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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五̃f 一次會議 

•yu四八年二月-十a星期五，後二時三十分在紐成功湖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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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席者 P列各國代表阿根廷、比利時、 

加拿大中國、哥侖比亜、法蘭西、叙利亜、 

烏 克 蘭 蔴 主 義 共 和 阈 、 蘇 锥 埃 瓧 會 主 

義共和阈聯盟、»王阈、美利墜合衆國。 

二八•臨時議程（文件S/Agenda 251 

及S/Agenda 251/Corr 1) 

印度尼西亜問題 

(a )印度尼西亜問題斡旋委員會第一次 

件 S / 6 4 9 ) 。 

二 九 • 通 過 議 程 

三〇，繼績討論印戾尼西亜問題 

聯舍阖印庹;L西亚問《a幹;44委員會各委 

負，印度代表Ai/* p p Ptllat ,行sa代表 

Mr J H van Rotjen,』6律^；|5"代表Major 

Antomo Chanco,印度；Ê«西亞丼和囷代表A//* 

Alt Sastroamtdjojo, 大 4 】 亚 代 表 M r 

Wilham D Forsyth應主席請，就理事會硪 

鸟。 

主席安全理事會一定還IE得在一九四八 

年二月十八日星彻三第二四九次會議結朿的時 

候，法蘭西代*曾阀醤餒封蘇維埃Htfc會主義 

Jfc和圃聯盟代表在該次會議所發表M陳述進行 

法文傳,。據本人所知，法蘭西代表現在顔倉 

提出一 提案。 

Mr PARODI ( 法 錨 西 ） 蘇 聯 代 表 日 前 

所發表的陳述現在巳蹕成法文。本人這裏有譯 

文一份,比利時代表馬上也可以收到。旣然我 

們不久都可以收到,文，所以本人提璣我們這 

—次採取特自施，取消法文傳譯，這一黏已 

n Mr van Langenhove的同意。所以，本人 

提 議 這 一 次 特 別 麵 ， 不 必 再 作 傳 譯 ， 鶴 後 

不得以此爲先例。 

主席法蘭西和比利時代表如此謙讓，本 

g搠安全理*會正式《1錄,第三年,特刖補辐第一 

關 於 斡 旋 委 員 # ^ — 次 提 交 安 M 事 會 的 

臨時報吿書〔文件S/649 〕 ， 本 人 願 請 安 M 

事會注意加拿大代表圑所提出的關於該報吿迸 

的决議草案〔文件S/678 〕 o本人曾在前次會 

內說過，直接有關的兩営事阈業已對 i iS^ 

草案表示大致贊同。 

Mr A U S T I N ( 美 利 堅 合 衆 國 ） 斡 旋 委 

員會努力工作，成賴斐然，我們顔向其致謝。 

對於領事委員會以及與3^求解決印度尼西亜問 

題之鈸判有關的其他各方面的一切成就。我<H 

亦深表感謝。可是，我們顕意在會議紀錄內特 

它們表現出它 

-致的。據我 

們的意見，當事兩方的自我約朿，以及它捫一 

方 面 努 力 協 商 ， 使 休 戰 終 能 實 現 ，mtàmm 

爲雙方所接受，一方面又能設法平定fu度尼西 

亜混亂ft况的事赏，已經在全世界的,L、目中提 

髙雙方的道德地位。 

事國間的一種淸勢，我們現在已不能再認爲此 

項問題是一個未達成協議的赏事國之閬的問 

題。 

關於休戰〔文件S/649,附錄拾壹〕及政 

治]^則〔文件3/649，附錄拾è及捌J的各m ， 

—切相左提案已完全收集於我們當前的協定原 

文之內。據本人的啻見，可能尙須繼績對休%fe 

及政治原則問題進行 ft論的一點是它們的解 

釋。可是，這些政治原則是世界先進文明國家 

所承認的崇高的立國原則，旣正確而又合理， 

故已成了聯合阈的甚礎。 

本人認爲協遴是聯合國憲章的眞 i i f。不 

錯，憲章承認所有義務無論大小，皆須以制 

裁爲後盾。這種權力是絕對的，但對聯合國來 

說，這;Jê不是執行協約的權力。聯合國憲章規 

定各項爭端得由當事雙方單獨進行談判，^求 

解決，不由外界協助，或由安全理事會協助 

雙方進行談判——如本次的淸形，或由安全理 



再 

由赏事雙方表示默許。 

我們有種種理由,可以相信並且希望當事 

雙方在赏施"上這些偉大原則的時候，不必4 

婧 安 ^ 事 會 協 助 解 决 爭 執 ， 而 利 用 安 i f ea 事 

會斡旋委員會的協助，迅速就地達成協議。如 

果営事雙方不早日着手實施雙方所協議的原 

則，這些協定的生命和活力可能會逐渐消失。 

本人顔意說明本人對安M事會斡旋委員 

會的意見。斡旋委員會是根據—九四七年八月 

二十五日安全理事會〔第一九四次會議〕所通 

過的決議案〔文件S/525 IK〕而設立的。該 

決 纘 錢 定 

" 決 議 爲 赏 事 雙 方 擔 任 斡 旋 ， 以 協 助 雙 

方依照一九四七年八月一日理事會決議案B段 

規 定 和 平 解 決 爭 端 。 " 

暹個決議案内還有其他規定，本人以後也 

本人現在顔提到一九四七年八月一日的決 

議案〔文件8/459〕，因爲榦旋委員會職務 

W執行是01該决議案B段爲遒循的。該決議案 

稱 

"察悉荷蘭及印度尼西亜共和國軍隊尙在 

伲請當事雙方 

(a)立卽停止戰爭 

C b )以仲裁或其他和平方法解決爭端 

在本人方才所提到的這兩個决議案内有兩 

^是很彼得注意的。第一點是一九四七年八月 

二十五曰的決議案使用"協助"二字。"協助" 

這兩個字不是消槌的，而是積極的宇眼。這一 

必須根據理事會的目標來加以解釋。我們的 

目標是和平解決所有爭端，並不是僅以某一項 

爭端爲限。本人曾經向安全理事會各理事指 

出,"爭端，彌宇出現二次。八月一日決議案的 

B 段 有 " 解 决 爭 端 " 等 宇 ， 八 月 二 十 五 曰 决 

議案的第二節有"EU協助雙方依照 B 段 規 

定和平解決爭端"等宇。所以，這兩段ifM— 

併W論。 

営事兩方各推舉斡旋委員會委員一人，然 

後由如此產生的委員會選擇第三位委員。所 

以，這種淸勢是於憲章第三十八條範圑以內 

的。對於此類問趣 

未通過上述各決璣案以前 

求 

第 三 十 八 < ^ 定 

求,得向各當事阈作成建議，以求爭端之和平 

解決，但EU不妨礙第三十三條至三十七條之規 

定 爲 限 。 " 

所 以 , 

出的由安全理事會餺該委員會的確切任務規定 

會的臂膊c 

根據本人對加拿大代自提出決議草案的 

聲明"艇鎮表示顦意擔任一九四七年八月二十 

五B決議案所指的斡旋工作，且爲此目的，婧 

當事雙方及斡旋委員會將謀求印度尼西亜問題 

雙方因此可以其所獲致的協議爲出發^ mm. 

