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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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往,荷蘭和»王國正在卬度尼西ss採取軍 

事行動，其目的在壓抑印度尼西亜人民的民族 

解放運動，荷蘭方面正爲上述目的使用荷蘭 

英阈甚至日本的軍隊，對印度尼西3?人民作 

戰。僅以後一事(而論，安全理事會卽應採取 

嚴fi措施。我們営時更指出，1^非立卽探取有 

效措施，印度尼西亜的淸勢勢將危及維持阈際 

和平及安全的整個目標。蘇聯代表Jê促請理事 

會 特 別 注 以 下 一 點 根 據 世 界 各 地 報 紙 普 遍 

，j載W消s ，荷蘭政府正準備在印度尼西亜採 

取規模更大的軍事行劻，以粉碎印度尼西亜人 

民爭取獨立的奮鬥。 

&時大家已知道，荷蘭方面正準備遣派 

大批軍隊開往印度;e西亜，且所派部隊皆領有 

最新式的箪事裝備，如坦克、大砲等。不幸， 

以丄種種皆逐一成爲事赏，世界人民乃目覩荷 

蘭方面對印度尼西亜人民及新近成立的印度尼 

西亜共和國採取規模更大的侵略行勖。 

荷蘭在一九四七年開始對=it和國採取的軍 

事行動引起世界各地民主人士的公IS。此種行 

動被各方指爲是荷蘭方面對在荷觑艄民地主義 

遯迫之下爭取自由獨立已久的新成立1^家的公 

然侵略。此種行動引起世界各地民主人士的公 

m>此種行動引起民主政治*的憤慨。他們想 

知道聯合國是否容許荷蘭安然繼績丼侵略行 

動，向剛經a最/^酷最殘s的一次戟爭的所有 

愛W和平的人民挑狨。 

自然，他們期望負担維持國際和平主要責 

任的安全理事會棵取適赏行動。在印度和澳大 

利亜提請安全理事會審議荷蘭在印度尼西亜所 

採行劻問題之後〔文件S/447及S/449 〕，許 

多 人 都 以 爲 安 M 事 會 終 採 取 適 赏 行 動 ， 使 

頑固的荷蘭軍事主遜者受到其應有的處分。 

不幸，這些希望並未實現。在理事會收到 

HI度和澳大利亞來件開始審41這項問題的時 

候,我們便知道理事會——更確切地說,出席 

理事會的一部分國家̶̶:3Ê不以終止荷蘭在印 

度尼西亜的侵略行爲和保障遭受無理武裝侵赂 

的卩P度尼西亜人民的合法權益爲含。 

我們都IB得，在安全理事會討論印度和澳 

大利亞的諝求的第一次會議中，出席理事會的 

各國對於在印度尼西亜所發生淸勢之厳重14以 

及矯正此種淸勢的方法，都有極端分歧的曹 

見。當時蘇聯和波蘭指出，荷蘭的行動構成侵 

略行爲，安全理事會應該採取緊急措施以終止 

此 種 行 動 ， 雖 然 , 代 表 明 知 安 全 理 事 會 內 一 

定有爲荷蘭庇讒的國家。蘇聯政府出於維持和 

平的顔望，故提議〔第一七二次會議〕雙方軍 

隊應撤退至印度尼西亜軍事行動開始時的,有 

陣地，作爲最低限度的耍求。 

凡不願故意對印度尼西as It勢熟視無覩而 

願,設法使之改善者，似乎都可以知道這個提 

案是很有理由的。當然誰都知道這項提案是安 

全理事會在未決定採取別的歩驟以解決印度尼 

西亞It勢所g I起的若干其他重耍問題以前應該 

立卽通過的起碼提案。不幸，理事會並未做到 

這一步。 

蘇聯所提出的撤兵提案爲若干政府所堅決 

反對，尤其是英聯王國、美利堅合衆國法蘭 

西、比利時、甚至中阈。這些阈家的政府看法 

完全不同。它們簡直就完全贊同荷蘭的行動， 

雖然這種態度和它們國内多數人民所提出的耍 

大相違背。各阈的大多數人民都極力主張聯 

合阈對荷蘭方面的行動採取有效措施。伹以上 

這幾個國家的政府不但不主張探取有效措施， 

反而與荷蘭政府的立場事實上表亍完全一致o 

荷蘭代表公然在安全理事會内向整個聯合^挑 

铋，聲明荷蘭將不顧聯合國組蛾的意見，採 

取其認;^J2:需的行動，安全理事會所通過的一 

切決定凡未經荷蘭政府同意者一槪將撇開不 

理 。 這 就 是 M r van Kleffens在安全理事會 

所發表的言論。 

荷蘭代表所發表的陳述和若干國家對他的 

陳述所表卞的阆淸,本身就是一種危險 f t勢。 

這種If形使一向認具尊重爲和平奮鬥的機構聯 

合國之權力者，不禁再三反省。當時我們已經 

逐漸知道安全理事會也許不會有勇氣去阻止一 

阈對_^—國的公M侵略，同時也知道此種淸形 

對於負有防範及制止破壊和平行動之責的安全 

理事會的權力，可能有厳重影响。 

我們都IB得因爲出席安全理事會各國封此 

項問題態度分歧，以致產生了什«結果。由於 

意見分歧，蘇聯所提出的撤退雙方箪隊的提案 

未獲通過。此項提案的否決除瞪明安全理事會 

無法採取有效措施，以制止荷蘭的侵略行動 

外，還使印度尼西亜的淸勢不{0未見好轉，反 

而愈形惡化荷蘭軍隊擗續在印度尼西亞佔領 

其他領士，糠績吞併在經濟上和軍事上估有堇 

耍地位1^地M,讎績加强其對共和國的打撃。 

其後，蘇聯所提出的另—‧ 重耍提案一卽 

設 立 安 全 理 事 會 委 員 會 , 負 責 執 行 一 九 四 七 



年八月一日安全理事會的停火命令〔文件S/ 

