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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 合 國 

安 全 锂 事 會 

正 式 耙 錄 

三 年 第一三二號 

第 三 百 八 十 八 次 f t 議 

一;^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曰星期三干前十時三十;è"在巴黎！:幽宮舉仃 

主席 Mr Ï V A N L A N G E N H O V E ( Jfcf ! l時) 

出 席 者 T 列 各 國 代 表 阿 根 廷 比 利 時 加 

拿大、中圃、哥侖比亞、îm西、11利亞、蘇維埃 

社會#義共和國聯盟、英聯3^國、美利祭合衆阈。 

一酶時議事日程（S/Agenda 388) 

一通議事H程 

r 印 度 尼 西 亞 問 題 

(a )十二月十九H美國駐安全理事會副代表來 

函（S/1128), 

(b )印度尼西亞問題斡旋委員會特別報吿書 

(S/1117 ) , 

C C )印度尼西亞間題斡旋委員會埔充報吿書 

(S/11'9及S/1129/Ad<L 1) 

二、通過議事日程 

三、耩撩計論印度尼西?5問題 

m請奥大利亞、印度荷蘭,霣及印 

度尼西亞共和國代表安全理事會淼席。 

利亞代表Colonel Hodgson,印度代表 

Mr Desati ^TJfi代表Mr van R<n】en, at律賓 

代表Mr Ingles及印度;L西亜J*"和囷代表Mr 

Polar就安全atr會議席。 

主席星期一Adl來,曾,許多文件分«Nfeîl事 

食 代 表 。 遼 有 一 在 印 刷 中 的 文 件 ， 在 本 曰 

ft亦將分 

Mr V A N PoiJEN ( frm ) 我國政Iff命我在 

講事項目1^始計論之前，作如T的聲明 

綑總埋â近發表了一個宣言，這個宣言是除 

共產黨譏員外經議會一致贊成的。fr這個宣雾中， 

總 理 冉 度 强 調 對 印 度 尼 西 亞 政 5 ë 》 開 宣 吿 的 

目的一向是促進印度尼西亞的自由，W便建立一胸 

印度尼西亞*權聯邦,和行覷王國在自顚與平等的 

地位上,結成一涸行印聯盟。這(B政策的原則已由 

Lraggadjati i及Remnlle兩項協定CS/649,附 

錄 十 三 與 八 ] 予 W 證 實 。 m ^ m m ^ 第 一 ; 》 印 

度尼西亞人民之镯立，第二，行蘭和印度尼西亞人 

民聞的合作，第三,在依民*程序製訂的憲法 m 

立聯邦式的#權國家，第四印度尼西亞合衆國及 

行覦王國其他部分在î"fËi王室統治T的聯盟。 

在一段相當長的時期內，由於尹和國內一些極 

• 画 不 願 合 作 , ； f ï 蘭 玫 府 的 努 力 : 》 在 在 受 到 ^ 

但 政 貯 仍 將 用 各 種 方 法 , 謀 儘 早 達 成 新 的 

舰 。 

i*ï閽玫！^與印度尼西亞各地區代表合作,採取 

了堅决的措施J 建立一個印度尼西亞嗨時聯邦政 

府。十二月十八日,行豳政肝頒佈特別命令，詳細 

規定爲設g各機構完成印度尼西亞合衆國未來組 

蛾 所 J i ; ? ^ 採 取 的 措 施 。 依 補 充 原 則 铕 

二條〔S/649,附件八3,向各地區提議"依公±P 

法派遺代表"出席上述機構,同時,在此項命令的 

1 ^The Poltttcal Events in the Republic of Indonesi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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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一條內，並爲現;Û tJj * 合 作 的 地 留 A 將 * 加 

人的可能0 

1 ^ 皿 將 > ^ 决 , L 、 與 誠 努 力 ^ bkS«?目 

挖0其所採行豳之唯一目的消滅爪哇中部及蘇門 

答瞰若千地區内那些不负_t，任和走镚的分子。n 

了其正的言論自由，爲了向全印度尼西亞人K保障 

31擇未制的自由:》治安是必要的。 

行覷政庥準慷按期向安垒?I事會報吿镯立自幸 

的印度尼西s合汆國組蛾的逸展情开0這個合汆興 

也許不久便可W在聯合國的會員國中猙他應^的 

地位。 

這是我國ifcia^命我在安垒理事會充分計論本問 

題之前，向理事會發表的聲明。 

今天，由於荷蘭與印度尼西ffi共和阈間許久W 

來耐1^而努力進行着的談判、斡旋委員會一年 

盡垒力從旁促進的談判,已經肯定地失敗了,而荷 

闞政府終於不4^不抹取要的措施，W終止印度尼 

西ffi*和國所控制地區内的混亂情开,安全理事會 

ff面臨一個悲慘的苟面。 

在向安圣理事會從詳叙述道個悲制演楚的經過 

i^m,我鼹爲非常需要從頭便把使印度尼西亞間 

題在St諭時屢次混淆不淸的一個基本誤會,說說淸 

楚。 

爲 了 淸 楚 地 了 解 本 間 題 , 乂 ; ^ 道 瞄 與 印 度 

尼西亞間的爭執並不是荷鬭顔否使印度尼西亞自由 

獨立的間題。道個問題巳餒完全,定解决了。但是 

不斷地，我們遒到有人解释道偭M題，使^ 了一 

個印度尼西ffi人民對报住宗#權不放不肯讓他們镅 

立的國家爭取獨立的W題。這樣去陳軚事赏,是不 

正確的,而且也過於單純了。 

實際上,兩年前在Lmsgadjati , 已綞承 

諾SI速成立一偭主權的印度尼西亞会汆國。差不多 

一年"前,在接受Renville原則時,荷豳童提Jifc 

項S言，其後又在我國修正憲法及非共和國控制 

的聯邦各區域印尼餌釉與我fflJ^f^的協定中重予 

追龃。 

現在,事實證明和共和國獲致協鵰是不可能 

了 , 伹 f f l a 仍 受 自 己 的 $ 雾 所 拘 束 , 必 M 赏 踐 此 

項21；言,使在自己控制下的一部分印度尼西亞獨 

立。有人或許要鬨那麽,這§1難於解决的問題的 

鶴，究竟是什麽呢？這個鬨題是獨立的印度尼 

西亞合衆國究竟將ffMs愔形下建立？在能保障各 

構成部分的自由•asM民不受少數人的控制，在 

«@維抒與世界民主國家的友钌而在餒涛上有利的 

係等tëJt之T逑、Ï呢？ 便要受某些槿 

的尺4^權利和特權；^15皿種族或地力 

國體的自冶權J而同時叉/1極緇派的把持之下的 

數人的提縱？ 

換言之，這是一個選擇，M而,秩序的韆遜 

和革命之間的選撣,聯邦制度和一制度之間的選 

擇,艤賴與R幸世界合作和槿端派强力控制之M的 

mm>各1^*4^和，人镩裁;的s#。這 

不但是荷豳的見解，亦是千百萬印度尼西亞人瓦—的 

看y=，他fn現在在,主扇者的名義！^, imicMi 

度尼西亞聯邦合衆國而#鬥0 

共 和 阈 曾 兩 次 允 諾 合 作 建 一 僩 聯 邦 , ， 但 

却絲毫沒有使人民預知這一個演變。正相反，在公 

開的宣言中,共和國方面總是發表一些與巳往的諾 

言完全相反的i^張。因此無《這些宣言引起荷龌 

及 聯 邦 # 齄 的 憂 盧 了 。 

共 > 6 ！ 阈 , 在 R e m n l l e 協 定 内 又 曾 守 

休戰並"友好飽度在;fï印聯盟中與荷豳合作。伹 

是,共和國urn不哳地違反休戦g&定J事故S:求愈 

多本人將於O T i ^ J H : «愔形。A i i y ^和國所作 

的宣傅對¥3Î5^M違反協定的情形,益资前途可 

危。在荷龃一方:》報章與廣播從沒有挑搔對共和國 

的憒恨，可是,共和阈却不斷地把豳作爲天字第 

一 號 的 敵 人 。 幾 來 , 日 惹 的 廣 播 電 台 幾 乎 每 天 

&宣吿應該iïJE荷鼸A及11#蘭人合作的人。就是 

共和國軍隊内的翁領n,如General Soetomo及 

General Mœstopo ,亦都fr作i^窒傅o 

共 和 國 也 沒 有 使 人 民 隼 備 恢 復 

龃的友好顢係。不断作JH«宣傳的»JS^當然不能阻 

止自己的箪隊和人民不依此去行動,其铕果便是 

共和阈內那些主張目武装攻擊行覷人者似乎永遠 

佔上風0 

爲了證明上邊的那些話，本人必;^簡犟地翁述 

去年所發生的事(to —九四八年一月十七H , 在 

Renvtlle軍MJ:縦了一項雜CS/649,附針 

- 3 o 在 該 定 的 第 七 項 中 ， 赏 事 雙 方 同 意 " 禁 止 

對個人、一萆人及財產有破壊、恂嚇、報愎M及其 

他性質相似之行爲,包括破壊任阿財產内 "0 

此 外 , 當 事 雙 方 X 承 諾 " 不 用 廣 播 齲 他 宣 傅 

^ 挑 搔 ï ^ S L 卓 隊 及 人 民 " 0 

赋簽訂的那一天?SLh九點鐘,荷 i l 

箄司合官向所弒的軍隊廣播,赐咐他們恪守休戰的 

種 種 規 定 , 他 詆 " 我 期 待 f 亇 們 了 解 新 時 代 並 " 此 

精神ISIiSM你們的職責。" 