努力。 

果及其實施方法的態度。在七千萬印度尼西亜 

人民的代表在第二四八次會議對安全理事會各 

理事所發表的動聽陳述中，本人鼷爲以下一段 

特別値得安全理事會注會，因爲我ff3現時的工 

作是根據雙方的協議爲此項爭端謀求解決，阏 

時也因爲這一段話對當事雙方的成功提供無限 

的希望。印度尼西亜代表說 

"本人日前接獲我國政府的通知,得悉休 

應該注意的是這位代表表示此項通知是從 

他本阈政府方面發出的。他本阈的政府就是営 

事國之一。他繼績說 

"荷蘭方面以前否認共存在的*零星'共和 

國箪估地現正有次序、有計割地逑一徹淸，截 

至目前爲止，退入共和國領土的軍隊已將近有 

二 萬 人 。 " 

據本人的意見，印度尼西亜代表Mr Sas 

iroamidjojo的話是從低估計二月十五曰從巴 

達維亜發出論及阆一問題的新聞稿有以下一段 

報導 

"根據軍事助理員最近發出的報吿，共和 

國作戰人員之撤離荷蘭控制厩者現時已有二萬 

四千人。此外尙有一千人正在等候交通工具0 



院所收容的《fil^官兵以及業已與荷蘭指揮官取 

，絡但仍未開達集中地數百人一隊的少數睐 

伍之外，荷蘭控制r的爪哇西部的撤退工作現 

已完成。在爪哇東部，斡旋委員會察悉荷蘭軍 

事赏局現正設法典各孤立隊伍取得聯辂，故已 

延長撤返期限。此項工作的進行一胶尙稱順 

利，自指揮官且往往表現友好精神，此等現 

度，而對已往曾綞發生過許多次的突如其來的 

枝節問題加以ft論，那是異常不妥的。 

在座各位和在印度尼西亜或荷蘭的人民， 

都不必因爲有某方面對安全理事會内正在力^ 

以鈸 判方法促使雙方獲致解決辦法而實現印度 

尼西亜和平的各會員阈提出捕風捉影陳腐不堪 

的背信控訴,而表示糠恐。事實適巧相反，雙 

瞪明 

亦 

|K法獲致政治問題的解決，同時雙方亦徹底明 

他們似乎與聯合圃憲章的宗旨完全一致，他們 

似乎準備將來在此方面努力,決不造成無法達 

對聯合國和世界其他圃家來說，這種態度 

是極可令人鼓舞的。這裏所表明的態度鹰使每 

—個人得到極大鼓勵，艇鎮進行此項偉大工 

作，以解決這一項涉及人數等於美利堅合衆國 

全人口一半的営地居民的極端重耍問題。本人 

靱爲極少人知道這項問題所牽涉的事如何多， 

以及此種工作何以mm由協饑獲致結果。 

本人現在顧和安細事會各理事W論與雙 

方所達成協議有關的若干事項。在w度尼西亜 

問題中有兩鳏是特別値得注意的。 

第一难,爲終止戰事而設的休戰協定業經 

簽訂，現仍在赏施中,許多生命及財產因此^ 

以保全。本人顕意指出如果引起人類屠殺的 

革命、戰爭或任何衝突長期繼鑌不停，mm， 

在破壞和痛苦終it之後，我們斷難希望所狻的 

結果能比本次兩當事國經由原則上的協議所獲 

得的成就爲大。這些原則就是將來解决各項政 

第二點，關於自由、民主、羝立、合作的 

甚本原則業綞商妥，以便早曰成立獨立的印度 

尼西亜合衆國，將來成立的國家將與荷蘭訂立 

休戰協定的兩簽字國約定終止殘殺和破 

壤,此項契約須履行。斡旋委員會首在這裏 

截表動聽的陳述，表示該委員會深信當事雙方 

的政府定必各本鉞意履行此項休戰協定。本人 

亦有此種信念。 

該協定的兩簽字圃龙同意實施十二項政治 

糊 及 爲 麯 充 的 其 他 六 項 原 則 。 此 項 契 約 i f 

須履行。斡旋委員會曾表示深信當事雙方的政 

府定必各本鉞意實行上述各項原則，本人亦有 

此種信含。這些政治原則是自由和民主的偉大 

傳铳的一部分。它們的意義是人所共知的。集 

會、言論和新聞自由有明確而肯定的像瞪。公 

正的全民表決躭是說各人得在不受《M遯迫或 

報復威脅的淸形下對一項明確的問題自由投 

莩。事先對這項明確問題進行ft論的機會應該 

是自由的，充分的，有關各方面都可£11獲得 

的。在根據已往經驗，訂立保障全民表決的其 

他規定，使各方面狻有均等的參加機會，它們 

的政治、公民自由狴有同等保障之後,有關人 

民便可自由公正地箕行自決,以斷定爪哇、％ 

的領土歸併爲印度尼西亜共和國的一部分，抑 

或顧意在印度尼西亜合衆國內另成一邦o 

本人願意順帶指出這些途徑不是絕不可改 

的。依照該協定的規定和其中所載的原則，政 

標和原則，上述各種決定應以自由投惠，而不 

應以武力爲根據。雙方所訂的協定和安全理事 

會的决議案〔S/525 ^ 〕都規定斡旋姿員會得 

根據任何一方的睛求對全民表決加以盘視。 

在根據民主程序簿備制憲會議以起草印度 

尼西亜合衆國憲法的時候，各邦在該會內的 

代表人數將與人口之多寡成比例。 

Renville協定的其他條欵規定當事雙方逐 

漸裁減其軍隊，雙方彼此合作，以恢復賀易 

蓮鍮和交通，共和國在臨時政府中可有適當的 

代表權，斡旋委員會根據任何一方的諝求，繼 

鑌提供協助，以便利當事雙方在有關政冶協 

議的過渡期間調和其分歧意見。所有以上這些 

規定都是自由獨立和荷蘭印尼人民合作的 f i 

礎。 



對於這一項久已似乎麵法解決的困難廣 

勢，斡旋委員會向我們所提出的並不是雙方對 

軍事分界線地點繼績爭執不已而且對政治原則 

無法達成協議的現象，而是休戰和平的實現和 

對政治厚則的協議。這些原則的偉大早已使安 

全理事會各理事深表感動。休戰協定卽以它們 

爲基礎。箪事分界線亦將根據這些原則而麿 

而且主權完整的獨立民主印度尼西亜合衆 

國亦將根據這些原則而在世界各國中取得自由 

平等的地位。 

在現時以協議方法解決這兩個偉大民族彼 

此關係的問題，實遠勝於繼績交戰，直至兩敗 

俱傷，然後再訂不盡如意的解決辦法。這些原 

則表明荷蘭女王所發表聲明中的基本歷史具理 

內蘊的永久價値。荷蘭女王說，"殖民地時代 

已成^去"。凡准許其殖民地有成爲自由獨立 

國家機會的各國，將獲得它們的志願合作，以 

提髙生產水準，生活程度，和爲全世界效力使 

全世界蒙受其影響的機會，営事雙方彼此都可 

以因此得到利益。 

該協定所載的偉大民主原則是與憲章和聯 

合圃的原則一致的。這些原則是世界各地自由 

人民的世襲財產。爲爭取這些原則而犧牲者不 

知幾百萬人。兩次世界大娀都是爲保全這些原 

則而起。本人深信荷蘭人民、印度尼西亜共和 

圃人民和印度尼西亜所有人民一定會將這些原 

則視爲共有的世襲財產。 

我ff3深信荷蘭不久一定會將丼保持已久而 

且爲人所公認的主權，移交典新成立的聯盟和 

聯合阈內的一個平等阈家，就是自由獨立的 

度尼西亜合衆阈，仗五十年來印度尼西亜的民 

族蓮動、七千萬印度尼西亜人民爭取自由的顧 

m印度尼西亜共和國人民的奮鬥、荷蘭女王 

所發表的偉大宣言和荷蘭政府內閣所提出的 

賢明諾言，從此可以貨現。沒有誠意的人自不 

免會否認當事兩方的誠意，而對這種重大成就 

爲了當事雙方在世界上的聲春，我們顔實 

指出如果說荷蘭王國、印度尼西亜共和國、 

或兩國政府的任何代表，還會直接間接設法用 

拖延時間或涫耗對方精力的策略,或用某種藉 

口 鹧 或 削 弱 休 戰 協 定 的 節 ， 或 民 族 自 決 歷 

史中最近的一頁，卽歸納在一件歷史&協定之 

中的人類自由、民族獨立、相！:合作等偉大, 

則，這無論對於當事雙方、對於組成斡旋委員 

會的三個會員阈，對於聯合國的安全理事會， 

荷蘭人民和印度尼西35人民的合作足可向 

瘡痍满目的地球上的所有人民表明人類現在又 

在向更好的前途求上進。 

Mr PILLAI ( 印 度 ） 一 九 四 七 年 八 月 

一曰安全理事會的停火決議^過許多障礙， 

現 在 終 已 開 始 實 施 , 理 事 會 定 有 如 釋 重 負 之 

威。我們得到這種良好結果，iÈJ須向斡旋委員 

, 致 謝 。 我 們 深 知 斡 旋 委 員 會 負 責 解 決 的 問 