459 〕 一 又 未 爲 理 事 會 所 通 & 〔绾一九四次 

會議〕，於是淸勢更爲複雜。此項提案業已獲 

得i:需的多數莩，但因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 

法蘭西投票反對，故未通過。因此,安全理事 

會並未通過任何構成最低限度耍求的有效提 

案。此等提案原可促成停火決定的贷施，同時 

至少從軍事観嘴而論，亦町重新確立戰事爆發 

以前的 I t勢。 

由於以上It形，荷蘭方面及荷蘭在印度尼 

西亞的軍事赏局遂能將安全理事會的停火命令 

撇開不理，織績其軍事行動。根據一九四七年 

八月二十五日理事會決定〔文件S/525壹〕 

而設立的所謂領事委員會萎弱無能，無法終止 

印度尼西亞境內的軍事行動，因爲荷蘭軍事當 

局對該委員會根本不予理會。這可不是偶然 

的。該委員會係由同ft荷蘭此種行動的國家的 

代表組成。這些阈家的行動實際祇是幫助荷 

蘭。 

在對設立該委員會的提案進行討論時，蘇 

聯代表曾經指出不論該委員會各委員的個人德 

望如何，我們決不能信賴該委員會。在該委員 

會委員中，有若干人係代表用各種方式同It荷 

蘭對此項問題所採立場的阈家，此一事實正是 

投荷蘭之所好，這是不難了解的。縱然在S委 

員會內有某一位代表對安全理事會决議案的寊 

施非常認眞，荷蘭方面仍可利用上述 I t勢，U 

增進其本身的利益，明知该委員會絕不會堅決 

反對。後來事態的演變瞪明荷蘭的希望果然實 

現。 

後來又因若干國家所探的立場，安全理事 

會並未對設立安全理事會機構，以調査印度厄 

西亜ft勢，執行停火命令3&解決印度尼西亜It 

勢所引起的丼他問題一點採取任何決定，印度 

尼西亜淸勢因此更變複雑。 

所謂斡旋委員會或三人委員會實際hâê不 

是安全理事會的附屬機構，設立委員會所根據 

的原則可以證明此嘴。比利時及澳大利亞兩委 

員國係分別由荷蘭及度尼西亜共和國選定， 

另一 ii«員國美利堅合衆國則係由該委員會丄述 

兩委員國會商決定。設立該委員會的決議〔文 

件S/525武〕僅訂明該委員會與安全理事會 

的表面關係。該委員會祇須將工作進行淸形通 

知安全理事會。但我們知道，該委員會連這一 

項耍求也未做到。 

因爲安全理事會對印度尼西亜問題所採的 

決定——如設立領事委員會、斡旋委員會等 

等一都絕對不能認;^圓滿，所以印度厄西亚 

問題至今尙不能說是已吿解決。我們從該委員 

會提交理事會審^的報吿書〔文件S/649 〕也 

可以獲得上項結綸，雖然該報吿窨的作者似乎 

極力粉飾，希望我ff3得到相反的印象。我們在 

審議該報吿古以後，可以爲安全理事會開始討 

論印度及澳大利亜所提請求以至現在的這個時 

期作一lâjfë算。可是，我們祇好自已作一總結 

算，因爲斡旋委員會所提報吿％中；1無任何結 

算。適巧相反，那個報吿咨對委員會的工作和 

印度尼西亜的一般If勢有極其片面的估計。它 

對印度尼西亜W If勢和锛旋委員會的工作結果 

都多所渲染。 

顯然的，該報吿睿的目的在表明斡旋委員 

會業已完成丼任務，M得圓滿解決該項問題的 

力法。事實上，該報告書所證赏的結論適巧相 

反。它證明了委員會的工作方法及丼所得的結 

mm^mm^而且與安^事會當前的任務 

殊不一致。 

審叆三人委員會報吿窨之後所得到的總結 

算是什癣呢？ 

首先乂須注意到的一嘴是斡旋委員會於進 

行工作時赏際並未典安全理事會取得連絡。本 

人剛才說^，這種淸形是由設立;5娄員會所根 

據的原則預先可以知道的。該姿員會於執行工 

作時並未與理事會保持任何關係旣未依照理 

事會的指示進行工作，同時在？炎判期間發生任 

何問題時亦未就其實體典理事會磋ft。對於這 

些問題，該委員會赋依照其自已的意見，求 

解決,旣不顧及安全理事會，亦不顧及聯合 

國，而僅以該委員會各代表的本阈政府的政策 

爲含。我們都知道這種政策所代表的究竟是什 

m。當然，沒有人會否認澳大利亜在向安全理 

事會提出印度尼西亜問題時所採取的立場是 

有積極的窨義的。可是，我們也應該指出，美 

阈、比利時和澳大利亜在該委員會內對各項甚 

本問題都採取完全相同或大致相同的立場，從 

锛旋委員會所提報吿睿:3É麵,一國的反對奮 

見而實爲該委員會一致通;5的文件一事，就顯 

然可以得到以上的結論。 

舉例来說，下述事實足可說明斡旋委員會 

在荷蘭和印度尼西亜共和國的談判中所担任的 

工作。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印度尼西 

亚共和國政府向該委M會提出十一/J 二十六日 

的備忘錄，請其轉吿安全理事會荷蘭力面 

進行軍事侵略外，3È正對印度尼西亜共和闽 

行封饋，以期在經裨上勒斃共和國〔文件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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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時 總 理 M r Sjarifudin婧求幹旋委M會或 

