時仍有許多困難而重大的問題急待解 

決。尙待審議的問題至少還有三大類。第一， 

須確定並建:&行將成立的HI度厄西亜聯邦臨 

時 政 府 典 共 和 阈 之 間 的 關 係 ， 關 於 這 一 我 

們大家都希望能够借齄於外阔共他聯邦制度的 

綞驗和模範。第二， jk:項擬定主權完整的印度 

尼西亜合衆國W憲法。第三，JJ:須明確規定自 

理事會各理事定同者這項重大的工作 

須荷蘭和m度尼西亜動員全部政治上M建設能 

力始能應付。但是我們有成的决'u^。無論如 

何，我們荷蘭人民願#本友善的精祌和成的 

-點， 

並非荷蘭政府所最關切之事，此項問題首先& 

須由有關人民自行決定。但荷蘭政府對於探取 

自 由 决 定 典 取 締 暴 力 、 威 脅 輕 迫 手 段 的 保 

瞪,深表關切，靱爲此等保瞪爲未來印度尼西 

亜合衆國的穩固所必不可少。上述保ire:須强 

調任何地厲的居民都有&*«利可以請求保護 

以免遭受此種壓迫，並自行决定共居留地厲在 

印度尼西亜合衆阈內的地位。" 

這就是我們的立場。#蘭從來無意煽動任 

何方面創;&新的政治個體，但也不願意對反映 

赏地人民顚望的民族運動加以曆制。 

對 於 M r JuBtlce K l rby 方 才 所 說 的 閽 於 

改豳斡旋委員會工作程序的意見，本人願曹提 

出一項保留。這項保留就是在不改變斡旋委 

在此方面還有一項fin題，本人願总一併提 

及 。 斡 旋 委 員 吿 書 附 錄 陸 有 以 下 一 段 

然有權改變其工作程序，但該委員會無權改變 

其t£質，所以該委員會不能採取任一斡旋委員 

會所不應採取的行動。本人相信Mr Justice 

Klrby所發表的意見和本人方,所說的話幷無 

任何牴觸。 

本人不顔意在此刻提出可能引起爭論的問 

題，本人鉞懇希袅各方面在理事會所發表的言 

論不致舰本人改mm,激底ft»待解決 

的種種問題的適赏地點，是B惹和巴達維亜0 

本人現在祇顔意說我ffîl願抱着冷靜樂觀的態 

度，瞻望前途。當前的任務是借重斡旋委員會 

和該娄員會軍事助理人員的協助，^求戰爭的 

完全終止，我們顕意本宽宏的精神和脚蹐實地 

的旗度，商議如何成立新的主權完整的民主阈 

^，我們希望這一個國家將來不伹有阈家的形 

式，而且能够實際光榮地切實履行其所負艱巨 

任務，在今曰這種困難淸形之下，妥善管治這 

一個各遒淸形極不一致的地展。 

本人顧意代表荷蘭政府典印度尼西亜境内 

所 有 得 以 親 見 我 們 爲 了 前 途 着 想 所 « 政 策 的 

人再表示，我們對於斡旋委員會藉其努力、諒 

mm耐以及該委員會M工作人員的熱,L、所 

的重耍可喜的成赣，深爲感謝，本人並希望 

該委員會將在其任務規定範囤內，遇當事雙方 

提出請求時，繼鎮fê^;^促進政治討論迅速順 

利 完 成 所 需 的 一 切 協 助 。 

主席各方如無異遴，理事會現在散會， 

並於今曰下午二時三十分冉舉行會。 

(午後一時散會。） 



印度厄西亜人民獲悉安全理事會xt派幹 

旋委員會前赴印度尼西亜的決定〔文件S/525 

威〕，深威欣慰。他們認3決議案爲執行聯合 

阈憲章的第一步。斡旋委員會抵達印度尼西亞 

時，正爲民主而奮鬥的印度尼西亞人民感覺無 

限欣慰，因爲他ff3認爲該委員會象徵他們自己 

和聯合阈所具同努力^求赏現的民主理想和槪 

含。 

現在本人不妨說明共和國方面何以在休戰 

協定中作重大讓步。有人認爲共和阈所Êil如 

此，是因爲荷蘭業已讓步，接受十八項政治原 

則爲^求政治解決的甚礎。可是，分析之下顯 

然可見十八項政治原則實際典聯合圃憲章的 

基本;？則完^致，而聯合國憲章則早經全世 

界 承 靱 爲 公 正 。 所 以 ， 荷 蘭 方 面 接 受 政 治 , 

則一實卽聯合國原則一之舉自不能認筲可 

與印度尼西亜共和圃所作讓步相比。 

本 人 铯 無 輕 視 十 八 項 政 治 , 則 之 意 。 可 

是，本人顔意明白指出，印度尼西亜共和國之 

接 受 Renv i l l e 協 定 , 並 非 讓 步 的 表 1^ ， 而 是 

本 國 政 府 始 , 取 的 和 平 政 策 所 洚 生 的 直 接 秸 

果。本國政府盼望和平解決，故接受Renville 

協定。從安全理事會在一九四七年八月一 B 

〔文件S/459 〕，八月二十五曰〔文件S/525 

壹及文件S/525威〕及十一月一日〔文件S/ 

597 〕就印度尼西亜問題所通過的决議案顦然 

本人深信，共和阈企求和平W顔望，身歷 

自的斡旋委員會一定可以證明。七千萬W度 

尼西亜人民爲獨立而奮鬥，其意志之熱?^無可 

倫比。可是，印度尼西亜人民爲一愛好和平的 