題，其中有種種重大困難，也一斡旋委員會 

不得不在雙方It緒高張的It形下謀求問題的解 

決。営前的報吿書表明斡旋委員會至今尙能順 

利有效履行任務，斡旋委員#11促使営事雙力 

本人顚意表矛 

^ 人 向 其 致 絜 。 

我們大家都希望爲爭取自由而英II裔鬥 

的印度尼西亜人民能够開始進行建立政治、經 

涛、社會和文化制度的重大工作，不再在戰爭 

所引起的毁壞工作中浪費建設所迫切需耍的精 

神和力量。我們也希望在上次大戰中犧牲慘重 

的 荷 蘭 人 民 能 够 將 其 ^ 和 人 力 ; i 用 於 其 本 

士，以供建設之用。 

但是，我們不應該因爲終止實際戰事的短 

期目標現已實現，深覺满意,故而忽略了商訂 

本次休戰的經過It形。對於戰事的終止，我們 

固深表歡迎，伹我們不應忽略了以下事實我 

們之所以有這種秸果，主耍由於一造當事國似 

乎不#^在鞔判的各階段作種種讓步。印度尼 

西亜共和國不措忍受一連串重大银牲，接受休 

戰協定，共和阈之所£1间意忍受精神上和物質 

上的襯牲，不外因爲它有堅定不移的謀求和平 

事會斡旋委員會一冉表現的絕對信任c 

顯然的，凡遇任何途徑有促成和平解決的 

—線希望時，印度尼西亜共和國無不表示有加 

以逮徹探討的懇切决心。已往事實一再證明共 

和國準備並顔意接納斡旋委員會的意見和建 

議，以期印度尼西亜的殺人流血事件得以終 

止。共和國方面旣作如此重大的讓步,斡旋委 

間，委員會和共和國當局並未受到强大屦力 

由於休戰協定的某項重耍規定，本人不得 

不特別提出這一點。休戰安排所根據的軍事分 

界線典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一日安全理事會决議 

案〔文件S/597 〕的規定3Ê不相符。安全理事 

會在該決議案內明白宣布一 九四七年八月一B 



理事會决議案〔文件8/459：的意義"應解釋爲 

住何當事阈如使用軍隊以作戰行動將其控制範 

圍慷張至一九四七年八月四曰非其所估領之領 

士 ，卽與理事會八月一 B 决 議 案 有 所 觸 " o 

一九四七年十月十四B領事委員會報吿迸 

明白指出現被接受爲軍事分界線的所謂"van 

Mook線實際上在許多處超越了八月四曰（荷 

軍）所抵達的最前锒 "領事委員會報吿害 

〔文件S/586 〕銪二章第二十六段(a )明白說 

明此难。可是， 

分界線， 

面決定的這一條分界锒。該分界綠如狻成永久 

性質，印度尼西亜共和國勢將永受柑制。 

如此說來，至今所猹的正面果究竟是什 

亵呢？第一種艙果當然是休戰協定，雖然該協 

定是經忽略了安全理事會的一項命令之後才成 

立的。第二種結果是宣布一速串的原則，這些 

原則就是將來進行談判謀求政治解决的根據。 

這些原則典fP度尼西亜共和國所持的基本立場 

頗有出入，共和阈之所以同意接受這些原則， 

不期望藉此狻致永久的公正的政治解決。在 

座每一位代表«J#望並深信営事雙方不久就可 

狻致永久的公j£的政治解決。可是，如果政治 

解決不幸而無法產生，那IÊ?，我JM當然不能再 

齄;^當事雙方必須受這些原則的約朿"~*人 

之所以說這句話，龙不是僅由於過分的謹愼或 

前十二； 

内，其標題爲"； 

的原則"。該報吿窨附錄捌的標題是"政治解 

決談判所應根據的六項補充原則"。由此可見 

這十八項原則不過是爲ÊP將舉行的政治解決談 

判提伊一個甚礎的原則而已。倘如我們的希 

望，此種協議終能達成，那鹰，這些原則對當 

事雙方當然有約朿力量，否則，這些原則將失 

i效力，不致對任何一方面有所損害。 

本人促婧各方面特別注意這一噪，因爲在 

現時所列的這些原則中，有一部分如不加上述 

說明，勢將極不利於印度尼西3fe共和國。本人 

這 裏 所 指 的 特 別 是 有Mr列 各 颳 的 原 則 閽 於 

主榷問題的,則，規定卩卩度尼西亜共和阈方面 

所提出由斡旋委員會繼績提伊協助的購求應由 

荷蘭政府轉達的原則（附錄捌），關於裁滅軍 

隊的原則，規定恢復經濟活以利fl]度尼西亜 

所有地區的原則和規定設立主權完整的聯邦國 

以及規定印度尼西亜合衆國和荷蘭王國其他領 

幸而，該報吿書的附錄玖载有斡旋委員會 

的 聲 明 " 當 事 雙 方 的 地 位 ， 特 別 是 営 事 雙 方 

對安全理事會的地位，絕不因其將來接受六項 

政治原則而有所改變"o本人推測對於附錄拾 

骞所載的十二項原則，亦可作同樣的聲明。因 

此，當事雙*完全明瞭接受此等原則一舉的意 

義和所以接受此等原則的極有限的用意。 

自開始至今的鈸判經過表明比較明白道理 

的一方也就是S受更大犧牲的一力。雙方锒牲 

的不均衡，是斡旋委員會權力極有限的事實所 

產生的必有結果。 

本代表圑希望安全理事會不但請榦旋委員 

會在印度尼西亜問題獲致最後解決以前繼績工 

作，而且將明白表示贊成該$員會採用伸縮性 

較大的程序，俾能早曰訂妥最後的解決辦法。 

雖然我們有正赏理由，可以抱持冷靜的樂觀態 

度——多謝荷蘭代表說這句話，使本人得以 

借用——十八項原則或將引起不同的解釋，亦 

不 無 可 能 , 以 前 的 停 火 命 令 卽 有 此 種 I t 形 。 

當事雙方這一次所商W的是最後解決，同時其 

中一造已經作重大讓步，彼此銜突的解釋也許 

因此更難調協。因此爲便利工作的迅速進行起 

見，斡旋委員會至少應有對彼此街突的解釋作 

成决定的權力，否則至今所狻的良好結果亦將 

受到損害。 

關 於 此 點 ， 本 代 表 圑 願 對 M r Justice 

Kirby在第二四七次會議所提出的非常合理的 

建議表示贊助。Mr Kirhy曾經指出，該委員 

會至今所用的辦法是在當事雙方都提出請求之 

後，方始提供建議，3&將之公開發表。根據已 

往的經驗，Mr K i rhy 現 在 肯 定 認 爲 " 斡 旋 委 

員會現在已經可以在愼重欤慮以後，負起全責 

向當事雙方提出建議，將之公開發表 不乂 

Mr Kirby更着重指出，共和國因爲接受 

休戰計割一舉，業已蒙受"不利於它的損失， 

此種淸勢如永不矯正，勢將使印度尼西亞共和 

阈蒙受M法挽救的損害，fP度尼西亞共和國甚 

且無法保持其獨立地位"。所以，安全理事會 

負有特殊責任，務須設法使請求理事會主持正 

義的一方不致因其對安全理事會深表信任反而 

受到處罰。 

不但如此，斡旋委員會J^,貝先能自勦提供 

建礒和读見,並將之公開發表，始能運用輿論 

的力景，以促成安全理事會Siê求公正解决的主 

耍工作。委員會所提解决建議發表之後，可使 



世界輿論有一機會判斷委M會提案是否良好合 

理。自由輿論畢1是民主制度的甚礎，我們組 

不能説讓世界輿論對這些問題自由表達意見可 

能會担害安全理事會深望赏現的目標。 

有一艰很tt得欣慰，就是荷蘭代表並未表 

亍 拒 絕 接 受 M r Justice Kirby的建議，他同 

ii^"在不改變斡旋委員會性質的前提下，^委 

員會可以改變其工作程序，以應営時的需耍" 

〔第二四七次會議〕。所以，印度代表圑深信 

安全理事會 一定會有贊同改變工作程序之議的 

表示，以便斡旋委員會能更迅速履行職務。 

根據以上所發表的意見，本人顧#贊助主 

席以加拿大代表地位所提出的關於斡旋委員會 

第一次臨時報吿害的決議草案。 

蔣先生（中阈）印度尼西亜代表在第二 

四八次會31就斡旋委員會的工作發表陳述時， 

— 開 始 便 有 以 下 這 一 句 話 " 斡 旋 委 員 會 業 已 

狻致聯合阈有史以來的首次重耍成就，雖然印 

度厄西亜共和國對於所獲致的結果並未盡表滿 

倉 。 " 