安全理事會採取適営的封付措施，俾共和阈能 

够重新建立爲荷蘭所割斷的經濟關係和交通 

線。委員會對此有何反應呢？該委員會3^未將 

Mr S janfudm的備 ï錄轉送安全理事會，而 

將之送交荷蘭代表。安全理事會各理事一直到 

現在——傰Ï錄發出兩個半月之後̶̶方始在 

委H會的報吿禆中^到這個文件。不值如此， 

員會在將共和岡的備忘錄送典荷蘭営局 

時，並暗矛荷蘭方面無須加以注意，因爲具和 

國政府的請求H "完全以人道理由爲根據的"。 

這是該*員會在轉送和阈備忘錄的公函內所 

說的話。因此，該委員會各代表將共和國的合 

法請求一筆勾銷，荷蘭方面顯然大;^滿#。 

老fi:說，在未接到委員會的報吿窨以前， 

我們是否眞正知道由委員會參典丼事的荷蘭 

和fP度尼西亜共和國間3fe判的進行蓆形呢？在 

雙方的談判產生所謂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七H的 

Renvi l l e協 定L文 件S/649附 錄 拾 査 及 

以前，安全理事會從未收到委員會的任何報 

吿,因此對於談判經》û簡直一無所知。委員會 

祇是向安全理事會提出旣成事赏，現在又企圃 

指丼工作結果;5解決f卩度尼西亞問題的簠耍成 

就——委員會的報吿書證明此^。這顦然是我 

們所不能接受的解釋。 

第二點,該報吿畲證明在印度厄西亚的荷 

蘭軍事営局有計割地將安全理事會幾經覿難方 

始通》5的旣不徹底效力亦微的決議案撤開不 

理。這褢所指的第一是八月一日的停火命令。 

荷蘭軍事當厣開始卽巳不顧此項决定，在若干 

地诞繼頼進行對印度尼西亜人民的軍事行動。 

安全理《會也閲始便知道荷蘭方面3ê未遵守此 

項決定。及至印度尼西亜方面將此種淸形通知 

事會，理事會才再根據波蘭代表的提案在一 

九四七年八月二十六日〔第一九五次會m〕發 

出第二次停火命令〔文件S/512 〕 。 

可是，大家都知道，在第二次命令發出以 

後，當地淸勢經^極長的期間仍未改變。荷蘭 

軍隊繼鑕前進，侵佔印度尼西亜共和國ai多的 

領土。關於不顳安全理事會的决定繼鑌推行荷 

蘭方面的計割的事實，荷蘭當毫不隱<^。荷 

覷的目的在3S=â印度尼西亜人民接受荷方解決 

印度厄西亞淸勢的計割，以期藉此加5JI荷蘭ff 

七千萬印度尼西亜人民的控制。 

在這方面，斡旋委員會爲調査印度尼西亜 

若干地黡狀况以便決定各地執行安全理事會停 

火命令的淸形而設立的觀察 /Hf l所提出的報 

吿，載有極堪注彦的資料。似乎完全出於倜 

然，這些觀察小組的面件並未列入委員會的報 

吿«之內。然而，這些函件載有叙述一九四七 

年八月一日理事會決議執行淸形的重耍資料0 

依—九四七年十二月十一日委員會決定派往 

調査馬都拉淸勢的觀察隊所提出的報吿鲁卽 

爲一例。 

根 據 譯 報 吿 書 ， 該 觀 察 隊 ^ 三 小 組 ， 由 

所有在三個代表團遣派代表組成，在其停留於 

該feâW四曰内，幾乎遍嗨馬都拉的各大巿鈸， 

並詢問若干官員及平民。經過該次調査之後， 

美國及澳大利亜代表獲得若干極可注意的結 

論 。 m m n 

"到了一九四七年九月九日，荷蘭軍隊的 

控制範圃大見攒充，遠較一九四七年八月四曰 

荷蘭軍隊所佔領土爲多。" 

於此可見荷蘭軍隊在安全理事會發出停火 

命令以後，仍擗績侵估馬都拉岛的印度厄西亜 

領土。此種It形已屢經瞪實。實地調査的結果 

亦證明確有其事。 

該觀察隊的美鐯和澳鐯舰察員在丼聯名提 

出的報吿書內稱 

"因此，在一九四七年八月四日以後，雙 

方皆堅持由於對方的行動，^方面不得不繼績 

作狨。顯然的，如在一九四七年八月一日安全 

理事會通iô決議案以後，如在荷蘭政府明知理 

事 會 已 通 上 項 決 案 之 後 ， 荷 蘭 軍 隊 未 在 馬 

M首次登1^，上述 I t勢决不會發生。在馬都 

拉的荷蘭軍隊從未接继固守不攻的命令，也是 

同等明顯M事3Ï " 