民族，有誓不放棄和平途徑的決心。 

在Renvi l le艦 商 妥 的 協 定 是 由 當 時 的 齄 

理 M r Sjarifudin代表共和阈簽訂的。不久， 

Mr Sjar i fudin辭職，由副總統Mr Hat t a 另 

龃内閣。Mr Hatta所領導的fl]度尼西亜共和 

阈現任内閣正盡力履行前任內閣所簽協定內的 

一切義務。 

Hatta内閣的施政方針以下列三大耍點爲 

基礎 

一 實 行 R e n v i l l e 協 定 ， 

二儘速建立主權完整的獨立印度尼西亜 

合泉阈， 

三 建 設 。 

正如其他民主函家一般，印度尼西亜亦有 

一反對黨，但此種淸形未引起任何困難。不 

但如此，我們知道Renvi l le協定就是&對黨 

領袖所簽訂的，因此更不致有任何困難。現任 

内閣享有全阈人民的一 itH讒。 

本人日前接獲我國政府的通知，得悉休戰 

協定的實行極爲圓滿。荷蘭方面以前否憨其存 

在 的 " 零 星 " 共 和 國 軍 佔 地 現 正 有 次 序 有 計 

劃地逑,淸，截至目前爲止，退入共和國領 

土 的 箪 隊 已 ^ 有 二 萬 人 。 

本人在開始發言時曾綞指出十八項政治原 

則的性質。此等原則爲進行政治談判，謀求最 

終玫治協定的基礎。換句話說，此等原則爲進 

行談判的網領，伹;3É不是協定。它們不過是 

進行商ftïll求最後政治解決的出發郫。雖然如 

此，此十八項政治原則在最後協定中將估極端 

重耍的地位。杜魯門總統在二月十三日致斡旋 

委員會面內指出，"此項問題的解決對於謀求 

世界永久和平勢將有莫大影响"，且十八項政 

治原則爲"主權完整的印度尼西亜合衆阈的自 

由、民主和獨立的基本原則"。 

此等自由民主、獨立原則實爲印度尼西 

35人民近五十年來努力爭取的原則。世界人民 

對 於 M r Graham在本曰上午所詳述的此次 

鬥爭的重耍性未能有充分的認識和了解,實至 

可惋惜。本人顕向安全理事會陳明印度尼西 

亜人民爭取自由民主的奮鬥不伹對於我國至爲 

重耍，而且對於整個東亜的前途亦極重耍。自 

由獨立的印度尼西亜將成爲民主的屏障，實非 

言之過甚。印尼合衆國的成立定可促成聯合國 

原則的實現。 

印度尼西亜共和國面積之廣等於法蘭西、 

比利時、荷蘭、盧森堡四國領士之和，想到此 

黏 ， 卽 可 知 以 ， 言 不 謬 。 印 尼 共 和 國 的 人 

口亦與上述四阈人口艄和相等。將來成立的印 

度尼西亜合衆阈的人口將等於英聯王阈、加拿 

大、澳大利亜三阈人口的總和。 

PP度尼西亜共和阈的物產和鑛產，如咖 

睥、茶、糖、烟草、香料、橡皮、黄余、mm 

土等，對於世界經濟極爲重耍。 

餒過慎重玫慮之後，我們認;^在印度尼西 

亜；3^求政治解决尙有許多困難。鑒於當事雙方 

直至最近仍以兵戈相對,前途的荆棘，更可以 

想像。其中一大障碍是過去兩年以來所發生的 

事件，仗當事雙方互相猜疑。此種'L理影響勢 

將繼績存在，斷不能因Renvil le協定的簽訂 

而立卽消K^。 



鑒於上述理由,本阈政府相信對於設法和 

平解決荷印爭執有重大貢獻的斡旋委員會，應 

擻績工作。所以，我們懇切希望安全理事會決 

定請斡旋委員會在政治解決尙未獲致以前鹅績 

向當事雙方提伊協助。 

經過愼重St盧之後，我們認爲爲促成最後 

政治協定早日達成起見，斡旋娄員會應有充分 

權力，使其所擔任的工作不僅以斡旋爲限。在 

Renv i l l e 談 判 期 間 , 本 人 擔 住 碎 和 阈 代 表 圑 

的副主席，每日目覩幹旋委員會的工作淸形， 

深覺如S委員會有輓大權力，最後政治解决一 

定早已獲致，許多人的生命及財產亦可因此保 

全。在談判的現階段，更有加强斡旋委員會權 

力的if耍。十八項政治原則勢必引起矛盾的解 

釋，此種事實殊有礙於迅速解决。本人堅信安 

全理事會定將對此問題加以周詳钕盧，譬如斡 

旋委員會澳大利亜代表所提出的各點卽很値得 

玫盧。 

更有一點，爲促成十八項政治原則所列民 

主政治權利的實現起見，印度尼西亜境內應有 

言論自由、新聞自由、集會自由、行動自由的 

保障。如此，在舉行全民表決時，雙方就可以 

有均等機會。 

此等基本人權的保障在於廢止一切軍事 

政 洽 、 經 , 力 。 因 爲 上 述 理 由 ， 此 種 障 礙 如 

仍存在，if須儘速剷Ig^。闥於此點，本代表圑 

顔請理事會注意印度尼西亜共和國已因被封鈹 

Bb感受極大困難，所以封鎖命令應儘速取消0 

本人謳;^如此始足以造成誠意相待的空氣，如 

此始足以避免髙壓手段。如將斡旋委員會的觀 

察權力改爲H:視權力，也許就可以提供此種保 

證。斡旋委員會旣爲代表安全理事#^行職務 