本人tt意到後半句所加的補注，而且本人 

對此也表同#。現在本人願請安全理事會注意 

以上這句^的主旨。這就是印度尼西亞代表鬮 

認爲榦旋委員會業已獲致聯合國有史以來的首 

次重耍成就。 

如果在安全理事會議席上的各代表之中有 

一位可以認爲最有資格對安全理事會處理這項 

問題的淸形加以判斷，本人認爲這位代表就是 

印度尼西亞代表。本人同竞他所發表的意見， 

所以在開始發言時，本人願首先代表本代表刚 

和我國政府向榦旋委員會致謝。澳大利Si比 

利時和美國三國政府各派Mr Justice Kirby, 

Mr van Z e e l a n d 和 M r Graham爲我們效 

m,本人亦顚向上述三阈政府致謝。 

安全理事會現在&討論斡旋委員食第一次 

提出的臨時報吿舎。該報吿舎大部分由兩個項 

目組成。這兩個項目就休戰協定和構成最後 

解 決 細 的 政 治 圃 。 

坦白地說，在對休戰協定加以研究以後, 

本人認 ;5這不是旣成事 ï f的接s:，而且H際 

IS勢之造成大部分足由於武力，而大體來說, 

武力的使用足典安全®事會的直接願望相悸 

的。休戰協定之所以能締&，主耍原因足印i£ 

尼 西 亜A和 國 讓 步 。 本 人 對 於 ^ 協 定 沒 有 仆 

楚非礒，ia;*:人耍指出該協定的締訂經&。 

印度尼西亞共和阈顦^有接受該休戰協^ 

的正當理由。印度尼西亜代表曾經指出——3 

少是間接指出一接受该協定的理由。 

其中一項理由是印度尼西亜共和阈對於耩 

成政治解決甚礎的十八項原則表矛滿苷。本入 

認爲我們大家都同倉該報吿害所開列的政治原 

則是安全理事會所能贊助的唯一原則。荷蘭當 

局亦予以接受，赏至難能可貴。 

本人認;^印度尼西亜共和阈之所以同意休 

戰，尙有另一理由。這就是它對安全理事會M 

信任。 

本人深信M理事都知道得很淸楚，截至 

目前爲止，我們對這項問題的努力所獲的結果 

雖稱回滿，但待辦事項仍極繁多。我們當前的 

工作也許非常繁重。 

據本人的推測，可能發生的困難共有兩 

種。第一種困難是雙*可能對休戰協定的條文 

和構成3St求解决之甚礎的政治原則持有不阆的 

解釋。事實上在印度尼西亜戰事,以前，雙 

方早訂有所謂Lmggad】ati協定。i戰事不是 

在該協定締桔以前開始的，而是在雙方獲致協 

議以後開始的。戰爭之所以爆發，主耍原因就 

是解釋Linggadjati協定所引起的困難。 

撇開休戰協定不論，我們現在有十八項原 

則。這十八項原則包括許多種問題，有些是很 

明確的，有些則不甚明確。這些原則自然會 

引起不同的解釋。這是可能引起困難W—個因 

素。 

此外還有可能引起困難的另一因素。本人 

注意到荷蘭代表在第二四七次會-g發表陳述時 

曾說>ô以下一段話 

"荷蘭從無意煽動任何方面创立新的政治 

個體，但也不顚意對反映當地人民顔望的民族 

蓮 動 加 以 屨 制 。 " 

對於這項聲明，本人不能加以任何指責。 

可是，這一句話龙不如本人所期望的那樣ft 

定。不成問題，荷蘭政府不願在印度尼西亞共 

和阈領士内fe^動或鼓勵新的政治個體和分離蓮 

動。可足在現階段，政府當局是否應該容許ff 

何民衆蓮動在全民表決舉行以前變成獨立政權 

呢？如果有這種淸形發生，政府當局可以說這 

是民衆蓮勖，它們不能負責，但是本人却耍認 

1 m印度尼西和國大事» ,61約荷蘭新W處 
出扳，第三十四H> 



爲這是危險而且不公的。據本人的意見，從現 

在起，印度尼西亜的所有各方営局顯然都應該 

负3辦到務使各種民衆蓮動祇能透A全民表決 

m表達，在全民表決之中求丼K現，在全民表 

決之前不應有任何丼他實現。這是實施上述原 

則可能引起的第二種困難。 

印度尼西亜代表圑對*^安全娌事會和斡旋 

委員會的工作多所推重。該代表圑赋向我們提 

出一項諝求，這項請求就是加强斡旋委員會的 

權力。本代表圑認;5印度尼西亜代表圑的請求 

是合理而當然的。我們很希望在可能範圑內， 

在理事會的決議案內接受這項請求。 

就所包括的各點而論，本代表圑認鋅主席 

以加拿大代表圑名義所提出的決議草案殊可滿 

意。可是，我們認爲該决議草案仍不够徹底。 

我們希望在兩方面加强;^草案的規定。第一， 

我 們 認 爲 M r Justice Klrby的建逮很不妨列 

入;^決41草案之內，或由^決i«草案予以正當 

承認。我們爲授權斡旋3&員會得向當事雙方 

提出具體建達:ÎÈ#根據委員會的決定將這些建 

議公開發表，是合理而有益的措施。本人不明 

白何以在今日還耍阻止斡旋委員會之類的國際 

機構去蓮用公開ft論的方法和世界輿論的道德 

力量。本人希望能在這方面加强該決il草案的 

規定。 

此外，本代表團還希望能在另一方面加强 

這 個 決 草 案 的 規 定 。 本 人 方 才 説 最 易 引 

起爭論的原因就是雙方對各項原則的解釋。據 

本人的意見，如果發生此種爭執，斡旋委員會 

最好能够爲當事雙方作仲裁。本人不是說该委 

員會應S有權制訂新的政治原則，也不是Iftii^ 

委員會應該有桷就，則問題進行仲裁。本人不 

過建議在當事雙方對業經其接受的;則持有不 

同的解稃時，姿員會應該有權代;^仲裁。 

大體來說，安全理事會在審印度尼西S" 