軍 事 觀 察 員 的 報 吿 書 ; i t 着 重 指 出 彺 欄 

軍隊在每都拉登陸之後，共和國軍隊仍繼鑌忠 

赏 履 行 停 火 命 令 ， 荷 軍 拊 揮 Gene ra l Spoor 

所 代 表 的 聲 明 亦 證 實 確 然 如 此 。 據 Genera l 

Spoor報稱，自十月十五日至十一月九日&馬 

都拉的荷覷軍隊：ÎÊ無任何損失。他ff3之所以未 

蒙受任何損失，顯然不因爲對方一印度尼 

西亜方面̶̶遵守安全理事會終止軍事行勛的 

命令，未作任何抵抗。 

关籍和澳鐯觑察員對一九四七年十二 g 十 

三曰荷iPi備錄所稱荷蘭軍事當局爲恢復當地 

秩序和終止r卩度尼西亞當局對當地人民的迫害 

行 動 起 見 ， 不 不 派 兵 往 都 拉 島 一 節 , 加 以 

駁斥。軍事觀-貝駁斥荷蘭方面的奮見，在丼 

所 提 文 件 內 指 出 他 們 扛 都 拉 詢 問 的 H 



和平民恃作證聲！W/E荷蘭力面開始軍事行劻以 

t>h該無M混亂和追-屮居民等淸事。所 

以，荷覷力面的解釋完全足虛構的。 

军 事 觀 員 又 對 荷 覷 方 面 所 提 出 的 另 , 

由一卽馬都拉居民及當地的政治領袖、宗敎 

領袖自動婧求荷蘭赏局估頜 it和阈的頜土一 

加以駁斥。荷蘭営局大槪效法當時安全理事會 

所立的聯合國巴爾幹問題特設委員會所创的 

先例，將據說提出請求的居民六人这交箪事覜 

祭員，希望他們能提供JJf耍的證詞。但其中五 

人 f t^證詞典荷蘭方面的聲明不符。祇有一人 

( 沒 有 任 何 職 的 平 民 ） 聲 稱 他 曾 在 一 九 

四六年五月間提出此種婧求。 

從軍事觀貝所後表關/产此種淸事的下列 

聲明，顯然可見以Lffi人的伊詞究这有何:»正 

m 
"觀察員獲有極可靠的 I f報，得悉荷蘭軍 

官在估領Sumanep之後，曾勸請從未提出任 

何請求的某人簽署函件，聲明他請求荷蘭箪隊 

佔領Sumanep 。某人拒絕，故作罷議。" 

由此可知當地的It形典希臘政府提伊譌證 

的淸形極爲相似。怪不得人家說，壞榜様是極 

易傳染的。 

荷蘭方面的另一論據亦不成立。這項論據 

就是因;^當地人民有鬧飢慌之處，故荷蘭當 

局不得不估領馬都拉島，荷蘭方面由於對其 

"親愛"的印度尼西亜人民的"仁愛,lu、理"，想 

設法使當地人民不致遭受物質上的痛苦。伹軍 

事觀察員駁斥荷蘭方II對印度尼西亜人民抱持 

"仁爱,L、理"之說，指出當地人民所遭受的實際 

配給困難，是荷蘭方面對共和國領土實行綞濟 

封鎖的結果，故荷蘭方面應任其咎。於此可見 

荷蘭當局首先造成配給困難，然後以此種困難 

爲藉口，進行其櫞績侵吞共和阈領土的行動。 

關於糧食tt况的改善，斡旋委員會觀察員 

察悉荷蘭方面在佔頜馬都拉以後，利用聯合阈 

國囤糧，設法補救。荷蘭軍隊懾然以施主自 

居，而其實則不過慷他人之慨而已。 

不但如此，美籍和澳籍観察員更肯定駁斥 

比利時代表所提出的報吿。比利時觀察員盲目 

赋祓述荷蘭方面所提出的一切理由。美國和澳 

大利亚代表另行提出調査結果報吿，丼中^如 

下一段 

" 我們不能同意〔比利時報吿窨所載 

的〕束每都拉居民歡迎荷蘭軍隊的結論 當 

地人民對荷蘭軍隊深表恐懼。一切徵象皆表明 

：^"所歡迎者:^糊食典衣服，而不是荷蘭軍隊。 

我們深信如糨食與衣服單獨蓮到，軍隊並未隨 

之而來，則歡迎的淸形赏更熱烈。" 

澳大利亜和美阈代表K對比利時代表所稱 

自荷繭軍隊開達以後，馬都拉居民的衡生事務 

已有改善一點，加以駁斥。他們指出衞生狀况 

並未改@ " 一如戰事爆狻以前，馬都拉現有 

猙师七人，爲當地二百餘萬居民服務。" 

該觀翁隙的澳籍觀^具詳細叙述目擊經 

過，在其報吿書內有以F—段，更値得嘉許 

"自十一月九日起， 

慷大其控制範圃，党及於在一九四七年八月四 

日未;^荷蘭箪隊估钡的地區，所以，荷蘭軍隊 

佔領Sumanep攝政區之舉似與八月一日安全 

理事會的決議案有所牴觸。" 