而 和 阈 的一 > â j » H惹共和國軍司/fî^官却ïi 

̶九四八牟一月二十五口的無線m廣播中-一Ren 

vtlle 定麈瀋猶未乾̶̶用T面的一篇話來解揮 

休戦的意義 

" 接 受 停 戰 的 决 定 是 內 閣 的 。 但 部 隊 各 單 

位司合或口頭或W書面,紛紛表亍决L、糰釀鬥争, 

W保衞印度尼西亞共和國的«iL及自由。希望總司 

令的這一個鄭JilC旨，使入民對印度尼西亞氧隊的 

êfe度與鬥i3、會再存絲毫懷疑的餘地。" 

同樣，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三H，共和國參a 

長蘇門答臞下面幾句割令所壩軍官的話來實踐 

禁止破钹的;;£言'"如偷去機器奪件一類的破壊手 

段，JiMXm^飛機、摩托車、坦克、火隼和大 

砲等等糖賴行，使敵人不能使用^；！？^使用這些 

器 械 。 " 

it Renville協定中，雙方承謅放戰俘, 

和國並應允將fïia防線後的?15隊撤ai。在荷蘭一 

爲 實 施 此 m 定 , 曾 予 W 充 分 合 作 。 准 許 • 

械輜$囘到共和國餌土内的共和國士兵有二九，二 

二四名。數千名共和國戰俘業已释苽。 

在Renville協定簽ST後的一個短時期内,似 

乎一個和平:S寧的新時代已經開始了。伹是，從一 

九四八年四月起，違反休戰協定的事件,與週俱 

增，與月tft增。起初，我們還可W把道些事視爲是 

地方司令官或非正規部隊的不負貴任的行動,伹 

是，到了七月，當共和國軍啄司/&"宫Lieutenant-

General Soedirman頒fflll動員令時，這個假定便 

不得不完全放棄了。在那個時候,共和阈軍隊沿分 

界線化整©零，分成許多小隊,隊十人至一&人， 

準備在^«^1所控制的池區内實行摻透戰#0這個戰 

# 是 兩 個 月 前 共 和 國 軍 隊 司 ^ 改 組 y Siliwangi 

師司<fr官奉派重要任務時開始執行的。這師人過去 

， 防 淼 後 的 $ 隙 中 , 特 別 活 躍 。 它 所 厲 的 單 位 

擅長游雜與摻透戰術。 

從我們;5f«^的命令中，可W充分證實這個新 

戰 颜 存 在 。 m h , 負 責 在 西 部 爪 哇 麵 篛 透 工 作 

的共和國Soemantn上梭:》七月間頒佈了一個命 

令，內有這樣的111矛"攻襲荷蘭的軍事據點,在 

鐵 路 駐 進 行 破 壊 工 作 輙 行 玫 人 員 及 M 蘭 

機 關 服 務 的 M 職 員 , 焚 燒 工 廒 及 與 蘭 人 合 

的曆屋"0 

^ 是 一 九 四 八 年 四 月 初 後 , 特 別 是 七 月 間 共 

和國中止諛判後，愈來愈多的破壊和年事件中的幾 

個例證。人們常常S記共和阈在七月間中止了諛 

fflo我不願眘多费理事食的赘贵時tffl,但Al理事會 

顚意,我可M舉出更多的f^JSo 

請 允 許 我 舉 出 幾 個 數 宇 , 說 明 暹 幾 個 月 * 的 

wmwo赚可蟲资料,餅多有一萬一千名共 

和阈士^，分〗Sk小隊，摻入分界線,在上星期H w 

前,便已囘到郎些有名的荷鋤防線後方的g隙中 

去。違反休戦定事件的數宇，三月的末一個星期 

是五十二件,十一月的末一個星期便增加到二百三 

十八件,十二月的第一個星期是三〕七件，十二月 

的第二個星期是三五0件。自八月二十五曰至十一 

月 三 十 日 間 , s 百 多 個 印 度 尼 西 亞 職 R — — ， 强 

調,：《t些是印度尼西ffi職員一在荷豳所管耱的地 

m內mm 了，最>5幾個月京，每星期餽有五十個 

左右的印度尼西亞平民遭受同漾的命：1。 min y在 

十月間,縱火與效掠每星期罕均有一•& 二十四件。 

我有此種罪行的詳舳報導, in理事會内那"^代表 

有典趣的話,我很願意耠地#考。 

s 區 區 的 ， 數 宇 ^ 證 明 共 和 阈 所 用 U "鼸 

摸 鬥 爭 " 一 依 他 們 自 己 的 說 法 — — 的 方 法 是 什 

麽。Al果這些罪行是#正規武装部睐所犯的——在 

/ 昆 亂 時 期 他 們 常 常 出 現 ^ 揞 势 還 不 算 怎 樣 

婊重。但是，不幸,對平民恫嚇及施行 

r^mma, 及 我 們 所 ‧ 的 許 * 令 ， 都 證 明 我 

們所面臨的是共和國司令部的一個周密而一貫的計 

割。我願茛向理事食，或對此事表示闞切的任何代 

表,顯矛共和®軍隊司令官所頒命令的影印本，道 

iH^令是在珍入荷闥軍後方的印度尼西亞士兵身上 

搜得的，不逸，ihi果我將軍事執行組於一九四八年 

十 一 月 二 十 九 日 旋 委 員 會 的 祕 密 報 吿 書 中 一 節 

鑌出,大致亦可W使各位代表深信不疑 

"在;E兩次髑査中,根據所收到的磴« b可信 

摻入的部睬是奉了共和國赏局的命令，自共和國地 

區進人荷親地區的。" 

還有 

" 赚 軍 事 執 行 組 調 査 九 月 二 H 左 右 偷 膨 哇 

中 部 輙 雌 形 的 果 ， 從 資 繊 俘 及 撿 験 輙 證 

I 看 來 , 可 " 断 定 上 述 小 豫 是 在 共 和 國 所 轄 境 內 

, 的 ; 》 他 們 奉 命 i 人 荷 豳 轄 境 。 " 

闉於東部爪哇的狳人愤形，該報吿蒈稱 

" 從 髑 査 的 銪 果 看 來 ， 單 就 本 言 ， 接 入 行 

動是在共和國當局的指琪下遽行的,其目的是要再 

度佔據Renvtlle 定 W 請 佔 的 空 腺 地 帶 。 " 

爲了衡:1^和國方面此種鬥爭方法所產生的恶 

劣影響,我們先要明暸此種方法所施的與象是手無 



寸鐵而安居樂業的印尼西亜入民,其目的無非是 

要使阈家經常保抒騷搔<:S亂的狀旗。例如，Tentara 

Nastonal Indonesia——卽共和國軍隊——的一 

個 命 介 內 有 這 樣 一 句 話 把 居 民 中 的 齊 國 賊 

拐 走 : 》 不 過 ， 這 事 行 時 要 十 分 小 L , 不 露 痕 

八月四日，共和國廣播^£台,66^07"" Pemoeda, 

威嚇參加萬隆會譏的印ft£尼西^人士，說他們"無 

國 貤 , 鹰 该 槍 鹦 " 。 近 幾 年 來 , 共 和 國 頜 釉 

們從來S有公1^卿止或《1貞此種恫嚇的方法。在此 

種情?Ern顯然不能相信共和國在未來會抹取一俩 

賢明和的態度。赋要共和國廣播竈台不停止W報 

後喑殺恐嚇願與行鬭犮好合作成國家理想的印 

度尼西5?人士，祇要這些恐嚇一天一天地在執行 

着,祇要共和國不表明將採取措施"麿付此種35殺 

擄掠fti笼略，行es斷不能同實撤退用"保受恐嚇 

人民的軍隊。 

共和國用各種方法將自己的行徑賴在；fï 83身 

上 。 例 如 據 聲 稱 f r 最 近 幾 個 月 行 方 曾 違 反 休 

戰協定。閼於這一點J我將十分簡赂地說一說。我 

要問問現狀線外共和國轄境內的一萬一千名錨 

士共究竞在什麽地方？ Î"fi3軍啄在什麽地方，在什 

麽时侯曾在共和國境內Bt殺》â共和國官員或平民？ 

卽令我們暫時爲了要辯諭起昆，接受共和國方面所 

稱;fïÈH違反休戰協定的話,卽在此種!tefm所;@ 

餛方面的違反也和我上所述共和國之違反休戰協 

定事件綞不能成比例。閼於共和國方面皋不出荷蘭 

違 反 停 戰 定 的 例 — 節 ; 》 TO明的證據便是共和 

國代表團十一月四H致榦旋委員會的ft 。在這封\t 

內，共和國方面把齟新閡處及行鬮軍交際處的一 

些新閗稿舉爲違反休戰協定。新閡稿内載有後人行 

sa轄境一事的數宇。 

第一;》這些新聞稿內，事:s都是確切的。這 

些 事 實 的 例 證 町 皋 出 十 個 一 百 個 來 , 都 可 W 從 

；fï閬轄境內所俘共和國官兵身上搜得的文件證赏0 

可是，爲了措^龃違反休戰協定，共和國對披^ 

=aM事赏莧提出抗議，而在它自己的報章上却毎天 

挑撥势行蘭的仇恨，這却是怪事0我記爲使雙方閼 

係趨於《劣的不是披露違反休戰協定的事赏而 

i 這 些 事 實本身0 

在同一封信內，共和國對"荷婦女聯合行動" 