問題時一向保持極端和洽的空氣，本人営*^決 

不願意加以破壤。鑒於主席曾經吿âJf我們，雙 

方代表豳事先已對>^決議草案表示接受，本人 

更不顦意在這個時候對加拿大代表圑所提出的 

決議草案正式提出修正。可&，本人請求安全 

理事會祇從政治上是否妥適的觀,，玫盧J5L否 

應將本人方才所提出的兩項建議列入加拿大代 

表圑所提決滋草案之內。 

Mr PARODI ( 法 蘭 西 ） 安 全 理 事 舍 開 

始 審 議 印 度 尼 西 亜 問 題 時 ， 最 初 通 歩 驟 足 

促請當事雙力停火的籲。此項11]^籲不是徒?々 

的一這一难本身就是極重耍的結果——而 

且一般地説，是爲當事雙力所尊重的。軍隊的 

調動已經停止了，我們可以説一般而論，這項 

呼籲是爲當事雙方所重il的。可是，在經過一 

個 時 期 以 後 ， 我 們 - 覺 雖 然 大 體 地 說 ， 這 項 

呼観確爲當事雙方所遵守，但由於雙方軍隊之 

間並沒有明確的肯定的分界線，仍不免時有小 

接觸和衝突，造成危險淸勢，或將孭及我們希 

望獲致的結果。 

在此種 I f形下,安全理事會再出而干沙。 

經過不乂由本人追述的多次討論之後，我們提 

議當事雙方應接受斡旋委員會的調停。我們設 

立了這個委員會，委員會也跟着開始執行職 

務。 

斡 旋 委 員 會 提 出 了 第 一 次 報 吿 書 。M吿 

誊指出委員會已經獲致本人認爲足可加强以前 

所發停火命令之效力的休yc狀態。不但如此， 

該委員會3É確立了若干;？則。現在我們Ik:須根 

據這些原則來^求這項問題的最後解决。 

正如所有其他結果一般，這些結果是可以 

根據各種不同的觀顒來加以解釋的。如果從維 

持 和 牛 建 立 國 秩 序 和 各 阈 間 友 好 關 係 的 觏 

难來説，那就不成問題祇能有一種解釋這些 

結果足極端圓满的，我們大可以額手稱慶。 

中國代表方才提到印度尼西亞代表所說的 

話。從這一句話顯然可見這些結果何等圓滿。 

本人願會補充一點我們當前充r i了許多棘手 

問題，令人不禁懷疑是否有獲致圓解決的可 

能，在這個時候獲致這些結果實大有裨助。 

本人齄爲我們可以從所獲的結果得到一埸 

敎Jl。本人希望對這幾黏加以說明。 

第一袖是委員會之所以能完成這種有债値 

的工作，深有賴於當事雙方的誠,。關於這一 

^，各方面業已向當事雙力致謝，可足，我們 

自應再表矛我們的-St會。 

我們之所以能獲致這些結果，主耍19囚足 

委員會的有效工作和委員會所具有的桷力。今 

後我ff3鹰,,緊記這次所创立的先例，同時並江 

意我ff3所盘立的機構如果能由眞正幹練的人士 

組成，由他們根據處事經驗1蓮用道îé^權威， 

認眞設法爲當事雙方調和並解決^執，且於乂 

耍時向當事雙方施用道義膊力，有完成有效 

工作的機會。 

第二種敎訓是委員會以極愼重的度進行 

工作，故能够獲致這些桔果。我們向赏事！：力 

提出呼敲，孜們所5^立的3^員會;3^不3負1，仲 

裁的3^員會，而不a是從事斡旋的委M會，根 



據這一a»來說，我們所採取的途徑並不是安全 

理事會每一位理事所希望採取的途徑。這不是 

最極端的途徑，也不是最可引人注意的途徑。 

這是最謹愼的途徑，是最適合當前工作、最顧 

M方 感 淸 的 途 徑 。 本 人 可 以 說 今B陳 列 於 我 

們面前的結果證赏這種方法實際是最好W方 

法，而且也是最有效的方法。 

我ff3也有若干其他問題。我們曾經在理事 

會內通d比較極端的決議案。我們知道最極端 

的 決 案 未 就 是 收 穫 最 大 、 效 果 最 宏 的 決 議 

案。 

不但如此，本人認爲我們J^;^從我們的經 

驗得到若干赏,結論。這些結論可以歸納成一 

奮見，其內容非》簡單，本人簡直有點不好 

曹 © 直 說 。 & 們 旣 然 已 經 # 到 一 種 有 效 的 工 

作方法，委員會所採取的途徑旣然撺够產生桔 

果 ， 那 我 們 在 現 階 段 所 能 採 取 的 最 妥 決 定 

不外是躐鑌採用這種方法:3Ê依循這條途徑。本 

這就是說我 

Ê委員會的任務。 

我們須盡力W安全理事會的道德力量來支持 

姿員會M權力，同時不應改變以前授與斡旋委 

員會的任務的性質。已往所探取的途徑旣已收 

效，我們現在：iê無捨棄此種途徑的有力理由。 

我們應不應;^干預委員會的工作方法呢？ 

斡 旋 委 員 會 內 的 澳 大 利 亜 代 表 表 f我 們 應 該 

加以干預。他的建後來由理事會內一部分同 

人加以討論。本人也願意就這些建議發表意 

見。 

提案第一項是授權斡旋委員會自動提出建 

議。如果本人的了解不錯，這項提案牽涉斡旋 

委員會自己決定探用的另一種愼重程序卽委 

員會在未擬具任何建議以前，將先徵求當事雙 

方的意見，探聽If勢，以避免在未査明雙方是 

否願#接受以前，擬具提案。委員會所用方 

法之所以能收效，正因爲委員會處事謹愼。當 

然，委員會以後也許宜用不同的方法進行工 

作，但本人認爲委員會的任務規定和它的斡旋 

機構W地位都:îê不禁止它提具建議。委員會如 

認爲適営，明天便可以提出建議。委員會以前 

之所以並未提出過建議，是因爲委員會顔意採 

用其他方法。據本人的推測，斡旋委員會的澳 

大利亞代表在未開會以前大槪已經和委員會的 

共他代表討論力這項問題，他今日之以所以向 

我們提出這項問題乃因爲委員會的其他代表不 

同意鹰該採用他所提出的方法。 

據本人的意見，我們所能採取W唯一步驟 

是讓斡旋委員會有決定其工作方法的絕對自 

由。如果委員會將來認爲應該攆棄至今一向依 

循的途徑，改用其他方法，斡旋委員會W澳大 

利亜代表當有提出此種辦法的機會，委員會定 

將力n以考慮。可是，本人認爲安全理事會決不 

應干預委員會的工作方法，另作規定，限定委 

員會if須擠棄其自己決定採用的方法。本人方 

才說>â，這項提案等於建議委員會採用其早已 

有權探用的程序，故允其不必。 

所提出的另一項建31是斡旋委員會不但應 

提具建!«，且而應公開發表。斡旋委員會早已 

有發表建議的方法委員會可以把這些建 i«提 

到安全理事會，理事會的會ii旣然是公開的， 

自然可以儘量收宣傳之效，iSJ^耍時且可向世 

界輿論呼籲。本人再說一遍，我們隨時都會遭 

遇到應該採用這種途徑的淸勢，如某一當事國 

的阻力之類。可是，根據委員會所狻的結果而 

論，我們並未《3到這種淸形。本人力才說過， 

其他發言人以前也說迟，目前的淸勢是當事雙 

力努力求進行談判所 'i^需的和解精神。在這 

種淸形之下，本人認爲我們如果堅持委員會採 

用此種公開的特殊的新工作程序，誠恐有破壞 

委員會今後»工作之虞。這種新工作程序往 

往祇足以妨礙委員會的工作，而不足以便利或 

協助委員會工作的進行，對於需耍雙方讓步的 

淸勢，尤其如此。 

如果我們到達向世界輿論提出呼籲的階 

段，這就是說一譲本人再說一逼——雙方 

互作讓步的階段已成去，所以耍採取施用屨 

力的方法。委員會以前不是在這種况之下， 

獲致結果的。所以，如果希望委員會W工作有 

成，我們應該儘可能讓委員會停留在和解階 

段，不應對委員會6ti工作方法加以干預。在上 

述這一個階段，委員會的工作曾有極可珍貴的 

進展。如果我們採取共他步驟，本人嵆怕我們 

不但不能加强理事會在委員會工作方面的權 

力，不但不能便利尙極繁重的委員會工作的進 

行，而且反會增加它的困難，事實上的結果亦 

勢 如 此 。 

本人現在不得不提到--^分同人所發表的 

言論,深覺可慽。他們希望研究出在所訂的協 

定中，那一方面的讓步較多。本人認爲這不是 

審議営前這個報吿書的最好方法。而且本人認 

爲我們未將雙方所作讓步逐一作精確而公平 

的比較。所有的比較都完全忽略了一個事實 



所作讓步當然以軍隊正節節勝利向前邁進的一 

方爲大。本人提及這一點，蹐錄代表一尤 

其是印度尼西亜共和國代表——原ir。本AM 

本人顔意再16"^逼，本人認 

爲用這種方法來審議該報吿書並無用處。 

本 入 所 得 到 的 艙 論 典 安 M 事 席 所 摟 

並分發給我們的決議草案完全脗合。本人鼹爲 