"與八月一日安全理事會的決議案有所牴 

觸"等宇是該報吿書所用的字句。 

以上就是三人委員會根據卩j]度尼西亜共和 

地淸形所得到的結果。 

我們現在再ft論三人委員會根據0]度尼西 

亜共和圃政府的蹐求派往爪1^ Rawahgedeh ；H 

調査當地淸况的另一觀察隊的報吿。以前曾任 

B本特務的荷蘭特務某人在該村被捕後，荷蘭 

赏局派兵ft伐。荷蘭軍隊討伐的結果，據荷蘭 

方面報稱，印度厄西亜人一百五十人被殺，但 

據當地居民的報吿，遇害者的數目赏三倍於 

此。 

觀察隊指出荷蘭力面的此種行動，目的 

1^在«肅淸"該區的游擊隊員外，"並在於厳 

厲吿誡該！:將來的行動"。觀#人員報稱，荷 

蘭方面故意使此次軍事行動特別殘酰。下列一 

段 證 實 此 種 淸 形 " 荷 蘭 軍 隊 並 死 傷 俘 

虏及死傷的印度尼西亜人皆未携帶任何武器 

C槍狨） 荷方並未爲該留下任何掙藥設 

備，爲躲蔵避禍而可能受傷的印度尼西亜人治 

於此可見此次行動其殘;2 ，其結果使當 

地人民僅因有同If或協助遊擊蓮動的嫌疑，而 

遭受野蠻的殘殺。此種方法與希特拉黨^封愛 

好和平的人民——包括荷蘭人民在內^^在有 

協助游擊隊員嫌疑時所施用的報復手段义有 

什麼分別？顯然的，唯一的分別在規模的大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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吿書之內。顯然的，斡旋委員會决定隱蔵這些 