表矛不滿,這個行動的目的是抗躏數千i*ïi0男女及 

兒騖仍iiy^和國営傲人質拘禁着，有多在集中營 

内 。 : 一 偭 控 固 然 有 麵 火 , 它 所 繊 的 一 

部分是不確切而又^時的數字,但是，不幸，我們 

應 當 承 這 裏 面 有 一 大 部 分 是 具 情 ， 因 爲 共 和 國 

在13的轄境内拘留了數百人，甚至可能是數千人, 

其中有行蘭人，也有印度尼西s人。 

再說共和國之違反休戰定，很明顯的，摻人 

；fï覷轄境及在此轄境內對印度尼西©卒民橫施殘 

暴，其目的無非是要Ai®怖的手腕阻止印，尼西iS 

人士與行鬮合作。另外一腩苜的是荽在#lg轄境內 

煽動更重大的暴動，‧我們所截镀的命仵，這個 

暴動定,一九四九牟一月燔發。請再允#我舉出一 

兩件事赏,證明共和國準«s在一九四九年一月一 

日鶴大规模的騷铋0 

—個在西部爪睹>a Garoet地方被逮捕遒共和 

國軍隊的日本人，經鞠,後，我們確知在一九四八 

年十月二十_SH那一天，有兩名自日惹出發的信 

差，斑着共和國軍隊內一個名叫Aboebakar者所 

頒的從這個;31〗含可W宥出這個名叫Aboeba 

kar的人被任命爯西爪味抗戰司合,他窣命準備, 

—九四九年一月一日發動大規模的抗戰0 

在南蘇門答臘Lampong區，有所謂"一月一 

B運動"的組織，經當地共和國軍隊司令官的准許 

而成立了。這個運動採取了所謂"鬥爭^"劃" > 內 

包括四點一、將人與物資安放ff戰略地點，二 

餱密監視有與歒方合作之可能的人，三、311練人民 

作"全面防麇"jfe建立游镀部隊，四、激勵人民與 

軍啄的作戰精紳。這一切都爲的是"目光注颶一九 

四九年"0 

最後，，提到我們搜镀了一項閽於十月二十 

三H Kepand】en會饞的書面報吿。在這個會該 

中主席是Rivai旅的垒谋長,鑫加的是許多共和 

國高級軍官，ît論的是一月一El在束部爪哇起事的 

準備工作，他們用"Wingate"這個字來指這一件 

事。這是未一個例證。 

另一個對我們的控訴是我ffl在與共和國:a成 

協譏之前,便合作J4;3:建立各別的新S和自治 

域，這樣，m^m^^B^TRenville 定 的 精 # 。 

M我們這樣作"法，共和國面嗨一個旣成事赏， 

因而破壤他《i^fi,Lo此項控訴tf安全理事會內已多 

" ？ ^ 提 出 , 我 們 : r 已 多 次 答 覆 , 因 此 f t 可 銪 赂 地 

談一談。 

第一,我想先指出建立各別的組成國家絲毫 

不違反Renvtlle %%, fr^ii定內,共和國亦, 

同啻聯邦制度。自冶]^的構成，‧是臨時性質， 

： 見 不 違 反 協 定 0 



第二，我們也乂#1顧到一件•lAib m^ijmm 

內，人K_ H â希望能成立一個政«ïJ使他們自己的 

事 不 久 就 可 由 印 瓜 尼 西 亞 人 s : 理 ， 這 個 鼷 艮 

^理的。建立自治區便是;!g極滿足此種願望的s好 

辦 法 0 這 一 點 也 : î y ^ ® 要 。 

第三，&贲上自從這些新M國家激勵人《從 

新的政治化活後,在所有轄境內螢生了 

5 1勦,耍;自己來赏現此種新的 j â * o ÏÏIl不願^ 

阻止或滕抑此種顚望，Eg爲這s_發自ft汆的。g也 

G沒々這個梗利。 

苒 則 ， 我 們 不 要 S i 己 的 第 二 個 原 則 

明白^稱〔S/649 ,附錄十三]«雙方瞭解任何一 

方均辆權阻止"成立與Linggadjati協定原则相符 

之政冶組織爲目的之瓦意自由表現"0 

我 , 再 談 這 個 聯 邦 主 & 者 的 問 題 ° 

我現在想向戋垒理事會«荷 i l與共和國間的 

糾扮。 f i 在一開始便已解釋遇，癥所在不是印 

度尼西亞應否成爲獨立國的間題。當事各方都同 

W前所稱的行旙東印度應早日成爲一個镯立國。但 

是J要决定這個S家應;g怎樣組織時;》深》，】的歧見 

便發!* 了 0 

BP害面定及官方ÏC言眘來，至少在理論方 

面，赘未來印度尼西e合衆國的一般結構:》似乎:Ê 

沒有不同的耆見。當事雙方所同啻的一般頂:則之一 

̶̶這個原則在Renville和Lmggad】ati兩個協 

定 上 都 曾 雌 ̶ ̶ 是 螂 印 度 尼 西 亞 相 合 雜 與 

î^î^a之間將在自有其璣構的行印聯盟中合作，合作 

的詳钿辦^則由行鬭與新聯邦磋商規定。共相國原 

划上又同意在&渡時期參加鹰儘早成立的全印尼臨 

時政府0 

伹 是 " ^ 到 想 把 — 般 ] o u 在 確 切 的 結 構 

中置之贲施，jt^jij便發見SE睽上毫無妥協的餘地, 

因爲共和國的其正目的jfe非如在Linggadj^iti及 

Renvtlle協定所承;I；的,成爲印度尼西亞成員 

之一，而是要把全部印度尼西亞倂人共和國^。每 

當共和國需要採取措施"實施所協讒的一般原則 

時 ' m 覺 得 ^ 規 避 的 理 由 。 

我可W先向安全理事會追述U往的一段史實 

當一九四七年H月，經過長期的努力後，Lmgga 

d】ati協定終於簽訂時，共和國差;多卽刻表矛不願 

意合作Ai®施所逢成的糸3款。我們先不得不â了很 

大 力 ^ « 關 於 此 œ 施 的 談 判 基 礎 , 隨 後 , 談 

判本身不斷受到阻撓，因爲共和國代表自稱â有充 

分權力簽訂有拘束力的條款。結蘭不得不在許 

多個月，諳it和Mil$1明？tiJH ij屮-V多門題的立 

S o 

i F f r這憫 i f Î F候，的共和阈總理S o r t a n 

Sjahnr似乎願音稍作凜*， 《"巴達維亞的廣播ill 

台，發衷了一個溫和的演說，•li®免决裂。不^， 

a t 個 溫 和 的 m m ^ i 日 巷 方 面 的 支 ̶ ̶ M 

種it矛在和共和國的2Ji 1 1 〗 中 不 之 — — r f i j 

Mr Sjahnr內閣的命;It*因此锆束了。他不1*不 

辭職而由Amir Sjanfuddm繼任總珲。我可W順 

便 這 個 人 W 後 自 一 iLH五牟W來便 

—個共逢黨黨員。 

在 M r Sjanfuddin JSt職後的一個短時期内 

似乎有達成協,的希§|o在巴達锥4&進行î!fe+fl«M 

新總理作了若干®要的S步。不過，到了第二天， 

當 M r Sjanfuddm囘到日卷後，便把在二十四小 

BÎW前所答應的一切夂都統統推翻了。這>^：一九四 

七 年 七 月 我 f f î 所 馁 率 行 動 的 原 因 0 

許多個月H後,到了一九四八年一月，XÏT^ 

旋委員會主ft之T在Renvtlle罩艦上簽訂一個 

新的定。佴簽rrfô定的總理Sjarifuddin却辭職 

了:》 JÊa卽M發動對Renmlle J?則的激,】攻搫。 

他的繼任者Mr Mohammed Hatta不得不負起jâ 

行 談 判 " 贲 施 R , l ! e |&定的責任,同時又不斷 

受攻擊。其後的2{^#1』餒過日_^證明印度尼西亞代表 

圓要不是不顦合作Jil覓取各種懸桊之迅速解决,便 

是根本無能爲力。 

此M我不想叙九、十、十一、十二四個月内 

談判未一個階段的詳钿It形。斡旋委員會第四個臨 

時報吿窨C S/1085 〕 說 得 很 淸 楚 行 , 曾 於 十 月 十 

四B提出確切讖案"求全部解决與共和國間的糾 

行11聲稱準備根擄美國代表國九月十日JS;f提璣 

案草案成復談判，滅要frT面的一個逮解T卽可, 

卽共和國爲中止違犯休戰協定軍事條款所採措施在 

未充分證明有效之前,《as在未採取措施J^sl笪施休 

戰協定經濟條款之前，不能簽訂協蒹。但是，行闞 

不得不措出違犯休戰協定的事件不但不减>,而a 

更辙镄墦加到了十一月的第三個星期，竟達二百 

四十件之多，在十二月的第二個星期，達三?I五十 

件之高峯,這是我上面曾說》^的。 

在十月間商議恢復談,時，共和國龙未承眾採 

取有效措施jyi補救此種局勢J對政治解决方未提出 

對策。這是十一月初的ft形。但是:》行鼯政肝仍舊 

不願意綞堪,它决定再度努力‧u求達成協鵰。爲了 

這個目的,荷酈外交部長飛至印度尼西亞,在共和 



阈首都訪問共和國政庥，«問明對*^苦千重荽間 

題,共和國的撺度究竞是什麽。他收到共和阀總理 

Mr Hatto旨一月十日所送致的一個似乎留有談 

判餘地的慷5錄0 Mr Shkker卽將此事報吿行83 

政府，荷lilWffM^ërîîRT̶個簠要的代表國印 

度尼西55,由部長級的三人率倾。iu^Mxmmi 

拿 出 證 搛 旨 有 a s 意 達 成 « ， fïga對這一僩似"f 

可jdi和共和國解决糾紛M可能性，卽》 1〗予充滿希 

望的反鹰,這就是證據0 

可 i t , 這個代表圜抵:£後，發所能報吿的事 

共扣國邪一套萑的飽度0 Mr Hatta通知;fî 

e s 代 表 H , 稱 , 阈 不 H P 接 受 十 一 月 十 B 備 錄 内 

的若干重要點。像這樣:》共和國代表冉度食言^ 

成協瞜的新é望又因而涫滅了。備Ç銖中共和國所 

m、能接受的各鲇正是在過渡期間承Eg行闞主權的 

各點。閽於這一點，請尤我徴引Renvtlle %% 

六個補充原則中的第一憫,原文文件S / 6 4 9 , 附 

"全行印#權瑭於îTSa王國,至在明定«=期《14 

後 荷 豳 王 阈 將 主 權 移 交 與 印 度 西 亞 合 衆 國 時 爲 

Jfco" 