祇有這樣的提案才能充分加强委員會的權力， 

這樣我們才不致有妨髅員會工作之虞。本人 

更希望這個决議草案能够順利通過，不致爲足 

可重新引起以前所作討論的修正案M混。此 

種討論幸已結朿，根據其結果看來，我們共赏 

大可不if重開辯論。 

所以,本人表明本人極力贊成加拿大代表 

所提出的决議草案。 

Sir Alexander C A D O G A N (英聯王國） 

安全理事會各理事一定還IE得，在去年夏天這 

項問題以現有方式提交理事會審遴的時候，本 

人 曾 代 表 我 國 政 府 表 示 安 M事 會 對 於 此 項 

問題具有何種職權，實至有疑問[：第一九五次 

會議〕0雖然如此，安全理事會仍通過某一種 

程序，所定辦法亦已實行。從安全理事會現時 

所審議的報吿書看來，本人可以說，本人當時 

雖然懷疑此種程序是否有成功的可能，但現在 

不得不承認關於這一點，本人是錯誤的。這個 

報吿書瞪明顯已獲有成耱，本人認爲實至可 

賀。斡旋委員會各代表以謹愼明智的態度履行 

任務，貢獻極大。當事雙方接受這種和解程 

序，並多方努力，協助獲致安全理事會営前的 

良好結果，當然也有極大貢獻。 

不盡覺滿意，本人並不覺得失望。不幸，這是 

妥協結果的特點對某項問題發生爭執的當事 

兩方絕不能達到他們的全部顦望。可是，據本 

人的意見，我們可以餺爲以這種程序在休戰問 

面所獲的桔果是可以認爲完全滿意的。 

本人現在顔意就其他發言人所提及的若干 

黏加以討論。斡旋委員會的澳大利亜代表在第 

二四七次會議提議改變委員會的工作程序。據 

本人看來•這種改變是有利而無害的0他提議 

並將之公開發表，不玄等待雙方提出請求。本 

人不明白斡旋委員會何以一直鼹爲它受有這種 

限制。可是，對本人來說，本人認爲這種限制 

當然是應該取消的，據本人的了解，赏事雙方 

也有同樣意見。 

中 國 代 表 又 提 及 這 項 i t ^ o 假 如 本 人 

的了解不錯，他本日提議在決議草案内加入 

Mr Justice Kirby的 建 議 。 本 人 躯 爲 這 是 不 

必耍的。據本人的意見，原有决議草案對於委 

員會進行工作的方法並沒有詳細的指示，旣然 

如此,本人鸛爲如果安全理事會各理事和赏事 

雙 方 對 M r Justice Kirby所提出的意見表示 

同意，那癣，這就足可爲委員會進行工作的指 

導。 

據本人的了解,中國代表更指出另一項建 

議卽在決《a草案内再加入一段,規定將來如 

因 原 則 或 休 戰 條 件 的 , 引 起 爭 執 ， 斡 旋 委 員 

會應執行某種仲裁的職務。本人反對此項規 

定。首先，本人認爲不ik:在該決議草案内列入 

此項規定，本人齬爲這是於事無補的。如果發 

生爭執的兩個以上的當事人自己同意將某項問 

題提付仲裁，絕無人能够加以阻止，安M事 

會當然不顔加以阻止。可是，本人餽爲反過來 

說 也 阆 樣 正 確 安 M 事 會 絕不能强迫發生爭 

執的赏事人將任何問題提付伸裁0所以，本人 

認爲加入這一類的規定實際並無補於事。本人 

並未拜讀中國代表就這一點所提出的具體提 

案，但本人並不覺得有加入此項規定的需耍。 

事 實 上 ， 此 種 程 序 有 極 大 流 弊 委 員 會 如 ， 

時時負責判斷一方面有錯處，顯然行將喪失它 

至今所享有而備受雙方信任的特質。對於此種 

性質，委員會已往曾加以充分利用。 

所以，本人完全贊成現有的決議草案。本 

人希望委員會將來的工作能够和安全理事會 

現時所審議報吿書內報導的工作同樣成功。不 

錯，誠如中國代表所說，待辦事項仍極繁多。 

這個報吿書不過是整個旅程中的一個哩程碑， 

山之上的。本人希望我ff3將來的旅程將是比較 

易走的坦途。 

Mr T A R A S E N K O (烏克蘭蘇維埃妣會 

主義共和國）一部分代表希望理事會的 f t論 

美榦旋委員會的工作，將所訂的協定視爲 

雙方同感滿意的最明達的舉動，換句話說，就 

是兩面討好。當然，他ff3顦意盡力避免理事會 

的討論超越這個事先預定的計割。可是，本人 

if須向理事會各理事提出警吿，本入在W論此 

項問題時，並不打算依照這個計割。 



問 題 進 行 計 論 時 ， 本 提 醒 理 事 會 自 烏 克 

蘭首次提請安全 理事會注意此項問題1以來, 

至今已餒過相當時間，雖然如此，印度尼西亞 

的淸勢不但仍未好轉，抑且反趨惡化。 

早在一九四六年一月， 

安全理事會注意B本、英聯王國、荷蘭軍隊對 

印度厄西亞人民施行聯合軍事行動所g mm 

勢。印度尼西亜人民的唯一顚望不過是决定他 

們自己的前途並建立他們自己所選揮的政體。 

烏克蘭政府認爲英 聯王國軍隊的干預印度尼西 

亞内政——尤其是利用曰本軍隊迫害在日本估 

領時期飽受痛苦的印度尼西亜人民一是最明 

顯的違背聯合國憲章基本原則的事赏，並認爲 

此種干預行動在PI)度尼西亞所g I起的If勢構成 

對國1^和平及安全的威脅。 

在那個時候，烏克蘭代表圑請安全理事會 

注啻在印度尼西亞所發生的淸勢，並請求安全 

理事會進行耍的調査龙採取憲章所規定的措 

施，以矯正所發生的淸勢。烏克蘭代表圑當時 

認爯解决印度尼西亜問題的最妥善的方法是設 

立特別委員會，負責就地調査實!^is勢，恢復 

和平。不幸，安全理事會當時並未探納烏克蘭 

提案，故印度尼西亜問題至今仍懸而未決。此 

種淸勢大部分應由殖民國家負責。它們在理事 

會討論印度尼西亜問題時所探取的立場並不是 

以印度尼西亜人民的合法權益和世界和平及安 

全;^根據，而是希望以武力干預的方法，重新 

在W度尼西亞確立殖民制度，使荷蘭、英聯王 

m美國和其他殖民地主義者獲得剝削七千萬 

印度尼西亜居民和掠奪該區財翥的無限機會。 

自安全理事會首次討論印度尼西亜問題至 

今，已經兩年多了。理事會多數理事不顕接受 

烏克蘭代表圑所提出主張遣派安全理事會委員 

會前往印度尼西亜就地進行調査;ÎÉ恢復該厲和 

平的提案一事，自然不會改善印度厄西亜的, 

勢，醸成威脅國際和平及安全的It勢的主因旣 

未消除，以大小懸殊的力量抵抗外國軍隊保衞 

祖圃獨立的印度尼西亜人民的處境亦未改善o 

It形正巧相反，安全理事會多數理事不顔採取 

決定以解决印度尼西亜問題的事實反而促使荷 

蘭政府及其他殖民國家政府加强其對印度尼西 

亞共和國的壓力。 

在 度 尼 西 亜 所 發 的 事 M 表 明 荷 蘭 政 府 

一再向印度尼西亞共和阈政府提供的p$言不d 

是一種烟幕，使荷蘭政府可以在幕後集合大 

軍，準傰侵畧印度尼西亞共和國，以粉粹1=卩度 

尼西jffi人民的反抗，重新在印度rè西亜建立舊 

有的殖民制度。 

正如一般人所料，荷蘭政府將足供調度的 

軍隊和武器齊集於印度尼西亜之後J卽棄諾言 

不理而改用最後îâ牒。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 

七曰荷蘭政府向印度尼西亞共和國發出最後通 

滕，其中耍求印度尼西亞冉成爲荷蘭蹢民地。 

這個最後通踺主張由"荷蘭王室的代表"成立 

"全印度尼西亚聯邦政府"，並規定印度尼西 

亜共和阈不得單镯典其他阈家保持關係。共和 

管。其後，荷蘭政府更耍求立卽成立"印度尼 

西亜臨時政府"，荷蘭王室和其他印度尼西亞 

傀儡政府的代表在s政府内將估有更大勢力o 

同時龙耍求^聯合警隊。但一九四七年六月 

十五日對印度尼西亜共和國發出的最後41牒已 

不再耍求設立聯合警隊，而蛾主張設立純粹的 

本AIS意促請安全理事會各理事注意以下 

事實印度尼西亞政府爲^求和平解決這項問 

題起見，曾表現出極可貴的妥協精神，並表明 

願意接受荷蘭政府所提出的若干耍求，雖然這 

些耍求氣焰之逼人，内容之不公平，可謂異乎 

尋常。可是，荷蘭政府並未以和平解決這項問 

題爲含，印度尼西亜政府l3g求妥協的顚望因此 

未能獲致任何具體結果。荷蘭政府有極不相阆 

的計割和目標，此種事實不久卽明朗化。 

裝配有各種新式武器的荷蘭軍隊十二萬人 

不待最後發出的通牒期限屆滿，卽向印度尼西 

第一年，第一輯,mm 
第 " ^ ，附件四' 