的機構，此項提議實無可非議之處。 

Hatta內閣業已典荷印政府取得連絡，洽 

商共和國在臨時聯邦政府中的地位。荷、印兩 

方皆Eg爲休戰的實行極爲順利。進行政治諛判 

的時機現已成熟。政治談判爲if需雙方各表誠 

意互作譲步始能有成的困難工作。目前的迫切 

^耍爲冷靜的態度和互相信任彼此各不刺激的 

空氣。共和國曾在各方面作種種讓步，深信對 

方定有同樣表示。我ff3深信如有斡旋委員會協 

助談判，印度尼西亜不久卽可獲得永久和平， 

聯合國對丼在舉足牽動世界軍事及經濟大局的 

重耍地區;PNi得的成就，亦可引以自豪。 

將不再加以分析。本人僅願向理事會提出若干 

"見。本人將首先向理事會各理事報 

吿斡旋委員會係在何種It况與,L、;ll之F進行工 

作。此種報導或有助於各理事了解委員會向理 

事會所提出的冷酷嚴肅的文件的背境和脊義0 

尙待委員會及當事雙方完成的工作將來也許能 

够在本人所報吿的友善空氣之下繼績進行。 

在斡旋委員會各仁和本人接受安全理事 

會 所 授 與 的 任 , ， 我 們 並 沒 有 任 何 妄 想 我 

ff3知道當前住務的艱巨，我們明瞭営前問題的 

困難。雖然如此，我們仍欣然接受，因爲我們 

覺得我們有爲各方效力的機會。幸而我們在開 

始工作時有此種淸楚認誡，我們在抵達目的地 

以後，更知道赏前的困難較我們所想像者爲 

甚。我們是不是因此而廢呢？適得其反。這是 

可以預料得到的。不但此項問題爲一項牽涉政 

治、經濟、妣會及其他許多方面的困難而複雜 

的問題，而且戰事亦典世界各地的戰事相同， 

早已彌蔓於馬來群島，禍害殊深，影响極大。 

在該處一帶，人類生命根本受到威脅我們不 

IP目覩物質破壞,而且更注意到道德淪亡，這 

也是我們不得不顳慮的一郑。 

說到這裏，本人不得不補充一％在我們 

開始工作的時候，雙方淸緒極爲激昂。雙方皆 

採用同一口吻。雙方皆聲言業已失去信心，對 

於已往經過表憤激。我們三人介身共間。我 

們有什癍武器呢？我們至少有兩種威力極大的 

武器。第一 種 武 器 是 理 事 會 授 典 我 們 的 這 就 

是安全理事會的道義力量和威望，安全理事會 

的後盾聯合阈的威望，尤其是理事會和聯合阈 

竭力實現的理想。這是我們的第一種有力武 

器。第二種是我們三人所共有的信含我們認 

爲我們能成功，而且非成功不可，我們認爲 

—切困難絕不能咀礙我們赏現原定目標，我們 

認 爲 此 次 爭 執 的 成 因 不 是 不 幸 而 發 生 的 誤 

解，而不是兩種互不相容的願望的甚本衝突。 

我們管到近年來荷蘭和印度尼西亜的歷 

史。我們想到荷印雙方到戰事爆發以前爲Jh 

的合作一-此種合作爲共同敵人所破壤。我們 

管到荷蘭反抗希特勒主義的奮鬥，我們也顧；t 

到邁向獨立的各民族所藕藏的潜在力暈，他們 

願接受合理管治及和餒解決的事赏，以及他 

們努力建設的願^。 

Mr V A N Z E E L A N D (比利時）（印度 在此種It形之下，我們開始工作。我們力 

；a西亞問題斡旋姿員會委員）對於柒經斡旋 求迅^，因爯人類生命每天都受威齊。往往委 

委員會其他同人的明白正確分折的各點，本人 員會同人及本人淸晨閱報，獲悉傷亡入數，不 



禁 脔 然 自 勵 " 我 們 須 加 緊 工 作 , 一 時 一 刻 

不 能 浪 费 。 我 們 須 立 卽 不 斷 努 力 。 " 我 們 有 

時促請各方面合作，他們無不欣然同意。 

我們所獲的艙果不過是臨時的結果。我們 

所提出的報吿—畲也不過是臨時的報吿書。本人 

並不想也不能對前途的展望，發表啻見。本人 

祇 顧 提 請 理 事 會 各 理 事 注 意 至 今 結 果 的 

重耍性。 

我們在開始工作時首先斷定終止殘殺爲 

>i«求協<a的第一步驟，所以我們必須終止一切 

恐怖手段和暴力行爲，而此項工作應自休戰的 

M行閼始。赏事雙方對此亦表同意。這是最淺 

顯 的hi理 。 然 而 , 開 始 工 作 以 後 , 困 難 重 重 ， 

我們終於不〗不承認如望有成，則我們於商訂 

休戰協定時，須顧及若干政治問題，至於法 

律問題則祇有暫時撇開不論。 

我們在採取上述決定時，盡力顧全斡旋委 

贝食所應保持的活動範圃。本人認爲我們並未 

逾越我們的桅限，伹我ff3確曾盡想像力所及, 

仗我們的工作有建設性的結果。 

經我們的努力,休戰是實現了，同時政治 

原則亦已奠定。殘殺、破壞和本人所深惡痛铯 

的暴力行爲旣因休戰的實現而終止，本人的話 

決不是輕視休戰之重耍，但本人願向理事會各 

理事指出休戰總不過是臨時的措施，雙方應 

儘早擬定永久的肯定的基本協定，以爲替代。 

關於這一壩，本人同意印度尼西亜代表所發表 