共和國代表向荷闞代表國所提譏的是共和國 

願在斧式上接受在》1渡friF期#權属於阖的原 

則,共和國願ÎSM导保證此項接受赏際上不致發生釤 

继。因此,î^ïes^權之承認)ift是法律上的,而不是 

事實上Wo這一涸提鵰綞疗貓代表国拒耗，認爲此 

與RemnUe協定JT則不符:> 且構成Mr Hatta所 

遞備S錄內文字與精神之否;So還有，在後的諛 

判中,可Ai十分明顯地看出共和圃一方並沒有厲正 

Bfeil態度，對於中止違反休戰協定的»#,沒有提 

出 j f e ^ 證 ， 而 且 到 了 霱 實 睽 措 施 時 , 共 和 

圃便又想預ifeïS得對未來印度尼西亞合衆國的垒部 

控制。 

在 許 多 問 題 中 ， 這 一 僩 趨 勢 都 是 明 顯 其 

屮之一便是在》a渡時期組織新印度尼西亞軍隊問 

題。原則上曾同意在組絨此種軍隊時應利用在垒 

部 印 西 f f i i f c ^ 的 聯 邦 軍 隊 及 蘭 部 隊 。 ^ 速 

镀得厲正的和平與安寧舰，顯>=^鄉確切辦法， 

部分共和M隊編入聯邦軍隊,同時儘速淘汰 

所有冗餘的部隊。溉有這馐:》才能使印度尼西亞全 

都人民受少數共和黨領釉實膝控制的ft形不致產 

生。佴是,共和國政府對 ihi何採取措施"達此目 

的總是千方 î i fHi阻撓其達成協饞。據提議在^ 

渡 時 期 , 軍 隊 須 逑 漸 自 ， 控 制 的 區 域 撤 > â J 同 

和阈軍隊划暫St原防,in何處葸,容idl後:feSo 

此 外 ， a il渡時期中,共和國軍隊仍另自統率。 

共 和 國 所 ^ 這 些 建 難 ， 食 行 起 來 , 便 是 等 於 

钳持現狀，使各自統率的兩個軍隊敵對如故。mm 

顯將ISJt治安之恢復，使共和國軍隊坐大而危及印 

度/io西5?合衆阈未来的全部捃構。 

不屬^和國轄的印度尼西55#igp分共占人口— 

; 2 三 分 二 J 右 這 一 方 面 有 權 利 羝 障 。 他 們 馗 黉 

狴^^的保障,一方面是停止武装部隊的m行動， 

另一方面是fr某一時期不受佔卓M#的少數人所 

控 制 。 碰 翔 圃 不 願 合 作 鄉 措 施 有 效 涫 除 雌 

威 f î " , 又 镍 每 天 螢 生 的 輛 數 恐 怖 皿 行 動 J ™ 

« 此 種 措 施 尙 未 旨 之 前 ， 决 i m 由 撤 退 保 ^ 的 部 

隊J ^和國軍隊 i ^ J 4 控制一切。 

渡時期王室代表的權力問題，軍隊分別 

或合一統率問題，維持獨立的共和國軍隊問題,違 

反休戰協定寧件不斷增加問題等等J内閗代表國發 

現 雙 方 之 間 冇 一 個 法 旨 的 鴻 溝 存 在 。 不 過 ， 我 

^^Af這些歧昆不外象徵一個更深的îrm,不外 

是此種矛后的结果，卽共和國意在控制垒部印度尼 

西亞。 

Hatta總理，依Mr Cochran——我國 

對他的不斷努力是非常欽佩的——的建議,在十二 

月十三B的函（S/1129)中,重申達成協譏的願 

望，這一點我們從求沒有懷疑;So不過，這一封信 

雖^措辭溫和,赏際)IR是表達——信中已經說出 

——Mr Hatta個人非JF式的意見對共和國政Jff 

綞麵拘束力。mh mmmmB.m^Mmm一一停 

止違反休戰協定，軍隊铳一指揮J保ft共和國軍隊 

一 未 提 出 可 " ‧ 方 接 : 的 P ； ^ 。 m^WcB^ 

在十二月十六H的覆函 2中:》明白表矛鎏於上述理 

由:》 I S 爲 足 U 改 鏺 前 所 祷 結 論 的 根 據 : 》 卽 除 

非 一 强 調 " 除 非 " 二 字 ~ ~ ^ s i 政 府 收 到 一 

個文件 J討論到這些主要問題,對整 f f i共和阈政 

肝*拘束力，繼凝談判是無的。我們現在JSC要求 

的:》不是Mr Hatta個人的保證j而是對整個共 

和國政肝有拘束力的聲明。 

î " f l l 的 覆 文 自 海 牙 發 出 後 , 共 和 國 政 二 

月 十 六 日 發 表 公 報 , 再 度 B t ^ 在 事 實 上 拒 對 

於 這 些 主 要 間 題 的 提 讒 。 還 有 , 涫 息 傅 來 , M r 

Soekamo和他的六位部長，卽將離印度尼西亞去訪 

問 印 度 ， 這 樣 他 I t t T / r r 未 來 判 的 可 能 f t , 同 

2見S/1129,7?蘭代表國文件第三八九四號,11=：段，-:^<四 

八年十=：月十七B0 



答的地位。 

由 於 發 出 • 發 生 的 J t ^ f f t H S ! , 解 

决的希望已甚微小，mmfasb» weesti^i^驟忍着 

？R*任何措施，一直等到十二月十八日的早•§，道 

是 荷 閽 要 的 , 。 我 們 沒 有 收 到 庄 何 答 H o 

mi^imm> wmm^^n^mmmy卽共和 
國如果不是不顕達成m，卽係無能爲力0我很明 

1^這是一個很嚴重的指責，伹是長,£13]^事實 

證 , 和 國 不 斷 舰 反 麵 宣 傅 J "有計钿地使用 

« ： 來 激 綱 暴 力 ， 漏 屢 f t 言 鹏 反 巳 T O 定 等 

方 法 ， 使 達 成 赚 之 雜 法 , 。 ‧ 一般君子人 

Mr Hatta, Mr Leimena, Professor Soepomo, 

Mr Darinasetiawao, Mr D uana的誠意無闢他 

們曾衋力典我們it成fôIScS伹是,可悲的是到了緊 

荽臞頭，他們永遠不)îl壓制共和阈內一些不負資任 

的份子而實施自己的&策。他們不特if明共和國政 

府势在自己後面的力量是否遒命、肯支待自己,絲 

毫沒有把握,而且遼S明共和國内部的IfcS生活受 

這使我不得不1%到印度尼西亞内的共產法義問 

翹,闋於這一個問題,；^3許多舛誤的鲺念。荷鼴龙 

不 認 爲 、 從 求 â 辆 爲 共 和 國 妙 產 # 鶬 的 翻 0 

我們所,定的,我ffl今天仍皿决肯定的‧》是共和 

闺 產 黨 餌 袖 J d l , 其 大 部 分 的 支 持 , 因 此 受 

共 產 賴 的 厳 竈 影 響 , 其 危 機 一 凡 是 部 賤 

mm支持的赚贿滅機~6!是可能有一球 

產 黨 會 突 , ] H l ^ 部 政 權 。 此 種 , , 共 和 國 i i t ) ^ 

本身便是主要負責人之一,因爲它從來沒有堅决 

地 、 & 開 地 採 對 共 黨 策 略 的 立 場 。 正 相 反 ， 它 

給 共 產 黨 ^ 爲 一 f f i i s y : 的 « a g b 這 

個 組 蛾 ， M 它 的 , 效 而 ® ^ 的 機 構 , 用 珍 途 的 方 

法 ， m 了 , 、 箪 隊 、 努 靑 年 ； I S O 内 的 重 要 

職位。 

婧允許我在許多事件中舉出一件JBIS明共和 

國政疳势M主鶬的宽容——這還是最和緩的說 

法。一九四八年八月十日，後來成爲大名鼐鼎的共 

產黨人員Mr Moeso抵達印度尼西ffi,卽刻務槿 

地 螢 動 M 黨 運 動 ， 一 九 四 九 月 共 和 國 内 起 事 

未 成 的 共 產 黨 叛 , 起 職 此 。 就 是 在 那 個 時 候 , 

Mr H a t t a 的 公 開 聲 明 反 對 共 產 # I S 。 

九月十六H ， Mr H a t t a 在 和 阖 酶 時 ^ 工 作 委 

員會之前螢表政治演說,内明白稱共產熏之行動 

爲合法的政治行動。 

伹 4 M c 逮 : T : ^ S i H , 是 鰣 地 

人民解鹏倡導者0 

Mr Meoso f| 

âlM&S有不4^共黨«B«E*和 

因 此 ， ； 多 人 便 

漸渐相信共和阖内的共產危機已趣過去了, Mr 

Hatta的ifcflï可JSUa爲對付皿極SÎTO的可S同 

盟 。 這 是 一 個 不 難 了 解 佴 十 ^ 險 的 ， , 因 爲 本 

人 ， 出 一 我 國 • 對 此 非 常 豳 切 一 ， 國 

， 爲 了 ^ 道 睏 目 的 , ^ 乞 I W * Tan Malaka 

麵mm對m共產集臘,Tan Malaka和Mr 

Moeso 一樣,是在外國受過長期 m 底 f l l M 的共 

義&^115^甚直接受M愤報局，的*Jâi主義。 

̶九四五年,Tan Malaka ；it;^加共和國之 

Màly Mr Soekamo及Mr H a t t a 九 四 五 年 

十月一H簽訂了一涸政治遺稱，指定Tan Malaka 

爲髏承人。一年後,由於"武力推翻共和國政庥失 

敗,Ian Malaka的政治生活暫吿艙束。営Moeso 

的 共 產 黨 叛 , 作 時 ， T a n M a l a k a 還 由 於 的 

叛 逆 行 爲 而 在 獄 中 , 伹 他 j f c ^ 就 被 释 放 出 隨 卽 

悃新的攻黨,內中包括許多傾向，的小組 

蛾 。 

Tan Malaka的ffilSC黨包括Moeso的共產陣 

翁内的許多組蛾，這是値得注意的。因此,共和國 

；謂,共《t叛亂,實際_tJK是共和國iSWff自依 

賴 一 睏 共 產 集 顏 饞 而 爲 依 糲 另 共 產 集 國 , m 

招致>fr Tan Malaka餌^—偭强大的新共產黨的 

勃典,算是共和阈擁讒者之一0暹偭政熏也*在阖 

内成;^個獨立力量的危險。中部爪哇的第二個大 

城 ， 離 B 惹 多 公 里 逮 的 S œ r a k a r t a 實 

際上已在新玫黨的掌握之中。在共和國軍隊內,在 

努工3116及靑年]116中，這皿然都旨許多同愦 

者。Tan Malaka的政氣在改祖後的共和阈鵰會 

ft,麴相當多的鵰席。共產細袖們纖叫嚣得 

沒 有 以 前 那 麽 響 亮 , 伹 仍 在 , 他 們 的 惡 行 。 共 和 

國的報聿和無棣@廣播似乎永â任由他們支配似 

的0 

自稱Portât Murba的新共產黨,抱的是什 

麽 目 的 J 不 容 我 們 ， 幻 H o 如 i s l 前 的 共 產 黨 一 

般，tî想把印度尼西ffiftsJÊ̶個共產通家。 

惜W任何代價,反對印度尼西55成爲一個和平民主 

的國家《就國際雾，他是反對西方民主國家的。 

Tan Malaka和他的黨皿得的重要地位，從久逮 



着想,mt/k H a t t a 的 旨 , 比 M e o s o 和 他 的 集 

Tan Malaka這個A*身也是他所頜導的翁與 

中阈、^^SlSiiS洲其他地IS[^產熏;If)間有密切 

闥係的證據0第二次世界大戰時,Tan Malaka的 

^ 活 動 區 是 馬 * 5 & ， 隨 九 四 : 1 # 逃 到 中 阖 

去。在中阈他和大名骝iS{的中國共奎黨頜袖周恩來 

密切合作。中國共產黨陡和印度尼西亞共產黨陡間 

的繭係一向是十分密切的,他們反™的革命運動 

4è®不論。印度尼西亞的共產熏陡對非共產組‧ 

取 有 系 弒 的 ， 政 策 。 

蹐允許我從蘇門答脲共產熏所出的一份刊物 

裏 ， 镦 引 下 面 的 一 賊 宇 

"所有國民的壞蛋們不久便要被翮3(1集中溼 

去了 我們謹库卷所有的圃民黨人我們要 

赚 報 復 手 段 了 J 就 如 馬 來 f f i M 默 J S Ç ^ 的 一 

樣 。 " 

這使我要談到印度尼西55共產黨徒與馬來亞共 

產黨徒間的閼係問 g o 印度尼西 £ M 黨與緬甸、 

馬來SOI束南ffi其他國家的共產黨有非常密切的翮 

係,這是一個公認的事實。mh他們都由同一個 

中L^fê揮。猜允許我舉一個例。我ff!手裏有一封 

信,這是蘇ra答臘BuketitJggi地共和國軍隊的所 

m Banteng師的司/ft»官"九四八年五月二十六日 

所後的，我要截引信內的下面一節 

"tsat印度尼西亞Patjuk Pmpman Tentara 

Nastonal̶̶道是印度尼西亞國防:1[!61司《^部一 

與印度尼西ffi*產黨頜釉間mm定，我准許作們 

着 手 在 全 馬 來 f f i 和 馬 來 產 協 會 合 作 , 因 爲 這 個 

圔 體 在 馬 來 亞 麵 加 坡 有 Î 狄 的 勢 力 。 " 