助，決定擊潰印度尼西亜共和國，使全世界面 

臨印度尼西亜瑭民地政權恢復的旣成事實。 

我們自不再指出，如果荷蘭的統治階級 

未獲得强大的外力支援，像荷蘭之類的甫經納 

粹估領的小國是絕不會發動新的逋民冒險的。 

本人現在不顦詳細ît論荷蘭侵畧問題向安 

M事會提出的經過，也不願詳細討論安全理 

事會在一九四七年八月間舉行的會議內就該問 

題所採取的各項決定，而祇顚指出一點理事 

會所採取的決定一包括設立斡旋委員會的決 

定在内̶̶並未使印度尼西亞的淸勢畧見緩 

和。事實上，這些決定反而使該問題更形複 



雜，使印度尼西亜共和國的處境更趨镙化，因 

而加重印度尼西亜全部人民的困難。雙方的鬥 

爭仍鼸績進行， 

的。 

度尼西亜目前鬥爭中雙方勢力極其蹦殊的淸 

况。印度尼西亜共和阈的軍隊僅有從敵軍方面 

俘獲的小量武器和有限的軍事配備，同時亦無 

受15適當訓铼的軍官b事實上他們是配備簡陋 

的非正規軍,他們的武器逐漸殘舊,不斷有拟 

耗，但毫無補充。假如將之與共所對抗的指揮 

官人數衆多、d:兵訓袜有素、軍事配備完善的 

荷蘭笨隊相比，其不均之勢更見明顯。 

雖然在此種淸勢之下，印度尼西亜軍隊仍 

能抵抗33大的敵方軍隊艇績作戰兩年之久，這 

種事表明了印度尼西亞人民軍官兵的英勇， 

表明了他們堅決相信他們不It镄牲生命全力爭 

取的目標足完全正営的，同時也表明了印度尼 

西亞全部人民對他們的支助。在另一方面，荷 

蘭在11抑印度尼西亜人民的isfe爭中，一向並繼 

績從英聯王國、美阈和某幾個丼他阈家方面獲 

得大量援助。這些國家一向並繼績在箪事經 

脾和外交方面給予協助。爲避免捕風捉影之 

嫌起見，本人現在列舉若干事實以爲佐證。可 

是，本人不顔再對人所周知的事實，如曰本軍 

隊根據英聯王國和荷蘭的請求及命令，在英聯 

王國和荷蘭軍隊到達以前，直接干預印度尼西 

亞人民及其軍隊所發動的的鬥爭，以阻止其成 

立設有國防軍隊的獨立國家等，加以申論，也 

不願詳細討論英聯王國和日本軍隊如何長期合 

作，企圖在血泊中淹滅印度尼西亜人民的民族 

解放蓮動。日本和英聯王國軍隊的撤退，一直 

等到大量gp有頭等英美軍事裝備的荷蘭軍隊 

匁匁調往印度尼西亜之後，方始實現。可是， 

英美對荷蘭侵掠者的援助是否到此爲止呢？ 

不。印度尼西亜人民jÊ得不到平等機會，mm 

與荷蘭軍隊抗戰。如果印度尼西亜人民獲得這 

種機會，安全理事會今日决不會在審議這項問 

題。印度尼西亜人民早就建立了自由獨立的闺 

家。今日之所以不能如此，完全因爲荷蘭帝國 

主義者艤績從美國、英聯王國和有意維持殖民 

地奴隸制度的共他國家方面大量獲得各式各樣 

的援助。 

也許有人會答復這種淸况已成陳跡，&LB 

本英聯王阈和其他阈家軍隊的刺刀來維持印 

度 尼 西 亞 境 內 出 產 橡 皮 米 茶 、 和 其 他 物 產 

的龐大種植場荷籍^的權利典產油煉油企業 

所有人的權益，都足早年的史實，現在都已;a 

去。不幸，事實jê不如此。 

一九四七年七月三十日英國某報載稱，該 

年七月二十八日開往印度尼西亜的荷籍輸船 

Saparoea號滿載戰爭物資、貨車、輸水十車 

電纜及其他物料。載蓮貨品中3Ê有Bren型輕 

機關槍。碼3：^陳有貨車及輸水#卓一列。裝載 

入艙者有汽《 f i鋼]S、撣殻、電纜鋼製手推 

車、及撣藥。木箱多註有"英國製"等字。 

—九四七年七月三十一日路透社發出以下 

消 

"抗議荷蘭在印度尼西亜所採行動的會 

昨夕於倫敦舉行。主席勞工黨議員Mr Plates 

Mills稱，現有荷蘭軍隊六萬二千人在英聯王 

國受訓，一俟裝配齊全，將開往殲滅印度尼西 

亜人民。" 

我們還可以列舉許許多多類似的1*例，來 

説明在這次壓抑印度尼西亜人民的戰爭中，央 

聯王國在軍事和經涛方面直接給予荷蘭的援 

助。此外，另有實例，足可瞪明美國亦不 

於英聯王國之後，盡力協助荷蘭保持其對印iil 

尼西亜的覇權。此種實例證明印度尼西亜人民 

今13之不得不流血，美國的大企業¦[«和外交政 

策»應分任其咎。 

荷 蘭 女 王 W i l h e l m m a 曾 經 說 過 ， " 印 度 

尼西亜以其農產及原料供臁歐、美兩洲，對於 

每歇爾計劃現時耍求美國人民擔負的鉅大工 

作，實有具體貢獻"。這句話啻味深長，伹不 

過是現有淸况的反映。在這種淸况下，荷蘭同 

意准許美國共同剝削印度尼西亜，以換取平 

息印度尼西亜人民的民族解放運動所_^^需的協 

助。 

這些都是不必再加說明的事實。 

七月S十日在海牙出版的若干報紙披露荷 

蘭從共和國方面奪猹堆存的橡皮、糖及其他物 

產的消&。荷蘭方面現正設法儘速將這些產品 

楡往外國。Kundenhlatt報載稱，荷蘭軍隊在 

Cheribon ®奪獲橡皮三十萬噸，此等物品可 

望於本星期内由美國船篑蓮往美國。 

這是直接搶劫印度尼西亜人民財富的實 

例。可是，美國獨估企業對於印度尼西亜的經 

濟有比直接搶掉更爲重大的典趣。一九四五年 

十一月間紐約先鋒論壇報载有巴達維亜通W— 

則，内稱美孚公司曾在蘇門答臘大量投資，開 

辦煉油廠。美孚公司在蘇門答臘的油田區内 

擁有油井五百個以上。共他大暈投資的美阈公 



司有Goodyear輪胎橡皮公司及美阈橡皮公司 

等，分別在蘇門答臘設有橡皮種植場，所佔面 

積各在二十萬«以上。 

̶九四七年七月十九日美國賀易部喉舌國 

外賀易F:l刊載稱，荷蘭佔領下的印度尼西亜的 

一月份總轍入，百分之三十一來自美國。iiS區 

輸出的百分之二十七;^美國所估。從以上事赏 

來，美國協助荷蘭:flj奪印度西亜人民自由 

和獨立的外交政策足極易了解的。 

—九四七年五月二十二日路透)lit發出荷蘭 

天 主 敎 報 紙Het Bmnenhof所載的消,§ 一則, 

據稱荷蘭酋相兼內政部長Mr Beel及祯民地 

事 務 部 長 M r J o n k m a n 巳 決 定 , 如 印 度 尼 

西 亜 共 和 國 不 " 典 荷 蘭 政 府 合 作 ， 共 同 執 行 

Cher.bon協定"，當卽下令荷蘭軍隊在爪哇開 

始軍事行勳。鑒於美國政府最近堅持——本人 

再着重指出"堅持"兩宇一荷蘭政府乂須採 

取措施，解放美阈國民或其他外國阈民所有但 

目前仍在印度尼西亜人手中的種植場，故Mr 

B e e l 及 M r Jonkman表亍深信美國定將支助 

其 軍 事 行 動 。 事 實 荷 蘭 政//f的 顧 望 荣 已W 

現。 

印 度 尼 西 亞 總 理 Mr Sukarno對荷蘭最 

後通牒的答覆於一九四七年六月二十八曰發 

表。覆文措;i司婉轉，3t表亍印M尼西亜願作若 

干讓步。覆文內同時fefe荷i〗最後通牒所載的 

若T撗蠻麵理的耍求。丼後，卬度厄西亜政 

從駐巴達維的美阈紗領事方面接獲美國政;/f 

的 羞 縢 ， 文 內 建 印 l i e 西 业 無 條 件 接 受 荷 蘭 

的最後通縢。荷蘭//ifilfM^关國這種干預ffl度 

尼西亞內政的行動和关阈荷龌的無理耍求的 

支 助 深 表 感 據 七 / J — 日 荷 蘭 出 版 的 T r o u w 

報 的 報 導 " 據 本 報 3 l i 者 從 政 耍 方 面 所 得 消 

溜，美阈^牒爲對荷[îél政策的具體支助。在美 

阈M力之下， i t和,勢將同 j r f在荷 i l統治下成 

立 藝 政 府 。 " 