報吿書，因爲它們太坦白，揭露荷蘭営厣在印 

度尼西亜所採行動的舆面目,對荷蘭方面過於 

不利。荷蘭所採行動，其殘酷和^毒决不亜於 

萬萬人民7lC遠屈服而探取的慣常手段。 

從以上這些事實可以得到一項重耍結論 

荷蘭當局深知絕不致因其所採行動而受損害， 

故鲔直不睐安全理事會的决定，對於有三人委 

員會在場一事更不予理會。他們因此得以毫無 

牽制織續其軍事行動，直茧印度尼西亜共和阈 

的重耍地IS全部到手而後已。 

第三难，如果對委員會的報吿誊和各補充 

文件一包括上述観察隊的報告在內一一細加 

硏究，我們可"知道斡旋委員會實際並無威化 

荷蘭當局的力量。荷蘭和印度尼西亜共和阈代 

表在三人委員會主持下進行諛判的經過瞪明荷 

蘭営局對該委員會並不重視，委員會的主耍任 

務不爲荷蘭及f卩度尼西亜保持建絡。該報吿 

度厄西US人民基本合法權利和防範荷蘭軍事主 

義者侵估印度尼西亜人民利益的提案，但荷闊 

當局則經常利用該委員會爲向印度尼西亜遞送 

最後通縢的媒介。 

才 提 及 的 所 謂Reiml le協 定 終 於 一 九 四 八 年 

一月十七日簽訂。^項協定僅有利於荷蘭，赋 

臃。對於這些耍求，他們簡直不肯作任何讓 

步。從關於談判經過的—切文件，我們可以知 

道委員會的主耍任務爲對印度尼西31施用赠 

力，强迫其接受荷蘭的最後通臃。客觀地說， 

斡旋委員會铤成荷蘭軍事主義者的工具。而後 

者的目的則是不措代價，全力摧毀堅決爭取獨 

立的印度尼西亜人民的反抗蓮動。 

本人可以舉出多種事赏，以證明這一項桔 

論。舉例來說，一九四八年一月十日荷蘭政府 

曾向印度厄西亜共和阈致送最後通滕，耍求丼 

接受荷蘭所提並爲斡旋委員會所贊助的關於割 

定非軍事IS問題的提案。此等提案規定荷蘭所 

估領切地區一包括荷蘭箪隊陣地後力當 

時仍爲印度尼西亜箪隊所估據的地蘧在內—一 

區進行"肅淸"工作，並繼績在奉安全理事會 

命令督促雙方終止軍事行動的執旋委員會之前 

公開進行軍事活動。 

由於委員會施用壓力W桔果，印度厄西亞 

共和阈政府不得不接受荷蘭的請求，故本人力 

凡此種種昝可證明荷蘭方面不但毫不注曹 

斡旋委員會正在F卩度尼西亜的事實，抑且利用 

此一事實爲烟幕，在委員會停留於印度尼西亜 

的期間雠續公開對印度尼西亜共和國採取軍事 

行動,掠奪印度厄西亜共和國的領土——包括 

共以前承鼸確爲共和國所有的領土在內一3Ê 

對有支助游擊運動嫌疑的手無寸鐡的人民施行 

極其殘忍的報復手段0 

第四鳙，荷蘭和印度尼西亞共和阈在斡旋 

委員會主持下進行了數月之久的談判促成雙方 

簽訂若干協定。我們不妨對這些協定的14質和 

它們所保障的利益加以研究。 

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七日在美艦Renville號 

簽訂的休戰協定(：文件S/649附錄拾壹〕規定 

"雙方於簽訂本協定後應立卽頒發停止進攻的 

停火命令。"驟看之下，該委員會似終已達成 

勸令荷蘭當局終Jh箪事行動和減輕印度尼西亞 

所受壓力的任務。但事»：上，此項協定的:S訂 

係在荷蘭力面的甚本目標均已實現之後，故與 

荷蘭的利益完全一致，印度尼西亜共和國祇好 

任 ≪ 佈 0 

該協定首先規定以安全理事會所熟知的所 

謂 " v a n M o o k 線 " 爲 割 分 雙 方 領 J 的 邊 界 。 

因此，荷蘭已經達到目的。荷蘭方面首先將安 

全理事會的停火命令撇開不理，趙績侵估更多 

的領土。在印度尼西亜共和國的額士险若干在 

綞濟和箪事上無關重耍的地區外，差不多全部 

爲共所佔之後，荷蘭當厣强迫fP度尼西亜接受 

其所提出的界線，將荷蘭所侵估的全部領土繼 

賴割耠荷蘭保管。該協定更規定度尼西亜軍 

隊應撤離荷軍陣地後方的各地展。於此可見荷 

蘭當局不但將卜卩度尼西亜人民逐離他ff3自己的 

房子，而且强迫他們打掃乾淨，收拾整齊，仗 

新 來 的 住 客 可 以 覺 得 事 事 M 。 

接 受 以 " v a n M o o k 線 " 爲 分 界 就 是 說 將 

前一年爲荷蘭軍隊所估頜的爪哇和蔴門答臘出 

產石《Il和橡皮最富的地區交由荷蘭當局控制。 

爪哇柬、西兩部全境和中部迤北一帶，蘇門答 

臘束岸一切重耍橡皮樹農場，蘇！《1答臘南部的 

產rtlllS以及蘇門答臘西岸Padang —帶皆在荷 

蘭控制之F。印度尼西亜Jfc和阈僅佔有爪哇中 

部 的 一 小 部 分 和 蘇 門 答 臘 內 地 山 , 起 伏 的 地 

^ 0 



KSP^他措施外，該協定並規定在"van 

Mook 緣 " 至 雙 方 前 線 的 地 I S 内 設 立 非 箪 事 

厲，：ÎÊ聲明此項辦法"並不妨礙當事雙方的權 

利、耍求或立場"。該協定更規定由委員會M 

件:3ê協助維持非軍事厲的秩序。在政治協定尙 

未 達 成 以 前 ， 後 一 項 職 務 臃 由 雙 * 的 民 簪 執 

行。荷蘭赏局對此留有餘地，可以荷蘭箪事 

員充任民警，此事甚堪注曹。這躭是一個漏 

洞，荷蘭當局因此隨時可以托詞其一向採用的 

藉口"警祭行動"向印度尼西35共和圃開始箪 

事行動。 

該協定的第八和第九段規定以督促印度尼 

西亜軍隊在三個星期以內撤離荷蘭領土的任務 

授與姿員會的軍事顧問。値得注意的一W是該 

協定並未提及駐紮於印度尼西亜陣地後方的荷 

印度尼西亜箪隊的徹退問題。二月十三日的美 

國報紙載有印度尼西亜軍睐依照该協定撤離上 

述地厲的消,§ 。 一部分人也許會說這是解決印 

度尼西亜問題的一步驟。可是，我們鼷爲這是 

到它ff3自己的商業野心，竟不惜镄牲印度尼西 

亞人民的合法權益。此外,該協定更有若干胝 

顧全荷蘭方面利益而完全忽略印度尼西亜人民 

重耍合法權益的其他規定。 

這個協定被HA委員會稱爲解決印度尼西 

3S問題工作中的重大成就。如果任何有利於荷 

蘭的措施都可視爲成就的話，那癍，該委員會 

確有重大建樹。可是，如果所謂成就係铕爲保 

護被S赂的民族，爲重新建立束方的和平及安 

全，爲維持聯合國所揭橥W保讒所有大小國家 

民族的獨立和主權、促成非自治領土人民獨立 

的目標和原則而採取的措施，那麼，這個協定 

不^是聯合阈檔案中證明本組糠若干會員國的 

行動與此項崇高目檫和原則相去甚遠的文件而 

已。 

治談判所本原則的協定亦有同樣淸形。當事雙 

方在簽訂上述休%^協定時一併接受的十二項原 

則〔文件S/649附錄拾卷〕規定（一）斡旋 

委員會繼續協助雙方擬訂政治協定，（二）保 

證 每 一 方 面 皆 有 成 立 政 治 , 的 自 由 和 言 論 、 

集會、出版等自由，（三）各地行政當局的改換 

«1^須取得當地人民的阆意，（四）於政治協定 

簽訂後，雙方軍隊應逐漸裁滅，（五）當事雙 

力協力合作，儘早恢復一切錚濟活動，（六） 

於協定簽IT後六佃月至二個月的期間內籌備 

舉行"自由選舉"（全民表決），以便赏地人 

民自行決定共典荷蘭所訂"印度尼西SS合来國" 