â 種 旨 可 舉 出 許 許 多 多 如 安 全 理 事 會 願 

意的話，本人隨時可詳钿敏引。但這，J證可能 

的牽連了。 

多 小 的 非 正 ^ 装 圑 體 , ^ 圑 體 名 義 上 都 已 成 爲 

共和國軍隊的一部分J伹常常不;â守它的紀律。這 

些圑體中J有許多~"in果不說大多數的話一都 

堅决反對復員,因爲愎員後他們使不#不在民用業 

務中，工作,他ffl對此旣缺乏訓棟，又可能沒有 

在軍隊中那麽優游自在。這些份子:》苒加上共產黨 

徒J構成對和平解决的一個阻撓因素。接連掌搀政 

權的幾個共和國政Iff都無法克服這一個因素。 

這 " ^ 事 實 , 使 麵 , 不 得 不 l I S b f ê 論 , I S 

^ 可 能 與 共 和 國 ^ 政 治 上 的 協 a i 。 此種 

揞勢不能長此容2,鎏*«• 共和國jgyff輛戚薈或*¦能 

力鎭壓本阈內及本黨内那些不M任的份子,荷蘭 

不得不踅新考盧它的立場。在！《：«愔況下J wmwc 

府認爲當務之急是Jl^非共和國管轄的̃=§15分印 

度尼西ffi镀{^一種能確保皿並在戋定、和卒及民 

中蟲渡到完垒痺立的政治繊。爲了這個M 

因 , 所 " ? T i l i i f e H ï 在 十 二 月 十 八 H 頒 佈 命 舍 , ^ 

成 立 全 印 度 尼 西 亞 酶 時 脚 ^ 共 和 國 轄 境 暫 不 

參加。道個法《^是_^九、十月與所謂聯邦區代表 

談判的锥果。 

聯 邦 # ^ 者 所 j y u f e 此 名 稱 , f f 因 他 們 亦 主 

張印度尼西亞*5«期間獨立,但願意印度尼西ffi会 

衆 國 ^ 在 , 的 基 礎 h , 這 是 與 共 和 國 領 釉 , 見 

不同之處。他們所jyi道樣主張,是因爲他們恐權中 

部 爪 哇 頜 釉 集 團 的 傅 統 傾 向 , 總 是 想 H 獨 ^ 控 

制爪哇的其他民族JdLR印度尼西亞萆島的其他多 

島嶼。我上面已經ifei,印度尼西亞共和國便是這 

種傾向的具體表現。 

聯 邦 制 度 之 M 是 ‧ 於 T 述 的 一 個 事 實 J 卽 

印 度 尼 西 亞 人 民 ^ ma語言共w^trf^, # - 族 

3C分許多小族。印度尼西亞的遂漸統Hi:各族通由 

麵 弒 治 的 銪 果 。 不 逸 ， 棚 在 治 理 之 時 , 永 遠 密 

切iÈiOlJ印度尼西亞分間種族、宗教、政治上 

分歧、甚至對峙的(t形0 a*行蘭王室铳治T的共同 

生活產生了印度尼西亞的國家觀念AiR建立印度尼 

西亞國的意玄。可是,在目前的情形下, in沒有高 

度的地方自治,這樣一 11國家是不能建立的,因爲 

印度尼西亞各族生活的基礎有钣破壤之虞。 

ihi將新的國家建槳在中央集權的原划上那 

麽 , 某 一 皿 將 居 於 ， 的 地 位 J 而 這 一 個 族 的 本 

M是—個少數集國。這樣便將危害印度尼西亞各 

部分在平^ S m i : 的民主合作，與於許多廣大的 

區域,這將是一個政治、文f i iR經済上的3i^。 m 

此,共和國外許多地區的國家主iigi動堅决反對共 

和國政策內中央集權及單一制度的傾向,因爲J共 

和 國 職 在 去 曾 與 行 蘭 簽 訂 & 定 , 應 允 合 作 城 

立一個印度尼西亞聯邦,共和國與其他印度尼西亞 

國家在罕等地位上參加此聯邦_»伹它在國内宜傳上 

蘭的諛fLfc,都充分表現了他的具正目的所 

在。這個目的便是由中部爪哇統冶的一個單一制國 

家。 



荖辆凝間，共和國智識f t )^中間也廣許多, 

主 鶬 的 , 者 。 但 是 ， 他 們 的 有 在 印 度 尼 西 

5 ? 的 非 共 和 阈 部 分 才 齄 這 是 共 和 國 内 完 全 缺 

乏言諭自由的明證0 min J聯邦#義倡導人,當他 

們所住的地方屬共和國管轄時，永遠不能發表他們 

的^昆,這是値得注意的。理由很簡犟。s爲如果 

他們發表意見的諾,他們便有殺身iSlSfio共和國的 

宣傅者便利用這一,邦步義者祇有在荷闞轄埴 

才 敢 公 開 說 辦 娜 ， 難 們 爲 " 傀 儡 " , 對 他 們 

具誠的阈家觀念，加jyi侮辱。 

翮於這一點，我智提出一個意昆。理事會內有 

代表出席的許多‧jyiR我國政莳所尋求的目的是 

支 印 度 尼 西 亞 的 穩 健 而 î t s 的 民 族 爲 

的^免這個民族主義趨於革命性的極端行動。我 

敢說*1：««是因;^些穏健份子所邁循的ji^â化 

而非革命的道路，便相信共和國方面的宣傳口號J 

而 M 健 f j j ^ 的 具 正 民 族 覿 念 表 示 就 

^上述的目的，可謂沒*比這更壊的辦法了0 in 

果要加强極端派的势力,决沒有比這更高明的辦法 

了 。不;â，這個辦法正是那些十分翻,願支抒印 

度尼西亞民族#義者ite與之種極合作的人們有意無 

f 中 所 纖 的 辦 法 。 

在安垒理事會内,有人 i S : ^—兩次印度尼西 

S&共和國有權#^千萬印度尼西亞人民發言。這完 

全 是 不 正 確 的 0 迄 今 爲 止 其 正 的 愔 ^ 是 共 和 國 

控制着爪 H J ^ 蘇門答鹰的分,大約有二千三 1 ^ 

萬人民，就印度尼西亞全部人口言,約占百分之三 

十五。可是,各聯邦及其他地方却控制四千五百萬 

印度尼西亞人民，換言之，卽占全部人口的分之 

yïH-3£o爲使安垒理事食各代表對目前印度尼西亞 

境 內 共 和 國 區 皿 劃 分 { ^ ^ 獲 # " ^ 1 明 晳 

的觀念起見，我曾向他們發一張現狀一覽的地圆 
CS/1136/Add. 2 ] , 供 他 纖 考 。 

聯 M 區 域 龙 不 邁 循 共 和 國 ^ 富 有 極 權 國 家 

精!I*的慣例，矯稱代百分之百的人民發言0他們弒 

是堅决地宣稱在和國耱境内有1!=^人Al不怕生命 