的意見。我們決不應爲了斷定究毚某方讓步更 

多而浪费時間。這是一種錯誤，而且違背我們 

的工作精神。"讓步"這兩個字根本就含有消 

極的意味。我們所希望5&成的是一種積極的建 

設工作。本人樂於指出，方才曾經有人說過， 

我ff3所希望完成的是和平的實現，営事雙方也 

本着這種精祌，設法解決我們前後向其提出的 

各項問題——也許本人應^說設法解決它們當 

前的各項問題。我們基於這一^%意见，故愼重 

決定休fBfe噍爲一項臨時措施，並着重指出此項 

協定決不致有任何赏際後果。據理而論，在當 

事雙方對此種方法表示同意之後，暴力行爲如 

能終止，則各地的戰事亦可終Jh。此W幸爲當 

事雙方所洞¥照辦，本人深覺感謝。 

在休戰協定狻訂時，雙方同時封若干項原 

‧Hij表亍同會。從數目字上來說，先有十二項， 

後有六項，--it有十八項，但數目的多寡是不 

雷耍的。各方面對此等原則巳經發表了許多， 

見，仍有未盡之處。我們不妨再加以撿計， 

以視其如何重耍。此等！ 

合國甚礎的各項原則而來，所以有人認爲其中 

並無任何新的因素，言之亦不無理由。但是， 

此等原則的行文一部分非常厳豳，简直就是聯 

合國原則的直接反照，所以本人認爲雙方皆已 

接受的事實是極端重耍的。 

此等原則一部分互相駢疊，有時還有意BC 

復重述。據本人的意見，它們規定非常明確 

的限制，故根據此等原則所擬成的任何解決辦 

法，定必是良好的解決辦法。這並不是說我們 

自己、當事雙方和委員會將來都不致遭遇任何 

困難。在解釋、應用和執行等方面仍有種種困 

難。但在對主耍之點達成協議，瞪明雙方確具 

馘意之後，祇耍能稍用®盧，總不食找不到赏 

現上述原則的赏際解決辦法的。本人個人於 

此，並無任何疑問。當事雙方如韉績本着至今 

所表現的精神，設法解決此項問題，則此項問 

題可解決，且所獲的結果定可令各方满畲。 

本 人 僅 有 一 項 請 求 卽 我 們 須 不 斷 對 上 

列原則加以注意，不但實施其明文規定，而且 

mm^Wo倘能如此，安全理事會所希望獲 

致的印度尼西亜問題的永久公平解決定可實 

現。 

本人剛镥答應發言力求簡短，所以不顚對 

丄述原則加以分圻。本人僅請理事會各理事注 

意上述原則所包含的兩大耍點。第一點關涉主 

植、自由和獨立——換句話說，這就是一向認 

爲主權的取得爲其民族生命進化過程中一個明 

確階段的有關人民長期努力的最髙目標。第二 

%也是同等重耍的這就是合作一典荷蘭 

典組成印度尼西亜的所有人民與世界其他民 

族合作。 

本人鼷爲這兩項獨立與合作的原則同爲不 

可缺少的，無論對於當事雙方或if於印度尼西 

亜人民（恕我直言，因爲本人希望發言力求坦 

白：)都是不可缺少的。印度尼西亜人民須獲 

得歸還主榷的正式諾言。他們希望有此諾言， 

我們一定予以保證，事實上,他ff3現在已經狻 

得此種保證。面時他們須獲得彼此合作的正 

式諾言。我們一定予以保證，事實上，他們現 

在也得到了此種保證。雙方的合作實行之後， 

可使印度尼西亜領袖所定的政治、經禅W會 

目標同時赏現。這三方面的目撐，方才巳經向 

安全理事會提及。 

從以上M—般意見，本人擬作下列三項比 

第 一 ^ ， 十 八 項 原 則 旣 爲 當 事 雙 力 無 條 件 

接受，我們是否可從此一事赏斷定任何銜突 



無論如何»，昝有猩致和平解决的可能。困 

難無論怎樣大，我們挹不能也斷不應讓它阻礙 

我ff3謀求和平解决以抵於最後成功的努力。和 

平解決辦法耪是存在的，其所以尙未资現，W 

因是或者時間太短，或者用,L、不堅，或者缺乏 

耐拴，或者思盧未周,都是辦事者之過。一方 

的暴力行爲必然引起對方的暴力反應，縱然有 

所收穫，共所付代價必然甚矩，且往往典其所 

引起的人類苦痛極不相稱。 

本人的意思竑不是說解^法是極易獲致 

的,也不是說每項爭端都可以毫不費力地獲致 

和平解決。對於若干爭端的困難性質，理事會 

各理事大槪比本人知道得更淸楚。本人可以吿 

訴他們斡旋委員會三委員在酷熱的熱帶暑夜 

常整&不眠，設法as求解决，往往似已有成， 

而終吿失肷。伹我們從未放棄希望，我ff3將永 

不放棄希望，聯合國永不放棄希望。聯合國如 

不放棄希望，各國終if不再認爲暴力是不妨接 

受 的 解 , 法 。 

鉞意當然是不可少的。我們固?々須不含舊 

我ff!l也ikf須豳記約言。有許多舊事if須勾 

銷。以印度尼西亜而論，我們曾不得不購當事 

雙方不去追含若干印象深刻,心有愧的往事。 

本人願意祓述前次在巴達維亜所發表的,見 

"不含舊惡不但是一種崇高道德,而且是曰常 

生®̃̃個人的日常生活和整個民族的日常生 

活̶̶所應遵循的基本準則。" 