成立肝割的政治關係，此項選舉廬於所定期 

間届滿後舉行，（七）選出制憲會議，以起草 

"印度尼西35合衆國"的憲法，（八）任何一方 

面 « 荷 蘭 尙 未 將 主 權 歸 還 " 印 度 足 西 亜 合 衆 

阈"以前，婧求聯合阈遣搣機關，以盥督將來 

所訂政治協定的執行。 

此外，所謂Linggad】ati協定i所載的四 

項基本原亦包括在十二大原則之内。這四項 

原 則 躭 是 （ 一 ） 印 度 尼 西 亜 各 ; ^ 民 實 行 獨 

立,(二）荷蘭和印度尼西亜人民共阆合作， 

(三）根據綞由民主方法獲致的憲法成立聯邦 

制的印度尼西亜主權國家，（四）在荷蘭國王 

權力之下"印度尼西亜合衆國"與荷蘭王國的 

當事雙方除接受上述十二項原則外，更於 

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九日接受六項所謂"補充原 

則 " 〔 文 件S/649,附 錄 捌 〕o此 六 項 原 則 爲 

上述十二項原則的補充，但其規定僅有利於荷 

蔺。 

此等原則規定印度尼西亜共和圃加入仿照 

美利堅合衆國模樣而建立的印度尼西亜合衆 

阈。因此，印尼共和阈在荷蘭壓力之下，被迫 

採納荷蘭所提出的成立合衆阈的計割，並接受 

該計割對共和國本身和各印度尼西亜領土所產 

生的一切後果。荷蘭赏局認爲該計割須依它 

的命令執行，事赏上亦已如此辦理。荷繭方面 

業已多力It法，爲將來構成"PP度尼西亞合衆 

國"的各領土成立所謂臨時政府。荷蘭赏局現 

正設法强迫印度尼西亜共和阈參加上述嗨時政 

府，放棄其爭取獨&的努力，任由荷蘭王國政 

府擺佈。 

從下述事實可知荷蘭政府建立"印度尼西 

35合衆國"的淸形在荷蘭業已開始實施該計 

翼卵之下《敗類，他ff3久已侍奉荷蘭當局，當 

然不能代表印度尼西亜人民的顦望。 

負責人的推選並未棵用民主方法，這是大 

家都知道的事實。所以，荷蘭當局之不满意丄 

述,則第四項所規定的"自由選舉'、是IF不足 

怪的。首先，他們設法在該原則內加入一項保 

留，作爲俟後不予實行的準備。此項保留規定 

"當事雙方得同會採用其他調査民意的方法， 

1 gga印度甩西共和國政治大事«B ， 紐 蘭 新 

閜虔出版，第5^十四茛。 



以 代 替 全 民 表 決 " 。 其 次 ， 荷 蘭 殖 民 地 事 » 