不錯，荷蘭â有一種報紙，它所發*的》r 

見典此不同，可足，這種事3ï並不影响美圃干 

預行勖的性質。這就是眞理報，它說，"美國 

Wii牒構成明顯的干預荷蘭和印度尼西亞内政 

的行劻，箕爲將杜魯P3主義轔張到印度尼西亞 

的我徵"。 

其次，再歇爾將軍在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 

三日發表演説，承認荷軍一旅曾在美[^受3||配 

俯，並稱荷蘭方面已收到森炸機五十四架，戰 

鬥機六十四架，迫擊砲二百六十六具，砲一百 

七十具，機關槍一百五十九具 。可是，這 

些鈥宇大槪還不是美圃在這次膨制印度尼西亞 

人民的戰爭中箕際給予荷蘭的全部武裝援助o 

這些大槪不過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而已。舉例來 

說，大冢都知道單在巴達維亜就集中有美阈 

Sherman坦克五十餘架。從這些事看來，我 

ff3難道還能說爲爭取自由解放而奮鬥的印度尼 

西亜人民僅和荷蘭帝國主義的軍隊作戰嗯？荷 

蘭帝國主義者從美國、大不列顚和其他阈家力 

面獲得軍事、政治和外交上的援助。 

參加這些鬥爭的當事兩方îï¦li¦力量均等之 

可言。荷蘭的盟國數目旣多，勢力亦大，而印 

度尼西亜人民镯力作戰。甚且聯合國亦沒有 

趕决赴援。 

諺云"上帝所棄，人亦棄之。"事實丄， 

荷蘭旣已獲得日本和英聯王國軍隊的協助，旣 

a狴得;ÎÊ繼鑌獲得美國的大力支助，似仍不 

足，連阈,復典建設銀行這個國際fâî^也趕緊 

提供協助。在去年八月七日安全理事會正審 

il荷蘭侵畧印度尼西亜新事件的時候，國際銀 

行對荷蘭放欵一萬九千五百萬美元。請各位 

t這筆欵項不是貸典爲經濟針銪所窒e的印 

度尼西亞;Jt和國，而是貸典荷蘭，»它好加33 

經 濟 擁 的 。 

關於斡旋委員會的工作，本人很抱歉不得 

不說委員會所採取的行動未滿足各方面對它 

所抱持的希望。委員會是安全理事會所設負有 

終止荷蘭軍隊對印度尼西亜人民所採暴力行動 

的肯定具體任務M機構，可是，它未能善作遨 

理。委員會未履行這種任務，不但如此，委 

員會而且未能主持公道或維持最甚本的正義。 

斡旋委員會三委員國的代表在二月十七曰 

安全理事會會C第二四七和第二四八次〕中 

所發表W聲明就表示委員會在目前這種êBiife制 

度和現有任1??^定之下究能有何成就。單說這 

些會見過份樂観，尙不能說是完全正確。mm 

委員會各姿員的樂觀態度過於偏倚，安^事 

會不應爲丼所傳染。斡旋委員會各蚤員的話實 

,上是贊揚戒民地制度，具體地說，是贊揚荷 

蘭在PU度尼西ffi所採取的劫掠殖民地手段。 

斡旋!^員會旣然受這種眘見和,L理支配， 

我們又怎能希望它榮眷地履行所擔負的任務 

呢？斡旋委員會開始卽對荷蘭的行動表示贊助 

和認可。自開始至今，委員會從未揎棄它W袒 

讒瑭度，故荷蘭能够毫無困難地逐一满足它 

的全部耍求。對於無法以武力達成的目標，荷 

覷決定利用斡旋委貝會的協助，對印度riL西亞 



共和阈施用政治和經涛膨力，以求其實現。荷 

蘭藉口各方面昝承謳它有權採取所謂"警瘵行 

動"，在軍事行動對它有利，且可幫助它估頜 

印度尼西ffî各重耍經涛及軍事區域的時候，爲 

它所採取的軍事行動取得法律根據。在這方面 

國铬院所發表的關於美 

務應由軍隊負責執行，此種主賬的目的難道不 

亞人民的欺壓取得法律根據嗎？可是，斡旋委 

這不是僅有的實例。因爲這個緣故，由斡 

旋委員會協助達成的酶時協定完全满足了荷蘭 

的顔望，同時使印度尼西亜共和阈完全爲篛奪 

者所制。根據斡旋委員會的這一種行劻，我們 

大可以將之改名爲"爲荷蘭纂#者榦旋的委員 

會 " 。 

所訂協定强jâ印度尼西盥接受的條件，等 

於荷蘭禁JI"印度尼西亜獨立。我們極難希望斡 

旋委員會能有任何其他ifê果。美國镥任該委員 

會委員國的事實和該委員會另一委員國比利時 

對於維持殖民地奴隸制度的熱,L、，早就决定了 

委員會的行勖c 

此失去就委員會處理這項問題的方法表矛意見 

的機會一使上述ft形更見餒重。 

關於印度尼西亜共和阈典荷蘭所締秸的休 

戰協定和斡旋委員會在這方面所擔任的工作， 

美阈某報在本年一月底曾作下列報導印度尼 

西3Ê共和阈的代表對於休戰條件深覺不滿，他 

們鼹爲這是不但不足爲榮而且是應引爲JÎI的 

事。他ff3認爲聯合阈這次爲美阈和英聯王國所 

把持，典斡旋委員會合作，認可荷蘭的侵畧行 

動。美圃圃內一部分人對於斡旋委員會所镥 

負的任務也有這種見解。例如，華锥頓州前任 

衆 議 員 M r Hugh Delacy最近曾發表意見， 

認爲斡旋委員會協助荷蘭及ni度尼西亜共和阈 

商訂的協定等於"國！^認許荷蘭在一九四七 

年七月二十日所發動的侵畧行動,這種行動3ê 

不是維持印度尼西亜永久和平的甚礎"。Mr 

Delacy耍求美國政府命令出席安全理事會的 

美阈代表園"撤囘其對强迫F卩尼接受的六大協 

議事項的贊助"。Mr Delacy 說一月二十曰 

將 是 " 美 

本 人 向 理 事 會 各 理 事 吿 的 事 實 說 明 斡 

旋委員會在謀求解決印度尼西亜問題方面所擔 

任的工作< 

事實尤其可铖（ 

旋委員會所採的:£場麵一切關係。 

美國代表今天在這裡提到新近收到的關於 

印度尼西亜共和圃履行所負義毪的淸報。也許 

他也有關於荷蘭展行共對印度尼西亜共和國所 

負義務淸形的It報。如果他有這種淸報，那是 

報。本人再說一句，這一類的新聞是値得洗厍 

糊 的 。 

從本人所說的這幾段話，顯然可見安全理 

事會對印度尼西亜問題所作的決定已吿失敗。 

不但如此，這項決定使荷蘭軍隊獲有隨意櫬佈 

印度尼西亜人民的機會,故不但有利於荷蘭政 

府，而且對印度尼西亜人民爲麵法補救的重大 

打擊。顯然的，安全理事會應該改用其他方法 

來謀求這項問題的解決，懲責極端主義的荷蘭 

纂奪者,並設法補救印度厄西亜人民所受的損 

害。這些損害大部分應由安全理事會負責。對 

於這項問題，安全理事會不能將之撖開不理0 

我們大家都知道，鹰史封於採取這種行動者定 

jkJ加以極嚴重的處分，這種行動對於國際和平 

及安全的維持可能有極厳重的影响，a不用 

提。 

主席鑒於時間已晚，而且«^言人名單上 

=s有兩位代表，本人提議將方才所發表演說的 

傳蹕工作延至下次會議進行。鑒於現時所審議 

問題性質迫切，本人並提議下次會議在明日丄 

午十時三十分舉行。 

Mr T A R A S E N K O (烏克蘭蘇維埃耻會 

主 義 共 和 阈 ） 本 人 並 不 m 將 法 文 傳 譯 延 至 

明 曰 或 以 後 進 行 ， 但 本 人 鼹 爲 ^ 能 在 本 曰 聽 

完英文傳譯，否則有久公允。 

主席安全理事會定於明日午前十時三十 

分開會。 

工時五十五分散會。） 