但是有些事固然不應含，有些其他事則 

iÈf項緊記。我們須緊IB甚本利害之相同，荷 

蘭和印度尼西亜在印度群島的利窑相同。 

本人方才所提及的崇高原則係以極具體極 

迫切的現實膺形爲根據的。印度尼西亜非恢復 

丼生產能力不可，不但爲営事雙方,而且;^整 

個世界着想，此事斷不可少。本人顔再指出 

此項問題反映阈際社會各單位互相瞄連的事實 

典其基本利益之一致，其程度的明顚铯不亞於 

從前我們所審議的一切其他問題。 

如以上見解確能成立，則本人的第二點意 

見爲我們决不應輕視道義力量的重耍性及其 

對具體現實所產生的影响。我們已鋰在這褢者 

到此種影响，以後與過去一様，一定仍有機 

會。本人顧複述方才所說的一句話現代的道 

義力量以聯合阈爲表徵，因爲聯合國的力;&就 

在於它W道德威權。本人深信如代衷安全》事 

會的斡旋委員會未親到印度尼西亜，我們今曰 

所討論的臨時解決辦法一定不能如此明確，不 

能如此迅速達成，而且大槪會以其他則爲規 

範，典Se們所揭橥WJ!P則定有牴觸。 

在人在説明了以bit見，向安全理事會和 

聯合國致敬以後，顚再提出另外"^，提一提 

實際負責者究竟爲當事雙方，而它們旣負有責 

任，自然也馐得我們對於其他各方面所表示的 

稱道。如果現已接近解決辦法，如果休戰措施 

確如理事會所M，收效極大，如果政治原則與 

聯合阈的理想極爲一致,如爭此等文件業已簽 

訂，這許多成就大部分須歸功於當事雙方荷蘭 

和印度尼西亜共和阈的努力。 

因此，本人可否在結朿發言以前，以斡旋 

委員會委員的食格向赏事雙方提出最後Ê吿 

加緊努力。時不我與。設法根據雙方所接受的 

原則，儘速獲致具體結果。最重耍W—點爲 

最終解決 if須典上述原則的精神相符合。雙方 

於進行此次Sfe判時——更實切地說，於進行不 

久卽將恢復的談判時——如能以此兩項51盧爲 

含，本人深信丼所獲的結果定;^聯合國希望狻 

致的結果。雙方倘能如此，雙方如採取上述政 

策，理事會如不久就收到陳明印度尼西亜問題 

業已獲致永久公平解決的最後報吿書，則雙方 

的負寊當局不但保全了雙方人民的利益，抑且 

對 於 聯 合 國 努 力 現 的 和 平 進 步 民 族 獨 立 

和國際合作的目標亦有所貢獻。 

M r F O R S Y T H ( 澳 大 利 亞 ） 從 我 們 所 

聽到的言論顯然可見大家都承認Renvi l le休 

戰協定和各項政冶原則爲印度尼西亞問題解決 

過 稈 中 的 一 重 耍 階 © 。 可 是 ，Renvi l l e原 則 

本身雖極有價値，但仍不過^3求公平解決的 

- 種 方 法 而 已 。 

顯 的 ， 尙 待 進 行 的 事 項 仍 極 繁 多 ， 在 ^ 

求政治協定的Sfe判程中和新主權國家̶̶印 

度 尼 西 亜 合 & 國 ̶ ̶ 的 建 立 d 程 中 然 還 有 許 

多障礙。至今所狻的結果證明安全理事會和當 

事雙方所探用的設立斡旋委員會的方法是一個 

很可能收效的方法。委員會的工作實有瞵績的 

!0：耍。 

印度尼西亞問題的全部發展經^證明由利 

害不相關的圑體參與並協助営事雙方解決困難 

W需耍。已往經驗也證明！:新發生爭執也足 

有 的 形 。 委 員 會 一 定 能 够 根 據 丼 所 的 經 

驗，預先洞此種 I f形的發生，早作準備。如 

果 姿 員 能 够 椎 廣 非 正 式 採 用 的 向 當 事 

雙方提出具體建的方法，*，4會的工作JI可 

收效更宏。如委員會將此等建pII公開發表，^ 

力定可枏加。 



委員會業已同實利用--切可予採用的方 

法，將有關卩卩度尼西亜問題的解決的一切事項 

向度尼西亜人民廣作宣傅。此項提案對営事 

雙方;JÊ無朿力，伹赏爲委貝會在愼密玫盧以 

後所得的曹見。首先向安全理事會提出此項問 

題的澳大利亚與印度尼西亜爭執的發生地點極 

爲接近，深覺最重耍的事項爲儘速將Renville 

原則付諸實施。一部分人深望卩P度尼西亜的安 

定及和平發展能儘早恢復，澳大利亜不但充分 

了解他們的憂瓛，而且本身亦有此種見解。 

休戟是第一項基本成就。戰事已經終止。 

第二項重大成就是進行談判;^求解決的 

基礎已由當事雙方無條件接受0 

第 三 項 成 就 仍 未 赏 現 。 雙 方 商 訂 政 治 

協定，以解决其在賞際由共和阈管治的地黡 

一爪哇蘇門答臘和，都拉——內的一切爭 

執。 

第四，新镯立聯邦阈尙待成立，其主權地 

位仍須實際確定。爲迅速^求永久解決起見， 

顯然牖該立卽開始實行Renvi l le協定。經濟 

建設和發展並促進該區人民的繭利等覿巨工作 

亜待進行。雖然如此，我們絕不嚿爲了力求迅 

速，而使當事雙方和有關人民的權利、合法利 

益和願望蒙受任何障礙及損害。不以正義爲基 

礎的解決方法絕不能持久，求迅速而忽略上項 

榷利、利â和顚望的解決方法，終,1^失敗。 

Renville政治原則正確地規定有關各方面 

#；&若干個月內對有關此項爭端之解決的各項 

問題進行完全自由的ft論。在此期間内，斡旋 

委員會向有關人民作詳遨報導的工作尤其重 

耍。 

在所牽涉的權利和利盆中，共和國所應享 

S者亦爲最重耍的一部分。共和阈爲休戰協定 

及商訂解決辦&鹰根據的各項原則的簽字國之 

一。如在談判期間共和阈不能充分保持原有地 

位，就有失公正，且典Renvi l le協定牴觸。 

當事雙方所接受的政治原則承認印度厄西 

亜人民有自治、獨立及自决的權利。規定舉行 

的選舉、全民表決和制憲大會街依照極端公 

允的民主方法進行。有關人民旣已經由其所i« 

代表表示信賴斡旋委員會及聯合國，聯合國就 

有責任應該經由斡旋委員會保證此等選舉及全 

民表決確赏採用公允的民主步驟。當事雙方皆 

可利用委員會的協助，確切表明有關人民的 f 

願確能表達。政治原則訂有聯合國如何査明此 

點的方法。 

共和阈一向而且依然爲束印度群岛許多人 

民顚望的表徵，所以共和圃W權利尤其重耍0 

從某一方面說，共和國赏代表這些人民行使一 

種信託。它的地位絕不應受到任何損害，在諛 

判期間，它的勢力不應爲外力所逐漸削滅，同 

時它在政治解決中和在將來成立的印度尼西亜 

合 衆 國 中 的 地 位 須 以 R e n v i l l e 協 定 所 規 定 

的民主方法和原則來加以決定。 

關於這一點，在印度尼西亜各地成立新阈 

家的問題實有特殊的重耍性。政治,則規定在 

六個月之後十二個月之前舉行全民表決，以調 

査 爪 哇 蘇 門 答 腿 和 馬 都 拉 各 地 人 民 究 竟 願 , 

參加印尼共和阈抑或顔意另外成立阈家。 

政治原則更規定行政當局的改換須先經 

有關人民在不受任何艇Jâ的It形下表示间意。 

如果在商訂關於以上三海島的政治協定的期 

問，新國家紛紛成立，此種淸形顯然不但典有 

關規定有所抵觸，抑且典全部政治原則的精神 

不符。委員會對此的意見詳見文件S/649所載 

锒一次臨時報吿書附^附件二第二段。附件 

二是委員會在愼重玫慮以後所提出的"聖誕提 

案"W附件。該提案結果未獲通過。本人方才 

所提及的一段原文如下 

"在此期間,荷蘭政府及共和阈政府直接 

間接有關成立新阈家及決定引起雙方政府發生 

爭執各地區一爪哇、蘇門答臘、馬都拉等領 

士——典印度尼西亜合衆國間的政治關係的一 

切 活 動 皆 應 終 止 。 " 