長 M r Jonkman於一九四八年一月十六B在 

國會演說，蘀明全民表決的舉行必須愼重將 

事，因爲印魔尼西亜人民大多數目不識丁，故 

從荷蘭在印度尼西亜束部領土所採取的政 

策和雙方所签協定的內容，顯然可見荷蘭政府 

視"印度尼西亜合衆阈"的成：爲保持將來封 

印度尼西亜霸權的方法。印度尼西亜人民亦深 

明此酤。前次所簽訂的協定之所以引起印度尼 

西亜共和阈各政黨意見不和，共原因卽在此。 

此種涫g>最近報紙皆有?0載，但可惜三>\委員 

會竟未向我們提及。 

印度厄西亜的輿論大部分對此項後mm 

的協定提出抗議。他們激底明睐該協定可能產 

生的後果，也知道該協定所保障的究竟是那一 

方面的利益。據我們所知，由於共和阈各政黨 

的爭執，內閬人選已有變遜。據外間傅鼸，現 

任政府的若干負責人對於荷蘭及支助荷蘭在印 

尼行動者，抱持比較和緩的態度。此種It形鉞 

或有之。可是,不管在印度尼西亜共和阈現任 

政 府 内 何 種 政 治 主 張 得 勢 , 我 們 必 翁 在 安 ^ 

事會明白指出，斡旋委員會承靱上述協定之舉 

對於印度尼西亜人民的利â實有損害。 

該協定的目的在破壞過去幾年在印度尼西 

3?展開的民族解放蓮勖，凡此種種昝在負有特 

殊 責 任 應 促 成 逋 民 地 及 屬 地 人 民 實 立 而 不 

加fil任何阻礙的聯合國庇讒之下進行。對於委 

員會之接受荷蘭所提"印度尼西亜合衆阈"成;a 

酐割及現時由荷蘭强制執行的辘協定，這是唯 

一的正確解釋。委員會此舉等於對以向全fIJ度 

尼西亜（爪哇、蘇門答臘、婆羅洲及其他海 

許。該， 

破壤印度尼西亜人民爭取自由的努力，並El現 

行於全印度尼西亜。在東部落後地IS,荷蘭當 

局正設法維持在戒民地霸佔時代遂渐形成的政 

第五點，我們自不免耍質問這種遠背聯 

合圃目標和原則而目的在壓制數千萬印度尼西 

亜人民爲爭取獨立而發動之奮鬥的措施，何以 

能够在聯合國庇讒之下進行呢？安全理事會何 

以不協助遭受侵略的民族，反而因爲它所探的 

行勖，間接協助蹐上侵略之途的國家呢？ 

唯一可能的解釋是出席安全理事會的若干 

阈家——其中以美利堅合衆阈、英聯王國、法 

蘭西及比利時爲首一爲了它ff3自己的殖民地 

利益，故拒絕遵守聯合阈的目標和原則而典荷 

蘭站在一邊。這些阈家的&場是極易了解的， 

因爲它們都有至今1»緊握不放的逋民地。但這 

種立場斷不可能有正営理由。 

全不錯 

一雕的看法完 

印度尼西亜人民的獨立 

民 地 人 民 羝 立 蓮 動 的 能 力 ， 那 躭 大 大 , 了 0 

今日不是十九世紀，也不是二十世紀初葉。數 

各殖民地和各展地的人民(包括束方的人民） 

此所無的成就。他們爭取铒&的蓮動也許會受 

到障礙，但决不是逋民阈家所能阻止。 

我們方才提到因爲殖民阈家的利益相同， 

這一句話不但 

人民的民族解放蓮勖，而且也指直接關係這些 

國家的綞濟利â而言。舉例來躭，大家都知道 

美國在印度尼西亜握有極大綞涛利â。美國已 

往一向從印度尼西亜輸入大量石油、覦、様皮 

及 其 ‧ 耍 商 品 的 事 實 可 以 證 明 此 點 。 不 但 如 

此，美阈若干镯估企業曾在印度尼西亜作銪額 

投資。詳細投赉If形在許多出瓶物内昝有所載 

(包括美阈官方出版物在內）。美圃境內勢力 

所估，他們在該區的餒涛利益可以獲得更大保 

障，則他們之同1^於荷蘭，而不對印度尼西亜 

人民表示Kit,又何足怪？根據同一原因，我 

們自然也不必對在印度尼西亜的荷繭軍隊正大 

暈使用美國作戰裝備的消表示驚奇。據我們 

所知，此項消,g並未爲美阈政府所否認。美阈 

所以,一方面出席安全理事會的美阈代表 

對印度尼西亜人民的悲慘命蓮裝膣作癍，佯表 

同It,事赏丄美阈阏時正盡其所能，協助荷蘭 

了艚印度尼西亜人民和印度尼西亜共和阖的前 

途，在印度尼西亜人民的頸項緊套JJt民地壓 

迫和剝削的枷翁，涫滅爲黻千萬東方人民的自 

由和獨立而放出萬丈光芒的鬥爭中心。 

本人方才所說的關:6«^阈的幾段話亦適用 

於若干其他殖民阈家，但本人無街詳加W論。 



菊雠王阈、法蘭西、比利時等阈家對印度尼西 

亜問趣所採的立場昭然若揭，實無詳加ft論的 

需耍。 

以上各國的代表定_K一如已往，封印度尼 

西亜人民表示阆淸一事實上"^分代表，如 

比利時代表等，業已發言。他們定將盛讚斡旋 

委員會W工作結果，也許甚至諝^事會通過 

委員會的報吿書以及本人方才所提及的協定所 

載並由委員會協助實施的各項措施。這並不是 

什褒新伎储。自安全理事會開始審議印度尼西 

Ik問題以來，我們便聰到此種論髑。正因爲此 

種論調並不新奇，我們更可以知道它們和若干 

國家對此項問題的眞實態度實有極大差別。 

在印度尼西亜軍事行動開始以前所據陣地的提 

案，更可fil明瞭蘇聯的立場。我們認爲唯有通 

過該提案，始能造成適當撩况，足可促使印度 

尼西亜It勢問題獲致正営解決，阆時顧到印度 

尼西亜人民和聯合國的利益。 

主席本人已經和法蘭西代表商妥在下次 

國聯盟代表所發表的演說。本人對此深表戚 

謝 。 法K代 表 特 作 此 種 通 融 ， 以 » 人 提 出 加 

拿大代表,的決議草案〔文件S/678 〕 o 該 文 

件業已以加拿大代表圑的名義分發與安全理事 

會全體理事，斡旋委員會各娄員以及因典印度 

尼西ffi問題M係密切而列席於安全理事會,Kj各 

阈的代表。 

本人顚以加拿大代表的地位指出，本人在 

該决議草案内業已設法將本人認爲安全理事會 

在 接 毪 龙 討 , 一 次 臨 時 報 吿 書 以 後 對 理 事 會 

應採立場問題的一般意見明白開列。本人在起 

草該决議草案時，力求以最不易引起爭論的^ 

句，列入各項必耍W規定。 

前，本人曾非正式徵求直接有關雙方的意見。 

雙方都表示對該決議案的各項規定大致贊同。 

本人顚請安M事會特別注意滅議草案 

的最後一段。該段規定由安全理事會耱縝保持 

控制。我們在該段內"婧赏事雙方及斡旋委員 

會將謀求印度尼西亜問題政治解決的進展谤形 

該決議草案的編號是文件3/678，丼上所 

註曰期爲本日。因爲時間不早，本人提議安全 

理事會在下次ft論印度尼西亜問題的會議中再 

開始討論該决議草案。各方面飪無異議，該次 

會議定於二月二十曰展期五午後二時三十分舉 

行。 

鑒於時開不早，安M事會原定於本曰T 

， 行 W 會 議 將 後 三 時 開 始 。 

(午後一時三十分飲會。） 

第二百五十次會議 

一 :^四八年二月十八a星期三午後三時在紐約成功湖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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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 席 者 下 列 各 國 代 表 阿 根 廷 、 比 利 時 、 

加 拿 大 中 國 、 哥 ^ 比 亜 、 法 蘭 西 、 敍 利 亞 、 

烏克蘭蘇維埃耻#^共和國、蘇維埃《1：#主 

義共和阈聯盟、英聯王國、美利堅合衆阈。 

二五，臨時議程 

(文件S/Agenda 250 ) 

二 f|3度巴甚斯坦問題 

C a ^ 一九四八年一月一 B印度代表就査 

謨咯什米爾邦淸勢致安全理事會主 

席 面 （ 文 件 3/628 ) 。 1 

(h )— 九 四 八 年 一 月 十 五 日 巴 基 斯 坦 外 

交部長就査謨a»什米爾邦淸勢致《0 

書長函（文件S/646)o s 

( c ) 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日巴甚斯坦外 

交 部 長 致 安 ^ 事 席 函 （ 文 件 

S/655 ) o s 

二六，通過議程 

1 理 事 會 ï E ^ i i ^ 年 , 一 九 四 八 年 十 一 

月份ffl*^文本第一三;ftM—四四茛o 

2 同上，第六十七茧八十七頁0 

3同上，第六SSSSmH—次會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