^ 害 的 話 ， 將 對 聯 邦 主 義 者 ， 表 示 ‧ 。 mM^ 

共 和 國 內 ， ^ 有 多 少 人 具 正 同 愤 S o é k a m o 的 政 

策，實在•說，因爲在共和國轄境內從來沒有舉 

一共和國所aJfSf不止要在荷豳樓境内舉 

聯 邦 # 蘼 者 : 不 比 繊 共 , 者 鲛 民 族 * 義 

的褚3«。他們也是急欲印度尼西亞成爲3#自由的 

國 家 。 所 不 同 的 是 饑 者 主 張 阈 家 W 職 邦 爲 

S^，他們相Mit有和行覷合作才能更迅逾地S:^ 
穏地獲f^«¦io今年七月閱，各聯#511理在萬隆集 

會 , M L ^ ^ ^ W m , 表 示 成 立 镯 立 f t f 印 度 尼 

西亞合衆國的顔望，這是他們確有民族主鷂懐抱的 

最好證搛。就許多甚本問題言，他們的顕望是和巳 

當局的觐念相反的。可是荷餾ifc疳am必;^ 

> è J ^ 滿 足 聯 邦 代 表 的 願 望 ， 因 此 , 聯 邦 派 

遣代表圉赴海牙,食同草擬印度尼西ffi合汆國的酶 

時組耩沙。由於聊邦主義者的堅持，雙方成立IT 

解卽全印度尼西55,)8S^am的IHJiUSm"^九 

四九年一月一B前成立,不問在此日期Ai前是否能 

行的選舉。我們唯一能肯定的是在共和國轄境及 

在 各 聯 ， 埴 內 ， 分 輿 諭 不 赞 成 自 己 的 領 

釉們所執行的政策。所不同的是在聯邦區域內， 

容許反對者自由發言,而在共和國耱境內却不然。 

行 豳 不 能 亦 不 敏 使 這 些 信 任 鑭 和 平 合 作 的 

民 族 主 ^ 失 望 。 如 果 由 於 荷 鑭 ^ * 和 圃 面 不 能 達 

成協譏J ，邦主義者成爲此事的镄牲者，那麽， 

閽 便 辜 負 了 信 任 。 爲 了 道 一 個 理 由 , 赏 荷 蘭 

願與共和國鉞歸的最後努力失敗後，不得不儘 

^ 着 手 組 m u 各 自 冶 自 爲 子 的 印 度 尼 西 S 

國。因此，荷蘭頒佈命合J准許成立印度尼西ffi臨 

時jgy&，行使迄今爲止向来由^機闉執行的種種 

職權。同時,這個聯^HStBÏ;^負資完成能把#蘑完 

我 發 言 之 初 卽 已 說 ; a , 有 若 千 議 席 是 爲 迄 ^ 

爲共和國管轄的區域保留的。有人把這~"#*it解 

释 爲 荷 蘭 不 顔 與 共 和 國 鉞 纖 。 鄉 s 决 地 駁 斥 

â̶個措資。事實顯矛兩年多《a來,我們ibîj想成 

立一個jyy^和國爲重，成;9^的聯邦國家。卽在 

現 時 , 倾 有 共 和 阈 轄 齣 入 聯 邦 K i f f 的 可 能 

no我們成立聯#5gfcfiï所奉的朋將恪遒Lmgga 

djah Jt Renvtlle齒定。 

伹是，《 M 度强調 i h i 果我們苒運暹不 i l H 

分二的印度i&西亞人民成立民iSt府,我們對於他 

mm±^f^To聯邦*義民族頜釉有,求我ffî 

, 道 一 暦 , 因 爲 我 們 曾 肯 定 地 對 他 f f î , 通 皿 承 

mh就印度尼西亞人民B前的利盜言,亦不 

容 î î t t ^ 下 去 , 因 爲 ^ 不 任 的 分 子 所 皿 的 

mmimm^^與at^治安遭受威脊' 

ÉfcA民切雷保靄0祇有印度尼西亞人自己的政 

府 : m 有 ^ «fiJ讒印尼人民0 

共和國不能一開始就與我ff!爲此建設性事業合 

作,我國深威遣慽《我們現ffîPK能希望一個聯• 



時 政 肝 立 之 後 , 可 《 6 1 蹬 明 我 們 有 誠 意 使 印 度 

尼西 f f i獨立，佴此所掏*， £《在一悃名符其1«î 

的政ïffT镯立，並不Jï_由一個自巳就受暴力操縱的 

去支配的镯立0 

:5 :今理事會代表一定希燧我對上屋期日 l i ï 

蘭¥隊ff共和阈13?埯內所探行動有所陳述。荷蘭政 

Iff旣已得了一僩锆論，認爲共和國不馘或不能採取 

有效措施w制 jhmj i^力行動， j y i f t共和阈不願 

放桌，垒部印度尼西ffilSîi^的目的，使面臨一個 

左右爲難的笱面。*兩個辦法可《 l i伊它M。 

第一個辦tJ^JSL對共和國讓步。我們深這一個 

辦 t i^就等於把垒印度尼西亞都交裁的少數人去 

控 制 ， 交 袷 在 日 還 存 在 着 的 暴 力 、 ï l 亂 與 無 

能去統治,交飴勢力B增的共產#11*左右，不管 

iLÏTTan Malaka領導之T也好，其他餌釉餌導之 

下 也 好 0 如 I f f ̶ 個 的 荷 肯 ^ ^ 出 賈 神 聖 

m^K,同時出賈千百萬印度尼西亞人民的信任 

̶這些印尼人民恐榧受少數的壓=^，希望在荷蘭 

的 1 & 助 與 合 作 下 完 成 镯 立 ~ ~ 這 是 © 饑 的 事 。 

荷 蘭 政 庥 可 能 的 第 = 個 辦 法 是 放 棄 徒 勞 無 

功的欲與共和國達成協雜的努力,自動地採取爲侬 

復治戋所ai每的措施〔* 了 治 安 成 立 一 個 民 * 

而繁祭的新國家），此種措施不必共和國之同意, 

要 ! ^ 與 共 和 國 反 麵 情 釘 鄉 0 m^m 

施 便 是 一 依 聯 邦 # 義 者 所 得 的 , ， 成 立 

垒印度尼西亜酶時政府,另一：^,消滅共和國 K 

域 內 軍 隊 及 武 ， 伍 的 ， 铳 治 0 

我 們 憨 爲 荷 蘭 雌 歸 輙 第 二 個 , 。 荷 鼸 

負有治安與依>9 1 2 , " - 項 補 充 删 [ S / 

649, mm.]的第一項確保和平雖的責任。這 

些騷搔和危機四伏的因素,自由自在地擴大着，使 

印度尼西55人民的痛苦，與日俱增,並造成四境不 

寧的現象，M倚JÉ^本已Ji*t容忍,min共和國方 
面麒意，荷闉来嘗不希望和它合f^li^««:，無如 
皿合作已不可能，荷蘭®cH?f至是已;S，無可忍,不 