斡旋委員會對這一^的意見是很明確肯定 

的。 

新國家的成立顯然足可影响印度尼西亜共 

和國的地位，而且對於雙方計割商訂的政治協 

定的内容亦有影响。求謀求解決的工作穩步 

進展起見，在共他協定尙未簽訂以前，必須艇 

績保持在Renvil le休戦協定簽訂時所有的 I f 

勢。 

大家都知道，在現在幸已爲休戰協定所終北的 

戰事尙未爆發以前，賀易統制是雙方爭持最?'！ 

的一項問題。臨時報吿書載有叙述賀易困難及 

雙方意見的若干文件〔文件S/649,附錄泰及 

附錄肆〕0休戰協定規定在雙方利用斡旋委員 

會協助共同訂的乂耍限制之下恢復各地問的 

賀易和交通。政治/?則規定在顧全卩卩度尼西亞 

各地區利益的It形下，經由當事雙方的合作恢 

復;;^地®的賀易和經濟活劻。 



方面，當事雙方的權利和利益也絕不應受到任 

何損害。爲求所獲致的辦法一方面可顧全赏 

需耍，而阆時又不損及當事雙方在缺判期間理 

應保持的各項利益，斡旋委員會及赏事雙力當 

對外代表問題典上項問題亦有若干連帶關 

係。在若千阈家，共和阈事赏上城有共和圃政 

府W代表。在某一個階段，共和圃實際提有的 

對外代表權非根據其將來在印度尼西亜合衆國 

中的地位加以調整不可。在這個階段£1前，共 

和國遣派對外代表的根據，不論其性質如何， 

似仍有效。 

由於安全理事會所發動的程序，休戰協定 

及政府原則已爲赏事雙方所接受。其中一方曾 

明白指出其所以予以接受，係由於絕對信任安 

該方面現時所 

處境畧有不如。共所處地位之不如以前,可以 

分兩大方面來跺。锒一，其所控制的頟土遠較 

八月四曰停火决定公布時爲少,因爲Renville 

線將其在上述日期所估的若干地谌劃入對方的 

管制範圑。第二，該方面業已放棄共在上述曰 

期所堅持的可以單獮宣吿镯立和成立阈家的主 

張。該方面旣已同意爲聯邦制度中的一個單 

位，而整佃聯邦國則爲主權完整的個體。該方 

面因爲深信丼權利定爲各方所尊重，各項原則 

定將由各方忠實公正執行，而且定可達成解決 

辦法，一力面顧全雙方利益，一方面又可滿足 

有關人民的需耍及顔望，所以接受了休戰協定 

及載有上列規定的原則。該方面旣抱持此種態 

度， 

的責任， 

本） 

求永久公卒解決的若干困難。斡旋委員#^^察 

此種淸形，而且積有種種經驗,足可在將來協 

員 會 協 力 擬 成 R e n v i l l e 休 戰 協 定 及 政 治 原 

則，赏已完成—項優異的政治工作。我ff3當然 

都希望它們能够圓满完成未來的偉大:n作，使 

t述政治原則終可產生快樂、進步、合作、m 

立 和 平 的 印 度 尼 西 亜 。 求 解 決 所 本 的 精 神 

固 極 重 耍 ， 但 此 種 精 神 實 際 用 以 解 決 所 發 

總括地說，如果共和阈的地位不致因爲在 

3£求政治協pSW地谌成立新政治個體W政策而 

受到損害，如果貿易方面的限制和合作確能 

充分顧全七月二十日以前雙方的處境，如果在 

對外代表問題方面雙方確能互相容召，如果在 

謀求解决的期間，民主原則和自由確能:束印 

度群岛各地切實施行，如果在最終解決尙未獲 

致以前，斡旋姿員會能醚續協助維持解決的條 

件，如果委員會有更積極的職權，能够更妥善 

地 應 付 種 種 困 難 ， 並 便 利Renvi l le原 則 的 赏 

施，如果上列困難皆能克服，則公平的永久解 

決大有達成的养望。 

M r V A N L A N G E N H O V E ( 比 利 時 ） 

經過斡旋委員會各委員和雙方代表發表陳述以 

後，本人認爲關於當前這項問題，應該說到的 

各嘴大部分已爲他們所提及。所以本人紙願對 

比鲛重耍的問題發表意見數难。首先本人顚意 

指出安全理事會今日是在典上次ft論該問題時 

極不相同的淸况之下，審議印度尼西亜問題。 

—直到最近，印度尼西亜問題一向爲暴力 

及戰爭的氣氛所籠罩。在去年中夏，此種氣氛 

逐漸開朗,但尙未完全澄淸,在我們的辯論中 

仍隱約可見。當事雙方互相提出性質厳重的控 

吿，彼此猜疑。在因此引起的混亂撩形中，各 

方面往往不免愛感淸銜動、成見、政治和種族 

關係等因素的支配，有所偏袒。在這種困難情 

形之下，比利時代表圑始終主張謹愼將事,避 

免有眘無意根據先入之見作成草率斷定。 

所採用的方法在若干方面尙有可批評的餘 

地。我們尤其認爲在理事會的權限發生疑問的 

時候,理事會應卽對其在此方面的地位加以說 

明，同時並設法保瞪 i f須採取的具體措施不 

致遭受阻滯。可是，我們不得不承認，大體說 

來，理事會的決定尙稱慎重，就本人方才所提 

及的理事會權限問題來說，必須預爲防範的各 

帮亦未被忽畧。隳於今日所獲致的結果，我們 

已往所採取的愼重態度實未可厚非。 

理事會通JÔ 一九四七年八月二十五日的決 

議案〔文件S/525武〕，更爲賢明的舉動。理 

事會在該决議案中決定爲當事雙方斡旋，協助 

其和卒解決爭端，並表矛如當事雙方提出請 

求，顔爲上項目的遣派3人委員會，爲當事雙 

方效力。這就是斡旋委員會的起源。我們現時 

所得的可喜的桔果大部分得力於该委員會。關 

於這些結果，該委員會向我們提出的臨時報吿 

書有詳細的報導。 



委員會在成立之初，似乎是一個權力有 

限的zl機構。榦旋委員會並沒有設法逾越限制 

丼工作活動的狹窄範圉，足見其辦事賢明。斡 

旋委員會並未企圆解決有關其本身權力的問 

題，亦未企圆强:â雙方接受其會見。適巧相 

反，委員會多方自制，務使其工作與理事會所 

授與的任務相符。它決定首先tt重當事雙方的 

一切願望和建議，它鼓勵當事雙方提出建議， 

並表示如當事雙方提出請求，姿員會本身隨時 

可提供建議。它避免對不在其權限以內的問題 

表亍任何意見，但認爲理事會已*^九四七年 

十一月一日決議案的第四段〔文件S/597 ] 中 

授權斡旋委員會遇當事雙方尙未直接獲致協議 

時，得自動協助當事雙方封以實施一九四七年 

八月一 B停戰決議案〔文件S/459 〕爲主旨的 

各項措施謀求協議。委員會更表示顔協助當事 

雙方對政治問題識求協議，但在此方面當事雙 

方須先作請求，委員會方始探取行動，委員 

會更特別聲明，除非以下兩先決條#̃̃卽當 

事雙方諝求委員會提具建議，且當事雙方正式 

宣布承認丄列建議具有約朿力——皆已具備， 

委員會方面的任何決定對當事雙方並無Jj!^朿 

力。 

斡旋委員會中的澳大利亜代表今天提議對 

若干規則加以修改。本人個人認爲此項問題應 

由斡旋委員會在其職權範圍之內自行加以決 

定，正如封所有其他問題一般，理事會在這方 

面應對幹旋委員會表示信任。 

印度尼西亞代表的意見更進一步他提議 

修改斡旋委員會的性質。本人顦請印度尼西亜 

代表注畲此項辦法所引起的困難。安全理事會 

一定還記得在開始審議此項問題時所遭遇的法 

律上的困難。此種困難幸爲設立斡旋委員會的 

決議案所避免。印度尼西亜代表的提案勢將再 

引起上述困難。不但如此，正在委員會觸的 

結果使我們感覺無限欣慰的時候，正在安全理 

事會賴斡旋委員會的努力，能對其在和平解決 

爭端方面所獲的第一次積％^就31以自慰的時 

候，忽然提議改變斡旋委員會的地位，這illt 

是合理的步驟嗎？ 

法蘭西有句自悠久經驗得來W成語，大意 

是說凡事應該適可而止。斡旋委員會就深知其 

工作功效決不會出於它所欲强迫當事雙方接受 

的任何決定，而只會由於它所表現的客觀態度 

和誠意，以及它從當事雙方所得到的信任。本 

人個人願爲委員會執行任務的方法，致稱道之 

意。 

關於休喊問題，本人僅顚意仿效Mr van 

Zeeland的榜樣，表亍本人得知當事雙方皆 

認爲實際玫盧較所有其他玫盧爲重耍，深覺欣 

慰。劃分雙方軍隊的軍事分界線之所以重耍在 

盡量滅少衝突事件，而同時在規定將來不致有 

任何政治意義。最主耍的玫慮厥爲立卽終止暴 

力行爲，恢復安箏和信任。這些規定現時顦然 

正在一般尙稱良好的情况之下執行。不錯，曾 

經發表過困難和意外事件。但最彼得注意的一 

%是雙方負責當局所表現的誠意和忠赏執行所 

訂辦法的決心。 

可是，我們的注意力已經開始逑漸轉離幾 

個星期以前我們所最關注Wiâ切問題，而集中 

於決定印度甩西亜將來地位及其與荷蘭關係的 

政治解決辦法。在這方而，我們至今所擬成者 

固然僅有若干原則,但這些原則是很甚本的， 

我們誠應對這些原則所根據的智替，引以自 

慰。驟看之下，以這些原則爲骨幹的政治制度 

似乎非常複雜，實際上，這是愼重擬成而具有 

極大伸縮性的制度。這種制度調和兩項重耍原 

則民族自決權利和國際合作。該兩項原則列 

載於憲章弁言，皆爲聯合國所訂目標的一部 

分。該兩原則的重耍性自聯合國組耩開始工作 

以來逐漸增加。在今日，它們已經成爲無爭辯 

餘地的原則， 

法，偶一不愼，郎有利此損彼之弊c 

有史以來，各阈人民多以暴力行爲及武力 

行使自決権的主耍方法。這顯然不是憲章起 

草人對行使自決權的了解。適巧相反，他ff3所 

本的精神趨向於廢除這兩種方法。在聯合國組 

織開始工作時，印度尼西亜爲憲章第七十三條 

所 稱 當 地 人 民 « 尙 自 治 之 充 分 程 I f e " 的 領 

土，對於此種領土,負擔管理責任的聯合國會 

員 阈 , 作 ! ^ 列 宣 言 " 接 受 在 本 憲 章 所 建 立 之 

國|?？和平及安全制度下，以充量增進領土居民 

繭利之義務爲神聖之信託，且爲此目的 按 

各傾士及其人民特殊之環境，及其進化之階 

段，發展自治，對各該人民之政治顔望，予以 

適當之注意，並助共自由政治制度之逐漸發 

展，'。 

PP度尼西亜各族人民在他們的進化過程 

中，剛巧達到可以自由解放的階©。可是，戰 

爭在該iSîi成非笫複雜的淸勢。引起種種變亂 

種淸勢，雖然這個原則過去和現在都沒有發生 

A爭執。當前的!《]題是如何依照憲章的規定， 

；&窻章所建立的"國際和平及安全制度下"實 



現自由解放的目的，同時不管我們對革命理想 

如何阖It，耍仗所欲解放的有關人民不致因此 

受慘重的人命犧牲，並遭受採用暴力所玄然產 

生的困難和痛苦。 

從已往所得到的經驗，我們知道這不是一 

項輕而易舉的工作。斡旋委員會主席今天提酵 

我們，理事會不^在幾個^期以前，曾向畢生 

在其本阖致力於上述目標的實現A至殺身而後 

已的像人致莊餒的敬禮〔第二三八次舍>«8 〕 。 

遨有一點是必須從所有各種祓雜淸形研究 

整個問趙，而不應以@分简單的觐感爲ri足。 

我們須使自決桷利能爲有關領士的所有各族 

人民平等享受。我們if須爲他們謀求具正解 

放，並法保瞪所獲的桔果絕不致《I—部分人 

祇是從某種附屣地位铤爲另一種附屬地位。此 

種 結 果 更 爲 可 怕 ， 因 ; 有 關 人 民 不 不 能 從 此 

種改變得到任何利益，而且反將蒙受扭失。fsT 

尙未逹成自治的人民行使管治權，尙有憲章镞 

十章所規定的特種保障爲其限制。如果本人方 

才所提及的假想的改變成爲事赏，上述保障IP 

不再適用。 

關於此點，本人m爲荷錨政府在其所管人 

民的解放;s動中，負有某幾種責任。本人深信 

荷蘭政府方面完全明瞭此種情形。對於上項责 

任，我們在審議這項問題時玄須加以注意。我 

們之所fil對赏事雙方就新印度尼西亜合衆國聯 

邦制度的原則及保證實施上述原則的方法獲致 

協議一事，特別威覺欣慰，共原因卽在此。鑒 

於澳大利亜代表方才所發表的若干意見，本人 

認爲以上這段話是很切合現時需耍的。 

當事雙方皆宣稱定將&民主方法謀求印度 

尼西亜人民的自由解放。但我ff3如果不撺體 

察這項工作的困難，眼光未免太淺。西方阈家 

的人民也須耍餒過一百多年W努力和悠久的 

傳統，才熟識民主方法的巧妙結構。》a代史瞪 

明，若干西方阈家至今仍未能妥善運用民主方 

法。據外簡傳!&， 分東方人對於民主方法 

的認識抱有完全不同的槪含。 

最後，了精神幸顧以外，印度尼西亜人 

民的物質繁榮也《kf須猹得保瞪。他們龙不是 

唯一M有關人民。他們的繁榮與其他國家的繁 

榮有密切的關係。斡旋委員會主席和Mr van 

Zeeland在他們的精闢陳述中，已經袷我們合 

時的提示。 