得:=f^5iffi8已久的措施。這個决定是荷蘭内閣於 

十二月十八日星期六一致皿的。 

從«國會前天的投惠倚形看過來^我舉國上 

除 共 產 黨 外 ， 一 致 „ 的 行 動 , 這 是 毫 無 

疑問的。我們是费了許多時閱才镀得道一偭結論 

的,因爲WISBOff和我國大多數人民一向希望可Ai 

避免這一個行動。如果不是道樣的話，我們早Sfc*g 

取行動了。我們之所，"出此，實在是於萬不得 

已,因爲大家都明白，除此以外,實在沒有JgiJ的辦 

法了 0 這一個輛可夯何的决定旣已‧，我阖將使 

iHrfl澈到底:》代價幾何，後果若何，在所不計。 

我知J：，在理事會内>fi代表出席的幾國旨認 

爲 我 們 應 赏 皿 另 ^ 個 辦 對 共 和 國 讓 步 J 希 

塱以《推誠相與的飽度加强共和阈内一些緩進分 

子的地位。他們的目的和我們的相同建立獨立的 

印度尼西亞，使t:成爲東南的安定因素。m是他 

們所建議6^^^不同0我們深信一我們知道~~ 

他 們 ^ : * ^ = 是 一 個 錯 决 ， A I 果 依 個 方 t i ^ f i » * , 

將來發蹵是^時，要3lt補救，就jfPP及了。我們 

所 請 求 的 ， 祇 是 餹 安 全 理 , 會 們 一 個 ‧ ， 使 

我 們 得 j s i 瞪 明 我 們 的 方 我 們 所 努 力 爭 取 

的共同目的0 

這 使 觫 , 我 想 陳 : > i 的 最 後 一 點 就 是 安 垒 

理事會的權力問題。我在上面並沒*提到這一個問 

題,Jg®是我想向理會事IS量解ffig自月来我國 

皿 行 動 的 動 機 。 我 n « 沒 有 需 要 翳 瞞 的 事 ， 伹 

M不是說我m承認安全理事 會有權苒千預此事。 

與共和阈的談,嘅已根本决裂，而斡旋委員會的任 

務不幸又未^，那麽，安垒理事會目前所面臨的 

, 究 凳 是 什 麽 呢 ？ 行 蘭 赚 認 爲 這 個 艘 有 如 下 

述 

一九四七年八月,荷馳和解精紳，接受斡旋 

委員會的調解希望能因此達成 t a鵰。在那個時 

侯 , 我 們 曾 明 白 宣 繊 們 之 所 w 爲 此 ， ^ 是 出 於 

誠 意 ， 因 爲 我 們 顦 意 舰 一 個 解 繊 法 , 但 我 們 並 

？ 因 j i f c i è 認 , 甚 至 亦 不 默 憨 安 全 理 事 ， 本 , 有 

賴 之 權 0 斡 旋 委 員 會 不 斷 努 力 , 精 荷 豳 

麟 在 o K H 年 無 比 的 耐 心 成 解 龙 ; 2 

受破壞已訂定的行爲，msi^有此一切, 

員會並朱獲得#jÊ的结果0 nnmùt,深或遺慽。 

卽它是否 

！一步的措施。我fflig 

文字及精神看來J 

的。 

— 九 四 七 年 七 月 三 十 一 日 〔 第 會 蒹 〕 , 

安垒理事會初次計論我ffi與印度尼西亞共和國的問 

題 時 ， 荷 闞 代 ^ 出 三 項 理 由 ， 明 白 地 否 , 事 會 

有權處理本問題0這些理由今天仍然UJ*牟一自 

存在，H此,我想餹赂 , ? !1舉" " "^o 

第 一 , 奄 ， 適 用 於 # 權 國 家 囿 的 問 題 。 例 

如 ， 第 二 條 第 一 , " 本 繊 係 鋤 各 會 員 闺 # 

權平等之 j a i i J " o可是 ,毫皿間，印度尼西 f f i ^ 



和國,不鎗其目前的地位怎樣，究！:不是一個#權 

圃家。m-My共和國旨本身在Renvtl le協定 

六項補充原則的第一項中已綞明白承認。我Ai前已 

綞敏引遇這一項。 

第 二 ， 根 搛 â ̶ 項 印 度 尼 西 f f i * 和 國 , 可 的 

WJ.h本事件在本资上厲於行豳國內贫樓之事件。 

憲 聿 第 二 條 舭 翻 定 i n T 文 

"本憲聿不得認；&授SUS»合國千涉在本资上屬 

圧何國家國内管樓之雜J且並不耍求食員國將 

該 ^ # 依 本 ^ 提 蹐 解 决 ， 但 此 ^ ； 系 朗 不 妨 礙 第 

七窣内執行辦法之適用0 " 

這 一 項 是 憲 章 之 一 0 ^ T i â ̶ 個 保 障 , 每 

一個國家5!^爲了阈際合作的利&而作了一些承 

V^i佴在他自ti的國境內仍然保有完垒的權力。 

因此,聯会國的每一個食員國，不論大小,在憲章 

的範圃之內，仍爲自己的*宰0 

聯合阈在E的短短的腠史內，並沒;&始終避免 

TiS食員國的內政。佴是，，爲這是一個非常危 

險的傾向,jfe早糾正&好:》因爲不然的話，誠不知 

將 胡 底 。 我 們 之 中 , 些 人 對 聯 合 阈 其 他 一 些 會 

員國的政策肩很嚴重的批n^, 批 評 有 的 — 

些國家的社食情eii , ,的划釺對,國家内個人自 

由受限制的事實。這些批評的話在大會及委員會内 

都曾提出TIO但是,對其他國家內部情斧表示意見 

和 對 ， 锖 ? 决 定 ， 是 兩 件 港 然 不 同 的 事 0 表 

示意見是非常正食的，有時甚而是値得頌揚的，可 

是，决定一我已經說適一却18^是違反憲 

萆的0 

第三,依憲窣規定，威*在國《5和平與安垒受 

威 脊 時 , 安 全 理 事 會 才 能 皿 行 動 。 s m , 印 度 尼 

西ffi的,，卽令萬分可慽，也並不 in第三十三條 

十四條JSCS危及國漦和平與安垒之維持，更淡 

不到如第三十九條所云對和4之威脊,和平之破锒 

或 ， 行 爲 0 印 度 尼 西 f f i 所 螢 生 的 並 不 是 國 際 

和平之破壞,而Jg:國內和平之破壊。國内和手之破 

壊，不资是叫他褪工、共變、革命、叛是其他 

任何名稱，都是而J^jïtJg^此種不幸雜後生所 

地的聯合國食員國的責任。鎭ai目無法le者的恐怖 

行動,對一千一百次JyLh的:^休戦铋定的 

取 抵 制 辦 法 ， 在 爪 i ^ j y i 門 答 蛾 的 某 復 治 

安 , 這 些 都 並 對 國 探 和 平 安 全 的 威 

這一摑事實也解决了第二條第七TO引起的問 

題,1^項未一句對不千預内政的M則加Jdi限制，說 

" 但此項6?划不妨礙第七章內執行辦"之適 

用 。 " 

執 行 第 七 章 的 要 條 件 威 n 和 + 、 破 域 和 平 

及铉略行爲旣然都不存fr，因此，第二窣第七項便 

,充分實施,不受未一句規定的限制。 

我 充 分 了 些 國 家 如 澳 大 利 5 ? 、 印 度 、 ， 

賓jyiR其他接壤的國家對解决印度尼西亞問題之闞 

切。fijg^âiîè不是說安全理事會便*權千預始終都 

&行ilJ國埴内的内部衢突。爲證實這一個論點， 

我 可 A i 镦 引 多 奄 章 權 威 學 者 的 意 見 。 不 過 ， « 

« 散 引 一 位 的 意 昆 ， 所 選 舉 這 一 位 ， 闲 爲 他 i l 

躧國家之一的代表。 

在他所著今年出扳的Workshop of Security 

書屮，Mr Hasluck ， j 憲章第二章第七項,說 

"m^Mt-mim±.m^m mm的事件， 

jift因爲國際的躕切，就不成其爲國內资轄的事件 

了 "0 
著 者 皋 出 T 面 的 一 個 例 " 美 阈 的 財 政 政 策 £ 

現 在 國 際 最 瞩 切 的 事 件 但 這 , g _ ̶ 個 國 內 " ^ 轄 

的》#"o 

作者隨ID批評垒理事會ïr處理印度尼西5&問 

題之前，âfeïî[有决定是5;&權處理该問題。 

««jyub所述，就安全理事食的權力言，， 

宣吿印度尼西ffi問題决非理事會權力所及，一划因 

爲憲窣所述，《是#權國家間的瀾係,二則因爲此 

係 , 豳 國 内 管 轄 的 ， , 三 則 因 爲 本 » # 所 ^ 之 

锖勢並不威骨國際和平與安全。 

荷 蘭 代 表 去 牟 的 立 場 : 》 到 今 天 ， ； ^ 確 。 

當安全理事食初次討論本問題時[第一七一次會 

an ，用了許多的時闐，在計龜中,可jyi看出 

理事食對印度尼西ffi問題《aR 了 一 個 决 譏 案 

但理事會的權力問題龙未决定，方未 

因iiua决譏案而,所接更0我希望各代表容許我微 

引安垒理事會內煢位代表ff—九四七牟八月一日對 

於 安 M 事 會 , 力 處 理 印 度 尼 西 5 5 問 題 一 賸 所 

說的話。 

英聯王國代表fr—九四七年八月一H 〔第一七 

三 次 會 , ] 說 道 " 我 蹙 f M S 然 * 分代表ItM 

J?全理事會是否有權干預"。 

美國代表在同一天C第一七二次會譏]mm. 