印 度 尼 西 亞 人 民 缜 獲 得 密 切 的 阈 際 合 

作，始能在政治和經濟方面圆滿實現上列目 

撐。根據憲章的規定，阈際合作原爲聯合國人 

民的®本目椤之一。鑒於荷、印聯合已有數百 

年的歴史，與荷蘭合作似仍爲最有希望的辦 

法。當然，一直至現在爲止，負責管治的國家 

向荷龌，所以恐懼舊事重演的心理自不免引 

起印尼的猜疑。但從Linggadjati協定轉錄 

經赏事雙方直新確認的各項主耍原則中，有印 

度尼西35人民赏行獨立—項，與印度尼西亜合 

衆阈IP荷蘭王阁以平等地位Jt同合作的原則， 

合併適用。 

本 人 ， 經 說 尙 待 完 成 的 工 作 不 伹 繁 

多，而且截巨。担任此種工作者須有優良的 

政治手腕以及耐,L、與毅力，始有成功M希望。 

當事雙方業已答允在幸已好轉的氣氛中完成此 

等工作。本人希望當事雙方能够遂漸認誠淸楚 

雙力利害之一致。此種認識大有助於上述工作 

的完成。 

榦旋委員會將依照設立該委員會的決議案 

和荷蘭及印度尼西亜共和國所表示的顕望，艇 

績提(it協助。如果該委員會能够設法仗崑事雙 

方保持它們至今對委員會的公正態度所具有的 

信A^、，委員會的成精定能典其在第一期的成就 

相比美。此外,斡旋委員會更應^取得安全理 

事會的挹對信任。本人深信理事會定將重新表 

示對該委員會有絕對信任。 

主 席 如 無 異 議 ， 安 全 理 事 會 定 於 明 B 

— 二 月 十 八 H — 星 期 三 午 前 十 時 三 十 分 擗 

合 阈 巴 , 坦 問 題 委 員 會 方 面 所 收 到 的 巴 勒 斯 

坦問題第一次特別報吿書C文件S/676 〕的m 

理程序發表簡短說明。據本人的了解，該報吿 

" 本 人 曾 在 

二月十日〔第二四三次會議： 

坦問題特別報吿書收到以後，再典我們當時所 

收到的第一次每月工作進度報吿書〔文件S/ 

663〕 一併審議。阆時，本人並指出安全理事 

會各理事一定希望在開始討論以前，有充分的 

機會對該報吿書加颜究。共後，本人首與聯 

鑒於各代 

府，並請求指矛，我ff3決定最早須等到二月二 

十四a星期二,始能對該報吿書開始4imo實 

f t論。 

所 以 ， 如 果 上 • 法 爲 安 M 事 會 各 理 事 

所接受，本人提議理事會在二月二十四日星期 

二午前十時三十分開會，fît論巴勒斯坦問題委 



員畲所提出的兩個報吿書所載的各項問題。耍 

是 各 方 面 不 表 反 對 ， 我 們 便 採 用 以 法 。 

本人願再對理事會的工作計劃提出一點說 

明。本人,提議理事會在明曰午前十時三十分 

開會ft論印度尼西ss問題。间時安全理事會又 

定於明日下午二時三十分開會，艇鎮對印度巴 

M r PARODI ( 法 蘭 西 ） 本 人 定 將 接 受 

主席所作的任何決定。可是，本人願向主席提 

出 一 颳 鑒 於 各 理 事 的 " ^ 其 他 義 ~ J t 其 

是,會以前的準備工作——我ff3能否設法避免 

在明日舉行兩次會議。如果我們在阆一日舉行 

-次在上午，一次在下午一我 

亦 

論，也許比較妥善。可是，不用說，本人一定 

遒守主席所作的任何決定。 

本人顔意對剛才所說的話提出更正。星期 

四大會IS時委員會開會，所以恐怕不得不展期 

主席據本人所得到的消&，臨時3^貝會 

計劃在星期四和星期五上午開會。該娄員會是 

否艇鎮在下午開會則不得而知o 

據本人的意見，安全理事會各理事旣然有 

出席臨時委員會會議的義務，同時我們也須 

繼績審議印度尼西亜間題和印度巴甚，r坦問 

題，則如果法蘭西代表可以同眘，我們似乎)Ut 

好勉爲其難，在明B上午開會討論印度尼西亜 

問題》下午韉績開會， f t論印度巴基斯坦問 

題。 

據本人所知，明日下午開會時首先將由巴 

1斯坦代表發表陳述,大槪印度代表將鼸之發 

言。雙方的陳述將估去大部分時間。所以，本 

人雖極端尊重法蘭西代表的意見，仍然提議理 

事會在明曰午前十時三十分閼會討論印度尼西 

亜問題，並在下午繼繽開會審議印度巴基斯坦 

問題。 

論<： 

上述程序旣未引起任何異議，卽作爲通過 

(午《JL時十五分飲舍' 

第二百四十九次會議 

一 : ^ 四 八 年 二 月 十 A a星期三午前十時三十在紐约成功/^舉行 

主席 General M c N A U G H T O N ( 加 拿 大 ） 

出 席 者 下 列 各 阈 代 表 阿 根 廷 、 比 利 

時、加拿大、中阈、哥侖比亜、法蘭西、叙利 

a s , 烏 克 蘭 蘇 維 埃 ^ 義 共 和 國 、 1 ^ 埃 耻 

義共和阈聯盟，英聯王阈、美利堅合衆 

mo 

二二，臨時議程 

(文件s/Agenda 249 ) 

二，印度尼西3g問鼴 

( a ) 01度尼西亜問題斡旋委貝會第一5^ 

提 交 安M事 會 的 臨 時 锒 吿 書 （ 文 

件S/649 ) 。 1 

二三，通過議程 

二四，繼績討論印度尼西亞問題 

安全理事會印度见西W題幹;*SL委员舍委 

M Mr Justice Richard C Ktrby等，印 

&代 I I Mr P P Ptlla , «îïiS代表Mr 

£ N van Kleffens , J&律赏代表Major 

Antomo Chaneo,印度尼西亚丼和B代表Mr 

Alt Sastroamtdjojo , A ; * 大 利 亚 代 表 M r 

Wtlltam D Forsyth應主席請,就理事會議 

席》 

Mr G R O M Y K O (蘇維埃a i倾義共和阈 

聯盟）聯合阈幾乎從成立之始，卽開始審饞 

印度尼西亜問題。我們知道在一九四六年初安 

全理事#fr根據j&Aiïi蘇锥坎社#±義共和阈 

政/的請求》在倫欽審ll&^â項問題〔ay十二次 

食蹒〕。當時各力面巳經知道印度尼西亞的hi 

勢勢將產生餒《後果，故安全理,會應該採取 

有效步驟，設法改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