"荷龌代表費提出#權間題和J?全理事會s無權力 

，本事件的間題,我們;s爲â兩個問題&是値得 

理事食密切注意的 我 國 • 在 將 本 * # 詳 

細研究後，可能會决定在法律上荷豳政府的論點是 



完全正確的。我在目前jè不擬對此點抹取任何立 

場 , 或 提 出 任 何 意 見 。 " 

隨後，美國X說明了*e的旎度。美國代表認爲 

安全理事會，有權可Jti頒œ停火的命合,但是否 

有權解决此項糾紛,殊属疑問。在一九四七年八月 

二十二日戋全理事會，行的第一九H次會譏中， 

美國代表Mr Johnson 5C設道 

"美國代表圑認爲安，事會是否有權處理印 

度尼西亞的組糠問題，殊有懷疑餘地。在目前的情 

？m美國政府對理事會根锒有權千預的祛論 m 

的行動，不預備予支持 不過，我們方承 

1^理事會s1=多代表事會力處理本»# 

一節所提出的確切疑問，如能請求頃際法院發表讓 

i r t 見 , 很 可 能 大 部 分 可 吿 解 决 。 " 

比利時代表在第一七二次會讒中發表陳述，我 

將敞引2^文f#文，西爲在這一點上原文比較淸楚。 

Mr van Rotjen "去文宣"i责下面一節 

" 我 認 爲 雄 情 ? F T , 欲 在 目 前 研 究 理 事 會 

是否有《已不切實際,*1膘有權，鹰斜此决議草案 

‧ 何 種 行 動 。 其 聯 王 國 代 表 提 遴 本 » # 保 留 在 理 

事 會 所 要 處 理 的 項 目 單 上 。 個 决 定 ， 完 全 

保留》事會冶¦*«力處理的間題。闥於這一點， 

誠恐美國的修正案方不能認爲是對理事會的權力間 

題巳採取了肯定的立場。jt̶個見解更適用於蘇聯 

代表所提的修正案。我fPJ已經^，理事會內若千 

代表對採取這一種立場非常反對，jta^出最厳重 

的 保 留 。 " 

Mr van Rotjen雉绩用語ti 

後来，在同一天,法國代表說道〔第一七三 

會 

Mr van Rotjen以法文宣讀下面一節 

"我看不出有什麽理由使安全理事會有m處理 

印度尼西亞問題 

在螢生和牛之威1^時，我fff才*權必問 

„g事件。爪哇和蘇門答臘所發生的事原铍韶爲是 

旙於國內性質的，佴如>^引起國際糾紛可能（我jè 

不 S ? 爲 有 此 可 能 ， 既 然 辆 人 吿 認 我 們 ^ 此 可 

能，我li^目前所知的種種看來，不能認；^^此可 

能 ） J ^在將事實本身詳铀硏究後，我們確;?^兩 

個個別的主權國家間有戰爭行爲存在時，那麽,上 

：>iHI事可能構成,威费。" 

Mr van Rotjen锥鯖用其語1« 

巴西代表在同一次會杀屮^ 

" 不 通 ， 在 我 們 荽 求 雙 方 停 止 輙 時 , 我 m 並 

不對,的實艘，或當事國家的權利與義務，有所 

預 斷 。 " 

中國代表*^^九四七年八月十九H ^ 〔第一 

八七次食讖] 

"我ir望理事食的權力間題不在此ffiUSt論下 

去 。 i h i 果 荽 對 個 技 術 問 J ^ j a R 决 定 的 話 , 我 

在獼印度尼西亞問題的第一個决譏草案CS/ 

454 ] 所 提 的 修 內 , 經 提 出 加 人 一 項 特 殊 保 留 

[：第一七一次會議:！" 鬭於安全理事會 

有麵權力處理本雜,絲毫不作法律上决定"。 

^•-mmrn^y因爲祇有五位代表投»成 

•w，其他六位棄權。，如此，道""^的表决顯s 

在那個時候理事會内有五位代表對*^事會的權力 

問題明白表擬保留立場，及其他的六位代表則不 

顦脊表示圧何意昆。在整個事#中最饞有意義的是 

當有閽印度尼西ffi的第一個决,窠ft表决時〔第一 

七 三 次 安 全 理 事 會 # 篇 宣 稱 " 我 i m f e 不 

是在說安全理事會有權或無權處理本問題"。 

—九四七牟八月二十二日第一九二次會讒中， 

*席又重述此項聲明的要點。此種愔勢：因Jbl後 

派遣幹旋委員會赴印度尼西亞而變更。闥於這一 

點，我還可W镦引美國代表在理事會第一九三次會 

議中所說的話，作爲例證 

" 我 們 繊 由 安 垒 理 事 會 自 身 向 雙 方 斡 旋 0 這 

樣 一 個 解 决 辦 由 於 它 的 性 質 ； 不 會 引 起 理 事 會 

旋屑經雙方之明白請求，因此，在斡旋期間的任 

何一個階段,理事會的權力問題都不會發生的。" 

我希望#fô代表原 -Tftr、厭求詳地似理事會 

處理印度尼西亞問題原原本本的經;§情斧。但我認 

爲理事會«代表務'頁明睐行蘭從來沒*承認理事 

會有處理印度尼西亞糾紛的權力，理事會本身對此 

也 從 來 飾 决 定 。 

我們都儘可惋惜聯合闺憲章*若千限制，它還 

不能醫冶世羿上所*的各種弊病和難"I^O過去幾牟 

的腠史袷我們一個教ji，卽聯é"國對許多問題，甚 

3?攸閼世界和平的問題，郴Ijï法採取堅决的行動。 

例ihi希臘問題朝鲜問題和柏林問題都是0對理事 

會的失敗和隶窣的缺陷，我絲毫&不鼓掌稱快,但 

是我相信如果我們規避我們面前的事實,我們將一 

無成就。如理事會街所耱範圍内的若千問題尙無法 

採取决定，那麽s又何對一個非權力所及的事件 



r = f ® ̃ # i N t 力 所 及 的 問 題 ， ^ » 理 事 M 聯 

会a的威信廉？就本人而言，我相信理事會，是 

戋 M 

如 理 事 食 械 代 表 

抒有《讒，我國鰣仍和往年一樣，願意網事食 

有 赚 力 問 理 提 麟 „ 决 0 我們希望 

守 憲 章 規 定 的 理 事 會 容 許 我 們 在 我 們 現 在 負 

資的餌土中侬復治戋，廉使有#權的印度尼西ffi合 

衆國得W在J安寧W、具JER*的基figJ:建jîfc^ 

來 。 

frfè論之前，我想ft說一句話。我知道有人措 

貞 我 們 的 行 勦 ， 懊 疑 我 f f 3 的 動 機 。 ， 能 說 

我 們 的 行 動 將 澄 明 我 們 的 言 並 不 是 沒 肩 畲 的 0 

我們的《^言便是要先恢復印度尼西亞的具正和平, 

速成 iffl &印度尼西亞合汆調，w平等地位 

參 加 印 K » S ，自己1*有资格加人聯合國爲會員 

國，我們守L，nggadjati及/?«K/iWe ¦&定內我 

們所接受的玫治Hi則，並予《km施，這一涸玫策， 

我 們 舰 不 趣 。 

午後一 ut零五分飲會。 

第 三 百 八 十 九 次 會 議 

一九四A年十二月二十二 三干後三時在巴黎夏幽宮舉 

主席 Mr F V A N L A N G E N H O V E ( 比 利 時 ) 

出 席 者 下 " j 各 國 代 表 阿 根 廷 、 比 利 時 、 加 

拿大、中國、哥É"比亞、法蘭西、叙利Ê、蘇維埃 

i t#*<l*和國聯盟、英聯王國、美利堅合汆國。 

截程與第三 A 八次會議相同（ < S / Agenda 

388 ) 

四 

主席婧澳大利5 &、印度、 f f l î e、,賓及印 

度尼西35共和國代表就-全理事會議席0 

*1大利亜代表Colonel Hodgson 印度代表 

Mr Desaty 订！^代表 A/r van Rotjen, 律宴 

代 表 M r Ingles及印度西丼和圃代表Mr 

Palar就安全理事會幾席。 

Mr P A L A R (印度尼西ffi ) 四天W前荷蘭對 

印度尼西亞共和國所旨的軍事行動觝是ïï鬭iim 

處,賴盧^策割的末一個步驟。如將斡旋委員會 

的 報 尤 其 是 最 近 » , f子铀研究一下,便可 

充W明睐此種與聯合國抗命的Ht策，到印^尼西亞 

的第二A戰爭而達,m點，本来是行蘭的計割。 

這個^*^鑭所曾 * 0 > 策劃與實施的玫策,究竟 

是什麽？這個政策是在與共和國簽訂休戰協定 

C S / 6 4 9 , 附 錄 十 一 ] 後 ， 公 然 違 反 此 項 定 ， 在 

經濟上、玫冶上糂績和共和國作戰。這個政策的目 

的是要«fr經濟方面、政冶方面扼殺我們，並以四 

天 贿 閼 膽 動 的 第 二 次 軍 事 行 動 竟 縣 功 0 

爲了實施扼殺共和國的政策，W蘭需要時間， 

許多的時閱，因爲印度尼西亞共和國人民决,L束緊 

腰帶,堅柠抵抗，同時，行錨去年在共和國所奪取 

的士池内的各邦人民也龙不很顦意作行豳 

的傀儡。因此，；nf蘭儘量將談"N拖延T去，故意地 

延擱了五個月。幹旋委員會的第三個CS/8481及 

第四個臨時報吿書〔S/1085 ]充分證明1，闞斌負這 

五個月延擱的寊任，而道五個月的延擱是印EUg西 

亞困苦騷擾的主要原因0 

爲了從#濟方面扼殺我們，荷豳輙了一些措 

施，它稱之爲對茛易及往來的限制，而我們則稱之 

爲 封 銪 。 在 談 間 ， 自 始 至 柊 荷 閽 所 頒 佈 的 限 

制锒格地執行着。蘭之實施此種片面限制，贫違 

反 休 戦 協 定 的 第 六 條 ， 該 鵷 " 各區域間 

應儘i准^a易與往來，經常事雙方同會，得由委 

員會及其代表IS助，可對此種資易與往來加M必要 

之限制"0 

" «赏事雙方同意，可 

對此種n易與往來加•P^u要之限制"0 ；fï鬮與印度 

尼西s間的休戰定確切地規定任何限制都 應經営 

印度尼西亞埯内g*與往來之限制是片面的J 

荷蘭所强制施行的，因之是:>â反休戰協定的。 

此 種 限 制 使 共 和 國 境 內 許 多 B 常 霜 物 品 深 缺 成 

乏 ， A I 紡 锇 品 、 m k . 蕖 品 等 ， 我 « « ! 並 艮 缺 S 3 

輸設慷、機器及經濟復元的ll^o 

這是本問題的經濟方面。行蘭之延擱談判還有 

一偭原因，卽背着斡旋委員會去撖首鼠兩端之事, 

想 在 政 治 上 扼 和 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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